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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獎
設
立
宗
旨
在
於
發
揚
盛
唐
精

神
，
並
以
數
千
年
中
華
文
化
的
涵
養
，
期

許
世
人
從
嶄
新
的
視
野
與
思
維
，
探
索
永

續
發
展
的
各
種
可
能
性
。
獎
助
領
域
分
別

為
﹁
永
續
發
展
﹂
、
﹁
生
技
醫
藥
﹂
、
﹁
漢

學
﹂
及
﹁
法
治
﹂
四
大
項
，
藉
以
激
勵
各
地

人
才
發
揮
所
長
，
致
力
於
為
世
界
帶
來
創

華
夏
藝
術
中
的
自
然
觀

唐
獎
故
宮
文
物
選
萃
特
展

何
炎
泉
整
理

新
與
改
變
，
成
為
時
代
進
步
的
動
力
。

本
次
特
展
依
主
題
規
劃
為
五
個
單

元
：
﹁
自
然
的
啟
示
﹂
、
﹁
實
景
的
描

繪
﹂
、
﹁
以
季
節
為
題
材
﹂
、
﹁
想
像
的
世

界
﹂
和
﹁
人
與
自
然
﹂
。
本
文
依
序
介
紹

單
元
的
概
念
與
內
容
，
並
選
介
其
中
數
例

展
品
以
饗
讀
者
。

楔
子
：
自
然
的
啟
示

上
古
先
民
觀
察
天
地
的
運
行
，
逐

漸
演
繹
出
人
文
變
化
的
大
要
，
也
形
成
一

種
與
自
然
交
融
的
獨
特
關
係
。
相
傳
古
聖

王
伏
羲
﹁
仰
則
觀
象
於
天
，
俯
則
觀
法
於

地
，
觀
鳥
獸
之
文
﹂
，
進
而
創
造
八
卦
，

象
徵
一
切
自
然
現
象
的
動
靜
狀
態
。
周
文

華
夏
藝
術
中
所
表
現
的
自
然
觀
豐
富
且
多
樣
，
最
早
由
對
天
地
的
觀
察
與
自
然
的
描
繪
開
始
，
在

認
知
過
程
中
與
萬
物
不
斷
地
互
動
協
調
，
衍
生
出
各
種
觀
點
與
想
像
，
逐
漸
形
成
富
有
特
色
的
藝

術
樣
貌
，
成
為
中
華
文
化
中
相
當
獨
特
的
一
環
。
第
二
屆
唐
獎
歡
迎
酒
會
安
排
於
本
院
舉
辦
，
為

共
襄
此
全
球
之
盛
事
，
本
院
特
別
規
劃
推
出
﹁
華
夏
藝
術
中
的
自
然
觀—

唐
獎
故
宮
文
物
選
萃
特

展
﹂
，
展
期
自
二○
一
六
年
九
月
二
十
二
日
至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
於
本
院
一○

五
、
一○

七
陳

列
室
展
出
，
本
文
略
述
展
覽
主
題
及
精
選
件
分
享
讀
者
。

宋　宋人柳塘呼犢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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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
易
經
︾
則
在
八
卦
的
基
礎
上
，
以
陰

陽
的
交
替
變
化
描
述
世
間
萬
物
的
發
展
，

展
現
古
典
文
化
的
哲
學
和
宇
宙
觀
。
而
漢

字
結
構
，
亦
受
到
自
然
的
啟
發
；
相
傳
黃

帝
的
史
官
倉
頡
，
就
是
取
象
鳥
跡
，
加
以

發
展
成
文
字
。
古
代
的
天
人
合
一
觀
更
進

一
步
認
為
宇
宙
和
人
同
屬
一
體
，
可
通
過

天
象
觀
測
，
預
知
人
間
大
勢
，
而
人
的
行

為
亦
可
反
過
來
影
響
天
象
。

明
仇
英
︿
伏
羲
氏
﹀
︵
圖
一
︶
選
自

︽
畫
帝
王
道
統
萬
年
圖
︾
冊
，
畫
中
伏
羲

氏
散
髮
披
簑
，
盤
坐
於
濱
水
平
坡
間
，
地

面
繪
有
八
卦
圖
形
。
伏
羲
為
傳
說
中
的
人

類
祖
先
，
除
了
教
導
先
民
漁
獵
畜
牧
，
並

創
立
八
卦
之
說
，
以
乾
、
兌
、
離
、
震
、

巽
、
坎
、
艮
、
坤
卦
，
分
別
象
徵
天
地

和
各
種
自
然
現
象
的
運
行
。
後
世
據
此
衍

申
，
發
展
成
︽
易
經
︾
的
基
本
概
念
，
也

讓
天
文
地
理
與
哲
學
思
想
的
內
涵
益
臻
豐

富
。

︽
易
經
︾
︵
圖
二
︶
是
中
國
最

古
老
的
文
獻
之
一
，
也
是
最
富
奧
義
的

儒
家
經
典
，
流
傳
已
過
千
年
。
本
次
展

出
者
為
清
雍
正
四
年
至
乾
隆
二
年
蔣
衡

︵
一
六
七
二

∼

一
七
四
三
︶
的
寫
本
。

︽
易
經
︾
的
內
容
體
系
，
便
是
由
代

表
陰
、
陽
的
基
本
符
號
﹁
爻
﹂
，
與
象

徵
天
︵
乾
︶
、
地
︵
坤
︶
、
雷
︵
震
︶
、

風
︵
巽
︶
、
水
︵
坎
︶
、
火
︵
離
︶
、
山

︵
艮
︶
、
澤
︵
兌
︶
的
﹁
八
卦
﹂
相
互
重
疊

而
成
，
不
僅
呈
現
出
自
然
與
人
文
世
界
中

各
種
事
態
的
存
在
關
係
、
運
動
規
律
和
變

化
法
則
，
更
蘊
藏
著
人
在
天
地
之
間
對
於

﹁
道
﹂
的
體
認
與
智
慧
。

過
去
先
民
們
不
斷
以
智
慧
適
應
環

境
，
同
時
也
體
悟
出
天
地
的
運
行
法
則

及
與
萬
物
的
共
存
之
道
，
而
發
展
出
天
、

地
、
人
三
才
的
和
諧
思
想
，
成
為
中
華
文

化
永
續
發
展
的
重
要
基
礎
。

第
一
單
元
：
實
景
的
描
繪

華
夏
藝
術
中
各
種
描
繪
實
景
的
作

品
，
記
錄
著
不
同
時
代
人
們
面
對
自
然
的

領
會
與
悸
動
，
其
中
包
括
剪
裁
樓
閣
園
林

的
靜
謐
夜
色
、
勾
勒
山
岩
的
迤
邐
挺
秀
、

描
繪
水
岸
的
曲
折
幽
邃
等
。
歷
史
典
故
與

傳
說
，
更
增
添
了
實
景
的
風
韻
。
文
人
墨

客
的
詩
詞
歌
賦
，
淬
煉
著
自
然
的
神
彩
，

將
諸
多
實
景
轉
化
成
旅
遊
的
景
點
與
夢
想

的
聖
境
。

宋
馬
麟
︿
秉
燭
夜
遊
圖
﹀
︵
圖
三
︶

中
的
白
衣
文
士
踞
坐
於
小
閣
圈
椅
上
，
望

向
庭
中
受
月
光
及
燭
光
映
照
的
海
棠
花

樹
。
此
圖
可
能
是
描
寫
蘇
軾
︿
海
棠
﹀
詩

意
：
﹁
東
風
嫋
嫋
泛
崇
光
，
香
霧
空
濛
月

轉
廊
。
只
恐
夜
深
花
睡
去
，
故
燒
高
燭
照

紅
妝
。
﹂
畫
中
六
角
重
檐
攢
尖
亭
閣
交
代

圖1　明　仇英　伏羲氏　《畫帝王道統萬年圖》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易經》　清雍正4年至乾隆2年蔣衡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宋　馬麟　秉燭夜遊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
楚
細
膩
，
兩
側
則
有
遊
廊
伸
展
，
應
是

參
照
杭
州
宮
苑
的
景
緻
，
以
圖
像
歌
詠
著

與
自
然
美
景
交
融
的
南
宋
宮
廷
生
活
之
優

雅
靜
謐
。

清
乾
隆
朝
︿
西
湖
十
景
圖
墨
﹀
︵
圖

四
︶
一
面
填
金
楷
書
乾
隆
皇
帝
御
製
詩
，

另
一
面
模
印
杭
州
西
湖
的
著
名
景
點
，
墨

側
有
﹁
乾
隆
年
製
﹂
楷
款
。
乾
隆
十
六
年

高
宗
首
度
南
巡
之
後
開
始
製
作
大
量
西
湖

圖
與
詩
，
此
套
墨
上
的
圖
像
與
乾
隆
朝
前

期
董
邦
達
︵
一
六
九
九

∼

一
七
六
九
︶
所

繪
的
同
主
題
畫
軸
構
圖
頗
為
類
似
，
當
是

該
朝
流
行
的
西
湖
意
象
，
乃
乾
隆
皇
帝
親

訪
西
湖
後
對
於
﹁
西
湖
十
景
﹂
的
嚮
往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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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造
。清

雍
正
朝
︿
琺
瑯
彩
瓷
虎
丘
山
水

碗
﹀
︵
圖
五
︶
內
外
施
白
釉
，
器
表
一
面

彩
畫
山
水
風
景
，
紋
樣
細
緻
講
究
，
可
見

佛
塔
聳
立
峰
顛
，
屋
宇
、
漁
舟
節
次
鱗
比

排
列
在
山
腳
。
另
一
面
墨
書
題
寫
：
﹁
一

輪
瑞
色
明
金
萬
，
萬
里
清
光
入
劍
池
﹂
。

詩
前
有
紅
料
﹁
壽
如
﹂
印
，
句
末
為
﹁
德

高
﹂
和
﹁
志
遠
﹂
兩
印
。
題
句
中
的
﹁
劍

池
﹂
，
點
出
以
蘇
州
虎
丘
山
水
入
畫
的
主

題
，
由
此
可
推
知
裝
飾
紋
樣
中
的
佛
塔
當

為
雲
岩
寺
塔
。
佛
塔
自
︽
史
記
︾
以
來
，

即
被
譽
為
﹁
吳
中
第
一
名
勝
﹂
。
民
間
口
耳

相
傳
的
歷
史
，
亦
能
與
印
文
互
為
呼
應
，

傳
達
出
雍
正
皇
帝
企
求
德
壽
與
天
齊
的
想

法
。

清
代
︿
長
江
地
理
圖
﹀
︵
圖
六
︶

應
繪
於
順
治
、
康
熙
兩
朝
交
會
之
時
，
主

圖4　清　乾隆　西湖十景圖墨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　清　雍正　琺瑯彩瓷虎丘山水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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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描
繪
長
江
中
下
游
，
自
九
江
府
至
鎮
江

府
間
長
江
段
的
汛
地
防
務
，
尤
以
﹁
綠
營

兵
﹂
為
主
體
的
河
道
防
守
。
此
卷
工
筆
重

彩
，
以
金
碧
山
水
風
格
繪
製
地
圖
。
方
位

上
南
下
北
，
左
東
右
西
，
以
長
江
為
中
心

線
，
採
俯
視
角
度
，
自
右
而
左
呈
一
字
形

展
開
，
除
長
江
江
面
景
物
外
，
南
北
兩
岸

陸
地
之
自
然
及
人
文
景
觀
亦
一
一
展
列
。

這
些
與
實
景
相
關
的
圖
像
與
文
物
，

向
來
即
以
多
元
的
形
式
在
不
同
的
媒
材
和

載
體
上
不
斷
複
製
與
流
傳
，
形
塑
出
華
夏

藝
術
對
自
然
的
特
殊
審
美
觀
。

圖6　清　長江地理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7　清　高宗　御筆詩經圖　局部　《御筆詩經全圖書畫合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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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單
元
：
以
季
節
為
題
材

四
時
運
轉
，
是
為
季
節
；
生
命
即

在
此
周
而
復
始
的
規
律
變
化
裡
流
逝
、

滋
長
。
春
夏
秋
冬
四
季
之
外
，
古
人
也
融

入
氣
候
的
變
化
，
衍
生
出
更
加
細
緻
的

二
十
四
節
氣
，
並
與
農
民
曆
結
合
，
作

為
春
耕
、
夏
耘
、
秋
收
、
冬
藏
四
時
農
事

的
參
考
。
人
類
從
自
然
節
氣
中
，
體
認
到

服
食
合
宜
食
品
可
以
養
生
，
甚
至
長
壽
。

表
現
於
藝
術
創
作
，
則
是
春
水
、
夏
雲
、

秋
月
、
冬
嶺
等
四
景
山
水
，
及
梅
、
蘭
、

竹
、
菊
等
四
季
花
卉
的
題
材
，
既
熟
悉
又

具
表
現
特
色
。
宮
廷
畫
家
節
錄
古
籍
中
的

花
木
蟲
鳥
，
展
現
大
自
然
生
態
的
特
徵
，

更
具
有
提
醒
帝
王
治
國
宜
順
應
時
序
，
以

期
國
家
長
治
久
安
的
意
義
。

清
高
宗
︿
御
筆
詩
經
圖
﹀
︵
圖
七
︶
，

全
名
︽
御
筆
詩
經
全
圖
書
畫
合
璧
︾
，
為

乾
隆
皇
帝
以
真
、
草
、
篆
、
隸
四
體
書
寫

︽
詩
經
︾
三
百
十
一
篇
；
復
命
宮
廷
畫
師

臨
摹
南
宋
畫
家
馬
和
之
︿
詩
經
圖
﹀
，
輔

以
水
墨
配
圖
，
在
筆
墨
揮
毫
間
呈
現
人
與

自
然
的
關
係
。
︽
詩
經
︾
是
最
早
的
詩
歌

總
集
，
收
錄
西
周
至
春
秋
中
葉
的
民
間
及

宗
廟
祭
祀
詩
歌
。
詩
中
藉
由
花
卉
、
動

植
物
、
節
氣
等
自
然
景
象
，
細
訴
男
女
情

感
、
人
生
哲
理
的
純
粹
質
樸
，
所
以
孔
子

譽
其
﹁
思
無
邪
﹂
。
其
詩
可
謂
蘊
涵
修
身
、

齊
家
、
治
國
、
平
天
下
的
重
要
準
則
。

清
汪
承
霈
︿
春
祺
集
錦
﹀
卷
︵
圖

八
︶
共
繪
花
卉
凡
四
十
餘
種
，
囊
括
冬

末
春
初
的
梅
花
、
水
仙
，
亦
有
夏
季
的
蓮

荷
、
秋
季
的
菊
花
等
。
花
枝
錯
落
的
留
空

處
，
應
是
畫
家
期
待
觀
者
品
花
留
詠
的
刻

意
安
排
。
全
卷
畫
法
秀
緻
，
敷
色
清
豔
，

實
為
此
類
花
卉
長
卷
之
佳
作
。
這
種
集
四

時
花
卉
於
一
卷
的
表
現
，
具
有
四
季
長

春
、
生
生
不
息
的
寓
意
。

清
乾
隆
朝
︿
洋
彩
瓷
開
光
山
水
雙
耳

轉
頸
瓶
﹀
︵
圖
九
︶
器
外
彩
繪
藍
地
錦
上

添
花
紋
樣
，
間
佈
四
個
開
光
，
內
畫
四
季

山
水
及
詠
景
御
製
詩
，
詩
文
摘
錄
自
乾
隆

皇
帝
未
登
基
前
舊
作
，
分
別
以
隸
、
楷
、

行
、
篆
四
體
書
寫
。
春
景
題
句
為
：
﹁
春

到
人
間
饒
富
麗
，
柳
煙
花
雨
總
宜
人
﹂
。

夏
季
﹁
風
縐
縠
紋
迴
遠
瀨
，
霞
堆
峰
勢
暎

明
川
﹂
。
秋
景
﹁
澹
月
梧
桐
影
，
輕
風
蘿

薜
香
﹂
。
冬
季
則
是
﹁
梅
帳
春
融
雪
，
松

窗
月
舞
龍
﹂
。
句
末
描
繪
硃
紅
﹁
乾
隆

宸
翰
﹂
和
﹁
惟
精
惟
一
﹂
兩
印
。
傳
世
一

圖8　清　汪承霈　春祺集錦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2016年9月　1415　故宮文物月刊·第402期

華夏藝術中的自然觀—唐獎故宮文物選萃特展

展場巡禮

對
，
因
頸
部
可
轉
動
，
而
有
標
記
四
季
的

功
能
。清

乾
隆
朝
玉
︿
秋
山
紅
樹
﹀
山
子

︵
圖
十
︶
順
應
玉
料
嶙
峋
的
原
形
，
琢

碾
成
山
丘
，
林
徑
與
樹
梢
處
保
留
紅
褐
色

玉
皮
渲
染
出
秋
色
，
是
一
件
融
合
繪
畫

與
巧
雕
手
法
的
玉
器
。
正
面
山
徑
有
行

路
之
人
，
壁
上
陰
刻
填
金
隸
書
﹁
秋
山
紅

樹
﹂
。
背
面
山
壁
上
則
陰
刻
填
金
行
書
乾

隆
四
十
年
御
製
詩
︿
題
和
闐
玉
秋
山
紅
樹

圖
﹀
：

 

疊
疊
秋
山
凡
幾
層
，
丹
楓
點
綴
恰
相
應
。

懸
崖
笠
守
待
遊
客
，
架
澗
紅
橋
欲
過
僧
。

相
質
傳
神
秀
而
野
，
借
皮
設
色
巧
猶
能
。

漫
疑
紅
玉
無
和
有
，
此
是
精
璊
杞
宋
徵
。

末
署
﹁
乙
未
仲
秋
月
下
澣
御
題
﹂
及
﹁
會

心
不
遠
﹂
、
﹁
德
充
符
﹂
二
印
。
山
子
，

是
自
然
山
水
的
微
型
。
但
是
從
御
製
詩
題

看
來
，
乾
隆
皇
帝
特
別
強
調
其
人
為
創
作

的
圖
畫
感
，
以
彰
顯
人
在
自
然
界
中
的
主

體
性
。
然
而
詩
中
，
他
又
十
分
欣
賞
玉
匠

在
施
予
人
工
琢
碾
時
，
能
充
分
運
用
材
料

天
然
的
特
質
，
從
中
體
認
巧
妙
平
衡
﹁
天

然
﹂
與
﹁
人
為
﹂
的
困
難
。

第
三
單
元
：
想
像
的
世
界  

除
了
描
繪
自
然
景
物
與
季
節
，
先

民
對
於
未
知
的
自
然
界
亦
有
其
豐
富
想

像
。
龍
、
鳳
等
現
實
中
不
存
在
的
神
禽
異

獸
，
以
及
仙
人
羽
客
、
洞
天
福
地
等
幽
玄

祕
境
，
皆
成
為
藝
術
表
現
的
題
材
，
於
器

物
上
可
見
神
獸
盤
踞
，
繪
畫
裡
則
有
仙
山

蓬
萊
。
此
類
仙
境
山
水
初
期
多
以
青
綠
著

色
，
終
而
發
展
出
瑰
奇
的
山
水
幻
境
，
成

為
中
國
畫
史
上
的
獨
特
篇
章
。

唐
︿
瑞
獸
葡
萄
紋
鏡
﹀
︵
圖
十
一
︶

鏡
背
中
間
是
一
隻
趴
伏
的
瑞
獸
。
伏
獸
之

外
的
細
密
浮
雕
花
紋
呈
同
心
圓
狀
分
佈
，

由
內
而
外
分
為
三
層
。
內
層
為
六
隻
獅
子

慵
懶
地
在
結
實
纍
纍
的
葡
萄
藤
蔓
上
遊

憩
，
不
但
沒
有
凶
猛
的
感
覺
，
微
笑
的
臉

龐
反
而
多
了
平
易
近
人
的
可
愛
模
樣
。
在

葡
萄
藤
蔓
蔓
延
出
去
的
中
層
裡
，
是
讓
人

感
到
閒
適
愉
悅
的
小
鳥
及
蝴
蝶
浮
雕
。
小

鳥
們
或
展
翅
飛
翔
、
或
停
佇
在
藤
蔓
上
，

姿
態
各
異
，
非
常
迷
人
。
最
外
層
是
沿
著

鏡
緣
排
佈
的
一
週
細
窄
連
續
花
卉
圖
案
。

瑞
獸
與
葡
萄
圖
案
是
由
中
亞
傳
入
大
唐
帝

國
。
雖
然
來
自
域
外
，
但
在
唐
代
工
匠
的

手
中
又
演
繹
出
富
麗
又
具
活
力
的
獨
特
風

圖9　清　乾隆　洋彩瓷開光山水雙耳轉頸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0　清　乾隆　秋山紅樹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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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
遂
成
為
熱
愛
自
然
風
情
大
唐
盛
世
的

代
表
。清

乾
隆
︿
碧
玉
鰲
魚
花
插
﹀
︵
圖

十
二
︶
是
將
大
自
然
現
象
聯
結
到
美
好
人

生
意
象
的
作
品
。
此
碧
玉
花
插
，
乍
看
其

造
型
主
體
像
波
濤
中
的
兩
尾
魚
。
大
魚
正

奮
力
從
水
中
一
躍
而
出
，
其
背
部
攀
一
螭

龍
。
細
看
其
頭
部
：
雙
眼
鼓
出
、
長
鬚
、

突
鼻
，
並
長
出
雙
角
，
可
見
已
開
始
化
身

為
龍
。
龍
鬚
下
琢
﹁
乾
隆
年
製
﹂
款
。
底

部
小
魚
猶
在
水
裡
翻
滾
，
頭
部
尚
未
見
任

何
變
化
。
宋
代
︽
埤
雅
︾
有
謂
：
﹁
鯉
魚

之
貴
。
俗
說
魚
躍
龍
門
，
過
而
為
龍
，
唯

鯉
或
然
。
﹂
﹁
龍
門
﹂
是
黃
河
天
險
，
水

流
湍
急
。
洄
游
的
魚
到
此
要
奮
力
跳
躍
，

才
能
達
到
目
的
地
，
否
則
只
能
在
下
游

沉
浮
。
人
們
遂
將
﹁
魚
躍
龍
門
﹂
的
自
然

現
象
，
比
賦
寒
窗
苦
讀
的
士
人
，
考
試
中

第
，
由
平
民
躍
升
成
為
官
吏
，
猶
如
從
魚

成
龍
。宋

馬
遠
︿
乘
龍
圖
﹀
︵
圖
十
三
︶

畫
背
有
圓
光
的
仙
人
，
乘
龍
御
風
，
一
旁

侍
者
手
持
龍
頭
杖
與
書
冊
，
狀
若
問
訊
。

龍
為
傳
說
異
獸
，
人
們
想
像
其
頭
生
角
、

鬚
，
身
長
，
有
鱗
、
爪
。
凡
夫
得
道
昇
天

時
，
多
乘
龍
而
去
，
故
此
幅
可
謂
道
家
仙

人
圖
像
。
而
亦
有
曾
夜
夢
乘
龍
升
天
，
後

成
為
帝
王
者
，
如
東
漢
光
武
帝
，
故
乘
龍

亦
可
為
登
極
之
瑞
兆
。

在
想
像
世
界
裡
，
自
然
界
不
僅
是
客

觀
存
在
的
現
實
，
更
富
含
以
人
情
為
中
心

的
主
觀
投
射
。
於
是
松
、
竹
成
了
歲
寒
之

友
，
引
為
節
操
之
喻
；
梅
、
鶴
亦
可
為
妻

為
子
；
象
駝
寶
瓶
，
即
稱
﹁
太
平
有
象
﹂
。

自
然
物
事
，
遂
有
了
種
種
人
文
寓
意
。

宋
趙
孟
堅
︿
歲
寒
三
友
圖
﹀
︵
圖

十
四
︶
斜
角
構
圖
，
繪
折
枝
松
、
竹
、

梅
。
枝
葉
層
疊
交
錯
，
用
筆
亦
隨
類
而

別
。
松
針
齊
整
挺
秀
，
梅
花
則
先
以
淡
墨

圈
瓣
，
再
用
濃
墨
提
點
，
惟
竹
葉
補
筆
較

多
。
以
寫
生
描
繪
象
徵
，
用
筆
勁
健
，
極

為
精
采
。
俗
以
﹁
歲
寒
三
友
﹂
合
稱
松
、

竹
、
梅
。
蓋
松
、
竹
經
冬
不
凋
，
梅
花
傲

雪
益
秀
。
以
此
特
定
畫
題
入
畫
，
可
追
溯

自
南
宋
時
期
。
趙
孟
堅
︵
一
一
九
九

∼

一
二
六
四
︶
為
宋
代
宗
室
，
多
以
水
墨
繪

梅
蘭
、
竹
石
、
水
仙
等
比
況
君
子
節
操
的

題
材
。

圖11　唐　瑞獸葡萄紋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2　清　乾隆　碧玉鰲魚花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13　宋　馬遠　乘龍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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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單
元
：
人
與
自
然

老
子
︽
道
德
經
︾
云
：
﹁
域
中
有

四
大
，
而
人
居
其
一
焉
。
人
法
地
，
地
法

天
，
天
法
道
，
道
法
自
然
。
﹂
從
遠
古
以

來
即
認
為
人
不
僅
是
自
然
中
的
一
員
，
其

生
息
亦
應
處
處
取
法
自
然
，
透
過
觀
察
、

摹
仿
、
解
釋
、
衍
伸
，
以
達
到
融
合
為
一

的
和
諧
境
界
。
因
此
有
摹
仿
天
上
紫
微
星

垣
設
計
的
宮
城
地
圖
、
有
依
月
亮
盈
虧
訂

出
針
灸
時
辰
的
禁
忌
、
有
以
星
象
變
化
作

為
占
驗
依
據
，
有
模
擬
蟲
、
草
、
鳥
、
獸

姿
態
以
除
病
強
健
的
運
動
招
式
，
有
模
擬

自
然
美
景
之
色
澤
、
質
感
、
圖
案
的
瓷
器

文
具
，
也
有
為
數
眾
多
以
園
林
與
田
園
為

主
題
的
詩
文
書
畫
，
傳
達
出
再
造
自
然
、

回
歸
自
然
的
人
文
理
想
與
情
懷
。

清
︿
皇
城
宮
殿
衙
署
圖
﹀
︵
圖
十
五
︶

描
繪
紫
禁
城
及
周
邊
景
山
、
北
海
、
中
南

圖14　宋　趙孟堅　歲寒三友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5　清　皇城宮殿衙署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海
、
太
廟
、
社
稷
壇
等
區
域
在
內
的
北
京

皇
城
，
除
河
池
、
樹
木
設
色
深
綠
外
，
其

餘
宮
殿
、
官
署
、
壇
廟
、
屋
宇
、
街
道
、

河
池
等
概
以
墨
線
描
繪
。
根
據
圖
內
可
見

之
宮
殿
建
築
規
模
，
以
及
除
嗎
哈
噶
喇
廟

與
弘
殿
、
昭
仁
殿
東
西
暖
閣
之
營
建
年
代

未
明
外
，
其
餘
大
多
建
於
康
熙
十
八

∼

十
九
年
︵
一
六
七
九

∼

一
六
八○

︶
以

前
，
故
推
此
圖
當
於
清
康
熙
中
期
︵
十
七

世
紀
︶
左
右
繪
成
，
而
從
圖
繪
內
容
之
精

細
，
布
局
之
完
整
，
亦
可
推
此
圖
當
由
具

組
織
性
的
官
方
團
隊
所
繪
，
原
本
宮
殿
配

置
設
計
應
出
於
對
天
象
的
模
仿
呼
應
。

︽
飲
膳
正
要
︾
︵
圖
十
六
︶
為
元

代
飲
膳
太
醫
忽
思
慧
︵
又
名
和
斯
輝
，
蒙

古
人
，
生
卒
年
不
詳
︶
所
撰
，
內
收
錄
奇

珍
異
饌
、
湯
膏
煎
造
、
諸
家
本
草
名
醫
方

術
以
及
日
常
所
食
之
穀
肉
果
菜
中
有
補
身

效
果
者
。
全
書
共
三
卷
，
配
有
附
圖
，
內

容
包
括
：
生
活
起
居
與
飲
食
禁
忌
、
各
種

滋
補
養
生
方
以
及
常
用
食
品
之
特
色
與
功

能
介
紹
。
是
書
反
映
了
元
代
宮
廷
飲
食
文

化
，
且
強
調
食
療
與
食
補
的
功
效
，
並
記

載
蒙
、
漢
、
回
、
藏
等
民
族
的
食
物
名
稱

與
飲
膳
術
語
，
為
中
國
古
代
飲
食
文
化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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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療
養
生
的
重
要
資
料
。

至
如
赤
壁
一
地
，
既
承
載
歷
史
的
風

華
與
沈
寂
，
更
有
蘇
軾
騁
其
想
像
，
成
就

千
古
名
文
。
︿
前
赤
壁
賦
﹀
名
句
：
﹁
寄

蜉
蝣
於
天
地
，
渺
浮
海
之
一
粟
；
哀
吾
生

之
須
臾
，
羨
長
江
之
無
窮
。
﹂
及
對
自
然

景
物
變
與
不
變
的
感
觸
，
是
中
國
藝
術
自

然
觀
的
典
型
例
子
。
後
世
復
以
書
畫
、
巧

藝
，
迭
加
演
繹
。
人
文
與
自
然
，
由
是
相

融
相
涉
。
︵
圖
十
七
︶

清
陳
祖
章
︿
雕
橄
欖
核
舟
﹀
︵
圖

十
八
︶
作
於
乾
隆
二
年
︵
一
七
三
七
︶
。
以

橄
欖
核
雕
製
蓬
船
，
竹
編
蓬
頂
的
船
艙
兩

側
，
有
可
開
闔
的
推
窗
，
船
上
有
船
夫
、

童
僕
及
船
客
共
八
人
，
船
底
以
行
書
刻
蘇

軾
︿
後
赤
壁
賦
﹀
全
文
，
及
陳
祖
章
刻

款
。
將
千
古
傳
誦
的
文
學
名
著
，
藉
由
微

小
核
舟
中
的
人
物
情
態
、
空
間
配
置
與
細

節
刻
劃
點
出
月
夜
泛
舟
的
意
象
。
在
觀
者

偋
息
拉
開
小
窗
，
彷
彿
與
倚
窗
而
坐
的
蘇

軾
，
同
游
赤
壁
，
在
月
色
中
感
受
﹁
縱
一

葦
之
所
如
，
凌
萬
頃
之
茫
然
﹂
的
快
意
。

清
前
期
︿
雕
黃
楊
木
西
園
雅
集
筆

筒
﹀
︵
圖
十
九
︶
依
樹
幹
天
然
生
成
之
型

態
，
以
通
景
式
構
圖
雕
刻
︽
西
園
雅
集
圖

〈皇城宮殿衙署圖〉局部

圖16　《飲膳正要》　明景泰7年內府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8　清　陳祖章　雕橄欖核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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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藝術中的自然觀—唐獎故宮文物選萃特展

展場巡禮

圖17　明　文徵明　書赤壁賦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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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藝術中的自然觀—唐獎故宮文物選萃特展

展場巡禮

隻
的
畫
法
皆
刻
畫
入
微
，
如
以
淡
墨
加
汁

綠
皴
染
，
再
以
濃
墨
勾
勒
，
層
次
繁
複
而

分
明
，
勁
挺
細
筆
繪
出
牛
毛
，
細
緻
而
寫

實
。
全
幅
構
圖
簡
單
，
近
似
南
宋
半
邊
一

角
的
作
法
，
雖
以
近
景
特
寫
表
現
，
卻
在

留
白
背
景
中
，
營
造
出
深
遠
廣
闊
的
空
間

感
，
讓
畫
幅
籠
罩
於
迷
濛
靜
謐
的
氣
氛
，

時
代
產
品
。
整
件
作
品
藍
色
底
釉
泛
現
紫

色
彩
斑
，
頗
能
呼
應
晚
清
文
人
以
﹁
夕
陽

紫
翠
忽
成
嵐
﹂
將
鈞
窯
多
變
瓷
釉
比
擬
成

彩
霞
的
觀
感
，
展
現
出
陶
工
藉
由
銅
、
鐵

元
素
追
仿
自
然
的
作
風
。

凡
此
種
種
的
藝
術
表
現
不
僅
呈
現
出

人
對
自
然
的
學
習
與
互
動
，
更
是
人
與
自

然
萬
物
相
生
相
息
的
絕
佳
例
證
。

圖20　宋　宋人柳塘呼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9　清　雕黃楊木西園雅集筆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記
︾
中
的
蘇
軾
、
黃
庭
堅
、
李
公
麟
及
米

芾
等
十
五
位
北
宋
著
名
文
士
於
駙
馬
王
詵

的
西
園
文
會
情
景
。
此
作
善
用
材
質
且
構

思
巧
妙
，
使
得
整
體
空
間
錯
落
、
層
次
分

明
；
深
刻
淺
雕
溪
水
綠
蔭
、
山
石
環
繞
的

自
然
景
致
；
細
膩
刻
鏤
文
士
或
談
禪
、
或

論
道
、
或
觀
畫
、
或
揮
毫
、
或
題
壁
的
怡

然
情
態
。
將
後
世
嚮
往
的
文
人
聚
會
，
從

文
字
記
述
轉
化
成
為
立
體
雕
刻
，
在
仿
效

自
然
的
園
林
山
水
中
，
體
現
人
與
自
然
的

相
交
融
的
情
境
。

宋
人
︿
柳
塘
呼
犢
﹀
︵
圖
二
十
︶

描
繪
柳
堤
旁
老
者
與
水
牛
呼
喚
、
對
望
。

畫
中
不
論
是
樹
幹
、
柳
葉
、
人
物
或
是
牛

圖21　元　元人節書曲禮四語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金
至
元
︿
鈞
窯
天
藍
紫
斑
圓
盤
﹀

︵
圖
二
二
︶
滿
釉
支
燒
，
通
體
施
青
釉
，

釉
質
濃
稠
，
局
部
泛
藍
。
前
後
兩
面
有
自

然
流
淌
暈
開
的
紫
色
彩
斑
。
除
可
對
照
河

南
省
禹
縣
鈞
台
窯
址
、
北
京
市
海
淀
區
和

山
西
省
應
縣
城
關
出
土
物
之
外
，
其
揮
灑

自
如
的
彩
斑
和
支
燒
工
藝
均
和
十
三
世
紀

墓
葬
出
土
品
雷
同
，
故
可
類
推
應
屬
同
一

呈
現
如
詩
般
的
田
園
景
象
，
為
南
宋
代
風

俗
畫
精
采
之
作
。

元
人
︿
節
書
曲
禮
四
語
﹀
︵
圖

二
一
︶
用
筆
圓
潤
厚
實
，
使
轉
自
如
，
單

字
大
小
錯
落
，
結
字
亦
講
求
變
化
，
頗
有

筆
走
龍
蛇
之
勢
。
四
組
寫
法
相
異
的
﹁
不

可
﹂
可
見
其
巧
思
，
點
畫
之
間
頗
見
懷
素

草
書
之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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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藉
由
本
次
﹁
華
夏
藝
術
中
的
自
然

觀—

唐
獎
故
宮
文
物
選
萃
特
展
﹂
中
質
量

均
佳
的
展
品
，
除
了
具
體
而
微
地
呈
顯
華

夏
藝
術
中
的
自
然
觀
，
也
反
映
了
不
同
時

代
的
人
們
面
對
大
自
然
的
態
度
，
以
及
如

何
與
環
境
和
諧
互
動
，
甚
至
讓
自
然
走
進

生
活
中
。
透
過
這
些
珍
貴
文
物
所
隱
含
的

哲
學
與
智
慧
，
現
代
觀
眾
在
欣
賞
讚
嘆
之

餘
，
或
許
也
能
從
中
領
悟
出
人
類
與
自
然

達
成
平
衡
的
永
續
發
展
之
道
。

本
文
承
書
畫
處
邱
士
華
女
士
、
器
物
處
余
佩
瑾
處
長
協

助
修
訂
與
潤
稿
，
並
參
考
余
佩
瑾
、
劉
芳
如
、
盧
雪

燕
、
張
麗
端
、
許
媛
婷
、
吳
曉
筠
、
侯
怡
利
、
邱
士

華
、
曾
紀
剛
、
劉
宇
珍
、
胡
櫨
文
與
劉
世
珣
等
人
圖
錄

文
字
，
特
此
誌
謝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書
畫
處

圖22　金至元　鈞窯天藍紫斑圓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