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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之声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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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ＣＮＫＩ数据库（１９７９－２０１３）中，以声景的角度来研究《清明上河图》画卷，属于

一个研究空白点。本文以画卷《清明上河图》中描绘景物的动势和神韵，依据Ｒ．Ｍｕｒｒａｙ　Ｓｃｈａ－
ｆｅｒ的声景分类方法，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和景物属性，依次提取了画卷中的各界各类声音和各

段声音分布。同时以虹桥节点为例，探索画内“形”、“声”互动、画内画外的互动以及声景表达

的显著特色。声景对于传统画卷来说，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研究模式和角度，应该引起广大艺术

工作者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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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声景（ｓｏｕｎｄｓｃａｐｅ）概念的提出

声景 （Ｓｏｕｎｄｓｃａｐｅ）的概念，在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末７０年代初由加拿大音乐家Ｒ．Ｍｕｒｒａｙ　Ｓｃｈａ－
ｆｅｒ提出。起初是指“环境中的音乐”（Ｔｈｅ　Ｍｕｓ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即 在 自 然 和 城 乡 环 境 中，
从审美角度和文化角度值得欣赏和记忆的声音。

４０多年来，Ｓｏｕｎｄｓｃａｐｅ作 为 一 个 新 型 的 学 科，不

断地在视觉审美的基础层面上，利用听觉设计去

激活和丰满一个“无声”的环境景观设计，思考声

音与设计的和谐共鸣。
在传统文学中，曾有“姑苏城外寒山 寺，夜 半

钟声到客船”名句，此处钟声所产生的情景交融和

意境升华，无可替代［１］。可见很多古老的文字、图
形、环境等遗迹，都会蕴涵“声音”信息。随着文化

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

的声音正在被“读”取和复原，对这些具有历史和

地域文化内涵的声音———“声音遗产”，也 逐 步 被

保护、复原、留存和记录。利用园林和诗词文化中

的声景研究手法，研究和提取《清明上河图》中探

索历史的声音信息，全面地解读这部传统画卷。

　　二、画卷中古老的声音

１．虚实“形”“势”，感受自然声音

中国的书画艺术，自古为文人墨客所钟爱，讲
究通过“如在眼前”的实景和“见于言外”的虚景，
依托整体宏观场景，借助于习惯性的思维和深厚

文化的理解，产生出感观的“动势”，进而“看”到声

音，感受到画中的听觉盛宴。比如清朝画家李方

膺曾经“捕风入画”：画面上一簇坚韧茂密的竹子，
很用力地向一边倾斜着，使人强烈地感到有一股

狂风正在呼啸着吹过，似乎还能听到竹叶互相磨

擦的“沙沙”声。这些动势会使人的感官对于无声

无息的 “风”产 生 动 感，随 之 感 受 声 音 的 存 在，这

也是综合周围环境联系于一体，由视觉引起听觉

的一系列的心理统觉变化。再者就是利用自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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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的声音或者自然界事物的动 “势”和“形”韵，
由形及声。比如历史记载的吴道子画水，寥寥数

笔可 以 让 人 感 受 到 水 势 之 猛，波 涛 汹 涌，声 势 浩

大；徐悲鸿的“八骏图”一副水墨丹青，致使八骏四

蹄腾空，扬天嘶鸣。优美的画面结合“弦外之音”
达到完美的艺术效果，致使很多画卷闻名中外。

２．口头民俗文化，追忆逝去的声音

当然，还有一些历史名卷记载了大量 的 历 史

场景和社会现象，包括详细的文化符号、肢体语言

等历史元素，他们描绘了一些日常生活的点点滴

滴，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些口头民俗文化

的出现和变化，很多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文化内

涵，目前都已经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

画面的一个正在买糖葫芦的买卖人，他的叫卖吆

喝声一定伴随其中，只不过在不同地域不同时代

下这些吆喝声是不一样的。正是这些消失的街头

艺人的叫卖声，让大家开始怀念和追忆逝去的文

化，让大家有了归属感。再看《清明上河图》画卷，
叫卖的叫买的，说书的卜卦的，行走的拉车的，各

种声音的汇集，绝对是一场有声有色的历史大剧。
从历史画卷中深度挖掘这些声音，也是对历史文

明的时代拯救［２］。

　　 三、名画研究的缺憾———声景

１．资料查阅

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作为一副世界级

的千年名画，记载了一段史无前例的繁荣社会和

“市场”经济，这是研究东京社会的“活”字典。我

国对于该 画 卷 研 究（１９７９—２０１３年）的 文 章 非 常

多，仅在ＣＮＫＩ上 发 表 以“清 明 上 河 图”为“关 键

词”的期刊 论 文 有１　９６２篇，以“清 明 上 河 图”为

“篇名”的期刊论文，就达到４１５篇，其研究遍布文

史哲、建筑、教育及社科、经济与管理等学科（见表

１）。可是，唯独没有一篇文章，涉及到清明上河图

中的声音景观。对于抛弃声景的研究方向，来挖

掘这幅古代画卷的艺术价值，在今天的画坛可以

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２．专业调研

为了全面了解《清明上河图》，本研究调研了

十多位 《清明 上 河 图》的 研 究 者。其 中 陈 力 军 教

授即《清明 上 河 话 红 尘：张 择 端《清 明 上 河 图》赏

析》一书作者，曾经针对画面金人的张著８５字跋

文，把 清 明 上 河 图 上 的 “……舟、车、市、桥、郭

径”，所涉及的漕运漕船、里坊制城市、虹桥、汴河、

卜筮、家具、客栈、酒店等分别摘录研究，并与多名

研究者编写十余本研究著作［３］。不 过 对 于 声 景，
他非常惊奇地说：“遍读现今的《清明上河图》相关

文章和著作，这方面的研究确实是一个空白点，也
许是专业的狭隘性造成的。”

表１　以“清明上河图”为“篇名”中国知网检索结果

序号 目录 数目

１ 理工Ａ（数学物理力学天地生） ３

２ 理工Ｂ（化学化工冶金环境矿业） ６

３ 理工Ｃ（机电航空交通水利建筑能源） １６

４ 农业 ０

５ 医药卫生 ３

６ 文史哲 ３０３

７ 政治军事与法律 ６

８ 教育与社会科学综合 ４６

９ 电子技术及信息科学 ７

１０ 经济与管理 ８６

　　 四、来自《清明上河图》的“声景”

张择端“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

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使作

者对社会生活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和高超的艺术表

现能力。而散点透视的构图法，有把５２８厘米长、

２４．８厘米宽的《清明上河图》表现得气势宏大、场

面浩大，内容极为丰富。再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从文字记录与画卷形象呈现两方面珠联璧合，为画

卷中北宋大都市的商业、手工业、民俗、建筑、交通

工具等大量画幅，提供了详实形象的第一手资料。
可是，仅仅 以“景”叙 “情”，以 视 觉 感 受 体 会

意境，自然深感不足。而当时作为新闻传播的说

书、讲道，寻问前程的占卜、问解，提高商机的沿街

设肆、站道经营、沿街叫卖等等，这些内容都有固

定的声音信息传播，下面从各界、各段以及特殊节

点角度一一提取画卷中的声音。

１．各界声音，确是形形色色

经本文统计，《清明上河图》绘了５５０多 个 各

色人物，牛、骡、驴等牲畜五六十匹，车、轿二十多

辆，大小船只二十多艘，农舍绿树，山水河流，真是

应有尽有，房屋、桥梁、城楼等各有特色，描绘了北

宋汴京百姓过节赶集的盛况。画从人们四面八方

向上河镇汇集，有乘轿的、坐车的、有赶着满载东

西的毛驴的，熙熙攘攘。一条通向城门的街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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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乘轿的、有牛车和串车队。街道两旁，有各种各

样的 店 铺、地 摊 和 临 时 棚 子，人 们 有 着 各 自 的 生

意，这是临近闹市的序幕。从人和事物的动作举

止的“动势”和神韵，感受画本中一切声音应有尽

有，显著的可达３０余种，约数百声音存 在。按 照

声音来源，可以归纳如下：
自然界的声音：轻轻的溪流 声、咆 哮 的 水 声、

鸟叫声、驴叫声，牛叫声、马叫声、动物奔跑声等；
人语 的 声 音：私 语 声、交 谈 声、走 路 声、吆 喝

声、划 拳 行 令 声、追 逐 的 喊 声、乞 讨 声、睡 觉 呼 噜

声、叫好声、叫卖声、打水声、说书声、号子声、脚步

声、指挥声、指责声、喧嚷声、占卜声等；
物体发出的声音：寺庙的钟声、造车轿的敲打

声、甲板踏板受压的吱呀声、摇橹声、落桅杆声、车
轱辘声、桥晃动吱呀声、抬轿声、淘米声、浇地声、

竹竿支撑桥声等。
通过以上声音梳理，足见“形”、“声”的结合贯穿

整个画卷，更加印证了画家张择端长期认真深入观

察生活和高超的表现技巧。更有巧妙之处，就是该

画中的事物众多而不乱，主次明确，展现了一个和谐

的生活场景，这些在声景方面也是一大特色［４］。

２．各段声音，又是此起彼伏

为了得到具体声音的来源，从右至左 阅 览 画

卷，暂且按照 故 事 情 节，把《清 明 上 河 图》分 为１０
个部分：郊 外 溪 边、农 耕 村 舍、河 边 小 镇、桥 边 码

头、虹桥通衢、城外小集、护城河边、繁华集市、路

口闹市、大 院 门 前。结 合 Ｒ．Ｍｕｒｒａｙ　Ｓｃｈａｆｅｒ声

景分法：基调声（即场所固有的声音）、信号声 （即

前景音）、标志声（即独特声音）三个单元，以环境

情节内容，对画卷声音分布统计见表２。
表２　按照Ｓｃｈａｆｅｒ分法的各段声音分布

地点分类 基调声 信号声 标志声

郊外溪边
轻轻的流水 声、树 上 鸟 巢 及 周 围

的鸟声
驼队缓慢的马蹄声 偶尔的鸟声

农耕村舍
远处农民的 担 水 浇 地 声、喝 茶 的

私语声、行人的谈话声、
惊着的 驴 奔 跑 声 及 捕 捉 呼 叫 声、呼 唤 小 孩

声、牛低哞声、拴着的驴叫声

插 花 小 轿 走 路 及 马

队声

河边小镇
甲板受压的 吱 呀 声、驴 子 的 奔 跑

声、偶尔的商贩叫卖声
三三两两的招呼客人声、运货的交谈声 河流咆哮的水声

桥边码头

湍急 的 水 流 声、酒 楼 里 的 交 谈

声、稀 疏 的 商 贩 叫 卖 声、岸 上 装

卸货声

拉动桅杆 的 吱 呀 声、卸 货 人 的 脚 步 声、渔 船

渔夫 的 淘 米 声、首 尾 各８人 的 喊 号 摇 橹 声、

船上嘈杂的指挥声

岸上纤夫的号子声

虹桥通衢

桥下水流湍 急 的 水 声、买 货 的 交

谈 声、妇 孺 和 小 贩 讨 价 声、行 人

走路声、买食 品 的 买 农 具 的 买 小

吃的声音、远处的纤夫拉纤声

吆喝驴声、骑马官 员 和 抬 轿 官 员 仆 人 的 指 责

喧嚷声、客 船 上 人 和 桥 上 人 打 招 呼 声、桥 头

占卜的声音、落桅杆声、竹竿支撑桥声、摇 橹

声、指挥 声、桥 墩 下 的 喊 叫 声、桥 晃 动 吱 呀

声、桥上指责声、大声指挥声、到桥左侧关 注

的喊声

彩 楼 欢 门 前 上 的 喝

酒行令声、喧嚣声

城外小集
茶馆里稀稀 两 两 的 交 谈 声、车 队

的驴蹄声、笼里的鸟声、
艺人说书 声、围 观 人 群 叫 好 声、鬃 毛 牛 车 的

轱辘声、赶车声
造车轮的敲打声

护城河边
路人 的 交 谈 声、马 蹄 声、走 路 声、

驴叫声

乞讨声、周边的交谈声、赶车声、占卜的交 谈

声、士兵睡觉呼噜声

拥挤 追 逐 的 喊 声、寺

庙钟声

繁华街道

货队 走 路 声、马 蹄 声、走 路 声、抬

轿声、卖吃卖 药 的 卖 水 果 的 偶 尔

问询声、代写字的私语声

造车轿的 敲 打 声、卖 布 匹 的 交 谈 声、卖 弓 的

交谈声、算命的交谈声、牲畜的叫声
酒楼的划拳行令声

闹市路口
摆 摊 叫 卖 声、车 轱 辘 声、僧 道 行

人的谈话声

驴货车鞭 声、吆 喝 声、驴 叫 声，逗 孩 子 声、卖

货郎的叫卖声、艺人说书声、
杂耍等围观叫好声

大院门前
休 息 交 谈 声、辘 轳 打 水 声、马 蹄

声、走路声

行人问路声、妇人问医声、路人的谈话声、卖

货郎的叫卖声

“解”字 当 铺 前 的 嘈

杂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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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互动节点，可谓高潮迭起

图面“动”势可以激活图面信息，但是要图面

内容之间，或者图面内容与读者之间产生互动，确
是一个难点。作为千年名画———《清明上河图》有
一个互动的 亮 点：虹 桥（图１）。这 个 节 点 以 桥 下

水流湍急的水声、买货的交谈声、行人走路声、远

处的纤夫拉纤声、买食品的买农具的买小吃的声

音等嘈杂的声音作为背景画面和声音背景，当然

还有妇孺和小贩讨价还价、桥头占卜与群众之间

的交流互动。在此以外还有三个互动情节：

图１　虹桥节点

　　（１）桥下穿行船只的声音焦点。桥下左侧的

船只向右穿过虹桥下，与桥上的熟悉的人相互打

招呼 声，似 乎 有 “即 将 出 航 远 方，给 家 人 带 个 平

安”的相互托付，引起很多人驻足张望，画里画外

都深有同感。安静的画面，在精神上传递了“出行

保平安”的声音。
（２）桥面上行人的声音焦点。在狭窄的桥面

上，两个趾高气扬的骑马官员与坐轿官员的轿子

撞面以后互不相让，抬轿子的仆人与骑马者开始

相互指责，喧嚷声、吵闹声与周围的叫卖声此起彼

伏。而两组官吏仅仅几个动作即可以想象而知的

对话声，又把蛮横无理的官僚态度和“盛极而衰”
的吏治现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３）桥下右侧舟船的即将撞到桥的声音焦点。
大船开始落桅杆声、紧急调整方向的摇橹声、竹竿

匆忙的支撑桥声，在大船上的乱作一团的嘈杂声、
指挥声，似乎可以听到因为撑竿使得桥体开始了

晃动 吱 呀 声，使 得 桥 上 人 群 的 大 声 喊 叫 声、指 责

声、恐惧声甚至有人开始跨越栏杆欲要跳下去帮

忙，另外在桥墩边和岸上一侧关注的人群都在关

心在叫喊。这是一个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的人群

的场面。达 到 了 动 作 设 计 和 声 音 互 动 的 完 美 结

合，让画内画外所有的人精神都为之紧张，使读者

紧张的手心都开始攥出了汗，想伸手帮他们一把。
除此节点之外，还有众多的图面节点，其所带

来的声、景连动效应，使得《清明上河图》画卷给读

者带来了巨大的感染力。尤其那些“形”、“声”互

动节点，高潮迭起，使读者达到了忘我的境界。可

见，这一画卷也只有使用声景手法来解读，才可能

使人感受得到杂而不乱、浑然一体的这种感觉，这
也正是研究画卷中声景的意义所在。

　　 五、意境与声景，同根同源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张择端版的《清明上

河图》作为一副闻名中外的历史画卷，整体繁而有

序，确是深藏着无尽的传统文化和视觉盛宴。不

过，众多慕名者之中，有几人真正懂得其中滋味？

在今天看来，打开声景研究这扇门，用声景学的观

点来研读中国画卷的“意境”，让大家更近距离地

感受东京繁华，体味画面的酸甜苦辣，传播中国文

化艺术。同时，用直观的语言来全面描述一代北

宋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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