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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R E F A C E

高等学校的艺术教育是培养大学生审美辨别能力、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推进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

要手段。

当前，针对大学生艺术素质教育而编写的“美术鉴赏或欣赏”书籍已经很多，我们现在编写这本

面向大学生的《美术鉴赏》，并不是为了再在这些书中简单地加上一本。我们认为，无论是东方还是西

方，美术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对一件美术作品的鉴别欣赏，应该从多方

面进行，而不仅仅从几个约定俗成的角度或人云亦云地被动去接受，特别是现当代的美术作品我们更应

该教给大学生鉴赏的方法。这也是我们编这本书并把她定名为《美术鉴赏》的初衷。因为，鉴赏是运用

感知、经验和知识对美术作品进行感受、体验、联想、分析和判断，获得审美享受，并能恰当使用美术

术语，理解、评价美术作品与美术现象的活动。这是一种由感性到理性的主动认知过程；而美术欣赏一

般局限于感知、想象、情感体验等感性认识方面，是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

在美术鉴赏中，应该强调从多个角度对美术作品进行分析，可以允许不同观点的存在。对于有些美

术作品，历史上说“好”的美术作品，在鉴赏时可以说不好。历史说“不好”的美术作品，在鉴赏时可

以说好。关键是要说明对美术作品说“好”与“不好”的理由，而且这种理由是有道理的，要是能说服

别人的。这样才能开发大学生美术鉴赏的思维空间，提高他们的美术鉴赏能力，培养他们独立的人格，

而不是让他们只会人云亦云的去接受知识，这样只会削弱大学生的创新思维，使得学生在对美术作品的

理解上思想一致，结论相同。这样的“美术鉴赏”，已经从根本上违背了美术鉴赏的本质，也违背了美

术的本质。

为了达到以上目的，我们在编写的过程中坚持以下原则：

一、以美术历史的发展为主线。让学生在了解中外美术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强调对美术作品的新

理解。并结合美术现象发展的社会根源，把美术作品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人文审美环境等背景中去考

量。

二、以具体美术作品分析为主要内容。美术作品是美术鉴赏的基础，文字的说明不能代替图片的作

用。在书中，我们选择了大量图片，图片力求精美，并对每一幅图片进行具体分析，有从美术史上已有

定论的角度进行罗列的，也从比较新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希望能给阅读中带来新意，并能引导学生有新

的观点和新的鉴赏角度。对于有的还存有争议的作品，我们认为又是比较重要的作品，就把几种观点一

并罗列出来，让学生自己去判断鉴别，因为大学生已是有自己的思想和具备一定的知识水平，相信他们

会有自己的判断。

三、现代社会的发展日新月异，传统文化要传承，新知识我们也要及时的了解。基于此，我们把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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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后现代美术及中外现代设计艺术专门编写进来。虽然有的美术现象还没有形成历史定论，但我们认

为对于大学生来说，还是应该及时地了解当今美术的最新发展现状。

四、本书的既适用于艺术专业学生的基础理论学习，也适用于非美术专业大学生和美术爱好者学习

美术知识，提高自身美术素养。

本书是由姜松华、汪保群、邱丽杰、林培亮老师主编，其中1、2、3章节是由云南德宏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苏军国老师编写，4、5章节是由山东淄博职业技术学院刘剑琳老师编写；6、7章节是由湖南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谭小贝老师编写；8、9、10章节是由广东汕尾职业技术学院林培亮老师编写。

当然，想象和现实是有一定距离的，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但是，我们会努力。而我们编写的这本

《美术鉴赏》，能否起到预定的效果，只能等读者来评价了。

                                                                 编 者

                                                            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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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概  述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之一，具有悠久而光辉灿烂的历史。中华文明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个

性，中国绘画也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特色。把中国古代绘画与西方古典油画相比较，最突出的特点是中国

画更重视画家的内在修养，认为画好中国画，更多的工夫不是用在练习绘画技巧，而是超出技巧之外的

各方面认识。唐朝彦就说“直自师心，意存功外”。传统文人画出现之后，对自然事物的模仿技巧更是被

降地很低。苏轼说 ：“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欧阳修说 ：“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

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相对来说，西方古典油画比较重视绘画的形似。重视“形似”需要对技

巧进行锻炼，重“意”需要的是画家的修养。所以，中国画史上很少有达·芬奇“画蛋练功”之类的故事。

也正因为如此，西方古典油画家基本都是专业艺术家、专职画家，而中国古代画家绝大多数是非职业画

家（不能把他们说成“业余画家”，因为“业余画家”有贬义）。正是因为中国画家的非职业性质，使得

中国画家的范围极广，画家群体非常庞大。一般来说，只要具有文化修养，又想画画的人，就可以拿起

笔来画，并不需要非常严格的技巧训练。再加上中国古代文人的书写工具和画画工具完全一样，都是毛笔。

只要感情需要，任何文人都是可以进行绘画创作。所以，中国画是人类历史上最发达的艺术种类。我们

将对中国绘画进行欣赏，由于艺术作品非常丰富，这使得绘画欣赏变得极为困难。为了有条理地对中国

画进行欣赏，我们进行了分类。

根据题材，我们把中国画大体分为三类：人物画、山水画和花鸟画。

中国传统人物画鉴赏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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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传统人物画欣赏

中国人物画最早产生于什么时代，现在还无法确定，但是，中国人物画的基本特点最早在什么时期成

熟，还是可以定论的。以现有的资料来看，战国时期，中国人物画的基本形态就得以确定。代表作品是在

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中发现的帛画，其中以《人物龙凤图》（图1-1）和《人物御龙图》（图1-2）保存

最为完好，水平最高，最具有代表性。更重要的是，在这两幅画中，中国画的基本特点都表现了出来。

图1-2 《人物御龙图》，绢本设色， 纵37.5厘米，     
              横28厘米，湖南省博物馆藏

    图1-1 《人物龙凤图》，绢本水墨，纵31.2厘米，
                  横23.2厘米，湖南省博物馆藏

《人物龙凤图》1949年出土于长沙陈家大山1号楚墓。从绘画的内容来看，非常简单，共有四个形

象，但是，每一个形象都具有一定的象征意味。中心偏下是一个女人的形象，这个形象代表的是墓主

人。此人是一位中年妇女，表情严肃，发髻用丝线盘于脑后，上身衣袖宽大，并有精美图案，腰间系着

宽宽的腰带，长袍下部也非常宽大，并在前后翘起，形成一个船型，有种向前行进的感觉。在墓主人的

脚下，有一个月牙形状的形象，这使人联系到传说中的招魂，这个月牙应为“招魂之舟”。在绘画的前

方和上方有一龙一凤，象征着墓主人在龙凤的引导下，升入理想的境界。

《人物御龙图》的内容和《人物龙凤图》极为相似，也是表现墓主人升天的故事。只是在形象的安

排上有一定的差别。这幅帛画1973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1号墓。绘画中有五个形象。最明显的是处于绘画

中心位置的墓主人。此人为一中年男子，从穿戴上看，应为一官员。头上束发高冠，身穿长衣，衣袖宽

大，腰配长剑，上方还有一华盖。男子所驾驭的船为龙头船，在龙的上面，有一仙鹤长鸣，下方有鲤鱼

游动，并有祥云衬托。表现的是墓主人驾驭着龙船，由鱼和祥云衬托着，仙鹤引导着，飞升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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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容上看这两幅画，只是简单的丧葬故事。但是，从绘画的技巧方面看，这两幅画却表现出了中

国绘画特点的确立。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从绘画手法上来看，这两幅帛画的主要手法是用线画成，特别是在《人物御龙图》中，墓主

人除了头部有一些渲染外，身体全部是以线勾勒为主。鱼和仙鹤也以线勾勒。《人物龙凤图》中的凤，

更是以线的勾勒为主。这充分体现出早期中国画注重用线的特点。

第二，从绘画语言上来看，这两幅绘画主要是墨。可能在开始绘画时，是有色彩的，但是，现在我

们看到的主要是墨色。

第三，从绘画技法上来看，中国绘画的成熟，渲染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在这两幅绘画中，已经具有

渲染的迹象。比如，女墓主人的衣服和《人物御龙图》中男主人的华盖，都有渲染的痕迹。

从以上三个方面可以看出，传统中国画的特点，在战国时期已经基本显现。但是，这种特点还不

是非常成熟。而且，在这一时期，中国绘画基本依附于巫术或政治，绘画的主要功能是为巫术和政治服

务，“明劝诫，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古画品录》谢赫），有着明确的实用价值。但是，

绘画属于文化，而文化就不仅仅满足于人的物质需求，更重要的是反映中国人的心灵追求。而中国画家

开始明确绘画对心灵的表现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以东晋画家顾恺之提出“传神论”为标志。在美

术史上把这一时期中国绘画的革命称为“艺术的自觉”。

然而，魏晋时期绘画进入艺术“自觉”时期之后，我们现在却很难看到那时的人物画真迹，因为流

传下来的属于那个时期的原件极为罕见，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是唐宋时期摹本。虽然是摹本，也能使

我们基本了解那个时期的艺术的状貌。

代表魏晋时期人物画风格的传世作品，主要是顾恺之的三幅画——《洛神赋图》、《女史箴图》和《列

女仁智图》。其中，以《洛神赋图》（图 1-3）最为精美。

图1-3 顾恺之，《洛神赋图》，绢本设色，纵27.1厘米，横572.8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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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恺之（约345—406），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多才多艺，有“才绝、

画绝、痴绝”的三绝之称，在《世说新语》中有很多关于他的故事。《洛神赋图》是他根据三国时期著

名文学家曹植的名篇《洛神赋》创作而成的。《洛神赋》是三国时期魏国著名文学家曹植写的浪漫主义

名篇，讲的是曹植夜渡洛水时与美丽的洛水神女相遇而恋爱，却终因人神路隔而无奈分离的动人爱情故

事。曹植把其中的女性塑造成一位完美的洛水女神：“其形也，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

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顾恺之根据曹植的描写，并进行主观的加

工，把发生的故事全部画到了同一幅画面中。画面的布置如连环画一样，哪一段讲什么故事，一目了

然。《洛神赋图》把所有的故事，统一到同一个山水背景之中，逐次把故事展开。全图共分为六段：第

一段，洛神初现。开头是经过长途的跋涉，停车喂马，而曹植在树下休息。突然河中出现洛神，曹植恍

恍惚惚，站在岸边，表情凝滞，一双秋水望着远方碧波上的洛神，痴情向往，欲与之交流。第二段，集

中展示洛神的穿戴、动作，被风而起的衣带，使踏波而来的洛神有一股飘飘然来自天界之感。第三段，

描绘曹植对洛神的爱慕和同她的约会。洛神欲去还留，顾盼之间，流露出倾慕之情。第四段，描绘洛神

为君王诚心所感动，洛神一再与曹植碰面，日久情深。第五段，描绘因人神之道殊，无从交接，最终不

奈缠绵悱恻的洛神，驾着六龙云车，回首顾盼，含恨分别，在云端中渐去的情景。第六段，留下此情难

尽的曹植在岸边，终日思慕之，“御轻舟而上溯，浮长川而忘返”，终不能复见，最后依依不舍，乘车

离去。绘画中多次出现洛神和曹植的相貌，不管什么角度，前后出现的同一人物都极为相似。可见，当

时顾恺之对于形体已经有了一定的把握能力。在这幅画中，顾恺之还采用了被称作“春蚕吐丝”的线

描，后人称这种技法为“高古游丝描”，为人物画技法十八描之一，对后世的中国画线条艺术产生很大

影响（图1-4、图1-5）。

图1-4 顾恺之，《洛神赋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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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顾恺之，《洛神赋图》（局部）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画坛以人物画为主，重要的画家很多。从文字的记载方面来看，这一时期，

比较负有盛名的画家有曹不兴、卫协、戴逵、宗炳、陆探微、谢赫、张僧繇、曹仲达、杨子华、刘杀鬼

等。并且，魏晋时期人物画的题材也非常广泛，一部分是对秦汉时期人物画题材的继承，如神仙灵怪题

材、将士军卒题材、娱乐宴游题材、农桑狩猎题材、社会风俗题材和历史故事题材等。还有一部分是魏

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新题材，如佛教故事题材、文人士大夫题材和仕女题材等。

中国人物画的发展在隋唐时期也是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画家一方面继承人物画的传统，另

一方面加强模仿日常生活，把人物画推向了一个高峰。使得中国人物画在隋唐时期得到很大发展。

在隋唐的人物画家中，阎立本从多个方面超越了顾恺之，具有自己的特点，对后来的绘画影响非

常大。他的影响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一方面是从阎立本开始（可能以前也有，但是目前还没有作品佐

证），人物画比较重视对生活的写生。注重写实，这是阎立本人物画的一个基本倾向。二是在写实的技

法方面也有了很大的突破。更重视对人物神的刻画。所以，张彦远才评价阎立本为“六法备该”。三是

从阎立本开始，中国人物画的题材不再重视对宗教艺术或文人士大夫及其隐士的再现，而是重视对生活

本身的描绘。《步辇图》（图1-6）是阎立本最重要的代表作品之一。

阎立本（约600-673），陕西长安人，初唐著名的画家。《步辇图》是阎立本流传至今的重要作品之

一。从题材上看，《步辇图》还没有摆脱讲故事的桎梏，所描写的也是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不是

虚构的，而是历史的真实。《步辇图》再现的是唐太宗李世民接见吐蕃(西藏)王松赞干布的特使禄东赞的

故事。在公元640年，即唐贞观十四年，吐蕃王松赞干布派大相(相当于宰相)禄东赞向大唐求亲，唐太宗

决定将文成公主嫁予吐蕃王松赞干布。在结婚之前，唐太宗在步辇上接见了禄东赞，阎立本就把接见的

故事描绘了下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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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阎立本，《步辇图》，绢本设色，纵38.5厘米，横129.6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从构图的角度来看，《步辇图》中的人物可以分为两组，以画卷中轴线为界，左边三个男士依次排

开（图1-7）。走在最前面的是典礼官，负责带领大臣觐见皇帝。中间的就是使臣禄东赞，最后，可能是

翻译官，也有人认为是禄东赞的侍从官，说法不一。阎立本对这三人的安排井然有序，背景没有任何装

饰。突出了三人的形象。绘画的右侧是以唐太宗为中心的人物群（图1-8）。唐太宗坐于中间，形象高

大，于此相比较，宫女显得比较弱小，突出了唐太宗地位的崇高。这也是传统绘画中为表现人物的地位

尊卑，通过有意夸大尊者形象来突出他的地位的处理方法。对宫女的构图，主要是把人物的布局，按照

其功能自然分工成不同的角色，而且仕女衣带飘飘和晁盖的迎风招展，都在有意刻画出一种充满柔情、

安详、和善的情调。

图1-7 阎立本，《步辇图》（局部） 图1-8 阎立本，《步辇图》（局部）

从整幅画看《步辇图》的构图，独具匠心。“《步辇图》的人物布置上采用了疏密对比的手法：以

唐太宗为中心聚拢而成的侍女人群与吐蕃使者以及朝廷礼官和翻译，一者为密，一者为疏；一者是错落

有致，意度曲折，一者是并列而立，举止肃穆，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对照。唐太宗虽然身置人群之中，

但是他的形象不仅十分突出，而且在其周围人物簇拥之中仍然具有一种不可遮蔽的气象。前面抬辇的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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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由于使力，而头颅自然地向右偏侧，从而为唐太宗那直逼前视的目光敞开一片疏朗的视野，与觐见的

吐蕃使者构成了一种自然呼应和无形的包统关系。”（《中国画艺术专史·人物卷》樊波著）

从色彩上讲，《步辇图》的场景是一个喜庆场面。根据中国的传统习俗，喜庆场面通常由红色装点

基调。在《步辇图》中，阎立本为了突出这一特点，特地将典礼官——位于画面正中间的轴心人物，画

成红色。这样做的目的既可以一上来夺人眼目地突出红色，又不会太突兀得让人难于接受。因为按照习

俗，禄东赞来自西域，服饰多以网状彩绘织成，很少有一整块同样颜色的衣服。再者，由于红色代表正

气，代表恢宏的气势，理所应当由中原大唐朝独享，而非喧宾夺主地给吐蕃穿戴上。其次，唐太宗也不

合适着红装，一者皇上为至尊天子，然而能够与尊贵相配的颜色只有黄色；二者红色如果由皇上穿戴，

不免显得皇帝过于轻浮，不够稳健睿智。如果由于年代久远，风蚀和破坏，原本皇帝身着的镀金装束成

了现在的土黄色，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阎立本在颜色安排上的独到之处。

在唐朝流传下来的人物画中，构图与阎立本的《步辇图》比较相似的就是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

图》（图1-9），这幅画记录的是唐玄宗的外戚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带着孩子、乳母及侍从女官游春的故

事。画面从右侧展开，在构图上，以右侧为疏，左侧为密，形成强烈的对比（图1-10）。用色也比较鲜

艳。与《步辇图》相比较，《虢国夫人游春图》给人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步辇图》和《虢国夫人游

春图》是唐朝时期人物画中记录人们日常生活的巅峰作品。

图1-9 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局部），绢本设色，纵51.8厘米，横148厘米，辽宁省博物馆藏

但是，在对人们日常生活

的记录中，还有一幅画要提

到，那就是五代时期南唐画家

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

（图1-11），虽然从绘画的气

势上不如唐代绘画，但是，在

这幅画中更多的是生活中朴实

的气息。这幅画描绘的是南唐

兵部侍郎夜宴的场景。

图1-10 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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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绢本设色，纵28.7厘米，横335.7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五代时期，中国进入到又一次的动乱时期，这一次的动乱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乱世相比较，有过

之而无不及。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说：“黄河流域的民众，经黄巢、秦宗权大乱之后，继续还是

经受武人、胡人的不断争夺，横征暴敛，水深火热，几乎难于想象，难于形容。”但是，偏安一隅的南

唐相对比较稳定，中原地区有很多人都避难南唐，想在南唐一展自己的报负，韩熙载就是其中的一位。

但是，开始时韩熙载并不受到皇帝重视，随着北方统一，南唐感受到了亡国的压力，于是，皇帝李煜想

起用韩熙载，但是，南唐亡国在即，韩熙载已知道自己无力回天，所以，就自暴自弃。皇帝命令画家顾

闳中到韩熙载家中，图画他夜宴的场景，用以规劝他，为朝廷效力。

画面共分为五段，每段以屏风隔开，自成故事，用连环画的方式，描绘了韩熙载的夜生活。第一段是

听琵琶演奏。此段绘画的人物非常多，七男五女，并且，其中的人物确有其人。这段主要表现，大家聚精

会神地听琵琶演奏（图1-12）。第二段是具体观

看舞蹈，而且，韩熙载亲自击鼓助兴。第三段是间

息。第四段描绘韩熙载独自赏乐。韩熙载一人坐在

椅子上，袒胸露腹，静听五位女伎吹奏，其中，还

有一位男子打扮助兴。第五段是描绘韩熙载与朋友

依依惜别。

整幅画描绘以韩熙载的夜宴为主线，分段展

开，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是描绘日常生活的

代表作品。

并且，绘画的语言中也有多方面的创新，

一是绘画的构图，绘画以连环画式片段展开，每

一个活动都处于不同的环境中，与顾恺之的《洛

神赋图》有很大区别。二是在勾线方面，《韩熙
图1-12 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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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夜宴图》中更重视线条的变化和线条本身的表现力，特别是对五位女伎的描绘，线条非常地柔美，粗

细有致，变化万千。三是在用色方面，《韩熙载夜宴图》用色非常多样，几乎用尽了国画中的色彩。其

实，本来国画颜色的种类也不是很多，黑色、白色、红色、石青、石绿等几乎都在画面中用到，但又表

现得不杂乱，所增添的只是画面的生活气氛。

五代之后，宋朝时期，中国人物画基本上就处于衰落阶段了，人物画的衰落，原因是多方面的。一

方面是人物画在唐五代时期，对日常生活的描绘已经达到了顶峰，上面提到的阎立本的《步辇图》、张

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和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都是这一类型人物画的巅峰代表，人物画再向前

发展已经非常困难，除非另辟新路。就如西方古典油画一样，在文艺复兴时，被称为“文艺复兴三杰”

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已经把古典艺术形态下，对人文思想的表现达到了顶峰，甚至已经

完美化，如果想再往前发展，极为困难，只能另辟蹊径，于是就出现了以狂怪为特点的巴洛克艺术。中

国人物画的发展在宋朝就同样面对着这个问题。二是中国绘画的写实技法已经达到极限。中国画主要以

线为主，而线对现实的模仿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中国画中始终没有出现西方意义上的写实绘画。

而在对现实的模仿中，写实是基本的要求，所以，一旦人物画中的写实达到一定程度，再往前发展就显

得捉襟见肘。宋朝时期，人物画的变革与自身的局限性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这种环境中，宋朝的文人画风开始兴起，最能代表文人画灵魂的人物是苏轼。苏轼是一位文学

家，他根据自己对绘画的理解，提出了中国画发展的纲领性观点。比如，苏轼强调，在绘画中，应抬高

“士人画”，贬低画工（匠）；应强调诗画一律；绘画应强调娱乐性，尽量去除思想性和教育性；绘画

的创作应重视神似，忽视形似等等，为中国画的发展指明了一个新方向。

如果说苏轼是宋代文人画的灵魂人物，而能够代表宋朝人物画变革的画家是李公麟。因为，在李公麟

的作品中，开始有了文人画的一些尝试。与院体画风相比较，李公麟的人物画带有比较明显的主观倾向。

《宣和画谱》说他画人物“以立意为先”。并且，李公麟在绘画创造中，不沉溺于外物，不拘泥于物象形

貌，而是采取一种自由的态度，从立意为先。李公麟自己就说：“吾为画，如骚人赋诗，吟咏性情而已，奈何

世人不察。”李公麟

的艺术观点与文人画的

精神领袖苏轼的文人画

理论极为相似。

在李公麟传世的

绘画中，最能代表他

绘画水平的是《五

马图》（图1-13）。

在该图中，人与马

完全是用白描手法

绘制而成的，渲染

极少，只是在一些关

键的部位，稍微进行 图1-13 李公麟，《五马图》（局部），纸本墨笔，全图纵29.3厘米，横225厘米，日本私人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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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渲染，真可谓是扫去粉黛，洗尽铅华。在造型方面，李公麟也是达到了极致，对人物和马的刻画都极

为生动。马的首、足、胸和腿部的刻画都微妙如真，线条的勾勒丝丝入扣，线条与人物对象融为一体。

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五马图》中，李公麟强调造型的同时，更重视对“意”的表现，所以，一种文

人的气息扑人眉宇，使人感受至深。当然，在李公麟的绘画中，只是有了文人画的气息，但是，还不是

非常强烈，因为他的绘画中有些部分的做法还与院体绘画极为相似，也就是说，李公麟在文人画的道路

上，走出了可喜的一步，只是，还不是非常纯粹的文人画，对形体的写真在人物画中还占有极高地位。

图1-14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绢本墨笔，纵25.5厘米，全图横525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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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宋朝的人物画

中，文人画只是其中很小的一

部分，占据主流地位的仍然是

以院体为主的画风。虽然说，

宋朝的人物画已经远不如唐五

代时期，但是，在唐五代时期

人物画的基础上，宋朝的人物

画也显示出自己的特点，具有

一定的水平。比如，张择端的

《清明上河图》（图1-14）就

是其中非常有特点的一幅人物

风俗画。

张择端是山东诸城人，在宋徽宗时期进入翰林画院，所以，他的绘画作品中，带有明显的院体痕

迹，只是，张择端选择的绘画题材与院体画家有着很大不同，都是些普通景象，因此，他的画风趋向于

质朴、平实的面貌。《清明上河图》就是他绘画风格最典型的代表。

《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是北宋京城汴梁的市井生活，场面非常的宏大，人物众多，但是，人的动态

却很少雷同，根据人物的不同情况，人物动态极为丰富（图1-15）。明朝李东阳描述说：“行者、坐者、

授者、受者、问者、答者、呼者、应者、骑马驰者、负者、戴者、抱而携者、导而前呵者、执斧锯者、操

畚口者、持杯罂者、袒而风者、困而睡者、倦而欠伸者、乘桥而搴帘以窥者，又有以板为舆、无轮箱而拽

者，有牵重舟、溯急流、极力寸进、圜桥匝岸、驻足而旁观、皆若交欢助叫、百口而同声者。”也正是因

为人物众多，所以，在人物之间的处理方面，聚散、穿插、遮蔽、呼应等，都极具匠心（图1-16）。构图

方面也别具一格，各种方法集中于一幅绘画中，远景、中景和近景交相辉映。从内容方面来看，《清明上

河图》没有什么创新

之处，基本上延续了

唐五代时期的那种注

重情节叙述的手法，

从右到左，渐次将整

个汴梁城内外的人

物、景象描绘出来。

所以说，《清明上河

图》是传统中国人物

画技法的集中展现。

图1-15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图1-16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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