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故宮昨日下午舉行傳媒導賞。據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副館長王伊悠介紹， 「國之瑰寶：故宮
博物院藏晉唐宋元書畫」 展覽為香港故宮開幕展中
最重要的展覽之一，共計有35件國寶級古代書畫
經典名作，是北京故宮博物院186萬餘件文物中等
級最高，也是最珍貴的。這些書畫只能展出1個
月，為更好的對這些文物進行深度挖掘，因此分為
3期呈現，每期展出10件左右。

「第一期已經展覽結束的書畫文物，未來可能
不會再來香港。因這些書畫年代久遠，部分有上千
年歷史，卷本和紙本保存困難，這些書畫回到北京
故宮博物院要休眠至少3年，其間不能展出。」 王
伊悠還提到這35件展品的天價保險， 「保險公司
無法承擔這批文物超過20件以上同時出現在博物
館中，因為它們的保險價值太高了。」 王伊悠笑
稱，這些書畫過去只有皇帝能看，如今香港的觀眾
得以欣賞，機會難得。

該展覽由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副研究員黃煒均
和蔣方亭擔任聯合策展人。據黃煒均介紹，是次策
展的重點之一在於從藝術、文化、歷史等角度，析
述這些名品千古流芳的原因。第二期共15件展品
均為中國書畫史上的名家名作或經典摹本，這些國
寶體現了歷代名家傑出的藝術成就，亦經歷了數百
年甚至逾千年的流轉，不少皇家收藏，傳續至今，
殊為不易。

中文展覽圖錄發售
第二期展出的書畫包括顧愷之《洛神賦圖》

（北宋摹本），（傳）虞世南《行書摹蘭亭序
帖》，盧楞伽《六尊者像》（宋臨本），趙佶《楷
書夏日詩帖》，（傳）趙伯駒《江山秋色圖》，馬
遠《水圖》，佚名《盤車圖》，鄧文原《章草書急
就章》，趙雍、王冕、朱德潤、張觀、方從義《五
家合繪》，王蒙《夏日山居圖》。蔣方亭提到，第
二期展出的書畫更加珍貴， 「我們昨晚剛剛布展完
後，覺得比第一期更好。」

東晉畫家顧愷之沒有真跡傳世，是次展覽會在
第二期和第三期分別展出其《洛神賦圖》的北宋和
南宋摹本，蔣方亭介紹稱，本次第二期展出的是北
宋摹本，上有乾隆題字 「妙入毫顛」 ，蔣方亭說：
「北宋在時間上更早，從這個角度而言更珍貴。兩
件作品的繪畫風格不同，本次展出的北宋摹本技法
稚拙，在繪畫比例上人物和他們背後的山景幾乎差
不多大，保有六朝風格，更接近顧愷之；未來第三
期展出的南宋摹本則更具南宋風格，人物山水比例
更成熟，畫得更加精緻。」

為了配合展覽，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出版的第
一部中文展覽圖錄《國之瑰寶：故宮博物院藏晉唐
宋元書畫》已於館內地下低層期間限定店發售，深
入探索故宮博物院所藏35件書畫瑰寶，在長達千
百年的流轉過程中，它們如何成為稀世名作。

8月門票所剩無幾
第二期展覽昨日開展，現場不少家長帶着孩子

一同觀展，其中趙雍、王冕、朱德潤、張觀、方從
義《五家合繪》中，王冕的採用沒骨法所畫的《墨
梅圖》吸引了許多小朋友的注意，這幅畫集詩書畫
印為一體，體現了元代文人特色，小朋友告訴記者
這是他們小學二年級本課上的內容，畫上王冕所提
的詩《墨梅》大家亦十分熟悉。現場另有陳先生一
家五口前來觀展，陳先生表示是次展出的書畫異常
珍貴，能在香港見到十分幸運。

第二期門票開售以後，十分受市民歡迎，王伊
悠稱目前處於一票難求狀態。 「8月份的門票已
經賣得差不多了。」 她建議對於這些珍稀書畫
感興趣的市民可以加入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
會員， 「會員包括5張特展的票，緩解觀眾買
不到票的情況。」 另外，王伊悠還透露，

「國之瑰寶：故宮博物院藏晉唐宋元書
畫」 展覽結束後，展廳8將展出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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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神賦圖》摹本亮相香港故宮

摹本和臨本
是次展出的部分作品為摹本或臨

本，據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副研究員
蔣方亭介紹，在中國古代，摹本和臨
本是一種非常重要的保存前代書法或

者繪畫的方式。 「以顧愷之《洛神賦圖》北宋摹本
為例，它其實是有母本的參照，參照的來源可能來
自於顧愷之的時期，或者是以顧愷之所在時代的繪
畫元素組成的。而且我們現在的傳世作品中還有一
些和顧愷之有關的作品，比如大英博物館的《女史
貞圖》以及北京故宮的《列女仁智圖》，這些都是
具有顧愷之時代風格的作品，我們將這些作品對比
和聯繫起來，就能大致還原顧愷之當時本人應該具
有的風格。這也是我們現在將這件北宋摹本的《洛
神賦圖》認為具有顧愷之風格的依據。」

話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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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愷之
《洛神賦圖》
（北宋摹本）
《洛神賦圖》卷，晉，顧
愷之（宋摹），絹本，設
色，縱 27.1 厘 米，橫
572.8厘米。

（傳）虞世南 行書摹蘭亭序帖
《虞摹蘭亭序》卷，唐，虞世南摹，紙本，行書，縱24.8厘米，橫57.7厘米。

此本質地為白麻紙，係唐代物，一些字有明顯勾筆痕跡，當屬唐人勾摹本。
此卷用兩紙拼接，各14行，排列較鬆勻，近石刻 「定武本」 。但點畫與褚遂良

摹本相近，點畫較圓轉，少銳利筆鋒。勾描的墨色清淡，氣息古穆。

（傳）趙伯駒《江山秋色圖》
《江山秋色圖》卷，宋，趙伯駒繪，絹本，設色，縱55.6厘米，橫323.2厘

米。
此圖為青綠設色。畫中有青山碧水、殿宇村舍，棧道、橋樑穿插其間，又有蒼

松翠柏，茂林修竹，移步換景，令人玩味不盡。山石用小斧劈皴法，再施以青綠重
色；樹木、建築刻畫細膩精謹，點景人物描繪細緻入微。整幅作品布局宏大，細節
豐富，色彩濃麗而不失清雅，刻畫精細而不瑣碎，帶有宋代畫院氣派。

鄧文原 章草書急就章
《急就章》卷，元，鄧文原書，紙本，章草，縱23.3厘米，橫368.7厘米。
鈐 「鄧文原印」 、 「巴西鄧氏善之」 、 「素履齋」 。
本帖為鄧文原早年書，觀其用筆圓轉勁健，流露鋒芒，有法度，甚合古人遺

意。卷後鄧文原自識： 「為理仲雍書於大都慶壽寺僧房。」 理仲雍名熙，于闐國
（今和闐）人，曾為吳郡判官，亦見袁華跋中。

三國文學家曹植在其名作《洛神賦》虛構了自己與洛神之間淒美的愛情故事。
這一經典的文學母題，成為了歷代書畫創作的靈感來源。宋元以後，以《洛神賦》
為主題的繪畫常與東晉畫家顧愷之聯繫在一起，並成為後世畫家追摹的典範。

本品一般被認為是北宋摹本，屬存世《洛神賦圖》中年代較早之佳作。作品不
書賦文，以連續的構圖，描繪了曹植與洛神從邂逅到分離的多幕情景。畫面敷色濃
艷，用筆如春蠶吐絲般細勁綿延，人物幾乎與山、樹等大，體現出古樸稚拙的六朝
繪畫遺韻。

盤車圖
宋，佚名，絹本，

設色。縱109厘米，橫
49.5厘米。

圖中裝滿貨物的牛
車正在艱難地向山上行
進，貨物已將車架壓得
有些變形。一隻小狗出
現在車輪旁，一邊高聲
呼叫着通知客人的到
來，一邊左右奔跑，似
欲助牛車一臂之力，畫
家將小狗熱情急切的心
態表露無遺，親切動
人。

▲ 「國之瑰寶：故宮
博物院藏晉唐宋元書
畫 」 展覽第二期共
15件展品，均為中
國書畫史上的名家名
作或經典摹本。

▶有市民身穿
古代服飾前來
參觀。

王蒙
《夏日山居圖》

《夏日山居圖》
軸，元，王蒙繪，紙
本，墨筆，縱118.4厘
米，橫36.5厘米。

此圖繪長松高
嶺，山塢人家。半敞
的房舍中一位懷抱嬰
兒的婦女似正在來回
踱步，哄兒入睡，極
富生活情趣。王蒙的
作品雖多描寫高士隱
居生活，但其中往往
蘊含俗世的生活情
趣，這在某種程度上
可以說是畫家入世情
結的一種流露。

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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