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其昌已经去世将近 400 年，但董其

昌的艺术，依然是一个谜。

他的书法，哪些是真迹，哪些不是，一

直是一个谜团。直到最近20年，中国艺术

品市场大发展，大量散藏于各地的董其昌

书法被发现，抛向市场，专家们汇集新材

料，反复梳理，逐渐看清董其昌的书法发展

脉络，而且越来越清晰，甚至可以尝试对无

年款的作品进行分期研究了。

董其昌的绘画，比书法的谜团还大。

很多人初次看到董其昌的绘画，会怀

疑他是不是一个山水画家，因为看上去比

较异常，与元明两代的山水画，是完全不一

样的。董其昌的山水画，充满了幼稚的结

构，简单的皴法，物体的形象也不佳，第一

次看到是难以理解的。尤其是《婉娈草堂

图》这样较为早期的绘画，无论如何是不容

易理解的。现在我们可以说，董其昌的山

水画是“反直觉”的。

虽然不理解，但是一些艺术史上的巨

匠，都对此表示赞赏。譬如说，八大山人到

了80岁，还在信札中索观别人收藏的董其

昌山水册页，按照今天的看法，80 岁的八

大山人，艺术上早已“炉火纯青”了，还要看

幼稚的董其昌山水，为什么？龚贤到了晚

年，在自己山水画手卷的题跋中，深情回忆

当年受到董其昌指教的情景。风格激烈

的担当和尚，年轻时也是董其昌的弟子。

蓝瑛年少时，也受到董其昌的指教。至于

王时敏，更是从20多岁起就长期追随董其

昌。这些风格各异的大画家，在自己的艺

术道路上都走得很远，但是他们都以与董

其昌有过交往，引为值得骄傲的回忆。这

些信息提示我们，近 400 年来，除了董其

昌，还没有其他任何人影响过这么多风格

各异的山水画大师。

那么董其昌本人的绘画，如何理解呢？

今天，我们幸运地找到两个解读的角

度，帮助我们看清董其昌。第一个角度来

自罗樾（Max Loehr，1903—1988）。以往

人们喜欢把宋代之后的山水画演变描述

为文人画的发展史，20 世纪 50 年代，罗樾

发表了一篇论文，指出宋代之后，中国的山

水画其实是“关于艺术的艺术”，这是欧洲

传统的艺术史学中认为不应该存在的现

象，但是在中国大约存在了 600 年之久。

这种艺术，不以自然界为对象，而是以过去

的艺术品为对象，进行对话。这与“文人

画”的描述，完全不一样。罗樾讲的这个理

论角度，解释了中国山水画为何发展成为

那种山不像山、水不像水、房子不像房子的

格式，却是山水画杰作。而在这条“关于艺

术的艺术”的道路上，走得最远的人就是董

其昌。他的所有动作，都是在与古代山水

画对话，而不是与自然界对话。罗樾这个

解释，同时也讲清楚了为什么董其昌的山

水画不容易理解。因为这条道路，使得董

其昌笔下的山水，不是视觉的，而且是“反

直觉”的。

另外一个角度来自高士奇（1645—

1703）。高士奇收藏了很多董其昌的作品，

在这些收藏中，题字最多的，就是他自己汇

集的《董文敏画稿册》。这套画稿，很多页

上都没有董其昌的款书，而且不成体系，如

果没有高士奇，可能早就湮灭了。

《董文敏画稿册》让我们得以从概念

和技法两个角度，观察到董其昌的真动

作。董其昌的山水画，画好之后，看起来都

差不多，有些局部，他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复

操练，如果不知道他在“与古人对话”，大家

都难以理解董其昌努力的目标是什么。

这套《画稿册》有利于我们看清他在反复操

练的概念、技法是什么。

2009年之前，我其实不太看得懂董其

昌的山水，直到在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库房

第一次看到这套《画稿册》，才惊讶地发现，

这是一把“通向董其昌的钥匙”，是一个董

其昌山水画的动作分解图。

这些分解动作，并不是分解了“动作难

度”，而是分解了“元素构成”——董其昌的

山水画其实就是由这套《画稿册》中类似的

局部组合而成的。他的其他作品，所有的

精彩，都在于他临时产生的微妙、敏感的笔

墨处置方法，而不是什么画面结构。

同时，《画稿册》展示的这些局部“元素

构成”，依然可以表达董其昌“倾情演出”的

一面。这些看起来简单、重复的局部，其实

可以让董其昌爆发出力量。《画稿册》展现

了董其昌放弃了“山水画结构”，只关心“细

节笔墨”这么一个真相。这个真相在作品

中不容易一下子看明白，在《画稿册》中反

而简单明了。

而大家依据《画稿册》的题跋可以发

现，这是高士奇分几次汇集起来的，他把散

乱的、不是一个时间画出来的画稿，汇集为

一册，成为一把“理解董其昌的钥匙”。

所以，罗樾解释了整体，高士奇解释

了局部。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识鉴过人，主持

将这套《董文敏画稿册》独立、完整、高清地

出版，正是发扬与展示了罗樾与高士奇的

“解释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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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画论新格局，中华美学新华章——评张晶新著《中国古代画论十九讲》
■张嫣格（济南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中国画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

重要承载，蕴含着中华民族独有的审美智慧，

作为中华美学精神的独特镜像，注重画品与

风骨的深度融合和有机统一。张晶教授在

传承与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语境下领悟中

华美学精神，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文艺的新格

局。在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时代华

章下，书写中国传统画论守正创新的新篇章。

经典画论名作开拓美学气度

作为中国文艺评论基地（中国传媒大

学）主任，张晶教授担负起文化新使命。他

既尊重古代画论中重要命题的语境与立

意，又将当今名家诸如俞剑华、王世襄、陈

传席、潘运浩等进行研究对比。张晶教授

纲举目张以经典为题目，如“澄怀味象”与

“山水有灵”，“以形写神”与“迁想妙得”等，

正如他在前言中说言“以经典文本的核心

命题为开掘通道，使画论中的美学脉络得

以彰显”，从题目本身彰显文章主题和立

意，归本溯源，清晰明鉴。

本书聚焦于魏晋南北朝至宋代这一历

史区间，旨在从美学理论的视角深度挖掘

与阐释这段时期画论的精粹所在。这段跨

越时空的艺术发展历程，见证了中国绘画

从萌芽走向成熟，从宗炳《画山水序》到邓

椿《画继》，十九篇经典画论评析与解读，张

晶教授从经典画论的美学范畴与内涵做出

了深度解读。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

美学的高度与艺术哲学的深邃视野，对千

年间画论的经典内涵进行再解读与创新性

审视，如谈到宗炳山水画透视关系与审美

境界时，以“秀”“灵”与石涛的“一画”相比

拟。他从历史与时空的对比中彰显美学气

度，将美学观念表现为身心合一的“应会感

神”，以“近取诸身”的人文自觉，探索古典

美学之厚重。

文化传承彰显中华文明新格局

作为文艺学学科带头人，张晶教授的

重要贡献在于将中国传统经典画论的文化

传承与民族现代文明审美进程融为一体进

而将古典画论的美学命题做出全新解读。

顾恺之《魏晋胜流画赞》提出“以形写神”，

这个话题自古皆有所论之。张晶教授开创

性的提出“传神”的实质是“传达人物的某

种意识”。他以现象学的“意向性体验”加

以解读，提出“意向体验的一个重要性质，

还在于意识的统一性和指向性。”此等论

述，颇为精彩。

张晶教授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书写中

国经典画论，秉承思辩精神将重要命题与

美学范畴做全新归纳。中国古代画论的美

学术语之多，含义之丰富是毋庸置疑，在守

正创新的基础上，赋予文化传承的时代性

是其被后世所普遍继承并接受的关键一

步。如他在书中提及的“气韵生动”“格高

思逸，笔妙墨精”等论点，皆能概古论今，融

西贯中，行云流水，文采自然，将新时代文

人气象凝于笔端，彰显“守正不守旧、尊古

不复古”的中华文明新格局。

开创中华美学新境界

张晶教授将“目视”介入画论经典读本

的审美体验和精神空间里，即保持作者的

心灵纯粹度，又保持精神空间高度自由性，

达到内心完美的自足感和自我价值的实

现。文艺评论之人若想远行必要轻装，要

具有一双锐利的慧眼。正如陶渊明所言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种“得意忘

象”的过程正是张晶教授审美观照的境界。

中国文人文化遵循内道外王，笔墨间

既有家国天下，又有齐物逍遥。张晶教授

笔下的画论命题，营造出清新隽咏、情韵缥

缈的中华美学新境界。这是对现实的超越

与再创造，用其自身的人格精神摆脱现实

的桎梏，这是中国文人的视觉文化源自中

国文化的生成。时代虽然变化，但根本的

道理没有改变，在“德”与“道”的双重指引

下，中国古代画论保持对传统文化与艺术

的重视，做到守正创新，赓续历史文脉、谱

写当代华章。

寻找打开董其昌宝库的钥匙——论《董文敏画稿册》的出版价值
■刘九洲（《宋画全集》副主编）

明 董其昌 清 高士奇《董文敏画稿册》第七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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