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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国时期，农历的五月便被称
为“恶月”“毒月”，《礼记·月令》载：“是
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
斋戒，处必掩身，勿躁，止声色，毋或
进，薄滋味，毋致和，节欲，定心气。”
中国古人有“龙星纪时”的传统，简言
之，就是将六个星宿（角、亢、氐、房、
心、尾）组成一组龙星，农历四月是

“龙星”升天可以进行“雩祭祈雨”的
日子。之后，便有“夫辰角见而雨毕，
天根见而水涸，本见而草木节解，驷
见而陨霜，火见而清风戒寒”（《国语·
周语》），此时的“龙星潜藏”便是标志
着雨季的结束。夏至前后，龙星在天
空处于“中正”之位，即为“飞龙在
天”。故，五月初五这一天也被称为

“天中节”，《岁时广记》言：“五月五
日，乃符天数也。午时为天中节。”在
阴阳五行的观念中，农历五月是阳衰
阴盛的开端，在阳数中“五”又位于最
中间的数，故而五月五日午时被称为

“天中”，也是一年当中的至阳之时。
夏至之后，暖气始盛，阴气滋长，蚊虫

活跃，疫病流行，古人认为其为鬼兽
所祸。

为了禳疫祈福，古人逐渐生发了
诸多习俗。秦朝统一六国之后，将南
方与北方的端午习俗融合，使得这一
日拥有了多重称呼，如天中节、端五
节、端阳节、重午节、重五节、五月节、
龙舟节、解粽节、菖蒲节、屈原日等
等。魏晋时期，开启了端午日插五时
花的习俗，《酉阳杂俎》中有：“北朝妇
人常以五月进五时，图五时花，施帐之
上。是日又进长命缕，宛转绳结，皆为
人像带之。”这种用丝线结成人形绳
结，佩戴辟邪的习俗一直延续至明
清。西汉《礼记》中有载：“五月五日蓄
兰为沐浴。”所以，端午节又称“浴兰
节”。宋人吴自牧在其《梦粱录》中有
言 ：“ 五 日 重 午 节 ，又 曰‘ 浴 兰 令
节’……杭城人不论大小之家，焚烧午
香一月，不知出何文典。其日正是葵
榴斗艳，桅艾争香，角黍金色，菖蒲切
玉，以酬佳景，不特富家巨室为然，虽
贫乏之人，亦且对时行乐也。”可见，富

贵人家与平头百姓在端午一日，都在
遵行特定的习俗和仪式。又有清康熙
年间的《钱塘县志》载“五月五日为天
中节。门贴五色镂纸，堂设天师、钟馗
像，梁悬符录，盆养葵、榴花、蒲、艾叶，
丹碧可观”等。端午节当日的习俗有
沐兰浴、系五色丝、饮雄黄酒、食百索
粽、插艾叶、制蒲剑、摆蒜拳、挂虎饰、
贴五毒符、穿五毒衣、赛龙舟、铸镜、拔
河、斗草、赏花……不难想见，为了辟
邪驱灾，古人几乎动用了一切“手段”
和智慧。

钟馗其人在古书记载中，系唐初
长安终南山人。唐开元年间，赴长安
应试，取得头名贡士。偏巧殿试之时，
奸相卢杞因钟馗相貌丑陋，使其落
榜。钟馗愤恨撞柱而死。唐明皇知晓
此事，以状元之名将他安葬。至于钟
馗捉鬼的传说，则见于《唐逸史》中的
记载：“臣终南山进士钟馗也。因武德
中应举不捷，羞归故里，触殿阶而死。
奉旨赐绿袍以葬之，感恩发誓，与我王
除天下虚耗妖孽之事。”这里清晰地记
录着钟馗是着绿袍的。而北宋郭若虚
在其《图画见闻志》中有：“昔吴道子画
钟馗，衣蓝衫，革敦一足，眇一目，腰
笏，巾首而蓬发，以左手捉鬼，以右手
抉其鬼目。笔迹遒劲，实绘事之绝格
也。”后世的钟馗像中有将其绘为头戴
乌纱，身着蓝蟒袍，腰束玉带笏板，足
踏翘头皂靴的形象。后，又因原文中

“衣蓝衫”，与“褴褛之衫”谐音，故而，
蓝袍的形象并不是特属。《钟馗图》为
晚清海派画家任伯年所绘，根据题款

“光绪壬午五月五日”字样可知此图绘
于光绪八年（1882）的农历端午日。画
家以逸笔墨彩写钟馗之袍衫，玉带、乌
纱、皂靴、破扇遮颜，身下有一绿色小
鬼佝偻身躯，钟馗其肘压于其上。上
有吴昌硕后题：“破扇格虬拜，醉态良
可耻。夜叉作驱使，老道是长技。世
运丁极否，白日鬼成市。蒲酒陈一觞，
请公逐百鬼。莼生仁兄藏，伯年先生
画钟馗，古拙超逸，笔笔独到，属题句
率成四十字。光绪丁未（1907）中秋吴
俊卿，老缶。”将任伯年后期的钟馗画
以行草笔意入画的那种节奏、气韵等
绘写得精准到位。

《清嘉录》中有诗：“榴花吐焰菖蒲
碧，画图一幅生虚白。绿袍乌帽吉莫
靴，知是终南山里客。”这里的钟馗又
变成了绿袍的“战神”，后又有记录钟
馗身着紫罗袍种种。但最为常见的还
是于明清绘画中红袍的“钟馗样”。仅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至少藏有三幅红
袍钟馗形象，均为任伯年所绘。其中

《朱笔钟馗图》是于端午日“效金冬心
先生用禅门米汁和墨写之”。在中国

人的观念中，红色本身就是辟邪的颜
色，若用朱砂和墨加入禅门米汁仿佛
在钟馗这种文化形象之中附以超自然
的“加持力”，可以逢凶化吉，百毒不
侵，驱邪禳祸，福泽永绵。三张红袍

《钟馗图》均手持宝剑，七星宝剑在古
代同样是具有符号性的，欧阳修在其
诗《宝剑》中有：“宝剑匣中藏，暗室夜
长明……煌煌七星文，照耀三尺冰。
此剑在人间，百妖夜收形。”我们看到
的钟馗，乌纱帽、红罗袍、佩七星宝
剑，脚穿“吉莫靴”，与古籍中记载唐
明皇梦中的蓬发虬髯、面目恐怖、头
戴破乌纱、脚蹬大朝靴的形象十分吻
合。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作为驱鬼
的“法器”——终葵，还是作为啖鬼的
神祇——钟馗，其作用都是驱邪避凶，
安年禳祸。

到了明清，钟馗图的绘制和悬挂
分成了岁末绘画而端午日悬挂的习
俗。明代《旧京遗事》中载“禁中岁除，
各宫门改易春联，及安放绢画钟馗神
像。像以三尺长素木小屏装之，缀铜
环悬挂，最为精雅。先数日各宫颁钟
馗神于诸皇亲家”，此处说明沿袭了唐
宋的传统年末绘画和颁发。清人顾禄
在《清嘉录》中有“古人以除夕，今人以
端五，其用亦自不同……又吴曼云《江
乡节物词》小序云：杭俗，钟进士画像，
端午悬之，以逐疫……《雄江震志》云：
五日堂中悬钟馗画像，谓旧俗所未
有”。《庆瑞图》是清初新安（今安徽歙
县）画派画家姚宋（1648—1721）所绘，
根据题款：“丁酉（1717）蒲月午日写
庆瑞图。七十叟姚宋。”可知此图是
专在端午日绘制的节令图。画面的
内容就是钟馗一副豹头环眼虬髯黑
面的丑怪模样，一边饮酒一边镇压五
鬼的形象。画家以细润的笔法线条，
勾勒钟馗及五鬼，其中三鬼托乘钟馗
犹如“瘿木椅”，钟馗身后一红发兽面
恶鬼手托一瓶向空中，不远处似画一
只蝙蝠，颇有“清平（瓶）福（蝠）来”之
意；钟馗身前的两鬼犹如民间做“钟
馗戏”中“叠罗汉”状，手托犀角，内
盛菖蒲、石榴花、艾草等。画面笔法
娴熟，构图讲究，犹如彼时流行的钟
馗 戏 所 带 来 的 戏 剧 场 景 的 视 觉 冲
击。例如至今仍然保留完整的明杂
剧《庆丰年五鬼闹钟馗》及清代内廷
在除夕所演的时令戏《殿庭驱祟》等
展现出的舞台感。及至晚清民国钟
馗像越来越趋向于端午供奉，以求辟
邪镇宅。从岁末到端阳，从门前张挂
到厅堂供奉，其表现的内容也逐渐丰
富多样。 （文/安夙）

注：更多作品图片见《中国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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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画说端午

[清]任伯年 钟馗图 125cm×52cm
纸本设色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王雪涛 清供图 99cm×32cm
纸本设色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苏六朋后期在广州因画艺高
超，渐为社会看重，文人士子和他
交往也越来越多，也创作了不少以
文人生活为主题的作品。广州艺
术博物院藏《曲水流觞图》和《文会
图》便是其代表性作品。

《曲水流觞图》描绘兰亭修禊
故事。兰亭在浙江绍兴西南 12.5
公里的兰渚山下。相传三代时夏
禹曾大会诸侯于此，春秋战国时越
王勾践种兰于此得名。“此地有崇
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
映带左右。”晋永和九年（353）暮春
三月三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王羲之和谢安等一众亲友四十一
人雅集于此，可谓“群贤毕至，少长
咸集”。据明代叶盛《水东日记》卷
三十三“兰亭修禊图诗序石刻”条
所记，当时雅集成诗两篇者十二
人。雅集由王羲之作序并书，此即
我国书法史上著名的《兰亭序》，孙
绰作后记。兰亭原址已废，现见到
的建筑和园林，是明嘉靖二十七年
（1548）所迁建，以及后来整修的王
右军祠、墨华池、兰亭及碑亭等。
至于兰亭修禊画卷，历代以来最为
著名者为宋李公麟《兰亭觞咏图
卷》，该图于宋淳祐六年（1246）曾
由庐陵曾宏父刻于其凤山别墅，后
迁移于绍兴。画卷元末浦江名儒
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四十六记
录甚详。篇末称云：“予兄此卷于
友人家，因借归记其事如右。”未明
言借自何家。但《水东日记》“兰亭
修禊图诗序石刻”条末有“右唐中
书令河南褚遂良所拓晋右将军王
羲之《兰亭宴集序》，并谏议大夫柳
公权所得群贤诗，御史检法李公麟
制图，皆驸马王晋卿家所藏，可谓
三绝。崇宁三年（1104）六月十五
日襄阳米芾书”，可知该图及褚拓
本等都曾入藏王诜家。此后图卷
未见元明清诸家著录。故宫博物
院藏有明代文徵明《兰亭修禊图
卷》和仇英《兰亭扇面》，上海博物
馆藏明代钱穀《曲水流觞扇面》，其
他不一一列举。

苏六朋在世未出省，更未到过
浙江绍兴会稽山，所见藏画也多以
粤中所藏，六朋此作是否有前人蓝
本供参考未得而知。此直幅绢本
水墨画崇山峻岭，树木掩映，小溪
尽头瀑布倾泻，二小童在上流装酒
放觞，人物沿着小溪两岸，有站立

静观凝视，有三数结伴坐地上叙
话，有敛祍危坐，有抱膝微吟，有仰
面坦腹，有伸足拊掌，有歪头侧视，
各尽其态，神情悠闲自适。小童多
人持竹竿勾引酒觞，前景浓荫下临
溪处，二小童抬酒罐过桥前来。
此图雅集人物可见者仅二十一
人，小童十人，文士仅达该次盛会
一半稍多，不若李公麟画实数可
计，但浓荫如盖，余数可作“藏”于
浓荫处也未尝不可。此图自题：

“癸丑暮春之初，为璇宗四兄大人
属，画于石亭枕琴庐。”癸丑即清
咸丰三年（1853），石亭为石亭池
馆，苏六朋于广州大塘街寓处。
于暮春时节画暮春之景，此图写
景之逼真当不寻常。王羲之兰亭
诗有“代谢鳞次，忽焉以周。欣此
暮春，和气载柔。咏彼舞雩，异世
同流，迤携齐契，散怀一丘”等句，
孙绰后序亦有“……暮春之始，褉
于南涧之滨，高岭千寻，长湖万
顷，乃藉芳草，鉴清流，览卉物，观
鱼鸟，具类同荣，资生咸畅”，可见
此画虽具文人情怀雅致，气氛清
丽，然略嫌盛况未足。

（文/谢文勇）

兰亭修褉和苏六朋《曲水流觞图》

[清]苏六朋 曲水流觞图轴
1853年 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宋明远，1938 年生于辽宁。中国
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太平洋学会海
洋画派研究分会会长。出版有《中国
近现代名家画集·宋明远》《茶余饭后
话沧海》《儿童海洋简笔画》《宋明远
海水画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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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画海？这是人们问我最多的问题。
我自幼在海边出生长大，看海、听海、嬉海，

懂海及至爱海、画海，一生与大海结下不解之
缘。20世纪50年代从艺专毕业后，在写生与创
作中，经常接触到全国各地来看海的人们，看到
人们对大海的喜爱、向往甚至欢呼雀跃的样子，
深受触动，遂决心画海，立志要通过画笔把大海
奉献给爱海的人们。我早年的版画、年画、油
画、中国画等都有关于海的题材表现。进入20
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大潮风起云涌，大海正是
表现时代主题的最好载体，更加坚定了我在海
洋绘画艺术创作上的信念和决心。在不间断的
海洋绘画探索实践中，我深刻体会到，由于受到
传统文化和地理因素等影响，在几千年来的传
统中国画领域中，海洋绘画一直是一个历史空
白。随着海洋时代的到来，我深感作为一名美
术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个空白填补起
来。这也激励我在年过半百之际，毅然南下广
州美术学院，探索开拓中国海洋画道路，孜孜以

求，耕耘不辍数十载，不曾倦怠。
在画海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回想当年，当我决意画海，面前除却一片汪

洋，根本找不到可资借鉴的史料。我们知道，古
代画谱关于水的技法讲解少之又少。即便《芥
子园画谱》初集编撰山水画谱，且集前人山水画
谱、画诀之精要，但还是以山石为主，水次之。
画水的技法也只停留在勾线、留白等技法层面。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以海为师，师法海水自
然，走遍万里海疆，愈发感到海洋的博大精深，
欲用中国画技法加以表现，单靠我个人是远不
能及的，必须团结起一批志同道合的画海艺术
家共同研究探索。21世纪初我从新加坡回国
后，推动开创“海洋画派”，近二十年来，与“海洋
画派”艺术家们共同探索、创新发展，归纳总结
中国海洋画的创作理念与学术定义，构建起中
国海洋画的理论与技法体系，推动中国海洋画
成为一门新的画科，对中国画传承与创新发展
进行了积极的推动和有益的探索。

画好中国海洋画，画好海水是关键，也是中
国海洋画学习与创作的基本功。动与多变性是
海水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我通过对大海不同运
动形态特点的观察，归纳总结出十大类海水动
态构成形式、动与静两大类基本运动形式并以
范图方式分类呈现，两部分内容共汇500图例，
集结为《宋明远海水画谱500图》，以详尽、细致、
深入浅出、条分缕析地解读画海水的技法，为广
大海洋画学习者提供参考与借鉴。同时，在笔
墨技法之上融入个人情感，最终呈现出富有诗
情韵律的海、富有情感色彩的海，这便是画海的
更高境界了。综上，我归纳总结出画海水的基
本法则为：一水多法首没骨，一笔三色远及天。
积墨慎托留白浪，澎湃大潮心海间。

我们要把大海的精神品格以史诗般壮阔的
画卷呈现出来绝非一日之功，需要艺术家具有
严谨的治学态度，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具
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汹涌澎湃的激情，百折不挠
的毅力，娴熟独特的艺术功力和对大海的无限
热爱。我们既要尊重海的客观规律，不断观察、
仔细研究、反复实践，又要融入个人的审美理想
和情感，持之以恒、百折不挠，进而达到人海合
一的境界，最终才能使海水的波澜壮阔和正大
气象得以艺术呈现。

（文/宋明远）

为什么要画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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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远 屹立 189.4cm×498.7cm 纸本设色 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