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重阳绘画作品考述

申喜萍

作为全真教 的开创者 ，
王重 阳在传教过程 中 ， 除 了 利 用诗歌等文学题材进行传教 ，

还多次运

用 绘 画作 品来进行传教 。 在元代夏文彦所著 的通史 性绘 画 著作 《 图绘 宝 鉴 》 中 ， 首次高度评价

了 王重 阳 的绘 画作 品 。 结合 《道藏 》 、 壁 画 等文献 、 绘 画 资料 ， 本文力 图对王重 阳绘 画 作 品 所表

达的 主题 、 作用 等进行系统 的分析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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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川 师 范大学文学 院教授 。

一

、 夏文彦及其 《图绘宝鉴》

夏文彦是元末人 ， 字士良 ， 号兰渚生 。 他为人所熟知是源于他综合了许多画论以及 自 己的鉴

定考评 ， 对当时的绘画史作了一个通史性的梳理 ， 写出 了 《图绘宝鉴》
一书 。 虽然存在着颇多

的不足 ， 但 《图绘宝鉴》
一经问世 ， 就成了理解 、 研究中国古代绘画的最重要资料之一 。

夏文彦出身
“

义门
”

， 其父书画收藏颇丰 ， 鉴赏涵咏 ， 对夏文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也为他

提供了坚实的背景 。 夏文彦本人对绘画也非常着迷 ：

“

仆性鄙僻 ，
六艺之外 ， 他无所好 ， 独尝嗜

画 ， 遇所适 ， 辄终 日谛玩 ， 殆忘寝食 。

”

①

对夏文彦绘画鉴赏能力大加肯定的有元代名士杨维桢和陶宗仪等 。 陶宗仪的评价是这样的 ：

余友人吴兴夏文彦 ， 字士 良 ， 号兰渚生 。 其 家世藏名迹 ， 鲜有比者 。 朝 夕 玩索 ，
心领神

会 ，
加以游于画 艺 ， 悟入厥趣 ， 是故鉴赏品藻 ，

万不失一 。②

他们都指出夏文彦不仅深受其父绘画赏鉴的影响 ， 自身也对绘画非常痴迷 ，
不仅善画 ， 有 《修

篁芙蓉图 》 作品 ， 惜已散佚 ，

③ 而且对绘画鉴赏 、 绘画理论有非常高的造诣 ， 真正做到 了
“

万

无一失
”

， 能够进人其画史 《图绘宝鉴》 的画家 ，
基本上都具有较高艺术水准 。

夏文彦
“

因取各画记、 图画见闻志 、 画继 、 续画记为本 ， 参以宣和画谱 、 南渡七朝画史 、

齐 、 梁 、 魏 、 陈 、 唐 、 宋以来诸家画录 ， 及传记杂说百氏之书 ， 搜潜剔秘 ， 纲罗无遗 。 自轩辕时

至宋幼主德祐乙亥 ， 得能画者一千二百八十余人 ， 又女真三十人 。 本朝 自至元丙子至今九十余年

间 ，
二百余人 ， 共一千五百余人

”

。
④ 在这部作品 中 ， 也有对金代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及其作品

① ［ 日 ］ 近藤秀实 、 何庆先编著 《 〈 图绘宝鉴 〉 校勘与研究》 ，
江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７ 年版 ， 第 ６ 页 。

② 陶宗仪 ： 《南村辍耕录》 卷十八 《叙画》 ，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７ 年版 ， 第 ２２０ 页 。

③ 陶宗仪 ： 《题夏士 良 〈修篁芙蓉 〉 》 ， 《南村诗集》 卷四 ， 全诗为 ：

“

故人一别两年过 ， 写归相思恨转多 。 欲

采芙蓉隔秋水 ， 只闻江上竹枝歌。

”

《陶宗仪集》 ， 浙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 第 ７６ 页 。

④ 陶宗仪 ： 《南村辍耕录》 卷十八 《叙画 》 ， 第 ２２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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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介绍 ：

重 阳真人王 蟲 ， 字知明 ， 咸 阳人
，
大定 中得道登真 。 其初度马丹 阳 夫妇 ，

日 尝 画 《骷

髅 》 、 《天堂》
二 图并 自 写真 ，

及作 《松鹤 图 》 与 史宗密真人 。
①

作为全真教创始人 ， 从宗教思想 、 民族气节 、 文学作品等角度对王重阳的研究较多 ， 但第一次从

绘画角度对王重阳加以肯定的 ， 夏文彦始之 。 不同于其父浓厚的佛教爱好 ， 夏文彦似乎对道教的

理解和兴趣更为浓厚 。

生而 负 伟异之才 ， 杰特之器 ，
必不肯龌親为辕下驹 ， 老死而 已 。

人间世 固有所屑 为 ， 于

是欲乘云御风 ，
视瑪蛆湔亿万 ，

起灭何足道哉 ！ 乃遂弃俗 ，
欲与 古仙神人积精练气 ，

以至于

长生 。 然既 曰仙矣 ， 惟恐人知之也 ，
炼之冥冥之中 ， 修之扰扰之 内 ，

顾吾身才 器 虽 未能与 天

地久长
，
然天君期复 ，

一念万年 ，
湛寂真明 ，

百神听命 ，
凡所谓龙虎铅汞以成金 匮 而 不 坏

者 ，
岂 区 区金石之谓哉 ！

兰渚生妙悟此理而进此道者也 ， 有为之画其像 ，
遂昌 山 尚左老人郑

某赞之曰
：
兰生于渚 ，

人孰兰 予 ？ 予惟生如湘 景 ，
匪 兰不取 。 既纫之以 为佩

， 复缉之以 为

宇 。 縈以忠 自 沈 ，
生方 以 不 死 自 神 。 逮将 系 万古 而 一成 纯 ， 是之谓 兰 渚生 ，

庶 几乎其真

者耶 ！
②

从上文中可以得知 ， 夏文彦似乎曾 出家修道 ， 曾修炼过当时流行的内丹 ，
惜乎资料不全 ，

不能断

定夏文彦加入的是正一道还是当时的全真教 。 后世甚至有人直接把夏文彦当做道士画家来看待 。

但可能正是源于此 ， 才使得夏文彦关注并记录了道教徒王重阳的绘画一事 ， 而其他绘画史多所疏

忽的原因所在 。

《 图绘宝鉴》 问世后 ，
虽然存在一定的问题 ， 但对后世及至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

对其高度评价言论的甚多 ：

“

这是一部非常方便实用的美术词典 。 此书问世以来 ， 后世著述多受

其惠 ， 现代辞典的有关解说 ，
也多引 《图绘宝鉴》 论述为据之例 。

”

③

明代朱谋垔在 《画史会要》 中直接把夏文彦原话进行了复制 ：

“

重阳真人王寿 ， 字知明 ， 咸

阳人 ， 大定中得道登真 。 初度马丹阳夫妇 日
， 尝画 《髑髅》 《天堂》 二图 ， 并 自写真及作 《松鹤

图 》 与史宗密真人 。

”

④ 只是 ， 《 图绘宝鉴 》 中 的
“

王嘉
”

， 在这里不知什么原因变成了
“

王

寿
”

，
以 ｉ化传说 ， 今人郑午昌在 《 中国画学全史》

一书中也采用了
“

王寿
＂

这个名字 ：

“

以道士

论 ， 有牛戬之寒雉 、 野鸭 ， 李怀仁之龙 ， 李思聪之山水 ， 罗胜先之雨余螬崠 ， 金王寿之人物 ， 榖

道士之仙女 ， 左幼山之山水人物 ， 尹可元武光之竹石花鸟 ， 许龙湫 、 杨世昌之山水 ， 吕拙之屋

木 ，
王显道之罗汉 ， 徐知常之神仙 ， 徐泰定之水墨山水 ， 杨大明之龟蛇 ， 皆有名于时 。

＂

⑤ 但在

该书中也仅仅提及
“

王寿
”
一名 ， 指出其人物画

“

有名于时
”

， 没有其他的任何分析和研究 。

二 、 王重阳的绘画作品

王嘉 （
１ １ １２
—

１ １ ７０
） ， 字知明 ， 号重阳子 ， 陕西咸阳大魏村人 。 出生于一个经济富裕的地主

家庭 。 王重阳
“

美须髯 ， 大 目 ， 身长六尺余寸 ， 气豪言辩
”

， 是一个任气好侠的人 。 由于王重阳

仕途不顺 ， 加之其父 、 其兄年龄递增 ， 死亡问题就成了王重阳认真思考的事情 ， 于是 ， 他于正隆

① ［ 日 ］ 近藤秀实 、 何庆先编著 《 〈 图绘宝鉴 〉 校勘与研究》 ， 第 ５９ 页 。

② 《兰渚生像赞》 有引 ， 《郑元祐集》 ， 徐永明校点 ，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０ １０ 年版 ， 第 １６０
—

１６１ 页 。

③ ［ 日 ］ 近藤秀实 、 何庆先编著 《 〈 图绘宝鉴 〉 校勘与研究》 ， 第 ３０６ 页 。

④ （ 明 ） 朱谋垔 ： 《画史会要》 卷三 ， 《 中 国书画全书 》 第 ４册 ， 上海书画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 第 ５４８ 页 。

⑤ 郑午昌 ： 《 中国画学全史》 ，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 １ 年版 ， 第 ２３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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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重 阳绘画作 品考述◎

四年 （
１ １ ５９

） 自称甘河遇仙 ， 两年后 （
１ １６１

） 弃家归于南时村 ，

“

作穴室居之 ， 名 曰活死人

墓
”

。① 隐修三年后 ，
王重阳毅然东迈 ， 去山东半岛传教 。 先后收授马钰 、 潭处端 、 丘处机 、 王

处一 、 刘处玄 、 郝大通 、 孙不二等七弟子 ， 后被称为
“

全真七子
”

， 他们为全真教 日后的大发展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三年后 ，
王重阳托付后事于大弟子马钰 ， 无疾而终 。 王重阳 出身名 门 ， 广览

诗书 ， 为了教化弟子 ， 传教度人 ， 留下了许多著作 ， 如 《重阳全真集》 、 《重阳教化集 》 、 《重阳

分梨十化集》 、 《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 、 《重阳真人授丹阳二十四诀》 、 《重阳立教十五论》 等 。

而关于王重阳的事迹以及招收全真七子的事迹不仅在当时人为他们所做的墓志铭 、 全真教史中有

所记载 ， 在永乐宫的壁画中也有集中地体现 。

．

参照夏文彦的 《图绘宝鉴》 以及 《道藏》 中有关的史料 ，
王重阳有 《松鹤图 》 、 《天堂地狱

图》 、 《傲髅图 》 、 三髻道人 自 画图像等绘画作品 。 非常可惜的是 ， 这些作品都没有保留下来 。 只

能借助永乐宫重阳殿现存有关王重阳教化弟子的壁画来窥知其绘画内容之一斑 。

１ ． 《骷髅图 》

陈垣先生曾明确指出 ， 佛教之所以能在中 国得到极大发展是得益于文学 、 美术 、 园林等艺术

形式的帮助 ：

“

佛教入中 国一千八百余年 ， 今 日虽极衰落 ， 然昔曾深人社会中心 ， 佛教何以能得

此 ， 佛家说是佛力广大 ， 有人说是帝王提倡 ， 据我观察 ， 有三种原因 ：

一

、 能利用文学 ；
二 、 能

利用美术 ；
三、 能利用园林 。

”

②

作为初创的全真教而言 ， 怎样发展教徒 、 传播教理教义 、 扩大 自 己的社会影响力是一件艰巨

而重要的事情 。 王重阳在发展教徒时 ， 尤其是劝化马钰时 ，
也充分利用了诗歌 、 绘画等艺术形

式 ，
③ 尤其是抓住了马钰怕死这一心理时 ， 更是借助绘画形象的直接性 ， 把人死后成为骷髅的这

一样貌画出来 ， 用来宣教 。

李泽厚先生在论述
“

心理成本体
”

时提出 ：

“

客观公共的时间作为公共假定 ， 是人们活动 、

存在的工具 ；
主观心理的时间作为情感

‘

绵延
’

， 与个体有限存在血肉相联 。

……人在时间面

前 ， 可以丑态毕露 。 也由之而不断生产着各种宗教和各种艺术以停住
‘

时间
’

。

”

最后 ， 李泽厚

先生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 ：

“

时间逼出 了信仰问题 。

”

④ 马钰所面对的正是由时间逼出 的入道信

仰问题 。 实际上 ， 早在马钰遇到王重阳之前 ， 时间 、 寿数问题已经开始困扰着马钰 。

“

（ 马钰 ）

因稽寿几何 。 曰 ： 君寿不逾四十九 。 师叹曰 ： 死生固不在人 ， 曷若亲有道为长生计 。 巳而与客弈

棋 ， 乃失声曰 ： 此一著下得 ， 是不死矣 。

”

⑤

王重阳创立全真教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和时间 、 死亡等有一定关系的 ：

“

余当九岁方省事 ，

祖父享年八十二 。 二十三上荣华 日
， 伯父享年七十七 。 三十三上觉婪耽 ， 慈父享年七十三 。 古今

百岁七旬少 ， 观此递减怎当甘？

”

⑥ 他曾 自画骷髅警示 自 己 ：

“

此是前生王害风 ， 因何偏爱走西

东 。 任你散髅郊野外 ， 逍遥一性月 明 中 。

”

⑦
“

堪叹世间名与利 ， 朝贪暮爱没休时 。 悟来恰似观

棋者 ， 迷后浑如败者棋 。 急急修行急急修 ， 我今题写此骷髅 。 从来世上争名利 ，
不到而今未肯

休 。

”

⑧ 王重阳叹新髅的类似主题在其作品 中还有很多 。

针对马钰惧怕死亡这一情况 ，
王重阳利用绘画形象的直接性 ， 用代表死亡的骷髅来直接剌激

① 《终南山神仙重阳真人全真教祖碑》 ， 《甘水仙源录》 卷一 ， 《道藏》 第 １９ 册 ， 第 ７２３ 页 。

② 陈垣 ： 《陈垣集 》 ，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 ， 第 ６５ 页 。

③ 可参见拙文 《王重阳审美教育思想研究》 ，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 。

④ 李泽厚 ： 《历史本体论》 ， 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 ２０００ 年版 ， 第 ８５
—

８６ 页 。

⑤ 《全真第二代丹阳抱一无为真人马宗师道行碑》 ， 《甘水仙源录》 卷一 ， 《道藏》 第 １９ 册 ， 第
＂

７２９ 页 。

⑥ 《重阳全真集》 卷九 ， 《道藏》 第 ２５ 册 ， 第 ７３９ 页 。

⑦ 《 自 画骷髅》 ， 《重阳全真集 》 卷二 ， 《道藏》 第 ２５ 册 ， 第 ７０５ 页 。

⑧ 《叹世》 ， 《重阳全真集 》 卷十 ， 《道藏》 第 ２５ 册 ， 第 ７４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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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劝化马钰。

“

堪叹人人忧里愁 ， 我今须画一做髅 。 生前只会贪冤业 ， 不到如斯不肯休 。 为人须

悟尘劳汩 ， 清净真心真宝物 。 夺得爾龙 口 内珠 ， 便教走人昆仑窟 。

”

① 马钰在见到王重阳所画骷

幾后 ， 有所警醒 ：

“

风仙化我 ， 无限词章 ， 仍怀犹预心肠 。 见画散髅省悟 ， 断制从长 。 欲待来年

学道 ， 恐今年 、 不测无常 。 欲来 日
， 恐今宵身死 ， 失却佳祥 。 管甚儿孙不了 ， 脱家缘 、 街上恣意

猖狂 。 遣兴云游水历 ， 别是风光 。 经过无穷胜景 ， 更那堪 、 得到金方。 专一志 ， 炼丹阳须继重

阳 。

”

②
“

扶风全道名通一 ， 道号无忧 。 见画骷髅 ，
猛烈收心事事休 。 四旬有六霜侵鬓 ， 拂袖云

游 。 休要刚留 ， 譬似无常限到头 。

”

③

由于马钰是王重阳到山东后所收的影响最大的弟子 ， 因此 ， 对王重阳利用傲骸画来点化马钰

一事 ， 全真教史多有记载 。 如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 卷六 ：

“

（王重阳 ） 尝画一枯髅 ，
志期

（ 马钰 ） 夫妇之从化 ， 题之以颂云 ： 堪笑人人忧里愁 ， 我今须画
一骷髅 。 生前只会贪冤业 ， 不到

如斯不肯休 。 仙姑始然未纯信 。

…… 又一 日
， 祖师复画天堂一轴 ， 示之 曰 ： 果能 出家 ， 决有

此报 。

”

④

永乐宫重阳殿的壁画第 ２７ 图
“

叹新髅
”

也再现了这一事件 ：

“

昔祖师在全真庵 ， 自 画
一骷

髅 ， 以示丹阳夫妇 。 复赠之诗云 ：

‘

堪叹人人忧里愁 ， 我今须画一骷髅 ， 生前只会贪冤业 ，
不到

如斯不肯休 ！

’ ”

⑤
（该壁画见封三图 ５

） 王重阳至少画了两幅骷髅画 ， 但都没有流传下来 。 这幅

壁画展示了王重阳用绘画教化马钰的情形 。 壁画中可见王重阳手拿一副画作 ， 在给马钰等弟子展

示 ， 依稀可看出 画 中画着一幅骷髅 。 差可仿佛 ， 该壁画对理解王重 阳 的骷髅画有一定 的补益

作用 。
⑥

《 四库全书》 认为吴镇 《题画韶髅之沁园春词 》 为假托吴镇之题 ，

“

鄙俚荒谬
”

， 断然认定
“

无论历代画家 ， 从无画及點髅之事
”

。⑦ 这个断定过于草率和武断 ，
王重阳教化马钰的 《骷髅

图 》 不仅具有教化意义 ， 艺术价值也很高 ， 这从夏文彦把王重阳及其作品收录进 《 图绘宝鉴》

一书即可窥知端悅 。 而吴镇有 《题画骷髅 ， 调寄沁园春》
一诗 ， 表明他曾经画过骷髅或者看到

过軸髅画 ：

“

漏泄元阳 ， 爷娘搬贩 ， 至今未休 。 吐百种乡音 ， 千般扭扮 ，

一生人我 ， 几许机谋 。

有限光阴 ， 无穷活计 ， 汲汲忙忙作马牛 。 何时了 ， 觉来枕上 ， 试听更筹 。 古今多少风流 ， 想蝇利

蜗名谁到头 。 看昨 日他非 ， 今朝我是 ；
三回拜相 ， 两度封侯 。 采菊篱边 ， 种瓜园内 ， 都只到邙山

土一丘
， 惺惺汉 ， 皮囊扯破 ， 便是骷髅 。

”

⑧

谭处端也曾在辦髅画上题词 ， 见于 《昆嵛山 白骨图并诗》 碑石。 该碑
“

碑高二尺 ， 广一尺

六寸 ， 像二尊 ， 傲髅一 ， 十二行 ， 行八字 ， 两截刻 ， 上图下诗 。 在洛阳
”

。 骷髅图下为潭处端题

词 ：

“

我今伤感叹枯髅 ， 艳女娇儿恋不休 ， 留意勤勤贪贿赂 ， 无心损损做持修 。 生前造下无边

罪 ， 死后交谁替孽囚 。 精血尽随情欲去 ， 空遗骸骨卧荒丘 。

”

⑨ 从现有资料无法判断该骷髅画为

谁所画 。 谭处端擅长书法 ， 艺术造诣颇高 ， 如果仅仅是一个粗糙的 白骨骷髅画 ， 他应该不会在上

面题词 ， 从之推断 ， 该白骨骷髅画的艺术价值也颇高 。

① 《画骷髅警马钰》 ， 《重阳全真集》 卷十 ， 《道藏》 第 ２５ 册 ， 第 ７４５ 页 。

② 《师父画骷髅相诱引 ， 稍悟 》 ， 《丹阳神光灿 》 ， 《道藏》 第 ２５ 册 ， 第 ６３３ 页 。

③ 《出家人道》 ， 《渐悟集 》 卷上 ， 《道藏》 第 ２５ 册
， 第 ４５４ 页 。

④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后集》 卷六 ， 《道藏》 第 ５ 册 ， 第 ４８８ 页 。

⑤ 《文物 》 １９６３ 年第 ８ 期 ， 第 ７６ 页 。

⑥ 由于王重阳的绘画作品都没有流传下来 ， 只能借助永乐宫王重阳教化弟子的壁画艺术来帮助理解和把握王

重阳的绘画 ； 壁画有些已经斑驳 ， 为了阅读效果 ， 本文采用了二幅较为清晰的壁画图片 。

⑦ 《四库全书总 目提要》 卷一六八 ， 第 ３２ 册 ，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 １ 年版 ， 第 ７７ 页 。

⑧ 李德埙编 《吴镇诗词题跋辑注》 ， 山东美术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 ， 第 １２３ 页 。

⑨ 陈垣 ： 《道家金石略》 ， 文物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 ， 第 ４３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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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重 阳绘画 作 品考述◎

除了王重阳 、 马枉等的傲骸作品外 ， 全真教中叹新髅的作品还有很多 。 如侯善渊有 《继古

韵和新髅颂十首》 ， 其中之一 ：

“

骷髅非 ， 點髅非 ，

一堆白骨卧沙堤 。 荣华富贵今何在 ， 空伴 白

杨千古碑 。

”

① 基于全真教叹新發的作品极多 ， 康宝成指出 ，

“

似可初步判断 ， 《新髅格》 或即出

自金元间全真教道士之手
”

。②

全真教传教的手段还有借助戏曲等艺术形式 ， 但民间的悬丝骷髅戏可能更早就被吸收进全真

教 ， 成为重要的传教手段之一 。

马钰对悬丝傀儡的描写 ：

男作行尸 ，
女为走骨 ， 爷娘总是骷髅 。 子孙后代 ， 番作小骷髅 。 日 久年深长 大 ，

办资

财 、 匹配骷髅。 聚满堂 ，
活鬼终 ａ 玩骷髅 。 当 家骷髅汉 ，

忙忙劫劫
， 长养骷髅 。 有朝 身

丧 ， 谁替你骷髅 。
三寸 主人 气 断 ，

活骷髅 、 相送死骷髅 。 休 悲 痛 ，
劝 君早悟 ， 照 管 你

骷髅 。③

叹人身 ，
如傀儡 。 五彩妆成 ， 尽是虚瞒昧 。 叉手棚 头谈今古 。 相呼相唤 ， 空 向人前

舞 。 出 来时 ，
如风 雨 。 气 断之时 ，

七 魄三魂去 。 饶你 棚前槌画 鼓。 唤 不 回 头 ， 终没 回

来路 。④

姬志真 《招隐》 对悬丝傀儡的描写 ：

君不见 ， 邯郸枕中得如意 ， 磨镜未明人换世 。

又不见
，
槐安宫里 尚金枝 ，

蚁战功名黍一炊 。

遍界尽为开眼梦 ，
化工幻惑 闲般弄 。

似寄悬丝傀偶棚 ， 宁许暂如山不动 。

智也无涯生有涯 ，
悠悠千古未还家 。

家 园素有知何在 ， 谁趁东风赏觉花 。

归去来 ，
宜早早 ， 步步清凉除热恼 。

顷刻光 阴 下手迟 ， 莫待形容变枯槁 。⑤

王丹桂 《傀儡喻》 中对悬丝傀儡的描写 ：

颜貌胡妆点 ， 形骸旋合攒 。 趂跄扭捏恁 多 端 ， 争信被人般 。 由 自摇头弄影 ，
日 日 当 场驰

骋 。

一朝线断罢抽牵 ，
方悟假因缘 。

⑥

于道显 《劝世》 中对悬丝傀儡的描写 ：

浮名浮利 总悠悠 ， 系 绾人心早晚休 。

一向经营忘 了 日
，
几曾 富贵到枯髅 。

宝 山有分空回首 ， 苦海无涯强 出 头 。

性命悬丝如傀儡 ，
不知入戏作风流。⑦

这些作品中都写到了骷髅戏弄、 操纵另外一个骷髅的情景 ， 对于教徒的劝化作用是毫无疑问的 。

这和李嵩的 《幻化散發图 》 非常相似 。 李嵩的 《骷髅幻戏图 》 绘制在团扇上 ， 在团扇的左边画

着一个大傲發 ，
正在以右手操控丝线 ， 表演悬丝傀儡戏 。 伊维德认为李嵩的 《骷髅幻戏图 》 受

① 侯善渊 ： 《上清太玄集》 卷八 ， 《道藏》 第 ２３ 册 ， 第 ８０ １ 页 。

② 康宝成 ： 《 〈骷發格 〉 的真伪与渊源新探》 ， 《文学遗产》 ２００３ 年第 ２ 期 ， 第 １０４
—

１０５ 页 。

③ 《鸣鹤余音 》 卷三 ， 《道藏》 第 ２４ 册 ， 第 ２６９ 页 。

④ 《鸣鹤余音》 卷四 ， 《道藏》 第 ２４ 册 ， 第 ２７５ 页 。

⑤ 姬志真 ： 《云山集》 卷一 ， 《道藏》 第 ２５ 册 ， 第 ３６６ 页 。

⑥ 王丹桂 ： 《草堂集》 ， 《道藏》 ２５ 册 ， 第 ４８２ 页 。

⑦ 《离峰老人集》 卷上 ， 《道藏》 第 ３２ 册 ， 第 ５３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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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真教思想的影响 ，
① 张广保则认为这个结论有点牵强 ，

② 笔者在 《道藏》 中找到了全真教徒有

关悬丝傀儡的多处描写 ，
上文中已引用一部分 ， 是为对伊维德的观点提供一个更强的资料支撑 ；

同时笔者也较认同伊维德的观点 。 当然 ， 不可否认的是 ，
全真教的悬丝傀儡与李嵩作品中表现的

悬丝傀儡也同时都受到了当时民间戏曲的影响 。 李嵩虽受到民间表演的影响 ， 但他对道教的了解

程度应该很深 。 他曾画过 《四迷图 》 ， 表达对酒 、 色 、 财 、 气等四种物质对人的危害 ， 这和全真

教的观点完全一致 。 除此之外 ， 李嵩的 《幻化骷髅图 》 在传世过程中 ， 先后有全真道士黄公望 、

正一道士张雨在上面题字 。

陈继儒曾记载他曾珍藏过 《骷髅幻戏图 》 ， 看到黄公望在上的题词 ：

“

余有李嵩骷髅团扇绢

面 ， 大新髅提小辦髅戏一妇人 ， 妇人抱小儿乳之。 下有货郎担 ， 皆零星百物可爱 。 又有一方绢为

休休道人大痴题 。 金坛王肯堂见而爱之 ， 遂以赠去 。

”

③ 黄公望的题词为 ：

“

没半点皮和肉 ， 有

一担苦和愁 。 傀儡儿还将丝线抽 ， 弄一个小样子把冤家逗 。 识破个羞那不羞 ？ 呆兀 自 五里已单

堠 。

”

④ 文中提及的大痴道人指的就是黄公望。

吴其贞 《书画记》 中提及
“

李松 《骷髅图 》 ，
纸画一小幅

”

： 画在澄心堂纸上 ， 气色尚新 ，

画一墩子 ， 上提三字 ，
曰

“

五里墩
”

， 墩下坐一酤體 ， 手提一小骷髅 ， 旁有妇乳婴儿于怀 ， 又
一

婴儿指着手上小辦髅 ， 不知是何意义 。 识二字 ，
曰

：

“

李嵩
”

。 余尝见有临摹本 ， 诗堂上有张伯

雨等数人题咏 ， 皆为感叹之词 。⑤ 上文中言及的张伯雨就是茅山高道张雨 。

正是因为李嵩 《幻化骷髅图 》 的主旨吻合道教的劝世精神 ， 才会有两大高道为其题词 。

２ ． 《天堂图 》

王重阳用骷髅画来劝化马钰 ， 使其向死而生 ， 能够悟道 ， 出家修行 。 除了骷髅画之外 ，
王重

阳也借助地狱的恐怖 、 天堂的美好等画作来进行教化 。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 》 卷
一记载有 《天堂画 》 是王重阳专 门画予马钰之妻孙不二的 ：

“

师尝训马钰之妻孙氏 ， 名不二 ， 号清净散人 。 又以 《天堂画 》 相示之 。 五月 五 日 ， 令不二烧誓

状 ， 仍赠以诗 。

”

⑥

在重阳殿壁画中 ， 第 ２６ 幅画
“

画示天堂
”

记载了这个事件 ：

“

重阳祖师 ， 自 画天堂之相 ，

以示清净散人孙仙姑 。 夫天堂者 ，
乃诸天之福堂也 。 言度人口 ，

五方天中各有福堂 口道果以升

入 。 盖先警以地狱之苦 ， 复示以天堂之乐 ， 口于行道而口迷也 。

”

⑦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 》 仅仅提及 《天堂画 》 ， 没有提及王重阳用地狱来作为警示。 但
“

画示天堂
”

则言及
“

先警以地狱之苦
”

， 后
“

示以天堂之乐
”

， 和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 》

卷一记载有所不同 。 但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 卷一 《马钰》 中则又指出 ，
王重阳

“

又于梦

中以十犯 、 十诫狱警之
”

。
⑧ 《金莲正宗记》 卷 ５ 《清净散人》 中的记载和

“

画示天堂
”一样 ：

“

适

大定丁亥冬 ’ 重阳先生来 自终南 ， 马宜甫待之甚厚。 仙姑未之纯信 ’ 乃锁先生于庵中百有余 日
， 不

与饮食 。 开关视之 ， 颜采胜常 ， 方始信奉 。 仍出神入梦 ， 种种变现 ， 惧之以地狱 ， 诱之以天堂 。

”

⑨

在王重阳的作品中虽然没有直接指出地狱 、 天堂的描写是用来警示马钰夫妇的 ， 但 《重阳

① 伊维德 ： 《绘画和舞台 中的髑髅和贴髅》 ， 载张广保主编 《多重视野下的西方全真教研究》 ， 第 ５９９ 页 。

② 张广保主编 《多重视野下的西方全真教研究 》 ， 第 页 。

③ 陈继儒 ： 《妮古录》 卷三 ， 《 中 国书画全书》 第 ３ 册 ， 上海书画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 第 １０５２ 页 。

④ 隋树森主编 《金元散曲 》 （下 ） ，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４ 年版 ， 第 １０２８ 页 。

⑤ 吴其贞 ： 《书画记》 上册 ，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１ ９６３ 年版 ， 第 ３ １

—

３２ 页 。

⑥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 》 卷一 ， 《道藏》 第 ５ 册 ， 第 ４ １６ 页 。

⑦ 《重阳殿王重阳画传榜题四十九幅》 ， 《文物》 １９６３ 年第 ８ 期 ， 第 ７６ 页 。

⑧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 卷一 ， 《道藏》 第 ５ 册 ， 第 ４ １９ 页 。

⑨ 《金莲正宗记》 ， 《道藏》 第 ３ 册 ， 第 ３６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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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重 阳绘 画作 品考述 ◎

全真集》 对地狱之苦 、 天堂之乐的描述 ， 很可能就是针对马钰夫妇而写的 ：

酆都路 ，
定置个 ， 凌迟所 。 便安排 了 ，

铁床镬汤 ，
刀 山剑树 。 造恶人有缘觑 ，

造恶人有

缘覷。 鬼使勾 名持黑簿 ，
没推辞 ， 与他去 。 早掉下这尸骸 ，

不藉妻儿与女 。 地狱中 长受苦 ，

地狱中长受苦。

蓬莱路 ，
显 自在 ， 逍遥所 。 现长生景 ，

琼花玉叶 ， 金枝宝树 。 作善人得观觑 ， 作善人得

观覷 。 童子青衣掌仙簿 ， 行功成 ，
上升去。 结就一粒金丹 ， 深谢婴儿姹女。 永不遭三界苦 ，

永不遭三界苦 。①

刘处玄关于地狱的描写 ：

“

牛头狱卒急怒 ， 到此 口难分诉 。 痛苦无停无住 ， 拔舌生前毁主 。 子孙

醮缘重遇 ， 敬信全仗高真度 。

”

② 从刘处玄开始 ， 逐渐把天堂、 地狱放到一起进行描写 ：

“

无地

狱罪 ， 赐天堂福 。

”

③ 姬志真也是把天堂 、 地狱放到一起来进行描写 ：

“

天网恢恢不可欺 ， 冥涂

黯黯卒难知 。 善因恶果因心造 ， 地狱天堂各 自为 。 饿鬼傍生贪里得 ， 淹魂滞魄性中痴 。 劝君绝早

寻归计 ， 限到临头悔后迟 。

”

④

地狱的悲惨和天堂的美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教徒在强烈的对比下 ，
心性上的选择就不言而

喻了 。 在后来永乐宫重阳殿壁画创作时 ， 就把强烈对比 ， 尤其是地狱的惨烈描写了 出来 ， 可以

说 ， 对地狱的描摹是 《骷髅画》 进一步具象化的结果 。

重阳殿壁画中的 １６ 、
１７ 、

２ １
、
２２

、
２３ 、 ２４

、
２５ 等七幅壁画就形象地展示了马钰夫妇先后经

历地狱的各种苦楚 ， 后被王重阳教化获救的经历 。

１６ 看彩 霞
－

丹阳夫妇 ， 奉真 曰 浅 ， 未能洞达幽迹 ，
齐物泯 己 ， 每于境 中争竞人我 ，

谈说是非 ， 堕 于

拔舌之狱。 祖师垂泯 ，
现神狱上 ， 仰观彩霞 ， 俾令开悟 。

一

日祖师大醉 ， 径入孙氏寝室 。 孙

氏怒而锁之 门
，
使家人呼宜甫而告之 。 宜甫 曰 ： 师与余谈话楼 中 ，

不 离 须臾 。 至家开锁 ，
室

已空矣 。 由是大生信心 。

１７ 擎芝草 （
见封三 图 ６

）

重 阳祖师 ，
欲令丹阳 夫妇 ， 俱证上仙 ，

百行并修 ，
万善皆积也 ， 初演之以 清静无为之

道
，
次拯之沉沦地狱之苦 ， 庶使心不退转 ， 渐登仙果。 且夫妇 虽 崇至道 ， 其余酒 色财气 ， 犹

有未尽 ， 则摄魂地狱 ， 祖师乃见神云 中 ， 手擎芝草而救护之 。

２ １ 拨云头

丹阳夫妇每恣 口腹
， 口口腥腐 ， 害及性命 ，

心 失仁 慈 。 则 梦入镬汤地狱 ，
祖师见神狱

上
，
以九节杖拨除云头 而跑之。 欲令知其果 自 因 生 ， 不 无还报 ， 务令改过 自 新 ，

以成上善

之行 。

马钰在 自 己作品中也曾提及
“

镬汤地狱
”

：

“

生前奸狡极 ， 死后罪业多 。 决人镬汤狱 ， 难逃铁网

罗 。

”

⑤ 这和壁画中描述的镬汤地狱一致 。

２２ 洒净水

夫圣人之心 ， 其于要人利物 ， 济死度生也 ， 惟恐行之不至 ，
又乌肯利 己而损他哉 ？ 丹阳

夫妇 于利 己损他、 结怨构祸之行 ， 未能屏去。 每有所犯 ，
必梦入炉炭之狱 。 祖师 为之哀愍 ，

见神云际 ，
洒净水以救之 。

① 《重阳全真集》 卷三 ， 《道藏》 第 ２５ 册 ， 第 ７ １ １ 

—

７ １２ 页 。

② 《仙乐集》 卷一 ， 《 白莲花词 》 ， 《道藏》 第 ２５ 册 ， 第 ４２５ 页 。

③ 《仙乐集》 卷一 ， 《道藏》 第 ２５ 册 ， 第 ４２３ 页 。

④ 姬志真 ： 《云山集》 卷二 《天网 》 ， 《道藏》 第 ２５ 册 ， 第 ３８０ 页 。

⑤ 《洞玄金玉集 》 卷四 《受罪》 ， 《道藏》 第 ２５ 册 ， 第 ５８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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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起慈悲

按丹阳夫妇之家业 ， 富 甲 东牟 ，
名称半 州 ， 犹怀不足 ， 每起贪婪 。 祖师终欲契归仙道 ，

恐 因物口心
，
乃摄魂入铁轮狱

，
祖师见神云 间 ， 俯观痛口口口慈悲 ， 令知非补过 。

２４ 念神咒

丹阳夫妇时为 尸 魄所悖 ， 猿马所乱 ， 肆性之乖劣 ，
纵心之颠狂 ， 缘业所 牵 ，

摄魂于刺

口口穿腹之狱 。 祖师现神云 中□□口口破其狱 ， 为 因苦回心 ， 归 向上道。

２５ 誓盟道戒

重 阳祖师 ，
以丹阳夫妇 ，

虽 闻妙道于彼 ， 爱于旧 习 ， 时有所犯 ，
随犯警之以地狱 ， 复受

之以道戒 ， 誓盟其心 。 庶使以戒护定 ，
定而生慧 ， 洞见道源 ， 超 出 生灭

，
而大慈循循善诱之

－心
，
故可见矣 。

①

王重阳收马钰为弟子非常不容易 ， 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来教化马钱 ， 期间借用地狱的各种恐惧来

凸显修道成仙 、 升人天堂之乐 ， 是王重阳传教的重要手段之一 。

按照文献资料 ，
王重阳应该是先用地狱之苦来劝诫马钰夫妇 ， 然后才是天堂之乐的引导 。 如

果按照这个逻辑 ， 重阳殿的壁画应该是把 １６ 、 １７ 两幅有关天堂之乐的壁画放在 ２ １ 、
２２

、
２３ 、

２４ 、
２５ 有关地狱之苦的 ５ 幅壁画之后才合适 。 重阳殿壁画把天堂之乐壁画安排在地狱之苦壁画

之前 ，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 待考 。

３ ． 《松鹤图 》

如果说 《散截画》 、 《天堂画 》 是劝度弟子出家 ， 那么 ， 《松鹤图 》 则是对修道最终应该达

到的境界进行描摹的 ， 是王重阳理想人格确立的画作 。

作为全真教的创始人 ， 怎样把 自 己的教理教义传播出去 ， 招收更多的教徒继承 自 己的衣钵 ，

是摆在王重阳面前的一件大事 。 在陕西的几年时间里 ， 王重阳的传教过程并不顺利 ， 只招到了和

灵玉、 史密真等几个志同道合者 。 加之金政府的禁止 ，
王重阳毅然离开陕西 ， 去往山东传教 。 在

离开陕西前 ，
王重阳画了 《松鹤图》 ， 并把这幅画交给 自 己的弟子史密真珍藏 。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 卷一 ：

（
王重阳 ）

又 自 画云 、 松 、 鹤为一 图 ， 留醴泉弟子史公密收之 。

……

（ 马钰 ）
见醴泉史

公密 ， （ 史 ） 乃 出 旧 图 ，
而 皆应合 。

②

马钰 《洞玄金玉集》 ：

重 阳真人欲往宁海 ， 亲笔画
一画 图 与 醴泉县弟子史公密收之 。

……余 （ 这里指的是马

钰 ） 别大梁 ，
经洛阳

，

入潼关 ，
过华岳 ，

访京兆 ， 有道友相 留 ， 在孔先生庵 内 盘桓数 日 。

有醴泉史公相寻来 ， 在 东 门 里茶坊相见。 问及姓氏 ， 渠云
“

醴泉史风子
＂

，
亦是重 阳真人 门

弟子 。③

除了 《道藏》 中的资料外 ， 在修建永乐宫重阳殿时 ， 为了宣教作用 ， 共创作了４９ 幅壁画 ， 《松

鹤图》 出现的次数较多 ， 共出现 ３ 次 ， 分别是第 ９
、
４６

、
４９ 幅图 。

第 ９ 图 ： 题壁付 图

重阳祖师将游海上 ，
题于终南县资圣宫之殿壁云 ： 终南重 阳子害风王喆 ， 违地肺 ，

别京

兆
， 指蓝田 ，

经华岳 ，
入南京 ， 游海岛 ， 得知友 ， 赴蓬瀛 ， 共礼本师之约耳 。 师又 自 画松鹤

仙人之图 ， 与 门人史公密收之 ， 为他 日参 同符契云 。

第 ４６ 图 ： 付史风仙

① 《重阳殿王重阳画传榜题四十九幅》 ， 《文物》 １９６３ 年第 ８ 期 ， 第 ７５
—

７６ 页 。

②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 》 卷一 ’ 《道藏》 第 ５ 册 ， 第 ４１５ 、 ４ １７＾ １ ８ 页 。

③ 《洞玄金玉集》 卷
一

， 《道藏》 第 ２５ 册 ， 第 ５６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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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重 阳绘 画 作 品 考述 ◎

祖师未 出 关时 ， 尝 自 画一三髻道者 ， 与松鹤共为一 图 。 付史风仙 曰
， 留此待我他 日 擒得

马来 ，
以为 堪 同 。 后丹阳入关 ，

风仙以 画像验之 ，
毫发无异 。

４６ 图的文字和 《金莲正宗仙源像传》 中的话语极其相似 ：

“

其未出关时 ， 尝 自 画一三髻道者 ，

与松鹤共为一图 ， 付史风仙曰 ： 留此 ， 待我他 日擒得马来 ， 以为堪同 。 后丹阳人关 ， 风仙以画像

验之 ， 毫发无异 。

”

？ 该书和重阳宫壁画之间的密切关系非常值得关注 。

第 ４９ 图 ：
三师勘符

祖师羽化 ， 宾礼既终 ，
嗣教丹阳先生 ， 率丘 、 谭 、 刘三友入关 ， 谒和玉蟾 、 李灵阳 。 史

公密堪符松鹤图 ， 参同道要 。 访祖师 刘 蒋故庵 ，
公密 亦 出昔受之图 ，

以示四友 。②

第 ３８ 幅图没有直接提及 《松鹤图》 ， 但是却是对于珍藏画作的史公密的评价 。

第 ３８ 图 ： 发蒙四子

祖师 以神功妙训 ，
启发四子之蒙蔽 。 四子谓默然子刘 君 ， 长清子严君 ，

使 【 史 】 （ ？ ）

风子公密 ，
回 阳子于军 ， 时俱称入室 ，

亦丘 、 刘 、 谭 、 马之亚也 。 及乎茅塞法 【 去 】 （ ？ ）

而真心虚 ，
医膜除而道明 明 ，

差肩 万圣 ， 接武千真 ， 岂非发蒙之力者欤 ？

在早期全真教史中 ， 史公密是一个重要的见证 ， 这里直接把史公密的地位认定为仅次于丘刘谭马

等全真四子 ， 对他的评价不可谓不高 。

从以上的资料可以看出 ， 《松鹤图 》 中应该是有一三髻道者 ， 云 、 松 、 鹤等作为背景环绕在

道者旁边 。 王重阳又叫王嘉 ， 名字中有三个吉 ， 因此这
一三髻道者应该就是王重阳本人的 自喻 。

同时 ，
王重阳西归后 ， 他的大弟子马钰为了纪念先师 ， 在 自 己头顶竖起三个髻 ， 也为三髻道者 。

到陕西后 ， 史公密拿出 《松鹤图》 ， 和马钮等一同参照 ， 并领悟王重阳传教的苦心 。 图 中的
“

三

髻道者
”

即可指王重阳 ， 也可指马钰 ， 同时也是
“

仙人
”

的 自喻 。 在第 ９ 幅图的文字中 ， 曾指

出是松鹤和仙人之图 ，

“

师又 自 画松鹤仙人之图
”

。

松鹤在中国绘画中一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意象 ， 在王重阳所画作品中 ， 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

构筑出尘 、 超世的意象表达 ， 还寄予着王重阳对弟子教诲的深意所在 。 全真教作为一个改革派的

道派 ， 对传统的道教思想有着很大程度上的改革 ， 明确以内丹心性修炼为主 ， 如何修炼心性是全

真教徒的首要任务 ， 而修炼最终达到的状态就是悟彻一切 ， 心性上超越尘世 ， 达到精神上的悟

彻 。 因此 ，
王重阳所画的 《松鹤图 》 还是马钰等教众悟道的经典秘本 。

对于松 、 鹤的理解 ， 从其弟子作品 中就可以窥知端倪 。 马钰认为全真教内丹修炼正是要炼得
“

鹤体
”

、

“

松形
”

：

“

瘦则从教瘦 ，
不许皮儿皱。 鹤体与松形 ， 正是林泉叟 。

”

③ 刘处玄也认为修

炼心性就是为了炼成不同于凡俗的
“

鹤体
”

：

“

道心不与世心 同 。 悟知空 ， 物尘容 。 达理明真 ，

应变 自然通 。 憎爱是非俱不染 ， 游福地 ， 伴松峰 。 炼成鹤体碧霄中 。 任西东 ， 访蓬宫 。 出 了 阴

阳 ， 仙寿永无穷 。 海变松枯真不朽 ， 超三界 ， 从仙翁 。

”

④
“

真悟松间鹤 ， 伪迷蛾恋灯 。 浊清明

两路 ， 就死人油烹 。

”

⑤

可见 ，
王重阳 《松鹤图》 中应该隐藏了他对内丹修炼的一些基本观点 ， 可作为后世弟子参

堪的修道秘本 ， 和经文具有相同的功能和作用 。

４ ． 其他画作

第一 ，
王重阳的写真画

① 《金莲正宗仙源像传》 ， 《道藏》 第 ３ 册 ， 第 ３７３ 页 。

② 《重阳殿王重阳画传榜题四十九幅》 ， 《文物》 １９６３ 年第 ８ 期 ， 第 ７４
—

７８ 页 。

③ 马钰 ： 《洞玄金玉集》 卷四 《道友怪予清瘦》 ， 《道藏》 第 ２５ 册 ， 第 ５８６ 页 。

④ 刘处玄 ： 《仙乐集》 卷四 《江神子》 ， 《道藏》 第 ２５ 册 ， 第 ４４ １ 页 。

⑤ 刘处玄 ： 《仙乐集》 卷二 ， 《道藏》 第 ２５ 册 ， 第 ４２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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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道藏》 、 《藏外道书》 资料中 ， 关于王重阳写真画的有两处 。

大定七年 ，
迤逦 东迈 。 经过咸阳 ，

自 画一幅 ， 作三髻道者 。
①

尝 自 写真 ， 题其上曰 ： 来 自何方 ，
去由何路 ，

一脚不移 ，
回头即悟 。

②

第一个资料是王重阳 自 己的诗文 ， 他曾提及画过写真画一幅 ， 这幅写真画可能是王重阳单独的写

真画 ， 也可能和其 《松鹤图》 为同
一幅图 ， 但因资料所限 ， 难于得出

一个确切的推论 。 第二个

资料是其后继弟子所编 ， 加之还有题词 ， 应该可信 ， 应为王重阳的写真画 。 这幅写真画大概亦应

是其对生死问题的考虑 ， 从而表达其悟道思想的 。

第二 ， 传道作品

除了收授马钰等全真七子外 ，
王重阳在由陕西逶迤东行山东的过程中 ，

一路传教 。 即使在传

教马钰等的同时 ，
也积极向他认为具有天分的世人传教 。 利用绘画作品 向

“

小张哥
”

传教即是
一■例 。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 卷一 ：

师在烟霞时 ， 张德昭有子 ，
聪明 ， 甫十六岁 ，

送之入山就学 ，
以其宿有深契 ， 前后所赠

歌诗并画一事理 ，
反复晓告者非一 。 后 出 山省亲而不复至 ， 师与德昭 书 ，

又付以真实语 ， 其

子 内 心领之雅之 ， 夙有仙分 ，
而不能 自奋于尘 。 凡师之度人也 ，

必审其才分浅深 ，
故于德昭

之子呼小张哥 ，
而未尝 以名 。 百方鎸诲而不能致 ，

介公孜孜切切而 自请 出 家 ，
而卒不纳 ， 其

所处例如此 。
③

重阳宫壁画也记录了该事 ：

４ １ 釣小张哥

重阳祖师居昆脊山 日
，
文登信士张道全送小子张哥入道 。 居 月 余 ， 侔还家省 亲 。 不 至 ，

师与其父母 书 ， 并 画 一 事理 ，
决其可否 ， 终或退败 。 其 子雅知夙有仙分 ，

然犹欲混世

俗耳 。
④

可见 ，
王重阳喜欢利用绘画这种艺术形式来表达 自 己悟道的心声 ， 也喜欢利用绘画来传教 ， 有成

功的例子 ， 当然也有失败的结果 。 但不管成功 、 失败与否 ，
王重阳对绘画艺术是非常擅长也是非

常看重的 ， 这是不争的事实 。

（ 责任编辑 ： 于 光 ）

① 白如祥辑校 《王重阳集 》 ， 齐鲁书社 ２００５ 年版 ， 第 ３４８ 页 。 该文辑 自清朝完颜崇实所写 《重阳祖师》
一文 ，

原载 《藏外道书》 。

②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 卷一 ， 《道藏》 第 ５ 册 ， 第 ４ １ ５ 页 。

③ 同上书 ， 第 ４１６ 页 。

④ 《重阳殿王重阳画传榜题四十九幅》 ， 《文物 》 １９６３ 年第 ８ 期 ， 第 ７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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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 唐至德麵＿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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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图 ５ ： 叹骷髅 （ 选 自金维诺 、 刘建平 ｉ 丨编的 Ｕ （ 乐 ： 冗

画全集 》 ，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１ ９９７年版 ， 第２６３页 。 ）
． Ｌ

图６ ： 擎芝草 （ 选 自 《永乐宫壁画全集 》 第２６２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