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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基金特约刊登上海文艺评论

院，推为柱石人物。赵孟頫正是在

高克恭去世的当年、即第三次入元

廷任职时，才赢得了自己突出的地

位。以其画学思想，提升了元廷绘

画的品味，尤其是经过他的极力倡

导，秉承南宋画风的流弊才得以遏

制。同时，他唯才是举，使不少江

南文人画家得以入朝任职。

在荐才方面，赵孟頫可谓气昌而

情挚，比如他所推荐的朱德润、柳贯、

袁桷、杨载等文人画家，皆为拔乎其

萃的丹青好手。他们通过赵孟頫的引

荐，得以在元廷文化机构立足，拥有

了一方可供施展才华的平台。

此处便有个问题，赵孟頫的举荐

人才，若仅限于江南“谱系”，则难

免遭人訾议。所幸并非如此，纵观他

的荐才，虽有乘时取便的一面，却无

宋间人 ...... 虽寸缣尺楮，散落人间，

莫不以为宝也”。至于梅花道人吴

镇，因叔叔吴森与赵孟頫交厚，常

被带到赵孟頫府上仰聆鸿问，实为

私淑弟子。总括而论，若无赵孟頫，

则难有“元四家”这个中国文人画

史上第一阵容的出现。诗文书画，

在元四家那里才达至一体多面、多

面一体的博综上乘之境。所以后人

毫不吝啬地把元代的文人画看作是

中国绘画史上的一座高峰，而站在

那个峰顶上的人物，只能是赵孟頫。

如果说赵孟頫的十年江南为官

生涯，是其江南情怀的就地发散和

对于江南文化的开派辟流，那么随

着他不得不返京任职，则可从中看

出他对江南根脉、故乡才俊的深厚

维系和极力扶持。

元廷画家主要由文人画家和匠

人画家组成，这里说明一点：元朝

虽不设北宋那样的宫廷画院，仍存

相应的组织形态，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为宫廷秘书机构（含翰林兼国史

院、集贤院），其中就包括了赵孟頫、

朱德润、赵雍（赵孟頫次子）、商琦等；

二是鉴赏、收藏机构奎章阁学士院、

宣文阁端本堂和秘书监，兼容文人

画家和职业画家，如柯九思、王振鹏、

李肖岩等；三为宫廷专设绘画机构，

多半依靠举荐或献画的方式进入朝

廷，综合而言，集贤院画家地位最高。

赵孟頫曾交替任职于集贤院和国史

私欲的盘算，所尊奉者，惟以审美理

想、真才实学为选才的标尺。比如朱

德润，祖籍河南商丘，并非江南人士。

他25岁游历京城，因学识画艺出众，

被赵孟頫举荐给了仁宗并召见于玉德

殿，授予职事。再比如僧人溥光，山

西人氏，和江南素无瓜葛，但其书画

深具南宗文人画的优长。赵孟頫只是

偶尔路过一酒肆，见帘上溥光的墨迹

而谦称字好过我，遂不计身份高低荐

于朝中。

至于那些并非赵孟頫推荐，但

在艺术上深受赵孟頫影响的画家亦

不在少数。他们同在元廷，有的还

未必同代，却未尝相学而有无心之

似，可谓贵乎守正而非诡随。这些

人包括商琦、李衎父子、任仁发父子、

王振鹏等。

可以说，无论是“在野派”的

元四家，还是元廷的官方画派，均

曾在赵孟頫的扶持下共同传递文人

画的一脉星火。随着赵孟頫的离世，

元廷“两院”便不复先前绘事之盛。

而在野文人画的杰出代表、确切地

说是在黄公望、倪瓒之后，萧规曹随，

方形成元代山水画熠熠煌煌的一派

新气象。所以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无论元廷绘画还是元代在野派绘画，

都有赵孟頫的身影作为牵引。其襟

抱器识，爱才荐才，才使得江南文

人画凸显于核心价值层面。

赵孟頫身为元廷重臣，若夫耽

情书画，应期寰中，可他一直向往

陶潜般世外悠游的境界。几次上书

请辞，皆“君恩不许归”，直到 66

岁才得以归田。怎奈天不假年，仅

过了三年逍遥自在的日子，便遽归

道山。究其一生，实可谓生于江南、

死于江南，中间出离的日子，便只

剩下梦回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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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龙拓本，题跋道：

“定武旧拓在人间者，

如晨星矣，此又落落

若启明者耶。”赞叹

有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