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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廣東外銷玻璃畫在印度與東南亞的傳播

摘   要 歐洲玻璃畫繪製工藝傳入中國後，粵澳外銷玻璃畫蓬勃發展。自十八世
紀後期，廣東玻璃畫批量外銷歐美，同時銷往印度、泰國、越南、緬
甸、柬埔寨、印尼等亞洲沿海國家。玻璃畫作為時尚室內裝飾品，首
先流行於這些國家的宮廷及上層社會，印度、泰國、越南等國的王室
多次訂製廣東玻璃畫裝飾宮廷或寺院。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後期，
一些廣東玻璃畫師前往印度、越南、緬甸、柬埔寨、印尼等國繪製與
售賣玻璃畫，並將玻璃畫繪製技藝傳至所在國，客觀上擔當了西方藝
術的傳播者，為推進東西方文明藝術互動與文化交融發揮重要作用。
十九至二十世紀，玻璃畫開始在上述國家的民間流行與傳播，題材內
容及風格技法等漸趨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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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玻 璃 畫， 是 以 油、 蛋 類、 膠 類 及 蛋 彩 畫 顏
料 在 無 色 或 淺 色 透 明 的 平 板 玻 璃 背 面 繪 畫， 從
玻 璃 正 面 觀 賞 的 工 藝 美 術。 1 因 其 反 繪 正 看，
故 又 稱 反 繪 玻 璃 畫（Reverse Paint ing on 
Glass）。 該 工 藝 起 源 於 歐 洲， 伴 隨 西 洋 平 板
玻 璃 製 造 技 術 的 發 展 而 演 變， 並 被 傳 播 至 世 界
各 地。 玻 璃 畫 繪 製 技 藝 可 能 於 1583 年 前 由 歐
洲 耶 穌 會 士 傳 入 澳 門， 此 後， 又 經 傳 教 士 傳 至
廣州與蘇州。 2 廣州畫師自清雍正年間開始繪製
玻 璃 畫， 並 結 合 名 貴 木 料 製 作 屏 風、 宮 燈 等 室
內裝飾器物進獻宮廷。 3 在清前期“廣州貿易”
體 制 下， 歐 洲 諸 國 東 印 度 公 司 商 舶 往 返 於 廣 州
與 歐 洲， 廣 州 口 岸 外 銷 工 藝 品 五 花 八 門， 玻 璃
畫 憑 藉 其 繪 工 精 湛、 售 價 及 出 口 稅 低 而 備 受 青
睞， 吸 引 來 華 西 方 人 競 相 繪 製 寫 真 肖 像， 遠 隔
重 洋 的 歐 洲 貴 族 也 頻 頻 慕 名 訂 購。 4 當 時， 澳

門是廣東外銷玻璃畫的另一繪製中心， 5 描繪澳
門 風 光 成 為 外 銷 玻 璃 畫 的 暢 銷 題 材， 一 些 廣 州
外 銷 畫 師 追 隨 外 商 的 腳 步， 或 前 往 澳 門 繪 製 並
售賣畫作， 6 或將畫作運往澳門發售。 7 十八至
十 九 世 紀 前 期， 各 類 廣 東 玻 璃 畫 器 物 風 靡 歐 美
諸 國， 成 為 皇 宮、 城 堡、 莊 園 及 府 邸 的 時 尚 裝
飾 品， 大 批 外 商 訂 單 促 成 清 代 廣 東 玻 璃 畫 產 業
的繁盛。

近 年 來， 清 代 廣 東 外 銷 玻 璃 畫 研 究 備 受 東
西 文 化 藝 術 交 流 史 領 域 的 關 注， 海 內 外 學 界 已
基本釐清清代廣東玻璃畫在歐美的銷售情況， 8

但 對 其 在 亞 洲 沿 海 國 家 的 傳 播 情 況 缺 乏 應 有 的
關 注。 對 於 此 部 分 內 容 的 挖 掘 與 梳理， 有助於
拓展清代廣東外銷玻璃畫的研究範疇，突破以往
廣東外銷玻璃畫僅銷往西方的單一認識。目前，
在 此 領 域 僅 見 三 位 學 者 的 個 案 研 究：2016 年，
派 特 森（Jessica L. Patterson） 發 表《 泰
國 寺 院 中 的 中 國 玻 璃 畫 》 一 文， 以 泰 國 曼 谷 佛
教 寺 院 現 存 十 九 世 紀 中 國 玻 璃 畫 實 物 為 研 究 對
象， 指出暹羅國王拉瑪三世（Rama II I） 主張
中 暹 貿 易， 中 國 外 銷 玻 璃 畫 遂 被 貿 入 並 懸 掛 於
寺 廟， 對 此 後 泰 國 本 土 玻 璃 畫 及 壁 畫 繪 製 產 生
重要影響； 9 2017 年，達拉皮柯拉（Ann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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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黃 埔 錨 地 》， 廣 東 外 銷 玻 璃 畫， 約 繪 於 1784 至 1785 年。（ 圖 片 來 源： 美 國 康 寧 玻 璃 博 物 館 藏， 筆 者 複 製 提 供。）The 
Anchorage at Whampoa Island  (about 1784–1785). CMoG 2002.6.5. Image licensed by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Corning, NY 
(www.cmog.org) under CC BY-NC-SA 4.0.

Dal lapiccola） 的《 印 度 玻 璃 畫 》 圖 冊 出 版，
述 及 印 度 半 島 西 部 沿 海 地 區 自 十 八 世 紀 後 期 已
有 中 國 玻 璃 畫 師 客 居， 他 們 以 繪 製 印 度 題 材 的
玻 璃 畫 為 業， 促 成 中 國 玻 璃 畫 藝 術 對 印 度 的 影
響； 10 2019 年， 阮 氏 碧 柳 的《 越 南 歷 史 文 化
交 流 中 的 順 化 宮 廷 玻 璃 畫 》 一 文， 對 越 南 順 化
皇 宮 現 存 各 類 玻 璃 畫 進 行 調 研， 指 出 這 些 作 品
均 由 阮 朝 皇 室 自 中 國 訂 購。 11 2020 年 2 月，
瑞 士 蘇 黎 世 大 學 東 亞 藝 術 史 部 與 羅 蒙 彩 繪 玻 璃
博 物 館 聯 合 舉 辦“ 中 國 與西方： 對中國玻璃畫
的再認識”國際研討會，將“其他東亞國家的反
繪玻璃畫傳統”定為當前國際玻璃畫研究領域的
13 個核心議題之一。12 鑑於此，筆者在充分搜剔

耙梳中外相關圖文史料的基礎上，系統考察清代
外銷玻璃畫在印度與東南亞的傳播及影響，並對
其本土化進程展開探討，以冀推進研究。

一、廣東畫師與印度玻璃畫

十 六 至 十 七 世 紀， 伴 隨 新 航 路 的 開 闢， 葡
萄 牙、 荷 蘭、 法 國、 英 國 等 西 方 國 家 為 擴 大 海
外 貿 易 市 場， 先 後 在 印 度 沿 海 地 區 建 立 貿 易 據
點。為“與亞洲各個富有的王國開展貿易” 13，
英 國 成 立 了 東 印 度 公 司， 自 十 七 世 紀 下 半 葉，
該 公 司 逐 漸 演 變 為 集 商 貿、 政 治、 軍 事 及 司 法
性 質 於 一 體 的 綜 合 組 織。 14 至 十 八 世 紀 中 期，



南洋研究

清代廣東外銷玻璃畫在印度與東南亞的傳播       梁永澤

74 RC 文化雜誌•第112期•2021年74 RC 文化雜誌•第116期•2022年

英國已憑藉經濟及軍事實力，將葡萄牙、荷蘭、
法 國 等 殖 民 勢 力 逐 出 印 度。 在 英 國 的 操 縱 下，
日 趨 衰 落 的 莫 臥 兒 帝 國 對 印 度 僅 僅 維 持 着 名 義
上的統治。15 海上貿易的發展，使西洋平板玻璃
被舶至印度。1618 年，一位駐印度的英國東印
度公司職員在書信中寫道：

雖然在上次遠洋貨運到了一箱嵌窗玻

璃，但我找不到任何玻璃製造師，他們都

去了波斯。16

可 見 平 板 玻 璃 在 當 時 的 印 度 尚 屬 稀 罕。 此 後，

進 口 商 品 深 得 印 度 王 室 喜 愛， 他 們 不 僅 購 買 玻
璃、 玻 璃 鏡、 枝 形 吊 燈、 鐘 錶 等 西 洋 製 品， 還
從 中 國 廣 東 訂 製 玻 璃 畫。 17 十 八 世 紀 下 半 葉 至
十九世紀最後的 25 年，歐洲中部大量玻璃畫銷
往 波 斯、 印 度、 印 尼、 中 國、 日 本 等 國， 對 亞
洲 國 家 本 土 玻 璃 畫 的 繪 製 產 生 重 要 影 響。 18 然
而， 從 印 度 現 存 的 早 期 玻 璃 畫 實 物 來 看， 這 些
玻璃畫及其繪製技藝似由中國傳入。

現 藏 康 寧 玻 璃 博 物 館 的 鏡 子 畫《 印 度 莫 臥
兒 貴 族 坐 像 》（Reverse-painted Portrai t  
o n  M i r r o r  G l a s s  D e p i c t i n g  a  M u g h a l 

圖 2.“滿大人”鏡子畫之一，廣東外銷玻璃畫，約繪於 1750 至
1800 年。（圖片來源：美國康寧玻璃博物館藏，筆者複製提供。）
Pair of Reverse-Painted Mirrors  (about 1750–1800). CMoG 
2019.6.15 A. Image licensed by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Corning, NY (www.cmog.org) under CC BY-NC-SA 4.0.

圖 3.“滿大人”鏡子畫之二，廣東外銷玻璃畫，約繪於 1750 至
1800 年。（圖片來源：美國康寧玻璃博物館藏，筆者複製提供。）
Pair of Reverse-Painted Mirrors (about 1750–1800). CMoG 
2019.6.15 B. Image licensed by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Corning, NY (www.cmog.org) under CC BY-NC-SA 4.0.



清代廣東外銷玻璃畫在印度與東南亞的傳播       梁永澤

南洋研究

752022年•第116期•文化雜誌 RC

Nobleman ） 19， 由 廣 東 佚 名 畫 師 繪 於 1760
至 1780 年。 該 作 以 中 式 描 金 漆 框 鑲 嵌， 畫 面
諸 多 細 節 表 明， 此 為 西 孟 加 拉 邦 加 爾 各 答 一 位
貴 族 畫 像 的 複 製 品。 畫 中 人 物 身 穿 莫 臥 兒 時 代
的 服 飾， 腰 際 佩 戴 一 把 腰 刀， 半 持 着 左 手 平
視 前 方， 側 身 跪 坐 在 露 台 的 席 位 上， 身 旁 席
墊 上 放 置 一 柄 長 劍， 他 或 為 西 孟 加 拉 邦 的 納
瓦 布 沙 哈 馬 特・章（Nawab of Shahamat 
Jang）。另一現藏於蘇格蘭國家博物館的印度
細密畫《沙哈馬特・章與侄子、養子及官員在露
台上》（Shahamat Jang with His Nephew 
and Adopted Son Ikram a l-Daula on a 
Terrace with an Off icial ）20，繪於 1750 至
1755 年。畫中人物酷似上述鏡子畫人物，據此
推 知， 早 期 印 度 玻 璃 畫 當 由 中 國 畫 師 複 製 此 類
作品，再以中式漆框裝裱舶至印度銷售。

十 八 世 紀 後 期， 印 度 西 海 岸 形 成 活 躍 的 中
國 玻 璃 畫 市 場， 一 批 定 居 於 此 的 中 國 廣 東 玻 璃
畫 師 創 作 了 大 量 作 品， 這 些 畫 作 現 今 分 佈 在 卡
奇（Kutch）、 印 多 爾（ Indore）、 邁 索 爾
（Mysore） 的 賈 甘 穆 罕 宮（Jaganmohan 
Palace）、 薩 拉 達（Satara） 的 宮 殿、 孟 買
及 印 度 西 海 岸 城 鎮， 繪 製 時 間 可 追 溯 至 十 八 世
紀 末 至 十 九 世 紀 初， 當 時 王 室 及 貴 族 聘 請 中 國
玻璃畫師繪製玻璃畫裝飾宮殿。21 這一時期，廣
東 外 銷 歐 美 的 玻 璃 畫 主 要 在 透 明 平 板 玻 璃 上 複
製 西 方 畫 作 的 銅 版 畫 印 刷 品， 這 種 風 格 的 玻 璃
畫 同 時 也 銷 往 印 度。 現 藏 皮 博 迪 埃 塞 克 博 物 館
的全彩玻璃畫《奧德納瓦布舒賈—烏德—道拉及
諸 子 肖 像 》（Portrai t  of  Shuja-ud-daula, 
Nawab of Oudh, and His Sons ） 22，約繪
於 1796 年， 由 廣 東 畫 師 複 製 英 國 肖 像 畫 家 蒂
伊・基特爾（Ti l ly Kett le）的油畫鐫刻版畫而
成，奧德里克（Thierry Audric）根據該畫黑色
內框上的星星圖案，推測其繪製時間為 1800 年
前 後， 繪 製 者 或 是 廣 州 畫 師 發 呱， 23 促 成 該 訂
單者可能是在華經商的印度港腳商。 24

十 八 世 紀， 印 度 王 室 及 貴 族 視 玻 璃 畫 為 奢
侈 藝 術 品， 當 時 玻 璃 畫 一 方 面 由 中 國 或 歐 洲 進
口，另一方面由定居印度的廣東玻璃畫師繪製。

廣 東 玻 璃 畫 師 的 到 來， 對 印 度 本 土 玻 璃 畫 的 興
起 無 疑 產 生 重 要 影 響。 筆 者 認 為， 印 度 畫 師 掌
握 玻 璃 畫 繪 製 技 藝 有 兩 條 途 徑： 其 一 是 由 廣 東
玻 璃 畫 師 傳 授， 其 二 是 臨 摹 中 國 或 歐 洲 的 玻 璃
畫 作 品。 為 滿 足 國 內 社 會 各 階 層 對 玻 璃 畫 的 需
求， 印 度 玻 璃 畫 師 繪 製 的 作 品“ 在 畫 面 細 節 刻
畫、精心繪製及深入程度等方面差別很大”25。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中 國 與 印 度 玻 璃 畫 師 已 在 印 度
各 地 開 設 玻 璃 畫 坊， 主 要 集 中 在 馬 哈 拉 施 特 拉
邦（Maharashtra）、古吉拉特邦（Gujarat）
和 拉 賈 斯 坦 邦（Rajasthan）， 絕 大 多 數 玻 璃
畫 師 的 姓 名 及 生 平 無 考， 他 們 以 微 薄 的 收 入 維
持 生 活， 有 的 活 躍 於 鄉 村 社 區 及 行 會， 有 的 為
王 室、 貴 族 及 宗 教 團 體 服 務。 26 至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印 度 玻 璃 畫 已 形 成 南、 北、 西 三 個 風 格 鮮
明的地域流派：

（一）南部風格。這一風格主要流行於當時
英屬馬德拉斯總統府（Madras Presidency）
管 轄 的 泰 米 爾 納 德 邦（Tamil  Nadu）、 特 倫
甘 納 邦（Telangana）、 安 德 拉 邦（ Andhra 
Pradesh）、喀 拉 拉 邦（Kerala）、卡 納 塔 克 邦
（Karnataka）及 奧 里 薩 邦（Orisha）等 印 度
南 部 地 區。當 時 最 受 歡 迎 的 題 材是 印度 神 祇 與
英 雄，這 類 作 品 是 印度 玻 璃 畫 中 最 多產 且 最 具
視 覺 表 現 力 的，例 如 繪 於 十九世 紀 末 的 玻 璃 畫
《馬希沙 蘇拉 》（Mahishasura ），以清晰對稱
的 構 圖 描 繪 印 度 教 水 牛 惡 魔 馬 希 沙 蘇 拉 被 難 近
母 降 服， 圖 像 用 黑 色 輪 廓 勾 勒， 敷 色 鮮 艷 且 貼
飾 金 箔， 人 物 造 型 及 裝 飾 均 呈 現 鮮 明 的 印 度 傳
統 繪 畫 特 徵， 畫 中 的 彩 色 玻 璃 燈 體 現 出 對 當 時
外 來 文 化 元 素 的 吸 收。 27 此 外， 印 度 南 部 玻 璃
畫 師 也 繪 製 國 王、 貴 族、 藝 伎、 音 樂 家 等 人 物
肖 像， 28 這 類 世 俗 題 材 的 作 品 繪 製 風 格 不 同 於
宗 教 神 祇 題 材， 畫 面 出 現 大 量 西 洋 風 格 裝 飾 元
素， 如 繪 於 十 九 世 紀 末 至 二 十 世 紀 初 的《 佇 立
梳 妝 枱 旁 的 藝 伎 》（"Courtesan" Standing 
near a Dressing Table ），畫中佇立一位穿
戴 傳 統 服 飾 的 印 度 藝 伎， 其 身 旁 為 維 多 利 亞 風
格 的 桌 椅、 梳 妝 鏡 支、 羅 馬 柱 及 窗 簾 等 西 洋 陳
設， 反 映 出 殖 民 統 治 下 英 國 文 化 對 印 度 上 層 社
會室內裝飾的影響。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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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講授〈聖經〉》，據法國畫家讓—巴蒂斯特・格勒茲油畫作品所鐫刻的銅版畫印刷品複製，廣東外銷玻璃畫，繪於 1760 至
1800 年。（圖片來源：美國康寧玻璃博物館藏，筆者複製提供。）La lecture de la bible , after Jean-Baptiste Greuze (1760–1800). 
CMoG 83.6.3. Image licensed by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Corning, NY (www.cmog.org) under CC BY-NC-SA 4.0.

（ 二 ） 北 部 風 格。 該 風 格 以 印 度 北 部 奧
德 土 邦（Oudh） 女 子 肖 像 題 材 的 玻 璃 畫 為 代
表，30 如繪於十九世紀後期的《吸水煙的藝伎》
（"Courtesan" Smoking a Huqqa ）， 人
物 手 指 被 染 成 紅 色， 這 是 北 部 玻 璃 肖 像 畫 的 顯
著 特 徵 之 一， 女 子 身 穿 緊 貼 胸 圍 的 緊 身 衣， 與
印 度 南 部 玻 璃 畫 對 女 子 乳 房 的 避 諱 截 然 不 同，
體 現 出 北 部 玻 璃 畫 師 受 歐 洲 繪 畫 時 尚 服 裝 的 影
響。 這 種 緊 身 衣 也 出 現 在 十 九 世 紀 中 國 仕 女 題

材 的 玻 璃 畫 中， 但 奧 德 土 邦 以 繪 製 印 度 傳 統 細
密 畫（miniature） 為 主， 該 地 區 玻 璃 畫 產 量
遠不及南部與西部。 31

（ 三 ） 西 部 風 格。 其 多 為 十 八 至 十 九 世
紀 定 居 印 度 西 海 岸 的 廣 東 玻 璃 畫 師 繪 製 的 玻 璃
畫。 32 這 些 廣 東 玻 璃 畫 家 應 定 居 於 古 吉 拉 特 邦
海 岸， 該 邦 因 此 成 為 印 度 玻 璃 畫 的 繪 製 中 心 之
一。這些中國畫師的作品色調與風格非常獨特，



清代廣東外銷玻璃畫在印度與東南亞的傳播       梁永澤

南洋研究

772022年•第116期•文化雜誌 RC

通 常 以 藍、 紅、 白 及 灰 色（ 趨 於 紅 或 藍 ） 為 主
色 調， 由 於 明 暗 光 影 對 比 較 弱， 畫 面 空 間 感 及
人 物 立 體 感 均 不 顯 著， 對 人 物 五 官 尤 其 眼 神 的
刻 畫 極 具 中 國 特 色， 與 同 時 期 中 國 的 玻 璃 畫 風
格 如 出 一 轍， 較 之 其 他 印 度 玻 璃 畫 流 派 截 然 不
同。 畫 師 雖 然 注 重 對 人 物 頭 部 及 服 飾 的 精 緻 描
繪， 但 對 人 物 手 足 的 刻 畫 略 顯 粗 陋， 這 也 是 此
類 作 品 的 特 徵 之 一。 33 在 圖 冊《 印 度 玻 璃 畫 》
中， 有 22 幅 玻 璃 畫 是 由 中 國 畫 師 繪 於 十 九 世
紀 中 期， 畫 技 遠 不 及 十 八 至 十 九 世 紀 初 期 的 廣
東 外 銷 玻 璃 畫。 按 其 畫 面 內 容 可 大 致 分 為 世 俗
與 宗 教 兩 類 題 材， 世 俗 題 材 的 玻 璃 畫 多 為 肖 像
畫， 既 有 印 度 王 室、 貴 族、 藝 伎、 樂 師 等 人 物

肖 像， 又 有 根 據 歐 洲 版 畫 複 製 而 成 的 作 品。 描
繪 印 度 王 室 及 貴 族 的 肖 像 畫， 如《 庫 納 什 國 王
肖像》（Portrai t  of  the Raja of Kunash ）
與《 帕 西 紳 士 肖 像 》（Portrai t  of  a Parsi  
Gent leman ）， 這 類 作 品 大 多 複 製 細 密 畫 頭
像 而 成， 委 託 人 的 出 價 決 定 畫 作 繪 製 的 精 緻 程
度。 34 與 當 時 中 國 情 況 相 似， 描 繪 休 閒 場 景 中
的 美 女 也 成 為 印 度 玻 璃 畫 的 暢 銷 題 材， 筆 者 發
現 該 題 材 的 兩 幅 玻 璃 畫 構 圖 彼 此 對 稱 重 合， 由
此 可 知 兩 幅 作 品 採 用 同 一 繪 製 摹 本。 35 這 類 作
品 還 體 現 出 印 度 與 異 國（ 中 國、 西 洋 ） 元 素 的
有機結合，如《坐着吸水煙的藝伎》（Seated 
"Courtesan" with Huqqa ） 描繪了在鋪有花
紋 地 毯 的 露 台 上， 一 位 頭 戴 西 洋 寬 簷 帽 的 印 度
藝 伎 坐 在 中 式 圈 椅 上 吸 印 度 水 煙， 背 景 僅 為 露
台 圍 欄、 一 排 樹 及 天 空， 這 類 春 宮 畫 性 質 的 作
品 也 是 同 時 期 清 代 廣 東 玻 璃 畫 的 常 見 題 材。 36

另 外， 中 國 畫 師 還 根 據 歐 洲 版 畫 印 刷 品 複 製 玻
璃 畫， 以 滿 足 印 度 社 會 各 階 層 的 異 國 情 調，
如 繪 製 於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的《 喬 治 三 世 肖 像 》
（Portrai t  of  George I I I ）似複製於英國畫家
湯瑪斯・弗萊（Thomas Frye）的版畫印刷品，
另 一 幅《 荷 蘭 酒 館 場 景 》（Dutch Tavern 
Scene ） 則可能是據荷蘭風俗畫或版畫粗略複
製而成。 37

除 世 俗 題 材 外， 廣 東 玻 璃 畫 師 還 嘗 試 複 製
與 創 作 印 度 宗 教 題 材 的 玻 璃 畫， 但 因 中 國 畫 師
對 印 度 繪 畫 及 宗 教 背 景 理 解 有 限， 許 多 細 節 處
理 是 按 照 中 國 人 的 理 解 自 行 發 揮， 反 而 使 此 類
作 品 別 具 趣 味。 如 繪 於 十 九 世 紀 中 期 的 玻 璃 畫
《 象 頭 神 迦 尼 薩 》（Ganesha ）， 該 作 描 繪
了 印 度 教 的 智 慧 之 神 迦 尼 薩， 其 構 圖 設 色 酷 似
維 多 利 亞 與 阿 爾 伯 特 博 物 館 收 藏 的 一 幅 紙 本 水
彩。38 該水彩畫約繪於 1830 年，為印度卡利格
特繪畫（Kal ighat paint ing）風格，顯然玻璃
畫 是 複 製 於 這 幅 水 彩 作 品， 但 又 與 原 作 不 盡 相
同。 中 國 畫 師 在 畫 面 細 節 處 理 上 進 行 了 發 揮：
將 迦 尼 薩 的 頭 飾 畫 成 類 似 中 國 摺 扇 的 樣 式， 三
隻 眼 睛 的 刻 畫 凸 顯 中 國 人 物 特 徵， 以 一 片 類 似
的“ 芭 蕉 葉 ” 替 代 多 圈 項 鍊， 添 畫 類 似 中 國 夔
龍的紋樣作為裙飾，並在原作基礎上添加山峰、

圖 5. “微型玻璃畫”，廣東外銷玻璃畫，繪於 1783 至 1810
年。（圖片來源：美國康寧玻璃博物館藏，筆者複製提供。）
Miniature Reverse Painting  (1783–1810). CMoG 2005.6.2. 
Image licensed by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Corning, 
NY (www.cmog.org) under CC BY-NC-SA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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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叢 等 風 物 作 為 背 景， 如 此 較 之 原 作 更 為 生 動
有 趣。 39 再 如 繪 於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的 玻 璃 畫《 瓦
西 希 塔 馬 哈 希 崇 拜 卡 瑪 德 亨 努 》（Vasishtha 
Maharishi Worships Kamadhenu ），描繪
了 印 度 教 聖 牛 女 神 卡 瑪 德 亨 努 接 受 賢 哲 瓦 西 希
塔 崇 拜 的 場 景， 該 畫 可 能 是 受 同 題 材 的 如 坦 賈
武 爾（Tanjore） 等 南 印 度 傳 統 繪 畫 的 啟 發 而
作。 畫 中 的 賢 哲 瓦 西 希 塔 坐 在 須 彌 座 上， 廣 東
玻 璃 畫 師 或 許 因 不 了 解 印 度 高 冠 髮 式， 故 將 一
頂 中 式“ 瓜 皮 帽 ” 戴 在 賢 哲 瓦 西 希 塔 頭 上， 並
一 改 印 度 繪 畫 中 瓦 西 希 塔 坐 於 鹿 皮 上 的 形 象，
擅將鹿皮覆蓋在他的膝蓋上。 40

十九世紀的廣東外銷玻璃畫大批銷往印度。
美 國 傳 教 士 兼 外 交 官 衛 三 畏（Samuel Wells 
Wil l iams） 曾 於 1833 至 1876 年 間 居 住 於 中
國，他在 1848 年首版的《中國總論》中提及：

印度教徒大批量購買繪有該教神祇與

女神的玻璃畫。41

可見，當時印度雖然已有玻璃畫師繪製玻璃畫，
但仍然從中國廣東大批訂購宗教題材的玻璃畫。
另 外，福 克 蘭 夫 人（Lady Falkland）1848 年
在 印度 旅 遊，曾於薩塔拉（Satara）宮廷內見到
大批中國玻璃畫：

這些牆壁上掛滿玻璃畫，顯然是從普

通的英國版畫複製的。這些玻璃畫是在中

國繪製的，它們被一幅挨着一幅地擺放，

以致非常擁擠。這些畫被不分主題地擺放

在一起：現代的國王和英雄，來自希臘和

羅馬的古代神靈和女神以及印度諸神，都

被混在一起了。42

作 者 明 確 指 出“ 這 些 玻 璃 畫 在 中 國 繪 製 的 ”，
而 並 非 由 此 時 定 居 印 度 的 廣 東 玻 璃 畫 師 所 繪，
這 說 明 十 九 世 紀 中 期 的 印 度 是 廣 東 玻 璃 畫 的 重
要 外 銷 市 場。 晚 清 西 洋 攝 影 術 東 傳， 衝 擊 着 包
括 玻 璃 畫 在 內 的 廣 東 外 銷 畫 產 業， 攝 影 術 能 直
接 記 錄 影 像， 較 之 請 畫 師 寫 真 留 念 更 為 客 觀 真
實， 因 而 頗 受 來 華 西 方 人 喜 愛。 隨 着“ 先 進 的

照 相 技 術 出 現 和 推 廣 應 用， 廣 州 外 銷 畫 原 有 的
重 要 的 圖 像 記 錄 功 能 逐 漸 被 取 代 ”43， 導 致 廣
東 玻 璃 畫 在 歐 美 市 場 日 趨 衰 落， 而 此 時 印 度 王
室卻仍然大批購買並陳設宮中。

二、泰國寺院中的廣東玻璃畫

早 在 十 七 世 紀 末， 法 國 國 王 路 易 十 四 就
將 本 國 生 產 的 平 板 玻 璃 鏡 作 為“ 廣 告 禮 物 ” 贈
予 與 之 交 好 的 暹 羅 大 城 王 朝 的 那 萊 王（Narai 
the Great） 的 特 使， 促 成 日 後 那 萊 王 室 從 法
國 聖 戈 班（Saint-Gobain） 訂 製 400 面（ 一
說 4,264 面 ） 玻璃鏡。44 此後“ 那萊王被一場
政 變 推 翻， 法 國 人 1688 年 逃 離 暹 羅 國 時， 三
個 法 國 鏡 子 工 匠 被 捉 住 做 了 人 質 ”45， 可 見 暹
羅 曾 想 藉 助 法 國 工 匠 引 進 製 鏡 工 藝， 但 未 能 實
現， 期 間 也 未 見 關 於 玻 璃 畫 的 文 獻 記 述。 十 九
世 紀 上 半 葉， 廣 東 玻 璃 畫 在 泰 國 盛 行， 完 全 得
益 於 暹 羅 曼 谷 王 朝 國 王 拉 瑪 三 世。 拉 瑪 三 世 是
一 位 中 國 文 化 愛 好 者， 他 在 1824 至 1851 年
在 位 期 間 奉 行 親 華 政 策， 鼓 勵 中 暹 貿 易， 粵 海
關 特 設“ 本 港 行 專 管 暹 羅 貢 使 及 夷 客 貿 易、
納 餉 之 事 ”46， 廣 東 外 銷 玻 璃 畫 等 商 品 被 貿 至
十 九 世 紀 的 暹 羅。 與 此 同 時， 拉 瑪 三 世 大 力 提
倡 中 式 寺 廟 建 設， 並 將 大 量 廣 東 玻 璃 畫 懸 掛
在 寺 廟 中。 據 派 特 森 統 計， 曼 谷 至 少有臥佛 寺
（Wat Pha Chetuphon）、蒂 達 拉 姆 寺（Wat 
Thephidaram）、那濃寺（Wat Nangnong）、
帕 齊 尼 那 寺（Wat Phakhininat）、甘 拉 耶 納
密 佛 寺（Wat Kanlayanamit）、鄭 王 廟（Wat 
Arun）、蘇 旺 那 潤 寺（Wat Suwannaram）等
佛 教寺 院 的 戒 堂 掛 有 廣 東 玻 璃 畫， 這 些 寺 院 均
由拉瑪三世及朝廷官員捐資興建或修繕。47 其中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是 曼 谷 臥 佛 寺 的 廣 東 玻 璃 畫， 該
寺 毗 鄰 曼 谷 大 皇 宮， 是 泰 國 久 負 盛 名 的 寺 院，
寺內現存 45 幅廣東玻璃畫（見表一）。在戒堂
的 15 根內柱上，每根柱都呈品字形掛置三幅一
組 的 場 景 類 玻 璃 畫， 每 組 頂 端 均 為 表 現《 三 國
演 義 》 戰 鬥 的 場 景 畫， 下 方 兩 幅 均 為 廣 州 口 岸
風 光 畫， 這 些 圖 像 被 用 以 裝 飾 佛 教 寺 廟 本 不 協
調， 但 充 分 體 現 拉 瑪 三 世 鼓 勵 對 華 貿 易 與 對 中
國文化的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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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臥佛寺藏廣東玻璃畫統計表

類型 數量 具體內容
三國戰鬥場景 15 幅 8 幅（4 對，每對構圖相同）複製品；3 幅為一套作品；4 幅獨立作品。

廣州口岸風光 30 幅

8 幅繪有運河中懸掛丹麥國旗的小船；6 幅為廣州十三行；6 幅繪有
各 種 船 隻， 大 多 為 英 國 船， 其 中 2 幅 是 裝 帆 的 早 期 蒸 汽 機 船；3 幅
為遠眺澳門南灣風光；3 幅為從地峽 48 瞰澳門景致；2 幅為廣州珠江
荷蘭炮台；1 幅或為澳門海濱的中國廟宇；1 幅是描繪神話動物歡躍
場面。

資料來源：Jessica L. Patterson, "Chinese Glass Paintings in Bangkok Monasteries", Archives of Asian Art , vol. 66, no. 2 (2016), pp. 165–168. 

除 現 存 實 物 外， 當 年 赴 泰 國 的 外 國 使 節
也 曾 見 曼 谷 寺 院 的 廣 東 玻 璃 畫， 並 留 下 珍 貴 文
獻 記 述。 如 英 國 外 交 官 約 翰・克 勞 福（John 
Crawfurd） 於 1821 年 以 印 度 總 督 使 者 身 份
出 使 暹 羅， 受 到 拉 瑪 三 世 接 見， 並 有 幸 參 觀 曼
谷 宗 通 寺（Wat Phrathat Si  Chom Thong 
Worawihan）， 目 睹 懸 掛 於 寺 院 的 中 國 玻 璃
畫，對此他記錄道：

我們不費任何困難就被允許參觀各個

房間。前輩自己的一些裝飾物，即使放在

正確的位置，亦令我們感到奇怪。這些都

是用鍍金畫框裝裱的中國複製的西方圖

畫。例如，一幅畫展示了一次獵狐活動，

另一幅畫則展示了鄉村生活的魅力，第

三與第四幅畫是著名的英國美女肖像畫。

這些複製品中許多都是我們最好的印刷

圖案，而中國人以極其低廉的價格，設法

將它們廣泛傳播。在暹羅，它們很常見，

我相信旅行者也會在柬埔寨、老撾或中國

本土發現它們。49

該 寺 位 於 曼 谷 吞 武 里 府 西 岸 宗 通 區（Chom 
Thong）， 為 拉 瑪 三 世 的 專 屬 佛 寺。 雖 然 克
勞 福 並 未 說 明 這 些“ 中 國 複 製 的 西 方 圖 畫 ” 畫
在 玻 璃 上， 但 該 寺 現 存 此 時 期 同 題 材 繪 畫 均 為
玻 璃 畫， 故 克 勞 福 記 述 的 應 該 就 是 玻 璃 畫。 除
了 寺 院， 泰 國 大 皇 宮 也 有 這 類 複 製 西 方 作 品 的
廣 東 玻 璃 畫，1825 年 英 國 外 交 官 亨 利・伯 尼
（Henry Burney） 出 使 暹 羅， 在 大 皇 宮 獲 拉
瑪 三 世 接 見 時， 他 注 意 到 宮 殿 內 柱 上 的 中 國 玻
璃畫：

每根柱子上都掛着一幅巨大的繪有歐

洲官員或女士的中國玻璃畫。50

不 僅 寺 廟 與 皇 宮 懸 掛 廣 東 玻 璃 畫， 曼 谷 一 些 華
人 家 庭 也 以 廣 東 玻 璃 畫 裝 飾 室 內， 如 曼 谷 中 國
城 小 市 場 社 區 的 蘇 恒 泰 老 厝， 為 拉 瑪 三 世 時 期
著 名 華 商 蘇 氏 族 人 的 住 宅， 始 建 於 1782 年，
是 閩 南 風 格 的 庭 院， 其 祖 先 於 大 城 王 朝 以 從 事
中 國 福 建 至 暹 羅 的 絲 綢 和 乾 貨 貿 易 起 家。 蘇 恒
泰 老 厝 的 祖 先 堂 祭 台 上 方 屋 頂 樑 懸 掛 了 五 幅 玻
璃 畫， 中 央 為 一 套 三 幅， 左 右 兩 側 各 一 幅， 均
為博古圖題材的鏡子畫。 51

由 此 可 見， 十 九 世 紀 上 半 葉 的 廣 東 玻 璃 畫
在 歐 美 市 場 日 趨 衰 落， 但 其 在 亞 洲 國 家 卻 傳 播
開 來， 在 拉 瑪 三 世 時 期 的 暹 羅 上 層 社 會 流 行。
但 廣 東 玻 璃 畫 的 繪 製 技 藝 似 乎 未 傳 入 暹 羅， 僅
限於部分繪畫內容（如博古圖）及鏡框裝幀形式
被泰國寺廟壁畫吸收借鑑。52 十九世紀中葉，中
暹貿易日趨衰落，1851 年拉瑪四世（Rama Ⅳ）
繼 位， 其 酷 愛 西 方 文 化 並 採 取 親 西 方 的 政 策，
與西方國家簽訂一系列開放通商條約，53 歐洲藝
術在這一時期引領時尚，逐漸替代中國玻璃畫。

三、越南皇室與廣東玻璃畫

1672 年， 英 國 東 印 度 公 司 試 圖 在 越 南 東
京（ 今 河 內 ） 設 立 辦 事 處， 贈 予 越 南 皇 室 及 貴
族 一 箱 玻 璃 鏡（ looking glass）， 其 中 包 括
獻 給 越 南 國 王 一 面 做 工 精 湛 的 鏡 子， 送 給 王 子
一 幅 尺 寸 稍 小 的 鏡 子， 但 此 後 並 未 見 關 於 越 南
皇 宮 出 現 鏡 子 畫 或 透 明 玻 璃 畫 的 記 述。 54 直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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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世 紀 前 期， 中 國 廣 東 外 銷 玻 璃 畫 師 應 越 南
阮 朝 皇 室 的 訂 單 要 求， 為 其 批 量 繪 製 中 式 風 格
的 玻 璃 畫。 這 些 畫 作 均 以 透 明 平 板 玻 璃 為 繪 製
基 體， 畫 心 多 為 藍、 青 等 冷 色 調， 並 鑲 嵌 以 雕
花 鍍 金 的 中 式 畫 框， 作 品 大 致 可 分 為 純 繪 畫、
繪 畫 配 紹 治 帝 詩 歌、 書 法 銘 文 等 三 種 形 式， 主
要 分 佈 於 越 南 阮 朝 都 城 順 化 的 皇 城 宮 殿 及 皇 家
陵寢的某些殿堂。 55

順 化 皇 城 許 多 重 要 宮 殿 都 懸 掛 了 廣 東 玻 璃
畫。 據 越 南 順 化 古 跡 保 護 中 心 最 新 統 計， 現 存
於宮中的玻璃畫約一百餘幅，其中有 90 幅具有
較高藝術價值。56 這些畫作或懸掛於殿中立柱，
或 懸 掛 在 殿 間 遊 廊 與 殿 前 門 廊， 懸 掛 方 式 以 底

框為固定點向前轉 45 度角，均以中式雕花鍍金
鏡 框 鑲 嵌。 如 位 於 皇 城 西 麓 的 阮 朝 皇 太 后 居 所
延 壽 宮， 其 殿 內 即 懸 掛 數 幅 玻 璃 畫。 又 如 順 化
宮 廷 文 物 博 物 館 的 主 展 廳 隆 安 殿 裡 懸 掛 了 六 幅
廣 東 玻 璃 畫， 該 殿 為 紹 治 帝（1807—1847）
所 建， 原 為 阮 朝 皇 宮 的 一 部 分， 殿 內 當 心 間 兩
根 立 柱 上 懸 掛 的 畫 作， 每 組 兩 幅 以“ 呂 ” 字 形
雕 花 鍍 金 鏡 框 鑲 嵌， 上 部 分 為 書 法 銘 文， 下 部
分為歷史故事題材的玻璃畫作。

除 皇 宮 外， 越 南 順 化 皇 陵 一 些 殿 堂 立 柱 上
也 懸 掛 了 廣 東 玻 璃 畫， 如 越 南 阮 朝 第 四 任 國 君
嗣德帝（1829—1883） 的行宮及陵墓 —— 謙陵
的 和 謙 殿、 良 謙 殿、 沖 謙 榭 等 處， 共 懸 掛 從 廣
東 訂 製 的 玻 璃 畫 二 十 餘 幅。 在 皇 帝 生 前 起 居 及
處 理 政 事 的 重 要 殿 堂 中， 一 些 玻 璃 畫 配 有 阮 朝
第 三 任 國 君 紹 治 帝 的 御 製 詩， 如 懸 掛 在 和 謙 殿
正 中 開 間 右 側 柱 子 上 的 一 幅 玻 璃 畫， 鑲 嵌 以 雕
刻 投 壺、 葡 萄、 蝙 蝠、 祥 雲 等 圖 案 的 中 式 鍍 金
鏡 框， 其 中 一 幅 描 繪 紹 治 帝 在 順 化 宮 中 與 群 臣
宴 飲 的 場 面， 畫 面 右 上 方 以 金 粉 書 寫 紹 治 御 製
漢詩《御製・春詠》，57 全詩錄下：

三始椒觴

舉觴孫子喜春來，家長堂前壽席開。

陳氏敷言千歲頌，成公高捧萬年杯。

肯推柏葉連斟酌，爭與屠蘇久醱醅。

從此香濃浮晉殿，原由禮意自釣台。

⸺紹治乙巳恭錄

與《 春 詠 》 懸 掛 一 處 的 另 外 三 幅 玻 璃 畫， 分 別
配以紹治帝御製詩《夏詠》《秋詠》《冬詠》，
四首詩落款均為“紹治乙巳”（1845 年，清道
光 二 十 五 年 ）， 四 幅 畫 構 成 一 套 四 季 題 材 的 組
畫。1844 至 1845 年，紹治帝曾命內閣以多種
形 式 整 理 他 的 詩 歌， 玻 璃 畫 上 的 詩 作 即 為 一 種
整 理 形 式， 如 描 繪 順 化 風 光 的 組 詩《 神 京 二 十
勝 景 》 均 被 製 成 玻 璃 畫。 58 這 些 玻 璃 畫 從 中 國
廣 東 訂 購， 或 許 是 將 越 南 畫 師 的 畫 作 與 紹 治 帝
御 製 詩 一 併 交 由 廣 東 玻 璃 畫 師 複 製 到 玻 璃 上，
再 經 阮 朝 使 節 帶 回 順 化。 由 於 受 歐 洲 攝 影 術 東
傳 的 衝 擊， 廣 東 外 銷 玻 璃 畫 在 歐 美 市 場 日 趨 衰

圖 6. “四大洲”系列之《美洲》，歐洲中部外銷玻璃畫，繪
於 1775 至 1799 年。（圖片來源：美國康寧玻璃博物館藏，筆
者 複 製 提 供。）America , from the series "Four Continents" 
(1775–1799). CMoG 2012.3.6. Image licensed by The Corning 
Museum of Glass, Corning, NY (www.cmog.org) under CC 
BY-NC-SA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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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越 南 等 東 南 亞 國 家 遂 成 為 晚 清 廣 東 玻 璃 畫
的 主 要 銷 售 市 場。 除 上 述 玻 璃 畫 外， 還 有 一 類
繪 有 中 國 題 材 的 作 品， 如 紹 治 帝 的 陵 墓 昌 陵 表
德 殿 內 的 兩 幅 博 古 圖 玻 璃 畫， 均 以 中 式 雕 花 鍍
金 鏡 框 鑲 嵌， 畫 面 上 無 題 詩 落 款， 從 畫 面 題 材
及 畫 框 風 格 可 大 致 推 斷 為 十 九 世 紀 中 期 作 品，
與 嗣 德 陵 內 玻 璃 畫 年 代 相 近。 從 三 種 類 型 玻 璃
畫在越南宮廷流行的情況看，屬“東亞文化圈”
內 的 越 南 深 受 中 華 文 化 濡 染， 這 與 同 時 期 廣 東
玻 璃 畫 在 泰 國 宮 廷 及 寺 院 的 流 行 背 景 截 然 不
同。 現 今 越 南 宮 廷 及 皇 室 陵 寢 仍 保 存 許 多 十 九
世 紀 中 期 的 廣 東 外 銷 玻 璃 畫， 可 見 其 當 時 僅 作
為 奢 侈 裝 飾 品 為 皇 室 所 享 用， 尚 未 在 越 南 民 間
流 行 與 傳 播， 在 這 方 面 則 與 廣 東 玻 璃 畫 在 泰 國
的 傳 播 情 況 相 似。 此 後 直 至 二 十 世 紀 初， 第 一
批 廣 東 玻 璃 畫 師 移 居 越 南， 為 阮 朝 皇 室 繪 製 玻
璃 畫， 隨 後 陸 續 有 數 批 廣 東 玻 璃 畫 師 前 往 越 南
謀 生， 並 聚 居 形 成 專 門 繪 製 玻 璃 畫 的 村 莊。 59

由 於 玻 璃 畫 繪 製 成 本 及 售 價 低 廉， 此 後 數 十 年
間 自 北 向 南 傳 播， 逐 漸 成 為 一 種 流 行 於 越 南 南
部 城 鄉 的 藝 術 形 式， 人 們 通 常 將 玻 璃 畫 作 為 祈
福 裝 飾 物， 不 僅 懸 掛 於 門 廊 中 門 框 上 方， 還 懸
掛 在 寺 廟 和 寶 塔 內， 畫 作 題 材 包 括 越 南 古 代 神
話、民間故事、佛教及風景等。 60

四、緬甸、柬埔寨、印尼的玻璃畫繪製傳統

除 泰 國、 越 南 外， 中 國 玻 璃 畫 還 銷 往 東
南 亞 的 緬 甸 和 柬 埔 寨， 其 間 可 能 有 僑 居 兩 國 的
廣 東 玻 璃 畫 師 將 繪 製 技 藝 傳 授 給 當 地 畫 師。 由
於 兩 國 人 民 多 信 奉 佛 教， 故 其 玻 璃 畫 內 容 多 為
佛 教 題 材。 61 緬 甸 玻 璃 畫 可 追 溯 至 貢 榜 王 朝 中
期（1782 至 1859 年 ）， 起 初 屬 宮 廷 藝 術，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至 二 十 世 紀 中 葉 流 行 於 民 間， 主
要 用 於 描 繪 佛 教 功 德 及 對 佛 陀 的 崇 拜。 據 美 國
北 伊 利 諾 大 學 緬 甸 研 究 中 心 的 凱 薩 琳・雷 蒙 德
（Catherine Raymond） 調 研， 位 於 泰 國 北
部 夜 豐 頌 府（Mae Hong Son） 的 春 甲 鈴 寺
（Way Chong Klang） 佛殿內的三面牆壁共
鑲嵌 185 幅正方形玻璃畫， 用以描繪佛本生故
事， 其 中 有 過 百 幅 畫 面 附 有 緬 甸 文 字 與 數 字 組
成 的 簡 短 標 題， 有 人 認 為 這 些 畫 作 由 緬 甸 曼 德

勒（Mandalay） 撣 族 畫 師 繪 於 1857 年， 可
見 緬 甸 與 泰 國 民 間 玻 璃 畫 的 密 切 聯 繫。 62 關 於
柬 埔 寨 的 玻 璃 畫， 英 國 外 交 官 約 翰・克 勞 福 認
為：“ 中 國 人 以 極 其 低 廉 的 價 格， 設 法 將 它 們
廣 泛 傳 播 …… 我 相 信 旅 行 者 也 會 在 柬 埔 寨、 老
撾 或 中 國 本 土 發 現 中 國 玻 璃 畫。” 63 此 番 話 或
能 反 映 其 與 廣 東 外 銷 玻 璃 畫 的 密 切 聯 繫。 柬 埔
寨 玻 璃 畫 在 形 制 上 與 緬 甸 相 似， 用 以 描 繪 佛 陀
的 生 活 並 附 有 簡 短 標 題， 但 在 老 撾 與 菲 律 賓 卻
沒有繪製玻璃畫的傳統。 64

早在 1681 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曾以“廣
告 禮 物 ” 的 形 式 將 本 國 王 家 製 鏡 廠 生 產 的“ 水
晶 鏡 框 大 型 馬 鏡 ” 贈 予 印 尼 國 王， 65 但 此 後 未
見 印 尼 有 關 於 玻 璃 畫 的 記 述。 直 至 十 九 世 紀 後
期， 可 能 由 歐 洲 或 中 國 的 畫 家 將 玻 璃 畫 繪 製 技
藝 傳 至 印 尼。 截 至 目 前， 在 印 尼 發 現 最 早 的 一
幅玻璃畫繪於 1884 年，由一名中國畫師繪製，
現 藏 於 丹 麥 博 物 館， 該 畫 作 是 一 印 尼 華 人 女 子
與 一 丹 麥 男 子 的 結 婚 紀 念 肖 像， 這 從 某 種 程 度
上 反 映 出 華 人 在 玻 璃 畫 傳 入 印 尼 過 程 中 的 媒 介
作 用。 66 奧 德 里 克 發 現， 在 他 見 到 的 印 尼 玻 璃
畫中，有些是繪於十九世紀末期的中國玻璃畫，
它 們 屬 於 印 尼 華 人 社 區 成 員。 67 二 十 世 紀 三 十
至 六 十 年 代 是 印 尼 玻 璃 畫 的“ 黃 金 時 代 ”， 繪
畫 主 題 趨 於 本 土 化 與 現 代 化， 融 合 了 爪 哇 傳 統
人 物 形 象、 伊 斯 蘭 主 題 及 荷 屬 東 印 度 時 期 的 現
代生活方式。 68

結論

除 泰 國 外， 十 八 至 十 九 世 紀 廣 東 外 銷 玻 璃
畫 在 印 度、 越 南、 緬 甸、 柬 埔 寨、 印 尼 等 亞 洲
國 家 的 傳 播， 大 都 遵 循 一 條 相 似 的 發 展 路 線：
起 初 作 為 宮 廷 藝 術 或 貴 族 藝 術 在 上 層 社 會 流
行， 此 後 伴 隨 各 國 畫 師 對 玻 璃 畫 繪 製 技 藝 的 掌
握，玻璃畫在當地的流行及傳播範圍逐漸擴展。
在 此 過 程 中， 各 國 畫 師 繪 製 的 玻 璃 畫 在 內 容 題
材 及 風 格 技 法 等 方 面 均 趨 本 土 化： 或 將 外 來 工
藝與本土美術有機結合，如印度北部的玻璃畫；
或 依 託 本 國 社 會 文 化 背 景， 大 批 繪 製 特 定 題 材
的 作 品， 如 緬 甸 與 柬 埔 寨 的 佛 本 生 故 事 系 列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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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或 以 玻 璃 畫 這 一 新 工 藝 美 術 形 式 來 表 現 本
國繪畫母題，如越南皇宮與印度南部的玻璃畫。
綜 上 可 見， 藝 術 傳 播 者 與 受 傳 者 雙 方“ 很 難 分
出 誰 是 純 粹 主 動 的 傳 播 者， 誰 是 完 全 被 動 的 接
受 者。 在 雙 向 交 流、 傳 播 的 過 程 中， 外 來 文 化
與 本 土 文 化 分 別 以 自 身 的 需 要 為 準 則 吸 收 對 方
的文化元素，不斷發生改變” 69。

晚 清 西 洋 攝 影 術 的 發 明 與 東 傳， 導 致 廣
東 外 銷 玻 璃 畫 在 歐 美 的 銷 售 市 場 衰 落， 印 度 與
東 南 亞 轉 而 成 為 玻 璃 畫 對 外 銷 售 的 重 要 市 場：
印 度 王 室 從 中 國 訂 製 各 類 題 材 的 玻 璃 畫 陳 設 於
宮 中， 泰 王 拉 瑪 三 世 大 量 訂 製 廣 東 玻 璃 畫 裝 飾
佛 寺 及 皇 宮， 越 南 皇 帝 批 量 訂 製 廣 東 玻 璃 畫 懸
掛 於 皇 宮 及 陵 寢。 其 間， 一 些 廣 東 玻 璃 畫 師 為
尋 找 商 機， 前 往 印 度、 越 南、 緬 甸、 柬 埔 寨、
印 尼 等 國 繪 畫 謀 生， 促 成 一 個 良 性 的 美 術 交 流
過 程。 廣 東 玻 璃 畫 師 的 創 作 既 受 制 於 居 住 國 的
社 會 文 化 藝 術， 同 時 深 刻 影 響 着 居 住 國 玻 璃 畫
繪 製 傳 統 的 根 植， 某 些 國 家 的 玻 璃 畫 繪 製 很 可
能 始 於 廣 東 玻 璃 畫 師 的 傳 授。 在 此 過 程 中， 廣
東 玻 璃 畫 師 客 觀 上 充 當 了 西 方 藝 術 的 傳 播 者，
在 不 同 文 明 藝 術 互 動 與 文 化 交 融 中 發 揮 重 要 作
用。 與 此 同 時， 歐 洲 中 部 巴 伐 利 亞 等 地 繪 製 的
玻 璃 畫 也 銷 往 亞 洲，70 但 其 影 響 力 遠 不 及 中 國
玻 璃 畫。 十 九 至 二 十 世 紀， 玻 璃 畫 逐 漸 在 上 述
亞洲國家民間傳播，成為流行的平民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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