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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当时时兴的纪游题材山水画相比,萧云从实景山水画注入了更多人文情怀,题材的选择上有积极的入世

情怀,表现了对家乡山水的热爱之情.通过分析萧云从地域实景山水画的特征,重新挖掘其独特的艺术价

值,以期对当代山水画创作的开拓创新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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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中期,以实景为对象的绘画题材开始流

行.单国强先生在«中国古代实景山水画史略»中
对于实景画给予了明确的界定:“实景山水画的含

义,顾名思义,是指以写实手法描绘真实景致的山

水,其具体内容可以归纳为名山大川、名胜古迹、名
人园宅几个方面,具有别于其他类山水的特性,可
概括为真实性(客观存在,而非想象或综合)、具体

性(有地点和名称,而非笼统或泛指),准确再现山

水地貌或特征,而非写意式的舍形取神.”[１]明代旅

游热潮兴起,吴门画派纪游图应运而生,发展成为

实景画的一座高峰.薛永年先生在«陆治钱谷与吴

派后期纪游图»中所说:“中国山水画中的纪游图虽

滥觞于宗炳,但直到明代吴门画派才发展成一个引

人注意的门类.”[２]中国山水画中的纪游图作为实

景山水的一种,更多是通过描绘真实名胜景致,并
从名胜游览者的视角去给予评价,图像内容也是和

画家的生活历程有关.作为旅行感受的载体,纪游

图将视角更多放在自然风景的再现,不再执着于文

人画写意的艺术手法.因此,纪游图的出现在客观

上拓展了实景山水的领域,对于后来的吴门画派和

萧云从的实景山水创作都有重要影响.
萧云从(１５９６—１６７３年),字尺木,号无闷道人,

“画山水高森苍润,具有格力,遂成姑孰一派.”[３]他的

一生勤苦学习,诗、书、画都卓有成就,山水、花鸟、人

物极为精到.笔墨技法学百家之长,经常变化风格作

画.«国朝画征录»说他:“不专宗法,自成一家”[４].
他不仅是当时安徽画坛的领军人物也是姑孰画派创

始人.姑孰画派主要是以萧云从为代表的明末清初

以降的文人画家组成.他们主要学习宋、元笔墨,宗
法倪瓒、黄公望,或直接学习萧云从的绘画风格,接受

云从的美学思想.萧云从的艺术成就也给了同时期

新安画派渐江很多启发.史料记载,萧云从比渐江大

十四岁,渐江曾专门拜访云从,探讨画学.他们画风

有相似之处,无疑是萧云从的艺术影响了渐江.
萧云从最有名的作品当属创作于清顺治年间的

«太平山水图».这幅图是应当时太平府官员张万选

的邀请,以太平府地方景色为题材而进行的创作.萧

云从从１６４８年开始创作,前后花了近一年时间才完

成此图.张万选对此图赞赏有加,言“萧子绘事妙天

下”.为了宣传这幅画,张万选请了当时徽州知名刻

工刘荣、汤尚、汤义三人把它精心镌凿成版画作品,打
造出清初徽派版画的巅峰之作.«太平山水图»不仅

为中国版画的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还给日本画

界带来了巨大影响.白井华阳的«画乘要略»中的«祗
园南海传»曾记载:“日本南宗文人画派奠基人物祗园

南海、柳里恭、池大雅都曾临摹过萧云从的«太平山水

图».”[５]可以说«太平山水图»对日本南宗绘画的形成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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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萧云从地域实景山水画的特征

萧云从一生以家乡姑孰一带山水为题材,创作出

不少风格鲜明、贴近生活的实景佳作.代表作«太平

山水图»共计有四十三幅,记录了太平府境内多处山

水名胜.每幅画都赋有与所绘风景相关的古代名家

题诗一首,并用正、草、隶、篆各种书体标明技法、笔墨

和构图的出处,集中展现了萧云从驾驭笔墨的高超技

巧和文学修养.在１６５６年间,萧云从又以同样的构

图方式创作了宣城地区共四十七个景点的«归寓一元

图».两幅作品都具有实景山水图的功能和画风,从
思想、画风上都与当时主流的文人山水画与众不同,
都有明确地方景点名称和题诗的地方性山水作品.
因此,笔者拟通过对于萧云从地方实景山水画的分

析,剖析其地域实景山水画的特征.
(一)独特的山水画理念

萧云从迥别时流的实景山水的特点,首先在面对

“实景”和“图真”的界定上,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山

水画的视觉图像不是一种简单的象形图示,而是根据

艺术家不同的认知方式、情感方式体现不同的理想境

界和精神特征.实景画虽然是现实景象的描绘,但在

中国艺术家的再创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了个人

的特征.“图真”是五代北方山水代表人物荆浩在其

著作«笔法记»中针对山水画提出的新见解.书中提

出“真”的概念,认为绘画应“度物象而取其真”,绘画

不应超越存在的客观性,强调艺术的真实,并根据多

年在长白山创作实践经验,提出“搜妙创真”,强调景

“真”与实践创作“真”的统一,达到真境山水的境界.
该理论直接影响了后代特别是宋代画家对真境山水

的追求.袁有根先生在«解读荆浩»中,也指出并强调

“图真”必须以真山真水为根本[６].由此可见,“图真”
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具体实践.“求真”是客观

地反映现实生活,而“真”不仅要真实地再现客观景象

而且也渗透着“真思”“真气”.
萧云从的实景山水画突破了“图真”,“真”不但指

对物象之“形”的把握,更是复杂事物之间关系的认识

和把握.萧云从绘画的真正目的,不在于有形地反映

眼前见到的事物,而在于体验人与自然之间的共鸣,
达到表现自然和抒发个人情感的统一.其笔下山水

之境与太平地区的地理环境是紧密相连的,但在山水

画写生和创作中,萧云从没有被具体的固定的形所束

缚,并不完全囿于真景的实际状况,画中还描绘了太

平府沿途多处人文景观,极为清晰地表达了作者的生

活、环境和思想感情.其实景山水超越了再现景物的

层次,达到了以景生情,情景交融,拓展意境的层面.
另外,在制作方式上,萧云从创造性地将山水画

与版画相结合,无论从形制到绘制,萧云从画出了家

乡之境的神韵和他自己的想法.因此虽为描绘真实

地域之景,其实是写实与写意共存,可见萧云从的山

水画早已跨越了传统文人山水画的藩篱.
(二)浓厚的地域人文情怀

山水画的创作不是孤立的,地方性实景画和地域

文化、社会角色以及文化史背景之间有着密切的关

系,从实际山水到图像生成的过程受影响的因素非常

多.萧云从实景山水画是一种具有姑孰地方历史意

识的实景山水.萧云从的追随者、«画友录»的作者黄

钺曾感慨地说:“尺木前身老画师,家山一一貌幽

姿.”[７]萧云从对于乡土浓厚的热爱之情和赞美之情

也跃然纸上.萧云从一边向传统学习一边向生活靠

近,不仅将姑孰实际存在的风景作为描绘对象,更是

深入文脉,大胆组构画面.这种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

的融合,有助于把中国名胜古迹用绘画的形式保存下

来供后人观赏.另外,绘画形式上萧云从依照不同的

地域风貌或景致创造了与此相对应的图式语言和笔

墨风格.«太平山水图»每幅画构图没有重复,笔法亦

变化多端,展现了萧云从“不宋不元”集百家之长的笔

墨风格,这在清人山水图谱中并不多见.从萧云从的

绘画技法上来看,集百家之长,根据太平府地区不同

实景,选择不同技法去表现.画作中丘壑布置千变万

化,林木岩石深厚坚实.在绘制山石时采干笔皴擦,
看上去郁郁葱葱,画面感非常逼真,使观赏者在欣赏

过程中也获得了身临其境的感受.
“姑孰”地区历史悠久,风光秀美,有着千年深厚

的文化底蕴.古往今来无数的文人骚客咏绘其间,唐
代大诗人李白有«姑孰十咏»、宋代诗人陆游有诗«泛
小舟姑熟溪口».姑孰本土也名家辈出,孕育了文陶

谦、郭祥正、邢珣等文人雅士.«太平山水图»中萧云

从选取家乡景物作为山水画表现对象时,每处景物背

后的历史遗迹、传说典故都成为其兴趣点之一.画家

把各个景点相关联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现实世界

串联起来,同时画面的题跋和景物相映成趣有着微妙

的对应关系.比如,芜湖景开篇是«玩鞭春色图»根据

«晋书»“梦日”和“玩鞭”两个历史典故进行创作,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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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穿越时空把现实的玩鞭亭景色和历史典故事件结

合起来,地方的历史事件搬到了画面之上,实现历史

性和艺术性统一.这种构图方式是萧云从独创的,也
是单纯描绘玩鞭亭之美丽春色所达不到的效果.可

见萧云从对这些地方性历史知识的熟悉程度,地方历

史知识的出现,也启迪了我们在观察萧云从的山水画

时要从多角度出发.也就是说,并不能简单地认为萧

云从的山水画是对自然风景的再现,还蕴藏人文历史

内涵.萧云从的实景山水更准确地说是纪游图的一

种创新.突破以往文人画中注重主体感受,将“游”放
在首位,从名胜游览者的视角去给予评价,图像内容

也是和画家的生活历程有关;而创新则体现在其山水

画中包含对故土山河的自豪感和眷恋,带有浓厚的地

域特色和抒情意味,在明末清初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更

显寄托之思.
(三)浓郁的世俗生活情趣

萧云从与同时期实景画家最大的区别在于实景

山水画中世俗生活趣味的彰显.在理解萧云从绘画

时也要与功能性显著的纪游图做出区别.萧云从实

景画虽与纪游图有很多相似,但是他们选用的绘制方

式和表达情感却有着很大差别.
萧云从实景山水的兴盛反映了明晚期绘画艺术

审美的嬗变.与吴门画派纪游图中的文人雅集、郊游

等题材不同,萧云从实景画中展现出浓厚的平民生活

氛围.萧云从的画将文人眼中的审美景观转换为一

种世俗性的题材.随着市民文艺的兴起,山水画展现

出一种由高雅向世俗转变的趋势,萧云从将视角转向

世俗生活,其画面表现极力摆脱元代以来文人画只愿

表达高雅趣味的水墨山水画,将文人画家不屑于去表

现的中下层百姓的世俗文化生活展现在画面中.萧

云从的实景画多出自画家对于现实景物亲自游历后

的创作,画中展现了浓厚的生活气息.
明代文人画依然是画坛的主流,萧云从融各家之

长,热衷表现时代风俗和真实生活场景,强调生活情

趣,独创地方实景山水.萧云从笔下的姑孰山水不是

鲜有人至的崇山峻岭、古松飞瀑,都是可居可游的实

景山水,整个画面洋溢着生活气息.画家侧重于对表

现客体的精细描绘,且更乐于展现社会人生,创造出

大量平凡却充满世俗生活情趣的画面.萧云从实景

画具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并摆脱了传统文人思想观念,
为实景山水平添了新的风格.

萧云从绘画从不避嫌世俗,审美趣味扩大化,进
一步扩展到世俗文化领域,更关注世俗生活.萧云从

在«太平山水图»的创作中,采用俯瞰视角和散点透视

法构图,再现了当时居民渔、樵、耕、读等日常生活.
比如«繁昌风景十三幅»之一的«凤凰山图»,作者寥寥

几笔勾画风景,远景是正在支网的渔人;近景为一座

小院坐落其中,一位砍柴归来的樵夫和正在桌前迎接

归来丈夫的妻子.一幅江南水乡农家生活的幽美和

谐之景映入眼帘,平凡而质朴,充满生活的诗意.«行
春圩图»中也随处可见普通劳动人民的身影.画家刻

画了耕田者、荷担者、播种者、捕鱼者等普通劳动者的

身影,充满了生活的气息,这点与同时代的大多数遗

民画家所秉持的冷寂、孤寒之气和愤懑之情是截然不

同的.整幅图卷将前人画法熔于一炉、笔法苍秀劲

健,造型准确细腻.为了进一步推广«太平山水图»的
影响,太平山水图在形式上采取了视觉效果突出的木

刻版画.木刻版画在民间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题材

主要来源于民间世俗生活,版画这种形式的选择满足

了文人卧游的欣赏,也以直白写实的方法满足了市民

阶层的审美需求,直接通过图片来欣赏山川胜景.因

此,版画实景的创作有良好的市场需求,不仅只是给

文人欣赏.画家的创作目的不在于自然实景本身,而
是灌注主观化的感情,自然景物对于画家来说不仅仅

是可观、可游、可赏之景,更是“发思古之幽情”的媒

介.由此可见,萧云从作品背后有着强大的支持系

统:就是家乡浓郁的地方人文历史背景和怀古情怀.
二、萧云从地域实景山水对现代山水画的启示

随着当代山水画的发展,实景山水画也融入了许

多新的社会元素,本文对萧云从地域实景山水面貌的

分析,目的在于将这种艺术面貌、创作手法为现代山

水创作提供借鉴意义并拓展当代地域性山水创作的

可能.
(一)萧云从实 景 创 作 方 法 对 于 当 代 山 水 画 的

启发

萧云从非常重视绘画与现实的关系,在他看来,
实景不仅是简单的物象描摹和再现,而应当视作艺术

创作的一部分,在深入观察实景的基础上辅以个性化

的构思.绘画与现实不是一种简单的依存关系,而是

一种对等关系.在外师造化同时,萧云从的山水画中

丰富且娴熟的笔墨技法,也给了我们明确启示,唯有

深入传统,然后才能创造新意.我们对山水画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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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创造离不开学习与借鉴,萧云从笔墨形式中保留

了传统山水画的各种技法,在表现浓郁地方文化特色

时,借鉴传统图式技法,继而创造,形成自己独特的艺

术风格.萧云从的成功向我们展现了“师古人”和“师
造化”的完美统一.

山水画自明清以来,以文人画为主流,但一些画

者因过于强调画面写意,严重脱离了实际生活,导致

临摹成风,从而使山水画失去了内在的生命力.萧云

从的作品突破了文人山水泛滥的樊篱,变观念山水为

实景山水.关注当下生活,侧重于地域特征、自然景

物与历史文化的展现,可以讲是一个重要进步.这种

大胆的创新,对于我们当代山水画家也提供了新的源

泉.安徽当代山水画创作可以从萧云从山水范式中

吸取营养.同时,在纪游图大肆盛行之时,萧云从并

没有随波逐流,笔下的实景山水并没有拘泥于实景山

水的写实性,而是关注地域性,尝试用山水画笔墨语

言描绘自己熟悉的生活场景,拓展实景山水画的表现

内容.有着自己风格的山水作品,丰富了自然美的表

现和意境的创造.当今画坛创新意识薄弱,不少山水

画家只是一味地摹古,却始终不明白临摹不是目的,
而是一种手段,最终还是为了创新.过度依赖古人而

忽略自然只会是一种形式上的模仿,最终导致绘画的

僵化.中国画论一直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因

此,萧云从实景山水对后世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二)萧云从山水画中地域性对于当代山水创作

的启示

地域特征是实景山水画的重要因素.地域景观

与地域文化为山水画家提供了鲜活的素材,感受自然

之景,通过内化提炼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实景山水

画.从萧云从的«太平山水图»中,我们就可窥见萧云

从对这些地方性历史知识的熟悉程度.地方历史文

化的出现,也启迪了我们在观察萧云从的山水画时要

从多角度出发.也就是说,山水画地域性的挖掘,不
仅是对自然风景的再现,还包括其中丰富人文历史内

涵的发现.
萧云从充满地域情怀的实景山水画,时刻提醒着

画家要关注当下生活.石涛曾言:“笔墨当随时代.”
画家应与时俱进.新的审美情趣向当代艺术创作者

提出新的要求.我们要关注生活、深入生活,紧跟时

代的步伐,积极地去挖掘题材和主题,树立正确的创

作思想.当代画家应该更关注当下,通过生活来提高

艺术作品的表现力.
当下中国山水画正处于一个瓶颈期,是故步自封

坚守传统,还是探寻当代山水新的表现,是一对矛盾

综合体.在寻求创新的道路上,地域因素的展现是一

条关键途径.山水画创作的过程中,地域特征很大程

度上影响着构图形式.在五代时期,以荆浩为代表的

北方山水和与董源为代表的南方山水,在画面构图和

笔法表现上的截然不同都体现了地域的差异性.因

此,地域环境是艺术创作的基础.新的时代,地域面

貌虽然发生变化,但深厚的文化底蕴极大地丰富了山

水画的创作.如何探索新的内容和形式? 如何丰富

当代山水画构图形式,使之能够与现代社会审美相契

合? 笔者认识到山水画表现方法脱离不了地域的影

响,表现技法是基于观察地域自然景观、感受其人文

意蕴的前提下产生的.当代山水画创作与地域特征

的关系愈加密切,这就需要山水画家正确合理地运用

地域元素,深入挖掘山水画艺术表现的本质,突破简

单的笔墨套用与描摹.安徽本土画家更应该把安徽

文化的营养浇灌在作品里,表现安徽当代风情和当代

文化.在创作实践中,笔者体会到地域的自然和文化

景观对山水画表现方法有着直接影响,正是基于自然

和人文景观提取归纳而成独有的笔墨语言形式,才能

将审美情趣与地域特征通融契合,真正实现主客观情

思的完美统一.正因为如此,萧云从的地域性山水画

在历史与当代、社会与人文的领域中都有切实的借鉴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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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analyzingtheimageofpearflowerinHePeizhu’sTheDreamofPearFlowe,itisbel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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