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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绪　论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大本

营，成立于１９５５年，由美国中国学研究的先辈、著名学者

费正清 （Ｊｏｈｎ　Ｋｉｎｇ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创建，时称东亚问题研究中

心。该中心对中国的研究几乎涵盖了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

不仅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历史、社会的大方向，

还对海峡两岸关系、中国外交史、少数民族问题、海外移

民、中国的文化遗产等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费正清和他的同事、学生所创立的中国学，致力于把先

前侧重文化历史的研究扩展到以政治、经济、社会学等跨学

科交叉为重心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在美国乃至全球产生了广

泛和深远的影响。正如曾任中心主任的傅高义 （Ｅｒｚａ

Ｖｏｇｅｌ）教授所指出的，“今天哈佛所具有的全球视野，就是

从费正清创设中国学研究开始，并成为一个相应的衡量指

标”①。１９７３年，费正清辞去中心主任职务。为了纪念费正

清先生的杰出贡献，１９７７年在他退休之际，中心更名为费

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Ｊｏｈｎ　Ｋ．Ｆａｉｒｂａｎｋ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世纪末，哈佛大学对亚洲其他国家的研究逐

１

① ｈｔｔｐ：／／ｂｌｏｇ．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ｓ／ｂｌｏｇ＿５５ｂ７４ｆ９ｅ０１０２ｄｓｐｘ．ｈｔｍｌ．



渐转移到成立于１９９７年的哈佛大学亚洲中心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ｓｉａ　Ｃｅｎｔｅｒ），费正清中心也更名为费正清中国

研究中心。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由西方学者搭建的对中国进行全

方位研究的平台中，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研究也受到汉学家们

的关注。这当中以卜寿珊主要从事的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研究

最为突出。本书就以卜寿珊 （Ｓｕｓａｎ　Ｈ．Ｂｕｓｈ）对中国古代

艺术的研究展开相关论述。

一、作者介绍

卜寿珊是２０世纪美国研究中国艺术的著名学者。１９５５

年在拉德克利夫学院获得学士学位，１９５７年在拉德克利夫

学院获得硕士学位，１９６８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卜

寿珊现在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 （Ｆａｉｒｂａｎｋ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的一名独立学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ｃｈｏｌａｒ），现在的主要研究兴趣是中国绘画和

艺术史。①

卜寿珊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就开始在重要艺术刊物上发表

文章，如 《龙脉、开合、起伏———论王原祁三个构图名词的

含义》 （Ｌｕｎｇ－ｍｏ，Ｋ＇ａｉ－ｈｏ，ａｎｄ　Ｃｈ＇ｉ－ｆｕ：Ｓｏｍ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ａｎｇ　Ｙｕａｎ－Ｃｈ＇ｉ＇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ｒｍｓ）②一文，对王原祁在

《雨窗漫笔》中提出的 “龙脉”、“开合”、“起伏”这三个词

２

①

②

ｈｔｔｐ：／／ｆａｉｒｂａｎｋ．ｆａ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ｅｄｕ／．
Ｓｕｓａｎ　Ｂｕｓｈ， “Ｌｕｎｇ－ｍｏ，Ｋ＇ａｉ－ｈｏ，ａｎｄ　Ｃｈ＇ｉ－ｆｕ：Ｓｏｍ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ａｎｇ　Ｙｕａｎ－ｃｈ’ｉ＇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ｒｍｓ”ｉ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Ａｒｔ，１９６２．



绪　论

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卜寿珊在介绍西方对 “龙脉”的各种翻译解释的过程

中，结合关于中国绘画的其他论著，力求给出确切的解释。

她联系 “开合”、“起伏”，论述了 “龙脉”的构图功能：“必

须强调的是在 《雨窗漫笔》中，‘龙脉’是以最普遍的含义

被运用的，这些说明了中国画家布局的方法。王原祁通过诸

如 ‘有斜有正’和 ‘有隐有现’等形容词来描述这个术语，

暗示它们的 ‘阴’、 ‘阳’方面，而且认为 ‘龙脉’赋予了

作品 ‘气势’，正如堪舆家在高山中寻找精神力量的气，这

是可能的。”① 而比较特别的是，卜寿珊认为 “龙脉”不仅

仅只是构图的功能，她说：“一件作品中的龙脉可以说成是

部分同整体之间的关系，就像身体中的静脉和动脉，穿过手

足，进入或从心脏、思想和感觉中心流出。从这个角度看，

布局的实际过程应该看作是一种组织生长，而不仅仅是构

造。”②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卜寿珊最初便以研究中国绘画理论

为主，以中西比较的眼光审视西方对中国绘画理论的翻译与

接受，力图结合中国艺术理论本身来分析，以得出最切合中

国思想文化的解释。此外还有１９６９年发表的 《金朝文人文

化》（Ｌｉｔｅｒａｔｉ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ｈｉｎ）③等。从这时候起，

３

①

②

③

［美］卜寿珊： 《龙脉、开合、起伏———论王原祁三个构图名词的含
义》，石莉译，载 《书画世界》，２００７年第６期。

［美］卜寿珊： 《龙脉、开合、起伏———论王原祁三个构图名词的含
义》，石莉译，载 《书画世界》，２００７年第６期。

Ｓｕｓａｎ　Ｂｕｓ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ｉｎ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　Ａｒｔ，

１９６９．



她便把学术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中国绘画背景中的诸如文人、

社会等因素上。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卜寿珊发表的主要作品有她与梅维恒

（Ｖｉｃｔｏｒ　Ｈ．Ｍａｉｒ）合写的 《中国十二、十三世纪的佛教画

像、庐山山水以及禅宗派别》 （Ｓｏｍｅ　Ｂｕｄｄｉｈｉｓｔ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ｓ

ａｎｄ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ｕ　 ａｎｄ　 Ｃｈ＇ａｎ　 Ｓ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ｗｅｌｆｔｈ－ａｎｄ－ｔｈｉｒ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ａ）①。这个时期除了

发表的文章以外，卜寿珊还有一部重要的著作出版——— 《中

国文人论绘画：从苏轼到董其昌》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　ｏｎ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Ｓｕ　Ｓｈｉｈ （１０３７－１１０１）ｔｏ　Ｔｕｎｇ　Ｃｈ＇ｉ－ｃｈａｎｇ（１５５５－

１６３６）］②。这是一部关于文人画的专著，是卜寿珊的博士学

位论文，也是西方汉学界少数几部立足于文人理论且较为系

统地讨论文人画的论著之一。卜寿珊对中国古代绘画的研究

范围极广，不仅涉及文人思想文化，而且还论述了佛教禅学

的相关内容，给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不少借鉴。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卜寿珊对中国艺术理论的研究越发深

入，其取得的学术成果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她活跃于

一些学术交流会上，也发表了一些重要文章，如 《宗炳 〈山

水画序〉及庐山的 “佛教山水”》 （Ｔｓｕｎｇ　Ｐｉｎｇ＇ｓ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ｏｆ

４

①

②

Ｓｕｓａｎ　Ｂｕｓｈ，Ｖｉｃｔｏｒ　Ｈ．Ｍａｉｒ“Ｓｏｍｅ　Ｂｕｄｄｉｈｉｓｔ　Ｐｏｒｔｒａｉｔｓ　ａｎｄ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ｕ　ａｎｄ　Ｃｈ＇ａｎ　Ｓ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ｗｅｌｆｔｈ－ａｎｄ－ｔｈｉｒ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ａ”，ｉｎ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Ａｒｔ，１９７７／１９７８．

Ｓｕｓａｎ　Ｂｕｓｈ，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　ｏｎ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Ｓｕ　Ｓｈｉｈ （１０３７－１１０１）ｔｏ
Ｔｕｎｇ　Ｃｈ＇ｉ－ｃｈａｎｇ （１５５５－１６３６）．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１．



绪　论

Ｍｏｕｎｔ　Ｌｕ）。这 篇 文 章 也 收 录 在 １９８３ 年 她 与 默 克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Ｍｕｒｃｋ）合编的 《中国艺术理论》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① 中。当时美国学术团体协会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下属的中国文明研

究 委 员 会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主办了一个名为 “中国艺术理论”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的会议。 《中国艺术理论》就是这次

会议的论文集。这本论文集包括六个栏目：文学理论的比较

视角、人体与艺术价值、自然景物、音乐理论和六朝诗学、

宋朝的艺术观和明代批评。 《宗炳 〈山水画序〉及庐山的

“佛教山水”》被收录在自然景物栏。该文中有她翻译的宗炳

的 《画山水序》以及惠远的 《游石门诗序》，由此看来，她

不只是考察中国古代绘画理论中的佛教思想而已，“她称宗

炳的自然观为 ‘山水佛学观’……卜寿珊在宗炳的艺术和文

章中想象出介乎于高山峻岭 （如庐山那样）和命运升迁之间

的类比关系，她相信这种类比的意图是满足中国早期佛教中

偶像崇拜具体化的需要”。谢柏轲 （Ｊｅｒｏｍｅ　Ｓｉｌｂｅｒｇｅｌｄ）认

为她的文章 “示范了把艺术评论式的释译和哲学研究结合在

一起的例子”②。这是结合具体人物的思想理论，由佛教背

景引发的新观点。

另外卜寿珊还与石孝严 （Ｈｓｉｏ－ｙｅｎ　Ｓｈｉｈ）一起编撰了

５

①

②

Ｓｕｓａｎ　Ｂｕｓｈ，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Ｍｕｒｃｋ，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３．
［美］谢柏轲：《西方中国绘画史研究专论》，张欣玮、洪再辛、龚继

遂译，见洪再辛 《海外中国画研究文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第２９页。



《中 国 早 期 绘 画 文 献》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ｓ　ｏｎ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① 这本书的编撰源自高居翰 （Ｊａｍｅｓ　Ｃａｈｉｌｌ）发

起的一个计划项目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ｖｏｌｕｍｅ，ｃｏｍｐｉｌｅｄ　ａｎｄ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Ｓｕｓａｎ　Ｂｕｓｈ　ａｎｄ　Ｈｓｉｏ－ｙｅｎ　Ｓｈｉｈ，ｇｒｅｗ　ｏｕｔ　ｏｆ　ａ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ｂｙ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Ｊａｍｅｓ　Ｃａｈｉｌｌ）②，集众多学者

之力辑录翻译了从战国时期到元代中国艺术理论的文献资料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ｔｅｘｔｓ　ｒａｎｇｅ　ｉｎ　ｄａｔ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ｆｉｆｔｈ－ｔｈｉｒｄ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Ｂ．Ｃ．）ｔｏ　ｔｈｅ　Ｙü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１２６０－１３６８Ａ．Ｄ．），ａｎｄ　ｈａｄ　ａ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③，旨在 “帮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人自己理解绘画

的文化语境” （ｔｏ　ｈｅｌｐ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ｈａｖ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④。《中国早期绘画文献》大致按

时间顺序分为六章：唐以前的阐释和批评、唐代的批评和艺

术史、宋代艺术史、山水理论、宋代文人理论及鉴赏、元代

批评及特殊题材的论著。每章又按不同的主题来分类，例如

６

①

②

③

④

Ｓｕｓａｎ　Ｂｕｓｈ，Ｈｓｉｏ－ｙｅｎ　Ｓｈｉｈ，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ｓ　ｏｎ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ａｃｈｍａ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ｓ　ｏｎ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ｂｙ　Ｓｕｓａｎ　Ｂｕｓｈ；

Ｈｓｉｏ－ｙｅｎ　Ｓｈｉｈ”，ｉ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Ｗｅｓｔ，Ｖｏｌ．３７，ＮＯ．４ （Ｏｃｔ．，

１９８７），ｐｐ．４６６－４６８．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Ｌｉｔｔｌｅ，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ｓ　ｏｎ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ｂｙ　Ｓｕｓａｎ　Ｂｕｓｈ；

Ｈｓｉｏ－ｙｅｎ　Ｓｈｉｈ”，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Ｅｓｓａｙ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Ｒｅｖｉｅｗｓ，Ｖｏｌ．７，Ｎｏ．
１／２ （Ｊｕｌ．，１９８５），ｐｐ．１５３－１５９．

Ｊｕ－ｈｓｉ　Ｃｈｏｕ，“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ｓ　ｏｎ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ｂｙ　Ｓｕｓａｎ　Ｂｕｓｈ；Ｈｓｉｏ－
ｙｅｎ　Ｓｈｉｈ”，ｉｎ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４６，ＮＯ．３ （Ａｕｇ．，

１９８７），ｐｐ．６３３－６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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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人物画、笔法、山水等。最后是画家、批评家及书法家的简

短的介绍。附录包括理论和人名术语表，以及翻译的原

文。① （Ｐｒｅ－Ｔ＇ａｎｇ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Ｔ＇ａｎｇ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ａｎｄ　Ａ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Ｓｕｎｇ　Ａ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Ｔｅｘｔｓ； Ｓｕ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ｎｏｉｓｓｅｕｒｓｈｉｐ；Ｙüａｎ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ｎ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需要指出的是，在 《中国早期绘画文献》出版之前，

１９３６年喜龙仁 （Ｏｓｖａｌｄ　Ｓｉｒéｎ）著的 《中国画论》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是此类最早的汉学著作之

一。而 《中国早期绘画文献》在准确性和编排上大有超越

《中国画论》的趋势 （Ｉｔ　ｓｕｐｅｒｓｅｄｅｓ　ｉｎ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ｆｉｎｅｓｓ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ｐｉｏｎｅｅｒｓ　Ｏｓｖａｌｄ　Ｓｉｒéｎ＇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１９３６）②。

除了翻译和编撰活动外，卜寿珊于１９８６年与１９８７年在

美国高等学院艺术协会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Ａｒ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年会

上发表了 《山水为题：宋人绘画所辟途径》（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Ｍａｔｔ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③和 《关于徽

７

①

②

③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Ｌｉｔｔｌｅ，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ｓ　ｏｎ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ｂｙ　Ｓｕｓａｎ　Ｂｕｓｈ；

Ｈｓｉｏ－ｙｅｎ　Ｓｈｉｈ”，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Ｅｓｓａｙ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Ｒｅｖｉｅｗｓ，Ｖｏｌ．７，Ｎｏ．
１／２ （Ｊｕｌ．，１９８５），ｐｐ．１５３－１５９．

Ｊｕ－ｈｓｉ　Ｃｈｏｕ，“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ｅｘｔｓ　ｏｎ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ｂｙ　Ｓｕｓａｎ　Ｂｕｓｈ；Ｈｓｉｏ－
ｙｅｎ　Ｓｈｉｈ”，ｉｎ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４６，ＮＯ．３ （Ａｕｇ．，

１９８７），ｐｐ．６３３－６３４．
Ｓｕｓａｎ　Ｂｕｓｈ，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ａ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Ｍａｔｔ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Ａｒ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Ｙｏｒｋ，１９８６．



宗画 院 的 不 同 看 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ｉｎｔｅｒｓ　ｉｎ　Ｈｕｉ－ｔｓｕｎｇ＇Ｒｅｉｇｎ）①两篇文章。

以上所提及的卜寿珊的主要论著，主要参考了谢柏轲 《西方

中国绘画史研究专论》所列出的书目。②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卜寿珊的研究主要是

针对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关注对中国古代绘画理论的翻译介

绍，力求做出切合中国思想文化的解读，并且涉及绘画的文

化背景研究，同时在研究中提出一些很有创意的新观点。

二、研究缘由

本课题虽然以国外汉学家对中国文人画的研究为题，但

重心却是卜寿珊对中国文人画的研究。之所以如此处理，是

因为在笔者看来，卜寿珊在这一领域取得了比其他汉学家更

大的学术成就。

关于上述判断，我们可以从卜寿珊的代表作 《中国文人

论绘画：从苏轼到董其昌》一书中得到验证。作为卜寿珊最

重要的研究专著，这本书诞生于西方对中国艺术研究的热潮

时期。自２０世纪初，尤其是１９１０—１９３０年，西方对中国艺

术的研究开始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由猎奇、收集

进入以艺术理论对中国艺术进行学术研究的阶段，并呈现出

８

①

②

Ｓｕｓａｎ　Ｂｕｓ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ｉｎｔｅｒｓ
ｉｎ　Ｈｕｉ－ｔｓｕｎｇ＇Ｒｅｉｇｎ”，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Ａｒ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Ｂｏｓｔｏｎ，１９８７．

Ｊｅｒｏｍｅ　Ｓｉｂｅｒｇｅ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Ａ　Ｓｔａｔｅ－ｏｆ－
ｔｈｅ－Ｆｉｅｌｄ　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ｎ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４６，Ｎｏ．４，（Ｎｏｖ．，

１９８７），ｐｐ．８４９－８９７．



绪　论

欣欣向荣的态势，甚至影响了日本与我国的港台地区。喜龙

仁、高居翰、苏立文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等，包括华裔学

者方闻 （Ｗｅｎ　Ｆｏｎｇ）、李铸晋 （Ｃｈｕ－ｔｓｉｎｇ　Ｌｉ）等都是研究

中国艺术的代表人物。随后发展到以美国为中心的中国美术

史研究。当时的哈佛大学燕京学社 （ｔｈ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Ｙｅｎｃｈ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作为汉学研究的重要机构，出版了众多学术成

果。卜寿珊的 《中国文人论绘画：从苏轼到董其昌》就是

《哈佛—燕京研究学刊》 （Ｔｈ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Ｙｅｎｃｈ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第２７卷。在那个学术繁荣的时期，它虽是一家之

言，却也是那个时代学术思想交流与影响的结果。

《中国文人论绘画：从苏轼到董其昌》主要讨论的是宋

代到明代的绘画理论。全书分为六章：北宋、北宋文人的观

点、金和南宋、元、明、结论。第一章 “北宋”，主要是对

文人画的定义作了界定，论述了宋以前和宋代对于表现的看

法，以及诗与画的比较研究。第二章 “北宋文人的观点”，

主要是对北宋文人关于绘画的论著的研究。卜寿珊认为苏轼

的文人圈子为文人画作了理论奠基。她翻译和阐述了苏轼、

黄庭坚、董逌、米芾和米友仁等人的艺术理论，认为 “他们

的艺术理论多半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社会观和他们共同的艺术

目标形成的” （ｔｈｅｉ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ａｓ　ｓｈａｐｅｄ　ａｓ　ｍｕｃｈ　ｂｙ　ｔｈｅ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　ａｓ　ｂｙ　ｔｈｅｉｒ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ａｉｍｓ）①。第三

章 “金和南宋”，首先阐述了文人在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影响，

９

① Ｓｕｓａｎ　Ｂｕｓｈ，Ｐｒｅ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　ｏｎ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Ｓｕ
Ｓｈｉｈ（１０３７ － １１０１）ｔｏ　Ｔｕｎｇ　Ｃｈ＇ｉ－ｃｈａｎｇ （１５５５－１６３６）．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



继而对文人传统中的题材作了详细分析，最后讨论了赵希鹄

的艺术理论。这是一个过渡时期。第四章 “元代”，介绍了

文人画在元代绘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卜寿珊首先阐述了元

代文人的艺术理论，然后对赵孟頫、汤垕、吴镇、倪瓒以及

李衎和吴太素等人的绘画理论及作品作了分析讨论。第五章

“明代”，以董其昌为重点，在卜寿珊看来，明代文人思想中

最为重要的方面是出现了一个初步的艺术史观念。第五章一

开始，卜寿珊就作了艺术史开端的论说，接着讨论了北宗和

南宗以及浙派和吴派。第六章给出了一个 “综上所述”的结

论。全书先对文人画的基本概念和问题作了分析讨论，然后

论及北宋文人的理论奠基，到金和南宋这一过渡期文人画的

发展和传播，再到元代作为主流的艺术传统，最后搭建了一

个框架谱系。全书以中国文论为基础来讨论分析文人画在各

个时期的情况，同时也涉及社会历史对文人画发展演变的影

响。

该书文献资料的翻译，正如卜寿珊在序言中所说，得到

了方志彤先生的指导。《中国文人论绘画：从苏轼到董其昌》

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１９７１年出版。谢柏轲说：“该书一出版

就引起了注意，因为它把社会上各阶级的种种目标作为形成

画论的主要力量，也因为它试图为文人画的实践、理论和历

史评价确立各自独立的编年。”①

文人画历来是美术也是文学研究的关注点之一。它反映

０１

① ［美］谢柏轲：《西方中国绘画史研究专论》，张欣玮、洪再辛、龚继
遂译，见洪再辛 《海外中国画研究文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第３１页。



绪　论

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些特别之处。西方那时也有学者注重文

人画的研究，例如高居翰，但是他大多研究某一个或是几个

文人画家，或是文人画理论中的儒家因素。卜寿珊这部论著

是那个时期少有的对文人画整体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阐述的

著作之一。“比其他关于中国绘画批评和理论的主要汇编文

集 （如Ｓｉｒéｎ，１９３６；Ｂｕｓｈ＆Ｓｈｉｈ，１９８５）提供了条理更为

清晰的论述，其引用的资料，来源更广，包括笔记散论和正

式文献。”①　这其中包含了繁重的资料选取和文献翻译工作。

卜寿珊运用这些文献资料对从宋到明的文人画发展演变情况

进行了分析阐述。如果简单地把这本书作为一部文人画的历

史来研究，那它显然是文人画的 “断代史”。同时，这本书

按照时间线索，对文人画发展的重要阶段作了梳理，体现出

史的价值。不过它以文人的绘画理论作为立足点，主要还是

对文人画诸多方面的一个论说，贯穿着卜寿珊自己的理解和

解读。如果我们以中西比较的眼光来看待这部论著，也许可

以发现许多研究方式以及思想文化上的异同。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卜寿珊的作品翻译到我国的并不多。《中国文人论绘画：

从苏轼到董其昌》的前两章，１９８２年由姜一涵、张鸿翼翻

译，题为 《北宋文人的绘画观》，发表于 《国立编译馆馆刊》

第１１卷第２期。此外，《山水为题———宋人绘画所辟的途径

１１

① ［美］谢柏轲：《西方中国绘画史研究专论》，张欣玮、洪再辛、龚继
遂译，见洪再辛 《海外中国画研究文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第３１页。



兼论诗与画的关系》由童元方翻译，１９８８年１月发表于香

港 《九州学刊》第２卷第２期。近年来，《龙脉、开合、起

伏———论王原祁三个构图名词的含义》由石莉翻译，２００７

年发表于 《书画世界》第６期。这篇文章２０１１年又刊于

《荣宝斋》第１期。卜寿珊的论著多是由香港、台湾地区的

译者译介。此处需要说明的是，Ｓｕｓａｎ　Ｂｕｓｈ一开始便被翻

译为 “卜寿珊”，本书也按照惯例作此翻译。

文人画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丰富的内涵，一直受到国

内外研究者的关注，不少学者对文人画进行收藏、鉴赏以及

著录活动。学界对文人画的研究包括：作品赏析与评论；研

究具体的画家或者是流派，也有讨论其美学理论的；又或是

分析风格、笔法，讨论与其他艺术的联系；考察文化宗教背

景，为文人画追根溯源确立编年；甚至也有联系当下，对文

人画是否具有现实意义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等。

国内开近代文人画研究先河的，当属１９２２年陈寅恪的

《中国文人画之研究》。该书中的 《文人画之价值》一文肯定

了文人画的价值，并对文人画追根溯源，讨论了文人画的旨

趣、内涵和技法等内容。至于文人画的概念，陈寅恪给出了

自己的界定：“何谓文人画？即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

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工夫，必须于画外看出

许多文人之感想。”①　最后总结了文人画的四大要素：人品、

学问、才情和思想。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在文人画研究的初期，国内学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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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转引自杨孝鸿：《中国文人画史上的 “四大”坐标》，南京艺术学院博
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１年，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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