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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宋元之際逸民題畫詩研究


摘要


本論文根據鄭思肖（1241~1318）、馬臻（1254~？）、龔開（1222~1307）、錢選（1239~1301）這四位宋元之際逸民畫家的題畫詩，探討他們在畫藝之外的詩歌創作。並藉由詩中呈現的「詩意」，理解他們寫畫鞍馬人物、自然山水、花鳥草木所要表達的「畫意」。


第一章探討「逸民」定義、「題畫詩」發展演進與當代詩風等根本問題。第二章到第五章除紀錄四人生平行狀之外，主要將鄭思肖、馬臻、龔開、錢選四人題畫詩作分別論述。


第二章分成《一百二十圖詩集》與鄭思肖其他題畫詩兩節。《一百二十圖詩集》可從圖詩取材命題與詩歌主旨等角度，理解思肖創作此組圖詩的寫作手法及用心。鄭思肖其他題畫詩則分成《心史》題畫詩與其題寫「蘭、竹、菊」植物題畫詩。


第三章論析馬臻題畫詩。第一節是山水畫題畫詩，研究其山水題詩如何摹山範水與藉景抒情寫志。其他的題畫詩則分成三部分：題他人畫作之詩，見其對他人畫作的鑑賞觀點；題詩以敘事，見其人繪畫歷程、與人交遊與壯遊山水的經歷；見解特出之題畫詩，則從馬臻詠人、詠史、詠物三方面，見其特殊見解。


第四章論析龔開十一首題畫詩。分成龔開題馬畫詩與《中山出遊圖》、題《蘇黃像》的人物題畫詩以及山水題畫詩、題他人畫作之詩等其他題畫詩。


第五章論析錢選題畫詩。分成山水題畫詩、花鳥蔬果題畫詩、人物題畫詩與評史敘事詠物題畫詩四節。山水題畫詩中，經由山居、待渡、題金碧山水、雪霽望弁山等不同主題，可知錢選寫畫山水的心境呈現。另外在花鳥蔬果題材分成花鳥三圖、素淨三花、秋季瓜茄的題詩。最後是錢選在人物、評史與敘事詠物題畫詩等不同題材的寫畫抒感。


第六章除歸納全文，並提出逸民詩畫家「宗唐復古」的藝術追求、「隱逸」的精神依歸、詠物題材的運用與創新與確立中國文人畫的崇高地位等四項結論。



	摘要(英)	Painting Poems of Non-official Painters Leading Secluded Lives During the Late Song to Early Yuan Dynasties


Abstract


This thesis discusses the painting poetry of four non-official painters leading secluded lives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y, including Zheng Sixiao（1241~1318）, Ma Zhen（1254~？）, Gong Kai（1222~1307）, and Qian Xuan（1239~1301）. It also discusses how they display “the meaning of painting” through their poems on figures riding on horses, landscape, birds and flowers and plants.


In chapter 1, the definition of “non-official painters leading secluded lives” is drawn, follow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painting poetry” and contemporary poetry style. The lives of the four main poets are presented from chapters 2 to 5, in addition to a focus on the individual styles of the painting poems of Zheng Sixiao, Ma Zhen, Gong Kai, and Qian Xuan.


Chapter 2 is divided into “Yibai ershi tu shiji (Poems on 120 Paintings)” and other painting poems of Zheng Sixiao. “Poems on 120 Paintings” is a means to study how Zheng Sixiao creates this series of paintings and poems in terms of the materials he selects and the gist he is trying to convey. The second section discusses painting poems from “Xin shi” and painting poems on the orchid, bamboo and chrysanthemum.


Ma Zhen’s work is discussed in chapter 3. Painting poems on landscape are discussed in terms of how emotion and ambition are expressed through describing the natural scenery. The rest of the chapter is in three parts: poems on other painters’ works, poems on descriptions of traveling and the painting process, and finally, poems with unique perspectives from the view of portraying individuals, history and objects.


Eleven poems of Gong Kai are discussed in chapter 4, including poems portraying horses, “The Zhongshan Outing”, character-oriented poems such as “The Portraits of Su [Shi] and Huang [Tingjian]”, and poems on other painters’ art.


The works of Qian Xuan are discussed in chapter 5, including poems on landscape, poems on flowers, birds, and vegetables, poems on characters, history, events and objects.  For poems on landscape, the painter’s emotion is revealed through topics such as life in the mountains, waiting for the ferry, gorgeous “gold and green” landscape, and gazing at Mt. Bian after the snow has cleared.


Poems about flowers, birds and vegetables fall into three categories: three pictures of birds and flowers, three pure flowers, and finally, autumn melons and eggplants. The last section of this chapter discusses how Qian Xuan expresses his emotion and ideas in painting poems by themes related to characters, history criticism, events and object descriptions.


Chapter 6 is a concluding chapter, and points out the painters’ pursuit of


“the Tang dynasty model and a return to antiquity”, the painters’ spirit of seclusion, the application and innovation of poems on object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ofty position of Chinese literati pa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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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玉，《元代題畫詩文研究》，上海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


楊麗圭，《鄭思肖研究及其詩箋註》，中國文化學院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77年。


劉中玉，《元代江南畫風變革研究》，南京大學碩士論文，2004年。


潘玲玲，《南宋遺民詩研究》，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年。


鐘巧靈，《宋代題山水畫詩研究》，揚州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


饒薇，《錢選與錢選的「戾家畫」說》，南京藝術學院碩士論文，2006年。


肆、	期刊論文


一、逸民（遺民）相關論文


（一）綜論


王艷平，〈進退辭受間的優雅與沉重──宋元之交的士人心態與文學創作〉，《寧波大學學報》卷17期4，2004年7月。


沈傑，〈宋明遺民仙詠的忤世之情研究〉，《宗教學研究》期1，2004年。


何晉勳，〈世變下的表態紀念──以南宋遺民為例〉，《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期37，2005年7月，頁115-132。


孫克寬，〈元初南宋遺民初述〉，《東海學報》卷15，1974年7月。


張立偉，〈論遺民〉，《西南師範大學學報》期4，1995年，頁


張兵，〈遺民與遺民詩之流變〉，《西北師大學報》卷35期4，1998年7月。


蕭啟慶，〈宋元之際的遺民與貳臣〉，《歷史月刊》，1996年4月。


（二）遺民詩與畫


方勇，〈南宋遺民詩詞中的春恨意識〉，《中州學刊》期6，1998年。


方勇，〈南宋遺民詩人群體的形成與解體過程〉，《漳州師院學報》期2，1998


年。


余輝，〈遺民意識與南宋遺民繪畫〉，《故宮博物院院刊》期4，1994年。


李曰剛，〈宋末遺民之血淚詩〉，《師大學報》期19，1974年6月。


李劍鋒，〈宋末愛國士人與陶淵明的深刻共鳴〉，《九江師專學報》期1，2002年。


呂少卿，〈遺民逸民心態轉置研究──以倪瓚、漸江為例〉，《當代中國畫》期3，2007年。


周全，〈宋遺民詩試論〉，《臺北師院學報》，期1，1988年6月，頁


劉華民，〈宋季「詩史」現象探討〉，《井岡山師範學院學報》卷24期4，2003年8月。


劉靜，〈略論宋遺民詩派對宋季「晚唐體」的反思與新變〉，《中南民族大學學報》卷25期2，2005年3月。


陳傳忠，〈元代遺民繪畫的時代特徵〉，《美術觀察》，2001年12月。


龐鷗，〈抱香懷古意 戀國憶前身──泛議宋明遺民藝術〉，《東南文化》期4，2001年。


（三）逸民畫家相關論文


王靜靈，〈《秋瓜圖》與錢選的職業畫〉，《故宮文物月刊》卷23期3（期267），2005年6月，頁4-15。


石守謙撰，林麗江譯，〈錢選──元代最後的南宋畫家〉，《故宮文物月刊》卷8期12（期96），1991年3月，頁4-11。


宋力，〈吳興八俊看錢選〉，《藝術市場》期6，2008年。


金建榮，〈龔開藝術特點研究述評〉，《美與時代》期11，2007年。


胡光華，〈錢選與元代青綠山水的文人化〉，《榮寶齋》期1，2006年。


高居翰著，顏娟英譯，〈錢選與趙孟頫〉《故宮季刊》卷12期4，1978年，頁63-82。


袁世碩、日．阿部晉一郎，〈解識龔開〉，《文學遺產》，2003年5月。


徐泳霞，〈談錢選的青綠山水畫〉，《南京工程學院學報》卷5期1，2005年3月。


陳慶元，〈憂痛憤──鄭思肖詩文三個時期的特色〉，《寧德師專學報》期4，1995年。


張金紅，〈文人心志──鄭思肖及其《墨蘭圖》試析〉，《福建商業高等專科學校學報》期6，2002年12月。


張麗波，〈元初畫家錢選考〉，《藝術百家》期3，2007年。


詹石窗、釋道林，〈所南礪志寄醉鄉──論鄭思肖詩歌的道教意蘊與藝術境界〉，《湖南大學學報》卷20期4，2006年7月。


蔡星儀，〈從美國所見錢選畫迹與研究論錢選〉，《美苑》期1，2005年。


劉曉甜，〈鄭思肖的詩文：衰落時代的遺民印記〉，《韶關學院學報》卷2期1，2007年1月。


劉中玉，〈錢選繪畫中的陶潛情結〉，《榮寶齋》期2，2008年。


鄭文惠，〈遺民的生命圖像與文化鄉愁 錢選詩/畫互文修辭的時空結構與對話主題〉，《政大中文學報》期6，2006年12月，頁147-181。


二、繪畫與題畫詩論文


日本．青木正兒作，魏仲祐譯，〈題畫文學及其發展〉，《中國文化月刊》期9，1970年7月，頁76-92


吳厚炎，〈審美的人生態度──宋元「畫蘭」與「文人寄興派」〉，《黔西南民族師專學報》期2，2001年6月。


高毅清，〈元代繪畫的審美趨向與型態特徵〉，《齊魯藝苑》期3，2001年。


張晶，〈「逸」與「墨戲」：中國繪畫美學中的主體價值升位〉，《中國文化研究》2002年秋之卷，頁101-110。


鄭騫講述，劉翔飛筆記，〈題畫詩與畫題詩〉，《中外文學》卷8期6，1979年11月，頁5-13。


鄭春池，〈圖像與文本的隱喻──宋元畫格之比較〉，《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2005年1月，頁97-99。


三、其他


丁國祥，〈元詩黍離意象的時代性〉，《新鄉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卷17期3，2003年5月。


王豔平，〈進退辭受間的優雅與沈重──宋元之交的士人心態與文學創作〉，《寧波大學學報》卷17期4，2004年7月。


李劍鋒，〈宋末愛國士人與陶淵明的深刻共鳴〉，《九江師專學報》期1，2002年。


徐錦才，〈「江南文化」內涵散論〉，《嘉興學院學報》，卷17期4，2005年7月。


陳得芝，〈論宋元之際江南士人的思想與政治動向〉，《南京大學學報》期2，1997年。


陶文鵬，〈宋末七家山水詩簡論〉，《陰山學刊》卷14期4，2001年12月。


曹偉業，〈元代畫家隱逸行為與道家思想〉，《廣東教育學院學報》期3，1998年。


劉華民，〈宋季「詩史」現象探討〉，《井岡山師範學院學報》卷24期4，2003年8月。


伍、	網路資料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http://www.ctcwri.idv.tw/godki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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