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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棧牛車圖〉（圖 1）尺寸長約 164公分，

寬約 104公分，屬於絹本立軸淺設色的作品。

畫中描繪牛車車隊在雪景中行進，畫面左下有

一組房屋院落，並有牛驢在其中歇息，另有兩

名漢族裝扮的人物在房屋門口交談互動，房屋

左側還有水力磨坊，顯示該處房屋具備磨製穀

糧的功能。

　　這種盤車水磨的構圖組合，早在宋代〈閘

口盤車圖〉（圖 2）便已存在，研究成果也相對

豐富。目前多數學者均認為該畫是現存較為可

靠的北宋界畫作品，余輝除了從畫中官員衣冠

裝飾來判斷其應是北宋中後期的畫作外，另就

北宋的地理志等文獻，推斷該畫應該是北宋汴

京城外的官營水磨實景。2劉和平在梳理水磨坊

的歷史脈絡及其意義後，認為水磨坊的母題表

現了北宋對於科技和經濟的重視。3除了建築、

機械等畫中元素的討論，題材的演變也是界畫

發展的重要課題，陳韻如亦曾就龍舟圖題材在

元代的轉用，說明王振鵬如何轉化宋代原先與

民同樂的趣味，改為只有官員觀賽的場景，以

迎合蒙元宮廷的喜好。4本文便試圖在這些研究

〈雪棧牛車圖〉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此畫或因缺乏相關文字的記載，因此學者多依據《石渠

寶笈續編》的記錄，標示為宋人畫作。1然而，此畫的構圖、人物服裝，以及畫中山石的結構表現，

都較接近元代作品。若再進一步將畫中的水磨坊與盤車車隊，對照宋代的相關畫作，還能發現元

人運用前代的繪畫題材，重新建構對士人的社會期許，藉以穩固蒙元不同於宋代的社會體制。本

文將闡述元人如何重組以往盤車水磨的繪畫主題，建構出蒙元大汗統領下的治世景象。

蒙元想像中的治世情景
以〈雪棧牛車圖〉為例
■ 梁哲瑋

圖1　傳宋人　佚名　雪棧牛車圖　軸　故畫86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五代至北宋　傳衛賢　閘口盤車圖　卷　上海博物館藏　取自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書畫研究中心編，《宋畫全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8，卷2，冊1，頁
24-25，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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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宋　李唐　萬壑松風　軸　故畫89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元　佚名　搜山圖　卷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全集‧6‧繪畫編‧元代繪畫》，北京：文物
出版社，2006，頁104，圖72-2。

基礎上，理解〈雪棧牛車圖〉與盤車水磨題材

畫作在元代的發展，並討論此畫在畫史中的定

位與意義。

檢討〈雪棧牛車圖〉的創作時代
　　在其他進一步的討論之前，須先釐清〈雪

棧牛車圖〉的創作時代。目前學界大多認為〈雪

棧牛車圖〉屬於宋代畫作，卻未提供進一步的

鑑定依據。該畫的周邊線索都無助於判定畫作

的年代：畫中現存最早的印記是清初藏書家龔

翔麟（1658-1733）所有，其餘印記和題詩都是

該畫入藏清宮之後才出現，因而只能就畫心內

容作為創作時代的分析依據。

　　從畫中岩石的表現技法來看，畫家多用短

促、直刷的乾筆畫法來表現雪中山石的堅硬質

面，這種「斧劈皴」是李唐（約 1076-1156）的

典型風格，並被南宋畫院沿用。然而，李唐〈萬

壑松風〉（圖 3）的岩石畫法，是用不同角度的

筆刷交疊出岩石的立體結構，而〈雪棧牛車圖〉

則用短促的平行筆刷表現岩石的質面，顯示畫

家只單純將「斧劈皴」視為描繪岩石表面的技

法。這種情況與元人〈搜山圖〉（圖 4）中的岩

石表現手法雷同，顯示〈雪棧牛車圖〉應和〈搜

山圖〉同是元人畫作。

　　除了筆墨表現外，畫中行旅人物所著的服

裝，也是蒙元時代的特有穿著。畫面右下方趕

牛拉車的行走人物頭戴的帽子（圖 5），便對應

到元世祖〈忽必烈像〉的帽子形式。（圖 6）行

旅中趕驢的吏員也戴著同為元人特殊款式的「栗

子帽」。（圖 7）這些人物服裝都透露出〈雪棧

牛車圖〉應該是元代的作品。

盤車與磨坊的題材傳統
　　確定〈雪棧牛車圖〉屬於元畫之後，就更

容易對照畫中構圖組合與宋代相關題材的關連

與差異。盤車和水磨坊是〈雪棧牛車圖〉中的

主要構圖，因此須要先理解這兩項構圖元素在

元代以前的發展情況。

　　從文獻記錄來看，盤車圖在宋代已經成為

一種題材傳統。北宋的梅堯臣（1002-1060）和

歐陽修（1007-1072）都曾為盤車圖題詩。5詩

中透露了盤車圖的主要構圖：牛車車隊在山谷

或者溪旁等山野之間行進的情境，並有過橋的

場景。雖然詩中所指的畫作已經不存，但現存

十二世紀初〈江山秋色圖〉的末段（圖 8），便

有五輛牛車在野外山谷間行進的情景。其中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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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在緊鄰山谷、蜿蜒起伏的小道上，一輛則正

要離開山谷，進入一段平緩的下坡，最後兩輛

則是要通過橋樑。對照這些詩文和圖像上的線

索，我們大致能夠知道宋代盤車圖基本的構圖

場景。

　　從詩文和〈江山秋色圖〉對於盤車場景的

描繪，我們可以大略理解盤車圖主要是表現「運

載遠行」的意涵。而宋畫中的盤車行進方向往

往都是畫幅之外，除了〈江山秋色圖〉中的盤

車車隊是往畫卷末尾方向前進之外，圖 2〈閘口

盤車圖〉左下角的盤車車隊也是同樣情形。〈清

明上河圖〉中的盤車出現在畫卷中間城門的段

落（圖 9），但其行進的方向也是離開城門，往

城外前進。由此可以推測，「運載遠行」應是

宋代盤車場景的一項特色。

　　另外，這些有盤車場景的宋畫作品，大多

帶有政治意義。6〈江山秋色圖〉以輝煌的青綠

山水表現盛世的理想世界，盤車在其中應有運

圖8　 宋　佚名　江山秋色圖　卷　局部　車隊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書畫研究中心編，《宋畫全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0，卷1，冊4，圖44。

圖9　 北宋　張擇端　清明上河圖　卷　局部　牛拉貨車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書畫研究中心編，《宋畫全集》，杭州：浙江
大學出版社，2010，卷1，冊2，圖21。

輸的社會意義。〈閘口盤車圖〉精細的水磨車

描繪，顯現了宋人對科技的重視，但參酌畫中

官員督導與工人勞動的分工，此畫應也有政治

主導經濟發展的意涵。7學者對〈清明上河圖〉

的解讀雖有歧異，但將此畫視為帶有政治意涵

的作品，卻已是當代學界的共識。盤車的場景

出現在這類題材的畫作中，也顯示了這種場景

圖6　元　佚名　忽必烈像　冊　中畫324-0000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7　元　佚名　元成宗像　冊　中畫324-0000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　〈雪棧牛車圖〉局部  

的政治意涵。

雪景的意涵
　　理解〈雪棧牛車圖〉源於北宋水磨與盤車

的題材傳統後，便可繼續思考此畫在相關題材

發展的特殊之處。雪景是〈雪棧牛車圖〉其中

一項值得留意的線索。畫中天空用淡墨染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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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枝枒，類似郭熙〈早春圖〉中的樹之末端分

岔、如螃蟹鉗子，所謂「蟹爪樹」的畫樹技法

（圖 13）；中景山石的輪廓以較濕潤的筆墨線

條勾勒，也與〈早春圖〉的山石輪廓相近，而

山石的質面卻未如郭熙那般，使用多層的筆墨

從岩石頂部往下皴染，營造出山石的立體視覺

效果，卻改用暈染的方式呈現山石的質面，並圖11　 傳宋人　朱銳　溪山行旅圖　冊　上海博物館藏　取自浙江大
學中國古代書畫研究中心編，《宋畫全集》，杭州：浙江大學
出版社，2008，卷2，冊1，圖15。

圖12　〈溪山行旅圖〉局部　「朱銳」簽款

圖13　北宋　郭熙　早春圖　軸　故畫05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0　 北宋　傳郭熙　關山春雪　軸　故畫05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關山春雪〉局部

用來反襯遠山的雪白，中景的山坡也有積雪，並畫有不少

枯枝寒林，這些都是雪景山水的典型特徵。但雪景山水與

水磨盤車的組合，並未出現在〈閘口盤車圖〉、〈江山秋

色圖〉，甚至梅堯臣、歐陽修的詩文中，意味著〈雪棧牛

車圖〉的雪景山水若非新創，就是另有來源。

　　雪景山水中畫有水磨坊並非特例，例如國立故宮博物

院便藏有傳郭熙〈關山春雪〉（圖 10），以及傳夏圭山水

立軸等相關畫作。8鄧椿（約 1109-約 1183）《畫繼》也記

錄了劉浩等以畫雪景和水磨而留名的畫家。9由這些作品及

文獻記載可以推測，水磨坊母題置入雪景山水，在宋代應

不算陌生的構圖創作。

　　與水磨相較，盤車與雪景的畫史記錄更凸出。元代夏

文彥《圖繪寶鑑》便記載朱銳（活動在十二世紀前半）長

於畫盤車行旅和雪景山水。10南宋楊皇后（1162-1232）以

及趙孟頫都曾對朱銳的雪景畫題詩。11莊肅的《畫鑑補遺》

也記載朱銳以畫雪景為主，其中也有騾綱、盤車等運輸行

旅題材的記錄。12

　　現存傳為朱銳的盤車圖作品極少。上海博物館藏有一

件傳為朱銳所畫的〈溪山行旅圖〉（圖 11），畫中左下角

有楷書「朱銳」簽款（圖 12），但目前沒有其他傳世較

確切的朱銳作品或簽款可供佐證，因此無法只從簽款判定

何者是朱銳真跡。〈溪山行旅圖〉的林木用上勾的筆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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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占約四分之一的比例，其餘則是房屋與圍牆

環繞著空地，空地上有篩子等工具。這個院落

右側有一女子出現在窗旁，暗示著這個建有水

磨坊的空間院落，其實具有家居的性質。再配

合院落左側兩位士人的會面，以及停在空地上

的車驢，顯示這個段落應該是一位士人前往拜

訪友朋住處的場景。由此可知，〈雪棧牛車圖〉

的水磨坊場景，已經脫離如〈閘口盤車圖〉忙

中有序的工作場合，轉向朋友拜訪的家居場景。

（圖 16）

家居場景的隱喻
　　若將觀察擴大到房屋周邊，還能發現〈雪棧

牛車圖〉的院落空間並不只是單純的家居形象。

　　貨車活動的增長與磨坊場景的限縮，也意

味著水磨貨車組合的重點逐漸從製糧場景轉移

到運糧活動。這種消長的關係，一方面或許是

因為磨坊建築較為固定、單一，並不像貨車可

以視畫面的需要而靈活增減數量，且能夠以行

進的方向引導觀畫的視覺動向，進而貫串整個

畫面的空間構圖；另一方面也可能因為元代的

水磨坊母題已不如北宋那般具有較為積極的技

術意涵，而糧食的運輸在當時仍具有重要的意

義，因此畫家在選用製糧與運糧的構圖組合時，

運輸的場景顯然較磨坊的運作更為吃重。

　　除了磨坊畫面比例的縮減，〈雪棧牛車圖〉

將水磨坊場景轉換成家居院落，也值得特別注

意。水磨坊在〈雪棧牛車圖〉的院落場景中，

圖16　傳宋人　佚名　雪棧牛車圖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用墨染的濃淡營造山石的明暗效果，再用較短

的墨線勾勒山石凹凸不平的部分。這種畫法較

接近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的〈岷山晴雪〉立軸。

（圖 14）Susan Bush曾藉風格序列的比較，推

測〈岷山晴雪〉應為十二世紀中後期的金代畫

作。13〈溪山行旅圖〉的李郭派風格，也不同於

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之〈青山白雲圖〉這類南

宋李郭畫風的作品（圖 15），後者對山石質面

主要仍以筆墨線條皴染而成，因此或可推測〈溪

山行旅圖〉應屬於十三世紀中期以前北方的畫

作。

　　即使無法判定〈溪山行旅圖〉是否為朱銳

所作，但畫中雪景盤車的構圖，顯示這種組合

也出現在盤車圖的發展脈絡中。就雪景山水而

言，在天寒地凍的山野中加入茂盛的林木和行

旅活動，可表現出生命和人群活動不因自然逆

境而消滅的積極畫意。14〈雪棧牛車圖〉中的水

磨坊院落也有繁盛的樹叢環繞，再加上盤車行

旅的活動場景，顯示水磨製糧和盤車運輸的經

濟活動仍持續運作，不因雪天寒冷而停止。藉

圖14　宋人　佚名　岷山晴雪　軸　故畫145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15　 宋人　佚名　青山白雲圖　冊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李慧淑編，《中華五千年
文物集刊‧宋畫篇四》，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6，頁118，圖116。

著水磨、盤車、雪景等三種題材的揉合表現，

使〈雪棧牛車圖〉有更豐富的意義層次。

〈雪棧牛車圖〉的新變
　　釐清〈雪棧牛車圖〉的題材來源，便能透

過此畫的特別之處，比較宋代與元代相關題材

的表現差異。

　　首先，雖然〈雪棧牛車圖〉是承用〈閘口

盤車圖〉一類的「盤車水磨」題材，但是如果

對照貨車活動場景與磨坊的畫面比例，不難發

現〈雪棧牛車圖〉在貨車運輸的部分顯然大於

〈閘口盤車圖〉。〈閘口盤車圖〉的貨車活動

只限於畫面前景，磨坊的工作場景仍然是畫面

的重點，而〈雪棧牛車圖〉的貨車場景不僅貫

串整個畫面的中景和遠景，連中景的磨坊主要

也是描繪歇息的牛驢、暫停的無篷車、以及兩

名人物相會的景像，並無穀糧磨製工作的場景。

磨坊只有三座水磨車外露在左方溪流中，水磨

車上方的房屋也只顯現外部，看不到內部運作

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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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和圍牆圈圍的空地下方有兩株高聳的樹木，

大致將院落的畫面分隔成兩半。樹木的描繪非常

細緻，枝葉在雪景之中依然茂密。這顯然是畫

家的特意安排。高聳挺拔的樹木在宋代就有代表

「君子」的意涵，而這種意涵仍然延續到元代的

繪畫之中，例如唐棣的〈霜浦歸漁〉便將幾株高

大的林木置於畫面中軸（圖 17），暗喻君子在

官位上能發展才能，使人民能夠安居樂業。15從

這層理解來看，〈雪棧牛車圖〉院落中間的大

樹，應該就是隱喻其左下方士人的君子形象。

除此之外，水磨坊下方有一支無人小舟停泊在

碼頭旁邊。水上航行的小舟在中國文化中大多

表現君子逍遙快意的狀態，但是畫中的小舟緊

靠碼頭，應是表現君子在理想的政治之下，能

在職位上發揮功用之意。16而環繞著院落的茂密

綠樹和竹叢，更指出這是一處有德君子的居所，

而非一般庶民的住處。

　　在中國的繪畫傳統中，針對君子居所的描

繪，大多出現在隱居題材的畫作中。早期如傳

董源的〈溪岸圖〉便畫有文士活動的家居空間

（圖 18），這類畫作多將居所畫於少有人跡的

山野之中，來表達隱居者脫離官場俗務的志向。

這種隱居山水的題材雖然在宋代趨於沉寂，但

到了元代又有復興的趨勢。17然而，這種隱居氛

圍在〈雪棧牛車圖〉中顯然已經淡化。除了前

述的泊舟等場景，該畫的院落坐落在盤車車隊

的行經路線旁，而非一般隱居題材多將居所置

於一般人少有經過的山野之中。畫中水磨坊的

經濟生產意涵更暗示了磨坊的主人並非只是閒

居，而是有製糧任務在身。這顯示雖然〈雪棧

牛車圖〉擷取了傳統隱居題材中的家居形象，

但已將其轉化成文士在良好的居所中為社會貢

獻的場景。

　　同樣是士人貢獻社會的景象，何以元代的

〈雪棧牛車圖〉會與宋代的〈閘口盤車圖〉如

此不同？〈閘口盤車圖〉表現的是宋代文官監

督工人的場景，水磨坊只是文官工作的場所之

一。而在〈雪棧牛車圖〉中，這種文人的工作

場所同時也是居住的地方，這顯示元代對文人

的社會期待已不同於宋代。十四世紀晚期蒙古

征服南宋之後，基本上廢止了中國行之有年的

科舉制度，原先以考試仕官為主要人生規劃的

漢族文人，到了元代頓失以往最重要的任官管

道。少數幸運的文人如趙孟頫因宋朝皇族後裔

的身分，而被蒙元攏絡，或者如唐棣、王振鵬

因為繪畫專業得到蒙古權貴的賞識，又或者像

柯久思或虞集因書法和文筆而進入蒙元朝廷。

這些少數的個案即使擔任過較高的官職，也都

未真正在政府中位居重要實權的位置。而多數

的漢族文人若能在政府中任職，也多是最基層

的職位。在蒙古人眼中，漢族文人最重要的工

作，便是在社會基層管理農業生產。18因此，蒙

元理想中的社會景象之一，便是像〈雪棧牛車

圖〉的院落場景那般，漢族士人在舒適美好的

環境中居住，並從事與農業生產有關的工作，

而非身居高位要職。這種看法對傳統漢族文人

而言自然是一種貶低，但是畫中雜揉著隱居題

材而來的舒適居住環境，以及水磨坊和泊舟隱

含的用世意義，無非就是希望結合漢族士人隱

居和用世的精神傳統，重新定位漢族文人在蒙

元社會中的角色。

小結
　　從〈雪棧牛車圖〉的整體構圖來觀察，不

難推測這應該是一幅蒙元理想社會的圖像。此

畫以雪景為背景，並有盤車車隊連貫整個畫面，

但是車隊經過之處，即使不是繁華的城市，也

圖18　 宋　傳董源　溪岸圖　軸　美國紐約大都會美術館藏　取自浙江大學
中國古代書畫研究中心編，《宋畫全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2008，卷6，冊3，頁3，圖1。

絕對不是杳無人跡的山野。除了畫面下方的水

磨坊院落之外，畫面上半另有兩處房屋建築，

而且都有翠綠的樹林環繞，顯示這是一個仍有

人居住的鄉野雪景。而盤車車隊在其中行進，

暗喻國家在寒冬之中仍然運作如常，透露著社

會的生命力。文士在美好的居所環境中拜訪，

也顯示漢族士人安居樂業。〈雪棧牛車圖〉藉

圖17　元　唐棣　霜浦歸漁　軸　故畫25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溪岸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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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轉換傳統題材的場景，重新建構了不同於以

往的理想社會想像，反映了蒙元迥異於宋代的

社會期待。

　　作為一種表現政治理想的圖像，〈雪棧牛

車圖〉顯然凸出了蒙元不同於前代的發展。透

過不同題材的雜揉與重組，呈現出盤車水磨題

材新的風貌。這種新的構圖組合，使中國繪畫

在傳統的「耕織圖」之外，樹立了另一種有政

治意涵的「鄉野風俗」場景。讓蒙元在《詩經》

詩意和歷史故實之外，發展出一種新的理想政

治題材，表達社會階層各安其位的期待。其中

漢族士人雖然不再位居高位要職，但是畫中仍

引入理想的居住場所，表現出對士人處境和文

化的理解。顯然在這類具有政治理想意涵的繪

畫題材之中，士人依然是蒙元拉攏的對象。這

些新的發展，應該就是畫家在多元文化的蒙元

社會中，依循非漢民族統治者的基本政策，運

用漢人傳統與政治有關的繪畫題材，構築出蒙

元對中國「治世」的期待。〈雪棧牛車圖〉的

案例所顯現的，便是在宗教圖象和皇家活動場

景之外，蒙元統治對政治相關繪畫題材的影響，

也讓我們得以從作品中理解，在過去以漢文化

為中心的藝術創作視角之外，蒙元對跨民族理

想社會的關注與想像。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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