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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現在我們應當怎樣讀八大？　　｜ 11

一	 八大的研究不能「玄」

說起八大山人這個人，大家都知道幾點：

他的名氣了不得。清初畫壇上有四個很有名的和尚畫家：石濤（朱若

極）、弘仁（江韜）、髡殘（劉介丘），還有一個，就是八大，史稱「四大畫

僧」，八大為四僧之冠，是最厲害的一個。

他的身份了不得，身世奇特。他活了 80歲，做了 19年的王孫貴族，好
吃好喝。但 1644年甲申之變，改變了他的一切。國破家亡，從赫赫皇族淪
為前朝遺民，5 年的逃亂亡命，30 多年的削髮為僧，55 歲還俗，自築陋室
「寤歌草堂」於南昌城郊，一方面創造了光輝燦爛的藝術傑作，一方面孤寂貧

寒地度過了晚年。

他的畫了不得，好看耐看。八大山人以水墨寫意畫著稱，尤擅長花鳥

畫。其畫面構圖縝密、意境空闊；其筆墨清脫純淨、淋漓酣暢。他的花鳥畫，

取物造型，形神兼備，超凡脫俗，渾然天成；他的山水畫，筆簡意賅，乾淨

利落，寧靜純潔，奇情逸韻，氣象高標。他的書法淡墨禿筆，含蓄內斂。

八大山人的知名度很高，可清晰度不夠。到青雲譜八大山人紀念館參

觀，多半是稀裏糊塗進去，一頭霧水出來。他的經歷撲朔迷離，他的作品奇

特難懂。看他的畫，幽深宏遠；讀他的詩，幽澀古雅；看他的字，好看，有

說不出來的意味和韻味，可就是不懂、難懂；他的名字、別號也是一大串：

朱耷、个山、雪个、刃庵、傳綮、八大山人……令人費解，也稀奇古怪。

看有關八大的研究文章，也有這種感覺。人們講八大的身世、八大的經

歷、八大的故事，講八大的畫、詩，講八大的題款，講八大的名與號等，都

有一種雲遮霧罩、霧裏看花的感覺，這種感覺又為八大山人塑造出一種刻板

印象：是一個白眼向天、單足獨立的「憤青」，是一個滿腔憤怒、反清復明

的鬥士，是一個「身影模糊的狂僧」，甚至是一個雖有才有藝卻酗酒癲狂的

酒徒。其實，八大的作品筆簡意密，構圖精審，態度嚴肅，意匠獨運，觀於

象外，得之寰中，境界高遠，作者絕不是一個狂人瘋者，更不是一個爛醉如

泥的高陽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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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引發了一個問題：在現今社會，我們應該如何研究八大？八大山

人研究的目的是甚麼？我認為應以普通大眾的文化需求為主，圍繞他們的思

考、疑問、關注點、要求點展開；要以大眾為中心，而不是以專家為中心（當

然大眾與專家不是對立的），貼近生活、貼近實際、貼近群眾，讓大家更好

地了解八大山人。不能把八大神祕化，八大的研究、欣賞不能鑽牛角尖。

現在研究八大山人的論著比較多，多半是專家關注的問題，過於冷僻，

過於專業。比如：他結沒結過婚，何時何地還的俗、娶的妻，一生瘋過幾次？

他晚年是否由佛入道？是否到過青雲譜？青雲譜裏的八大和牛石慧的墓是真

的，還是假的？南昌北蘭寺在哪裏？他在城郊築的「寤歌」草堂在哪兒？他

和石濤見沒見過面？介岡燈社在哪裏？在進賢縣？還是在南昌縣？

研究和弄清這些問題是了解八大、欣賞八大的一個基礎，是必要的，應

該的。一般大眾、青年學生、老百姓關心八大山人，喜愛八大山人，是不是

也認為研究和弄清這些問題是很重要的呢？現在的研究很深、很專，但要防

止過於鑽牛角尖、過於鋪排演繹，更重要的還是要站在當代人的需求角度來

介紹八大，讓當代人更清晰地了解八大。

八大山人的美術展覽也是這樣。美術館、博物館不僅是繪畫藝術的高

雅殿堂，不僅是考據其身世人生的學術場所，更是人民群眾接受知識普及、

文明傳播和陶冶情操的精神家園。八大山人美術館、紀念館的服務對象應該

是普通大眾，應立足傳播文明，要讓讀者、遊客、學子了解八大是一個甚麼

人。我們的專家往往不屑做這些，認為這個很淺，但我認為這反倒是比較難

的。如果一個對八大山人知之甚少，甚至對美學都不太了解的人，當他翻開

一本八大山人的作品集，或帶着孩子、或陪着朋友來到八大山人紀念館，怎

麼讓他了解八大山人呢？如果他看了研究八大的論文專著，參觀了八大的紀

念館，對八大山人的生平、魅力還是茫然無知，那我們的研究跟人民群眾的

文化需求不是很隔膜嗎？

我們研究八大，是為了讓更多的人走近八大山人，了解八大山人，欣賞

八大山人，能跟八大山人對話。所以，應該圍繞現代大眾的精神文化需求來

確定八大山人研究的出發點和著重點。朱良志先生說，他是從弄懂開始研究

八大山人的。現在我們也要從弄懂開始。大眾看八大的作品，會產生甚麼疑

問，我們就研究這個疑問，解讀作品的意思，挖掘作品的意義與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