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绿山水中的交响乐和诗意
——王希孟与《千里江山图》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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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徽宗时期画家王希孟的《千
里江山图》卷，系绢本，青绿设色，
纵51.5厘米、横1191.5厘米，现藏
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北宋宰相蔡京在该图的题记里写
道：“政和三年闰四月一日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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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半岁，乃以此图进。上嘉之，因以
赐臣京，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
确定此图系“禁中文书库”里的“希
孟”之作，宋代 《百家姓》 里没有

“希”姓，作者一定是有姓氏的。
500多年后的清初文学家梁清标据
《千里江山图》卷外包首上的宋人原
题签用行楷题写“王希孟千里江山
图”，自此始，清初顾复、王济之、
宋荦等也都异口同声地称之为“王希
孟”了。

王希孟，字号、里籍不详，根据
当时宰相蔡京在《千里江山图》卷尾
的题文，可以大致考证出王希孟的基
本状况并推定出其中潜藏的信息：北
宋哲宗朝绍圣三年 （1096），王希孟
出生于“士流”的读书家庭。根据他

在画中留下的诸多地标性景观，他早
年极可能在闽东南沿海一带生活、游
历过。为了读书，他在长辈的护送
下，经洪州（今江西南昌）至庐山鄱
阳湖（古称彭蠡湖），出含鄱口顺长
江在润州（今江苏镇江）转船到平江

（今江苏苏州），这些都是北宋书院云
集的地方，他有可能就读过其中一
处，后沿运河一直北上到开封。大观
元年 （1107），他在某个贵人的提携
下，进入了历史上唯一的皇家美术学
校——画学，差不多用三年的时间，
他按照“士流”的课程要求学习绘画
课程，如佛道、人物、山水、鸟兽、
花竹、屋木等，文化课程如大经、小
经、古文字学、音韵学和博物学等。
大观四年 （1110），画学归属翰林图
画局，王希孟结业后未能考入图画
院，不得不应召到禁中文书库远离绘
事，登录、整理从书艺局送来的文墨
档案。政和二年（1112）初，王希孟
极可能通过蔡京的引荐，得以向徽宗
呈献绘画。蔡京题记曰：“数以画
献，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
之，亲授其法。”按照徽宗朝进翰林
图画院的规矩，必须按照徽宗的旨意

在一定时限里以唐人诗意入画。王希孟
在1112年秋至1113年完成了大青绿山
水画长卷《千里江山图》并呈上，时年
18岁 （虚岁），徽宗嘉誉甚高，“谓天
下士在作之而已”，遂转赐蔡京。王希
孟在不到半年的秋冬季里突击赶工出大
幅巨制，极可能因此积劳成疾，据清代
宋荦《西陂类稿》卷十三记载，王希孟

“未几死，年二十余”。
那么，宋荦的记述有何依据呢？蔡

京题记里记述徽宗对王希孟的超赞态
度，其实隐藏着他不豫 （有疾） 的信
息，这是题跋通常不便于直叙的隐情。
徽宗“嘉之”王希孟，称“天下士在作
之而已”。“天下士”典出《史记》卷八
十三 《鲁仲连邹阳列传·鲁仲连传》：
“（新垣衍）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
日知先生为天下士也。”特指类似战国
鲁仲连才德非凡、舍生取义的贤良国
士，“而已”乃终了之意，即王希孟的

“作之”也就到此为止了。徽宗此言非
同小可，其背景只能在王希孟大功告成
后却沉疴难愈的情况下，才会有如此动
情之“谓”。

结合宋代的任职制度和徽宗的个
性，这是他对当朝画家绝无仅有的赞

誉。按照北宋神童制度下的赏例以及徽
宗个人的行事习惯，会当即赐予王希孟
翰林图画院的职位，这正是王希孟拼命
完成《千里江山图》卷所期盼的。但是
徽宗没有这样做，否则蔡京一定会写在
题记里的，画完《千里江山图》的王希
孟依旧躺在“禁中文书库”的名册里，
这样对待少年新进绝不是徽宗的做派，
也是十分矛盾的。究其原因，应该通过
研究宋代的仕进制度才能进一步推定，
即在罹患重病的情况下，对候任者不赐
予职位。

在历代职官制度中，朝廷对罹患重
病的中榜进士和候任官员均不赐予职
位。此项铁律，千年不变。就北宋而
言，这一规则尤为严苛，其一是害怕传
染性疾病在朝中蔓延，其二是顾及官员
的形象，其三是考虑任职者的效率。此
类事例不胜枚举。

从蔡京的跋文来看，王希孟的画作
受到徽宗如此青睐，但徽宗却只嘉奖不
任用，是极不正常的事情，唯有一种可
能，那就是王希孟的身体状况不佳，回
溯他在不到半年内完成6平方米的大幅
画作，特别是要跨过整个漫长的冬季，
古建采光有限，加上冬季开封每天适合

作设色画的光照时间仅有八九个小时，
其创作压力可想而知，长时间的独自赶
工对一个17周岁的少年来说，要消耗
大量的体力和心力。因此，当王希孟大
功告成却沉疴在身的时候，得到徽宗的
补偿只能是嘉誉。

才华横溢的少年希孟

何来青绿

在基本弄清王希孟少年时期在江
南的游历和在开封画学、文书库的经
历，再欣赏该图，必会有一些新的认知
和别样的感受。

首先这幅画映入眼帘的是大片的
青绿两色，与自然山川的色彩又不太
一样，与此前的古代设色山水画也不
同，但看上去却很协调，小小王希孟
是怎么看到、想到、画到的呢？再看蔡
京的题记：“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
之，亲授其法。不逾半岁，乃以此图
进。”这很可能是宋徽宗的精心设计，
王希孟结合他的生活所见，用心实践
了青绿画法。

中国古代绘画的色彩观念是南
齐谢赫所说的“随类敷彩”，画家应根
据物象的固有色来着色，而不考虑
光源色和环境色，更有许多绘画是
不设色的，仅用浓淡层次不同的墨
笔来表现物象。因而古代圣贤的美
学观是推崇少而精的颜色甚至以单
一的墨色来作画，揭示出物象的精
神本质，获得清淡素雅、简明质朴的
审美效果。

南宋以前称有色彩的山水画均
为“著色山水”或“设色山水”，绿色是
设色山水里的主调，直到元代才出现

“青绿山水”这个词，这说明石青在画
中没有成为主色之一，至多一抹而已，
至今在魏晋时期的敦煌壁画的山水配
景里可以看到一点点石青，这在北宋
职业画家的绘画里也仅仅是略有出
现。宋徽宗和王希孟扩大了石青在山
水画中的作用，其用量与石绿相当。石
青和石绿均为矿物质颜料，不会变色，
这种矿物质颜料来自于青金石，在青
金石里，石青和石绿是伴生的，在使用
前，将石青、石绿提取出来、碾磨成粉
末状，再配上一定比例的胶和水，便可
以作画了。

摆在王希孟面前的设色问题是，
他既要掌握古代的色彩观念，又要在
形式感上有所突破，王希孟敢于大量
使用石青，且与石绿相和谐，这在以往
是极为少见的，相信这是他的观山所
得和徽宗的引导。自然界的苍翠葱郁
之山，近则呈绿，远则显青，原因是空
间中的大气改变了远处山林的本色。
画家继承前人用色之法，概括提炼出
青绿二色，扩大了青色在山水画中的
用色比例，成为主色之一。

《千里江山图》卷的颜色主要是青
绿搭配，十分符合现代色彩学的原理：
青绿设色接近“类似色调配色”，色彩
在色彩学上，青和绿是补色关系，层次
变化丰富且协调。全卷统一在青绿的
色调中，王希孟笔下的青绿二色交替
使用，形成了一定的规律，通常是山脚
用石绿，半山腰往上用石青，在画面里
出现并列关系。画家并非一味青绿到
底，在未染青绿之处留出绢的底色，显
现出空灵和透气，在其上略作皴擦。王
希孟最终完成了青绿山水画的造型语

言和色彩谱系，这在中国山水画史上
具有里程碑的作用。在青绿山水传承
了800年后的20世纪中叶，山水画家
张大千用青绿泼彩到大墨团上的手
法，才在技法上有所突破，但依旧没有
离开青绿二色。

画中的交响乐

就总体布局而言，画家笔下的群
山均非概念化的排列，他通晓表现峰、
陵、峦、岭、岫、岩、嵩、峤、岑、岯、岌、
峘、岗、坡、谷、壑、涧、溪、瀑、淀等山水

“构件”的具体形态及其相互关系，造
型丰富、变化多样，经过画家的总体
把握和周密布局，全图系传统的散
点透视的典范之作，即景随人移，而
不是西洋绘画中的焦点透视；在焦
点透视下的西洋风景画，通常至多
只能表现出长宽比例为1:4的画面，
根本无法表现《千里江山图》卷长宽
比例为 1:24的长条视域。东西方绘
画在借物叙事，都需要一个空间，西
方传统绘画是在前、中、后的空间里
叙说，中国古代绘画是重在右、中、
左的空间里展开，所以中国画可以
无限延长。

作者是按照北宋郭熙“远望之以
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质”（郭思辑《林
泉高致》）的山水画要求完成的，充分
利用山脉的走向、水的流向来展现山
河的气势，将色彩的基调笼罩在蓝绿
色里，空间层次十分丰富：宏观之下，
气势撼人；微观之中，细腻动人。王希
孟在画学就读，自然会接触到音韵方
面的基础，所知乐理有多深，不得而
知，但从全卷的构思构图来看，他是一
个富有乐感、或是善于接受乐理的画
家，这些均十分自然地融汇到《千里江

山图》卷的创作当中。可以确信的是，指
授他作画的宋徽宗就通晓乐理并能操琴
奏乐，他推进了宫廷大晟乐的形成，北宋
佚名的《听琴图》轴正面着道装的抚琴
者，一说是徽宗。

“远望之以取其势”，可获得一段段
动情的乐感。全图的组织结构是经过精
心设计而成，画家在绵延近12米长的画
卷里展示了大约50多座山峰、20余座
山峦和20来座山岗和数十面坡、滩以及
大片水域，七组群山有机地组合成七个
自然段，它们之间的关系仿佛就是七个
乐章：

开首第一组群山为序曲，较为平缓
的山峰在俯视的地平线下，渐渐地将观
者带入佳境。第一组和第二组之间以小
桥相接，第一组像乐章里的序曲，把观者
带进现场，第二组像是慢板，犹如一曲牧
歌，悠扬舒缓。

第三组和第四组之间以长桥相连，
环环相扣，这两组的山峰一个个冲出了
画中的视平线，渐渐走向高潮。

在锣鼓齐鸣中，画中最高的主峰在
第五组群山中辉煌出现，如同汉阳峰拔
地而起，雄视寰宇，形成了乐曲的高峰，
它与周围所有的群山形成了君臣般的关
系，构成全卷的高潮。这来自于《林泉高
致》里总结了郭熙处理大小山峰的基本
法则：“大山堂堂为众山之主，所以分布
以次冈阜林壑为远近大小之宗主也。其
象若大君赫然当阳而百辟奔走朝会，无
偃蹇背却之势也”“山水先理会大山，名
为主峰。主峰已定，方作以次，近者、远
者、小者、大者，以其一境主之于此，故曰
主峰，如君臣上下也”。

第六组的群峰渐渐舒缓下来，远山
慢慢地隐入远方大江大湖的上空，让欣
赏者激动的内心渐渐平静了下来。

最后一组如同乐章中的尾声，再次
振奋起人们的精神，画家用大青大绿涂
抹出近处最后的几座山峰，如同打击乐
最后敲击出清脆而洪亮的声响，在全卷
结束时，回声悠远。

画中的每一组群山不是作简单循
环，都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如变换山体
造型、增换瀑布和溪流以及建筑群，如同
乐曲中的“变奏”。从“远观取其势”来说，
该图就像一首雄壮而舒缓的古典乐曲，
形成了亢奋而优雅的旋律，节奏感十分
鲜明。当今的作曲家完全可以根据该图
的意境产生出无穷的音乐灵感，其原则
是每一组群山主次分明，全卷群山，更是
主次分明。高耸的山峰和鲜亮的青绿色
彩如同乐曲中不停出现的高音，振聋发
聩；缓坡和沼泽、流水恰似平缓悠扬的清
音，心旷神怡；高挂的瀑布和巉岩悬崖如
同沉厚的低音，扣人心弦；建筑、舟船和
人物活动如同跳跃的叮咚声，清脆悦耳。
来自几方面的声响在变化中反复交织在
一起，谱写出具有东方古典主义魅力的
交响乐曲《千里江山》。

“近观取其质”，则可获得一个个动
人心弦的音符。细赏画中各种具体事物
的表现形态和画家的表现手法，尤其是
这些细节之间的总体关系，画中的坡坡
坎坎、弯弯山道都细致入微且十分得体。

画中的林木、屋宇、舟桥和人畜之间的比
例合度，整体感很强。

画中的诗意

在宋徽宗时代的宫廷绘画，徽宗常
常以唐诗为题考画家，要求画家从诗句
里获得艺术灵感，画出诗意来，王希孟
也不例外。在《千里江山图》卷里，其主
景主要来自庐山、鄱阳湖，查阅北宋以
前吟咏庐山、鄱阳湖的诗词里，唯有唐
代孟浩然的《彭蠡湖中望庐山》最和此
图相近。《彭蠡湖中望庐山》是孟浩然
作于开元二十四年（736），鄱阳湖古称

“彭蠡湖”，诗人奉公差路过庐山、彭蠡
湖，吟道：“太虚生月晕，舟子知天风。
挂席候明发，渺漫平湖中。中流见匡
阜，势压九江雄。黯黮凝黛色，峥嵘当
曙空。香炉初上日，瀑水喷成虹。久欲
追尚子，况兹怀远公。我来限于役，未
暇息微躬。淮海途将半，星霜岁欲穷。
寄言岩栖者，毕趣当来同。”画中出现
的景物和渲染的气氛几乎处处与孟浩
然的《彭蠡湖中望庐山》相契合，折射
出北宋末雅好唐诗意境的文化背景对
绘画的影响。诗画相合处如：

“挂席（发舟）候明发，渺漫平湖中。”
宋代日趋发达的商业经济促使人们的生
活节奏日益加快，形成了早起早行的风
气，甚至五更出行已成习俗。画中的人们
在清晨开始忙碌了，恰如诗中所云：有的
江船已经扬起了高大的席帆，准备远航，
近处的沼泽和远处的湖水与天际连成了
一片。

“中流见匡阜，势压九江雄。”希孟深
谙孟诗，早已读透，画家不是单纯地图解
孟诗，而是在“太虚”世界里，激昂出“势
压九江雄”的“峥嵘”气度，画中高耸着的
极可能就是“匡阜”的主峰——大汉阳
峰，高山平湖在造型上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显露出画家立足于湖畔仰观“匡阜”
的角度，十分切合诗意。

“黯黮凝黛色，峥嵘当曙空。”该诗是
从晚间的“月晕”写到次日的“曙空”，直
到“香炉初上日”，诗中充满了色彩感：如

“黯黮”“黛色”“曙空”“初上日”和“喷成
虹”，画家为暗暗的“黛色”和暖暖的“曙
空”做足了功夫，青绿山水的底色铺染

“黛色”，青色染足了高耸着的山峰，以显
“黯黮”和“峥嵘”；用花青通卷淡染天空，
在天际边通卷留空，露出一道暖黄的绢
色，恰似曙光初映。

“香炉初上日，瀑水喷成虹。”图中所
绘时节极为细腻，初夏时节里的宿雨晨
霁，画了香炉峰一带的景致，昨晚的雨水
汇成流溪，加快了水磨的运转，一条条瀑
水喷成了彩虹，为了表现初夏多雨季节
中的雨后情境，画家还画了雨后出行的
人们不忘带伞，早起的人们在洒扫庭除、
赶船的乘客、下山的樵夫、上山的驮队等
等，一片忙碌。

“寄言岩栖者，毕趣当来同。”画家在
多处特地绘有“岩栖者”，如住在崖顶之
上和岩缝之间的隐士，早起的隐士们呈
现出各种不同的悠闲之态：溪堂客话、桥
亭临流、空斋独坐、会友观瀑……表达了
诗人和画家的“寄言”之意，羡慕庐山高
士们闲适的生活。

《千里江山图》卷表达了孟浩然仰慕
庐山高士的隐逸思想，孟浩然本身就是
一个有着浓厚道教思想的半隐之人，画
中出现了一些与道教建筑有关的元素，
还有洞天福地和隐士生活等，尽管如此，
该图仍然不属于道教题材的山水画，其
绘画主题主要是来自于孟诗《彭蠡湖中
望庐山》。

当人们第一次欣赏《千里江山图》卷
的时候，感到它是一曲古典主义的交响
乐；第二次欣赏的时候，感知到它与某首
唐诗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第三次欣赏
的时候，感悟到它是凤凰涅槃后的新生
……传说中的雄凤雌凰是天界到人世
间传递幸福的使者，每隔 500 年一轮
回，在大限到来之时，它们集体栖于梧
桐枝上自焚，为了下一个光明的 500
年，带走这一个500年来人世间积攒下
来的所有不幸，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和美
丽换取人世间的幸福，在经受了肉体变
成灰烬的痛苦之后，得到了新的轮回，
托生为更加美丽的凤凰躯体。这就是佛
经中所说的“涅槃”，之后换来的是新
生。遗憾的是，王希孟在人世间才20来
年，以涅槃换来的《千里江山图》卷，这
是真正的大青绿山水画，在中国古代山
水画史上是一个新的开端，它唱响了近
两个500年。

青绿山水的永恒交响

余辉，第十一、十二届全
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书画
部、研究室原主任，研究馆员。
主要从事书画鉴定与研究，特
别是利用民族学、文献学、考
古学的研究成果尝试建立一
套鉴定早期绘画的基本方法
并使之理论化；用逻辑推理的
手段解析古画中的图像，探知
画史真相。曾在中国港澳台地
区和英、法、德、美、加、日等国
的博物馆、大学鉴定书画或讲
学，出版专著多部，曾获 2009
年首届中国美术·理论奖等。

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
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
调，要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传世名作

《千里江山图》卷是北宋画家
王希孟传世的唯一作品，集北
宋时期以来水墨山水画之大
成，成为青绿山水画史上的一
座高峰。近年来，以《千里江山
图》卷为蓝本创作的舞剧《只
此青绿》、交响乐《千里江山》
等受到普遍关注，成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的典范。日前，余辉
先生走进北京大学，给青年学
子们讲述了王希孟与《千里江
山图》的故事，以弘扬传播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本期整理发
表，以飨读者。

▲《千里江山图》卷 （局部）

▲《千里江山图》卷 （局部）

▲《千里江山图》卷 （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