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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青绿山水呈现的地图

被故宫掌门人称为“国宝级的书画作品”的《丝路
山水地图》，到底是中国传统的青绿山水画，还是一幅
古代绘制的地图？

人类地图的起源是因为尼罗河水患每年都要冲垮田
界，为了田地所有者能确分各自的权益，进而绘制地
图。古代中国也有类似传说——大禹治水，为明确被大
水冲掉地界，4000年前大禹把九州地图分别刻制在九个
大鼎上。战国时，管子还强调打仗必须先熟悉地图。

中国古代的地图又称“舆图”，舆的本意是车厢，
借指古代测量大地的工具“记里车”。东汉科学家张衡
把“记里车”改进“记里鼓车”，这个车分上下两层，
分别有木偶，每走一里击鼓一次，每走十里敲钟一次。
驾车人记录声音的次数既可以算出距离。

东汉末年曹魏时期的裴秀作 《禹贡地域图》，提出
“制图六体”：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
把比例尺 （分率） 列为绘制地图的第一要素，用“计里
画方”即按比例绘制出方格坐标网而形成地图。李约瑟

《中国科技史》把裴秀誉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目
前，中国发现的最早古代地图是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考
古发掘出土的3张绘制在缣帛上的彩色地图：《地形图》

《驻军图》和《城邑图》。
“丝绸之路”名词是 188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

在《中国》一书中提出的，是对公元前后数百年中国和
印度之间丝绸香料贸易交通线的特定所指。这个概念得
到了历史的持续回应，成为中国与世界友好交流往来的
文明方式的总称。历史上称得上“丝绸之路地图”的有
许多，但限于编著者的观念 （如西汉刘歆编著 《七略》
奉行“收书不收图”的旧例观念） 和印刷复制不便，直
到宋代雕版印书普及后才有所改变。因此，宋代以前的
古地图留存很少。

《丝路山水地图》 又被称为“青绿山水画”，或者
说，这幅地图是用青绿山水的方法呈现的。青绿山水是
中国山水画最早成熟的式样。2017年，北京故宫博物院
举办了馆藏历代青绿山水画展，其中宋代青绿山水长卷

《千里江山图》 引发轰动。青绿山水以概括、富有强烈
对比的表现形式，适合表现观赏性与实用性相协调的山
水地图。明清时期出现了一批青绿山水地图，由于实用
性和时代整体绘制水平的制约，普遍艺术性不高，格调
偏俗气。

在照相技术发明以前，中国绘画和世界各国绘画都
有图像记录功能。中国古代绘画在审美功能和实用功能
方面往往可以兼顾，就像今天有些艺术水准高的照片。
从汉画像砖、《韩熙载夜宴图》，到清代 《康熙南巡图》
等无不是历史场景的图像记录。《丝路山水地图》 也具
有这样的功能。

是一幅“什么图”

《丝路山水地图》又名《蒙古山水地图》，有文章指
出 《明<蒙古山水地图>实为中国穆斯林前往麦加的朝
觐地图》。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幅地图画？

《丝路山水地图》宽0.59米、长30.12米，绢本，曾
藏于明朝皇宫，1930年代由日本著名收藏机构藤井有邻
馆收藏，2002年回流中国，经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林梅
村10年的研究鉴定，认为作品创作的主要参与者是明代

“吴门画派”谢时臣，是根据明初 《陈诚西域使程记
图》和传安《西域见闻录》等资料绘制的，确认为“明
朝宫廷的皇家地图”。

这幅长卷从东面的嘉峪关一直向西画到天方城 （今
沙特麦加），其中城市、关隘等重要地标有211个，对重
要的地名、城市，长卷运用传统中国地图的惯例，直接
用文字予以标注和说明，如丝路上各城市重镇，敦煌

（中国）、撒马尔罕 （乌兹别克斯坦）、赫拉特 （阿富
汗）、伊斯法罕 （伊朗）、大马士革 （叙利亚） 等。

据《汉书》记载，最早的丝绸之路地图是由西汉大
将李陵绘制呈送给汉武帝。东汉末期魏晋时代，佛教开
始大规模传入中国，中国僧人法显、惠生，天竺 （印
度） 僧人佛图调、须菩提等往来于中印之间，东晋名僧
释道安写成 《西域志》《西域图》。《中国古代地图文化
史》的作者席会东认为，就“陆上丝绸之路”来说，并
没有一幅古代地图是专门描绘这个主题。古人绘制涉及
丝绸之路的地图主要有三个方面：官府的疆域地图、僧
侣传教 （信众朝觐） 地图和商家的商旅地图。其中疆域
政区图是存留数量最多、类型最丰富的中国古地图门
类，在古代称作“舆地图”，按表现内容不同，分为天
下图、全国图、郡国图、省图、府州图、县图等等。

疆域地图，往往不是以各朝代实际控制的地域为界
限，而是反映当时古人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因此很多
包括了今天所说“丝绸之路”的内容。一方面，中国历
代王朝向来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如清代乾隆
年间绘制的《乾隆内府舆图》就包括几乎整个亚洲，体
现帝王“天下一统”的疆域观念；另一方面，随着历朝
历代中外交流的积累，东西方地理、地图知识的传播、
融汇，特别是元明以后，人们对世界的整体认识提高，
逐渐出现了包括世界的“天下图”。16世纪，西方传教
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为迎合中国帝王绘制出了以中国为
中心的《坤舆万国全图》。400年来，这个图式成为中国
版世界地图的“标准版”。世界地图的出现，使得中国
人对“丝绸之路”有了整体的关照和认识。

今年中央春晚呈现《丝路山水地图》所引发的关注和
议论，让大众更加深入地了解和认识了“一带一路”倡议的
历史渊源及时代意义。就此来说，无疑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作者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大雅宝胡同甲2号，是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和二环
路相交的一处大杂院。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是
中央美术学院的教职工宿舍，院落不大，住着十几户
人家。如今说起，个个名字如雷贯耳：叶浅予、戴爱
莲、滑田友、李苦禅、李可染、邹佩珠、董希文、张
林英、李瑞年、王朝闻、韦江凡、彦涵、张仃、蔡
仪、范志超、祝大年、吴冠中、丁井文、黄永玉、张
梅溪、袁迈、柳维和、程尚仁、孙美兰、常濬、万
曼、宋怀桂、贝亚杰、王曼硕、陈沛、陈伟生、周令
钊、陈若菊、侯一民、邓澍……他们用自己的青春、
热情和才华，谱写了20世纪中国美术的辉煌篇章。

正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举行的“二十世纪中国美
术家的记忆——大雅宝胡同甲2号文献展”，把居住在

“大雅宝胡同甲2号”的主要艺术家及其代表作、日常
生活与艺术交往的细节、美院教学与艺术创作的场
景，与时代背景融合，揭开一段中国美术传奇背后的
故事。

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形象设计者。张仃与周
令钊组成国徽设计小组；周令钊与夫人陈若菊共同绘
制了新中国第一张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油画家
董希文、雕塑家邹佩珠与滑田友、木刻家彦涵等参与
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建造。

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美术的开拓者。李可染、
张仃、罗铭三人尝试通过写生的方式来改变中国画的
困境；董希文在这里完成了油画《开国大典》，并深入
探索着油画民族化的方向；工艺美术家们则为装帧设
计、壁毯、染织等工艺美术的发展作出贡献，甚至与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筹建工作密切联系。

自上世纪40年代末起的数十年间，“大雅宝胡同甲
2号”一如“文化大宅门”，聚集、见证了众多艺术家
的人生。这几十位艺术家有着不同的艺术道路和观
点，却互相尊重、理解。他们不但创造了20世纪中国
美术的辉煌，还让大雅宝胡同的精神和气质在下一辈
人身上不断传承、发扬。新的传奇也在不断地缔造、
书写。

“南虫艺术之张汉东作品展”日前在云南曲靖美
术馆展出。我从红河奔袭350公里，为开展之日能一
睹作品。

张汉东，云南玉溪师范学院湄公河次区域民间
文化传习馆馆长。这个人身上有着许多故事，对于
我来说，他最大的一张名片是“南虫艺术”。

一个阳光灿烂的冬日，我慕名造访玉溪师范学
院湄公河次区域民间文化传习馆。传习馆坐落于师
院本部，一座落成不久的楼房，里里外外透着“南
虫艺术”气息。进楼里，浓烈的艺术气息扑面而
来。墙上是绘画和书法作品，案上摆着镂作之中的

木雕和正在绘制的陶罐，馆内收藏着云南民间艺术
音乐。在琳琅满目的艺术作品中，我一眼看到张汉
东的两幅梯田油画，于是双脚生根，内心澎湃起
来。那是我熟悉的画面，是心中常常出现的场景。
作品用色鲜亮热烈、情绪饱满，传达出一种温暖、
热情、自信的生命信息。另外一些绘画作品，则是
古朴、拙稚的人物或生物意象，让人怀想人类的生
生不息。

在曲靖美术馆的展览上，我看到了张汉东更多
的作品。我认为，他是在诉说云南故事，唤醒云南

“乡愁”。那些绘画作品，是我们生命的图像、内心

的幻影、灵魂的符号。无论油画、版画还是国画，
张汉东都不全按照“标准”来画，有自己的创造。
我的理解是，他在不断思考和探索准确、生动、艺
术地展现云南的方式。“南虫艺术”就是多年思考和
探索的成果。

张汉东主导的“南虫艺术”，生发于云南大地，
集大成于玉溪师院湄公河次区域民间文化传习馆，
以云南澄江县帽天山出土的五亿年前的古生物化石

“云南虫”为历史纵向茎轴，以云南多样性族群文化
为横向枝蔓，整合古生物学、人类学、文艺学等，
发掘具有云南特性的艺术。

日前，“中华意蕴——中国油画艺术国际巡展国内
汇报展”（杭州站） 在杭州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
参展画家以中国国家画院油画院研究员为主体以及部分
来自中国油画界的其他优秀油画家，共60余位，共展出
作品约150幅，是一次全面整体地展示当代中国油画艺
术成就。

这次高规格展览缘起，要追溯到2016年夏天。2016
年7月，“中华意蕴——中国油画艺术国际巡展”在法国
巴黎布隆尼亚宫展出，这是中国油画首次以国家名义出
国交流。展览在法国艺术界和社会上产生重要且积极的
影响，受到法国观众热情欢迎。

为了让更多国内观众有机会欣赏到当代油画精品，
展览组委会决定2018年上半年在杭州、上海、广州、重
庆、西安、沈阳等几个重要的城市举办“中华意蕴——
中国油画艺术国际巡展国内汇报展”。

展览作品以“中华意蕴”为主旨，共分三个主题板
块：生活之意、人文之思、心灵之境。生活之意重在表
达画家对丰富多样的现实生活的关注，及其所引发的独
特感受的表达；人文之思侧重于画家从现实出发所引发
的对于中国文化与历史的情感关怀与深沉思考；心灵之
境重在画家回首内心世界，关乎中国精神与审美的形而
上的自由表现。

“我年轻的时候学习油画时，叫‘西洋油画’，今天我
们能以‘中国油画’为名出国展览。这两个称谓的变化，
是中国油画发展的一个重要明证。”88 岁的油画家詹建
俊说。

油画虽然起源于欧洲，但在中国，经过几代中国油
画家的不懈努力，努力运用油画艺术语言来表现本土生
活、反映中国精神和文化特质，使油画艺术逐渐融入到
中国现代文化的历史进程中。

日前在江苏省美术馆举行的“光明透彻——江苏省美术馆
藏李剑晨水彩画精品展”，精选了李剑晨赠予江苏省人民政府、
由江苏省美术馆典藏的80件水彩画作品，为水彩画创作和研究
提供了宝贵的资源与鉴证。

水彩画起源于欧洲，是一种携带轻便、使用范围广、艺术
性强的画种。它以水作为媒介，调和透明水彩颜料画在专用纸
张上，通过“水”和“色”的相互作用，表现出透明、轻快、
湿润、流畅等水色相互交融的独特韵味。水彩画在中国经历了
传播、普及、发展、演变百余年的历史，经过几代艺术家的努
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中，李剑晨是早期将欧式水彩引入
中国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与关广志并称“南李北关”，为中国水
彩画艺术的开创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李剑晨一生醉心探索水彩画的艺术魅力，创造性地提出水
彩画技法“水分、时间、色彩三要素”，更制作了极其精细的色
谱变化表。出版相关研究著作十余种，由此奠定了中国水彩画
的理论基础，造就了一个时代的水彩画群体，被海内外誉为

“中国水彩画的开山大师”和“中国水彩画之父”。也因其生活
简朴清淡，为人正直坦荡，被称作“德高、艺高、寿高”的

“三高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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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路山水地图》局部

当代油画的中华意蕴
□ 秦 萱

当代油画的中华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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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汉东南虫艺术印象
□ 哥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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