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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周书稿《石田稿》中的书画诗 

王荣民  

 

在明代著名画家沈周为后人所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中有一份是《石田稿》，该书稿收

录的是沈周23岁至57岁之间的诗文作品。笔者曾作过统计，是书稿共收诗文约1185首（篇），

其中沈周为书画所题的诗约 150 首，在这近 150 首的题书画诗中，有沈周为古人的书画所题

的诗近 100 首，有对自己同时代人所作的画而题诗近 20 首，也有为自己作的书画的题诗约

30 首。 

沈周以画闻名海内，而他所题的书画诗更为他的书画、他的艺术生涯添上了完美、靓丽

的一笔。在《石田稿》中近 150余首的题书画诗中，典型地体现出沈周在鉴别和欣赏方面的

真知灼见，同时又使一些早已流失的画或是被时间埋没的画家的名字再现在人们的眼前，为

后人研究书画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下面，我着重分析一下沈周书画诗的艺术价值和资料价值。 

一、 沈周所题书画诗的艺术价值 

都说唐代王维的诗歌富有诗情画意，早在唐代天宝年间，殷潘《河岳英灵集》中即有“在

泉为珠，着壁成绘”的赞誉。大文豪苏轼在《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中说：“味摩诘之诗，诗

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从此，“诗中有画”便成了王维诗的定评。但是观《石田

稿》中的 150 余首书画诗，不仅艺术地描绘了他人的书画及自己书画的特色，揭示了书画家

们绘画的优秀技法，亦体现出那种生动、和谐的画面以及浪漫的想像，大胆的构思，清新的

美感及恬静的意境，让人感受到诗中有画、诗画同源的美。明大学士吴宽曾为石田诗选作序，

称“其诗馀发为图绘，妙逼古人”。《四库全书题要》称他的诗“挥洒淋漓，自写天趣，如云

容水态，不可限以方圆”。 

《石田稿》中有这样一首诗，是为他的好友钱允言所藏的山水小幅的题诗，全诗是这样

写的： 

江上雨收山出时，眼明喜见芙蓉姿。丹峰翠壁泻秋色，清泉白日含风漪。人间地静似太

古，云木窅窕开苑茨。武陵桃源差可隐，岁久亦有渔郎知。主人酷爱前代物，得之想从烽火

遗。高堂赤壁尘不久，玉轴每带秋露披。 

再三叹息观不足，令人远意思天涯。洞庭晓气蒸云梦，平羌秋月照蛾眉。当时画者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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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未知黄鹤谁雄雌。颇似采繇补道子，古趣不失胸中奇。只今此笔已难得，况有前辈亲题

诗。我知什袭不可闭，木鸡光射珊瑚枝。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想像到：整幅画描绘的是优美的山水图景。前四句为实写，作者

对此画的优秀技法极尽赞美。一入笔，就给人以清新明丽的感觉。请看，秋雨过后，江山如

洗，云雾初霁，阳光从云缝中射出，为青山碧水染上一层淡淡的橘红色，大好河山如同刚出

芙蓉，是那么多姿、多娇，被艳阳照射而呈现出的红的山峰、被青藤翠蔓覆盖的苍翠的石壁

洒上一层溶溶的秋色。清彻的山泉自山缝中溢出，山风轻轻一吹，波光鳞鳞，微起涟漪，好

一幅秋光山水图。诗写的有情有景，情景交融，一个“喜”字，既写出了诗人乍见此画时惊

喜的心情，又写出了此画不同凡响的神妙生动的画面！“泻”字和“含”字用得更为传神，

如果说前两句是用粗线条勾勒画面，那么这两句就变为较工细的摹写。一个“泻”字以生辉

的手法把一幅秋光山色图活脱脱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含”字更使诗中所描绘的画面由静转

动，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微风泛起涟漪的山泉，叮咚欢快流淌的景象。作者写到这里，也禁不

住为它的景色所感，不禁神往心驰，浮想联翩：“人间地静似太古，云木窅窕开苑茨，武陵

桃源差可隐，岁久亦有渔郎知。”这幅画让人恍入一个静谧的出奇的神仙妙境，这个仙境是

处在那山高林密、小道幽邃、白云飘渺的“云木窅窕”之处，又似陶渊明笔下的日久只有渔

郎知晓的桃花源。画儿画得是那样的超凡脱俗，用笔是那样的浓厚、雄逸，真是一幅不可多

得的好画！紧接着，作者又联想到此画的由来：这幅画是前代遗留下来的真迹，想来一定是

数经战火，几番易手，人们煞费心思保留下来的珍品，画儿保藏得一尘不染，玉轴崭露如新！

表明藏画主人是那么珍惜前代的遗物。而把这样的珍品拿出来让人赏玩，可见主人与鉴赏者

非同一般的交往。“再三叹息观不足，令人远意思天涯。洞庭晓气蒸云梦，平羌秋月照蛾眉。”

鉴赏者驻留在这幅画的面前，一赏再赏，感慨万分，久久不愿离去。那丹峰翠壁，那清泉白

日的画面，那超脱淡远的意境，让人更是神清意远，很容易联想到云蒸岚绕、空明澄澈的洞

庭湖及那空旷清寂的边关外在秋月高照下抚弄羌笛的美女。接着作者对整幅画作了一个总结

性的评价：“当时画者属好手，未知黄鹤谁雄雌。颇似采繇补道子，古趣不失胸中奇。只今

此笔已难得，况有前辈亲题诗。我知什袭不可闭，木鸡光射珊瑚枝。”作者看过此画，十分

肯定地道出：作画人一定是位好手，其画的风格多么近似著名绘画大师张僧繇和吴道子！整

幅画流溢出前贤的高雅的画风和奇特想像力！这样的大手笔真是不可多得，何况还有前辈们

的题诗在上！它金光四射的画技在中国的绘画史上将永放光芒！ 

沈周不愧是明代一流画家，他对钱允言所藏的山水小幅以行家的眼光从画面、特色、出

处及高超的画技，通过诗的形式形象、生动地描述了它在书画史上的地位，这既体现出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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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的独特的鉴赏眼力，同时又使未见到此画的人们对该画的艺术特色及它的传世价值有一

个全面的认识。这首诗以生动的描绘，大胆的想像及艺术的夸张，将画景描绘得惟妙惟肖，

形象地再现了画的全貌，诗情画意盎然，表现了作者写景传神的艺术功力；叙事简捷凝炼，

体现了艺术匠心的精微高超之处，让人们更加认识到中国绘画史上那璀灿光辉的一页，为后

人研究我国的绘画艺术添上了有力的一笔。 

二、 沈周所题书画诗的资料价值 

《石田稿》中这些题书画诗不仅写得清新、雄健，挥脱潇洒，体现沈周深沉敦厚笔力，

让人们享受到诗歌的美感。更难能可贵的是，沈周的题书画诗使一些很少为人们所知甚至流

失的画或是被时间埋没的画家的名字再现在人们的眼前，为后人研究书画史提供了珍贵的资

料。像其中有一首是沈周给他祖父的画像题的诗，题为《题谢葵丘画》，附有小序，现把序

及诗抄录如下： 

此图作于宣德二年二月三日，周尚未生，生于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距作图时尚越月，

周今年五十有四，发已种种。葵且既化去，先公亦违养十有八年，抚图之际，感念今者，不

知雪涕之沾襟也，因诗以识之。成化庚子花朝日沈周叔泪书： 

先公旧得葵丘笔，淡墨真成北苑风。未岁春时图既作，丁年冬仲我初降。 

后生已见衰毛白，往事空惊转烛红。今对青山吊双鹤，秋风吹泪到迈车。 

谢葵丘流传于世的画非常珍贵，鲜为人知，笔者无从知晓。从诗序中，我们得知，历史

上有过谢葵丘这样一位画家，和沈周祖父交情颇深，于宣德二年（1427）二月三日为沈周祖

父画过像，并且先于沈周祖父卒去。从诗序中我们还了解到，谢葵丘图既作于宣德二年二月

三日，沈周生于其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沈周为图题诗是成化庚子年花朝日，适值 54 岁。葵

丘谢世，沈周祖父亦去世 18 年了，由此推算沈周祖父去世应在景泰三年（1452）。 

这些资料确是为后人进行有关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