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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仇英（約1498-1552）《漢宮春曉》全卷顯露精緻縝密的繪畫風格，⼀般公認是仇英

的仕女畫代表作品。此畫主要描繪內容為宮女群於宮殿背景之中從事各式各樣的活動，其中
備受矚⽬的畫⾯特⾊為畫中許多⼈物組合繼承了唐宋仕女畫的造型，⽽多數研究便是由《漢
宮春曉》中所使⽤的古畫仕女圖式談起。不過，我們仍然好奇，仇英雖然⼤量使⽤傳統仕女
圖式，但此畫與唐宋古畫的著重點卻有著明顯的不同。這當中最⼤的差異為仇英積極營造
《漢宮春曉》的背景空間，賦予畫中女⼦活動的整體情境。本⽂由此背景空間的畫⾯特⾊出
發，⾸先分析仇英如何運⽤界畫技巧繪出《漢宮春曉》特殊空間表現。接著回溯仇英與項元
汴的贊助關係，嘗試提出《漢宮春曉》創稿的可能過程。最後，通過仇英在《漢宮春曉》表
現之仕女題材內容與背景空間的特⾊，探討仇英如何在仕女畫傳統之上，創造仕女畫新的描
繪焦點，並就此脈絡給予《漢宮春曉》的時代意義與其在畫史上的定位。透過《漢宮春曉》
的個案研究，可發現仇英如此積極掌握宮女活動內容與空間情境的結合，實與明中葉以降江
南地區發展出的女性⽂化頗有關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