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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繪畫風格 

中國畫發展至宋代，其寫實性達到了最高峰。這當中主要原因有三個，其一是唐代寫

實繪畫發展的歷史慣性，使宋代也對寫實不斷追求，將技法不斷進步2；其二是由受在宋

朝蓬勃發展的理學的影響，理學主張格物致知，是通过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物），可以达

到认识真理的目的（致知）3，對繪畫方面的影響就體現在提倡對實物準確細緻的觀察與

寫實；第三個原因呢，就是北宋最後一位皇帝宋徽宗對寫實的不斷追求。他對當時的畫院

進行改革，設立畫學培養畫院畫家，要求刻畫入微，寫生傳神，設色艷麗，同時也要求畫

家有詩意，能夠將詩書畫結合4。我們等一下也會看到兩幅宋徽宗的御筆畫，可以更深刻

地了解宋徽宗對北宋繪畫寫實性的影響。 

 

崔白《雙喜圖》 

首先來看北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花鳥畫之一 —— 崔白的《雙喜圖》。崔白在宋仁宗

時進入畫院，但是因為生性比較閒散放逸，從來不喜歡常守宮中等候差遣，便向宋神宗辭

去了自己的職務。崔白擅長山水、花木、鳥獸畫。他相當注重寫生，對勾勒填彩（用線條

勾描物象後再填色的畫法）更是重視，所以我們在這幅畫中會看到很多勾勒填彩的花鳥；

他的筆跡遒勁有力，仿佛鐵絲一般，但是畫面整體的設色卻相當淡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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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幅是畫家在偶然中看見這生動有趣的一幕，便以精練的技法畫出稍縱即逝的景象。

從國立故宮博物院對此畫的賞析可以了解到，整幅畫的構圖是兩隻鳴叫示警的山喜鵲和一

隻不慌不忙回頭仰望的野兔，三者的位置形成“S”型，姿態也互相呼應，給觀者帶來了

一種韻律感。畫中喜鵲維護領地的緊張感與野兔的慢條斯理又形成一種奇特的對比，給這

幅畫帶來了許多樂趣。枝葉、竹、草變化多樣的畫法，使人更加真切地體會到秋風吹過的

動感，連樹葉抖動的聲音也仿佛在耳畔響起，更增添了活潑生動的神韻5。崔白沒有前人

的畫稿可以臨摹或參考，更不可能像現代人一樣先拍張照再來畫這幅畫。他靠超越前人的

觀察研究及描繪能力，探索花木鳥獸的“生”意，擺脫花鳥屬裝飾圖案的傳統做法，開創

新的發展方向。6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的相關文章也指出，《雙喜圖》在表現技法方面，“靈活地運用

工謹與粗放的筆趣”7，看這邊的山喜鵲屬工筆雙鉤填彩法，而且畫兔子基本上與雙鉤填

彩有關，但表現皮毛，用細膩的線條描繪處理，隱去輪廓邊線，從而更加寫實。一般獸毛

不像鳥類羽毛，那麼容易分出層次與各種形狀，但是仔細看兔子身上的體毛，仍可見有較

短而柔密的，也有較長而挺健的，數種長短質地不同的毛，各有內層保溫或外層防護之作

用。畫竹、草、樹葉亦是雙鉤填彩法，但畫荊棘則是沒骨法染畫而成。畫樹幹則以粗放的

筆意描繪，筆鋒的折轉變化極為明顯。畫土坡則是側筆放膽揮毫，雖然粗細筆調共存畫

中，但是相融和諧，增加了很多活潑之感。8 

樹幹上有崔白款：“嘉祐辛丑（1061）年崔白筆”，這其實是在宋代十分普遍的隱款

現象。有學者指出這是因為宋代畫家的書法不好，因此避而不題。但是更深層次的原因是

宋代的畫家對於書法不是不能，而是不為。學者李永強認為，宋代畫家更多地去追求寫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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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追求以書入畫。因為“畫家們不希望在畫面中書寫大量的詩文、題語去破壞那‘可

望’、‘可行’、‘可居’、‘可游’的真實的自然境界”。9 

 

蘇漢臣《秋庭戲嬰圖》 

第二幅畫是蘇漢臣的《秋庭戲嬰圖》。蘇漢臣曾為民間畫工，徽宗時入宮擔任宮廷畫

家，擅長嬰孩畫，畫風細膩寫實、彩色鮮麗，深受後世所景仰。 

這幅畫第一眼看去最先看到的是什麼？是不是這個彷彿筆桿一般高高聳起的的太湖

石？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的相關文章也指出，這個筍狀的太湖石高聳於畫幅上段，是最為

醒目的背景。石間則可以看到芙蓉婷立，伴隨著石根處簇擁的雛菊，有沖淡立石的陽剛之

氣效果，也符合了宋徽宗要求的作畫應要表現時令，點出此畫表現的是秋景。太湖石在當

時是裝飾庭園假山很好的材料，越是這種瘦長的越是貴重。10 

在此靜謐的庭院一角，姊弟倆人，正圍著小圓几，聚精會神地撥弄“推棗磨”。“推

棗磨”是將兩枚棗子分別插入一根細長竹條的兩端。竹條的中間，再由一個同樣用棗核和

竹籤作成的支架撐起。玩的時候，用手指輕輕撥動竹條一端的棗子，便可以旋轉起來了。

因為這個動作很像是在推磨，所以才取名為“推棗磨”。 

仔細看這對姐弟的動作與神情。穿紅衣的弟弟爭強好勝地伸出小手想要繼續撥弄，姐

姐則張開小口，彷佛想要說些甚麼。畫中這兩個小孩的衣服都是如此華貴精致，髪式也十

分講究，一看便知是官宦人家的子弟11。再看右方的圓几上、草地上，還散置著轉盤、小

佛塔等暫受冷落的精緻玩具。兩相對比，更能凸顯出孩童們的喜新厭舊，以及在遊戲當中

專註無礙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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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 《瑞鶴圖》 

接下來我們要欣賞到的這兩幅畫都出自宋徽宗趙佶之手。宋徽宗當皇帝雖然不是特別

在行，但是他在中國的藝術史上是個非常重要的人物。我們前面已經提到過宋徽宗對畫院

進行改革，極力追求寫實，并特別強調詩書畫的結合。所以在宋徽宗時期北宋的寫實風格

已經出現了明顯的變化。 

與前面的幾幅畫相比較，可以看到宋徽宗時期的畫篇幅已經變小很多，變成冊頁的形

式而非大幅的掛軸。描寫的東西也經過選擇，下方的建築被彩雲繚繞，僅見宮門脊樑部

分，再加上背景大片的藍色，更加突出這一群白鶴在空中飛翔聚集，莊嚴肅穆中透出神秘

吉祥之氣氛。而且此幅也一改常規花鳥畫構圖的傳統方法，將飛鶴佈滿天空，一線屋檐既

反襯出群鶴高翔，又賦予畫面故事情節。空中群鶴的佈局更是經過畫家的安排，充滿了對

稱穩定的美感，符合畫家自己的審美。可是這些鶴的形態卻又充滿變化的美感。這幅畫

中，畫了二十種鶴的不同姿態，沒有任何兩隻是相同的，體現了宋徽宗平時對鶴的觀察細

緻，能生動地描繪出鶴的各種體態。宮殿鴟尾上更有兩隻鶴駐立，互相呼應，好像是想向

我們訴說一些什麼。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到宋徽宗時期，畫的寫實性并沒有減少，卻更多

結合了畫家主觀對美的感受。12 

但是宋徽宗為什麼要作這幅畫呢？其實這幅畫是有很多政治因素在裡面的。這幅畫作

於 1112年，是宋徽宗在位的第 12年。當時天下很不太平，全國各地都有天災人禍發生，

並且在作這幅畫的六年前，更是有彗星橫掃汴梁上空，根據天人感應之說，這是皇帝觸怒

了上蒼，才引起上蒼的警告。所以這位道君皇帝處心積慮地尋找奇花異石和各種祥瑞之

物，尋求國家祥瑞所在，想以此穩定朝廷，安撫民心。道君皇帝一直期盼著京城上空能出

現吉兆。6 年后的正月十六，或是他親眼目睹，或是有人來報，宋宮的正始之門端門上空

出現了群鶴盤旋，預兆國運長久。徽宗從“仙禽告瑞”中得知國運“千歲”的吉兆，於

是，他精心趕繪此圖，在他看來這對安定朝廷內外的人心太重要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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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些“祥瑞之兆”還是擋不住金人的入侵。作完這幅畫後的十五年，金人就攻破

了北宋的都城汴梁，此畫也因此不知去向。但是 600年後的清朝，這幅畫又突然出現與世

上，被清朝的各個皇帝所珍藏。 

這裡還有一個小故事是關於宋徽宗和鶴的。據記載宋徽宗對寫實要求之高，曾親自挑

選宮廷畫師，考題就是畫鶴。可是眾人之中卻很少有人能符合他心意的，原因就是大家雖

然畫了千姿百態的鶴，但是沒有幾個人細查仙鶴落在石頭上的時候，是左腳先落地還是右

腳先落地的，直到宋徽宗親自指點大家才徹悟。14 

 

宋徽宗 《蠟梅山禽圖》 

第四幅畫是宋徽宗作的《臘梅山禽圖》。宋徽宗認為，作畫最重要的是對自然界作仔

細的觀察，這是因為在四季交替的變換下，植物或動物的外顯姿態，都會有所不同。我們

現在看到的這幅畫，正是宋徽宗在庭院中經過細緻觀察後所作的畫。 

《臘梅山禽》的構圖十分簡潔，畫的內容也是經過畫家有意挑選和處理的。“挺立的

梅枝上棲息著白頭翁一對，下方二叢草木植物”， 15 就是畫的全部內容。向上生長的梅

樹，歷經了刺骨的寒冬後，依舊維持著簡單、微曲的“S”型結構，靜靜的立於畫幅天地

之間。可能是被這簡潔的景象所吸引了，梅枝上頭，棲息著不知哪兒飛來的二隻白頭鳥，

恬適的望著左方，留給觀者無限的平靜與安詳。其實原畫中這兩隻鳥是用生漆來點睛的，

像一顆小豆子一樣浮凸於紙上，不光十分有立體感，同時生漆本省帶有一點反光，看上去

非常有眼睛的質感。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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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在另一份更加具體的賞析中指出，這幅畫的用筆也極具表現力。曲折

的梅幹是由提頓轉折的筆法所作，也與宋徽宗瘦金體書法的轉折非常相像。光滑的鳥羽和

花葉則是由均勻連貫的線條畫成，體現宋徽宗對大自然觀察得十分細致，能夠準確地掌握

各種題材的紋理與形態，並從中創造出各自獨特的筆法。宋徽宗的瘦金體書法也影響深

遠，世人稱之爲筆勢挺健而鋒芒畢露。從這裡畫幅左方徽宗的自題五言絕句一首，和右下

角的署款：“宣和殿御製并書”可見一斑。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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