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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傳入中國的玻璃畫在澳門

摘   要 近年，玻璃畫成為東西文化藝術交流史領域備受關注的研究對象，可惜學
界對於歐洲玻璃畫及其繪製技藝最初傳入中國的時間及路徑均語焉不詳。
本文通過解讀明人葉權《遊嶺南記》中關於澳門教堂玻璃畫屏的記述，對
比同時期歐洲玻璃畫相關文獻與實物資料，就該玻璃畫屏的形制及題材內
容進行分析，認定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葉氏所見玻璃畫屏為迄今所載
最早傳入中國的玻璃畫器物。此外，本文又結合當時澳門的社會背景及在
華葡萄牙人使用玻璃製品的情況等，探討了早期玻璃畫及其繪製技藝從澳
門傳入中國內地的過程，以及澳門耶穌會傳教士從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關鍵詞 玻璃畫；西畫東漸；傳教士；澳門；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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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 璃 畫， 通 常 指 用“ 油、 蛋 類、 膠 類 及 蛋
彩畫顏料” 1 在無色或淺色透明的平板玻璃背面
繪 畫， 再 從 正 面 透 過 玻 璃 進 行 觀 賞。 由 於“ 反
繪正看”，西方人多稱作“玻璃反畫（reverse 
paint ing on glass）” 或“ 玻 璃 背 畫 ”。 又
因 畫 面 多 以 桐 油 調 和 顏 料 繪 製， 故 中 國 人 多 稱
“ 玻 璃 油 畫 ” 或“ 油 畫 玻 璃 ”。 玻 璃 畫 的 繪 製
技 藝 起 源 於 歐 洲， 伴 隨 西 洋 平 板 玻 璃（ 鏡 ） 製
造技藝發展而演變，後逐漸被傳播到世界各地。
自 十 五 世 紀 末， 隨 着 新 航 路 的 開 闢， 葡 萄 牙 逐
漸 壟 斷 歐 洲 與 遠 東 的 貿 易， 期 間， 國 際 性 天 主
教修會組織——耶穌會在巴黎成立，並派耶穌會
士“在商人做生意的地方傳教”。 2 環球大航海
時 代 的 到 來， 使 世 界 被 緊 密 地 聯 繫 在 一 起， 許
多 西 洋 事 物 伴 隨 殖 民 貿 易 與 傳 教 活 動 被 攜 至 東
方， 由 此 促 成 明 清 之 際 的“ 西 器 東 輸 ”“ 西 畫
東 漸 ” 及“ 西 技 東 傳 ”， 玻 璃 畫 便 是 當 中 重 要
的體現之一。

西 洋 玻 璃 畫 最 初 在 何 時 傳 入 中 國？ 中 國 學
者 雖 然 很 早 已 對 此 表 現 出 關 注， 卻 囿 於 相 關 文

獻 及 實 物 資 料 的 雙 重 匱 乏， 學 界 的 研 究 始 終 莫
衷一是：1943 年，趙汝珍在《古玩指南》中認
為玻璃畫“乾隆之後始有之” 3。同年，穆家麒
的《 劉 榮 夫 玻 璃 油 畫 展 觀 後 感 》 一 文 認 為 玻 璃
畫“在清季乾隆時代，已被意大利畫家郎世寧，
從西歐傳到我國”4。1996 年，香港藝術館《珠
江 風 貌： 澳 門、 廣 州 及 香 港 》 畫 冊 指 出 玻 璃 畫
最 早 由 傳 教 士 於 十 七 世 紀 傳 入 中 國。 5 2001
年， 湯 開 建 先 生 的《 明 清 之 際 天 主 教 藝 術 傳 入
中國內地考略》 6 一文則認為在明萬曆年間“玻
璃 畫 最 早 由 利 瑪 竇 從 海 外 傳 入 ”， 其 說 法 源 自
明 萬 曆 年 間 進 士 李 日 華（1565—1635） 的 隨
筆 集《 紫 桃 軒 雜 綴 》， 記 述 了 意 大 利 耶 穌 會 士
利瑪竇（Matteo Ricci ,  1552–1610）在華傳
教隨身攜帶物品中有玻璃畫：

瑪竇紫髯碧眼，面色如桃花。見人膜

拜如禮，人亦愛之，信其為善人也。余丁

酉秋遇之豫章。與劇談，出示國中異物，

一玻璃畫屏，一鵝卵沙漏。7

可 見， 利 瑪 竇 出 示 的“ 玻 璃 畫 屏 ” 與“ 鵝 卵 沙
漏 ” 均 屬 當 時 罕 見 的“ 西 洋 奇 物 ”。 邇 來， 筆
者 在 閱 覽 明 人 文 集 時 偶 然 發 現： 早 在 利 瑪 竇 之
前 數 十 年， 已 有 明 代 士 大 夫 於 澳 門 教 堂 見 到 玻
璃 畫 屏， 並 且 撰 文 述 奇。 為 此， 筆 者 以 下 試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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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方 面 展 開 論 述， 對 明 清 之 際 歐 洲 玻 璃 畫 及 其
繪 製 技 藝 傳 入 中 國 的 時 間 和 傳 播 路 徑 等 問 題 進
行探討，望向海內外方家請教。

一、葉權《遊嶺南記》中的“玻璃畫屏”

上 述 澳 門 教 堂 中 的 玻 璃 畫 屏， 被 明 代 文 人
葉 權 記 錄 在《 遊 嶺 南 記 》 中。 葉 權（1522—
1578），字中甫，安徽休寧人，生性喜交遊，
曾“ 南 遊 嶺 表， 居 嶺 表 久 且 狎 ”， 並 於 萬 曆 初
年著成《賢博編》述其遊歷各地見聞，其中“以
嶺 南 風 土 記 附 焉 ”， 即 一 千 餘 字 的《 遊 嶺 南
記》，詳述其於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遊覽
澳 門 的 見 聞 感 受， 堪 為 記 錄 早 期 澳 門 的 珍 貴 漢
文資料。 8 據葉權所述，他在澳門某天主教堂見
到一架嵌有多塊玻璃畫的圍屏：

島中夷屋居者，皆佛郎機人，乃大西

洋之一國。……三五日一至禮拜寺，番

僧為說因果……其所事神像，中懸一檀

香赤身男子，長六七寸，撐住四肢，釘

着手足……下設木屏，九格，上三格有如

老子像者，中三格是其先祖初生其母撫育

之狀。下三格乃其夫婦室家之態，一美婦

人俯抱裸男子不知何謂。通事為余言不了

了。其畫似隔玻璃，高下凸凹，面目眉宇

如生人，島中人咸言是畫。余細觀類刻塑

者，以玻璃障之，故似畫而作蒙蒙色，若

畫安能有此混成哉！ 9

上 述“ 禮 拜 寺 ” 即 指 天 主 教 堂，1534 年 教 皇
賦 予 葡 萄 牙 國 王 在 亞 洲 的 保 教 權， 規 定 葡 萄 牙
國 王“ 除 支 持 教 士 從 事 宗 教 活 動 外， 更 有 選 派
傳 教 士 的 權 力 ” 10， 澳 門 獨 特 的 區 位 加 之 葡 萄
牙 人 的 到 來， 使 其 成 為 天 主 教 在 遠 東 的 傳 教
中 心。1556 年， 神 父 伊 夫 戈 里 奧· 岡 薩 雷 斯
（Evegorio Gonzalez） 在 澳 門 首 次“ 建 起
了一座茅草的教堂”，11 此後，紛至遝來的耶穌

圖 1. 廣州的“十三行”，約 1784 至 1785 年。The Foreign Factories (Hangs or "Warehouses") of Canton  (about 1784–1785). CMoG 
2002.6.6. Image licensed by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Corning, NY (www.cmog.org) under CC BY-NC-SA 4.0.（圖片來源：美國康
寧玻璃博物館藏，筆者複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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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士 在 此 陸 續 修 建 多 座 天 主 教 堂。 在 澳 門 早 期
天 主 教 堂 中， 聖 老 楞 佐 教 堂（ 風 順 堂， Igreja 
de São Lourenço）、望德聖母堂（發瘋寺，
Igreja de São Lazaro）、聖安多尼教堂（花
王堂， Igreja de São António）、聖保祿教
堂（大三巴寺， Igreja de São Paulo）均建
於 1558 至 1563 年 間， 12 當 時 這 類 教 堂 均 為
“木質棚架草頂的簡陋建築”， 13 葉權於 1565
年遊覽澳門，其所見供奉玻璃畫屏的“禮拜寺”
當 為 上 述 教 堂 之 一。 歐 洲 耶 穌 會 士 一 向 推 崇 藉
助 繪 畫、 雕 塑 等 宗 教 藝 術 品 傳 教 佈 道， 沙 勿 略

就 曾“ 帶 着 裝 滿 聖 像 以 及 插 圖 書 的 手 提 箱 前 往
印 度、 南 非 和 日 本。 他 說， 正 是 依 靠 這 些 聖 像
畫的神力，他克服了語言上的障礙和不足”。 14

《耶穌會會士初史》載，1563 年澳門某教堂中
已出現“內部裝飾和聖像”。15 葉權所述“中懸
一 檀 香 赤 身 男 子， 長 六 七 寸， 撐 住 四 肢， 釘 着
手 足 ”， 顯 然 是 一 件 用 檀 香 木 雕 刻 的 被 釘 在 十
字 架 上 的 耶 穌 基 督 聖 像， 聖 像 下 方 陳 設 有 上、
中、 下 各 三 格 的“ 木 屏 ”， 筆 者 推 測 這 可 能 是
一 架 繪 有 裝 飾 畫 的“ 冂 ” 字 形 三 聯 祭 壇 圍 屏，
這 類 祭 壇 屏 風 在 早 期“ 類 似 於 拜 占 庭 傳 統 的 聖
障（ Iconostasis）， 主 要 為 了 區 隔 聖 壇 和 本
殿，但後來演變為裝飾聖壇的‘祭壇畫’” 16，
如 現 藏 於 威 尼 斯 聖 馬 可 教 堂 高 壇 上 的“ 黃 金 圍
屏（Palad'Oro）”。 當 時， 這 類 祭 壇 畫 常 被
越 洋 運 往 葡 萄 牙 的 海 外 殖 民 地， 如 由 里 斯 本 著
名 畫 家 費 南 德 斯（Garcia de Fernandes）
於 1538 至 1540 年 間 繪 製 的 表 現 聖 卡 特 琳 娜
（St. Cather ine） 生 平 的 七 幅 祭 壇 版 畫， 就
曾 從 葡 萄 牙 被 運 往 印 度 果 阿， 因 此 筆 者 推 測，
澳 門 教 堂 的 祭 壇 屏 風 亦 或 由 歐 洲 舶 來。 17 根 據
葉 權 的 描 述， 可 大 致 窺 探 圍 屏 上 宗 教 裝 飾 畫 的
內容：“上三格有如老子像者”或為《創世紀》
中 的 上 帝 耶 和 華 的 形 象，“ 中 三 格 是 其 先 祖 初
生其母撫育之狀”顯然是描繪耶穌降生的場面，
“ 下 三 格 乃 其 夫 婦 室 家 之 態 ” 或 為 耶 穌 養 父 約
瑟 與 聖 母 瑪 利 亞， 而“ 一 美 婦 人 俯 抱 裸 男 子 ”
則 為 聖 母 瑪 利 亞 哀 悼 基 督 的 場 景。 對 此， 湯 開
建 先 生 認 為“ 這 些 對 澳 門 天 主 教 感 性 而 形 象 的
描 繪 雖 然 還 談 不 上 對 它 的 深 刻 認 識， 但 作 為 中
國 最 早 的 描 述 天 主 教 的 資 料， 這 一 段 文 字 所 具
有的意義就毋須多言了”，18 惜湯開建先生未對
畫面內容作進一步的分析解讀。

筆 者 認 為， 葉 權 所 見 澳 門 教 堂 玻 璃 畫 屏 是
最早出現在中國的玻璃畫器物。從《遊嶺南記》
中 的 描 述 看， 葉 權 顯 然 見 過 嵌 窗 玻 璃 片， 因 玻
璃 反 畫 與 用 玻 璃 鏡 框 裝 幀 圖 像 的 效 果 截 然 不
同， 他 由 此 感 慨“ 其 畫 似 隔 玻 璃 ” 而 非“ 其 畫
罩以玻璃”。由於當時平板玻璃均為人工打磨，
看似平滑的鏡面仍微有起伏，在不同光線及觀賞
角度下，玻璃反畫透過凹凸不平的玻璃表面會使

圖 2. 一位莫臥兒貴族的玻璃背畫肖像，畫片約 1760 至 1780 年；
畫框約 1900 年代。Reverse-Painted Portrait on Mirror Glass 
Depicting a Mughal Nobleman  (painting: 1760–1780; frame: 
1900s). CMoG 2014.6.18. Image licensed by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Corning, NY (www.cmog.org) under CC 
BY-NC-SA 4.0.（圖片來源：美國康寧玻璃博物館藏，筆者複製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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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形成“景深”，19 產生“其畫似隔玻璃，高
下凸凹，面目眉宇如生人”的三維視覺效果，這
與清乾隆年間浙江文人陶元藻（1716—1801）
對玻璃畫鏡屏“非綃非縠隔毫芒，為影為形乍難
狀”20 的描繪異曲同工。再看“細觀類刻塑者，
以 玻 璃 障 之， 故 似 畫 而 作 蒙 蒙 色 ” 的 記 述， 葉
權經仔細觀瞻，證實這些畫作是“以玻璃障之”
的 玻 璃 畫， 但 畫 面 圖 像 並 非 全 由 油 畫 顏 料 繪 製
而 成，“ 細 觀 類 刻 塑 者 ” 則 反 映 出 玻 璃 畫 或 以
雕刻與繪畫相結合的方式製成。

中 世 紀 至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歐 洲 許 多 天 主
教 堂 採 用 宗 教 題 材 的 玻 璃 畫 裝 飾 祭 壇， 意 大
利 畫 家 切 尼 諾·琴 尼 尼（Cennino Cennini ,  
1370–1440）寫於十四世紀九十年代 21 的《藝
匠 手 冊 》（I l  L ibro del l 'Arte ） 中“ 在 聖 物 匣
玻 璃 上 繪 畫 的 方 法 ” 一 節， 詳 細 介 紹 了 以“ 刻
繪結合”技法繪製玻璃畫的具體步驟：

取一片白色玻璃……然後用一支白鼬

毛筆把蛋清液刷在玻璃背面；刷完後，取

一片金箔，它應是“死金”，即無光澤的

金箔，將它放在紙的尖端，熟練地將其貼

在刷有蛋清液的玻璃上……在整塊玻璃

背面貼滿所需的金箔……取一根針，將它

固定在小木棒的一端，就好像一支筆……

用這根針在金箔上輕輕地畫出你想要畫

的任何形象。第一遍畫得很少，因為它永

遠不能被刪除。因此，請輕輕地畫，直到

完成為止。……當你繪製最暗的陰影時，

才能夠將針尖（穿透金箔）觸到玻璃，僅

此而已，灰面則不穿透金箔……當你已完

成畫作，如果想去除一些地方，要仔細地

畫出輪廓，乾淨利落地刮去想剔除的金

箔，然後這些地方常被補繪一種沉鬱風格

的群青色油彩。用色料加油研磨成各種顏

色，如深藍色、黑色、綠色和紫膠色澱。22

通 過 比 對 上 述 步 驟 可 大 致 推 測， 葉 權 所 見 的 玻
璃 畫 很 可 能 採 用“ 無 光 澤 的 金 箔 ” 雕 刻 而 成，
並 在 剔 除 金 箔 處“ 補 繪 一 種 沉 鬱 風 格 的 群 青 色
油 彩 ”， 致 使 畫 面 產 生“ 似 畫 而 作 蒙 蒙 色 ” 的
獨 特 視 覺 效 果。 按 照 繪 製 方 式 的 不 同， 歐 洲 玻
璃 畫 可 分 為“ 繪 畫 ” 與“ 刻 繪 結 合 ” 兩 大 類，
後 者 自 十 五 世 紀 六 十 年 代 在 意 大 利 北 部 倫 巴 第
的 斯 福 爾 扎（Sforzas） 宮 廷 的 贊 助 下 得 以 發
展。 現 藏 於 意 大 利 都 靈 夫 人 宮 的 雅 各 比 諾・西
塔里奧 (Jacopino Cietario）家庭祭壇三聯圍屏
（Tirttico del Calvario e Annunciazione ）
即為該時期玻璃畫的代表。該圍屏高 54 厘米，
為 倫 巴 第 藝 術 家 於 1460 年 繪 製， 因 當 時 生 產
的平板玻璃面積較小，故採取拼接鑲嵌的形式，
鑲 嵌 的 玻 璃 畫 描 繪 了 耶 穌 誕 生 及 受 難 等 宗 教 場
景， 又 以 金 箔 雕 刻 人 物 和 建 築， 背 景 塗 黑 色 作
襯 托， 體 現 出 對 琴 尼 尼 玻 璃 畫 製 作 方 法 的 遵
循。 23 十 五 世 紀 下 半 葉 起， 或 許 受 意 大 利 北 部
倫 巴 第 玻 璃 畫 師 的 影 響，“ 刻 繪 結 合 ” 的 玻 璃
畫 在 阿 爾 卑 斯 山 脈 以 北 的 瑞 士 蘇 黎 世、 勃 艮 第
的佛蘭德斯、布拉班特、荷蘭及德國的萊茵蘭、
紐倫堡、奧格斯堡等地盛行。24 當時，這類玻璃
畫 常 被 用 於 裝 飾 歐 洲 天 主 教 堂 的 祭 壇 屏 風， 如
現藏於瑞士羅蒙彩繪玻璃博物館，繪製於 1523
年 的 荷 蘭（ 或 佛 蘭 德 斯 ） 的 教 堂 祭 壇 鑲 板 玻 璃
畫《 亞 歷 山 大 的 聖 凱 薩 琳 》（Hl.  Kathar ina 
von Alexandrien ）。 25 它 在 長 28.8 厘 米、
寬 22.1 厘 米、 厚 0.21 厘 米 的 透 明 平 板 玻 璃 背

圖 3. 主教座堂彩繪玻璃窗（圖片來源：編輯部攝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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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採 用 金 箔 雕 刻 與 彩 繪 結 合 的 方 式 描 繪 兩 位
小 天 使 為 賽 普 勒 斯 公 主 凱 薩 琳 洗 禮 的 場 面。 畫
中 側 立 的 公 主、 身 後 的 天 使 及 建 築 裝 飾 均 以 金
箔 雕 刻， 其 餘 部 分 施 以 彩 繪 顏 料， 並 附 有 三 組
荷 蘭 語 銘 文。 畫 背 面 則 塗 有 樹 脂 保 護 層， 因 當
時 玻 璃 吹 製 技 藝 所 限， 所 用 的 玻 璃 邊 緣 粗 糙 且
略 帶 波 紋。 這 是 迄 今 罕 見 的 十 六 世 紀 玻 璃 畫 實
物 遺 存， 該 畫 作 與 葉 權 所 記 祭 壇 玻 璃 畫 屏 年 代
相近，據此可窺探當時這類玻璃畫的具體形態，
並在一定程度上與葉權的記述相互印證。

二、早期來華葡萄牙人與西洋玻璃器物

先從當時澳門的領土歸屬情況分析。澳門，
古 稱“ 蠔 鏡 澳 ” 或“ 蠔 鏡 ” 等， 26 位 於 廣 東 省

香 山 縣（ 今 中 山 市 及 珠 海 市 等 區 域 ）“ 東 南
百 二 十 里 ”， 27 自 古 以 來 即 為 中 國 領 土。 明 代
澳 門 隸 屬 於 廣 東 省 香 山 縣， 並 受 負 責 廣 東 海 防
的海道副使管轄。28 葡萄牙人自明嘉靖年間 29 開
始 留 居 澳 門， 此 後， 葡 萄 牙 殖 民 者 雖 在 此 陸 續
建 立 行 政、 軍 隊、 宗 教、 法 律 等 體 制， 但 均 須
以 服 從 中 國 管 理 為 前 提， 且 要 定 期 向 中 國 地 方
政府交納地租與商稅。30 至嘉靖四十三年（1564
年）時，葡 萄 牙 人 數 量 已“ 不 下 萬 人 ”， 31 所 建
房 屋 已 達 千 餘 幢， 32 其“ 日 與 華 人 相 接， 歲 規
厚 利， 所 獲 不 貲 ”， 33 澳 門 儼 然 成 為 了 中 外 貿
易中心之一，以致“閩粵商人，趨之若鶩”。34

葉 權 正 是 在 這 樣 的 歷 史 背 景 下 遊 覽 澳 門， 並 且
留 意 到“ 島 中 夷 屋 居 者， 皆 佛 郎 機 人， 乃 大 西
洋之一國”，但此時澳門仍為中國領土。此後，
直至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葡萄牙女王單方
面 宣 佈 澳 門 為“ 自 由 港 ”， 並 先 後 採 取 一 系 列
殖 民 擴 張 措 施， 才 致 使 清 政 府 逐 漸 喪 失 對 澳 門
的 管 治 權。 因 此， 葉 權 所 見 玻 璃 畫 屏 可 以 說 是
目前所見最早傳入中國的玻璃畫實物。

十 六 世 紀， 葡 萄 牙 尚 處 於 資 本 主 義 萌 芽 階
段， 生 產 力 發 展 水 平 不 高， 除 葡 萄 酒 別 無 商 品
出 口， 故 該 國 主 要 從 事“ 轉 運 貿 易 ”。 當 時，
滿載羊毛織品、布料、水晶、玻璃製品、時鐘、
葡 萄 酒 等 貨 物 的 商 船， 每 年 大 致 沿“ 里 斯 本 —
果阿—馬六甲—帝汶（小巽他群島）—澳門—長
崎 ” 航 線 換 取 沿 途 各 國 特 產。 35 其 中， 常 從 巽
他群島換購檀香木，在澳門停留數月後，將“黃
金、 絲 綢、 麝 香、 珍 珠、 象 牙、 木 雕 藝 術 品、
漆 器 和 瓷 器 等 運 回 歐 洲 ”。 36 由 此， 葉 權 所 記
澳 門 教 堂 的“ 檀 香 木 聖 像 ”， 很 可 能 由 澳 門 能
工 巧 匠 採 用 東 南 亞 貿 入 的 檀 香 木 雕 刻 而 成。 因
此， 教 堂 中 玻 璃 畫 屏 的 來 源 存 在 着 兩 種 可 能：
1. 由葡萄牙人自歐洲攜來的祭壇玻璃畫屏成品；
2. 葡萄牙商船先由歐洲攜來平板玻璃， 再經澳
門 畫 師 與 工 匠 結 合 東 南 亞 名 貴 木 料 製 作 而 成。
倘 若 是 後 者， 那 麼 歐 洲 玻 璃 畫 的 繪 製 技 藝 或 在
此 時 已 傳 入 澳 門， 至 於 是 否 為 來 華 耶 穌 會 傳 教
士傳入，則猶待考證。

歷 史 上 的 葡 萄 牙 一 直 不 是 歐 洲 玻 璃 製 造 中

圖 4. 主教座堂《中華殉道諸聖》彩繪玻璃（圖片來源：編輯部
攝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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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前 述 商 船 所 載 玻 璃 製 品 當 來 自 歐 洲 其 他 國
家。葉權在澳門遊歷時已注意到，葡萄牙人“飲
西洋酒，味醇濃，注玻璃杯中，色若琥珀”37，
可 見 在 澳 葡 萄 牙 人 使 用 西 洋 玻 璃 器 皿 已 較 為 普
遍。 另 據 葡 萄 牙 旅 行 家 費 爾 南・門 德 斯・平 托
（F. M. Pinto）《遠遊記》記述，早在葉權之
前 的 1542 至 1548 年 間， 葡 萄 牙 商 人 在 浙 江
寧 波 雙 嶼 港 建 立 的 貿 易 基 地 建 築 上 已 安 裝 彩 繪
玻璃窗：

在路的盡頭，有一漆成岩白色的松木

木塔。它的頂層有三個塔尖。……在同一

塔樓上有一窗戶，兩個孩子和一個上了年

紀的婦女在哭泣。在她的腳下有一個男

人被大卸四塊，其形象很逼真。十幾個全

副武裝的干系臘（按：西班牙）人還舉着

帶血的矛、戟在殺戮。整幅藝術品雄偉壯

觀，令人百看不厭。據說之所以建這一場

景是因為法里亞家族的一個先輩在葡萄

牙與干系臘的戰爭中獲得了這一貴族徽

號。38

倘 若 上 述 文 獻 內 容 屬 實， 39 由 平 托“ 之 所 以 建
這一場景……獲得了這一貴族徽號”的敘述看，
這 很 可 能 是 一 面 世 俗 題 材 的 小 型 彩 繪 玻 璃 徽 章
窗。 十 六 世 紀 歐 洲 北 部 一 些 公 共 建 築 及 富 人 宅
邸 盛 行 仿 造 教 堂 安 裝 彩 繪 玻 璃 窗， 其 構 圖 通 常
為 有 天 使、 聖 人、 勇 士 等 的 盾 形 徽 章 圖 案， 畫
面 正 下 方 一 般 是 捐 贈 者 名 字 及 繪 製 日 期 銘 文，
這 些 圖 案 多 來 自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藝 術 家 油 畫 作 品
鐫 刻 的 版 畫 印 刷 品。 40 自 十 五 世 紀 下 半 葉， 威
尼斯共和國穆拉諾島（Murano）的玻璃匠人量
化 生 產“ 層 薄、 無 色、 透 明、 基 本 沒 有 氣 泡 的
平 板 玻 璃 ”， 因 得 益 於 玻 璃 燒 製 技 術 的 發 展，
促 成 十 六 世 紀 歐 洲 平 板 玻 璃 及 其 裝 飾 工 藝 的 第
一次繁榮。41 葡萄牙人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將彩繪
玻 璃 製 品 舶 至 東 方， 因 此， 同 時 期 葡 萄 牙 人 將
玻璃畫屏風或西洋平板玻璃攜入澳門不足為奇。

三、澳門“玻璃畫屏”之後續影響

葉 權 關 於 玻 璃 畫 的 記 述 時 間 較 之 李 日 華
要 早 幾 十 年， 其 影 響 力 也 遠 大 於 後 者。 澳 門 半
島 自 南 宋 末 年 可 能 已 有 中 國 人 定 居， 至 十 六 世
紀 中 期 葡 萄 牙 人 首 次 登 陸，“ 半 島 上 已 有 人 口
400 人 左 右 ” 42。 葡 萄 牙 人 東 來 使 澳 門 社 會 呈
現“ 華 夷 雜 居 ” 的 獨 特 景 象， 葉 權 在《 遊 嶺 南
記 》 中 指 出“ 今 數 千 夷 團 聚 一 澳， 雄 然 巨 鎮，
役使華人妻奴子女”43，龍思泰《早期澳門史》
也 提 及“ 在 外 國 商 人 獲 准 居 留 澳 門 以 後， 中 國
的 僕 役、 手 藝 人、 商 人 等 等， 也 來 到 這 裡， 與
他 們 住 在 一 起 ” 44， 教 堂 的 玻 璃 屏 風 因 其 宣 教
佈 道 的 性 質， 決 定 其 陳 設 目 的 在 於 示 眾， 進 而
達 到 傳 播 福 音 的 作 用， 所 以 曾 被 許 多 澳 門 的 中
國 人 與 葡 萄 牙 人 目 睹， 故 葉 權 說“ 島 中 人 咸 言
是 畫 ”。 可 見， 這 架 玻 璃 屏 風 已 然 成 為 澳 門 的

圖 5. 主教座堂聖壇彩繪玻璃（圖片來源：編輯部攝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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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處獨特景致，在當時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
從而吸引葉權等八方遊弋之士前來獵奇。

葉權將這架玻璃畫屏載於《遊嶺南記》中，
後 又 收 入 其 著 作《 賢 博 編 》 並 刻 印 出 版。 當 時
中 國 內 的 一 些 士 大 夫 讀 罷 這 段 述 奇， 自 然 間 接
獲 知 澳 門 某 教 堂 陳 列 有 一 架 西 洋 屏 風， 雖 不 知
該 工 藝 為 玻 璃 畫， 但 對 畫 面 上 的 異 域 人 物 及 場
景 會 留 下 印 象， 故 葉 權 的 記 錄 能 在 文 人 階 層 產
生 一 定 影 響。 再 來 看 李 日 華 的 記 述， 他 對“ 玻
璃畫屏”僅一筆帶過，重在強調其“國中異物”
的 屬 性。 當 時 利 瑪 竇 採 取 結 交 中 國 精 英 階 層 的
策 略， 以 期 達 到“ 文 化 傳 教 ” 的 目 的， 西 洋 奇
物 與 科 技 知 識 被 一 道 作 為 傳 教 佈 道 的 工 具， 將
其 展 示 或 贈 予 當 時 皇 親 國 戚 及 達 官 顯 貴， 李 日
華即是極少數有幸目睹玻璃畫屏者，除他之外，
唯 有 南 京 的 好 友 徐 世 進 於 萬 曆 二 十 六 至 二 十 七
年（1598 至 1599 年）間亦得見利瑪竇“所祭
祀 為 上 帝， 有 像 描 於 玻 璃 板 ” 45。 當 時 此 類 器
物 甚 為 罕 見， 筆 者 推 測 此 或 為 利 瑪 竇 曾 向 李 日
華 出 示 的“ 玻 璃 畫 屏 ”， 由 於 傳 播 範 圍 有 限，
僅 為 極 少 數 社 會 精 英 所 見， 加 之 李 日 華、 徐 世
進 的 記 述 過 於 簡 略， 致 使 其 影 響 力 遠 不 及 葉 權
所 記 的 玻 璃 畫 屏。 此 後 清 乾 隆 年 間， 印 光 任、
張 汝 霖 合 編 的《 澳 門 記 略 》 中 所 述 澳 門 三 巴 寺
聖 母 懷 抱 耶 穌 的 玻 璃 畫 像， 其 狀 竟 與 葉 權 所 述
如出一轍：

所奉曰天母，名瑪利亞，貌如少女，

抱一嬰兒，曰天主耶穌，衣非縫製，自頂

被體，皆采飾平畫，障以玻璃，望之如

塑。46

其 中“ 障 以 玻 璃， 望 之 如 塑 ” 的 說 法， 明 顯 脫
胎 於 葉 權“ 細 觀 類 刻 塑 者， 以 玻 璃 障 之 ”， 這
從 側 面 反 映 出《 遊 嶺 南 記 》 影 響 之 深 遠， 也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證 實 了 葉 權 對 玻 璃 畫 描 述 的 真 實 性
與準確性，以致被後世記錄相似場景時所借鑑。

清 代 澳 門 一 直 是 廣 東 外 銷 玻 璃 畫 的 生 產
繪 製 中 心 之 一，《 澳 門 記 略 》 載 該 地 盛 產“ 玻
璃 諸 器 畫 ”， 47 嘉 慶 年 間 的 廣 東 香 山 地 方 總 兵

黃 標 珍 藏 十 幅 繪 有 澳 門 景 致“ 橘 子 圍 邊 多 白
屋， 蓮 花 莖 外 是 青 洲 ” 的 玻 璃 鏡 畫 屏， 48 此 類
描 繪 澳 門 風 光 的 畫 作 是 清 代 廣 東 外 銷 玻 璃 畫 的
暢 銷 題 材 之 一， 今 泰 國 曼 谷 臥 佛 寺 藏 有 一 幅 約
繪 於 十 九 世 紀 前 期 的 中 國 玻 璃 畫《 澳 門 南 灣 風
光 》， 49 筆 者 推 測 這 些 玻 璃 畫 既 可 能 由 澳 門 畫
師 所 繪， 也 可 能 由 廣 州 畫 師 繪 製。 按 照 乾 隆
二十四年（1759 年）《部覆兩廣總督李侍堯議》
中“ 外 洋 夷 船 向 係 五 六 月 收 泊， 九 十 月 歸 國，
即 間 有 因 事 住 冬， 亦 在 澳 門 居 住 ” 的 規 定， 50

每 年 冬 季 貿 易 結 束 後， 外 商 按 規 定 不 得 留 居 廣
州， 他 們“ 會 在 澳 門 度 過 剩 下 的 日 子。 如 果 商
人 的 妻 子 和 孩 子 一 同 來 到 中 國 沿 海 的 話， 他 們
就 會 在 澳 門 待 上 一 整 年 ” 51， 一 些 廣 州 外 銷 畫
師 遂 追 隨 外 商 的 腳 步， 或 前 往 澳 門 繪 製 與 銷 售
畫 作， 或 將 各 類 畫 作 運 往 澳 門 發 售。《 廣 州 番
鬼錄》載廣州商館某買辦曾將“十斤圖畫”“三
幅 小 油 畫 ” 和“ 五 幅 有 玻 璃 鏡 框 的 圖 畫 ” 舶 至
澳 門 售 賣； 52 1943 年 穆 家 麒 在 其《 劉 榮 夫 玻
璃油畫展觀後感》中亦指出玻璃畫“尤其道光、
咸 豐 年 間 盛 行 於 國 內 各 大 都 市， 主 要 在 澳 門 與
廣 東 兩 地 多 產 此 類 製 品 ” 53。 由 此 引 出 一 個 問
題： 澳 門 在 玻 璃 畫 早 期 傳 入 中 國 的 過 程 中 扮 演
着怎樣的角色？

正德九年（1514 年），葡萄牙人始在廣東
沿海一帶貿易。 54 隆慶元年（1567 年）開放部
分 海 禁， 促 進 了 明 後 期 東 南 沿 海 私 人 貿 易 的 發
展，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促 成 彼 時 的“ 西 畫 東 漸 ”，
清 人 劉 鑾《 五 石 瓠 》 稱“ 自 宣 德 至 崇 禎， 官
私 器 用， 妙 絕 等 夷 者 ” 就 有“ 歐 羅 巴 畫 ”； 55

葉 權 所 記“ 玻 璃 畫 屏 ” 即 在 這 種 社 會 背 景 下 被
舶 至 澳 門， 但 其 是 否 在 澳 門 繪 製 則 無 從 考 證。
然 而 毋 庸 置 疑 的 是， 此 後 意 大 利 耶 穌 會 士、
油 畫 家 尼 古 拉· 瓦 喬 尼（Nicola Giovanni,  
1560–1626）將西洋美術系統傳入了澳門。萬
曆十年（1582 年），瓦喬尼與利瑪竇等耶穌會
傳 教 士 抵 達 澳 門。 次 年， 利 瑪 竇 進 入 中 國 內 地
傳教，瓦喬尼則被派往日本長崎開設美術學校，
傳 授 歐 洲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的 油 畫、 版 畫 等 西 洋 畫
繪製技藝。56 其得意門生有游文輝（澳門人）、
倪 雅 穀（ 中 日 混 血 ）、 石 宏 基（ 澳 門 人 ） 等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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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畫 家， 他 們“ 忠 實 地 臨 摹 來 自 歐 洲 宗 教 題 材
的 原 作， 題 材 均 為《 聖 經 》 故 事 內 容， 也 有 少
量 的 人 物 畫， 有 時 到 了 亂 真 的 程 度 ” 57。 在 德
川 幕 府 禁 教 後， 他 們 與 部 分 日 本 耶 穌 會 畫 家 流
亡 澳 門。 萬 曆 年 間， 倪 雅 穀、 游 文 輝、 石 宏 基
等 人 先 後 進 入 中 國 內 地 追 隨 利 瑪 竇 傳 教， 他 們
不 僅 擅 長 繪 製 聖 像 油 畫， 游、 石 二 人 還 向 中 國
人 傳 授 西 洋 畫 技。 58 與 此 同 時， 瓦 喬 尼 在 澳 門
繼 續 利 用 宗 教 畫 傳 教， 並 於 1614 年 在 澳 門 聖
保 祿 修 院 設 立 中 國 境 內 第 一 所 傳 授 西 洋 畫 的 美
術 學 校， 不 少 中 外 修 士 在 此 就 讀。 59 這 些 耶 穌
會 士 的 傳 教 與 藝 術 活 動， 一 併 促 成 了 明 末“ 西
畫 東 漸 ”。 前 述 利 瑪 竇 在 華 傳 教 時 曾 攜 帶 聖 像
玻 璃 畫 屏， 故 不 排 除 傳 教 士 已 於 1583 年 前 將
玻 璃 畫 繪 製 技 藝 傳 入 澳 門 的 可 能， 此 後， 他 們
很 可 能 又 通 過 澳 門 將 玻 璃 畫 及 其 繪 製 技 藝 率 先
傳 入 中 國 內 地。 正 如 鄧 之 誠 先 生 所 說：“ 舊 有
玻 璃 油 畫， 相 傳 西 士 來 中 國 所 教。” 60 筆 者 曾
詳 細 查 閱 此 前 的 中 國 歷 代 典 籍， 均 未 發 現 有 與
“玻璃畫”相關的文獻記述，直至清康熙年間，
蘇州出現中國首位職業玻璃畫師——戴鶴。毛奇
齡《 西 河 集 》 載“ 吳 人 戴 鶴 …… 年 七 十， 猶 能
為 人 作 寫 生、 畫 玻 瓈 ” 61， 黃 苗 子 先 生 據 此 推
測： 戴 鶴 很 可 能 和 常 熟 人 吳 漁 山 一 樣， 深 受 江
南 地 區 天 主 教 的 影 響， 加 入 了 天 主 教， 並 通 過
傳 教 士 或 其 他 途 徑 學 習 繪 製 玻 璃 畫。 62 倘 若 真
如 黃 先 生 所 言， 澳 門 則 是 玻 璃 畫 及 其 繪 製 技 藝
在 華 傳 播 的 第 一 站， 此 後， 蘇 州、 廣 州 等 中 國
內 地 玻 璃 畫 繪 製 技 藝 或 均 由 澳 門 耶 穌 會 傳 教 士
畫師所傳授。

四、結論

綜 上， 通 過 分 析 明 人 葉 權《 遊 嶺 南 記 》
中 關 於 玻 璃 畫 的 內 容， 對 比 同 時 期 歐 洲 玻 璃 畫
的 相 關 文 獻 記 述 及 實 物 資 料， 可 大 致 推 知： 葉
權 所 載 澳 門 天 主 教 堂 中 的 木 屏， 是 一 架“ 刻 繪
結 合 ” 風 格 的 祭 壇 玻 璃 畫 圍 屏。 再 結 合《 遊 嶺
南 記 》 撰 寫 的 時 代 背 景、 澳 門 領 土 的 歸 屬 及 早
期 在 華 葡 萄 牙 人 使 用 玻 璃 製 品 的 情 況 等 方 面 分
析，可進一步得出結論：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
葉 權 在 澳 門 所 見 玻 璃 畫 屏 是 迄 今 所 載 最 早 傳 入

中 國 的 玻 璃 畫 器 物， 在 葉 權 遊 覽 澳 門 之 前， 該
玻 璃 畫 屏 已 被 陳 設 於 澳 門 天 主 教 堂， 這 說 明 它
被 攜 入 中 國 的 時 間 應 當 更 早。 澳 門 作 為 早 期 西
洋 玻 璃 畫 傳 入 中 國 的 第 一 站， 其 教 堂 中 玻 璃 畫
屏 的 來 源 存 在 兩 種 可 能： 或 為 歐 洲 玻 璃 畫 師 所
繪， 由 葡 萄 牙 商 船 攜 至 澳 門， 陳 設 於 1556 至
1565 年 間 所 建 的 某 一 教 堂 供 人 瞻 仰； 或 由 葡
萄 牙 商 船 自 歐 洲 舶 來 平 板 玻 璃， 經 澳 門 畫 師 工
匠 結 合 東 南 亞 名 貴 木 料 製 作 出 鑲 嵌 玻 璃 畫 的 祭
壇 屏 風。 倘 若 是 後 者， 那 麼 玻 璃 畫 繪 製 技 藝 可
能 於 1565 年 前 已 傳 入 澳 門。 此 後， 澳 門 耶 穌
會 傳 教 士 或 在 傳 教 佈 道 過 程 中 將 玻 璃 畫 及 其 繪
製 技 藝 傳 播 至 中 國 內 地 的 蘇 州、 廣 州 等 處， 而
李 日 華、 徐 世 進 等 在 此 過 程 中 有 幸 目 睹 到“ 玻
璃 畫 屏 ”。 謹 按 李 日 華 所 記“ 丁 酉 ” 即 萬 曆
二十五年（1597 年）推算，葉權於 1565 年所
見 澳 門 教 堂 玻 璃 畫 屏 要 比 利 瑪 竇 攜 入 中 國 的 玻
璃畫屏至少早 3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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