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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髡残作为明末清初的一位杰出画家，不但在画史上与石涛、弘仁、八大山人通称为“四僧”，得
到重视，而且在近现代山水画实践的革新方面也受到很大的称颂。
被称为近现代中国山水画现代化第一人的黄宾虹，便受到“四僧”，特别是髡残的重大影响。
　　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打开中国的大门，中经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走过了从屈辱到复兴的道路。
在对待传统文化与绘画的态度上，经历了多种变化。
康有为在他的《万木草堂藏画目·序言》中说：“中国画学至国朝而衰弊极矣！
岂止衰弊，至今郡邑无闻画人者，其遗余二三名宿，摹写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翟、王原祁）、二
石（石涛、石溪）之糟粕，枯笔数笔，味同嚼蜡，岂复能传后，以与今欧美、日本竞胜哉？
”（《美术论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四僧”和“四王”同被批判。
“五四”运动时，陈独秀首先提出“反王画”，打倒“四王”，以后便掀起了反“四王”，抬高“四
僧”的浪潮。
石涛、髡残、弘仁、八大山人成为画界的旗帜，其画风改变了我国百十年来中国画，特别是山水画的
面貌。
的确，中国画在经此一番变革后，出现了很多新面貌，如黄宾虹一变、张大千一变，后来的傅抱石、
钱松喦又一变，再到李可染、石鲁、张仃等，也都进行了新的变革，但又引出了一些将之评为：粗、
黑、狂、乱的说法。
也有评论提出“反四王”是矫枉过正；最近更有阮荣春提出返回院画的理论。
这种“否定之否定”，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螺旋式的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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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社会文化学、图像学和文献学等研究方法，对髡残的生平、绘画思想
和艺术风格进行了全面研究。
本书首先对髡残的出家时间及原因、有无抗清、遗民品格的形成及表现、交游圈及思想等进行了严谨
的考证，试图揭示髡残的人生轨迹与心灵历程。
髡残将绘画视为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画中云山成为他心灵栖居之所。
其绘画受禅学影响极深，心灵的自由带来创作的自由。
在清初的摹古风气中，髡残虽也主张师古，博采众长，但反对摹古泥古，强调师造化与抒写性灵，以
书入画，从而形成其“缅缈幽深”、“粗服乱头”的艺术风格。
最后，通过对清初金陵画坛格局的分析及“四僧”概念的建构过程肯定了髡残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
，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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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晓  1974年生于四川。
1995年在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
1998年在西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获硕士学位，导师为黄宗贤教授，同年任教于四川大学艺术学院。
2003年在南京艺术学院获博士学位，导师为林树中教授。
2007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为薛永年教授。
2009年进入北京画院从事研究工作。
先后出版《末世的辉煌——清代四僧》(辽宁美术出版社)、《中国山水画通鉴·钟山烟云》(上海书画
出版社)、《中国花乌画通鉴·争长三绝》(上海书画出版社)等学术专著。
并有三十余篇关于明清及现代美术史的学术论文发表于《美术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等国内各
类学术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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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陈确为韵弦老人作传，也说其“性近于禅”，其国变后削发为僧，“从初志也”。
当然，大多数逃禅的士人虽身披缁袍，其内心仍饱含着深深的故国之思，逃禅对他们来说是一件情非
得以的事，必然带来极大的痛苦。
国变为僧的钱澄之曾叹道：“五更起坐自温经，还似书声静夜听。
梵唱自矜能仿佛，老僧本色是优伦。
注：“愚道人既为僧，习梵唱，予笑其是剧场中老僧腔也。
”近人钱穆认为方以智“逃禅归释乃其迹，非其心”，“髡顶逃禅又杂儒”这句遗民行状的套话正说
明了当时的普遍状况。
　　士人逃禅后难以脱离“儒”学的思想背景，同样，对于明代诸高僧来说，“会通儒释”乃至“三
教”，作为一种思想、学术取向也一直深植于他们心中。
明代，士人之热心用世，与僧之不甘寂寞，在同一风气中。
《明清佛教》一书说：“明代僧人在政治上奔走权贵，享有特权，则决不是为数很少的。
所谓京师‘游僧万数’，‘京师僧如海’等等，其实都是这方面情况的反映。
”名僧德清（憨公）公然宣称：“沙门所作一切佛事，无非为国祝厘，阴翊皇度。
”正如赵园所云“僧侣对世俗事务乃至王朝政治的参与，已构成有明政治景观中的特殊一景⋯⋯明清
易代僧人与士人的患难与共，僧人的‘忠义感激’，确也因‘渐’而然，并非激于一时意气。
宋代大慧禅师的名言“予非学佛，而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明末的僧人对此更有深刻的
认同感，也因此以其“忠义”而被人清隐居遁世的士人引为“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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