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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从艺术社会史的角度研究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书法家傅山的专著，分上下两篇。
上篇利用近年来发现的一些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钩沉辑佚，对傅山和魏一鳌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清
政府官员之间的密切交往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并在此基础上对清初遗民和仕清汉族官员之间错综复杂
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这些描述和分析将有助于人们比较深入地了解傅山在清初的生活和思想状况。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傅山的交往和应酬>>

作者简介

白谦慎，1955年4月生于天津，祖籍福建安溪。
在上海接受小学与中学教育。
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生院，一后年赴美国罗格斯大学攻读比较政治博士学位，1990年获硕士学位
后转至耶鲁大学攻读艺术史，1993年获硕士学位，1996年获博士学位，1990至2000年，为盖梯基金会博
士后。
目前任教于波士顿大学艺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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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上篇：傅山与魏一鳌——清初明遗民与仁清汉族官叫关系的研究 一 魏一鳌的家世和早年生活 二 魏
一鳌在山西任官期间和傅山的效 三 魏一鳌在“朱衣道人案”中的作用 四 魏一鳌辞官后的生活 五 余论
附录：《丹崖墨翰》简介及释文下篇：从傅山和戴廷（木式）的交往论及中国书法中的应酬和修辞问
题 一 戴廷（木式）生平及其与傅山的交往 二 关于傅山书法中的应酬作品问题 三 中国书法中的修辞问
题 四 余论 附录：“畏人甚畏虎”——傅山晚年生活的一个侧面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傅山的交往和应酬>>

章节摘录

　　《丹崖墨翰》无疑是一件研究傅山生平与艺术的极其珍贵的作品。
对这件作品的研究，对我们了解傅山在满族入主中原最初十余年中的生活极有帮助。
由于傅山是清初著名的明遗民，手卷中的信又都是写给当时正在清政府中任职的一位汉族官员的，因
此这件作品也是研究明遗民和清政府中汉族官僚之间复杂关系的重要历史文献。
对于研究傅山的书法来说，这一手卷中的第一札和最后一札的时间跨度近十年，两札的书风也有了相
当大的差异，这可以使我们对傅山书风在清初的变化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由于本篇并非以傅山书法为题，故不在此详述。
　　《丹崖墨翰》中的信札都未写明写信的时间，因此我们只能根据其内容来判断它们大致的年代。
在第一札中，傅山提道：“栖栖三年，以口腹累人。
”甲申后，傅山一直过着流寓的生活，开始可能还有一些旅资，而后则多靠友人接济。
这样推算的活，第一札大约写于1647至1648年之间。
　　可以大致判断这件手卷中较早的信札书写年代的另一事件是傅眉的婚事。
在第四札中，傅山写道：“老亲拟有平定孙妇之娶。
而适丁郊垒闭之，太原县城戒严不能出。
谓翁台可代为山谋而引手也。
”傅眉的妻子是平定人，信中所指当为傅山的母亲为准备傅眉的婚事前往平定。
戊子冬，大同总兵姜瓖兵变，太原县城戒严大概也由于这次兵变所致。
因此，傅山的母亲为傅眉的婚事前往平定的时间可能在戊子末，或己丑初(1649)。
在第八札中傅山又写道：　　此中原无可羁留，但为刑尊写屏子一事未完，了此即东矣。
儿辈或当先往，若及台下在彼，尚欲一烦庇护耳，以婚姻皆在彼方矣。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在傅山的母亲前往平定后，傅眉、傅仁(傅仁是傅山的哥哥傅庚的儿子，傅
庚去世后，傅仁由傅山抚养)也去了平定。
然后，傅山也前往平定参加傅眉的婚礼。
从《霜红龛集》的一些诗文来看，己丑秋傅山和傅仁都在平定州。
傅山很可能是在傅眉的婚事后，又在平定逗留了相当一段时间。
傅眉的婚事应在己丑年(1649)二月二十六日。
康熙乙卯(1675)，傅眉的妻子朱氏病逝。
傅眉在纪念朱氏的铭文中写道：“二月二十六，其归我之年月日。
”“二月”前脱指明年份的二字，可能为“己丑”。
甲午“朱衣道人案”时，傅眉受牵连入狱受审，供词中提到，自婚后即和父亲分开住，丁亥年就已分
开，至今已七年。
己丑至甲午(1654)，算头算尾的话，共为六年。
傅眉的供词，可能略有夸大。
傅眉的妻子生于丁丑(1637)，以丁　　亥嫁傅眉的话，仅十一岁，似太早。
　　不过，在1667年赠魏一鳌的行草书十二条屏中，傅山却提到，魏一鳌在“己丑、庚寅间⋯⋯以闲
散官游晋”。
傅山此处所记，应是魏一鳌由山西省布政司的低级僚佐军升为山西省布政司经历的时间。
至于魏一鳌开始到山西任官的时间，则早于己丑。
这在正文已有说明。
所以，傅山写给魏一鳌的最初几通信札早于己丑，是完全可能的。
　　魏一鳌将傅山写给他的十八通信札装裱成手卷的时间，大概不会早于1663年。
因魏裔介在所题的引首上钤了一方印文为“宫保大学士”的白文印。
魏裔介在康熙二年三月加太子太保，次年十一月(1663年初)升为内秘书院大学士。
1667年，魏裔介曾专门到魏一鳌家中与其论学，并颜其居为“广居轩”，魏一鳌很可能在此时请魏裔
介题引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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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魏一鳌多年前就已将这些信札装裱成手卷，然后再请魏裔介题引首的可能
性。
但即使如此，装裱这些信札时，距当年收到这些信札也已相隔多年，所以部分信札的前后次序有颠倒
。
最明显的例子便是第九札和第十札的次序。
从信的内容来看，第九、第十两札虽写在同一天，但第十札应写在第九札之前。
第三札的书写时间应较晚，约在1652年左右，因信中提到孙茂兰西去宁夏一事(孙茂兰任宁夏巡抚
在1652年)。
此札的书法风格也比较接近那些稍晚的信札。
　　《丹崖墨翰》的第十七札大约写于1652年，因傅山在信中请魏一鳌借清政府查荒之际，设法帮他
免去忻州老家一些土地税。
《清史稿》卷5记载，清政府曾在顺治九年壬辰(1652)十一月乙未，免忻州、乐平等州县灾赋。
　　《丹崖墨翰》的第十八札亦即最后一札的书写时间，笔者订为1657年。
傅山在信中提到他代表友人为魏一鳌书写条屏赠别，所撰文字唐突上谷先贤刘静修一事，正好和美国
收藏家路思客先生所藏傅山书《莲老道兄北发，真率之言饯之》十二条屏的内容吻合，书法的风格也
相近。
河北保定在太原的东北方，傅山在文中又多次提到上谷先贤，是知此乃魏一鳌辞官返保定时傅山的赠
别之作。
王余佑的《魏海翁传略》告诉我们，魏一鳌是在顺治十三年丙申冬(1657年初)辞官返回保定的。
第十七札和第十八札的书写时间相距四年的原因大概由于魏一鳌丁忧居丧三年，其中又发生了“朱衣
道人案”，傅魏之间通信较少，一些信札也不便裱入这一手卷所致。
　　傅山在甲申后，行踪一直未定。
学者们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编纂的傅山年谱，在纪录傅山这一时期的活动时，也都比较粗疏。
笔者对《丹崖墨翰》书写时间的推测，很可能不够准确。
希望今后能发现更多的资料，特别是《雪亭先生年谱》，来进一步考订傅山和魏一鳌的交往。
　　《丹崖墨翰》释文：　　第一札：　　天生一无用人，诸凡靠他不得，已自可笑；一身一口亦靠
不得，栖栖三年，以口腹累人。
一臆闵安道，辄汗浃背。
有待为烦，腼以待尽，乃复谬辱高谊贲宠侨庵，益笑卖药朽翁之浪得名。
闻天地问诸事，有马扁固如此。
道人虽戴黄冠，实自少严秉僧律，一切供养，不敢妄贪肉边之菜。
权因热灶，岂复无知，忍以土木冒饕檀惠。
润溢生死，增长无明。
老亲亦长年念佛人，日需盟米，尚优胼胝，果见知容，即求以清静活命乞食之优婆夷及一比丘为顾，
同作莲花眷属。
即见波罗那须顿施朱题之宝，令出家人怀璧开罪也。
对使稽首谢德，代手完函，不敢次睨。
曾闻之一二石交诵《吊朱蒲城》大章，佩雅无既矣。
草草附展宿私，余不敢噪。
伏惟台照。
不宣。
真山稽首。
慎！
　　第二札：　　周山人迹，贫道于山兰冰径，殷殷道雅。
黄母唐突衙斋，在官长可鸣下交在，方外士终觉有违羯磨耳。
下弟素仰台范，久拟一登龙，取贫道字为款。
因勒此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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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道人一友宗生黄玉，其人者亦欲因道人而受教于门下。
他日或一趋谒，并求惠赐芝宇。
出家人蒙面为人作曹丘，殊为没得倭，然无他秽肠也。
且无缘颜面。
草兴展不尽。
山再稽首。
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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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是一本从艺术社会史的角度研究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书法家傅山（字公它、青主，1607
—1684）的专著，分上下两篇。
上篇利用近年来发现的一些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钩沉辑　　伕，对傅山和魏一鳌这样一个鲜为人知
的清政府官员之间的密切交往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并在此基础上对清初明遗民和仕清汉族官员之间错
综复杂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这些描述和分析将有助于人们比较深入地了解傅山在清初的生活和思想状况。
　　作为一个文化名人，傅山交往多，应酬多，他的书法也常用于应酬。
所以我在上篇讨论了傅山和魏一鳌的交往后，便在下篇转向对应酬书法的讨论。
在中国书法的创作和收藏中，应酬书法是一个极为普遍但又从未被学者们认真加以研究的现象。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在现存的中国古代书法作品特别是明清以后的作品中，除去书家们的信札、手
稿和日课作品，为应酬而书写的作品在数量上很可能多于为适情自娱而创作的作品。
傅山一生书写了数量极多的应酬书法，并留下了许多关于应酬书法的文字，而许多这样的作品和文字
又多和他的挚友、清初北方著名的艺术收藏家戴廷拭直接有关。
下篇即从傅山和戴廷拭的交往入手，引出并进一步探讨中国书法艺术中应酬作品这个艺术社会史的问
题。
在对应酬书法现象的描述和分析之后，我提出下列问题：如果说中国书法中的许多作品是为应酬而作
的话，我们还能不能把这些作品看成是书法家的“心画”？
我们还能不能理解艺术创作的动机?如果能，我们的理解又是通过何种途径达到的呢？
我们能不能依据应酬书法的文字内容来理解“心画”呢？
这些问题又把我们引向对中国书法艺术中修辞现象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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