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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动态

《洛神赋图》
为何千古流芳？

至少三年才展一次

传世价值何在？

镇馆之宝

大连画院47幅作品
入选“首届双年展”

研究魏晋时期山水画特点的素材

《伏羲女娲图》《亲王像》
等58件馆藏文物亮相

本次展览依据时代和题材，用两个单元分别介

绍汉唐时期和明清时期的人物画艺术。《东汉君车画

像》和摹自营城子壁画墓的《导引升天图》将向我们

展示汉代人物画的浑厚质朴；来自新疆的《伏羲女娲

图》造型质朴，线条坚实，展现了唐代画家瑰丽的想

象；《阿弥陀净土变相图》及《飞天童子和伎乐图》是

新疆佛教绢（麻）画的代表，从中可以看出唐代西域

画风与中原画风的碰撞交融。

明清时期的文徵明《老子像》、谢彬《涧曲农家

图》、黄慎《五老图》、禹之鼎《江乡清晓图》、费丹旭

《探梅仕女图》、任颐《梅妻鹤子图》等，在继承前代传

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了形象的表现力与感染

力。郎士宁等绘制的《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册》，

刻画精微，气势恢弘，其讲究明暗、透视的画法，对传

统绘画形成有益的补充。

本次展览共展出馆藏文物58件，其中一二级文

物超过半数，《伏羲女娲图》《亲王像》等部分作品为

多年来首次展出。这些作品妙得神情，为摄影技术

所不能及。 文图据旅顺博物馆

日前，由旅顺博物馆主办的“传神为上——旅顺博物馆藏中国古代人

物画展”在旅顺博物馆分馆正式开幕。此次展览是旅顺博物馆“花鸟、山

水、人物”系列展览的收尾之作，依托馆藏珍贵文物，向观众介绍我国辉煌

灿烂的人物画艺术。展览持续到4月6日。

日前，在沈阳“丰神有仪——辽宁省博物馆藏中国古代人物画展”现场，一幅

《洛神赋图》吸引了许多观众驻足观赏。此卷旧传为晋代画家顾恺之所绘，展出

的宋摹本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顾恺之绘画的艺术特点。

晋代画家顾恺之以曹植名篇《洛神赋》为对象，创作了人物画长卷《洛神赋

图》。在现存中国古代绘画中，《洛神赋图》被认为是较早来自文学作品的画作。

此图真迹未能流传，宋人的摹本较好地保留了原作风貌，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赫

赫名迹。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这幅宋佚名《洛神赋图卷》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顾

恺之原作风貌，是该馆“镇馆之宝”之一。

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说，

《洛神赋图》为中国书画史上难得一见

的珍品。出于对传世书画的保护，像这

样的“镇馆之宝”至少要三年才能展出

一次，每次展期不超过三个月。

宋佚名《洛神赋图卷》一经亮相便

颇受关注，这件作品有何独特之处？据

介绍，由于魏晋时期年代久远，书画作

品保存难度大，传为顾恺之所绘的《洛

神赋图》已看不到真迹，而是以摹本的

形式流传。目前仅存相对完整且年代

较早的摹本有四本，分别是收藏于辽宁

省博物馆的一本、故宫博物院的两本、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的一本。辽宁省博

物馆收藏的宋佚名《洛神赋图卷》是公

认最接近原作的一本。虽是宋代摹本，

但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顾恺之原作风

貌，反映了六朝祖本的章法布局，“晋尚

故实”的时代风格。可以说，在原作不

存在的情况下，它被看成是下真迹一

等，是研究以顾恺之为代表的魏晋时期

绘画作品不可绕开的一幅。

宋佚名《洛神赋图卷》采用图文结

合的连续式布局章法，是目前所知《洛

神赋图》中唯一在画面中书写有赋文的

宋摹本。

董宝厚介绍，《洛神赋图》的传世价

值有三方面：首先，该作源自三国时期文

学名篇《洛神赋》。其次，传为晋代名家

顾恺之所绘。顾恺之博学多才，善绘画，

行笔如春蚕吐丝，人物画尤具点睛之妙。

据史书记载，他有“三绝”，即“才绝、画绝、

痴绝”。顾恺之以《洛神赋》为依托进行创

作，绘制了长达近6米的画卷《洛神赋图》，

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有着重要价值。再

则，《洛神赋图》开创了中国故事画的先

河，被认为是较早依据文学作品的画作，

为后世故事画创作提供了借鉴。

《洛神赋图》是将绘画与文学艺术完

美结合的传世经典画作。画中的鲸鲵、

水禽等形象大多取自《山海经》；人物服

饰、车船等描绘皆符合当时背景，如曹植

当时被封为“陈王”，在画中他的出现一般

会有华盖、仪仗队；在人神的区别上，曹植

的衣服自然下垂，而洛神的衣服是飘扬

的，可以说人神殊途的基调贯穿全篇。

从中国美术史上看，《洛神赋图》不

仅体现了魏晋时期人物画特色，还帮助

人们了解山水画起源时期的一些样貌和

样态。从人物画角度看，《洛神赋图》表

达了顾恺之“以形写神”“传神写照，尽在

阿堵(眼睛)中”的艺术主张。从山水画角

度看，《洛神赋图》为研究魏晋时期山水

画特点提供了素材。

董宝厚介绍，关于流传情况，辽博收

藏的宋佚名《洛神赋图卷》在南宋初藏于

内府，明代经叶钶、项元汴等递藏，清初

经王铎、梁清标递藏，后入内府，经《石渠

宝笈续编》著录，这一摹本从南宋到明代

的流传不是很清晰。关于作品内容，如

洛神每次出现手中都有一把扇子，而曹

植没有，但在最后一部分曹植手中却拿

了一把和洛神之前拿的一模一样的扇

子，但在曹植的《洛神赋》中却只字未提

扇子的事，这也值得注意。

此外，辽博收藏的这一摹本上的文

字到底是谁写的、什么时间写的，学界对

于图中赋文的认识还没有达成一致。目

前尚不能确定传为顾恺之所绘的《洛神

赋图》上是否有赋文，但摹本上的文字可

确定是宋人所写。如今越来越多的观众

尤其是年轻人走进博物馆，他们想要了

解古代的历史，了解古人的生活环境和

精神世界。 文据新华社、中新社

辽宁省博物馆藏宋佚名《洛神赋图》卷(局部)。(辽宁省博物馆供图)

日前，由中国国家画院、辽宁省公共

文化服务中心指导，辽宁美术馆（辽宁画

院）主办，辽宁省美术家协会学术指导，鲁

迅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等单位为学术支

持，沈阳书画院、大连画院等单位联合协

办的“首届辽宁画院系统优秀美术作品双

年展”在辽宁美术馆开幕。本次展览汇聚

了辽宁画院系统老中青三代艺术家的

172幅优秀美术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

版画、雕塑、水彩、粉画等多种艺术形式，

相当数量的美术作品是首次面向公众展

出。

在这里，你可以领略到辽宁这片土地

上独有的文化韵味和地域特色，感受到艺

术家们以画笔为媒介，对家乡山水的深情

描绘，对人间百态的细腻刻画，以及对时

代精神的深刻反思。在这里，你会欣赏到

从关注现实、聚焦辽宁振兴与发展的主旋

律创作，到个性鲜明、思想深邃的个性题

材创作，每一幅作品都凝聚着艺术家们对

生活的深刻感悟和对艺术的独特见解，每

一幅作品都是艺术家们心灵与情感的真

实流露。这些作品既有对传统艺术的深

入挖掘与传承，也有对现代艺术语言的积

极探索与创新。不仅展现出画院系统画

家的整体实力，更体现出他们对现实生活

的深刻洞察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

此次展览大连画院共有47幅作品入

展览，展览将持续至1月10日。

据公众号“大连美术馆大连画院”

“传神为上——旅顺博物

馆藏中国古代人物画展”海报。

“传神为上——旅顺博物馆藏中国古代人物画展”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