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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元初山水画的“复古”与“创新” 
郭川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  陕西省西安市  710100） 

摘要：在赵孟頫“复古”思想的影响下，元代的山水画开始从南宋绘画理念的制约中解脱出来而朝着新风格发展。唐以前的早

期山水画在元初文人画家笔下成为复古求新的依据和经典。本文聚焦于元初画坛巨擘赵孟頫和钱选二人的山水画，尝试通过图像学

研究方法，剖析元初山水画对早期山水画的继承和改造，从而解读元代山水画成就高峰的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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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十三世纪中晚期，中国山水画随着时代的更迭发展至一个新的

阶段，希望“复古”而有别于宋人的元季文人画家以笔墨意趣、画

頫面形式美感为重点，以赵孟 及元四家为代表，将山水画引领至一

个新境地，一种以结构奇特的山峰为主体的画作形成为了十三世纪

山水画的新图景。 

頫从元初赵孟 的《鹊华秋色》为开端至元末王蒙的一系列画作，

造型奇特的山峰[1]形象屡见于元画中，形成了元人山水特有的图像特

征。在这场以“复古”为主导的山水画新风中，元初文人山水画首

开元画风貌，为后来元画的发展和影响奠定了基础。本文旨在于对

頫元初画坛巨擘赵孟 和钱选二人的山水画进行图像分析，解读其绘

画中“奇峰”图像的来源和意义。 

二、元初文人山水画图景中的“奇峰”结构 

頫（一）赵孟 的复古思想 

頫赵孟 （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作为元代画坛的领

袖，他的艺术思想对元以后文人画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赵孟

頫的艺术思想简言之即“复古”，所谓复古，赵曾有过明确的言论，

他说“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今人但知用笔纤细，

傅色浓艳，便自为能手，殊不知古意既亏，百病丛生，岂可观也。

吾所作画，似乎简率，然识者知其近古，故以为佳...”，此“复古”

中的“古”，主要是指唐以前的绘画，特别是那些结构质朴，造型古

拙的作品；“今”则主要指南宋绘画，尤其以追求写实的南宋画院所

出作品为“今”的典型[3] 頫。赵孟 还提出“书画本来同”一说，将书

法审美引入绘画审美。因此，在赵的提倡下，古拙质朴的早期绘画

就成为了元季“复古”运动中的经典，这些经典以文本的形式为元

代绘画将宋人的追求笔墨再现自然转向元人的笔墨表现风格提供了

参考依据。 

（二）《鹊华秋色》——复古思想下的新图像 

1、《鹊华秋色》的复古特征 

 

图 1  元 頫赵孟  《鹊华秋色》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鹊华秋色》（图 1 頫）是赵孟 至为重

頫要的一幅作品，我们可将此图看作赵孟 “复古”思想的体现，画

中的诸多特征均显示出此图风格的“近古”。 

画面前景土坡上坐落的一组杂树看上去只是小景，但其下更为

渺小的人物却提示观众此树乃是参天巨木；船只和泛舟的水域在比

例关系上的失衡使得芦苇荡看上去像一个小水洼而非湖泊；房屋组

件用单线平直的勾出，各个结构在现实中常见的厚度和曲折性也已

消失；树木成排并列而少有叠加关系；相比宋代的空气透视画法，

山下所绘雾气对前后空间的隔断效果颇显突兀。在此，张彦远所说

的早期绘画[4]中那些“人大于山，水不容泛...列植其状”的特征再次

出现，这些特征本是古人因对空间、比例等关系认知的不成熟造成[5]，

但在《鹊华秋色》中却被当作趣味横生的风格化产物来对待，这些

特征不能即时唤醒观众对空间和体积的体验，却可勾起文人对画史

的回忆。因此，画家借此图以强调的审美品味乃是早期绘画中“不

求形似”的风格与形式，而非南宋画院强调的写实性技巧。 

2、《鹊华秋色》中的奇峰 

頫《鹊华秋色》是赵孟 于元贞元年为其挚友周密所作，周密祖

籍济南，画家在图中为友人所绘正是济南的两座名山——华不注山

与鹊山。两座山峰形象奇特，于画中左右对称而立，皆用青色染出，

与前景的温和色调所分离，有刻意强调之感。其中华不住山（右侧）

（图 1）的轮廓近似等腰三角形，山脊位于该三角形的中线，如鱼

骨般整齐的皴笔汇聚于此——山体被绘制的如同一个规整的几何平

面。而鹊山的轮廓（左侧）（图 1）与华不注山正相反，山顶如平地，

皴笔同样具有规整的几何秩序，用同样的间隔和力度皴出。对照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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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中的华不住山与鹊山，其外形特殊一如图中所述，可见画家并未

在此捏造两座奇峰，但将这种奇特的山峰选入画中显然更容易使观

众联系到早期绘画中的山景，因为唐人通常会将山体画的“怪异”[6]，

观察唐人所作《明皇幸蜀》，即会发现《鹊华秋色》中两山的风格与

唐人画风相近，似乎它们本身即是现实中的具有古典风格的奇峰。

作为山水画中的核心结构，山峰可以被看作画面主旨的载体，而在

《鹊华秋色》中，华不住山和鹊山两座山峰是以象征早期绘画中不

真实的山形这一具有“复古”特征的形象出现的。 

（三）钱选与《幽居图》 

1、《幽居图》中的“复古”特征 

頫钱选字舜举，他年长于赵孟 ，并和赵交情密切，二人不仅同

頫列“吴兴八俊”，钱还可能对赵孟 的艺术产生过启发[7]。在艺术理

念上，二人都提倡复古，这在他人的论述和钱选本人的作品中都不

难看出，在一幅名为《幽居图》的钱选作品中，“复古”的痕迹昭然

于纸上。该作品的山石全无皴笔，仅用淡墨勾出轮廓和主要结构，

之后再以石青石绿赋色，显示出钱选对唐代李思训父子或隋代展子

虔山水风格的追求。造型方面，《幽居图》同样追求隋唐山水画的形

式美感，画面平板化的装饰效应突显，树木外形如一块块平展薄面，

树与树之间只有简单的叠压关系，树叶的排列如同布置棋子一样具

有平面美感而缺少对真实树叶组织关系的表达。用白色染出的云雾

在拉开前后空间方面不能发挥太大作用，却富有装饰意味。 

《幽居图》的这些绘画特点反映的是唐人绘画中常见的现象，

而与宋人笔下由于对事物结构关系作深入剖析而展现出的“写实感”

大相径庭。《幽居图》极简的布置与造型、稀少的皴笔、山石的冷色

调、平面化的物象以及行笔中处处流露出的具有装饰意味的古典特

征使画中的空间颇为简静和浪漫。对于那些对早期绘画谙熟于心的

文人画家们，观看这样的作品时，他们所看到的是一个从早期绘画

中搜集了各种元素，从而使画面表现形式高度抽象、造型富有装饰

意味的风格化世界。《幽居图》不受宋人山水理念的掣肘-全然回绝

了两宋建立的写实法度。 

 

图 2  《幽居图》（左）与《游春图》（右） 

一幅断代更早的作品-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很可能是钱选创

作《幽居图》时更主要的依据，二者有诸多相似之处（图 2）。观察

《幽居图》和《游春图》的主峰，会发现类似的结构和赋彩，两图

的主峰均由沿山脊并列分布的石块构成，只是《幽居图》中的山石

组织更加繁复，使的山体看上去更为奇特。两图山体的设色则一致

的使用石青为主的青色调，而唐代的青绿山水更多的使用石绿。细

节方面，两图主峰的顶部均有小树，只是画法不同，而山下则皆画

大树，大、小树的对比使画面粗具远近关系。云雾都用浓郁的白色，

以富有装饰意味的平涂法将云的体量感淡化。在这种与隋唐高度相

似的细节的影响下，观众在《幽居图》中观察到的仍然不是身处现

实的自然中时所感受到的真实美，而是具有人工意味的形式美。 

三、结语 

借助把握古代文本中非自觉的流露出的形式美规律，《鹊华秋色》

和《幽居图》将观众的目光向新的审美方向引导，这些在元初山水画

坛中出现的“奇峰”成为了元初文人突显其艺术复古风格的标签。赵、

钱之后，“奇峰”结构在元代文人画家们创作的山水画中继续普遍的

出现，并产生出更加复杂和系统的结构，从而使元画的符号性更加突

显，但赵、钱绘画中所提出的对早期绘画元素的提取和表现方式却确

立了元代文人山水画创作的基调。这种创作基调集中的吸收了唐以前

“古拙”的造型表现元素来创造一种经过理想化加工的古代样式，它

虽有早期绘画的符号却高度自觉。换言之，这种“奇峰”山水是元人

的刻意为之而非像早期绘画那样的非自觉表现。它为元以后明、清文

人山水画在“抽象性”表现道路上的发展开辟了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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