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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泉石猿鹤是人所乐
见却不能常有之物，因此古人喜将
山水画作置于案头以代实地之游。
天一阁馆藏一批“纪游图”，呈现

“古画中的浙江”，从古人对浙江山
水之描绘，我们可以从中感受文心
古道、林泉之乐。

一、（明）孙枝《西湖纪胜图》
孙枝是一位活跃在晚明画坛的

吴门画家，他的山水师法文徵明，
用笔细密，设色清丽，风格秀整，
意境优美，这套册页为他的代表之
作，是西湖周边风物的写照。

画面主体空间大多为山寺宫观、
四周层峦叠翠，幽壑深长，怪石林立，
植被茂密，闲客旅人散布在进入主体
空间的必经之路上，在提示游览路线
的同时指引着观画者的目光。

跟随孙枝的视角，我们能够一
路领略柳洲亭、大佛寺、孤山、灵
隐寺、上天竺、烟霞洞、石屋、法
相寺、高丽寺、虎跑泉、八仙台、
万松书院、紫阳庵、太虚楼等当时
旅游热门“打卡地”。

二、（明）谢时臣《石梁秋霁
图》

明代谢时臣所绘 《石梁秋霁
图》，是一件具有“纪游”特征的
卷轴画，但又区别于写实主义的风
格，其中“石梁飞瀑”，表现手法
夸张，很有特点。

谢时臣生性豪迈，喜欢游历名
山大川，以“师造化”进行山水创
作，因此，笔端自有一股雄健强劲
的气势，令观画者如临其境。

石梁飞瀑是浙江天台山的风景
名胜，东晋著名文学家孙绰在 《游
天台山赋》 中，以“跨穹窿之悬，
磴临万丈之绝溟”来形容它的奇绝
盛况。历代文人骚客无不为之倾
倒，作诗吟诵，绘图称胜，不绝如
缕。这样的景观谢时臣自然不会错
过。某一年的秋天，雨过天晴，他
与友人一起饱览了天台胜景，回来
后绘制了这幅 《石梁秋霁图》。

史称谢时臣擅长画水，这幅画
堪称他的典型之作。画中瀑布从天
外而来，被巨岩一分为四，洪流汇
聚，水烟激越。如虹的石梁横贯两
侧悬崖，梁下瀑布倾泻而出，磅礴
的气势带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
是银河落九天”的意境。

三、（清）费丹旭《湖亭雅集图》
雅集活动由来已久，至明清而

为盛，在清后期更是成为文人雅士
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费丹旭 《湖亭雅集图》 手卷，
以雅澹之笔，描绘了与友人的一次
湖亭雅集。

手卷以西湖“湖心亭”为视觉
焦点，全图设色清雅，画家以极淡的
赭石和花青为基调，圈圈晕点染秋
荷，条条细线画枝柳，寥寥数笔点人
物，用笔松秀而灵动。画面的素洁，
使观者感受到静穆平和的心境。这
幅画的构图极具巧思，它将画面集
中于手卷上部的三角地带，同时将
亭子两侧的堤岸无限延伸，消融于
画卷左右上角。这种处理既可突出
雅集的场景，又能充分利用手卷的
横势表现西湖的浩渺。此外，大面积
的留空，使得画面“虚实相生，无画
处皆成妙境”的艺术效果跃然纸上。

在画史上，晚清的费丹旭以仕
女画擅长。他虽不以山水画名世，
但这件 《湖亭雅集图》 足以表明他
在山水画上以少胜多、以简驭繁的
不浅功力。

（本版图片由天一阁博物院提供）

天一阁馆藏古画，“纪游”诗画浙江
黄银凤 王伊婧

古画中的四明山水四明人
黄银凤 王伊婧

绘画的魅力，在于将天地万物之美诉诸形象，

传达给每一位欣赏者。这其中，既有表现山水造

化、畅人心意的自然之美，又有图绘先贤、存乎节

义的人文之美。

宁波山水钟灵，人文荟萃，自古是画家热衷描

绘的对象。众多以四明山水、人文故事、先哲贤达

为主题的画作，是展示宁波文化底蕴的亮丽名片。

前不久举办的“大美入画图——天一阁藏画中

的浙江之美”主题展，所有展品均出自天一阁馆藏

书画，其中有不少作品描绘了“古画中的宁波”。

让我们一起以地域为视角，领略历代丹青名家

画作中的四明古韵、宁波风物，探寻宁波文化传承

发展的脉络和渊源，跟“古画中的宁波”来一场穿

越时空的对话。

从纪游图观四明形胜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的 《元
画全集》，收录了四幅描绘宁波的
山水长卷，分别是：王蒙 《太白山
图》《丹山瀛海图》，顾园 《丹山纪
行图》，钱选 （传）《四明桃源图》。

“从流传史的角度来看，‘明四
家’之一的沈周对 《太白山图》 的
收藏，引发了纪游图在明代的兴
盛。从类型史的角度来看，《丹山
纪行图》 是纪游图这一类山水画的
先声。不过，顾园创立的元代‘一
河两岸式’的纪游方式，并未在后
世得以继承和发展。从这个意义来
说，顾园 《丹山纪行图》 不仅是画
家现存的孤本，也是艺术史的孤
本。”在近期举办的“古画中的浙
江”学术研讨会上，江苏大学艺术
学院副教授姜永帅高度肯定了这几
幅描摹四明形胜的元代纪游图在艺
术史上的地位。

据了解，天一阁馆藏书画中，
有不少以“纪游图”的形式呈现江
南好风景的佳作。

我们可以穿越到清代的浙东运
河，和清代画家吴滔“组团”旅行，
一路上游山玩水、沽酒访友，兴起时
挥毫作画，好不惬意；还可以和清代
宁波画家陈允升一同去天童寺访
碑，寻觅自宋代以来留下的诸多碑
刻（其中不乏帝王御笔）；又或者按
照民国书画家、鉴藏家王一亭的导
览，领略阿育王寺的幽幽胜景。

“这是一本 150 余年前的‘旅
行手账’。生于浙北平原的清代画
家吴滔，当时还是一名 30 来岁的
青年，他兴致勃勃踏上了浙东之
旅，途经萧山、绍兴、余姚、慈
溪、鄞县等地，最后看到了茫茫东
海。”天一阁博物院书画器物研究
所主任刘晓峰指着一本十二开的山
水图册告诉笔者，吴滔用画笔记录
了一路上的见闻，包括天一阁、保
国寺、天童寺等甬上名寺名楼。

在吴滔的笔下，天一阁亭台楼
阁错落有致，画面中氤氲着南国书
城延绵至今的书香气息；保国寺的
松柏坡石历历在目，画家于山间听
到的潺潺水声和阵阵松涛，如今仍
在游客耳边回荡；由保国寺入慈溪
时，其所画大桥自田间拔地而起，高
达百尺（跋文记载），此桥便是浙东
运河的重要转折点——夹田桥。

“吴滔与任伯年、张熊等均为
‘海上画派’的奠基人，这本小写
意山水图册构图精妙，笔法多变，
富有情趣，展示了吴滔早期山水画
的水平和技巧，其笔墨虽不似晚年那
般纯熟，却洋溢着一位青年画家的洒
脱率性。”宁波大学潘天寿建筑与艺
术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黄文雅说。

宁波画家陈允升所绘的 《天童
访碑图》，也是一幅纪游图。

从这幅山水长卷中可以看到，
远处山脉若隐若现，中部近景疏林
掩映，淡烟四起，在墨色与留白
间，饰以零星的几间房屋。中景左
侧，群峰环抱，淡朱砂色寺庙依山
而建。视线右移，薄雾缥缈的半山
腰上，树木参差有序，依山势生
长。树林间，陈允升的三位好友正
结伴前行。

据宁波大学潘天寿建筑与艺术
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朱沛淇介绍，

《天童访碑图》 所绘内容与王蒙的
《太白山图》 相似，在长幅中，从
右至左展现了入山、渡水、会友、
礼佛四部分内容。画题虽曰访碑，
但图中并未有碑，故而让观画之意
由画内延展到画外。

据介绍，天一阁不仅通过展览
展示古画中的绿水青山，还将古画
中涉及的山水形胜制成了“跟着古
画游宁波”的文创地图。“这样可
以激发观众去实地寻访的愿望，在
对比中更好地领略自然之美、艺术
之美，让文物与当下结合，让古画
与名胜结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
旅融合。”刘晓峰引以为傲地说。

从书斋图窥“斯是陋室”

魏晋以来，隐逸之风盛行，于
是书斋自室内转移到自然山川之
中。唐代诗人刘禹锡写下了脍炙人
口的 《陋室铭》。自此之后，书斋

文化蓬勃发展。
书斋本身也常常成为被描绘的

空间。
宁波自古以来就是藏书、读书

之地，私家藏书历史可追溯至北宋
的楼郁、陈谧、丰稷等人。始建于
明代的天一阁名闻天下，其他如丰
坊万卷楼、范大澈西园、陈朝辅四
香居、陆宝南轩等，也是明代兴起
的藏书地。至清代，宁波藏书名楼
名斋更是接连涌现，如黄宗羲之续
抄堂、万斯同之寒松斋、全祖望之
双韭山房、卢址之抱经楼等。

天一阁馆藏的一批文人画中，
不少画作蕴含着甬上系列书斋故
事。

比如，天一阁珍藏的一幅水墨
山水手卷 《村东水榭图》，乃是明
末清初黄宗羲之弟黄宗炎的作品。

画 上 画 着 两 间 房 舍 、 几 株 小
树，有游人泛舟。烟波江上，山峦
随着画卷的展开，浮现在观众眼
前，一座小亭隐在山中；画卷继续
展开，可见一方院子掩映在树林之
中，两三株松柏植于院前，院内书
斋清雅，院后山峦高耸。

手卷后边，还有清代仁和(今
浙江杭州)鲍毓东所作的跋文，录
写了黄宗炎的生平事迹。从跋文可
以看出，黄宗炎从小饱读诗书，与
兄黄宗羲、弟黄宗会号称“浙东三
黄”，此画应为其隐居四明山时所
作。

“古人画书斋，并不表现书有
多少、房有多大，而是要体现出欲
与高山流水相伴、与寒梅修竹为邻
的读书境界。”刘晓峰说。

此外，天一阁还收藏了不少图
文并茂的书斋图册，当时文人丰富
的读书生活一览无余，他们或读史
论艺、校经填词，或读画临帖、坐
禅习钓⋯⋯书斋生活的种种场景令
人神往。而文人、画家之间的交游
往来，也不乏趣味十足的小故事。

比如，一幅清代顾春福的 《修
到梅花馆图》，讲述了历史上的一
段文人佳话。

1827 年夏日某晚，画家顾春福
正在灯下趁着酒兴为他的好友“梅
人”作画。画已初成，只见危峰叠
嶂之间有处茅舍，其中有位身着红
衣的高士趺坐于蒲团之上，茅舍周
边开满梅花，洁白无瑕，淡淡花香
萦绕在高士周围。画面色调清新，
渲染简洁，意境幽远。

而画中这位“梅人”，正是天
一阁族人范邦柱，他最为人们熟知
的便是与钱绣芸的那段故事。范邦

柱以“梅人”自称，以“修到梅花
馆”为其书房命名，正体现了其梅
花般的品格追求。

“千百年来，文人们用绘画向
我们展现了不同时代蕴含个人艺术
韵味的书斋之美。本次天一阁选择
了一批以书斋意象为主题的作品展
出，在呈现中国古代绘画中的书斋
形象的同时，也在思考在信息快速
传 递 的 当 代 ，‘ 书 斋 ’ 之 意 义 何
在。”刘晓峰说。

从人物画仰名士高节

曹 植 曾 言 ， 观 画 者 见 高 节 妙
士，莫不忘食；见忠臣死难，莫不

抗节。忠孝节义、浩然正气，是宁
波人的重要品格。天一阁馆藏的一
批人物肖像画，通过妙士、忠臣之
仪容，讲述其种种动人事迹。

明清交替之际，浙东涌现出一
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张苍水是
明末遗民抗清斗争中出现的著名人
物。他一介书生，铁骨铮铮，坚持
抗清十九载，后慷慨就义，埋骨西
湖，和岳飞、于谦并称“西湖三
杰”。忠魂彪炳史册，而其真容亦
为后人瞻仰。

天 一 阁 馆 藏 的 一 幅 清 代 佚 名
《张苍水画像》，画中张苍水端坐石
上，头戴方巾，身穿道服，清癯温
雅，不失儒者风范。中国美院硕士
研究生胡可尚发现，除天一阁馆藏
此件外，上海博物馆、中国国家博
物馆等也藏有诸多高度相似的版
本，这种不断复制、传播、收藏、
题跋的现象，说明了图像在纪念张
苍水诸多方式中的独特作用。

明末清初，知识分子多以“国可
亡，史不可灭”表其气节。万斯同作
为大儒黄宗羲弟子，延续其“为故国
存史”的信念，气节凛凛，以布衣身
份扛起编修《明史》之重任。

天一阁所藏的一幅以人物群像
长卷露面的 《鄞江送别图》，重现
了这个可歌可泣的历史片断。此图
表现清康熙十八年 （1679 年），万
斯同、万言叔侄北上预修明史，陈
锡嘏、李邺嗣、郑梁等诸黄宗羲门
下弟子与其旧交为之饯别的场景。
图中共绘 19 人，惟妙惟肖，生动
传神，足见画家技法之高妙。

“这是宁波收藏家秦康祥生前
珍藏的文物，后来由他的儿子秦秉
年捐赠给当时的宁波市天一阁博物
馆。画作表现的是万斯同临别时，
甬上文人依依送别的历史场景，此
画也是浙东学派重要的文献资料。
更难得的是，如今我们所见到的万
斯同像就出自此画，这也是这位大
历史学家存留下来的唯一画像。”宁
波市天一阁博物院一位专家告诉笔
者。

“宁波天一阁博物院是个‘大
宝藏’，这里有着极为丰富的书画
碑帖、金石书画类的作品，其中上
等级的书画藏品就有 1700 余件，放
眼浙江乃至全国都算得上书画收藏
重镇，从中我看到宁波收藏家对文
化、艺术的传承与坚守。”中国美术学
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院长孔令伟
表示，博物馆是传统画作的栖息地，
也是美术史走向社会的重要桥梁。

通过观展等方式，观众不仅能
感受绘画的艺术魅力，而且从视觉
形象感知宁波历史悠久、人文荟萃，
从而对宁波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有了
更为形象、更为饱满的认识与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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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陈韶 《鄞江送别图》（局部） 清 佚名 《张苍水画像》（局部）

清 顾春福《修到梅花馆图》

清 黄宗炎《村东水榭图》（局部）

清 吴滔《山水册》之慈溪夹田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