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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8 年度，適逢全球中國書畫收藏重要機構，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早期

核心藏品重要捐贈者，阿部房次郎（1868-1937）誕生一百五十周年，該館

因而於 10 月 16 日至 11 月 25 日舉辦｢阿部房次郎與中國書畫特展」，展出阿部

氏捐贈七十五組件宋元明清書畫與璽印篆刻等項藏品，內含多件日本國寶與重要

文化財等級名品文物，且舉辦相關國際研討會。本處接獲該館邀請函，為提升同

仁專業素養識見，故運用石允文先生 107 年捐贈款項，分兩梯次派員前往大阪考

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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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大阪市立美術館不但是日本國寶級文物典藏重鎮，也是全球中國書畫

收藏的重要機構。（圖 1-1）其早期核心館藏「阿部藏品」，由東洋紡績株

式會社社長阿部房次郎（1868-1937）收藏（圖 1-2），其長子阿部孝次郎

(1897-1990)一九四三年所捐贈，共計一百六十餘件中國書畫，規模與水準

足可媲美美國藏家顧洛阜（John M Crawford Jr，1913-1988）與王季遷（C C 

Wang，1907-2003）的中國書畫收藏。 

 

 

圖 1-1、大阪市立美術館外觀  

 

  2018 年適逢日本關西紡織業巨頭東洋紡績株式會社社長阿部房次郎

（1868-1937）一百五十周年誕辰紀念，大阪市立美術館（以下簡稱大阪市美）於

10月 16日至 11月 25 日舉辦中國繪畫特展，聯合東京國立博物館出借相關藏品，

展出阿部氏捐贈收藏七十五組件宋元明清書畫與璽印篆刻等項，展件清單詳圖三。

（圖 1-3）本處劉芳如處長接獲該館邀請函，為提升同仁專業素養識見，特運用

石允文先生捐贈款項，分兩梯次前往大阪，參加研討會並考察研究。 

 

 
圖 1-2、阿部房次郎先生 引自大阪市立美術館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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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阿部房次郎與中國書畫展件清單 引自大阪市立美術館網頁 

 

貳、過程 

 

一、 第一梯次活動行程表 

 時間 行程 參訪地點 

1 11/3(六) 台北→大阪  

2 11/4(日) 研討會及參觀大阪市立美術館第

一檔展出文物。 

大阪市立美術館 

3 11/5(一) 參觀奈良國立博物館正倉院展

覽。 

奈良國立博物館 

4 11/6(二) 參觀大阪市立美術館第二檔展出

文物。大阪→台北 

大阪市立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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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梯次活動行程表 

 時間 行程 參訪地點 

1 11/9(五) 台北→大阪 

參觀大阪市立美術館「阿部房次

郎と中国書画」特展 

大阪市立美術館 

2 11/10(六) 參觀大阪市立美術館「阿部房次

郎と中国書画」特展 

大阪市立美術館 

 

3 11/11(日) 大阪→京都 

參觀京都泉屋博古館「フルーツ

＆ベジタブルズ－東アジア 蔬

果図の系譜」 

京都泉屋博古館 

4 11/12(一) 大阪→奈良 

參觀奈良國立博物館「第 70 回正

倉院展」 

奈良→大阪→臺北 

奈良國立博物館 

 

三、 活動內容說明 

 

  大阪市立美術館主辦｢阿部房次郎與中國書畫特展」，除展出該館所藏六

十九組件阿部氏收藏外，並向東京國立博物館借展六組件阿部氏收藏相關藏品，

共計七十五組件書畫篆刻文物，以十一月五日換展為界，分為前後兩期展出。本

處同仁相關的活動內容細節，依據工作日程分別敘述如下： 

 

第一梯次： 

十一月三日 大阪市立美術館國際研討會第一日 

  第一梯次的三位同仁，於十一月三日抵達大阪後，即參加為期二日的研討會

與阿部房次郎藏品。第一日研討會議程如圖四所附：（圖 1-4）由本處退休研究

員兼處長王耀庭先生發表開場演講，探討兩宋書畫所鈐蓋的內府書畫收藏印，與

相關鑑藏活動題跋等議題。（圖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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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十一月三日研討會議程 引自大阪市立美術館網頁 

 

 
圖 1-5、故宮書畫處處前處長王耀庭先生十一月三日研討會發表開場演講  

引自大阪市立美術館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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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此次兩天演講，大多以日文發表，且沒有中文或英文直譯，也因展品量

多質精，必須把握時間仔細考察作品，故僅撿擇其間對於本院收藏研究助益最大

者，本處前處長王耀庭先生的專題演講，徵引作品案例與本院藏品最為相關，以

下略將王耀庭先生演說內容摘錄於下： 

  宋徽宗趙佶（1082–1135），擅長花鳥畫，亦能詩善書。畫中崇山疊嶂、沙

坡群樹出現在畫幅的左上側，山石輪廓渾圓，水墨淡染其間，綴以煙靄野水，再

現山水於抒情詩意的氛圍中。〈溪山秋色〉軸，紙本淺設色，畫面上方上有徽宗

「天下一人」花押，縱非徽宗手筆，也應可認定為徽宗畫院作品。上鈐「御書」

葫蘆印，另有明代「典禮紀察司」半印。經明內府及清梁清標收藏，乾隆時期進

內府。畫面上方以留白來表現雲霧，主山數座山峰，與其他小山被煙嵐遮掩，中

景深遠技法表現成熟。渾圓如雲狀山石，畫面蟹爪樹描法法為李、郭派影響。列

植於平坡、沙渚的群樹，枝幹挺直，畫葉用溼筆點染，與院藏巨然〈層巖叢樹圖〉

林木相似，顯示受到江南畫風的影響。另一張大阪市立美術館藏，構圖與〈溪山

秋色〉頗為近似的〈晴麓橫雲〉，王先生則質疑「看似明末的擬古之作」。 

  徽宗兒子高宗（趙構），重建南宋帝國，又開始收集書畫。日本大阪市立美

術館藏傳王維〈伏生授經圖〉，被認為是目前存世最可靠的宋高宗「紹興御府書

畫式」舊裝裱。〈伏生授經圖〉卷右上角「乾」卦圓印，左下角「紹興」印。畫

卷末尾下方，用「紹興」二字印，墨跡不用卷上合縫卦印，只用「希世藏」小印，

其後仍用「紹興」小璽。《齊東野語》記：「高宗御府手卷，畫前上自引首，縫

間用「乾卦」圓印，其下用「希世藏」小方印，畫卷盡處之下，用「紹興」二字

印。墨蹟不用卷上合縫卦印，止用其下「希世藏」小印，其後仍用「紹興」小璽。」

由傳王維〈伏生授經圖卷〉，可看出高宗用印習慣，有助於真偽印記分辨。傳王

維〈伏生授經圖卷〉一向被認為是目前存世最近於宋高宗的「紹興御府書畫式」

舊裝潢。此件前隔水存有宋高宗小正字標題：「王維寫濟南伏生」一行，本幅與

前隔水縫間首押朱文「乾卦」圓印，按理應有「希世藏」印，又畫本幅左下角鈐

朱文「紹興」連珠一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五代南唐巨然〈蕭翼賺蘭亭〉為立軸

形式，幅右上有「乾卦」印，幅左下有「紹興」。兩印均與〈伏生授經圖卷〉同，

雖未見「希世藏」印，疑是被「司印」半印疊鈐。印記題跋既有「徽宗七璽」（或

殘存），又有高宗收藏印相續出現在同一件書畫上者，另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宋

人〈人物圖〉。本幅宋徽宗、宋高宗諸印均真，顯然畫是經父子所藏。周密《雲

煙過眼錄》「宋秘書省所藏」條，通閱一百六十餘見，列目者十三，其中如件〈展

子虔伏生〉疑為王維〈寫濟南伏生〉之誤；「燕文貴紙畫山水小卷極精」疑為今

大阪市立美術館藏〈江山樓觀〉。 

  大阪市立美術館藏《名賢寶繪》冊收錄夏珪〈觀瀑圖〉、〈湖畔幽居圖〉等

多件南宋小品，夏珪（約活動於 1180-1230 前後）〈湖畔幽居〉，款「臣夏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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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小幾不可辨。右上角「御府書畫」印，存「府」字殘角，典型「臣字款」格式，

「臣」字居中、字小，「夏」字大，空一格，再寫「珪」字，字小。字行歪斜，

或許是絹質經緯線拉扯所致。題記足以為畫作年代之下限，〈古松樓閣〉（大阪

市立美術館藏）雖無款，畫上有收傳印記「府」，為宋理宗（1205-1264）「御府

圖書」，「府」字一角印。緝熙殿為臨安京城皇宮後殿，建成於紹定六年（1233），

可為〈古松樓閣〉成畫之時佐證。版本學上名品宋印宋裝《文苑英華》（中央研

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及大陸國家圖書館，分藏有宋版此書），書上鈐有「緝熙殿

書籍印」、「御府圖書」等印，此書為緝熙殿建成後不久所入藏。「御府圖書」

一印為宋理宗所屬，無庸置疑。 

 

十一月四日 大阪市立美術館國際研討會第二日與大阪市美第一階段特展 

 

  本日研討會議程如（圖 1-6），內容重點，主要在介紹阿部房次郎的生平、

交遊影響與收藏，謹簡要摘錄重點如下： 

  阿部房次郎（1868-1937）出生於滋賀縣彥根市（Ohmi Kanomoto），明治二

十五年畢業於慶應義塾大學，是當地藩士辻兼三長子，二十八歲以婿養子（招贅）

名義，與近江商業鉅子阿部市太郎長女結婚，改姓阿部。參與岳父事業將金巾製

織株式會社及大阪紡績株式會社合併成東洋紡績株式會社，一九二六年擔任第四

代社長。他熱愛東亞藝術，收藏中國書畫，經常造訪朝鮮和中國各地，藏品清單

收錄於《爽籟館欣賞第一輯》及《爽籟館欣賞第二輯》。一九三七年七十歲阿部

房次郎逝世，一九四二年長子阿部孝次郎將中國書畫藏品一百六十件寄贈與大阪

市立美術館。阿部房次郎之所以購藏中國書畫舊藏，與日本近代漢學重要學者內

藤湖南有關。在日本漢學界，內藤湖南享有「東洋史巨擘」之美譽，是京都學派

創立人之一。他宣導的「東洋的東西要留在東洋」影響阿部，促使他購入中國文

物，許多重要作品流入關西地區。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前副院長李霖燦先生曾說，

阿部氏爽籟館藏品可與美國顧洛阜漢光閣、王季遷寶武堂藏品並駕齊驅，堪稱海

外私人中國書畫收藏三足鼎立。 

  阿部房次郎收藏文物清單收錄於《爽籟館欣賞》第一和第二輯，集結了唐至

清末重要畫家作品，總共一百六十件。這次東京國立博物館將與阿部房次郎有關

作品出借，與大阪市立美術館「阿部收藏」匯聚於一堂，觀眾得以親睹阿部房次

郎收藏全貌。展覽依循唐、宋、金、元、明、清等時代序列展示，希望進一步補

充阿部房次郎相關資料，深入「阿部收藏」形成的背景。 

 

    作為實業家，阿部房次郎收藏中國古書畫據說始於三十歲後半，為拓展公司

產品，他經常走訪中國，那時得到很多親眼目睹中國書畫作品的機會。不過開始

真正投入收藏，卻是在四十歲後半。當時得知許多文物因辛亥革命而流出中國，

因為憂心擁有悠久歷史的東洋藝術將會就此散佚，因此開始了收藏文物的生涯。 



11 
 

 

    阿部房次郎收藏的代表名蹟有《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圖》、《伏生授經圖》等

北京清末至民初書畫收藏大家完顏景賢所收藏中國美術史上的重要作品。其中含

有九件著名收藏家完顏景賢舊藏和十九件清宮舊藏。阿部房次郎之所以購藏完顏

景賢舊藏，與京都學派的創立人之一，日本近代中國學的重要學者，享有｢東洋

史巨擘｣美譽的內藤湖南有關。他宣導｢東洋的東西要留在東洋｣的觀念，促使阿

部氏終其一生，持續收藏並大量購入從清宮和清代顯貴官宦家中流出的中國文物。

在這由商人、學者、藏家所構組而成的書畫交易模式下，諸多重量級作品源源流

入了關西地區，其中最為人所道的就是阿部房次郎所購北京清末至民初書畫收藏

大家完顏景賢藏品。 

 

    內藤湖南曾於大正六年（1917）造訪北京，當地舉辦為天津水災義賣的「京

師書畫展覽會」，展出四百多件書畫名品。其中，完顏景賢的藏品深深吸引了內

藤湖南。完顏景賢是滿洲鑲黃旗人，精於賞鑒字畫，與端方等藏書家往來甚頻，

是清末至民初北京重要收藏家，其收藏有半數以上都流入日本。阿部房次郎搜集

中國書畫時，主要中介為大阪印刷公司以珂羅版印刷美術出版品而知名的博文堂，

而博文堂除了印刷出版以外，另一方面亦經手文物，做為文物經銷商向關西地區

為主的收藏家中介中國書畫的買賣。 

    大阪博文堂是博文堂合資會社第三代主人原田悟朗（1893－1980）的祖父原

田梅逸所創辦，最初集中出版醫學、法律、經濟、小說和教科書等，與當時的民

權運動人士交情甚深，並且甚至提供資金贊助。這些主張民主民權運動的人士後

來多半成為政壇的重要人物，也帶給了博文堂日後經營的極大益處。因為政治敏

感，博文堂受到警察監控，故轉向珂羅版印刷中國、日本古書畫的美術類圖書，

成功轉型。 

    據說，在購藏〈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圖〉、〈伏生授經圖〉和〈江山樓觀圖〉

等巨作時，一度出現與歐美國家美術館與其他個人藏家激烈競爭的局面，價格幾

成無上限攀升，但最終卻由在金錢上並不具有特別優勢的阿部房次郎，憑藉一股

執拗之念，一舉入手三件巨作，在當時造成極大轟動，也成為阿部收藏活動中最

為人所津津樂道的經典之事。 

    昭和初期，阿部房次郎開始著手將收藏全貌公諸於世，籌劃要整理其收藏中

的一百六十件作品出版大型圖錄，交由博文堂採用當時最新技術珂羅版印刷出版。

選件和解說撰寫則由內藤湖南和伊勢專一郎（1894－1948）負責，因此具有高度

學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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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十一月四日研討會議程  

 

    此次｢阿部房次郎與中國書畫｣特展最受人矚目的展件，計有日本國家重要文

化財等級的北宋元祐八年（1093）記年記名的〈蘇軾行書李白仙詩〉卷、〈金宮

素然明妃出塞圖〉、傳〈王維伏生授經圖〉與〈明董其昌盤谷序書画合璧〉等四

件；另因阿部氏寄贈東京國立博物館(以下簡稱東博)有清光緒三十年(1904）吳式

芬・陳介祺輯『封泥攷略』，故以〈叔晦帖〉，〈李太師帖〉，〈張季明帖〉等

三作合為的〈米芾行書三帖〉、北宋崇寧五年(1106)〈米芾行書虹縣詩〉、〈元

趙孟頫楷書玄妙觀重修三門記〉等三件最為著名的東博藏品，一併展出。（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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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阿部房次郎與中國書畫｣特展文宣 引自大阪市立美術館網頁 

 

  然因此展分為兩梯次展出，七十五件書畫當中，有十三件僅限展出一個梯次，

另有兩冊高鳳翰與惲壽平的冊頁換頁展出。此展尚有曾為阿部氏收藏的燕文

貴〈江山樓觀圖卷〉、(傳)張僧繇〈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圖卷〉、(傳)李成、

王曉〈讀碑窠石圖〉、傳郭忠恕〈明皇避暑宮圖〉等早期精品，以及〈鄭思

肖墨蘭圖〉與〈龔開駿骨圖〉等南宋到元代的文人畫名作。本年度現身佳士得

拍賣行，預估價高達台幣 17 億元的傳蘇軾〈枯木怪石圖〉（圖 1-8），據書畫鑑

定家徐邦達（1911-2012）所說，亦曾藏在阿部房次郎的齋館爽籟館。 

 
圖 1-8、傳蘇軾枯木怪石圖 引自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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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因阿部氏曾得著名日本漢學家内藤湖南（1866-1934）（圖 1-9）、西泠印社

為數不多的早期海外社友長尾雨山(1864-1942) （圖 1-10）等擔任顧問，收藏中

的題跋考證中，也多留下二位漢學耆宿的識見手筆。 

 

 
圖 1-9、阿部房次郎與內藤湖南 引自網頁 

 

 

圖 1-10、阿部房次郎與長尾雨山 引自大阪市立美術館網頁 

 

  其實，本院收藏當中也有與內藤、原田等人有關係的文物。和內藤湖南有關

者有編號贈畫 743 的明董其昌〈書畫合璧冊〉，後副葉有其跋文：「董文敏公深

於畫學。於虎頭摩詰以來之跡。無所不睹。無所不學。蘊蓄已厚。氣味獨醇。若

此冊中用北苑。南宮。大癡。雲林諸家法。脫化蹊逕。爽朗韶鬆。開後三百年無

數法門。可謂自我為祖者矣。平生所睹文敏小品畫。此為甲觀。題跋書法。亦老

筆紛披。超妙無比。是臨川李公博家舊物。公博跋語謂。晚年極得意之作。繪業

中之解脫禪。信然。昭和六年（1931）十二月。書於恭仁山莊之寶鄦簃。內藤虎。」

（圖 1-11）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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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本院藏品中的內藤湖南跋文 引自故宮院內網 

 

  而另一件本院所藏的著名國寶，編號購書 1001，被喻為天下行書第三的宋

蘇軾〈黃州寒食帖〉，也是曾由博文堂所經手的眾多文物之一，卷後也留有內藤

氏的跋文：｢蘇東坡黃州寒食詩卷。引首乾隆帝行書。雪堂餘韻四字。用仿澄心

堂紙致佳者。東坡詩黃山谷跋並無名款。山谷跋後。又有董玄宰跋語。張青父清

河書畫舫云。東坡草書寒食詩。當屬最勝。卞令之書畫彙考亦已著錄。阮芸臺石

渠隨筆云。蘇軾黃州寒食詩墨蹟。卷後有黃魯直跋。為世鴻寶。戲鴻堂所刻止蘇

詩黃跋。其後張縯一跋，人未之見其跋云云。彭大司空云。縯跋所謂永安。庭堅

為作仁宗皇帝御書記者也。廬山府君乃公裕弟。公邵官通直郎。知廬山縣。張氏

世為蜀州江原人。云。出留侯之裔。故以三晉署望也。虎按。卷中埋輪之後印。

實係張氏所鈐。又有天曆之寶及孫退谷納蘭容若諸人印記。可以見乾隆以前歷世

迭更珍襲之概。乾隆以後授受。則詳于顏韵伯跋中矣。韵伯為顏筱夏方伯子。家

世貴盛。大正壬戌（西元一九二二年）來游江戶時。攜此卷。遂以重價歸菊池君

惺堂。癸亥（西元一九二三年）九月。關東地震。都下燬於火者十六七。菊池氏

亦罹災。先世以來收儲。蕩然一空。惺堂躬犯萬死。取此卷及李龍眠瀟湘卷。而

免於災。一時傳為佳話。此卷昔脫圓明之災。今復免曠古未有之震火。雖云有神

物呵護。抑亦惺堂寶愛之力矣。及惺堂命以跋語為書其事於紙尾。此卷為見存東

坡名蹟第一。則張董諸人已道之。張文襄亦稱為海內弟一。見梁節菴題籤。節菴

者。文襄門下士也。微特芸臺謂為無上妙品。石渠隨筆評東坡武昌西山詩帖卷云。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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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蹟極多。當以此與黃州寒食詩為無上妙品。可知精金美玉。市有定價云爾。甲

子（西元一九二四年）四月內藤虎書。｣（圖 1-12） 

 

圖 1-12、蘇軾寒食帖後的內藤湖南跋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根據内藤湖南跋記，此卷是顏世清攜至東京售于菊池氏。但原田氏卻說是自

己千辛萬苦帶回日本，原田氏回憶：｢這件東西當時費了不少力。所以拿回日本

的時候，根本是｢貼身｣抱得緊緊地回來。乘船時也是，那時候還沒有塑膠薄膜，

所以就用幾張油紙包著，心想就是船沉了，掛在脖子上也要奮力游泳回來，即便

是睡覺，也把它放在臥鋪的枕頭旁邊……｣原田氏的敘述歷歷，似比內藤更為可

信。之後此帖由日本銀行家菊池惺堂（1867－？）購藏，經歷了火燒圓明園、關

東大地震、東京大轟炸等三次大火而留存至今，一九五三年，被菊池因經濟原因

而出售，由王世杰（1891－1981）先生重新購回，捐贈本院。 

 

  十一月四日正為第一梯次展品現身的最後一天，〈蘇軾行書李白仙詩〉卷、

〈沈周幽居圖〉、〈陳淳松菊圖〉、〈王紱為密齋寫山水圖〉以及東博借展品〈米

芾行書三帖〉、〈元趙孟頫楷書玄妙觀重修三門記〉皆為最後一日展出。會場中

人山人海，參觀者彼此討論。（圖 1-13）現場不僅完全禁止拍照，連使用原子筆

與自動鉛筆做筆記都被禁止，館員會很有禮貌的拿著一支簡易塑膠鉛筆過來，以

最為客氣的敬語，說明館方的擔憂，並請參觀者使用館方提供的文具筆記；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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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士將背包放在展櫃上拿水壺，打算去會場外喝水，也立刻被館員提醒注意。日

本博物館對於藏品的保護，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圖 1-13、阿部房次郎與中國書畫展覽現場 引自大阪市立美術館網頁 

 

  本日下午，赴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圖 1-14）參觀鼻煙壺（圖 1-15）、

高麗青瓷（圖 1-16）與中國陶瓷展覽。 

 

圖 1-14、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

術館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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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5、東洋陶磁美術館鼻煙壺展廳與

蟹型鼻煙壺 

 
 

 

  

圖 1-16、東洋陶磁美術館高麗青瓷展廳  
 

  高麗青瓷是高麗王朝（918-1392）在朝鮮半島所燒製最具代表性的瓷器，窯

址主要分布於現今南韓全羅南道康津郡與全羅北道扶安郡境內。自十世紀開始生

產以來，產品多以單色青瓷為主。除「師法自然」美學精神的青瓷釉色，也以陰

刻、陽刻、透雕、象嵌、鐵繪、釉裏紅（亦稱辰砂彩）等多種裝飾技法創作表現。

東洋陶瓷美術館所策特展「高麗青瓷－翡色的光輝」，是因為本年度正值高麗王

朝建國一千一百週年，高麗青瓷有著類似五代越窯青瓷和北宋汝窯青瓷般的釉色。

以輕透具有光澤的「翡色」釉色及精緻的象嵌技法為特色的高麗青瓷，在中國亦

得到高度評價，而有「天下第一」的稱號。此次展覽該館所藏與日本國內代表作

品，共約二百五十件，自「祈願」、「喝茶」及「飲酒文化」的角度，表現高麗

青瓷的魅力。  

  展覽除了青瓷本身，也使用諸多畫作圖像，使觀者更加瞭解當時使用的情景；

除此以外，還常連帶展出該器的桐木收藏匣、保存文件等相關資料，展現日本人

仔細收藏的特質與對高麗青瓷的重視。（圖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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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7、東洋陶磁美術館的青瓷特展  

 

  大概因為陶瓷堅固穩定的特質，東洋陶磁美術館基本上開放參觀者在不

使用閃光燈的情況下拍照，但最令人驚訝的地方，大概是該館常設展「安宅

典藏之中國陶瓷」，部分展間的展櫃櫃頂直接使用透明玻璃露天採光，像是此件

國寶級曜變油滴天目碗的展櫃，竟然就是洗以天光。（圖 1-18） 

  

 

圖 1-18、東洋陶磁美術館的國寶級茶碗與露天展櫃  

 

十一月五日 奈良國立博物館參訪正倉院特展 

 

  由於十一月五日為大阪市立美術館方換展日，遂前往奈良，參觀奈良國立博

物館年度舉辦著名正倉院展，除館內展出的八世紀以來各式文物，還參觀了附近

正倉院木質校倉建築，與附近的東大寺（圖 1-19）、興福寺（圖 1-2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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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9、東大寺佛殿文宣 

 

 

圖 1-20、興福寺東金堂文宣 

 

  奈良國立博物館（Nara National Museum），位於日本奈良市登大路町，由獨

立法人國立文化遺產機構負責運營。（圖 1-21）開館於明治二十七年（1894），

迄今已有百多年歷史，新館於一九七零年代完工，「東新館」是特別展廳；而「西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6%94%BF%E6%B3%95%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1%8C%E6%94%BF%E6%B3%95%E4%B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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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館」則經常舉辦名品展，展出佛教藝術品。除收集，保管以及研究等博物館相

關工作，還舉辦各種演講。本館以西洋建築風格為建築模式，新館和本館之間有

地下通道相連，繪畫、書法作品每隔一個月更換一次。博物館的主要展品是以佛

教美術品為中心，本館是「奈良佛教雕塑館」和「青銅器館」，展示從以飛鳥時

代(592－710 年左右)至鎌倉時代(1185－1333 年左右)的日本佛像為中心，含國寶

與重要文化財在內，經常性展示近百尊佛像，還展示印度、中國、韓國等地佛像。

另外，「青銅器館」館藏近三百八十餘件中國古代青銅器。佔地六百六十公頃的

奈良公園，園內除了東大寺、興福寺、春日大社三項世界遺產外，尚有奈良國立

博物館、正倉院。興福寺右邊高大五重塔，是明顯地標。從近鐵「奈良駅」，直

走「登大路」，可抵達興福寺。興福寺是奈良市內世界遺產之一，日本 17％國

寶雕刻佛像保存於興福寺。寺內的東金堂重建於一四一五年，五重塔重建於一四

二六年，南丹堂等偉大佛教建築重建於一七八九年，都是歷史文化遺產。以下將

以最為盛大的奈良國立博物館正倉院展覽為主，敘述本次參訪行程。 

 

 

圖 1-21、奈良國立博物館文宣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6%95%99%E8%97%9D%E8%A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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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倉院建於八世紀中期奈良時代，是東大寺內保管寺院和政府財產的倉庫。其

獨特的木構校倉建築，完好地保存了一千多年；（圖 1-22）且藏有建立東大寺的

聖武天皇（701－756）和光明皇后（701－760）使用過的服飾、家具、樂器、玩

具、兵器等各式各樣的寶物，總數約達九千餘件之多。其中也包括從唐代中國、

新羅等地運來的各種精品，甚至波薩珊王朝製造的漆胡瓶，白瑠璃碗等，被稱為

絲綢之路的終點，保留了迄今為止種類最豐富、最全面、且最有價值的唐朝藝術

品，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九九八年登錄世界文化遺產。 

 

 
圖 1-22、正倉院的木構建築  

  本年度正倉院展是自昭和五十四年以來的第七十回，展期自二 0 一八年十月

二十七日至十一月十二日。展品共計北倉十件、中倉十六件、南倉二十七件，還

有三件聖語藏，其中有十件是第一次展出。然而，這十件第一次展出的藏品，卻

大多數是原本藏品的包裝和綑紮用具，僅止於具有第一次亮相的噱頭而已。這次

展出最受矚目的文物，還是兩件唐代以奢華為尚的螺鈿用器，一件北倉的平螺鈿

背八角鏡、另一件是中倉玳瑁螺鈿八角箱，精美至極，在會場中引起人潮圍堵，

受歡迎的程度可想而知。（圖 1-23）

 

圖 1-23、本年度正倉院展的主打件 引自正倉院網頁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B%E4%B8%96%E7%B4%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88%E8%89%AF%E6%99%82%E4%BB%A3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A0%A1%E4%BB%93%E5%BB%BA%E7%AD%91&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A3%E6%AD%A6%E5%A4%A9%E7%9A%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9%E6%98%8E%E7%9A%87%E5%90%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4%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B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D%E7%BB%B8%E4%B9%8B%E8%B7%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4%E5%90%88%E5%9B%BD%E6%95%99%E7%A7%91%E6%96%87%E7%BB%84%E7%BB%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6%96%87%E5%8C%96%E9%81%97%E4%BA%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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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此為日本天家寶藏，被視為年度盛事，不少年邁的銀髮族都穿戴傳統和

服，盛裝看展，在長長的排隊人龍裡面顯得特別突出。展場人潮極多，擁擠異常。

（圖 1-24）並且禁止在展廳拍照，因此筆者等只能拍攝場外的圖表，併入報告做

為參考。（圖 1-25）會場內為疏解人潮，張貼很多展品的放大圖版，具有良好的

效果，展品櫃前擠滿了人，展品圖像前面也聚集了很多討論的人群。 

 

圖 1-24、正倉院展場的人潮  

 

圖 1-25、正倉院展場外的圖表  

 

十一月六日  大阪市立美術館第二階段特展與羅浮宮肖像特展 

 

  經過一日換展，大阪市立美術館後期的展品，將〈蘇軾行書李白仙詩〉卷換

為燕文貴〈江山樓觀圖卷〉。其餘後期展品，尚有〈明沈周菊花文禽圖〉、〈明

唐寅一枝春圖〉、〈明陳淳前赤壁圖〉；東京國立博物館借展品方面，〈米芾行

書三帖〉換為〈黃庭堅王史二氏墓誌銘稿〉，〈元趙孟頫楷書玄妙觀重修三門記〉

也換為〈米芾行書虹縣詩〉。 

  除參觀換展品外，因為該館正舉辦羅浮宮肖像特展，此展以肖像為主題，展

出展出來自法國羅浮宮（Musée du Louvre）約 110 件肖像藏品。其展品可上溯至

3000 年前的古代美索不達米亞時期的雕像、古埃及的面具，也同時包含了 19 世

紀歐洲的繪畫、雕刻作品，因此一併參觀。（圖 1-26）展場一樣無法攝影，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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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以網頁提供圖像示意（圖 1-27）。本次展件據說由羅浮宮的八個部門提供，匯

聚不同的時代與地區，如古代東方、古埃及、古希臘羅馬、伊斯蘭、歐洲繪畫與

雕刻、素描與版畫等，最具代表性的肖像藏品。也展出在歷史上多位掌握重權者

的肖像，如法國皇帝拿破崙的肖像，就來了五件作品，包括描繪二十七歲拿破崙

的安東尼·讓·格羅(Antoine-Jean Gros)名作《阿科爾橋上的拿破崙》。 

 

圖 1-26、大阪市立

美術館羅浮宮肖像

特展看板  

 

 

 

 

 

 

 

 

 

 

 

 

   
圖 1-27、大阪市立美術館羅浮宮肖像特展部分展件 引自特展網頁 

 

 

第二梯次： 

十一月九日--大阪市立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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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梯次成員搭早班飛機赴日，約於下午三時左右抵達大阪美術館，參觀｢

生誕 150 周年─阿部房次郎與中國書畫｣特展，在五時閉館前大致瀏覽了四個展

區與展覽梗概，展品內容詳如前述之第二檔展品。匆匆一瞥，即見展覽規模，展

品多件與本院藏品有可供參考比較之處，如傳李公麟〈臨盧鴻草堂十志圖〉（與

本院盧鴻〈草堂十志圖〉相比）、宋徽宗〈晴麓橫雲〉（與本院宋徽宗〈溪山秋

色〉相比）等，很具代表性。 

 

十一月十日--大阪市立美術館 

 

接續參觀｢生誕 150 周年─阿部房次郎與中國書畫｣特展，並於閉館前找時間

參觀大阪市立美術館向羅浮宮商借的肖像畫展。然最有趣的是，整個展覽適時點

出阿部房次郎如何建立其收藏，如在展覽卡片裡敘述作品在廿世紀初的流傳史，

並展出內藤湖南、長尾雨山等著名日本文人對該作品的題跋與評價，以及其收藏

圖錄《爽籟館欣賞》。憑這套收藏圖錄，吾人方知某些大名鼎鼎的作品曾為其所

有，如前述的蘇軾〈枯木怪石〉圖。多件展出的高古作品上竟無清宮的收藏印，

如著名的燕文貴〈江山樓觀〉與胡舜臣〈送郝玄明使秦〉卷；歷時千載，而得躲

過皇室之手，入阿部家藏，洵為難得。透過展覽紀念重要捐贈者的誕辰、並藉此

呈現收藏家的收藏脈絡與交遊圈，亦是值得借鏡的展覽型態。 

 

十一月十一日--京都泉屋博古館 

 

因大阪地近京都，京都的泉屋博古館正在舉行「フルーツ＆ベジタブルズ－

東アジア 蔬果図の系譜」（Fruit & Vegetables: 東亞細亞蔬果圖的系譜），故在

觀覽大阪市立美術館｢生誕 150 周年─阿部房次郎與中國書畫｣特展後，趕赴京都

看展。 

泉屋博古館策畫的「フルーツ＆ベジタブルズ－東アジア 蔬果図の系譜」

分四個單元，「蔬果図の源流 草虫画・花卉雑画」、「新旧の交差点―江戸前

期から」、「ふたりの蔬果図－若冲・呉春」、「その後の蔬果図―江戸後期か

ら近代へ」，並衍伸出子題「描き継がれる墨葡萄」的單元。以日本作品為主，

並加入中國、韓國的作品，透過時序前後來展示此題材於東亞的發展狀況。此展

除了泉屋自己的收藏，更向東京國立博物館、京都國立博物館、根津美術館等借

展了相當數量的作品，增加豐富度與可看性。展廳禁止拍照並限制以鉛筆做筆記，

展場的人員相當密集的巡視以及詢問觀眾所持拿的是否為鉛筆，故以下以網頁展

示的圖片作為參照。 

第一單元展示 13-16 世紀傳到日本的中國草蟲畫（圖 2-1）以及桃山室町時

期的花卉雜畫（圖 2-2），這類作品雖近於花鳥畫，內容以昆蟲與蔬果為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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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果圖出現之前這類題材最主要的繪製作品。展陳作品內容與樣式雖然相近，卻

隱含了不同的繪製脈絡以及目的，例如中國與日本、職業畫家與禪師。 

第二單元展示的作品，顯示了日本畫家如何在既有傳統中找出新的表現手法，

構圖與賦色都能看到朝向大膽、誇張裝飾手法的使用，例如鶴亭「松に蔓茘枝図」

（圖 2-3）。 

第三單元以伊藤若沖、吳春兩位畫家為主，此區可以說是展覽的重點展件所

在，分前後期展出六件作品，特別是其中有兩件長卷無法一次展開，透過換展的

方式才能完整呈現。以這次展覽為契機，館方對伊藤若沖的「菜蟲譜」進行修復

與光學檢測，並另出一本小冊子紀錄相關過程。第四單元則是展陳江戶後期至近

代的作品，有圓山應舉「筍圖」、岩崎灌園「本草圖說」、山田清慶「農作物；

果樹類圖」、富岡鐵齋「扇面菜根圖」等，顯示果菜圖一方面在既有的脈絡中發

展，另一方面也與 18 世紀西方的博物學接軌，而有圖鑑性質的取向。而在近代

畫家的部分，有如岸田劉生「冬瓜葡萄圖」則是西洋美術靜物畫的類型。可見到

蔬果圖題材在多種脈絡中的創生發展。 

 

 

圖 2-1 元 草蟲圖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取自展覽網頁 

 

圖 2-2 雪村 蕪圖 禪文化研究所藏  

取自展覽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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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鶴亭 松に蔓茘枝図  

泉屋博古館藏 取自展覽網頁 

 

圖 2-4 若沖 菜蟲圖 

佐野市立吉澤記念美術館蔵 取自展覽

網頁 

 

圖 2-5 吳春 蔬菜圖卷 泉屋博古館藏 取自展覽網頁 

 

展廳外並設置體驗區與影音區。體驗區又分為兩種（圖 2-6），一為提供毛

筆與紙，桌上陳列若沖、吳春的作品的複製圖，讓觀眾可以使用毛筆沾水在紙上

臨摹。另一區為微縮手卷複製品區，配以解說圖版讓觀眾可以實際操作手卷，來

體驗手卷的觀看方式，也是十分有意義的教育活動。可惜的是，此展廳空間不大，

以原有邊櫃搭配獨立櫃陳列作品，由於展品眾多，必須以中島櫃引導 Z 字形的參

觀動線，有時候無法兼顧觀覽手卷由右至左的流暢度，動線較不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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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場外的體驗區 張華芝攝 

 

除了書畫展覽之外，泉屋博古館所收藏的青銅器，無論就數量和品質，皆堪

稱為海外收藏翹楚。如原為圓明園舊藏的〈虁神鼓〉（圖 2-7）、原湖南安化出

土的〈虎卣〉，皆為傳世重器。該館也花了非常多心思在展陳與介紹青銅器，安

排有四個主題展室（圖 2-8），分佔四樓層，展室呈環狀動線，依勢引導觀眾逐

層觀展，除了參觀動向明確外，對於策展者對展覽主題的舖陳和文物陳列規畫，

觀者易於明暸並且不易錯失，這是該館在硬體規畫上的優勢。 

   

圖 2-7 虁神鼓           圖 2-8 中國青銅器的時代 展室圖 取自泉屋博古館網

頁 

 

第一展室為名品選，陳列的名品皆採獨立櫃體陳設，其餘展室大都以通櫃呈

現。我們得以在此近距離且以四面角度，觀覽到周人將鼎與竃作組合設計的〈螭

文方爐〉。第二展室以展示青銅器的種類、用途為主題，館方將青銅器用，區分

成酒、食、樂、水器，分列展示。並對其構造、功能，製作圖解，置於櫃板；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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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在說明卡上，也各以代表的器形，搭配不同色系作紋樣的區分設計，讓觀者很

快速也很清楚的識別。（圖 2-9） 

     

  圖 2-9 樂器陳列櫃 櫃板上有詳細圖解   

 

而館方更利用館藏洛陽金村出土的〈驫氏編鐘〉12 器，作成音律研究，將

古樂音轉換成現今音階，製成圖表，並收錄敲擊出的樂音，提供觀者藉由手動播

放器紐，自行選擇聆聽，（圖 2-10）這是極為難得的觀展體驗! 

 

  

圖 2-10 為播放 驫氏編鐘 音律所設置的陳列櫃  

 

第三展室的鐘鼎金文展為今年秋季特展，除了銘文的釋文外，櫃板上尚佈置

文物放大影像及陶模、翻銅模，解說極為詳盡。（圖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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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1 第三展室 銘文展示     

 

第四展室就秦漢以後青銅器在裝飾、鑄造、日常生活上的運用作規畫介紹，

銅鏡則為展覽重心。在此觀覽到多方未生銅錄和依舊保有光潔的銅鏡面，殊為難

得。（圖 2-12、13） 

   
圖 2-12 第四展室 北宋銅鏡     圖 2-13 河北燕下出土的銅鏡模範和解說圖  

 

十一月十二日--奈良國立博物館 

 

本日為星期一，是日本大多數博物館的休館日。此時唯有奈良國立博物館於

一年一度的「正倉院展」特展期間對外開放，故赴奈良觀展。 

 

本年度的「正倉院展」已是第 70 次舉辦，世上難得有個展覽可以綿延超過

一甲子，依舊受人喜愛。是日正值展期的最後一日，人潮雖多卻井然有序，持 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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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可以免費入場。館員告知自下一年度起，櫃檯將不再提供寄包服務，排隊入場

前需得將沉重的行囊寄存在場外的置物櫃裡。 

 

正倉院展雖是「曬寶」展，然策展人員在固定的收藏範圍（約九千件）裡，

每年仍勉力在展覽中擬定不同的單元主題，企圖透過作品介紹觀眾相關的歷史與

文化脈絡，並反映最新的學術研究成果。其策展的功力，實體現於與學界脈動的

緊密聯繫。自此觀之，今年有兩個亮點：一是展出正倉院寶物裡的「麻」製品，

反映了 2013 年至 2015 年宮內廳正倉院事務所的調查結果；再者為開闢一展覽主

題「新羅的文物和交易」，使正倉院的寶物不只是中、日之間的交流物證，不再

只是強調自堂弟來的寶物如何超凡貴重，而將目光放到中、日、韓等東亞三國之

間的往來交通。對新羅文物、以及東亞三國彼此互動的重視，正是近年來的學術

趨勢。展覽在空白的牆面上以四國語言（大字：日文、英文；小字：中文、韓文）

對專有名詞（如「夾纈」、「暈繝」、「纐纈」、「佐波理」）做解釋，獲益良

多。正倉院展能夠在吸引大眾之餘，帶入最新的學術成果，使展覽本身不致流於

媚俗，更能嫁接與觀眾間的知識橋梁，真的做到雅俗共賞，相當值得本院借鏡學

習。 

觀展完，即赴關西機場搭機返台，結束短暫而充實的行程。 

參、心得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後，清內府、親王家族及高官紛紛拋售所持書畫，以致

大量的書畫珍品流散海外。日本京都學派學者內藤湖南（1866-1934），以保存維

護東洋文物為使命，呼籲關西地區有力人士購藏中國書畫。在他的號召下，來自

中國各地的歷代名品，逐漸匯聚在這半徑不足一百公里的關西地區，形成日本研

究中國書畫藝術的中心區域，而阿部房次郎氏的收藏，更是內藤氏影響雨露霑溉

之下，所開出最為燦爛華美的花朵。尤其是在本院國贈、台購藏品方面，也時有

遇見內藤氏的考證題跋，此次赴日觀展，實有他鄉遇故知的感動。 

  本次實地參訪，雖然主要是為了大阪市立美術館的阿部房次郎藏品，但因為

關西的歷史與地緣之便，同仁們在參觀阿部氏收藏之餘，也把握良機，自行利用

各自時間走訪了其他附近館藏。雖然只有短短四日行程，然而觀覽名作橫跨東西，

包含書畫與器物，並且前往奈良，目睹珍稀的存世唐代古物，廣泛考察目前已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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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各地的中國書畫精品，此後足以參照本院藏品互為比對，深感對未來研究與

備展幫助極大，對專業的學習成長，更是非常直接、有效的經驗。 

肆、建議 

 

  清末民初是一個文物離散，變動極大的大時代，原本集中於皇室貴冑的珍藏，

聚散浮沉的範圍由東亞擴及全球，以至於由宋至清的內府收藏，今日必須走訪歐

亞美洲，方得一見。 

  今日，我們身處於一個「立足本土，放眼國際」的時代，博物館從業人員，

在埋首於本館文物與資料之餘，如果還可以在經費與公假條件支持下，踏查他館，

多方理解他館藏品，或針對與館藏具有相同性質的文物，規劃主題研究方面的實

地參訪，必更有助於深入全面了解文物與史地背景，且更有益於還原以往的各地

收藏風氣、賞鑑品味等文物周邊的有機活動。在推出展覽、增進研究品質，與聯

繫學界其他研究者各方面，都能夠更加完善健全，達成博物館社會教育的使命，

以及更有助推動文物平權、全民共享的理念。 

  本次參訪，特別感謝精於藝術收藏的企業家石允文先生慷慨捐款，贊助本院

書畫處同仁增廣學術見聞，對於未來的研究策展方向，助益良多，謹在報告最後，

表達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