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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生长、山水氤氲，夏至悄然来临。在中国古代绘画

中，有许多与夏至相关的“夏景图”“消夏图”“纳凉图”等。画

家以巧思妙笔表达有关夏至的物华万千、生活意趣、养生智

慧、超然情怀，营造出如诗如梦、饱含自然人文意蕴的意境。

寄情山水 丹青溢彩

画夏至，重在画出草木蓊郁、葩华秀茂之美。就客观物象

而言，夏至时雨水充足，百卉众木生机盎然；就主观情志而言，

可借画中树荫、熏风得清凉之感。

元 代 盛 懋《山 居 纳 凉 图》是 一 幅 构 图 饱 满 繁 密 的 山 水

画，只见重峦叠嶂、浓荫蔽日、溪水流淌，山川清凉之气扑面

而来。此画写树用七八种笔法，勾填点染，密密匝匝，表现

出树种繁多、草木葱茏的盛夏光景，展现出此地钟灵毓秀之

美。此画写山虽继承北宋中轴线式构图，气势磅礴，但山势

回旋婉转，又在中景处增添云霭，于肃穆中多了些灵动通透

之感。在技法上，画家以擅长 的 披 麻 皴来表现山石结构和

南方山水的秀润多姿，再敷以赭石与青绿，将山石与林木统

一在沉稳的绿色调里。画中台阁屋舍背山面水，在树木掩映

中半藏半露，侧面反映了古人选址追求依山傍水、藏风聚气的

观念。

夏至时节，鲜美的荔枝已成熟。在南宋赵大亨《薇亭小憩

图》（又名《荔院闲眠图》）中，前景两株高大的荔枝树亭亭而

立，成为画面主体；荔果或红艳或粉白，绿叶簌簌，荫下凉亭之

中闲眠之人想来必有甜梦。夏日摇曳的竹林，总会让人联想

到雨水穿林打叶后的清凉，南宋佚名《草堂消夏图》中，草堂便

建在竹林前，翠竹劲挺，观者通过画面可以感受微风绕竹林的

清幽雅境。

北宋画家郭熙曾形容夏山“苍翠而如滴”。“夏景图”用墨

用色大多较为浓重，既是呼应万物繁盛之景，亦是因为夏日多

雨，空气潮湿，有水汽便显色重。南宋马麟《荷乡清夏图》便表

现了夏日水汽氤氲之景。近景处，画家将柳叶细致勾勒，又晕

染成浓重的绿，那似被微风吹拂晃动的迷离之感生动传达夏

日神韵。传为唐代李思训所作的《九成避暑图》，以界画手法

描绘避暑行宫，翠瓦红柱点映在青绿山水间，色彩艳丽，营造

出夏日热烈浓郁之氛围。

夏至时地面温度高，空气对流强，午后至傍晚易形成急

雨，唐代诗人刘禹锡“东边日出西边雨”描写的便是这种情

境。清代董邦达的长卷《夏山欲雨图》把山雨欲来之状表现得

很是传神。中间一组山林分割画面，左半段天空留白，右半段

天空染墨，山间云气层层叠叠，显然一场大雨正在酝酿。画

中，远山山头色重而下方色浅，必是画家悉心观察过夏山欲雨

的景象和光感，才能画得如此概括、形象。

炎炎夏日，品读古人笔下丰富的夏景，既可借画中清凉消

散心头酷热，亦可领略千年文脉传承之生生不息。

风雅生活 涉笔成趣

古人如何过夏？诸多传世“消夏图”为研究者提供了图像

依据。这些画作不仅记录了古人在夏天的生活方式，也为今

人了解古代社会风俗及其蕴藏的文化观念提供参考。

古代“消夏图”中多见悠闲高士，他们或置身园林，或隐于

山水。这些人物形象，寄托着画家超越世俗、寄情自然的理

想。明代周臣《山亭纳凉图》中，奇石屹立，数株芭蕉掩映其

间，一位高士正于亭中席地纳凉。他手持羽扇，身旁放有书

卷，目光望向亭外，凉亭四面通风，观者似乎能感受到画中人

的闲适惬意。元代刘贯道《销夏图》则集中展示了高士讲究的

生活品位和学问修养：庭园中种有翠竹和芭蕉，设有屏风、桌

案、床榻；值得玩味的是，作品采用了屏中屏、画中画的重屏手

法，屏风上绘有一高士坐榻的画面，画面上亦有屏风，屏风上

亦有画，增添了画面的纵深感，极具欣赏趣味；桌上有简册、珍

玩；床榻上的主人公身着燕居服，背靠隐囊而卧。画家似乎有

意将体现主人公修养的要素在画里“一网打尽”。画中琴、书、

画、茶一应俱全，主人公右手握麈尾、左手执卷轴，身后放置乐

器阮，都似乎是为了彰显品格而有意设置，塑造了画家心目中

理想化的人物形象和生活。

适当午睡、调养心神是夏日养生的关键。宋代佚名《槐荫

消夏图》中，矮榻上的高士怡然而睡，他衣衫松垮，左手放于腹

上、右手扬起随意放在头边，赤足而双腿交叠，姿态放松而生

动。此画用丝滑连绵的“高古游丝描”勾勒人物和衣纹，刻画

细致入微，行笔飘逸柔美。画作真实反映了古人闲适的夏日

生活。

消暑纳凉，最佳位置在临水之处。宋代的李嵩《水殿招凉

图》以及佚名画家《荷亭听雨图》《纳凉观瀑图》等作品，都描绘

了古人在临水而建的台阁中消夏的场景，或近湖面，或伴池

塘，或傍山溪，意境清幽。譬如，《荷乡清夏图》近景处，长桥连

接两段杨柳堤岸，桥上之人或眺望远方、或正在闲谈；中景处，

湖面空阔浩渺，几艘小舟徐徐前行；远景处，荷塘用墨加花青

点出，继而是柳堤、烟云、远山和绵延的水岸线。此画之妙，一

在视野宏阔，将旷远的景色尽收入画，可见画家高超的驾驭能

力；二在以少胜多，无论是大面积留白，还是几叶扁舟，皆言有

尽而韵无穷。

从纳凉休憩、赏荷泛舟，到观瀑避暑、友人雅集，古画中的

夏日生活丰富多彩。一件件作品，亦折射出历代绘画图式与

技法的演变，为当下美术创作提供启示。

清塘荷韵 翰墨生香

夏至时节正是荷花盛开之际。荷花以其清丽姿容和浑身

是宝而深受大众喜爱，又因“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在

中国文化中被赋予“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的君子品格。历代

画荷的佳作不胜枚举，工笔、没骨、写意等表现手法多样，可以

说荷花题材绘画浓缩了中国花鸟画艺术语言的变迁，既有精

细入微、富丽典雅之作，也不乏豪迈洒脱、野逸放达之风。

传为南宋吴炳所作的《出水芙蓉图》是颇负盛名的荷花题

材作品，物象简洁、技法得当、含蓄蕴藉。画中，粉红色荷花呈

盛开状，画家以细墨线勾勒花瓣，再以粉彩层层渲染，如同五

代黄筌一派画法“以五彩布成”，最后色彩几乎掩盖墨线。花

瓣上用淡红色勾勒纹路，两条长线中间夹一条更淡更细的短

线，依托线的组织和流向精准表现出花瓣微微蜷曲的形体关

系，技法高超。荷叶的翠色和荷秆的灰绿不再反复渲染，而是

运用积色法较快点染而成，厚重而松弛，衬托出明艳动人的花

朵，使画面丰富而有节奏感。此画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一朵荷

花几乎占满画幅，却不显空间拥挤，反而显得花瓣轻薄、花朵

饱满，高洁清雅。

莲子养心，莲须生津止渴，荷叶清暑利湿……除了单枝荷

花，大面积的荷塘也是古代画家笔下常见的艺术意象。南宋

冯大有《太液荷风图》便描绘了荷塘一隅，像轻伞一样的荷叶

顾盼生姿，每一片叶的阴阳向背都在画法和色彩上有微妙差

异，于统一之中形成节奏和层次。另绘有野鸭双栖、蝴蝶双

飞、莲蓬结子等意象，寓意吉祥。南宋佚名《荷亭销夏图》中，

一亭台建于水面之上，连廊人影攒动，主人公高卧于亭心，水

中荷影摇曳。清代王翚《水阁延凉图》中，同样有一邻水而建

的楼台，一人坐于其中望向远方，身后是一片荷塘。此二图均

表现了古人喜植荷花、闻荷香、感熏风、得凉爽的情境，正是

“荷塘生微风，暑气晚来退”的艺术写照。

二十四节气是古人顺天时、明物理的经验总结，它体现着

自然的规律，即顺应天地之气韵，成就万物之生动。古人将自

己对自然的观察、感悟描绘成画，传承千百年。画中品夏至，

品的是多样情绪，品的是一点文心，品的是物华天宝，品的是

生意盎然。夏至已至，不妨走进那可行、可望、可游、可居的夏

景图中，与荷香墨香同醉，与文心童心共情，开启一场跨越时

空的古今对话。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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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作为建筑“第

五 立 面 ”，常 被 忽 略 的 屋

顶，逐渐被纳入城市景观

规划。屋顶空间的有效设

计，不仅为城市天际线增

添丰富的层次和美感，更

在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改

善城市生态环境、提升城

市整体形象、推动城市可

持续发展等方面，展现出

独 特 的 潜 力 和 价 值 。 随

着 推 进 屋 顶 绿 化 等 相 关

政策出台，越来越多的灵

感创造在各地城市屋顶上

“生长”，让城市建筑变得

多姿多彩，让城市空间变

得开放且充满活力。

在城市空间立体绿化

建设中，“屋顶花园”成为

城市空中景观的重要组成

部分。营造有生命力的城

市“第五立面”，提升建筑

美感和综合价值，成为屋

顶空间设计的显著特点。

以地处商业繁华地带的北

京红桥市场屋顶花园设计

为例，设计团队采用新型

屋顶绿化技术进行花园式

景观营造，不仅设计种植

了 适 于 屋 顶 生 长 的 40 余

种观赏植物，还打造了水

景并设置了一座浪漫的艺

术红桥，充满诗情画意，与

相邻的天坛公园景观相呼

应。绿化后的屋顶成为生

态优美的户外休闲空间，

从单一的硬质景观衍生出

休憩、游乐、登高远眺等多

元功能，同时还是寓教于

乐的“自然课堂”，未来还

将加入更多满足现代生活

需求的功能，实现生态效

益、景观效益和功能使用

的完美结合，为老建筑注

入新活力。

从建筑风格、屋顶结

构、屋顶荷载和生态环境

等方面出发，以一体化设计营造屋顶景观，不仅能够活化建筑

空间，更能展示建筑美学风格。位于北京市的中国标准科技

集团办公楼的屋顶花园，便致力于实现审美、技术与品质的和

鸣。设计团队利用特殊的轻质材料、借助巧妙的布局设计，打

造出低荷载的中式园林景观花园，既呼应整体建筑风格，又凸

显文化内涵。新中式园林设计风格方正规矩、典雅大气，充分

讲究空间层次和移步换景，不仅是一道亮丽的风景，也为建筑

增添一处亲近自然的休闲之所，更助力减缓城市热岛效应，展

现了屋顶花园对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性。

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是当前城市发展建设的重点要求，屋

顶空间设计也向着这一方向延伸。设计师以巧妙的设计，通

过线路优化、布局构建等手段，试图让屋顶有限的空间发挥最

大的效能。在浙江省温州市，设计团队通过对地上、地表和地

下不同竖向空间进行多维立体开发利用，将桃花岛片区的污

水处理厂屋顶打造成现代体育休闲公园，激活了片区活力。

在广东省深圳市，设计团队根据周边居民不同的生活和运动

需求，在地铁 2 号线南航站楼和车厂大楼的屋顶上建设了深

圳湾体育训练基地，丰富了周边居民生活。从安全性和功能

需求出发，以艺术设计提升空间利用率，在优化城市功能品质

的同时，也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人文关怀彰显城市温度，屋顶空间的品质反映着城市空

间的温馨度。当下，很多设计师以融合理念，将屋顶打造成供

人们沟通交流的新型社区活动场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

园绿云屋顶共建花园的探索便是其中一例。该建筑是一栋公

寓，设计团队结合“屋顶绿化”和“共建花园”两种理念，将其屋

顶打造成新型社区空间——通过出租农场、举办活动等形式，

增强邻里间的凝聚力和情感连接。设计后的屋顶，如一片“绿

云”为人们带来审美享受，也弥补了周边空间的功能短板，让

社区生活形成良性互动。

屋顶空间还成为创意设计的舞台。不少设计师通过多元

手法，解锁屋顶露台新玩法，为城市注入更多传统与现代融合

共生的文化因子。比如，北京市的乐成四合院幼儿园的“漂浮

屋顶”，其设计立足四合院文化，借助现代化的设计手法，将不

同建筑间有限的空间最大限度地转化为一个室外平台，满足

了孩子们的户外运动需求。这个“漂浮屋顶”，让老建筑与周

边现代建筑相连接，展现出多重城市历史和谐并存的空间形

态。上海市张江科学会堂的屋顶花园，一步一景，四季之美

尽收眼底，雕塑之美润人心田，与张江科学城“环境人文生态、

充满创新活力”的文化内涵相应和，彰显这座城市蓬勃向上的

活力。

作为城市上空的美丽花园，城市屋顶空间设计正在不断

优化建筑“第五立面”的利用，既刷新建筑“颜值”又提升建筑

“价值”，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生机。屋顶还有广阔发

掘空间，进一步加强各方合作，运用新技术、新材料、新理念，

更好助推“第五立面”立体绿化，将为花园城市建设厚植美的

底色。

（作者单位：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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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山亭纳凉图》，作者为明代周臣。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中国画《出水芙蓉图》，作者为南宋吴炳（传）。

故宫博物院藏

▲中国画《山居纳凉图》，作者为元代盛懋。

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

▼广东省深圳市深圳湾体育训练基地局部俯瞰图。

徐 俊摄（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