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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南宋刘松年《中兴

四将图》描述了刘光世、韩世

忠、张俊、岳飞四位大将及其

侍从的详细表征，文章从《中

兴四将图》的创作时代背景及

图中人物展开分析，深入诠释

了《中兴四将图》的政治军事

和人伦教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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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之交，中原大地一直处于战事焦灼的状态，在抵御外侵的过程中，宋王

朝出现了很多军事统领，正是由于这些军事家们浴血奋战，才使得南宋王朝得以保

全，同样也正是基于此，南宋的中兴之治方才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这些

军事将领中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四位名气之大，功劳之高不能不提及，刘

松年《中兴四将图》正是描绘这四位将领的历史人物画。《中兴四将图》（图1）

为南宋绍熙年间画院待诏刘松年所绘，绢本设色，长90厘米，高26厘米，明朝时期

为私人收藏，后入清宫，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目前将南宋中兴四将归于同一幅

画面的人物画仅此一幅，以往关于南宋中兴名将的记录多以史书文字形式出现，但

从图像角度去看中兴四将并不多见。文章以刘松年《中兴四将图》为例，从图像描

述、分析、诠释三个层次来展开论述。

一、《中兴四将图》的图像描述

《中兴四将图》属于典型的历史人物题材画[1]，南宋的宫廷绘画基本上延续

了北宋的体制[2]，但在绘画题材上比北宋更加有突破，除了花鸟、山水等传统题材

外，特别是对于历史题材绘画的发掘显得尤为突出。众所周知，历史人物画不仅对

画家绘画技巧有着极高的要求，而且画家在进行历史题材创作时还必须熟知相关的

历史和语境，这其实也是对画家综合能力的全面考察。

画卷右边的第一组人物为刘光世以及他的侍从。在图中，那位身材高大之人上

方题写“刘鄜王光世”，为辨识画中的人物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鄜王”是为了

纪念刘光世的战场功劳而封给他的一个王位。画中的刘光世身材非常魁伟、体型健

壮，把这样的一个人物安排在画卷的最右边似乎又起到了“压角”的作用，给观者

在视觉感受上达到一种平衡，想必这样的造型编排一定是经过绘图者深思熟虑的。

图中刘光世面目神情镇定，身子朝向画卷的左边，呈三分之二侧面，身着蓝紫色服

图1 中兴四将图 刘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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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中兴四将图》中的刘光世 图3《中兴四将图》中的韩世忠 

装，腰部配有玉带并用双手端着。从现代绘画的视角来看，这种半侧面的绘画是表

现人物的最佳角度，不仅能展现人物的气质面貌，而且还能更好地体现出绘画的空

间感。在刘光世的旁边还有一位随行的侍从，其绘画的角度基本和刘光世一致，呈

三分之二侧面，身着酱黄色衣袍，双手抬起并抱拳，腰间挂有一把宝刀，腰的两侧

配有弓和箭。这位侍从在构图大小上比刘光世明显矮小一些，其面目表情也显得不

是特别威严，在这里可以看作是刘松年在绘画时故意为之，因为这样便于更好烘托

出刘光世的名将形象。

从右到左第二组人物是韩世忠和他的侍从，图中在韩世忠的上方有“韩蕲王

世忠”的题字。“韩蕲王”是后人对其追封的王号。画中的韩世忠也呈三分之二侧

面，朝向画卷的左边，这点和刘光世在构图上基本一致，其身材高大魁梧。但和刘

光世相比稍显瘦弱一些，一件褐色长袍罩在全身，腰间则以一根绳子代替了玉带，

有流苏下垂，人物做拱手状。韩世忠右侧的侍从其绘画构图也为三分之二侧面，面

朝画卷的左侧，双手抱拳，身着深灰色袍，腰间系有绳子，并佩戴宝剑一把，侍从

的体量比主人韩世忠小很多。

从右到左第三组人物便是张俊及其侍从，图中在张俊的上方有“张循王俊”的

题字，“循王”也是后人对其追封的王号。图中张俊在绘画构图上约呈三分之一侧

面，朝向画卷的右边，身材同样高大，从画中看去其眼神似乎俯视着前方。在着装

上，张俊的服饰可谓是整幅画面中最亮眼的，一身朱红色的袍子显示出一种贵族气

息，再加上其整体位置处于画面的中间，无疑是整幅画的视觉中心所在。张俊腰间

所系的是一根较窄的玉带，同样有流苏下垂，其手部也做拱手状，与韩世忠相对。

张俊后方的侍从身着褐色长袍，脚穿白色靴子，腰间有玉带，除此之外还配带了弓

箭于其背后。

画面的最左边即为第四组人物岳飞和他的侍从，画中岳飞的上方有“岳鄂王

飞”的题字，以便准确辨别其到底为何人。“鄂王”与其他三位将军一样都是后

人追加的王号。刘松年笔下的岳飞面目表情十分祥和，但透过祥和似乎又能嗅察到

其刚直的人格特性。岳飞的身材也同样非常魁梧，呈三分之二侧面，朝向画面的右

边，身着暖褐色袍子，其腰间配有玉带，双手端着玉带。岳飞身后的侍从扭头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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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的右面，呈全侧面，身子呈三分之二侧，似乎在所有随从中其警惕性最强，时

刻观察着周围的动静。这位侍从身着朱红色的长袍，但由于位置靠边，其并没有和

着红袍的张俊形成视觉上的冲突，当然这也得力于画家高超的构图技巧。这位侍从

在手部姿势上做抱拳状，在腰间配有常用的武器宝剑和弓箭。

看完这四组生动的人物，再从整体着眼，即左右两组人物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对

称关系。画中张俊和韩世忠面像相对，且都做拱手姿态，对称性非常明显。其次，

画中的岳飞和刘光世也具有一定的左右对称关系，两人面像相对，双手也都端着玉

带，胸间的衣纹也十分相似。再次，画面最左和最右的两位侍从也具有对称关系，

他们都双手都抱拳，腰间配戴弓箭。需要注意的是，画中的对称不是绝对的镜像对

称，只是大体上对称。刘松年的这种左右对称的人物构图使得画面平衡感强，有一

种向内凝聚的收缩力。

二、《中兴四将图》中的主人公分析

看似繁荣的宋王朝由于在军事力量上的积弱，自政和年间以来就一直受到北方

金兵的威胁，自此便开始走向了中衰，直到北宋灭亡。公元1127年，宋高宗赵构即

位并重新建立宋朝，这便是历史上的南宋，高宗在南方逐步站稳了脚跟，又与金军

签订了和约，以公元1141年的宋金和约为标志，南宋中兴之治拉开了序幕。

《中兴四将图》中的刘光世（图2）（1089—1142），字平叔，陕西志丹人，

出生于武将世家。宣和三年，刘光世跟随父亲刘延庆平定了安徽方腊起义，凭借着

在这次战争中的卓越表现，开始逐步踏上戎装之旅。宣和四年，刘光世又随其父亲

参加了对辽作战，在这次战斗中又立下了显赫的功劳，战后被奉为国军承宣使，开

始进入了高级军官的阵列。然而刘光世在对金兵的作战中却没有取得什么特殊的战

绩，可以说其“安内”的作用大于“攘外”。建炎二年金军骑兵打到安徽天长，而

此时赵构正忙着往南方撤退，故而派刘光世率队阻击金军，可是这次刘光世的军队

在见到金兵后竟然不战而退。也许是为了维护战时的团结，这次赵构并没有处罚刘

光世，不久后反而有所提拔。在对待自身利益问题之时，刘光世却积极争抢，生怕

有所疏漏，《宋史》中有关于刘光世这样的记录：

光世在诸将中最先进。律身不严，驭军无法，不肯为国任事，逋寇自资，见诋公论。

图4《中兴四将图》中的张俊 图5《中兴四将图》中的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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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入对，言：“愿竭力报国，他日史官书臣功第一。”帝曰：“卿不可徒为空言，当见之行

事。”建炎初，结内侍康履以自固。又蚤解兵柄，与时沉浮，不为秦桧所忌，故能窃宠荣以终

其身，方之韩、岳远矣。[3]

到这里也许有人会产生疑问，既然刘光世后期劣迹斑斑，那为何又能与岳飞等

真正的忠君爱国之将同时出现在《中兴四将图》中呢？其实仔细回想一下，把刘光

世放在《中兴四将图》也未尝不可理解，刘光世在南宋的军队系统中算得上是一位

资历颇深的人员，其官职较大，最高做到保静军节度使，统领三镇。中兴四将的说

法产生于南宋一朝，刘松年《中兴四将图》在创作之时正处于这种历史语境，试想

在这种环境下作为宫廷画院画师的刘松年又怎么能不把刘光世画入图卷之中呢？

《中兴四将图》中的韩世忠（图3）（1089—1151），字良臣，陕西延安人，

出身贫寒之家，自幼爱好习武且性情善良，又爱行侠仗义。韩世忠17岁时便报名参

军，从此正式开始了戎装生涯。当时延安府地区经常饱受西夏的骚扰，为了保卫自

己的家园，韩世忠在军中勤学苦练而终到一身过硬的本事。在对西夏的作战中，韩

世忠杀敌勇猛，其卓越战绩为他日后在宋军的至高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韩世忠从

军生涯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次大战则是抗击兀术之战。与兀术的战斗只是韩世忠戎装

一身中众多战役的一场，毫无疑议，其勇猛的作战态度、科学的作战技巧以及忠君

爱国的作战精神为保卫宋家王朝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夫人也是历史中的英雄

之妇，故其成为“中兴四将”之一，并被刘松年收录笔下，千百年来韩世忠一直被

人们所不断赞誉和歌颂。

《中兴四将图》中的张俊（图4）（1086—1154），字伯英，凤翔府人（今甘

肃天水），出身寒微之门。张俊从军之初善射弓箭，在宣和年间镇压河北山东等地

的农民起义时得到赏识和提拔，开始进入军旅生活。南宋初年，张俊带领部队英勇

抗击金军，镇压国内农民起义，为初生的南宋王朝得以生存立下了汗马功劳，凭借

战功，官位也一路上升到承宣使。建炎三年，南宋军队系统中的苗傅、刘正彦在临

安发动兵变，企图废掉赵构政权。这时张俊在王浚的协调下，带领部下同韩世忠、

刘光世等人一起剿灭了苗傅、刘正彦的叛军，平定了这场内乱，辅助赵构恢复了

王位。因救驾救国有功，张俊此后跻身成为了南宋核心将领人物之一，同年官至浙

东制置使。然而张俊在战功显赫的背后却也饱受别人的争议，对他争议其来源与自

身有关。高宗在偏安一隅后其对敌政策已求和为主，当时朝廷求和派的代表人物是

秦桧，当张俊嗅察到统治高层的这种意愿时，便开始积极配合秦桧等人来对“主战

派”进行清理。“主战派”的代表则是岳飞和韩世忠，绍兴十一年秦桧派张俊查韩

世忠，并指使别人诬陷韩世忠，这件事最终在岳飞的干预下没能得逞。自此，“主

和派”对岳飞更加仇恨，为了除掉岳飞，张俊与秦桧等人多次联合诬陷岳飞及其亲

信，最终将岳飞陷害致死。

《中兴四将图》中的岳飞（图5）（1103—1142），字鹏举，河南安阳人，是

我国历史著名的军事家，位列中兴大将之首。早年岳飞的从军之路并不是很顺利，

直到靖康元年，在一次例行侦察途中突然遭遇金军埋伏，岳飞奋勇杀敌，以少胜

多，自此岳飞的武艺和勇谋逐渐得到别人的认可。然而在高宗赵构登基后，岳飞给

皇帝写了一封千言书来请求收复失地，不料这封谏言书却再次成为了其被贬官的理

由，其认为岳飞这是越级上书，不合法规。虽然在军旅生涯中岳飞的道路并不是很

通达，但这些都丝毫没有改变其对宋王朝的忠诚，一心盼望能早日收复失地。在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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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建炎至绍兴年间，岳飞继续带领军队为宋王朝效力，并多次打败金军。绍兴九

年，南宋与金讲和，并向金称臣交贡，这让岳飞非常不满。绍兴十年，金军再次南

下攻打南宋，岳飞奉命出兵，相继收复了洛阳、郑州等地。可是当岳家军发兵正猛

之时，朝廷再次传出了言和的声音，一心求和的高宗和秦桧多次逼岳飞回朝，一连

发出了十二道召回金牌令，迫于无奈，岳飞只得放弃了战争的主动权。回朝之后岳

飞很快被夺走兵权，绍兴十一年岳飞被“主和派”代表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而

害死。

三、《中兴四将图》的图像诠释

刘松年《中兴四将图》在绘画选题上属于历史人物题材，其所表达的对象则是

一定时间与一定语境下的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人物，既然历史人物题材是对社会存在

的一种客观反映，那么其必定带有功能，除了艺术家的审美自觉外，这种功能还体

现在纪念宣传功能、政治功能、军事功能、人格教化等方面。

1.《中兴四将图》折射出的政治军事功能诠释

统治阶层命专人为功臣绘制肖像的传统由来已久，刘松年绘制《中兴四将图》

也应该是受命所做，当然反过来图像也能体现出统治阶层的特殊政治意图。《中兴

四将图》所体现出的政治意图首先体现在“中兴四将”的人选安排中，统治阶级欲

平衡“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的矛盾。无论北宋还是南宋，统治高层对手握重

兵的军事将领都一直倍加提防，但是他们也知道若缺少了这些军事大将，一个国家

也很难再生存下去。宋王朝在军事力量上的积弱让北方少数民族有了入侵的可能，

尤其是到了两宋之交，金兵南下如入无人之境。为了挽救宋王朝的生存，这时便涌

现出了一大批英勇爱国的大将之才，他们冲锋在前，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收复宋家

王朝被蚕食的领地，捍卫着国家的尊严。在刘松年《中兴四将图》中，如岳飞、韩

世忠等大将则正是这一类人，他们所代表的力量为“主战派”，其欲以强硬的军事

斗争来彻底赶走外部侵略势力。然而作为统治集团核心人物的高宗赵构骨子里却有

着与侵略者讲和的意图，秦桧则积极附和赵构的心思，在朝政中以他为首的代表力

量为“主和派”。由于有统治阶级顶层人物的支持，“主和派”的势力逐渐压过了

“主战派”，这点从岳飞被十二道令牌召回以及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残忍杀

害中能直接体现。在刘松年《中兴四将图》中张俊则是典型的“主和派人物”，张

俊虽然早先抗击外部侵犯有功，但日后也被秦桧等人所收买，甚至也成为了致岳飞

冤死的帮凶之一。

宫廷画师刘松年笔下的中兴四将，既有主战的岳飞、韩世忠，也有主和的张俊

以及比较中立的刘光世，这其中就包含了当时的政治集团欲平衡两派之间关系的意

图。在大敌当前时，国家需要岳飞、韩世忠这样的奋勇大将，但是在敌情有所缓解

之时，那股“抑武”思潮下的讲和之风又重新泛起。就这样，当时的中兴名将均包

含了两派人物，刘松年笔下的《中兴四将图》亦是这样。

2.《中兴四将图》折射出的人伦教化功能诠释

张彦远曾在《历代名画记》的开篇中对艺术绘画的人格教化功能作出了这样的

描述：

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4]

由此可见，绘画艺术对人伦教化功能的重要性，早在唐代就有了系统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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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仅在唐代，在之前或者之后的各个朝代中，绘画艺术都或多或少地承担了这

一功能，作为历史人物画的《中兴四将图》更是如此。

刘松年《中兴四将图》的人伦教化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忠”的教化诠释。《中

兴四将图》中的四位大将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无疑对朝廷、对君主、对政

治都是忠心不二，其在战场均都有所建树。而有人可能会怀疑张俊为何也能算得上

“忠”，对于这样的疑问不妨转换角度来思考。张俊虽然在日后从“主战派”变为

“主和派”，但这只是他个人政治方略的转变，不管其主战还是主和，张俊对国

家还是很忠诚，这点毋庸置疑。《中兴四将图》中的岳飞则更是对“忠”的绝佳体

现，其不论是政治、军事主张，还是对君主、国家的态度都始终如一，那坚贞的气

节也无时不刻地感染着历朝历代的人们，诚然岳飞成为了中国历史长河中“忠”的

最典型代表。刘松年《中兴四将图》中韩世忠和刘光世也是同样如此，他们对国家

的忠诚不容质疑。

宋代画院画家的创作不仅代表了个人水平技法的高低，其所表达出来的国家

话语权和意志则是画面背后更深层次的内容，刘松年《中兴四将图》亦不例外。

对于南宋而言，通过绘画而展现出来的国家话语权无非是普天之下唯皇室之大，人

人都得服从统治，人人都要为统治服务，这是统治的根基，更要展示出“根基”的

强大。通过画面表达的国家意志则是统治者的价值观和取舍，就刘松年《中兴四将

图》而言，“忠”是绝对价值，只可取不可舍，而且“忠”的价值地位似乎永远是

排在第一位的。此外，艺术作品不仅宣传的“忠心”的思想，从侧面还体现了艺术

家本身是绝对的忠心不二，刘松年除了《中兴四将图》外，还创作了《昭君出塞

图》，《便桥图》等和《中兴四将图》类似的政治主题历史人物画。

英国著名的艺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曾经说过：“伟大的民

族以三种方式来撰写自己的传记：行为之书，言词之书以及艺术之书。我们只有阅

读了其中的两部，才能理解它们中的任何一部;但是，在这三部书中唯一值得信赖的

便是最后一部。[5]”诚然，刘松年笔下的《中兴四将图》以其精湛的绘画技巧、专

注的刻画精神将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这四位曾为延续宋家王朝统治而作出

巨大贡献的人物永恒的镌刻在了历史的画卷之中。阅览画面，其不仅包含了艺术家

的自觉审美，更“真诚”地记录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过程。

李汇龙 吉首大学美术学院
邵晓峰 中国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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