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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昆山 张新文

说起明朝画坛，人们无法
绕过的坎儿就是浙派和吴门
派，这两派犹如画坛的两座巨
峰，你得仰慕、你得攀登、你得
学习，方能对绘画，特别是明
代绘画有所了解。所有艺术

当然包括绘画艺术，既受当时
的诸多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或
多或少地有着自己的创作空
间，比如明代，政治因素影响
颇深。浙派领袖戴进虽有绘
画建树，却无人举荐入仕，原
因在于当时的政治弊端，举荐
人有连带责任，万一被举荐的

人后期出了问题，你举荐人是
要跟着受连累的，所以人们就
有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
潜意识。既然不能入仕享受
俸禄，作为画家，你也是人的
范畴，你得吃饭，你得为柴米
油盐酱醋茶付费，即便是英雄
你得为五斗米去折腰。“靠山

吃山，靠水吃水。”古之道，艺
术家靠技艺混口饭吃也是很
正常的事了。画派可以高雅
地说成一起切磋绘画艺术的
小团体，也可以理解为他们为
了吃得更好，走向抱团取暖的
攻守联盟，相互鼓励、吹捧，抬
高了声誉，进而作品价格攀
升，销路一路看好。

浙派是明代画派之首，处
在明代早中期，位于浙江杭州
地带，领袖人物是戴进、吴伟，
他们绘画的共同艺术特点是节
奏感极强，所用笔墨酣畅、粗
简、豪放。而吴门画派在明代
中后期异军突起、势如破竹，位
于江苏苏州地区，领袖人物是
沈周、文徵明，相比浙派绘画来
说，吴门画派的绘画艺术更接
地气，招人喜欢，比如山水画以
园林画为主，苏州园林闻名于
世，这是吴门画派占了得天独
厚的优势的，人物画以工笔重
彩作为特色，他们的作品集诗、
书、画、印于一体，书画的内涵
和品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
从消费的层面来说，更迎合了
市场。

张路（1464—1538），字天
池，号平山，今河南开封人。师
戴进，宗吴伟，在浙派画里具有
一定的地位，他和蒋嵩之后，江
河日下，盛极一时独领画坛一
百多年的浙派走到了尽头，被
逐渐崛起的吴派取而代之。

《鹰兔图》属于卷轴，绢本

墨笔画，纵158.2、横97.3厘米，
现收藏于南京博物馆。作品呈
现的是苍鹰逐兔的瞬间，一种
惊心动魄的场景，观之，为命悬
一线的狡兔捏了一把汗。而
《山雨欲来图》则属于绢本单色
画，仍是卷轴画，现收藏于北京
故宫博物院。这是一幅风雨欲
来万物摧的场景，无论山水草
树，还是渔人、乐者，都在暴风
雨来临之前急匆匆地寻找避
难所。张路在世留下的画作
不少，可是像这两幅有着岌岌
可危的画面也不多见，有着强
烈的危机感在里面。笔者每
次端详、揣摩这两幅画，徒生
出悲悯之感，隐约感到浙派的
没落，在《鹰兔图》和《山雨欲
来图》里有着创作者张路的忧
患意识在里面，当然，这是我
的一家之言，或者说，对某件
事物的宿命的一种伤怀。后
来藏家聚会，在坊间也听说这
样一件事，一日张路在杭州闲
逛，发现街坊们都在议论吴门
画的好处，后来他闭门不出
了，是在创作还是在忧患那就
不得而知了。“上有天堂，下有
苏杭”不分伯仲的富庶之地，
滋生出的明代两大画派，因地
域相距很近，所以相互信息的
获得是很容易，张路对于来势
汹涌的吴门画派他是心知肚明
的，基于此，笔者说张路对浙派
的落幕有着忧患意识似乎也在
情理之中了。张路《山雨欲来图》张路《鹰兔图》

■福建建阳 支荣慧

明代书法家金琮不爱与王
公贵族往来，过着隐居的生活，
展示出文人的风骨，颇富传奇
色彩。《明史》卷二百八十六载：

“南都自洪、永初，风雅未畅。
徐霖、陈铎、金琮、谢璿軰谈艺，
正德时稍稍振起。自璘主词
坛，士大夫希风附尘，厥道大
彰。”可见金琮于成、弘间标举
风气之先，影响非常大。

金琮，字元玉，自号赤松山
农，金陵（今江苏南京）人。先师
法赵孟頫，后学张雨，书法偏向
于厚重一路，倾向沉稳的风格。
画梅学扬无咎，他也是赵孟頫书
画作伪能手。他临赵氏作品，往
往将题款一并临下，然后，在篇
末老老实实落上自己名款。由
于金琮书法很似赵书，所以很多
金琮的字，即使不是有意作伪，
也被后人挖去原款，添上“赵孟
頫”三字，以欺世人。

金琮《秋日山中写怀》（见
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横披，
释文如下：“草堂结得近东山，
十里辞家百里难。浮世顿令青
眼白，缔袍谁念故人寒。不将
功业陈三册，且把生涯寄一
竿。野菊若能怜寂寞，秋来相
向立危阑。”七律诗的成败，很
重要的一点就是看中间两联的
艺术高度如何。颔联“浮世顿
令青眼白，缔袍谁念故人寒”，
寥寥数字，写尽人间百态、冷暖
人生。现今社会虽说是盛世，
但也充斥着浮躁气象，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复
杂。青眼常幻作媚眼、白眼则
早已司空见惯矣。千百年来，
唯世故是不变的，一生难以学
透。今人动辄讥讽古人“消
极”，所以颈联“不将功业陈三
册，且把生涯寄一竿”，实在是
知音难觅了。然隐逸情怀在所
有的文化人心中，实为向往的
心结。只是各人遭遇不同，因
缘际会不一罢了。艺术表达的
情感，能让人引起共鸣。金秋
偶至山中，撷野菊数茎而归，在
案头右边傲放，再读“野菊若能
怜寂寞，秋来相向立危阑”，菊
如人一般，人不就像菊吗？金
琮自号赤松山农，想必推崇仰
慕赤松子的逸气。诗中屡见绝
尘气息，是因为他的旷远、超然
情怀所致，不是那种咬文嚼字
的人可以想到的。现代人学古
体诗，这首诗是很好的范文。

此帖雅俗共赏，温和、典
雅，亦是他书法的主要特色，体
现书法的艺术性和实用性双重
价值。温润圆劲，遒媚秀逸，结
体严整，笔法圆熟，内藏筋骨，
流美于外，笔画精到细腻流畅，
深得古法韵致。结字严谨简
静，体态妍美。紧收中宫，四平
八稳，更显清劲峭拔。时而法
度森严、下笔持重，时而优游散
漫，时而颠沛恣肆，楷、行、草巧
妙糅合于整幅作品中，静穆与

跌宕相得益彰，显著增强了作
品的视觉反差和冲击力。分
前、中、后三段，前楷法居多、中
行为多、后草为多，所以行笔节
奏上，前三行略显拘束外，笔调
渐次舒放，渐入佳境。金琮的
书写显得轻松自如、游刃有余，
少庙堂大制的谨严庄重，多一
分随意挥洒的快意。可窥及金
琮对赵文敏的临习以及自觉挥
运之用心，诚为不遗余力和得
心应手，说其终生服膺子昂，似
不为过。最后一行“来相”“向
立”有明显的牵丝相连，说明节
奏加快，行笔越发心手双畅。
与第一行的拘谨形成了鲜明对
比。第五行“谁”字出现涸墨，

说明写到此处，毛笔有重新蘸
墨。有些笔画纤细，却不见游
滑，说明金琮深厚的功力。如
第四行“难”左边一撇，末尾像
针尖，力道却能推送到位。第
一行标题“中”字，常见结体为
纵长形，此处却把长竖收紧，整
个字成扁平状，真是艺高人胆
大。再如第八行“竿”字，中竖
并未拉长，有所节制，看出作者
并不是滥情之人。落款“金琮
顿首”有别于一般写“书”，推测
作品当作手札送给友人。在右
边标题下钤朱文“元玉之印”，
恰好弥补了空间的留白，天衣
无缝，使作品整体性得到加强。

金琮在成化、弘治年间活跃

于金陵地区，盛时泰称其与史忠
为“金陵二隐”。朱谋垔《续书史
会要》说：“金琮字元玉，金陵人，
书宗赵文敏公，评者云松雪在元
称独步，谓其超宋人而步骤晋
唐，若元玉庶几能望其后尘耳。”
给予金琮很高的评价，有接踵子
昂的意味。成化、弘治、正德至
嘉靖年间，金陵与吴门两地书家
交游甚密。明人周晖《金陵琐
事》卷上《书品》说：“吴中文徵仲
极喜元玉字，凡得片纸，皆装潢
成册，题曰‘积玉’。”金琮年长文
徵明31岁，有无深交尚不得知，
以他领袖群伦的书艺及文徵明
对他书法的珍重与推崇，我们似
乎没有理由怀疑他的书法于文
徵明早年学书不无泽溉的功劳，
文徵明雅慕与师事子昂、规模宋
元、专法晋唐，抑或受他的启迪
与濡染。

从两件作品看浙派画家张路的忧患意识

金琮《秋日山中写怀》温润圆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