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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仇英是明代有代表性的擅长青绿山水画的画家，连

一向推崇“南宗”的董其昌也对他赞赏有加，并称其“盖

五百年而有仇实父”[1]。仇英出身寒门，早年做过漆工、

画磁匠，而后凭借高超的画技成了“明四家”之一，其

不少作品流传至今。可惜的是，文献中对仇英的记载十

分有限，我们基本上是通过仇英的画作和画史中其他文

人对他的一些评价去推测他的生平，梳理他的绘画风格。

在欣赏诸多青绿山水画后我们会发现，仇英的青绿山水

画风格相对于其他古代画家要广博不少，我们很难以“大

青绿”“小青绿”这样较为简单的划分方法来对其作品

进行归类，仇英的青绿山水画风格究竟如何是一个值得

探究的问题。

一、仇英的青绿山水画风格分类问题
仇英的山水画风格与擅长青绿山水画的前辈“大小

李将军”（李思训和李昭道）、“二赵”（赵伯驹和赵

伯骕）、钱选等人的作品风格并不一致，相较之下，仇

英存世作品表现出了多种风格 [2]。按照一般的逻辑方式，

我们以单一的概念及印象去总结画家的一生是不太合理

的。仇英绘画风格多样的结论可能接近历史事实，尽管

有很多像“苏州片”这样的仿品、赝品存在，但反过来想，

若是仇英的绘画风格单一又怎能产生风格多样的仿品、

赝品呢？或许这种多样性也不能完全涵盖仇英真实的绘

画风格，但至少比单一的概括要准确。

以上算是初步对仇英的青绿山水画风格定下大致的

基调——多样。可能有不少人认为青绿山水画的风格区

别不大，从视觉上看，青绿山水画的石青、石绿可以说

没有变化，但在这些矿物质颜料覆盖下的线条、皴法的

变化却有所不同。这点不同看似细微却很大程度上能看

出师法关系，并能进行一定的区分，从仇英的《春山吟

赏图》《仙山楼阁图》《浔阳送别图》《桃园仙境图》

局部对比中我们就能发现其中的差异（见图 1）。

图 1 《春山吟赏图》《仙山楼阁图》《浔阳送别图》

《桃园仙境图》局部对比

与此同时，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怎样划分能够较

为精准地将这些有差异的青绿山水画分门别类呢？若用

以往我们惯用的“大青绿”“小青绿”这样的分类方式

就会发现这种概念套用在仇英的青绿山水画中似乎过于

草率了，这导致有的学者认为仇英的青绿山水画为“大

青绿”，有的学者则认为是“小青绿”，说法不能统一，

难有定论。翻阅一些资料可知：“大青绿”一般指青绿

山水画的画面效果富丽堂皇、具有装饰美感，技法以勾

勒为主，少或无皴擦，工致严整；“小青绿”一般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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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气的青绿山水画，其画面效果淡雅古朴，技法以笔

墨为基调，意在工笔和写意之间。两者都需着石青、石绿，

但到底何为工笔，何为兼工笔带写意，这点估计难以区

分，甚至是见仁见智。牛克诚先生从绘画的语汇形态入

手，把中国古典绘画分为两大语言样式，一是以层层积

染为表现特征的积色体，二是以浅敷薄染为表现特征的

敷色体 [3]。两者是根据绘画语言来区分的，至于是工笔

还是写意并不会完全分割开来，其关注的更多的是画家

在画作中表现出来的创作状态。以此概念来描述不同山

水画的表现特征，便可将山水画风格划分为积色勾染体、

积色勾皴体等不同样式，用这一概念来划分仇英的青绿

山水画的风格是较为合适的。结合仇英现存的作品来看，

其青绿山水画主要为积色体风格，且丰富多彩。

以下是笔者从古典色彩绘画语言的角度出发，对仇

英的青绿山水画进行风格的划分和分析。

二、初步风格——积色勾皴体
从仇英的学画经历来看，我们大致能够梳理出其风

格的形成原因。众所周知，仇英最早随其父做漆匠，可

见他很早就具备了造型、色彩及装饰能力；仇英的山水

画多学赵伯驹、刘松年，发展南宋李唐、刘松年、马远、

夏圭的“院体画”传统，综合融汇前代各家之长，故可

见仇英画中深厚的南宋院体画技法；之后，仇英认识了

项元汴，并客居项家，在项家博览诸多画作，这一经历

对其绘画风格的形成起到很大作用。

按照仇英的学画经历可推测出，他最初学习的是南

宋院体山水画一路，如《后赤壁图》（见图 2）这种笔墨

勾斫、线条方硬的水墨山水画 [4]。

图 2 《后赤壁图》

之后，随着绘画能力的提高，仇英逐渐强化了色彩

与笔墨方面的特点，形成了积色勾皴体风格，从笔墨的

使用来看，他的画作仍有南宋院体山水画的痕迹。我国

现存的积色勾皴体风格的山水画作品中，年代较早又相

对典型的是北宋王诜的《烟江叠嶂图》，王诜在表现山

水画面时没有严谨的布局和平衡的结构，也正是因为他

打破了这种平衡，才形成了迥异的绘画风格。从技法层

面来看，积色勾皴体风格可看作是在宋代的水墨山水画

上着石青、石绿，只不过石青、石绿并没有一般的青绿

山水画那么厚重，色与墨能够较为协调地结合在一起，

使得统治阶层与文人都能接受。仇英的《仙山楼阁图》

就是这种轻着色的积色勾皴体的延续（见图 3），因为他

处于文人画盛行的时代，又与众多文人有所接触，当他

尝试将青绿与水墨进行融合时势必会受到影响，而他最

初习得的南宋院体山水画技法样式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

青绿着色的底层基础，我们能在仇英的一些青绿山水画

作品中看到这类积色勾皴体的存在，只不过有的轻着色，

有的重着色。

图 3 王诜《烟江叠嶂图》与仇英《仙山楼阁图》局部比较

以上所说的以南宋院体山水画为笔墨基础的积色勾

皴体风格样式不一定是仇英最初的青绿山水画风格，但

我们可以将它当作仇英的典型绘画风格之一来分析。

三、风格发展——积色勾染体
明代的江浙地区，经过宋元两朝的积累，无论是经

济上还是文化上都为书画收藏活动的盛行打下了基础，

当时的朝中官员、书画名流甚至富商大族多出于此区域，

使得大量藏品汇集于此，这一风气更是在苏州盛行。身

份低微的仇英以高超的绘画水平在苏州立足，之后得到

了文徵明的赏识，仇英逐渐成了文家的常客。在那一段

时间内，文徵明对仇英的帮助是巨大的，一是教会了仇

英识字，二是扩大了他的交际圈，三是将“细文”笔法

传授给仇英。仇英在得到文徵明的帮助后渐渐在文坛上

有了名气，而后在文徵明的推荐下结识了项元汴，并在

项家客居了近十年。项元汴对仇英的影响巨大，从收藏

家的角度来看，项元汴让仇英成为驻府画家并临摹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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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画及作画自然是为其创造经济价值；对仇英来说，项

元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绘画的自由，但确确实

实地解决了他的物质难题，也开拓了他的眼界，仇英在

长达十余年的客居项家的生活中博览群书、观摩古画，

这是十分难得的，在这期间，其青绿山水画的风格样式

愈发成熟。

仇英在临习前代文人作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

的绘画风格，我们能从他所临摹的作品中窥见端倪。

首先，“大小李将军”的画风在当时的苏州极受追

捧，可能出于商业目的或者绘画上的追求，仇英很有可

能会临习此类画风的绘画作品。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

院”的《明皇幸蜀图》归于“小李将军”李昭道名下，现

藏于弗利尔美术馆的一幅归于仇英名下的《蜀川佳丽图》

便可能是其临习“大小李将军”画风的佐证，在技法、

图式上仇英的《蜀川佳丽图》有明显的临摹《明皇幸蜀图》

的痕迹，只不过他在构图上进行了一定的补充，恰巧《明

皇幸蜀图》上有一方“项笃寿印”（项元汴之兄的印章）。

无独有偶，与此相似的现藏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明

皇幸蜀图》也有一方项元汴的“项墨林印”[5]。这也说明

了仇英很有可能是见过以上两幅作品的，那么他所绘制的

《蜀川佳丽图》便可以证明积色勾染体风格已经形成。

其次，钱选的画风对仇英积色勾染体风格的形成也

发挥着重要作用。弗利尔美术馆有一张大小、内容及样

式几乎与《蜀川佳丽图》一致且同样归为仇英名下的《大

金德运图》，我们认为以上两幅作品是仇英对李昭道《明

皇幸蜀图》的临习，且《蜀川佳丽图》是《大金德运图》

的复制。但仔细对比后我们会发现，虽然两者的布局与

内容几乎相同，但是仍存在一定的区别，即李昭道的画

风偏向与钱选的画风偏向不同（见图4）。《蜀川佳丽图》

偏向李昭道的技法特点，线条匀细、设色自然（石青、

石绿过渡自然）；《大金德运图》偏向钱选的技法特点，

线条沉着、深厚，有一定的粗细变化，设色工整古雅而

带有装饰感（石青与石绿为明显的色块拼接方式）。我

们能够推测仇英当时不仅在临习李昭道的画作，还在此

基础上融入了钱选的技法特点，并进行了一定的创造与

尝试，而给他提供钱选山水画作品进行参考的自然是项

元汴了。现存的钱选青绿山水画中基本上都留有项元汴

的印章，可见钱选的作品备受其推崇，而仇英也就因此

受益并逐渐习得钱选的画风。

仇英最具个人特色的积色勾染体风格很大程度上是

在李昭道、钱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如较有代表性的《桃

园仙境图》与《浔阳送别图》（见图 5），我们能看出仇

英在面对李昭道画中空勾无皴而使得画面相对简洁的问

题时，借鉴钱选的画法，以一些略微并列的短细线条或

是钩斫来代替皴法以丰富山石，且通过增添或改造物象

来装饰画面。最终仇英是成功的，他创造出了独具一格

的青绿山水画样式，这是一种秀丽而文雅的积色勾染体

风格。

图 5 《桃园仙境图》与《浔阳送别图》局部比较

结 语

仇英的青绿山水画风格很难以“大青绿”与“小青绿”

进行区分，若从古典色彩绘画语言的角度出发来进行分

类，我们便能理清其中的关系，仇英青绿山水画风格主

要可分为承袭南宋院体山水画的积色勾皴体及结合“大

小李将军”与钱选画风发展而来的积色勾染体。从总体

基调来看，这是具有匠气的青绿山水画与文人审美的融

合，也是仇英对两股文化力量进行的中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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