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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渐江山水画程式对我创作的启示

绘画专业 周亚山

指导教师 成联方

摘要：渐江（1610——1664），明末清初山水画家。本论文主要从渐江山水画所呈现的程式分

析其山水画的成因，以徽州版画、社会环境、师友影响等方面分析，对渐江山水画进行一个探析，

从而启发如何进行山水画创作。

绪论，在绪论中主要阐述选题意义、文献资料综述与创新点。

第一章，本章探讨渐江山水画风格，包括渐江的思想变迁，黄山、徽州版画对渐江的影响以及

对渐江的交游状况进行综述。

第二章，本章主要分析渐江学派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第三章，通过对渐江的风格成因及渐江学派的得失分析后，本章以笔者学习渐江山水画的过程

探讨如何把前人的学习方法运用到实际创作当中。

关键词：渐江；绘画风格；徽州版画；新安画派；黄宾虹；创作

一、渐江山水画风格

渐江的山水画风格极具个性，且影响甚广，“君未五十殁，画益重。其门徒赝作甚多，然匡骨耳。”

①
从“赝货甚多”可看出渐江当时的影响力非同小可。

放眼通观中国山水画发展，从二李青绿山水到五代以笔墨为主的山水再到云基本以线为主的山

水，一次一次的尝试不同的效果，皆有显著成就，后面到渐江再把元以来的山水变得更加简约，这

些尝试都基于传统的基础之上，可以用“复古”一词来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北宋复古的青

绿山水也远比以前的青绿山水要充实丰富得多。元人复古学五代的董巨，显然也不同于董巨，而创

作出元人的特点，元人的绘画也正是继五代之后另一高峰。”
②
观渐江的画，多以线条为主，基本无

皴擦，我们回过去在看看唐以前的青绿山水，抛开色彩不管，其也是线条，但渐江的线条已不同那

时的线条，渐江的线条已经变得有感情，有变化，有干、湿、浓、淡。

（一）渐江思想变迁在其绘画中的体现

渐江是安徽“歙之桃园人也......为邑中鼎族。”
③
可知渐江出生富裕，但不属官宦家族。

④
《江

氏族谱》，渐江祖父在弘仁年幼时迁杭州，后又回歙县，渐江拜当地名儒汪无涯为师，因而渐江自幼

受到良好的教育，且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其好友王泰徵在《渐江和尚传》中说，“铅椠膳母”，“一

日，负米行三十里”，是当地有名的孝子，其母死后，仁人谊友馈送的财务皆一一偿还，因“不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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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风寒泉累人也”，可见儒家思想在渐江心中的地位。

渐江出生于公元 1610 年，处明万历三十八年，我神宗朱翊钧治政时代，当时的神宗不理朝政，

下面的官党相争，整个文官政府基本进入停顿状态。渐江 27 岁的时候皇太极在沈阳称帝，建国号大

清，三年后的 1639 年弘仁与李永昌、汪度、刘上延、孙逸五人联作了《冈陵图卷》（见图 1）给李

生白祝寿，此卷以李永昌为首，其后为汪度、刘上延、孙逸，最后以江韬结尾，当是以年龄顺序而

作，亦可知渐江在当时已小有名气，此时的渐江还未出家，故署名

为江韬；由此画可看出渐江的用线较为松散，不如他风格成熟后的

挺拔有力，除松叶与山脚几丛小树外，全以渴笔写成，山体以侧锋

皴擦，变化较少，风格近于李永昌段，当是受到李永昌的影响。

大清将主要兵力用于对明战争，在吴三桂等人的助攻之下，于

1644 明崇祯帝自杀，明就此而亡，虽还有部分抵抗势力，但也陆续

被镇压；渐江在此时经历了满清入主中原，改朝换代的巨变，被迫

生活在异族的统治之下。“在这种环境之下，中国知识分子所面对的，

乃是两种选择：一为承受通敌卖国的耻辱，在新的政权中为官，另

一个选择则是成为“遗民”，仍维持对前朝的忠诚”
⑤
，不言而喻经

过儒家思想熏陶的渐江固然选择对前朝的忠诚，他奔往福建，投靠

唐王抗清（从渐江为明末诸生可悉知，他年起时还是有宦途向往的，

当然这也和儒家的出世思想有关），直至随唐王抗清失败后，复国希

望破灭，导致弘仁心灰意冷，加之对前朝腐败政治的感情并不深，

最终于 1647 年在武夷山皈依古航道舟禅师，出家为僧，时年 38 岁，

但此时的渐江并不能静心于禅，他有诗曰：“衣缁倏忽十余年，方外

交游子独坚。为爱门前五株柳，风神犹是义熙前。”五柳即是陶渊明，

图 1《冈陵图》渐江部分 手卷 纸本笔墨 29.2×358.5cm 上海博物馆藏 此

图见于中国书店出版《渐江》画册，2010 年 11 月第一版，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第 16 页

图 2 渐江《松壑清泉图》 立

轴 纸本墨笔 135×60cm 广

东省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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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渐江借陶渊明而思念故国之情。直到后来清朝的逐步强大，反清复明已是不可能，这才使渐江

的心渐渐的平静下来，从渐江后期的一些作品中所呈现出的那种静与稳可看出弘仁一心与绘画创作

当中，如《松壑清泉图》（图 2），此幅图是渐江风格成熟时期的作品，对比《冈陵图》（图一）可知，

用笔也别于以前的方式，较之更加的具有力量感，笔墨的浓淡变化明显，总之画面中渐江学习他人

山水画风格的影子已完全融汇于自己胸中，形成了渐江简而阔，似几何状的山水画风格。技术已不

再是渐江所要显现的东西，而是成为自己思想传达的工具；静观此画，一股冷静之感袭来，整幅画

面又是如此的稳重，与世隔绝，远离城市的喧嚣，这恰恰又是渐江内心平静的反映。

（二）对渐江绘画影响的画家

有论者从倪云林入手分析对渐江山水画的影响，而我们从云

林与渐江的用笔上看，云林多“拖泥带水”，渐江则是刚直而生率，

渐江的此种画法多受同乡人程嘉燧的影响。程嘉燧（1565——1643

年），字孟阳，号偈庵、松圆，安徽歙县人。青年离家，初寓武林，

后侨居嘉定（今上海）约四十年。他在去世前四年回到家乡新安。

他与唐时升、吕坚、李流芳被称为“嘉定四先生”。孟阳和当时文

坛之首钱谦益、“一代词宗”吴梅村关系甚密，吴梅村把程嘉燧、

董其昌、王烟客、王元照、李长蘅、杨龙友、张尔唯、卞润甫、邵

僧弥九人称为“画中九友”并作《画中九友歌》以记之。

当时的嘉定是以董其昌为首的“松江画派”活动重地，且董

其昌在其《南北宗论》中大大提倡元四家，特别是倪云林的山水画

法，对明末以后产生极大的影响；程嘉燧与董其昌同时，且经常往

来，“程嘉燧还藏有倪云林的《霜林远岫图》，董其昌曾亲临他家观

赏这以名作。”
⑥
故受董其昌影响颇大。从现存的一些画作中可看出，

程嘉燧当是在云林画法中下过很大的功夫，龚贤在一幅《山水》题

跋中说：“孟阳似云林”，我们也可以从现存孟阳的画中可窥其此面

（见图 3），实有云林意趣，但比云林更简阔，更生秀，线条也更

刚直一些。程嘉燧晚年回新安老家，对以云林画为宗的新安画派

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龚贤题画云：“孟阳开天都一派，至周生始气足力大。孟阳似云林，周生似石

田仿云林。孟阳程姓，名嘉燧；周生李姓，名永昌；俱天都人。后来之方世玉、王尊素、僧渐江、

吴观岱、汪之瑞、孙无益、程穆倩、查二瞻，又皆学此二人者也。诸君子并皆天都人，故曰天都派。”

天都派及新安派的前身，龚贤对渐江知之较深，他说渐江学程嘉燧，定有依据；黄宾虹《黄宾虹文

图 3 程嘉燧《仿倪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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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题跋编》也认为程嘉燧是开新安四家（渐江、查士标、汪之瑞、孙逸）之祖；渐江出生时孟

阳已 45 岁，且声望如此之高，对渐江的画“亟称之”，又同是歙县人，孟阳于 1640 年归老家歙县，

当时渐江 31 岁，也就是在作《冈陵图卷》后一年，此时渐江也在歙县，且小有名气，如此名望之士

荣归梓里，渐江定会前去拜见松圆老人，这对渐江的影响是很大的；就如同董其昌提倡云林的画，

影响明后一大批画家学云林一样，孟阳的这种影响也使渐江向他靠近。孟阳的画前期“清润”，晚期

“萧瑟”，对渐江影响较大的则是他晚期的作品，孟阳晚期的作品惜墨如金，枯笔皴擦，有的山体以

几何形构成，这和渐江后来的笔墨形式相似，只是后来渐江把这种画风与黄山相融合而发展到极致，

变成“极瘦削处见腴润，极细弱处见苍劲。”

另有一人不得不提，即是汤燕生，汤燕生如桥梁一般，存在于渐江与萧云从之间。汤燕生（1616

——1692 年），字玄翼（元异），号岩夫、黄山樵者，江南太平（今安徽黄山）人，一说姑苏（今苏

州）人。汤燕生跟渐江一样是明诸生，在明灭亡后，清初在芜湖隐居，教书自给。他精篆隶，善山

水画，究心易理；他有高尚的气节，据说他每听到关于前朝的事情就会嚎啕大哭。著有《商歌集》，

不传。汤燕生与渐江关系甚好，他亦与萧云从关系甚好，萧云从（1596——1673 年） ，字尺木，

号于湖老人、无闷道人、默思。安徽芜湖人，他擅长山水画、版画等，是明末清初姑孰画派创始人。

其父肖慎余，为明乡饮大宾，懂绘画。云从幼而好学，

“笃志绘事，寒暑不废”。汤燕生隐居与芜湖，尺木

亦在芜湖，两人交往频繁，在可见资料中，汤燕生总

是以一种桥梁的形式存在与渐江与萧尺木之间，渐江

于萧云从皆尽心于绘事之中，汤燕生定会介绍两人认

识。渐江晚年也有几次去过芜湖，从萧尺木跋渐江《黄

山山水册》与是汤燕生在萧尺木《青绿山水》上的跋

中可看出，渐江与萧云从之间是有见过面的。

从萧云从《山水册》（见图 4）可看出其与渐江

画风骨体差不多，只是渐江更加的突出几何体且皴擦

较少，而萧云从则方折之中增加的一些皴擦，二人皆

是挺拔而简阔的线条，我们可以从渐江众多山水册中

看出他于尺木之间有众多相似之处，渐江画的特点尺木皆有，只是渐江在风格上要更为极端突出。

渐江与萧云从的关系，多有论者认为渐江师从萧云从，实则不可信，陈明哲在《渐江和萧云从关系

考》
⑦
中，已极具说服力的证明了渐江与萧云从不存在师从关系，而是互为影响。对渐江绘画产生影

响的人当然不止这些，介于论述方便，将在下面在作分析。

图 4 萧云从《山水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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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黄山对渐江绘画的影响

渐江于 1647 年出家，其后两年社会逐渐恢复稳定，清兵对复明者的追查也日以平息，因此激

起的渐江思念故乡之情，故于 1649 年由武夷回到黄山；虽已没有亲人的牵挂，但徽州是生养渐江的

地方，且在明统治下时就已结识众多好友，多年未曾谋面，亦对友人特别的想念，且渐江又是以绘

事为业，回徽州自然的他最好的选择。渐江以倪云林为师，他有诗曰：“…迂翁（倪云林）笔墨予家

宝，岁岁梵香供作师。
⑧
”倪云林山水画多写太湖一带风光，太湖是云林的家乡，故渐江向云林学习

写家乡风貌；黄山的独特景观一直都是人心所向之地，生活在徽州的渐江固然以写黄山之景为上。

“黄山虽自古有之，然自明末晋门和尚开辟之后，才为游人带来方便”
⑨
。晋门和尚的到来，建造禅

寺，给游人带来了食、宿、行的方便，黄山才正式成为游览之地。渐江又为僧人，当时寺与寺之间

僧侣可互相“挂单”，也就是可以借宿于此，且渐江又是一位画家，必然得到尊重，为此渐江到黄山

就比较方便，此为渐江游览黄山提供优良的条件。

图 5 渐江《黄海松石图》 立轴 纸本设

色 198.7×81cm 上海博物馆藏

图 6 黄山实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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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山实景可看出（见图 7），黄山石头奇特，几乎是一块整石拔地而起，耸立在我们的面前，

在山头有碎石堆垒，除了山脚会有丛杂草木外，山头只

有在石缝中会有长着几株松树，或倒挂、或悬空，皆十

分突出。渐江无不为此绝佳胜境所折服，他长时间写生

于黄山上，对黄山的观察甚为深入，渐江眼中的黄山并

非我们眼能看到的黄山，一山有一山的灵气，渐江恰恰

抓住了黄山的灵气，渐江长期以来的绘画风格刚好适合

于表现黄山的形态，心手相应合二为一渐江创造出了新

的属于自己的绘画风格。

在黄山期间，渐江写来多处黄山之景，每写一景皆一一标记，有《黄山图册》（见本节后附图）

传世，查士标跋《黄山图册》云：“渐公画入武夷而一变，归黄山而益奇，昔人以天地云物为师，况

山水移情于绘事有神合哉。常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乃足称师，今观渐公黄山诸作，岂不洵然。”

我们可以从现存的一些渐江画作中以黄山实景照片

做对比（见上页图 5与图 6），画中山脚的老树虬根，

山上的几何状石块的垒叠，耸立而起且陡峭的山，

老松倒挂于山崖，与实景相比并无两样，可见渐公

游黄山甚得黄山之真性情，石涛说：“公游黄山最久，

故得黄山之真性情。即一木一石，皆黄山本色，丰

骨冷然生活。”再如《天都峰图》（图 8）与《天都

峰实景照片》（图 9）、《黄山实景照片》（图 10）对

比，实景图中，山脚的大块方形岩石，越往山头，

石头越小越碎，渐江的《天都峰图》将这些特点很

好抓住加以夸张，其创作后的结果是对自然的归纳

与总结，如方块一样的山石并非凭空得来，这恰恰

是黄山的本来面貌，大师对大自然的观察到底还是

不一样的。此外我们还可以感受到渐江的创作要比

看黄山的实景照片要生动得多，似乎让人可游于其

中，这不就是郭熙所言“可行，可望，可游，可居”

吗。渐江此幅《天都峰图》的用“笔沉厚高古，结

构严谨，笔墨高秀”
⑩
，已是渐江山水画风格极具成熟时期的巨作。

图 7 黄山实景图

图 8 渐江《天都峰

图》 立轴 纸本墨笔

3.7.7×99.9cm 南京

博物院藏

图 9 天都峰实

景照片

图 10 黄山实景

照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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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十二图选自渐江《黄山图册》,见于陈传席《弘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年 5 月第一版第

一次印刷，第 1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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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末清初徽州版画对渐江风格的影响

明代书业非常发达，到处都是坊肆林立，各种刻家蜂起，全国两京十三省，几无地不刻书，官、

私、坊三大系统并皆兴盛，以书籍插图为主要

存在形式的版画艺术也由是大兴，明中叶以后，

更是呈现前所未有的大繁荣局面，万历更是其

中的黄金时代，地处南方的徽州更是独霸群雄，

周芜编著的《徽派版画史论集》中有载“附有

插图的书籍，不仅是文人学士的案头必备之物，

而且深入到人民群众之中。

“从‘四部’（经、史、子、集）到一般的

儿童读物，都附上插图，有时还附以与内容不

相干的一幅精美图画作为书的封面。出版的小说、戏曲以及文学、历史、地理之类的书籍，往往附

有大量的插图。”可见当时版画的影响是极大的，可类比我们今天所印制的书目，各种插图美画；忆

想儿时课本上配图于谦《石灰吟》“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兰竹图，现在还依稀浮现

于脑海之中，曾也照着课本描摹。南怀瑾在《易经杂说》一书里曾说过一段话，大概讲的是这个事

物发展的规律都是一样的包括我们每天的生活，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在以前也发生过，他只不过通过

另外的一种形式，所谓“会古通今”就是去掌握这种规律，在以这种规律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可以

用一种我们所熟知的事情来举

例，比如说一年有四季，我们

把一年分为十二个月，这四季

会分别在这十二个月的哪几个

月份我们基本能知道，这个规

律就是像这样。

徽州人重商又重文化，渐

江出生“鼎族”，固然自幼饱读

经史，“他拜当地名儒汪无涯为

师，学习五经”，渐江处在当时

的文化背景下，其“五经”之

中当也会有插画美图的相伴，

自幼耳濡目染，期间亦不会少有好奇描摹图画之事。晚明一代，中国最佳的雕版印刷即出自徽州，

图 11 清康熙年间徽州方志中

图 12 丁云鹏《山水图》 图 13 丁云鹏《墨谱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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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精致的纸、笔、墨也是此地所产。比渐江年长六十三岁的丁云鹏多参加木刻版画的绘制蓝本工作。

总所周知，在当时要见到前代画家墨迹是很困难的，不同于今天的高清图片或者高清复印范本，虽

不是原作，但亦可窥其原作面貌七八分，到渐江他们那一代的时候，要窥其大师画作多以版画的形

式传播，渐江学画的时候当亦如此，我们对比丁云鹏的画与以丁云鹏的图画作为蓝本的木刻版画，

可得出木刻版画“空得其形”（如图 12、13）⑪，其中的皴擦全无，这已经是一种提炼后的结果，

丁云鹏可能为了便于木刻版画而在绘制蓝本的时候而形成一种习惯，皴擦在木刻版画上是很难表现

的。随着木刻版画的大规模发展，其流传亦变得广泛，从而影响亦广泛。

渐江早年在创作的时候当是以木刻版画为范本进行“创作”的，其好友萧云从亦从事版画的墨

稿蓝图绘制工作，对渐江是有影响的；从渐江的山水画中不难看出，版画的大量留白与以线条为主

的程式被渐江运用到他的山水画的创作中，加之师古人，师自然，师造化，而中得心源，形成了具

有当地特色的画风，从而得以传承，为何这一画风得以传承，这大大的因该画风因地制宜，最适合

表现当地的自然风光（黄山）。

二、渐江学派的得失

渐江的山水画自成一家，风格明显且有法可寻，加之明董其昌对元四家之倪瓒的大加提倡，董

其昌居嘉兴之地，嘉兴为徽商常至之地，且董之名声极大，这无不对徽商的审美雅俗有影响。故云

林画成了徽商对画雅的断定，渐江属徽州之人，且格近云林，徽商买不到云林的画就只能“退而求

其次”去买渐江的画，因此渐江的名声越来越大，“江南人以有无定雅俗，如昔人之重云林。然咸谓

得渐江足当云林”⑫。清初之际，遗民画家众多，经历基本类渐江，都很注重气节，故其志相投，渐

江又是一位先行者，固然以渐江为楷模，学渐江的人也越来越多，为卖画而伪造渐江画者亦多，周

亮工谓之：“（渐江）画亦贵重，其门徒赝作甚多，然匡骨耳”，可见当时渐江的影响极大,因此形成

了以渐江为首的“新安画派”，至康熙年间，“新安画派”趋于鼎盛，但因地处偏远，大部分便随徽

商散居外地，新安画派也逐渐消散，但确对江、浙等地产生巨大影响，如扬州八怪的形成等。

新安画派至近代以来启发了以黄宾虹为首的一批画家，也标志着新安画派的重新崛起。

（一）清初学渐江者之得与失

晚渐江 23 岁的郑旼（1633——1683），字慕倩，号遗甦，别号雪痕后人，安徽歙县郑村人。郑

旼是一个很注重气节的人，固然及推渐江，其对渐江多以“渐公”、“渐师”称之。渐江圆寂后，郑

旼四处搜集渐江题画诗，且以手抄之，可见其对渐江的崇敬之情，亦可知渐公的威望。郑旼的山水

画是渐江亲授的，从四幅郑旼的山水画（图 14～图 17）中明显可看出极似渐江的《黄山图册》，果

然名师出高徒，直承渐江之格。陈传席在《中国山水画史》中说郑旼“开始似渐江，而上追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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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郑旼现藏于歙县博物馆的一幅山水轴中的确可看到云林的影子。总的来说郑旼虽同渐江一样有气

节，但较之渐江要更为激动，在画面上的感觉固然没有渐江的静和稳，反过来说郑旼所失渐江的稳

和静，正是自己面貌所在之出。

得渐江亲授的还有江注，江注，字允凝，号黄山长，安徽歙县人。江注是渐江之侄⑬，经常随

渐江一同出游，从江注号黄山长可看出，他经常游于黄山之上，加之师从渐江，写黄山之景更是得

心应手，从安徽博物馆藏江注《陡壁丹台图》（见图 18）可看出江注

的山水画及似渐江且得渐江之“稳”，施润章《允凝公诗序》中谓其

“画逼渐公也”，江上锦也说他“允凝公注为黄海松石，手意闲淡逼

渐公，此殆家学。”江注的画的确直逼渐公，无论是山石还是松，皆

得渐江真传，与渐江不同之处在于渐江很少在画中作人物，这跟渐江

的性情有关，亦跟他学云林有关，云林作画也不画人；江注可能在思

想高度上要逊于渐江。

祝昌也是学渐江的，祝昌，字山

嘲、山史、山公。安徽龙眠人。观祝

昌画（如图 19），很像渐江的《披云

峰图》，渐江画的风格多以简为主，像《披云峰图》这一类稍繁密的

并不多见，祝昌当是从此类发展，用笔很像渐江，只是他的画较之

渐江要更加繁密一些；当然祝昌也有简的一类，但不多见，刚好与

渐江相反；另外祝昌应该学过一些王蒙的画法，此幅图之中亦有此

感，可以说是用渐江的笔来画王蒙的山石；在当时的画家中无不以元四家为楷模，近取渐江而上追

宋元，祝昌亦不例外，他也当知道单以渐江之法而作画是无意义的，所以他也尝试着去创新，吸收

图 14 图 15 图 16 图 17

图 18 江注 《陡壁丹台图》

图 19 祝昌 《水崖荒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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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法，也有了些自己的面貌。

另外一个学渐江卓有成就的画家是姚宋。姚宋字羽京、雨金，号野梅、

三中子、木石中间人，也是安徽歙县人，在当时渐江的名声之下故也学渐

江，亦很像渐江，他也学过梅清与石涛的作品，但始终跳不出渐江的窠臼。

姚宋在技艺上有多方面的才能，能在瓜子上画十八罗汉，成为绝技；然姚

宋的山水（见图 20）更近于渐江的一些山水册，在渐江的基础之上并没有

什么突破，其成就主要在于对学习渐江的忠诚，他学渐江而成为了渐江的

翻版，很多“渐江真迹”往往出自姚宋之手，从另一个方面可以看出当时

渐江的影响是极大的，因此姚宋精研渐江的技法图绘事以某生计。

受到渐江启发的人也很多，如查士标、汪之瑞、孙逸等，他们与渐江

合称“海阳四家”，查士标、汪之瑞、孙逸都是安徽休宁人，皆受渐江的影

响，渐江曾送《翠竹梧桐图》给查士标，其中还有孙逸的题诗；查士标跋

渐江《黄山册》中说：“今得渐公黄山诸作，岂不洵然。邗上旅人查士标跋。”

可知他还是很服膺渐江的。还有程邃（1607——1692）他也受到渐江的影

响，程邃，字穆倩，号朽民，又号垢区、垢道人、江东布衣、野全道者。安徽歙县岩镇人。程邃博

学工诗文，在金石篆刻方面成就突出，和龚贤、查士标、梅清及大戏剧家李渔、学问家朱彝尊等交

往密切。他的山水画在渐江的基础上结合新安各家之法，下图中（图 21）可明显感受到受梅清等人

的影响，其将金石趣味注入了山水画中，以渴笔焦墨写山水，是最

早一位以篆刻入山水的成功者；程邃是在以渐江为首的新安画派影

响之下比较有自己面貌的画家，没有被渐江的风格所束缚，这与他

从事篆刻有很大的关系，且很好的把篆刻上的技能结合到山水画的

创作之中，就如同渐江的风格形成也融入了版画的元素一样。其他

受渐江影响的人还有程正揆、戴本孝、梅清、原济包括在前面提到

过的萧云从、郑旼等一批重要的画家。

因渐江“门徒甚多”，故学者众，从而形成了以渐江为首的“新安画派”，渐江作为一个创始者，

其技法思想会于一身，因此渐江影响很大，别人要想超越他是很困难的，超越不了就只能在其中找

一点来突破，如前面提到的祝昌；有的是忠实于渐江的技法如江注；也有的追求渐江的“简”，如汪

之瑞的一些画，但出来的效果总是让人觉得“怪”；在其后的人中学渐江以是“今非昔比”，空得其

形，而无“感同身受”，陈传席说渐江学倪的成功之处在于不似倪，李邕说“似我者俗，学我者死”，

其理亦在此，我们在学习古人的时候不是为了成为古人，而是为借古人之法而成就自己之法，凡是

图 20 姚宋 《溪山

茅亭图》

图 21 程邃 《山静日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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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有出处，凭空而来是不可能有成就的，开始学画画的儿童画的画跟学过多年的人画的儿童画是不

一样的，绘画的过程中技法很重要，但技法的重要是为思想而服务的，有了技法的支撑才能把思想

更好的传达，弘仁学宋学元，取古人之法而为己用，他很清晰的认识到学习古人的目的所在，得古

人之法后自成一格，这才是一个学习者的目的所在。

（二）民国以后学渐江者的得与失

这里以民国为划分，是以黄宾虹的主要成就时期而论，如

渐江是明末清初人，但其成就主要在清，故被列为清初画家；

黄宾虹虽经历了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但其主

要成就是在民国以后，故以民国为划分。自渐江以后中国的山

水画发展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直至黄宾虹的出现才把中国山水

画推向另一个高峰。黄宾虹、汪采白等一批画家们在“新安画

派”的基础之上结合时代特征，推陈出新，标志着“新安画派”

的重新崛起。

黄宾虹（1865——1955），名质，字朴存，一作朴人。笔

名别署予向、虹庐、虹叟、黄山山中人。黄宾虹生于浙江金华，但祖籍属安徽歙县，在其前两百余

年出了渐江这样的大师，倍感欣慰，固然要学习家乡之法，重振昔日之辉煌，从今天的影响来看，

他不仅办到了，而且还把“新安画派”推向新的高度；黄宾虹之成就主要于重“以书入画”，“宿墨”

为媒介，集“新安画派”之长，上追“北宋风骨”而自成一格，对今天的影响颇大。在此对黄宾虹

就不多加论述，今人研究已十分透彻，我主要对黄宾虹的学习方法做一简

述，黄宾虹有一笔名为黄山山中人，可知其寻渐江之步，写与黄山之上，

黄宾虹所处的时代较渐江时交通要便利得多，故黄一览中华之名山，凡有

名山之处皆有涉足，这对黄的影响很大，渐江游黄山师造化而成一大家，

黄游全国名山，造化亦深，固然是了不得。黄宾虹家庭富裕，所处圈子不

乏收藏历代名画者，这对他的“技”与“眼”又是一种提升，“黄宾虹在

60 岁之前，作品功在临摹”⑭，可知其雄厚的笔墨基础。黄宾虹不限与“新

安画派”，他包罗重家之长，由他的《古画微》可知，他上追两晋、唐、

宋、元、明，吸收各大家之精华，造化而用之。与渐江同时的安徽歙县人

程邃善篆刻，其也受渐江的影响，故以篆刻入山水，程邃是最早的一位成

功者，黄宾虹又属歙县人，故受程邃之影响，集大家之长加之“以书入

画”，故成一宾虹。

图 22 黄宾虹 《峨眉道中》

图 23 汪采白 《为惠

如作山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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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宾虹高徒汪采白（1887——1940 年）不言而喻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也是徽州人，有了清初徽

州“新安画派”的良好铺垫后，汪采白固然要就近取法，去自己家乡徽州之法，其法为“新安画派”，

清初新安画派盛极一时，在民间固然收藏了不少“新安画派”的

画，加之汪采白“出身徽州的民们望族”，固见到“新安画派”

人的原作是很容易的，采白在执教于北京的时候对京城的收藏家

与故宫收藏的名作皆一一观赏临摹。汪采白的主要成就在于以青

绿之法（见图 23）而规黄山之面，在前面已有附渐江《黄山图

册》，其中亦有青绿之法，但并不多，汪采白则以此而作深入探

究，从而成就了他“新安画派”“殿军”之名。

从汪采白的作品中可以学到很多的创作方法，如汪采白《溪

山清远图》（图 24）构图之处与弘仁《江山无尽图》一局部之处

处有很大的相似，故由此可得一法，在创作的时候，可借古人之

构图稍作变动而作之，其后就在与自己的不断深入与学习，综各

家之法而用之；在此幅山水图中汪采白并不失渐江之笔墨，只稍

对渐江山水作变动，这可称其为“偷”，但我们对大自然的学习

难道不是“偷吗”，我们以古人之山水为真山水而写之，其亦有

我所创造之处，能活在当世的一大好处在于，可任凭自己的造化，综前贤之长为己所用，这样艺术

才能不断的出新机，如此反复的轮转，从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按照前人的学习之路必能走出

一条适合时代发展的道路，其困难之处在于如何变通。

黄宾虹的另以高徒鲍锡麟（1905——1951），自君白，安徽歙县人。他在 22 岁的时候经许承尧

等人介绍，拜黄宾虹为师。1935 年任教徽州师范，经常于

黄宾虹书信往来，探讨画学与生活琐事，黄宾虹的许多作

品都是托他代售及照顾黄宾虹在徽州的家属。鲍锡麟喜收

藏古字画，凡得之画定一一读摹；鲍锡麟的画线条清晰严

谨，构图类渐江，可惜英年早逝。

从事版画创作的赖少其，他的山水画“中西融合”，

历史和现实决定了赖少其只能在这条路上有所建树；他与

傅抱石、吴湖帆、唐云等人的交流中饱览众多历代绘画名

作，其中有程邃、渐江、查士标等新安画派的一些作品，

这些作品无不对他产生震撼，这促使赖少其向这些大师们靠拢，他在一幅山水画中题到：“余企图吸

图 24 汪采白 《溪山清远图》

图 25 赖少其 《泉清石鸣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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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程邃、石溪、宾虹之长，写黄山之神，岂可得乎？”可看出他在新安画派大师们的技法中下过很

大的功夫，他有诗云：“兵无武器难称雄，不学传统空唐突。”亦能看出他对传统学习之深；其后赖

少其融入了西画艺术美学思想，自成一格，如他的《泉清石鸣琴》（图 25），他的山吸收了渐江少皴

擦的方式以单线勾出，在山石上赋单色，远观整幅画，西画的味道显而易见，少有皴擦处类油画笔

触，但亦不失中国传统绘画的元素，是从中国传统绘画中变出的一路。赖少其的出现将西画很好的

运用到了中国传统绘画之中，自成一格，成为传统到现代过渡的中介者。

三、渐江对笔者创作的影响

由以上两章分析之中，不难看出，渐江风格成因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初师宋人，

及为僧，其画悉变为元人一派，与倪黄两家，尤其擅长”。其二，向当代卓有成就之人学习。其三，

因地制宜，其中包括从木刻版画中吸取营养和将绘画技巧与当地黄山自然风貌进行融合。其四是将

以上归纳总结，融于山水画创作之中，即“集大成”。

笔者于一年前开始临习渐江之作，究其何因，大概是渐江画面的清新之感吸引了自己；前已论

述渐江山水画的风格成因，现重观渐江之作，其“清新”之感以飘散殆尽，多以一种内心的修养呈

现于眼，如前所述的“稳”与“静”，内心的平静，无杂念，故无波澜，必然是稳重的；如我们喝惯

了普洱茶，熟悉其味道，改换武夷茶，自然会有所不适，当习惯于武夷茶后，知其味道了（笔者以

“知味”记之），如同习惯于渐江山水的画面感；其后就要上升到另外一个层次，即“品味”，能“品

味”则就是可辨其好坏，同于能辨别出画的好坏，这些皆属基础；其后才是“茶道”，何为“道”，

“‘道’是老子哲学的中心范畴和最高范畴”⑮，这则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换言之就是思想上的问

题，不可切身触碰得到，要把这个茶上升至“道”，不言而喻就是追求其思想层面的东西，所以，笔

者初见渐江之作，初感是清新的，即画面给人的第一感受，它适用于普通大众；近而“知味”，知道

渐江别于他人的风格，才能“品味”，品渐江作品的好坏，最终的追求是以心去感受，与弘仁思想共

鸣，这样反过来再看弘仁的画，才会好受到那种“稳”、“静”之感。

南宋严羽在《沧浪诗语·诗法》中说：“意贵透澈，不可隔靴搔痒。”，眼高手低必然是隔靴挠

痒，这也是我们当今分科细而带来的问题，我们也不必去责怪某某会堂上面所挂画雅俗的问题，反

过来我们也只适合“纸上谈兵”，要各方面修养都提高，现阶段是办不到的，至少能“以天下为己任”

的人必然也能“横眉冷对千夫指”。“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

友其士之仁者’”⑯，要学习渐江的画固然要从临摹开始，当然开始不必“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

之仁者”，能把笔墨纸砚“事”好“友”好就非常不错，也非常困难，皆非一朝一夕之事；笔者天资

本不聪慧，只有下笨功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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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临摹渐江之作

渐江的山水画基本以线条为主，很少皴擦，皴擦越少，对形体的把握要求就越高，

这对临习渐江山水画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此笔者开始临习的时候顾

虑非常多，很是胆怯；虽然临习的是渐江小幅山水册，但动笔起来多

是“腕弱笔痴”、“运笔中疑”、“欲行不行”等各种毛病，因此呈现出

的临作形体是重心偏离的（见图 26、27、28、29），线条是软弱无力

的，更不用谈精神的问题了，画中的笔墨轻重变化更是没有，远看似

有渐江之感，近观则“物象全乖”、“类同死物”；初学问题总是很多，

但也有很多进步之处，在此几幅临作中笔者对笔、墨、水、纸的掌控上有了

一些了解，在选择毛笔上，笔者认为以兼毫为上，因兼毫弹性十足，蓄水量

还可以，易于掌握，便于初习者；在选用的纸上，本人选用的是手工毛边纸，因为此之前的白描课

上老师要求于生宣纸上作画，现转而在毛边纸上作渐江山水画自然不成问题，亦不用担心太多；最

难的是墨与水的调和，稍有不慎所出之墨或太浓或太淡，此还需多加练习，如同做菜放盐一般，得

在多次调适中把握感觉，因此当在笔墨的把控中多下功夫。

绘画过程中的不肯定经老师发现后，遂指导笔者临习石溪的山水画作品，“石溪的画以老辣、苍

健见胜”⑰，临习起来要轻松得多，其好友程正揆也说他：“间作书画自娱，深得元人大家之旨，生

辣幽雅，直逼古风。”此“自娱”即说的是云林的“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

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在作画的过程中有时候又不能太较真、太仔细，意在教

人放松心态；故以石溪的山水画而练胆，自然是再好不过了，加之石溪山水画笔

墨的浓淡关系明显，易于对比，对练习笔墨的把控能力有很大的帮助。

在此幅临习石溪的画作中（见图 30），笔者最大收获在于对临摹有了新的认识，

慧隆师曾教之，临习古人之作，不能求其一模一样，古人在世也未必能办到，重

在整体气势的把握；这对笔者有很大的引导，故放松心态，着眼于整体大胆下笔，

图 26 笔者临渐江

《山水册》

图 27 笔者临渐江《山水册》 图 28 笔者临渐江《山水册》 图 29 笔者临渐江《山水册》

图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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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成此作，可见较之以前大胆许多，在笔墨浓淡方面亦有很大进步，此外另一收获则是赋色，此之

前不敢于画上赋色，担心附不好还把画毁了，就像现在不敢在画上题字一样；经师教之后，方知色

当加少于墨，这样是为了使色变得深沉，不漂浮于纸上；赋色不可随意而为，必如皴法一般顺势而

附，此可使画面变得协调，稳而不乱；虽知其理，然下笔后心手不应，染出一股僵死之气。不足之

处还有用笔，从画面可知线条方折之处是僵死之状，平滑之处则是软弱无力，树叶湿烂，放远观之，

形体亦是僵硬的，总而言之除稍大胆了点，前述的毛病皆有；遂停笔静心反思，深究何故，一日见

张彦远在《论顾陆张吴用笔》中说：“…陆探微亦作一笔画，连绵不断，故知书画用笔同法。”说的

是书画的用笔是相通的，所以知道自己笔弱无

力是与自己字写得不好有关，因此为强其骨力，

去其“腕若”之病，于是倾心于习书之中，笔

者曾见书法史上有“颜筋柳骨”之说，心想为

强笔之骨力，那就在“柳骨”中寻骨吧，于是

临习柳公权的书法，临的是他的《玄秘塔碑》；

在绘画方面亦不敢放松，学渐江山水画者皆由

渐江而上追宋元，尤其是元四家，笔者亦走古

人之路，临习了赵子昂（孟頫）、黄子久（公

望）、倪云林（瓒）的部分山水画作品，意于

对画面整体把控能力与用笔能力的练习。

在对柳公权书法与元人山水画临习一段时间后，感觉略有长进，于是一试究竟，重回临习渐江

的作品，同样以临习渐江小幅山水册为主，这事因为大幅作品临习起来比较困难，小幅作品容易把

握整体，加之花的时间也不多，所以就以临摹渐江山水册页为主。在这一次的临习中（见图 33、34、

35、36），显然较之前面的作品要更为深入，笔墨浓淡关系也有了一定的把握与认识，笔力也有所长

进，特别自己对图 33 的临习较为满意，左边的石头前后笔墨的浓淡把握的很好，用线的力度虽有不

图 31 图 32 笔者临倪云林水

图 33 图

34

图

35

图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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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但较之以前要更有书写感，特别是在画树时候的用线，力度要充足得多；在整体的把控上也较

之以前更为准确，总之比以前要生动许多，对毛笔上水的控制也有了更好的把握。不足的地方就更

多了，苔点的点法很生硬，线条不够灵动，画面带有浮躁之气，看来自己没有静心与绘事之中。

谢赫六法有“随类赋彩”之说，姑且从字面理解，就是什么样的物体赋什么样的颜色，可实践

起来还是不容易的，学习中国传统绘画赋色是必经之路，以墨笔

问为主的画也是从赋色画中脱胎而出，渐江的画中亦不少赋色之

作，故在下一步的学习当中，笔者将对附色作一个练习，亦可练

习笔墨的关系，岂不两得。在前面临习石溪的山水画可知，赋色

方便自己存在很大的问题，前面所临习的渐江山水册中也没有赋

色练习，故开始进行赋色训练。左图（图 37）是第一张对赋色练

习之作，先抛开用笔跟笔墨关系不说，在图中右下角的几株松树

跟中间偏左的一庙宇的赋色上是比较满意的，但在山体的赋色上

特别是以花青加墨的赋色让人感觉深闷，色不接于形，飘忽其上，

因此导致画面脏乱，这是在调和墨与颜色时的比例不协调，墨压住色，使色出不来。随后又临习了

多张渐江的赋色山水册，逐渐的对如何附色有些认识，亦将渐江笔墨山水册赋色练习，同时笔者也

在书法上下功夫。其后临出一张自己尤为满意的临作（见图 38），在此幅临作中，线条的力度明显

的有所增加，对形体的把握也较为准确，赋色亦合“随类赋彩”；黄宾虹“以书入画”，笔者笔力虽

有所长进，书写之感却远远不足，总之在其后的练习中当以此为重点，将“技”练上去，只有技上

去了才能为思想服务。

综合以上的练习，笔者开始尝试渐江的大幅山水立轴练习，在大幅的山水立轴的练习中，主要

是基于对石溪，元四家等大幅上水练习的基础上，有了这些练习，对画面的整体把握亦不会太差，

加之学习渐江的绘画风格，不练习渐江大幅山水是不能更深入的感受得到其精神的。遂购得渐江山

水立轴《西园坐雨图》临本，选择此画的原因

主要是在于渐江的大幅山水原大临本在市面上

难以买到，唯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过两本弘仁

近原大立轴山水，《西园坐雨图》为其中一幅，

另外一幅为《黄山图》，其次就是因为此两幅山

水轴皆有赋色，对赋色的练习刚有所把握，扩

而充之于大幅作品中，将对自己能力的提升有

很大的帮助。于是开始临习此画，共用了两天

图 37 笔者临渐江《山水册》

图 38 笔者临渐江《山水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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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完成此画，一共上了三遍色，每上一遍都需要一段时间等待纸干再上一遍，因此多数时间于

赋色上，在等待画面干燥的过程中亦临摹《黄山图》，下图为两幅临习后的结果（见图 39 与图 40），

在此两幅临摹作品中显而易见较之以前的临摹作品要进步很多，在附色方面也无太大问题，跟着古

人的学习之路走明显对自己学习山水画是有很大的帮助，在整体的把握中也趋于准确，笔的力度、

线条的之类也越来越好。

（二）本人对渐江的继承与创新

在第二章的时候已论渐江学派的得与失，得与失就是他们如何学渐江的山水画，从中笔者得到

很多启发，故将此启发运用到实际创作中去，本小节通过自己创作的几幅作品来分析对渐江的继承

与创新之处。

1.创作《山水图》

图39 笔者

临渐江《西

园坐雨图》

图40 笔者

临渐江《黄

山图》

图 41 笔者

创作《山水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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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幅《山水图》（见图 41）的创作是在汪采白的《溪山清远图》（见图 24）中受到启发，在前面

也有论述过，就是将渐江的山水画重新组合在一起，在加以自己的创新；这里所作的这幅画是将两

幅渐江的山水册结合在一起，因此多半是临摹的，然后赋色，在其中自己也编造了一些山石，出来

后的画面效果还算协调。介于第一次创作，因而画面显得有些拘谨，太过于小心翼翼，对纸的熟悉

度也不够，导致赋色的时候，颜色跑得太开，远处的山颜色稍艳了点。创作此画的时候笔者的想法

是这样的，将渐江所有山水画视为一座大山，观看渐江山水画的过程即是游于此山中，创作所用的

两幅山水即是此山的特点所在，使我记于心中，故以渐江山水画为真山水而写之，能活在这些大师

以后的好处就在于，可以将所有大师的精华之处学来为己所用，只是这个过程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目前笔者还在处于初级阶段，即多加临摹与提高认识，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回顾第一次开始临习的

时候自己根本不知道要临摹些什么，就知道单一的照葫芦画瓢，画得像就可以了，对笔墨的认识基

本全无，换言之就是以基础素描的思想来临摹中国传统山水画，对笔的力度更是看不出来，直到后

来见多了古代大师的画作，才渐渐的感触到这些东西。

2.创作《山水轴一》

这幅山水轴（见图 42）的创作笔者结合了“渐江山”这一座大山里面的众多特点，其中有渐江

的山水卷、山水册、山水轴，用笔基本是按照渐江的感觉来，比较前面的作品，这幅要干净得多，

在线条的轻重变化上亦丰富了许多，中间一斜坡的线条稍浓中了点，

置于最前面的几棵树的树枝有些混乱，力度也不足；整幅画的重心

有点不稳，要是能稍微往左边移一点将会更好，单看局部都还过得

去，这让我联想到了学书法，学书法刚开始肯定是一个字一个字的

练习，如果一直以此练下去的话单个字会变得好看，一旦把字组成

为一篇文章定会出很多问题，因此这种情况主要是自己对大画的临

习较少的缘故，还有就是长期以来自己学绘画对细节注意多于整体

的习惯方式，此为笔者现今最大的问题。

此幅画对渐江的继承之处有三个方面，其一就是对渐江用笔的

学习，渐江山坡的长线条尤其之难，不仅要顾及用笔的力度，而且

还要关顾到物体的形状，稍不注意就会过于歪斜，就如此画中的一

样，重心偏移，这就是对长线条的把握还不够的原因；其二是对渐

江山水立轴尺寸的学习，此幅画的尺寸完全按照渐江的《松溪石壁

图》的尺寸比例而来，选择《松溪石壁图》是因为在丁酉年初天津

省博物馆藏新安画派于金陵画派的作品展于云南省博物馆，因此有图 42 笔者创作《山水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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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窥见《松溪石壁图》的原作，完全被原作所折服，刚好过去的一年是丙申年，此画上亦是渐江

丙申之年而作，故甚感亲近，在笔者的此幅创作中远处的山皆是临渐江《松溪石壁图》而来；最后

是对渐江处理水的方式的继承，渐江在处理水的时候多是在岸脚，或水草周围画几条波纹，其余部

分皆是空白，这样的处理使整幅画处在更加的安静氛围之中。创新之处在于将更多渐江山水结合在

一起，而造就出另一空间，在用笔上结合了一点黄子久的笔意，如置于最前树上的叶子，小石头的

用笔亦是，创作此图还有另以目的，笔者所生活周围有一湖名为滇池，滇池边尽是老树、垂柳、灌

木，观渐江山水画，似有此景；滇池边有一山名为西山，曾游于西山之上的龙门，悬崖峭壁，记忆

深刻，就如同渐江《松溪石壁图》的山一般，很是陡峭，笔者亦预先在此将处于渐江之山中的此种

感觉结合在一起，以便于日后写滇池之景。

3.创作《山水轴二》

在此前临摹渐江的山水轴与创作作品中皆有赋色，此幅创作（见图 43）则是全以笔墨为之，构

图亦来源于渐江的山水轴，尺寸亦是，此幅创作的用笔要较之以前要更精到，

如山下的几株松树。在创作思路上，是为了突出渐江山水的大片留白，用墨浓

淡的强烈对比的感觉。在此幅画中皴擦之处集中在几个地方，其余部分皆以线

条写出，笔者意在渐江简之处作努力，构图也有参考宋人山水。

笔者现今阶段要在渐江风格上做出突破是不可能的，重点在于对渐江及前

辈大师们的作品进行临摹吸收，将基本用笔、构图等技法上的东西学会，在往

更深的层次思想方面学习，这当是要在研读金典方面下功夫了，正如陈传席所

说：“画家如能精通画史、画论的基础上，对画具有辨别优劣的能力，再根据自

己的性情和习好，确定一种追求目标（包括一定的艺术形式）。尔后，为了达到

这个目标，再作各种努力，这就类于‘顿悟’和‘不废渐修’，乃是成为大画家

的捷径。若为‘顿悟’，仅从训练技法开始，始终渐悟渐进，则无可惊人。相对

而言，很难成为大画家。”

四、结语

明末清初改朝换代，渐江生活在如此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以一颗“稳”而“静”的心于山水

画的创作之中，渐江倾心与对古人、对大自然的研究与学习，从而成就了他在中国山水画史上的地

位，对后世，包括今天中国山水画的影响是不容小视的。

在中国传统绘画的学习之中，本论以渐江为中国山水画的学习桥梁，探究中国传统绘画的学习

方式以及中国艺术之精神，陈传席也说过在学习古人的时候“大多是学习古人的精神，以去除当时

图 43 笔者创作

《山水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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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浮华风气，以创造出更优秀更实在的时代或艺术，而不是重复古人的形式”。⑱皆此以至于学习思

路的指导，从而传承中华博大精深的文化。通过对渐江的学习，加之我在第二章里面提到过的规律

又反作用过来为我之所用。我们当可以以渐江所绘山水为真山水，将各幅画之特点挑出来进行再一

次创作，定会有新的发现；同之，以此观察方式运用到实地写生之中，进入一山但并非死板面对一

山而作，先通游一遍，像现在手上拿着渐江山水画册一页一页看一样，把所经过留人印象深刻的地

方以小稿形式绘制下来，通过不同特点的结合，再创作，当可以显示出此山之状；在技法上亦可在

传统基础之上与当下身边事物相结合，定会有新的形式，有待尝试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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