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件无款山水画! 依方先生所
见"它应是北宋屈鼎的作品!为
证明这个看法" 他首先扼要地
从山水画的空间结构# 造形和
笔墨技法等方面去分析唐代到
清代之间一些重要的山水画家
作品" 如正仓院琵琶上的山水
画 #李成 #范宽 #燕文贵 #许道
宁#郭熙#李唐 #赵孟頫 #李在 #

王翬等人山水画中的构图 #造
形和笔法等绘画风格特色"而勾
画出其间山水画的发展史和每
个时期山水画的表现特色!然后
他再依据那些特色证明 $夏山
图% 是属于燕文贵的风格系统&

但就造形# 笔墨和其他因素而
言" 则应是燕文贵的学生屈鼎
所作!

!二"

在
!"#$

年所写的$复古主
义即原型风格%一文中"方先生
阐明了在中国画史中常常谈到
的'复古主义 (的性质 )他认为
那应是一种追摹古代风格的作
法!他在人物画#山水画和书法
作品中" 看到古代许多种艺术
的 造 型 ' 图 式 ( *

%&'()*&+,

-'./0/

+ 如何藉由不同的媒材
保存下来" 而后人再如何经由
'复古 (的概念 "去吸收和转化
前人所建立而流传下来的这些
图画模式!他的观察透彻"能见
人所未见!比如"一般人只观察
到钱选在$羲之观鹅图%中画山
的特色)重复使用三角形"堆叠
出一座山的形状&然而"方先生
却可以更进一步看出) 这种山
石图像原来可以追溯到北宋早
期木刻版画$秘藏诠%中的山水
插图& 它甚至还可以上推到敦
煌六十一窟中的壁画 $五台山
图%*约

"12

年+!

!三"

方先生在
3"14

年所写的
$凹凸画在敦煌 %一文中 "主要
探讨的是)从北凉到唐代之间"

敦煌壁画中所见中亚传入的
'凹凸画 (技法的特色 "和当时
中国画家如何涵受它" 以及转
化它的过程!关于这两方面"他
都有十分精辟的看法! 在如何
涵受方面"方先生指出)由于受
到'凹凸画(强调表现物像立体
感的影响" 六朝和唐代画家因
而在人物# 建物和空间的结构
上" 由汉代以来习于表现物像
的整体性和平面性效果" 转而
趋向较清楚地表现出它们各主
要部分之间的立体性结构关
系!至于在如何转化方面"方先
生认为) 唐代画家采取汉代以
来传统的线描技法" 描塑出人
物的立体感"藉此取代了'凹凸
画( 那种利用颜色渐层去晕染
出物体表面高低的画法! 他以
十分精简的方法" 系统性地运

用了敦煌的壁画资料"成功地建
构了汉唐之间中国画史演进的
概况" 也弥补了古代画史研究
的缺口!

!四"

在
!"15

年所完成的 $心
印,,,中国书画风格与结构分
析研究%一书中"方先生举出了
日本正仓院所藏唐代琵琶上的
漆画 $湖雁图 %*

1

世纪 +"和南
北宋之间李生的$潇湘卧游图%

*

!6

世纪 +"以及赵孟頫的 $鹊
华秋色%*

47"8

+ 等三件作品的
线描图和它们各自的空间结构
层次示意图!以这三件图为例"

他说明了从第
1

到第
!5

世纪
的

$92

年之间" 中国山水画在
表现空间的深度方面" 所呈现
三个阶段的进展和表现特色 "

特别是在描绘近景到中景之间
的'地表面(*

:*);<= %,+</

+*不
是'地平面("

.)*&>)<

+的这一点
上! 由于宋元以降中国画家对
于表现画中的近景到中景和远
景之间连续延伸的'地表面(能
力的增强" 使得山水画中渐渐
可以清楚地呈现出三度空间的
感觉*也因此"中国山水画不仅
可以'观("而且可以'居("也可
以'游(+!他指出中国山水画中
存在的是'地表面(*而非'地平
面(+的表现问题! 他的这种看
法实发前人所未见" 也有效厘
清了一般人在看中国山水画
时 "常因无法找到 '地平面 (的
迷思与困惑!

!五"

方先生在
4"""

年对$溪岸
图%所作的研究中"再度使用他
独特的研究方法) 以纵向的艺
术风格发展史来为一件作品定
位!首先"他分析了$溪岸图%的
结构特色!其次"他寻找出这种
特色已存在于唐代绘画中 "可

知这种风格的渊源有自" 依此
而证明此画是董源所作的可能
性! 最后"他更列出元代王蒙"

和其后许多山水画中引用了
$溪岸图% 构图模式的例子"以
此说明这类董源风格在

45

世
纪之后持续流传的事实!

以上诸列所见方先生那种
依凭视觉证据所呈现出来具有
系统性和贯彻史实的独到见解
和论述方式"视野广阔"气魄庞
大"说服力强"在中国艺术史学
界中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建构 #东亚艺术图

像档案$

除了上述的'结构分析法(

之外"方先生也重视'笔墨鉴定
法(!他认为艺术史研究者必需
将二者合并运用" 才能建构出
一个艺术家作品风格的发展历
程和重建传统画史发展的大概
面貌! 而要运用'笔墨鉴定法(

的先决条件是) 将大量的图像
证据排比研究" 以建立个人或
整体的风格发展脉络&此外"更
要仔细观察作品真迹! 换句话
说" 要研究艺术史必须要有良
好的图像档案设备和与观察实
物的机会!为了这两种需要"方
先生自

4"$9

年代开始"便在普
大建立了全球最好的 '东亚艺
术图像档案(!方先生当年要设
立 '东亚艺术图像档案( 的灵
感" 极可能是学习了普大艺术
与考古系早已建构而闻名全球
的'基督教艺术图像索引中心(

的经验 ! 该中心始建于
4"4?

年"至今为止已近百年"且收了
大约

79

万张相关的图像照片!

普大的 '东亚艺术图像档
案( 包括两大类)'一般东亚艺

术图像档(和'罗氏敦煌壁画图
像档(! '一般东亚艺术图像档(

之中最主要的是中国艺术图
像" 其核心来源是购自当时密
西根大学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合
作的'故宫藏画图像照片(! 该
项计划是密大的艾瑞慈教授
*

@&'.+*= A=B+*=-

+和当时弗利
尔美术馆研究员高居翰博士
*

C+0/- D+.&,,

+合作主持的! 在
这套 '东亚艺术图像档案 (中 "

每张图片都是图像清晰的
1E!

42E

黑白照片! 黑白大照片的好
处是可以清楚看出水墨画的笔
墨和线条! 这些照片被裱贴在
灰色的

47E! 45E

硬纸版上"依
艺术家姓氏的英文字母顺序 "

排放在一个个高大铁柜的活动
抽屉中" 使用者可以轻便自在
地取用!从设立开始到

7222

年
为止"这套档案曾在

62

多年之
中 "累积到

48

万件左右 "在教
学和研究方面发挥了极大的效
用!有了那些图档"方先生更可
以贯彻他对作品鉴定的工作 !

他也如此要求他的博士生 )先
针对某一单一重要作品作精密
的观察#分析与比较研究"以确
定它的真伪和断代" 然后再解
释它的图像意涵和阐明它的历
史背景及文化史上的意义! 这
便是在他领导下的 '普林斯顿
学派( 研究中国书画史的特色
之一!

52

多年来"他也如此带
领他的研究团队" 具体处理了
许多普大美术馆和纽约大都会
博物馆珍藏的中国书画名作
*详见后论+! 这种建构图档以
支援艺术史研究与教学的模式
后来也被纽约大都会亚洲艺术
部#台大艺术史研究所#甚至是
北京清华大学考古与艺术研究
所沿用! 遗憾的是"约在

4""2

年代之后"由于计算机流行"大
家渐渐习惯运用电子图像 "因
此"在方先生于

4"""

年退休之

后" 普大的这套高质量图像照
片档"不但未能持续累积"或予
以数字化"反而散落各处"实在
十分可惜!

'罗氏敦煌壁画图像档
*

F./ G) H*'.&I/ )J F;< K

.;+<: L+,, M+&<(&<:-

+(& 是
4"$2

年代初期方先生为了普
大而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经
费后" 特别敦请那时旅居纽约
的罗寄梅先生*

C+0/- D.&

,

0/&

G)

"

4"27

,

4"1?

+和夫人 *罗刘
先 "

G;'N G)

女士 + 所制作的
O999

多张
1P!42E

黑白图像照
片! 罗寄梅先生与夫人都是摄
影记者" 他们在抗战末期到敦
煌千佛洞与安西榆林窟等地 "

拍摄了
6222

多张当地的佛窟
壁画与塑相的照片! 那时张大
千也正好在那里临摹壁画! 由
于罗先生与夫人对艺术的敏感
度极高" 再加上精绝的摄影技
术" 因此所摄取的图像不论在
取景上# 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超
越了其前的法国考古学家伯希
和教授所摄的敦煌图档! 这套
'罗氏敦煌壁画图像档 ("在
4"16

年敦煌研究院和日本讲
谈社合作" 首度出版五册敦煌
彩色壁画图册之前" 一直是全
球研究敦煌艺术最清晰# 最完
备"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图档!

42

多年前"美国的安德鲁-梅隆基
金会在征得罗太太同意后 "已
将罗氏所藏敦煌壁画图像全面
电子化" 并收入

H*(-()*

电子数
据库! 最近这套图档并将以书
面形式出版"是学界一大盛事"

也是罗先生与夫人对中国文化
的具体贡献!

对普大美术馆的贡

献!

!"#$

%

%"""

"

方先生对普大美术馆的贡
献非凡! 他对中国书画史的研
究成果" 获得了许多重要收藏
家的信任" 因此他们便将自己
收藏的书画珍品或借藏或捐赠
给普大美术馆" 作为教学与研
究之用! 其中比较重要的捐赠
者包括)

Q*R Q)**&- S;T)-'

"

Q*R

A+*, Q)*-/

"

Q*-R C/+</((/

U.+0T+;:. A,,&)((

"

Q*R H*(.;*

QR U+'V,/*

"

Q*-R A=B+*= A,,&)((

和
Q*R C).< WR A,,&)((

等人! 值
得注意的是" 在普大美术馆所
藏的中国书画珍品中" 有许多
都是国宝级的作品!举其要者"

比如)唐摹王羲之$行穰帖%#米
芾$行书三札%#黄庭坚$赠张大
同行书卷 %#王洪 $潇湘八景图
卷 %#李公年 $山水图 %#赵孟頫
楷书$湖州妙严寺碑%#行书$洛
神赋%以及$幼舆丘壑图卷%#文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学人
!

!

学林

!下转
!

版"

"

!上接
"

版"

方闻教授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任职特别顾问和亚洲艺术部主任期间

!

4"?4

#

7222

"所举办的部分书画展览图录书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