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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慕前贤，不妨与之来一场直观的 “碰面 ”———阅读
古人的肖像画 。 正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 “妙合神
形———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清肖像画展”，以不少沉睡多
年从未展出过的作品，别出心裁地聚焦中国古代肖像画，

引发颇多关注。

人们或可将肖像画理解成借助画笔为人物留下的影
像写真。 这样一类画可谓中国画门类中最为古老的一个
画科，明清时期趋于成熟、独立，绽放出尤为夺目的光彩。

明清时期肖像画于西方绘画科学因素影响下兼收并蓄，

有别于以往的中国画风格。 该怎样读懂这种显得有些“另
类”的中国画呢？ 这得说到当时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会通。

可以说，正是西洋风的影响，使得明清肖像画将中西
不同的绘画技法诸要素融会贯通， 呈现出不同于传统人
物肖像画的面貌。 这是一种令人珍视的新图式与新风格，

其蕴含精湛的技法水平之余， 还以图像的方式凝结了这
一时期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发掘
提供了难得的研究契机。

循着肖像画，与古人碰个面
这样一类画在中国传统绘画中显得有些“另类”，却为中西文化交流史开启别样视角

王 韧

两宋时期，随着绘画门类的专门化趋向，肖像
画与人物画渐被区分成科；明清时期，肖像画的艺
术表现形式趋于成熟，兼具写实与写意，渐而由宫
廷走向民间，盛极一时

在古代画论中，肖像画常以“写真”“写

照”“传写”“传神”等词汇表述，由此还派生

出写貌、模写、容像、画影、小像、衣冠像、圣

像、帝王御容像等名称。作为人物画的一个

有机组成部分，它以客观真实之人为对象，

生动再现人物外貌特征、 内在精神和性格

特点，以达到“惟写真一以逼肖为极则”，即

“形神兼备”的画面效果。

相比山水、花鸟，人物肖像画起源最早。

根据《尚书·商书·说命上》和《孔子家语》记

载，肖像画可追溯到商代早期，其滥觞（上古

至西汉）、成熟（六朝至唐宋）与多元化发展

（元明清）遵循自身的演进规律，并在不同历

史阶段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和风格样式。

商周时代虽未留下肖像画实迹，但可从文献

史料和墓室壁画等实物获悉人物的表现形

态。 秦汉时期肖像画隶属于人物画，画面以

叙述故事情节为主， 人物形制较为简洁，动

态较之前有所发展，可视为肖像画艺术表现

的萌芽阶段。 魏晋南北朝，顾恺之、陆探微、

谢赫、曹仲达等肖像画名家开始着重刻画人

物本身的具体形象和特点， 注重人物的精

气神， 此时的人物肖像画具一定独特的时

代审美性。隋唐五代，中国肖像画在继承

前代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因统治

者的需求，不但创作数量激增，且题材丰

富，写实技巧日渐精微，为肖像画独立成

科奠定了基础。 这时期有阎立本、 尉迟乙

僧、吴道子、张萱、李真、周昉等道释人物与

写真兼善的肖像画家闻名于世。两宋时期，

随着绘画门类的专门化趋向， 肖像画与人

物画渐被区分成科，《图画见闻志》列“独写

传工”条，《画继》有“人物传写”条。 与此同

时， 随着文人画的倡导及山水画和花鸟画

的勃兴，宫廷肖像画创作开始走向民间。至

元代， 肖像画的祭祀教化功能日益受到重

视，出现了如王蔼、牟谷、李公麟、程怀立、

王绎等专事肖像的画家。其时，王绎著述的

《写像秘诀》亦标志着中国肖

像画学体系形成。 明清时期，

随着人们审美需求的提升 ，

于西方绘画科学因素影响下

兼收并蓄， 肖像画的艺术表

现形式趋于成熟， 兼具写实

与写意， 渐而由宫廷走向民

间，盛极一时。

传教士肖像画家与中国宫廷画家通力合作
完成了大量帝王肖像作品， 画面继承了讲究造
型准确的欧洲技法， 同时又吸取中国传统 “写
真”艺术的方法，如以正面受光代替侧面光照

大众最为熟悉的中国古代肖像画，莫

过于多与帝王生活紧密相连的明清宫廷肖

像画。 当朝帝后像基本由宫廷画家奉旨绘

制，以写实为主，以形写神。 17 世纪末以

前， 这样的肖像画主要用于皇家典礼和祭

祖，为突出帝王超凡的相貌和威严的气势，

大多描绘成身着朝服的帝后正面坐像；清

康熙后， 宫廷肖像画展现了皇帝在清宫及

皇家苑囿等地点的不同形象， 有整身、半

身、站姿与坐姿，同时还借鉴了西洋肖像画

的新理念与技法，兼具观赏性和祭祀性。

历代帝王肖像中， 明太祖朱元璋的肖

像画存世量较为丰富， 且御容像中两种不

同的形貌反差非常大。仅清人故敬《南薰殿

图像考》中记载的朱元璋画像就有十二帧。

据不完全统计， 存世的朱元璋画像在中国

国家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有十余件，民

间所收藏者亦也不在少数。 例如此次国博

展出的两件作品，一件为朱元璋正形像，另

一件为其异形像。 正形像作品系晚清民国

时期俞明（1884—1935）所绘，是朱元璋正

形像中较为标准的壮年形象。 异形像作品

无款，从画风看属明代。此类异形像在朱元

璋形象中较为多见，与正形像形成反差。其

特点为脸颊变形拉长，下巴向前凸出，黑痣

盈面，形态丑陋。同一人画像有如此天壤之

别，这在历史上确属罕见。

明末清初正值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转

折时期，明末肖像画受到西方影响似与意大

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华活动有一定关联。利玛

窦本人谙熟绘画，但无闲致力于此，其两位

助手游文辉和倪雅谷倒是有时间和条件从

事绘画活动。也正是由于游文辉等这样一批

最早学西画的中国人的努力，中国西画艺术

的源头得以形成。 清朝初年始，一些在中国

与欧洲的知识交换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欧洲

传教士陆续供职于中国宫廷，其中不乏绘画

技艺颇高者，后以此成为宫廷肖像画家中的

一员，如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贺清泰、安

德义、潘廷章等。 他们在宫廷供职的一项主

要工作即为皇帝、后妃、以及文武功臣等人

绘肖像。 在肖像绘制上，他们继承了讲究造

型准确，注重解剖结构，追求立体效果的欧

洲技法， 同时为了适应东方人的审美习惯，

在运用光线方面又吸取了中国传统 “写真”

艺术的一些方法， 以正面受光代替侧面光

照，从而达到面部五官清晰、神情和动作端

庄、色调柔和、有一定立体效果的肖像要求。

传教士肖像画家不但在帝王的授意下，与中

国宫廷画家通力合作完成了大量的肖像作

品，还将技法传授给中国画家，使得一部分

中国宫廷画家在创作中出现了西方因素。如

乾隆朝创作的诸多帝后肖像， 包括朝服像、

便服像、戎装像、古装像以及

行乐图等，都带有明显的西洋

风格， 往往由外国画家绘头

像，中国画家补画服饰背景。

那么， 缘何清宫廷肖像

画尤为重视西法？ 这或许与

清初几位帝王对艺术的爱好

有直接关系， 由此还诞生了

中国历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

群体———清宫御用洋画家 。

他们从宫苑装饰到彪炳帝皇

的文治武功业绩， 无所不用其极地运用透

视写实、装饰等技法，糅中西审美趣味于一

体以取悦皇帝， 借帝王的权威使西法在中

国得到发展传播。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郎

世宁， 他在肖像创作上具有的高超的写实

能力，并留下了大量有据可考的作品。

现藏于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

《心写治平图》卷，年款是“乾隆元年八月吉

日”（1736 年 9 月），描绘的是正值 25 岁之

际的乾隆皇帝、皇后及 11 位妃子的半身群

像。从人物着装与正面的表现手法来看，它

意图通过新皇拥有满、 蒙妻室的描绘来表

现皇权。 据王致诚 1743 年 11 月 1 日致达

索函可知这幅画前三人应为郎世宁所绘。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大阅图轴》

（1739）亦是郎世宁所绘巨作。 画中乾隆帝

呈四分之三侧面像，身穿戎装，着铠甲、头

盔、佩腰刀、弓袋、箭囊，他正骑马赴京郊南

苑阅视察八旗兵将。 人物与坐骑都是真人

真马般大小，造型准确，比例恰当，尤其人

物具有很强的肖像特征。 此骑马像表现手

法明显受到欧洲同类绘画作品的影响，郎

世宁在借鉴中国传统绘画中韩滉至赵孟頫

人马画的同时， 还融合了欧洲骑马像的思

想力量，由此突出帝王的权威。

画面毫发逼真，装潢精致，明清时期的功臣肖
像画显示出突出的西化写实风格，其中等级高的功
臣像须对照真人完成写生稿后绘制或直接写生完
成，再由中国画工完成身体衣纹部分绘制

功臣肖像画在人物肖像画中亦占据重

要地位。 通过绘制功臣肖像可以鼓励人们

建功立业，争做孝子贤臣，流芳百世，所以

北宋就有将功勋名臣“累朝文武执政官、武

臣节度使以上并图形于两庑”，与供奉在神

御殿中的历朝帝后一并接受祭祀。 明显的

西化写实风格， 在明清时期的功臣肖像画

中很是突出。

清乾隆时期绘制有大量的功臣像，肖

像均采用中西画家合作的方式， 画面表现

尤为肖似。乾隆将初建于明代、康熙时曾用

作阅试武进土的紫光阁设作陈列征战战

图、 功臣像以及收藏缴获武器之处。 1761

年正月紫光阁重建落成时， 乾隆特设庆功

宴，事后还命姚文瀚专绘《紫光阁赐宴图》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记录当时场景。 据统

计， 乾隆时期历次绘制并悬挂在紫光阁内

的功臣像共 280 幅 。 首批为乾隆二十年

（1755）清朝政府平定西域准部、回部，在庆

功时，乾隆命令将立功的傅恒、兆惠、富德、

玛瑞、阿玉锡等臣子一百人均画像，置于紫

光阁内，作为嘉赏表彰功臣之用。第二批一

百功臣像为乾隆四十一年（1776），清军平

定大小金川后 “复命图大学土定西将军一

等诚谋英勇公阿桂、 定边右副将军一等果

毅继勇公户部尚书丰昇额等一百人， 列为

前后五十功臣。御撰前五十功臣赞，命儒臣

拟撰后五十功臣赞 ， 一如平定伊犁回部

例”。 乾隆后期，又增加了《平定台湾功臣

像》50 幅和《平定廓尔喀功臣像》30 幅。 惜

数百幅“紫光阁功臣像”早已散佚，目前仅

见画幅与原先数目相差十分悬殊。 那么，

“紫光阁功臣像”绘者是何人？ 现从清内务

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的记录可窥

知，档案中明确参与“紫光阁功臣像”大挂

轴绘制的画家仅艾启蒙和金廷标两人，其他

珐琅处画画人、画画院处画画人的姓名无从

所知。然则，数量如此大的功臣图绘制，光凭

几名传教士画家之力是难完成的，显然需要

借助中西画家通力协作才能完成。

现藏于天津博物馆的 《头等侍卫固勇

巴图鲁阿玉锡像》 即是一例明显结合中西

表现形式的功臣像。 作品由传教士画家画

肖像，中国画家画衣袍、上色。 图中人物身

着蓝色长袍，外罩锁子连环甲，佩戴腰刀、

箭囊，挂弓袋。 面部采用西法，五官结构准

确，稍作明暗和立体感表现，整个面部采用

色彩渲染技法使五官有凹凸感， 身体衣纹

部分以线条勾勒表达转折， 不突出立体效

果。画像上有乾隆亲自撰写的题赞，画像主

应为前五十功臣之一。

此外，功臣像因不同传教士画家的参与

还出现了肖像个性化的差异，且等级高的功

臣像须对照真人完成写生稿后绘制或直接

写生完成，再由中国画工完成身体衣纹部分

绘制，具有较高的写实性。 功臣像姿势都为

站立，不同批次的人物身份以姿态动势不同

加以区分。如官将为正面像，目视前方，侍卫

等为四分之三侧脸像，目光直视画外。 这种

差别性，应是在帝王的授意下完成的。

乾隆后，几朝帝王均对紫光阁功臣像有

所添加，如道光八年（1828）图绘 40 位平定

回疆功臣 “绘像各员以四十人为率……”，

《光绪十二年紫光阁功臣像》中的《曾国荃

像》等，画像秉承写实主义风格，画面以“务

须毫发逼真，装潢精致，克期绘成”为宗旨，

功臣的服饰、 配饰皆与本人身份地位相匹

配。

“曾鲸派”肖像画“重墨骨”“烘染数十层”的墨
色凹凸画法正是受到西洋绘画的启示而创造的，既
区别于前人明四家， 又不同于郎世宁等后来者，在
晚明和清代的数百年中被广泛运用并形成潮流

在明清时期的民间， 也有一种肖像画

大放异彩， 这便是 “曾鲸派”（又称 “波臣

派”）肖像画。

彼时城市商业经济发展迅速， 市民阶

层需求不断提升，相比人物故事画的衰落，

民间肖像画开创了新的繁荣局面。 尤其是

西洋画的输入， 引发了肖像画的新一轮变

革。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曾居

南京数年， 当时流寓南京的肖像画家曾鲸

（1564—约 1647）受 “能写耶稣圣母像 ”的

利玛窦影响，“乃折衷其法，而作肖像，所谓

江南派之写照也。 ”

曾鲸究竟为何人？ 《乌青文献》中记录：

“曾鲸，字波臣，闽人来寓居乌镇竹素园，善

丹青写照，妙入化工，道子、虎头无多让焉。

里中属写者众，今皆宝之，以为名画，不徒因

先像珍奉之也。 ”由此，我们了解到在一个小

镇上曾鲸的名声已近唐吴道子。 不难发现，

当时即使一个小镇中也有许多人要求 “写

真”，且重视个人肖像，这些需求使曾鲸等明

末写真画家有机会广泛游历于江南市镇。

关于曾鲸的肖像画风格及图式特征，

有多处记载。崇祯壬午年(1642 年)，曾鲸与

好友姜绍书于南京会面，其后姜氏完稿《无

声史诗》，其在著作中评价曾鲸之作“磅礴

写照，如镜取影，妙得神情。其傅色淹润，点

睛生动，虽在楮素，盼睐颦笑，咄咄逼真……

每一图像，烘染数十层，必匠心而后止”。张

庚在《国朝画征录》又云：“写真有二派：一

重墨骨，墨骨既成，然后傅彩以取气色之老

少，其精神早传于墨骨中矣，此间闽中曾波

臣之学也；一畧用淡墨，勾出五官部位之大

意，全用粉彩渲染，此江南画家之传法，而

曾氏善矣。”这种“重墨骨”“烘染数十层”的

墨色凹凸画法正是受到西洋绘画的启示而

创造的，属明清写真画家三派之一的“描写

渲染之曾鲸派”（俞剑华语）之技法，既区别

于前人明四家，又不同于郎世宁等后来者，

在中国肖像画中具有独特的地位， 在晚明

和清代的数百年中被广泛运用并形成潮

流。诚如王伯敏所言：（曾鲸从西洋绘画中）

“得到一些启发， 但他没有去模仿，而是立

足我们民族绘画笔墨基础之上， 创造了既

不同于西洋‘明暗法’，也不同于曾鲸以前

的传统画法，而是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凹

凸法’，这是他了不起的贡献”。

纵观曾鲸的肖像画作品，确有“墨骨既

成，然后傅彩”。 如现藏浙江省博物馆曾鲸

五十五岁（天启壬戌年，1622）时创作的《张

卿子像》即为代表，所绘杭州名医，脸、手精

致，衣冠简洁，神貌俱妙。 面部两颧、眼眶、

鼻翼等部位淡墨晕染，略具凹凸感，须眉、

双目画法与旧法无异。 其另一幅 《顾梦游

像》（南京博物院藏），由张大风补景、田林

署款，无纪年。 画风与前图无异，仅稍加重

面部晕染， 画面主人公微微含笑的神态尤

显生动。 此次展览所展呈的《菁林子像卷》

（天启丁卯年，1627）曾鲸画像，陈范补景，

人物同样以淡墨造型后略施色彩， 人物头

部造型刻画准确， 亦注意人物整体的结构

比例和体积表现， 有较强的造型能力。 此

外，还有上海博物馆藏《赵士锷像》《李醉鸥

肖像》， 广东博物馆藏 《赵賡像》《徐元亮

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葛震甫像》等单人

肖像画及南京博物院藏《牛首八十一祖像》

《娄东十老图》等群体肖像画。

由于曾鲸肖像画在晚明清初影响颇

巨， 故曾鲸派后学甚众， 清朝宗之者也颇

多，被认为是“写真面中最有势力之一派”，

其中出自江南的也不在少数。在徐沁的《明

画录》 有记载：“传鲸法者为金谷生、 王宏

卿、张玉珂、顾云仍、廖君可、沈尔调、顾宗汉、

张子游辈，行笔俱佳。 ”黄宗羲《南雷集·吾悔

集》卷二《题张子游卷》亦记载：“大略为曾波

臣之弟子，如金谷生、王弘（宏）卿、张玉珂、

顾云仍、廖君可、沈尔调、顾宗汉、谢文候、张

子游皆是也。”多了谢文候。《国朝画征录》中

则更多了莆田郭巩、山阴徐易、汀州刘祥生、

秀水沈纪。 他们推进了曾鲸的技法，塑就了

“曾鲸派”肖像写实绘画风格，将曾鲸创造的

相容中西的中国肖像发展到一个新境地。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青年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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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俞明《明太祖朱元璋

正形像》，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明佚名《明

太祖朱元璋异形

像》（局部）， 中国

国家博物馆藏

▲清佚名 《定

边右副将军一等襄

勇伯成都将军明亮

像轴》，德国科隆东

亚艺术博物馆藏

荨清郎世宁 《乾隆大阅图

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荨清佚名 《康

熙戎装像轴 》 （局

部） ， 北京故宫博

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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