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明仇英（約 1494-1552）〈清明上河圖〉

本幅高 34.8公分，長 804.2公分，約有 1,530

位形形色色的人物活動其間，畫中河道縱橫

交錯，共計 14座大小不一、造形各異的橋樑

橫跨其上，在這個水運與陸行穿插交替的空

間中，至少可見 65處以上的商舖及攤販開張

營業，維持著城市內外的繁華榮景。本作卷

末雖可見「吳門仇英實父摹宋張擇端筆」的

書跡，但據今人或從題跋書風、印章，或從

建築描繪、顏色敷染等因素判斷，此圖應為

明朝晚期的蘇州片，也就是當時仿仇英的商

業畫作。
1
若以畫家的角度切入，那麼這件帶

有仇英風格的作品，恐怕對建構及理解仇英

的藝術成就幫助不大，然而，若從作品本身

所描繪的內容出發，畫幅中所傳遞的視覺訊

息異常精彩，十分稱職地扮演著以圖證史的

重要角色。

時尚風潮

　　展開畫卷，可見一位男子準備過橋。（圖

1）我們從外表上很難判斷這位男子的真實身

份，但不妨稱這位男子為「山人」，如同卷

末題跋所見王守、陸粲分別自稱涵峯山人、

烟霞山人，山人在當時可說是個人人追求的

潮名，明萬曆（1573-1620）錢希言（1562-

1638）曾云：「詞客稱山人，文士稱山人，

徵君通儒稱山人，喜游子弟亦稱山人，說客

辯卿謀臣策士亦稱山人，地形日者醫相訟師

亦稱山人，甚者公卿大夫棄其封爵而署山人

為別號。」
2
再來看看這位山人的穿著，將

男子帽形輪廓與晚明日用類書《三才圖會》

（1607）所列出的服飾範例相較，可以推測

男子可能頭戴當時相當流行的東坡巾。畫中

受尺幅限制僅能略見其形，但書中對其形製

有詳細說明：「巾有四墻，墻外有重墻，比

內墻少殺，前後左右各以角相向著之，則角

界在兩眉間。」除此之外，畫上亦見唐巾及

大帽等（圖 2、3），以唐巾來說，《三才圖

會》指出「其制類古毋追，嘗見唐人畫像帝

王多冠此，則固非士大夫服也，今率為士人

服矣」，
3
唐巾的穿載，說明當時對服飾的選

搭已跨越時間與階級的藩籬。顧起元（1565-

1628）在《客座贅語》（1617）進一步提及

晚明帽子形式的多樣性：「近年以來，殊形

詭製，日異月新，於是士大夫所戴其名甚夥，

千商萬貨—
傳明仇英〈清明上河圖〉中的消
費生活
▍朱龍興

今年春天，本院南部院區迎來院藏最受歡迎的三卷清明上河圖，分別為傳宋張擇端〈清明

易簡圖〉（故畫 990）、傳明仇英〈清明上河圖〉（故畫 1605）、以及〈清院本清明上河

圖〉（故畫 1110），各自呈現宋、明、清三朝描繪清明上河圖的特有風格，其中，為了完

全展現傳明仇英〈清明上河圖〉的絕代風華，展場特別量身訂製一座長達 14公尺的獨立櫃，

盡現這件長卷的每一處精彩。相較於傳宋張擇端〈清明易簡圖〉與〈清院本清明上河圖〉，

傳明仇英〈清明上河圖〉在過往所引起的討論不若前述二者來得豐富，這並非意謂此件描

繪江南城市的蘇州片不值一顧，從另一個角度思考，正說明了傳明仇英〈清明上河圖〉所

蘊藏的視覺圖像，尚待學界進一步探索。從這樣的背景出發，本文參照晚明出版的史料，

從中連結畫幅所見的消費空間，試圖提供觀賞此畫的一條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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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所及是五顏六色的各式服裝，不僅如此，

男子還跨越性別的界限，「盡為婦人紅紫之

服」，
5
不難想見，當時的時尚流行可能較今

日更見多元。提供如此悅目多彩的布料全拜

染坊的興盛所𧶽，畫中的「五色染坊」除了

可見浸了青、藍、紅等色的織布高掛於店前

木架上，值得注意的是，左側出現一位裸著

上半身的男子，雙腳踩踏一顆形似銀碇的石

頭，努力平整織品（圖 7），宋應星《天工開

物》（1637）為這道工項作了詳細的文字說明：

「凡棉布寸土皆有，而織造尚松江，漿染尚

蕪湖。凡布縷緊則堅，緩則脆。碾石取江北

性冷質膩者（每塊佳者值十餘金），石不發

燒，則縷緊不鬆泛。蕪湖巨店首尚佳石。」
6

道出了這塊碾石的作用在加強織布的堅韌性。

各色織品既已備妥，當然就成為城中的販售

商品，染好色的絲綢陳列在掛著「紬綾紗羅」

招牌的商店中（圖 8），至於各式棉布則可在

「布店」中盡情選購（圖 9），除了整批的絲

綢布料，城中也有「絲店」（圖 10），提供

縫補、刺繡等各種所需。正是因為上衣如此

受到重視，以致於物品本身具備相當的經濟

價值，「典衣」也可以成為專門經營的事業

（圖 11），用來提供手頭拮据者的紓困選擇，

明浙江人陳鶴（?-1560）應該也是此類店家的

熟客，他所寫過的詩詞「山橋野店酒盈 ，掛

杖無錢欲典衣」道盡衣服兌換為貨幣的可行

性。
7
行文至此，帽子、鞋襪、外衣尚無法完

全涵括外在的打扮，漫步於街上的市民，還

得至「宮川雅扇」添購一把折扇（圖 12），

才能展現風度翩然、玉樹臨風的姣好樣貌。

吃貨的美學

　　走在城市中，服飾店提供了妝扮外表的

選擇，各種讓人垂涎的餐館及點心攤則滿足

了體內的口腹之欲。因應飲食所發展出的網

有漢巾、晉巾、唐巾、諸葛巾、純陽巾、東

坡巾、⋯⋯」足見當時人們頭上的裝飾真是

琳琅滿目。
4
那麼市民的帽子如何獲得呢？畫

中城內便有間掛著「時式朝冠」的帽子專賣店

（圖 4），以滿足市民追求流行時尚的欲望。

除了頭上戴的，人們對腳上穿的鞋襪亦十分講

究，其中，鞋店就開設在人群流動最多的虹橋

上（圖 5），至於賣綾襪的商店則在進入城門

後可以找到。（圖 6）

　　說到服飾，除了鞋帽，上衣應該才是裝

點自身的重要元素。行於晚明的市街中，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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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關係，構成了城市生活的核心。從功能上

來說，酒樓或茶館不只單純提供食物，更提

供了市民交誼連絡的去處，
8
而搭配飲食所需

的容器，則支撐起城內金銀酒器、瓷器、錫

器、以及漆器等產業的發展，進一步培育出

鑑賞器物的美學。在本卷所見的飲食店家中，

筆者認為最值關注的應當是虹橋上掛著「糖

果蜜餞」招牌的點心店（圖 13），能在這個

人來人往的黃金地段經營生存，想必一定甚

受歡迎。確實，晚明的糖果不但讓男女老少

為之著迷，甚至成為東亞各國的熱門商品，

陳全之（1512-1580）在《蓬窗日録》提到：

「⋯⋯夫日本、新羅、百濟國，於東海而民物

阜豊，金銀羡積，好閩浙糖果。」
9
來自閩浙

的糖果之所以能成為東亞名物，推測與品項

眾多、作工繁複等因素有關。說到糖果的種

類，編於明萬曆朝（1572-1620）的類書《事

物紺珠》（1601）清楚地羅列了各種糖品，

包括：冰絲糖、風消糖、窠絲糖、馬骨糖、

牛皮糖⋯⋯等；
10
至於複雜的製菓過程，且以

「牛皮糖」為例，明朝的《閩書》曾記載其

作法：「糖有二種，曰黑糖，曰白糖，⋯⋯，

有蜜片亦曰牛皮糖，其法先取蔗汁煮之，攪

以白灰，成黑糖矣，仍置之大 漏中，侯出水

盡時，覆以細滑黃土，凡三遍，其色改白。有

三等，上白名清糖，中白名官糖，下名奮尾。

其所出之水名糖水矣。官糖取之再行烹煉，

劈雞卵攪之，令渣滓上浮，復置 漏中，覆土

如前，其色加白，名潔白糖也，其所出之水名

潔水矣。又取烹鍊成糖霜，蜜片矣。」
11

　　牛皮糖雖不見於傳仇英〈清明上河圖〉

的糖果蜜餞行裡，卻可在同樣作於晚明傳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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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2 傳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宮川雅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0 傳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絲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 傳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布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8 傳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紬綾紗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3 傳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糖果蜜餞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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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端（活動於 12世紀）〈清明易簡圖〉中發

現其身影。（圖 14）虹橋出入口旁，有間販

售「上官進用甜食盒」的商家，牛皮糖便清

楚的列在供給的品項中。只是，如何包裝這

些售出的糖果呢？傳張擇端〈清明易簡圖〉

中的糖果舖只寫了甜食盒卻未見盒狀之物，

但在傳仇英本中，店家老闆身後便繪製了紅、

黑帶有描金線條的漆盒，這樣的漆盒可以在

市街中的漆器店找到更多的樣式。裝甜品的

漆盒除了稱甜食盒，也常被稱為「攢盒」，

盒中通常由幾個盤碟拼成一組，區隔出不同

種頪的糖果榚點，成為饋贈重要人士的高級

禮品，明進士胡侍（1492-1553）曾自宮廷中

收到作為賞賜的攢盒，特別紀錄盒中擺放各

式各色的甜食糖果，珍貴的牛皮糖就是當中

極為顯眼的品項。
12

耳目之趣

　　畫卷中除了散見各種與衣食相關的消費，

還可花錢觀看雜耍特技與戲曲舞蹈等娛樂活

動，畫家將這些匯聚人群的活動安排在幾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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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宋　張擇端　清明易簡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4 傳宋　張擇端　清明易簡圖　上官進用甜食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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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落，透過人物佈局，使長卷畫面產生疏朗

與緊湊的視覺效果。綜觀傳仇英〈清明上河

圖〉最吸引眾人目光的表演活動共有五處，

分別是城外的三國演義戲曲（圖 15）、刀槍

抛接（圖 16）；城內的三鈸雜耍（圖 17）、

滾甕（圖 18）、及走單索（圖 19）等，除

此之外，在私人、皇室庭園中還有袖舞（圖

20、21）、樂曲表演（圖 22），也成功吸引

視線的停留，為畫作注入不少的活力。要特

別提出的是，這些吸睛的演藝活動並非以默

劇方式進行，例如滾甕人的手中還拿銅鑼敲

打以招來更多的注意，而袖舞旁也有各式各

樣的樂器伴奏用來增添表演的效果。從視覺

音響的層面來看，整幅畫卷在聽覺感的營造

上特別用心。在進城的旅途中，先是聽到嫁

娶隊伍中的銅角聲與喇叭聲（圖 23），隨著

眾人歡欣鼓舞的朝左前行，耳邊傳來了戲臺

上為添增緊張高潮的橫笛與鼓聲。這些製造

聲響的器具，都可在畫幅中找到相對應的作

坊及商家，不論是打造鐵器店、打造銅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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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0 傳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集慶閣舞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1 傳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宮廷舞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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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8 傳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滾甕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9 傳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走單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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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河邊的製鼓店，皆為城市增加不少熱鬧

的氣氛，至於能傳遞悠揚樂曲的琴瑟或琵琶，

可購於藝品店，若是需要修復，則不妨求助

於專業的修 古琴店。（圖 24）

不可預測之事

　　一般來說，上文所提及的主題，均屬食

衣住行育樂中可掌握的民生範疇，不過在畫

卷當中，還將生活中的難以計劃之事繪入其

間。從古至今，人們總是希望能事先得知未

來的變化與發展，正因如此，畫中可見「相

法」及「灼龜」二種卜筮算命的服務應運而

生（圖 25、26），前者就出現在虹橋的對岸

處，一位手執折扇的白衣男子，掛起了「麻

衣神相」的看板，準備為人講解未來命運的

起落，對於面相的觀察與預測，顯然在晚明

深受一般民眾喜愛，並成為生活故事中常見

的情節，例如在《金瓶梅》第九十六回中，一

位年約五十歲名叫葉頭陀的廚師除了烹煮，還

善於麻衣神相，一次在吃飯之餘，在眾人的鼓

譟下就順便幫故事主角陳濟敬看了面相。
13
正

因為大眾熱衷此道，面相學甚至成為日常生

活必備的基本知識，許多晚明出版的日用類

書如《三台萬用正宗》、《萬用正宗不求人》、

《五車萬寶全書》等，均將「相法」列為書

中必要的章節。關於命運的預測，實屬難以

意料之事，例如街頭意外發生的衝突打架，

就不是生活所能安排。進入城門後的市井旁，

目睹二位男子或許是因為消費糾紛起了爭執，

二人在大馬路上互扯頭髮、拳腳相向，全武

行的演出引來鄰近的民眾試圖安撫勸架（圖

27），這樣的場面雖然並非大家所樂見，卻

也因為如此，讓畫作內容更貼近實際的日常

生活。生活中所遇到的鬥毆雖然不是刻意安

排，卻也難以防範及避免，面對這些社會事

件，明朝製定了一套詳細的懲處規則以儆效

尤，以畫中所見的鬥毆為例，畫中互毆的二

個人接下來會受到什麼樣的刑責呢？在《皇

明世法錄》「鬥毆」條文中清楚指出：「凡

鬥毆，相爭為鬥，相打為毆，以手足毆人不

成傷者笞二十，成傷及以他物毆人不成傷者

笞三十，成傷者笞四十。⋯⋯若因鬥互相毆

傷者，各驗其傷之輕重，定罪後下手理直者

減二等，至死及毆兄姊伯叔者不減。」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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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5 傳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麻衣神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2 傳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樂曲演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3 傳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迎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4 傳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修斵古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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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購於藝品店，若是需要修復，則不妨求助

於專業的修 古琴店。（圖 24）

不可預測之事

　　一般來說，上文所提及的主題，均屬食

衣住行育樂中可掌握的民生範疇，不過在畫

卷當中，還將生活中的難以計劃之事繪入其

間。從古至今，人們總是希望能事先得知未

來的變化與發展，正因如此，畫中可見「相

法」及「灼龜」二種卜筮算命的服務應運而

生（圖 25、26），前者就出現在虹橋的對岸

處，一位手執折扇的白衣男子，掛起了「麻

衣神相」的看板，準備為人講解未來命運的

起落，對於面相的觀察與預測，顯然在晚明

深受一般民眾喜愛，並成為生活故事中常見

的情節，例如在《金瓶梅》第九十六回中，一

位年約五十歲名叫葉頭陀的廚師除了烹煮，還

善於麻衣神相，一次在吃飯之餘，在眾人的鼓

譟下就順便幫故事主角陳濟敬看了面相。
13
正

因為大眾熱衷此道，面相學甚至成為日常生

活必備的基本知識，許多晚明出版的日用類

書如《三台萬用正宗》、《萬用正宗不求人》、

《五車萬寶全書》等，均將「相法」列為書

中必要的章節。關於命運的預測，實屬難以

意料之事，例如街頭意外發生的衝突打架，

就不是生活所能安排。進入城門後的市井旁，

目睹二位男子或許是因為消費糾紛起了爭執，

二人在大馬路上互扯頭髮、拳腳相向，全武

行的演出引來鄰近的民眾試圖安撫勸架（圖

27），這樣的場面雖然並非大家所樂見，卻

也因為如此，讓畫作內容更貼近實際的日常

生活。生活中所遇到的鬥毆雖然不是刻意安

排，卻也難以防範及避免，面對這些社會事

件，明朝製定了一套詳細的懲處規則以儆效

尤，以畫中所見的鬥毆為例，畫中互毆的二

個人接下來會受到什麼樣的刑責呢？在《皇

明世法錄》「鬥毆」條文中清楚指出：「凡

鬥毆，相爭為鬥，相打為毆，以手足毆人不

成傷者笞二十，成傷及以他物毆人不成傷者

笞三十，成傷者笞四十。⋯⋯若因鬥互相毆

傷者，各驗其傷之輕重，定罪後下手理直者

減二等，至死及毆兄姊伯叔者不減。」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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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5 傳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麻衣神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2 傳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樂曲演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3 傳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迎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4 傳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修斵古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個下雨天，秦重跟對門的傾銀舖借了天平和

法碼，秤得所有的銀子共計十六兩，心中想

著上趟妓院，也還有剩錢，而且拿散碎的銀

子消費，也怕讓人看輕，於是，「當下兌足

十錠傾成一個足色十錠，再把一個一兩八錢，

傾成水絲一小錠，賸下四兩二錢之數，拈一

小塊還了本錢，又將幾錢銀子置下鑲鞋淨襪，

新買一頂萬字頭巾」
16
文中將晚明日常使用銀

兩的消費行為模式作了詳細地說明。

餘語

　　院藏傳仇英〈清明上河圖〉卷，經研究

後被認為是仿仇英的蘇州片，在藝術史的討

論熱度上，確實常常不及仇英其他可信度較

高的作品，不過若從商業消費的視角切入，

這件本身即為商品的畫作，所傳遞出的視覺

訊息，實有不可代取代的價值。在經濟史的

範疇中，晚明常常被視為中國資本主義的起

始點，姑且不論「資本主義」是否適合套用

於晚明社會中，然而無論如何，當時商業發

達的榮景確實更勝以往許多，而本作的圖畫

正好呈現了當時江南城市的消費容貌，為文

字史料提供了豐厚的視覺憑藉。

　作者任職於本院南院處

秤量白銀

　　畫作中的各式消費行為，最終皆得回歸

到金錢的支付。銀兩可說是晚明最重要的流

通貨幣，卜正民在《維梅爾的帽子》中特

別以〈持天平的女子〉（Woman Holding a 

Balance）為例，指出沒有歐洲國家像中國，

以白銀的重量設定價格。
15
因應消費所需，

人們可以將碎銀熔鑄成一大塊的銀錠，也可

以從一塊銀錠中再分鑄成大大小小的銀兩。

傳仇英〈清明上河圖〉城中繪有一間掛著「傾

銀店」招牌的商家（圖 28），店內就提供著

上述所需要的服務。畫面上可見右邊的男子

將銀子拿至火爐中熔解，左側可見一人坐於

桌前拿著天平正計算著所需銀兩的重量。「傾

銀店」在馮夢龍（1574-1646）《醒世恒言》〈賣

油郎獨占花魁〉中成了重要的場景，故事中

的男主角秦重，一年多工作下來，「或積三

分或積二分，再少也積下一分，湊得幾錢，

又折換大塊頭。日積月累有了一大包銀子，

零星湊集」，但連秦重自己也不知多少，某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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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6 傳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灼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7 傳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鬥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8 傳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傾銀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個下雨天，秦重跟對門的傾銀舖借了天平和

法碼，秤得所有的銀子共計十六兩，心中想

著上趟妓院，也還有剩錢，而且拿散碎的銀

子消費，也怕讓人看輕，於是，「當下兌足

十錠傾成一個足色十錠，再把一個一兩八錢，

傾成水絲一小錠，賸下四兩二錢之數，拈一

小塊還了本錢，又將幾錢銀子置下鑲鞋淨襪，

新買一頂萬字頭巾」
16
文中將晚明日常使用銀

兩的消費行為模式作了詳細地說明。

餘語

　　院藏傳仇英〈清明上河圖〉卷，經研究

後被認為是仿仇英的蘇州片，在藝術史的討

論熱度上，確實常常不及仇英其他可信度較

高的作品，不過若從商業消費的視角切入，

這件本身即為商品的畫作，所傳遞出的視覺

訊息，實有不可代取代的價值。在經濟史的

範疇中，晚明常常被視為中國資本主義的起

始點，姑且不論「資本主義」是否適合套用

於晚明社會中，然而無論如何，當時商業發

達的榮景確實更勝以往許多，而本作的圖畫

正好呈現了當時江南城市的消費容貌，為文

字史料提供了豐厚的視覺憑藉。

　作者任職於本院南院處

秤量白銀

　　畫作中的各式消費行為，最終皆得回歸

到金錢的支付。銀兩可說是晚明最重要的流

通貨幣，卜正民在《維梅爾的帽子》中特

別以〈持天平的女子〉（Woman Holding a 

Balance）為例，指出沒有歐洲國家像中國，

以白銀的重量設定價格。
15
因應消費所需，

人們可以將碎銀熔鑄成一大塊的銀錠，也可

以從一塊銀錠中再分鑄成大大小小的銀兩。

傳仇英〈清明上河圖〉城中繪有一間掛著「傾

銀店」招牌的商家（圖 28），店內就提供著

上述所需要的服務。畫面上可見右邊的男子

將銀子拿至火爐中熔解，左側可見一人坐於

桌前拿著天平正計算著所需銀兩的重量。「傾

銀店」在馮夢龍（1574-1646）《醒世恒言》〈賣

油郎獨占花魁〉中成了重要的場景，故事中

的男主角秦重，一年多工作下來，「或積三

分或積二分，再少也積下一分，湊得幾錢，

又折換大塊頭。日積月累有了一大包銀子，

零星湊集」，但連秦重自己也不知多少，某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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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6 傳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灼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7 傳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鬥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8 傳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傾銀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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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圖版編號索引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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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圖版編號索引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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