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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障山水是巨型畫幅的山水畫。北宋時期巨障山水的繪製尤其鼎盛。北宋初

期李成的《晴巒蕭寺圖》、范寬的《溪山行旅圖》、中期郭熙的《早春圖》以及晚

期李唐的《萬壑松風圖》，皆為巨障山水的代表作。 

 

李成《晴巒蕭寺圖》 

畫家介紹： 

李成是唐宗室的後裔，隱居山東營丘，學習荊浩、關仝的山水畫，擅長畫齊

魯山水、平遠寒林。 

作品介紹： 

《晴巒蕭寺圖》的山很有氣勢，是李成在構圖上的心思。橫看主山比例大，

在正中位置。側面的山比較小跟淡墨，與主山有距離。中軸的構圖也帶出了主山

堂堂的帝國形象。北宋有別於混亂的五代，是統一的帝國，所以這樣的畫符合朝

廷口味。 

直看可以看到前中後的三段式構圖，空間表現井然有序。最前方可以看到平

地、河谷。農村小店的筆法比較隨意，而水榭（高級酒館）就用到界筆（一種用

手畫直線的畫法），線條拉得很直。中間有寺廟和樹枝。寺廟也用到界筆，仰畫

飛簷。樹枝帶出了秋冬的蕭煞感，沒有一片樹葉。山巒肅穆，寒林兀立。李成的

寒林很有名，他學習關仝，但樹枝更有勁度，有生命力，代表春天再來就會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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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子，既像書法的回鋒，也像螃蟹的護螯，所以稱為“蟹爪枝”。在最後方，李

成以墨染的濃淡表現遠近及雲霧效果，為山體營造立體感。《晴巒蕭寺圖》可謂

結合了北方危峰疊障的構圖跟南方的淡墨薄霧的畫法。2 

 

范寬《溪山行旅圖》 

畫家介紹： 

范寬是陝西華源人，嗜酒，性格豁達不羈，長年隱居終南山和華山。他初師

李成的畫，後來學荊浩，最後學會領悟。他曾道：“師古人不如師造化，師造化

不如師心源”3，主張學別人，不如學自然，學自然不如自己感悟。  

作品介紹： 

在《溪山行旅圖》中，山的感覺也是渾厚有氣勢，主山堂堂。而這幅畫更可

以說是“山從人面起”，山逼得很近，彷彿佇立於觀者面前，這其實是構圖的效

果。在李成《晴巒蕭寺圖》裏的三段式構圖中，前中後景各佔三分之一，近看如

千里之遠。而在《溪山行旅圖》中，主山佔了三分之二，前中景合共只佔了三分

之一。這顯得山很高，仿佛一堵牆，遠看也像近在眼前，4 這跟李成的畫法恰好

一文一武。5 右邊只有一線瀑布，右下有個旅隊，其中人很小，樹卻很高大。壓

縮的瀑布與人跟自然的比例突顯了主山的雄壯。 

《溪山行旅圖》充分表現出北宋山水畫的理想化。范寬採用移動視點，捨棄

遠景延伸，有別於西洋畫的定點空間立體、近大遠細、空氣透視、遠景模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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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比例和山腳濃霧限制了空間深度，而且多角度也呈現清晰視覺，山頂像坐直升

機上去看，植物像是近距離看下去。遠看有氣勢，近看又很細膩。 

筆法方面，山石有輪廓線，而且用到雨點皴，如乾筆點上去，線條短直有力，

表現堅硬的岩石受到風蝕。 

 

郭熙《早春圖》  

畫家介紹： 

郭熙是宋神宗時期的宮廷畫家。他集合李成、范寬的風格與一身，自成一格。

受到神宗的賞識，郭熙為宮廷、衙處、寺廟創作大量壁畫及屏風畫。而他的傳世

繪畫理論《林泉高致》可以助我們更了解他的作品。 

作品介紹： 

《林泉高致》提及過山水畫的政治意涵，以山水的秩序性比擬政治倫理。《早

春圖》裏主山堂堂，為眾山之主。6 中間又高又直的松樹就像眾木之表，為旁邊

的植物所依附的師帥。7郭熙亦用身體髮膚比喻山水神韻。山有水為血脈，以草

木為毛髮，以煙雲為神采，8 才會這麼美這麼有生命力。 

郭熙對於山水空間亦有其三遠理論。由山下看山頂是高遠，由山前看山後是

深遠，由近山望向遠山是平遠。9《溪山行旅圖》因為空間延伸的限制無法做到

深遠，而《早春圖》就真正達到三遠。 

《林泉高致》亦提到山水“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遊”10。《溪山行旅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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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可行（有旅隊），也可居（有寺廟），卻不見得可遊。而《早春圖》可望也可行

（山脊有三處有人在挑東西），也可居（左邊有一家人下船回家，右邊有人打完

魚收網）。右邊還有很多建築物，其中之一是個涼亭，正是個給旅客休息的地方。

所以，郭熙的山水可望可行可居，也可遊。 

《早春圖》，顧名思義，必有春天氣息。開始流動的瀑布、打魚的人和象徵

春天將再來臨的“蟹爪枝”都是生命力的跡象。而變化不定的雲霧和迷漫的遠景，

也帶出了春天的到來。 

山的型態亦是《早春圖》的一大特色。郭熙用雲頭皴：以不太乾的筆一直扭

動，墨的濃淡、線條的粗幼一直變化，讓中軸主山體有動態，曲線在蔓延上升，

猶如膨脹中的雲朵，跟《溪山行旅圖》裏平穩的主山很不一樣。近山濃墨，遠山

淡墨，達到平遠效果。 

 

李唐 《萬壑松風圖》   

畫家介紹： 

李唐在北宋徽宗跟南宋高宗時期都進了畫院，是南北宋的橋樑人物，他的畫

作反映徽宗畫院品味的變革。11 

作品介紹： 

《萬壑松風圖》像范寬多於像郭熙，但用的卻不是范寬的雨點皴，而是演變

出來的小斧劈皴：以側鋒快速擦出三角形筆畫，有力度感，岩石如斧頭劈出的質

感，12粗獷、堅硬、細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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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早春圖》不同，《萬壑松風圖》的雲霧留白很少，是具體真實的山。跟

以上三幅畫不一樣，這幅畫的水墨加了青綠設色。左下的溪流有浪花的描寫。加

上畫幅被山填得很滿，讓觀者彷彿置身其中，聽到謖謖松風、潺潺流水。 

構圖上，視野拉近縮小，以平視角度描繪中景。沒有郭熙的遠景，沒有范寬

的高山在上，沒有一個人，沒有故事性，而是純審美體會，正是徽宗的復古口味，

反映步向南宋而轉趨內斂的畫風。 

從四幅北宋巨障山水的代表作，我們可以看到畫家在筆法、構圖和意境上的

心思，並瞭解到北宋巨障山水的特色與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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