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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美的艺术作品一定要有取舍，它是一种提炼，更是一种节制。

马作为古代最重要的代步工具，是人类最

亲密的朋友，无论在交通运输还是战争中，都

有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马的形象一直

以来备受画家们的青睐，在中国的绘画史上留

下了太多对马的描绘，并延伸出一种专以画马

为题材的独特画科，称之为鞍马画，其中最有

名的，就是唐代韩幹所作的《照夜白》。

画中的马是唐玄宗最喜爱的坐骑，据说此

马原产于西域，大宛国宁远国王向唐朝示好，

赠送了两匹宝马。唐玄宗对这两匹宝马都非常

喜爱，并亲自给他们取名。其中一匹全身雪白，

特别在夜中还会闪闪放光，似乎把夜景都照亮

了。于是就取了个特别漂亮的名字，叫做照夜白。

照夜白，曾跟随皇帝南征北战，并伴随玄宗度

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

马在平定天下的战争时期是不可或缺的军

事力量。在太平之时，又是国家威仪和皇权的

象征。所以中国画的鞍马作品不仅表现出充满

力量和动感的阳刚之美，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带

有明显的政教意识。

此画内容十分简洁，仅有一马一桩，照夜

白被系在木桩上，它四蹄腾跃，昂首嘶鸣，一

副极傲不驯，不甘束缚，似乎要挣脱缰绳，重

上战场的架势。马的眼眶凸起，圆圆的眼睛含

在三角眼眶中，怒目圆睁，有一股神武英气。

鼻翼阔大，嘴巴张开，舌头上卷，感觉好像听

到了嘶嘶叫声。整个头部上扬明显，显示出一

种亢奋的、骚动的感觉。

一般表现奔腾中的马匹，鬃毛才会竖起。

照夜白被拴在桩上，但是它却没有丝毫的安分，

鬃毛根根竖起，可见它绝不是一匹温顺的马，

而是性格刚烈，不服管束。韩幹用较细的线条

密集地画出了照夜白怒发冲冠的样子，鬃毛飞

扬，昂首嘶鸣，顿时让画面的气氛紧张了起来，

似乎预感有什么新的战况即将发生。马的四足

是表现力量与动感的重要部位。照夜白的两条

前腿一伸一曲，像是拉开了的弓，有一种蓄势

待发的张力，后面两腿紧紧收拢并腾空弹起，

有着明显的弹跳的感觉。

除了马的头部鬃毛、四足，韩幹做了精微深

入的刻画后，他又以极为概括洗练的线条，勾勒

出马的颈、胸和腹。这几处画家用了一些短的弧

形线条，表现了马的肌肉的弹性和力量。特别精

彩的一处在马的背部、臀部和后腿，韩幹只用了

一根线，一气呵成，将背、臀和腿的外部轮廓一

笔勾出，造型的准确，各部分结构连贯而饱满，

以一种极为洗练的笔墨表现了胡马的体格健硕。

如果说韩幹在画照夜白的头部、四足、鬃

毛时，以丰富的细节叠加，为了突出战马的神

勇英武之气，那么在照夜白的身体部分，作者

便大力地删除细节，以达到形态的高度概括与

提炼。我觉得这是画家高明的艺术手段。

由此可见，艺术的美不应该是所有细节的

堆积，美的简单的重复，也许是繁琐的。一幅

美的艺术作品一定要有取舍，它是一种提炼，

更是一种节制。所以韩幹的照夜白的艺术处理

中，他以表达的节制，以合理的取舍让美达到

一种平衡与健康，因此骏马那种动感和力量在

画面中呼之欲出。

唐代是一个尚武的朝代，开疆拓土，巩固国

防，马都是作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因此大唐对马

的钟爱或许也是其他朝代无法比拟的了。无论昭

陵六骏、唐三彩的陶马或是这幅《照夜白》，实

则都是通过唐代骏马的经典形象，淋漓尽致地展

现了唐代的审美趣味，带给我们的美与力量的震

撼，感受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历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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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

画艺术特展”在上海博物馆开幕。该展

系首次从学术视角对上海历代书画进行

较为系统的梳理与研究，遴选相关书画

146件（组），时间跨度从三国起至

现当代逾两千年，通过“艺脉 /艺术成

就”“人文 /地区互动”“鉴藏 /艺术

影响”及“潮头 /海上风华”四个部分

予以呈现。从晋代上海松江陆机《平复

帖》（拓本）、宋代米芾书法、元代任

仁发画作直看到近现代名家名作。

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展

撰稿｜邵仄炯

专项基金特约刊登上海文艺评论

唐玄宗最爱的坐骑

照夜白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