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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振雄風留浩氣，兔迎盛世蔚新春。兔，作為與人類十分親近的動

物，其可愛形象不僅躍動於現今的卡通片裏，也經常出現在古代的文物

和藝術創作之中。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今年如常舉辦生肖主題賀歲展覽，喜迎

癸卯兔年，今次展覽「癸卯說兔」以20件璽印、銅鏡、硯台、瓷器和書畫等，

展現先秦以來不同時期的「兔」形象，發掘兔在文物中的表現與內涵。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黃依江 圖片由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提供

琥珀是樹脂石化而成的美麗瑰寶，其中時有包含昆
蟲及脊椎動物，為千百萬年來的物種進化提供了重要
線索，在藝術文化等方面，琥珀亦扮演了極為重要的
角色。香港城市大學般哥展覽館推出展覽《琥珀：波
羅的海黃金》，呈現來自拉脫維亞國家歷史博物
館、拉脫維亞國家藝術博物館、Association
Trésors de Ferveur、香港夢蝶軒、兩依藏博
物館等機構及私人收藏家合共240件琥珀珍
品。展覽分為六個部分，帶領觀眾欣賞琥
珀的起源介紹、波羅的海地區古代琥珀文
物、中國遼代及中世紀歐洲的琥珀藝
術、明清時期琥珀的風行、琥珀在20世
紀拉脫維亞的角色，以及當代
藝術作品中的琥珀。
波羅的海諸國盛產琥珀，最

古老的波羅的海琥珀，可以追
溯到三千五百萬年前。中世紀
時期，琥珀需求殷切，製作琥
珀藝術品及奢侈品的工坊遍布歐

洲，再後來，琥珀經絲綢之路傳入中國。遼代契丹貴
族對琥珀情有獨鍾，琥珀在當時的價值僅次於玉，當
時漢人尚未懂得欣賞琥珀，遼人卻相當重視，尤其貴
族喜佩戴琥珀長項鏈，以及工藝精湛的琥珀首飾、墜
飾，此後明清兩朝亦受此影響，只有皇帝及貴族方可
佩戴琥珀。
在歐洲，宗教的對立直接影響了琥珀貿易，德國統

治者佔領了波羅的海地區，並且控制了琥珀主要產地
的採收和生產，由於德國的波羅的海地區信奉新教，
其工場專注於世俗藝術作品，並使用最優質的琥珀製
作。因此在今次展覽中，觀眾可以欣賞到來自東西方
琳琅滿目的琥珀製品：遼代精緻的琥珀珠寶、掛件、

佛器及小雕像，以及明朝期
間皇室所有的琥珀花瓶、吊
墜、項鏈、耳環、髮簪；歐
洲天主教區以琥珀製作的玫
瑰念珠、花冠念珠等宗教物
品。 ◆文、攝：黃依江

在不同朝代，兔的形象也發生了改變。先秦以來，兔的
表現充滿神話色彩，而到宋代之後，兔的形象趨於寫實，
也不再將其畫在月亮上，而是描繪望月的兔或是回頭望的
兔，這亦應和了屈原「顧菟在腹」中的「顧菟」。展品中
有一件乾隆41-55年所製澄泥仿宋玉兔朝元硯，上面就畫
玉兔望月的形象，當時乾隆整理清宮內務府的硯台收
藏，決定做一批仿古硯台，同時復興已失傳的澄泥製硯技
巧，玉兔望月的圖像就被他選為仿古形式之一，這樣的硯
台被大量生產製作，常被乾隆用來賞賜大臣和讀書人。
古代人對兔的觀察很生動，有時不止展現牠們的乖巧，

也會展現牠們的靈活迅速、「動如脫兔」的狀態。「宋代
之後，人們畫動物也不再像先秦、漢唐那樣生猛，而是強
調動物馴服、有吉祥寓意的一面。」他指展品中一件宋代
兔玉雕，呈現的就是肥肥白白的兔子形象，這與唐代那隻
健壯的搗藥兔非常不同，童宇說：「我們可以想像到，這
塊玉石原本就是比較圓潤的形狀，工匠就其形狀雕刻出兔
的可愛樣貌，渾然天成。」而近代的兔形象就更加強

調凸顯兔的馴服，展品中亦有一件
中 大 陶 瓷 教 師 黃 文 宗
（1910-2003）的瓷白兔作
品，凸顯出兔大耳的特
徵，顯得機靈可愛。
從中，我們可以看
到古今「兔」作品
的比較。

古代有關於兔的詩作多不勝數，器物上兔形象也多
變，或顧盼，或疾走，或伏低，畫家也喜愛以渲

染、勾描等諸多手法來表現兔。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副
研究員童宇博士介紹，中國歷史上有不少與兔相關的神
話故事，帶給大眾許多想像空間，在古時不同年代，兔
也有不同形象、寓意以及「配搭組合」，古人對於兔的
觀察、想像與表現的變化，從展品中可一窺究竟。

「「癸卯說兔癸卯說兔」」
探尋傳統藝術中的探尋傳統藝術中的「「兔兔」」文化文化

琥珀藝術展琥珀藝術展
追溯物料跨越時空的文化意義追溯物料跨越時空的文化意義

展覽：《琥珀：波羅的海黃金》
日期：即日起至4月11日
時間 ：上午10時至下午7時（逢周一休館）
地點：香港城市大學劉鳴煒學術樓18樓般哥展覽館
（免費入場，需提前預約）

◆琥珀雕劉海戲蟾擺件十九世紀

◆琥珀薄片聖
物箱 1772年

◆展覽亦有展出一些
當代琥珀藝術品。

漢唐：
長生不老藥的製作者

明清：
多子多福的吉祥寓意

姿態：
由神話到寫實
由生猛到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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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晚期開始，搗藥玉兔的形象常與
西王母一同出現，或謂玉兔所搗者為西
王母的長生仙藥，展品中一方漢龜鈕銅
印，恰好有這樣的圖像。童宇介紹說：
「這件文物的特別之處，在於兔與西王
母的形象差不多大小，而之後的文物
上，兔的形象會比西王母要小一些。這
可能意味在後來的傳說中，西王母的
位置更為重要，而兔子慢慢變成了她的
從屬，從文物的變化中，我們也可以看
出傳說的演變。」

唐代流行以月宮場景裝飾銅
鏡，嫦娥的形象也取代了西王
母，與蟾蜍、搗藥玉兔及桂樹搭
配，構成「月」的圖案元素。文

物館所藏這例月宮紋銅鏡便包含了後三
者，至於為何獨缺嫦娥，童宇表示，這
大概是在暗喻照鏡者即如天仙：「唐代
盛行女性出家，許多公主都出家做道
士，因此女性追求升仙的文化非常流
行，這也是這一類型圖形銅鏡流行的原
因。」

先秦時期，古人已經相信月與兔之間有關聯，屈原
的《天問》中，便有「顧菟在腹」的講法。這主要是
因為遠觀月球地貌所見產生的想像，但也有人說是兔
的懷孕周期約為20幾日，與月亮圓缺的周期相近，
於是覺得月亮與兔有隱秘關聯，一些文獻中也記
載了「兔望月便會懷孕」的說法。
展品中一件明嘉靖紅綠彩仕女嬰戲紋

碗，是當時很典型的百子圖圖像，圖案
中的仕女攬兔子，取「多子多福」的
吉祥寓意。童宇表示，這隻由碎瓷修
復而成的碗，是當時外銷瓷器的款式
之一，內地考古學家在廣東也曾找到
過類似瓷片，當時景德鎮燒製的瓷
器，就是通過廣東沿海港口外銷海
外，近至東南亞、遠至歐洲。可見，
當時中國傳統圖樣所代表的文化也都
隨瓷器貿易傳到了世界各地。

畫家如何表現兔？
潘瑤卿《白兔青菜》
《白兔青菜》，為道光年間女畫家潘瑤卿所
作，她27歲即早逝，流傳下來的作品不多，
但難掩才情。在這件作品中，她用沒筆法的技
巧畫兔，兔沒有勾邊，而是通過前景和背景的
草來顯出兔的輪廓，然後再用白粉畫出兔的四
肢。兔一旁的白菜，則是用撞粉、撞水的手
法，藝術效果很是特別。「古時白兔沒有現在
常見，如果有白兔出現，就會呈獻給皇帝。古
人認為白色動物比較長壽，可能是因為長壽之
人的毛髮會變白，而白兔是通體白色的緣
故。」童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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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衍庸《一筆兔》
《一筆兔》是中大藝術系創系教授丁衍庸的作品，丁衍庸有一系列
一筆寫成的動物畫作，他於20世紀初赴日留學，吸收了當時西
方藝術的現代元素，包括野獸派、抽象主義，所以他
的作品也有原始主義的風格。但同時，他也受
明末清初八大山人的影響，畫動物非常生
動、有趣、可愛。童宇介紹：「丁公對
於古文字很有興趣，除了畫畫之外也
有篆刻，會參考先秦時期的文字來
進行創作，因此在這幅畫裏，我
們也能感受到書法意念。」

與雀鳥成「孖生兄弟」
展品中一件明晚期青花五彩鷹兔紋盤，圖案中「鷹飛草

低見白兔」，鷹鳥與兔的形象遙遙相對；明晚
期的《顧氏畫譜》中，也可以見到將兔與
雀鳥形象放在一起，為何兔會與雀鳥像
「孖生兄弟」一樣出現呢？童宇解
答：「因為兔代表月亮，雀則代表太
陽。古代傳說太陽中有一隻三足
鳥，是三隻腳的烏鴉，於是兔與雀
鳥的結合形象，代表的正是『陰陽
相對』。」

展覽：「癸卯說兔」兔年賀歲展
時間：2月25日至5月18日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展廳一
（具體開放時間需瀏覽文物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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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宮紋銅鏡月宮紋銅鏡唐唐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澄泥仿宋玉兔朝元硯清乾隆
懷海堂藏

◆「子良」兔鈕銅印明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玉兔（改製成墜件）南宋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黃文宗（1910-2003）瓷白兔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潘瑤卿《白兔青菜》（《仿古冊頁》之一）
道光年間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丁衍庸《一筆兔》
1977年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紅綠彩仕女嬰戲紋碗紅綠彩仕女嬰戲紋碗明嘉靖明嘉靖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青花五彩鷹兔紋盤青花五彩鷹兔紋盤 明晚期明晚期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兔紋肖形銅印元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香港中文大學文香港中文大學文
物館副研究員童宇物館副研究員童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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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兔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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