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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文心文心 画趣画趣（（七七））

清朝崇尚武功，然提倡文教，
开科举举鸿博，编纂图书。世祖、
圣祖、世宗、高宗、仁宗、宣宗、
文宗，亲政之余，雅好图画，故天
下士人，多研于书画，以求仕途富
贵。清初，即承明宫廷画派为遗
制，设如意馆、奖励绘事。其规模
虽不及两宋与明代，亦可谓辉煌。
相传世祖尝用指上螺纹印画水牛，
意态生动，笔墨烘染不能及也。圣
祖喜收藏，命王原祁为进士充书画
谱馆总裁，鉴定书画；召唐岱入
宫，赐画状元；酷爱董华亭之遗
迹，一搜天下之精品，尽归宫廷。
一时间，收藏、鉴赏、作画者蔚然
成风。

世宗，在位 13 年，雅好绘
事，不减其祖。高宗天资聪敏，喜
收藏，又善山水、花鸟，画法古秀
奇深，天下名迹，归收其下，如马
和之《国风图》、韩滉《五牛图》，
皆藏于学诗堂、春藕斋。当时内府
藏品极丰，院中画士近百人之多，
奖励画士也不惜重金，为清代一
冠。如高宗常临如意馆观画士作
画，成绩优异者，赏以厚奖，一时
画坛人才辈出。当时已有西洋传教
士供于画院，如郎世宁、艾启蒙、
王致诚等。高宗后，画院渐废。仁
宗后，外患内乱，画事大为衰退，
至道光、咸丰，画事更衰，画家虽
多，但造诣颇深者很少。光绪中
叶，太后慈禧偶绘花卉，偶写擘窠
大字，以赐大臣，但画风元气如国
之元气大伤无救。概观清代，自世
祖一统天下，传十主，计267年，
太平之世多于乱世，有助画事勃
兴，颇为灿烂，画工、画事也颇为
繁多，缕析脉络，选取重点，以供
参详。

清代初期，山水画力求依董其
昌的理论及实践开辟山水画新风
貌。清初六家中“四王”即是突出
的代表。“四王”分别为王时敏、
王鉴、王翚、王原祁，他们皆为明
代名望家族之后。王时敏、王鉴有
明代遗民意识，隐而不仕，时人称

“前二王”；王翚、王原祁的遗民意
识荡然无存，后人称“后二王”。
如王原祁就高官厚禄，在宫廷作

画，鉴定古画，从学者甚多，形成
“娄东派”。王翚初学王鉴，后学王时
敏，深得王时敏器重，曾为康熙帝主
持绘 《南巡图》，得以嘉奖，曾赐

“山水清晖”，名声大振，一时随其学
画者亦甚多，形成“虞山派”。王时
敏、王鉴深受董其昌“南北宗”之影
响。王时敏喜元代黄公望之画，王鉴
喜董、巨之山水画。王时敏曾曰：

“元季四子，当推子久。”他的山水画
一生力追子久，中年笔法浑厚，运墨
之气可与子久争美；晚年独创一格，
一变子久荒疏而成文雅。王鉴一生力
追董、巨，曾曰：“画之有董巨，如
书之有二王。”作品清朗韵致。王
翚、王原祁都接受董其昌的思想，王
翚集古人之才于一体，主张临摹，取
古人之精华而成一家，视野开阔，各
取所长。王原祁则选择了“元四
家”，但他重临摹，也注重写生，饱
览自然，他善用干渴之笔，层层浑
染，最后求得空灵之感，以至其作品
个性突出。

清代四僧指的是朱耷、石涛、髡
残、弘仁，他们皆师承文人画，以造
化为主，或隐于山林，或浪迹江湖，
以书画自娱。其中弘仁得倪瓒画法甚
多，好游历，师造化，其画构图新
奇，变传统笔墨为己有，境界之高、
空灵之美、清简之韵，成一代山水大
家，与石涛、梅清为“黄山画派”代
表人物。

清初，南京有一批山水画家，他
们以宋画、吴派为师，并有一定文化
修养，其风格题材大致相同，又有创
造性，声誉极高，画史称“金陵八
家”。他们是龚贤、樊圻、高岑、邹
喆、吴宏、叶欣、胡慥、谢荪，其中
以龚贤成就最大。

清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天下相
对太平，经济发展，文运可谓隆盛。其
时扬州盐业发展，使得此地文化艺术
活动十分活跃，字画、园林、音乐风靡
一时，富豪权贵多以收藏为雅兴。如两
淮盐运使卢见曾主持“虹桥修禊”，诗
文聚会。往来于天津、扬州之间的盐商
安仪周，家资巨厚，以收书法名画为
乐；马秋玉、马佩兮兄弟亦为富豪，建
私家园林，收藏书籍字画，名扬四方。
为此各地画家多有居寓扬州者，或糊
口或闲情，如大画家石涛、龚贤等亦来
扬州，不足为奇。

画史上有“扬州八怪”之说，指
清中期活跃于扬州一些风格相近的书
画家总称，或称“扬州画派”。盖

“八怪”非指八人，乃对扬州画派代
表人物之概称，记有八怪者多有异
同。其代表有汪士慎、黄慎等。

19世纪中叶，地处中国东南沿
海的上海，经济发展迅速，文化艺术
活动活跃。张鸣珂 《寒松阁谈艺琐
录》 载：“自海禁一开，贸易之盛，
无过上海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亦
皆于于而来，侨居卖画。”上海画坛
隆盛，扬州、苏州、杭州等地的画师
相继赴沪，“海上画派”（简称为“海
派”）随之产生。海派集文人画、民
间美术于一体，雅中有俗、俗中求
雅，创造出符合附庸风雅的商人、市
民的艺术作品。

海派分为前期、晚期。前期者，
张熊、朱熊、任熊、任薰、任颐，后
三者世称“三任”，其中以任颐最为
著名。同时期者还有华亭人胡远，吴
门人胡锡珪、朱沄等。晚期者以吴昌
硕最为有名，同期者还有常州人沙
馥、浙江秀水人蒲华、江苏吴县人顾
沄、江苏宝山人钱慧安、江苏江宁人
程璋等。另有赵之谦、虚谷者，虽未
定居上海，亦被列入海派名家之列。

清代绘画，由于完全掌握于文人
之手，以至文人画达至高潮，文人作
画每有心得，必缀文以记，或长或
短，或精或粗，不下二三百种，实为
中国画论之最盛期。

沈宗骞的《芥舟学画编》、迮朗
《绘事琐言》《绘事雕虫》、张庚《浦
山论画》、唐岱《绘事发微》、王原祁
《雨窗漫笔》、王昱《东庄论画》、方
薰《山静居画论》、石涛《苦瓜和尚
画语录》 等，是关于论述者。张庚
《图画精意识》、迮朗《三万六千顷湖
中画船录》、高士奇 《江村书画目》
《江村销夏录》、安岐 《墨缘汇观》、
阮元 《石渠随笔》 等，是关于著录
者。王胡敬《西清札记》、王鉴《染
香庵画跋》、恽寿平《南田画跋》、石
涛《大涤子题画诗跋》、周亮工《赖
古堂书画跋》、吴历《墨井画跋》、王
翚《清晖画跋》、王原祁《麓台题画
稿》、金农 《冬心题画记》、郑板桥
《板桥题画》、钱杜《松壶画赘》等，
是关于题跋者。胡敬 《国朝院画
录》、黄钺《画友录》、张庚《国朝画
徵录》、周亮工《读画录》、杨逸《海
上墨林》等，是关于史传者。邹一桂
《小山画谱》、蒋和的 《写竹杂记》、
奚冈的《树木山石画法》等，是关于
图谱者。笪重光《画筌》、高秉《指
头画说》、王概 《学画浅说》、龚贤
《画诀》等，是关于做法者。秦祖永
《画学心印》、盛大士 《溪山卧游
录》、王梁《月湖读画录》等，是关
于杂志丛辑者。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
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国家博物
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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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体国的家中有 3 个鸟塘。其中
A1塘，巧妙利用架空的走廊和水冬瓜
树及藤类植物，建成热带雨林的样
子。马鹿塘，可以拍到很多种太阳鸟。

又是一整夜的雨，永远是雨，高
黎贡山浸泡在雨水里了。先是有鸡
叫，接着听见了鸟的叫声。拉开窗
帘，天发亮了，雨淅淅沥沥，屋顶
上，两只早起的松鼠来回奔跑，卷着
长尾。我按时间去后面农家乐吃早
点，可人家还未开门。我打着伞站在
那儿，看鸟和松鼠。高黎贡全在雨雾
中，雨奋力地、冷酷地下着。快 7
点，我和高黎贡管委会小鲁还有施师
傅吃到了饵粉、鸡蛋。

我们先赶往老侯的鸟塘，即在全
世界都有了名气的马鹿塘。雨势湓肆
凶猛，路上塌方甚多，等我们停在一
个地方等老侯，突然后面山垮了，泥
石流轰隆而下，一棵树倒在了路上。
我与师傅便去搬树，好在树不是很
大，搬开了树，让车退了下去。小鲁
说此处不可久待，尽快下山。

老侯来了，背着长枪短炮，还有
一把长刀，说是山上防野兽。

我们跟着他往鸟塘走。下坡时，
一不小心滑倒，一身泥水不说，右手
触地，疼痛难忍，本来手腕伤过。爬
起来，手腕痛得不行。到了老侯的鸟
塘观测点，所有早起的迷糊困倦和摔
伤的手痛都没有了，因为鸟儿来了。
老侯架上 3 万多的摄影长炮，然后去
观鸟棚前的空地撒黄粉虫和苞谷沙。
他在往一个铁架上穿苹果时，大雨中

的灌丛小平地上突然涌出了一堆鸟。
哇，从未亲眼见过如此美丽的鸟！大
大小小，先认识的是赤尾噪鹛，太漂
亮，个头大，听说名字要改为七彩噪
鹛。大仙鹟，一身蓝色。白尾蓝地雀
来了，灰眶雀鹛来了，棕颈雪雀来
了，白颊噪鹛来了，绣额斑翅鹛来
了，翠金鹃来了，点胸鸦雀来了。它
们争食，啄苹果。两只松鼠也来了，
老侯烦它们，它们食量大。他这儿的
鸟塘，就是一个脚盆大小的水池，鸟
是要喝水还要洗澡的。鸟爱干净，防

寄生虫，见沙则浴，见水也浴。一个
鸟塘两个水塘，有人说这么小，不应
叫塘，应叫池。

我惊叹这么多鸟。老侯说出的名
字又大多写不出，因为老侯只有小学
文化，读了五年级，可他成了鸟博
士。又来了一批鸟，黑头奇鹛、褐色
雀鹛、竹鸡。松鼠抢食凶，吓跑了几
只。啊，红喉山鹧鸪来了，老侯不
拍，说别急，小鹧鸪会来的。红喉山
鹧鸪不同于我们平常见到的鹧鸪，太
美太美。还有红翅薮鹛叼了几条黄粉
虫飞走了，据说是去喂雏鸟了。老侯
指着飞来吃苹果的一种有红有绿的鸟
说，那鸟叫金喉拟啄木鸟，这儿有 5
种啄木鸟，这种好看。太好看，它不
停啄木头，一分钟五六百下，不会脑
震荡，因为它的小头有 3 层防震装
置，伟大的造物主！

啊，纵纹丽鹎来了，山鹡鸰也飞
来了，栗翅短脚鹎也来了。顶顶漂亮
的山椒鸟也来了，蓝头黑翅红腹。老
侯又小声说太阳鸟来了，在金铃花树
下。我顺着他手指的地方，终于看到
了我小说中多次写到却未见过的太阳
鸟，那么小。大拇指大，吸食花蜜。
金铃花是老侯种的，老侯这里种了上
百棵鸟爱吃的开花结果的树，有一棵
还是从缅甸带回来的，结的小红果会
引来许多鸟。他是在缅甸参加观鸟活
动时看到的这种树，就扯了一根，已
经有15年，很粗壮。老侯说，这里若
有鸟喜欢吃的食物，它们几里、几十
里也能寻得到。鸟是灵物。我看呆了

那种黑胸太阳鸟。他说太阳鸟这儿有 5
种，最漂亮的太阳鸟是火尾太阳鸟，一
条红色长尾长过身体数倍。我说昨天看
到了图片，它飞翔时像拖曳过一道火
光。这些大自然的精灵，自由自在地飞
翔在高黎贡之上。

后来看老侯的微信，他那天终于守
到了红喉山鹧鸪带着几只雏鸟来觅食，
一家其乐融融。

我在侯体国的鸟塘里跟他一起看了
两个小时的鸟，鸟越来越多。他告诉
我，今天是下雨，如果晴天，鸟还会
多。我们走的时候，侯体国还在守候着
他想拍的鸟。雨下得更加响亮，鸟儿们
却要在雨中觅食。它们这么美丽，却也
这么辛苦。

祝福那些鸟儿们吧，就像祝福我们
自己心中的天空和森林。想起环保主义
理论家奥尔多·利奥波德的话：这个世
界的启示在荒野。这个世界的美丽也在
山野。

（作者系湖北省作协原副主席，著名
作家）

高黎贡观鸟记（下）
陈应松

从事 《四库全书》 研究近 20 年，
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总纂新修
订的《四库全书》。

2016 年 5 月中旬的一天，河北省
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王家林、时任河
北省文联党组书记解晓勇来找我，说
是“有大事商量”。他们告诉我，河
北省文联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
长李铁映同志的倡导下，将启动重抄
《四库全书》 工程，此项工作交我主
持，由我制定一个方案。我谈了我的
一些思考。

《四库全书》 被认为是“中国文
化的万里长城”，体量巨大。从字数
上说，即有 8 亿字左右，抄录不易，
现代人早已不把毛笔作为日常书写工
具，善楷书者寡，能抄书者更不易觅
求。对抄书者的综合素质应有严格的
考量，不仅仅是楷书写得好就能胜
任。当年开馆修四库，进入四库馆的
学者和各方面人物，都是“一时之
选”，历时十几年，实际上直到嘉庆
十年仍在对这部书进行补录。再者，
修书过程伴随着毁书过程，辑入的书
有很多经过了大量的抽毁删节，很多
版本原貌尽失，需建立更加完善的制
度从根本上消减讹错。

《四库全书》 当时抄了七份，分
贮七阁，七份书所用的底本，个别差
异甚大，因此，须在抄录之前对版本
进行对照甄别。建议对 《四库全书》
进行重新修订，重纂重抄，以新面目
示人。当然，这将面临众多的社会质
疑和非议，一定要有心理准备。近
世，又有 《四库全书存目》《四库全
书未收书辑刊》《四库全书禁毁书丛
刊》《四库全书奏毁书》《续修四库全
书》 出版，这些书都是原版影印，不
妨以重抄方式使其版式划一，寻觅完
本补充其漫漶缺失文字。

当今四库学已成显学，有的高校
已设立了专门学科的硕博学位，各个
领域的研究都有突破性的发展，我们
正可利用库学研究的新成果，别开门
径。河北省文联不是专门研究机构，
但有着专业研究机构所不具备的优
势，那就是其对社会资源的整合和对
社 会 文 化 资 源 的 协 调 。 发 挥 文 联

“联”字优势，比如利用协会平台，
在全国招募合格的缮录者，比如搭建
投融资平台，更多地筹集专项基金，
等等。同时还要有高校作为学术主
导，以专学之士务专门之学，一开始

即将此项工作放在一个规范化的平台
上推进。

《四库全书》修成230多年来，其
文献价值、社会价值鲜有开发利用，
文联应综合开发其文化、文献价值，
为今所用，真正实现让图书馆里的古
籍活起来，让束之高阁的庙堂之书变
成可堪大用的有为之书。在文化资源
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走出一
条新路。当今之世，学术昌明，信息
渠道多元而畅通。应发挥互联网的优
势，搭建海内外广阔的信息平台，利
用好境外图书馆的汉籍典藏扩大文献
资源。

此外，重新修订、抄录的 《四库
全书》 可扩充其规制，把收书年限下
延到 1911 年。新修重抄的 《四库全
书》 可定名 《四库全书丛编》，以备
将来实施分类排纂。鉴于 《四库全
书》 卷帙庞大，可先从编 《直隶文
库》入手试水。

这些思考与意见得到相关方面的
认可。6 月，河北省文联发出 《关于
启 动 〈四 库 全 书 丛 编〉 工 作 的 意
见》，任命我担纲总编纂。当时我尚
未退休，为方便工作，把项目中心设
在沧州。《四库全书》 总纂官纪晓岚
恰是沧州人。

到 2017 年 8 月 ，《四 库 全 书 丛
编·直隶文库》 完成了最终的书目遴
选。入选书目共 2404 种，近 5 万卷。
其 中 库 书 369 种 ， 库 书 存 目 书 298
种，四库全书未收书、其他公私藏书

和境外海外图书馆藏书及其他文献资
源图书 775 种，再加上直隶地区珍稀
方志962种，这体量是相当庞大的。

工程开展得顺利，但到了 9 月 17
日，我突发中风，被送进沧州市脑科
医院救治。不想这一下身体瘫痪了，
可是项目中心的工作又不能停下来。
于是从住院第四天开始，我坚持下
床，在家人的陪伴下进行艰苦的体能
训练，半个月后，能跌跌撞撞走路
了。由于中风压迫右半身的神经，右
侧的身体失衡，右手不能写字，就只
好用左手续习写字。几个月以后，练
习到一次可以写几百字、上千字了，
现在用左手每天能写万字左右，完全
恢复到了右手写字时的程度。这五
年，修书之余，用左手写出的书稿有
《纪 晓 岚 年 谱 长 编》（四 册 150 万
字）、《四库全书直隶著述汇订》（四
册 200 万字）、《四库全书编年事辑》
（十册400万字)、《四库全书丛编直隶
文库总目》（二卷 20 万字）、《直隶旧
志叙录》（平津卷一册、河北卷五
册，150万字），还有大量的《四库全
书丛编》 考订文字。修书、写作极有
利于修复大脑功能，反应灵敏了，且
身体也强壮起来，逐渐恢复了以前的
超强工作状态。因右手尚不能正常写
字，只好练着用毛笔写大字，居然别
有风格，自诩“脑残体”。

2020 年 10 月，第一批 《四库全
书丛编·直隶文库》 书稿下厂。2021
年 3月，第 34届全国图书订货会在北

京国际展览中心开幕，《四库全书丛
编·直隶文库》 亮相，一上架就吸引了
许多的关注目光。展位前人潮涌动，大
家都想一睹新修新抄的 《四库全书》。
尤其是四位抄录者的现场书法表演，更
是成为展会的焦点。读者留言：“在这
里，我们看到 《四库全书》 在修成 230
多年后重订重抄再次焕发惊世的异彩，
心情特别激动。向你们致敬！”

如今，我们完成了 《直隶文库》 的
全部纂修工作，并且向 《文澄阁四库全
书》 转型。文澄阁，寓澄清、澄明、澄
雪、澄辨、澄肃之意。《文澄阁四库全
书》 主要体现了三个方面的价值：第
一，补 《四库全书》 之阙，将原修时禁
毁的部分书目根据相关文献进行补录，
将抽毁的部分书目予以补齐，将原修不
收的内容予以辑入，如原修不立说部，
我们补上了这个缺憾，将大量宋元明清
话本和拟话本收入其中。第二，纠 《四
库全书》 之误，《四库全书》 因系手
抄，加上不少版本选择失误，出现了大
量讹误，此次重新缮录，严格把阀，可
望将库书错讹尽量一一订正。第三，接
《四库全书》 之绪。七阁 《四库全书》
收书下限均在清前期，《文澄阁四库全
书》 收书下限定在 1911 年，把中国五
千年文化做了一次总结。

同时，“四库全书”新馆每年都接
待大批参访者，为传播四库文化起到了
很大的作用。

重订四库不是重复四库，更不是对
《四库全书》 的否定。我们是满怀敬畏
之心从事这项工作的——向乾隆三十八
年以降所有参编元典的四库馆臣(《四
库全书》 职名表上有 360 名馆臣，还有
不在职名表的众多馆臣)致敬！向230多
年来为 《四库全书》 事业孜孜奋斗的一
代代学人致敬！正是他们为四库学的建
设付诸的一切努力，为我们导夫先路，
并成为我们奋斗的精神资源。

（作者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文澄阁四库全书》总编纂）

我与《四库全书》
何香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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