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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写黄筌，话题却要从花蕊夫人开始。
唐末朝廷内乱，政局失控，蜀地前后出现前蜀

与后蜀两个地方政权。后主孟昶喜欢享乐，对艺
术尤其钟爱，又选无数美人入宫，其中最受宠的，
是花蕊夫人。花蕊夫人的美貌，此处省略十个成
语，任由你去想象。花蕊夫人爱看花，孟昶便令国
中沿城遍植芙蓉。成都因此得名“蓉城”。

美人、美景，美色云集，如何能长久地流传下
来给世人瞻仰？孟昶广泛召集画坛高手，几十位
顶级画师因此常驻宫廷，切磋竞技。如此，出现了
历史上第一所皇家画院。追根溯源，皇家画院是
应一位国色天香的女子的容貌而生，本就与思想
毫不相关。

画家黄筌，是皇家画院中的一员。宫廷画师，
他做了一辈子，承事了王衍、孟知祥、孟昶、宋太祖
四位皇帝，深受器重。

不同于文人画家的优哉游哉，黄筌的工作相
当辛苦。他兢兢业业钻研画技，在精细描摹方面
作出了突出成就。他家中“多养鹰鹘，观其神俊，
以摹写之，故得其妙”。他的创作基本是带有任务
性的。当后蜀跟淮南通好的时候，淮南献上了数
千只仙鹤，孟昶下令黄筌将其画在偏殿的墙壁
上。黄筌领命，费了好大工夫完成，又赶上皇帝的
新殿宇完工，又命令黄筌在四壁画繁华的四时花
鸟图。

不同于梁楷那样的文人画家，黄筌的性格一
点也不扭曲。他将自己定位得相当清晰，努力画
得精细逼真，令皇家满意。一旦定位清晰，这种遵
旨创作便不能影响其个人艺术才能的发挥，反而

成为精进的动力。
黄筌的作品经《宣和画谱》著录时有 349 件，

但流传至今只此《写生珍禽图》一件。
《写生珍禽图》是黄筌给儿子练习绘画用的画

稿，相当于绘画教科书。中画飞禽、昆虫、龟，共23
种，画左下方署“付子居宝习”。但后来继承黄筌
艺术的并不是儿子黄居宝，而是黄居寀。人称“黄
家富贵”，便是指黄筌、黄居寀父子。

《写生珍禽图》描摹生物的准确性，丝毫不亚
于教科书。有人已经对其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比
如那三只甲虫，分别是桑天牛、红脚异丽金龟、红
萤。蝗虫分别是中华剑角蝗、日本黄脊蝗、油葫芦
……但其生动美妙的艺术性，却是罕见。

这一类画稿，最忌一个“呆”字。一呆，成了封
印在玻璃盒子里的标本，艺术便死了。记得有人
将昆虫制成标本，比如将蝉的翅膀拓印在纸上，再
进行临摹，以接近逼真效果。但令其死而复生的，
仍旧是艺术家的天赋和灵性。

这幅画很有看头，虽然是多物种不经意组合，
但却错落有致，整体仍有一种韵律之美。禽鸟的
羽毛，经得起放大再放大，几乎看不出笔迹。你再
看右下角那只老龟，脖子上层层的褶皱和苍老持
重的眼神，便知道它大约经历了多少的沧桑岁月，
多少次将头不紧不慢地缩进硬壳子里，又缓缓探
出来。

旁边那只小龟，锥子形的尾巴，明明有一股很
强的稚气，活泼泼的、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心思，都
在黄筌的笔墨里。

（来源：《北京晚报》）

新华社堪培拉8月9日电（记者
岳东兴）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
研究组织 9 日发布公报说，过去一
年该机构研究人员及合作伙伴为
139种动植物进行了科学命名，其中
大部分为昆虫。

公报指出，在澳大利亚的物种
中，目前仅有约 25%为科学界所
知。因此，科学命名有助于研究人
员、政府和社区更好了解广阔的生
态系统，保护生物多样性。据介绍，
过去一年，有 117 种昆虫、4 种海洋
鱼类、3种植物、14种无脊椎动物和
1种青蛙被命名。

澳昆虫学家戴维·耶茨说，在新
命名的物种中，一种已知但这次才
被命名的蚂蚁值得关注，因为它与
一类濒危的蝴蝶以独特方式相互支
持。这种蝴蝶对生态环境要求极
高，可能也是其罕见的原因。这种
蝴蝶的幼虫生活在树皮下面，晚上
会被“保姆”一样的蚂蚁运到柔软的
树叶上，供它吃叶子。同时，蚂蚁还
保护蝴蝶幼虫不受捕食者的伤害，
而这些幼虫会分泌出一种类似于糖
的物质，吸引并供蚂蚁食用，这对两
个物种来说是双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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