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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看中国的山水画，可以感观，可以心观，可以画观，但不可以风景观。
因为笔墨中有人的投射，有人观照自然的种种心迹，所以山水画的背后是人的主体，是天地人的深层
命题。
孔子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之论，老子有“上善若水”之说，禅修者有“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
，看山还是山”的参悟，如此等等皆牵涉人与自然的命题，皆有观看过程的种种体证。
“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如是作“畅神”之游，当兴家国天下之想，可悟人天自然之
道。
六朝画家宗炳画山川于屋壁，卧以游之，藉此澄怀观道，他的引申让山水与人情亲近，笔下的山水有
了人文的归属。
可以说，“道”是山水画发端的支撑原点，人与自然的亲和最终是合于道的。
山水画后来的演变，虽有不同的时代主题，但如果抽去了这个主旨，它就少了发展的原动力，没落下
来，即成风景。
故人迹在山水中不再可有可无，有了人与山水的互动，山水画才演绎得分外持久和别致，明人王世贞
论此，以“合作”目之，可谓知画。
　　进入山水画史的作品，有人物“在场”者，也有人物“缺席”者。
人物在场的山水，通常安排有明确的主题，或者有可以辗转推知的故实情节，如仙居，如雅集，如行
旅，如渔隐等等。
这样的作品，虽以山水树石成画，但画眼却在人物，山川树石全依人物出场的情节加以结构，意境也
因人物的身份而营造，乃至笔墨气韵也由人物的在场而发生变化。
在东晋顾恺之画张道陵师徒云台山修道的描述中，已经给定了人物在山水画中的主导地位，山水是因
人物叙事而铺陈开来的。
循着这条线索的走向，山水画的叙事结构逐渐稳定下来，有了一定的模式。
在这个结构中，只要有人物在场，哪怕是寸马分人，皆是寓有主题的山水结构，如果没了人物，原画
的主旨和意境定会空落松散下来，这是读画时要加以留心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迹于山>>

内容概要

　　历代关于山水画的论述和阐释，少有对存形于山水中的人物形象的注视和分析，人物似乎只是山
水画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点景附件。
　　在本书作者看来，人物于山水画从来就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有明以来，人物在山水画中的存形具
有了越来越鲜明的符号特征和结构功能：画家借山水中的人物对自己和自己所属的社会族群进行暗示
和表征，借山水中的雅集、茶事、送别、卜居等明代文人所心仪的生活方式和趣味来表明心迹、抒发
情志；同时，人物存形作为一个潜在的诱因，影响到了画家图绘山水的笔墨选择、风格呈现甚至情绪
转换。
　　因为有了“人迹”，明代山水画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后人借以观照明代社会的图像文本，借助于人
物，观者可以从明代山水画的某种带有程式化特征的笔墨趣味、结构方式后面，读出更多社会学、文
化学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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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意》、《画非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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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讨论艺术品的趣味本质上便于窥探社会风俗变迁。
政治、经济、生活及风俗等多层面的明史研究成果极大扩充了认识明代绘画的视野。
　　明代早期山水画由于受朝代更迭的政治影响，一方面有适应于新王朝的宫廷绘画接续宋代画风，
画家营造激奋明丽的画面氛围，并极力夸张用笔的速度，张扬山石树木的视觉力度。
其间戴进、吴伟堪称风流，“浙派”显赫一时，宫廷画家对宋代“院体”的继承与发展，亦使明代宫
廷绘画成为画史上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重要画派。
另一方面，诸如倪瓒、王蒙等一大批元朝遗民画家仍秉承心志。
元朝所倚重的放逸、荒率趣味在新王朝高压打击下，暗流待发。
至明中期沈周、文徵明等为代表的“吴门画派”涌出。
“吴门画派”主要继承文人画传统，他们或“以元入笔墨运宋人丘壑”，或兼善“院体”近取元人笔
意，使“吴派”成为明代中期的主流。
晚明画坛，花鸟、人物、山水画领域均有不崇时尚、独辟蹊径的名家涌现，但主体仍不出文人画一脉
。
　　明代山水画家趋向对宋、元时期绘画作品的重新释读，尽管有明一代绘画流派林立且竞争激烈，
对宫廷绘画与士大夫文人画的风格差异和审美取向的研究，大致可以构成认识明代绘画面貌的两条基
本途径。
　　明代山水画家对图式的多向选择，决定了明代山水画风格特征的多样性。
本文侧重考察山水画境中的“人物”如何可能与“山水”共同传达了画家的用心，继而探讨“人物”
在画中分别作为主题、中介、象征符号等如何参与山水画的空间构建，以此来观照约定俗成的“山水
画”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的结构与旨趣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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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明代山水画中，人物与山水组构像一个“套装”系列配置战若干似是而非的雅俗图景，画家将
自我投射其中，一他们乐意把自己幻化为心仪的理想人物，像画中人一样纵情山水，进而平衡现实与
虚拟世界的心理落差。
　　写真人物与虚拟背景的疏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晚明时期文人的虚无与玩世心态，却也暴露了
他们现实处境的窘迫与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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