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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吴镇山水画的艺术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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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元代绘画作为中国绘画的分水岭，“宁静淡泊，超然物外”思想意识成为元代绘画的精髓，

文人画成为画坛的主流。以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元四家”为首的山水画家弘扬文人画风

气，以寄兴托志为旨，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绘画艺术的发展，其中吴镇以画隐选题材著称，在元代

绘画中占有重要地位。主要对吴镇的山水画进行初步的探究分析，来了解和揭示其山水画的艺

术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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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是文人地位相对比较卑微的时代，统治

阶级的政策划分等级制度森严，很多文人通过科

举取得功名的途径受到众多限制，同时，因为强烈

的民族情绪，一大批饱学之士隐遁山林，把自己的

情感寄托于山林野涧，花鸟虫鱼的世界里。如果

说宋代山水画重视对实景的经营，那么元代山水

画则更重视寄情于景，把自然造化作为自己的情

感载体，于山水中抒发本体的宁静淡泊和超然物

外的志向追求。元代山水画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

黄公望、倪瓒、王蒙和吴镇为首的“元四家”的作

品之中‘11 201。

吴镇号“梅花道人”，隐居于杭州一带，靠卖

卜生活，应该说是“隐于市”的大隐。早年多临摹

前人之作，学董源、巨然、郭溪等人，在“元四家”

中主要以墨法见长，山石多用披麻皴，同时在理论

上对儒、佛、道三家都有很深的研究，言行举止中

体现的佛道精神尤为明显，后来经过自己的融汇

贯通，把前人的技法融到自己的创作之中，逐渐形

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并取得极高的成就，对后来山

水画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吴镇山水画的特点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师法董、巨，得其气韵

吴镇的山水画艺术博览众家，勤于钻研。临

摹古人中主要以师法董源、巨然较多。董、巨作为

五代杰出山水画家，以水墨淡彩创造性的描绘出

江南山川，其作品中的江河纵横，草木丰茂，山峦

明秀的风光一览无遗。他们的作品“多写江南真

山，不为奇峭之笔”，笔下的“山水江湖，风雨溪

谷，峰峦晦明，林霏烟云，与夫千岩万壑，重汀绝

岸”等景物，能使人观之有“寓目于其处”，产生身

临其境的感觉。董、巨的这种画风正是宋代以后

文人画家所追求的。元明以后，水墨点染带有抒

情意趣的董巨画法在山水画中占据主流地位，赵

孟烦、黄公望、吴镇、王蒙等山水画大师无不受到

这一派的影响悼J19。吴镇的山水画在构图上继承

了懂、巨的平远、深远的构图，这种构图法也恰恰

体现出了吴镇对于生活持淡薄、与世无争的心态。

他在笔法上多用披麻皴，兼容破墨之法，挥洒自

如，墨色浑厚，具有苍茫淋漓的气势。如作于

1342年的《渔夫图》构图为三段式。最下端为近

景，平缓的山丘自下而上，山丘凹处画一草亭，几

排水草疏密有致的穿插在山丘里面。两株高树姿

态各异，左顾右盼，墨分五彩，互映成趣。画近景

为平缓山丘，湖面上停泊一条渔船，一隐者坐立上

面，悠然自得，超然物外。中景为一片湖水，飘飘

渺渺，几近于一片空白。远景画一片山丘和远峰，

苍苍茫茫。画法以董、巨画风为主，用柔润的线条

勾写，加以披麻皴画出山石走势，罩一层淡水墨，

略分浓淡，以区分山石的凹凸向背。整幅画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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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笔墨和意境的营造恰如其分的表达了吴镇宁

静淡泊的心境。同时在吴镇那里，我们可以看到

披麻皴成为基本的造型手段，但在技法上，他比董

源、巨然又胜一筹，因为他更注重笔墨的挥写以及

意境的营造。

吴镇除了师承董、巨之外，也注重博采众家之

长，在吴镇的传世作品中，有临荆浩《渔夫图》16

幅，也有类似马、夏的画风，如《松泉图》、《芦滩钓

艇图》、《秋江渔隐图》等，尤其是《芦滩钓艇图》是

典型的马、夏的边角式构图。晚年的吴镇似乎对

南宋院体绘画产生了兴趣。《溪山高隐图》系吴

镇晚年之作，画中山头采用横侧笔皴刷，明显接受

了李唐的画法，这或许是吴镇关于“南宋院体”的

初步尝试。可以说吴镇是取董、巨之气韵，融众家

之长，形成了清淳、平实的艺术风格旧J55。

二、题材上的渔父情节

渔父题材的绘画相传起自唐代诗人张志和，

张因在政治上遭到挫折后即浪迹江湖，以舟为家，

自号烟波钓徒，曾写下脍炙人口的《渔歌子》，并

绘成《渔父图》，以表现自由自在的隐者情怀。渔

父形象大量出现作为一种绘画题材并形成一种风

气主要是在元代。由于元代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

个入主中原并统治全中国的少数民族，蒙古统治

阶级的统治政策和对汉族的民族歧视，使当时大

量文人和士大夫都采取了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

态度。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渔父那种清高、避世、

逍遥淡薄的人生态度成为许多隐退文人仿效的生

活方式，渔父形象逐渐成为文人画家用来寄托情

感的载体。吴镇对渔父最为情有独钟。在吴镇传

世山水画中，渔父题材的作品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其中有立轴、横卷及册页多种样式，他笔下的渔父

都是在明净清寂的山水中或垂钓，或酣睡，或鼓楫

而歌，或停舟闲坐，仪态悠然自得，又以草书题

《渔父词》于画上抒写情怀。传世《洞庭渔隐图》

横卷，图写洞庭湖岸边景色。画依左侧构图，右侧

空阔一片，起手处为数棵古松，向上画茫茫的江

面，一小舟，泛泛江上，若隐若现，远处山峦起伏，

坡势作披麻皴，线条婉转，与挺直的松干形成对

比。水面如琉璃，突出静绝尘氛的气象。题词亦

清新可喜，如卷首一阙：“洞庭湖上晚风声，风触

湖心一叶横，兰棹稳，草衣轻，只钓鲈鱼不钓名。”

诗词、绘画和书法相互辉映，表现了不慕荣利与世

无争的志趣，取得极佳效果。今藏北京故宫博物

院的《渔夫图》中有题诗道：“目断烟波青有无，霜

凋枫叶锦模糊。千尺浪，四腮鲈，诗翁相对酒葫

芦。”图写一隐士在山间平溪泛舟垂钓，隐士头带

斗笠，盘腿而坐，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突出其适

意的情怀。他要表达的意思是，这里是他的天地，

是他心路最舒展的空间。画景冷清孤高，不食人

间烟火，不沾染一点世俗气，体现了士人阶层寄情

于草野间的人生理想。

通过历代渔父题材绘画的比较，我们感受到

吴镇是有意把文人的人生信仰与山水画有机地融

汇成一个和谐的文化氛围。重在表现士人阶层寄

情于山草野间的人生理想。渔父主题实质上也是

士人的一种人生选择和情感寄托。我们可以在吴

镇的作品中体悟到是一种至友情思和士人阶层的

颠扑不灭的道心。这恐怕也正是吴镇所以被推举

为元四大家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国传统绘画，尤其

是文人画能自成流脉并绵延不息的一种重要的内

驱力之所在。

三、技法多用湿墨。形象突出局部

在“元四家”山水画中，唯独吴镇多用湿墨，

他充分掌握了水和墨的特性，营造出了温润浑厚

的画面意境。在山水画的制作上吴镇很少用干笔

皴擦，侧重于用墨，而且湿笔积染比较多，墨色沉

着厚重，随意挥洒，在画树枝、山石时，趁湿点苔，

使作品更加富有浑厚华滋的艺术效果，吴镇是中

国绘画史上长于积墨的重要画家之一。同时在他

的山水作品中喜欢突出画面的某个局部，往往取

崎岖之境，构图大胆，山石、松枝的走势突兀怪诞，

森然欲出，非常具有张力，在局部的塑造上极尽功

力，笔墨精致，造型讲究，尽精微而至光大。画面

配以草书题字，使整个画面奔放不羁，酣畅淋漓，

诗书画印相得益彰。加上喜作渔夫、渔隐图，不管

从技法还是画面精神内涵上，都体现出了吴镇的

人生态度和当时文人画“世外桃源”式的理想天

地。在代表作《渔夫图》中，构图分为三段式，笔

墨以披麻皴为主，用水用墨朴茂湿润，中景突出树

木的刻画，营造出一种冷清、孤寂的氛围。远景干

渴之笔略分浓淡，层层渲染，浓而润，湿而厚，涩而

不干，枯而不燥，在近坡与远峰之间构建高远相宜

的视觉效果，同时也体现出了吴镇高超的山水画

技法和对景物精准细致的描绘功力。

作为“元四家”之一，吴镇山水画对后世画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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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和其他文人一样，强调绘

画的文学化，使作品的文学趣味得到进一步加强。

元四家都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所以在他们的绘

画创作中，自觉追求一种“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的境界。吴镇的山水画突出笔墨，强调以书入画，

这恰与文学趣味一致。他们对山水画的追求不仅

仅是形式美，结构美，同时在这种结构中传达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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