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京國立博物館「書聖之後─
顏真卿及其時代書法特展」佈
展側記
▍何碧琪

博物館人員策劃大型特展，經常需要向本地甚或海外的博物館商借文物，務求豐富展覽內

容，並向觀眾展示與此專題相關的重要作品及最新研究。今年一月十六至二月二十四日於

東京國立博物館舉行「書聖之後—顏真卿及其時代書法特展」（下稱顏真卿特展），香

港中文大學文物館（下稱本館）共四件宋拓，即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懷仁〈集王聖

教序〉、李邕〈李思訓碑〉及顏真卿〈大字麻姑仙壇記〉亦在展覽之列（圖 1∼ 4，均為

北山堂惠贈）。籌劃特展涉及多方商討及協作，筆者藉是次外借展品的經驗及佈展的見聞，

向讀者介紹這特展誕生的一鱗半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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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半年正式提出申請，以便有足夠時間辦

理借展。本館確認東博合乎上述規定，答允

雙方派員往對方的機構負責文物點交的工作

等要求後，於是向本館諮詢委員會提請是次

借展申請，經諮詢委員會主席及成員投票，

獲過半數贊成通過借展申請後，正式啟動借

展的具體執行工作。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四種拓本的重

要性

　　富田淳先生代表東博向本館借展的四種

拓本均是十二至十三世紀拓印精良的善本，

經著名鑒藏家收藏及題跋，是本館所藏最珍

貴的拓本「北山十寶」中的四寶，由利榮森

先生（1915-2007）在上世紀八十至九十年代

捐贈本館。利氏北山堂作為中國文化的守護

　　二○一八年三月底，筆者赴日本東京國

立博物館（下稱東博）、台東區書道博物館、

三井記念博物館及京都國立博物館，調查王

羲之（約 303-361）〈十七帖〉等拓本的各

種版本，獲得富田淳先生、鍋島稻子女士、

清水實先生、吳孟晉先生等接待及賜助。觀

摩相關拓本之外，富田淳先生向筆者查詢關

於本館收藏宋拓本外借展覽的可能性及相關

手續。回港後，筆者核實相關宋拓本自二○

一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後並未展出，符合本館

規定文物得相隔一年半才再次展覽的基本要

求。檢視過文物的保存狀況，並與本館姚進

莊館長及陳娟安典藏主任討論，考慮到二○

一三年本館也曾將所藏〈甲之二御府領字從

山本蘭亭序〉（館藏編號：1973.0618，利榮

森先生惠贈）借予東博於「特別展—書聖

者及贊助人，在香港可謂無出其右。

　　〈九成宮醴泉銘〉（見圖 1）由一代諫臣

魏徵（580-643）撰文，歐陽詢書，《宣和書譜》

記其為「翰墨之冠」。本館藏本有清代金石

學祭酒翁方綱（1733-1818）等題跋，並得碑

帖研究權威王壯弘（1931-2008）著錄，稱為

「孝經堂本」或「孔雩谷本」。1此本字損較

少，如第三行「窮泰極侈」的「侈」字完整、

第十五行「光武中元元年」的「光」字四周

並無外框，未避完顏亮（1122-1161）子光英

名諱，故拓印年代在十二世紀以前。明初〈九

成宮醴泉銘〉原碑字口已被剜粗，原貌不存，

更顯本館藏本的重要。2此本與本館藏李邕

（678-747）〈李思訓碑〉（見下述）等共八

種拓本，於二○一六年獲選入第五批中國《國

家珍貴古籍名錄》，屬於《古籍定級標準》

王羲之」中展出。基於上述因素，筆者於去

年四月底去信富田淳先生，請東博將借展意

向書寄至本館。

　　二○一八年五月底至九月間，東博正式

向本館提出借展申請，商借四件宋拓本（見

下文介紹）的原因，是配合東博以顏真卿

（709-784）為主題、並兼及唐代書法發展史

的展覽。本館按照向來借展的規定，審核借

展方的展覽設備報告，包括借展單位的歷史、

舉辦相關展覽的經驗；展場及暫存庫的溫度、

相對濕度及光度合乎保護紙絹的規定，並且

具穩定性；展場及展櫃符合防火及保安要求；

借展方安排可信賴的文物運輸公司運送展品

及向海關申報；借展方委派具資歷的人員專

責借展及處理文物；借展方需按本館提供的

文物估值為借展文物購買保險；需於展覽前
圖1  632　歐陽詢　九成宮醴泉銘　宋拓（約拓於12世紀）　汪氏孝經堂本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提供　
 藏品編號：1992.0024（北山堂惠贈，中國《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編號：11472）　鄧明亮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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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邕〈李思訓碑〉（見圖 3）是其行書的

代表作。本館藏本墨色醇古，王壯弘稱「拓

極精」，4從其字損程度可斷為南宋（或金）

拓本。〈李思訓碑〉下方字畫殘損，本館藏

本罕有地配補了碑額及字畫缺損部分，前副

頁附有廣東碑帖研究專家羅原覺（1891-1965）

校對多本後重建〈李思訓碑〉的原貌，後副

頁記補正文獻，5這是繼王昶（1725-1806）

之後關於〈李思訓碑〉最完備的研究。此本

經吳榮光（1773-1843）、潘仕成（1804-約

1873）等遞藏，翁方綱、成親王永瑆（1752-

1823）、英和（1771-1840）等題字外，尚

有羅天池（1805-約 1856）、康有為（1858-

1927）、 黃 賓 虹（1865-1955）、 羅 振 玉

（1866-1940）、梁啟超（1873-1929）、王國

維（1877-1929）等跋，記錄了清末民初廣東

重要學術群體與外省學者的交往，此本是瞭

中時代早、流傳少、價值高的二級以上古籍。

　　懷仁（約七世紀）〈集王聖教序〉（見圖2）

是唐以後書法家臨習王羲之行書不可或缺的書

法範本，其內容及刻立經過，見證著唐太宗

（598-649）、玄奘（602-664）、高宗（628-683）

及懷仁等弘福寺僧之間情義。本館藏本有文彭

（1498-1573）、姜宸英（1628-1699）、李宗

瀚（1769-1831）、沈尹默（1883-1971）等題字，

曾為孔尚任（1648-1718）、孔廣陶（1832-

1890）等珍藏。此本附有周浚霖（1833-1868）

重抄方士庶（1692-1751）錄蘇軾（1037-1101）

〈審定聖教序集字原稿書後真蹟〉，內容記載

此碑刻立緣起及過程，未收入《蘇文忠公全

集》，亦少被著錄，此錄文可補文獻之缺。3〈集

王聖教序〉經歷代捶拓，字畫漸趨淺細、殘損，

且原碑斷於宋元之交，本館藏本為碑斷前拓，

尤為珍貴。
圖3  740　李邕　李思訓碑　宋拓（約拓於12～13世紀）　吳榮光舊藏本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提供　
 藏品編號：1993.0263（北山堂惠贈，中國《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編號：11473）　鄧明亮攝

圖2  672　懷仁　集王羲之聖教序　宋拓（約拓於12～13世紀）　孔氏嶽雪樓本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提供　
 藏品編號：1985.0167（北山堂惠贈）　鄧明亮攝

圖4  771　顏真卿　大字麻姑仙壇記　宋拓（約拓於12～13世紀）　何紹基舊藏本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提供　
 藏品編號：1994.0061（北山堂惠贈）　鄧明亮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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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邕〈李思訓碑〉（見圖 3）是其行書的

代表作。本館藏本墨色醇古，王壯弘稱「拓

極精」，4從其字損程度可斷為南宋（或金）

拓本。〈李思訓碑〉下方字畫殘損，本館藏

本罕有地配補了碑額及字畫缺損部分，前副

頁附有廣東碑帖研究專家羅原覺（1891-1965）

校對多本後重建〈李思訓碑〉的原貌，後副

頁記補正文獻，5這是繼王昶（1725-1806）

之後關於〈李思訓碑〉最完備的研究。此本

經吳榮光（1773-1843）、潘仕成（1804-約

1873）等遞藏，翁方綱、成親王永瑆（1752-

1823）、英和（1771-1840）等題字外，尚

有羅天池（1805-約 1856）、康有為（1858-

1927）、 黃 賓 虹（1865-1955）、 羅 振 玉

（1866-1940）、梁啟超（1873-1929）、王國

維（1877-1929）等跋，記錄了清末民初廣東

重要學術群體與外省學者的交往，此本是瞭

中時代早、流傳少、價值高的二級以上古籍。

　　懷仁（約七世紀）〈集王聖教序〉（見圖2）

是唐以後書法家臨習王羲之行書不可或缺的書

法範本，其內容及刻立經過，見證著唐太宗

（598-649）、玄奘（602-664）、高宗（628-683）

及懷仁等弘福寺僧之間情義。本館藏本有文彭

（1498-1573）、姜宸英（1628-1699）、李宗

瀚（1769-1831）、沈尹默（1883-1971）等題字，

曾為孔尚任（1648-1718）、孔廣陶（1832-

1890）等珍藏。此本附有周浚霖（1833-1868）

重抄方士庶（1692-1751）錄蘇軾（1037-1101）

〈審定聖教序集字原稿書後真蹟〉，內容記載

此碑刻立緣起及過程，未收入《蘇文忠公全

集》，亦少被著錄，此錄文可補文獻之缺。3〈集

王聖教序〉經歷代捶拓，字畫漸趨淺細、殘損，

且原碑斷於宋元之交，本館藏本為碑斷前拓，

尤為珍貴。
圖3  740　李邕　李思訓碑　宋拓（約拓於12～13世紀）　吳榮光舊藏本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提供　
 藏品編號：1993.0263（北山堂惠贈，中國《國家珍貴古籍名錄》編號：11473）　鄧明亮攝

圖2  672　懷仁　集王羲之聖教序　宋拓（約拓於12～13世紀）　孔氏嶽雪樓本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提供　
 藏品編號：1985.0167（北山堂惠贈）　鄧明亮攝

圖4  771　顏真卿　大字麻姑仙壇記　宋拓（約拓於12～13世紀）　何紹基舊藏本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提供　
 藏品編號：1994.0061（北山堂惠贈）　鄧明亮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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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法了然在胸。此本屬淡墨拓，無缺字，整

體字畫較傳世其他版本清晰。何紹基收藏時

曾借予晏雲唐及黃雨生（均約十九世紀）父

子鉤摹上石，此本在書法史及版本學上的價

值不言而喻。

外借文物付運前的工作

　　二○一八年十月至十二月，東博按本館

提供的估值為上述四件借展珍本購買保險，

同時委託了與東博多次合作的日本運通公司

負責文物運輸，雙方簽訂《外借協議》。本

館則向東博提供四件外借藏品的包裝尺寸、

基本資料及合乎出版要求的圖片，並準備《外

借藏品現狀報告》，內容是以文字記錄拓本

封面、每開、封底及背面的變化、殘損等物

理現狀。至十二月中旬，東博方面由學藝企

畫部部長兼「顏真卿特展」策展人富田淳先

生作為代表，書道博物館主任研究員鍋島稻

子女士協助，到本館檢查四件外借拓本及進

行點交。檢查完畢，雙方修訂及簽署一式兩

份的《外借藏品現狀報告》。接著由日本運

通公司委託香港段的文物運輸公司人員用無

酸紙及膠膜將四件拓本分開包裹（圖 5），放

入訂製的防震及防火金屬箱及木箱。其後，

木箱被送上卡車（圖 6），固定位置防止行車

時滾動。經富田淳先生與鍋島稻子女士檢查

過後（圖 7），他們與負責香港段的運輸公司

押運人員同赴香港國際機場辦理報關手續。

四件外借拓本順利送抵東京，佈展前存放於

東博的暫存庫。

佈展概況

　　「顏真卿特展」在平成館舉行（圖8、9），

展出共一七七件中日書法及拓本等。根據富

田淳先生所言，佈展時間約五天，工作包括

將所有展品妥善展示於展櫃並鎖上，確定展

示的內容，固定展品的位置，防止掛軸、手

卷、冊頁滑動。所有展示板、屏幕及說明牌

必須安裝妥當。所有展品鎖入展櫃後，大約

兩天調整燈光和清潔展場，然後於一月十五

日下午二時正式開幕。

　　本館四件展品安排在第三天全天及第五

天下午佈展。筆者從東博西門進入，在警衛

解廣東文化史的重要文物。6 

　　〈大字麻姑仙壇記〉（見圖 4）是顏真卿

（709-784）中楷傑作，原碑相傳為雷火所毀，

至今流傳有大、中、小字本，《宣和書譜》

稱大字本風格秀穎，本館藏本即屬此種，為

清陸恭（1741-1818）、何紹基（1799-1873）

舊藏。何氏得此本時年僅三十四歲，他臨習

顏體來自此本。他在此本題跋稱「此碑獨以

朴勝，正是變化狡獪之極」，7可見他對此本

圖6  已裝箱的外借展品被送上卡車　作者攝 圖7  富田淳先生與鍋島稻子女士檢查卡車內
的外借展品　作者攝

圖5  外借展品以無酸紙及膠膜包裹並裝箱　黎佩怡攝

室登記了姓名及聯絡方法，領取訪客證，由

東博學藝企畫部企畫課國際交流室長楊銳先

生迎接及帶領，把個人物品放置在置物櫃後，

帶備工作所需的文件、手提電腦及相機（作

記錄之用）等進入特展會場。特展會場內的

工作人員，隸屬於東博、日本運通公司、設

計公司、主辦單位之一的每日新聞社等，分

別穿上實驗室白袍、工作制服或掛上印有「顏

真卿特展」的工作證，以茲識別。楊銳先生

稱，佈展數天特展會場所在的平成館二樓全

天閉館，只有獲東博核准的人員才能進出，

而展場外亦有東博人員駐守，以防止非工作

人員進入。

一、本館外借拓本佈展

　　進入第一會場，富田淳先生、鍋島稻子

女士及日本運通公司的人員早已在佈展。外

借展品到達借展機構後，需要雙方人員在場

才能開啟木箱，取出展品（圖 10），由本館

人員（即筆者）把展品放在預先安排的展櫃

內。如展品屬於紙絹等有機物，通常先在暫

存庫保存一至數天，讓紙絹慢慢適應當地展

場的環境。

 　　「顏真卿特展」分為六章，即第一章書

圖8 東京國立博物館平成館　作者攝 圖9 東京國立博物館平成館　作者攝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
書
聖
之
後—

顏
真
卿
及
其
時
代
書
法
特
展
」
佈
展
側
記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432

策
展
紀
實

113112

筆法了然在胸。此本屬淡墨拓，無缺字，整

體字畫較傳世其他版本清晰。何紹基收藏時

曾借予晏雲唐及黃雨生（均約十九世紀）父

子鉤摹上石，此本在書法史及版本學上的價

值不言而喻。

外借文物付運前的工作

　　二○一八年十月至十二月，東博按本館

提供的估值為上述四件借展珍本購買保險，

同時委託了與東博多次合作的日本運通公司

負責文物運輸，雙方簽訂《外借協議》。本

館則向東博提供四件外借藏品的包裝尺寸、

基本資料及合乎出版要求的圖片，並準備《外

借藏品現狀報告》，內容是以文字記錄拓本

封面、每開、封底及背面的變化、殘損等物

理現狀。至十二月中旬，東博方面由學藝企

畫部部長兼「顏真卿特展」策展人富田淳先

生作為代表，書道博物館主任研究員鍋島稻

子女士協助，到本館檢查四件外借拓本及進

行點交。檢查完畢，雙方修訂及簽署一式兩

份的《外借藏品現狀報告》。接著由日本運

通公司委託香港段的文物運輸公司人員用無

酸紙及膠膜將四件拓本分開包裹（圖 5），放

入訂製的防震及防火金屬箱及木箱。其後，

木箱被送上卡車（圖 6），固定位置防止行車

時滾動。經富田淳先生與鍋島稻子女士檢查

過後（圖 7），他們與負責香港段的運輸公司

押運人員同赴香港國際機場辦理報關手續。

四件外借拓本順利送抵東京，佈展前存放於

東博的暫存庫。

佈展概況

　　「顏真卿特展」在平成館舉行（圖8、9），

展出共一七七件中日書法及拓本等。根據富

田淳先生所言，佈展時間約五天，工作包括

將所有展品妥善展示於展櫃並鎖上，確定展

示的內容，固定展品的位置，防止掛軸、手

卷、冊頁滑動。所有展示板、屏幕及說明牌

必須安裝妥當。所有展品鎖入展櫃後，大約

兩天調整燈光和清潔展場，然後於一月十五

日下午二時正式開幕。

　　本館四件展品安排在第三天全天及第五

天下午佈展。筆者從東博西門進入，在警衛

解廣東文化史的重要文物。6 

　　〈大字麻姑仙壇記〉（見圖 4）是顏真卿

（709-784）中楷傑作，原碑相傳為雷火所毀，

至今流傳有大、中、小字本，《宣和書譜》

稱大字本風格秀穎，本館藏本即屬此種，為

清陸恭（1741-1818）、何紹基（1799-1873）

舊藏。何氏得此本時年僅三十四歲，他臨習

顏體來自此本。他在此本題跋稱「此碑獨以

朴勝，正是變化狡獪之極」，7可見他對此本

圖6  已裝箱的外借展品被送上卡車　作者攝 圖7  富田淳先生與鍋島稻子女士檢查卡車內
的外借展品　作者攝

圖5  外借展品以無酸紙及膠膜包裹並裝箱　黎佩怡攝

室登記了姓名及聯絡方法，領取訪客證，由

東博學藝企畫部企畫課國際交流室長楊銳先

生迎接及帶領，把個人物品放置在置物櫃後，

帶備工作所需的文件、手提電腦及相機（作

記錄之用）等進入特展會場。特展會場內的

工作人員，隸屬於東博、日本運通公司、設

計公司、主辦單位之一的每日新聞社等，分

別穿上實驗室白袍、工作制服或掛上印有「顏

真卿特展」的工作證，以茲識別。楊銳先生

稱，佈展數天特展會場所在的平成館二樓全

天閉館，只有獲東博核准的人員才能進出，

而展場外亦有東博人員駐守，以防止非工作

人員進入。

一、本館外借拓本佈展

　　進入第一會場，富田淳先生、鍋島稻子

女士及日本運通公司的人員早已在佈展。外

借展品到達借展機構後，需要雙方人員在場

才能開啟木箱，取出展品（圖 10），由本館

人員（即筆者）把展品放在預先安排的展櫃

內。如展品屬於紙絹等有機物，通常先在暫

存庫保存一至數天，讓紙絹慢慢適應當地展

場的環境。

 　　「顏真卿特展」分為六章，即第一章書

圖8 東京國立博物館平成館　作者攝 圖9 東京國立博物館平成館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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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花形一雄先生（左）及鍋島稻子女士（右）等商討佈展的施工
情況　作者攝

圖11   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置於為展覽訂製的展櫃內　作者攝

圖13  外借展品均放在附輪的桌子上運送　作者攝 圖14   726　唐玄宗〈紀泰山銘〉巨幅拓本掛軸的展示情況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作者攝

圖12   無酸紙包裹的塾板放在冊頁右邊下方，使頁面平正。　作者攝

圖10    雙方人員同時在場，取出外借展品（左：鍋島稻子女士；右：何
碧琪）。　楊銳攝

心。第一會場的各個展區，分別選用了淺藍、

紫、棗紅、綠、黃、紅、黑等顏色作區分，

讓觀眾容易意識到正進入另一展區之外，這

則置於長期使用的展櫃。因為同是冊頁形

式，佈展方式與〈九成宮醴泉銘〉類似。為

了保護展品，它們均放在附輪的桌子上（圖

13），運送時把整個桌子推到另一展區。另

外，四件拓本所展示的頁面，東博都預先徵

求本館同意，慎重地處理所借的展品。

二、〈紀泰山銘〉巨軸等佈展

　　筆者參與是次佈展，觀摩了同場展品佈

展的施工情況。第一會場展示了唐玄宗（685-

762）〈紀泰山銘〉巨幅拓本掛軸（圖 14），

為此展場內搭建了約五公尺高的展示檯。東

博監督佈展工程的特別展室豬熊兼樹主任研

究員，與專責解決施工技術問題的花形一雄

先生（圖 15），8講解在展示檯背後，由兩組

滾輪鐵索將巨軸繫緊（圖 16、17），兩組滾

輪同時轉動，使巨軸徐徐上升，確定懸掛高

度後，兩組滾輪中間尚有一條繩索繫住巨軸

頂部（圖 18），以防止巨軸上下移位。展示

檯高約五十公分，在巨軸的左右及前方預留

近一公尺的邊距，視覺上增添了巨軸的氣魄，

也防止觀眾觸手可及，達到突出巨軸及保護

文物的雙重效果。此外，顏色運用，亦見匠

下方，使頁面平正，亦避免冊頁中間的摺線

斷裂。（圖 12）另外，展品擺放在斜臺上以

便觀賞，工作人員量度好冊頁擺放的位置，

用壓克力配件、釘子及小紙版固定冊頁，以

防冊頁展示時滑落。同一展櫃內的展品都妥

善放好，便裝上玻璃。是次展出六種冊頁裝

及一種整紙拓共七種版本，配合仇英款的〈九

成宮圖〉（大阪市立美術館藏），讓觀眾想

像唐太宗於九成宮發現醴泉的經過，一睹此

碑全貌，並方便資深的觀眾比對各種版本的

墨色、字損等情況，這悉心選件，照顧到不

同程度觀眾的需要。

　　與〈九成宮醴泉銘〉一樣，本館的懷仁

〈集王聖教序〉亦放在訂製的展櫃內，而李

邕〈李思訓碑〉及顏真卿〈大字麻姑仙壇記〉

體的變遷、第二章安史之亂前的唐代書法（以

上在第一會場）、第三章顏真卿活躍期的唐

代書法（分置於第一、二會場）、第四章唐

代書法對日本的影響、第五章宋人對顏真卿

的評價及第六章顏真卿對後世的影響（以上

三章在第二會場）。本館外借展品屬於第二、

三章，佈展亦按拓本原碑的所屬年代順序進

行，故由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開始，放

於特別為展覽訂製的展櫃內。工作人員用紅

外線測量儀量度位置、高度，在牆上固定說

明牌，然後由筆者放入展品。（圖 11）由於

是展示〈九成宮醴泉銘〉的第一開，冊頁左

右不平均，工作人員需要量度左右高低的差

距及冊頁的寬廣，以厚度合適的泡泡膠製造

塾板，再以無酸紙包裹塾板，放在右邊冊頁

圖18  繩索繫住巨軸頂部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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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   花形一雄先生（左）及鍋島稻子女士（右）等商討佈展的施工
情況　作者攝

圖11   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置於為展覽訂製的展櫃內　作者攝

圖13  外借展品均放在附輪的桌子上運送　作者攝 圖14   726　唐玄宗〈紀泰山銘〉巨幅拓本掛軸的展示情況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作者攝

圖12   無酸紙包裹的塾板放在冊頁右邊下方，使頁面平正。　作者攝

圖10    雙方人員同時在場，取出外借展品（左：鍋島稻子女士；右：何
碧琪）。　楊銳攝

心。第一會場的各個展區，分別選用了淺藍、

紫、棗紅、綠、黃、紅、黑等顏色作區分，

讓觀眾容易意識到正進入另一展區之外，這

則置於長期使用的展櫃。因為同是冊頁形

式，佈展方式與〈九成宮醴泉銘〉類似。為

了保護展品，它們均放在附輪的桌子上（圖

13），運送時把整個桌子推到另一展區。另

外，四件拓本所展示的頁面，東博都預先徵

求本館同意，慎重地處理所借的展品。

二、〈紀泰山銘〉巨軸等佈展

　　筆者參與是次佈展，觀摩了同場展品佈

展的施工情況。第一會場展示了唐玄宗（685-

762）〈紀泰山銘〉巨幅拓本掛軸（圖 14），

為此展場內搭建了約五公尺高的展示檯。東

博監督佈展工程的特別展室豬熊兼樹主任研

究員，與專責解決施工技術問題的花形一雄

先生（圖 15），8講解在展示檯背後，由兩組

滾輪鐵索將巨軸繫緊（圖 16、17），兩組滾

輪同時轉動，使巨軸徐徐上升，確定懸掛高

度後，兩組滾輪中間尚有一條繩索繫住巨軸

頂部（圖 18），以防止巨軸上下移位。展示

檯高約五十公分，在巨軸的左右及前方預留

近一公尺的邊距，視覺上增添了巨軸的氣魄，

也防止觀眾觸手可及，達到突出巨軸及保護

文物的雙重效果。此外，顏色運用，亦見匠

下方，使頁面平正，亦避免冊頁中間的摺線

斷裂。（圖 12）另外，展品擺放在斜臺上以

便觀賞，工作人員量度好冊頁擺放的位置，

用壓克力配件、釘子及小紙版固定冊頁，以

防冊頁展示時滑落。同一展櫃內的展品都妥

善放好，便裝上玻璃。是次展出六種冊頁裝

及一種整紙拓共七種版本，配合仇英款的〈九

成宮圖〉（大阪市立美術館藏），讓觀眾想

像唐太宗於九成宮發現醴泉的經過，一睹此

碑全貌，並方便資深的觀眾比對各種版本的

墨色、字損等情況，這悉心選件，照顧到不

同程度觀眾的需要。

　　與〈九成宮醴泉銘〉一樣，本館的懷仁

〈集王聖教序〉亦放在訂製的展櫃內，而李

邕〈李思訓碑〉及顏真卿〈大字麻姑仙壇記〉

體的變遷、第二章安史之亂前的唐代書法（以

上在第一會場）、第三章顏真卿活躍期的唐

代書法（分置於第一、二會場）、第四章唐

代書法對日本的影響、第五章宋人對顏真卿

的評價及第六章顏真卿對後世的影響（以上

三章在第二會場）。本館外借展品屬於第二、

三章，佈展亦按拓本原碑的所屬年代順序進

行，故由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開始，放

於特別為展覽訂製的展櫃內。工作人員用紅

外線測量儀量度位置、高度，在牆上固定說

明牌，然後由筆者放入展品。（圖 11）由於

是展示〈九成宮醴泉銘〉的第一開，冊頁左

右不平均，工作人員需要量度左右高低的差

距及冊頁的寬廣，以厚度合適的泡泡膠製造

塾板，再以無酸紙包裹塾板，放在右邊冊頁

圖18  繩索繫住巨軸頂部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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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顏色更為展品營造出不同的氣氛，例如〈紀

泰山銘〉的展示檯與這展區以黃色為主，為

唐玄宗此銘平添了帝王氣象。並且，所選用

的顏色色彩飽和而沉實，是低反光率的物料

或塗料，背景顏色不會喧賓奪主，相反能令

觀眾聚焦於拓本及書蹟—通常只有黑、白、

紅色（即墨色、紙絹原色及鑑藏印）的展品

本身，也為這些歷史文物增添現代氣息。

　　是次展覽的設計，經常細緻地考慮到文

物本身的觀賞性與保護文物兩方面的平衡與

提升，褚遂良（596-658）書〈大唐三藏聖教

序〉及〈序記〉等拓本掛軸，玻璃與拓本之

間的距離很近（圖 19），幼細的字畫甚至紙

墨相發的質感都清晰可見。據豬熊兼樹主任

研究員，這是策展人富田淳先生的要求。而

且，展櫃內所用的物料是無酸或經檢測，務

求對文物造成最低的耗損。富田淳先生告知，

東博平成館所用的大面積玻璃都由德國訂製，

具備防震防碎裂的卓越技術之外，玻璃反射

率低而清晰度極高。如光線調校合適，觀賞

展品時彷彿沒有玻璃阻隔一樣。

三、顏真卿〈祭姪文稿〉佈展

　　〈祭姪文稿〉的佈展安排在第五天上午，

筆者當天下午再次到第一及第二會場檢查本

館外借展品的展示情況時，〈祭姪文稿〉經

已放在獨立展區內的展櫃，封上玻璃。雖然

未有機會看到〈祭姪文稿〉的佈展情況，但

因為佈展第五天下午於第二會場檢查本館顏

真卿〈大字麻姑仙壇記〉的展示狀況（圖

20、21，分別是佈展完成前後），剛好國立

故宮博物院書畫處劉芳如處長、陳建志助理

研究員與東博登錄室六人部克典研究員正在

為〈自敘帖〉佈展，相信與〈祭姪文稿〉程

序相若。他們都配帶口罩、戴上手套及穿上

實驗室工作服。東博已預先把說明展版釘裝

在展櫃牆壁，並將二玄社〈自敘帖〉複製本

放於展櫃，以量度展示內容的長度。取出複

製本後，裁剪相同尺寸的無酸紙墊底，再把

〈自敘帖〉慢慢展開，以壓克力配件固定手

卷的上下及前後，並由雙方代表核對展品及

《外借藏品現況報告》，十分嚴謹。

　　回溯佈展的第三天，當時〈祭姪文稿〉

仍未運送至東博。筆者觀察這專門為〈祭姪

文稿〉而設的展場，其外及兩旁設有放映屏

幕和說明版，內容包括顏真卿與安史之亂的

關係，他撰寫〈祭姪文稿〉的歷史背景、顏

氏家族的譜系、〈祭姪文稿〉的內容及日文

翻譯、題跋等收藏史相關資料等，讓觀眾全

面地認識〈祭姪文稿〉。

　　步向〈祭姪文稿〉的展場，主色由紅色

突變為黑色，色彩的變化，隱喻安史之亂以

後唐朝盛極而衰，亦預示著悲壯慘烈的一幕，

即將上演。在這獨立的展場，只有為安放

〈祭姪文稿〉的展櫃置於展場的正前方。（圖

22）進入展區的當兒，像步入一個劇場，又

似是喪禮中的靈堂。設計師以黑與紅取代白

色，是為悲傷的場景作了藝術的轉化。抬頭

觀看展櫃的上方，墜下了二十四條紅色的布

帶兒，每條帶兒寫上〈祭姪文稿〉的內容，

一帶一行，令人聯想起古代報喪的紙條。燈

光照在帶兒上，帶兒隨風微微晃動，錯落的

影兒散落在展櫃上的牆壁，帶兒與光影交錯，

圖16   左側滾輪鐵索及木建支架　作者攝 圖17   右側滾輪鐵索，左右兩側各有一扇門，方便人員進入操作
作者攝

圖19  �禇遂良〈大唐三藏聖教序〉及〈序記〉（653）的展示情況
作者攝

圖20   預備為顏真卿〈大字麻姑仙壇記〉佈展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
館藏　作者攝

圖21   顏真卿〈大字麻姑仙壇記〉完成佈展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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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顏色更為展品營造出不同的氣氛，例如〈紀

泰山銘〉的展示檯與這展區以黃色為主，為

唐玄宗此銘平添了帝王氣象。並且，所選用

的顏色色彩飽和而沉實，是低反光率的物料

或塗料，背景顏色不會喧賓奪主，相反能令

觀眾聚焦於拓本及書蹟—通常只有黑、白、

紅色（即墨色、紙絹原色及鑑藏印）的展品

本身，也為這些歷史文物增添現代氣息。

　　是次展覽的設計，經常細緻地考慮到文

物本身的觀賞性與保護文物兩方面的平衡與

提升，褚遂良（596-658）書〈大唐三藏聖教

序〉及〈序記〉等拓本掛軸，玻璃與拓本之

間的距離很近（圖 19），幼細的字畫甚至紙

墨相發的質感都清晰可見。據豬熊兼樹主任

研究員，這是策展人富田淳先生的要求。而

且，展櫃內所用的物料是無酸或經檢測，務

求對文物造成最低的耗損。富田淳先生告知，

東博平成館所用的大面積玻璃都由德國訂製，

具備防震防碎裂的卓越技術之外，玻璃反射

率低而清晰度極高。如光線調校合適，觀賞

展品時彷彿沒有玻璃阻隔一樣。

三、顏真卿〈祭姪文稿〉佈展

　　〈祭姪文稿〉的佈展安排在第五天上午，

筆者當天下午再次到第一及第二會場檢查本

館外借展品的展示情況時，〈祭姪文稿〉經

已放在獨立展區內的展櫃，封上玻璃。雖然

未有機會看到〈祭姪文稿〉的佈展情況，但

因為佈展第五天下午於第二會場檢查本館顏

真卿〈大字麻姑仙壇記〉的展示狀況（圖

20、21，分別是佈展完成前後），剛好國立

故宮博物院書畫處劉芳如處長、陳建志助理

研究員與東博登錄室六人部克典研究員正在

為〈自敘帖〉佈展，相信與〈祭姪文稿〉程

序相若。他們都配帶口罩、戴上手套及穿上

實驗室工作服。東博已預先把說明展版釘裝

在展櫃牆壁，並將二玄社〈自敘帖〉複製本

放於展櫃，以量度展示內容的長度。取出複

製本後，裁剪相同尺寸的無酸紙墊底，再把

〈自敘帖〉慢慢展開，以壓克力配件固定手

卷的上下及前後，並由雙方代表核對展品及

《外借藏品現況報告》，十分嚴謹。

　　回溯佈展的第三天，當時〈祭姪文稿〉

仍未運送至東博。筆者觀察這專門為〈祭姪

文稿〉而設的展場，其外及兩旁設有放映屏

幕和說明版，內容包括顏真卿與安史之亂的

關係，他撰寫〈祭姪文稿〉的歷史背景、顏

氏家族的譜系、〈祭姪文稿〉的內容及日文

翻譯、題跋等收藏史相關資料等，讓觀眾全

面地認識〈祭姪文稿〉。

　　步向〈祭姪文稿〉的展場，主色由紅色

突變為黑色，色彩的變化，隱喻安史之亂以

後唐朝盛極而衰，亦預示著悲壯慘烈的一幕，

即將上演。在這獨立的展場，只有為安放

〈祭姪文稿〉的展櫃置於展場的正前方。（圖

22）進入展區的當兒，像步入一個劇場，又

似是喪禮中的靈堂。設計師以黑與紅取代白

色，是為悲傷的場景作了藝術的轉化。抬頭

觀看展櫃的上方，墜下了二十四條紅色的布

帶兒，每條帶兒寫上〈祭姪文稿〉的內容，

一帶一行，令人聯想起古代報喪的紙條。燈

光照在帶兒上，帶兒隨風微微晃動，錯落的

影兒散落在展櫃上的牆壁，帶兒與光影交錯，

圖16   左側滾輪鐵索及木建支架　作者攝 圖17   右側滾輪鐵索，左右兩側各有一扇門，方便人員進入操作
作者攝

圖19  �禇遂良〈大唐三藏聖教序〉及〈序記〉（653）的展示情況
作者攝

圖20   預備為顏真卿〈大字麻姑仙壇記〉佈展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
館藏　作者攝

圖21   顏真卿〈大字麻姑仙壇記〉完成佈展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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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王壯弘，〈《九成宮醴泉銘》版本研究〉，《中國書畫》，2010年 8期，頁 44-51。

2. 本館藏《九成宮醴泉銘》之詳情，可參何碧琪主編，《北山汲古—碑帖銘刻拓本》（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15），
頁 62-71；此本亦曾出版原大字帖，見何碧琪編，《唐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15）。

3. 此錄文刊於何碧琪主編，《北山汲古—碑帖銘刻拓本》，頁 72，圖 3。

4. 王壯弘，〈增補　李思訓碑〉，《增補校碑隨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1），頁 562-563。

5. 何碧琪主編，《北山汲古—碑帖銘刻拓本》，頁 90，圖 4；頁 109，圖 4放大，頁 90-109。

6. 詳見何碧琪，〈從北山堂惠贈宋拓《李思訓碑》略窺嶺南學術群體〉，《美成在久》，2016年 11月（總 14期），頁 22-37。

7. 此題跋圖版見何碧琪主編，《北山汲古—碑帖銘刻拓本》，頁 116，圖 33，相關研究參頁 110-121。

8. 感謝東博的楊銳先生翻譯。

圖24   上野公園內（上圖）、外（下圖）放著印有顏真卿
〈祭姪文稿〉的廣告版及宣傳掛幅　作者攝

圖22   安放顏真卿〈祭姪文稿〉的獨立展場及展櫃　作者攝

圖23   「顏真卿特展」開幕式盛況　作者攝

傷痛，是無分膚色、人種、階層、民族，都能

體會的切膚之痛，也是一件劇蹟才能夠帶來這

種超越時空、跨越地域的感動和反思。不過不

能輕忽的是，既能保護文物，同時透過文物向

公眾推廣文化藝術，是博物館從業人員需要謹

慎思考及面對的挑戰。一件過千年的書蹟能夠

平安地運送到世界級的場地展示，有賴專業團

隊合作無間地將技術與設計發揮極至。歷史不

能改寫，但未來可以締造。在此祝願所有曾因

戰亂而承受屈辱煎熬的人們，早日走出歷史傷

痛，如顏真卿〈祭姪文稿〉一樣，讓悲憤昇華，

令同遭禍患的後來者獲得啟發與慰藉，使後之

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副研究員

使筆者禁不住想像，那是顏臬卿和顏季明因

被殺戮肢解的不息冤魂略過帶兒的痕跡。

　　當佈展完成，筆者終於在十多年後與〈祭

姪文稿〉異地重逢，這一回〈祭姪文稿〉的

引首、本幅及題跋都展開了，其精神、面貌

更勝當年。在幽暗的燈光下，跟隨著顏真卿

的筆觸游走，聽他談到「孤成圍逼，父陷子

死」時，他義憤填膺、再也無法克制的澎湃

激情，就像貝多芬悲愴奏鳴曲第一樂章一樣

震攝人心。這書蹟令昔日顏臬卿、季明慘被

殺害的經過、真卿扎心的痛，超越時空，如

在目前。據豬熊兼樹先生與楊銳先生所稱，

使用紅色布帶兒是富田淳先生的意思，而展

覽總設計則出自池田英雄先生手筆。記得二

○○四年懷素〈自敘帖〉辯論，何傳馨先生

在《故宮文物月刊》發表〈讓墨蹟說話—

懷素「自敘帖」的實況〉。這經過用心細緻

設計的展廳，讓人清楚聽見〈祭姪文稿〉墨

蹟在說話，如泣如訴。筆者認為作為傳統藝

術作品的策展人及設計師，能夠達到孔子所

言「述而不作」—將古人的藝術、情感、

心思、意念用現代的文字及視覺語言準確地

向觀眾呈現；「信而好古」—設計低調細緻，

避免把自己的思想強加於作品之中，是極高

的境界。只有深刻了解與體會作品，並對古

人作品懷著敬意的策展人及設計師，才能達

到如斯境地。

後記

　　君子之德風，即使千多年過去，顏真卿

的德行、學養、藝術，仍然風靡至今。二○

一九年一月十五日「顏真卿特展」開幕式當

天，吸引了一百六十多位媒體人員到場採訪。

（圖 23）開幕式之後，等待觀賞預展的人潮

川流不息。通往展場的路上，地鐵、上野公

園、都放著印有顏真卿〈祭姪文稿〉的廣告

版。（圖 24）顏真卿的墨蹟，今天仍在說話。

畢竟，戰禍、失去至親，白頭人送黑頭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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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上野公園內（上圖）、外（下圖）放著印有顏真卿
〈祭姪文稿〉的廣告版及宣傳掛幅　作者攝

圖22   安放顏真卿〈祭姪文稿〉的獨立展場及展櫃　作者攝

圖23   「顏真卿特展」開幕式盛況　作者攝

傷痛，是無分膚色、人種、階層、民族，都能

體會的切膚之痛，也是一件劇蹟才能夠帶來這

種超越時空、跨越地域的感動和反思。不過不

能輕忽的是，既能保護文物，同時透過文物向

公眾推廣文化藝術，是博物館從業人員需要謹

慎思考及面對的挑戰。一件過千年的書蹟能夠

平安地運送到世界級的場地展示，有賴專業團

隊合作無間地將技術與設計發揮極至。歷史不

能改寫，但未來可以締造。在此祝願所有曾因

戰亂而承受屈辱煎熬的人們，早日走出歷史傷

痛，如顏真卿〈祭姪文稿〉一樣，讓悲憤昇華，

令同遭禍患的後來者獲得啟發與慰藉，使後之

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副研究員

使筆者禁不住想像，那是顏臬卿和顏季明因

被殺戮肢解的不息冤魂略過帶兒的痕跡。

　　當佈展完成，筆者終於在十多年後與〈祭

姪文稿〉異地重逢，這一回〈祭姪文稿〉的

引首、本幅及題跋都展開了，其精神、面貌

更勝當年。在幽暗的燈光下，跟隨著顏真卿

的筆觸游走，聽他談到「孤成圍逼，父陷子

死」時，他義憤填膺、再也無法克制的澎湃

激情，就像貝多芬悲愴奏鳴曲第一樂章一樣

震攝人心。這書蹟令昔日顏臬卿、季明慘被

殺害的經過、真卿扎心的痛，超越時空，如

在目前。據豬熊兼樹先生與楊銳先生所稱，

使用紅色布帶兒是富田淳先生的意思，而展

覽總設計則出自池田英雄先生手筆。記得二

○○四年懷素〈自敘帖〉辯論，何傳馨先生

在《故宮文物月刊》發表〈讓墨蹟說話—

懷素「自敘帖」的實況〉。這經過用心細緻

設計的展廳，讓人清楚聽見〈祭姪文稿〉墨

蹟在說話，如泣如訴。筆者認為作為傳統藝

術作品的策展人及設計師，能夠達到孔子所

言「述而不作」—將古人的藝術、情感、

心思、意念用現代的文字及視覺語言準確地

向觀眾呈現；「信而好古」—設計低調細緻，

避免把自己的思想強加於作品之中，是極高

的境界。只有深刻了解與體會作品，並對古

人作品懷著敬意的策展人及設計師，才能達

到如斯境地。

後記

　　君子之德風，即使千多年過去，顏真卿

的德行、學養、藝術，仍然風靡至今。二○

一九年一月十五日「顏真卿特展」開幕式當

天，吸引了一百六十多位媒體人員到場採訪。

（圖 23）開幕式之後，等待觀賞預展的人潮

川流不息。通往展場的路上，地鐵、上野公

園、都放著印有顏真卿〈祭姪文稿〉的廣告

版。（圖 24）顏真卿的墨蹟，今天仍在說話。

畢竟，戰禍、失去至親，白頭人送黑頭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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