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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0 日，张大千国画山水《仿王希孟<千

里江山图>》（如图）在香港苏富比春拍中国书

画专场，以 3.7 亿港元高价成交，刷新了张大千

单件作品的拍卖纪录，也成为苏富比历来最高

成交价的中国书画拍品，一时成为全国书画界

关注的焦点。

青绿山水是用矿物质石青、石绿作为主色

的山水画，始创于唐代。李思训在青绿色以

外，再施泥金，创金碧山水一派。北宋后期，青

绿山水进入成熟发展阶段，并且融入文人情

趣。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就是青绿山水画

的杰出代表，全长 12 米，气魄宏大，气象万千，

构图严谨，描绘了神州大地的锦绣山河，表达

了一个青年才俊的家国情怀。该画为中国十

大传世名画之一，堪称国宝，尤其是今年央视

春晚以其为题材，创作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

引来一片叫好声，也使这幅名画“走”进了千家

万户。现代画家张大千对传统的青绿山水画

进行研究、传承、复兴并发扬光大，深入挖掘青

绿山水的潜力，使之更接近时代审美的理想形

态，自创了一种半抽象墨彩交辉的泼墨重彩画

法，其浓丽、新奇的特点，令人震撼，将青绿山

水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1947 年农历十二月，

张大千寓居成都昭觉寺，创作了这幅《仿王希

孟<千里江山图>》。当时张大千正值传统工

笔山水画创作最盛时期，因而他敢于挑战青绿

山水的经典之作。

张大千《仿王希孟<千里江山图>》,设色

绢本,立轴,纵 133.6 厘米，横 72.8 厘米，描绘了

青绿江水、远山丘陵、江畔群鸥凉亭等景致。

“仿”不是“临”，也非“摹”，而是取其笔意，仿

其笔法，有自己的独特创造。王希孟原作为

手卷，采取三远（高远、深远、平远）式散点透视

法，群峰竞秀，逶迤连绵，浩浩无涯。张大千

则改为竖幅，取一河两岸之平远视角，画境阔

大旷远。江岸处，溪流蜿蜒曲折，数株古树参

天挺立，虬枝盘曲，郁郁葱葱，树下点缀几丛

红叶，筑有凉亭，朱椽赭柱，茅草覆顶，两位高

士 策 杖 徐 行 ，徘 徊 交 谈 ，一 童 子 携 琴 紧 随 其

后。左侧一岬角延伸江中，其上树木成林，一

白袍雅士倒背双手，面向江面，极目远眺，神

情悠然。江水浩渺，波光万顷，水天一色，沙

鸥回翔，孤帆远影，远方层峦叠翠，红桥飞架，

房舍俨然，日暮雁归，红霞满天，诗情画意，跃

然 纸 上 。 张 大 千 采 用 精 巧 细 笔 ，以 没 骨 、青

绿、金碧共冶一炉，复以细笔钩金覆盖画面近

半，突破了王希孟的青绿山水，直追李思训父

子的金碧山水。右上款识：“离离众树深，霭

霭孤云碧；山色望难穷，江流浩无极。渔歌远

渚 昏 ，岛 下 平 芜 夕 ；惆 怅 涉 风 波 ，扁 舟 何 处

客 。 丁 亥 嘉 平 月 ，仿 北 宋 王 希 孟《千 里 江 山

图》。希孟为道君皇帝亲授，神妙直到秋毫，

传世仅此一卷，当与天球、河图同珍也。蜀郡

张大千爰。”钤印“张爰”“大千居士”。款识前

部分引用明代黄观诗《题江贯道长江图》，阐

述 画 之 意 境 ；后 部 分 论 说 王 希 孟《千 里 江 山

图》之珍贵。丁亥即 1947 年，嘉平月即农历十

二月，交代此画创作的时间。

此画传承有序。1948 年 5 月 8 日至 11 日，

张大千在上海成都路中国画苑举办“张大千近

作展”，展出数十件作品，《仿王希孟<千里江山

图>》名列其中，并被列为“非卖品”，足见张大

千对该作的珍爱与重视。此后，该作被上海名

流孙志飞收藏，奉若拱璧，未有示人，一直由家

族递传。1983 年，张大千辞世，上海博物馆和

中国美术馆先后举办“张大千遗作展览”和“张

大千画展”，此画得以短暂借展示人。暌违四

十载，今再度面世，完好如初，实为难得。

名作赏析

青绿金碧秀江山
——张大千《仿王希孟<千里江山图>》赏析

□ 郑学富

《平茶寮碑》，明正德十二年（1517），王

阳明平定以谢志珊为首的流民起义军后所

刻纪功碑，王阳明手书上石。碑高 3.75 米，

宽 1.85 米，全文共 318 字。该碑刻制在赣州

崇义县思顺乡桶冈村距村委会约五华里的

崖壁上。

王阳明传世书迹以行草书居多。《平茶

寮碑》体量宏大，字体为大字楷书，主体部分

字径约 16厘米，实属罕见，颇有特色。

真力弥满，气象浑穆。大字作品，意象

为要，王阳明深谙此道。观《平茶寮碑》，通

篇雄强茂密，点划沉厚，寓巧于拙，章法饱

满，若排兵列阵，气贯如虹。钱德洪编《阳明

先生年谱》记载王阳明在其岳父官署中练习

书法之事：“官署中蓄纸数箧，先生日取学

书。比归，数箧皆空，书法大进。先生尝示

学者曰：‘吾始学书，对模古帖，止得字形。

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

始通其法。既后读明道先生书曰：吾作字甚

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既非要字好，又

何学也？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

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后与学者论格

物，多举此为证。”这段记载，全面记录了王

阳明的书学思想。

《平茶寮碑》作为王阳明一件重要碑刻

作品，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解读。其一，彰

显王阳明作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

圣人宏阔胸襟和强大的内心世界。“作字甚

敬”“此心精明”，正大浑穆正是其心学在书

法艺术中的具体承载和表现。其二，体现作

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家指挥若定、沉着从容的

领导能力。平定谢志珊一役，大获全胜，喜

悦之情自然难以言表，但在书写纪功碑的时

候，王阳明更多的表现是淡定、从容和沉稳，

并无丝毫的张扬之意。其三，充分显示出一

位高水平书法家卓越的艺术表现能力。观

王阳明其他书法墨迹，多笔力劲健峭拔，独

《平茶寮碑》笔法意象迥异，化峻劲为内敛，

变精巧为端穆，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与历

代摩崖、碑刻大字多有相通之处。

规模古法，古质新韵。王阳明弟子王龙

溪曾记载先生论书法之要：“阳明先生论运

笔之法，运肘为上，运腕次之，运指又次之。

以虚为用，虚始能运，实则不能运也。”这一

主张，与姜夔《续书谱》“大抵执之欲紧，运之

欲活，不可以指运笔，当以腕运笔。执之在

手，手不主运；运之在腕，腕不主执”一脉相

承。在具体的笔法表现方式上，《平茶寮碑》

多用篆籀笔法，藏头护尾，取“锥画沙”的涩

势，撇捺及钩划出锋内敛，折法外拓，弱化线

条的粗细对比，这些用笔方法更加充分地表

现出线条的“筋”力。

王阳明主张书法学习不必拘泥于技巧，

而当用心体会，悉心揣摩，明其原理，自有高

格。在结字上，略呈长方，字法饱满，四角充

盈，撑大字内空间，收敛放纵之势。很明显，

《平茶寮碑》对颜真卿《大唐中兴颂》《东方朔

画赞碑》多有传承。同时，通过分析，我们也

不难发现，在字的体势和部分笔法处理上，

王阳明对苏东坡也有明显的师承，从苏东坡

大字《表忠观碑》中可以得到印证。因此，我

们可以说，王阳明书法取法颜真卿一脉，然

而王阳明乃善学者，以心治书，学古不泥，学

古而化，最终形成自家风骨。《平茶寮碑》当

与颜真卿《大唐中兴颂》《东方朔画赞碑》、苏

东坡《表忠观碑》等并列为颜氏一脉书风大

字碑刻的代表作。

谋篇布局，独具匠心。历代楷书碑刻，

多排列有序，具庙堂之气。《平茶寮碑》也遵

循这一传统法则，有行有列，秩序井然。然

而，在这 3米多高的巨制上，王阳明显然认真

对待，对如何进行章法布局经过了谋划经

营。碑设计了三个板块，第一板块前八行正

文，首行底下缺一字，当是考虑“上”须置顶

之故，大字，占整个版面近 80%；第二板块为

左侧上部分，三行，字较前八行略小；第三板

块为左侧下部分，六行，小字，大约 4 个字为

前面大字一字大小。这种章法在古代碑刻

中鲜有，在保证整体布局统一的前提下，主

次分明，富有变化，对于展览模式下的当代

书法创作，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徐渭尝言：“古人论右军以书掩其人，新

建先生（王阳明）乃不然，以人掩其书。今睹

兹墨迹，非不翩翩然凤翥龙蟠也，使其人少

亚于书，则书且传矣。”王阳明一生做学问，

其对于书法的态度是作为道德文章之余事，

故“人掩其书”。

王阳明自正德十一年（1516）巡抚南赣 4
年时间，在赣南留下了很多重要的石刻手

迹。我们在学习《平茶寮碑》的同时，有必要

对其他相关石刻进行研究。《纪功岩》石刻，

在《平茶寮碑》旁，风格相一致，而显超迈之

气；《观善岩》石刻尤为精彩，取北碑之势，字

势飞动，沉劲有力，惜“观善”二字部分漫漶，

然不失为大字楷书的典范。

令人欣慰的是，赣州市图书馆收藏了

《平茶寮碑》拓片，前不久由权威出版社出

版，并作为该馆馆藏碑帖丛书之一，填补了

王阳明大字楷书碑刻的空白，这无疑是书法

界的一大福音。该书还收录了王阳明《龙南

石刻》《通天岩诗石刻》拓片，均为“二王（王

羲之、王献之）”风格行书。加上近年来陆续

出版的王阳明手书《何陋轩记》《象祠记》《若

耶溪送友诗稿》及信札手稿等（多为行草），

我们可以从中基本了解王阳明书法的整体

风貌。

以心治书 古质沉雄
——王阳明《平茶寮碑》赏析

□ 胡克龙

中国邮政于 5月 19日发行《中国古镇（四）》特种邮票

一套 4 枚，全套邮票面值为 4.80 元，其中一枚邮票图案名

称为江西浮梁瑶里镇（上小图），根据瑶里镇实景（上大

图）所绘制，其余三枚邮票图案名称分别为福建晋江安海

镇、浙江富阳龙门镇、山东微山南阳镇（下图）。

我国从 2013 年发行“中国古镇”系列邮票，至今已发

行四组，共有 22 个中国古镇荣登“国家名片”，方寸之间

表现了各具特色的古镇传统建筑风貌、优秀建筑艺术、淳

朴民俗民风和原始空间形态。当年 5 月 19 日，中国邮政

发行了《中国古镇（一）》特种邮票一套 8 枚，图案分别为:
浙江宁海前童镇、重庆合川涞滩镇、福建邵武和平镇、河

南淅川荆紫关镇、云南腾冲和顺镇、广东珠海唐家湾镇、

四川宜宾李庄镇和山西灵石静升镇。该套邮票通过实景

图片绘制而成，展现了八座古镇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物和

人文风情。画面线条感强，色彩古朴淡雅，将古镇描绘得

唯美精致。

2016年 5月 19日，中国邮政发行了《中国古镇(二)》特

种邮票一套 6枚，图案分别为: 江苏姜堰溱潼镇、湖北红安

七里坪镇、贵州贵阳青岩镇、上海青浦朱家角镇、安徽肥西

三河镇、广西昭平黄姚镇。该套邮票以实景为基础，采用

了钢笔勾线的手法，并以雕刻线条细致刻画六座古镇的代

表建筑物，画面表现了古镇的历史文化和优美景色。

2019 年 5 月 19 日，中国邮政发行了《中国古镇（三）》

特种邮票一套 4 枚，图案分别为：天津西青杨柳青镇、河

北永年广府镇、浙江江山廿八都镇、湖南永顺芙蓉镇。该

套邮票根据实景绘制，采用雕刻布线配合淡彩的表现形

式，整体颜色淡雅秀丽，通过表现民居、水景、植被等，生

动地展现了四座古镇的特色建筑、人文景观和民俗风情。

古镇风采
映方寸

——浮梁瑶里上了邮票
《中国古镇（四）》

□ 周洪林

《平茶寮碑》碑文：

正德丁丑，猺寇大起，江、广、湖、郴之间骚然，且四三

年，于是上命三省会征。乃十月辛亥，予督江西之兵自南康

入。甲寅破横水、左溪诸巢，贼败奔；庚辛复连战，贼奔桶

冈。十一月癸酉，攻桶冈，大战西山界。甲戌又战，贼大

溃。丁亥，与湖兵合于上章，尽殪之。凡破巢大小八十有

四，擒斩二千余，俘三千六百有奇。释其胁从千有余众，归

流亡，使复业。度地居民，凿山开道，以夷险阻。辛丑，师

旋。于乎！兵惟凶器，不得已而后用。刻茶寮之石，匪以美

成，重举事也。提督军务都御史王守仁书。

纪功御史屠侨，监军副使杨璋，参议黄宏，领兵都指挥许

清，守备郏文，知府邢珣、伍文定、季斆、唐淳，知县王天与、张

戬。随征指挥明德、冯翔、冯廷瑞、谢昶、余恩、姚玺，同知朱

宪，推官徐文英、危寿，知县黄文鸑，县丞舒富，千百户高睿、

陈伟、郭璘、林节、孟俊、斯泰、尹麟等，及照磨汪德进，经历杭

埕，典史梁仪、张淳，并听选等官雷济、肖庾、郭诩、饶宝等，共

百有余名。

《中国古镇（四）》特种邮票之江西浮梁瑶里镇

浮梁瑶里镇

(实景照片)

《中国古镇（四）》特种邮票之福建晋江安海镇

《中国古镇（四）》特种邮票之浙江富阳龙门镇

《中国古镇（四）》特种邮票之山东微山南阳镇

张大千《仿王希孟<千里江山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