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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坚（1199年—1264年），字子固，号
彝斋先生，浙江湖州人。宋宗室，赵孟頫从
兄，宋太祖十一世孙。家境清寒，理宗宝庆
二年（1226年）中进士，官至朝散大夫严州
守。是南宋末年兼具宗室、士大夫、文人三
重身份的著名画家。其在艺术方面造诣颇
深，风雅博识，嗜爱收集书画名迹，有“水洗
本”兰亭的佳话，时人比之米芾。能诗，善书
法，尤擅水墨梅兰竹石，被誉为我国墨兰画
的创始人。赵盂坚为人生性耿直，常以梅、
兰、竹等高洁之物表现其高尚的品性。南宋
亡后，他放弃高官厚禄，归隐到浙江平湖的广
陈镇，从而结束了短暂的仕途生涯，但是其艺
术道路却越走越宽。其书法学王献之、李邕，
以行草书见长。他的书法和绘画用笔柔中带
刚，笔画强劲，有一股柔美的秀风。传世作
品有《水仙图卷》《岁寒三友图》《墨兰图》等。

赵孟坚虽是宋太祖十一世孙，但祖辈与
皇室关系疏远，到他这一辈，家境日益困
顿。早年，他便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

“天支末裔，苦节癯儒，面墙独学于穷乡，艰
辛备至。”“虽号属籍，颇艰奋身。居处地偏，
渺黄茅之弥望；卯年家否，窘垂磬之屡空。
既无师友以切磋，又蔑简编之阅复。食荠不
云肠苦，负薪每自行吟。”当时的他十分孤
寒，作为已经与皇权疏远的宗室子弟，向学
是改变他自身命运的最好方式，也可能是唯
一的方式。因此，他必须苦学，甚至负薪仍
行吟，贫难之境转而成为他上进的动力。

后来赵孟坚给自己人生画的小像：“四
十五番见除夕，稍知惭愧此之日，小时辛苦
习科场，惟恐一官身未得，二十七岁方历忝，
又阅八年初实历，又阅十年满两任，汲汲皇
皇望通籍。”再结合《宋史翼》的记载，赵孟坚
以父荫登宝庆二年（1226年）进士，授集贤殿
修撰，曾经任湖州掾，入转运司幕，诸暨县
令，以御使言罢归，后起为严州守。两相结
合可知，自 1226年赵孟坚登进士第，朝廷迟
迟不授予官职，八年之后，赵孟坚才“初实
历”，但只是任湖州掾这样的小官，并且连任
两届，直到1244年，即在赵孟坚46岁时才得
升迁为县令。1234年到 1244年，赵孟坚将
宝贵的十年青春与生命献给了一个并不能
施展自身远大抱负的职位。可以说，在赵孟
坚的身上，宋代限制宗室参政的政策得到了
充分的证明。可是，即使在官场的最底层苦
苦挣扎、煎熬，赵孟坚却一直很坚持，这份执
着来源于对国家的热爱，对宗室身份的认
同，以及对自己才能的期许。

最终，在宋代理学文化背景的影响下，
赵孟坚的人生规划发生改变。他把魏晋名
人的洒脱作为典范，从世俗之中解脱出来。
作为人格理想重要一极的诗心雅韵，是宋代
文化语境的核心之一。理学家对魏晋文化
的重视，其实质是追求自我。对志向不济的
赵孟坚来说，这种价值观深深地影响了他的
人生规划，以至于他这一生都在追求真正的
自我，选择隐居山野，寄情诗文书画。

因此，赵孟坚的思想、品格和艺术创作，
都带有南宋时代的鲜明烙印。他艺术创作
的审美观和价值取向，体现出南宋士人的气
质，体现出典型的时代和区域特色，表现出
南宋文人在面临朝代危亡的关键时刻的风
骨和精神。

赵孟坚诗文收录的主要书籍有：《永乐
大典》《四库全书》《嘉业堂丛书》，主要诗文
作品收集于《彝斋文编》四卷。

（一）为人：仰慕忠良

赵孟坚做人勤勉上进，而且在他的诗词
文赋中，常常用很多的篇幅，褒扬理国有方、
刚正不阿的忠臣良将，热情赞扬他们遵守纲
纪、守法奉公的政治品质，为各级官吏树立
起一个见贤思齐的正面榜样。

在《骚辞》中，他称赞陆贽作为丞相忧国
忧民，不顾自身安危，秉公直谏的政治品质，
赞扬陆贽作为地方官选贤任能，重视举拔人
才的远大见识和尊重乡里父老，亲贤远佞，
制定良好社会风气的英明策略，以及简明政
治，减轻民众负担，拥有与民同乐的宽宏胸
怀。此外，他还推崇北宋范仲淹忠贞卫国、
力御强敌的爱国精神，赞扬他威武不屈的坚
定意志。他在《拜范文正公祠》一诗中写道：

“下山拜范祠，遗像俨如在。胸中万甲兵，曾
使西夏畏。岩瞻石不移，可想铁肝肺。嘻其
群小人，风林犬空吠。於今孰存亡，取舍良
亦易。但坚自力心，岁寒见节概。”赵孟坚在
诗中赞扬了范仲淹一身正气，驳斥了小人诽
谤污蔑北宋忠臣的无耻谰言，表达了自己不
与群小共事，忠贞报国的坚强意志。

（二）处世：淡泊超然
南宋的士人，具有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

社会责任感。但他们又谦虚谨慎，注意自
敛，并不张扬。在仕途的升降方面，他们处
之泰然，随遇而安，表现出淡泊处世的超然
态度。赵孟坚就是这样一位文人。他的《吐
绶鸡赋》就是表达淡泊明志、超然态度的一
篇寓言体散文。此赋先描写吐绶鸡有五彩
华丽的外表、超越野鹜飞凫的异质，灵敏腾
跃，傲视对手，接着又赞扬吐绶鸡有张有弛、
有进有退的处世态度。赵孟坚赞叹说：“此
禽虽禀文华，不常宣露，时然自娱，卷舒有
度，其养晦也藏器，其览辉也遇主，可不取则
为吾出处。知格物以书绅，因援毫而成赋。”
最后几句，点出了赵孟坚写此寓言赋的目
的，要以此鸡作为自己处世行事的参照，不
贪恋官位，不热衷钱财，不过分张扬，更懂得
及时抽身退出官场。这些精神气质都集中
反映在诗《寄汤帐干》上。赵孟坚借称赞有
人无心仕途、不求功名的豁达人生态度，表
达了自己的想望，在霜降夜晚，在弹奏秦筝
的乐声中，尽情享受赏月的生活雅趣。赵孟
坚最后归隐广陈，于此已见端倪。重温早年
的读书生涯，享受徜徉于山水中的快乐，正
是他的心愿。

（三）为艺：寄情草木
唐诗气势豪迈，浪漫激烈，宋诗大异其

趣，细腻清秀，充满哲思。赵孟坚的诗词正
是如此，他善于把对宇宙、对天道的思索，寄
托在对自然景物、农村生活景物的记叙描绘
中，融化在生动描写客观对象的词句中。

“生成欲见化工功，不在漫山桃李中。
为向梅梢问消长，地寒先却得春风。”化工是
赵孟坚对道法自然宇宙规律的准确表述。
诗作描绘了傲冷斗寒梅花的形象，表现了自
然的威力，表达了热爱自然的心情。赵孟坚
善于用疏朗简略的笔墨，勾勒自然景物的形
象，描绘充满生命律动的大自然的盎然生
机。如《邑圃池上》描绘出陶醉于寥廓霜天
景物的诗人自我形象。读者会深切感受作
者通过微吟表达出来的对造化魅力的无限
钦佩和无比热爱。赵孟坚擅长用简洁笔墨、
白描手法，勾勒自然的美好形象，引发读者
无限遐想。如《九里松马上作》:“九里松株不
断青，松风上发下泉声。耳边为爱闻天籁，
故约游缰缓缓行。”此诗描写了松风泉声交
响的天然乐章，带给读者巨大的美感享受。

赵孟坚提倡的书学思想实质上是“由唐
入晋”的复古路线，但宋代的文人书家推崇

的“尙意”书风对整个宋代书坛的巨大影响，
让赵孟坚书法更多地呈现出一种集宋代苏
轼、黄庭坚、米芾以及唐欧阳询的优点而自
成一体的书法风格。其传世书迹有草书作
品有《致严坚中太丞尺牍》，行书作品《自书
诗卷》《题跋雪中梅竹图》《跋落水兰亭卷》
《自书梅竹三诗卷》《跋褚遂良倪宽赞》《自书
诗五首卷》。其中，《自书诗卷》的内容包括
《得宗老大年小景》等八首诗。《自书诗五首
卷》的内容包括《送上马矫图与贾秋壑》等旧
作诗五首。《自书梅竹诗三首卷》的内容包括
《里中康节庵画墨梅求诗因述本末以示之》
等三首诗。

笔法亦称“用笔”或“运笔”，是中国书法
的核心之一。历代书法大家相当重视书法
的用笔，楷书之祖钟繇就曾提出：“用笔者天
也，流美者地也”。赵孟坚的笔法方圆并施，
中侧并用。赵孟坚的起笔，以逆锋入纸，在

“尖与不尖”之间呈现方圆并施的起笔状
态。他的收笔、起笔有着潜意识的对应关
系，大多以圆形或方形的收笔为主。其总体
笔画既有圆润丰腴的美感，又带着刚劲般的
骨力。而行笔是起笔到收笔中间的一段运
笔，赵孟坚一直强调笔锋的转换，这其实就
是中锋转侧锋，侧锋转中锋的过程，行笔的
核心在于善于运用笔锋，赵孟坚的书迹表
明了他的用笔中侧锋兼备，古人说“中锋取
劲，侧锋取妍”，正所谓“书画同源”，赵孟坚
在绘画上娴熟的技法和飘逸的线条，在其
书法点化中也得到很好的运用，使得他的
书法风格同时具备潇洒秀美和骨力洞达的
特征。

赵孟坚字法平实方正，有收有放。其弟
赵孟頫说：“学书有二，一曰笔法，二曰字
形。笔法弗精，虽善犹恶；字形弗妙，虽熟犹
生。”“字形”即结体，这句话说明了结体在
书法中与笔法同等重要。赵孟坚的书法结
体与其笔法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即其结体
具有兼取的性质，其中原因之一是其学书思
想深信“以间架墙壁为要”，既有取法唐代名
家楷书的机构形态，又有追暮晋贤，掺入兰
亭序俊逸映带的笔法。虽然，初看上去作品
之中多有风格杂糅之感，但总体而言，他的
结体既是汲取众家之长又能和谐的自成一
家的结体风貌。

赵孟坚的书法章法和谐统一，自成一
格。章法的核心在于变化，变也是书法艺术
的精髓。大与小，轻与重，都是相对存在于
书法作品中的，是构成书法美感的形式所必
有的组成因素之一。王羲之云：“若平直相
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是
书，但得其点画耳。”他的书体则以行书为
主，作品《自书诗五首卷》和《跋褚遂良倪宽
赞》属于行楷类别，《跋落水兰亭卷》《自书诗
卷》《题跋雪中梅竹图》与《自书梅竹三诗卷》
属于行草类型。这些作品中，楷、行、草相间
是赵孟坚行书的显著特征之一，楷行草三种
书体的灵活安排，不仅仅丰富了书法的表现
形式，还可以充分地调动书家创作激情，增
强了书法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对于书法的创作和鉴赏，赵孟坚有许多
自己独到的见解，著有《论书法》一卷，他认
为宋人的尚意书风书法缺失了“规矩”的法
度，因而他极力提倡平整方正类的书风。赵
孟坚反对“一高一低，一斜一欹”的俗书，提
倡“中宫收拢”，他的字常以长横长竖为主
笔，以中宫为点，向四周伸展，造就其雄强遒
劲、端庄平正的书法风格。特别是其对其由
唐入晋的观点和实践，体现了南宋后期尚意
书风的转型端倪。有学者认为，赵孟坚在其
《论书法》中提出的复古书学思想和对楷书
的重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从弟赵孟頫的
书学思想，为元代书法复古运动提供了足够
的理论支撑，进而影响了元明以降的书学的
风气。

宋宗室画家的画风主要有两个取向：一
是具有“院画”风格的文人画，主要体现在其
画作既有工细之笔，又含文人之趣。二是纯
粹的文人画，体现在注重抒写性灵和情趣，
却不重作画的规矩绳墨。赵孟坚就是循着
赵令穰开创的这条既工且雅的艺术之路，在
墨水仙和墨兰画的殿堂中开辟出了一方属
于自己的独特天地。身为南宋末年兼具宗
室、士大夫、文人三重身份的著名画家，赵孟
坚儒雅博识，擅水墨白描水仙、梅、兰、竹
石。其中以墨兰、白描水仙最精，取法扬无
咎，笔致细劲挺秀，花叶纷披而具条理，繁而
不冗，工而不巧，颇有生意，给人以“清而不
凡，秀而雅淡”之感，世皆珍之。他的画风笔
墨简洁，别有清绝之趣。传世作品有《白描
水仙图》《岁寒三友图》《墨兰图》等。

（一）白描水仙：搀春热闹令君家
“冰姿高洁笔难图，不遣春风晕玉肤。

惊破盈盈湘水梦，一群仙子戏蓬壶”，这是清
初收藏家高士奇为其所藏南宋画家赵孟坚
《白描水仙卷》所题写的诗句，其意境之幽
深，于兹可见。以《石渠宝笈》初编著录的一
件《白描水仙》长卷为纸本，此卷画水仙四十
余株，花苞花蕊百八十余朵。全卷结构严
谨，花叶繁简得宜，繁而不乱，疏密有致，或
花蕊盛开，或含苞待放；其花叶组合，穿插映
带，阴阳向背，低昂顾盼，层次分明。画面处
理得有条不紊而生机盎然，墨色的浓淡深浅
都掌握得恰到好处，既合于水仙的自然生长
状态，又高于自然，清雅绝俗。水仙系用长
细匀净的线描勾勒出水仙的茎叶和花瓣。
钩线时使用浓墨，渲染时使淡墨，层层晕出
花叶的阴阳向背，把水仙那种当风摇曳、婀
娜多姿的神态表现出来。

赵孟坚有诗《题水仙》：“自欣分得槠山
邑，地近钱塘易买花。堆案文书虽鞅掌，簪
瓶金玉且奢华。酒边已爱香风度，烛下独怜
舞影斜。礬弟梅兄来次第，搀春热闹令君
家。”热闹的描写，不正是当年江湖诗人雅集
的景象吗？在宋元更替之际，赵孟坚宗室遗
民的身份越发沉重，画家把笔墨作为怀抱之
寄托，其白描水仙，正是其当年生活的回望。

（二）岁寒三友：断簪零珥任纵横
“浓写花枝淡写梢，鳞皮老干墨微焦。

笔分三踢攒成瓣，珠晕一圆工点椒。”上海博
物馆所藏《岁寒三友图》绘于洁净的扇面上，
松、竹、梅折枝交相辉映、错落有致。赵孟坚
以惯用的水墨之笔，画上一株饱结花朵、苞
蕾的梅枝，继而交错、绕夹着如墨影般的竹
叶与星芒般的松针，将它们横斜置于画面中

央，以墨竹的黑和松针的灰来衬托出梅花的
白。梅花是如此的饱满，绝无残缺衰萎之
象，珠圆玉润，散发着一种生命的色泽。松
针是如此的劲挺而松动，毫无剑拔弩张之
弊。蓬蓬然之间，似乎也显示出一种生命的
跃动。墨竹二三，穿插于丛枝斜干之间，笔
致轻峭，了无尖利抖动习气，沉稳而有辗转
轻折之态，纷披散落，更是一种生命的蕴
藏。松、竹经冬不凋，梅花傲雪耐寒 ，成为
士大夫们争相赞颂的文化符号，赵孟坚简
约的笔墨，刚劲的线条，写出的是自己作为
士大夫的精神寄托。

（三）墨兰：幽香一喷冰人清
“孟坚墨兰最得其妙，其叶如铁花，茎亦

佳，画土坡用笔轻拂，如飞白石状，前人无此
作也。”这是好友周密对赵孟坚墨兰画卷的
评语。赵孟坚的首创墨兰笔调劲利而舒卷，
清爽而秀雅。画上春兰两株，丛生草地，鲜
花盛开，如蝶起舞，给人以清新的快感。其
墨兰图卷运笔柔中带刚，花朵及兰草叶均一
笔点划，土坡用飞白笔轻拂，略加点苔，落落
如吴带当风。兰叶皆用淡墨，花蕊墨色微
浓，变化含蓄，形成墨色对比。画虽为水墨，
但格调高雅，“远胜着色”。“芝兰生于深林，
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
而改节。”烽烟迭起，朝代更替，厌倦江湖宦
海的赵孟坚选择隐居广陈做个文人，晚年常
以画兰寄寓他的亡国之痛和气节坚守。

宗室，是赵孟坚与生俱来的底色，身为
宋太祖十一世孙，他自出生便是南宋皇亲国
戚，接受的是“宫学”教育。士大夫，是赵孟
坚半生追求的理想，他登进士第，却整整十
年只任湖州掾这样的小官，满腹才华无处施
展，只在官场的最底层苦苦挣扎、煎熬。文
人，是赵孟坚沉浮变幻的归路，在宋代理学
文化的影响下，志向不济的赵孟坚选择隐居
山野，寄情诗文书画。

诗画隐广陈，丹心忧家国。历经波折，
壮志未酬，赵孟坚选择隐居广陈，“濒海灵气
清远地，香火鼎盛映两寺。芳草幽远出径
梓，明月清风广陈起。”地灵人杰、清新幽静
的广陈镇，给了赵孟坚自由创作诗文书画的
舞台。但是，看似终日耽情于书画的赵孟
坚，其实仍心系故国天下，从弟赵孟頫远道
来拜访，他不谈书画，劈头就问弁山笠泽佳
否，这份关心源于他对国家的热爱，对宗室
身份的铭记，以及对自己品格的执着坚
守。

（本版图文由广陈镇提供）

赵孟坚代表作品《自书诗卷》

■ 浙江农林大学 王 康

诗画隐广陈 丹心忧家国
——赵孟坚生平及其艺术成就

2024年北京时间12月4日，我国申报的
“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
践”在巴拉圭亚松森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 19
届常会上通过评审，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
委员会”发布的介绍词说：“在中国，春节标
志着新年的开始，以传统历法正月初一为岁
首。春节前后，人们开展一系列社会实践，
辞旧迎新，祈福纳祥，欢庆家庭团圆，促进社
区和睦，这一庆祝过程俗称‘过年’。除参加
公共庆典外，人们祭祀天地和祖先，并向长
辈、亲友及邻里拜年，表达美好祝愿。该遗产
项目为中国民众提供了认同感和持续感。”

春节不仅仅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同
时也是中国人情感得以释放、心理诉求得以
满足的重要载体。在春节，不同的时代和不
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习俗，在老一辈人记忆
中，平湖历史上的春节有不少习俗。

习俗一，掸檐尘。从腊月中旬开始，家

家户户都要掸檐尘，按民间的说法：年前掸
檐尘有“除陈布新”的涵义，要把一切穷运、
晦气统统扫地出门。除了掸檐尘，还要打扫
室内外环境，清洗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帘
等，干干净净迎接新一年。

习俗二，祭灶神。农历腊月初四到十
四，家家户户陆续开始在灶台上点香烛祭灶
神（俗称斋灶家公公），到腊月廿四夜，祭灶
神还要供上饴糖，意在让灶家公公吃上饴糖
后，能“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然后焚化
旧神马送走灶神。到了除夕夜，又要在灶台
上置新神马，点香烛、供茶点和糕饼，把新一
年的灶神接回来。以前平湖还有这样一段
顺口溜，“热昏颠倒，廿三夜里祭灶。”说的是
一些居民记错日子，在农历十二月廿三祭灶
神，有违规矩。

习俗三，做圆团糕。农历廿四后，家家
户户开始做圆团和尺糕，圆团它倒过来念就
是团圆，就象征一家人团团圆圆和和美美，
尺糕寓意一年更比一年高。圆团做好后，一
圈一圈地摆放到竹制圆蒸笼里，最后还要做

一个较大的圆团，称“当家圆团”，是给一家
的当家人吃的。

习俗四，祭祀祖先（俗称待先）。大年三
十除夕（小月二十九日）的下午，家家户户都
要用鲤鱼（鲤鱼跳龙门）、笋干（节节高）、黄
豆芽（如意）、油豆腐嵌肉、茹果（要带蒂桩）、
猪蹄膀（状）等祭祀祖先。

习俗五，守岁贴春联。吃过年夜饭后，
由当家人关闭大门，在门上贴红春联，也有
的人家撒元宝豆（干果），除夕夜还要明灯守
夜，俗称“守岁”。

习俗六，压岁钱。吃年夜饭时，长辈要给
小孩压岁钱，也有小辈趁过年回家团聚，给父
母爷爷奶奶送上敬老红包的压岁钱。

习俗七，吃糖圆子。正月初一，早晨起
来，鸣放爆竹，斋佛敬天地，全家喝糖茶，吃
糖圆子，意为阖家团圆，生活甜蜜。年初一，
全家还要吃隔年饭、菜，既表示“节俭”，又显
示年年“有余”。

习俗八，烧头香。大年三十夜到年初
一，平湖盛行烧香，有的大年三十吃过年夜

饭就开始在本地庙宇烧香拜佛，俗称烧头
香；而年初一这一天，当地居民还有选择地
连跑十座庙宇进香，俗称十庙香。

习俗九，年初一禁忌习俗。有忌扫地、
忌倒垃圾和忌动刀，妇女则停做针线活的习
俗。用民间的说法，年初一满地是佛，不能
扫地；不倒垃圾意为“积元宝”，不倒污水意
为“元宝水”。

习俗十，商铺歇业。旧时年初一，平湖
城内的商铺有歇业一天的习俗。但城内街
上却摆满摊位，有卖年画、爆竹的，也有卖各
种玩具和风味小吃的，还有四面八方来的卖
艺人员，街上跑马戏、木偶戏、拉洋片、西洋
镜，舞枪弄棒、诸般杂耍煞是热闹。年初一，
平湖的茶馆不但备有香烟招待老茶客，而且
茶价随茶客自主付款，也有茶店老板专门为
老茶客泡上一壶橄榄茶，俗称“元宝茶”。

习俗十一，吃年酒。从年初一开始，孩
子要穿新衣服、新鞋子、戴新帽子向长辈拜年；
亲朋相见，拱手互祝“恭喜发财”，接下来的几
天，亲戚朋友相互邀请，俗称吃年酒。

习俗十二，接财神。新年初四晚上到初
五早上，平湖城乡一清早就会响起鞭炮声。
年初四夜，有的老板还要请员工吃“元宝
汤”，饮“五路酒”，又称“财神酒”。年初五为

“财神生日”，城内商铺都会装饰一新，开门
“接财神”，家家商铺都备有“元宝鸡”，咸、鲜
大肉，悬挂活鲤鱼，挂字号灯笼，拈香点烛，
迎接五路财神（东路招财、西路进宝、南路利
市、北路财神、中路玄坛），俗称“接路头”，接
祭祀仪式颇为隆重。祈求新的一年“生意兴
隆，财源茂盛”。

解放以后，过年春节的打扫卫生、除夕
聚餐、走亲访友等一些传统习俗仍沿袭不
变。农村居民仍有祭灶神、除夕祭祖、烧头
香等习俗。近年来，企事业单位时兴年前团
拜、茶话会、文娱晚会，开展对驻军部队和军
烈属、五保户、高龄老人的慰问等新的活动
内容。而随着改革开放后的春节假日加调
休延长到 7天连休，给了春节更多的休闲娱
乐活动空间，年轻一代则更多的是趁春节长
假外出旅游观光。

■ 陈正其

平湖历史上的春节习俗

一、人生追求的转变：功名身世几沉浮

二、诗文创作的范式：诗酒平生忆江湖

三、赵孟坚书法的特点：下笔刚健运自如

四、人文画作的意蕴：淡墨写出高洁图

五、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