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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轼 的 题 画 爝

张忠全

苏轼在他的一生中9以其渊博的学识和

超群的才能,写出了大量的精湛的题画诗。

这些诗既道出了画面本身的神妙之处9使人

读诗如见画,又阐明了诗人的绘画 主 张和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

的美学思想。诗和画互为补充,各尽其妙。

沈德潜说: “唐以前未见题画诗,开此

体者老杜也。其法全在不粘画上发议论。如

题画马、画鹰,必说到真马真鹰,复从真马

真鹰升出议论,后人可以为式①。”苏轼的

题画诗受杜诗的影响很大,这是显 而 易 见

的,但并不是步杜甫的后尘。照沈德潸的说

法,杜甫的题画诗 “全在不粘画上发议论
”

,

苏轼的题画诗不以杜甫为式,他也发议论 ,

但往往是在将画面叙述得十分清楚的情况下

才发议论9议论的基础是画。苏轼对前人的

学习是严肃的,他毫不盲从,采取 态 度 是

“博观而约取”。杜甫曾说: “书贵硬瘦方

通神。”
对此,苏轼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他

说: “
杜陵评书贲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

丰妍瘦容各有态,飞燕玉环谁敢憎!” ②
′
由

此可见苏轼学习古人并不盲从,有他独到的

见解。

苏轼的的题画涛表明了他 n勹 美学观点 :

强调清新的意态9追求自然的美。他曾说 :

“道子画人物9如以灯取影9逆来顺往,旁

见侧出,横斜平直,各有乘除,得 自然 之

数,不差亳末。出新意于法度 之 中,寄 妙

理于豪放之外。”③这里的 “得自然之数
”、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

就是苏轼总的美学观点。什么是自然 之 数

呢?他在 《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二首》中写

道: “野雁见人时,未起意先改。君从何处

看,得此无人态。无乃搞木形,人 禽 两 自

在”, “徐行意自得,俯仰若有节o” 诗人

赞赏的 “无人态”、 “人禽两自在”、 “徐

行意自得9俯仰若有节
”就是自然之数o诗

人不只是赞扬了陈直躬野雁画有浓 郁 的 诗

意,更主要的是诗人从画上看出画家捕捉到

了高于一般境界的东西。野雁在见到人时,

虽然还没有飞起来,但是已经改变了它原来

的姿态。他提出 “君从何处看,得 此 无 人

态”的问题,然后又自己答道 “无 乃 槁木

形,人禽两自在。”意思是人只要象庄子所

说的 “形若 搞 木
v,没 有机心”就能与雁

共处,观宗荏的主活,画出元人时 雁 的 神

态。很显然,诗人是在赞扬画家那种无我的

艺术构思。诗人的这⋯⋯̂观点在 《晁补之所藏

文与可画竹》中表露得更明确,更深刻 :

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

嗒然遗其身。其身化为竹,元穷出清新。庄周

世无有,谁知此凝神。

苏轼赞扬文与可的墨竹画出了无我的境界。

文与可在画竹时,看到的是竹9想 到 的 是

竹,甚至连自己的存 i主都忘记了9心 目中唯

竹而已。用今天虍1话来说,就是在进行艺术

创作之前,作者对描写的对象必须 深 入 了

解9将要表现的主题烂于熟心,过而与描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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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妾塑造的形豪溶为¨体,使客观外

界的事物与作者本身的主观意识高度统一。

这样9画出来的画,才能反映 “
自然之数

”。

什么是清新呢?苏轼说: “李杜之后 ,

诗人继作,虽 问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

应物、柳宗元发纤秋于简古9寄 至 味 于淡

泊。”④他认为韦应物、柳宗元诗的
“
纤裱

”

“置动t” 来源于李白、杜甫诗的 “简古”和

“淡泊”。即主张在街练古朴中见细致和浓

郁9在平淡中见神奇沟均味,要有发展,有

创造。对于苏轼的这⋯论点,历来 有 人 赞

同,有人反对。元好闸曾说: “苏门若有功

臣在”肯放苏诗百态新?″ ⑥而赵翼则有力

f地论述道: “新岂易言?意未经人 说 过 则

新9书未经入用过则新,诗家之 能 新 正此

耳。若反以新为嫌,是必拾入牙后慧9人云

亦云。否则抱柱守株9不敢腧限-冖。步。” ⑥

赵翼是同意苏轼的清新说的,而且对新作了

明确的解释。一个诗人或画家,要 想有成就 ,

必须有臼己的不冂于别人的东西,不能老是

步别人的后尘。要善于发现古人和今入的不

∶到处并将它发掘出来”开辟新的领域。苏轼

在这方面可以说1是妓有成就的人。正如古人

∶所说: “东坡天才宏放9宜与日月争光。凡

古人所不到处发明殆尽。万斛泉源,未为过

也。″⊙值得注忘的是9苏轼追求和发明古

人所不到处,并不只是追求形式上的创新 ,

也不着重于文字上的雕琢9而是追求一种新

的意思,新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清新自然

的意态夕⋯种自然的关。

苏轼曾说: “味摩诘之诗9讠寺中有画;

观摩诘之画9画中有诗。”
③这是对王维的

咏物诗、山水画的高度评价。把它用来评价

苏轼的题画诗9也是十分恰当的。苏轼的题

画诗不仅诗意浓郁9志境深沉9而且活现了

画面9写出了绘画本身的神妙之处。总的说

来,苏轼的题画诗有以下几个特点 :

。9Q。

(-ˉ )忠实于原画”写出了原画表达的主

题9揭示了原画的思想性9给人以真实感。

他不象杜甫题画诗那样9 “全不粘画上发议

论”,而是在叙述和描写画面的垦础上发议

论。有的诗篇甚至根本不发议论,而把自己

的思想感情寓于诗中。比如他的 《衮仪所藏

惠崇画二首》的第一首 :

竹舛桃花二可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高

满地芦芽短,正足河啄欲⊥时。

诗人从惠崇春江晚景图上膏到了春 天 的 信

息,知道了春天已经到来。他用二 十 八̄ 个

字,将一幅生机勃勃的初春图展现在读者面

前,这个春天的气息,只是通过竹外的三两

枝初开的桃花,江流中戏水的群鸭,满地的

蒌蒿,才露新芽的芦苇表现出来。全诗写景

状物,不加说明和点评,然而却使渎者仿佛

置身于画面所表现的环境中。钱钟 书 先 生

说: “东坡此句见题惠崇春 江 晓 景⑨第 一

首,⋯¨是必惠崇画中有桃、竹、芦、鸭等

物,故诗遂遍之。”
⑩这就是说,苏轼的 诗

是依图据实而言,没有离开画面去杜撰和生

发,而且诗味淡雅清新,意味无穷。读着这

首诗,读者可以凭借形家思维,进行艺术再

创造,使惠崇春江晚景图浮现在 脑 际 。所

以,一首有艺术生命的诗,往往给人以美的

享受。

(二)写 出 了 画面的动态。任何画的

画面本身是固定不变的,静止不动的9诗人

却要从中看到动作”听到声音,并哈
·如其分

地把它表现出来”这是不容易的。苏轼就有

这方面的卓越才能。他的题画清,不仅直写

图上的景物,而且给人一种浓郁 的 生 活气

息,一切生物都栩栩如生。比如 《韩干马十

四匹》 :

二马并驱攒八蹄,二马宛颈s永毛齐。一马

任前双举后,一 马却避长嘶鸣。老髯奚官骑且

顾,前身作马通马语。后有八匹饮且行,微流

赴吻若有声。前者既济出林鹤,后者欲涉鹤俯

啄。最后一匹马中龙,不嘶不动尾摇风。韩生

画马真是马,苏子作诗如见画。世无伯乐亦无



韩,此诗此画谁当膏。

韩干的画,是将十四匹马放 在 -张纸

上,奔腾跳跃,各有动乍,各 呈姿态。有跑

的、有叫的、有饮水的、有不嘶不动翘首远

望的,在⋯张纸上塑造这样的形象 尚 且 不

易,要把它们活灵活现地写入一首诗中,就

更加不容易了。苏轼通过他敏锐的观察9不

仅写出了那一匹匹马的大的动作9而且连缓

缓流动的溪水进入马嘴的声音、老髯奚官赶

马的 “吁”
、 “驾”声似乎也听到了。为了

使整首诗的动态更明显,诗人又用 静 来 烘

托。他用一个特写镜头写了一匹马, “不嘶

不动”,象指挥员一样,站在最后,高瞻远

瞩。 “不嘶不动”是静, “尾摇风”又于静

中见动。读着诗句,眼前不仅浮现出这幅精

采的群马图,而且还令人想到那绿草如茵的

草滩边群马攒动的场面。

(三)抒写了画家和诗人强烈 的 思 想 感

情。一幅好的绘画,是画家的思想渗入到所

画对象的身上,深切地了解所画对象的情趣 ,

抓住所画对象的 “神妙”之处,使其成形于

画中。画面也就必然带有画家浓厚的思想情

趣,并以此打动观赏者·而苏轼的题画诗则

是将画的 “
神妙”之处以言抒出,使理和形

寓于诗中。诗中既有画家的思想怙趣,又带

有诗人的思想感情,且二者紧密结合,并以

此拔动读者的心弦,使画家、诗人、读者的

思想产生共鸣。这就是苏轼题画诗 的 极 妙

处。比如 《王伯教所藏赵昌画四首》 :

南仃渡关山,沙水沽练练。行人已愁绝 ,

口暮集微霰。̌殷勤小梅花,仿佛吴姬面。暗香

随我去,回首警干片。至今开画图,老眼凄欲

泫。幽怀不可写,归梦君家佶。 (《 梅氵t》 )

弱质因夏永,奇姿苏哓冲。低昂贲金杯 ,

照跃初日光。檀心紫成晕,翠叶森有芒。古来

写生人,妙绝谁似昌。晨糠与午醉,真态禽阴

阳。君看此花枝,中有∫砥露香。 (《 黄葵》)

清粼已拂林,积水渐收潦。溪边野芙蓉 ,

花水相媚好。坐看莲池尽,独伴霜菊稿。幽姿

强一笑,莫景迫摧倒。凄凉似贫女,嫁晚警衰

早。谁写少年容,樵人剑南老。 (《 芙蓉》)

肃肃南山松,茧叶陨秋凤。诳|令儿女花,

丈t火∷刂〈雪中。能传岁寒姿,古来忙丘翁。赵叟

得其j,一洗咬粉空。掌申调丹砂,染此鹤顶

红。仃歹ot墨 ,独赏江南工。 (《 山茶》)

诗入咏赞的这四千丨i花 (山 就 是 赵 吕 的 四

幅画),开放在百花之i,都出经领受过自然

界风霜雨雪之苷。诗人的赞I,情真意切。

这不仅是对四种花木的歌咏,Ⅰ廴1Ⅰ 要的是寄

情于这四种花木,抒发了诗人和画 宗 的 感

情,慨叹了自己的身世。与其说i+人在叹息

梅花、黄葵、芙蓉和T山 茶的迪遇,还不如说

他直接道出了诗人坎坷的⋯生。诗中也有画

家感情的披露: “古来写生人, 妙绝 谁 似

昌。”涛人透过画页,看到了画家作画的思

想感情,进而与画家产生了思想共鸣。 “凄

凉似贫女 9嫁 晚警衰早
”、“谁怜儿女花,散

火冰雪中
”

则充分表现了诗人对弱者的同情

和怜悯。苏轼一生中9始终以深挚、实事求

是的眼光看着痛苦的现实,关心着人民的疾

苦。所以,当他香到赵昌的这些传神花木画

时,自 然触动了他的一怀愁绪, “至今开画

图,老眼凄欲泫
”。饱经人世沧桑的读者 ,

当其反复咏诵这些诗章时,也一定会油然而

生酸楚之感的。这便是情感,这便是苈、轼题

画诗的动人之处。

苏轼的题画讠廿具礼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9

这是因为∫乍r为 )年 的基础是画,而 讠;未尝离开

画一步去空发议论。读苏轼的题画诗9也和

读他的其它计、讠1、 文、赋 ⋯样9使人有意

趣盎然的感觉。能够达到这样的效呆9除了

前面提到的深得绘画的炒处外9更 主 要 的

是以其圆熟的艺术表现技巧9打动了读者的

心。

构想奇巧9变 {乜 英测。 “东坡诗善于空

诸所有,又善于无中生有9杉 1栝实自禅悟中

来。”
Θ

“子瞻文学 《庄子》,入虚处似。”

②苏轼的诗文确实深得庄子谋篇布局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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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化实为虚,以变济穷,波浪层出。庄子

散文的那种灵活多变9曲折尽意的风格,在

苏轼的题画诗中也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比如

《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的前半部分写

道: “江上愁心千迭山,浮空积翠如云烟。

山耶云耶远莫知,烟空云散山依然o但见两

崖苍苍暗绝谷”中有百道飞来泉。萦林络石

隐复见,下赴谷口为奔川。川平山 开 林 麓

断,小桥野店依山莳。行人稍变乔木外,渔

舟-叶江吞天。”
前四句写山为烟云所遮 ,

山林若隐若现,不知是山还是云。接着写烟

云之下的山景:苍崖间绝谷中的惊湍瀑布”

聚集叉为大川,奔流不息:川边有小桥、野

店、往来的行人9还有渔舟一叶9再远处则

是水天相连o从苏轼的诗中,我们可以想象到

王诜的烟江叠嶂图的层次是分明的9内容是

丰富的。诗到这里似乎说完了,该结束了。

但诗人没有就此搁笔。眼前的景致引起了诗

人的联想,而联想又没有离开原画。 “使君

何从得此本,点缀亳末分清妍。不知人间何

处有此境,径欲往置二顷田o”这说明上面所

写的奇丽风光乃是一幅山水画,同时道出了

诗人归隐的思想。这四句是虚写,与上面的

实写结合,使诗变化多姿,波澜 迭 起 。最

后,诗人联系自己的遭遇,抒发了无穷的感

喟: “
君不见武昌樊口幽绝处,东坡先生留

五年。春风摇江天漠漠,暮云卷雨山娟娟。

丹枫翻鸦伴水宿,长松落雪惊醉眠。桃花流

水在人世,武陵岂必皆神仙。江山清空我尘

土,虽有去路寻无缘。还君此画三叹息,山

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诗人以他见到过

的黄州-带的四时景色照应前面的烟江叠嶂

美景,相互衬托,道出了诗人崇尚自然,愿意

归隐的本意,使诗的思想光辉大为增色。

放纵透辟9挥洒自如。苏轼的题画诗 ,

大量采用了散文和赋的写法,十分细致地直

陈其事,描绘叙述画面的内容,放纵透辟”

挥洒自如。这是诗的一个特点9也是 苏 轼 对

于唐以后的诗歌发展闯出的一条新路。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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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绝大多数诗篇具有这-特点,这里以

《鲜于子骏见遗吴道子画》来说明。诗首先

叙述那些有钱有空的达官显贲附庸风雅,争

买书画。但因他们庸俗无知,根本分辨不出

真假,常常还要以假乱真。接着叙述自己所

见到的画乃是唐代若名画家吴道子画的,画

得十分神妙。讨人过去在长安时喾经见过这

幅画9已经破烂不堪9并为之叹息。继后叙

述鲜于子骏如何咴拾补缀这幅珍贵的画,并

且赠送给诗人。但无论如何修补都不能再现

原画的神韵”就象陈从易等人想补杜甫的诗

句
“
身轻一鸟□

”-样 ,⑩ 是无法Ι补的。最

后说如果那些附庸风雅的收藏家们见到这幅

画一定会感到惭愧的,他们那些假品有什么

用呢,根本用不着拿麻绳来拴捆它,不如一

把火把它烧了。这样一层⋯层地写下来,既

有吴道子画过遇的整个过程”又有诗人的感

慨,使吴道子画这件事直陈于读者面前。所

以洪迈说 :“诵坡公之语 9盖不待见画也。”④

又如 ,《 续丽人行》,杜甫有《丽人行》诗 ,

苏 轼 的 《续 丽人行》是以杜甫的诗意为基

础的,并在这个基础上抒写了诗人更高的认

识。诗前有小序: “李仲谋家有周叻画背面

欠伸内人 ,极精 ,戏作此诗 o”虽然是戏作9但

却充分表现了他那放纵透辟、挥洒自如的风

格。诗先用唐玄宗的事写宫女的居处,接着

写周防画的画意9然后把杜甫拉入诗中,针对

杜甫的遭遇和《丽人行》加以戏谑° “
戏

”
9看

来是戏杜甫。诗的最后两句是全诗的精髓 ,

突出了苏诗的新意,也点出了 《丽人行》和

《续丽人行》的不同之处:普通老百姓能象

孟光那样举案齐眉,他们是不会有宫女那样

悲啼伤春 i肯绪的。整首诗高手写来 ,不受任何

约束。苏轼的题画诗大多数有这个特点,这

是与苏诗的豪放风格分不开的。

充满浪漫主义的浮想和奇趣。苏轼的题

画诗,善于从-幅画上拈出生活中本来存在

或者可能含有的诗意9结合画面酣畅淋漓地

把它抒发出来,这就不免使他的题画诗充满



浪溴主义的淳想釉奇趣。如 《李思训画长江

绝岛图》:

天苍苍、江茫茫,大孤小孤江中央。崖崩

路绝猿鸟去,惟有乔木搀天长。客舟何处来 ,

棹歌中流声抑扬。沙平风软望不到,孤山久与

船低昂。峨峨两烟鬟,哓镜开新妆。舟中贾客

莫漫狂,小孤前年嫁彭郎。

诗人从观李思训的长江绝岛图,结合他自己

多次乘船从长江上走过的生活实践,生发出

许多美妙而又奇特的联想。他从图而想到长

江上烟波浩渺的绮丽风光,由 图和长江上的

大小孤山而想到那惹人喜爱的妙龄女郎,再
由妙龄女郎而想到那为生计奔波,往来于长

江之上的商贾。最后两句,用 小孤山与彭郎

矶的地理位置规劝那些漫狂的贾客”更是充

满了浪漫主义的浮想和情趣。浮想是欣赏画

的方法,是一个艺术的再创造。如果缺乏浮

想,再好的¨幅画也会被看得呆板无味。只

有通过想象,而且只有通过奇特的想象,才

能发掘出那些深藏于画中的底蕴。苏轼的题

画诗,表明苏轼在观画时,总是以他敏锐的

眼光和丰富的联想 ,捕捉到画面的动人之处 ,

并由此而窥视画家作画的真实意图。写入诗

中,又溶入了个人的情感,因而能给读者留

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苏轼的题画诗,不仅充满浮想,而且这

种浮想还包含了多种奇趣,常常引人入胜。

《郭祥正家醉酒画竹壁上9郭作诗为谢,且

遗二古铜剑》这首诗就奇趣横生。诗人充分

调动他那奇特的想象,从平常的事件当中引

出无穷的趣味来。诗的开头就用 “空肠得酒

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 作 不 可

回,吐向君家雪色壁”几句惊人之语,写出

了几层意思。一是空肚得酒,浑身燥热,勾

起了心中的块垒,仿佛肚内长出了竹子的芒

角,这是作画的动机;二是感觉到肝肺上似

乎堆满了槎牙的竹石”刺痛了他的心,这是

作画的腹稿;三是终于忍耐不着 ,趁 着 酒

性,将自己作画的腹稿 “吐”到了别入家的

墙壁上,这是画幅的最后形成。诗人胸中有

郁结9不吐不快,非吐不可。画竹石,实际

上是抒写自己胸中的块垒。真是语言奇特,

构思奇特,想象奇特,充满积极浪漫主义的

色彩。

四

在阅读苏轼的题画讨时,龙们不仅要注

意这些诗阐明了他的美学思想,体现了他的

诗的艺术特色,还应注意到这些讠i也 和他的

其它诗一样”反映了他-生中各个时期的思

想状况,表露了他 “-—肚皮的不合时宜”。

苏轼的-生是在北宋统治阶级内部激烈的党

争中度过的,由于他⋯生坚持自己 的 政 治

主张,不随便苟冂他人”不趋炎附势,不同

流合污。所以,他不 得 不 处于这场党争的

漩涡中心,也就必然造成他悲剧的一生。他

晚年遇赦北归过金山时,在金山寺见到了李

龙眠为他画的像 ,当 即题诗道:“心似已灰之

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

州儋州。”这很幽默,很诙谐,在诙谐中饱含

了对当权者无情的嘲讽。黄州、惠州、儋州是

他一生中最不得意时的三个贬所,记录着他

仕途的坎坷和遭遇的不幸,但苏轼并不以此

为然。他不但不感到羞辱,而且诙谐地说自

己一生的功业就在这三个地方。确实,苏轼

被贬到这些地方的原因和他在这些地方的表

现,应当得到后人的赞美和歌颂。苏轼一生

中不停地写诗、作文、绘画,日 的不过是 “

文以达吾冫心9画以适吾意而已”。⑤被米芾

称为
“枝干虬屈端倪,石皴亦奇怪,如其胸

中蟠郁也
”⑩的斛古木竹石图》9就是借枯木竹

石的怪拙虬蟠来抒发他的胸臆。

在题画诗中,他抒发了白己的 政 治 观

点、政治主张不被采纳9不被重用,而且还

在政治~L屡遭打击的苦闷心情。 “督邮有良

马,不为君所奇。顾牧纸~L影,骏 骨 何 由

归。一朝见索策,蚁封惊肉飞。岜 惟 马 不

遇,人 已半生痴”。⑦这是赤裸裸的对皇帝

发出的埋怨。苏轼也是主张改革的9但他的

。93。



圭张符不到当权者的赏识。在他看来,不是

他的改革措施不好,而是当权者不识货。他

只有空怀满腔抱负,望天兴叹。在这里,则
是望画兴叹了。

苏轼的题画诗抒写了他对当权 者 的 不

满。苏轼因写诗讽刺新法而被捕下狱,险些

儿断送了性命。但刚被释放9贬到黄州,便

叉表现出对当权者的不满。他在 《陈季常所

蓄朱陈嫁娶图》中写道: “
闻道一 村 惟 两

姓 9不将门户买崔卢″、
“
我是朱陈旧使君 ,劝

耕曾入杏花村。而今'尻、物那堪画9县吏催钱

夜打门。”朱陈村为密州所辖9与 杏花村为

邻。苏轼任密州太守时,劝农耕种到过杏花

村,朱陈村的风俗是听说过的,而且还读过

白居易的 《朱陈村》诗。朱陈村的两姓老百

姓世代通婚9不去与崔、卢一样的门阀士族

攀亲,风俗是多么的纯朴啊!现在那里的情

况怎样呢?那简直是糟透了,不堪入画!要

画就只有画 “县吏催钱夜打门
”o诗人揭露新

法实行中的弊病,对当权者进行了辛辣的嘲

讽。

苏轼的题画诗表现了他对自己命运的抗

争。他屡遭打击、遭贬斥,好象是命运给他

安 扫卜的。但 是,他对这个命运不屈服,不

甘心。他要反抗、要斗争。 《柏石 图 诗 并

序》写道: “陈公弼家藏柏石图,其子糙季

常传宝之,东坡居士作诗以为之铭。”

柏土两衤Ⅰ问,天 命丿λ如此。虽云土之艰,

与石相终始。韩子俯仰人,但爱平地美。土膏

杂类坡,成坏几何l丨。刀膏此性牙,岂有可移

埋。苍龙转玉骨,黑虎抢金泥,画帅亦可人,

陡我毛发起。当午洛笔志,正欲讥刺j子。

诗人反用了韩愈《招杨之罘》涛表现的思

想怙趣和人生态度。韩诗 说: “柏 生 两石

问,万岁终不大”,希 望能 够 “柏 移 就 平

地”9 “千丈日以至”。这当然是想改变那

种不好的境遇,要逃避命运给他作的安排。

在苏轼看来 ,图上的柏树槎牙怪异 ,顽强地生

长在两石之问的缝隙里,是用不着移到平地

·9硅 。

上去的。虽然它不可能长到干丈长。但是它

却充满虬劲顶强的精神,拼命地生长着。苏

轼的一生是在扌;i旧 两党的激烈斗 争 中度 过

的9且为两党所不容9处于斗争 的漩 涡 中

心 9多 次受到冲击和迫害 ,其处境与i△石间的

柏树⋯样,是十分艰难的。他对于这样的命

运并不悲观9也不想逃避这个重大的社会现

实。因此9不管黄州、惠州还是儋州,也不

管在朝还是在野”他都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政

治主张,他坚信白己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

总之,苏轼的题画诗,完整地反映了他
“
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亍索放之外”

的总的美学思想;深刻地阐述了 “文以达吾

心,画以适吾意v的创作目的;尽情地抒发

了他在不同时期的思想感情多充分地体现了

他的散文和诗的艺术风格,是他留给后人的

不朽的文学财富的一部份。这些诗篇可以帮

助我们了解苏轼的一生,了解他对人生、仕

途的态度,了解他怎样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和

美好愿望而终生奋斗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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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法。

⑩饯钟书《淡艺录》

④刘熙载《艺概》

②李涂《文i江将义》

⑩欧阳修《六一诗话》

⑦洪迈《容斋五笔 》             .
⑩苏轼《书朱象先画象后》

⑩李浩《中国美学史纲》           ∷

⑧苏轼《和王晋卿题李伯刚L刂 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