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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特展精選的畫作屬明、清時代（十四

至二十世紀初），其中並包含本院暫行分級的

國寶〈惲壽平花卉〉及重要古物〈李士達瑞蓮

圖〉。作者多是專擅畫花鳥的名家，其中也包

含兩位女性畫家曹妙清（活動於元末明初）、

陳書（1660-1736）在列；作品除水墨淋漓的墨

畫之外，亦有色彩斑斕的重彩畫；技法上的運

用有寫意、沒骨、白描及雙鈎填彩兼具。而形

繪的主題，更含括四季常見花卉。件數雖然不

多，但絕對精彩可期！

　　農曆暮春三月，適逢穀雨時節，正是「花

中之王」牡丹盛放之際。千古以來多少文人墨

客為之傾倒，牡丹因其花型碩大、色澤艷麗、

香氣怡人、雍容華貴，可說集姿、色、香、韻

於一身，故自古以來就為中國傳統名花。牡丹

花被視為繁榮昌盛、富貴吉祥的象徵，因而牡

丹畫自被視為富貴畫，如畫瓶插牡丹表示「富

貴平安」；牡丹、海棠合繪，表示「滿堂富

貴」；同畫牡丹、玉蘭，則寓意「玉堂富貴」。

清惲壽平〈花卉〉軸（圖 1），就是這類代表

作。畫家惲壽平（1633-1690），初名格，字壽

平，後以字行，江蘇人。詩文為毘陵六逸之首，

畫名與清初四王、吳歷（1632-1718）相埒，合

稱四王吳惲。初善作山水，因自謙無力與王翬

（1632-1717）爭勝，遂改工花卉。以徐崇嗣（十

世紀後半）沒骨法參酌己意，成為清代花卉畫

宗師。

　　此軸除描畫了二主花外，還加入代表長壽

的柏枝為襯，折枝式構圖，工細的沒骨技法，

清淡的用色，將此慣見的吉祥題材，呈現出雅

逸不俗的韻致。畫家不需先墨線鈎形；全靠用

色、敷粉，層層填染塗暈，留下水線，花葉層

次自是分明。隨後鈎上筋脈、略皴樹紋，畫作

如真實再現，惲氏聲譽自是其來有自！ 

　　同樣能將筆下牡丹，表現得華而不艷、貴

卻不俗的，還有選展的金廷標（活動於 1760-

1778）〈畫墨牡丹〉軸。（圖 2）金廷標為浙江

籍畫家，原為民間畫師，藉清高宗乾隆二十二

十月隆重登場的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書畫處除了在國立故宮博物院推出歷代形繪瓶花與盆景畫

的特展「百卉清供—瓶花與盆景畫特展」及預計明年第一季上檔，藉歷代畫家敏銳觀察和彩筆，

以展現自然界禽鳥和花果間和諧奏鳴的「來禽圖」共襄盛舉外，另精選十二組件明清花卉作品 (分

A、B兩檔 )參與臺中國立臺灣美術館的展出，期以傳統藝術作品豐富花藝展示的面向，同時藉由

畫作中的花卉主題，引領觀者與古人對話，激盪出雋永的共鳴。

看見花開的美好
臺中「花之禮讚」展故宮名畫選介
■ 張華芝

圖1　清　惲壽平　花卉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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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757）南巡時，自薦畫作進呈，遂得以召

入內廷擔任供奉，直至病逝，於宮中留下許多

畫作。不論人物、山水、花卉畫，皆為所工。

本幅採全景式構圖，牡丹花依傍著湖石盛放，

地上綠草如茵，蒲公英也競相抽出花朵爭榮，

如戶外庭院一隅的寫生。所繪五朵牡丹，上方

三朵，或正向、或反面、或隱於叢葉間；下方

兩朵，一含苞、一盛開。偃仰穿插之間，姿態

饒富變化。繪葉一葉三面，四方兼顧，翻轉展

折，變化多端。老皺湖石面以側鋒筆橫擦帶染

形容。全圖純用墨色的深淺濃淡、層次變化而

來，雖未填加他色，卻是墨彩斑斕，鮮活奪目！

　　不同於工細的沒骨墨牡丹，下筆立就的寫

意墨色牡丹更顯墨韻舞動。畫者李培雨，字伯

霖，是清朝末年的宮廷畫家，生卒不詳。民國

後居天津，以賣畫為生，傳世作品並不多見。

院藏《畫牡丹》冊（圖 3），計十二開，或用

色、或以水墨畫各種折枝牡丹。此開墨色牡丹，

以溼筆尖蘸墨，一筆暈染成一瓣一葉，預留水

線間的空白，造就瓣瓣分明。待花朵組成，調

藤黃點花蕊，精神立顯。畫家下筆純熟而率性，

全冊能融合傳統沒骨法與寫意畫的技巧，充分

利用水分的流漾，締造色的濃淡間多層次變化。

畫面輕透而明亮，展現宛如水彩畫一般的氤氳

效果，兼得華麗與瀟灑之趣韻。

　　三至六月，花冠多呈漏斗形、鐘形、管形，

簇生在枝端的杜鵑，花色多彩豐富，向有「映

山紅」、「滿山紅」等別稱。清代善畫花卉的

蔣廷錫（1669-1732），在色箋紙上，以彩筆描

畫杜鵑花枝（圖 4），濃重的花形線和局部多次

加染，豐富了花瓣層次；快速鈎畫的花筋和葉

脈，看似不經意的線條，顯得穩勁而堅韌；朱

紅的花色在黑色背景襯托下，益顯精神。畫家

為江蘇人，清代康熙朝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

圖2　清　金廷標　畫墨牡丹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檔

圖3　清　李培雨　畫牡丹　冊　第十幅　牡丹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B檔

圖4　清　蔣廷錫　畫群芳擷秀　冊　第十幅　杜鵑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B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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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除善畫花卉，草蟲亦佳，精於以簡逸筆墨

寫生，傅色暈墨能自然融洽，得惲壽平韻味。

　　碧桃花原產於中國，多為四、五月開花，

屬於觀賞桃花類的重瓣品種。畫家先鈎畫線條

（圖 5），花朵則以白粉平塗為底色，其上再以

洋紅調白粉成粉紅色筆多次填染，形容出層層

開疊的花瓣，並顯現出漸層的粉色，時隱時現

的墨線底，反而立體感凸顯；披針形的葉片，

翻轉的葉脈，也以紅色提點出它的鮮嫩。畫家

以寫實畫風，畫出春花的生趣。這兩開冊頁，

皆選自蔣廷錫同套畫冊《畫群芳擷秀》中。內

含十二開冊頁，每開皆為不同色彩的箋紙，左

幅畫花，畫家以雙鈎填彩法為之；右幅康熙皇

帝以墨書或泥金書題句，書體或楷或行。各幅

花卉俱形象真實而敷彩明麗，且有色底為襯，

加上與詩題交相輝映，全套含蘊妍雅的趣韻。

　　到了炎天暑月，一塘田田青荷，滿池艷艷

紅蓮，待荷風送上清香，成了烈日酷暑中最美

的情事。荷花自古因其特徵部位及所處地區而

有不同的稱呼，對它的形繪，也因畫家的慧心

巧手而展現了不同的風情。明代畫家李士達，

號仰槐，江蘇人。萬曆二年（1574）進士。善

畫人物，並寫山水。萬曆丙午年（1606）五月，

李氏於友人家山池中，見到二蓮並蒂花開，形

象可人，又為吉祥徵兆，「遂敢戲圖以志瑞」。

〈瑞蓮圖〉（圖 6）畫一石、二葉柄、一花梗，

採沒骨筆法，水墨畫湖石，以汁綠畫荷葉與花

莖。利用色或墨的深淺交融、濃淡互暈，巧妙

表現出石的陰陽與葉的向背。並蒂的花朵則出

以白描法，僅以淡墨鈎勒花瓣，未施色彩，在

葉石相襯下，益顯清雅絕俗。畫家在題語中雖

自謙不善花枝，但此圖的布局精要、筆墨清潤，

縱專擅於此者亦不能過！ 

　　一樣畫荷，清朝女畫家陳書筆下的〈畫荷

圖5　清　蔣廷錫　畫群芳擷秀　冊　第五幅　碧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檔

圖6　明　李士達　瑞蓮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B檔 圖7　清　陳書　畫荷花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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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圖 7），畫面呈現就顯得熱鬧不少。水墨

畫蘆葦荷塘一角，二葉、一花，一蓮蓬，成熟

的蓮實還引來水鳥停駐欲啄。善畫山水、花鳥

與草蟲的陳書，浙江秀水人，號上元弟子，晚

號南樓老人。太學生堯勳長女，嫁嘉興錢綸光

（1655-1718）為繼室。初因夫家貧而好客，陳

書典衣鬻飾以供，也曾賣畫以給。教子嚴而有

法。長子錢陳群（1686-1774），康熙辛丑進士，

入翰林，後居官顯貴，陳書因而受誥封為太淑

人。此幅自題：「摹家白陽（指明代花鳥畫家

陳淳，1483-1544）」。陳書的寫意筆墨，雖然

不像陳淳那麼縱橫豪放，但其出筆瀟灑靈秀，

別具女性特有的柔美韻致，筆下所形容的夏荷，

儘管華美將過，依然婉約娉婷！

　　同為女性畫家，活動於元末明初的曹妙清，

就採取了自古用來形容山色的青綠重彩，來描

寫五至八月間習見，花型似喇叭的牽牛花。（圖

8）這幅邊角式的小景畫，雙鈎填彩法描畫牽牛

花緣著竹枝蔓生。花朵運用白粉及石青粧點，

藤蔓和葉片則塗以明艷的石綠。斜出的竹幹帶

葉，以墨綠填色，並以石青加染在竹葉亮面處，

呼應了花瓣的色澤，實屬別裁。全圖布局用色

甚為精緻，為院藏閨閣畫家重彩畫風的代表作

之一。畫家杭州人，字比玉，號雪齋。只知事

母孝謹，三十不嫁。善於鼓琴，工詩章。行書

點畫，皆有法度。有《曹氏弦歌集》。惜對其

生平未能見到更多相關記載。

　　帶著五片黃色花瓣，基部呈暗紅色，蕊蛀

顯眼的秋葵，早上開花，當天午後即便凋萎，

短暫的花期讓賞花者不免扼腕。對於人物、花

鳥、草蟲的描繪皆為精妙的明代畫家陳洪綬

（1598-1652），即以自己的彩筆在摺扇面上重

現秋葵綻放的美，展露對畫面布局獨到的新意！

此開〈花卉〉（圖 9）畫中先鈎輪廓再填色的主

枝從右往左方延伸，花苞滿佈枝節並爭相開放，

右側輔以沒骨畫法形容的單柄叢生藍紫小花，

空白處再添加彩蝶、蜜蜂飛舞。左幅邊際留下

不多的空白，作者刻意署款鈐印於此，所欲營

造的平衡盈滿構圖，突顯畫中盎然生意。

　　走過溽暑，迎接而來的是秋天的雲淡風輕

和菊花的華茂。「更教不為黃花醉，枉卻今年

一片秋」（宋楊萬里〈賞菊〉）。賞菊，向為秋天

盛事。上述《畫群芳擷秀》冊第十一開（圖

10），畫紅、紫、黃三色杭菊。畫家用色雅澹，

在米色灑金箋背紙的襯托下，舌狀花瓣層層聚

合，明麗花朵陪襯綠葉，益顯清新高潔，花中

隱士，實質名歸。

　　冷洌寒風中，眾物蟄伏，大地看似一片寂

寥，其實生機無限。〈倣陸治茶花水仙〉（圖

圖8　 明　曹妙清　牽牛花　收入《歷代集繪》第二十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B檔

圖9　明　陳洪綬　花卉　冊頁　收入《明花卉畫冊》第一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檔

圖10　清　蔣廷錫　畫群芳擷秀　冊　第十一幅　菊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B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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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軸是明代畫家張宏（1577-約

1652），成畫於冬季的寫生之作。

善於畫山水、人物，兼工花卉的

畫家，以向榮盛開的茶花、水仙，

表達冬花不畏寒的生趣。小景式

構圖，自題仿陸治（1496-1576）

筆意。畫面下方為緩坡石岸，山

茶枝幹從右側斜出，姿態挺勁，

枝梢花朵爭相綻放。生長於坡石

上的水仙花也順勢斜倚，含苞競

秀。全畫筆致剛柔並蓄，敷彩古

樸淳厚，布局尤其別具巧思。

　　和工筆描繪的水仙相較，白

描水仙另具逸姿。〈合景歲朝圖〉

（圖 12）由四位皆以善畫山水、

花卉，聞名於時的畫家，在庚申

年（1680）冬日，同客蘇州百花

里，銅盤燃炬夜坐時，合作而成。

王翬（1632-1720）先畫松枝、水

仙；惲壽平（1633-1690）續作天竺；

王翬的高徒楊晉（1644-1728）再

補茶花；最後笪重光（1623-1692）

又添加白梅。四家皆出以寫意筆

法，落筆穩健，設色清雅。雖先

後下筆，布局卻渾然天成，實為

合筆花卉的佳構。

　　此次故宮名畫來到臺中，期

待大眾熱情參與花博盛會，除了

漫步各園區，觀賞到鮮活花海的

壯濶，傾聽到花開的聲音！更冀

望觀眾走入藝術殿堂，親炙古畫

名作，看見紙絹上花開盛茂的美

好，感受到千百年花開不謝的永

恆！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
圖12　清　惲壽平、王翬、笪重光、楊晉　合景歲朝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B檔

圖11　明　張宏　倣陸治茶花水仙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B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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