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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王阁序》的图像传播与《滕王阁图》的
文学阐释

⊙周宗凯　杨万里［山西大学文学院，　太原　030006］

摘 要：中国古代的“图——文”互动，使得文人群体逐渐形成了诗画一体的文学艺术观念；诗文与绘画的结合，使二者

在互文的基础上相得益彰。因此，诸多以中国古代经典文学作品为创作缘起的图像，不仅随着文学经典化的过程而成

为经典画作，也在被文人反复题写的过程中，推动了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历程。王勃的《滕王阁序》即是很好的例证，由

于其深为历代画家所喜爱，随即成为绘画领域的经典题材；而后世文人据图抒情，化用原序与诗之语言，对《滕王阁图》

进行的反复阐释，使得原序中寄寓的时代之悲、生命如尘和世事变迁等士大夫情感逐渐成为类型化的文学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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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以序传，《滕王阁序》使得滕王阁名传千古，其影响也渗入了绘画、建筑等艺术领域。自《滕王阁序》问世
以来，不少画家以之为题材创作了绘画作品，形成了画家文人眼中经典化a的滕王阁形象。更有文人雅兴，或在
绘画作品上题咏诗文，或对《滕王阁序》的内容和情感进行诗意阐发，大量题画文学作品随之产生。透过“图——
文”视角，从直观层面看到滕王阁的立体结构和经典化美景的同时，可以分析出画家和文人在接受文学作品时逐
渐深入的过程。

一、作为绘画题材的《滕王阁序》
以《滕王阁序》为题材的绘画创作最早应当是见于《宣和画谱》记载的唐末成都人李昇的水墨图《滕王阁宴

会图》和《滕王阁图》，称其创作“笔意幽闲、往往误称王右丞者焉”b。幽闲的笔法与王右丞相似。创作于宋朝的
绘画作品较唐代时期有所增加。今存宋代最早绘画作品是宋画院作的《滕王阁图》，见于明代浙江嘉兴元汴之《天
籁阁》藏《宋名人画册》。《宣和画谱》记载有宋人孙可元创作的《滕王阁图》，清人王毓贤《绘事备考》载有北宋钱
塘人周询的《滕王阁图》，还有素绢本《宋赵伯驹画滕王阁宴会图一卷》，由清人张照的《石渠宝笈》所记载。c

元人绘制的有关《滕王阁序》作品较多，堪称元代界画代表作的是元人夏永的《滕王阁图》，画上题有王勃的
《滕王阁序》，记载见于清代彭蕴璨的《历代画史汇传》，称“以发绣成滕王阁”d。还有清阮元《石渠随笔》卷八记

载的“绢本设色界画”e《元人滕王阁图轴》，以王勃参加的滕王阁宴集为题材。清梁章钜《退庵诗存》卷二十二
载有“孤云处士”王朋梅的《滕王阁卷界画》，称赞此画“神气飞动”f。明人卢柟在《滕王阁图记》中记载了在市
中得到故物《滕王阁图》的经历，并描绘了图像世界中滕王高阁怪石危松的幽静苍然之景。g明人杨文骢创作有

《名画杨龙友落霞孤鹜图》，记载见于清人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三十七画七。
以上所列《滕王阁序》相关图像，只是笔者目力所见现存文献记载者而已，虽非历史全貌，但足可勾勒出《滕

王阁序》进入绘画领域并逐渐流行为经典题材的过程。

二、《滕王阁图》题画文学对王《序》与诗之语言化用
《滕王阁序》在图像世界的传播及影响，除了表现为画家以其为题材进行绘画创作外，还体现为文人以《滕王

阁图》为题写对象进行的大量创作。
将《滕王阁序》和《滕王阁》诗引入题画文学中，可以追溯到元人程钜夫 , 其诗《题手卷六首之一〈滕王阁〉》

“人间空画本，槛外只江流”h句化用了王勃《滕王阁》“槛外长江空自流”一句。元人贡师泰《题滕王阁图》“丹
碧何辉煌，文采射斗牛”i，用到了原《序》中“物华天宝”的典故；“帝子去不返”则与《滕王阁》“阁中帝子今何在”
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还有元人陈高的《题滕王阁图》一诗中“长天映秋水”j是对《滕王阁序》中“秋水共长
天一色”的同义阐发。明朝王英《题滕王阁图二首》其二中“鸣鸾佩玉忆当年”是对《滕王阁》“佩玉鸣鸾罢歌舞”
一句的重译。k明朝谢晋《题滕王阁图》一诗中提到“朱帘不卷雨来多”l是谢晋受到了诗句“珠帘暮卷西山雨”
直接影响的证明。明人凌云翰的《滕王阁图》诗中“画栋朱帘云雨间，朝看南浦暮西山”是对王勃《滕王阁》的
诗句化用m，等等。

这些题画作品对王《序》与诗的语言化用，既是经典作品权威性的辐射，也是一种跨越时空的互文性表达，不
仅揭示和升华了画作的意境，也延续和定型了王作的情感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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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滕王阁序》情感主题在绘画领域的类型
化表达

《滕王阁序》的情感主题亦被历代画家和文人所
青睐，经过深入阐发，形成一种具有普泛化的“滕王
阁”式的文人情怀。王勃《滕王阁序》和《滕王阁》中
所抒发的以下三种感情，被历代文人接受且加深了理
解，形成了《滕王阁序》的情感主题在绘画领域的类
型化表达。

（一）时代之悲——“音实难知，知实难逢”

古代文人往往希望通过“以文会友”的方式来觅
求知音，但由于贵古贱今、文人相轻等观念的存在，使
得“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成为永恒的时代悲剧。因
此，知音难求便成为文人群体的长期慨叹。王勃年少
才高，尚未遇知音之赏，却英年早逝，故引起后世文人
普遍之同情。如北宋郑思肖的《王勃滕王阁记图》便
阐发了王勃胸中知音难遇的苦闷：“王勃清才俊不禁，
烂铺艳锦赏知音。空余高阁青云里，谁识落霞秋水
心。”n在郑思肖看来，当年王勃创作《滕王阁序》不仅
仅是为了展示自己过人的才智，更是希望凭借这篇华
丽工整的骈文来寻求到欣赏自己的知音。令人惋惜
的是，如今只剩下直插云霄的滕王高阁，却很少有人
能领悟到王勃描绘的落霞秋水美景图深处的怀才不
遇、英雄失路的悲愤之感，与王勃产生时空中遥相呼
应的心理共鸣感。元人许有壬在《题滕王阁图》一诗
中更是提到：“遂使阁名传不朽，却因骈俪一篇文。”o

直接阐发了王勃的创作让滕王阁得以名垂不朽的观
点，肯定了王勃序文的深远影响。

（二）生命如尘——“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

王勃在《滕王阁序》中也抒发了宇宙无穷而生命
个体渺小如尘之感，这种情感也被引入《滕王阁图》
及其题写作品之中。比如生活于元朝末期的贡师泰，
其《题滕王阁图》诗中即有着时代性的迷惘与空虚幻
灭之感。当年来参加这次宴集的王勃可谓是名震四
方。然而俯仰天地间，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度春秋，曾
经修建滕王阁的帝子李元婴已经如历史的长河般一
去不返。其诗句“狂飙薄暮起”即体现出作者对王朝
末年世事无常、时局动荡状况的敏锐察觉；“天地一浮
沤”p的感慨进而传达出末代文人群体生命飘零和渺
小之感。

（三）世事变迁——“歌舞俄成梦，登临信可哀”

王勃在序文中，通过兰亭宴会和金谷园这些曾经
美好的事物终会消散于无，抒发了世事无常之感。文
人群体在为画题诗时，往往因画而兴发关联之感慨。
这种感慨更多来自于今昔之间的对比，昔时滕王阁高
阁临渚、佩玉鸣鸾；今日却是一片荒凉萧瑟，在时间
的流逝中，更加感受到曾经的繁华富贵不过是南柯一
梦。明代诗人杨基的《滕王阁图》题诗也传达出了今
非昔比的沧桑感，与《滕王阁序》的主题呼应。杨基
是 “吴中四杰”之一，经历了改朝换代的时代动荡，因
此诗歌的主题较为沉重，其《滕王阁图》诗前两句描
写了滕王阁的地理位置——地势高峻，江流交汇。之

后展开叙述了滕王阁朝霞暮雨、云中月下的美景以及
表现了钟鸣鼎食、虹霓星斗的繁华气象。作者在诗中
进行了转折，“歌舞俄成梦，登临信可哀”q，美景和富
贵气象是短暂的梦境，当后世文人登临此地，触摸到
的却是遍地的莓苔，确实感到了悲哀之情。除了千古
徘徊的长天和秋水之外，余下的这一切大概都会转瞬
即逝。

综上，以《滕王阁序》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和依据《滕
王阁图》及王勃原作产生的题画文学，在增加“图——
文”联系的同时，也实现了图像和文字互译的目的。
透过图像，可以直观地欣赏诗文描写的景物和意象，从
而更深刻地体会出作者寄托的幽深志趣；通过题画诗
文，则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图画世界中的可视符号和抽
象意境之内涵。画家和文人群体通过回环往复的创作，
共同推动了《滕王阁序》和《滕王阁图》的传播，促成
了“滕王阁”情怀和艺术主题的经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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