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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题材选择上

石涛与梅清在题材选择上有一些相似之处，石涛曾在

宣城一带居住，持续数十载，这一时期，与梅清互为师友。

在这一时期石涛的山水画受到他一定的影响，石涛对梅清

晚年绘画题材上也有着不可或缺的影响。

石涛是一位涵盖多种创作题材的全能画家，开阔的视

野是石涛山水人物花鸟画日益精湛的原因之一。石涛的创

作题材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时期：一武昌时期；二宣城时期；

三南京时期。1657 年前后，石涛创作了早期作品《人物山

水花卉册》，此册有十二开，其中包括山水七册、花卉五册。

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石涛晚年在山水、花卉、书法等

方面的成就。宣城时期，石涛曾数次游览黄山，感悟黄山

的秀、松石的美。以自然为师，虔心学习。并以黄山为题

材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如《黄山图册》等。石涛讲究意境

的创造与山水氛围感的刻画，敏锐的观察感悟为他山水画

创作与创新做了铺垫，在此期间形成了自家面貌。宣城的

这十五年里，在石涛的艺术生涯中具有深刻意义。石涛在

宣城居住时多次涉足黄山，奇松怪石、云烟浩渺的胜景给

石涛留下深刻的印象，成为石涛重要的创作灵感来源。其中，

南京时期的《黄山八胜图》最具代表性。

梅清早期绘画的主题主要是家乡的风景为主。而后主

要取材于宣城的山水之间。32 岁的他开始专注于黄山，多

次浏览天都、莲花、云门、光明顶等百余处胜景，对天下

第一奇山深深着迷。至此，创作出一系列传世之作，世人

称他为诗人，他常以诗人的角度去感受自然，用画家的情

感表达自然。其六十八岁时创作的作品以表现黄山为主，

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黄山十九景》《天都峰图》《黄山图》等。

石涛与梅清在题材上都对黄山独有偏爱，并在不同时

期创作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二人在题材上不同点是：石

涛在题材上更加广泛，不仅在山水画上传奇一生，花鸟人

物题材上也留有经典之作。而梅清主要以画黄山的作品出

名，他画的黄山独得仙气。

2 笔墨意境上

中国画中笔墨是主要的书写语言，没有笔墨，就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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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中国画。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出：“运墨

而无色具 [1]。”石涛有言：“夫画，天下变通之大法也，山

川形势之精英也，古今造物之陶冶也，阴阳气度之流行也，

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也 [2]。”此话表明，作画者

是借笔墨形式以此传达性情，宣泄情感。

石涛山水画在笔墨意境上的运用可以称为前无古人后

无来者的境界，其用笔看似随意却精心策划，并提出不似之

似、无法而法是我法、法自画生等语录。中国画讲究师法自

然，以笔墨的干湿浓淡描绘自然景物，抒发主观感受。石涛

的山水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融百家之长，师古不拘泥于

古，守正创新，形成了其别出心裁、张扬个性的绘画风格。

石涛在理论著作《苦瓜和尚画语录》的《笔墨章》中有言：

“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能受蒙养之灵，不解生活

之神，是有墨无笔也。能受生活之神而不变蒙养之灵，是有

笔无墨也 [2]。”这段话表明用笔有灵气的基础是潜心练习，

用笔有神韵必须了解了世间万物的丰富性，二者皆不可缺。

石涛的《山居图》为1679年所画（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作品中山石乱而不乱、齐而不齐，整幅画面气势磅礴，章法

严谨，苔点疏密有致，笔墨纵横。展现了画家的审美情趣。

由此可见石涛善于表现黄山之美。他的绘画不仅调动了情感

的能动性，同时在笔墨中也赋予了情感。

梅清的人生境遇及超逸情怀都显现在他的笔墨之中，

他的画作具有空灵清秀的格调。他一生描绘了诸多黄山等地

的景物，他笔下的山川雄伟壮丽且给人以美的享受。他的传

世作品中可以看到梅清热衷于画黄山，他自称“余游黄山后，

凡有笔墨皆黄山矣①。”他把山水画作为表现自己高尚品格

的一种手段，用山水来表达自己的精神和情感。时至晚年，

梅清的艺术创作达到了高峰，1693 年所作的《黄山十九景》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以变幻莫测的笔墨设色描绘出黄山

的云雾缥缈、险峻秀丽。

石涛和梅清的相似之处在于，几乎所有的画都是直入

主题，用简洁舒适的笔墨描绘自然。两位画家描绘的山川意

象看似漫不经心、朴实无华，实际上却能感受到深思熟虑后

的浓淡对比，让观者随着笔墨的变化和线条的走向让他们进

入画家的内心世界。二者的区别：石涛的黄山和梅清画黄山，

虽都为描绘黄山的佳作，但其笔墨的意境却大相径庭。石涛

的笔触自然随意，只有几笔就能描绘出山体结构。梅清对黄

山的刻画灵动飘逸，追求“秀”和“逸”的境界。

3 构图章法上

顾恺之将中国画的构图形式称之为“置陈布势”，也

就是谢赫“六法”之一的“经营位置”。在当代被称为“章

法”“布局”。山水画在空间上讲究虚实结合，以云气为虚，

以山为实。所谓“山本静，有云则动”“山之有云犹鱼之得水，

自然空灵”，以至于形成了传统山水画处理虚实的一种常用

手法。传统程式化构图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灵动性，削弱了艺

术的创造力。

石涛在山水构图章法上从不局限于元明以来程式化构

图，对王原祁崇尚的传统式构图更是不屑。石涛山水画的布

局出乎意料，形式新颖，给人以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现

收藏在天津博物馆的《黄歇轩辕台图》构图上以传统笔墨会

就新的构成形式与传统形式截然不同。画面中以横切夸张的

笔触切割画面，使整幅画面气韵生动而又不显突兀，左侧叠

嶂山脉与两松中间的山头相呼应，以墨块和少有线条形成虚

实对比给人以无限山险的感觉，与梅清温和的山水构图形成

截然不同的风貌。这种沉郁苍茫的境界，在清初画坛上实为

罕见，是石涛典型的画作。

梅清的《黄山文殊台》（现藏于衡水中国书画博物馆），

抓住了黄山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工创造，强调了自

然变幻的整体感受和神韵。整幅画面采取俯视的角度，以松

为主体，以白云缭绕切割画面。同时，远景的人物、房屋为

画面增添了烟火气息，在构图的处理、形象刻画上，恰到好

处地表现出梅清的审美观念。将云气穿插于山脉之中，与整

体块面造型的山峰形成对比，有鲜明的自家面貌。梅清的作

品具有明显的特色：其布局结构奇特，且取自黄山等处的景

色，对于布局有所取舍、有所选择，大胆落笔，细心收拾。

梅清的这幅图妙在能将云气掩映处理得颇为自然，是靠形象

衬托来显示舒展的云层。

因此，石涛与梅清在构图方面的共同之处是大胆创新，

懂得取舍。石涛构图与梅清不同的是，石涛更加讲究构成，

对点、线、面的构成极其重视。石涛的画以繁取胜。梅清以

简取胜，梅清的画面最主要的就是简约，布局巧妙，使得画

面空灵俊秀。运用简练的形象刻画，使画面的视觉效果更具

张力。

4 结语

石涛是中国绘画史上富有传奇色彩并极富艺术才情的

艺术家，他的作品和绘画理论都很值得研究。梅清虽不具石

涛那般影响深远，其构图用色上却值得考究。一些慕习者和

研究者如要从石涛和梅清的作品中获取什么以此滋养自己

的创作势必要以此方面着手。论文虽试图从二人的题材选

择、笔墨意境、构图章法角度入手，深入解析了石涛与梅清

的相同、异同之处，将作品中的构图、笔法加以分析，以此

在创作中提供新思路。论文研究水平有限，视域短浅，难免

存在问题和谬误，期待今后加强学习，深入研究。

注释

①此为《黄山图》梅清自题，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作于 169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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