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香港大學「中國書畫研究文憑」： 

第六單元「皇室品味與宮廷畫」 

 

 

海西妙筆： 

歐洲傳教士與康雍乾之清宮繪畫 

 

主講者：詹鎮鵬 

2018.08.11 

 

 

第一單元、康熙朝：傳教士入華及其文化技術傳播 

 

一、西洋傳教士及所攜物品在明清入華的歷史背景 

 

1、晚明清初傳教士入華 

2、康熙解除海禁，乾隆制定廣州一口通商 

3、清廷與天主教會的禮儀之爭 

 

 

二、康熙朝傳教士的繪畫——以馬國賢為中心 

 

馬國賢（Matteo Ripa, 1682-1745）： 

意大利那不勒斯人，1701年加入意大利當地的一個小修教會 

康熙四十九年（1710）抵達澳門，在當地繪製兩幅畫像，交由廣東總督呈進康熙帝。 

「技巧三人」：羅馬派來的傳教士山遙瞻懂數學、德理格懂音樂，而馬國賢懂繪畫。 

 

馬國賢《京廷十有三年記》對在華行跡及當地習俗的憶述 

 

主持銅版畫製作：《御製避暑山莊詩圖》與《皇輿全覽圖》 

 

 

 

第二單元、跨越康、雍二朝的藝業接力 

 

馬國賢在康熙晚期對郎世寧的引薦 

——俗家兄弟（lay brother）與傳教士（missionary）的區別 

 

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生平 

1677年，出生於米蘭公國（今屬意大利）的聖馬切諾利，少年時期曾跟隨著名畫家學

習繪畫 

1707年，19歲，加入熱那亞耶穌會，從事世俗工作 

1714年，居住在葡萄牙里斯本和科英布拉 

1715年，進入中國，在入京之前，曾在澳門短暫停留，學習漢語 

1722年，康熙帝駕崩，胤禛即位，次年改元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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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瑞圖》、《嵩獻英芝圖》、《八駿圖》、《百駿圖》等 

1736，乾隆皇帝即位 

——《心寫治平》、《十駿圖》、《十犬圖》、《大閱圖》等 

1758（乾隆二十三年），皇帝為其慶賀 70大壽 

1766年，郎世寧去世，享年 78歲，追封侍郎， 葬於北京阜城門外傳教士公墓 

 

清世宗的「假面舞會」：《胤禛行樂圖》的洋人裝扮 

 

 

第三單元、清宮西洋風的高潮——以郎世寧為核心 

 

一、人物寫真：帝后御像與功臣像 

1、從《平安春信圖》、《弘曆採芝圖》到《心寫治平》 

2、單一御容軸本與紀實繪畫（《大閱圖》、《親蠶圖》等）的呈現 

3、乾隆功臣像與紫光閣 

 

二、圖繪方物：駿犬、珍禽、異草 

《清史稿》之「郎世寧」條： 

「郎世寧，西洋人。康熙中入值，高宗（乾隆）尤賞異。凡名馬，珍禽，異草。輒命

圖之，無不栩栩如生。設色奇麗，非秉貞等所及。」 

 

1、從《八駿圖》、《百駿圖》（雍正朝）到《十駿圖》（乾隆朝） 

2、《十犬圖》 

3、架上鷹 

4、《孔雀開屏圖》軸本及其貼落 

 

 

乾隆朝供職內廷的其他重要西洋畫家： 

1、王致誠（Jean Denis Attiret, 1702-1768），法蘭西人，其父也是一名畫家。乾隆三年

（1739），以法國耶穌會傳教士身份入華，在內廷擔任畫師； 

 

2、艾啟蒙（Ignatius Sickltart, 1708-1780），字醒庵，波西米亞（今屬捷克）人，天主

教耶穌會傳教士，乾隆十年（1745）入華，跟隨郎世寧供職內廷； 

 

3、 賀清泰（Louis Antoine de Poirot, 1735-1814），法蘭西人，年長後生活於意大利。

1756年加入耶穌會。1770（乾隆三十五年），以傳教士身份入華，乾隆朝擔任畫家，

曾以滿文、漢文翻譯聖經； 

 

4、安德義（Joannes Damascenus Salusti, ?-1781）， 

意大利羅馬人，天主教傳教士，乾隆二十七年（1762）入華。 

 

 

三、清宮線法畫與通景畫 

1、乾隆皇帝的「秘密花園」：倦勤齋通景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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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巴洛克教堂的天頂幻覺裝飾（Quadratura） 

3、年希堯與郎世寧在《視學》之合作 

 

年希堯《視學》弁言： 

「余囊歲即留心視學，率嘗任智殫思，究未得其端緒。迨後獲與泰西郎學士數相晤對，

即能以西法作中土繪事。」 

 

 

第四單元、乾隆武功及其得勝圖系列 

 

一、歐洲銅版畫傳入明末中國 

1、利瑪竇與《程氏墨苑》聖經插圖 

2、艾儒略編《天主降生出像經解》 

 

二、《平定西域得勝圖》（又稱《平定準噶爾回部得勝圖》） 

1、平定伊犁受降                              2、格登鄂拉斫營 

3、鄂壘札拉圖之戰                          4、和落霍澌之捷 

5、庫隴癸之戰                                  6、烏什酋長獻城降 

7、黑水圍解                                      8、呼爾滿大捷  

9、通古思魯克之戰                          10、霍斯庫魯克之戰    

11、阿爾楚爾之戰                            12、伊西洱庫爾淖爾之戰   

13、拔達山汗納款                            14、平定回部獻俘   

15、郊勞回部成功諸將士                16、凱宴成功諸將士  

 

存世作品分彩圖本（稿本）、銅版畫正式本（存世數量最多）、試印及縮印本 

中、法合作之產物，製作時間超過十年 

 

清宮對「銅版蝕刻」技術之掌握： 

銅板蝕刻技術是在一塊平整光滑的銅版上先塗上一層防腐塗料（vernis），用刻針

（pointe 或 échoppe 二種為主）或雕版刀（burin）在其上勾勒畫面形象，再用酸液腐

蝕。酸液流進刻劃的地方，形成凹槽，凹線可用於填入油墨，經過壓印機將油墨印在

紙上，成品便是銅版畫。 

 

 

三、後續得勝圖的本土製作 

1、《平定金川得勝圖》十六幅 

2、《平定臺灣得勝圖》承接前作 

 

四、得勝圖之流動：從中央到地方 

 

 

代結語：「西畫東漸」的後續影響 

1、廣州外銷畫 

2、姑蘇洋風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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