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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时、地利、人和，让这场宋韵盛宴
得以惊艳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2021 年 8 月，省委文化工作会议
提出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强调

“让千年宋韵在新时代‘流动’起来、‘传
承’下去”。此次特展的深意，正是讲述
宋韵文化在丹青世界里的传承与创新，
从一个侧面，对“宋韵文化传世工程”的
意义作了阐释。

这是宋韵之路上耀眼的“今辉”。
从布展来说，它是艺术作品的传承

流变。宋画高峰的意义，长久以来在世
界艺术界被充分认定，正是因为它所代
表的宋韵，从美学上、发展的脉络上为
世界提供了目之可及的范例。曾经宋
人笔下的江南山水，在千百年后有了更
多元的描绘。

“夜山钩古——黄宾虹的宋画研
究及其传承”和“立最高峰——潘天
寿的常变之道”两个板块，讲述了两
位艺术大师对宋画意韵重大的发掘
与出新；“含英咀华——绘通中西的
国美油画”展出以中国美院美术馆藏
为主的油画作品，显示出中国传统绘
画 对 于 当 代 中 国 油 画 创 作 的 影 响 ；

“典垂百代——两宋传习书画展”，则
是中国美院师生向大师作品致敬，呈
现出不同时期学院教学中对宋代书
画的传习。

对杭州来说，它是湖光山色的千年
延续。南宋李嵩《西湖图》、明唐寅《钱
塘景物图》、明谢时臣《苏堤联骠图》、明
项圣谟《西湖漫兴图》、清王原祁《西湖
十景图》、清赵养志《西湖二十景书画
册》、南宋刘松年《四景山水图》、南宋夏
圭《烟岫林居图》⋯⋯尽管每幅图中的
西湖都不太相同，但历代作品汇聚，构

筑了以西湖为载体的艺术人文传统。
当人们走出展厅，在西湖“真迹”中寻找
真山水，一场别开生面、全民参与的社
会美育行为，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城
市的文化气质。

展览的火爆程度，反映着人们对宋
韵文化，对高品质展览的渴求。“你们
看，这里右上角和左边偏下处的两棵松
树，构成了一个对角式的构图，你很容
易就被它吸引了。”展览现场，记者遇到
一位姓李的美术老师，正细心地给学生
们讲述马远的《松寿图》，是如何完成

“马一角”的构图。李老师是杭州人，他
说：“其实，杭州值得挖掘的名家故事还
有很多，比如元代画家赵孟頫在慧因高
丽寺写下‘传灯’二字。”

“宋韵今辉”面向的是历史，立足的
是当代，指向的是未来。今后，宋韵还
将如何绽放“今辉”？

如今的浙江，传扬宋韵的文化活动
层出不穷。特别是传统佳节，各地的宋
韵集市似乎已经成了标配，点茶、宋服
cosplay、宋代琴棋书画展示等活动，
让现在的人们得以感受宋人风雅。

宋韵文化集中反映了两宋时期卓
越非凡的历史智慧、意韵丰盈的志趣
旨归和开放包容的社会风貌，不仅是
具有中国气派和浙江辨识度的文化标
识，更是浙江文化强省建设的宝贵“富
矿”。

从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每日爆
满，到杭州国家版本馆融汇古今的宋韵
建筑⋯⋯一年多来，宋韵文化的起笔正
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省委宣传部相
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宋韵文化
走近身边、走进生活、映照现实，为建设
文化强省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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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呈现从宋元明清到近现代的艺术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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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来杭州看宋画，俨然成了一个
独特的文化事件。

3 月 18 日起，“宋韵今辉”艺术特
展 在 中 国 美 术 学 院 美 术 馆 开 幕 ，展
览将持续至本月 16 日。从开幕这天
开 始 ，展 馆 门 口 每 天 排 着 长 队 。 美
术 馆 的 工 作 人 员 感 叹 ，这 样 高 的 人
气，是此前没有想到的，也是近年来
少见的。

37 件（套）宋、元、明、清传世书画，
国家一级文物 13 件（套），二级文物 21
件（套），三级文物 3 件（套），系统呈现
了从宋、元、明、清到近现代江南地区的
宋韵书画艺术文脉。更引人瞩目的是，
这是南宋四大家“李刘马夏”的作品首
次齐聚同一个展览。

宋画齐聚南宋故都，究竟激起了怎
样的热情，我们细细品来。

这是一场充满浙江元素的展览。
先来看作者。“李刘马夏”来了——

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被称为“南宋
四大家”，他们都与浙江、杭州渊源至
深。时隔800年，他们相聚在西子湖畔。

比如刘松年，因居住在杭州清波
门，故号“清波”。这次他的代表作《四
景山水图》真迹恰好回到了清波门。夏
圭也是杭州人，他是宋宁宗、理宗大力
护持画院时的本地画家，擅长山水画，
人称“夏半边”。

再来看画作。浙江的明山秀水历
来是文人取之不尽的素材，西湖之景尤
为如此。展览中，除了《四景山水图》，
李嵩的《西湖图》、王原祁的《西湖十景
图》，呈现了不同画家眼中不一样的西
湖景象，让不少观众在画作中回望家乡
的历史风貌与气象。

鲜为人知的是，这场展览的筹备并
不容易。

2021 年 8 月，浙江省委文化工作
会议提出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
不久后，一场高规格的宋韵主题展览被
提上了日程。省委宣传部、省文联、中
国美术学院共同研究提出，要在杭州办
一场宋代书画真迹展。当时不少人认
为，这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

为什么？严格意义上说，浙江几乎
没有代表性的宋画真迹藏品，要办宋画
真迹展，画作基本都要外借。此外，大部
分宋画真迹属于国家一级文物，根据有
关规定，这些文物每经展出就需要“休
眠”，外借需要提前一两年预约“档期”。
加上各大博物馆的文物各有展览计划，
有的从不出省、有的很少出馆、有的甚至
极少示人，珍品外借可谓难上加难。

整个筹备过程，策展团队对“李刘马
夏”相聚很执着。在总策展人余旭红看
来，“李刘马夏”不仅是中国绘画史上的
巅峰之一，对杭州而言更是有特殊意
义。如果他们的画作能回杭州展出，这
是杭州市民的幸福，是几代学者的愿望，
同时也是向中国古代绘画传统致敬。

但凑齐“李刘马夏”绝非易事。对
策展团队来说，这是块“硬骨头”，要尽
最大努力“啃”下来。

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清楚
地知道，这场展览对于浙江、对于杭州
的意义。杭州，曾孕育出辉煌灿烂的南
宋文化，在以“李刘马夏”为代表的画家
们的努力下，南宋的绘画艺术达到了登
峰造极的水平。辽博这次共出借了 6
件作品，其中就有马远的《松寿图》。

虽然各大博物馆都鼎力支持，借画
的过程中还是发生了一些波折，差点

“三缺一”。“李刘马夏”的其中一幅画按
照原藏单位的计划将用于他们自己的
一场临展，对方起先有些犹豫。

“无论多难，都要试一试。”策展团
队坚持。双方多次沟通后，对方博物馆
负责人最终决定出借画作。

更巧的是，开展前“李刘马夏”的画
作同一晚到达杭州，这也许是另一种奇
妙的缘分。

一场如此艰难的展览，为什么最终
能成功？在借画的过程中，各大博物馆都
感受到了策展团队的诚意、执着和决心。

让不少观众惊喜的是，这次展览
是北宋郭熙的《溪山行旅图》70 多年来
第一次走出云南。“我们作出这个决定
有两个原因，杭州有着延续千年的深
厚底蕴，同时我们看到了策展团队自
身的实力和情怀。”云南省博物馆馆长
刘旭说。

天津博物馆副馆长马弛记得，策展
团队多次前往天津沟通，有一次是中午
到、晚上走。上海博物馆一位负责人提
到，有时凌晨3时还收到策展团队有关
展览的沟通微信，“是被他们的诚意打
动的。”

展览得以成功，另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也做足了准
备。经过两年多的改造，藏馆条件得到
了升级，不仅能够满足展陈一级文物的
要求，同时也达到了国际安证评估97分
的评价，可以对接国际最重要的藏品。

“四大家”缘何相聚杭城

上午 9 时，是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
的开馆时间。从8时多开始，美术馆门
口就开始排队，往往到开馆时，队伍已
经“弯过了几道弯”。

“一开始是门口排队，后来里里外
外都排队。画前面要排队，展厅前面也
要排队⋯⋯”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样火
爆的场面，天天见。

为什么展览这么受欢迎？
这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展览，不同的

人可以从中看到不同的兴趣点。
比如考古学家杜正贤关注到西湖

边光秃秃的山。“从前各家各户造房子、
烧火做饭都需要用到木头，所以近处的
山上很难留下大树。在民国照片中也
可以看到，当时西湖周边的山比现在光
秃多了。”他说，以史为镜，如今变得郁
郁葱葱的宝石山，是这几十年来保护的
结果，更为西湖添了几分风采。

比如学者陈野发现画家们热衷“江
南”，更深入研究他们背后为艺术创作
而脚踏实地的努力。“《富春山居图》的
作者黄公望久居江南，50 岁后更是悠
游名山大川。他隐居富春江时，凡领略
江山钓滩之胜，皆带纸笔而作速写模
记，‘树树归画囊’。”陈野说，因此他的
山水画素材来自于无数山水佳胜之处，
笔墨意趣和江南韵致跃然纸上。

比如不少文博专家注意到，改造后
的美术馆使用了低反射玻璃——这能
让观众更好地欣赏古画，国内很多博物

馆也是近年才开始这一改造。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新入

职的院长傅无为是德国人。他不是宋
画专家，但是他很关注这场展览。正如
他所说：“一场好的展览，从来不是办给
专家看的，而是要面向大众。”

这也是一个常看常新的展览。完
成布展后，主办方没有选择一劳永逸，
而是始终从观众的需求出发，不断调整
细节，提供更多更人性化的选择。

有观众说看不懂。来自中国美院
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做起了志愿者，观众
只需要预约导览，便可以得到一次专业
的讲解。志愿者也能在和观众的互动
中，一次次反复领略名家真迹。

有观众说，人多、预约难、排队久，
怎么办？3 月 25 日起，展览开放了周
末夜场。每个周六周日晚上，展览都加
开 夜 间 时 段 ，从 18 时 开 放 到 20 时
30分。

有观众提到，重点作品能不能看到
更多内容？3 月 25 日，3 件展品首次进
行换页。大家可以看到清沈荃等《清初
名家寿曹倦圃诗画册》、清吕焕成《设色
山水册》、黄宾虹《黄海烟云册》“更新”
的新章节。

可以说，展览火爆的背后，是一份
真正的文化自信。当你站在展厅里，身
临其境地看着这些精品，仿佛“穿越时
空”和大师对话时，恐怕心跳会快起来，
文化自豪感也油然而生。

展览为何这么火爆展览为何这么火爆

高世名

对于中国的古人来说，所谓诗情和
文艺的根本是人与世界的兴会，这种观
念所孕育出的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就
是“山水”。这些年来，我多次讨论山水
问题。山水，不止是山水画，也不止是
诗情画意的山水，而是作为经验的山
水，作为世界观的山水，我希望在山水
中重新唤起我们对世界的一种独特的
感—观和感—觉。

如果说北宋绘画，是在层峦叠嶂
中展开空间的一种全景式综览，我更
愿意称南宋山水画，是一种“特写”的
山水。

在“宋韵今辉”艺术特展中，我反
复揣摩这些名家真迹，最大的收获是
对 两 宋 的 画 风 之 变 有 了 一 些 新 的
体认。

两宋绘画，丘壑谨严、万象森然，
其状物之精当、意境之高妙，令后世
叹服。面对宋画，我常常想：在没有

照相机的时代，宋人如何从眼目之所
见，表现出如此丰富微妙的物像，创
造出如此具有“世界感”的意境？我
以为，唯有对自然理法的深刻把握，
才会如此体知入微，唯有从自然理法
中演化出绘画理法，才会如此刻画入
微。这背后，有一种观照世界的独特
路径。

历史上，真正伟大的作品，每一件
作品都是对世界的一次发现，而这些画
家就像这个世界的发现者，同时又像绘
画的立法者，这才是真正的伟大。

画宗两宋，宋画“以一当百”，讲的
既是它的珍贵价值，更是因为它的丰
富、它的精微。后世画者无不为之辗转
反侧，无不对其心
摹手追。此间种
种，需要我们从本
次特展中面对宋
画真迹细细体味。

（作者系中国
美术学院院长）

宋画有观照世界的独特路径
专家观点

《雪屐观梅图》 南宋 马远 绢本，上海博物馆藏

展览现场 中国美术学院供图

《四景山水图》 南宋 刘松年 绢本设色手卷，故宫博物院藏

观众欣赏宋画 中国美术学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