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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卯暮春，我随中国国家画院山水
所写生团赴湖南岳阳写生，时间为4月1
日至5日，此行的正式名称为“‘守护好
一江碧水’洞庭湖艺术三年展采风写生
活动”。

4月2日
清晨，鸟鸣树影，催我春眠觉晓。
窗外，红日初升，映照湖面，金蛇闪

烁，由远及近；银波逐浪，由近推远。日
影入深林，复照石阶上。我踱步曲径，
独自享受这良辰美景。

夏日涨水时，乘船去君山，远看君
山，白银盘里一青螺；暮春水浅有路桥，

乘车去君山，近岸草甸，绿玉捧出君山
来。君山的传说皆为经典。舜帝时有
湘君湘夫人故事，今存湘妃祠供人瞻
仰。又有柳毅龙女的传奇，岛上有柳毅
井，人云可通东海。还有南宋杨幺水寨
之大钟，叩之声震湖荡，警示军情。

在君山，我画了两件写生，一为《湘
妃祠》，二是《君山望岳阳》。《湘妃祠》画
得郁郁葱葱，花木繁盛。《君山望岳阳》
则画出了柳岸浅滩的嫩绿鹅黄，推开则
是平湖远去，岳阳剪影。用笔设色颇为
疏朗安逸，我想这大约是心境平和且又
有了君山银针清醇佳茗的加持吧。

4月3日
上午，乘船游洞庭，湖上望岳阳

楼。岳阳楼，老杜有诗，太白亦有诗。
刘禹锡、孟浩然等无数迁客骚人，留下
了多少脍炙人口的佳作！范仲淹的《岳
阳楼记》更是千古文章，家国情怀，庙堂
江湖，先忧后乐，不朽绝唱哉！斯人斯
文，仰之弥高，令人心向往之。

下午，我对景写生，画了一件《岳阳
楼》。画了3个小时，画面很是充实。古
人论及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时，总还
是认定岳阳楼得一“雄”字。我想，我的
写生也得画出这份雄阔气象来。我努
力为之，画得不错。

4月4日
上午，大队人马又去岳阳楼写生，

岳阳楼书画院黄云院长陪同。
我在三醉亭画了两件写生作品。

先是画《岳阳楼三醉亭望君山》，正好对
应了先前那幅《君山望岳阳》。随即换
了个角度，又画了一件小横幅，题曰《白
银盘里一青螺》。小横条画得挺顺畅，
顺风顺水，笔墨畅快。

下午，到了洞庭小镇。小镇集休
闲、餐饮、度假于一体。幽雅闲适，是避

尘清心的好去处。我坐在“细毛餐厅”
的茶室里画了两件写生。对景是“山湖
语”小区，白墙黛瓦，颇可入画，我画了
下来。又画一件窗外小景，小院有篱笆
墙，庭院有茶寮，茶寮有帷幔，帷幔里有
茶客。石径通幽处，遍植野草花，写入
画面，也挺雅致。

画成，老板细毛请我们喝冰岛普
洱茶，好茶。细毛大约是农村老家中称
呼细伢子的意思。现在当了老总，取店
名为细毛，是不忘根本，初心尚存也。

4月5日
上午9点，我们专程去岳阳市美术

馆参观交流。美术馆坐落于南湖风景
区螺蛳岛上，四面湖水环抱，出入有路
有桥。好地方，好风水。

中午，毛师傅开车送我和杨军到岳
阳东站，乘G336高铁回京，晚上6点到达
北京西站。司机小詹接站，先送了杨
军，然后送我回家。杨军一路陪我，背
了画夹及写生装备，负重随行，前后照
应，是好助手。此行圆满顺利。

纪游文字写成，意犹未尽。待稍空
时，还有几张岳阳采风的场景要画出
来，届时提笔，再作画中游。（文/范扬）

癸卯暮春岳阳写生纪事

作为清初著名的诗人和康熙朝《明
史稿》的主编，王鸿绪（1645—1723）在
文学和历史学领域的成就，早已为学界
所重视。但作为鉴藏家、书法家身份的
王鸿绪，却长期被忽略，对其艺术鉴藏
活动的研究热度也不高。

王鸿绪初名度心，字季友，号俨斋，
又号横云山人，江南华亭（今上海松江）
人，康熙十二年（1673）一甲二名进士，

授翰林院编修，官至户部尚书。他出生
于官宦世家，一门父子四进士。王鸿绪
自幼聪慧，“十五工制举艺，乡之儒者争
避之。二十工为诗，乡之号为诗人者又
争避之”。为官期间，王鸿绪除参与编
修《明史》外，还担任《诗经传说汇纂》及

《省方盛典》总裁官、《佩文韵府》修纂之
一，著有《赐金园文集》六十卷、《横云山
人集》三十二卷、《史例义》及医书《王鸿

绪外科》等。
王鸿绪成长于极富文化涵养的官

宦家庭中，从小就熟悉书画品鉴和其他
文人雅事。步入仕途以后，他有更多的
机会从事书画碑帖的收藏，并借此锻炼
了鉴定书画的眼力。历事康雍乾三朝
的儒臣钱陈群（1686—1774）曾赞言“华
亭大司农俨斋先生博学好古，凡名人手
迹，经审定者丝黍不爽”，算是对他鉴定
能力的肯定。

王鸿绪收藏兴趣广泛，书画、古籍、
玉器、砚台、陶瓷、奇石等当时文人热衷
的品类都有涉及。书画是他很早就接
触的收藏门类，缘于家学渊源，自幼耳
濡目染。其父王广心就曾藏有唐代僧
人义道所书《法华经》，至王鸿绪，又得
赵孟頫所书《妙法莲华经》七卷，供于自
家赐金园中。

王家以收藏董其昌书画闻名，所藏
董氏书作《楷书三世诰命卷》《楷书阴符
经府君碑卷》《乐毅论》《烟江叠嶂图》
等，皆为王氏父子递藏之物。至王鸿
绪，入藏董其昌的书作有《行书浚路马
湖记卷》《自书告身》《苏轼罗汉颂》《吕
祖金丹诗轴》《桃源行册》《清静经唐诗
册》《临帖册》《临诸家帖卷》等，董氏的
画作则有《婉娈草堂图》《空山隐居图》

《仿黄子久山水立轴》《秋山图》《仿古山
水画册》等。

除董其昌外，王鸿绪收藏中最为引
人注目的便是“宋四家”的作品。王鸿
绪自言秘藏苏轼的《李白仙诗帖》和《祭
黄几道文》，时加展玩，“亦可相契坡公
笔墨之妙于意象间”。此外，他还藏有
苏轼《辩才韵诗》和《邂逅帖》，黄庭坚

《诸上座帖卷》《梵志诗卷》《摹怀素卷》
以及蔡襄《澄心堂帖》。

在“宋四家”中，王鸿绪最爱的还是
米芾的书法。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
一套米芾尺牍，便是他的珍藏。这套尺
牍共有九札，包括《面谕帖》《致伯修帖》

《晋纸帖》《苏氏王略帖》《贺铸帖》《丹阳
帖》《致伯充帖》《惠柑帖》《戏成呈司谏

帖》，每札都钤有王鸿绪的鉴藏印。除
了以上九札，故宫博物院藏《寒光帖》

《淡墨秋山诗帖》《盛制帖》《珊瑚帖》《复
官帖》《向太后挽词帖》，台北故宫博物
院藏《蜀素帖》《论草书帖》《张都大帖》

《箧中帖》《竹前槐后诗帖》，日本东京国
立博物馆藏《虹县诗》，均为王鸿绪的秘
藏，堪称清初米芾书迹收藏第一人。

至于王鸿绪的古画收藏，与董其昌
建构的“南北宗论”密不可分。“南北宗
论”把董源、巨然以来的“南宗”画家推为
正统，而董、巨罕有画作传世，因此发源
于董源的倪瓒、黄公望便是董其昌极力
推崇的“南宗正脉”。在收藏书画时，王
鸿绪亦追寻董其昌所推崇的画家，得到
了如董源《龙宿郊民图》和《溪山行旅
图》、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等赫赫名迹。
在董氏“文人之画”概念的影响下，王鸿
绪还藏有李公麟、吴镇、文徵明等人的作
品，元明时期的画作占了绝大的比重。

1723年，王鸿绪卒于京，他的儿子
继承了一部分书画。雍正年间，长子王
图炜将颜真卿《祭侄文稿》赠送给伯父
王顼龄。乾隆朝时，次子王图炯将唐僧
义道《法华经》和赵孟頫《行书十札》进
献给乾隆皇帝。

另外一部分书画四散于亲友，后归
于乾隆内府。比如《袁生帖》《富春山居
图》等为安岐购得，《赵子固落水兰亭》
和赵孟頫《大乘妙法莲华经》后归于姻
亲海虞蒋氏，部分江村秘藏由孙女婿高
岱购回。《宋拓宝晋斋法帖》和苏轼《祭
黄几道文》一直流传到王鸿绪孙子王兴
谟手上，后来《宋拓宝晋斋法帖》为孙女
婿孔继涑（1726—1791）所得，并将其刻
入《玉虹鉴真帖》。

王鸿绪一生收藏的书画刻帖，目前
可知的已过百件，且不乏赫赫名迹。在
清初众多的藏家中，王氏实在是不可忽
略的人物。随着仕途，王鸿绪依靠自身
的文化资本逐步建立起庞大的人际网
络，他的鉴藏和雅集活动也因此广泛而
活跃。 （文/余雅婷）

王鸿绪的书画鉴藏

[五代]董源 龙宿郊民图 156cm×160cm 绢本设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范扬，生于1955年，祖籍江苏南通。
1972年入职南通市工艺美术研究所，
1982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现
为中国国家画院国画艺委会副主任，中
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
师，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博士生
导师，文化和旅游部优秀专家，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范扬 三峡之巅写生 50cm×65.5cm 纸本设色 2023年 范扬 常熟兴福寺写生 50cm×78cm 纸本设色 2023年

范扬 三峡写生之坐看巫山云起时 50.5cm×62cm 纸本设色 2023年

范扬 福建漳平东湖村写生 39cm×48cm 纸本设色 2024年

范扬 三峡写生之坐看巫山云起时 50.5cm×62cm 纸本设色 2023年

赵之谦（1829—1884），初字益
甫，后改字㧑叔，号冷君、悲庵、无闷
等。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他是晚
清一位具有全面修养且有开创之功
的杰出书画家、篆刻家、学者，一生致
力学问著述、艺术创作，于辞章、金石
学、书法、绘画、篆刻等方面皆成就卓
越。赵之谦自幼读书习字，博闻强
识。十九岁，补为博士弟子员。在历
经四次会试落榜后，终在三十岁中举
人。历任鄱阳、奉新、南城知县。五
十五岁卒于任上，其遗柩归葬于杭州
丁家山墓地。

赵之谦是清代具有开创性成就
的书家，书、画、印兼擅。赵之谦书法
上屡钤“汉后隋前有此人”一印，以标
举他一生的书法志趣。赵之谦少负
盛名，“甫二岁，即能把笔作字”。青
年时的赵之谦学颜真卿，自称“二十
岁前，学《家庙碑》，日五百字”。后赵
氏以颜体间架为基，加大开张笔势。
后期书风逐渐由颜转魏，温文沉着，
饶有古趣。他认为：“生平因学篆始
能隶，学隶始能为正书，取法乎上，仅
得乎中，此甘苦自知之语。”自此赵之
谦逐渐将诸体融会贯通。

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赵之谦
所作楷书八言联“风流二南镜静含态，
辨雕万物石墨镌华”，是目前可见的赵
之谦作品中时间最早的一幅，为其22
岁时所作。“铁三”是赵之谦早年的
号。是年，他入缪梓幕府佐政。其子
赵寿伣为父作《行略》，称赵之谦“孜孜
矻矻，以求周秦之绪，言隋唐以前之轨
辙”，作联自然也与时人不同，此联乃
集《文心雕龙》句而成，分别出自“兴发
皇世，风流二南”（《明诗》）、“炳烁联
华，镜静含态”（《丽辞》）、“辨雕万物，
智周宇宙”（《诸子篇》）、“石墨镌华，颓

影岂戢”（《碑诔》）。弱冠之年的赵之
谦就已展现了非凡的才华。

赵之谦早年学习书法以颜体为
主，《章安杂说》中称“二十岁前，学

《家庙碑》，日五百字，遍求古帖，皆涉
一过”，《风流辨雕联》亦可见浓厚的
颜真卿意味。驻足细视，这件作品与
何绍基《安得壮哉联》也有几分相
似。赵之谦青年时曾取径猿叟，在
行、楷书上近何子贞神骨，尽管他自
己从未承认。整副对联以颜体书风
为主导，雍容俊朗，结体方正，用笔凝
练含蓄，可见其早年即落笔不俗，气
势如虹。 （文/吴悠）

赵之谦的楷书八言联

[

清]

赵
之
谦

楷
书
风
流
辨
雕
联

纸
本

1850

年

浙
江
省
博
物
馆
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