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IGHLIGHT

策展人為這次展覽下了一個有趣的註腳—「儼如一場表親相認」。
私人博物館兩依藏正與法國克雷默藝廊(Kraemer Gallery)聯手舉行《異曲同
工—18世紀中法古代家具藝術展》，並置展覽一系列的中、法古董家具。

兩者不論在設計風格、工藝、美學方面都有頗多相似之處，並排而立，一目了然，
亦有如一場中、法之間的歷史與文化對話。

         Ky P
ho

to
gr

ap
hs

 b
y 

H
ak

ka
; p

ho
to

 c
ou

rte
sy

 o
f t

he
 g

al
le

rie
s;

 c
oo

rd
in

at
ed

 b
y 

W
in

ni
e 

W
on

g

Great Mind 

路易十六時期雕花漆木座椅
Mikael介紹說：「為了配合恭親王
的座椅，我們選了這套美麗又珍稀
的椅子相配。它們是由1779年
成為大師的Jean-Baptiste-Claude 
Sene所製作。4張椅子曾擺放於
凡爾賽宮，相信由一個皇室家庭
訂製。這裏只有4張，但另外有
24張款式極相似的椅子擺放在
蒙特勒伊城堡(Chateau de 
Montreuil)，路易十六的妹妹—
伊麗莎白夫人的用餐室內。」

紫檀清式扶手椅
馮依凌介紹說：「這一套4張椅子
的主人曾經是大名鼎鼎的恭親王，
即道光皇帝的第六子、咸豐王帝的
弟弟。他位高權重，甚至一度擔當
攝政王，晚清時期卻因為時局動亂
而失勢，被罷去職務，黯然離世。
他奢華的住所、大宅、花園以及
各種身外物最終逐件出售用來
抵債。這4張扶手椅令人想起
恭親王，亦是晚清艱難時期的
一個佐證。」

這麼遠，那麼近
展覽中的珍品來自 17、18世紀中法帝皇盛世時期，包括法

國太陽王路易十四 (1643–1715)、路易十五 (1720–1774)、路易
十六 (1774–1793)，以及中國清朝的康熙 (1661–1722)及乾隆
(1735–1796)時期，在當年被視為藝術珍品及奢侈品，今天變成
價值連城的古董。克雷默古董行總裁 Mikael Kraemer打了一個譬
喻：「當年中、法兩國之間的路程需時一年，換了是今天，等於
由地球前往火星！」如此說來，更顯得兩地出品的形神俱似不可
思議。
難道一切都是純屬巧合？又不然。中、法兩國都極其尚美，

造就兩地不遠千里，在藝術方面相互交流。Mikael說：「我相信

法國家具從亞洲擷取了大量靈感，當時攝影尚未出現，有些畫師 

卻會走到亞洲，用草圖記下所見所聞。」兩依藏博物館長馮依凌
(Lynn)補充：「自從明朝開始，中國瓷器大量輸出各地，包括法國，
在當地成為炙手可熱的奢侈藏品。由 1650年代起，法國甚至開
始製造中式的青花瓷。法國耶穌會士亦在 17及 18世紀來華，不
僅傳入各種科學發現與新發明，而且影響着中國的藝術風格，特
別是宮廷華風。來自法國的蔣友仁 (Michel Benoist)等人甚至替乾
隆皇在圓明園興建歐陸建築。中、法兩國在這段時期互為友好，
這種關係可從設計、建築及家具方面反映出來。」
是次展覽有看不完的工藝，說不完的歷史，成雙成對對出趣

味盎然，值得我們期待。

Thinks A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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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時期單板亮格櫃
Mikael 說，「 這 是 一 座 採 用 布 勒 鑲 嵌 工 藝 (Boulle 

Marquetry)的書櫃，設計精美，展示櫃裏的書籍及擺設。」值
得留意的是，每個穿葉裝飾有六邊形的花形圖案。鎖眼亦用雕
刻的黃銅裝飾。

紫檀插屏式透雕大座屏
馮依凌介紹說：「我挺喜歡這一個組合，正好展示了屏風

的不同用法。中式的一座可用作房間的間隔、鏡框，或是大理
石的鑲嵌框。他們所選用的大理石紋路與中國山水畫相似。中
國家具向來以實用為主，即使手工精湛，但其藝術地位一直不
如陶瓷或翡翠。可是到了清代，情況有所不同，特別是因為康
熙、雍正及乾隆特別鍾情於工藝品，令家具終於取得藝術品的
地位。屏風如此亦因而自成藝術品，不只有功能。」

路易十六早期木質鍍金屏風
馮依凌續說：「這座屏風約製作於 1760年，一度為 Karl 

Lagerfeld所擁有。有別於紫檀屏風，這座屏風只有一個用途：
擺放於火爐前，遮擋不美觀的柴枝與灰燼。對我來說，此屏風
是克雷默藝廊所借出的家具之中最漂亮的一件，它的質量甚至
可媲美 Louis Delanois的出品，此家具匠向來以後洛可可及新
古典主義的品味見稱。他亦曾經替路易十五的公開情婦杜巴利
夫人 (Madame du Barry)製作類似的屏風，擺放於 Chateau de 

Louveciennes她的亭園內，現正於羅浮宮展覽。」

路易十六時期新古典鍍金木燭台
來自法國古老貴族的藏品，表面呈多款雕刻圖案，底部三

腳架亦飾有精雕細琢的花環；燭台下方亦有雕花花飾，並與紫
檀燈台的下承托和底座一樣呈水滴形。與紫檀燈台不同的是底
架呈三角形，但亦是從中伸出中心柱作支撐。

紫檀燈台
這對紫檀燈台選料極精，造型堅實。下承托的四站牙浮雕

螭龍紋，與底座的螭龍紋站牙互相輝映。底足構件採用十字交
叉法接合，交叉點頂部安置一塊圓形淺碟，將方柱立桿由此插
進出榫，卯入交叉的構件。

紫檀圈椅
馮依凌說：「在當年中國，椅子是社會地位的重要象徵。

在明朝晚期有數款特別的椅子，官帽椅特別為社會地位崇高的
人而設，玫瑰椅通常是女性的座椅。圈椅亦作官椅，是特別為
地方官而設。眼下的這一對特別珍貴，在於它們的外形是傳統
明式家具，所用的物料卻是清朝較常見的紫檀。相信它們是造
於明代潮流方興未艾，清代潮流剛流行的交接時期。

路易十六時期木扶手椅
與紫檀圈椅相似，擁有圓形靠背，扶手前端呈卷軸狀。值

得留意它是以褐色皮革精心打造，腳柱刻有精美紋路。

黃花梨亮格櫃
亮格櫃由上、下兩個獨立的部分堆疊而成。上半部分成左、

右邊，配對大小及形狀不一的格架及抽屜，兩個櫃的布局反向
對稱，有如鏡中倒影，但兩者合併而立時就可連成一體。下半
部的黃花梨門板紋理匹配成對，顯得氣宇軒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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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曲同工—18世紀中法古代家具藝術展》

日期： 即日起至2015年夏季
地點： 兩依藏博物館 
 香港上環荷李活道181-199號
電話查詢：2806-8280 
是次展覽圖錄邀得羅浮宮博物館前首席裝飾藝術策展人
Daniel Alcouffe撰寫序言。

策展扎記
Mikael:「這次將中、法兩國的 18世紀家具並列展覽，互相比

較，我相信是藝術史上的第一次。」
馮依凌：「展覽緣起於有一次克雷默藝廊在 Hullett House舉

行了一次展覽，從中我得知他是一位家具鑑賞家，於是邀請他到
兩依藏博物館看看我們明、清時期的家具，他一看就驚嘆連連，
我們的藏品與他家族的藏品在美學與技術上何其相似，順理成章
促成這次合作。」(克雷默藝廊創立於 1875年，專營 18世紀法國
家具與裝飾藝術品，Mikael為第 5代家族掌舵。)

Mikael:「我必須說說兩依藏博物館團隊非常專業，籌辦展覽的
過程非常順利，所有的家具完好無缺從法國飛抵香港。」
馮依凌：「過程中最大的挑戰是法國展品特別精巧。中國家具

通常採用黃花梨、紫檀等堅靭的木材，移動起來亦較放心。法國
家具則是非常纖巧，甚至有一張來自巴黎的桌子是用竹製成。在
中國，只有非常貧窮的家庭才會採用竹製家具，貴族會採用黃花
梨和紫檀，而請工匠將它們弄得像竹製。法國人剛好相反，認為
竹是非常型格的中國風象徵，因此會直接用竹製作家具。」

Mikael:「中、法家具並排看起來是極佳的安排。雙方的藏家都
會感到與有榮焉。我猜法國藏家將會收集中國藝術品而中國藏家
亦會繼續入手法國藝術品。策展的時候，我常常想通過好玩有趣
的方式與觀眾分享我熱愛的事物，特別是與年輕一輩分享，他們
通常都只關注當代藝術。這次效果充滿驚喜，相信許多年輕人從
此都渴望在家裏添置一些 18世紀的古董。」.

黃花梨有束腰三彎腿方橫桌
馮依凌介紹說：「三彎腿的方桌
已經少見，作為棋桌更不尋常。
此方桌的抽屜隱匿於四角側邊，
移去活動式的桌面板後，
雙陸棋盤即顯露在下。牙條浮雕
龍紋和靈芝，龍形角牙則強化
造型修長優雅的三彎腿。」

黃花梨玫瑰椅
靠背的券口牙子施以浮雕迴紋，
座面下方的牙條亦刻有厚實的
卷草紋。整組椅子經歲月摩挲，
皮革更顯美麗。

路易十六時期紅木遊戲桌
此為Jean-Jacques Pafrat的出品
(他於1785年成為大師)。
同款式的出品包括國王路易十六
時期瑪麗皇后(Marie Antoinette)
於楓丹白露(Fontainebleau)及
貢比涅城堡(Compiegne Castle)
沙龍裏的遊戲桌。

路易十六時期雕花木座椅
為Antoine Gailliard的出品(他於
1781年成為大師)。它的特色在於
椅子上面部分搭載類似中式椅子的
搭腦。靠背有雕刻組件，圓椎形
腳柱帶凹槽，典雅細緻。兩位
策展人Mikael(左)和馮依凌示範了
坐在椅子的兩種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