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兰亭修禊图
此《兰亭修禊图》卷为明代画家钱榖绘。画作题材取自东晋王羲之《兰亭序》，描绘

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谢安等人在浙江山阴的兰亭溪上修禊，作曲水流觞之会的故

事，卷前有王榖祥题「蘭亭修禊」，卷后有钱榖书《兰亭序》及集诗。此卷现藏于美

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修禊（xiū  xì），源于周代的一种古老习俗，即农历三月上旬“巳日”这一天，（魏以后

始固定为三月三日），到水边嬉游，以消除不祥，叫做“修褉”。人们相约到水边沐

浴、洗濯，借以除灾去邪，古俗称之为：“祓禊”。后文人饮酒赋诗的集会，也称为

修禊。春日踏青有“春禊”，秋日秋高气爽，文人怎能辜负这大好时光，自然会

有“秋禊”，时间一般是在农历七月十四。历史上最为有名的修禊当数兰亭修禊和红

桥修禊。王羲之《兰亭集序》：“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褉事也。”

https://old.shuge.org/ebook/lan-ting-xiu-xi-tu/


此画卷原始尺寸：24.8X1248.1厘米，TIF格式图片尺寸：73892X1714像素，JPG格式图

片尺寸：65500X1519像素。

钱榖（1508—1579）字叔宝，自号罄室，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明代画家。

兰亭修禊的召集人，则是东晋名士、大书法家王羲之。公元353年（东晋永和九年三月

三日），王羲之与名士谢安、孙绰等41人，于会稽山阴的兰亭水边，做流觞曲水之戏。

游戏充满文趣，各人分坐于曲水之旁，借着宛转的溪水，以觞盛酒，是让盛满美酒的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596782/17409449.htm


觞顺流而下，置于水上停于某人之前，他就必须即席赋诗。。他们一边喝酒一边作诗，

也发表一些议论。大家即兴写下了许多诗篇，推举王羲之写一篇序。这天，有26人作

诗，编成了诗集《兰亭集》。王羲之为其作序，千古不朽的《兰亭集序》就这样诞生

了。王羲之乘兴作《兰亭集序》，文采灿烂，隽妙雅迪，书法更是遒媚劲健，气势飘

逸，被后世推为“天下第一行书”。（介绍参考：兰亭修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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