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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宋無款〈人物〉冊頁的主題內容涵括茶酒事、翰墨、插花、

掛畫、琴棋，是北宋文人高雅休閒生活的最佳寫照。本篇論文針對畫中茗飲器用、

小景畫屏、服飾、宣和裝裱、收藏印記等資料，佐以近年來考古發現宋、遼金、西

夏墓室壁畫及陪葬物的出土材料，並徵引文獻史料與傳世可靠畫蹟為例，詳細比對

考證宋代與其週邊文化之雙向交流。畫中所繪家具及各式器物形制豐富多元化，呈

現出北宋格局，卻另有晉唐、五代風尚之遺存。全幅描寫貴族、文士好古博雅的品

味，也反映了室內陳設精緻的審美情趣。而畫上同時鈐有宋徽宗、宋高宗幾方鑒藏

御璽，是僅存少數北宋內府珍藏冊頁之佳例。

茶事、家具陳設、小景畫、寫真、驚燕、宣和裝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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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宋代書畫冊頁名品特展》，頁276-277。
2      同上註，頁278。
3      李霖燦，〈是一是二圖和宋人著色人物圖─故宮讀畫劄記之十五〉，頁37-39。關於此說法另可
參考Li Lin-tsan, “The Double Portrait of Ch’ien-lung and Sung,” 1-6. 林柏亭文中也指出天籟閣收
藏畫中寫真掛軸增加了隔水的裱裝，顯露出宋以後臨摹之跡象。

4      關於此論述同註1，王耀庭，〈宋冊頁繪畫研究〉，頁30。陳韻如，〈文人的身分認同─談宋人
人物冊〉，頁7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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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包背裝的書籍裝幀，乃將有字部分朝外對摺裝幀，並以厚硬紙將書背包裹起來。李致忠，《中國
古代書籍史話》，頁15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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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吉川幸次郎，鄭清茂譯，《宋詩概說》，頁18。
7    （宋）梅堯臣，《宛陵集》（冊二），收錄於《四部備要》，卷三十六、四十六，頁1、5。
8    （宋）吳自牧，《夢梁錄》，收錄於《百部叢書集成》，第46冊，卷十九，頁13、14。畫中所顯示
的宋人生活情趣，宋代官府貴家，有專人為筵席排當，擔任職務。

9      程如峰，〈合肥出土北宋「文房四寶」〉，頁118-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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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關於北宋崇茶之風尚，有此說法：「茶之尚，蓋自唐人始，至本朝最盛；而本朝又至祐陵時，益
窮極新出，而無以加矣。」詳見（宋）蔡絛，《鐵圍山叢談》（二），收錄於《百部叢書集成》，
第29冊，卷六，頁8。

11    按（宋）熊蕃《宣和北苑貢茶錄》稱：「至大觀初，今上親製茶論二十篇。」收錄於《叢書集成
新編》，第47冊，頁720。以及程光裕，〈宋代茶書考略〉，頁415-444。

12  （宋）李覯撰，〈富國策〉，《旴江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95冊，卷十六，頁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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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宋）黃儒，〈總論〉，《品茶要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44冊，頁631。
14    劉良佑，《凝香古趣─漢唐遼宋香具精萃》。
15  （明）陶宗儀，《說郛》，收錄於《筆記小說大觀》，二十五編，卷九十三上，順治三年浙江委宛
山堂本。

16  （南宋）羅大經撰，《鶴林玉露》，收錄於《百部叢書集成》，第14冊，卷三，頁2。
17    梁子，〈唐宮廷茶道〉，頁135-141。
18    此卷為無名款，畫家雖標為閻立本，但一般學者認為應是北宋摹本。關於煎茶請參考揚之水，
〈兩宋之煎茶〉，頁438-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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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咸通十四年（873）唐懿宗（833-873在位）駕崩，唐僖宗（873-888在位）在皇家寺院法門寺
裡，供奉物除法器之外，又加了茶具，以茶禮佛，此套茶具為僖宗御用真品，說明唐代宮廷茶風
之盛。石興邦，《法門寺地宮珍寶》。

20    葉 民，〈汝窯址發現經過與再考察記略〉，頁12-16。亦可參考同期孫新民，〈河南寶豐清涼寺
汝窯址發掘的主要收獲〉，頁1-7。

21  （宋）顧文薦，〈窯器〉，《負暄雜錄》，卷十八，收錄於《筆記小說大觀》，二十五編，第一冊，
頁330。

22  （宋）徐競，〈陶爐〉《宣和奉使高麗圖經》，收錄於《百部叢書集成》，第29冊，卷三十二，頁
2。

2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寶豐清涼寺汝窯遺址2000年發掘簡報〉，頁4-22。
24    陳萬里，〈汝窯的我見〉，頁142-145。另見於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寶豐清涼寺汝窯址的調查與
發掘〉，頁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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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趙青雲主編，《宋代汝窯》，頁47。
26    王霞，〈汝窯蓮花形香爐源流考〉，頁103-106。
27    詳細論述可參考廖寶秀，《宋代喫茶法與茶器之研究》；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銖積寸累－
廣州考古十年出土文物選萃》，頁216-217。

28    浙江省文物局編，《中國龍泉青瓷》，頁28。此件淡青釉執壺器高17.8公分，口徑7公分，足徑6.5
公分，一九七六年龍泉縣茶丰墩頭村出土。可參閱朱伯謙，〈龍泉青瓷簡史〉，頁4-5。

29    應是茶碗，若以酒杯來說，似乎尺寸太大。同類型茶器可參考香港市政局與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
主辦，《中國古代茶具展》，圖版隋代青釉瓷杯，頁46-47；唐長沙窯青釉帶托瓷盞，頁60-61。

30    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唐節愍太子墓發掘簡報〉，頁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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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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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趙青雲主編，《宋代汝窯》，頁110-111、126、155、156。
32    王清林、周宇，〈石景山八角村金代趙勵墓壁畫中人物服飾〉，頁179-201。亦可參考〈石景山八
角村金趙勵墓墓志與壁畫〉，收錄於北京遼金城垣博物館編，《北京遼金文物研究》，頁297-
298。以及北京市文物局，《北京遼金史跡圖志》。

33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三），〈食罩〉，收錄於《百部叢書集成》，第29冊，卷三十二，頁2。
34  （宋）朱彧《萍洲可談》收錄於《叢書集成新編》，第117冊，卷一，頁105：卷二，頁110。
35    李錫厚，〈宋遼金時期中原地區的民族融合〉，頁3-6。
36    張家口市宣化區文物保管所，〈河北宣化下八里遼金壁畫墓〉，頁1-19。李清泉，〈宣化遼墓壁
畫中的備茶圖與備經圖〉，頁365-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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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遼墓》。
38    張帆，〈試談宣化遼墓中所見真容偶像〉，頁69-78。
39    廖寶秀，《宋代喫茶法與茶器之研究》，頁46-49。
40    蘇芳淑主編，《松漠風華—契丹藝術與文化》，頁318。
4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遼墓壁畫》，圖版60。及王光堯，〈明代梅瓶的使用〉，頁49-53。
42    石志廉，〈北宋婦女畫像磚〉，頁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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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44 

1-9

1125-1210
45 

989 1120 46 18

43  （唐）姚思廉，〈侯景傳〉，《梁書》（二），收錄於《四部備要》，〈史部〉，卷五六，頁15。
44  （宋）莊綽，《雞肋編》，收錄於《唐宋史料筆記叢刊》，卷下，頁126。
45  （宋）陸游，《劍南詩稿》，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62-1163冊，卷七十六，頁22。
46    羅宗真，〈淮安宋墓出土的漆器〉，頁45-53。亦可參考揚之水，〈隱几與養和〉，頁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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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元）脫脫等撰，《新校本宋史》，卷一五三，志一百六，〈輿服五〉，頁3575-3576。
48    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新密宋代壁畫墓〉，頁44-45。
49    圖版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五代王處直墓》。以及Xiao-neng Yang and Principal Author,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Past, Chinese Archaeolog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Vol. 2,
Plate 13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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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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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相同形式的花腿桌，見於河南登封北宋紹聖四年（1097）李守貴墓室西南壁〈備宴圖〉所繪桌
子。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登封黑山溝宋代壁畫墓〉，頁60-66。亦可參考鄭州市文物考
古研究所編著，〈登封宋代壁畫墓〉，頁96。

51  （宋）黃長睿撰，《燕几圖》，收於《叢書集成新編》，第48冊，一卷，頁407。
52    同註10，蔡絛，《鐵圍山叢談》（一），卷一，頁十七；卷二，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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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所設官府手工藝機構「後苑造作所」，除負責製作宮中皇室所用之器，
每年貢奉遼和金的北朝貢物也歸其製造。可參考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彭州市博物館，《四川
彭州宋代金銀器窖藏》，頁118-122、193、241。

54  （宋）周密，〈賞花〉，《武林舊事》，《百部叢書集成》，第29冊，卷二，頁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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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5-1017
55 

27

28

56 

1070-1100
57 1095-1100

1048-1104

58 

59

55  （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書約成於1074年），收錄於于安瀾編，《畫史叢書》，第一冊，卷
六，頁61。

56    不著撰人，〈墨竹敘論〉，《宣和畫譜》，收錄於《畫史叢書》，第二冊，頁247。
57    同上，《宣和畫譜》，卷二十，頁250。
58    同註10，蔡絛，《鐵圍山叢談》，卷一，頁7。
59    廖堯震，〈煙江疊嶂圖與小景畫的流行〉，頁5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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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元）脫脫等撰，《新校本宋史》，卷一百五十三，志一百六，〈輿服〉五，頁3578。
61    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宋畫精華》，中卷，頁7。
62  （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三），卷八，《百部叢書集成》第14冊，頁9。
63  （宋）李之儀，〈道服贊〉，《姑溪居士前集》卷十二，收錄於《叢書集成新編》，第62冊，頁

208。
64    板倉聖哲，〈張雨題倪瓚像與元末江南文人圈〉，頁204-205。
65    吳同、金櫻，《波士頓美術館中國古畫精品圖錄－唐至元代》，頁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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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4-1134

66 

31

67 

1056-1063
68 

69 

1730-

1797

70 32

66  （宋）趙令畤，《侯鯖錄》（二），收錄於《百部叢書集成》，第19冊，卷六，頁1。
67    許洋主譯，《絲路上消失的王國—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藝術》。所有黑水城文物都是俄國旅行家兼
探險家科茲洛夫，於1907至1909年在中亞探險時所發現的，後來被保存於冬宮博物館。

68  （宋）劉道醇，《宋朝名畫評》，收錄於《美術叢書》26冊，卷一，頁139、140-141。
69    所謂粉本，即是以針依照輪廓線刺小洞的畫稿，再將粉末敷入洞中，後可依粉點複製畫作。
70    周錫保，《中國古代服飾史》，頁247、265、313-314。殷志強，〈乾隆庚辰科狀元畢沅及妻妾墓
出土玉器〉，頁370-371。《舊五代史》提到前蜀王衍（919-924在位）奉道，「天子親簪白玉
冠，」此為王衍自戴白玉蓮冠之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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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宋）俞琰撰，《席上腐談》，卷上，收錄於《筆記小說大觀》，《說郛》，卷七十五、二十四，二
十五編，第二冊，頁1099-1100。

72    周錫保，《中國古代服飾史》，頁265。
73  （宋）龔明之，《中吳紀聞》（一）收錄於《百部叢書集成》，第29冊，卷六，頁18。
74    孫機，〈明代的束髮冠、狄髻與頭面〉，頁62。
75  （南宋）史繩祖，〈飲食衣服今皆變古〉，《學齋佔畢》，收於《叢書集成新編》，十二冊，卷二，
頁297。

76    朱瑞熙等著，《遼宋西夏金社會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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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3

806-846

847

77 

78 

33

79 Maria L. Rudova

80

81 984

77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收錄於于安瀾編《畫史叢書》，第一冊，卷三，頁46。
78    于君方，〈觀音新形象在中國的發展〉，檢索自期刊電子版http://www.gaya.org.tw/magazine/2005/

43/main2.htm。松本榮一，〈水月觀音考〉，頁388-395。
79    黑水城位於居延海邊，過去是西夏都城，1908年俄國探險家科茲洛夫到達此地，並將古城遺址內
發掘的一些文物運往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

80    同註67，Maria L. Rudova, Lost Empire of the Silk Road - Buddhist Art from Khara Khoto (X-XII
Century), 89。〈來自黑水城的中國風格繪畫〉，頁66、89。

81    鄭振鐸，〈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中國古代木刻畫選集》第九冊，頁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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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一九九五年在木雕釋迦像胎內發現四張版畫，此佛像是京都東大寺高僧大周然（?-1106）入宋，
於雍熙二年（985）在浙江臺州請人雕刻攜回。周心慧，《中國古版畫通史》，頁54-55。

83    同註55，《圖畫見聞誌》，〈慈氏像〉條下有以下記載：「景祐中，有畫僧曾於市中見舊功德一
幅，看之，乃是慈氏菩薩像。⋯執香爐者，實章聖御像也，捧花盤者，章憲明肅皇太后真容也。
此功德乃高文進所畫。」卷六，頁84-85。

84    同註1，林柏亭，〈小景與宋汀渚水鳥畫之關係〉，頁6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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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ling the Mind and Observing Things:
An Anonymous Sung Dynasty Album of Literati Portraits

Lin Li-na
Department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The holdings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include an anonymous Sung

period album leaf bearing the simple title “Human Figures” (Jen-wu). The album leaf

offers a realistic portrayal of the elegant lifestyle of the Northern Sung scholar-

official, depicting literati participating in tea and wine drinking parties, writing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flower-arranging, hanging paintings, strumming zithers,

and playing chess. The present essay explores the evidenc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neighbors that can be derived by comparing the tea wares,

screen paintings, garments, mounting, seals, and other details of the album leaf with

mural paintings and funerary goods recovered from Sung, Liao, Chin, and Hsi-hsia

tombs, supplemented with evidence from textual records and reliably attributable

paintings. The paintings feature a diverse variety of furniture and other objects

which reflect Northern Sung style while simultaneously preserving formal vestiges

of the Chin,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The album leaf portrays the elegant,

archaistic taste of aristocrats and literati, and reflects the aesthetics of refined

interior design. The album leaf also bears the seals of the Sung emperors Hui-tsung

and Kao-tsung, and is thus one of the few extant painting albums to have once

belonged to the Northern Sung imperial household. (Translated by Jeffrey Moser)

Keywords: Tea culture, interior design, paintings of intimate scenes, realism,

mounting ribbons, court mounting of the Hsüan-ho reign (1119-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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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宋無款〈人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3 硯墨、果盤、杯碗

圖1-2 榻與隱几

圖1-4 盝頂漆盒、紗罩、圈足杯 圖1-5 古琴、棋盤、棋盒、書函、卷軸畫



圖1-6 蓮瓣座風爐及木座架

圖4 五代白瓷帶座風爐　
摘自《古詩文名物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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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北宋馬紹庭夫妻墓
古墨　摘自程如峰，
〈合肥出土北京「文
房四寶」〉

圖2-2 北宋馬紹庭夫妻墓抄手硯　摘自程如峰，
〈合肥出土北京「文房四寶」〉

圖3 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局部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榮寶齋畫譜》
古代編12 

圖5 唐銀鍍金蓮花形香爐　
陜西扶風法門寺藏
摘自《中國 正倉院
法門寺地下宮殿 秘
寶「唐皇帝 贈
物」展圖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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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唐蓮瓣形陶香爐　陜西扶風法門寺藏

圖7 蓮瓣形薰香爐　寶豐清涼寺汝窯
遺址出土　
摘自《河南古代瓷窯》

圖1-7 執壺圖8 北宋青瓷執壺　浙江麗水　
龍泉青瓷博物館藏　
摘自《中國龍泉青瓷》

圖9 三足承盤　寶豐清涼寺汝窯遺址出土　
河南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摘自《河南古代瓷窯》



圖10 石景山金代趙勵墓〈點茶圖〉
摘自《北京遼金史跡圖志》上

圖11 遼宣化張匡正墓〈備茶圖〉
摘自《宣化遼墓》下

圖12 遼宣化張文藻墓〈備茶圖〉
摘自《宣化遼墓》下

圖13 遼宣化韓師訓墓〈備茶圖〉
摘自《宣化遼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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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宋元豐款青瓷梅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8 帶蓋瓶與朱漆木座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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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遼宣化張世卿墓〈備宴圖〉
摘自《宣化遼墓》下

圖16 遼宣化韓師訓墓〈宴樂圖〉
摘自《宣化遼墓》下

圖17 北宋〈婦女剖魚〉磚雕　
北京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圖1-9 「壼門」榻及踏足　

圖18 江蘇淮安北宋黑漆几　
摘自《古詩文名物新證》

圖1-10 「單鉤」書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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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河南新密市平陽〈書寫圖〉墓室畫　
摘自《鄭州宋金壁畫墓》

圖1-11 花腿桌 圖1-12 狨毛暖墊

圖20 五代河北曲陽王處直墓室壁畫　
摘自《五代王處直墓》

圖21 遼代遼寧葉茂臺墓室陪葬家具 圖22 南宋黃伯思撰《燕几圖》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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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1 宋徽宗〈聽琴圖〉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圖23-2 宋徽宗〈聽琴圖〉 局部

圖1-13 牡丹花及金銀花器

圖24-1 宋〈蓮蓋象紐銀執壺〉
四川彭州市博物館藏
摘自《四川彭州宋代金
銀器窯藏》

圖24-2 宋〈雙耳蓮紋銀溫碗〉
四川彭州市博物館藏
摘自《四川彭州宋代金銀器窯藏》



圖1-14 小景山水

圖27 宋梁師閔〈蘆汀密雪圖〉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3兩宋繪畫上

圖28 宋惠崇〈秋浦雙鴛〉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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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 宋徽宗〈書牡丹詩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6 五代王齊翰〈勘書圖〉 南京大學收藏　
摘自《中國人物畫經典‧五代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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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9 唐韓幹〈牧馬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15 頭冠服飾穿著

圖30 宋范仲淹〈道服贊〉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圖31 西夏黑水城〈面相圖〉 聖彼得堡　
俄國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　冬宮博物館藏　
摘自《絲路上消失的王國─西夏黑水城的
佛教藝術》

圖32 北宋白玉蓮瓣冠　南京博物院藏



圖33 西夏黑水城〈水月觀音〉
聖彼得堡　冬宮博物館藏　
摘自《絲路上消失的王國─
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藝術》

圖34 清無款〈是一是二圖〉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海國波瀾─清代宮廷西洋傳教士
畫師繪畫流派精選》

圖1-16 「宣和裝」 圖35 西夏黑水城唐卡〈猶勃〉
聖彼得堡　冬宮博物館藏　
摘自《絲路上消失的王國─西夏黑水城的
佛教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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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金〈四美人圖〉
聖彼得堡　冬宮博物館藏

圖37 宋河南偃師雜劇磚雕　北京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摘自《中國歷史考古學論叢》

圖38 宋無款〈人物〉
「政和」半印

圖39 宋無款〈人物〉
「宣和」半印、「紹興」

圖40 宋無款〈人物〉
「乾卦」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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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宋無款〈人物〉 「圖書」半印

圖42 五代黃居寀〈山鷓棘雀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3 宋無款〈人物〉 王永寧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