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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徵明生于成化六年庚寅（1470 年）。吴中长洲人。初名壁，

字徵明，又字徵仲。因祖籍衡山，故号衡山或衡山居士。①“吴

门画派”的代表人物。“吴中”是苏州一带的别称，又称“吴郡”、

“吴门”、“吴下”以及“苏门”、“苏台”、“姑苏”等。苏

州在明代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窗口。郑和出使南洋、西洋进

行对外友好往来就是从苏州太仓县刘家港出发的。②这里是中国

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 ， 因此，苏州在当时便是全国商品

经济最发达也是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而第一流的文人雅士亦大多

集中在江浙一带，苏州更可算的上是文艺中心。当时吴门有一大

批与文徵明年纪相若，志趣相近，才气横溢，身名颇盛的文人艺

术家，如唐寅（1470 ～ 1523 年）、祝枝山（1460 ～ 1526 年）、

徐祯卿（1479 ～ 1511 年）、都穆（1458 ～ 1525 年）、杨循吉

（1456 ～ 1544 年）等。可谓名家林立，盛极一时。他们或雅集

结社，吟咏酬唱，或出游互访、题诗跋画。因彼此间又夹杂着诸

多的姻亲与师承关系，所以往来交集更是频繁。

湖州市博物馆藏文徵明《雨中访友图》（金笺 ， 墨笔 ， 纸本）

扇面描述的便是吴中文人往来酬唱的一番景象。该扇面纵 18、

横 50.8 厘米。画面春意深深，细雨绵绵，近景湖石耸立，长树

参天，整个庭院充满着浓郁的生意。西斋中主人正在小榭窗前悠

闲地准备香茗，木榻上散置着一些书册。不远处友人正脚着高屐

手撑雨伞行走在通往西斋之幽径。所画人物皆平和、淳朴、自得。 

画作中显示的氛围情调若疏若淡，苍润清新，充满高雅、超脱、

宁静的魏晋风味。简约含蓄的传达出文人名士超脱的风貌与情调。

左空小楷自题诗跋如下：

“穷巷十日雨，泥深断来客。西斋午梦破，跫然识高屐。启

户延故人，一笑慰乖隔。闲窗设香茗，短榻散书册。涉笔写沧州，

居然见泉石。春山正沉沉，春雨犹脉霡。密竹晓低迷，弱云晚狼藉。

挟盖缘高冈，貌子独行迹。子迹良已奇，吾意无乃剧。吾生雅事此，

亦颇自珍惜。愿为知者画，不受俗子迫。惟君鉴赏家，心嗜口不索。

吾终不君靳，不索翻自获。君能用君法，吾自适吾适。当吾得意

时，知否初未择。偶落好事手，谬谓能入格。余人惟和声，遂使

虚名嚇。虽得知己怜，颇为遗者责。谁云兴致高，正坐能事厄。

几欲谢胶铅，就中有深癖。我癖君更甚，收此顾何益。君言有妙

理，意自不能释。我画惜如金，君藏慎如璧。好画与好藏，同是

为物役。遗斋冒雨过访写此为赠兼赋短句 乙丑三月十日文壁。” 

钤“衡山”朱文方印。钤鉴赏印：右上部朱文椭圆印“真赏”，

右下角白文方印“遹声私印”，左下角朱白文印“畸园秘笈”。

乙丑年为明弘治十八年（1505 年），时年文徵明 36 岁。在

此之前，文已于 1495 年、1498 年、1504 年三次赴应天乡试，皆

不中。事实上，以考取功名进入仕途为自己人生的最大抱负的文

徵明在 1495 ～ 1522 年期间共赴乡试九次，皆不应。而他的诸多

好友也与他有着类似遭遇。如王宠“凡八试，试辄斥”，钱孔周“凡

六试应天，试辄不售”。文徵明在《三学上陆冢宰书》中分析了

其中缘由。他说：“夫以往时人才鲜少，隘额举之而有余，顾宽

其额。祖宗之意，诚不欲以此塞进贤之路也。及今人才众多，宽

额举之而不足，而又隘焉，几何而不至于沉滞也？故有食廪三十

年不得充贡，增附二十年不得升补者。其人岂皆庸劣驽下，不堪

教养者哉？顾使白首青衫，覉穷潦倒，退无营业，进靡阶梯，老

死牗下，志业两负，岂不诚可痛念哉！”③虽然仕途的不如意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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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其书画作品已得到艺术市场的认可和追捧，社会影响似乎也

已不限于苏州本地，所以向其索画者应不在少数。但对于索画者，

他的原则与态度却是十分明确的。其子文嘉在《先君行略》中曾

提到：“于是四方求请者纷至，公亦随以应之，未尝厌倦。惟诸

王府以币交者，绝不与通；及豪贵人所请，多不能副其望。曰：

吾老归林下，聊自适耳，岂能供人耳目玩哉！”⑤史学家、收藏

家王世贞晚生于文徵明 50 余年，与文徵明子侄、弟子辈多人相熟。

王在其《文先生传》中记载到：“先生归，杜门不复兴世事，以

翰墨自娱。诸造请户外履常满，然先生所兴从请，独书生、故人

子属、为姻党而窘者，虽强之，竟日不倦。其他即郡国守相连车

骑，富商贾人珍宝填溢于里门外，不能博先生一赫蹏。而先生所

最慎者藩邸，其所绝不肯往还者中贵人，曰 : 此国家法也。”⑥

从文嘉、王世贞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文徵

明把所从事的书画创作作为一种个人的业余爱好。那么在社会的、

社交的情境中的文徵明对待众多的求其字画者的态度又是怎样的

呢？首先，对皇族子弟、太监、外国人这三类人，文徵明是拒绝

出售或馈赠其作品的。其次，由于四方乞诗、文、书、画者接踵

于道。所谓文笔遍天下。⑦又由于文徵明“为人和而介”，对于

姻亲故友或文人士子，这位大艺术家却能“竟日不倦”地作画。

在其 90 年的漫长一生中创作出了大量的艺术作品，而其大部分

现存的艺术作品从题跋或诗词中都可以推断出是其在某个特殊的

场合，为某个特定人物所作。因此从其书画作品的题跋或诗文中

往往就能显现出其背后的种种人情关系和人情义务。它们都在了

却文徵明所谓的“雅债”或“清债”。⑧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一

刻，文徵明依然在为人书写墓志铭。最后置笔端坐而逝，悠悠若

仙去。⑨

我们知道自明中叶后江南一带经济的发展使原本就有较高

文化素养的江南地主和一般市民对包括绘画在内的文艺需求大为

提高。商品市场的发展使得苏州的“吴门派”画家大都开始面向

市场，以出售书画作品盈利。卖文、卖书画成为不少文人生计的

重要来源之一。文徵明出生世家，社会经济地位较高，文时常把

他的作品赠给相识好友或姻亲故旧而不在乎酬报，但应该也并不

全然拒绝索画者所给与的报酬与馈赠。这一点似乎从他写过的一

首诗（《题画寄道复戏需润笔》）中得以部分体现，其中说到：

“……幽窗弄笔入苍茫，为写云烟寄遐想。砚燥毫枯兴索然，润

之非酒仍非钱。老饕有嗜嗜所偏，有约不到空垂涎。新鹅破掌豚

蹄白，打破悭囊莫羞涩。”陈道复也是明代著名画家，曾从文徵

明学画，两人关系在师友之间。文谈及需润笔一说，虽是幽默游

戏之语，但也可以说明文并不拒收润笔。事实上，文在经营家庭

产业之外，文章、书画的润笔也是其收入的重要来源。⑩文徵明

的作品并非无偿，但是也不代表付得起价钱的人便可以轻易获得。

在黄佐所作的《将仕佐郎翰林院待诏衡山文公墓志》中便有能充

分说明此种情况的记载：盖公于书画虽小事，未尝苟且。或答人

简札，少不当意，必再三易之不厌。故愈老而愈益精妙，有细入

毫发者。或劝其草次应酬，曰“吾以此自娱，非为人也。闲则为

之，忙则巳之，孰能强余耶？”有商人以十金求作画者，公面斥

之曰“仆非画工，汝勿以此污我”，其人大惭而去。凡富贵者来

求，多靳不与，贫交往往持以获厚利。
所以文人画作的馈赠或报酬似乎必须要遵循某些特定的文

人规则。一般而言获取一幅画作的方式通常有以下几种：

1. 预订—收取—付款

就职业画家而言，求取画作的过程相对简单明了。求取者通

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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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以书信的形式提出要求，一旦得到画家同意，便遣人直接去画

家处预订画作。在被告知作品完成后，领取画作并支付金钱作为

报酬。

2. 顾主—中间人—画家

在顾主欠缺直接接触到画家的情况时，特别是在向文人业余

画家求画时，也许是因为文人画家同时也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

许多情况下顾主与画家并不直接接洽，而是通过中间人来完成交

易。中间人通常是双方都认识并信得过的亲友或行家。各种形色

的中介人，以各不相同的名义从画家那里获取画作。他们有中间

人、代理人、关心画家生计的朋友、彻头彻尾的画商，以及有意

将其作品作为礼物赠予他人的收藏家。  
通常情况下，当顾主为商人或其朋友圈之外的人士时，文人

画家可能会直接接受钱两。但是对于亲朋好友或是他们特别尊重

的人士向他们索画时，作为人情往来的礼物式的交换还是被认为

是最恰当的形式。有相当社会地位的画家还是会避免直截了当的

商业性交易。那么，最常见的替代方式便是以物品形式支付。此

种交易方式看似无拘束的交换礼物，从而不致受到商业性交易的玷

污，依据礼尚往来的中国人际关系模式在恩惠与服务间做交换。  

但是也有足够多的文献事例记录了顾主直接支付画家现金

报酬，或是画家收下金钱后依据要求绘制画作的情况。这样直接

的商业化交易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越加普遍，也越为人们所接受。

讨论报酬已不再是一种禁忌。最为著名的事例便是 18 世纪中叶

曾做过知县的扬州画家郑燮（1693 ～ 1765 年）在乾隆二十四年

（1759 年）为自己的书画公开定下了价格，并明确表达了要求

银货两讫的意愿：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幅对联一

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

未必弟之所好也。送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

赊欠尤为赖账。年老体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 郑

燮此举在当时确有惊世骇俗的意味，但也反映了书画艺术家们日

益增强的商业化意识，以及售卖字画已成为一种生计的趋势。如

文徵明般的文人业余画家虽不能等同于唐寅、郑燮等专职画家以

书画谋生，但是也不能完全的截然二分。 

以往对文徵明等文人画家的描述往往如下：过着宁静淡泊的

生活，不问世俗事物，只埋首学问，闲暇只为怡情而习字作画。

但是此种标榜隐逸，脱离周遭社会环境的标准文人模式是否是真

实确凿的呢？我们是否过分的强调了其非职业性与非功利性的特

征呢？在文徵明流传于世的书画及信札中，我们常常能找到类似

“小诗拙画，聊为行李之赠” 、“向委写除夕诗，因稿薄失去，

不及具上。旦晚寻得，即录奉也”。 这样的字眼。由此我们从

人情往来与礼物交换的角度重新审视了社交情境下的文徵明。当

艺术品作为礼物参与到所有的真实而复杂的人际网络中时，同时

兼具了礼品与商品的双重意涵的艺术家的作品也就成为了文徵明

所谓的“雅债”。而艺术的商品化虽为文人画家们极力回避的问

题，但亦不再被认为是一种不名誉的谋生方式。艺术家的作品不

再只是简单的传递其细腻的情感与理想，也在其社会人情网络中

具有重要的价值与位置。
注释：

① 《明史卷》一八七，《疑年录》卷三。

②《论吴门书派》葛鸿桢，荣宝斋出版社，2005 年版，第 5 页。

③《文徵明集》文徵明著，周道振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卷第二十五，第 585 页。

④《论吴门书派》葛鸿桢，荣宝斋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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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文徵明集》文徵明著，周道振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附录二 文嘉：《先君行略》第 1621 页。

⑥《文徵明集》文徵明著，周道振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附录二 王世贞：《文先生传》，第 1627 页。

⑦《文徵明集》文徵明著，周道振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附录二《明史・文苑三》第 1616 页。

⑧《雅债》柯律格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年版 

第 11 页。

⑨《文徵明集》文徵明著 ， 周道振辑校 ，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 附录二文嘉：《先君行略》第 1622 页。

⑩《文徵明》刘纲纪，吉林美术出版社，1996 年版，第 23 页。

《文徵明集》文徵明著 ，周道振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附录二 黄佐：《将仕佐郎翰林院待诏衡山文公墓志》 

第 1632 页。

 《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高居翰，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年版，第 50 页。

 《画家生涯—传统中国画家的生活与工作》高居翰，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年版，第 56 页。

《郑板桥集》郑燮，香港中华书局，1979 年版，第 195 页。

《文徵明集》文徵明著，周道振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致继之》第 1463 页。

《文徵明集》文徵明著，周道振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致启之》第 14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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