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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香木雕松竹梅图笔筒，明晚期，高 11.9 厘米，口径 11.3－
10.8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五同会图卷》

《五同会图卷》为绢本设色，纵
40.2 厘米、横 191.5 厘米，现藏中国
国家博物馆。该卷布局工整，刻画谨
细，所绘主要人物有 5 位，皆是来自
吴门（今苏州）的在朝高官，从右往左
分别是礼部尚书吴宽、礼部侍郎李
杰、南京副都御史陈璚、吏部侍郎王
鏊和太仆寺卿吴洪。另绘有仆人、侍
从等5人，皆生动形象。

作为记录文人雅集活动的纪实性
图像，雅集图一般先依照集会的现实
场景和人物样貌图画一幅，再根据人
物数量复制数幅，与会者在卷后题跋，
然后各家分藏一本。依此推理，《五同
会图卷》也应该有5卷，分藏于5家。而
现存《五同会图卷》有故宫博物院本、
上海博物馆本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本3
个卷本，另2个卷本现不可考。

此次雅集的时间，应当是在明代
弘治十六年（1503年）春天。吴宽《家
藏集》卷二十九有弘治十六年《新岁
与玉汝、世贤、禹畴、济之为五同会，
玉汝以诗相邀，因次韵，时玉汝初治
楚狱还》中“新岁”“春色”“红芳”等
词，都提示是春天。再根据图卷中人
物所穿的单衣及所绘繁花点点，也可
以看出集会是在春花烂漫之时。

根据诗中的“城东”“小园”等用
词，可能指的是此次雅集地点——吴
宽宅邸。《五同会图卷》画面背景中的
竹、鹤等物，亦与《家藏集》卷四十《赠
周原己院判诗序》所载吴宽家宅中景
物相合。

图卷后第一段有吴宽《五同会
序》、吴宽题跋诗、王鏊跋、吴洪题跋
诗，紧随其后的是吴洪五世孙吴士龙
题跋。这4人所题皆在同一张洒金纸
上，吴宽、王鏊、吴洪3人的墨迹并无钤
印，也不符合其墨迹样式，应该是他人
根据其诗选誊录的。第二段另起一纸，
由吴洪第十世孙吴至慎、长洲后学沈
德潜、觉罗雅尔哈善3人题跋组成；第
三段有会稽后学傅臣露、钝斋吴郁生
题跋。此外，裱边外又有钝斋吴郁生、
长洲后学章钰所题。根据此卷题跋和
装池纸张新旧看，前后装裱不下4次。

据吴洪五世孙吴士龙题跋，该卷是
其“五世祖少保立斋翁”吴洪与同乡人
同朝为官时，“敦友谊而作也”，落款时
间为万历三十六年（1608 年）。此卷是
传给吴洪父亲的，可能是《五同会图卷》
最初的版本，即使是后人复制，也不会
晚于万历朝。

又据吴洪第十世孙吴至慎乾隆六
年（1741 年）的题跋，说他小时候在家
见过五同会图序，“慨想前辈风流”，但
是《五同会图卷》却已不存，心中惦念，
留有遗憾。吴至慎还提到，康熙庚子年
（1720年）其父曾在王鏊裔孙家见到一
版《五同会图卷》，就借回家来，让好手
临摹复制，并请张损持先生作序，诗文
都照原本录于图后，珍藏起来。此为吴
洪家清代本，可惜后来流离迁徙，复制
的这卷又散失了。乾隆庚申年（1740
年）夏天有人拿吴家旧藏之图来见，上
有五世祖吴士龙跋语，此即吴洪家明代
本《五同会图卷》。然而，来者要价过高，
吴家无法承受，很是惋惜。乾隆六年
（1741 年）春天，因帮人解决纠纷未求
回报，受助之人便购《五同会图卷》以报
答，此吴洪家明代本失而复得。

至乾隆戊辰年（1748 年）秋，爱新
觉罗·雅尔哈善任福建按察使，恰吴至
慎时任闽县知县，于是吴至慎携《五同
会图卷》前去拜谒。雅尔哈善之前曾为
苏州知府，对吴至慎家族较为了解。雅
尔哈善感叹该卷记录了吴门祖先的事
迹，虽然年代久远，画面业已模糊剥落，
也不忍释手。

光绪庚子年（1900 年）春，清末重
臣吴郁生于京师一旧家得到此卷，当时
吴洪的后人吴季荃在其官署，吴郁生想
把该卷归还给他。然而，吴郁生于这年
五月奉使匆匆出京，此卷留于书案，八
月京师便遭兵火，书房之物多有散失，
他以为该卷也不见了。后来家人收拾家
当入川，发现该卷竟然还在。吴郁生很
是喜悦，认为“翰墨因缘，殆有前定”。

到了 1917 年，吴郁生在青岛将此
卷转给王季烈。王季烈为王鏊的后人，
吴郁生认为物各有主，当年错过还给吴
洪后人的时机，现在就机缘巧合把图卷
还给了王鏊后人。

另外，吴宽《五同会序》中有“丁君
綵妙绘事”之句，推测《五同会图卷》的
作者应为“丁君綵”。此人于美术史并无
记载，故难以查考。又据上文分析，此卷
或为明代最初版本，那也就有可能是

“丁君綵”的原作。

“五同会”

《五同会图卷》所绘吴宽、李杰、陈
璚、王鏊和吴洪5人，皆为苏州同乡，又
同朝为官、志趣相投，如卷后吴宽《五同
会序》中所言“五同”乃同时、同乡、同
朝、同志、同道也，故称“五同会”。

吴宽（1435—1504），字原博，号匏
菴，长洲人。明成化八年（1472 年），会
试、廷试皆第一，授翰林院修撰，侍讲东
宫。又授礼部尚书，仍兼翰林院学士，掌
詹事府事。后赠太子太保，谥文定。《明

史》评价吴宽“行履高洁，不为激矫，而
自守以正”，寥寥数字，把吴宽的高洁、
平易、正直作了高度概括。而苏州人对
其“吴阁老”的亲切称谓，则显示了吴宽
在百姓心中的地位。

李杰（1443—1517），字世贤，常熟
人。成化二年（1466年）进士，改翰林院
庶吉士，授编修，升侍讲。正德二年
（1507年），任礼部尚书。

陈璚（1440—1506），字成斋，改字
玉汝，长洲人。成化十四年（1478年）进
士，累迁至大理寺左少卿，复为南京都
察院左佥都御史，进南京左副都御史，
后以病乞休。为官勤励，不失官誉。

王鏊（1450—1524），字济之，吴县
人。成化十年（1474 年）乡试和次年
（1475年）会试俱第一，廷试第三，授翰
林院编修，又升任户部尚书、文渊阁大
学士。卒后追赠太傅，谥号“文恪”。

吴洪（1448—1525），字禹畴，号立
斋，吴江人，刑部主事吴璋之子。成化十
一年（1475年）进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历
广东副使、福建按察使。厘剔奸弊，矫矫
有风节。正德时官南京刑部尚书，忤刘
瑾，致仕归。卒年78岁，赠二品太子少保。

“五同”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吴
宽和陈璚的交往最深，年轻未入仕前就
是好友，他们先后中进士，同在翰林院
任职；王鏊与吴洪为成化十一年的同年
进士；成化十四年中进士的陈璚正是被
当时担任同考官的李杰所取用；后来的
王鏊与比他年长的吴宽成为忘年交和
邻居，经常做客往来、吟诗作对。

《五同会图卷》中的 5 人均直面观
者，2 人端坐，3 人直立，几乎连成一条
线，这种构图与其他雅集图极为不同，
形成“五星聚奎”的形式。与图卷相关的
序文题跋中，“五星聚奎”这一说法多次
出现，如吴宽有“乡里衣冠比聚奎”，王
鏊有“佳会初逢日在奎”之句，其他还有

“星聚京华”“五星交映”等字眼。
“五星聚奎”实际上是一种极为罕

见的天文现象，也叫“五星交映”“五星
连珠”，是指从地球上看金、木、水、火、
土5大行星排列为近乎直线，而且只有
五星聚于“奎”这个星宿才是最好的。古
人认为世间人事与天上的星象是相对
应的，一些特殊的天象出现，地上也会
出现相应的故事。

《五同会图卷》中的这5位高官均效
力于明孝宗皇帝，朱祐樘宽厚仁和的政
治品行使得弘治一朝出现了君子众多、
君臣关系融洽等政治特色，为这一朝带
来了美誉。孝宗在位期间“更新庶政，言
路大开”，取得了“弘治中兴”的治绩。

图卷中 5 人身居要位、正直不阿，
为时人所称道。5 人在京为官期间的

“五同会”式的雅集，乃“以正道相责望，
以疑义相辨析”“兴致所至，即形于咏
歌；事之所感，每发于议论”。而雅集之
中，烹茶听琴，更是为后人所神往。

卷中古琴

文人、官员雅集聚会的图像传统可
以上溯至唐代的《香山九老图》，宋代则

有《睢阳五老图》和《洛社耆英图》。到了
明代，文人、官员雅集更为流行，也有更
多雅集图存世和流传，除了《五同会图
卷》，还有《杏园雅集图》《竹园寿集图》
等。此种画作所表现的其实不只是文
人、官员的雅趣和情调，更多的其实是
画中人趋同的人生观和志向，他们不同
的身世经历和人生轨迹能够启发后世
观者的思考，起到鉴戒的作用。

《杏园雅集图》是明代宫廷画家谢环
于正统二年（1437年）描绘的三月一日在
杨荣私第杏园的雅集情景，画中包括了9
位在职朝廷文官。《竹园寿集图》是由宫
廷画家吕纪、吕文英绘制，记录的是弘治
己未年（1499年）五月四日，吏部尚书屠
滽、户部尚书周经、都察院右都御史侣钟
三人的六十寿辰，诸僚在周经私邸为其
置酒庆贺的场景。图中共绘文士14人、
侍从15人，分为5组人物，吴宽形象出现
在后半段，卷后还有吴宽作序及和诗。

在雅集图式流行的背景下，“竹园
寿集”过后 4 年，即 1503 年的春天，在
陈璚不久要到南京上任、王鏊也要离开
北京之时，在京的5位苏州籍官员一起
聚会，并邀画师“丁君綵”记录下《五同
会图卷》这一场景，“五同会”也是承袭
了历来已久的雅集传统的又一次集会。

《五同会图卷》中颇具江南庭院风
格的背景中，太湖石、松树、桂树、芭蕉、
竹子、梅花鹿、仙鹤等物点缀其间，皆是
祥瑞之物。仆从或手捧书本、漆盒立于
左右，或肩担酒馔、烹火煮茶以备饮食，
更有一垂髫童子携琴款款而来。古琴不
一定是明代文人、官员每次雅集的主
角，但却是每次雅集的必备之物。图卷
中的携琴童子立于梧桐树下方，有溪流
环绕，正是“吴下琴川”之隐喻。

有明一代，古琴的普及范围日益广
泛，这与市民文化的扩大不无关系，但是
其主流仍旧掌握在广大文人、官员阶层
手中。在读书进仕或官场沉浮中，古琴始
终是他们修身养性、写心传道的工具。或
许正是有这样的文化氛围，苏州一带的
古琴之风格外兴盛，并直接促使古琴“虞
山派”的形成。“虞山派”是中国古琴流派
之一，它发源于苏州常熟地区，由严天池
创立于明末清初，影响遍及中国各地。又
因当地有河流名琴川，“虞山派”也称“琴
川派”。如同美术史上的“吴门画派”一
样，“虞山派”成为主导当时古琴音乐发
展的重要流派，二者有诸多相似之处。

苏州一带，拥有良好的自然条件和
社会人文环境，生长于斯的文人、官员
群体素好雅集。在享受山川人文之美、
游园品茗之余，古琴也自然成为他们直
抒胸臆的良器。而“五同会”雅集时必定
抚奏的是纯器乐化古琴曲，因为在《五
同会图卷》中并未看到歌者的身影。纯
器乐化的琴曲将抚琴者从束缚中解放
了出来，能够集中精力完成演奏，技巧
也会得到发挥。同时古琴本身精妙的声
韵之美不会被人声掩盖，人们能够更好
地欣赏它的魅力。这就是后来古琴“虞
山派”的先声，符合当时文人、官员的生
活情趣与审美理念。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

《五同会图卷》背后的故事
吕伟涛

元青花四爱图梅瓶，元末江西
景德镇官窑烧造，现收藏于武汉博
物馆。瓶高 37.6 厘米，口径 6.2 厘
米，底径13厘米。小口外侈，短颈，
丰肩，平足。器型豪放，胎体厚重，青
料浓郁，所绘图案构图严谨，题材独
特，笔法工整，是元青花艺术中的集
大成者。

青花又名“白地青花瓷器”，别
名“釉里青”“白釉蓝花”，属于釉下
彩瓷的一种。青花瓷指用钴料在瓷
胎上作画，然后施以透明釉，经过

1300℃的高温一次烧成的釉下彩
瓷器。釉下钴料经过高温烧成后，呈
现出蓝色，所以被称为“青花”，是我
国古代陶瓷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品
种之一。青花瓷最早出现于唐代，元
代晚期渐趋成熟，明清时期成为我
国瓷器生产的主流，以景德镇窑为
代表，开辟了由素瓷向彩瓷过渡的
新时代，优雅精致，与我国的传统水
墨画有异曲同工之妙。

元青花质地优良，画工细腻，题
材众多，花卉、走兽、戏剧故事、人物
等皆跃然瓷上，漂亮悦目，其制作精
美而传世极少，故而异常珍贵。武汉
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元青花四爱图梅
瓶，通体绘青花纹饰，分三组，肩部
饰凤穿牡丹纹。腹部主题纹饰为四
个菱形开光，分别绘有古代高士闲
情逸致、恬静自然的场景。其素材立
意高雅，绘中国古代四位名士著名
的爱花故事，即东晋著名书法家王
羲之喜爱兰花，兰花为传统寓言纹
饰，古人以幽谷兰花喻隐逸之君子；
宋代著名理学家周敦颐酷爱莲花，
其名篇《爱莲说》通过对莲花形象和

品质的描写，歌颂了莲花坚贞的品格，
莲花纹饰象征身居高位，廉洁奉公，运
用莲与廉同音，有“一品清廉”寓意；人
称“梅妻鹤子”的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
一生未婚，痴爱梅花的高雅和白鹤的
飘逸，他隐居杭州西湖，结庐孤山，多
植梅树，爱梅成痴，性情高洁；东晋著
名诗人陶渊明深爱菊花的傲霜品性，
淡泊名利，向往美好的田园生活。腹下
部绘仰覆莲纹和忍冬纹一周。该青花
陪衬的景物结合主题，四组画面情景
交融，造型秀美，线条流畅，色泽浓艳，

可谓元代青花瓷中极其罕见的精品。
在青花瓷器中，元代青花反映人物图
案的器物存世较为稀少，有如此精美
的四爱人物图案的元青花梅瓶更为罕
见。这件元青花四爱图梅瓶，为了解元
代青花瓷制造工艺及人物图案纹饰提
供了十分重要的实物资料。

这类器物小口、丰肩、深腹的造
型，十分独特，因口小只能插上梅枝，
故后人名曰“梅瓶”。关于“梅瓶”之名，
主要来源于清末明初学者许之衡所撰
《饮流斋说瓷》一书，其中有文写道：
“……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
故名梅瓶也。”其实在宋元时期，这种
瓶称“经瓶”，为宋代朝廷定期开设的
讲经筵上盛酒的器皿，民间也有生产，
目前发现的经瓶上，有的还书有“清沽
美酒”“醉乡酒海”等字样，说明此瓶在
当时主要作为盛酒之用。有的上面还
有盖子，如覆杯，可能也兼作酒杯之
用。这件四爱图梅瓶上所绘人物形神
兼备，特征分明，衣饰用笔潇洒自然，
主题纹饰与青花色泽交融一体。白釉
泛青，色彩青翠欲滴，青花成色纯正艳
丽，反映了元青花精湛的烧造水平。

元青花四爱图梅瓶
李笙清

本报讯（记者 付裕）由永乐文
化公司主办，郑妍策展、张子康担任
学术主持的闫博个展日前在京举办。
据了解，此次展览呈现艺术家闫博在
2013年创作转变之后 8年来的近 50
幅作品。展出的作品中，既有2013
年的作品，也有在此次展览开幕前最
新完成的作品。通过此次展览，能够
清晰地看到艺术家8年来艺术创作历
程的变化。

作为一名活跃的艺术家，闫博早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经常参加展览，
作品被藏家所喜爱并收藏。但作为有
独特追求的艺术家，闫博并不满足于
模式和符号化的创作。在2008年前
后，闫博抛弃了自己以往熟悉的作品
图式，开始寻找新的创作路径和想

法。2013年元旦的前一天，闫博与父
亲（油画家闫振铎）进行了一次深入的
交谈，并聊到了自己在创作上想要突破
矩形画框、进入不规则形状的探索，父
亲非常支持。这之后，闫博的创作风格
开始大胆地转变：从原来的矩形画框转
变为异形的作品。

闫博在创作中不仅找到了全新的创
作材料，更在具体创作中关注到每一幅
作品的差异。闫博在创作时，一般喜欢
同时观察几幅作品。这样才能让它们之
间产生一定的差距。他表示，这些不规
则形状作品并不是来源于现实。而是依
据视觉感受。因此，看闫博的作品，无
法找到具体的指向含义。但是从作品的
造型、结构、空间、大小、颜色搭配、
材质、加工方式、笔触等等，能够让作

品既独特又特别。
在此次展览中，最早的一件作品创

作于2013年。闫博表示：“我会用非常
开放的思维来看我的作品，只有这种很
开放的思维方式，才有可能让作品千差
万别。”对此，展览策展人郑妍认为，
闫博的作品就如音乐一样，把人内心的
感受投射在作品上。

对于闫博作品的演变，学术主持张
子康认为：“第一次看到闫博这些作品
的时候，我非常振奋、感动。他的作品
突破了我们惯有的样式，既是装置，也
是绘画。通过这些作品，能够看到这是
一位特别有力量的优秀的艺术家。他的
创作历程，对于形体的理解，以及他绘
画的方式，与他对于世界的认知是统一
的。”

闫博个展呈现“我在”主题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
“文化中国”长廊中，有一
幅 明 代 贤 臣 的 巨 幅 “ 合
影”——《五同会图卷》，
常能吸引匆忙的旅客驻足
瞩目。此卷也是 2020 年 7
月开展的“妙合神形——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清肖
像画展”中的明星展品，
它描绘的是 500 多年前明
朝“弘治中兴”时期 5 位
文人的一次雅集。

明 佚名《五同会图卷》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明沉香木雕松竹梅图笔筒设计
大胆，颇为传神。此笔筒以浮雕及镂
雕技法刻画梅花、幽竹和虬松，镂刻
空灵而无压抑感。外壁雕山岩，凹凸
嶙峋，雕凿痕迹清晰可见，显现出独

特的价值。
这件明沉香木雕松竹梅图笔筒

造型优美，玲珑精巧，且色泽莹润，光
洁细腻，具有明代雕刻工艺的典型风
格，是明代工艺美术中的珍品。

明沉香木雕松竹梅图笔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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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闫博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