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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比老庄认为五色令人盲，水墨的

出现就是颜色的大简与极致。因此，

在米芾、米友仁笔下，他们以点代

替皴，删繁就简。在画史上，这种

点称“米点皴”，实际上就是以毛

笔横向点染而成。“米家云山”的

造型没有复杂的结构，以点叠加，

排列成山形和树形，多为三角状，

树冠也用大小墨点替代，画面以少

胜多，具有极简主义的形式美感。

这里就看出米氏父子对董源绘

画的推崇与欣赏，甚至继承与发展，

正如后人所说：“米氏父子用其遗

法，别出新意，自成一家。”董源

所创的“披麻皴”，其特点以柔见长，

运用中锋线条，表现江南山石特有

的温润质地。米氏父子所创“米家皴”

点染，也没有丝毫刚强之力，使人

不禁感叹，柔的特征，恰恰是江南

山水画天真、灵活的源头。而这种

笔墨艺术的“柔”，更是一种潇洒，

云山在舒卷绵长中慢慢显现出韵味。

恰如邵仄炯所评价的那样：“江南

的山是水生成的，必须以柔的方式

来幻化它。”

值得一提的是，米友仁此图的

题跋中有“故为戏作”四字，由此

可见，笔墨游戏作为一种艺术理念，

已在“江南画派”的生发、延续过

程中得到确立。米氏父子画云山与

苏轼所画枯木竹石图一样，将绘画

创作视为抒发情性的游戏，成为一

种自由，不局限、不执着于物的绘

画新理念，渐渐在宋代的文人画中

开始传播，他们以戏的自由状态，

逐渐颠覆了唐宋精工与法度的苦心

经营。因此，画中描绘的云和山丝

毫没有严整、肃穆的气氛，一切都

在灵动率意中随意生发、变化着。

 “米家云山”作为“江南画派”

的进步发展与文人画的自由创新，其

呈现的视觉效果，与数百年后出现的

西方“印象派”绘画有异曲同工之处。

《潇湘奇观图》是“米家云山”的东

方印象、江南印象。米友仁以单纯的、

浓淡相间的墨色变化点出了云卷云舒

的山色朦胧，这不是具象的写真，而

是印象的写意。正如近代著名美术教

育家徐悲鸿先生所说的那样，“米家

云山”首创点派写雨中景物，可谓“世

界第一印象主义者”。

南宋风华，留白的诗意

与之前的绘画强调“成教化，

助人伦”的教育作用不同，宋代画

家运用水墨的目标不在于去再现绚

丽的效果，也不在于通过绘画来宣

示一种教化的目的。此时的画家将

目光转向了内心世界，因为在经过

漫长的对外在对象的描绘之后，他

们所欲借绘画来表达的，已经是灵

魂内部色调的微妙变化。

“排石铺衣坐，看云缓带行。

官闲惟此乐，与世欲无营。”北宋

也好，南宋也罢，宋人的审美热点

已逐渐移向自然，恰好契合老庄的

“道法自然”的思想。而最平淡不

过的自然，又总会让人联想起向淡

远心境的回归。于是，茂林远岫、

烟江叠嶂、溪山清远、秋江暝泊……

一切都是如此令人神往。可以说 , 宋

画的成熟，也标志着宋人生命意识

的觉醒，对自由和平安静的渴望。

当北宋人在极尽奢华的生活之

余，精神上的寄托更倚重来自田野

的清新。这正是他们或许会羡慕在

杭州生活久的南宋人吧，因为他们

更会享受一个装满平淡生活的理想

小院。看多了起伏厚重的崇山峻岭，

南宋人可能更偏爱弥漫野逸闲暇的

江汀坡渚的精致，醇厚江南之气的

“小景杂画”，因为这些更有“看

画亭中默坐，吟诗岸上微行”的诗

性美。并且，在他们的笔尖，更偏

好画意不画形的描摹，他们希望画

可以像文学一样被读出来。以“情”

来感动人的，而“情”又是吸引人

的。自然天成谓之清新，君子可以

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由此

可见，南宋时期的绘画艺术，总有

着“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特殊魅力，

而这也正是南宋时期“江南画派”

的最大特点，其讲究心灵追求的艺

术表达，强调“书画同源”，并把

绘画作为自我情感、思想抒发的工

具，作为修心养性的方式，希望在

绘画中寻找心灵的自我解放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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