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作
欣赏

2010 . 9

我们审视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学观，不难发现，在

体现人亲近大自然并与之对话交流时，在主观意象

与客观物象的交融中，需要借助一种媒介传达出特

有的心境，这样就产生了在视觉领域内充分反映中

国传统文化内在精神的表达形式———山水画。山水

画的出现，成为了中国艺术史发展的一个活跃的符

号，承载和牵系着一个民族的心灵世界。我们经常所

说的“山水”不仅仅是单纯的表现眼前景象而更多的

是体现画家当时的心境, 是描绘理想中恬淡的田园

风景，更重要的是它连接了人与自然，是中国山水画

家对所追求的心中天地的一种人性化的描绘。我们

所看到的山水画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都是画家

本人对自然的关系认识的一种表达，君子之所以喜爱

山水是因为山林田园可以陶冶情操，淡泊心境，人们渴

望超然度外的安逸生活，远离那些利欲与世俗，从而使

自己的心灵达到一种更高的境界。中国山水画是一种

比较人性化的绘画，其中饱含了画家丰富的情感。画家

用心去揣摩大自然，从中领会山川的理、山川的美和山

川的那种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东西，并从中发现了自

己，所以伟大的画家们创造了山水之理并在此基础

上创造了山水之美，永恒之美。
一、宋代王希孟与《千里江山图》
青绿山水的形成与兴盛，是早期山水画发展的

标志。从中国画在古代被称之为“丹青”就可得知，早

期中国画的典型形态是以色彩为主。重新审视一下

青绿山水的历史，它也并不是完全定格在唐宋的古

典形态中，而随着历史的进程，青绿山水在各个时期

所表现的风格与面貌也各不相同，并形成了兴与衰

交替发展的历史现象。
纵观历史，中国绘画中的风格样式及理论大多

可在宋代绘画中找到根据，表现了中国绘画的成熟

与高度繁荣，宋代绘画艺术在技巧上有许多重要创

造。徽宗赵佶、高宗赵构统治时期，是宋代宫廷画院

最为繁荣的时期。徽宗时画院制度已相当完备，社会

上民间画家艺术水平的提高，为画院输送了不少优

秀画家，体现了当时较高的水平。宋代的青绿山水继

承李思训的传统，但却又吸收了水墨山水的优秀技

法，虽精细工整，却不失纤弱，雄伟壮观，在艺术史上

开拓了新的境界。
说到宋代的青绿山水大家我们不能不提到一个

人：王希孟，北宋宫廷画家（1094-约1121），河北武原

（今河南原阳）人。政和年间奉事徽宗左右，初充画院

学生，曾得到宋徽宗赵佶的亲自传授，半年后即创作

了《千里江山图》。《千里江山图》为中国十大传世名

画之一，是王希孟唯一传世的作品，现藏故宫博物

院, 是我们迄今见到的最大的一幅青绿山水画卷。
《千里江山图》为绢本，设色，纵51.5cm,横1191.5cm。
《千里江山图》归属“大青绿”范畴，技法上大大拓展

唐人“笔法”仅限于勾勒成山，平涂石色的画法，是唐

以来别具一格的经典。
二、《千里江山图》表现方式与艺术风格

《千里江山图》画面上江水浩荡，浩渺天际，融

南、北方景物于一体，构图上充分运用“平远”、“高

远”、“深远”的结合，打破了时空的局限，使全卷浓郁

厚重与轻淡空灵、严紧与疏松等不同节奏巧妙地结

合在一起，充分发挥了画家的主观能动性，从右端起

首丘陵连绵，崇山复岭，移步换景，在视觉上引导观

众渐入佳境。展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岗阜幽壑、
飞瀑激流、树丛竹林以及人类的创造：亭台水榭、寺
观庄院、村落水碾等等，以及难以计数、各行其是的

众人，是那么的繁复而又融洽。全图刻画工细，水面

满勾峰头纹，无一笔懈怠。而山石则以大青绿设色，

也就是在勾、皴后，先以赭石铺底，然后上石青石绿，

层层叠加。用娴熟的笔法表现出了石青石绿两种矿

物质颜料的厚重，苍翠画轮廓，色彩或浑厚或轻盈，

间以赭色为衬，使画面层次分明，色如宝石，光彩夺

咫尺有千里之趣
———解析宋代王希孟青绿巨作《千里江山图》及其影响

□赵 涛（安阳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河南 安阳 45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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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北宋宫廷画家王希孟的青绿山水巨作《千里江山图》的解析，揭示了其山水画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及

丰富多彩的意蕴、独到的自然美，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观念，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他对宋代及其后世山水画技法的演变所

产生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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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其间以没骨法画树干，用皴点画山坡，丰富了青

绿山水的表现力，鲜艳而不媚俗。水、天、树、石间，用

掺粉加赭的色泽渲染，虽然不似金碧山水那样勾金

线，却依然感觉满幅富丽堂皇。此外，利用传统的长

卷形式所具有的多点透视之特点，《千里江山图》在

十余米的巨幅长卷中将景物大致分为六部分，每部

分均以山体为主要表现对象，各部分之间或以长桥

相连，或以流水沟通，使各段山水既相对独立，又相

互关联，巧妙地连成一体，达到了人在画中游的艺术

效果。多种构图方式的穿插使用更使画面有种行走

的感觉，增添了优美的韵律感，引人入胜，体现了北

宋绘画工整严谨的时代风格。王希孟作此图用笔精

细，一点一画均无败笔。人物虽细小如豆，却动态鲜

明。微波水纹均一笔笔画出，渔舟游船荡曳其间，使

画面平添动感。综观全幅，有着雄阔的境界和宏大

的气势，远观近睹均令人折服。画家的绘画技法较

之盛唐时期二李将军的青绿山水画法，又有了更深

的发展，这也就是此图较之前唐的青绿山水更趋成

熟之处。形成了较为新颖独特的青绿山水绘画技法

的风格，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成为绘画艺术上的里

程碑。
仔细分析《千里江山图》在技法上的路线是延

续了李思训的“线”法，画家先用浓淡墨线勾出山石

轮廓的形体，后用柔软圆润的长短线条加皴。只是

我们看到线条因受皴的意识的潜在影响而没有显

出曾经所具有的粗硬有力的特征。此画山形的勾

勒，已然突出了山石明暗向背结构的层次感，已经

不像隋唐青绿山水那样只是重视填充色彩，也为山

石的皴法和色彩渲染留出了余地。这种改变，大胆

借鉴了中国传统水墨山水画的写实技法效果，水墨

山水画中的一部分画法被融入到了之前只注重勾

形填色的青绿山水画中来，使原本金碧辉煌的青绿

山水，完美地糅合了皴法，从而使青绿山水和水墨

山水画一样注重自然写实，一样具有了笔墨情趣。
画家于画中使用了厚重的石青或石绿色覆盖山头，

这样的厚重是在现今留存的作品中几乎看不到的。
画家为什么能够如此大胆地使用色彩是不难理解

的，这种不真实以至于具有象征性的色彩的合法使

用受到了宫廷趣味的肯定和保护。
三、对后世的影响及启示

《千里江山图》是自唐代中期“大小李将军”之后

沉寂的青绿山水画坛上的一幅扛鼎力作。元人评价

此画时道：“设色鲜明，布置宏远，使王晋卿（诜）、赵
千里（令穰）见之亦当气短。在古今丹青小景中，自可

独步千载，殆众星之孤月耳？”受其影响，其后南宋赵

伯驹、赵伯 在山水画坛上创造出“水墨苍劲，青绿

柔美”的新风格。马远、夏圭在青绿山水章法布局上，

能别开生面，创造出边角取景法，使山水画产生新的

意境。刘松年是受其影响，水墨山水再着石青与石绿

等色，创有小青绿山水。这种小青绿法具有色不碍

墨、墨不碍色的优点。以王希孟为代表的宋代青绿山

水画，对后世影响很大，如元代钱选，明代蓝瑛以及

清代袁江、袁耀，近代张大千等；且远及日本，促进了

日本画的发展。
诚如宗白华先生所说：“‘色彩的音乐’在中国画

久已衰落（近见唐代式壁画，敷色浓丽、线条劲秀，使

人联想起文艺复兴初期画家薄蒂采丽的油画）。幸

宋、元大画家皆时时不忘以‘自然’为师，于造化氤氲

的气韵中求笔墨的真实基础……然而此外则颇多一

味模仿传统的形式，外失自然真感，内乏性灵生气，

目无真景，手无笔法。既缺绚丽灿烂的光色以与西画

争胜，又遗失了古人雄浑流丽的笔墨能力。艺术本当

与文化生命同向前进。中国画此后的道路，不但需恢

复我国传统运笔线纹之美及其伟大的表现力，尤当

倾心注目于彩色流韵的真景，创造浓丽清新的色相

世界。”（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135.）绘画是一种视觉艺术，丰富绚丽的色彩

迎合了当今人们的审美情趣。且艺术源自于生活，画

家们把自己的多种情感投射到自然现象之中，达到

与情景有机的渗透，在渗透中表现出一种鲜明的、可
给人启示的想象与意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

分，历史悠久的青绿山水画确实需要我们传承和弘

扬下去，我们年青一代的绘画者，应当秉承传统，立

足社会，发扬时代精神，把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融入

到当今中国传统青绿山水的创作中去，使青绿山水

更富有时代气息,焕发出勃勃生机。

作者简介：赵涛，安阳师范学院美术学院教师，美术学

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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