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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名画

古代名家漳州

在画坛，画家携手创作的形
式较多，如有的一画家作画，另一
画家在此画上题诗；有的两位或
两位以上画家在画面上合画一幅
画。合画的画作题材广泛，包括
花鸟、虫鱼、禽兽、山水等。这些
携手创作的画家，他们之间有的
为兄弟关系，有的为祖孙关系，
有的为好友关系，有的为共同爱
好者。画家携手所创作的名作，
或诗画交映，相得益彰；或珠联
璧合，交相辉映，成为画坛的奇
葩，被传为佳话。

明代书画家沈周，与文徵明、
唐寅、仇英并称“明四家”，为吴门
画派的创始人，他不仅绘画技法
全面，功力浑厚，且在书法方面书
风“遒劲奇崛”，造诣深厚。张宏为
明代绘画大师，是明末吴门画坛
中的中坚人物。本文所附的《沈周
书端阳词·张宏补蜀葵图》，现为
无锡博物院收藏。此图先由沈周
书《端阳词》，再由张宏补蜀葵等
花草而成。从画面来看，画面上方
为沈周行书《鹧鸪天·端阳词》，字
体遒劲奇崛，生动流畅。下面为张
宏的配图，但见一斜坡上乱石旁，
蜀葵身材高挑，花放锦绣；菖蒲叶
如剑状，生机盎然。张宏以没骨法
写花、叶，用焦墨勾叶脉，通过浓
淡干湿表现花卉的阴阳向背。纵
观整个画面，沈周的书法与张宏
的绘画相互映衬，书风与画格相
融合，使两者合创之作更具诗情
画意。

清代画家恽寿平，与王时敏、
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合称“四
王吴恽”，亦称“清初六家”，所画
花鸟禽鱼，主要以色直接点染，追
求天机物趣，其画法对后世花鸟
画的影响极大。清代画家唐炗，与
王翚、恽寿平等友善，以笔墨灵
秀，工于渲染为人称道。恽寿平、
唐炗合绘的《红莲图》轴，是他们
两人联手为祝友人王翚 40 寿所
作。从《红莲图》轴画面看，恽寿平
笔下的荇藻，以花青色为主调，笔
法轻快疏秀，充分体现了以没骨
法点染物象的独特魅力。而唐炗
所绘的荷花仰俯有致，展现了迎
风摇曳的娇媚之姿，尤其是那淡
雅明丽的设色，显现出荷花“出淤
泥而不染”的神韵。《红莲图》轴虽
为两位画家合绘，但给人以该画
如出一人之手的感觉，堪称珠联
玉映，妙趣自然。

清代画家石涛，擅画山水、兰
竹、花果，兼工人物，笔意恣纵，自
成一家；而王原祁，也为清代画
家，工于山水，喜用干笔焦墨，层
层皴擦，其用笔沉着，自称笔端
有“金刚杵”。有趣的是，石涛与
王原祁曾合画一幅《兰竹图》，先
由石涛画兰竹，再由王原祁补画
石头。画面右侧题款“麓台补坡
石”中的“麓台”，即是王原祁的
号。从画面看，石涛所画的竹，竹
竿瘦直，竹节凸出，叶片疏密有
致，且通过墨色浓淡，来突出竹
叶远近处色泽深浅，更使竹子风
姿绰约；所画的兰花，叶片翻转
舒展，花形饱满，姿态优美。这恰
恰折射出石涛笔下的兰、竹，大
多枝叶披离繁密，极尽淋漓挥洒
之致的特点。而王原祁所绘的石
头，皴擦相宜，点染细腻，体现了
他绘画善于运用皴擦特点。虽然
两人风格不同，但是组合起来，
相得益彰，富有神韵。纵观整幅
画面，石涛所画的兰竹与王原祁
所画的石头搭配自然，融于一体，
可谓两位大家合画如出一人之
手，天然成趣。

著名画家张大千及其二哥张
善孖都是画虎大家，兄弟俩为使
所画的“虎”形神兼备，曾亲自养
虎，观摩老虎的一举一动，流露了
对画虎艺术的孜孜以求。有趣的
是，一年端午节，张大千多喝了几
杯酒，一时只感到似醉非醉。于
是，借着酒劲，一气呵成，画了一
幅六尺中堂的《虎啸图》，从画面
看，笔墨酣畅，虎虎生威，狂野豪
放，形神兼备。此时，在旁的张善
孖见之大喜，并即刻在此《虎啸
图》上补景题诗，对其弟张大千的
这幅画大加赞赏。于是，由张大千
亲自绘画，张善孖补景题诗的《虎
啸图》，成了张氏兄弟合作画虎的
旷世名作。尔后，求张大千画虎者
络绎不绝，其中有财大气粗的求
画者曲意奉承张大千，称张大千
的虎画已远远超过了其二哥张善
孖，并以十倍于张善孖的润笔求
购“虎画”。而一直对二哥张善孖
极其尊重的张大千闻此，不禁怒
不可遏，并发誓再不画虎，并在门
上贴出“大千愿受贫和苦，黄金千
两不画虎”的条幅，以示告之。张
大千此举，旨在让二哥张善孖仍
在虎画上独享其誉，体现了他对
兄长的敬重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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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拂面，万物复苏，正是赏
花的好时节。在这繁花似锦的春天
里，杏花以其独特的韵味和美丽，
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的目光。而
宋代赵昌的《杏花图》，更是这样
一幅令人心动的画作，它以一枝
杏花为题材，不仅展现了杏花的
美丽，更蕴含了深厚的文化意蕴
和生命哲理。

赵昌的《杏花图》是一幅极具
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的北宋画作，
绢本设色，纵 25.2厘米，横 27.3厘
米，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此
画以极写实的手法，将杏花的娇俏
姿态刻画得栩栩如生。画面中的杏
花繁花盛开，粉白含俏，堆霜集雪，
尽显其晶莹剔透、冰姿雪清之雅
韵。画家在勾线时极为精细，以淡
墨细勾花形，极尽正反俯仰透视转
折之妙。花瓣主要以白粉染成，只
在花苞部分加染胭脂，花萼则以胭
脂点染，色泽浓郁，两相衬托，更添
一份妩媚。作品设色明润匀薄，特
工敷彩，色若堆起。这种设色方法
使得画面视觉效果得“花则含烟带
雨、笑脸迎风”的诗意，给人以美的
享受。

《杏花图》采用了宋代画家所
流行的折枝画法，仅画杏花一枝，
却繁花盛开，春意盎然。这种构图
方式使得画面更加集中和突出，主
题鲜明。画面中的老干皴擦明显带

有写意的韵味，而嫩枝则略近没骨
笔法。多种风格迥异的笔法表现在
同一幅画中，展现了画家深厚的艺
术功底和独特的创作风格。

画面中的杏花，宛如仙子般娇

俏动人，花瓣轻盈而透亮，仿佛还
带着清晨的露珠。每一朵花都开得
那么饱满，那么热烈，仿佛在向世
人展示着它们的生命力和美丽。而
画家在描绘这些杏花时，运用了极

其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色彩，使得
画面充满了层次感和立体感。

杏花在中国文化中一直被视
为纯洁、美丽和坚韧的象征。而赵
昌的《杏花图》则更是将这种象征
意义发挥到了极致。通过一枝独秀
的杏花，画家不仅展现了春天的美
丽和生机，更表达了对于生命的热
爱和敬畏。这幅画作不仅是一幅美
丽的风景画，更是一幅具有深刻内
涵和哲理的艺术作品。

杏花作为春天的使者，不仅带
来了生机和活力，更蕴含着生命的
哲理。在《杏花图》中，画家通过一
枝杏花的描绘，展现了生命的顽强
和坚韧，以及面对困境时的从容和
淡定。杏花虽小，却能在春风中傲
然绽放，用自己的美丽和芬芳，为
这个世界增添一份色彩和温暖。这
正是杏花之魂，也是生命之魂。

赵昌的《杏花图》不仅是一幅
珍贵的文物和艺术品，更是一部能
够启迪人们心灵、引发人们思考的
艺术佳作。它以其独特的韵味和深
刻的内涵，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经
典之作。而我们也应该从中汲取灵
感和力量，去欣赏和创造更加美好
的艺术和生活。

杏花如雪，轻舞飞扬；春意盎
然，生机勃发。在这美好的季节里，
让我们一同走进赵昌的《杏花图》，
去感知那一枝杏花的魅力之魂吧。

春赏一缕杏花魂春赏一缕杏花魂春赏一缕杏花魂
——赏看宋代赵昌的画作《杏花图》

☉魏益君 文/图

康瑞，字喜子。清康熙至乾隆
年间著名画家，诏安铜陵（今属东
山县）人。他是最早载入《福建通
志》和《漳州府志》的诏籍画家。

《福建通志·艺术传》（第九十三
册）评论漳州画家时，称徐子胥的
花鸟和“高棫山水，严仙藜、康喜
子花卉，翁公衡人物，皆有名于
时”。《漳州府志·纪遗》说：“康喜
子画百卉、泼墨淋漓。”《诏安县
志》述云：“善画法佛像，兼山水人
物，一抹立就，萧疏苍老，不假修
饰，深得云林之趣。至今得其尺幅
者，珍若拱璧焉。”《中国美术家人
名辞典》称其：“工画百卉，善作白
菜，泼墨淋漓。”

康瑞崇尚水墨写意画风，他
的作品明显受晚明山阴（今浙江
绍兴）人徐渭水墨写意画风的影
响，文人画意味十分浓郁。究其
原因，是“嘉靖三十五年（1556
年）浙江画家徐渭来到福建，对
福建画坛留下巨大影响。此后，
放纵淋漓的写意山水，花鸟又发
展起来，许多画家能工能写，风
格也多样化了。”（王铁藩《闽画
源流及其影响》）康瑞作画时，简
笔而率性，形象简练而生动，不
拘一格地肆意挥洒，同时，其墨
色尤富滋润和淋漓尽致之感。细
察所用墨色，有明显的渗胶画法
痕迹。这种画风与徐渭野逸狂放
和墨色渗胶的风格颇为吻合。雄
奇宏肆与泼墨淋漓成为康瑞绘

画艺术风格的个性特征。如他的
传世佳作《墨牡丹》轴，纸本，纵
114厘米，横 48厘米。该作以浓墨
阔笔写石，淡墨作花与叶，再以浓
墨勾叶脉，不拘绳墨，随意点染，
浓淡相衬，用笔一抹立就，迅疾率
意、跌宕起伏、奔放豪迈。

《芙蓉双鹅》（漳州市博物馆
藏），轴、纸本设色，纵164厘米，横
68厘米。该图绘有芙蓉、双鹅、芦
叶等。画面上方芙蓉及芦叶兴致
抒发，笔姿放纵，特具格局。芙蓉
丛间下方写有双鹅，一俯一立，俯
者为白鹅，立者为灰鹅，互为顾
盼，逼真传神（该图见刊《福建历
代名人书画选集》）。

同时，康瑞善画法佛像，兼山
水人物。传世山水作品有《溪山隐
居》纸本条屏（民间收藏）。传世人
物作品有《达摩图》与《铁拐李》，
纸本均为册页（福州市博物馆
藏）。《达摩图》以浓墨数笔写就，
神态生动，人物整体简练，轮廓
线条刚劲有力，充满跃动感。落
款“铜陵康喜子”。《铁拐李》构图
新奇，人物倚靠葫芦，葫芦嘴上
方冒出一缕香烟，迂曲缭绕而
上，香烟线条一笔挥就，深得奇
趣，显示了画家精湛和深厚的艺
术功力。落款“康瑞作”。此两帧
小品，以草书之法，以意运笔，用
笔奔放、简练，干笔、湿笔、破笔
兼用，一气呵成，恣情汪洋，笔简
神完。

康瑞的写意画不守一家，不
拘一格，自成一家。他的画风实开
清初诏安画坛先河，被称为“诏安
画派的奠基者”。同时，对福建画
坛起过一定的影响，与徐子胥、翁
公衡等齐名。他的《水墨菊石》并

被收录《金门古书画艺术》。镜片、
纸本，方形，边长 60厘米。据民间
相传，康瑞因画名远扬而被皇帝
召见入京。召见时，康瑞笑而不
语，皇帝见其性憨，喜其窘态，赠
其字“喜子”，因以为字号。

不拘绳墨 放纵淋漓
——康瑞开清初诏安画坛先河

☉沈耀明 文/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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