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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跋文体自北宋欧阳修《杂题跋》一卷始，才拥

有了较为明确的定名方式；发展至清代，则逐渐呈现

出与序体归并合一的趋向。题跋与序的文体分合，

与杂文或小品文的文类纠葛，是认知题跋的体貌特

征及其传演流变的关捩所在。而明代中后期文坛的

题跋创作有着不容忽视的历史意义，这一方面体现

在对文体独立性与功用价值的明确认识上，另一方

面则表现于对复古与性灵两种文坛主流思潮的兼收

并蓄中。嘉靖、隆庆、万历朝涌现出大量选辑题跋文

的明人选本，其细密的分类依据及强烈的辨体意识

为前代总集所不具备。而在文学创作领域，复古派

与唐宋派在诗歌理论上的立场往往泾渭分明，于散

文尤其是题跋文创作中则存在着许多重叠甚至共同

的观念。王世贞(1526-1590)与徐渭(1521-1593)是嘉

靖至万历时期不同地域与派别的作家。前者为后七

子复古派领袖，后者则是受唐宋派影响较大的性灵

派早期作家；前者为在朝官员，后者为在野文人。此

二人在明代中后期文坛应当具有足够的代表性。①

因此，将王世贞与徐渭的题跋创作进行比较研究，当

是关注明代题跋文体发展及破除复古与性灵思潮间

壁垒的有效途径。学界对王世贞与徐渭书画、山水

等题跋文的艺术特色已有讨论，关注到题跋创作与

文艺观念间的密切关系。②但关于二者的创作身份、

题跋作品的体貌差异，及其所呈现出的明代中后期

文坛生态乃至题跋文体的演变趋势都还留有较大的

研究空间，亟须更为系统的分析和讨论。

一、同中存异：书画题跋的体貌差异

明末清初的通代总集或类选文集对王世贞与徐

渭题跋多有关注，如《文章辨体汇选》《八代文钞》《古

今小品》《明文海》《明文衡》皆选辑二人题跋作品。

尤其是在《八代文钞》《文章辨体汇选》中，二人入选

的题跋数量在明代文人中居于前列。从创作总量上

看，王世贞《弇州四部稿》从卷一二九至卷一三八共

有题跋文 10卷，《弇州山人续稿》有题跋 16卷；另外

还有《读书后》保存的题跋150篇。不过《读书后》的

情况比较复杂，其中一部分作品与其别集相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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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查《读书后》之前四卷，共得题跋文97篇。由此，王

世贞现存题跋文总量为 1155篇，这在整个明代的作

家中可能都是无人比拟的。而其中书画题跋更是占

据了绝对优势。除《读书后》外，在现存的26卷题跋

文中，书画题跋居然有19卷之多。就当时的文坛声

望来看，徐渭很难与王世贞相提并论。但从明代中

后期文学思潮演进的角度衡量，徐渭属于受心学思

想影响的一位作家，师从王阳明的弟子季本，又和王

畿、唐顺之过从甚密。后来经过袁宏道和陶望龄为

其撰写传记加以表彰，徐渭俨然成为性灵派的先驱

式人物。与王世贞颇为一致的是，徐渭题跋文的创

作主要也集中于书画。在现存的 62篇徐渭题跋文

中，书画题跋有44篇，占据三分之二以上的比例。而

且就其所涉内容来看，题写对象包括了苏轼、米芾、

夏珪、李北海、赵孟頫、沈周等知名画家及画作。可

以说，王世贞与徐渭均擅长在书画题跋中挥洒笔墨、

展示才情。在此方面二者有可资比较的价值，呈现

出颇为丰富的文体学内涵。

王世贞尽管创作了大量的书画题跋，他本人却

未能在书画创作上有所成就，因而其题跋撰写大都

是跨行之论。徐渭则是明代中后期著名的书画家，

艺术造诣极高，以至于清代画家郑板桥曾自称“徐青

藤门下走狗”。③陶望龄评徐渭曰：“渭于行草书尤精

奇伟杰，尝言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识者许

之。”④无论如何排序，徐渭在书画创作方面的造诣都

是毋庸置疑的。如此一来，王世贞与徐渭在题跋写

作时的论述角度就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二者题跋

作品的体貌特征也颇为不同。

王世贞的不少书画题跋都是应邀而作，其中除

了增加书画作品的名气之外，更包含着增值的目的，

因而真伪就显得相当重要。比如王世贞《弇州山人

续稿》卷一六二收有两篇《赵松雪书归去来辞》。第

一篇曰：

赵吴兴书《归去来辞》极多，此为第一本。妙在

藏锋，不但取态往往笔尽意不尽，与余所宝《枯树赋》

结法相甲乙。余生平见苏长公、鲜于伯机及公书此

辞不少，然见辄愧之。自己卯冬决策不出，明年弃家

作道民，稍堪一舒卷。然陶公好酒乏酒赀，余好酒酒

赀颇不乏，而年来厌谢杯勺，以此竟输公一筹。人间

世贵人嗜书画若渴，独此辞以见讳得免，近始属吾弟

敬美。敬美倦游且归矣，归则远出吾上。再能作赵

公书步陶公辞。第畏酒一筹，亦恐不免输却。因戏

题于后。⑤

尽管该文从题跋文体特征的角度来看，既谈不上深

刻也算不上简劲，但在鉴赏之余再加引申议论，也颇

能表现文人的雅趣与诙谐。尤其是“人间世贵人嗜

书画若渴，独此辞以见讳得免”一句，讽世兼嘲戏，颇

可耐人寻味。而“陶公好酒乏酒赀，余好酒酒赀颇不

乏，而年来厌谢杯勺，以此竟输公一筹”的自嘲，也令

人悠然会心，颇有幽默趣味。然而到了第二篇，却杂

陈罗列了所谓的十“绝”：

彭泽天隐人，作此天隐文字，一绝也。以吴兴书

书之，二绝也。以吴兴画画彭泽像，三绝也。吴兴称

右军《兰亭》能乘退笔之势而用之，此书正是退笔，疏

密师意，不堕贞伯“奴书”诮，四绝也。吴兴此画尤出

尘跌宕，道元伯时间独得彭泽风气，五绝也。跋者柯

敬仲、黄子久诸名俊，深于二家理，六绝。幸不入长

安朱门，为吴兴里人姚生所得，不减彝斋之宝《定

武》，七绝也。观者吾弟敬美近弃秦中绂，仿佛柴桑

栗里之致，而吾与元驭学士以两道人从旁臾之，八绝

也。去重九不四日，天高气澄，大是展卷候，九绝

也。恬淡观中焚香阅之，髯枝四垂，篱英欲舒，居然

松菊三径，十绝也。题此后，吴兴固为我绝倒，彭泽

当亦不免作虎溪笑，如何？⑥

虽然此文目的在于展现文人雅趣与博学多识，但读

来却颇感兴味索然。因此，王世贞的书画题跋常需

要读者不断调整阅读方式与鉴赏视角来适应其多变

驳杂的特点。这就很难使读者保持长久的注意力，

当然也就难以从中获得应有的审美愉悦感。

徐渭的书画题跋则多从艺术经验与艺术感受出

发而作，极少涉及真伪的考察与鉴定。如其《书苏长

公维摩赞墨迹》曰：“予夙慕太苏公书，然阅览止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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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本耳，鲜得其迹。马子某博古而获此，予始幸一见

之，必欲定其真赝者，则取公之《赞维摩》中语戏答之

曰，若云此画无实相，毗耶城中亦非实。”⑦徐渭酷爱

的是苏公书法，欣赏的是其高超的水准。如果此刻

节外生枝去辨别真伪就会败坏兴致。他引用苏公的

那句话，意思是说连这么美妙的书法真迹都要怀疑

是假，哪里还有真迹存在。徐渭的书画题跋大多颇

为精到，往往要言不烦、点到为止。此乃艺术家之独

特感悟，其他批评家很难做到。在此方面他和王世

贞的差异很大。作为书画家，徐渭更看重作品的艺

术水准与欣赏价值，至于真伪问题并不是他最为关

心的。其《书子昂所写道德经》曰：

世好赵书，女取其媚也，责以古服劲装可乎？盖

帝胄王孙，裘马轻纤，足称其人矣。他书率然，而《道

德经》为尤媚。然可以为槁涩顽粗，如世所称枯柴蒸

饼者之药。⑧

在此，他抓住赵孟頫书法的主要特征“媚”予以评

点。这既符合其性情与地位，也具有其艺术优长。

这里既没有对赵孟頫进行节操评价，也没有在艺术

风格上求全责备，而是抱着同情及理解落笔，乃是真

正的内行之论。而在《赵文敏墨迹洛神赋》中，徐渭

对此作了进一步引申：

古人论真行与篆隶，辨圆方者，微有不同。真行

始于动，中以静，终以媚。媚者盖锋稍溢出，其名曰

姿态，锋太藏则媚隐，太正则媚藏而不悦，故大苏宽

之以侧笔取妍之说。赵文敏师李北海，净均也，媚则

赵胜李，动则李胜赵。夫子建见甄氏而深悦之，媚胜

也，后人未见甄氏，读子建赋无不深悦之者，赋之媚

亦胜也。⑨

作者先从笔法运用的角度解释了如何才能获得“姿

态”之媚，然后就从子建见甄氏之媚，读者读《洛神

赋》之媚而说明媚之引人处。那么加上赵文敏书之

“媚”，则该幅墨迹通过此“三媚”所表现出的相得益

彰之美妙也就不言而喻了。

当然徐渭也并非绝不涉及书画的真伪问题，但

他主要是从艺术欣赏角度予以关注，而非出于枯燥

的鉴定目的。徐渭《跋书卷尾》其二曾记载：“董丈尧

章一日持二卷命书，其一沈征君画，其一祝京兆希哲

行书，钳其尾以余试。而祝此书稍谨敛，奔放不折

梭，余久乃得之曰：‘凡物神者则善变，此祝京兆变

也，他人乌能辨？’丈弛其尾，坐客大笑。”⑩这种游戏

的氛围，展示的是徐渭高超的艺术鉴赏力和轻松愉

快的场面。徐渭还有一篇《书吴子所藏画》也谈及了

真伪问题。其主要是辨析倪瓒的《红梅双雀》画署了

王冕的印章。作者认为可能是倪瓒到王冕住处作了

此画而用了王之印章，是一场文人游戏的佳话。其

后又附有徐渭对当朝大学士夏言书作的评点。由

此可知，徐渭实际上具有鉴别真假的功夫，只是在题

跋文中较少涉及而已。在这样的题跋文中，作者集

中于兴致的满足而摆脱了真伪的争辩，自然文字简

洁，篇幅精悍，展现出灵动的文笔与艺术的韵味。

二、异中见同：题跋与文学思想的多元表达

王世贞生长于吴中太仓，对于吴中文化浸染甚

深。同时又多年在京城为官，交游广泛，名气影响遍

海内。现存的王世贞书画题跋除为祝允明、文征明、

沈周、唐寅等文人所作，还有为吴中文人群体所作

的，如《吴中诸帖》《三吴诸名士笔札》《三吴妙墨》《吴

贤墨迹》等。而生于越中山阴的徐渭以秀才身份终

其一生，足迹几乎不出越中。且因地位较为低下，其

接触主流文坛的机会甚少，在书画题跋创作中对于

吴中书画大家涉及的亦较少。在流派体系方面，王

世贞虽对阳明心学也不陌生，但终其一生并未认同

心学之体系的价值；徐渭居于越中，感受的是阳明心

学的浓郁氛围。由于活动区域、流派体系存在差异，

王世贞与徐渭的书画题跋呈现出不同的体貌特征，

但二人的题跋作品却又展现出耐人寻味的立体面

貌。关于格调与神韵、格套与性灵，二人通过题跋的

创作都表达出丰富的文学观念。由此我们可借以重

新审视明代中后期的文坛生态及其所蕴含的文学思

想史意义。

王世贞何以会具有融通的学术视野和蕴含丰富

的文学思想，学界许多人都曾有过探讨，其中主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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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认为与其吴中文人的身份有密切关联。这当然

是符合实际的看法，但却显得比较笼统。笔者认为

这可能与王世贞的题跋文创作有密切关系，尤其是

与其书画题跋创作有直接联系。比如同为后七子领

袖的李攀龙，他的复古观念较之王世贞更为浓厚，基

本严守文必秦汉而诗必盛唐的底线。而在现存的

《沧溟先生集》中，仅有题跋文《题太恭人图》《王氏存

笥稿跋》两篇。《题太恭人图》所论述的还是似与不似

的话题，所谓：“由是而知有所似不若无不似者之为

工。然必相形而后真得焉，可以无似无不似而术神

矣。”与其说是论画，不如说是借以宣扬他的模拟主

张。可知山东人李攀龙对于书画艺术既无经验亦无

兴趣。王世贞则不然，他不仅题跋文数量多，而且书

画题跋更是占据了绝对优势。在现存的26卷题跋文

中，书画题跋居然有19卷之多。而在这些书画题跋

的对象中，据统计有三位文人数量最多。其中苏轼

26篇，祝允明33篇，文征明26篇。而这三人恰恰代

表了宋诗传统与吴中地域文化特色，因此题跋文创

作与王世贞文学观念的开放性发生关联，应该不是

偶然的巧合。

比如王世贞从理论上是鄙视宋诗的，但他却无

法否定宋诗的代表人物苏轼和黄庭坚，甚至还在书

画题跋中经常提及。《弇州四部稿》中的《书苏长公司

马长卿三跋后》曰：“苏长公跋相如《大人》《长门》二

赋、《喻蜀文》，皆极口大骂不已。余谓相如风流罪诚

有之，然晚年能以微官自立于骄主左右而不罹祸，此

其识诚有过人者，恐长公于兹时不能免太史公腐

也。余于宋独喜此公才情，以为似不曾食宋粟人。

而亦有不可晓者，于诗不取苏李别言，以为六朝小生

伪作。”王世贞在对待司马相如的评价和诗学观念

上并不能认可苏轼，但他又在宋人中“独喜此公才

情”。那么这才情指的是什么呢？既然不是诗文，那

应当就是苏轼的书画才情了。为保持自我一贯的宗

唐立场，他居然说苏轼“似不曾食宋粟人”，显然是要

将自己眼中的苏轼与宋人拉开距离。

但到了《弇州山人续稿》中的《东坡手书四古体

后》，其观点又发生了改变：

坡仙所作《煎茶》《听琴》二歌，《南华寺》《妙高

台》二古选，中间大有悟境，非刻舟人所能识也。《南

华》诗最后作，考其书，是海外鸡毛笔所挥染，故多纤

锋。大抵能以有意成风格，以无意取姿态，或离或

合，乍少乍老，真所谓不择纸笔皆能如意者也。人云

公书自李北海，此书独得之汝南公主志《枯树赋》。

余见公妙墨多矣，未有逾于此者。敬美自燕归出示，

余漫题其后，俟长夏无事，当尽取四诗和之。

在此，东坡的书法仍是王世贞所最为倾倒的，能够达

到不择纸笔而无不入妙的地步，乃是赏读其书法艺

术的最高评价。然而，此处也涉及了对苏轼诗的评

价，其评语为“中间大有悟境，非刻舟人所能识也”。

这些评语相当重要，因为以“悟境”论诗虽然是唐、宋

兼通的标准，但从后七子自身来说，也是从前期的模

拟格调向后期的清远神韵转化后的标准。此外，更

为重要的是对“刻舟人”的揶揄，这实际上是对模拟

主张的直接批评。尤其是最后一句“俟长夏无事，当

尽取四诗和之”，可以说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对苏轼诗

的认可与偏爱。而王世贞之所以能够对苏轼诗采取

如此的态度，其灵感应该说是来自对苏轼书法的品

鉴。所谓“能以有意成风格，以无意取姿态”，不正是

格调与神韵的融通吗？当然，王世贞在此还只是针

对苏轼四首古体诗的具体评价，未能对苏轼诗作出

整体的论述，但无疑开启了一个重要的批评角度。

这在《读书后》的《书苏诗后》中亦有所表现，其中包

含了对苏诗基本特性的整体估价。王世贞依然认为

唐诗是“格极高，调极美”的典范之作，但后来却很少

有人能够达到此种水准，更重要的是唐诗已经“不足

以酬物而尽变”。所谓“酬物”，乃是对于日益复杂丰

富的物质世界与精神生活的表达；所谓“尽变”，乃是

对诗歌艺术新变的探求。他认为黄庭坚的变化是有

问题的，其中最严重的是“单薄无深味，蹊径宛然”。

而苏轼则与黄庭坚不同，尽管他也存有“神奇化而臭

腐”的种种不足，但更有“臭腐复为神奇”的优长，关

键是看后来的读者诸君是否擅长阅读及品鉴苏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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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创作。虽然王世贞还不能对宋诗完全加以认

可，也提出苏轼诗存在的种种不足，但他撰写此文的

目的乃是公然提倡阅读苏轼诗，这一点是确凿无疑

的。尤其是结尾的“臭腐复为神奇，则在善观苏诗

者”，尽管用语精炼含蓄，依然透露出对苏轼诗的偏

爱与自信。吴中优越的文化环境与浓郁的艺术气

氛，培养了王世贞对诗文书画的兴趣与较高的艺术

修养，并由此延伸至对于宋元以来的书画艺术尤其

是苏轼、黄庭坚书画的爱好。为了表达对这些书画

作品的理解与品评，他无法回避地选择了书画题跋

的创作。同时，题跋文的写作又使之开阔了艺术视

野，体味了诗文书画融通的美妙，并由对苏、黄及吴

中文人书画的爱好延伸至其诗文作品，从而构成了

他多样的审美趣味与开放包容的文学观念。

在与王世贞的比较视野中，不得不谈及徐渭。

文学史上徐渭多被称为狂放不羁的文士，因而反对

格套成法理应是其文艺观念。但读过其书画题跋，

此种误解便会得到纠正。比如徐渭绝非只会一味狂

妄自大，对高于自己的同行，他也能够心悦诚服予以

褒奖。其《题张射堂册首》曰：“余始与张君同学书，

张稍让之。今见此，真自谓不及也，故识此语于册

首。”对于艺术精品，徐渭更是不吝赞美之词。他看

了智永禅师的墨宝，夸奖道：“颗颗缀珠，行行悬玉，

吾何幸得题其端！”(《题智永禅师千文》)一旦自己的

作品得到他人的理解与认可，他便会表示由衷的感

激甚至谦恭。其《题楷书楚词后》曰：“慕子兰深博古

器，而法书图画尤其专长。余书多草草，而尤劣者

楷，不知何以入其目也？古语曰：‘心诚怜，白发玄。’

其斯之谓欤？”慕子兰欣赏其楷书《楚词》，他首先

质疑自己，对于法书图画有极深造诣的这位朋友，

何以会赏识连自己都觉得不怎么好的楷书呢？看

来他是同情爱慕我，以致爱屋及乌，连我不好的楷

书也一并赏识了吧。这与文学史中对徐渭狂放不

羁的书写不同，从艺术欣赏的角度可以窥见更加饱

满的人物形象。

另外，徐渭在书画题跋中流露出专业的眼光，尤

其表现在对从不同领域获得的成就与名气所作的严

格区分上。如其《跋停云馆帖》：

待诏文先生，讳征明。摹刻《停云馆帖》，装之，

多至十二本。虽时代人品，各就其资之所近，自成一

家，不同矣。然其入门，必自分间布白，未有不同者

也。舍此则书者为痹，品者为盲。虽然，祝京兆书，

乃今时第一，王雅宜次之。京兆十七首书固亦纵，然

非甚合作，而雅宜不收一字。文老小楷，从《黄庭》

《乐毅》来，无间然矣。乃独收其行书《早朝诗》十首，

岂后人爱翻其刻者诗而不及计较其字耶？荆公书不

必收，文山公书尤不必收，重其人耶？噫，文山公岂

待书而重耶？

在此篇题跋文中徐渭指出，书法是有其基本的规矩

与训练法则的，所谓“然其入门，必自分间布白，未有

不同者”；否则便会缺乏基本修养而“书者为痹，品者

为盲”，无论是创作还是鉴赏均会误入歧途。更重要

的是，如果缺乏这样的专业眼光与艺术判断力，就会

混淆不同领域的成就、名气而使判断失真。比如他

举出的王安石与文天祥之例，尽管各自名气都很大，

书法作品却“不必收”，即不能因他们的文章与名望

就连同其书法作品也一起赞赏。

在其题跋文创作中，这种观念还有更为深入的

表述，比如以下两篇：

金华宋先生之重也以道，卒用于学士也以文，世

珍其书，谓多由此。然即使不道不文，书亦自珍也。

(《书茆氏石刻》)
古人论右军以书掩其人，新建先生乃不然，以人

掩其书。今睹兹墨迹，非不翩翩然凤翥而龙蟠也，使

其人少亚于书，则书且传矣，而今重其人，不翅于镒，

称其书仅得于铢，书之遇不遇，固如此哉。然而犹得

号于人曰，此新建王先生书也，亦幸矣。马君博古君

子也，裒先生之书如此其多，将重先生之书耶？抑重

先生之人耶？(《书马君所藏王新建公墨迹》)
徐渭认为历史上如前举王安石与文天祥这样的事例

还有很多。宋濂本身很重视儒家之道的坚守与推

广，但朱元璋偏偏将其作为文人来使用。所以后人

··138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3.3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CLASSICAL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就误以为他的书法被珍爱乃是由于重道与文臣的地

位所决定的。其实不仅他自己的书法很有水平，其

子也是当时的书法名家。王阳明就更不幸，其学说

与事功太出名，以致掩盖了他在书法领域的成就。

而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即使收其书法，还要标明一

句“此新建王先生书也”，依然是书由人传。于是，徐

渭最后就问朋友，搜集阳明先生的书作，到底是重其

书法还是重其名气？因为徐渭很清楚，书法作为一

门艺术，必须进行艰苦训练才能臻于高超境界，并不

是凭借其他的声誉和他人的吹捧就可以成功的。因

而他在《跋张东海草书千文卷后》中深有感触地说：

“夫不学而天成者尚矣，其次则始于学，终于天成，天

成者非成于天也，出乎己而不由于人也……近世书

者阏绝笔性，诡其道以为独出乎己，用盗世名，其于

点画漫不省为何物，求其仿迹古先以几所谓由乎人

者已绝不得，况望其天成者哉！是辈者起，倡率后

生，背弃先进，往往谓张东海乃是俗笔。厌家鸡，逐

野鸡，岂直野鸡哉！盖蜗蚓之死者耳！噫，可笑也！

可痛也！”徐渭的感叹是有其道理的。书法是个真

假高低最易混淆的领域。许多骗子以独创性为口

号，又煽动一批追随者鼓吹拥戴，于是就动辄以大师

自居，招摇撞骗或牟取名利。徐渭忍耐不住，于是对

此大加呵斥，怒斥其为“野鸡”“蜗蚓”。

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话题，绝大多数研究者都

以为徐渭是个敢于冲破清规戒律而崇尚自由表达的

狂士，对于所谓的“先进”“仿迹”应该弃绝才是，只有

像王世贞那样的复古派才会强调传统与模仿。而事

实却并非如此，徐渭认为自然天成必须经过对前辈

书法的模拟和艰苦的基础训练，否则就是欺世盗名

的骗子。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的见解，是真正具有

水准的书画题跋文章。通过对徐渭书画题跋的阅

读，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于学界既有印象的徐文长先

生，他是一位具有独立的艺术眼光与品鉴水平的大

家。而王世贞在题跋创作中所表现出的融通的学术

视野和蕴含的丰富的文学思想，也与前人所说的后

七子复古模拟论调颇有出入。作为复古派领袖的王

世贞，对于文体规范与传统格调颇为讲究，却在题跋

文创作中挥洒自如、蕴蓄圆融；而放逸才子徐渭不只

倡导个性写意、无所依傍，也讲求专业眼光与仿迹古

先。虽然二人的题跋文体貌风格存异，但在通过撰

写题跋文来表达丰富的文艺观念及立体多面的文学

思想内容方面则有趋同的表现。

三、兼收并蓄：题跋书写的开放性与文体的流变

复古派文人王世贞在题跋创作中无所拘束，落

魄文人徐渭更是在题跋文体中找到了表达才情、展

现情趣、抒发愤懑、倡导见解的有效途径。可以说，

二人的书画题跋呈现出多元探索和自由发挥，将态

度与情趣、个性及特征融入其中。

王世贞对于题跋的体制与边界似乎没有过多考

虑，至少未进行过系统的理论表述。比如在评价归

有光的古文创作时，他涉及了论议、书疏、志传、碑

表、铭辞及序记，唯独未提及题跋。而这并非因归有

光缺乏此方面的创作实践。现存的《震川先生集》依

然保存着整1卷30余篇题跋作品。王世贞对此未加

涉及，也许是认为没有必要对此种晚起的文体特意

关注而轻易放过了。此外，《弇州四部稿》10卷题跋

包括杂文跋 1卷，墨迹跋 3卷，碑刻跋 1卷，墨刻跋 3
卷，画跋2卷。《弇州山人续稿》16卷题跋包括佛经书

后1卷，道经书后3卷，杂文跋1卷，墨迹跋5卷，墨刻

跋2卷，画跋3卷，佛经画跋、道经画跋1卷。对于这

样的分类，难以找出其所依据的标准。若按照载体

分类，书和画置于一类之中更为合适；若按照内容分

类，就没有必要将佛经书后、道经书后与佛经画跋、

道经画跋区分开来。可以说，王世贞对于题跋的文

体观念是比较杂乱的。正因为他对题跋文体特征的

轻视，才使得他自由随意地进行题跋创作，从而包蕴

了虽驳杂却又丰富的思想内涵与历史内容，使他的

题跋作品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文体特征。

开放性的题跋文体创作，一方面有助于灵活表

达作者的主观情感思想。比如，王世贞在书画艺术

上对吴中文人充满了爱戴，但站在复古的立场上却

对吴中的诗歌创作多持保留态度。王世贞为了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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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诗歌的格调体貌，当然不能在诗歌批评中降低

标准。而一旦进入书画题跋创作中，他则表现出了

另一种态度。关于此点，唐寅是颇具代表性的个

案。如其《唐伯虎画》曰：

余尝有唐伯虎《桃花庵歌》八首，语肤而意隽，

似怨似适，真令人情醉！而书笔亦自流畅可喜。考

跋辞，当有图一帧而失之。别购以补，卒不甚称

也。今年三月花时，见李士牧藏伯虎一图，深红、浅

红与浓绿相间，渔舟茅屋，天趣满眼，宛然桃花庵景

物。意欲夺之，卒不忍，而亦不忍割吾所有歌以予

士牧。姑为题其后。士牧志之，吾两家异日必为延

津之合也。

在文中王世贞虽然依旧指出了唐寅诗歌的浅俗格

调，但更看重其情感抒发的淋漓尽致，以及导致其本

人“情醉”的审美效果。尤为可贵的是，唐寅诗歌的

流畅与其书法的流畅所形成的珠联璧合，令王世贞

神魂动摇，遂设想将来如何将诗、书、画合为一体。

而王世贞在《明诗评》中评价唐寅之诗曰：“寅实异

才，中道龃龉，既伏吏议，任诞以终。诗少法初唐，如

鄠杜春游，金钱铺埒，公子调马，胡儿射雕。暮年脱

略傲睨，务谐俚俗。西子蒙垢土，南珠袭鱼目。狐白

络犬皮，何足登床据几，为珍重之观哉！”唐寅的诗

学特征不仅反映了个人的际遇，而且带有明代中期

吴中诗歌的一些共同特性。像王世贞评语中所提及

的偏爱初唐与流畅率意的俚俗格调，几乎在当时吴

中文人的创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吴中虽然也

有复古的风气，但取径比较宽广，加之城市经济的发

达，士人皆有追求享乐的倾向，因而诗歌创作势必流

于享乐与率意。由此也可见王世贞在题跋文创作中

批评态度的明显变化。“情醉”一词则是凸显出了王

世贞的主观情绪。

徐渭更是在题跋中淋漓展现自我的喜怒哀乐与

所思所想；既具有艺术家的傲骨，又富于才情且趣味

盎然。虽然徐渭是一位仕途蹭蹬的秀才，一生潦倒

穷困且命运多舛，但进入书画艺术的领域却充满自

信甚至达于自负的境地，尤其在书画题跋创作中更

是如此。其《新建公少年书董子命题其后》曰：“重其

人，宜无所不重也，况书乎？重其书，宜无所不重也，

况早年力完之书乎？重其力完，宜无所不重也，况题

乎？董君某得新建公早年书，顾以题命我。”题跋虽

寥寥数句，却是精心结撰之文。一路以“重”为骨来

写，最终落实在所最重的自我之题跋，既简劲紧凑，

又凸显自我。又如其《题自书一枝堂帖》：“高书不入

俗眼，入俗眼者必非高书。然此言亦可与知者道，难

与俗人言也。”此段实际在宣称：凡是看不上我的书

法的，皆是俗眼；凡是不同意我的说法的，那便是俗

人，戏谑中寄寓着作者的傲骨。但徐渭最为可贵的

还是能将自己的人生遭遇及命运感慨一并写进题跋

之中。如其《题自书杜拾遗诗后》：

余读书卧龙山之巅，每于风雨晦暝时，辄呼杜

甫。嗟乎，唐以诗赋取士，如李杜者不得举进士；元

以曲取士，而迄今啧啧于人口如王实甫者，终不得进

士之举。然青莲以《清平调》三绝宠遇明皇，实甫见

知于花拖而荣耀当世；彼拾遗者一见而辄阻，仅博得

早朝诗几首而已，余俱悲歌慷慨，苦不胜述。为录其

诗三首，见吾两人之遇，异世同轨，谁谓古今人不相

及哉！

在该文中，他的怀才不遇、人生坎坷、悲伤慷慨，全都

在杜甫那里找到了“异世同轨”的知音。世人每逢悲

伤困苦多要呼喊苍天，而徐渭则“每于风雨晦暝时，

辄呼杜甫”，由此可知二人之息息相通。读者借此可

感知其人格性情、生平际遇及喜怒哀乐，继而获得亲

切隽永的阅读体验。

另一方面，开放性的创作方式也导致了题跋文

体的演变。题跋虽然属于短小灵活的文体，但并非

不具备体制规范。尤其在严于辨体的明代文体学家

眼中，题跋有着明确的体要特征及功能用途。就此

来讲，明人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的详细表述

颇为经典且影响深远。他将题跋与序两体明确作了

划分：“按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凡经传子史诗文

图书(字也)之类，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谓尽矣。其

后览者，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有得，则复撰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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缀于末简，而总谓之题跋”；又将题跋的文体功能

归纳为“考古证今，释疑订谬，褒善贬恶，立法垂

戒”。后来晚明选家贺复征也提及“跋，足也。申

其义于下，犹身之有足也”。可以看出，在明人眼

中题跋是围绕载体或题写对象进行申发的文体。

其言说方式可以偏重考证、说明，也可偏重褒贬、评

价。但由此也可知，阐发文义与载体紧密连结才是

题跋的正体。

明代中后期已形成较为明确清晰的题跋正体观

念，而王世贞与徐渭题跋的多元探索与自由发挥则

造成了文体的演变与文类的交叉。一是一些淡化说

明作用的题跋算作广义的题跋或题跋变体更为适

宜。比如王世贞《读书后》中的篇章，主要由评诗论

文的内容所构成。其中如《读墨子》一类已基本脱离

了说明的功能，以发表议论、传递文学观念为主。这

在天启年间的散文选本《明文奇赏》中就能找到例

证。该集以人标目，各家文选再分体类选辑。文集

选录明代16家题跋文凡78篇，对题跋文体有细致区

分。徐渭选文列有“跋”体，选入题跋共6篇；另列有

“杂著”类，选有《读绛州园池记戏为判》。二是以抒

发作者性情趣味为主的题跋流向了小品文类。比如

徐渭的《书花蕊夫人宫词卷后》，全文涉及载体内容

的仅“王建百首宫词，此居第一”一句，而且还是误

评，只能算是全文的引子。其主要内容乃是马髯子

与作者打赌过程的叙述，而突出的则是徐渭本人的

性情趣味。首先是二人打赌条件的不平等，“余若

北，当出先生所常醉柴窑杯为先生寿；倘南不在先

生，当以百首书卷归我”。徐渭若赢居然只能让对方

请酒，而输了要赔对方百首书卷。而如此条件徐渭

居然应诺，可见其天真率性。其次是徐渭赌输以后

居然耍赖，依然让马髯子请酒尽兴。“余不寝言。姑

舍是，且从吾今日醉也”，可见其嗜酒如命。再次是

虽兑现承诺，却要让马髯子朗诵方捉笔塞责，见出徐

渭的豪兴真情。这样的题跋文就严格意义来讲已

经超越其文体界限。因为它们已经不是对载体的引

申与补充，而是借题发挥，自写情致，真正进入了小

品文的行列。徐渭《为燕商阳题刘雪湖画》《柳君所

藏书卷后》等均属此类作品。或许正是因为明代中

后期题跋创作的包容性特征，其后晚明文人多将题

跋与小品或杂文相混淆。如明末毛晋在《容斋题

跋》中谈及小品与题跋的关系说：“题跋似属小品，

非具翻海才、射雕手，莫敢道只字。”又如崇祯年间

的《媚幽阁文娱初集》将题跋选文归入“序”或“杂

文”两类。由此可窥见明代后期题跋文体观念的演

变甚至讹滥。

余论

关于明代的辨体成就及其对题跋文体体要特征

的认知，学界以往多关注到理论批评话语。其实这

在选本的辑录、分类方面也有颇多亟待深入探讨之

处。明代尤其是明中后期至明末时期，乃是题跋文

体观念形成的关键历史时段。与宋、元及清代总集

相比较，明代多种通代与断代总集将题跋脱离于序

而单列一体进行选辑。笔者所寓目的约 200余部明

代散文总集及诗文合集，其中有50余种辑录了题跋

文，绝大部分集中在嘉靖至崇祯年间。在这些辑录

题跋文的选本中，以文体为归类标准而进行选辑的

有23种；其中又有18种将题跋作为独立文体来标目

与选录。这足以说明明代中后期题跋文体观念研究

的重要性。

关于明代文章创作的繁盛时段，黄宗羲曾作划

分说：“有明之文莫盛于国初，再盛于嘉靖，三盛于崇

祯。”明初与嘉靖时期为明代文学的繁盛期，这点在

学界是有共识的。但黄宗羲跳过明代文坛最为热闹

的万历时期而归结于崇祯，或因黄宗羲本人处于此

一时期而自然有所侧重；或因其与万历时期重要的

文学流派公安派的看法存有偏差，难以认同该时期

的小品文创作。具体到题跋文的创作，通过本文的

讨论，将其创作繁盛期定为国初、嘉靖与万历三个历

史阶段或许更符合史实。宋濂、王世贞、徐渭、袁宏

道等文人均创作了大量有代表性的题跋作品。而黄

宗羲之所以将明代文章创作的第二个高潮期定在嘉

靖时期，笔者认为与该时期唐宋派的流行与后七子

··141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2023.3
CLASSICAL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的崛起有密切关系。这两个前后相续并互有交叉的

文学流派，其实并不像后人所理解的那样是截然对

立的，起码在文章观念上是有相同之处的。唐宋派

尽管主张学习古文要师法唐宋，但其最终目的却依

然是要上溯秦汉，尤其是对司马迁与《史记》均甚表

崇敬。茅坤既编有《唐宋八大家文钞》，但对《史记》

的传神笔法也甚有会心。归有光的古文之所以高出

众人之上，据说其奥妙也是采取了太史公的《史记》

笔法。后七子的口号当然是文必秦汉而诗必汉魏盛

唐，但实际上很难做到不读唐以后书。

选取王世贞与徐渭作为体现明代中后期题跋文

体开放性与包容性的个案，其主要价值乃是从中可

发现一个重要的文坛现象。文学观念的呈现，除了

可以通过理论批评话语表达外，更多的是通过诗文

的写作来体现。而作者在不同文体的书写中会展

现其思想情感的多重面相，从而造成文学观念的互

渗、夹杂甚至矛盾，在理论批评中严分壁垒的状况

遂不复存在。王世贞与徐渭题跋文的比较研究，便

是力求破除文学史上既有的将复古与性灵相对立

的固定模式，还原明代中后期文坛生态面貌的初步

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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