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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有悠久的收藏⽂化傳統，⽂物與⽂物收藏相關圖像的出現，也影響了中國藝術史

的發展。到了晚明時期，⽂物收藏者隊伍也不斷擴⼤，古董⽂物主要是爲了家庭陳設，顯⽰
主⼈的博雅與好古成為時尚。⽂物相關圖像到了明清時期有了新的變化，⼈們對⽂物的利
⽤、陳列與裝飾的興趣，開始反映到了繪畫題材上，⽽且相關視覺圖像也開始出現流⾏。主
要在明代⼤約萬曆年間版畫開始出現⽂物陳列與利⽤相關的圖像，逐漸流⾏到瓷器上成為裝
飾紋飾。 

 到了清初期康熙年間碗礁⼀號出⽔瓷器等例⼦中，可以看到新⽂物圖像不僅⼤幅被採

⽤，並且出現圖式化的現象。清代中期新⽂物圖像上也有些新的變化出現，其中⼀個現象是
對⽂物台座描繪上的重視，這也反映著當時⼈對⽂物陳列上台座的講究。另外，中國新⽂物
圖像結合西洋畫法，開始出現擬真的⽂物陳列圖像。根據⽂獻記載可知清朝宮廷製作虛擬陳
列架圖畫，開始裝飾在宮廷內部使⽤。此類結合西洋畫法的擬真陳列圖像，不僅在清朝宮廷
內製作，傳世的在⼗八世紀傳入歐洲的中國壁紙等例⼦，反映著當時在民間也繪製相關圖像
的事實。 

 朝鮮後期盛⾏的冊架圖顯⽰出跟中國新⽂物圖像的關聯性。根據⽂獻記載，冊架圖是

朝鮮王室宮廷內開始製作，⽽且當時的宮廷畫員⾦弘道擅於此道。雖然⽬前沒有傳世⾦弘道
的冊架圖，但是⾦弘道在若⼲作品中⽂物圖式與冊架圖的相似性，不僅佐證了⾦弘道畫冊架
圖的⽂獻記載，⽽且也反映傳世冊架圖的⽂物圖像在冊架圖成⽴的早期，就已有描繪中國⽂
物圖像的圖式被畫家採⽤的事實。⽽且，⾦弘道繪畫作品上的中國⽂物圖像，與同時期清代
流⾏的⽂物圖像有其相似性。另外，⾦弘道曾參與朝鮮王室建⽴龍珠寺的佛畫製作。龍珠寺
佛畫中明暗法之使⽤為其較為突顯的特徵，其明暗法的技法上與清朝中期輸入到歐洲與⽇本
的中國版畫顯⽰出有關聯性。同時18世紀後期朝鮮王室宮廷畫員繪畫中的明暗法與冊架圖也

顯⽰出有關聯性。由此，關於冊架圖的西洋畫法可能的來源，推敲可能與中國民間的繪畫有
關係。 

 冊架圖物品的呈現⽅式上也可以看到固定模式，例如，觚甚少單獨被描繪，⽽通常與

特定物件搭配在⼀起，包括珊瑚、孔雀⽻⽑等。這現象顯⽰不僅僅是單⼀物件的抄本成為描
繪的參考，物件的搭配組合也成為圖像的⼀部分，⽽且其模式有格套可循。冊架圖⽂物描繪
與圖像的格套化，顯⽰冊架圖上的⽂物是依循圖式繪製。雖然冊架圖的出現與中國⽂物收藏
知識的傳播有關，但是為了視覺化呈現中國⽂物圖像，畫家依據的應該是圖像知識。另外，
冊架圖是朝鮮後期繪畫中⼤幅採⽤西洋畫法的例⼦，冊架圖利⽤西洋透視法、明暗法及錯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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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法，營造出⼀個逼真的虛擬陳列架。在冊架圖上西洋畫法的導入與利⽤上，我們可以看到
朝鮮畫家依照繪畫形式、建築空間等當地條件調整在地化的例⼦。 

 冊架圖的流⾏可以說是兩種因素起了作⽤，其⼀、朝鮮後期社會內中國⽂物的收藏風

氣，其⼆、透過燕⾏⼈與物的頻繁交流，增加了朝鮮⼈對中國⽂物直接或間接認識的機會。
不僅如此，朝鮮⼈到北京天主堂等地⽅直接⽬睹西洋繪畫，甚至買回西洋畫欣賞，在這樣的
體驗與認識之下，朝鮮後期冊架圖⼤幅流⾏。事實上中國新⽂物圖像不只影響了冊架圖，當
時朝鮮的瓷器、建築等其他⾨類的藝術上，也可以看到類似冊架圖的圖像流⾏。也因如此，
中國新⽂物圖像到了朝鮮成⽴⼀個新的繪畫⾨類冊架圖，冊架圖的流⾏又在朝鮮社會中，帶
動相關圖像的流通與流⾏。 

 冊架圖的出現，是跟透過燕⾏進⾏頻繁⼈與物的交流有關係。但是本研究中冊架圖的

個案，讓我們看到在朝鮮後期中國與韓國的⽂化交流，已經不是只有考慮中韓交流單⼀層⾯
的事情，這也關係到中國與西⽅其他國家之間的⽂化交流。中國與韓國的⽂化交流⽽產⽣的
繪畫冊架圖，雖然其繪畫技法與形式受到西⽅的影響︔但是，本研究中顯⽰的冊架圖與清朝
當時傳入歐洲與⽇本的繪畫具有相似性，這意味著受到西洋繪畫風格影響的中國清朝繪畫，
再往外傳影響歐洲、⽇本以及韓國當地⽂化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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