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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
工
鑑
賞
知
識
之
涵
養

透
過
梳
理
乾
隆
皇
帝
的
六
十
五
首
詠

漆
器
詩
文
，
除
五
首
外
，
其
餘
皆
針
對
明

代
雕
漆
器
，
大
致
可
分
為
明
初
︵
永
樂
朝

︹
一
四○

三

∼

一
四
二
五
︺
二
十
五
首
，

宣
德
朝
︹
一
四
二
六

∼

一
四
三
五
︺
十
二

首
︶
和
明
晚
期
︵
嘉
靖
朝
︹
一
五
二
二

∼

藝
林
生
面
認
前
朝

乾
隆
皇
帝
對
明
代
雕
漆
之
賞
詠

一
五
六
六
︺
十
二
首
，
萬
曆
朝
︹
一
五
七 

三

∼

一
六
二○
︺
二
首
︶
，
詩
作
年
代
從

乾
隆
三
十
七
年
︵
一
七
七
二
︶
至
五
十
七

年
︵
一
七
九
二
︶
不
等
。
據
此
，
不
難
察

覺
出
乾
隆
對
明
代
官
方
作
品
關
注
殷
切
。

他
甚
至
以
﹁
休
稱
漆
已
永
樂
遜
，
且
勝
磁

如
修
內
稀
﹂
，
認
為
明
初
永
樂
款
剔
紅

之
於
漆
工
藝
，
猶
如
北
宋
︵
九
六○

∼

一
一
二
七
︶
汝
窯
和
南
宋
︵
一
一
二
七

∼

一
二
七
九
︶
修
內
司
窯
之
於
陶
瓷
史
一

樣
，
占
同
等
重
要
地
位
，
皆
在
乾
隆
朝
的

古
物
收
藏
佔
據
重
要
席
位
。
乾
隆
皇
帝
並

不
諱
言
其
明
代
漆
器
鑑
賞
之
知
識
，
主
要

源
自
晚
明
文
人
筆
記
，
他
更
在
多
篇
詩
注

明　嘉靖款剔紅萬壽龍紋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詹
鎮
鵬

乾
隆
皇
帝
︵
一
七
三
六

∼

一
七
九
六
在
位
︶
逾
四
萬
首
的
御
製
詩
中
，
除
了

書
畫
、
玉
、
銅
和
瓷
等
工
藝
材
質
外
，
另
有
六
十
五
首
以
漆
器
作
為
題
詠
對
象
。

據
不
完
全
統
計
，
鐫
刻
清
高
宗
御
製
詩
的
漆
器
，
傳
世
可
見
約
二
十
一
件
，
主
要
藏
於
兩
岸

故
宮
。
本
文
旨
在
利
用
詩
文
和
實
物
，
初
步
探
析
乾
隆
對
明
代
雕
漆
器
的
鑑
賞
認
知
，
以
及
他
涉

及
前
朝
明
室
的
政
治
引
申
。
明
代
官
方
器
物
藉
由
皇
帝
降
旨
鐫
刻
詩
、
印
，
收
編
為
清
宮
收
藏
之

同
時
，
亦
留
下
了
他
的
個
人
印
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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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引
崇
禎
︽
帝
京
景
物
略
︾
︿
廟
市
﹀
條

目
。
乾
隆
四
十
四
年
︵
一
七
七
九
︶
收
入

︽
御
製
詩
四
集
︾
︿
詠
永
樂
雕
漆
畫
景

盤
﹀
詩
末
摘
抄
引
文
，
自
注
出
處
：

 

永
樂
中
果
園
廠
製
剔
紅
器
，
針
刻
﹁
大

明
永
樂
年
製
﹂
字
，
比
元
季
作
者
，
似

為
過
之
。
宣
德
時
廠
器
不
逮
前
，
工
屢

被
罪
，
因
私
購
內
藏
盤
盒
，
磨
去
永
樂

針
書
細
款
，
刀
刻
宣
德
大
字
濃
金
填
掩

之
，
故
宣
德
款
皆
永
器
也
，
間
存
永

樂
原
款
，
則
稀
有
矣
。
見
︽
帝
京
景

物
略
︾
。
︵
清
高
宗
，
︽
御
製
詩
四
集
︾
卷

五
八
，
乾
隆
己
亥
四
十
四
年
四
月
︶

雷
同
的
內
容
同
樣
見
於
︽
遵
生
八
箋
︾
、

︽
長
物
志
︾
一
類
明
人
閑
賞
文
學
。
熟
讀

文
士
筆
記
以
汲
取
前
人
經
驗
，
乃
乾
隆
理

解
古
代
器
物
的
重
要
法
門
。
鑒
於
他
對
此

類
文
字
並
不
陌
生
，
或
因
︽
帝
京
景
物

略
︾
更
為
詳
盡
，
因
此
詩
注
採
用
其
本
。

由
於
官
方
文
獻
不
足
徵
，
目
前
關
於
永
樂

﹁
果
園
廠
﹂
的
地
點
尚
存
爭
議
。
乾
隆
不

僅
認
同
此
類
精
工
細
製
的
剔
紅
器
產
自

永
樂
朝
創
立
的
﹁
果
園
廠
﹂
官
營
作
坊
，

對
於
器
底
同
時
出
現
永
樂
款
和
宣
德
款
的

情
形
，
亦
基
本
附
和
明
人
，
認
為
宣
德
年

間
因
漆
工
技
藝
退
步
，
遂
取
永
樂
舊
器
加

以
改
款
而
成
。
以
︽
帝
京
景
物
略
︾
為
首

的
晚
明
筆
記
對
乾
隆
在
品
鑑
雕
漆
的
知
識

形
塑
上
扮
演
著
關
鍵
角
色
。
他
對
剔
紅
器

型
、
紋
樣
組
合
之
品
評
，
往
往
採
用
﹁
蔗

段
人
物
﹂
、
﹁
蒸
餅
花
草
﹂
和
﹁
劍
環
﹂
之

類
筆
記
中
的
術
語
，
與
實
物
進
行
比
對
。

逮
至
十
六
世
紀
，
活
躍
的
市
場
消
費

和
社
會
流
通
性
所
催
生
的
物
質
文
化
，
令

民
間
的
能
工
巧
匠
的
社
會
地
位
獲
得
前
所

未
有
的
關
注
，
除
少
量
的
文
字
記
載
外
，

亦
可
在
器
物
勒
名
中
發
現
他
們
的
蹤
跡
。

乾
隆
庚
子
四
十
五
年
︵
一
七
八○

︶
四
月

︿
題
聯
騎
春
遊
雕
漆
盤
﹀
詩
注
：
﹁
盤

中
樓
閣
兩
柱
，
分
鐫
﹃
平
涼
王
銘
刁
﹄
五

字
，
﹃
王
銘
﹄
蓋
雕
工
名
，
但
書
籍
無
可

考
，
不
能
詳
其
時
代
。
﹂
據
該
工
匠
名
，

該
詩
的
題
詠
對
象
，
很
可
能
即
是
藏
於
大

英
博
物
館
的
一
件
剔
彩
圓
盤
，
開
光
內
以

界
畫
手
法
刻
劃
樓
閣
建
築
群
，
近
景
左
側

刻
劃
水
景
；
臨
水
臺
閣
有
二
位
文
士
裝
扮

的
騎
馬
人
物
，
後
隨
侍
童
。
建
築
主
要
入

口
的
左
右
兩
柱
分
別
刻
﹁
弘
治
二
年
﹂
和

﹁
平
涼
王
銘
刁
﹂
。
︵
圖
一
︶
除
了
該
器
約

成
於
明
弘
治
二
年
︵
一
四
八
九
︶
，
雕
工

來
自
甘
肅
平
涼
外
，
圖
像
亦
與
乾
隆
﹁
春

郊
試
聯
騎
，
洲
閣
擬
登
瀛
﹂
一
句
遙
相
呼

應
。
另
外
，
乾
隆
應
透
過
高
士
奇
︽
金
鰲

退
食
筆
記
︾
認
識
元
代
名
漆
工
張
成
、
楊

茂
。
萬
曆
︽
嘉
興
府
志
︾
亦
記
載
嘉
興
的

著
名
漆
工
張
德
剛
、
洪
髹
等
事
蹟
，
成
為

乾
隆
在
檢
視
漆
器
﹁
物
勒
工
名
﹂
之
細
節

時
，
加
以
關
注
並
引
用
的
文
本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雍
正
皇
帝
︵
一
六
七
八

∼
一
七
三
五
，
一
七
二
二

∼

一
七
三
五
在

位
︶
在
編
撰
︽
古
今
圖
書
集
成
︾
中
︿
考

工
典
．
漆
工
部
﹀
同
時
收
錄
了
︽
金
鰲
退

食
筆
記
︾
和
︽
嘉
興
府
志
︾
兩
部
文
獻
，

乾
隆
皇
帝
很
可
能
透
過
由
其
皇
考
遺
留
的

百
科
全
書
來
快
速
獲
取
漆
工
藝
知
識
。

乾
隆
皇
帝
對
於
漆
工
的
製
作
工
序
頗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掌
握
，
有
詩
曰
：
﹁
梓
氏
髹

人
各
呈
技
，
稍
當
捲
素
遞
施
工
。
﹂
是
呼
應

元
末
︽
南
村
輟
耕
錄
︾
︿
髹
器
﹀
條
：
﹁
凡

造
椀
楪
之
屬
，
其
胎
骨
則
梓
人
以
脆
松
劈

成
薄
片
，
於
旋
牀
︵
床
︶
上
膠
黏
而
成
，
名

曰
﹃
榡
棬
﹄
。
﹂
︵
註
一
︶
晚
明
︽
髹
飾
錄
︾

對
於
﹁
稍
當
﹂
工
序
之
解
說
，
指
的
是
在

正
式
布
漆
髹
塗
前
需
對
﹁
榡
棬
﹂
，
亦
即

胎
骨
先
收
拾
縫
隙
，
打
磨
平
順
，
然
後
用

漆
水
填
補
。
︵
註
二
︶

乾
隆
對
器
物
的
認
知

因
注
重
實
踐
而
在
文
獻
理
論
基
礎
上
積
累

經
驗
；
依
據
︽
內
務
府
造
辦
處
各
作
成
做

活
計
清
檔
︾
，
他
不
時
降
旨
油
木
作
匠
人

修
補
宮
裡
內
外
漆
水
崩
裂
之
處
。
他
在
修

補
舊
器
時
親
自
給
予
意
見
之
餘
，
有
時
更

不
惜
犧
牲
器
物
的
原
本
面
貌
，
降
旨
予
以

改
製
、
重
配
。
皇
帝
甚
至
在
詩
中
提
及
，

自
己
曾
將
一
件
永
樂
剔
紅
茶
托
，
配
以

﹁
嘉
靖
雕
漆
盞
補
置
其
上
，
分
寸
脗
︵
吻
︶

合
，
亦
可
資
佳
話
也
。
﹂
他
更
因
此
事
而
自

得
其
樂
，
﹁
擲
筆
翻
因
笑
囅
然
﹂
。

詩
畫
互
動
和
高
士
意
象

畫
科
與
漆
器
紋
飾
之
間
的
稿
樣
互
通

由
來
已
久
，
南
宋
臨
安
一
帶
流
行
冊
頁
、
扇

面
等
小
尺
寸
的
圖
繪
媒
介
，
更
為
漆
器
等

工
藝
材
質
傳
移
模
寫
提
供
便
利
。
明
初
剔

紅
器
流
行
人
物
、
花
鳥
主
題
。
其
中
人
物
故

事
多
為
﹁
神
仙
道
扮
﹂
和
﹁
野
逸
高
士
﹂
二

類
，
承
接
南
宋
的
邊
角
圖
式
，
空
間
飽
滿
且

空
出
一
小
片
水
域
，
遠
山
汀
渚
交
迭
，
人
物

在
曲
欄
分
割
的
臨
水
台
閣
上
活
動
。
乾
隆

皇
帝
題
詠
永
宣
款
剔
紅
器
的
對
象
集
中
於

此
類
強
調
敘
事
性
的
圖
像
，
常
在
題
詠
時

圖1　 明　弘治8年（1489）　剔彩滕王閣序詩意圖圓盤　大英博物館藏©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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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的
共
通
意
象
引
起
皇
帝
的
共
鳴
，
遂
於

字
裡
行
間
寄
託
自
身
對
於
明
代
江
南
文
士

的
文
化
想
像
。

另
一
件
永
樂
款
剔
紅
圓
盒
，
蔗
段

式
，
蓋
面
左
側
雕
一
亭
閣
，
內
有
一
位
披

長
巾
的
長
者
，
近
景
空
地
有
侍
童
二
名
，

一
手
捧
內
插
折
枝
梅
花
的
花
瓶
，
另
一

則
抱
著
古
琴
，
旁
有
一
鶴
，
伴
以
古
松
。

︵
圖
四
︶
蓋
內
以
填
金
正
楷
刻
有
乾
隆

四
十
七
年
︵
一
七
八
二
︶
御
題
：

 

松
下
曲
欄
遮
，
孤
亭
靜
且
嘉
。

風
情
敲
竹
葉
，
春
信
遞
梅
花
。

 

鶴
豈
烹
茶
避
，
琴
非
掛
壁
斜
。

有
僮
三
兩
侍
，
不
認
是
林
家
。

皇
帝
透
過
松
、
琴
、
鶴
、
梅
的
詩
意
組
合

關
係
，
準
確
解
讀
出
圖
像
刻
畫
了
北
宋
林

逋
︵
九
六
七

∼

一○

二
八
︶
﹁
梅
妻
鶴

子
﹂
的
傳
奇
典
故
。
藏
於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另
一
件
宣
德
剔
紅
圓
盒
也
傳
達
著
相

同
的
意
境
︵
圖
五
︶
：
一
位
身
著
長
袍
的

文
士
佔
據
盒
面
的
中
央
焦
點
，
他
正
佇
立

於
帶
有
曲
欄
的
開
放
庭
院
內
，
迎
向
從
左

側
伸
出
的
梅
枝
，
而
其
左
側
則
是
一
隻
俯

首
的
鶴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清
高
宗
在
同

年
三
月
駐
蹕
靜
寄
山
莊
時
，
曾
觀
閱
郎
世

寧
︵G

iuseppe C
astglione, 1688-1766

︶

敕
繪
之
︿
平
安
春
信
圖
﹀
掛
軸
︵
圖
六
︶

並
在
其
上
御
題
一
詩
，
不
免
令
人
懷
疑

前
述
﹁
風
情
敲
竹
葉
，
春
信
遞
梅
花
﹂
一

句
是
否
與
此
事
互
有
指
涉
？
此
軸
因
包
首

上
乾
隆
御
筆
﹁
平
安
春
信
圖
﹂
題
簽
而
得

名
。
學
者
多
認
同
畫
面
中
左
側
身
穿
長
袍

的
長
者
乃
雍
正
皇
帝
。
他
正
將
一
段
象
徵

皇
權
帝
位
的
折
枝
梅
花
傳
至
右
側
正
值
年

少
的
弘
曆
的
左
手
，
後
者
之
右
手
則
去
觸

摸
作
為
兩
人
背
景
的
數
株
篁
竹
。
︵
註
四
︶

﹁
春
信
﹂
亦
影
射
清
世
宗
在
雍
正
十
年

︵
一
七
三
二
︶
賜
予
四
皇
子
弘
曆
﹁
長
春

居
士
﹂
名
號
。
該
詩
並
非
孤
例
，
皇
帝
在

乾
隆
三
十
九
年
︵
一
七
七
四
︶
元
旦
曾
以

﹁
平
安
傳
竹
信
，
佳
麗
發
梅
芳
﹂
題
詠
出

自
元
人
之
筆
的
︿
三
陽
開
泰
圖
﹀
。

此
類
人
物
故
事
題
材
通
行
於
明
初
宮

廷
的
多
種
材
質
中
，
與
元
代
以
降
雜
劇
的

流
行
不
無
關
係
，
也
迎
合
當
時
帝
王
的
政

治
需
求
。
乾
隆
皇
帝
在
解
讀
中
也
會
加
入

自
己
的
政
治
詮
釋
，
如
在
︿
詠
宣
德
雕
漆

五
君
子
盤
﹀
云
：
﹁
要
之
均
為
賢
，
姓
字
寧

煩
舉
。
喬
松
庭
院
間
，
揖
讓
翩
仙
侶
。
遙

緬
舜
之
臣
，
安
得
焉
弼
輔
。
﹂
︵
註
五
︶
明
初

剔
紅
器
中
多
位
高
逸
賢
士
的
圖
像
，
無
疑

也
令
清
帝
懷
揣
著
同
樣
的
理
想
願
景
，
希

冀
能
仰
賴
舜
之
臣
、
五
君
等
，
以
一
語
安

國
邦
，
體
現
其
對
儒
家
招
隱
納
賢
的
政
治

話
語
的
引
申
。

聖
王
與
昏
君
：
政
治
道
統
之
宣
示

乾
隆
皇
帝
時
常
會
藉
著
題
詠
文
物
之

時
，
引
申
古
代
賢
君
形
象
並
展
示
自
身
對

﹁
聖
王
﹂
理
想
的
追
慕
。
他
在
題
詠
明
代

雕
漆
的
七
首
詩
文
內
以
﹁
十
人
諫
漆
器
﹂

引
︽
韓
非
子
．
十
過
︾
關
於
堯
舜
二
帝
因

製
作
漆
器
而
引
發
的
諫
奢
事
蹟
。
依
據
考

古
出
土
材
料
，
春
秋
戰
國
時
期
，
漆
器
材

質
在
貴
族
墓
葬
出
現
比
例
不
斷
上
升
，
至

圖2　 明　15世紀初　永樂款剔紅烹茶圖圓盒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夏更起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元明漆器》，香港：商務藝術館，2006，頁57，圖38。

指
出
漆
工
﹁
以
刀
代
筆
畫
意
傳
﹂
，
具
﹁
巧

寫
如
贏
圖
畫
披
﹂
的
獨
到
之
妙
。
可
見
對
於

乾
隆
而
言
，
在
器
皿
上
鈐
印
刻
詩
與
在
畫

幅
上
留
下
題
跋
實
屬
殊
途
同
歸
。

藏
於
北
京
故
宮
的
永
樂
款
剔
紅
圓
盒

︵
圖
二
︶
，
蓋
面
右
側
刻
畫
一
間
亭
閣
，

內
有
一
長
者
攏
袖
端
坐
，
一
侍
童
於
爐
旁

烹
茶
。
右
側
空
地
另
有
侍
童
分
別
抱
琴
、

提
壺
前
來
。
乾
隆
在
蓋
內
填
金
御
題
，
詠

其
﹁
畫
先
唐
寅
作
，
人
為
陸
羽
流
。
﹂
另

注
之
：
﹁
唐
寅
有
︿
品
茶
圖
﹀
，
向
懸
盤
山

之
千
尺
雪
，
屢
經
題
詠
。
此
盒
為
永
樂

時
造
，
其
畫
本
更
在
唐
寅
前
矣
。
﹂
︵
清
高

宗
，
︽
御
製
詩
四
集
︾
卷
六
五
，
乾
隆
庚
子
一
月
︶
，

將
該
器
圖
樣
與
唐
寅
︵
一
四
七○

∼

一
五 

二
四
︶
︿
品
茶
圖
﹀
︵
圖
三
︶
聯
繫
起
來
。

︿
品
茶
圖
﹀
是
清
高
宗
得
意
收
藏
之
一
，
曾

長
期
陳
設
於
河
北
盤
山
靜
寄
山
莊
﹁
千
尺

雪
﹂
茶
舍
，
成
為
皇
帝
品
茶
時
的
壁
上
之

珍
。
︵
註
三
︶

畫
幅
有
乾
隆
多
次
駐
蹕
該
地

留
下
的
題
詩
，
合
共
二
十
一
首
。
圖
繪
冬

日
文
人
讀
書
的
品
茶
景
象
。
寒
林
禿
樹
近

景
處
，
文
士
在
茅
舍
內
伏
案
讀
書
，
一
僮

仆
蹲
於
屋
角
，
煽
火
煮
泉
。
整
體
呈
現
出

寒
士
閒
逸
的
山
居
生
活
，
在
器
紋
與
繪
事

圖3　 明　唐寅　品茶圖　縱93.2，寬29.8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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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代
取
代
青
銅
器
成
為
陪
葬
用
器
的
主
要

媒
介
，
具
禮
制
位
階
的
象
徵
意
義
。
漆
器

在
當
時
上
層
社
會
十
分
流
行
，
遂
被
納

入
政
治
規
諫
的
範
圍
。
西
漢
劉
向
撰
︽
說

苑
︾
已
出
現
同
類
敘
述
，
後
來
唐
人
杜
佑

在
︽
通
典
︾
沿
襲
此
說
：

 

貞
觀
十
七
年
，
太
宗
問
諫
議
大
夫
褚
遂

良
曰
：
舜
造
漆
器
，
禹
雕
其
俎
，
當
時

諫
者
，
十
有
餘
人
。
食
器
之
間
，
苦
諫

何
也
？
遂
良
對
曰
：
雕
琢
害
農
事
，
纂

組
傷
女
工
，
首
創
奢
淫
，
危
亡
之
漸
。
漆

圖4　 明 15世紀初　永樂款剔紅梅妻鶴子圖圓盒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夏更起主編，《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元明漆器》，香港：商務藝術館，2006，頁57，圖37。

圖5　 明 15世紀初　宣德款剔紅觀梅圖圓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器
不
已
，
必
金
為
之
，
金
器
不
已
，
必
玉

為
之
。
所
以
諍
臣
必
諫
其
漸
，
及
其
滿

盈
，
無
所
復
陳
。
上
然
之
。
︵
註
六
︶

與
漆
器
之
諫
相
關
的
政
治
用
典
在
乾
隆
的

多
首
詩
文
中
頻
繁
出
現
，
再
伴
以
﹁
比

德
﹂
、
﹁
得
佳
趣
﹂
、
﹁
德
充
符
﹂
等
常
用

的
文
物
鑒
藏
印
，
可
見
他
藉
緬
憶
堯
舜
宣

示
聖
王
之
道
的
意
圖
。

乾
隆
針
對
晚
明
雕
漆
的
政
治
評
註
直

接
反
映
出
太
史
公
筆
的
風
範
。
十
二
首
詠

嘉
靖
款
作
品
詩
文
，
無
一
例
外
皆
提
及
明

世
宗
朱
厚
熜
︵
一
五○
七

∼

一
五
六
七
︶

崇
道
之
史
跡
，
並
給
予
鮮
明
的
評
判
。
其

中
︿
志
嘉
靖
雕
漆
碗
﹀
自
注
：
﹁
嘉
靖
好

道
，
今
之
欽
安
、
大
高
、
光
明
諸
殿
，
皆

其
建
皇
壇
修
醮
處
也
。
﹂
同
類
器
例
，

可
參
酌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所
藏
的
嘉
靖
款

剔
紅
碗
，
外
壁
兩
條
遊
龍
之
間
以
圓
框

﹁
萬
﹂
、
﹁
壽
﹂
二
字
分
界
。
︵
圖
七
︶
碗

心
處
亦
有
乾
隆
題
於
戊
戌
︵
一
七
七
八
︶

仲
夏
一
詩
，
其
中
﹁
設
使
盂
圓
凜
切
己
，

修
齋
當
日
豈
欽
崇
﹂
一
句
也
呼
應
其
對
明

世
宗
崇
道
修
齋
的
貶
抑
評
價
。
經
學
者
研

究
，
嘉
靖
朝
官
窯
瓷
器
中
的
八
卦
和
雲
鶴

組
合
，
與
明
世
宗
信
奉
雷
法
、
修
醮
煉
丹

等
道
教
科
儀
有
直
接
關
聯
。
︵
註
七
︶

現
藏

於
北
京
故
宮
的
一
套
兩
件
嘉
靖
款
雲
鶴
圓

碟
，
器
底
的
填
金
御
製
詩
以
八
卦
的
方
位

排
列
，
應
是
乾
隆
為
配
合
﹁
松
鶴
延
年
﹂

祥
瑞
主
題
而
設
計
。
乾
隆
在
詩
集
自
注

﹁
此
嘉
靖
二
雕
漆
盤
，
底
刻
﹃
第
二
層
﹄
、

﹃
第
三
層
﹄
，
蓋
當
時
醮
壇
用
為
供
器
，

欲
疊
高
以
表
其
敬
耳
。
﹂
︵
︹
清
︺
清
高
宗
，

︽
御
製
詩
五
集
︾
七
十
卷
，
乾
隆
壬
子
五
十
六
年

︹
一
七
九
二
︺
二
月
︶

乾
隆
不
僅
將
此
類
祥
瑞

器
紋
視
作
嘉
靖
皇
帝
崇
道
的
圖
像
佐
證
，

圖6　 清　18世紀　郎世寧　平安春信圖　縱68.8，寬40.8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聶崇正，《平安春信圖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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鈞
︵
一
五
六
三

∼

一
六
二○

︶
便
深
居
簡

出
，
不
問
政
事
。
此
詩
正
反
映
神
宗
出
於

一
己
私
心
，
舍
嫡
長
子
並
欲
立
寵
妃
之
子

福
藩
朱
常
洵
︵
一
五
八
六

∼

一
六
四
一
︶

為
皇
儲
，
從
而
引
起
群
臣
抗
議
的
﹁
國

儒
家
帝
王
道
統
之
觀
照
。
明
清
鼎
革
，
前

朝
宮
殿
及
內
部
收
藏
不
僅
是
滿
清
皇
帝
可

資
利
用
的
政
治
、
文
化
資
源
，
更
為
他
們

的
文
物
鑑
賞
提
供
豐
富
的
養
分
。
當
皇
帝

模
仿
文
士
為
器
物
題
詠
並
將
詩
文
銘
刻
在

前
朝
古
物
之
上
，
亦
可
視
作
將
物
品
﹁
特

殊
化
﹂
，
賦
予
其
強
烈
的
個
人
印
記
。
明

代
官
方
器
物
伴
隨
著
乾
隆
皇
帝
的
賞
詠
行

為
，
收
編
為
皇
室
收
藏
的
同
時
，
亦
成
為

他
構
建
滿
清
入
關
繼
承
明
代
政
權
的
正
統

性
的
一
個
符
號
。作

者
為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藝
術
系
博
士
生

本
﹂
風
波
。
明
末
國
運
衰
微
所
引
發
的

世
變
，
亦
引
起
乾
隆
的
感
慨
良
多
。
對
於

自
幼
披
經
閱
史
且
漢
文
化
底
蘊
深
厚
的
乾

隆
，
嘉
萬
舊
器
成
為
他
闡
發
晚
明
世
宗
崇

道
、
神
宗
失
道
的
規
鑒
之
物
。

小
結

透
過
上
述
詩
文
不
難
發
現
，
乾
隆

皇
帝
對
明
代
雕
漆
器
的
鑑
賞
涵
養
，
受
惠

自
晚
明
文
人
的
賞
玩
心
得
，
並
結
合
文
獻

和
實
踐
觀
察
增
進
對
漆
工
藝
的
認
識
。
另

一
方
面
，
賞
詠
雕
漆
的
詩
文
亦
體
現
他
對

註
釋

1.  

︹
元
︺
陶
宗
儀
，
︿
髹
器
﹀
，
︽
南
村
輟
耕
錄
︾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一
九
五
九
，
頁
三
七
五
。

2.  

︹
明
︺
黃
成
著
，
︹
明
︺
楊
明
注
，
長
北
譯
註
，

︿
質
法
﹀
，
︽
髹
飾
錄
圖
說
︾
，
濟
南
：
山
東
畫

報
出
版
社
，
二
〇
〇
七
，
頁
二
一
九
。

3.  

廖
寶
秀
，
︿
清
高
宗
盤
山
千
尺
雪
茶
舍
初
探
﹀
，

︽
輔
仁
歷
史
學
報
︾
第
一
四
期
，
一
九
九
三
年

六
月
，
頁
五
三—

五
五
、
五
七—

一
一
九
。

4.  

關
於
︿
平
安
春
信
圖
﹀
的
圖
像
研
究
，
參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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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乾
隆
在
同
一
詩
詠
的
詩
注
中
提
及
他
對
於
﹁
五

君
子
﹂
的
不
同
歷
史
組
合
的
理
解
：
﹁
顏
延
之

︽
五
君
詠
︾
，
乃
指
阮
籍
、
嵇
康
、
劉
伶
、
阮
咸
、

向
秀
；
又
按
︽
小
學
紺
珠
︾
載
五
君
：
顧
邵
、

諸
葛
、
瑾
步
、
魏
嚴
畯
、
張
承
；
又
按
徐
鉉
、
李

昉
、
石
熙
載
、
王
佑
、
李
穆
，
亦
號
﹃
五
君
﹄
﹂
。

︹
清
︺
清
高
宗
，
︽
御
製
詩
五
集
︾
第
一
卷
，
乾

隆
甲
辰
四
十
九
年
︵
一
七
八
四
︶
一
月
。

6.  

︹
唐
︺
杜
佑
編
，
︽
通
典
︾
，
卷
二
一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一
九
八
八
，
頁
五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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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五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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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明　萬曆款剔彩天下天平雙龍紋長方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漆
太
平
盒
﹀
︵
乾
隆
四
十
八
年
二
月
︶
曰
：

 

龍
擎
天
下
太
平
錢
，
盒
識
猶
看
金
字
鐫
。

溺
愛
出
藩
為
爭
地
，
疎
情
前
席
已
多
年
。

 

鴛
班
空
半
誠
奇
矣
，
鴻
業
忘
全
更
甚
焉
。

馴
致
明
亡
是
誰
咎
，
對
斯
皿
不
面
赧
然
。

 

︵
清
高
宗
，
︽
御
製
詩
四
集
︾
九
十
六
卷
，
乾
隆
癸

卯
四
十
八
年
︵
一
七
八
三
︶
二
月
︶

﹁
龍
擎
天
下
太
平
錢
﹂
同
類
紋
樣
，
可
以

藏
於
臺
北
故
宮
的
萬
曆
款
雙
龍
紋
長
方
盤

作
為
參
照
，
盤
心
江
崖
海
水
紋
上
左
右
並

峙
的
兩
條
遊
龍
中
間
，
即
有
一
枚
從
海
上

升
起
的
﹁
天
下
太
平
﹂
錢
幣
。
︵
圖
八
︶

自
張
居
正
︵
一
五
二
五

∼
一
五
八
二
︶
改

革
失
敗
後
，
心
灰
意
冷
的
明
神
宗
朱
翌

圖7　 明　嘉靖款剔紅萬壽龍紋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進
而
揣
度
當
時
修
醮
科
儀
在
紫
禁
城
內
的

開
展
脈
絡
，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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