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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时节，丹桂飘香，蟹肥菊黄，一派

瓜果飘香、稻谷满仓的丰收景象。“稻花香

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宋代诗人辛弃

疾展现的是乡野的幽美景色及诗人对丰

收年景的由衷喜悦。现代画家钱松喦用

画笔描绘了一幅幅丰收美景。

钱松喦（1899-1985），又名松岩、松

喦，号芑庐主人，江苏宜兴人。曾任江苏省

国画院院长、名誉院长，江苏省美术家协会

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顾问。是

当代中国美术、中国山水画的代表人物和

新金陵画派的领军人物。他热情洋溢地

绘写现实，并在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

他的作品意境深邃隽永，富有生活情趣；构

图稳中求变，笔墨浑厚苍茫；强烈的时代气

息与民族的传统特色融为一体。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从旧社会过来的

画家们走出画室，深入火热的生活，摆脱画

稿去写生，以画作表现所熟悉的农村、农业

和农民，这些画作是一个时代的印记，不仅

构成了新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也记录了

农民希望走向小康的梦想。钱松嵒像同

时代的传统国画家那样，重视深入生活，先

后十余次外出长途旅行写生，在现实生活

中发现了江南题材的新的社会意义，从而

使江南文人画的传统有了根本性的改观。

他立足于家乡和周边的江南生活，创作了

一系列农业题材的作品。如他创作于

1958年的《水上高歌丰获归》，描绘了那个

时代的丰收景象。在秋天红叶树笼罩下

的河上，满载着稻谷的船正航行其间，船上

的人有的划桨，有的撑船，有的坐在稻堆

上。每一只船上都插着红旗，表现了时代

特点，让人们看到了争先恐后的氛围。画

面上的红叶所表现的是一幅江南秋景，河

边的芦苇以及水草的点缀，把这个特殊地

理环境中的景象描绘得更加细致。钱松

喦在这幅作品中用一种貌似比较散的构

图，而集中表现了秋天中江南常见的内河

景观，让人感受到了江南丰收的季节。

钱松喦创作于 1963 年的画作《常熟

田》则表现出了咫尺千里的壮美气势，体现

了新中国农业生产欣欣向荣的气象。画

面采用俯视的视角，表现出良田与湖泊由

近及远、一望千里的气势。平田万顷，一片

葱绿，市镇喧闹，河网密布，湖中帆船点点，

舟楫缓行，一片丰收在望的江南景象。画

幅左下方用概括的手法画一巨石，表示观

者所在的位置，山脚下带有江南特色的白

墙黑瓦建筑沿尚湖而建，在湖泊的港汊之

上由多座拱桥连接着两岸，由尚湖而分出

的河道蜿蜒曲折地延伸至远方，逐渐虚

化。他在款识中说：“常熟县境，平畴万顷，

岁岁丰穰，真乃名实相符。”既有对江南农

田繁荣景象的歌颂，也寄寓了他对农业年

年丰收的美好祝愿。全图构思新颖，立意

深邃，视角独特，构图巧妙，手法稳实，以极

具传统功力之笔线，缓缓勾出，清渲淡染，

产生了极具视觉穿透之美而浸润人心的

效果。这幅作品将传统笔墨与江南水乡

的自然美景相结合，是新山水画的代表之

作。他后来在谈到《常熟田》的创作时说，

这里不能以为光是平坦坦的田而没有山，

构图上没有“丘壑”,不像山水画；而正是要

打破这老程序来反映江南新面貌,才使人

看了有襟怀豁达、眉宇轩昂的感觉。夸大

了田的面积，使之占画面的绝大部分,这样

气势才够。

钱松喦1972年创作的《锦绣江南鱼米

乡》是表现山河新貌的代表作之一。这幅

作品是画家根据在常熟虞山上所见到的

江南鱼米之乡新景象有感而作。在虞山

上，向南眺望，只见千顷良田，与尚湖连成

一片，天然良田在劳动者的精耕细作下被

划为方整的形状。画面采用俯视的视角，

表现出良田与湖泊由近至远、一望千里的

气势。山脚下带有江南特色的白墙黑瓦

建筑沿着尚湖而建，在湖港上由多座拱桥

连接着两岸，湖中帆船点点，湖泊河道两岸

是平整的良田，河道蜿蜒曲折地延伸至远

方。在设色上，以石绿色调为主，营造出生

机盎然的景象。题识云：“解放以来，太湖

渔民在党的领导下，重新安排河山，垦田建

村，亦渔亦农，从此登陆定居，不再终年漂

泊水上，年年欢庆渔米获丰收，一片繁荣景

象，此谨写其一角。”这幅作品表现出了江

南鱼米之乡的秀丽景色，热情讴歌了新中

国农业建设带来的巨大变化。

《中秋登海岱楼作诗帖》鉴赏
■周惠斌

钱松喦笔下的江南丰收图景
■郑学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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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登海岱楼作诗帖》是宋代书画

家米芾在中秋登临海岱楼赏月后书写的

一件草书名作。诗帖篇幅不长，内容为：

“中秋登海岱楼作。目穷淮海两如银，万道

虹光育蚌珍。天上若无修月户，桂枝撑损

向西轮。三四次写，间有一两字好。目穷

淮海两如银，万道虹光育蚌珍。天上若无

修月户，桂枝撑损向东轮。信书亦一难

事。”诗作前后抄录了两遍，仅末句倒数第

二个字“西”和“东”不一样；其间还有两行

批注：一是“三四次写，间有一两字好”，一

是“信书亦一难事”。言下之意，一首诗先

后写了三四次，仅有一两个字让自己觉得

满意。这亦印证了米芾认真严谨、精益求

精、一以贯之的书写态度。

米芾（1051—1107），字元章，号海岳外

史，因官拜礼部员外郎，人称“米南宫”。能

诗文，擅书画，精鉴别，尤以书法名世，擅长

篆、隶、楷、行、草等各种书体，且长于临摹

古人书法，几可乱真，与苏轼、黄庭坚、蔡襄

合称“宋四家”。米芾习书刻苦勤奋，每天

临池不辍，大年初一也不忘写字。史料记

载他：“一日不书，便觉思涩，想古人未尝半

刻废书也。”米芾书法最为人称道的是行草

书，以晋人风韵为根基，参以唐代李北海、

颜真卿等诸家之长，兼取六朝风骨，作品严

于法度，雄健清新，变化多端，洒脱奔放。

海岱楼位于江苏涟水，是唐宋时期文

人墨客的游览胜地，杜甫曾以“浮云连海

岱，平野入青徐”，描绘它辽阔恢宏、磅礴壮

丽的景观。宋绍圣四年（1097），米芾任职

涟水军使（相当于县令，非武职）期间，喜好

游览、登临海岱楼，眺望淮河入海处壮阔的

海天景致。他在《焚香帖》（作于元符元年

秋日，公元1098年）中写道：“雨三日未解，

海岱咫尺不能到，焚香而已。日短不能昼

眠，又人少往还，惘惘！足下比何所乐？”极

写了淫雨霏霏，连日不开，不能前往海岱楼

登览观景，让人怅然若失。在《蝶恋花·海

岱楼玩月作》词中则写道：“千古涟漪清绝

地，海岱楼高。下瞰秦淮尾，水浸碧天天似

水，广寒宫阙人间世。”将海岱楼比作月亮

上美轮美奂的广寒宫，颇具一种天地悠悠

的遗世独立情怀。

《中秋登海岱楼作诗帖》（纵 25.2 厘

米，横 36 厘米，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的前两句写登楼远眺，海面波光粼粼，犹

如银泻汪洋，天际闪现万道虹光，孕育出

瑰丽的珍珠。后两句引出“吴刚伐桂”的

典故，暗自遐想若非吴刚日复一日砍伐桂

树，桂枝快速生长必然会撑破月轮。米芾

托物言志，借自然胜景，慨叹官运不遂，喻

指自己仕途坎坷曲折，一身才华无法施展

的郁抑心情。

米芾习书曾受苏轼指点，崇晋卑唐，

专学晋人草书，是宋代“尚意”书风的典型

代表。他在《论草书帖》中说：“草书若不入

晋人格，辄徒成下品。”他自称习书为“刷

字”，用笔迅疾劲健，跳跃跌宕，神采毕现。

《中秋登海岱楼作诗帖》字字有法，出入“二

王”，善于在正侧、偃仰、向背、转折、顿挫的

变化对比中，寻求欹纵变幻，在裹与藏、肥

与瘦、疏与密、简与繁的对立统一中，形成

水乳交融，表现出稳而不俗、险而不怪、老

而不枯、润而不肥的笔法妙趣。整幅作品

结体奇诡，笔法率意，亦浓亦纤，亦中亦侧，

提按分明，牵丝劲挺，粗重的笔画与轻柔的

线条交互出现，流畅的笔势与涩滞的笔触

相辅相成，一洗晋唐以降平和简远的书风，

创造出飘逸超迈的气势和沉着激越的意

境，凸显出既雍容沉稳又豪放不群的独特

风格，别开生面，自成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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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米芾 中秋登海岱楼作诗帖 25.2×36cm 纸本草书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