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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以来，雪景图作为中国绘画所

擅长的重要图式之一，历代不乏名作，影响

广大。作品内涵丰富，形式不一，或凄苦、

或祥瑞、或欣喜、或高洁，皆可寓意其中。

诸如《苏武牧羊》《袁安卧雪》《雪夜访戴》等

典故相继成为画史经典题材，后世画家一

再从中汲取养分；雪里芭蕉之类则作为绘

画自身的理论思辨，在不同时代反复回溯

而经久不息。至于如《群峰雪霁》《雪景寒

林》《江山雪霁》等雪景山水画名作，同样备

受艺林推崇，脍炙人口久矣。由此，在长期

的绘画实践中，无论是内容的延伸，还是材

质的创新，抑或是技法的演化，雪景图逐渐

形成了一整套自成体系的绘画语言，早在

唐宋之际便已趋于成熟。譬如，北宋郭熙

在《林泉高致》中就多次提及与雪景相关的

画语。其中《画意》云：“女几山头春雪消”；

《画诀》云：“雨有欲雨，雪有欲雪；雨有大

雨，雪有大雪；雨有雨霁，雪有雪霁”；而后

又在“冬景”部分加以梳理：“寒云欲雪、冬

阴密雪、冬阴霰雪、翔风飘雪、山涧小雪、四

溪远雪、雪后山家、雪中渔舍、舣舟沽酒、踏

雪远沽、雪溪平远、绝涧松雪、松轩醉雪”以

及“早春雪霁”“雪残晚照”等，前后总结了

十余种雪景画题，虽然只是郭氏一家之言，

而且大多仅与山水画有关，然亦足见此类

题材颇丰，可堪入画者不在少数。出自元

末明初大才子高启诗句“雪满山中高士卧”

也是如此，又恰与黄大痴传世名迹意境相

合，本文即以此为题。

就传世名迹而论，雪景图若依其技法

大致可分为两种。其一为敷粉，即施以白

粉来表达雪意。这种方式主要是在有底色

的材质上进行创作，所施之粉或薄或厚，或

多或少，兹因物象使然，抑或意有所别。北

宋赵幹《江行初雪》（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王诜《渔村小雪》（故宫博物院藏）、南宋李

迪《雪树寒禽图》（上海博物馆藏），便是敷

粉一类的传世名作。若往前推移，早期还

有一些青绿设色的雪景山水也曾产生过重

要影响。此外，有些画家在画上或以“洒粉

成雪”，或以“弹粉作雪”的施粉方式，各擅

其艺，来表达纷纷扬扬、漫天飞雪之景，这

当然也是敷粉之用。其二为留白，即以勾

留画面白底为积雪之状，或曰“借地为

雪”。通常在素白的材质上勾绘物象，周围

加以淡墨渲染，既衬托物象本身，又营造天

象氛围。如归于五代的名作《雪竹图》（上

海博物馆藏）即是如此。这一方式也有变

化为通过勾勒物象，雪景轮廓预留白底，而

后天地皆施填泥金、粉彩之类，凸显雪景，

别有意趣。

以上主要因材质特性而产生的敷粉

与留白两种方法，由此构成了历代雪景图

的基本技法。当然，一些画家也会以两者

并用的方式来区分雪意远近之别，追求自

家意趣，如《渔村小雪》便兼具二法之妙，此

类作品亦不鲜见。如此说来，雪景图的绘

画技法似乎并不复杂，单纯而清晰。后世

画家或亦因此难以演进既有之成法，又从

何处突破而有所作为焉。其实不然，中国

绘画审美自有其内在逻辑，简而言之，技巧

相对复杂的反而难以成为名作，鉴家往往

将之归于匠气一类。如果说具有高度鉴赏

话语权的文人雅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

一倾向，外加达官贵人的附庸风雅，形成了

绘画最基本的审美共识；那么，对于品赏而

言，画家在塑造雪景这样一种洁白无瑕的

特殊景物时，首要在于意境的营造与气息

的渲染，或精微或宏大，或沉淀或空灵，至

于采用敷粉或留白之类的外在技巧则退居

次要。因此，如前所述洒落白粉、施填泥金

之类而成的雪景图在画史上几无耳熟能详

的传世名品，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是观之，作为有着大宗名分的雪景

图其审美价值在中国画史上无疑居于较为

特殊的地位。由于内容的不同，材质的多

样与意境的追求，使得具体的雪景技法之

运用往往隐居其后，一旦有高手介入，彰显

神采，而得以摆脱前人成法之束缚，亦有可

能走出自己的新路。在笔者看来，晚年的

黄公望正是如此，他身后留下的数件雪景

山水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画史“说

法”，也为其在旷世神品《富春山居图》与善

用浅绛法之外，鼎定了雪景山水第一流画

家之地位。

我们首先从这件黄公望在晚年为友

人彦功所作雪景山水说起。此作今藏故

宫博物院，绢本，以留白法为之，无论山石

林木、峰峦幽居，周围均以淡墨渲染。笔

墨简洁明快，勾皴点染，清晰可见；画面气

息清雅，空灵通透，高古静谧。静而观之，

近处群山萧瑟，寒气逼人，宛在目前；远处

奇峰隐现，仙境幽远，了无尘俗。黄公望

在款题中述及他在数日之内完成此作，竟

与天时相应合，称之为“亦奇事也”。可见

其绘写过程颇为轻松自如，天机触发，老

笔纷披，而有此佳作。在历代藏家的精心

呵护下，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从画面中细

细品察当年黄大痴从淡墨入手，勾皴山石

峰峦、林木屋舍；后又以浓墨复笔，或改或

救，用笔苍秀，用墨古净。大痴老人磊磊

落落，胸中万象，笔底寒林由近及远，从浓

而淡；山峰渐高转深，将繁遂简，愈观愈觉

其神妙。尤其是坡石之上富有弹性的浓

墨或勾勒或点缀，如同精灵飘然散落，不

疾不徐，转折向背，其形若树若草若苔，亦

真亦幻亦奇，晶莹剔透，意境全出，令人叹

为观止，实非大手笔不能为也。至于个中

意象，亦使笔者联想起他在同一时期所绘

的《富春山居图》尾段（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两者异曲同工，妙不可言。不难想

见，当黄公望作此画时，恰逢春雪降临，画

毕而雪霁。在这场数日之间一降再降的

瑞雪佳节中，黄公望应目会心，神超理得，

挥洒自如，天亦助之矣。

至于黄公望当年仅仅款题“雪山”一

图，后世将之名曰“九峰雪霁图”，是否合乎

其本意，今人已不得而知。当然，《九峰雪

霁图》一名，自有其来由，黄大痴友人云间

邵亨贞（字复孺），也曾题诗《一峰道人画九

山雪霁》，并收录于《蚁术诗选》。其诗云：

“大雪漫空暗九山，晋人遗迹杳难攀。老仙

只在扶桑外，借得瑶京鹤驾还。”这对于今

天的我们如何感受黄大痴当年的画意与画

境，自然不无裨益。若能恰当地解读此诗，

或有助于探究《九峰雪霁图》名实之辨。尽

管大痴友人称其常常放浪形骸于九峰三泖

之间，后世遂引为美谈，但在笔者看来，亦

并不意味着图名与画本、画本与真景之间

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台北故宫博物院所

藏大痴《九珠峰翠图》，其图名即来自杨维

桢在画上题诗（首句为“九珠峰翠接云

间”），有研究者同样推测此作与杨氏在九

峰三泖居所有关。其实这种推测终究难以

落到实处，如此而已。

明清之际的汪珂玉、郁逢庆、张丑、吴

升、吴其贞、宋荦、卞永誉、安岐等人分别著

录或转录大痴《九峰雪霁图》，可称艺林赫

赫名迹，追摹者众多。其中汪氏所记《文待

诏自跋<关山积雪图>长卷》，为笔者目前

所见较早提及大痴有《九峰雪霁》一图，此

卷尚在人间，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文

徵明在嘉靖十一年壬辰（1532）冬十月望日

的长跋中列举了王维《雪谿图》、李成《万山

飞雪》、李唐《雪山楼阁》等历代雪景名作，

其中便包括“黄大痴之《九峰雪霁》”，只是

文氏跋中所及是否即为我们今日所见之

《九峰雪霁图》，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

的是，黄公望画作《九峰雪霁》在明中期之

前便已是绘林名迹，深受推崇。这在过往

研究中少见论及，笔者特此拈出，以为画史

一段真相。晚明张丑则多次著录大痴《九

峰雪霁图》，认为此作：“笔法简古、理趣无

穷；而吴升《大观录》鉴别尤称允当，他写

道：“山峰纯是空勾，以墨青染天⋯⋯用破

笔作枯株，而坡石点苔更不着一完笔⋯⋯

创前人所未造，示后人以难摹。尤妙在生

面独开，仍不露自家墨法”云云，吴氏此番

品评，与传世《九峰雪霁图》极为相近，可谓

大痴异代知己。

（作者为浙江大学艺术学院兼职教授、

中国古代书画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历代

绘画大系”《清画全集》执行副主编）

雪满山中高士卧
■楼秋华

元 黄公望 快雪时晴图（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