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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江画派”与镇江中国山水画

蒋光年

在中国绘画史上，镇江占有重要一页。东晋著名画家、雕塑家、

音乐家戴 长期隐居十年，与其子米友仁写“江南烟

云变灭”的“京口诸山”，创“米氏云山”画法，他承接王洽泼墨山水

画法，开文人写意山水之先河，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深远意义。

自清乾隆中期延续到道光末年的“京江画派”，在清代美术史上

占有一席之地。异军突起的“京江画派”与“扬州画派”“常州画派”

“海上画派”这三个清代代表性花鸟画派相比，其主要成就在山水

画方面。“京江画派”是以张

为首，以潘恭寿、顾鹤庆、潘思牧、周

镐为骨干的一批画家，高举“吾润画家，家自为法”的旗帜，以本邑

山水的“真景实境”为描绘对象，形成了“落笔浓重，丘壑 严整”，具

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艺术风格。“京江画派”的形成及其创作活动，不

仅在镇江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

地域范围，甚至可以说它是中国古代画坛最后一个山水画派。

“京江画派”的画学传统可上溯至北宋大书画家米芾，而米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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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氏云山”又是从王维、张 及王洽等水墨山水画中一路走来的。

米芾及其子米友仁在继承董源、巨然江南山水画派的基础上，结合

对京江山水的观察、感受，从而形成墨色淋漓、烟云变幻、气韵流畅

的米氏风格。对“米氏云山”的悉心追摹和对地域性画学传统的发

扬光大，使京江画坛代不乏人，最终形成“京江画派”。在京江历代

画家中，本籍京江，后旅居吴兴的江参，其创作则可证明南渡后董

巨画风在京江地区的滥觞了；宋代赵芾更在《江山万 里图》中开始

自觉地将本邑山水作为题材，并力求通会董巨之精神，而创造出一

种“有气韵”的非院体风格；元代京江画家郭天锡所作《青山白云图

卷》对米芾“逸格”做了自我阐释，并将两宋的艺术表现手法加以综

合；明代杜堇的《梅下横琴图》兼融院体传统，严整有法；比杜堇稍

晚一些的周纶，专师浙派，《山水扇》“老笔坚苍，荆穆淳古”，为浙派

之典型，清初淡耕之的山水画格在京江画坛上被称为“超逸”的代

表，“写远山枯树尤佳，其蹊径在寻常画史之外”；兼有画家与画评

家双重身份的笪重光可谓折衷主义的典型，他的创作同样借用了

经典的“米氏云山”，却又以一种写意性的笔法来消减样式化的负

面效果，展示文人“墨戏”的自由心态，他的理论则激烈地反对一味

摹古，反对脱离客观实际的片面追求、玩弄笔墨技巧的时习，同时

又竭力鼓吹风格的师古与所谓的集大成。

“京口三大家”是蔡嘉、蒋璋、张琪的合称，他们都是活跃于康雍

年间京江画坛的重要画家。蔡嘉工山水巨幅，人物、禽兽、草本无不

曲尽形似。蒋璋是一位流寓扬州的京江画家。张琪晚年山水画极力

追摹古风，尤醉心于唐宋。这一时期重要的京江画家还有鲍皋、黄

石、蒋宗海以及周曾培、周序培兄弟等。鲍皋不仅是位画家，他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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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更丰，且气韵高古雄浑，大都为吟咏京江山水之作，为清乾隆年

间京口三大诗人之一。潘恭寿的绘画在极力摹古的同时，又时常流

露出在“变”的驱使下风格创制的明确意图。事实上，无论是潘慕寿

的风格走向，抑或是京江画坛风气的确立，都与“淡墨探花”王文治

有着紧密联系。王文治不仅是京江本邑众望所归的文化领袖，也是

江南文化人圈中的重要角色。潘恭寿的画大多有王文治题跋，“潘

画王题”亦成艺坛佳话。

“京江画派”的典型风格应是由仿吴风潮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画

家所确立的，其中尤以张 、顾鹤庆、潘思牧为代表。他们自幼就承

受着本邑前辈已做出的结论，绘画创作从一开始便理直气壮地从

仿吴入手，并进而通过对吴门画风的全方位模仿，形成和正统派迥

异而鲜明的艺术特色。除此三人外，第二代画家如张深、几谷、周镐

等也迅速崛起，成为“京江画派”画家群中的重要画家。

“京江画派”的艺术特色是其迥异于时流的“落笔浓重”的“实景

山水”。在描写本地山水题材时，这一笔墨特点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京江画家心目中，“米氏云山”是造化与人为秩序完满结合的产

物。由此“米氏云山”不仅培养起本邑画家对浓重墨色的持久兴趣，

同时由于它对地域景致出神入化的表现而激发了以本邑山水为题

的创作热情。至清代被推为京江画坛“逸品”之代表的笪重光，其关

于“实景”的理论自然地成为京江画人珍视的遗产。

注重“实景”不仅使京江画坛的面貌更趋独立，本邑传统得以

“激活”，也让京江画人充分肯定自我而能“家自为法”。“江左占形

胜，最数古徐州。”镇江自古至今一直得江山之助，“一水横陈，连冈

三面”，远岫西来，大江东去。三山鼎立，二水交汇。京江名胜无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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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江画派”“实景山水”创作中最具魅力的作品序列，以至于此一

题材长时间成为京江画人的“专利”。张 将“京口三山”绘为一卷，

犹如一幅京江名胜的“全家福”。京江古今画人一直喜作“京口三山

图”或“京口名胜图”。

“京江画派”至道光咸丰年间，已发展成阵容庞大的画家群，人

数多达数十人，遍及江浙，俨然成为晚清江南画坛一支新军。“京江

画派”的后期画家，在地域来源上早已不限于本邑范围，但他们的

作品仍充分地展现出对京江地区山水体貌、艺术传统的敏感和自

信。因此，“京江画派”后期画家的艺术取向，仍以师法两宋、明代

“吴门画派”为主，基本保持了“落笔浓重、丘壑严整”的画派特色。

而另一方面，又因画家的相异师承，创作的不同侧重，从而导致了

画派内部丰富的变化和支派的特色。十九世纪异军突起的“京江画

派”确实成为当时江南画坛一道靓丽的“风景”。其影响所及不仅局

限江南一地，即便是在“正统画派”牢牢掌控的京师也受其波及，且

对“岭南”“海上”画派也有一定影响。

除本邑画家外，外地许多大画家也流连镇江山水，留下了一幅

幅表现镇江山水风光的精美画作。如宋李唐的《大江浮玉图》，明沈

周的《江峰浮玉》《招隐观泉》和《京口送行图》，明文征明的《金山

图》现仍为金山四宝之一。明陈淳《金焦图卷》现藏镇江博物馆，《仿

小米云山卷》珍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日本画圣雪舟两次来镇江

游览，回国后绘制了《大唐扬子江心金山龙游禅寺之图》《润州山水

图卷》。清初“金陵八家”之一的高岑所绘《金山图》是对当时镇江金

山寺的实写。王鉴曾作《北固山》，新安四家之一的查士标和虞山画

派代表人物王 ，两人同为笪重光画《鹤林烟雨图》并题跋，该画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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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笪氏题识和常州画派代表人物恽寿平跋语。石涛为清初四画僧

之一，晚年定居扬州，曾作《金山龙游寺图册》。扬州画派代表画家

高凤翰，曾登焦山观瘗鹤铭，并秉烛摸读陆放翁题记，左笔作《扪碑

图》，画《放翁题记石图》。近现代和当代画家以镇江山水为题材的

画作更是不胜枚数。

综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镇江画坛，由于新老画家们的共同努

力，在江苏画坛一直占有一席之地。20 世纪 80年代初，镇江中国画

院举办了“新四军征途画展”，在美术界引起较大反响，这批画家至

今仍活跃在海内外画坛。2002年，镇江市文联和多景诗社举办了

“庆祝多景诗社成立四十周年———全国诗书画名家作品邀请展”，

出版了《当代诗人咏镇江》。镇江市委宣传部从中精选出 76 首诗词

作品，邀请全国书法名家书写，并借用清代“京江画派”代表人物周

镐创作“京江二十四景”的形式，组织创作了“镇江新二十四景”，举

办了展览，并出版了《当代诗书画咏镇江》作品集。2005年，镇江中

国画院举办了“京江画派学术论坛”和“京江画派古今展”，并出版

《京江画派学术论文集》，这是一次高层次的专题学术活动。2007

年，镇江中国画院编辑出版《纪念镇江中国画院成立 50 周年作品

集》。2007年 10月，江苏省文联、镇江市委宣传部、丹徒区委、区政

府等部门联合举办“纪念米芾逝世 900年———当代中国书画名家

作品邀请展”及“米芾书画艺术名家讲坛”，并出版作品集。2010年，

镇江画院又举办“镇江画派暨江苏中国画名家邀请展”并出版作品

集。2010年，镇江市文联启动了“青山绿水新镇江”文艺创作工程，

并举办“青山绿水新镇江”诗书画展，出版《青山绿水新镇江文艺作

品集》。2011年，镇江市文联举办了“新京江画派首届中国画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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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2013年，市文联举办“新京江画派第二届中国画双年展”，邀

请镇江籍及在镇江工作过的中国画家一并参加这一展览并举行

学术研讨，这次参展作品要求均为中国山水画，且以镇江地域为

基本素材，其目的是高举“京江画派”大旗，弘扬“京江画派”“家自

为法”实景山水创作风格，以此激活镇江画坛，并打造“新京江画

派”这一品牌。

（本稿由镇江市社科联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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