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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出國報告

（出國類別：其他）

洽詢借展日本的南宋禪宗書畫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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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人職稱：處長/副研究員兼科長

姓 名：何傳馨/陳階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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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出國報告提要

出國報告名稱： 頁數_15__ 含附件：否

出國計劃主辦機關/聯絡人/電話

國立故宮博物院/鄭美珠/28812021ext2225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

何傳馨/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處長/28812021ex2258

陳階晉/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副研究員兼科長/28812021ext2285

出國類別：

出國期間：98年 5月 24日~98年 5月 29日 出國地區：日本

報告日期：98年 7月 28日

分類號/目：

關鍵詞：南宋時期的藝術與文化，禪宗美術，墨跡

摘要：

國立故宮博物院預定於 2010 年 10 月至 12 月展出「南宋時期的藝術與文

化」特展，書畫部份擬展出本院藏南宋繪畫與書法精品約 120幅，是本院繼 2007

年「大觀－北宋書畫特展」及 2008 年「晉唐法書名蹟展」之後，最重要而盛大

的特展。故宮所藏南宋繪畫與書法質量均十分可觀，不過在禪宗繪畫與書法方

面，仍有不足，為呈現南宋禪宗藝術的面貌，並說明與日本的關係，亟盼自日

本借展相關南宋禪宗書畫作品，藉由此次出訪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名古屋德

川美術館、京都國立美術館、大阪市立美術館等四館，擬蒐集流傳在日本的南

宋禪宗書畫作品資料，並洽詢日後借展及召開學術研討會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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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國立故宮博物院預定於 2010 年 10 月至 12 月展出「南宋時期的藝術與文

化」特展，內容分為書畫、器物與圖書文獻三部份，書畫部份規畫「書畫與政

教」、「傳統的重建與發展」、「佛教與道教信仰」、「生活美學與書畫創作」及「才

學、思想與文人文化」五個單元，展出本院藏南宋繪畫與書法精品約 120幅，

是本院繼 2007 年「大觀－北宋書畫特展」及 2008 年「晉唐法書名蹟展」之後，

最重要而盛大的特展。

故宮所藏南宋繪畫與書法質量均十分可觀，不過在禪宗繪畫與書法方面，

仍有不足，為呈現南宋禪宗藝術的面貌，並說明與日本的關係，亟盼自日本借

展相關南宋禪宗書畫作品，藉由此次出訪，擬蒐集流傳在日本的南宋禪宗書畫

作品資料並洽詢借展及學術研討會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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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日期 拜會機構 行程及活動 活動照片

5月 24

日(周日)

(出發日) 14:15 台北飛往東京 18:25

華航 CI0140

5月 25

日(周一)

1、 東京文化

財研究所

2、 東京國立

博物館

1. 探詢上海博物館向日

本商借宋元名畫展選

件情形。

2. 商借及觀看東京博物

館藏禪宗繪畫與書法

作品。

3. 商議學術研討會參與

學者及議題。

拜會東京國立博物館學藝部

島谷部長(右一)、谷豐信科長(左

二)、富田淳科長(左一)

5月 26

日(周二)

京都國立博

物館

京都市東山

区茶屋町 527

1. 上午由東京至京都。

2. 商借及觀看京都美術

館藏禪宗繪畫與書法

作品。

3. 商議學術研討會參與

學者及議題。
拜會京都國立博物館學藝部西

上實部長(中)及赤尾榮慶副部長

(左)

5月 27

日(周三)

大阪市立美

術館

1. 上午由京都至大阪。

2. 觀看大阪市立美術館

藏品。

3. 商議學術研討會參與

學者及議題。

與弓野主任(右)討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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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8

日(周四)

德川美術館

名古屋市東

区徳川町

1017

1. 晨由京都至名古屋。

（上午進館參觀，13：

00 拜會副館長後特別

參觀）

2. 商借及觀看德川美術

館藏禪宗繪畫與書法

作品。 德川美術館入口

5月 29

日(周五)

10：00名古屋飛返台北

華航 CI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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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

從文化史的角度來看，日本大約自五、六世紀開始，逐步攝取中華文化，

展開以佛教為主流的文明。單以美術方面而言，可以發現其呈現幾乎全是佛教

美術，而且都是在中國佛教文化的影響下所產生的一種繼承與延伸 。不過，基

於風土人情的相異，其藝術風格的遞變，亦隨著中國歷代文物的傳入而有著不

同風貌的形成。

我國的南宋時期（1127—1279），約當於日本的鎌倉時代（1185—1333）。

鎌倉時期為日本禪宗之發軔期，主要是當時日僧赴中國學習禪宗教義與中華文

化，然後返國傳揚，所以在建築、雕塑、繪畫等方面深受中國影響，具有明顯

的唐宋遺風。由於當時日本貴族政治日趨沒落，舊佛教的天台、真言宗，營求

私利，腐敗墮落。主政的幕府將軍亟欲脫離舊勢力的羈絆，獲得宗教上的實權。

當時掌握實權的幕府獎勵對外通商，因此隨商船入宋的僧侶相對增多，其間亦

有宋僧東渡弘揚佛法者。這個時期中國禪宗傳到了日本，其勤儉樸實的宗旨，

恰與鎌倉武士的作風符合，而且禪寺規律嚴肅，注重禮節規範，更為武士所景

慕，因此禪宗在鎌倉政府保護與推展下，蔚為大觀，武人思想與禪宗精神結合，

不但達成了鎌倉幕府創造新興文化與京都地區一別苗頭的目的 ，也孕育成日本

中世禪宗美術的發展和傳衍。

禪宗標榜“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頓悟思想，反對經典與偶像崇拜，號

稱「教外別傳」，事實上與其它的佛教宗派，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性。它不僅形成

了一個佛教中國化、本土化的的宗派，主張直指本心的觀念，也對中國書畫發

展在精神上產生了莫大的影響。相關於禪宗的美術作品，除了日本以外，一般

的藝術史研究者似乎較少將其視為宗教藝術來探討。不過，禪宗美術畢竟形成

於宗教的環境，有其做為宗教藝術的功能，並且能夠反映出該時空背景下所發

展而形成的文化意涵。至今，在日本美術史上存有「禪宗美術」這個專門用語，

指的就是由禪宗文化的播遷，在日本締造而形成的一種特殊的藝術文化。這些

作品與作者，在中國文人世界的著錄記載中，自然少見，即便有，通常也不會

將之名列、或歸納於所謂正統的文人書畫範疇之內，當然，這類作品也很少留

存於國內，大致上都東渡日本，並廣受重視而珍藏於古老寺院，傳世至今。

為呈現南宋藝術的完整面貌，並說明與日本的關係，藉由此次的訪查與交

流，亟盼自日本借展相關南宋禪宗書畫作品，以促成本院南宋特展之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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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墨跡”

5月 25日，拜會該館學藝部島谷部長及企畫部松本部長、富田科長等管理

幹部，並觀覽興福寺阿修羅特展及特別參觀如下之禪宗書法墨跡：

 南宋 虛堂智愚〈致兩山堂上和尚尺牘〉、〈致照褝者法語〉

虛堂智愚(1185－1269)，四明象山(浙江)

人。原姓陳。曾任徑山萬壽寺等寺院之住持。

屬臨濟宗楊歧派。

唐代的詩人張籍，有「學書隸墨跡，釀

酒愛朝和」的吟詠。“墨跡”一詞的使用，

可能開始於唐代或更早，大約在宋代的時候

才開始廣為沿用。不過，在日本“墨跡”則

專指禪僧的書法墨跡或中國宋元高僧入日所遺存的書法 。墨跡雖可歸於佛教藝

術的範疇，然其恣肆、樸質的書風，卻不同於以往法度森嚴的寫經體；對那些

高僧而言，書寫時的當下一刻即是一切，心境直露，不拘謹作態，即是他們所

追求的旨趣。虛堂禪師用筆帶有隸意。圓筆、揚左挑筆作弧形，為其特色所在。

虛堂本人未曾到過日本，其書跡多由其弟子或景仰者帶到日本的。

此二幅之前者為日本重要文化財級文物，近年經過新裱，木頭軸此幅高

30.0公分，長 50.9公分，。後者為國寶級文物，此幅高 28.5公分，長 70.0

公分，舊裝裱，象牙頭軸。此幅為虛堂智愚寫予日僧無相靜照的法語。無相在

景定 3年（1262）造訪人在育王山的虛堂智愚，於咸淳元年（1265）返日本，

其後成為京都佛心寺的開山祖。因而可推斷此墨跡當是虛堂 78－79歳時揮毫而

成。

 南宋 癡絕道冲〈大慧墨蹟跋〉

癡絕道沖(1169－1250)，屬臨濟宗楊歧派。武

信(今四川省長江)人，為密庵咸傑的法孫，歷居天

童山靈隱寺、徑山等地，與佛鑑禪師（無準師範）

並稱為南宋禪林巨匠。

禪宗墨跡所書寫的內容，多為禪家特有的章

辭，如印可狀、尺牘、法語、偈頌、畫贊、跋語、寺號、雅號等等，由於禪宗

破除了人們對“佛”的偶像崇拜，否定佛教經典的權威，因此，在禪宗的墨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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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在形式表現上則更為豐富，打破了以往寫經的傳統模式，多為手劄、條屏、

榜書、手卷等等。此幅高 29.2公分，長 39.5公分，舊裝裱，象牙軸頭。文後

有「淳祐丁未（1247）六月」款，用筆樸質細緻，連筆筆絲明顯，屬柳體書風。

為日本重要文化財。

 南宋 大慧宗杲〈致無相居士尺牘〉

大慧宗杲（1089－1163），俗姓奚，安徽興國人，

諡號普覺禪師，南宋著名禪宗大師，為臨濟楊岐派

第五代傳人，師事圜悟克勤修臨濟宗禪法，為大慧

派的祖師，所開示的法語被集錄成《正法眼藏》三

卷。中國宋代因金人入侵而潰退至江南，西元 1127

年宰相秦檜與金人議和。由於跟隨大慧宗杲的修行

者之中有人反對議和，大慧宗杲也連帶受到秦檜的

打壓，因而被剝奪僧籍並流放到湖南衡州以至於廣

東梅州。西元 1156年因高宗恩赦而恢復僧籍，並成

為徑山萬壽寺等的住持。

此為信簡紙本墨書，長 65.5公分，寬 37.9公分，舊裝裱，象牙軸頭。為

大慧宗杲放逐於梅州時，寄給友人無相居士的書信。通幅筆致富於氣勢，寫於

南宋初期，米芾影響猶重，用筆縱逸，墨色濃郁，乃大慧宗杲的傳世書跡中之

重要名品。早年為江戶時代初期茶道家、禪僧江月宗玩（1574－1643）收藏，

而後又歸身兼茶道家的諸侯松平不昧（1571－1818）所有。其後，由松平直亮

（1864－1940）捐贈東京國立博物館。1951年 6月 9日被日本政府指定為國寶

級文物。

 南宋敬叟居簡〈登承天閣万仏閣偈〉

北磵居簡(1164－1246)，又稱敬叟居簡，潼川

(今屬四川重慶)人氏。俗姓王。年青時遊廣福寺讀

佛書，羡慕內學，輙棄冠具戒而出家。屬臨濟宗楊

歧派。後出住台州紫籜，再遷報恩及廣孝兩寺，聲

名大振。退居以後寄住杭州武林飛來峰之陰，前來

造訪的文人卿士絡繹不絕。當時靈隱、徑山、天童

等名刹皆相繼來請，均不赴。晚年居住在西湖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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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慈寺，直至圓寂。居簡著有《北礀集》十卷，《四庫總目》傳錄於世。

此幅用筆多提頓、轉折輕，結體疏朗，撇、捺、鈎、挑遒麗。鈎法具顏真

卿風貌。禪宗墨跡書法，重精神而輕技巧，強調無意識的自然流露與人性率然

的外現，追求達到物我為一的藝術境界。日本重要文化財。

 南宋 無準師範〈致聖一国師尺牘〉

無準師範(1178－1249)，蜀(四川)之梓潼

人。原姓為雍氏。宋理宗賜予佛鑒禪師號。屬臨

濟宗楊歧派。為南宋名僧。據《余杭縣誌》等史

書記載，無准師範號稱“天下第一宗師”，南宋

紹定五年(1232)，他奉宋理宗詔書，主持五山十

刹之首徑山禪寺法席。當時，日本、韓國的高僧

們紛紛來華求法，其中最著名的當數日本高僧圓

爾辨圓（1202－1280，日人尊稱為聖一國師）。

圓爾辨圓於南宋端平二年(1235年)拜謁無準師範為師。無準師範不僅傳授他佛

法，還傳授了中國的茶葉種植、茶葉炒制、茶葉烹煮、品茶問禪等中國文化。

宋淳祐元年(1241)，圓爾辨圓在中國掛足七年後，辭別無準師範，歸返故國，

創建了日本東福寺，徑山也成了日本臨濟宗之源。

此幅為無準師範寫予日本禪師聖一國師的書簡。紙本墨書，長 100.6公分，

寬 32.1公分，橫軸，新裱，象牙軸頭。書成於 1242年（南宋淳祐二年，日本

仁治三年），書風倣習唐人歐體，原藏日本雲州松平家，由松平直亮捐贈東京國

立博物遠。1952年 3月 29日被日本政府指定為國寶級文物。

二、京都國立博物館的南宋書畫收藏

5月 26日拜會京都國立博物館長佐佐木丞平與學藝部長西上實、副部長赤

尾榮慶等諸先生。並於庫房特別參觀以下作品：

1.〈大慧宗杲像贊〉。

2.傳蘇漢臣〈羅漢圖〉二幅。

3.宋 馬公顯〈藥山李翱問答圖〉。

4.南宋 癡絕道沖〈法語〉 (重要文化財，淳祐辛丑（174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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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南宋 朱熹〈論語集註稿墨蹟〉。

6.南宋 朱熹〈論語集註草稿〉。

7.朱熹〈論語集註殘稿〉。

8.宋 李龍眠〈維摩像〉。

9.南宋 張即之〈金剛經〉（國寶）。

10. 南宋 牧溪〈遠浦歸帆〉。

上述作品中，編號１與 10已預定於明年十月參與上海世界博覽會之「千年

丹青－日本・中國珍藏唐宋元繪畫精品展－」的特展，無法出借予我方。此外，

編博號３為馬夏餘流，故宮院藏作品已然足夠，編號４之同作者作品，已獲東

京國立博物館同意商借。編號５、６、７、８、９則與故宮藏品性質重複。經

過協商，同意出借２號作品予國立故宮博物院。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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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三、大阪市立美術館的收藏

５月 27日拜會大阪市立美術館篠雅廣館長及弓野隆之研究員 ，並參觀名

賢寶繪冊（如下），由於故宮院藏已有類似相關作品，不擬商借。

此外，透過該館協助，當場以電話詢問五島美美術館是否可能借出無準師

範〈山門疏〉（國寶），然因該館明年有五十周年慶特展，無法外借。又向兵庫

縣私立香雪美術館詢問大川普濟（1195－1268）〈梁楷筆布袋圖贊〉，受到婉拒。

而詢問大阪和泉市久保惣美術館之蘭溪道隆（1213－1278）〈上堂語〉（國寶），

雖獲承諾願意出借，然展期只限兩週，不符效益，不得不作罷。

四、名古屋德川美術館的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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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28日探訪未於名古屋之德川美術館，拜會四辻秀紀副館長及志賀太郎

研究員，並進行禪宗書畫作品調查。於庫房特別參觀如下作品：

1.南宋 無準師範（達磨 政黃牛 郁山主圖）（重要美術品）。

2.傳南宋 胡直夫（布袋圖）（重要文化財）。

3.南宋 玉澗（遠浦帆歸）（重要文化財）。

4.南宋 虛堂智愚（墨蹟）。

5.南宋 牧溪（洞庭秋月）。

6.無名氏（牡丹）對幅。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該館於明年配合名古屋城建城九百周年紀念，於秋季將有館藏名品特展，

經時間比對，與本院展期衝突，故婉拒出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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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

經過此次查訪，得知由於明年秋季由於上海世界博覽會舉辦

「千年丹青－日本・中國珍藏唐宋元繪畫精品展－」之特展，不

少相關南宋繪畫佳作，如故宮所希望的南宋禪宗繪畫如牧谿之瀟

湘八景等作品，已被事先預約，而無法出借給台灣。所幸尚有書

法墨跡可借，東京國立博物館慷慨允諾出借調查所見之六件作

品，京都國立博物館也同意出借三件禪宗相關繪畫作品 （另有一

件如右圖之牧谿〈布袋圖〉,雖當日未見，也同意出借予本院），

這些南宋禪師墨跡及繪畫名蹟於如能與故宮藏品一起呈現於世人

面前，相信不僅為展覽增添可觀性，更能顯示這些禪宗美術作品在南宋書畫藝

術中珍貴的價值。此外，目前擬研商借予本院作品尚有岡山縣立美術館藏〈廬

山圖〉、〈老子圖〉及九州國立博物館藏 〈布袋和尚撫腹圖〉，

後續積極聯絡中。

據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言，因所借多為日本國寶級與重要

文化財級文物，視情況或需赴日本文化廳正式進行拜會，待

徵得相關各館同意並確定商借作品之後，院方理當安排拜會

行程。又，部分作品之軸頭為象牙，基於國際保護條約之規

定，該物須經通關審查，據以往經驗相當費時，故有提早申

請之必要。

關於屆時舉行學術討論會事宜，東京國立博物館富田淳、京都國立博物

館西上實、大阪市立美術館弓野隆之等諸先生均已表示在時間允許下願意配合

出席，共襄盛舉。待整合歐美及國內出席會議學者名單，即可寄發邀請函，安

排會議時間與行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