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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清而質實  骨蒼而神腴—黃公望〈富春山居圖  剩山圖〉賞析

專　輯

氣
清
而
質
實  

骨
蒼
而
神
腴

黃
公
望
︿
富
春
山
居
圖  

剩
山
圖
﹀
賞
析

王
小
紅

宗
，
又
能
化
身
立
法
，
氣
清
而
質
實
，
骨

蒼
而
神
腴
，
淡
而
彌
脂
，
為
元
季
四
家
之

冠
。
至
正
七
年
︵
一
三
四
七
︶
初
秋
，
年

已
七
十
九
歲
高
齡
的
黃
公
望
偕
好
友
無
用

師
，
離
開
松
江
，
回
歸
富
春
江
畔
的
隱
居

之
所
﹁
小
洞
天
﹂
。
他
拄
筇
持
杖
，
倘
佯

於
富
春
江
畔
的
青
山
綠
水
之
間
，
興
之
所

至
揮
毫
潑
墨
，
寄
樂
於
畫
，
數
年
以
後
，

為
後
人
留
下
了
千
古
名
作
︿
富
春
山
居

圖
﹀
。︿

富
春
山
居
圖
﹀
描
寫
富
春
江
兩

岸
初
秋
時
節
的
優
美
景
色
，
展
卷
觀
覽
，

人
隨
景
移
，
引
人
入
勝
。
近
景
坡
岸
水

色
，
峰
巒
岡
阜
、
陂
陀
沙
渚
，
遠
山
隱

約
，
徐
徐
展
開
，
但
覺
江
水
茫
茫
，
天
水

一
色
，
令
人
心
曠
神
怡
。
接
著
是
數
十
個

山
巒
連
綿
起
伏
，
群
峰
競
秀
，
最
後
則
高

峰
突
起
，
遠
岫
渺
茫
。
山
間
點
綴
村
舍
、

茅
亭
，
林
木
蔥
郁
，
疏
密
有
致
，
近
樹
沈

雄
，
遠
樹
含
煙
，
水
中
則
有
漁
舟
垂
釣
，

山
水
佈
置
疏
密
得
當
，
層
次
分
明
。
筆
墨

上
更
多
的
取
法
董
源
、
巨
然
，
但
更
為
簡

約
利
落
，
別
具
一
格
。
山
石
的
勾
、
皴
，

用
筆
頓
挫
轉
折
，
隨
意
宛
然
天
成
。
長

披
麻
皴
枯
濕
渾
成
，
功
力
深
厚
，
灑
脫
而

黃
公
望
是
元
代
聲
名
卓
著
的
山
水

畫
大
師
，
與
王
蒙
、
吳
鎮
、
倪
瓚
被
稱
為

﹁
元
季
四
大
家
﹂
。
元
四
家
在
廣
泛
吸

取
五
代
、
北
宋
水
墨
山
水
畫
成
就
的
基
礎

上
，
充
分
發
揮
筆
墨
的
效
用
，
使
中
國
山

水
畫
的
筆
墨
技
巧
達
到
一
個
新
的
高
峰
，

對
後
世
繪
畫
產
生
了
巨
大
影
響
。

黃
公
望
的
山
水
宗
法
董
源
、
巨
然
一

派
，
又
受
到
趙
孟
頫
古
拙
簡
率
﹁
古
意
﹂

熏
陶
，
在
山
水
畫
中
追
求
古
樸
簡
約
的
風

韻
，
善
長
用
悠
長
簡
淡
的
筆
法
來
表
現
江

蘇
虞
山
、
浙
江
富
春
一
帶
秀
拔
清
真
的
景

致
。
他
的
山
水
畫
的
用
筆
精
湛
善
變
，
常

將
中
鋒
與
側
鋒
，
尖
筆
與
禿
筆
，
乾
濕
以

及
飛
白
結
合
運
用
，
似
疏
而
實
，
似
柔
而

剛
，
鬆
秀
靈
動
，
蒼
茫
中
見
秀
勁
，
簡
潔

中
現
渾
厚
，
把
北
宋
以
來
初
興
的
文
人
畫

發
展
到
詩
書
畫
相
結
合
的
自
覺
程
度
。
為

明
清
畫
人
所
大
力
推
崇
，
成
為
元
四
家
中

最
孚
眾
望
的
一
代
宗
師
。

從
黃
公
望
的
傳
世
作
品
來
看
，
他

的
繪
畫
主
要
有
淺
絳
和
水
墨
二
種
風
格
：

淺
絳
者
，
山
頭
多
岩
石
，
筆
勢
雄
偉
。
水

墨
者
，
皴
紋
極
少
，
筆
意
尤
為
簡
遠
。
人

們
評
價
黃
公
望
的
山
水
畫
：
純
以
董
源
為

元　黃公望　富春山居圖　剩山圖　引首韓對題字



2011年6月　2021　故宮文物月刊·第339期

氣清而質實  骨蒼而神腴—黃公望〈富春山居圖  剩山圖〉賞析

專　輯

元　黃公望　富春山居圖  剩山圖　浙江省博物館藏



2011年6月　2223　故宮文物月刊·第339期

氣清而質實  骨蒼而神腴—黃公望〈富春山居圖  剩山圖〉賞析

專　輯

易
出
，
可
惜
前
段
數
尺
已
被
焚
毀
。

吳
子
文
救
出
此
卷
後
不
久
，
該
圖
被

改
變
了
命
運
，
從
此
一
分
為
二
。
︿
富
春

山
居
圖
﹀
由
於
是
長
篇
巨
制
，
又
幸
得
及

時
搶
救
，
圖
卷
經
焚
後
前
面
引
首
部
分
被

毀
，
大
約
是
整
個
長
卷
的
十
分
之
三
四
，

經
由
當
時
極
富
鑒
別
能
力
的
徽
州
古
董
商

人
吳
其
貞
的
安
排
，
吳
子
文
請
裝
裱
師
傅

將
過
火
嚴
重
雖
灼
焦
還
存
尺
許
完
好
的
一

紙
另
行
揭
下
，
單
獨
裝
裱
，
後
為
吳
其
貞

所
得
，
名
為
︿
剩
山
圖
﹀
。
清
康
熙
戊
申

︵
一
六
六
八
︶
後
︿
剩
山
圖
﹀
歸
王
廷

賓
，
被
王
輯
入
︽
三
朝
寶
繪
冊
︾
中
。

︽
三
朝
寶
繪
冊
︾
後
又
轉
入
江
陰
陳
式
全

手
中
。
陳
家
後
人
不
識
﹁
金
鑲
玉
﹂
，
將

畫
冊
拆
頁
零
售
以
謀
高
價
。
一
九
三
八
年

上
海
汲
古
閣
裝
池
鋪
老
闆
曹
友
卿
獲
得
其

中
幾
頁
，
內
有
︿
剩
山
圖
﹀
。
由
於
︿
剩

山
圖
﹀
無
款
書
，
曹
拿
捏
不
準
，
遂
將
該

圖
送
至
海
上
著
名
收
藏
家
、
鑒
定
家
、
畫

家
吳
湖
帆
府
上
請
吳
氏
過
目
。
吳
湖
帆
經

過
一
番
嚴
謹
的
考
證
，
確
認
它
即
是
黃
公

望
︿
富
春
山
居
圖
﹀
之
燼
餘
本
︿
剩
山

圖
﹀
，
以
家
藏
商
代
青
銅
器
易
得
此
寶

物
，
將
它
單
獨
裝
裱
成
卷
，
並
詳
記
該
卷

焚
燒
拆
裝
事
附
後
。
自
此
，
︿
剩
山
圖
﹀

歸
入
吳
湖
帆
的
﹁
梅
景
書
屋
﹂
，
他
也
有

了
一
個
新
的
自
稱
：
﹁
大
癡
富
春
山
圖
一

角
人
家
﹂
。

一
九
五
六
年
︿
剩
山
圖
﹀
為
浙
江

省
文
物
管
理
委
員
會
︵
簡
稱
省
文
管
會
︶

徵
集
，
時
任
省
文
管
會
常
務
委
員
、
兼
浙

江
省
博
物
館
歷
史
部
主
任
的
沙
孟
海
，
獲

悉
該
圖
藏
吳
湖
帆
處
的
資
訊
後
，
即
向
省

文
管
會
領
導
彙
報
，
建
議
向
吳
徵
集
︿
剩

山
圖
﹀
。
省
文
管
會
派
沙
孟
海
多
次
前
往

上
海
與
吳
湖
帆
商
洽
，
希
望
吳
能
出
讓
此

卷
。
經
錢
鏡
塘
、
謝
稚
柳
二
先
生
從
中
斡

旋
，
終
於
如
願
以
償
，
以
五
千
元
價
收
入

浙
江
省
文
管
會
，
收
入
浙
江
省
博
物
館
庫

藏
。
同
時
收
購
的
還
有
吳
搭
售
的
︿
王
蒙

松
窗
讀
易
圖
卷
﹀
，
價
三
千
五
百
元
。

一
九
六
二
年
，
浙
江
省
文
物
管
理
委
員
會

與
浙
江
省
博
物
館
合
署
辦
公
，
所
有
文
物

歸
入
浙
江
省
博
物
館
庫
藏
。

︿
剩
山
圖
﹀
縱
三
一‧

八
公
分
，
橫

五
一‧

四
公
分
，
火
痕
宛
然
可
辨
，
左
上

角
有
﹁
吳
之
矩
﹂
騎
縫
白
文
半
印
，
右
下

方
有
﹁
其
貞
﹂
朱
文
小
印
。
︿
剩
山
圖
﹀

儘
管
曾
遭
回
祿
，
然
圖
中
峰
巒
蒼
茫
，
儼

年
間
該
圖
卷
一
度
被
沈
周
收
藏
，
沈
周
對

此
圖
卷
情
有
獨
鍾
，
經
常
反
覆
臨
摹
，
朝

夕
相
對
。
然
而
，
不
久
之
後
應
驗
了
黃
公

望
在
題
記
中
所
謂
﹁
巧
取
豪
奪
者
﹂
之
讖

語
，
被
朋
友
之
子
﹁
巧
取
﹂
；
明
弘
治
元

年
︵
一
四
八
八
︶
為
蘇
州
節
推
范
舜
舉
所

有
；
明
隆
慶
四
年
︵
一
五
七○

︶
落
于
無

錫
談
志
伊
處
；
後
一
度
歸
安
紹
芳
所
有
；

萬
曆
二
十
四
年
︵
一
五
九
六
︶
歸
於
董
其

昌
，
董
其
昌
又
轉
給
浙
江
宜
興
收
藏
家
吳

之
矩
︵
正
志
︶
，
再
傳
其
子
吳
洪
裕
︵
問

卿
︶
。
吳
洪
裕
對
︿
富
春
山
居
圖
﹀
寶
愛

有
加
，
與
之
相
伴
數
十
載
春
秋
，
﹁
置

之
枕
席
以
臥
以
遊
，
陳
之
座
右
以
食
以

飲
。
倦
為
之
爽
，
悶
為
之
歡
，
醉
為
之

醒
﹂
。
周
圍
名
花
繞
屋
，
名
酒
盈
樽
，
名

書
名
畫
、
名
玉
名
琴
環
而
拱
一
︿
富
春
山

居
圖
﹀
。
明
亡
後
，
吳
洪
裕
只
隨
身
攜

帶
︿
智
永
真
草
千
字
文
﹀
與
︿
富
春
山

居
圖
卷
﹀
，
時
刻
不
離
。
清
順
治
七
年

︵
一
六
五○

︶
，
問
卿
臨
終
之
際
，
竟
然

效
仿
唐
太
宗
以
王
羲
之
︿
蘭
亭
序
﹀
等
心

愛
之
物
陪
葬
之
例
，
命
家
人
將
此
︿
富
春

山
居
圖
﹀
投
入
火
中
為
殉
。
幸
被
其
侄
子

吳
子
文
眼
疾
手
快
，
投
以
它
卷
從
爐
火
中

頗
有
靈
氣
。
全
圖
用
墨
淡
雅
，
僅
在
山
石

上
罩
染
一
層
幾
近
透
明
的
墨
色
，
並
用
稍

深
墨
色
染
出
遠
山
及
江
邊
沙
漬
、
波
影
，

以
濃
墨
點
苔
、
點
葉
，
醒
目
自
然
。
整
個

畫
面
林
巒
渾
秀
，
草
木
華
滋
，
充
滿
了
隱

者
悠
遊
林
泉
，
蕭
散
淡
泊
的
詩
意
，
散
發

出
濃
郁
的
江
南
文
人
氣
息
。
圖
中
積
樹
成

林
、
磊
石
為
山
，
並
把
宋
人
的
﹁
深
遠
﹂

以
﹁
闊
遠
﹂
代
之
，
使
宋
畫
成
為
元
畫
，

從
黃
公
望
開
始
確
立
。
宋
畫
構
圖
通
常
的

形
式
，
是
由
近
景
到
遠
景
一
層
較
一
層

高
，
﹁
山
大
於
木
、
木
大
於
人
﹂
，
而
後

在
主
峰
後
構
架
遠
峰
，
使
之
更
深
遠
。
元

人
佈
景
，
往
往
由
近
景
的
坡
處
，
中
間
偏

左
︵
右
︶
起
表
現
樹
叢
林
木
，
超
出
畫
幅

二
分
之
一
的
位
置
。
然
後
，
以
水
為
隔
，

把
中
景
的
山
巒
推
到
對
岸
。
元
畫
靜
謐
蕭

散
的
特
殊
面
貌
和
中
國
山
水
畫
的
又
一
次

變
法
賴
此
得
以
完
成
，
元
畫
的
抒
情
性
也

全
見
於
此
卷
。
這
是
一
幅
濃
縮
了
畫
家
畢

生
追
求
，
足
以
標
程
百
代
之
作
，
無
怪
乎

董
其
昌
見
了
連
聲
驚
呼
：
﹁
吾
師
乎
！
吾

師
乎
！
一
丘
五
嶽
，
都
具
是
矣
！
﹂

︿
富
春
山
居
圖
﹀
在
近
七
百
年
流

傳
中
飽
經
滄
桑
，
險
遭
火
殉
。
明
成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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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後
另
有
近
人
王
同
愈
、
葉
恭
綽
、

吳
詩
初
、
夏
敬
觀
、
吳
徵
、
馮
超
然
、
張

珩
、
馬
衡
、
張
大
千
等
名
人
題
跋
。
關
於

︿
剩
山
圖
﹀
在
進
入
吳
家
之
前
，
還
有
一

個
小
插
曲
：
曹
友
卿
當
年
將
︿
剩
山
圖
﹀

拿
給
吳
湖
帆
寓
目
前
，
曾
把
它
送
到
也
是

著
名
收
藏
家
、
鑒
賞
家
的
張
珩
府
上
，
張

珩
留
下
︿
剩
山
圖
﹀
研
究
把
玩
了
月
餘
，

最
後
仍
然
把
它
歸
還
給
了
曹
友
卿
，
與
名

畫
痛
失
之
交
臂
。
張
珩
心
中
之
痛
，
正
如

他
在
︿
剩
山
圖
﹀
拖
尾
題
跋
中
所
云
：

﹁
昔
董
思
翁
題
南
宮
︿
蜀
素
帖
﹀
，
有
大

似
米
老
重
睹
硯
山
，
不
勝
其
妒
恨
之
語
，

余
於
此
卷
亦
云
。
己
卯
三
月
朔
小
雅
，
慍

輝
齋
重
以
見
示
，
謹
題
於
後
，
志
墨
緣
之

自
有
定
數
云
。
﹂

焚
後
完
好
的
大
部
分
，
即
︿
富
春

山
居
圖
﹀
後
段
，
被
吳
子
文
重
新
進
行

裝
裱
，
因
圖
上
有
黃
公
望
為
無
用
師
的
題

跋
，
故
又
名
︿
無
用
師
卷
﹀
，
縱
三
三
公

分
，
橫
六
三
六‧

九
公
分
，
現
藏
臺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
右
上
角
有
﹁
吳
之
矩
﹂
白
文

半
印
，
與
前
段
︿
剩
山
圖
﹀
銜
接
，
圖
中

筆
墨
一
脈
相
通
。
只
是
該
段
在
重
新
裝
裱

時
，
吳
子
文
為
掩
蓋
火
燒
痕
跡
，
把
董
其

昌
的
跋
文
從
卷
尾
挪
移
到
了
卷
首
。
從

︿
無
用
師
卷
﹀
向
右
至
︿
剩
山
圖
﹀
，
留

下
了
五
處
火
痕
，
幾
乎
等
距
分
佈
，
而
且

越
往
右
火
痕
越
大
。
可
以
想
見
，
當
年

︿
富
春
山
居
圖
﹀
卷
在
火
中
被
灼
燒
的
慘

景
。

︿
無
用
師
卷
﹀
的
流
傳
經
過
大
致

如
下
：
清
順
治
九
年
︵
一
六
五
二
︶
歸

張
範
我
；
四
年
後
︵
一
六
五
六
︶
歸
季
寓

庸
；
康
熙
三
十
二
年
︵
一
六
九
三
︶
歸

高
士
奇
，
以
後
又
轉
入
王
鴻
緒
之
手
；

雍
正
六
年
入
安
歧
囊
中
；
乾
隆
十
一
年

︵
一
七
四
六
︶
收
入
清
宮
。
一
九
二
五
年

故
宮
博
物
院
成
立
，
︿
無
用
師
卷
﹀
與
所

有
清
宮
舊
物
一
起
歸
屬
故
宮
博
物
院
。
抗

日
戰
爭
爆
發
前
夕
︿
無
用
師
卷
﹀
隨
部
分

故
宮
文
物
南
遷
，
一
九
四
九
年
被
運
往
臺

灣
，
今
藏
臺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

作
者
任
職
於
浙
江
省
博
物
館

然
富
春
在
望
，
充
分
反
映
出
大
癡
優
美
洗

練
的
獨
特
風
格
。
起
首
是
富
春
大
嶺
，
山

上
樹
木
蔥
郁
，
山
頭
多
堆
礬
石
，
山
體
以

長
短
披
麻
皴
畫
成
，
山
腳
、
樹
根
多
以
濃

墨
點
苔
，
構
成
蔥
翠
鬱
勃
之
態
。
隨
著
江

天
逐
漸
寥
闊
，
山
勢
也
漸
趨
平
緩
，
林
間

有
村
舍
旗
亭
錯
落
掩
隱
，
隔
岸
山
峰
若
隱

若
現
。
咫
尺
素
楮
上
，
滋
潤
的
線
條
與
交

叉
的
墨
點
中
，
充
盈
了
歷
盡
滄
桑
之
後
的

平
靜
與
天
籟
。
前
段
引
首
有
韓
對
行
書
題

﹁
富
春
一
角
﹂
；
近
人
畫
黃
公
望
像
，
並

題
跋
；
又
引
首
沈
尹
默
楷
書
題
﹁
元
黃
子

久
富
春
山
居
圖
卷
真
迹
燼
餘
殘
本
﹂
並
題

跋
；
前
隔
水
吳
湖
帆
題
﹁
山
川
渾
厚
草
木

華
滋 

畫
苑
墨
皇
大
癡
第
一
神
品
富
春
山

圖
﹂
；
後
隔
水
潘
靜
淑
題
﹁
吾
家
梅
景
書

屋
所
藏
第
一
名
迹
﹂
；
拖
尾
裝
裱
有
王
廷

賓
長
跋
，
詳
記
該
圖
卷
遭
火
燒
及
以
後
流

傳
、
收
藏
經
過
。
又
有
吳
湖
帆
請
人
拍
攝

的
︿
富
春
山
居
圖
﹀
前
、
後
段
畫
卷
連
接

照
片
及
火
烙
印
示
意
圖
；
黃
公
望
在
︿
富

春
山
居
圖
﹀
卷
尾
題
跋
及
印
的
照
片
；
有

吳
湖
帆
錄
自
原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本
之
後
明

人
沈
周
、
文
彭
、
王
穉
登
、
周
天
球
、
董

其
昌
、
鄒
之
麟
等
題
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