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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术史的研究，不能满足于记事记言，应该像历史研究一样，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目标
，并为此而重视美术通史的编写。
编写美术通史，无论使用何种方法，都必须从各时代的美术史实中引出结论，才是正当的途径，都必
须依赖基础研究工作的推进。
在基础研究工作中，个案研究最为重要。
只有通过一系列的个案研究，才能突破已有认识，发现新的历史联系，得出超越前人的见解。
美术史的个案研究，对书画家而言无非两大方面：一为作品研究，包括年代、地点、真伪、题材、风
格、受者等等；另一为作者研究，包括家世、生卒、里籍、行迹、交游、师承、思想等等。
作品的研究，离不开书画鉴定，但同样要利用历史文献。
作者的研究，则主要依赖文献。
在近数十年的美术著述史上，黄宾虹是为数不多的画家学者，他写有绘画通史性质的《古画微》和《
画学篇》，尤多致力于画家个案的文献学研究，著有《梅花古衲传》、《渐江大师事迹佚闻》、《释
石溪事迹汇编》和《垢道人佚事》等。
正是在黄宾虹的影响下，汪世清以科学教育工作的余暇，投入了明清画家的文献学研究，取得了超越
前人的成果，成为近三十年来为老少同行钦敬的学者。
汪先生从事文献学研究，是从追随黄宾虹搜集整理安徽文献开始的。
1935年他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翌年，他的恩师汪采白和黄宾虹先后应聘来北京任教，在汪采
白的援引下，他认识了黄宾虹，不断往来求教，至1946年抗战胜利后他重返北师大继续学业时，已成
为黄宾虹整理乡邦文献的年轻参与者。
此时，黄宾虹在写给汪聪的信中即称：“鄙人于古诗集中随录歙故，因拟备志传之漏略，曾着杂志报
余等阐扬幽微。
久拟邀集乡党同志于族谱加之采择，征之文献，各有著述⋯⋯藉之联络民族精神。
青年中人有此兴趣者宜引为研究，近与潜口汪世清兄就近计划中。
”1948年黄宾虹南下杭州，仍与汪世清保持密切联系，由汪世清代为处理北平遗留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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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汪世清艺苑查疑补证散考（上下卷）》选录了著名学者汪世清先生关于美术史方面的研宄文章
，六十余篇。
汪世清以广博的艺术修养、谙熟的考证功夫、严谨的治学态度，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的爬梳整理，对
艺苑人物、书画作者与作品个案进行研究，厘清了明清史上的诸多疑点，引起了国内外美术史学界的
广泛关注。
其中有关石涛、八大山人的考证影响更是巨大。
此书为研究、喜爱明清美术人士必备之资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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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卷古籍诗文篇《画说》究为谁著程邃的《萧然吟》龚贤的《草香堂集》读黄生的《一木堂诗稿》石
涛的古体诗《清初人选清初诗汇考》序金瑗的《十百斋书画录》人物篇明后七子及其交游生卒补考徽
州学研究的重大贡献董其昌的交游董其昌和馀清斋黄辉的生平和书法艺术黄山画苑两疏林王鉴是王世
贞的曾孙《辞海》人物生卒补正程邃年谱新安画派的渊源渐江画与新安画派清初四大画僧合考清初画
苑八家画目系年（一）清初画苑八家画目系年（二）清初画苑八家画目系年（三）下卷弘济与弘仁江
韬不是江一鸿世系·后裔·为僧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八大山人的名和号八大山人的“病颠”问题八大
山人的诗和文八大与天外南州喜晤黄砚旅再论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三论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八大山人
与林木文八大山人的世系问题八大山人的家学书《八大山人草书尺牍》后石涛生平的几个问题溪南老
友吴兼山“怀谢楼”在哪里?劲庵先生何许人?白沙翠竹江村石涛行迹与交游补证石涛交游补考《虬峰
文集》中有关石涛的诗文再论石涛生卒的考证雪庄的《黄海云舫图》岩夫谷口会鸠兹不疏园与皖派汉
学书画作品篇《江山雪霁》归尘土，鱼目焉能混夜珠?徐有贞的《行书有竹居歌》卷董其昌的《法书纪
略册》吴山涛《西塞诸诗册》记渐江的最后一件作品记故宫所藏渐江的七件作品龚贤的《溪山无尽图
》卷八大山人《三友图》辨伪石涛的《余杭看山图》石涛的“丁秋”《花卉册》雪庄的五开本黄山图
册清初诸家为“中翁”所作书画册梅雪坪为汪研村绘山水册附录石涛东下后的艺术活动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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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交情自有真”他在客居异地，举目无亲的时候，却有着广泛的交游。
这部诗集中提到的便有六十多人。
其中有南京的老友林古度、顾梦游、纪映钟等，有泰州的朋友吴嘉纪、陆朝、翁磊等，有往来扬州相
识的四方之士王猷定、王玄度、程封等，还有方外交宗炳、大嵩等，他们大都是诗人。
“生平二知己”（“五言律”《读书海上，洪二过访，会天樵亦从白门来》），指的是洪舫和韩昌。
洪舫又名仲，字方舟，歙县人，时客居扬州。
“五言律”《赠洪舫》有“群盗走白日，饥乌满废田。
此身贫可许？
把酒问苍天。
”之句。
倘非相知之深，怎能倾吐如此愤懑的情绪？
洪舫亦工诗，钻研杜诗尤勤。
著有《杜律注》和《苦竹轩诗》，惜均不传。
韩昌字经正，号石阱，宛平人。
明亡后，偕兄渡江寻父，流寓南京。
“半亩清凉山下宅，与君相见即吟诗。
”（“七言律”《答韩二口》）“畴昔与韩昌，论诗春夜长。
”以诗相交，便成知己。
“五言律”《忆韩二》共有八首。
“留书无半册，展读已千巡”。
“别我四五日，忆君多少诗”，相念之情，刻划得多么生动。
“乱余寻老父，兄弟越江船，家计一身裹，诗篇作枕眠。
”韩昌就是这样一位身无长物，寝馈于诗的流浪者。
同是诗人，又有相同的身世之感。
龚贤之所以“独亲”韩昌，自可不言而喻。
韩昌卒于顺治十八年辛丑。
屈大均有辞哀之。
费密于康熙四年作韩昌传，惜已散佚。
至于韩昌的《天樵子集》，则早已不传于世了。
陆朝和叶荣也被龚贤称为“知己”。
陆朝字无文，泰州人。
龚贤在将离海安时留诗言别：“又欲别离去，前途失所亲。
几时能傍汝？
终老免怀人。
”（“五言律”《留别陆朝知己》）据此也可概见二人的交情。
叶荣字澹生，号樗庵，歙县人，时客扬州，有诗画名。
“近集”《赠叶荣知己》有句云：“画理看云态，诗情问酒杯。
”龚贤对于叶荣的画和诗是颇为赞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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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汪世清艺苑查疑补证散考(上下卷)》：颂雅风艺术理论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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