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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頫《鹊华秋色图》现身《延禧攻略》

古古代代书书画画借借热热播播剧剧““翻翻红红””
古代书画频频“串场”

影视剧埋下书画梗并不鲜
见。早在《铁齿铜牙纪晓岚》电
视剧中，乾隆常常在名书画上
盖章的癖好就被调侃过不止一
次。而最近，随着国产古装剧在
制作上越来越精致，小到服饰、
礼仪、道具，大到置景、色调、构
图，全方位展现着传统文化的
精髓，其中书画作品在剧中频
繁“出镜”。

从陆机的《平复帖》到王羲
之的《快雪时晴帖》，从刘松年的

《四景山水图》到赵孟頫的《鹊华

秋色图》，据不完全统计，不下六
组书画名迹于《延禧攻略》中“露
脸”。比如剧中第16集，高贵妃向
乾隆进献了一幅王羲之的《快雪
时晴帖》，皇上顿时大悦。这幅作
品在乾隆的生命中，的确扮演着
至关重要的角色。故宫博物院副
研究馆员许静透露，正因为得到
了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

《中秋帖》、王珣《伯远帖》这三件
稀世珍宝，1747年乾隆下令将紫
禁城养心殿内西侧一间八平方
米的雅室赐名为“三希堂”，其中
被乾隆视为“三希”之首的，正是

《快雪时晴帖》。此后，小小的“三
希堂”可谓乾隆品鉴生活的生动

写照：在这里他不仅品茗鉴古，
也在历代书画名迹上留下累累
的印迹，还曾命人编刻大型法书
丛帖《三希堂法帖》。

再看《如懿传》，第九集中的
一幕场景带火了一幅画。那是新
年伊始，皇帝携后宫嫔妃到慈宁
宫给皇太后请安，太后座位后方
出现了一幅格外醒目的画———
宋徽宗的《瑞鹤图》。如此置景，
当是片方的杜撰，但同时又是能
够令人信服的。《瑞鹤图》确为清
宫旧藏，钤有“乾隆御览之宝”等
玺，备受诸帝珍爱，它在乾隆剧
中的“串场”并不唐突。

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硕

士生导师、国画家邵仄炯介绍，
这一名画蕴含的祥瑞气象正是
古代帝王们孜孜以求的。北宋
政和二年正月十六日，都城汴
京的宣德门上空，飞来了一群
仙鹤，它们鸣叫飞翔，盘旋在宫
殿的上空。这一景象引得皇城
的宫人与行路的百姓纷纷抬头
仰望，天空中的群鹤久久盘旋，
最后缓缓向西北方飞去。当时，
宋徽宗也看到了这壮观景象，
兴奋不已，认为这是天降祥瑞，
是国运昌盛、百姓安居乐业的
好兆头，于是回宫将这一幕难
得一见的精彩景象画成了《瑞
鹤图》。而来自意大利的宫廷画

师郎世宁在《如懿传》中的现
身，也让很多观众兴致勃勃地

“追踪”起这号人物的来头，由
此识得他那些熔中西画法为一
炉的“新体画”。

审美价值被看重

针对近期热播的影视剧中
涉及古代书画的那些桥段，尽
管细心的观众从中揪出了不少
小错误，也有专业人士提醒，不
可将此当成获取艺术知识的正
道，然而在更多的人看来，通过
这样的方式传播中国传统文
化、经典美学，依然不失为有价
值的尝试。

传播学博士后、上海理工
大学网络与新媒体系青年教师
杨柳分析说，目前电视剧的传
播环境已经进入社群经济时
代，由于文化产品数量激增，供
大于求，影视剧只用一个点很
难抓住观众，受众对于文化消
费的交易互动更容易建立在一
种价值认同的前提下。观众也
从认同故事情节、认同IP价值、
认同偶像作品，逐步走向认同
作品的审美价值。她颇认可时
下热播的《延禧攻略》《如懿传》
等电视剧将审美传播视为独特
的特点与卖点，在她看来，对传
统文化审美的传播已经成为近
年来传播领域的热点，像《中国
诗词大会》《国家宝藏》等传统
文化综艺类节目取得空前成
功，“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特定
概念得到普及，都无疑为影视
剧的文化审美传播打下基础。

“《延禧攻略》《如懿传》以剧中
书画作品为出发点，可以借此
将其背后的故事一一戳破，生
动而鲜活，既能满足受众对历
史情节、人物的好奇心，也能收
获美的体验。而通过社交平台
将这些审美元素进行传播，更
能激发受众的主体审美意识，
达到很好的引导效果。”（范昕）

《延禧攻略》中，
皇上为了哄璎珞开
心，忍痛割爱，将自己
珍藏已久的赵孟頫的

《鹊华秋色图》赏赐给
了她；《如懿传》中，皇
太后座位后方的画大
有来头，竟然出自宋
徽宗的《瑞鹤图》……
最近热播的两部清宫
影视剧中，不约而同
出现了多幅中国古代
书画的身影。剧中藏着
的这些书画梗，引发观
众探知与解读的强烈
兴趣，不期开启了新一
波古代书画热。

《如懿传》中出现了宋徽宗的《瑞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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