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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时观念的艺术呈现

“四时”之分是中国人日常行事的主要时
间线索。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四时”绘画
成为古人情感倾诉、借物抒情的选择。

《荆楚岁时记》中记载“正月一日，是三
元之日也。……帖画鸡，或斫镂五采集土鸡于
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
之。”可见，魏晋时期已有时令绘画出现。随
着经济繁荣和市井文化的兴起，自唐宋始，中
国古代绘画中便多以“四时”为题。《唐朝名
画录》中有王宰于兴善寺画“四时屏风”的记
载，《图画见闻志》中亦提到刁光胤画“四时
花鸟”、李成画“四时山水”。到了明代，文震
亨《长物志》中的《悬画月令》更是详述了每
个时节适宜悬挂的绘画题材。可见，古人装点
生活也注重应时、应景。

唐宋到元明间，几乎凡属重要时令都有绘
画相匹配，出现了 《岁朝图》《三羊开泰图》

《春牛图》《午瑞图》《消夏图》《七夕图》《九
九消寒图》等众多时令画作。

元代宫廷画师刘贯道的《消夏图》就是一
幅栩栩如生的古人避暑场景。画中一文士赤裸
上身背倚隐囊于榻上，卧榻后方置一方案，案
上摆放茶事、书事所需，案侧有一个四足小
几，上面放着冰盘，冰盘盛夏果数枚，点明消
夏的主题。有趣的是，卧榻后立着一架屏风，
屏风也是一位士大夫，神色安然，身后还有一座
描绘山川风景的小屏风。作者借用“重屏”将三
幅画面融为“画中画”，为后人研究提供翔实的
图像资料的同时，也体现了画家的奇巧构思。

到了清代，汉地传统中的时令绘画对宫廷
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时令画作传世颇多，藏
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院画十二月令图》便
是其中的代表。全图共12幅作品，画面中的景
观既有中式园林建筑，又有西式亭台楼阁，通
过12个月的不同景象和随时令节气而开展的人
文活动，记录了乾隆时期宫廷生活的内容和对
岁时节俗的审美理想。

岁时表达的当代气象

在当代，时令绘画不仅是人们生活的记录
和审美的表达，也肩负着传承岁时文化的使
命。例如在二十四节气申遗过程中，申遗团队
为了让联合国的评委能够简明扼要且不失意蕴
地了解其丰富内涵，使用画家林帝浣用传统中
国画中的虫草小品和折枝花卉等内容表现节气
意象、以毛笔勾勒的古典水墨风“二十四节气
图”助力申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最终，中
国“二十四节气”在2016年被正式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民俗学家钟敬文曾经写道：“有的风俗过
时了，有的则成为生活前进的障碍物，而应时
需要的新风俗也在迅速抽芽长叶。”时令风俗
在传承的同时也会适应当下生活产生流变。

还有画家借用现代技术，让更多人透过时
令风俗画感受传统习俗。成都画家“典婆婆”
陈典，将节令中许多不经意的细节表现出来：
腊八喝粥、小满养蚕、大暑食苦味……她进一
步用软件将图片转换格式，让画中人都“动”
起来，微微眨眼、轻轻挥手、浅浅微笑，使得

那些时令节俗和生活细节变得异常生动，在承
载厚重文化的同时处处透露着亲切和轻松。

也有创作者通过绘本的形式，对传统时
令文化进行不同视角的转译与呈现，出现了

《这就是二十四节气》《藏在地图里的二十四
节气》《故宫里的二十四节气立体绘本》《我
们的一年》《刘兴诗爷爷给孩子讲四时之美》
等众多优秀绘本作品。此外，时令节气还作为
美化生活环境的墙绘，出现在许多城市和乡村
街头。

无论是用水墨的方式留住民间智慧，用简
笔画的形式记录生活点滴，还是通过绘本传递
节气知识，都是“笔墨当随时代”的践行。

时令风俗画犹如一面镜子，通过观察、解
读、绘画的方式，记录和阐释当下的民俗事
象，描绘了在社会发展中的“民俗生活场”。
画中不仅富有民俗文化知识，还饱含了对当下
日常生活的关注和热爱。这样的画作既是对中
国传统风俗画的传承，也是源于文化自觉的创
作。在时令风俗画创作的实践中，当时、当下
的事象都可能成为民俗流变的一部分，时令节
俗也会随着时代的变化共同生长，为岁时的流
转带来艺术表达的当代气象。

作为中国传统绘画的典型形态，
工笔画在表现对象和审美理想上，不
仅聚合了古代文人丰富的精神体验，
同时也为传统及至当下的美学提供了
本真的认识视角。

作为 2020 年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
传播交流推广项目，江苏省美术馆日
前推出以“物之序：江苏工笔画六百
年”为主题的展览，展出明清至今近
200件作品，旨在以工笔画为载体，反
映从传统到当代、从形式到观念的代
际传承与创新诠释，突出呈现不断深
化涵养的工笔精神。

吴门画派的工笔世界

苏州作为古代吴国的都城，俗称
吴门，历来经济繁荣、文人荟萃。明
代中后期，继承元代黄公望、王蒙等
人绘画传统的文人画家沈周、文徵
明、唐寅、仇英被称作“吴门四家”，
他们及其追随者被称作“吴门画派”。
该画派在创作上具有诗文书画互应、
画风清新淡雅、笔墨刚柔相济的艺术
特点。“吴门画派”的工笔画以笔墨洞
察物象之造型与性格，在深入描画的
基础上寄寓感发自由的创作情感，抒
发知物求真的意愿和旨趣。

仇英的 《捣衣图》 是一幅工笔白
描，用笔精细，笔墨劲秀，充满了文
人画的含蓄雅致。画中树木树叶疏
朗，营造出一份闲趣，树下妇人侧视
而做捣衣状，人物形象自然，呈现出
疏淡空灵的气韵。

文徵明的 《万壑争流图》 则是另
一番趣味。画中，青山叠嶂，山间泉
瀑飞湍，奔腾直泻。中景为山岩乱
石，其间杂树林立，密密麻麻，满眼
青绿。近景为溪流的两岸，有山石、
有坡岸，有树木和杂草，另可见几位
高士在叙谈。《万壑争流图》的青绿敷
施是在水墨为骨的基础上的，青绿色
浅，山石轮廓由淡墨线精心勾出，略
见细笔皴擦，苍劲醇厚，工笔与写意
浑然天成。

陆治是“吴门画派”继文徵明之
后的领军人物。他的山水受“吴门画
派”影响，也吸取宋代院体和青绿山
水之长，用笔劲峭，景色奇险，意境
清朗。陆治的 《梅石水仙图》 为工笔
重彩画，水仙、梅花、湖石和灵芝，
相对独立又构成整体。笔法上侧重线
条表现力，水仙、灵芝与梅花都以勾
勒填彩法绘成，水仙叶以深浅不同的
色彩体现出内外两面，奇石则以细笔
皴擦出类似于晕染的过渡效果，整幅
作品工整而不呆板，浓淡相宜。

西学东渐寻改良之路

晚清之后西学东渐，中国画试图
借鉴西法，探索去除陈陈相因之弊的
改良路径。陈之佛在上溯后蜀、南唐
以至两宋画院的基础上，融入西画的
透视和造型技法，影响了一代江苏工
笔花鸟画家。新中国成立以后，传统
的主题被赋予了更多文化关切。江苏
工笔画创作在内容题材和形式语言上
都作出了持久的拓展与探索，技术上
的臻于精细与审美理想上的意境追
求，在现代生活的情境中融合为多元
丰富的时代面貌。

陈之佛曾留学日本学习艺术设
计，是 20 世纪现代工笔画的开拓者。
他构建起了一个新的工笔画体系。其
工笔花鸟在表现手法上仍以工整写实
为主，在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将图案的
装饰手法和日本绘画温婉柔丽的设色
特点结合，一定程度上改造了传统工
笔重彩花鸟画，形成了传统工笔画向
现代风格的转型，并提出了“观、
写、摹、读”四字诀。

《芦雁图》创作于1936年，描绘了
白露之后，天高云淡，芦雁南飞的场
景。精细的羽毛以及纹理让两只芦雁
呼之欲出，与之相对照的是作为背景
的芦苇、积雪以及天空的处理，陈之
佛运用“积水法”使得画面整体明亮
自然，天空的颜色由花青逐渐过渡，
与层次丰富的云彩融为一体。

《松龄鹤寿图》是陈之佛工笔花鸟
中尺幅较大的一幅，是为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作。10 只
体态优雅的丹顶鹤，安逸地徜徉于大
地之上，或昂首唳天，或回首顾盼，
或凝神远眺，苍翠的古松由画面右上

方伸入，枝干苍劲古朴，松枝郁郁葱
葱，蕴含着无限生机。陈之佛在中国
画传统线描基础上，将西洋画和装饰
画的线条加以改造后融入其中，使线
条的表现力更为丰富。

当代语境下的多元表达

如今，通过对传统文本元素的借
鉴转换和对当代语境的深入感知，艺
术家在观念更新的同时，综合使用各
类丰富的媒介与材质，对传统审美经
验、经典图像以及文化逻辑等提出了
新的思考与回应，呈现出江苏工笔画
在当代语境下的传承与探索。

作为南京艺术学院恢复高考后的
第一批大学生，高云在人物工笔上表
现出鲜明的特色，获得第六届全国美
展金奖的 《罗伦赶考》 引入了传统线
描，“嫁接”了李公麟、陈洪绶、任伯
年等画家的创作手法。构图上采取了
从未有过的“四面不靠”形式，表达
上借助了戏剧里的写意手法，形成一
种独特的风格。2018 年，高云创作

《对话安格尔》系列，以西方油画家安
格尔的名画为蓝本，把西方古典绘画
的明暗体系转换为中国画的线条表现
手法，足见他在线造型研究上的用
心，也体现出他对中国画线条语言的
自信。

改革开放时期，江苏画坛兴起了
新文人画潮流，以回归传统笔墨、表
现精神心理为形态。“新文人画在南京
的崛起，实是通过对古代文人画的复
兴，体现一种文化寻根意识。”中国美
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尚辉如
此评价。

《西游记·车迟国》 是周京新“西
游”系列中的一幅，描绘了唐僧师徒
取经路上路过车迟国，与虎力、鹿
力、羊力三个妖怪斗法的场景。在他
的创作中，中国画的工笔与写意并非
泾渭分明，体现了“以工养写”的思
考，人物造型紧凑结实而又不乏诙谐
的生趣，山石树木屋宇乃至黑雾祥云
均有装饰意趣。

当代工笔画受到技术发展新样式
等影响，在表达方式上体现出一定的
数字媒介特质，在情绪表达上也有更
加多元的探索。

江
苏
工
笔
画
：

六
百
年
传
承
与
革
新

本
报
记
者

尹
晓
宇

在风俗画中感受岁时流转
霍 雯

日前，由国家大剧院、中国国家画院、广
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等联合主办的“踏歌
而来——许鸿飞雕塑作品展”在国家大剧院西
展览厅举行。展览分为“清音妙舞”“东风入
律”“花开岭上”“华韵悠扬”4个篇章，展出
许鸿飞的雕塑作品120余件。

许鸿飞是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
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从事雕塑创作30余年。他
以诙谐幽默的雕塑语言，塑造出大众喜闻乐见
的形象和妙趣横生的生活场景，尤其是创作出
极具辨识度的丰腴女性形象，成为许鸿飞标志
性的艺术IP。

“只有像‘挖井’一样坚持不放弃，才能
看到清泉喷涌。”许鸿飞说，他从1999年开始
创作丰腴女性系列雕塑作品，一直坚持至今。
这一系列作品对人物造型进行了夸张变形，使
其看起来虽然壮硕，却有着云朵般灵动和飘逸
的姿态，人物从表情到动作都流露出满满的快

乐和幸福，感染着每一位观众。
“幽默和快乐是有世界性的。”许鸿飞认

为，雕塑是世界共通的语言。自2013年起，他
在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了 43 场巡展，悉尼
歌剧院广场、法国卢浮宫、伦敦市政广场等地
都曾出现过他的雕塑作品。作品所到之处，男
女老少常常会停下脚步，或上前触摸、拥抱雕
塑，或模仿雕塑人物的姿态与雕塑合影。人与
雕塑之间的互动也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带着作品走向世界的同时，许鸿飞也将目
光投向乡村。他把很多曾在世界各地展示的雕
塑作品带到田间地头，开启百村巡展，探索以
艺术助力乡村振兴。这些作品出现在村口、田
野，受到村民们的欢迎。“可能因为我的作品
接地气、生活化，在乡村很和谐，没有距离
感，村民会感觉亲切。”许鸿飞表示，希望以
此启发乡村美育，让更多乡村的孩子学到知
识、向往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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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雕塑传递快乐和幸福
本报记者 赖 睿

飞歌（雕塑） 许鸿飞

消夏图（中国画） （元）刘贯道

夏（版画） 古 元

雨水（水墨画） 林帝浣

西游记·假大王（中国画） 周京新西游记·假大王（中国画） 周京新

松龄鹤寿图（中国画） 陈之佛

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特定的时
间观念，《说文》 曰：“时，四时
也。”《礼记·孔子闲居》也云：“天
有四时，春秋冬夏。”它既可以如
《淮南子·本经训》 所载“四时者，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取予有节，
出入有时，开阖张歙，不失其叙，
喜怒刚柔，不离其理”，春夏秋冬四
时代换；又可以如 《左传·昭公元
年》所言“君子有四时，朝以听政，昼
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一日
之间也分朝、昼、夕、夜。从古至
今，文人雅士往往以绘画描摹四季
时令，留下了中国人对时令生活的
理想与写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