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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苏州是当时全国最繁华的都市，不仅工商

业发达，文艺方面也占据全国的半壁江山，人才荟萃。

在这方宝地上崛起的“吴门书派”人才辈出，影响甚

广，先后出现了吴宽、李应祯、沈周、祝允明、文徽明、

唐寅、王宠等书画大家。该书法家群体在书法演进史

上扮演着特殊角色，具有重要作用。

一、吴门书派是明代中期书法阵地由宫廷转移到

民间的中坚力量

邱振中在《书法与中国社会》一书中说到，“中国

艺术基本是政治的附庸，大都不具有自己独立的政治

倾向与政治观念。书画艺术尤为突出。书法艺术历

来就是权力与政治地位的象征，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

当代，似乎都未能摆脱政治权力的桎梏，有地位的书

法家似乎历来都是离政治权力最近的人。在整个封

建社会，书法基本上就是文人的余事，其实用性与艺

术性的融合在文人的日常政治生活当中表现得淋漓

尽致。”［1］（P39）历朝历代，地位显赫的书法家几乎

都是朝廷的忠臣，这些书法家的活动范围几乎都处于

权力的中心，因而，书法的主要阵地一直在宫廷。至

明代中期，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使文

化发展也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这种情况在苏州表

现尤甚。唐寅在《姑苏杂咏》中描写到“万方珍货街充

集，四牡皇华日会同”及“市河到处堪摇橹，街巷通宵

不绝人；四百万粮充岁办，供输何处似吴民”［2］（P28），

此番景象证实了当时苏州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文化水

平有了较大提高，有钱的人热衷于书画收藏。在此之

前，书画收藏基本都是皇宫贵族等上层阶级的雅玩，

而随着市井书画家的崛起，民间多数人，特别是富庶

的商贾们，为了彰显个人的身价和品位，需要大批的

书画来装饰自己的私家园林。如闻名遐迩的苏州名

园拙政园内就有三十一处文徵明的诗并书的作品。

民间对书画的需求前所未有地增加，于是催生了大批

书画家的产生。这些书画家所处的苏州远离政治中

心北京，受到的政治干预较少，他们可以不问朝政，

沉潜于书画艺术之中。这些书画家相互交游切磋，

相聚时吟来赋去，告别时书画相赠。这种雅聚为吴门

书派营造了浓厚而融洽的文化艺术氛围，有利于这个

书家群体品位和艺术水平的提高。至沈周、文徵明一

出，名动天下，簇拥者甚多。吴门书派毫无疑问成为

书法由宫廷向民间转移的中流砥柱。

二、吴门书派的书家身兼文人与职业书家的双重

身份

明朝统治者为巩固政权，在思想文化上实行了一

系列抑制措施，推行的文字狱便是其中之一。专制统

治日趋残酷野蛮，朝廷内忧外患。许多原本有济世安

邦、报国之志的文人选择归隐，转而陶醉于书画诗文

之中。如沈周因承家训不仕、祝允明等科举考试失

败、文徵明五十四岁才被授翰林待诏但不堪政治险恶

而三次乞归，加之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文人

书家纷纷转而加入经济大潮，他们不再有“谈钱色变”

的清高，不少人直接列出润格，鬻书卖画，成为职业

书画家，所以，这些书画家大都衣食无忧，这在吴门

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据史书记载，吴门四家之首沈周

曾遇“贩夫牧竖”来索，也“不见难色”，刘邦彦戏曰：

“送纸敲门索画频，僧楼无处避红尘。东旧要了南债，

须化金仙百亿身。［3］（P263）”像唐寅这样一位出身于

商贾之家的风流才子，也是“闲来写幅丹青卖”。而

文徵明到了晚年归隐故里时，其主要经济来源就是其

书画、文章的润笔，在他的书简中有其润格的记载，

“扇骨八把，每把装面银三分，共该二钱四分。又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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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将从四方面论述吴门书派在书法史演进中的特殊性，全面展现吴门书派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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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十个，烦装骨，该银四分，共奉银三钱，烦就与干当

干当。征明奉白子郎足下。”［4］（P52）文徵明晚年的

精品力作《北山移文》，卷后项元汴跋曰：“吴门文衡

山行书孔德璋《北山移文》，墨林项元汴真赏，嘉靖卅

八年春日装袭于天籁阁；求书润笔礼金廿金，纹绫一

端。释。［5］（P323）”从跋文可以看出，项氏对文太史

的书作爱不释手，以润笔费 20 金，纹绫一端获得文太

史的书作。由此可知当时书画市场价格，画家通过书

画交易获得酬劳的现象十分普遍，且为人们所接受。

吴门书家身兼文人和职业书家的双重身份，书家们以

书画为谋生手段，获得了相对的自由。当时声名显赫

的文徵明的画就有“生平三不答应，宗藩、中贵、外国

也”一说。

三、吴门书派以其私人收藏带动书法传播的发展

受书画家职业化、世俗化的影响，书画收藏范围

也由宫廷逐渐扩散到民间。书画传播达到前所未有

的繁荣，其传播者由统治阶层转变为私人收藏家。由

于明代的内府收藏，管理不是很严格，流失现象很严

重，加之明朝中后期，国库亏空，统治者时常以书画

藏品充当俸禄发放给官员，有些官员并不懂书画，便

转手贩卖给私人收藏家。私家收藏在当时快速发展，

且收藏者本身就是学者和书画家，如沈周、文徵明父

子、祝允明、唐寅、徐有贞等人，多出自苏州一带，

且互相间关系密切，有的是师徒关系，有的是眷属关

系，有的是联姻关系，构成了明代最大的地域性收藏

家群体。类似文徵明的文氏家族这样的收藏世家在

苏南、浙江等地数量较多，汇聚成独特的人文景观。

他们具有很高的人文素养和艺术水准，收藏之余大胆

创新，不固守前人翻刻《淳化阁帖》的陈规，而在此基

础上，大胆将本朝和个人的书风汇入刻帖中，有的甚

至专门汇刻某位名家的作品，相当于我们现代专门为

书家出版个人作品集，这些刻帖推动了当时的书画传

播。此时的书画家都热衷于收藏，如沈周收藏有钟繇

《荐季直表》、黄山谷《经伏波神祠卷》、林逋《手札

二帖》等；史鉴收藏有褚遂良《文皇哀册》、欧阳询《梦

奠帖》、颜真卿《刘中使帖》等；陆完收藏有褚遂良《倪

宽赞》、怀素《自叙帖》、蔡襄《致通理当世屯田尺牍》

等；文徵明收藏有孙过庭《书谱》和苏轼《前赤壁赋》

等［6］（P229）；这些书画家们因评鉴藏品常常雅聚，品

题吟咏。文徵明的《沈先生行状》就记录了这样的场

景，“先生去所居里余为别业，日有竹居，耕读其间，

佳时胜日，必具酒肴，合近局，从容谈笑，出所蓄古图

书器物，相与抚玩品题以为乐。［7］（P213）”基于丰富

的私人收藏，对历代书法的鉴赏知识和鉴赏风气，同

时也基于一般人学习观摩的需要，文徵明与文嘉父子

以二十四年的时间，系统选择了晋唐宋元及当代名家

名作，摹刻成十二卷本的《停云馆帖》，此举为书法传

播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吴门书派顺应当时代的需要，以自身实践促

进书法形式发展

明中叶以后，素有“江南园林甲天下”之说。上

到王孙权贵、官僚大臣，下至地方名流、商贾富豪、

文人居士，皆热衷于园林的构筑艺术。苏州园林外观

低调朴素，但园内布置考究，随处可见匠心独运的设

计，营造出一种雅致恬淡的氛围。园内到处都装点着

字画，且一年四季频繁更换。为了满足悬挂观赏的需

要，书法的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长卷发展为高头长

卷，团扇之外又增折扇。明永乐时期，从朝鲜输入大

量的折扇，逐渐代替了宫中团扇，并快速在朝野兴盛。

成化年间，吴门书画家常用折扇写字作画应酬赠友，

在他们的带动下，使用折扇作画写字的风气流传开

来。传统的条幅和中堂样式被长至丈二巨幅所代替。

据记载，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祝允明《草书七律诗》《草

书杜诗》、陈道复《草书王维诗》，藏于常州博物馆的

文徵明《行书七言诗》长都在三四米之间，宽在一米

以上。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祝允明《草书七律诗》纵

363.5厘米、横111.2厘米；《草书杜诗》纵363.9厘米、

横 111.1 厘米；陈淳《草书王维诗》纵 351.1 厘米、横

98.5 厘米；藏于常州博物馆的文征明《行书七言诗》

纵 348 厘米、横 91 厘米［8］（P213）。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吴门书派在明中期书法

史演进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更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

们能顺应时代需求，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发挥其特殊

性，在推动书法史演进的同时形成独特的流派。如

今，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交通的便利和资讯的发达

使书风地域的差异逐渐缩小，书画家们在不知不觉中

跟随他人的审美视角，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特点，阻碍

了书法艺术多样性的发展。而分析吴门书派在书法

史演进中的特殊性，可以为我们当下的书法发展提供

良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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