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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煙原產於美洲，約在⼗七世紀⾃歐洲傳入中國後，在清宮裡迅速流⾏，因此衍⽣多

元、豐富的變化的⿐煙容器。學者們對於清宮⿐煙壺的研究，提⽰了諸多研究⽅向，但關於
⿐煙壺的形製來源、⿐煙壺本身的形式演變、及⿐煙壺在清宮的使⽤及意涵等議題，仍有許
多問題尚未釐清。 

 本論⽂從觀察實物作品出發，試圖釐清⿐煙壺在康雍乾三朝不同階段性的成果，主要

討論議題有三：（⼀）康熙朝⿐煙壺的創製：依據兩岸故宮所留存之歐洲⿐煙容器，討論眾
多歐洲⿐煙容器進入清宮後，清宮如何吸收歐洲「玻璃⼩瓶」之器形、密封⽅式，以及可攜
性等特點，最後製作出清代典型的⿐煙壺︔（⼆）⿐煙壺在清宮的發展：欲突破過去將⿐煙
壺之風格分析，附屬在各材質發展之泛論框架之侷限。以《養⼼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
檔》之⽂獻記載與兩岸故宮舊藏實物相互對照，試圖歸納出康熙至乾隆三朝⿐煙壺的共同特
性、時代之風格發展和轉變︔（三）⿐煙壺⽂化意涵之形塑：透過分析檔案⽂獻及相關視覺
圖像，講述⿐煙壺與社會意涵的關係，重構⿐煙壺如何成為中國⽂化之⼀部分的具體過程。
最後，企圖從⼀較廣的視角，將清代之⿐煙壺⽂化放入⼗七至⼗八世紀各國不同⽂化意義交
錯的傳播網絡中，以呈現⿐煙容器在不同地域呈現之⾯貌，及其象徵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