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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江岫精舍”。这一段以近景中的大小
不同、状态各异的礁石为主题。在画面的右端中
部，是筑基于礁石平台上的场院。这个场院以楼
阁和茅舍错落组合，虽只描绘轮廓而无细节，但却
是以工笔细画，简约而精细。围绕场院周边的护
栏，也是工笔细画的。这个礁石平台上的场院与
那只江中的帆船一样显示出精妙的古意。然而，
这段画景的真正主题是以其巨峰遮挡了场院房舍
楼阁的礁石阵列。

这些阵列的礁石，约 10来块，大小悬殊，伏仰
卧立，形状与姿态各不相同，初看给人以杂乱之
感，甚至于烦琐之累。但是，细心地赏析，它们却
会展示出精微曲妙的和谐。礁石的轮廓和肌理，
是用富有动感的墨线勾勒，加以淡墨轻染而成。
这些墨线如春蚕游丝般自由延展，但似乎统一于
一个无形的引导力，而表现出浑然一体的自左向
右、由下向上的律动韵致。在画面右侧那块遮挡
了场院楼阁的巨石实际上做了所有礁石的统领
者。但它不是控制，而是呼唤着这个群体的律动
的和谐。这可以说是一曲无始无终、无休无止的
幽弦的共鸣。

每块礁石的大部分都被淡墨渲染了，因此礁
石的主体部分是郁暗的，似乎显示出一种暮色气
氛。但是，一个礁石的顶端，尤其是左上角，以留
白显示出明亮的光色，似乎是积雪的反光，或者就
是晚霞照射着石上的积雪而光彩溢耀。“水墨为
上”，就是白和黑或者白和墨相辉映，计白当墨，虚
和实、有和无，这些矛盾、相反的元素的妙用，是中
国画的妙谛所在，而水墨画则是最好地体现这妙
谛的画种。在这段画中，礁石阵列的线的幽弦的
和鸣，是由水墨的妙用而获得浑然的底蕴的。

在这段画中，出现了三个人物。两个在礁石
间的坡道会晤的人，似乎是访客与主人相晤，可能
是初见，也可能是告别。他们两人居于这段画的
中部，在礁石与枯树环绕中，同右边高台上的场院
与左边伸向江水中的细长的屿角有着相同的距
离。画面左下角的屿角处有一座渔人居住的茅
舍，一个渔夫正在屿头用纤网捕鱼。画面底边的

礁石和屿角的长坡都浸没在江水中礁石和屿角的长坡都浸没在江水中，，甚至还有一甚至还有一
株枯树也在江水中挺立株枯树也在江水中挺立。。因此因此，，这是一座江中岛这是一座江中岛
屿屿，，礁石和树木的姿态都似乎是由江中的风浪塑礁石和树木的姿态都似乎是由江中的风浪塑
造的造的，，而且持续展示着激荡而且持续展示着激荡、、摇曳的旋律摇曳的旋律。。如果我如果我
们熟悉莲花在国画传统中的种种形制们熟悉莲花在国画传统中的种种形制，，我们会看我们会看
到到，，这些礁石这些礁石，，乃至为场院筑基的高台乃至为场院筑基的高台，，都在一定都在一定
程度上被赋予了莲花的形态程度上被赋予了莲花的形态。。因此因此，，场院的主人场院的主人、、
远来的访客和捕鱼的渔夫在这座江屿演绎的生远来的访客和捕鱼的渔夫在这座江屿演绎的生
活活，，不仅是隐逸的不仅是隐逸的，，而且还包蕴着某种神圣的气而且还包蕴着某种神圣的气
息息。。隔江而望的一抹远山以峰谷起伏的剪影映衬隔江而望的一抹远山以峰谷起伏的剪影映衬
着这个隐谧世界的遗世绝响着这个隐谧世界的遗世绝响。。

第三段第三段““峰拥林村峰拥林村”。”。这一段的主题是隔江而这一段的主题是隔江而
望望、、由三面群峰拥抱的坡岸由三面群峰拥抱的坡岸，，坡岸的右侧有一个茅坡岸的右侧有一个茅
舍疏落的小村舍疏落的小村。。这段坡岸和三面环绕的群峰都被这段坡岸和三面环绕的群峰都被
深厚的雪意笼罩深厚的雪意笼罩，，错落于峰岭和坡陵的青松错落于峰岭和坡陵的青松，，以重以重
墨直笔写出树干墨直笔写出树干，，用横扫的短笔描绘枝叶用横扫的短笔描绘枝叶，，苍郁清苍郁清
挺挺。。与之相对与之相对，，简笔勾勒的枯树则显得兀然孤迥简笔勾勒的枯树则显得兀然孤迥。。
坡岸从右端的进水处沿对角线向左向后绵延坡岸从右端的进水处沿对角线向左向后绵延，，并且并且
舒缓地接上了次递铺展的三层峰峦舒缓地接上了次递铺展的三层峰峦，，临水的几座小临水的几座小
坡依傍着主坡作鳞状布局坡依傍着主坡作鳞状布局，，点缀其上的青松与枯树点缀其上的青松与枯树
则标示着主坡的舒缓和绵延则标示着主坡的舒缓和绵延。。在这段坡岸两侧的在这段坡岸两侧的
山峰耸峙而尖锐山峰耸峙而尖锐，，成为将其屏护于世外的景象成为将其屏护于世外的景象。。在在
这一系列布置之下这一系列布置之下，，当我们注目于画面右侧的小村当我们注目于画面右侧的小村
的时候的时候，，会感受到小村不仅茅舍疏落会感受到小村不仅茅舍疏落，，而且是一个而且是一个
寂无人烟的天地寂无人烟的天地。。那几座只有轮廓那几座只有轮廓、、没有细节的茅没有细节的茅
舍舍，，朝向不一朝向不一，，位置散乱位置散乱，，相互间似乎毫无关联相互间似乎毫无关联，，没没
有人的出入有人的出入，，也没有鸡犬禽鸟也没有鸡犬禽鸟。。在小村的右下端在小村的右下端，，
有一个路面平整的小坡伸向水际有一个路面平整的小坡伸向水际，，这显然是小村出这显然是小村出
行的渡口行的渡口。。然而然而，，在这个渡口在这个渡口，，没有行人的痕迹没有行人的痕迹，，也也
没有来往或停泊的舟船没有来往或停泊的舟船。。

这段峰拥林村是为浑厚的雪意笼罩的。它的
疏旷与简约，隔江与近景中江屿上的枯树、顽石的
精微、细致相对照。实际上，这段远景中的雪天山
色正是在近景的江屿畸角远望的视野，因为间隔
辽阔的江域，在屿角所见的隔江山色必然是空蒙
概略的。这是一种平远的视觉效果。然而，远景
中坡岸上的茅舍与树木仍然具有清丽的影像，而
不是陷入令人惆怅的模糊。在这里，画面将物理
距离与心理距离的视差做了整合，它呈现的景致
不是对观看的背叛，却有限度地满足了“清晰”观
看的心理需要。当然，这样的“视差整合”使这段
远景中的峰林山色与近景中的江屿之角，形成了
循环往复的眺望与响应的力场。因此，在我们将
这段峰林山色视作一片隔江“实景”的同时，我们
又可能将之视作一片臆想中的“虚境”，是“虽不能
至，而心向往之”的理想天地。

这样，不仅可以解释何以这段峰林掩映着一
个毫无人烟气息的小村，而且村舍的形制展示着
一种亘古不变的简洁品格。它是因为理想而空灵
静谧，是“向往之地”而非人居之处。它实在是近
景中的江屿的对照之境，后者的隐谧超逸在它的
简约素朴中得到了更自然、更为本真的映像，而这
映像又因为它的至简至真而具有了一种超然越世
之感。这大概就是董其昌读冯梦祯收藏的《江山
雪霁图》时所生的“如渔父入桃源”之感吧。

第四段“沙渚渔归”。这段画以中景中的沙
渚、浅屿和远景中的峰峦为主题，积雪铺染，满天
一色。画面的右端接上段的峻峰而起，峰脚一条
小道盘旋而来，穿过一座水中挺出的小丘，与一座
弧形的木桥相连。木桥的左端连接着雪意浓厚的
沙渚，后者向左平滑铺展之后没入水中，隔着狭窄
的水域，两座低矮的江屿由右向左并连展现，两屿
上青松与枯树疏落间植，两屿交错处有浅溪流
淌。背景中的江岸以向远处升高的坡陵衔接起伏
逶迄的峰峦。当我们细看木桥，会发现桥上有一
个肩扛纤网的渔夫，他正朝左端的桥头走来，沙渚
上紧靠桥头的两棵枯树向右倾伏的状态似在迎接
他。我们顺着这渔夫前行的方向向左移动视线，
看到沙渚中部的背脊一侧，泊着一叶扁舟，舟上依
稀可见三四个动态的人影。这叶扁舟当是桥上行
走的渔夫的归宿。这叶扁舟是如此的渺小和隐
没，与四围的木石相比，真如一叶浮萍寄身于水际
般无声无息。

这一段画境相比于前三段，似乎进入了一种
地老天荒般的沉寂。笼罩江山的雪意是如此沉
厚，沙渚屿石、远坡峰峦、青松枯树都以静默无息
的影像标记着这雪意的荒寒。桥上归来的渔人与
扁舟上的栖居者的存在，不是打破这沉寂，而是将
这沉寂铭刻上人居的印记。然而，沙渚与江屿却
又披着和煦的光亮，这是滋润的雪意呼吸着的活
跃生气，它不是因为人而产生，但却给予人以生命
的希冀和鼓励。我们再回顾开始这段画境的巨峰
和峰脚临江的小道，它们也闪现着明莹的光亮。
归来的渔夫肩负着纤网蹒跚于危陋的木桥，他身
后的青松与身前的枯树在木桥的左右两端标示他
的疲劳和坚韧。我们可以想象，当他达至前方的
扁舟会得到舟上亲友的温馨的迎接，而且一天的
劳作将结束于夜幕下扁舟上的休憩。因此，画面
尽头那段银亮的长坡以由圆滑转纤细的龙尾没入
江水结束，则是一种归宿般的寓意。

王维是诗画兼长的中国传统文
人。他以诗立世，生前画名并不显。
但他晚年的自我评判却是“宿世谬词
客，前身应画师”（《偶然作六首》）。
苏东坡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
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东坡题
跋·书 摩 诘 蓝 田 烟 雨
图》）东坡此论道出了王
维集诗人、画家于一身，
且其诗画相蕴的妙谛。

今天已无王维画作
的真迹存世，欲探寻王
维画境，仅可凭借据文
献佐证而较为可取的传
本 。 传 为 王 维 作 长 卷

《江山雪霁图》是明代祝
允明、文徵明、沈周、冯
梦祯、董其昌诸人题跋推崇的一个传
本。但此本原件已不复存在，现存世
三个题、图相关的不同传本：《江山霁
雪 图》《江 干 雪 意 图》和《长 江 积 雪
图》。从图画景物看，三图当有一个
共同的母本，《长江积雪图》为临仿母
本的“全本”，而《江山霁雪图》和《江
干雪意图》分别为临仿母本的上半
段、下半段，而缺少母本中段约 1米长
的巨峰、沙渚景物。学界普遍认为，

《长江积雪图》系明清之际的仿制品，
而《江山霁雪图》和《江干雪意图》则
更为早出。因为此两图分别有文徵
明、沈周、冯梦祯和董其昌诸人的题、
跋，它们是否系当年盛传的《江山雪
霁图》原件，学界则有争议。

苏东坡在陕西凤翔的普门、开元
两寺观赏过吴道子和王维两人的壁
画真迹。在观画诗《王维吴道子画》
中，苏东坡将吴道子与王维相比较，

“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今观此
壁画，亦若其诗清且敦”，以“雄放”论

吴画，以“清敦”论王画。东坡此论对
于我们探寻王维画境是具有坐标意
义的。“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交
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这
两句诗专写王维画竹，称其“雪节贯
霜根”“一一皆可寻其源”，这不仅是

对“清敦”风格的具体描述，而且明确
指出王维描绘景物的清丽、真致。“摩
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这
两句诗揭示了王维具有超越空灵的
气质。董其昌说：“要之摩诘所谓云
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
化者。东坡赞吴道子王维画壁亦云：

‘吾于维也无间然。’知言哉。”（《画禅
室随笔》）传为王维的《山水诀》云：

“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肇自然
之性，成造化之功。或咫尺之图，写
千里之景。东西南北，宛尔目前；春
夏秋冬，生于笔下。”以自然为本，出
于自然而归于自然，王维画境的要旨
在于此。循此要义，相比于《江干雪
意图》和《长江积雪图》，在我看来，

《江山霁雪图》更近于王维画境。

传王维作《江山霁雪图》（局部）之“江岫精舍”

诗
中
有
画

画
中
有
诗

□
肖
鹰

传王维作《江山霁雪图》（局部）之“寒林远眺”

《江山霁雪图》全长 1.71米，自右
向左可分为四个主题段落：寒林远
眺，江岫精舍，峰拥林村，沙渚渔归。
这四段横向展开，画面空间大概是平
分，但又是互相交错的。

第一段“寒林远眺”。画面以右
下角近景中山石嶙峋的一座山丘开
始。山丘呈层叠的沟折状，沟折间长
着斜、竖不一的几株枯树。这些枯树
的树干用空勾少皴的笔法描绘，而其
枯枝则作曲折尖锐的鹿角状，用笔简
略而遒劲，极具古意。山丘的轮廓与
沟折，用跃动而节奏平衡的黑线勾
勒，加以淡墨作明暗渲染，描绘出雪
后山丘的松软温润气息，与枯树的突
兀、强劲之状相对照。在这座近岸的
山丘的远方，隔江而望是次递而上的
坡岸和四重山岭。坡岸的轮廓呈横
向的柔和波纹状，黑线勾勒之后，以
简约的扫抹渲染，而以大量留白显示
雪意。四重山岭，前面三重的岭头呈

锐角，岭脊上青松耸峙，远处至高的
山岭的岭头则呈现豁口，树影依稀。
积雪覆盖着对岸的坡岸和山岭，它们
简约的形态隔江与近景中的清丽山
丘和苍劲古树相映衬、呼应。

近景中的倾斜的枯树和江对岸的坡
头，不仅标示出两岸间的江域，而且标示
出左前方更为辽阔、迥远的江域。关于江
域的开阔，在画面左下角的近景中，一座
置于江山间的小屿以它的孤寂、微小成为
第一次叙述，而隔江远方那两脉轻描淡
写的雪景山影则以呼应的方式作第二
次叙述；在小屿远山之间，一只帆船以它
飘逸而清晰的影像成为第三次叙述。这
只帆船是来，还是往，是不能确定的。它
缺少细节，但是，它的轮廓是清晰的，画
出的每个细节的线条是准确而精致
的。说它是王维“清敦”画意的一个小标
记，是不为过的。在这三次复调式的叙
述之后，这片江域的无限辽阔之感就在
画面的有限空白空间中展示出来了。

本版稿件据《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