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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代的皇室書畫收藏中，以宋代
及清代最為重要及留有正規的著錄編
目。宋徽宗所編制的《宣和畫譜》及
《宣和書譜》，記錄當時內府收藏多
達7,600件的書畫作品，及至清高宗乾
隆，其所藏書畫珍品更數以萬計，除
繼承了前朝內府收藏外，還致力從藏
家、巨富手中搜羅，令絕大部分流落
在民間的唐、宋、元、明等名跡先後
成為宮廷藏品。為了更有系統地分類
及記錄其書畫收藏，遂下令編制《石
渠寶笈》。
整套《石渠寶笈》的編纂，由初編

至三編成書，跨越乾隆和嘉慶兩朝，
前後歷經共70餘載，共有31位朝中大
臣參與鑑定甄別、遴選，嚴格考訂當
中萬餘件書畫作品並編撰著錄。《石
渠寶笈》系統地整理清皇室收藏的非
宗教類書畫，並特別收錄了清初歷朝
皇帝的遺作、歷代的書畫、朝臣貢獻
的作品以及當朝皇帝的御筆書畫作

品。
清朝覆亡後，宮廷收藏大多收歸政

府，成為國家財產。隨公家博物館
的建立，僅餘於民間的藏品更不斷被
吸納為公家的永久收藏，能夠在民間
流傳的古代名跡已極為少有。二十世
紀的私人收藏能夠擁有如前代般的大
規模收藏可以說是絕無僅有。五、六
十年代的香港，經歷從貿易港口過渡
到工業大都會的轉型期，由於地緣關
係，早與廣州緊密交流，加之歷史因
素，在1949年後，更一度成為內地文
物的匯集點，於中國書畫收藏上佔有
很重要地位，並直接或間接地造就了
一批批私人藏品的建立，其中較為重
要有至樂樓、北山堂以及是次展出的
虛白齋藏品。
虛白齋主人劉作籌先生亦於 1989

年，把自己窮一生精力收藏的數百件
寶物「化私為公」，慷慨捐獻予香港
藝術館，成為一時佳話。

�

《石渠寶笈》與虛白齋

13件虛白齋《石渠寶笈》著錄珍藏

由11月起至明年8月，康文署策劃舉辦「故宮文化全接觸」系列活動。其中由香港藝術館籌劃的「《石渠寶笈》

之香江拾遺 ─ 香港藝術館虛白齋書畫藏品展」作為系列活動之一，自即日起至2017年3月20日，在香港文化博物

館展出，展品悉數來自私人藏家虛白齋。展出的13件與《石渠寶笈》相關連的書畫作品中，包括董其昌的書法精

品，以及乾隆御筆字畫，觀者於此中不僅可一睹《石渠》真跡，領略帝王的風雅，亦可借此體味香港，憑借在歷史

中的特殊身份，於文物流轉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部分圖片由主辦方提供）

看戰火中香江存珍

今次展出書畫皆來自虛白
齋，機緣巧合下，虛白齋主人劉作籌

購藏了13幅原由清高宗乾隆皇帝珍藏、蓋有「石渠寶
笈」等相關鑑藏印章的書畫，包括2件唐代寫經卷、1
幅傳宋代書畫合璧作品、3件明代書蹟和7幅清代繪
畫。這13件書畫作品涵蓋《石渠寶笈》內所定多種著
錄形式，包括有：全五璽、全八璽者，分別載於《石
渠寶笈》初編、續編和《秘殿珠林》。這些乾隆舊藏
有部分後來曾經清仁宗嘉慶皇帝和宣統皇帝溥儀鑑
賞，蓋有「嘉慶御覽之寶」及「宣統御覽之寶」印。

皇帝的「代筆」
《石渠寶笈》經由乾隆、嘉慶兩代皇帝的共三次編
撰，如目錄般的
《石渠寶笈》中
詳細記錄每件
作品的時代、作
者、書畫名稱、
尺寸、素材、書
法書體以及書畫
風格特點。「今
次的十三件文
物，很難得地濃
縮了乾隆皇帝收
藏並編入《石渠
寶笈》的作品背
後故事。」香港
藝術館館長司徒
元傑介紹說很多
細節和小故事是在研究整理的過程中慢慢挖掘出來
的，比如被康熙賜予「畫狀元」稱號的唐岱所創作的
《秋山不老圖卷》的題字者就並非畫中所記的「寶親
王」。
「唐岱在康雍年間是專門服侍皇帝的宮廷畫家，當
時品味宮廷畫以『華麗』為標準，和我們後來講求意
境的文人畫有很大的不同。這件畫作後面一段的書法
部分，落款寫的是『寶親王』，寶親王是乾隆皇帝太
子時候的稱謂，但是後來經過我們的研究發現，乾隆
皇帝的字完全不是這樣子的。」司徒元傑指出乾隆皇
帝的書作風格在另外一件展品馬和之畫作《齊風六
篇》中可以見到，畫中乾隆的真跡書法用筆圓潤，而
不像《秋山不老圖卷》題字那樣全部是「方筆」，原
來《秋山》中的題字是當時宮廷的「代筆」所寫，
「當時宮中盛行代筆，包括一些所謂『慈禧繪』的畫
作亦不是慈禧親自所繪，畫作的主要部分均是由女畫
家繪製。其實不僅那時的中國宮廷與坊間『代筆』現
象盛行，西方亦有此種現象，被稱為『鬼靈魂』。」

乾隆繪《三果圖卷》
看畫觀人，展中兩張乾隆的親繪畫作，可以藉以更
多了解這位盛世皇帝。「乾隆的畫功實在不及他的書
法。」《三果圖卷》中，乾隆繪出蘋果、木瓜和石

榴。最中間的是木瓜，司徒元傑指出「可以
看到乾隆皇帝非常努力地想刻畫出石榴的立
體感，但是效果並不理想，怎麼看也只是三
塊黑炭。乾隆皇帝這個人非常有意思，他在
繁忙的政務之餘，仍有閒情雅致去仔細繪畫
出三種生果。」不過，他指出其實這張生果
圖並非只是臨寫靜物這麼簡單，「當時適逢
乾隆剛剛平定回部，凱旋之後回部首領進貢
了木瓜給他，可以想像當時乾隆皇帝接受貢
品木瓜時，除了咬下去第一口的甘甜滋味，
更是在內心收穫一種帝王的喜悅。看看歷
史，對照他為自己親自撰寫的『十全武
功』，可以見到他的自豪之情，所以他退位
之後自改稱號為『十全老人』也就不難理解
了。所以說一張畫，除了品味它的好與壞，
更應去注重他背後的故事，體會當中承載的

別樣意味。」是故，司徒館長說：「室雅何須大，花
香不在多，十三件寶物已經很有味道。」

「東北貨」的集散地
1945年日本侵華戰

爭宣佈投降，末代皇
帝溥儀在民國初年從
故宮攜走屬於《石渠
寶笈》著錄約1,300件
書畫，開始散佚於民
間市肆，這批文物被
當時的文物商人稱為
「東北貨」，從吉
林、瀋陽到北京、上
海，這些字畫經歷了
多番易手，雖然大部
分被國家博物館收
回，但是仍有相當一部分流往海外，將其運出國境的
主要是文物商人、國民黨官員或是收藏家。
而四、五十年代的香港，一度成為「東北貨」的集

散地，當時歐、美文物商人與中國政府在香港都展開
了十分積極的購藏。據展方介紹，當時中國政府成功
購回40餘件書畫作品，當中包括張大千曾收藏的名蹟

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董源《瀟湘圖》和
宋徽宗《祥龍石圖》都是從香港脫手賣出。
乾隆皇帝所鍾愛的「三希」珍寶之中的兩件：王旬

《伯遠帖》和王獻之《中秋帖》亦由香港搶救回國
的，司徒元傑介紹說當時兩件書作被宮女嬪妃賣出
宮，後流傳到國民黨高官之子手中，這位國民黨之子
四九年時來到香港經營生意，將這兩件書作賣給一個
印度生意人，此人將之抵押在舊匯豐銀行準備出售，
後此事被香港收藏家得知告知北京，周恩來遣當時故
宮博物院院長馬衛來港，但因是時仍是英國統治之
下，是故馬衛等人輾轉澳門來到香港，最後鑒定證明
書跡是真作，便以48萬港幣買下，後經過廣州回到北
京故宮。館長回顧此兩件作品2007年曾經借了來香港
展出，一時間轟動全城。
展中南宋時期馬和之所繪《齊風六篇》被稱作「詩
經圖」，司徒元傑介紹說南宋時期宋高宗非常鍾愛
《詩經》，會親自抄寫段落之後令宮廷畫家為之配上
插圖，所以當時產生了很多這樣的「詩經圖」。此舉
一直盛行到清朝，清朝皇帝更是以此來表現出對漢文
化的尊重，是故乾隆搜集此種作品多達十幾卷，並珍
藏於御書房中，名之為「學詩堂」，並刻「學詩堂」
的圖章，《齊風六篇》上就有「學詩堂」印。「所以
詩經圖不僅是要被當作畫來看，裡面還有歷史的寓
意，當我們看到這張畫時，可以想像出當時皇帝把玩
這些畫作的場景。」這張馬和之畫作原是一位國民黨
高官在1949年離開大陸時留給姨太太度日的，這位姨
太太將之賣給一位猶太人，據司徒館長介紹，這個猶
太人很特別，「他非常年輕的時候留學德國，後被納
粹追殺一路逃到中國，來到北京修讀中文，之後開了
一間店舖買賣書畫，這件文物流落到他手上之後他便
拿去美國出售，賣不出去才來到香港，在70年代時賣
給虛白齋主人。現在我們對這件東西，也同時可以
想像出一段文物輾轉的滄桑歷史。」

戰火中拾遺
這次可以一氣看到13件《石渠寶笈》，實屬難得，
因為戰火紛飛，寶物隨人顛沛流離，更在於中國書畫
的保存，在文物保存領域從來就是個艱難的課題。
「因為媒介多是紙或者絹，濕度和溫度都是影響作品
保存樣貌的重要因素，加之運輸過程中的一些損壞，
保存下來已經不易。我們九七年借了《清明上河
圖》，作品曾經被宮裡的太監藏在水龍頭中，打開之
後當時整卷被水浸得十分厲害，所以需要一點點把畫
面揭下來，重新裝裱。」
所以此次展覽命名「香江拾遺」，司徒館長解讀說

「拾遺」是強調這本目錄書以
及她背後故事的重要性，而「香江」，則是
點出在歷史上，香港從來都扮演一個文物避難所的
角色，很多東西流落到香港從而保存下來，抑或是輾
轉至其它地方。「這13幀珍品就是香港私人文物收藏
的典型，保留書畫是最艱難的，南方因為氣候濕潤多
蟲蛀，如今我們已有最現代的科技保護，燈光照射溫
度的控制都是經過精密計算的。但是想像在此之前，
三、四十年代時的私人收藏，條件十分嚴峻。比如劉
作用先生是用報紙包住它們，秋天打開來曬太陽，這
樣又會造成書畫脫色等問題，這些文物保存至今實在
是非常難得。是故我們亦是想透過這次展覽，去呈現
出50年代以前，香港是在文物保存中起到的重要作
用。」

司徒元傑
談宮廷畫的「重裱」鑒定

記者手記

司徒館長介紹說，其實有很多宮廷書畫都是
後人重新裝裱過的。比如今次的馬和之《齊風
六篇》，如何指導是重新裝裱過的呢？因為乾
隆皇帝用的宮中印泥含有有毒的硃砂，宮中印
泥製法是將硃砂加上一些纖維和油質的物料，
勾兌在一起。宮中勾兌的油有一個特點，就是
滲透力特別強，即是說，如果是原裝裱工，揭
開畫面之後，後面是會有印章痕跡的。馬和之
捲起畫面之後可以看到印跡，就可以斷定是沒
有被重新裱過的。

■■香港藝術館館長司徒元傑為媒體講解是次展覽香港藝術館館長司徒元傑為媒體講解是次展覽

■乾隆皇帝（弘曆）（1711 – 1799）
三果圖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首屆「盒子
怪潮流文化展」日前在在深圳海岸城開幕，本次潮流文
化展集結亞洲、歐美最具影響力的潮品，包括日本「骨
灰級」（超級發燒友）收藏達人價值百萬的GORO'S絕
版銀飾珍藏；山本耀司、三宅一生、川久保玲的秀款限
量收藏展；博物館級別的手工定製改裝機車，還有 Mi-
chael Jackson 的御用吉他手，陪他走過無數場巡演的
Jennifer Batten 的 Washburn 等一些價值千萬的明星自
用殿堂級樂器。

山本耀司、三宅一生、川久保玲收藏
GORO'S又稱不死銀器，是世界知名小眾奢侈品銀飾品牌，被全世

界名人追逐和推崇。GORO'S品牌不做任何廣告，堅持純手工，小量
生產，全球僅東京表參道一家專賣店。它的創辦人兼設計師——高橋
吾郎，更是日本流行界的一個傳奇。他在真正的美國印第安部落成為
部落勇士，學到神秘的古印第安傳統製銀技術。後來，他回到日本並
創立了GORO'S，讓彪悍自由的印第安之魂在東方得以延續。隨老
先生的去世，他的銀器飾品一度被炒到高不可及的價格。本次潮流展
可以看到多件日本收藏達人的GORO'S頂級收藏。
Pop Up Store意為「快閃店」或「期間限量店」，這次將會帶來北京

策展人那磊策展的「非黑即黑」展，來
自日本的三位國寶級時裝設計師三宅一
生、山本耀司、川久保玲近200件的在
不同時期設計的走秀款和日常款黑色限
量服裝將在這裡一一呈現。

定製改裝機車驚艷亮相
此外，在海岸城展出的手工定製改裝機車由唐古機車工作室經過4

年的時間完成，整車200多個零部件全部拆裝，30多個關鍵零部件更
換，皮具的修復，特質軍用綠色漆的上漆等，為哈雷迷呈現了一台完
美的純古作品。
香港首席 Pop art 大師 Andrew Tsui 的經典畫作也現身潮流展。據

悉，Andrew Tsui活躍於多個設計界別，除了設計時裝、廣告、酒店
和住宅室內裝潢，還有原創畫作以及Pop art works，用不同介質材料
創作畫作傳遞潮流態度和世界觀。此次潮流展的主體視覺系統也由
Andrew完成。

日本收藏達人的
GORO'S頂級收藏深圳展出

■■展覽現場展覽現場

■■乾隆皇帝書法乾隆皇帝書法

■■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代筆代筆」」書法書法

■■文化展現場文化展現場 深辦發深辦發

■■首屆首屆「「盒子怪潮流文化展盒子怪潮流文化展」」深圳開深圳開
幕幕。。 李望賢李望賢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