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故宮博物院向來與國寶畫上等號，當然也是中華民國國寶級古物主要誕生地，大家在

展場中所看到的國寶都是審核通過的結果，難免對於過程感到好奇。這一次，除了讓觀眾

看到許多國寶、重要古物外，更提供一個難能可貴的機會，讓大家可以參與見證國寶候選

文物取得文資身分的歷史性時刻，同時為這些精彩的作品致上最高敬意。

▌何炎泉

國寶進行式─
「筆歌墨舞」、「筆墨見真章」、「國寶聚焦」與 
「巨幅名作」中之國寶與未來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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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慶祝國立故宮博物院今年（2023）十月

院慶，特別在四檔書畫例行展（「巨幅名作」、

「國寶聚焦」、「筆歌墨舞」、「筆墨見真章」）

中選了 7件國寶與 14件重要古物。同時提報審

定 6件國寶與 4件重要古物，希望大家在欣賞

精彩的國寶文物同時，也能有機會參與新國寶

誕生的過程。（表一）

  隨著展覽開展，觀眾可以見到已審定通過

的 21件國寶與重要古物，展件說明也會標示其

級別，同時還能在展場中欣賞到被提報的 10件

候選文物（國寶、重要古物）。由於這些候選

文物目前還在文化資產審議的程序中，尚未取

得相應的文資身分，所以展場中不會標示其暫

行級別，直到文化部審議完成並公告後才能標

示。簡而言之，文化部委託專家學者組成的古

物審議委員會，會針對博物館提報的分級文物，

透過書面及實物勘察，討論是否符合「重要古

物」及「國寶」的資格，並確認文物的保存狀

況。鑑於書畫展期以三個月為限，展中所提報

之作品往往因必要作業時程等因素，多數公告

時間都會落在展覽結束後。當眾人歡欣鼓舞地

頒獎時，文物其實已經靜靜地躺在黑暗的庫房

中，觀眾也無緣在同一時間見到本尊。

  此次在文化部文資局的大力協助下，加上

本院登錄保存處也因應展覽主題而提前規劃，

或許有機會在今年院慶檔期中，邀請全國觀眾

一同來見證國寶誕生的歷史性時刻。

限展國寶
  7件書畫國寶中，有兩件格外珍貴的限展文

物。五代南唐趙幹（約十世紀後期）〈江行初

雪圖〉（展期 10月 6日至 11月 12日）上一次

展出為 2016年「公主的雅集—蒙元皇室與書

畫鑑藏文化特展」，距今已七年。大理國張勝

溫（約十二世紀後半）〈畫梵像〉（展期 11月

14日至12月24日）則是2017年「國寶的形成—

書畫菁華特展」展出。兩作皆已超過五年未曾

展出，分別安排於前後檔期亮相。 

  〈江行初雪圖〉（圖 1）為現存最可信的五

代南唐畫蹟之一，上有傳為李後主（937-978）

的題識，指明作者為畫院學生趙幹。是一幅山水

人物並重的繪畫精品，也是傳世中時代較早的絹

地山水。趙幹，江蘇江寧人，南唐李後主在位時

畫院學生。自小生長在江南，所畫山水多為當地

景物，尤其擅長布景與人物姿態。在這幅手卷

中，畫家就利用彎曲的黃蘆堤岸，構置出浩渺的

水波江面。畫中寒雪紛飛，江邊漁人為了生計繼

續頂著風雪幹活，描繪出備極艱辛的漁家生活。

行走在岸邊的旅客，同樣冒著寒雪趕路，人、驢

皆帶著一副苦寒難行的面目，藉著筆下人物豐富

傳神的表情，讓觀者感受到畫中寒凍的天氣。

  全幅更是以淡墨漬染絹地，再灑白粉為雪。

寒林枯木則採用中鋒圓筆，勁挺有力。樹幹以

乾筆皴染，自具陰陽向背。所畫蘆花，以赭墨

裹粉，一筆點成，極富創意。小丘及坡腳，也

「筆歌墨舞—故宮繪畫導賞」 2023年 10月 6日至 12月 24日

「筆墨見真章—歷代書法選萃」 2023年 10月 7日至 2024年 1月 7日

「國寶聚焦—元黃公望九珠峰翠」 2023年 10月 6日至 12月 24日

「巨幅名作」 2023年 10月 3日至 2024年 1月 7日

表一　 展期



6 國寶進行式—「筆歌墨舞」、「筆墨見真章」、「國寶聚焦」與「巨幅名作」中之國寶與未來國寶

圖 1-1　五代南唐　趙幹　江行初雪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0964

圖 2　大理國　張勝溫　畫梵像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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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淡墨成塊塗抹而無明顯皴紋。幅上鈐有金、

元、明、清各朝內府收藏印，為一件流傳有緒

的精品。

  〈畫梵像〉卷（圖 2）是大理國（937-1254）

傳世的唯一畫卷，全卷設色貼金，大致上繪製精

謹，共分四段：第一段畫大理國王利貞皇帝禮

佛圖；第二段繪佛、菩薩、佛母、天王和護法

等數百位佛教人物；第三段為多心和護國寶幢；

第四段是十六國王圖。全卷內容豐富，素有「南

天瑰寶」之美譽。根據後面釋妙光（生卒年不

詳）於盛德五年（1180）的題跋，知此作乃出自

張勝溫之手。張勝溫為大理國利貞皇帝段智興時

（1172-1199在位）的畫師，生卒年不可考。段智

興是大理國段氏第十八代國王，宋孝宗乾道八年

（1172）嗣位，改元利貞（1172-1175），後又改

元盛德、嘉會、元享、定安。卒於宋寧宗慶元六

年（1200），在位二十九年。全卷衣冠特徵符合

文獻記載，繪畫風格則與唐宋道釋畫、西藏佛

畫、東南亞造像密切相關，是研究大理國歷史、

宗教、文化、藝術，以及中古時期區域交流情況

的首要文物。

未來國寶
  6件審定中的國寶則是這次展出文物的另一

個重點，分別介紹如下。

  《書唐韻》（圖 3）據傳為吳彩鸞（九世紀）

所書，然尚無定論。據《宣和書譜》所載，吳

是西山（今江西新建縣西）道教第十二洞天吳

真君之女。唐文宗大和末（827-835）年，她於

中秋夜歌舞場中，遇見正於西山遊歷的進士文

蕭，兩情相悅下結髮為夫妻。文蕭不善經營，

婚後家計困難，吳彩鸞日寫孫愐《唐韻》一編，

市價五千錢，售以度日，歷經十年。後二人前

往吳越王山，不知所終，傳說各乘一虎成仙而

去。歷來皆將吳彩鸞視為仙女，冊後項元汴

（1525-1590）跋語中提及吳是掌領水府的仙子。

  從抄寫《唐韻》養家的傳說故事看來，吳

彩鸞是位以抄經維生的婦人。由於唐代書籍、

佛經市場興盛，需依賴大量抄書人以滿足市場

需求，才會出現吳氏這樣的女性書家，因此存

世唐抄本韻書多託名於吳彩鸞。

  本冊為匯集唐代各本韻書而成，曾入北宋

徽宗（1082-1135）內府收藏。此作除被視為唐

圖 3　唐　吳彩鸞　書唐韻　冊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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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五代南唐　趙幹　江行初雪圖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0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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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女仙抄書傳說具體例證外，從結字寬舒與筆

畫厚實推測，當是晚唐五代抄書之作，表現出

當時工整精妙的楷書風格。經裝裱研究者復原

後，本冊舊有裝幀為傳世罕見「龍鱗裝」，目

前已被改為冊頁形式。「龍麟裝」是古代的書

籍裝幀樣式，介於卷軸和冊頁形式之間，最晚

在唐朝中期出現。做法是將書頁從右至左依次

浮貼在長卷上，後一頁黏於前一頁底下。舒展

時各頁疊積如鱗狀，收捲起來如手卷，方便攜

帶。故此作於考察古籍裝幀技術由「卷」而「冊」

之演進上相當重要，為古代裝潢史研究提供珍

貴的一手材料。

  〈書前赤壁賦〉卷（圖 4）是蘇軾（1037-

1101）為友人傅堯俞（1024-1091）所書，自識：

「去歲作此賦」，知是元豐六年（1083）書，時

四十八歲。元豐五年七月十六日，蘇軾與友人

乘舟遊覽黃州城外赤鼻磯，遙想八百多年前，

三國時代赤壁之戰中孫權（182-252）破曹軍，

寫下千古名作〈前赤壁賦〉，表達對宇宙及人

生看法。同年十月重遊，又寫了一篇〈後赤壁

賦〉，兩文後世傳誦不絕。此作以行楷書寫，

結體穩密，點畫圓勁有韻，整體豐潤而沉厚，

圖 4-2　宋　蘇軾　書前赤壁賦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068

圖 4-1　宋　蘇軾　書前赤壁賦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書 00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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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年時期少見的經意之作。

  跋語中透露謫貶黃州的困境與無奈，從書

家本人到寫作緣起、傳說、流傳與對後世影響

等，皆堪稱史上不朽經典。相較蘇軾傳世率性

隨意的行書，此行楷書風流露出精心書寫的態

度，筆法上變化萬千，結構亦能別出心裁，透

過不同的起筆方式，搭配合適的運筆與收筆，

即使在楷體諸多限制的狀況亦能做出變化。書

寫過程中，書家亦能隨意地加入許多細膩動作，

時而帶著些微顫動的獨特線條，仔細品賞起來

卻又不顯得刻意，反而成為其色用筆。書寫上

也開創出新的觀念，最著名莫過於「我書意造

本無法」，成就有宋一代的尚意書風。晚明董

其昌（1555-1636）更譽此為「坡公之蘭亭也」，

不僅是個人傳世行楷書代表，亦是北宋書學成

就的展現。

  〈大江浮玉〉（圖 5）收錄於《集古名繪》冊 

第九幅，無名款，舊標李唐（約 1049-1130後）

作，推測約作於十二世紀。畫大江中，島嶼屹

立，岸邊風濤環繞，似有飛動之勢。近處作船

埠，江船兩艘聯泊於此。江心島嶼特起，樹木、

寺宇、浮圖，林林總總，工細之甚。環島巨石

圖 5-1　宋　李唐　大江浮玉　冊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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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宋　李唐　大江浮玉　冊頁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248

圖 5-3　宋　李唐　大江浮玉　冊頁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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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點，與主山相呼應。稍右高起兩石，一石上

瓦屋在焉，餘則枯樹數株而己，細察筆墨，與

李成（916-967）、郭熙（1032∼約 1085年）畫

風接近。

  此畫雖為紈扇，惟不採常見邊角構圖，以

主島置於畫面中央方式布局，亦顯特殊。江中

島嶼上樹木、寺宇、浮圖，林林總總，不僅豐

富而且工細，顯示出畫家處理物象與空間能力。

雖傳為李唐所畫，然風格卻與其剛健硬拔不同，

筆法上反倒接近李成、郭熙。樹木畫法近李成，

島嶼主峰輪廓轉折起伏甚大，接近郭熙近景巨

石，全作筆墨的清潤感，亦類似〈早春圖〉峰

巒與雲煙變幻手法，為李郭派畫家之傑作。

  〈嘉禾八景〉卷（圖 6）為元四大家的吳鎮

（1280-1354）作於至正四年（1344），仿北宋瀟

湘八景前例，繪嘉興（又稱嘉禾）一帶八處勝

境，分別是：空翠風煙、龍潭暮雲、鴛湖春曉、

春波煙雨、月波秋霽、三閘奔湍、胥山松濤、

武州幽瀾等，合稱為嘉禾八景。畫中地點皆以

文字標示，以留白手法串連各點，並利用其地

理上的相對位置，布排構圖。全作布局簡潔，

用筆精要不繁，筆墨趣味盎然，呈現出悠遠空

靈的景致。透過極簡手法的寫意手法來處理風

景畫面，顯得格外古樸靜謐，表達出大自然中

寧靜典雅的氣氛情調。

  隨歷史發展與變遷，嘉禾八景現今多已不

存，此卷圖像無疑提供珍貴的第一手視覺資料。

全作除了展現吳鎮個人繪畫風格與書法造詣

圖 6-1　元　吳鎮　嘉禾八景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畫 000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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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元　吳鎮　嘉禾八景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畫 000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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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進一步將來自瀟湘八景風景詩畫傳統加

以改良，加強真實地點的位置描繪與文字標題，

形成另一種特殊型態的山水表現，同時也展現

出作者對於地理環境的熟悉。

  《畫隱居十六觀》（圖 7）為著名變形主義

畫家陳洪綬（1598-1652）所畫隱士生活十六事。

其中雖有借古代高人以點題，其實更可能是畫

家真實生活的經歷，借畫寫意，以寄幽情。根

據題款為五十四歲所繪，乃逝世前一年作品，

無論創意、構圖、設色，均能反映其特殊藝術

面貌。陳洪綬，浙江諸暨人，字章侯，號老蓮。

甲申後自稱「悔遲」，又曰「勿遲」。人物花

鳥草蟲無不精妙，皆能自出機杼。

  畫作本身為陳洪綬晚年（過世前一年）代

表作，從精妙筆法、淡雅設色、奇趣裝飾到誇

張的變形，都顯示出其極獨特之風格。此冊完

成於清初，不僅適度反映當時士人對於亡國心

態，也承繼晚明以來之隱居風尚、佛教文化及

變形畫風。

圖 7-1　明　陳洪綬　畫隱居十六觀　冊 自題詩、自標畫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162

圖 7-2　明　陳洪綬　畫隱居十六觀　冊 自題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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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　明　陳洪綬　畫隱居十六觀　冊　醒石、澆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162

圖 7-5　明　陳洪綬　畫隱居十六觀　冊　味象、噴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162

圖 7-3　明　陳洪綬　畫隱居十六觀　冊　釀桃、訪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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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8　明　陳洪綬　畫隱居十六觀　冊　譜泉、問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162

圖 7-6　明　陳洪綬　畫隱居十六觀　冊　杖菊、嗽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162

圖 7-7　明　陳洪綬　畫隱居十六觀　冊　寒沽、澣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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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生》冊（圖 8）題名為傳綮（1626-1705）

所作，即是後來大家熟知的八大山人。俗姓朱，

又名耷，世居江西南昌，是明代皇室一員，明

亡後削髮為僧，能詩善書。根據此冊末幅己亥

（1659）年款，是作者三十四歲壯年盛時作品，

本冊共十五幅（書法三開），水墨畫蔬菜、花

卉、瓜果、奇石等，每幅墨色皆變化豐富，行

筆迅捷，構圖奇特；多開有作者以不同風格之

書法題寫於上，為研究其早期書風重要材料。

畫面上雖留存明人寫生影響，然已出現不落俗

套剪裁，也不刻意追求完整物象，反映畫家特

立獨行個性，同時也預示其未來發展。

  八大山人的宗室身分，於明末清初歷史巨

變中有特殊意義，使其成為遺民繪畫代表人物。

此冊為八大山人傳世年代最早作品，除了提供

珍貴早期書畫資料外，藝術表現方面也顯示出

相當造詣，具備個人特色風格，對於理解其後

來畫風相當關鍵。

圖 7-9　明　陳洪綬　畫隱居十六觀　冊　孤往、囊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162

圖 7-10　明　陳洪綬　畫隱居十六觀　冊　品梵、縹香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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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　清　傳綮　寫生　冊　西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203 圖 8-2　清　傳綮　寫生　冊　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203

圖 8-3　清　傳綮　寫生　冊　水仙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203 圖 8-4　清　傳綮　寫生　冊　蔬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203

圖 8-5　清　傳綮　寫生　冊　芭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203 圖 8-6　清　傳綮　寫生　冊　石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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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7　清　傳綮　寫生　冊　芙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203 圖 8-8　清　傳綮　寫生　冊　菊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203

圖 8-9　清　傳綮　寫生　冊　花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203 圖 8-10　清　傳綮　寫生　冊　白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203

圖 8-11　清　傳綮　寫生　冊　奇石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203 圖 8-12　清　傳綮　寫生　冊　老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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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除了上述必看的 8件文物外，還有 5件國

寶（唐韓幹〈牧馬圖〉、宋人〈桑枝黃鳥〉、

元鮮于樞〈書透光古鏡歌〉、元黃公望〈九珠

峰翠圖〉、明仇英〈漢宮春曉〉）、14件重要

古物（唐褚遂良《書倪寬傳贊》、五代黃筌〈雪

竹文禽〉、宋黃居寀〈竹石錦鳩〉、宋郭熙〈山

莊高逸〉、宋米芾〈書尺牘（蒸徒帖）〉、宋

人〈枯木竹石〉、元趙孟頫〈臨王羲之裹鮓帖；

臨裹鮓帖〉、元趙孟頫〈臨裹鮓帖〉、元人〈春

山圖〉、明倪端〈捕魚圖〉、明文徵明〈松下

觀泉圖〉、明文徵明〈書過庭復語十節〉、明

仇英《臨宋元六景》、明董其昌〈書栖真志〉），

與此次提報的 4件重要古物（宋人〈柳陰高士

圖〉、宋人〈畫雪蘆雙雁〉、元盛懋〈秋林高

士圖〉、明陳淳〈設色花卉〉），件件都是不

容錯過的傳世書畫精品。就實際欣賞的數量而

言，遠遠超過表面的數字，例如陳洪綬《畫隱

居十六觀》是 10開 16件作品，傳綮《寫生》

冊則是 15開 15件作品，單件數量就高達 31件。

  透過古物分級制度，除了可以評估典藏品

的組成等級，提報前所投入的研究資源，可深

入探索古物的各種價值，審議過程中來自各方

的權衡與考量，也能凸顯文物不同的在地觀點，

提報單位也能進一步明確自身的定位與影響

力。對於文物而言，分級制度也有助於更有效

地分配有限的保存維護資源，避免因為認知不

足而疏於保護，儘管這樣的新聞仍時有耳聞。

最終的公告對於古物而言，確實就是某種形式

的頒獎，然而在獎項角逐過程中，已經不知不

覺凝聚了許多來自四面八方的共識，也在古物

的生命史上烙下我們當前所追求的種種價值觀。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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