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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周一早上去北京隆福寺早市，路过日用品市场时，摊贩招呼着：“买条丝巾吧，《清明上河图》
的！
”于是花10元买了一条；第二天在劲松小区的农贸市场上，又见到以《清明上河图》为图案的青花瓷
茶具，要价仅70元；下午乘坐南方航空公司的飞机，飞机上播放的座位保健操，又是以《清明上河图
》作为题图的背景。
似乎没有哪一幅古代绘画作品，在今天能如此普遍地深入现代人的生活。
 我对于这幅作品的认识有四个阶段。
 最初的感觉是“篇幅真长”。
那还是中国历史博物馆刚刚开馆的时候，还在上小学的我在那里看到了《清明上河图》的复制品。
当时除了“长”之外没有别的印象。
 第二阶段的认识是“气势恢宏”。
十年动乱结束后进入大学，讲授“唐宋经济史”的李埏教授深入浅出的讲授，使我再一次对《清明上
河图》产生兴趣。
期末考试前，同学们估计会有关于《清明上河图》的名词解释或简答，于是纷纷去背诵“五百多个人
，一百多幢房屋，二十几条船，十几张车，九十几头牲畜”等等。
这一堆数字背下来，已经为画卷“气势恢宏”做了铺垫。
20世纪80年代人民美术出版社珂罗版的《清明上河图》一问世，我就收藏了一册。
尽管只是单色，但画面处理繁杂而有序，人物勾勒简洁而生动，使我对这幅作品有了新的认识。
后来在不断地仔细欣赏揣摩中，对画作的体会愈加深入。
 第三阶段是体验艺术的“隽永魅力”。
2011年，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 ”栏目邀请我讲一段历史，于是在编辑的支持下，我选择了《清明上
河图》作为主讲内容。
这时为了加深理解，我把此画的主要部分临摹了一遍，在临摹中又有了新的感受：其一，画面不是简
单地复制生活原型，而是具有精到的艺术概括力，除了对背景环境截取组合以外，还突出地表现为人
物之间的联系。
画作中的人物不都是孤立的。
就像我们今天上街一样，有单个出行，有数人结伴，还有因为进行活动或突发事件而产生各种联系。
画中展示了多种情境：有干钧一发地处理险情，也有边劳作边交谈的轻松场景；有见面热情打招呼，
也有相逢却有意回避；有商贩的热情邀请，也有官员的矜持作态；有无所事事的围观，也有辛劳后的
疲惫。
这些场面平实中又具有典型性，难怪时间过了千余年，我们还感觉是那么熟悉。
其二，作者的布局既有“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传统范式，又有对“远人无目远树无枝”法则的突破
。
 寸许小人，笔画寥寥，但落笔之间，能感受人物的眼神情态。
由此而使人物的“人性”更为突出，而不是单个的“人体”。
其三，作者精心于细部刻画。
如在画幅的中心位置，虹桥上有两个人在向桥下抛缆绳，我在临摹中才发现，这两个人把绳子的一头
拴在腰间，又连在桥栏杆上。
同在一条漕船上，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职事，彼此的表情动作也大相径庭。
没有深入的生活，作者难以刻画得如此细致。
由此想到一句关于艺术创作的老话：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第四个阶段是感悟作品的“历史意义”。
在为“百家讲坛”的讲座组稿期间，我极力想搜寻一些反映民间社会生活的小故事，其结果却少得可
怜。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记载社会状况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但受到时代的局限，这些记载多以政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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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以帝王将相为主要人物，只是在延展部分涉及“食货”等项目。
虽有《齐民要术》、《天工开物》等反映生产生活的专着，但又往往见物不见人。
能够像乐府《焦仲卿妻》那样反映老百姓社会生活、像传奇中的《我来也》那样涉及江湖轶事的文学
作品少之又少。
元代以后，戏曲小说对此种缺欠总算有所弥补。
在迷茫之中，《清明上河图》犹如一部清晰的历史纪录片，生动细致地表现出北宋时期的社会生活。
画中布局公平地对待士农工商，并没有把某位官员摆在突出的中心位置；画中的事不过柴米油盐酱醋
茶一类，没有铭记史册的核心事件，可谓平淡无奇。
然而正是这平淡无奇使它流传千年，深入人心；尽管铅华已退，依然墨韵悠长。
因为任何时代都离不开老百姓，任何人都有普普通通的生活。
只有反映了生活的作品，才能被生活持久地接受。
就如同我在湖南乡村买到的一只以《清明上河图》为图案的盘子（4元一只，平民价格），饭菜吃到
最后，露出盘底的人物群像，于是“民以食为天”的古训便浮于脑际。
设想如果露出来的是《八十七神仙卷》又当如何？
那不是在跟神仙抢饭吃吗？
还有一点，在众多移花接木的“清明上河”题材制品中，不一定完全忠实于原作，多一个人少一个人
没关系，大家还认可“清明上河”的主题。
就如同一位豁达的老者，给了世人以极大的宽容。
正是这种人民性，使《清明上河图》穿越了朝代—— 不仅仅是宋朝；跨越了领域一不仅仅是美术，成
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标志之一。
 直到今天，我还不能说已经“读懂”了《清明上河图》，故把自己在学习期间获得的一些材料印出来
，以期抛砖引玉，赢得更多的讨论以丰富认识，开掘思考空间。
这本书与其他介绍《清明上河图》的作品的区别，在于它不仅仅表述读图的感受，还介绍与图画内容
相关的历史知识和人物事件，在知识底蕴的基础上品味这幅千古名作，领略它所孕育的精神内涵，从
而豁达心胸，丰富涵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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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作者在“百家讲坛”所作的讲座为基础润色而成。
本书从《清明上河图》的价值和影响出发，详细解读了《清明上河图》的各个细节，并配以原图中的
局部细节，使得读者一目了然，形象地了解北宋的风土人情、市井百态。
随书附赠光盘1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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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苏升乾，教授，博导。
1979年进入云南大学历史系学习，得到李埏、朱惠荣等教授的精心指导。
1982年毕业后留校工作。
多年来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教学与研究，长期讲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政治教育的理
论与实践”等课程，曾获教育部社政司“精彩一课”教学示范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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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讲 《清明上河图》的人气、才气和运气
第二讲　众说纷纭谜团多
第三讲　大宋朝马少驴多
第四讲　汴河东逝水
第五讲　一千年前的小吃与饭局
第六讲　酒旗招展茶香浓
第七讲　汴京城里的女人们
第八讲　北宋官员的美好时代
第九讲　大街上的五行八作
第十讲　高人汇聚王朝兴衰
附 录　《清明上河图》与后世仿本之间的关系
后 记　又一次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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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们在感受生活物质丰富的同时，也体会着随之而来的精神压力。
心累了，就想在突破中寻求发泄和放松，于是男人吊女音比唱男声更引人注意，时空穿越比老老实实
活着更吸引眼球。
那么，假如真的有一部时空穿梭机，能够让您回到中国古代的某个时期生活一段时间，您希望回到哪
个朝代？
是强盛的汉代还是辉煌的唐朝，或是电视剧里与今天生活趣味相近的“我大清 ”？
其实有许多历史学家回答过这个问题，他们的共同指向是——宋朝。
 在今天看来，虽然宋朝的疆域有限，但都是富庶地区。
加上五代十国战乱之后。
社会相对稳定，人心思安，人心思富。
据经济史专家测算，宋代的经济总量是明代的十倍；宋代城市发达，，生活不仅富裕而且丰富多彩。
我们现在生活中常见的一些情况，例如拿着纸币、到饭店点菜吃，然后看看戏，听听评书，下两盘象
棋，一边喝茶聊天一边读读有花边新闻的小报，在宋代这些都有了；宋朝还有夜市，特别热闹，能一
直营业到早晨四五点；逢重大节假日，还连续放七天假，这咱们现在叫“黄金周”。
另外重大节日里皇家园林开放，老百姓可以去参观还不要门票。
至于宋朝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有一幅图能给我们具体表现出来。
这就是宋徽宗时期张择端所绘的《清明上河图》。
这幅画堪称一部历史纪录片，能够让我们形象地了解那个时代的风土人情、市井百态。
 要说这幅画也忒有名了。
从小学的语文课本到世博会的展厅都有介绍， 200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50周年纪念，《清明上河图》被
借出故宫展览，大家从全国各地赶来，排四五个小时队来一睹它的真容。
这里我要说明，在中国历史人物画长卷中，《清明上河图》不是最长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是它
的两倍还多，不是最早的——西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比它早近800年，甚至它所描绘的人物也不是
最多的。
那么为什么长久以来独有《清明上河图》这么为世人所追捧呢？
我认为，这幅画的地位是由它特有的人气、才气和运气所决定的。
 先说人气。
这里说的人气不是指画中的人多，是指受大家欢迎的程度。
 一幅人物长卷往往耗时数年才能完成，也就是一个画家一生未必能画出几幅。
这么宝贵的时间画谁好呢？
对多数画师而言，首先是神仙。
传统的中国人物画长卷中画神仙的占了一大部分；其次是皇帝和宫廷生活，豪华级的物质享受加上斑
斓的色彩，该是多么适宜绘画的表达。
因而以老百姓为主人公的也自然就为数不多了。
《清明上河图》的主角是平民百姓，画的内容是谁也离不开的日常生活，所以最容易被老百姓所认识
、所接受。
《清明上河图》的人气在过去表现在争相收藏，大量临摹，货色越好山寨版才越多。
现在它走进干家万户。
大家见到最多的是各种瓷器上烧制的《清明上河图》主要片段，此外还有据此创作的根雕版、电子版
、话剧、歌舞剧、流行歌曲、邮票等，而且它还特别“平易近人”，移植中谁加点什么、减点什么都
没人纠缠。
开封、杭州、横店影视城还仿照《清明上河图》的描绘，建立了“清明上河园”、“宋城”等旅游观
光项目，过去古人作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
现在杭州的“宋城 ”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那是“真把杭州作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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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它杭州汴州，能增加 GDP就好。
此外还有大量民间仿本的印刷装裱。
谁能想到，生活在一千年前的张择端，能为今天解决社会就业问题做出显着的贡献。
因此为张择端奉上 “人民画家”的桂冠，也不为过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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