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宋時期（1127-1279）「草蟲」開始逐漸被視為一門獨立畫題來進行創作，現今除可見許
多精美且饒富野趣的草蟲畫作品外，更可見大量宋代文人雅士們的頌讚詩句。本文將以國

立故宮博物院藏〈秋卉草蟲〉與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豆莢蜻蜓〉，兩幅保存完整且筆墨細

節尤為精巧的草蟲畫做為觀察對象，分別從空間、視覺動態感與筆墨細節三個角度進行分

析，嘗試說明兩幅作品在畫面安排與呈現方式上，所展現出南宋草蟲畫的創作特點。

▌雷皓天

從〈秋卉草蟲〉與〈豆莢蜻蜓〉
談南宋草蟲畫建構的微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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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蟲畫在宋（960-1279）以前一直未能受

到收藏家與畫師們重視，直至北宋宣和二年

（1120）編撰的《宣和畫譜》，在該書分類的

十門畫題中，於「蔬果」門下附記「藥品草蟲

附」，以草蟲作為畫題的紀錄才正式著錄於畫

史之中。1

  值得注意的是，草蟲畫在宋代作為一門新

興的繪畫題材，自南宋開始便大量出現許多畫

工精美、饒富趣味性的小尺幅作品，尤其多可

見以草蟲為題的扇面創作。詩人楊萬里（1127-

1206）便曾題詩道：「生怕炎天老又逢，草蟲

扇子獻奇功。還將多稼亭前月，卷盡西湖柳

上風。蚱蜢翅輕塗翡翠，蜻蜓腰細滴猩紅。

舊時綠鬢常州守，今作霜髯一禿翁。」2盛讚

常州製的蜻蜓扇面能扇起西湖畔的陣陣涼風，

在欣賞飽含野趣的草蟲圖像外，同時達到夏日

消暑的作用。

  現今留存的宋代詩文集中，常見文人雅士頌

讚草蟲畫作品的紀錄，如北宋司馬光（1019-1086）

便曾讚譽精彩的草蟲畫作品：「吳僧畫團扇，

點綴成微蟲。秋毫宛皆具，獨竊天地功」，3

方寸間即可見天地之巧工。南宋僧人道璨（1213-

1271）也曾撰〈題水墨草蟲〉：「蜻蜓低傍豆

花飛，絡繹無聲抱竹枝。憶得西湖煙雨裡，小

園清曉獨行時。」4讚美草蟲圖繪閒適、淡雅的

畫意，使人追憶湖畔風光與生活雅趣。

  草蟲畫在南宋廣為世人推崇，當時江蘇常州

昆陵一代更發展出以繪製草蟲畫聞名的地方畫

派。5陳造（1133-1203）在其〈題草蟲扇〉詩中：

「⋯⋯迎隨小躍低飛，無謂二蟲何知，卻因昆

陵畫手，憶我田間杖藜。」6就曾提到由昆陵畫

師所繪製精巧的草蟲扇面；宋末元初詩人艾性夫

（約活動於十三世紀）更曾說明：「晉陵（昆陵）

草蟲妙天下，一幅千金不當價。」7都能幫助我

們推想昆陵草蟲畫在宋時備受世人推崇的程度。

  從宋代開始的草蟲畫傳統發展至今，近現代

學者們的研究已有針對作品的畫面場景、筆墨

細節，或就畫家宮廷畫師的身份來進行討論，8 

2022年 7月國立故宮博物院舉辦的「草蟲捉迷

藏」特展，更從昆蟲學的角度比對古畫中所繪

的草蟲種類，豐富了傳統中國繪畫史對草蟲畫

的認識。9

  本文的撰寫將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南宋「李

迪」款〈秋卉草蟲〉，與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南

宋佚名〈豆莢蜻蜓〉作為研究對象，10此二幅作

品皆為保存完整、筆墨精巧且具有典型南宋草

蟲畫風格的代表性佳作。以下將簡要介紹宋代

草蟲畫發展為獨立畫題的畫史背景，並重點分

析〈秋卉草蟲〉與〈豆莢蜻蜓〉兩幅作品在空間、

佈局與筆墨安排上的獨到之處，進一步探討此

類南宋草蟲畫的創作特色。

北宋繪畫中的草蟲形象
  現今可見最早繪製草蟲形象的作品，應屬北

京故宮博物院藏北宋〈寫生珍禽圖〉。11（圖 1） 

該件作品作為提供臨習對象的繪畫素材，將草

蟲與鳥禽、烏龜如生物圖鑑般共同繪製於手卷

上，從各種草蟲精緻的筆墨細節與肢體表現，

可以知道最遲在北宋時期，草蟲的形象在中國

繪畫史上便已受到相當程度的關注與描繪。

  從現今傳世的書畫作品來看，南宋以前的

草蟲形象，大多是作為點綴花鳥畫主題所用。

北宋末期趙佶（1082-1135）所繪〈蠟梅山禽〉

（圖 2）、〈芙蓉錦雞〉（圖 3），或於北宋的〈杞

實鵪鶉〉上（圖 4），12都可見繪製精細的蜜蜂、

蝴蝶與螻蛄出現。該時期的草蟲形象多是作為

禽鳥的捕獵對象，又或者是藉由草蟲來傳達畫

中季節，以及暗示花卉清香的輔助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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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北宋　趙佶　蠟梅山禽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0068

圖 3　 北宋　趙佶　芙蓉錦雞　軸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浙江大學中國
古代書畫研究中心編，《宋畫全集．
第一卷第二冊》，杭州：浙江大學
出版社，2010，頁 87。

圖 4　 宋　傳崔愨　杞實鵪鶉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239

圖 1　傳五代　黃筌　寫生珍禽圖　卷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聶崇正，《晉唐兩宋繪畫．花鳥走獸》，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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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秋卉草蟲〉與〈豆莢蜻蜓〉圖見
此類南宋草蟲畫的創作特色
  將草蟲視為畫面主角，並以其發展出獨立

畫題的傳統，一直要至南宋時期才開始盛行。

南宋草蟲畫多繪製於冊頁或扇面，其在有限的

畫幅空間內，展現出了迥異於其他繪畫題材的

創作特點。以下針對〈秋卉草蟲〉與〈豆莢蜻蜓〉

的討論，將分別從三個切入點來進行研究。

一、漸近式的空間安排與立體感的營造
  相比於北宋山水畫常見漸深、漸遠的構圖結

構，13南宋草蟲畫則選擇向觀畫者遞近的空間安

排，來強調微觀世界內的草蟲主題。在〈秋卉草

蟲〉中，可以將構圖空間分為逐漸飛遠的金龜

子、竹葉、螳螂與帶花枝葉三個層次。14（圖 5） 

在〈豆莢蜻蜓〉中，也可從最左側的花葉，依

序分成四個層次，遞近至右上方蜻蜓。（圖 6） 

圖 5　 南宋　李迪　秋卉草蟲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246　
空間佈局示意圖由吳映錡、雷皓天繪製

圖 6　 南宋　佚名 豆莢蜻蜓　冊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浙江大學中
國古代書畫研究中心編，《宋畫全集．第一卷第八冊》，頁 29。　
空間佈局示意圖由雷皓天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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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秋卉草蟲〉與〈豆莢蜻蜓〉的葉片局部與空間示意圖 作者製表

︿
秋
卉
草
蟲
﹀

︿
豆
莢
蜻
蜓
﹀

此二幅作品將畫面的主角：螳螂與蜻蜓，安排至

最接近觀畫者的位置，重點引導欣賞視角聚焦於

昆蟲靈動的身形姿態與其精巧的肢體細節。

  草蟲畫除了在整體畫面佈局有其設計巧思

外，於細節處更藉由墨色濃淡、線條扭轉、設

色安排、前後疊壓來建置複雜的空間關係，提

供小尺幅作品在近距離把玩時能有更多的觀賞

樂趣。（表一）在〈秋卉草蟲〉中便可見以葉

片翻轉與葉脈內側的淡墨敷染，暗示出葉面向

內捲曲的空間深度，除了讓蔓生莖葉有了更多

變的造型外，更提供畫中螳螂在視覺上有著清

楚的立足基點。〈豆莢蜻蜓〉則運用色料濃淡

與墨色暈染的調節，描繪出葉片捲曲姿態的曲

折空間，另在畫幅中段與下段處，更可見畫師

藉豆莢與叢生枝葉的穿插掩映來加強空間深度

的視覺體驗。

  上述〈秋卉草蟲〉與〈豆莢蜻蜓〉在空間與

構圖上的表現特徵，於同時代其他的草蟲作品中

也可發現。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野疏草蟲〉，

即可見畫中藉三段淺墨色土坡，暗示畫面由遠至

近的漸近式佈局安排，也可於白菜菜葉的彎折、

曲伸處見此作細緻的空間表現。（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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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左）〈秋卉草蟲〉螳螂背部視覺動態示意圖　雷皓天繪製
圖 9　（右）〈秋卉草蟲〉螳螂視覺動態示意圖　雷皓天繪製

圖 7　南宋　傳許迪　野蔬草蟲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246

二、強調昆蟲的動態感
  草蟲畫中時常可見畫家藉由對肢體細節的

描繪，來暗示昆蟲的運動軌跡，進一步營造整

體畫面的視覺動態感。在〈秋卉草蟲〉中，從

螳螂上身漸短的三段式結構，建構出螳螂上胸

屈身、前傾的空間深度與身型姿態。15而在其背

部淡敷白粉的中軸線確立下，背甲兩段結構右

側稍窄的細節規劃，則強調了螳螂隨金龜子飛

行動向，上胸側身扭轉的運動瞬間。（圖 8）綜

合考慮螳螂整體身型擺向與眼神注視方向可以

發現，未直面獵物的螳螂貌似錯失捕獵良機，

但實際上，其尾部至鐮刀狀前臂處所建構的弧

形姿態，在視覺動態上宛若弓弩般蓄力，暗示

著螳螂即將一躍而起的動作想像。（圖 9）

  於〈豆莢蜻蜓〉中，本幅作品在南宋繪畫常

見的對角線構圖下，選擇將枝葉、蜻蜓集中安

排於畫面左上半部，並將右下留白（圖 10），

這樣的構圖方式使得蜻蜓在枝葉上的姿態更顯

輕盈，配合其四片羽翅的彎折方向，暗示出蜻

蜓隨時可向左上半部飛行離去的視覺動態感。

進一步分析蜻蜓的肢體動作（圖 11），其弓起

的背部造型，搭配尾部的彎曲垂放，以及蜻蜓

停泊枝葉的向下壓伸，營造畫中視覺動態感向



96 從〈秋卉草蟲〉與〈豆莢蜻蜓〉談南宋草蟲畫建構的微觀世界

右下方的小幅度傾斜。這些在昆蟲肢體與葉片

造型上的設計，同時表現出重量感並還原蜻蜓

點水般的輕巧形象。

三、精工描繪昆蟲的生物特徵
  自南宋的草蟲畫可以發現畫家著意引導觀

畫者聚焦於草蟲筆墨細節的安排。不論在〈秋

卉草蟲〉抑或〈豆莢蜻蜓〉中，都刻意繪製花

瓣、花苞背向觀者，或掩映於枝葉的視點設計

（表二），花朵在此僅作為畫面點綴，展現出草

蟲脫離附屬於花卉題材的畫史意義。

  在〈秋卉草蟲〉中，畫家除了根據白點花

金龜的背甲特徵與靜螳屬螳螂的斑紋、色彩選

用進行描繪外，16更以工筆畫的筆墨技法，以極

細膩的墨線繪製螳螂身上交叉編織的網格紋，

並以金粉鉤染金龜殼上的斑紋，展現出〈秋卉

草蟲〉在昆蟲細節的精密表現。17

  〈豆莢蜻蜓〉的表現則可與南宋名臣李綱

（1083-1140）在〈畫草蟲八物〉形容畫中蜻蜓：

「雙睛碧珠瑩，四翅青羅薄」18的特徵相互對

證。在描繪蜻蜓複眼處，畫家選用深綠與淡褐色

系進行暈染，繪製出雙眼猶如寶珠般的瑩潤效

果。（圖 12）在蜻蜓的背部，也可見漸層式的水

墨堆疊，展現出畫家精湛的渲染技術。（圖 13）

  此外，〈豆莢蜻蜓〉在描繪蜻蜓羽翅的透薄

感上表現得尤為精彩。可見在羽翅尾端處以淡褐

色暈染界定翅膀輪廓，較之花葉莖部以墨線描

繪邊界的方式更顯清透（圖 14A）；羽翅中部，

畫家選擇以細勁淺淡的白線勾勒翅面紋理，並

以簡練的線條完成整體造型的形塑（圖 14B）； 

而在羽翅透薄感的表現，則可見翅面時而遮蓋

圖 10　 〈豆莢蜻蜓〉構圖示意圖　取自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書畫研究中心編，《宋
畫全集．第一卷第八冊》，頁 29。　空間佈局示意圖由雷皓天繪製

圖 11　 〈豆莢蜻蜓〉視覺動態示意圖　取自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書畫研究中心
編，《宋畫全集．第一卷第八冊》，頁 29。　空間佈局示意圖由雷
皓天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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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豆莢蜻蜓〉圖蜻蜓複眼局部　取自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書畫研究中心編，《宋
畫全集．第一卷第八冊》，頁 29。

圖 13　 〈豆莢蜻蜓〉圖蜻蜓背部局部　取自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書
畫研究中心編，《宋畫全集．第一卷第八冊》，頁 29。

A
B

C

圖 14　〈豆莢蜻蜓〉的羽翅呈現　取自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書畫研究中心編，《宋畫全集．第一卷第八冊》，頁 29。

表二　  〈秋卉草蟲〉、〈豆莢蜻蜓〉內的花朵繪製 作者製表

︿
秋
卉
草
蟲
﹀
局
部

︿
豆
莢
蜻
蜓
﹀
局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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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1　南宋　吳炳　嘉禾草蟲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289

圖 15　 〈豆莢蜻蜓〉畫中蜻蜓的左側三足　取自浙江大學
中國古代書畫研究中心編，《宋畫全集．第一卷
第八冊》，頁 29。

時而透顯的葉莖、葉脈（圖 14C），以及蜻蜓

側身隱約透見左側三足攀附於葉面的身型姿態 

（圖 15），這些在細節上的處理，無不增加了翅

面質感與其更顯可觸的視覺體驗。

  同樣著力於細緻描繪草蟲生物特徵的作品，

在同為南宋時期所繪的〈嘉禾草蟲〉（圖 16）， 

與美國克理夫蘭藝術博物館（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藏〈竹蟲圖〉上（圖 17），19

也可以發現畫家重點強調蜻蜓輕盈的身型姿態，

以及致力於表現羽翅薄透感的筆墨追求。這些在

筆法與暈染上的技藝呈現，在在展現出南宋畫師

對昆蟲造型與其紋理特徵的細膩詮釋。

圖 16-2　南宋　吳炳　嘉禾草蟲　冊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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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以上就〈秋卉草蟲〉與〈豆莢蜻蜓〉兩幅

作品，簡要說明此類南宋草蟲畫的創作特點，

不論在空間、視覺動態感與筆墨細節的呈現上，

藉由細膩的工筆技巧，營造生動並饒富野趣的

微觀世界，展現出了草蟲畫自南宋開始，作為

一門新興的獨立畫題所重點強調的畫境呈現。

宋以後所繪仿古的工筆草蟲畫，如國立故宮博

物院藏傳五代後蜀黃荃〈綺石秋容〉、傳宋無

款〈花王圖〉、傳五代南唐徐熙〈花卉草蟲〉 

（圖 18），該類作品在細節的呈現上已遠較宋時

遜色，似為市場需求下追求快速完成並大量生

產的藝術商品。20同時自明代開始，轉以強調寫

意並以沒骨筆法繪製的草蟲作品，另也逐漸開

展出更多元的創作表現。

附記
  值得注意的是，草蟲畫在南宋時期的崛起，

除以書畫形式創作的扇面、冊頁外，相似的題

材亦可於同時期金代河北生產的磁州窯瓷枕上

發現。（圖 19）可以想見當時不論是於紙卷，

抑或日常用品上，百姓對於以草蟲為主題所描

繪的視覺形象，普遍應有著將其融入生活的渴

望。有關跨媒材的再詮釋，以及北方作品在技

法、空間構圖、造型姿態上和南方風格間的交

流與異同，在配合新出土的考古資料下，未來

可以期待開展出更多元的研究成果。

本文的撰寫感謝曾肅良教授與學友李鑫的研究建

議，並感謝審查老師詳盡的研究提示與指正，以及

月刊編輯老師們的細心校對。

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

圖 17　 南宋　吳炳　竹蟲圖　冊　美國克理夫蘭藝術博物館藏　取自該館數位典藏資料庫：https://www.clevelandart.org/art/1964.154（CC0），
檢索日期：2023年 4月 21日。

圖 19　 金　磁州窯　河北省文物保護中心藏　取自葉喆民主編，《中
國磁州窯》，石家莊：河北美術，2009，頁 390。　白地黑花
蜻蜓點水圖如意頭型枕，底部帶「張家造」、「張大家枕」戳印。



100 從〈秋卉草蟲〉與〈豆莢蜻蜓〉談南宋草蟲畫建構的微觀世界

註釋：

1.  吳誦芬，〈畫史裡的昆蟲—草蟲畫的形成〉，收入邱士華、楊若苓、吳誦芬主編，《草蟲捉迷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2022），頁 14-27；（宋）佚名，《宣和畫譜》，收入《中國基本古籍庫》（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2006，明津逮秘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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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人宋常州草蟲扇〉。

圖 18　傳五代南唐　徐熙　花卉草蟲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 001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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