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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寫剪影

　　張大千（1899-1983）替自己寫像，自上

個世紀二○年代起，一直持續到八○年代，

有時一年畫不只一幅，也有時隔幾年才作一

幅，總數超過百件。他畫像的目的，固然不

乏自存紀念，但大多數是做為與好友之間的

酬贈禮物。

　　由於大千從二十歲（1919）便開始蓄鬚，

至廿五歲（1923）鬍鬚留長，從此終身不改

造型，所以現今看到的大千自畫像中也全部

是美髯公的形象。

　　他第一幅自畫像，完成於民國十七年

（1928），時甫三十歲。畫像中，僅以簡單

幾筆勾勒出臉部的側面輪廓和黑色的落腮鬍。

下方題署：「戊辰十二月十七日過北山精舍，

席間戲造此像，以博北山吾兄一笑。」次年

（1929）的卅一歲自畫像，也是一幅五分面

像，與前者的差異，是此像有將當時猶甚茂

密的黑髮畫出來。右下方題：「己巳初夏，

大千自寫像，持贈愛榮老兄紀念。」1 

　　民國二十年（1931），大千作於上海的

〈卅三歲自畫像〉，同樣是一幅水墨剪影式

的五分面像，除了頭部之外，還以簡單的墨

線鉤畫出長袍的衣領與袖摺。幅左自題：「辛

未春二月自寫小像，林源先生不棄粗鄙，予

亦自忘其醜，題以贈之。大千居士爰，海上

借居。」 2

　　民國四十三年（1954）大千旅日期間，

曾以畫仙版速寫成〈五十六歲自畫像〉，送

給好友王方宇（1913-1997）。畫上自題：

「甲午十二月戲寫塵貌，贈方宇吾兄，時相

逢東京，明方宇將返臺灣，予亦有香港之行

也。弟爰。畫後席地而坐。」同年，另有一

幀送給好友莊禹靈的自畫像，3仍舊是五分面

像，筆法乾溼相參，濃淡並濟，鬚髮飛白處，

極得迎風飄飛的動感。右下方的題句大致與

前幅相同，只是更換了受畫者的名字。八年

後（1961）他再訪東京，禹靈以此畫見示，

大千乃在上方詩塘位置加題了兩首絕句。越

四年（1965），張維翰（1886-1979）又應畫

主人之請，在下方詩塘題跋，其中「美髯曾

不讓坡仙，丹青擅有通靈筆，手自傳神更自

然」等語，相當貼切地道中大千自畫像的神

韻風采。

　　過去並沒有文獻記載他是如何畫這類側

面像，究竟是利用鏡子、照片，或者單憑記

憶？不過大千能透過簡潔的筆墨，成功拿捏

住自己的面容特徵，這份精準的造型功力，

比起去畫別人的肖像，顯然更加令人讚嘆。

名人加持

　　比前述幾幅水墨小品布局更為完整的自

畫像，則有取資於石濤（1642-1707）〈自寫

種松圖小照〉卷的〈己巳自寫小像〉大軸，

這幀三十一歲（1929）作的設色半身自畫像，

背景襯以一株喬松，枝枒曲折的造型以及松

針的筆觸，俱與石濤畫卷裡的松樹一脈相承。

　　在此之前，大千即以偽造石濤的作品，成

功地換走黃賓虹（1865-1955）收藏的真石濤，

儼然已具備「今之石濤」的架式。〈己巳自

寫小像〉的下方留白處和裱綾四周，密密麻

麻地佈滿了三十二則題記，包括曾熙（1861-

1930）、黃賓虹、譚延闓（1880-1930）、葉

恭綽（1881-1968）、鄭昶（1894-1952）、溥

心畬（1896-1963）、鄭曼青（1902-1975）等

藝文界及政界名流，4不僅蔚為書畫圈中津津

樂道的話題，也充分證明大千在而立之年即

受到藝壇前輩們的高度肯定。

張大千寫像縱橫談
▍劉芳如

張大千是近代最喜歡替自己寫像的畫家，畢生累計的自畫像不下百幅。本次「巨匠的剪

影─張大千一二○歲紀念大展」，特別展陳十幅他的自畫像。大千自寫像與一般肖像畫

最明顯的差別，在於他並未拘泥於肖像所習見的端莊肅穆與細膩寫實風格，時而與自己的

寵物合幅，時而玩起角色扮演，將自己化身古代名人。自畫像的用筆則多採寫意法，若非

畫中人那縷落腮長髯的正字標記，其實與尋常人物畫無啥差異。也正是這等率性多變的形

象，更讓大千豪放不羈的藝術家真性情躍然紙上，分外地受人激賞。

展場
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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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大千〈七十自畫像〉（圖 1），作於民

國五十七年（1968）生日，時居巴西八德園。

畫中大千以七分面的半身像呈現，身著淺赭

色長袍，維持著一貫髯鬚濃密的形象，目光

望向右上方。鬚髮雖已俱白，但膚色紅潤，

意態從容，流露出一派悠然的氣度。右上方

自題：「七十婆娑老境成，觀河真覺負平生；

新來事事都昏聵，只有看山兩眼明。大千居

士年七十矣，自寫塵顏并拈小詩題其上。戊

申四月摩詰山中八德園。」

　　在大千的邀約下，畫面及裱綾四周，遍

布了張群（1889-1990）、張維翰、曾紹杰

（1910-1988）、梁寒操（1899-1975）、李猷

（1915-1997）、王壯為（1903-1990）、江絜

生（1903-1983）、劉延濤（1908-1998）、高

逸鴻（1908-1982）、劉太希（1899-1989）、

張目寒（1900-1980）、林慰君（1913-?）、

陳子和（1910-1984）、黃君璧（1898-1991）、

張穀年（1905-1987）等十五位藝壇好友的題

跋賀詞，雖未超越〈己巳自寫小像〉的紀錄，

仍屬老年畫像之最，意義自是不同凡響。

　　各家所題，固然多屬稱頌讚美之詞，但

也的確能從不同視角，為大千的人與藝，留

下適切的註解。比如劉延濤說他：「衣冠未

改中華舊，筆墨能融世界新。」曾紹杰說的：

「自寫鬚眉意飛動，傳神真欲到毫顛。」和

梁寒操題的：「文詩書畫隨心寫，南北東西

到處家。」字裡行間，都形容得相當具體真

實，洵非溢美。民國一○三年（2014）大千

公子葆羅將此作捐贈給國立歷史博物館，本

次亦在展出之列。

　　大千友人黃天才曾獲贈一幅民國六十七

年（1978）作的〈八十歲自畫像〉，5畫呈斗

方格局，人物為側面頭像，純以白描清墨鉤

寫，一派飄逸氣度。右下方自題：「眼中之

人吾老已。」應受畫人之邀，畫幅上方附加

的詩塘，以及左右兩側裱紙，分別有張群、

丁治磐（1894-1988）、陳定山（1897-1987）、

黃君璧、臺靜農（1902-1990）的題記。五位

畫友，或與大千同庚，或者比他更為年長。

這幀自畫像固然不若〈己巳自寫小像〉和

〈七十歲自畫像〉裡的題贊人那般陣容壯盛，

但也稱得上是大千老年自畫像中頗具紀念意

義的一幅。

好友合筆

　　自古以來書畫家雅集，除了以詩畫相酬

答，聯手創作也是相互切磋、增進友誼的絕

佳媒介。張大千與溥心畬，素有「南張北溥」

的美名，兩人的翰墨緣，肇始於前世紀的二

○年代末期，可謂由來已久。

　　由寒玉堂託管故宮的〈松蔭話舊〉軸（圖

2），便是他們二人的聯手合作，人物出自大

千，溥心畬則補繪樹石，淺設色畫岩壁間，

一株松樹宛若騰龍舞鳳般地曲折上揚，濃蔭

底下，高士二人方握手談笑。畫中人雖作古

代裝束，但儀表與風采，無疑就是溥心畬和

大千的化身，右手邊那位著淺絳色上衣、穿

紅靴者，應是舊王孫，左手邊著青衫者則為

大千。右上方題：「松壑寒如此，清風滿角

巾；相逢話雲水，疑是避秦人。心畬畫松巖

并題。」左下方題：「蜀人張大千爰寫高士。」

畫上雖未紀年，推測是在溥心畬渡臺之初，

當時也正值大千展開萬里行程的起始。6兩人

聚少離多，偶一合作，尤其難得。

　　民國四十五年（1956），大千前往巴黎

舉行畫展，並考察歐洲藝術，受到西方現代

藝術啟發，畫風日趨狂放縱恣。歷史博物館 圖1  民國　張大千　七十自畫像　軸　國立歷史博物館寄存 〈七十自畫像〉局部題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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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存的《大千狂塗》第二冊第五開，畫大千

與友人郭有守（1901-1978）身著古代裝束，

把手言歡。大千與郭有守都是四川人，因為

張排行第四，郭排行第八，此幅遂命名為〈四

哥和八哥〉。（圖 3）《大千狂塗》冊正是繪

於大千旅法期間，時五十八歲，此作中人物

的結組與神態，均和前舉〈松蔭話舊〉異常

近似，只是兩畫時間相隔近十年，此際筆底

已由工整秀雅，轉化成狂塗寫意了。

鍾馗扮相

　　張大千生性不為世俗所羈，平素裝扮，

儼然今之古人。「角色扮演」的遊戲，也頻

頻出現於自畫像中。

　　大千二哥張善孖題畫曾云：「大千每於

天中節，戲以鍾進士貌己像以應友人之索。」

民國十八年（1929）大千三十歲作的〈降福

圖〉，畫鍾馗頭戴簪花烏紗帽，身著赭紅色

袍服，腰配斬妖寶劍，雙手交叉懷抱胸前，

臉則朝右回看。幅右方自題：「烏帽紅袍底

樣裝，無人不笑此君狂；他年謝卻人間世，

合向終南作鬼王；世上漫言皆傀儡，何妨粉

墨自登場；天中假得菖蒲劍，長向人間祓不

祥。」描述的雖是終南鬼王，但細看鍾馗的

眉目與鬚髮，卻與大千本人十分神似，此作

當是他最早的一幅扮鍾馗像。7  

　　至於本次展出時間最早的一件大千自畫

像，畫題亦是〈鍾馗〉（圖 4），完成於民國

卅六年（1947），時四十九歲。題識共二則，

右上方署：「丁亥午日戲寫，贈定山道兄。」8 

幅左再題七言律詩一首：「隨身竿木自周旋，

老矣難為狡獪仙；已省平生非我相，寧知今

日是何年；顛形不入明王夢， 布從傳賣鬼

錢；頰上添毫誰會得，與君莫逆一忻然。」

圖像中，鍾馗雙手握劍向上，烏紗帽後面的

雙翅上揚，鍾進士的絡腮鬍亦屈曲飛動，衣

紋線描洗鍊流暢，加上敷色雅淡，一派超塵

絕俗。不僅氣質與民間張掛的鍾馗神像大異，

更凸顯出大千奔放不羈、馳騁畫藝遊戲人間

的真性情。

圖3  民國　張大千　四哥和八哥　大千狂塗　冊　第二冊第五開　
國立歷史博物館寄存

圖2  民國　張大千、溥心畬　松蔭話舊　軸　寒玉堂託管

圖4 民國　張大千　鍾馗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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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比東坡

　　張大千喜戴黑色的「東坡巾」，這種

頭巾原名「烏角巾」，因宋代文豪蘇東坡

（1037-1101）經常穿戴，故得此名。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大千的〈三十九

歲自畫像〉，畫中人身著古代文士服，頭戴

東坡巾，以正面之姿，盤坐於松蔭水畔。由

於人物臉部的描繪相當寫實，一看即知是畫

家本人，但又扮成這等造型，明顯想自喻為

子瞻。興許此幅就是大千嘗試東坡扮像，企

圖比肩古人的初體驗。9 

　　史博館寄存的大千〈六十六歲自畫像〉

軸（圖 5），作於民國五十三年（1964）。畫

中人呈五分面側身而立，目光微微朝上，並

從寬大的袖口伸出一隻手，輕拈著斑白的鬍

鬚。頭上的東坡巾，以濃淡墨色分出受光面

與暗面，衣紋亦在鉤線之外，添加淡墨大筆

染暈，通幅筆致瀟灑，極得雅淡清奇的韻致。

　　次年七月，大千重遊比京布魯塞爾，好

友郭有守（1901-1978）向他索圖，遂以此像

相贈。並於左上方加題：「還鄉無日戀鄉深，

歲歲相逢感不禁；索我塵容塵滿面，多君飢

飽最關心。」題語中，頗多思戀故鄉與日益

老邁的感慨。

　　史博館另一幅鏡框裝裱的〈六十四歲

自畫像〉小景（圖 6），作於民國五十一年

（1962），右下方自題：「大千居士自畫小像，

時年六十有四也。壬寅四月。」以水墨寫意

法畫一株喬松斜倚，橫跨幅面正中，樹下的

高士頭戴東坡巾，身披寬大斗篷，側身而立，

極目遠望，正是大千常有的裝扮。畫幅布局

雖取自石濤的《東坡時序詩意圖冊》，10但大

千在此作中巧妙化身成美髯高帽的蘇軾，扮

相亦古亦今，形塑出大千與東坡合體的新穎

組合，已與石濤原作異趣。

與寵物同框

　　大千的二哥張善孖（1882-1940）素有「虎

癡」之稱，他不僅鍾愛畫虎，更曾豢養老虎

於網師園，觀察入微，所繪山君，自然是虎

虎生風。大千與兄長一樣熱愛動物，尤以猿

猴和西藏獒犬、波斯貓等為最，生活中這些

動物經常與他為伴，更時而被延入畫幅，成

為與主人同框的自畫像。

　　〈我同我的小猴兒〉（圖 7）收在大

千五十八歲（1956）的《大千狂塗》冊。人

物作簡單的七分面半身像，行筆極見爽利，

銀白的鬚髮儼然有凌虛御風的動感，身側畫

一頭黑白相間的猿猴，右下方題以：「我同

我的小猴兒。」據說大千出世前夕，母親夢

見黑猿，遂有「黑猿轉世」之說。他的老師

曾熙即依此，為他取名為與猿發音相同的

「爰」。這幀簡筆傑作，可謂完全反映出他

與猿之間的親密情感。

　　大千前往敦煌莫高窟臨畫時期，曾經在

當地飼養過一頭藏犬，名為「黑虎」，返回

成都時，依舊把牠帶在身邊。黑虎後來雖因

水土不服病逝，但大千陸續還是蓄養過好幾圖5  民國　張大千　六十六歲自畫像　軸　國立歷史博物館寄存

圖6  民國　張大千　六十四歲自畫像　鏡框　國立歷史博物館寄存

圖7  民國　張大千　我同我的小猴兒　大千狂塗　冊　
第一冊第十二開　國立歷史博物館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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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藏犬，也數度援引入畫。

　　有一幅未紀年的〈自畫像與黑虎〉，為

灑金箋本。畫中，大千作側身站立、展卷凝

視的模樣，身邊陪伴他的就是一頭毛色黝黑

的藏犬。背景雖隱約可見一株枝椏交錯的老

樹，但絕大部分被青綠潑彩的重色所覆蓋，

與其他的大千自畫像大不相類。畫右下緣有

小字一行：「大千居士七十自畫像，謫仙館

永充供養。」11係收藏人所添附。由於並無大

千的題署，只能依據背景彩墨流漾的技法，

推斷作畫時間約在上個世紀六○年代後期。12 

　　民國五十八年（1969），大千另一幅〈自

畫像與聖伯納犬〉，為宣紙本。畫面布局和

〈自畫像與黑虎〉幾乎一模一樣，只是畫中

寵物改換成他從瑞士帶回巴西的聖伯納犬，

背景則純任留白，線條也因紙材的關係，呈

現了較多的暈散效果。幅右方自題：「蜀人

張爰大千筆。己酉嘉平月，三巴五亭湖上。」

次年又續題：「開歲庚戌（1970）因題此以

贈先覺賢 。爰翁。」13從他一再沿用類似構

圖，描繪寵物與飼主同框的形象，不難體會

這群毛孩子們在大千心目中所佔據的份量。

心情投射

　　民國四十六年（1957）六月，大千在巴

西八德園督工時，因為搬石施力過猛，導致

視網膜出血，視力受損。雖然八月和十一月

兩度前往紐約及日本治療眼疾，還是未能痊

癒。 這次的意外，不僅對大千的視力和心情

造成莫大影響，更直接激發了他日後書畫創

作的轉型。

　　那年七月，大千在八德園所作的〈五十九

歲自畫像〉（圖 8），為窄長的條幅格局，畫

中的大千作古代文士裝束，側身盤腿、面向右

而坐，左手持書卷，低目展讀。上方以大字題

七言絕句一首：「隔宿看書便已忘，老來昏霧

更無方；從知又被兒曹笑，十目終能下一行。

丁酉夏孟寫并拈二十八字。大千居士年五十又

九矣。」左緣再加小字題署：「寫與寒弟留

之，時復展掛，如聯床對話也。七月初三日，

兄爰在三巴之摩詰城。」細觀此作人物的衣紋

線描，依舊勁健有力，宛若鐵線游絲描，袍服

未施彩繪，僅面部稍加微染，似乎看不出目力

已受阻，但是題跋以大字作書，則又隱隱透露

了「老來昏霧」的無奈心情。15

　　同年十二月作的《以寫我憂》冊，其中

第二開，也有一幅自畫像，布局與前幅類似。

（圖 9）畫中大千側身盤腿，面向左而坐，手

上捧著一本醫書翻閱，面前放置一只花瓶，

瓶中插著紅梅、墨竹與水仙。通幅筆致灑脫，

設色清雅。畫中央以小字書寫︰「吾今真老

矣，腰痛兩眸昏；藥物從人乞，方書強自翻；

逕思焚筆硯，長此息丘園；異域甘流落，鄉

心未忍言。此得目疾半年以來第一次作此細

畫也，吾子杰四兄 16以為似往昔否？」字裡

行間，同樣流露出內心對於罹患目疾的憂思。

　　《以寫我憂》冊的第七開（圖 10），右

幅畫一名高士拄杖，踽踽獨行於樹叢間。左幅

為大字行書跋：「猶能策杖許閒行，霧裡花枝

看有情；八表濛濛天地間，何須苦說欠分明。

病院園中小步。」畫中高士的形象雖然與大

千未必盡似，但將詩畫兩相對看，此情此境，

無疑仍是病目後大千心情的如實寫照。

圖8  民國　張大千　五十九歲自畫像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 民國　張大千　五十九歲自畫像　以寫我憂　冊　第二開　國立歷史博物館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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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食人間

　　〈乞食圖〉（圖11）在大千眾多自畫像中，

堪稱最奇特的一幅。此畫作於民國六十二年

（1973）七十五歲生日，時居美國加州環蓽

菴。畫中的大千，鬚髮皤白，蓬鬆零亂，右

手持杖，左手端著一只空碗，裝扮成乞丐模

樣。右上方題以：「大千居士自寫乞食圖。」

左方再題七絕一首：「左持破缽右拖笻，度

陌穿衢腹屢空；老雨甚風春去盡，從君叫啞

破喉嚨。」

　　無獨有偶，除了〈乞食圖〉上的這首詩，

大千另有一首〈和慕禪見贈詩〉，其中提及：

「人間乞食自年年，浮世流光去若煙；雪

聲名原浪得，石遺衣缽自真傳；共揮老淚對

歌哭，忍對橫流話播遷。」好友曾紹杰也曾

為他刻過一方「人間乞食」印（圖 12），作

為書畫閒章。可以明顯看出，大千是想藉著

與乞食相關的詩、畫、印，來暗喻自己的鬻

畫生涯。

　　〈乞食圖〉畫成後數年間，大千始終將之

保存在行篋中，直到民國六十六年（1977），

大千卜居臺北外雙溪摩耶精舍，此畫才贈與

圖11 民國　張大千　乞食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蔣復璁先生捐贈
圖12  民國　曾紹杰為大千治印　人間乞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張徐雯波女士捐贈

圖10  民國　張大千　策杖許閒行　以寫我憂　冊　第七開　國立歷史博物館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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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當時的故宮院長蔣復璁（1899-1990），後

來蔣院長將〈乞食圖〉交由故宮典藏。大千

辭世後，此畫被摹勒上石，豎立於摩耶精舍

庭園中大千所埋骨的「梅丘」附近，成為紀

念他畢生仰仗畫藝乞食人間的最佳寫照。

結語

　　大千辭世至今，已經邁入第三十七個年

頭了，很多年輕世代對於他的印象，原本只

能透過留存的老照片和少數紀錄影帶來進行

拼圖。很幸運地，因為大千喜愛作自我描繪

的特殊嗜好，遺存下比歷史上任何名畫家都

更為豐富的自畫像作品，足以幫助後人更加

地瞭解他的人與藝。

　　大千的自畫像比起他各時期的代表鉅製，

或許較接近於隨興之作，而且頗多減筆草草，

與傳統的肖像像大異其趣。不過隨著這些自

畫像中鬚髮逐漸由黑轉白，觀畫者簡直如同

欣賞縮時攝影一般，能以輕鬆的心情，將大

千絢爛多彩的藝術生涯快速瀏覽一過。

　　現代美術的革新派健將徐悲鴻（1895-

1953）曾讚譽大千為「五百年來第一人也。」

此語固然是意指他總體的藝術造詣，但若單

獨拿來形容大千的自畫像，也同樣恰如其分。

本次展出和本文所舉，均不過是存世逾百件

自畫像中的一小部份剪影而已。睹物思人，

一代國畫大師的奕奕神采彷彿猶躍然紙上。

值此大千一百二十歲誕辰的前夕，謹藉斯文，

來紀念這位近代美術史中最富傳奇色彩的藝

術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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