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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抱石《湘君》與《湘夫人》的圖像表現及其時代意

涵 

The Image Expression and Implication of “Xing Jun” and “Xing 

Fu Ren” in the Figure Painting by Fu, Boa-shi 

 

林家聿 

Lin, Chia-Yu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博士生 

 

摘要 

   「湘君」與「湘夫人」出自先秦屈原所著《九歌》，《九歌》原為楚國郊祀

歌詠與巫歌性質，包含了天神、地祇與人鬼，其中〈湘君〉與〈湘夫人〉歸為

地祇，也就是地域性的神祇。 

 

     關於湘君與湘夫人的身份與雙方之間的關係，學者已多有研究與考證，但

仍處於眾說紛紜的模糊階段，然而其文學性，擷取自神話傳說為題材，運用象

徵性的手法，傳達出情感意念的活動軌跡，在形象的塑造上賦予了世俗化與人

格化的展現，也因此在後代流傳中，有些畫家藉此人格化的形象來形塑湘君與

湘夫人，同時藉此文化傳統中的文學意象來寄託畫家自身的情感。在二十世紀

的畫家之中，傅抱石便留有多幅以「湘君」與「湘夫人」為題的仕女作品，其

形象延續了六朝以來的女性面貌，同時融入了日本的文化元素，進而承襲了中

國傳統的女神形象，同時展現了時代的新貌。 

 

    筆者將針對歷代「湘君」與「湘夫人」的人物畫作品，依據創作年代進行

排比與比較，探討在中國文化的傳承中，對此文學傳統的表現與文化意象的形

塑之異同，透過歷代畫家運用的元素、表現形式，及其時代的美學思想進行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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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以窺見自先秦到二十世紀「湘君」與「湘夫人」的文學意象，在中國人物

繪畫形象的互相輝映、轉變與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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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傅抱石（1904-1965）1904 年 10 月 5 日生於江西省南昌市，原名長生，1917

更名為瑞麟，到了 18 歲（1921）時自號「抱石齋主人傅抱石」，以「抱石」二字

命名，有一說法是源自尊崇屈原，取自楚辭「抱石懷沙」的意思。1 透過觀看傅

抱石留存的人物繪畫作品以及印鑑，發現以屈原與楚辭為題材的作品佔了很大的

比例，1928 年刻有「采芳洲兮杜若」的楚辭詩句，邊款「離騷」全文，《傅抱石

全集》中收錄的仕女作品共計 134 件，其中關於「湘君」與「湘夫人」的創作便

有 37 件之多。在 1942 年繪製了兩幅「屈原」，1953 年再度以屈原為題作《屈子

行吟圖》，得以窺見傅抱石一生對於屈原的追崇。 

 

    1954 年傅抱石在寫給郭沫若的書信中提及其對於歷代傳統創作「九歌圖」

的見解： 

 

考〈九歌〉之見於圖像，如眾所周知始自李龍眠。迨後元之張渥，明之陳

老蓮、蕭尺木，清之門應兆等，乃有遺跡傳於今代。⋯⋯以拙見言之，李龍

眠所作最富於創造性。此外唯陳老蓮以其孤峭的構圖，脫盡前人窠臼， 

捨此則什九皆二家之因襲而已。三百年來，事此無人。2 

 

簡短的文字中透露出傅抱石對於中國傳統以「九歌」為題材所繪製的圖像脈絡

有著詳細的了解，並評論了流傳下來的「九歌」圖繪形式中，僅有北宋李公麟

與晚明的陳洪綬具有創造性。 

 

    目前圖繪「九歌圖」中「二湘」的作品，傳世作品多題為李公麟（1049-1106）

所繪，而畫家所採取的構圖形式有中國傳統敘事畫常見的長卷式，採異時同圖的

構圖結構，忠實呈現「二湘」原文之中的意旨，3如遼寧省博物館本的傳李公麟

                                                 
1 葉宗鎬，《傅抱石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 3。 

2 葉宗鎬，《傅抱石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 158。 

3 古原宏伸，〈傳李公麟筆「九歌圖」－中國繪畫の異時同圖法〉，收錄於鈴木敬先生還曆紀念

會編《鈴木敬先生還曆紀念中國繪畫史論集》（東京：吉川弘文館，1981），頁 89-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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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歌圖》；另有將「二湘」置於同一個畫面之中，概括了「湘君」與「湘夫人」

的旨趣，像是蕭雲從的《離騷圖》；此外，尚有中國早期將女性入畫，呈現神仙

圖式的概念，在元代張渥與明代陳洪綬的版畫作品中皆可見到。 

 

 傅抱石除了描繪了一組「九歌圖」之外，與「九歌」相關的圖繪，便是大

量以「湘君」與「湘夫人」兩個篇章為主軸的描寫，何以傅抱石會選擇「二湘」

作為創作的主題，然而〈九歌〉中「湘君」與「湘夫人」的關係與身份探討，一

直以來學界有不同的看法與討論，仍具有許多爭議的問題，本文將從歷代描繪「二

湘」的圖像與文本進行探討，透過觀看「二湘」圖繪中的文字與意象流變，探討

傅抱石繪製「二湘」的創作心境與來源。 

 

二、《湘君》與《湘夫人》圖像的時代流變 

    目前留存下來可以得知的《九歌圖》或《湘君》與《湘夫人》的作品，最早

的是題為李公麟的作品多達六個版本，4除了李公麟之外，尚有宋代張敦禮（?-

1107）、元代錢選（1239-1301）、趙孟頫（1254-1322）、張渥（約活動於 1340-

1365）與趙衷（約活動於 1341-1371）、明代杜菫（約活動於 1465-1505）、文徵

明（1470-1559）、陳洪綬（1955-1652）、蕭雲從（1596-1673）、任熊（1823-1857），

以及近代的傅抱石（1904-1965），皆圖繪過「二湘」的題材，然而如傅抱石所言，

上述畫家形塑之下的「二湘」形象大多祖述李公麟。清代胡敬在《西清劄記》中

紀錄了其欣賞過李公麟的《九歌圖》，並記載畫家「皆按逸注分圖」，5傳為李公

麟的「九歌圖」之意象描繪，主要取自王逸注解的「九歌」內容。  

    

     王逸認為〈九歌〉中的祭神辭彙為屈原寄託自身忠君愛國的心境，6王逸云： 

                                                 
4 題為李公麟的「九歌圖」版本有北京故宮博物院本、遼寧省博物館本、中國歷史博物館本、

日本藤田美術館本、美國 The St. Louis Art Museum 本、柏林東洋美術館本。 

5 〔清〕胡敬，《西清劄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續修四庫全書》本），卷 3，頁

106。 

6 王逸注解〈九歌〉云：「〈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

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鬱。出見

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上陳事神之敬，下見己之冤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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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湘君蹇然難行，誰留待於水中之州乎？以為堯用二女妻舜，有苗不服，

舜往征之，二女從而不反，道死於沅、湘之中，因為湘夫人也。所留，蓋謂

此堯之二女也。」7 

 

其中「湘君」為湘水之神，「湘夫人」指的是堯之二女娥皇、女英。 

 

    李公麟所繪《九歌圖》四種影響可能影響後世的形式，其一為通景式的異時

同圖法；其二是單獨描繪文本中主神的形象；其三擷取部分內容進行的描寫，其

四是單篇描繪之二湘圖。8將歷來繪製過「二湘」圖像的作品進行分類，會發現最

早表現「九歌」圖是採用通景式的結構，在畫面中著重在還原文本的故事內容，

使觀者透過圖像理解文本的意涵，像是藏於遼寧省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日

本藤田美術館與美國 The St. Louis Art Museum 中題為李公麟的作品。 

 

    〈湘君〉全文為：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

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

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柏佤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横大

江兮颺靈。颺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爲餘太息。横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

側。桂櫂兮蘭枻，斫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

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

兮告餘以不閑。鼂騁騖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

下。捐餘玦兮江中，遺餘佩兮澧浦。采芳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

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託之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漢〕王逸注，〔宋〕洪興祖補注，《楚

辭補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頁 98-99。 

7 〔漢〕王逸注，〔宋〕洪興祖補注，《楚辭補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 

8 柯恩，《九歌圖之研究與個人創作方法》（臺北：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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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通景式異時同圖的結構中，以屈原為主角貫串於每一個篇章，就遼寧省博

物館本的〈湘君〉（圖 1）圖像來看，遠景的汀州中間佇立著兩位女性，即王逸

注解裡認為湘夫人為堯之二女的表現，二女身旁各有一名侍女。而前行於水面上

的小舟乘載著屈原，符合「沛吾乘兮桂舟」，而文中「駕飛龍兮北征」與「飛龍

兮翩翩」則描繪於畫面的左上角，屈原乘舟抵達岸上，徘徊於江岸邊，呈現「捐

余玦兮將中，遺余佩希醴浦。」包含屋宇上的四隻鳥禽，以及於水岸旁的屋舍，

如實呈現詩文中所述之內容。 

     

 

圖 1 無款，《九歌圖卷》「湘君」（舊題李公麟），紙本墨筆，33 x 71 至 81.8 cm，遼寧省

博物館。 

 

〈湘夫人〉的全文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薠

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蘭，

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食兮庭中？蛟何爲兮水

裔？朝馳餘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

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藥

房；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

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嶷繽兮並迎，靈之來兮

如雲。捐餘袂兮江中，遺餘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

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在〈湘夫人〉（圖 2）中具體描繪出詩句中訴說的畫面，像是「罾何爲兮木

上」（圖 3），將漁網掛結在樹梢之上；「麋何食兮庭中」（圖 4），兩隻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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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一隻半臥、一隻站立於庭院之中；「朝馳餘馬兮江皋」，清晨騎馬於江畔

奔馳；「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圖 5），在水中央興建屋宇，並以荷葉

覆蓋於屋頂之上；「九嶷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圖 6），九嶷山的眾神

皆來歡迎湘夫人，他們簇擁的像雲一般。 

 

 

圖 2 無款，《九歌圖卷》「湘夫人」（舊題李公麟），紙本墨筆，33 x 71 至 81.8 cm，遼寧

省博物館。 

 

 

 

圖 3《九歌圖卷》 

「湘夫人」局部 

（舊題李公麟） 

，遼寧省博物館。 

圖 4《九歌圖卷》「湘夫人」局部（舊題李公麟），遼寧省

博物館。 

  
圖 5《九歌圖卷》 

「湘夫人」局部 

（舊題李公麟） 

，遼寧省博物館。 

圖 6《九歌圖卷》「湘夫人」局部（舊題李公麟） 

，遼寧省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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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達部份內容以概括全文意趣的形式自北宋到明代皆有運用此一表現手法，

如傳李公麟的柏林東洋美術館本、傳張敦禮的波士頓美術館本，還有杜菫與蕭雲

從的《離騷圖》。將「二湘」置於同一個畫面之中，結合兩篇內容的主旨，〈湘

君〉是以湘夫人的視角，抒發湘夫人期盼與湘君相會而未能如願；〈湘夫人〉則

是以湘君的視角，傳遞盼望湘夫人到來的心情。在傳張敦禮的《九歌圖》（圖 7）

版本中，對於湘君與湘夫人的描寫，僅以一幅女子站立於畫面左側的樹下，身後

有一名侍女陪同，透過眺望著遠方水際的神情，傳遞出思念的心境意象。 

 

    蕭雲從《離騷圖》序文中闡明其認為圖像與經籍同樣具備教化的功能，因此

蕭雲從著重於以圖像的形式來傳達經籍中的文字意涵。蕭雲從依據朱熹的注解，

蕭雲從〈離騷圖序〉云：「一宗紫陽之注。」9蕭雲從根據朱熹的注解，說明湘君

與湘夫人為堯之二女，舜之二妻，因而合繪之。其於序文中道：「舜陟方于蒼梧，

二女死於湘江，今有黃陵廟焉。昌黎謂娥皇正祀，故稱君；女英自降稱夫人也。

據此，則兩章應合圖之矣。」10因此，在蕭雲從筆下的湘君與湘夫人（圖 8），並

置於一個畫面之中。 

 

 
 

圖 7 傳張敦禮的《九歌圖》〈湘君、湘夫人〉，波士頓美術

館。 

圖 8 蕭雲從，《離騷圖》〈湘

君湘夫人〉，1645，波士頓美

術館。 

                                                 
9 〔清〕蕭雲從，《離騷圖》（1654 年刊本），收錄於鄭振鐸編，《中國古代版畫叢刊》（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 47。 

10 蕭雲從根據朱熹《楚辭集注》中的注解說明合繪「二湘」之原由，朱熹云：「君謂湘君，堯

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者也。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如謂之湘君。」「帝子謂

湘夫人，堯之次女女英舜次妃也。韓子以為娥皇正妃，故稱君；女英自宜降，稱夫人也。」出

自〔宋〕朱熹，《楚辭集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2，

頁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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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篇描繪「二湘」的神仙形象則始自元代趙孟頫、張渥、章洪、明代陳洪綬

到近代傅抱石。此一圖像又分為分開繪製的湘君與湘夫人形象，以及將二湘合繪

於一圖的作法。分別描繪的形式，圖像各自描寫湘君與湘夫人的形象，有時配置

侍女於側。在上海博物館本的張渥《九歌圖》中，湘君與湘夫人各自佇立於水面

之上，呈現向右方前行的姿態，湘君手持詩文中所述及之杜若。張渥筆下的湘君

呈現男子裝束，湘夫人則為女性的形象，這與其吉林省博物館本臨摹李公麟《九

歌圖》中呈現的形象一致，遵循王逸的注解進行繪製。觀看吉林省博物館本與上

海博物館本的〈湘君〉（圖 9、圖 10），湘君與侍女的位置配置、人物的裝束等

大致相似。不同的是，上海博物館本的面容更為寧靜安定，湘君手持之杜若與侍

女高舉之旌旗易有些為的更動，衣服下擺多了暗示雙腳的衣摺，搭配衣帶向後飄

舉的角度改變，使湘君前行的動態感更為明顯。 

 

    〈湘夫人〉（圖 11、圖 12）的部分，張渥則做了更大的更動，臨李龍眠的版

本中呈現回頭顧盼的姿態，而上博本的湘夫人與湘君一樣向右方前行，並多了侍

女陪侍，衣擺更為開張，而水紋略去浪花的表現，轉為較為平靜的水面，衣帶也

減少了強烈的飄動感，搭配侍女回頭看向湘夫人的神態與姿勢，使湘夫人呈現緩

緩前行，甚或駐足停留，似乎在等待什麼的模樣。若對應文本，〈湘君〉文中湘

夫人四處追尋湘君；〈湘夫人〉則是苦苦等待的意境，兩個篇章符合上博本中呈

現人物動態與靜態的對比表現。 

 

  
圖 9 張渥《九歌圖》〈湘君〉 

紙本墨筆，28 x 602.4 cm，上海博物館。 

圖 10 張渥《臨李龍眠九歌圖》〈湘君〉，

紙本墨筆，29 x 523.5 cm，吉林省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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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張渥《九歌圖》〈湘夫人〉 

紙本墨筆，28 x 602.4 cm，上海博物館。 

圖 12 張渥《臨李龍眠九歌圖》〈湘夫人〉

紙本墨筆，29 x 523.5 cm，吉林省博物館。 

 

    雖然畫家詮釋「二湘」的各種手法皆可能源自李公麟所繪之圖像形式，但是

可以歸納出一個描繪二湘圖像的趨勢，明代之後對於「二湘」的描繪，在「九歌

圖」中多呈現單一繪製主角人物；單獨描寫「二湘」則延續傳統的神仙形象，有

的「二湘」合圖，有的單獨出現，並且湘君與湘夫人皆呈現女性裝束，而非為表

達男女之情而有性別的區分。 

 

三、 傅抱石《湘君》與《湘夫人》的圖像傳承與新思維 

（一）「二湘」圖像的傳承與新貌 

    除了《屈原九歌圖冊》之外，傅抱石目前留存下來與「九歌」相關的圖像皆

以「湘君」與「湘夫人」為描寫對象，又以「湘夫人」為多。《傅抱石全集》中

計有 17 幅〈湘夫人〉、10 幅〈湘君〉與 10 幅〈二湘圖〉（圖表 1）。特別的是

完成《屈原九歌圖冊》之後，單獨描繪「湘君」的作品開始大量出現，主角人物

多置於畫面右下角，呈現靜態駐足於岸邊或沙洲之上，手持杜若，中景大片的留

白，遠景出現局部的山石，運用前景與遠景的比例差異，凸顯中景水域的渺遠，

湘君則表現出眺望著遠方水際的形象，表達停留等待的心理狀態（圖表 2）。傅

抱石描繪的二湘形象、衣著造型與六朝時期衣擺下緣成開展的喇叭狀相似，但是

相對於六朝風格的女仙形象（圖 13）、題為李公麟的二湘圖、張渥的神仙形象，

甚或明代文徵明（圖 14）與陳洪綬（圖 15）創造之下的二湘，傅抱石將線條化

繁為簡，人物的頭飾等裝飾物品亦多作刪減。傅抱石 1943 年所作之《湘夫人》

款識內容題寫了顧愷之《女史箴圖》為中土墨寶，題款內容云：「至夫人服飾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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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則損益顧愷之女史箴圖。中土墨寶，故莫於是云。」足見其對於此畫的高度

讚賞，因此繪製《湘夫人》時，援引六朝時女性形象的風格，再加以增減。 

 

 
 

圖 13 顧愷之《女史箴圖》（唐摹本）局

部，絹本設色，24.8 X 348.2 cm，大英博物

館。 

圖 14 文徵明《湘君相夫人》（局部）， 紙

本彩墨，100.8x35.6cm，1517，北京故宮博

物院。 

  

圖 15 陳洪綬《九歌圖》十二開之三，湘

君，1616。 

圖 16 顧愷之《洛神賦圖卷》（宋摹本），

絹本設色，26.3 x 646.1 cm，遼寧省博物館。 

 

 

    而湘夫人則是於水面之上前行的動態表現，搭配落葉紛飛的情景（圖表 3），

傳達《楚辭》〈湘夫人〉中「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人物呈現前行但

又回首的姿態，彷彿擔憂前行後錯過了什麼，回首顧盼的姿態在宋摹本的《洛神

賦圖卷》中已有此人物姿勢的表現手法（圖 16）。畫面中的動態效果，傅抱石透

過傳統圖像中衣帶隨風揚起的樣態，加上落葉隨風飄下之景進行詮釋。在這裡或

許可以解讀為對應到兩個篇章之中，湘夫人四處追尋湘君，而湘君在原地等待的

情景。然而，前文述及張渥表現的「湘君」與「湘夫人」的動靜態對比，張渥筆

下的湘君呈動態，湘夫人為靜態，正好與傅抱石呈現的方式相反。以篇名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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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君〉整體內容為主角人物為見思念的對象而奔走，〈湘夫人〉的內容為耐心

靜候，符合張渥的表現方式；若以內文指涉之人物，則是湘君為靜待佳人，湘夫

人四處尋找思慕之人的心境，這便與傅抱石所描寫之二湘形象與心理狀態相符合。 

 

  
圖表 1、傅抱石仕女畫中「二湘」為題的比例圖 

 

 

 

  

《湘君》 

紙本設色 

164.1x83.2cm 

1950 年代 

《湘君》 

紙本設色 

43.5x60.4cm  

1960 

《湘君》 

紙本設色 

扇面直徑 27cm 

1964 

《湘君》 

紙本設色 

68.5x35cm  

1960 

 

 

 

 

《湘君》 

紙本設色 

68.1x44.6cm 

1960 年代 

南京博物院藏 

《湘君》 

紙本設色 

43.5x60.4cm 

1960 年代 

南京博物院藏 

《湘君》 

紙本設色 

18.3x51.7cm  

1960 年代 

南京博物院藏 

《湘君凝視圖》 

紙本設色 

34.4x45.9cm  

1960 年代 

南京博物院藏 

圖表 2、傅抱石〈湘君〉圖像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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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夫人》 

紙本設色 

35.4x41.2cm 

1945 

《湘夫人》 

紙本設色

135x54.5cm 

1947 

《湘夫人》 

紙本設色 

19.2x50cm 

1953 

《湘夫人》 

紙本設色 

40x28.5cm 

1954 

    
《湘夫人》 

紙本設色 

67.9x46.4cm 

1950 年代 

南京博物院藏 

《湘夫人》 

紙本設色 

143.6x38.9cm 

1950 年代 

南京博物院藏 

《湘夫人》 

紙本設色 

134.5x34cm 

1960 

《湘夫人》 

紙本設色 

87x49cm 

1961 

圖表 3、傅抱石〈湘夫人〉圖像一欄表 

  

    傅抱石在畫面上結合落葉灑落飄動的手法，在任熊（1823-1857）的《湘夫人》

（圖 17）的作品中已有出現，任熊的處理手法，楓葉偏向垂直落下，觀者可以感

受到楓葉即將飄落的目的地—主角身旁的地面。而傅抱石強調了「風」的存在與

吹拂，落葉快速的在畫面上呈對角線的方向飄動，並略帶弧形，使葉子即使飄向

下方，未有著陸的現象，彷彿繼續穿梭於空氣間繼續飄流（圖 18）。活動年代稍

早於傅抱石的日本畫家上村松園（1875-1949），同樣在作品中繪有結合楓紅落下

的元素，與任熊取用的皆是楓葉，並且表現楓紅偏向垂直落下的一幕（圖 19）。

傅抱石早年留學自日本，傅抱石運用圓轉而快速的筆調（圖 20、圖 21），以及

大小錯落與遠近透視的結構，將落葉自遠方飄下近景的意象生動的表現出來，並

將傳統中，畫家筆下落葉緩慢飄動的景緻，轉換為生生不息的湧動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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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任熊《湘夫

人》，紙本設色， 

121.4x35.3cm，上海博

物館藏。 

圖 18 傅抱石《湘夫人》，紙本設

色，67.9x46.4cm，1950 年代，南

京博物院藏。 

圖 19 上村松園，《花筐》，

208x127cm，1915。 

 

 

 
 

圖 20 傅抱石，〈湘夫人〉（局部），

104x60.3cm，1943，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 21 傅抱石，〈湘夫人〉（局部），

92x40cm，1960 年代初期。 

 

（二）傅抱石「二湘」圖像的時代意義 

    傅抱石的女兒傅益璇描述傅抱石： 

 

    一向沈默寡言的抱石，也許喝了酒的緣故，居然一反尋常，侃侃而談，

對時局大發議論，還激昂憤慨地背誦了屈原的《楚辭》中「九歌」的詩句。

我不禁驚訝地發現他非常關注政治，他是一個有強烈正義感的愛國主義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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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他說他正在醞釀，將把《九歌》的「二湘」和「國殤」詩意繪製成畫。

11 

 

傅抱石創作屈原《楚辭》題材的作品，在 1954 年 2 月 14 日，傅抱石致信郭沫

若，述及根據郭沫若著《屈原九歌今譯》進行〈九歌圖〉創作的思考，郭沫若作

《屈原》實乃出自政治宣傳的需要，意圖透過屈原的愛國情懷來借喻當時的社會

現況，郭沫若道：「我便把這時代的憤怒復活在屈原的時代裡去了。換句話說，

我是借了屈原的時代來象徵我們當前的時代。」12郭沫若在認為屈原不是像一般

因懷才不遇而輕薄的人，而是憂世憤俗，不忍心看到國家淪亡，人民流離失所之

苦。13傅抱石開始大量出現「九歌」題材的作品是在 1954 年作《屈原九歌圖冊》

之後。在 1954 年之前亦有描繪少量的「湘夫人」，1943 年的《湘夫人》是傅抱

石第一件與「九歌」相關的作品，題款上便落有： 

 

   屈原九歌自古為畫家所寫，龍眠李伯實、子昂趙孟頫，其妙蹟尤光輝天壤

間。子久欲從事，媿未能也。今日小女益珊四周生日，忽與內人時慧出楚辭讀

之：「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不禁彼此無言，蓋此時強敵正張焰於

沅澧之間。因相量寫此，即擷首數語為圖。至夫人服飾種種，則損益顧愷之女

史箴圖。中土墨寶，故莫於是云。時民國癸未十一月二十一日，重慶西郊金剛

坡下山齋記。新喻傅抱石。 

 

款中「此時強敵正張焰於沅澧之間」道出了當時日軍侵擾湖南的景況，藉此抒發

心中的憤慲之情。以這一件作品來看，在郭沫若藉屈原來實現政治目的之前，傅

抱石便已經有相同的感受了，因此在郭沫若的《屈原九歌今譯》完成後，傅抱石

感同身受而開始有大量的「二湘」題材作品。 

                                                 
11 紀念傅抱石先生逝世二十週年籌備委員會編，《傅抱石先生逝世二十週年紀念集》（南京：內

部刊行，1985），頁 55。見張鵬，〈傅抱石抗戰客蜀時期六朝題材故實畫內蘊發覆〉，《文藝研

究》第 11 期（2017），頁 132。 

12
 郭沫若，〈歷史劇屈原的俄文譯本輒〉，《人民日報》5 月 28 日，第三版（1952）。 

13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學編，卷 19，（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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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 年傅抱石開始根據郭沫若翻譯的「九歌」作畫，題款中將楚辭原文轉為

郭沫若譯本的文句內容，《屈原九歌圖冊》中〈湘君〉款識：「我望著老遠老遠

的岑陽，讓我的靈魂飛過大江。魂靈飛去，路太長，妹妹憂愁，更為我悲傷。」

在 1960 年的《湘君》中同樣採用郭沫若譯本內容取代原文。《屈原九歌圖冊》

中〈湘夫人〉的題款為「公主們來在這偏僻的島上，望眼將穿，繞著愁腸。草木

搖落秋風涼。洞庭湖中起著波浪。」 

 

    傅抱石在〈壬午重慶畫展自序〉中訴說自己對中國畫史上的東晉、六朝，以

及明清之際最感興趣，並於〈中國繪畫思想之進展〉一文中述及「我們在這愛好

清談的東晉畫史上，可以覺察兩種非常重要的變遷：一種是伴著人物而起的『事

實』的創造；另一種是伴著酷愛自然而起的山水畫的產生。」14魏晉六朝與明清

之際皆是政治與社會極為動亂的時期，促使魏晉六朝清談與玄學的流行，傅抱石

亦作《淵明沽酒圖》中的陶淵明、《竹林七賢》的嵇康、《洗手圖》的顧愷之、

《愛鵝圖》的王羲之與《阮咸撥罷意低迷》的阮咸等，得以從中窺見傅抱石嚮往

著六朝文人的超然闊達的情懷與人格特質。沈左堯在〈傅抱石的藝術成就〉中說： 

 

    魏晉士大夫的嘯傲狂狷，放浪形骸的生活，是先生特別愛好的題材。他

在授課時，魏晉是重點，講得非常生動，畫來也格外真切。同學們看了他畫

的《竹林七賢》，聯想到他家住竹林之中，身穿寬袍大袖，曾戲言『傅先生

是竹林第八賢』，把他的形象同嵇康、阮籍、山濤、向秀、阮咸、王戎這些

古人聯繫在一起，感到十分恰當。先生塑造的《山陰道上》、《東山絲竹》

這些人物群像，好像都在談玄、吟詩，悠然自得的神情，似乎有他自己的影

子。15 

 

正如傅抱石《湘夫人》作品取自六朝的人物表現手法，援引傳統的神仙形象，結

合快速而灑脫的筆趣，加諸身處於動亂不安的社會時局裡，使其筆下的「二湘」

                                                 
14 傅抱石，〈中國繪畫思想之進展〉，《傅抱石美術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

177-178。 

15 江西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新喻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傅抱石》（江西：江

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2），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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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取用神仙式的表現方式，但是人物形象更為貼近世俗中的女性模樣，而非遙

不可及的女仙。在六朝的文化精神影響之下，傅抱石亦如陶淵明與竹林七賢嗜好

飲酒，因而在其畫面上，流露出瀟灑而生生不息的動態之美。 

 

   傅抱石透過「二湘」，傳遞出其身處動亂時代憂心世事的心境，同時亦藉由

人物的外在形象之塑造，以及畫面的結構經營，展現出承襲中國傳統的經典，同

時帶有自身性格的個人色彩與時代風貌。 

     

四、 結語 

「九歌圖像」的描繪，傅抱石認為李公麟最富創造性，緣由是因為李公麟筆

下有多種樣貌的九歌圖形式進行詮釋，後代畫家們追尋前朝的創作手法，因而如

山水畫一般失去了新的氣象，在傅抱石形塑之下的「湘君」與「湘夫人」，單獨

成題時，能夠清晰地劃分出「二湘」不同的處境與心境，同時結合詩文中的元素，

使觀者能夠分辨畫中主角為「湘君」亦或「湘夫人」。當合繪於一圖時，有些帶

有單獨成幅的繪畫元素而能辨別人物，有些則將「二湘」一致化，呈現如姐妹般

的形影不離之形象，在其題款中題有郭沫若譯本的內容中，將「二湘」視為姐妹，

與公主們，亦即兩位皆呈現女性形象。這與朱熹注解之二湘為堯之二女，娥皇與

女英的說法相同。 

 

觀察歷史上以「九歌」為題的創作，多為國家存亡之際的環境下，畫家們藉

由「圖像」傳遞「文本」意涵的一種心理寄託，如蕭雲從認為圖像具有教化之功

能，而著力於使圖像忠實呈現文本的主旨。而傅抱石創作「二湘」圖像雖然同為

藉由文本內容的意旨來訴說自身的心境，更在形塑人物形象與繪畫的過程中，注

入了自己對於六朝時期文人精神的嚮往，因而在「二湘」圖像傳統中，加入了不

同的表述方式，使其創造之「湘君」與「湘夫人」歸屬於傳統繪畫的脈絡中，又

融入了時代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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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傅抱石「九歌」圖資料庫 

編號 作品圖檔 品名 媒材 尺寸 年代 出處 

1 

 

〈湘夫人〉 紙本設

色 

104x60.3cm 1943 

（39）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1〉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167。 

藏地：北京故宮博物院。 

2 

 

〈二湘圖〉 紙本設

色 

90x61cm 1945

（41）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2〉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85。 

3 

 

〈山鬼〉 紙本設

色 

45x57.2cm 1945

（41）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2〉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87。 

4 

 

〈湘夫人〉 紙本設

色 

35.4x41.2cm 約 1945

（41）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2〉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151。 

藏地：北京故宮博物院。 

5 

 

〈二湘圖〉 紙本設

色 

165x43.5cm 1946

（42）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2〉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219。 

6 

 

〈二湘圖〉 紙本設

色 

149x54cm 1946

（42）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2〉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265。 

7 

 

〈湘夫人〉 紙本設

色 

135x54.5cm 1947

（43）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2〉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309。 

8 

 

〈湘夫人〉 紙本設

色 

19.2x50cm 1953

（53）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3〉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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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九歌圖・

雲中君〉

（屈原九歌

圖冊十開之

二） 

紙本設

色 

36.2x47.8cm 1954

（54）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3〉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57。 

藏地：中國美術館。 

10 

 

〈九歌圖・

湘君〉（屈

原九歌圖冊

十開之三） 

紙本設

色 

36.2x47.8cm 1954

（54）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3〉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61。 

藏地：中國美術館。 

11 

 

〈九歌圖・

湘夫人〉

（屈原九歌

圖冊十開之

四） 

紙本設

色 

36.2x47.8cm 1954

（54）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3〉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65。 

藏地：中國美術館。 

12 

 

〈九歌圖・

少司命〉

（屈原九歌

圖冊十開之

六） 

紙本設

色 

36.2x47.8cm 1954

（54）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3〉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71。 

藏地：中國美術館。 

13 

 

〈九歌圖・

山鬼〉（屈

原九歌圖冊

十開之九） 

紙本設

色 

36.2x47.8cm 1954

（54）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3〉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79。 

藏地：中國美術館。 

14 

 

〈湘夫人〉 紙本設

色 

28.5x40cm 1954

（54）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3〉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85。 

15 

 

〈雲中君和

大司命〉 

紙本設

色 

114x315cm 1954

（54）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3〉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86-87。 

16 

 

〈雲中君和

大司命〉 

紙本設

色 

221.5x132cm 1954

（54）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3〉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91。 

17 

 

〈湘夫人〉 紙本設

色 

40x28.5cm 1954

（54）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3〉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117。 

18 

 

〈湘夫人〉 紙本設

色 

18.5x52.8cm

（扇面） 

1955

（55）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3〉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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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二湘圖〉 紙本設

色 

139x67cm 1957

（57）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3〉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171。 

20 

 

〈湘夫人〉 紙本設

色 

67.9x46.4cm 1950 年代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3〉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369。 

藏地：南京博物院。 

21 

 

〈湘夫人〉 紙本設

色 

86.3x46.6cm 1950 年代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3〉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371。 

藏地：南京博物院。 

22 

 

〈二湘圖〉 紙本設

色 

112.6x72.9cm 1950 年代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3〉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395。 

藏地：南京博物院。 

23 

 

〈湘君〉 紙本設

色 

164.1x83.2cm 1950 年代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3〉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397。 

藏地：南京博物院。 

24 

 

〈東皇太

乙〉 

紙本設

色 

28x40cm 1950 年代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3〉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401。 

25 

 

〈湘夫人〉 紙本設

色 

134.5x34cm 1960

（60）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4〉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21。 

26 

 

〈湘君〉 紙本設

色 

 1960

（60）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4〉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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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湘君〉 紙本設

色 

43.5x60.4cm 1960

（60）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4〉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25。藏

地：南京博物院。 

28 

 

〈湘夫人〉 紙本設

色 

63x74cm 1961

（61）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4〉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91。 

29 

 

〈二湘圖〉 紙本設

色 

134x68.5cm 1961

（61）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4〉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93。 

藏地：南京博物院。 

30 

 

〈湘夫人〉 紙本設

色 

87x49cm 1961

（61）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4〉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95。 

31 

 

〈湘夫人〉 紙本設

色 

85x47cm 1961

（61）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4〉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97。 

32 

 

〈二湘圖〉 紙本設

色 

89x47cm 1961

（61）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4〉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199。 

藏地：南京博物院。 

33 

 

〈二湘圖〉 紙本設

色 

 1961

（61）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4〉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200。 

藏地：南京博物院。 

34 

 

〈二湘圖〉 紙本設

色 

45.6x68.7cm 1960 年代

初期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4〉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338。 

藏地：南京博物院。 

35 

 

〈湘夫人〉 紙本設

色 

55x55cm 1960 年代

初期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5〉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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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湘夫人〉 紙本設

色 

92x40cm 1960 年代

初期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5〉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108。 

37 

 

〈湘夫人〉 紙本設

色 

136.5x56.8cm 1964

（64）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5〉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111。 

38 

 

〈湘君〉 紙本設

色 

直徑 27cm（扇

面） 

1964

（64）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5〉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203。 

39 

 

〈湘君〉 紙本設

色 

68.1x44.6cm 1960 年代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5〉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280。 

藏地：南京博物院。 

40 

 

〈湘君〉 紙本設

色 

24.5x53.8cm 1960 年代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5〉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283。 

藏地：南京博物院。 

41 

 

〈二湘圖〉 紙本設

色 

18.6x51cm（扇

面） 

1960 年代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5〉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301。 

藏地：南京博物院。 

42 

 

〈湘夫人〉 紙本設

色 

18x51.9cm（扇

面） 

1960 年代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5〉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306。 

藏地：南京博物院。 

43 

 

〈湘君〉 紙本設

色 

18.3x51.7cm

（扇面） 

1960 年代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5〉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315。 

藏地：南京博物院。 

44 

 

〈汀洲采芳

圖〉 

紙本設

色 

34x45.5cm 1960 年代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5〉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343。 

藏地：南京博物院。 

45 

 

〈湘君凝視

圖〉 

紙本設

色 

34.4x45.9cm 1960 年代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5〉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345。 

藏地：南京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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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湘君〉 紙本設

色 

68.5x35cm 1960 年代 陳履生，〈傅抱石全集 5〉

（南寧：廣西美術出版

社，2008），頁 3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