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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虚空与元图像：关于雅克·林纳德静物画所绘

“东坡游赤壁”纹青花瓷碗的阐释

何艳君

摘　 要：１７世纪的法国画家雅克·林纳德在其跨越十三年的三幅静物画中，反复表现了一种或一只产自中国景德镇的
“东坡游赤壁”纹青花瓷碗，使之成为其所绘“五感”或“虚空”主题静物画中的象征符号。因为中西方文化艺术的差异，

雅克·林纳德静物画中的青花瓷碗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功能错位；“东坡游赤壁”主题的文字纹则变异为无实际意义的点

线组合符号纹；而图像纹除了表现内容的变异，还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寓意。另一方面，这种变异也使“东坡游赤壁”图摆

脱了苏轼“赤壁”二赋或改编故事的束缚，以纯粹的“图像”身份独立呈现。雅克·林纳德的三幅静物画尤其是《中国瓷

器与鲜花》，因此也展示出更加明显的“元图像”或“元绘画”的特征。

关键词：赤壁图；五感画；虚空画；元绘画；海上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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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世纪初，在欧洲大航海运动的刺激之下，
中国重启海上丝绸之路，并开启了与欧洲的直接

贸易往来。瓷器作为中国输出的主要商品之一，

对欧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

说，中国的瓷器不仅是实质性的器具，还代表了一

种来自异域的风格，同时也是财富、地位和欲望的

象征符号。法国画家雅克·林纳德（Ｊａｃｑｕｅｓ
Ｌｉｎａｒｄ）绘于 １７ 世纪上半叶的三幅静物画，为考
察中国瓷器及其所附载艺术和文化在欧洲传播与

接受的情况提供了绝佳的样本。这三幅静物画所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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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的三只或同一只“东坡游赤壁”纹青花瓷碗，

具有变异的特征，其形成的原因主要可归结为中

西方文化艺术的差异。而雅克·林纳德试图再现

的对象，既是青花瓷碗，也包括了以青花瓷碗为载

体的图文结合式“东坡游赤壁”主题纹饰。尽管

这种再现最终发生了变异，但是依然可以展示或

者辅助展示这三幅静物画作为“元图像”或“元绘

画”的特征；而且，这些变异所引发的解读与思

考，实际上也强化了这种特征。

一、青花瓷碗与“五感”主题画和虚空静

物画

　 　 明清时期，景德镇乃是中国瓷器生产重镇。
在自 １６世纪初重启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中，销往
欧洲的瓷器主要产自景德镇民窑。以景德镇瓷器

为代表的中国瓷器在欧洲掀起了热潮，因为价格

昂贵的缘故，最初只有王室贵族才具备购买和收

藏的实力。１７世纪中叶以后，欧洲政治局势随着
“三十年战争”

①
的结束而渐趋平稳，再加上中国

瓷器外销数量的增加，“瓷器的使用也普及到富

裕的市民家庭中，但是，瓷器的价格昂贵，仍然只

有最富裕的市民家庭才能使用”（迪维斯 １０）。
因此，以景德镇瓷器为代表的中国瓷器长久以来

被欧洲人视为地位和财富的象征。至于欧洲人具

体的接受方式，除了收藏和观赏，还有使用和仿

制，以及通过绘画等艺术形式进行再现或表现。

而前面几种接受方式，在相关绘画作品中亦有所

见。１７、１８世纪的尼德兰静物画对景德镇瓷器多
有呈现，深受尼德兰静物画影响的雅克·林纳德

在其作品中描绘景德镇瓷器，可谓渊源有自。这

一时期欧洲静物画中的景德镇瓷器，大多以几何

纹、植物纹、动物纹和器物纹为装饰。雅克·林纳

德的不同之处即在于，其分别创作于 １６２７ 年、
１６３７年和 １６４０ 年的三幅静物画，描绘了三只或
同一只装饰有图文结合式“东坡游赤壁”纹的青

花瓷碗。这种瓷器纹饰的内容和形式较为复杂，

图像和文字的组合指向中国经典的文学艺术主

题。雅克·林纳德的创作，亦可算是“东坡游赤

壁”主题在欧洲的特殊接受方式，对此后文将会

详述，于兹不赘。

雅克·林纳德乃是活跃于 １７ 世纪上半叶的
法国静物画家，他最早为人所知的静物画可追溯

至 １６２７年，其中即包括本文所要讨论的《五感与
四元素》（Ｌｅｓ ｃｉｎｑ ｓｅｎｓ ｅｔ ｑｕａｔｒｅ ｌｍｅｎｔｓ）。四年以
后，雅克·林纳德被任命为当时的法国国王亦即

路易十三（Ｌｏｕｉｓ ）的画家和侍从，这一事实表
明他在宫廷圈子中人脉广泛。

②
值得注意的是，在

《五感与四元素》（图 １）中，银水壶和锡罐的外壁
均刻有黎塞留家族的盾形纹章。从这两处细节推

测，画家或许是想借此画获得时任法国首相的红

衣主 教 黎 塞 留 （Ａｒｍａｎｄ Ｊｅａｎ ｄｕ Ｐｌｅｓｓｉｓ ｄｅ
Ｒｉｃｈｅｌｉｅｕ）的垂青（热特罗 ９９）；另一种可能则是
此画的赞助人即为红衣主教黎塞留，而雅克·林

纳德之所以能成为路易十三的画家和侍从，亦有

可能归功于这位显赫权臣的引荐。这些经历均可

证明雅克·林纳德有机会、有条件见到王室贵族

收藏或使用的中国瓷器，而且数量应当不止一

件
③。然而，他在跨越十三年的三幅静物画中，却

只反复描绘了同一种或同一只装饰有复杂纹饰的

青花瓷碗。由于缺少更多更可靠的资料，所以无

法判断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否可归结为画家或赞

助人的喜好。当然，在对画作进行整体解读和

分析的基础上，可以发现“东坡游赤壁”纹青花

瓷碗的存在，绝非随机或无意识选择的结果。

图 １　 雅克·林纳德《五感与四元素》（Ｌｅｓ
ｃｉｎｑ ｓｅｎｓ ｅｔ ｑｕａｔｒｅ ｌｍｅｎｔｓ），１６２７ 年，布
面油画，１０５ × １５３ ｃｍ，法国卢浮宫
（Ｍｕｓｅ ｄｕ Ｌｏｕｖｒｅ）藏（卢浮宫官网）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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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感与四元素》以写实的方式描绘了窗边

桌子和柜子上摆放的各种物品。这些物品虽然大

多是日常用品，但是并不普通，如青花瓷碗、刻有

贵族纹章的金属器皿和天堂鸟标本
④
等均彰显了

其主人不凡的身份和财力。从画作名称来看，物

品的摆放看似随意，且略显杂乱，但彼此之间却有

着内在的关联性；而且，它们并非只是指向各种实

际的物品，还具有更深层次的象征寓意。所谓“五

感”，即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这五种经验世

界和认识世界的感觉。所谓“四元素”，即火、水、

土、气这四种被古希腊哲学家认为是组成世界的基

本元素。在 １８世纪末之前，四元素理论一直受到
欧洲人较为普遍的认可和信奉。由此可知，《五感

与四元素》中的每一种物品均对应一种感觉或一种

元素。青花瓷碗因盛满水果，故其与水果在整体上

对应味觉；而其外壁所装饰的对于欧洲人而言充满

中国风情的复杂纹饰，以及画家对纹饰的极力还

原，亦使之可对应视觉。此外，尽管在法国耶稣会

士殷弘绪（Ｆｒａｎｏｉｓ Ｘａｖｉｅｒ ｄＥｎｔｒｅｃｏｌｌｅｓ）于 １８世纪
初探秘景德镇之前

⑤，欧洲人并不清楚瓷器的原

料、配方和制作方法，但是认为瓷器的主要原料或

原料之一为土的欧洲人不在少数。而瓷器的制作

需要经过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地下埋藏过程这一

说法，在雅克·林纳德的时代依然颇为流行
⑥。因

此，中国瓷器与同属异域舶来品的天堂鸟标本一

样，不仅被欧洲人奉为奇珍，亦被赋予了神秘色

彩。在《五感与四元素》中，天堂鸟标本对应“气”

元素；那么，青花瓷碗应当也可对应“土”元素。

事实上，在 １７世纪的欧洲，“五感”乃是一个
既古老又时兴的绘画主题。而关于“五感”的讨

论，更可上溯至古希腊哲学。从古希腊哲学到中

世纪神学，以视觉为主导与核心的五感既被认为

是获取知识和真理的基础条件，又被认为具有使

人耽于表面现象和感官享乐而脱离或远离真理的

不可靠性和危险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

若不备感觉机能，他就永不能学习或理解任何事

物”（亚里士多德，《灵魂论》１６７），而“我们不以
官能的感觉为智慧；当然这些给我们以个别事物

的最重要认识。但官感总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事物

所以然之故”（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３）。因
此，五感需要与理性相结合，并接受理性的指导。

“五感”主题绘画无疑与这种思想密切相关，其在

一定程度上被寄予了道德鉴戒的期望。《五感与

四元素》即试图以静物为象征符号融合感官经验

与理性认识，告诫世人要透过表象掌握事物本质

和世界本元。有意思的是，画家以巨细靡遗的写

实方式描绘包括青花瓷碗等奇珍在内的数量繁

多、种类丰富的物品，在客观上颇能激发观者对五

种感官享乐的联想或想象，而画作本身亦呈现出

较强的视觉吸引力。这就使画作产生的实际效果

可能会与“五感”主题的道德寓意相背离。

以静物象征五感的绘画通常也可划归为 １６、
１７世纪自尼德兰兴起的虚空静物画（Ｖａｎｉｔａｓ）。
所谓“虚空静物画”，亦是一种含有道德寓意的静

物画，“它所表现的物体往往具有人类必死的命

运以及世间万象转瞬即逝的象征含义”（利特尔

１５５），“意味着对人类生命稍纵即逝的警示”（迈
克尔·克拉克　 底波拉·克拉克 ３１３）。此类绘
画中的各种物象，或指代权力与财富、欲望与享

乐、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或喻示人生短暂和死亡，

或作为宗教性符号给予复活和永生的启示。当然，

与“五感”主题绘画相似的是，图像内容繁复华丽

的虚空静物画在主题寓意和客观效果之间可能存

在着矛盾，即诺曼·布列逊（Ｗｉｌｌｉａｍ Ｎｏｒｍａｎ
Ｂｒｙｓｏｎ）所谓“对现世的否定与世俗的诱惑之间的
矛盾”（布列逊 １２８）。中国瓷器作为珍贵的异域
舶来品，在虚空静物画中原本属于注定幻灭的、被

否定的现世对象之一，但在客观上却又彰显了画作

赞助人或接受者的财富和地位，以及欧洲大航海时

代的野心和欲望。《五感与四元素》作为典型的

虚空静物画，其中盛满水果的青花瓷碗，充满世俗

的诱惑力，显然也具有这种矛盾性特征。

图 ２　 雅克·林纳德《五感》（Ｌｅｓ Ｃｉｎｑ ｓｅｎｓ ａｕ ｐａｙｓａｇｅ），
１６３７年，布面油画，７２×８５ ｃｍ，法国斯特拉斯堡艺术
博物馆（Ｍｕｓｅ ｄｅｓ ＢｅａｕｘＡｒｔｓ ｄｅ Ｓｔｒａｓｂｏｕｒｇ）藏（武
颖提供

⑦）

雅克·林纳德绘于 １６３７ 年的《五感》（Ｌｅｓ
Ｃｉｎｑ ｓｅｎｓ ａｕ ｐａｙｓａｇｅ），同样属于“五感”主题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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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空静物画。与《五感与四元素》相比，尽管《五

感》（图 ２）所描绘的物象较少，但“东坡游赤壁”
纹青花瓷碗却再次出现，并且被放置于图像正中

的焦点位置，与其所盛满溢出的水果共同吸引观

者的注意力。这两幅静物画中的青花瓷碗具有相

同的象征寓意和客观效果。至此所讨论的几乎都

是中国瓷器在“五感”主题画或虚空静物画中的

一般性功能，从这个角度来看，若将《五感与四元

素》和《五感》中的青花瓷碗替换为威廉·克拉

斯·赫达（Ｗｉｌｌｅｍ Ｃｌａｅｓｚ Ｈｅｄａ）静物画中的青花
瓷碗，亦无不可。然而，结合雅克·林纳德绘于

１６４０年的《中国瓷器与鲜花》（Ｐｏｒｃｅｌａｎａ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
ｆｌｏｒｅｓ）来看，“东坡游赤壁”纹青花瓷碗不仅难以
被其他中国瓷器所替代，并且还越来越受到重视。

在这幅静物画中，“东坡游赤壁”纹青花瓷碗作为

个体的存在感也最为突出。通过解读《中国瓷器

与鲜花》，可以更加明确的一点是，雅克·林纳德

三幅静物画中的青花瓷碗不仅承担了中国瓷器的

一般性功能，还具有个体性和特殊性的意义。

二、功能错位与纹饰变异

不同于《五感与四元素》和《五感》对丰富物

象的呈现，《中国瓷器与鲜花》（图 ３）仅仅描绘了
一只盛满鲜花的“东坡游赤壁”纹青花瓷碗，并将

之摆放于有几处缺口的石质壁架或石质窗台上。

这幅静物画图像元素简单，无法寓意全部的五感，

并不属于单幅式“五感”主题绘画；而且，此画亦

不属于系列画作，并无其他相关画作可与之配套

成组合式“五感”主题绘画
⑧。相比之下，将之划

归为虚空静物画，乃是较为妥当的做法。因为鲜

花被采摘之后已是死物，灿烂鲜艳的外表只是虚

幻的表象，所以被采摘的鲜花乃是虚空静物画中

常见的或主要的象征符号。此画虽以中国瓷器装

盛被采摘的鲜花，但总体上物象简单，背景朴素，

展示和炫耀的色彩较弱，警示和劝诫的意味得到

强化。与《五感与四元素》和《五感》相比，《中国

瓷器与鲜花》可算是更加纯粹的虚空静物画。

值得注意的是，在《五感与四元素》《五感》以

及雅克·林纳德大约绘于 １６２７ 年的《花篮》
（Ｃｏｒｂｅｉｌｌｅ ｄｅ ｆｌｅｕｒｓ）⑨中，插装鲜花的乃是瓶和篮
这两种形制的器具。与《中国瓷器与鲜花》相似

的是，《花篮》所描绘的亦是朴素背景下的简单物

　 　

图 ３　 雅克·林纳德《中国瓷器与鲜花》（Ｐｏｒｃｅｌａｎａ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 ｆｌｏｒｅｓ），１６４０ 年，布面油画，５３． ２×６６ ｃｍ，西班牙
马德里提森 博内米萨博物馆（ＴｈｙｓｓｅｎＢｏｒｎｅｍｉｓｚａ
Ｍｕｓｅｕｍ）藏（提森 博内米萨博物馆官网）

象：一篮花。考察欧洲这一时期的静物画或虚空

静物画，插花之器多为瓶，不少画作都仅绘一瓶

花；罐和篮等形制的器具亦较为常见，碗形器则极

为少见。在瓶、篮、碗同时存在的情况下，雅克·

林纳德分别以瓶、篮插装鲜花，以碗装盛水果。这

应该是常见的做法。而《中国瓷器与鲜花》以碗

插装鲜花，可谓别出心裁。如果雅克·林纳德的

目的在于运用“中国瓷器”这一元素来强化其作

品的寓意性，那么以其经历和见闻，应该有更多更

常规的选择。即便出于某种不为人知的原因，必

须要用碗形器，也有其他不同的选择。然而，《中

国瓷器与鲜花》却将《五感与四元素》《五感》中装

盛水果的青花瓷碗，用作插花之器。在雅克·林

纳德的静物画中，这种功能性的反常与个体性的

重复几无二例。可见这一青花瓷碗应当具有或者

被赋予了超越一般中国瓷器的特殊意义，关键之

处自然不在于形制，而是在于纹饰。毕竟在当时

的法国，装饰有相同或同类纹饰的中国瓷器较为

稀有。从客观上看，因为《中国瓷器与鲜花》物象

简单，假如插花之器装饰的是几何纹、植物纹、动

物纹和器物纹等纹饰，那么鲜花将会成为图像绝

对的重点；“东坡游赤壁”纹青花瓷碗却可凭借其

复杂的纹饰平分视觉吸引力，从而展现较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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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感。此外，青花瓷碗的图像纹位于光线照

射的明面，下垂的花朵和叶片又框出了其中的主

要部分。这种处理方式，足见画家以此碗为插花

之器，并非无心之举，而是有着特殊的用意。至于

用意为何，则势必要从此碗的原型及其在雅克·

林纳德静物画中的呈现说起。

雅克·林纳德再三描绘的青花瓷碗以“东坡

游赤壁”主题图文为装饰纹饰。这一主题的瓷器

纹饰兴起于晚明，主要见于景德镇民窑瓷器。其

表现形式可分为纯文字式、纯图像式和图文结合

式三种，纯文字式即直书苏轼《赤壁赋》或《后赤

壁赋》，纯图像式即为苏轼“赤壁”二赋文意图，图

文结合式则一般为纯文字式和纯图像式的组合。

其中又以图文结合式最为常见，载体多为碗、笔筒

等形制的瓷器。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启，装饰

有“东坡游赤壁”主题纹饰的瓷器亦通过海上贸

易西传至欧洲。本文所讨论的三幅静物画，即是

此类瓷器在欧洲传播与接受的最佳例证。德雷斯

顿收藏的图文结合式“东坡游赤壁”纹笔筒，则提

供了一个补充的视角。据相关藏品目录记载可

知，这只笔筒曾被用来盛放冰块（斯托贝 ２８）。
对于这种性质的功能错位，《中国瓷器与鲜花》所

绘青花瓷碗亦有所体现。在中国古代，碗花多用

于供奉神佛，日常生活中绝非主流。从唐代敦煌

壁画、五代贯休《禅月心缘》、元代山西永乐宫壁

画《朝元图》和明仇英《羲之写照》等图像来看，无

论是神佛前供花，还是日常插花，碗花之器均为素

净的纯色器，与瓶花之器“尚清雅”（张谦德 ３）的
审美趣味相似。在与雅克·林纳德同时期的中国

文人眼中，瓷碗“花纹太繁”，便“近鄙俗”（李渔

１１９）。“东坡游赤壁”纹青花瓷碗应属“鄙俗”一
类，可用作餐具

⑩，却不宜用作插花之器。

以“东坡游赤壁”纹青花瓷碗插装鲜花所导

致的功能错位，明显源于中西文化艺术的差异。

相比之下，画家对青花瓷碗本身的呈现更能显示

这种差异。在雅克·林纳德以写实方式的描绘之

下，青花瓷碗显得既逼真又虚假。逼真乃是因为

画家对器物整体把握的到位，使之具有真实的质

感，既让观者可以明确地判断其为中国瓷器，也让

熟知中国古代艺术史或陶瓷史的观者能够辨明其

纹饰的主题。而另一方面，画家巨细靡遗的模仿，

同样也令青花瓷碗的纹饰显露出因为文化艺术差

异而导致的变异。

苏轼“赤壁”二赋大约自北宋晚期开始成为

绘画主题，南宋金元及明代前期的宫廷画家和文

人画家多有表现。延至明中期，以文徵明为代表

的吴门画派的积极创作，在推动“东坡游赤壁”图

发展兴盛，以及加速其商业化和世俗化传播的同

时，也促使这一主题图像变得更加程式化。晚明

以来的“东坡游赤壁”主题版画和各类器物纹饰

基本采用程式化的图式，即构图元素主要为一角

或半边峭壁和载有数人的小舟；至于具体的图像

内容，则遵循这一时期戏曲等俗文学艺术作品对

“东坡游赤壁”故事的改编，以佛印为陪同苏轼泛

游赤壁的客人或客人之一。如在明天启—崇祯青

花瓷碗（图 ４）外壁的“东坡游赤壁”图中，船篷之下
右边坐着的僧人即为佛印。这只青花瓷碗收藏于

大英博物馆（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ｕｓｅｕｍ），其在外观和纹
饰上均与雅克·林纳德静物画中的青花瓷碗较为

相似。两相对照之下，可以发现后者所绘人物在外

貌和服饰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变异特征，与真正的中

国人相去甚远，乃是 １７、１８世纪欧洲人想象中的中
国人形象（苏生文 ５７）。此外，后者还将原本应坐
于船篷之下的三人置于船体之外，使之呈现为悬坐

于水面的奇怪状态。这种情况的出现，或许是因为

雅克·林纳德对原型瓷画理解的失误；也有可能是

因为原型瓷画与图 ４所示瓷画一样，原本就存在着
透视错误的问题，从而误导了雅克·林纳德。

图 ４　 明天启—崇祯青花瓷碗（直径：１６ ｃｍ，高：
９． ２ ｃｍ），英国大英博物馆（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ｕｓｅｕｍ）藏（大英博物馆官网）

与图像部分的变异相配套的是，青花瓷碗纹

饰的文字部分同样发生了变异。粗略地看，这些

“文字”具有以假乱真的效果；仔细地看，便会发

现它们不过是由点与线组合而成的符号，并无实

际意义。变异的图文纹饰使雅克·林纳德所绘青

花瓷碗不像是真正的中国瓷器，而像是以中国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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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为蓝本仿造而成的欧洲软质瓷或瓷器。欧洲

１７、１８世纪生产的仿制瓷对中国人物和中国文字
的处理，即多有类似的变异情况

瑏瑡。然而，考虑到

雅克·林纳德三幅静物画的主题，以及《五感与

四元素》所绘几乎都是珍贵或珍稀之物，可以推

知画家所再现或模仿的青花瓷碗确为中国生产的

瓷器。只是因为文化艺术差异的缘故，导致还原

式的再现变成了表现式的再现。由此可知，雅

克·林纳德并不了解中国文字，更不清楚“东坡

游赤壁”主题的内涵和寓意。他只能凭借纹饰所

直观呈现的信息，形成属于自己的理解，并将之融

于创作之中，而这种理解无疑与其静物画的内涵

和寓意相统一。

三、“东坡游赤壁”图的“虚空”寓意

苏轼《赤壁赋》《后赤壁赋》作于北宋元丰五

年（１０８２），前赋直抒作者对历史、人生和宇宙的
感悟，实际上是作者对内心矛盾的回应，以及对自

我困境的调适；后赋则纯写作者游览赤壁的前后

经过，以及心理活动的转变，最终以梦作结，情景

交融，虚实相生，同样反映了作者对心灵解脱的追

求和向往。苏轼以“赤壁”二赋展现其在失意状

态下的内在心境，构建了符合文人理想的达观之

境，传达了超越和超脱的思想观念。对于文人尤

其是与苏轼境遇相似的文人而言，苏轼“赤壁”二

赋可算是一种情感寄托和精神归属。与此同时，

“东坡游赤壁”故事至迟在元代就已成为戏曲等

俗文学艺术作品的改编对象。以佛印为“客”或

“二客”之一，乃是改编的最为关键之处。在明代

以戏曲为载体的“东坡游赤壁”故事
瑏瑢
中，佛印既与

艄公、艄婆和苏轼等人相互调笑戏谑，又与苏轼、黄

庭坚和玄真子张志和等人联诗抒怀、参禅论道，使

故事呈现出庄谐兼作、雅俗并陈的叙事趣味。

因此，尽管同样采用程式化的图式，文徵明等

画家所绘以纸绢画为载体的“东坡游赤壁”图基

本遵循苏轼“赤壁”二赋的设定，将同游之客作模

糊化处理；而瓷画则一般以改编故事场景为表现

对象，以佛印为同游之客。前者叙事性特征较弱，

通常被归类为山水题材；后者叙事性特征较强，应

归类为人物故事题材。图 ４所示青花瓷碗的图像
纹共绘五人于船上，从左至右分别为黄庭坚、苏

轼、佛印、艄公和艄婆，与沈采《苏子瞻游赤壁记》

（简称《赤壁记》）的人物设置相同。以《赤壁记》

为参考，这一图像可对应佛印与艄公、艄婆互谑之

后，又与苏轼、黄庭坚联诗的情节，其与一旁所题

的苏轼《赤壁赋》存在着图文不符的问题。这种

混搭乃是文人画书画结合模式和戏曲图像双重影

响下的产物，亦是文人文化、世俗文化和商业文化

碰撞交叉的结果。

关于以上所论“东坡游赤壁”主题瓷器纹饰

的渊源，雅克·林纳德应是几无所知。那么，对于

雅克·林纳德而言，其所再现或模仿的青花瓷碗

的纹饰究竟表现了什么？西班牙马德里提森 博

内米萨博物馆官网在介绍其馆内收藏的雅克·林

纳德《中国瓷器与鲜花》时，并未提及青花瓷碗外

壁所绘“文字”纹，只将图像纹描述为“以蓝色调

呈现的包含了载有数人的乡村小船的风景画”
瑏瑣。

这种忽略“文字”纹而只关注图像纹的做法，以及

简单描述图像内容的方式，说明撰稿人对“东坡

游赤壁”主题瓷器纹饰颇为陌生。雅克·林纳德

对其所再现或模仿的青花瓷碗纹饰或图像纹的初

始认知，应当与之接近。从《五感与四元素》到

《五感》再到《中国瓷器与鲜花》，随着物象越来越

简单，青花瓷碗图像纹所占视觉比例也越来越大。

在《中国瓷器与鲜花》中，图像纹几乎完全显露，

文字纹则几乎完全隐藏。由此即可推知，对于不

懂中国文字更遑论理解《赤壁赋》或《后赤壁赋》

的雅克·林纳德而言，青花瓷碗的图像纹明显更

有价值，而且物象越简单，这种价值对构建和突出

画作的主题就会显得越重要。小船上的人物无疑

是图像纹的核心元素，雅克·林纳德对此具有准

确的认知。如前所述，《中国瓷器与鲜花》即利用

下垂的花朵、叶片与青花瓷碗外壁的开光框出了

图像纹的主要部分，使之变得更加引人注目。通

过解读雅克·林纳德对图像纹的呈现，即可探知

其对原型瓷碗图像纹的具体认知。

因为原型瓷碗不知今藏于何处，或者可能已

经损毁，所以此处仍以图 ４ 所示青花瓷碗的图像
纹作为参考对象。与后者相比，雅克·林纳德所

绘青花瓷碗的图像纹缺少了“艄婆”。一般而言，

在“东坡游赤壁”主题瓷画中，苏轼和佛印乃是固

定存在的人物，黄庭坚、艄公和艄婆则不一定总是

出现，部分瓷画还会添加一两个仆僮。因此，“艄

婆”的缺少，并不会改变其主题，亦不会影响图像

叙事的完整性。然而，包含“艄婆”这一女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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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坡游赤壁”图显然具有更强的趣味性、叙事

性和戏剧性，反之则显得较为平淡和日常。雅

克·林纳德并不清楚这四个人物的真实身份，他

或许能够看出坐着的三人乃是朋友关系，至于他

是否能够看出站着的乃是撑船的艄公，则不得而

知。毕竟艄公手中的船桨，在雅克·林纳德所绘

青花瓷碗的图像纹中，看起来更像是一根手杖。这

四个人物的视线似乎都集中在被下垂的粉色花朵

遮盖住的一角山体上，从而呈现出欣赏风景的姿

态。从图像本身来看，其所表现的是日常生活中休

闲游玩的场景，缺乏戏剧张力，且无明显的叙事意

图，画面极其平静、随意和自然，与政治、历史、宗教

和神话等题材绘画中的场景有所区别，与兴起于

１７世纪的尼德兰风俗画中的某些场景较为接近。
兴起于 １７世纪的尼德兰风俗画以日常生活

为表现对象，在法国亦颇为流行。与虚空静物画

相似的是，尼德兰风俗画或多或少、或显或隐地寄

寓了道德教化的功能（托多罗夫 ７１—１６３）。雅
克·林纳德对其所再现或模仿的青花瓷碗图像纹

的理解，很有可能融合了其对尼德兰风俗画的认

知，从而使其所呈现的青花瓷碗图像纹被赋予了

道德寓意。如果从虚空静物画的角度来看，这种

具有“中国风情”的休闲游玩场景应该也寓含了

对世俗享乐的劝诫和对世事皆空的警示，只是劝

诫和警示的意味较为温和、隐秘。在这种阐释之

下，《中国瓷器与鲜花》中的鲜花、青花瓷碗和青

花瓷碗的图像纹，即从内到外地叠合了三重道德

寓意，充分凸显了“虚空”的主题。换而言之，因

为图像纹的缘故，这幅静物画中的青花瓷碗具有

独立于一般中国瓷器的特殊意义。由此再回看

《五感与四元素》和《五感》中的青花瓷碗，亦可进

行相同的解读。当然，正如托多罗夫所说，在 １７
世纪的尼德兰绘画中，尽管道德价值从未完全消

失，但是“人类心理学或美学追求超越了道德类

型”，画家所表现的场景可以“不再受道德说教功

能的羁绊”（托多罗夫 ８２）。就某些虚空静物画
和风俗画而言，华丽奢侈的物象激发了世俗的欲

望，平凡而又美好的场景彰显了对日常世界的热

爱，异域风情满足了猎奇的需求，这些都有可能导

致道德教化的功能被掩盖或变得模糊不清。因

此，雅克·林纳德静物画尤其是《中国瓷器与鲜

花》中的青花瓷碗及其图像纹，对于画家、赞助人

或观者来说，或许只是一件珍贵的中国瓷器、一幅

具有审美意义或猎奇趣味的风俗画。

雅克·林纳德对“东坡游赤壁”主题瓷画的

表现式再现，可算是对这一主题图像的一种特殊

接受方式。如果雅克·林纳德所绘青花瓷碗的图

像纹传达了“虚空”寓意，那么其与苏轼“赤壁”二

赋所追求的“达观”理想便有所不同。前者强调

否定现世，后者主张超越现世，超越并不意味着否

定，反而可能会包容或接纳所要超越的现世。事

实上，即便不论表现改编故事场景的“东坡游赤

壁”图，单就表现这一主题原型文本亦即苏轼“赤

壁”二赋的文人画而言，其主旨也不一定与苏轼

赋文的主旨相契合。因为文人画往往有抒发自我

胸臆的要求，在一般情况下，文人画家对“东坡游

赤壁”图的创作，其实是利用苏轼“赤壁”二赋进

行自我阐释的一种方式，而文人画家通过绘画构

建的理想之境可能会区别于苏轼所向往的达观之

境。当然，雅克·林纳德对“东坡游赤壁”主题瓷

画的表现式再现，不仅赋予了这一主题图像新的

内涵寓意，还使其静物画作为“元图像”或“元绘

画”的特征得以生成，或者得到强化。

四、作为画中之画和图像本身的“东坡游

赤壁”图

　 　 美国艺术史学者 Ｗ． Ｊ． Ｔ． 米歇尔（Ｗ． Ｊ． Ｔ．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在其著作《图像理论》（Ｐｉ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ｙ）中
提出了“元图像”（ｍｅｔａｐｉｃｔｕｒｅ）的概念，用以论证
“图像转向”的观点。所谓“元图像”，乃是“关于图

像的图像”，亦即“指向自身或指向其他图像的图

像，用来表明什么是图像的图像”（米歇尔 ２６）。
在此之后，又衍生出“元绘画”（ｍｅｔａｐａｉｎｔｉｎｇ）这一
相对狭义的概念，主要用来讨论绘画艺术中的“元

图像”问题。具体而论，“元绘画”即在绘画中表现

绘画，或在绘画中插入绘画，具有自我意识、反省精

神和互文性等特点，通常又被形象化地称为“画中

画”。“元图像”或“元绘画”并非仅见于欧洲绘画

史或西方绘画史，中国绘画史上亦多有所见，如传

南唐画家周文矩所绘《重屏会棋图》，即是其中的

经典个案。此画在作为人物活动背景的座屏上，

又描绘了一幅带有山水画曲屏的老翁卧榻图。屏

风之中插入屏风，是为“重屏”；绘画之中插入绘

画，绘画空间层层相叠、重重相套，呈现出“画中

见画三重铺”（梅尧臣 ６７７）的视觉效果。巫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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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件元绘画必须是反思性的，要么反思其他

绘画，要么反思自己”，“前者是相互参照，后者是

自我参照”（巫鸿 ２１８），而《重屏会棋图》能够两
者兼具，故而是颇为典型的“元绘画”。

根据以上所论可知，雅克·林纳德的三幅静

物画同样属于“元图像”或“元绘画”。《五感与四

元素》嵌入了镜中像和“东坡游赤壁”瓷画，《五

感》嵌入了镜中像、绘有大面积风景的油画和“东

坡游赤壁”瓷画，《中国瓷器与鲜花》嵌入了“东坡

游赤壁”瓷画，三者均为“画中画”的表现形式。

鉴于本文的研究对象乃是雅克·林纳德静物画中

的“东坡游赤壁”纹青花瓷碗，故而关于镜中像和

绘有大面积风景的油画，此处皆置不论。如前所

述，《五感与四元素》乃是一幅主题明确的道德寓

意画，应该也是雅克·林纳德第一次表现“东坡

游赤壁”纹青花瓷碗的画作。在这幅静物画中，

所有的物品都被赋予了道德寓意，青花瓷碗也不

例外。《五感》和《中国瓷器与鲜花》对“东坡游赤

壁”纹青花瓷碗的再次及再三表现，可以看作是

对《五感与四元素》的引用和转化。在这种引用

和转化之下，青花瓷碗及其图像纹被赋予的道德

寓意亦能继续发挥作用，甚至不断得到强化，以满

足 １７世纪的欧洲人试图通过静物画实现自我反
省和获取精神启示的需求。这三幅静物画因此也

形成了一种密切的互文关系，彼此之间可以相互

参照。单就“东坡游赤壁”纹青花瓷碗及其图像

纹的存在感和重要性而言，《中国瓷器与鲜花》的

呈现无疑最为突出。这幅静物画的图像，乃是其

中嵌入的“东坡游赤壁”主题图像的载体。后者

因具有较强的视觉吸引力，故与作为其载体的前

者之间产生了一定的竞争性。然而，开光、青花瓷

碗和鲜花的存在，彻底打破了后者独立于前者的

可能性，同时也提醒观者“东坡游赤壁”图只是一

幅画中之画。

值得注意的是，中西方绘画史上的“元图像”

或“元绘画”，其内外各层图像或绘画通常都属于

相同的文化艺术体系。然而，雅克·林纳德所创

作的内嵌“东坡游赤壁”主题瓷画的静物画，情况

较为特殊，因其跨越和关联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艺

术体系。从客观上看，这三种“元图像”或“元绘

画”与中国古代的“东坡游赤壁”主题图像，同样

存在着互文关系。作为雅克·林纳德再现或摹仿

对象的“东坡游赤壁”纹青花瓷碗，乃是构建这种

互文关系的基础因素和重要媒介。尽管原型瓷碗

可能已经损毁或佚失，但其外壁所绘“东坡游赤

壁”图，确曾是雅克·林纳德的三幅静物画对“东

坡游赤壁”图进行引用和转化的直接源头。通过

解读这三幅静物画中的“东坡游赤壁”主题瓷画，

以及对比考察现存的同时期同主题瓷画，可以推

知原型瓷画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又或者是技

法，均呈现出明显的引用和转化痕迹。而原型瓷

画所从属的“东坡游赤壁”主题图像系统，即是其

引用和转化的主要来源。１７ 世纪上半叶，“东坡
游赤壁”作为图像主题业已发展成熟，囊括了数量

丰富、类型多样的图像，这些图像彼此之间相互参

照、渗透和印证。与此同时，“东坡游赤壁”主题图

像并非孤立的存在，其与其他主题图像之间也会产

生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互文关系。由此可见，这

是一个结构庞大的互文关系网，而雅克·林纳德所

创作的内嵌“东坡游赤壁”主题瓷画的“元图像”或

“元绘画”，则是其中最旁逸斜出的分支。

当然，雅克·林纳德对“东坡游赤壁”主题瓷

画的接受，并不以理解其历史渊源和内涵寓意为

前提。回归画家创作的真实历史语境，可以发现

这一时期的尼德兰静物画多有表现和利用中国瓷

器，雅克·林纳德正是参照了这种做法，在其静物

画中描绘了“东坡游赤壁”纹青花瓷碗。不同之

处即在于，与一般的中国瓷器相比，这种或这只青

花瓷碗的图像纹对道德寓意的呈现具有更大的利

用价值，而画家的再三表现也令其个体性和特殊

性的意义更为突出。无论是对于欧洲人还是中国

人而言，经过雅克·林纳德表现式再现的“东坡

游赤壁”图，都是一种充满异域风情的图像。与

之相呼应的是，这种风格的图像在 １８世纪的法国
一度流行，以不同的方式构建了法国人想象中的

中国人和中国形象。另一方面，因为雅克·林纳

德并不了解中国文字和“东坡游赤壁”主题，故而

其所接受的乃是这一主题瓷画的图像本身，而非

某种文字的补充物或附属物。换而言之，在雅

克·林纳德的三幅静物画尤其是《中国瓷器与鲜

花》中，“东坡游赤壁”图的“图像”本质得以凸显。

中国古代同样强调图像应承担“明劝戒，著

升沉”（谢赫 １）、“成教化，助人伦”（张彦远 １）
等道德鉴戒功能，而对图像具有视觉诱惑性的担

忧也从未断绝。这种对图像理性的期待与质疑，

无疑印证与强化了“重文轻图”的思想观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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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高于图像，书法高于绘画，这是“重文轻图”思

想观念影响之下形成的等级秩序。苏轼“赤壁”

二赋、二赋书法和“东坡游赤壁”图，也因此而有

了地位高低之分。此外，对于苏轼“赤壁”二赋或

改编故事而言，“东坡游赤壁”图实际上是一种形

象化的阐释和说明。这就意味着，“东坡游赤壁”

图在有形或无形中依附于苏轼“赤壁”二赋或改

编故事。即便是画家自我意识相对突出的“东坡

游赤壁”图，依然无法完全摆脱这种有形或无形

的束缚。这种情况，在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古代

日本和朝鲜同样存在。因为日朝两国对“东坡游

赤壁”图的认可与接受，主要源于对苏轼的崇拜，

以及对苏轼“赤壁”二赋内涵和寓意的深刻理

解
瑏瑤。然而，在雅克·林纳德及其同时期的大多

数欧洲人看来，中国的文字和图像均属于陌生且

新奇的事物，相比于抽象的文字，形象的图像所传

递的信息更容易让人理解。雅克·林纳德将青花

瓷碗的文字纹变异为并无实际意义的点线组合符

号纹，即从形式上解除了“东坡游赤壁”图对苏轼

“赤壁”二赋的依附性。无论他是将这种图像与

“五感”主题或“虚空”主题相关联，还是将之单纯

地解读为具有“中国风情”的休闲游玩图，都是基

于对图像本身的理解。借助雅克·林纳德的静物

画，“东坡游赤壁”图得以向 １７ 世纪的欧洲人展
示其纯粹的“图像”身份，而这也是前者作为“元

图像”或“元绘画”的重要意义之一。

小　 结

雅克·林纳德绘有“东坡游赤壁”纹青花瓷

碗的三幅静物画，可算是 １７世纪中西方文化艺术
碰撞与交叉的经典案例。这一时期的中国与欧洲

对彼此的认知，仍旧以想象为基础。在这种背景

之下，雅克·林纳德参照同时期尼德兰静物画表

现和利用中国瓷器的做法，将“东坡游赤壁”纹青

花瓷碗转变为“五感”或“虚空”主题静物画中的

象征符号，并予以反复引用和转化，从而使青花瓷

碗及其图像纹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另一方面，经

过雅克·林纳德的表现式再现，青花瓷碗外壁的

文字纹和图像纹均发生了变异。这种变异尽管改

变了二者的表现内容和内涵寓意，却也使这三幅

静物画中的“东坡游赤壁”图不再依附于苏轼“赤

壁”二赋或改编故事，而是以纯粹的“图像”身份

独立呈现。因此，雅克·林纳德的三幅静物画不

仅是图像，也是内嵌有其他图像的图像载体。三

者均以图像的形式对另一种图像进行了展示与说

明，彼此之间相互参照，形成互文关系。如果从客

观上看，亦可将之纳入“东坡游赤壁”主题图像的

互文关系网中。然而，单就雅克·林纳德所绘

“东坡游赤壁”图而言，１７世纪的欧洲人所关注的
可能是其被重新赋予的道德寓意，也有可能是其

艺术审美价值或猎奇趣味。这些基本与“东坡游

赤壁”主题的历史渊源和内涵寓意无关。由此可

见，中西方两种异质文化艺术以雅克·林纳德三

幅静物画为载体所产生的关联，并不以对话与交

流为前提或目的。而这种情况在当时较为普遍，

在其后还将长久持续。

注释［Ｎｏｔｅｓ］

① “三十年战争”指 １６１８年至 １６４８年由神圣罗马帝国内
战演变而成的欧洲大规模混战。《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的

签订标志着战争的结束，终结了欧洲中世纪以来形成的

以罗马教皇为中心的神权政治体制，使欧洲形成了新的

政治格局。

② 具体可参看西班牙马德里提森 博内米萨博物馆

（ＴｈｙｓｓｅｎＢｏｒｎｅｍｉｓｚａ Ｍｕｓｅｕｍ）官网对藏品雅克·林纳德
《中国瓷器与鲜花》（Ｐｏｒｃｅｌａｎａ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 ｆｌｏｒｅｓ）的介绍，网
址：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ｍｕｓｅｏｔｈｙｓｓｅｎ． ｏｒｇ ／ ｃｏｌｅｃｃｉｏｎ ／ ａｒｔｉｓｔａｓ ／
ｌｉｎａｒｄｊａｃｑｕｅｓ ／ ｐｏｒｃｅｌａｎａｃｈｉｎａｆｌｏｒｅｓ。

③ 在路易十三之前，弗朗西斯一世（Ｆｒａｎｏｉｓ Ⅰ）、亨利二
世（Ｈｅｎｒｉ Ⅱ）与其王后凯瑟琳·德·美第其（Ｃａｔｅｒｉｎａ ｄｅ
Ｍｅｄｉｃｉ）和亨利四世（Ｈｅｎｒｉ Ⅳ）等均喜购买和收藏中国瓷
器。经过数代的积累，路易十三时期的法国王室已收藏有

一定数量的中国瓷器，身为国王画家和侍从的雅克·林纳

德应该有机会见到数量更多、品种更丰富的中国瓷器。

④ 天堂鸟，又称极乐鸟，羽毛华丽，主要分布于新几内亚
及其附近岛屿。麦哲伦环球航行船队于 １５２２年首次将天
堂鸟标本带回欧洲，引起轰动。因为新几内亚土著人在

制作标本时，会将天堂鸟的躯干和双足去除，仅余皮毛，

故而欧洲人最初以为天堂鸟乃是无足鸟，并赋予其崇高、

神圣等象征意义。天堂鸟标本在当时的欧洲颇为珍贵，

一般只有王室贵族才有条件和能力收藏。

⑤ 具体可参看《殷弘绪神父致耶稣会中国和印度传教会
巡阅使奥里神父的信（１７１２年 ９月 １日于饶州）》《耶稣会
传教士殷弘绪神父致本会某神父的信（１７２２ 年 １ 月 ２５ 日
于景德镇）》［让·巴普蒂斯特·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

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二卷），耿升等译。郑州：大象

出版社，２００５年。８７—１１３、２４７—２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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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虚空与元图像：关于雅克·林纳德静物画所绘“东坡游赤壁”纹青花瓷碗的阐释

⑥ 如弗朗西斯·培根（Ｆｒａｎｃｉｓ Ｂａｃｏｎ）《新工具》所言：“还
可以把它们埋在地下，像中国人制做陶瓷时据说就是那

样，听说他们把土坯埋入地下四五十年之久，成为一种人

工的矿物，传给他们的子孙。”参见弗朗西斯·培根：《新

工具》，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２７７—２７８。

⑦ 图片由武颖拍摄自法国斯特拉斯堡艺术博物馆，谨在
此向武颖表示衷心的感谢。

⑧ 以五幅分别寓意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的绘画
组合而成的系列绘画，乃是“五感”主题绘画的主要形式

之一。

⑨ 具体可参看法国卢浮宫官网的藏品图像（藏品编号：
ＲＦ３９４０）。网址：ｈｔｔｐｓ：／ ／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ｌｏｕｖｒｅ． ｆｒ ／ ｅｎ ／ ａｒｋ：／
５３３５５ ／ ｃｌ０１００６５４１７。

⑩ 《醒世姻缘传》第三十七回《连春元论文择婿　 孙兰姬
爱俊招郎》即载：“狄周看得程乐宇说到凉粉、烧饼的跟

前，有个啯啯的咽唾沫之情，遂问那主人家借了一个盒

子、一个《赤壁赋》大磁碗，自己跑到江家池上，下了两碗

凉粉，拾了十个烧饼，悄悄的端到下处，定了四碟小菜，与

程乐宇做了晌饭。”参见西周生：《醒世姻缘传》，天津：天

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６年，３３５。
瑏瑡 具体可参看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 １７６０—１７６５ 年伍
斯特青花碗（藏品编号：１９２９，０６１１． １． ＣＲ），其外壁绘《西
厢记·长亭送别》变形图，外底有变形的四字款。网址：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ｂｒｉｔｉｓｈｍｕｓｅｕｍ． ｏｒｇ ／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ｏｂｊｅｃｔ ／ Ｈ＿１９２９
０６１１１ＣＲ。

瑏瑢 明代改编“东坡游赤壁”故事的戏曲作品，现存已知的
主要有沈采《四节记·苏子瞻游赤壁记》、许潮《苏子瞻泛

月游赤壁》和陈汝元《金莲记·赋鹤》。

瑏瑣 西班牙马德里提森 博内米萨博物馆官网介绍青花瓷

碗及其图像纹的完整原文为：Ｅｌ ａｒｔｉｓｔａ ｕｔｉｌｉｚａ ｃｏｍｏ ｆｌｏｒｅｒｏ
ｐａｒａ ｓｕ ｏｒｄｅｎａｄｏ ｂｏｕｑｕｅｔ ｕｎ ｂｏｌ ｃｈｉｎｏ ｅｎ ｃｕｙｏ ｆｒｅｎｔｅ ｓ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牞 ｅｎ ｔｏｎｏｓ ａｚｕｌｅｓ牞 ｕｎ ｐａｉｓａｊｅ ｃｏｎ ｆｉｇｕｒａｓ ｅｎ ｕｎａ
ｒúｓｔｉｃａ ｂａｒｃａ。网 址：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ｍｕｓｅｏｔｈｙｓｓｅｎ． ｏｒｇ ／
ｃｏｌｅｃｃｉｏｎ ／ ａｒｔｉｓｔａｓ ／ ｌｉｎａｒｄｊａｃｑｕｅｓ ／ ｐｏｒｃｅｌａｎａｃｈｉｎａｆｌｏｒｅｓ。
瑏瑤 具体可参看池泽滋子《日本的赤壁会和寿苏会》（上
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郭薇《文本与绘画的关
系———以中日〈赤壁图〉的构成元素为例》（《文艺争鸣》２
（２０１５）：１９９—２０４。）等论著。

引用作品［Ｗｏｒｋｓ Ｃｉｔｅｄ］

亚里士多德：《灵魂论》，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９年。
犤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 Ｄｅ Ａｎｉｍａ． Ｔｒａｎｓ． Ｗｕ Ｓｈｏｕｐｅ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牶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０９． 犦

———：《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
犤 ． 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 Ｔｒａｎｓ． Ｗｕ Ｓｈｏｕｐｅ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牶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０９． 犦

威廉·诺曼·布列逊：《注视被忽视的事物：静物画四

论》，丁宁译。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犤 Ｂｒｙｓｏｎ牞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Ｎｏｒｍａｎ．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ｌｏｏｋｅｄ牶 Ｆｏｕｒ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Ｓｔｉｌｌ Ｌｉｆｅ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 Ｄｉｎｇ Ｎｉｎｇ．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牶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００． 犦

迈克尔·克拉克　 底波拉·克拉克：《牛津简明艺术术语
词典》，王方译。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犤 Ｃｌａｒｋｅ牞 Ｍｉｃｈａｅｌ牞 ａｎｄ Ｄｅｂｏｒａｈ Ｃｌａｒｋ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ｉｓ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Ａｒｔ Ｔｅｒｍｓ． Ｔｒａｎｓ． Ｗａｎｇ Ｆａ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牶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Ｆｉｎｅ Ａｒｔ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牞 ２０１５． 犦

简·迪维斯：《欧洲瓷器史》，熊寥译。杭州：浙江美术学

院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犤 Ｄｉｖｉｓ牞 Ｊａ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牶 Ａｎ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ｒａｎｓ． Ｘｉｏｎｇ Ｌｉａｏ．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牶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Ａｒｔ
Ｐｒｅｓｓ牞 １９９１． 犦

弗洛朗斯·热特罗：《看见音乐：西方经典绘画中的音乐主

题》，李祎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
犤 Ｇｔｒｅａｕ牞 Ｆｌｏｒｅｎｃｅ． Ｓｅｅｉｎｇ Ｍｕｓｉｃ牶 Ｍｕｓｉｃ Ｔｈｅｍｅｓ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 Ｌｉ Ｙｉ． Ｗｕｈａｎ牶 Ｈｕａｚｈ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１９． 犦

李渔：《闲情偶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犤 Ｌｉ牞 Ｙｕ． Ｐｌｅａｓａ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牶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ｏｏｋ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牞 ２０１１． 犦

斯蒂芬·利特尔：《流派·艺术卷》，祝帅译。北京：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８年。
犤 Ｌｉｔｔｌｅ牞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Ｉｓｍｓ牶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ｒｔ． Ｔｒａｎｓ． Ｚｈｕ
Ｓｈｕａｉ． Ｂｅｉｊｉｎｇ牶 ＳＤＸ Ｊｏｉｎ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牞 ２００８． 犦

梅尧臣：《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朱东润编年校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犤Ｍｅｉ牞 Ｙａｏｃ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ｙ牞 Ｃｏｌ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ｉ Ｙａｏｃｈｅｎ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ｋｓ． Ｅｄ． Ｚｈｕ Ｄｏｎｇｒｕ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牶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牞
２００６． 犦

Ｗ． Ｊ． Ｔ．米歇尔：《图像理论》，陈永国、胡文征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犤Ｍｉｔｃｈｅｌｌ牞 Ｗ． Ｊ． Ｔ．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ｒａｎｓ． Ｃｈｅｎ Ｙｏｎｇｇｕｏ
ａｎｄ Ｈｕ Ｗｅｎｚｈｅ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牶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０６． 犦 　

伊瓦·斯托贝：《德雷斯顿的中国瓷器收藏》，吴鹏译，《中

国历史文物》４（２００５）：２６—２８。
犤 Ｓｔｏｂｅ牞 Ｉｖａ．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ｒｃｅｌａｉｎ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Ｄｒｅｓｄｅｎ．  Ｔｒａｎｓ． Ｗｕ Ｐｅ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４牗２００５牘 牶 ２６ ２８． 犦

苏生文：《１７～１８世纪欧洲人眼里的中国人形象———德国
德累斯顿访古记》，《文史杂志》１（２００６）：５６—５８。

犤 Ｓｕ牞 Ｓｈｅｎｇｗｅｎ．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ｙｅ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１７ｔｈ ｔｏ ｔｈｅ １８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牶

·５１·



文艺理论研究　 ２０２４年第 ２期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ｉｃ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ａａｔｌｉｃｈｅ
Ｋｕｎｓｔｓａｍｍｌｕｎｇｅｎ Ｄｒｅｓｄｅｎ牞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１牗２００６牘 牶 ５６ ５８． 犦

茨维坦·托多罗夫：《日常生活颂歌：论十七世纪荷兰绘

画》，曹丹红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犤 Ｔｏｄｏｒｏｖ牞 Ｔｚｖｅｔａｎ． Ｐｒａｉｓｉｎｇ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ｆｅ牶 Ａ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ｏｎ １７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Ｄｕｔｃｈ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 Ｃａｏ Ｄａｎｈｏｎｇ．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牶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牞 ２０１２． 犦

巫鸿：《重屏：中国绘画中的媒材与再现》，文丹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犤Ｗｕ牞 Ｈｕｎｇ．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Ｓｃｒｅｅｎ牶 Ｍｅｄｉｕｍ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 Ｗｅｎ Ｄａ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牶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牞 ２００９． 犦

谢赫：《古画品录》，王伯敏标点注释。北京：人民美术出

版社，１９５９年。

犤 Ｘｉｅ牞 Ｈｅ． Ｓｉｘ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 Ｅｄ． Ｗａｎｇ
Ｂｏｍ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牶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Ｆｉｎｅ Ａｒｔ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牞
１９５９． 犦

张谦德：《瓶花谱》，黄永川解析。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
犤 Ｚｈａｎｇ牞 Ｑｉａｎｄ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ｌｏｗｅｒ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Ｅｄ． Ｈｕａｎｇ
Ｙｏｎｇｃｈｕａｎ． Ｊｉｎａｎ牶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ｉｃｔｏｒ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牞 ２０１５． 犦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俞剑华注释。上海：上海人民美

术出版社，１９６４年。
犤 Ｚｈａｎｇ牞 Ｙａｎｙｕａｎ． Ｆａｍｏｕｓ Ｐａｉｎｔｉｎｇ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Ｅｄ．
Ｙｕ Ｊｉａｎｈｕａ．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牶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Ｆｉｎｅ Ａｒｔ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牞 １９６４． 犦

（责任编辑：王嘉军）

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檼








































































■书讯 ■

《文学理论初阶》

作者：刘阳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２０２４年 １月

本书由绪论、上编、下编和附录组成。全书的主体内容分为上下两编，展开为

天真性与建构性两翼，分别以八章篇幅，来依循学理阐述一系列文学基本问题，并在

语言论思想视野中还原两者的客观联系，引领读者移步换景探寻文学的当代意义。

上编为“天真的文学”，包括文学的源流、文学的性质、文学的功能、文学的叙

事、文学的抒情、文学的想象、文学的虚构、文学的语言。下编为“建构的文学”，

包括文学与时代、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性别、文学与文化、文学与批评、文学与解

读、文学与学术、文学与理论。书后附有全书知识点索引、以及 ３００ 种进一步研

修参考书目，供学有余力和试图深造的的读者进一步充分选择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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