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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簡介及大綱 

邱建一 老師簡介 

學歷：                                                     

私立輔仁大學應用美術學系 74 級、國立藝術學院美術史研究所 81 級 

專長：                                                     

1.藝術學/藝術史/中國/明清以前/書畫。 

2.藝術考古學/中國史/秦漢墓葬/徐州。 

3.藝術考古學/古埃及/新王國時期/阿瑪那。 

4.藝術考古學/環地中海區/古代文明/比較文化。 

現職：                                                      

1998 迄今，台北市立教育大學美勞教育系兼任助理教授（中國藝術史、古文明專題研

究） 

2000 迄今，私立真理大學人文學院及宗教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藝術考古學、古代宗

教藝術） 

2001 迄今，漢聲廣播電台全國聯播網 FM106.5．週二帶狀節目 AM0800~0900（藝術的故

事） 

經歷：                                                     

1994~1995，國立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中心專案助理研究員。 

1996~1997，國立淡水商工職業學校兼任美術教師。 

1999~2003，國立空中大學人文學系面授講師。 

1998~2000，私立景文技術學院共同科專任講師。 

2001~2005，台北市士林社區大學教師。 

2003~2004，民生報，「羅浮宮埃及大展」全省巡迴講座教師。 

2006，大同教育基金會，台北科學教育館特展「龐貝的一天」講座教師。 

著作：                                                      

《五千年神遊眼福》，國立故宮博物院．得意出版社），1984。(故宮授權導覽光碟) 

《藝術考古學講義》，授課講義教材（未出版），2001。 

《古埃及藝術》(Ancient Egyptian Art)，藝術家出版社，2003。 

《死亡之書–新王國書記官阿尼的莎草紙捲》(The Egyptian book of the dead-The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papyrus-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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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對於外敵幾乎毫無招架之力，契丹人、女真人相繼入侵，整個宋代幾乎都在

與北方各鄰族訂定各種屈辱的條約，在媾和、和親、割地、賠款中渡過。但是這

都不足以挽回這個帝國的頹勢，最後趙宋還是毀於蒙古人之手。  

宋代依其發展的過程，可以區分為 3 個時代段落： 

北宋(960-1127)：大抵維持了五代的版圖，不過僅能保住中原地區與江南而已。  

南宋(1127-1276)：以江淮為界限，守住江南地區，與北方的金國對峙。  

流亡政權(1276-1279)：蒙元南下，皇室貴族小朝廷流亡浙江、福建、廣東各地。  

這三個時代段是依據政治勢力的轉變而劃分的，但是在整個宋代雖因與鄰國

國力消長迭有更替，但是由於立國政策的緣故，所以皇室成員大抵都是雅好藝術

的收藏者，一部份的皇室成員與帝王本人甚至還是書法家與畫家。  

整個宋代的藝文氣氛是非常濃厚的，據說趙匡胤的父親趙弘殷（後周左驍騎

衛上將軍），就非常雅好收藏古書，並且將之庋藏於洛陽的上將軍府內，趙匡胤

就在這樣的書香環境中成長，所以當他當上宋代的開國皇帝之後，就開始奉行文

治的主張，這或許這與雅好藝文的童年經歷有關吧？根據史料記載，趙匡胤在開

國之初，儘管還在戰亂之中，還是隨身攜帶圖書達數車之多，據說他本人也非常

注重書法：  

「太祖書劄有類顏字，多帶晚唐氣味。時時作數行經子語，又間

有小詩三四章，皆雄類豪傑，動人耳目，宛見萬乘氣度。往往跋

云：『鐵衣士書。』似仄微時遊戲翰墨也。」  

但可惜的是，趙匡胤的書法現今已無真蹟傳世，所以也無從得知這位宋代開

國君主的書風是否真如史籍記載「有如顏字，多帶晚唐氣味」的真實狀況！或者，

只是對君主的溢美之詞而已。  

不過，趙匡胤在稱帝之後，倒是有些藝文政策推行，這些政策直接影響、鼓

動日後宋代 319 年藝文風氣的興盛： 

1.設置畫院：除了接收南唐畫院與其收藏之外，並且仿照南唐在宮廷內設置

「畫院」，這是宋代宮廷藝術的基礎來源。 



2.書法與繪畫並重：匯集書畫能手至宮廷服務，奠定了翰林院下轄的「圖畫

院」與「書藝院」的前身，也確立了書法與繪畫藝術並進的宋

代宮廷藝術風格。 

趙匡胤「重文抑武、強幹弱枝」的治國理念，歷史上對他評價不一。有人認

為這種精神雖然可嘉，但是宋代的積弱就來自於這種開國精神，這導致整個宋代

消極守成，缺乏進取心，這也是宋代外患頻傳的來源。  

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儘管對外關係是失敗的，但是此時文風鼎盛，自然

培養出一大批士大夫階級，這些士大夫儘管無益於扭轉衰弱的國勢，但是他們秉

性正直忠烈，宋亡後殉國人數之多，也遠遠超出於歷代之所有。而且，宋亡後留

下無比豐厚的藝術文化遺產，宋代藝文鼎盛歷代無人可及，這也是肇始於趙匡胤

開國政策的影響吧！ 

 

二、從康王趙構到南宋高宗： 
西元 1127 年，金兵南下包圍北宋首都汴京（開封），徽宗、欽宗、皇族成

員與大臣工匠 3000 多人被俘虜，送往北方囚禁，在這一年北宋滅亡。 

徽宗的第 9 皇子趙構(1107-1187)，早在 2 歲時(1108)就已被封在南京（河南

商丘）為康王，在汴京城破之際，在大臣的擁戴之下在南京倉促即位為高宗，改

元建炎。稍後當金兵分道出犯南京時，趙構在兵荒馬亂之際在內臣簇擁之下逃離

封地，成為唯一沒有被俘虜的北宋皇族。此後長達 11 年之間，高宗建立的小朝廷

一直往南退卻避禍，先後駐陛揚州、金陵、臨安、溫州等地。 

高宗紹興八年(1138)，由於各地義軍蜂起抵抗，金兵一時之間窮於應付而無

暇追逐高宗，江南的情勢也因此逐漸穩定下來，高宗終於在這一年正式定都臨安

（杭州），號稱「行闕」，南宋也從這一年正式建國。 

高宗皇帝對於北伐復國的主張向來是消極抵抗的，他排除了幾位主戰的官員，

罷黜了李綱、宗澤，採納了主和派的黃潛善、汪伯顏的主張，對金兵採取退避之

計，最後還聽從了秦檜的意見把岳飛處死。一系列和談退避的外交政策，再加上

北方的蒙古人趁著宋金戰爭時崛起大漠，東北方的遼國殘餘勢力也蠢蠢欲動，金

兵一時間無力南犯，因而南宋與金朝在紹興十一年(1141)年簽訂「紹興和議」，

戰事終於暫時止息，自此南宋得以偏安江南 149 年。 

「紹興和議」的內容包含了稱臣、割地、賠款…，雖然被部份史家解讀為喪

權辱國的條約，但實際上以根基未穩的南宋來說，根本無力對金兵挑起戰事，如

果不是蒙古在北方牽制金朝的兵力，光是憑藉著南宋臨時糾結農民組成的義軍，



根本無能也無力抵抗金兵，更何況要興兵北伐。所以就歷史的真相來看，秦檜等

主和派的大臣的決定是正確的，只是因為條約內容的不平等，導致這些實則有功

的大臣得背上萬世罵名。 

高宗在臨安稱帝 25 年之後，他在西元 1163 年退位，把皇位讓給侄子，自己

任命自己為太上皇，之後再過 24 年，才在西元 1187 年壽終正寢，享壽 81 歲。 

在長達 81 年的生命史中，趙構的人生可分為 4 個段落： 

1.康王趙構(1107-1127)：20 歲以前在河南商丘，享受安逸的地方貴族生活。  

2.流亡皇帝(1127-1138)：倉促被擁立為皇帝，但自此過著流亡生活。  

3.臨安稱帝(1138-1163)：在杭州正式建國，成為南宋第一個皇帝。  

4.太上皇帝(1163-1187)：56 歲自動退位，享受退休的優游人生。  

趙構在一開始的時候如同他的父親徽宗趙佶一樣，都與皇位無緣，所以他們

的啟蒙教育與訓練都無關國家政事，而是以琴棋書畫的文人教養為主，這是為何

等到他們因為一場意外而繼承皇位之後，則顯得國家朝政文人氣質濃厚，但帝王

本人卻缺乏治國能力的主要原因。  

儘管在高宗所處的時代正值戰亂的混亂時期，但他依然耽於書畫收藏與創作。

周密曾總結地說起趙構對書畫藝術的愛好程度：  

「思陵（趙構）妙悟八法，留神古雅，當干戈俶擾之際，訪求法書名

畫，不遺餘力。清閒之燕，展玩摹拓不少怠。蓋嗜好之篤，不憚勞費，

故四方爭以奉上無虛日。後又於榷場購北方遺失之物，故紹興內府所

藏不減宣政。」  

和父親一樣，高宗雅好書畫簡直到了荒廢政事的程度，根據吏部侍郎楊王休

著作的《南宋館閣續錄》的記載，在西元 1199 年南宋已經積蓄累積了 1000 餘幅

歷代書畫，而這些收藏都完成於趙構之手。趙構不但自己收藏把玩而已，甚至也

把這些作品當作是與金朝媾和的條件，將一些希罕的作品送給北方政權，以取悅

當時也愛好書畫的金章宗，現存的王羲之〈遠宦帖〉、顧愷之〈女史箴圖〉上面

同時出現南宋高宗與金章宗的收藏璽印，可見得這些收藏同時經歷過南北兩地的

統治者之手，而這正是趙構送給金朝的一大批藝術品中的具體明證。 



高宗皇帝本人是也一位書法名家，早年曾苦臨過黃庭堅與米芾：「高宗初學

黃字，天下翕然學黃；後作米字，天下翕然學米。」而中晚年之後則苦學王羲之

與魏晉筆法，他曾自稱：  

「每得右軍或數字，或數行，手之不置，初若食蜜，喉間少甘而已，

末則如食橄欖，味久越在。凡五十年間，非大利害相妨，未始一日捨

筆墨。」  

「余自魏晉以來至六朝筆法，無不臨摹。或蕭散、或枯瘦、或遒勁而

不回，或秀異而特立，眾體備於筆下，意簡猶存於取捨。…」  

基於個人愛好的理由，高宗對於推廣書藝來說，比起畫藝則又受到更多關愛

的眼神。甚至他自己本人還寫過一本書法理論的叢書著作《翰墨志》（又名《評

書》或《思陵翰墨志》），由此可見得他對書法藝術的喜好程度了。  

當然高宗朝並非僅有書法而已，當時由於吸收了許多南渡宮廷畫家，所以繪

事也不乏名家聖手。只是因為趙構自己比較喜歡書法，所以相對來說則繪畫稍弱

了一些而已，而事實上根據史料記載，高宗皇帝似乎也能作畫：  

「天縱多能，書法尤出於唐帝王之上，而萬機之暇，時作小景山水。」  

雖然趙構並無繪畫作品傳世，但從記載看來，他偶而也會畫畫消磨時間的。 

南宋偏安江南，但藝文風氣可比擬徽宗時期的「宣和書畫院」的盛況。這個

小朝廷雖然僅維持了 149 年，但是一般都認為它甚至比北宋更為重要，因為此時

期不但畫家人數眾多，甚至皇室成員的參與度都遠高於北宋，而且藝術的風格多

變這也是之前所沒有的。而這一切的開始，都要從趙構開始說起，沒有他就沒有

南宋藝術，所以甚至我們可以這樣說，撇開他的帝王身分，他是此時期最重要的

藝術家，最具有代表性！也是最有特色的藝術家。 

 

三、宋高宗賜岳飛手敕 ： 
台北故宮現今保存有一件裝裱為手卷形式的信扎，這是南宋高宗寫給岳飛的

一封信：〈宋高宗賜岳飛手敕〉（又稱為「敕岳飛手札」，36.7x61.5cm）。這一

件文物不但出自於趙構親筆，它顯現了高宗皇帝優美的行書風格，同時也是一件

非常重要的歷史文物，它代表了南宋建國之初，在國家危如累卵在風雨瓢搖之際，

皇帝對大臣的殷殷期盼，與君臣之間知心交心水乳交融一切為國的基礎理念。 

全文以高宗擅長的行書體書寫，書風近似黃庭堅一路的風格，這也是年輕的

高宗所擅長的風格。它的內文是這樣寫的：  



「卿盛秋之際。提兵按邊。風霜已寒。征馭良苦。如是別有事。

宜可密奏來。朝廷以淮西軍叛之後。每加過慮。長江上流一帶。

緩急之際。全藉卿軍照管。可更戒(惑)飭所留軍馬。訓練整齊。

常若寇至。蘄陽江州兩處。水軍亦宜遣發。以防意外。如卿體國。

豈待多言。付岳飛。(高宗畫押)」  

這件手札並沒有押屬年款，所以我們並不確定這是什麼時候寫的信件。但是

以內文看來，它提到「長江上流一帶…蘄陽江州兩處」等語。蘄陽（湖北省黃岡

市）位於湖北省東部，緊臨長江水道，這裡向來就是長江交通要道，由於地理位

置顯要，所以有「吳頭楚尾」之稱。而歷史上有多個地區都曾被叫做江州，以唐

宋時代來說，指的是現今的江西省的九江市，這裡左鄰鄱陽湖，右連洞庭水，藉

著長江水利，這裡是控制南北運河水道與長江東西水道的交通重鎮。 

以地緣關係再參照岳飛的生平傳記，我們大約可知這位南宋著名的抗金名將

在高宗紹興二年(1132)被任命為知州、兼荊湖東路安撫使、都總管，統率軍馬 12000

人（非正式編制部隊，多為義軍組合）前往潭州。二月，主戰派李綱被起用為荊

湖、廣南路宣撫使，岳飛等將領劃入李綱部下，負責討伐湖東路的盜匪曹成。在

戰鬥中岳飛部勇悍異常，苦鬥之後大破曹成獲得全勝。李綱上書稱讚岳飛：「年

齒方壯，治軍嚴肅，能立奇功，近來之所少得，異時決為中興名將。」高宗下詔

賜岳飛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仍屬從五品。  

紹興三年（1133 年）九月，30 歲的岳飛第二次隨著李綱朝見 26 歲的高宗。

年輕的高宗大喜之下親筆書寫了「精忠岳飛」四個大字，並且繡成一面戰旗作為

岳飛的大纛。同時在李綱的建議下再任命岳飛為江南西路舒州、蘄州制置使，駐

守蘄州的統制李山，屯紮江州的統制傅選兩支部隊也一起併入岳家軍，淮南西路

舒州和蘄州的防務也一齊併入岳飛的防區，自此開始岳飛部不再是農民起義軍，

而成為駐防在舒州一帶的南宋編制內的正規部隊。  

所以，從史料的記載可知，這件高宗的手札的年代應該就是西元 1133 年或

之後的一兩年之間，此時的岳飛正是嶄露頭角的時期，他被譽為中興名將，手持

皇帝御賜的「精忠岳飛」的大旗馳騁沙場保疆衛土，極獲朝廷的期待。 

在高宗的這件信件中，可以看得出來高宗對岳飛的極度信任，這封信件明明

談的是軍務，但開頭卻以「卿盛秋之際，提兵按邊，風霜已寒，征馭良苦。」作

為問候，緊接著以心腹的口氣說出：「如是別有事。宜可密奏來。」由此可見高

宗亟欲拉攏岳飛的心情。而信件的結尾，高宗居然又脫口說出：「如卿體國，豈

待多言。」作為結尾。這句話簡直是經典，高宗的意思是說，像你這樣的體國的

人，哪需要我多說廢話，「你辦事我放心！」這就是高宗的原意了。  

我們可以想見，當岳飛收到這封信時內心激動的情緒，皇帝本人對他如此賦

予信任，豈能不躬忠體國。之後的岳飛為了收復失土而盡心盡力，在紹興三年(1133)



年之後以舒州軍區為基地，組成北伐軍正式對金兵開戰，之後接連的「襄陽大捷」、

「誅仙鎮之役」將金兵逐退數百里，恢復了大批失土。這是南宋對金朝的戰役在

初期取得的重大成就，但是這些成功也促使了日後岳飛被下令處死的悲慘遭遇。 

其實，以國力而論，南宋是遠遠不如金朝的，岳飛的勝利除了戰略奇襲的成

功之外，還根基於當時驅逐韃虜的民氣可用。不過，大規模的戰爭需要更大量的

後勤補給與資源，當時的南宋根本無力也不可能支付這樣的天價開支。所以之後

的南宋政策，轉向利用這些勝利與金朝和談以保住南宋脆弱的國本，稍後主和的

秦檜出現，並以詔回岳飛作為籌碼，以為與金朝媾和的條件。  

紹興十年(1140)，正在進行第四次北伐幾乎已經兵臨汴京（開封）的岳飛突

然接到樞密院的「十二道金牌」，立刻要他返回首都臨安（杭州），之後他被「莫

須有」的罪名處死。岳飛的死亡是一個悲劇，但這也是他的性格所致，因為根據

史料的記載南宋原意只要是詔回岳飛，以進行第二次的「紹興和議」而已。但是

岳飛堅持一定得北伐對金戰爭，而且不受詔書，所以最後只能將他監禁，而到最

後為了斷了岳家軍的希望，只好處死岳飛，以根本終結對金戰爭。  

這件〈宋高宗賜岳飛手敕〉經歷歷代收藏之後，最後進入了清代的內府，乾

隆皇帝讀了這封信之後，發出內心的感慨，他作了首詩，並且題在這件手卷的左

上角：  

「飛白精忠早賜旗。霜寒又厪上流師。本來原是腹心託。十二

金牌竟若為。丙子春，乾隆御題。」  

清高宗乾隆在西元 1756 年的御題，第一句就點出了宋高宗趙構在西元 1133

年以飛白書御賜給岳飛的「精忠岳飛」的大纛並委以防禦長江一線的重任，之後

再發出為何要以十二道金牌詔回岳飛並將他處死的疑問，其實乾隆是清楚知道岳

飛被詔回賜死的理由與真正的原因，身為帝王的高度他應該是懂得「顧全大局」

的道理的。但當此之時，乾隆正在親自率兵出征，進行對平定西北的準噶爾的戰

爭，在戰事倥傯之時亟需可征之將、可戰之兵，難怪他對趙構詔回岳飛會有發出

如此的感慨了！ 

 

四、宋高宗書杜甫詩： 
作為一個書法家皇帝，宋高宗（趙構，1107-1187）留下了幾件足以傳世的書法佳

作，現今保存於台北故宮的〈高宗書七言律詩〉（又名「高宗書杜甫詩」，收入〈宋元

寶翰冊第一幅〉，絹本，27.1x48.7cm）就是這樣的一件作品。 

它來自於抄錄杜甫的七言律詩，內文是這樣寫的： 

「暮春三月巫峽長，晶晶行雲浮日光，雷聲忽送千峰雨，花氣渾如百



合香。黃鶯過水翻迴去，燕子啣泥溼不妨，飛閣捲簾圖畫裡，虛無只

少對瀟湘。賜億年。」 

全文以高宗最擅長的行書體寫成，書風近似米芾較為嚴謹工整的風格，詩詞本身

雖然不是高宗本人的作品，但是以書體觀之與詩詞的內容非常搭配，通讀此件作品，真

是讓人覺得江南水鄉的婉約景致迎面撲鼻而來。 

或許是受到同為大書法家的父親宋徽宗（趙佶）的影響，高宗在未繼任為皇帝之

前就已雅好書法，但或許是為了避嫌吧？所以他與父親的書風不走同一路的風格，徽宗

獨特的瘦金體在高宗的書法中未曾發揮過任何影響。這可能是由於他只是第 9 皇子，所

以與皇位無緣，如果與父親的書風近似，可能會引起不必要的聯想，這是為何他的書法

自成一路的緣故。但是也因為他沒有走徽宗的路線，這樣也造就了他的書法更寬廣的道

路，成就也因此而更高，這大概是他本人始料未及的結果吧？ 

高宗在經歷北宋末年的戰亂與顛沛流離之後，他終於在紹興八年(1138)定都臨安

（杭州），成為南宋的第一位開國君主。在此之時，雖然政事百廢待舉，但他依然傾心

於文事，並引以為自豪。南宋寧宗慶元元年(1195)，在趙構去世 8 年後，大臣以回憶的

口吻上書寧宗： 

「慶元元年，正月二十一日，臣僚奏聞：『高宗皇帝諭宰臣鼎曰：朕

居宮禁之中，自有日課，早閱章疏，午後讀春秋史記，夜讀尚書，率

以三鼓而罷。』」 

如果這不是群臣的溢美之詞的話，那麼高宗能夠做到勤讀春秋、史記、尚書還真

的是一位用功的皇帝。除了飽覽史籍之外，高宗也醉心於書藝的精進，早年曾苦臨過

黃庭堅與米芾：「高宗初學黃字，天下翕然學黃；後作米字，天下翕然學米。」

而中晚年之後則苦學王羲之與魏晉名家筆法：  

「頃自束髮，即喜攬筆作字，雖屢易典型，而心所嗜者，固有在矣。」 

「每得右軍或數字，或數行，手之不置，初若食蜜，喉間少甘而已，

末則如食橄欖，味久越在。凡五十年間，非大利害相妨，未始一日捨

筆墨。」  

「余自魏晉以來至六朝筆法，無不臨摹。或蕭散、或枯瘦、或遒勁而

不回，或秀異而特立，眾體備於筆下，意簡猶存於取捨。…」  

由這幾段敘述看來，高宗學書是從黃庭堅入手的，然後學米芾，最後學王羲之。

以上這幾位書法家都擅長行書，也以行書最具個人特色，這也是為何高宗傳世的書跡幾

乎都是行書的原因所在。至於高宗書風由黃入米的改變有一個有趣的故事，建炎四年

(1130)，金朝扶植了劉豫(1079-1143)成立的傀儡政權以統治中原，劉豫為了打探南宋的

情勢，派遣了擅長黃庭堅書法的間諜前來潛伏，高宗的近臣鄒億年偵知這個情報後，建

議高宗改變書風，以免這些間諜的書跡與趙構的詔書混淆不清，所以高宗才由學黃改為



學米，至於這位大宦官鄒億年，就是這件〈高宗書七言律詩〉在結尾的地方所題的「賜

億年」的那位內臣。 

由於改學米芾書風的緣故，所以高宗特別寵愛米芾的兒子米友仁(1086-1165)，他任

命米友仁為御府所藏的歷朝書跡做鑑定工作，而米友仁的鑑定也奠定了南宋內府的基

礎。 

但是儘管高宗本人對書藝有極高的成就，但是南宋整體的書風已大不如前，高宗

曾發出感慨：「學書之弊，無如本朝，作字真記姓名耳，其點畫位置殆無一毫名世。」

整體而言，南宋的確如同高宗所說的狀況，不過至少高宗本人是位值得稱道的書法大師，

這倒是毫無疑問的！ 

五、南宋蒐集書畫的開始： 
西元 1129 年，那年是建炎四年，流寓江南的高宗暫時駐蹕錢塘（杭州），雖然一

直要等到西元 1138 年（紹興八年）他才會正式在這裡定都，不過此時他已開始派遣親

信馬興祖專責蒐集購求流散江南各地的書畫名跡以充內府，這就是趙構開始蒐集書畫的

開始，史料是這樣記載的： 

「（高宗）駐蹕錢塘，每獲名蹤卷軸，多令（馬興祖）辨驗。」 

高宗重新蒐集來的書畫，又再按照他的喜好重新裝裱，裝裱形制完全依據徽宗時

期的「宣和裱」的裝禎方式，後世稱之為「紹興裱」，而負責裝裱的職人有曹勳等 9 人。

據說這段時期的蒐集與裝裱，據說由於鑑定者眼力不高，再加上裝裱者濫為裁切，所以

演變為收藏史上的一場災難，依據周密《思陵書畫記》的記載： 

「古書畫如有宣和御書題名，并拆下不用。別令曹勳定驗。別行撰寫

名作畫目，進呈取旨。凡經前輩品題者盡皆拆去，故今御府所藏多無

題識，其源委授受歲月考訂邈不可求為可恨耳。」 

讀這段記載時實在很難令人理解，高宗朝重新裝裱的書畫居然為了美觀劃一，居

然裁減掉上面的款印與題識，而且連徽宗的御書題名也一并剪裁，這是很不可思議的。

不過南宋末元代初期的大鑑藏家周密既然這樣記載，應該有其依據才是。 

「紹興裱」依據書畫的年代、等級、採用不同的錦綾與裱紙，製作工續相當繁複，

當時由於小品繪畫的流行，所以促成了冊頁的裝裱發展，這大概是這段時期最大的進步

吧！而隨著蒐羅到的書畫益多，高宗御府的收藏基礎也大概建立在此時，史料中以「不

減宣政」來形容高宗收藏之富可以與北宋全盛時期的宣和御府比美，可見得高宗對藝術

沈溺之深： 

「思陵（趙構）妙悟八法，留神古雅，當干戈俶擾之際，訪求法

書名畫，不遺餘力。清閒之燕，展玩摹拓不少怠。蓋嗜好之篤，

不憚勞費，故四方爭以奉上無虛日。後又於榷場購北方遺失之物，



故紹興內府所藏不減宣政。」 

高宗的收藏除了書畫名跡之外，據說他特重金兵破開封城之後，自宣和（徽

宗）御府流散在外的書畫，據說趙構每收集到一件「時時把玩流涕，以起羹牆之

悲。」看來趙構並非紈褲貴族子弟，還是有憂國之思的，不過這段記載其實與前

述周密記述的「紹興裱」裁去徽宗題跋的做法有所抵觸。所以，這是否為溢美之

詞，則無可考了！ 

除了盡力蒐集失散的宣和御府書畫之外，高宗御府的書畫收藏並無特別偏好，

上自六朝下自當朝，只要是能找的、能買到的，各種書畫藝術品都羅列到趙構的

收藏清單之中。根據吏部侍郎王休(1135-1200)在南宋寧宗慶元五年(1195)《南宋館

閣續錄》的記載，當時已經蒐集到 1000 多件歷代書畫名跡，而且仿照徽宗朝的做

法，建立了一套南宋御府的書畫鑑藏章制度，包含「紹興」聯珠印、「睿思東閣」

白文方印、「內府書印」陽文方印、「機暇珍賞」白文方印、乾卦陽文圓印…等 20

餘方。而且用印有法，「引首前後用『內府圖書』、『內殿書記』印。或有題跋，

於縫上用『御府圖書』印」，最後用「紹興」印，並付米友仁親書審定，並題於

卷後。 

遠在紹興八年定都杭州之前的 9 年前，高宗就已建立了龐大的收藏，這些收

藏為日後的「紹興畫院」的宮廷畫家奠定了基礎，品味與典範就在高宗御府之中，

為銜接「宣和畫院」打下了根基，宋代書畫的香火不因為戰亂而滅絕，醞釀在杭

州的藝壇正等待著另一個春天的到來！ 

 

六、紹興畫院的建立： 
北宋翰林圖畫院正在發展到高峰期，也就是在徽宗趙佶（1082‐1136）的宣和年間，

因為金兵入侵，戰事逐漸逼近首都汴京（開封），這個代表了宋代最高藝術的單位因而

面臨了無比重大的考驗。 

徽宗由於國家財政緊迫，再加上內憂外患，迫不得已只好下令儉省一切開支以息

民怨，他先下詔罪己，然後裁撤了「應奉局」、「六尚局」、「內外製造局」、「花石綱」。

之後他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下無奈退位，把皇位禪讓給太子趙桓，自己則在西元 1125 年

（宣和七年）以太上皇的身分退居於龍德宮，不再統領國政。 

趙桓即位之後登基為欽宗，年號建康。由於國勢岌岌可危，他只好再度裁減政府

單位以撙節開支，靖康元年(1126)先後又再裁撤許多單位，《宋史．欽宗本紀》記載，

趙桓下詔「自今除授黜陟及恩數等事」之外，並「參酌祖宗舊制，罷內外官、司、局一

百五處，留後苑以奉龍德宮。」在這次的大裁員中，直屬於翰林院的圖畫院（局）當然

也在裁撤之列。靖康元年的大裁撤，使得這個曾經宣赫一時備受青睞的宮廷畫家組織在

一夕之間失去了表演舞台，畫院的畫家們因此也陸續離開了汴京。 



塞翁失馬焉知非福，翌年金兵攻破開封，徽宗、欽宗以及皇室成員、技術工匠總

共 3000 多人被俘，他們都被送往五國城以為安置，在這些被擄走的人群之中，獨少了

畫家與書法家，這是因為圖畫局以及書藝局早在一年前就已解散，畫家書法家們各自歸

回故里，所以北宋晚期京城中的燒殺擄掠很少有藝術家被波及的主要原因。 

高宗即位之後，前 4 年都在戰亂中渡過，之後在紹興二年(1132)暫時落腳杭州（臨

安），在此同時也才開始為建設南都而努力，根據史料記載，南宋的正式建國在紹興八

年(1138)，但典章制度、官制、考試的完備早在紹興二年就已經開始：「詔內外侍從、

監司、守臣，各舉中原流寓士大夫二三人，以備任使。」 

在這裡，我們並不確定趙構是否在同時也成立了圖畫院，但根據《錢塘縣舊

誌》的記載，南宋的圖畫院組織是在紹興八年以後才大抵建立了起來： 

「南渡後粉飾太平，畫院有待詔、祇候、甲庫，脩內司有祇應官，

一時人物最盛。」 

而元代曾記載這段時期的畫院稱為「御前畫院」，早在建炎年間(1127-1130)

就已經開始招募，畫家們的主要來源是在先前被遣散的宣和畫院的畫家，例如北

宋晚期著名的大師李唐(1066-1150)就在此時被招募而來，根據史料的記載當時已

經 80 多歲的李唐在「靖康之難」(1127)之後，隨著難民潮流寓杭州，後來他在街

頭被太尉邵淵發現，隨即稟告趙構，李唐也因之又被詔入宮內，授與成忠郎，賜

金帶，並以待詔職銜服務於高宗朝。李唐並非特例，與李唐一樣被重新任用的畫

家有楊士賢、朱銳、張浹、張著、李安忠、劉宗古、魯忠貴…等 20 多人。這些原

本就是宣和畫院的畫家組成了最早期的御前畫院，後來又有較年輕一輩的馬和之

與蕭照加入，以上這些畫家也成為南宋繪畫圈最早的成員。 

雖然史料記載不全，但我們拼湊之後大概可以整理出南宋初期的畫院組織概

況。高宗在 1127 年即位之初，他一邊躲避金兵的追殺，一邊招徠願意效忠的群臣

建立初期的小朝廷，在這段長達 4 年的期間，他蒐訪了一些像李唐這樣原本就是

宣和畫院的畫家，但在兵馬倥總之際制度未全，所以僅能簡單地安置這些隨著小

朝廷流寓各地的畫家，此時沒有並沒有畫院組織，畫家的待詔頭銜也只是「原官

起復」而已，所以後來元代的記載稱此時為「御前畫院」。 

紹興八年(1138)以後，在臨安（杭州）才仿照宣和畫院建立了正式的組織，

在一開始的時候屬於脩內司的管轄，所以稱為「脩內司圖畫院」，稍後才抽離出

來成為一個獨立組織，後來被通稱為「紹興畫院」。 

紹興畫院建立之後並不如宣和畫院那樣有嚴密的組織與規範，相對來說比較

鬆散一些，而且也不再是培育畫家的機構，畫家有才能才會被選進畫院服務，至

於北宋科舉考試的畫藝科也不再實施，改由舉薦的方式推選，所以南宋畫院是不

如北宋畫院的組織規模。 



雖然畫院的組織大不如前朝，但是由於整個宋代的帝王對於藝文的重視與喜

好，所以南宋畫院畫家的成果還是很豐碩的，南宋四家的出現說明了他們並不減

於北宋的成就，這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七、漁父詞與南宋帝王： 
台北故宮現今收藏了一幅名為〈蓬窗睡起〉(24.8x52.3cm)的冊頁，清宮舊題為〈（南

宋）高宗蓬窗睡起〉。細觀此畫，它的繪製技巧並不傑出，而且顯得風格平凡，所以也

談不上有何代表性可言，不過它卻代表著某種南宋繪畫典型，具有極重要的美學意義與

歷史價值。 

這件作品最特殊的地方是畫面右方帶有題跋，眾所周知宋代畫家並不習慣在畫面

上題詩寫字，甚至絕大多數的宋代作品連畫家簽名的名款都沒有，一直要等到元代以後

才開始作畫面題字，所以帶有題跋的宋畫是很少見的，而且是很特殊的現象。而這件作

品右方的題跋是一闋詞，這闋詞正是清代認定出自於南宋高宗之手的原因： 

「誰云漁父是愚公，一葉為家萬慮空。輕破浪、細迎風，睡起蓬窗

日正中。」 

這闋詞出自於高宗在紹興元年(1131)所作的〈漁父詞〉的第 11 首，根據《寶慶會

稽續志》的記載： 

「（高宗）紹興元年七月，余至會稽，覽黃庭堅所書張志和〈漁父詞〉

十五首，戲與同韻，賜辛永宗。」 

以上這段話的原意是說：西元 1131 年，正在躲避金兵追擊的高宗流寓會稽（浙江

紹興），在這裡高宗終於暫時遠離已長達 4 年的戰禍，除了改元紹興之外，同時也開始

遊山玩水，當時看了黃庭堅抄錄的張志和〈漁父詞〉十五首，高宗在飽覽江南景色欣喜

之餘，也發思古之幽情，以〈漁父詞〉為韻，自己也做了十五首〈漁父詞〉，並且把它

抄錄下來送給陪伴在側的大臣辛永宗以為恩遇。 

高宗向來喜歡書法，他習書的開始是從學習黃庭堅的行書入手的，所以黃體書風

一直都很熟稔。紹興元年高宗看過的黃庭堅〈書張志和漁父詞十五首〉現今已經失傳，

所以我們也無從推測這件作品的真實樣貌，只能推測以張志和〈漁父詞〉的意境判斷，

這種內容很適合行書體，所以黃庭堅很有可能以他最擅長的大字行書寫了這件作品，如

同〈送寒山子龐居士詩〉那樣的書體一般優美舒緩又不失大氣。 

而唐代張志和的漁歌本來就一直享有盛名，其中那首：「西塞山前白露飛，桃花流

水鱖魚肥，輕箬笠、綠蓑衣，桃花流水不須歸。」詞意淺白而不輕浮，更是大家耳熟能

詳傳唱千年的佳作。張志和一生的故事則充滿了傳奇性，很符合文人的口味與想像，傳

說他出生時母親夢到有松入懷，張志和因此誕生。他曾以明經科及第，深獲唐肅宗賞識，



賜翰林院待詔，授左金吾衛錄軍參事。後退隱辭官，自號「煙波釣徒」。而晚唐張彥遠

所寫的《歷代名畫記》更說到：「張志和自為漁歌，便畫之，甚有逸思。」如果張彥遠

的記載沒錯的話，那麼張志和也是會畫畫的，只是沒有作品傳世而已。 

西元 1131 年，高宗看了〈書張志和漁父詞十五首〉之後，一時詩興大發，在那年

也做了十五首漁父詞，其中比較有名的是第五首與第十二首： 

「扁舟小纜荻花中，四合青山暮靄中，明細火，倚孤松，但願樽中

酒不空。」 

「誰云漁父是愚公，一葉為家萬慮空，輕破浪，細迎風，睡起蓬窗

日正中。」 

而第十二首就是現今出現在台北故宮收藏的〈蓬窗睡起〉右側的行書題跋，這是

為何清代認定這件作品是高宗親筆御書御畫的主要理由。 

不過，以〈蓬窗睡起〉的題跋字體看來，雖然是趙構最擅長的行書體，但是筆畫

顯得有點凝滯焦結，而且結字總覺生硬彆扭，眉目之間生澀失真，點畫之間遠遠不如現

存所有其他高宗書跡那樣舒緩自然。所以，以筆跡而論，這應該不是高宗的親筆御書。

最重要的證據除了書風不像趙構親筆所書之外，在題跋的後方有一個朱文篆體方印，印

文是「壽皇書寶」，而這顆印章的主人正是南宋第二位皇帝宋孝宗在淳熙十六年(1189)

退位以後，被尊為「至尊壽皇聖帝」所使用的印章。 

高宗在 56 歲時(1163)自動退位，因為沒有子嗣所以把皇位禪讓給南宋孝宗，自己

則退居為太上皇，一直到 1187 年才壽終，得年 81 歲。而孝宗本人其實也很愛好書

法，根據史料記載，他自己向大臣說： 

「朕（孝宗）無他嗜好，或得暇惟讀書寫字為娛。」 

事實上，在藝術史上的地位孝宗確實遠遠不及高宗，但比較起其他朝代庸庸

碌碌的帝王而言，孝宗還算得上是一位書法名手，他傳世的其他書跡也尚有可觀

的餘地。所以，台北故宮收藏的這件〈蓬窗睡起〉上面的題跋其實與高宗無關，它

是孝宗的親筆御書。 

至於畫作本身則與上述這兩位帝王也沒有關係，以細密用筆的特徵與虛實相掩的

構圖而言，它應該是出自於當時的紹興畫院某位宮廷畫家之手，雖然不是非常獨到的傑

作，但是也算是一件四平八穩不失規矩的典型宮廷繪畫。 

而以畫作本身與孝宗題跋搭配的關係看來，這件作品的重要性其實不在於它本身，

而在於這位不知名的南宋宮廷畫家在創作之初，他可能就被要求留下空白之處以待孝宗

題跋，而且在一開始的時候應該有 15 件作品，每件作品都被得配合高宗的 15 首〈漁父

詞〉而作適當的繪畫。 



這個推論雖然沒有直接的證據可以證實，但是以孝宗與高宗的關係而言，這是極

有可能發生的事，因為孝宗不但得位於高宗的禪讓，而且以太上皇自居的高宗要再過

26 年才過世，所以這位孝宗其實是一直生活在高宗陰影底下的皇帝，這是為何歷史上

都把孝宗朝當作是高宗朝的延續的主要因素。而高宗對於孝宗雖然不至於事事干預，在

國政上以他的藝術家性格而言本來就不太搭理，但是他對於孝宗則一直都認為他的書藝

不夠精進，尚有有待加強的空間。 

在歷史上記載這兩位帝王之間互動的關係，大都以書法作為交流，高宗曾多次把

自己得意的書法〈急就章〉、〈金剛經〉賜給孝宗，而孝宗也很知趣的進上自己寫的〈草

書千字文〉以為感謝。高宗甚至還曾親自臨寫王羲之書法之後送給孝宗，並且告訴他「需

依此臨五百本」。寫五百次的王羲之？這句話不只是高宗晚年力學王書的證據，而且也

是他希望孝宗能夠到達這種境界的想望。 

台北故宮收藏的〈蓬窗睡起〉，就是在這種書藝交流的情況下誕生的作品。孝宗在

西元 1189 年退位之時，高宗已經過世了至少 2 年之久，或許是當年高宗禪讓之情與過

去融洽的 26 年相處，使得他下令畫院畫家以〈漁父詞〉為題畫下這 15 件作品，並且親

自書寫作為想念吧？但是，事實真相是否就是如此，我們還是沒有直接證據，所以無法

證實，一切也只是推測而已！只能是推測而已。 

八、〈漁父詞〉與「漁父習閒社」： 
西元 1131 年，那一年是南宋高宗紹興元年，身在會稽（紹興）的趙構在讀了黃庭

堅寫的〈書張志和漁父詞十五首〉之後，欣喜之餘也自己做了十五首漁父詞以為合韻。

這十五首漁父詞（又稱為〈漁歌子〉、〈漁歌〉），現今收錄於《全宋詞》之中，而《寶慶

會稽續志》也有類似的記載： 

「漁父詞並序 

紹興元年七月十日，餘至會稽，因覽黃庭堅所書張志和漁父詞十五

首，戲同其韻，賜辛永宗。  

一湖春水夜來生。幾疊春山遠更橫。煙艇小，釣絲輕。贏得閒中萬

古名。 

薄晚煙林澹翠微。江邊秋月已明暉。縱遠舵，適天機。水底間雲片

段飛。 

雲灑清江江上船。一錢何得買江天。催短棹，去長川。魚蟹來傾酒

舍煙。 

青草開時已過船。錦鱗躍處浪痕圓。竹葉酒，柳花氈。有意沙鷗伴

我眠。 



扁舟小纜荻花風。四合青山暮靄中。明細火，倚孤松。但願樽中酒

不空。 

儂家活計豈能明。萬頃波心月影清。傾綠酒，糝藜羹。保任衣中一

物靈。 

駭浪吞舟脫巨鱗。結繩為綱也難任。綸乍放，餌初沉。淺釣纖鱗味

更深。 

魚信還催花信開。花風得得為誰來。舒柳眼，落梅腮。浪暖桃花夜

轉雷。 

暮暮朝朝冬複春。高車駟馬趁朝身。金拄屋，粟盈囷。那知江漢獨

醒人。 

遠水無涯山有鄰。相看歲晚更情親。笛裏月，酒中身。舉頭無我一

般人。 

誰云漁父是愚公。一葉浮家萬慮空。輕破浪，細迎風。睡起蓬窗日

正中。 

水涵微雨湛虛明。小笠輕蓑未要晴。明鑒裏，縠紋生。白鷺飛來空

外聲。 

無數菰蒲問藕花。棹歌輕舉酌流霞。隨家好，轉山斜。也有孤村三

兩家。 

春入渭陽花氣多。春歸時節自清和。沖曉霧，弄滄波。載與俱歸又

若何。 

清灣幽島任盤紆。一舸橫斜得自如。惟有此，更無居。從教紅袖泣

前魚。」 

高宗〈漁父詞〉的出現，很具有歷史意義與價值，因為身為帝王之尊又是個大書

法家與宮廷藝術主要的贊助人，他的想法與作為動見觀瞻，趙構所作的〈漁父詞〉無論

詞意是否雅馴，但這十五首的〈漁父詞〉一但出現就已經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了。 

「漁父」一詞不是宋代所特有的，它可上推到《楚辭．漁父》屈原與漁夫的故事，

在這個故事中，憂憂惶惶徘徊於江邊的屈原遇到打魚的漁父，作者藉由兩人的對話說出

曠達的人生態度： 

「（漁父曰）聖人不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不淈其

泥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不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舉，自

令放為？」 



「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

滄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不復與言。」 

自從《楚辭．漁父》之後，歷史上歌詠漁父的文章數量之多可用車載斗量來形容，

漁父不再是一種職業的稱謂，它已變成某種曠達以自適的情境與心情的代名詞。時光荏

苒，隨著各類文體的演進，最後〈漁父詞〉在唐代晚期成熟，它首先被引入唐代的教坊

之中，編為歌舞，而到最後也逐漸在文人圈內開始大量的流傳，而催化這種歌行體的人

就是自稱「煙波釣徒」的張志和(約 730-810)，他的漁歌甫一出現，立刻成為這種被宋代

稱為「七七三三七」的詞牌代表（「七七三三七」指的是這闋漁歌的字數，總共 5 句，

由 7、7、3、3、7 個字排比而成）。 

張志和一生的故事充滿了傳奇性，據說他出生前母親夢有有松入懷，隨即生下了

這位晚唐最有名的文人，他的一生視名利如塵土，不肯屈於富貴，放蕩江湖之間，再加

上隨遇而安的生活態度，使得他與採菊東籬下的陶淵明、梅妻鶴子的林逋一樣，都成為

「隱士」這類文人的典型，他的漁歌不僅寫景寫情，同時也是這種生活態度的寫照，因

此自晚唐至今傳唱千年而不墜。 

宋代開國以來，漁歌就已開始在文人雅士的圈內流傳，宋代文人不只讀同時也寫

漁歌，漁歌在此時期成為文人圈的共同嗜好與嚮往。當時的漁歌這類的歌形體裁有時被

稱為〈漁歌子〉或〈漁父詞〉，而翻開全宋詞可以發現幾乎每位作家都有寫過以歌詠其

志，周紫芝的作品乾脆把漁歌始祖張志和寫入他的作品之中：「好個神仙張志和，平生

只是一漁蓑。和月醉，棹船歌。樂在江湖可奈何。」 

也就在漁歌流行的同時，宋代也開始出現「漁父習閒」的戲劇表演形式出現，周

密《武林舊事》卷三，就有提到宋代歲時節慶時，表演的戲曲中就包含有「漁父習閒」

這種戲種在內： 

「戶部點檢所十三酒庫，例於四月初開煮，九月初開清，先至提領

所呈樣品嚐，然後迎引至諸所隸官府而散。每庫各用匹布書庫名高

品，以長竿懸之，謂之「布牌」。有木床鐵擎為仙佛鬼神之類，駕空

飛動，謂之「台閣」。雜劇百戲諸藝之外，又為漁父習閒、竹馬出獵、

八仙故事。…」 

「漁父習閒」與「竹馬出獵」、「八仙故事」等戲曲並列，可見得這是一種戲曲表

演的形式之一，雖然我們並不知道這種表演如何進行，但音樂部份應該就是以〈漁歌〉

或〈漁父詞〉這類的曲牌為主，因為這本來就是唐代教坊習藝的樂曲，這是我們可以想

像的！ 

而《東京夢華錄．外四種》註引託名為耐得翁所寫的《都城記盛》的記載，也提

到宋代有「漁父習閒社」的集會，至於漁父習閒社與漁父習閒的戲曲表演有沒有直接關

係，則史闕記載。不過或許「漁父習閒社」很類似現今的南管聚會，這是文人雅士聚集

在一起演練漁歌，自娛娛人的集會也說不定？ 



從宋代漁父詞的發展來看，此時這類的體裁一開始都是在民間或文人間流傳，因

為以漁歌的內容與起源來說，實在不適合宮廷藝術的創作目的，所以北宋的皇室藝術之

中並沒有發現有這類型的題材發酵，但是時至南宋初期，西元 1131 年（紹興元年），南

宋開國君主高宗趙構以漁歌為主題，連寫了 15 首漁父詞之後，過去漁歌不及於皇室的

藩籬就已被打破，再加上高宗不只作詞而已，他還親自抄錄下來賞賜給大臣以為優遇；

而西元 1189 年之後的幾年之間，南宋第二位皇帝孝宗再命宮廷畫家以高宗漁父詞為題

連畫了 15 張作品，孝宗本人再親自抄錄高宗漁歌於畫卷之上以為流傳，自此以後〈漁

父詞〉的地位已完全確定，它已不再是歌行文體或戲曲表演而已，已成為審美品味的一

環了（有關於孝宗與高宗的〈漁父詞〉故事，請參閱拙著〈漁父詞與南宋帝王〉）。 

整個南宋與北宋有很大的不同，漁父（魚隱）題材都是文學、詩詞、繪畫、書法

常被描寫的主題，這種審美品味的確立，除了與南宋首都臨安（杭州）附近的江南水鄉

景色有關之外，還與詩詞中的〈漁父詞〉（漁歌）在朝野之間的大流行有所聯繫。高宗

的 15 首〈漁父詞〉算是為這類型的創作開了先聲，而日後還要再累加上宮廷藝術家們

創作一系列的魚隱（漁樵）繪畫以為陪襯，但是這還要等到南宋第二代的宮廷畫家出現

才會完備，不過這又是下個故事了…。 

 

九、小景繪畫在南宋： 
雖然中國繪畫的起源可上推到商代，但是繪畫的發展卻不如書法順遂，一直晚至

宋代(960-1279)繪畫的第一個興盛期才正式的到來。 

北宋開國之初就設置有直屬內廷管理的畫院組織，而且有培育職業畫家的制度與

公開的招聘管道，所以畫家的人數比起有非常大幅度的成長，創作的繪畫總量也非常龐

大。這種進步其實有多重原因造成的，除了宋代開國之初重文輕武的開國政策，還要再

累加上繪畫材料的進步以及科舉考試造成文人集團的興起…等因素，最後才有此豐碩的

成果出現。宋代繪畫不只是代表了繪畫史的第一個高峰期而已，它同時也奠定了一些基

本原則與基礎，自此以往的繪畫史幾乎都在宋代繪畫的基礎上往下發展，千年以來至今

幾乎未曾有多大的改變。 

繪畫的分類（分科）也大概就在宋代成熟，一些北宋的畫論著作也試圖為繪畫進

行分類，例如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劉道醇《聖朝名畫評》都曾試圖以繪畫的主題將

之分類為 4 到 6 種；而這種分類一直到北宋晚期由徽宗主導成書的《宣和畫譜》終於達

到了高峰。 

西元 1120 年（宣和二年），以準官方組織翰林圖畫院以及內府收藏為基礎編訂的

《宣和畫譜》，將繪畫以內容主題區分為「十畫科」：「道釋、人物、宮室、番族、龍魚、

山水、畜獸、花鳥、墨竹。」這種十畫科的分類方式大概就是現今繪畫分類的基礎，而

值得注意的是十畫科的最後一項「墨竹門」還包有「小景」這一項繪畫形式附錄於其中。



而稍晚於《宣和畫譜》的《畫繼》將繪畫分為八門，其中有一門稱為「小景雜畫」，由

此可見小景再一開始的時候被歸類在聊備一格的雜畫當中，而它誕生的年代大約就在南

北送交替的時間點之上。 

若要追論「小景」這一個繪畫名詞是在哪個時候出現的？我們現今已知它出自於

《圖畫見聞志》但作者郭若虛把這個名詞用來形容高克明與惠崇的繪畫，並非分類的項

目之一： 

「建陽僧慧（惠）崇，工畫鵝雁鷺鷥，尤工小景，善為寒汀遠渚，

蕭灑虛曠之象，人所難到也。 

「高克明，京師人，仁宗朝為翰林待詔，工畫山水，採擷諸家之美，

參成一藝之精，團扇臥屏，尤長小景。但矜其巧密，殊乏飄逸之妙。」 

而小景究竟是哪種繪畫？在《宣和畫譜》中是這樣解釋的： 

「佈景運思，不盈咫尺而萬里可論。畫墨竹與夫小景，自五代至本

朝，才得十二人。」 

顧名思義，小景當然指的是畫幅比較小的繪畫，所以才會以「不盈咫尺」來形容，

而因為畫幅較小，所以特別講究佈局與構圖。如同郭熙所說的：「鋪舒為宏圖而無餘，

消縮為小景而不少。」 

自北宋以後，越晚期則小景繪畫則越常見，時至南宋小景繪畫已儼然成為主流。

以字面而言，「小」指的是相對於巨幅掛軸與長幅手卷而言，這種繪畫則尺寸則顯得小

得許多；而「景」則點出與風景畫有直接的關係，但是這類型的繪畫也包含了一些帶有

風景的畜獸與花鳥畫而言，當然如過硬要區分純粹的小畫幅花鳥畫與其他類型風俗畫的

話，那則是沒有意義的行為。南宋繪畫可能由於「紹興裱」導致冊頁裝禎方式的流行，

所以小景畫也相應的多了起來，這兩者之間是有連帶關係的。 

南宋典型的小景繪畫以水景山水為主，過去這類型繪畫以其取景視角較低所以稱

為「平遠小景」，或是以其題材而被稱為「汀渚水鳥」。但不管它以何種方式呈現，則大

都伴隨著水景出現則是沒有疑義的，或許這與南宋首都位於杭州的緣故，所以江南水鄉

景致成為描繪的主角。 

現存於台北故宮的冊頁畫〈柳塘釣隱〉（歷代畫幅集冊第十二幅，23.6x24cm）來說，

這就是一幅典型的南宋小景繪畫佳作。整件作品的尺寸雖然很小，但是依然細密用筆沒

有鬆懈，這是典型的宋畫院的風格，而整體取景採取平遠景深構圖，這也很符合「平遠

小景」的構圖風格。雖然不知道本件作品的畫家姓名，但這位宮廷畫家依然能夠做到郭

熙所說的：「鋪舒為宏圖而無餘，消縮為小景而不少。」完全體現這類型繪畫的精髓所

在。 



南宋繪畫特重整體情境與氣氛的營造，以詩意入畫是這段時期的特徵，有學者以

其畫題與內容指出這件作品可能來自於南宋李錞〈跋趙士雷四時景絕句〉：「繁蔭雜樹映

汀沙，三伏江天自一家，欲喚扁舟渡雲錦，平鋪明鏡是荷花。」的意境。以本件作品的

內容而言，確實與李錞的詩意非常吻合，所以的確有此可能。 

至於這件作品的主題緊扣「隱」字而作，涼風清夏荷香撲鼻而來，湖畔人家不見

人影，而主人在湖上泛舟隱於荷塘重蔭之下。以整體觀感而言，漁隱的品味完全展露無

疑，這種獨特的審美品味，顯見這是一件很有時代特色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