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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和梅蘭一樣，松樹自古便被人們賦予高尚的含義，歷朝歷代詠松詩詞不斷。自魏晉始，松

樹便入畫圖。而至元代，不僅松樹圖題材入畫進入了一個高峰期，並且眾多文人畫家筆下都湧

現出松樹的身影。可以說元人繪畫在一個新的時空拓展了新的領域。這種新雖然是承傳了舊，

但卻賦予時代了新內涵，注入了深入發展的新動力。誠如明人王世貞所說，文人畫起自東坡，

而至松雪（趙孟頫）敞開大門。晚明董其昌曾作歸納指出，文人畫不僅以風格筆墨來區分 ; 更應

以個人自我意識強弱，能否將心中丘壑真率地流露，正所謂宇宙在乎手，眼前無非生機，寄情

藏意於紙絹筆墨間作為品評文人畫作品高低的準則。後人更以文人畫能吐露高雅意趣，反映時

代心聲為尚。而元代文人可謂是這其中的重要力量，起到敞開文人畫大門的作用，從此富有文

化內涵和精神價值的文人畫成為中國畫史中的主流。

雖然關於「歲寒三友」松竹梅的繪畫內涵，研究者頗眾，而相比之下，後人對松樹圖，包

括文人畫松的研究卻較為薄弱，甚至沒有專門的成果，為彌補畫史研究滯後的缺憾，加深對中

國繪畫內涵的認識，論文從松樹入畫及元代文人畫松兩個方面進行研究。第一部分，對以前松

樹入畫的由來及其在繪畫中的含義進行分析。第二部分，首先分析元代畫松題材繁榮的狀況，

其次，考察元代十五位文人畫家的畫松作品，具體分析在特定時代背景之下松樹的豐富內涵，

再次，從上述考察中尋求元人畫松繁興的社會原因與藝術特色。最後論及元代松樹圖對後世的

影響。通過具體考察的實證，小中見大，得出元文人松樹入畫的最終目的 即畫為心印，以畫

為喻，以畫為寄，以畫體道，以畫識史，而這一結論闡明了元代文人畫宏傳與發揚了中國畫的

優秀傳統，加高加闊了中國畫的藝術之峰，這正是元代文人畫對中國美術與文化的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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