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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元末明初史學家陶宗儀（1329 ~ 1410）撰有《南村輟耕錄》卷三十，以中國

宋元朝代社會史事筆記，其卷二十八列載「畫有十三科」，為中國繪畫多元題材

分科之說；然而，「金剛鬼神、羅漢聖僧」一科，尚有畫家以「鍾馗」之「鎮宅

神判」藉以發泄胸中抑鬱不平的忿懣之氣來引祥福佑。 

        

    現今美國華盛頓區弗瑞爾藝廊（Freer Gallery of Art）1938 年典藏的中國宋末

元初畫家龔開（1221 ~ 1307）〈中山出遊圖〉，不僅是存世最早出現以「鍾馗」

敘事題材的繪畫，更視之其畫中的造形美學與意蘊跨域影響近七百五十多年後的

近二十一世紀時尚、潮流及動漫產業。因此本文從該作品創作為核心入手，結合

此畫的創作時空典故、畫卷圖後的題詩跋語以及所被後人啓發的創意延伸，對比

淺析龔開的審美意識之〈中山出遊圖〉「畫以事傳」演繹為「畫以『視傳』」 。 

 

 

 

 

【關鍵詞】龔開、鍾馗、中山出遊圖、十三科、畫以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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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國繪畫史的人物畫強調以線性造形描繪，通過以形寫神的外形特徵、遷想

妙得的內在神韻，獲得形神兼備的審美情趣。自萌芽時期 — 岩畫人物剪影形式

建構的文化內涵；確立時期 — 先秦兩漢人物畫審美醞釀的風格初建；成熟時期 

— 魏晉南北朝人物畫高古自覺的風格範式；繁榮時期 — 隋唐五代人物畫雄健

華貴的時代興起。進入宋代人物畫的題材取向，多以人物肖象、歷史畫人物故事

及風俗畫為表徵，呈現院體精麗和文氣墨意的豐富多彩面貌。誠如學者樊波

（1957~）在《中國畫藝術史—人物卷》中提出的：「自從宋王朝建立以來，遼、

金、西夏等少數民族國家幾乎不斷地與宋王朝發生衝突和矛盾，但在這衝突和矛

盾中，各民族之間的文化和藝術交往也同時發生。從繪畫史角度來看，這種交往

從南北朝至隋唐五代以來一直未有中斷，只不過是這種交往時而在和平的環境中

進行，時而又在矛盾和戰亂的背景下展開。」1  然而，成書於宣和二年（1120）

的《宣和畫譜》卷二十中，既已分道釋、人物、宮室、番族、龍魚、山水、獸畜、

花鳥、蔬果等。加之南宋鄭椿撰《畫繼》，全書十卷，續編寫唐張彥遠（815 ~ 907 ）

《歷代名畫記》2 與宋代郭若虛《圖畫見聞誌》3 二家之著作所遺。記載北宋熙

寧七年（1074）至南宋乾道三年（1167）間畫家二百十餘人的小傳及評論；其中

卷六、卷七分列仙佛鬼神、人物傳寫、山水林石、花竹翎毛、畜獸蟲魚、屋木舟

車、蔬果藥草、小景雜畫。4 由此可知，從文獻開列的「仙佛鬼神」，顯然宋代

對道釋文化的推崇，將「道釋」題材也附以「鬼神」題材，一併呈現宋代人物畫

精湛的成就。 

 

    元末明初史學家陶宗儀（1329 ~ 1410）撰有《南村輟耕錄》卷三十，以中國

宋元朝代社會史事筆記，其卷二十八列載「畫有十三科」分為：一、佛菩薩像；

																																																								
1
  樊波：《中國畫藝術史—人物卷》，（江西，江西美術出版社，2008 年 6 月），頁 413。 

2
 《歷代名畫記》：唐代張彥遠撰寫的中國最早畫史著作。 此書完成於大中元年（874）。全

書十卷，記載從上古軒轅至唐昌元年（841）間共三百七十餘人畫家。分題為《敘畫之源

流》、《敘畫之興廢》、《畫論六法》、《畫論山水樹石》、《論傳授南北時代 》、《論顧

陸張吳用筆》、《論畫體工用榻寫 》、《論名價品第》、《論鑑識收藏閱玩》、闡述「六

法」，提倡立意、用筆和氣勢，是中國古代繪畫史、論的典籍之一。 
3
 《圖畫見聞誌》：宋代郭若虛編撰的一中國畫史著作。此書完成於熙寧七年（1074）。全書

六卷，記載唐昌元年（841）至北宋熙寧七年（1074）間畫家二百八十餘人小傳。 
4
 岑久發：《書畫篆刻實用辭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8 年 10 月），頁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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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玉帝君王道像；三、金剛鬼神、羅漢聖僧；四、風雲龍虎；五、宿世人物；

六、全境山水；七、花竹翎毛；八、野騾走獸；九、人間動用；十、界畫樓台；

十一、一切傍生；十二、耕種機織；十三、雕青嵌綠。5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乃統天。」自元世祖忽必烈（1215 ~ 1294）定都元大都（北京），1271 年將國號

改為大元後，朝代更迭在宋元之際文人心理更難掩排斥與仇視，元代人物畫陷入

衰退狀態，所以「金剛鬼神、羅漢聖僧」一科，尚有畫家以「鍾馗」之「鎮宅神

判」藉以發泄胸中抑鬱不平的忿懣之氣來引祥福佑。 

 

    現今美國華盛頓區弗瑞爾藝廊（Freer Gallery of Art）1938 年典藏的中國宋末

元初畫家龔開（1221 ~ 1307）〈中山出遊圖〉6（圖 1），不僅是存世最早出現以

「鍾馗」敘事題材的繪畫，圖後龔開以八分體7 自題詩文（圖 2）及歷代名人所

題跋評介共 22 則，藏家鈐印 101 方。長期流傳於民間傳世或中國美術史學資料

皆以「鍾馗嫁妹」題材示意，但是，透過龔開的自題詩中，與現代學者撰寫研究

有關「鍾馗」的神祉章篇進行解析，跋文「馬嵬金馱去無跡」一句，藉唐明皇寵

愛楊玉環導致「馬嵬之變」典故，來影射南宋末年朝政內戚嬗權而誤國，併藉「中

山出遊」寓意著南宋無力興兵滅亡的省思，以及大元入侵的憤世嫉邪。雖畫中坐

篼女子擬以「鍾小妹」、「李氏」及「鍾夫人」等三人試解，但其線條繁複而精

美造形的旨趣，更視之其畫中的造形美學意蘊跨域影響近七百五十多年後的近二

十一世紀時尚、潮流及動漫產業。因此本文從該作品創作為核心入手，結合此畫

的創作時空典故、畫卷圖後的題詩跋語以及所被後人啓發的創意延伸，對比淺析

龔開的審美意識之〈中山出遊圖〉「畫以事傳」演繹為「畫以『視傳』」 。 

 

 

圖 1.  龔開，〈中山出遊圖〉，水墨宣紙，32x169.5cm，美國弗瑞爾藝廊典藏。 

																																																								
5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山東，齊魯書社，2007 年 7 月），頁 377。 

6 美國華盛頓區弗瑞爾藝廊官網：( https://asia.si.edu/object/F1938.4/， 2019.9.10 )。 
7 八分：隸書的一體，也稱「分書」。字體似隸而多波磔。唐張懷權：「蓋其歲深，漸若

『八』字分散，又名之為『八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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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山出遊圖〉的題跋釋義與寓意  

 龔開（1221 ~ 1307）〈中山出遊圖〉描繪鍾馗率領眾陰兵小鬼出遊情形，以

誇張的造形讓觀者感受其詼諧喜鬧的神秘氛圍。試從近代為華人文學讚喻的「神

話小說大師」周濯街（1946 ~）《鍾馗》8 書中寫道一段鍾馗與妹之對話：「一夜

晚母親（李氏），夢見了父親（鍾貴相）偕白無常，並告訴鍾母：『我們的兒子

就要回來了，妳那遊覽終南山的心願也可以實現了。』白無常則問母親有何心願，

母親連想都沒想就回答說自己有三樁心願未了：一是想再看一眼自己的兒子，二

是想親眼看見自己的女兒出嫁，三是想遊終南山。」另因鍾馗得知閻羅天子念其

李氏尚有三樁心願未了，陽壽的最後期限是二月十五，便與杜平擇訂二月十二花

朝「鍾馗嫁妹」日。書中又記載：「鍾馗完成嫁妹心願的第二天夜晚，正好是明

星朗月，『天燈』高卦，幾乎與白天沒有差別。鍾馗讓負屈在杜陵看守魔窟，訓

練陰兵，令含冤、伶俐神等帶十七名陰兵、兩副篼子，送老母遊終南山。兩個赤

背鬼為著鍾馗在前面引路，兩個麗服靚裝鬼抬著李氏在後面跟隨。小鬼有的捧壺，

有的扛劍，有的背葫蘆罐子，無不尾隨其後。其中有男有女、有大有小、有黑有

白，其體態尊容更是奇奇怪怪，形形色色，世所未有。他們除挑著行裝，背著包

裹外，還有幾名負責糧餉的陰兵，將專供食用的小鬼綁縛吊在竹竿上，裝在竹筐

裡，隨時準備美餐一頓。因為他們帶有包裹、行裝，所以看上去並不像是出遊的，

倒有點像搬家的。這主要是李氏的陽壽不長，僅剩兩天兩夜，而二月十五早飯前，

他們還必須趕回樓台觀迎接小妹和杜平回門，實際上可利用的時間僅僅一天兩夜。

終南山方圓兩百里，如果不帶上食品和行李，那裡餓了那裡吃，那裡累了那裡休

息，要想遊遍終南山是無法辦到的。可見，鍾馗為了盡最後一點孝心，是很用了

一番心思的。」綜上所述，〈中山出遊圖〉表現內容畫的坐篼女子有三種可能性：

第一，鍾小妹；第二，李氏；第三，鍾夫人。文獻中多記載鍾馗無妻妾兒女，可

見，「第三鍾夫人」之說，似乎需再尋求資料研究進行佐證；然而，手卷展圖畫

心之後隨即龔開自題跋文如下： 

 

																																																								
8
 周濯街：《鍾馗》，（台北，國家出版社，2004 年 8 月），頁 103 ~139。文中另記：「鍾馗

剛躺下不久，父親鍾貴相便來到床前對他說：『你母親為我和兄妹兩吃了一輩子苦，至今尚

有一樁心願未了。為父同你母親成親時，她便求為父代她去遊終南山，為父至死未能讓你母

親如願，如今只有父債子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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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髯君家本住中山，駕言出遊安所適？謂為小獵無鷹犬，以為意行有家

室。阿妹韶容見靚妝，五色胭脂最宜黑。道逢驛舍須小憩，古屋何人供酒

食。赤幘烏衫固可亨，美人清血終難得。不如歸飲中山釀，一醉三年萬緣

息。卻愁有物覷高明，八姨豪買他人宅。待得君醒為掃除，馬嵬金馱去無

跡。人言墨鬼為戲筆，是大不然，此乃書家之草聖也，世豈有不善真書而

能作草者？在昔善畫墨鬼，有姒頤真、趙千里。千千里里丁香鬼誠為奇

特，所惜去人物科太遠，故人得以戲筆目之；頤真鬼雖甚工，然其用意

猥；近甚者作髯君，野溷一豪豬即之，妹子持杖披襟趕逐，此何為者耶？

僕今作《中山出遊圖》，蓋欲一灑頤真之陋，庶不廢翰墨清玩。譬之書猶

真行之間也。鍾馗事絕少，僕前後為詩未免重用，今即他事成篇，聊出新

意焉耳。淮陰龔開記。 

 

 

圖2.〈中山出遊圖〉龔開序跋全文，美國弗瑞爾藝廊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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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龔開9 題詩跋語釋義來看，分為前後二段：前段以七言古詩共十六句，分

四層詩意解析；後段則是作者對於同時代畫墨鬼名家姒頤真、趙千里所作風格及

意圖的比較，兼談以鍾馗造形自述面對南宋朝政無奈心跡的表露，將於下一篇章

「〈中山出遊圖〉的感性美學與跨域」中進行討論。 

 

   「髯君家本住中山，駕言出遊安所適？謂為小獵無鷹犬，以為意行有家室。」

相傳龔開相貌似鍾馗鬚髯翕張的個性，常以滿懷孤憤的鍾馗自擬身處家鄉「終南」

（中山亦是宋室之封地）為開端，將情境回朔開元二十年進京趕考落地，諷唐朝

奸臣當道而壯志難伸、懷才不遇，茫然走投無路之鬱悶心情，無奈反思著南宋朝

政積弱即將滅亡。為什麼得出遊？能前往何處？如果說是遊獵，並未攜帶獵鷹猛

犬，如果適意旅行，怎又家眷行頭隨行；以設置懸念未表意鍾馗出遊目的，仿如

龔開「入元不仕」的民族情緒。 

 

  

圖 3.    龔開，〈中山出遊圖〉（局部），水墨宣紙，32x169.5cm，美國弗瑞爾藝廊典藏。 

 

    「阿妹韶容見靚妝，五色胭脂最宜黑。道逢驛舍須小憩，古屋何人供酒食。」 

然而「阿妹」於此暱稱坐篼女子，若擬以「鍾小妹」身份，未見其鍾妹展顏，倒

是多了擔憂；若以「李氏」身份取之，誠如前文敘事鍾馗完成母願暢遊終南。然

																																																								
9
    龔開（1221~1307）宋末元初畫家。字聖予，號翠巖，江蘇淮陰人。曾先後充當趙葵和李

庭芝的幕僚，景定間兩淮制置司當官，入元不仕。擅畫人物、山水、馬。喜作墨鬼及鍾馗，

筆墨粗簡，怪怪奇奇，自出一家；山水師米家，水墨雲山，氣韻蒼莽；畫馬學曹霸，多勁瘦

見骨。作品寓意深刻，蓋其「先生盛年，客於信國趙公（趙葵），頗欲以奇偉非常之功自

見。遭值聖時，海宇為一，老無所用，浮湛俗間，其胸中之磊落嶒嶸突兀者，時時發見於筆

墨之所及。」（見黃溍《金華黃先生文集》卷二一有《跋翠巖畫》。亦善書法，能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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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龔開墨筆下眼神驚奈而韶容靚妝的「阿妹」凝視著鍾馗（圖 3），顯然暗喻

此關係乃唐玄宗與寵妃玉環，這也是為下文詩意發展作了鋪陳。「五色胭脂最宜

黑」，應非僅從水墨渲染五色以墨當胭脂塗滿二頰至頸部而論，此寄託著或許如

「鍋煙灰子」10 的祝福。此四句雖為全詩承上啟下之勢，但下二句似乎又與畫面

前述「⋯⋯ 還有幾名負責糧餉的陰兵，將專供食用的小鬼綁縛吊在竹竿上，裝在

竹筐裡，隨時準備美餐一頓。」成矛盾對比。進而，以此寓意開元末年，群小當

道，玄宗怠政，朝政空蕩，無人能抵禦迎戰。影射如〈明皇幸蜀圖〉唐玄宗逃難

入蜀情形。隨繼而啟引進入下句，由於長安失守，內部離心，戰亂紛起，黃河中

下游一片荒涼，感歎唐朝由盛世轉為衰落，一切因明皇寵愛貴妃。  

  

   「赤幘烏衫固可亨，美人清血終難得。不如歸飲中山釀，一醉三年萬緣息。」 

鍾馗雖驅魔怯邪喜以食鬼、專吃貪官污吏飫宴；然而，食厭了，想改換口味之狂

念？憤懣切齒欲飲禍國殃民的妖姬貴妃血淚，此詩句應是回應了句首「駕言出遊

安所適？」的懸念作了動機及目的。但是，語罷言訖「終難得」，乃面對楊貴妃

備受玄宗寵幸，其宗族飛揚跋扈，楊國忠高居相位亦胡作非為，王法對他們放縱

無視。作者透過鍾馗自我挖苦與嘲諷的語氣，悲哀心緒不如回歸，欲藉高舉「中

山釀」痲痹自我而痛飲，萬念俱息，不再去管人鬼兩界的不平。 

 

   「卻愁有物覷高明，八姨豪買他人宅。待得君醒為掃除，馬嵬金馱去無跡。」 

龔開偕鍾馗的憂愁，鍾馗擔憂有妖物窺伺媚惑崇高明睿的君王，卻無法惡除楊氏

宗族仗天子之權貴而欺壓百姓。藉傳聞貴妃之姊秦國夫人豪奪他人宅第，影射南

宋末年奸相專權誤國招致滅亡，指出禍國殃民比妖魔鬼怪更令人髮指。希冀將鍾

馗驅邪平鬼，掃盪那遠遠未淨的大唐妖氣，祛鬼除惡反抗蒙元外敵；最後句中「馬

嵬」與「金馱」皆喻指亡國後的淒涼、殘破景象。前者為「安史之亂」唐玄宗於

馬嵬賜死楊貴妃， 後者為「銅馱之變（銅馱荊棘）」，語出《 晉書．索靖傳》

																																																								
10

  達斡爾族是中國少數民族之一至今，仍然保留著，往姑娘臉上抹過煙灰以示祝福的習俗，

相傳他們是鍾小妹的後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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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乃作者最後寄託國有明君親政，能得到君主的信任重用，驅邪鎮宅，四海永

清，萬民樂業，正氣長伸。 

 

二、〈中山出遊圖〉的感性美學與跨域  

    鍾馗之傳說， 初始見於唐朝張說（667 ~ 730）《謝賜鍾馗及曆日表》所云：

「中使至，奉宣聖旨，賜畫鍾馗一及新日曆一軸屏祛群萬，繢神像以無邪；允授

人時，頒曆日而敬授。」 但文獻中以「鍾馗捉鬼」敘事較早者，莫若北宋沈括

（1031 ~ 1095）《夢溪筆談》中所說：「禁中舊有吳道子畫鍾馗，其卷首有唐人

題記曰：明皇開元講武驪山，幸翠華還宮，上不懌，因痁作，將逾月，巫醫殫伎，

不能致良。忽一夕夢二鬼，一大一小，其小者衣絳犢鼻，履一足，跣一足，懸一

腰，搢一大筠紙扇，竊太真紫香囊及上玉笛繞殿而奔；其大者戴帽衣藍裳，袒一

臂，鞹雙足，乃捉其小者刳其目，然後擘而啖之。上問大者曰：『爾何人也？』

奏云：『臣鍾馗氏，即武舉不捷之士也，誓與陛下除天下之妖孽。』夢覺，痁苦

頓瘳，而體益壯。乃詔畫工吳道子，告之以夢曰：『試為朕如夢圖之』。道子奉

旨恍若有睹，立筆圖訖以進。上瞠視久之，撫几曰：『是卿與朕同夢耳，何肖若

此哉！』道子進曰：『陛下憂勞宵盱，以衡石妨膳，而痁得犯之，果有蠲邪之物，

以衛聖德。』因舞蹈上千萬歲寺。上大悅，勞之百金。批曰：靈祉應夢，厥疾瘳。

烈士除妖，實須稱獎。因圖異狀，頒顯有司，歲暮驅除，可以偏識，以祛邪魅，

兼靜妖氣。乃告天下，悉另知委。」12  

																																																								
11  《 晉書．索靖傳》：「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馱。嘆曰：『會見汝在

荊棘中耳。』」釋義：晉代索靖博通經史，有遠見卓識，他預知時局不穩，國家將發生動

亂，指著洛陽宮門的銅馱（銅鑄的駱駝）感歎說，以後將會見你臥在荊棘叢中。

（www.guoxuedashi.com , 2019/9/30 ） 
12

  王闌西：《鍾馗百圖》，（廣東，嶺南美術出版社，1990 年 10 月），頁 7。釋義：「宮中

過去有吳道子的鐘馗像，畫卷的開頭有唐代人的題寫：「唐明皇開元時在驪山講習武事，年

終時，御駕還宮，皇上身體不舒服，從而瘧疾發作，將達一月之久，巫師醫生竭盡全力，也

不能治好。忽然有一天晚上，皇上夢見有兩個鬼。一鬼大，一鬼小。小鬼穿著絳色犢鼻褲，

一隻腳穿鞋，一隻腳光著，懸著一隻鞋子，手拿一把大筠州紙扇，偷竊了楊貴妃的紫香囊以

及皇上的玉笛，繞著大殿奔逃。大鬼戴著帽子，穿著藍色的衣裳，露出一隻胳臂，兩腳穿著

皮靴，於是抓住了小鬼，刳出它的眼睛，然後撕開小鬼吃下去。皇上問大鬼說：『你是什麼

人？』大鬼啟奏說：『臣是鍾馗，原是考武舉而不中舉的人。我發誓要為陛下掃除天下的妖

孽。』明皇從夢中醒來，瘧疾好像頓時痊癒，而身體更加健壯。於是招來畫工吳道子，將夢

中這事告訴他，說：『你試著為朕按夢中模樣畫出來。』吳道子奉了聖旨，恍然若有所見，

立刻動筆，畫畢獻上，皇上直盯著看了很久，撫著几案說：『你是與朕一起作了同一個夢

吧。不然怎麼這樣像呢！』吳道子進奏說：『陛下日夜憂慮操勞，因為服藥而影響了進膳，

於是瘧疾得以侵犯。果然有驅除邪惡的神物，來護衛皇上。』於是跪拜，祝頌皇上長壽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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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所述，畫聖吳道子畫唐明皇夢中所見之鍾馗，早在五代時已焚毀了。日

後傳世於民間的「鎮宅聖君」鍾馗容貌，多僅能從文獻閱讀吳道子（680 ~ 759）

在唐代壁畫遺存中的摹本 ，尋找「吳帶當風」意氣風發的用筆和線形的獨特風

格。但是，如何再從神祉文學中杜平（鍾小妹之夫君）驚見鍾馗形容「豹頭環眼，

墨面赤髮，虯鬚劍眉，猙獰醜陋。」貌醜惡、性耿直轉譯為視覺化的造形再現，

誠如郭若虛《圖畫見聞誌》〈鍾馗樣〉 的描述中想像： 

 

  「昔吳道子畫鍾馗，衣藍衫，鞹一足，眇一目，腰笏巾首而蓬髮，以左

手捉鬼，以右手抉其鬼目。筆跡猶勁，實繪事之絕格也。」13 

 

    然而，龔開於〈中山出遊圖〉跋文中寫道：「在昔善畫墨鬼，有姒頤真、趙

千里。千千里里丁香鬼誠為奇特，所惜去人物科太遠，故人得以戲筆目之；頤真

鬼雖甚工，然其用意猥；近甚者作髯君，野溷一豪豬即之，妹子持杖披襟趕逐，

此何為者耶？僕今作〈中山出遊圖〉，蓋欲一灑頤真之陋，庶不廢翰墨清玩。譬

之書猶真行之間也。鍾馗事絕少，僕前後為詩未免重用，今即他事成篇，聊出新

意焉耳。淮陰龔開記」即對於如何墨鬼和畫鍾馗像為題材的創作，提出了與同時

代的其他畫家不同觀點。進而，龔開另以書法之狂草比擬能畫「墨鬼」者乃非僅

「戲筆」爾爾；但凡人物畫的造形基礎訓練 — 傳統的白描寫生，對於人物畫來

說是很重要的一項基本功，它同書法習字循序篆隸真草，從書帖精讀、臨摹，方

能入神悟妙、會之於心，雖逸筆寥寥、線條簡括、奔放自由如草聖。 

 

    此外，對於在同時代中名家姒頤真、趙千里所作墨鬼各提出評介。趙千里〈丁

香鬼〉之作看似奇特，但是對人物畫基礎嚴謹應有的「應物象形」似乎產生脫節；

此處，巧妙的是龔開題跋獨特以畫家名「千里」二字，以書法中疊字二點代替寫

法「千千里里」（圖 2），其暗喻〈丁香鬼〉自擬「墨鬼」之作，實「相差甚遠」，

所以觀者可以戲筆看待。又提姒頤真以工整細密的線條畫鬼之作，瑣碎繁雜而未

																																																								
年。皇上很高興，賞賜他一百兩金子。御批說：『神靈顯聖於夢，疾病全部痊癒。英烈掃除

妖魔，確實應該嘉獎。於是畫出奇特的狀貌，頌賜給各個官署。年終驅除鬼怪，應該讓天下

普遍認識，用以趕走邪魔，同時使妖氛平定。布告天下之民，讓百姓全都知道。』」 
13  郭若虛 著  俞劍華 注釋《圖畫見聞誌》，（江蘇，江蘇美術出版社，2007 年 8 月）卷

6，頁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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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擷取精華；又質疑一些畫家將鍾馗造形以野溷中豪豬描繪。概而言之，龔開作

了此圖，均不認同姒、趙二位所繪的墨鬼畫風。彷彿也揭示了五百年之後清朝的

盛大士（1771 ~ 1836）《溪山臥遊錄》所云：「畫有七忌：⋯⋯忌率而溷、忌淨而

膩。」 前者如行筆草率無約束，交代不清；後者亦是刻畫太清楚，刻劃過度，

反而缺少虛實變化而索然無味，令人膩煩。14 

 

    二十世紀英國最出色的詩人、作家、藝術評論工作者及哲學家，赫博特．里

德（Herbert Read, 1893 ~ 1968）經典著作《The Meaning of Art 藝術的意義》中提到

了「感性」一詞在藝術的詮釋全文如下： 

  

    就某種程度而言，藝術作品是一種個性上的解放；在平常的狀態下，

我們的感覺總是受到禁止和壓抑。當我們沈思於一件藝術作時，我們的感

受馬上得到釋放；而且這還不僅只是一種釋放（同情是ㄧ種感情的釋放），

更產生了ㄧ種鮮明、緊繃和昇華的感覺。藝術和感傷在此有著基本上的差

異：感傷是一種釋放，也是鬆弛，是情緒的放鬆；然而藝術既是釋放又是收

緊。藝術是感情的經濟學；它是一種孕育著美好造形的情緒。15 

 

     文獻傳世「鍾馗」是否真有其人？還是存在於吳道子依循唐明皇夢中描述的

形象，亦或是以吳道子訴之於釋道畫像的直觀心靈與感性意境？然而，東方水墨

書畫藝術是一個將哲學、文學、宗教、技藝、宇宙意識及生命情調融為一體所創

造的藝術價值。〈中山出遊圖〉毫無疑問地是呈現在繪畫中強調的士大夫人格和

心性對藝術境界的深化。龔開將貌醜被黜的誇張詼諧理由，臆造一個「掌理陰陽

絳妖都元帥」驅鬼能力的鍾馗神態，顯示了畫家在墨筆造形、工筆兼寫意筆法創

作、線質方面的深厚功力和高超技藝，在精心刻畫人物性格和心理特徵，故藉鍾

馗營造了一個化醜為美的追求，雖殺鬼以泄胸中抑鬱不平之氣、或喻勸誡諷世社

																																																								
14
   岑久發：《書畫篆刻實用辭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8 年 10 月），頁 354。 

      盛大士《溪山臥遊錄》認為：「畫有七忌：『用筆忌滑、忌軟、忌硬、忌重而滯、忌率

而溷、忌淨而膩、忌叢而亂。』」  
15
    Herbert  Read  著   梁錦鋆   譯：《藝術的意義》，（台北，遠流出版社，2006 年 2

月），  

       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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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頹敗之風、作者仍心繫南宋江山易主、寄託國有明君親政。學者樊波認為：「龔

開在〈中山出遊圖〉用筆率意靈動，鍾馗及眾鬼形皆以濃重的筆墨加以刻畫，或

勾或染，似信手寫來，一派天趣。」16 所以，當思想的感性和奇趣橫生的境界在

藝術形式中達到完美的昇華，「三到」17 理也、氣也、趣也，三者的相互跨域關

聯就在作品中顯露出來。 

 

    〈中山出遊圖〉卷中包括人和鬼魅二十二位、專供食用的七隻小鬼、懷貓一

隻、兩副篼子、捧壺、扛劍、葫蘆罐子、捲鋪及行李等造形表現；粗、細筆調流

露出爛漫而稚拙、婉轉而自如，整件作品呈現了出人意表的新奇及天趣妙韻的抒

發。它是一種在宋元之際情緒指導策定下所產生的結果，更是由龔開直覺意志所

促成之藝術造形的詮釋。由此，當我們觀看〈中山出遊圖〉作品中人與鬼魅的「造

形」時，一種特殊之視覺效果與感性，隨著「理到」合乎情理影響了歐美時尚、

潮流及動漫產業的造形美學。不僅達到所謂的「畫以事傳」，進而演繹為「畫以

『視傳』— 視覺藝術設計與感知傳達」 ，其複刻創意對比淺析如下：（圖 4 ~ 

7） 

 

  
▲ 1990牛仔褲流蘇「潮」設計。 ▲ 1912年發明安全帽。 

 

 

																																																								
16
    樊波：《中國畫藝術史—人物卷》，（江西，江西美術出版社，2008 年 6 月），頁 431。 

17
  岑久發：《書畫篆刻實用辭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8 年 10 月），頁 354。 

      盛大士《溪山臥遊錄》認為：「畫有三到：理也，氣也，趣也。理到，即合乎情理；氣

到，即具有生氣；趣到：即富有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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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襪始於時尚之都巴黎，

1908年進入美國，2000年以後美

國襪商才認可網襪地位。 

▲〈中山出遊圖〉抬篼子前導

陰兵穿著造形。 
▲ 波卡圓點褲，始於70-80

年代歐美時尚。 

 

圖 4    龔開， 〈中山出遊圖〉（局部）大約完成於1271年前，與1990年代時尚穿著對比。 

 

  

▲〈中山出遊圖〉戴帽扛劍的陰兵穿著。 ▲  臺灣達悟族傳統服飾出海跳的戰舞。 

 

圖 5    龔開，〈中山出遊圖〉（局部）大約完成於1271年前，與臺灣達悟族穿著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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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出遊圖〉抬兜子的陰兵

穿著。 

▲ 2010年大陸乞丐王子「中國

最酷的男人」犀利哥 。 

▲ 2010年米蘭秋冬時尚展，揭

示乞丐美學的頹廢形象。 

 

圖 6    龔開，〈中山出遊圖〉（局部）大約完成於1271年前，與2010年犀利哥穿著對比。 

 
 

▲〈中山出遊圖〉背袋子的矮鬼陰兵。 ▲〈忍者神龜〉為1984年為凱文．伊斯特曼和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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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來爾德所繪製單期漫畫本，並以文藝復

興時期四大畫家取名：李奧那多（藍色眼罩）、

拉非爾（紅色眼罩）、多納太羅（紫色眼罩）、

米開朗基羅（橙色眼罩）。自1987年電視卡通

開播，1990 ~ 2019年已陸續拍攝七部動漫影

片，周邊文創產品也已跨越電競遊戲消費性

產業。 
▲ 1978年美國郵差包，為郵差遞送員斜背款

式。 

圖 7   龔開，〈中山出遊圖〉（局部）大約完成於1271年前，與1978年美國郵差包、1984年

〈忍者龜〉造形對比。 

  

三、結語  

    由於宋代人物畫的題材發展已非僅專主釋道君王，以歷史故事及現實社會生

活場景也開始入於畫面呈現，如北宋張擇端（1085 ~ 1145）的〈清明上河圖〉，

其結構複雜場面宏大，為中國古代水墨最傑出的風俗畫作品，也是展現12世紀中

國都市生活（包括城郊）的歷史畫卷；18 其歷史價值便是帶有一定的空間進行敘

事的情節性，而此敘事即為一個過程的情節延續。而龔開於〈中山出遊圖〉畫出

了鍾馗回望「瞬間」時間切片的經典場面；其藝術價值便是指向「尚意之美」，

美在對心靈境界「韻」之「靜」的高度推崇；美在順由筆尖流溢而出的生命凝聚，

靜中觀奇而動中見拗的魑魅魍魎；使它們完成生命的律動與內在美學及精神上的

最高追求 — 也許正式書畫藝術中所表現出來的言語不能傳達的意味。 

																																																								
18  魯文忠   魯偉 著： 《極品的故事 — 中國書畫印藝術史話》，（山東，山東畫報出版社 

     2005 年 4 月），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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