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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文林，号颠仙，闽侯（今

属福建）人，生卒年不详，活动时

期约在明嘉靖间（1522—1566 年）。

工山水、人物，与汪肇、钟礼、张

路等均为浙派后期名家。《图绘宝

鉴续纂》卷一以颠仙与袁尚统（字

叔明，苏州人）并列一条目，说两

人“画人物俱野放”，并被吴派讥

评为“狂邪”。其实，颠仙作画有

其独特风格。郑文林的绘画风格与

另一位浙派晚期名手蒋嵩非常相

似。蒋嵩善画山水，宗吴伟，作画

喜用焦墨，纵笔豪放，颇有气势。

郑文林也多用焦墨枯笔，点染粗

豪，板重颓放，尤其是人物，线条

粗放而坚实，有一股生猛、凝重之

气。传世作品有《观瀑图》 《女仙图》

《八仙图》等。其中，《渔童吹笛图》

和《柳荫人物图》均流入日本。

郑文林作人物画，多配以山

水景致，这也是浙派的常用手法。

所造之境简练概括，或邻水，或登

高，或近石远山，或枯树枝桠，皆

营造出一种清旷空幽、超凡脱尘之

感。此幅《观瀑图》，描绘了两高

士于山间下棋、观瀑的放逸生活。

人物造型慵懒惬意，神情超然、明

净，用笔方硬坚实，时用颤笔写衣

纹，粗豪疏狂之气跃然纸上。乱石

老树，则浓墨重笔尽情挥写。其中

枝头以细碎之笔，密圈密点，表现

出新枝的葱郁。在画法上，郑文林

属于典型的浙派晚期风格。

浙派出现后，依据其发展的过

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

段为浙派兴起后的辉煌，这一时期

可谓风采照人，精品迭现，同时也

确立了它在画史上的重要地位。第

二阶段属于派系之余续。这时吴门

画派势力逐渐兴起，浙派虽有干将，

但已是日薄西山，走向了式微，而

且浙派本身也产生了诸多负面的东

西，及至末期可谓恶习蔓延，致使

文人画家群起而攻之。到蒋嵩、郑

文林等人时，浙派已开始走向下坡，

虽不至于“狂邪”，但也有“僵硬”

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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