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寅的群眾魅力

　　環視新一檔人氣國寶的藝術家中，帶著

〈畫山路松聲〉參展的唐寅無疑是知名度最

高的一位，唐寅精通詩書畫的才華不僅在他

所處的年代就為人廣知，其中繪畫的才能尤

其讓人印象深刻，明王世貞（1526-1590）為

文徵明所作的傳記中，便寫到：「吳中文士

秀異，⋯⋯，允明精八法，寅善丹青，禎卿

詩奕奕有建安風。」對唐寅畫作深感敬佩的

張丑（1577-1643）甚至將明朝的繪畫金牌頒

給了唐寅，他在《清河書畫舫》中提到：「子

畏畫本筆墨兼到，理趣無窮，當為皇明丹青

第一。」
1
持續這樣的人氣，後世的劇作家將

唐寅列為《三笑姻緣》故事的男主角，故事

出版後，更大幅度地提高他在民間的知名度。

近年由周星馳所主演的〈唐伯虎點秋香〉，

除了締造可觀的票房，電視重播的次數更是

屢創紀錄，使得唐寅成為新世代群眾中人氣

極高的明朝藝人，經常是網路鄉民所討論的

焦點。要特別提出的是，這部影片最高潮的

一段就落於對唐寅畫作〈神鳥鳳凰圖〉及〈春

樹秋霜圖〉的觀看，賞圖的二方人馬為判斷

唐寅的真跡爭吵不休，說明唐寅的繪畫不論

在明代收藏家或當今編劇家眼中，皆獲得極

高的觀注。只是，〈唐伯虎點秋香〉影片中

所出現的繪畫皆為效果所作的道具，對於想

一睹唐伯虎畫作真跡的民眾而言，此次人氣

國寶展中的唐寅〈畫山路松聲〉，才是不容

錯失的唐寅經典名作。

國寶人氣王─
暢遊唐寅〈畫山路松聲〉的山水
藝術
▍朱龍興

年初，本院將所珍藏的各式人氣國寶，匯聚於南部院區 S302展廳，提供民眾近距離觀賞文

物菁華的難得機會。自 10月 31日起，為了營造更為舒適的看展環境，人氣國寶展除了持續

更新珍貴選件，還特別調整文物的陳設配置，同時增添深入且豐富的資訊內容，為觀眾打造

有別以往與國寶相遇的全新體驗。經由不同屬性文物的組成，期待每位參訪者皆能留下難忘

的旅程。在這間展廳中，因為聚集不同材質與年代的文物，不難想見現場所能感受到的超重

量視覺震撼，也因為每件精品皆經各方專家學者仔細評鑑，其重要性更是值得深入瞭解、細

細品味。本文以其中一件國寶巨星—唐寅（1470-1524）〈畫山路松聲〉為例（圖 1），試

圖從畫家唐寅的名氣、畫作的受贈對象、以及畫風源流等部分展開討論，剖析本件作品的精

彩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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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明　唐寅　畫山路松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畫作的主人

　　本作品名〈畫山路松聲〉來自於梁清標

（1620-1691）附於畫幅背面的題籤：「唐子

畏山路松聲。」換言之，從目前所見史料來

看，並無法得知作品原名為何，甚至無從瞭

解唐寅是否曾為此作命名。不過梁清標的取

名並非毫無根據，畫幅右上方唐寅的題詩應

該是梁氏取名「山路松聲」的來由，題詩寫到：

「女几山前野路橫，松聲偏解合泉聲，試從

靜裡閑傾耳，便覺冲然道氣生。」（圖 2）前

二句不僅將視覺所見的山、路、松、泉呈現

在圖畫中，同時提示經風吹拂的松聲伴隨著

宣洩而下的泉聲，讓整幅畫作充滿了不同的

感官體驗。身處如此生態盎然的世界中，試

著想像如橋上文人靜心傾聽，便能感知自然

界中無形無止的氣韻流動。橋上的文人很可

能就是畫作的第一代主人，他是誰？唐寅在

題詩的左側寫著：「治下唐寅畫呈李父母大人

先生」明白地交待出此畫乃是致贈給當時吳

縣知府李經。〈畫山路松聲〉並不是唐寅送給

李經的唯一作品，例如清陸時化（1714-1779）

就曾見過唐寅呈給李經的數首詩詞，
2
此外，

在《唐伯虎先生集》中，也還可見唐寅所贈

予李氏的〈送李尹〉，顯見唐、李二人的認

識並非只是淺薄的應酬往來。

　　有關李經的背景資料可見於吳縣志中記

載：「李經，真陽人進士，正德九年任知縣，

政惟公嚴，負氣不屈，三載考最，握戶部主

事，士民攀轅泣送，如有所失（楊循吉紀

略）。」
3
也就是說李經於正德九年（1513）

任吳縣知府，任職三年後，調升為戶部主事。

江兆申據此認為〈畫山路松聲〉是唐寅應寧

王朱宸濠（1476-1521）邀請，短暫停留南昌

返回蘇州後，於正德十一年（1516）為李經

所作的送別圖。
4

　　唐寅在作此圖時，應當有考慮畫作主人

的特質，楊循吉（1458-1546）指出擔任知縣

的李經「政惟公嚴，負氣不屈」，由此可看出

李經行事作風上的公正不阿，但這不代表李

經是位嚴苛的治理者，從「士民攀轅泣送，如

有所失」的敍述，可知李經深受縣民愛載。這

樣的描寫與唐寅對李經的認識可說完全不謀

而合，唐寅在〈送李尹〉詩詞最後二句寫著：

「遺愛在民齊仰望， 雲一鶚正喬遷。」
5
除

了表達對李經的景仰，也證實李經的治理確

實讓吳縣縣民萬分敬愛，若當時有媒體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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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 明　唐寅　畫山路松聲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縣民的滿意度，那麼李經獲得五星縣長的

美譽應該也不是太令人意外的結果。

　　不可否認，面對李經這樣一位讓人尊

敬的父母大人，以巨嶂式山水畫作為贈別

之禮，應當十分適切。試著從畫作與觀眾

的互動來看，不難想像觀眾賞畫時一齊仰

望堂堂大山及橋上文士的樣子，確實體現

了景仰的情境。只是，身為現代觀眾的我

們，除了讚嘆壯麗的山水，並透過文字資

料瞭解〈畫山路松聲〉於蘇州一地，在藝

術與社會網絡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當觀

賞這樣一件國寶畫作時，如何去領會其中

所展現的畫風源流呢？ 

畫中的李唐與蕭照

　　綜覽全圖，〈畫山路松聲〉的構圖佈

局不免讓人想到宋蕭照〈畫山腰樓觀〉（圖

3），最顯著之處是，二者皆將主山置於畫

幅左側三分之二，且呈現出視覺上巨大的

迫近感，同時，透過右側坡岸大小與濃淡

對比，讓視野得以延伸至深遠的空間，畫

家在最遠處僅以勻稱的淡墨表現遠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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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 南宋　蕭照　畫山腰樓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左）明唐寅〈畫山路松聲〉；（右）南宋蕭照〈畫山腰樓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4），這種以空氣遠近法處理遠景的方式，除

了見於〈畫山腰樓觀〉，更早即出現於宋李

唐〈萬壑松風圖〉中。換句話說，從構圖及

空間等形式分析，〈畫山路松聲〉大致找到

了一條可將藝術歷史溯及至李唐巨碑式山水

的繪畫脈絡。一般而言，畫中安置巨嶂式山

體的作法確立於北宋時期，較著名的例子當

以范寬〈谿山行旅〉、郭熙〈早春圖〉、李唐

〈萬壑松風圖〉為代表，南宋時期，以李唐為

首的畫家更改了將主山立於畫幅中央的設計，

而追隨李唐畫風的蕭照〈畫山腰樓觀〉便經

常成為藝術史上說明構圖演變的範例。
6
除了

空間與構圖，〈畫山路松聲〉與〈畫山腰樓觀〉

在細節上也有相類之處，例如二者皆以明快

的彎曲線條處理瀑布水流，同時以魚鱗狀的

弧線表現飛濺而起的水花。如此看來，〈畫

山路松聲〉在許多部分的形式表現確實能見

到李唐一派的影響。

　　這樣的觀察大致符合明人對唐寅畫風的

理解，王世貞指出：「伯虎材 ，自宋李營丘、

范 、李唐、馬、夏，以至勝國吳興王 數大

家， 不研解。」
7
王穉登（1535-1614）順著

這樣的評論，在《吳郡丹青志》指唐寅「評

者謂其畫遠功李唐，足任偏師，近交沈周，可

當半席。」
8
何喬遠（1558-1632）認為唐寅「丹

青自李唐、馬、夏諸名家， 不研解。」
9
張

丑還更詳細地對唐寅一件以女几山為主題的

畫作提出看法：「唐子畏淺絳山水一幅，題云：

仙杏花開女几山，道傍流水碧潺潺，心期欲

到知何日，況是鄰逋剩有閒。唐寅此畫全倣李

晞古，略無周東邨筆法，真 品也，此畫今在

李氏。」
10
綜合來看，上述鑑賞家在解析唐寅

畫風時，或許因為面對的畫作不同，在見解

上稍有差異，但要特別提出的是，李唐無疑

成為各家一致公認的影響來源。這樣的觀點，

對於左右近世畫評甚為深遠的董其昌（1555-

1636）而言應該也不會反對，在汪砢玉《珊

瑚網》（1643）中，可見到董氏對唐寅畫作

的看法：「唐伯虎雖學李晞古，亦深於李伯時，

故人物舟車樓觀無所不工，此其合作也（其

昌）。」
11
可見得，董其昌基本上也認同唐寅

與李唐畫風的連繫。有趣的是，唐寅本身如

何看待李唐的繪畫呢？他在仿各個名家的《溪

亭山色冊》中提及：「李晞古雖南宋畫院中人，

體格不甚高雅，而邱壑佈置最佳。」
12
也就是

說，唐寅眼中的李唐畫作並不是百分百完美，

而其作品中最可取者莫過於對山石位置的佈

局，如此的評論彷彿替〈畫山路松聲〉所承

襲的李唐畫派下了精準的註解。

迴峰上的郭熙

　　確實，光以李唐風格並不能完全理解〈畫

山路松聲〉的特質，因為不論是山石的肌理

或造形皆無法在李唐的作品中找到相似的表

現。從山石所呈現出的質感來看，唐寅並沒

有倣效李唐以濃墨側筆表現堅硬的山體，而

是用飛快的線條順著山石造形由上往下拉長

展延（圖 5），值得注意的是，在筆墨的運用

上，畫家並未刻意經營土石的擦染，而是讓

線條呈現飛動凌亂的效果，高居翰特別以〈畫

山路松聲〉為例，指出這種拉長墨線勾勒山

水的「草筆」（“scribbly” manner）是唐寅的

山水畫特徵。
13
再看唐寅對主山造形的處理，

山脈在高點處分向左右，增加了視覺上的空

間感，若是專注於山脊的走勢，蜿蜒的山形

則愈加明顯，這扭動的山體與郭熙的作法可

說是十分相近，和唐寅同時代的王佐如此理

解郭熙的山脈特徵：「郭熙，河陽溫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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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御畫院藝學，工山水，其山聳拔盤迴。」
14

很顯然，刻在明人心中的郭熙山體，不僅高

聳，而且盤迴。由此來推想唐寅在形塑迴峰

樣貌的主山時，心中對郭熙山水的認知應該

也和王佐一樣吧！

　　〈畫山路松聲〉不只在繪畫形式上讓人

想到郭熙山水，唐寅在畫上的題詩，其實也

透露出對郭熙《林泉高致集》中所收錄唐羊

士諤〈望女几山〉的應和。有關唐寅以女几

山為主題的畫作至少出現五則紀錄，
15
說明唐

寅對這則詩詞極為熱愛。也因此，不論從女

几山的造形或畫上的題詩，皆十分能說明本

畫與郭熙的關係。事實上，唐寅本人就有許

多臨仿郭熙畫作的紀錄，除了《唐伯虎先生

集》中曾載明「唐寅倣郭河陽法寫於桃花庵

之夢墨亭」、「祝允明跋唐子畏倣宋郭河陽手

卷」，
16
唐寅也仿過《溪亭山色冊》中郭熙晚

年的畫作，足見唐寅應對郭熙的峰巒確實十

分熟悉，頗值玩味的是，近人對於唐寅畫風

的研究，幾乎未特別提及其作與郭熙的關係。

從這個角度來看，〈畫山路松聲〉無疑替我

們揭露了唐寅與郭熙在畫藝上的承續。要特

別說明的是，這樣的傳承除了來自於唐寅對

郭熙畫作的臨仿，應當還有間接的學習途徑，

那麼當時的唐寅從何接觸到郭熙的畫風呢？

　　基本上，唐寅本人或許因為經濟的關係，

對古畫的收藏相當有限，所幸憑藉著蘇州文

化圈的交遊網絡，唐寅能接觸到的古畫名品

應該不少，與唐寅有直接往來的藏家，除了

比較熟知的沈周、文徵明，還包括了王鏊、

吳寬、無鍚華氏、松陵史氏、盧襄等。
17
此外，

當時以郭熙畫風出名的馬軾應該也是一條學

習的路徑。只是，不論從時間或空間來看，

馬軾皆非唐寅所能觸及，學界也幾乎沒有談

及這層的網絡關係。不過，筆者認為不能因

此忽視間接關係所搭接起的人際交流，其中

馬抑之便是當中值得注意卻較少被討論的關

鍵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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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5 明　唐寅　畫山路松聲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以唐寅的交遊圈為範圍，沈周在所畫的

〈祟山修竹〉上方提到：「此圖舊與馬抑之」。

（圖 6）又，吳寬也曾跋馬抑之所藏的趙孟頫

書帖。
18
由此可以大膽推測，唐寅與馬抑之在

蘇州文會賞畫的場合應該不致未曾相遇。那

麼馬抑之是誰？他有可能是提供唐寅有關郭

熙畫風的來源嗎？查《嘉定縣志》：「馬軾，

正統己已以天文生從征廣東，仕為刻漏博士，

子愈」；「馬軾，字敬聸，精於占驗，尤工繪事，

⋯⋯，其畫宗郭熙，筆法瀟灑，⋯⋯，子愈，

字抑之，軾之子，登天順甲申進士，能詩善書

尤長南詞樂府，縱佚不羈，官止刑部主事。」；

又《國朝典彙》可見：「八年甲申廷試，⋯⋯，

馬愈以欽天監天文生中式。」
19
也就是說馬抑

之因為父親馬軾的關係，獲得天文生的資格，

後以這個身份於甲申年（1464）參加會試取得

進士，然後可能以庶吉士在翰林院工作，最後

被指派至南京任刑部主事。身為馬軾的兒子，

馬愈即使沒有承續父親所作的郭熙山水畫，

也應當相當熟悉並藏有不少馬軾的相關繪畫。

馬愈在辭官後便帶著所藏的大量書畫居於蘇

州，張泰在〈送馬抑之解官〉寫道：「華髮

山人舊有名，未衰今見浩然行，縱 宵漢頭先

白，忍向林泉貌獨清，坡老得閒回偶病，少游

裁足是平生，酒舡書畫吳洲去，好遭樵漁欹聖

明。」
20
唐寅經由這個管道見到明代宮廷畫中

所表現的郭熙山水，不能說毫無可能。

　　那麼馬軾的郭熙山水呈現出什麼樣的面

貌呢？本院所藏馬軾〈春塢村居圖〉可說是

最佳的理解範本（圖 7），畫中主山排列「S」

形的山脈走勢，讓人直接想到現存郭熙最著

名畫作〈早春圖〉（圖 8），特別值得注意的

是，馬軾此作山水並未如〈早春圖〉使用太

多的擦染，而以明快的速度在山面上留下看

似凌亂卻十分瀟灑的筆墨線條（圖 9），雖然

與〈畫山路松聲〉上山石表面的草筆作法有

所差異，但基本上的圖繪原則並未相去太遠。

〈春塢村居圖〉除了在用筆已與〈早春圖〉

有所不同，在空間佈局上也有所差別，如果

注意遠景山鋒的處理（圖 10），那麼這種筆

鋒狀的淡墨效果，顯然要更近於李唐、蕭照

一直流行於南宋的院體畫作，如此順勢反映

出馬軾〈春塢村居圖〉中郭熙山水在明代所

雜揉的李唐畫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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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6 明　沈周　崇山修竹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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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7 明　馬軾　春塢村居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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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8 宋　郭熙　早春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 明　馬軾　春塢村居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小結

　　自從董其昌提出南北宗的論述後，許多

明清評論家皆試圖替唐寅的畫風安排一個固

定的位置，但卻始終未能獲得一致的共識，

這樣的情況說明了要精準掌握唐寅全面的繪

畫風格絕非易事。因此，直接面對唐寅的作

品，透過單件畫作與唐寅對話，或許是理解

唐寅藝術真實面貌較為實際的作法，而人氣

國寶展中的唐寅〈畫山路松聲〉正提供了十

分珍貴的契機。

　　有別於本院主題式的特展或強調時代風

格發展的常設展，人氣國寶展旨在為觀眾獻

上至為經典與重要的藝術名品，提供親近國

之重寶的難得機會。在這個展覽盛宴中，除

了得以沈浸於單件精品中，藉由相同主題的

串連，也期待來訪民眾在不同文物中發現彼

此唱和的樂趣。以圖畫山水為例，除了唐寅

〈畫山路松聲〉展示明代山水藝術之美外，

宋人〈松泉磐石〉（圖 11）與傳范寬〈秋

林飛瀑〉（圖 12）則呈現了更早時期山水

繪畫的不朽成就。除了繪畫名品，清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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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 圖10 （左）明馬軾〈春塢村居圖〉；（右）宋李唐〈萬壑松風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1 宋　松泉磐石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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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2 傳宋　范寬　秋林飛瀑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琺瑯彩赭墨山水碗〉（圖 13）

則為觀眾演示燒造於瓷碗上的山水

人物，這件技藝非凡的琺瑯彩赭墨

山水碗，不僅在形式上呼應了山水

繪畫的精華，透過不同的媒材與形

制，更提供了觀眾觀覽山水妙境的

另一種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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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3 清　雍正　琺瑯彩赭墨山水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