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代的宦遊文化─談院藏《水
程圖》的紀實特色及其觀眾
▍葉雅婷

「亞洲探險記—十七世紀東西交流傳奇」展出錢穀、張復《水程圖》冊之〈閶門等景〉

一開。這套圖冊共有八十四開，為十六世紀後期紀遊圖的代表作品，反映此期紀遊圖的新

發展。本文結合圖像風格分析、參照古地圖、地方志的記載，並根據實地田野考察的經驗，

說明此期紀遊圖新發展的特色，並探討《水程圖》的觀眾群以及使用脈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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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院藏《水程圖》三冊是王世貞（1526-

1590）委託錢穀（1508-1572）、張復（1546-

1631）繪製而成的作品。關於其製作過程，

直接相關的文獻有二：

其一，《水程圖》上冊後副葉，錢穀

題跋：

右畫冊自小祗園以至維揚郡，共

三十二番，贈送太僕王鳳洲先生還天

府作也。鳳州此冊，留予所三、四年，

未嘗注意，今迫於行，勉爾執筆⋯⋯。

萬曆二年歲次甲戌上元日。彭城錢穀

識于懸磬室之北齋。2 

其二，《水程圖》下冊後副葉，另有

王世貞題跋：

吾家太倉，去神都為水道三千七百里。

自吾過舞象而還往者十二，而水居其

八⋯⋯。去年春二月入領太僕，友人

錢叔寶以繪事妙天下，為余圖，自吾

家小祗園而起，至廣陵得三十二幀。

蓋余嘗笑叔寶如趙大年，不能作五百

里觀也。叔寶上足曰張復，附余舟而

北，所至屬圖之，為五十幀，以貽叔

寶，稍於晴晦旦暮之間加色澤，或為

理其 帶輕重而已。⋯⋯萬曆乙亥春。

王世貞題於鄖陽使院。

張生所圖，故缺通州、張灣二幀。今

春過余山齋中，漫為補之，然春明門

外，天涯久矣，無眼光落此逕也。丁

丑春日又題。3 

王世貞的題跋在後副葉有明顯的裁切痕跡，

但據其著作《弇州四部稿》仍可得知原文內

容，本文引出的段落，加底線處為圖冊副葉

遭刪原文，粗體字為副葉存，但文集不存的

內容。

　　這兩則題跋，說明《水程圖》是用來紀

錄王世貞於萬曆二年（1574）上京領太僕時

的宦旅過程。從小祗園出發，沿著婁江航行，

後轉入京杭大運河，最後抵達京城的通州。

由南往北一路經過江蘇太倉、蘇州、無錫、

鎮江，渡過長江，再經揚州、淮安、徐州、

山東濟寧、臨清，過德州、天津，最後到運

河的北端北京通州。

　　錢穀與張復各自負責的部分為：前

三十二開從小祗園至揚州是由錢穀畫成；接

著五十開由王世貞帶著張復北上京城，且在

旅途中「所至屬圖之」，張復畫完後再交由

錢穀「稍於晴晦旦暮之間加色澤」；最後兩

開則是當初旅行時不知何故沒有畫到，1577

年由張復補畫給王世貞。

《水程圖》冊的紀實特色

　　本次展出的錢穀〈閶門等景〉（圖 1），

為《水程圖》第十一開，畫蘇州府西北邊的

城門，是整套作品八十四開當中極為重要的

一開，體現這套作品強烈的紀實特色。

　　《水程圖》的紀實特色在薛永年、梅韻

秋、蔣方亭等人的文章中皆有提及，且將此

特色歸於贊助人王世貞對畫家的要求。4本文

聚焦在展出的〈閶門等景〉這一開，進一步

說明在「紀實」的講究下，王世貞在每開會

選擇不同的地景特色來突顯。換句話說，在

有限的畫幅中要如實畫下全部的地貌幾乎是

無法達成的。因此，贊助人王世貞在「所至

屬圖之」的過程中，勢必會面臨選擇，到底

要畫家紀錄什麼樣的地景特色？以〈閶門等

景〉這開來說，城門外縱橫交錯的水路網就

是他想要表現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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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資訊。對沈周、文徵明而言，最重要的

是用他們獨特的筆墨來呈現吳地一帶美好的

風光，且在朋友間互相以詩詞唱和，紀念他

們一起出遊的活動。5 

　　錢穀是文徵明的學生，但他在創作《水

程圖》時，卻表現出與他的老師很不一樣的

特色。《水程圖》的畫面就像古代的輿圖，

　　閶門是蘇州府最熱鬧的城門，在〈閶門

等景〉圖中，錢穀將城門安排在圖中的右下

角，城門外有「虹橋」，稍遠處另有「渡僧

橋」、「山塘橋」，遠景有蘇州附近的著名

旅遊景點「虎丘」，城門外四通八達的水路

呈現出閶門外非常便捷的水路交通。

　　將現實世界中的景點入畫並不是《水

程圖》首創。錢穀的老師輩如沈周（1427-

1509）、文徵明（1470-1559）都有留下紀遊

圖一類的作品。藏於美國克里夫蘭藝術博物

館（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的沈周《虎

丘十二景》，冊中描繪千人石（圖 2）等景

點，是旅行者到虎丘遊玩時經常觀看的景觀。

又如上海博物館藏文徵明〈石湖清勝圖〉（圖

3），畫家以他優雅的個人風格呈現石湖的清

麗山水。

　　雖然，在《水程圖》之前的紀遊圖也有

實景入畫的表現，卻無意於展現這些景點的

自沙盆潭西流，出渡僧橋，會楓橋諸

水，北流與虎丘山塘水合，曰射瀆。6 

　　石湖東邊的越來溪往北流，至蘇州閶門，

與山塘水會合的地方，稱為「沙盆潭」，就

是圖 4中「山塘橋」右側的水域。這片水域

往西流有兩條路線，一條是經「渡僧橋」至

楓橋處（1號水路），另一條是經「山塘橋」

至虎丘（2號水路），這兩條水路將再度會合

重視正確地理位置的呈現。舉例來說，〈閶

門等景〉中的水路資訊就是這張作品想要強

調的重點，這些城門外的縱橫水系就像是水

路轉運站。根據王鏊（1450-1524）編纂的《姑

蘇志》（1506）記載：

石湖之東一溪，北流橫塘，曰越來

溪⋯⋯自胥塘北流經南濠，至閶門釣

橋，與北濠山塘水會，曰沙盆潭⋯⋯

圖1  明　錢穀、張復合畫　水程圖（一）　冊　第十一開　閶門等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明　文徵明　石湖清勝圖　卷　上海博物館藏　取自上海博物館編，《上海博物館藏明四家精品選集》，香港：大業公司，1996，
圖42。

圖2  明　沈周　虎丘十二景　冊　千人石　美國克里夫蘭美
術館藏　取自Zhang Hongxing, Masterpieces of Chinese 
painting, 700-1900 . London: V&A Publishing, 2013, 252.

圖4  明　錢穀、張復合畫　水程圖（一）　冊　第十一開　閶門等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1號水路為「渡僧橋」至楓橋處；2號水路為「山塘橋」至虎丘；3號水路為往北繞城門向東至崑山、太倉後出海。

1

2 3

沙盆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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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明　錢穀、張復合畫　水程圖（一）　冊　第十二開　楓橋等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於射瀆。王鏊這段敘述中提到的楓橋、射瀆

兩地，也分別出現在《水程圖》第十二開、

第十三開。（圖 5、6）

往北繞城門向東可至崑山、太倉後出海（3號

水路）；其二，東入城門進城，即蘇州有名

的水路、陸路城門構造（圖中未畫）；其三，

往南去杭州（約為虹橋下方水域）；其四，

西北經山塘橋往虎丘（2號水路）；其五可從

正西渡僧橋往楓橋、寒山寺（1號水路）。這

五條水路中，正西方的「渡僧橋」被畫在這

幅作品中最明顯的位置，也是王世貞此行走

的路線。

　　畫家在描繪閶門外的水系時，不只是畫

出城外幾條重要的河道，也著力於提供觀者各

景點間正確的相對位置，因而具有猶如輿地

圖般的特色。十七世紀前期，張國維（1595-

1646）編成《吳中水利全書》（1636）。此書

共二十八卷，所論區域為蘇州、杭州、鎮江、

　　1570年，即《水程圖》開始繪製的四年

前，一本重要的路程書黃汴《一統路程圖記》

出版，書中提到閶門外有五水匯聚。7其一，

太湖流域一帶，書前附輿圖及圖說。 書中〈蘇

州府城內西北隅吳縣分治水道圖〉（圖 7）可

見閶門水路與陸路的城門構造，以及城門外

五條水路的相對位置，與《水程圖》的相對

位置是一樣的。8（圖 8）

圖6  明　錢穀、張復合畫　水程圖（一）　冊　第十三開　射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7  蘇州府城內西北隅吳縣分治水道圖　乾隆47年（1782）文淵閣本　取自（明）張國維，《吳中水利全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

全書》，冊578，卷1，頁9。

圖8  〈蘇州府城內西北隅吳縣分治水道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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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明　錢穀、張復合畫　水程圖（一）　冊　第十二開　楓橋等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於射瀆。王鏊這段敘述中提到的楓橋、射瀆

兩地，也分別出現在《水程圖》第十二開、

第十三開。（圖 5、6）

往北繞城門向東可至崑山、太倉後出海（3號

水路）；其二，東入城門進城，即蘇州有名

的水路、陸路城門構造（圖中未畫）；其三，

往南去杭州（約為虹橋下方水域）；其四，

西北經山塘橋往虎丘（2號水路）；其五可從

正西渡僧橋往楓橋、寒山寺（1號水路）。這

五條水路中，正西方的「渡僧橋」被畫在這

幅作品中最明顯的位置，也是王世貞此行走

的路線。

　　畫家在描繪閶門外的水系時，不只是畫

出城外幾條重要的河道，也著力於提供觀者各

景點間正確的相對位置，因而具有猶如輿地

圖般的特色。十七世紀前期，張國維（1595-

1646）編成《吳中水利全書》（1636）。此書

共二十八卷，所論區域為蘇州、杭州、鎮江、

　　1570年，即《水程圖》開始繪製的四年

前，一本重要的路程書黃汴《一統路程圖記》

出版，書中提到閶門外有五水匯聚。7其一，

太湖流域一帶，書前附輿圖及圖說。 書中〈蘇

州府城內西北隅吳縣分治水道圖〉（圖 7）可

見閶門水路與陸路的城門構造，以及城門外

五條水路的相對位置，與《水程圖》的相對

位置是一樣的。8（圖 8）

圖6  明　錢穀、張復合畫　水程圖（一）　冊　第十三開　射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7  蘇州府城內西北隅吳縣分治水道圖　乾隆47年（1782）文淵閣本　取自（明）張國維，《吳中水利全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

全書》，冊578，卷1，頁9。

圖8  〈蘇州府城內西北隅吳縣分治水道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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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清　姑蘇閶門圖　日本海杜美術館藏　取自喜多祐
士編，《蘇州版画—中国年画の源流》，東京：
駸々堂，1992，圖24。

經更接近。類似的繪畫方式可見於本院藏吳

鎮〈嘉禾八景圖〉。（圖 12）

《水程圖》的官員觀眾

　　梅韻秋曾對《水程圖》的名稱、形式、

內容、以及圖式運用進行深入討論，探究王

世貞委託畫家製作《水程圖》的用意。9本文

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相關圖像及文獻，

說明這套作品面對的觀眾，就是一群像王世

貞一樣的國家官員，他們經常因公務而旅行，

也很自然的會對《水程圖》產生興趣。

　　這套作品現在被定名為《水程圖》，但

根據王世貞《弇州四部稿》的紀錄，則是稱

其為「錢叔寶紀行圖」。「紀行」二字的命

名由來可以上溯至宋時的紀行文學，此文類

就如同官員的旅行日記，他們在宦遊的過程

中，每日簡單地紀錄沿途行經的地點，以及

在各地拜會的官員與朋友。10梅韻秋提到《水

程圖》八十四開冊頁的形式，就像是把文字

的「紀行錄」轉換成圖像的「紀行圖」，連

結了這套作品與紀行文學的關係。

圖9  蘇州閶門的水陸城門（全景模式）　作者攝於2016年

圖10  閶門實景　作者攝於2016年

1 2 2 3

　　〈閶門等景〉一開對於水系相對位置的

呈現，甚至可以和現場實地拍攝的照片對應。

時至今日，蘇州的閶門雖是重建，仍可看到

原本水、陸城門的構造（圖 9）：照片中左

為水門、右為陸門。此外，現代的旅行者無

論是站在城門外實地觀察（圖 10），或是在

Google Map上定位「閶門」，這五條水路的

相對位置，都與四百多年前的位置相去不遠。

　　相比之下，同展展出日本海杜美術館藏

的〈姑蘇閶門圖〉（圖 11），就無意於描繪

閶門外的水系。取而代之的，是畫家對城門

外市集雲聚的興趣。在這幅作品中，閶門外

虹橋的特殊造型仍是表現的重點之一，而整

幅圖將近一半的比例，都用來呈現虹橋上的

商店以及來往的人潮。顯然，即使是描繪同

樣的地點，《水程圖》〈閶門等景〉與〈姑

蘇閶門圖〉的畫家採取很不一樣的選擇，對

閶門這個地點作出不同的詮釋，也為他們的

觀眾描摹著不同的地景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水程圖》顯示的紀實

特色，與寫生的概念不一樣。我們從現場拍

攝的照片比對〈閶門等景〉，就可以輕易的

發現這兩者有明顯的差異。照片中的視角基

本上是平視城門外的景觀；而〈閶門等景〉

的視點則彷彿是要站在一個相當的高度才能

看見。閶門是王世貞途中航行經過的其中一

道城門，他眼前所看見的世界，應該比較接

近平視的視點才是。

　　然而，王世貞所委託的畫家錢穀卻選擇

描繪一個較高的視點。此視點有利於畫面中

呈現當地的地理資訊，就像將觀者帶往高處，

從高處向下俯瞰地景，再搭配畫中的文字榜

題，當地的地理形貌就清楚的呈現在觀者的

眼前。這樣的繪畫方式其實與傳統輿圖、圖

圖12  元　吳鎮　嘉禾八景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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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清　姑蘇閶門圖　日本海杜美術館藏　取自喜多祐
士編，《蘇州版画—中国年画の源流》，東京：
駸々堂，1992，圖24。

經更接近。類似的繪畫方式可見於本院藏吳

鎮〈嘉禾八景圖〉。（圖 12）

《水程圖》的官員觀眾

　　梅韻秋曾對《水程圖》的名稱、形式、

內容、以及圖式運用進行深入討論，探究王

世貞委託畫家製作《水程圖》的用意。9本文

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相關圖像及文獻，

說明這套作品面對的觀眾，就是一群像王世

貞一樣的國家官員，他們經常因公務而旅行，

也很自然的會對《水程圖》產生興趣。

　　這套作品現在被定名為《水程圖》，但

根據王世貞《弇州四部稿》的紀錄，則是稱

其為「錢叔寶紀行圖」。「紀行」二字的命

名由來可以上溯至宋時的紀行文學，此文類

就如同官員的旅行日記，他們在宦遊的過程

中，每日簡單地紀錄沿途行經的地點，以及

在各地拜會的官員與朋友。10梅韻秋提到《水

程圖》八十四開冊頁的形式，就像是把文字

的「紀行錄」轉換成圖像的「紀行圖」，連

結了這套作品與紀行文學的關係。

圖9  蘇州閶門的水陸城門（全景模式）　作者攝於2016年

圖10  閶門實景　作者攝於2016年

1 2 2 3

　　〈閶門等景〉一開對於水系相對位置的

呈現，甚至可以和現場實地拍攝的照片對應。

時至今日，蘇州的閶門雖是重建，仍可看到

原本水、陸城門的構造（圖 9）：照片中左

為水門、右為陸門。此外，現代的旅行者無

論是站在城門外實地觀察（圖 10），或是在

Google Map上定位「閶門」，這五條水路的

相對位置，都與四百多年前的位置相去不遠。

　　相比之下，同展展出日本海杜美術館藏

的〈姑蘇閶門圖〉（圖 11），就無意於描繪

閶門外的水系。取而代之的，是畫家對城門

外市集雲聚的興趣。在這幅作品中，閶門外

虹橋的特殊造型仍是表現的重點之一，而整

幅圖將近一半的比例，都用來呈現虹橋上的

商店以及來往的人潮。顯然，即使是描繪同

樣的地點，《水程圖》〈閶門等景〉與〈姑

蘇閶門圖〉的畫家採取很不一樣的選擇，對

閶門這個地點作出不同的詮釋，也為他們的

觀眾描摹著不同的地景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水程圖》顯示的紀實

特色，與寫生的概念不一樣。我們從現場拍

攝的照片比對〈閶門等景〉，就可以輕易的

發現這兩者有明顯的差異。照片中的視角基

本上是平視城門外的景觀；而〈閶門等景〉

的視點則彷彿是要站在一個相當的高度才能

看見。閶門是王世貞途中航行經過的其中一

道城門，他眼前所看見的世界，應該比較接

近平視的視點才是。

　　然而，王世貞所委託的畫家錢穀卻選擇

描繪一個較高的視點。此視點有利於畫面中

呈現當地的地理資訊，就像將觀者帶往高處，

從高處向下俯瞰地景，再搭配畫中的文字榜

題，當地的地理形貌就清楚的呈現在觀者的

眼前。這樣的繪畫方式其實與傳統輿圖、圖

圖12  元　吳鎮　嘉禾八景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明
代
的
宦
遊
文
化—

談
院
藏
《
水
程
圖
》
的
紀
實
特
色
及
其
觀
眾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432

文
物
脈
絡

9190 圖14   明　陸治　白嶽遊　冊　第三開　密渡橋　藤井有鄰館藏　取自大和文華館編，《蘇州の見る夢—明．清時
代の都市と 画—特別展》，奈良：大和文華館，2015，頁41。

圖13   明　陳思　送寇公去任圖　冊　金閶曉發圖　蘇州博物館藏　取自蘇州博物館編，《蘇州博物館藏明清書畫》，北京：文物出版
社，2006，頁74。

景一角，城外虹橋附近也有熱鬧的市集和往

來的船隻，遠處有一座高塔。這些元素在此

幅作品中組合的方式，就如同《水程圖》〈閶

門等景〉，兩者共享著相同的圖式，暗示著

當時官員文化圈中流行的視覺材料。

　　根據梅韻秋的研究，《水程圖》〈閶門

等景〉一開的圖式來源，與藤井有鄰館藏陸

治《白嶽遊》〈密渡橋〉（1554）有關係。（參

見圖 1、圖 14）而且，錢穀應有臨摹過這套

作品。事實上，本院藏有一冊標示為錢穀所

畫的《白嶽遊圖》，冊前附許初（1522-1566）

題跋：

白嶽遊。磬室子（即錢穀）在嘉靖丁

未（1547）為茲遊。丙寅（1566）乃想

像作此。始吳門。道浙江。入睦州。

泝歙谿。至白岳而止。圖凡十有八 。

隆慶己已。吳人許初題。 12

　　雖然許初將這套圖冊歸為錢穀旅遊後的

追想之作，但畫面構圖與陸治《白嶽遊》幾

乎一致，像是錢穀〈葑門〉（圖 15）的構

　　就內容而言，梅韻秋的研究關注到這條水

路的旅行，是與宦遊息息相關的京杭大運河。

而且，整套作品特別著力於紀錄沿途的驛站、

水閘等行政公署或是河工建設，突顯王世貞

的仕人身分，及其對於國家建設的關心。

　　在圖式的運用方面，《水程圖》與當時

畫給一些地方官員的繪畫作品共享著相同的

圖式。Elizabeth Kindall的研究顯示，明代後

期有一類紀遊圖，用來贈送給即將離任的官

員。這類作品多是開數不少的冊頁，且在冊

後會邀請當地文人寫詩文來紀念、讚美離任

官員對地方治理的政績，而作品所畫的主題

即為他們治下的區域。代表作品如蘇州博物

館藏《送寇公去任圖》（1626），共十開，

是蘇州太守寇慎（1573-1620）即將離任時收

到的禮物，由多位畫家各自負責不同的景點，

描繪蘇州附近的地景。11 

　　其中，〈金閶曉發圖〉（圖 13）是由畫

家陳思（生卒年不詳）負責。此圖描繪閶門

外的景色，畫家將視點拉高，城門出現在前

圖15   明　錢穀　白嶽遊圖　冊　第一開　葑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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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0 圖14   明　陸治　白嶽遊　冊　第三開　密渡橋　藤井有鄰館藏　取自大和文華館編，《蘇州の見る夢—明．清時
代の都市と 画—特別展》，奈良：大和文華館，2015，頁41。

圖13   明　陳思　送寇公去任圖　冊　金閶曉發圖　蘇州博物館藏　取自蘇州博物館編，《蘇州博物館藏明清書畫》，北京：文物出版
社，2006，頁74。

景一角，城外虹橋附近也有熱鬧的市集和往

來的船隻，遠處有一座高塔。這些元素在此

幅作品中組合的方式，就如同《水程圖》〈閶

門等景〉，兩者共享著相同的圖式，暗示著

當時官員文化圈中流行的視覺材料。

　　根據梅韻秋的研究，《水程圖》〈閶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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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事實上，本院藏有一冊標示為錢穀所

畫的《白嶽遊圖》，冊前附許初（1522-1566）

題跋：

白嶽遊。磬室子（即錢穀）在嘉靖丁

未（1547）為茲遊。丙寅（1566）乃想

像作此。始吳門。道浙江。入睦州。

泝歙谿。至白岳而止。圖凡十有八 。

隆慶己已。吳人許初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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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內容而言，梅韻秋的研究關注到這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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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金閶曉發圖〉（圖 13）是由畫

家陳思（生卒年不詳）負責。此圖描繪閶門

外的景色，畫家將視點拉高，城門出現在前

圖15   明　錢穀　白嶽遊圖　冊　第一開　葑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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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明　明人翰墨　冊　彭年尺牘（五）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取自陸治〈密渡橋〉。（見圖 14）不知這

兩套作品的受畫者是否也是官員？但有趣的

是，本院收藏有一件彭年（1505-1566）致錢

穀的尺牘（圖 16）：

日承遠顧。不能具樽酒為歡。抱歉無

已。如何如何。高陽丈何日行。吾兄

曾送贐否。俱望示及。馳上素冊。乃

壺梁托求大筆作白嶽圖一葉。以贈何

巡江者。乞旦晚捐數刻工應之。何公

好文之甚。必能鑑賞妙染也。至懇至

懇。尊卷一二日間題上。不盡不盡。

彭年頓首再拜磬室先生道契兄。

尺牘中彭年提到壺梁先生希望錢穀能繪製一

葉「白嶽圖」送給何巡江。壺梁先生應為張

獻翼（1534-1604）之別號，何巡江不知何人，

但就其稱號來看，應是與管理河道的行政職

務有關。在這項委託中，錢穀很可能會採取

是開數不少的冊頁，主題為「凡平生宦轍所

經繇」，同樣也是王世貞在宦旅途中所見的

景緻，冊中所記錄景緻為「都邑之鉅麗、山

川之名勝」。而在題跋最後，王世貞更言此

圖冊「當作輿地圖矣」。

　　此外，王世貞還在這套圖冊中見到余宮

洗、王廷尉、詹吏部、亡弟太常等人的舊詩

文於副簡。倪霖冲請這些人題寫的舊詩文，

應與《勝遊畫冊》中所描繪的地點有關，這

些詩文與圖像搭配，為觀者提供當地資訊。

而王世貞在這段引文中，皆以這些人的「官

職」來稱呼他們。

　　王世貞題寫的對象「倪霖冲」留下的生

平資料甚少，但其官職為「駕部」，是負責

船政交通相關事務。王世貞《弇州續稿》收

有兩首送給倪駕部的詩作〈倪駕部船政為十

世利太宰紀錄且有特命而僅守撫州於其行得

二律勉之〉，15可能也是在這次會晤中留下

的，兩首詩的內容皆為祝福倪霖冲仕途順遂。

　　除了上述王世貞的一則題跋以及兩首詩，

目前並未見更多關於倪霖冲與王世貞的來往

過程。王世貞稱呼倪霖冲時，以其官職「駕

部」稱呼他，且寫給他的兩首詩文內容與風

格，就如同官場上祝賀對方仕途一帆風順的

應酬詩。據此推測，倪霖冲並不屬於王世貞

親密往來的文化圈成員。他們兩人此次的會

晤，應是在旅行時拜會地方官員時遇見的（從

宋代發展以來的紀行錄顯示，士大夫經常在

宦旅的過程中沿途拜會地方大小官員）。

　　王世貞這段題跋的描述，為我們展示了

明代官員在旅行時會進行的文化活動：倪霖

冲拿出自己收藏的圖冊與到訪的友人共同觀

賞，作品的主題恰為兩人共有的宦遊經驗。

上述《白嶽遊》圖冊以水道為主的畫面作為

參考，這樣的作品想來十分適合贈送給何巡

江，用以紀念其政績或相關的宦遊經驗。

　　薛永年對明代後期紀遊圖的研究曾提到王

世貞〈題倪駕部勝遊畫冊〉，認為王世貞在此

處對《勝遊畫冊》的描述類似《水程圖》。13

對這則題跋的分析將有助於我們了解《水程

圖》的觀眾群：

昨晤倪駕部霖 ，出其所圖二大冊，

則凡平生宦轍所經繇，都邑之鉅麗，

山川之名勝皆在焉，而俾余宮洗、王

廷尉、詹吏部、亡弟太常各書其舊作

於副簡⋯⋯。余謂駕部膂力方剛經營

四方⋯⋯子之功成而後為少文子之篋

笥中，當作輿地圖矣。 14

這套《勝遊畫冊》面貌如何不得而知，但王

世貞描述其「所圖二大冊」的形式，可知道

這其實是和平常不甚熟悉的官場朋友相聚時，

很適合從事的文化活動。並且，王世貞在觀

賞完作品後留下他的詩文，在題跋中述及他

與倪霖冲看畫的活動，以及他們共有的宦遊

經驗，彷彿拉近了他們的距離，建立起同樣

身為國家官員的認同感。

　　上述從《水程圖》的名稱、形式、內容、

圖式來源以及與《水程圖》相類的繪畫作品，

來探討這套作品所呈現的圖像應流行於官員

的視覺文化圈。雖然，《水程圖》八十四開

描繪的對象，大多都是沿途行經的城鎮，並

不是名山勝水，無法予人視覺上的震撼感，

但卻是往來京城為官的士大夫社群經常通行

的路徑。他們共有的宦旅經驗，讓這一路上

不起眼的地點產生文化意義，成為這群人共

有的話題與回憶。

　　王世貞 1570年赴山西就任時寫下〈適晉

紀行〉，16文中他描述了在旅途中拜會的官員

朋友，與他們一起討論各地發生的消息、交

換書信，一起欣賞藝術作品。王世貞委託畫

家製作的《水程圖》，選擇紀錄國家官員宦

旅時最常航行的道路—京杭大運河。這些

官員時常因職務調任往返於運河上，在旅途

中留下詩歌、遊記描述運河沿岸的地景，並

將詩文相互寄贈，使這些地點形成官員群體

共有的知識與記憶。王世貞展示《水程圖》

最好的時機點，就是他與官場朋友聚會的場

合。對旅行過運河的官員朋友來說，這些地

點是王世貞與他們共有的回憶，對於尚未旅

行過這些地景的官員朋友來說，關於這條重

要水路的資訊，也會是他們感興趣的話題之

一。而《水程圖》高度的紀實特色，也能為

這些未遊之人提供各地的資訊。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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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明　明人翰墨　冊　彭年尺牘（五）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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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套作品的受畫者是否也是官員？但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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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的尺牘（圖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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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如何如何。高陽丈何日行。吾兄

曾送贐否。俱望示及。馳上素冊。乃

壺梁托求大筆作白嶽圖一葉。以贈何

巡江者。乞旦晚捐數刻工應之。何公

好文之甚。必能鑑賞妙染也。至懇至

懇。尊卷一二日間題上。不盡不盡。

彭年頓首再拜磬室先生道契兄。

尺牘中彭年提到壺梁先生希望錢穀能繪製一

葉「白嶽圖」送給何巡江。壺梁先生應為張

獻翼（1534-1604）之別號，何巡江不知何人，

但就其稱號來看，應是與管理河道的行政職

務有關。在這項委託中，錢穀很可能會採取

是開數不少的冊頁，主題為「凡平生宦轍所

經繇」，同樣也是王世貞在宦旅途中所見的

景緻，冊中所記錄景緻為「都邑之鉅麗、山

川之名勝」。而在題跋最後，王世貞更言此

圖冊「當作輿地圖矣」。

　　此外，王世貞還在這套圖冊中見到余宮

洗、王廷尉、詹吏部、亡弟太常等人的舊詩

文於副簡。倪霖冲請這些人題寫的舊詩文，

應與《勝遊畫冊》中所描繪的地點有關，這

些詩文與圖像搭配，為觀者提供當地資訊。

而王世貞在這段引文中，皆以這些人的「官

職」來稱呼他們。

　　王世貞題寫的對象「倪霖冲」留下的生

平資料甚少，但其官職為「駕部」，是負責

船政交通相關事務。王世貞《弇州續稿》收

有兩首送給倪駕部的詩作〈倪駕部船政為十

世利太宰紀錄且有特命而僅守撫州於其行得

二律勉之〉，15可能也是在這次會晤中留下

的，兩首詩的內容皆為祝福倪霖冲仕途順遂。

　　除了上述王世貞的一則題跋以及兩首詩，

目前並未見更多關於倪霖冲與王世貞的來往

過程。王世貞稱呼倪霖冲時，以其官職「駕

部」稱呼他，且寫給他的兩首詩文內容與風

格，就如同官場上祝賀對方仕途一帆風順的

應酬詩。據此推測，倪霖冲並不屬於王世貞

親密往來的文化圈成員。他們兩人此次的會

晤，應是在旅行時拜會地方官員時遇見的（從

宋代發展以來的紀行錄顯示，士大夫經常在

宦旅的過程中沿途拜會地方大小官員）。

　　王世貞這段題跋的描述，為我們展示了

明代官員在旅行時會進行的文化活動：倪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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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用以紀念其政績或相關的宦遊經驗。

　　薛永年對明代後期紀遊圖的研究曾提到王

世貞〈題倪駕部勝遊畫冊〉，認為王世貞在此

處對《勝遊畫冊》的描述類似《水程圖》。13

對這則題跋的分析將有助於我們了解《水程

圖》的觀眾群：

昨晤倪駕部霖 ，出其所圖二大冊，

則凡平生宦轍所經繇，都邑之鉅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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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副簡⋯⋯。余謂駕部膂力方剛經營

四方⋯⋯子之功成而後為少文子之篋

笥中，當作輿地圖矣。 14

這套《勝遊畫冊》面貌如何不得而知，但王

世貞描述其「所圖二大冊」的形式，可知道

這其實是和平常不甚熟悉的官場朋友相聚時，

很適合從事的文化活動。並且，王世貞在觀

賞完作品後留下他的詩文，在題跋中述及他

與倪霖冲看畫的活動，以及他們共有的宦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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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繪的對象，大多都是沿途行經的城鎮，並

不是名山勝水，無法予人視覺上的震撼感，

但卻是往來京城為官的士大夫社群經常通行

的路徑。他們共有的宦旅經驗，讓這一路上

不起眼的地點產生文化意義，成為這群人共

有的話題與回憶。

　　王世貞 1570年赴山西就任時寫下〈適晉

紀行〉，16文中他描述了在旅途中拜會的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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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書信，一起欣賞藝術作品。王世貞委託畫

家製作的《水程圖》，選擇紀錄國家官員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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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時常因職務調任往返於運河上，在旅途

中留下詩歌、遊記描述運河沿岸的地景，並

將詩文相互寄贈，使這些地點形成官員群體

共有的知識與記憶。王世貞展示《水程圖》

最好的時機點，就是他與官場朋友聚會的場

合。對旅行過運河的官員朋友來說，這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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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誤

本刊第 431期，第 1頁編輯筆記第一行之「已亥」應為「己亥」；第 122頁右欄第二段首句應修正為「一九六六年十一月
十二日中山樓的開幕⋯⋯『一九六五年』的這天同為外雙溪故宮的開幕日」。

結語

　　王世貞委託錢穀、張復繪製的《水程圖》

為明代後期紀遊圖的代表作品。〈閶門等景〉

可見畫中對正確地理位置的重視。錢穀與張

復兩位畫家，被歸類為吳派的繼承者，但在

為王世貞繪製《水程圖》時，他們作品中強

烈的紀實性，與吳派早期的紀遊圖並不相同，

發展出別具一格的特色。而新發展出的紀遊

圖，其觀眾的面貌也似乎開始轉變或是擴大。

《水程圖》的觀眾或許不必侷限於王世貞身

邊親密的友人而已，也適合分享給同樣身為

國家官員的朋友。

作者為本院器物處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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