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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風華　浮世繪之美
記者 徐曼妮 文  

江⼾風華五⼤浮世繪師展，於2020年1⽉18⽇⾄4⽉19⽇在台北中正紀念堂1展廳
舉辦。為了紀念浮世繪國寶級⼤師葛飾北齋逝世170周年，本次展出以葛飾北齋
的作品為主要展品，輔以東洲齋寫樂、喜多川歌麿、歌川廣重、歌川國芳等⼤師
⼀同呈現，透過上百幅經典作品，讓⼤眾能近距離體會浮世繪之美，進⽽了解浮
世繪。
 

何為浮世繪？
浮世繪中的「浮世」，在古語辭典中也被表記為「憂き世」，最初的意思是「苦
⽣的現世今⽣」、「痛苦的男歡女愛」。隨著⽇本的時代演進，到了室町時代
（1336－1573），⽇本社會中開始出現包含現代、社會、⼈⽣、此世等等概
念，⽽這時的「浮世」則被進⼀步解讀為「飄飄欲仙的享樂世間」。不過此時浮
世繪已逐漸普及，不再只聚焦於幕府貴族的奢迷⽣活，更是開始著眼描繪城市居
⺠的⽇常起居，當時的浮世繪⼤約可以理解為現今的輕⼩說封⾯插圖或漫畫。

⽽浮世繪起先⼀度是只屬於貴族與上級武⼠間的⼩眾藝術，惟有位⾼權重的有錢
⼈才有能⼒雇⽤私⼈畫師為⾃⼰作畫。直⾄江⼾時代，天下統⼀，治世太平，百
姓安居樂業，商業也隨之蓬勃發展，於是⼀夜暴富的商⼈們開始在如何花錢上動
了⼼思，⽽當時因為商⼈是被禁⽌⾔政的，這些巨⼤的財富也就⾃然地流向了追
求享樂上，因此，對抗貴族文化的「⼤眾文化」登場，屬於庶⺠⽇常的浮世繪版
畫也由此誕⽣。
 

五⼤浮世繪師
本次展覽的五⼤浮世繪師依照展區順序依序為：喜多川歌麿、東洲齋寫樂、葛飾
北齋、歌川廣重以及歌川國芳。喜多川歌麿為美⼈畫界的泰⽃；⾝分神秘的東洲
齋寫樂則擅⻑繪製演員的上半⾝畫，也就是俗稱的「役者繪」；畫狂老⼈葛飾北
齋深深影響著東⻄⽅藝術創作；以《東海道五拾三次之內》⽽聞名的歌川廣重；
最後則是⼀提到「武⼠繪」就會聯想到的繪師歌川國芳。江⼾風華將透過上述五
位浮世繪⼤師的經典作品，讓觀眾更進⼀步地感受浮世繪之美，⽽展場中除了展
出五位⼤師的版畫以及⼀些⼿繪真跡作品外，亦有介紹浮世繪版畫的印製過程，
饒富趣味。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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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富趣味。

本次展覽將歌川廣重《名所江⼾百景》系列中之《⼤橋驟雨》實體化，利⽤⿊⾊
棉線展現出雨的流動感。（圖片來源／徐曼妮攝）

此外，本次展出最⼤的亮點之⼀為展區中⼀處特別的聲光空間，展演最廣為⼈知
的浮世繪作品：葛飾北齋《神奈川衝浪裏》。藍⽩相間的燈光不僅映照在觀展者
⾝上，更佈滿整個空間，再加上海浪拍打的聲⾳，就彷彿⾝歷其境⼀般，⾝⼼靈
也都跟著平靜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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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葛飾北齋《神奈川衝浪裏》⽤燈光投影在整間房間，輔以⼀些簡單的動
態，再加上海浪的聲⾳呈現。（圖片來源／截圖⾃時藝多媒體）

浮世繪宛若⼀⾯明鏡
浮世繪不僅代表著⼀個時代的縮影，更可以說是⼈⽣的⼀⾯明鏡。浮世繪的繪畫
內容如萬花筒⼀般包羅萬象，不僅富含了歷史的⾊彩，也帶有宗教的禪意以及⼈
的本質，它代表著⼤江⼾時代時期的⽇本文化，同時兼具歷史描述性與藝術性，
⽽「浮世」⼀詞亦本指⽣死輪迴、虛無飄渺，在⽇文中⼜帶有厭世與放蕩⽣活之
意，也包含豪華放蕩卻⼜⼼靈空虛的意思。

浮世繪便是描繪世間風情以及浮⽣塵世之作，它試圖保留這些轉瞬即逝的美，並
將它⼀筆⼀畫或是刻印在⽊板做成版畫，⼜或是以畫筆蘸取墨⽔，讓它溫柔在紙
上綻放做成⾁筆畫，作畫的主題包括了寧靜且沉穩的⽇本國⼭富⼠⼭、北海道的
市場景⾊、表情誇張以彰顯性格的役者繪、溫柔婉約⼜清透如⽔的美⼈畫、⾊彩
鮮艷且構圖鮮活的妖怪畫、外向奔放地展現⾁慾之美，或繪出壓抑的情慾湧動之
春畫，以及描寫戰爭與怪談等宛如地獄般⾎腥景象的無慘繪。
 

捕捉死亡的瞬間——無慘繪
浮世繪中畫風最暗⿊的無慘繪，⼤多描繪⿁怪殺⼈與戰爭殺戮的⾎腥畫⾯，每⼀
幅無慘繪都豪不避諱地揮灑鮮紅⾊的⾎液，細緻地刻畫每個死亡的瞬間，從構圖
到⾊彩都充滿了暴⼒⾎腥美學。⽽提到無慘繪就⼀定要介紹《英名⼆⼗八眾句》
這本家喻⼾曉⼜饒富趣味的無慘繪合輯，《英明⼆⼗八眾句》出版於江⼾時代
（⻄元1866年），並由浮世繪⼤師⽉剛芳年以及落何芳幾共同繪製⽽成，主要的
內容主題多為歌舞伎的劇情或是神話相關的畫⾯，包括了蛇蠍毒婦妲妃於百以及
歌舞伎《夏季浪花艦》中的⼀幕《團七九郎兵衛》等。

⽽後到了昭和時代（⻄元1988年），近代浮世繪⼤師花輪和⼀以及丸尾末廣⼀同
繪製了《新英名⼆⼗八眾句》。雖然同樣屬於⾎腥的無慘繪，繪製的內容卻不同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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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製了《新英名⼆⼗八眾句》。雖然同樣屬於⾎腥的無慘繪，繪製的內容卻不同
於原版的傳說與歌舞伎，⽽是以近代發⽣的社會事件以及⻄洋故事為主軸，兩⼈
各司其職，丸尾末廣的繪畫題材橫跨東洋與⻄洋的犯罪題材或童話故事，花輪和
⼀則多描繪⽇本古今的知名社會事件⼈物與怪談，其中包括了希特勒⾃殺、蛇少
女、⽇本犯罪史上的奇女⼦阿部定以及弒⽗少年⼀柳展也等經典故事。

《新英名⼆⼗八眾句》畫中的⼈物表情、構圖以及⾊彩的搭配使⽤都充滿巧思，
透過觀賞這些描繪殺戮現場的畫⾯就彷彿可以感受到畫中⼈物的情緒，同時也讓
⼈思考究竟經歷了什麼才會導致⼈們如此瘋狂地揮舞⼿中的武器，沐浴在鮮⾎之
中。除此之外，還有⼀個有趣的⼩彩蛋是櫻桃⼩丸⼦中的⼩少爺花輪以及班⻑丸
尾就是⽤這兩位無慘繪⼤師的姓⽒來命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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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與舊版的《英明⼆⼗八眾句》被合編為⼀本，輔以英文與⽇文的講解介紹以
及講評。（圖片來源／徐曼妮攝）

浮世繪之藝術價值
除了繪畫的內容之外，浮世繪的版畫功夫也極具藝術地位，從印製的⼿法到顏料
的調配都有很深的學問值得去專研琢磨。製作⼀幅浮世繪需要繪師、雕版師、刷
版師之間互相配合、分⼯合作，⾸先由繪師畫出圖樣，雕版師接著在指定的⽊板
上雕刻出繪師畫的原圖，刷版師再進⾏著⾊⼯作，將圖案轉印在紙上才算完成。
⽽浮世繪也許就像曹雪芹在《紅樓夢》中為⾦陵⼗⼆釵所寫的最後⼀隻套曲：
《收尾⾶⿃各投林》中所說的那樣

為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銀散盡。
有恩的，死裡逃⽣。無情的，分明報應。
⽋命的，命已還。⽋淚的，淚已盡。
冤冤相報實非輕，分離合聚皆前定。
欲知命短問前⽣，老來富貴也真僥倖。
看破的，遁入空⾨。痴迷的，枉送了性命。
好⼀似食盡⿃投林，落了片⽩茫茫⼤地真乾淨。

當有天超脫這些紅塵紛擾、當頓悟⼀切也不過就是「食盡⿃投林，落了片⽩茫茫
⼤地真乾淨」之時，浮世繪之美才真正被理解。

關鍵字：浮世繪、⽇本、江⼾、暴⼒美學、無慘繪

縮圖來源：Siebold huis

      

 記者 徐曼妮

編輯 薛復蓉 

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https://www.sieboldhuis.org/en/exhibitions/heroes-humour-horror
https://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15050?issueID=796
https://plus.google.com/share?url=https://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15050?issueID=796
https://twitter.com/share?text=%E6%B1%9F%E6%88%B6%E9%A2%A8%E8%8F%AF%E3%80%80%E6%B5%AE%E4%B8%96%E7%B9%AA%E4%B9%8B%E7%BE%8E&url=https://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15050?issueID=796
javascript:void(0);
https://castnet.nctu.edu.tw/aboutAuthor/1002


編輯 薛復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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