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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說不知，滿族從入關伊始直到
道光朝早期，已有西洋技藝人在宮
廷中服務。別以為洋人在華人的世
界吃香是件必然的事，西洋人當時
要獲得朝廷的青睞，絕對不是件容
易的事。大家可以試想想，在氣氛
莊嚴的紫禁城內，偶有身材高大、
金髮碧眼、深目鷹鼻的西洋人在華
人中間穿梭往來，這個畫面何其新
穎！

對西洋技藝人之徵召
積極而慎重地收納並選用富西方

科學、天文、藝術等知識的西洋技
藝人為宮廷服務，一直是清代宮廷
採取的基本策略。這個政策從順治
皇帝開始，其間歷經康熙、雍正、
乾隆、嘉慶、道光各朝，長達200
餘年，前後相續，未曾中斷。其中
以康熙、雍正和乾隆時期最具有代
表性。
康熙八歲開始當皇帝，他從執政

初期已對西洋科技非常感興趣，深
信學習西方知識能為己身和國家帶
來進步和創造優勢。他在位期間，
嚴格地區分單純的傳教士和身懷科
學技藝的專長者，並主動徵召有才
能的西洋人入京候用。康熙皇帝非
常好學，他曾跟南懷仁等傳教士學
習天文、數學、地理，還學習拉丁
文。在眾多科學範疇中，康熙皇帝
尤其熱愛數學。當傳教士在講解方
程時，因句子冗長；發音又不清
楚；也阻礙學習進度。康熙皇帝幾
番冥思苦想後，他自創數學術語的
漢語翻譯，他創造的數學術語如
「元」、「次」、「根（解）」等既科
學又簡潔，因此一直沿用到今天。
宮廷沿用西洋技藝人絕對有助華

人吸收新知識和事物，但是挑選過
程也頗為漫長。當時宮廷要徵召西
洋技藝人，須經過重重關卡：前期
通報—廣東考察—禮儀培訓—護送
進京—覲見試用—欽定去留等步
驟。康熙皇帝對於西洋技藝人是持
求才若渴的態度。
到乾隆帝的執政時間，他所持的

態度是：「中外之防閑，不得不
嚴。遠夷之誠愫，不可不通。」可
見他對中西文化是否可以和平地交
流有猶疑，然而他也明白，中國與

外國不論是交通、貿易上也要相
通。所以，他在位期間，也致力化
解宮廷中不同派別西洋技藝人之間
的矛盾；採取措施使西洋技藝人能
夠長期留在北京，終身為宮廷提供
服務；對為宮廷服務的西洋技藝人
的數量從整體上去調控。　
可惜，後來隨 中外關係的變

化，服務於宮廷的西洋技藝人最終
消失。

西洋技藝人的構成
綜觀清代宮廷裡的西洋技藝人，

所涉及的專業領域十分龐雜，
主要包括：西洋天文學
家、西洋畫家、西
洋鐘錶工匠師、
西洋醫生、數
學家等。我們
重點介紹西
洋 天 文 學
家，因為他
們對當時
的社會民
生有重大
的貢獻。
天文曆算

是西洋傳教
士進身宮廷的
重要階梯，他們
帶來了新的天文學
成果，足以滿足皇帝
們對天文學的要求。可以
說，在近二百多年的時間裡，欽天
監是西方傳教士大顯身手的地方，
欽天監的監正、監副之職一直由西
洋傳教士擔任。
湯若望便是第一任的欽天監監

正。他於德國出生，早年在意大利
羅馬求學，有系統地學習自然科學
和神學。1618年與金尼閣、鄧玉
函、羅雅谷等人一起前往中國。
1630年（崇禎三年）進入徐光啟主
持的曆局，參與修訂中國曆法的工
作。1644年清軍攻入北京，明朝滅
亡。湯若望仍堅守在北京，保護尚
未鐫刻完畢的《崇禎曆書》木板。
湯若望開創了清代欽天監監正由

西洋人擔任的先河。他在擔任欽天
監監正期間，修曆、製器、著書、
天文觀測，成就矚目。尤其是在原

來《崇禎曆書》的基礎上完成了新
的曆書的編寫工作，這就是著名的
《西洋新法曆書》。湯若望除了編修
曆法以外，他還製作了各種的天文
觀測儀器，北京故宮博物院如今仍
然存有他製作的日晷。

工作模式和生活概況
西洋技藝人在宮廷工作的模式主

要有兩類：一是他們根據皇帝旨意
進行相應產品的製造物品；二是皇
帝提供諮詢服務，作他們的皇帝顧
問。西洋技藝人作為清代宮廷社會

的重要組成部分，扮演 和
其它中國工匠一樣，

又有點不一樣的角
色。西洋技藝人
亦即是指作手
工藝的技術
人員，因
此，他們
在進行各
種製作時
程序是一
樣的：首
先由皇帝
提出製作
意向，由相
關管理人員

傳達給西洋技
藝人，西洋技藝

人根據皇帝的旨意
設計或製作小樣，呈給

皇帝閱覽。如果皇帝同意，就按照
設計或小樣製作。如果皇帝有進一
步的修改意見，再傳達給技藝人修
改。
至於生活，不要以為他們有一定

的優待，其實他們的生活算是艱辛
的。西洋技藝人一般是住在城內的
幾個教堂內，從教堂到宮中還有相
當的距離。因此，他們往往需要很
早就動身前往宮中。如果從城內到
圓明園承應，路途遙遠也更為辛
勞。王致誠曾記述早晨七點即到宮
門等候，則其從住處動身更早。
工作條件方面，根據王致誠的紀

錄：「余在內廷供奉繪事，勞瘁異
常。其畫室僅數間平房，不可避寒
暑。冬唯設一小爐，凍則呵筆從
事，夏則炎熱蒸凍，室內如爐。

⋯⋯異於通常傳教之士，中國之人
皆以為逾格之寵，而余則淡然默
然。⋯⋯終日遂供職內廷，實不蒂
囚禁其中。」可見西洋人的居所條
件並不優。
膳食方面，「每日份例：盤肉三

斤，每月菜雞七隻半。白麵十四
兩，白糖、澄沙各五錢，甜醬一兩
六錢，水稻米七合五勺，隨時鮮菜
三斤。」每日果房份例：「紅棗、
桃仁、圓眼、荔枝、西葡萄各二
兩，隨時鮮果八個。」於膳食安排
方面，尚算不錯，至少有菜有肉有
水果。

中西文化交流和衝突
由於中西文化的差異，在宮廷服

務的西洋技藝人面臨 文化的不同
而產生的種種的不理解，而中國人
也常用東方人的眼光和標準評判西
洋技藝人的手藝，因此產生相當多
的隔膜，甚至是激烈的文化衝突。
比如繪畫，中國人往往將西畫與

中國畫相比較，甚至讓畫家改變已
經成型的繪畫方式。康熙時期的畫
家馬國賢，到了宮中並沒有為他準
備畫西畫的工具，只是讓他用中國
的紙、絹和筆，按照中國畫的方法
進行創作，他學習了幾個月才適應
過來。 而乾隆時期的法國畫家王
致誠的例子更能說明問題，當宮廷
命令王致誠改習中國畫時，他大加
抱怨：「我是歐洲畫派成熟的畫
家，不需要再到中國來學習如何作
畫。」

總結
這些行走於宮廷中的西洋技藝人

絕大部分都是以傳教士的身份來
華，以自己的學有專長進入宮廷，
他們不但在清宮相關領域中發揮了
能工巧匠的巨大作用，而且對清代
宮廷的知識建構、生活方式亦有所
影響。他們的存在，使清代宮廷成
為多元文化交融匯合的最為實在的
場所。西洋技藝人服務於清代宮廷
實際上是一場持續一百五十餘年的
藝術、科學和技術傳播和轉移過
程，是清代宮廷內中西文化交流的
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本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近來耳朵突然高貴起來。
通俗的市聲聒噪過後，無伴奏和聲從那

重重的山間如月升起。兩耳似被一汪雪山
裡湧出來的春水蕩滌，清新若雨後新生的
嫩草地。
只是因為，我從市喧深處搬到了草木深

森的郊外，與莊稼田園比鄰而居了。
我甚至可以在清早上班去的路上看到露

珠。在那隨便綠 的屋角路邊，小口小口
的露珠鼓圓 大腮幫，透明的臉頰上有陽
光新畫的小小彩虹——這要很仔細很仔細
地看，才看得清楚。
曾經整夜開在枕邊般的汽車聲為蟲的清

唱所替代，大交響變作了小夜曲。田園裡
的小夜曲蒼白消瘦但脆嫩得可掐出綠綠的
水來。夜鶯的情歌在窗外的銀杏樹上，舒
緩悠揚如一把輕輕打開的摺扇，優雅而浪
漫。讓人不禁想起亮麗露肩晚裝，艷妝的
眉眼，誇張的蓬鬆的裙襬，以及水晶的高
跟鞋和灰姑娘的南瓜馬車。我相信鳥的王
國裡必定也有人間一般的盛宴。
我從花店買回的玫瑰在窗台上木立，假

花般緘默做作而無生氣。而我信手在田邊

採回的一大蓬野菊花卻如飄墜的音符，極
旺盛地歡唱 書架的空間，那份清新和自
然似乎是把竹製的書架當作了它家門口的
竹籬笆。
我的夢裡不再有莫名驚懼的追逐，大片

大片的花靜靜地開放 長夜，花香滿屋裡
走動。我的睡眠是一本隨意攤開的書，每
一段都文筆優美可以朗讀。
看蔬菜在畦上自由自在地長，青青的草

隨意地在空地上溜躂。秋分、寒露毫不閃
避地以不同的笑容蒞臨，我滿懷詫異和感
動，任全新的寂寞、釋然和莊稼一道 蘢
我城外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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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先生面對那打開的油畫箱，坐在隨畫

具一起帶來的那個三角凳上，正在專心地
畫 一幅秋色圖。
日光中那金燦燦的不斷晃動 的黃葉是

感人的。那種感人也許發自那種因為嚴冬
將至、大限已近，而產生的恐慌。是因為
對生命的眷戀，仍在努力，仍在掙扎而展
現出的一份輝煌。
這時，有一隻從草地那面慢慢向他飛來

的蝴蝶引起了他的注意。他發現那蝴蝶長
得很像是美洲那種每到秋季便會向南遷移
越冬的王蝶。只見那蝴蝶在他身邊繞了一
陣後，便落到了他的肩膀上。
「為甚麼牠會在這裡呢？是因為在遷移

時落了隊或迷失了方向嗎？」
他側過臉來向牠打量了一會兒，覺得那

蝴蝶像是要帶給他甚麼信息，而整件事又
像是含藏 某種不可知的寓意。他停住了
畫筆，一動不動地看 牠，直到牠翩然離
去。
太陽升得很高了。草地周圍那片沉浸在

日光中的樹林，及林子間那一片空地上的
黃草給人的感覺是那麼地祥和靜穆，那麼
地富有詩意。
獨自處身於這樣的景色中，確實是使人

能忘卻一切煩憂。
也許是因為太過忘情，當豐先生正用一

張廢紙在擦 畫筆，打算重新調色時，突
然覺得有些暈眩，緊接 只覺得眼前一
黑，便已摔倒在照樣支在地面的畫架前。
老人失去了知覺，手裡卻仍緊握 那支

剛剛用一塊舊報紙擦乾淨的畫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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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晚，天色還沒完全黑下來，有幾名幹

完了一天的活、從山上下來的伐木工正巧
路過這片山林中的谷地。當他們發現摔倒
在地上已昏迷不醒的豐先生時，真的是驚

慌不已。
幾個人即刻便動手取下了身上背 的繩

索卷，又特地從附近那些小樹叢裡挑選了
較直的樹枝，匆匆砍下來後很快便做成了
一副臨時擔架。
他們抬起老人，收拾起地上的畫具、畫

架，在天黑前已及時地將一直昏迷不醒的
老人送進了離當地不算太遠、位於另一個
山坳中的一家療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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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裡還是那麼安靜，沒有一點聲音。

那些一直含在眼眶內的淚水，此時竟從豐
先生的眼角慢慢淌落下來⋯⋯
豐容從擺在床頭櫃上的紙巾盒裡一連抽

出幾片紙巾，替老人輕輕地揩去了面上的
淚痕。接 又找來一支能折彎的吸管，為
父親掖好餐巾後，開始動手替父親餵食起
房東帶來的果汁和羊奶來。
病人仍用一種同樣的眼神直視 她，像

是還有不少事沒有敘述似地，嗓子裡卻一
直都沒能發出一點聲音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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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那位於第六區的大宅內，一早就傳

出了少東家大聲呵斥女傭的聲音：
「鑰匙呢？我問你畫室的鑰匙究竟放在

哪裡？」
雲朵站在一邊，雖心裡有些害怕，但卻

仍然堅持 說：
「先生交代過只有他和小姐回來時才能

進他的畫室。」
「你以為你是甚麼！哼，你以為他還能

再回來麼？你以為我真的就拿你沒辦法
嗎？！鑰匙！你再不拿出來我可就要叫人
把畫室的門砸開來了！」
門鈴響了。豐瑞跑到窗戶邊朝大門外面

望了一陣子，轉過話題向女傭叮囑道：
「別開門。」
「是誰啊，雲朵，快去開門看看呀，我

聽見有人在外面一個勁兒地捶門呢。」
只聽女主人坐在隔壁小客廳的電視機前

指使道。
「還能是誰呢，肯定又是那自以為是豐

家後人的一家大小吧。」身為長子的豐瑞
答道。
「讓他們進來，看他們能怎麼樣。一大

早地便關 門不開顯得不合適，難道我們
還怕他們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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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家大宅的門外，一對四十歲出頭的夫

婦帶 兩名年齡介於十二三歲的女孩及一
名八九歲的男孩，吵吵嚷嚷地在門外又是
撳門鈴又是大力地連續拍門。
「哼，別以為我們不知道。老爺子看來

是一命歸天了。」只聽那位媳婦打扮的婦
人說。
「噓，看你，別把事情弄僵了。不是說

好了要裝成沒事似的嗎？進門後我們必須
要裝成是甚麼都不知道，懂了嗎！」
門開了一道縫。豐瑞的全身出現在那道

只有幾公分寬的門縫裡。
「甚麼事？」他沉 臉問道。
「甚麼事？沒甚麼事啊。來看看我

的叔叔、嬸嬸不行嗎？」
被問的人答道。臉上一副氣呼呼的

樣子。
三個孩子一見門開了一道縫就往屋

裡擠，片刻間，已一個隨 一個，一
溜煙似地跑進了客廳。
豐瑞讓在一邊，一見這般景象，只

得讓這對仍被攔在門外的兩口子進了
門。
「開門見山，說正經的吧。」豐樸

源先生的侄子豐涵在客廳的沙發上坐
下後，一邊為自己點起了一支紙煙，
一邊煞有介事地開口說道。
（本故事由電影劇本《紅房子》編

寫而成。）

一個朋友的母親去世三年後，朋友要為他母親立碑。朋友的老家在襄陽市
下屬的棗陽市的鄉村。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車程，我們來到了鄉村。
一條小河從遠處的山邊流過來，繞 小村莊流淌。村裡的土雞在小河邊的

田野裡悠閒地覓食，白鵝在小河中遊蕩，紅紅的柿子像小燈籠一樣掛在河邊
的樹上，勤快的農婦在小河邊洗衣，洗衣棒在衣服上砸得乓、乓直響。從喧
囂的鬧市來到這裡，彷彿瞬間穿越了時空，一下子降臨到這裡，時間似乎在
這個鄉村停滯，我一下子走進了往日的時光。
九月，這是九月，這是襄陽鄉村的九月。金黃的稻穗正低垂 沉甸甸的頭

顱，早晨10點多鐘的陽光灑在稻穗上，讓稻穗閃爍 一層令人迷醉的金黃，
再過幾天，辛勞的農人就要開鐮收割那沉甸甸的稻穗，而現在，它們一排排
地站立在土地上顯得那樣驕傲而威武。
朋友請來了立碑的樂隊，用嗩吶、土笙一路吹吹打打，還不斷放 火炮，

驚擾了村莊的寧靜。成群的麻鴨、白鵝撲閃 翅膀，撲向小河⋯⋯
他們走到山上，開始立碑去了。我和另外一個朋友留在了山下。這是城市

裡尋找不到的景色，秋天似乎就停靠在這裡，在這裡駐足，嬉戲，要把這段
美好的時光仔細品位，並把金黃與豐碩的果實留在人間，向人們問好。襄陽
的秋天是如此美麗而悠長，我好久沒有到田野上，與自然親近，我想好好去
尋找秋天。
在小河邊的土地上，種 許多蔬菜。秋天的扁豆花開得正艷，白的，紫色

的花兒爬滿了竹籬笆，肥厚的豆莢也長滿了籬笆。秋天的絲瓜、苦瓜依然在
開 金色的花兒，但他們已經不像夏天那樣熱烈，拚命地生長，秋風已經讓
它們放慢了腳步。
一片片的野草蓋滿了河邊的土地，間或有一叢叢小灌木，上面結滿了紅色

的、紫色的漿果，我和朋友索性坐下來，然後躺在草地上，微微閉上眼睛，
像一隻蜜蜂一樣嗅 秋天的味道。這鄉村的九月讓人沉醉，它不像春天的田
野散發 清新的氣息，而鄉村的九月，到處是成熟的果實，到處是野菊花、
蒿草花的芳香，像醇酒一樣濃烈，直灌入你鼻腔、心肺，讓你沉醉，讓你欣
喜，讓你想大喊大叫，或高歌一曲。
而鄉村九月的夜晚，更令人陶醉。
我想起前幾年的秋天在一個鄉村度過的幾個夜晚。鄉村的夜晚似乎來得很

早。有電，也有電視可看。但吃完晚飯後，也就沒多少事可幹了。我走出屋
外，看見碩大的月亮從山岡上爬上來，慢慢照亮了夜空。螢火蟲在草地上一
閃一閃的，它們飛起來的時候，似乎直接連上了天上的銀河，與星星一起在
無垠的天空閃爍。秋收後的土地上飄灑 秸稈和野草的香味。身處鄉村九月
的夜晚，就像在銀河裡飄蕩、遨遊，離現代很遠，離遠古和未來很近⋯⋯
但今天肯定不能在鄉村裡過夜了，我心中有些遺憾。
中午在一個小鎮上的飯館吃的飯。那小鎮實在太小，就兩條街，十幾分

鐘，就從這頭走到了那頭。但小鎮飯館的東西非常實在，味道也很不錯，上
了十幾盤菜，盤子裡的雞、鴨、魚、肉堆得滿滿的，根本吃不完。

鄉村雖然美麗、質
樸，但鄉村依然不富
裕。現在，鄉村的人們
吃得飽了，也沒有過去
那樣辛苦，但他們上
學、看病、蓋房子、娶
媳婦，生老病死，則需
要大把的錢，而這錢卻
難以掙到手，家裡如果
碰到一個人得大病等事
情，那就是整個家庭的
滅頂之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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