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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的绘画艺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华夏民族的聪慧与创造力最集中的表现之一，并在某种
意义上标志着华夏文明在古典文化艺术领域的最高水准。
　　中国画强调气韵，讲究意境，重视格调，通过感官作用于人们的思想，牵动人们的爱憎之情，使
观者在愉悦身心的同时，又能有所收获和提高。
　　艺术是人类精神世界在现实中的投影，中国的画家们用笔墨为工具，在自由与严谨、幻想与真实
之间追求着至高的精神境界，将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喜怒哀乐物化为山川河流、花鸟草虫，用绘画构筑
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世界。
　　从古朴率真的远古壁画到浪漫神秘的楚汉帛画，从绚灿庄严的魏晋佛画到精湛瑰丽的隋唐界画，
从雄峻悠远的五代山水到飘逸简洁的宋元水墨，从明清各家各派的巍然壮观到近现代艺术大师们的异
彩纷呈。
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审美情趣乃至对自然、人生、社会、政治、宗教、哲学、伦理、道德等许多方
面的理解和认知，一次次地在历代艺术大师的笔墨中得到诠释、升华。
　　通过欣赏优秀的绘画作品，能够改变一个人的艺术旨趣，改变一个人的心理状态，改变一个人的
人生观、世界观，甚至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中国绘画艺术博大精深，有着众多的爱好者，但大部分爱好者由于条件所限，往往只停留在对著名作
品的欣赏与临摹上，无法结合该作品的创作背景、艺术风格、画家生平等有关资料对其进行深入的了
解和探索。
　　因此我们策划出版了这套《中国历代绘画珍品鉴赏》书系，选择了大量各时期的著名作品，结合
相关文献资料，详尽地介绍了绘画艺术在我国的发展历史，将作品与其创作背景、艺术风格、画家生
平等有关资料进行有机的结合，图文并茂、文图互补，使读者能够全方位、多角度的对这些艺术作品
进行深入的了解和探索，既可作为普通读者了解绘画艺术，提升自身审美能力的读物，又可作为书画
爱好者临摹学习的辅助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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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美术是华夏民族的聪慧与创造力最集中的表现之一，并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华夏文明在古典文化
艺术领域的最高水准。
远古壁画的神秘古朴，楚汉帛画的浪漫恢宏；魏晋佛画的绚灿庄严；隋唐界画的精湛瑰丽；五代山水
的雄伟悠远；宋朝笔墨的飘逸出尘；元朝梅石的清秀隽雅；明清松竹的豪纵古拙；近代绘画的百花齐
放⋯⋯中国的艺术家用任意挥洒的笔墨构筑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世界。

欧阳云编著的《明代绘画艺术鉴赏》是“中国历代绘画珍品鉴赏”丛书之一。

《明代绘画艺术鉴赏》选择了大量明代的著名作品，结合相关文献资料，详尽地介绍了绘画艺术在我
国的发展历史，将作品与其创作背景、艺术风格、画家生平等有关资料进行有机的结合，图文并茂、
文图互补，使读者能够全方位、多角度的对这些艺术作品进行深入的了解和探索，既可作为普通读者
了解绘画艺术，提升自身审美能力的读物，又可作为书画爱好者临摹学习的辅助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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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唐寅 在吴门的自由气氛中，能够接纳一些和社会礼法相抵牾的艺术家。
&ldquo;吴中四才子&rdquo;之一的唐寅，就是这类典型人物。
　　唐寅（1470&mdash;1523），初字伯虎，更字子畏，号桃花庵主、六如居士等，吴县（今江苏省苏
州市）人。
早年发愤读书，弘治十一年（1498）得中应天府（今江苏省南京市）解元。
弘治十二年赴京会试，谁料牵扯科场案遭受株连人狱。
　　正德九年（1514）投奔江西宁王朱宸濠幕下，后发现朱宸濠有不轨之意，遂脱身返回苏州。
两次遭际，使他绝意仕进，筑室于桃花坞，潜心诗文书画以终。
坎坷的经历，形成他狂放不羁、玩世不恭的性格和行径，曾自刻图章&ldquo;江南第一风流才
子&rdquo;。
　　唐寅诗文流畅通俗，与祝允明、文徵明、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
书法师赵孟頫，风格奇峭。
绘画于山水、人物、花鸟、楼阁俱能。
早年师事周臣，主要吸取李唐、刘松年的传统，后又与文徵明同为沈周学生。
他师古而不泥古，又漫游名山大川，重视师法造化，兼之读书多、修养深、阅历广，故能脱出町畦，
自呈风貌。
其作品既有职业画家的严谨缜密，又具文人画家的清逸洒脱。
　　唐寅晚年生活十分艰难，曾写诗自叹：&ldquo;青山白发老痴顽，笔砚生涯苦食艰，湖上水田人不
要，谁来买我画中山。
&rdquo;作此诗时唐寅49岁，五年后，这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就在贫病中离开了人间。
　　唐寅约在30岁自京返吴后始跟周臣学画，直到40岁左右。
年龄较小于唐寅的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记：&ldquo;伯虎才高，自宋李营丘、范宽、李唐、马夏，
以至胜国吴兴、王、黄数大家，靡不研解；行笔极其秀润缜密而有韵度，惟小弱耳。
&rdquo;此评可知唐寅画风的渊源。
　　40岁以后，唐寅已脱出周臣门庭，形成了自己的个性风格。
47岁时所作的《山路松声图》可作为标志之一。
　　《山路松声图》是唐寅山水画代表作品之一。
画中高山峻岭赫然在目，凌云古松迫人眉宇。
山坳间流泉三叠，次第跌落，击石鸣涧，荡然平流。
　　山间小道曲折隐现，路转峰回，幽然自远。
叠泉旁，深壑间，有木桥飞架，有高士立在桥上袖手遐观。
一童抱琴随后，令人想见古代隐者生活。
　　右上角是画家本人的题诗： &ldquo;女儿山前野路横，松声偏解合泉声。
试从静里闲倾耳，便觉冲然道气生。
&rdquo; 此图山石画法，明显取法于宋人李唐、刘松年等人，但画家改变了李唐那种以侧锋挥扫、大
块面的勾斫画法及锋芒毕露、刻峭壮拔的作风，变为以中锋（兼用侧锋）作细长线条的清劲皴法，并
间以小面积的侧锋勾斫或点斫。
随着山势变幻，或作长线直皴，或作曲线弧皴。
皴笔细密遒劲，流畅娟秀，柔里含刚。
在皴的基础上，以水墨晕染，使山峰于风骨奇峭中包孕着秀爽清润的雅逸之气。
同时，画家常常在浓墨皴染的山石间留出道道空白，颇似版画中的刀迹，黑中存白，对比强烈，形象
地表现出山石硬峭的质感，这是唐寅在技法上的独创。
　　在章法上，画家常以高远法表现&ldquo;连江叠啦，缀缀无穷&rdquo;的山峦景色，用层层飞泉叠
瀑将山峦一层层推高推远，造成幽深奇妙的画境。
画中点景人物关系到全面的立意，虽小至寸余，但大多刻画精细，笔笔不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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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神毕肖，呼之欲出，对作品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唐寅晚年的《春山伴侣图》《落霞孤鹜图》《西洲话旧图》《震泽烟树图》等，已从中年的峻拔
变为平淡清逸，沈、文的文秀苍润风韵也存于 &ldquo;水乳&rdquo;之中。
　　《春山伴侣图》全用水墨，只有一段衣袍点成了淡红色。
图中曲栏映掩，杂树绽青，春山含笑，高山临流，给人以阳春日暖之感。
山峦秀丽，皴以柔和的披麻，着意于水墨渲染，益见俊秀逗人，全图具有天真幽淡的意趣，题有七绝
一首：&ldquo;春山伴侣两三人，担酒寻花不厌频，好是泉头池上石，软莎堪坐静无尘。
&rdquo;唐伯虎在此画中以书法入画，以写代描，笔力雄强，造型优美。
全画行笔挺秀洒脱，形象饶有韵度，具有秀逸爽放，天然无饰的艺术风貌。
　　唐寅自谓诗画可以和文徵明争高低。
凡其亲笔多标明自画。
《落霞孤鹜图》是依唐代著名诗人王勃的《滕王阁序》诗意所绘，图中峻岭、高柳、水榭、江岸密集
于右侧，而在左侧展现晚晴的霞光，虚实相映，遂成妙制。
作者以宋人法画垂柳，错落有致，俯仰生情，树丛间水榭临江，高人独坐，以&ldquo;落霞孤
鹜&rdquo;为旨趣的诗情画意油然而生。
山石皆湿笔长皴，勾斫相间，上方高岭山石淡皴，枝叶浓密，近景石隙间以双勾夹叶为苔，细节变化
，故多趣致。
图中有作者自识：&ldquo;画栋珠帘烟水中，落霞孤鹜渺无踪。
千年想见王南海，曾借龙王一阵风。
&rdquo;表达了他对《滕王阁序》作者王勃的少年得志的羡慕和对自己坎坷遭遇的不平。
　　唐寅的仕女人物极为精妙，从今存《唐伯虎全集》看，唐寅喜欢画历史故事，借古讽今，揭露社
会的阴暗面，为本人遭遇鸣不平。
所画古人有陶渊明、林和靖、韩熙载、白居易、吕蒙正、赵普、卢仝、秦淮海、吕洞宾等，还特别喜
欢画古代的美人，尤其是在历史上曾经受蹂躏、受侮辱的女性。
本意在借题发挥，不在美人本身。
文徵明《题唐六如红拂妓》诗云：&ldquo;六如居士春风笑，写得娥眉妙有神。
展卷不禁双泪落，断肠原不为佳人。
&rdquo; 《王蜀宫妓图》是唐寅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画作。
它取材于五代西蜀后主孟昶的宫廷生活，精心描绘了四个盛装宫妓的神貌情状，并题诗云：&ldquo;莲
花冠子道人衣，日侍君王宴紫微，花柳不知人已去，年年斗绿与争绯。
&rdquo; 显然，画家在对蜀主腐朽生活进行揭露和讽刺的同时，深切地抒发了自己对宫妓们不幸遭遇
的同情。
　　唐寅仕女画法大致可分两种：一种线条细劲，设色妍丽；一种笔墨流动，挥洒自如。
此作当属前者。
全画线条如春蚕吐丝，精秀细劲，流转自然。
设色妍丽明洁，富于变幻和节奏感。
如画面中间有一正一背两个宫妓，近处背向者穿一件淡黄色长褂，与其相对者则穿颜色较深的花青大
褂，这便在色彩上造成了强烈的对比，产生了醒目的艺术效果。
　　其余部分的颜色也正是如此，或浓或淡，或冷或暖，或呼应或映衬，变化十分巧妙。
画家刻画仕女面部时，往往画得柳眼樱唇，下巴尖俏，可能是当世的风尚所致。
加之采用&ldquo;三白&rdquo;设色法，即以白粉烘染额、鼻、颊，对表现宫妓们弱不禁风的情态也产
生了效用。
　　总之，这幅作品从内容到形式方面，都充分显示出画家的讽喻才华和艺术上的创新精神。
　　墨笔人物《秋风纨扇图》是唐寅以仕女作比对自我身世的感叹。
图中绘一妙龄少女，手持纨扇，面带忧寂，立于秋风之中。
画上题诗日：&ldquo;秋来纨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感伤。
请把世情详细看，大都谁不逐炎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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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quo; 唐寅的题诗借用了古老的典故，以扇寓人，讽刺趋炎附势之徒。
唐寅一生才华横溢，但仕途落魄。
因科场舞弊案被无辜牵连，蒙冤坐狱后，许多昔日向他求诗乞画的座上客，转而将他视若路人。
家里变得 &ldquo;僮仆据案，夫妻反目，归有狞狗，当门而噬&rdquo;。
唐寅饱尝世态炎凉的滋味，故对图中少女充满了同情和怜悯。
其用笔细劲，构图简率，以萧瑟的背景来表现仕女孤立一人的神情，很有表现力。
　　《枯槎鸲鹆图》又名《春雨鸣禽图》是唐伯虎水墨花鸟画中传世的精品。
画中塑造了一只栖息枝头、昂首鸣春的八哥的优美形象。
口喙用线条双勾，头和眼、背和腹、翅和尾、足和爪，均用大笔没骨涂染，略分浓淡，不以梳渲细密
为工，却又形体准确，神态活灵活现、呼之欲出。
树身用 &ldquo;飞白&rdquo;法，表现出树皮斑驳的质感；行草法画分枝，表现出细嫩的活力；梢头直
上伸出纸外，线条拉得特别长，显得微微颤动，好像鸲鹆刚刚飞落梢头，十分生动。
树身盘藤则用水墨阔笔，复以湿笔作介字点；写竹则笔墨酣浓，疏略跌宕。
右上角有画家自识：&ldquo;山空寂静人声绝，栖鸟数声春雨馀。
&rdquo;进一步点出山空人静、春雨鸣禽，把观者带进了一个忘我的审美境界。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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