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 址 ：银 川 市 文 化 西 路 50 号 监 督 电 话 ：0951- 6033926 全 年 定 价 ：326 元 邮 编 ：750001 全 年 订 阅 热 线 ：0951- 6029949 6033926 广 告 经 营 许 可 证 号 ：6400004000007 印 刷 ：宁 夏 报 业 传 媒 集 团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一封信经历336年“送”到紫禁城

鉴 时 光
PIN JIAN SHI G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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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多年前，一位中国皇帝、一位法国国王，相隔万里，素未谋面，本不会有任何交集。但历史就是如此奇妙，他们促成两个风格迥
异的文明相遇了，成就了一段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交流互鉴的佳话。

4月1日，“紫禁城与凡尔赛宫——17、18世纪的中法交往”展览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开幕，观众可以欣赏200余件展品，追寻这段
中法往来交互的历史印迹。

此次展出的文物精品多数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和凡尔赛宫。展览以中法两国外交、文化和艺术交流为主题，设置“龙与百合花
(8.060, -0.89, -9.94%)的相遇”“紫禁城中的法国风景”“凡尔赛宫的中国时尚”三个单元，展现了百年间双方彼此尊重、相互欣赏的
政治交往史，彼此借鉴、相互学习的文化交流史。

“紫禁城与凡尔赛宫——17、18世纪的中法交往”
200件精品文物展现中法文化交流史

1688 年，对中国充满浓厚兴趣
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致信康熙，提出
了向中国派遣学者的请求。但路阻
且远，这封信并未抵达中国。

经历 336 年，信“送”到了紫禁
城，成为此次展览的开门展品。

在这封信里，路易十四作为一
位“中国迷”，甚至称呼素未谋面的
康熙为“亲爱的朋友”。他在信中写
道：“得知陛下您求贤若渴，希望在
您身边和整个帝国内拥有诸多精通
欧洲科学的博学之士，因此数年前我
们决定派遣我们的臣民，六位博学的
耶稣会数学家，为陛下带来所有最新
奇的科学知识……”

信虽然未能及时送达，但“社牛”
路易十四派出的另一批数学家历经千
辛万苦，抵达了中国，得到了康熙的接
见。中法关系走向由此改写。

这段友谊被镌刻在一块不足成
人手掌大的怀表上。这块铜镀金怀
表入藏紫禁城 300余年了，是展览的

重点展品，拥有独立展柜。
“表盘中心装饰着金色百合花

图案，是法国王室的标志。表壳中央
开光处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像。鲜
少被外人看到的机芯摆轮保护罩上，
镂雕了一条中式五爪龙。这是中国
皇帝的专属纹样。”中方策展人、故
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副主任郭福祥
说：“我们认为它是路易十四送给康
熙的礼物。从这些文物可以看出，当
时的皇帝和国王为了推进双方的友
谊交往所做的努力和尝试。”

中法交往间，美好的心意被珍
藏在类似的细节里，温暖了岁月。

展出的一只凡尔赛宫藏银镀金
壶，是暹罗使节赠送给路易十四的众
多礼物之一。壶底刻有皇家金银器工
场使用的法国王室盾形纹章和三皇冠
标记。观众可以在壶面錾刻的花纹里
找到寓意美好的中国元素——梅花、
竹子等图案。郭福祥说：“这是一件中
国岭南地区的外销银器。”

古画中的
“婴戏”天真烂漫

《婴戏图》是宋代苏汉臣创作的绢本设色画，
现藏于天津博物馆。该藏品描绘的是两个儿童扑
蝶嬉戏的场面。画面构图均衡，笔致工丽，又饶有
情趣。款署“苏汉臣”，是国内罕见的苏汉臣真款
作品，十分珍贵。

在中国古代，人们常常把表现孩童的绘画取名
为“婴戏图”。画面上的儿童或玩耍，或嬉戏，千姿
百态，妙趣横生，象征着多子多福，生活美满。这些

“婴戏图”体现了人们自古至今对孩童的无限关爱
与期望，也表达了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无限憧憬
和祝愿。早期之“婴戏”题材多为人物画的陪衬角
色，唐宋时“婴戏”已经成为很成熟的绘画题材。而
画婴孩又有相当的困难度，不仅要能画出他们幼小
稚嫩的身形，晶莹剔透的肤色，娇憨天真的神态，而
且在形貌上还需分别年龄的大小，掌握儿童的纯真
自然，因此以画婴孩见长的画家并不多见。

两宋之际，以苏汉臣与李嵩为婴孩画的代表
性人物，其中又以苏汉臣最受推崇。苏汉臣是北
宋风俗画的代表作者之一，用笔细劲，着色鲜润，
擅长人物画，尤喜描绘儿童生活。评者论其婴戏
图云：“着色鲜润，体度如生，熟玩之不啻相与言
笑者，可谓神矣。”

画作之中，画家用笔柔美，笔不虚设，色彩
鲜艳不俗。在婴孩的形体构图方面，孩子面貌
及身形比例准确，不再是“身小而貌壮”或“妇
人之貌”。特别是婴孩面部表情亦十分丰富，
喜怒哀乐活灵活现，令穿越千年的可爱与天真
溢于纸上。 （据《今晚报》）

300年前流行“海购”

故宫与凡尔赛宫的相知，不曾
以万里为远。两大文明开启了政治、
经济、文化、艺术，甚至时尚的全方
位交流。法国国王与清朝皇帝一度
都成了“海购”达人。

展厅内有一个高 58 厘米的巨
型香水瓶。瓷质瓶身产自中国。瓶
子顶部、口沿及底座上，洛可可风格
的铜镀金饰件，是由巴黎铸造匠装
饰的。1743 年，这个香水瓶被购入
并安放在凡尔赛宫路易十五的藏衣
室里。

“这是现存唯一一件经鉴定属
于路易十五的中国瓷器。”一位故宫
工作人员说，18世纪中叶，法国人喜
欢为中国瓷器配上镀金青铜附件。
这件香水瓶的饰件上有贝壳、芦苇、
天鹅等元素，表达了“水”的主题。

国王带头迷恋中国元素，“中国
风”很快涌动成席卷欧洲的流行文
化。展厅复原了路易十五王后玛丽
的私人大厅一隅。这里被称为“中国

人厅”。玛丽当年专门定制了 8幅描
绘中国人进行茶叶种植和贸易的巨
幅油画，装饰房间。

路易十六王后在卧室墙壁上使
用过的“北京”水粉彩缎裁片、彩绘
描金风景人物图茶具、橡木嵌朱漆描
金人物图板墙角柜……远道而来的
展品，讲述着法国宫廷对中国艺术品
的迷恋。

中国皇帝对法国“特产”也情有
独钟。展厅的一个转角处，“三胞
胎”并列展示，都是画珐琅牡丹纹海
棠式花篮。

1775年，乾隆命人将 10件康熙
款和雍正款的瓷器送到广州，要求粤
海关仿制，并落“乾隆年制”款。官
员还将器物图纸送到法国“下单”。

“这 3 件展品，从左到右，依次
为法国造、康熙款原件和乾隆年间
仿制的。”郭福祥说，“古人抱着一种
宽容欣赏的态度，去欣赏别人的技
术和艺术。”

随着交流的逐步加深，中国诞生了直
接源自法国的透明珐琅工艺；法国也从中
国制瓷技术中寻找灵感，在塞弗尔瓷器工
厂成功生产出硬瓷……新的火花不断迸
发，成为当下的观展亮点。

康熙对科学仪器非常感兴趣。展厅
里，最初露脸的铜镀金提环赤道公晷仪等
仪器，大多来自法国。随着展览推进，清

宫造办处生产的铜镀金比例规、盘式手摇
计算器，还有绘图仪器等大量出现。

“这是满文版的《几何原本》。”郭福祥
说，法国传教士白晋、张诚为便于给康熙
讲授西方数学，根据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
得的《几何原本》编译了这套满文教材。
这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珍贵资料。

乾隆下令编纂大型官修综合性农书，
混在一种精美的文物中并不显眼。但当
时的法国人钱德明意识到该书对法国农
业发展颇有用处，寄了一部回法国。19世
纪，法国汉学家通过对《钦定授时通考》的
研究，获取了有益信息。

“技术的交流刺激新的需求，法国在
油画、版画、建筑、园林、挂毯等诸多领域
大量汲取中国元素，其中充满对中国的神
秘想象。十八世纪的第一个新年，路易十
四甚至举办了一次以中国为主题的化妆
舞会。”郭福祥说：“希望观众通过丰富的
展品，感受到这种交往与交流散发出的迷
人魅力。”

交流促成互鉴佳话

玉璜是我国古代最早出现的玉器种类之一。
从史前文明的南方江浙地区良渚文化到西北甘肃
地区齐家文化，都可以看到玉璜被佩戴使用的考
古记录。在上古典籍《山海经》中我们亦可以找到
有“夏后启……右手操环，佩玉璜”这类关于佩饰
玉璜的记载。玉璜在古代不仅是最早出现的佩饰
玉之一，也是较早出现的礼仪用玉之一。为《周
礼》中用作祭祀天地四方的“六器”之一，即书所云

“玄璜礼北方”，玉璜被认为是西周时期用来祭祀
北方土地的重要礼玉器。

古代玉璜的形制通常有两类，一类是如半圆
环状，即所谓“半璧为璜”，这类玉璜通常在其两端
钻有小孔，佩戴时弓背向下。流行于原始社会至
西周时期，尤其是在西周组佩中常见此类玉璜。
另一类玉璜是台湾那志良先生认为仿“虹”造型的
玉璜，呈窄弧拱形，这类玉璜通常在其中间钻有小
孔，佩戴时弓背朝上，有的还起到组佩中的提挈部
分，故亦被称为“珩（衡）”。自春秋以后这类玉璜
广为流行，在战国至两汉墓葬考古中多有发现。
纹饰也逐渐变得精美繁复。

此战汉时期出廓龙纹玉璜（见图），山东荣成埠
柳镇出土，荣成博物馆藏。玉璜长 21厘米、宽 10厘
米、厚 0.5厘米，白玉质地，局部有黑褐色沁。玉璜
造型饱满接近半圆，整体纹饰由三部分构成，中心
为几何形状拱形平面，上有细阴刻线雕琢的流云图
案。在其下方对称饰有镂雕回首龙纹，玉龙圆目，
张口露齿，鬣毛向两边卷曲，二龙对称仰躺，各伸一
足相抵，身体随中心主体卷曲缠绕呈祥云状，如欲
将拱形的中心图案托举腾飞一般。二龙造型约占
据有一半的画面，亦呈玉璜状态。几何拱形上部为
镂空边廓，边廓上方一侧出廓雕琢一行走姿态、身
体扭曲呈 S形、昂首张口的螭龙。另一侧为一尖顶
柿蒂状的云纹。二者一左一右，彼此呼应。

整件玉佩在保持构图平衡大气的同时，又不
显呆板，展现出飞扬灵动之趣。玉工在雕琢时采
用浮雕、镂雕、阴线细刻等多种技法，使其线条流
动，有玲珑剔透之感，堪称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楚
式龙佩的精品。

古人将佩玉视作身份地位的象征，《后汉书·舆
服志》载：“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佩，所以章
德，服之衷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战国秦汉
时期铁制砣具的应用，治玉技术大为发展，这些标
榜上流身份的佩玉造型纹饰也开始变得更加复杂
多样，更多精美装饰纹饰及精湛治玉技艺施展在诸
如玉璧、玉璜等器型之上，这一时期成为中国玉器
发展史中最为辉煌的时代。 （据《收藏快报》）

深藏“祖籍”的乾隆座钟

展出的黑漆彩绘嵌铜活鼓字盘二套
钟曾一度深藏“祖籍”。它的木质钟壳髹
黑漆，上面彩绘卷草纹，虽然有金色的包
边，还有浮雕西方神话人物出场，但因为
有清晰的“乾隆年制”款，很容易被认为是
清宫造办处的作品。

但其实它是一件货真价实的巴黎
货。如果打开钟的后座，可以看到机芯上
錾刻有产地和制作者的名款。一位故宫
工作人员说，该钟原本为典型的路易十四
时期法国钟表作品，因乾隆年间被改造，
才在表盘上加了“乾隆年制”款。

展厅里，路易十四、十五、十六，康熙、

雍正、乾隆的形象多次以肖像画的形式出
现。其中最有趣儿的一幅是乾隆瓷版画。

这幅瓷版画由法国塞弗尔瓷器工厂
的艺术家根据潘廷章的一幅水彩画绘
制。画面中，乾隆皇帝头戴一顶毛帽，帽
子顶部有一颗巨大的圆形珍珠。1776年，
路易十六花高价购藏了瓷版画，并陈设在
凡尔赛宫的书房内。该画还被用于雕刻
《中国杂纂》第一卷的卷首插图。塞弗尔
瓷器工厂还曾经根据这张半身像，创作了
白瓷乾隆皇帝全身像。

《万国来朝图》在观众眼前铺陈展
开。此图是《胪欢荟景图》册中的一幅。
采用虚实并用的艺术手法，描绘了新年之
际各邦交国、藩属国使臣及边地少数民族
代表到紫禁城太和门外恭候朝觐，进献方
物的场面。

画面里，茫茫人海的左下角，一个戴
着礼帽的高鼻金发者，举着浅绿色的旗
子，上面有金色的“法兰西”三个字。其
实，乾隆时期绘有多幅《万国来朝图》，每
幅图中写有不同国家名称的旗帜上，法兰
西都不可或缺。这表明在清朝宫廷的对
外交往中，法兰西被认为是具有重要地位
的西方国家。

据介绍，17世纪下半叶至 18世纪是中
法宫廷间交往和文化交流的黄金时代，这
一时期是法国王室及其宫廷对中国文化兴
趣最为浓厚的时期。中国和法国虽远隔千
山万水，在历史上却进行过持续不断的理
解对方的尝试和文化交流的实践。他们彼
此间的吸引，相互间的兴趣，一直深藏于历
史记忆之中，令人回味无穷，成就了一段世
界文明发展史上交流互鉴的佳话。

（综合新华社、中国新闻网）

战汉出廓龙纹玉璜

粉地彩绘描金开光花卉人物图两节
瓷瓶。

铜镀金壳开光人物像怀表。

乾隆款画珐琅菊花纹壶。

银镀金壶。

青花加彩描金纹章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