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襲以緹錦詔以重裝─
談南薰殿圖像的裝裱

▌許兆宏　

乾隆十二年（1747）乾隆皇帝（1711-1799）指示將歷代帝王后像、先聖名臣像等軸、冊以明黃、
金黃兩色花綾重裱，金碧輝煌的裝潢風格突顯皇家貴族的尊貴地位，雖歷經百年至今仍不減當

時風采，此批畫作在乾隆十四年（1749）置於南薰殿，因此又稱為南薰殿圖像。
帝王后畫像於乾隆十二年《活計檔》中留下重裱紀錄，重裱的物件除了掛軸，也包含著冊頁、

手卷等型式，但乾隆皇帝僅對於帝王后像、功臣像掛軸的重裱色彩予以分等。本文擬由乾隆時

期的色彩制度釐清南薰殿圖像的裝裱格式，並從圖像的收藏規劃上瞭解如何藉由帝王后像與功

臣像傳達尊卑有序之理念。

南薰殿的成立脈絡
　　描繪伏羲、帝堯⋯⋯等道統肖像及唐、宋、

元、明等歷代帝王后像，清代時乾隆皇帝將其

庋藏於南薰殿，這批畫作後人便以南薰殿圖像

統稱。迄今學者對於南薰殿圖像在收藏的歷史

脈絡、肖像所呈現的年代風格，及乾隆皇帝

將這批圖像重置於南薰殿的意圖發表出研究成

果。

　　經學者研究，南薰殿圖像的成立在乾隆

十二年十月時乾隆皇帝檢閱積存府庫的歷代帝

王后像後，當年十一月將歷代帝王后像七十七

軸、功臣像二十一軸、歷代帝王先聖名臣等冊

二十八冊，宣德行樂等手卷大小三卷，傳旨送

造辦處重裱，完成後於乾隆十四年置存於南薰

殿。重裱的用料、顏色及型式紀錄於乾隆十二

年《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

計檔》）：「帝王后像掛軸，准用金黃綾，天

地明黃，壽帶綾邊，其功臣像掛軸，准用藍綾，

天地蘋果綠色綾，壽帶綾邊。」1

帝王后像與清室色彩制度的關連
　　乾隆內府書畫裝潢在清室帝王、后妃的朝

服肖像主要以明黃色的「一色裝」為主。對於

南薰殿圖像的帝王后像，傅東光先生認為清統

治者為前朝帝王重裝肖像，在樣式、材料選擇

及顏色搭配呈現耐人尋味的氛圍。

　　對於「耐人尋味」研究中並未加以解釋，

但可知的是歷代帝王后像並未比照清代皇室肖

像的裝裱型式，乃經乾隆皇帝設計為「二色

裝」，而裝潢裱料主要以花瓣纏枝圖樣的「花

綾」為主，這樣的型式與材料組合亦會出現於

重要的宮廷畫作、皇帝的御筆書畫上。除此之

外，南薰殿圖像裝裱的另一特殊之處乃在准予

使用金黃、明黃兩色，這是宮廷的書畫裝潢少

見的配色方式。

　　從准予使用的情形下，可知乾隆時期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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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制度有嚴格的規範，而清代的色彩制度建立

乃由簡趨繁地伴隨宮廷服飾而發展，封建時代

君主將服飾的型式、紋樣、色彩結合官制用以

強調身份階級，官員得依身份穿著不得僭越，

是建立君臣尊卑的國家禮制、維持社會秩序的

統治手段。早期滿族傳統服飾原無等級區分，

清初皇太極（1592-1643）開國以來，在朝臣建

議下將衣冠視為一代昭度，效仿明朝補服制度

規定官員服飾以建全內政，在皇室服飾上康熙

時期（1661-1722）定皇帝冠服為黃袍，雍正時

期（1722-1735）重修《大清會典》定皇帝冠服

顏色成為石青、明黃、大紅、月白（淺藍）等

四色制度。

　　而色彩的階級制度至乾隆時期劃分更於細

緻，乾隆七年（1742）起編纂的《國朝宮史》

其〈典禮〉記載，明黃色乃為最高位階，金黃

色則於明黃之下，明黃不僅為皇帝專用，於皇

太后、皇后、皇貴妃的朝袍、配飾上也准予使

用。金黃色則適用於貴妃、妃，而嬪以下及皇

子褔晉等只能使用香色。整體來說明黃及金黃

兩色象徵皇室上層的色彩符號，而裝裱有如書

畫的外衣，南薰殿的歷代帝王后像於清代禮制

下以重裱方式受到至高的禮節。

關於帝王后像的裝潢描述
　　明黃色被視為帝王的象徵，當與金黃色共

同存在時會因兩色的色系相當接近而不易區分，

導致解讀《活計檔》的重裱紀錄時會與藏品實

際的裝裱型式產生混淆。以院藏〈唐太宗半身

像〉型式為例（圖 1），「天地」是掛軸上、下

兩端之裱料（天為上、地為下），「綾邊」指

圈於畫幅外圍的裱料，「壽帶」則是貼於「天」

的一對長條型裱料，也可另稱為「驚燕」。帝

王后像准使用金黃、明黃兩色，表示掛軸為「二

壽帶

天

綾邊

綾邊 綾邊

地

圖1　唐太宗半身像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綾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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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清代宮廷服飾的色彩研究，明黃與金

黃的色彩差異，外觀上明黃色接近菊黃，金黃

色是黃而微紅（即黃橙色），若以此觀察帝王

后像的裝裱色彩，「天地」較於「綾邊」略為

偏紅。再從美國克利夫蘭美術館（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收藏〈心寫治平（乾隆帝后妃

圖2　 清　心寫治平（乾隆帝后妃嬪圖）　卷　局部　a.乾隆皇帝　b.純妃　美國克利夫蘭美術館藏　取自該館網站：https://www.clevelandart.org/
art/1969.31（CC0 1.0），檢索日期：2021年2月5日。

色裝」型式，傳統以來「二色裝」的色彩配置

「綾邊」要與「壽帶」同色，而「天地」則為

另一色彩，若以「帝王后像掛軸，准用金黃綾，

天地明黃，壽帶綾邊」解釋，金黃綾並未交待

需用於何處，若「天地」為明黃，金黃色的「綾

邊」及「壽帶」在語句上似乎無法連貫。

圖3　明太祖坐像，題箋下層另有無款舊箋。　作者攝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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嬪圖）〉一卷觀察，圖中描繪乾隆皇帝及后妃

等數人之半身肖像，每人皆穿戴正式的冠袍服

飾與飾件，是一件正規典禮性質的畫卷。根據

《國朝宮史》描述的色彩規範，除皇帝穿著明

黃色冠服外（圖 2-a），另有皇后及貴妃兩人，

純妃及嘉妃等人則穿著金黃色冠服（圖 2-b），

畫中的明黃色冠服色澤明亮，而金黃色冠服同

樣接近黃橙色，與宮廷服飾的色彩研究大致雷

同。

　　從〈心寫治平〉的服裝色彩與南薰殿帝王

后像的裝潢色彩，單一作品區別明黃與金黃色

乃在於少量紅色的增添變化，也就是金黃會偏

向黃橙色。以此回歸南薰殿帝王后像的裝潢色

彩，其「綾邊」與「綬帶」應為明黃色，而「天

地」則為金黃色，《活計檔》的重裱紀錄以「帝

王后像掛軸，准用金黃綾天地，明黃壽帶綾邊」

圖4　帝王后像裱以金黃色包首絹　作者攝

解讀，則能符合目前多數帝王后像的裝裱型式。

而同時送裱的功臣像軸本院雖未有收藏，但可

依此推知功臣像過去應為「准用藍綾天地，蘋

果綠色綾壽帶綾邊」的裝潢樣貌。

　　《活計檔》此款的重裱格式，現今來看並

未全面地使用於每幅帝王后像，也有未經重裱

而僅就原裝裱稍加整理，以醜像描繪的〈明太

祖坐像〉便是一例。此畫幅裱以無紋地的明黃

色素絹，裝裱為「一色裝」型式，在軸頭、銅

環式樣及掛繩材料等其他配件上，都與乾隆

十二年《活計檔》系統化的重裱樣貌不同，製

作品質也不如宮廷水準。而此軸題箋有年久脫

膠之情形，修護時發現題箋下層另覆蓋著一條

無款舊箋，而書有「明太祖高皇帝像」的題箋

也未見「乾隆戊辰年（1748）重裝」的文字（圖

3），說明此軸應不包含在《活計檔》的重裱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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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至聖先賢半身像　冊頁　封面及底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6　宋代帝半身像　冊頁　宋太祖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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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至聖先賢半身像　冊頁　孔子及顏回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單中，乾隆時期所做的整理可能僅為重新貼箋。

　　嘉慶二十年（1815）胡敬（1769-1845）以

修撰《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得以

入內府查考此批圖像，對於帝王后像及功臣像

的裝裱記載為：「帝后像黃表朱裡，臣工像朱

表青裡，尊卑區別，秩然不淆。」而其描述方

式與《活計檔》的紀錄方式又略為不同。所謂

的「表」、「裡」是指書畫卷收時的內、外之分，

卷收時畫幅會位於內層因此以往習稱為「裡」；

而「表」即指掛軸背面，通常會指畫軸卷收時

包覆於外層的「包首」。一般來說乾隆內府所

藏的書畫包首多為淺藍或淺綠色，重裱的帝王

后像於包首部分統一換上金黃色耿絹（圖 4），

也成為此批圖像裝潢上的特殊所在。

帝王后像與功臣像的尊卑意涵
　　除了掛軸，帝王后像也另有半身肖像的冊

頁型式，而同置於南薰殿的儒家聖賢像則比照

帝王后像的冊頁規格裝裱，對於帝王后半身肖

像的冊頁型式，重裱細節在《活計檔》中未多

加描述。從院藏《宋代帝半身像》、《至聖先

賢半身像》（圖 5）兩冊來觀察，冊頁封面及底

板均貼覆與帝王后像軸同款圖樣的明黃色花綾，

封板題箋書有「乾隆戊辰年重裝」（與掛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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箋的書寫方式相同），並無使用金黃色花綾。

但翻開內頁後部分清代重裱的帝王后像裱以明

黃色花綾（圖 6），儒家聖賢像則嵌於素紙（圖

7），在內部的材料使用上並不相同。 

　　而根據乾隆十二年《活計檔》紀錄同時送

交的重裱物件還包括功臣像等軸、冊一批，這

批圖畫最終未置於南薰殿，而是續留於內務府

廣儲司茶庫收貯。

　　紀錄中寫到皇帝指示功臣像二十一軸需以

藍、蘋果綠色綾裝裱，但院藏《聖君賢臣全身

像》冊同樣繪有功臣人物卻未如掛軸的指示方

向裝裱，而仍是比照帝王后像待遇以明黃色花

綾貼覆封面。（圖 8）另一方面來說，重裱物件

共有掛軸、冊頁、手卷等三種型式，但乾隆皇

帝對於帝王后像、功臣像的掛軸重裱規劃顯然

較其他兩類型式不同。

　　仔細追溯紀錄內容，初期乾隆皇帝對於掛
軸型式便意圖藉由裝裱以區分君臣間的身份差

異。首先，《實錄》記載乾隆十二年十月皇帝

閱內務府庫所藏的歷代帝后圖像，因塵封蛀蝕、

不無侵損被視為尋常圖繪，然而指示其中若有

損闕者概令補綴完好重裝，對於「每帝像一軸

造楠木小匣，用黃雲緞夾套⋯⋯功臣像套用紅

雲緞」，在同樣使用雲緞下，帝像、功臣像在

保存上以黃、紅兩色來區別身份，《欽定大清

會典則例》記載御用雨衣、雨冠均用明黃色，

各省巡撫者一體穿用大紅雨衣，黃、紅兩色所

呈現的君臣階級在此可以瞭解，而帝王像用所

圖8　聖君賢臣全身像　冊頁　封面及底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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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予的黃雲緞迄今仍於本院所收藏。（圖 9）

　　接著在同年十一月《活計檔》指示功臣像

掛軸以藍、蘋果綠兩色重裱，而藍色是清代官

員朝服所穿著之色彩，位階又位於皇室最低的

香色之下，而蘋果綠等綠色系非宮廷正式服飾

使用，多運用於便服。經由圖像的重裱規劃可

以看出，乾隆皇帝一方面將儒家聖賢像比照帝

王后像之規格裝裱藉以強調「治教合一」的精

神，另一方面又以不同的裝裱色彩刻意劃分功

臣像與帝王后像間「尊卑有序」的君臣關係。

然而功臣像最終雖未入於南薰殿，但胡敬所言

「尊卑區別，秩然不淆」仍道出了乾隆皇帝規

劃時的內心想法。

　　除了美化、保護作品，在封建體制下展現

身份的階級象徵也是裝裱所具備的一項功能，

古代授官憑信所用的「誥命」，早於宋代便已

依照官員品級的高低區分等級。至清代時是以

鶴、螭、牡丹花、小團花等錦面圖案，玉、犀、

金等軸頭質地來分訂職等。對於不屬於誥命型

式的帝王后像、功臣像而言，乾隆皇帝的分級

方式便是結合色彩制度來做為尊卑高低之依據。

　　而不同於色彩分等，另一種隱喻君臣尊卑

地位的裝裱方式，出現在皇帝與詞臣共題詩詞

書畫中。以明文伯仁（1502-1575）〈新水晴

巒圖〉為例（圖 10），乾隆御筆詩塘立於畫幅

的中央上端，梁詩正（1697-1763）、劉統勳

（1700-1773）等群臣五人詩箋分列於御筆詩塘

下方的左、右兩側；清王原祁（1642-1715）〈山

水〉（圖 11）則是乾隆御筆詩塘位於畫幅上方，

群臣們題詩則集中於下方詩塘，透過詩箋的上、

下位置同樣能傳達出君臣的尊卑之分。

小結
　　乾隆時期的色彩制度依身份地位訂有階級

圖9　帝王像雲緞布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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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明　文伯仁　新水晴巒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1　清　王原祁　山水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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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象徵皇室的黃色系以明黃色位階最高，

次為金黃色。本文綜合圖像及服飾得知明黃與

金黃色的色相差異，進而比對南薰殿帝王后像

以釐清關於乾隆十二年《活計檔》中圖像重裱

之內容。

　　歷代帝后像及儒家聖賢像被視為漢文化的

精神象徵，乾隆皇帝在掛軸肖像的重裝上承襲

中原傳統的「二色裝」型式，但以清代禮制為

框架在裝潢色彩上給予歷代帝王后像及儒家聖

賢像特殊的皇室待遇，仍然部分地展現出滿族

的制度與文化。 

　　另一方面皇帝欲透過重裱、裝匣等維護方

式，以色彩階級制度反映帝王后像、功臣像所

應呈現的君臣關係，乾隆皇帝命人編纂《國朝

宮史》即言道，明代之亡在於人君對於群臣過

於縱逸，而清自建國能有百年之餘乃由於法制

之嚴肅、君德之清明，因而「以定位號，辨等

威，服飾器飾之末，趨走使令之常，莫不釐然

各當」，從典禮儀式、服飾官制⋯⋯依身份地

位建立等級則度，加強內廷人員尊卑有序的禮

制。

　　透過禮制使其人民的行為符合社會、國家

之期待也是儒家的社會理想之一，君臣間如能

像胡敬所言「尊卑區別，秩然不淆」，相信是

封建時代的統治者所追求的理想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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