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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王翚字石谷，善画山水，生前身后，一直被视为清朝最有代表性的画家之一。
然而对其代表性的认识和评价，三百余年来却前后迥异。
清初，他被艺文巨擘王时敏、吴伟业等誉为“画圣”，声誉之隆，历二百余年而不衰。
近代，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则斥之为“中国恶画的总结束”、“社会上盲目崇拜的偶像”，在打
倒声中，声名日下。
进入新时期之后，学界诸家力图摆脱上述两种极端看法，开始把王石谷放在从董其昌至清初“四王”
的总体演进中重新认识。
　　王石谷之所以在当时被称为画圣，与明末清初画坛宗师董其昌的理论主张关系极大。
董其昌所处的晚明时代，山水画不仅已在唐代总结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经验，而且出现了宋
元两座高峰。
为了突破前人并纯化文人山水画，董其昌看到“以境之奇怪论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绝
不如画。
”他一方面总结师古经验，指出了在师古人基础上“集其大成，自抒机杼”的成才之路；另一方面又
重新梳理山水画发展，提出了尚南贬北以“南北宗论”为核心内容的绘画史观。
　　要真正做到集古人之大成，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摹古功夫的高强，二是学古领域的广泛，不
受门户宗派的局限，三是在师古人中学习古人师造化的经验。
王石谷恰恰不仅摹古功深，被王时敏称为“位置蹊径，宛然古人，而笔墨神韵，一一寻真，且访某家
则全是某家，不杂一他笔。
”而且通过纵览古来诸贤名迹认识到：“画理之精微，画学之博大”“非区区一家一派之所能尽。
”为此而广收博取，他还能在大自然中领会位置笔墨的法则，所以集宋元之大成，合南北为一宗，超
越了董其昌的局囿，既在当时声名远播，又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王石谷的摹古本领，在成名之前已不司凡响，人称“仿临宋元人无微不肖”“笔墨逼真，神形俱
似”，作伪者亦高度重视，加以利用，对此周亮工指出：“吴下人多倩其作，装潢作伪，以愚好古者
”。
当时无法得到古人名迹的藏家，亦已得到石谷摹本为满足，所以至今留传王翚所摹黄公望《富春山居
图》即有多本。
王翚成名之后，他又成了仿造的对象，清代张庚记载，与石谷同时的王翚，“山水纯仿石谷，”“恒
托其名以专利，师古深恨之”。
据吴湖帆、徐邦达的研究，王时敏和王鉴的晚年怍品，时由石谷代笔。
到了石谷的晚年，画作供不应求，亦常由弟子代笔。
　　署名王石谷的作品，既有真迹，又有伪作，还有代笔。
即使在真迹中，面貌也颇多样，有仿临古代各家的一种，亦有出入诸家集其大成的一种。
但多种面貌都贯穿了王石谷的艺术个性，前音采取了“我注六经”的方式，后者采取了“六经注我”
的手段。
因此，研究王石谷，不仅在山水画风格史、鉴藏史和社会学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是一个可以引出众
多启示的书画鉴定个案。
而研究王晕个案，除去考证思辨的功夫之外，必须解决个人风格的识别问题，因而研究者能书善画是
非常必要的，有了体悟精深的艺术实践，才有着对风格把握的敏感。
谭述乐君正是一名从学习绘画转入研究鉴定的年轻学者。
　　上世纪90年代，他考入了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开办的书画鉴定研究班，在我系
同仁和故宫博物院专家的指导下攻读硕士学位。
那时，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的赵国英女士，请徐邦达先生编选《王翚精品集》，蒙徐师抬爱，在亲
自选定作品之后，更把写作导论与图说的任务交给了我，我于是重温徐先生对王翚的教言，对王石谷
作了初步研究。
聪敏好学的谭述乐，硕士论文也选择了王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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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两件王翚《仿赵吴兴春山飞瀑图》入手，用长补短，考证精细，分析透彻，顿有创获。
其后，他又随我攻读美术史与书画鉴定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继续研究王石谷个案。
这部书稿就是其后数年来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丰富拓展而成。
　　以往的书画鉴定论文论著，大多只从“辨真伪，明是非”立论。
此书则立足于风格把握与真伪辨析的结合，一方面通过若干双咆胎多胞胎的辨析考证，有理有据地辨
明真伪，另一方面又从系统地梳理作品人手，将王石谷山水画按早、中、晚不同年代分期，根据丘壑
构成、笔墨特点分类，参照有关文献史料，对其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作周详的分析，并结合特定社
会文化环境和画家个人经历阐释画风形或、演变的历史根源。
这种真伪与风格、图像与文献、画内与画外相结合的研究，不仅阐明了伪作与真迹必有差异的深刻原
因，而且也从鉴赏与创作、仿古与作伪、收藏与流通的联系中推动了鉴定学的研究，发现了许多饶有
兴味的问题。
实际上此书是以风格鉴定研究为关钮，努力把鉴定学与美术史学结合起来，把鉴赏史与社会文化史结
合起来的有益尝试。
　　古人曾把高明的书画鉴定家称为“具眼”，如今也有人把包括书画鉴定学在内的文物鉴定学称为
“眼学”。
其实“眼学”之说是不大科学的，古云“眼为心之官”，书画鉴定仅仅停留于视觉记忆而离开周密祥
尽的审辨考索，往往会失于片面和表面的误鉴，更何况学问是一种必须可以交流的公器呢？
鉴定依据的风格，既是艺术家独特才能和功力的产物，又离不开书画家的艺术经历、生活方式、艺术
观念，还必然受到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文化条件的制约。
因此书画鉴定研究既要深入到中国绘画笔墨技法的微观世界，还要具备人文社会学者的视野素养和研
究能力。
本书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取得的新成果，它在当前鉴定与市场的结合积圾而不免浮躁的情势下，对于书
画鉴定之学的健康发展显然具有启示意义。
　　薛永年　　200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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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选择了中国绘画史与书画鉴定学上争议较大、最有代表性的摹古画家王石谷进行个案研究。
立足于风格把握与真伪辨析相结合的原则，将王石谷绘画按早、中、晚不同年代分期，根据丘壑笔墨
特点分类，对王石谷作品进行了系统地清理鉴定，其新观察视角与研究方法对中国美术史与古代书画
鉴定研究不无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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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谭述乐，重庆市梁平县人。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与书画鉴定专业博士，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博士后、大连大学教授，多年从事绘
画创作与美术理论、书画鉴定研究。
数次参加国内外大型画展并获奖。
美术伤口曾被国内外博物馆以及私家收藏。
学术论文二十多篇在国家级刊物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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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他73岁《仿夏景山口待渡图卷》以及86岁《草堂碧泉图》可以看出，由于晚年生活的悠闲，艺
术积累的丰厚，不管是仿古作品还是自创之作，他的山水笔墨极为熟练，达到一种出神入化，游刃有
余的境界。
此时的绘画完全根据自己对古人的理解、对生活的认识来处理画面、施展笔墨，画中很少遵循古人画
法规则，也不依据客观物象的具体形态，更少迎合世俗心理，而是信笔所至，乘兴所为。
因而某些人认为他这时期笔法单调，简略。
但这种简略正如苏东坡所说“绚烂之极，复归平淡”。
他晚年还画了不少的高头大卷，画中林木繁茂、丘壑峥嵘，可以看出石谷晚年精力并不衰退，并且随
着阅历的丰富，笔墨更为老练，仍然是创作高峰，出精品时期。
　　王石谷晚年作品个人风格已经很明显，丘壑林木特点基本定型，呈现符号化、程式化倾向。
虽然还有不少摹古之作，但古人特点基本消失隐退，自身风格比较突出。
将他四十多岁《仿巨然夏寒图》[40岁]，《仿王蒙秋山草堂图》，《仿倪赞山水》[42岁]与七十多
岁[73]《仿巨然夏山图》《仿云林溪亭山水图》[81岁]，《仿王蒙山水》[79岁]比较，前三张的笔法还
十分接近古人特点，后三张画中古人的痕迹完全消失，个人特点较为鲜明。
　　总体讲，王石谷晚年生活富足稳定，衣食无忧，心境平和，画风显得更恬静。
笔法老辣凝重，行笔舒缓。
虽然他还十分重视丘壑的构成形式，但更追求笔墨上的功力、趣味，他晚年的绘画实质上是他几十年
绘画综合艺术修养的展现。
　　四王石谷作品特点分类　　王石谷画中除了一些照原样复制的摹古作品外，其它仿其大意、背临
之作以及一些描写真景的画作均存在某些共同特点，这些特征几乎贯穿在他各个时期山水画中。
具体表现在画面的丘壑安排和笔墨表现方式上。
他曾对自己绘画特点进行概括总结：“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
”他画中表现出的唐人气韵，较为抽象。
不太明显。
但图中的丘壑、笔墨显然取法宋元人，再经过融汇、演变形成自身特色。
　　[一]丘壑组织　　丘壑形式是中国山水画中的主体。
丘壑结构分析是理解王石谷艺术风格的重要一环。
　　清代方薰讲：　　凡作画者，究心笔墨，而于章法位置往往忽之，不知古人丘壑生发不已，时出
新意，别开生面。
皆胸中先成章法位置之妙也，一如作文在立意布局，心境乃佳，不然缀词徒工，不过陈言而已。
”　　人们对王石谷作品赞赏多集中在笔墨方面，而对其画中丘壑组织方面的成就认识不够，研究较
少。
其实王石谷山水画精致巧妙之处主要在于图中丘壑结构的布置。
　　王石谷山水画，不管是摹古之作还是写生之景，其丘壑组织并不遵循自然状态，而是带有主观设
计、创作性质，如董其昌所说“内营丘壑”。
王石谷画中丘壑形式可从三方面进行分析：龙脉气势，风水观念，空间构成。
　　1、龙脉　　画中“龙脉”可追溯到山水画论中的“势”。
“势”这一概念最初出现于古代书论、文论。
　　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云：“字体形状等龙蛇象，勾连不断”。
唐张怀瑾讲：“真则字终意未终，草则行尽势未尽，或烟收雾合，或电击星流，以风骨为体，以变化
为用，有类云霞聚散，触遇成形，龙虎神威，飞动增势”。
　　刘勰《文心雕龙·定势篇》对“势”有专论：　　渊乎文者，并总群势。
奇正相反，必兼解以具通；刚柔虽殊，必随时而适用。
若爱典而恶华，则兼通之理偏，似夏人争弓矢，执一不可以独射也。
　　古代画家把“势”引用于山水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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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放在画中首位。
王微在《叙画》中讲：“夫言绘画者，竟求容势而已”五代荆浩亦论：“山水之象，气势相生⋯⋯先
能知此是非，然后受其笔法。
”　　但山水画中的气势不是独立存在的，亦有所依附，须通过精心的构图方能体现。
从而形成构图与气势关系，如南北朝萧绎讲：“设奇巧之体势，写山水之纵横。
”北宋李成把这种关系具体化：“凡画山水，先立宾主之位，然后穿凿景物，摆布高底。
”到了明末董其昌的阐述更明晰化，总结为一种操作步骤：“山之轮廓先定，然后皴之。
今人从碎处积为大山，此最是病。
古人运大轴，只三四大分合，所以成章。
虽其中细碎处多，要之取势为主。
”　　王石谷把山水画这种总体构成与气势的相互关系称为龙脉。
王原祁曾高度赞赏并对龙脉意识作了进步阐释：　　画中龙脉，开合起伏，古法虽备，未经标出。
石谷阐明，后学知所衿式。
龙脉为画中气势，源头有斜有正，有浑有碎，有断有续，有隐有现，谓之体也。
开合从高至下，宾主历然，有时结聚，有时澹荡，峰回路转，云合水分，俱从此出。
起伏由近及远，向背分明，有时高耸，有时平修，欹侧照应。
且通幅有开合，分股中亦有开合：通幅中有起伏，分股中亦有起伏，妙在过接映带间。
制其有余，补其不足，使龙之斜正浑碎。
隐现断续，活泼泼地于其中，方为真画。
　　简言之，王石谷、王原祁所讲的龙脉就是山水画构图中的“起伏”、“开合”、“分合”、“虚
实”“动感”等关系，属于画家主观设计、安排。
既含可视的图像构成关系，又有抽象可感的“势”。
是图象与气势两者之间的统一，具体表现为山体走势及组合关系，这种带有人为的图像组合关系给人
造成某种特定的感受。
　　王石谷画中龙脉是在宋人基础上吸收了元人一些图式特点演变而成。
大约在他35岁左右学古已成时，已经开始注重山水中的龙脉关系。
具体表现为两种情景：　　A、山脉走向呈盘旋s形　　《山窗读书图》是王石谷35岁时贺王时敏之子
王掞中举而作。
画上主峰巨石上下连成一体，组成一个蛇行走向，蜿蜒扭动升向天空，显出一种涌动向上的冲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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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山水画家王石谷在清代画坛产生过巨大影响，他山水画涉及到传统绘画艺术思想、表现方式、真
伪鉴别等诸多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
《王石谷绘画风格与真伪鉴定》选择王石谷为切人点进行个案研究，能够充实、完善、修正绘画史上
一些理论认识、阐释传统绘画中一些特殊的艺术现象。
诸如传统绘画的仿古倾向、山水画南北宗争论、明末清初时期书画作品交易方式、以及古代书画作伪
手段与鉴定方法等等，这些问题几乎都贯穿于王石斋绘画之中，在王石谷山水画艺术中得到集中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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