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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今追昔，從世博變遷吟味歷史的滄桑。

慈禧與世博：一幅畫像背後的故事慈禧與世博：一幅畫像背後的故事

◎ 蘇啟明

　　國立歷史博物館有一幅很有名但外界卻鮮為人知的畫，畫的是清朝的慈禧太后。畫中的慈禧，面容端莊慈祥，神態從容而有威嚴；身著明黃色朝

袍，披著珍珠披肩，頭上妝點著珠寶環珮，腕戴翡翠玉鐲，指上套著黃金及翡翠戒指與護指，端坐在一張柚木雕花的寶座上；身後背景為景泰藍屏

風，屏風上以重彩繪九隻盤旋的鳳凰，其中八隻分別銜著象徵吉祥如意的「八吉祥」，正中的一隻則銜著「慈禧皇太后之寶」朱印；屏風兩側各豎著

一柄孔雀掌扇。整幅畫長2.7公尺，寬1.6公尺，鑲在一個樟木雕刻的畫框與框座上，全畫連框及座高約５公尺，寬約３公尺，畫面上端橫書「大清國慈

禧皇太后」八個字，左邊柱子上則直書「光緒甲辰年恭繪」一行字，字的上端鈐有「光緒之寶」方印印文；畫作左下方另有畫家Katherine A. Carl的英文

簽名。這幅畫長期陳列在史博館的一樓西側展覽室。大概「四年級」生的人可能都對這幅畫有印象，因為那時小學及中學歷史課本中的慈禧太后像便

採用這張畫，但卻很少人知道這張畫的來歷，所以我說它很有名但又很陌生。筆者二十年前來史博館服務時，一見到這張畫便被它吸引，覺得原畫比

課本中翻拍的圖版美多了；就連那時正讀小學的兒子每次到博物館來，也都吵著要去看慈禧的畫。這幅畫無論是畫中人物，或繪畫本身，還是它背後

的故事都太鮮活了，令人忍不住要再三低徊流連…。 

　　這幅慈禧太后像是西式的油畫，是慈禧太后的寫真肖像畫。說起它的來歷，則可追溯到

20世紀初在美國聖路易斯所舉辦的萬國博覽會。1904年，美國為慶祝路易斯安納購地案（The

Louisiana Purchase）100週年，在聖路易斯舉辦萬國博覽會，中國為主要受邀參展國之一。當時

清政府受庚子拳亂影響，國際形象極壞，特別是慈禧太后本人更屢被國際媒體描繪成手拿屠

刀的醜惡老女人。清政府為改善其國際形象，並為拓展國際商務與外交，乃積極籌辦參展事

宜。在當時美國駐華公使康格（E. H. Conger）及其夫人的建議下，慈禧太后特別允許美國女畫

家凱瑟琳‧卡爾（Katherine A. Carl）進宮為其繪製參展肖像。凱瑟琳‧卡爾本人為美國紐奧爾

良人，曾在法國朱利安美術學院習畫，在法國巴黎開過畫展，其作品曾在1900年的巴黎世界博

覽會中展示過，其兄長當時正任職於中國海關，而與當時美國駐華公使康格夫婦熟識，由於

這層關係凱瑟琳‧卡爾才被介紹至清宮來為慈禧太后作畫。她在清宮中待了９個月，一共為

慈禧繪製了４幅畫，這件「慈禧太后畫像」是其中最大的一幅，畫成之後慈禧還親自設計畫

框，並請宮中匠師用樟木雕花製作，初置於頤和園供皇室成員及近臣官員瞻仰，後於該年５

月裝運啟程由火車經天津運至上海，再由海運運至美國舊金山，然後再由火車運抵展覽會

場。這是清廷首次以官方名義參加世界博覽會，因此參展的展品來自全國各地，據說這些展

品的總重量超過一千四百噸，展品清冊厚達三百七十餘頁，除了瓷器、絲綢、雕刻、青銅

器、漆器、木製家具、書畫、農產品等外，還有許多善本書與中國建築物的模型；「慈禧太

后畫像」自然是當時中國參展品中最重要的一件文物。美國方面對中國非常禮遇，特別將這

幅畫放在博覽會場最中心的「美術宮」正廳，非常受到矚目。

　　聖路易斯所舉辦的萬國博覽會自1904年４月30日開幕到同年12月１日才閉幕，共計７個

月，吸引了逾二千萬的觀眾參觀。據載當時在美國奔走革命的孫逸仙也曾親臨過會場。清廷

皇室溥倫當時為中國參加博覽會的正監督，美國主辦單位為了保護溥倫還曾阻撓孫逸仙的參

觀活動。展覽結束後，清廷為敦睦邦誼特將此畫與一大批善本圖書贈與美國政府，1905年２月

18日由當時的美國總統老羅斯福代表收受。畫作旋被收藏於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1966年，本館首任館長包遵彭先生受邀赴美出席史密斯桑尼博

物館機構成立200週年紀念，得知該館藏有這幅慈禧畫像，由於深感此畫所具有的豐富歷史意義，乃積極接洽美國方面，希望將此畫爭取回臺。經數月

努力，這幅慈禧畫像終於該年底由美國以長期借展方式運來臺灣，從此即一直陳列於國立歷史博物館，迄今近半世紀。

　　今年正逢世界博覽會在上海舉行。史博館有感於這幅慈禧畫像與世界博覽會的淵源，乃於９月17日特別規劃「慈禧與世博：一幅畫像背後的故

事」特展，以這幅慈禧太后畫像為主題。世博常被譽為「文化／經濟的奧運」，與奧運、世界盃足球賽並稱三大國際盛事。從1851年在英國倫敦水晶宮

舉辦的第一屆世博，到目前正在大陸舉辦的2010上海世博，已近一百六十個年頭了。從最早期因工業革命出現，以展示工業和科技進步、新產品發表

等；發展至20世紀30年代逐漸從綜合性轉向主題性，重視良好環境之創建；到後冷戰年代強調全球化、悠閒文化、資訊與環保的時代。世博的意義一直

順應著人類歷史的發展而改變。人類史上許多第一都是在世博會場展出或誕生，世博的舉辦激勵與啟發了全球無數的參觀民眾，也反映了每個時代的

希望與願景。「慈禧太后畫像」當年在聖路易斯萬國博覽會中公開展示，不僅象徵著古老中國接受西方既定的方式以加入國際社會的現代化歷程，也

透露著傳統中國皇室掙扎於時代潮流中而不得不「紓尊降貴」地改變自我形象。今年適逢大陸首度主辦世界博覽會，史博館推出這幅畫像的主題特

展，撫今追昔，更令人有一種從世博變遷吟味歷史的滄桑之感！ 

（作者現任國立歷史博物館秘書）（作者現任國立歷史博物館秘書）

編註：「慈禧太后畫像」為美國資產，歷史博物館９月17日舉辦特展一個月後即歸還美國，

預訂明年在美國富列爾藝廊（Free+Sackler Gallenies）籌辦的「慈禧大展」中現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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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背著母親的時候，體重只剩34公斤的母親，一下子令我心酸起來。

我的母親我的母親

◎游福生

　　慈母去世已滿12年了，今年正好需要撿骨移靈；依照民俗習慣，土葬超過10年以上，必須撿骨，將骨骸移到祖先合塚的墓內。 

　　憶起先慈在世的點滴，不禁淚流滿面！有一年，那是她90高齡的時候，我特地回宜蘭接她到臺中定居；那時我的新房子也布置妥善，老人家曾表

示要親自來臺中看看。

　　老人家會暈車，因此我選擇火車接她來臺中；我陪她到臺中車站時，她因久坐疲憊，有意下來走一走。她的腳力不好，走得很慢，我一路小心翼

翼地扶持著！或因腳痠了，她頻頻休息，我便背起她來，緩緩走在街上。當我背著母親的時候，體重只有34公斤的母親，一下子令我心酸起來！老人

家從小就是那麼纖弱的女性，想著想著，不由暗自哭泣起來。她發現我有些怪異，就頻頻問我怎麼啦？我不敢說出心中的感受，直說沒什麼！

　　20年代的臺灣社會，鄉下都是務農，當時醫學落伍，沒有節育觀念，母親共生了?３男７女，卻僅靠家中１甲農地的生產來維持生活，光是吃穿都

成問題。母親的身體向來不怎麼好，在生活的沉重壓力下，我們家的女孩常以「送給人家」的方式來解決。在當時貧困的生活環境下，很多人都採用

這種童媳的方法以減輕生活擔子！

　　據母親說，她嫁給我父親的時候，家中有二十多個人，每天光是吃飯就要同時開兩桌，那是兄弟沒有分家的大家庭！由於家境貧苦，吃得很不

好，菜園種什麼菜，就天天吃這些菜了！男人天天忙於耕田種地，女人則天天忙於燒柴煮飯。還好，當時農藥尚未被普遍使用，居家附近溪流還有很

多魚蝦，偶而我們可以從河流中捕撈一些魚蝦，否則日子真不知怎樣過啊！

　　有一年，一群佔領臺灣的日本兵，到我家來翻箱倒櫃。日軍表示接獲檢舉，指我姑丈涉嫌走私，把私貨藏放在我家；母親勇敢對日軍說：「你們

可以搜查，我家絕對沒有走私物品！」母親堅定而勇敢地對付蠻橫可怕的日軍，完全把她的生命置之度外。當時我們看到日軍身上配著亮金金的武士

刀，除了全身發抖、臉色發白，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而慈母為了家庭，甘冒生命危險，對日軍竟如此勇敢！

　　日軍一陣抄搜之後，什麼東西也沒有找到，證明我家的清白。可是經由這陣瘋狂式地翻箱倒櫃後，家中的皮箱、桌椅等都被弄壞了，損失相當慘

重。日據時代，我們是處在水深火熱之中，自己耕田卻沒有飯吃，所耕作的稻穀收成，八成要繳交日本政府。百姓天天處在被壓榨的生活中，毫無自

由。我的父母便是長期過著這種被壓榨煎熬的生活。

　　當時最讓我母親傷心的是，我大哥被騙去日本當童工：大哥小學６年級的時候，當時一位日籍老師交代學生說：「明天每一位同學要帶家長的印

章來學校」，單純的學生不知道其中有詐，就帶印章給老師了；事隔３天後，大哥去學校上課，就被偷偷載往日本當童工；母親得知消息後，哭了好

幾天，夜夜無法成眠！

　　當時日軍正在打仗，要糧食也要士兵，青壯年幾乎被徵調一空，只剩老幼在家耕田度日，家家生活都很清苦。自從大哥被徵調到日本當武器工廠

的工人後，母親天天祈神拜佛，保佑大哥能平安回家。母親思念兒子的慈苦，夜夜難眠，消瘦了很多；生活中天天唸著大哥的名字，每次拜拜都不忘

跪地求神，祈求一家人早日團圓！

　　光復後的某一天，在日本當警察的堂叔，發現大哥還在日本流浪當工人，就利用警察的方便，設法帶大哥回臺灣。大哥回家的那天，全家人喜極

而泣，哭擁在一起，一家人總算團聚了，這是戰爭帶給家人最大的震撼。在這段母子離散的日子裡，母親的悲慟憔悴更是難以形容。日軍撤出臺灣之

後，百姓就沒有被壓榨，而日子也一天天地好過了。

　　母親生前的照片，我一直留在身邊，每次看到她那瘦弱的身軀，不禁憶起往昔的點滴。她很堅強勇敢，也很慈祥溫煦，她把一生的心血都付諸在

子女身上，只盼望我們能有出息的一天。可惜我們年幼無知，一直無法領會這份濃郁的母愛，這份超越她生命的母愛。在世的時候，她含辛茹苦地撫

育著我們這群無知的子女，在那種艱困貧苦環境中，不僅有生活的壓力，也有教育的困難；不聽話的我們，沒有想到要了解母親的苦心，一再地叛

逆。任勞任怨從不訴苦的母親，總是把苦楚和淚水往肚子裡吞，默默地獨自承受一切悲苦。只知頑皮的我們，又有誰能真正體會慈母的這一片苦心

呢！

　　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撫育著眾多的兒女，其身心之煎熬、心血之付出，真令人難以想像啊！望子成龍的慈母心，可以付出超越生命的一切，忍

飢耐苦，只求兒女有成就、有出息，這正是母愛的偉大。

　　十多年過去了，每次我舉香祭拜祖先的時候，老人家的慈顏就會浮現在腦海裡，那麼明顯清晰。親情難割捨啊！母愛綿延無窮啊！這是人性最自

然的本質，人性無法泯滅的親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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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路千萬條，這條路走不通，還有別的路可以走。

生命的價值因生活的態度而決定生命的價值因生活的態度而決定

◎謝易瑾

　　人的一生會面臨許許多多的關卡，求學、求職、求婚、求圓滿，每個需求都充滿挑戰，每個挑戰也都需要智慧來迎戰，越是艱困奇絕，成功的果

實就越甘甜。

　　在日常生活的周遭，我們常看到有些人，甚至就是自己，遇到困境或挫折，就暴跳如雷、捶胸頓足、遷怒他人，這就是我們常說的情緒智商

（EQ）不足的心緒反應。其實，情緒是很主觀的心理反應，換句話說，只要每個人能夠學習心平氣和、樂觀進取、自我肯定、面對現實等心態與認

知，透過學習提升情緒智商，就能強化「自我控制力」及「挫折容受力」，積極面對壓力與挫折。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積極的情緒管理並不是情緒壓抑，而是情緒的化解、疏導，以及適度的抒發。曾有「最年輕中校」之稱的祁六新先生，他

在33歲正值盛年之際，一場意外造成第三、四、五節頸椎受傷。當他匍匐在人生的道路時，赫然發現世界不會為了他而改變，於是他接受了重傷成

殘、全身癱瘓的事實，走出了陰暗的病房，也走出了心理的病魔。他擔任國軍松山醫院的心輔義工、國防部心理輔導顧問，經常坐著電動輪椅到病房

現身說法，安慰並鼓勵那些罹患絕症或心情低落的病人，使他們重拾信心並領悟生命的意義。他比起四肢健全卻經常怨天尤人的人，更懂得掌控挫

折、調適情緒。

　　每個人難免會受到各式各樣的壓力，此種壓力可能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也可能是激發自我成長的動力。常言道：「人無千日好，花無百

日紅」，就是告訴我們，人生的起起伏伏本是常態，應以平常心面對失意和挫折，並且善用情緒控管能力，解決生活中的困境，那麼所有問題自可迎

刃而解，心中的壓力也能夠釋懷。

　　西諺云：上帝在關閉一扇窗的同時，必然會開啟另一扇窗。人生的路，有千千萬萬條，這條路走不通，還有別的路可以走。世界上沒有任何人的

一生，永遠都是一帆風順的，只要我們願意轉個彎，向前看，又是另一片天地；只要我們保持一顆樂觀進取之心，勇敢面對挫折與打擊，永遠都不放

棄自己，那麼人生之路，終會柳暗花明、陽光燦爛。

　　月有陰晴圓缺，花有開謝榮枯，雖然人生在世難免有挫折與壓力，但如何在逆境中求得心靈平靜，激發毅力和鬥志，保持積極進取與樂觀的人生

態度，則是我們共同學習的課題。面對生活中許多工作的壓力與責任，若不能適時排除釋放，不但影響自己的情緒，也連帶影響家人、工作與人際關

係，甚而一時想不開，還可能了斷寶貴的生命，殊值我們深思與警惕。因此，永保健康的心理態度，體認生命的真諦，熱愛生命，珍惜生命，永不輕

言放棄，抱持積極進取、樂觀奮鬥的人生，才是有希望、有樂趣、有意義的人生，亦才能使我們成為生活的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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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月刊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十一月號月號

論述 大陸現況 法令天地 資通安全 科技新知 健康生活 生態保育 文與藝 傳播‧溝通‧新視野 其他

到處走走畫畫。

龍虎雙塔龍虎雙塔

◎文、繪圖：王廷俊

　　小學畢業旅行到高雄，那時的蓮池潭畫面，沒像現在這麼駁雜，春秋閣配上半屏山，成了高雄風景的標竿，美得含蓄而節制；而今，廟宇多了，

屬於宗教的圖騰把蓮池潭塞爆了，繁複的形景，蓮池潭到底是膨脹了還是緊蹙了？時空的質感，似乎成了一種世俗的理直氣壯。

　　大陸旅遊團一團接一團來此一遊，因為蓮池潭不收門票，遊覽車停在附近的眷村文化館，過個馬路，就來到龍虎塔。左營是鄭成功駐兵五個衝鎮

之一，也是清領時期全臺首座石城，豐厚舊遺跡，加上泮水荷香的鳳山舊城八景之一蓮池潭，讓左營之行更添深邃。

　　半屏山歷經水泥廠摧殘之後，山形已不若過去風景卡片上的旖旎輪廓，春秋閣也由民國65年完工的龍虎雙塔取而代之，成為蓮潭新地標。龍虎塔

塔高七層，取佛家七級浮屠之意，遊客須從龍塔進，虎塔出，因民俗專家說「入龍喉出虎口」，才能大吉大利，逢凶化吉。沉沉的陽光照在五顏六色

的塔身上，大陸遊客人手一只相機，猛按快門，留下一個掩匿在歷史滄桑低惋的交雜記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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