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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泉高致》

前言

南宋学者邓椿讲过一个故事：先大父在枢府日，有旨赐第于龙津桥侧，先君侍郎作提举官，仍遣中使
监修。比背画壁，皆院人所作翎毛花竹及家庆图之类。一日，先君就视之，见背工以旧绢山水揩拭几
案，取观乃郭熙画也。问其所自，则云“不知”；又问中使，乃云：“此出内藏库退材所也。昔神宗
好熙笔，一殿专背熙作；上即位后易以古图，退入库中者不止此耳。”先君云：“幸奏知，若只得此
退画足矣。”明日有旨尽赐，且命皋至第中。故第中屋壁无非郭画，诚千栽之会也。这个故事大意是
讲邓家同郭熙的一段因缘。邓椿的祖父在枢密院任职时，皇帝降旨在龙津桥畔赏赐一座宅第。这宅子
直到邓椿父亲那一代，还没造完。宅子中满墙的图画，都是画院画师所作的翎毛花竹及家庆图之类。
一天，邓父去视察，看到裱画工人用破旧的绢本山水画揩拭几案，拿来一看，才发现是郭熙的作品。
询问缘由，都说不知道。再向宫中使者打听，回复说：“这是宫中库房里清退的藏品。以前神宗喜欢
郭熙的画，宫殿墙壁上全是他的作品；当今皇上即位以后，用古画取代郭熙的作品，因此被清退的郭
画还不止这些呢。”邓父说：“麻烦你报告陛下，如果可以得到那些清退的郭熙作品，我就满足了。
”第二天，皇帝下旨，把库中所有郭画赐给邓家，用搴送到宅子里。所以邓家墙上全部都是郭熙的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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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泉高致》

内容概要

《林泉高致》是北宋时期论山水画创作的重要专著。作者郭熙，字淳夫，河阳温县人，著名画家。《
林泉高致》由郭思编述其父郭熙的创作经验和艺术见解而成。
《林泉高致》产生在中国山水画充分成熟的时期，集中地论述了有关自然美与山水画的许多基本问题
。郭熙认为,山石林泉胜景是“君子”所向往的,但他们不愿因渴慕自然风光而远离君、亲，面对山水
画就可以“不下堂筵，坐穷泉壑”，充分领略自然山水的美，以解决“君子”厌烦世俗事务而又留恋
功名的矛盾。用观画代替欣赏自然真景的所谓“卧游”的思想，早在南朝的宗炳就已提出。但宗炳是
谢绝仕途的隐士，而郭熙却是为宫廷服务的山水画家。因此他对自然美的看法，既不同于宗炳，也不
同于以纵情山水求得精神解脱的文人画家。
在绘画理论史上，郭熙最早明确而具体地提出，山水画家应当努力创造一种美的境界，使观者“如真
在此山中”,产生可游、可居的感觉,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同时，境界的创造，又与表现山川“意态”
的美不能分离，所谓“春山淡冶而如笑”、“冬山惨淡而如睡”等说法，表明郭熙看到了山水的“意
态”美，同人的感情与自然景物的交流密切相关。他和同时代的苏轼，都看到了诗画在意境上的相通
点。郭熙还强调画家不应单纯模仿一家一派，也不应拘泥于一时一地的景色，而应“饱游饫看”，广
泛摄取山水美的“精粹”，而后加以熔铸创造，这和西方绘画中强调实景写生很不相同。郭熙在探求
山水画的艺术美的过程中创立了“三远”说，即高远、深远、平远，在理论上阐明了中国山水画所特
有的三种不同的空间处理和由此产生的意境美、章法美。
《林泉高致》存世的古版本有北京图书馆藏明抄本、《四库全书》文津阁本和文渊阁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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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泉高致》

作者简介

郭熙，北宋画家，绘画理论家，字淳夫，河南温县（今属河南）人。工山水。出身布衣，好道学，喜
游历。善画，初无师承，后在临摹李成山水画中受到启发，笔法大进，亦能自放胸臆，笔势雄健，水
墨明洁。画山石多用卷云或鬼脸皴，画树如蟹爪下垂。熙宁(1068-1077)间为图画院艺学，后任翰林待
诏直长，成为宫廷画院重要成员。于画论方面亦有建树，总结出对四季山水的审美感受及山水构图三
远法等。[1]创作活动旺盛的时代正是宋神宗在位的熙宁、元丰间（1068－10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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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泉高致》

书籍目录

郭氏《林泉高致集》原序
山水训
画意
画诀
画题
画格拾遗
画记
许光凝序
附录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林泉高致集》
附录二
山水诀
山水赋
山水诀
画龙辑议
附录三
《宣和画谱·郭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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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泉高致》

章节摘录

插图：《论语》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指礼、乐、射、御、书、数。书，和画
是同源的。《易》中的《山坟》、《气坟》、《形坟》，出自三皇之手，《山坟》近乎山，《气坟》
近乎气，《形坟》近乎形，都是绘画的草创阶段。黄帝创制衣裳，有图案，有数目，或绘出，或绣出
，都是绘画的本源。所以舜所创制的十二种图案，有山、龙、华虫等等，据他说都是“观古人象”所
得。《尔雅》说：“画，象也”，提到了物象与图画的关系。《周易》有设卦、观象、系辞的说法，
《论语》有“绘事后素”的说法、《周礼》有“绘画之事后素工”的说法，可见绘画的起源非常久远
、崇高。自古以来探讨伏羲画八卦，都把“画”解释成“今汝画”的“画”。“画”的意思是“止”
，这就让人很难理解“画八卦”的意思了。所以“画”就是绘画的意思，只不过如今的绘画属于后来
的发展，当时只是绘制符号而已。再如现在可以看到的古文、篆书、籀书、鸟书，都有象形的特征，
其创制的方法也与象形画一样。我童年时侍奉先父游览山林，每当挥笔作画，先父一定说：“画山水
有一定的法度，怎能草率。”我每听到一条教训，立刻录于笔端。现在收集整理，大概有几十上百条
，不敢丢掉，想把它们留给同好。唉！先父年轻时修习道家学问，练习吐故纳新之术，本来逍遥于世
俗之外，也没有绘画的家学，可能因为天性相近，于是潜心绘事，并由此成名。然而对于孝友仁施这
样的伦理德行，先父是终生遵行的。他的这番志趣，也应让子孙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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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泉高致》

编辑推荐

《林泉高致》是中华生活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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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泉高致》

精彩短评

1、国学经典，中华生活经典，大部分是选取了经典古文篇章，辅以图文解释，其实就是古文今译。
是很好的入门书
2、很雅致
3、这也太业余了吧，当当上连作者都写错？
4、在烟霞锁其腰，掩映断其脉中体会山高水长。在山水和山水画间行、望、游、居。外师造化，中
得心源。养生不如养气。
5、宫廷画家郭熙的思想虽受道家影响，但儒家尤其是新儒家才是其根基，《林》代表着中国山水画
史上第一次由隐者的立场向士大夫阶层立场的转变，在这里山水画是满足入世儒者对自然山水的向往
而出现的精神安慰媒介，也是儒者借此陶冶心性的工具。郭熙借“养”强调了画家终身的品性修养、
画家创作当下的陶养以及作画鉴画对胸次的陶养，平素“主敬”修养成君子才能成好画家，作画时“
主敬”持一才能出好画作。画中的三远是境界的远，是为了“养”画家和观赏者的胸怀之远，其中平
远最佳，平远之境最少压迫和距离，主客最能融为一体从而实现儒家的存养之学。可行可望可游可居
中可游可居最是人的性灵安顿之所，“四季山水”说明人的心灵和外在自然具有节奏化的对应关系，
这是自然山水可以安顿性灵的基础。
6、值得玩味，当沉潜反复。
7、书内容没的说，很好。就是感觉封面怪怪的，很粗糙的样子。里面倒挺好。
8、嘴上说什么林泉之心隐逸情怀，但身体还是很诚实嘛郭巨巨⋯⋯《山水训》干货太多了！好评！
9、怎么这么厚？
10、山形步步移，山形面面看。所谓山水，尽出己心。
11、没什么了，道理讲来讲去就是如此。接下来就做了
12、好书
13、经典，反正要读的
14、《林泉高致》是北宋山水画巨匠郭煕艺术创作的经验总结，由其子郭思编订，非常好的生活经典
。从编辑设计到印刷装订舞步精美。本套丛书有30本之多，即可收藏又可学习、赠友。建议全部购买
。
15、林泉，山林泉水。在这里是指归隐林泉的志向，神游物外的渴望。然从《画记》篇可以看出，郭
熙并不赞同真正的归隐，而很是在意“宫廷和台阁”。本书虽由郭思编著，然主角却是其父郭熙。除
去两篇序言外，共分六篇。《山水训》篇幅最长，亦最能表现郭熙的美学思想。《画意》谈创作心境
的陶养，《画诀》谈布局和笔墨技巧，《画题》罗列虽多，但不免使得创作程式化，为艺术的悲哀。
《画格拾遗》提到“隐喻”的传统体系。此版本附录三篇，补充资料，可谓用心～
16、性之所爱。
17、有古文，有译文，有解析，还有很多图片，对学习国画的人很有帮助。
18、“此怀素夜闻嘉陵江水声而草圣益佳，张颠见公孙大娘舞剑器而笔势益俊者也。”
19、中国古代生活源出艺术，艺术浸润生活。
20、美在意境

21、很地道的知识
22、郭熙的确是厉害啊
23、无话可说
24、真山水、三远、四时变化等一系列山水理论外加郭熙本人的画目和家族轶事
25、图不清楚，但是文字有译文还可以。。。
26、好书须慢慢品味
27、内核居然是儒家的，对比着道家式的画论看更有意思。
28、书包装，印刷很好，送货速度也快。
29、这本书总结了北宋著名画家郭熙的山水画创作方面的独到见解，论述了自然与山水之间相互关联
，只有充分领略自然山水之美，才能寄情于其中，使创作更加自如。此书抒发的一种山水理想，代表
大家之言，由此可窥见历代文人墨客的山水情怀由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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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泉高致》

30、封面不错
内容大致翻看了一下，比较详细
31、好书，一本中国山水画理论经典，值得好好研究
32、想到了一个最笨但很可能最有趣的翻译方法
33、怎么这么薄？
34、既是郭熙美学思想（画论）的总结，又谈及多种作画的基本方法，也可当做欣赏北宋山水画的一
种参照，文笔不错还可以当成文学作品来读。版本很好，注释详实，配图十分有代表性。《山水训》
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章，挑着背一背。
35、好书，一览古人高雅逸趣
36、评注蛮好的⋯⋯
37、不错，古人的智慧。很了得
38、不错的一本说，图文并茂，虽然增加的图片占了较大的篇幅，提高了成本和价格，但是还是可以
学到很多东西
39、学画一定要读的。印得好，纸质也挺好。
40、文章超棒，注解到位，舒服
41、排版清晰，整体很清新。但一部分古文分段时逻辑有点混乱。内文搭配的山水画，个人觉得有点
鸡肋，没很好地表现出山水画的效果。但这样的尺寸，黑白，能出这效果，已经不错了。
42、还可以吧⋯⋯
关于中国古代山水画，文字不错，只可惜配的图小了点。
43、这画、这山、这林等无不代表着中华文化的内涵，无不体现着那种作为我们内质的东西，含蓄、
内敛、淡淡的风格，这也正是我所要追求的人生目标，也是我心向往之的终极点。只有民族的才能在
世界之林占住脚跟，才能真正拥有自己，不会迷失自己的方向，才能永保我们“内质”的东西，才能
真正是我们自己的“我”。这样宏扬民族的好作品应多多出版，以飨读者。
44、精彩！值得研读
45、画中留天地，云雾显山高，隔断现水远，四时不同，东西两异
46、质量不错，入门学习
47、好书，经典，值得一读
48、拿到书看了看，书很不错，无论送货、刊印还是内容，要是还能便宜点就更好了
49、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周易中，常用往复，来回，周而复始，无往不复等词语，中国古诗常用盘亘，
周旋，徘徊，流连等词语。周易中所说的＂无往不复，天地之际也＂说的就是中国人回旋往复的空间
意识，以中国生命哲学为基础，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气生成万物，万物皆由气而生，生生不已阴阳
二气组成一种有节奏的生动。无论俯仰观照，还是远近往复，在中国诗人，画家的眼中，＂深广无穷
到宇宙来亲近我，扶持我，无庸我去争取那远穷的空间。这种空间意识，形成中国画家的＂三远＂说
。在山水训中郭熙曾言：＂“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
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观赏中国绘画，视线应该是流动的，转折的，自高远转向深远，再横
向于平远，形成了节奏化的律动，用俯仰往还的视线，抚摩之，眷恋之，一视同仁，处处流连。
50、还好
51、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画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
、可游之为得。
52、“山欲高，尽出之，则不高；烟霞锁其腰，则高矣。水欲远，尽出之，则不远；掩映断其脉，则
达矣。”好美啊这些句子，可是怎么翻译成英文做paper啊。真头痛。
53、中国经典文化，闲来学习学习，提高点文化素养。
54、经典收藏。多读书，不求甚解。
55、9年来在身上不断撕裂着我的中西文化精神的矛盾终于看到了消解的道路了吗？感谢董豫赣老师让
我在山水的感悟里重拾少年时代沉浸于精神故乡的初恋欢悦
郭氏父子原著句句含英，段段华彩，今人的编撰注释以及山水画的选图都相当见功力。林泉之心是心
灵发展自然的归宿 在往返南北两京的旅途中徜徉神往
56、没用的注释、译文、点评、插图太多了
57、没有对比过其他版本的林泉高致集，不敢妄评优劣。不过这本却是中华书局这个丛书里面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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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泉高致》

一本之一，译注都不错，点评也到位。
58、今年讀過最好的書。
59、前半部分比后半部分好，有一张专门写自己怎么受宠的，没细看。讲画画心得的部分很好，后面
的点评也颇见功底
60、很雅致的书
61、美好的古典生活~
62、很棒！
63、是这个系列中的一本，可以置于案头闲来时时翻翻，不错
64、休闲阅读的好选择，古文有意境
65、对于修心养性很有帮助
66、神交古人是一件令人兴致盎然的事。经过千百年沉淀的经典绝对不是现代花里胡哨的快餐读物可
比。文字的主要功能在于跨越时间和空间传播文明。支持经典！
67、本书能作为，闲暇无事，消遣读物。
68、太喜欢了，慢慢品读
69、除了画要娱人这个观点以外，大部分理论我是极其认同的。一尺半幅尚要上留天下留地，何况为
人呢。
70、从书名就可感觉到。当时在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中看到了这本书，就决定了买下来。真的不错
。
71、若雅士园林，从容淡泊
72、《林泉高致》是宋代著名画家郭熙的山水理论名篇，当初学画的时候就熟知其“三远”和“四时
之景不同”的理论。当今的山水画家还是多研读、继承一下传统精华再动笔比较好~
73、高远，平远，深远
74、好是好只是有几页的画装订的我不满意
75、非常精致漂亮的一套书，收齐。
76、再拿出来读，还觉得是历代画论中的第一名，太好看了
77、我国古代经典的绘画论著之一 通过概述郭熙的绘画经验和理论 展现出中国古代山水绘画的美学和
哲学 前人总结出来的智慧 我们要好好珍惜和品读封面装帧很舒服 内容是双色印刷 原文是养眼的深绿
色 不过配图是黑白的 如果是彩图就完美了
78、论文章只能算一般，论艺论算是有代表性吧... ...
79、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画凡至此，皆入妙品。
80、内容丰富，含金量很高的一本书
81、买了中华生活经典系列5本，感觉内容上还可以，缺憾在于看看就好没有收藏价值
82、文笔很美，可以从古文中感觉那份远古的文字魅力！
83、山水画,甚至国画的经典解读!!
84、关于中国文人山水画有何规则如何构图为何意先缘何不同的精要叙述，对于我等门外汉实在只可
观不可解，却是被其精神自然所吸引。
85、还没有读 不过从以往的购买本套书的经验来看，是不错的
86、当年读完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做笔记啊啊啊！现在只能背出“春山澹冶而如笑”......无法和长物志对
比起来啊！！紧急只有抄的boss的笔记能救我了！！
87、编教材的时候选用过几句，还是很有意思的。
88、虽然不懂山水画，但读这本书学到的是一种学习钻研的方法与态度，很不错，推荐
89、有些书是用来珍藏的  很有品
90、画中诗，诗中画，景致为一
91、林泉高致
92、山水与美学
93、中华书局出的这套书很好，装帧清雅美观，内容很高雅并有一定深度，书内附了些不错的图。当
然，前提是只有情却高雅的人才会喜欢阅读。
94、不可不读的国画理论经典，无论是专科人士还是外行，丰腴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滋润你的心田，
让人变得卓尔不凡，儒雅华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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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并没有看完一整部
96、从注解中获得很多额外知识
97、专业必读书目。蛮重要的吧。还没看。
98、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
99、郭熙对看画者的假设和自觉/对山水画功能的定义/以工匠自居的艺术家（⋯）
100、完全被这种林泉之心震惊了..... 郭熙说画四季的水色和天色都有大分别，今人无缘得见实在太遗
憾了TAT
101、那天为了凑钱，结果买重了，好像当当有退换货的服务，不知道能不能帮忙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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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读《钱钟书与他的时代》，其中谈及钱钟书在《谈艺录》中引用五代画家郭熙的《林泉高致·山
水训》中的一段话：“山欲高，尽出之，则不高；烟霞锁其腰，则高矣。水欲远，尽出之，则不远；
掩映断其脉，则达矣”。后来读过此书，颇有感触，此番意境大有“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
村”的意趣。山高水长固然玄妙非常，但如果没有云雾烟霞、山林掩映，就显示不出其高远的意境。
故而行云流水般的旨趣，虽是难求，但山光掩映其间的水脉，更是让人神往。作画论诗是如此，感受
天地自然的风景，亦是如此。前人有所谓“曲笔”、“婉约”、“隐晦”之说，便是在此。观山瞰水
，如若尽窥其妙，则其韵必大减。而如果半掩半显，“犹抱琵琶半遮面”，更显出山水的韵致出来。
想来古之隐士，终日在山水之间流连忘返，而其中意趣，凡俗想必未可尽知⋯⋯古人的那番情境，今
人恐怕难于体味⋯⋯正是时过境迁，可天地之精华尤在，飞鸟宿沙诸，云烟趋清风，这般境界真是让
人神驰不已。读书偶拾佳句，心中生出万千感慨⋯⋯而今人处世，多耽于金钱、物质带来的愉悦，少
有读书、游兴、冥思之乐，真是可惜！然而，古人内心的那片静谧超俗的意境，為何走不进现代人的
思想？真的是因为时势使然？清风白云、梦绕山泽的意趣，在我心中盘桓不止一日。欲效徐霞客之远
行，终有许多羁绊，但是，流连山水，崇尚天人合一的意境却从来都不曾抛却⋯⋯意境究天成，韵致
随秉赋。读万卷书，犹如行万里路，何其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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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林泉高致》的笔记-第93页

        凡经营下笔，必全天地。何谓天地？谓如一尺半幅之上，上留天之地位，下留地之地位，中间方
立意定景。

2、《林泉高致》的笔记-第35页

        盖身即山川而取之，则山川之意度见矣。

真山水之云气，四时不同：春融洽，夏翁郁，秋疏薄，冬暗淡。四时不同：春山澶冶而如笑，夏山苍
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画见其大意，而不为刻画之迹，则烟岚之景象正矣。

春山烟云绵联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阴人坦坦，秋山明净摇落人肃肃，冬山昏霾翳塞人寂寂。

3、《林泉高致》的笔记-第19页

        “世之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画凡至此，皆入妙品。但可行
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何者？观今山川，地占数百里，可游可居之处十无三四，而必取可居可游
之品。君子之所以渴慕林泉者，正谓此佳处故也。故画者当以此意造，而鉴者又当以此意穷之，此之
谓不失其本意。”

4、《林泉高致》的笔记-第31页

        凡落笔之日，必明窗净几，焚香左右，精笔妙墨，盥手涤砚，如迓大宾。

所谓天下之事，不论大小，例须如此而后有成。

5、《林泉高致》的笔记-第14页

        春山烟雨连绵，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阴，人坦坦；秋山明净摇落，人肃肃；冬山昏霾翳塞，人寂
寂。

6、《林泉高致》的笔记-第179页

        凡画山水，意在笔先。丈山尺树，寸马豆人。此其格也。远人无目，远树无枝，远山无石，高与
云起；远水无波，隐隐似眉。此其式也。山腰云塞，石壁泉塞，楼台树塞，道路人塞。石分三面，路
看两蹊，树看顶脖，水看岸基。此其法也。
凡画山水，尖峭者峰，平夷者崖，有穴者岫，悬石者岩，形圆者峦，路通者川。两山夹道者壑，两山
夹水者涧。水注者溪，泉通者谷。路下小土山者坡，极目而平者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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