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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文从历史学和艺术学的角度，综合运用归类、比较、考证、图象学等研究方法，以“院体”概念为
轴心，系统研究明代院体花鸟画，把握其发生发展的院体性、形态特点、史学意义，认识在中国绘画
史上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研究表明，“院体”的概念有以实现帝王审美意志为内涵而随时代动态发展的特点。
帝王审美意志的可变性能导致院体花鸟画产生不同形态。
明代院体花鸟画的产生发展，合乎明太祖朱元璋《高皇帝御制文集》总的审美思想，也合乎明代各皇
帝审美变化，故有边景昭、吕纪工笔的灿烂恢弘、孙隆没骨的轻松粗放、林良粗笔水墨的道劲豪脱各
院体形态。
后因正德帝的荒淫而衰落。
明代院体花鸟画的存在虽只一百多年，却是一门继承唐宋院体传统而有新风格产生的宫廷绘画。
其对明清绘画基本能面向社会人生的表现起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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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孔六庆，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硕导，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画艺术专史》副主
编，江苏省花鸟画研究会工笔花鸟研究组组长。

    学术专著有：《中国工笔花鸟画史》（1992年起台湾《鉴赏》连载）；《黄筌画派》（吉林美术出
版社2003年版，2006年在韩国被翻译出版）、《徐熙画派》（吉林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中国陶
瓷绘画艺术史》（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005年获江苏省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成果奖）
，《中国画艺术专史·花鸟画卷》（国家新闻出版署九·五至十·五重点出版专著，江西美术出版社
将出版）；《画之道——创作与学术的互动》《四川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

    作品广泛发表于《美术》、《中国书画》、《世界艺术》、《画廊》、《美术报》等几十种报刊杂
志，《人民画报》1991年曾以“金陵画坛新秀”为题作过世界性介绍，2005年华艺出版社出版了《当
代中国美术家档案·孔六庆卷》；2006年入选中国国家画院编《当代中国画品·清和虚远卷》；2007
年为中央电视台专访人物。

    1990年、1994年分别在中国画研究院、台中市立文化中心举办工笔花鸟个展；1985至1989年数次参加
全国美展，1990年参加中国画研究院院展；1994年至2004年是十年中国花鸟画史学术研究时期；2005年
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提名展。

    出版画册主要有：《四季花开——孔六庆工笔花鸟作品集》（台湾1994年版）；《孔六庆工笔花鸟
作品集》（江西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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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黄筌院体花鸟画“富贵”风格别具宫廷文化气息的雍穆作风。
那是从大唐皇朝风格过来的皇家气质，是宫廷审美气息的一种流露。
这种雍穆作风，具体落实于造型、用笔、赋色等画法的表现，约为：　　1.造型有慎严精谨的特点。
“应物象形”更为注重客观，对于物象的艺术处理往往精审物象而不失物性、物理。
黄筌《写生珍禽图》造型的尚“准”，既得物象动态的自然之理，又得物象质感的自然之表就是表明
。
　　2.用笔有工整严谨的特点。
勾线重“骨气形似”，其形似的格物之功，体现在所谓“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的用笔
理解上。
　　3.赋色有沉着明丽的特点。
明丽之色下面必有墨色或其他沉着色打底的作画步骤，保证了视觉鲜艳之中不失沉着、明丽之中尽除
飘浮的中庸原则。
　　要之，黄筌传承了唐王朝绘画雄风之遗韵，以富贵题材及严谨的法度规矩，代表了皇家正统的精
神气质风貌。
　　进入北宋，黄筌的儿子黄居寀备受皇帝重视而北宋宫廷画院继续了黄家画风。
居寀自己的画风，据现存作品《山鹧棘雀图》（图1.5）来看，给人以“朴茂雄健”的印象。
特别是画山石，用笔用墨的厚实枯皴画法所体现的朴茂感，很有乃兄居宝“笔端爽擦，文理纵横，夹
杂砂石，棱角峭硬，如虬虎将踊，厥状非一”（《益州名画录》卷中）的笔法特点。
该笔法，有吸收五代荆浩、关同北方山水画风的因素。
　　北宋初黄居寀时期宫廷画院的代表作当推王凝《子母鸡图》（图1.6）。
王凝，《宣和画谱》卷十四说：“不知何处人，尝为画院待诏。
工画花竹翎毛，下笔有法，颇得生意又工为鹦鹉及狮猫等。
非山林革野之所能，不惟责形象之似，亦兼取其富贵态度，自是一格。
”《子母鸡图>的工整精微设色表现，应是“兼取其富贵态度”的代表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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