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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书画创作成绩斐然，大家辈出，在整个书画创作史上具有举足轻重、承上启下的重大

意义，这是圈内界外人们的通识。而人们在讨论元代书画的突出成就时，却对元代文艺复古思

潮在元代书画成就上的巨大贡献认知一般，很少有人专章梳理元代文艺复古思潮的发生、推

演、高潮、影响过程，正因为此，人们很少关注一统的元朝给予元代文艺复古思潮的深刻影响。

事实上，游牧民族统治中原的元朝对于传统农耕文明所造成的冲击，以及中原农耕文明为迎

合适应新时代需求而调整姿态、整合自身文明特征与游牧文化特质形成新的审美创作风气，

是元代书画创作成绩得以跃上巅峰并对后世形成深远影响不应忽略的重要环节，而元代文艺

复古思潮就是那个时代文化冲击和文明整合的集中体现。

一、元代文艺复古思潮的兴起背景

元朝之前，唐、宋有过以古文运动为核心的复古潮流。元代文艺复古思潮的兴起是二百余

年割据战争结束之后，游牧民族统治包括中原地区在内的南北四境、多政体、多民族一统背景

下的产物，它所牵涉的政治背景、意识形态、社会阶层以及所产生的影响比唐、宋要复杂。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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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从社会背景、元代文化精英的作用等方面讨论元代文艺复古思潮的源起、特征和影响。尽管有许

多外在因素的参与，但是赵孟頫本人的巨大成就和“学者澜倒”的示范性，以及随后的占据大部分文化资源的奎章阁

文人所取得的整体性成果，对元代的文艺创作，尤其是书画创作，都产生了非常值得关注的影响。元代书画复古风格

的出现对明、清书画乃至中国传统书画特色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元代文艺复古思潮的发生、发展史是一个

不容忽视的研究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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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文艺复古思潮的发展情形，它总体上分两步进行：在南宋被灭之前一直到至元末，元朝的

文艺界主要由金朝过来的北方文人主持，这个时期的复古使命是借古成今，去前金之粗豪、靡

软；江南平定，一直到程钜夫南下访贤之后，南方文人逐渐北进，到延祐时期、奎章阁时代，南

方文人的影响远大于北方文人，复古的使命转变成去旧宋之弊，以复古去旧宋之狭隘、萎弱，

成就元朝务实、恢宏、雅正之音。与唐、宋古文运动还有一点不同的是，元代文艺复古思潮是文

学与艺术的综合复古，这与元代游牧统治者尚武轻文的态度及其汉文化水平有密切关系。有

元一代，曾因统治者的汉文化水平有限而导致近百年的科举不兴，但元代的汉族书画家、艺术

家却有凭书画、雕塑才能而跻身高位的，像恩荣一品的李衎、赵孟頫，以画艺超赐从二品的何

澄，借雕塑而获从二品的刘元，凭白身而进阶五品的王振鹏、柯九思等等，而当时优秀的文学

家诸如姚燧、程钜夫、虞集、揭傒斯辈也大多书画才艺超群。由于艺术家受青睐的原因，也由于

杰出如赵孟頫等人的出现，元代的文艺复古思潮是从艺术界向文学界的渗透，在性质上是文

艺复古运动而非古文运动。

在复古宗旨上，除了与唐、宋古文运动文以载道、服务于现实的精神一致外，元代文艺复

古思潮在与一统王朝精神宗旨相呼应、配合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古法制度的恢复，强调法度森

严基础上的调和、自由、整合。这与元代社会文化多元的特征密切相关。

首先，元朝作为游牧民族立足中原的王朝，推行汉法的政治方向决定了整个王朝秉持复

古策略的基本立场，而这种游牧特征与农耕文化相结合的背景又决定了元朝复古宗旨上的整

合、调和特征。推行汉法是蒙古游牧民族立足中原的前提和根本，而推行汉法也必然推动元朝

上下向中原传统积淀起来的纲常古法取经，从而使元朝的统治哲学趋于复古。元朝的缔造者

忽必烈早在蒙哥汗（1251—1259）时代，即受命出至漠南，主持中原汉地政事。在治理漠南汉地

的实践中，忽必烈充分认识到了中原传统儒家学说的重要政治作用，并根据汉儒的建议，“以

夏变夷，立经陈纪”①，“采取故老诸儒之言，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②，“仪文制度，遵

用汉法”③。忽必烈的汉法政策不仅获得了中原大治的卓然政绩，而且也为建立元帝国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④。作为游牧民族，元朝在文化上更容易接受与他们生活环境、文化基础较接近

的辽、金文化与制度，根据汉儒的建议，最终忽必烈政府采取了“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

遗制”⑤的政治方略。作为元帝国的开创者，忽必烈的政治方略又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代之制

者”⑥，终元之世，其子孙始终在执政思想上力求“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⑦，这也从根本上确立

了元代政治哲学以复古为根基，通过追摹中原典刑制度以调和现实的复古特征。

其次，程朱理学从元代开始上升为官方意识形态，这助推了元代复古思潮的兴起。在蒙古

民族灭金、平宋过程中，不仅统一全国，建立了元朝，而且打破了金、宋对峙之际南北长期“声

教不通”的局面，使南方程朱理学传到北方。值得注意的是，最初接受南方程朱理学的北方儒

士大夫诸如姚枢、许衡、窦默、郝经辈，多为忽必烈金莲川潜邸智囊团的主要人物。经过许衡、

姚枢这批开国文臣的努力，“数十年彬彬号称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门人，于是国人始知有圣贤

之学”⑧，程朱理学最终被定为“国是”。到元仁宗延祐年间恢复科举时，科考从“四书”中设问，

并用朱熹章句集注，程朱理学成为官学，在社会上得到了空前的弘扬，诚如虞集所云“群经四

书之说，自朱子折衷论定，学者传之。我国家尊信其学，而讲诵授受，必以是为则，而天下之学，

皆朱子之书”⑨。程朱理学的思想核心就是要求儒士大夫从精读圣贤经典开始，习古以明今。因

此，程朱理学在元朝的兴盛不仅推动了元代复古思潮的全面掀起，更加强了元代复古思潮从

原典开始、习古明今的特征。

第三，文化上的托古改制、多元整合倾向也配合着复古思潮的推进。从本质上说，哲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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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领域的复古思潮必然引发文化、宗教、艺术等多个领域复古潮流的兴起，但文化界自身在外

界形势大变的情形下也兴起托古改制、多元整合的诉求，这又刺激着整个社会复古思潮的推

进。一方面，国家一统海宇的气势与声威使士林艺界激起通过复古以救时弊的振作之心。自蒙

元军队的金戈铁马统一天下之后，国家疆域“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

诏，遂下江南”⑩，时人曾撰文夸赞道：

渌江成血，唐不能师，今我吏之；辽阳高丽，银城如铁，宋不能窥，今我臣之。回鹘河

西，汉立铜柱，马无南蹄，今我置府；交占云黎，秦筑长城，土止北陲，今我故境。輥輯訛

与之前的所有王朝相比，元朝“舆地之广，旷古所未有”輥輰訛，这令整个元朝的人们都颇有睥睨今

古、傲视前朝的时代自信感，而国家疆域辽阔的情形也使得士林精神气质大为改观，心胸气魄

远非昔日可比。在“国家作兴，士气之为大”輥輱訛的现实情形影响下，亡金、旧宋时代偏处一隅的萎

靡衰疲弊习令主流文化圈深恶痛绝，慨然期望托古改制以救时弊，同时也热切期望整合新王

朝的多民族文化内容以振作斯文。另一方面，元代多元宗教并存共荣的现实在推动宗教界整

理经文的同时，也推动着元代文化复古思潮的多元整合。自忽必烈建元，国家为鼓励僧侣研习

教旨，不仅在各路设“三学讲、三禅会”輥輲訛，还通过僧官选拔的方式来刺激宗教界人士读经习经

的热情。而政府对各种宗教的特优政策也必然致使社会各阶层的人员尤其是汉族士子进入宗

教界，这非常有利于各种、各派宗教经典的整理与多元整合。

元代复古思潮与政治统治哲学上秉持复古策略，意识形态上以复古为宗，文化思潮上普

遍复古以及知识阶层全面支持等多方面的原因密切相关。而元代文艺复古思潮又在这样一种

大环境中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

二、赵孟頫与元代文艺复古思潮

在元代各个领域都努力复古以创新的时代背景下，元代文艺界也在努力通过复古的途

径，寻求能适应元朝的新创作理念与审美倾向。正好，杰出的赵孟頫出现了。诚如杨载评价所

云，赵孟頫的才华颇为其书画成就所掩盖，“人知其书画而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而不知其经

济之学”輥輳訛，凭借多方面的绝世才华，赵孟頫到达大都后名声大噪并扛起文艺复古的大旗。

赵孟頫的复古主张是期望通过宗唐溯古，从而扭转由于宋金割据所导致的偏安一隅、缺

少法度、师心自用的创作弊习，同时也通过复古以创新的方式来适应新王朝多民族文化交汇、

多级地域环境并存的特征，实现吸收、调适并最终整合，形成恢宏、融通、大气的创作风貌。大

体说来，赵孟頫所提出的复古宗旨主要体现在法度、意韵、风格三方面。赵孟頫在诗、书、画、

印等方面成就巨大，冠冕一代，而这些成就的取得，他认为都是从学习古法中得来。就书法

而言，赵孟頫不仅成就突出，“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輥輴訛，而且有系统的理

论思考。他对南宋书学“朝学执笔，暮已自夸其能”輥輵訛，师心自用的风气非常鄙薄，认为必须学习

古人，否则，即便是“秃笔成山，亦为俗笔”輥輶訛，而赵孟頫所谓的书法古法又可以确指为魏晋法

度。赵孟頫在《阁帖跋》中系统地梳理了书法写作的变化历程，认为王羲之父子的书法创作代

表了古法的奥妙所在，“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輥輷訛，后世虽有善于书法者，却没有谁能越过

王氏父子总起百代、开启后世的作用，所以学习古法就须从王氏父子书法的学习开始。

不仅仅是书法创作，赵孟頫的整个文艺复古精神的基础就是回到文艺创作最初的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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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法的学习开始，如他对印刻改革的思考。赵孟頫认为唐宋以来的印刻，尤其是近世的印

刻，“以新奇相矜，鼎彝壶爵之制，迁就对偶之文，水月木石花鸟之象，盖不遗余巧也”。在他看

来，由于失去了切实、古朴的创作理论基石，一味师心自用，求偶求巧，印刻完全失去了法度，

也失去了真正的创作灵气。如果要让印刻重新获得意义和内容，必须以古法为基础，以印刻最

初产生的秦汉古印为范式。为此，赵孟頫曾向程仪父借得古印文《宝章集古》二编，将其中印款

风格古雅可观的印章模写“三百四十枚，且修其考证之文”，编撰成集，题名为《印史》，向世人

展示古法印款质朴实在的范式，期望人们能够就此改弦更张，由复古而获得创新，“谂于好古

之士，固应当于其心，使好奇者见之，其亦有改弦以求音、易辙以由道者乎”輦輮訛。可以明显看出，

赵孟頫对于印刻的介入依旧是在贯穿他的古法理论，对待绘画，也是这样。赵孟頫自言：“仆所

作者虽未敢与古人比，然视近世画手，则自谓少异耳。”輦輯訛他认为绘画古法依旧是回到绘画对象

本身，要求创作者对创作对象有真切的揣摩与了解，有现实生活基础和体验，然后才能创作。

赵孟頫在赏鉴卢楞伽《渡海罗汉像》的题跋中认为，唐朝的卢楞伽能画活西域罗汉的情态在

于，唐朝的京师多有西域人，画家与他们耳目相接，语言沟通，非常了解；而五代时候王齐翰缺

少了现实基础，就只能将西域僧人画成汉僧的模样。赵孟頫在大德八年也创作了罗汉图，认为

自己的罗汉像“粗有古意”的根本就在于，他本人在京师时，与天竺僧人多有接触，所以画起罗

汉像来颇有心得輦輰訛。

所谓具有“古意”，是以幽远简率之意、士大夫之气来提升创作者的精神气质，摒除南宋以

来文艺界弥漫的匠气、俗气。具体而言，“古意”是要求作品摆脱具体法度、绳墨的拘束，体现出

创作者主体精神的自由与充沛，它强调作品整体气韵的天然、生动，态度的率简、清远，要求作

品具有古典韵致和士大夫之气，从而摆脱自院画流行以来，人们拘于笔墨、字划、线条、色彩

而带出的匠气、俗气。赵孟頫非常强调和提倡“古意”，他认为“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

工无益”輦輱訛。在赵孟頫看来，“古人绘理，无不精美”輦輲訛，“自唐以来，如王右丞、大小李将军、郑广

文诸公奇绝之迹，不能一二见，至五代荆、关、董、范辈出，皆与近世笔意辽绝”輦輳訛。赵孟頫认为，

近世以来的南宋院画，在风格上“古意既亏”、“但知用笔纤细，傅色浓艳”、“百病横生”，并无可

观之处輦輴訛。赵孟頫在评价李龙眠的画作时说，李氏在临摹别人作品时，“只用其轮廓而已，至于

墨法设色，全出己意”，这才使得他的作品更加“精妙”，如同“神仙点化”輦輵訛。不仅是绘画，赵孟

頫在书法等其他文艺体裁方面的复古理论都强调“古意”。赵孟頫认为，学习者在玩味古人法

帖、画作时，应该“悉知其用笔之意”輦輶訛，创作之际将自身主体精神、学识态度注入作品之中，“尽

物之性”輦輷訛，从而使作品既“简淡超逸”輧輮訛，又圆熟流转，出神入化，脱去“画工笔墨畦町”之气，“元

气淋漓，天真烂漫”輧輯訛，令人无法临摹、效仿。赵孟頫评价自己的画作说：“吾所作画，似乎简率，

然识者知其近古。”輧輰訛赵孟頫这里所认为的“古”，是对创作对象“颇能尽其能事”輧輱訛，在“画法气

韵，咄咄逼真”輧輲訛的同时，又“气韵雄壮，命意高古，精采飞动”輧輳訛，“以得其情性为妙”輧輴訛的创作风

范。赵孟頫最推崇的画家是王维，认为王维能诗更能画，“诗入圣，而画入神”輧輵訛，他本人也以王

维为楷模努力趋近其画意。以赵孟頫著名的《鹊华秋色图》为例，评者以为，“山头皆著青绿，全

师王维遗法，虽尺许小图，而具无穷之趣。昔人论书云：‘小心布置，大胆落笔。’又云：‘意在笔

先，笔尽意在。’此画有焉’”輧輶訛。这的确是对赵孟頫画作有精神、有韵致，却全无笔迹、点画的精

准评价。赵孟頫的书法作品也同样给人“圆熟中饶有古意，别有一种韵度”輧輷訛的感受。柳贯作为

赵孟頫的弟子，曾跟随赵孟頫，时常亲睹赵孟頫创作的情形。他认为，赵孟頫的书法成就虽是

从尚古尊帖中来，但“精采发越有或过之”。而所以能如此，柳贯认为是赵孟頫“以学为槖籥，识

为机括”，并非“区区求精于笔墨之间”，因此习帖久后，则“心手俱忘，智巧之在古人，犹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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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横纵阖辟，无不如意”輨輮訛。

由以上赵孟頫的书、画理论与实践，可以知道，赵孟頫所谓的古意、士大夫气，就是尽物之

性，得物之趣，体物之天然之妙。赵孟頫曾对时人解释所谓的士大夫画说：“余观唐之王维、宋

之李成、徐熙、李伯时，皆高尚士夫，所画与物传神，尽其妙也。”輨輯訛

所谓实现古雅，是指以古朴、雅正、中和的风格来展示新王朝的一统气象，从而驱除以往

割据时代所形成的偏鄙、委琐、逼仄之气。所谓古雅之风，赵孟頫在《印史序》中说是“典刑质

朴”的风格。由赵孟頫的复古理论宗旨来看，“典型质朴”的风格应该是指表达手法方面，坚持

法度之后的融会贯通；在表现风格方面，于看似率简、拙老背后的千变万化；在气息格局方面，

由不见笔迹、锋芒的表达而流淌出来的元气充沛、正大恢宏。他对元代书画乃至传统书画创作

的一大贡献，就是大力整合诗、书、画、印，人马、山水、花鸟、竹石，青绿、水墨、傅粉等不同体

裁、题材和技法，尤其着力提倡书画同源，主张以书法笔法羼入绘画创作，且身体力行。赵孟頫

的这种书、画手法多元整合思想不仅让他本人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也推动了整个元代书画

创作水平的全面提升，更从此奠定了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基本画法、基础题材和基本意象。

关于古雅风格的基本特征和具体实现路径，赵孟頫在他的书画理论中多有提及。赵孟頫

曾在教育弟子时，概括赵家笔法的宗旨说，无论是“像貌乎人物，润色乎花草，点缀乎山水，虽

各自成一家”，都必须肖形出天地宇宙间的精微奥妙輨輰訛，在遵循这一宗旨的过程中，又须严格遵

守创作的法度。赵孟頫曾高度评价宋高宗的书法，认为其巨大成就在于无论是“遒劲婉丽”还

是“秾纤钜细”，始终都能做到“一崇格法”，即使是钟繇、王羲之、虞世南、褚遂良等书法宗匠，

也未必能轻易如此輨輱訛。赵孟頫的《宋宁宗书谱》题跋认为，古雅风格的形成应该在天赋异禀的基

础上，博见百代前贤之作，然后再融会贯通，形成超凡入圣却仿佛出于自然的风格，在赵孟頫

看来，古雅风格的真正魅力在于它“不难于巧，而难于拙；不难于媚，而难于老”輨輲訛。如果说，三十

来岁、刚到大都的赵孟頫，他本身的素养与教育为他成长为那个时代全面发展的大师做好了

准备的话，那么，赵孟頫最终之所以会成为诗、书、画、印全面发展，面面精通的大家，他本人拥

有绝世才华自不容置疑，而元朝收集辽、金、宋所藏的历代佳作名品全供他把玩、揣摩的优越

条件，对于赵孟頫的成长又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还须提到的是，赵孟頫的文学创作成就以及文学复古理念往往为其书画成绩所掩盖，不

为人们所注意，而赵孟頫的复古理论体现于文学批评，同样也是以古法为本，追求古韵，讲究

气韵丰沛、古朴雅正的创作风貌。赵孟頫认为，南宋“文体大坏，治经者不以背于经旨为非，而

以立说奇险为工；作赋者不以破碎纤靡为异，而以缀辑新巧为得”輨輳訛；往往“夸诩以为富，剽疾以

为快，诙诡以为戏，刻画以为工，而于理始远矣”輨輴訛，所以南宋文章只能“作瘦语棘人喉舌”輨輵訛。而

要改革诗文的时弊，赵孟頫认为必须以古为宗，转益多师，博取众长，从而形成雅正的风格。赵

孟頫在与其子赵雍讨论赋文的写作时说，他最推崇汉之司马相如、扬雄、班彪以及晋之潘岳四

人的风格，之所以取此四人，赵孟頫说：“汉自高祖起沛，去古未远，其气完而未散，其文质而不

俚，而四子乃能崛起于中，敢为雄辞异说以倡之，则后士之所以能文者，皆取法于四子者也。”輨輶訛

赵孟頫还说：“长卿之文，吾取其富而艳也；子云之文，吾取其博而洽也；叔皮之文，吾知其沉而

静也；安仁之文，吾取其核而实也。于是乎四子之才见，而所谓泛应曲当者在我矣。”综观赵孟

頫这一段文学批评，也的确能看出其文学理论与书画理论相当一致。就诗歌创作的复古而言，

赵孟頫认为应该“本之于《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輨輷訛；文章之复古，赵孟頫要求

以理为主，合于六经，认为“学为文者，皆当以六经为师，舍六经无师矣”，“文者所以明理也，自

六经以来，何莫不然，其正者自正，奇者自奇，皆随其所发而合于理，非故为是平易险怪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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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輩輮訛。概括而言，赵孟頫对于诗文创作之复古是要求“以经为法”，“以理为本”，导源汉、晋，

去除机巧，返归朴素真率，从而“追配古人”輩輯訛，恢复古时文气盎然，言语丰沛适宜的风格，“含

蓄顿挫，使人读之而有余味”輩輰訛。

综合赵孟頫的文艺成就和文艺复古宗旨，可以看到，身处游牧民族统治的一统王朝，赵孟

頫文艺复古精神中的学习古法基础、拥有古典意韵、实现古雅风度从表面看来是对南宋创作

弊习的革新，实质是新王朝复古精神的折射和集中反映。赵孟頫的古法意旨深刻地契合了新

王朝从最初制定法度的原点开始的精神，也非常符合游牧民族文化朴素、切实的审美情趣。赵

孟頫的古意要求，尽管是要求恢复士大夫的人格精神与尊严，但这种要求在元朝南北融合，游

牧民族努力学习中原文化、追求雅化的背景下，也包含着优秀农耕文明为迎合、适应新王朝需

求而调整姿态的努力。赵孟頫的古雅追求，就其个人成就而言是体裁、题材、技术等方面多元

融合之后的古朴流利、雅正恢宏的气象格局，而这种成就的获得却是元朝南北多民族、多文化

大一统之后的社会背景所给予和期待的。

三、元代文艺复古思潮走向高潮

在赵孟頫创作旺盛，创作思想、审美倾向影响深远的时代，他的师友程钜夫、吴澄、邓文

原、袁桷以及戴表元、吾衍、鲜于枢、仇远，包括北来的金朝文人诸如姚燧、刘敏中、张之翰等声

气相投，四面呼应他的复古创作理念。赵孟頫等人掀起的文艺复古思潮得以在元代文艺创作

领域全面繁荣，走向高潮，是通过元代贵族统治者以及以虞集为代表的奎章阁文人群体推动

完成的。

首先，元蒙贵族统治者对赵孟頫的推崇为文艺复古思潮的深入做了良好的铺垫。

至元二十三年（1286），赵孟頫到达大都后立即得到了元廷的重视。赵孟頫有许多机会观

赏内府、皇家收藏的真迹。元代内府收藏宋、金两朝所藏，数量不少輩輱訛，赵孟頫在见识中原各王

朝尤其是宋、金王朝以及其他民族所创造的文化精品而胸襟大开的同时，创作上以古法为本，

尊崇古意，以古雅风格为中心的复古创作理念和审美倾向逐渐成熟。在元廷效力的三十余年

中，赵孟頫历仕五朝，所获得的肯定与尊崇甚至超过历代中原帝王对于知识分子的待遇。元仁

宗本人甚至还总结出赵孟頫人所不及的七大长处：“帝王苗裔”、“状貌昳丽”、“博学多闻知”、

“操履纯正”、“文词高古”、“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旨，造诣玄微。”輩輲訛对赵孟頫用一品例，推恩

三代。由于元朝对赵孟頫人品、才华的极力推崇，其影响力在生前尤其仁宗一朝达到了“遂擅

一代，学者澜倒”輩輳訛的地步。赵孟頫之后，元代涌现了虞集、柯九思、揭傒斯、范梈、袁桷、欧阳玄、

泰不华、柳贯、黄溍、陈旅、周伯琦、危素、饶介、俞和、赵期颐、陈绎曾、赵雍、朱德润、方从义、唐

棣、王冕、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陈琳等一大批优秀的书画家，他们的创作与审美倾向，无

不为赵孟頫文艺复古思想所左右，这自然也使得赵孟頫所推重的文艺复古创作理念不断扩

大。

其次，元代社会高层盛行的书画收藏和题咏活动为推动元代文艺复古思潮发展提供了良

好的氛围。

经过元世祖、元成宗几位皇帝的励精图治，到元代中叶，天下治平，轻刑薄赋，人民“生者

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輩輴訛，呈现出堪比盛唐的繁荣景象。在国家治平的背景下，

人们藏鉴书画、器玩的热情大有提高。诸多收藏家中，鲁国大长公主是元代书画史和收藏史必

须提及、不能忽略的人物。鲁国大长公主是元武宗的胞妹、元仁宗的胞姊、元文宗的岳母，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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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蒙贵族阶层最著名的书画收藏者和赞助者。而她超然、崇高的社会地位以及对书画事业的

支持，使得她有能力举办最高规格的书画展。至治三年（1323）三月甲寅的天庆寺集会，鲁国大

长公主“集中书议事执政官、翰林、集贤、成均之在位者，悉会于南城之天庆寺”輩輵訛，并将自己收

藏的四十余幅书画珍品令馆臣们题咏、把玩。类似鲁国大长公主的这种雅集活动以及品题、作

跋的行为在整个元代非常盛行，最典型的反映是天历二年（1329）元文宗成立奎章阁学士院，

以国家机构的形式带动文人艺士进行书画雅集活动。在元代，自赵孟頫开始，画上题款逐渐普

及而且开创一画复题、多题模式，往往题与款各得其宜，成为其时绘画不可缺少的内容輩輶訛。“元

以前多不用款，款或隐之石隙，恐书不精，有伤画局。后来书绘并工，附丽成观”輩輷訛。诚如明人张

丑指出：“晋唐名迹流传于世者，绝无品题等项，宣和、绍兴间稍以标记，即跋语不过寥寥数言

而已。独元人最尚题咏，而于画本尤甚，有多至三四十人者。”輪輮訛频繁的雅集活动推动了元人诗、

书、画、印整合的趋势，“在画幅上题诗写字，借书法以点醒画中的笔法，借诗句以衬出画中的

意境”輪輯訛，再加上富于绘画、题跋者个性色彩的印章签名，诗、书、画、印四美合一，浑然一体。很

显然，雅集品题、赏鉴活动在为人们增长见识、增进交流的同时，更为促成人们诗、书、画多种

艺术体裁、多元题材的整合，形成古雅创作风格和古典审美倾向提供了现实依据。某种程度而

言，由赵孟頫掀起的文艺复古思潮，在元代文艺收藏、题咏的氛围中，推动了中国传统文人画

格式的定型。

第三，元代文艺复古思潮在以奎章阁文人群体为核心的文人精英的推演、发扬下，继续深

入并走向高潮。

元代中叶，经过元仁宗、元英宗以及泰定等几任皇帝对科举事业的推动，到元文宗时期，

开国君王忽必烈所遗憾的“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輪輰訛的局面已大有改观。那些被选

入奎章阁学士院的人们除了道德学术上涵养甚深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作为与馆阁书画家

的赵孟頫接触甚多、受直接影响的群体，在书法、绘画的创作或赏鉴方面有相当高的造诣，对

整个元代的复古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柯九思、虞集、康里巙巙三位典型人物为例。

奎章阁的象征人物柯九思輪輱訛，他将赵孟頫所提倡的书画同源论思想作了更细致的推进，连赵孟

頫都赞叹说：“柯九思善写竹石。尝自谓写干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或用鲁公撒笔

法，木石用金钗股古漏痕之遗意。”輪輲訛由于技法新颖娴熟，柯九思的竹石能体贴入骨地展示他的

精神气质，往往“烟梢霜樾森然，与丛篠相映，亦有奇趣”輪輳訛。再就是奎章阁文人群体的领袖虞

集。虞集的书法以王羲之父子以及初唐虞世南书法为宗，法度森严，同时古意盎然，诸法融通。

藏家评价虞集的书法：“笔力金坚，结形玉立，殆如永兴书，内含刚柔，不愧二王法嗣，大小虞

真后先相望也。”輪輴訛虞集这种恪守法度，颇有古意的创作在赵孟頫复古理念的背景中，理所当

然地被元人所推崇。陶宗仪曾评价虞集书法成就说：“真、行、草、篆，皆有法度，古隶为当代第

一。”輪輵訛成就卓然的色目书法家康里巙巙，他对赵孟頫复古理念的尊崇更是无与伦比。赵孟頫日

书万字，巙巙则日书三万字。在临摹、练习之际，巙巙“不蹈其轨辙，唯取法于古人”，“正书师虞

永兴，行草师钟太傅，王右军”，完全恪守赵孟頫以古法为本的理念，时人认为巙巙的书法“字画

遒劲，笔意飞动，出入大小二令之间，森然晋法也”。由于巙巙本人“天资超迈”，又有踏实临摹古

帖的基础，故其创作之际可以做到“神与意会，榘度吻合，若轮扁斫轮，疾徐应手，若牛坦解牛，

迎刃奏騞马 ”輪輶訛。评者认为：“国朝以书名世者，自赵魏公后，便及公也。”輪輷訛巙巙被公认为赵孟頫之

后的书法旗手。

奎章阁文人通过对赵孟頫文艺复古思想的不断深入解读，掀起了元代文艺复古思潮的更

大风浪。赵孟頫之后，奎章阁时代文艺界领军人物虞集认为，元朝所以掀起临摹魏晋书风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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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潮流，就是由赵孟頫倡导开始的：“国朝至元以来，学士大夫，书札之后知魏、晋之遗者，吴兴

公实倡之。”赵孟頫临帖的理念在于首先严守古帖章法，然后再融会贯通，加入自己的精神意

思，而书法创作就是临帖基础上的创造，“凡诸书法，融会胸臆，虽不对临，伸纸援笔，蔚然成

章”輫輮訛。正是在这个看法的引领下，元朝自上而下掀起了精研书写古法、讨论文字古义的热潮。

龟兹人盛熙明特意研究书法宗源，撰写《法书考》，讨论书法“运笔之妙，评书之精”輫輯訛。再如元文

宗非常欣赏的蒙古进士泰不华，为切实贯彻赵孟頫以古法为本的精神，他“尝重类《复古编》十

卷，考正讹字，于经史多有据云”輫輰訛，对文字来历、结构变化狠下苦功夫。正因为从源头开始努

力，泰不华的书法“温润遒劲”輫輱訛，是元代康里巙巙之外最优秀的少数民族书法家。还有元末书

法界代表人物周伯琦，他也曾下苦功夫精研文字六义以实现书法写作的根本突破。周伯琦曾

纂注《说文字原》，并在书序特意强调自己编撰该书的目的就在于明晰书法六义之源，“惟画卦

造书之义，参以历代诸家之说，质以家庭所闻”輫輲訛，周伯琦对文字构造原理的精研也同样是他深

入贯彻赵孟頫古法理念的结果。在元代，类似盛熙明、泰不华、周伯琦这样从文字源头讨论书

法精义的人不胜枚举。

在元代，赵孟頫的书画作品是人们尤其是奎章阁文人群体同题集咏的对象，而对于赵孟

頫书画作品题咏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文艺复古理念渗透的过程。杨镰认为，“借助‘同题集

咏’，元诗牵动了社会不同层面人群的关注”輫輳訛。的确，也是借助“同题集咏”的方式，文艺复古思

潮的内容和理念进入了整个元代士子的创作思维中心。据统计，人们直接为赵孟頫作品赋咏、

题跋的，像虞集有四十篇、张雨二十一篇、袁桷十八篇，而其余诸如黄溍、柯九思、杨维桢、倪

瓒、柳贯、吴镇、吴师道、黄公望、杨载、许有壬、欧阳玄、郑元祐、胡助、陈旅、张翥、李孝光、释大

訢、贡奎、马祖常、吴澄、程钜夫、朱德润、萨都剌、范梈、苏天爵、揭傒斯、宋褧、王沂、康里巙巙，

陈泰等彪炳元代文化史的人物都有不少篇幅对赵孟頫作品直接或间接题咏。像赵孟頫文艺复

古思想中最精髓、也影响最大的“书画同源论”在人们的反复题咏中得到了很直接的解释。虞

集在其《子昂墨竹》诗中写道：

吴兴画竹不欲工，腕指所至生秋风。古来篆籀法已绝，止有木叶雕蚕虫。黄金错刀交

屈铁，太阴作雨山石裂。蛟龙起陆真宰愁，云暗苍梧泣湘血。吴兴之竹乃非竹，吴兴昔年面

如玉。波涛浩荡江海空，落月年年照秋屋。輫輴訛

虞集认为，赵孟頫在画竹之际，看似随意，实际将篆籀之法运用于腕指笔力之间，由于书法笔

法的净洁流转再加上用墨的意思，这才展示出画面上竹叶的纷披与活力，竹节的无限风骨与

气节；而且，由于赵孟頫竹子的写意色彩，所以他笔下的墨竹又不是真实的竹子，是融汇了赵

孟頫的教育背景、南方情结、个性情感的竹意象，是文人化的竹子，所以它才格外动人。在绘画

史上，竹石、古木作为文人画的典型题材，经由苏轼、文同以及苏门弟子到赵孟頫，再加上柯九

思以及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元四画家”的推进，到明代董其昌等人努力走向文人画的高

峰。诸如“书画同源”、“墨戏”以及“诗画一律”等绘画史上有名的创作理念一步步萌芽、成形并

成熟輫輵訛，元代文艺复古思潮的功劳不能抹去，赵孟頫、柯九思等人的书画成就以及元代文人的

题咏也同样功不可没。需要指出的是，明代中叶董其昌之后，“元四画家”的名声极大，甚至超

过赵孟頫，而实质上，“元四画家”虽然画艺不错，但在赵孟頫之后的元代中晚叶影响并不算

大，既不能与柯九思相提并论，甚至不能与其时和奎章阁文人群体来往密切的朱德润、方从义

等人的影响相比輫輶訛。而且赵孟頫也是“元四画家”的导师和精神领袖，他们在画法、画风、审美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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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还是以赵孟頫的崇尚为依归輫輷訛，仍然是元代文艺复古思潮深刻影响的对象。

奎章阁文人群体之于元代文艺复古思潮更大的意义在于，他们将赵孟頫在艺术领域掀起

的复古理念贯穿到正统诗文领域，并借助他们自身的文化权力与文化影响，令天下士子翕然

追摹，从而推动了元代文艺复古思潮走向高潮。

与赵孟頫等由前朝过来的情形颇为不同的是，成长于元一统之后的奎章阁文人群体是元

朝由武功逐步走向文治、并趋于文治兴隆时期的最大受益者。奎章阁文人认为，古人的创作能

“以其涵煦和顺之积，而发于咏歌。故其声气明畅而温柔，渊静而光泽”輬輮訛，“辞平和而意深长”，

正是“盛世之音”輬輯訛，所以新时期的创作必须托古改制，通过复古走向创新。和赵孟頫通过诗、

书、画、艺全面发展且面面精通的才艺追求以实现创作精神的真正浑融圆通一样，奎章阁文人

群体的文章复古途径是打通经学与文学的壁垒，期望作家以经史为基础，以百家学问为涵养，

性情平和中正，然后在创作之际“义精理明，德盛仁熟，出诸其口者，无所择而无不当，本治而

末修，领挈而裔委”輬輰訛，最终实现文章文势浩然正大、气韵丰沛从容的风格。也诚如赵孟頫不喜

欢南宋、亡金文艺创作中弥漫的情绪激昂、主题突兀逼仄的气质一样，奎章阁文人群体打着复

古旗帜，努力弘扬的精神实质是在儒家中和思想影响下的“真率调畅，简散深至”輬輱訛，既不以世

变忧乐婴于心，更不恣肆放纵使得自己情感偏激，而是与元盛世精神相呼应的求同存异、平易

雅正、和融盛大的创作追求。

奎章阁文人群体在元代中、晚叶文坛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看到，这些翰林馆臣入侍天

子，独任斯文之重，掌握着裁夺天下士子晋升、出处的文化权力，他们都有以下共同的特征，那

就是：他们自身的创作不仅“凡国家典册诏令，及勋贤当得铭者，必命先生为之”，而且“海内之

士，与浮屠、老子之流，以文为请者，日集于庭，力麾之而弗去”；其次，奎章阁文人群体的核心

成员在元代中叶基本执掌着衡文天下的权力。虞集多次出任殿试读卷官；揭傒斯任职期间，曾

“考乡试者二，考会试者一，为廷试读卷官者二，考国子公试者七”輬輲訛；马祖常任职期间曾两知贡

举，一为读卷官；欧阳玄“三任成均而两为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两知贡举及读卷官”輬輳訛。

他们的一字一句，或序或跋，人们得之以为荣，用之可以增价。藉此种种，当元朝文物方盛的中

期，奎章阁文人群体核心成员的文章“一篇之出，家传人诵，虽绝徼殊邦，亦皆知所宝爱輬輴訛，他们

的复古创作理念被“天下学士翕然而宗之”輬輵訛，而他们以文艺复古思潮为论议，在推动天下“文

体为之一变”成就了他们“以文章名海内”的文章事业輬輶訛的同时，也推动着元代文艺复古思潮走

向高潮。

综上所论，元代文艺复古思潮与其时整个社会的文化思潮相结合，在赵孟頫等人以理论

与实践双向推动下，在掌控元代文化权力的奎章阁文人群体的推崇下，它发生、发展以及产生

影响的过程环连密集，披靡整个时代。梁启超在他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反复申论他“由复古得

解放”的思想理路。不过梁启超还指出，“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

之时代”。梁启超认为中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

之理学，清之考证学，仅此四者而已輬輷訛。倘若将中国传统书画的发展也参与进来讨论的话，那么

由赵孟頫等人所倡导的文艺复古理念而导致的元代书画甚至诗文创作的变革以及之后对明、

清书画和中国传统书画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则元代也可算是复古思潮掀起、文化昂进的时代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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