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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明末清初中國的“文人畫＂到江戸時代日本的

“南畫＂─關於它的時間間隔─ 
 

森 正夫∗ 

 

 

1、序言 
 

1─（1）内藤湖南的見解：一百年乃至一百五十年的間隔 

 

明代嘉靖年間（1522~66）李・王（李攀龍・王世貞）的古文辭學到江戸時

代徂徠學（荻生徂徠 1666~1728）大約經過了一百五十年。［江戸時代日本南畫

開創者之一的祗園南海］把蕭雲從［太平三山圖］
1的木版交給池大雅（日本南

畫的巨人之一）。池大雅・蕪村（日本南畫的巨人之一）距離蕭雲從約一百餘年。 

「一般來說，中國的畫風要一百年或是一百五十年以後才傳到日本。」（〈關

於本邦南畫的鑑賞〉，1933。《支那繪畫史》，東京：弘文堂，1934。《内藤湖南

全集》第 13 卷，東京:筑摩書房，1973） 

 

1─（2）最近的研究也有共通的見解 

 

宮崎法子（日本實踐女子大學教授） 

在室町．戰國時期的日本，僅是室町時代的五山禪僧向中國的文人畫學習。

到了江戸時代中期以後，跟權力者和佛教禪僧没有直接關係的一般人士開始掌

                                                  
∗ 日本名古屋大學榮譽教授 
1 今天的理解：［太平山水圖］，是順治五年(1648)，蕭雲從五十三歳時候所畫。運用安徽地方木
版技術，把它作成圖冊刊行。由太平山水全圖、當塗風景十五圖、蕪湖風景十四圖和繁昌風
景十三圖構成，倣吳道玄、王維、荊浩、董源、巨然、米友仁、黄公望和王蒙等四十人的畫
法，配合楊萬里、蘇軾、李白等唐宋二十四位的詩作賛，使用多様的書體書寫（大槻幹郎，
《文人画家の譜─王維到富岡鉄斎》，東京：ペリカン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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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中國的文人畫面貌，追隨文人的興趣。（〈『南畫』的對岸〉《江戸文学》18 號，

1997年）愛知縣美術館馬淵美帆子也有同様的看法。 

 

1─（3）一百年還是一百五十年的間隔有什麼意義 

 

  内藤湖南─文明史的觀點  

乍看之下内藤湖南好像論及由版畫形成的繪畫樣式的具體授受需要時間，

但其本意是在於對文化．文明互相的理解而所需要時間的認識。他説：「如某一

國國民理解他國文化非常成熟的時候，應該需要這些時間。同様，西洋人理解

中國繪畫時，應該經過同様的階段。」 

内藤也把中國文化評價得很高。他寫道：「可以説日本藝術從東洋全體藝術

的角度來看，只是鄉村的產物。中國藝術傳到鄉村，帶有鄉村的色彩和濃厚的

風味，那就是日本藝術。」2 

宮崎法子─社會史、社會文化史的觀點 

中國：知識人精英＝文人士大夫不存在的時代→社會成熟、理解文人畫、

能畫文人畫的新的社會階層出現的時代。 

日本：遲了一定的時間，中國文人畫渡海來到中國文化圏邊緣的日本，社

會出現了文人畫家。（前揭宮崎論文。參考宮崎法子，《解釋花鳥畫和山水畫─

中國繪畫的意義》，東京：角川書店，2003） 

 

2、關於一百年或是一百五十年的間隔，可能給予新的解釋 

 

(1)把中國繪畫文化傳入日本社會的形態和過程。 

(2)促進中國繪畫文化傳入日本社會的中國國內歷史條件和促使日本繪畫文化吸

收中國繪畫文化的日本國内歷史條件。 

這次講座，主要整理（1）有關中國繪畫文化傳入日本社會的形態和過程的

既有研究成果，來討論（2）促進中國繪畫文化傳入日本社會的中國國内歷史條

                                                  
2 〈南畫小論─支那芸術の世界的位置─〉，1921年發表。前揭《支那絵画史》。前揭《内藤湖

南全集》第 13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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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和促使日本繪畫文化吸收中國繪畫文化的日本國内歷史條件。 

一、明末清初（十六世紀後半・十七世紀）中國文人畫的特徴─以山水畫為中

心─ 

二、江戸中期（十八世紀）日本南畫的特徴─以山水畫為中心─ 

三、中國繪畫文化通過什麼様的形態和過程傳入日本  

 

3、明代文人山水畫 
 

3─（1）明代文人山水畫的位置 

 

基於盛唐（680 左右~760）王維採用水墨畫法，從五代到宋代北方的荊浩、

李成和郭熙、江南的董源、巨然和米芾等發展出文人山水畫。經過宋末元初的

趙孟頫，元代四大家─黄公望、吳鎮、倪瓉和王蒙確立了文人山水畫。 

江南文人受到明初政治彈壓的極大打撃，到了十六世紀前半，以戴進

（1388~1462）為首的浙江出身的專業畫家活躍於宮廷，稱作「浙派」。畫題包

括人物畫、花鳥畫和山水畫，但是花鳥畫是代表的範疇。另一方面，十五世紀

以後，江南恢復了經濟的繁榮，城市發展顯著，中心城市蘇州的文人模倣宋元

大家，運用“倣古＂和“披麻皴＂那樣柔和而富有趣味的筆墨法，融合詩文的

方法，以山水畫為中心，積極進行活動，稱作吳派。沈周(1427-1509，參看圖 1)

和文徵明(1470-1559，參看圖 2)是吳派的中心人物。吳派之中選擇人物、風景和

花卉等多様畫題的文人畫家漸漸輩出，當中有位考中科舉鄉試、取得舉人資格，

不過之後卻喪失應考進士的資格，終身過著專業畫家的生活。這位便是畫題很

廣的唐寅(1470~1523)；另一位是著名美人畫的專業畫家仇英(1495~1552)。 

但是文人畫家與職業畫家的區別，以及山水畫和以花鳥畫為首的範疇區分

卻越來越模糊。到了明末，即十六世紀中葉以後，浙派慢慢衰弱，吳派文人開

始喪失突破力。恰逢此時，新的勢力抬頭，有一位士大夫，以蘇州東隣的上海

平原為活動中心，鑑賞及蒐集很多古畫，再次重視文人山水畫，加以評價，形

成新的理論，推動創作活動，影響同時期及其往後的時代，這位就是松江府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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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縣的董其昌(1555-1636)。3 

曽布川寛，〈橋本收藏品的明末清初繪畫〉（《特別展 橋本收藏品的中國繪

畫─明末清初─》，澁谷區立松濤美術館，1991）。 

前揭宮崎法子，〈『南畫』的對岸〉；宮崎法子，〈明代的繪畫〉，西岡康宏．

宮崎法子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 8，明（東京：小學館，1999）。 

 

３─（２）董其昌的出現 

 

 Ａ、南北二宗論─董其昌，《畫禪室隨筆》，〈畫源〉： 

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其後董源、僧巨然、李成、范寛為嫡子。李龍

眠、王晉卿、米南宮及虎児，皆從董、巨得來，直至元四大家，黄子久、

王淑明、倪元鎮、吳仲圭，皆其正傳。吾朝文・沈，則接衣鉢。馬、夏

及李唐、劉松年，又是李大將軍之派，非吾曹易學也。 

  李龍眠→李公麟   

王晉卿→王詵  

米南宮→米芾 

  虎兒→米友仁  

黄子久→黄公望  

王叔明→王蒙  

倪元鎮→倪瓉 

  吳仲圭→吳鎮  

文・沈→文徴明・沈周  

馬・夏→宋的馬遠、夏珪 

  大李將軍→唐的李思訓   

又：禪家有南北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北二宗，亦唐時分也。但其人

非南北耳。北宗則李思訓父子著色山［水］（使用青緑、黄金顔色的山水

畫），流傳而宋之趙幹、趙伯駒和［趙］伯驌，以至馬［遠］、夏［珪］

先輩。南宗王摩詰（王維）始用渲淡（使用淡墨勾勒），一變鉤斫之法（好

                                                  
3 王耀庭著・桑童益譯，《中國繪畫的鑑賞》，東京：二玄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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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用斧斤打開般地尖鋭表現出明暗、凹凸的畫法）。其傳為張璪、荊［浩］、

關［同］、郭忠恕、董［源］、巨［然］、米家父子（米芾和米友仁），以

至元四大家（黄公望、吳鎮、倪瓉和王蒙），亦如六祖之後，有馬駒、雲

門、臨濟兒孫之盛，而北宗微矣。要之，摩詰(王維)所謂雲峰石迹，逈

出天機，筆意縦横，參乎造化者(從超乎人類想像的構思導衍而出，筆鋒

具有自由奔放的境地，参與創造萬物。)東坡（蘇軾）贊吳道子（吳道玄）、

王維畫壁亦云。吾于維也無間然、如卉言哉。 

王摩詰→王維 荊・關→荊浩・關同 米家父子→米芾父子 元四大家→黄公

望・王蒙・倪元鎮→倪瓉 吳仲圭→吳鎮 六祖→第六代的祖師→慧能 馬駒

→唐的禪僧馬祖道一 雲門→雲門宗的開山祖雲門文偃 北宗→北宗禪（董其

昌，《畫禪室隨筆》〈畫源〉 (福本雅一他譯，《新譯 畫禪室隨筆》，東京：日

貿出版社，1984）。 

 

Ｂ 董其昌自己的畫風 

董其昌，《燕吳八景圖冊》自跋： 

開頭以古人為師，後來以造化（自然）為師。（中略）好幾次爬過名嶽，

以山為家來安慰，（中略），習慣朝嵐夕靄。如果心裏領會晴峰陰壑的變

化，將它逐一描寫，只是取意，不問似實。（張子寧，〈董其昌山水藝術〉；

前揭西岡康宏．宮崎法子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 8，明。） 

董其昌的山水畫(參看圖 3、4 和 5) 

重要的是董其昌的山水畫忽視空間的遠近和長寛，構成一種抽象性的空

間。由於將它視為一種抽象畫，因此這様的表現方法影響后來的山水畫

很大。（中略）我們在［葑涇訪古圖］可能窺見這様的影響。（前揭王耀

庭著・桑童益譯，《中國繪畫的鑑賞》。） 

董其昌［倣董源青弁山圖］，(參看圖 3) 

以輪郭線和皴為主，非常慎重地使用筆墨法，使勁地畫出石頭、樹木的

姿態。翻轉的連綿山峰和陡斜的山脈表現出巨大的氣勢。這様的氣勢展

現在整個畫面，顯得朝氣蓬勃。與使人舒適怡悅的吳派端正山水畫極為

不同。（前揭曾布川寛，〈橋本收藏品的明末清初繪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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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明末清初的中國繪畫─與董其昌的關係和差異 

 

 Ａ、明末古怪繪畫─奇想派─ 

  吳彬（1583 左右─1626 左右）［溪山絶塵圖］(參看圖 6) 

←關同［秋山晩翠圖］←董其昌對關同・郭忠恕的研究  

  米萬鍾(1570-1628)［峰巒清逸圖］(參看圖 7) 

←董其昌對關同・郭忠恕的研究 

  盛茂燁(？－1607~1633─？)［秋山觀瀑圖］(參看圖 8) 

  藍暎（1585~1664─？）［倣梅花道人山水圖］(參看圖 9) 

←元代繪畫・南北宗融合的新繪畫 

董其昌，萬曆十四年(1596)，四十二歲時，完成「西山雪霽」畫帖，寫著西

山雪霽，倣張僧繇（六朝時代・梁朝畫家）」畫“没骨濃彩＂的青山綠水。明末

清初，除董其昌外，以藍暎為中心的畫家們，自稱倣張僧繇畫青山綠水。藍暎

臨摹董其昌的「荷鄉清夏卷」（前揭曽布川寛，〈橋本收藏品的明末清初繪畫〉；

濱住真有，〈中國山水畫鑑賞的一個例子─關於池大雅「白雲紅樹圖」〉─《美

術史》，156 號，2004）。 

  

 Ｂ、從董其昌到四王吳惲（四個“王＂、吳歷和惲壽平） 

  清代初期，繼承南宗派，表現山水畫的典型作風，在清朝畫壇上，留下很 

大的影響。 

  王時敏(1592－1680)，祖父王錫爵請董其昌教王時敏畫法。(參看圖 10) 

  王鑑(1598－1677)，王時敏的族姪。繼承董其昌的理論。(參看圖 11) 

王翬(1632－1717)，王鑑、王時敏驚嘆他的畫才。王時敏指導他。(參看圖

12) 

  王原祁(1642－1715)，王時敏的孫子。自幼受到他的薫陶。(參看圖 13) 

  吳歷(1632－1718)，跟王時敏和王鑑學畫。(參看圖 14) 

惲壽平(1633－1690)，王翬最好的朋友。(參看圖 15) 

（前揭曾布川寛，〈橋本收藏品的明末清初繪畫〉，西上實，〈清代的繪畫〉，

前揭中野徹．西上實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 9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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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南宗畫作畫方法的一般性説明 

元代末葉以來，一邊用皴法，一邊使用滋潤的色墨，從局部到全面，漸次

整理畫面。這種畫法，跟使用非常生硬的線皴來構畫的專業畫家著重技巧的畫

法不同。如此反覆以筆墨漸次完成畫作的南宗繪畫方法，比較容易為外行的一

般文人所理解，因此大家喜愛這種畫法。明清時代很流行。4 

 

 Ｃ、明末江南都市各派畫家 

  松江派 

華亭派：顧正誼、莫是龍、董其昌。 

雲間派：趙左、吳振、顧大甲。 

  杭州派：藍暎、藍孟、藍濤、劉度、孫杕。  

  金陵派：龔賢（1619－1689）(參看圖 16)、樊圻、高岑。   

  揚州派：袁江(1662－1735)、李寅。 

  新安派：弘仁（1610－1664）(參看圖 17) 

 

 Ｄ、明遺民繪畫 

八大山人（朱耷，1626－1705）(參看圖 18 和 19) 

  石濤（1642－1707）(參看圖 20 和 21) 

  傅山(1607-1684) 

 

 Ｅ、揚州八怪 

在揚州，清代乾隆年間富有個性的畫家進行活動。 

以金農(1687－1764)為首的八位畫家 

    

 
 
 
                                                  
4 小林忠，〈文人畫的正統─天真明朗的池大雅手〉（大岡信・小林忠，〈水墨畫巨匠〉第 11 卷，
《大雅》，東京：講談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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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本南畫的出現和發展 
 

４─（１）關於南畫 

 

「寛永的鎖國(寛永十二年令，1635)以後，通過很有限的窗口─長崎港，依

靠福建或南京的商舶，由明朝遺民和黄檗僧侶，陸續把中國新的文物引進日本。

享保（1716－1735）以後，它結合了關西方面的武士和市民對於藝術的熱情，

繪畫界出現了稱作南畫或文人畫這種新的「唐繪─中國繪畫」樣式。經過祇園

南海、柳沢淇園、彭城百川這些初期畫家的摸索階段，池大雅、瓦謝蕪村和浦

上玉堂等優秀的畫家輩出，寶曆(1751－1763)到寛政(1789-1800)，南畫完成高度

藝術的表現。」 

「南畫─在日本江戸時代中葉興起新的中國式畫派。以中國文人畫的作畫

理念為規範，攝取以南宗畫為首的明清繪畫的各種樣式，發展出有獨自畫風的

系譜。南畫可以稱作『日本文人畫』。」5 

「江戸時代中期，從景仰中國文化的儒學者們把它當作自己的興趣開始，

之後成為畫派之一，出現了專業畫家。這原僅是一部分人士的興趣，帶有強烈

的個性，各自隨意創作，没有“狩野派＂那様有系統性的畫風，不允許超出其

一定的風格，離開流派。」 

「南畫的情形，畫家非常隨性創作繪畫，跟狩野派決不允許超出自我畫派

的畫風不一様。」 

「南畫是什麼？南畫不是南宗畫的略稱或有其同一意思之語詞。南畫只是

日本通用而有其獨自特性。大體意思是指，主要跟中國南宗畫學習，以它的精

神為理想，專業畫家也是作畫的，對象不只是山水，還觸及花鳥和人物。」
6 

                                                  
5 辻惟雄，〈日本文人畫成立──從中國到日本〉，源了園編，《江戸後期比較文化研究》，東京：
ペリカン社，1990。 

6 山内長三，《日本南畫史》，東京：瑠璃書房，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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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南畫出現的前提（一）「鎖國」和「遷海令」 

 

Ａ、關於鎖國 

按照一直以來的認知，江戸幕府為了強化中央集權的封建統治，企圖徹底

禁止基督教，限制海外貿易往來，讓日本在國際社會上孤立，實施了“鎖國＂

政策。不過，1988年東京大學荒野泰典出版《近世日本和東亞細亞》（東京大學

出版會），提出以下的見解，基本上得到大家的認同。也就是説，原本江戸幕府

為了再次整編合適的外交秩序而施行了一些措施，決非企圖「國際孤立」，因此

江戸幕府確保了日本和周邊國家、各個民族之間的外交關係。（木村直也，〈總

論Ⅱ「近世中・後期國家和對外關係」〉；(曽根勇二・木村直也編，《新近世史 2 

國家和對外關係》，東京：新人物往來社，1966。) 

 

Ｂ、關於遷海令 

清康熙二十三年(貞享元年，1684)，解除了「遷海令」＝海禁政策。 

翌年，即康熙二十四年(1685)以後，航行至長崎的中國商船超過了八十艘（←

康熙二十三年以前只是二十艘）（松浦章，〈關於元祿元年長崎來航中國船〉（《亜

細亜文化交流研究》１號，關西大學亞細亞文化交流研究中心，2006年 3 月） 

 

４─（３）南畫出現的前提（二） 

 

Ａ、十六世紀 

應仁之亂（1441─1477）後，五山文化(由日本禪宗僧侶擔負)衰微。水墨畫

由狩野派專業畫家集團擔任。 

中國明王朝為了防衛倭寇，強化海禁。明出口、日本進口的中國文物減少。 

文祿・慶長之役(1592─1599)，日本和中國的關係最為惡劣。 

這個時期日本也進口部分的中國最新繪畫，不過當時的日本以金紺畫為主

的“桃山繪畫＂没有受到中國畫新樣式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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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十七世紀以後 

徳川幕府企圖恢復日明之間的“勘合貿易＂（盡有許可證的貿易）。但是由

於明朝衰亡，未能實現。 

   清朝成立以後，中國船（唐船）航行至長崎，非常頻繁，文物進口活絡。 

   黄檗僧渡日，明朝遺民來日。 

●明末清初復刊・編集的各種畫論書的進口。    

《歴代名畫記》（唐・張彦遠。853年左右）、《筆法記》（後梁・荊浩）、《林泉高

致》（北宋・郭熙）和《山水純全集》（北宋・韓拙）的傳入。 

●黄檗僧 

例①化林性偀(1596－1667)，福建省福州府福清縣三山人，學儒業醫。明朝

滅後，隨著黃檗宗的成立，文人僧渡日，化林性偀為先驅，成為長崎崇福寺住

持（僧侶）。擅長山水、花卉和道釋畫。 

  例②獨立性易(1596－1672)，浙江杭州府仁和縣人，業儒與醫。承應二年

(1653)，渡海至長崎，隔年遷徙至奈良，投興福寺和尚隱元隆琦座下，專心醫業，

把詩跟書畫結合起來，創作出文人畫。 

●繼承日本傳統繪畫的京都名流狩野家所傳《鈴鹿文書》裏的〈畫書目録〉是

狩野山雪(1589－１1651）以及他的子孫所收藏的七十二種中國畫書。除了下列

的《八種畫譜》、《芥子園畫傳》以外，也包括莫是龍《畫説》、董其昌《論畫瑣

言》和沈顥《畫種》等有關南宗的畫論。 

以下的日本畫書都吸取了中國的這些畫論，並且非常巧妙地將内容加以改 

編。 

《畫道要訣》（延宝六年・1678），狩野探幽的弟弟永真安信交給門人的秘傳。 

《本朝畫史》（延宝六年・1867 序）。 

日本第一次真正畫史：狩野永納増補狩野山雪(1589─1651)遺留的草稿←《宣和

畫譜》、《圖會寶鑑》。    

《本朝畫法大傳》(元禄三年・1690 序）。 

《丹青若木集》（寛永十一年・1671），以士氣、器動為首的用語。 

●［探幽縮圖］巨匠狩野探幽（1602－1674），在他的晩年，萬治・寛文年間，

留下［探幽縮圖］，它是有關古畫鑑識的備忘錄，包括很多圖片在内。關於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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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畫，探幽評價：“畫得不好＂、“好的不多＂。可能是地方性專業畫家或

是外行人的業餘作品。畫家名字和生平多不詳。不過，像活動於萬曆末（十七

世紀初）萬國禎那様的畫家也包括在内。文徵明、文嘉子和陸治那様的吳派南

宗畫家的名字也出現。因為如此，在［探幽縮圖］裏，我們將看到江戸時代日

本畫家初次碰到吳派南宗畫的情形。 

●元祿十一年（1698），長崎奉行(統治長崎，管理貿易的官僚)為了鑑定和抄寫

清朝航海船舶所攜帶進入的中國畫，設置了「唐繪目利」官職。次年，元祿十

二年(1699)邊秀右、廣渡一湖。以後、十八世紀，加以一些幫助人員。（《日本國

史大辞辭典》第 3巻，東京：吉川弘文館，1983） 

 

參考文獻 

以上的記述，基本上根據前揭辻惟雄，〈日本文人畫的成立〉。 

●關於黄檗僧 

大槻幹郎，1987─1995 在全日本煎茶連盟機關雜誌《煎茶道》連載了〈文人畫

鑑賞〉的文章。後來匯整成《文人畫家的譜─従王維到鐵齋》出版，如前揭。 

全日本煎茶連盟本部在黃蘗山萬福寺。 

●關於狩野山雪 

板倉聖哲，〈狩野山雪所畫的『長恨歌圖 從異端到古典』〉（『ＵＰ』第 35巻 6

號，2006）。《狩野山雪畫 長恨歌畫卷》（東京：勉誠出版，2006，參看圖 22） 

●關於《探幽縮圖》（京都國立博物館編《探幽縮圖》上・下卷，京都：同朋舍

出版，1981）。 

 

４─（４） 南畫出現的前提（三） 

 

日本文人畫＝南畫以享保年間（1716－1735）為分期而加以出現，它的背

景： 

●以《八種畫譜》、《芥子園畫傳》為首的明末清初畫譜，所進口的明清畫，通

過渡日的黃檗僧和商人的業餘專長，傳來文人畫的理念和方法，獲得知識分子

的認同。 



12森正夫╱講座教授專論 

●自我的自覺及其產生對社會的不滿。 

●還没能夠當官的儒者，在民間教學以等待任官機緣，如教員。民間好學人士

隨著增加←通過寺子屋（私塾）教育，儒學、漢詩文和文人畫漸漸普及至民間。

（前揭辻惟雄，〈日本文人畫的成立〉；辻引用了中村幸彥，〈文人意識の成立〉、

〈文人意識的形成〉，岩波講座《日本文學史》9，1959）。 

Ａ、《八種畫譜》，明天啓年間(1621-1627)黄鳳池編。黄鳳池是集雅齋主人。 

初次和刻本（日本出版的木版本）寛文十二年(1672)京都唐本屋清兵衛等印

本（《和刻本書畫集成》第六輯，汲古書院，1978）。 

從原刊到和刻本的出版需要五十年─小林忠説極為短暫。（〈文人畫的正統

─池大雅的天真明朗〉）為了體會文人畫圖樣和技巧的畫帖，刊刻明末著名文人

的書。 

Ｂ、《芥子園畫傳》，清・李漁刊。李漁的女婿沈因伯委託王安節編纂這部書，

李漁寫序文，康熙十八年(1679)版刻。(參看圖版 23―27) 

小林忠説：「這是一部正確且簡潔介紹文人畫和南宗畫特點的指南書」（前

揭〈文人畫的正統─池大雅的天真明朗〉）。 

小林説，［大儒］荻生徂徠注目這部書的價値，在元祿年間(1688－1704)奉

送給德川幕府書庫。［儒者─後述］柳澤淇園涉略〈李笠翁的芥子園畫傳〉（《獨

睡》，1725年）。小林又說，日本最初版本的畫法書《畫筌》（狩野派画家林守篤

著。正德(1712)序・享保六年(1721))關於“六法＂、“三品＂、“十二忌＂的畫論進

行説明，注記「這在笠翁畫傳」。因此，《芥子園畫傳》深深影響當時整個關心

繪畫的日本人士。」 

大坂北村左兵衛等刊本影印，去除《芥子園畫傳》中的畫，只對畫論、畫

法的文章加以評點。文政二年(1819)（《和刻本書畫集成》第 5 輯，汲古書院，

1976）距離中國初刊只是四十年。 

●現代日本語譯本，有草薙奈津子譯，《東洋畫的描法：芥子園畫傳》（芸艸堂，

1993）。 

●有關《芥子園畫傳》的最新研究，仲町啓子，〈關於芥子園畫傳的日本刻本〉

（《實踐女子大學文藝資料研究所別冊年報》10，2006）。 

●關於中國進口到日本書籍的基礎研究，有大庭脩，《江戸時代唐船持渡書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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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1967）。大庭脩，《江戸時代的中國文化受容研

究》（東京：同朋舍出版。1984）。前者我們看到有關《芥子園畫傳》進口的不

少記錄，不過屬於江戸時代後期的較多。 

 

Ｃ、影響日本南畫的清代沒沒無聞畫家 

●蕭雲從（萬曆二十四年・慶長元年－康熙十二年・延寶 1596－1773） 

雖然考不上鄉試，但是取得賦與優秀人士的副榜資格。崇禎十七年(1644)，

明朝崩壞，悲憤慷慨，只是從事詩書畫的學習和創作。私淑元末文人畫家倪瓚

和黄公望，學習很多畫家作品。順治五年(1648)，五十三歳時，畫全 43 圖的［太

平山水圖］，作成木版，出版成圖冊。日本的祗園南海交給池大雅。（前揭大槻

幹郎，《文人畫家的譜》） 

●李珩（字楚白） 

其畫收入山水畫 11 圖的「腕底煙霞帖」，為池大雅所有，後交給弟子青木

夙夜。1608 年（文化 3）浦上玉堂引入京都。(參看圖 28，前揭山内長三，《日

本南畫史》；《浦上玉堂》，岡山縣立美術館・千葉市美術館編集發行，2006） 

●邵振先 

康熙六－七年（1667－1668），跟高簡、紐貞和史漢一起完成《張還真翁祝

壽畫冊》。邵振先畫「岳陽大觀」、「醉翁亭」兩圖，池大雅根據這兩圖畫了「樓

閣山水圖屏風」。（前揭山内長三，《日本南畫史》） 

●伊孚九 

浙江湖州府人。名海，字孚九。據說享保五年(1720)，同十一年(1726)和寶

曆九年（1759）三次來到日本。但是，按照遺留下來的作品記年，次數更多。

畫風屬於清初正統南宗畫系，但尚未脫離外行人的水平。毋寧說僅是簡潔描寫

一些作品而已。總括來說，他來日最早，因此影響日本南畫不少。（《日本國史

大字典》第 1卷，東京：吉川弘文館，1980） 

●沈南蘋（康熙 21－乾隆 24－？，1682－1759－？），浙江省湖州府雙林鎮人。 

清雍正八年（1730）進士商盤，《質園詩集》，卷 12，〈沈南蘋画花鳥歌并序〉

詳記沈南蘋事蹟（神田喜一郎，〈南蘋片影〉。（《畫説》7月號，1942）。 

享保十六年十二月─十八年九月（雍正九－十一、1731－1733），按照德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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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將軍吉宗的命令，依靠南京船主費贊侯的幫助，逗留長崎。 

「沈南蘋一方面用線條鑲邊，塗以濃厚色彩，畫很具裝飾性的寫生畫，另

一方面像惲南田（壽平）般，使用剛著顔料的筆繪畫没有輪廓的畫。他具有如

是的繪畫技巧。」「當時的日本狩野派繪畫都帶有沈滯而拘泥形式的作風。對於

這樣的畫風，沈南蘋以没骨為主要筆法，畫寫實風格的美麗花鳥畫。完全可以

理解，美麗的花鳥畫突然出現，人們為它所迷，都成了沈南蘋的俘虜。」「對南

蘋的名聲，有些畫家提出了批判。（中略）桑山玉洲認為來日畫人中伊孚九最出

色。（中略）南蘋是來日畫人中第一，不過他屬於北宗。（《會事鄙言》（寛政十

一年，1799）。白井華陽也渉及円山応挙對沈南蘋的批評（《畫乘要略》巻 3，〈沈

南蘋〉；前揭山内長三，《日本南畫史》，參看圖 29) 

 

４─（５）南畫作者─以有關中國繪畫的側面為中心─ 

 

Ａ、服部南郭(1683，天和三年－1759，寶曆九年） 

兩個面向；對於開始流行的明畫進行批判，認為《八種畫譜》和《芥子園

畫傳》是“俗書＂。另一方面，完全使用《八種畫譜》挿圖畫掛軸畫。（前揭辻

惟雄，〈日本文人畫的成立〉） 

 

Ｂ、祗園南海 (1677，延寶五年－1751，寶曆元年) 

生紀州藩醫之家，二十四歲時，因“放蕩無頼＂被謫居藩内閒村。其後跟

德川幕府儒者木下順庵學習。為同門的新井白石所注目，以詩才聞名。通過黄

檗僧余技的畫和進口畫，向明代四君子的畫學習。 

山水畫─倣明文人畫  

［秋景山水圖］←吳派←王蒙［青卞隠居圖］？ 

［摸唐六如山水圖］←吳派・《八種畫譜》 

［山水圖］←伊孚九（伊海）←王原祁←董其昌 

有關自己所看中國書畫的多年備忘錄＝『滄海遺珠』。包括王蒙、唐寅、陸治、

沈石田、祝允明、文徴明、文彭─以明為主的著名文人畫家的作品在內。 

唐寅和陸治的畫，正德元年(1711)，三十六歲時，在江戸（東京）鑑賞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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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詩與畫相關的獨自思想「詩畫歌」（《南海先生集》） 

愛好風景；一方面通過明代文人畫論，知道荊浩、關同、董源和李成等五代和

北宋巨匠的畫名。另一方面，只是通過《芥子園畫傳》般的指南書，始能認識

「中國的自然」。祗園南海在日本自然景之中看到「雄大自然」，萬分感動。 

有獨創性的藝術論←→雖然作畫水平還是處於模倣明清文人畫、南宗畫的

階段，但是理論方面，比董其昌之後流派教義化的南宗畫理論，較能掌握士大

夫畫，即文人畫的本質。（前揭辻惟雄，〈日本文人畫的成立〉；脇田秀太郎，〈祗

園南海〉，《美術史》34 號，1959。） 

   年輕時候，師事長崎的河村若芝。河村向黃檗僧逸然學習。 

生泉州佐野。與唐金興隆（延寶三年・1675～）交往，唐金經營船行及米

行，善詩文。祇園南海請唐金借河村若芝門弟若元的屏風。唐金可能從事朝鮮・

中國貿易（前揭山内長三，《日本南畫史》）。 

 

Ｃ、柳沢淇園(1704，寶永元年－1758・寶曆八年） 

  柳沢藩家老曾根保格次子。出生曾根的江戸宅邸（江戸屋敷）。 

享保元年（1716），二十一歳，二代藩主吉保由換封地，移住大和郡山（奈

良縣郡山市）。 

八歳左右畫花鳥畫，十二歲批評狩野派繪畫没有掌握事物的本質，跟英元

章學習中國畫法，英元章是渡邊秀石門人，渡邊是長崎興福寺逸然的弟子，通

曉各種藝術範疇，二十二歲時撰寫烟花巷的指南書《獨睡》，由於“品行不端正，

不成熟＂，被褫奪領有米穀二千石的資格。哥哥去世後，一方面成為家業繼承

人，認真執行“寄合衆筆頭＂、“大寄合＂之官職。另一方面，自由地過著自

己興趣的生活。 

與歸化學僧悦峯道章（萬福寺第八代住持）、長崎通事岡島冠山、明風畫家

細井廣澤和長崎派畫家英元章（吉田秀雪）交遊，愛好中國文物，慢慢成長。 

●柳澤淇園説：「畫應該學習中國畫（唐繪）。為什麼？日本的名畫都是跟中國

學習。（中略）總之，世上多井底之蛙，没有鑑賞梁、唐、宋、元和明之名畫的

能力，因此缺乏動人的力量。」 

●「畫畫之人經常需要閲讀的書是，《芥子園畫傳》、《八種畫譜》和《畫藪》、《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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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先生寫像秘訣》，其他《津逮秘書》、《説郛》和《續説郛》包括的宋元明的畫

史畫論書一共十四種。」但是祖述董其昌南北二宗論的吳派系畫論─《畫塵》、《偃

曝談余》還没納入目錄裏。 

●中國畫─對於當時最新的整個明清繪畫具有學習的熱情。 

●柳澤淇園作品：彩色佛畫・人物・花鳥 

十五歲作［羅漢像］、十八歲作［達摩像］←向與黄檗宗和尚來日的福建省

專業畫師學習。 

 彩色花鳥畫和花卉圖：［山茶花小禽圖］、［籃中挾蘭圖］←學習經由長崎傳

來的清代工筆，細緻的專業畫風。 

 墨竹圖←長崎畫人 

南宗畫的理解 

 添加張瑞圖 (1570－1641)［山水圖］（靜嘉堂文庫）的柳澤淇園和池大雅畫跋。

張瑞圖的山水圖是南宗畫的典型 

 其他有淇園落款的南宗畫風之山水畫數幅→努力學習南宗畫。 

（前揭辻惟雄，〈日本文人畫的成立〉；前揭大槻幹郎，《文人畫家的譜─從王

維到鐵齋》） 

 

Ｄ、彭城百川（1658，元祿十一年－1753，寶曆三年） 

名古屋本町藥材商八仙堂的孩子，或是養子。本姓榊原，一般稱土佐屋平

八，又稱江蘇省彭城縣出身的中國血統。名真淵，字百川。 

（1）以下是 James Cahill，〈彭城百川的繪畫様式─與中國繪畫的關連和對日本

南畫的影響─（一）（二）（三）〉（《美術史》93～96 合併號、1976。105 號、1978。

107 號、1979）的摘錄或是論點的節錄。有時候補正原來的文章。 

●「日本初期南畫家作者繪畫樣式基於中國畫。什麼樣的中國畫？一般而言，

在當時的日本，從中國進口的中國畫不多，畫家主要學習畫譜。例如《八種畫

譜》或是《芥子園畫傳》。（中略）［不過］這様的看法不適合彭城百川的畫風。」 

○1 James Cahill 的根據：東京國立博物館所藏，包括「春秋江山圖屏風」

在内的百川數幅作品，没有反映以版畫構圖的畫譜特點。 

獨特筆法，就是包括叫作「皴」或「點」的畫法在内。這種畫法反複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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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表現山、地的質感，又用濃淡法表現微妙的諧調。 

○2 彭城百川不必強調鑑賞南北二宗論的董其昌，以及直接繼承董其昌派的

清初正統派畫家─四王吳惲的畫跡，寧可鑑賞明末的繪畫，特別蘇州附近畫家

的繪畫。→跟一般流行的看法不一様，當時的日本人可能鑑賞很多明清的文人

畫。 

●「直到十八世紀初，很多明末清初中國畫，通過長崎，作為商品，輸入日本。

這些明末清初的繪畫，很多部分是由蘇州畫家所畫，他們都是專業畫家，帶有

庶民性和商業主義的畫風。」 

「蘇州在唐寅和仇英活躍時期確立了它的繪畫文化地位，至明代終了一直保

持這様的地位。不過不管從何處供給，這些進口的大部分繪畫，受到更犀利的

中國批評家和畫論家們把它視為更低級的藝術作品，認為不是認真的美術愛好

者所收集和文人畫家所學習的對象。即使在江戸時代的日本，文人畫家，如祇

園南海之類的畫家，從中國畫論吸取相關知識，也藐視民衆所愛好的繪畫，純

粹致力於接近＜南宗畫派＞。但是，他們對於＜南北二宗論＞的理解非常籠統，

因此說他們只是模倣中國文人畫家的生活態度和藝術上的實踐，較為正確。（省

略）相反的，［彭城］百川和追隨他的畫家們，特別是中山高陽和與謝蕪村，明

顯地對中國批評繪畫的人士藝術理論本身並不怎麼關心。」 

「明末被稱為吳派的蘇州畫家們，自認是文徴明的傳人，不過董其昌及其志

同道合的友人，認為蘇州畫家已經商業化，又喪失作為優秀畫作基礎的結構力

和表現技巧，扭曲了優良的傳統。他們被董其昌和他的正統後繼者所排斥，被

驅逐出中國繪畫的世界。吳派繪畫在中國被低估，直到十八世紀左右，其質雖

優，卻是價廉。但是正因為如此，它們被傳入日本，生根於此，為人所評價與

模倣。特別是［彭城］百川，本身是俳句詩人，非著名畫家，但是對於再現自

已感到興趣和魅力的式樣擁有非凡的才能，傳説他是中國人的後代。這様的人，

才能向吳派好好學習。除了他之外的畫家沒能理解吳派，其式樣，也沒能像他

畫得那麼好。此一新的中國畫形態，傳入下一代的日本南畫家身上，終於由遠

遠超越先賢們的水準而獲得極大成功的与謝蕪村開出新的花朵。」7
 

（２）以下是武田光一的意見。武田光一對於 James Cahill 的見解，提出批判，
                                                  
7 JamesCahill，上列論文（一）頁２－３，（二）頁７，（三）頁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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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補正。 

武田光一，〈關於彭城百川的山水畫─以跟中國畫譜的關係為中心〉

（『MUSEUM』No.469，《東京國立博物館美術誌》，1990年４月號，頁 37) 。 

武田認為百川活用兩種方法，一是木版畫譜，一是進口的中國畫。 

「本論從一開始並沒有主張［彭城］百川未見中國畫。筆者大膽嘗試從

關係中國畫譜的角度分析百川的繪畫。因此，雖然指出各件作品跟《八

種畫譜》、《芥子園畫傳》和《太平山水圖》的關連，但是並未企圖主

張［百川］僅是就著畫譜繪製他的作品。如前節所見，［百川的］「春

秋江山圖屏風」的構成和圖様，基本上根據［太平山水圖］。另一方面，

則確認皺法和部分的描寫乃學自盛茂燁的畫。要言之，百川以非常複

雜的方法靈活運用了木版畫譜和實物的中國畫這兩方面。除了極少數

初期的作品外，百川的其他山水畫的創作情形，可以推測是相同的！

百川的確比其他初期的南畫作家，似乎有較多機會鑑賞到中國畫，但

是對於他擁有極其豐厚的中國畫的學習經驗的這種看法，多少有所質

疑。」 

（３）James Cahill 提出上述論文（三）以後，名古屋市博物館舉辦《特別展 很

少人知道的南畫家 百川》(名古屋市博物館，1973年 3 月)。這部書提供有關出

生本地的彭城百川的豊富信息。 

 

Ｅ、池大雅(1723，享保 8－1777，安永 6) 

出生京都的町人（市民）菱屋嘉左衛門之家。嘉左衛門是製造銀幣的工匠，

受到主人改鑄銀幣的牽連失業。 

母親熱衷他的教育，六或七歳左右師事漢字和書法，七歳時在京都東南宇

治的黃檗山萬福寺展現書法，而中國僧侶讚不絕口，作七言絶句。十五歲時，

繼承父親通稱菱屋嘉左衛門，在京都市二條樋口開設販賣扇子的商店「待賈堂」，

模倣《八種畫譜》，畫中國風的繪畫來出售。隔年則開設篆刻商店「袖龜堂」。 

出生於千本寺内的這個地區，各式各樣有關染織業包括漆器、製作木版畫

在内的手工業商店都有，均屬於日本繪畫有影響力的土佐派。勸少年大雅學習

“漢畫＂的望月玉蟾是以畫漆器上的“描金＂為業。《八種畫譜》是染色業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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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工匠學習裝飾設計的時候所使用的課本。池大雅後來基於《八種畫譜》

和《張還真翁祝壽圖冊》才能繪製出鉅大的畫面，其背景在此。 

聽到關於在書法、繪畫和篆刻方面深具奇才之少年的好評，大和郡山藩高

級官僚且是著名文人的柳澤淇園邀請池大雅，給予很好的待遇。 

十九歲，跟畢生友人高芙蓉（篆刻家）和韓天壽（書家）開始交往。 

二十歲，移住聖護院村（京都市東郊，改字公敏，改號九霞或大雅堂（←

待賈堂）或竹居。跟柳澤淇園學習指頭畫（指墨・指畫），超過柳澤淇園的水平。 

二十二歲(1744)，［渭城柳色圖］←《八種畫譜》。意識上自覺學習南宗畫。

（小林忠）［箕山瀑布圖］(參看圖 30)。如果使用木版畫譜的極少壓力的線條時，

是無法表現的。開始挑戰“真景圖＂。 

  二十八歲(1750)，訪問紀州（和歌山縣）的祗園南海。 

  三十八歲(1760)，［淺間山真景圖］。 

四十歲左右，［岳陽樓・醉翁亭圖］(參看圖 31)←邵振先等《張還真翁祝壽

圖冊》(參看圖 32)［瀟湘勝概圖］(參看圖 33)「十便帖」－跟蕪村的「十宜帖」

成為一對←清・李漁翁「十便十二宜詩」、［白雲紅樹圖］←藍暎［白雲紅樹圖］

(參看圖 34 和 35) 

  五十四歲(1776)，逝世。 

天明四年（1784），妻玉瀾死後，在雙林寺境内，建立大雅堂。明治三十八

年（1905）(前揭小林忠，〈文人畫的正統─池大雅的天真明朗〉；前揭山内長三，

《日本南畫史》)。 

有關清代中國畫譜與池大雅畫風關係之近年研究有以下論文，都非常詳細。 

武田光一，〈池大雅基於畫譜的製作〉（《美術研究》348 號，1990）。 

前揭濱住真有，〈中國山水畫受容的情況之一─關於池大雅「白雲紅樹圖」〉。 

 

Ｆ、蕪村(1716・享保元年－1783・天明三年)  

  出生在摂津國東成郡毛馬村（大阪市都島局毛馬町），生家可能是村裏代 

表老百姓意見的人士。 

二十歲（(1735)，離開家族，寄居江戸，跟内田沾山學習俳句，跟服部南郭

學習漢詩。以後，跟夜半亭早野巴人（宋阿）學習俳句。號宰町、宰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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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歲（1742），離開江戸，寄居下總國結城（茨城県）的同門砂岡雁

宕之家。十年後，遊歷關東・奥羽(東北)。遍歷結城地方的後半期，承蒙中村風

篁之家的照顧，中村是從事真岡木綿買賣的商家。中村一方面作俳諧，一方面

收集很多中國書畫。蕪村鑑賞中村家所收藏的中國書畫。現在保留中村家的蕪

村所抄寫文徴明的《山水詩畫冊》，寫得很好，髣髴原本。前往江戸以前，他可

能在京都當手工業工匠，體會土佐派繪畫的技術，現在保留著他所畫的“杉戸

畫＂（畫在杉板上）。 

二十九歲（1744），改俳號為蕪村。三十歲左右以前，可能剃髪？ 

  三十六歲（1751），前往京都。 

三十九歲（1754），離開京都，往丹後与謝地方（京都府与謝郡），寄居浄

土宗見性寺，寄遇寺僧竹溪。 

四十二歲（1757），從丹後回到京都。改姓為与謝，開始過著賣畫生活。畫

號謝長庚或謝春星。 

  四十四歲（1759），結婚生女。 

  四十五歲（1760），「倣米南宮・倣王叔明山水屏風」(參看圖 36)  

米南宮是宋末米芾。王叔明是王蒙。王蒙是元代四大家之一。 

  不詳。［春光晴雨圖］─描法是典型性的南宗畫（小林忠）(參看圖 37) 

  可能是四十歲後半，［春夜桃李園圖］(參看圖 38) 

六十四歲（1779），［寒林孤鹿圖］(參看圖 39) 

  六十六歲（1781），［夜色樓台圖］(參看圖 40，普通) 

前揭早川聞多，〈水墨畫的俳諧化─雅俗融合的生涯〉及〈蕪村年譜〉；芳

賀徹・早川聞多，《水墨畫的巨匠》第 12 卷，『蕪村』。講談社。19994）；山内

長三，《日本南畫史》。 

 

Ｇ 浦上玉堂(1745，延享 2－1820，文政三年） 

出生在岡山城下石関町天神山的備中鴨方藩邸内，作為備中鴨方藩士浦上

兵右衛門宗純次子。哥哥姐姐較早去世，成為嫡子。 

  六歲（1750），父親逝世。翌年七歲，繼承戸主。 

  十歲（1754），在藩學（領主設置的學校）學習儒學，約十年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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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往的人士裏較多各地儒者和信奉玉堂的人。 

  二十歲，學習彈筝。  

三十歲（1774），在江戸，與出身土佐（高知縣）的南畫家中山高陽往來。

通過儒教學習和文人交往的人際關係，因而習慣中國畫、中國畫的原本、畫譜

和畫論。 

三十七歲（1781），被任命領主統治機構的高階官員。直到這個時期，成為

認真的“武士＂，被視為優秀的精英。 

四十三歲（1787），有關詩、箏、書和畫的活動很多，由於這様的態度，被

認為不適合官僚職務，因此被降職。 

四十九歲（1793），三月，在四國讃岐國（香川縣）高松的暢春樓舉辦中國

古書畫展，玉堂參加。此畫展展示很多宋元明清的書畫。玉堂以唐寅「雪溪漁

艇」為首的四件作品展出。這樣玉堂擁有不少明清中國繪畫，加上遍訪其他地

方鑑賞了相當多的中國畫。另外，對於四國的「雅人」（風流人物），玉堂影響

很大。 

五十歲，寛政六年（1794），出走岡山，岡山藩領主正式承認玉堂離開岡山，

被削籍，喪失武士身分。  

六十七歲（1811），文化八年，寄居京都柳馬場御池上（北方）夏目徳之進

的宅邸。隔兩年，住柳馬場二條北入之家。 

  六十歲後期 ［東雲篩雪圖］(參看圖 41)   

    ［潑墨山水圖］(參看圖 42) 

    ［氣結煙霞圖］(參看圖 43) 

    ［春山烟雨圖］(參看圖 44) 

    ［萬籟千疊圖］(參看圖 45) 

玉堂應該鑑賞很多中國畫。不過，一般來說，在筆法、構圖上，很難指出

中國畫的影響。不過，1806年，六十歲的時候，在京都購買李珩（楚白）的「腕

底煙霞帖」。之後，特別是在六十歲後期可以看到受中國畫的影響。 

七十六歲（1820），去世。 

山内長三，《日本南畫史》，東京：瑠璃書房，1981。守安収，〈浦上玉堂的

生涯〉；佐藤康宏，〈横過南畫、文人畫和南宗畫─浦上玉堂的畫風變遷〉；〈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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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玉堂年譜〉（《浦上玉堂》，岡山縣立美術館・千葉市美術館編集・發行。2006） 

 

Ｈ、田能村竹田(1777年，安永六年─1838年，天保六年) 

 出生在中川藩的醫師田能村碩庵。是次子。 

  ［春隄夜月圖］（(1834年・天保 5) (參看圖 46 和 47） 

根據〈竹田年譜〉（中村真一郎，河野元昭 水墨畫的巨匠 第 14 卷，《竹

田》，東京：講談社，1995）。 

             

附：富岡鐵齋(1836，天保七年─1924，大正十三年) 

出生在法衣商之家。幼小生病，聽力不行，父母認為不適合經商，讓他往

學者道路發展。 

  ［漁樵問答圖］（明治三十三年，1900年）(參看圖 48 和 49) 

  愛知縣美術館編，《富岡鐵齋展─説理想鄉》(愛知縣美術館，1996) 

附：現代日本的南畫家之一 山田豐石(中部南畫會)，［山峽雲烟］（2005），（中

部南畫會編，《第 18 回中部南画展作作品集》，編著發行，2005）(參看圖 50) 

 

5、明末清初(十六世紀後半・十七世紀)的中國繪畫文化如
何被引進江戸初期和中期（十七─十八世紀）的日本，

影響到南畫的形成ー結語 
 

（１）從畫論、畫人、畫譜和繪畫等四個面向來說，中國繪畫文化，除了

十六世紀後半以外，十七世紀以後，穩定地、漸進地、持續地傳入日本。日本

接受這些文物，到了十八世紀前半，以享保年間（1716－1735）為分期，南畫

誕生，急速成長。 

崇禎十七年（1644），明朝滅亡，康熙二十－二十二年(1681－83)的三藩之

亂和鄭氏平定的政治變動，如順治十八年(1661)到康熙二十三年（貞享元年．

1684）的遷海令，其影響不小。又如明清王朝的交替是黄檗僧來日的直接因素。

康熙二十三年遷海令解除的隔年，康熙二十四年以後，航行長崎的中國商船超

過了八十艘，反過來，以前只是二十艘。但是没有傳入中斷和長期停滯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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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來說，明末清初文人畫和江戸時代南畫之間，例如藍暎［設色秋景山

水圖］(1655)和被影響的池大雅［白雲紅樹圖］(1763年以後)之間，經過了一百

一十幾年，明顯地有很大的間隔。但是這一百餘年的間隔，不是拉開二者、隔

絶雙方的巨大空白，而是天天實實在在填滿内容的間隔，也就是說，有意義的

間隔。 

畫論  中國明末清初，唐代、五代和宋代的畫論再次復刊、編輯。董其

昌和同時代的人學習了這些畫論書。江戸時代初期的日本進口了這些畫論書。

十七世紀後半，寛文到元祿，狩野派和土佐派的畫人陸續編輯畫史或畫論予以

出版。這些日本出版的畫論書都是極為巧妙再編輯的中國畫論書，意義很大。

比《八種畫譜》日本版本稍微先行，比《芥子園畫傳》日本版本先行數十年。 

畫人  1654 年（中國，清・順治十一年。日本承應三年）明僧隱元隆琦

到日本，1661年(寛文元年)開創萬福寺，之後隨著黃檗宗發展，十七世紀中葉，

黃檗僧渡來，傳授中國繪畫畫法，包括文人畫在内。這件事有先驅的意義。日

本南畫創始者祇園南海和柳澤淇園，跟黄蘗宗僧侶和他們的弟子交往。從 1720

年到 1759年屢次來日的伊孚九和十八世紀三○年代，逗留長崎一共兩年的沈南

蘋影響都很大。 

畫譜  通過版畫和簡略的文章介紹明末清初文人畫的畫論・畫法的《八

種畫譜》和《芥子園畫傳》進口到日本，以及出版它們的日本刻本（和刻本）,

都是在非常短暫的時間內進行。南畫草創期畫人柳澤淇園當《芥子園畫傳》在

中國出版四十年以後，推薦這兩部書說：「畫人經常應該閲讀」。據近年研究，

巨匠池大雅基於這兩部書進行創作。蕭雲從的［太平三水圖］此一木版畫圖冊

所發揮的作用跟畫譜差不多。 

繪畫  狩野探幽(1602)抄寫著名如文徵明這様畫家的繪畫，將它含攝在

《探幽縮圖》，狩野山雪(1589－1651)學習明末奇想派繪畫繪製了「長恨歌畫

巻」。這兩件事證明早在十七世紀前半，日本已進口同一時期的中國繪畫。生活

在十八世紀前半的柳沢淇園説：「繪畫應該學習中國畫。（中略）如果没有鑑賞

梁（五代）、唐、宋、元和明的名畫，創作繪畫的能力將很低」。十七世紀後半

到十八世紀前半的祇園南海將自己直接鑑賞以明為主的中國書畫作成備忘錄─

『滄海遺珠』。關於十八世紀前半的彭城百川，James Cahill説：「中國輸出由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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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派南宗文人畫所辨別的明末清初蘇州畫家的畫進到日本，彭城百川鑑賞和理

解這些中國繪畫來繪製人物畫、山水畫。恐怕直到十八世紀初，在長崎港口，

明末清初的中國畫，作為商品，進口日本的相當多」。1686 年長崎奉行(統治長

崎，管理貿易的官僚)設置「唐繪目利」這様的官職旁證 James Cahill 的看法。 

池大雅運用邵振先《張還真翁祝壽圖冊》的小畫面繪製大畫面的名畫「瀟

湘勝概圖」，蕪村年輕的時候，在關東的結城（茨城縣）逗留中國書畫收藏家的

邸宅，抄寫文徴明《山水詩畫冊》，這幅作品還保存下來。浦上玉堂晩年獲致清

初無名畫家李珩「腕底煙霞帖」，這部畫帖成為之後玉堂優秀作品的媒介。 

（２）但是，如果斷言這一百餘年的間隔是有意義的間隔，需要解決不少

問題。關於明清中國輸出什麼到日本，江戸日本跟中國學習什麼等這些問題，

不明之處不少。James Cahill 認為，江戸日本學習的繪畫不是正統南宗畫，企圖

排除蘇州派（吳派）董其昌和南宗派正統畫的影響，而是蘇州派（吳派）的繪

畫。是否如此？問題尚未解決。James Cahill 非常重視繪畫實物本身的影響，却

是其他不少學者強調畫譜的作用。徹底來說，有關明末清初文人畫和江戸中期

南畫的比較文化方面的研究還没充分進行。 

（３）這裏應該記得在（１）提到的「促進中國繪畫文化輸出到日本的中

國國内條件和促進日本繪畫文化接受中國繪畫文化的日本國内條件」的問題。 

在此提出兩個問題。 

一、是在明末清初的中國，畫譜本來的作用和特質。 

井上進説，畫譜本來是作為商品出版的印刷複製繪畫。對象是非特定多數

的一般人民。為了把少數精英所欣賞的「文雅」的繪畫通俗化，用更簡便的方

法，提供更多人民繪畫（井上進，《中國出版文化史》，名古屋大学出版會，2002）

總括地説，畫譜是繪畫文化的商品化産物。明末清初中國還没有展覽會，也没

有美術館，不過隨著社會的商業化，商品化大量湧出，中國繪畫文化本身開始

起了變化。因此畫譜進口到日本。 

  二、是江戸時代中期的日本社會本身的變化。 

有關江戸時代中期，十八世紀的日本，大體上來説，除了南畫抬頭以外，

其他藝術文化也有了發展。另外，在全國，支持繪畫文化的社會基礎本身也慢

慢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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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野元昭，1981 年，當論及南畫巨匠池大雅和日本畫大家円山應舉和伊藤

若沖時，介紹了 1903年藤岡作太郎，《近世繪畫史》的見解：「在我國的畫壇史

上，十八世紀後半期創造力最活潑地湧現出來。」河野強調，在江戸（東京），

由歌麿、寫樂等人所担負的“浮世繪＂的黄金時代來臨，標榜諸派兼容的谷文

晁出現,在京都出現超過江戸的活絡情況。河野引用 1903 年刊行的藤岡作太郎

《近世繪畫史》（河野元昭，〈大雅、應舉、若沖的繪畫思潮〉《名寶日本美術》

第 24 卷，《大雅・應舉》，東京：小學館，1981）。 

藤岡作太郎記述： 

從寶曆經由明和、安永，直到寛政(1751－1801)，京都畫界龍攘虎搏，

諸大家逐鹿。（中略）池大雅赴文人畫，望玉蟾（望月玉蟾）従雪舟、元

信，畫一家漢畫。謝蕪村（與謝蕪村）畫元明的畫，帶有日本人特有的

俳風雅味。曽我蕭白懐抱滿腔不平，以奇癖筆勢，畫出帶有東山時代(十

五世紀)風味的畫，伊藤若沖擅長元明之風，交以光琳筆意，円山應舉出

自狩野派，師事自然景物。十人十色，名家紛紛輩出，都有志刷新斯道。

何其盛哉。 

在江戸，也在京都，多種繪畫領域的人士，百家爭鳴，開啟了出色的創造

性。在隔海的四國高松，開辦中國古書畫展覧會，在下總國（茨城縣）結城，

一家商店收藏相當數量的中國畫，包括文徴明山水畫在内。在全國各地，繪畫

文化和支持它的社會基礎成熟，反映著商品經濟的開展。 

 

附言：真榮平房吉，〈傳來琉球王國的中國繪畫─關於進口的“唐物＂和王權的

觀點─」（《沖繩文化》40 卷 2 號，2006）的論點，包括本報告以及近世東亞細

亞文化交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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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圖 1 

沈周，［廬山高圖］，成化三年（1467，取自前揭西岡康宏、宮崎法子編，《世界

美術大全集》東洋編 8（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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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文徵明，［古木寒泉圖］，嘉靖二十八年（1549，取自前揭西岡康宏、宮崎法子

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 8（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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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董其昌，［倣董源青弁山圖］，萬曆四十五年（1617，取自前揭西岡康宏、宮崎

法子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 8（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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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董其昌，［倣古山水圖冊］，天啟三年（1623，取自前揭西岡康宏、宮崎法子編，

《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 8（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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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董其昌，［嵐容川色圖］，崇禎元年（1628，取自前揭西岡康宏、宮崎法子編，《世

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 8（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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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吳彬，［溪山絕塵圖］，萬曆四十三年（1615，取自前揭澀谷區立松濤美術館編，

《特別展 橋本收藏品的中國繪畫─明末清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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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米萬鍾，［峰巒清逸圖］，萬曆四十六年（1618，取自前揭澀谷區立松濤美術館

編，《特別展 橋本收藏品的中國繪畫─明末清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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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盛茂燁，［秋山觀瀑圖］，崇禎六年（1633，取自前揭澀谷區立松濤美術館編，《特

別展 橋本收藏品的中國繪畫─明末清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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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藍暎，［倣梅華道人山水圖］，萬曆十三年─康熙三年（1585-1664，取自前揭澀

谷區立松濤美術館編，《特別展 橋本收藏品的中國繪畫─明末清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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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王時敏，［倣王維江山雪霽圖軸］，康熙七年（1668，取自前揭西岡康宏、宮崎

法子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 9（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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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王鑑，［秋山軸圖］，崇禎十二年（1639，取自前揭西岡康宏、宮崎法子編，《世

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 9（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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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王翬，［溪山紅樹圖］，崇禎五年-康熙五十六年（1632-1717，取自前揭西岡康宏、

宮崎法子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 9（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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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王原祁，［輞川圖卷］，康熙五十年（1711，取自前揭西岡康宏、宮崎法子編，《世

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 9（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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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吳歷，［倣吳鎮山水圖］，崇禎五年─康熙五十七年（1632-1718，取自前揭王耀

庭著．桑童益譯，《中國繪畫的鑑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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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惲壽平，［仿倪瓚古木叢篁圖］，崇禎六年─康熙二十九年（1633-1690，取自前

揭王耀庭著．桑童益譯，《中國繪畫的鑑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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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龔賢，［雲林山居圖］，製作年不詳（取自前揭澀谷區立松濤美術館編，《特別展 

橋本收藏品的中國繪畫─明末清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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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弘仁，［秋葉山水圖］，萬曆三十八年─康熙三年（1610-1664，取自前揭西岡康

宏、宮崎法子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 9（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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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八大山人，［安晚帖第八圖荷花］，康熙三十三年（1694，取自前揭西岡康宏、

宮崎法子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 9（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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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八大山人，［山水圖軸］，天啟六年─康熙四十五年？（1626-1705？取自前揭西

岡康宏、宮崎法子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 9（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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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石濤，［搜盡奇峰圖卷］，康熙三十年（1691，取自前揭西岡康宏、宮崎法子編，

《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 9（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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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石濤，［為禹老道兄作山水圖］，崇禎十五年─康熙四十六年（1642─1707，取

自前揭西岡康宏、宮崎法子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 9（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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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狩野山雪，［長恨歌圖卷］，天正十八年─慶安四年（1590─1651，取自前揭《狩

野山雪畫 長恨歌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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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李漁，［芥子園畫傳］，康熙十八年（1679）初刊（取自前揭蓬左文庫藏．道光

十年版，《芥子園畫傳》，森正夫 2006年 11 月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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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李漁，［芥子園畫傳］，康熙十八年（1679）初刊（取自前揭蓬左文庫藏．道光

十年版，《芥子園畫傳》，森正夫 2006年 11 月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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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李漁，［芥子園畫傳］，康熙十八年（1679）初刊（取自前揭蓬左文庫藏．道光

十年版，《芥子園畫傳》，森正夫 2006年 11 月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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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李漁，［芥子園畫傳］，康熙十八年（1679）初刊（取自前揭蓬左文庫藏．道光

十年版，《芥子園畫傳》，森正夫 2006年 11 月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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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李漁，［芥子園畫傳］，康熙十八年（1679）初刊（取自前揭蓬左文庫藏．道光

十年版，《芥子園畫傳》，森正夫 2006年 11 月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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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李珩，［腕底煙霞帖─青松落陰圖］，清初（取自前揭岡山縣立美術館，千葉市

美術館編《浦上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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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沈南蘋，［瑞鳥圖卷］，雍正九年─雍正十一年=享保十六年─享保十八年

（1731-1733，取自前揭山內長三，《日本南畫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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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池大雅，［箕山瀑布圖］，延享元年（1744，取自前揭河野元昭，名寶日本的美

術，第二十四卷，《大雅．應舉》）。 



56森正夫╱講座教授專論 

 

 

 

 

 

 

 

 

 

 

 

圖 31 

池大雅，［岳陽樓．醉翁亭圖屏風］，享保八年─安永八年（1723─1777，取自

前揭大岡信、小林忠，水墨畫的巨匠第十一卷，《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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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邵振先，［張還真翁祝壽畫冊中的岳陽大觀］，雍正六年（1728，取自前揭山內

長三，《日本南畫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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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池大雅，［瀟湘勝概圖］（取自前揭大岡信、小林忠，水墨畫的巨匠第十一卷，《大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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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池大雅，［白雲紅樹圖］，四十歲台以降（取自前揭大岡信、小林忠，水墨畫的

巨匠第十一卷，《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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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池大雅，［白雲紅樹圖（部分）］（取自前揭大岡信、小林忠，水墨畫的巨匠第十

一卷，《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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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蕪村（謝長庚），［倣米南宮．倣王叔明山水屏風］，寶曆十年（1760，取自前揭

芳賀徹、早川聞多，水墨畫的巨匠第十二卷，《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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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蕪村（謝寅），［春光晴雨圖］，享保元年─天明三年（1716─1783，取自前揭芳

賀徹、早川聞多，水墨畫的巨匠，第十二卷，《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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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蕪村（謝長庚），［春夜桃李園圖］（取自前揭芳賀徹、早川聞多，水墨畫的巨匠，

第十二卷，《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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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蕪村（謝寅），［寒林孤鹿圖］，安永八年（1779，取自前揭芳賀徹、早川聞多，

水墨畫的巨匠，第十二卷，《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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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 

蕪村（謝寅），［夜色樓台圖］，（取自前揭芳賀徹、早川聞多，水墨畫的巨匠，

第十二卷，《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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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浦上玉堂，［東雲篩雪圖］，延享二年─文政三年（1745─1820，取自前揭岡山

縣立美術館，千葉市美術館編，《浦上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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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浦上玉堂，［潑墨山水圖］（取自前揭岡山縣立美術館．千葉市美術館編，《浦上

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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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浦上玉堂，［氣結煙霞圖］（取自前揭岡山縣立美術館．千葉市美術館編，《浦上

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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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浦上玉堂，［春山烟雨圖］，六十歲台前半（取自前揭岡山縣立美術館．千葉市

美術館編，《浦上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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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浦上玉堂，［萬籟千疊圖］，六十歲台中期（取自前揭岡山縣立美術館．千葉市

美術館編，《浦上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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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田能村竹田，［春堤夜月圖］，天保五年（1834，取自前揭中村真一郎，河野元

昭，水墨畫的巨匠第十四卷，《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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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田能村竹田，［春堤夜月圖］，天保五年（1834，取自前揭中村真一郎，河野元

昭，水墨畫的巨匠第十四卷，《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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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49 

富岡鉄斎，［漁樵問答圖］，明治三十三年（1900，取自前揭愛知縣美術館編，《富

岡鉄斎展─說理想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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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0 

山田豐石，［山峽雲烟］，中部南畫會（2005，取自前揭《第 18 回中部南畫展作

品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