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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神
品
至
寶
赴
日
展
關
鍵
決
策

馮
明
珠

2013年10月16日「台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神品至寶—展」簽約記者會於國立故宮博物院文會堂舉行。左起東京國立博物館錢谷真美館長、國立故
宮博物院馮明珠院長、九州國立博物館三輪嘉六館長。

2013年10月16日「台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神品至寶—展」簽約後，馮明珠院長率日方團隊赴總統府拜會　馬英九總統。左起本院何傳馨副院長、
本院馮明珠院長、九州國立博物館三輪嘉六館長、東京國立博物館錢谷真美館長、馬總統、總統府楊進添秘書長、亞東關系協會李嘉進會長、國家安
全會議張大同副秘書長及亞東關系協會羅坤燦秘書長。

日
本
希
望
引
進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典
藏
文
物
展
出
是
長
久
以

來
的
願
望
。
近
日
日
本
媒
體
N
H
K
訪
問
筆
者
時
透
露
，

一
九
六
一
年
本
院
文
物
第
一
次
赴
美
國
巡
迴
展
出
時
，
日
本
就
曾
表

達
希
望
本
院
文
物
赴
日
展
出
，
但
真
正
有
機
會
可
以
落
實
赴
諸
行
動
，
則
是
在
二○

一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五
日
日
本
通
過
﹁
海
外
美
術
品
等
公
開
促
進
法
﹂
後
。
當
然
該
法
能
夠
通
過
，
正
是
希
望

本
院
文
物
赴
日
展
的
朋
友
們
，
包
括
日
本
政
界
、
媒
體
界
、
文
化
界
人
士
以
及
中
華
民
國
外
交
部

努
力
不
懈
的
結
果
。
該
法
通
過
後
，
上
述
的
友
人
絡
繹
於
途
，
不
斷
親
自
前
來
本
院
表
達
邀
展
之

意
，
到
二○

一
二
年
二
月
八
日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島
谷
弘
幸
副
館
長
率
團
前
來
提
出
邀
展
，
赴
日

展
方
正
式
成
案
，
隨
後
展
開
長
達
一
年
七
個
多
月
的
展
覽
協
調
，
包
括
展
覽
名
稱
、
日
期
、
第
二

站
地
點
、
展
覽
選
件
及
日
本
回
饋
展
內
容
等
。
至
二○

一
三
年
十
月
十
六
日
，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錢

谷
真
美
館
長
與
九
州
國
立
博
物
館
三
輪
嘉
六
館
長
親
來
本
院
簽
訂
借
展
合
約
，
赴
日
展
才
完
全
確

定
下
來
。
今
年
六
月
二
十
四
日
﹁
台
北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神
品
至
寶—

展
﹂
將
在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正
式
揭
開
序
幕
，
︽
月
刊
︾
以
專
輯
紀
錄
其
事
，
邀
稿
於
筆
者
，
筆
者
想
就
赴
日
展
幾
個

關
鍵
問
題
與
決
策
過
程
，
略
作
敘
述
，
分
享
讀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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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件
經
過
與
原
則

展
覽
協
商
過
程
中
，
最
費
時
的
是

展
覽
內
容
與
選
件
，
本
院
動
員
了
職
司
典

藏
研
究
的
三
處
同
仁
與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
以
下
簡
稱
東
博
︶
與
九
州
國
立
博
物
館

︵
以
下
簡
稱
九
博
︶
策
展
人
展
開
冗
長
協

商
，
最
後
決
定
二
百
三
十
一
組
件
清
單
，

赴
日
展
始
告
竣
事
。
筆
者
應
東
博
之
邀
，

在
該
館
編
輯
的
︽
神
品
至
寶
︾
日
文
圖
錄

中
寫
了
一
段
簡
短
的
︿
獻
辭
﹀
：

中
華
文
化
與
大
和
文
化
的
交
流
可
謂
淵

遠
流
長
，
自
唐
宋
以
降
，
漢
地
流
行
的

書
法
、
繪
畫
、
茶
道
、
花
道
、
漆
藝
、

陶
瓷
、
織
繡
、
刻
印
等
技
藝
，
東
傳
日

本
後
都
深
度
融
入
生
活
，
甚
而
有
﹁
青

出
於
藍
而
勝
於
藍
﹂
的
發
展
趨
勢
，
因

此
策
劃
一
個
能
觸
動
日
本
知
識
份
子
心

靈
且
令
一
般
觀
眾
感
動
的
展
覽
，
實
屬

不
易
；
幸
好
東
京
及
九
州
國
立
博
物
館

與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等
三
院
館
研
究
人

員
，
對
中
日
文
化
交
流
史
都
有
深
入
研

究
，
他
們
組
成
了
堅
強
的
策
展
團
隊
，

經
過
一
年
多
研
商
，
終
於
在
近
七
十
萬

件
珍
貴
典
藏
中
，
精
心
選
出
了
包
括
：

歷
朝
繪
畫
、
書
法
、
各
類
器
物
及
圖

受
中
華
文
化
影
響
極
深
的
書
道
、
茶
道
、

花
道
、
瓷
器
、
漆
藝
、
緙
繡
等
，
至
今
仍

保
存
在
他
們
的
日
常
生
活
中
。
因
此
要
策

劃
一
個
能
感
動
日
人
的
成
功
展
覽
，
在
展

覽
規
劃
與
選
件
上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事
。
幸

好
東
博
與
九
博
都
有
中
國
藝
史
研
究
專

家
，
兩
館
的
策
展
人
也
對
本
院
典
藏
有
所

關
注
與
研
究
，
加
以
二○

一
一
年
本
院
為

慶
賀
中
華
民
國
建
國
百
年
推
出
了
﹁
精
彩

一
百
：
國
寶
總
動
員
﹂
特
展
，
於
是
東
博

策
展
人
便
先
依
據
該
特
展
︽
圖
錄
︾
提
出

一
份
展
件
選
單
，
再
由
本
院
策
展
團
隊
與

之
對
談
，
最
後
討
論
出
日
方
滿
意
、
本
院

同
意
的
展
覽
清
單
。
以
下
針
對
選
件
原
則

與
經
過
，
略
作
說
明
。

二○

一
二
年
二
月
初
，
當
獲
知
東

博
島
谷
副
館
長
將
率
團
前
來
洽
談
借
展

時
，
本
院
即
成
立
赴
日
展
策
展
團
隊
，
由

筆
者
任
召
集
人
︵
時
任
副
院
長
︶
，
主
辦

單
位
書
畫
處
，
策
展
小
組
包
括
：
書
畫
處

處
長
何
傳
馨
︵
現
為
常
務
副
院
長
︶
、

陳
階
晉
與
陳
韻
如
副
研
究
員
，
器
物
處
余

佩
瑾
研
究
員
與
陳
慧
霞
副
研
究
員
，
及
圖

書
文
獻
處
盧
雪
燕
研
究
員
、
李
柏
如
副
研

究
員
及
蔡
承
豪
助
理
研
究
員
等
，
分
別
由

各
處
就
該
處
典
藏
與
日
方
策
展
人
對
話
，

進
行
選
件
。
選
件
原
則
有
五
：
︵
一
︶
本

於
博
物
館
專
業
考
量
，
首
重
文
物
安
全

維
護
；
︵
二
︶
不
影
響
本
院
正
常
展
覽

運
作
；
︵
三
︶
凸
顯
本
院
典
藏
特
色
；

︵
四
︶
能
夠
感
動
並
能
吸
引
日
本
觀
眾
；

︵
五
︶
在
兩
國
文
化
交
流
史
上
有
重
大
意

義
。
選
件
時
序
則
依
唐
、
宋
、
元
、
明
、

清
，
對
應
日
本
美
術
發
展
史
，
選
出
對
日

本
文
化
有
所
影
響
的
各
類
文
物
。
例
如
日

本
書
道
深
受
中
國
書
法
藝
術
發
展
的
影

響
，
這
是
眾
所
周
知
的
事
：
早
在
飛
鳥
與

奈
良
時
代
︵
六
世
紀
中
到
八
世
紀
末
︶
中

日
兩
地
交
流
熱
絡
，
遣
隋
、
唐
使
絡
繹
不

絕
，
而
此
時
期
正
是
中
國
書
法
藝
術
發
展

轉
向
自
由
奔
放
、
各
種
書
體
書
風
出
現
的

關
鍵
時
期
；
日
本
畫
道
史
正
是
在
晉
唐
畫

風
與
宋
代
富
個
性
較
自
由
畫
風
交
替
影
響

下
形
成
；
法
隆
寺
藏
藥
師
佛
銅
像
光
環
上

所
刻
銘
文
，
是
日
本
保
存
至
今
最
早
的
書

法
字
體
，
反
映
的
正
是
六
朝
書
風
；
日
本

書
道
界
至
今
仍
推
崇
書
聖
王
羲
之
︵
三○

三

～

三
六
一
︶
；
練
習
漢
字
書
法
納
入
日

本
義
務
教
育
體
系
，
高
中
屬
藝
術
選
修
科

目
等
，
因
此
本
院
典
藏
晉
唐
迄
宋
元
書
跡

 2012年4月13日，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左）拜會周前院長功鑫，表達日方各界對國
立故宮博物院文物展的期待，居中翻譯者是書畫處陳階晉副研究員。

 2013年8月5日，本院何傳馨副院長率書畫處李玉珉處長與陳階晉科長親往東京國
立博物館洽商赴日展與回饋展之選件清單。圖為何傳馨副院長（左）親書「神品至
寶」墨跡致贈東博島谷弘幸副館長。

2013年10月24日，日本福岡縣議員加地邦雄（前左四）率團拜會本院馮院長，表達
歡迎故宮文物明年十月赴九州展覽之意。

 2013年8月1日，九州國立博物館三輪嘉六館長（前排左三）偕同西日本新聞社川崎隆
生社長（前排右四）一行前來拜會，與本院馮院長及三處共同商討赴日展相關事宜。

書
文
獻
等
二
百
三
十
一
組
件
，
其
中

︿
定
武
蘭
亭
真
本
﹀
、
︿
唐
孫
過
庭

書
譜
﹀
、
︿
宋
蘇
東
坡
書
黃
州
寒
食

詩
﹀
、
︿
宋
黃
庭
堅
書
七
言
詩
﹀
、

︿
宋
李
唐
坐
石
看
雲
﹀
、
︿
宋
馬
遠
華

燈
侍
宴
圖
﹀
、
︿
宋
馬
麟
靜
聽
松
風

圖
﹀
、
︿
金
武
元
直
赤
壁
圖
﹀
、
︿
元

高
克
恭
雲
橫
秀
嶺
﹀
、
︿
宋
沈
子
蕃
緙

絲
秋
山
詩
意
﹀
、
︿
宋
緙
絲
和
鳴
鸞

鳳
圖
﹀
以
及
玉
器
︿
龍
山
文
化
鷹
紋

圭
﹀
、
銅
器
︿
西
周
散
盤
﹀
、
瓷
器

︿
北
宋
汝
窯
蓮
花
式
温
碗
﹀
、
漆
器

︿
明
永
樂
剔
紅
花
卉
瓶
﹀
、
︿
乾
隆
八

徵
耄
念
玉
璽
﹀
、
︽
永
樂
大
典
︾
、

︽
文
淵
閣
四
庫
全
書
︾
等
精
彩
選
件
，

真
可
謂
之
﹁
神
品
至
寶
﹂
，
必
能
撼
動

日
本
觀
眾
心
弦
。

誠
如
︿
獻
辭
﹀
中
所
言
，
中
華
文
化
與
大

和
文
明
的
交
流
淵
遠
流
長
，
漢
字
迄
今
在

日
本
到
處
可
見
，
古
代
日
本
知
識
份
子
讀

的
是
四
書
五
經
孔
孟
之
學
，
本
院
就
藏
有

相
當
數
量
的
和
刻
本
漢
文
儒
家
經
典
及
漢

醫
書
籍
，
說
明
兩
文
化
間
的
親
密
互
動

關
係
；
迄
今
，
日
本
學
生
自
小
練
漢
字
、

習
書
法
、
讀
三
國
志
、
玩
三
國
遊
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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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品
，
成
為
東
博
商
借
的
重
點
。
於
是
歷

經
宋
元
名
家
收
藏
，
被
公
認
為
最
接
近
王

羲
之
︿
蘭
亭
序
﹀
真
跡
的
︿
定
武
蘭
亭
真

本
﹀
成
為
選
件
，
而
王
羲
之
的
︿
快
雪
時

晴
帖
﹀
，
則
因
曾
在
﹁
精
彩
一
百
﹂
中
展

出
，
目
前
仍
在
三
年
休
展
期
而
未
獲
同
意

選
入
赴
日
。
另
外
選
展
的
書
法
作
品
有

︿
晉
王
羲
之
大
道
帖
﹀
、
︿
唐
孫
過
庭
書

譜
﹀
、
︿
唐
陸
柬
之
文
賦
﹀
、
︿
宋
蘇
東

坡
書
黃
州
寒
食
詩
﹀
及
︿
宋
四
家
墨
寶‧

黃
庭
堅
書
七
言
詩
﹀
等
四
十
件
元
代
以
前

書
跡
，
與
包
括
︿
唐
人
明
皇
幸
蜀
圖
﹀
、

︿
唐
李
思
訓
江
帆
樓
閣
﹀
、
︿
唐
韓
幹
牧

馬
圖
﹀
、
︿
五
代
梁
關
仝
秋
山
晚
翠
﹀
、

︿
五
代
南
唐
巨
然
蕭
翼
賺
蘭
亭
圖
﹀
及

︿
宋
馬
遠
華
燈
侍
宴
圖
﹀
等
四
十
件
明
代

以
前
繪
畫
，
成
為
赴
日
展
重
要
選
件
。
其

中
︿
明
皇
幸
蜀
圖
﹀
是
國
寶
級
限
展
作

品
，
選
入
展
品
清
單
，
則
是
考
量
此
幅
在

日
本
民
眾
心
中
的
地
位
。
傳
說
中
楊
貴
妃

並
未
自
縊
於
馬
嵬
坡
，
她
逃
難
渡
海
來
到

日
本
，
最
後
病
逝
於
向
津
縣
半
島
上
久
津

村
的
唐
渡
口
，
至
今
日
本
山
口
縣
仍
有
楊

貴
妃
墓
與
神
社
。
與
如
此
浪
漫
傳
說
相
關

的
︿
明
皇
幸
蜀
圖
﹀
，
當
然
會
被
東
博
選

入
赴
日
，
尚
好
此
幅
鉅
蹟
經
重
新
修
裱
維

護
，
狀
態
十
分
健
康
，
書
畫
處
同
仁
最
後

同
意
借
展
。

赴
日
展
選
件
中
與
其
他
國
際
借
展

有
很
大
的
不
同
，
是
加
入
了
豐
富
的
織
繡

與
圖
書
文
獻
選
件
。
先
談
織
繡
。
一
般
說

法
，
日
本
在
推
古
天
皇
十
一
年
︵
六○

四
︶
制
定
﹁
冠
位
十
二
階
﹂
，
效
法
隋
代

制
定
服
制
，
中
國
織
造
技
術
及
絲
織
品
大

量
東
傳
，
至
今
仍
有
飛
鳥
及
奈
良
時
代
傳

入
日
本
的
織
品
典
藏
在
奈
良
東
大
寺
正
倉

院
中
，
而
隋
唐
的
錦
、
綾
、
羅
、
紗
、
緙

絲
、
絞
纈
、
夾
纈
、
蠟
纈
、
暈
繝
染
等
織

染
技
術
與
各
式
紋
樣
也
相
繼
東
傳
，
影
響

日
本
傳
統
織
繡
服
飾
深
遠
。
例
如
日
本
國

寶
︿
天
壽
國
繡
帳
﹀
︵
聖
德
太
子
妃
命
人

織
造
︶
繡
有
雲
紋
、
蓮
紋
、
月
兔
及
鳳
凰

等
紋
樣
，
皆
仿
自
中
國
織
繡
圖
樣
，
因
此

本
院
典
藏
的
宋
代
緙
絲
與
明
代
顧
繡
成
為

選
件
另
一
重
點
。
選
件
中
恰
巧
有
︿
宋
緙

絲
和
鳴
鸞
鳳
圖
軸
﹀
，
構
圖
紋
飾
有
鳳
凰

與
芙
蓉
，
正
好
與
︿
天
壽
國
繡
帳
﹀
相
呼

應
；
院
藏
國
寶
級
的
宋
沈
子
蕃
兩
幅
︿
緙

絲
秋
山
詩
意
﹀
與
︿
緙
絲
山
水
軸
﹀
及
元

代
︿
緙
絲
吉
祥
喜
金
剛
軸
﹀
等
八
幅
緙

絲
，
︿
宋
繡
大
士
像
﹀
、
︿
宋
繡
咸
池
浴

日
圖
﹀
與
十
二
軸
明
代
︿
顧
繡
八
仙
慶
壽

掛
屏
﹀
及
清
代
︿
繡
線
西
湖
圖
﹀
與
︿
繡

線
菩
賢
菩
薩
軸
﹀
等
共
十
六
件
繡
品
，
成

為
赴
日
展
另
一
重
點
選
件
，
目
的
在
傳
達

中
日
傳
統
織
繡
工
藝
上
的
交
流
關
係
。

再
談
到
圖
書
文
獻
處
選
件
，
據
策

展
人
盧
雪
燕
研
究
員
告
之
，
初
提
選
件
幾

乎
全
出
自
︽
精
彩
一
百
：
國
寶
總
動
員
︾

圖
錄
，
宋
刊
本
四
種
：
︽
周
禮
注
疏
︾
、

︽
爾
雅
︾
、
︽
東
坡
先
生
集
存
和
陶
詩
︾
、

︽
一
切
如
來
心
秘
密
全
身
舍
利
寶
篋
印
陀

羅
尼
經
︾
、
元
刊
本
佛
經
︽
西
夏
文
華
嚴

經
︾
、
元
寫
本
︽
錢
惟
善
江
月
松
風
集
︾
、

明
寫
本
︽
永
樂
大
典
︾
與
︽
明
解
增
和
千

家
詩
註
︾
、
清
抄
本
︽
四
庫
全
書
︾
和
清

彩
繪
本
︽
臺
灣
地
圖
︾
總
十
種
，
選
件
幾

乎
全
集
中
在
善
本
古
籍
，
多
屬
國
寶
級
孤

本
，
根
本
無
法
應
付
東
京
及
九
州
兩
地

展
期
，
因
此
僅
保
留
了
數
量
較
多
的
︽
永

樂
大
典
︾
、
︽
四
庫
全
書
︾
及
︽
周
禮
注

疏
︾
，
其
餘
則
以
同
等
級
或
同
品
類
文
物

替
代
，
並
納
入
清
代
檔
案
。
例
如
，
東
博

策
展
人
原
選
南
宋
國
子
監
本
︽
爾
雅
︾
，

盧
研
究
員
讓
他
換
成
原
珍
藏
於
清
宮
懋
勤

殿
的
蔣
衡
︵
一
六
七
二

～

一
七
四
三
︶
寫
本

︽
爾
雅
︾
，
該
本
書
體
秀
美
，
裝
潢
雅
麗
，

享
有
盛
名
，
日
方
欣
然
接
受
；
北
宋
︽
一

（傳）唐　明皇幸蜀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領頭朱衣者即唐玄宗。

在日本山口縣大津郡油穀町的二尊院，有一塊由亂石砌成的小平台，最前方靠海處即為楊貴妃之墓。 
引自網路http://news.sina.com.cn/w/2004-07-16/1148372721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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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如
來
心
秘
密
全
身
舍
利
寶
篋
印
陀
羅
尼

經
︾
、
元
刊
本
佛
經
︽
西
夏
文
華
嚴
經
︾
及

寫
本
︽
錢
惟
善
江
月
松
風
集
︾
，
非
但
是
本

院
孤
本
，
且
二○

一
一
年
展
出
，
依
規
定

仍
在
休
展
，
考
量
文
物
維
護
，
建
議
以
明

萬
曆
四
十
二
年
︵
一
六
一
四
︶
內
府
泥
金
寫

繪
本
︽
妙
法
蓮
華
經
︾
取
代
；
原
選
彩
繪
寫

本
︽
明
解
增
和
千
家
詩
註
︾
，
則
以
同
樣
彩

繪
的
清
內
府
寫
本
︽
帝
鑑
圖
說
︾
替
代
；

︽
四
庫
全
書
︾
經
部
，
選
展
的
是
由
日
本

江
戶
時
代
古
學
派
學
者
山
井
鼎
︵
一
六
九

○

～

一
七
二
八
︶
撰
、
荻
生
觀
︵
一
六
七

互
惠
、
對
等
、
交
流
：
翠
玉
白
菜

與
肉
形
石
出
巡

︿
翠
玉
白
菜
﹀
與
︿
肉
形
石
﹀
自
展

出
以
來
，
基
本
上
未
曾
離
開
本
院
正
館
陳

列
室
，
唯
一
例
外
是
二○

○

三
年
﹁
璀
璨

東
方
：
故
宮
文
物
珍
品
展
﹂
赴
高
雄
美
術

館
展
出
。
此
二
件
並
未
列
入
赴
美
、
法
、

德
、
奧
國
際
借
展
，
或
有
兩
個
因
素
：
一

是
借
展
方
並
未
提
出
；
再
者
此
兩
件
文
物

為
本
院
明
星
展
件
、
人
氣
國
寶
，
若
同
意

外
借
，
必
須
要
有
完
整
配
套
措
施
，
選
出

足
以
取
代
它
們
的
更
精
彩
典
藏
，
因
此
當

東
博
與
九
博
策
展
人
提
出
商
借
時
，
本
院

器
物
處
是
婉
拒
的
。
然
日
本
方
面
鍥
而
不

捨
，
幾
乎
是
各
階
層
來
請
求
，
二○

一
一

至
二○

一
三
年
十
月
十
六
日
赴
日
展
簽
約

前
，
日
本
各
界
重
量
級
人
士
，
包
括
日
華

懇
談
會
會
員
、
國
會
及
地
方
議
員
、
各
大

電
視
及
報
章
雜
誌
平
面
媒
體
人
士
及
借
展

方
東
博
、
九
博
館
長
、
副
館
長
及
策
展
人

等
，
紛
紛
專
程
前
來
本
院
拜
會
，
懇
求
讓

日
本
更
多
的
民
眾
一
睹
︿
翠
玉
白
菜
﹀
與

︿
肉
形
石
﹀
的
風
采
。
接
待
這
些
邀
展
的

貴
賓
，
筆
者
都
先
安
排
他
們
親
自
排
隊
參

觀
這
兩
件
人
氣
國
寶
，
並
請
他
們
了
解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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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七
五
四
︶
補
遺
的
︽
七
經
孟
子
考
文

補
遺
︾
，
日
本
學
者
之
作
納
入
清
高
宗
御
編

的
︽
四
庫
全
書
︾
，
得
以
彰
顯
中
日
文
化
交

流
。
選
展
清
康
熙
、
雍
正
︿
宮
中
檔
硃
批
奏

摺
﹀
及
乾
隆
年
間
︿
暹
羅
國
金
葉
表
文
﹀
與

︿
緬
甸
國
銀
葉
表
文
﹀
，
則
說
明
盛
清
與
周

邊
民
族
的
關
係
。
至
於
器
物
選
件
原
由
，

在
蔡
玫
芬
︿
文
化
的
痕
跡—

神
品
至
寶
展
器

物
類
展
品
綜
介
﹀
當
有
所
說
明
，
此
不
贅

言
。

定
名—

﹁
神
品
至
寶
﹂
來
自
乾
隆

鑑
賞
的
靈
感

本
院
文
物
外
借
展
出
有
三
項
必
備

要
件
：
︵
一
︶
展
覽
與
各
式
文
宣
必
須

以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全
稱
載
示
；

︵
二
︶
通
過
司
法
免
扣
押
之
法
律
文
件
；

︵
三
︶
博
物
館
正
式
來
函
邀
展
。
因
此
，

針
對
展
題
雙
方
曾
有
冗
長
的
討
論
。
除
了

本
院
法
定
名
稱
必
須
載
入
外
，
展
題
也
應

契
合
選
件
並
有
創
意
，
策
展
人
檢
討
了
赴

美
、
赴
法
、
赴
德
、
赴
奧
地
利
等
各
展

題
：
﹁
中
華
瑰
寶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珍

藏
展
﹂
、
﹁
帝
國
回
憶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珍
藏
展
﹂
、
﹁
天
子
之
寶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珍
藏
展
﹂
與
﹁
物
華
天
寶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珍
藏
展
﹂
等
，
認
為
應
為
赴

日
展
擬
出
一
個
華
麗
且
響
亮
的
展
題
，
與

選
件
相
稱
，
名
符
其
實
。
原
東
博
初
擬
的

﹁
台
北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二○

○

選
﹂

未
獲
本
院
策
展
團
隊
青
睞
。

二○

一
二
年
九
至
十
月
間
，
大
致
相

同
的
策
展
團
隊
正
為
即
將
推
出
的
﹁
十
全

乾
隆
：
清
高
宗
的
藝
術
品
味
特
展
﹂
與
﹁
乾

隆
潮‧

新
媒
體
藝
術
展
﹂
經
常
開
會
討
論
，

清
高
宗
鑑
賞
書
畫
的
經
典
用
字
﹁
神
、
妙
、

奇
、
逸
﹂
觸
動
靈
感
，
其
中
﹁
神
品
﹂
是
清

高
宗
論
畫
的
最
高
品
級
，
契
合
赴
日
展
選

件
內
容
，
於
是
擬
出
﹁
神
品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珍
藏
展
﹂
或
﹁
至
寶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珍
藏
展
﹂
兩
展
題
供
東
博
參
考
；

最
後
東
博
採
用
了
本
院
的
建
議
並
依
他
們

展
覽
會
命
題
方
式
，
定
名
﹁
台
北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神
品
至
寶—

展
﹂
。
這
是

赴
日
展
展
題
訂
定
由
來
，
其
中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全
稱
載
入
展
題
，
是
本
院
文

物
域
外
借
展
的
必
備
條
件
之
一
，
從
二○

一
一
年
四
月
提
出
，
到
二○

一
三
年
四
月

五
日
確
定
，
前
後
長
達
兩
年
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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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件
器
物
出
門
可
能
導
致
的
困
難
。
與
此

同
時
本
院
也
與
東
博
、
九
博
展
開
冗
長
的

回
饋
展
選
件
討
論
，
本
院
的
立
場
是
：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應
回
饋
本
院
一
個
同
樣
等

級
的
日
本
美
術
展
。

二○

一
三
年
五
月
十
四
日
，
九
州

國
立
博
物
館
三
輪
嘉
六
館
長
親
自
率
四
位

課
長
再
度
前
來
本
院
拜
會
，
提
出
將
館
藏

僅
有
的
四
件
國
寶
與
重
要
文
化
財
：
鐮

倉
時
代
︿
太
刀
﹀
、
鐮
倉
時
代
︿
榮
花
物

語
﹀
、
室
町
時
代
︿
周
茂
叔
愛
蓮
圖
﹀
以

及
江
戶
時
代
︿
色
繪
藤
棚
文
大
盤
﹀
，
交

換
本
院
所
藏
︿
肉
形
石
﹀
到
九
博
展
出
兩

週
。
二○

一
三
年
八
月
五
至
六
日
，
為
了

確
認
展
件
清
單
並
目
驗
回
饋
展
中
重
要
選

件
，
何
副
院
長
率
策
展
團
隊
親
赴
東
博
；

當
東
博
表
達
願
意
將
更
多
的
館
藏
國
寶
及

重
要
文
化
財
列
入
回
饋
展
選
單
，
並
將
長

期
在
陳
列
室
展
出
的
國
寶
級
文
物
安
土
桃

山
時
代
︿
檜
圖
屏
風
﹀
及
江
戶
時
代
︿
八

橋
蒔
繪
螺
鈿
箱
﹀
加
入
，
以
換
取
︿
翠
玉

白
菜
﹀
到
東
博
展
出
兩
星
期
時
，
何
副
院

長
代
表
本
院
首
度
鬆
口
同
意
將
要
求
帶
回

院
內
認
真
討
論
。

交
換
展
是
本
於
平
等
、
互
惠
原
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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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九
博
三
輪
嘉
六
館
長
親
持
館
藏
僅
有

的
四
件
國
寶
級
文
物
拜
會
本
院
為
日
本

關
西
民
眾
提
出
要
求
時
，
筆
者
十
分
感

動
。
最
後
﹁
日
本
美
術
之
最
：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及
九
州
國
立
博
物
館
珍
藏
展
﹂

一
百
五
十
件
選
件
中
，
超
過
百
分
之
六
十

為
兩
館
重
要
典
藏
，
且
國
寶
及
重
要
文
化

財
達
六
十
八
件
，
本
院
策
展
團
隊
也
被
日

方
誠
意
感
動
，
終
於
作
出
決
定
：
為
了
促

進
中
華
民
國
與
日
本
文
化
交
流
，
滿
足
日

本
觀
眾
的
渴
望
，
特
別
同
意
從
未
步
出
國

結
語

經
過
三
年
多
的
籌
備
與
磋
商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精
美
文
物
終
於
要
到
日
本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及
九
州
國
立
博
物
館
兩

地
展
出
了
，
堪
稱
是
中
華
民
國
與
日
本
最

大
的
文
化
交
流
盛
事
。
對
本
院
策
展
團
隊

而
言
，
我
國
與
日
本
同
屬
東
亞
文
化
圈
，

文
化
與
藝
術
上
有
淵
源
長
久
的
交
流
與
傳

承
關
係
，
如
何
選
展
能
讓
日
本
觀
眾
感

動
，
並
能
代
表
本
院
、
宣
傳
中
華
民
國
的

文
物
藏
品
，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
因
此
本
院

策
展
團
與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精
心
挑
選
了

包
括
：
繪
畫
、
書
法
、
織
繡
、
陶
瓷
、
青

銅
器
、
玉
器
、
漆
器
、
文
玩
及
古
籍
等
共

二
百
三
十
一
組
件
展
件
，
最
大
特
色
是
每

一
選
件
均
能
扣
合
著
文
化
交
流
，
日
本
觀

眾
欣
賞
時
，
必
能
從
中
察
覺
到
日
本
文
明

發
展
的
痕
跡
，
從
而
觸
動
觀
眾
心
弦
。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錢
谷
館
長
致
本
院
︿
開
幕

式‧

特
別
觀
覽
會
邀
請
函
﹀
中
有
一
段
話
，

足
以
概
括
﹁
台
北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神

品
至
寶—

展
﹂
對
日
本
觀
眾
的
意
義
：

我
國
自
古
以
來
嚮
往
中
華
文
化
，
積
極

攝
取
其
菁
華
。
為
了
理
解
我
國
獨
立
文

化
形
成
之
緣
由
，
深
刻
地
瞭
解
其
淵
源

的
中
華
文
化
，
甚
為
必
要
。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在
五
十
年
間
，
舉
辦
超
過
將
近

一
百
場
的
大
規
模
特
展
。
其
內
容
除
了

日
本
本
國
外
，
也
包
括
亞
洲
各
地
、
埃

及
，
甚
至
歐
洲
、
美
國
等
，
跨
越
了
世

界
廣
大
地
區
。
舉
辦
過
如
此
眾
多
的
展

覽
會
，
直
到
目
前
尚
未
實
現
的
，
是
以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品
為
主
之
展
覽

會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收
藏
了
華
夏
歷

代
眾
多
精
緻
優
良
的
文
化
古
物
，
若
抽

離
該
院
之
文
物
，
則
無
法
理
解
中
華
悠

久
之
文
化
。
︵
註
一
︶

錢
谷
館
長
的
這
段
話
，
道
盡
日
本
專
業
人

士
對
本
院
文
物
赴
日
本
展
出
的
渴
望
，
也

必
能
吸
引
日
本
大
眾
。
據
悉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
神
品
至
寶
﹂
預
售
票
，
一
經
推

出
，
全
已
售
罄
，
筆
者
聞
之
，
也
深
以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典
藏
為
榮
。

﹁
台
北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神

品
至
寶—

展
﹂
與
﹁
日
本
美
術
之
最
：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暨
九
州
國
立
博
物
館
珍
藏

展
﹂
是
博
物
館
間
對
等
、
互
惠
的
交
流

展
，
也
是
中
華
民
國
與
日
本
文
化
交
流
盛

事
，
在
臺
灣
海
峽
因
釣
魚
台
領
土
之
爭
劍

拔
弩
張
之
際
推
出
是
因
緣
湊
巧
，
也
期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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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的
人
氣
國
寶
︿
翠
玉
白
菜
﹀
與
︿
肉

形
石
﹀
，
分
別
到
東
京
及
九
州
展
出
兩

週
，
︿
翠
玉
白
菜
﹀
於
二○

一
四
年
六
月

二
十
四
日
至
七
月
七
日
在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展
出
，
︿
肉
形
石
﹀
於
十
月
七
日
至

二
十
日
在
九
州
國
立
博
物
館
展
出
，
至
此

展
覽
選
件
討
論
底
定
。
二○

一
三
年
十
月

十
六
日
﹁
神
品
至
寶
﹂
展
終
於
簽
約
，
前

後
歷
時
兩
年
半
。

每
周
鉅
獻

當
決
定
︿
翠
玉
白
菜
﹀
與
︿
肉
形

石
﹀
分
別
赴
東
博
與
九
博
展
出
時
，
器
物

處
立
即
展
開
換
展
策
劃
，
如
何
配
合
三○

二
陳
列
原
有
巧
雕
玉
石
器
展
覽
主
題
，

選
出
足
以
代
替
︿
翠
玉
白
菜
﹀
與
︿
肉
形

石
﹀
且
能
令
觀
眾
驚
豔
的
展
件
，
確
實

費
煞
思
量
，
最
後
選
出
七
件
換
展
作
品
：

當
︿
翠
玉
白
菜
﹀
︵
六
月
十
七
日
至
七
月

十
日
︶
出
訪
東
京
時
，
原
展
櫃
每
周
一
鉅

獻
，
分
別
是
：
︿
清
珊
瑚
魁
星
點
斗
盆

景
﹀
、
︿
清
乾
隆
金
甌
永
固
杯
及
玉
燭
長

調
燭
臺
﹀
、
︿
十
七
世
紀
西
洋
雕
木
高
足

套
杯
﹀
；
當
︿
肉
形
石
﹀
︵
九
月
三
十
日

至
十
月
二
十
三
日
︶
出
訪
九
州
時
，
原
展

櫃
將
展
出
：
院
藏
另
外
兩
件
清
代
翠
玉
白

菜—

︿
翠
玉
小
白
菜
﹀
與
︿
翠
玉
白
菜
花

插
﹀
搭
配
︿
清
園
蔬
圖
玉
筆
筒
﹀
展
出
，

屆
時
滿
室
翠
玉
白
菜
，
精
彩
可
期
，
饒
富

趣
味
，
定
能
吸
引
觀
眾
。

選
出
的
每
周
鉅
獻
，
在
藝
術
價
值

與
工
藝
成
就
上
絕
不
亞
於
︿
翠
玉
白
菜
﹀

及
︿
肉
形
石
﹀
。
其
中
︿
珊
瑚
魁
星
點
斗

盆
景
﹀
曾
經
在
珍
玩
陳
列
室
吸
引
觀
眾
注

目
，
該
件
除
雕
刻
生
動
、
寶
裝
華
麗
外
，

吉
祥
的
意
涵
更
貼
近
大
眾
，
尤
其
在
七
月

考
季
前
夕
推
出
，
原
有
預
祝
考
生
們
考
運

順
遂
，
獨
佔
鰲
頭
之
意
。
︿
清
乾
隆
金
甌

永
固
杯
及
玉
燭
長
調
燭
臺
﹀
是
金
玉
成
組

的
兩
件
內
府
祕
傳
，
︿
金
甌
永
固
杯
﹀
象

徵
國
家
強
盛
、
固
若
金
湯
；
︿
玉
燭
長
調

燭
臺
﹀
象
徵
風
調
雨
順
、
國
泰
民
安
；
金

玉
成
組
，
寓
意
國
家
千
秋
萬
代
，
也
展
顯

皇
室
風
華
。
︿
十
七
世
紀
西
洋
雕
木
高
足

套
杯
﹀
是
一
組
層
層
相
疊
的
木
雕
套
杯
，

是
舶
來
文
物
，
輕
巧
薄
木
上
有
細
刻
花

紋
，
呈
現
十
七
世
紀
西
方
的
極
致
工
藝
。

當
肉
形
石
出
巡
時
，
觀
眾
將
可
看
到
以
白

菜
為
主
題
的
玉
器
群
集
，
拱
繞
︿
翠
玉
白

菜
﹀
的
園
蔬
趣
味
。

註
釋

1. 

節
錄
自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錢
谷
館
長
﹁
台

北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神
品
至
寶
﹂
開

幕
式‧

特
別
觀
覽
會
邀
請
函
，
本
院
書
畫

處
陳
階
晉
譯
。

參
考
資
料

1. 

本
院
南
院
處
黃
韻
如
助
理
研
究
員
提
供
之

中
日
織
品
交
流
介
述
。

2. 

本
院
圖
書
文
獻
處
盧
雪
燕
研
究
員
提
供
之

神
品
至
寶
展
圖
書
文
獻
選
件
緣
由
。

3. 

網
路
資
料—

維
基
百
科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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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藝
術
文
化
柔
美
之
力
，
淡
化
紛
爭
。

最
後
，
我
要
感
謝
日
本
各
界
朋
友
、

歷
屆
亞
東
關
係
協
會
會
長
及
駐
日
代
表
，

在
諸
位
共
同
的
努
力
下
，
日
本
通
過
﹁
海

外
美
術
品
等
公
開
促
進
法
﹂
，
促
成
本
院

文
物
赴
日
展
，
深
化
了
兩
國
文
化
情
誼
；

感
謝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與
九
州
國
立
博
物

館
回
饋
臺
灣
觀
眾
如
此
高
水
平
的
﹁
日
本

美
術
之
最
﹂
特
展
，
該
展
將
在
二○

一
六

年
十
月
於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南
部
院

區
：
亞
洲
藝
術
文
化
博
物
館
﹂
展
出
，
敬

請
臺
灣
的
觀
眾
期
待
。作

者
為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院
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