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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文人陈继儒的书画理论与实践 

——以《妮古录》为考察中心 

李菁
1
 

(嘉兴学院 文法学院，浙江 嘉兴 314001) 

【摘 要】：陈继儒是晚明松江画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倡导文人画与南北宗论，与董其昌相颉颃，其书法自然洒

脱、清秀隽逸，绘画气格遒朗苍逸，其书画作品具有典型的文人墨戏遣兴特征。《妮古录》记录了陈继儒主要的书画

观念及诸多的书画鉴赏活动，以此为考察中心，分析其书画理论及评鉴交流与创作实践活动，将揭示其书画观念形

成的渊源及鉴古的心得体会，分析了松江画派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在艺术创作方面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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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继儒(1558-1639),字仲醇，号眉公、麋公，松江府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区)人。陈继儒是晚明不可忽视的一位重要人物，不

仅有宏富的文学创作，在文学批评、书画创作及鉴藏方面也卓有成就，是一位能显能隐、有独特审美风尚且影响巨大的文化名

人。摒弃举业后，他频繁在嘉兴、苏州、南京等地文人间活动，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书画创作观念。 

《妮古录》记录了陈继儒与董其昌、王衡、李日华及项氏诸名流之间的书画欣赏、古玩品鉴、书画临摹等交流活动，尤其在

嘉兴槜李项氏家族，陈继儒欣赏到了晋宋以来颜真卿、王羲之、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书法名家的真迹及李公麟、赵孟 、王蒙、

倪瓒、吴镇、文徵明、沈周、董其昌等名画家的作品，其书画鉴赏活动有力推动了南北宗论的形成及发展，他对诸多书画作品的

真伪进行甄别，为当时的古董市场及藏品流通提供了实证，其高宽的眼界也为自己的书画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陈继儒雅好收

藏，亦有诸多名家的藏品，《妮古录》记录的藏品有：宋克写赵孟 的《兰亭跋》、颜真卿的楷书《朱巨川告身》及《停云馆帖》、

钱选的《茄子》《蔬菜》二帖、文徵明临摹赵孟 的《水村图》、赵孟 画卷(花木竹石和随笔杂记)共 27小幅、《清醇帖》真迹、

吴道子的《三十二观音》水墨画卷、王羲之的《月半帖》、南宋李嵩的《骷髅团扇图》、宋版经书《华严经》81 卷、《法华经》7

卷、《楞严经》10 卷、《圆觉经》2 卷，俞允文手写《金刚经》1 卷、唐寅的《梦草图》、汉玉杯、宋代松皮砚等。经由鉴古、观

赏、临摹名家的文化交流活动，陈继儒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书画观念及创作风貌。 

一、陈继儒书法的艺术实践与创作特点 

(一)艺术实践 

明代后期的书法发展呈现出诸家纷争并立的局面，这一时期出现了并称“晚明四家”的邢侗、张瑞图、董其昌、米万钟及独

树一帜的徐渭、赵宦光、倪元璐等许多知名书法家，其中董其昌的书法对后世的书法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与之交好的陈继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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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法方面则与之互为呼应(如图 1)。 

 

图 1陈继儒的书法作品 

陈继儒在晚明书法界虽算不上大家，但他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在当时也堪为卓然不群的一家。陈继儒在书法上有杰出的成就，

他从小就在周云汀的教导下写字，童子时即知有兰亭楔帖，学书起点较高，根植“二王”传统。他的书法广泛临学古人，融会变

化，尤其擅长行、草书。早年他从颜真卿入手，后转学苏轼、米芾。这期间他认为唐书不如魏、晋，于是又学王羲之，兼吸取李

邕、徐浩、杨凝式、米芾等各家之长。多方面的学习使他的书法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自成一体，笔画自然洒脱，

清秀隽逸。在章法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分行布局，疏朗匀称，力追古法。在他的书法作品中没有狂乱投掷之气，有的是不

急不缓、从容不迫的沉稳，但又稳中有变，用笔多侧锋，笔力清劲遒迈。线条运行节奏分明、起落有致，连笔也恰到好处，承、

转灵活，如行云流水一般。倪后瞻的《书法秘诀》中曾论及陈眉公书法的特点： 

总明朝书家论之，可与唐宋匹者，一邓太素，二邹衣白，三倪苏门，四陈眉公。陈眉公用笔甚活，自成一家，能于紧处用藏

锋，其结构如松柯掩缭，有骨有趣，从苏脱胎，一毫不背。陈眉公执笔撮于指尖，横担又斜又扁，不肯对客作书，恐人盗去笔法，

此与古人执笔稍异。[1] 

青年时代与董其昌一同学习书画，陈继儒深受董的影响却又能够自成一体。他一生观赏书画名迹无数，眼界高宽，学养深厚。

35岁时陈继儒得颜真卿的楷书《朱巨川告身》,自题其住所为“宝颜堂”。38岁所辑《宝颜堂秘籍》付刊，晚年又刻米芾书《来

仪堂帖》。 

在书法方面，陈继儒醉心苏、米，孜孜不倦，尤喜苏东坡，虽残简断碑，必收藏为己有。陈继儒在文中多处提及对他们的仰

慕之心，如他在《米襄阳志林叙》中评曰：“所遇米襄阳书画，小有题识者，辄手录之……呜呼，米颠，旷代一人而已。”
[2]
在

《题李茂承诗草》中写道：“昔人论画，一要人品高，二要师法古，宋画院待诏诸君以粉墨贾宠，虽间有名家，然于米颠倪迂颉

颃而称仲伯则难雁行。”[3]在羡慕之余，眉公也有意模仿他们的作品。1616年，他曾亲手摹刻《晚香堂帖》,其书风在苏、米之

间，擅长转势，字形跌宕多姿体势骏迈，只是气势上略显劲拔不足。 

(二)创作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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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国各大博物馆收藏陈继儒传世的书法作品达 140余件，但未见有楷书、篆、隶，几乎全是行草书，实为文人的笔墨

游戏。陈继儒的书法艺术，自有特色。 

1.自然洒脱，沉着痛快 

文人书法讲究书写的随意性、抒情性，故不耐谨守法度。陈继儒的书法用笔随意，挥洒自如，不受绳墨约束，笔受心使，这

反映他书写时的心境平静，处于心手两意的状态。文人书写是一种综合性的瞬间展示，“随意”并不就是随便、草率，不需法度，

而是无意中合乎法度，所谓“豁焉心胸，顿释凝滞”[4]。陈继儒眼中，要想做到文人的笔墨游戏，以楷体书写显然不能达意。故

他的书法作品多为行草书，字势顾盼，笔势流动成风，毫无凝滞，可谓自然洒脱、沉着痛快。 

2.笔墨奚迳，别有神韵 

陈继儒的书法作品留白较多，有时有意来一二笔夸张的笔法穿空而过，让人想象猜测、回味无穷，加上他喜欢字画结合，更

使其书法作品灵动生辉。其笔墨浓淡相间，清而润是其主要特点，空白与清润的墨色线条相互交错，碰撞出简远的意境和神韵，

其书法作品以 59岁时摹苏东坡帖 28卷(即《晚香堂苏帖》)为代表。 

趣味、神韵都在笔墨以外，只能感受描述，难作判断，陈继儒云“古人写字用笔必有味”,笔墨之妙“总之在蕴藉中沉着痛

快”,[5]654因此，他的作品多挥洒自如，极流畅自然，多侧锋，笔力清劲、遒迈，尤其是转笔处沉着有力，筋骨相称，清婉中有生

辣，秀妍中有刚健，这是他最富个性特征所在。提笔、转笔这两大关键笔法，一到他笔下，便化为清气漫卷，自然就有了行云流

水，如转丸珠。《妮古录》中就谈了他的心得体会：“古人论书有双钩悬腕等语。李后主又有拨镫笔法，凡论此，知必不能书，

正所谓‘死语不须参也’,要诀在提笔起，于转处着力。”
[5]656

 

3.疏朗俊雅 

陈继儒生性儒雅，字画如其人，整体的风格呈现出一种清俊雅致的情趣。在他的书法作品中，没有杂乱无章的节奏，有的只

是如清风徐来的从容不迫，但又不死板，他笔下的线条清遒圆润，灵动轻盈而又沉稳，造型清秀而不浅薄，字势流走灵动而不板

滞。他在字的章法上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疏朗俊雅。字间留白较多，字距较宽，便于流转，所用连笔也不奇谲，让人感觉到

作者淡定儒雅宽厚的为人与胸襟。清幽脱俗，雅静而简淡，这正是文人书法追求的境界。 

陈继儒的作品也并非尽善尽美。由于他文人气较重，使得作品书卷气较浓，缺少让人惊叹的笔法，且其书法多为自娱性质，

以写意为主，这也使得他的书法作品面貌较为单一，没有多样化的风格。由此略有不足，但为人方正而又乐善好施，结交朋友遍

及天下，故书法成就虽不及董其昌，但声誉非常高，很多茶馆都悬挂他的字画来招揽生意，而盗版其字画更是一时成风，陈继儒

也成为仅次于董其昌的松江画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二、陈继儒的绘画艺术及绘画理论 

(一)绘画艺术 

1.绘画艺术风格 

晚明画坛在承袭了明中叶吴门画派的基础上呈现出另外一种风味，李贽以“情”反“理”的思想及公安派抒写性灵的主张

给晚明画坛增加了一股新鲜的空气，这一时期晚明画坛流派林立，追奇求新，复杂而又缤纷，而“松江画派”是其中一支不可忽

视的主力军。其首倡者董其昌为宗师，而与其交好的陈继儒、莫是龙等人的绘画创作也不可小觑，他们共同构成了“松江画派”



 

 4 

秀逸潇洒、冲淡平和的画风。《中国绘画史》评曰：“眉公能以诗文学力，作山水奇石，以生冷胜董、赵工能，亦为此派嫡系。”[6]

陈继儒的绘画与书法一样以淡逸取胜。其专长于画山水、梅花，宗法董源、巨然、高克恭、黄公望、倪瓒等，尤其看重黄公望(如

图 2)。 

 

图 2陈继儒的山水画 

陈继儒的山水画大体有两种面貌：一种是水墨或兼用浅绛法，这种面貌的作品比较常见；另一种则是青绿设色，时有出以没

骨，此种较少见。陈继儒十分注重师法古人的传统技法，题材变化较少，但在笔和墨的运用上，有独特的造诣。关于陈继儒绘画

的成就和造诣，画史上记其善写水墨梅花，从存世的陈氏作品来看，大致也是墨梅、山水两类作品。陈氏墨梅一类的作品数量较

多，风格较为一致，多取卷、册的形式，轴式较少，其所作墨梅往往不太注重枝干的肌理描绘，多以倔强生拙的笔法画出，枝干

曲折的地方棱角较多。这个特点与其书法的笔法非常一致，气格遒朗苍逸，是典型的文人墨戏遣兴式作品。 

陈继儒的绘画作品，经常是临仿宋元名家的画法，并在题识中加以标榜，虽然处处讲摹古，并不是泥古不化，而是能够脱窠

臼，自成风格。其画法特点，在师承古代名家的基础上，以书法的笔墨修养，融会于绘画的皴、擦、点划之中，因而他所作山川

树石、烟云流润，柔中有骨力，转折灵变，墨色层次分明，拙中带秀，清隽雅逸。董其昌评其山水：“眉山胸中素具有一丘壑，

虽草草泼墨，而一种苍老之气，岂落吴下画师恬俗魔境。”[7]他的画风在当时声望甚高，成为“华亭派”仅次于董其昌的代表人

物，其主要绘画作品有 60岁之后作的《梅花卷》《江南秋景图》及《亭皋木叶图轴》等。 

陈继儒的作品，无论是书法还是绘画都表现出一种古拙、朴实、淡远的意境，具有浓厚的文人气息，很好地契合了陈继儒精

神层面上的追求。 

2.艺术风格的成因及渊源 

陈继儒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其生活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陈生活在晚明这一乱离时代，16 岁至 69 岁是在万历、泰昌、

天启三朝度过，这半个多世纪正是晚明动荡不安的时期：政治上，党争不断，政治格局日趋纷繁复杂；经济上，当时社会发展已

出现新经济因素，尤其是在晚明商贾潮流的冲击下，以入仕为唯一正道的正统观念已经改变，商人尤其是儒商日益得到社会的尊

重和认同。政治条件的严酷和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折射在文化层面则使得更多的文人由原先的积极入仕转到一种内敛随性的

生活中去。他们不仅要求会写，还要会“玩”,即在诗文之外，还应懂得益友清谈、浇花种竹、听琴玩鹤、焚香煎茶、登城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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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意弈棋等，如陈继儒在《山居二首》中提及的清闲日常生活“我筑读书台，满种芭蕉树。夜听风雨声，闲来写诗句”,[8]即是

这样一种自由放任赏玩随性生活的反映。 

陈继儒是个才子气很浓的文人，他良好的知识结构不但使他具备了一个名士的条件，还培养了他细腻的艺术感觉，因此，他

极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寻求优雅的清赏、清玩之乐，表现在他的书法绘画中呈现出细腻局部的美感，重笔墨并善于在格外取姿，

“如范鸱夷三致千金，意不在此，聊示伎俩，又如陶元亮入远公社。意不在禅，小破俗尔。若色色相尚，便与富翁俗僧无异。故

其画皆在笔墨畦迳之外，著述颇富”。[9] 

此外，晚明三教融会之风的盛行也对陈继儒的艺术理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陈为性淡之人，儒家影响自不必言，他也深受释

道的影响。早在王世贞家坐馆时即读《道藏》,与达观、雪浪、三岐诸位禅师均有交往，尤与秀水金明寺僧秋潭最为默契。禅宗

文化在自然中观照佛性，追求空灵虚静的审美情趣，道法自然，反对人工雕饰，崇尚自然真趣的艺术追求。这些与陈继儒的人生

态度、生活经历融合起来，使其字画呈现出一种低徊的冲淡放旷意境，如他的《墨梅图册》仅以点染的笔法，局部的刻画来表现

梅花的神韵。整本图册体现的风格没有过多对现实的不满、哀怨、倾诉，有的却是一种沉静平和的心境，这与他为人随和不偏激、

胸襟廓落、性格澹泊有很大的关系，他的画作大都表达了他的人生态度和思想境界。 

陈继儒的艺术来源甚广，他善于交游并宽以待人，这使得他在书画圈子里拥有不少朋友。他与当时名画家董其昌交游甚笃，

与画家莫是龙、吕克孝等人也是至交，常在一起论画。此外，他还很善于学习模仿并融会贯通，其中董其昌对他的影响最大。董

其昌的诸多艺术理论，陈继儒都有所吸取并发展，如董其昌“画以自娱”的创作宗旨、强调艺术形式的“笔墨精妙论”、追求生

拙味的士气等都对陈的作品构成了影响。 

(二)绘画理论 

陈继儒醉心书画艺术，编有《书画史》《书画金汤》等著述，在书画艺术理论方面，他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首先，他作画讲求意境。在《灯下画扇有题》中他就谈到“摊烛作画，正如隔帘看月，隔水看花，意在远近之间，亦文章法

也”。[10]159他认为，作画不光是要把它的形传达出来，更重要的是展现物的神韵，从而达到形神兼备，如同写文章之“言有尽而

意无穷”,亦同隔帘看月、隔水看花，虽不甚清晰，但有朦胧蕴藉之美。 

其次，应重在表现绘画的情趣。“世人爱书画而不用求用笔用墨之妙，有笔妙而墨不妙者，有墨妙而笔不妙者，有笔墨俱无

力者。力乎?巧乎?神乎?胆乎?学乎?识乎?尽在此矣。总之不出蕴藉中沉着痛快。”
[5]654

也就是说，通过作者所用笔墨虚实浓重与

否可以体现其中的力度、技巧、神韵、胆气及一个人的学识。陈继儒在《题马姬画兰》中云：“画兰不在肖，要在笔势游戏。温

日观葡萄，通于书法，文与可竹，得之左氏，此非深于绘事者不能。”[10]159也就是说，画兰不在于形似，而在于用笔墨把兰花的

本质特征表现出来，甚至可以用书法的笔法入画，达到笔情墨趣。这一观点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陈继儒闲居弄笔、书画相通、聊

以抒情适意的一种作画态度。 

再次，提倡“南北宗”之说，即把“院体”山水画与“文人画”分为南北两派。他认为： 

山水画自唐始变，盖有两宗：李思训、王维是也。李之传为宋王诜、郭熙、张择端、赵伯驹、伯骕，以及于李唐、刘松年、

马远、夏珪皆李派。王之传为荆洁、关仝、李成、李公麟、范宽、董源、巨然，以及于燕肃，赵令穰，元四大家皆王派。李派板

细无士气，王派虚和萧散，此又慧能之禅，非神秀所及也。王郑虔、卢鸿一、张志和、郭忠恕、大小米、马和之、高克恭，倪瓒

辈，又如方外不食烟火人，另具一骨相者。[11] 

陈继儒对山水画的发展进行了概括和归类，且正式论及南北分宗，从而以一种新的笔墨形式、审美情趣、品评标准来引导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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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无序的画坛，这无疑是一次文人画的总结和突破，也为董其昌最终形成南北宗论起到奠基的作用。 

最后，提出了“书画相通如禅家之合相”的观点。
[12]691

陈继儒在《妮古录》里谈到“画者，六书象形之一。故古人金石、钟

鼎、隶篆，往往如画，而画家写水、写兰、写梅、写葡萄，多兼书法，正是禅家一合相也”。[12]691书画相通的理论古已有之，陈

继儒将文学与艺术相融，注重以书法的点线、形态、疾徐、轻重等变化融入绘画，同时通过禅境展现作家的绘画及文学修养，体

现其倡导的“书画同源，禅宗观照”的文士特性。陈继儒在绘画理论和实践方面，强调文人的综合修养及绘画的境界，参以自己

对生活的感悟，表现了典型的文人画倾向和趣味。 

总之，陈继儒在同时代画家中影响甚大，其良好的学养和名声及诗文方面的艺术成就，使其追随者甚众。程邃自幼即拜陈为

师，朱简亦师从陈继儒，陈继儒的作品也被商贾争相购买并仿作，作为与董其昌、莫是龙一起开创松江画派风气的前期画家，其

开创之功不可淹没，陈继儒对清代乃至今日画坛仍有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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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金笺,行书,南京博物院藏。 

2洒金笺,行书,上海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