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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仕女画与浮世绘美人图

艺术表现之对比研究 ①

王毅，刘坚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女性一直以来都是画家们热衷于表现的对象。艺术家们绘画出来的女性是对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人们审美

喜好的直接反映。唐代仕女画和浮世绘美人图都是描写女性的艺术题材，两者都是人民对女性审美喜好的表现。通过

对唐代仕女画与浮世绘美人图在艺术家及绘画素材、线条和色彩、人物形象、创作手段、构图、现实性和对后世的影响等

表现方法上进行对比研究，来展现二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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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画是一种和中国画类似而又略有区别的独特画种。千余年来日本不断吸收中国绘画艺术的笔

墨、技巧、工具、材料等，不断进行创新和深层次的研究，开拓出了一条新的发展思路。日本浮世绘美人

图作为日本绘画中的一种，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中国绘画的影响，浮世绘中的美人形象具有很多中国画的

审美特色，它是在中国仕女画的基础上融合了本民族的艺术语言及文化特征形成的［１］。

１　唐代仕女画与浮世绘美人图产生的背景
１．１　唐代仕女画产生的背景

仕女这个词汇最早出现在唐朝，到了宋代才真正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专门画种［２］。唐朝在中国历史

上堪称最繁华的朝代之一，其政治、经济、文化都高度发达，美术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生活的安定，国

力的增强，使得养尊处优的贵妇们生活越来越好，体态越来越丰肥。人们对女性的审美欣赏也从“瘦骨

清像”变成越来越有肉感的丰腴女性。贵族阶层对丰腴美女的热爱，使得下层女性们纷纷效仿。至安

史之乱后，唐朝国力大不如前，同时人们的内心也受到战乱痛苦的折磨。这一时期画中女性形象的神情

面貌被艺术家们反映在绘画作品之中，贵妇们虽然依旧丰腴肥美，但面容上却有一种淡淡的哀愁。

１．２　浮世绘美人图产生的背景
浮世绘美人图是江户时代最重要的艺术代表，是日本民族独具特色的艺术奇葩，是典型的柳巷花街

艺术，它随着江户（东京）的兴盛而繁荣［３］。在江户时期（１６１５－１８６８）作为中产阶级的城市市民，收入
不断增加，生活慢慢变得富裕起来，开始呈现出了强烈的精神娱乐追求。而以江户（东京）为首的各大

中小城市，渐渐增加了各种各样的歌舞妓院等娱乐场所［４］。市民们劳累一天之后来到这里追求欢乐和

放松。浮世绘就是为了逢迎这些城市阶层的爱好，在画面上加强了市民趣味，增多了歌女舞伎形象、情

爱的画面、娱乐的生活，尤其是增添了对女性形象即美人的描画［５］。

２　两种绘画的美人特色及其主要画家
唐代仕女画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张萱和周窻。张萱描绘的是盛唐时期欢快享乐的贵族妇女。他刻画

的妇女都拥有圆圆的面颊，肥胖的身体，偶尔也会流露出被忽视的寂寞之情。代表作品如《捣练图》《虢

国夫人游春图》。周窻创造了“周家样”样式，主要表现了上层女子们日常生活的无聊和内心的幽怨，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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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作有《挥扇仕女图》《簪花仕女图》［２］。

浮世绘美人图从１８世纪６０年代后进入鼎盛时期，创造出了一系列理想的美人形象。当时最具代
表的画家有三人，一个是能娴熟使用“锦绘”的铃木春信。他画的美人多为武士仕女和市民姑娘，使观

赏者倍感亲切［６］。这些女子腰身纤细，手脚细小，体态轻盈，体现出一种病态的美姿，代表作品有《暮

雪》《鹭娘》《墙上的梅》等。一个是善于描绘身材修长美人的鸟居清长，代表作有《隅田川游船》《雨中

三美人》《飞鸟山看花》等。第三位是把美人图推向巅峰并创造了“大首绘”绘画风格的喜多川歌
"

，他

舍去对复杂背景的描绘，转而对人物的精美头饰、微妙表情、柔美肌肤进行着力刻画，代表作有《美女风

俗图》《当时三美人》《高岛美人》等［７］。

３　唐代仕女与浮世美人对比分析
３．１　艺术家及绘画素材

唐朝仕女画是由专门的御用艺术家所描画，代表人物张萱和周窻都属此列，其次唐代仕女画刻画的

都是皇室中的女子和社会上层女性，除此之外的其他女性是不能进入画面的。这些作品不仅表现了她

们的外在美，更显示出了她们高贵的身份。

创作浮世绘美人图的艺术家都来自民间，此中没有一个是御用画家。他们在市井中生存，和人们的

平常生活紧密相连。当时娱乐活动盛行，妓院成为画家们绘画灵感的主要来源，所以画家们的表现题材

更为广泛［４］。画面中除了有描绘书、画、琴、棋的内容，还有刻画妇女梳头、沐浴、更衣的场景。这些艺

妓们的日常生活琐事都出现在画家的画面上［８］。

３．２　线条和色彩
唐代仕女画和浮世绘美人图在线条和色彩的运用上都以平涂和描线为主，色彩鲜艳而丰富，不注重

画面的明暗关系，而十分关注画面人物的神态和心境。

唐代仕女画的线条相对来说比较规整，浮世绘美人图的线条相对来说就显得随意和简约。张萱、周

窻用细线来勾勒仕女的脸和肌肤，浮世绘画家也如此，但在头发和眉毛的表现上不一样。唐代仕女画的

头发和眉毛纤细如毫，浮世绘美人图的眉毛则表现为中间厚两头细，就像一笔画出来的。唐朝画家主要

用铁线描和游丝描来表示仕女衣服的顺滑飘逸之感，而浮世绘艺术家则用不一样的粗细线条来表示和

服的厚重感。

在仕女画的绘制过程中，画家需要将颜色一遍遍地渲染上去，而浮世绘采用大胆的平涂手法，色彩

鲜艳，极具装饰效果［９］。

３．３　人物形象
浮世绘美人图的艺术家在艺术处理上善于对人物进行大胆夸张，不讲究人物的身材比例，其美人形

象大都楚楚可伶，纤细柔弱。到清长时期，美人身材变高，有时会有八个头长。表现的女性也更加健美、

明亮起来。到歌
"

时期则更注重表现美人的细腻神态和妩媚容貌。唐朝仕女画作品受儒家思想的影

响，其人物比例突显了阶层和尊卑关系，画中等级高的仕女身高一定比等级低的仕女要高［２］。

唐代仕女画其仕女的形象主要是丰颊厚体。浮世绘美人图中的美人脸形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产生了

差异，早期美人图的脸是圆形，比较胖，和唐代仕女画中女子的脸差不多。到了春信时期，美人的脸变成

了椭圆形。浮世绘后期美人脸开始普遍偏长，眉毛也变得又粗又浓，还有一点向上挑，鼻子长而且直，人

物单眼皮、眼睛略短像半月的形状。

在人物姿态表现上，唐代仕女和浮世绘美人一个静一个动。唐代仕女画家不直接表现人物的恐、

爱、思、欢等情感动作，而通过对人物的细微举止和手的姿势变动来表现。如《簪花仕女图》《捣练图》中

妇女玩耍和劳动的形象都是通过身体的微小动态显示出来。

浮世绘美人图中人物有非常明显的身体动态。如歌
"

《风流美人游春图》中四个女子各有不同的

身体动态，扭动的身体、挥洒的手势都各不一样，看上去十分活泼可爱［６］。

从服饰上来说《簪花仕女图》中的女子不穿腰裙，而是直接将腰裙穿至胸前，拉长了人物的比例。

女子是不穿内衣的，仅用薄纱遮住身体。仕女脚上穿的是“凤头鞋”。因为在中国自古就有缠脚的习

俗，使得女子的脚既不美观也不健康，所以画面中很难看到女性的脚。只有《捣练图》中看到了裙下有

一点凤头露出来。

浮世绘美人穿的是和服。这种服装比较宽大，穿在身上时需要将它和身体紧密贴实，有意识地突显

出人物的曲线。穿的鞋叫“屐”。有木屐和草屐两种［１０］。日本没有束脚的风俗，画面中是可以看到美

人光滑的小脚、木屐、草屐。在发髻上，唐代仕女束的髻叫“高髻”。浮世绘美人图的发髻叫“岛田髻”，

它是从唐代仕女的高髻演变而来，将头发全部高高地束在脑袋上，显露出后颈和前额。

在头饰上，唐代仕女的头饰复杂多样，极尽奢华。《簪花仕女图》中女子把牡丹放在发髻上，是高贵

０８１



第４期 王毅，等：唐代仕女画与浮世绘美人图艺术表现之对比研究

的代表。浮世绘美人的发饰就比较简单，基本都是原始的牙梳、钗束发工具［４］。这些工具又细又长，头

上还会插多根，呈放射状。有时还会带帽子，称为“防尘帽”，如清长《春之野渡》就向我们展示了这种独

特的头饰。

３．４　制作手法
浮世绘美人图和唐代仕女画在制作手法上是不同的。前者主要是木版画和少量的手绘作品，后者

主要是手绘作品［１１］。浮世绘美人木版画在创作过程中需要原画师、刷板师、雕刻师三人一起完成，缺一

不可，最后画面的落款则只能是原画师。唐代仕女画主要在绢本上由绘画师一人单独完成，没有浮世绘

木版画那样复杂。

３．５　构图
浮世绘和仕女画在描绘大场景上都采用一组一组的人物构图方法，如《虢国夫人游春图》和《隅田

川游船》［１２］。浮世绘美人图的艺术家们注重对人物细节的描绘，将多个人一起的构图分为单个人进行

特写［９］。甚至还出现了只画美女头部的构图。如喜多川歌
"

的《庭训正直者》，画中女子右手握线，在

左手腕上洗了一个结，绳的一端用手拉着，另一端放在嘴巴里咬着，凝神若有所思。唐代仕女画的背景

都是单色调，除了对人物本身有细致的刻画外，背景几乎没有使用陪衬物，借以突出画中人物。浮世绘

美人图的作品也有一部分是以单色作为背景的，但还有一部分作品，艺术家在背景中加入了自然景物，

用自然景物来衬托画中美人。春信的《刷木偶之二》中的女子各自欠出一部分身子，侧身回转窃窃私

语，好像在交流玩偶的新得。这种不完整的构图在唐代仕女画中是很难见到的。

３．６　现实性
唐代仕女画和浮世绘美人图都是对当时社会的真实反映，世俗化趋势比较明显。唐代仕女画的作

品主要以描绘宫廷仕女、贵族女性生活状态为主。如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周窻的《簪花

仕女图》等都是对贵族和宫中女性闲适安逸生活的刻画［２］，这些作品中女子身上的衣服款式多样，色彩

明亮，有的穿着紧衣宽袖，有的穿着长长的裙子拖在地上，披一件透明的薄纱，显露出优雅美丽的身材和

华贵雍容的姿态。画作中坦露胸肩的服装就是对唐代开放式社会风气的反映。

在江户时期，浮世绘美人图的艺术家们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妓女和歌舞伎充满同情，他们用高雅纤细

的笔触绘制了很多大头美人像。全力以赴去探究女性内心深处的特有之美，十分真实地展示了当时的

社会现实，直接表现了城市市民的生活状态。如浴女、美人、艺妓等［３］。

３．７　后世影响
唐代创立的“丰腴美人”仕女画样式，被后人尊称为“唐画”，并且被认为是仕女画的典型。唐代仕

女画从宗教和现实绘画两方面对之后的各个朝代的佛教绘画和仕女画产生了影响。它传到国外，对周

边国家尤其是日本和朝鲜影响最大，尤其是唐朝周窻的“周家样”还影响了日本的佛像艺术［１３］。

浮世绘美人图最开始在日本是不怎么受重视的，但当他们意识到重要的时候，大部分画作已被别的

国家花大价钱收走了。浮世绘不仅仅是江户时期最有特色的绘画，而且它还对１９世纪的印象派产生了
深刻的影响，推进了西方现代美术的进步，甚至被西方很多国家作为日本绘画的代名词［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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