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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出國報告提要 

 

出國報告名稱：赴紐約檢視范季融先生所藏文物返國報告書 

 

頁數 12含附件：否 

 

 

出國計劃主辦機關/聯絡人/電話 

國立故宮博物院/蔡啟發/28812021 ext 2586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 

余佩瑾/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處長/28812021 ext 2210 

吳曉筠/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副研究員兼科長/28812021 ext 2332 

張莅/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助理研究員/28812021 ext 2512 

出國類別：考察 

出國期間：108年 4月 10日~108年 4月 16日         出國地區：美國紐約 

報告日期：108年 5月 21日 

分類號/目： 

關鍵詞：青銅器、文物徵集、范季融、首陽吉金 

 

摘要： 

     國立故宮博物院庋藏文物以清宮舊藏為主，內容涵蓋宋以降的皇室收藏，

種類豐富多元，相較於考古出土品，屬性為傳世器。為擴展典藏並豐富展覽，文

物徵集為積極推動的重點作業，徵集的方式和來源以購藏、受贈為主。本行目的

為拜訪著名華裔收藏家范季融先生，參觀藏品並就文物捐贈事宜進行商討。范先

生為著名的銅器收藏家，也為美國重要博物館之委員會成員。其收藏質量俱備，

曾舉辦《首陽吉金：胡盈瑩、范季融藏中國古代青銅器》特展並出版圖錄。本院

自 2016 年以來，與胡盈瑩和范季融基金會合作進行學術性的「清宮舊藏研究合

作計畫」。計畫進行期間，范先生曾表示有意捐贈文物。為求慎重，且考量文物

須經目驗、手持，方能查驗細節，故本院派赴相關領域研究人員前往檢視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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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赴紐約檢視范季融先生所藏文物返國報告書 

 

壹、 目的 

    國立故宮博物院庋藏文物近七十萬件，收藏主體來源為清宮舊藏，內容涵蓋

宋以降的皇室收藏，種類豐富多元，相較於考古出土品，屬性為傳世器。為擴展

典藏並豐富展覽，文物徵集為本院積極推動的重點作業，依據「國立故宮博物院

藏品徵集辦法」，徵集的方式和來源為蒐購、捐贈、寄存。於捐贈類別的途徑，

若有合適標的，經與文物原持有人連繫和評估後，典藏單位繼而派赴相關領域研

究人員前往檢視，初步確認文物狀況並備齊相關資料後，再由院內、院外專業人

員組成審查小組，經預審、初審、複審之作業流程，方能確立文物是否入藏以及

入藏級別。 

    此行係拜訪著名華裔收藏家范季融先生。范先生為著名的銅器收藏家，藏品

齋名「首陽齋」，係國際間青銅器類別重要私人收藏之一。首陽齋藏品質量俱備，

曾於 2008 年在上海博物館及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寧波博物館展出，經研究人

員精心挑選的七十件（組）展品，內容涵蓋商周青銅器工藝發展中的代表性器類，

配合展覽並出版《首陽吉金》1 圖錄，開展後引起學術界的高度注目和熱烈迴響。

隨後以首陽齋藏品為主題出發，舉行「中國古代青銅器國際研討會」，接續相關

的主題論文發表紛呈，展品如〈應侯簋〉2〈秦公鼎〉〈秦公簋〉3 等皆在學術界

廣泛討論，其後又有研討會論文集4、《首陽吉金選釋》5 和《首陽吉金疏證》6 的

專輯陸續問世，均可見范先生藏品的學術價值和重要性。 

    本院自 2016 年以來，與胡盈瑩和范季融基金會合作進行學術性的「清宮舊

藏研究合作計畫」有著密切的合作關係。計畫進行期間，范先生表示有意捐贈文

物，為求慎重，且考量文物須經目驗、手持，方能查驗細節，故本院派赴器物處

三位研究人員前往文物現藏地紐約進行檢視，過程和心得如下節所述。 

                                                
1 首陽齋、上海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編，《首陽吉金：胡盈瑩、范季融藏中國古代青銅

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10 月。 
2 李學勤，〈首陽吉金應侯簋考釋〉，《人文中國學報》第 15 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王龍正、劉曉紅、曹國朋，〈新見應侯見工簋銘文考釋〉，《中原文物》2009 年 5 期，頁 54-58。

何景成，〈應侯視工青銅器研究〉，出自朱鳳瀚主編，《新出金文與西周歷史》，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2011 年，頁 224-266。 
3 李峰，〈禮縣出土秦國早期銅器及祭祀遺址論綱〉，《文物》2011 年 5 期。楊惠福、侯紅偉，〈禮

縣大堡子山秦公墓主之管見〉，《考古與文物》2007 年 6期。 
4 徐汝聰、陳凌責任編輯，《中國古代青銅器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博物館；香港：香

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10 年。 
5 沈寶春主編，《首陽吉金選釋》，臺北：麗文文化，2009 年。 
6 羅新慧主編，《首陽吉金疏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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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本次行程安排如下表所示： 

 

時間 地點 行程內容 

4月 10日  

 
臺北-紐約 吳曉筠副研究員及張莅助理研究員兩人

由桃園機場出發，同日夜間抵達紐約甘迺

迪機場。 

4月 11日 紐約 1. 吳曉筠副研究員及張莅助理研究員兩 

人參訪大都會博物館。 

2. 余佩瑾處長於傍晚抵達紐約，三人會

合後於晚間拜訪收藏家。 

4月 12日 紐約 1. 上午：余佩瑾處長前往大都會博物館

拜會。吳曉筠副研究員及張莅助理研

究員赴收藏家甲地7庫房目驗銅器。 

2. 下午：三人會合後同赴收藏家乙地庫

房目驗銅器、瓷器。 

4月 13日 紐約 1. 上午：三人共同與收藏家討論後續捐

贈事宜及合作計畫案。 

2. 下午：余佩瑾處長參訪大都會博物

館。吳曉筠副研究員及張莅助理研究 

員參訪當代美術館(MOMA)。 

4月 14日 紐約 三人一同參訪惠特尼博物館，晚間搭車前

往機場。 

4月 15日 紐約-臺北 

 

15 日凌晨由紐約甘迺迪機場出發，因時

差之故，於 16日上午抵達桃園機場。 4月 16日 

 

本次前往檢視文物的現藏地位於紐約曼哈頓地區，該區博物館於城市間交錯林

立，具豐沛的文化藝術資源，其中又以全球參觀人次名列前茅的紐約大都會博物

館最為知名，其館藏數量龐大，類別多元，展覽多具指標性，是眾博物館學習借

鏡的對象。此行首要目標除檢視文物之外，趁地利之便和行程空檔，亦赴大都會

博物館進行考察，因時間有限，僅就近另赴較知名的當代美術館、惠特尼博物館

觀摩。以下就文物檢視和博物館參訪的行程內容分述之。

                                                
7 因涉及收藏家個人隱私以及文物安全，文物現藏地相關資訊以代號甲、乙表示。 



 5 

（一）首陽齋藏品檢視 

    范先生的青銅器藏品數量頗豐，此次赴兩處庫房檢視的銅器總數約為三十件

左右，因涉及未發表的文物資料版權，本出國報告僅挑選已出版的銅器作為撰述

心得之對象，以下為實物觀察的筆記內容。 

 

1.西周早期 南姬爵 一對 

    這兩件銅爵形制、紋飾相同，尺寸、重量相當。器底作卵形，流、尾寬厚，

三足外撇，傘狀柱。流下飾回首龍紋，口沿下飾一周蕉葉紋，器腹雙側分別以鋬

和短扉棱為中軸作獸面紋，鋬的上端為浮雕獸首，全器呈西周早期風格。器表局

部可見鏽層下的金黃銅色。銘文鑄在與鋬同側的器柱和鋬內腹壁兩處，柱上銘文

為「南姬」；鋬下銘文為「作公寶彝」，其中一件的「作」字未見。8 這對爵為女

性作器，據山東莒縣出土的〈司馬南叔匜〉銘文內容相證，知南氏為姬姓。9 

 

 

 
〈南姬爵〉，《首陽吉金》，頁 69、71 

                                                
8 說明文字參考以及圖版來源為首陽齋、上海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編，《首陽吉金：胡

盈瑩、范季融藏中國古代青銅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10 月，頁 68-71。 
9 張懋鎔，〈首陽齋藏金兩議〉，收於《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第三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0

年，頁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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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周早期 山父丁鼎 

    此鼎形制為折沿，立耳，深腹，三柱足。口沿下飾一式六組的獸面紋，獸面

正中以短扉棱為飾，地填雲雷紋，足部上端亦飾浮雕獸面紋，獸面正中同樣以扉

棱為飾，與口沿下的獸面造型略有不同。10 鼎腹內壁鑄銘三字：「﹝山﹞。父丁。」

同銘器曾見於陝西寶雞紙坊頭出土〈山父丁壺〉11，「山」器多見出土於陝西，該

地應為此族氏活躍區域。本院藏有數件商代晚期獸面柱足大鼎，與〈山父丁鼎〉

相比，時代較早，進入西周早期且與此相類的中型鼎，曾見於北京琉璃河出土，
12
 為目前院藏鼎類所缺。 

 

              

〈山父丁鼎〉，《首陽吉金》，頁 81          〈山父丁鼎〉拓片，《首陽吉金》，頁 80 

 

                             

3.西周中期 芮伯簋 

    此器為帶蓋方座簋，全器滿飾回首鳳鳥紋，鳥首由長喙和鳳冠向兩側舒展，

尾羽同樣延伸為上下垂墜，加以細密雲雷紋的襯地，呈現華麗且豐富流暢的視覺

觀感，為西周中期的青銅容器裝飾特色。器外底有殘斷的半環，原應設有銅鈴。
13器蓋同銘：「芮伯作旂/公日寶簋。」陝西韓城出土芮國墓地，本院藏有芮國器

數件，分別為西周早期的〈芮姞簋〉，以及兩周之際的芮公群器和芮太子白作器，

此為西周中期的〈芮伯簋〉，和本院所藏同列，或可探索芮國發展的蹤跡和樣貌。      

                                                
10 說明文字參考以及圖版來源為首陽齋、上海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編，《首陽吉金：胡

盈瑩、范季融藏中國古代青銅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10 月，頁 80-82。 
11 寶雞市考古研究所，《陜西寶雞紙坊頭西周早期墓葬清理簡報》，《文物》2007 年第 8 期，頁

42。 
12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 1973-1977》，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 年，彩版四；

圖版五二，。 
13 說明文字參考以及圖版來源為首陽齋、上海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編，《首陽吉金：胡

盈瑩、范季融藏中國古代青銅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10 月，頁 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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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於庫房 

 

 

4.西周晚期 變形龍紋爵 

    該器為斗形爵，杯體為斂口，下接圈足，器腹兩側分別為獸首形鋬及寬短的

曲柄。杯體上腹飾變形龍紋，下腹飾瓦紋，短柄的雙首龍紋及圈足的垂鱗紋皆作

鏤空造型。類似形制的斗形爵曾見於陝西扶風五郡窖藏出土。此器為傳世文獻所

載「爵」類的明證，出土器及傳世器皆不多，為本院所缺乏的典藏類型。 

 

 

 

 

 

 

 

 

 

 

 

 

 

 

 

〈西周晚期 變形龍紋爵〉，《首陽吉金》，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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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西周晚期 應侯簋 

    此簋帶蓋，斂口，鼓腹，兩側有半環形耳，圈足下接獸首小足。全器以橫鱗

紋及瓦紋為飾。此類形制、紋飾見於西周晚期，器內底銘和蓋銘內容不同，展覽

圖錄的編者認為應屬隨葬錯配的情形。14 據其銘文可知器主為應侯，應國為西周

時期重要的諸侯國，因缺乏傳世文獻記載資料，對其國族文化的考訂仰賴物質材

料，而河南平頂山應國墓地的發掘帶來豐富的研究素材，傳世可見的應國青銅器

也與之互補應證，此簋蓋銘提供了應侯視工伐平南夷的史料，說明應國作為周王

朝南方屏障的政治功用和厲王時期的歷史情境。 

 

 

〈西周晚期 應侯見工簋〉，《首陽吉金》，頁 113 

 

6.秦 兩詔橢升 

    此器為帶柄的橢圓形秦量，外壁刻有秦始皇二十六年詔書，表現其時統一度

量衡的偉業。本院亦藏有一件〈秦 二十六年詔橢量〉，兩器尺寸相當，詔書內容

相同。與院藏器的長邊直書相比，此器的銘文是在短邊直書，且器壁另一側尚刻

有秦二世元年的詔書。兩器合而觀之，可見證秦帝國的法令實績。 

 

 
〈秦 兩詔橢升〉，《首陽吉金》，頁 187 

                                                
14 說明文字參考以及圖版來源為首陽齋、上海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編，《首陽吉金：胡

盈瑩、范季融藏中國古代青銅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10 月，頁 11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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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紐約地區博物館參訪 

 

1. 大都會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大都會博物館歷史悠久，佔地寬闊，館藏數量龐大且類別多元，展覽多

具指標性，加之展場空間挑高，展示手法變化性豐富，並且多可導入情境式

的佈置，例如著名的丹鐸神廟陳列，歷史情境的氛圍營造，使觀者走進展場

時的感受性較為強烈。在專題特展方面，此次考察恰逢該館以「源氏物語」

所策畫的展覽，圍繞主題的浮世繪、屏風、服飾等各種質材的展件精采紛呈。

該展內容令人印象深刻之外，展場空間和展示設計也可見用心，如較低的展

櫃旁配有舒適的座椅，可讓觀者坐著細細觀賞展品的局部。另外在此展的一

處穿透性空間，佈置著水缸，循環的流水淌過石子，動靜之間，透露著日本

文化的哲思與況味。搭配展覽的濃厚文學意境，此處作為單元轉換的過渡，

巧妙的讓觀者佇足靜思，可見展覽設計的匠心獨運。 

 

  

大都會博物館門口                  丹鐸神廟展廳 

 

   

由二樓俯視雕塑展廳                 源氏物語專題展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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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地式展櫃                      通透式展櫃 

   

        
     希臘和羅馬研究相關藏品          研究式藏品展示說明板 

 

  

     端方舊藏柉禁組                          銅器陳列 

 

2. 現代藝術美術館(Museum of Modern Art) 

惠特尼美術館（Whitney Museum） 

    現代藝術美術館位於曼哈頓中城，其建築矗立於繁華的紐約第五和第六

大道之間，便利親和的地理位置，加上展出莫內、梵谷、高更等名人之作，

吸引絡繹不絕的人潮，為因應大量的遊客，館內售票及寄存服務皆採電子式

管理，因此雖然人潮眾多，動線卻很流暢，值得借鏡參考。另在紐約同樣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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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人氣的惠特尼美術館，展品以當代藝術為主，具有特色的裝置藝術與結

合科技的展陳，都相當刺激觀者感官。若論與傳統博物館的相異之處，這兩

座隱身於鬧區的美術館，有著大樓式的展場空間，以樓層作為主題的區隔，

展覽主題較為鮮明。其次，在這兩間美術館裡，也不見關於展品的大量說明

文字，簡單的品名標誌，使得觀者有更多餘裕直接感受作品。另外，在展場

中可見特定作品前排列座椅，正在進行課程教學或創作，對於其他遊客而言，

並未覺受到干擾，反而佇足聆聽觀賞，有著行動展示的效果，或許可納入本

院未來展覽相關活動的參考。 

 

參、心得與建議 

    首陽齋的青銅器藏品在學術圈的能見度和討論度較高，此次得以親見實器並

上手檢視細節，實屬珍貴。在保存環境方面，放置藏品的庫房和收儲方式基本比

照博物館規格，銅器狀況呈穩定狀態。此行檢視的銅器中，多件可與本院典藏商

周銅器合而觀之，也有幾件類型為本院所缺，未來將積極爭取入藏。 

    另外，此次造訪美國大都會博物館也有許多收穫，就研究者的角度考察，大

都會博物館的許多展陳設計相當友善，例如在展櫃的選擇方面，多採最大面積的

透明玻璃或壓克力罩，達到視覺上的通透效果，縮短觀者與文物的距離，觀者對

文物細節的掌握度提高，可滿足初步的研究需求。在研究式藏品的專題展廳，更

是以最大化的空間利用，羅列相關展品，並且未附上相關說明文字，保留詮釋的

自由度和學術的創造性。最後，在銅器的陳列方式方面，不同器類以特定主題組

合成群器，其實更能貼近商周禮儀文化的樣態，可納入未來銅器相關展覽模式的

參考。除了在展覽設計、空間運用以及研究式藏品的陳列皆可借鏡之外，此行也

與該館亞洲藝術部研究人員交流，對於近年國際展覽以及未來趨勢進行討論，獲

益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