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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之间!得授荆州知府!后来
倒官路亨通" 倪文蔚光绪间几
次受召进京!都来拜访李慈铭!

并留下别敬银两" 李慈铭也曾
以人事相托" 他给倪文蔚撰挽
联云#$一幅寄云林! 十载无忘
宿诺%八驺归若水!两河遽丧劳
臣& '上联说的是李慈铭光绪七
年向倪文蔚求画的山水姗姗来
迟!收到时已是十年之后&下联
是说倪文蔚阅兵之后因病去
世&惯用的客套话!评价说不上
多高&事实上!李慈铭对于倪文
蔚依附于张之洞等人非常不
满! 曾在日记中用小字大骂其
贪腐&

李 慈 铭 在 同 治 十 一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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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到九月之间接连发
出这些作画请求!其频率之高!

远超从前&有的画被寄回家乡!

画尾缀上李慈铭自撰自书的图
记!缅怀家族先人的足迹!追述
自己与母亲*兄弟卜居的旧事&

这些出自颇负时名的京官画家
笔下的绍兴景色! 似乎被赋予
了某种仪式性&不过!他与一众
京官们的$蜜月'期很快就过去
了&不论是画画的吴大澂!还是
题画的张之洞! 双方后来的交
往都相当克制&因政见龃龉*文
人相轻! 或一些言语播弄的是

非!终于由亲到疏&李慈铭自述
修身七例#一不答外官!二不交
翰林! 三不礼名士! 四不齿富
人!五不认天下同年!六不拜房
荐科举之师!七不与婚寿庆贺&

其中又特别提出翰林* 名士两
项!有所影射&同部僚友陈乔森
在其中也有一些$功劳'& 陈乔
森来自岭南! 在地方传统的熏
陶之下! 自成一种独特的绘画
风格!用笔大胆!山水粗头乱服
而不乏苍莽之趣& 他任职户部
之后!开始与李慈铭交往&光绪
三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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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乔森再次拿到
+湖塘村居图,的命题& 画未完
工! 就受到李慈铭关于他言语
是非的质问& 陈乔森在辩白无
效的情形之下! 更加用心地画
这幅家园图!$画极细密! 用墨
尤佳'(!日记"#第

!"#$

页)!但
没能挽回两人之间的友谊&

周寿昌是少数交往到最后
仍得到李慈铭尊重的京官之
一& 周寿昌和曾国藩等多位湘
军高层是同乡!又识于微时!却
并未如周围人所预料的那样仕
途通达&后因足病休致!致力于
+三国志注证遗,+两汉书札记,

的撰著! 常拿稿子给李慈铭讨
论& 著述之余! 周寿昌重拾画
笔#$读书苦难用心! 饭后画扇
一两枋遣日!不欲与人!人或有
索者! 亦不过恡也& '(周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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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寿昌不讳言自己对于五代富
贵风格的花鸟画家黄荃的喜
爱! 他的藏品中也有一件归于
黄氏名下的瓜卉长卷& 但他最
为人称道的是秀润的山水画
风& 李慈铭看见他画在摺扇上
的山水!湖面有船!船上三四个
人!两只瓮!觉得这景色像极了
绍兴城外!记起自己的旧诗$桃
花坞口采蒪还'!就给这图取个
名字叫 $春湖采蒪图 '!请周寿
昌题于画上相赠&

对于翰林* 名士的新鲜感
过去之后! 李慈铭不再刻意去
追求京官圈中大小名头的画
作& 他把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京
中与绍兴相关的文化设施建设
上! 在同乡中具有良好的影响
力&这些绍兴才子或任职部曹!

或为居乡举子!流动性大!一般
要逢科举年才有机会在北京聚
齐&一般是二月入闱!三月赏花
宴饮!四月报榜!然后分别& 同
治甲戌科以后连续三个会试
年!同乡胡寿鼎 *秦树敏 *陶
宣*陶在铭*陶方琦*孙彦清!以
及待李慈铭亦师亦友的海宁人
羊复礼和湖北人樊增祥等人齐
会京城& 士子中画名最高者当
数举人秦树敏& 他是著名的娱
园主人!多次赴京考试均落第!

还乡前多画梅扇赠给李慈铭 &

周作人后来到娱园去! 还赶得
上见识园中少主人家传的画梅
艺术(图五)&

绍兴的山山水水!柯山*三
山*湖塘*谢墅*罗庵等等!李慈
铭都请人画了个遍! 且一画再
画(图六)& 李慈铭要表现绍兴
的秀!周星誉的高秀!倪文蔚和
秦树敏的秀洁!温忠翰的秀润!

都是合格的&张之洞题+湖塘村
居图, 诗中有这么四句#$逢人
便索图村居!要令家山常在眼&

可怜画手矜简略! 溪树不春山
容薄& '(!日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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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批评画家逸笔草草! 在形似
上有所欠缺! 辜负了思乡者的
深情& 对于一个热切怀恋故土
的欣赏者而言! 画中景物的似
与不似显得特别重要& 李慈铭

画前写图略! 收到画后还要细
审其是否失真& 面对孝廉冯学
沣的一幅 +三山世隐图 ,!李慈
铭先是因其不肖实境而颇为失
望! 后意外发现图中景观与柯
山对面的湖南山极其相似 !点
景房屋则似萝庵! 便改画名为
$山楼对读图'& 这件差点被放
弃的绘画由此重新得到重视 &

冯学沣的父亲是杭州籍探花冯
培元!与秦炳文结过画社&冯培
元工于画梅! 学沣则以山水见
长&冯学沣曾避乱萧山!又和李
慈铭的好友张鸣珂交游! 再加
上这段 $山楼对读 '的画缘 !他
第二年解银进京就直接去李府
拜访&几场酒喝下来!又被李慈
铭赚走了两幅山水& 在摹写实
景方面! 李慈铭与同乡画家之
间更容易达成默契& 周星誉画
+湖南山桃花 ,便面 !秦树铦画
+罗庵黄叶图,和+吼山秋望图,

(萝庵黄叶楼是李慈铭和弟弟
共读的地方! 吼山亦为绍兴名
山)!胡寿鼎用绍兴南塘一带的
风景位置来表现杜甫 $白沙翠
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的
诗意!都更让李慈铭满意&胡寿
鼎任职刑部! 曾多次与李慈铭
一起参加科考! 他总是#$绸缪
定棲止!琐屑筹糇粮&入或代负
儋!出则眠连床& '(!日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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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寿鼎还给李慈铭画过王士祯
$晚趁寒潮渡江去!满林黄叶雁
声多'等多幅诗意图&有一件朱
松银石的纨扇最为李慈铭所喜
爱&对于相似度的要求!看起来
已经背离了文人画的某些准
则&李慈铭曾以王绩+在京思故
园见乡人问,诗入画&钱锺书先
生解读这首诗相当于画中工
笔! 与南宗文人画的趣味正好
相对 (钱锺书 !中国诗与中国

画"#!七缀集"#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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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李慈铭本人对于大小青绿
画法都饶有兴致!一一实践&从
元代逐渐定型的龙脉山水 !由
于缺乏一流笔墨的支持! 逐渐
沦为一种僵硬的* 程式化的机
械图式 !千篇一律 !了无生气 &

董其昌时代所追求的抽象 *冷
静的笔墨趣味无以为继! 欣赏
者把目光重新转回画面表现上

去! 再加上浙西派文学白描手
法的审美影响! 诗意可居的江
南小景开始流行&

李慈铭五十九岁时小小地
升迁到江南司郎中一职& 酒边
花下!书画清游!仍是旧时的戏
码! 但以老夫自居的李慈铭心
绪散淡了不少& 秦树敏逝于绍
兴的消息传来! 李慈铭怜其稚
子尚幼!娱园花竹寂寞无主&少
年们则仍源源不断地奔赴京
城&过客匆匆!李慈铭尽力维持
人情平衡! 但鲜少主动去求画
了& 倒是朋友和后辈们知道他
爱画!常主动送来自己的作品&

启程赴俄游历的缪佑孙赠以
+秦淮小景,! 王廷训送来山水
扇! 樊增祥和陶方琦寄到墨兰
(图七)! 羊复礼送西山名胜画
扇!徐琪赠纱扇画+十刹海观河
小景,& 受赠画作自不待言!就
是那些主动向文士们求来的画
幅! 也从没见李慈铭有付钱的
记录 (两位女性职业画家除
外)&李慈铭并非耻于言利的腐
生&袁保龄请李慈铭撰写寿序!

他坚持非百金不动笔! 后来还
得来说项的画家胡义赞先同意
给画一幅 +湖塘村居图 ,才成 &

给殷萼廷撰 +郑姬志铭 ,!李慈
铭细细算了一笔账#$予前年曾
向假五十金未还!今年又送+四
库提要,一部!翁注+困学纪闻,

一部 ! 价亦约值十金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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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再加上作为润
金送来的十金! 算上知好的情
谊!才勉强将就&文字可以理直
气壮地卖! 画不能换钱吗- 不
过! 细绎李慈铭与这些文人画
家之间的人情往来! 大致都是
持平的&可以说!李慈铭在此类
往来中总是试图遵循人情平等
的原则!免于孟浪行事&所谓人
情平等! 一是双方身份或修养
上的大致匹配!二是具体财物*

文艺往来的轻重相当& 为了得
到一幅画!有时需要草蛇灰线!

人情往还数月& 当艺术成为一
种酬应的手段 !被看作检验人
情的试金石 !高雅难免沦于低
俗之境 & 翁同龢归乡途中 !左
手给兵丁付钱!右手随即奉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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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陶方琦尺牍 秦树敏画笺#自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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