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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画诗始见于初唐， 杜甫时有佳作， 清人乔亿有言曰：
“题画诗三唐间见， 入宋寝多。” 至北宋中叶， 题画诗蔚然成

为文学大观， 而以苏、 黄为最。 题诗于画上者， 始于东坡题文

同 《竹枝图》： “高情逸思， 画之不足， 题以发之。” 后之题画

诗， 则集诗、 书、 画、 印于一身， 顿生奇趣。 宋人于诗、 画之

交涉， 云 “诗画本一律， 天工与清新”， 云 “画难画之景， 以

诗凑成； 吟难吟之诗， 以画补足”。 诗予画以情， 画予诗以

形， 故 “丹青吟咏， 妙处相资”。 题画诗之难能可贵者， 尤在

于斯： 年代浸远， 所题之画或已湮没无闻， 诗篇则千载之下仍

餍饫人口。
黄庭坚之题画诗颇多次韵和答之作。 其诗之内容， 有以诗

咏画中景物者， 有借画而言及画家者， 有论其画理者， 记事、
咏画、 论画理、 言情兼而有之者， 而其题画诗之意匠经营， 亦

良苦矣。
黄庭坚之题画诗多发画论。 论作画者须有禀赋、 涵养， 是

以其题画诗多用 “天机” “造化炉” 之语。 画家有涵养， 胸中

高胜， 下笔方能不俗， 而画家之涵养自书中来， 黄庭坚云

“胸中有万卷书， 笔下无一点俗气”， 故其评黄彝 “子舟诗书

客， 画手睨前辈”。 又论作画须苦心经营， 因而有 “摩拂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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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 经营鬼神会” 之句， 而作画须 “意出笔墨外”。
山谷论画， 以一 “韵” 字包举， 其题画诗虽未明言， 未

可略过。 《题摹燕郭尚父图》 曰： “凡书画当观韵。 ……此与

文章同一关纽。” 又 《题明皇真妃图》 云： “人物虽有佳处，
而行布无韵， 此画之沉疴也。” 所谓 “韵” 者， 境界也。 由此

可知， “韵” 乃山谷论诗、 书、 画之准绳。 黄庭坚画论之精

深， 得于参禅。 其 《题赵公佑画》 云： “余未尝识画， 然参禅

而知无功之功， 学道而知至道不烦。 于是观画悉知其巧拙功

楛， 造微入妙， 然此岂可为单见寡闻者道哉！” 固知山谷于画

艺之熟稔， 源于博观， 而非朝夕之事。 要言之， 题画诗诗画合

璧， 故能辉映成趣。
今以世所能见之山谷题画诗、 赋， 考其所作年月， 明其词

句意旨， 征其人事往来， 论其意蕴技法， 辑其相涉文评。 前贤

述作繁矣， 资众家之所得， 实成一家之言。
书出众手， 略述司职， 以显其文， 以示其责， 自 《次韵

章禹直开元寺观画壁兼简李德素》 至 《题子瞻墨竹》， 成于谭

杰丹君； 《题大年小景二首》 以下至 《用前韵谢子舟为予作风

雨竹》， 为予所注评； 《次前韵谢与迪惠所作竹五幅》 以下及

赋三篇， 均经王朋君之手。 为学力所限， 其间难免有失， 若为

方家指正， 实乃吾等之幸。
吾三人师出同门， 而秉性、 所学各异， 谭杰丹君接天府之

灵秀， 敏于诗思； 王朋君虚齐鲁之襟怀， 精其赋笔。 今能共成

此事， 方信人生之因缘际会， 岂偶然乎？
聊记数语， 是为弁言。

陆会琼

甲午年三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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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韵章禹直开元寺观画壁兼简李德素

【解题】

本诗作于宋神宗元丰三年 (1080年),应为黄庭坚改官吉

州太和县未赴任时家居所作。章禹直,名嗣功,曾因上书言新

法被判羁管洪州。李德素,名粢,是与黄庭坚有交往的隐士,

曾隐居舒州 (今安徽安庆市)龙眠山,驾青牛往来。据 《江西

通志》卷十八 《旧贡院》:“旧志江西向无贡院,每于城东开元

寺试士,至宋宣和元年始创于仙市坊,寻毁于火。”则开元寺

在徽宗朝以前尚存,考清南昌贡院故址,则开元寺在江西南路

洪州东。此诗 《声画集》列为苏辙作品。

丹青古藏壁,风雨饱侵食[1]。

拂尘开藻鉴[2],志士泪沾臆[3]。

灵山远飞来[4],不可以智测。

龙神湛回向[5],拥卫立剑戟[6]。

依稀吴生手[7],旌斾略可识[8]。

鸿蒙插楼殿[9],毫发数动植[10]。

广林瞻二圣[11],有众拱万亿。

飞行凑六合[12],揽取著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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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开生面,绝妙推心得。

李侯天机深[13],指点目所及。

三生石上梦[14],天乐鸣我侧。

幽寻前日事[15],晦明忽复易。

章生南溟鹏[16],笼槛锁六翮[17]。

能同寂寞游,浊酒聊放适。

西风叶萧萧,蟋蟀依墙壁。

家无万金产,四邻碪声急[18]。

藜羮傲鼎食[19],蓝缕亦山立[20]。

并船有歌姝[21],粉白眉黛黑。

期公开颜笑,醉语杂翰墨。

不须谈俗事,秖令人气塞[22]。

【注释】

[1]饱侵食:指壁画饱经风雨。
[2]藻:水藻,引申为美丽的修饰。鉴:镜子,此指画

壁。
[3]臆:胸部,此指内心。
[4]灵山远飞来:临安 (今浙江杭州)灵隐山有飞来峰。
[5]回向:本为佛教术语,指不独享所修功德,将之回转

归向于法界众生,以开拓心胸,并使功德有明确的方向而不致

散失。此仅字面意义,回头 (或身)、转向。
[6]戟:音jí,古代兵器,顶有直刃,旁有横刃,可直刺

或横击。
[7]吴生:即吴道子 (约680-759年),唐代画家。画史

尊称吴生。
[8]斾:音pèi,旗子上的镶边,泛指旌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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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鸿蒙:指画作迷蒙浑浊的样子。盘古开天辟地之前,

世界是一团混沌的元气,这种自然的元气也称鸿蒙。
[10]动植:动物与植物。即数动物、植物的细微之处。
[11]广林:《声画集》作 “广床”。
[12]六合:上下和东西南北四方,泛指天下或宇宙。
[13]李侯:指题目中的李德素,名粢。
[14]三生石上梦:《甘泽谣》记图泽歌曰:“三生石上旧

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
[15]幽寻:暗寻。
[16]南溟鹏:《庄子》: “北溟有鱼,化而为鸟,其名为

鹏。海运则将徙于南溟。”此以鹏喻章禹直。
[17]六翮:翮音hé,本指羽毛中间的空心硬管,此仍喻

章禹直。《韩诗外传》:“鸿鹄一举千里,所恃者六翮耳。”
[18]碪声:亦作 “砧声”,皆音zhēn,指捣衣声。
[19]藜:音lí,嫩叶可食,老茎可为杖。
[20]蓝缕:破烂的衣服。出自 《左传·宣公十二年》: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21]姝:音shū,美女。
[22]秖:音zhǐ,同 “祗”,仅仅。此指谈俗事会令人生

气郁闷。

【辑评】

此诗为古体,押入声十一陌、十二锡、十三职,宽泛来说

为一韵到底,次韵则更因难见巧。诗作行布规矩,紧扣题目,

先描述所见壁画,既而因画及人,称赞章禹直,再谈到另一诗

作读者李德素。史容注末句称卒章显志,俗事乃 “言熙丰之

政”,可备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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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李亮功家周昉画 《美人琴阮图》

【解题】

本诗作于宋徽宗崇宁元年 (1102年),收入史季温 《山谷

别集诗注》卷下。据史氏诗前介绍,此诗是黄庭坚贬谪宜州

(今广西宜州)时路过在长沙任职的李亮功家,甚爱其家藏唐

周昉所画 《美人琴阮图》,故题诗在画作的黄色绢素上。这幅

画后来流落宫禁,诗与画皆在南北宋之际失传,所幸高荷 (字
子勉)曾目睹此画与诗,遂唱和次韵并作诗序记载始末。吴曾

《能改斋漫录》卷十一亦记此事,云:“《美人琴阮图》兼有宫

禁气象,旁有竹马小儿,欲折槛前柳者。”又,李亮功名寅,

李公麟 弟。周 昉 (713—741年),字 仲 朗,一 字 景 玄,京 兆

(今陕西西安)人,唐代著名画家。

周昉富贵女[1],衣饰新旧兼。

髻重发根急[2],薄妆无意添。

琴阮相与娱[3],听弦不观手[4]。

敷腴竹马郎[5],跨马要折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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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富贵女:周昉善于画富贵气质的美女。 《画断》云:
“周昉画美人子女,为古今冠绝。”

[2]髻:音jì,在头顶或脑后盘成各种形状的头发。此句

以调笑口吻形容此女头上装饰华盛。
[3]琴阮:即阮琴,古琴之一种。《新唐书·元行冲传》:

“有人破古冢,得铜器,似琵琶,身正圆,人莫能辨。行冲曰:
‘此阮咸所作器。’命易以木弦之,其声亮雅。乐家遂谓之阮

琴。”
[4]听弦不观手:形容此女技艺高超娴熟,不必目视而

弹。
[5]敷腴:喜悦的样子。杜甫 《遣怀》诗:“两公壮藻思,

得我色敷腴。”仇兆鳌注:“敷腴,喜悦之色。”

【辑评】

此诗前二联押下平十四盐,后二联押上声二十五有。

据史季温题下注,高荷曾经追和黄庭坚此诗,曰:“丹青

有神艺,周郎独能兼。图画绝世人,真态不可添。却怜如画

者,相与落谁手。想象犹可言,雨重烟笼柳。”两相比较,黄

庭坚用语更含蓄典雅,不落俗套。

唐张彦远 《历代名画记》卷十著录周昉其人与画风云:
“周昉,字景玄,官至宣州长史。初效张萱画,后则小异,破

极风姿,全法衣冠,不近闾里。衣裳劲简,彩色柔丽,菩萨端

严,妙创水月之体。”正与黄庭坚此诗描绘的 “富贵女”“衣饰

新旧兼”“薄妆无意添”等处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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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燕邸洋川公养浩堂画二首

【解题】

《山谷年谱》称本诗作于宋哲宗元祐三年 (1088年),但

揣摩 诗 意,似 仅 可 断 为 元 祐 元 年 (1086年)至 元 祐 六 年

(1091年)之间,详参注释第6条。史季温称从洪迈 《夷坚

志》辑出此诗:“按 《容斋纪异》止载 《萧寺吟双竹》及 《题
大年画》二篇, 《夷坚志》方载后一篇,今并录之。”并称:
“《容斋纪异》云:‘燕邸莱州洋川公家有古今画十册,东坡过

之,为书签,题其后云:“高堂素壁,无舒卷之劳。明窗净几,

有坐卧之安。”’”但此条记载宋胡仔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

卷四十称仍出自 《夷坚志》。燕府莱州即今山东烟台莱州市,

洋川公为宋太祖次子燕王德昭支系宗室子弟。

其一

萧寺吟双竹[1],秋醪荐二螯[2]。

破尘归骑速,横日雁行高[3]。

其二

拥膝度残腊[4],攀条惊早春。

陈郎浮竹叶[5],著我北归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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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萧寺:即佛寺。唐李肇 《唐国史补》卷中:“梁武帝

造寺,令萧子云飞白大书 ‘萧’字,至今一 ‘萧’字存焉。”

后因称佛寺为萧寺。
[2]醪:音láo,浊酒。荐:进献、上供,此指食用。螯:

音áo,螃蟹等节肢动物变形的第一对脚,形状像钳子。此代

指螃蟹。
[3]此句诗意简明,故史季温注引前人诗句以资对照。引

韩愈诗:“归骑得相收。”欧阳修诗:“天街绿树腾归骑。”苏轼

诗:“遥知寒食催归骑。”白居易诗:“雁点青天字一行。”苏轼

诗:“碧天无际雁行高。”
[4]腊:本为岁终的祭名,此指农历十二月,即腊月。画

中节气为早春,有残留的冬寒,故称残腊。
[5]陈郎:指南朝陈后主陈叔宝。陈后主依恃长江天险不

设防备,陈国终被隋文帝渡江灭亡,掳其北至洛阳。
[6]北归人:宋元祐元年 (1086年)哲宗即位,太后当

政,重新重用旧党人士。黄庭坚也于此时由江西召回京城汴

京,担任校书郎、《神宗实录》检讨官等内阁官员,直至元祐

六年 (1091年)六月丁母忧方离京。

【辑评】

二诗皆为绝句,第一首押下平四豪韵,第二首押上平十一

真韵。

胡仔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云:“山谷诗云:‘萧寺

吟双竹,秋醪荐二螯。破尘归骑速,横日雁行高。’又:‘拥膝

度残腊,攀条惊早春。’皆洋川公养浩堂故事而集中不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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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绝句首联皆对仗,工稳贴切。善于用诗歌语言营造充满

诗情画意的氛围,比如画中的寺用 “萧寺”来指称,醪用 “秋
醪”来表述,普通而客观的景物加上有特定内涵的修饰语,意

象引起的联想更丰富、灵动,此即诗歌文字的艺术与绘画的艺

术同中有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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