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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题画诗”探源 
            作者：杨玉凤（江苏 苏州）
“ 题 画 诗 ” 是 中 国

古代题写在绘画作品上的
诗，清•方薰云：“高情
逸思，画之不足，题以发
之”(《山静居画论》) 。
作为中国画重要组成部分
的“题画诗”融诗画两种
艺术为一体，乃中国诗歌
史上独有的“奇葩”。

众 所 周 知 ， 画 是 视
觉艺术，侧重传递形象；
诗乃可“感”艺术，思想
蕴含丰富，画上题诗，诗
能因画增色，画可凭诗生
辉 。 “ 题 画 诗 ” 自 六 朝
隐 约 有 见 ， 迄 今 一 千 多
年 历 史 ， 作 为 一 种 艺 术
形 式 ， 足 见 其 艺 术 魅 力
之 长 久 。 清 代 诗 人 王 士
祯 在 《 跋 声 画 集 》 概 述
云：“因念六朝以来，题
画诗绝罕见。盛唐如李太
白辈，间一为之，拙劣不
公。王季友一篇，虽小有
致，不能佳也。杜子美始
创为《画松》、《画马》
、《画鹰》、《画山水》
诸大篇。搜奇抉奥，补笔
造化。嗣是苏、黄二公，
极妍尽态，物无遁形。虞
伯生（虞集）尤专攻于此
学 。 《 古 录 》 中 歌 行 佳
者，皆题画之作也。入明
刘槎轩、李西涯、沈石田
辈，以迨空洞、大复，皆
拟少陵。子美始创之功，
伟矣！如有好事，广而绩
之，亦佳事也。”根据王
士祯的描述，唐以前似乎
没有题画诗，当然王士祯
所指六朝以来“绝罕见”
并非等于没有，《太平广
记》有载：“南朝梁元帝
常 画 圣 僧 ， 武 帝 亲 为 作
赞 。 ” 大 抵 缘 于 六 朝 以
来 “ 题 画 诗 ” 存 世 作 品
少，兼之魏晋“诗意画”
并 非 严 格 意 义 上 “ 题 画
诗”，如东晋顾恺之的《
女 史 箴 图 》 、 《 洛 神 赋
图 》 皆 是 有 名 的 “ 诗 意
画”（注：这两组画面所
依 据 的 诗 歌 都 题 写 在 图
旁），故“题画诗”首轫
于唐得到普遍认可。

美 国 浪 漫 主 义 诗 人

朗费罗说：“艺术是永恒
的 ， 时 间 则 是 瞬 息 即 逝
的 ” 。 作 为 一 种 艺 术 形
式—“题画诗”俨然历史
长河中一朵小小的浪花，
下面从艺术特点、文化传
统、社会环境三个方面探
究这朵艺术浪花的形成及
缘由。

一 、 艺 术 自 身 的 特
点是最重要，也是最本质
的原因。诗画两种艺术相
溶的特性，是“题画诗”
能 够 产 生 内 在 的 ， 也 是
最 本 质 的 原 因 。 （ 一 ）
作 为 汉 民 族 特 有 的 艺 术
形式—中国画最直观的表
现 为 虚 实 相 间 。 “ 黑 为
墨，白为纸，三笔两画，
神韵皆出”，这就是中国
画的最高境界--留白，中
国画崇尚简约，追求“以
无胜有”，“以少胜多”
。南宋马远的《寒江独钓
图》：一叶扁舟，一个钓
翁，给人的感觉却是烟波
浩渺，满幅江水。大量的
留白为“题画诗”提供了
空间载体。（二）中国画
讲究虚实、空灵，不求形
似，但求神似，恰如倪云
林所云：“在似与不似之
间 ” 。 中 国 诗 则 字 字 珠
玑，囊括环宇，也将“言
有 尽 而 意 无 穷 ” 当 作 化
境。不仅如此，中国诗画
在讲究“神韵”、营造意
境、情感表达、思维方式
等方面都存在同质追求，
为 二 者 融 合 提 供 诸 多 条
件。（三）“题画诗”还
是绘画创作过程本身不可

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作品
起着书意、点醒、补救等
多种作用。如北京故宫博
物院藏原济（石涛）赠友
人《竹石菊图》，其上题
诗曰“兴来写（菊）似涂
鸦，误作枯藤缠数花。笔
落一时收不住，石稜留得
一拳斜”首句漏写“菊”
字，原济已于诗尾小字补
出。因为先画菊花，下笔
太过潇洒，“误作枯藤缠
数花”，又因“笔落一时
收不住”，故索性改成石
稜一拳陪衬周边的菊花。
原济以题诗圆场，巧妙一
救，情趣盎然在焉。若是
没有“题画诗”，不过几
笔拳石、几枝斜菊而已，
可 见 画 意 不 足 或 画 物 有
碍，皆可以题诗补意。

二 、 文 化 传 统 为 “
题画诗”兴起提供肥沃土
壤。中国是诗的国度，也
是 画 的 国 度 ， 中 国 古 代
早 就 有 “ 诗 画 同 源 ” 的
传 统 。 《 尚 书 • 尧 典 》
云：“诗言志，歌永言，
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
谐 ， 无 相 夺 伦 ， 神 人 以
和”。到了唐代诗与画在
实践上逐渐交融，外部形
式上表现为“题画诗”的
真正兴起，李白、杜甫尤
其是杜甫写了很多“题画
诗”，有些题画诗虽然没
有直接题到画面上，但为
题 诗 于 画 中 作 了 直 接 准
备 。 宋 朝 苏 轼 最 早 提 出
了“诗画一律”论点，苏
轼诗画论观点一出，得到
热烈回应，出现了大量类

似的论述。郭熙在《林泉
高致》中云：“诗是无形
画，画是有形诗”，黄庭
坚题《憩园图》云：“李
侯有句不肯吐，淡墨写作
无声诗”，孔武仲在《宗
伯 集 • 东 坡 居 士 画 怪 石
赋》里有云：“文者无形
之画，画者有形之文，二
者异迹而同趣” ，凡此种
种，不一而述。这些论述
大致围绕“无声诗”、“
有形画”展开，虽然诗与
画 在 某 些 情 况 下 互 名 ，
但并非指诗画不分，而是
指两者在审美意境和旨趣
上是融通一致的。自宋以
降，“诗画一律”论贯穿
于元明清各朝。

诗画关系的设定植根
于特定的文化传统，而文
化传统又与天道观念紧密
相关。对天人关系即人与
自然关系的理解，中西方
有不同的取向，如果说西
方强调对立的一面，强调
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征服；
那么中国哲学则强调天人
统 一 的 一 面 ， 强 调 人 对
自然的崇尚和协调，即所
谓“天人合一”。由于人
与自然同类同构，当然会
生发出 “春花情暖，秋月
怀伤”的感应，诗画皆是
人对自然的有感而发，自
然也是相通的。在这种“
诗画同源”思想主导下，
艺术家们更多地关注艺术
之间的共性，有意或无意
地模糊艺术的边界，为“
题画诗”的出现敞开艺术
大门。

三 、 社 会 环 境 为 “
题画诗”的孵化提供适宜
暖房。题画诗出现于封建
社会最强盛的唐朝绝非偶
然，唐朝绘画是中国封建
社会绘画的巅峰，其艺术
成就大大超过往代。先秦
时代，人们比较重视绘画
的实用功能，绘画的主要
目的是用来装饰，人们常
常将图画绘制在墙壁、寺
庙、墓室或宫廷之中，虽
然也有画在绢帛上的，但
只 占 少 数 ， 唐 以 前 的 装
饰画还不能算是真正的艺
术 。 初 唐 ， 魏 晋 以 来 盛
行的漆画和画砖像不再流
行，独立的山水、人物和
花鸟画日趋盛行，人们也
渐渐将绘画当作一种陶冶
情操的方法。此外，唐朝
的 科 举 制 度 也 为 “ 题 画
诗”提供了丰富的人才储
备。唐代统治者在治国方
针上确立了“人尽其才, 才
尽其用”,“选天下之才为
天下之务”的原则。科举
考试以诗赋为主要内容，
定 书 法 为 国 子 监 六 学 之
一。宽松的政治环境, 使文
化趋向多元化，士人的个
性也得到充分张扬，“吟
诗作画”成了他们业余生
活的主要方式，为整个社
会所崇尚。唐初，社会安
定，经济日益繁荣，天宝
年间，垦田面积已达八百
五十万顷。天宝八年，官
仓存粮达九千六百万石，
青州、齐州一带，米价最
低时每斗才五文。强大的
经济实力，适宜的社会环
境，终于孕育出了“题画
诗”这样一朵艺术奇葩，
传之后世，光耀千秋。

今 天 ， 随 着 时 代 进
步和社会变革，现代人创
作“题画诗”的数量和实
力远不及古人，但是无论
风云如何会际，都不能改
变人们心中对美的渴慕和
表现。越是民族的，越是
世界的，相信“题画诗”
这朵中国传统艺术奇葩，

将持续盛开，永不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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