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明上河图 - 北宋张择端风俗画

艺术品

清明上河图，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为北宋风俗画，北宋画家

张择端仅见的存世精品，属国宝级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明上河图宽 24.8厘米、长 528.7厘米 ，绢本设色。作品以长

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构图法，生动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北宋都城东

京(又称汴京，今河南开封)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

状况，是北宋时期都城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

的写照。

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五米多长的画卷

里，共绘了数量庞大的各色人物，牛、骡、驴等牲畜，车、轿、大小

船只，房屋、桥梁、城楼等各有特色，体现了宋代建筑的特征。具有

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清明上河图》虽然场面热闹，但表

现的并非繁荣市景，而是一幅带有忧患意识的"盛世危图"，官兵懒散

税务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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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ng the River During the Qingming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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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张择端

 描绘地点

东京(又称汴京，今河南开封)

 地位

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馆藏点

北京故宫博物院，杭州宋城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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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编辑本段构图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北宋时期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的状况，

主要是汴京以及汴河两岸的自然风光和繁荣景象。

清明上河是当时的民间风俗，像今天的节日集会，人们藉以参加

商贸活动。全图大致分为汴京郊外春光、汴河场景、城内街市三部分。

折叠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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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轻打开此图，见小溪旁边的大路上一溜骆驼队，远远的从东北

方向汴京城走来、五匹毛驴 负重累累，前面的马夫把领头的牲畜赶

向拐弯处的桥上，后面的驮夫用马鞭把驮队驱赶向前，目的地快要到

了，从驮工熟练的驾驿着驮队的神情就知道他们是行走多年的老马帮

了。

钞券版清明上河图小桥旁一只小舢板

栓在树蔸上，几户农家小院错落有序地分布在树丛中，几棵高树枝上

有四个鸦雀窝，看起来与鸦雀筑窝方式与高度别无二致。打麦场上有

几个石碾子，是用于秋收时脱粒用的，此时还闲置在那里。羊圈里有

几只羊，羊圈旁边似乎是鸡鸭圈，仿佛圈里饲养了很大一群鸡鸭，好

一幅恬静的乡村图景，不尤得惊叹一千多年前的宋代有如上此发达的

农业和养殖业。

再看过来的画面已是农业与商贸的接合部，右上面是一队接亲娶

妻的队伍，徐徐的从北边拐过来，后面的新郎官骑着一匹枣红马，马

后面是一位挑着新娘嫁妆的脚夫、马前一人抱着新娘的梳妆物品盒，

前面一乘轿子应是新娘坐的，因为轿子的处面都用各种草木花卉装饰

着，此可谓"花轿";花轿一词既新娘出嫁时乘坐的交通工具就来源此民

风民俗吧。轿子后面一挑夫挑着一担鱼肉、表示女方娘家祝福夫婿富

贵有鱼(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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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朱元璋时期开始，清明扫墓开始盛行。因此单凭清明二字，就

说这只队伍是扫墓归来是不妥的，应是接亲娶妻活动的队伍。

茶馆边的一家农舍饲养着两头牛，虽然就在附近发生了一件如此

惊天动地的大事、但两头牛却无动于衷，它们还是悠哉游哉的反刍着，

远处田里的禾苗正在茁壮成长，农夫正在为禾苗浇水施肥。

南边一家两口出行，雇佣了两头牲口及驮夫，还有一个脚夫挑着

他俩出行所需物品徐徐向东南方向走去。

茶馆前街道正对面一个酒店，由于不经营早点所以才迟迟的撑起

招揽顾客的旗幡，酒店开在散装货运码头，生意自然很兴隆，只是客

人正在忙生意，还不到吃饭喝酒的时间，你看码头上货主正在清点要

发某地的货物，码头工人正在把运来的货物堆码起来，准备根据运货

地点远近，适时安排装卸，正所谓是先上船后起坡。另一条船也正在

卸货，在这一、二百年树龄的大树枝叶缝隙中，可以看到粗大的帆桅

及绳索，也应是六、七十吨左右排水量的大船了。酒店与茶馆之间的

街道中间，有一个正在喊一位打卦算命的先生，可能要他测算一下什

么事情，是婚姻、家庭还是生意，算卦先生听到来了生意，轻快的脚

步可见他的喜悦之情。往街里边看过去，一家包点店的人与一位挑担

买卖人正在谈事情，仿佛能听到他们在对话，明天还点什么油盐酱醋

之类东西和什么时候结帐之类话语，再过去又是几家店铺字号，又是

一条大道伸向远方并有行人骡马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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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去几家店铺就是主干道汴梁大道了，主干道两边车水马龙店

铺林立，都围着这风水宝地的货码头与货运栈了，这座货运栈地理位

置十分优越，四周街道四通八达，南边紧靠深水港湾，有好几艘船只

停泊在港湾里依次装卸货物，一条靠码头的船正在卸货，几个码头工

人正把像装有粮食之类的麻袋扛下船，船仓里有人正在翻仓与上货，

似乎能听到船仓里传出给人把货物麻袋上肩的劳动号子声。紧靠货栈

码头停泊着待卸货与装货的船舶，等船老大上船后就吃饭开船，货栈

前面的船老大刚结完帐正要上船，半路中正巧遇见了一个熟人，心中

记挂着赶路行船，但又不能待慢了熟人或朋友，在急切中与之寒酸家

常，最后抱拳行礼告辞。这时脚步早己转向，急奔船上去的样子己超

然若现。

折叠汴河

汴河是北宋时期，国家重要的漕运交通枢纽，商业交通要道，从

画面上可以看到人口稠密，商船云集，人们有的在茶馆休息，有的在

看相算命，有的在饭铺进餐。还有"王家纸马店"，是卖扫墓祭品的，

河里船只往来，首尾相接，或纤夫牵拉，或船夫摇橹，有的满载货物，

逆流而上，有的靠岸停泊，正紧张地卸货。横跨汴河上的是一座规模

宏大的木质拱桥，它结构精巧，形式优美。宛如飞虹，故名虹桥。有

一只大船正待过桥。船夫们有用竹竿撑的;有用长竿钩住桥梁的;有用

麻绳挽住船的;还有几人忙着放下桅杆，以便船只通过。邻船的人也

在指指点点地像在大声吆喝着什么。船里船外都在为此船过桥而忙碌

着。桥上的人，伸头探脑地在为过船的紧张情景捏了一把汗。这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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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闻遐迩的虹桥码头区，桥头布遍刀剪摊、饮食摊和各种杂货摊，两

位摊主正争相招呼一位过客来看自己的货物。这里名副其实是一个水

陆交通的会合点，可称为画面的高潮片段。

码头的主航道中一条货船逆水而上，船右弦上面的水手们都在严

密注视时刻应对，避免与停泊的船只发生碰撞。在江河走安全工作是

非常重要的，船头前面一艘停泊在码头，欣左预已出来一位水手，时

刻注意行船的动向，准备排除船只之间的碰撞，行进中的船只似乎要

泊岸了，该船的"头纤"(拉纤队伍的第一位纤夫)己回过身来招呼伙伴

们收纤。再往河道上游看去，一艘船上有八位橹工摇橹，可见水流的

速度是很快的，一位舵手严密注视着前进方向的水情与船情。前面一

艘客船正忙着靠岸，这儿是客运码头，客船上有二十多人在紧张的工

作，船顶的几位船工正在收帆放桅，有的船工正在接收从虹桥上抛下

的缆绳，准备把客船牵引到码头，再拴牢在岸上的栓船柱石上，以增

加客船的稳性，左弦上的水手用船蒿把船撑向码头，以增加向码头靠

近的动力，船头有两位水手一面把船向右撑，一面扭头注意码头，用

以使客船对正码头调整撑船力度，另一位船工手拿撑蒿右手向前挥动、

指挥码头的船工接应，看来他应是此客船的水手长了。客船体形宽大

稳性相当良好，船工各司其职工作相当熟练，动作非常协调，看来是

一帮素质非常高的船工，仓体与仓面有封闭与阻隔，并有仓门便于客

人出进，船没停稳之前仓门决不打开，安全措施相当严谨，可以断定

是一艘安全性能良好的长途客动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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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上还有不少人向客船上招呼，他们是迎接自己家人或亲朋好

友的，有的还上了虹桥，借虹桥的高度招呼，以便早点见到亲人，旁

边一只小一点的客船上也有人挥手呼喊，那是在招揽生意，呼唤需要

到分河航道码头的客人，可以想见当时汴河流域的交通多么发达，水

旱各路构成了很大的客运货运交通网络。

虹桥气势不菲，高大得使汴河流域最大的船舶都能顺利穿越，宽

阔坚固得能并排行驶几辆装满货物的畜力车，从桥的结构来看也是一

个很大的创造，整座大桥全部由木材修建而成，可能当汴河水流很急，

河床中不利于修建桥墩，当时的工程技术人员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

把整根整根的大木材并列铆接榫合，以支撑大桥的跨度，桥面又用成

排的木料链固杵紧，使之形成一个硕大坚固的整体，并分散了负重使

跨河木料受力均匀，试想在一千多年前，没有工程机械的情况下，把

这么大的木料横架在河道上，建筑的难度可想而知，工程的浩大是多

么的气壮山河。在桥边有牢固的护拦，以保障车马行人的安全，使工

程的使用性能与质量达到了无可挑剔的境界。

清明上河图局部(酒楼)虹桥是两的咽

喉要道，桥面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由于过往行人多人气旺盛，商贩

不失时机的占道经营，有的摆地摊，有的卖食品，还有一家卖刀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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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尾锁等小五金的摊子，为了使商品更加醒目，把货摊设计成斜面，

这样的场面，一直延伸到桥头的形成了一个特色的商贸区。

桥下一艘船逆流而上，似乎要去泊船，船头的船工正在试探河道

深浅，因为在桥头得河床里一般要放置一些大石头，以免流水冲刷桥

头坡岸防止发生垮塌，所在此位置移船要特别小心谨慎，以免搁浅损

坏船只。

上游不远处已有几艘船依次泊在岸边，主航道中有两艘船在航行，

橹工的汴河号子与纤工的汴河号子两首和声合唱回响在空中，渐渐的

远去，渐渐远去，这些人文的场景与秀丽的河山形成了一副美丽风俗

画面，所以一些文人雅士、达官贵人要找寻的好地方，在对岸的河湾

缓冲区，商人不失时机的安置了两条游船，让他们在上面饮酒唱茶，

欣赏汴河的风景。

折叠街市

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两边的屋宇鳞次栉比，有茶坊、酒肆、脚

店、肉铺、庙宇、公廨等等。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

马等的专门经营，此外尚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

容，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大的商店门首还扎"彩楼欢门"，悬挂市招

旗帜，招揽生意，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有做生意的商贾，

有看街景的士绅，有骑马的官吏，有叫卖的小贩，有乘坐轿子的大家

眷属，有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有问路的外乡游客，有听说书的街巷

小儿，有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弟，有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人，男女老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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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无所不备。交通运载工具:有轿子、骆驼、牛

车、人力车，有太平车、平头车，形形色色，样样俱全，把一派商业

都市的繁华景象绘色绘形地展现于人们的眼前。

首先是汴河码头与城门的中间地带，特别有利于商贸活动，随着

多年没有战乱，酒店茶楼逐渐发展起来，各种店铺字号鳞次栉比，各

种车轿骡马忙碌不停，画面清楚的看到一间木工作坊的两位技工正在

紧张的赶制一辆骡马车，拐弯的街道一位货主租用毛驴，驮工正在把

地上的货物上驮，还有一位女士准备租用一乘轿子代步，再看过来是

一块不大的劳务广场，又是进城的必经之路，因此商务活动频繁，一

位算命大师不失机缘的在这儿盖了一间房子，找他推算寿命财运的人

很多生意非常兴隆。过溪沟小桥的脚行门前有不少劳工，有的坐着休

息，有的在打瞌睡，还有的干脆躺下休息，脚行里面还有骡马也栓在

那里，看来他们是在养精蓄锐，以便来了生意后精力充沛的工作，虽

然还没有事做但也不会哄抢别人的生意，是很遵守脚行规矩的，你看

广场上的劳务人员生意非常好，一乘轿子已起肩上轿，另一乘轿子也

在待租，小桥上一位摊贩已把货卖完回家，那边还有一些住户农家桥

头还有几头毛驴，屋旁有一妇人抱着一小孩、旁边不远还躺着几头肥

硕的猪。

劳务广场拐弯就是护城河大桥，生意人不失时机在这里摆上了摊

贩。一个摊贩摆的藤竹编织篮筐，这种物品轻巧坚固耐用，一个做灯

笼的更是生意兴隆，这种物品点上灯烛后即明亮又防风，是夜间照明

的好伙伴，你看有人买了一个转身正要离去，小贩又在招乎另一个买



主，桥上行人如梭，桥的两边护拦还有不少人向河里观看，是否有人

在河里钓上了什么大鱼什么的。城门前有一个地摊更有意思，他正在

起身半蹬状与一位骑马的人招乎，似乎不放过每一个行人兜售他的鬼

玩意儿，后面的几个人也在注意着他生意动向，真有点像生意的托儿。

城门高大宏伟，几匹骆驼缓缓地向城外走去，这种动物内地没有，

是戈壁滩的特产，被人们用来作运输工具，应是西域商人来汴梁做生

意的，是往来于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商团。

城内更一番特色一家商号好似是另担货运样子，货运物流己具雏

形，隔壁又是一家香油加工作坊，香油销售形势很好，还有车马运送，

并且货源充足，己是初具规模了，一栋几层楼的客栈，门前客人熙熙

攘攘，里面客人也不少，定是大贾富商住的，过街的一间店铺还有修

面的，在城内是特别注意仪表的。城市功能真是齐全，吃穿住用样样

都有，一家绸缎庄店面很宽，里面放满各色彩绸景帛，可见当时的养

蚕织锦相当发达了，送水的生意也很好，地下水好似矿泉水甘甜清爽

着呢。就在城内这一小块地方就有两家诊所，杨大夫精于疮瘰外科，

赵太丞医术更高明，男、妇、儿科都很精通，各种丸散样样齐全，当

时医疗水平相当高了。

从内城方向走来一队人马，前面有仪仗开道、好威风的，常言道

文官坐轿，武官骑马，的确是一个武官，后面还有人替他拿着一把关

刀。另有两人在码头两手拉着嚼口，这是害怕惊马或失前蹄最有效的

方法。

https://baike.so.com/doc/5341576-5577019.html


折叠曲谏

《清明上河图》并非只是简单的描绘百姓风俗和日常生活，在商

业繁荣的表面之下暗藏玄机，明线下交织着一条令人心悸的暗线，同

时又是一幅带有忧患意识的"盛世危图"。通过表现惊马闯郊市为伏笔，

铺垫出全卷矛盾的视觉中心，船与桥的险情和桥上文武官员争道交织

成的矛盾高潮，还有前后出现的军力懈怠、消防缺失、城防涣散、国

门洞开、商贸侵街、商贾囤粮、酒患成灾等场景。张择端以画曲谏，

提出对城防、安全、交通等诸多社会问题的忧虑。

从文献中可知，汴京是十二世纪初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达

137万，8厢 120坊，绝大多数建筑都是砖木结构。北宋经历了 40

多次特大火灾，因此消防是当时朝野最关注的严峻问题。当时汴京的

防火措施非常严密，每个坊都设有一座望火楼，专门观测火警。楼下

有被称为"潜火兵"的军队驻守，专司消防。余辉说，张择端画了望火

楼，但楼上无一人观望，更夸张的是，望火楼下的两排兵营被改作了

饭馆。

比消防缺失更可怕的是城防的涣散。画中，城墙上下没有一个守

卫，土墙上面也没有任何城防工事，连射箭的城垛也没有，甚至连虚

设的城防都没有。原本应该是有重兵把守的城防机构所在的位置，居

然是一家商铺，老板正在验货，账房在记账。从画面上看，整个汴京

正沉浸在浓厚的商贸气氛中，完全是一座不设防的都城。这不是张择

https://baike.so.com/doc/5366651-5602376.html


端的有意设计，而是真实地反映了宋徽宗朝初期已日渐衰败的军事实

力和日趋淡漠的防范意识。

画卷中有很多船，其中大量的是运粮的私家船。表面看来这是一

种商贸兴隆的景象，实则反映出当时政府的一项重要失误:宋徽宗将

大量运粮的官船用去运送花石纲，使得粮食运送出现问题。私船趁机

而入，并渐渐把持住了城市的粮食市场，进而操控粮食价格。

城门边，税务官指着麻包说出了一个想要的数字，引起货主们的

不满，一车夫急得张大了嘴嚷嚷了起来，吵声之高，惊动了城楼上的

更夫向下张望。北宋的冗税制度激发了官民之间的对立情绪，这一场

景象征着当时紧张的官民关系。

画中两处出现渎文悲剧，车夫把被废黜的旧党书写的大字屏风当

作苫布，包裹着旧党人的其他书籍文字装上串车，奉主人之命推到郊

外销毁。反映了当时政治斗争的残酷和对文化艺术的破坏程度。

卷尾，画家描绘一个惊险的场面:两辆四拉马车急转飞驰，横冲直

撞，路人尚未来得及躲闪;还出现临时性的侵街现象，即在城门口有

富人占道举行杀黄羊祭路神送客的情景，足见城市管理之混乱，随意

性泛滥。

张择端欲通过《清明上河图》向宋徽宗展现一些社会顽疾。由于

宋太宗采取鼓励文人谏言的政治措施，关注社会现实和朝廷政治成为

宋代画家较为普遍的创作趋向。北宋官吏利用绘画向皇帝表述民情的



手法不止一例，如熙宁七年(公元 1074年)是北宋的大灾之年，光州

司法参军郑侠借工匠绘制的《流民图》请求宋神宗停止王安石的变法

活动。遗憾的是，宋徽宗迷恋精绘祥瑞和吉兆，他看出《清明上河图》

的画中用意，不愿收藏，只在卷首题签后就将其赏赐出去。

折叠编辑本段鉴赏

北宋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虹桥局部)

从《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到几个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此画用笔兼

工带写，设色淡雅，不同一般的界画，即所谓"别成家数"。构图采用

鸟瞰式全景法，真实而又集中概括地描绘了当时汴京东南城角这一典

型的区域。作者用传统的手卷形式，采取"散点透视法"组织画面。画

面长而不冗，繁而不乱，严密紧凑，如一气呵成。画中所摄取的景物，

大至寂静的原野，浩瀚的河流，高耸的城郭;小到舟车里的人物，摊

贩上的陈设货物，市招上的文字，丝毫不失。画面中，穿插着各种情

节，组织得有错落有致，同时又具有情趣。

折叠内容

内容丰富，描绘东西繁多。《清明上河图》在表现手法上，以不

断移动视点的办法，即"散点透视法"来摄取所需的景象。大到广阔的

原野、浩瀚的河流、高耸的城郭，细到舟车上的钉铆、摊贩上的小商

品、市招上的文字，和谐的组织成统一整体，在画中有仕、农、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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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卜、僧、道、胥吏、妇女、儿童、篙师、缆夫等人物及驴、牛、

骆驼等牲畜。有赶集、买卖、闲逛、饮酒、聚谈、推舟、拉车、乘轿、

骑马等情节。画中大街小巷，店铺林立，酒店、茶馆、点心铺等百肆

杂陈，还有城楼、河港、桥梁、货船，官府宅第和茅棚村舍密集。

关于《清明上河图》中画有的人数，说法不一，常见的有 500余

人说(白寿彝《中国通史》) 、815人说(汤友常数米法)、1695人说(齐

藤谦《拙堂文话·卷八》)，此外各种牲畜六十多匹，木船二十多只，

房屋楼阁三十多栋，推车乘轿也有二十多件，各种说法较为一致。如

此丰富多彩的内容，为历代古画中所罕见。各色人物从事的各种活动，

不仅衣着不同，神情气质也各异而且穿插安排着各种活动，其间充满

着戏剧性的情节冲突，令观者看罢，饶有无穷回味。

折叠结构

结构严谨，繁而不乱，长而不冗，段落分明。可贵的是，如此丰

富多彩的内容，主体突出，首尾呼应，全卷浑然一体。画中每个人物、

景象、细节，都安排得合情合理，疏密、繁简、动静、聚散等画面关

系，处理得恰到好处，达到繁而不杂，多而不乱。充分表现了画家对

社会生活的深刻洞察力和高度的画面组织和控制能力。从内容看，此

画属于风俗画，也具有风俗画的特点。

折叠技法

在技法上，大手笔与精细的手笔相结合。善于选择那些既具有形

象性和富于诗情画意，又具本质特征的事物、场面及情节加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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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细致入微的生活观察，刻划每一位人物、道具。每个人各有身份，

各有神态，各有情节。房屋、桥梁等建筑结构严谨，描绘一笔不苟。

车马船只面面俱到，谨小而不失全貌，不失其势。比如船只上的物件、

钉铆方式，甚至结绳系扣都交待得一清二楚，令人叹为观止。

折叠编辑本段流传历史

1101年， 张择端作《清明上河图》被收入御府。宋徽宗赵佶在

卷首题五签，并加盖双龙小印(已佚)。

1127 年，靖康之变后，《清明上河图》卷入金人地区。

1186 年，(金)张著、张公药、郦权、王磵(jiàn )、张世积等题跋

于图后。

1260年，元朝建立后，《清明上河图》被收入秘府。为官匠装

池者以赝本偷换出宫。售予某贵官，中途又为保管人偷售给杭州陈彦

廉。

1351年，杨准从陈处购得，题长跋记述始末。次年，江西刘汉

从杨准处获观，为之题跋，誉为"精艺绝伦"。

1365年， (元)李祁，记图为静山周氏家。

1461年前后， (明)吴宽题称，图在大理寺卿朱鹤坡家。"朱公云:'

此图有稿本，在张英公家。'"

1451 年，(明)李东阳在图后两次题写长跋，详记画面内容和在明

代中朝流传始末:弘治以后，固归华盖殿大学土徐溥所有。徐临终时，

赠李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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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4年，图归兵部尚书陆完。陆作题记。陆完死后，其子售予

昆山顾鼎臣家，不久，归相国严嵩、严世蕃父子。在此期间，社会上

流传很多关于严篙父子借《清明上河图》打击、陷害都御史王忬(yu)

的传闻，并被时人收入笔记著作中。严嵩败，家产被籍没，图入宫廷。

1578年， (明)司礼监冯保跋。图由内府转入冯保之手。

1644年， 入清以后，图先后为陆费墀、毕沅等人收藏。

1799年， 毕沅死后第四年，家产被籍没，图被收入清宫，并著

录于《石渠宝笈三编》。

1911年以后，《清明上河图》连同其他珍贵书画一起，被清末

代皇帝溥仪以赏溥杰为名盗出宫外，先存在天津租界内的张园内。

1921年，溥仪以赏赐溥杰为名，将《清明上河图》等文物偷运

出宫，由天津转长春伪满皇宫。

1932年，溥仪在日本人扶植下，建立伪满洲国，于是这幅名画

又被带到长春，存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中。

1945年 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日本侵略者的末日也

到了。溥仪和他的日本主子一见大事不好，便乘飞机逃往大栗子沟，

伪满皇宫因失火而一片狼藉。混乱之中，有不少人便趁机进宫"抢洋

捞"，伪皇宫的大批珍贵之物便在这场动乱中流散到了民间，其中，

就有《清明上河图》。在通化被截获。将图存放于东北博物馆，后拨

交北京故宫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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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长春。解放军干部张克威通过

当地干部收集到伪满皇宫流散出去的珍贵字画十余卷，其中就有《清

明上河图》。

1949年，张克威同志调到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作，临行前他将这

十余幅卷轴交给了当时开辟东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林枫

同志。《清明上河图》经林枫之手进了东北博物馆，后来又调到北京

故宫博物院珍存。

2015年 9月 8日至 11月 8日，"石渠宝笈特展"将在故宫的武英

殿展出，长 528厘米的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全卷铺开陈列。

10年前，为了庆祝故宫博物院 80岁生日，这幅作品曾经展出过。之

后这 10年，这幅图只在香港和日本展出过，但都未曾全展开。

折叠编辑本段版本

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是一幅举世闻名的现实主义风俗画卷。

千余年来，此画声名显赫，广受青睐，仿摹者众多。各地公私藏家手

中还有许多摹本和伪造本，有人统计，现存《清明上河图》有 30多

本，其中大陆藏 10余本，台湾藏 9本，美国藏 5本，法国藏 4本，

英国和日本各藏一本，光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就藏有 7本。

折叠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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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开封市中

心街景)作者张择端，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所以被称为《清明上河图》

故宫藏本。

《清明上河图》是中国绘画史上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不但艺术水

平高超，而且围绕着它还流传下来许多有趣的故事。绘画史上名为《清

明上河图》的画幅很多，但真本毕竟只有一幅。经过众多学者、专家

对这一专题的研究，大家意见基本一致，都认为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的这幅是北宋张择端的原作。其它的同名画作，均为后来的摹本或伪

托张择端的臆造本。

折叠明本

又称"仇英本"，是吴门四家"之一，明代著名画家仇英，根据"清明

上河"这一 清明上河图(明.仇英)全图题材，

参照"宋本"的构图结构，以明代苏州城为背景，采用青绿重设色方式，

重新创作了一幅全新画卷，风格与宋本迥异。"仇本"也是后世众仿作

鼻祖，明人笔记载，当时各种以此为蓝本的仿作层出不穷，一时间成

为达官豪门相互馈赠的高档礼物。被称为仇英仿本。现藏台北故宫博

物院。如今互联网上流传的很多关于清明上河图的全景图图片其实便

是这个版本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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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清院本

第 清院本清明上河图(局部)三个版本

是在乾隆元年(1736年)由清宫画院五位画家陈枚、孙祜、金昆、戴洪、

程志道合作画成，可以说是按照各朝的仿本，集各家所长之作品，再

加上明清时代特殊风俗，如踏青、表演 等等娱乐活动，因此增加了

许多丰富的情节，如戏剧、猴戏、特技、擂台等等，画的事物繁多，

虽然失去了宋代古制，却是研究明清之际社会风俗不可缺的材料。同

时，由于西洋画风的影响，街道房舍，均以透视原理作画，并有西式

建筑列置其中。此卷用色鲜丽明亮，用笔圆熟细致，界画桥梁、屋宇、

人物皆细腻严谨，是院画中极精之作。这个版本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

院。被称为清院本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

图高清全图(清摹本)

折叠编辑本段后世评价

作者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法，将繁杂的景物纳入统

一而富于变化的图画中。图中所绘城廓市桥屋庐之远近高下，草树牛

驴驼之大小出没，以及居者行者，舟车之往还先后，皆曲尽其仪态而

莫可数记，全副场面浩大，内容极为丰富，整幅画作气势宏大、构图

严谨、笔法细致，充分表现了画家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洞察力和高超的

艺术表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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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不仅仅是一件伟大的现实主义绘画艺术珍品，同

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北宋大都市的商业、手工业、民俗、建筑、交通工

具等详实形象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其丰富的思想

内涵、独特的审美视角、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都使其在中国乃至世

界绘画史上被奉为经典之作。

白寿彝任顾问的《中国通史(彩图本)》对《清明上河图》的评价:

全卷所绘人物五百余位，牲畜五十多只，各种车船二十余辆艘，房屋

众多，道具无数，场面巨大，段落分明，结构严密，有条不紊。技法

娴熟，用笔细致，线条遒劲，凝重老练。反映了高度精纯的绘画功力

和出色的艺术成就。同时，因为画中所绘为当时社会实录，为后世了

解研究宋朝城市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张择端"条内对《清明上河图》的评

价:是一幅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风俗长卷，画家成功地描绘出汴京城

内及近郊在清明时节社会上各阶层的生活景象。主要表现的是劳动者

和小市民。对人物、建筑物、交通工具、树木、水流之间的相互关系

的处理，非常巧妙，整体感很强，具有极大的考史价值。此后历代绘

制的都市风俗画，无不受其影响。

2015年 9月，专家表示，《清明上河图》虽然场面热闹，但表

现的并非繁荣市景，而是一幅带有忧患意识的"盛世危图"，官兵懒散

税务重。

折叠编辑本段画作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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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秋景之说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开封郊

外)北宋画家张择端绘制的长卷风俗画《清明上河图》，是誉满中外

的艺术珍品。它和唐人韩滉创作的《五牛图》一样，被称为画苑"国

宝"。其最早收藏者是宋徽宗(赵佶)，他用瘦金体书写的"清明上河图"

真迹和双龙小印(宋代皇帝的闲章，用于鉴赏或收藏艺术品时铃记)，

可证画成后最初收藏在皇宫，公元 1126年汴京陷落后，宫中所有名

贵文物包括这幅名画，统统被金人掠去，金人初不识此画的价值。又

过了 59年，即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金人张著最早在《清

明上河图》上撰跋文转引《向氏评论图画记》说，证实宋人张择端有

《清明上河图》及《西湖争标图》，这样《清明上河图》的名称始定

下来。

历史上对张择端创作《清明上河图》的年代，以及"上河"一词曾

有过一些争论，对画中描绘的是清明时节，从金代以来，似无异议。

明代的《味水轩日记》中记载，这幅画不但有宋徽宗的瘦金体题签、

双龙小印，并且还有宋徽宗的题诗;诗中有"水在上河春"一句。这样一

来，这画卷描绘的是春天景色就更不用怀疑了，近代及当代美术史家

郑振铎、徐邦达、张安治等均主"春景"之说。但是，也有人对此提出

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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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春景之说首先怀疑者是开封市教师孔宪易先生。他在 1981年

《美术》杂志第二期上发表《清明上河图的"清明"质疑》一文，列举

了八项理由，认定《清明上河图》上所绘是秋景。

一、画卷右首有驮负 10篓木炭的驴子。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

录》记载:每年农历十月，汴京始"进暖炉炭，帏前皆置酒作暖会"，若

说清明节前后进暖炉炭，违背宋人生活习俗。孟元老和张择端生活在

同一时代，《东京梦华录》是研究北宋汴梁风土民俗的重要资料，所

述史事当是可信的。

二、画面有一农家短篱内长满了像茄子一类的作物，更为有趣的

是几名孩童赤身嬉戏追逐，这些都不可是清明时节的事物。

三、画面上的人物拿扇者有十多人，有扇风状，有遮阳状，常识

告诉人们伏天用扇，初春用扇者极少见。

四、草帽、竹笠在画面上多处出现。"草帽、竹笠是御暑、御雨的

东西，图中既不下雨，这肯定是御阳用的，根据当时汴梁的气候，清

明节似无此必要，这是值得我们怀疑的。"

五、画面上酒肆多处，酒旗上写着"新酒"二字，而《东京梦华录》

云:"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醉仙锦，市人争饮(见该书"中秋"条)。

"宋代新谷下来要酿醪酒喜庆丰收，不然无新酒可言。

六、面上有一处招牌上写着"口暑饮子"这样的小茶水摊。"如果'

口暑饮子'中的'暑'字不错的话，这足以说明它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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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河岸及桥上有好几处小贩的货桌上都摆着切开的西瓜。宋时

古都汴梁的早春乍暖还寒，不可能有西瓜一类鲜果。

八、画面乘轿、骑马者带着仆从的行列，土坟后面向城市一段。

细细分析，这些人虽然有上坟扫墓的可能，倒不如说它是秋猎而归更

恰当些，因为，上坟四季皆有可能，就插花而言，春秋二季都能解释

得通。今从画面种种现象来看，说是秋季倒符合实际些。

折叠颂辞之说

继孔宪易《清明上河图的"清明"质疑》一文后，上世纪 80年代中

期，邹身城先生在中国宋史研究会上提出论文《宋代形象史料<清明

上河图>的社会意义》，认为"清明"既非节令，亦非地名。这里"清明"

一词，本是画家张择端进献此画时所作的颂辞。故有人认为，这里的

"清明"要从广义上去理解。《后汉书》有例证，是出云:"固幸得生'清

明之世'……"从语气看这个"清明"系指政治开明。画中题款"清明"语，

本是张择端进献此画，请帝王们赏识所作的颂辞。金人在画面上留下

的跋文说:"当日翰林呈画本，承产风物正堪传。"点明此画主题在于表

现承平风物。考张择端行年，他于徽宗朝在翰林书画院供职，此画的

第一位收藏人便是宋徽宗，证画家意在称颂盛世，讨最高统治者欢心。

知道了这个背景，显然"清明"一词不是指节令。

折叠真伪之说

关于《清明上河图》还有真伪之说，明、清时代就有一些传闻，

清代长为人徐树丕《识小录》所记:说画中有四个人在掷骰子，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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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颗骰子是六点，还有一颗在旋转，这个掷骰子者张着嘴叫"六"状，

希望再出一个六点。《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是汴梁景物，有一叫汤

勤的裱褙匠认为:汴(开封)人呼"六"字用撮口音，画中人却张着嘴叫"

六"，可见这是闽(福建)音，他怀疑此画是伪作，颜公庆的《消夏闲记》

也有类似的记载。史书说这个汤勤还研究了画中麻雀的那双上脚爪，

它踏在两片瓦角上，这怕是临摹者的败笔。汤勤斯人，名不见经不传，

他所说是否真有道理?看来还需进一步研究。

折叠含义之谜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如此巨制一定是有寓意。那么《清明上

河图》中的"清明"与"上河"是什么含义呢?

《清明上河图》的专家学者通过对"清明"的考证得出三种观点:一，

"清明节之意";二，"清明坊之意";三，即"清明盛世之意"。

持"清明节"观点的专家学者，有已故文物鉴定专家郑振铎先生，

和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先生等。郑振铎先生甚至指出就是清明节这一

天。

持"清明坊"观点的专家学者，是已故河南开封中学的孔宪易先生，

1981年，孔宪易先生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了《清明上河图--质疑》

的文章。孔宪易先生在文章中通过对木炭，石磙子、扇子、西瓜、服

饰等考证研究，认为是画的秋景。清明之意是指"清明坊"。根据是当

时东京城划分一百三十六坊，外城东郊区共划分三坊，第一坊就是"

清明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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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清明盛世"观点的专家学者，有著名鉴定专家史树青先生，史

树青先生指出:"清明非指清明节这一天，而是作为称颂太平盛世的寓

意，清明即政治清明。"

许多专家学者对于《清明上河图》中的"清明"有着诸多的解释与

争论。那么《清明上河图》中的"上河"又是指什么含义呢?长期以来

一些专家学者对"上河"二字的含义也有诸多解释。关于"上河"的含义

主要有几种观点: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是指"河的上游";有专家学者

认为"上河"是"逆水行舟"之意;也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即"上坟之意";

还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即"赶集上街之意"。

根据《东京梦华录》中记载: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入京城，东去泗

州入淮，运东南之粮。根据这段文字，由西北向东南是下水，反之是

上水。因此有专家学者认为"上河"即汴河上逆水行舟之意。然而，也

有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根据《清明上河图》明代李东阳的题跋记载:"上河者云，盖其世

俗所尚，若今之上冢然，故其如此也。"这就是一些专家学者提出"上

河"即是"上坟"一说的重要依据。然而，还有专家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

认为"上河"不能作为动词解释，而应该作为专用名词解释，如果按名

词解释"上河"应该是指御河。也有学者提出疑义，虽然《清明上河图》

中展现了磅礴气势的繁盛景象，但是，《清明上河图》中也描绘了乞

讨的乞丐，街上跑着的猪，官衙门口坐着的懒散的士兵，这些与太平

盛世相悖的另一番景象又该如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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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张择端张择端(生卒年不详)，字正道。汉族，

琅邪东武(今山东诸城)人。北宋著名画家。他的风俗画《清明上河图》，

是世界名画之一，也是他的代表作。自幼好学，早年游学汴京(今河

南开封)，后习绘画。宋徽宗时供职翰林图画院，专攻界画宫室，尤

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后"以失位家居，卖画为生，

写有《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他是北宋末年杰出的现实

主义画家，其作品大都失传，存世《清明上河图》、《金明池争标图》，

为中国古代的艺术珍品。《清明上河图》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另外，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有署名"张择端"的小幅《西湖争标图》，系委托之

作，该作品已经转到天津博物馆。《清明上河图》尚存，是《东京梦

华录》、《圣畿赋》、《汴都赋》等著作的最佳图解，具有极大的考

史价值，不只继承发展了久已经失传的中国古代风俗画，尤其继承了

北宋前期历史风俗画的优良传统。

张择端对每个人物的动作和神情，都刻画得非常逼真生动。这充

分说明，张择端生活的积累非常丰厚，创作的技巧非常娴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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