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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結合風格分析和文獻資料的比對，討論傳顧愷之《列女仁智圖》（北京故

宮博物院藏）前後段圖像和頌贊文的斷代等相關課題。從畫幅的「斷裂痕」觀察，

將此幅作品分為前後兩個不同的段落，二者頌贊文的書風與人物畫法均有出入，分

析此圖前、後段的畫作風格，及頌贊文書風，並檢證劉向《古列女傳》的文本及清

代阮福《古列女傳》刻本插圖，認為《列女仁智圖》前、後兩段，應分屬不同時代

的畫家，即前段是十世紀；後段是十一世紀畫家所作的摹本。

劉向、古列女傳、顧愷之、列女仁智圖、女史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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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406 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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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3年大英博物館出版的《女史箴圖》討論會的論文集，Shane McCausland ed., Gu Kaizhi and
the Admonitions Scroll,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2003. 書中集結了許多學者，如楊新、陳葆真、王耀庭、巫鴻、班宗
華、Clunan等人的研究，角度多元，成果豐富，其中陳葆真討論的則是圖文佈列及繪畫風格與斷
代的問題。見Chen Pao-chen, “The Admonitions Scroll in the British Museum: New Light on the
Text-Image Relationships, Painting Style, and Dating Problem,” pp. 126-137.

2      Chen Pao-chen, The Goddess of the Lo River: a Study of Early Chinese Narrative Handscrolls.

3    （漢）劉向撰，王雲五主編，《古列女傳》，頁6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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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屏
7 屏

8 

13 1225

眾

4      徐邦達，《古書畫偽訛考辨》，頁29。

5      楊新，〈對列女仁智圖的新認識〉，頁21。
6 同註4。

7      薛永年，〈三國兩晉南北朝的繪畫藝術〉，收入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美術全集．繪
畫編．原始社會至南北朝繪畫》，頁23。

8      同註5，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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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5，頁62-86。

10  （晉）顧愷之，〈魏晉勝流畫贊〉，收入俞崑編著，《中國畫論類編》，頁347-349。

11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頁7-8。

3

4

484 5

847

276-322

9 

10 

1079-1118

古列女圖，自密康公母至趙將括母，凡十五圖，考於劉向傳，此乃畫仁

智一卷像也，所題頌即傳所載。王回傳序云，人嘗見母儀賢明四卷於江

南人家，其畫為古，佩服，而各題其頌像側，與此正同。予按列女之目

七，古皆有畫，世所傳特母儀賢明仁智三圖而已，今江南二圖亦復亡

軼，獨此仁智一卷在焉，彌宜珍錄，故手摹之，大觀元年季冬望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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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1107

顧長康畫列女圖中有蘧伯玉車形，筆勢與此田車了無小異。12 

女史箴橫卷在劉有方家，己上筆彩生動，髭髮秀潤。太宗實錄載，購得

顧筆一卷，今士人家收得唐摹顧筆列女圖，至刻板作扇，皆是三寸餘人

物，與劉氏女史箴一同。13 

14 

15 

16 

12    同前註，頁15。

13  （宋）米芾，《畫史》，頁4。

14    古原宏伸，〈女史箴圖卷（下）〉，頁21-22。

15    同前註。

16    金維諾，〈顧愷之的藝術成就〉，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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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此刻本，原為南宋建安余仁仲所刊，到清道光五年阮福（1802-?）再依此刻本摹刊而成《古列女
傳》。阮福字賜卿，號喜齋，為阮元之子，著有《孝經義疏補》，在刻本的題跋中更考證：其所據
以摹刊的刻本，主要以南宋余氏據北宋刻本而來，而這個北宋刻本又依據唐摹本而來，可說保留
唐摹本的原貌，可信度極高。

25.8 417.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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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名 頌贊文釋文 書風特色

楚武鄧曼

許穆夫人

曹僖氏妻

楚 武 鄧 曼 ， 見 事 所

興，謂瑕軍敗，知王

將薨，識彼天道，盛

衰所增，終如其言，

君子揚稱。

衛 女 未 嫁 ， 謀 許 與

齊，女因母曰，齊大

可依，衛君不聽，後

果遁乖，許不能救，

女作載馳。

僖 羈 之 妻 ， 厥 智 孔

碩，見晉公子，知其

興作，使夫饋餐，且

以自託，文伐曹國，

卒獨見釋。

結 字 左 右 對 稱 ， 橫 直 相

等，結構嚴謹，具上下均

衡的特點。橫畫有「橫輕

豎重」的特色，在運筆過

程 ， 有 粗 有 細 ， 用 筆 圓

熟 。 分 行 佈 局 ， 疏 朗 勻

稱。

結字大小不一，字體左右

較不對稱，強調橫畫及捺

筆，但結構亦具法度，字

體勁挺，用筆精到。

整體結字較長，橫畫與豎

畫粗細變化不大，體勢較

為娟秀。橫畫與前兩則頌

贊文相比，同樣具有運筆

較長，有粗有細的特色。

頌贊文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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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一）

孫叔敖母

晉伯宗妻

衛靈夫人

叔 敖 之 母 ， 深 知 天

道，叔敖見蛇，兩頭

岐首，既埋而泣，母

曰陰德，必壽獲祿，

終相楚國。

伯 宗 淩 人 ， 妻 知 且

亡，數諫伯宗，厚託

畢羊，屬以州黎，以

免咎殃，伯宗遇禍，

州黎奔荊。

衛 靈 夜 坐 ， 夫 人 與

存，有車轔轔，中止

闕門，夫人知之，必

遽 伯 玉 君 ， 維 知 識

賢，問之信然。

此則的結字較前幾則的頌

贊文更為外放，有向左傾

斜 的 特 色 ， 用 筆 較 快 有

力。以側筆提筆成較尖之

角度，書體峭拔險峻，強

調「折」法。橫畫與前幾

則頌贊文相同，皆有左向

突出拉長往右橫曲拉出的

特色。

結字中的「折」法更具有

角 度 且 外 放 ， 強 調 「 撇 」

與「捺」法，有向外伸張

之勢，用筆有向左傾斜的

特色，結構嚴謹，更見隸

意 。 書 風 與 「 孫 叔 敖 母 」

頌贊文近似，橫畫較長，

亦與前幾則頌贊文近似。

整 體 結 字 方 正 ， 用 筆 較

細 ， 筆 勢 娟 秀 ， 結 構 嚴

密，流美多變。橫畫向左

突出拉長往右橫曲拉出，

如 『 靈 』、 『 坐 』、 『 與 』

等字的橫畫有如彎弓。

法明顯而銳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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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靈仲子

魯漆室女

晉羊叔姬

晉范氏母

無頌贊文

漆 室 之 女 ， 計 慮 深

妙，惟魯且亂，倚柱

而□，君老嗣少，愚

悖奸生，魯果擾亂，

齊伐其城。

叔向之母，察於□□

□□□，叔魚食我，

皆 貪 不 正 ， 必 以 貨

死，果卒分爭。

無頌贊文

結字不如前幾則的規整，

左右部首大小結構差別較

大，且並非左右對稱的，

有 向 左 傾 的 特 色 ， 如

『 計 』、 『 惟 』、 『 少 』 等

字，字與字之間的距離亦

較大，豎畫與橫畫的粗細

對比強烈，與前幾則的書

風差異較大。

結字秀氣，用筆尖細，字

形瘦長，捺筆與長撇皆長

而細。『之』字雖較扁，

捺筆向上提的角度較平。

橫畫左半更為拉長且提頓

明顯。

（續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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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附表二所選取的作品，以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皇甫府君碑》、《化度寺邕禪師舍利塔
銘》，褚遂良《聖教序》、《孟法師碑》為主，在唐人寫經方面，有唐人《佛說阿彌陀經》、唐
人《大藥善方便經》。

18 

《列女仁智圖》 歐陽詢、歐陽通
《佛說大藥善

方便經》
褚遂良

《唐人佛說阿

彌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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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二）

《列女仁智圖》 歐陽詢
《佛說大藥善

方便經》
褚遂良

《唐人佛說阿

彌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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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9 

557-641 -691

596-658 20 7

8 9

10

19    Yang Xin, “A Study of the Date of the Admonitions Scroll Based on Landscape Portrayal,” in Shane
McCausland ed., Gu Kaizhi and the Admonitions Scroll, p.52.

20    歐書之研究極為豐富，本文參考黃宗義，《歐陽詢書法之研究》。

（續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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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21 

21    黃緯中，〈略論唐代書法社會與佛教界之關係〉，收入《唐代書法史研究集》，頁85-100；楊仁
愷，〈隋唐五代的書法藝術〉，收入《中國美術全集－書法篆刻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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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13-2

14-1 14-2

15-1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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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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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7
23 

24 

22    Chen Pao-chen, “The Admonitions Scroll in the British Museum: New Light on the Text-Image
Relationships, Painting Style, and Dating Problem,” p.133.

23    同註5，頁9。

24    同註5，頁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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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孫機，〈中國古馬車的三種系駕法〉，收入《中國古輿服論叢》，頁58-70。

18

19
25 

20

篇名 劉向《古列女傳》刻本 備註

一、密康

公母

二、楚武

鄧曼

有圖

插圖標名：鄧曼、楚武王、屈
瑕、群師
頌 贊 文 ： 楚 武 鄧 曼 ， 見 事 所
興，謂瑕軍敗，知王將薨。識
彼天道，盛而必衰，終如其
言，君子揚稱。

方框部分為刻
本上有刻畫出
卻沒有標名的
人物。

傳顧愷之《列女仁智圖》

缺圖

圖像標名：鄧曼、楚武王

頌贊文：楚武鄧曼，見事所興，
謂瑕軍敗，知王將薨，識彼天
道，盛衰所增，終如其言，君子
揚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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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許穆

夫人

四、曹僖

氏妻

五、孫叔

敖母

六、晉伯

宗妻

七、衛靈

夫人

八、齊靈

仲子

九、魯臧

孫母

插圖標名：衛懿公（旁有從者

二人）、許 穆 夫 人 、 傅 母 、 許

使者、齊使者

頌贊文：衛女未嫁，謀許與齊，

女諷母曰，齊大可依，衛君不

聽，後果遁逃，許不能救，女

作載馳。

插圖標名：從者三人、公子重

耳 、 曹 僖 、 壺 餐 、 曹 僖 氏 妻

頌 贊 文 ： 僖 氏 之 妻 ， 厥 智 孔

白。見晉公子，知其興作，使

夫 饋 餐 ， 且 以 自 託 ， 文 伐 曹

國，卒獨見釋。

插 圖 標 名 ： 叔 敖 母 、 孫 叔 敖

頌 贊 文 ： 叔 敖 之 母 ， 深 知 天

道，叔敖見蛇，兩頭岐首，殺

而 埋 之 ， 泣 恐 不 及 。 母 曰 陰

德，不死必壽。

插圖標名：伯宗之妻、伯州黎、

伯宗、畢羊

頌贊文：伯宗凌人，妻知其亡，

數諫伯宗，厚許畢羊，屬以州

黎，以免咎殃，伯宗遇禍，州

黎奔荊。

插圖標名：靈公夫人、衛靈公、

遽伯玉

頌贊文：衛靈夜坐，夫人與存，

有車轔轔，中止闕門，夫人知

之，必伯玉焉，維知識賢，問

之信然。

插圖標名：公子牙、太子光、

夫人仲子、齊靈公

頌贊文：齊靈仲子，仁智顯

明，靈公立牙，廢姬子光，仲

子強諫，棄適不祥，公既不

聽，果有禍殃。

有圖

圖像標名：齊使者、許使者、衛

懿公、母、許穆夫人

頌贊文：衛女未嫁，謀許與齊，

女因母曰，齊大可依，衛君不

聽，後果遁乖，許不能救，女

作載馳。

圖像標名：曹僖負 、妻

頌贊文：僖羈之妻，厥智孔碩，

見晉公子，知其興作，使夫饋

餐，且以自託，文伐曹國，卒獨

見釋。

圖像標名：叔敖母、楚孫叔敖

頌贊文：叔敖之母，深知天道，

叔敖見蛇，兩頭岐首，既埋而

泣，母曰陰德，必壽獲祿，終相

楚國。

圖像標名：伯州黎、妻、晉伯

宗、畢羊

頌贊文：伯宗凌人，妻知且亡，

數諫伯宗，厚託畢羊，屬以州

黎，以免咎殃，伯宗遇禍，州黎

奔荊。

圖像標名：靈公夫人、衛靈公、

伯玉車、遽伯玉

頌贊文：衛靈夜坐，夫人與存，

有車轔轔，中止闕門，夫人知

之，必遽伯君，維知識賢，問之

信然。

圖像標名：太子光，另一名男子

頌贊文：缺

缺圖

（續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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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劉向《古列女傳》刻本插圖 備註

一、密康

公母

二、楚武
鄧曼

傳顧愷之《列女仁智圖》（北京故宮

藏）圖像

缺圖

十、晉羊
叔姬

十一、晉
范氏
母

十二、魯
公乘
姒

十三、魯
漆室
女

十四、魏
曲沃
婦

十五、趙
將括
母

插圖標名：晉羊舌子、羊叔姬

頌贊文：叔向之母，察於情性，
推人之生，以窮其命，叔魚食
我，皆貪不正，必以貨死，果
卒分爭。

圖像標名：范氏中子、范氏長
子、范氏少子、范氏母
頌贊文：范氏之母，貴德尚信，
小子三德，以詐與民，知其必
滅，鮮能有仁，後果逢禍，身
死國分。

有圖

插圖標名：鄰婦、漆室女
頌贊：漆室之女，計慮甚妙，
維魯且亂，倚柱而嘯，君子嗣
幼，愚悖姦生，魯果擾亂，齊
伐其城。

有圖

有圖

此圖在《列女
仁智圖》移至

「 晉 羊 叔 姬 」
之前。

圖像標名：晉羊叔姬、叔向、叔
魚、羊舌大夫
頌贊文：叔向之母，察於□□□
□□□，叔魚食我，皆貪不正，
必以貨死，果卒分諍。

圖像標名：仲子、長子

缺圖

圖像標名：魯漆室女
頌贊：漆室之女，計慮深妙，
惟魯且亂，倚柱而□，君老嗣
少，愚悖奸生，魯果擾亂，齊
伐其城。

缺圖

缺圖

（續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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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許穆
夫人

四、曹僖

氏妻

五、孫叔

敖母

六、晉伯

宗妻

七、衛靈

夫人

八、齊靈

仲子

九、魯臧

孫母

十、晉羊

叔姬

缺圖

（續表四）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六卷第二期68

缺圖

缺圖

缺圖

（續表四）

附註：附表四與附表五的次序以刻本的次序為主。

十一、晉

范氏

母

十二、魯

公乘

姒

十三、魯

漆室

女

十四、魏

曲沃

婦

十五、趙

將括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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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081-1165

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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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4

眾 27 

28 

29 

26    陳葆真，〈圖畫如歷史：傳閻立本十三帝王圖研究〉，頁27。

27    同註20。

28    方聞，〈傳顧愷之女史箴圖與中國古代藝術史〉，頁91。

29    同註22 , p. 13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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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1974

1947

1965

1971

1986

1988

3

1989

12

2002 3 1-34

2003 2

1995

5

1993 10 192-201

10 3 1976

31-57

1981

6 1990 11

73-78

7 3 1973 1-30

14 5 1996 8 70-

83

2002 1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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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1 42-48

1964

1975

2000

1995

1984

2001

1961 6 7-8

16 2004 3 1-48

23 1 2005

175-223

1988

1994

1962

3

1983 5 83-91

2001 3

17-29

2003 2 1-23

1979

2001

2 1983 3

67-68

11

2001 9 1-55

76 11 12 1965

1990

Pao-chen, Chen. The Goddess of the Lo River: a Study of Early Chinese Narrative Handscrolls.

Ph.D.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7.

McCausland, Shane ed. Gu Kaizhi and the Admonitions Scroll.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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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Dating of Ladies of Benevolence 

and Wisdom Attributed to Ku K’ai-chih

Tung Wen-e
Department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This study combines stylistic analysis and documentary evidence to discuss the

dating and issues related to the front and latter images as well as the eulogies that

appear in Ladies of Benevolence and Wisdom in the Palace Museum in Beijing

collection attributed to Ku K’ai-chih. Judging from the evidence of separation that

appears in the painting, it was once divided into two separate sections, the

calligraphy in the eulogies and the painting methods of the figures in each section

revealing distinct differences. Stylistic analysis of the front and latter sections as

well as the calligraphic style of the eulogies, combined with comparisons to Liu

Hsiang’s Biographies of Exemplary Women of Antiquity as well as an illustrated

engraved version in Juan Fu’s Biographies of Exemplary Women of Antiquity from

the Ch’ing dynasty, suggests that the front and latter sections of Ladies of

Benevolence and Wisdom were probably done by painters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front section was most like done in the tenth century, while the latter is probably a

copy by a painter from the eleventh century.

Keywords: Liu Hsiang, Biographies of Exemplary Women of Antiquity, Ku K’ai-

chih,  Ladies  of  Benevolence and Wisdom ,  Admonit ions of  the

Instructress to the Palace La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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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傳顧愷之《列女仁智圖》「楚武鄧曼」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1-2 傳顧愷之《列女仁智圖》「許穆夫人」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1-3 傳顧愷之《列女仁智圖》「曹僖氏妻」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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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 傳顧愷之《列女仁智圖》「孫叔敖母」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1-5 傳顧愷之《列女仁智圖》「晉伯宗妻」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1-6 傳顧愷之《列女仁智圖》「衛靈夫人」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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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傳顧愷之《列女仁智圖》「齊靈仲子」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1-8 傳顧愷之《列女仁智圖》「魯
漆室女」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1-9 傳顧愷之《列女仁智圖》「晉羊叔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1-10 傳顧愷之《列女仁智圖》「晉范氏母」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2 東漢安徽淮北《歌舞宴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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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山東武氏祠》第三石楚昭貞姜

圖4 《四川新津崖墓》魯秋胡妻

圖5 《列女古賢圖》北魏司馬金龍墓漆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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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傳顧愷之《女史箴》頌贊文（局
部）

圖7 唐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

圖8 唐歐陽詢《皇甫誕碑》 圖9 唐歐陽通《道因法師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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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唐褚遂良《雁塔聖教序》

圖11 唐人《佛說大藥善方便經》局部 圖12 唐人《佛說阿彌陀經》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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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1 第一組「曹僖氏妻」曹僖之妻 圖13-2 第一組「魯漆室女」漆室之女

圖14-1 第二組 「孫叔敖母」孫叔敖母 圖14-2 第二組「晉羊叔姬」羊叔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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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1 第三組 「許穆夫人」許使者 圖15-2 第三組「晉范氏母」長子

圖16 「衛靈夫人」衛靈公、「晉伯宗妻」晉伯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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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許穆夫人」衛懿公與「曹僖氏妻」曹僖

圖18 「楚武鄧曼」楚武王與劉向《古列女傳》阮福刻本插圖楚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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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晉伯宗妻」晉伯宗

圖21 東漢淮陽北關1號墓線描與前涼墓台 屏風

圖20 《列女古賢圖》北魏司馬金龍墓漆畫屏風與
《列女仁智圖》「衛靈夫人」遽伯玉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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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宋米友仁《雲山得意圖》

圖23 傳閻立本《十三帝王圖》──晉武帝　「曹僖氏妻」──畢羊



故宮學術季刊　第二十六卷第二期88

圖24 唐梁令瓚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圖　「晉羊叔姬」──羊叔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