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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里读中国”主题展览推介项目

“汲古高歌——恭王府博物馆藏溥
心畬画稿研究展”于 4月 23日至 7月 21
日在恭王府乐道堂展厅展出。展览由文
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主办。

展览以恭王府博物馆对特色馆藏
溥心畬画稿的最新研究成果为基础，关
联本馆及梅兰芳纪念馆、湖南博物院、首
都博物馆、北京艺术博物馆、中央美术学
院美术馆所藏溥心畬完整绘画作品，对
研究成果所揭示的有关“继承—创造”的
自觉和方法进行深入解读和展示，旨在
为公众带来一次具有较高学术性的美育
体验，并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继
承和创新性转化方面提供启示。

展览利用恭王府传统古建筑院落
空间特点，以“院落序厅+三个单元”的
展示结构展开。主标题取自溥心畬所书
集唐诗联“汲古得修绠”“高歌披心胸”
两句，指明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与创新发
展的关系。

在春夏之际的乐道堂院落中设置
的展览序厅，将观众带入一个由古建
筑、花木和展览装置等营造的意象空
间，前言、溥心畬生平简介、艺术简表、
展品目录等图文展板和溥心畬常用印
文互动装置等帮助观众了解溥心畬和
相关传统艺术知识，建立与展览主题的
联系。

步入正殿，是展览第一单元“胸有
成竹——溥心畬绘画生成过程中的画
稿”。在绘画过程中，画稿在画材形象、
组织结构、章法布局以及画题画意表现
等方面起着关键性作用，是画家表达心
胸、学养，是古人、自然与自我等因素综
合处理过程的思维痕迹。该单元重点通
过溥心畬画稿与其完整作品的分组展
示和分析，用直观的方式介绍溥心畬画
与稿之间的关系，画稿绘画生成过程中
蕴含的多种形态、功用等。

夕阳红树轴 溥心畬 首都博物馆
藏（图1）《夕阳红树轴》是目前所见溥
心畬最早的山水画作品，由溥心畬17岁
（1912年）在西山戒台寺读书、初习作画
时所作。溥心畬在他的《学历自述》中，
将自己学画的过程描述为根据其丰富
的家藏，习久而“渐通其道，悟其理蕴”。

江山楼阁图 溥心畬 恭王府博物
馆藏（图2.1） 楼阁-画稿28之12 溥
心畬 恭王府博物馆藏（图2.2）画稿不
是画家自我临摹的临本，而是绘画生成
过程中的阶段性形态和创造形象的基
础。这组展品的点景楼阁有神似之处，
这种形象的神似称为具有同稿关系；画
面的内容选取、组织形式、图像的样式
等方面也采用了相近的处理手法，这称
为章法布局具有同构关系。这种同稿、
同构关系反映出画家对画稿的“内化”
过程，当一种典型形象或典型布局成熟
后，画家在创作中便可对其进行灵活的
运用，即“胸有成竹”的道理。

墨笔山水轴 溥心畬 中央美术学
院美术馆藏（图3.1） 山水条 溥心畬
湖南博物院藏（图3.2） 此组作品分别
创作于 1948 年和 1946 年，可进一步说
明在同稿、同构基础上，溥心畬生成、表
现不同主题作品的情况。《墨笔山水轴》
是一件白描性质的山水画，《山水条》则
是浅绛风格的作品。两件作品在画面近
景、中景和主峰的描绘中具有高度的同
稿性，画面近景、中景也具有同构关系。
尽管两件作品的同稿、同构因素较多，
但表现的主题却不尽相同。《墨笔山水
轴》上题“鱼戏多深藻，蝉鸣但故林”，刻
画了多个点景屋舍，一丘之隔便是无尽
江岸，连接远方，表现的是理想中的故
乡村居；《山水条》中，画家引导观者经
过板桥，行至深山，方得见友人位于瀑
布绝壁旁的居所，画上题“路寻丹壑断，
人近白云居”，表现的是深山探幽访友
的情景。

访幽图 溥心畬 湖南博物院藏（图
4.1） 溥心畬画稿36 恭王府博物馆藏
（图4.2）“松泉高士”是中国绘画的经
典题材，指向林泉、幽居等主题，观看此
类作品，使人如若亲临自然，心旷神怡。
这组画、稿均为松泉高士题材，但溥心
畬做了丰富多样的组织和表现。从这个角度来
看，画稿在特定题材绘画生成过程中也对艺术
表现的展开发挥着重要作用。

展览的第二单元“千里意未足——溥心畬
的写生性画稿”设置在乐道堂东配殿。展览聚
焦溥心畬的写生性画稿和相关作品，以溥心畬
与千里马的旧事为引，讲述溥心畬寻千里马之
梦和行千里人生路的感悟。

读书、行路，是中国绘画实践过程中要在
绘画以外所下的功夫。如此，方能“胸中脱去尘
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鄄鄂。”（明董其昌《画
禅室随笔》）。中国绘画的写生，本指写万物之
生意。广义上说，包含了对天下万物的观察与
体悟。行路、行旅、行人生之路，正是画家写生
的途径。溥心畬的写生性画稿中体现了传统和
时代因素的叠加，有强透视的形象捕捉，具有
速写意味的动态记录，有结合际遇情境的生发

组合，也有肖像写真类型的传神描绘。
溥心畬画稿 35 恭王府博物馆藏

（图5） 溥心畬对马有着浓厚的兴趣。在
他的文集著述中，多见马种、马性和画马
要领的记录。此作品可能是一件用于记
录马体各部位细节的画稿，结构准确、神
态生动。他曾说：“韩幹画马，不师陈闳，
良有以也。”唐代陈闳画鞍马，得到唐室
推崇，唐玄宗令画家韩幹效法陈闳，韩幹
答：“臣自有师。今陛下厩马皆臣师也。”
这种以造化生灵为师，而不落前人窠臼
的观念，为溥心畬所重视。

紧扣展览主题的第三单元“修绠与
心胸——溥心畬画稿的资源、方法与目
标”位于西配殿。“修绠”即长绳。从深深
的古井中打水时需要借助长绳，意指学
习古人时能够获得很好的门径和工具；

“心胸”来自岑参诗句“高歌披心胸”，意
为放声歌唱心中所思所感，发出自己的

心声。溥心畬借古开今，以“修绠与心胸”表达
出“古人”与“我”的关联。此单元从“巨藏手抚”

“名迹过眼”等4个剖面串联展品，叙述溥心畬
的临摹方法，体会其在钻研古人作品中所下的
功夫。通过“晚芳清风”“访隐”“送雁”等5组创
作性画稿和相关完整作品，揭示溥心畬通过绘
画表达其对自然、古今、人生和艺术的理解和
观念，创造容纳自己和观者的精神家园——这
也是中国绘画的特质和价值。

溥心畬画稿17 恭王府博物馆藏（图6）
20 世纪初溥心畬居住于恭王府时，府中收藏
的历代书画名迹仍十分可观，唐代韩幹的传世
名作《照夜白图》即在其手中。画稿右上部即为
溥心畬所临《照夜白图》。溥氏绘画以临习、借
鉴古人名迹入手，起点颇高。谈及学古，他曾
说，“有些人认为我不创作，其实不然，我没有
一幅画没自我精神，也没有一幅画像奴隶般地

抄袭古人。藉古人骨架，发挥自我笔墨精神是
国画的特点。”

溥心畬画稿3 恭王府博物馆藏（图7.1）
溥心畬画稿20 恭王府博物馆藏（图7.2）此

组作品为溥心畬临郎世宁《百骏图》画稿。郎世
宁将意大利绘画技法与中国绘画相结合，对清
代宫廷绘画产生了较大影响。溥心畬以审慎的
态度观察郎世宁的绘画，着眼于研究郎世宁画
中马匹的动态和互动关系，同时以中国画用笔
做笔墨转换，重新组织生成形象，可以说是一
种以中国画笔墨特质为基础，借鉴外部绘画有
益因素的创作方法。

白云飞瀑轴 溥心畬 首都博物馆藏（图
8.1） 山水立轴 溥心畬 湖南博物院藏（图
8.2） 两件作品均以“树向白云得，人从瀑布
来”两句为题，内容一为山居、一为园林；一为
山间野逸，一为人为修造。溥心畬用不同的画
面表现相同的主题内容，用不同的画材、场景
来营造同样的画境与诗境，诗与画在溥心畬创
作中的呼应和互动，体现了他对中国古典文
学、绘画的把握和理解能力。

溥心畬以“藉古人骨架，发挥自我笔墨精
神”为门径学习古人，其画稿所体现的有关“继
承—创造”的自觉和方法，以及其对优秀传统
的自信，在当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展
览试图从两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其创作中对
中国文艺传统的有效继承和发扬，有着对当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的启示；二是其
在时代剧变的背景下，深挖传统，形成与传统
以及近现代文艺方法综合关联的高水平艺术
成果，对当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具
有参考价值。如何处理传统与时代发展的关
系，其中经验或可作为借鉴。

（供图：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 湖南
博物院 首都博物馆 北京艺术博物馆 中央美
术学院美术馆）

6月 25日，由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闵行区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大
汉未央——汉代王室精品文物展”在上海
市闵行区博物馆开幕，128件（套）河北出土
的汉代精品文物，跨越千年，风华宛然，为
长三角公众献上一场汉风文化盛宴。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王
朝，社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国力强盛，是
一个承前启后、蓬勃向上的时代，对中华文
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也为后
世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两汉时期，在今
河北地区曾分封过燕国、赵国、中山国、河
间国、常山国、真定国等数十个诸侯国，其
中中山国诸侯王墓的考古发现最为丰富，
著名的有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山
怀王刘修墓，东汉中山简王刘焉墓等。这些
墓葬规格高，出土文物众多且精美，甚至不
乏国宝重器，一器一物无不彰显出我国汉
代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极富浪漫色彩的
精神世界与统一多元的时代风貌。

王封中山 赫赫宗藩

汉初，高祖刘邦鉴于秦朝“孤立之败”，
大封宗室与功臣，实行郡国并行的政治制
度。随着政权的稳固，异姓诸侯王被逐步剪
灭，众多刘姓子孙被分封为王，以藩屏汉
室。当时，大的封国“夸州兼郡，连城数十，
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在政治、军事与经济
上有很大的自主权。“七国之乱”后，诸侯王

“不得复治国”，势力被极大削弱，但依旧发
挥着拱卫中央的重要作用。汉代中山国就
始封于“七国之乱”平定后的景帝三年（公
元前154年）。

“中山”国名最早见于春秋战国时期，
当时河北中西部活跃着一个由狄族鲜虞部
建立的小国，因都城之中有山，故称“中
山”，一度颉颃燕、赵，是仅次于战国七雄的
千乘之国。汉代中山国都于卢奴（今河北定
州），北界易水，南临滹沱，西倚太行，富饶
广阔。盛时下辖14县，16万户，人口66.8万，
在当时 20余个诸侯国中人口数第二，县数
第三。中山王世系，西汉共历十王，东汉七
王，其间虽存在多次断续，但绵延三百余
载，几乎与两汉相始终。

汉室诸侯王地位显赫，生而钟鸣鼎食，
死后金玉相随。历代中山王陵出土了大量
彰显王室地位的车马器、兵器，反映奢华生
活的宴饮、养生等各类精美文物。这些器具
以铜器居多，多采用鎏金银、错金银工艺进
行装饰，兼有金银器、漆器等。透过这些精
巧绝伦的文物，得以窥见汉代上层社会的
日常生活，以及郡国并行制下汉代王室的
赫赫威仪。

马车在古代是身份和等级的象征，中
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就设有专门的车马房，共有
随葬马车10辆、马29匹，有平时出行乘坐的安车、
游猎时使用的猎车、轻快简便的轺车等。马车整体
可分为车轮、车轴、车辕、车衡、车厢、车盖六部分。
车軎（wèi）套在车轴的两端，用来加固轴头，一般
与车辖配合使用。铜质车軎商代便已经出现，一直
流行到西汉前期，后逐渐被铁质车軎取代。中山靖
王刘胜墓出土的一对铜车軎（图1），长5.3厘米，里
端径6.3厘米，末端径3.7厘米，器身错云雷纹，装
饰繁复华丽，是汉代车軎中的精品。

承弓器，装配于车厢前方居下位置，是用于安
放弓弩和帮助张弩的支架。其用途长期以来不甚
明确，原据河南洛阳中州路战国车马坑中其出现
在弩臂前端左右两侧，被认为是装在弩臂前端承
弓之用，而定名为“承弓器”。直到秦始皇帝陵一号
铜车马的发现，为确定承弓器的用途、位置提供了

准确依据。居延简中所称“承弩”，可能即指
此物。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一对错金银

铜承弓器（图 2），通长 12.3厘
米，以金银丝错

出 云 雷 纹
和 兽 首 细
部，工艺细
巧 ，是 难 得
的汉代手工
艺珍品。

既寿且康 长乐未央

汉代人主张“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
至也”，故厚葬成风，许多诸侯王陵随葬品奢华丰
富，“凡生人所用之器，无不可为从葬之器”。作为
汉代诸侯王的代表，中山王及其家族墓中出土的
生活日用之器一应俱全。众多做工精湛、装饰华
美的珍贵文物，既是当时工艺制作水平的直接证
明，也反映出中山宫廷觥筹交错、歌舞升平的生
活场景，以及汉代社会经济繁荣的历史事实。

中山国墓葬出土的文物中，用于烹饪饮食的
为一大宗，如满城汉墓就随葬有此类器物千余

件，包括铜器、陶器、漆器、玻璃器等。其
中，铜制器皿数量众多、制作精良，中山靖
王刘胜墓出土的错金银鸟篆文铜壶（图
3），高 44.2厘米，腹径 28.5厘米，周身用纤
细的金银丝镶嵌出鸟篆文字和动物纹带，
似书似画，华丽非常。壶盖有文字12字，壶
身 32字，分别释读为：为荃盖，错书之，有
言三，甫金鯠（lái）；盖圜四苻，仪尊成壶，
盛兄盛味，於心佳都，渰（yǎn）於口味，充
闰血肤，延寿却病，万年有余。大意为这尊
贵完美的壶，饰有华丽的文字和花纹，盛
酒盛水俱佳，饮酒可通血润肤，延年益寿。

熏炉是一种燃香之器，最迟战国时已
经出现，至汉代颇为流行。其形制可分为

盖豆形、博山形、行炉形、鼎形、鸟形
数种，质地有陶质、铜质等。早

期的熏炉多为豆形炉，造型
华丽的博山炉大概在西

汉中期出现。中山靖王
刘胜妻窦绾墓出土的
骑兽人物博山炉（图
4），通高 32.3厘米，底

盘径22.3厘米，底盘为
一骑兽力士，炉盖分上

下两层，上层铸山峦和云
气，山间有虎熊出

没、人兽搏斗和
人驾牛车的场

面，下层铸龙、虎、
朱雀、骆驼与草木、云

气纹，形象生动逼真，下层炉盖铸骆驼而缺
四象之一的玄武，是较为少见的例子。

不朽如玉 长生无极

玉器作为礼器、瑞器、武器、佩饰等，
自新石器时代起就出现在诸多重要的文
化遗址中，经商周时期演变发展，至汉代
形成了一个用玉高峰，广泛应用于礼仪、
装饰、随葬等方面。汉代祈求长生及升仙
观念浓厚，认为“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之
不朽”，相信玉器可保持尸身不腐，帮助魂
灵升仙，盛行以玉敛葬。考古发现的汉代

诸侯王、列侯等贵族常身穿玉衣，头倚玉
枕，手持玉握，眼耳口鼻等身体“九窍”以玉封堵，
周身还有玉佩相伴。中山王陵出土的众多玉器触
目琳琅，不仅是研究汉代用玉制度的重要参照，
也展现出中国玉器发展史上的高峰。

玉衣，又称“玉匣”“玉柙”，是汉代皇帝和高
级贵族所用殓服，主要用玉片制成，玉片之间分
别以金丝、银丝、铜丝或丝织物等连缀而成。汉代
玉衣的使用有相应的规制，西汉时期对诸侯王玉
衣的缕质未作严格限制，刘姓诸王还可以使用金
缕。东汉使用制度相对严格，皇帝用“金缕玉柙”，
诸侯王、列侯、公主等“玉柙银缕”。东汉中山简王
刘焉的玉衣长 1.8米，为鎏金铜缕玉衣（图 5），较
为特殊，其等级似高于银缕玉衣。刘焉是光武帝
刘秀与皇后郭圣通最宠爱的少子，历经四帝，备
受恩荣，可能特赐其鎏金铜缕玉衣。

《周礼》载“以玉作六器”：璧、琮、
圭、璋、璜、琥，以礼天地四
方 。玉 璧 为 六 器 之
首，是古代最重要
的玉礼器之一，除
祭祀外，还用于朝
觐、佩饰、丧葬等。
汉代墓葬出土的
玉璧数量众多，是
葬玉与礼玉的结
合。中山简王刘焉
墓出土的透雕双螭
纹 玉 璧（图 6），高
25.5 厘 米 ，宽 19.9 厘
米，厚0.7厘米，整体由青玉
雕成，两面饰谷纹，肉（即璧体）、好
（即孔）边缘各刻弦纹一周，上端透雕双蟠螭纹，
雕琢极为工致，是罕见的精品。

为了到另一世界后仍能富贵长乐、永享荣
华，汉代社会上层不仅营造如宫殿般的墓室，将
生前喜爱的珍贵器物带入地下，还专门制作了各
类明器随葬。明器，即仿制现实事物专门用于随
葬的“冥器”，在汉代十分盛行，以陶器为主，兼有
金属、石器等其他材质。

汉代陶制明器大量模拟生活场景而加以缩
微，有仿青铜、漆木的容
器，有仓、灶、井、楼阁
等建筑模型，有鸡、犬
等动物，也有家仆、百
戏等不同职业、身份
的陶俑。西汉时还
流行红白双色为主
的仿漆器彩绘明器，
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
的 一 件 彩 绘 陶 卮（图
7），通高 13.3 厘米，口径
11.6 厘米，纹饰精美，做工细致，造型与现代茶
杯颇为类似。

汉代文字瓦当中常见“千秋万岁”“长生无
极”“与天无极”等吉祥语，表达着当时人们对生
命延绵的祈愿。汉代墓葬中这些精美的随葬器物
与规模宏大的王陵相结合，构筑出汉代人所想象
的彼岸世界，不仅体现了他们对生与死、现实与
冥世的深刻思考，也为今人理解汉代丧葬思想、
灵魂观念及精神信仰提供了重要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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