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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绘画大系”

与明代收藏大家项元汴

由浙江大学、浙江省文物局编纂出版的“中国历代绘

画大系”，是 2005 年习近平同志亲自批准，多年来一直高

度重视、持续关注，并多次作出重要批示的一项规模浩

大、纵贯历史、横跨中外的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

历史上，嘉兴一地书画名家辈出，如“元四家”的吴

镇、“嘉兴画派”代表人物项圣谟、晚清“海派”画家蒲华，

现当代漫画大师丰子恺、张乐平、米谷等。浙江大学“中

国历代绘画大系”项目组在编纂出版“大系”过程中，留意

到历史上嘉兴地区以项元汴为代表的收藏家、书画家群

体对传承保护中华传统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

项元汴（1525-1590），嘉兴人，字子京，号墨林山人，

收藏家、画家。家资富饶，广收法书名画，贮于天籁阁中，

其法书、名画以及鼎彝玉石，储藏之丰，甲于海内，精鉴

赏，有“项元汴印”“子京”“檇李项氏世家珍玩”“神品”等

鉴藏印。他是独步天下的大收藏家、首富、书画家，是反

映明中晚期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发展的典型代表。嘉兴天

籁阁因项元汴累世收藏为世人所瞩目，而诸多藏品中最

广为人知的当属书画收藏。

项元汴的书画藏品数量庞大，绘画方面始于东晋顾

恺之《女史箴图》，下迄晚明吴门画派，各朝各代的名家珍

品皆有收入。晋唐五代的写实人物、花鸟树虫，北宋山水

的大气磅礴，南宋小品的工整精丽，元画承前启后、追逐

“士气”、寄情山水，明画尽显吴地风雅。其藏品系统、完

备，可谓是为后世勾勒了中国绘画千年史的发展脉络。

书法方面，怀素《自叙帖》、杨凝式《神仙起居法》、神龙本

《兰亭序》、《万岁通天帖》等，均曾是天籁阁旧藏。

上世纪七十年代，台湾翁同文先生曾借助千字文编

目等，估算了项元汴的书画藏品规模，约 2190 件，并且还

提到根据《故宫书画录》，故宫书画收藏共计 4600 余件。

项元汴天籁阁旧藏涵盖了上朔东晋“二王”下至“明四家”

的中国书画千年史，可谓是以一己之力撑起了半部中国

美术史。

在“大系”收录的 1700 余件珍贵的元代及以前卷轴、

册页数字图像中，仅项氏天籁阁旧藏就达 260 余件，所占

比例之高，在历代藏家中绝无仅有。而今，这些旧藏遍布

海内外顶级的文博机构，包括大英博物馆、大都会艺术博

物馆、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京都国立美术馆、北京故宫

博物院、台北“故官”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其中不乏各

馆的镇馆之宝，这在中国私家收藏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因为有项元汴，许多今日入编“大系”的名画珍品得

以传世留存至今；因为有“大系”，项元汴那些在国运动荡

之际径流百出、散佚浮沉的藏品，得以凭借新科技手段重

新汇聚。

经过“大系”团队18年来不遗余力地收集整理，目前，

天籁阁旧藏在全球范围内的收藏分布情况已经得到了较

为清晰的呈现。作为一项成果，研讨会主办方还特别编

印了《嘉兴天籁阁绘画和书法藏品目录》，供与会专家学

者参考。 （下转第6版）

一个人的书画收藏撑起了半部中国美术史
2023首届“天籁阁”学术研讨会在嘉兴举行

■本报记者 施涵予 通讯员 沈蕾

11月24日，“2023首届‘天籁阁’学术研讨会”在嘉兴举行，旨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和

在浙江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挖掘“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与天籁阁的重大历史文化意义，传承和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

本次研讨会以“中国历代绘画大系与天籁阁”为主题，由浙江省美术家协会、中共嘉兴市委宣传部、浙江大学党委宣传部、嘉兴学院、嘉兴南湖学院

主办，嘉兴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嘉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嘉兴学院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研究中心承办。

开幕式上，浙江省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吕伟刚，中共嘉兴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东和，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党委书记方志伟，嘉兴学院

党委书记卢新波分别致辞。浙江省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叶瑛，嘉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永红，嘉兴市政协副主席王登峰，嘉兴市党建研究会会长、市

咨询委副主任祝亚伟，嘉兴学院党委副书记、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研究中心主任吴云达，嘉兴南湖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贾文胜，嘉兴南湖学院党委委员、

副校长朱蓉，嘉兴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姚建新，嘉兴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钱永忠等省市领导到会。开幕式由嘉兴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市社科联主席黄国强主持。

2023首届“天籁阁”学术研讨会开幕式（照片由嘉兴市委宣传部提供）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薛永年以视频形式做主旨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