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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绘画发展史上，吴镇（1280——l345）以终牛隐居、擅画隐逸题材著称，其传世作品的图
式与母题充分表现了古代文人理想中的精神价值与艺术境界。
在文人画鼎盛的元代，吴镇的绘画不仅和元代前期的士大夫画有一种心境上的区别，而且在中后期的
“元四大家”中亦独具风貌。
吴镇的创作及其在画史上的地位，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画所特有的文化品质。
本书即尝试通过讨论吴镇传世作品及其相关的绘画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以画史上视象结构之流经衍
变的形态分析为基础，揭示出文人画发展中潜在的创作倾向和文化意识，研究吴镇在中国关术史上的
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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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抱独全其天吴镇的隐逸与士人文化传统及其时代第二章　濡翰写其怀吴镇的笔墨之道与传统
绘画以书入画的历史演进第三章　因心造其境吴镇山水画的空间表现与文人山水画的本体化发展第四
章　烟水托其生吴镇创作的情思所系与历史文人绘画的精神归向吴镇传世画迹图录历代流传吴镇画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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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画为心迹，格冈品殊。
研究吴镇的画迹首先要剖析其心迹和人品对创作的影响。
　　中国画的格局，至元代发生了重大变化。
士夫弄翰，以画名家，蔚成风气。
按诸家之所习擅，山水为第一，其次为画竹。
表现文人这一特殊阶层之思想、志趣的文人画创作得以确立。
究其缘起，固然是由于蒙汉易祚、世事多艰，士人阶层政治失意，遂兴希企隐逸、寄情山水之风尚。
然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原因尚不止于此。
　　元代是蒙古族上层贵族集团掌握国家权力的时期。
在元代统一中国之前，中国即已形成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仁义道德为行为规范的庞大的封建政治
体系和宗法社会组织。
发韧于草原文化的蒙古帝国，为了巩固其凭藉武力建立的政权，作出了种种努力和妥协。
然而蒙、汉这两个民族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文明的进程亦不相同，要想在一个复合皇朝中找到文化
上共通的价值依据，不得不经历一个痛苦的“磨合”过程[1]。
作为社会中的特殊阶层一一联结皇权与“溥天之下”的关键环节--士人阶层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必
然面临着一尴尬局面。
元初画家如龚开、郑思肖、温日观等面对时局“泪泉和墨写离骚”的遗民心态毋庸赘言，其他文人如
何调适白处，亦是一个必须解决的社会问题。
　　元朝不足百年的历史，汉族政权虽然中断，但学术尚有传承，人物尚有规仪。
继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后，元人在宋人的基础上多有延续，华夏文明生机未断。
史学方面，不仅有《辽史》、《金史》、《宋史》之纂修，更有《文献通考》（马端临撰）这一典章
制度通史巨著的完成。
经学方面，元代延续中国学术思想之精华，朱学之盛行、普及远过于宋代。
此外，继承了中国文化巾藏书、修书、讲学传统的“书院之设，莫盛于元”（《日下旧闻》）[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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