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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典
藏
歷
代
文
物
藝

術
精
粹
，
是
中
華
文
化
藝
術
瑰
寶
重
鎮
，

文
化
長
流
的
縮
影
，
一
直
保
有
並
傳
承
中

華
文
化
從
未
間
斷
。
從
過
去
故
宮
博
物
院

每
次
舉
辦
的
展
覽
經
驗
來
看
，
往
往
具
有

引
領
藝
術
風
潮
，
甚
至
整
合
主
流
的
功

能
，
同
時
讓
珍
貴
文
物
存
在
的
意
義
能
充

分
而
多
元
地
發
揮
其
效
益
。

本
次
故
宮
與
歐
豪
年
文
教
基
金
會
共

同
主
辦
的
近
代
嶺
南
畫
派
特
展
，
作
品
集

結
自
廣
州
藝
術
博
物
院
、
中
央
研
究
院
嶺

南
美
術
館
、
挹
翠
山
堂
與
故
宮
典
藏
。
展

覽
主
題
﹁
溯
源
與
拓
展
﹂
，
由
展
覽
空
間

規
畫
及
專
輯
，
不
難
看
出
故
宮
為
讀
者
架

構
完
整
面
貌
的
企
圖
心
。
一
方
面
縱
向
勾

勒
嶺
南
諸
家
的
傳
承
脈
絡
，
展
出
居
巢
、

居
廉
、
高
劍
父
、
高
奇
峰
、
陳
樹
人
、
趙

少
昂
、
黎
雄
才
、
關
山
月
、
楊
善
深
等
九

位
嶺
南
畫
家
，
共
九
十
組
件
繪
畫
，
讓

﹁
隔
山
二
居
﹂
、
﹁
嶺
南
三
傑
﹂
、
﹁
二

代
嶺
南
派
﹂
百
年
來
脈
絡
清
晰
可
見
。
橫

向
方
面
，
規
畫
展
覽
主
題
：
﹁
人
物
﹂
、

﹁
花
鳥
魚
蟲
﹂
、
﹁
畜
獸
猛
禽
﹂
、
﹁
山

水
﹂
等
四
個
單
元
，
具
體
呈
現
不
同
時
期

感
物
吟
志　

莫
非
自
然

談
溯
源
與
拓
展─

嶺
南
畫
派
特
展

白
宗
仁

本
次
故
宮
與
歐
豪
年
文
教
基
金
會
共
同
主
辦
的
近
代
嶺
南
畫
派
特
展
，
作
品
集
結
自
廣
州
藝
術
博

物
院
、
中
央
研
究
院
嶺
南
美
術
館
、
挹
翠
山
堂
與
故
宮
典
藏
。
展
覽
主
題
﹁
溯
源
與
拓
展
﹂
，
由

展
覽
空
間
規
畫
及
專
輯
，
不
難
看
出
故
宮
為
讀
者
架
構
完
整
面
貌
的
企
圖
心
。
本
文
即
以
此
次
展

出
作
品
，
嘗
試
由
﹁
客
觀
審
美
﹂
的
角
度
出
發
，
以
嶺
南
畫
派
形
成
的
時
代
背
景
、
師
承
關
係
來

加
以
釐
清
此
派
畫
作
所
展
現
的
時
代
意
義
及
其
創
作
的
多
元
思
維
與
豐
碩
成
果
，
同
時
對
此
次
特

展
提
出
個
人
看
法
與
體
悟
。

趙少昂　桐花孔雀　局部　廣州藝術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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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家
，
在
同
型
作
品
中
所
展
現
的
關
聯
與

特
殊
性
，
縱
橫
交
錯
出
嶺
南
畫
派
自
十
九

至
廿
世
紀
的
演
變
與
發
展
。

本
文
即
以
此
次
展
出
作
品
，
嘗
試
由

﹁
客
觀
審
美
﹂
的
角
度
出
發
，
以
嶺
南
畫

派
形
成
的
時
代
背
景
、
師
承
關
係
來
加
以

釐
清
此
派
畫
作
所
展
現
的
時
代
意
義
及
其

深
究
嶺
南
畫
派
肇
始
之
初
，
正
是

中
國
繪
畫
發
展
徘
徊
在
復
古
與
西
化
的
十

字
路
口
，
面
臨
抉
擇
與
彷
徨
的
年
代
，
面

對
西
方
文
化
的
衝
擊
，
嶺
南
派
選
擇
從
傳

統
中
進
行
自
我
變
革
，
反
對
陳
陳
相
因
，

停
滯
於
仿
古
，
提
倡
師
法
自
然
、
重
視
寫

生
，
企
圖
在
繼
承
中
尋
求
創
新
。
尤
其
以

西
方
繪
畫
藝
術
長
處
來
改
造
傳
統
水
墨
，

如
：
西
方
的
寫
生
觀
念
、
構
圖
思
考
以
及

對
光
影
的
掌
握
等
，
講
求
客
觀
的
事
實
觀

察
，
希
望
水
墨
畫
可
以
朝
現
代
化
方
向
發

題
材
多
樣
、
面
貌
多
元
、
技
法
多

變

儘
管
嶺
南
畫
派
有
完
整
的
師
承
關

係
，
卻
有
更
自
由
的
發
展
，
彼
此
之
間
並

不
完
全
承
襲
某
一
種
畫
法
或
承
襲
某
一
固

定
面
貌
。
嚴
格
說
來
，
﹁
嶺
南
派
﹂
應

該
更
像
是
一
種
變
革
的
思
潮
，
而
非
某
種

固
定
技
法
的
傳
承
。
追
溯
嶺
南
派
發
展

至
今
，
由
各
代
之
間
繪
畫
思
想
、
創
作
觀

念
、
表
現
技
法
的
承
接
來
看
，
仍
明
顯
有

其
差
異
之
處
。

居
巢
、
居
廉
師
事
宋
光
寶
、
孟
麗

堂
，
花
鳥
追
隨
惲
南
田
，
卻
以
輕
巧
靈
秀

的
寫
生
畫
風
，
配
合
撞
粉
、
撞
水
的
獨
家

技
巧
，
創
造
與
同
時
代
各
畫
派
不
同
的

﹁
居
派
面
目
﹂
。

﹁
嶺
南
三
傑
﹂
除
接
受
二
居
真
傳
，

打
下
紮
實
筆
墨
基
礎
之
外
，
東
瀛
學
畫
的

啟
發
，
以
實
際
寫
生
來
取
材
，
無
論
構

圖
、
技
法
、
題
材
上
的
新
發
現
，
均
為
傳

統
國
畫
另
闢
蹊
徑
。
取
材
上
，
高
劍
父
將

日
常
生
活
常
見
用
品
、
蔬
菜
花
木
甚
至
坦

克
、
飛
機
、
大
砲
等
現
代
產
物
入
畫
，
如

本
次
展
出
作
品
︿
東
戰
場
的
烈
燄
﹀
︵
圖

一
︶
中
強
烈
的
時
代
感
，
無
一
不
彰
顯
嶺

創
作
的
多
元
思
維
與
豐
碩
成
果
，
同
時
對

此
次
特
展
提
出
個
人
看
法
與
體
悟
。

﹁
折
衷
中
外
，
融
合
古
今
﹂
的
時

代
意
義嶺

南
畫
派
是
近
代
中
國
重
要
的
畫

派
之
一
，
畫
風
精
神
肇
始
於
清
中
葉
之
居

巢
、
居
廉
，
其
門
生
高
劍
父
、
高
奇
峰
、

陳
樹
人
於
清
末
到
日
本
留
學
，
受
當
時
現

代
化
畫
風
影
響
，
深
覺
中
國
繪
畫
仍
停
滯

在
仿
古
、
摹
師
，
應
予
改
革
，
主
張
﹁
師

法
自
然
，
重
視
寫
生
﹂
。
二
高
一
陳
採
取

﹁
折
衷
中
外
，
融
合
古
今
﹂
的
立
場
，
表

現
的
風
貌
由
於
與
時
代
契
合
，
因
而
深
受

重
視
和
喜
愛
。

展
。
這
是
一
種
融
合
、
折
衷
的
觀
念
，
在

表
現
形
式
上
正
是
折
衷
中
西
與
古
今
。
在

吸
納
現
代
性
之
後
，
嶺
南
畫
派
無
論
在
題

材
、
技
法
上
產
生
形
式
多
元
化
的
質
變
，

展
現
了
二
十
世
紀
中
國
畫
的
一
種
新
形

貌
。

由
本
次
展
出
作
品
，
不
難
看
出
嶺
南

畫
派
處
在
新
舊
交
替
的
時
代
，
能
提
出
的

創
作
思
潮
，
以
科
學
觀
點
刺
激
傳
統
，
從

而
產
生
水
墨
畫
的
新
氣
象
。

圖一　高劍父　東戰場的烈焰　廣州藝術博物院藏

圖二　高奇峰　孔雀　廣州藝術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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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畫
派
在
面
對
時
代
變
遷
，
革
新
國
畫
的

意
圖
，
相
較
傳
統
文
人
畫
題
材
更
多
樣
，

面
貌
更
多
元
。

﹁
折
衷
中
西
﹂
的
理
念
在
高
奇
峰

︿
孔
雀
﹀
︵
圖
二
︶
得
到
印
證
。
︿
孔

雀
﹀
以
現
代
寫
生
觀
念
，
技
法
上
，
融
合

西
方
繪
畫
中
透
視
、
遠
近
技
巧
，
藉
立
體

光
影
變
化
、
造
型
精
準
掌
握
、
流
暢
多
變

的
色
階
，
完
全
突
破
明
清
以
來
單
調
的
畫

風
。

陳
樹
人
與
高
氏
昆
仲
雖
同
倡
嶺
南

派
，
但
畫
風
各
自
不
同
，
︿
長
松
﹀
︵
圖

三
︶
、
︿
紅
葉
﹀
︵
圖
四
︶
、
︿
紅
棉
﹀

︵
圖
五
︶
簡
單
幾
何
式
的
構
圖
，
給
人
爽

朗
嶄
新
的
感
覺
，
在
當
時
能
勇
於
脫
離
傳

統
束
縛
，
以
新
的
造
型
和
構
圖
觀
念
作

畫
，
是
一
種
富
於
創
新
的
藝
術
表
現
。

本
次
展
覽
作
品
，
二
代
嶺
南
派
相

對
件
數
較
少
，
包
括
趙
少
昂
三
件
、
黎
雄

才
三
件
、
關
山
月
五
幅
、
楊
善
深
四
幅
。

但
其
間
仍
看
出
二
代
弟
子
各
以
其
繪
畫
天

賦
，
在
為
繼
承
、
開
拓
一
個
獨
特
的
畫
風

而
努
力
。
黎
雄
才
、
關
山
月
、
楊
善
深
三

人
同
屬
高
劍
父
門
下
，
承
襲
嶺
南
畫
派
描

繪
自
然
，
兼
工
帶
寫
的
特
色
，
逐
步
轉

圖三　陳樹人　長松　1934　挹翠山堂藏圖四　陳樹人　紅葉　193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陳樹人　紅棉　1947　中央研究院嶺南美術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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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
在
既
有
基
礎
上
進
一
步
推
展
發
揮
。

趙
少
昂
師
承
高
奇
峰
，
對
比
師
徒
︿
孔

雀
﹀
與
︿
桐
花
孔
雀
﹀
︵
圖
六
︶
，
兩
者

除
師
承
之
外
，
趙
少
昂
又
有
更
進
一
步
強

化
西
洋
繪
畫
的
投
影
、
透
視
、
色
彩
等
技

法
特
色
。

綜
觀
嶺
南
畫
派
的
傳
承
，
﹁
折
衷
中

外
，
融
合
古
今
﹂
的
精
神
是
一
貫
的
、
不

變
的
。
在
強
調
﹁
折
衷
中
西
﹂
對
自
然
的

描
寫
及
地
域
風
土
人
情
題
材
上
表
現
其
多

樣
性
，
豐
富
而
多
元
，
此
一
變
革
與
文
人

畫
不
重
形
似
，
逸
筆
草
草
，
重
視
意
境
強

調
含
蓄
淡
雅
的
傳
統
大
異
其
趣
。

﹁
賦
色
、
渲
染
﹂
的
審
美
價
值

西

方

美

學

家

桑

塔

耶

那

︵San
tayan

a

，1863-1952

︶
說
：
﹁
審
美

乃
在
於
價
值
之
判
斷
。
﹂
︵
註
一
︶

審
美
價

值
來
自
個
人
主
觀
判
斷
與
個
人
氣
質
，
每

個
人
因
不
同
的
經
驗
、
學
識
、
個
性
、
情

感
、
社
會
及
時
代
背
景
，
而
有
不
同
的
審

美
感
動
。
就
嶺
南
畫
派
而
言
，
畫
作
是
大

自
然
與
心
靈
交
融
後
，
透
過
色
彩
技
法
藝

術
處
理
過
程
而
提
煉
的
結
晶
，
誠
如
高
劍

父
論
繪
畫
創
作
所
說
：
﹁
要
忠
實
寫
生
取

材
大
自
然
，
卻
又
不
是
一
味
服
從
自
然
，

是
由
自
己
主
見
，
經
過
心
靈
化
合
提
煉
而

出
，
取
捨
美
化
，
增
強
效
果
。
﹂
這
是
嶺

南
畫
派
的
基
本
精
神
，
對
物
象
的
精
準
掌

握
，
是
嶺
南
畫
派
的
精
髓
所
在
。
技
法
上

所
表
現
的
獨
特
風
格
是
：
佈
局
重
視
留

白
、
畫
面
賦
色
多
彩
、
強
調
光
色
渲
染
手

法
、
用
筆
注
重
骨
法
。

嶺
南
派
﹁
師
法
自
然
、
重
視
寫

生
﹂
，
賦
色
多
彩
是
其
必
然
特
點
。
回
顧

中
國
傳
統
山
水
畫
的
設
色
方
法
，
六
朝
敦

煌
壁
畫
中
山
水
形
象
，
有
以
沒
骨
色
彩
暈

染
的
，
唐
李
思
訓
父
子
以
﹁
靑
綠
為
質
，

金
碧
為
紋
﹂
，
使
傳
統
重
彩
山
水
畫
得
到

發
展
。
盛
唐
以
後
水
墨
畫
不
斷
發
展
，

逐
步
取
代
重
彩
山
水
。
唐‧

王
維
︿
山

水
訣
﹀
：
﹁
夫
畫
道
之
中
，
水
墨
最
為

上
。
﹂
︵
註
二
︶

自
此
，
水
墨
畫
對
於
色

彩
的
運
用
爭
論
不
休
，
後
人
甚
至
以
水
墨

為
上
品
，
著
色
為
下
品
，
水
墨
畫
用
墨
色

來
代
表
一
切
色
彩
；
加
上
山
水
有
南
宗
水

墨
，
北
宗
金
碧
的
分
別
，
文
人
相
繼
以
南

宗
山
水
為
正
宗
，
自
宋
元
迄
今
，
觀
念
牢

不
可
破
。

然
而
，
自
然
界
本
來
很
少
是
墨
色

的
，
古
老
的
︽
詩
經
︾
就
已
有
﹁
青
、

黃
、
赤
、
白
、
黑
﹂
五
種
正
色
，
兩

千
五
百
年
前
先
人
早
已
有
色
彩
運
用
的
美

學
觀
。
大
自
然
富
有
繽
紛
色
彩
，
是
天
地

間
最
自
然
的
呈
現
，
而
色
彩
也
是
繪
畫
的

重
要
表
現
手
段
，
它
具
有
一
定
的
表
情
作

用
和
感
染
力
。

清‧

張
式
︽
畫
譚
︾
曾
有
一
段
關
於

設
色
的
理
念
：
﹁
皮
相
者
遂
以
水
墨
著
色

分
雅
俗
，
殊
不
知
雅
俗
在
筆
，
筆
不
雅
者

雖
著
墨
無
多
亦
汙
人
目
，
筆
雅
者
金
碧
丹

青
，
輝
映
滿
幅
，
彌
見
清
妙
。
﹂
︵
註
三
︶

這
段
話
頗
能
詮
釋
色
彩
在
繪
畫
美
學
上
的

意
義
，
畫
面
形
式
所
呈
現
的
美
感
經
驗
，

是
創
作
者
對
自
然
領
悟
的
各
自
表
述
。
嶺

南
畫
派
在
賦
色
、
渲
染
上
的
表
現
是
對
水

墨
的
一
種
革
新
，
儘
管
不
符
合
傳
統
﹁
水

墨
至
上
﹂
的
標
準
，
但
在
不
同
世
代
的
嶺

南
畫
家
各
以
其
不
同
的
天
賦
、
才
性
、
學

養
、
經
驗
表
述
，
因
﹁
雅
俗
在
筆
﹂
而
各

異
其
趣
。

關
於
這
一
點
，
臺
灣
的
嶺
南
派
大

家
歐
豪
年
教
授
曾
說
：
﹁
嶺
南
畫
派
雖
然

是
倡
新
的
畫
派
，
但
並
不
在
於
摒
棄
古
法

與
古
意
，
對
於
承
繼
傳
統
精
神
此
一
課

題
上
，
是
在
兼
容
性
的
擷
取
古
法
與
古

意
。
︙
有
些
人
說
，
嶺
南
畫
派
太
強
調
色

彩
，
或
說
只
是
把
更
多
的
顏
色
加
入
傳
統

繪
畫
中
。
我
認
為
這
種
看
法
很
膚
淺
。
因

為
活
潑
、
有
敘
述
性
的
色
彩
只
是
我
們
努

力
的
一
部
分
，
我
們
更
強
調
筆
法
，
而
且

重
視
的
程
度
絕
對
不
減
於
傳
統
學
派
。
﹂

這
段
話
充
分
詮
釋
嶺
南
畫
派
在
﹁
賦
色
、

渲
染
﹂
的
審
美
價
值
。

結
語

故
宮
舉
辦
這
次
嶺
南
畫
派
特
展
，
館

藏
之
外
，
把
百
年
來
的
精
華
集
中
，
通
過

故
宮
對
嶺
南
畫
派
百
年
來
完
整
脈
絡
，
清

楚
論
述
嶺
南
畫
派
在
中
國
繪
畫
革
新
史
上

的
地
位
。

嶺
南
畫
派
所
代
表
的
是
時
代
精
神
的

一
個
主
張
，
在
晚
清
熱
衷
臨
摹
古
人
的
沉

悶
局
面
下
，
通
過
自
身
的
變
革
，
大
膽
的

以
水
墨
和
色
彩
的
運
用
，
突
破
傳
統
，
以

一
種
新
的
面
貌
出
現
。
雖
說
嶺
南
畫
派
當

年
從
日
本
畫
、
西
畫
中
吸
收
許
多
養
分
，

表
面
上
似
乎
是
側
重
形
式
與
技
巧
的
革

新
，
但
深
究
其
革
新
與
發
展
的
歷
程
，
與

時
代
的
變
遷
、
社
會
的
演
變
息
息
相
關
，

在
外
來
多
元
文
化
的
衝
擊
與
融
合
中
，
無

論
繼
承
與
拓
展
，
就
百
年
前
的
時
代
背
景

而
言
，
嶺
南
派
無
疑
是
最
能
反
映
時
代
生

活
，
進
而
推
陳
出
新
的
創
造
者
。

圖六　趙少昂　桐花孔雀　廣州藝術博物院藏

註
釋

1.  

劉
昌
元
，
︽
西
方
美
學
導
論
︾
，
臺
北
：
聯

經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六
，
頁
五
三
。

2.  

俞
崑
編
著
，
︽
中
國
畫
論
類
編
︾
，
臺
北
：

華
正
書
局
，
一
九
七
七
，
頁
五
九
二
。

3.  

周
積
寅
編
著
，
︽
畫
論
輯
要
︾
，
江
蘇
美
術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三
。

繼
﹁
二
代
嶺
南
派
﹂
之
後
，
嶺
南
派

在
臺
灣
多
元
文
化
環
境
中
仍
持
續
發
展
，

歐
豪
年
、
黃
磊
生
教
授
等
承
先
啟
後
、
繼

續
拓
展
，
我
們
仍
然
相
信
嶺
南
畫
派
如
能

以
其
勇
於
變
革
的
精
神
與
反
映
多
元
時
代

社
會
的
內
涵
，
在
臺
灣
有
其
實
在
性
與
開

創
性
的
存
在
。

綜
觀
這
次
展
覽
，
宛
如
見
證
一
段

百
年
來
的
藝
術
史
。
個
人
認
為
在
面
對
西

方
強
勢
文
化
的
浪
潮
下
，
如
何
對
傳
統
繪

畫
本
質
能
有
清
楚
的
認
知
；
如
何
在
西
方

繪
畫
形
式
與
觀
念
的
表
像
中
，
不
迷
失
藝

術
追
求
的
本
質
與
目
的
；
如
何
將
傳
統
所

學
，
以
現
代
的
觀
點
展
現
，
表
現
畫
家
的

精
神
世
界
的
高
度
，
藉
著
筆
墨
展
現
中
華

藝
術
文
化
的
主
導
權
，
同
時
詮
釋
水
墨
創

作
的
意
義
，
則
是
所
有
從
事
水
墨
創
作
者

應
有
的
目
標
。

作
者
為
亞
東
技
術
學
院
工
商
業
設
計
系
系
主
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