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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今中外描绘夜宴场景的绘画作品不在少数，有意思的是大部分作品表现的都是杯光酒影的背后，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阴谋，

这也是夜宴主题的作品少不了的背景故事！

《韩熙载夜宴图》是一幅以窥探臣子私生

活为主题的古代情报图，这幅记载了南唐大臣

韩熙载放纵不羁夜生活的长卷作品，不仅留下

了很多政治历史信息，更成为中国绘画史上一

幅不可多得的人物绘画珍品。

画中的主角叫韩熙载，出生在北方世家，

才学渊博，又精通音律，有名士风范，家道中

落后逃到江南，投顺了南唐。李煜听说韩熙载

整日沉溺于美酒与歌舞之中，就命画师顾闳中

夜访韩府，用绘图的方式记录了府中设宴欢愉

的场面，并想以此图来规劝韩熙载。

全卷以连环画的形式绘制，作者抓取了夜

宴中的五个场景，分别是听乐、观舞、歇息、清吹、

送客。韩熙载以主角的身份分别出现在这五个

场景中，其中三个形象是侧面，两个造型是半

侧面。我认为两个半侧面形象最为生动，这两

个形象分别出现在“观舞”和“清吹”两个场景中。

我们先来看“观舞”这一段，韩熙载站在

大鼓的一侧，双手拿着鼓槌击鼓助兴。他身材

高大，穿着淡黄色的袍子，两袖挽起，眼睛注

视着前方的舞者，一副纵情声色的样子，热闹

的场面把夜宴的气氛推到了高潮。

这是一幅细笔重彩画作品，颜色运用十分

讲究，尤其作者在服饰颜色的关系处理上颇费

心思。在“观舞”这段中，除了主角韩熙载外，

还有几位韩府的常客：状元郎粲、德明和尚、

舞姬王屋山等。在这里，韩熙载以淡黄的颜色

作为主色调，周围辅助的颜色则以浓重鲜艳来

烘托。侧身坐在椅子上，身着大红袍子的状元

郎粲，跳舞者王屋山和另一位女妓分别身着浓

重的石青、石绿色，德明和尚身穿黄褐色的袈裟，

色相也比主角要深，还有三位男宾也都是身穿

墨青色的袍子。还有那个架在地上的大鼓，也

是一大块鲜红的重色。韩熙载在众多亮色与重

色的衬托下，他的淡黄色衣服反而显得非常醒

目。这种与环境反差式的配色方法其实也能运

用到我们实际生活中去，你一味把所有鲜艳的

颜色都穿在身上，未必会好看，关键要看搭配，

自身的浓淡搭配，和与环境的主次搭配，这样

才能脱颖而出。

再来看“清吹”这一段，韩熙载仍然戴着

标志性的黑色的高帽，右手执扇子，左手打着

节拍，双腿盘曲坐在椅子上，身上穿着白色的

袍子和裤子，并敞开衣襟，袒胸露腹，史料记

载韩熙载有魏晋名士的风度，从此装束中可见

一斑。再看他的胡须，画家用细细的墨线，一

根根画出了他胸前的胡须，线条松动流畅，并

用淡墨稍加渲染，已略显浓密。在人物画中，

须发的描绘十分关键，他能间接地传递出人物

身份与阅历等信息。

此画是连环画式的长卷，各个情节分段在

画面上展现，画家为了清楚地交代每个场景，

有意用了一个重要的道具——屏风，来作为不

同场景的间隔，它像是一个标点符号，也像是

一块大幕布，很好地调节着画面的气氛。这些

屏风巧妙地联系、呼应，让画面布局有起有伏，

情节有张有弛，而整个场景又很统一完整。这

也是画家顾闳中构图的用心之处。

古今中外描绘夜宴场景的绘画作品不在少

数，有意思的是大部分作品表现的都是杯光酒

影的背后，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阴谋，这也是夜

宴主题的作品少不了的背景故事！

不知道后主李煜当时看了画后，是否察觉

到了画面背后的复杂，这也是我们赏画者的另

一个重要视角，也或许是这幅作品的真正目的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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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中国画院于1960年正式成立，

吸收了活跃在上海的著名书画篆刻艺术

家入编。从此，他们的艺术创作紧紧围

绕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而展开，获得了

不同以往的新面貌。画家们的合作画是

上海中国画院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方式。

不仅使观者领略到画家在合作中碰撞出

的火花，同时也被他们的集体意识和合

作精神所感染。每一位风格独特、性格

鲜明的画家都能在合作画的集体绘画实

践中以“不同”的笔墨“合力”而成一

件令人赞叹的作品。此次程十发艺术馆

展览展现了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于各个时

期、结合不同的题材和绘画语言而绘制

的具有时代特征的绘画作品。

星光璀璨·不同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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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