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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宋代艺术同文艺复兴的联系之密无疑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最甚，求理写实、严谨典雅，但不同的社会文化

环境中注定他们会透露出不同的闪光点。由此，本文从文艺复兴艺术和宋代艺术之间的联系与差异出发

进行阐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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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ong Dynasty art and the Renaissance is undoubtedly the most 
profound in the long history of China, seeking realism, preciseness and elegance, but in different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s, they are destined to reveal different points of light. Therefore, 
this paper elaborates and analyzes the connection and difference between Renaissance art and 
Song Dynasty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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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艺术的长河中，中国宋代艺术独树一帜，它始终追求写实典雅并以其独特的魅力彰显了中华文化

的深厚内涵。而在大洋彼岸的西方文艺复兴艺术中，它以“像”与“美”为内核，同样奉写实典雅为艺

术的最高境界。 
谈及古典主义文艺复兴，这一词，源自于意大利语，意味再生或复兴，14 世纪时，新兴资产阶级视

中世纪文化为黑暗倒退，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则是光明发达的典范，力图复兴古典文化，于是产生“文

艺复兴”一词，作为新文化的美称。14~16 世纪西欧文化的总称，标志着欧洲近代历史文化发展的第一

个阶段。文艺复兴促使欧洲人以神为中心过渡到以人为中心，把人的重点从来世转移到现世，唤醒了人

们的积极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及科学实验精神从而在精神方面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胜利和确立开辟了道路。

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温克尔曼在《希腊艺术模仿论》中所言：“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就是对其

最好的概括[1]。 
回观于之中国宋代。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黄金时代，拥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陈

寅恪先生谈及：“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之外缘薰习之故，咸

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以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

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2]宋艺，在中国

千百年的发展历程上无论如何都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宋这一时代是命途多舛、南北分裂的时代，是经济

发展、社会进步的时代，亦是人才辈出、艺术繁荣的时代。北宋有李成、范宽百代标程成一家之体，传

达北方山水之险峻、之巍峨、之雄奇壮丽，南宋有画院众家，博采众长，南宋四家展南方山水之婉约、

秀之丽、之温文尔雅。更有苏轼，此集诗、书、画、政治、经济韬略于一身的大家。故此陈寅恪先生所

言之“华夏民族文化，造极于宋之世”，极合乎史哉。 

2. 宋代艺术同文艺复兴艺术的联系 

源于东方文脉的宋代艺术看似与古典主义并不相连，但千年之前的宋韵之风确无不体现着文艺复兴

的古典主义之征。 
文艺复兴艺术之中所追求的“写实”与“典雅”的内核，在宋代美学上同样淋漓尽致地展现。 
(一) 写实 
宋代艺术和文艺复兴艺术都注重写实和细节的表现。在绘画和雕塑方面，文艺复兴艺术家；通过对

自然和人类的深入研究，创造出了具有高度写实和细节的作品。而宋代艺术家也注重对自然和人物的细

致刻画，尤其是在工笔花鸟和山水画方面。 
西方自古希腊罗马以来，便产生了无比辉煌的艺术，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

一众艺术大师，就创造了一系列创造如真似幻画面的技巧。透视法的确立，解剖学、科学的介入，都使

得古典主义绘画能够越来越写实。 
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尼德兰画家扬·凡·艾克充分体现了文艺复兴艺术的写实之风。所画《阿诺尔

菲尼夫妇像》极其一丝不苟地描绘出每一个角落，无论是夫人盖着的头纱的蕾丝质感，还是脚边小狗的

根根绒毛都得到了精细的描绘。同时通过画面正中的凸镜反射的“第三视角”也得到了传达。即使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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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镜子中的情况，也得到了画家极大地重视和完全遵从事实描绘。此时的扬·凡·艾克像是一位虔诚

的写实信徒。 
与西方的古典艺术相比，宋代艺术在写实技巧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宋代艺术家们通过深入观察生

活、研究自然规律，不断锤炼自己的技艺，力求在作品中真实地再现客观事物。宋代绘画不同于常规印

象中中国绘画不求形似、逸笔草草之貌。而是在程朱理学、格物致知精神的影响下登上了求理写实的高

峰。正如南宋邓椿《画继》云：“画院盖一时所尚，专以形似。苟有自得，不免放逸，则谓不合法度。”[3]
画家为物象传神，要忠实描写观察对象，穷尽物理，首先“格物”，“格物”之后才能“致知”，而这

个“知”就是物之体貌，就是形似，就是写实。 
徽宗赵佶传有《芙蓉锦鸡图》，全图绘制芙蓉和菊花，微微下垂的芙蓉枝头上立有一只锦鸡。芙蓉

枝叶，每一片叶都各不相同，锦鸡的斑斓羽毛和生态惟妙惟肖。充分体现出对写实的追求[4]。 

同有《画继》记载：“宣和殿前植荔枝，既结实，喜动天颜。偶孔雀在其下，亟召画院众史令图之，

各极其思，华彩烂然，但孔雀欲升腾墩，先举右脚。上曰：未也。众史愕然莫测。然后数日再呼问之，

不知所对，则降旨曰：孔雀升高，必先举左。众史骇服。”[3]可见徽宗赵佶既注重“常形”，亦把握“常

理”，从多方面追求写实的目标[5]。 
同时，宋代理学的格物致知精神也推动了宋代艺术的写实倾向。艺术家们追求细节的真实和内在的

神韵，通过深入观察和理解，严谨写实地描绘出人物、山水、花鸟等形象。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之中一丝不苟地展示了北宋都城汴梁郊外汴河沿岸及东角门众市区清明时

节的景象。全卷以虹桥为中心向左右展开，画面中每一个人物都各具神态，衣着、样貌、姿态皆不相同，

而虹桥两边的摊贩所售商品，房屋形制，都严谨入微地按照当时实际的情况所进行描绘。同时作者面对

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根据十分细致的观察理解和主体表达的需要，非常注意选择那些既具有形象

性和富于诗情画意，而又具有时代社会本质特征的事物、场面以及情节加以表现。内容异常具有丰富性、

高度的历史真实性，艺术表现得无比生动真切，成为我国古代绘画史上具有不朽意义的杰出作品。作者

对于城市社会生活，尤其是“市井细民”的生活，怀有相当深厚的感情和极为广泛而精到的了解[5]。充

分体现着深入地的观察和理解，严谨写实地的描绘。就如同杨凡·艾克一丝不苟地描绘《阿尔诺芬尼夫

妇像》当中镜子里的镜像和夫妇脚边的小狗一样，这都体现着画家深刻的描绘功力和过人的观察力。 
(二) 典雅 
宋代艺术和文艺复兴艺术中的都表现出高雅、优美、内敛的特点，“典雅美”是宋代艺术和文艺复

兴艺术共同的代名词。 
承袭古希腊罗马的艺术风格，打破中世纪的死板、生硬，文艺复兴的艺术家们注重比例、节奏和色

彩的运用，以达到整体上的协调和美感。整个时期的画面都给人以神圣的人文主义之感。 
杰出大师拉斐尔最擅画圣母像，拉斐尔笔下的圣母像庄重、优雅，是无数人心中圣母像的典范。以

怀抱小耶稣的圣女为画面中心，左右分立罗马教皇西斯廷二世和圣女巴巴拉的《西斯廷圣母》最负盛名。

完美和谐的三角形构图，使画面重心始终落在中心，保持特有的庄重感。达·芬奇传世名画《蒙娜丽莎》，

以稳定的五个三角形构图，正中的耶稣，使画面的平衡恰到好处。细腻的笔触和如真似幻的勾勒描绘，

充分展示出基督与十二门徒的形象。典雅和优美透露在画面每一处[6]。 
同时西方古典主义所注重的典雅美的特征也透露在宋代艺术家的心里。古典主义所强调的和谐稳定

的三角形构图，黄金比例的呈现，在宋代美学中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呈现出来，和谐、优美、含蓄的美感

得以充分体现。 
总的来说整个宋代都氤氲在内敛、自省的文化氛围中，和秦汉的磅礴不同，宋代艺术也更多了一份

平和。它追求的不再是秦兵马俑那般千人千面气势恢宏的地下军阵，汉霍去病墓前石刻那种大气铺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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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转向了温婉秀丽的典雅，带着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文化光辉。 
宋代开始，典雅秀丽的花鸟画逐渐登上舞台，成为极占重要性的一门独立画科。徽宗赵佶作为画院

代表，尤为钟爱花鸟画，他的《瑞鹤图》描绘政和二年上元节过后瑞鹤云集皇宫的情形，作为瑞兆着力

宣传。画面下部为一座庄严的建筑耸立于白云之中，只露屋脊，鸱尾上各立一鹤，回头仰视，天空中十

八只鹤大部分以顺时针方向翱翔，盘旋于建筑物之上。建筑以工笔界画绘出，法度谨严，白云以细线勾

勒，稍加晕染，丹顶鹤皆展翅飞翔，头部姿态各不相同，天空以青色染出，匀净清澈[7]。呈现出淡雅和

谐的颜色，平衡和谐的构图，透露着古典主义的韵味。 
宋人的传世名作《出水芙蓉》，在画面中，画家一花两叶的巧妙组合，浑然天成，微妙的曲线变化

贯穿整个画面。画幅不大，但却构成了花叶交相辉映，生机盎然的场面。自然生态下的荷花被画家赋予

了一种超自然的理想美，这种美是超然的、超越现实所见的。正如古希腊人在创作《米洛斯的阿弗洛狄

忒》时所秉持的那种完满、和谐之境，一切都刚刚好，都恰到好处又绝不刻意。 

3. 宋代艺术同文艺复兴艺术的差异 

在艺术的丰富历史中，宋代艺术与古典主义犹如两条交错的河流，各自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又相互

映照、激荡出新的浪花。他们不仅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共同点，更在各自的时代中焕发独特的光芒，推动

艺术的前进。 
(一) 文艺复兴——人文精神的回归 
文艺复兴砸碎了神学的枷锁，高举人文主义的旗帜，点燃文明的火炬。文艺复兴的核心是人文主义，

这是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哲学思想，强调个人的尊严、自由、权利和价值。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重新

审视古典文化，从中汲取智慧和灵感，开始追求个人的发展和幸福。这种思想的出现，打破了中世纪封

建神学的束缚，为欧洲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们开始注重表现人性和情感，以现实主义为主要风格。例如，达·芬奇、

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等大师的作品，都充分展现了人文主义的精神。他们的作品以人物形象为中心，注

重刻画人的情感和内心世界，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人性和自由的追求。米开朗琪罗的雕塑《垂死的奴隶》

中，他选择了生命正在消逝、身躯逐渐被无生命的素质支配的时刻，是从生活的奋斗中得到了最终松弛

和解脱的一瞬。米开朗琪罗如此的描绘，便使我们很难将这件雕塑想象成一件冰冷、没有生命的石像。

因为它就像一个活生生的人。除此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刻，米开朗琪罗在《创造亚当》中表现的则是一个

精力充沛的健壮人体。但无论是哪一种形态，都打破了中世纪一千多年来刻板的教条和僵硬的形象描绘，

回归人的本性和情感。总之，文艺复兴是一个人文复兴的时代，是回归自我的时代[6]。 
(二) 宋代艺术——尚意目标的追求 
虽说宋代艺术无处不透露着“求理”“形似”，但千年绵延的中国古典文化，也绝非只止步于“形

似”而已。宋代是尚“意”、追求“诗意”的时期，在不断追求写生、写实的艺术进程中，人们对形神

意趣概念命题的审美追求更加明确[8]。 
徽宗赵佶在画学考试中选拔画院学生即最强调“诗意”。以诗为题，考察考试学生如何将诗境融入

到画面当中。有题为“踏花归去马蹄香”，精妙之作为只画几只蝴蝶跟在马蹄后飞舞，暗示出抽象的花

香。而“深山藏古寺”则不需要颇费力气去描写丛林，古刹，只要画一个小和尚在溪边担水，暗示深山

中的古寺。“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便画一舟子在船尾酣然睡去，身边放着一根笛子，说明并非无

人，只是无人渡而已[9]。诗歌本就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文人所表达内心意蕴、极富文学性的文字载体。

宋代绘画也正是与诗歌这样的载体相结合，不停留在诗所描述的字面含义，而追求诗中所暗含的意蕴，

做到真正的诗画一体[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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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绘画不仅追求“诗意”还追求“神韵”。沈括有一段话说：“书画之妙，当以神会，难可以形

器求也。世之观画者，多能指责其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于奥理冥造者，罕见其人。”[10]充分体

现宋代绘画的追求不单单只是停留在形似之上。苏轼亦有言“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龄。赋诗必此诗，

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苏轼题画诗《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是说衡量画的好

坏，如果只注重形似，那和儿童所见又有什么不同，如果诗人不能言志抒情，那也不能称其为诗人。强

调了宋代绘画在追求形似的基础上继续追求神似。 
故此，宋代艺术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描摹，它同时体现着华夏民族千年积淀的内涵。宋代艺术是“尚

意”的艺术，是通过湖面的描绘，来传达内心情感的艺术。 

4. 小结 

宋代艺术和文艺复兴艺术都是艺术长河中极其重要的一环。都有着写实典雅的共性，也有各自艺术

所侧重的不同关键点。 
而宋代绘画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中国艺术强调主观的内核，一定会有与文艺复兴相异的

一面。正如宋人虽追写实，但与文艺复兴追求仍是大有不同，正如黄宾虹所说“西人之艺术专尚写实，

吾国之艺术则取象征。写实者以貌，象征者以神。此为东方山水艺术独特之精神”。不论是山水画而言，

还是其他绘画门类，中国绘画所追求的远不止“视觉艺术”表面的内容。宋人艺术早已将自身与艺术融

合而一，是“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追求目标。而文艺复兴作为西方思潮中极重要的一环，也在千

百年的洗礼中愈发展现出自己夺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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