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權力難以捉摸，但往往會巧妙附身於許多視覺形象上，發揮強大的作用。本次特展的主角—

「帝后像」，經常被當作歷史人物的插圖。但這些帝后像本身，不也是權力凝結出來的一種「形

狀」。畫像中的帝后皆貴為一國之尊，在當時擁有強大的權力。他們的肖像要如何製作，才能

彰顯不同於一般人的高貴身份呢？又如何讓觀者辨識出，他們就是掌握「權力」的領導者呢？

「權力的形狀—南薰殿帝后像」特展，精選原藏於南薰殿的歷代帝后像，將他們並列在一起，

希望突顯不同時代的畫家如何在畫面上，透過容顏、姿態、服飾、座具、屏風、圖案種種安排，

展現帝后的威儀，讓肖像散發出「權力」的光暈！

權力看得到嗎？
「權力的形狀—南薰殿帝后像」特展策展經緯

▌邱士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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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有形狀嗎？
　　權力有形狀嗎？由於權力有許多不同的類

型，因此，權力也具有多樣形狀。例如：可以

調動兵馬、發動戰爭的「虎符」，是一種權力

的形狀；可以打開故宮文物庫房的「磁卡」，

也是一種權力的形狀。

　　最大的權力是什麼？答案可能因人而異。

不過，應該不會有人反對：擁有最大的權力的

人通常是一國或一地的領導者。「領導者的形

象」自然也成為一種「權力的形狀」—它們可

以抽象成核定公文的簽名花押，可以是法定貨

幣上的側面剪影，也可能是在危崖邊雕鑿出的

巨大石像。無論在肅穆的廟堂裡，或是日常生

活中，領導者的形象總被另眼看待，經常得到

特別的禮敬尊崇。

　　「權力的形狀—南薰殿帝后像」特展以歷

代帝后像為題，從夏禹王立像、唐太宗立像，

一直到宋朝、元朝、明朝的皇帝與皇后，共計

二十五件。每一件不是「國寶」，就是「重要

古物」，可謂是全明星的集合。（圖 1）

圖1　唐太宗立像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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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精彩的帝后畫像，透過哪些部分展現

他們站在權力的頂峰呢？這場展覽裡推薦了五

種觀測權力的角度：

一、帝后專屬服飾
　　帝后服飾可以說是彰顯自身身份最直接的

方式。我們或許不清楚帝后真正的相貌，但是

只要穿上帝后的服裝，身份的辨認度立即增長。

歷代帝后裝束有別，禮服或常服也有許多款式。

這次展示中分別可以看到宋代、元代與明代對

帝后服飾的描繪與想像。

二、端重的儀態
　　本次展出的帝后肖像，或站或坐，儀態皆端

正莊重。例如南宋宮廷畫家馬麟（約 1180-1256

後）所繪的〈夏禹王立像〉（圖 2），畫中大禹

頭戴九旒冕，袍服上露出帝王使用的「日」、

「月」、「三星」等紋章，垂至地面的下裳開

圖2　南宋　馬麟　夏禹王立像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宋　宋英宗坐像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張，讓執圭的大禹顯得格外修長端重。又如〈宋

英宗坐像〉（圖 3）以及〈明孝宗坐像〉裡，英

宗（1032-1067）以側面、孝宗（1470-1505）以

正面坐像面對觀者，但都刻意維持著將雙手握

於腹前、一絲不苟的端正姿態。帝后像無論站

姿或坐姿，必然曾經宮廷畫家的仔細思量，期

待表現出帝后端重的威儀，讓觀者感覺他們不

驚不懼，具備沈穩決斷所有事物的能力。

三、極致奢華
　　巨大權力經常伴隨著強大的經濟力與消費

力。各類奢華的用品，也成為帝后顯貴的點綴。

〈宋光宗后坐像〉（圖 4）中可能超過兩千顆大

小珍珠裝飾的龍鳳花釵冠，或是〈元英宗后〉

半身像中，姑姑冠上裝飾的不規則粉紅大寶石，

身上穿著的織金袍服，以及〈明仁宗坐像〉中

的金交椅，不同朝代的帝后，各自以當時崇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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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以奢華妝點著自己擁有的權力。

四、象徵符號
　　應用象徵性的符號，也能有效烘托身份。

帝后袍服上的日、月、星辰、龍⋯⋯等紋章，

原本傾注著對其品德能力的期待頌揚，後來衍

生成象徵權威的符號。在這次展件中，〈明孝

宗坐像〉是將象徵符號運用到極致的精彩例子。

畫中明孝宗除了袞服上的十二紋章，他周邊的

寶座、屏風、腳踏及地毯，全都佈滿龍紋，密

不透風地利用符號，不斷強調自己的至尊身份。

五、精良的材料與畫工
　　本次展出的帝后像，絕大多數均以精純的

顏料，在細密的畫絹上留下纖巧複雜的層疊痕

跡。其中不乏以泥金描繪帝后服飾、用具中昂

貴的金質品項。這些優質的材料，以及高超的

畫功，代表著宮廷不惜重本、力求完美的講究，

而這也彰顯了像主的崇高地位。

　　關於權力在帝后肖像畫上體現的形狀，或許

還存在許多可能的標準。不過本次展覽以上述五

個標準為觀察角度，評比此次展出的帝后像在各

個項目上的強度，大膽地提供相對的分數，並以

星狀的雷達圖呈現，希望能另類地以「形狀」，

突顯個別帝后像在表現上的特色。（圖 5）分數

較低不一定是缺點，而是反應對某類表現方式不

特別有興趣，可能更容易展現特色。歡迎將雷達

圖作為觀展時的參考，為這些帝后像打下屬於自

己的分數。

圖4　展場提供A5尺寸〈宋光宗后坐像〉學習單　書畫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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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北宋　宋仁宗坐像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口或袖口露出的織金內裳，以及供其靠坐踩踏

的華麗坐具腳墊，這些所佔面積不大的「道

具」，反而突顯出主角身份的極端尊貴，連一

般人難以取得的鑲著珍珠的華麗織錦，都只是

他們隨意使用的消耗品。宋代留下的帝后像雖

然低調不張揚，但透過陳設的描繪，堅定地展

現屬於權力巔峰的奢華日常。

　　元代帝后雖僅存半身像，但與南薰殿所藏

其他朝代帝后漢式服飾有別，穿著蒙古傳統的

冠服式樣。無論是元代已婚貴族婦女頭上的姑

姑冠，或是大汗的鈸笠帽，皆獨具一格，十分

容易辨識。這次展出過去比較少機會露面的四

張后妃半身像。這四張后像屬於缺乏清楚的身

來自南薰殿的宋、元、明三個朝代的
帝后像
　　本院的帝后像，過去曾藏於紫禁城的南薰

殿，因此常被稱為「南薰殿帝后像」。這次挑

選出宋、元、明三個朝代的帝后像數件，希望

呈現出不同朝代描繪帝后像的特點。

　　宋代帝后像，特別是皇帝坐像的部分，特

別顯示著當時宮廷「低調奢華」的美學。無論

是展出的北宋英宗或仁宗坐像（圖 6），或是南

宋的光宗像，帝王身著單色淡黃或紅色衣袍、

頭上戴著襆頭的形式，皆與一般官員差異不大，

難以辨認其身份。但透過畫家細細描繪人物領

圖5　附星狀雷達圖的說明卡　書畫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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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元代后半身像》冊中的姑姑冠裝飾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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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標注，難以確定身份的作品。但是她們各自

穿著不同色系的袍服，額前固定姑姑冠的帛紗，

以及姑姑冠上的裝飾，都有若干差別，因此並

列展出數開，希望有助於感受元代帝后物質生

活的豐富性。（圖 7）

　　明代帝后像的數量，在這次特展中的特別

多。因為比起兩宋帝后像，三百多年維持著幾

乎一致的裝扮與場景，明代帝王像在接近三百

年的歲月裡，則持續轉變。本次雖然無法展出

宮廷版的〈明太祖坐像〉，但是可以〈明仁宗

坐像〉（圖 8）來代表最早期的款式：也就是帝

王跨坐在交腳圈椅上，腳踏下方還有一張華麗

的地毯，皇帝身後不再多加擺飾背景。

　　第二個階段則如〈明宣宗坐像〉。（圖 9）

明宣宗是明仁宗之子。畫中原本隨時可開闔使

用的交腳圈椅，此時則改以可能以玉雕的華麗

寶座取代，其他場景設定依然類似。

　　第三個階段則可以〈明英宗坐像〉（圖

10）為例。這幅畫作是現存明代皇帝坐像中，

最早全正面地面對觀者的作品。前面兩個階段

都是以半側面的角度側向觀者。此外，畫中英

宗穿著的龍袍上，與之前皇帝龍紋常服不同，

為更正式織繡著「十二紋章」的袞服。搭配明

英宗正面朝向觀者的效果，整體畫面對稱穩固，

讓這張帝王肖像，就像是一個象徵至高權力的

大型符號圖案。

圖8　明　明仁宗坐像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　明　明宣宗坐像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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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明　明英宗坐像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1　明　明孝宗坐像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第四個階段可以〈明孝宗坐像〉（圖 11）

為代表，與前三階段維持帝王身後定義不明的

場景不同。這個階段華麗的寶座後方，還會豎

立三面大屏風，幾乎覆蓋了原本上半部的空白，

將帝王更完整的包覆於各種物像之中。先前的

段落，已提到〈明孝宗坐像〉是將象徵符號運

用到極致的精彩例子，特別是象徵帝王的龍紋

符號，撩亂地分佈在各種物件上。反倒是明孝

宗白淨恭謹的面容，清楚浮現於畫面中。

　　明代帝王像經過數段累積與演變後，畫中

陳設、擺飾與符號的堆砌，朝越來越繽紛的方

向發展，最終幾乎佔滿畫中帝王存在的空間，

因此，對明代帝后像的發展，可以「踵事增華」

作為註解。

帝后肖像的可辨性
　　這次展出的帝后像，真的是他們的真容嗎？

還是宮廷畫家想像或者美化的結果？

　　南宋宮廷畫家馬麟畫中夏禹那極其修長飛

揚的鳳眼，相信是出自後世對於英明君主理想

面容的想像。唐太宗唇上像是用數學公式運算

出的漩渦狀鬍鬚，應該也與真實樣貌有異。不

過其他展出的宋、元、明代帝后，從膚色、鬚、

眉、五官各自不同，無論是否百分之百真確反

映他們的面容，這些帝后像均具備了各具特色

的「肖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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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展覽特別挑選兩件亦為南薰殿收藏的

畫作，可以嘗試檢驗明代宮廷畫家對於帝后形

象忠實描繪的程度。其一是標為〈明宣宗馬上

像〉的小立軸（圖 12），畫著騎著馬、駕著鷹，

奔馳在河畔草原上，愉悅自適的皇帝。他身旁

小黃籤甚至標注著「宣德皇帝」的名號。我們

特別在品名卡上將明宣宗、明英宗與明憲宗的

面容局部印出，希望讓觀眾自己對照，靠面容

特徵找出描繪的究竟是哪一位帝王。（圖 13）

　　另一展件〈入蹕圖〉，描繪乘船謁陵回宮

的皇帝。為了描繪隨著皇帝出巡的陣仗，總共

畫了接近三十公尺，其中包括在陸路、水路上

圖13　〈明宣宗馬上像〉品名卡　書畫處提供

圖12　明　明宣宗馬上像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25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454 

的隨侍太監、衛士等共九百多名。圍繞在皇帝

所乘御舟周遭，有準備御用珍饈的膳食船，有

播送樂音的樂隊船，形形色色，非常有趣。但

是這個大手卷的題籤只標著「入蹕圖」三個字，

究竟是描繪哪一位皇帝出巡，在研究圈也有過

不同的看法。

　　這次特別一併選展〈入蹕圖〉帝王的兩位

候選人「明世宗」與「明神宗」的半身像冊，

讓觀眾自己查看到底哪一位皇帝比較有可能是

畫中人。

乾隆年間裁製的「南薰殿」帝后像制服
  現在回過頭來再說明一下「南薰殿」與帝

后像的關係。乾隆十二年（1747）清高宗發現

一批存放於「茶庫」的歷代帝后、功臣像，下

旨檢修裱裝。乾隆十三年（1748）修復工作完

成，帝后像改移到「南薰殿」（圖 14、15）奉藏。

嘉慶朝的大臣胡敬（1769-1845）奉旨清查南薰

圖14　南薰殿現況 于子勇攝

圖15　南薰殿位置示意圖 周逸製圖

殿所藏帝后像，整理為《南薰殿圖像考》一書。

從此這批帝后像常被稱為「南薰殿帝后像」。

  乾隆十三年完成的帝后像裝裱工程，為這

些帝后像換上了「制服」，也就是用八瓣纏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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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唐太宗像〉裱綾上的八瓣纏枝花紋圖案 圖17　〈明仁宗坐像〉的粉紅裱綾

花卉紋的裱綾重新裝裱。（圖 16）這次展場中

大部分的展件都可以看到深淺顏色的這塊裱綾。

特展主視覺也以這塊裱綾設計出昂揚的龍、鳳

剪影，呼應「權力的形狀」。

  不過，為籌備本次特展整理所有帝后像時，

發現也有幾個例外，並一併展出。例外的例子

包括：明太祖醜像一類、《明代帝后半身像》冊、

〈明仁宗坐像〉、以及〈明宣宗馬上像〉四類。

  其中，〈明仁宗坐像〉及〈明宣宗馬上像〉

所用的是紅白雙色搭配的龍紋裱綾（圖 17），

其色系也與八瓣纏枝花卉紋裱綾的深淺黃色有

別。這兩件作品的題籤也標明了是「乾隆戊辰

年重裝」，因此應與其他帝后像是同一時間重

裱的。目前仍未找到可以具體說明為何不使用

相同裱綾的線索。

  《明代帝后半身像》冊使用的則是六瓣花

卉紋裱綾。（圖 18）仔細觀察的話，其實雖然

都是類似的六瓣花卉紋，花心及花瓣的形狀仍

略有差別。這次展出了明宣宗及皇后孫若微、

明憲宗后、明世宗及其皇后、明神宗及其皇后，

總共四開冊頁可供觀察。而明憲宗后的一開，

除可看到畫像左側完整的綾布，也提醒觀者該

冊皆以「挖裱」的方式完成。這種六瓣花卉紋

應是明代宮廷的原裝，由其間花樣的差異，推

測應為不同朝代順序裱裝積累而成的珍貴冊頁。

  而明太祖醜像似乎皆未全面揭裱。筆者推

測這是因為醜像的品質明顯並非宮廷水準，乾

隆皇帝或者表作匠人不認為需要重裝所致。

  造成上述幾個特例的原因，仍待解決。不

妨把握這次展出機會好好觀察，找出這些帝后

像被差別對待的理由。



27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454 

也想讓視障朋友看見「權力的形狀」
  「權力的形狀—南薰殿帝后像」特展，除

了精選歷代具代表性的精彩帝后像展出外，亦

結合本院教育展資處的同仁，與板橋高中進行

館校合作，透過課程讓同學結合特展作品與脈

絡，挑戰為視障觀眾設計各種觀覽平面繪畫的

輔具。

  他們的部分成果，如將畫中龍椅實像化，

變成可供觀眾試坐、感覺椅子尺寸、形狀、部

分雕刻紋樣、材質差異的木質輔具，或是站在

視障觀眾立場，特別撰寫錄製著重畫面敘述的

語音導覽，都將於三個月的展覽期間，漸次出

現於展場內，讓展覽內容更豐富，欣賞對象更

多元，讓大家都能看見「權力」的形狀。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

圖18　明　孝惠皇后　冊頁　裱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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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薰殿圖像作為皇家的收藏，此批歷代帝后畫像，無論立像或半身像，其形

貌、服飾、龍椅、地毯皆描繪真實，筆法工整精細，設色富麗，具有極高藝

術價值及文化內涵。此次規劃編印《南薰殿歷代帝后圖像》套書，其中收錄

從伏羲、三皇至宋、元、明各朝代帝后圖像，畫軸六十七軸，冊頁七冊，及

明人〈出警圖〉、〈入蹕圖〉兩卷。未收錄者有〈至聖先賢半身像〉冊、〈聖

君賢臣半身像〉冊、〈歷代聖賢半身像〉冊及〈明太祖御筆〉兩冊。

《南薰殿歷代帝后圖像》內容沿襲《故宮書畫圖錄》編輯體例，將作品依其

「軸、冊、卷」裝裱形式，共分兩冊出版。套書採精裝書衣，大菊八開，全

彩印製，並仿原裝裱朱底黃綾作為封面設計元素，以呈現皇家宮廷華麗質感。

此套精裝圖錄無論裝幀、開本、用紙、全彩內頁、局部及文字編排，足以呈

現這批院藏文物之重要性，並可提供宮廷服飾文化豐富的視覺圖像，亦為研

究歷代人物肖像畫之珍貴資料。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