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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故宫博物院“千里
江山——— 历代青绿山水画特
展”热闹开展，国庆节前更是
开始对陈列《千里江山图》的
午门正殿展厅实行发号分时
参观的分流措施。排队仨小
时，端详5分钟，看幅画要挤
破头，仍趋之如鹜。谁会想
到，这次特展的主角，缤纷绚
烂、气势磅礴的《千里江山
图》，居然出自一名十八岁少
年之手。

在民间，北宋《千里江山
图》的名气要远逊于同时期的

《清明上河图》，但它在艺术造
诣和美术史上的地位却堪称
泰山北斗级，并且是被列入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排行榜
的。

提起中国古典山水画，有
个著名的词叫“水墨丹青”。不
过，“水墨”和“丹青”是两种差
别很大的艺术风格：水墨画属
于“小清新”，用浓淡相宜的墨
色轻松勾勒，山山水水就显露
出来了，充满了无尽诗意和想
象；而丹青画就像彩色照片，
花花绿绿，色彩纷呈，更加接
近大自然的实景色彩效果，下
笔时多了份细腻严谨。

起初，这两种艺术风格的
流行度不相上下，元代以后，
以意境著称的水墨画开始占
上风，几乎成了中国画的代
言。由于山水自身的色彩特
点，丹青风的山水画也叫青绿
山水画，相比之下，绘制一幅
同样规格的画作，设色复杂的
青绿山水画显然要繁琐耗时
得多，而《千里江山图》正是该
派的巅峰之作。

这幅画最引人注目的是

它的篇幅，全画长约11 . 9米，
宽约0 . 5米，是现存宋代最长
的画卷。世人熟悉的鸿篇巨制

《清明上河图》，其尺寸只有它
的一半。《千里江山图》辗转多
手，后入藏清宫府库。1922年，
溥仪以赏赐溥杰为名将其盗
出故宫，此后战乱动荡，该图
一度不知所踪。1949年以后，

《千里江山图》在北京文物市
场露面，被古董商所获并上
交，1953年由故宫博物院保
管。

此前，故宫博物院也曾展
出过《千里江山图》，但是因为
画作超出了展柜的长度，所以
无奈卷起了一部分，这次故宫
博物院专门为它量身定制了
展柜，才得以完全铺开这幅作
品。

《千里江山图》给人的直
观感觉是气势恢宏、富丽堂
皇。作品以长卷形式，描绘了
连绵的群山冈峦和浩渺的江
河湖水，于山岭、坡岸、水际中
布置、点缀亭台楼阁、茅居村
舍，水磨长桥及捕鱼、驶船、行
旅、飞鸟等，描绘精细，意态生
动。宋徽宗主持编撰的《宣和
画谱·山水叙论》里开宗明义
地阐明“丰亨豫大”山水画的
形态是“岳镇川灵，海涵地负，
至于造化之神秀，阴阳之明
晦，万里之远，可得之于咫尺
间”，《千里江山图》无疑是最
典型代表。

这画作虽长，但是山水模
样却毫无雷同，随便截取一段
出来，都是独立的画面、独立
的故事，连到一起又整体化
一，景象连贯，可见作者当时
在布局谋篇上花了不少心思。

进一步仔细看，会发现水波因
坡度不同而有变化，水面上不
同船只的吃水量也有区别，甚
至一棵树的叶子都有明暗变
化，细腻生动，匠心独运。

令人意外的是，这么一幅
构思巧妙、画风娴熟的作品居
然是出自一名18岁少年之手。
画者王希孟在史书上并无记
载，好在《千里江山图》卷后有
段蔡京的题跋，可知王希孟18
岁时进入宋徽宗创办的画院
深造。在这个北宋最高艺术学
府里，颇具天赋的王希孟很快
崭露头角，得到了皇帝的赏
识，甚至得到了“金牌导师”宋
徽宗的亲授。

或许是为了报答皇帝的
知遇之恩，此后，王希孟足足
用了半年时间，精心创作了这
幅《千里江山图》，进献给宋徽
宗，深得“导师”称赞。后来，宋
徽宗将这幅佳作赏赐给了自
己的宠臣蔡京。

可惜的是，少年天才王希
孟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对此，
有人怀疑他是画《千里江山
图》累坏了身体。不过，清代的

《北宋名画臻录》却指出，王希
孟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不满，多
次进言无果，又创作了一幅

《千里饿殍图》。看名字，这应
是一幅展示底层人民流离失
所、生活破败的画作。宋徽宗
看过之后勃然大怒，下令处死
了王希孟。

《千里江山图》色彩独特，
视觉震撼效果十分明显。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一幅
描绘锦绣中华壮丽山河的画
作徐徐展开，呈现给所有观
众，惊艳了世界，这幅画正是

《千里江山图》。
有学者评价：“它融合了

唐朝的亮蓝和湖蓝的绚丽色
彩和北宋的宽广空间和缜密
设计。”《千里江山图》所用石
青、石绿都是特制颜料，先把
绿松石等名贵矿石研磨成粉，
再配合胶水搅拌融合而成。因
此九百年过去了，《千里江山
图》至今仍光彩夺目，可以想
象，当年它初次展示给宋徽宗
时会更加漂亮、绚烂。

然而，这种颜料有个缺
点：因为是粉末，时间长了，胶
水挥发，粉末不可避免会有轻
微脱落，画卷开合的时候尤为
突出。另外，这幅画的载体是
绢布，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有
机物会越来越脆弱。从文物保
护角度来说，《千里江山图》每
展开一次，寿命都会缩短，需
要老老实实在家“静养”。因
此，不仅是普通观众难以一睹
名画风采，就是故宫的专家
们，见到该画的机会也是屈指
可数。

算起来，这仅是百年来
《千里江山图》第四次公开展
出，难怪引发了观展热潮。然
而四年前，同一幅画在故宫
武英殿展出时却门庭冷落；
即便是此次展览，就在《千里
江山图》隔壁的《游春图》却
明显吸引力不足。难怪有媒
体评价：同一幅画不同的展
出时间，与同一时间展出的
不同名画，正如横纵两个坐
标，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文化
热情”的绝好样本。名画的冷
热遭遇说明，公众的“文化热
情”尚处在被动阶段，还需要
有技巧的引导。

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
《那年花开月正圆》讲述了清
末出身民间的周莹重振吴家
大业，终成陕西女首富的跌
宕人生。其实，周莹只是明清
时期陕西商帮的一个典型代
表。陕西商人引领明清五百
年的商帮文化，被世人称为

“西秦大贾”和“关陕商人”。
是什么政策使山陕商人

捞取了第一桶金呢？明洪武
时期，为了防卫瓦剌和鞑靼
对中原的袭扰，朝廷在西北
设立九边镇（明代的军事组
织，简称“九边”）进行防御。
为了克服后勤补给困难的问
题，洪武帝与陕西和山西商
人达成协议，山陕商人替朝
廷向驻守西北的九边运送粮
草，由此可领到由官府垄断
经营的盐业经营证，从中赚
取利润。

手里有钱，就要置地购房。
为了对抗徽商，自古就有秦晋
之好传统的陕西和山西两省商
人共同出资，在全国各地兴建
议事祭祀场所——— 山陕会馆，
互通商情，调解纠纷。

据说，当年秦商和晋商
在全国各地建山陕会馆200余
座，现存尚有80余座。就拿聊

城山陕会馆来说，它不仅体
现了古人的建筑雕刻艺术，
更蕴含着山陕商人独特的商
业文化。

在聊城东昌府区东关双
街古京杭运河西岸，坐落着
的聊城山陕会馆既目睹了聊
城的经济繁荣，也见证了山
陕商人的起伏商战。它始建
于清乾隆八年(1743年)，整组
建筑由山门、戏楼、南北夹
楼、钟鼓二楼、南北看楼、南
北碑亭、三殿及春秋阁等部
分组成,大小房屋160余间。聊
城山陕会馆建成后，先后进
行过8次扩建和维修。维修所
用木材多来自陕西终南山，

工匠多来自山西汾阳府，建
筑风格尽量体现其地方特
色。

聊城山陕会馆的山门是
四柱三间牌坊式门楼，山门
左右嵌石刻对联一副，左边
是“精忠贯日”，右边是“大义
参天”，表现出秦商对国“精
忠”、对商“大义”的准则。其
实，山陕会馆又常被人称为
关帝庙，因为里面供奉的神
像就是以忠义和诚信闻名天
下的关二爷，“君子爱财，取
之有道”亦成为他们的经商
规则。山门左右两边还有“履
中”和“蹈和”的字样，“履中”
即行中庸之道，“蹈和”即遵

循谦和之道，寓意是为人处
世不可为富不仁，要多做善
事，与乡亲们和谐相处，只有
这样，才能和气生财。

俗 话 说“ 账 目 清 好 弟
兄”，陕西商帮在明清时期就
制定了“收支两条线”的规
定，实行账目公开。聊城山陕
会馆从始建到竣工，历时66
年，耗银60465两6钱9分。在会
馆过墙边有19块碑碣，这些碑
碣不仅记载了会馆置地、建
设、重修所用的银两开支数
目，而且在八块石碑的背面
不厌其烦地刻上各商号的捐
银数目，这些碑石连成一片
就是当时的“财务公开栏”。
在支出一栏中，打油买酒的
几厘银子都有详细记录。山
陕会馆关帝大殿前有两只石
狮子雕琢之精美堪称绝世。
关于雕造这两只狮子的花
费，在会馆南过墙的石碑上
就有一段非常明晰的记载：

“石料使银一百六十三两六
钱一分，石匠路费使银四十
一两，石匠工使银四百二十
九两八钱八分。”总算下来，
这两只狮子共耗白银634两有
余，这在当时，耗资之巨一定
让人大跌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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