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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鹦图》赏析
鲁晓辉

辽宁省本溪市第二十二中学　辽宁本溪　117000

摘　要：《调鹦图》是一幅现藏于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团扇，绘画年代与作者均不确定。本文从构图、物品图像、服饰形象等

角度与相似图像进行对比，推断其年代接近南宋时期，但并不能确定作画者为所传的王居正。在详细考察了画中禽鸟的品种

为白鹦鹉之后，仕女“调鹦”的题材最终反映了上层社会女性的生活场景，并且隐含了古代社会对女性规训的双关内涵。

关键词：《调鹦图》；“调鹦”题材；南宋

宋代东京城内，调教某些动
物已然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如何调教鹦鹉的相关文献大体分
为两部分，一是如何安置鹦鹉的
饮食起居；二是充分发挥鹦鹉能
言聪慧的特点教它诗词或者日常
用语，正如唐诗中说的“教来鹦
鹉语初成，久闭金笼惯认名”。
唐代有一位商人专门教鹦鹉朗诵
陇客诗和李白宫词，以及对到来的客人寒暄问安。唐诗当中
也有描述人们在学舌的鹦鹉面前是如何谨言的，只怕它做了
传话泄密的祸根。而所谓“调”不过是使鹦鹉乖乖立于架上，
并开口说出主人日夜交给它的人言罢了。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也有调鹦鹉的故事情节入画，如
《黛玉戏鹦图》。黛玉回来的时候鹦歌会招呼雪雁出来相迎，
还会朗诵林黛玉平日念的《葬花吟》为主人逗乐。

一、“调鹦”题材的内涵
《调鹦图》如何得名现已不可考。但据上文推测，画中停

留在侍女手中的禽鸟为白鹦鹉形象。从这方面看，《调鹦图》
的主题涉及到了女性与鹦鹉的关系。

白鹦鹉并非本土，人们对待它定会细心看护，放生的可
能性较小，这样便少不了

驯服它使之为人们服务。
因而，由此图所衍生出的“调鹦”题材最重要的意涵在

于一个“调”字。在作为“驯服、训练”的含义最早出现在
《盐铁论》中，驯服的对象是马匹，意为人们需要用鞭子约
束才能驯服马匹的野性，使马成为性情温和品德优良的坐骑。
三国曹丕在《与孙权书》中亦提到对马匹中品性最佳的进行
“调良”。南朝宋时期，《后汉书·西南夷传论》提到“驯禽”
一词，李贤认为当中的禽鸟特指鹦鹉。到了唐代，驯服的对
象也与鹰的意象相连，例如韩偓《苑中》提到外国的使者训
练鹰学会捕猎的场景；另《资治通鉴·后晋齐王开运三年》
当中提到“调鹰”，胡三省做注认为“调” 意为使禽鸟依附于
人成为习惯。 由此可见，“调鹦”是驯服和训练鹦鹉符合人
类需求的一种活动，是对动物意志的强迫。人类除了驯养鹦
鹉以外，还“驯服和教授”其他动物。在图像上分 为两类，
一类是描绘正在驯服的场景，如宋代《驯禽俯啄图》描绘一
只雀正站在食盆的边沿俯身啄食盆中的食物；明代项圣谟款
的《杂戏图》训猴表演；元代赵孟頫有《调良图》描绘了一
位马夫用嚼子牵住正在低头的马，它仿佛是在臣服一般。另 
一类则是驯服后的图像，对象有犬类、鹰、马和狸猫。在众
多驯服主题的图像中，若将动物的种类按照描绘情景进行区
分，可以发 现鹦鹉和宠物犬常与女性相伴，而鹰、猎犬则常
与男性一同出现。在同类型的动物当中，由于其自身特点不

同往往可以与人物性别相对应。

二、“调鹦”题材的寓意
在《调鹦图》中，仕女自身恰与她驯养的鹦鹉命运相似，

均被拘束于庭院之中接受父权社会对自己的训导。自古以来，
无论是文本还是图像均有关于对女性品德的规范。 在文本方
面，有西汉末年刘向编纂的《列女传》，它以故事形式劝诫女
性为国家与丈夫分担忧愁；还有唐代郑氏所作的《女孝经》，
为另一部关于古代女性教育的经典。文中从多种女性身份的
角度教导后辈需遵守妇道、熏陶品行。在图像方面，亦有
《女孝经图》多个版本的记录。除此之外，还有东晋顾恺之绘
的《女史箴图》，这些图像为女性树立了严格的规范与良好的
楷模，劝诫女性顺从符合家庭与社会的要求。因此《调鹦图》
中仕女对鹦鹉的驯服可以说如镜像般折射出古代父权社会对
女性的精神压迫与道德驯服。

由于唐宋时期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是历史上的一座里程
碑，调教鹦鹉在这一

时期兴盛流行。对待鹦鹉的态度，从同情变为了共鸣，
并且出现了许多虚构的传

说故事，使人们对“鹦鹉”这一动物的认识披上了神秘
的外衣，到了明代甚至将

它奉为菩萨的胁侍，有《鹦哥宝卷》等刊物。实则，“调
鹦”不过是利用鹦鹉的

特点逐渐将其拟人化的过程，“驯服和教授”在其他动物
甚至在人自己身上也正

在发生，反映了一种真实的社会状态。

三、结论
本文通过对《调鹦图》的年代、作者、图像细节、题材

的考察，认为该图为南宋一位水平欠佳的画家所绘制。尚且
无论据支撑作者为王居正的观点。经过对比南宋以前禽鸟的
图像，可以得出画中禽鸟为白鹦鹉的结论。最后，通过比较
分析女性与鹦鹉的组合图像、以及相关的女性或男性与顺服
动物组合的类型题材，认为“调鹦”题材的本质一方面表现 
出闲适而寂寞的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对珍稀的鹦鹉进行驯服与
调教，另一方面则隐含地揭示出当时的女性即如白鹦鹉一般
具有着同病相怜、被外界规训与摆布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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