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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明清之际， 中西艺术通过何种路径传播与交融？
章宏伟： 在郑和下西洋活动结束以后， 中国商人的海上商路就局限在东亚

海域， 很少越过马六甲海域与印度、 阿拉伯商人做生意。 但西方人开辟了新航

路。 从西欧出发， 有两条航线可以直航中国东南沿海。 一条沿非洲西海岸南

下， 绕过非洲南端好望角， 横渡印度洋， 经苏门答腊岛西南部海面穿越巽他海

峡， 北上进入南海， 到达中国的澳门和广州。 或者绕道马六甲海峡， 过新加坡

海域， 从中南半岛海面到达中国。 另一条是横渡大西洋， 从美洲绕过麦哲伦海

域， 横渡太平洋， 航行至菲律宾群岛， 再从菲律宾出发， 直航中国东南沿海。
后来美国加入对华贸易， 美国船舶又开辟了新的太平洋航线。 陆路方面， 中国

主要与俄罗斯发生联系。

记者： 中国艺术是怎样影响世界的？ “中国风” 为何会风靡 18 世纪的欧

洲宫廷？
章宏伟： 明清之际， 大量中国瓷器、 丝绸、 茶叶、 漆器、 银器等运往欧

洲， 丰富了西方人的经济与社会生活。 所有的物品都发挥着传播文化的作用，
但瓷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是其他任何商品无法替代的。 瓷器以及它上

面的纹饰， 把中国的各种形象广为传播。 当然， 在定制的外销瓷纹饰中， 也有

很大一部分反映了欧洲文化传统和风俗时尚。
瓷器最初进入欧洲， 是作为艺术品用来装饰房间的。 当时欧洲上层社会，

从国王到贵族， 都以使用、 收藏中国瓷器为时髦， 王室还专门设置 “瓷器室”，
陈列精美的中国瓷器。 例如，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有专门收藏瓷器的凡尔赛宫镜

厅， 还特地建筑了瓷宫； 波兰王约翰三世在维拉努哈宫侧殿有专陈瓷器的中国

厅； 德国大选帝侯的夫人路易斯·亨丽埃蒂， 在柏林南部的奥拉宁堡宫殿， 设

有带护壁板的大厅， 专门陈列中国瓷器； 他们的儿子腓特烈 （1701 年为普鲁

士国王） 在夏洛滕堡为妻子索菲·夏洛特建立的宫殿中， 也设有瓷器厅， 陈设

中国瓷器 400 余件。 英国玛丽二世与其夫威廉三世继承英国王位后， 把这种时

尚带进了英国宫廷。
当时， 欧洲出现了一批从事 “瓷器室” 整体设计的室内装饰设计大师， 最

负盛名的是荷兰籍的法国建筑师丹尼尔·马罗特， 他 1685 年从法国流亡到荷

兰， 供职于奥兰治王室。 后来， 随威廉三世到英国， 参与了汉普顿王宫 “瓷器

室” 的设计。 马罗特绘制的室内装饰图一直保存至今。
瓷器所表达的文化意境、 艺术情趣， 影响了欧洲的时尚和潮流， 淡雅的瓷

器、 色彩飘逸的丝绸， 对洛可可艺术风格的形成起了关键作用。 洛可可作为室

内陈设、 装饰、 绘画、 建筑和雕刻的一种艺术， 精巧、 优美、 雅致、 清新， 与

路易十四时代盛行的巴洛克风格迥然不同， 洛可可风格装饰中大量运用曲线和

自然形态， 讲究非对称； 色彩则以浅蓝、 象牙白、 金色为主； 还经常使用镜子

装饰房间。 洛可可并不是对中国艺术手法的简单模仿， 实际上是一种欧洲艺术

时尚， 只不过这种艺术表现手法借用了一些中国的艺术手法而已。 洛可可艺术

风格 18 世纪初在巴黎产生， 不久即风靡整个法国， 1730 年代传遍欧洲其他国

家。 洛可可在欧洲盛行的时间与中西贸易的发展几乎同时， 可以称作是一种中

国-法国式美术。
1757 到 1763 年曾在瑞典东印度公司服务过的英国园艺家詹伯斯来到广

州， 赞赏中国园林建筑模仿自然、 千变万化的优点。 他后来出版了 《东方园林

论》 《中国建筑、 家具、 服装和器物的设计》， 为肯特公爵设计欧洲第一座中

国式花园别墅———逑园， 一时成为荷兰、 法国、 德国等国模仿的对象。

记者： 西方器物主要以什么样的方式输入中国？ 其中哪些在东西方交流史

上独具价值？
章宏伟： 包括故宫在内的中国博物馆所藏的外国文物从来不是通过侵略得

来的， 要么来自使节进贡， 要么来自正常贸易。
输入中国的外国文物中， 最有特色的主要是这样两类。 一类是钟表， 故宫

所藏的 2000 多件机械钟表， 是故宫众多文物庋藏中一个较为特殊的种类。 这

类文物是明末以来西学东渐的产物， 是反映中国宫廷与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遗

存。 它们大多是英国、 法国和瑞士等地制造， 种类造型包括钟、 怀表、 唱机、
八音盒、 街头风琴、 炮车模型、 船舰模型和机械玩偶等。 当年西方传教士到中

国， 为了谋求教务的发展， 采取了展现西方科学为主旨的传教策略， 把钟表作

为礼品进献宫廷。 钟表一进入中国宫廷， 就受到皇帝和后妃的喜爱， 宫廷内务

府造办处还专门建立了制作钟表的机构。 现在宫中所藏钟表从产地来划分， 就

有来自欧洲、 内务府制造和广州制造。
另一类是科学仪器， 包括天文、 数学、 度量衡、 医学等多个方面。 它们曾

广泛应用于清代宫廷， 促成科技的交流与发展。 以康熙朝的大地测量以及绘制

的 《皇舆全览图》 为例， 中外学术界对此都曾给予极高的评价， 认为这是世界

测绘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 诸如在世界上最早采用以子午线上每度的弧长来决

定长度标准； 首次发现经纬一度的长度不等， 为地球椭圆体提供了重要实证；
第一次采取科学的经纬度测量法绘制地图， 为中国地图的科学化奠定了基础；
清初绘制全国地图的情况和资料被传教士带回西方， 并对世界地学和制图学的

发展有所贡献， 等等。 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对 《皇舆全览图 》 的评价是 ：
“这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 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

更好、 更精确”， 表明 “中国在制图学方面又再一次走在世界各国的前面”。 我

曾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 以为这些认识或与事实有出入， 这次全国范围的经纬

度测量和地图测绘， 其理论基础是中国古代从来不曾有过的， 采用的技术是中

国之前不具备的。 它其实更应被视为 18 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结出的硕果。

漂洋过海的这些器物，
凝结东西方文明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洛可可艺术风格的形成，
中国瓷器功不可没

访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教授章宏伟

本报记者 范昕

近日于故宫博物院举办的 “紫禁城
与 ‘海上丝绸之路’” 展， 以及于厦门鼓
浪屿开馆的故宫外国文物馆 ， 不约而同
让人们将目光投向器物所撰写的东西方
文明交会史。

古老的丝绸之路打开了中国对外往
来的门户。 随着 15 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到
来， 中外贸易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 。 一
方面， 瓷器 、 画屏 、 织物等销往海外的
中国特产备受各国人们的追捧 ， 不仅出
现根据国外要求 “来样加工 ” 的产品 ，
还曾在欧洲刮起过 “中国风”， 引得当地
一批艺术家 、 瓷器漆器设计师热衷起在
作品中表现东方的异国情调。 另一方面，
凝结域外工艺技术 、 科学思想的钟表 、
香料、 宝石 、 仪器 、 医药等生活用品漂
洋过海， 被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 ， 其中
一些融入宫廷日常生活 ， 甚至对宫廷艺
术、 科技等领域产生影响。

海外畅销的中国瓷器， 出现了 “来样加工” “私人订制”

经由 “海上丝绸之路” 销往海外

的中国特产中， 瓷器算得上最具代表

性的产品， 流通于世界各地， 且辐射

出深远的影响力。 比如， 中国瓷器曾

改变东南亚 、 南亚人以蕉叶 、 木 器 、
陶器为饮食用器的习惯， 可谓伊斯兰

地区人们眼中聚会餐食中的上乘用器，
也被欧洲贵族视为显示身份的 象 征 ，
竞相购买和拥有。 全球多国的博物馆

及私人收藏家， 都藏有大量中国外销

瓷器。 清宫留下的物品中， 也有不少

当时赏赐给各国使臣及传教士的同类

礼品。 借由这些器物， 人们得以遥想

当时海上丝绸之路通商的繁忙。
很多外销瓷是根据国外要求 “来

样加工” “私人订制” 的， 绽放出东

西方不同文明、 不同审美观念相互碰

撞的火光。
纹章瓷就是鲜明的代表。 明朝嘉

靖年间起， 来华不久的葡萄牙人向中

国订购瓷器时， 就曾希望将代表欧洲

皇室、 贵族、 军队、 社团、 城市等标

志的徽章烧制于瓷器表面以示专用和

纪念。 目前发现最早的纹章瓷标本是

一件青花瓷壶， 纹饰为葡萄牙国王马

努埃尔一世的纹章 。 清朝康熙 年 间 ，

外销的纹章瓷达到鼎盛。 委托当时赫

赫有名的东印度公司， 大批欧洲王公

贵族、 富商巨贾、 公司团体纷纷到中

国订购带有特别意味的纹章瓷。 故宫

“紫禁城与 ‘海上丝绸之路’” 展即展

出了一只粉彩纹章瓷盘， 表面的纹章

是荷兰范·斯宾与范·霍根多普两大家

族的徽章组合。 据推测， 瓷盘可能是

1785 年范·斯宾男爵与其妻萨拉·乔安

娜为庆祝铜婚纪念而定制的。 荷兰阿

姆斯特丹博物馆也藏有一只同样的徽

章瓷盘， 器形为花瓣口， 应与故宫所

藏这只属于同一套瓷器。 渐 渐 地 ， 纹

章 瓷 还 销 往 美 国 ， 一 些 美 国 新 移 民

没 有 家 族 纹 章 ， 却 想 到 将 表 示 某 人

专 属 的 大 写 字 母 用 金 彩 等 彩 料 烧 制

在瓷器上 。
不少因地制宜的器型也出现在了

外销瓷中。 当时国外向中国订制的瓷

器多为欧式的日常用具， 相比传统中

国瓷器的器型， 啤酒杯、 芥末瓶、 盐

尊、 剃须盆等都带有异域风情。 比如

上海博物馆藏有的一只青花果树纹油

醋瓶， 烧制于清康熙年间的景德镇窑，
就是典型的订烧器 ， 整器造型 新 颖 ，
直接仿当时欧洲流行的玻璃器制成。

输入清代宫廷的科技文物， 见证着中国融入世界

明清时期， 种类繁多的西洋器物

输入中国， 让人们意识到海上丝绸之

路给近代中国带来的不容忽视的影响。
清宫作为当时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中心

舞台， 尤其以珍藏的大量与西学相关

的科技文物见证着中国融入世界的脚

步， 也承载着中西科学接触、 碰撞以

及交流、 融合的历程。 包括天文仪器、
数学仪器、 地学测量仪器、 绘图仪器、
光学仪器、 医学仪器、 机械仪器等在

内的西方近代科技仪器， 曾在清代宫

廷中起到实际观测和学习之用。 当时，
清宫造办处也在西方传教士的指导下

制作了一批科技仪器， 大量采用西方

近代科学理论， 通过对仪器精密度和

科学化的提高， 推动清代宫廷科学技

术的发展。
由西方传教士进献的望远镜， 因

其颇佳的实用效果， 令多位帝王对其

兴致勃勃。 晚清的皇帝外出游玩， 少

不了望远镜的陪伴。 在故宫鼓浪屿外

国文物馆， 人们能看到一架欧洲 18 世

纪出产的望远镜， 单圆筒折射式， 硬

木质地的镜筒， 四节可抽拉， 还配有

一只黄铜制的三脚架。 这正是清帝观

景时常用的一只望远镜。 故宫珍藏的

望远镜多达百余架， 样式、 质地多样。
比如一架 18 世纪欧洲制造的望远镜是

银嵌珐琅材质， 极尽精巧。 镜身为银

质， 筒身嵌烧蓝珐琅为底， 上嵌银圆

形、 椭圆形花草纹及孔雀尾羽纹， 羽

纹和圆形花纹中又嵌绿色珐琅。 有的

望远镜还有与之配套使用的显 微 镜 ，
既可配望远镜之目镜， 又可单独使用。

一件银镀金浑天仪， 由清代钦天

监官员、 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制作于

1669 年， 在故宫 “紫禁城与 ‘海上丝

绸之路’” 展中格外显眼。 浑天仪本是

中国古已有之用来演示、 预测天象的

仪器———在中国古代， 天象一向被认

为与王朝走向密切相关。 而这一件浑

天仪显然与人们熟悉的样式有所不同。
仪器上的水平圆圈为地平圈， 刻有度

分 ， 与地平圈垂直相交的是子 午 圈 ，
刻有四象限子午圈以内的各环则分别

为黄道带、 黄道圈、 赤道、 白道， 皆

刻有度数 。 地球安设在通轴的 中 心 ，
上 面 还 刻 有 “亚 西 亚 ” “欧 罗 巴 ”
“阿美利加” “利未亚” 等当时五大洲

的名称。 据悉， 康熙帝本人即会使用

仪器实测， 有时还会校正中国传统天

文测绘方法。

东西方艺术的交互参酌， 渗透在一些全新的艺术样式中

在 17、 18 世纪的欧洲， 当地艺术

家创作的中国风装饰画曾一度 盛 行 。
这样的异域想象， 很可能受中国瓷器

鲜明的色彩、 画屏上身着华丽刺绣长

袍的东方人面孔等影响。 其中， 华托、
布歇、 皮耶芒都是这股风潮中闪亮的

名字。 法国画家弗朗索瓦·布歇以 《中
国婚礼 》 《中国捕猎 》 《中国 渔 情 》
《中国舞蹈》 《中国市场》 《中国风俗》
《中国花园》 等为题， 创作了一系列中

国风挂毯， 描绘的大多是迷人的东方田

园生活。 画面中出现了大量的中国元

素， 如亭台楼阁、 陶瓷、 油纸伞、 斗

笠， 尽管更像戏装的人物服装略显夸

张， 却流露出浓郁的东方神秘色彩。
不少舶来自西方的制作工艺则渐

渐在中国落地生根 ， 重新散发 活 力 。
风靡于清代康熙、 雍正、 乾隆年间的

珐琅彩也即瓷胎画珐琅， 就是东西方

艺术交互参酌的结晶。 画珐琅工艺最

早由西方传入， 康熙帝的倚重， 促使

宫廷造办处在中外匠师的共同努力下

熟练掌握金属胎画珐琅烧制技术， 并

尝试着将这种技法移植到瓷胎上。 最

终研制成功的 “珐琅彩”， 几乎成为清

代皇室自用瓷器中最具特色也最为精

美的一类彩瓷器。 从康熙一朝的色浓

庄重， 到雍正一朝的清淡素雅， 再到

乾隆一朝的精密繁复， 珐琅这一洋味

十足的彩料在瓷器上得到淋漓尽致的

发挥， 集中西风韵于一身， 画尽皇家

身份的荣华。

▲故宫藏 18 世纪西方绘图仪器。涵盖天文、数学、地学、绘图、光学、医学、机
械等多个领域的西洋仪器都曾在清代宫廷中起到实际观测和学习之用。

▲故宫藏清雍正青花叶纹开光花卉纹双耳带盖汤盆。 这是为适应欧洲人饮

食习惯而特制的器皿，系欧洲国家定烧之物。

荩故 宫 藏 18 世

纪西洋铜镀金美人图

花插式挂表。
西洋钟表曾作为

西方传教士的 礼 物 ，
敲 开 中 国 宫 廷 的 大

门。明代万历时期，利
玛窦就曾赠送两座自

鸣钟给万历皇 帝 ，得

到赞赏连连。 自此以

后西洋钟表逐渐进入

宫廷，其中以英国、法
国制造为主。 这些钟

表利用机械学、 动力

学原理巧妙设 计 ，以

水法、转花、西洋人物

等 机 械 转 动 配 以 计

时，既精美又华丽，具
有典型的西方装饰艺

术风格， 更具有陈设

效果。 乾隆皇帝尤其

喜爱西洋钟表， 更要

求清宫造办处制作精

美的御用时钟。

荩故宫藏蓝地开

光折枝花纹军持。
“军持”本为印度

佛教徒饮水、 净手或

饭 后 漱 口 使 用 的 器

皿， 汉代以来随佛教

传入中国。 日后它逐

渐变成一般的生活器

具， 多销往东南亚地

区。为了防止器物口、
流的残缺和使用的方

便， 这类瓷器往往进

行 了 一 些 装 饰 性 加

工，在其口、流或执柄

等处镶嵌上錾刻花纹

的金 、银 、铜制装饰 ，
有的则在壶的口部加

装金属盖子， 并在盖

与执柄之间连接金属

链条，防止壶盖掉落，
实用与美观相 结 合 ，
具有异域风情。

荩18 世纪西方的洛可可艺术与中国艺术有

着不解之缘。 图为洛可可代表画家弗朗索瓦·布

歇的中国风创作《中国花园》。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正于故宫博物院举办的“紫禁城与‘海上丝绸之路’”等展览引发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