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唐處於長江下游，地廣人多，又有長江

天險，儼然大國。多年獎勵農桑，興修水利，

國富民強，並像唐朝一樣開科取士，成為江南

文化中心。中主李璟和後主李煜皆為一代詞

人，熱愛丹青，恩寵畫士，將流散各地的畫家

召集宮中，仿效西蜀翰林圖畫院，於保大元年

成立翰林圖畫院。其中最著名的畫家有顧閎

中、周文矩、董源等十餘人，他們在畫院供

職，表現宮廷生活，“極一時快樂之需”，其中

不乏優秀的作品。

顧閎中生平不詳，只知道他是南唐後主畫

院的畫家。至於其作品，現在能夠知道的也僅

有一幅《韓熙載夜宴圖》。這幅作品，具有極

高的藝術價值，人稱“以孤幅壓五代”，意思

就是說，五代藝術作品雖然很多，但最著名的

藝術作品只有這幅。如果我們從藝術發展的歷

史長河來看，這幅作品則標誌著宮廷人物畫發

展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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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熙載是北方的貴族，年輕時聞名於京洛

一帶，考中進士。後來由於戰亂，父親被殺，

避難江南。他是一位博學之士，因為能詞善

文，胸懷大志，才華橫溢，受到南唐的重用。

在南唐國力強盛之時，他力主北伐，一決雌

雄。但南唐後主李煜雖是一個天才的藝術家，

留下許多傳世的詞作，卻是一個昏庸不作為的

皇帝，只願苟安。非但如此，李煜對北方人心

懷猜忌，甚至無端殺害，內部黨派之爭激烈，

這些都讓韓熙載很寒心。此時李煜有意任他為

相，但韓熙載已經看透了李煜是一個扶不起來

的天子，不願為相。於是就採取了逃避政策，

躲在家裏，縱情聲色，頹廢無為。有人密報韓

熙載的所作所為，李煜就派畫家顧閎中到其家

中一探究竟。

顧閎中是一個“目識心記”的高手，他把

在韓熙載家夜宴上看到的人和事，一一畫出，

舉止神情，惟妙惟肖，生動地再現了當時官僚

貴族享樂生活的真實場景，成為千古不朽的名

畫。6-1

《韓熙載夜宴圖》長卷，表現了一段時間

內的不同場景，用屏風把不同場景相互隔開，

可以分作五段欣賞。

第一段，端聽琵琶。夜宴開始了，賓客滿

堂，一共有七男五女，十二人。宴會在內室

中舉行，坐榻前的漆几上擺滿了酒菜鮮果，一

個瓷盤中有紅柿子，我們可以想象，時間大約

在深秋時節。整個畫面，最值得注意的有四個

人。畫面右側，韓熙載留著長長的鬍子，戴著

高高的帽子，著深色的衣服，端坐榻上，心情

沉重，好像在凝思。旁邊穿紅衣者，是狀元郎

粲，一手撐在榻上，一手撫著膝蓋，身體前

傾，全神貫注聽著琵琶演奏。韓熙載對面的小

几旁坐著一男一女，男人是教坊副使李嘉明，

李嘉明的左側是韓熙載的寵妓、小巧玲瓏的王

屋山（即在第二段跳“六么舞”者），右側彈

琵琶者，是李嘉明的妹妹。全場所有的人都專

注地聽她彈撥琵琶，無論是主人還是客人，他

們的目光都集中在她的纖纖玉指上，已經進入

了音樂的奇妙世界，渾然忘卻了一切，沉醉在

旋律之中。在畫面角落，有一個側室，朱門半

掩，內有一個侍女，被音樂所吸引，露出半個

6-1 韓熙載夜宴圖（宋摹本）  橫 335.5厘米  縱 28.7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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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子，為妙解音樂而會心微笑。6-2

繪畫長於表現形貌色彩，顧閎中卻通過人

們的神情，把無形無色的音樂表現得繪聲繪

色，讓人感覺到整個內室，似乎都充滿了奇

妙的音樂，觀畫者好像能夠聽到琵琶美妙的

旋律。

第二段，擊鼓助舞。韓熙載換了一件淺黃

色的衣服，挽袖舉槌擊鼓，但眼神呆滯，雙眉

緊蹙，面色凝重，好像心事重重，與歡樂的場

面形成鮮明的對照。在他的對面，就是嬌小美

麗的王屋山。她身穿窄袖長袍，叉腰抬足，正

在跳當時非常流行的“六么舞”。這是女子獨

舞，舞姿十分優美。穿紅衣的狀元郎粲，坐在

鼓邊，斜著身子，神情專注地看王屋山跳舞。

其餘的人，都在拍手，打著拍子，聲音響亮。

有人敲大鼓，許多人拍手，中間有人跳舞，可

以想象，氣氛是多麼熱烈！有一個人物特別值

得注意，即右側第四個人物，他是韓熙載的好

友德明和尚，他剛剛進來，向韓熙載拱手行

禮。出家人涉足聲色之場，連他自己也覺得不

好意思，低著頭，半閉著眼，想看，又不敢

看，不看，心裏還想。那種手足無措的拘謹神

態，表現得非常細膩。6-3

第三段，盥手小憩。歌舞進行了一段時

間，賓客稍事休息。韓熙載退入內室，床空

著，他洗了洗手，不想睡，四個侍女圍著他交

談。榻前有一支燃燒著的蠟燭，點出了夜宴的

主題。這時，李姬拐過屏風，扛著琵琶進來

了，她一下子吸引了韓熙載的目光，我們似乎

可以窺視韓熙載的內心世界。6-4

第四段，閒對簫管。轉過屏風，韓熙載又

和侍女在一起。我們完整地看看這幅圖。擊鼓

飲酒後，韓熙載覺得身體發熱，便脫掉外衣和

鞋子，袒胸露腹，坐在椅上。身後那個侍女，

垂首而立，似乎在等待他的召喚。身旁，有一

個手拿紈扇的侍女。他的對面，一個侍女好

像正在向他稟報什麼事情。畫面中間有五個綺

羅豔裝的侍女，她們或吹簫，或吹笛，好不熱

鬧。還有一個男人，大約是韓熙載的門人，正

在用木板打出節拍。6-5

第五段，依依惜別。歌舞盛宴結束了，客

人陸續離開了。右側有一男三女。那個身穿黑

衣的男人坐在椅子上，他看著一個很漂亮的女

人。另外兩個女人，她們似乎並不想離開，很

親熱地說著什麼。畫面最左側，有一個男人，

擁著一個女人，女人半推半就，男人正在跟她

說些什麼。從畫面來看，在音樂宴會之後，還

有更荒唐的風流韻事。韓熙載看到了，知道

了，但是，他很平靜地站在那裏，沒有制止。

也許，這是每天都要上演的最後一幕吧。雖然

畫面上沒有表現，但是畫外之音我們似乎聽到

了。6-6

顧閎中通過“目識心記”把韓熙載的夜宴

描繪得繪聲繪色，真實可信。李煜看到了這幅

圖，知道了一切，就把它拿給韓熙載看。韓熙

載看後依然故我，沒有任何改變。這幅作品確

實是中國繪畫史上膾炙人口的稀有珍品，它不

僅真實地表現了韓熙載夜宴人物的相貌色彩，

而且逼真地表現了他們的思想感情，無論是內

容還是形式，都標誌著中國的宮廷人物畫已經

達到了發展的巔峰，是中國宮廷人物畫的典範

之作。

所謂“花鳥畫”，有狹義與廣義之別。狹

義的花鳥畫，就是指題材是花鳥的繪畫作品；

廣義的花鳥畫，其題材不僅包括花鳥，還包

括了除人物、山水以外的所有題材，例如松竹

梅蘭、走獸家畜、草蟲魚蝦、蔬菜瓜果等，幾

乎所有的動植物，都包括在“花鳥畫”的範

圍內。我們要介紹的花鳥畫是指廣義上的花

鳥畫。

在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時期，彩陶上就

有鳥、魚、蛙、鹿、蟲的形象，這些應該算

是花鳥畫的最初萌芽。其中最著名的是河南汝

州閻村出土的彩陶缸，其上繪有“鸛魚石斧

圖”，左繪一隻鸛鳥，昂首直立，口銜一條大

魚；右繪一把石斧，石斧捆綁在豎立的木棒

上。我們不了解鸛、魚、石斧的含義，這些圖

畫可能具有圖騰崇拜的寓意。比如，那石斧可

能是部落的徽記，那鸛是吉祥的鳥，那魚是鸛

向部落敬獻的祭品。在中國古代文化中，魚往

工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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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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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是子孫綿延昌盛的象徵。

在夏商周時代，花鳥畫就產生了。到了魏

晉南北朝時期，中華各民族在血與火的洗禮

中，大遷徙，大融合，思想活躍，這就為花鳥

畫的創作注入了強大的活力，使花鳥畫的創

作有了巨大的進步。據文獻記載，衛協創作

了《卞莊子刺虎》《鹿圖》，戴逵創作了《三牛

圖》，顧愷之創作了《鳧雁水鳥圖》，史道碩

創作了《鵝圖》，陸探微創作了《鬥鴨圖》，還

有曹不興“誤筆成蠅”的故事，都是這時產生

的。這時的詩歌中也出現了對花鳥的表現，最

著名的是陶淵明的詩句“採菊東籬下，悠然見

南山”“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眾鳥欣有

託，吾亦愛吾廬”等。

唐代，花鳥畫作為一個獨立的畫科誕生

了。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第一次把花鳥

畫與人物畫、山水畫並列，將其視為一個獨立

的畫科。他說，畫分六科，人物、屋宇、山

144 145夏商周 ……………………… 秦 ……………………… 漢 ……………………… 魏晉南北朝 ……………………… 隋唐 …………………… ……… 五代十國 …………………… 宋 …………………… 元 …………………… 明 …………………… 清 …………………… 近代以來



6-8 五牛圖  橫 139.8厘米  縱 20.8厘米

6-7 照夜白圖  橫 34厘米  縱 30.8厘米

韓滉，長安人，唐德宗朝宰相，封晉國

公。就是這樣一位高官顯貴，在畫中不喜表現

宮廷豪門，卻好表現田家風俗，對人物和水牛

的描繪，尤為生動逼真。

《五牛圖》除一叢荊棘之外，別無景物。

五頭牛的姿勢各不相同，中間一頭牛，正面而

立，其餘四頭牛，自右至左緩慢行走。我們從

右邊看起。第一頭牛身軀肥壯，頭扭向正面，

似欲吃草。第二頭牛體格高大，昂首前行。第

三頭牛神色專注，張口鳴叫，似有所見。第四

頭牛回首卻步，伸舌舔唇。第五頭牛粗矮敦

壯，似立似行。6-8

五牛造型準確，姿態生動，牠們的一舉

一動，一仰一俯，腿蹄一曲一伸，可謂妙筆

生花。

《五牛圖》最成功的地方，就在於通過姿

勢、眼神，表達了牛的情感：有的憨厚，有的

沉著，有的堅韌，有的執拗。無怪乎明代李日

華在《六研齋筆記》中說：“雖著色取相，而

骨骼轉折筋肉纏裹處，皆以粗筆辣手取之，如

吳道子佛象衣紋，無一弱筆求工之意，然久對

之，神氣溢出如生，所以為千古絕跡也。”

這段話說得很好。五頭牛，形貌逼真，神

氣十足。我們不僅看到牛的形貌色彩，也感受

到牛所傳達的強烈情感。那麼，《五牛圖》究

竟傳達出怎樣的情感，它表達的主題究竟是什

麼？這是一個大有爭議的問題，大約有三種不

同的意見：歸隱說、民艱說、忠心說。畫家韓

滉是一位關心百姓疾苦、“識民艱”的賢良之

臣。韓滉畫牛是立足於“農事為天下之本，而

耕牛則為農家之寶”的思想。韓滉以天下為

重，他畫牛，以牛自喻，表示自己會像牛一樣

任勞任怨，忠心耿耿來報效國君。《五牛圖》

究竟要說明什麼，見仁見智。

如果將花鳥畫按表現手法區分，可分為工

筆花鳥畫和寫意花鳥畫。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考

察，工筆花鳥畫在先，寫意花鳥畫在後。

在安史之亂及以後的社會動亂中，唐玄

宗、唐僖宗先後逃難入蜀，不少宮廷畫家隨主

入蜀。西蜀一角，經濟繁榮，唐末著名畫家，

薈萃於此，使西蜀畫壇空前活躍，俊秀競起，

加上西蜀帝王雅好丹青，把許多優秀的繪畫人

水、鞍馬、鬼神、花鳥。

據《歷代名畫記》和《唐朝名畫錄》中記載，

唐朝能夠畫花木禽獸的畫家有 80多人，專門畫

花鳥者也有 20人。在花鳥畫家中，最著名的有

下面幾位。

韓幹，長安人，少年時家貧，得到王維的幫

助，才能夠專心學畫。善畫馬。

進入宮廷後，唐玄宗要韓幹以陳閎為師學

習畫馬。但是，看韓幹畫的馬，並不像陳閎畫

的馬，唐玄宗就批評韓幹：“叫你向陳閎學習畫

馬，你怎麼畫得一點也不像陳閎啊？”韓幹回答

說：“我有老師。”唐玄宗問：“你的老師是誰？”

韓幹回答：“陛下馬廄內的馬，就是我的老師。”

《照夜白圖》右上題“韓幹照夜白”，有人說

這幾個字是南唐後主李煜所書。畫左上角有“彥

遠”二字，因此也有人說這是《歷代名畫記》的

作者張彥遠所題。6-7

畫面中的“照夜白”形象生動，高昂駿首，

鬃毛乍立，耳朵豎直，張鼻喘氣，對天嘶鳴，兩

眼圓睜，四蹄飛動，顯示出焦躁不安的狀態，好

像要掙脫羈絆，隨著主人馳騁戰場，衝鋒陷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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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寫生珍禽圖  橫 70.8厘米  縱 41.5厘米

才網羅到宮廷中去。

明德元年（934年），孟知祥在成都稱帝，

史稱後蜀。在孟知祥之前的蜀，史稱前蜀。孟

知祥在前蜀雄厚繪畫班底的基礎上，建立了翰

林圖畫院，這是中國繪畫史上第一次建立獨立

的宮廷繪畫機構。對於宮廷繪畫來說，實在是

一件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

掌管翰林圖畫院的是著名畫家黃筌，他被

“授翰林待詔，權院事，賜紫金魚袋”。在畫院

擔任待詔的畫家還有趙忠義等十餘人，他們擔

負著宮廷繪畫的創作任務。

在五代，畫院內的黃筌（後蜀）與畫院外

的徐熙（南唐），形成了雙峰對峙的局面。宮

廷內的花鳥畫固有奇妙，宮廷外的花鳥畫也十

分迷人。

宮廷內的黃筌與宮廷外的徐熙，他們的繪

畫風格是不同的。黃筌是翰林圖畫院的領導，

他的繪畫風格適合宮廷的需要；而徐熙終老於

民間，他的繪畫風格適合民間的需要，人稱

“黃家富貴，徐熙野逸”。

黃筌，四川成都人，十三歲學畫，十七歲

就被授以翰林圖畫院的官職，並逐步掌管畫

院，掌權達五十年之久，是典型的宮廷畫家。

黃筌花鳥畫的藝術風格，用一個詞來概括，那

就是“富貴”。這是因為他接觸到的都是皇帝

御苑裏的珍禽異獸，名花奇石；他是按照皇帝

的旨意進行創作，作品要通過花鳥表現宮廷的

富貴豪華；黃筌創作花鳥畫的目的是滿足宮廷

的需要，討皇帝的歡心。

黃筌的存世之作有《寫生珍禽圖》。畫卷

左下角寫有“付子居寶習”五個字。黃筌的次

子叫居寶，這幅作品就是給兒子居寶作臨摹

用的稿本。這幅作品幅面不大，卻有禽鳥昆蟲

24 隻，大小間雜，互無聯繫，但每一蟲鳥的

特徵都畫得準確、工整、細膩、絲毫不苟，可

見畫家寫實功力。而且畫中的鳥，有的靜立，

有的飛翔，有的覓食，形神兼備，富有情趣，

耐人尋味。例如，有兩隻麻雀，一老一小，相

對而立。小雀撲張翅膀，我們似乎可以聽到牠

的叫聲，嗷嗷待哺。而那隻老雀，低首而視，

好像無食可餵，無可奈何。下面一隻老龜，不

緊不慢，目不斜視，不達目標，絕不罷休，堅

持到底，神氣有趣。6-9

黃筌畫的蜜蜂和蟬的翅膀有透明感，小蟲

的須有彈性，麻雀有展翅欲飛的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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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 雪竹圖  橫 99.2厘米  縱 151.1厘米

在中國古人看來，自然界的花鳥魚蟲，都

與人一樣，是有情感的，它們都是人類的好朋

友。黃筌就是用花鳥魚蟲表達自己的情感，因

而使欣賞者感到親切、生動。明代文徵明說：

“自古寫生家無逾黃筌，為能畫其神，悉其情

也。”這種評語，強調了花鳥的“神”，可謂

知音，是恰當的。

徐熙，金陵（今江蘇南京）人，也有人

說，他是鍾陵（今江西進賢）人。他出身於江

南名族，一生沒有做過官。當他在畫壇嶄露頭

角時，黃筌正如日中天。徐熙的作品被送到畫

院品評時，黃筌害怕徐熙超過他，就說他的作

品“粗惡不入格”。於是，徐熙始終被排斥在

畫院之外。他所畫花鳥的藝術風格，用一個詞

來概括，那就是“野逸”。這是因為徐熙一生

沒有官職，乃“江南布衣”；他接觸到的都是

汀花野卉，蘆荻園蔬，水鳥淵魚；他的創作目

的就是表達自己“志節高邁，放達不羈”的高

雅志趣，不用看別人的臉色去創作。

徐熙真跡，多存爭議。《雪竹圖》無題款，

在石旁竹竿上有倒寫的篆書“此竹價重黃金百

兩”。沒有直接的證據說明此畫出自何時何人

之手，但是從內容上看，那雪後高寒中勁挺的

竹的風貌，表現了志節高邁、放達不羈的畫家

品格。從筆勢來看，粗細混雜；從墨彩上看，

深淡相間，這與史書上記載的徐熙風格，大體

吻合。6-10

李煜投降宋朝以後，南唐所藏徐熙作品，

都歸宋朝。宋太宗看到徐熙的《石榴圖》說：

“花果之妙，吾獨知有熙矣。”米芾說：“黃筌

畫不足收，易摹；徐熙畫，不可摹。”

黃筌與徐熙所代表的兩種風格的花鳥畫，

影響了此後中國工筆花鳥畫不同風格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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