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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華的書法作品。

●楊華的書法作品。

清代宮廷畫師馮寧所作的《仿
楊大章畫<宋院本金陵圖>》被
譽為「一部關於金陵盛世歷史文
化與民間風俗的百科全書」，同
時也是一件聯結兩岸文化的歷史
證物，曾在香港保利秋拍中以
5,192萬港元的成交價創下拍賣
紀錄。如今，這幅「南京版《清
明上河圖》」回歸南京，並在
10月29日起在南京德基美術館
對外展出。館方還突破性地將新
銳科技引入文物數字化中，在全
長近 110 米、高3.6米的大屏幕
上，將這幅傳世長卷放大百倍，
讓古代金陵城「復活」。觀眾還
可借助「黑科技」成為「畫中
人」，以第一人稱視角漫遊宋代
南京街巷。

三幅《金陵圖》聯結兩岸文化
1765年（乾隆三十年），清高宗乾隆第四次

南巡時偶遇無款的《宋院本金陵圖》，隨即命宮
廷畫師謝遂、楊大章、馮寧先後仿繪，三版作品
皆被收錄於《石渠寶笈》，珍藏於皇室內府。
《宋院本金陵圖》原作現已散佚，謝遂、楊大章
版《金陵圖》現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2015年
春季，楊大章仿《宋院本金陵圖》曾在台北故宮
博物院展出，引發熱烈反響，大陸眾多專家學者
專程趕赴台北一睹為快。
馮寧版《金陵圖》曾被末代皇帝溥儀假借恩賞

之名轉移珍寶，自此流落民間，幾經輾轉後在保
利香港2015年秋季拍賣會上亮相，吸引大批藏
家湧入拍賣現場。經過多輪競拍，這幅國寶級畫
作最終以5,192萬港元的價格成交，創下五年以
來古代書畫在香港及海外地區（除美國外）拍賣
的最高成交紀錄。將馮寧版《金陵圖》購入收藏
的是位於南京的德基美術館。
馮寧版《金陵圖》共繪有人物形象533個，動
物90隻，車馬轎輿24餘，店舖攤販40餘，郊外
風光宜人，百姓和樂，生活恬淡；城內商業繁
華，街市熙熙攘攘，蔚為大觀。
德基美術館此次更重磅推出「金陵圖數字藝術

展」。現場除展出馮寧版《金陵圖》真跡外，還
在全長近 110 米、高3.6米的大屏幕上，將這幅
傳世長卷放大百倍，並全球首創「人物入畫，實
時跟隨」的互動觀展模式，實現觀眾以第一人稱
的視角「走入」古畫，與畫中人交流互動，自主
探索獲取知識。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賀鵬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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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清代，經過數千年經驗的積累，
陶瓷燒造水平可謂登峰造極，是中國陶
瓷史上的集大成時期。除了景德鎮的官
窯以外，全國各地的民窯都極為興盛。
且由於年代不算非常久遠，清宮內博物
館藏品級瓷器得以留存，而大量關於清
代瓷器生產、流通及鑑賞方面的文獻在
現代仍可被查閱，為研究清代瓷器提供
了良好的條件。
自1644年順治帝清兵入關至1912年
宣統皇帝溥儀頒布退位詔書止，綿延
268年的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封建王朝

清朝共經歷了10位皇帝，分別為初期的
順治（18年）；早期的康熙、雍正（共
74 年）；中期的乾隆、嘉慶（共 85
年）；晚期的道光、咸豐、同治（共54
年）；以及末期的光緒、宣統（共37
年）。
經過明代末期的連年戰亂，景德鎮的

窯廠亦受到了一定的損毀而停止燒造。
根據《浮梁縣誌》、《景德鎮陶錄》等
文獻記錄，御窯廠於順治年間已經恢
復，但由於社會動盪、百廢待興、政局
未穩，御窯廠無法全面重新大規模生

產，產量較少。直至康熙帝逐步循明舊
制將景德鎮的御窯廠恢復完善，且產品
質量「更上一層樓」，所以目前市面上
的清代瓷器普遍從康熙時期開始。
康熙、雍正、乾隆三代（1662-1795），

因政治安定，經濟繁榮，「康乾盛世」
亦被後世認為中國陶瓷史上最後的一個
黃金時代。三位皇帝對陶瓷的燒造極為
重視，再加上幾位督陶官的創意和熱
忱，推陳出新創燒了大量新品種，隨

西洋原料、技術及文化的傳入，使得整
體陶瓷業更為豐富而多采多姿。在此期
間，無論是青花、五彩、琺琅彩、粉彩
等技藝都得到顯著發展，配以清廷精工
細作、不惜工本的藝術格調，形成了清
瓷瑰麗華美的風格。

清朝瓷器集大成者

●清乾隆唐英題粉彩詩文秀景四方筆筒

●清康熙五彩麻姑鶴鹿獻壽盤（一對）

●清雍正粉彩開光人物大蓋罐（一對）

國
寶
《
金
陵
圖
》
回
歸
南
京

黑
科
技
「
復
活
」古
金
陵

書
印
家
楊
華
：
不
斷
否
定
才
會
進
步

今
年
四
十
四
歲
的
內
地
知
名
書
印
家
楊
華
，
他
不
為
浮
華
時
風
所
左
右
，
一

如
既
往
，
保
持
着
堅
定
的
態
度
，
或
拈
石
下
刀
，
刻
一
印
，
成
一
印
；
或
展
紙

落
墨
，
作
一
書
，
成
一
書
，
在
刀
筆
與
硯
石
的
耕
耘
中
體
會
生
活
的
樂
趣
，
於

方
寸
之
間
尋
找
藝
術
之
真
諦
。
已
在
書
法
篆
刻
道
路
上
走
過
三
十
餘
載
的
楊
華

表
示
，
要
時
常
否
定
過
去
、
現
在
的
自
己
，
使
自
己
進
步
勿
固
步
自
封
，
作
品

才
能
誕
生
出
更
加
美
麗
多
姿
的
鳳
凰
。

●

文
、
攝
：
香
港
文
匯
報
記
者
王
玨

楊
華
天
資
聰
穎
，
多
才
多
藝
，
擅
書
法
、
工
篆

刻
兼
繪
畫
，
以
自
然
天
成
、
嚴
謹
清
麗
的
風

格
享
譽
書
壇
。
當
代
書
法
領
軍
人
物
沈
鵬
評
價
他
：

﹁
以
自
己
的
筆
墨
表
現
出
傳
統
書
法
的
光
華
，
給
觀

者
一
種
很
強
的
震
撼
力
和
文
化
底
蘊
，
營
造
的
空
間

意
境
和
包
容
博
大
的
構
成
效
應
，
無
聲
地
傾
訴
着
他

對
世
界
、
對
人
生
、
對
藝
術
的
深
層
理
解
，
使
人
產

生
漣
漪
般
的
愉
悅
和
快
感
。﹂
著
名
作
家
馮
驥
才
也

發
現
，
楊
華
的
楷
書
不
但
把
原
本
規
規
矩
矩
的
楷
字

寫
得
活
了
起
來
，
還
寫
出
了
一
種
實
實
在
在
的
美

感
，
難
能
可
貴
的
是
實
現
了
作
品
整
體
的
高
度
和

諧
︱
︱
書
法
形
象
、
精
神
和
思
想
的
統
一
。

師
從
三
名
金
石
大
師

楊
華
尤
精
篆
刻
，
書
印
兼
擅
而
相
得
益
彰
。
他
學

習
篆
刻
先
後
師
從
金
石
大
家
康
殷
、
駱
石
華
及
趙

熊
，
三
位
先
生
悉
心
指
導
，
加
上
自
己
的
潛
心
鑽

研
，
技
藝
日
漸
精
湛
，
業
內
評
價
其
印
風
上
瀰
漫
着

瀟
灑
飄
逸
的
清
雅
之
氣
，
古
璽
、
漢
印
、
明
清
流
派

都
能
在
他
的
手
上
融
會
貫
通
、
相
映
成
趣
。

作
為
一
位
成
功
的
青
年
藝
術
家
，
楊
華
始
終
不
滿

足
已
經
取
得
的
成
績
，
從
未
停
下
學
習
的
腳
步
。
楊

華
認
為
，
書
法
、
篆
刻
是
一
門
大
道
涵
養
小
技
、
小

技
蘊
含
大
道
的
藝
術
，
書
印
創
作
，
須
植
根
傳
統
，

汲
取
古
賢
創
作
的
精
華
與
養
分
。
他
的
日
常
生
活
經

常
與
古
為
伴
，
在
他
眼
裏
，
幾
乎
所
有
和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有
關
的
知
識
都
是
可
以
汲
取
的
營
養
，
都
可
以

用
來
豐
富
自
己
的
藝
術
。
他
常
說
：﹁
泱
泱
大
國
有

上
下
五
千
年
的
歷
史
，
源
遠
流
長
的
中
國
古
典
藝
術

使
我
終
身
受
益
。﹂

楊
華
秉
持﹁
寧
可
慢
走
路
，
也
要
走
好
路
︱
︱
正

道
直
行﹂
的
創
作
理
念
，
藝
無
止
境
，
不
斷
揚
棄
和

超
越
自
我
。
曾
有
一
位
台
灣
友
人
購
藏
了
其
多
年
前

創
作
的
四
方
︽
心
經
組
印
︾
，
並
借
來
大
陸
旅
遊
之

際
上
門
拜
訪
。
目
視
舊
作
，
楊
華
自
感
印
風
平
板
無

奇
，
刻
工
也
顯
稚
嫩
，
於
是
毅
然
收
下
將
印
面
磨

去
，
不
僅
愛
人
大
呼
可
惜
，
友
人
更
是
茫
然
若
有
所

失
。
後
來
，
楊
華
為
他
重
新
創
作
四
印
，
並
贈
送
楷

書
橫
幅﹁
福
在
簡
淡﹂
，
以
示
歉
意
，
得
者
才
點
頭

含
笑
，
滿
意
而
歸
，
並
成
就
了
一
段﹁
以
舊
換
新﹂

的
金
石
佳
話
。
楊
華
說
，
否
定
之
否
定
，
現
在
否
定

過
去
，
將
來
又
否
定
現
在
，
就
是
在
這
不
斷
否
定
的

涅
槃
中
，
誕
生
出
更
加
美
麗
更
加
多
姿
的
鳳
凰
。

刻
石
留
印
對
抗
疫
情

技
近
乎
道
，
業
成
於
德
。
才
華
橫
溢
的
楊
華
，
更

是
一
個
有
着
深
沉
家
國
情
懷
的
當
代
青
年
。
在
去
年

新
冠
疫
情
肆
虐
的
特
殊
時
期
，
每
天
看
電
視
新
聞
、

網
絡
播
報
，
讀
着
上
漲
的
確
診
病
例
數
字
，
心
頭
總

縈
繞
着
一
種
難
以
暢
達
的
情
緒
，
於
是
他
選
擇
了
自

己
擅
長
的
表
達
方
式
，
用
刻
刀
在
石
頭
上
留
下
印

記
。
他
圍
繞
︽
武
漢
戰
疫
︾
這
一
主
題
設
計
了
四
十

多
方
印
稿
。
一
方
印
章
從
設
計
到
完
成
需
要
五
、
六

個
小
時
，
每
天
只
刻
兩
方
印
章
，
這
一
方
方
印
章
，

由
楊
華
用
帶
有
舊
傷
的
手
一
點
點
刻
出
來
，
蘊
含
着

其
深
沉
的
赤
子
之
情
。

正
如
楊
華
所
說
：﹁
戰
疫
當
前
，
我
幹
不
了
什
麼

大
事
，
這
組
︽
武
漢
戰
疫
︾
印
章
既
是
我
表
達
內
心

情
感
的
一
種
方
式
，
也
是
我
投
身
戰
疫
的
一
次
記

錄
！
抬
頭
看
見
幾
十
方
印
章
立
在
案
頭
，
就
像
一
座

座﹃
豐
碑﹄
激
勵
着
我
，
這
就
是
我
創
作
動
力
的
源

泉
。
我
振
臂
，
武
漢
加
油
！
我
祈
求
，
湖
北
平
安
！

我
相
信
，
中
國
必
勝
！﹂

楊
華
現
為
寧
夏
書
畫
院
專
業
書
法
家
、
篆
刻
家
。

中
國
書
法
家
協
會
會
員
，
西
泠
印
社
社
員
。
其
書
法

作
品
曾
四
十
餘
次
參
加
國
家
級
重
要
展
覽
。
二○

○

七
年
九
月
，
他
參
加
西
泠
印
社﹁
百
年
西
泠﹂
大
型

海
選
以
西
北
賽
區
一
等
獎
及
總
決
賽
第
七
名
的
成
績

考
入
西
泠
印
社
，
成
為
寧
夏
歷
史
上
第
一
位
考
試
入

社
的﹁
西
泠
印
人﹂
。
二○

一
五
年
四
月
，
楊
華
榮

獲﹁
第
五
屆
中
國
書
法
蘭
亭
獎
佳
作
獎﹂
，
這
是
對

一
位
書
法
藝
術
家
的
最
高
褒
獎
。

刀
筆
硯
石
間
尋
樂

●內地知名書印家楊華

●楊華的篆刻作品

《中國必勝》。

●楊華的篆刻作品《最美逆行
者》。

●圖為數字化放大百倍的馮寧版《金陵圖》。

●圖為馮寧版《金
陵圖》真跡局部。

●圖為根據馮寧版《金陵圖》畫中人物製作的
各種人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