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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由書畫處策劃之「趙孟頫書畫特展」，預訂於民國 111 年（2022）推出。本展擬透過

館際合作，完整呈現趙孟頫書畫的多樣面貌和特色。故利用北京故宮博物院舉辦「趙

孟頫及青綠山水特展」的機會，參觀該館及上海博物館、遼寧省博物館的趙孟頫相

關作品，並參與「趙孟頫及青綠山水特展」國際學術研討會，其後轉赴天津博物館、

遼寧省博物館等館進行提件特參，蒐集與趙孟頫相關的作品和資料，以利推動後續

策展及洽談借展事宜。此行亦順道參觀各館當期展覽，觀摩其策展理念與展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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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 

一、目的 

    趙孟頫為元代帶領東亞文人畫發展，由舊傳統中創造新典範最重要的藝術家。本

院藏有趙孟頫最具代表性的山水畫國寶長卷〈鵲華秋色圖〉，以及諸多能夠反映其情感

與生活的日常信札與書蹟。本處策劃之「趙孟頫書畫特展」，預訂於111年（2022）正

館擴整建完成之際，使用所有的書畫陳列室，盛大推出。 

此展計畫透過館際合作，藉以完整呈現其書畫多樣面貌和特色。故由陳建志助理

研究員、邱士華助理研究員、吳誦芬助理研究員三人組成「趙孟頫書畫特展」策展小

組，希望能以足夠的時間，進行國際博物館相關資料的蒐集與研究，一方面展現本院

國際和學術研究的重要地位，一方面提供大眾煥然一新之展覽內容，有別於歷來關於

蒙元時期或以趙孟頫為主題的展覽形式。 

今（106）年九月至十一月間，北京故宮舉辦「趙孟頫及青綠山水特展」暨國際學

術研討會，該項特展除了展出故宮本身收藏的趙孟頫書畫外，還包括上海博物館等館

所藏趙孟頫相關作品，內容頗為豐富。故由劉芳如處長率領「趙孟頫書畫特展」策展

小組成員前往觀摩展覽和參與學術交流。除北京故宮博物院外，並轉赴天津博物館與

遼寧省博物館，進行提件特參、蒐集趙孟頫相關作品和資料，以利推動後續策展及洽

談借展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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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一）簡要日程表 

日期 活動概要 

10/30（一） 桃園飛北京 

10/31（二） 參觀北京故宮「趙孟頫特展」 

11/1（三） 參加「趙孟頫及青綠山水特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11/2（四） 參加「趙孟頫及青綠山水特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11/3（五） 天津博物館提件特參 

11/4（六） 
參觀天津博物館「清前期特展」、「動境特展」、「館

藏精品展」 

11/5（日） 天津赴瀋陽 

11/6（一） 遼寧省博物館提件特參 

11/7（二） 參觀遼寧省博物館常設展及瀋陽故宮 

11/8（三） 瀋陽飛桃園 

   

（二）主要活動圖文說明 

1. 10 月 30 日 

  搭乘長榮 BR0716 班機，15:45 分自桃園國際機場出發前往北京首都國際機場，並

於 19:05 抵達。出關後各自前往飯店休息（劉芳如處長等三人下榻翠明莊，陳建志因

出席「趙孟頫國際學術研討會」，就近下榻開會會場天倫王朝酒店），養精蓄銳，為明

天的行程充電準備。 

2. 10 月 31 日 

上午劉處長等人前往北京故宮博物院觀看「趙孟頫書畫特展」（武英殿）及「千里

江山－歷代青綠山水畫特展」（午門正殿和東西雁翅樓）。陳建志則是前往會場報到並

繳交報告資料，下午再前往觀看「趙孟頫書畫特展」。 

  「趙孟頫書畫特展」乃繼上次「歸去來兮-趙孟頫書畫珍品回家展」（2008，浙江

省文物局、湖州市人民政府聯合主辦，北京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館、遼寧省博物館、

浙江省博物館、湖州市博物館聯合參展）之後，第二次同樣在中國，由北京故宮博物

院主辦的趙孟頫書畫大型特展。是展分做上、下二期，據悉展陳作品高達 126 組件（一

說 107 組件），除了自家珍藏精品之外，同時向上海博物館、遼寧省博物館等機構借

展，可以想像其意在健全展覽之架構和脈絡，全方位介紹元代書畫巨擘趙孟頫的

書畫藝術表現及其影響。 

展覽主軸分四大單元： 

 溯本清源--趙孟頫的藝術源泉 

 書畫交輝--趙孟頫的藝術成就 

 松雪遺韻--趙孟頫的藝術影響 

 雲泥有別--趙孟頫書畫辨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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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 月 1 日 

  出席「趙孟頫國際學術研討會」。此次會議共收錄 18 篇論文（或摘要），依其主旨

概可分為趙孟頫書畫的藝術表現、真偽鑑定、書論、後世影響。大陸學者凌利中先生

（上海博物館研究館員）針對〈行書七言詩〉（河南省新鄉市博物館藏）、朱萬章先生

（中國國家博物館研究館員）針對〈行書千字文冊〉（廣東省博物館藏）的流傳、真偽

進行了縝密的考察，讓過去較少受到重視的作品能有機會受到關注，不僅提出了新的

研究素材，對趙孟頫書法的影響、真蹟和偽作藝術表現的差異起了一定的貢獻。盧慧

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副教授）回顧了〈元趙孟頫重江疊嶂卷〉的研究，首先提

出此作向來有真蹟和摹本二說，並在此作是真蹟的主張下進行考察。報告的手法和論

述內容環環相扣，十分精彩。邱才楨（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副教授）從趙孟頫和〈定武

蘭亭〉的關係切入，闡釋其如何看待書聖王羲之，以及其中和道統與法統的關係，可

見趙孟頫的研究並不止侷限在藝術史範疇，和思想史、政治史都有關係。以下茲將此

次研究成果摘要如下： 

 回顧趙孟頫（1254-1322）書法的研究，「二說」震撼力十足，成功引起話題，

在傳播和討論上均啟到積極意義。  

 查閱《宋濂全集》，「二說」等題跋顯示宋濂（1310-1381）對趙孟頫書法有著相

當程度的認識，也反映出趙孟頫在宋濂心中的地位。  

 宋濂以其所孰悉的趙魏公為對象，將文學史上「文體三變」的論述模式套用到

趙孟頫的書法之上，就單一書人的書風變化提出「三變說」之書法觀，即便無

墨蹟或刻帖可供確認，其真實性應可正面看待。  

 另一則「屢變說」是真是偽，是入明前或入明後所作，目前尚無從得知，有待

今後持續的關注和研究。  

 
上圖：北京故宮博物院單霽翔院長致辭 

 

上圖：北京故宮博物院武英殿前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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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展覽室一隅         上圖：發表者接受提問 

 

4. 11 月 2 日 

    參加「趙孟頫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半場為昨天研討會的延續，討論主題大多圍繞

在趙孟頫之於後世的影響，例如富田淳（東京國立博物館學藝部主任）以其任職館藏

〈趙孟頫蘭亭十三跋〉為中心，首先將其內容和流傳的研究做了回顧，緊接者提出新

的觀察，結合圖示和文獻說明此作如何影響宋克和錢博，十分具有說服力，相信也開

啟了新的研究之門。可惜報告時間只有十五分鐘，發表者無法暢所欲言，聆聽者亦有

意猶未盡之感。林如（浙江大學助理教授）的論文圍繞在趙孟頫書畫對韓國文人的繪

畫，尤其是在古代高麗國貴族（兩班）之間的傳播和影響，引起評論人和與會者熱烈

的提問和討論。 

 
上左、右二圖：學者研究發表 

 

5. 11 月 3 日 

   此日自北京趕至天津博物館，提件特參趙孟頫〈高上大洞玉經〉卷、〈洛神賦〉卷、

〈送瑛公住持隆教寺疏〉等作，其中以〈洛神賦〉卷最具趙孟頫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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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月 4 日 

 

    此日參觀天津博物館「清前期特展」、「動境：中華古代體育文物展」、「館藏

精品展」。天津博物館新館自 2012 年遷入新館後，一連舉辦數場聯合大陸重要博物館

的特展。此次正逢該館「清前期特展」的尾聲。此特展除該館藏品外，也向北京故宮

及上海博物館商借展品，因此內容豐富，展現清前期「山水」、「花鳥」、「人物」各門

類繪畫的表現。 

清 禹之鼎 閒敲棋子圖軸 

仕女表情細膩，對各種畫中質材圖紋描

繪不遺餘力，為仕女畫名作。此圖可與

院藏仕女畫併觀比較。 

清 石濤 荷塘遊艇圖軸（左） 

清 石濤 巢湖圖軸（右） 

天津博物館所藏的石濤作品，呈現出石濤畫

作靈活多樣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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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博物館當期另有「動境：中華古代體育文物展」，以體育為題材，聯合十餘間

友館，跨媒材呈現騎乘、武藝、投壺等古代體育類項，展品極為豐富多元。 

清 散秩大臣喀剌巴圖魯阿玉錫像軸 

此畫像主即為院藏〈阿玉錫執矛蕩寇圖〉

之主角，可與院藏文物連結，深化對繪

製脈絡的理解。 

宋 張擇端 金明池爭標圖冊頁 

此畫似為現存最早的龍池競渡圖，尺幅甚小

卻以白粉描繪各式人物活動，可謂精能。可

與本院所藏宋畫相參看，深化對於南宋宮廷

繪畫風格取向及成就之了解。 

 

    此外，該館亦有館藏精品展，希望讓參觀時間有限的觀眾，可以在單一展間中，

快速掌握該館各種媒材的精品，立意可謂良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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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趙孟堅 水仙圖卷 

雖疑為後世倣作，但應忠實保留趙孟堅原

本複雜交纏的花葉組合，仍據相當參考價

值。 

明 無款 玉陽洞天卷  局部 

該作採文徵明青綠山水風格繪成，觀之有

助於本院明年度「偽好物」特展之研究策

展內容。 

7. 11 月 5 日 

    由天津赴瀋陽，至遼寧省博物館。該館是遼寧省內規模最大的綜合性博物館，此

行所至為 2015 年正式開幕的新館，占地面積達 8.32 萬平方米，是目前全國面積最大

的省級博物館。運營後的新館首展 1,417 件文物珍品，其中館藏文物 1,281 件。 

左圖：遼寧省博物館外觀。 

8. 11 月 6 日 

    拜會該館副館長戴洪文、書畫部主任劉韞、館員楊勇，並提件特參。當日得以觀

覽〈急就章〉、〈秋聲賦〉、〈歸去來辭卷〉、〈飲馬圖〉、〈行書波羅密多心經〉以及〈趙

孟頫書蘇軾煙江疊嶂詩〉等趙孟頫名下作品，以及其他數件附有趙孟頫題跋的書法畫

作。在交流過程中獲悉，〈趙孟頫紅衣羅漢〉因狀況不佳，近期內無法同意國際借展，

另〈歐陽詢夢奠帖〉（卷後有趙孟頫題跋）則為國家管制禁止出境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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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圖組：與遼寧省博物館人員晤談並提件參觀。 

    

9. 11 月 7 日 

本日上午參觀遼寧省博物館展廳。新館共計三層，由於尚在籌備階段，書法、繪畫以

及織繡等諸多展廳皆尚未啟用，然新館幅員遼闊，明清玉器、瓷器、碑帖展覽與考古

發掘等展覽都有相當大型而精彩的展件。 

 
上方圖組：遼寧省博物館新館展區樓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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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參觀位於瀋陽市瀋河區明清舊城中心的瀋陽故宮，此為後金入關前的盛京皇宮，

和清入關後盛京行宮，其建築群始建於 1625 年，至十八世紀乾隆時期又有較大規模的

改建增修，占地約 6萬平方米。2004 年起，因獨特的滿、蒙、藏特色建築風格，列入

世界遺產名錄。 

 

上方圖組：瀋陽故宮滿漢文牌匾，滿文為漢文意譯，與北京故宮音譯漢文發音不同。 

 

此行除赴瀋陽故宮參觀該館書畫展覽，探訪與本院所藏來自北京紫禁城文淵閣四庫全

書淵源甚深的文溯閣以外，並同時順帶參觀此處來源於滿族喜居台崗之上，「宮高殿低」

俯瞰理政習慣，極富少數民族特色的各處宮殿布局。在保留了大量滿族元素，甚至布

局仿照八旗行軍軍帳布局的瀋陽故宮，依舊看到大量脫胎自趙孟頫書風的館閣體牌匾

榜書。可知趙孟頫純熟精美，雍容和諧的書風，影響力不僅止於當代，更為後人與其

他民族所接受，遠及明清宮廷。 

 左圖：參觀瀋陽故宮明清書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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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圖組：瀋陽故宮文淵閣、閣內陳設、碑亭，以及清寧宮建築群煙囪。 

   

10.11 月 8 日 

返台。 

 

三、心得及建議 

  「趙孟頫書畫特展」在選件上可謂精品盡出，雖然第二期未若第一期可看性高，

然〈跋楊凝式草書夏熱帖卷〉、〈行書二贊二詩卷〉、〈吳興清遠圖卷〉等名作平時並不

易見，今得在展廳中盡情觀看欣賞，十分過癮。在空間的展示和設計上，隨處可見加

入文房的元素，企圖營造出過去文人賞畫、看畫的空間和氣氛。展廳內外都開放拍照，

且未見閃光燈閃爍。觀賞時拍照難免會影響他人，但對於愛好書畫者而言無非是一項

福音，應該也是讓古代書畫和今日的民眾拉近距離的一項便民、立民的措施。再者，

由於武英殿空間非常寬廣高大，即便觀覽人群眾多，不至於有擁擠、壓迫感等感受，

在觀賞時心情頗為愉悅。其他像是在展櫃玻璃上黏貼霧面貼紙，讓觀者的目光得以專

注、停留在畫作之上，不受周圍物件干擾。如此種種，在在可見新科技與古建築、古

文物的結合，大幅度地降低了鑑賞時人和物的隔閡，可見策展團隊的努力和用心，為

往後辦展提供了經驗參考。此外，此次參加「趙孟頫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收穫頗

豐。不僅可與來自中國、美國、日本、荷蘭、台灣等不同博物館、學研機構的學者進

行學術交流，發表者也都分享了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感想，在發表技巧上同時可見部分

發表者用心於如何以簡單生動的方式、精準的詞彙，以及鏗鏘有力的聲調，帶領聆聽

者進入中國書畫研究的世界，相信也為趙孟頫的研究做出了一定的貢獻。席間雖有一

些爭論，但皆是在求新知，求真、求善的基礎上發言，整體來說，可說是一場相當成

功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值得注意的是，書畫真偽的鑑定，以今日眼光來看或許老套，

但卻是中國書畫史研究裡頭最根本的基礎課題，也是最複雜、最惱人的一項工作。例

如，此次展出的〈趙孟頫自寫小像〉、〈趙孟頫行草書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卷〉等存在

著真、偽不同的看法，但品名卡的說明仍然是以真蹟的角度來撰寫，似乎已無法滿足

今日觀者的需求。本院亦面臨同樣問題，〈元趙孟頫鵲華秋色卷〉和〈元趙孟頫重江疊

嶂卷〉兩件院藏繪畫的真偽，過去就有許多討論，在異地亦引起發表者和與會者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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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可見其重要性和急迫性。今後當花費更多心思，回顧前人研究並提出新見，方不

失為一典藏兼研究機構館員，以及舉辦展覽時應有的態度和作為。 

  天津博物館表示接下來兩年，將續辦「清中期展」與「清晚期展」。展題雖然平實，

但延續了之前舉辦的「明代中期吳門書畫特展」和「晚明繪畫作品展」，形成依時間序

列發展的一系列特展。這一系列特展對於該館研究策展人員與一般民眾的養成，相信

均極為正面，為難得的優質展覽。本院策展或許亦可朝與民眾一同成長的角度，選擇

院藏品豐富的大範圍主題為起始，接著分期逐步將該範圍中可繼續探索的子題進一步

發揮、策劃成展覽。如此可對希望更深度瞭解書畫的觀眾不斷回流，讓展覽與展覽間

發揮形成有機的連結、發揮加乘的效果。 

  遼寧省博物館碑誌藏品最精者，包含清末金石學者羅振玉(1866-1940)收藏，館藏

除拓本外，多有原碑石刻。書畫部劉韞主任表示，碑誌石刻既大且重，因此在建設新

館時，為考量疏解庫房空間壓力，且妥善向觀展民眾介紹該館碑誌藏品，設計時即特

別考量此間承重條件，以將館藏碑誌精善者直接嵌入展館四壁與柱間，輔以搨片，俾

使觀者感受如同身歷其境。本院雖然缺乏帖石藏品，然而碑帖拓本向因墨色深重，頗

具壓迫感，以後策展或許可以取法遼博，突破以往平鋪展櫃陳列的限制，將拓本圖檔

輸出後製，融入展廳設計中為碑帖展覽添加立體感、趣味性與可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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