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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物畫「傳神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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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紫妍、田欣妍）戴金面罩青銅人頭像、青
銅戴冠縱目面具、青銅鳥、青銅太陽形器……一大波「頂流」國寶
文物現身大灣區，帶來新春重磅新展！「古蜀瑰寶——三星堆與金
沙」文物特展正在橫琴文化藝術中心熱展，來自三星堆博物館、四
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博物院、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成都博物
館、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六家文物收藏單位的青銅器、金器、玉
器等163件（組）國家寶藏齊聚橫琴，其中一級文物多達36件，還
有很多三星堆遺址近期新發掘的文物亮相，包括港澳民眾在內的大
灣區居民在家門口就能大飽眼福。據了解，該展覽將持續展出至4月
21日。
古蜀文明沉睡三千年，一醒驚天下，展覽以古蜀之源、古蜀華
章、古蜀遺韻、天府之國四個部分，介紹了古蜀文明發生發展歷史
進程，展現古蜀先民傑出的創造力和非凡的想像力，並揭示中華文
明多元體、連綿不絕、兼容並蓄的文化特質。
其中，集中展示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出土文物的「古蜀華章」

展廳內，一端是象徵人神同形、人神合一的巨大青銅戴冠縱目面
具，另一端是被認為象徵着在古蜀民中具有極高地位的大人物，正
在通天作法的青銅立人像（仿製品），在兩個重要文物拉開的縱深
空間中，形態各異的青銅人像、各種造型用途不同的玉器、金器、
青銅器等陳列兩旁，模擬還原出古蜀人曾經的祭祀場景，給觀眾以
極為沉浸的觀展體驗。除實物展示外，展覽還結合視頻、投影、VR
體驗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地呈現古蜀文明的輝煌成就。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民生事務局文化體育處代理副處長潘思聰介
紹，本次展覽由橫琴執委會、廣東省政府橫琴辦、澳門基金會、中
國保利集團主辦，選址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旨在加深推動「澳門+
橫琴」在文化領域的深度合作，通過生動展現古蜀文明的魅力與底
蘊，加深港澳居民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理解與認同。3月，活動還
將在澳門同步舉辦三星堆主題數字展。此外，合作區將以「一展兩
地」「一節兩辦」的形式持續舉辦特色品牌活動，同時積極打造系
列公共文體品牌活動，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廣大民眾帶來更加豐富優
質的公共文化服務體驗。

「古蜀瑰寶」橫琴熱展
港澳居民飽眼福

《益鳥》郵票引出的話題郵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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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君車畫像》向我們展示漢代人物畫
的渾厚質樸；《阿彌陀淨土變相圖》

及《飛天童子和伎樂圖》是新疆佛教絹（麻）畫
的代表，從中可以看出唐代西域畫風與中原畫風的碰
撞交融。」閆建科介紹道。早在戰國楚墓帛畫、漢代畫像石
和墓室壁畫中，古人就已經在用質樸的線條表現人物活動。魏
晉隋唐以來，適應佛教和道教傳播的需要，在中原和西域地區湧
現了大量的壁畫，一些與宗教有關的絹（麻）畫也出土於新疆吐魯番等地的墓葬中。
「目前我們能看到的漢代人物畫主要是墓葬中的帛畫、畫像石和壁畫，表現墓主人生
前生活和死後升天的場景。筆墨簡略，造型質樸，難得形似，線條作為最基本的藝術語
言，在漢代得以確立。」閆建科說，魏晉南北朝時期，畫家應物象形的能力大大提高，
進而 「以形寫神」「遷想妙得」，人物畫藝術實現了質的飛躍。唐代人物畫繼承前代
的藝術傳統，在描繪歷史故事、宣揚宗教之餘，開始反映現實生活。人物造型準確生
動，並以豐富的想像反映人物的內心世界。當佛教沿着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吸收西方繪
畫藝術的西域畫風與中原畫風在新疆地區碰撞交融，留下了典雅的佛教繪畫藝術。

反映社會審美嬗變
明清人物畫在繼承前代「以形寫神」和「遺貌取神」傳統的基礎上吸收融合外來畫

法，畫法多樣，成就突出。宗教繪畫相比前代已明顯衰落，表現文人逸士和世俗生活的
作品更受歡迎。西方繪畫藝術崇尚寫實，其講究焦點透視和明暗的畫法在明末清初經由
傳教士的傳播，對明末清初的肖像畫和清代宮廷人物畫產生了巨大影響。閆建科舉例
道，「費丹旭的《探梅仕女圖》 ，圖中少女不顧天冷苔滑，攀樹探梅，天真爛漫。費
丹旭的畫風，受到明代以來唐寅、仇英畫風的影響，細眉細眼，以瘦弱柔媚為美，與唐
代仕女豐滿健碩的風格大相逕庭，反映了社會審美趣味的嬗變。」與此同時，郎士寧等
西方傳教士結合中西畫法的嘗試，促進了宮廷人物畫的嬗變。肖像畫不再是貴族的特
權，以曾鯨等為代表的肖像畫家融匯中西兩種畫法，推動肖像畫創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
段。在閆建科看來，優秀的人物畫作品，或刻畫精微，惟妙惟肖；或脫略形似，強調神
韻，筆墨藝術雖然各有千秋，但創作的核心都是為了巧妙傳達人物的精神氣韻。這也是
在攝影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我們仍然需要人物畫的原因。

「傳神為上——旅順博物館藏中國古代人物畫展」正於旅順博

物館展出。策展人、旅順博物館書畫部副研究館員閆建科介紹，

本次展出的58件古代人物畫中，過半數為國家一、二級文物。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宋偉 部分圖片由博物館提供

長期從事古書畫研究的閆建科介紹道，在人物畫創作時，通
過手的表現，能準確傳達、反映人物的性格和內心活動。特別
是手腕和手指各關節靈活多變，姿態各異，是人物畫中最難畫
的部位。「舉例來說，男性的手指線條要方直，表現其剛強；
仕女的手線條要圓轉，表現其纖細、柔軟和優美的特點；老年
人的手乾枯清瘦，要注意顯露骨點，並適當增加皮褶；兒童的
手骨點不明顯，線條要圓潤，突出其肉感、粗短的特徵。」與
此同時，在宗教繪畫和雕塑作品中，佛手可與佛頭並重，表達
特殊的象徵意義。其繁複的組合與手勢的變化經過歷代演變，
已經形成一種佛教文化的標誌性符號，統稱為手印。「從現代
解剖學的成果來看，傳統繪畫中的手描繪並不準確，但其表現
人物姿態動作所特有的美感，仍然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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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人閆建科 ●東漢《君車畫像》拓片。

●清代費丹旭《探梅
仕女圖》。

●唐代《阿彌陀淨
土變相圖》殘片。

●明代文徵明《老子像》。

話你知 畫人難畫手

●唐代《飛天童子和伎樂圖》殘片。

1949年以後，
中國發行的動物題材郵票，基
本是按照國家重點保護的珍稀
瀕危的野生動物名錄，單獨發
行某種動物的郵票，如熊貓、
金絲猴、揚子鱷等。從上世紀
八十年代開始，也同時分類、
分組地發行那些對農林有利、
對人類的生產生活、對自然環
境有益的動物郵票。這些動
物，有的雖非珍稀，也應該宣
傳、保護。上世紀八十年代的
《益鳥》、《猛禽》，九十年
代的《昆蟲》、《鶚》等郵
票，即屬這一類。1985年前，孫少穎任郵票設計室主任時，具體組
織、發行了《益鳥》郵票。
設計繪製動植物郵票的人選，首先考慮的是社會美術界的「工筆
花鳥」畫家，他們對「花卉翎毛」刻畫入微。繪畫動植物有深厚藝
術功底的藝術家，能把樹木、花草、飛禽、走獸、昆蟲、魚蝦等美
的本質、美的形體，以及人們對花鳥魚蟲賦予的情感、個性、文化
品格，表達出來。
因此，《益鳥》郵票的繪製，邀請的是曾成功設計過《牡丹》郵
票的田世光。
田世光長期住在北京海淀鎮（現為海淀街道）與頤和園之間、農
田環繞（過去是水田、荷塘環繞）、樹蔭掩映下的「六郎莊」。傳
說百年前，慈禧太后站在頤和園的萬壽山上，曾望見過這個類似綠
玉盤托着盆景的小村莊。她問此村何名，隨從答是：「六郎莊」。
慈禧生肖屬羊，忌諱說「狼」，居然見到「六隻狼」，那還得了，
便命令改為「吉祥莊」。實際上當地人仍然叫它「六郎莊」，一直
到今。在今天的北京地圖上，仍然可以看到這個地名。
1980年7月23日，孫少穎去六郎莊時，當時該村的房舍還比較破

舊，村中見不到樓房。田世光住在狹窄的小獅子胡同，也算是一處
小四合院。院中最顯眼的是一株枝葉繁茂的枸杞，灌叢直徑足有兩
米，一人多高，當時已掛滿了晶瑩、鮮紅的枸杞果。綠葉紅墜，煞
是好看。
他們在六郎莊這座遠離城市煩鬧的鄉間小院，在田先生那個清靜
簡樸的畫室或叫客廳，暢談中國繪畫，回顧了《牡丹》郵票的成功
設計，談了動植物郵票的設計規律。
田先生說，他擅長國畫的工筆畫法，一生也常畫牡丹。但當年並
不是接到郵票設計任務就輕車熟路，畫幾幅「富貴榮華」、「丹鳳
朝陽」等傳統的牡丹畫幅交差。而是先研究郵票的特點，先考慮它
是科學與藝術的融合，要把牡丹描繪得更真實，更典型，更美麗，
更動人。為設計郵票，他重訪已去過多次的洛陽、菏澤等牡丹之
鄉。對各種名品牡丹進行觀察、寫生。正是田先生嚴謹、細緻的藝
術創作態度，特61《牡丹》郵票成為我國名花郵票的成功典範。20

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山茶花、月季
花、杜鵑花等十幾種觀賞花卉郵
票，基本走的都是「牡丹之路」。
當時，田先生已年近七旬，對郵

票事業的支持與熱情一如既往。當
談到設計《益鳥》郵票，他愉快地
接受下來。他說，我們這些搞工筆
畫的，只要繪畫功力好，有責任
心、事業心，不是急功近利，而是
認真研究、掌握郵票設計特點，再
加上郵票主管部門與動植物科研部
門能提供必要的標本、資料與寫生
條件，完全可以把郵票設計好，設
計出符合科學真實性，又具有藝術

欣賞價值的好郵票。
這套郵票的版式與整體設計師是李印清。通過中科院動物研究所

周家補，請鳥類專家大力協助，確定品種與要求，田世光很快完成
了《益鳥》郵票的設計。郵票得到動物專家與廣大集郵者的肯定與
讚美。田先生已於1999年謝世，享年83歲。他為中國郵票留下了
花鳥繪畫的藝術精品，使人永遠懷念。
《益鳥》小型張的邊飾背景，是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陰影。這不

是隨意之筆，而是郵票設計者李印清的巧妙構思，用一棵巨樹的實
景照片，通過暗房製作，淡化出陰影。把在枝頭、花間歡唱跳躍的
小鳥，置於枝葉繁茂的大樹叢中，構成了一幅壯麗的大自然美景。
我國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特別強調要嚴格保護野生動物，保護

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1982年國務院還專門發出關於保護鳥類
的通知，並同意每年四月至五月初，舉辦「愛鳥周」，開展保護鳥
類的宣傳活動。由於已提前做好了圖稿準備，保證了郵電部於1982
年9月10日發行了那套179《益鳥》特種郵票。
田世光過去設計的《牡丹》是特寫的花。這次是特寫的鳥。但不

是孤立、呆板的動物標本，而是一幅幅鳥語花香的大自然生態圖
景。戴勝，高聳美麗的羽冠，常見於園林、郊外，主食天牛、螻蛄
之類的害蟲。家燕，它年年按時「飛入尋常百姓家」。家燕專門捕
捉飛蟲，每隻燕子平均日食害蟲400餘條。黑枕黃鸝，即數千年來
詩人筆下的黃鸝、黃鶯、黃鳥、倉庚，鳴聲清脆婉轉，「兩個黃鵬
鳴翠柳」，使戰亂中漂泊的詩人得到慰藉。西湖有「柳浪聞鶯」，
頤和園中有「聽鵬館」。黃鸝，喜食松毛蟲、梨星毛蟲，保護着森
林與果園。大山雀，常活躍於林區、菜圃與果園，專門啄食危害果
樹的害蟲，不愧為樹林中的「衛士」。啄木鳥，用牠尖銳的長喙，
時時啄擊樹幹，探測敵情，搜集、消滅害蟲，被人類譽為保護樹木
的偵察兵、殺敵勇士、森林醫生。這套郵票的小型張，更把大杜
鵑、山椒鳥、小鶇鳥組成一個飛鳴快樂的天堂。
●文：李毅民（中華全國集郵聯合會會士，《收藏》雜誌原主

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