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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门画派
”

与
“

吴门诗派
”

关系初探
？ 陈正俊

“

吴门画派
”

问题是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问苏苏州） 、 徐贲、 陈暹 （ １
４０５
—

１ ４％
，
吴县即今苏州例如元代昆 山画家朱德润等） ， 为吴门画派的发

题
，
原因是其存在 自身不仅是对于中国绘画精神人） 、

王履
（

１
３３２
—

？
，
居昆山

）
、 王绂 （

１３６２
—

丨４ １６
，
无生起到前驱基础的作用。 其实也就是说 ，

吴门画

的某种重要阐释 ，
也同时散发着对于后世艺术精锡人 ） 等人。 他们学习黄公望 、

王蒙等
“

元四家
”

派的发生是有
一

个高水平的画家群体作为前驱、

神的实际影响。 其实立体地看，

“

吴门画派
”

不仅的艺术 （当然也包括关注其他元代画家的艺术 ，作为基础的。

仅是
一

个美术史的问题 ， 也是文学史的问题 ， 甚至吴门画派的存在时间 ，

一

般认为大概是成

是哲学史、 政治经济史的问题。 我们在本文中不想隱： 約 名 名 炎化一弘治一万历初年， 至于其影响 ，
直至清代甚至

也 應補 ：！多的研究鍵 ， 我们 （
；

＋

心致志地
：Ｖ＾十： 綱獅寸约Ｈ棘 地望于苏州地 ｜

》 ：

针对
“

吴门画派
”

与文学史上的
＂

吴门诗派
，，

之间丨＾当时吴县、 长洲二县分治。

的 ） ：
； 系进行

一

定的阐述与分析研究。 寥ａｉ＾ｉｍ画派的儿ｒ重要画家都没有做过官 （文

文化生态中最值得关注的 ，
是以 卜儿个方面 徵明只是短期做Ｈ

＇

ｍ ． 之后就隐居苏州了 ） ，
如果

１ ．政治经济。
２ ．思想 。 就是

＋财在哲学以及卑美上＼Ａ）

＾Ｊ
Ｌ说 义綱、 唐寅没有参政是 ｆ ｒ被动的成分，

而仇英

的最深入的想法。 当然 ， 在中国历史上 这些都与ｙ４ｔ＾
作为工匠的身份根本就没有机会参政。 那么吴门

人、 政治脱不ｒ关系。 （诗文等艺术领域 ） ．ｃ ＜^Ｉ＆Ｍ画派的创始人沈周 ， 其隐居＂ ｎ

＇

ｔｔ兑是非常 丨 ：动的 。

ｉＵ
＇

 ｆｈ巾 ｈ
．：

ｊ历 ＆」 ： Ｕ ｉ硫文化的基础土壤也
，

！翊 ｛Ｍ ｉ

：

１

 ｊ
Ａ ｉ ｗ绝Ｗ境有 ＰＭ ？ 、 Ｚ 门画派的

心
，
主流艺术家们往往诗文兼长的 。 他们首先往 核心哲学与审美思想有关吗 ？ 这个问题我们暂不

往是文人
，
然后才是艺术家、 画家 、 书法家。 劇 瞧 ．國 加紐一餅这ｍ、生活理念问题。

本身的小环境 ，
比如流派风格的纵向 、 横向影响据上海博物馆所藏 《南村别墅图》 其上董其

等。也可以视为由于地域 、 思想等因素而被视为
一

＼昌的题跋 ， 就已经有
“

吴门画派
”

的提法。 喃村别

个群体的艺术家们其环境。 ５．生活环境与习惯、 习斷存
：

—

？

墅图》册前有明周鼎篆画题引首
“

南村别墅
”

，
册

俗３６个性等在作品中的表现。 这就是具体到有靴 后有作者在正统癸亥 （ １
４４３）补录陶宗仪 ＜＿捌

表性的 ２：术家作品的形式 １讷涵。墅十景咏》
， ７辞题跋 。 接后 ，

侧吴宽、
漏 々

、

在本文中 ， 我们的 丨北说研究 上叫Ｕ
．

）爾 １
＾

１ １

ｆ

Ｋ

的
－

个重要侧面 ：

“

吴门诗派
’ ’

（吴中诗派 ） 与
“

吴 ／ｖｙＳ＾Ｔ
｜

王铎等人题识 ，
清费含慈观款 。 董其昌

“

吴门画

门画派
”

之间的关蒗 当然 ，

“

吴 门画派
”

１厂
‘

吴 丨

＇

］
派

”

提法得到陈继儒的赞同 。 这大约是关ｖ
‘

吳 丨

＇

ｉ

掘
”

之间也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
对此本文不做画派

”

的最早文字证据，
其实也是晚明的事紅

深入研究 原因足
“

吴ｎ诗派
”

与沈周的关系紧＼沈周是
“

吴 派
”

的启始者， 实际上看起

密。 况且 ， 沈周在吴门诗派中的地位要比在
“

吴门来应是
“

开创者
”

。 吴门画派最早的提出者是明

书派
”

中的地位高
一

他应该算足
“

吴 ｉ

＇

＿ｒ 的 广、、 、 ｘＬ 丨

〔的董其則这
一

点提出糊；多
，
也可参见南京师

创始人。 本文主要针对沈周Ｖ吴门
’ ’

艺术流派之 舦 年纖＿士论文 《杜琼備别聖

ｉ

’

ｈ齡系 ｜咕桃 这个細
＇

侧沾 ， ■ｍ们ｍ
４

／Ｖ Ｉ扑 研究》 。 对 ｒ糊题細研究 ， 本义从略）
，

Ｗｒ ｍ^ｒｍｉｃｉｖｍ ， ＼ ＼ｍ ｔｉｍｐｉ

的精神及倾。艘ｒ？猶酿ｍ麵家之巾
，
沈周的年龄

明初的苏州 、 无锡地区有
－批画 家 ，

这些 ＿ 最大
，
沈周在世是 １ ４２７年至鱗，

文徵明是畴

Ｐ ＂味 ｉ

■

：耍足獅文统的 人画家 。 ＿ 丨

：掠 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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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吴县 ） 、
刘珏 （
刚－賊舖 ．

．．

；＾是有交叉重叠的 ， 都经丽Ａ治时代 。 联系到沈

隶苏 Ｈ俯长洲
，
今江苏苏 １ 卜

｜ 人 ） 、 陈汝 （ １
：

． 个：年 ：^ ００
＊００

！
￣

吼 靡＿生活时代
，
问题会变得很似 ：味 。 他

不详 ，
元末明初画家、 诗人 。 字惟允， 号秋水 ， 临 ？

Ｉ ：们的活动时代是有交叉重叠的 ， 都经历ｍ治时
［明 ］文徵明 秋花图轴

清江 ， 今江西樟树市人 ， 后随其父移居吴中 ， 今江 １３５． ７ｃｍ ｘ ５ ０ｃｍ 纸本墨笔 故宫博物院藏代 。 然而境遇 、 行为、 ＿风有较大差异


审美

＼ ６



取向的不同， 当然有其思想根源 。

“

吴门画派
”

特别是
“

四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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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
沈周 两江名胜图册 （之二 ） ４２．２ｃｍ 

ｘ
２３ ．８ｃｍ 绢本设色 上海博物馆藏

沈周为长洲 （今江苏苏州）人 。 生于明宣德二年 （１
４２７）

，
卒于明正德

四年 （５０９） ， 享年８２岁 （虚八十三岁） 。 不应科举， 专事诗文、 书画。 沈周不知先生 ， 何贱先生于此 Ｐ 渴贵游可勿往 。

”

沈周答曰 ：

“

往役义也 ，
岂有贱哉？ 谒而

仅有传世作品 《庐山高图 》 ？秋林话旧图》 《沧州趣图》
， 还著有 《石田求免，

乃贱耳。

”

集》 《客座新闻》 等。 沈家世代隐居吴门
，
居苏 ；

Ｗ湘城 ，
故里和墓在今相 什么是贵 ？ 什么是贱Ｍ十么是应该什么是不应该 ？自己会画

、
画得好可以去

城区阳澄湖镇 。 沈周的书画乃至文学皆有家学渊源 父亲、 伯父都以画
，
这是

“

义
”

，
如果拜访有地位的朋友免除这件事，

则是有伤自己的原则的。 可见沈

诗文书画闻名乡里。周虽然隐居， 却是把自 己作为
一

个
“

民
’ ’

对待的 ，
而不是自觉高于所有民众与官员之

沈周
一

生家居读书， 吟诗作画 ，
优游林泉 ，

追求精神上的 自 由 ， 蔑上
， 与贵游来往以维护自己的荣光 其荣光来 自于 自己的文化与修养。 文徵明称

视恶油的政治现实 ，

－

生未应科举，
始终从事书画创作 －这是与吴门沈周为

“

神仙 中人
’

，
当然有他的道理 。 这个

“

神仙中人
’

并没有完全断绝人间的烟

的其他几个名家不同的 。 唐寅是科举不成功
，
文徵明是经举荐做过官，九 而是

“

人间的神仙＇ 这应该是明代文人艺术家群体的
一

个特征 。 至于做得到做

仇英则是工匠身份， 由于画得好，
为收藏家项元汗所栽培成就一一其画 不到 ， 那是另夕卜回事情７。 唐寅的 《桃花庵诗》所描述的，

也正是追求这样
一

种生

面的审美感觉特殊但是却距离
“

文人画
”

的精神相对比较远了。 活状态。

有
一

件文献所录下的轶事
，
侧面反映了沈周的人品与思想 ： 有曹

太守其人 ，
新屋落成欲图其植庑 ，

搜罗画家 ，
沈周亦在其中， 隶往摄二、 沈周与

“

吴中诗派
”

之
，
沈周曰 ：

“

毋惊老母 ， 旦夕往画不敢后。

”

客人颇不平曰 ：

“

太守不
“

吴门诗派
”

（或言
“

吴中诗派
”

） 之说启自沈周 。 在 《石Ｅ９先生文集 ？ 卷九》 谓 ：

１７



＇；

＾
“

％ 丨

１ 诗派 自高太史季迪后 ， 学者不能造 ｉ ｌｌ ，
故多流 ｒ肤近

，

ｋ滓 ，
殊失

ｆ为诗之性情、 言句，
Ｗ之 浊能採太史之旨，

Ｉ ⑴欲追 ， ＆之，

＂倘也矣 。

”

这里

：
５＊

＂

！ｉ；
４Ｊ：

＇

丨

？

？

觀ｍ彭侧妒擴細較迫求近似＞处顿的是 ，
他側 Ｉｒ

以说
， 沈周不仅在绘画上有着承前启后的位置 ， 在诗歌上也是。

三 、 明代诗歌环境与
“

吴中诗派
”

的特点

＇

Ｖ針 ．规
？

种 ｉ ．觀格。

“

ｉＷ
’

丨

＋

：魏邹働购翰林院 ， 構为

．

．
＊

ｗ〇
＂

ｆｎｗ＼
：

＾ｆｏ＾（６ ｍｎｍ

＇

／

／Ｗ ＼泰和ｗ 、 杨荣 、
杨溥等

“

〉：
１

＜
／

＇

＞

杨
１ ：
奇坫华盖殿大

＇

ｖ： ｌ 杨４ 〇 ３

＿

ｉ

＾
－

．
’

，＾Ｔ
＾

，

？

ｌ１＋Ａ逑人 ） 是 Ｕ娜小、 ３士。 杨博 （ １ ３

－

２ １‘
，
石ｉ

■

人） 是官至武

． ＇
＊

．ｊ
０＾

ｊ
，

＇

＇＇

ｕ英殿大学士。可见
“

三杨
”

都是当时的台阁重臣 所以称他们的诗文
“

台

阁体
”

。

＾｜
ｉ

ｊ台阁体所追求是所谓
“

雍容典雅＇ 多粉饰太平、 歌功颂德的
“

应

制
”

和应酬之作， 内容大多比较贫乏脱离社会生活，
目标经常是

“

颂圣

￥
．

ｖ

；德 ， 歌太平
’ ’

。 这种文风由于 由统治者倡导，

－时雛流传成风。 实际

上非常模式化 ，
说到创新与生气，

那不是目标 。 后为起的茶陵派、

“

前七

ｒ１、
？子

， ，

等流派的冲郝渐渐退出了文坛。

１ ４Ｉ

＇

总之
，
既缺乏对社会生活以及自我内在情感的表达，

也缺乏艺术创

ｆ
ｑ＾＼造的热情。 遣其昌在 《重刻王文庄公集序》 中说 ：

“

自杨文贞而Ｋ 皆以

欧、 曾为范 。

”

也就是追慕台阁体的文人主要是宗宋的。 但是
，
宋人之诗

：
： 歌往往使情任性 、

清新自然， 而
“

台阁体
”

则多以程朱理学为精神，
也自

＼然就远硕宋人了。

“

台阁体
”

流行于永乐 （ １４０３
－

１４２４） 成化 （ １
４６５
－

１
４８７） 年间 ， 的确是

飞 个太平盛世。 这个盛世文学距舒
一

个盛世一弘治时期 （
１４８８
－

１５０５）

其实是很近的 。 换句话说 ，

“

台阁体
”

这种诗歌的呆板风格笼罩了整个

酬■期 。 后期＿台＿发顧后＿馆酞臣徐航王鏊的诗

备

歌 ，
也

接

渐

＝阁＝出历史的是
“

前七子
”

与
“

后七子
”

】

子
”

的时代已经是与
“

吴ｎ？ｉ派
”

剛寸了。

‘ ‘

前七子
”

是明弘治、 正德年间

（丨棚－

１５２ １ ） 的文学流派。

“

前七子
， ，

的说法首见于 《明史 ？李梦阳传》 。

；賊员包括李梦阳 、 何景明 、 徐祯卿 、 边贡、臟 王九思和王廷相七

人。 其中李梦阳是著名才子，
而王廷相是有创新的著名哲学家。



明人论诗， 多及
“

体统
”

（如前七子的李梦阳 ） 。 那么 ， 究竟什么是

？ ． ． ．

．

．
■

？

： 个： ． 体 对 ｒ
－

当时的审焚 ｉｆ
？

价找如何呢 ？

＇

ｍ 体统之ｍ

跳圆的 。

“

鮮細所谓ｗ成祕
‘

纖者也 这汽

．

妙瑪爾ｎ 丨 臀 接＿仰＿情〗展开。 ．麗 这
＂

体
’

的概念勾 １代批评
＇

社谈

工
办 、

论的形式论、職论等麟还是躯别的， ＋仅在指涉的細上要宽泛

％＼ｔ
，Ｐ得多

， 而 ＩＬ麟透现＊

■ 侧邃的历史雜即 ￣
？

历史经验臟的呼应 。

就以ｉ ｆ ｉｈ Ｙ
， 对

‘

体
’

的叙述 ，
也就自然会成为又卜种败统绪的追认 ，

士体式与统绪只是同
－

种叙述的两个不同侧丽已 ，
两者归并而形成为

－

＾＾３５＊
＃

＝權堂集》顿 ：獅圃流纖海 ，

－

时风

ｆｉ 骚
，
让以心席 。制观之

，
唐欤宋欤 ？ 众成糊

，
■：；知之 。 盖其家法，

丨

ａ
ｉｉ

：＿ ， Ｉ關養寄 ，
唯浣花耳。 是以兴观群怨 ，

君父动植
，
己发之而

． ．

．

、

’

以其语，
将不足以望前辈诸子 况其上者乎？

” ＇

祝侧这撕删沈周

［明 ］沈周 山溪客话图轴 ８２ ． ５ｃｍ 
ｘ ３２ｃｍ 纸本设色 无锡博物院藏的诗歌是以唐为其骨

，
其实是沈周早年写诗是学习正宗唐律。 （这里面

ｉ ８



有
一

个复杂的传承关系 ，
不赘叙 。 ） 那么沈周后来的诗歌 （中期以后） 学得怒气勃。 耸躯哆吻首闯地

，
嗔目耽耽两杯凸。 侵朝出门迹宛在

，
湿泥载途五爪没 。

习宋人 ，
比较喜欢苏轼等人诗歌 ，

总的说其诗歌风格是归于宋人的。 唐口中且言尚惊怕 ， 转首四顾疑冲突 。 呜呼猛兽猛不知 ， 平郊独行无乃忽。 人稠地局势

诗工于锤炼，
而宋诗特别是苏轼等人的诗歌是尚意而趋于浅白的， 有点无比 ，

众眼不甘留突兀 。 其中岂无冯妇者， 攘臂敢前何不蹶 。弯弧倘有裴将军 ， 老命

类似与白居易的追求 白居易的诗歌是与宋人相通的 。 也就是说
， 其须臾应弦殁 。 不如徙恶南山深 ，

安我民心汝安窟。

”

实沈周的诗歌审美追求是最后的落脚点是宋人 。 虽然其与
“

台阁体
”
一

样法宋人 但是结果去ｐ不
一

样 ！ 沈周的诗歌是清新又有唐诗风骨的。 这ｊ０

寅的渉 ， 他ｍ然 １ｍ台吼 〇撕 ］

＋

以 列入
“

ｆ刺沐
”

，
ｍ ｕ＾科 隱 册

与台獅的不同，
ｉｅｓ映了当时苏州诗歌的这

一

祿ｍｍ
？

．

ｆ？ 也 〉

ｉ

＇

ｌ Ｍ －

ｒ ｉｔ ］ ，Ｖ
Ｊ

ｉｒ
ｊ

ｉ

［

ｒ
： ！

ｉ

７
； ：Ｍ＇

－｜＾ｆ

ｆ ｔ ， ；Ｊ
＇

． ｉ ｎ ］ ｉＷ ｌ

＇

Ｕ ｒ

ｉｍ／； ．

 ｉ ｕ ｉ

Ｈ
ｉ ；

（

ｉ＾ ；
ｉ

；

ｒ〇 ．＾ｊｐ．Ｉ

Ｈ －

．＾
ｖ

．

． ｆｎ ｉ

ｉ

ｉ

－

Ｋｎ
－

Ｒ ！ ｔ
－

ｊ

ｒ
ｉ

ｉ

：

ｒ

ｕ

；

．ｈＨ ｉ ｉｉｒ ｎ ｍ ，

１

，

－

． ？ ｎ
；
ｃ ＾

＇

＾
今 ★

Ｌ
；

丨

（ ｉ ｗ至 ｓ站 」 十
： ⑴ … ^

ｉ ｒ ｉ Ｋ ｉｍ ＾ｕ ｉ Ｈ
，ｋ？ ） ，

 ：ｕ ＾ ｒ ［

＇

（ｍ

叫 ） …， 賴麵⑶“娜 ＾
＆％ＴＪ．

－馳 从雕羅 ｄ制Ｗ
， 削视 丨麵 卩

“

批 Ｆ
’

晒辟
＿４

心

也
一

＾ ｋｐ ｉ ｉ ，ｍ ＇

ｔ ｗｍｍｍｍ：＞Ｋ＾ ： ：

ｆｒ＾ ；ｍ〇ＩＳ ＇
： ．

^
《四 ｉ側５提耍 ．仙 丨 ｉ

．观舰 毋 ｉｗ ：

“

然周以両 名
．

代 ，
ｍ ｉ

；其變 丨

蒙 ．

所乱立 。 义晚年＿境弥高 ， 颓然天放 ，
力補 ｉ造

， 惟意所如 。
丨跡押洒淋 ？＾

^

ｉｔ－

．

＇

＾ Ｊｉ ，

 ｉ ：
，Ｋ Ｊ

ｉ ｆ
Ｋ ｉｄ： ，｜

＼Ｖｆ
＿

，
ＨＭ － ｉ ｉ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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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ｌ ｉ ｎ

＇ ＇

Ｊ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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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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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ｆ
ｉ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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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Ｊ ｉ ｉｒ ＾

ｉｉ
ｆ

＇

ｉ

＇ｌ １Ｕ 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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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Ｕ跑
ｉ ｔ ｒｉ

－

ｉｍｅｍｉ ｉ

Ｊ
ｉ
ｖ，＾ｎ ｉｒＭ ＇ ｉ

ｒ ｉ

－

： 赛 清釋■＾Ｖ） ．

、

．

．

？

 ［
取

衍 ｘｒ人约沿兑沈咖财歌 规范推敲ｉ

ｉｉ求 ｖ
＼

然 ． Ｕ Ｉ １ 俗１ｍｍ 外 别传 技 ！＾说扣 丨 ！新 ．０ ：Ｓｒ
：Ｖ

＼＼

＇

ｍ，Ｒ ｉ

ｆｕ
ｆ ｖ ｉ

－Ｙ Ｉ

＇

＾ｖ ：

ｎｗ

＇

Ｋ
３＼Ｕ

；１

（ ⑶的 ）

丨 丨

丨

： ？如此
，
这”１”种 丨

ｊ

．

足很咖 丨 ，

＼＼ｗｌ

：

ｖ

％
獅■：棘ＡＭ娜骑人麟Ｓ；测猶執其佩巾找

出 。 例如其．田妇》
：

“

湖田十年才
－

耕， 今年又与湖波平。 男儿筑岸妇

，

ｖ
；ｉ ＾

ｎ ＞

，ｖ
ｊ

－

ｖ
；ｍｏｎ＾ ｉ ：／ ＼Ｐ＾

４Ｊ

活耐 祕
’ ’

所 戀ｐ］

．

＇

＼ ｒ
；

深ｖ ｉｍＭｔ湖致的别 １

ｔｗ ｙ
！ ｉ ｍ？

；

ｉ

．

： ｒ

”

ｉ

’

ｍ＿腿ｉｄ補
ｉ

＾Ｍｈ
＾

．｜
Ｘ

．

Ｊ
Ｔ ；

ｍｍ ：
＇

ｉ

ＴＭ ｍ ｉ

ｍ
ｉ． ； ＾ ； ＾ ， １

）
０ １

＾

１ ｕ － ｉｗ
ｆ

／

ｆ
ｌ１ａＴ

，

＇ ＇

 ． ．｜｜

Ｗ
／

＂

ＩＩ^

ｉ

－

］

； ^ ，＞ ；

＇

． ）

！ ；

＇ ，

＂
ｊ Ｉ ｖ ！

：
］

＇

ｊ
； ！ ；

ｉ

：

＇

－

Ｖ，ｉ

：

－ ｃ

＇

．

［

Ｖ
｜｜

ｆ

［

－

ｉＨ：

Ｊ

＇

ｔ？Ｉ 勸Ｉｔ！

｜

＇

Ａ

；

ｊ
Ｈ ｉ

－
Ｖ ｎ Ｖ＾ ｉ

ｌ

ｎ
ｊ

． Ｍ
，
＜

｝ ０

－

 ｉ＾ ｉ Ｉ

＂
； Ｉ

－

： ｉ

－

ｆ ＼
－

ＭｌｋＭＭ：
＇

ｉｆｅｌＬ
＆山ｍ：

．

卩
＇舰＾赖 （ ｔｕ

’

；

、 ｉ

丨獅■砂 ： 丨＿
１
綱 ：

。

：

：

：

．魏ｉ
．

＿
ｔｅ

！

， Ｈ ． ｍ ＼ ＼

＾
， ．ｉ

：

／Ｗ－

Ｊ］ｍｍｍｉｆ

中的情感充沛 、 深沉 ． 似也有杜甫诗歌的风采。 再如沈周的 《虎来》诗．

是
一

篇记事的诗歌。 描写细致 ，
生活感觉真切

，
有白居易诗歌的色彩 ：

＞
“

成化 Ｉ

？ ？

軌月
，
贿鮮樣惚？獅／￡ １奶水乡 ，砂纖 １淋

ｌ

） ｌ

ｌ

； １
；

： ＾ ： ；ｊ ．

＇

Ｖ
^

相越 。 昨闻邻子说果见 ， 夜闻嗷哮竦毛发 。 起从壁孔稍窥觇 ， 恰有微月

映屋缺。 翻乌骇雀不安树， 偃草落叶悲风发。 阔行卓尾 自破来 ，
意搏不 ［明 ］唐寅 牡丹仕女图轴 １

２５ ． ９ｃｍ ｘ
５ ７ ． ８ｃｍ 纸本设色 上海博物馆藏

１

９



象 ，
即受人文精神熏陶的市民阶层也热衷参与文化活动， 由于城市市民

ｋ （
ｋｍ ＜ｔｆｆｌ ｎ Ｊ

ｌ ＾ ｆ
ｉ：

ｒ Ｈ ｉ
ｉ ＾ 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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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ｎ ｖ ， ，ｖ ＾＾ ；

＾ｉ ｖ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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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ｉ

－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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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ｉ

－ ＇

ｉ

时 刺 丨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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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

＂

ｉｗｌ 广 出巾 ）义观 １

； １站 、 〉沿 人 ｋ 、 的 ｚ

Ｉ

＇

ｉｌ

ｉ Ｌｉ＾ ｌ Ｂ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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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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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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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ｋ ＼ ＼

［ｍ．Ｍ；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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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ｔｔ化环垃 ｆ ｉ ｔｆ

ｉ Ｉ Ｃ ｆ然
１

Ｊ Ｚ料〔的 １

、

Ｖｋ认状态 １诎求 ｆ １

） ； １ １ １ １＾ ／／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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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ｆ ｆ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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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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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願 、 輯与
“

吴中诗派
”

沈 Ｉ邶妫ｍ
ｉ似 Ｉ 么状况 ｉ

ｆ⑴ 他芯沭 Ｉｕ 他＆ 人 ， 文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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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輪 题画诗、 文人 １

１

１幅仲艺 水形式体现 ｎ朵 ｌ

ｕ ｎ
丨

圃沈周 两江名胜图册 （ 之五？ ｃｍ 绢本设色 上海博物馆藏
“

三绝
”

的完美结合，
是这时期各领域贯通的最好证明 ） 从题材和风格

上都体现出 自然 、
雅致的特 晚明

“

性灵派
’ ’

学说和小品文在精神旨

归上与此便
一脉相承

；
文人生活、 创作的群体性和自觉的审美追求 ， 使

得并无明确边界和理论学说的吴中文人圈极大地推动了整个地区的文

？尤周诗歌作品当然有
一

些清新自然可拟唐宋诸位大家的诗歌传世 。 例如 《题

圃 》
， 沾新峨 写景如画 ：

“

碧水丹山映杖藜 ，
夕阳犹在小桥西。 微吟不道惊溪鸟 ，

匕作为
‘ ‘

吴中诗派
”

的开创者沈周 ， 曾经盛赞唐寅诗歌 ， 唐寅也是吴
入乱五深处啼。

”

中诗派的
一

员 。 唐寅的诗歌追求的是什么境界 ？ 这当然与其审美思想很

四 、 世俗化与清新自然
有关系。 唐的诗歌多数为晚年后所作 。

《山樵暇语》谓 ：

‘ ‘

唐子畏寅诗
，

早年甚精严，
晚岁平易疏畅

，
盖学元、 白而具体者。

”

《明诗评》等论之

狀认滅周诗歌有明显的世俗化倾向
，
其实很有道理 。 例如１付文龙先生认 曰

：

“

诗少法初唐，
如鄂杜春游

，
金钱铺埒

；
公子调马 ， 胡儿射雕 。 暮年

为 ：

“

士商阶层相互认同与吴派艺术的 ｜

｜樹化 明朝屮期 ， 随着以苏 伪中心的ａ鹵地
脱略傲睨， 务谐俚俗。

， ，

可见唐寅的诗歌追求的是平白流畅的风格 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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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与唐寅的生活环境分研的。 但是， 在唐寅的诗歌审美中有
一

种
半 ．他 Ｉ绐齐文化重镇，

具 ｒ
ｊ麵 剡獅勺规模日益壮以

超然世外的顺 通俗之中又有
一

种超脱 ， 这是很别致之处
，
也是他

的新兴阶层需要大Ｍ文化产品細足具精神生活
，
并且他们的精神文化追求也显著

作为
－

个文人画家的内在素质所决定的。 至于这种审美追求与其书法
＿。 Ｓ ｊ

ｌｔＭ ｉ ｉｉｔ １４ ’１Ａ＋

与绘画有没有关系 ， 当然值得说明。 另外， 唐寅的诗歌审美
，
当然会受大

１０



环境的影响 ， 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从沈周、环境之下， 也可以说正宗禅宗与正宗儒学的变化环

唐寅以及其他接近的诗人的诗歌看， 明代存在
一

个４Ｍ
＾智境之下 董其昌的

“

南北宗论
”

的绘画理论的
一峰

“

吴中派
”

的诗歌流派 ， 在整个时代的
“

台阁体
”

＾＾，Ｉ
、Ｖ突起的因缘。 同时，

董其昌的
“

南北宗论
”

还应与

笼罩气氛之下，
吴中派的逆反与新颖别致就显得Ｉｒ

ｊ
ｔ？

＆
￥书法批评史上类似的书法理论有关系

》
〕

。

尤为可贵。彳
ｉｆ４

＃立体地研究吴门画派
，
即当关注其政治、 经

］ 一 、 ”＾
４

－ｉｙ＾
＾＾济 、 哲学思想、 书法理论以及文论。 然而这些非绘

六 、

“

吴门＿
”

其复杂性ｆ．

上

‘

爲 潘 ｆ 被画本身的研究 ， 实际上也要很仔细、 深入并整体化

沈周 、 唐寅、 文徵明三位吴门 的画家 ， 都是ｉ
ｉ

丨專 支 （这需要比较专业的史学视角）
，
这样才能从当时

“

很正宗
”

的文人 诗文书画皆其所长。 这也给觸 姑 ｜４在 多的实际出发
，
清晰地阐述中国美术史乃至世界美

“

吴门画派
”

定了
一

个调子。 虽然唐寅的绘画在？术史上的
一

个重要现象
“

吴门画派
”

。

技法上的探求使得风格上看起来特别接近专业

画家的画法，
但是骨子里的文人超逸气息是无法^

抹除的。▲麥
“

吴门诗派
”

与
“

吴门画派
”

关系的研究将会

至于仇英 ，
似乎应该作为

一

个特例进行研阐明这个著名画派的重要特征。 如文人化 、 通俗

究 。 用地域划分诗派的做法似乎已经俗成 ，
但用化、 自然的审美追求、 画派的复杂性等看似矛盾的

于画派
， 作为

一

种习惯的延续，
也可以再进行研究＾艺术现象。 以上诸问题的研究， 不仅有助于阐释

的 。 有人提出
“

吴门画派
”

的后期与专业的院体画明代吴门画派的复杂现象 ，
包括吴门画派内部风

家的调和——例证就是唐寅和仇英 ， 这
一

点似乎格不统
一

的现象 ， 有关吴门画派重要画家的画风

值得商榷 。 虽然从表面上看是这样 ，
但是唐寅生的形成和本人的追求 ， 在这些研究之中也可以得

活的年代与文徵明同时代 ， 同时出生而唐寅世寿到说明。 由于篇幅问题 ， 本文的相关阐述与分析，

较短， 似乎不好说唐寅是吴门画派的后期 。 问题在）ｎｌ

＾

尚显得简单。

于， 吴门画派的统
一

如果用画风的角度 ， 就会遇上关键在于， 这些阐明都与沈周有直接关

唐寅、 仇英的专业画家特征较强的问题 （还有传承系
——

他既是
“

吴门画派
”

的开创者
，

也是
“

吴门

问题）
；
如果用文人的超逸精神内涵来统

一

，
就会诗派

”

的开创者。

遇上仇英的非文人特征。 在这个问题上 我請能Ｈ有关沈周的审美追求在其诗歌 （吴中诗派的

要更深入地进行画家心理 、 交游、 本身文化结构以开创者） 之中究竟有何表现，
其意义如何等等问

及传承方面的研究 ，
才会很好地解决了。吴门画派—＾ ？

题
，
不能再做深入剖析 ，

这些审美追求与明代大

是不是
一

定要有
一

种统
一

的审美取向 ？不
一

定。 有ｊ的审美追求是什么关系 ， 其状态、 位置以及对于

的画派是以风格论的
，
有的画派则有其他的构成

贾命
‘ ‘

吴门画派
， ’

的具体影响等， 限于篇幅 ， 留待以后

要素。 这
一

点 ， 中外的美术现象中都有的 。^

那么稍微提炼地看， 我们就会关注到禅宗思 （作者单位 ： 苏州大学艺术学 院）

［明 ］唐寅 梅花图轴

想、 诗歌的审美在
‘

吴门画派
”

中的痕迹。 当然，
如５９ ． ９ｃｍ ｘ ３ ６ ．１ｃｍ 纸本墨笔 故宫博物院藏责任编辑 ： 欧阳 逸川

果细究我们还会注意到文论以及书法理论等等，注释 ：

０３＋哲响 函注仙 口袖＂

；公了
一

也是相对的 。 中国历史上也应该有相似的情
限于篇幅 ， 留待他日细论 ／〇

 ． 、 八
、－

Ｈ… 
－

， ， ，
，

． ．⑴ 《迪 功集 ． 迪功集原序》
，

《四库文渊阁版》
。

在研究
“

吴 门画派
”

时
， 我们不仅要关注况。 这个 丨

口
Ｊ
题在唐寅研究以及 吳 门＿派 的研⑴本段落 来源黄 卓越论文 《明 中期吴 中派的诗文体统观》。

‘ ‘

呈门往郝
”

拔龙社龙法＃舴的
“

县门龙究中应当得到重视与阐述 。 〔 ３ 〕 （明 ） 祝允明 《怀星堂 集 》 卷二十四 ， 卷四 《梦唐寅
人 １ “ ．

）

．

／爪
，
还应该夫仕 朽 ／２、

；＞１ 狗４丨

］ 人： ｜ ］｜徐祯卿 》
， 卷十二 《答张天赋秀才 书》

，

《四库文渊 阁版》。

派
”

。

‘ ‘

吴门书派
”

应该是
一

个后来形成的称呼， ， 〔
４

〕 以上
一

段来 自于徐慧 、 石芳 《沈周研究述评 》 的材

也姬 广
． 、

女 曰 工讲 占
、

五 出吐 丨

丨３五 口
， ，

孤 乂七 、 复水的 申大坏Ｉ兒料并改编。 这个
“

思潮
”

其实就是
“

吴门画派
”

的
来源应该是王世贞语 天下＋法归吾天 。 那么立体表象。

如果总体地分析这个
“

吴门
”

的称呼 ，
就会发现

明代的审美环境是比较复杂的 。 李赞、 徐渭
〔
５

〕 天启、 崇袖间华亭 （今上海松江 ） 人范濂在 《云间

曰 右阳 胞的袖Ｍ护打的 涨且 ＊匕ｍ ｉ 而哉甘夂（徐渭特别崇敬唐寅 ） 、 汤显祖等人的童心 、 至据 目 钞 》 中有
一

段对于松江的诗书画评价 ， 涉 及到

是有很强的地域特征的 ， 就是ｆｅ办州 。 而就其各、
丄苏州书 画 ：

＂

学诗学画学书 ， 三者称苏州 为盛 。 近

类艺术的风格追求来看，

“

吴门诗派
”

相对比较
情

：

本舰，
其实也是代表有明

一代的批判性思想会

松

ＳｗＳＩ

结 题就

Ｕ
统
一

？

‘ ‘

吴门画派
”

相对不太统
一

；

“

吴门书派
” 以及审美的最局纖

；

然而 ，
从哲学以及心埋学的书Ｓ ， 乃是

－

＾作用 ， ‘者纵Ａ入室 ， 不美为ｉ
’

隹度看 ｉ文个成就ｉ不县有着彳艮±的局限的 ｉ文种局第需涵养造诣 ， 各臻其极 ，
方入品藻

……

”

这
一

段

则显得最不统
一

。 这不由使人重新审视
“

吴门画
＠

Ｉ评论
， 来 自于华亭布衣 ， 期代与董其 昌仿佛 。 看

、麻
， ，

而
ｒ
虫 ｒａ 攸丁姑一的 輒 甘寸不 ，

、八左令而限可以说是
一

种文化的时代状态，
也可以看做

一

种得出 ， 范濂对于苏州书画不乏赞赏之情 ， 而对于华
派 圃豕风格不统 的冋题 。 其头无论东細

八叫 ＂ｍ
、

＞偷士 田絲 、“、 太 廿？齡
亭本地绘画诗歌概 ， 就不是太恭维 。 范濂

一

介布

方， 称为画派者有风格统
一

的也有不统
一

的 。 西
丨 忖儿。 这 沖 小 美心、想的状心…头 丨 丨亿

苦
说

－

〔
彳

１舍
很
冗普

方，
比如超现实主义画派 、

原始主义画派等 ，
风不 ｕ

’ｔＶｋ

华亭人 的董其昌论画参 照 。 范濂 的另外
一

个 见地是 ，

格就是很不统
一

的
；

而巴比松画派、麵主义画至于明末袁宗纖Ａ的性灵说 ， 其

５
承本人 Ｉ

派 、涵印象主义？派等又是比较统
－

的
色等侧舒清代袁枚性灵论。細末的性灵化 ，

ＳＳ５Ｓ１ｌｖ
－ ｎＳＩＳ

ｇ

ＳＳ ｉ！ｌ ２－

但是如果娜疏＿这财麵＿雛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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