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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文人雅集是文人们宴饮集会、诗画会友的社交活动，

而西园雅集是北宋元祐年间文人的社交活动，该集会留

下了丰富的艺术作品和文化史料，此后，多位画家分别

以集会的画面景象为题材创作了《西园雅集图》。本文

结合文人雅集图的来源、北宋元祐年间的文人精神、李

公麟的《西园雅集图》、南宋马远的《西园雅集图》和

明代画家的《西园雅集图》来分析历代“西园雅集”题

材画作中体现的文人思想的变迁。

一、文人雅集图的来源
文人雅集的起源大概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我

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多篇描写宴饮集会的诗，

如《伐木》《南有嘉鱼》《宾之初筵》等。而后，西汉

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的思想，儒家思想成了当时的

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文人地位得以提高，文人群体

开始扩大。此外，政治家招揽文人门客也为文人雅集活

动的开展提供了便利，如南朝梁萧统在《文选》中提到

西汉梁孝王举办的“菟园雅集”。

魏晋时期，文人群体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名

士们常在一起宴飨宾客、饮酒作诗。曹魏时期，曹操定

邺城为王都，他与儿子曹丕、曹植都喜欢结交名士，因

此文士云集邺下，经常集宴云游，诗酒酬唱，被称为“邺

下雅集”。曹丕、孔融、陈琳等“建安七子”也常在文

昌殿西边的铜雀园饮酒、听音、赋诗，自得其乐；魏晋

时期，隐居山林的“竹林七贤”负有盛名，后世的文学

家和画家认为他们是高士的典范；西晋时期的“华林园集”

和“金谷园集”也颇有名气；东晋的“兰亭集会”是著

名的文人雅集，是历朝历代画家们争相缅怀描绘的文人

雅集题材，这次集会，王羲之创作出了《兰亭集序》这

一名垂千古的经典书法作品，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文学

财富。同时，随着魏晋绘画的发展，文人雅集活动也成

了画家们感兴趣的题材，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记载，

顾恺之的《陈思王诗图》为最早的文人雅集绘画作品；

南京西善桥出土的画像砖《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也可以

看作文人雅集的反映。从此，文人雅集图作为一种艺术

图像在中国画历史上源源不断地被创作出来。

二、北宋《西园雅集图》
宋代经济繁荣，文化环境自由，文人的数量和地位

都空前提高，因此文人雅集图的数量和质量都大大提升。

北宋元祐年间，与苏轼有交游、师承、提携等关系

的文人们组成了以苏轼、苏辙为首的“元祐文人集团”，

这是一个以文艺活动为主、组织形式较为自由与松散的

文人集团，在思想上他们主张独立思考、自由创造。“元

祐文人集团”由苏轼引领，打破了诗歌、书法与绘画之

间的界限，将诗书画结合到一起，实现了不同领域间的

相互贯通，将宋朝的文艺发展推向了顶峰 [1]。苏轼评价

唐代诗人王维时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

之画，画中有诗。”他首先认识到了诗画结合的可能性，

而后又从自己的创作中总结经验，得出“诗画本一律，

天工与清新”的结论，让诗书画的结合在“元祐文人集

团”中流传开来。在苏轼因“乌台诗案”遭到贬谪之前，

文人雅集活动是维系这个文人集团交流的主要手段，而

这些雅集活动中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就是“西园雅集”。

“西园雅集”由驸马王诜主持，在他的宅邸“西园”

中举办，因此得名“西园雅集”，参与的文人名士众多，

有苏轼、苏辙、黄庭坚、李公麟、米芾、晁补之、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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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等人。李公麟、王诜两人分别根据这次雅集创作了《西

园雅集图》以记录此次雅集场面之盛大。

李公麟的《西园雅集图》（见图 1）是一幅水墨纸

本的长卷，卷中以白描手法描绘了李公鳞、苏东坡、黄

庭坚、米芾、蔡襄、秦观等名流宴饮的画面。李公麟以

他首创的白描手法，用写实的方式描绘当时 16 位社会名

流在驸马都尉王诜府邸做客聚会的情景，画中人物以高

古游丝描手法进行刻画，表情生动，线条精细，山石和

花草也细劲有力，整体画面气息飘逸流畅。米芾为此图

作记云：“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

人间清旷之乐，不过如此。嗟呼！汹涌于名利之域而不

知退者，岂易得此耶？”

图 1 传李公麟《西园雅集图》（局部）

尽管“西园”作为文人们的精神家园在后世文人笔

下被反复描绘，但是李公麟的《西园雅集图》在北宋《宣

和画谱》中并未著录，真迹也不存于世。因此，关于是

否真实发生过李公麟所描绘的十六名士齐聚一堂的西园

雅集盛况，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美国学者梁庄爱伦认为：

“鉴于在 11 世纪到 14 世纪中叶的历史、传记与文学资

料中收集不到一点有关‘西园雅集’的史实，更不用说

去证实它，因此问题的结论只能是在历史上可能从来没

有一次‘西园雅集’。”而国内学者徐建融先生则认为：

“由于王诜喜好雅集，西园雅集也不会仅有一次，因此

每一次与会人员都会有所差异……结果却是无意义的。”

虽然不能确定西园雅集在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但

是元祐文人们举办的宴饮集会却是存在的。而在历史发

展中，“西园雅集”逐渐成了文人们的一种精神向往和

审美理想，因而在后世诸多文人的作品中被不断地创作

与再现。

三、南宋马远的《西园雅集图》
自北宋举办盛况空前的“西园雅集”后，历代文人

画家对“西园雅集”题材似乎情有独钟。据学者梁庄爱

伦考察，历代著录的《西园雅集图》画作共有 47 幅，她

曾见过的存世的《西园雅集图》有 41 幅。

在李公麟之后，南宋僧人梵隆、赵伯驹、刘松年、

马远等人都曾画过《西园雅集图》，宋末元初，钱选、

赵孟頫亦作有《西园雅集图》，至于明清，李士达、唐寅、

文徵明、仇英、王时敏、陈洪绶、石涛等人亦皆有此题

材的作品传世 [2]。现存最早的真迹是南宋马远所作的《西

园雅集图》。

马远 (1140—1225) ，南宋画家，字遥父，号钦山，

其山水画特点是孤寒荒远、 静谧空灵，他喜爱在边角作画，

有“马一角”之称。马远的《西园雅集图》颇具山林之趣，

他用斧劈皴法所绘的山石构成了人物活动的背景，笔法

刚劲有力，与李公麟的白描技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马

远的《西园雅集图》（见图 2）整体规制为长卷，表现了

较为宏大的场景视角，有较强的叙事性。马远将南宋院

体叙事性绘画的三个类型都用在了这一幅画当中——“世

俗现实生活，历史故事，佛道世界”。

图 2 马远《西园雅集图》（局部）

欣赏马远的《西园雅集图》时，观者的视角跟随画

卷的展开慢慢向后移动，画面所传达的信息便有了先后

顺序，画中的人物活动及景物等一一展出在观者面前。

马远的这幅《西园雅集图》采取横向取势，用其特

有的“马一角”式边角切割法将长卷分为三段：右面第

一个场景是岸边一队人马分别扛着行李和伞具待渡，河

对面用一块巨石和树木对画面进行垂直分割；穿过溪桥

竹林来到画面的第二段场景，在岸上可见王诜的西园府

邸，徐徐过桥的苏轼，有两位书童跟随其后，一人携琴，

一人捧扇；第三段是雅集的“画眼”部分，马远在人物

活动上做了很大的改变，画面呈现出众人观赏李公麟作

画的情景，米芾、陈碧虚及圆通法师等人的形象均不在

画面内。这样的改变和创新，使画面的主次层次更加清

晰。马远《西园雅集图》的构图相比李公麟《西园雅集图》

的构图有了较大变化，在人物数量上也有所增加。他刻

画景物细致入微，树木花卉多以夹笔手法绘出，山石以

斧劈皴法表现，将“边角之景”和“水墨苍劲”的技法

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美国学者高居翰在其《诗之旅》中表示，南宋院体

画家的人物山水画是在有意识地用绘画为自己和观众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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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一个关于隐士的故事，以这样的历史故事来追忆曾经

的盛景，同时在摇摇欲坠的南宋王朝中寻求自我安慰。

南宋院体画家们绘画的过程是一种对过去美好的缅怀，

也是对重塑当下社会环境的渴望。

四、明代的文人雅集图
明朝时期，文人雅集同样十分盛行，因此文人雅集

的题材也深受画家们的青睐。明代中后期，官场腐败、

党争激烈，“学而优则仕”的选择对于士人来说已经变

得十分艰难。面对这样黑暗的社会现实，明代文人画家

们试图寻求一种精神上的解脱，寄情于西园雅集中所描

绘的文人们聚集在山水园林之间，宴饮取乐、作诗作画，

远离政治党争和功名利禄，自由而平等地寻找共同的理

想和追求的场景之中。当然，明代画家们并不仅仅是追

思过去，他们描绘西园雅集、兰亭雅集等经典的文人雅

集场景，也描绘了当代文人雅集的场景。比如，谢环的《杏

园雅集图》描绘了明代文官雅集的场景，画中最有地位

的“三杨”居于中间，身着官服，正襟危坐，但比起描

绘文人雅集场景，《杏园雅集图》更像是以官宦交游为

主题的肖像画。

明代前期，文徵明和唐寅所绘的《西园雅集图》的

真迹都有留存。文徵明所绘的《西园雅集图》与宋朝画

作的严谨细致不同，他采用了竖向构图，画出了山岭的

全景，气势磅礴，主体人物位于画面的中心，具有独特

的意象；而唐寅所绘的《西园雅集图》更注重人物形象

的刻画和细节表达。

到了明代中后期，仇英、李士达等人的《西园雅集图》

则体现了明代的特色和画家们各自的特点。仇英有许多

《西园雅集图》流传于世，水墨设色兼有，他早年以临

仿古人作品为生，因此绘画风格多样，将各个人物的动

作神态都描绘得栩栩如生。李士达的《西园雅集图》（见

图 3）对苏轼等人的形象并没有做出明显的区分，许多主

要人物的形象趋同，无法分辨其容貌，画作中的山石松

柏造型怪异、扭曲，没有具体描绘细节，具有夸张的装

饰性，这是明代中后期变形主义的体现。

图 3 李士达《西园雅集图》

除了文人思想的变化，艺术市场的需求也推动了明

代中后期西园雅集题材画作的发展。明代中后期出现了

经商热，许多儒生转变成商人，他们大多具有较高的文

化水平和品位，爱好诗文书画，史料中评价他们为“贾

而好儒”“虽为贾者，咸近士风”。袁宏道在《新安江

行记》中指出：“徽商近益斌斌，算筹者，竟习为诗歌，

不能者亦喜蓄图书及诸玩好。画苑书家，多有可观。”

商人们是文人画的主要购买者，而“西园雅集”作为一

种高雅的社交方式也深受商人们喜爱和向往，因此这种

题材的绘画备受艺术市场的欢迎。

明代中后期文人的仕途十分艰苦，由于生活困窘，

一些擅长诗文书画的士人开始发挥自己的长处，将诗文

书画作为自己的谋生手段。文人画的商品化进一步推动

了文人画家的职业化，明代何良俊就按照身份的不同将

画家们分为了“行家”和“利家”两种。比如，吴门画

派的作品就是历史上文人画商品化的典型代表，吴门画

派的多位代表人物如文徵明、唐寅、仇英等，都靠卖画

为生。

宋代的文人雅集在后世不断地被再创作主要有两个

原因：一是明代中后期书画艺术的消费者对表现文人高

雅社交方式的“西园雅集”这一题材的画作十分喜爱；

二是士人们由于生活所迫等现实问题，不得不与商贾这

一阶层进行利益互补。士人们心中仍然追求着“西园雅集”

中以苏轼为首的北宋文人们那种自由淡泊的思想，但因

为生活的压力只能沉湎于“西园雅集”的画作中寄托遥

远情思。

结 语

《西园雅集图》作为文人雅士的精神象征，对后世

影响深远。北宋“元祐文人集团”在当时遭受到的政治

压迫及苏轼强烈的个人魅力，使“西园雅集”成了后世

文人们寄托自己怀才不遇、淡泊出世、寄情山水的复杂

情感的精神家园，因此，后世以“西园雅集”为题材的

绘画作品层出不穷。文章以宋代的《西园雅集图》为切

入点，通过对不同时代的画家所作的“文人雅集”题材

的画作进行分析，来理解宋明文人思想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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