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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风格到画意》

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石守谦教授自1994至2007年间陆续发表的十五篇论文，共分五个单元，以元明绘画为主，上
溯五代，下及二十世纪。作者以中国绘画史的论述架构为经，以不同研究论题为纬，探索并示范中国
绘画的研究方法。
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关於中国绘画研究的方法与模式已有长足发展，其中以风格学的形式分析贡献
最力，在时代风格的确立与特定风格系谱的建立方面，成果卓著，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局限。作者对
此作了回顾与反思，质疑以西方狭义的「再现」（representation）标准来研究中国绘画的适当性，进
而提出「画意」作为一种观看中国绘画的方式。「画意」一词原出自中国传统画史，但作者试图从艺
术品与观者互动的角度予以考量，力求将作品还原至创作初始的文化情境来理解其「画意」。全书以
「画意」一旨贯串，於风格分析的基础之上，一方面开展新议题，一方面对传统的议题提供新视角，
如以族群冲突、交融的观点解析丰富多元的蒙元绘画、或以区域竞争的角度观察地方画派等，其中对
於「文人画」发展的重新审视与解读，更是前所未发之真知灼见。
作者就不同研究个案的题材与性质，选择切入视角与适当的研究方法，同时展现了艺术史微观的深入
与宏观的渊博。本书不仅可提供中国绘画爱好者一窥中国绘画精髓的管径，更为中国艺术史提供一组
多元、开放而可行的研究方法，是不容错过的一部佳著。"

Page 2



《从风格到画意》

作者简介

石守谦教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及考古学博士，曾任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所长、台北故宫博物
院院长，现任“中研院”历史语言所研究员。着力从文化史角度探讨画史风格与文化环境的关系，主
要著作《风格与世变》、《从风格到画意：反思中国美术史》、《移动的桃花源：东亚世界中的山水
画》，并主编《大汗的世纪：蒙元时代的多元文化与艺术》，另有学术论文多篇。近年主持“移动的
桃花源——10世纪至16世纪山水画在东亚的发展”项目，主张以东亚作为一整体，来对中、日、韩三
国的山水画发展进行全盘观察，特别注意三区域间的互动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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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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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人画究竟是什么？
1-3
洛神赋图——一个传统的形塑与发展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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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风格到画意》

精彩短评

1、我终于看完啦！石守谦老师的论文合集吧，和高居翰从视觉看待中国画的观点确实不同。他说风
格论仅适用于西方传统的再现性美术。因为在这种美术史中，画家的技艺随时代发展越来越精湛，因
而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进步史观。而中国文人画是超越再现的美术，每一个时代都有后世无法超越的作
品高峰，并不遵从基本的进步史观。所以，要构建它的历史“应该试着以作品与观众互动关系来思考
作品间之所以不同，并理解它们如何在时间之流中，形成所谓的‘历史’。
2、运用极多的原始史料来进行分析 以时间线索为主线的对画意讨论的不同论题 受方闻的风格分析影
响较深 多次提及到苏利文和高居翰的研究成果 注重述而少论 扎实的美术史写作功底 切入角度的新意 
受益匪浅
3、有提到陶冷月，但似乎在讽刺他附庸风雅
4、原来折扇源于日本，10世纪西传至中国
5、守灵三日读完，低底总是方便收纳入东西，此书很棒。
6、直截了当，不故弄玄虚。相比高居翰、方闻等“老外”，石教授的文字要亲切多了。
7、很启发人
8、不错，需要积累更多知识后二刷。就突然想到，之前我也是从雅俗，观众的改变来反观二十世纪
初的风格变化，但现在想来，可能画家自己的内在思想体系的变化更重要吧。
9、比预想中的好一些。介绍中提到石守谦早年受到其老师方闻的影响，论文曾偏重于风格的分析，
之后才逐渐转向对画意的研究。我个人认为这算是石守谦作为研究者的艺术史目光逐渐走入折中主义
的路径的尝试，对于历时性与审美现时性的长期分裂来说，这不能说不是一件好事。然而，至少从本
书来看，作者在序言中就强调了高居翰研究的不足，并特别指出后者虽然主张文化史与风格分析相结
合的研究方法，但在实际行文中却依然偏向了后者，这个评价我认为很客观，但实际上，与高居翰充
满才气的风格分析比起来，石守谦似乎也只是走向了史料分析的这一面，特别是《隐逸文士的内在世
界》一篇，其实只是对实证主义又一次比较踏实的践行，比如石文对倪瓒的生平进行了详尽地描述，
但是其实始终没有解答我的疑惑：为什么高士那么多，只有倪瓒能画出如此杰出的树？
10、看专家讲笔墨，还是看得云里雾里，还得继续多看真迹。石先生的文字还是理论多了点，不如高
居翰通俗。书中插图大半是台北故宫的，算是补课过眼。
11、不错的观点
12、目前读的很少，仅就行文，感觉，石守谦不如白谦慎暖，但比白⋯⋯快乐，所以不能帮助地还是
更喜欢石——石写了那么多传奇的人，赵孟頫啊倪瓒啊，但写到幽默的沈周时，那欢愉，洋溢呀。
13、原来是论文集子，内容广泛但缺乏深刻的见解。文笔不如高居翰好，对画作的分析则不如方闻等
有力。
14、这是石先生眼周的中国美术史。虽然是单篇的论文，但是线索明显。建议编辑再版时印一下每一
篇文章首发的时间和报刊名称，方便读者更深入地理解论点提出的背景。
15、本书立意颇高，然相比《风格与世变》则多述而少论。至于“画意”，无非是说中国绘画并非“
看到什么画什么”，而是“有所思而有所生发、下笔千言”之意了；所以恐怕还是绕不开所谓文化情
境（或曰世变）的。过于强调雅俗观，略有画地自限之嫌。最后，尾注放在全书最后的排版方式真是
反人道啊！
16、美术史的第一本书，建立起了对董其昌为代表的“笔墨中心主义”的原始反感
17、作为外行，读起来很畅快。分析深入而丰富，书中插图质量也比较好。
18、马马虎虎翻阅完一遍，打算之后读一读作者序言中提到的贡布里希的书，希望可以更了解一点艺
术史的思路方法。
19、目前看到的对中国美术史的某些角度最为细致深入的反思。
20、20160305读，精致，厚重。
21、第一次阅读，收获颇多。还需再读。
22、这本书看一遍肯定是不够的，我这个水平真不敢说看一遍有好多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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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风格到画意》

精彩书评

1、石守谦教授早前年已出版过一本关于中国美术史的论文集《风格与世变》，书中以世事变迁来诠
释中国文人画的风格史。这本《从风格到画意》深化了前者的研究结果，同时又将诠释的重心稍作挪
移，尝试以“画意”取代“风格”重新形塑中国美术史。本书的副标题即“反省中国美术史”，不过
中国美术史这个范畴略大，更准确的说是反省中国文人画史”，因为只有文人画才注重作为一种深刻
的文化内涵的“画意”，而被排除在文人画之外的中国画更注重风格和功能。在中国传统的美术批评
中，“画意”指的是画中只能以直觉把握的意境，这包括画家的格调、品味和处世哲学，是画家文化
修养的结果。而在西方美术批评史的语境中，“画意”其实就是“观念”。西方艺术史也就分为两种
：观念史和风格史。相对来说，观念史研究要比风格史研究更深刻，因为要卷入的思想体系更为宏大
。1中国文人画是中国传统美术最具其特色的代表。但是在新中国，文人画的价值一度被贬得很低，
以至于新中国的传统美术史著作类似辞典，只有一些史实和人物小传的罗列，而没有对其内在精神之
运动规律的描述。所幸海外有一群热心而又知识丰富的史学家承担了这一重任，通过数十年孜孜不倦
的作品搜集、整理和鉴定工作，利用风格上的断代研究，慢慢地构造出一个立论严谨、有基本因果关
系、叙事生动的中国美术史框架，使后人得以在此基础上不断将自己的研究补充进来。这一群海外中
国美术中研究的代表人物就是罗樾（Max Loehr）及其弟子高居翰，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华裔艺术史家方
闻，而本书作者石守谦就是方闻的学生。方闻的《心印》《超越再现》和高居翰的《隔江山色》《江
岸送别》《山外山》《气势撼人》等著作也已在大陆出版。这些关于中国美术史的书籍有很强的联系
，既有共鸣和继承关系，又有争鸣与反驳的关系，要理解其中一本书的内容有时不得不在其它书中寻
找某些观念的渊源。国内读者应该对三联出版社高居翰的那套书最为熟悉。在那套书的前言中，高居
翰先提到自己研究中国画的原则，即必须以视觉方法为中心。高居翰使用的批评语汇完全是视觉化的
，他对中国山水画作品评论总是通过一种自然主义的景物描述，间杂以对画面中形象背后的情感揭示
，来推断画家的创作意图。他建构的中国绘画史也很朴素，包括其中的画家也被描绘成才艺高超的大
匠师而非世外哲人。而且他将中国近现代绘画之于西方的反应，看作与中国近现代哲学和科学之于西
方的反应相一致，因而总想从一些明清画家的作品中寻找西方写实主义技巧对中国画家的影响，这是
方闻等华裔批评家难以接受的。因为中国文人画就是一种超越了再现（模仿与设计兼具而且更看重后
者）的艺术，修习写实技巧是背离了文人画最基本的创造或者说设计精神，终究是一种旁门左道。西
方现代美术从以模仿为主走向以设计为主，实际上是落后了中国美术近一千年。不过西方绘画从一极
走向另一极，从写实走向抽象，从纯粹模仿走向纯粹设计，发展非常迅速，只有处于中间过渡时期的
印象派和表现派可以与中国文人画相比。特别是梵高和蒙克那些注重笔触的油画，与中国文人画——
特别是山水画中的各种“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方闻教授1930年生于中国上海，1948年到美国普林
斯顿大学师从乔治·罗礼（George Rowley）等学习艺术史。在出国之前，他有修习中国书法艺术的经
历。他的中国美术史研究虽然也以视觉为主，但是他从中国画中看到的又不仅仅是形象和戏剧化的叙
事性，还有布局和气势。他采用的批评语汇有一大半来自于中国传统的画论文献，在他的艺术史中，
那些最伟大的画家就不仅仅是艺术匠人，而且是世外高人。他构建的中国美术史既是一部风格史也是
一部观念史。在他的著作里，风格是连贯的（因为有继承关系），但观念则相对孤立的（因为与画家
独特的经历或人格魅力有关而且难以模仿），这种写法与中国传统的画论的写法（主要是从画家的角
度进行全面的论述，风格与画意不刻意区分开）如出一辙。石守谦的工作可以看作是将这些观念（即
画意）与中国大历史的现实背景结合起来，重新编制出具有因果完备链条的叙事性艺术史2石守谦构
建中国文人画史的方法基于两个最基本的观念。第一个观念继承自方闻：风格论仅适用于西方传统的
再现性美术。因为在这种美术史中，画家的技艺随时代发展越来越精湛，因而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进步
史观。而中国文人画是超越再现的美术，每一个时代都有后世无法超越的作品高峰，并不遵从基本的
进步史观。所以，要构建它的历史“应该试着以作品与观众互动关系来思考作品间之所以不同，并理
解它们如何在时间之流中，形成所谓的‘历史’。”第二个观念是，中国文人画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
定义，任何一种定义总能找到几个例外的史实将其推翻。其原因是中国文人画的精神中蕴藏着最基本
的前卫精神：反叛。反叛就是文人画与社会现实互动的基本方式。这个观念堪称阅读石守谦这本艺术
史著作的锁匙。反叛性确实能解释文人画中的隐居、反俗和复古文化。文人画中的反叛精神也能解释
文人画何以与中国传统的道释画相互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以及文人画家何以多受道教和佛教思想影
响的原因。这些都是由中华文明的生态所决定的。因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就是儒家的有为和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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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风格到画意》

而对儒家思想的反叛基本上就是道家的无为避世，以及佛家的务虚尚无的空与寂等理念。依据这两个
基本的观念，石守谦以下述一系列主题：唐代文人画出现画意的萌芽，宋代形成基本的文士文化，元
代出现反叛性的文士隐居文化，明代隐居于民间的文人的反俗和复古动机，以及明末清初文人画的区
域性竞争构建了一个与现实互动的文人画史，成功地将艺术史与社会史有机的结合起来。不过如果我
们细心观察，也能从中发现一个文人画文化从政治文化中心流向商业区域中心，文人画家从士太夫阶
层走向平民阶层的过程，这也是文人画史的一部分，但是与风格史和观念史之间的同步关系还未被我
们的艺术史家们很清楚地揭示出来。3本书最后一章是反省中国文人画的现代困局。石守谦以中国画
传统中形成的笔墨文化之于现代艺术家创作动机的适应性来介入这个问题，指出笔墨文化的三层精神
内涵与画家创作策略的有效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也算是基本上厘清了这个问题的关键。但是仍然未能
指出中国文人画的现代出路。不过据本人看来，以笔墨文化来探讨这个问题，仅仅是切入到中国画的
风格层面。而中国文人画的本质正像本书所论证和揭示的：并非风格而是观念。其发展的机杼也是其
背后带有反叛意识的文化精神，亦即所谓的“画意”。只要文人画所包含的文化意识在现代社会功利
性思想压迫下消失了，其风格也就难以延续和发展。所谓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幸，中国文人画
之“写意”是一种介于写实与抽象之间的艺术，最符合中庸之道，从这一点来说文人画又是一种最能
适应现实的艺术。鉴于现当代艺术思想已经在激进的抽象化道路上呈现其强弩之末的现象，以及中国
传统文化亦在重新复苏之中的现状，属于中国文人画的“文艺复兴”时代应该是可以期待的。只是中
间可能还差一个像南宋宫廷画家对当时“焕烂求备”的物质文化进行消化吸收的时代，以为新文人画
的笔墨技法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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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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