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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8年8月7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马尔利行宫写
下一封致中国康熙皇帝的信：“得知陛下您求贤若渴……
因此数年前我们决定派遣我们的臣民，六位博学的耶稣
会数学家，为陛下带来所有最新奇的科学知识……”

此时的路易十四并不知道，此前派遣的“国王数学
家”在1688年到达了北京，得到康熙皇帝的接见。他又派
出第二批数学家携带着他的亲笔信启程，可是他们却未
能抵达中国。

336年后的今天，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展厅，观众可
以读到这封当年未能送达康熙手中的信，了解这段少为
人知的中法宫廷交流故事。

2024年是中法建交 60周年暨中法文化旅游年。由故
宫博物院和凡尔赛宫殿、博物馆及国家园林公共机构（以
下简称凡尔赛宫）联合主办的“紫禁城与凡尔赛宫——17、
18世纪的中法交往”展览于4月初亮相北京。作为中法文
化旅游年的重要项目，该展览汇集故宫博物院、凡尔赛宫
以及其他收藏机构的大约200件文物精品，通过“龙与百合
花的相遇”“紫禁城中的法国风景”“凡尔赛宫的中国时尚”
3个单元，展现百年间中法双方彼此尊重、相互欣赏的政治
交往史和彼此借鉴、相互学习的文化交流史。

跨越重洋的对望

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是中法宫廷间交往和文化交
流的黄金时代。通往远东的新航路繁荣发展，加强了欧
洲与中国的联系。大量中国商品销往欧洲，令欧洲人对地
大物博、巧匠如云的中国充满美好憧憬。在“太阳王”路
易十四领导下，法国开疆拓土，文化艺术昌盛。与此同
时，中国迎来了封建王朝最后一个高光时代——持续100
多年的“康乾盛世”。位于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两个强盛
国家，对彼此投去了欣赏和好奇的目光。

“与同时代中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交往相比，17、18
世纪的中法关系呈现出独特之处。”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紫禁城与凡尔赛宫”展览中方策展人郭福祥说，中法的
交往一开始就是在两国宫廷和政府高层的高度关注和直
接参与下进行的，但中法之间没有互派正式的国家使
团，主要通过来华的法国传教士作为沟通桥梁。

凡尔赛市立图书馆收藏的1697年版《康熙帝传》，便是
由法国传教士白晋所作。1688年，“国王数学家”白晋与张
诚进入清宫，为康熙帝服务。1697 年，白晋回到法国，
奉康熙之命招募新的传教士来华。在同年出版的《康熙帝
传》中，白晋较为理想化地描绘了当时的中国，并强调康
熙皇帝和路易十四的相似之处。这本书在欧洲产生深远
影响，引起了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等名人的关注。

故宫博物院藏 17世纪铜镀金壳开光人物像怀表是此
次展览的重点展品。怀表最外层为黑鲨鱼皮表套，并用
金钉镶嵌出漩涡状和团花图案。铜镀金表壳中央用郁金
香花围出圆形开光，开光处是路易十四的头像。表盘中
间蓝色珐琅上绘金色百合花图案，为法国王室标志。打
开机芯，可见摆轮保护罩上镂雕一条中国式五爪金龙。
机芯夹板上还有制作工匠的名款和产地，可知此表为法
国宫廷御用钟表匠伊萨克·蒂雷所制。“这只表原藏于养心
殿，很可能是路易十四送给康熙皇帝的礼物，是两位帝
王交往的重要物证。”郭福祥说。

相邻的展柜中陈列着一件中式银镀金壶，是凡尔赛
宫收藏的珍品。1686年暹罗（今泰国）使团送给路易十四
一批礼物，其中有多件中国器物，引起了法国宫廷对东
方文化的浓厚兴趣。此壶为银质錾刻，饰有镀金高浮雕
人物、鸟兽、花卉与宝塔图案，壶底刻有法国王室盾形
纹章和三皇冠标记。路易十四和 1793年大革命政府曾先
后下令熔化金银器，这件文物两次幸免于难，成为暹罗
使团所赠礼物中唯一保存下来的金银器。

展厅里展示了多幅中法帝王肖像，其中，清人绘雍
正帝洋装像屏引人注目。图中雍正帝头戴卷发，身穿洋
装，造型与路易十四相似。此幅画像的表现方式受当时
欧洲流行的“扮装舞会画像”影响，显示了雍正对欧洲时
尚的兴趣。

凡尔赛宫藏乾隆皇帝像瓷版画也很特别。这幅瓷版
画由法国塞弗尔瓷器工场的艺术家根据潘廷章的一幅水
彩画绘制而成。潘廷章为意大利传教士，曾进入清宫担
任画师。画面中，乾隆身穿皮毛服装，头戴一顶毛帽，
帽子顶部有一颗巨大的珍珠。1776 年，路易十六购藏这
件瓷版画，陈设于凡尔赛宫的书房内。

科学与艺术交流

“从中法的礼物交换可以看出，科学和艺术的交流是
17、18 世纪中法宫廷交往的主旋律。”郭福祥说，康熙时
期，因应皇帝对科学的需求，法方赠送的礼物以各种科
学仪器为主。雍正、乾隆时期，随着中法艺术方面的交
流互动增多，展现法国工艺技术成就的瓷器、玻璃器、
挂毯等礼物比例增加。中国宫廷在接受法国科学仪器和
艺术品的同时，也回赠大量中文书籍、丝绸、瓷器等法
国人感兴趣的物品，这些物品充实了法国王室图书馆和
宫廷收藏。

展览现场可以看到故宫收藏的法国产铜镀金提环赤
道公晷仪、铜镀金半圆仪、铜镀金测角器等。不少仪器
上的款识表明它们是巴黎仪器制作名家巴特菲尔德所制。

一个黑漆方盒内放置着 30 余件仪器，包括比例尺、
直尺、矩尺、圆规、测角尺等，盒内还有铜镀金三角支
架和蓝色珐琅水丞，水丞底部镌刻“康熙御制”款。据介
绍，这盒绘图仪器为康熙时期清宫造办处将法国制和清
宫自制仪器配套组合而成，功能齐备，非常实用。

“这是满文版《几何原本》。”郭福祥说，白晋、张诚为
便于给康熙讲授西方数学，根据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
的《几何原本》编译了这套满文教材。

白晋、张诚还根据欧洲医学著作译撰了满文版《西洋
药书》，介绍当时西方流行的药品，论述了瘟疫、水痘、
肝胆胃肠等疾病的病因、病理和治疗方法。

清宫造办处仿照法国帕斯卡计算器制作的铜镀金盘
式手摇计算器，展现法国传教士蒋友仁设计巧思的圆明
园西洋楼大水法铜版画，来自法国的精美钟表、多功能
镜、精油……法国文化对清代宫廷的科学、艺术、建

筑、医学、地图测绘等诸多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
了中国宫廷内绚丽而独特的“法国风景”。

《十骏马图册》为法国传教士画家王致诚所作，是目
前已知唯一带有其署款的作品，也是一件中西艺术交融
之作。全册所绘 10匹骏马皆为乾隆帝坐骑。图中骏马造
型逼真，体态生动，用笔工致细腻，赋色清新明快，体
现了王致诚高超的写实能力和绘画技巧。背景树石以中
国传统笔墨技法绘制而成，应出自中国画家之手。每图
本幅写有满文马名，左侧对题有张照、梁诗正奉敕撰
赞，为嵇璜所书。

文化的交流从来不是单向的，而是在互动中产生活
力、激发创新。塞弗尔瓷器工场在路易十五时期成为法
国王家瓷器制造工场，其制瓷技术和艺术风格受到中国
瓷器影响，又具有本土特色。法国王室将塞弗尔瓷器作
为国礼赠送给其他国家，其中也包括中国。故宫藏粉地
彩绘描金开光花卉人物图两节瓷瓶便是塞弗尔瓷器精
品。此瓶由可分开的上下两部分组成，通体粉地，绿釉
卷叶纹四面开光。上半部分为椭圆形花瓶，喇叭口，底
部有孔，下半部分为圆形底座，肩部四面有镂空。开光
内主题图案为人物、田园景致和花卉。由瓶上的款识可
知，这件花瓶是塞弗尔著名画匠度登（Dodin）1759 年—
1760年的作品。

珐琅是清代宫廷艺术的重要门类，在清宫画珐琅技
术研制和改进过程中，陈忠信等法国工匠发挥了重要作
用。乾隆时期，清宫还向法国定制了不少珐琅器。乾隆
款画珐琅菊花纹壶盖沿内侧有金匠标章、巴黎地区征税
标章、金属纯度标章戳印痕记，壶底署“乾隆年制”款，
并有法国工匠签名。此壶由粤海关画样后，送到法国制
作，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被送入清宫。

广东透明珐琅工艺正是乾隆时期从法国定制珐琅产
品过程中传入的。法国工匠在制作清宫定制的画珐琅器
物时，因对样稿产生误解而采用了浮雕内填透明珐琅工
艺，引起清宫关注，从而开启了广东透明珐琅的百年发
展史。

受珐琅彩瓷影响，景德镇御窑厂创烧出粉彩瓷，不
仅成为清代宫廷代表性瓷器之一，还远销海外，备受欧
洲人喜爱。

欧洲掀起“中国风”

随着中法交往的深入，中国资讯不断传至欧洲，大

量中国工艺品和书籍进入法国宫廷和贵族的收藏视野，
引发了以凡尔赛宫为中心、波及欧洲的“中国风艺术”创
作风潮。法国宫廷保存了大量来自中国的物品和法国本
土创作的中国风艺术品，成为了解这一时期中法关系和
艺术交流的重要物证。

景德镇生产的一套青花加彩描金纹章瓷器，是 18世
纪 30年代末为路易十五定制的餐具，包括瓷壶、瓷盘与
瓷罐，上有法国王室纹章。餐具样式均为欧式，纹章形
状和图案由法国东印度公司提供给中国工匠。这套餐具
是凡尔赛宫廷使用的首套中国产瓷质餐具，也是首套中
国产带法国王室纹章的餐具，可能用于 1738年为路易十
五布置的餐厅。

18 世纪中叶，法国流行为中国瓷器配上镀金青铜附
件，使之更符合精致的法国品味。青釉香水瓶的瓷质瓶
身产自中国，巴黎工匠将其顶部、口沿及底座用洛可可
风格的铜镀金饰件加以装饰，使其呈喷泉般的形状。饰
件包括贝壳、芦苇、天鹅、鳌虾等元素，表达“水”的主
题。此香水瓶于 1743年被路易十五购入并安放于凡尔赛
宫的藏衣室，是现存唯一经鉴定属于路易十五的中国瓷
器。路易十五去世后，此瓶按照惯例授予国王首席侍臣
欧蒙公爵。

欧蒙公爵旧藏花园瓷凳亦由中国瓷绣墩改制而成。
瓷凳配有古希腊风格的镀金青铜托座，显得格外奢华。
1782 年，路易十六在欧蒙资产变卖会上购入这件瓷凳，
存至博物馆。

除了瓷器，法国人在绘画、纺织品、漆器、建筑、
园林等方面也积极借鉴中国文化，中国成为法国艺术家
和知识精英获取创作灵感的重要源泉。

17 世纪的版画记录了特里亚农瓷宫的美景。1670
年，路易十四为孟德斯潘夫人修建了特里亚农瓷宫。瓷
宫位于凡尔赛宫边缘地带，外表华丽，通身贴满蓝白相
间的陶瓷，高高的屋顶上饰有花瓶、孩童和动物像，令
人联想到中国建筑。瓷宫内部装饰有中国花卉图案的丝
织品。据介绍，这座瓷宫是路易十四受中国“瓷塔”（南京
大报恩寺琉璃塔）的启发而建。由于瓷宫的建筑很脆弱，
故在1687年被拆毁，取而代之的是特里亚农大理石宫。

路易十五的王后玛丽·莱什琴斯卡十分喜爱中国艺
术，在宫廷内外大力推广中国风，还为在华耶稣会传教
士的活动提供支持。1747 年，王后将凡尔赛宫内的私人
房间布置成“中国厅”，后改为“中国人厅”。

展厅里复原了“中国人厅”的场景，室内装饰着描绘中
国人茶叶生产、贸易活动的油画，还配以中国风的瓷器和
漆家具。《南京的集市》是“中国人厅”里的一幅油画，这幅
画模仿了荷兰旅行家尼霍夫访华游记中表现南京的版画
插图，钟爱绘画的王后本人也参与了此画的创作。

装饰王后卧室墙壁的“北京”彩缎片、彩绘中国风景
人物图的茶具、根据艺术大师弗朗索瓦·布歇所作中国风
情画设计的“中国题材”挂毯……这些精美的艺术品，生
动体现了法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热爱。

“中国和法国虽远隔千山万水，在历史上却进行过持
续不断的理解对方的尝试和文化交流的实践，成就了一
段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交流互鉴的佳话。”郭福祥说。

时至今日，这种交往和交流仍令人回味无穷，并不
断续写着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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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绣墩改制花园瓷凳，凡尔赛宫与特里亚农宫国
家博物馆藏。

图②：铜镀金壳开光人物像怀表，故宫博物院藏。
图③：展览现场。
图④：王致诚绘《十骏马图册》（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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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
丰富。2024 年是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总部发表重要演讲 10 周年。10
年来，中国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
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
通新局面。

这个春天，世界文明百花园中，更
多的友谊种子正在播撒。如中法两国建
交 60周年之际，双方将携手合作举办涵
盖文化、艺术、旅游等领域的数百项精
彩纷呈的活动。本报今日起开设专栏，
聚焦文明交流互鉴，展现中外携手共建
世界文明百花园的累累硕果。

——开栏的话

共建文明百花园
中法建交6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