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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艺

摘要：在东晋历史中，集大成者当属顾恺之，不论是在吟诗作

赋上，还是书法上，都可以展现其独特一面，然而最能够代表顾恺之

的，还是属在艺术绘画中的成就更胜一筹。通过观察研究顾恺之的画

作，可以从中感悟到超脱人物形象之外的内在，这种高超的表达技

巧，充分体现了顾恺之在这一领域的巨大贡献，并且为后世美术带来

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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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开历史长卷，在中国画进程中，人物画作为其中的一个分

支，其实是在进入魏晋时期开始形成重要的时期，进而在隋唐时

期进入鼎盛。这篇文章通过对顾恺之的主要画作的赏析，探究出

其在人物特点的表达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从而进行学习。

一、顾恺之生平

顾恺之（约344年—405年），字长康，东晋无锡（今江苏

无锡）人。顾恺之的多才多艺众所周知，被时人称为“才绝、画

绝、痴绝”。他的画风格独特，被称为“顾家样”，人物清瘦俊

秀，所谓“秀骨清像”，线条流畅，谓之“春蚕吐丝”。这就改

变了汉代以宣扬礼教为主的风气，而反映了观察人物的新的方法

和艺术表现的新的目的，即：离开礼教和政治而重视人物的言论

丰采和才华。这表示绘画艺术视野的扩大：而这样就为我们在画

作的表现上指向了新的方向，对人物的刻画从表面上升到内心情

感的表达，从而完成人物的刻画。这一要求的理论支撑，我们在

顾恺之的论作中不难发现，仔细品读其所写就能够领悟到应该在

人物的表现时需要注意神态的描绘。

二、顾恺之主要作品赏析

《洛神赋图》一图是作者依照著名的文学作品《洛神赋》的

情节而创作描绘的作品。从图中能够观察到作者在一些树、石的

刻画中，用笔细劲古朴，这些展现了早期山水画的特点。而在图

中较为精彩的部分则是在人物的表现上，这是有一个故事串联起

来的情景画，所以看似画面中在山水中散落的人，却是相互之间

都有情节的发展，这就当属作者高超的技巧。图画中的洛神，亭

亭玉立，一幅清新秀丽的姿态，在水面上徘徊，来回舞动，仙气

十足，最后在洛神要离去时，曹植则懊恼思慕，仍泛舟于洛水之

上，不肯离去。通过一幕幕亦真亦幻的刻画，能够通过画者对于

人物的描绘而感受到曹植对洛神的敬仰与爱慕之情，感受于心。

整幅作品在用色上明亮艳丽，每一根线条流畅飞动，把人物与

景色完美地结合。细细品读图画，人物的刻画无不精致，其中所

想展现的古代所受宗教的束缚对情感的压制，男女之间情感不能

自由地表达，遥遥相望，眼目含情不能说的痛苦，在画面的衬托

下，生动地还原了《洛神赋》的情节，似乎游历其中。通过在人

物之间穿插山峦、河流等自然景物，营造大自然的空旷感，可见

顾恺之对自然的观察之细，之后再结合对人物的刻画，墨色的搭

配以及色彩的融合，最终创作出的旷世之作，无人能及。

《女史箴图》现藏于英国大英博物馆藏。此图总的分为了

十一个部分，其中各有不同，都是在讲述了一个故事，有点像是

现在我们较为了解的故事插图一样，并且在图中还配有类似于劝

诫之类的话语，用小楷书写。因为顾恺之生于江南的名门望族，

家中的父辈都为官，其对那些大家族中的妇女和她们的生活都较

为了解，对她们也能够进行细致的观察，所以展现在画面中的贵

族妇女都是其最真实的描绘，可以看到她们在其时代背景中的对

应身份地位的穿着打扮，从而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当时的生活。因

此这幅图就是这一时期贵族妇女生活的真实写照，从她们时日里

的基本生活为题材，选取最常见的场景，例如对镜梳妆、仕女的

服侍等。衣饰的勾线飘逸潇洒，透过简单衣物的装饰能看到女子

妙曼的身姿，再渲染上简单的色彩，人物仿佛被赋予了生命一

样，纵观整幅图，可以看到整体运用的皆是细线勾勒，柔绵中又

带有一点劲细，充分展示了贵族妇女的雍容华贵之姿。顾恺之在

这幅图中所采用的高古游丝描的手法，为原本宁静、典雅画面增

添了一丝活泼，使画者的思想情感的得到了完美地呈现，并且令

画作得到了升华。这种手法是人物画在这一时期的重大突破，为

后世带来了不同的作画风格，成为学习临摹人物画的范本。

《列女传》一图共绘有28个形色各异的人物，分为八段来进

行描述，这幅图也是根据由一部著作而描绘，其中同样附有文字

以及对人物标注了身份。从这幅图中能够深切的体会到顾恺之所

提出的在绘画上“以形写神”、“悟对通神”的要求，通过“铁

线描”的画法，把人物的面部表情刻画的淋漓尽致，在衣褶处稍

加晕染的方法，使每一部分的故事情节都显得生动。尤其是在刻

画卫灵公与夫人相对这一幕中，能够让人从中看出卫灵公对夫人

识别贤德的明智表示惊艳，而又似乎故作镇定的掩饰，这样别致

画面的展现，则都归功于顾恺之对于人物细节的抓捕与刻画。

《斫琴图》亦是一幅在人物神态描绘上颇为传神的画作，此

图中为我们展现的是这一时期的文人学士制琴的场景。图画中共

有或坐或站立的14个人物，每一个人都有其专注的事物。从左至

右有在断板，在调弦，在试琴，也有在一旁观看指挥，尤其在画

面的右上方的一人，在顾恺之的刻画下，他格外的专注于自己的

工作，可谓是“传神写照”的完美表现。

三、画作中的人物特点成因

顾恺之的生活多接触的是官僚阶层，而自身也同样在其年

轻的时候参过军，这些都是为其后来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的根

源。而顾恺之又在绘画这一领域从小就表现有独特的天赋，加之

其勤奋好学，努力用功，不仅是在绘画上造艺非凡，他还钻研诗

词歌赋，同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因此在曹植的《洛神赋》阅读

下，他结合自己专长，令其不仅仅展现在文字上，而是转变成为

活灵活现的《洛神赋图》，可见其视野的广泛，将艺术立足于生

活中。这些就为绘画的领域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把诗情画

意的故事情节，利用传神写意的刻画，提升视觉的感悟。

从我国的历史的演变中来剖析顾恺之所处的魏晋这一时期，

能够总结得到这是一个突破自我认知，打开宗教的束缚，接纳外

来宗教的融入的思想自由时期，尤其是在文学艺术上，充分地张

扬个性，向往追求真性情。处于这样环境下的顾恺之，对上层社

会的认知和了解，同样是对在艺术上有高度自由地向往，渴望思

想的解放，促成了人物画在表现上过度为简而精的一个层次。

四、结语

通过对顾恺之画作的分析，其在人物画的表现刻画中，不

仅仅停留于表面，剖析人物的特点，心理，相互之间的结合，创

作出了展示个性的一面的经典作品，形成具有指导实践意义的典

范。立足在如今的社会中，扎根生活，建立对这一时期画作的认

识，传达出立于画作之上的精神内涵。我们应当充分理解古人的

画作，从中感悟出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转换角度，融入自己的

想法，刻画出有思想的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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