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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唐代题画诗审美时空的层次构成具有多重性 � 它融合了客观物理时空和中国画时空的特性 � 成为一种特殊的 

诗歌审美时空 ∀在唐代山水题画诗中 � 诗人对画面时间二度审美 � 将画面凝固性的时间转化为永恒性和超越性的 

时间 � 给画面时间赋予了生命意识内涵 ∀唐代山水题画诗中的空间则具有广远性和包容性的审美特点 ∀广远性的 

特点显示出中国诗与画在空间意识上的相通 � 包容性则不但体现了诗人对绘画空间的二度审美 � 而且折射出诗人 

主体对外在空间驾驭 !掌握乃至与其融合的理想 ∀唐代山水题画诗隐逸的诗旨和诗中所表现出来的迷茫心态 � 体 

现了中国画时空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审美心理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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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题画文学体式大致可分为画赞 !题画诗 ! 

题画记 !画跋四类 ∀从题画文学的发展过程来看 � 题 

画诗滥觞于先唐 � 日本著名学者青木正儿先生认为 � 

/ 题画诗是画赞与咏物诗二者会合的结果 � 而其中画 

赞是演变的主干 ∀ 0 ≈����� 在画赞和咏物诗促发之下 � 

唐代迎来中国题画文学的第一次繁盛期 �产生了大 

量的题画诗 ∀参照孔寿山先生5唐代题画诗注6中的 

分法 � 按题咏对象和诗歌的题材内容 � 我们可以将唐 

代题画诗分为人物道释 !山水树石 !花竹翎毛 !畜兽 

杂画四类 ∀其中山水树石类题画诗 � 我们称其为/ 山 

水题画诗0 ∀ 笔者参考孔寿山先生的5唐代题画诗 

注6 � 并搜检南宋孙绍远的5声画集6 !清代陈邦彦编 

订的5御定历代题画诗类65全唐诗65全唐诗外编6及 

相关的唐代诗歌选集 !别集 �得唐代题画诗凡 ��� 

首 � 其中山水题画诗 ��� 首 ∀由此可见 � 随着山水画 

在唐代逐步从人物画中独立出来 �评赏山水画的题 

画诗也多了起来 � 从整个唐代的情况来看 � 山水题画 

诗可以称得上是唐代题画诗的大宗 ∀ 

诗歌是时间艺术 � 绘画是空间艺术 � 题画诗是诗 

与画的晤对和合璧 �中国诗人和画家在审美观照和 

表现方式上有各自的特点 � 同时又有许多共通之处 � 

因此 � 山水题画诗的时空艺术是我们了解中国古人 

审美时空观念的一个独特的切入口 ∀时间和空间是 

物质存在的基本方式 ∀时间是物质自身状态变化交 

替的序列 � 具有不间断性 !瞬逝性和不可逆性 �空间 

是物质形态的并存序列 � 包括形状 !大小 !方位 !深度 

等 ∀时间和空间规定了物质存在的特征和秩序 ∀这 

是物理学意义上的时空界定 ∀诗学意义上的时空是 

审美化的时空 � 它超出了客观物理时空的辖限 � 具有 

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 其实质是一种审美心理时空 ∀ 

唐代题画诗的时空层次构成具有多重性 �它融合了 

客观物理时空和中国画时空的特性 �成为一种特殊 

的诗歌时空 ∀ 以诗评画促使诗画时空的交融和互 

渗 � 诗对画的阐发和提携使题画诗的时空具有了多 

重审美意蕴 ∀一般诗歌的时空是对客观物理时空的 

审美化 � 为使客观物理时空内化为心理时空 � 诗人对 

物理时空进行重新加工 ∀ 比如增减时间的时值 !夸 

大时差 !自由转换空间等 ∀ 唐代题画诗的时空生成 

则是对中国画时空的二度审美化 ∀这种二度审美化 

表现在三方面 � 其一是对画面时间的凝固性 !空间的 

浓缩性审美化 � 其二是在对画中境象拟真阐发的基 

础上 � 将现实时空和画中时空相互移置和沟通 � 其三 

是将中国山水画中广远时空的心理象征内涵作出了 

诗化阐释 � 并以隐逸的主旨使两者实现精神上的融 

通 ∀在唐代题画诗中 � 时间和空间总是结合在一起 

的 � 这种结合既体现了诗与画的结合 � 也体现了诗歌 

时空自由性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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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永恒性和超越性的时间 

说绘画是空间艺术 �是因为绘画形象主要通过 

空间上的展开来表现 ∀ 一个确定的绘画作品 �很难 

展现物态成系列的时间过程 �画面时间是对现实时 

间的凝固 ∀从直观视觉效果来说 �绘画形象是物象 

的瞬间定格 ∀ 绘画时间内涵远不止此 �对中国画来 

说尤其如此 ∀中国绘画的时间不同于西方绘画的时 

间 � 西方绘画遵循数理逻辑 � 而中国绘画遵循的是文 

史哲逻辑 ∀ 因此 �中国诗画在时间上是相通的 ∀ 诗 

歌是时间艺术 � 又是语言艺术 � 它在时间上是相当自 

由的 ∀中国诗人面对中国画 �不会只对画面时间的 

直观效果作出阐释 �诗人往往会对画面时间作二度 

审美 � 把诗的时间和画的时间打通 � 对绘画时间作出 

诗化的阐释 ∀ 

在唐代题画诗中 �诗人对画面时间的二度审美 

主要表现在将画面时间的凝固性转化为具有永恒性 

和超越性的生命时间 ∀ 所谓/ 永恒性0 �指诗人着眼 

于画面时间/ 不变0的直观视觉效果 �将其点化为带 

有强烈诗人主体生命意识的时间 �体现了生命主体 

突破客现时间有限性的愿望 ∀试举几例 � 

徐安贞5题襄阳图6 � / 丹壑常含霁 �青山不换 

秋 ∀ 0 ≈����� 

张祜5观山海图二首6之一 � / 夜山犹带景 �秋树 

不凋霜 ∀ 0 ≈������ 

伍乔5观山水障子6 � / 不知草木承何异 �但见江 

山长带春 ∀ 0 ≈������ 

所谓/ 超越性0 �指诗人着眼于客观时间的/ 变0 

和画面时间的/ 不变0的矛盾 �开掘出艺术时间可以 

超越客观时间限定性的内蕴 ∀例如 � 

施肩吾5观叶生画花6 �/ 公窍玲珑貌亦奇 �荣枯 

只在手中移 ∀ 今朝故向霜天里 �点破繁花四五 

枝 ∀ 0 ≈������ 

张祜5题山水障子6 � / 波涛连壁动 � 云物下檐飞 ∀ 

岭树冬犹发 � 江帆暮不归 ∀ 0 ≈������ 

/ 霜天0和/ 冬0都是客观时间 �诗人巧妙地将绘 

画时间与客观时间接通 �突出了艺术时间的客观超 

越性 ∀

中国人的时空观念与生命意识是紧密联系在一 

起的 ∀中国古代用/ 宇宙0一词来表述时空 ∀ 5庄子 

# 庚桑楚6中曰 � / 有实而无乎处者 �宇也 �有长而无 

本剽者 � 宙也 ∀ 0 ≈������ 5淮南子 # 齐俗训6 � / 往古来今 

谓之宙 �四方上下谓之宇 ∀ 0 ≈������� 那么 �宇是指东 ! 

西 !南 !北 !上 !下 !左 !右方面延伸的空间 �宙则指过 

去 !现在 !未来的时间 ∀ 5说文解字6曰 � / 宇 � 屋边也 ∀ 

从宀 � 亏声 ∀易曰 � −上栋下宇. ∀ 0 ≈������ 曰 � / 宙 � 舟舆 

所极覆也 ∀ 从宀穹 �由声 ∀ 0 段注曰 �/ 宙之本义谓 

栋 ∀ 0宇和宙都从 / 宀0 �/ 宀0 �说文曰 �/ 交覆 屋 

也 ∀ 0 ≈������ / 宇0和/ 宙0在古代是人们所居住的房子 

的一部分 � 房子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 ∀ 可见在中 

国文化的时空观念中 � 时空都是生命时空 � 既感性具 

体又流动变化 �既实在可感又空渺无限 ∀ 文学作品 

的时间描写总是包含着诗人的情感体验 ∀ 时间观念 

之所以和生命意识联系在一起 �是因为生命本身是 

一个时间过程 �人们往往从宇宙时间的无限性中感 

受到生命的有限和短暂 ∀因此 �追求时间的永恒和 

对客观时间的超越就成为中国艺术的重要主题 ∀ 画 

面时间的凝固性给了诗人在瞬间凝固中发现永恒和 

超越的启示 ∀ 其实 �不惟在面对绘画时诗人会产生 

这样的时间意识 �在散文和诗歌中诗人也常常表现 

出以消除时间的瞬逝性来凝固时间的方式追求生命 

永恒的思想 ∀苏轼在5前赤壁赋6中说 � / 盖将自其变 

者而观之 �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 �自其不变者而观 

之 � 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 0画面时间的瞬间凝固性直 

接启发诗人对自然景物和个体生命作/ 自其不变者 

而观之0的审美观照 ∀ 在唐诗中诗人以奇思妙想的 

诗句表达利用超常的神力挽留时光的愿望 �其间寓 

含着对生命短暂性的忧患 � 

李白5惜余春赋6 �/ 恨不得挂长绳于青天 �系此 

西飞之白日 ∀ 0 

李贺5日出行6 �/ 羿弯弓属矢 �那不中足 � 令久 

不得奔 � 讵教晨光夕昏 � 0 

司空图5杂言6 � / 乌飞飞 � 兔蹶蹶 � 朝来暮去驱时 

节 ∀女娲只解补青天 � 不解煎胶粘日月 ∀ 0 

人无法留住时间 �亚里士多德曾对时间的瞬逝 

性和不可逆性作了辩证而理性的阐述 �/ 至于时间 � 

虽说它是可分的 � 但它的一些部分已不存在 � 另一些 

部分尚未存在 � 就是没有一些部分正存在着 ∀ 0 ≈������ 

� 但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 � 画家用艺术的手段实现 

了时间的/ 一部分正在存在0 ∀唐代题画诗中诗人对 

时间的生命意识的发挥正基于此 ∀ 也正是在此点 

上 � 唐代题画诗中的时间描写有特殊的意义 ∀ 唐诗 

中时间描写常出现在具有神话色彩的诗中 �在此类 

诗中诗人可以想落天外 �对客观时间进行变型 !夸 

张 � 也可以构想出神界和人间两种不同的时间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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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时间的时值 !时差 !时序做艺术处理 ∀ 比如李贺的 

5梦天65天上谣6便如此 ∀ 咏古 !怀古类的诗中也常 

出现时间描写 �这类诗中时间描写常用人事代谢和 

历史古今的对比来表现 � 比如韦庄的5台城6 !杜甫的 

5咏怀古迹五首6 !刘禹锡的5石头城6等 ∀ 题画诗中 

的时间描写则提供了一种新的时间描写类型 ∀题画 

诗中的时间意识不是由眼前景物 !历史遗迹引发 � 而 

是由画面引发 �或者说题画诗中的时间描写是对画 

面时间的一种阐释 ∀ 因此 �题画诗的时间描写中情 

感显得格外的隐蔽 � 人生意识 !生命之叹表面看来也 

不强烈 � 但我们仍能从中找到一些痕迹和暗示 ∀ 

中国画的时间内涵远远超出画面时间凝固性的 

意义 ∀之所以说中国诗画的时间观念是相通的 �是 

因为中国画的时间观念中本身就有超越客观时间而 

具有生命意识的内涵 ∀诗人对中国画时间的诗化阐 

发 � 不是诗人一厢情愿的随意发挥 � 在题画诗中诗人 

与画家在时间观念上是默契的 ∀郭熙在5林泉高致6 

中说 � / 春山淡冶而如笑 � 夏山苍翠而如滴 � 秋山明净 

而如妆 � 冬山惨淡而如睡 ∀ 0 ≈����� 画家从自然山水景 

物的节序变化中 �观照到的是生命的张驰 ∀ 王维的 

5袁安卧雪图6中画有雪中芭蕉 �这种突破时空客观 

性的做法 � 表现的不是物理时空 �而是心理时空 ∀释 

惠洪说 �/ 诗者 �妙观逸想之所寓也 �岂可限以绳墨 

哉 � 如王维作画雪中芭蕉 � 诗法眼观之 �知其神情寄 

于物 � 俗论则讥以为不知寒暑 ∀ 0 ≈����� 他是以画为诗 � 

用画来抒情写意 �这是更深意义上的/ 诗中有画 �画 

中有诗0 � 是绘画的文学化 !诗化 � 是诗与画在精神上 

互相托付与酬唱 ∀ 

二 ! 广远性和包容性的空间 

唐代山水题画诗中空间描写的一个特点是对中 

国画空间广远性的揭示 ∀在空间的广远性上中国诗 

与画是相通的 ∀中国诗画在空间意识上有很多一致 

性 � 这一点在题画诗中集中体现了出来 ∀ 由于诗人 

与画家在空间意识上的一致性 � 在观赏画作时 � 诗人 

很容易发现画家在空间表现上的精妙 ∀ 中国诗画中 

表现的空间意识与西方艺术中的空间意识是不同 

的 ∀唐代题画诗中表现的空间意识既是中国诗的空 

间意识 � 也是中国画的空间意识 ∀ 中国人的空间意 

识受到中国人特有的观照法的影响 ∀ 5周易6曰 � / 昔 

包栖氏之王天下也 �仰则观象于天 �俯则观法于地 � 

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 �近取诸身 �远取诸物 �于是始 

作八卦 � 以通神明之德 �以类万物之情 ∀ 0 ≈������ 在诗 

与画中 � 中国诗人和画家用的是/ 散点透视0和/ 以大 

观小0之法 ∀所谓的/ 散点透视0是和/ 焦点透视0相 

对而言的 ∀中国艺术观照法与西方艺术的观照法不 

同 ∀在中国艺术中 �观察者不是站于一个固定的位 

置 � 而是上下俯仰 !徘徊往返 � 步步移 � 面面观 ∀ 因观 

察点不固定 � 故曰/ 散点0 ∀ / 以大观点0法与/ 散点透 

视0强调的侧重点不同 � 内涵却有相同之处 ∀ 沈括在 

5梦溪笔谈6中说 � / 大都山水之法 � 盖以大观小 � 如人 

观假山耳 ∀ 若同真山之法 �以下望上 �只合见一重 

山 � 岂可重重悉见 �兼不应见其溪谷间事 ∀ 0 ≈������� 所 

谓的/ 以大观小0 � 即观察的视角是流转变化的 � 与观 

察对象的距离是远近不拘的 ∀ 所谓的 / 大0 是指视 

界 � 因为观察点变动不拘 � 所以视界很大 � 所谓/ 小0 � 

是说将观察对象推远 �远了自然显得小了 ∀ 这样才 

可见全景 � 而不致于因为距离太近而/ 窥一斑不见全 

豹0 ∀宗白华先生这样解释/ 以大观小0 �/ 并非如常 

站在平地上一个固定的地点 � 仰首看山 � 而是用心灵 

的眼 � 笼罩全景 �从全体来看部分 � −以大观小. ∀ 把 

全部景界组织成一幅气韵生动 !有节奏又和谐的艺 

术画面 �不是机械的照相 ∀ 0 ≈����� ∗ ��� 所以 �/ 散点透 

视0和/ 以大观小0的观察法的精髓是追求心灵化的 

观察效果 ∀ 诗人杜甫有两句诗表达出这种时空意 

识 � −乾坤千里眼 �时序百年心 ∀ 0画家兼诗家的王维 

5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6诗云 � / 山河天眼里 �世界 

法身中 ∀ 0/ 天眼0是一种宇宙透视 �按5法苑珠林6对 

/ 天眼0的说法 �天眼是远近上下 �前后内外 �洞见无 

碍的 ∀王维的5终南山6 � / 太乙近天都 � 连天到海隅 ∀ 

白云回望合 �青霭入看无 ∀ 分野中峰变 �阴晴众壑 

殊 ∀欲投人宿处 � 隔水问樵夫 ∀ 0诗人时而俯视千里 � 

时而由远及近 � 时而由山外进入山中 � 时而由山阴又 

入山阳 ∀ 诗中所表现的是大自然的全面节奏与和 

谐 � 诗人流目周览 �一目千里 �把握着全境的阴阳开 

阖 !高下起伏的节奏 ∀中国人用/ 散点透视0和/ 以大 

观小0法观察天地万物 �观察的视点的不定 �视距的 

变化 � 追求心灵化的效果 ∀ 中国人观照法的特点决 

定中国艺术中表现的空间是全息性的 �所以中国诗 

画很善于表现广远的空间 ∀唐代题画诗中有许多这 

样的例子 � 如杜甫的5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6 � / 巴陵 

洞庭日本东 �赤岸水与银河通 ∀ , ,尤工远势古莫 

比 � 咫尺应须论万里 ∀ 0 ≈������ 郎士元5题刘相公三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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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 / 微明三巴峡 �咫尺万里流 ∀ 去鸟不知倦 �远帆 

生暮愁 ∀ 0 ≈������ 这些诗句写出画中广远的空间特点 ∀ 

皇甫冉5刘方平壁画山水6 �/ 回溪已失 �远嶂犹连 ∀ 

, ,青峰之外 � 何处云天 ∀ 0 ≈������ 在绘画的广远空间 

之外 � 以心灵之眼继续追寻无限的空间 ∀ 这些诗句 

都赞赏中国山水画/ 咫尺万里0的效果 ∀ 对于中国画 

的这种效果 �我们不能仅仅理解为绘画空间的浓缩 

性使然 � 而应结合中国人观照法来理解 ∀ 唐诗中空 

间描写也善于表现这种恢宏深远之美 ∀ 柳中庸诗 

曰 � / 三春白雪归青冢 �万里黄河绕黑山 ∀ 0 �5征人 

怨6�韦应物诗 �/ 寒树依微远天外 �夕阳明灭乱流 

中 ∀ 0�5自巩洛舟行入黄河即事寄府县僚友6�诗中的 

空间描写有深远悠邈之美 ∀王维的5汉江临眺6 � / 楚 

塞三湘接 �荆门九派通 ∀ 0杜甫的5登岳阳楼6 �/ 吴楚 

东南坼 � 乾坤日夜浮 ∀ 0 写得更是大气磅礴 �气势恢 

宏 ∀王船山5姜斋诗话6里说 � / 论画者曰 � −咫尺有万 

里之势. � 一−势. 字宜着眼 ∀ 若不论势 �则缩万里于 

咫尺 � 直是5广舆记6前一天下图耳 ∀ 五言绝句 � 以此 

为落想时第一义 ∀ 唯盛唐人能得其妙 ∀ 如−君家住 

何处 � 妾住在横塘 �停船暂借问 �或恐是同乡. �墨气 

所射 � 四表无穷 �无字处皆其意也 � 0 ≈������ 王船山在 

这里以/ 势0评价中国画/ 咫尺万里0的空间特点 ∀诗 

如果善于/ 造势0则会像外有像 !景外有景 � 有抟实成 

虚之妙 � 会给读者留下无穷的想象空间 ∀ 中国诗画 

呈现的空间全息性的宇宙景象 � 是生命的空间 � 其间 

气韵流动 � 自然有情有/ 势0 ∀ 

在这里必须附带提及的是 �诗歌尤其是唐诗对 

中国画中的/ 散点透视0和/ 以大观小0之法的产生有 

极大的启发作用 ∀ 虽然唐代山水画获得很大的进 

步 � 但山水画的全盛到宋元才出现 ∀ 此前的中国画 

已出现这种特殊的观照法 �此后的画论才开始论及 

这些观照法 ∀虽然中国画理论在此点上没有成功地 

导引画家 � 但诗歌却给中国画家极大的启发 ∀ 李浩 

先生说 � / 正是南北朝时期的山水诗人 �受老庄自然 

观的启迪 � 以灵活多变的角度来观照空间物象 � 到了 

唐代 � 诗人将这种方法进一步完善 � 更纯熟自然地运 

用 � 并将这种法传给山水画家 ∀从这个意义上说 � 唐 

诗在中国画透视方法的形成过程中 �具有承前启后 

的重要地位 ∀ 0 ≈������ 

唐代山水题画诗审美空间的另一个特点是空间 

的包容性 ∀诗人常常让狭小的现实空间包容广大的 

艺术空间 ∀如 � 

孙逖的5奉和李右相中书壁画山水6 � / 九江临户 

牖 � 三峡绕檐楹 ∀ 0 ≈����� 

李白5莹禅师房观山海图6 �/ 蓬壶来轩窗 �瀛海 

入几案 ∀ 0 ≈����� 

张祜5观山海图二首6之一 �/ 云霞开藻井 �天地 

出雕梁 ∀ 0 ≈������ 

从表面的现象看来 �挂画壁上 �展画案间 �山光 

水色 � 自来亲人 ∀ 诗中所写不过是诗人对现实情况 

的如实描绘 ∀ 这种解释显然不能令人满意 �事实也 

并是这么简单 ∀ 唐诗中有许多诗句以窗 !户 !檐 !帘 

等框取景物 � 移远及近 � 网罗天地 � 吸纳万有 � 使万物 

皆备于我 ∀如 � 

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 ∀ �杜甫5绝 

句四首6其三� 

山月临窗近 �天河入户低 ∀ �沈佺期5夜宿七盘 

岭6� 

檐飞宛西水 �窗落敬亭云 ∀ �李白5过崔八丈水 

亭6� 

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诗句都是压缩了客观空间中 

的远近距离 �而将其平面化 ∀在改变空间关系的同 

时 � 也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 ∀ 歌德在和爱克曼谈 

到中国文学时 �他指出中国人与西方人明显不同的 

特点之一是 / 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0 ≈������� ∀ 

以上诗句正描写出了中国诗人与大自然相依偎 �相 

亲昵 ∀我们也可以用宗白华先生的/ 间隔说0来理解 

这些诗句 ∀ 宗先生说 �/ 美的对象之第一步需要间 

隔 ∀图画的框 !雕像的石座 !堂宇的栏干石阶 !剧台 

的帘幕�新式的配光法及观众坐黑暗中� !从窗眼窥 

青山一角 !登高俯瞰黑夜幕罩的灯火街市 � 这些美的 

境界都是由各种间隔作用造成 ∀ 0 ≈������ 在唐代题画 

诗中 �诗人更多强调了现实空间的有限和画中空间 

广大 � 并将二者加以对比 � 突出空间的包容性 ∀ 诗人 

对画的空间着眼于其/ 咫尺千里0的特点 �这是绘画 

空间的审美特点 � 但诗人又加了一层空间 � 把这种艺 

术的广大空间置于现实的狭局空间之中 �把审美空 

间又二度审美化了 ∀ 一方面 �这些诗句体现出中国 

人宇宙观和观照法的特点 �老子曰 �/ 不出户 �知天 

下 ∀不窥牖 � 见天道0 ≈������ � 孟子曰 � / 万物皆备于我 

矣 � 反身而诚 � 乐莫大焉0 ≈������� � 另一方面 � 这些诗句 

表现出诗人主体对外在空间自如地驾驭掌握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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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吞吐宇宙的气魄 ∀孟郊的5赠郑夫子鲂6一诗描述 

这种境界 � / 天地入胸臆 � 吁嗟生风雷 ∀ 文章得其微 � 

物象由我裁 ∀ 0吸饮吐呐 �含濡天地 ∀ 诗人的这些诗 

句开拓出一种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心理空间 �这种空 

间泯合了有限与无限 � 虚空与实境 � 具体与抽象 ∀ 

三 ! 迷茫的心态和隐逸的诗旨 ) ) ) 

绘画审美时空的心理效应 

审美时空的本质是一种心理时空 �在唐代山水 

题画诗中 � 诗人将山水画引发的心理效应写了出来 ∀ 

山水画的审美时空有层次之别 �可分为画面时空和 

象征时空 ∀在画面空间上 � 中国画的空间是浓缩的 � 

咫尺千里 � 画面物理空间有限 � 艺术空间广大 ∀时间 

是凝固的 ) ) ) 尽管中国画空间的时间性很强 �但作 

为绘画艺术 �它在时间上的延展性仍然是有限的 ∀ 

中国诗人时空感非常强 �诗歌中那些对时间和空间 

的感喟俯拾皆是 ∀ 观赏画作时 �画面时空会自然而 

然地引发他们的生命意识 ∀画面空间的有限性和无 

限性诱发了诗人迷茫的生命归宿感 �空间的有 

限 ) ) ) 无处觅归程 �空间的无限 ) ) ) 何处是归程 � 

画面时间的凝固性不但会给人永恒感 !悠邈感 !静寂 

感 � 同时也会引起诗人迷茫的生命感 ∀ 这样 � 在审美 

的眼光下 � 画面的时空有了不确定性 ∀ 唐代题画诗 

写出了这种不确定性 � 试举几例 � 

李颀5李兵曹壁画山水各赋得桂水帆6 � / 长波无 

晓夜 � 泛泛欲何之0 ≈����� 

刘长卿5会稽王处士草堂壁画衡霍诸山6 � / 归云 

何处灭 � 去鸟何时还 � 0 ≈������ 

李白5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6 � / 惊涛汹涌向 

何处 � 孤舟一去迷归年 ∀ ≈����� 

在以上诗句中 � 诗人用两句诗把时空分开来写 � 

一写时间 � 一写空间 ∀在许多唐诗中 � 诗人常表露出 

这种迷茫和无归宿感的心态 �诗人的这种心态往往 

是由时空感引起的 ∀陈子昂的5登幽州台歌6 � / 前不 

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 

下 ∀ 0前两句是写时间 �后两句是写空间 ∀ 把个体生 

命放在历史和宇宙的参照系中 �个体便显得渺小和 

迷茫 ∀陈子昂把这种迷茫和独孤的悲剧感写得透彻 

骨髓 ∀他的这首诗之所以倍受推崇 � 响彻古今 � 正是 

因为此诗表现了特殊的审美时空意蕴 �透露出深刻 

的生命意识 ∀张若虚5春江花月夜6一诗的时空意识 

中同样流露出迷茫的心态 ∀ / 江畔何人初见月 � 江 

月何年初照人 � 人生代代无穷已 � 江月年年只相似 ∀ 

不知江月照何人 � 但见长江送流水 ∀ 0句句在追问 �在 

寻索 � 句句流露出迷茫 ∀ 这种迷茫正是来自于广大 

悠远的时空感 ∀ 

画面时空特征是中国山水画的浅层审美特点 � 

其深层审美特点是象征时空 ∀中国山水画象征时空 

的审美特点是善于制造深远的意境 ∀ 郭熙5山水 

训6 � / 山有三远 � 自山下而仰山颠 � 谓之高远 � 自山前 

而窥山后 �谓之深远 �自近山而望远山 �谓之平远 ∀ 

高远之色清明 �深远之色重晦 �平远之色有明有晦 ∀ 

高远之势突兀 � 深远之意重叠 � 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缥 

缈缈 ∀ 0 ≈����� 韩拙5山水纯全集 # 论山6又提出/ 阔远 ! 

迷远 !幽远0 ∀这种深远的审美时空实质体现了中国 

人心理时空上的追求 ∀深远的山水时空之境能诱发 

/ 邈远0的心理时空境界 �这一点在唐代山水题画诗 

中体现出来 � 

徐安贞5题襄阳图6 � / 图书空咫尺 �千里意悠 

悠 ∀ 0 ≈����� 

张九龄5题山水画障6 � / 言象会自泯 �意色聊自 

宣 ∀对玩有佳期趣 � 使我心渺绵0 ≈����� 

李白的5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6 � / 洞庭潇湘 

意渺绵 � 三江七泽情回沿 ∀ 0 ≈����� 

阮孚在读到郭璞5幽思篇6 / 林无静树 �川无停 

流0时说 � / 泓峥萧瑟 � 实不可言 � 每读此文 � 辄觉神超 

形越 ∀ 0 ≈������� 中国山水诗 !山水画所表现的深远意 

境 � 体现了中国诗人 !画家对/ 形超神超0心灵状态的 

向往 ∀以上诗句中的/ 意悠悠0/ 缅邈0/ 渺绵0即此之 

谓 ∀在中国人眼中 �诗画中的山水从来就不是自然 

山水的摹仿和再现 � 山水之境不必给人如手可摩 !人 

可进的真境感 � 而应该是体道和神游之境 ∀宗炳5画 

山水序6 �/ 圣人含道映物 �贤者澄怀味像 ∀ 至于山 

水 � 质有而趣灵 �, ,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 �山 

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 �不亦几乎 ∀ 0 ≈����� 山水之境可 

以让人从喧嚣尘世中超脱出来 �静以致远 �澄怀观 

道 � 实现精神的自由和逍遥 ∀因此 � 诗人的心灵徘徊 

于山水画深远的时空之境 �自然会产生隐逸之心 ∀ 

唐代山水题画诗常在诗末表露诗人的归隐之心 � / 隐 

逸0几乎成了唐代山水题画诗共同的诗旨 � 

李白5同族弟金城尉叔卿烛照山水壁画歌6 � / 却 

顾海客扬云帆 � 便欲因之向溟渤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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皎然5观裴秀才松石障歌6 �/ 对之自有高世心 � 

何事劳君上山屐 ∀ 0 ≈������ 

皇甫冉5酬包平事壁画山水见寄6 �/ 一官知所 

傲 �本意在岩泉 ∀ , , 遂令江海客 �惆怅 归闲 

田 ∀ 0 ≈������ 

诗人在题画诗中所表露的归隐只是/ 虚拟0的归 

隐 ∀但是这种/ 虚拟0的归隐解决了经常烦扰他们的 

出处仕隐的矛盾 ∀郭熙5林泉高致6中说 � / 君子之所 

以爱夫山水者 �其旨安在 � 丘园养素 �所常处也 �泉 

石啸傲 � 所常乐也 � 渔樵隐逸 � 所常适也 �, ,此人情 

所常愿而不得见也 ∀直以太平盛日 � 君亲之心两隆 � 

苟洁一身 � 出处节义斯系 �岂仁人高蹈远引 �为离世 

绝俗之行 �而必与箕颖埒素 �黄绮同芳哉 � 白驹之 

诗 � 紫芝之咏 �皆不得已而长往者也 ∀ 然则林泉之 

志 � 烟霞之侣 � 梦寐在焉 �耳目断绝 �今得妙手 �郁然 

出之 � 不下堂筵 �坐穷泉壑 �猿声鸟啼 �依约在耳 �山 

光水色 � 滉漾夺目 �此岂不快人意 �实获我心哉 � 此 

世之所以贵夫画山水之本意也 ∀ 0 ≈����� 仕则天人两 

隔 � 有妨天人合一之道 �隐则/ 君亲之心0均不得安 

顿 � 在矛盾和无奈中 �他们寻找到了折衷之径 ) ) ) 

/ 不下堂筵 � 坐穷泉壑0的山水/ 卧游0 ∀ 中国文人竟 

在山水画的时空审美功能中找到了心灵的栖息地 ∀ 

而中国文人的/ 修齐治平0的伟大抱负 �就这样功德 

圆满于自己的/ 胸中丘壑0之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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ϒℜ   ℑ℘  �ϒ⊕   ∪⊕  ⊃ ℘ ⊃⊆⊕ ℑ∈⊗  ∠ℑ℘ ⊕ ⊃ ∈  ∪⊕ ×ℑ∈∩ ⁄∧∈ℑ  ∧ ∠∉⊕⊆∅∉ ∠ℑ ⊃ ∈ ⊃ ∈∩⊃  ℘ ∉⊆∠ ⊂ ⊃ ℘ ℑ  ⊕⊗  ∪ℑ  ∪∉⋅⊕⊗ 

ℑ∈℘ ⊃ ⊕∈∠∉⊕   � ℑ⊕   ∪⊕  ⊃ ℘℘ ∉∈℘ ⊕∠  ⊃ ∉∈ℑℜ∉∏  ⊃⊆⊕ℑ∈⊗ ∠ℑ℘ ⊕ ∉∅ ∠∪∧ ⊃ ℘ ℑ∈⊗ ∠ℑ ⊃ ∈ ⊃ ∈∩ ℑ  �♥∈  ∪⊕ × ℑ∈∩ ⁄∧∈ℑ  ∧ 

∠∉⊕⊆∅∉ ⊆∉∏∈ ℑ ⊃ ∈ 2ℑ∈⊗ 2 ⋅ℑ  ⊕  ∠ℑ ⊃ ∈ ⊃ ∈∩�ℑ⊕   ∪⊕  ⊃ ℘ ⊃⊆⊕⊃ ⊕  ⊕  ∈ℑ ⊂ ℑ∈⊗ ∏   ⊕ ℑ ⊂ ⊃ ⊆ �ℑ∈⊗ ℑ⊕   ∪⊕  ⊃ ℘ ∠ℑ℘ ⊕⊃  

ℜ  ∉ℑ⊗ℑ∈⊗ ⊕⊆ℜ∉⊗ ∧⊃ ∈∩� × ∪⊕∧  ⊕ ∅ ⊂⊕ ℘  ⊕⊗ ∠∉⊕   π⊂ ⊃ ∅⊕ ⊕∈ ⊕ℑ∈⊗ℑ∈ ⊃ ⊗ ⊕ℑ ⊂ ⊗  ⊕ ℑ⊆⊃ ∈∩∅  ⊕ ⊕⊗∉⊆ � • ∪⊕∈ ⋅⊕ℑ∠∠  ⊕ ℘ ⊃ ℑ  ⊕ 

 ∪⊕ × ℑ∈∩ ⁄∧∈ℑ  ∧ ∠∉⊕⊆∅∉ ⊆∉∏∈ ℑ ⊃ ∈ 2ℑ∈⊗ 2 ⋅ℑ  ⊕   ∠ℑ ⊃ ∈ ⊃ ∈∩� ⋅⊕ ℘ ℑ∈ ⊄∈∉⋅  ∪ℑ √ℑ  ⊃ ⊕  ∧ ∉∅ ℑ⊕   ∪⊕  ⊃ ℘ ⊃⊆⊕ 

ℑ∈⊗ ∠ℑ℘ ⊕ ⊆ℑ⊗ ⊕ ∠∉⊕  ⊃ ∈ ⊕∈⊗ ∉ ℜ⊕ ℑ ∪⊕ ⊆⊃  � ⊕ ∅ ⊂⊕ ℘  ⊃ ∈∩  ∪ℑ  ∪⊕∧ ∅⊕ ⊂∠⊕  ∠ ⊂⊕¬⊕⊗� 

↔ ⊕∧ ⋅∉ ⊗ �  ∪⊕ × ℑ∈∩ ⁄∧∈ℑ  ∧ � ∠∉⊕⊆∅∉ ⊆∉∏∈ ℑ ⊃ ∈ 2ℑ∈⊗ 2 ⋅ℑ  ⊕   ∠ℑ ⊃ ∈ ⊃ ∈∩ � ℑ  ⊃    ∧ ∉∅ ℑ⊕   ∪⊕  ⊃ ℘ ⊃⊆⊕ ℑ∈⊗ 

 ∠ℑ℘ ⊕ 

≈编辑 � 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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