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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花与雪互相借喻，如大家熟知的
“风花雪月”；再有以花喻雪者，如“风吹雪片似花
落，月照冰文如镜破”；也有以雪喻花者，如“梅花
万里外，雪片一冬深。”吉林不仅有雪花，更有吉
林省博物院所藏“四时之花”。日前，吉林省博物
院推出“雪里看花——吉林省博物院藏没骨花鸟
画专题展”，展览以院藏宋代以来的花鸟画为主
线，辅以双钩花鸟画与写意花鸟画的实践技法研
究，结合专门艺术史和理论对没骨花鸟画的演变
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展示。

“没骨花鸟画”是我国传统中国绘画的一种
技法，它省去了轮廓线，直接用颜色点染，这种画

法始于宋代的徐崇嗣，但仅见于文献记载，并没
有实物传世。其祖徐熙“落墨为格,杂彩副之,迹与
色不相隐映也”的风格记载在宋以后多有画迹佐
证，如宋徽宗的《枇杷山鸟图》，在明代发展为成
熟的“勾花点叶”，代表画家如王榖祥、周之冕等。
至清代恽寿平，在总结前人技法的基础上，将“没
骨花鸟画”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其
特点是以潇洒秀逸的用笔直接蘸颜色点染成画，
讲究形似，但又不以形似为满足，富有文人画的
情调韵味。

《春塘禽乐图》（传） 此图旧题南宋人画，没
有作者款印，周怀民旧藏，画面与吉林博物院所

藏明代林良《禽鸟图》卷近似，时代应该在明中前
期，可能出自边景昭、吕纪之手。谢稚柳先生认为
此卷为南宋人所作，但南宋时期多采用边角式构
图，没有这种全景式构图。而且观察所用绢，也与
世间流传“宋绢”差异较大。图中写锦鸡、孔雀、白
鹅、鸳鸯等数种飞禽，穿插于山石竹木间，居于山
林湖水之间，或栖树枝，或翱翔碧空，或引颈而
鸣，或闲适宁静相处，各不相扰，一片天籁景象。

卷首写三只蓝灰喜鹊在柳树间觅食，两只同
伴滑翔而来，水中两只野鸭缓缓而游，似有苏轼

“春江水暖鸭先知”之趣；紧接着是盛开的桃花、杏
花、丛篁以及刚发芽的嫩柳，一雄一雌两只锦鸡穿

梭于林木间觅食，粗壮的柳树上一只啄木鸟正在
啄食害虫，一群白鹅领着四只幼雏正要进入池塘
捕食鱼虾，溪水入口处有两对鸳鸯正在欢快的戏
水；溪水旁的崖石上一株桃花半开半放，轻柔似纱
的春雾掩映中，新篁丛生，有数株红白两色牡丹傲
然盛放，一只艳丽的雄孔雀带着两只雌孔雀似乎
听到什么声音，正在循声张望，卷尾处还有两只不
知名的小鸟立于灌木顶端，惊奇地看着这一片春
塘景色。作者以细笔墨染，与文献所载徐熙“落墨
为格，杂彩副之”有相通之处，生态毕具，引观者如
入大自然中，精神为之一爽，用笔方面继承了南宋
院体衣钵，只是树木的刻画稍显薄弱。

孙隆《花鸟草虫图卷》孙隆，生卒年不详，毗
陵（今江苏省常州）人，明画家，字廷振，号都痴、
都痴道人，明朝开国功臣忠憨侯孙兴祖之孙，擅
画翎毛、虫草，不作墨线，纯以色彩点染而成，别
具一格，丰富了花鸟画传统技法。

该画卷无署款，以色彩直接点染绘出西瓜、
藤蔓、紫茄、莱菔、睡莲、杂草及野卉之属，其间以
精细之笔描绘了田鼠、青蛙及草虫，作品布置巧
妙，手法灵活，画家用墨极少，不事勾勒，或工或
写，或勾或染，用笔精熟，意韵悠长。整幅画卷色
彩鲜艳协调，画面生机勃勃，充满田园景趣，情调
温馨淡雅。 （下转6版）

肇始于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大运河，在岁
月的碰撞与交流中激荡出瑰丽的运河艺术，绘
画即是其中之一。那些生于或寓居于扬州的画
家在商人群体的支持下，形成著名的“扬州画
派”，助推清代绘画变革，在绘画史上留下浓墨
重彩的一笔。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即以此为
立足点，近期策划了“何止八怪：扬州绘画三百
年”展览，为公众带来一场视觉盛宴。值此春暖
花开之际，精心挑选数幅山水、花卉画作，带领
大家在书画中感受盎然春意。

石涛《山水花卉册》石涛（1642-1707），
俗姓朱，名若极，广西桂林人。明藩靖江王朱守
谦后裔，朱亨嘉子。1645年后削发为僧，法名原
济，一作元济。小字阿长，号石涛，别号大涤子、
小乘客、清湘遗人、瞎尊者、零丁老人、苦瓜和尚
等。擅花卉、蔬果、兰竹，兼工人物，尤善山水。其
画力主“搜尽奇峰打草稿”，一反当时仿古之风，
构图新奇，笔墨雄健纵姿，淋漓酣畅，于气势豪
放中寓静穆之气，面目独具。书法工分隶，并擅
诗文。与弘仁、髡残、朱耷合称“清四僧”。

此作为石涛的小品合册，其中涵盖了山
水、花卉、高士等众多题材。画家以不同的笔
墨设计来表现不同的画面内容，展现了其全面
高超的绘画技法。相较于石涛的大幅作品，此
作笔法更加凝练，以简逸的线条寥寥数笔便一
蹴而就，没有任何的凝滞之感。此作有多本传
世，诗文书画都出入不大，可见画家对于此套
册页也甚是满意，是石涛小品的典型代表。

李寅《春山楼阁图》李寅，生卒年不详，约
活动于清顺治、康熙年间，康熙四十四年
（1705）尚在。字白也，号东柯，江苏扬州人。善
画山水、界画，尤以摹写宋人山水著称，所绘千
丘万壑，气象万千。楼阁界画更能在继承前人
传统的基础上独辟蹊径，造诣颇深，对清初界
画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是清代前期活跃在
扬州画坛的一位重要画家。

画中崇山峻岭、峰峦叠翠，云雾缭绕于山
峰之上，殿阁楼台隐现山间，又有瀑流直下，山
下水面波澜不惊，游人泛舟垂钓，又有院落邻
水而建，文人雅士畅谈于水阁之中。山体巨石
堆垒，墨笔描绘轮廓，青绿设色写出，笔墨雄
健，突出山体的层次和体量，展现了春日山川
的勃勃生机。

金农《花卉册》金农（1687-1763），字寿
门，别号甚多，世人多称之为冬心先生，浙江杭
州人。善诗文，精鉴赏，书画、治印、刻砚无所不
通。所创漆书，以秃笔重墨为之，蕴含金石方正
朴拙之气派，兼备墨画浓淡枯湿之韵味。工绘
画，山水、人物、佛道、鞍马、梅竹，无一不精，尤
善画梅、写竹。墨竹更以碑刻笔意入画，极若金
石之美。画梅多为野梅，疏株如棘，繁花盛开，
骨秀神寒，精湛异常。

此册分绘梅、松、桃花、杏花等花卉小品并
赋诗。金农利用淡墨干笔描绘花木的清雅拙朴
韵味。题诗以重墨秃笔书之，具金石之意。内容
多体现其安贫乐道、寄情于画的高洁品性和亲
近自然、构思奇巧的审美情趣。

倪璨《四季平安图》倪璨（1764-1841），
字晓春，号研田、砚石锄夫，江苏扬州人。工画
山水，云峰烟水，层出不穷，笔致宏深，理致细
密，得文徵明之心印。写人物、花鸟，无不别含
古趣，信为一代作手。尤擅恽寿平月季花，当其
得意处，几与颉顽。亦擅书法。晚年用笔枯渴，
不足以尽其长也。

倪璨擅长设色花鸟，致力于华嵒，取法自
然，信手拈来，毫不矫揉造作，所作往往精工妍

丽，以生趣而不以寓意或遣情胜，充溢着清新
自然的美。此图绘竹石、月季、野菊、鹌鹑，寓

“四季平安”之意，构图精思，笔墨细腻，设色艳
丽，堪称佳构。

吴熙载《花卉图》吴熙载（1799-1870），
原名廷飏，字熙载，后以字行，改字让之，号让
翁、晚学居士、方竹丈人等，江苏仪征人。他是
包世臣的入室弟子，善书画，尤精篆刻，取法邓
石如，得其神髓，并发挥己长，完善了“邓派”篆
刻艺术。吴熙载长期寓居扬州，太平天国期间
至泰州避乱十年。因此，吴熙载是扬州艺坛的
后学，上承“扬州八怪”的余绪，在金石学上更
进一步，书画、篆刻都有很大成就。

此轴画湖石一块，后方盛开萱草全以色彩
写绘，一丛栀子花昂扬向上，墨色通透灵动，花
朵以笔线勾勒而成，石根则以赭石淡墨作大笔
点苔，既有陈淳写意花卉的风姿，又有李鱓等
人的新意。根据题识自称“拟钱宗伯笔法”，应
是学钱载。钱载（1708-1793），字坤一，号萚
石、匏尊、万松居士等，浙江嘉兴人，乾隆十七
年（1752）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上
书房行走，《四库全书》总纂。钱载向陈书学画，
工花木兰竹。吴熙载此幅虽有南田“常州派”以
及陈书、钱载等人花鸟画的影子，但更充满金
石气的笔墨与构图意识，下开赵之谦、蒲华、吴
昌硕等人“海派绘画”的先河。

自 20世纪 60年代至今，广州博物馆通过出
土挖掘、调拨移交、征集购买、接受捐赠等途径，
现有织绣类藏品已初具规模，达2000余件，其中
大部分为广绣织品。由广州博物馆主办的原创展
览“色丝绣艳——广州博物馆藏花鸟织绣展”正
在镇海楼展区专题展厅展出。展览共展出文物68
件（套），承载着广博人对于整理与研究织绣类藏
品的心血，展现了广州博物馆馆藏服饰织绣的工
艺特色与风格。

花鸟不仅是历代文人墨客喜爱吟咏的题
材，也是人们装点衣饰的重要纹样。明清时期是
我国织绣工艺发展的鼎盛期，绣工们运丝如笔，
将大自然中生机盎然的飞鸟禽虫与色彩妍丽的
花草树木绣入衣饰，制作出神韵灵动、托物寓
兴、工艺卓越的织绣品。本次展览分为三部分展
现明代至民国时期我国织绣技艺之妙、寓意之
吉以及时代变迁中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工
匠精神。

红木雕八仙框白缎地绣花鸟纹挂屏（清）挂
屏是广绣观赏品中的重要品种。这四幅挂屏均为
白缎地设色织绣，题材分别是禄寿同春、丹凤朝
阳、孔雀开屏、锦上添花，“禄寿同春”屏左下角绣

“广东”“彩元绣庄”款。清代时，彩元绣庄老铺及
分铺位于当时广州城南繁华的双门大街、双门底
一带，主营贡品和各省官服及相关配饰。据考证，
当时有名字的绣庄数量达到 55家，可见广绣行
业发展规模。这套挂屏曾入贡清宫，20世纪60年
代由故宫博物院拨交广州博物馆收藏。

“禄寿同春”屏：以鹿为主题。松树虬枝蜷曲
苍劲，一对绶带鸟立于松枝之上，树下湖石旁杂
植竹石、灵芝，十只梅花鹿在湖石后，或一家三口
在松树下小憩，或相互依偎，或盼顾相视，双双对
对，一番和乐美满之景。

“丹凤朝阳”屏：以凤凰为主题。红日下，竹枝
苍劲挺拔，梧桐垂荫，一对神态各异的仙鹤也立
于梧桐树枝上；莲池中荷花绽放，一对鸳鸯于池
中追逐嬉戏；两只凤凰立于湖石之上，头羽飘

飘，气宇轩昂。此图意象出自《诗经·大雅·卷
阿》：“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
阳。”喻稀世瑞祥之兆。因画面中同时有凤凰、仙
鹤、鸳鸯及两种飞鸟五种动物，此类图也称为

“五伦图”。
“孔雀开屏”屏：以孔雀为主题。苍鹰攀于松

枝之上，回身俯视下方，眼神锐利，坡岸湖石旁
牡丹、菊花盛放，两只孔雀，一只孔雀立于湖石
之上，展翅开屏；一只单脚站立于湖石之下，顾
盼相望。

“锦上添花”屏：以锦鸡为主题。牡丹、玉兰
争相竞艳，绶带鸟攀立于玉兰树枝上，侧头俯视
下方树枝上的山雀，另一只山雀凌空飞来，相互
鸣唱；两只尾羽华丽的锦鸡于湖石之上依偎休
憩；湖石下生长着几株萱草；坡岸上栖息着三只
仙鹤，一只低头觅食、一只单脚站立休息、一只昂
首站立。

绿色花蝶纹广缎（清） 清代广州丝织业发
达，生产的广缎质密而匀，其色鲜艳，光泽柔顺，
皱折易直。这匹广缎用白、绿、红、黄、紫等色织成
花蝶，花蝶纹饰虽小巧细碎，但构图严谨繁密，配
色明艳，蝴蝶穿梭于百花之间，繁而不乱，富有活
泼流动之感，具有浓郁的岭南风格。

淡黄网地彩绣花卉纹披肩（清）以六边形网
绣淡黄色网为地，采用四角对称布局，以打子、抽
纱、扭针、凸绣等针法绣制色彩各异的牡丹等花
卉，尽态尽妍。披肩是欧洲女性服饰的重要装饰
之一，1772年前后，广绣披肩在欧洲的年销量多
达8万余条，时至今日依然是畅销欧洲的时尚配
饰。因这类披肩曾由广州运至马尼拉再中转欧
洲，西方人称之为“马尼拉披肩”。

绣兰花蝴蝶挽袖（民国）“挽袖”是流行于清
代妇女衣袖口的装饰，缝缀在衣袖内侧，使用时
将衣袖卷起外翻而得名。挽袖一般一对为一组，
此为其中之一。这张挽袖是此次展览中唯一一件
绣出了兰花根茎的展品，格外生动写实。兰花长
叶舒展，花朵微垂，仿佛随风摆动。

孙隆《花鸟草虫图卷》（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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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塘禽乐图》（传）南宋 绢本 设色 纵31.4厘米 横267厘米 题签：南宋画春塘禽乐精品 鉴藏印：怡府藏书画记 王策印 晋府书画之印（其他印章漫漶不清）

编者按：

阳春三月，大地回春。和暖的

春风带来了盎然生机，草长莺飞、

姹紫嫣红的春景激发了古往今来

无数创作者的灵感。鲜活生动的

春景在画家笔下、匠人手中定格传

世，历史的吉光片羽在博物馆的

展柜中悄然绽放融融春意。“寻

春须是先春早，看花莫待花枝

老”，春色正好，快来博物馆

赏花寻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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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木雕八仙框白缎地绣花鸟纹挂屏

绿色花蝶纹广缎及局部图案

淡黄网地彩绣花卉纹披肩

绣兰花蝴蝶挽袖

春日里的扬州绘画
朱聿婧

石涛《山水花卉册》
册 纸本 墨笔

纵31厘米 横20厘米
天津博物馆藏

吴熙载《花卉图》轴
纸本 设色

纵133厘米 横32.5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金农《花卉册》册 纸本 墨笔 纵21.8厘米 横30.4厘米 1754年 浙江省博物馆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