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 于
`

《 千 里 江 山 图 》

杨 新

在我国古代绘画史上
,

北宋
·

王希孟的

《千里江山图》 是一件十分值得注意和重视

的作品
。

它在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的山水画

创作上
,

代表了当时的艺术发展水平
,

反映

出一个时代的创作思想风尚
,

直到今天
,

它

仍然像一朵鲜艳的奇葩
,

闪耀着异彩
,

有着

迷人的艺术魅力
。

《千里江山图》 描绘的是 祖 国 锦绣河

山
。

作者为了给人造成祖国河山极为辽阔壮

丽的深刻印象
,

采用了传统的手卷形式
,

画

卷高 5 1
.

5公分
,

而横长竟达 1 19 1
.

5公分
,

用

的是一幅整绢
。

这样的长篇巨制
,

画得如此

精彩
,

在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

画面上峰峦岗

岭
,

奔腾起伏
,

绵亘千里 ;
江湖河港

,

烟波

浩森
,

一碧万顷
,

形势气象极为雄浑壮阔
。

中间嘎岩邃谷
,

飞爆鸣泉
,

绿柳红花
,

长松

修竹
,

景色清幽秀丽
,

曲折人微
。

在山水之

中
,

依地势和环境的不同
,

设 置 着渔 村 野

市
,

水榭亭台
,

草庵茅舍
,

水磨长桥
,

以及

客船渔艇等等
,

与 自然山川相辉映
,

十分壮

观
。

又描画了众多的人 物 活 动
:

捕 鱼
、

驶

船
、

行路
、

赶脚
、

观景
、

幽居
、

打扫庭院
、

对坐闲话… …
,

使画面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

息
。

所有这一切
,

作者都把它精心地组织在

一个狭长的画面上
,

安排得有条不紊
、

虚实

得体
,

整个构图既严密紧凑
,

又疏落有致
,

浑然一体
。

但是
,

无论截取哪一个段落
,

又都

能构成相对独立的画面
。

作者纯熟地运用了

前辈画师所创造和总结出来的
“
三远

” 一一

高远
、

深远
、

平远的构图法则
,

并将这三种

不同法则交替地在一个画卷上使用
,

使画面

构图富于变化
,

使观者时而如立足山巅
,

时

而如行经山脚
,

时而又远离山外
,

如在水面

乘舟
,

从各个不同角度领略到山川千姿百态

的变化
。

这幅画在设色和用笔上
,

继承了传统的
“
青绿法

” ,

即以石青和石绿作为山水的主

要颜色
,

被称为
“
青绿山水

” ,

是我国较早

发展起来的一种山水画形式
。

此 卷 用 笔 精

细
,

一点一画毫不含糊
。

如人物虽然细小如

豆
,

却动态鲜明
,

栩栩如生
。

其画飞鸟
,

虽

也只轻轻的一点
,

却能表达出种种不同的翱

翔姿态
。

千顷万顷的江湖
,

水纹前前后后都

一一用线勾出
,

表现出微波荡漾 的 生 动 姿

态
,

无一笔不妥贴
,

整 体 感 极 强
。

在用色

上
,

作者着意于在单纯统一的兰绿色调中求

变化
。

如树
、

石
、

水
、

天
,

均 以 青
、

绿 为

之
,

有的浓郁
,

有的厚重
,

有的轻盈
,

有的

空灵
,

使用色彩的方法不同
,

表现出来的效

果也就不同
。

此外
,

作者还以褚色作为衬托

和对比
,

使石青石绿在画面上就像宝石一样

光彩鲜亮
,

耀人双目
。

这是对自然山水大胆

的加工和挎张
,

因而比自然 山水更加美丽
,

给人以强烈的印象
。

元代李溥光在看了此卷

后
,

推崇备至
,

说
: “ 予 自志学之岁获观此

卷
,

迄今已仅百过
,

其功夫巧密处
,

心 目尚

有不能周遍者
,

所谓一回拈出一回新也
。

又

其设色鲜明
,

布置宏远
,

使王晋卿
、

赵千里

见之亦当短气
。

在古今丹青小景中
,

自可独

步千载
,

殆众星之孤月耳
。 ”

此卷无作者款印
,

仅从卷后隔水黄绞上

蔡京的题跋中才知道这一巨制的 作 者 叫 希



孟
。

题跋全文为
:“ 政和三年闰四月八 日赐

。

希孟年十八岁
,

昔在画学为生徒
,

召入禁中

文书库
,

数以画献
,

未甚工
。

上 知 其 性 可

教
,

遂诲谕之
,

亲授其法
。

不瑜半岁
,

乃以

此图进
。

上嘉之
,

因以赐臣京
,

谓天下事在

作之而已
。 ” 清初梁清标的标签上及宋晕的

《论画绝句》 中才提出希孟姓
“ 王 ” 。

宋诗

说
: “

宣和供奉王希孟
,

天子亲传笔法精
。

进得一
:

图身便死
,

空教肠断太师京
。 ” 附注

云
: “

希孟天姿高妙
,

得徽宗密传
,

经年作

设色山水一卷进御
,

未几死
,

年二十余
,

其

遗迹只此耳
·
” “ · ”

宋晕是在梁清标家里看到这一卷 《千里

江 山图》 而写下上面的诗句和附注的
。

但梁

氏
、

宋氏去北宋已六百余年
,

从何得知希孟

姓王
,

又何知 “ 未几死
,

年二十余
” ,

因目

前我们还没有找到第三条有关希孟的生平资

料
,

这里暂从梁
、

宋说法
。

根据以上两则记录
,

我们简略地知道王

希孟的生平事迹
,

以及他创作此卷大约在宋

徽宗政和三年 ( 1 1 1 3年 ) 四月前不久
。

想到

王希孟如此才华横溢而年轻早逝
,

实在令人

惊叹和婉艰拿
。

但是
,

王希孟能够创作出这样不平凡的

作品来
,

并不是由于他有什么
“ 天才 ” ,

而

是由于他 勤 奋 好 学所致
。

蔡跋 中 说 到 他
“ 数以画献

,

未甚工
” ,

可见他具有顽强好

学和勇于艺术实践的精神
。

同时
,

他在皇家

画院中
,

也具备有良好的学画条件
,

不但周

围有许多前辈画师
,

而且便于观摩学习前代

优秀绘画作品
。

宋徽宗赵信本人也是一个画

家
,

对他的指导和鼓励
,

也起着一定的促进

作用
。

在封建社会里
,

能够得到最高封建统

治者皇帝的亲自指教
,

那是一种 很 高 的 荣

誉
,

因而受到封建官僚和文人们的称颂或夸
大事实

,

是不足
瘫

的
。

但是我们在今天却

不能因此而怀疑到 《千里江山图》 的创作
,

认为一切都是赵信的独出心裁
,

不过利用希

孟的手形诸画面而已
,

好象画工王希孟有点
“
贪天之功

,

以为已有 ” 。

事实恰好有点相

反
,

在宋徽宗的宣和画院中
,

画工们的作品

往往被赵信画上押
,

就成为他的作品了
。

据

徐邦达先生考证
,

在现存传世的赵信签名的

许多绘画作品中
,

无论是山 水
、

人 物 或 花

鸟
,

其工能精细的一种
,

全都是画工们的作

品
。

《千里江山图》 是属于工能的一路
,

作者

并未署上名款
,

如果赵估画上个 “
矛

” ,

岂不

就成了赵信的作品了 ? 联想到故宫博物院藏

张择端的 《清明上河图》 ,

也未有作者款印
,

是从金人张著的题跋 中才知道作者姓名的
。

张择端和王希孟都是同在宣和画院中的天才

画家
,

创作出这样宏伟巨大的作品
,

而在画

史上却找不到他们的名字
,

真是无独有偶
。

可见在宣和画院中
,

固然培养了一些画家
,

但也埋没了不少才人的名和姓 !

《千里江山图》 创作问世以后
,

由赵信

赐给了蔡京
。

后又归南宋内府
,

卷前有宋理

宗 “
缉熙殿宝

” 印
。

到元代
,

为李溥光和尚

收藏
,

卷后接纸有他在大德七年 ( 1 3 0 3年 )

的题跋
。

清初为梁清标所得
,

他 自题 了 外

签
,

又在本幅及前后隔水
、

接纸上盖有梁氏

收藏印多方
。

以后便进入乾隆内府
,

本幅有

清高宗弘历诗题及印玺多方
,

并著录于 《石

渠宝岌
·

初编
·

御书房 》
。

清亡
,

由溥仪盗

出皇宫
,

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收回
,

今藏北京

故宫博物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