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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长深厚的中国传统艺术，该怎样为当下的
人们读懂？ 传统生活美学，是一个可亲可近的切
口。那些流传至今的中国传统书画、器物之精华，

不仅记取了古人不凡的技艺、卓越的匠心，也留
存着一种生活方式、美学智慧。

即日起，“艺术”版推出“中国传统生活美学
系列谈”， 从形形色色的中国传统艺术品中发现
生活之美，也期待这样的美感与诗性能够丰润今
人的日常生活。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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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 27 米的 《十面灵璧图
卷》，竟然只绘一石，以及一众爱石
之人观石之思悟，彼时赏石风气之
盛溢出画面

“最贵中国古代艺术品”背后
赏石风尚如何跨越千年

林雪琼

新晋最贵中国古代艺术品 《十面灵

璧图卷》， 由明人吴彬绘 “石隐庵居士”

米万钟所藏之罕见奇石。 卷名之由来，

盖据卷中绘制内容及题跋而得。 其中，

“十面” 如米万钟题跋所言， 知所绘为

正背、 左右等各十个不同角度。 而 “灵

璧” 二字则如李维桢跋言所述， “仲诏

石实灵壁产”。 吴彬完成此画作应为米

万钟题跋中写到的 “万历庚戌中秋 ”，

也即 1610 年。

米万钟素来癖石 ， 人谓 “石痴 ”。

《六合县志 》 载其 “有石癖 ， 似南宫 ，

其书画亦妙绝一时”， 其所著 《大石记》

则言 “房山有石， 长三丈， 广七尺， 色

青而润， 欲致之勺园， 仅达良乡， 工力

竭而止 ” 。 而米万钟所藏奇石 ， 尤以

“非非石” 为冠。孙承泽《春明梦余录》记

载：“古云山房，米太仆万钟之居也。太仆

好奇石，蓄置其中。 其最著者为非非石，

数峰高耸，俨然小九子也。……太仆尝以

所蓄石令闽人吴文仲绘为一卷 ， 董玄

宰、 李本宁为之题。 古今好石者， 自襄

阳后， 人辄称太仆云。” 吴彬作 《十面

灵璧图卷》， 即为此 “非非石”。 对于这

块奇石 ， 米万钟奉若至宝 ， 其题跋中

言及 “至出三十年所藏 。 莫不辟易退

舍 ， 其峥嵘嶻 ， 直将凌轹三山 ， 吐吞

十岳”。

以单一奇石， 取真实尺寸， 绘制十

面 ， 以二维平面 ， 呈现出立体空间之

美， 十个分面， 皆各不同， 包罗万象，

形神兼备， 《十面灵璧图卷》 由此展开

的图卷可谓创新超前， 亦足见绘画造诣

至深。 更值得关注的是， 此卷可见吴彬

与 “非非石” 身心共鸣时， 透出的一种

以自然为首要之东方审美， 其间参以几

何原理 、 音律节奏 、

五行之说。 且看图卷

各分面中， 吴彬以纸

张留白、 设色浅淡不

同， 予观者以三维立

体之感， 而十面结构

不失， 石之形状随角

度改变而跃然于笔

触， 知其真实还原几

何结构之造诣。 再看

图卷中如线条的节

奏 ， 画面结构的起

伏、 呼应， 乃至于有

规律的纹理等， 都有

吴彬长时间佛教修

行、 梵呗之音洗礼中

轮回的感悟呈现， 直

接表现即是律动， 更

何况， 吴彬本就通晓

音律 。 图卷蕴有的

“五行之说”， 则不妨

参见董其昌题跋中所

言的 “宋时邵子有金

木水火土石之说， 与洪范五行差异。 盖

石得五行之秀 ， 如仲诏所藏是已 。 ”

“而吴文仲所画皆以孙位画火法为之 ，

故灵光腾越 ， 欲灼斗间 。 至于蜿蜒垂

垂， 当作水观。 釰铓鑱截， 当作金观。

昂藏森耸 ， 当作木观 。 坡陀浑厚 ， 当

作土观。”

最终人们看到的长达 27 米的 《十

面灵璧图卷》， 吴彬画作部分仅占不足

一半， 而另一半的创作， 其实由米万钟

和他那一众爱石之友朋———董其昌、 黄

汝亨 、 邹迪光 、 高出 、 陈继儒 、 叶向

高、 张师绎、 李维桢、 邢侗等晚明名士

共同完成。 他们为图卷题字作跋， 尽情

抒发面对奇石之感， 如冥思禅想， 百仞

一拳， 千里一瞬， 坐而得之。

观之 “非非石”， 米万钟若惊若喜，

又若痴若醉， 犹在梦寐之间， 不知身在

何处， 不禁感叹此物神奇至斯。 而高出

跋言， 亦知有所思， 其言及 “非非石”

盘根错节， 如泰山华山耸入天际， 探之

则又如宇宙浩瀚不相容而变化万千……

令人精神震撼， 不知其方位何在， 实是

天下最尤物， 非同寻常之异观也。 黄汝

亨也得造化感悟， 其以 “十面灵璧图”

慨叹此物纵横十面， 千岩万仞， 精妙至

极， 天地尽于咫尺之间， 甚是契合庄生

所言 “天地一指也， 万物一马也。 夫五

岳之一卷石也。”

诸如类此跋言中 “赏石” 或 “赏石

画” 之语， 无不各得石趣抑或禅意， 亦

只有好石者能有此深刻感受。 米万钟、

高出、 黄汝亨等跋者， 于晚明时期， 皆

是传统士大夫， 声名亦盛， 其观供石之

思悟， 即彼时文人 “乐道” 之缩影， 对

精神世界探索之自白。 循着 《十面灵璧图卷》， 人们得以看

到文人赏石之癖， 以及赏石风气之盛，

这种风尚甚至已跨越千年。

事实上， 赏石文化源远流长， 无论

是几案上 “山子清供 ” ， 抑或园林中

“奇峰怪石”， 皆得自然万千造化。 其或

如高耸峭嶂， 或似陡悬坠石， 或呈伏地

独石 ， 探游其间 ， “神行无底止也 ”。

而赏石逸事亦是不乏。

米芾、 苏轼、 欧阳修等名士， 都好

石成癖。 其中， 米芾有 “米颠” 之称，

其拜石为兄， 逸事流传于世。 《十面灵

璧图卷》 中邹迪光即有跋言 “海岳每见

异石， 必具袍笏下拜”， 李维桢亦跋言

“米元章有石癖， 见佳石辄具衣冠拜之。”

其又得相石之法， 如陈继儒题跋 “仅米

相石四法， 曰秀， 曰皱， 曰瘦， 曰透”，

足见米颠爱石， 所言非虚。

米芾曾得奇石 “研山”， 相传为南

唐后主李煜旧物， 其奉若至宝， 爱不释

手， 《志林》 载其 “抱眠三日”。 此物

传为其新婚之夜， 妻子李氏所赠， 而李

氏为李煜后裔， 故世藏此宝。

宋徽宗亦是痴石之人， 偶见得 “研

山” 后， 为之朝思暮想， 心动不已， 无

奈之下， 米芾之妻李氏只得将 “研山”

交予宋徽宗， 以求不为之所累。

而痛失奇物后 ， 米芾虽免牢狱之

灾， 却终日茶饭不思， 神思不宁， 只得

凭记忆描摹 “研山”， 以慰其怀， 又题

记奇石特点， 如篆书 “不假雕琢， 浑然

天成”， “研山” 之左右上下分别有楷

书 “玉笋”“方坛”“上洞口”“翠峦”“龙池

遇天欲雨则津润”“华盖峰”“月岩”“下洞

三折通上洞， 予尝神游于其间”“滴水小

许在池内经旬不竭”等字。 作 “研山图”

后 ， 米芾又作 《研山铭 》： “五色水 、

浮昆仑。 潭在顶， 出黑云。 挂龙怪， 烁

电痕。 下震霆， 泽厚坤。 极变化， 阖道

门。 宝晋山前轩书。” 此书下笔挥洒纵

横， 跌宕多姿， 成为其书作传世珍品。

苏东坡对于奇石的偏爱， 从他留下

的与石有关的诗篇便可略知一二 ， 如

《咏怪石 》 《双石 》 《醉道士石诗 》

《文登弹子涡石》 《仇池石》 《壶中九

华》 《怪石供》 《后怪石供》 等。 因得

“雪浪石”， 苏东坡更是将其斋室命名为

“雪浪斋”， 并作文 《雪浪斋铭》： “予

于中山后圃得黑石， 白脉。 如蜀孙位、

孙知所画石间奔流， 尽水之变， 不得白

石曲阳。 为大盆以盛之， 激水其上， 名

其室曰 ‘雪浪斋云’。”

另有杜绾 《云林石谱 》 、 渔阳公

《渔阳石谱》、 常懋 《宣和石谱》 等石谱

专著， 载石品诸多， 各具出产之地， 采

取之法， 详其形状色泽， 而第其高下，

同样甚得赏石之妙趣。

奇石之要， 在 “瘦、 漏、 透”。 其

中 “瘦、 漏” 关乎形态、 轮廓， “透”

则是以穿洞、 窍穴呈现， 所谓 “瘦骨拔

凛凛， 苍根漱潺潺”， 如是也。 诚然如

斯， 文人赏石之癖， 盖因奇石本为天地

灵气所钟， 其 “瘦、 漏、 透” 如微观宇

宙洪荒， 又似地骨云根， 有千岩之秀，

而 “嗜石成癖者”， 则随情率性， 坐看

山水， 冥思脱俗， 得荡涤心尘。

如白居易 “嗜石适意”， 苏轼 “观

相释我”， 又 “舍石释幻”， 米元章 “袍

笏下拜” 等， 俱是 “石不能言最可人，

以此悦有涯之生”。 隐有微光的 “石孔”

中化迹的 “自然世界”， 或许正是他们

所求而不得的 “桃花源” “小洞天”。

米芾痛失奇石“研山”后凭记
忆对其反复描摹，苏轼因得“雪浪
石”而命斋室名为“雪浪斋”……古
往今来，文人雅士多有赏石之癖

“赏石”之妙有别，画石之法同
样技法繁多，董源、巨然、黄公望、

倪瓒等诸名家以“石法”与“皴法”

结合，所作“石画”各自精妙

而中国古代绘画中， 奇石亦可谓历

代画家尤其是文人画家颇为钟爱的一大

母题。 关于 “石画” 的名作， 除 《十面

灵璧图卷 》 外还有不少 ， 例如苏东坡

《枯木怪石图》、 王学浩 《寒碧庄十二峰

图》、 郑燮 《竹石图》、 孙克弘 《文窗清

供图卷》、 石涛 《松竹石图》 等， “元

四家” 也皆有以 “赏石” 为题之画作。

即便在近现代画坛中 ， 仍不乏吴冠中

《狮子林》 这样令大众耳熟能详的作品，

以 “太湖石” 为物象表达气韵、 筋骨。

画石， 犹 “纸上岩骨”， 需要在纸

上画出石头的筋骨雄浑。 恽寿平 《南田

画跋》 中有言 “董宗伯 （董其昌） 云画

石之法， 曰瘦、 漏、 透， 看石亦然。 即

以玩石法画石， 乃得之。” 董其昌 《画

禅室论画》 中， 也云 “昔人评石之奇，

曰透， 曰漏， 吾以知画石之诀， 亦尽此

矣。 赵文敏 （赵孟頫） 常为飞白石， 又

常为卷云石， 又为马牙钩石， 此三种足

尽石之变”。 为了尽现奇石的形态、 筋

骨、 肌理、 气韵， 绘画技法需要跟上。

事实上， 奇石之所以能够成为画面主体

或独立构成， 与中国古代绘画史的发展

不无关联———随着山水画的全面发展，

山石的具体画法趋于全面， 勾皴点染兼

备， 奇石形象慢慢从人物画或山水画的

背景中脱离出来， 成为独立绘画题材，

此后更发展至山水画之基石。

因 “赏石” 之妙有别， 画石之法，

同样技法繁多， 如 “层累取势法” “间

坡法” “大小相间法” “动静结合法”

等， 尤是诸名家以 “石法” 与 “皴法”

结合， 所作 “石画” 各自精妙， 多具自

我面貌。

其中， “北苑巨然石法”， 即画者

兼施以披麻皴， 后世赵孟頫、 吴镇、 黄

公望等， 多效仿此法。 而倪瓒 “画石”

则类于关仝， 惟笔法 “仝用正锋， 云林

则多侧笔 ”。 王蒙以披毛皴带解索皴 ，

亦别开新面 。 另有 “米氏点染石法 ”，

也得 “石画” 之精妙殊异。 此外， “皴

法” 计有十余种， 另有大斧劈皴、 小斧

劈皴、 雨点皴、 芝麻皴、 云头皴等， 其

间又有相互搭配使用者， 故石画之奇，

实是变化万千。 杨复明 《画石歌》 中，

也有引明人宋懋晋关于 “石画皴法” 观

点， 言及 “范宽皴石面， 李成皴石脚，

徐崇嗣无皴。 本非用意各执， 画法不同

耳。 又曰： 对面皴圆润突起， 李成画法

也。 李唐善画叠雪， 梅道人师之， 覆竹

于上， 佳作也”。 由此可见 “石画” 之

幻变无尽也。

再者， “赏石” 有 “山子清供” 与

“园林之石” 不同， 所以 “石画” 描绘

特质与法度及构思也有差异。 “山子清

供” 如吴彬 《十面灵璧图卷》， 千怪万

状， 纵横无定， 观者目光所及之处， 沟

壑、 峰芒， 蛇舞凤腾， 相互掩映， 以求

冥思脱俗。 而 “园林之石” 则多有景物

呼应， 如宋徽宗 《祥龙石图》， 淡墨层

层渲染出湖石之洞眼 ， 大小 、 深浅相

叠 ， 极富变化 ， 又置异卉奇花于 “奇

石” 上端， 以虚衬实， 以艳衬拙， 呈园

林富丽典雅之气息。

反之， “石画” 不同， “赏石” 禅

悟之 “趣味” 自是为物所移 ， 此从 20

世纪初大休和尚的 《百怪图》 或传苏轼

《潇湘竹石图 》 ， 可窥知一二 。 其中 ，

《百怪图》 与 《十面灵璧图卷》 有相似

之处， 即石画旁， 皆有题跋， 不过， 前

者 “画石” 不求形似， 任笔癫狂， 如石

块之大小、 取势、 阴阳向背等， 只随心

所欲， 得变幻机锋， 观大自在。 李学诗

曾言大休画石， 顷刻百千态， 纸落云烟

飞 ， 笔挟风雨快 。 传苏轼 《潇湘竹石

图》 则画面一片烟雾缭绕之水景山色，

可谓景物至绝而微茫缥缈， 令人心旷神

怡。 而观画中大小两怪石， 盘踞疏竹之

间， 未见萧寂悲凉， 反是风骨傲然， 内

蕴勃勃生机， 即 “外枯而中膏， 似淡而

实浓”， 亦可称 “格物澄怀”。 而 《十面灵

璧图卷》 更偏向于 “文人画” 意趣， 其

变化万千亦未有穷尽， 而游心其中， 此

思更甚， 得悟哲理三昧， 而明心见性。

天然造化之物， 升沉岁月。 可见，

万物生灭、 宇宙大道等哲学深思， 尽寄

寓此 “小小奇石” 中。 不单止于国人，

日本室町时代也有赏石兴起， 其间亦参

以禅意 ， 而西方艺术中 ， 如米开朗基

罗、 罗丹等， 同样从石头中， 寻找生命

与自然的交融。

▲清代居廉 《花卉奇石册》 局部

▲北宋画家

赵 昌 的 《岁 朝

图》 中， 奇石形

象已然成为画面

主体

荨清代画家

金农以石为主题

的画作

以 5.129 亿元“天价”刷新中国古代艺术品
拍卖纪录的明代画家吴彬名作 《十面灵璧图卷》，

正在火热“出圈”。 此幅图卷长达 27 米，核心部分
竟然只画了一块石头———吴彬分别从十个侧面对
一块著名的奇石做了“全息记录”，奇石的拥有者
也即画作的授意者米万钟， 进而又邀请一众文人
好友为图卷题跋。其耐人咀嚼之处，不仅仅在于画
作本身，更在于其包蕴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承
载的别有意趣的时代审美风尚。

今天，让我们循着《十面灵璧图卷》，放眼源远
流长的中国传统赏石文化以及赏石主题绘画。

■ 中国传统生活美学系列谈

题图均为明代吴彬 《十面灵璧图卷》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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