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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國歷史上，論及清代的文藝發展與開創，對研究者而言，大都不夠具挑戰性，唯獨在宮廷美術上，中西兼備、瑰麗獨

特的風格，卻是獨一無二，影響中國近代繪畫深遠，在美術史上有其不可忽視的地位。引人入勝的發展歷程中，舉足輕重

的是義大利耶穌會傳教士郎世寧(Gui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且功不可沒。 　　郎世寧的繪畫風格，既有別於西方美

術中的戲劇性，也與中國傳統文人山水中，逸筆草草所追求的意境大異其趣。但，憑著紮實的寫實基礎及對中國繪畫技巧

與媒材的熟習；不僅掌握了清代皇族的審美趣味取向，也在中西文化的磨合激盪中，折衷出了「中西合璧」的「新畫體」

。動搖了中國數千年的傳統繪畫風格，豐富了中國美術史，也使得清代畫院在東西文化融合的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多數論者認為，郎世寧的繪畫是「不入畫品」或「不中不西」。但筆者在探討過程中發現，其繪畫藝術的可貴並非畫品

、風格，而是其內在精神所帶給時代的意義及對後世的影響。 　　本文共分七章，分別為：一、緒論。二、明清之際傳教

士東來之時代背景。三、郎世寧的生平事蹟。四、繪畫風格與特質。五、繪畫作品的種類與分析。六、郎世寧繪畫藝術的

影響。七、結論。藉此，循序漸進的以二十一世紀人類的價值觀、審美觀，透過探討郎世寧繪畫藝術的風貌，進而剖析其

繪畫藝術的外在形式與內在精神理念。最後，為其繪畫藝術歸納出新的價值與意義。

關鍵詞 : 清代、宮廷畫師、中西合璧、內在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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