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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卷轴画是一种独特的情感媒介。它融诗书画为一体，是个人抒情言志的好工具；它兼具流动、关联、
开放的特征，不仅是情感互动、维系朋友之道的 “社交媒介”，也可成为不同时代之人跨时空情感对话的载体。

卷轴画与中国传统情感文化之间呈现一种双向关系：一方面，卷轴画促成的各种情感实践，丰富并深化了中国

传统的情感文化；另一方面，卷轴画本身就是传统情感文化的创新产物，映射出 “中国式情感”同享共当、同

感共鸣、投桃报李、生生不息的特点。卷轴画为人类提供了一套 “中国式情感方案”———与万物同感、与历史

共情，富于创造力地构筑心灵世界、维系朋友之谊、塑造价值共同体。当我们把对卷轴画的研究从静态的 “文

本”转向动态的 “实践”，做到由 “物”抵 “人”之时，就能从卷轴画中挖掘传统情感文化的精妙智慧，从而

扩展情感的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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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是情感知识的一座宝库。近年来，随着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研究的 “情感转向”，传

统中国的情感文化也逐渐引起学界的重视。① 重新发现和理解传统中国的情感文化，既可以在与西方的比较中

展现传统中国的独特智慧，也能为丰富当代人的情感世界提供精神资源。系统地挖掘中国历史中的情感文化，

把握文人士大夫群体的情感实践———他们如何表达情感，如何在互动中形成并维系 “情感共同体”，如何

“以情行事”———尤为重要。因为情感有赖于一套藉以形成自身语言的交流系统，“这种涉及环境、动机、形

态和内涵的语言代码，以各种方式被传播”。② 而传统文人士大夫在持续的文化传承和教育训练中，熟练掌握

了一套 “情感符号”，拥有更多情感实践的文化资本。他们创造的情感模式与追寻的情感价值，为人类提供

了一套 “中国式情感方案”，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考察文人士大夫的情感实践，最常使用的是文字史料，如诗词、小说、日记、书信等。然而，还有一类

材料不容忽视，就是卷轴画。原因有三。（一）自唐末之后，卷轴画取代壁画、屏风画、器物画，成为绘画创

作之大宗，其主导者正是文人士大夫。卷轴画的制作、赠予、收藏、观赏、题跋，是 “文人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若论与文人士大夫情感实践最密切相关的绘画形式，非卷轴画莫属。（二）卷轴画以诗、书、画等

多元符号保留下古代文人的情感印迹，相比于单纯的文字史料，它展现了多维度的心灵图景。（三）作为物

品的卷轴画，在不同人之间流动，在不同社会情境中穿梭。在此过程中，一幅画会不断激发新的情感，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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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又以诗文的形式被题写、增添在卷轴上。卷轴画不仅可呈现一个人的情感，也可展现个体间的情感互动；

不仅可记录一时一地之感受；也可将异时异地的情感汇聚一堂。因此，卷轴画不仅是艺术史研究的对象，亦

是情感史研究的好材料。

本文考察文人士大夫如何以卷轴画为媒介展开情感实践，构建 “纸上共同体”。此研究一方面可呈现卷轴

画的情感价值及其对人类文明做出的独特贡献；另一方面，可揭示出中国历史中情感文化的一些特点与规律。

一、卷轴画的传情能力

便携式卷轴画是中国艺术区别于西方艺术的一项特殊发明，它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视觉和文化特色。①

卷轴画，顾名思义，就是将图像呈现于卷轴之上。正是 “画” （内容）与 “卷轴” （载体）两方面的结合，

才构成了一幅卷轴画。因此，要理解卷轴画的媒介特征和此特征所赋予的传情能力，必须将内容与载体两方

面都纳入考虑。从内容来看，卷轴画拥有多元的情感符号。一幅卷轴画上，通常不仅有图像，还有书法写就

图 １　 吴镇， 《墨竹图》，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的诗文题跋。如果从中国美术传统内部出发，诗画结合是一种 “惯例”，但若将之

放到全球美术的视野中去看，这种图文交融的形式则是中华艺术最有特色的成就

之一———西方绘画不曾也不能如此。② 诗、书、画，这三类符号的共同点，在于皆

具独特的抒情性。

（一）画。早期卷轴画并不以抒情感怀为主旨，如 《女史箴图》就是一幅道

德训诫的作品，《洛神赋图》则是故事画。绘画最初且最主要的功能，是 “成教

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③。然而，自北宋起，随着士大夫阶层投入绘画创

作，中国画 “超越了具象艺术”，不再执着于一丝不苟地描摹外部世界，而是成为

反映艺术家心灵的艺术。④ 对文人士大夫而言，绘画的价值不在 “状物形”，而在

“表我意”，即用书法的笔墨语汇抒发内在的情感体验。用元代倪瓒的话说，就是

“聊以写胸中逸兴耳，岂复较其似与非”。⑤ 此 “写”字，有 “倾泻”之意，道出

了中国画释放情感的强大功能。苏轼提出 “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⑥，是把绘

画视为君子的解压阀，用于自我整合与疗愈。

（二）诗。中国诗歌有 “言志”的传统，而 “志”就包含着抒情的成分。周

作人甚至将 “志”等同于 “情”：“本来诗是言志的东西，虽然也可用以叙事和说

理，但其本质以抒情为主。”⑦ 绘画之所以能成为表情达意的媒介，也正是因为文

人士大夫将之提升到与诗歌同等的地位。李公麟声称 “吾为画，如骚人赋诗，吟

咏性情而已”⑧，可见，绘画 “表我意”的功能乃源于诗歌的抒情传统。诗画的抒

情本质一脉相通，“诗者心声，画者心画，二者同体也”⑨ 题写在卷轴画上的诗歌，

或揭明、或补充、或延展画意，明晰并强化了情感的表达。

（三）书法。卷轴画上的诗文题跋用书法写就。书法 “或寄以骋纵横之志，或

托以散郁结之怀”瑏瑠，将个性与情志寄托于纯粹抽象的形式，也是一门抒情艺术。

唐代书法理论家孙过庭认为书法能 “达其情性，形其哀乐”，并指出王羲之的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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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妙就在于能够恰如其分地表达抑郁、遐思、怡悦、挣扎、超脱等各种情感。① 韩愈评说张旭 “喜怒、窘穷、

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②，也是在强调书法的抒情本质。

元代画家吴镇常在画上用草书自加题跋，天真疏淡的笔墨传递出一种孤傲洒脱的精神气质 （图 １）。
卷轴画上的图画、诗歌与书法皆是士大夫心迹的表现，“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③ 诗、书、

画在抒情性上有着共通的联系，且三者在同一卷轴上并非各自行事，而是彼此支援，互相扶助，因而创造出

更广阔的情感空间。

图像与承载它的媒介不可分离。考察完卷轴画的内容，还应留意它的载体，即 “卷轴”本身。如果说

“诗书画合璧”的内容赋予卷轴画情感表达的巨大潜力，那么 “卷轴”这一型制，则使得中国画成为情感流

通的独特媒介。

卷轴的第一个特征是：流动。与壁画、屏风画、油画相比，卷轴画是软质材料，轻巧，可卷，方便携带。

在传统文人生活中，卷轴画是士绅之间互相酬酢、构建社交关系的一种手段。它常常出现在雅集、送别、祝

寿、贺喜、答谢等各种社交场合，被笼罩在制作、展示与回应的情境中，而在西方绘画中就没有出现类似的

现象。在流动的过程中，作为 “情感客体”的卷轴画把许多个体连接在一起，促进了他们之间的情感互动，

加快了情感流通的速度，让情感产生了社会价值。

卷轴的第二个特征是：关联。一幅西方油画也会在不同观看者手中流转，也会催生各种关系，激发各种

情感，但这一切不会在画面上留下痕迹。可卷轴画不同，它会把图画创作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文本信息，

比如题跋、印章等汇聚在一起。因此，同样是赏画，西方惯用的表述是 “看画 （ｌｏｏｋ ａｔ ａ ｐｉｃｔｕｒｅ）”，而中国
人却说 “读画 （ｒｅａｄ ａ ｐｉｃｔｕｒｅ）”。④ 卷轴画上的文本信息对理解文人之间的情感流通大有裨益：其一，这些
文本互相关联，留下了图画创作的具体 “情境”，让情感更加立体化。其二，文本之间彼此呼应，为考察文

人之间的情感互动提供了线索。比如，在以 “送别”或 “雅集”为主题的卷轴画中，常常出现诸多参与者题

写的诗歌。这些诗歌将图画所表达的情感置于生动的历史语境中；其中任何一首诗都不是孤独、零散的存在，

而是与图画、与作者的手迹、与其他题诗紧密关联，清晰地呈现出朋友间情感的回应与互动。

卷轴的第三个特征是：开放。与一旦完成就进入 “封闭”状态的西方绘画不同，卷轴画始终处于 “未完

成”的开放状态。文人士大夫对于绘画的 “开放性”有充分的自觉：画家作画时，会特意给他人或自己预留

题跋的空间———比如在一幅山水画上留下大片天空；鉴藏家常常会准备一段长的白纸，让后来者书写心得体

会。媒材的空间延展性则为中国画的开放提供了物质基础：手卷末端的尾纸可延长，立轴的四周也可接裱镶

料。开放，意味着一幅图画能够跨越空间与时间，在不同时代的文人之间流转，唤起不同的情感体验。各种

体验以题跋形式被一条一条地不断增添到卷轴上，形成 “情感叠积”。这些历经时光累积的文本，便于我们

观察各个时代的文人对同一图画作出的不同情感反应，以及他们如何用话语来建构情感，从而把握情感表达

的历史和文化维度。

不同的媒介拥有不一样的传情能力，会造成迥异的情感流通方式。卷轴画把具有强烈抒情性的诗、书、

画融为一体，又兼具流动、关联、开放的特征，因而成为中国文人情感表达与跨时空情感互动的重要载体。

二、卷轴画创作中的情感表达

情感体验是个体的、内心的。情感表达，则意味着要将内在的、分散的情绪体验集中，并赋予它们可理

解的形状，也就要把情感 “符号化”，将体验转化为能被同群之人识别和理解的图像或文字。那么，文人士

大夫如何把主体情感与特定图画相关联，实现情感的 “图像化”呢？模式大致有三种。

（一）寄意于物。将情感付诸客观物象，通过对物象的加工重组来传达创作主体的精神世界。这是从中国诗

学 “托物言志”的传统中借用的手段。苏轼绘枯木，“枝干虬屈无端倪，石皴亦奇怪，如其胸中盘郁也”。⑤ 吴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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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竹，说 “心中有个不平事，尽寄纵横竹几枝”（图 １）。王冕画墨梅，题画曰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

满乾坤”。枯木怪石、竹子、墨梅，这些物象同时达到两个标准：第一，富含象征价值，可以寄托郁闷、不

平、清高等多种情感；第二，意象足够简洁，便于文人以有限的技巧完成。

图 ２　 唐寅，《秋风纨扇图》，上海博物
馆藏

（二）使用典故。“用典”源于中国艺术的教化功能———故事的视

觉再现是创造、表达、传播和确定文化价值观的手段。但在宋代之后，

文人画的发展将 “用典”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文人在绘画中使用典

故，不再是出于 “指鉴贤愚，发明治乱”① 之目的，而是借古人之经

验抒发自我的生命感怀。唐寅的 《秋风纨扇图》描绘一女子手执纨扇

在秋日庭院中惆怅徘徊，暗藏西汉班婕妤 “秋扇见捐”的典故 （图

２）。“用典”相当于动词性的比喻，正如林顺夫所言，典故 “能够把

两件事或两种行为等同起来，这种功能弥合了人物活动的差异”。② 唐

寅此画乃 “美人自况”，也就是以 “拟女性”的方式抒发自我心声：

自己才华横溢，却因科场舞弊案牵连入狱，被仕途抛弃，受尽世态炎

凉，正如德才兼备的班婕妤失宠于汉成帝后的遭遇。卷轴画中的 “用

典”相当于一种情感 “腹语术”———班婕妤的哀怨悲愤与唐寅在绘画

时抒情瞬间的感觉合而为一，借古人的经历传达了自我的体验。

（三）承袭母题。除了取自文学、历史文献中的典故之外，卷轴

画中的另一类图式直接来自绘画艺术长期承袭的母题。比如 “潇湘八

景”是蒙冤见谤的忠臣们寄托怨诽之情的主题，“一水两岸”是抒发

朋友间离愁别绪的图式，“渔父”代表一种卓然特立的隐逸情怀。这

些典故由视觉艺术本身所创造，兼具情感的文化性与历史性。所谓 “情感文化性”是指图像所唤起的情感是

由社会文化决定的。比如西方绘画常以荒废颓败的 “废墟”形象抒发怀旧之情。但中国传统文化对往昔的视

觉审美却不在断壁残垣，追忆感怀往往寄托于石碑和枯木的图像。③ 传为北宋李成绘制 《读碑窠石图》展现

了一个骑驴过客参访无字石碑的情景。面对古碑及其周围饱经风霜的枯木，一个谙熟古典传统的中国观众会

自然地产生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的吊古之情 （图 ３）。所谓 “情感历史性”，是指人们对某一图像或

图式所蕴含的情感已经形成历史的共识。比如 “辋川图式”自唐代确立后，在宋、元、明、清等各代画家笔

下稳定地延续，成为仁人高士寄托隐逸情怀的经典构图 （图 ４）。而明清时期的观众看到 “一水两岸”的构

图，便会心：这是在表达离别时的依依不舍。

图 ３　 李成，《读碑窠石图》，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图 ４　 王维，《辋川图》（摹本），日本圣福寺藏

６６１

①

②

③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 １，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第 ５页。
林顺夫：《中国抒情传统的转变———姜夔与南宋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 １２１页。
巫鸿：《废墟的故事：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 “在场”与 “缺席”》，肖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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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人情感 “图像化”的三种模式反映出中国传统情感文化中一个重要机制———同感共鸣。中国人之

“感”，包括 “感类”（对同类事物的感触）和 “感应”（激发与回应）。吕坤维指出，基于相似性的推理 （共

鸣、类比）是中国文化的认知风格。中国人专注于鉴查同己性，重视宇宙万物本体上的平等和事物间相互吸

引的情感纽带。① 关于 “感类”，颜延之说得好：“以为物无妄然，各以类感。感类之中，人心为大。”② 正因

为拥有卓越的心灵感知能力，画家既能够待物如己，在一花一木、一山一石中寻求精神的共鸣，同化为内在

形象；又能够与历史人物心灵相通，让典故引发的联想与画家本人的生命经验相互交织，在古今互证中完成

自我情感的抒发。此外，中国文人的情感表达是间接的、隐晦的。情感的 “图像化”与诗歌创作中的 “兴”

不谋而合：“凡兴者，所见在此，所得在彼”③，重要的并非某种特定情绪本身，而是情绪之激发；不要直抒

胸臆，而要用引人动情的意象拨动心弦。

在创作卷轴画时，文人士大夫不仅将情感 “图像化”，还将之 “文字化”“书法化”。诗、书、画，三者

形成了复杂的情感互文。（一）语—图互文。以自元代起，画上题诗，已成文人惯习。介入图画的文字有双

重功能：既可锚定图像的意义，又可提升画作的情感表现力。《秋风纨扇图》乍看之下，不过是一幅美人图。

是画面左侧唐寅自题的诗句，点明了画意：“秋来纨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感伤？请把世情详细看，大都谁不

逐炎凉。”画上还钤有他的朱文印 “龙虎榜中名第一，烟花队里醉千场”。正是有了这些文字的加持，此美人

图才成为唐寅精神意义上的 “自画像”。（二）意义—风格互文。在卷轴画中，通过构图、色彩、笔墨等形式

要素展现出来的风格，不仅是一种艺术选择，更是一种带有隐喻性的情感表达。因此风格已经成为历史学家

借以深入了解某种群体价值和关怀的工具之一。④ 《秋风纨扇图》纯用白描和双钩，以水墨写就，大片留白营

造出空旷寂寥之感。冷静矜持画风与那些新艳斑斓、取悦观众的美人画判然不同，强化了 “秋扇见捐”这一

主题所蕴含的哀婉情绪。（三）内容—书法互文。诺曼·布列逊在比较中西绘画传统时指出，中国画是 “表

演性”的，“与题材平分秋色的是 ‘实时的’以及作为画家自身身体延伸的运笔”，这与 “消除性”的西方油

画迥然不同。⑤ “消除性”意味着画家必须覆盖其自身的笔触；而 “表演性”的书法却允许画家通过线条笔墨

将个性与情感坚定地嵌入画作之中。在 《秋风纨扇图》中，遗世独立的美人和美人左侧的诗句，都以书法呈

现。唐寅潇洒不羁的行书，透露出个人的胸臆。

诗、书、画，彼此支援的情感互文，一来展现出中国文人情感表达的创新性：一百幅卷轴画可能拥有相

似的主题或图式，但画家可以通过笔墨展现出一百种不同的个性，通过诗文题跋传递不同境遇中的不同情感。

二来也反映出中国文化对 “和”的偏好。“和”是多重心理加工任务目标同时达成时产生的一种 “审美式的

情感”。⑥ 《左传》中用烹煮食物来描述 “和”：“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⑦ 鲜美汤

羹的关键一在多元，二在协调，卷轴画之杰作亦如此。诗、书、画虽皆具抒情性，但各有差异，三者在卷轴

上相互竞争，各显其长，构成一种动态平衡。画家一如厨师，必须创造性地搭配各种抒情符号，既充分发挥

诗、书、画各自的潜能，又能最终达到整体之和谐。情感互文还有助于生成细腻、微妙的情感体验，正如

《秋风纨扇图》所传达的，就是一种哀而不伤，怨而不诽的情绪。卷轴画所展现的中式情感，从来不是直白、

单一、偏激的，而是含蓄、多元、调和的。

三、卷轴画使用中的情感流通

卷轴画是中国艺术的一项独特发明。它不仅是个人抒情言志的好工具，还是人们彼此互动，分享观点、

体验，联络情感的重要社交媒介。轻薄的纸绢、可舒卷的画轴，这些物质特征赋予了卷轴画其他艺术形式所

罕有的流动性，使之可以在不同个体、不同情境之间穿梭。卷轴画的创作常常是一种 “参与式”艺术，相知

相契的友人或共同完成一幅画作———其中几人一起作画，其他人题写诗句；或围绕一件画作，各自在卷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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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⑦

⑥　 吕坤维：《中国人的情感：文化心理学阐释》，谢中篧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 １３、３５ ６４页。
颜延之：《重释何衡阳书》，李佳校注：《颜延之诗文选注》，合肥：黄山书社，２０１２年，第 １２１页。
郑樵：《读诗易法》，唐顺之编：《荊川稗编》卷 １，《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９５３册，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 １４页。
包华石：《身份与创作》，《新美术》２００６年第 １期。
诺曼·布列逊：《视阈与绘画：凝视的逻辑》，谷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第 １２２ １２５页。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 １５７６ １５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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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诗。展开这些卷轴画，我们可以观察到古人的 “朋友圈”，以及其中暗含的情感版图。卷轴画是文人士大

夫表达朋友之情、维系朋友之道、建立群体认同感的载体，其 “情感纽带”的功能主要体现在记录情感、交

流情感、调动情感、延续情感四个方面。接下来，将分别予以论述。

（一）记录情感。在文人聚会交往中，很早便有以诗文唱和的形式来呈现群体感的惯例。随着卷轴画在

文人生活中的普及，图像开始在记录情感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图画具有强大的情感聚焦能力，能将抽象、

遥远、复杂的事物转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因而比文字更能激发集体情感。比如文徵明的 《人日诗画图》，

记录了弘治十八年 （１５０５）正月初七，他与几位好友在自家停云馆的雅集。此画绘竹林映带、溪流潺潺，数
椽茅舍中，若干知己正围案清话 （图 ５）。同群之外的观众会将它当作山水画欣赏，只有参与者方能领会图像
承载的记忆和蕴含的情感。可见，中国画记录情感的方式并非亦步亦趋地描摹现实，而是隐晦含蓄地展现同

群之人的共同回忆或共同理念。在 《人日诗画图》后有聚会五人各自题写的诗文，皆是手迹。这些文字与图

画互相生发，从不同角度抒发着结庐尘世的隐逸情怀。还有临时因故未能赶到的两位朋友，不久也在卷后题

写了诗作，一个感慨 “唯予寂寞谁相慰，纕许高情鲍叔知”，一个强调 “试向卷余留短札，相违应得报君

知”，意思很明白：人虽不能到，但友情不缺席。现实中的聚会错过了，但纸上的 “朋友圈”还得留个言。

在以雅集、送别为主题的绘画中，像 《人日诗画图》这样见证众人友谊的卷轴不在少数。卷轴里图画作为一

块 “磁石”，将不同友人的诗文 ／书法关联在一起 （诗歌不再是个人诗集中那种零散的存在）。无论是图文内

容，还是视觉形式，都成为一个 “共同体”的见证。

图 ５　 文徵明 《人日诗画图》，上海博物馆藏

（二）交流情感。身处同一社交场合 （如雅集、送别等）中的诸人可借题跋在卷轴画上记录各自的情感

体验。然而，卷轴画之为社交媒介的功能不止于此。题写诗文之人未必同时出现在某个场合，甚至无需见面，

就可借助卷轴画实现跨时空的沟通。王诜的 《烟江叠嶂图》就是一例。王诜是苏轼好友，受苏轼 “乌台诗

案”牵连，遭流放。他的 《烟江叠嶂图》通过描绘 “潇湘”的视觉典故，抒发忧郁失意和对时事的悲叹。这

幅画被另一位遭牵连的苏轼好友王巩收藏。苏轼在画后题诗一首，没多久，王诜以诗作答，采用与苏诗相同

的韵脚以 “次韵”其诗。苏轼在感动之余又赋诗相赠，王诜再次投诗答谢。这些诗作从画中云烟障目的山水

出发，隐晦地涉及对时政的批评、对小人的不屑、流放的坦然、友朋的互勉等复杂情感。① 从四首诗落款的时

间来看，围绕这幅画的赠答共经历了一个半月。在这样的 “纸上交流”中，图画提供寄托情愫、触发情绪的

意象，而情感互动的展开则有赖于诗歌。诗歌是整合个人情绪与群体情感的理想工具：一方面，诗歌是即兴

创作，可以为个人私密而深刻的情感体验提供栖身之地；另一方面，诗歌又要遵循传统程式，相互唱和的友

人们，还常常会使用前一人所选的韵脚，自觉追随并接受形式的制约，显示出彼此间的默契和 “同群”感。

这些你来我往的诗作都被装裱在画作之后，成为卷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调动情感。史华罗指出 “情感不仅是当下的 ‘生命体验’，而且包含了 ‘回忆’的因素”。② 卷轴画，

可以记录某一特定时刻共同体的情感；同时，作为一段无可挽回的过往的物质痕迹，它还能在漫长的时间里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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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姜斐德：《宋代诗画中的政治隐情》，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 １０９ １３３页。
史华罗：《中国历史中的情感文化———对明清文献的跨学科文本研究》，林舒俐等译，第 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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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回忆，激发新的情感。卷轴上的图画或许没有变化，但对图画的解释和反应是不同的，因为观众已随时间

而改变。嘉靖四十年 （１５６１）的秋天，一位朋友将 《人日诗画图》带给了文徵明的儿子文彭，此时距离停云馆

的那场人日雅集过去了五十七年。文彭目睹画中父辈们潇洒快意的景象，想着父亲已去世两载，其他人也大多撒

手人寰，“为之一慨”，也在卷后留下了题跋。与之类似，文徵明曾在沈周的 《牧牛图卷》上题跋，追忆说沈周绘制

此画时，自己还是他的弟子，转眼已过去四十多年。如今 “先生去世，余亦老朽，信乎年不可待，而寄意者犹

存”。① 可见，卷轴画具有强大的情感潜能，即便在画家去世之后，仍可作为其 “寄意”之处，触发观者的怀旧

之情。卷轴画在不同个体之间流通，甚至会在多年后重回作者手中。沈周的 《崇山修竹图》就是一例。这幅画

被沈周的好友刘珏所得，赠给上京赶考的弟弟刘。在刘珏去世后，刘带着画去拜访哥哥的两位老友吴宽和文

林，二人分别在画上题跋，感怀隐居岁月与旧友情谊。若干年后，这一卷轴兜兜转转，竟又出现在沈周面前。与

此画关联的诸多人都是沈周的好友，而此时多已作古。图画以及画上陆续增加的题跋，见证了友谊、亲情以及聚

散离合的无奈。于是，年迈的沈周跨越三十载光阴，回忆并增补画作，还在题诗中慨叹 “悠悠往事诗重诉，又是

浮生一梦新”。“流动性”使卷轴画成为一个情感召唤物，在流通过程中不断地唤醒、调动、积聚新的情感；而

“开放性”则使得这些情感经验以题跋的方式被记录在卷轴之上，让卷轴画成为一种 “群体共享”的情感媒介。

（四）延续情感。卷轴画之为社交媒介，还有一个特点：它往往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作品，而是始终开放

着让原作者进一步介入修改的可能。画家会在画作完成并赠出的若干年后，或再次完善，或增添题跋。多年

后为友人重题旧画，不仅显示两人的情感持久，还表明卷轴画具有维持人际关系的 “能动性”。文徵明就曾

为一个叫黄云的朋友作画，而在画上题诗的时间却是十六年之后。将完成时间无限延长，可以视为两人交情

绵绵不绝的隐喻。这种独特的 “给予，同时也保有”的模式意味着画家与画作、画家与受画人的关系不会因

为赠予而结束，相反，画作成为画家与受画人之间友情延续的媒介。② 很多时候，以卷轴画为媒介的情感延续

还会扩展至更大范围。刘在兄长过世后，携带他所赠与的卷轴画，请在京为官的吴、文二人题跋，就是要以此

与哥哥的故交接续友谊。沈周曾绘 《京口送别图》赠给北上做官的好友吴宽，以志别离之情。吴宽病逝后，他

的儿子吴奕将画作带到沈周面前。沈周再次题跋，“一诉别离生死之迹，一重令嗣中舍 （吴奕）后能爱存前好”。

话说得明白，除了追忆故人之外，还希望后辈能接续两家的友谊。可见，卷轴画不仅向当下，也向未来的观看者

开放；它不仅可以确认和强化现存的关系，还能生产出新的关系；不仅可以记录情感，还能够延续情感。

从文人士大夫以卷轴画为纽带生成并维系 “情感共同体”的实践中，可以窥见 “中国式情感”的一些特

点。首先，中国文化崇尚 “共享同当”的理想，热衷同己之间心心相印的心性延展之乐，偏好紧密的人际关

系所蕴含的丰富可能性。③ 卷轴画正是此种 “乐群”情感文化之产物，它并非一人之情感独白，而是友朋间

志趣相投、同气相求的见证。其次，儒家文化重视自我与群体的整合，情感从个人向群体流动，最终汇集于

和谐的共同体中。卷轴画不断增添题跋，就把分散的个人情愫集聚为集体的价值与情感诉求。就如 《烟江叠

嶂图》，增添了苏、王二人往复题诗的卷轴，不再只是画家或诗人个体的情感表达，而是承载了遭受冤屈的士

大夫们同声相应的公共情感。再次，杨联皗指出 “报”，即互惠，乃中国文化中不断出现的主题。④ 卷轴画上

对友人题诗的回应 ／再回应，也是对对方情意的肯定和报答。此外，卷轴画在各种社交情境中的使用，不是一
种 “情感因素被冻结”的、可计算、易清算的经济性交换行为⑤，而是一种社会性的交换———要的并非当下

之对等，而是重在开启一个 “代代无穷矣”、情谊永不断的循环往复之过程。因之，卷轴画成为中国式友情

的一种物质性隐喻：默契之交，合作完成，有来有往，延绵不绝。

四、卷轴画观赏中的情感传承与叠积

卷轴画不仅能成为同时代之人的社交工具，记录下友朋间交流互动的情感印迹，还可以成为不同时代之

人跨时空对话的媒介。唐寅的 《秋风纨扇图》右侧裱绫有项元汴于嘉靖十九年 （１５４０年）题写的跋语，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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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文徵明：《文徵明集》增订本下，周道振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 １３２９页。
柯律格：《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刘宇珍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２年，引言第 １２页、正文第 ７０页。
吕坤维：《中国人的情感：文化心理学阐释》，谢中篧译，第 ２７页。
杨联皗：《中国文化中 “报”“保”“包”之意义》，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６年，第 １３８页。
金耀基：《人际关系中 “人情”之分析》，杨联皗：《中国文化中 “报”“保”“包”之意义》，第 ９７ 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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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林佶于康熙四十六年 （１７０７年）题写的诗歌。项元汴的 “自伤兼自解”，林佶的 “跌荡失意人”皆道着了

唐寅的心事。唐、项、林三人，虽身处相异之时空，却借由卷轴画实现了情感之共鸣。擅长绘画，并非文士

的必需技能；但作一个有品位的观赏者，却是士大夫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功课。通过 “观画”这一文化实

践，不同时代不同人因卷轴画而实现了情感传承与情感叠积。

西方绘画的观赏者当然也会产生情感触动，也可能将之记录下来，但那些文字是独立于画作之外的，无

法成为画作的一部分。与 “封闭的”西画不同，卷轴画是 “开放的”：不同时代的观看者可以通过题跋，谈

论、品评前代人的作品，回应之前观赏者的心得体会。这些文字或题写于画作之上，或裱接在画卷之后，成

为一幅画不可分割的 “内部文本圈”。① 借助这个不断积累而成的 “内部文本圈”，我们可以观察不同时代的

观者对同一幅图画作出的不同情感回应。

诚然，图画具有唤起情感的潜能，但一幅画究竟能唤醒何种情感，却既不唯一，也非永久不变。比如张

择端的 《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北宋汴梁城热闹非凡的早春街景。现代观众或许会从中感受到盛世的生机与

活力，但当四位金代观者看到这幅画时，却没有丝毫欣喜，反倒充满怀古的伤感，他们在卷后题跋中不约而

同地抒发着黍离之悲：“故知今日变丘墟”（张公药）、“而今遗老空垂涕”（郦权）、“谁遣荒凉成野草”（王

C ）、“满眼而今皆瓦砾”（张世积）。原来，这四人皆是汉族文人，身处女真族的统治下，对北宋灭亡的反思
和对昔日繁华的追忆，构成他们共同的情感体验。这个例子提醒我们，决定观看者对一幅画作出何种情感反

应的并非图画，而是观看者本身。中国人的品味机制 “强调自我参照的觉知———情感所关注的对象是体验，

而不是被体验之物”。② 因此，观画不只是观赏者与创作者的情感对话，更是观赏者自我与心灵的对话，观赏

者的情感是主动而非被动的。当然，情感并非凭空而来，它有赖意义的召唤。观赏者的 “品味”也体现在对

图像意义的主动生产 ／再生产。他们在卷轴上题写的诗文，是关于图画的，更是关于其本人的。题跋 《清明上

河图》的四位金代文人正是借助诗歌构建的怀旧话语，把图画的意义从 “繁华”引向 “已破败落尽的繁华”，

消解了图画可能产生的喜悦，把情感指向了自我内在的失落与感伤。

既然卷轴画是一种由观者和画家共同创造和维持的活动，其意义和情感的 “生产”就绝非一次性的，而

是一个不断进展、不断生成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个时期观看者的情感会以题跋的形式一层又一层地

累加于同一卷轴之上，形成 “情感的历史叠积”。这些叠积的情感话语，有时相互补充、彼此强化，就像

《秋风纨扇图》上唐、项、林三人的题跋一样，展现出文人之间不受时空阻隔的 “心领神会”。可还有些时

候，同一卷轴上却会出现不同乃至冲突对立的情感话语。比如赵孟o 曾应朋友之请绘制 《二羊图》（图 ６）。
尽管赵本人对这两只动物蕴含的意义只字未提，但九位明代的观赏者在卷后的题跋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及

“苏武牧羊”的典故，认为此画传达出坚贞不屈、忠于汉室的情感。然而，到了清朝的一位观赏者那里，这

一 “忠”的话语却受到了挑战。此人就是乾隆。他在 《二羊图》上题诗，有句云：“跪乳畜中独，伊人寓意

长。”“跪乳”指的是小羊羔喝奶时会跪在母羊身旁，人类将这种动物反射行为赋予道德意义，用来比喻孝顺

之心。在乾隆看来，这幅画传达的是中国文化中一种独特的道德情感———孝。另一个例子是传为唐代画家韩

所绘的 《五牛图》。元代的赵孟o 在画卷的题跋中指出，这幅画取自 “陶弘景画二牛婉拒君王”的故事，

寄托了 “隐逸”之志。但乾隆却在画心的题诗中用 “想像 （象）”二字否定了赵孟o 的解读，说这幅画暗藏
“丙吉问牛”的典故，表达的是对农民疾苦的体恤之情。③ 上述例子提醒我们两点：其一，图画随观者而产生

意义，但其意义却是复数，确切地说是：随着不同的观者而产生不同意义。其二，情感回应具有历史的、社

会的维度，不同观看者对同一幅图画所表达情感的不同解释，可以反映出那些观看者的文化假设。

“情感的历史叠积”意味着卷轴画不只是文人士大夫情感交流的媒介，也是一个情感协商与竞争的场域。

观赏者们在题跋中抒发的情感大都并非随兴之举，而是一种在 “关系”中展开的有预期目标的行动。通过情

感表达这一 “言语行为”，观赏者可以定义和确认自我的社会身份。④ 《二羊图》卷后表露效忠之情的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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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鸿：《重屏》，黄小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 ２９页。
吕坤维：《中国人的情感：文化心理学阐释》，谢中篧译，第 ２６７页。
参见李晓愚：《论中国画跨代传播中的图像志传统》，《学术月刊》２０１８年第 １２期；李晓愚：《从题跋看中国画跨代传播中两种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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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共同体”：卷轴画与中国文人的情感实践

图 ６　 赵孟 C ，《二羊图》，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都写于明代洪武年间。此时蒙古人已被汉人打败，民族主义的情感非常激昂。① 借助 “忠”的情感话语，明

代的鉴赏者们在纸上构建了忠君爱国的汉族士大夫形象。赵孟C 是南宋皇室的遗民，却受到元朝皇帝的赏识
与重用。他要借韩的 《五牛图》抒发自己隐居避世的情怀，以此告诉世人：我虽被迫仕元，却常怀隐退之

志，努力作一个符合儒家理想的高尚文人。至于热衷赏画的乾隆，他是满族人，又是君王，大概既不喜欢苏

武忠于汉家天子、坚决不与异族政权合作的故事，也反感于 “隐逸”话语所包含的对统治者间接、消极的反

抗情绪。于是他提出了一套不同的情感话语：《五牛图》透露出对农民的关切之意；《二羊图》是对孝的歌

颂。乾隆刻意将题跋书写在画面最显著的位置，建构出一个重农爱民、符合儒家道德理想的明君形象。② 除了

建构主体之外，观看者还可以通过情感表达来塑造群体。一起观画的人常常同属一个 “圈子”，可以是 “一

体”的君臣，也可以是遭遇相仿的友人。在观画实践中，观赏者们的价值观得到了交流、测试、重申。表达

相同感受的人之间自然建立起一种情感连接，从 “群体”变为 “集体”，并在纸上的 “文化公共空间”中形

成了区别于其他题跋者的 “集体边界”。比如，在 《清明上河图》卷尾留下题诗的金代文人，其中三位就同

属一个交游圈。他们的跋诗内容彼此呼应，主旨统一，连格式都一致，很可能是在某次雅集时依次题写的。

“变丘墟”“成野草”“尽禾黍”“皆瓦砾”等怀旧话语在几人的诗中回荡，仿佛一波一波的和弦与共鸣。相

似的情感表达显示出他们身为汉族遗民的共同身份，也将他们与画作上的其他题跋者区隔开来。

卷轴画是中国文人情感的 “层积岩”，它不只代表着过往，也积累了自己的过往。卷轴画的意义生产是

一个过程，而不是过程的最终结果，不同时期不同观看者的情感就仿佛沉积的岩石一样，慢慢叠加在这一空

间中，形成了斑驳而丰富的纹路。我们须得采用 “历时性”而非 “即时性”的视角去考察卷轴画，将历史的

断面一一剖开，不仅关注不同时代的观者以何种话语传达了何种情感，更应追问：他们要通过情感表达做些

什么。只有如此，才能获得对这一纸上情感空间更深刻的洞见。

结语

身为中国人，我们一直幸运地生活在流传有序的文化情感里。这些情感被封存在诗文、小说、日记、信

札等文字史料中，也被保留在载文载图的卷轴画里。卷轴画是一种独特的情感媒介：它虽以脆薄轻巧的纸张

为载体，却可以突破时空阻隔，在不同人之间流动、传承；它融诗书画为一体，既可以传递画家的心灵印记，

又可以成为不同地点、不同时代观画者之间情感对话的载体。因此，卷轴画既是中国传统视觉艺术的一项创

新发明，亦是情感史研究不可或缺的材料。

卷轴画与传统中国的情感文化之间有一种双向关系。一方面，卷轴画 “诗书画”合璧的形式，以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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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铸晋：《鹊华秋色———赵孟C 的生平与画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８年，第 ２６８ ２７６页。
为了从文化心理上巩固其皇家的正统名分，乾隆把 “风流儒雅”作为辅助其政治统治的手段。从未有一位帝王像乾隆这样在不计其

数的书画作品上题跋、评论、钤盖印章，促使乾隆这么做的，是占有中国文化传统并使之为其所用的欲望。参见洪再新：《皇家名

分的确认与再确认———清宫至伪满皇宫收藏钱选 〈观鹅图〉始末》，《故宫博物院院刊》２００４年第 ３期；王正华：《艺术、权力与消
费：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一个面向》，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 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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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关联、开放的媒介特征，为文人的情感表达与情感互动创造了丰饶的可能性。借助这一媒介，文人士大

夫不仅可以言说自我的情志，还能结成同感共鸣的纸上共同体；不仅可以与此时此地的知己好友交流情感，

还可以跨越时空对前代人的情感表达作出回应。由卷轴画所促成的各种情感实践，丰富并深化了中国的传统

情感文化。另一方面，卷轴画这一媒介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情感文化特有的产物。它的图文表达，体现出中国

传统情感文化的典雅含蓄。诚如吕坤维所言：“中国人的情绪 ／情感是隐性编码的，恰如融于汤羹中提增美味
的精盐；而非显性的存在，像那破坏汤汁味道的盐块一般醒目可见。”① 此外，卷轴画的流动性、关联性和开

放性也映射出 “中国式情感”同享共当、同感共鸣、投桃报李、生生不息的特征。卷轴画不只是文人士大夫

情感实践的一种工具，更是凝聚着传统情感文化的一个有机体，是中国情感文化的一种表达与创新。

如今，卷轴画大都被安静地收藏在博物馆的展柜里，但曾经，它们是与一系列动态的文化实践密切相关

的 “生命体”。它们在社会运转和人际互动中扮演过或大或小的角色，历经过制作、赠予、收藏、鉴赏、再利

用等一系列社会生命历程。在这一历程中，卷轴画体现出可贵的能动性，既强化了关系，也生产出新的关系；

既见证了情感，也创造出新的情感。卷轴画所经历的关系网络，以及在穿越各种社会情境中不断累加叠积的

情感，也不断提升着画卷的价值。跟许多艺术品不一样，卷轴画的多重意义，并非决定于制作完成之时，而

是时光推演中诸多行动者不断参与的结果。因此，对卷轴画的研究应从静态的 “文本”转向动态的 “实践”：

只有以卷轴画为线索，追溯它在一连串社会脉络中逐渐形成的轨迹以及凝结其中的情感与观念，才能由

“物”抵 “人”；也只有理解了古代文人的情感实践方式及其意图，卷轴画的价值和意义才能更清晰地呈现。

如果认为卷轴画所蕴含的种种幽微、细腻的情感表达，所构建的情感互动方式仅存于遥远的古代，仅是

少数文人的消遣，和喧嚣、多变的现代生活没有多少关系，那便错了。能够与万物同感、与历史共情，能够

如此富于创造力地构筑心灵世界、维系朋友之谊、塑造价值共同体，这是许多当代人———无论中外———共同

的向往。当我们能够从卷轴画中发现传统情感文化的精妙智慧，就是情感洞察力得以扩展的标志。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 “绝学”项目 “海外藏中国古版画的整理与研究”（１９ＶＪＸ１７１）的阶段
性成果〕

（责任编辑：张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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