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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府
寶
藏

中
國
皇
室
收
藏
約
始
於
漢
代
︵
前

二○

六

∼

二
二○

︶
，
漢
武
帝
︵
前
一
四

○

∼

前
八
七
在
位
︶
創
置
秘
閣
以
聚
圖

宸
翰

皇
帝
的
書
畫
鑑
賞
、
創
作
及
宮
廷
藝
術

何
傳
馨

書
，
東
漢
明
帝
︵
五
八

∼

七
五
在
位
︶
雅

好
丹
青
，
別
開
畫
室
，
又
創
立
鴻
都
學
，

以
集
奇
藝
。
魏
晉
時
期
︵
二
二○

∼

四
二

○

︶
，
宮
廷
亦
多
藏
蓄
，
南
朝
時
︵
四
二

○

∼

五
八
九
︶
，
宋
齊
梁
陳
君
主
均
雅
尚

書
畫
，
至
隋
朝
︵
五
八
一

∼
六
一
八
︶
，

在
東
京
︵
洛
陽
︶
觀
文
殿
後
，
建
東
西

二
臺
，
東
臺
曰
﹁
妙
楷
臺
﹂
，
藏
歷
代

歷
代
皇
帝
大
多
重
視
書
法
與
繪
畫
典
藏
，
這
兩
類
作
品
在
帝
王
統
治
的
時
代
，
肩
負
多
種
功
能
，

包
括
傳
達
政
治
意
圖
、
宣
揚
道
德
以
及
教
化
臣
民
等
，
其
中
亦
有
純
粹
為
了
藝
術
美
感
，
或
追
求

古
法
，
建
立
審
美
典
範
。
尤
其
書
法
是
古
代
士
人
養
成
教
育
的
主
要
項
目
之
一
，
文
字
書
寫
不
僅

作
為
記
事
與
傳
達
訊
息
，
也
是
顯
示
個
人
學
養
與
品
格
德
行
的
具
體
象
徵
，
古
代
可
作
為
典
範
的

帝
王
、
名
臣
及
賢
能
之
士
的
手
蹟
，
是
後
世
學
習
的
範
本
，
並
與
繪
畫
及
其
他
珍
貴
文
物
一
樣
，

具
有
道
統
與
文
化
傳
承
意
義
，
因
此
成
為
歷
代
重
視
文
治
教
化
的
皇
帝
搜
羅
徵
集
的
主
要
對
象
。

歷
史
上
有
多
位
皇
帝
熱
衷
書
法
與
繪
畫
創
作
，
並
藉
以
顯
示
個
人
的
人
文
素
養
。
皇
帝
個
人
的
品

味
與
提
倡
，
也
直
接
影
響
了
皇
室
的
收
藏
與
鑑
賞
活
動
，
並
引
領
當
代
書
畫
藝
術
創
作
的
風
尚
，

因
此
，
皇
室
的
書
畫
收
藏
、
鑑
賞
、
皇
帝
的
品
味
及
宮
廷
畫
院
，
互
為
關
聯
，
成
為
中
國
書
畫
藝

術
發
展
的
一
項
主
要
因
素
。
本
文
原
為
舊
金
山
亞
洲
藝
術
博
物
館
﹁
帝
王
品
味—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精
品
展
﹂
英
文
圖
錄
所
撰
，
因
篇
幅
所
限
略
經
刪
節
，
藉
此
專
輯
，
刊
出
全
文
。
選
展
之
作
品

另
標
注
於
圖
說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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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書
，
西
臺
曰
﹁
寶
蹟
臺
﹂
，
收
歷
代

名
畫
，
後
來
唐
高
祖
李
淵
︵
六
一
八

∼

六
二
六
在
位
︶
一
統
天
下
，
接
收
前
朝
內

府
遺
蹟
，
但
其
間
因
人
為
與
天
災
，
所
存

僅
三
百
件
，
唐
太
宗
李
世
民
︵
六
二
七

∼

六
四
九
在
位
︶
即
位
後
，
銳
意
收
購
，
逐

漸
充
實
內
府
所
藏
。
︵
張
彥
遠
，
︽
歷
代
名
畫

記
︾
︿
敘
畫
之
興
廢
﹀
︶

在
唐
代
後
期
的
書
法
文
獻
中
，
記
載

了
太
宗
所
推
動
的
學
術
藝
文
活
動
，
包
括

代
表
有
良
好
教
養
的
儒
士
所
必
備
的
書
法

技
能
與
理
論
。
書
法
史
上
對
他
熱
衷
於
書

法
都
有
正
面
的
評
價
，
他
的
一
些
舉
措
也

影
響
了
後
代
同
樣
有
雄
心
大
略
的
帝
王
。

其
中
最
為
人
熟
知
的
，
是
對
於
王
羲
之
書

法
的
愛
好
與
推
崇
。
唐
太
宗
推
崇
王
羲
之

的
具
體
作
為
之
一
，
是
大
量
搜
集
傳
世
的

王
羲
之
書
蹟
。
根
據
記
載
，
太
宗
御
府
收

藏
的
王
羲
之
書
蹟
有
二
二
九○

件
，
分
真

︵
楷
︶
、
行
、
草
書
三
體
，
依
照
一
定
的

長
度
，
裝
裱
為
一
二
八
卷
。
︵
張
懷
瓘
，
︿
二

王
等
書
錄
﹀
︶

對
於
這
批
收
藏
，
太
宗
一
方

面
命
專
人
記
錄
、
鑑
別
與
摹
寫
，
並
將
摹

本
頒
賜
大
臣
，
透
過
這
些
摹
本
，
可
以
觀

察
唐
代
以
前
皇
室
收
藏
及
鑑
賞
的
遺
蹟
，

畫
專
業
分
工
的
觀
念
，
也
顯
示
皇
室
收
藏

之
豐
富
多
元
。
︽
宣
和
書
譜
︾
首
先
以
帝

王
書
為
一
卷
，
其
次
依
照
書
體
，
分
為
篆

隸
、
正
書
、
行
書
、
草
書
、
分
書
各
卷
，

以
個
別
書
家
為
條
目
，
先
敘
述
書
家
小

傳
，
兼
論
其
書
法
優
劣
，
其
後
列
出
御
府

所
藏
品
目
，
收
錄
的
書
家
至
當
代
書
家
，

其
中
部
分
藏
品
仍
然
留
存
至
今
，
在
書
法

鑑
別
研
究
上
，
具
有
重
要
價
值
，
亦
可
以

探
索
約
九
百
年
來
這
些
書
蹟
的
流
傳
之
緒

及
對
後
世
的
影
響
。

一
一
二
七
年
，
興
起
於
東
北
方
的
金

朝
︵
一
一
一
五

∼

一
二
三
四
︶
，
攻
陷
北

宋
首
都
汴
京
，
皇
室
收
藏
易
主
，
大
部
分

被
運
到
燕
京
︵
今
北
京
︶
，
成
為
金
朝
皇

帝
的
收
藏
。
南
宋
偏
安
江
南
，
高
宗
趙
構

︵
一
一
二
七

∼

一
一
六
二
在
位
︶
致
力
於

恢
復
宮
廷
收
藏
的
規
模
，
從
民
間
徵
集
流

散
的
書
畫
，
並
透
過
與
金
人
交
易
，
換
取

舊
藏
文
物
，
恢
復
部
分
宮
廷
收
藏
，
重
新

裝
裱
整
理
進
入
內
府
的
藏
品
，
鈐
蓋
內
府

藏
印
，
當
時
南
宋
御
府
所
藏
有
千
餘
件
繪

畫
。
︵
註
二
︶

一
二
七
九
年
蒙
古
人
滅
南
宋
，
皇

室
收
藏
盡
入
元
內
府
，
初
由
秘
書
監
掌
理

家
，
四
一
九
件
書
蹟
，
這
是
現
存
最
早
的

叢
刻
法
帖
，
被
譽
為
歷
代
法
帖
之
祖
，
其

中
一
部
份
是
來
自
唐
太
宗
的
宮
廷
收
藏
，

為
當
時
宮
中
所
藏
的
精
選
品
目
，
代
表
官

方
所
認
定
的
古
代
書
法
的
標
準
。

宋
徽
宗
趙
佶
︵
一
一○

一

∼

一
一
二 

例
如
故
宮
收
藏
的
一
件
名
蹟
唐
摹
王
羲
之

︿
平
安
何
如
奉
橘
帖
﹀
卷
︵
圖
一
︶
，
有

梁
朝
︵
五○

二

∼

五
五
七
︶
時
鑑
帖
人
徐

僧
權
，
及
隋
朝
︵
五
八
一

∼

六
一
八
︶
姚

察
與
梁
朝
唐
懷
充
的
押
署
，
卷
後
有
隋
煬

帝
楊
廣
︵
五
六
九

∼

六
一
八
︶
為
晉
王
時

整
理
所
藏
法
帖
，
三
位
鑑
賞
家
留
下
的
鑑

定
記
錄
。

宋
太
宗
趙
光
義
︵
九
七
六

∼

九
九
七

在
位
︶
效
法
三
百
多
年
前
的
唐
太
宗
，
即

位
之
初
，
數
度
詔
令
地
方
搜
訪
古
代
名
家

書
蹟
及
圖
畫
，
派
遣
專
家
到
各
地
查
訪
，

接
受
地
方
的
進
貢
，
並
用
賞
賜
金
帛
或
授

予
官
職
的
方
式
，
徵
集
了
從
漢
代
至
唐
代

七
百
餘
年
間
大
量
的
書
法
墨
蹟
與
拓
本
，

分
散
在
各
地
的
書
畫
圖
書
經
由
太
宗
的
徵

集
，
再
度
聚
集
於
朝
廷
。
針
對
皇
室
收

藏
，
九
八
八
年
太
宗
在
崇
文
院
設
立
祕
閣

作
為
專
門
的
收
藏
機
構
，
親
自
以
飛
白
書

為
秘
閣
題
額
，
在
閣
中
收
藏
了
萬
卷
圖
書

及
數
千
件
書
畫
。
︵
郭
若
虛
，
︽
圖
畫
見
聞
誌
︾

︿
敘
國
朝
求
訪
﹀
︶

太
宗
又
命
御
書
院
的
翰
林

侍
書
王
著
︵
？

∼

九
九○

︶
整
理
宮
中
所

藏
書
法
作
品
，
於
九
九
二
年
摹
刻
成
︿
淳

化
閣
帖
﹀
十
卷
︵
圖
二
︶
，
共
收
一○

五

圖1　晉　王羲之　平安何如奉橘三帖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2　宋　淳化祖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六
在
位
︶
性
喜
書
畫
藝
術
，
承
續
太

宗
的
政
策
，
遣
使
到
各
地
探
查
，
以
授

官
或
賞
賜
金
帛
的
方
式
徵
集
古
蹟
，

充
實
內
府
的
收
藏
。
對
於
這
批
收
藏
，

徽
宗
進
行
了
多
項
鑑
藏
的
作
為
，
例
如

將
搜
集
的
書
畫
，
命
權
臣
蔡
京
︵
一○

四
七

∼
一
一
二
六
︶
、
梁
師
成
︵
？

∼

一
一
二
六
︶
等
人
鑑
別
真
偽
，
依
紙
本
或

絹
本
為
類
，
挑
選
重
要
精
品
，
重
新
以
考

究
的
材
料
裝
裱
為
卷
軸
，
在
固
定
的
位
置

鈐
蓋
多
方
皇
室
收
藏
印
記
，
並
親
自
題
寫

品
名
。
︵
註
一
︶

又
收
集
古
今
名
人
畫
作

計
一
五○

○

件
，
依
題
材
分
類
，
彙
集
為

︽
宣
和
睿
覽
集
︾
。
︵
鄧
椿
，
︽
畫
繼
︾
︿
聖

藝
．
徽
宗
皇
帝
﹀
︶

此
外
，
重
要
的
是
編
錄
成

兩
部
著
錄
，
有
系
統
的
記
錄
及
評
論
內
府

的
書
畫
收
藏
。

一
一
二○

年
，
徽
宗
敕
令
內
臣
編

錄
︽
宣
和
畫
譜
︾
十
卷
及
︽
宣
和
書
譜
︾

二
十
卷
。
此
是
今
日
所
見
最
早
的
皇
室
收

藏
記
錄
。
︽
宣
和
畫
譜
︾
分
道
釋
、
人

物
、
宮
室
、
番
族
、
龍
魚
、
山
水
、
畜

獸
、
花
木
、
墨
竹
、
蔬
果
十
門
，
系
以

個
別
畫
家
小
傳
，
收
錄
二
三
一
人
，
計

六
三
九
六
軸
， 

可
以
看
出
當
時
已
有
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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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籍
、
書
畫
及
古
器
物
等
。
在
大
都
任
官

的
詩
人
與
學
者
王
惲
︵
一
二
二
七

∼

一
三

○

四
︶
曾
經
寓
目
宮
中
所
藏
書
畫
，
撰
為

︽
書
畫
目
錄
︾
，
提
到
世
祖
至
元
十
三
年

︵
一
二
七
六
︶
冬
天
，
平
定
江
南
後
，
將

圖
書
禮
器
運
送
到
京
師
，
並
詔
許
京
師
官

員
觀
賞
，
王
惲
隨
手
記
錄
了
書
法
一
四
七

幅
，
繪
畫
八
一
幅
，
雖
然
數
量
不
多
，
但

是
反
映
出
即
使
是
來
自
中
原
以
外
的
非
漢

族
，
也
仿
效
漢
人
傳
統
，
以
書
畫
收
藏
作

為
建
立
皇
朝
的
文
化
措
施
之
一
。

天

曆

二

年

︵

一

三

二

九

︶

，

受
漢
文
化
薰
陶
的
元
文
宗
圖
帖
睦
爾

︵
一
三
二
八

∼

一
三
二
九
在
位
︶
下
旨
設

置
奎
章
閣
，
成
為
皇
家
典
藏
的
機
構
，
其

中
包
括
貯
藏
古
物
的
庫
房
、
奎
章
閣
學
士

官
員
活
動
的
處
所
及
陳
設
祕
玩
古
物
的

廳
堂
。
一
三
四○

年
奎
章
閣
改
為
宣
文

閣
，
後
改
名
端
本
堂
，
奎
章
閣
學
士
虞
集

︵
一
二
七
二

∼

一
三
四
八
︶
、
鑑
書
博

士
柯
九
思
︵
一
三
一
二

∼

一
三
六
五
︶

及
書
法
家
康
里
巙
巙
︵
一
二
九
五

∼

一
三
四
五
︶
、
周
伯
琦
︵
一
二
九
八

∼

一
三
六
九
︶
等
均
參
與
規
劃
及
品
鑑
活

動
。
當
時
內
府
所
藏
書
畫
鈐
有
﹁
奎

章
﹂
、
﹁
天
曆
﹂
、
﹁
天
曆
之
寶
﹂
、

﹁
宣
文
閣
寶
﹂
、
﹁
端
本
堂
﹂
、
﹁
端

本
﹂
等
印
，
與
宋
代
格
式
相
仿
。

元
代
統
治
中
原
的
時
間
不
到
一
世

紀
，
內
府
收
藏
的
法
書
名
畫
數
量
也
不
及

宋
代
，
不
過
元
代
皇
室
在
文
宗
天
曆
、
至

順
年
間
︵
一
三
二
八

∼

一
三
三
二
︶
，
書

畫
鑑
賞
風
氣
興
盛
，
皇
室
對
於
書
畫
鑑
賞

依
然
維
持
唐
宋
時
期
漢
人
傳
統
，
除
了
在

書
畫
上
鈐
蓋
皇
帝
的
收
藏
印
記
，
也
由
書

畫
家
或
重
要
文
臣
在
作
品
後
幅
題
寫
鑑
賞

文
字
，
例
如
從
南
宋
內
府
流
出
宮
外
，
再

由
私
人
獻
入
元
內
府
的
王
羲
之
︿
快
雪

時
晴
帖
﹀
︵
圖
三
︶
，
在
仁
宗
延
祐
五
年

︵
一
三
一
八
︶
，
由
任
職
於
翰
林
院
的
文

臣
趙
孟
頫
︵
一
二
五
四

∼

一
三
二
二
︶
、

劉
賡
︵
一
二
四
八

∼

一
三
二
八
︶
及
護
都

沓
兒
︵
一
三
一
五
狀
元
︶
奉
旨
作
跋
，
稱

王
羲
之
書
蹟
已
十
分
罕
見
，
此
帖
能
流
傳

至
今
，
極
為
難
得
，
實
為
天
下
法
書
第

一
。

一
三
六
八
年
興
起
於
南
方
的
朱

元
璋
滅
元
，
建
立
明
朝
︵
一
三
六
八

∼

一
六
四
四
︶
，
漢
人
重
掌
政
權
，
元
代
皇

室
文
物
也
盡
歸
明
朝
內
府
。
洪
武
初
年
由

掌
管
書
畫
庫
的
典
禮
紀
察
司
點
驗
文
物
，

以
書
畫
與
帳
冊
合
縫
鈐
蓋
﹁
典
禮
紀
察
司

印
﹂
，
因
此
在
畫
幅
上
留
下
左
半
邊
印

文
，
通
稱
﹁
司
印
半
印
﹂
，
統
計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所
藏
，
大
約
有
七○

餘
幅
繪
畫

作
品
鈐
有
此
半
印
，
從
這
些
作
品
可
藉
以

考
察
明
代
皇
室
收
藏
的
概
況
。

一
六
四
四
年
，
滿
洲
大
軍
入
關
，

定
都
北
京
，
建
立
清
朝
︵
一
六
四
四

∼
一
九
一
一
︶
，
接
收
明
朝
內
府
所
藏
，
在

聖
祖
康
熙
皇
帝
︵
一
六
六
二

∼

一
七
二
二

在
位
︶
、
世
宗
雍
正
皇
帝
︵
一
七
二
三

∼

一
七
三
五
在
位
︶
、
高
宗
乾
隆
皇
帝

︵
一
七
三
六

∼

一
七
九
五
在
位
︶
的
經
營

下
，
內
府
典
藏
更
較
明
代
豐
盛
。
其
中
大

多
數
重
要
書
畫
作
品
均
為
由
元
入
明
內

府
，
後
來
散
落
在
民
間
，
入
清
以
後
，
重

回
清
宮
。
其
他
明
末
清
初
大
收
藏
家
的
收

藏
在
清
初
大
多
徵
入
內
府
，
宋
代
名
家
繪

畫
、
書
札
卷
冊
等
，
經
私
人
藏
家
組
合
重

裝
，
入
清
後
保
留
原
貌
或
再
拆
裝
，
皇
帝

親
書
題
簽
，
或
於
對
幅
題
寫
詩
文
，
成
為

皇
室
收
藏
的
特
殊
面
貌
。
一
七
四
三
年
至

一
八
一
六
年
間
，
乾
隆
皇
帝
與
嘉
慶
皇
帝

︵
一
七
九
六

∼

一
八
二○

在
位
︶
敕
命
纂

輯
︽
石
渠
寶
笈
︾
與
︽
秘
殿
珠
林
︾
書
畫

目
錄
各
三
編
，
收
錄
約
九
五○

○

餘
件
書

畫
作
品
，
這
些
作
品
包
括
了
為
數
豐
富
，

被
視
為
皇
帝
珍
貴
遺
蹟
的
﹁
宸
翰
﹂
，
不

僅
列
於
著
錄
的
首
卷
，
以
示
尊
貴
，
也
藉

以
彰
顯
皇
帝
的
文
化
水
準
。

御
筆
書
畫

史
籍
中
常
見
到
某
皇
帝
在
政
務
之

餘
，
寄
興
筆
墨
，
親
灑
宸
翰
，
並
賞
賜
臣

僚
，
此
作
為
也
被
讚
譽
為
是
具
有
文
化
修

養
的
表
現
。
中
國
歷
史
上
善
於
作
畫
的
皇

帝
不
多
，
可
能
因
為
繪
畫
需
要
具
備
專
業

的
技
能
及
訓
練
，
忙
碌
於
政
務
的
皇
帝
不

太
能
有
充
裕
的
時
間
從
事
費
時
耗
精
力
的

專
業
繪
畫
，
不
過
宋
徽
宗
卻
是
一
個
例

外
。

徽
宗
在
十
六
、
七
歲
為
皇
子
端
王
時

便
對
書
畫
藝
術
有
濃
厚
興
趣
，
相
對
於
其

他
兄
弟
奢
華
富
貴
的
嗜
好
，
他
偏
好
書
法

與
繪
畫
，
並
與
皇
親
王
詵
︵
一○

三
六

∼

一○

九
三
︶
、
宗
室
趙
令
穰
交
往
，
王
、

趙
二
人
皆
好
尚
詩
詞
與
繪
畫
創
作
，
此
外

有
花
鳥
畫
家
吳
元
瑜
︵
活
動
於
十
一
世
紀

後
半
︶
經
常
出
入
藩
邸
，
對
徽
宗
作
花
鳥

圖3　晉　王羲之　快雪時晴帖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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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亦
有
影
響
。
本
院
收
藏
中
，
有
一
幅
題

為
宋
徽
宗
的
︿
蠟
梅
山
禽
﹀
︵
圖
四
︶
，

徽
宗
自
題
詩
末
兩
句
云
：
﹁
已
有
丹
青

約
，
千
秋
指
白
頭
﹂
，
意
指
與
﹁
丹
青
﹂

︵
繪
畫
︶
約
定
，
將
白
頭
偕
老
，
相
伴
相

隨
，
直
到
千
年
永
世
。
這
幅
畫
以
柔
和
中

帶
有
挺
勁
敏
銳
的
筆
觸
，
鉤
勒
梅
花
及
枝

幹
，
相
依
偎
的
一
對
白
頭
翁
，
雖
然
沒
有

細
膩
的
描
繪
，
仍
讓
人
感
覺
栩
栩
如
生
，

顯
示
宋
徽
宗
很
擅
長
此
類
蘊
含
詩
意
的
作

來
看
，
唐
太
宗
崇
尚
王
羲
之
書
法
，
建
立

書
法
典
範
之
後
，
對
於
後
世
皇
室
書
法
的

傳
統
產
生
了
深
刻
影
響
，
例
如
唐
代
第
六

位
皇
帝
玄
宗
李
隆
基
︵
七
一
二

∼

七
五
五

在
位
︶
，
史
籍
中
除
了
記
載
他
文
武
兼

備
，
善
於
任
用
賢
能
之
士
治
理
帝
國
，
開

創
太
平
盛
世
之
外
，
特
別
提
到
他
的
書

法
才
藝
，
本
院
收
藏
中
有
一
件
唐
玄
宗

︵
七
一
三

∼

七
五
五
在
位
︶
書
︿
鶺
鴒

頌
﹀
卷
︵
圖
五
︶
，
前
有
長
篇
序
文
，
敘

述
書
寫
此
卷
的
原
由
，
大
意
是
說
玄
宗
兄

弟
五
人
，
以
宗
藩
的
身
份
駐
守
在
外
，
每

年
只
能
利
用
朝
見
的
機
會
聚
首
言
笑
，
因

此
廢
其
制
，
將
兄
弟
遷
至
京
城
內
，
賦
予

京
師
的
職
務
，
可
以
在
聽
政
之
暇
召
入
宮

中
，
﹁
申
友
于
之
志
，
詠
常
棣
之
詩
﹂
，

常
享
天
倫
之
樂
。
這
年
秋
天
九
月
某
日
，

兄
弟
聚
會
間
，
適
有
千
數
隻
鶺
鴒
鳥
飛

來
，
棲
息
於
麟
德
殿
的
樹
上
，
牠
們
飛
翔

行
走
時
，
互
相
呼
喚
招
引
，
就
像
兄
弟
互

相
照
應
一
般
，
兄
弟
駐
足
觀
賞
，
深
有
感

觸
，
於
是
召
來
博
學
有
才
華
的
史
官
魏
光

乘
，
玄
宗
與
他
共
同
完
成
此
頌
。
卷
末
書

一
﹁
勑
﹂
字
，
代
表
皇
帝
的
身
份
，
並
有

御
押
。
此
是
存
世
皇
帝
親
筆
自
書
詩
文
最

早
的
一
件
例
子
。
︵
註
三
︶

︿
鶺
鴒
頌
﹀
和

王
羲
之
傳
世
名
作
︿
蘭
亭
序
﹀
之
間
有
許

多
相
似
之
處
，
尤
其
是
對
於
運
筆
的
提
按

頓
挫
，
扭
轉
筆
鋒
以
變
化
字
的
動
勢
，
以

及
結
字
體
態
的
優
美
，
與
王
羲
之
確
實
有

一
脈
相
承
的
血
緣
關
係
。
不
過
兩
件
書
蹟

並
列
，
很
容
易
看
出
一
豐
肥
一
清
瘦
，
顯

示
唐
代
中
期
以
後
，
由
帝
王
引
領
的
書
法

風
氣
的
轉
變
。

重
視
古
代
書
蹟
收
藏
的
宋
太
宗
在

未
即
位
前
即
對
書
法
有
興
趣
，
即
位
後
，

往
往
在
政
務
餘
暇
或
夜
間
學
習
書
法
，
他

的
書
法
兼
善
各
體
，
包
括
篆
、
隸
、
草
、

行
、
飛
白
、
八
分
，
尤
其
草
書
最
佳
，
曾

作
草
書
︿
千
字
文
﹀
，
摹
勒
為
刻
石
，
置

於
秘
閣
，
又
以
八
分
書
︿
千
字
文
﹀
及
數

尺
長
的
大
飛
白
書
賜
予
朝
臣
。
︵
朱
長
文
，

︽
墨
池
編
︾
︶

當
時
宮
廷
裡
盛
行
學
習
王
羲

之
的
書
法
，
主
要
影
響
是
來
自
愛
好
王
羲

之
傳
統
的
太
宗
皇
帝
。

宋
代
皇
帝
在
學
習
書
法
過
程
中
，

也
受
到
具
有
聲
譽
的
文
士
的
影
響
，
哲
宗

元
祐
年
間
︵
一○

八
六

∼

一○

九
四
︶
文

士
書
家
黃
庭
堅
︵
一○

四
五

∼

一
一○

五
︶
曾
受
命
指
導
皇
室
子
弟
的
書
法
，
徽

圖4　宋徽宗　蠟梅山禽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　唐玄宗　鶺鴒頌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品
，
在
畫
幅
上
除
了
以
他
獨
特
的
﹁
瘦
金

體
﹂
題
詩
之
外
，
又
在
右
下
書
﹁
宣
和
殿

御
製
并
書
﹂
，
下
押
﹁
天
下
一
人
﹂
，
看

來
他
對
於
自
己
的
藝
術
造
詣
是
頗
為
自
豪

的
。

相
對
於
繪
畫
而
言
，
歷
代
皇
帝
能

書
法
者
為
數
甚
眾
，
︿
淳
化
閣
帖
﹀
卷

一
︿
歷
代
帝
王
法
帖
﹀
收
漢
至
唐
十
六
位

帝
王
書
蹟
，
︽
宣
和
書
譜
︾
收
錄
歷
代

帝
王
能
書
者
有
十
二
位
。
從
現
存
遺
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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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早
年
可
能
由
此
因
緣
，
書
法
受
黃
庭

堅
影
響
，
後
來
他
改
為
學
習
唐
代
書
法
家

薛
稷
︵
六
四
九

∼

七
一
三
︶
、
禇
遂
良

︵
五
九
六

∼

六
五
八
︶
，
並
且
創
造
出
強

調
筆
畫
細
勁
，
具
有
明
顯
動
勢
，
字
形
結

構
緊
湊
，
姿
態
優
美
的
書
風
，
號
為
﹁
瘦

金
體
﹂
，
︵
蔡
絛
，
︽
鐵
圍
山
叢
談
︾
︶

︿
怪

石
詩
﹀
︵
圖
六
︶
可
作
為
此
種
書
風
的
一

個
例
子
。
此
冊
書
七
言
詩
一
首
，
以
誇
張

的
文
字
，
形
容
此
石
高
低
凹
凸
的
形
狀
，

如
伏
身
欲
起
的
野
獸
或
將
騰
躍
的
蛟
龍
，

石
縫
中
生
長
出
蒼
檜
老
松
，
最
後
引
用
漢

代
名
將
李
廣
射
石
，
箭
矢
沒
入
石
中
的
傳

說
，
增
加
此
怪
石
的
傳
奇
性
。

一
一○

五
年
，
宋
徽
宗
統
治
初
期
，

從
江
南
搜
刮
徵
集
大
批
奇
花
異
木
與
造
型

奇
特
的
怪
石
，
經
運
河
載
送
到
汴
京
，
在

都
城
東
北
興
建
皇
家
庭
苑
﹁
艮
嶽
﹂
，
史

稱
﹁
花
石
綱
﹂
。
其
中
包
括
一
件
封
為

﹁
三
品
石
﹂
的
奇
石
，
︿
怪
石
詩
﹀
所

詠
，
或
即
此
石
。
徽
宗
不
但
吟
詩
讚
頌
此

石
特
殊
的
造
型
和
令
人
產
生
各
種
聯
想
的

景
像
，
還
親
自
書
寫
詩
句
，
留
下
這
件
書

法
作
品
，
將
書
法
、
詩
歌
與
自
然
景
物
結

合
成
藝
術
品
。

宋
室
南
渡
後
，
在
人
文
與
地
理
環
境

迴
異
於
北
方
的
江
南
地
區
，
更
加
促
成
帶

有
詩
意
的
繪
畫
及
有
優
雅
氣
息
的
王
羲
之

傳
統
書
法
的
發
展
，
高
宗
遺
傳
父
親
徽
宗

的
藝
術
天
賦
，
尤
其
喜
愛
書
法
，
早
年
也

像
徽
宗
一
樣
，
學
黃
庭
堅
，
現
在
還
留
下

一
些
二
十
餘
歲
的
碑
刻
書
蹟
，
顯
現
對
黃

庭
堅
書
風
的
崇
尚
，
後
來
上
追
王
羲
之
，

收
集
︿
定
武
蘭
亭
﹀
及
王
羲
之
法
帖
，
並

進
而
臨
習
魏
晉
以
來
至
六
朝
筆
法
，
以
端

莊
典
雅
，
神
韻
畢
具
的
書
風
，
抄
錄
經

籍
或
頒
賜
御
筆
詩
文
，
不
僅
成
就
個
人
風

格
，
也
對
南
宋
皇
室
書
法
有
深
刻
影
響
。

︵
樓
鑰
，
︽
攻
媿
集
︾
︿
題
高
宗
賜
胡
直
孺
御
札
﹀
︶

恢
復
漢
人
統
治
的
明
初
幾
位
帝
王

及
宗
室
子
弟
，
承
襲
宋
代
以
前
皇
室
傳

統
，
講
求
書
法
的
修
養
，
如
太
祖
朱
元
璋

︵
一
三
二
八

∼

一
三
九
八
︶
、
成
祖
朱

棣
︵
一
三
五
九

∼

一
四
二
四
︶
、
仁
宗

朱
高
熾
︵
一
三
七
八

∼

一
四
二
五
︶
等
均

有
書
名
，
可
惜
他
們
的
作
品
至
今
已
無
遺

存
，
只
能
從
宣
宗
朱
瞻
基
︵
一
三
九
九

∼

一
四
三
五
︶
的
書
法
略
窺
一
二
。

宣
宗
延
續
祖
宗
的
翰
墨
風
尚
，
政

餘
之
暇
，
喜
好
鑑
賞
古
蹟
，
游
心
詩
文

書
畫
，
常
以
御
製
書
畫
賞
賜
寵
臣
。
不
過

他
享
年
僅
三
十
七
歲
，
遺
留
的
書
蹟
不

多
，
一
四
二
八
年
﹁
御
筆
戲
寫
﹂
的
︿
書

畫
合
璧
﹀
冊
︵
圖
七
︶
是
一
件
珍
貴
的
遺

蹟
，
這
套
冊
頁
前
一
開
為
畫
幅
，
水
墨
畫

竹
樹
雙
鳥
︵
白
頭
翁
？
︶
，
後
五
開
為
書

幅
，
行
書
，
書
寫
的
內
容
為
一
組
散
曲
，

描
寫
女
子
寒
夜
獨
守
空
閨
，
思
念
舊
情
人

的
心
情
。
曲
文
辭
意
直
露
而
情
感
真
切
，

顯
示
宣
宗
對
於
此
類
文
學
創
作
的
興
趣
。

此
冊
書
法
於
規
矩
法
度
中
，
有
率
性
灑
脫

之
態
，
運
筆
提
頓
轉
折
及
鉤
挑
間
，
顯

露
出
遒
勁
俊
爽
的
特
質
。
宣
宗
書
法
受

圖6　宋徽宗　怪石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帝王品味選展品

圖7　明宣宗　書畫合璧　冊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帝王品味選展品

到
明
初
宮
廷
書
家
沈
度
︵
一
三
五
七

∼

一
四
三
四
︶
、
沈
粲
︵
一
三
七
九

∼

一
四
五
三
︶
兄
弟
的
影
響
，
二
沈
書
法
承

襲
趙
孟
頫
，
後
者
又
源
於
王
羲
之
︵
約
三

○

三

∼

三
六
一
︶
，
宣
宗
此
作
即
可
看
出

從
二
沈
、
趙
孟
頫
到
王
羲
之
，
一
脈
相

承
，
追
求
體
勢
遒
麗
的
風
格
。
︵
註
六
︶

宣
宗
也
熱
衷
於
繪
畫
藝
術
，
清
初

評
論
家
徐
沁
︵
一
六
二
六

∼

一
六
八
三
︶

稱
讚
他
具
有
繪
畫
天
賦
，
山
水
、
花
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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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蟲
並
佳
，
隨
意
所
作
，
都
有
很
高
的
水

準
。
︵
︽
明
畫
錄
︾
︿
宸
翰
﹀
︶

也
有
評
論
者

認
為
他
的
藝
術
成
就
可
與
宋
徽
宗
相
比
。

︵
錢
謙
益
，
︽
列
朝
詩
集
小
傳
︾
︶

從
現
存
宣

宗
名
下
的
作
品
來
看
，
大
致
以
畜
獸
鳥
禽

為
主
題
，
襯
托
花
木
竹
石
為
背
景
，
作
為

畫
面
主
題
的
動
物
多
為
類
似
宋
院
畫
的
工

筆
寫
生
，
講
求
正
確
掌
握
描
繪
對
象
的
形

貌
與
神
態
，
背
景
樹
石
或
花
卉
竹
枝
則
多

顯
現
元
代
至
明
初
水
墨
寫
意
風
格
，
例
如

︿
花
下
貍
奴
﹀
︵
圖
八
︶
，
畫
中
兩
隻
圓

瞪
雙
眼
的
貓
，
以
枯
澀
的
淡
墨
與
濃
墨
仔

細
渲
染
出
貓
身
體
毛
皮
柔
軟
的
質
感
，
筆

觸
不
多
，
旁
襯
的
湖
石
與
野
菊
，
則
用
細

筆
鉤
勒
石
塊
及
花
草
輪
廓
，
將
兩
種
不
同

的
繪
畫
表
現
融
合
為
一
。

清
初
幾
位
皇
帝
雖
然
身
為
滿
洲

人
，
但
是
深
受
漢
文
化
影
響
，
尤
其
與

宋
代
、
明
代
皇
帝
一
樣
，
重
視
書
法
的
文

化
教
養
，
民
國
初
年
李
放
著
︽
皇
清
書

史
︾
︵
一
九
二
四
序
︶
，
卷
首
題
作
﹁
聖

製
﹂
，
列
出
清
代
諸
帝
及
王
公
宗
室
善
書

者
四
十
三
人
，
其
中
世
祖
、
聖
祖
、
世

宗
、
高
宗
四
位
皇
帝
，
對
於
宮
廷
書
法
風

氣
的
形
成
，
有
顯
著
的
影
響
，
他
們
御
筆

書
蹟
也
被
慎
重
的
記
錄
在
皇
室
收
藏
著
錄

︽
石
渠
寶
笈
︾
之
首
﹁
宸
翰
﹂
中
。

聖
祖
康
熙
皇
帝
︵
一
六
六
二

∼

一
七
二
二
在
位
︶
認
為
練
習
書
法
，
是

﹁
陶
養
德
性
，
有
益
身
心
﹂
的
活
動
，
他

經
常
與
侍
臣
討
論
古
人
書
法
，
並
且
以
御

書
賞
賜
群
臣
，
或
題
署
名
勝
寺
宇
。
︵
註

四
︶
他
年
輕
時
曾
接
受
沈
荃
︵
一
六
二
四

∼

一
六
八
四
︶
的
指
導
，
由
於
沈
荃
書
學
董

其
昌
︵
一
五
五
五

∼

一
六
三
六
︶
，
因
此

康
熙
皇
帝
酷
愛
董
其
昌
書
，
蒐
羅
各
地
所

藏
，
匯
集
於
宮
廷
祕
閣
。
董
其
昌
書
法
在

明
末
已
風
靡
於
江
南
，
經
過
康
熙
皇
帝
的

諭
揚
，
聲
價
更
高
，
風
會
所
趨
，
連
有
意

仕
途
，
參
加
科
舉
考
試
的
讀
書
人
，
或
在

朝
廷
任
職
的
官
員
，
都
以
董
其
昌
為
法
，

使
得
董
其
昌
的
書
法
定
於
一
尊
。

康
熙
皇
帝
對
臨
古
人
法
帖
也
很
熱

衷
，
自
稱
宮
中
所
藏
，
大
多
曾
經
臨
仿
或

賞
閱
，
一
六
九○

年
諭
令
沈
荃
等
集
古
法

帖
和
宮
中
所
藏
，
摹
刻
︿
懋
勤
殿
法
帖
﹀

二
十
四
卷
，
有
些
書
蹟
之
後
還
附
刻
御
筆

臨
本
，
可
見
他
對
臨
習
古
法
的
興
趣
。

︽
石
渠
寶
笈
︾
初
續
三
編
所
錄
康
熙
御
筆

約
三○

○

件
，
內
容
大
多
是
儒
釋
道
三
家

經
典
，
古
詩
、
自
書
詩
賦
、
雜
文
、
碑

記
、
書
札
、
題
跋
及
臨
古
人
書
。
︿
聖
祖

康
熙
行
書
﹀
︵
圖
九
︶
是
一
件
賞
賜
近
臣

的
作
品
︵
註
五
︶

，
書
唐
人
詩
句
，
康
熙

帝
用
紙
質
較
為
堅
緻
光
滑
的
灑
金
箋
來
書

寫
，
運
筆
的
力
道
保
持
平
緩
，
使
筆
畫
均

勻
圓
潤
，
結
字
也
很
平
穩
，
只
有
在
點
畫

牽
連
引
帶
處
，
微
露
勁
速
的
筆
勢
，
以
呈

現
靈
活
的
動
態
，
這
種
在
端
莊
優
雅
中
又

兼
有
敏
銳
輕
巧
的
性
質
，
正
是
實
現
了
從

王
羲
之
到
趙
孟
頫
及
董
其
昌
一
脈
相
承
的

傳
統
。世

宗
雍
正
皇
帝
︵
一
七
二
三

∼
一
七
三
五
在
位
︶
為
皇
子
時
便
能
書
，

頗
合
乎
康
熙
的
喜
好
，
乾
隆
三
年
︵
一
七 

三
八
︶
臣
工
彙
集
他
的
御
筆
書
蹟
，
刻
成

︿
朗
吟
閣
法
帖
﹀
，
稱
頌
他
﹁
陶
鎔
晉
唐

宋
元
以
來
名
家
墨
妙
﹂
，
遺
留
下
豐
富
書

蹟
，
除
了
詩
賦
題
記
及
臨
古
作
品
外
，
也

有
為
名
山
祠
宇
題
牓
書
寫
碑
銘
之
作
。

至
於
高
宗
乾
隆
皇
帝
︵
一
七
三
六

∼

一
七
九
五
在
位
︶
在
祖
父
康
熙
皇
帝
與
父

親
雍
正
皇
帝
所
累
積
的
豐
富
文
化
資
源

下
，
繼
續
推
動
儒
家
傳
統
文
化
，
尤
其
是

承
襲
唐
宋
傳
統
，
重
視
人
文
教
養
中
，
書

法
藝
術
的
提
昇
與
實
踐
。
乾
隆
帝
自
少

年
、
登
極
至
退
位
，
與
書
法
相
關
的
活
動

極
為
豐
富
，
也
有
前
後
一
致
的
延
續
性
，

從
相
關
事
蹟
來
看
，
﹁
臨
書
﹂
是
他
主

要
的
書
法
實
踐
方
式
，
透
過
臨
書
，
一
方

面
是
書
法
的
學
習
，
增
進
書
法
技
能
，
另

方
面
將
臨
書
的
對
象
作
為
完
成
書
寫
作
品

的
媒
介
，
滿
足
書
法
成
就
的
方
便
途
徑
。

乾
隆
皇
帝
的
臨
書
又
與
內
府
收
藏
書
蹟
的

整
理
、
編
目
與
鑑
別
品
第
等
，
形
成
互
相

關
聯
的
因
素
。
由
於
皇
室
累
積
豐
富
的
典

藏
，
加
上
經
過
有
系
統
而
且
全
面
的
整

理
，
使
得
清
初
以
來
的
書
法
發
展
，
朝
向

重
視
傳
統
淵
源
，
融
匯
古
今
，
綜
合
百

家
，
帶
有
藝
術
史
性
質
的
特
色
。
︵
註
七
︶

圖
畫
院歷

代
皇
室
為
了
各
種
實
用
或
美
觀

的
目
的
，
徵
召
繪
畫
人
才
到
宮
廷
服
務
，

圖8　明宣宗　花下貍奴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帝王品味選展品圖9　清　聖祖康熙行書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帝王品味選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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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自
西
元
前
二
世
紀
漢
代
至
西
元
八
世
紀

唐
代
，
大
致
沿
用
相
同
的
方
式
，
由
專

業
畫
師
受
命
於
皇
帝
，
繪
製
宮
殿
裝
飾
所

需
，
或
具
有
紀
實
、
宣
揚
教
化
功
能
的

圖
像
，
這
些
宮
廷
畫
師
未
有
專
門
機
構
或

制
度
，
也
沒
有
固
定
工
作
場
所
，
其
中
有

些
原
本
擔
任
正
式
官
職
，
因
具
有
繪
畫

特
殊
技
能
，
被
徵
召
入
宮
廷
，
擔
任
待

詔
或
侍
從
之
職
。
直
到
十
世
紀
中
葉
五

代
南
唐
︵
九
三
七

∼

九
七
五
︶
、
後
蜀

︵
九
三
四

∼

九
六
五
︶
時
期
，
出
現
正
式

宮
廷
畫
院
組
織
。
北
宋
初
年
，
沿
襲
其
制

度
，
設
立
圖
畫
院
，
吸
引
來
自
各
地
的
繪

畫
專
門
人
才
進
入
宮
廷
服
務
。
院
畫
家
依

照
皇
帝
的
旨
意
，
圖
繪
包
括
人
物
、
山

水
、
花
鳥
、
畜
獸
及
道
釋
等
各
類
題
材
作

品
。
現
代
學
者
依
據
宋
代
畫
史
資
料
，
統

計
畫
院
畫
家
的
專
長
及
地
域
出
身
，
北
宋

早
期
︵
九
六○

∼

一○

七
四
︶
有
一
六
八

人
，
宋
末
到
南
宋
初
有
七○

人
。
︵
註
六
︶

他
們
分
別
擅
長
佛
道
人
物
、
山
水
、
花
竹

翎
毛
、
龍
水
海
漁
、
屋
木
舟
車
等
題
材
，

在
畫
院
中
依
職
務
高
低
，
分
為
圖
畫
院
祇

候
、
圖
畫
院
藝
學
、
翰
林
待
詔
等
職
銜
。

他
們
的
畫
風
也
因
皇
帝
的
好
尚
而
改
變
。

如
原
在
後
蜀
任
職
翰
林
待
詔
的
黃
居
寀

︵
九
三
三

∼

？
︶
，
降
宋
以
後
，
繼
續
擔

任
畫
院
待
詔
，
繪
製
宮
殿
廳
堂
壁
畫
及
屏

障
畫
，
描
繪
的
題
材
多
為
禁
苑
中
珍
禽
異

鳥
，
宋
太
宗
對
他
尤
為
重
用
，
命
其
搜
訪

名
蹟
，
銓
定
品
目
。
︵
︵
宋
︶
郭
若
虛
，
︽
圖

畫
見
聞
誌
︾
︶ 

黃
居
寀
與
父
親
黃
筌
︵
九○

三

∼

九
六
五
︶
的
畫
風
為
當
時
畫
院
主

流
，
是
衡
量
其
他
畫
家
優
劣
的
標
準
，
不

過
到
神
宗
︵
一○

六
八

∼

一○

八
五
在

位
︶
時
，
崔
白
︵
活
動
於
十
一
世
紀
︶
、

吳
元
瑜
︵
活
動
於
十
一
世
紀
後
半
︶
等
，

開
創
新
畫
風
，
取
代
黃
氏
父
子
，
成
為
畫

院
新
風
尚
。
︵
︵
宋
︶
不
著
撰
人
，
︽
宣
和
畫

譜
︾
︶

新
舊
畫
風
的
差
異
，
可
從
現
存
曾

經
宋
徽
宗
收
藏
的
黃
居
寀
︿
山
鷓
棘
雀
﹀

︵
圖
十
︶
與
崔
白
作
於
一○

六
一
年
的

︿
雙
喜
圖
﹀
︵
圖
十
一
︶
作
一
觀
察
，
雖

然
兩
幅
都
以
自
然
景
物
為
背
景
，
禽
鳥
畜

獸
為
主
角
，
不
過
主
從
關
係
改
變
，
︿
山

鷓
棘
雀
﹀
中
位
於
畫
面
中
央
的
主
要
角
色

鷓
鳥
以
工
細
筆
法
描
繪
，
加
以
細
膩
著

色
，
雖
然
栩
栩
如
生
，
但
與
背
景
的
麻
雀

缺
少
關
聯
，
因
此
較
具
裝
飾
性
；
︿
雙
喜

圖
﹀
以
較
多
畫
幅
呈
現
山
坡
、
枯
樹
與
風

竹
，
山
徑
間
野
兔
與
山
喜
鵲
呼
應
，
以
精

細
與
粗
獷
的
筆
法
，
豐
富
圖
像
的
視
覺
效

果
，
在
敘
事
性
中
，
試
圖
營
造
超
越
圖
像

寫
實
的
情
境
，
此
類
畫
風
預
示
了
下
一
位

皇
帝
宋
徽
宗
引
領
的
繪
畫
發
展
。

徽
宗
對
於
繪
畫
與
書
法
的
重
視
，

也
反
映
在
他
對
於
畫
院
的
改
革
措
施
。

一
一○

四
年
六
月
，
徽
宗
批
准
尚
書
省
所

奏
，
於
國
子
學
設
立
﹁
畫
學
﹂
與
﹁
書

學
﹂
兩
科
，
作
為
培
養
士
人
的
一
項
專

門
訓
練
，
這
是
首
次
在
政
府
學
校
設
置
藝

術
教
育
。
一
一
一○

年
兩
科
學
生
回
歸
到

翰
林
書
藝
局
及
翰
林
圖
畫
局
。
︵
︵
清
︶

厲
鶚
，
︽
南
宋
院
畫
錄
︾
︶

畫
學
生
從
官
方
六

項
畫
科
︵
佛
道
、
人
物
、
山
水
、
鳥
獸
、

花
竹
、
屋
木
︶
中
選
擇
專
業
，
授
以
一
般

古
典
基
礎
教
育
，
學
習
古
文
字
學
、
篆
書

及
精
確
的
圖
像
表
現
，
從
其
對
古
代
經
籍

及
﹁
畫
意
﹂
與
﹁
詩
意
﹂
的
表
現
，
考
試

其
能
力
。
至
於
﹁
書
學
﹂
，
設
立
目
的

是
﹁
一
道
德
，
謹
家
法
，
以
同
天
下
之

習
﹂
︵
︽
續
資
治
通
鑑
長
編
拾
補
︾
︿
徽
宗
崇
寧

三
年
壬
子
﹀
︶

，
建
立
一
套
適
用
於
全
國
有

系
統
的
學
習
模
式
。
規
定
書
學
生
課
程
內

容
︵
須
學
習
篆
、
隸
、
草
三
種
書
體
︶
，

訂
出
值
得
效
法
的
重
要
典
範
，
除
了
書
法

技
巧
的
學
習
外
，
必
需
研
讀
文
字
學
典

籍
，
以
瞭
解
古
代
文
字
構
造
的
原
則
，
並

圖10　宋　黃居寀　山鷓棘雀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11　宋　崔白　雙喜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2　宋　名繪集珍　冊　馬遠　山徑春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帝王品味選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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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兼
通
︽
論
語
︾
、
︽
孟
子
︾
等
儒
家
經

典
，
以
充
實
個
人
的
學
養
。
品
等
書
法
的

好
壞
，
則
依
以
下
原
則
：
﹁
以
方
圓
肥
瘦

適
中
，
鋒
藏
畫
勁
，
氣
清
韻
古
，
老
而
不

俗
為
上
；
方
而
有
圓
筆
，
圓
而
有
方
意
，

瘦
而
不
枯
，
肥
而
不
濁
，
各
得
一
體
者
為

中
；
方
而
不
能
圓
，
肥
沃
而
不
能
瘦
，
模

仿
古
人
筆
畫
不
得
其
意
，
而
均
齊
可
觀
為

下
。
﹂
︵
︽
宋
史
︾
︿
選
舉
三
．
書
學
﹀
︶

這
種

講
求
筆
畫
方
圓
肥
瘦
適
中
，
富
於
力
道
，

清
雅
不
俗
氣
的
審
美
標
準
，
和
畫
學
所
強

調
的
﹁
畫
意
﹂
與
﹁
詩
意
﹂
的
呈
現
，
後

來
成
為
南
宋
皇
室
書
畫
藝
術
的
主
要
風

尚
。

南
宋
定
都
杭
州
後
，
重
建
畫
院
，
在

皇
室
倡
導
下
，
宮
廷
畫
家
從
事
宮
觀
、
官

署
壁
障
、
屏
風
等
裝
飾
圖
畫
，
傳
承
北
宋

山
水
人
物
、
花
鳥
、
界
畫
樓
閣
等
題
材
的

成
就
，
發
展
出
更
為
精
微
而
富
於
詩
情
畫

意
的
特
色
。
馬
遠
與
馬
麟
父
子
，
是
活
躍

於
南
宋
中
期
的
重
要
畫
院
畫
家
，
馬
遠
於

光
宗
︵
一
一
九○

∼

一
一
九
四
在
位
︶
、

寧
宗
︵
一
一
九
五

∼

一
二
二
四
在
位
︶
朝

任
畫
院
待
詔
，
善
長
山
水
畫
，
︿
山
徑
春

行
﹀
︵
圖
十
二
︶
是
一
件
橫
幅
冊
頁
，

水
岸
邊
傾
斜
曲
折
的
柳
樹
，
伸
出
弧
狀
修

長
的
柳
條
，
一
位
素
衣
高
士
，
駐
足
岸

邊
，
拈
鬚
仰
望
，
似
乎
是
在
琢
磨
沉
吟
美

好
的
詩
句
。
右
上
方
兩
行
題
詩
：
﹁
觸
袖

野
花
多
自
舞
，
避
人
幽
鳥
不
成
啼
﹂
，
描

寫
舞
動
的
野
花
和
啼
叫
的
幽
鳥
，
畫
中
的

高
士
像
是
闖
入
原
本
清
幽
平
靜
的
動
植
物

世
界
，
形
成
人
與
自
然
之
間
微
妙
而
敏
感

的
關
係
。
題
詩
出
自
宋
寧
宗
御
筆
，
馬
遠

的
簽
款
則
謙
卑
的
隱
藏
在
畫
幅
左
側
角

落
，
此
種
形
式
成
為
南
宋
皇
帝
與
畫
院
畫

家
合
作
的
新
模
式
。
馬
麟
的
︿
芳
春
雨

霽
﹀
︵
圖
十
三
︶
也
是
相
同
的
例
子
，
從

畫
中
水
岸
邊
窈
窕
生
姿
的
桃
花
樹
、
稀
疏

的
竹
林
、
雜
木
和
水
鴨
，
令
人
想
到
蘇
軾

︿
惠
崇
春
江
曉
景
﹀
的
著
名
詩
句
：
﹁
竹

外
桃
花
三
兩
枝
，
春
江
水
暖
鴨
先
知
。
﹂

遠
處
霧
氣
氤
氳
，
似
是
雨
後
初
晴
，
陽
光

欲
現
，
巧
妙
的
掌
握
了
詩
意
與
氣
候
的
變

化
。
︵
註
九
︶

左
上
方
也
有
寧
宗
題
﹁
芳

春
雨
霽
﹂
四
字
，
並
鈐
蓋
楊
皇
后
所
用
的

﹁
坤
﹂
卦
印
，
右
下
角
則
有
馬
麟
的
簽

款
，
可
以
想
見
當
時
皇
帝
、
皇
后
與
畫
家

共
同
創
作
這
幅
富
於
詩
意
作
品
的
情
景
。

︵
註
八
︶明

太
祖
朱
元
璋
︵
一
三
六
八

∼

一
三
九
八
在
位
︶
建
國
後
，
仿
效
宋
代

圖
畫
院
之
制
，
創
設
畫
院
，
徵
召
畫
家

入
宮
任
職
，
至
宣
德
︵
一
四
二
六

∼

一
四
三
五
︶
、
成
化
︵
一
四
六
五

∼

一
四
八
七
︶
、
弘
治
︵
一
四
八
八

∼

一
五

○

五
︶
三
朝
，
宮
廷
畫
最
盛
，
這
些
專
業

畫
家
大
多
由
地
方
官
推
薦
入
京
，
包
括
南

宋
以
來
繪
畫
人
才
興
盛
的
浙
江
杭
州
及
鄰

近
福
建
地
區
，
其
他
亦
有
廣
東
、
山
東
、

蘇
州
、
南
京
等
地
，
為
宮
廷
繪
畫
帶
來
豐

富
的
地
域
風
格
。
供
職
宮
廷
的
畫
家
，
集

中
於
仁
智
殿
、
武
英
殿
與
文
華
殿
等
。
他

們
依
從
皇
帝
的
旨
意
，
從
事
宮
殿
建
築
的

裝
飾
畫
，
繪
製
皇
帝
御
容
、
宮
廷
活
動
、

歷
史
人
物
事
蹟
及
裝
飾
宮
室
內
部
的
山
水

畫
與
花
鳥
畫
等
。
宮
廷
畫
家
的
階
級
與
待

遇
比
照
武
職
錦
衣
衛
，
據
統
計
一
四○

○

至
一
五
二
九
年
，
任
命
為
錦
衣
衛
的
宮
廷

畫
家
由
二
一
一
人
增
至
一
七○

○

人
，
官

銜
包
括
鎮
撫
、
百
戶
、
千
戶
、
指
揮
千

使
、
指
揮
使
、
都
指
揮
等
，
相
當
於
六
至

三
品
。
︵
註
十
︶

李
在
︵
活
動
於
十
五
世
紀
前
半
︶
，

福
建
莆
田
人
，
宣
宗
朝
宮
廷
畫
家
，
專
長

山
水
畫
，
畫
史
記
載
他
的
山
水
畫
有
兩

種
風
格
，
一
類
﹁
細
潤
﹂
者
，
宗
北
宋

宮
廷
畫
家
郭
熙
，
一
類
﹁
豪
放
﹂
者
，
宗

圖13　宋　名繪集珍　冊　馬麟　芳春雨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帝王品味選展品

圖14　宋　郭熙　山莊高逸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帝王品味選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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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關
係
；
︿
山
莊
高
逸
﹀
則
是
以
漁
者
與

樵
夫
象
徵
高
人
逸
士
的
隱
居
世
界
，
突
兀

的
山
巒
，
扭
曲
誇
張
的
樹
木
，
富
有
裝
飾

性
，
顯
示
李
在
將
郭
熙
模
擬
山
石
質
地
與

樹
木
的
畫
法
，
歸
納
成
固
定
格
套
，
這
樣

的
作
品
深
受
宣
宗
皇
帝
喜
愛
，
可
以
想
像

懸
掛
在
宮
殿
的
壁
上
，
既
讓
人
有
超
脫
塵

世
的
想
像
，
也
具
有
引
人
注
目
的
視
覺
效

果
。

宮
廷
繪
畫
機
構
及
運
作
在
清
代
達

於
最
盛
，
清
初
在
紫
禁
城
西
北
內
務
府
造

辦
處
，
設
立
如
意
館
，
此
處
原
為
明
代
仁

智
殿
舊
址
，
可
以
看
出
明
清
兩
代
宮
廷
繪

畫
前
後
相
承
的
關
係
。
在
宮
廷
供
職
的
畫

家
稱
為
﹁
畫
畫
人
﹂
，
由
朝
臣
或
各
地
官

府
推
薦
，
或
皇
帝
徵
召
職
業
畫
家
，
進
入

宮
廷
服
務
，
供
職
期
間
依
皇
帝
的
喜
好
考

核
及
獎
罰
，
並
區
分
為
三
等
，
給
予
不
同

的
俸
給
，
為
掌
控
繪
畫
的
內
容
與
品
質
，

往
往
要
經
過
呈
覽
畫
稿
，
獲
得
皇
帝
同
意

後
，
才
進
行
繪
製
。
大
型
而
重
要
的
作

品
，
則
依
各
畫
畫
人
的
專
長
，
採
取
合
作

的
方
式
共
同
製
作
。
︵
註
十
一
︶

繪
畫
的
題

材
與
內
容
十
分
廣
泛
，
如
描
繪
宮
女
活
動

的
︿
仕
女
圖
﹀
，
宣
揚
教
化
，
表
達
關
懷

百
姓
的
︿
耕
織
圖
﹀
，
描
繪
各
月
份
節
氣

活
動
的
︿
十
二
月
令
圖
﹀
，
表
現
春
節
祥

瑞
的
︿
歲
朝
圖
﹀
，
以
及
有
宗
教
意
涵
的

宗
教
畫
，
其
他
如
描
繪
皇
室
輝
煌
事
蹟
或

外
族
進
貢
珍
禽
異
獸
等
，
都
是
宮
廷
畫
家

繪
製
的
內
容
。

清
代
宮
廷
繪
畫
製
作
不
限
於
畫
畫

人
，
朝
廷
中
亦
有
眾
多
善
畫
的
宗
室
畫
家

以
及
科
舉
出
身
，
擔
任
朝
廷
要
職
的
大
臣

奉
命
作
畫
，
以
應
特
殊
場
合
所
需
。
以

﹁
正
統
畫
派
﹂
的
王
翬
︵
一
六
三
二

∼

一
七
一
七
︶
︿
仿
趙
孟
頫
江
村
清
夏
圖
﹀

︵
圖
十
六
︶
及
王
原
祁
︵
一
六
四
二

∼

一
七
一
五
︶
︿
春
雲
出
岫
﹀
︵
圖
十
七
︶

兩
件
作
品
為
例
，
︿
仿
趙
孟
頫
江
村
清
夏

圖
﹀
，
依
據
題
識
，
是
仿
趙
孟
頫
而
作
，

對
於
原
作
，
王
翬
讚
嘆
云
：
﹁
極
其
秀

勁
，
用
意
殊
常
，
大
得
六
法
之
微
，
渲
染

運
神
，
總
領
前
人
之
妙
。
﹂
因
此
所
要
追

仿
的
，
並
非
原
畫
的
形
貌
，
而
是
其
超
乎

尋
常
的
﹁
用
意
﹂
。
趙
孟
頫
原
作
今
已
不

得
見
，
從
王
翬
此
作
來
看
，
大
致
可
體
會

其
﹁
用
意
﹂
為
何
。
畫
中
所
描
繪
的
景
物

平
淡
無
奇
，
清
溪
淺
渚
，
曲
徑
柳
堤
，
近

圖15　宋　郭熙　早春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16　 清　王翬　仿趙孟頫江村清夏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帝王品味選展品

圖17　清　王原祁　春雲出岫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帝王品味選展品

南
宋
宮
廷
畫
家
馬
遠
及
夏
珪
。
︿
山
莊

高
逸
﹀
︵
圖
十
四
︶
即
屬
前
一
類
，
這
幅

畫
被
後
人
偽
添
郭
熙
的
簽
款
，
在
清
代
的

著
錄
中
，
也
歸
為
郭
熙
的
作
品
，
今
人
從

時
代
風
格
重
訂
為
李
在
。
此
畫
以
全
景
畫

的
構
圖
形
式
，
描
繪
山
中
隱
者
的
生
活
情

景
，
畫
中
有
幽
靜
的
竹
籬
茅
舍
，
兩
位
高

士
由
童
僕
隨
行
，
翩
然
來
訪
，
河
中
及
堤

岸
有
漁
夫
與
樵
者
，
尤
其
吸
引
目
光
的
是

上
方
從
雲
霧
中
高
聳
的
突
兀
峰
巒
，
在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收
藏
的
名
作
郭
熙
︿
早
春

圖
﹀
︵
圖
十
五
︶
中
，
同
樣
看
到
有
人
物

在
水
岸
活
動
的
細
節
描
述
，
中
央
有
高
峻

的
主
峰
和
其
他
從
屬
的
峰
巒
，
不
過
︿
早

春
圖
﹀
中
點
景
人
物
是
平
民
百
姓
，
在
構

圖
上
，
近
景
中
景
與
主
峰
形
成
合
理
有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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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
叢
柳
極
其
疏
秀
，
村
舍
、
野
鷺
、
飛
燕

點
綴
其
間
，
以
淺
青
綠
的
方
式
，
渲
染
山

石
，
烘
托
出
一
幅
令
人
感
覺
清
新
舒
暢
的

景
緻
。
王
翬
如
一
般
文
人
畫
家
，
在
上
方

題
寫
詩
句
及
作
畫
的
因
緣
、
時
間
︵
一
七

○

六
︶
。
這
幅
畫
後
來
成
為
乾
隆
皇
帝
的

收
藏
，
在
一
七
九
一
至
一
七
九
三
年
編
入

︽
石
渠
寶
笈
續
編
︾
。

王
原
祁
︿
春
雲
出
岫
﹀
左
下
角
細

書
﹁
臣
王
原
祁
恭
畫
﹂
，
可
知
是
在
康

熙
皇
帝
朝
中
所
作
。
畫
幅
為
絹
本
，
採
全

景
式
構
圖
，
以
青
綠
設
色
表
現
春
天
令

人
愉
悅
的
景
色
，
很
適
合
懸
掛
在
正
式

的
廳
堂
上
，
具
有
裝
飾
的
功
用
，
雖
然
如

此
，
王
原
祁
不
忘
實
現
他
主
張
的
山
水
畫

理
論
，
除
了
重
視
筆
墨
設
色
的
運
用
，
更

強
調
畫
中
作
為
主
體
的
﹁
龍
脈
﹂
，
以
及

利
用
主
次
、
開
合
、
遠
近
、
起
伏
、
向
背

等
手
法
，
表
現
畫
的
妙
境
。
從
這
幅
畫
可

以
看
出
，
他
繼
承
董
其
昌
至
祖
父
王
時
敏

︵
一
五
九
二

∼

一
六
八○

︶
一
派
，
將

﹁
仿
古
﹂
與
﹁
集
大
成
﹂
的
繪
畫
風
尚
發

揮
到
極
致
。
這
幅
畫
後
來
被
乾
隆
皇
帝
帶

到
熱
河
行
宮
承
德
避
暑
山
莊
，
作
為
巡
行

時
觀
賞
的
作
品
之
一
。

這
兩
幅
畫
作
與
宮
廷
畫
家
焦
秉
貞

︵
活
動
於
一
六
八
九

∼

一
七
二
六
︶
的

︿
仕
女
圖
﹀
︵
圖
十
八
︶
、
冷
枚
︵
約
活

動
於
一
六
六
九

∼

一
七
四
二
︶
的
︿
耕

織
圖
﹀
︵
圖
十
九
︶
同
樣
受
到
皇
帝
欣

賞
，
但
分
別
屬
於
不
同
的
繪
畫
脈
絡
。
由

於
出
身
背
景
、
地
區
及
畫
學
淵
源
與
宮
廷

專
業
畫
家
不
同
，
士
人
畫
家
的
作
品
亦
呈

現
不
同
的
風
格
，
因
此
清
代
宮
廷
繪
畫
呈

現
兼
容
並
蓄
，
豐
富
多
元
的
特
色
。
︵
註

十
二
︶

宮
廷
中
職
業
與
文
人
、
漢
人
與
滿

人
不
同
身
分
的
畫
家
同
樣
受
到
重
視
，
工

筆
與
寫
意
、
仿
古
與
創
新
，
甚
至
傳
統

中
國
畫
與
西
洋
傳
教
士
畫
家
如
郎
世
寧

︵
一
六
八
八

∼

一
七
六
六
︶
帶
來
的
西
洋

畫
均
能
並
行
發
展
，
綜
而
觀
之
，
此
一
特

色
正
是
清
代
皇
帝
對
於
繪
畫
品
味
的
充
分

展
現
。

作
者
為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副
院
長

註
釋

1.  

宋
高
宗
，
︽
翰
墨
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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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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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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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緣
起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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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與
繪
畫
收
藏
，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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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
於
宋
高
宗
書
畫
收
藏
參
見
王
耀
庭
，
︿
宋
高

宗
書
畫
收
藏
研
究
﹀
，
︽
故
宮
學
術
季
刊
︾

二
九
卷
一
期
，
頁
一—

四
八
。

3.  

近
人
論
此
蹟
書
寫
時
間
及
史
事
參
見
侯
怡
利
，

︿
書
史
互
證—

唐
玄
宗
鶺
鴒
頌
研
究
﹀
，
︽
故

宮
學
術
季
刊
︾
二
九
卷
三
期
，
二○

一
二
。

4.  

參
見
劉
家
駒
，
︿
康
熙
皇
帝
的
啟
蒙
教
育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一○

九
期
，
一
九
九
二
年

四
月
，
頁
二
三
七—

二
六
一
；
莊
吉
發
，
︿
龍

章
鳳
藻
，
鐵
畫
銀
鉤─

康
熙
皇
帝
論
書
法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一
一
一
期
，
一
九
九
二

年
六
月
，
頁
一
一
二—

一
二
七
；
︵
清
︶
李

放
輯
，
︿
卷
首
﹀
，
︽
皇
清
書
史
︾
，
收
入

︽
清
代
傳
記
叢
刊
︾
，
臺
北
：
明
文
書
局
，

一
九
八
五
，
冊
八
三
，
頁
二○

—

二
三
。

5.  

參
見
林
莉
娜
，
︿
聖
祖
康
熙
行
書
﹀
圖
版
解
說
，

收
入
馮
明
珠
主
編
，
︽
康
熙
大
帝
與
太
陽
王
路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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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特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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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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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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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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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深
心
託
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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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
皇
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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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法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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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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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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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何
傳
馨
，
︿
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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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畫
合
璧
冊

探
究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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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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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傳
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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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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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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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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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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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關
於
此
畫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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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
見
王
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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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宋
冊
頁

繪
畫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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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
入
李
玉
珉
、
許
郭
璜
編
，

︽
宋
代
書
畫
冊
頁
名
品
特
展
︾
，
臺
北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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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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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
平
，
︽
中
國
古
代
宮
廷
畫
院
考
略
︾
，
北

京
：
北
京
工
藝
美
術
出
版
社
，
二○

一
一
，
頁

一
四○

。

11.  

參
見
聶
崇
正
，
︿
清
代
宮
廷
繪
畫
機
構
、
制
度

及
畫
家
﹀
，
收
入
聶
崇
正
，
︽
宮
廷
藝
術
的
光

輝
︾
，
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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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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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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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　清　冷枚　耕織圖　冊　局部　一耘；二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帝王品味選展品

圖18　清　焦秉貞　仕女圖　冊　梅窗剌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帝王品味選展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