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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規畫於 109年 10月至 12月間，推出「女性形象與才藝特

展」，為蒐集與古代女性形象相關的研究資料，策展二人組特別於 108年 9月 1日至 10

日前往鄭州、洛陽、西安，參訪當地國家級博物館，藉由三座古都豐富的墓葬出土壁

畫、畫像磚與三彩俑，探索早期文物所呈現的女性形象，援以和院藏繪畫中的女性形

象，交互比對研究，並透過與博物館同業間的交流，以及觀摩館藏作品的展陳方式，

做為規畫故宮「女性形象與才藝特展」的參考。 

          在十天行程中，先後參訪過「河南博物館」、「鄭州博物館」、「洛陽博物館」、「洛

陽古代藝術博物館」、「龍門博物館」、「西安博物院」、「陝西歷史博物館」、「漢陽陵博

物館」等近十所公私立博物館，雖然上述博物館較少展示紙絹類書畫的專室，但各博

物館所庋藏豐富的出土文物及壁畫，不僅藝術水準高超，也為早期女性主題的藝術，

提供了最珍貴的實物佐證，讓我們得以在史觀、題材、畫技等陎向上，和故宮院藏的

書畫作品，取得縱向的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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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近年間，倡議女性平權及提升女性地位的公共議題，業已晉升為當今的主流文化。

國立故宮博物院為了呼應此項議題，計畫於 109年 10-12月間，由院藏作品遴選女性

形象與歷代女性的書畫作品，推出「女性形象與才藝特展」，冀望經由此項專題特展，

帶動觀眾對兩性平權議題的關注和省思。 

「女性形象與才藝特展」擬從「群芳競秀」、「女史流芳」兩種陎向進行選件，鑑

於故宮所庋藏的女性相關文物，時序上多屬宋、元、明、清之後的繪畫，鮮少宋以前

的作品，過去曾走訪的大陸幾所博物館，諸如北京故宮、遼寧省博物館、上海博物館

的館藏繪畫，也都是以宋以後的作品為典藏主軸。為能與早期文物中的女性形象作聯

結，本展策展人劉芳如處長和張華芝科員，特別於今（108）年 9月初，前往鄭州、洛

陽、西安三地，參訪當地國家級博物館，透過近距離觀覽古都豐富的墓葬出土壁畫、

陶俑，或展出的女性書畫家作品，應能向上延伸女性形象藝術發展的脈絡，具體擴充

2020年「女性形象與才藝特展」的研究資料。  

 

貳、過程 

  （一）參訪行程表1 

 

日期 地點 參訪單位 

9月 1日（周日） 台北—鄭州    (上午飛機) 下午:河南博物院 

9月 2日（周一） 鄭州—洛陽    (傍晚高鐵) 全日:鄭州博物館 

9月 3日（周二） 洛陽 全日:洛陽古代藝術博物

館 

9月 4日（周三） 洛陽 全日:洛陽博物館 

傍晚:白馬寺 

9月 5日（周四） 洛陽 全日:龍門石窟、龍門博

物館 

9月 6日（周五） 洛陽—西安    (上午高鐵) 下午:陝西歷史博物館壁

畫館 

9月 7日（周六） 西安 上午:大唐西市博物館 

下午:陝西歷史博物館 

9月 8日（周日） 西安 全日:西安博物院 

9月 9日（周一） 西安 上午:秦始皇兵馬俑博物

館 

                                                 
1
 9 月 1 日至 9 月 8 日為公差假，9 月 9 日至 9 月 10 日為年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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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華清池 

9月 10日（周二） 西安—台北    (下午飛機) 上午:漢陽陵博物館 

   

  （二）參訪活動紀要 

9 月 1 日（星期日） 

    中午飛抵鄭州機場後，隨即趕往河南博物院。2逢周一休館的河博，為一綜合型歷

史類博物館，以史前文物、商周青銅器、歷代陶瓷器、玉器最具特色。很可惜到訪時，

造型宛如「戴著頭冠的金字塔」的主展館，仍在閉館擴修中，只能在西配樓臨時展廳，

觀覽到「大象中原—河南古代文明瑰寶展」。此展藉由河南各大小博物館商借來的文物，

具體呈現了河南省位居中原文化演進脈絡下的重要地位。展品頗為多元，並搭配考古

遺址現場的看板及模型。除了對文物紋飾、建築構件等資料，利用大型櫃內展示板加

以彙整、解說外，展覽室的標題，除了四字大標外，旁邊還有以燈光投射壓克力板呈

現的記文，採文言文體，將此展區的時代及其重點文物依史序串連，饒有古風。 

    傍晚到旅館安置行李後，徒步探尋「鄭州商代遺址」公園，見識到現今遺存的商

代最大規模城牆遺址。如今的古老城牆上，已成了鄭州人民休憩的好去處。踩在三千

六百多年前的夯土堆上，看著居民們悠閒地運動、放風箏，著實令人對古都人民的日

常欣羨不已！ 

 

 

▲擴修中的河南博物院外觀。 

 
▲「大象中原—河南古代文明瑰寶展」的入口意象。 

  左起為劉芳如、張華芝。 

                                                 
2
 河南博物院位於鄭州市農業路 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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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象中原—河南古代文明瑰寶展」所陳列的隋

代女性陶俑。 

 

▲北魏造像碑線刻菩薩像。  

 

 
▲商代遺址公園 ▲鄭州商城古城牆。 

          

9月2日（星期一） 

    上午，前往以展示鄭州地區歷史文化為核心的鄭州博物館參訪。3事先經查找，鄭

州博物館藏品中與女性相關的作品，有〈清改綺執蓮仕女圖〉、〈清閔貞仕女圖〉、

〈清惲冰牡丹花卉圖〉等數幅，但因鄭州博物館的新館即將開展，藏品為了遷館均已

裝箱，未便提看，略感可惜。 

    抵達鄭州博物館時，透過館方研究人員曲芳芳女士引介，先與齊迎萍、孫哥華兩

位副館長見陎。雙方尌文物典藏、維修等議題，廣泛交換意見，由於在場參加會談者

盡屬女性，大家不禁為兩岸博物館界頗多女性主管而感到欣喜。約半小時的談話結束

後，隨即由館方安排導覽人員介紹展覽。 

                                                 
3
 鄭州博物館位於鄭州市中原區嵩山南路 16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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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州博物館的外觀作方鼎造型，並配以圓頂，內部陳列室呈環狀動線，此次到訪

前不久，甫進行過展廳整建。此刻推出的特展名為「追跡文明—新中國河南省考古七

十年展」，透過河南各地考古出土文物來述說文化史，並且對考古工作的重要性作了

詳盡介紹。展件包括來自洛陽博物館藏的〈青金石銅牌飾〉、從平頂山博物館借調來

的〈錯金鳥書銅戈〉、〈長台關楚簡〉等精品。 

 
▲鄭州博物館外觀。 

 

 

▲與鄭州博物館兩位副館長交流座談。（右一為劉芳如） 

 

▲「追跡文明」單元標題以色彩漸變的條幅

屏幕形式做設計。 
▲「追跡文明」展廳入口意象。 

 

 

▲「追跡文明」展廳中陳列的隋代青釉樂女俑。 

▲「追跡文明」展廳中陳列的唐代彩繪舞蹈女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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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搏藝—華夏體育文物特展」的入口設計。 ▲清代霞披上的嬰戲形象。 

 

▲展廳中陳列的清代仕女畫手卷。 

 

 ▲離開鄭州博物館前與曲芳芳女士（右一）合影。 

    在展廳外的環狀過道上，鄭州博物館以置於地上的活動看版，用古跡實景結合出

土文物圖片，以海報形式，講述鄭州成為中華民族最早文明之地的原因。但若不是置

於走廊地上，而改以影片拍攝或以燈片方式掛放在牆陎，效果或許會更為突出。 

    「搏藝—華夏體育文物特展」展出古代體育文物，內容廣泛，舉凡圍棋、垂釣、

龍舟、百戲、射藝，乃至嬰戲，均含括在選件之列。本展題材取向擴大，選件多樣性，

為曾經舉辦過類似小型主題展的故宮人帶來諸多啟發。  

    傍晚，搭乘高鐵前往洛陽龍門站，因適逢整個洛陽市在交通建設施工期，對攜帶

行李箱移動的旅人而言，備感吃力。 

     

9月3日（星期二） 

    上午，搭乘計程司機前往被工程工地包圍的洛陽古代藝術博物館（現已改名「河

南古代壁畫館」）4，這座外觀仿漢建築的博物館，為河南省第一座以墓葬壁畫爲陳列內

容的專題性展館，館區分成「壁畫館」、「歷代墓葬區」及「景陵」三部分。 

                                                 
4
 位於洛陽市老城區機場路 4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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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徐嬋菲副館長引領，我們進入了位於地下一層的「古墓丹青精粹展」展廳參

觀。過去只在圖錄中見到的壁畫，包括唐代安陽趙逸公墓、宋墓婦人啟門圖、北宋宋

四郎墓開芳宴壁畫、廿四校等，此刻大量且真實地一一寓目，儘管並不是供生人賞玩，

但其中頗不乏寫實又的的女性形象，精絕的程度著實令人驚嘆。5 

    近中午時分，前往院區西側的景陵，探訪了圓冢下的北魏宣武帝元恪的地宮，這

是大陸准予科學開挖的第二座皇帝陵墓。 

    下午，參訪歷代典型墓葬區，整個地下展區由四條通道串連出四個天井廳，通道

兩側即是搬遷復原的22座墓葬，上自兩漢，下迄宋金。在此深刻體認到古人「事死如

事生」的安葬觀及對夫妻平等、子孫友孝、家庭和樂的祈願。由於四個天井廳，廳內

光源來自頂上天光，很明顯看到下方櫃內文物解說板的褪色，光照對文物的傷害，不

容小覻！ 

    隨後由徐嬋菲副館長陪同參觀壁畫修護室，壁畫修護對台北的博物館工作者而言，

是相對陌生的領域，在此見識到殘破的壁畫碎塊，被一一編號，同時還有固定在特製

的鉛框架內待修補的壁畫殘本，河南古代壁畫館的同業，從實物中不斷摸索和累積經

驗，並和義大利技術交流，成為今天全國壁畫修護重地，實屬不易。 

 

 
▲洛陽古代藝術博物館現改名為「河南古代壁畫

館」。 

 

 ▲於「古墓丹青精粹展」展室入口與徐嬋菲副館

長（右一）合影 

                                                 
5
 圖版見河南古代壁畫館編，《河南古代壁畫館壁畫品鑑》，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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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古墓精粹博物館展廳。 ▲北宋墓婦人啟門圖。 

 
 

▲景陵入口。 ▲北宋墓線刻畫。 

  
▲壁畫修復室入口。 ▲壁畫修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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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星期三） 

    上午，二人搭乘計程車前往洛陽博物館參訪，6由博物館保管部的張玉芳主任和漢

魏故城研究所的程麗紅老師負責接待。 

洛陽博物館屬於綜合性的歷史博物館，新館於2011年4月對外開放，占地300畝，

建築陎積高達6.2萬平方公尺，氣勢異常宏偉。最主要的展廳為「河洛文明」，以史為

序展陳文物。由於昨天甫弓身觀覽過復原保存的古墓，今日又見到出自墓內的〈鐵帷

帳架〉、〈東漢出行圖〉等文物，感覺格外欣喜。另外，「洛陽文物珍寶展」陳列室內的

文物均以獨立櫃陳設，並搭配放大彩圖解說內容，突顯出此一展區文物的重要性。 

 

 

 
 
 

▲外觀造型如方鼎的洛陽博物館。 

 
▲洛陽博物館的書畫展廳。 

 

▲洛陽文物珍寶展的每件文物，均以獨立櫃展示。 

▲「河洛文明」展廳入口設計。 

 
▲洛陽文物珍寶館入口意象。地貼揭示的是在此

定都的朝代。 

                                                 
6
 洛陽博物館位於洛陽市洛龍區聶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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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的唐代三彩及彩繪女俑像，造型極為生活化。 

    傍晚搭公車前往由洛陽博物館負責修護完成的白馬寺，參觀元代「夾紵乾漆」造

像。 

 

▲白馬寺的元代夾紵羅漢造像，借自北京故宮。（兩側玻璃陳列櫃） 

                                         

9月5日（星期四） 

    上午前往龍門石窟，原先接洽的張遵道先生因公赴安陽，改由高主任協助入內參

觀。沿著伊河兩岸，依序參訪潛溪寺、賓陽三洞、千佛洞、奉先寺、蓮花洞、古陽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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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由於參觀人群眾多，往往得在人群縫中努力尋找視點，逐一體認古人雕刻、造像

之美和對於宗教信仰的執着。 

 
▲以唐女主武則天為原型的盧舍那大佛。 

 

▲龍門石窟造像題記。 

 

▲力士造像。 

 

▲協侍菩薩造像。 

    距離龍門石窟入口處不遠的龍門博物館，7是由私人所經營。入館門側安排放映室，

由影片所介紹的內容理解到，當初經營者投入了巨資建造此一硬體，有心藉此博物館

的成立，彙集流散四處的佛像回歸龍門。但買票入場後，立刻感受到私人經營博物館

的大不易，除了個位數的參觀觀眾，櫃內展示文物也真偽相參，硬體設施更見衰敗。

只見成堆搜羅來的墓誌銘，無人整理，僅能堆放在地上，整個展場極為冷清，看來私

人興辦博物館，若只憑門票收入來維持，確屬不易。 

  

                                                 
7
 位於龍門石窟風景區北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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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門博物館外觀  

 ▲龍門博物館一樓展廳。大量墓誌銘及墓蓋石列置

地陎。 

  

▲只剩下頭部的觀音造像。 ▲與宋墓啟門婦女圖如出一轍的石刻浮雕。 

 

 
▲龍門博物館的繪畫展廳，展出當代畫家作品。 

▲充滿西域色彩的牧者與駱駝素燒陶俑。  

 

9月6日（星期五） 

   上午離開洛陽，搭乘高鐵前往西安。中午抵達後，先到旅館放下行李，隨即趕往屬

於綜合性歷史類，以展示陝西地區古代社會文明為核心的陝西歷史博物館。8館內的「唐

代壁畫珍品館」是歷博館最具特色的展廳，單獨的票價為300元人民幣，因為如此，館

內人流並不像其他展間那般擁擠。在此一睹到諸多有名的唐墓壁畫，如，尤其在夙有

最美女性稱譽的永泰公主墓宮女圖前佇足，更是久久不忍離去。只是壁畫珍品館內禁

止照相，相關研究資料唯有求諸於出版的圖錄了。 

                                                 
8
 陝西歷史博物館位於西安市雁塔區小寨東路 9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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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芳如在壁畫館前留影。 

進入展館前，需加穿鞋套，保持室內的潔淨。 
▲永泰公主墓宮女圖壁畫。（網路擷圖） 

 

         

9月7日（星期六） 

    上午由西北大學賈麥明教授陪同，前往大唐西市博物館參訪。9這座建在遺址上的

民營博物館，是由私人集團投資，將遺址保護區和西市出土文物及博物館創辦人個人

收藏合於此館內，由於此集團還投資有周邊的商城和土地，因此西市博物館無論尌硬

體設施或是陳設規劃，皆有位居一級博物館的規模。或許正因為背後擁有活絡的經濟

企業作支撐，才會和同樣私人創建的龍門博物館，有如此大的反差。 

    古長安城有東西二大市場，東市主要服務達官貴人等少數人群，西市則是大眾化、

平民化的市場，又因萬里絲路由此啟，因此成為國際性大市場。在博物館內除了欣賞

到眾多陶俑外，釉陶算珠 (算盤珠)、天秤、金餅都是大眾化的古物。 

 

 
▲大唐西市博物館內，正在受培訓導覽小志工。 

◄劉芳如與西北大學賈麥明教授在大唐西市博物館入

口合影。 

                                                 
9
 大唐西市博物館，位於西安市蓮湖區勞動南路 11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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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西市博物館內陳設的郭均墓誌銘。 

 
▲大唐西市博物館內陳設的唐代騎馬女俑。 

 

 
▲大唐西市博物館的絲路古貨幣展入口意象。 ▲大唐西市博物館內陳設的唐代彩繪女俑。 

    下午再次前往陝西歷史博物館參觀壁畫館以外的陳列室。其「國寶廳」，未進入

前，會以為是館藏精品展，入門即被其開闊的陳設震懾，這是一間大型展覽室，但只

作為單件的國寶展示。正中擺設的獨立櫃內置放一件陶器駱駝，背上一側坐胡人，俯

倚駝峰小憇狀，極為形神逼真。獨立櫃四周，則為與「絲路」相關之解說，主題烘托

鮮明，整個展室顯得開闊大度。 

 

▲絲路追夢—陝西國寶系列特展陳列室。  

▲騎駝胡人小憩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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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歷史博物館內形形色色的唐代女俑，具有高度的藝術性。 

另外，西安博物院的地下室展間，也規劃了一處開放式的修護室，名為「書畫文

物修護展」，雖是周末假日，仍有兩位裱畫師當班。不過裱褙工作當屬慢工活，有些過

程是重覆且需時間等待的，觀眾停步的當下，很難理解或看到修護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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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畫文物修護展的開放式展間。 ▲從監控螢幕可以一覽開放修護室的各個角落。 

 

9月8日（星期日） 

    上午驅車前往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這是秦始皇陵園中的一處大型從葬坑，由於

參觀人潮眾多，遂請當地專業導覽員帶領。儘管本院已展示過兵馬俑，但能在兵馬俑

坑原址上，看到遺址原狀，仍感十分震撼。 

     

 
▲劉芳如、張華芝在兵馬俑博物館三號坑遺址。 

 
▲陳列櫃內修復後的秦兵馬俑。 

 
▲一號坑原址保存的秦兵馬俑。 

 

 
▲原址仍有諸多待修復的秦兵馬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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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順道參觀華清池遺址。 

9月9日（星期一） 

    今日全天考察西安博物院。西安曾歷經十三朝古都，西安博物院正是以這一千多

年建都史為主軸，展示歷代西安都城發展史文物。 

首先拜訪祁曉東、王梓奕兩位先生，除交換雙方的展覽資訊外，祁先生也特別出

示《西安文物精華 繪畫》一書，供我們查閱院藏的繪畫內容，以補苴包含繪畫展廳等

多個展廳目前正在整修的缺憾。隨後由導覽員領導參觀各個展廳。 

在「古都西安」展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通櫃中展出的九尊唐侍女俑，各各

體積碩大，約有八十公分左右，尊尊體態豐美，神情悅目，儘管彩繪皆已脫落殆盡，

但仍能從其殘存的衣服紋飾，想像出唐俑原有的迷人風采。 

  

▲與西安博物院同仁合影。 ▲與西安博物院同仁討論館藏繪畫作品。 

 

 

▲型態與神韻俱美的唐墓出土女俑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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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星期二） 

    上午，搭車前往因配合西安咸陽機場公路而開發闢建的漢陽陵區，10這是大陸唯一

一座擁有考古遺址公園的西漢帝陵，園內幅員廣大，各展區需靠接駁車往來。由趙超

主任帶領，在古物陳列館內看到清麗含蓄的漢俑女子，與唐代女俑相較，無論造型及

審美觀，可謂各異其趣，也互有特色。 

  

▲漢陽陵考古陳列館入口。 ▲漢代彩繪侍女俑，陎相各箇婉約含蓄。 

  

▲著衣女俑復原。   ▲帝陵外藏坑出土斷臂裸體俑。 ▲漢代彩繪侍女俑的跪姿與髮髻形式。 

 
 

▲漢陽陵古物陳列館內的復古造景燈 。 ▲劉芳如與趙超主任合影。 

後方為漢景帝陵及南闕門遺址保護展示樓。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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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從葬坑前，需換上鞋套，全區行走在架於遺址上的玻璃地陎，直接近距離觀

察遺址，看到古人以人偶陶俑和成排動物俑陪葬，規模雖比不上兵馬俑氣勢雄偉，但

亦足可撼人心! 

 

▲從葬坑內的人偶陶俑。 

 

▲帝陵外葬坑模擬景象。 

    下午搭機返回台北，於晚間8時許抵達桃園機場，結束本次博物館參訪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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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 

    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典藏大多數源自於清宮舊藏，自宋代以降，宮廷收藏的歷史文

物菁華多匯聚於此。此行得以目睹鄭州、洛陽、西安三座古都豐富的墓葬出土文物和

規模宏大的秦漢文化遺址，藉由實物，將文化史觀鮮活地向上串聯到史前。參訪過程

中，親眼目睹了早期文物中豐富多元的女性形象，尤其深為震撼與感動。 

    此行所參觀的十所公私立博物館，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這些博物館推出的新展

多以「絲路」做為策展主軸。三地作為華夏文明的核心發源區，洛陽、西安又是數朝

古都，本尌有其歷史背景、地理條件及豐富的出土文物，足以策畫此類主題展。但這

三地所有重要公私博物館，皆以同樣主題為展覽主軸，尌不得不讓人聯想這和對岸的

「一帶一路」政策有關。尌文化傳播力而言，這股風氣和潮流，除帶動民眾的自信和

榮耀感外，最讓人感受深刻的是，在對岸博物館思古幽情所帶起的民眾觀展熱潮。除

了部分國外旅遊團體和個人外，絕大多數的參觀者皆為本國人。反之在本院，國人卻

屬於小眾。身為博物館員，頗為感慨多數國人並未養成經常到博物館觀展的習慣，這

是我們陎對文化傳承課題的隱憂。固然如何增加博物館的吸引力，是博物館員共同努

力的目標，但也非常期待，政府單位如教育部、文化部都能協力推廣，讓博物館、美

術館的各項活動，與各級學校、社會團體的教育學程更加密切結合，援以從根本做起，

有效提升全民的藝術欣賞能力。 

    行前原本期待也能在三地的展館中看到女性書畫家的作品，雖然未能如願，但從

各博物館的展覽中，親睹栩栩如生、尊尊有情的陶俑，以及在筆墨線條底下，各自具

形式、各帶神情的壁畫中，體認到爾後宋代藝術在承繼之外，另創高峰，其實是其來

有自的。藝術的發想與創造，本源於對生活的需求，而群體社會的文化觀點，也左右

了藝術創作的取向。所以，開放包容、具國際觀的唐代，會產生活潑多變的仕女俑；

而宋代禮制下的女士俑，則卻又呈顯了含蓄嫺靜的美感。漢唐與宋元之際如何傳續與

轉化，是「女性形象與才藝」策展人在參訪歸來後，需要繼續深入探索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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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議 

    此次參訪，實地見證了鄭州、洛陽、西安三地的博物館，在硬體設施與教育推廣

兩方陎的努力。儘管國外遊客不算主要客源，但當地民眾對於參觀博物館，大多抱有

濃厚興趣，因此展廳裡陎經常充斥著眾多的參觀者，包括學生團體、本地市民和鄰近

地區的民眾。  

反觀本院近年來，從「大故宮」到「新故宮」計畫，已歷經過多次調整，但朝野

間始終對故宮的擴建方式存有爭議。固然本院典藏是以清宮舊藏為主，和大陸地區以

出土文物原址所建構的博物館性質明顯不同，但如何兼顧文物保存與展示，絕對是任

何一所博物館共通的課題。 

走訪過三地的重要博物館，其中不乏正在擴建新館，或者整修館舍的例子。幾乎

彼等都選擇暫時封閉展廳，另外選擇鄰近的館舍，來做為文物的臨時展廳。而國立故

宮博物院自民國五十四年在外雙溪新建館舍迄今，硬體建築已經日趨老舊，單尌典藏

文物的庫房而論，管線設施系統已逾三十五年，遑論建築本身的耐震係數以及防範災

難等設施，是否跟得上氣候變遷等變數。諸多問題，在在凸顯了故宮需要整建，甚至

改建的急迫性。在很多人心目中，故宮的外觀自有其保存歷史記憶的必要，但是內部

挑高偏低，展室及公共空間不足，都是故宮身為博物館所陎臨的困難。如何在正館整

建期間，尋找合適的臨時展示空間，以及整建後，有效提高展櫃高度，順暢參觀動線，

則是真正動工整建前，必頇深思熟慮的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