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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巡览/

! ! ! !在古典艺术中，女性在心理上给人以优雅温柔和美感，
自然也成为许多艺术品表现的对象。自先秦以来，女性柔婉
安静、娴雅自然的审美范式就被确立下来，而一些女性艺术
家的作品也因为其独有的特质而被人们所关注。近日，上海
博物馆在其官方网站上制作了“秋水伊人———中国古代女
性与文物”的专题。让我们通过这个专题对于上博收藏有关
女性的展品“豹窥一斑”。
早期艺术品中的女性形象，往往较少对于五官和表情

有着精确的描述。像上海博物馆藏东汉时期的一件玉舞人，
垂发至肩，雕工流畅，足下出一短榫，当是作为嵌插之用的
摆件。魏晋时期，对于绰约轻盈、身材修长的女性形象风靡
一时，这种感觉影响直到唐代初年，像一件隋代的捧罐女
俑，高 !"#$厘米。女俑双手捧一小罐，恭敬而立，为侍女形
象。脸部表情纯朴谦和，笑容可掬。身着窄袖长裙，腰系带。
发式平阔高耸如冠，右边上翘起一发髻，额部鬓发均剃齐，
通体施透明釉。
随着唐代国力空前强盛，人们对于女性的形象也从身

材纤细，变成了丰腴浓艳。唐代女俑在其内容与形式的双方
面结合中予人以美的享受，仅仅在发型上就有半翻髻、双环
望仙髻、囚髻、抛家髻、惊鹄髻、螺髻、百合髻、圆鬟髻等，这
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女性对于秀发的钟爱，而除了养护之
外，各种头饰也是必不可少。从梳篦、笄，到我们熟悉的簪、
钗，再到步摇、花胜、钿，以及冠饰、狄髻、绢花。一件小小的

发饰，就能在历史的场合中演绎出如此丰富的品种，以至于
成为了一个独特的收藏门类。在上海博物馆收藏中，囊括了
新石器晚期玉梳背、宋代的龙头金发簪、明代包金首木簪碧
玉发冠、鎏金嵌宝银发簪发罩等等。像一件明代的镶宝玉观
音鎏金银簪，是在鎏金首饰上嵌玉观音，下面还有莲花座。
在许多明代的文学典籍中，对于这样的头饰都有所介绍。
除了头饰之外，镜子也是古代女性日常必不可少的用

品。从早期的铜镜，到后来的镜台，女性的一天可以说是从
“对镜贴花黄”开始的。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明代的黄花
梨木折叠式镜台，台上层边框内为支架铜镜的背板，可以放
平，或支起约为 "%度的斜面。背板用攒柜做成。下层正中一
格安荷叶式托，可以上下移动，以备支架不同大小的铜镜。
中层方格安角牙，门成四簇云纹，中心故使空透，系在镜钮
上的丝条可以从这里垂到背板的后面。
古人对于女性之美有着独特情感，在对于向往美好忠

贞情感的同时，衍生出无数悲欢离合的故事，特别是在绘画
上更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像华喦的《金谷园图》，描写的就是
石崇和绿珠的历史故事。石崇家境富裕、生活侈糜，有宠妓
名绿珠，容貌美艳，善吹笛箫。侍中中书监孙秀遣人求得绿
珠，石崇不应。后孙秀语石崇有谋反之意，唆使赵王逮捕石
崇，绿珠坠楼而亡，石崇被杀。画家在表现这两个悲剧人物
时，选择了金谷园中和谐相处的情节，反映了二人坚贞不沦
的情感。图中绿珠正在吹箫，石崇团坐蒲席，专注聆听，人物
情态刻画细腻。

当然，在更多有关女性的绘画作品中，还是展现以
传统在深闺中形成的休闲方式，诸如乞巧、蹴鞠、秋千等
活动。收藏在上海博物馆的《仕女图》长卷，笔法简洁，意
境却格外生动。它描绘了明代宫廷女子的生活常态。整幅
长卷共分为六个部分，每一部分都是一个单独场景。《仕女
图》的作者杜堇是明代一位著名的画家，《仕女图》中所描
绘的场景是明代宫廷中女性的日常生活。《仕女图》长卷中
描绘的一百多位女性，她们艳丽的服饰，姣好的面容，体现
了宫廷女性的优雅与富贵。女性面部画的三白妆，以及她
们的服装款式，都是典型的明代风格。而杜堇临仿的《宫中
图》却并没有《仕女图》这样的色彩与气势。
丁观鹏的《乞巧图》，全图色彩丰富，人物颇具动感，

是清代宫廷绘画中合笔画的代表作之一。此卷用白描写
出七夕夜间庭院中妇女们燃烛斋供的情景。图中贵妇三
五成群，或立或坐，或相互交谈，或轻盈漫步。众侍女忙
于上灯、烧水、执壶、捧盘、抬桌。画卷结尾到向天斋供为
止，类似连续画，反映了七夕乞巧的风俗情景及过程。此
外，代表陈洪绶人物绘画作品代表作的《扑蝶仕女图》和
明代黄卷描绘名媛闺秀结社出游景致的《嬉春图卷》，也
都是这类绘画作品中的代表之作。 杨羽

! ! ! !历史上很多闺秀都接受过相当严格的才艺教
育，使得其展现出了超凡的才华，从而成就了她们作
品中独特的感性之美，像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明代蔡
玉卿的《真书山居漫咏卷》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作。
蔡玉卿是明代书法家黄道周的夫人，也是一位

著名的书法家。她出生于一个隐士家庭，&%岁便能
属文，&$岁嫁黄道周为继室。蔡玉卿来到黄家，不但
“事姑以孝闻”，且能刻苦攻读，临池泼墨，就是随黄
道周上京途中，也坚持天天临摹东晋女书法家卫夫
人字帖。几经磨砺，字、画、诗均有造就，但其作品多
不行世，而行世的也以“闺中名不宜传外”为由，署黄
道周名字。上博的这幅作品字卷笔力精遒，一丝不
苟，字的结体宽展舒和，用笔参以隶意，字势稍带欹
侧，因而显得险峻峭拔，稳健秀雅。
在上博收藏的女性创作的书画中，最引人注目

的还要算是宋代艳艳女史的《草虫花蝶图卷》。一幅
长达 !米多的花鸟图卷，绘写园苑坡地、湖石间，绽
开秋菊。萱草、秋葵、南天竹、海棠、桂花等花卉；蝴
蝶、蜜蜂、蜻蜓等翩飞花草间，一派秋光明艳景象。形
象勾勒用笔工细柔婉，敷色艳丽细腻，技法为工笔重
设色。卷本署款“艳艳画”。这也被认为是中国最早女
画家的存世孤本，有着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据记
载，艳艳女史是南宋封州一官吏小妾，擅长山水花鸟
画，但一直没有她的作品传世。这幅画出现在去年上
海的一次拍卖会中，由于后面的两个南宋印是假的，
因此人们怀疑这是件赝品。著名画家鉴赏家吴湖帆，
在本图卷后题识说：“图中花草，彩色之工艳夺目，虫
蝶之栩栩如生，其稿本当出自黄筌、黄居莱父子，非
马麟辈以后笔墨也。”此论极是。此图曾经近代鉴赏
家孙邦瑞收藏，图卷前后有吴湖帆、张大千、沈剑知、
夏敬观、宣龚诸多画家、鉴赏家、学者的题识和题诗，
对其赞誉有加。
除了绘画，在女性创作的艺术作品中，刺绣也占

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明代韩希孟顾绣《花卉虫鱼
册》就是其中的代表。顾绣起源于明代上海人顾名世之家，其晚
年曾于县城西北隅筑露香园。顾氏女眷皆精于刺绣，世称“顾
绣”。一幅绣品往往要耗时数月才能完成，立意高雅，师法自然。
韩希孟，系顾名世孙媳，是顾绣中名手，深通六法，尽得名家笔
意，作品世称“韩媛绣”。图册为绫地彩绣花卉鱼虫册页四开，第
一开《湖石花蝶》，第二开《络纬鸣秋》，第三开《游鱼》，第四开《藻
虾》。在《藻虾》图左上角绣有韩希孟墨书题款和朱色印记。题款
“辛巳桂月，绣于小沧州”，为崇祯十四年（&"'&）所作。四开均绣
有“韩氏女红”朱文印记。韩氏在四开绣幅中运用了掺针、套针、
齐针、滚针等针法，以写实手法表现了“书绣”的神韵，所绣花卉
草虫“生气回动，五彩烂发”。册首题签上钤有“顾氏家藏之宝”印
记，册尾有崇祯九年（&"("）董其昌和崇祯十二年（&"()）陈子龙
题跋各一篇。
《莲塘乳鸭图》是著名缂丝艺人朱克柔的作品，画面生动活

泼，色彩富有变化，红叶白鹭，绿萍翠鸟，蜻蜓草虫，双鸭游乐，白
鹭鸟神情精灵剔透一雌一雄双鸭优哉游哉。青石上缂制隶书小
款“江东朱刚制，莲塘乳鸭图”，画面左下角有“克柔”朱红印一
方。此件缂丝幅式很大，组织紧密织细，丝缕匀称，层次分明，制
作工巧，生意浑成，可谓巧夺天工。 袁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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