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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訊

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文、圖）

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但作為具有全球影響的兩大文明體，兩國的交流交
往卻源遠流長。近日， 「紫禁城與凡爾賽宮──17、18世紀的中法交往」 展在

北京故宮文華殿舉行。展覽以中法外交、文化和藝術交流為主題，通過故宮博物
院、凡爾賽宮以及其他收藏機構的約200件文物精品，展現了百年間雙方
彼此尊重、相互欣賞的政治交往史，彼此借鑒、相互學習的文化交流
史。

本次展覽按照 「中西相遇」 「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 的思路，將整個展陳分
為 「龍與百合花的相遇」 「紫禁城中的法國風景」 「凡爾賽宮的中國時尚」
三個單元。近日，大公報記者深入探展，從一眾奇珍異寶的角度，帶
讀者欣賞現場那些引人入勝的珍貴展品，藉此透視中法之間深厚
綿長、互相交融的文明脈動。

春花盛放，綠柳拂堤。4月的北京故
宮遊人如織，位於紫禁城東翼的文華殿卻
別享一番安然。走進這裏的遊客並不少，
只是人們都自動放慢腳步，甚至懷揣敬意
與期許，來瞻覽 「紫禁城與凡爾賽宮」 的
這場美麗邂逅。

走進展廳，首先是右手邊充滿歐式風
格的 「拱門牆」 ，緩步其間，就像穿越到
17、18世紀的歐洲。在進到正廳的拐角
處，就是第一件重量級的展品──路易十
四致康熙的信。這位法國 「太陽王」 在信
中對康熙說： 「我們最親愛的好朋友，願
上帝保佑您更加偉大，幸福美滿。」

1688年，路易十四派遣五位 「國家
數學家」 到達北京，得到康熙接見，自此
正式開啟了中法間的文化互動。後來，隨
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和歷史著作的翻譯和
傳播，歐洲漸漸掀起一股強勁的 「中國
熱」 。

法國數學家撰本《康熙帝傳》
走進正廳，首先映入眼簾的幾組年代

感十足又頗有幾分俏皮可愛的 「小厚
書」 。其中一本名為《中國近事報道》，
是由路易十四派往中國的數學家李明所
著。在這本書中，李明以自己的親身經
歷，對康熙年間的中國做了詳盡介紹，並
傾情讚揚中國的思想和文化。這本書初版
於1696年，展品是1701年的再版，封面
還帶有路易十四紋章，是路易十四舊藏。

另一本《康熙帝傳》則出自法國數學
家白晉之手，他曾在清宮教授康熙數學、
醫學、天文學等知識。白晉在書中頌揚了
康熙的高尚人格、非凡智慧和坦蕩胸襟，
並指出康熙和路易十四的相似之處，比如
二人都是幼年登基，很早就承擔重任，並
對藝術有着同樣的興趣等。

書籍展區也有一些 「大部頭」 ，比如
紙頁泛黃的《中華帝國全志》。這本書是
根據27位來華傳教士的通信、著作、研究
報告編輯而成，是18世紀歐洲最重要的關
於中國知識的著作。伏爾泰曾稱此書是
「世界範圍內對中華帝國最豐富、最精彩
的描述」 。

17至18世紀，中國儒家典籍和相關歷
史著作通過來華傳教士的譯介在歐洲傳
播。許多法國思想家將儒家思想與歐洲現
實進行比較和批判，有力推動了法國的思
想啟蒙運動。在展覽現場，還有《中國哲
學家孔子》《中國宗教狀況見聞》《論語
導讀》等珍本。

天藍「小瓷碗」有「大來頭」
作為中國匠造的代表，瓷器一直都在

東西方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展覽現
場，大公報記者看到一對淺綠地彩繪描金
卷耳瓷瓶。這對瓷瓶雍容貴氣，典麗華
美，瓶身上還繪製着清朝水師戰鬥的場
面，瓶頸處則裝飾着中國花卉與蝴蝶。據
了解，這對瓷瓶很可能是路易十六於1778
年以每件840里弗爾的價格購入，並收藏
在馬爾利城堡中。

不遠處，一隻 「孤零零」 的小瓷碗似
乎很不起眼，但這也恰恰暗示了它的 「大

來頭」 。果然，這款名為 「天藍地

潘趣碗」 的藏品是路易十五以1000里弗爾
的高價購入。碗外壁的 「天藍色」 即綠松
石藍還是專門調配的。而 「天藍」 二字在
18世紀暗含着對中國的崇敬之意，這種中
國產綠松石的色澤也很受法國藏家追捧。

事實上，中國文化深刻影響着法國的
藝術風尚。比如，對中國瓷器的仿製就是
法國 「中國風」 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從
17世紀下半葉開始，法國就開始關注和研
究中國製瓷工藝。到18世紀中葉，法國製
瓷業的造型和裝飾圖案也多受到中國的影
響，其中大量的中國元素顯示出法國藝術
家對中華文明的想像和崇敬。

一塊懷錶 兩位帝王
康熙年間，法國國王數學家的到來，

極大激發了清廷對於西方科學的興趣，並
迅速掀起了一股科學探索的熱潮。法國傳
教士向康熙進獻他們帶來的科學儀器，這
些儀器不僅為康熙帝宮廷開展科學活動提
供了便利，也使宮中收藏的科學儀器水準
大為提高。

大公報記者在展覽現場就看到了許多
十分眼熟的 「科學學具」 。比如，銅鍍金
矩尺、銅鍍金半圓儀、銅鍍金測角器、銅
鍍金比例規、盤式手搖計算器、繪圖儀器
等。其中很多都是康熙時期由造辦處將法
國製和清宮製的儀器組合配套而成。

在展覽現場的中心區域，一個精美奢
華的懷錶顯得分外耀眼。整體錶身為銅鍍
金殼開光，錶盤中心金色百合花是法國王
室的標誌，錶殼中央是路易十四像，機芯
內擺輪保護罩鏤雕一條中式五爪龍。據了
解，這款懷錶很可能是路易十四送給康熙
的禮物，堪稱兩位帝王之間交往的重要物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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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帝畫像，人所多見。但展覽現場一幅雍正的畫像卻吸引了許多觀眾
駐足品評。畫中，雍正頭頂歐式過肩黃色鬈髮，周身洋裝，令人倍覺新
奇。這幅畫作反映出當時雍正受到路易十四的影響，顯示出這位勤政大帝
內心深處也喜歡標新立異的一面。同時，畫作技法也受到當時歐洲流行的
「扮裝舞會畫像」 影響，折射出清宮對於異域時尚的濃厚興趣。

展覽現場還展出了法國王后瑪麗．萊什琴斯卡的肖像。只見她身着紅
色天鵝絨連衣裙，頭裹黑色薄紗頭巾，既樸素又得體。作為路易十五的王
后，萊什琴斯卡十分喜愛中國藝術，並且在法國宮廷內外大力推廣 「中國
風」 。萊什琴斯卡還把自己位於凡爾賽宮的私人套房布置成了 「中國廳」
（後改為 「中國人廳」 ）。

在整個展廳的核心展位， 「中國人廳」 也被 「複製搬移」 到了現場，
成為整場展覽最震撼的視覺場景。據了解，當時萊什琴斯卡王后向國王藏

品廳的畫家們定製了8幅描繪中國人
茶葉種植和貿易活動的巨幅油畫，
用來裝飾整個房間。而且，王后本
人也參與了這些畫作的創作。房間
內還配有珍稀瓷器和異常精美的大
理石花紋漆傢具，這些都是當時凡
爾賽宮中 「中國風」 房間的代表。

•日期：即日起至6月30日

•地點：北京故宮博物院文華殿展廳

渾身着洋裝 雍正也瘋狂

展覽現場，一組 「中國題材」 的掛毯圖樣因其斑斕華美而吸引了眾多
參觀者駐足。據了解，這些掛毯是根據藝術大師弗朗索瓦．布歇在1742
年創作的中國風情畫設計而成，由博韋掛毯廠在1758年至1760年間編
織。掛毯描繪了想像中的中國宮廷遊樂情景，集合了那個時代及以前多種
關於中國的圖像元素。1766年，其中一套掛毯還作為法國王室的禮品被
贈予乾隆，並陳設在圓明園遠瀛觀內。

與掛毯類似，一款精美絕倫的 「北京」 水粉彩緞裁片同樣引來了許多
照相機的 「哢嚓」 聲。這款中國製造的彩緞，以歐洲人喜愛的康乃馨、玫

瑰為主題，主要面向歐洲市場。在18世
紀，歐洲人對於從中國進口的珍貴絲織
品情有獨鍾，王室宅邸對其尤為青睞。
路易十五的舒瓦西城堡、路易十六王后
的卧室牆壁都使用過這種 「北京緞」 。

歷史上，法國不僅是 「中國風」 命
名的起源地，更成為推動 「中國風」 發
展的最重要力量。特別是1700年1月7
日，在路易十四鍾愛的馬爾利宮，新世
紀狂歡慶典就以中國為主題拉開帷幕。
此舉也成為歐洲 「中國風」 浪潮中的標
誌性事件，並將法國對中國文化的熱愛
推向了新的高潮。

掛毯彩緞鬥艷 中法藝術交融

17世紀下半葉至18世紀是中法宮廷間交往和文化交流的黃金時代。
雖然遠隔千山萬水，中法兩國在歷史上卻進行着持續不斷的交流實踐。它
們彼此有吸引，相互感興趣，一直深藏於歷史記憶之中，並且成就了一段
世界文明發展史上交流互鑒的佳話。

回顧17、18世紀中法交流史，凡爾賽宮文物部負責人、此次展覽的
法方策展人瑪麗德羅什布呂訥說，法中雙方 「彼此欣賞、互相好奇，在當

時，沒有任何一個其他國家與中國有
着如此特殊的關係。雙方都希望加強
交流、增進了解。」

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此次展覽
的中方策展人郭福祥也表示， 「歷史
是最好的老師。當我們回顧歷史，能
從中獲得很多教益。在此次辦展過程
中，我們深深感到交流需要相互尊
重、彼此借鑒，相互吸引、彼此
學習。」

中法成就世界文明交流史佳話

紫禁城與凡爾賽宮─
17、18世紀的中法交往展覽

◀展覽現場的 「科學學具」 。

▲淺綠地彩繪描金清朝水師圖卷耳瓷瓶。

▲天藍地彩繪描金開光花果圖潘趣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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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禁城與凡爾賽宮」 展吸引
了大量參觀者。

▲銅鍍金殼開光
人物像懷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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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法國數學家撰寫的《中國近事報道》
（右）和《康熙帝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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