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葉圓而大，噉之無滓，絕勝他土者，此所謂

白菘」的俗稱。類似現代大白菜、小白菜的

區別可能肇始於南宋。陳耆卿（1180-1236）

的《赤城志》卷三十六〈蔬之屬〉有「大曰

白菜小曰菘」之說，這裡的「大」白菜指的

是以人工紮綑菜葉，使葉芽雖不見天日卻又

因保暖作用而趨向「結球」或「包心」成長

的大株型「菘」，至於小「菘」菜則演變成

色澤青綠，葉身狹小的多種青菜，後世別稱

「小白菜」。
3

　　一生守護國寶數十載的那志良先生

（1908-1998）初見以木托植在景泰藍小花盆

裡的〈翠玉白菜〉（圖 1）時曾質疑把屬於田

園的白菜種在花盆裡，並且與靈芝共生的合

適性。
1
學者專家已指出，植在花盆裡的〈翠

玉白菜〉，屬於清初康雍乾三朝時始盛行，主

要用於宮中陳設和帝王祝壽的「寶石盆景」。
2
以盆景方式展示的〈翠玉白菜〉有如尚在生

長的真菜，顯得更有鄉土氣息，從正、反、側

面都可以看到青白相持的菜葉、潔白的菜身

和清晰的葉脈。由於視角的變動，菜上兩只

草蟲也顯得更生動活潑。本文靈感來自於這

個〈翠玉白菜〉的「原貌」，試圖融匯古代和

現代，工藝與繪畫，從文化、歷史、藝術史和

玉匠創意的視點，探溯〈翠玉白菜〉的文藝脈

絡，解析其主題和象徵意義，期能彰顯這件重

要文物作為現代博物館文化傳媒的無限潛能。

　　白菜古名「菘」。李時珍（1518-1593）

《本草綱目》卷二十八〈菜部〉引宋人陸佃

（1042-1102）的《埤雅》解釋「菘」命名的

由來為「凌冬晚凋，四時常見，有松之操，

故名菘。今謂之白菜⋯⋯」。多數植物學家

認為菘源於《詩經．邶風．谷風》「采葑采菲，

無以下體」中的「葑」，是歷史上最古老的

栽培菜蔬之一，新石器時代已發現碳化菜籽。

唐宋時期南北各地已出產多種外型相似但葉

色不同的菘，例如「紫菘」，「牛肚菘」，

和「塌地菘」等。由於菘性耐寒，又以秋末

成菜者味最肥美，所以「晚菘」成為各種菘

菜的通稱，也是唐宋文人雅士最常稱頌的民

間常菜，劉禹錫（772-842）有「只恐鳴騆催

上道，不容待得晚菘嚐」（〈送州使君罷渝州歸

郢州別墅〉），韓愈（768-823）有「晚菘細切

肥牛肚，新筍初嘗嫩馬蹄」（出處未詳）。至

於「白菜」一詞，在近代之前並不普遍，最

早見於吳則禮（活躍於1098-1121年間）的「擬

向山陽買白菜，團爐爛煮北湖羹」，可能是

對蘇頌（1020-1101）所說的「揚州一種菘，

寶石盆景〈翠玉白菜〉的聯想
與賞析
▍王柏樺　

本文主旨在彰顯〈翠玉白菜〉的文化潛能，融匯歷史和傳說，聯結古代與現代，解析〈翠

玉白菜〉的文藝脈絡。始引白菜古名「菘」追溯白菜作為文學與藝術意象的根源和象徵寓

意，次以形式分析，配合文獻資料，探討「寶石盆景」式的〈翠玉白菜〉與傳統繪畫、工

藝在藝術史上的相互關係。後用清宮習俗及正史禮制，襯托坊間關於〈翠玉白菜〉流傳最

廣的「多子多孫」，「瑾妃嫁妝」之說，揭示〈翠玉白菜〉其他的文化、歷史內涵。末引中、

英近代、現代詩作為「賞析」的總結和「聯想」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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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清　翠玉白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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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清　翠玉白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白菜入畫，至遲應在五代北宋年間，

《宣和畫譜》卷二十〈蔬果敘論〉（成書於

1120）有「早菲晚菘⋯⋯皆入翰林子墨之美

談⋯⋯」。故宮所藏南宋許迪（十二世紀）

的〈野蔬草蟲圖〉（圖 4）是現存最古老的白

菜畫，畫裡的「野蔬」，葉大而圓，色澤淡

綠，葉梗粉白，形色很接近「臺灣小白菜」，

應是宋人所說的「揚州菘」或「白菘」。〈野

蔬草蟲圖〉是典型的宋代寫生，畫中青菜、

蝗蟲、粉蝶、蜻蜓，各占一隅，卻有互動，

充分表現了自然生機。盆景式的〈翠玉白菜〉

也使觀賞者更容易看到菜上兩隻昆蟲的相互

位置。（圖 5）體型較大的綠蟲，攀足於外圍

菜葉上方，稍帶淡褐色的小蟲則趴在白菜背

　　〈翠玉白菜〉成於十九世紀末的晚清年

代，它與稍早的封錫爵（十八世紀初）〈竹

雕晚菘筆筒〉（圖 2）和〈和闐玉鏤霜菘花插〉

（圖 3）可能是歷史上最早以「結球白菜」（又

稱大白菜或包心菜，簡稱白菜）為造型的藝

術品。它們反映了清中葉以後雕刻題材的擴

展，也見證了「菘」在中國作物史上的轉變，

因為葉球自然生長，不假人工紮裹的大白菜

在順治年間（1644-1661）始見著錄。這三株

「大白菜」雖因材質顏色的不同，使外觀顯

得有很大的差異，但藝匠刻意把菜梗部分雕

琢成實體球狀或柱狀的意圖是很明顯的。
4
〈翠

玉白菜〉與同是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

故宮）所藏的另外兩株玉白菜，〈翠玉小白

菜〉和〈翠玉白菜花插〉也反映了清末宮廷

對玉器的新品味—出產於雲南和緬甸的翠玉

取代了新疆的和闐玉，與〈翠玉白菜〉在年

代上息息相關的慈禧太后（1831-1908），便

是當時最有名的愛「玉」者。
5
翠玉的玻璃質

地和青白色澤，應是玉匠雕琢白菜的原始靈

感，但是像〈翠玉白菜〉這件「俏色」與「巧

雕」兩者絕妙配合的藝術品，可謂「天下無

雙，古今鮮對」，它的珍貴稀有應列入將來

是否晉級為「國寶」的首要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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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 清　乾隆　1774　和闐玉鏤霜菘花插（註：今名青玉白
菜花插）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館藏官網：https://
www.dpm.org.cn/collection/jade/232242.html，檢索日
期：2020年1月21日。

 圖4 宋　許迪　野蔬草蟲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清　封錫爵　竹雕晚菘筆筒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朱
家潛，王世襄主編，《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11．
竹木牙角器》，北京：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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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木牙角器》，北京：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圖16。



了「松」在傳統文化中的象徵意義。

　　〈佳蔬〉圖並不是第一幅具有象徵寓意

的白菜畫。歷史上最早賦予蔬果象徵意義的

藝術家應是南宋畫僧法常牧谿（約活動於

1260-1281）。故宮的法常〈寫生〉卷（圖 8）

中包括了一束白菜，葉根浮空，寓意虛實相

間，死生交替，與文人清白美德應沒有直接

關係。
8
元初畫家錢選（約 1235-1307）則首

開以菜蔬象徵文人抒情和政諫的繪畫傳統。

代表作〈秋瓜圖〉（圖 9）以一瓜及其蔓葉為

主題，背景空白，用利於展示的小掛軸（縱

63公分，橫 30公分）構圖布局，是錢選刻

意經營的「職業畫」，但也借題發揮，以題

畫詩暗喻宋亡之後自己的不合時宜，無處安

身。
9
沈周（1427-1509）的〈蔬菜圖〉（圖

10），格式與〈秋瓜圖〉相似，是文人畫中

用白菜象徵仕夫清白的代表作，畫幅中央的

白菜，筆墨咨意，不拘小節，卻顯得堂堂正

面頂處。它們互不相擾，各據一方，忙於覓

食，顯得栩栩如生，賦予盆景〈翠玉白菜〉

新鮮的生命感，與許迪的寫生有異曲同工之

妙。回思那先生當年對盆景〈翠玉白菜〉的

質疑，吾人或可反思，是否玉匠刻意把像許

迪畫中的田野氣息，濃縮成玉石盆景，為深

沉的宮廷生活增添一點生意？又或者玉匠別

有用心，藉由盆景〈翠玉白菜〉提醒養尊處

優的帝后貴妃，時時不忘民間疾苦？

　　白菜在文學傳統中用以象徵「清白」可

能始於杜甫（712-770），〈行官送菜〉一詩

先提收到苦苣和馬齒葉，後感嘆「青青嘉蔬

色，埋沒在中園」，「嘉蔬」指的就是白菜，

暗喻詩人自己為官清廉卻不得重用。現藏美

國華盛頓弗利爾美術館（Freer Gallery of Art, 

Washington D. C.），原傳北宋高懷寶（活躍

於十世紀）的水墨〈佳蔬〉（圖 6），6
偌大

的畫面（縱 128公分，橫 60公分），主畫一

株菜梗勁挺，菜葉圓潤，巨如大樹的白菜，顯

然是有象徵意義的。杜甫的詩和白菜的古名－

菘－應是畫家靈感的來源。〈佳蔬〉令人聯

想到元代一些以「雙松」為主題的繪畫作品，

例如曹知白（1272-1355），吳鎮（1280-1354）

的〈雙松圖〉
7
以及王淵（1280-1360）的〈松

庭會友〉（圖 7），它們誇張地放大畫面中央

的松樹，使周邊的景致顯得特別渺小，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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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松」在傳統文化中的象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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飴的象徵，而陶榖與黨家妾的典故則暗諷生

活豪奢，不諳民情的貪官汙吏。可能是受蘇

詩的影響，羅大經（1196-1252後）記有南宋

理學家真西山（1178-1235）以菜色比喻民間

疾苦，用菜味提醒仕人關注民生的名言：「百

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

味」（《鶴林玉錄．論菜》）。惲壽平（1633-1690）

《寫生冊》第十開的〈白菜〉（圖 11）靈感

直接來自於這段諫言，也證明文中的「菜」

指的就是白菜。
12

　　盆景式的〈翠玉白菜〉使「白菜」亭亭

「玉」立於景泰藍小花盆的藤蘿花草之上，

頗像上述沈周畫中「肥勝大官羊」的白菜，

也有長松傲岸的姿態。〈翠玉白菜〉可以說

是歷史上第一件正式以「白菜」為名的藝術

品，由於未見於清宮文獻，在 1920年代初展

正，生意昂然，神態勘比「凌冬不凋」的長松。

李霖燦（1913-1999）先生曾以范寬〈谿山行

旅圖〉的氣勢相比。
10
題畫詩「南圃昨夜雨，

肥勝大官羊，黨氏銷金帳，何曾得一嘗」靈

感源於蘇軾（1037-1101）的「白菘類羔豚，

冒土出熊蟠」（〈雨後行菜圃〉）和陶榖（903-

970）與黨氏家妾對話的典故。11
卑微的民間

菜居然可以嚐出如羊豬肉，甚至熊掌的肥美，

東坡安貧自適的真性，在詩中表露無遺，白

菜也因此成為清白君子，對貧苦生活甘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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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9 元　錢選　秋瓜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寫生卷〉局部　白菜

 圖8 宋　1265　法常　寫生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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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紫禁城的齋宮時便直稱白菜。如果〈翠玉

白菜〉在清代即見著錄，它的正名應是「晚

菘」或「□崧」，因此〈翠玉白菜〉也可以

寓意「凌冬不凋」的清白君子。但是，若執

著於仕夫政諫，就使盆景〈翠玉白菜〉木托

上的靈芝（圖 12）顯得多餘不宜。明清裝飾

藝術常取事物諧音或形似作為祥瑞象徵，靈

芝與長松兩者常並列使用，作為象徵「益壽

延年」的吉祥圖案。蔣廷錫（1669-1732）的

〈歲朝圖〉（圖 13）以並蒂靈芝，山茶，水仙，

襯托老松和玉梅，是解碼盆景〈翠玉白菜〉

多重象徵意義的線索。

　　〈翠玉白菜〉上的兩只昆蟲究竟是螽斯、

蝗蟲、促織或蟋蟀，昆蟲學專家早有深入研

究。
13
囿於玉質的堅硬和雕琢難度，菜上的昆

蟲不可能達到像「白菜」那樣接近百分之百

的相似程度，因此依據昆蟲學的標準將無法

證明或反證〈翠玉白菜〉上的昆蟲是或不是

《詩經》上象徵多產的蝗蟲類「螽斯」。螽

斯和蝗蟲是明清藝術中多種草蟲的通稱，用

以寓意「多子多孫」，宮廷藝術家多取在室

內蓄養過冬的蟈蟈和蛐蛐代表螽斯、絡緯或

蝗蟲。例如蔣溥（1708-1761）的〈絡緯圖〉

（圖 14）實際上畫了四只蟈蟈和三只蛐蛐，

因此解讀〈翠玉白菜〉上的昆蟲為「多子多

孫」的象徵，完全符合清人習俗和時代意義。

蟈蟈和蛐蛐是清宮奉宸苑以天然物種絡緯和

蟋蟀培養，用在宴會上助興的鳴蟲，
14
若吾人

不執著於「螽斯蝗蟲」之說，直視兩只昆蟲

為正在嚙食菜葉而其鳴聲可提高酒興的蟈蟈

和蛐蛐，則〈翠玉白菜〉也鮮明地反映了清

朝宫廷的飲饌和娛樂文化。白菜，特別是清

初才栽培成功的「結球白菜」， 一直是清代

帝王后妃非常喜愛的食物，康熙朝時即有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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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好盆景、美食，多有傳聞。
18
在女主

人瑾妃眼中的寶石盆景〈翠玉白菜〉

可以是「清白」、「多子多孫」或「長

壽」的象徵，也可以是濃縮的田畦風

光，更可以是餐宴上令人垂涎的美味，

世人可以隨意遐想，任意發揮。十九

世紀初的英國詩人季慈（John Keats, 

1795-1821）曾寫了一首大約可以譯作

〈蟈蟈與蛐蛐〉的十四行詩，
19
詩中

用鳴蟲的歌聲來象徵大自然與藝術的

永恆。不知一、二百年前雕琢〈翠玉

白菜〉的玉匠是否曾想過，這株玉白

菜也已使他的生命超越時空，昇華於

永恆？已故現代詩人余光中（1928-

2017）或已給了現在和未來許多摯愛

〈翠玉白菜〉的觀賞者完美的答案：

門栽種進貢白菜的菜圃，而舉世聞

名的「開水白菜」，傳說是在十九

世紀末由御廚黃敬臨（1873-1941）

為慈禧太后 特別烹調的。

　　〈翠玉白菜〉為清宮后妃「嫁

妝」之說是那志良先生根據最初發

現於瑾妃（他他喇氏，1873-1924）

的永和宮和自己所了解的滿人習俗

而提倡。
15
這個美麗的傳說，雖無

文獻可考，卻為原本富貴吉祥的〈翠

玉白菜〉平添了浪漫神秘的色彩，

值得世代相傳。又由於正史關於德

宗光緒皇帝（1871-1908）的婚禮確

有詳實記載，「嫁妝」之說也因此

加深了〈翠玉白菜〉的文化意義。

瑾妃與妹妹珍妃（1876-1900）是

在光緒大婚之日（1889年正月廿七

日）以瑾嬪、珍嬪身分與隆裕皇后

（葉赫那拉氏，1868-1913）同日進

宮。隆裕的「妝奩」多達「二百擡」，

且有明細分列。
16
〈翠玉白菜〉是

否是光緒所賜的妝奩，隆裕之外，

皇帝是否賜予瑾嬪、珍嬪個別的妝

奩，有待將來學者再深入研究。可

以肯定的是，即使〈翠玉白菜〉真

是瑾妃或隆裕的「嫁妝」，
17
也是

原出清宮，並非后妃由娘家帶入，

而玉器主題「清白」、「多子多孫」

的寓意，應屬時緣巧合，並非為了

作為「嫁妝」而刻意設計。

　　瑾妃是光緒僅有的兩妃之一，

個性與妹妹珍妃不盡相同，也鮮少

獲得寵幸，但與慈禧可能較少磨擦，

雖正史記載極少，關於她喜愛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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嗜好盆景、美食，多有傳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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