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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明代文坛领袖、书画鉴藏家王世贞对赵孟頫极为推崇，他通过鉴藏赵孟頫的

绘画作品，对赵的绘画成就和画史地位进行了全面中肯的评价。本文通过考察王世贞对

赵孟頫绘画的收藏与评鉴，旨在从鉴藏史视角审视赵孟頫绘画的贡献，及其作品在明代

中后期的递藏与影响。

关键词  赵孟頫  王世贞  绘画鉴藏  青绿山水画  墨笔写意山水画

 

王世贞对赵孟頫绘画的鉴藏与品评

杜  娟

赵孟頫（1254－1322）的绘画在其生前身后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不仅惠及有元一代，而且绵

延至今。明代中后期文坛领袖、史家及书画鉴藏家王世贞（1526－1590）在元代众多书画家中对赵孟頫最

为推崇，不仅收藏、考鉴、过目了诸多赵孟頫绘画，而且留下了大量的评鉴文字，并将之视为“元四大家”

之首
‹1›
。可以说，王世贞对赵孟頫的绘画成就和画史地位具有深刻的认识。本文通过考察王世贞对赵孟

頫绘画的收藏与评鉴，试图从鉴藏史的视角审视赵孟頫绘画在明代中后期所受到的关注。

王世贞在题跋《赵松雪画山水》中写道：“赵承旨书画垂三百年，赏鉴家愈宝购之，以其能集大成

也。”
‹2›
一言以蔽之地揭示出赵孟頫书画在后世颇受重视的原因。本文接下来将结合他对赵孟頫绘画的鉴

藏予以分析。

一  王世贞家族对赵孟頫绘画的收藏

王世贞对赵孟頫绘画的鉴藏，从《王氏家族藏赵孟頫绘画简表》中可见一斑［表一］：

［表一］  王氏家族藏赵孟頫绘画简表

赵孟頫绘画 题跋、印章或著录文献 藏家 备注

长江迭嶂图（即重江叠嶂图）
拖尾处有王世贞、王世懋题跋及印鉴。

王世贞题跋收入《弇州四部稿》卷一三七。

著录于《故宫书画图录》第十七册。

王世贞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山水（或设色山水）
王世贞题跋收入《弇州续稿》卷一六八。

著录于汪砢玉《珊瑚网》卷四七《名画题跋》二十三。
王世贞 今佚

‹1›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附录四”，《弇州四部稿》卷一五五，页380，国家图书馆藏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以下版本同），商务

印书馆，2005年。

‹2›  （明）王世贞：《赵松雪画山水》，《弇州续稿》卷一六八，页322，《文津阁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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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绘画 题跋、印章或著录文献 藏家 备注

琴清轩图 著录于汪砢玉《珊瑚网》卷四七《名画题跋》二十三。 王世贞 今佚

陶彭泽归去来图（或陶靖节像、渊
明归田图）

王世贞题跋收入《弇州四部稿》卷一二九、一三七。

著录于汪砢玉《珊瑚网》卷三二《名画题跋》八、卞永誉
《式古堂书画汇考》画卷一六。

有元鲜于枢行草《归去来辞》、明俞允文、文嘉题跋。

王世贞
今佚。青绿山水横卷，

子昂款

画陶靖节事（或画陶靖节逸事）
王世贞题跋收入《弇州续稿》卷一六八。

著录于汪砢玉《珊瑚网》卷四七《名画题跋》二十三。
王世贞

今佚。中年笔。王所睹
凡十本

白莲社临本 王世贞题跋收入《弇州续稿》卷一七一。 疑王世贞 今佚

石刻玄元十一子像（或摹玄元十一
子像）

王世贞题跋收入《弇州四部稿》卷一三七。

著录于汪砢玉《珊瑚网》卷四七《名画题跋》二十三。
王世贞

今佚。赵孟頫手摹书赞
登石者

天闲五马图（或五马图）
王世贞题跋收入《弇州四部稿》卷一三七。

著录于汪砢玉《珊瑚网》卷四七《名画题跋》二十三。
王世贞 今佚

天马图 王世贞题跋收入《弇州续稿》卷一六二。 疑王世贞 今佚

两马图
王世贞题跋收入《弇州续稿》卷一六八。

著录于汪砢玉《珊瑚网》卷四七《名画题跋》二十三。
王世贞 今佚

鹊华秋色图
未见王世贞、王世懋印章、题跋。

著录于汪砢玉《珊瑚网》卷四七《名画题跋》二十三。
疑王世懋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水村图

有“敬美”朱文长方印骑缝印，未见题跋。

著录于陈继儒《妮古录》卷二、张丑《清河书画舫》波字号
第十、汪砢玉《珊瑚网》卷三二《名画题跋》八、《式古堂书
画汇考》卷画十六等。

王世懋
故宫博物院藏

落花游鱼图 著录于汪砢玉《珊瑚网》卷四七《名画题跋》二十三。 王世懋 今佚

从文献著录来看，虽然王世贞家族对赵孟頫绘画的收藏仅记有十余件，却包括了人物道释、花竹禽

鸟、山水树石等诸多题材，呈现出赵孟頫丰富的绘画面貌与卓越的才华及成就。值得注意的是，王世贞

对赵孟頫绘画的鉴藏并不只限于家藏，亦过眼赏鉴他人收藏，陈继儒（1549－1639）就记述了王世贞为

其所藏赵孟頫“《花木竹石》及漫兴语”二十七幅题跋之事
‹1›
，由此可见，王世贞对赵孟頫绘画的认识与评

价是建立在广泛的藏品品鉴与冷静的史论见识基础之上的。

［表一］列举的赵孟頫藏品中，尚有三件存世，即《水村图》卷、《鹊华秋色图》卷与《重江叠嶂图》卷，

均为赵孟頫最重要的代表作品。然而，相比《水村图》卷、《重江叠嶂图》卷上存有王世贞、王世懋（1536－

1588）兄弟的鉴藏印章或题跋，以及王氏兄弟或他人的文献记载，《鹊华秋色图》卷是否曾为王世懋收藏

则令人存疑。

美国学者李铸晋在有关赵孟頫绘画的研究中，认为此画曾为王世懋收藏，并据文献推测曾摹写过

该卷的文徵明（1470－1559），如果不是自己收藏过，就是曾在藏家王世懋或项元汴处借观并摹写之，

他写道：“王世懋在其著述中，谓《鹊华秋色图》：‘山头皆着青绿，全师王摩诘。’由于文璧和王氏兄弟都

‹1›  （明）陈继儒：《妮古录》卷之二，页35，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续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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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名书法家，他们在画上的跋，很可能被剪割下来，作为学帖之用。”
‹1›
这段论述存有二个疑点：其一，

《鹊华秋色图》卷是否曾为王世懋收藏，且王世懋是否有过此番言论？其二，如果卷后曾有文徵明、王世

贞、王世懋等人的题跋，是否会因“学帖之用”而被割去？

在明人的著录文献中，明确指称《鹊华秋色图》卷曾为王世懋收藏的是晚明汪砢玉的《珊瑚网》，该书

大约是最早开列王世贞、王世懋兄弟书画藏品目录的著录书籍
‹2›
，颇具史料价值，但亦存在讹误和失察

之处，如在著录王世贞书画藏品时，有误将原属他人但因有王世贞题跋而当作王氏藏品的例子
‹3›
。该书

在“东仓王敬美家藏画品（跋载《奉常集》，其在《四部稿》者不录）”条目下，有“鹊华秋色卷（山头着青绿，

全学王摩诘）”的记载
‹4›
，汪砢玉还特别注明其依据来自于王世懋的《王奉常集》所收题跋。然而查考《王奉

常集》，并未有此内容
‹5›
，其次在记录《鹊华秋色图》的明代重要文献中，均未提及王世懋曾收藏过此件

作品。

颇有意思的是，“山头皆着青绿，全学王摩诘”一句，在早于《珊瑚网》成书的陈继儒《妮古录》和张丑

（1577－1643）《清河书画舫》中均有近似的内容记录，但是，陈继儒、张丑两人并未言及此作曾是王世

懋的藏品。检阅陈继儒、张丑两人的著作，他们十分在意记录藏家信息，如在提及《水村图》卷时，陈继

儒记载道：“子昂《水村图》学摩诘，在王敬美太常家，文太史临摹一卷，如出赵手，余于白下得之。”
‹6›

再考察三部著录书籍的成书时间，《妮古录》成书于明万历二十至二十二年（1592－1594）间，《清河书画

舫》成书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珊瑚网》大约成书于明亡之时（1644）。因此，汪砢玉对《鹊华秋色

图》的记载极可能参考了陈继儒、张丑等人的说法，但又添加了王世懋入藏的信息。

现存《鹊华秋色图》卷上，既无王氏兄弟题跋，也不见其鉴藏印章，如果真的存在被后人割去的题

跋，那么题跋内容也很可能会被收入个人文集之中，但检索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弇州续稿》、王世懋

《王奉常集》等文集，均未发现相关内容。以《鹊华秋色图》在赵孟頫绘画乃至元代绘画中的重要性，如

‹1›  ［美］李铸晋：《鹊华秋色：赵孟頫的生平与画艺》页134，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2›  （明）汪砢玉：《珊瑚网》卷二二《法书题跋》，有《王弇州尔雅楼所藏法书（跋载四部稿及续稿中）》，页377－383；《王敬美澹圃书

品（跋载奉常集）》，页383；卷四七《名画题跋》二十三有《娄江王元美家藏画品（跋载四部稿续稿）》，页896－899；《弇州藏宋名家山水人

物画册（共二十有七）》，页899；《又宋人杂花鸟册（凡二十八帧）》，页899；《东仓王敬美家藏画品（跋载奉常集，其在四部稿者不录）》，

页899－90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3›  仅举二例，如汪砢玉所记王世贞藏《唐名人杏坛图》，根据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六八《夫子杏坛图后》题跋可知，此图应为王

世贞友人陈文烛所有。题跋云：“大廷尉陈公玉叔宝藏其父宪使公所贻《夫子杏坛图》，出入必奉以偕……今年宦游金陵，携以就世贞，得

一恭展……玉叔苟能割爱去之，余当用海岳庵例，改题曰《唐名人画杏坛图元程钜夫跋》，玉叔许之否？”很显然此画并未归王世贞所有。

又记王世贞藏《宣和三马图》，而据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一三七《徽宗三马图》题跋云：“里人顾君出宣和帝《三马图》示余。……”应只是

请王世贞题跋。见前揭《珊瑚网》卷四七，页896、897。

‹4›  前揭《珊瑚网》卷四七《名画题跋》二十三，页818－900。

‹5›  （明）王世懋：《王奉常集》，首都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影印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33册，齐鲁书社，1997年。

‹6›  前揭《妮古录》卷二，页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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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曾被王氏兄弟收藏却未予提及，则是非常令人不解的现象，因此，该画卷被王世懋收藏的可能性不

大。李铸晋采用汪砢玉的记载，并误将《珊瑚网》中的注释文字“山头皆着青绿，全师王摩诘”当成王世懋

之语，因而对《鹊华秋色图》卷的流传史有所失考；此外，李认为文徵明、王氏兄弟的题跋可能是后人为

“学帖之用”而割去的说法亦比较牵强。

虽然《鹊华秋色图》卷不一定曾为王氏家族收藏，但并不影响王世贞对赵孟頫绘画的总体认识，因

为他可以从很多藏家那里赏观更多的赵氏作品。赵孟頫的故里湖州，与苏州同为环太湖流域，两地书

画家、鉴藏家自元明以来交流即十分密切，赵孟頫的众多画迹亦主要在江南地区藏家间流动，其中曾经

流传于这一地区而现今尚存的重要画作有：《谢幼舆丘壑图》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鹊华秋

色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水村图》卷（故宫博物院藏）、《重江叠嶂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洞庭

东山图》轴（上海博物馆藏）、《红衣罗汉图》卷（辽宁省博物馆藏）、《老子像》、《自写小像图》册、《人骑图》卷、

《浴马图》卷、《秀石疏林图》卷（以上皆故宫博物院藏）等；其他见诸明代中后期绘画文献的亦有（真伪不

论）
‹1›
：《鸥波春晓图》、《秋江待渡图》、《江山萧寺图》、《溪山仙馆图》、《东西两洞庭图》、《松石老子图》、《袁

安卧雪图》、《轩辕问道图》、《扣角图》、《醉道图》、《林山小隐图》、《春游图》、《陶彭泽归去来图》、《陶渊明

像》、《高士图》、《罗汉像》、《大士像》、《羲献像》、《拨阮图》（停琴拨阮图）、《秋林曳杖图》、《处静斋图》、《春郊

挟弹图》、《天闲五马图》、《天马图》、《赵氏三马卷》、《两马图》、《番马图》、《人马图》、《古木散马图》、《白

鼻 》、《松石图》、《古木竹石图》、《花木竹石图》、《落花游鱼图》、《梅花图》、《竹石图》等。这些藏品涉及了

赵孟頫绘画的各类题材，以王世贞交游之广、名望之盛，颇有机会获观其中的一些藏品。因此他能够对

赵孟頫的绘画成就与画史地位进行全面而深入的了解与判断。

下面以赵孟頫山水画为例，考察王世贞对赵孟頫绘画的认识与品评。

二  王世贞对赵孟頫青绿山水的鉴藏

现存赵孟頫早期山水画的重要作品，是收藏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的《谢幼舆丘壑图》卷〔图一〕 。

这一题材的作品不止一幅，文嘉《钤山堂书画记》曾著录明代嘉靖朝权臣严嵩亦收藏了一本《幼舆丘壑图》

（今佚）
‹2›
，据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可知与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所藏并非同一件作品

‹3›
。现存画

卷虽无款识，但卷后赵雍题跋认为是赵孟頫早年真迹，当今学界也多认同此说。该画为绢本设色，从题

材到画法都有意师法晋唐风格，坡石、水岸以勾勒为主而无皴擦，设色以石绿、石青为基调，颇具早期

‹1›  参阅（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及《弇州续稿》、（明）王世懋《王奉常集》、（明）陈继儒《妮古录》、（明）张丑

《清河书画舫》、（明）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明）汪砢玉《珊瑚网》、（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等文集和著录书籍。

‹2›  （明）文嘉：《钤山堂书画记》页742，《中国书画全书》（四），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

‹3›  关于《幼舆丘壑图》，清初卞永誉（1645－1712）著录了两本，一为《赵文敏谢幼舆丘壑图卷（仿赵千里著色横卷）》，一为《赵魏

公幼舆丘壑图并题卷（严氏藏）》，见（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画卷一六，页1781－1782，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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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画特有的古拙简远气韵。画中东晋名士谢鲲坐于幽阔寂静的山水之间，山峦浑厚连绵，水面辽阔无

波，横向排列的松树古朴雅致，富于装饰感，画面采用平远而略具深远的空间措景方式，传达出澹泊明

志、宁静致远的高古意趣。

赵孟頫有关“古意”的论述，以张丑《清河书画舫》中的记载最为知名：“子昂自跋画卷云：作画贵有古

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今人但知用笔纤细，傅色浓艳，便自为能手。殊不知古意既亏，百病横生，

岂可观也？吾所作画似乎简率，然识者知其近古，故以为佳，此可为知者道，不为不知者说也。大德五

年三月十日。赵孟頫跋。”
‹1›
根据这则题跋，可以获悉赵孟頫作画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贵有古意”。何为

“古意”？赵孟頫文中也未完全说透，结合他的绘画实践，可以大致理解为晋唐绘画的高古雅韵，颇近唐

张彦远所谓“上古之画，迹简意淡而雅正”之意
‹2›
。不难发现，在赵孟頫早、中、晚年的绘画实践中，不论

是青绿山水画还是墨笔山水画，上述“古意”是其最为重要的绘画要旨。

赵孟頫对晋唐山水样式与意趣的摹仿与表现，亦可从中年所作《鹊华秋色图》卷与晚年所作《秋郊饮

马图》卷等名迹中予以证明。

《鹊华秋色图》卷〔图二〕，作于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是赵孟頫四十二岁中年时期的代表作品，

为祖籍济南的友人周密而作。赵孟頫曾在济南做官数年，但这件作品却是他回到家乡吴兴之后所画。画

中将相距数十里的华不注山与鹊山绘于一图之内，在画面空间上大大压缩了实际距离，高大的树木、远

处的屋舍与两座山体之间的比例关系明显失调（这一点在《谢幼舆丘壑图》卷中也同样存在），同时再以富

于装饰性的青绿色彩敷染，使得自然的山水景观转化成一幅既有纪实性因素又具绘画性和高古意趣的理

想化山水画面。但是，《鹊华秋色图》卷的纪实性特征不能简单以西方“写实”绘画概念称之，事实上它与

西方客观呈现自然景观的观念与绘画方式有着本质不同，其是秉承中国传统的绘画观念，强调眼观、心

化、手绘之“三合”绘画方式，因此《鹊华秋色图》卷实际上超越了单纯纪实的功能，而将纪念、追忆、幻想

‹1›  前揭《清河书画舫》“波字号第十”，页515。

‹2›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页15，前揭《画史丛书》第1册。

〔图一〕 元赵孟  《谢幼舆丘壑图》 卷
绢本设色  纵20厘米  横116.8厘米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
图版采自 《元画全集》 第五卷第4册，页168，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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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元赵孟  《鹊华秋色图》 卷
纸本设色  纵28.4厘米  横90.2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版采自 《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元代绘画》 图版一七，页24-25，文物出版社，1989年

等精神元素与纪实性融于一图，这也更加契合周密对从未履足的祖先故土追想缅怀的心境。画面同样采

用了平远而略具深远的空间描绘手法，反映出更多来自董源、李成平远山水的影响，而树木的画法以及

古淡宁静的意境营造，也颇能看出对董源等前辈绘画的继承与发扬。

《秋郊饮马图》卷〔图三〕，是赵孟頫五十九岁时的晚年之作，画于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作品为

赵孟頫十分擅长的人马题材，依然采用了青绿山水样式。画面运用对比的手法：骑马回首的红衣马倌、

姿态各异的马匹、高大的树木均刻画得比较细致，而水岸之景则描绘得极为简括，空勾少皴，以青绿设

色平涂罩染，色泽明净简洁。画面空间的呈现也不再是平远为主的全景，而变为地面倾斜向上铺满整个

画面的俯瞰视角。

纵观以上三件作品，其中有着比较明显的变化：在绘画风格上，晚年的《秋郊饮马图》卷明显比《谢

幼舆丘壑图》卷与《鹊华秋色图》卷更加洗练概括，但意趣相同；其中《秋郊饮马图》卷与《谢幼舆丘壑图》

卷的青绿特征更强，而《鹊华秋色图》卷则参有水墨浅绛的因素；在绘画主题上，《谢幼舆丘壑图》卷与

《鹊华秋色图》卷以山水为主，山水树石描绘精微工致，而《秋郊饮马图》卷则更突显人马主题；此外，

三件手卷中虽然都出现了人物，但似乎皆非画面的主要因素，反而高大醒目的树木成为画卷中均刻意突

出的主题。三件作品虽然存在着艺术上的前后变化，但在绘画旨趣上却保持了一致的特点，即简率而不

失工细的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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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元赵孟  《秋郊饮马图》 卷
绢本设色  纵23.6厘米  横59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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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元赵孟  《水村图》 卷
纸本墨笔  纵24.9厘米  横120.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尽管目前尚不能确定王世贞鉴赏过以上三件赵孟頫青绿山水作品，但可以肯定他有机会看到同类型

的画作。王世贞自己就收藏有好几件，如《陶彭泽归去来图》，王世贞在题跋中写道
‹1›
：

赵吴兴画《陶彭泽归去来》，纵极八法之妙，不能不落竖儒吻，盖以永初之不臣晋

（宋），与至元之仕元，趣相左耳。若其风华秀润，标举超逸，虎头点拂，云麾烘染，所谓赵

郎并其情性而得之者，与彭泽人品文章真足三绝，又不当以此论也。余诗为恶韵所窘，不免堕

竖儒口业，令嗜古者见之，其不骂为杀风景者几希。书毕一笑。

王世贞不仅不赞同以人品论画品的“竖儒”之习，还高度评价赵孟頫的绘画“极八法之妙”、“风华秀润，标

举超逸”，将之与顾恺之、李思训相比拟。这件作品曾被清初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著录为《赵松雪渊

明归田图卷》，正是一幅“青绿山水横卷”
‹2›
。

此外，王世贞还藏有一件赵孟頫“布景设色极精密”的山水画，其题跋云：“赵承旨书画垂三百年，赏

鉴家愈宝购之，以其能集大成也。此图布景设色极精密，而时时有象外意，不作残山剩水一笔，当于辋

川、营丘间求之。”
‹3›

王世贞对这件藏品亦赞赏不已，从三个方面总结了赵孟頫的绘画成就：第一是能集古人之大成，

表彰其师学广泛；第二是强调其既能“布景设色极精密”又能“时时有象外意”，肯定其在画法与画境两个

‹1›  （明）王世贞：《赵吴兴画陶彭泽归去来图题和诗后》，前揭《弇州四部稿》卷一三七，页305。

‹2›  前揭《式古堂书画汇考》画卷一六，页1783。

‹3›  （明）王世贞：《赵松雪画山水》，前揭《弇州续稿》卷一六八，页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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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上均有造诣；第三是指出赵孟頫的绘画师承，选择以晋唐以来顾恺之、李思训、王维、董源、李成等

为宗，而对南宋以来被认为是“残山剩水”的马远、夏圭一路的“近体画”颇为排斥，揭示出赵孟頫醉心晋唐

“古意”的绘画旨趣。

赵孟頫对青绿山水的情有独钟，实际上振兴了因南宋后期粗简风格水墨画盛行而日渐衰退的青绿山

水画一脉，成为其绘画上最重要的成就，也为王世贞等有明一代鉴藏家所推重。诚然，赵孟頫的贡献并

不止于此，其中年之后，在传统水墨画的发展上别开生面，开创了文人水墨写意山水画的新风。

三  王世贞对赵孟頫水墨写意山水画的鉴藏

在完成《鹊华秋色图》卷五年之后，即元大德六年（1302）十一月，四十九岁的赵孟頫创作了墨笔山

水《水村图》卷〔图四〕。该画是赵孟頫为友人钱德均所作，表现江南水乡丘陵之景，画中远山起伏，水

岸交织，屋舍、舟船、渔夫掩映在水汀丛树之间，一片萧散安宁的世外景象。作品措景的方式、古朴的意

境与《鹊华秋色图》卷颇为一致，但绘画技法已大为不同。山丘、洲渚不再是空勾无皴并以青绿浅绛渲染

设色，而是改用墨笔勾勒、多用干笔皴擦及浓墨点厾，明显增加了笔墨的意趣；虽然画法更加简率，但

仍然讲究细节的刻画；而略带深远感的平远之景、干笔的使用、披麻皴法，以及书法用笔、平淡萧疏的意

境，均成为后世文人画所推崇的要素，赵孟頫也因此被学界认为是开启元明清文人画新风的先驱。

《水村图》卷曾为王世懋收藏，令人遗憾的是，现存《水村图》卷上未见王世贞、王世懋的题跋，文集

中也没有相关跋文收录，仅在画心与后隔水处留下一枚稍有破损的王世懋收藏印章——“敬美”朱文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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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图五〕，尽管如此，却还有其他材料可以佐

证。卷后晚明陈继儒、董其昌（1555－1636）的

题跋都指出《水村图》曾为王世懋收藏。陈继儒

的题跋〔图六〕写道：

松雪《水村图》仿董巨，正与赠

周公瑾《鹊华秋色卷》相类，余既筑

小昆山读书台，复结草堂于天马山之

阳，菰蒲 ，映带窗口，宛然《水

村图》景也。家有文衡翁摹松雪《水

村》一卷，因出赠王闲仲，与此图遂

成延津之合。天马山居便是真迹，不

必复留粉本矣。出门三五步，有田可耕，有溪可渔；沿村八九家，入山不深，入林不密，此吾

天马山居实际语也。试以此图印之然否？万历辛丑读书弇州园雨中题。陈继儒。

此跋是陈继儒在万历二十九年辛丑（1601）于王世贞所造弇州园中题写，此时王世贞兄弟均已过

世，该画由王世懋次子王士 （字闲仲）收藏
‹1›
。陈继儒为王世贞晚辈，比之年少二十四岁，与王世贞交

游甚密，亦与子辈相熟，时常借观王氏家族藏品，他曾提及王世懋收藏的（传）王献之《送梨帖》及柳公

权真迹题跋也传给了王士
‹2›
。正是因为与王士 交好，陈继儒遂将自己收藏的文徵明临《水村图》卷赠

之，以期与赵孟頫真迹成延津之合，也是收藏史上的一段佳话。

董其昌的题跋写道〔图七〕：

娄江二王皆好藏古人书画真迹，敬美尤工临池，所收独精。此卷为子昂得意笔，在《鹊华

图》之上。以其萧散荒率脱尽董巨窠臼，直接右丞，故为难耳。二图皆在予几案，《鹊华》归

同年吴光禄，此卷归程季白，皆赏鉴家，余无复失弓之叹。董其昌重观题。己未九月。

根据题跋可知，董其昌不止一次观赏过《水村图》卷，此次重观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己未九月，

此时画卷已不在王家，成为徽州休宁藏家程季白的藏品
‹3›
。董其昌的一幅《仿赵孟頫水村图笔意》册页题

跋〔图八〕也提到王世懋：“赵文敏有《水村图》，藏于娄水王奉常家，余仿其意。其昌。”由此推测，董其

昌初次赏观《水村图》卷时，该画还在王氏家族手中，董其昌与王世贞长子王士骐（1554－？）同为万历

‹1›  （明）王士 （1562－？），字闲仲，王世懋次子。万历二十二年（1594）举人。著有《摄月楼诗稿》。妻为吏部员外郎沈璟之女。

‹2›  （明）陈继儒《妮古录》：“大令《送梨帖》十字，柳诚悬十二字。此卷向藏王敬美太常家，以分授第四子闲仲。余见之，大令字疑

钩填，公权书真神品也。”其中称王闲仲为王世懋第四子应为误笔，“仲”一般为第二子之称，且其他文献亦称王闲仲为次子。见前揭《妮

古录》卷一，页19。

‹3›  （明）程季白（生卒年不详），为徽州重要收藏大家，与汪珂玉、董其昌、李日华等交往。藏有唐韩干《五牛图》、唐王维《江山雪雾

图》、宋李唐《晋文公复国图》、元赵孟頫《水村图》等名迹。

〔图五〕 元赵孟  《水村图》 卷上王世
懋“敬美”朱文长方印

〔图六〕 元赵孟  《水村图》 卷拖尾陈继儒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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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元赵孟  《水村图》 卷拖尾董其昌题跋 〔图八〕 明董其昌 《仿赵孟 水村图笔意》 册页及对开题跋
故宫博物院藏

十七年（1589）的进士同年
‹1›
，《水村图》卷很可能是通过王士骐得以借观。董其昌在《水村图》卷题跋中认

为：“此卷为子昂得意笔，在《鹊华图》之上。以其萧散荒率脱尽董巨窠臼，直接右丞，故为难耳。”这一

评价不仅透露出董其昌所力倡的晚明文人画极力追求平淡天真的笔墨意趣之宗旨，亦可见出其文人画理

论排抵具有职业素质的精工一路画法的立场。重观《水村图》卷时，董其昌能够“二图皆在予几案”，其中

的《鹊华秋色图》卷则由另一位同年吴正志（1562－1617）手中借出
‹2›
。

在完成《水村图》卷的次年二月，五十岁的赵孟頫完成了另一幅墨笔山水《重江叠嶂图》卷〔图九〕。颇

有意味的是，这两件墨笔山水卷在时间上非常接近，但在画法上却有所变化。二者虽然都注重山水景物

中渔船、屋舍、树木的描写，但《重江叠嶂图》卷更加雄厚静穆，不同于《水村图》卷那般疏淡秀润；卷尾处

前景的两株松树，颇有北宋李郭派的风格特点，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双松平远图》卷〔图十〕

中两颗高大松树相似，但后者在画法上更为简约平淡。该画卷末自题云：“仆自幼小学书之余，时时戏

弄小笔，然于山水独不能工。盖自唐以来，如王右丞、大小李将军、郑广文诸公奇绝之迹，不能一二见。

至五代荆、关、董、范辈出，皆与近世笔意辽绝。仆所作者，虽未能与古人比，然视近世画手，则自谓稍

异耳。因野云求画，故书其末。孟頫。”此跋明确表明赵孟頫不欲与南宋“近世画手”为伍、而有意远师晋

唐五代北宋诸家的绘画诉求，此外还透露出另一个信息，即元代初期李思训、李昭道、王维等唐代名家画

迹已十分少见。

‹1›  （明）王士骐（1554－？），字冏伯，王世贞长子。万历十年（1582）中应天乡试第一名解元，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

‹2›  （明）吴正志（1562－1617），字之矩，号澈如，宜兴望族，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光禄寺寺丞。好收藏，在董其昌之后

藏有《富春山居图》卷。子：吴洪裕（字问卿）、吴洪昌（用卿）、吴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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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 元赵孟  《双松平远图》 卷
纸本墨笔  纵26.7厘米  横107.3厘米
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图版采自 《赵孟頫全集》 图版三三，页58，上海书画出版社，1995年

《重江叠嶂图》卷后尾纸上有王世贞、王世懋兄弟的题跋，以及多枚鉴藏印章，如“贞”“元”朱文连珠

印〔图十一〕、“乾坤清赏”白文方印、“有明王氏图书之印”白文方印〔图十二〕、“王元美印”白文方印、“天弢居

士”白文方印、“太仆寺印”朱文方印、“抚治郧阳等处关防”朱文长方印〔图十三〕、“御史中丞印”白文方印
‹1›
、

“王氏敬美”白文方印、“墙东居士”白文方印等。王世贞称此图为《长江叠嶂图》，极为珍爱，两次为其题跋

〔图十四〕
‹2›
。

‹1›  明朝废御史台，改设都察院，督抚常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时人以为副都御史可比前代御史中丞，故习称督抚为中丞。王

世贞在明万历二年九月至万历四年（1574－1576）六月间，任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抚郧阳，故有“御史中丞印”。

‹2›  第一次的两段题跋见《重江叠嶂图》卷尾纸，分别收入前揭《弇州四部稿》卷二一，页619；卷一三七，页304（此段个别文字

略有不同）。

〔图九〕 元赵孟  《重江叠嶂图》 卷
纸本墨笔  纵28.4厘米  横176.4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版采自 《赵孟頫全集》 图版一一，页22，上海书画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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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一〕 元赵孟  《重江
叠嶂图》 卷首王世贞“贞”、

“元”朱文连珠印

〔图十二〕 元赵孟  《重江
叠嶂图》 卷尾王世贞“乾坤
清赏”白文方印、“有明王氏
图书之印”白文方印

〔图十三〕 元赵孟  《重
江叠嶂图》 卷尾纸王世
贞“太仆寺印”朱文方印、

“抚治郧阳等处关防”朱
文长方印

第二次题跋写道
‹1›
：

吾向者见公画，以为公吴兴人，故类苕

霅间山水耳。大江中行十日，不遇风，波平

如席，病小间，（推窗）对江南北诸山阅此

卷，便似芙蓉镜中美人（黛眉湛睩，使人

心醉），以此知前辈之不易嘲也。世贞题。

王世贞收藏此卷后，经常携其出行。根据卷上

‹1›  题跋见《重江叠嶂图》卷尾纸，亦收入前揭《弇州四部稿》卷

一三七，页304。括号中为收入书中题跋多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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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四〕 元赵孟  《重江叠嶂图》 卷尾纸王世贞、王世懋题跋

“太仆寺印”、“抚治郧阳等处关防”等官印，可知王世贞在任北京太仆寺卿与督抚郧阳（今湖北十堰）时，随

行都携带此卷。万历二年（1574）王世贞在太仆卿任上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抚郧阳，十一月自北京启

程，十二月出京口，于翌年正月十五抵达官所。在长达两月的舟行旅程中，王世贞饱览长江一带山水景

观，对《重江叠嶂图》卷亦别有一番深切的感受。王世贞起初以为赵孟頫描写的是其家乡吴兴苕霅间清远

秀逸的湖区景色，但经过仔细品味后意识到，画卷描绘的实际上是长江雄奇壮阔的景观，颇令观者“彷

佛烟霞指端起”，不由心神往之。王世贞认为，画卷虽未能表现长江入海口一带气吞山河、浮天浴日、怒

雷惊涛的奇观壮景，但也将长江杳霭澹荡、出有入无的烟波迷蒙之状生动地描绘出来，正可谓“直将清远

苕霅趣，写出滉瀁金焦奇”。王世贞称赞《重江叠嶂图》卷“冲澹简远，意在笔外”，可与荆浩、李成、郭熙等

相媲美。他的这一评价正是在亲历山水并对景赏画之后，才更加准确地理解了画卷的内容与风格特点，

更客观地评价了赵孟頫将前辈法度与实景完美结合的绘画成就。

从上述两件王世贞兄弟所藏作品可以发现，赵孟頫不但对传统有着全面深入的继承，而且在提倡

“古意”的同时，在水墨写意上也进行了新的拓展，提出以书入画的具体主张〔图十五〕。自唐代王维推崇

水墨，宋代墨戏滥觞于士夫，但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水墨规范画法。尽管有如梁楷《泼墨仙人》等佳作产

生，但是因为墨戏方式既亏造型功力，又无相应的用笔规范，因此墨戏成为不折不扣的“戾家画”，作品

的成功率并不高。赵孟頫“书画本来同”的主张，要比张彦远“书画同法”具体得多，他是在绘画语言的层

面上确立了写意格法——以书法笔法作画法笔法，使水墨画具有了严格的技术门槛。同时，这个书写的

门槛既利于文人业余作画，又隔离了画工的勾描习气，并且开启了与书法用笔相匹配的点画符号造型方

式，与院体画形似的造型方法相区别。这样的水墨画法不但将早前已经出现的墨戏一变为简率澹雅的写

意，也奠定了文人画未来的画史地位。这或许也是王世贞等明代鉴藏家对赵孟頫最为推崇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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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王世贞对赵孟頫绘画成就的高度肯定与推崇

赵孟頫的山水画，不论是青绿山水还是墨笔写意山水，都有着

丰富的绘画面貌，同时也具有相似的内在特质。其面貌各异的山水

画作，展示了他广泛师学前代大师的卓越成果，亦即王世贞所言

“集大成”之评；而不同画作颇具内在一致性的特质，则是他对不断标

榜的“古意”之诉求，以及在画面上采取减省方式带来的疏简风格。

毫无疑问，赵孟頫是一位文人画家。然而从其绘画面貌来看，

却不是那种一味追求笔墨趣味、以画自娱、以墨戏为能事的业余文人

画家，而是兼擅山水、人物、鞍马、畜兽、禽鸟、竹石等多种题材与注

重绘画格法的文人专业画家，其绘画水平远超前者。

赵孟頫作为文人画家，与北宋士人画家李公麟同属一类，其绘

画类型可归属于阮璞指称的“文人正规画”
‹1›
。李公麟对赵孟頫绘画

的影响，明人已有比较一致的看法，何良俊就曾指出：“如人物，

其白描有二种，赵松雪出于李龙眠，李龙眠出于顾恺之。”
‹2›
王世贞

也藏有几件被认为是赵孟頫临仿李公麟的画作，如《天闲五马图》
‹3›
、

《临白莲社图》
‹4›
，他亦将赵孟頫与李公麟相提并论

‹5›
：

赵承旨好图陶靖节高逸事及《归去来辞》，余先所睹凡

十本，皆不能如此图之妙，其工力与李伯时抗衡，而曲尽潇洒

夷穆之度，令人宛然有北窗羲皇上人想。所貌王、檀二江州、庞参军，皆极意模写，唯貌颜始安延

之，作丰肥而髯，为不得沐猴态，疑承旨未见《世说》一段语耳。

王世贞认为赵孟頫的绘画功力可与李公麟相抗衡，所绘人物极意摹写，虽也有瑕疵，却大多能够曲

尽气质神韵之妙。王世贞的品评，反映的正是赵孟頫绘画既重格法、又尚意趣、思致、士气、修养、技法兼

备的特征，这一不坠偏工而尚兼善的绘画追求，也是晋唐以来顾恺之、李思训、吴道子、王维、荆浩、董源、

李成、范宽、郭熙、李公麟等大师所特具且传承有序的中国绘画的精髓所在，这种绘画境界，即是醇正的

‹1›  阮璞在《苏轼的文人画观论辨》一文中，将宋代文人画也即士人画分为文人正规画与文人墨戏画，颇有见地。收入阮璞：《中国

画史论辨》页102－164，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

‹2›  （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九“画二”，页263，中华书局，2007年。

‹3›  （明）王世贞：《天闲五马图》，前揭《弇州四部稿》卷一三七，页304。

‹4›  （明）王世贞：《再题白莲社图》，前揭《弇州续稿》卷一七一，页331。

‹5›  （明）王世贞：《赵承旨画陶靖节事》，前揭《弇州续稿》卷一六八，页323。

〔图十五〕 赵孟  《秀石疏林图》 卷后赵孟 自题
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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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与中和的境界，与后来的文人画“只一写字尽之”（王学浩《山南论画》）的偏颇不同。王世贞对这一绘

画品质与境界极为推崇，而赵孟頫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画家，这也是王世贞高度肯定其绘画成就与

画史地位的主要原因所在。

当然，对于赵孟頫集大成的绘画成就，王世贞并非不加辨析地一味褒扬，他在《书赵松雪集后》中将

其与文徵明比较，中肯地总结了赵孟頫的长处与不足
‹1›
：

余尝谓吴兴赵文敏公孟頫风流才艺，惟吾郡文待诏徴明可以当之，而亦少有差次。其同

者，诗文也、书画也，又皆以荐辟起家，赵诗小壮而俗，文稍雅而弱，其浅同也。文皆畅利而

乏深沉，其离古同也。书小楷，赵不能去俗，文不能去纤，其精绝同也。行押则赵于三王近，

而文不能近，少逊也。署书则文复少逊也，八分古隶则文胜。小篆则赵胜也，然而篆不胜隶。

画则赵之入唐宋人深，而文少浅，其天趣同也。其鉴赏博考复同也。位则赵至一品，而文仅登

一命。寿则文踰九龄，而赵仅垂七 ，异也。若出处大节之异，前辈固已纷纷言之。

综上所述，王世贞通过对赵孟頫绘画的鉴藏，对其绘画成就与地位进行了符合画史实际的总结与

评价，提出与何良俊（1506－1573）、董其昌等明代鉴藏家迥异的“元四大家”概念，即赵孟頫、吴镇、黄公

望、王蒙，并将赵孟頫列为元四大家之首
‹2›
。在王世贞看来，赵孟頫的绘画既“尚工人物楼台花树、描写精

绝”，又颇具古意雅趣，达到了形神兼备的不凡品质。赵孟頫通过广泛师法晋唐以来名家，集其大成而

“出新意于法度之内”，颇与王世贞所倡导的既重视“法度”、“古雅”，又不失“性灵”、“才”、“情”，讲究“师匠宜

高，捃拾宜博”的文学旨趣相一致。因此，赵孟頫不仅进入了王世贞的“元四大家”名单，还是元代画家之

首；不仅是名副其实的引领元代绘画发展趋势的画坛旗手，亦是开拓了文人画崭新面貌的先驱者。

［作者单位：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谭浩源）

‹1›  （明）王世贞：《书赵松雪集后》，《读书后》卷四，页499。

‹2›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附录四”，前揭《弇州四部稿》卷一五五，页3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