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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引  言

一  问题的提出

对中国山水画历史的认识，长期以来，多局限于水墨山水画一端，

似乎元代以降的中国山水画史真的就只是由水墨山水画所构成。现代以

来对古代山水画的研究，对笔墨的重视远远高于对色彩的关注，虽然近

年来有了一些专门的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并未有太大的改观。就设色

山水画研究言，由于《色彩的中国绘画》、《中国早期青绿山水形态与

成因研究》等研究成果的出现，对早期设色山水画的研究又优于对晚期

的研究。

对晚期设色山水画的疏于研究，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此期设色山

水画本身。较之于此前山水画而言，晚期山水画的主要成就不在设色方

面。但另一方面，对晚期山水画的关注与研究，历来大多局限于南宗一

派，是在水墨或笔墨的视角下所进行的，即便不得不涉及到青绿重色山

水画或浅绛山水画中的色彩问题时，也多是或者一带而过，或者做些浮

泛空洞的描述，不仅很不充分，而且较多情况下还带有明显的“水墨”

偏见。尽管近年来陆续出现一些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的包括硕博士论文

在内的相对专门的文章，但关于此期设色山水画的有针对性的具体而微

的深入性探讨与研究，尚不容乐观。

如果我们把中国山水画的历史分为若干阶段的话，唐代以前几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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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色彩一统画坛的阶段，虽然唐以后经过宋代的转折，水墨逐渐登上绘

画历史的舞台并逐渐占据中心和主流的位置，但设色山水画从来就没有

退出历史舞台，而始终参与发展的进程，有时还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晚期中国山水画史是设色山水画与水墨山水画相互对立又相互借取的历

史。如果缺乏对设色山水画的关照，元代以降的晚期中国山水画的面貌

至少是不完整的，有些判断甚至可能是错误的。 

基于以上状况，选择其中的设色山水画，以对原型的选择和意造的

角度进行研究与探讨，就显得非常必要。

诚如牛克诚先生所指出的，1 晚期设色山水画史是一部“由样式写

画家”的历史，元代以后的画家已很少创建新的绘画语汇，而多是将以

前设色绘画的原型发掘出来，并进行提炼和损益——即意造。正是通过

对前代绘画原型进行不同方式的意造所形成的不同作品风格，晚期画家

为自己在中国古典设色山水画史上留下一个个标记。本选题即拟通过对

晚期古典设色山水画代表性作品和理论著述的具体而微的分析，分辨不

同类型作品各自面貌的原型，探索其如何根据各自的绘画理想对原型进

行意造的方式，进而试图从中寻绎出此期中国设色山水画的发展脉络和

演变原理。

曾有学者指出：“古典中国艺术和历史的财富将变成为深厚而渊博

的文化资源被开发出来，而且可能的话，会重新融入现代的生活和创作

中。”2 设色山水画之一的青绿山水画（或称工笔山水画）创作近几十

年来日益受到更多艺术家的关注，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投入到青绿山水画

的创作中，使这一领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当另一方面，在重彩画

领域中，青绿山水画创作从量到质又相对较弱。画家进行纯水墨山水画

的创作较少，在水墨基础上进行浅设色的浅绛山水画也是山水画创作的

重要方式。由于包括绘画颜料变化等在内的各种原因，浅绛山水画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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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也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色彩是内蕴的外显。中国的色彩观与

西方不同，与东方其他国家和地区也不尽相同。如何穿越技术层面，直

接探寻中国山水画色彩的民族文化特色，在古典设色山水画体系上创造

出体现中国色彩观的现代山水画，这些问题或许在短时间内不会有明确

的答案，但当下，向传统借鉴，汲取传统色彩山水画的有益成分，在传

统基础上进行创新，必将成为山水画创作的重要途径。如果不知道传统

是什么，便不可能得知自己的创作是否创新，因此也就很难谈得上有真

正意义上的创新和推进。如此，此选题如能达到预期的研究结果，便不

仅对中国古代绘画史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而且也应对当代中国山水画

创作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二  解题

1、绘画史分期与本文的“晚期”概念

中国历史分期，由来已久。早在战国时，《孟子》中就有“古者”、

“ 中古”的称谓，3《汉书·艺文志》则说“世历三古”4。就中国绘

画史来说，南朝宋宗炳（375-443）、唐张彦远（815-876）、北宋韩

拙（约 1061- 约 1127）有“中古”、“上古”、“近代”、“近世”、

“三古”之谓。5

现代以来对中国绘画史分期，主要有两种：一是依朝代更迭各为分

期，如王朝闻总主编《中国美术史》6 以及在此书基础上单独成书的“中

国绘画断代史”系列等；一是将明清划为一期，而将元代与以前若干时

段并为一期，如陈师曾《中国绘画史》、潘天寿《中国绘画史》等。陈

氏《中国绘画史》将唐至元归为“中古史”，将明清归为“近世史”；

7 潘天寿《中国绘画史》也如此划分，分别称为“中世史”和“近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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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这种分期应该是对日本学者的中国绘画史分期法的变通。这种分期法

及至当今，如王伯敏主编《中国美术通史》9 和其著《中国绘画通史》。

而郑午昌则将宋元明清共同视为一个“文学化时期”。10 傅抱石曾经对

此发出“中国绘画有没有断代的可能”的疑问。傅氏对这一问题的尝试

解决则是以提倡南宗为首要原则，将宋元视为“南宗全盛时代”，明、

清各为一个时期，因为明代是“画院的再兴和画派的分向”时期，而“有

清二百七十年的绘画，其势力均统属于南宗”，虽然那时“没有什么惊

人的成绩”。11 至于专门的山水画史，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也大致

属于后一种分期。《中国山水画史》将“抒情写意山水画的高峰”的元

代单独别为一期，将“派别林立的明清山水画”又细分为明代、清代，

以及董其昌（1555-1636）12 和“南北宗论”三个部分。13

如上所述分期，或囿于政治史分期，或缘于水墨视点，甚至一人或

一书中的标准也并不统一。对于前者，我们认为，绘画史的发展，虽说

与政治史的发展，与王朝交替不无关系，但是，王朝的更替并不一定伴

随着绘画的明显变化，政权的更迭也不意味着绘画风格的骤然改变。作

为艺术的绘画，自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着眼于绘画自身的发展变化，

方有可能更加接近其历史的真相。如此，设色山水画应如何分期，也就

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也就有了继续探讨的必要。杨惠东对“早期”

青绿山水画的研究是以“自东晋顾恺之到唐代‘二李’近四百年间青绿

山水”为对象的，14 李昭道以后的青绿山水画史如何分期则无从知晓。

牛克诚先生将整个中国色彩绘画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其中将元明清作

为一个整体，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国色彩绘画经过体制的“初创”（魏晋

南北朝）、“完备”和 色彩中心的“失落”（ 隋唐）、绘画体制的“分

化与转型”之后，走向“疏淡化”，经过明代的全面复兴，直至清代的

古典绘画终结。15 美国的中国美术史学者高居翰将元代以降的中国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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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晚期”绘画史。16 本文使用“晚期”来表示元代至清中期这一历

史时段的设色山水画，就是受到上述这两位学者的绘画史分期的启发。

其实，将元代绘画与明清绘画作为一个时期来研究，在滕固的史学研究

中即已使用。作为“近代中国美术史学的奠基人”17 的滕固，着眼于作

品本身的风格发展，将元以后的绘画称为继唐宋绘画的“昌盛时期”之

后的“沉滞时期”。18 对滕固深怀敬意的李霖灿，则将山水画的历史划

分为“黄金”、“白银”、“青铜”、“白铁”四个时期。虽然他将元

代山水画与明清山水画分别划归为“青铜时代”和“白铁时代”，但他

同时也明确地指出，“元代人化山水的基本态度有了改变，不像宋人那

么追求真山真水”，即所谓的“宋人丘壑”与“元人笔墨”之别，而“明

清二代的绘画史都是在元代的影响之下，不像南北宋的绘画一样，有很

显著不同的特色”，19 也就是指出了元明清山水画的共同性及其与宋代

的区别。

对历史进行分期，固然是为了认识和研究的方便，也因为同一历

史时期本身有着某些方面的共性。由于历史坐标不同、使用的标准不

同，对历史时期的划分也就不同。正如美国艺术史学者库布勒 (George 

kubler) 所认定的，描绘时间，探索和勾勒时间应该是艺术史学者的目

标之一，而且，艺术史学者还要善用比别人更多的分期途径和分期概念，

以充分地揭示出艺术史本身的特殊阶段性。20 基于对设色山水画发展历

史的认识与理解，本文所指称的“晚期”，具体到古典设色山水画，是

指起于元代迄于清代中期这一历史时段。清代中期以后的设色山水画，

由于受到海西法影响，已逐渐异于古典传统。其原型已不局限于系统内

部，经过意造后所形成的作品风格面貌自然也溢出本文所要讨论的范畴。

晚期古典设色山水画，可以说是以宋代及以前的山水画为原型，在

对原型不断追溯的基础上，不断修正和再创造——意造的过程与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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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前代山水画原型的追溯与意造，以使之符合其时其人的绘画理想，

而新的意造又成为后来者艺术创造的原型。这一特点贯穿整个晚期古典

设色山水画的历史。也正是基于这一共同特点，本文将所研究的这一历

史时段作为一个整体，使用“晚期”这个概念，而不在总称上使用“元

明清”或“元至清中期”之类带有割裂意味的语汇。

本文使用“晚期”这一表述，还有另一层意思。虽然就整个山水画

发展历史来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不断向前人学习，又不断创造的

历史，但在以前的历史时段，这一创造又多有新的绘画技法和样式的产生，

而至宋末，中国设色山水画的各种技法已经基本完备，各种样式均已产

生，从接下来的元代开始，山水画家就是在既有的绘画语言和样式（原型）

之内进行创作（意造），已经没有了以前那种无需借助原型的全新创造。

2、关于“原型”和“意造”

中国绘画在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同时，还有其自身的传统，有其自

身发展的历史继承性。前代绘画给后代绘画以巨大影响，后代绘画又是

对前代绘画原型继承的结果。但历代画家对前代绘画原型的继承既非盲

目的，也不是全盘照搬的，而是在借鉴基础上的意造与革新，“具古以

化”。正如沈宗骞（1737-9—1817-9）对后代画家以五代董元（？-962）

为原型进行不同方式的意造时所言：“如一北苑也，巨然宗之，米芾父

子宗之，黄、王、倪、吴皆宗之，宗一鼻祖而无分毫蹈袭之处者，正其

自立门户而自成其所以为我也。”21

晚期的山水画家向以前的作品学习，学习绘制的技巧，激发创作的

灵感。这些前代作品便成为后来画家创造新手法，构建新形式，表达新

的理想的形式资源。同时，他们又不囿于前代大师的固有形式，而是把

它们“当作一种灵感和复兴的资料”。22 本文将画家用以新的创造的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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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前代作品形式与手法，称之为“原型”。在此基础上，后代画家对这

些原型进行着新的创造——本文以“意造”来表述；这些创造经过不断

地巩固和阐发，又成为他们以后的画家创造的原型，他们又在这一新原

型的基础上进行另一轮的意造。中国晚期的设色山水画就是这样不断对

既有的原型进行意造，又使之成为新的意造的新原型。由此，设色山水

画的历史便被不断地向前推进。

本文所用“原型”一词，与瑞士学者荣格所论之“原型”并无关联。

原型，按照一般的用法，是指“原来的类型或模型”，多数情况下又“特

指文学艺术作品中塑造人物形象所依据的现实生活中的人”23。本文使

用其“原来的类型或模型”的意义。前代绘画作品的画法、风格或“模

型”，作为一种资源，成为后代画家创作的“原型”。这里的“原型”，

更多具有绘画形式语言和图式的意义，而不再拘囿于一般意义上所谓为

了塑造“人物”形象所依据的“现实生活中的人”这一定义。

以前代绘画作品作为创作的原型，可以说是中国古典绘画的一个重

要传统。这个传统不仅表现于中国晚期绘画，也不仅表现于设色山水画，

同时也表现在水墨山水画，表现在其他题材绘画创作中。如，唐代周昉

（约活动于 780-810 年间）的《宫女浴婴图》24，就曾作为从学于他的

周文矩（约活动于 937-976 年间）25 创作的原型。一件传为周文矩所作

的《宫女浴婴图》26，画中的许多信息均可从周昉的同名作品中找到来源。

周昉的作品也成为后来的南宋画院画家创作的原型，被普遍运用于其纨

扇的绘制中。此类例证还可以找到很多。

三  文献综述

现代以来，对本选题直接相关的有价值研究，主要有牛克诚先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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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的中国绘画》为核心的系列研究。《色彩的中国绘画》是以色彩

视点研究中国绘画的具有通史性质的力作。此著通过大量作品的考察，

重新梳理了中国绘画发展的历史，匡正了许多历史认识的误区，提出了

较为完备的具有针对性的概念群，建构了色彩中国绘画的体系。但限于

体例和研究范围，对晚期设色山水画的许多极富建设性的思想，便不允

许更具针对性地展开探讨。该书为本课题提供了研究的基础和线索，同

时也留下了研究空间。

杨惠东的博士论文《中国早期青绿山水形态与成因研究》是对早期

青绿山水画的较深入的研究成果，虽然研究的历史时段为青绿山水画的

早期，范围也只是局限于青绿设色山水画，但早期（以及中期）是晚期

的前言，晚期设色山水画的形态正是在之前所产生的各种原型的基础上，

通过画家的意造而建立起来的，因而，该论文对本论文的研究多有资取

与借镜之功。王冬松的硕士论文《五色泛化与中国绘画的色彩语言》从

中国传统的五行思维模式为切入点，认为五色体系是五行思维模式的推

衍和在色彩认知领域的具体显现；从建筑、服饰和绘画三个方面论证了

五色体系的泛化导致了色彩从有限的象征转向广阔的实用。在与本文相

关的第三章中，作者梳理了中国绘画的色彩从单色向复色，从矿物色向

植物色转变的整体发展脉络，指出了元代以后植物色在绘画中的主导地

位，并以部分清代绘画著述为据，指出宋元明清对颜料物理属性有了更

深度的把握，色彩技法在一定程度上仍在向深度发展。该文行文简明，

脉络清晰，亦有理论创建，但在更多具体作品的深入分析方面似乎有待

加强。

此外，相关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对相关画派和画家的专题 / 个案研究，如“明清中国画大师研

究丛书”、“中国画派研究丛书”、《董其昌研究文集》、《清初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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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派研究论文集》、《倪瓒研究》、《王蒙研究》、《戴进与浙派研究》，

等等；

2、对相关作品的考证与分析，如《鉴余杂稿》、《解读溪岸图》

等中的部分文章，《绘仙山以成寿图——仇英的青绿山水研究》、《〈江

山秋色图卷〉与钱选的山水画派》等论文；

3、就某一问题的考证与研究，如《所谓“元画”》（童书业）、《“浙

派”与“吴派”》、《所谓“张僧繇、杨昇没骨山水”》（阮璞）、《“文

人画”：一个历史概念的界定》（万青力）等；

4、作为通史、断代史和专题史之一部分的相关研究，如《中国绘

画通史》（王伯敏）、《元代绘画史》（杜哲森）、《明代绘画史》（单

国强）、《清代绘画史》（薛永年、杜鹃）、《中国卷轴画史》（薛永

年）、《中国山水画通史》（陈传席）、《中国宫廷绘画史》（华彬），

等等；

5、史料、年谱 /年表、图录、画册和索引等的编撰与出版，如《元

代画家史料汇编》（陈高华）、《倪瓒年谱》（黄苗子、郝家林）、《董

其昌年谱》（郑威）、《改订历代流传绘画编年表》（徐邦达）、《宋

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刘九庵），以及《中国古代书画图目》、

《中国绘画全集》、《（台北）故宫藏画大系》、《故宫博物院藏画大

系》等等。

上述几类研究或基础性工作，均在某个（些）方面与本选题相关，

在一定程度上为本论文提供了研究基础。

对中国画色彩、颜料及其历史的研究，如于非闇、蒋玄佁、周大正、

赵权利等的相关著述，为本论文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赵权利的博士论

文如题，对中国绘画的工具、材料和技法分别进行了历时性的梳理，但

尚缺乏对工具材料的发展与绘画技法演变之间的内在关联的关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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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工具材料的改进与变化如何影响了中国绘画技法，进而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作品风格的改变，似应再作进一步探讨。王月强的硕士论文《从

材料看元到明清画风的转变》也注意到了绘画用纸与绘画风格的关系，

其实陆俨少在《山水画刍议》中已经注意到从用绢到用纸所造成的画法、

画风的改变。戴文俊的硕士论文《毛笔演变与中国工笔画的发展初探》

则注意到了毛笔的演进与工笔画法的关系。周大正的《敦煌壁画与中国

画色彩》是立足于对敦煌壁画的具体分析，结合在创作与教学中的直接

经验，对中国画色彩进行的理论探讨。作者从敦煌壁画的色彩观念和色

彩结构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画色彩的“装饰色彩”的本质与特点，及

其形成与演化的过程。文中指出晚唐五代以后中国传统画论对色彩的轻

视和创作中色彩的“下滑”等问题，大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传统

画论对色彩的轻视可能只是敦煌壁画色彩面貌形成的一个因素；文中未

能将民间画诀与传统文人画论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解读，也便影

响了其对说明具体问题的有效性。

现代以来对古代画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如日本学者近藤秀实与中

国学者何庆先联合对元代夏文彦（1312-3—1367-70）27原著《图绘宝鉴》

的校勘与研究，以及多种大型画学丛书的集中影印，或重新点校与排印，

等等，均为本论文提供了更多可资参考的文献。

此外，中外学者的研究方法也为本选题的研究提供方法论的借鉴，

这些成果如巫鸿《时空中的美术》，雷德侯《米芾与中国书法的古典传

统》、《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尹吉男关于顾恺

之（345-7—406-8）28、董源（元）的研究等。尽管历史并不总是以文

字或图像的方式存留下来，但保存至今的文字记载和图像资料确是我们

认识历史的两种重要途径。尹吉男教授的论文《明代后期鉴藏家关于六

朝绘画知识的生成与作用——以“顾恺之”的概念为线索》以顾恺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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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绘画观念史的角度考察了关于六朝绘画知识的历时性形成，指出了早

期艺术历史在后人精神上的复杂性和多义性，强调了历史知识的主观性

和历时性。同作者的同类研究《“董源”概念的历史生成》，通过已有

的历史文本的条件、品评标准的地域转变、董其昌与“董源”的特殊际

遇与趣味和画史主线的确立过程等四个环节，讨论“董源”这一概念的

历史生成过程。论文重点观照中国山水画的知识概念被主流化的过程，

这些由所谓“董源”的作品和历史文献所建构的主流知识概念又成为我

们现在习惯性叙述古代绘画史的基础。这类研究对本文具有方法论上的

启示意义。

四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论文拟对中国晚期（元、明、清前中期）古典设色山水进行整体

研究。通过部分代表性设色山水卷轴画作品的深入分析和相关画学著述

的释读，从山水画作品的具体画法、创作者的思想认识等方面，探寻各

类型设色山水画的画法来源（即原型）和历史生成过程，分析晚期设色

山水画原型的历史原貌、当时画家对此原型的认知（即原型想象和原型

误读），剖析原型想象和原型误读对当时创作所产生的具体影响。通过

作品分析和比对，寻找此期画家对原型进行意造的方式，并对此前原型

之意造的山水画又如何成为后来山水画创作的新原型，后来的山水画创

作又对这新的原型如何意造等问题进行解读。本论文还涉及晚期设色山

水画的风格类型、色彩与水墨的交互关系，以及当时人们对山水画色彩

的认知与理想等内容。

本论文拟解决的关键问题有：一，晚期古典设色山水画的真实原型

与此期画家所认知的原型之间的非完全统一性，以及两者各自对意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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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影响；二，在水墨渐成强势的历史语境下，晚期的古典山水画的

色彩与水墨之间相互借取又相互背离，以及这种矛盾着的客观存在如何

得以产生，又如何现实地存在；三，语言（理论话语）对设色山水画创

作实践的影响，而创作实践却并不总是与这些理论话语相吻合。

本论文不是晚期设色山水画的历时性叙述，而是对此期古典设色山

水画形式原型与意造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本论文亦意在说明：一，中国

晚期的古典设色山水画是对往昔原型追溯的结果，以不同方式对不同原

型进行意造造成了作品风格的迁异；二，相关知识生成的历时性。

五  研究材料与方法

本论文是对中国晚期古典设色山水画对原型的意造方式、作品风格

的迁异之研究，作品的风格分析方法是本论文的主要方法。论文拟从较

具代表性的具体作品入手，通过对其风格和形式语言的细致解读与分析，

从作品形态切入到观念形态，从技法层面上升到理论层面，对研究对象

进行把握。

正如牛克诚先生所指出的，山水画的发展历史是色彩逐渐边缘化，

水墨逐渐主流化、中心化的历史。在此消彼长的过程中，宋代是发生重

要转折的时期。此前以色彩为中心，此后则以水墨为主流。中国绘画的

历史可以说是一部文人书写的历史，因此，自元代以来专门探讨设色山

水画的文献尚不多见，相关的章节论述又多针对浅绛山水画，主要有清

代唐岱（1673- ？）《绘事发微·著色》、王槩（1645-1710）等编《芥

子园画谱初集》卷首的《画学浅说·设色各法》、沈宗骞《芥舟学画

编》卷四《设色琐论》、方薰（1736-1799）《山静居画论》、郑绩（约

1813- 约 1873）29《梦幻居画学简明·论设色》等。相对较多的资料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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