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0

chnoi

路易十四統治下的十七世紀，人們已經可以察知國內人民精神不

安定的情形。國內人民都熱心地想知道，中國人民如何行動？社會的安定如何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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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中國人民是否幸福而滿足？

Roco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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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Soulie de Morant 中國的藝術可

沾溉西方，而西方美術實無力吸引中國。

Edwards and Daley 1751 Thomas Chippendales The

Gentlemen and Cabinet-Makers Diecotry 1755 William Chambers Designs Of

Chinese Building Furniture Dress Machines and Utensils 1757 Jean pillements

A new Chinese  Drawing Book Antonie Fraisses Livre de dessins Chinois

1735 Peter Schenk Juns Nieuwe geinventeerde sineesen 1725

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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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Add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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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8-2 Rococo

48

47. 2000 232

48. 1971 9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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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teau

Robert Cozen

Reieh

Wein 凡對於中國宋代之風景畫研究有素者，一見華托

作品（指「西苔島的出航」），必訝其風景之相似。其畫中遠山，青峰縹緲，即本

人亦未嘗見之，但甚類中國形式。華托所慣為者，亦中國山水畫最顯著之特色

也。 Roelant Savery

Hercules Seghers

Boucher Fra-

gonard

1742 Bouc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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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i

Siena Simon Martini

Ambrogio Lorenzetti
49

8-3 

49. H. W. Janson 1980 1

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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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oco

1. 

2. 

1719

3. 

1759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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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W. Hoeder Charlottenburg

Pillnitz

Sanssouci Drottningholm

1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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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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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50. 1995 44?45

1754

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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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mbers

17571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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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中國庭園之設計，實在很難，不是智能平庸者所能為

的，其原則看似簡單，實行起來卻需有豐富的想像力和廣泛的知識……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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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1698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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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0

1762 1796

1710

1755

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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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5

1780

2001

8-6 

Voltaire

1867

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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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bnitz Chinoiserie

我想在我的門上

掛起中國報導事務所的招牌。

我們從前誰也不信世界上還有比我們倫理更

美滿，立身處世之道更進步的民族存在，現在從東方的中國，給我們以一大覺

醒！

歐洲文化之特長乃是數學的，思辨的科學…

…，但在實踐哲學方面，歐洲人實不如中國人。

我們

這些後來者，剛剛脫離野蠻狀態就想譴責一種古老的學說，理由是因為這種學說

似乎和我們普通的經院哲學不相符合，這真是狂妄之極。

他（萊布尼茨）的單子學說，

在許多方面和代表中國生活的三大派─老子、孔子及中國佛學所表示的道的概

念，有相當一致的地方。顯然的，他是以中國通自居。

0 1

儒家真了不起。儒家不迷信，也沒有愚劣的傳

說，沒有侮辱道理和自然的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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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十六世紀開始，歐洲就開始了文藝批評運動，而發現中國

一舉又大大推動了這一運動的蓬勃發展。

我被中國聖賢極大地吸引住了，

……這些書給了我合乎道德的教益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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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china China 

1154

Eletrisis 中國面積很大，人口極多。……藝術作品中以繪畫和瓷器

為最精美。 1171

52

1604

52. 1992 141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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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4

Mazarin

Compagnie de La China

1673 Veddell
53

53. 1992 142-3

1520

1.6 Wedgwood

1630

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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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enza

陶瓷在全世界，再沒有像在中國那樣，具有如此重大的意義；而中國瓷器對於歐

洲後期的陶瓷的影響至今還是很深的。 雖然從此

以後在歐洲和其他地方生產了大量的瓷器，但是，在瓷器之鄉以外的地方，還從

來沒有過甚麼工藝品可以跟中國陶瓷工最出色的製品相媲美。

8-8 Art Nouv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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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skin

師法自然當然是接近其根源，但面對一棵

茂盛的植物，我們必須經過一種選擇與分析的過程。自然形式必須簡化成為純粹

的象徵形式。

1860John Arkinson Grimsh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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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

1868-1928

Merris

Hertford Shire

Glasgow

Emile Galle Louis Majorelle 

Willem Dijsselhof

在Dijsselhof所有作品中明顯地看出外來影

響；他的木雕裝飾受到波斯藝術之影響，而其他織物設計則顯示更
192 30 Art Deco

Art Deco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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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Deco

多中國及日本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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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Henri Matisse

Allenion Bertolt

Brecht 1896-1956

Joan Miro

1972

Paul Klee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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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lock

1912-62

Franz Kline 1953 1955

Hartung

T1980-R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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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1 

Matisse 1869-1954

54

Le Chant du rossignol 55

54. 2002.12 NO.113 10

55. Diaghilev

M a t i s s e

1869-1954

1952

Le Chant

du rossignol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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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一是傳統描摹，另一

則是透過對樹的冥思而激發的情感，就像中國畫師常對學生所說一般，畫樹要有

與樹一起往上生長的感覺；而我就是這麼做。我並不是去追根究底，而是全心全

意地投入。

8-9-2 

Franz

Kline Adolf Gottlib

Mark Tobey 1890-1976 Morris Graves

Sam Francis

: Wynn Bullock 1902-1975

Adrian Saxe Richard White

Mary Hicks Guy Willams

Robert Glenn Ketchum John Cage

56. 2002.12 NO.11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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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岸檢視太平洋和更遠處以至東方……托比

是一位在威斯康辛州出生的最偉大的東方毛筆畫家……。

57

57. 77

10

1957

Mark Tobey

Wynn Bullock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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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12

1982

6

1982

13

1982



150

1. 

1985

2. 

1982

3. 

1985

4. 

1987

1-4 

Adrian Saxe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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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esco Clemente

Ideogram
58

John Cage

happening music

1987

John Cage

happening music

58. 77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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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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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59. H. W. Janson 1980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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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l d

Quar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