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明代嚴嵩（1480-1567）的抄家清冊《天水冰山錄》中，有一幅名為〈越王宮殿圖〉的界畫，
據明代文獻記載，此畫為仁和丁氏舊藏。巧合的是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的〈越王宮殿圖〉跋文

之中就出現有「庚石丁君」字樣，更為神奇的是跋文還否認了本畫的主景建築為越王宮，那麼

本畫主景建築為何，是否為仁和丁氏舊藏之物？本文將以畫中資訊為基礎，結合《嘉泰會稽志》

等文獻記載進行分析，從而否認本畫與仁和丁氏的關聯，並確認該畫描繪南宋紹興府城風物，

畫中的主景建築為紹興子城內的賈似道（1213-1275）宅邸。

▌郭盛、潘子潤

是越王故跡還是宋相甲第？
〈越王宮殿圖〉初探



71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4
6

3
 

71

越宮疑雲―越王宮殿圖之身份探討
　　故宮 Open Data專區近期公佈〈越王宮殿

圖〉（下文稱故宮本）的高清圖像，該畫為一

橫幅長卷（圖 1，全卷如文末附圖），跋文稱：

「相傳以為趙伯駒（1120-1182）所作〈越王宮

圖〉⋯⋯庚石丁君以重價購得之，裝池成卷，

持至吳中」。文中提及的「庚石丁君」即丁庚

石（約十六世紀），據《唐棲志》載：「丁以

彬字憲中，號庚石，嘉靖丙午中式不仕」，1跋

文的結尾有「嘉靖丙辰十二月既望長洲文徵明

（1470-1559）」的字樣，嘉靖丙辰（1556）

距嘉靖丙午（1546）僅有十年。而丁庚石又為

杭州仁和人，巧合的是〈越王宮殿圖〉在明人

文獻之中，就與仁和丁氏有緊密的聯繫，據

《留青日札》稱：「越王宮殿圖乃仁和丁氏

物⋯⋯總督胡公以數百金轉易者」。2此畫後

被胡宗憲（1512-1565）賄賂嚴嵩，嚴嵩倒臺

後，家產被抄，畫曾短暫入藏明內府，後來該

畫再度流入民間，董其昌（1555-1636）的《畫

禪室隨筆》記載了整件事的經過：「郭忠恕 

（?-977）〈越王宮殿〉，向為嚴分宜物，後籍沒。

朱節庵國公（生卒不詳）以折俸得之，流傳至

餘處。其長有三尺餘，皆沒骨山也，餘細撿，

乃畫錢鏐（852-932）越王宮，非勾踐也」。3 

在董其昌的描述中，這幅曾為嚴嵩收藏的〈越

王宮殿圖〉（下文稱記載本），與故宮本有兩

處較大的差異；其一、故宮本跋文稱畫傳為趙伯

駒所作，而記載本為郭忠恕之作；其二、記載本

長度有三尺餘，而故宮本長度在十八尺左右，4 

故宮本顯然非記載本。而此畫也不大可能源自

仁和丁氏，故宮本的跋文稱「行筆秀潤設色古

雅，信乎非伯駒不能也」，此畫風格頗似蘇州

片，文徵明為明四家之一，不會犯這種錯誤；

此外跋文近八成的內容是在複述畫中景物的墨

題，中間有兩處點去，其字跡也與文徵明相去甚

遠。故宮本印記僅有卷首的「乾隆御覽之寶」，

以及卷尾「文徵明印」、「衡山」、「悟言室

印」三枚印記，未見畫中有丁庚石或是與仁和

丁氏有關聯的印記，因此跋文可能是古董商在

獲知仁和丁氏持有〈越王宮殿圖〉後偽造的。

圖1　清　越王宮殿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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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故宮本，天津博物館也藏有一卷〈越

王宮殿圖〉（圖 2），5紙本設色，後款書「臣

張廷彥（1735-1794）恭繪」，著錄於《石渠

寶笈三編》，6縱 55.2公分、橫 615.7公分，

與故宮本之規格縱 50.4公分、橫 608.8公分

比較相近。此畫所繪景物與故宮本基本一致，

但未在畫中標識地名，也未書寫畫中建築的

匾額，顯然此卷臨摹自故宮本。此外大阪市

立美術館收藏的〈明皇避暑宮圖〉舊題「郭

忠恕越王宮殿圖，穰梨館藏」（圖 3），7絹

本設色，縱 161.5公分、橫 105.6公分，此畫

為立軸非手卷，應與記載本無關。

紹興風物―越王宮殿圖之地理資訊
　　故宮本分左右兩部分，當中以雲為界進

行過渡銜接。縱觀故宮本雖繪有不少樓閣，

但是未見有大殿，跋文也疑慮稱：「而所謂

越王者不過曰臺，曰井，間見一二而已，豈

得遂名為越王宮哉」，那麼此畫描繪的景物

為何呢？畫中多處地點標示有地名，自右半

圖2　清　張廷彥　越王宮殿圖　卷　局部　©天津博物館　天津博物館提供

圖3　 宋　郭忠恕　明皇避暑宮圖　大阪市立美術館藏　取自《宋畫全
集．第七卷‧第二冊》，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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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上方起從右往左，依次為稷山、大龍閣、偁

山、海峯、外山，再復向左為海、澉浦山、青
山、赭山衛門、三江（三江寨）、三江海口、

玉山、三江斗門、馬鞍山、石穴、高亭山、錢

塘江、十里長山；諸景之下有城牆綿延，城牆

右端兩座門，城門下方有大善塔和井立於河畔，

塔對岸的道路上註有「臥龍山之□」（圖 4），

再向左突顯一孤峰立於城內為戒珠山（嶯山），

山麓為戒珠寺、王右軍宅（圖 5），又往左有

三橋從上至下跨立為謝公橋、鯉魚橋、錦鱗橋 

圖4　清　越王宮殿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　清　越王宮殿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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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橋下水道註有「通浙河」，再往左過

貢院，又有水陸雙城門。（圖 7）畫右半幅所繪

地點，如少微山、朱尉村、戒珠寺、王右軍宅、

謝公橋、大善塔等均為紹興仍在沿用的地名；

經過與紹興古今地名比對，可知少微山、朱尉

村、偁山、馬鞍山、三江（三江寨）、三江斗

門等地位於紹興城東郊以及北郊；戒珠山（嶯

山）、大善塔、戒珠寺、王右軍宅和謝公橋、

鯉魚橋、錦鱗橋、貢院皆位於紹興北城，這些

地點至今仍有跡可循。（圖 8）畫中還註有五處

句子，由右至左依次有小山南入為少微山、山

通嵊縣、海通澉浦、江北過湘湖渡南岸近埭路、

小江斗門過北港入府城、萊山峰通柘林浦過朱

池可至錢清浮橋，從內容看當指出城後不同的

交通路線走向，裡面提到的澉浦、湘湖、柘林、

錢清等均是紹興以北的浙江地名。結合以上內

容可知，畫右半幅的描繪內容為紹興北城以及

城東、城北郊外諸風物及交通線路。

　　畫的左半幅描繪的景物更精細，應是本畫描

繪的主體。在左半幅開頭位置立有一座城門額

書「鎮東軍」，據《嘉泰會稽志》載：「府治

據臥龍山之東麓，是為鎮東軍節度，即子城之

東以為軍門榜曰鎮東軍，橋曰府橋，橋之北曰

惠風亭，直惠風亭之北曰東亭今曰蓬萊館，由

軍門之西百二十三步折而北曰譙門，直譙門曰

儀門，直儀門曰設廳，設廳之後曰蓬萊閣」，8 

圖6　清　越王宮殿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貢院

謝公橋

鯉魚橋
錦鱗橋

戒珠山

三江
（三江寨）

海

曹

娥

江

偁山

三江斗門

少微山紹興城

紹    興    城
朱尉村

馬鞍山

臥龍山 大善塔

戒珠寺

王右軍宅

少微山

朱尉村紹興城區附近 紹興郊區
註：本圖底圖為現代地圖，城牆走向參考自清光緒十九年（1893）
〈紹興府城衢路圖〉，僅供参考。

註：本圖底圖為現代地圖，
河道及海岸線已非南宋面貌。

圖7　清　越王宮殿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8　〈越王宮殿圖〉卷首部分地名位置示意圖　作者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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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上鎮東軍門北臨河處就註有「蓬萊館」，而

府橋就在鎮東軍門前面不遠處；過鎮東軍門有

一組建築群依山而建標注有手詔亭、頒春亭、

鎮山樓、鎮越堂、蓬萊閣（圖 9），恰好對應

《嘉泰會稽志》關於府治（府衙）的記載，可

見此處建築群便是紹興府衙；這組建築群中軸

對稱，其大門鎮山樓為衙署譙門常見的城門樣

式，鎮山樓前左右立有頒春亭、手詔亭，符合

宋時衙署的建築規制；明代紹興府衙較畫上的

格局而言，已經有了一些變化，畫中的頒春亭、

手詔亭、鎮越堂已消失，故畫中紹興府衙為南

宋面貌。此外畫中的城門形制也值得注意，如

鎮山樓和鎮東軍門都為木結構搭成門洞框架的

「過梁式」城門（圖 10），仔細觀察可以發

現「過梁式」城門門洞內有排叉立柱，城臺上

則有木平座，《宋高宗書孝經馬和之繪圖》冊 

（圖 11）裡的城門即採取了相同的結構。由於

拱券技術的發展加之木結構不耐火等因素，「過

梁式」城門到明代已多被「拱券式」城門取代，

如明人〈入蹕圖〉卷中的北京甕城城門即為磚

石砌成圓拱的「拱券式」城門（圖 12），故而

故宮本中的城門結構屬於早期城門形製。

　　府衙乃至畫中主景多依山而建，其所倚山

體不見全貌，而借建築群的起伏展現其形勢；

刁約（994-1077）〈望海亭記〉云：「府據臥龍山，

為形勝處；龍之腹，府宅也；龍之口，府東門

也；龍之尾，西園也；龍之脊，望海亭也」。9 

臥龍山（府山）以山狀臥龍得名，文中龍之脊

「望海亭」位於山巔超出本畫描繪範圍，而「龍

之口」、「龍之腹」和「龍之尾」均能在畫中

找出同文中記載吻合的景物，其中龍之腹「府

宅」所指當為府衙，府東門即鎮東軍門旁的一

圖9　清　越王宮殿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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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宋　宋高宗書孝經馬和之繪圖　冊　廣揚名章　局部　國立故宮
博物院藏

圖12　明人　入蹕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0　清　越王宮殿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口井名為「龍口」。而龍之尾「西園」即在畫

末的王公池處（圖 13），《嘉泰會稽志》載：「王

公池在西園，皇祐五年知越州王逵（990-1072）

始置，齊祖之（987-1074）撰記云：『方錢氏仗

鉞，為後庭棹謳鳧雁之樂，邦人不興其觀』，

聖朝受圖籍建守宰，且百年前治越者始興西園，

及公始命邦，人無小大，得恣樂其中，故王公

池非新也，由王公名之也」。10可知王公池在五

代吳越時已是遊樂之所，南宋依之建西園，現

王公池仍存於臥龍山西南麓和城牆舊址之間，

與畫中的位置相符。畫末除了王公池，還有鄧

堂、稽山書院、山後廳、□營、石佛、何山等

景物，王公池西南的常禧門（圖 14）為紹興府

城正西門，其名一直沿用至清代。綜上可知，

此畫左半幅主要描繪了紹興臥龍山南麓的宋代

子城，且在畫末繪有紹興正西門內外景物。

山陰豪第―越王宮殿圖之主景資訊
　　府衙西側的大型宅園描繪最為詳細，是本

畫的主景。宅園背山面水，東側為一獨立院落

園林（圖 15），園內前列四亭圍以花卉，再後

為石屏、荷池，池後立懋德大勳之閣，園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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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仁壽羽院、酒庫、流杯諸景，再北山麓有越

王台、唐人石佛、重奎閣、越王井、栢香亭；
園門東臨府前街，往南有兩巷口各立牌坊；北

牌坊額書「烏龍井」，該巷內盡頭便是烏龍井

之井口；南牌坊額書「臥龍坊」（圖 16），臥

龍坊亦為此處坊名，其名便源自臥龍山，坊路

沿溪鋪設環繞了大部分宅園。

圖13　清　越王宮殿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4　清　越王宮殿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5　清　越王宮殿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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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清　越王宮殿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8　清　越王宮殿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宅園的大部建築在臥龍坊牌坊西（圖 17）， 

東側先有廚房、書房、花廳和東花園，東花園

內有小蓬萊刻石和烏龍池；再往西為主廳院落，

正廳額曰「小蓬萊」，其前出抱廈，左右各有

側廳，後以穿廊連接後堂呈工字廳結構，再後

有樓，氣勢頗為恢弘（圖 18），其西南側有一

組工字建築；正廳西側還有兩列主院，其西路

中心建築為瓊花書院，院廳中擺有許多景石花

卉（圖 19）；瓊花書院西南為「花園門」，過

圖16　清　越王宮殿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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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則入西花園（圖 20），園以池景為主，其東

側以廊相接住宅，廊折兩道西至池中連安樂所，

再往西過廊橋，又有二亭一舫立池畔，池北過

題壁石為崇崗，西北山麓立一臺館，池中還有

兩小舟鳧遊，可見該園之宏偉華麗。宅北依山

建有節堂、雪堂、瓊花等。（圖 21）住宅大門

開於西南方，宅門內主廳前向東過「家廟門」

另為一組院落；宅門前側縣河上有左右二橋（圖

圖19　清　越王宮殿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0　清　越王宮殿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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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對照清代〈紹興府城衢路圖〉觀其位置

來看應為大郎橋、二郎橋，其位置大致在今紹

興博物館前的人民西路，則畫中宅園大致在今

天紹興博物館一帶地區。

　　這座恢弘華麗的宅園主人為誰呢？跋文認

為：「意者南宋時欲為大臣起第於會稽紹興之

間」。至於是南宋哪位大臣的宅第，文中並未

點明。據《咸淳臨安志》載：「水竹院落，在

西林橋南，太傅平章賈魏公別墅。先是，理宗

皇帝御書二閣扁賜公⋯⋯其一曰懋德大勳之閣，

則揭於山陰裡第云」。11太傅平章賈魏公即南宋

末年權相賈似道，依據記載來看，畫中「懋德

大勳之閣」（圖 23）即為宋理宗（1205-1264）

賜給賈似道「山陰裡第」的御書匾額，閣內的

贔屭鰲坐碑應該記錄了御書匾額之事。有意

思的是在畫中「家廟門」附近畫有一位人物 

（圖 24），此人正襟危坐，雖然限于畫幅大小，

不能展示更多的衣著細節，但仍然能辨析出朱

衣、方心曲領以及笏版。據《宋史‧輿服志》

記載：「朝服：一曰進賢冠，二曰貂蟬冠，三

曰獬豸冠，皆朱衣朱裳⋯⋯並皁縹襈，白羅大

帶，白羅方心曲領」，12朝服即宋代官員用於

圖21　清　越王宮殿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2　清　越王宮殿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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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清　越王宮殿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4　清　越王宮殿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5　 宋　宋高宗書孝經馬和之繪圖　冊　感應章　局部　國立故宮
博物院藏

大朝會以及祭祀場合的服飾，《宋高宗書孝經

馬和之繪圖》冊中有展現祭祀場合中穿著朝服

的官員形象（圖 25），其朱衣、方心曲領以及

笏版可以同故宮本之中人物一一對應。由於建

築的遮擋，我們不能辨明其所戴的為進賢冠或

是貂蟬冠，不過全畫之中僅有此人佩戴方心曲

領手持笏版，其身份居高位無疑；並且其坐姿

為宋代肖像畫的典型姿態，〈宋宣祖坐像〉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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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就採用了相似姿態。因此畫中有彰顯

其肖像的用意，此人應是賈似道。

　　賈似道的「山陰裡第」據《嘉慶山陰縣志》

記載：「似道造私第於山陰治西，官吏過者皆

出車下馬如王府例」。13南宋山陰縣治據《嘉

慶山陰縣志》載：「縣治⋯⋯在府南寶林山麓，

去府治五里許，元泰定二年始遷於今所」，14

寶林山麓在子城之外，而畫中的懋德大勳之閣

在子城之內，《咸淳臨安志》稱懋德大勳之閣

「則揭于山陰裡第云」，懋德大勳之閣與「山

陰裡第」不大可能距離太遠，所以記載中的「山

陰縣治」應當是元泰定二年（1325）之後，位

於子城之內的山陰縣治，其位置大致在現在的

紹興博物館附近，與畫中宅園所在基本

重合。

　　文獻中關於賈似道「山陰裡第」的

記載多與其個人事件相關，如《咸淳

遺事》記載稱：「賈似道為山陵使，護

理宗梓宮渡江，殯于紹興之殯宮。似道

自上即位，累辭相印，至是遂歸紹興

私第」。15《宋史》還記載了「山陰裡

第」內發生的一件靈異之事：「咸淳九

年，丞相賈似道起復之日，在越上私第

方拜家廟，忽聞內有裂帛聲，衆賓愕

然密詢左右，知家廟棟裂，皆逡巡而

退」。16巧合的是畫中宅門右側有一處

題記曰「家廟門」，該門通往一組三進

獨立院落，其正廳內最前中間一桌置香

爐，兩側二桌放花瓶一對，桌後長案擺

有貢品，長案後有垂帛遮擋，很可能因

家廟所供神主不便示人，該組陳設符合

宋代祭祀之慣例，因此這組院落可能就

是前文記載中的事件發生地賈府家廟。 

（圖 27）此外據《萬曆杭州府志》載：

「似道母兩國夫人胡氏（?-1274）者⋯⋯咸淳十

年以壽終，似道歸越葬」。文中「以壽終，似

道歸越葬」說明賈似道的母親在紹興離世，所

以賈似道的母親大抵在「山陰裡第」安享晚年，

以壽而終。

寶卷生花―越王宮殿圖之研究意義
　　故宮本風格頗似蘇州片，在「書畫典藏資

料檢索系統」的說明之中，也認為本畫「成畫

殆在明清之際」。然而故宮本所繪的府衙佈局

符合《嘉泰會稽志》、《萬曆紹興府志》等文

獻記載的南宋紹興府衙，畫上的過梁式城門等

建築細節符合南宋建築風貌，與明清建築則有

圖26　宋　宋宣祖像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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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南宋時期的文字、圖像等資訊創作此畫，

因此故宮本很可能臨摹自南宋底本。雖然本畫

為臨本，但仍反映了部分南宋面貌，其價值絕

不能僅用「蘇州片」就可一筆蓋過。

　　故宮本就主景的描繪內容而言，被稱為〈賈

似道山陰裡第圖〉或為妥當，賈似道宅邸文獻

所載的有臨安「平章府」和紹興「山陰裡第」，

「平章府」的圖像見於《咸淳臨安志》書中刊

錄的〈西湖圖〉（圖 28），18「山陰裡第」之圖

則是首次發現。故宮本對於南宋紹興府城形象

的研究有著無可取代的意義，目前本畫還未有

研究文章，宋代子城衙署的完整圖像資料甚少，

採取界畫形式的更是十分罕見，懋德大勳之閣

作為南宋御書閣的形象更是孤例。此畫提供了

大量的珍貴資訊，在美術、建築、園林、規劃

諸領域的重要價值還有待深度發掘，有待進一

步的研究。

郭盛為南平市鄭成功研究會理事
潘子潤為自由撰稿人

圖27　清　越王宮殿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8　 南宋　咸淳臨安志　西湖圖　局部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取自
曹婉如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元）》，圖版160。

明顯差異，此畫的建築風格是明清畫師很難憑

空想像的。畫中以「懋德大勳之閣」為關鍵標

誌的賈似道宅園在明清文獻之中記載寥寥；加

之此畫在繪製主景的同時又用大量空間描繪周

邊至遠郊諸景，並將這些地名一一標註，甚至

還註有交通路線，因此本畫兼具界畫與輿圖的

性質，這在存世的繪畫中十分特殊，後人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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