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明代画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明代画论>>

13位ISBN编号：9787535617675

10位ISBN编号：7535617670

出版时间：2002-11

出版时间：湖南美术出版社

作者：潘运告主编

页数：42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明代画论>>

内容概要

　　明代画论，与明代绘画紧密相连，是明代绘画创作的理论总结。

　　明代绘画，在我国绘画史上可谓小有波澜，其中文人画的成就尤为突出。
明代初期宫廷虽设画院，业绩却远不及后来由在野文人形成的吴门画派。
明代中期以前由浙派主导画坛，其代表画家戴进、吴伟的山水成就卓异，影响颇大；但随着明代中期
以后吴门画派的兴起，其影响也便逐渐式微。
吴门画派以沈、文、唐、仇四家为代表，其山水画创作各逞风采，却又共同形成了一种新的文人画风
，开拓了明代绘画的新境界、新局面。
明代人物画的发展虽然缓慢，但出现了仇英、陈洪绶等杰出画家。
边文进、林良、吕纪等人的花鸟画成就也很显著。
特别是陈淳、徐渭独抒性情、墨气淋漓的写意花鸟，尤为引人赏心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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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史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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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何良俊字元朗，号柘湖居士，华亭人，嘉靖间尝官翰林院孔目。
善画山水，行笔清逸，又工赏鉴。
著有《四友斋画论》一卷，凡五十条，多采前人成说，亦间有己意。
指出画有认识、审美、教育、怡情等作用；把画家分为正派、院体、利家、行家等类别。
《四友斋画论》有明万历刻本、《美术丛书》本等。
今以后者为底标点，校以他本。
这里只选录一部分。
　　四友斋画论　　夫书画本同出一源，盖画即六书之一，所谓象形者是也。
《虞书》所云：“彰施物采，即画之滥觞矣。
”古五经皆有图，余又见有《三礼图考》一书，盖车舆、冠冕、章服、象胜、褕楸、笄楠之类，皆朝
廷典章所系，后世但照书本言语，想象为之，岂得尽是?若有图本，则仪式具在，按图制造，可无舛错
，则知画之所关盖甚大矣。
陈思王《画赞序》曰：“盖画者鸟书之流，昔明德马后美于色，厚于德，帝用嘉之。
尝从观画，过舜庙见娥皇、女英，帝指之戏后曰：‘恨不得如此者为妃。
’又前见陶唐之像，后指尧曰：‘嗟乎群臣百僚，恨不得为君如是。
’帝顾而笑。
故夫画所见多矣。
”　　论画者又云：“夫画特忌形貌采章历历具足，甚谨甚细，而外露巧密。
”夫谨细巧密，世孰不谓之为工耶?然深于画者盖不之取，正以其近于三病也。
　　世之评画者立三品之目，一曰神品，二曰妙品，三日能品。
又有立逸品之目于神品之上者。
余初谓逸品不当在神品之上，后阅古人论画，又有自然之目，则真若有出于神品之上者。
其论以为失于自然而后神，失于神而后妙，失于妙而后精，精之为病也而为谨细。
自然为上品之上，神为上品之中，妙为上品之下，精为中品之上，谨细为中品之中。
立此五等，以包六法，　　以贯众妙。
非夫神迈识高、情超心慧者，岂可议乎知画!呜呼!夫必待神迈识高、情超心慧然后知画，宜乎历数百
代而难其人也。
　　余观古之登山者，皆有游名山记，纵其文笔高妙，善于摹写，极力形容，处处精到，然于语言文
字之间，使人想象终不得其面目。
不若图之缣素，则其山水之幽深，烟云之吞吐，一举目皆在，而得以神游其间，顾不胜于文章万万耶
？
　　世人家多资力，加以好事，闻好古之家亦曾蓄画，遂买数十幅于家，客至悬之中堂，夸以为观美
。
今之所称好画者，皆此辈耳。
其有能稍辨真赝，知山头要博，树枝要圆润，石作三面，路分两歧，皴绰有血肪，梁渲有变幻。
有知得此者，盖已千百中或四五人而已。
必欲如宗少文之澄怀观道而神游其中者，盖旷百动而未见一人者欤！
　　　　今天的人谈帝王绘画，专举宣和帝，令人郁闷，就想要戒除技艺，然不知庆历帝也善绘事。
大凡留心绘事，研究其意趣，难道仅无妨于统治，当更有益于陶冶性情呢。
仁宗的画，今天不可能见到了，看克明所以承受恩遇，足以知帝赏鉴的精深。
克明正直进取谨慎谦逊，获取山水的意趣，箕踞终日，势强财多的人即使势力逼迫钱财购买他的画他
不答应，此其人品当然已经超群绝伦。
霉宗时设立博土科考绘画进画院，人至累百，然邓椿说其为人品所限，作画多拘泥规矩，未脱掉平庸
低下。
哎呀!二帝的品评和辨别艺术作品的真假好坏，难道有待韩、范、富、欧及京、黼之辈然后才能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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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　　文与可画竹苏子瞻诗　　宋人说与可是画竹的《左氏》，子瞻却像《庄子》。
又说“东坡画的竹，美妙而不真切；息斋画的竹，真切而不美妙”。
息斋，就是李衍呢。
我乡有德行学问的前辈史雁峰公做官吴中，曾得到挂幅一轴。
嘉兴项氏的《图画记》内文与可的竹画—下注道：“一轴在馀姚史雁峰家。
”叙述它先前的来历甚清楚。
我曾赶上见过，果然高洁的风格侵袭到人，只是尚不识其所以　　似《左传》的地方。
此卷有东坡的诗，又有息斋的题署，画竹的名手齐备了，无怪衡翁之爱它呢。
　　石刻圣贤图像　　大凡世间所传的人像多未必真实，但中间也间或有真实的，只恨不能辨别罢了
。
今南京帝王庙，系塑像，文皇的胡须也不拳曲，梁武帝晚年乃老瘦，此形状魁梧，怎知不是中年的像
呀?隋文帝也不细瘦，乃是像减小罢了，看身躯显露特多可以见出。
项羽戴唐乌巾，大可疑，王右军与今天的二王帖中两本都不同。
真定的大佛寺有宋太祖像，在殿右边小楼的壁上，与此也不同；南京庙的又不同，华亭孙宗伯有雕板
发的《古圣贤图赞》，与此也不完全同。
古人已不可见到，由此寄托仰慕圣贤的怀念也是小的快乐。
我婉顺地请求吴中的画手依此作绢素图，今尚未完成。
　　原文　　赵文敏长江叠嶂图　　凡古人诗及名画，必须得真境较之，乃知其妙。
“芙蓉镜中”语，逸趣可想。
　　黄大痴江山胜览图　　王右丞“诗中有画”，昔人已言之矣。
“山色有无中”，果是画家三昧语，第不知“江流天地外”若何画?使宣和以此为题，其魁当作何经营
耶?　　倪云林山阴丘壑图　　云林既不习青绿技，何为一落笔便佳，岂果有天解耶?其画格故不宜著
色，不知此图作何点染?料不必沿诸家法，令人企慕若渴。
　　赵吴兴归去来图　　仕宦慕山林，自是常情；“归去来”可图，彭泽令不可图，亦是画家常格。
吴兴此染无庸来竖儒吻，第今时惟伪赵笔多，“靖节图”尤多，即具眼如贪州翁，讵能无失鉴?但当于
此致辨耳。
　　戴文进七景图　　余少时曾问一画师曰：“我朝画何人第一?”渠答曰“戴文进。
乃吴子论殊不尔，然其所推重者无过启南。
”余观司寇得此佳画，遂疑为启南，然则菰芦中善月旦者，尚未能作糊名试官也。
余于画道浅，无敢强作解事，第二公恐未易轩轾。
“无所不师法，妙处无所不合”，是苏味道评；“无一笔钱唐意”，则公孙夙因未胶耳。
王槐野仲父答薛方山仲父曰：“公吴人也，而负秦性。
”正与此同。
　　　　我乡寅阳徐太常家有《辋川》一卷，多名人题跋。
吴匏庵题写其后说：“此卷宋人藏在油漆的竹筒中，用它撑门，后开看，乃《辋川图》呢。
”我看来，就未必真出右丞。
但绢素极细，却是雪景，以浮粉着在树上，潇洒清雅和谐的韵味，应是宋人的临本，不是后人可达到
呢。
　　吴兴八俊，赵王孙第一，而钱舜举在其中呢。
至元间子昂被荐举入朝廷，诸公都相互依附求取高官，独舜举抵触违背，留恋不舍诗画以终其身。
我见他画的《五君吟卷》，学周文矩，　　王蒙的跋语极援引它，而钱公寄托心意也高雅。
　　马远的画，竹下有戴冠的道士执持酒杯，伺候以二童，一鹤在烟云泉水之间，上有诗道：“不向
神祝告祈求福寿自己安康因为生存的年寿，人世间难得是清美的声誉；浅斟仙酒红光生两颊，永保长
生修道自然成。
赐王都提举并祝其长寿。
”上有辛巳长印，下有皇帝书写的字和印。
　　郭恕先以篆个法画屋，所以上下折算，一斜百随，都符合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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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人爱书画，而不求用笔用墨的妙趣。
有笔妙而墨不妙的，有墨妙而笔不妙的，有笔墨都妙的，有笔墨都无的。
能力技巧吗?精神胆气吗?学问见识吗?尽在此了。
总之不超出含蓄而不显露的遒劲和酣畅。
　　我见到王右丞的《山庄图》，又《雪霁捕鱼图》，《山庄》的树叶皆像“个”字，其《雪霁枯木
图》像郭熙的画。
二卷皆无落款题名，好像宋人的摹本稿呢。
　　古人画云，沾湿绢素，点缀轻粉，信口吹去，叫作吹云。
　　赵文敏公家收藏小李将军的《摘瓜图》，历代都珍爱它。
曾经请胡廷晖完善修补，晖暗暗记取其笔意，回去作一幅询问文敏公，公惊奇赞赏乱真，由此声誉和
实际俱进。
　　画竹以浓墨为面，淡墨为背，此法开始于文湖州，而柯奎章完全效法它。
　　原文　　米南宫《海岳图》，陈叔方尝寄云林简云：“此图拙古，俗眼罕识，前辈尝评其画云：
‘大米造妙人无言山。
’云林胸次清旷，笔意萧远，当咄咄逼真矣。
暇日能寄小立轴否耶?”　　高子敏记龙眠李亮工家藏周防画《美人琴阮图》，兼有宫禁富贵气象，旁
有竹马小儿欲折槛前柳者。
亮工官长沙，而黄鲁直谪宜州过见之，叹爱弥日。
后此画遂归禁中。
余于王冈伯处见周防《拨阮图》，却无竹马小儿等景，而清态袭人。
上有高宗题“周防《拨院》”四字及蔡京诗。
　　《鹊华秋色卷》，赵子昂为周公谨作，山头皆着青绿，全学王右丞与董源。
　　东坡称与可下笔兼众妙，而不言其善山水。
乃山谷于吴君惠处见文湖州《晚霞横卷》，兼有王摩诘、关仝笔力，而世以洋州一派竹称之，何足以
尽石室?　　宋徽宗《竹禽卷》，赵子昂题其后有云：“小物得圣人图及，何其幸耶?”又见徽宗画六
石，玲珑古雅，不用皴法，以水墨生晕，学吴道子。
　　古人画人物，上衣下裳，互用黄白粉、青紫四色，未尝用青绿者，盖绿近妇人服色也。
琴囊或紫或黄二色而已，不用他色。
　　画家宫室最难为工，谓须折算无差，乃为合作。
盖束于绳矩，笔墨不可以逞，稍涉畦畛，便人庸匠，故自唐以前，不闻名家，至五代卫贤，始以此得
名。
　　《渔父图》，仲姬题云：“人生贵极是王侯，浮利浮名不自由，争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风归去
休。
”子昂和云：“渺渺烟波一叶舟，西风木落五湖秋，盟鸥鹭，傲王侯，管甚鲈鱼不上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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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崇尚文人画的画论　　潘运告　　明代画论，与明代绘画紧密相连，是明代绘画创作的
理论总结。
　　明代绘画，在我国绘画史上可谓小有波澜，其中文人画的成就尤为突出。
明代初期宫廷虽设画院，业绩却远不及后来由在野文人形成的吴门画派。
明代中期以前由浙派主导画坛，其代表画家戴进、吴伟的山水成就卓异，影响颇大；但随着明代中期
以后吴门画派的兴起，其影响也便逐渐式微。
吴门画派以沈、文、唐、仇四家为代表，其山水画创作各逞风采，却又共同形成了一种新的文人画风
，开拓了明代绘画的新境界、新局面。
明代人物画的发展虽然缓慢，但出现了仇英、陈洪绶等杰出画家。
边文进、林良、吕纪等人的花鸟画成就也很显著。
特别是陈淳、徐渭独抒性情、墨气淋漓的写意花鸟，尤为引人赏心悦目。
　　与明代这种绘画相联系，崇尚文人画风的画论也就相继出现。
这就是重视士气，重视学问，重视创作个性，重视画家性情的抒发。
如文微明重视画家的气质、胸次在绘画中的作用，要求“作家士气咸备”；屠隆提出“天趣”即为“
士气”，重视画家的抒情寄兴作用，要求“能以画寓意”；王穉登强调绘画要“有画学，有画胆”，
而且“兼渔古人之精华”，以之创作绘画的“韵致”；李日华要求“绘事不必求奇，不必循格，要在
胸中有吐出”；陈继儒把“多文”与读“万卷书”作为能绘画与绘画不俗的条件；唐志契主张情景合
一，要“最得山水之真性情”，达到“山情即我性，山情即我情”，把山水画看作“风流潇洒之事”
；莫是龙重传神，求“味外之味”，要求学习古人，“集其大成”，“一变其法”，“自出机杆”，
等等，无不　　如此。
　　文人画发展到明代后期，出现了以董其昌为杰出代表的华亭画派。
董氏擅山水，师董源、巨然、黄公望、倪瓒，天机溢发，笔致清秀，恬静疏旷；用墨明洁隽朗，气韵
深厚，青绿设色古朴典雅，人推明代第一。
他同与他同时而较早的莫是龙，相继总结山水画史，评述唐五代宋元诸家，提出“南北宗论”，以佛
教禅宗喻画。
他们都说：“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有南北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
北宗则以李思训父子著色山水，流传两宋之赵干、赵伯驹、伯骕，以至马、夏辈。
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勾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关、郭忠恕、董、巨及米家父子，以至元
四家。
亦如六祖之后有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微矣。
”佛教禅宗之所以分南北宗，是由于他们修道的方法不同：北宗讲“渐修”，重苦练；南宗则讲“顿
悟”，重灵感。
董莫以禅喻画，画亦分南北宗，崇南而抑北，意即在推崇文人画。
文人画重天赋，正是“顿悟”之灵感的体现，是一般人所不能学到的。
文人画重天赋，表现在画风上就是天趣和自然的风神韵致，这是靠“渐修”式的苦练所无法达到的。
董氏及莫是龙这“南北宗论”的提出，在晚明及清代产生很大影响，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及至今
天，仍有人予以否定。
本文认为：“南北宗论”虽失之偏颇，然意在区分不同画风，标举“士气”，推崇“文人画”，这是
我们应该看到的。
　　明代中期以后出现的这种重士气、重学问、重创作个性、重性情抒发的绘画审美意识，与那一时
期出现的带有早期民主性质的哲学思潮和文艺思潮是完全相一致的。
在那一时期出现了阳明心学，它像明亮的彗星穿越中世纪的夜空，照亮了寰宇，培育了王艮、何心隐
、李贽等一批可以“赤手缚苍龙”的向儒家礼教冲决的英勇斗士，掀起了一股民主思潮。
阳明心学的平民意识、主体意识和自然人性的情欲意识，更酝育和激发了热情奔放的明清浪漫文艺思
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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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思潮的中心内容，就是追求民主和个性解放。
因此，明代中期以后文人画风的形成和发展及其理论总结，不是偶然的，它的产生和存在有其历史的
必然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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