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定期出版的刊物之中，《故宮文物月刊》堪稱發行最廣，且曾於 2019
年榮獲國家圖書館頒發「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知識傳播獎之藝術學門期刊第二名；更於

近三年—2020至 2022年榮獲長期傳播獎藝術學門第二名，為國內知名博物館的藝術期
刊。內容主要介紹故宮典藏文物，早期以展覽、國內外藝文活動及文物知識為主，隨著時

代演變，更擴增收錄有關博物館教育推廣、他山之石、保存修護、展示設計、新媒體藝術

等多元主題。本文希望透過《故宮文物月刊》說明當文物從實物變成眼見讀物時，如何呈

現器物類、書畫類及圖書文獻類這些不同類型的圖片與文字編排，以利讀者在文物的知識

與美感之間，適度取得閱讀上的平衡。

排版設計的取與捨─

▌蔡純純

淺談《故宮文物月刊》的編輯風格與轉變

前言
  博物館為典藏文物之機構，並兼具研究、

展示與傳播知識的教育責任，透過出版品發行

傳播藝術文化、普及美學教育。國立故宮博物

院（以下簡稱故宮）為國內外熱門十大博物館

之一，典藏文物甚豐，計有 698,854件/冊。1

從材質上，大致可粗分為器物、書法、繪畫（以

下簡稱書畫）、圖書、文獻等類，而運用故宮

文物所發行之出版品有圖錄、導覽手冊、定期

刊物、童書，及展覽衍生的主題專書、專案成

果手冊等六大類出版品。（圖 1）定期刊物則

有《故宮文物月刊》（以下簡稱月刊）、《故

宮學術季刊》（以下簡稱季刊）、《故宮英文

年刊》（National Palace Museum Bulletin，以下

簡稱年刊）、故宮展覽通訊（1969年 11月發

行，2021年7月改為電子發行，同年10月終刊）

等。2在上述各種類型的出版品之中，本文擬

分享作者任職於《月刊》編輯部期間，檢視《故

宮文物月刊》文章歷年的排版方式，時有需因

應器物、書畫、圖書、文獻等不同類型文物調

整，甚或改變原有編輯風格的情形，在此提出

個人的觀察結果。

《故宮文物月刊》的建刊歷史與排版
風格
  故宮博物院建院於 1925年 9月，次年即

開始出版各式圖書，1929年 9、10月分別發行

定期刊物：《故宮》月刊及《故宮週刊》。《故宮》

月刊發行 44期至 1936年終刊；《故宮週刊》 

為建院第一份藝術類期刊，發行 510期後於

1936年 4月改為《故宮旬刊》，再發行 32期

即停刊（原因不明）。3期間各種出版品計劃

蓬勃發展，至 1937年因時局動盪而停擺。

  1949年，故宮文物隨政府撥遷來臺安頓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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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溝後（今臺中霧峰），1966年 3月再度發行期

刊，1980年 4月發行《故宮簡訊》月刊，即為《故

宮文物月刊》之前身。每期以十數頁，介紹院務

動態、出版資訊、文物研究及國內外藝文動態

等，因不敷藝術普及利用，於 1983年 4月大幅

改版，4頁數增加至 144頁並擴增收錄內容，其

後於 2002年 1月號起刊物頁數改為 128頁迄今。

  《月刊》創刊號至 2021年已有三十八年，發

行 462期（2021.9），5為國內博物館最長壽之

藝術期刊，過往一直維持傳統，以「中式直書/

式」一至三欄的編排模式，自 2018年起改版為

「西式橫書/式」兩欄編排。綜觀近四十年的《月

刊》，版型設計如何呈現故宮文物藏品特性？哪

種版型能更好地呈現文物的真實樣貌，同時又能

提供讀者在文字閱讀上的愉悅性與舒適感？以下

透過《月刊》在不同性質文章上的版型編排，淺

述個人觀察所得與編輯排版之經驗。

一、器物類文物編排
  故宮典藏文物類型多元，其中，器物類可

以細分為銅器、陶瓷器、玉器、漆器、琺瑯器、

雕刻、文具、錢幣以及雜項等多種類別，因此

編輯部在版面的編排上，需要花費更多心思，

使文物圖片可以適當地搭配文字敘述，達到圖

文呼應的效果。

  首先，版面編排上優先呈現器物正面，並

以全器型為主，再輔以背面、俯視或側視角度

之圖版。依其內容介紹，有時會搭配器物底款、

包裝匣盒或是底座、配件等。就器物類型而言，

目前採用西式橫書兩欄的文字編排，且無論何

種文物類型，皆以對齊文字欄、版心四邊留白

不出血為原則。受限於文字欄位規劃，圖版編

排比例只能符合一欄（1/4頁）或兩欄（1/2頁）

大小，版面看起來較為嚴謹整齊一致，但也易

流於僵化或制式化，難以隨著器形變化呈現活

潑有趣的版型。（圖 2）然而，若是參考坊間雜

誌，以文繞圖的編排手法展現，又會因為受限

於橫式兩欄的文字排版框架，使得圖版的比例

顯得特別突兀，也影響閱讀。（圖 3）

  過往曾經採用過中式直書三欄的文字編排，

雖說圖版比例變化性較高，也較為活潑，但相較

於坊間雜誌的編輯手法與追求風格變化，《月刊》

為兼具學術性與普及化的藝術類期刊，更加側重

呈現典藏文物的美感與特性。因此，作者及美術

編輯都須注意圖片配置與文字的編排位置，讓全

圖 1　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品　陳耀紳攝於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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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西式橫書文繞圖的編排範例，受限於兩欄限制，視覺及閱讀上較顯得突兀與不適。　取自《故宮文物月刊》，428期，2018年 11月，頁 127； 
454期，2021年 1月，頁 81；425期，2018年 8月，頁 90。

2018年11月　127

步凸顯以乾隆皇帝為起點的「從個人、博物館

到城市的品牌打造」，透過展覽回應時下流行

的品牌創新議題，南部院區展覽也成為不同於

北部院區的「嘉義限定」。（圖 8）

　　有了「嘉義限定」的展示概念，展覽主視

覺僅沿用標準字體，在色彩上改以更呼應地方

自然意象的青綠色與皇家金色搭配，乾隆皇帝

畫像轉正，幽默地在眼睛上用印「嘉義」二字，

一方面將乾隆皇帝「凡看過必留下印鑑」的個

人特色表露無遺，另一方面

也強化賜名嘉義的品牌印

象，更有到南部院區「看見

嘉義」的邀請之意。（圖 9）

南部院區高挑現代的展廳空

間，有著先天優勢，展示設

計上以一道弧形牆面劃開方

正的空間，沿著牆面閱讀展

覽總說與特選展件介紹再循

著玻璃展櫃的線性動線分區

參觀。分區以金屬烤漆鐵件

搭配中空板隔間，透光不產

生壓迫感，材質與空間調性

相呼應，更加提升這些極具

設計感的文物的展示效果。

（圖 10、11）

　　當代行銷手法已不受空

間限制，在網路和實體世界

連結品牌和顧客互動，透過

物聯網、社群連結強化顧客

參與，將消費者轉換為企業

品牌的忠實擁護者。博物館

身處其中，策展內容、展示

手法與行銷包裝必須更緊密

的連結並與時共進。如果說
圖11　 以金屬烤漆框架與中空板作為分區及展場隔間，透光且不具壓迫感，呼應展廳現代化的設計

風格。　汪正翔攝　均勻製作企劃有限公司提供

圖10　 展場設計以黑（金屬烤漆結構及展示臺）白（墩臺）色系為主，襯托文物之美，分區說明的
呈現則以金黃、紅兩色表現皇家珍品的難得一見。 汪正翔攝　均勻製作企劃有限公司提供

設計是解決問題的方法，那在博物館展示中則

是扮演著協助展件與觀眾溝通的角色。一幅海

報，透過視覺符號暗藏展覽精髓更吸引觀眾的

好奇心進而進館參觀；一場展示空間，透過流

暢的動線與易觀看的陳列規劃，讓觀眾得以沈

浸在策展內容中；一則引起關注的話題，則讓

展件與我們的生活產生關聯。

作者為均勻製作企劃有限公司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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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巡禮

塵土有至情—從〈佛即是心〉看王震的佛畫創作活動

我心佛心？〈佛即
是心〉以畫修行
　　王一亭的佛畫中以

無量壽佛為題的創作為

數甚多，在國立故宮博物

院所藏王一亭三十九件

佛道人物中，即有十七

件繪無量壽佛的作品。

這批作品常用以祝壽，

在他的社交往來中扮演

重要的藝術媒介。此外，

也有小部分作品，可能

更近於個人信仰熱誠所

驅動，並得以展現其個

人修行體悟的作品。

　　在國立故宮博物院

的藏品中，可將以無量

壽佛為題材的作品大致

歸類為三種圖式。一類

為單純繪佛像，僧佛或

坐於石臺、蒲團之上，

或站立，背景一片空白；

再者，繪僧佛於山石樹

林之中，構圖多是前、

中景為石塊平臺，前方

或有流水，後景繪樹林，

佛位於畫幅中央石臺之

上；最後一類，畫面之

繁簡介於上述兩類之間，

前景繪石臺，僧佛坐於臺

上，後方有奇石。前兩類

作品皆活躍於其社交活

動或市場當中，或祝壽，

或贈他人作為佛像供養。

圖9　1908　錢慧安　觀音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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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座。座底刻〈詠玉人牧駝〉

詩正文、乾隆戊寅御題、篆書

陽刻「乾」字圓印與陰刻「隆」

字方印款。

　　〈詠玉人牧駝〉詩序：「漢

玉駝，蓋炎劉時物也⋯⋯」，

然而有學者研究乾隆皇帝御製

詩中的用詞，以及所詠的實

物，認為御製詩所稱的「漢

玉」，不一定就是指「漢代

的玉器」。8明清時期文人喜

好古玉，明人筆記小說大多只

稱「古玉」，到了清代則經常

將器表布滿褐紅色的玉器稱為

「漢玉」，有學者懷疑是因為

統治者為滿族，當時以「漢

人」、「漢字」區別「滿人」、

「滿文」，或因此而用「漢玉」

一詞指稱「漢人的古玉」。9

　　從御製詩可知，乾隆皇帝

認為「玉駱駝」是漢代作品。

不過今日因考古發掘而讓大家

大致認識漢代玉雕動物的風格

特徵，如前所述圖 1-a的玉駱

駝神情木訥，缺乏生動感。四

條腿簡琢似彎柱，未能適度表

現肌肉的力度與偶蹄的結構。胸、腹、腿上佈

滿寬深陰線表現的駝毛，這種寬深砣具痕頗具

明代風格。

　　另外，可能完工後全器曾被浸於高溫的黑

色染劑中，因此，不但加深玉駱駝頭頸至胸前

原本的灰黑色度，染劑也沁入原有的深淺裂璺

中，填塞進入表示毛髮的平行陰紋裡。這種將

成品整個煮染的工序，也是明晚期流行的仿古

技法。綜合造型、雕工及染色現象，可暫訂此

件「玉駱駝」或是明代晚期作品。

　　天津博物館藏有一件被定為唐代的「玉駱

駝」（圖 3），10與院藏的明代「玉駱駝」十分

相似，差異在於該器之玉座形狀呈 8字形，玉

色與受沁程度不同。但是透過技法風格判斷，

可能也是明代之物。

　　圖 1-b的「玉人」為黃白色沁褐色之玉人立

圖1-b　玉人牧駝　清　玉人正面、背面及底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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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導覽策略及跨文化交流實務分享 
　　面對文化背景不同的西語國際訪賓，如何

在有限的參訪時間，適切如實地將院藏文物特

有的歷史典故、文化意涵、審美思維向其介紹，

又該如何避免異語言文化環境的水土不服，下

列試以西班牙語導覽解說之經驗與觀察，分別

以「文物的基本訊息及專業術語」、「文物的

言外之意」，以及「與文物的跨文化交流」，

分享跨文化溝通的解說策略。

一、文物的基本訊息及專業術語
　　故宮典藏文物承載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

和古人智慧，每件文物都是人類文明的結晶，

蘊含著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文物名稱作為一

種特殊的實用性文本，具有傳達信息的作用，

反映了所屬的民族特色與時空背景，講解時更

需準確無誤，才能將其文化要素忠實地傳達。

院藏玉器如璧、圭、琮、玦、璜，或是青銅食

器如鼎、鬲、甗、簋、簠、盨、敦等，觀者在

缺乏先備知識下，文物雖精美且意涵深遠，卻

也因陌生產生欣賞隔閡，對中文母語使用者如

是，更遑論來自異文化的西語觀眾。

　　中西兩種語言因文化根源不同，難免出現無

法完全對應的詞彙，造成語義空缺，需透過器物

本身的文化信息，依據語境彈性地採取不同的翻

譯策略如意譯、直譯加補充、音譯法加注釋等。

有時為保留源語的文化特色，一方面採用音譯，

另一方面則透過補充文字來實踐跨文化的交流

功能，例如玉琮（tsung, tubo de jade）（圖 1），

玉質圓筒狀，解釋其外型；觚（gu, copa de vino 

alta）（圖 2），青銅酒器，解釋其功能。

　　拉丁諺語曾說：「言語稍縱即逝，而文字

卻長存」（Verba volant, scripta manent），有別

於文字可細細琢磨，解說時的口語表達則轉瞬

即逝，倘若講解每件文物都拘泥於音譯，追求

「原汁原味」，勢必對觀眾造成「聽覺疲勞」

（fatiga auditiva），難以消化。因此，不如回歸

直觀的視覺欣賞，先從文物的表層信息如材質、

造型、功能屬性介紹描述，找尋相通的生活經

驗，以縮短文物與觀眾的距離。以院藏漢代〈玉

辟邪〉（圖 3）為例，不論是音譯辟邪或字面

直譯（ahuyentar los malos espíritus），外國觀眾

大概還是一頭霧水，站在陳列櫃前不知該聚焦

於哪件「辟邪的玉」，不妨具體形容這是一件

趨吉避凶的玉製神獸。另外，為了有助於觀眾

理解中國青銅的沃盥禮器，根據其功能在西班

牙文可分別以 aguamanil代表盛水倒水的青銅匜

（圖 4），jofaina或 palagana則代表盛接洗手水

的青銅盤，前述的西語詞彙也常用於宗教儀式

的淨手禮。

圖1　 良渚文化晚期　玉琮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商晚期　獸面紋觚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漢　玉辟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西周晚期　人足獸鋬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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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外國觀眾就更難以直觀明白了，該如何表示

幻化成龍的魚，寓意「魚躍龍門」，具有力爭

向上、金榜題名的文化意涵？西語觀眾一方面

需了解龍在中國的特殊地位及心中的形象與西

方是不同的；另一方面「龍門」又是哪裡呢？

而「黃河」的地理特色為何？唯有徹底了解語

言文化的差異，才能更適時適切將其蘊含文化

更具象地向觀眾分享。

三、與文物的跨文化交流 

　　在掌握基本的跨文化導覽解說原則後，接

著就以實際面對西語觀眾的導覽經驗，以趣味

性的方式分享其所見所聞。

（一）肉形石的各種替身

　　院藏人氣展件清代〈肉形石〉（圖 11），依

字面直譯為Piedra en forma de carne／con aspecto 

de carne（肉形石），因外型太擬真，訪賓們常

忘了這是一塊貨真價實的瑪瑙，反而此起彼落地

討論該怎麼稱呼這塊「肉」。有的說是 tocino de 

cerdo（肥豬肉）、panceta de cerdo（五花肉），

甚至覺得是塊 chicharrón（炸五花肉），遇到熟

悉中華料理的觀眾，還會得意地說這就是一塊

「東坡肉」（cerdo al estilo Dongpo）。也再次驗

證工匠「量材就質」的巧思巧手，以及「肉形石」

化冰冷為熱絡的親民魅力，也讓筆者得時時儲備

詞彙量，以備隨時接應。

（二）朝聖者的葫蘆 v.s.葫蘆製的馬黛杯 

　　院藏不少以葫蘆為造型的文物（圖 12），

但又不易確認西語觀眾所想是否與所指相同。

其一，西班牙文葫蘆、南瓜皆稱作 calabaza，其

二來自西語國家的訪賓，在當地對葫蘆的習慣

用語，也十分不同。為了讓觀眾更易了解，除了

對其功能外型進一步描述，比方曬乾挖空後可

做為容器用以裝水酒，且大多口小肚大。亦可從

文化中找尋相通性，例如，西班牙的葫蘆是朝

聖者必備的行裝良伴，因此又稱為「朝聖者的

葫蘆」（Calabaza del Peregrino）。朝聖者常將

葫蘆繫在木杖上（圖 13-1、13-2），在長途跋涉

中用以盛裝水或酒，解渴提神。來自南美洲地區

的訪賓如烏拉圭、巴拉圭、阿根廷等，則對盛裝

馬黛茶的葫蘆杯更為熟悉（圖 14），在當地常

用來款待訪賓貴客。事實上，mate一詞源自克

丘亞語（Quechua），指的就是挖空曬乾的葫蘆

瓢，後來並用以借代馬黛茶。如此一來，葫蘆的

形象霎時鮮明起來，再提及其吉祥意涵時，不

論是諧音「福」、「祿」，又因其多籽，代表了

多子多孫的美好祝願。那麼，葫蘆不論裝水、裝

酒或裝茶，似乎也成了各個文化的「幸運水」。

（三）青銅器的飲食隨想

　　記得曾在介紹國之重器西周晚期〈散盤〉

時，邀請來賓互動問答，來自西班牙的訪賓說：

圖12　 清　子孫萬代金葫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1　 清　肉形石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3-2　 1489∼1493年　聖雅各伯雕像（Saint James 
the Greater）　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取
自該館官網：https://www.metmuseum.org/art/
collection/search/471884（Public Domain），檢
索日期：2021年4月30日。

圖13-1　 西班牙拉里歐哈（La Rioja）省　San Juan Bautista教堂彩繪窗　陳昱安攝

圖14　 盛裝馬黛茶葉的葫蘆　Jorge Alfonso提供　取自維基百科：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Mate_en_calabaza.
jpg（CC BY-SA 2.5），檢索日期：2021年4月30日。

圖 2　器物類橫式兩欄編排範例　取自《故宮文物月刊》，459期，2021年 6月，頁 26-27、32-33。

圖 6　 立軸並擷取局部呈現細節範例　取自《故
宮文物月刊》，478期，2023年 1月，
頁 34。

34 弩蛇與華鳥—談弩的裝飾

圖 17　 東漢　收穫弋射畫像磚拓片　出自四川大邑安仁鄉　四川博物院藏　
Sun, Zhixin. Age of Empires: Art of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17, 98.

圖 18　宋　宋光宗后坐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畫 000281

《射雉賦》描寫以黃間射雉；東漢班固《西都

賦》描寫天子遊獵的盛大場面，當中「招白閒

（間），下雙鵠」，鵠即天鵝；孫吳暨艷（?-224）

詩描寫射鶉：「角弩既調，射者又工，多獲鶉

鳥，能無懇傷？」狩獵鳥禽可以回溯至「弋射」

的傳統。弋射，亦稱繳射，以發射帶繩的箭射飛

禽，雁是重要的獵物。9（圖 17）

  三國、兩晉弩機上的鳥紋以長尾華羽為特

徵。或許會先想到先秦以來鳳凰、朱雀等神

鳥，但若考慮西漢以來弩獵鳥禽的做法及裝飾

傳統，狩獵活動中重要的目標：雉，亦符合長

尾華鳥的特徵。潘岳《射雉賦》所描寫的便是

「媒翳射雉」的傳統，舊時會刻意培養雉，使其

圖 5 全卷並擷取局部呈現細節範例　取自故宮文物月刊，434期，2019年 5月，頁 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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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文章能夠恰如其份地呈現文字描述與文物圖像

之間的關連性。

  以器物類〈鷹玉笄首〉為例，這是採用中式

直書三欄的文字編排（圖 4），圖版編排盡可能

以圖隨文走的形式呈現，讓讀者一邊閱讀文字的

同時，也能夠看到圖片以方便對照。但是，若版

面設計改用西式橫書兩欄的方式編排，則圖版中

圖 11位置受限於欄位關係，需調整放大圖版同於

文字欄寬，因此圖片便會占掉版面的一半；而圖

版中的圖 12同樣須以此原則排版，使得此頁無法

再配置文字（見圖 4藍框示意）。故相較之下，

中式直書三欄的編排方式，無論在器型、紋樣呈

現，尤其是圖文比例的對照、編排空間的彈性度

及圖版的變化性，都較能完整兼顧、面面俱到。

二、書畫類文物編排
  書畫分為書法及繪畫兩類。書法自古以直

書行文，由右至左撰寫，裝裱形式包含單開、冊

頁、長卷；繪畫的裝裱形式則為卷、軸。故宮

藏品中有許多大型「長卷」、「立軸」，如宋

范寬〈谿山行旅圖〉軸，本幅縱 206.3公分，橫

103.3公分；張大千〈廬山圖〉卷，縱 190公分，

橫 1031.7公分，編排上多以全卷／全軸呈現。 

（圖 5）前述類型的藏品因出版品的開本規格限

制，版面上若要全幅展現，那麼在視覺上僅能看

到作品全貌，無法觀覽作品的精彩細節及繪畫技

法的表現，因此編輯排版上具有一定的困難度。

解決之道則是另外擷取作品的局部，重點呈現其

細節畫面，有益於讀者研究賞析。（圖 6）

圖 4  直式三欄（以紅框標示），若改以橫式兩欄（以藍框標示）圖版編排示意，此頁將無法圖隨文走閱讀，排版也較為僵化。　取自《故宮文物月刊》，
358期，2013年 1月，頁 104-105。

2013年1月　104105　故宮文物月刊·第358期

企立鷹玉笄首的年代、形制演變和文化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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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企立鷹玉笄首、線繪圖　肖家屋脊採集　 
彩圖引自湖北省荊州博物館等，《肖家屋脊》； 
線繪圖引自荊州博物館，《石家河文化玉器》

圖八　 企立鷹玉笄首線繪圖　高二山1號 棺出土　 
引自荊州地區博物館，〈湖北荊門、鐘祥、
京山、天門四縣古遺址調查〉

圖十　 企立鷹玉笄首線繪圖　孫家崗9號墓出土　 
引自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澧縣孫家
崗新石器時代墓群發掘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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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企立鷹玉笄首、線繪圖　瓦店二期出土　引自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禹州瓦店》

圖十一　企立鷹玉笄首、線繪圖　棗林崗1號 棺　引自荊州博物館，《石家河文化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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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卷運用於橫式兩欄的編排手法，採以文

字欄（1∼ 4欄）做為劃分圖版比例的基準，單

頁一至兩欄、跨頁三至四欄大小編排看似無違

和，但以行文內容的閱讀方向搭配書法類、古

籍類圖版，閱讀方向即會產生衝突感。反觀直

式三欄的編排更為適合書畫類的閱讀性，應用

於卷、軸甚至是器物類的圖版比例不僅可採「井

字」型排版，6亦可混合運用十字型編排，較富

有變化性與活潑感。（圖 7）若畫卷十分綿長，

如〈清院本清明上河圖〉卷（本幅縱 35.6公分，

橫 1152.8公分），礙於刊物規格寬幅限制，如

要使畫作完整呈現，則採用分段切割的方式，

圖 7-1　直式三欄採井字型編排範例　取自《故宮文物月刊》，353期，2012年 8月，頁 48-49。

圖 7-2　直式三欄採十字型編排範例　取自《故宮文物月刊》，353期，2012年 8月，頁 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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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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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點
查
報
告
︾
，
民
國

十
四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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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二
五
︶
齋
宮
點
查
物
品
清

冊
，
在
紫
檀
嵌
寶
小
櫃
中
有
﹁
乾
隆
古
月

軒
各
色
料
煙
壺
帶
刻
欵
，
四
十
三
件
。
帶

漆
匣
一
，
內
有
三
屉
﹂
，
其
千
字
文
編
號

為
﹁
成
八
五–

十
四
﹂
。
︵
註
一
︶

查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千
字
文
編
號
為
﹁
成
八
五–

十
四
﹂
之
藏
品
，
院
三
七
箱
中
有
原
名
為

︿
乾
隆
古
月
軒
各
式
料
煙
壺
﹀
三
十
七

件
︵
其
中
一
件
原
損
傷
︶
，
並
有
雙
層
蒔

繪
漆
盒
，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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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牌
紙
糊
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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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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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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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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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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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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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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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
乾
隆
玻
璃
胎
琺
瑯
彩
鼻
煙
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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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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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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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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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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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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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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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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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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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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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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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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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十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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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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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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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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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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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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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
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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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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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原
裱
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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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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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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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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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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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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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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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屜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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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形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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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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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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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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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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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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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鑲
銅
把
玉

片
，
內
可
存
放
兩
件
︵
以
合
牌
隔
出
每
個

圖一　 清　乾隆　玻璃胎畫琺瑯萬壽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清　乾隆　玻璃胎畫琺瑯花卉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清　乾隆　玻璃胎畫琺瑯花卉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清　乾隆　玻璃胎畫琺瑯花鳥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清　乾隆　玻璃胎畫琺瑯花卉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清　乾隆　玻璃胎畫琺瑯銀黑地西番蓮
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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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古出新─院藏陸遠另一冊摹古之作

學與思

化
古
出
新

院
藏
陸
遠
另
一
冊
摹
古
之
作

張
華
芝

陸
遠
︿
摹
古
冊
﹀
，
︽
石
渠
寶
笈
初

編
︾
重
華
宮
著
錄
，
內
含
十
開
山
水
冊

頁
，
除
兩
幅
水
墨
，
餘
皆
設
色
畫
，
春
、

夏
、
秋
、
冬
四
景
俱
備
。
全
冊
雖
在
筆
意

上
，
追
仿
宋
元
名
家
，
但
構
圖
、
施
彩
均

表
現
出
畫
家
鮮
明
的
個
人
本
色
，
雖
名

﹁
摹
古
﹂
，
實
乃
呈
現
陸
遠
個
人
畫
風
之

集
冊
。由

於
通
冊
山
水
景
致
清
朗
、
色
調
雅

潤
明
麗
，
讓
人
過
眼
印
象
深
刻
外
，
還
不

由
得
興
起
悠
閒
坐
臥
、
居
留
其
間
之
感
。

本
院
在
民
國
七
十
六
年
籌
辦
的
﹁
春
景
山

水
﹂
特
展
中
，
即
選
介
第
二
開
展
出
；
同

年
本
刊
也
在
第
五
一
期
﹁
名
畫
薈
珍
﹂
單

元
中
，
以
整
版
全
彩
刊
載
此
冊
；
八
十
四

年
第
一
季
﹁
冊
頁
名
品
展
﹂
，
選
展
全

冊
。
在
此
之
前
，
本
處
同
仁
也
已
在
編
目

工
作
中
發
現
院
藏
另
一
套
無
名
款
冊
頁
，

舊
著
錄
為
︿
明
人
仿
宋
元
諸
家
山
水
﹀
，

無
論
在
構
圖
佈
景
、
色
彩
敷
染
、
用
筆
習

慣
上
，
皆
與
陸
遠
︿
摹
古
冊
﹀
極
為
相

似
，
此
冊
同
樣
收
錄
在
︽
石
渠
寶
笈
︾
重

華
宮
卷
之
三
，
同
列
次
等
，
應
該
也
是
陸

遠
之
作
。

文
獻
所
載
，
畫
史
上
有
兩
位
陸
遠
，

俱
明
末
清
初
人
士
。
依
︿
摹
古
冊
﹀
末
幅

陸
遠
款
題
下
，
鈐
印
﹁
靜
致
﹂
，
確
認
此

為
善
畫
山
水
，
宗
法
米
氏
的
靜
致
︵
字
︶

陸
遠
，
而
非
效
法
陸
治
畫
山
水
及
花
鳥
的

清
寰
︵
字
︶
陸
遠 (

見
院
藏
︿
明
人
便
面

畫
冊
三
﹀
第
十
開
︿
芙
蓉
水
鳥
﹀)

。
儘
管

已
知
靜
致
陸
遠
活
動
於
康
熙
朝
，
但
對
其

確
切
生
卒
年
，
始
終
未
明
。
年
初
，
喜
見

傅
申
教
授
為
文
，
利
用
院
藏
王
翬
畫
作
上

的
跋
文
和
貴
州
博
物
館
的
藏
品
，
不
但
追

索
出
陸
遠
出
生
年
，
並
且
以
畫
風
重
新
釐

清
、
還
原
了
多
幅
被
偽
改
的
陸
遠
傳
世
畫

作
︵
詳
見
本
刊
第
三
四
七
期
︶
。
藉
著
傅

教
授
此
文
的
引
導
，
陸
遠
︵
一
六
三
一

∼

一
七
一
五
？
︶
畫
風
也
更
加
的
確
立
，
筆

者
因
而
試
著
以
排
比
的
方
式
，
簡
介
院
藏

此
套
︿
明
人
仿
宋
元
諸
家
山
水
﹀
冊
，
作

圖一a　明　陸遠　摹古冊　第四幅水閣觀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一c　明人仿宋元諸家山水　冊　第六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溪水沿著礁石分流。

圖一d　明人仿宋元諸家山水　冊　第十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逶迤而下、層次分明的水流。

圖一b　明人仿宋元諸家山水　冊　第二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山勢呈「之」型走向，山腳下置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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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年
︵
一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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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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齋
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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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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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
檀
嵌
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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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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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
隆
古
月

軒
各
色
料
煙
壺
帶
刻
欵
，
四
十
三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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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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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屉
﹂
，
其
千
字
文
編
號

為
﹁
成
八
五–

十
四
﹂
。
︵
註
一
︶

查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千
字
文
編
號
為
﹁
成
八
五–

十
四
﹂
之
藏
品
，
院
三
七
箱
中
有
原
名
為

︿
乾
隆
古
月
軒
各
式
料
煙
壺
﹀
三
十
七

件
︵
其
中
一
件
原
損
傷
︶
，
並
有
雙
層
蒔

繪
漆
盒
，
內
有
合
牌
紙
糊
錦
三
屜
，
與

︽
點
查
報
告
︾
所
謂
﹁
帶
漆
匣
一
，
內
有

三
屉
﹂
記
錄
吻
合
；
此
外
，
院
三
一
箱
有

名
為
︿
清
乾
隆
玻
璃
胎
琺
瑯
彩
鼻
煙
壺
﹀

之
六
件
，
其
千
字
文
編
號
為
﹁
成
八
五–

十
四
﹂
分
號
一
至
六
，
可
見
原
編
號
﹁
成

八
五–

十
四
﹂
四
十
三
件
鼻
煙
壺
，
是
被
分

別
存
放
在
院
三
一
、
三
七
箱
。

為
何
四
十
三
件
乾
隆
玻
璃
胎
畫
琺

瑯
鼻
煙
壺
會
被
分
開
存
放
？
查
閱
︽
參
加

倫
敦
中
國
藝
術
國
際
展
覽
會
出
品
圖
說
︾

︵
第
二
冊
瓷
器
︶
，
原
來
在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
一
九
三
五
︶
英
國
倫
敦
中
國
藝
術
國

際
展
覽
會
，
曾
從
中
選
出
六
件
參
展
︵
圖

一

∼

六
︶
︵
註
二
︶

，
再
據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
國
立
北
平
故
宮
博
物
院
院
字
號
箱
文
物

清
冊
︾
，
這
六
件
展
品
與
其
他
十
三
件
同

為
展
品
之
琺
瑯
彩
瓷
存
於
第
三
一
箱
︵
藝

展
箱
號
原
編
三
一
︶
，
其
餘
三
十
七
件
鼻

煙
壺
與
漆
盒
則
在
第
三
七
箱
︵
藝
展
箱
號

原
編
七○

︶
。
︵
註
三
︶

四
十
三
件
鼻
煙

壺
，
經
分
箱
存
放
後
則
隨
著
文
物
播
遷
來

到
臺
灣
。

據
︽
造
辦
處
各
做
成
活
計
清
檔
︾

︿
琺
瑯
作
﹀
乾
隆
四
年
︵
一
七
三
九
︶
二

月
初
一
日
記
載
：

　�

太
監
毛
團
交
洋
漆
箱
一
件
內
盛
：
第
一

屜
法
瑯
鼻
煙
壺
十
一
件
，
內
有
一
空

匣
；
第
二
屜
法
瑯
鼻
煙
壺
十
四
件
；
第

三
屜
法
瑯
鼻
煙
壺
十
四
件
。
傳
旨
第
一

屜
匣
內
有
一
空
匣
，
著
配
法
瑯
鼻
煙
壺

四
件
，
將
第
三
屜
內
鼻
煙
壺
有
不
穩
之

處
墊
平
安
穩
，
俱
刻
款
欽
此
。
︵
註
四
︶

同
年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
原
送
去
刻
款
的
鼻

煙
壺
，
其
中
兩
件
因
刻
款
不
易
被
留
下
，

乾
隆
傳
旨
需
另
配
兩
件
補
上
；
同
日
有
七

件
燒
造
好
的
琺
瑯
鼻
煙
壺
進
呈
，
乾
隆

亦
傳
旨
﹁
配
合
先
現
燒
造
法
瑯
鼻
煙
壺
蓋

用
﹂
。
後
從
這
七
件
鼻
煙
壺
中
，
配
得
第

一
屜
空
匣
原
缺
四
件
，
以
及
重
刻
款
的
兩

件
，
在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洋
漆
箱
內
配
得
第

一
屜
十
五
件
，
第
二
屜
十
四
件
，
第
三
屜

十
四
件
，
共
四
十
三
件
。

對
照
院
藏
這
四
十
三
件
鼻
煙
壺
原

存
放
的
清
乾
隆
洋
漆
盒
一
箱
內
盛
玻
璃
胎

畫
琺
瑯
鼻
煙
壺
四
十
三
件
，
因
原
裱
錦
、

邊
框
木
片
皆
已
脫
落
，
有
鬆
脫
變
形
的

現
象
，
僅
就
其
中
一
屜
現
況
來
說
明
︵
圖

七
︶
：
屜
為
長
方
形
，
如
同
回
字
型
，
共

分
成
五
個
空
間
，
中
間
一
匣
有
鑲
銅
把
玉

片
，
內
可
存
放
兩
件
︵
以
合
牌
隔
出
每
個

圖一　 清　乾隆　玻璃胎畫琺瑯萬壽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清　乾隆　玻璃胎畫琺瑯花卉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清　乾隆　玻璃胎畫琺瑯花卉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清　乾隆　玻璃胎畫琺瑯花鳥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清　乾隆　玻璃胎畫琺瑯花卉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清　乾隆　玻璃胎畫琺瑯銀黑地西番蓮
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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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全卷以單頁或跨兩頁近乎滿版編排（圖 8），

並視畫卷的長度以等比例縮小符合單頁或跨頁

的高度作切割調整。無論是直式橫式、兩欄還

是三欄，書法類、繪畫類受限於文物特性，皆

遵循由右至左、由上至下的編排原則，因此橫

式排版更需考量圖文的閱讀適性。

三、檔案文獻類文物編排
  圖書文獻將清代檔冊、奏摺、列傳、傳包

傳稿歸為「清代文獻」類；古籍、明清輿圖歸

類為「善本古籍」類。圖書文獻類的編排與書

法繪畫類雷同，皆由右至左排。較為特別的是

奏摺，三扣為一摺，少有擷取局部位置的作法，

有別於長卷編排技巧。奏摺為古代官員上呈皇

帝閱覽的文書，因此無須比較其繪畫技巧風格

或書寫特色，反而需如實呈現上書內容，是以

在排版上旨在展現摺件內容，在直式三欄或橫

式兩欄的編排手法大抵相同。

  檔冊、列傳、傳包傳稿、古籍屬書籍型態，

排版上多以內頁文書為主，書籍的開本有長本、

方本等，以直式三欄編排的限制較少，可運用

單頁、雙頁、三頁、四頁，甚至加配封面，彈

性配置的空間多、變化大。（圖 9）反觀橫式兩

欄的編排，礙於版面欄位的劃分形式以及古籍

的開本限制，長型書籍的排版若以雙頁編排，

圖 8　 書畫類中式直書三欄（左）與西式橫書兩欄（右）閱讀適性編排範例，以及全卷採跨頁、單頁分段切割編排範例。　取自《故宮文物月刊》，415期，
2017年 10月，頁 56-57；450期，2020年 9月，頁 22-23；408期，2017年 3月，頁 96-97；444期，2020年 3月，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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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同與存異—試析清明上河圖的「仿作」脈絡

文物脈絡

圖9　傳宋　張擇端〈清明易簡圖〉（右）、〈清明上河圖〉（左）圍觀表演場景的U字型開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畫
中
城
市
繁
華
風
貌
再
現
，
此
環
境
氛
圍
使
得

︿
清
明
上
河
圖
﹀
深
獲
共
鳴
，
得
以
大
量
產
出
。

尤
其
蘇
州
地
區
的
畫
坊
，
常
將
畫
作
偽
託
前
代

畫
家
之
名
，
題
跋
款
識
皆
可
作
偽
，
以
售
予
欲

求
名
家
手
筆
的
購
畫
者
，
即
俗
稱
的
﹁
蘇
州

片
﹂
，
許
多
︿
清
明
上
河
圖
﹀
便
出
於
此
。
坊

間
畫
師
仿
張
擇
端
作
品
的
風
氣
固
然
由
來
已
久
，

託
名
當
代
畫
家
仇
英
作
此
圖
也
方
興
未
艾
，
兩

系
有
不
少
異
同
頗
堪
玩
味
。

以
人
物
活
動
為
例
，
虹
橋
與
城
牆
間
靠
城

門
處
的
﹁
圍
觀
表
演
﹂
，
是
各
版
本
的
必
備
場

景
，
院
藏
張
擇
端
一
系
與
仇
英
一
系
卻
見
差
異
。

傳
張
擇
端
本
，
圖
中
圍
觀
人
群
在
城
門
口
的
江

邊
聚
成
一

U
字
形
︵
圖
九
︶
，
傳
仇
英
本
圖
中

此
一
段
落
的
圍
觀
人
群
，
均
在
城
門
前
的
小
拱

橋
旁
圍
成
一
圈
。
︵
圖
十
︶
故
畫
一
六○

五
與

贈
畫
三
六
九
兩
圖
卷
末
近
宮
牆
處
，
還
增
加
了

藍
衣
女
子
走
索
表
演
。
︵
圖
十
一
︶
︿
清
院
本
﹀

中
這
兩
處
看
表
演
的
場
景
互
換
位
置
，
並
在
不

同
段
落
加
碼
各
式
賣
藝
種
類
。

場
景
部
份
，
傳
張
擇
端
作
的
兩
幅
，
大
架

構
雖
相
似
，
卻
各
有
獨
家
場
景
。
例
如
︿
易
簡

圖
﹀
的
虹
橋
上
是
達
官
過
橋
、
路
人
讓
道
，
卷

尾
繪
有
﹁
天
津
之
橋
﹂
，
橋
旁
林
間
尚
有
一
隊

士
兵
，
其
他
版
本
則
無
。
故
畫
一
四
三
二
的
城圖10　 傳明仇英〈清明上河圖〉圍觀表演場面比較，上圖為故畫1605，下排左為贈畫369、下排中為故畫1606、下排右為故畫160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7　清　沈源　清明上河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8　清院本清明上河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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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指路—從閱讀題跋學會欣賞國寶

專輯一

又
如
宋
徽
宗
︿
詩
帖
﹀
︵
圖
十
三
︶
，

是
他
得
意
的
﹁
瘦
金
書
﹂
。
其
中
有
許
多
筆

畫
的
造
形
像
在
空
中
翻
轉
的
蘭
葉
或
竹
葉
，
如

﹁
依
﹂
、
﹁
煥
﹂
、
﹁
逐
﹂
等
字
的
撇
和
捺
。

或
長
或
短
，
薄
厚
相
接
，
既
有
優
雅
的
弧
形
，

也
有
勁
利
的
折
角
。
﹁
穠
﹂
、
﹁
爛
﹂
、
﹁
迷
﹂

等
字
，
有
許
多
修
長
尖
銳
的
勾
角
和
連
筆
牽
絲
，

也
像
葉
片
一
般
穿
插
或
重
疊
。
還
有
許
多
具
裝

飾
性
和
繪
畫
感
的
筆
法
，
如
﹁
丹
﹂
、
﹁
風
﹂

的
撇
在
入
筆
時
呈
﹁
S
﹂
形
；
﹁
一
﹂
、
﹁
下
﹂

等
字
的
橫
和
豎
，
在
收
筆
時
形
成
一
個
三
角
形

等
。
不
同
於
其
他
書
法
家
把
各
種
毛
筆
行
進
的

軌
跡
隱
藏
在
線
條
內
部
，
徽
宗
以
出
鋒
、
快
速

的
方
式
把
它
們
誇
張
地
顯
露
出
來
，
使
之
成
為

線
條
外
形
的
一
部
分
。
不
難
想
像
徽
宗
手
裡
的

筆
鋒
就
像
一
把
長
劍
，
不
斷
舞
出
劍
花
，
展
現

他
揮
霍
不
盡
的
瀟
灑
與
自
信
。
在
文
同
畫
的
竹

葉
中
也
有
類
似
的
線
條
造
形
和
筆
法
，
因
此
黃

庭
堅
曾
呼
籲
文
同
應
該
﹁
以
畫
法
作
書
﹂
。
︵
註

七
︶

同
理
，
陳
邦
彥
︵
一
六
七
八

∼

一
七
五
二
︶

在
這
卷
瘦
金
書
後
題
﹁
以
畫
法
作
書
，
脫
去
筆

墨
畦
逕
﹂
、
﹁
如
幽
蘭
叢
竹
﹂
，
也
是
讚
賞
徽

宗
不
按
筆
法
之
成
規
，
摻
用
畫
法
，
可
謂
獨
具

隻
眼
。
︵
圖
十
四
︶

題
畫
詩
則
是
另
一
種
藝
術
形
式
的
跋
語
。

這
種
傳
統
由
來
已
久
，
如
南
北
朝
江
淹
︿
雪
山

贊
﹀
、
虞
信
︿
詠
畫
屏
風
詩
﹀
等
，
都
是
萌
芽

之
作
。
唐
人
題
畫
詩
更
多
，
如
盧
鴻
︿
草
堂
十

圖10　大理國　張勝溫　畫梵像　卷　局部 釋宗泐等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1　大理國　張勝溫　畫梵像　卷　局部 慧燈寺某大德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2　大理國　張勝溫　畫梵像　卷　局部 乾隆題引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3　宋　徽宗　詩帖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4　 宋　徽宗　詩帖　
卷 局部　陳邦彥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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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圖書文獻類的直式三欄編排範例，若應用於橫式二欄，依其文物比例，僅能排版成上下兩圖（見藍框示意），圖版居中擺放左右留白則會過多；
若排版成左右併置（見黃框示意）符合文字欄寬，需縮小圖版，則無法清楚閱讀古籍中的內容。　取自《故宮文物月刊》，358期，2013年 1月，
頁 40-41；403期，2016年 10月，頁 58。

2016年10月　58

在
中
國
歷
史
上
最
負
盛
名
的
唐
代
山
水

田
園
詩
人
孟
浩
然
︵
六
八
九
或
六
九
一

∼

七
四○

︶
與
王
維
︵
六
九
二

∼

七
六
一
或

六
九
九

∼

七
五
九
︶
的
詩
集
，
詩
集
中
充

滿
了
詩
人
對
自
然
的
讚
嘆
與
回
歸
自
然
的

情
懷
。
展
件
說
明
中
詮
釋
道
：
﹁
自
然
對

於
詩
人
而
言
，
不
僅
是
藉
由
文
字
追
摹
的

對
象
，
同
時
也
是
探
索
和
創
造
個
人
生
命

境
界
的
重
要
媒
介
。
﹂
此
二
人
的
詩
作
影

響
華
人
社
會
深
遠
。

﹁
人
與
自
然
﹂
單
元
中
，
文
獻
處

選
展
了
多
件
古
人
師
法
自
然
的
名
著
，

最
特
殊
有
趣
的
是
︽
黃
帝
蝦
蟇
經
︾
︵
圖

三
四
︶
，
這
是
一
部
討
論
針
灸
治
病
的

醫
書
，
成
書
較
早
，
約
在
漢
代
以
後
，

以
中
國
最
早
的
醫
理
論
著
︽
黃
帝
內
經
︾

為
基
礎
，
結
合
日
月
變
化
及
陰
陽
刑
德
觀

念
，
主
張
人
體
的
氣
血
消
長
會
隨
著
月
亮

盈
虧
而
產
生
規
律
性
變
化
。
所
謂
蝦
蟇
，

又
作
蝦
蟆
、
蛤
蟆
，
亦
即
蟾
蜍
。
書
中
主

張
針
炙
下
針
定
穴
位
須
因
應
入
夜
月
中
兔

子
及
蝦
蟇
轉
變
而
有
所
調
整
；
治
療
五
臟

病
痛
，
亦
應
配
合
四
時
、
五
行
之
避
忌
。

全
書
圖
文
並
茂
，
以
圖
示
說
明
針
灸
穴
位

與
月
亮
盈
虧
關
係
。
高
濂
︵
一
五
七
三

∼

一
六
二○

︶
撰
︽
雅
尚
齋
遵
生
八
牋
︾

圖34　 《黃帝蝦蟇經》　日本文政6年（1823）敬業樂群樓刊衛生彙編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5　 明　高濂　《雅尚齋遵生八牋》　明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3　清　張廷彥　畫登瀛洲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古籍的開本即須調整至符合兩欄的寬度，往往造

成版面的視覺比例不是過大，就是過小看不清行

文內容。（圖 10）以圖 9中式直書三欄古籍排

版為例，若應用於西式橫書兩欄，此跨頁頁面僅

能排一至二圖（見藍框示意位置），此排版方法

古籍比例較亦偏大或過於瘦長（見圖 10右圖左

頁），左右版面留白偏多；若以合於欄位兩圖併

置的排版方法（見圖 9黃框示意位置），較看不

清古籍中所書之內容。反之，古籍選擇單一頁編

排符合一欄寬；或三頁古籍內容並排（也可雙頁

搭配封面為三頁形式）是較為合適古籍開本的編

排比例。（見圖 10左圖、右圖右頁）

圖 10　橫式兩欄編排範例，古籍一至四頁排版閱讀比例。　取自《故宮文物月刊》，426期，2018年 9月，頁 40、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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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假亂真—「天祿琳琅」中的明代蘇州贗本

宋版珍品。（圖 7）至於《雲溪友議》，只說和

《新唐書・藝文志》所載卷數相合，便盛讚「真
稀見矣」。殊不知，它們都是明代嘉靖至萬曆

（1573-1620）初期蘇州地區翻刻宋版的佳作。

　　卷七〈宋版集部〉連收七部《六家文選》，

館臣指出前四部同版，為宋國子監刊本；後三

部同版，為宋開慶咸淳間廣都裴氏本。其實，

這七部皆為明嘉靖間袁褧嘉趣堂以廣都本作為

底本的翻刻本，因「橅刻甚精，校勘亦審，實

與宋槧同工」，6最常被好事者取之冒充宋版。

圖7　 右：漢　王充撰　《論衡》　明嘉靖14年（1535）蘇獻可通津草堂刊本　此本與《後目》著錄書同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左：漢　揚雄撰　晉　范望注　《太玄經》　明嘉靖間孫沐萬玉堂刊本　此本與《後目》著錄書同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6　 右：漢　荀悅撰　《前漢紀》　明嘉靖27年（1548）黃姬水蘇州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左：晉　袁宏撰　《後漢紀》　明嘉靖27年（1548）黃姬水蘇州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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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假亂真—「天祿琳琅」中的明代蘇州贗本

圖20　 明　嘉趣堂本《六家文選》刊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1　 《六家文選》　宋淳熙間廣都裴氏刊遞修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9　 明　嘉趣堂本《六家文選》刊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刊。原書蕭統（501-531）〈文選序〉後鐫「此

集精加挍正絕無舛誤見在廣都縣北門裴宅印賣」

刊記三行，又被稱為「廣都本」。在《文選》

流傳千餘年的文獻脈絡中，屬於唐代開元年間

（713-741）五臣（呂延濟、劉良、張銑、呂

向、李周翰）注居前、高宗朝（649-683）李善

（?-690）注在後的合注本系統，如今舉世僅存

唯一殘帙，由本院典藏。（圖 21）翻檢全書，

共有二十六卷為舊版刷印，內文大小字若遇宋

光宗以下帝諱皆不缺筆，研判初刻當在孝宗淳

熙年間。逐頁、逐卷翻閱觀賞，尚能循著版面

泐損程度與字體風格的變化，推測書版曾歷經

不同時段修補，最晚或可推至明初；儘管不復

原刻初印之精麗攝人，其紙墨勻潔，仍然別具

風采。（圖 22）其餘三十四卷，悉用嘉趣堂本

配補，紙色較新但質地細膩，紙背則比照舊版

鈐上一方字體稍異的仿「悅齋」朱印，部分卷

末刊記或用墊版刷印的方式遮掩，另外再以若

干小木條刻上仿宋版刻工姓名如王元度、袁次、

張龜⋯⋯等，逐頁戳印於版心下方。這般周延

巧妙的加工改裝，在在指向藏家刻意拿質地極

精的翻刻本營造出坐擁宋槧足本的高貴形象；

又或許並非徒慕虛榮，而是追求一份氣韻連貫

的美感，從精神層面圓滿了這部珍稀殘帙，也

確實頗收先後輝映、相得益彰之效。

挖空心思的作偽手法
　　有名可逐、有利可圖之處，就離不開人的

詭詐心念。高濂（1573-1620）在萬曆年間便詳

述當時假冒宋版古書的種種技倆，嘆曰「神妙

莫測」。18以下，就舉院藏嘉慶續輯「天祿琳琅」

書中假冒成宋、元版的蘇州贗本為例，看他們

被動過哪些手腳，得以瞞過諸臣眼目，成為嘉

慶皇帝撫慰太上皇喪書之慟的插架珍藏。

牌記

　　又稱木記、書牌，也有墨圍、碑牌、木印、

書牌子⋯⋯等等稱呼，19通常出現在圖書序跋、

目錄或卷末空白處，周邊或刻以線條、圖案等

外框，內容詳略不一，以標示出版者身分、年

月、地域等訊息為主，功能類似今日的版權頁，

乃鑑別古籍版本的關鍵元素；換言之，改動牌

記正是古籍版本作偽的起手式。然而，無論技

法多麼嫻熟巧妙，凡改過必有跡可循，但求別

本相互比對，終能識破。例如：

　　有偽製者。《後目》卷三〈宋版經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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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
負
責
﹁
養
心
殿
監
理
製
造
﹂
，
用
的
身

分
並
不
是
內
務
府
總
管
︵
即
總
管
內
務
府

大
臣
︶
或
管
理
內
務
府
總
管
事
務
的
身
分

︵
如
莊
親
王
允
祿
︶
，
而
是
以
怡
親
王
的

身
分
，
直
接
管
理
造
辦
處
事
務
。
研
究
者

李
霞
說
﹁
允
祥
的
任
職
很
多
，
也
比
較
複

雜
。
有
時
沒
有
職
銜
，
僅
以
怡
親
王
的
身

分
辦
事
。
﹂
正
就
是
指
這
種
狀
況
。

雍
正
年
間
造
辦
處
最
高
層
級
管
理
人

員
計
有
怡
親
王
、
莊
親
王
、
裕
親
王
與
信

郡
王
幾
位
。
特
別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莊
親
王

允
祿
，
他
在
雍
正
一
朝
長
期
擁
有
總
管
內

務
府
大
臣
的
職
銜
，
但
他
個
人
卻
很
少
介

入
造
辦
處
的
事
務
。
至
於
裕
親
王
廣
靈
與

信
郡
王
德
昭
實
際
上
並
沒
有
什
麼
表
現
。

武
英
殿
與
養
心
殿
造
辦
處

在
清
宮
文
獻
當
中
，
﹁
造
辦
處
﹂
一
詞

有
兩
種
用
法
。
其
一
是
當
成
普
通
名
詞
來

用
，
指
任
何
成
做
活
計
的
處
所
。
清
宮
用
詞

的
﹁
成
做
﹂
兩
字
，
指
的
是
製
作
、
修
復
或

者
翻
新
；
﹁
活
計
﹂
指
的
生
活
工
具
、
生
活

用
物
或
者
工
藝
、
美
術
作
品
。
至
於
﹁
造
辦

處
﹂
一
詞
的
第
二
種
意
義
則
是
指
清
宮
的

一
種
機
構
或
制
度—

具
體
而
言
，
就
是
指

武
英
殿
造
辦
處
或
者
養
心
殿
造
辦
處
。

武
英
殿
位
於
紫
禁
城
西
南
區
，
屬

於
所
謂
的
﹁
外
朝
﹂
。
在
康
熙
十
九
年

︵
一
六
八○

︶
就
正
式
成
立
了
﹁
武
英
殿
造

辦
處
﹂
。
它
的
主
要
任
務
是
編
輯
、
刊
印
和

裝
幀
書
籍
，
但
也
從
事
周
邊
工
具
如
筆
、

硯
、
墨
條
之
類
的
製
作
。
此
外
，
還
有
一

些
其
他
作
坊
也
依
附
於
它
，
例
如
，
硯
作

與
琺
瑯
作
就
都
原
設
於
武
英
殿
造
辦
處
。

它
在
雍
正
七
年
︵
一
七
二
九
︶
改
名
為
武
英

殿
修
書
處
。

武
英
殿
的
主
要
管
理
者
稱
為
﹁
監

造
﹂
或
﹁
總
監
造
﹂
，
康
熙
朝
人
數
最
多
時

編
有
十
二
人
。
康
熙
年
間
知
名
的
武
英
殿

監
造
至
少
有
以
下
數
人
：
烏
西
泰
、
梅
石

鄂
、
錦
貫
︵
金
觀
︶
、
陳
喜
增
、
申
保
、
赫

世
亨
、
張
常
住
、
和
素
、
李
國
屏
、
伊
都

立
︙
︙
等
人
。

養
心
殿
造
辦
處
正
式
成
立
的
時
間

大
致
早
於
康
熙
三
十
年
。
在
此
之
前
若
干

年
，
養
心
殿
周
邊
的
耳
房
其
實
就
已
經
有

工
匠
在
那
裏
製
作
器
物
。
法
國
傳
教
士
張

誠
︵Jean François G

erbillon

︶
親
眼
觀
察

到
那
樣
的
事
實
，
而
於
一
六
九○

年
一
月

十
六
日
在
其
私
人
日
記
中
寫
下
：
﹁
我
派

人
去
請
蘇
霖
神
甫
和
我
們
一
同
回
到
養
心

殿
。
…
…
大
廳
的
兩
個
耳
房
都
是
大
間
，
約

十
三
呎
見
方
。
我
們
進
入
左
手
一
間
，
看
見

裏
面
滿
是
畫
匠
、
雕
刻
匠
、
油
漆
匠
。
﹂
若

依
︽
康
熙
朝
滿
文
硃
批
奏
摺
全
譯
︾
的
檔

案
資
料
推
斷
，
其
實
在
康
熙
十
五
年
時
，

養
心
殿
早
已
有
了
工
藝
作
坊
。

養
心
殿
位
居
紫
禁
城
正
中
央
乾
清
宮

之
西
，
屬
於
內
廷
︵
也
就
是
皇
帝
與
他
的

女
眷
、
家
人
的
生
活
空
間
︶
的
一
部
分
。

康
熙
皇
帝
八
歲
即
位
，
十
六
歲
起
入
住
乾

清
宮
東
側
的
昭
仁
殿
，
以
之
為
寢
宮
。
不

過
，
他
在
幾
暇
之
餘
，
喜
歡
往
養
心
殿

跑
。
康
熙
皇
帝
本
人
無
論
是
對
工
藝
美
術

還
是
西
洋
科
技
，
都
有
莫
大
的
興
趣
，
並

且
也
喜
歡
親
力
親
為
。
因
此
，
他
其
實
早

在
康
熙
三
十
年
以
前
就
已
經
設
立
養
心
殿

造
辦
處
。

光
緒
︽
欽
定
大
清
會
典
事
例
︾
云
：

﹁
初
制
：
養
心
殿
設
造
辦
處
，
其
管
理
大

臣
官
員
無
定
額
。
設
監
造
四
人
、
筆
帖
式

一
人
。
康
熙
二
十
九
年
，
增
設
筆
帖
式
一

人
。
三
十
年
，
奉
旨
：
東
暖
閣
裱
作
移
在

南
裱
房
；
滿
洲
弓
箭
匠
，
亦
留
在
內
。
其

餘
別
項
匠
作
俱
移
出
在
慈
寧
宮
茶
飯
房
，

做
造
辦
處
。
﹂

一
般
的
解
讀
都
以
康
熙
三
十
年
為
養

心
殿
正
式
設
立
造
辦
處
的
起
始
年
代
。
其

實
，
﹁
初
制
﹂
兩
字
指
的
就
是
康
熙
三
十
年

以
前
的
狀
況
，
當
時
已
有
官
屬
︵
設
監
造

四
人
、
筆
帖
式
一
人
︶
；
康
熙
二
十
九
年

時
，
在
此
員
額
之
上
，
又
多
設
了
筆
帖
式

一
人
。
據
此
，
在
康
熙
三
十
年
移
到
慈
寧

宮
之
前
，
當
然
已
經
有
造
辦
處
的
組
織
。

正
就
是
因
為
早
在
康
熙
三
十
年
以

前
，
養
心
殿
就
已
經
有
了
造
辦
處
。
因

雲南驛鹽道李衛　〈奏陳由京入滇所見情形摺〉　雍正元年6月19日　故宮010696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硃批第一條：奏摺內王號抬高不得，以後不可。此是你不知禮處，不必畏懼！

清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　卷46　收入《四庫全書》　文淵閣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　《朱子全書》　清康熙53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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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資料參自《國立故宮博物院・歷史沿革・藏品歷程》https://www.npm.gov.tw/Articles.aspx?sno=03001513&l=1（檢索日期：2021年 8
月 15日）。

2. 黃正和，〈見微知著—淺談《故宮展覽通訊》視覺形式與內容訊息之演變〉，《故宮文物月刊》，465期（2021.12），頁 112-125。

3. 整理自朱賽虹，〈故宮早期刊物的特色及其歷史意義〉，《故宮博物院院刊》，2009年 5期，頁 143-157。

4. 參自吳怡青，〈閱讀故宮之美—《故宮文物月刊》成書歷史與編纂實務〉，《故宮文物月刊》，417期（2017.7），頁 97-99（96-107）。

5. 本文通過審查時間為 2021年 9月，故以當年度發表之《月刊》發行期數為主。迄今（2023）已四十個年頭，至 9月已發行 486期。

6. 井字型構圖於設計上通稱九宮格構圖法；攝影構圖上則通稱三分法。

7. 長寬比約等於 1.5，較接近 1.618的黃金比例。

結語
  綜合上述觀察比較，故宮文物的類型特性、

裝裱形式、開本規格多元，器物類的典藏文物

應用於直式三欄或橫式兩欄，在閱讀適性上，

較不受限於中、西式版型編排。書法繪畫類的

典藏文物應用於橫式兩欄編排，則受限於文物

特性、中式/西式閱讀方向及欄位二分比例；圖

版又因多面切割及橫向、直向閱讀轉換，易造

成視覺疲乏。反觀應用於直式三欄，除能採井

字型編排，亦可搭配運用十字型編排手法，讓

圖文比例的拿捏更為彈性，編排活潑具層次、

變化性較大，也更為適合文物由右至左的閱讀

方向與適性。圖書文獻類無論是檔冊、奏摺或

古籍，皆為直式行書由右至左撰寫，因此亦須

遵循閱讀原則：由右至左。圖版右起為第一頁

或封面、左為最後頁或封底（結尾/書畫類為

卷末）編排模式，應用於直式三欄較不受限頁

面配圖數量；反之若為橫式兩欄，則須留意書

籍圖版的數量配置，以單 1頁或 3∼ 4頁（視

內容文字大小調整頁數）為佳。

  書畫與圖書文獻兩種文物類型皆受限於閱

讀方向及排版原則，以「中式直書/直式、三欄」

版型為目前最佳的編輯模式，7而「西式橫書/

橫式」較利於器物類、表格類的編排。囿於文物

特性，圖文的設計編排如何在這小小的框架規格

內，做到兼顧學術研究、凸顯文物特性、圖文整

齊嚴謹又不失活潑的編輯排版，是美術設計及編

輯團隊不斷思考的課題。希冀透過本文分享圖示

比較與說明，推薦給藝文類期刊於編輯版型設計

時所需留意的基本原則。

本文承蒙許媛婷研究員的建議修訂與指導，審查老

師審閱以及編輯助理蔡昕容小姐潤稿以臻完善，謹

申致謝。本文內容由作者文責自負，引用之圖版僅

做為觀察示範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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