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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秋浦蓉宾图》的品评

姜鹏越

云南师范大学

[ 摘  要 ] 崔白是北宋时期著名的画家。尤其在花鸟画领域颇有建树，一改之前黄荃形成的奢华之风，在继承了黄荃描绘事物的写实精神的

基础上又学习了徐熙作品中表现的“野趣”。可以说是博采众长，做到了绘画风格的革新，展现了宋代的社会风尚，对当时文人士大夫的绘

画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后人绘画创作也影响深远。虽然崔白的作品很多，但是大家对崔白的作品品评最多的是集中在《双喜图》和其

他作品中对“秋”的表达，对其他的作品品评数量很少。《秋浦蓉宾图》是蕴含与虚无主义相对的积极生活的人生态度意义的佳作。其画面

情景交融，形神兼备，值得去仔细品味。

[ 关键词 ] 崔白；《秋浦蓉宾图》；虚无主义

1 作品描述

《秋浦蓉宾图》这幅画是北宋神宗时期著名画家崔白的作品，本

着崔白一如既往的形神兼备和喜欢画大画的特点，以及注重还原自

然事物的发展规律，这幅作品整体的画风非常的唯美写实意蕴深远。

画面上，飒飒秋风天高云阔的整体氛围也能体现出崔白“疏阔”这

一性格特点。写实的画风也更有利于意境的传达。就画面的内容来

说，画面的左下角是荷叶，可以看到荷叶的边缘是枯黄的。农历八

月以后荷叶自然的干枯泛黄，荷叶上方的莲子的颜色是青翠的绿色，

像是刚长出来不久。荷叶上的和蒲草上的一对鹡鸰遥相呼应。画面

的右边是木芙蓉，花朵呈白色，叶子青翠生意盎然。和左边枯黄的

荷叶形成了一枯一荣的对比。画面右半部分还有几枝高高的芦苇有

微微倾俯的姿态，通过芦苇的姿态能感受到早秋微凉的风迎面而来，

从而表达出秋的凉意。两只大雁扶摇直上振翅高飞，一对大雁的嘴

都是张开的像是在说：“我们现在要出发啦！”

2 作品分析

从色彩来看，整幅作品颜色淡雅清丽又不失生趣，并没有浓郁

的富丽堂皇的色彩。体现了对黄荃画派的革新。在笔法上，不同于

崔白以往的“工写结合”的方式，而是整幅画都是先“作圈线”，后

填以重彩，笔触细腻工整，颜色层层分染。工细严谨，大雁的羽毛

根根分明有疏有密，这里是对黄荃画派写实精神的继承，力求逼真。

荷叶边以及芦苇径都处理的十分细腻。木芙蓉的花瓣颜色过渡自然。

可见崔白回归自然，绘画形态的准确把握，以及他对所创作景物观

察的细致入微。在创作这幅作品的过程当中，崔白要身心摒除一切

杂念投入自然，与大自然的亲密结束，达到天人合一，这对创作来

说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过程。这当然和当时的社会思潮密不可分，

在一定程度上一定会受到宋朝“程朱理学”发展的影响。“格物致知”

这一思想，也为艺术家们的创作提供一种路径。先观察生活和自然，

再把自己的情感寄托于所选取的物象当中进行创作。这种尊重自然

的创作也体现了崔白绘画作品的思想高度。

3 作品品评

这幅画的主角大雁是象征着一生一世一双人信守不渝的这种爱

情观的忠贞之鸟。既然是《秋浦蓉宾图》那画中的大雁自然是在准

备离开北方，飞往南方的了。有古人记载：“今日获一雁，杀之矣。

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予因买得之，葬于汾水之上，

累石为记，号雁丘”。画中大雁，显然是一对。它们振翅腾跃，意在

千里之外。正是“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响谁去？”大雁雌

雄固定从一而终，一只先死另一只就不会再择偶。   大雁南迁北返，

合乎阴阳也象征着男女和顺。大雁彼此生死相许，也引发古人感叹，

到底情为何物！因此，古代娶妻纳采也要送大雁。

自古以来大雁身上寄托着人们世世代代的相思，承载了多少离

人泪！大雁年年春来秋往，人却往往物是人非，今非昔比，时光不

再。远在他乡为异客的游子，看到回归的大雁，引发了游子的思乡

之情。“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雁

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最怜霜月怀入夜，鸿雁声中独倚楼”“雁

字回时，月满西楼”游子思乡的诗句多到言之不尽，它们承载着人

们的思人、思乡的情感。除此之外，大雁还是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传

统美德的代名词，大雁南迁北往的路上会形成雁阵，在雁阵当中壮

年的大雁会照顾老弱病残，不会抛弃受伤的大雁。雁阵之间协作有序，

相互照顾。大雁群飞也是不鸣叫的，失群的孤雁会鸣叫，断鸿声里，

江南游子。古代文人骚客们也会托物言志，将自己的离人愁绪寄托

在大雁上。

画面的右边是芦苇和木芙蓉。崔白借助木芙蓉特有的习性，表

达深远的意义。首先，木芙蓉开花的时间和菊花一样，是在深秋寒

风四起，百花凋零的时候它凌霜绽放，朝开暮闭。所以也是隐士、

高洁的代名词，作者借木芙蓉来表达自己的淡泊明志和豁达明朗的

个性。在早上花开为白色，午后变成粉色，到晚上花朵快闭合的时

候为深红色。因此，也被称作“三醉芙蓉”。木芙蓉早在唐朝木芙蓉

就很受文人们的喜爱。王维的“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

无人，纷纷开且落。”韩愈有“新开寒露丛，远比水间红。艳色宁相

妒，嘉名偶自同。到了宋朝以后，朱熹提出：“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

之辞”木芙蓉作为文学意象更加广泛的被文人作为高洁坚忍不拔的

象征。“谁怜冷落清秋后，能把柔姿独拒霜”、“群芳谱里群芳消，俏

中还数木芙蓉”。有诗作：“千林扫作一番黄，只有芙蓉独自芳”正

是木芙蓉的写照。画面上的木芙蓉为白色，结合枯黄的荷叶说明崔

白画的正是秋天的清晨。 木芙蓉就像人的一生，在生命的最初一片

洁净，不染是非，并无着色。走过红尘生命发生变化“欲洁何曾洁”，

终究带着世俗染上的颜色覆盖了自己的底色，在傍晚中带着自己最

绚烂的颜色关闭了自己的花瓣。无论生命的循环往在最初是多么美

好，最后仍然敌不过“朱颜辞镜花辞树”的自然规律。崔白画木芙

蓉于此，想必也是把它化为一种无声的语言，作为这幅图画的时间

背景，蕴藏着人生幻化无常的秘密。  

芦苇也就是众做周知的蒹葭。只不过蒹是还没有长出穗的芦苇。

而画中的芦苇并不是初生的芦苇，是有穗的。芦苇无根飘零象征着

颠沛流离。芦苇虽然象征漂泊，但是另一方面它有着实用价值就是

（课题：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探索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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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净化水质，有着很好的净化作用。正是“芦苇深花里，渔歌一

曲长。人心虽忆越，帆态似浮湘。”人漂泊于世，都没有所谓的真正

的根，人的归处都是走向虚无的死亡。人生在世的短短几十年里也

是世事无常，芦苇静观着万物生灵的缘聚缘散。即使我们都是这世

界短暂停留的过客，若是因为我们的存在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

我们就不枉活于世，也算是有了自己的价值。芦苇就是这样无根漂

浮却净化着一方的水质。这大概是一种芦苇暮修修，荷塘池水出清

浅的美好。

画中的荷叶正是“翠减红衰，笑艳秋莲生绿浦”。枯黄的荷叶和

旁边盛开的木芙蓉形成鲜明的对比。就静止的画面来说，荷叶风残，

芙蓉照水生机勃勃。但是背后终究是“花开虽有明年期，复愁明年

还暂时”。一切事物完成了自己生命的循环之后都要归于尘土。现在

枯黄的荷叶或许也曾在那盛夏里将晨光迎来送往，也曾在倒映着繁

星点点的河水中，看自己的倒影上缓缓的落上一只蜻蜓。在闷热的

夏天等待着清风徐来，小船划过时看着“逢郎欲语低头笑”的姑娘。

一切的情缘酝酿之初，充满了生命的期许。但是美好的东西总是稍

纵即逝，画面上的枯黄的荷叶大概也是它最后的日子了。荷叶上方

的莲子的颜色则是鲜嫩的绿，一个是生命之始，一个是生命之末。

生死循环。

荷叶上和芦苇上的一对鹡鸰呈现相对的状态，相互之间是一种

呼应的。“鹡鸰在原，兄弟急难”鹡鸰这种鸟不会在同伴落难之时独

自逃生，会回来救同伴。在《红楼梦》当中，北静王送宝玉的鹡鸰

手串。便是表达对宝玉的看重。也是希望，鹡鸰相与，初衷不改。

鹡鸰之悲便是兄弟之间你争我斗，相互残害。

《秋浦蓉宾图》这幅图整体的感觉是清幽道远的淡薄中又带着深

情。对这世界看的通透却又不舍。这样的矛盾在画面中的体现。这

里不得不说一下当时时代的大背景。宋神宗是北宋历史转折点上的

关键人物，虽然年仅 38 岁就抑郁而死，但是他在政府财政赤字的情

况下他雄心壮志，想要对外征战。北宋在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

担心黄袍加身的事情发生在他的大将身上，于是北宋处于铁打的士

兵，流水的大将这样一种状态。这样，将军和士兵之间无法达成一

种很深厚的情谊。这就导致了北宋的战斗力下降。这是一方面，另

一方面。整个宋朝虽然积贫积弱但是商业发达，甚至出现，商业税

超过了农业税。王安石变法也使得国库比过去充盈了不少。

所以说，崔白这一生，前半生经历了比较平和的一段时期，宋

真宗、宋仁宗、宋英宗时期虽然没有什么太大的建树，但是社会和

政治环境相对比较平和宽松。虽然在崔白的老年时期发生的王安石

变法，但是作为一个被皇帝爱重的画师，他也不会卷入政治漩涡。

可以推断，崔白度过了安稳的一生，但是由于赋税沉重，底层百姓

生活困苦，文人墨客开始憎恶富丽堂皇的艺术作品，在北宋中期崔

白也进行了一些人艺术风格的调整，真正做到了形准又传神，虽然

在徐熙之后绘画开始转向写意传神用抽象的线条来表达世界本质的

规律，从意义上说更接近“真”，但是就我个人观点来说，绘画这一

艺术种类，形是神的基础，没有形又通过什么来传神呢？早在《尔雅》

当中古人就提过：“画，形也”。虽然那时候对艺术的理解尚不成熟，

艺术是实现政治教化等实际目的的手段，但也从侧面佐证，在绘画

的发展之初的根本，形的重要性。崔白算是博采众长，即不乏黄荃

线条细密勾勒真实的精湛技艺，又有徐熙的“野逸”趣味。此外，

崔白的画作中大多以萧瑟的秋天为创作题材，表达自己对社会动荡

不安的无奈和对老百姓的同情。

崔白这幅《秋浦蓉宾图》的寓意，就是他希望的想要拥有的生

活的一种表达，把一生静好的岁月里的某一个时刻定格在即将逝去

的一瞬间。秋天虽然万物调凋零，但是画面里有只在秋天开放的木

芙蓉，一片欣欣向荣的绽放着。洁白的木芙蓉充满了生命最开始的

希望。即使荷叶枯黄有萧肃凄清之感，荷叶旁的翠绿的莲子却又代

表着生生不息，欣欣向荣。可以联想到荷叶彻底凋零后。又会在下

一个夏天重新长出新的荷叶，又会有下一个美丽的夏天绽放它的生

命。开始生命新的轮回，荷叶和木芙蓉一个面临凋零一个盛情绽放，

不免想到如此绽放的木芙蓉过了属于它的季节也会凋零。但是无论

怎么样，木芙蓉坚忍不拔、耐霜寒的品格，都会被追求“风骨”的

文人所喜爱。世界的一切物象都像是无根漂泊的芦苇。但是作为有

限的生命体绽放就尽情肆意的绽放，生命原本就是因情而生的。

人不可以因为世界的变幻无常就陷入虚无，放弃了追寻生命的

意义。虽然生命最后都是要走向死亡的，但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要

做的就是，尽情的去让生命绽放的更加绚丽，不去执着最后的结果

和得失。得失和结果都是虚无的，但是属于我们生命的时间却是我

们的全部。回忆便是这世上唯一可以带走的。大雁代表的爱情观是

永远值得去歌颂的。世界上总是有很多的阴差阳错。七夕，不知道

牛郎织女会不会真的在这一天相聚。但是忠贞不渝的爱情佳话在古

代三妻四妾这样的制度之下依然存在。如今的社会虽然是一夫一妻

制，但是人们对待感情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注重各自

人格的独立性而不是女人对男人的依赖性。这世界上本来就该有不

同的感情观。自由恋爱使人看起来有了自己的选择权。而实际上则

是资源的整合。白首不相离的爱情显得传奇而浪漫离我们越发的遥

远。画面上两只大雁都是张嘴的状态，一前一后，遥相呼应。不仅

仅是代表生死同穴，更是表达作者内心向往心有灵犀的陪伴。这幅

作品中传达的浪漫情怀确称得上是有传世的价值和意义的。

《秋浦蓉宾图》这幅作品大概是崔白畅想的他想要拥有的理想

的一生吧！在这幅作品当中表达了作者想要拥有的人世间的几种

“情”。有着忠贞的爱情，在万物凋零的时候还可以有爱人携手走向

生命的终点。友情和兄弟之情，有肝胆相照的知己，在自然中治愈

人世间的种种疾苦。对自然的博爱，世间本无根，又谈何落叶归根，

大雁真的给予人很好的启发，只要爱人在身旁，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皆可以此心安处是吾乡。崔白这幅画画的又深情又通透洒脱，不似

魏晋南北朝时期百姓苦于战乱只好把心愿寄托于来世求神拜佛。崔

白所在的北宋时期，人们都去追求现世的幸福。虽然世界万物变幻

无常，无论是佛家强调万物的“幻”还是道家强调万物的“变”，我

们的人生都应该是鲜活而真实的，绝不是虚无缥缈毫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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