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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日期：100 年 12 月 9 日
分類號/目：

關鍵詞：關西中國畫 內藤湖南 阿部房次郎 完顏景賢 高島菊次郎 三井高
堅 台北故宮近現代書畫 香港書畫收藏 柏林中國書畫

摘要：
2011 年 10 月 22、23 兩日，關西中國書畫收藏會於泉屋博古館舉辦「關西

中國書畫收藏展覽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主題是關西中國書畫收藏的過去與未

來－對於一個世紀以來收藏意義之探討，協辦單位有關西地區九個美術館。此次

研討會以中國書畫收藏史為主題，分成五個相關子題：關西地方的中國書畫收藏

與其收藏家、從比較之角度看日本的中國書畫收藏、中國的中國書畫收藏、歐美

的中國書畫收藏、收藏中之名品。除了研討會外，協辦的九個美術館更聯合籌畫

了「關西地區中國書畫收藏展」，以接力方式展出，輪流展示館內所收藏的中國

書畫作品，時間長達一年。此次參加會議，除認識關西中國書畫藏品的歷史與發

展外，對該地區博物館生態亦可以有深刻的認識。



2

出國報告審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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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2011 年 10 月 22、23 兩日，關西中國書畫收藏會於泉屋博古館（圖一）舉

辦關西中國書畫收藏展覽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主題是關西中國書畫收藏的過去

與未來－對於一個世紀以來收藏意義之探討，協辦單位有關西地區九個美術館：

和泉市久保惣記念美術館、大阪市立美術館、觀峰館、京都國立博物館、黑川古

文化研究所、泉屋博古館、澄懷堂美術館、藤井齊成會有鄰館、大和文華館。除

了研討會外，協辦的九個美術館更聯合籌畫了「關西地區中國書畫收藏展」，以

接力方式展出，輪流展示館內所收藏的中國書畫作品，時間長達一年。（附件一）

圖一 研討會會場泉屋博古館入口

當台灣各界在歡慶建國一百年的同時，關西此次的展覽與研討會也與中華民

國建國一百年相關。辛亥革命除了直接對於中國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產生影響

外，大量書畫作品流散海外，更是對世界收藏史及美術史產生衝擊。由於戰亂，

中國書畫經由各種途徑流入日本，其中不少由清宮流出的藏品，因中國學者兼畫

商的羅振玉在京都的大力宣傳，獲得關西地區收藏家的關注。當時京都帝國大學

文學部教授內藤湖南（1866-1934），於 1916 年在《美術畫報》刊載了清室文物

流出的文章，該文提到的文物大致都落入關西地區文物喜愛者之手。對於日本而

言，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大正至昭和初期對於中國美術的鑑賞觀。長期以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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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是透過茶道儀式的框架來理解中國美術，範圍也多局限於宋元名畫，然而經

由內藤湖南等京都學派的介紹後，關西地區的收藏家開始嘗試江戶時代以前未曾

注意過的北宋山水及明清文人畫作。在關西地區更是掀起一場中國熱，對於近代

日本再認識中國的過程中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然而這些史實已逐漸為世人遺

忘，不過見證歷史的這批中國書畫也都輾轉進入不同公私立博物館中。藉由此次

全面的展出與學術研討會的舉辦，無疑可以重申關西在日本中國書畫收藏史，甚

至在全世界收藏史中的重要地位。

此次研討會以中國書畫收藏史為主題，分成五個相關子題：關西地方的中國

書畫收藏與其收藏家、從比較之角度看日本的中國書畫收藏、中國的中國書畫收

藏、歐美的中國書畫收藏、關西收藏中之名品。

職奉派參加此次研討會，除了可以瞭解目前收藏在關西地區這批中國書畫渡

日的歷史脈絡外，更希望對日本博物館的營運現況有進一步認識。雖然此次參與

的博物館有很大一部份是來自於關西地區的私人收藏，與台北故宮主要收藏性質

很不一樣，但是有很大部份的藏品卻也是從清宮散出，所以關西這批藏品與本院

的關係還是相當密切。當然，收藏品從私人藏家到博物館的過程，跟故宮來台後

的近現代收藏性質類似，所以無論從藏品還是藏家的角度看，或許都有可以借鏡

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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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研討會一開始由京都大學名譽教授曾布川寬發表主題演講，介紹近代關西的

中書畫收藏，將重要收藏家與關鍵人物一一梳理，清楚交待當時的收藏脈絡。其

中關於書畫作品的遞藏與書畫展覽會的部份相當精彩，有助於釐清這些渡日的日

本書畫作品的來源與影響力。

第一個場次分別介紹三位與關西收藏息息相關的重要人士，分別是收藏家阿

部房次郎（1868-1937）、清末民初收藏家完顏景賢（1875-1931）、收藏諮詢者內

藤湖南，清楚地呈現書畫作品由清入日的三個不同面向，客觀地反映出當時關西

地區的收藏運作方式。首先由大阪市立美術館弓野隆之介紹阿部房次郎（圖二），

阿部房次郎的收藏是目前大阪市立美術館中國書畫的核心，弓野從傳記、藏品目

錄《爽籟閣欣賞》及相關資料來考察其收藏之形成與特色。下田章平的發表則是

針對完顏景賢的家世、收藏內容、傾向與目的作介紹，大阪市立美術館傳張僧繇

〈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圖卷〉、波士頓美術館傳閻立本〈北齊校書圖〉、本院所藏蘇

軾〈寒食帖〉皆為其舊藏，凸顯出完顏景賢的關鍵地位。最後是關西大學陶德民，

他介紹內藤湖南在大正時期的中國書畫收藏方向上的指導地位，不僅帶動關西地

區收藏的風潮，他也完成了《支那繪畫史》。

圖二 弓野隆之發表

第二個場次則是強調日本收藏中國書畫的其他地區與不同面向，包括財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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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蒐集的興趣、高島菊次郎與三井高堅的收藏、幕末時期東亞繪畫的收藏與近

代之比較。實踐女子大學宮崎法子以三菱、三井等財閥為中心，探討東京書畫收

藏與關西之差異性。東京國立博物館富田淳則是介紹高島「槐安居」與三井「聽

冰閣」收藏的始末。東京大學板倉聖哲從谷文晁一門 1700 多件的粉本與摹本為

中心，針對幕末時期的中韓繪畫收藏，試圖窺探近代日本的東亞繪畫收藏概況。

第一天的議程可以說完全以日本為中心，第二天則開始將視野擴展至台灣、

香港、美國與德國。

第三場次首先由本院書畫處陳階晉介紹台北故宮新添藏的近現代書畫（圖

三），介紹自 1965 年落成於台北外雙溪以來，積極購藏書畫作品，並接受社會各

界之捐贈、寄存託管等，數十年來累積七千多件新收藏，成果豐碩。緊接著由香

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李志綱介紹該校文物館中近現代書畫收藏，以簡氏斑園與利氏

北山堂約兩千件作品為中心，回顧兩批文物的收藏歷史，以窺探近代香港書畫收

藏的源流。由於中日戰爭與共產黨的執政導致收藏家與大量文物流轉至香港，使

得這兩大收藏得以逐漸形成，然而大量文物還是流落海外。最後，由台灣的收藏

家石允文主講他的收藏歷程與收藏家的責任，除了強調收藏的樂趣外，對於藏家

所應負的社會責任也不逃避，反映出他對書畫藝術的愛好與推廣的決心。

圖三 陳階晉發表

第四場是針對美國與德國的中國書畫收藏。大都會美術館 Lara Netting 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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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是福開森與二十世紀初美國的中國書畫收藏，介紹他如何幫助美國博物館購買

中國畫作，及有哪些收藏家與畫商在北京提供畫作給福開森。柏林自由大學王靜

靈談到柏林的中國繪畫收藏歷史與展望，詳述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如何在一百多

年來陸陸續續建立中國繪畫收藏，最後針對該館將來的發展方向提出批判。

最後一個場次針對兩件名品作專題介紹。黑川古文化研究所竹浪遠處理傳董

源〈寒林重汀圖〉的收藏過程與歷史意義，並確認畫名與畫作之間的關係及傳入

日本後的發展變化。（圖四）最後一位發表者是泉屋博古館的實方葉子，她以該

館藏〈安晚帖〉為中心，探討日本近代對於八大山人評價的變遷，兼論及藝術及

文化動向的改變。

圖四 黑川幸七購入〈寒林重汀圖〉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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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

兩天的研討會下來，著實獲益良多，對於關西地區的中國書畫收藏有更進一

步的認識，也解決心中不少疑問。例如曾布川寬的發表，他除了列出關西地區中

國書畫收藏的關鍵人物外，還細心地將將近來關西文人所舉辦過的蘭亭會、書畫

會等書畫雅集相關的資料整理列表，對於釐清關西地區的書畫賞鑑文化有很大幫

助。過去這些資料都是零星散落在報章雜誌中，所以釐清後對於中日文化交流的

研究勢必會有很大的幫助。（附件二）

關於個別收藏家的介紹也很精彩，其中跟本院相關的就是完顏景賢，根據發

表者的報告，很多現存在關西的中國書畫都是他的舊藏。職數年前參加書畫處數

位博物館計畫，在建製大觀網站時即在〈寒食帖〉上發現完顏景賢的收藏印記，

然當時對此人尚未有深入的研究，待至一年後的大觀展時，亦尚未有深入研究此

收藏家之專論出現，甚至連完顏景賢之生卒年亦不詳。印象中，參加大觀展的學

者中有一位來自波士頓美術館，言及他正在從事完顏景賢之研究，然遲遲不見成

果發表。所幸，此次研討會中下田章平將完顏景賢的生平及收藏考證詳細，也提

出〈寒食帖〉上原先歸屬不明的「獻厂」為完顏景賢所有。

除了完顏景賢外，竹浪遠對於〈寒林重汀圖〉的研究也很有啟發性，其中最

有意義的就是印泥的 X-ray 分析（圖五），可以清楚呈現出不同時代印泥的不同

成份，這對於古畫鑑定上是有一定的幫助。

圖五 X-ray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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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年前，書畫處與日本東京文化財研究所合作懷素〈自序帖〉檢測時，該所

山梨繪美子室長與城野誠治先生及助理帶著科學儀器來院裏研究，試圖解決〈自

敘帖〉的相關問題。研究方式是以先進的光學檢測技術，對於作品所使用的材料，

主要是紙、墨、印色及修補紙，收集考察所需的影像與數據。這個合作的成果在

當時可說十分成功，對圍繞者這件書法的疑問提供部份解答。但是，當時對於印

章的檢驗是以螢光照相來進行，並未使用 X-ray 來作成份分析，因此對於印章歸

數的判斷力有限。

不過從竹浪遠的圖上清楚發現南宋「緝熙殿寶」與元代「宣文閣寶」從硫磺、

水銀到砒素的含量都不同，可以輕而易舉地區分不同時代的不同印泥。理論上，

同一個收藏家所使用的印泥數量應該也是有限的，所以透過對同一個收藏家的大

量印泥成份分析，是有機會可以形成一個有用的比對資料庫，可以用於古書畫的

鑑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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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

此次以收藏為專題的研討會配合相關收藏品的展覽模式可以說是相當成

功，與會者皆能親眼目睹這批由中國流至日本的中國書畫精品。唯一美中不足

是，主辦單位未能將所有藏品集中展出，而是分散各個美術館，為參觀者帶來相

當大的困擾。不過，或許為了強調個別館藏來源的獨特性，因此採用分開展出的

方式，無疑可以加深觀者對於藏品獨特性的感受。此次活動除展覽與研討會外，

更與京都地區書畫研究機構合作，推出一系列的相關演講（附件三），這也是將

來辦展時院裏可以考慮的方式之一，讓更多外面的專家可以適度地參與本院展

覽，相信對我們院內與參觀民眾都會有正面且積極的意義。

過去書畫處也曾多次舉辦過收藏家特展，不過這依舊是將來展覽思考的主要

方向。台北故宮雖以清宮舊藏為主，但是多數藏品也都經過歷代不同的重要收藏

家手中，所以還是可以呈現出不同時期不同藏家的收藏面向。事實上，本院書畫

處長期建置的書畫典藏系統可以說是從事收藏研究相當有利的工具，可以釐清院

藏品在如何陸續入藏清宮的收藏脈絡，擴展我們對於館藏發展的認識。

除了展覽外，此次竹浪遠的報告其實預示一個印章鑑定的新方向，就是利用

X-ray 來作成份分析。由於本院擁有數量最多且可靠的歷代收藏印章，因此可以

說是全世界最有條件從事這個分析工作的博物館，而且這個工作可以馬上獲得研

究成果。對於目前院藏品中為數不少的印章歸屬問題，若能善用 X-ray 成份分析

所得到的資料庫，其實很容易可以在沒有爭端的狀況下解決。不過，鑑於古代書

畫的脆弱性，在尚未確定印泥成份分析的效力之前，還是先考慮以近現代書畫為

主要分析對象，待分析理論模式與分析手法純熟後再嘗試古代的書畫作品。

科學分析有其鑑定上的優勢，畢竟分析的數據就是證據，對錯並沒有太多模

糊的界線，這一點是用眼睛進行的風格分析所無法比擬的。目前藝術史界盛行的

的鑑定方式也多淪為像不像的類型學分析，與所謂的風格分析漸行漸遠，所作所

為不過就是以風格分析之名行類型學比對之實。這樣的比對當然會有問題，畢竟

像不像的問題是因人而異，很難得到一個公允的結論，這也是目前藝術史學界的

最大危機。繪畫史上存在一張〈溪岸圖〉，碑帖研究出現〈淳化閣帖最善本〉，書

法墨蹟再來個〈砥柱銘〉，可說是毫不留情地挑戰這三個領域中行之有年的鑑定

方式，導致出現各說各話的狀況，而且真假雙方陣營中都不乏學者專家，一時之

間可以說是難分軒輊。此時若有科學鑑定出面仲裁，相信絕對有公信力的，可惜

就是這個領域起步太晚，目前並無太多建樹。因此，科學鑑定是院裡可以積極發

展的方向之一，而且應該可以獲得不錯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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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關西中國書畫收藏展文宣與展覽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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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曾布川寬整理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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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相關演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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