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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東洋文庫所藏歷史繪畫初識

*莫小也，歷史學（中外關係史方向）博士，浙江大學藝術學系副教授。

日本東洋文庫的繪畫藏品具有百年以上的收藏史。本文依據筆者閱讀原作的記錄，結合近年的研

究成果，對該庫所藏歷史繪畫提出若干見解：1）文庫歷史繪畫藏品數量龐大，尚無系統整理，顯示了

研究的緊迫性；2）文庫收藏的歷史繪畫是藝術還是情報；3）有目標的直接記錄、原作的複製與圖像

的廣泛傳播是歷史繪畫的特徵；4）藏品集中了錢納利在澳門繪畫的優秀鋼筆速寫、水彩畫。全文期待

在研究近代中國美術史、中外關係史時擴大視野，增加更多的切入點與疑問。

日本東洋文庫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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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創立的日本東洋文庫，已經走

過八十年歷程。那裡豐富的繪畫藏品，從

原收藏者莫里遜（Dr. G. E. Morrison）手

跡開始算起，至少有一百年了。（1）然

而，直到 21 世紀之交，日本學者才對那

些藏品着手進行研究。（2）筆者於 2003年

暑期在該文庫閱讀了部分原作與複製品，

本文依據直觀記錄，結合相關研究成果，

對該庫藏畫提出若干淺見。

關於現狀與課題

文庫藏品數量龐大，目前還缺乏系統

的目錄與研究，它們僅作為史料就顯示了

研究任務的緊迫性。

西方曾經將歷史繪畫（H i s t o r i c a l

Painting）解釋為：“以古代歷史（真實事

件與人物）、古典神話、基督故事為題

材，具有一定教誨作用的作品。”（3）而東

洋文庫藏品是 20世紀後期在港澳及東亞

其它地區命名的另一種闡述的歷史繪畫。

在香港歷史繪畫館開幕之時，何金泉稱這

是一種“以視覺形式記錄人們生活狀態及

地方外貌的途徑”的繪畫，曾柱昭則認為

歷史繪畫藏品“主要描繪 18、 19世紀時期，廣州、

香港、澳門及沿海多個通商口岸的風土民情，以及

旅居中國的外國人士活動情況” （4）。筆者所見該庫

藏品，約 9 0 % 以上是中國題材或與中西交往相關

的。從畫中可以看到許多澳門、香港和沿海開埠城

市的景觀、那個時代中外各界人士的肖像。然而，

由於過去歷史繪畫的展示、出版僅僅局限於澳門、

香港及國外收藏單位，因此以為它們與中國內地的

關係不大。其實，看一下日本學者編的“風景畫”、

“人物畫”、“戰爭與外交畫”、“其它” 四種圖像

目錄及圖像，就可知歷史繪畫題材的廣泛性。（5）在

這四個專題中，有些是以一個事件或主題構成組畫

的，有些是一部書的成套插圖，還有的是畫家個人

出版的畫輯，題材不一，手法多樣。就涉及真實人

物的畫面而言，在第32、33期有描繪兩次鴉片戰爭

中行政、外交官員肖像與戰鬥過程的場面。人物與

外交專題的時間最早可推到 1765年製作的〈平定準

回兩部戰圖〉，  收藏範圍擴大到鴉片戰爭之後的海

域測量圖等。在畫種方面，特別收藏了一批政治諷

刺畫，其中有著名的諷刺畫家吉爾雷（J .  Gil l ray,

1756-1815）以18世紀末英國的外交、貿易政策、王

室為題材的作品。畫家並沒到過中國， 1792年 9月

14日出版的〈馬嘎爾尼使團謁見乾隆帝〉，是一幅

重要的歷史想象畫，起了讓讀者“愉快地”接受事

物、讓人們增長了關於世界形勢的知識的作用。（6）

繪景作品突出了香港、澳門、廣州商館景色，肖像

日本東洋文庫出版物《東洋文庫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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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對象有英國對清使團成員、英國東印度公司所屬

殖民地行政官、英國陸軍與海軍軍人、傳教士、外

交官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西方人對中國的印象，典

型的內容有記錄刑法的〈擠壓踝骨〉、記錄生產的

〈茶的栽培〉，中國船、塔、炮臺、寺、官吏的庭

院、拱橋裝飾都成了公認的“中國式”題材。總之，

從全景畫〈威海衛景色〉，到風情畫〈靖遠街〉、〈同

文街〉，表現了 18-19世紀豐富的歷史場景。然而，

1963年亨利（Henry）等人出版《喬治．錢納利展：

中國沿海地域的畫家》，介紹錢納利作品的所藏機

構，居然不知東京“莫里遜藏品”行蹤。（7）

從整體而言，由於文庫所藏數量之大，成套的

組畫或插圖僅一個編號，因此至今無法依據原有莫

里遜編製的目錄得到該館“歷史繪畫”藏品的確切數

字。（8）據安田論文得知，東洋文庫有獨立的“版畫”

目錄計四百種，組畫僅以一個單位計。實際上，在

威廉．亞力山大（William  Alexander, 1767-1816）

一套畫冊《中國風俗志》（The Costume  of  China）

中就有版畫四十八張。筆者以此推算，加上混在

《莫尼遜目錄（一）》中的水彩畫、素描，東洋文庫藏

品會有五千幅以上。再以文庫收藏的錢納利作品為

例，他的畫僅標出 LFb50 與 Lfa 44 兩個編號，這

是由於重新裱裝是根據收藏時的兩冊劃分的，此前

“第一集冊叫做紅冊，第二集冊又叫做黑冊”（9）。筆

者作了該庫錢納利作品的統計，總數達三百二十九

幅。其中有〈澳門白鴿巢〉、〈廣州西河風景〉、〈澳

門聖母堂〉等水彩畫與素描。

面對豐富的收藏，安田感歎研究的滯後：“東

洋文庫作為文獻、原始資料等收藏及東洋學研究的

專門機構而聞名，雖然原莫里遜藏品中有繪畫、版

馬嘎爾尼使團謁見乾隆帝（套色版畫　38.8 x 39.5 cm）　　 James Gillray 繪． 17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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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但是，迄今為止海外的繪畫、版畫專門文獻及

美術雜誌對它們幾乎沒有涉及，有點不可思議。”（10）

這些圖像對地域史、交通史、建築史、外交史、貿

易史等各類研究會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這數千

幅藏畫的著錄就會花費學者許多精力。

關於定性與評價

從大量的作品中看到，作者為了收集地理、動

物、植物、軍事等情報而製作的細膩素描，並無豐

富的想象與高超的技法。在當時的歐洲，繪畫被分

為藝術創造與收集情報兩極，因此留下一個懸案：文

庫收藏的歷史繪畫如何歸屬，究竟是藝術還是情報？

從以往學術界對歷史繪畫的認可程度來看，從

當時廣闊的創作背景來看，這類繪畫確實附有情報

資訊的特點。且勿說〈香港〉（1847年，第 31號 126

圖）、〈香港與維多利亞〉（1851年，第 31號 127

圖），直接反映了 19世紀 40年代以來，英國人佔據

香港後移山填海、香港海岸地形的急遽變化；即使

各冊人物肖像、戰爭、外交、中國風物方面的圖像

都有讓西方人增加殖民化理解、認知的目的。尤其

是歷史人物肖像畫，“當時，英國為了對殖民主義

的理解與引起共鳴，在美術館公開海外活動的軍人、

政治家、外交官等肖像畫的機會很多，在這種傾向

下，為提高他們的知名度，出版了大量版畫。”（11）

進一步講，中國與英國對立的圖像如實地反映

了繪者立場的轉變。記錄中英關係的畫面，最早有

1816年虎門近郊的戰爭場面。到了鴉片戰爭時期，

表現中英之間外交關係的作品就更多。從這一階段

開始，出版物的記述以及視覺化的畫面， 所謂向西

方遞送的“情報”逐漸轉入“批判中國”的性質。其

中“既有僅僅為了政治意圖、有目的地傳遞情報的

作品，也有改變畫家原有的描繪意圖重新複製的作

品。”（12）質言之，本身不是為傳遞情報而繪製的作

品，經過有意修改，也變得帶有政治色彩了。阿羅

姆（Thomas Allom）將博爾傑（Auguste Borget）〈澳

門全景〉的中國人喪葬活動改為天主教信徒性質就

是例子之一。（13）關於戰爭的情報總是繪成組畫，麥

茶的栽培（之二）（石版畫　23.3 x 37.5 cm）　　M. Trentsensky 繪．年代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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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達（Masters）《作品集》報導第二次鴉片戰爭，共

八幅，記錄英軍 1859年攻擊白河口大沽炮臺直至侵

佔天津的過程。他的畫與其說是寫生，不如說更像照

片，很少藝術品味，更多反映了他維護英國的立場。

此外，作者的動機往往脫離了藝術家的軌道，

導致作品難入藝術之流。在 18世紀後期，歐洲畫家

們認為肖像缺乏藝術性開始將興趣放到風景畫中

去。那些專繪風景畫的人由於在歐洲本地難以實

現，就來到東方以繪地志畫（T o p o g r a p h i c a l

Paintings）謀生。其中許多人依附本國外交使團、

天主教各宗派傳教團體。馬戈爾尼（Macartney）使

團隨行畫家亞力山大（William  Alexander），於

1792-1794年間隨英國第一次訪華使團深入中國內

地。他在中國寫生九百餘幅畫，無論景觀還是人物

澳門白鴿巢（水彩畫　18 x 20.5 cm）　　錢納利繪．約 1835年

英軍佔領大沽炮臺（套色石版畫　26.4 x 40.2 cm）　　W. G. R. Masters 繪． 18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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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賈梅士洞（蝕刻版畫　12.3 x 19.7 cm）　　Danielle繪． 18世紀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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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寫都以鉛筆水彩作比較深入的寫生，但總體上還

停留在記錄事物的階段。（14）更多的人受僱於國家大

規模的科學考察調查團。韋伯（J.  Webber,  1750-

1783）參加了第三次太平洋科學團（1776-1780），

拉貝魯尼（B. Lauvergne, 1805-1871）與費斯特（A.

Fisquet, 1813-1890）參加了拉勃尼特號（La Bonite）

的世界周遊（1838-1849），都是以調查為目的、記

錄航海過程的代表性畫家。（15）在中英關係遽變的年

代，英方以各種手段偵查中國。自 1759年起調查澳

門到舟山列島，1792年後調查舟山列島以北，1842

年派出普羅巴號（Plover）與海比號（Hebe）進一步

繪製海圖與測量圖，受僱者有海軍畫家克里松（C.

T. B. Collinson）大佐與貝特（L. Bate）大尉。另一

方面，公司僱用的畫家、旅行畫家，雖然限定作畫

範圍與內容，但是技法相對自由。其中 19世紀英國

畫家錢納利（G. Chinnery）、法國環球旅行畫家博

爾傑（Auguste  Borget）的作品可以稱為藝術品。綜

上所述，18-19世紀期間的歷史繪畫基本上是紀實性

質的，它的重要職能是傳遞資訊，降低了作品本身

的藝術追求與價值。

關於複製與傳播

歷史繪畫總是通過有目的直接紀錄、原作的複

製與圖像的傳播後才形成廣泛的社會價值，參與

性、廣泛性是歷史繪畫的特徵。

歷史繪畫的產生，主要來自畫家最直接的紀實

寫生。明末年間，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 a t t e o

Ricci）率先進入廣東，開始與中國本土直接交往，

17世紀傳教士大量書信令歐洲人對東方有初步的認

識，其中附有紀實插圖。（16）但是， 18世紀的紀實

畫才使歐洲人真正進入對東方世界的形象認識。英

國人湯瑪斯．丹尼爾與其侄子廉威．丹尼爾

（Thomas  &  William  Danielle）在 1785年到中國

作紀實畫。回國後他們將速寫製作成套色飛塵蝕刻

版畫，〈澳門賈梅士洞〉是代表作品之一，構圖十分

完整，注意了色彩的調和與戶外光線的利用，尤其

強調對象的真實性。（17）長年研究太平洋調查團素描

原作的美術史家斯密斯評論：“紀實畫捕捉了人們

接觸瞬間的文化交流，它是歐洲人與非歐洲人直接

文化交流的證據，是今天照片、電影、電視記錄片

的前身。”（18）正是在三次（1768-1780）太平洋學術

調查團隨行畫家的筆下，那些異文化之間接觸的場

面被正確地記錄下來。考察的目的，第一次規定畫

家必須繪“海岸線、海港等地志性風景畫，人物

畫，動物、植物畫”。第二次以“氣象、波浪（水

面）、冰河等光的反射，環境”為課題。第三次最重

要的任務是收集“民俗學與人類文化學方面的素

材”。嚴密的分工與課題選擇，使歐洲對東方的情

報瞭若指掌。這些科學調查紀實畫全都製作成版

畫，形成龐大的數位。有些黑白銅版畫多次再版，

又有不同的手繪色彩版本。

就肖像畫而言，先是由創作活躍的英國著名畫

家製作原畫，然後讓有名的職業版畫家雕版、出

版。其中有很多成為圖書扉頁或插圖。第一稿用褐

色水彩、油畫顏料繪的原圖大多已經不知去向，那

些畫雖然原為名家所繪，卻很少有人將它們稱為傑

作。英國藝術巨匠雷諾茲（S. J. Reynolds）曾經繪

過海軍指揮官安松（C. G. Anson）與著名建築家錢

伯茲（S. W. Chamber）的油畫肖像，由畫家兼版畫

家威廉．雷諾茲（S. William. Reynolds）於1794年、

1821年分別重刻做成銅版網紋版畫。這是銅版畫的

一種，特別適合彩色印刷製作，18-19世紀它被廣泛

用於複製肖像和其它繪畫。威廉．雷諾茲為安松所

作版畫收錄於共 3 5 7 幅分四卷出版的銅版網版畫

（mezzotint）集之中，這些肖像畫易於廣泛流傳。（19）

18-19世紀是一個版畫十分流行的時代，一直到

1880年左右，它才逐漸被攝影所取代。除了早期的

線刻銅版畫（engraving）、銅版網版畫，歷史繪畫

的複製品主要依托蝕刻版畫（aquat in t）與石版畫

（lithography）。《中國的刑罰》一組共二十二幅，

第 34號載第 16圖〈拷問時的刑罰〉，是依據中國繪

畫作的蝕刻版畫，有水粉畫的細膩特點。這個作品

集有1801年法文版、1804年英文版，東洋文庫都有

收藏，現在依然能見到鮮明的色彩。同樣，四幅一

組十分流行的〈茶葉栽培〉繪畫被克拉克（J. Clar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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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0-1863）與曼爾克（Merke）製作成石版畫。有

趣的是，安田將四幅畫題名為“種茶樹”、“確認樹

根成活”、“乾燥茶葉”、“為茶葉分類”，在英國維

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館組畫〈製茶〉中，分別定為“施

肥”、“採茶”、“揉茶與篩茶”、“炒茶”（20）；儘

管畫面作了微小的變動，證實前者 1808年製作版畫

時抄襲了 1800年左右的中國人製作的水彩外銷畫。

須補充的是，與科學考察更多的運用素描或水彩技

法不同，描繪中國生產過程的作品，原稿既有油

畫、水粉（gouache），當它們出口到歐美之後，又

複製成各種版畫。

來中國考察的紀實組畫，往往會在各種版本的

圖書中再現。例如，亞力山大的風景畫至 1840年代

已被多次摹寫，後又在阿羅姆的《中華帝國》（約

1843年）、馬爾必埃羅（Malpiere）的《中國》、 19

世紀初期的出版畫集、版畫中隨處可見。（21）貝爾尼

埃尼（A. Bernieri）《中國風景畫集》四十四幅畫中，

至少有清朝軍官士兵、滿洲族女性與孩子、北京官

吏住宅、萬里長城等二十五幅是摹倣亞力山大的。

事實上，祇要是中國的圖像資訊，都會被歐洲人巧

妙地利用、改繪。複製的另一特點是，在歐洲漫畫

雜誌的熱潮中，將許多中國事物從表現手法上轉變

成幽默的、變形的藝術。《自由博覽》（Vanity  Fair）

是 1869年英國創刊的雜誌，刊載了許多著名的企業

家、文人、政治家、軍人的幽默肖像。第 32號中三

幅〈李鴻章〉（第 20、 41、 42圖）採用了石版、木

版等不同手段，被列入諷刺畫的範疇。有人認為，

《自由博覽》的成功與諷刺畫的頗受歡迎、具有廣大

讀者群分不開的。這個刊物受到職業漫畫家華達（L.

Ward）的支持，他在四十年創作生涯中，為該刊提

拷問時的刑罰（蝕刻版畫　19.2 x 26.3 cm）　　伕名華人繪． 19世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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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禮遜翻譯聖經（網紋版畫　53.5 x 43 cm）　　錢納利繪． 18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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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一千餘幅作品。那個年代版畫印數可達三千

幅，使繪畫廣泛傳播。

總之，從原作的產生到不同版本的複製品，再

到社會上廣泛的傳播，顯示了歷史繪畫從原創朝向

世俗化、邊緣化發展的過程，具有大眾傳播文化的

特色。

關於錢納利作品

在港澳即將回歸的20世紀80年代，錢納利開始

引起學術界的關注，但迄今為止東洋文庫所藏原作

尚有半數以上尚未公開。筆者觀其畫時，希望看到

一份完整的錢納利作品目錄；但日本方面僅能提供

共九頁的手寫油印目錄，它記載了 1951年從澳門來

的 J. M. 布拉加定的畫題。布拉加按照自己想象定

名，常常與錢氏本人在畫中已經寫明的不同，如 2b

記“澳門風光”，原作左下方有 Macao  inner  harbour

即〈澳門內港〉。他的編目也過於簡單，僅以“編

號”、“英文標題”（如果是組畫，或有多個標題，或

僅一個），“（c）”（表示為色彩，其餘無標記），“尺

寸”（個別沒有），四個部分組成，許多資訊從編目

還難以把握。 1985年，鮑松爾（Bonsall）為籌辦展

覽看了錢納利作品，他從來沒想到在東京能看到“水

彩顏色光澤依舊，鮮明程度與作畫時絲毫未變”（22）的

原作。據筆者所知，東洋文庫藏錢納利作品，除了

兩次在澳門舉辦錢納利專題作品展覽之外，常常是

少量作品出借參展。（23）比較日本、香港、澳門、里

斯本、英國五個單位的錢納利藏品，數量上可能里

斯本方面最多，但是日本藏品畫面之完整與水彩畫

數量之多都是令人刮目的。

筆者認為該庫藏品集中了錢納利在澳門最優秀

的以鉛筆為底稿的小型鋼筆速寫、水彩畫。這批畫

的筆法成為他在澳門所有作品的基調，其特徵是使

用大量時隱時現的線條。另一印象是錢納利外光作

業非常成功，開創外光時間早於印象派畫家，寫實

性人物畫可與同時期歐洲畫家媲美。作品內容包含

澳門各類東西方建築，城鎮鄉村景觀，但更加重視

具有東方特徵的事物，如帆船、蜑女，媽閣廟這一

澳門內港（水彩畫　15 x 21 cm）　　錢納利繪．約 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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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的建築物，體現了畫家對東方的特殊情感。文庫

存有錢納利的兩幅馬禮遜（R .  M o r r i s o n ,  1 7 8 2 -

1834）及一幅傳教士郭士獵（K. Gutzlaff ,  1803-

1851）肖像的銅版畫或珂羅版印刷品。馬禮遜的原

作是 1825-1830年間廣東英國商館人士請錢納利製

作的油畫。畫面上馬禮遜拿着寫有“英華學堂”的

紙，坐在桌子的一側。桌子上的《聖經》翻開着，左

側有地球儀，上方有中式的建築與平底船。在版畫

的下方記着稱贊馬禮遜亞洲佈教功勞的詞語。原畫

在 1874年倫敦大火中消失，網紋版畫成為人們珍藏

作品。郭士獵除了傳教之外，作為貿易船的翻譯跑

遍中國沿海各地。他懂得馬來語、阿拉伯語、土耳

其語，也會北京話、廣東話、福建話。如圖所見，他

穿着福建人的服裝，顯示了與中國人的深層關係。

以往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大抵僅利用文字材料及

少量的照片，像東洋文庫那樣珍貴的視覺資料卻一

直深藏閨閣，幾乎無人知曉。筆者期待通過以上初

淺論述能拋磚引玉，不僅促使人們重視它們的史料

意義，也促使藝術史者在研究近代中國美術史、中

外關係史時擴大視野，增加更多的切入點與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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