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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甌永固　玉燭常調—談元旦開筆御用器

文物脈絡

金
甌
永
固　

玉
燭
常
調

談
元
旦
開
筆
御
用
器

侯
怡
利

這
件
︿
嵌
珠
寶
金
爐
﹀
︵
圖
一
︶
，

外
觀
與
爐
鼎
相
似
，
高
約
一
二‧

五
公
分
，

口
徑
約
八
公
分
，
以
夔
龍
為
耳
、
三
象
頭

卷
鼻
成
足
，
器
身
鏨
刻
纏
枝
寶
相
花
，
口

沿
飾
以
帶
狀
回
紋
，
回
紋
中
間
一
面
鏨
刻

篆
書
﹁
金
甌
永
固
﹂
，
另
一
面
刻
﹁
乾
隆

年
製
﹂
篆
書
款
，
通
器
以
點
翠
為
地
，
多

處
嵌
有
珍
珠
及
紅
藍
寶
。
與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珍
寶
館
陳
列
的
︿
金
甌
永
固
杯
﹀

嘉
慶
仍
奉
行
。
儀
式
在
每
年
元
旦
子
時
進

行
，
皇
帝
至
養
心
殿
東
暖
閣
明
窗
所
設
案

桌
，
以
金
甌
飲
用
屠
蘇
酒
，
點
燃
玉
燭
，

民
國
十
四
年
七
月
，
當
清
室
善
後
委
員
會
對
故
宮
南
庫
存
留
物
品
進
行
清
點
，

其
中
一
件
雙
耳
三
足
上
嵌
珠
寶
的
文
物
，
當
時
被
稱
為
︿
嵌
珠
寶
金
爐
﹀
，

隨
著
文
物
播
遷
來
臺
，
典
藏
在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
圖
二
︶
極
為
相
似
，
進
一
步
察
考
，
這

件
︿
嵌
珠
寶
金
爐
﹀
，
正
是
乾
隆
皇
帝
在

元
旦
開
筆
儀
式
御
用
的
︿
金
甌
永
固
﹀
。

元
旦
開
筆

何
謂
﹁
元
旦
開
筆
﹂
？
由
嘉
慶
丁
卯

年
︵
一
八○

七
︶
的
︿
元
旦
試
筆
﹀
御
製

詩
注
釋
中
可
以
清
楚
了
解
：

　

 

養
心
殿
元
旦
開
筆
之
典
始
於
皇
祖
而
皇

考
繼
行
之
。
予
於
乙
卯
宣
諭
立
為
皇
太

子
，
即
蒙
召
至
養
心
殿
東
暖
閣
明
窗
教

以
先
朝
留
貽
例
典
及
開
筆
御
用
法
物
，

今
敬
守
遵
行
，
罔
或
有
闕
其
制
，
於
每

歲
元
旦
子
刻
，
即
躬
御
是
處
，
案
設
金

甌
一
，
中
注
屠
蘇
，
玉
燭
一
，
手
引
發

光
，
先
御
硃
毫
後
染
墨
翰
，
其
筆
管
端

鐫
字
曰
萬
年
青
，
管
曰
萬
年
枝
，
各
書

吉
語
數
字
，
以
祈
一
歲
之
政
和
事
理
，

復
進
時
憲
書
流
覽
ㄧ
通
以
寓
授
時
省
歲

之
義
。

可
見
開
筆
儀
式
始
於
雍
正
，
乾
隆
繼
之
，

案
上
放
著
防
止
墨
汁
結
凍
的
暖
硯
︵
圖

三
︶
，
手
執
萬
年
枝
筆
︵
圖
四
︶
，
先
用

硃
筆
，
後
用
墨
書
，
寫
下
吉
語
，
祈
望
新

的
一
年
政
事
通
達
，
翻
閱
當
年
曆
書
，
象

徵
天
命
的
授
與
，
得
以
順
利
治
理
天
下
，

至
此
一
年
一
度
的
開
筆
儀
式
算
是
圓
滿
完

成
。
正
如
這
首
嘉
慶
丁
卯
年
︿
元
旦
試

筆
﹀
詩
的
前
二
句
，
曰
：
﹁
金
甌
玉
燭
祖

考
貽
，
明
窗
試
筆
迓
鴻
禧
﹂
，
可
知
元
旦

明
窗
試
筆
是
用
來
迎
接
新
年
喜
慶
，
所
使

用
的
﹁
金
甌
﹂
、
﹁
玉
燭
﹂
是
皇
考
清
高

宗
所
留
下
的
用
器
，
也
是
開
筆
儀
式
中
最

有
象
徵
意
義
的
代
表
器
物
。

︿
玉
燭
長
調
﹀
與
︿
金
甌
永
固
﹀

開
筆
儀
式
雖
始
於
雍
正
，
但
整
個
儀

圖二　〈金甌永固〉杯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一　原名〈嵌珠寶金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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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及
相
關
用
品
，
則
是
在
乾
隆
時
期
才
成

為
定
制
，
根
據
︽
造
辦
處
各
作
成
做
活
計

清
檔
︾
記
載
：

　

 

乾
隆
四
年
十
一
月
鍍
金
作
二
十
八
日
七

品
首
領
薩
木
哈
催
總
白
世
秀
來
說
，
太

監
胡
世
傑
交
，
白
玉
異
獸
一
件
，
白
玉

梅
瓣
托
一
件
隨
紫
檀
座
，
傳
旨
將
白

玉
異
獸
、
白
玉
梅
瓣
托
配
做
一
蠟
杆
，

上
安
法
瑯
穩
瓶
，
其
名
玉
蠋
長
調
。

再
配
一
金
盃
，
其
名
金
甌
永
固
。
蠟
杆

配
象
牙
座
，
先
畫
樣
呈
覽
，
准
時
再

做
︙
︙
。

據
此
可
知
，
乾
隆
四
年
，
在
皇
帝
授
意
下

設
計
開
筆
儀
式
所
用
︿
玉
燭
﹀
及
︿
金

甌
﹀
，
分
別
名
為
︿
玉
燭
長
調
﹀
與
︿
金

甌
永
固
﹀
，
﹁
玉
燭
﹂
典
故
出
自
︽
爾

雅‧

釋
天
︾
：
﹁
四
氣
和
謂
之
玉
燭
﹂
，

代
表
風
調
雨
順
；
﹁
金
甌
﹂
則
象
徵
國
家

政
權
，
出
自
︽
南
史‧

朱
異
傳
︾
。
然

在
康
熙
︽
萬
壽
聖
典
初
集
︾
時
，
﹁
玉
燭

長
調
﹂
與
﹁
金
甌
永
固
﹂
二
句
則
成
對
出

現
，
作
為
祝
賀
對
句
用
語
，
如
﹁
金
甌
永

固
邁
功
業
於
百
王
，
玉
燭
長
調
開
太
平
於

萬
禩
﹂
，
以
祈
願
政
權
穩
固
，
四
時
和
暢

且
天
下
太
平
，
乾
隆
沿
用
對
句
，
除
取
其

象
徵
之
意
，
更
製
作
實
體
的
︿
玉
燭
﹀
與

︿
金
甌
﹀
。

同
年
︵
乾
隆
四
年
︶
，
乾
隆
皇
帝
看

過
畫
樣
後
，
同
意
兩
件
儀
式
用
器
按
畫
樣

製
作
，
且
在
細
節
上
指
示
：

　

 

︙
︙
其
金
盃
足
子
做
象
鼻
足
子
，
鑲
珠

寶
點
翠
金
盃
，
座
用
紫
檀
木
鑲
嵌
。
蠟

杆
挺
子
並
座
子
俱
做
銅
鍍
金
流
雲
，
其

穩
瓶
做
法
瑯
，
玉
盤
肚
上
刻
玉
燭
長

︵
調
︶
，
金
盃
刻
金
甌
永
固
，
俱
刻
乾

隆
年
製
之
款
。

於
是
，
︿
玉
燭
﹀
與
︿
金
甌
﹀
在
乾
隆
四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製
作
完
成
，
︽
活
計

檔
︾
記
錄
了
大
致
的
樣
貌
：

　

 

白
玉
托
一
件
、
白
玉
異
獸
一
件
配
得
法

瑯
挺
銅
鍍
金
座
，
玉
托
上
刻
玉
燭
長
調

蠟
杆
一
件
。
鑲
嵌
珠
寶
象
鼻
足
金
甌
永

固
一
件
，
金
重
十
六
兩
八
錢
，
紅
寶
石

四
顆
，
珍
珠
四
顆
，
藍
寶
石
四
塊
，

子
二
顆
。

隔
年
正
月
初
三
日
乾
隆
皇
帝
又
傳
旨
﹁
將

金
甌
永
固
、
玉
燭
長
調
另
行
往
細
緻
裡
收

拾
﹂
，
並
要
求
配
上
安
玻
璃
紫
檀
木
匣
，

又
對
︿
金
甌
﹀
製
作
有
進
一
步
指
示
：

　

 

金
甌
永
固
照
樣
再
做
二
件
，
耳
子
夔
龍

圖四　 北京故宮博物院展示元旦開筆中使用「萬年
枝」筆　賴毓芝攝

圖三　清　乾隆暖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上
各
安
大
珠
子
一
顆
，
兩
面
每
一
面
安

珠
子
五
顆
，
中
間
一
顆
安
大
些
，
花
頭

要
圓
的
，
其
餘
寶
石
仍
舊
安
，
地
杖
填

青
，
其
尺
寸
照
內
庭
做
的
玉
燭
長
調
尺

寸
配
合
，
畫
樣
呈
覽
時
再
做
。

除
了
細
節
上
的
調
整
，
金
甌
則
必
須
再
呈

畫
樣
。
之
後
在
乾
隆
五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金
甌
永
固
杯
才
算
正
式
製
作
完
成
。

根
據
上
引
︽
活
計
檔
︾
之
記
載
可

知
，
乾
隆
皇
帝
對
於
︿
金
甌
﹀
與
︿
玉

燭
﹀
的
製
作
相
當
審
慎
，
是
對
元
旦
開
筆

儀
式
的
重
視
，
因
此
無
論
是
儀
式
進
行
或

所
用
器
物
，
都
必
須
充
滿
吉
祥
寓
意
，
將

身
為
一
國
之
君
最
衷
心
期
盼
的
﹁
金
甌
永

固
﹂
與
﹁
玉
燭
長
調
﹂
，
藉
由
︿
金
甌
﹀

與
︿
玉
燭
﹀
的
發
想
與
製
作
做
最
具
體
的

呈
現
。

新
舊
金
甌

乾
隆
六
十
二
年
︵
嘉
慶
二
年
︶
︽
活

記
檔
︾
又
見
這
兩
件
御
用
器
物
之
記
錄
：

　

 

奉
諭
旨
乾
清
宮
收
貯
金
甌
永
固
、
玉
燭

長
調
業
經
傷
損
，
著
交
造
辦
處
成
造
金

甌
永
固
一
件
，
所
用
金
珠
寶
石
等
向
內

庫
請
領
，
其
玉
燭
長
調
一
件
，
交
啟
祥

宮
挑
玉
成
做
。

此
時
︿
金
甌
永
固
﹀
與
︿
玉
燭
長
調
﹀
歷

經
長
年
使
用
已
有
傷
損
，
於
是
下
令
重

做
。
向
內
庫
領
用
製
作
金
杯
所
需
﹁
九
成

金
二
十
兩
，
正
珠
大
小
十
一
顆
，
紅
寶
石

大
小
九
塊
，
藍
寶
石
十
二
塊
，
碧
牙
西

四
塊
﹂
，
據
張
世
芸
︿
金
甌
永
固
杯
﹀

︵
︽
故
宮
博
物
院
院
刊
︾
一
九
八○

年
二

期
︶
一
文
指
出
北
京
故
宮
所
藏
金
甌
永
固

杯
是
乾
隆
六
十
二
年
重
新
製
作
，
未
詳
加

說
明
原
因
，
對
照
︽
活
記
檔
︾
，
北
京
故

宮
所
藏
金
甌
，
除
點
翠
脫
落
外
，
鑲
嵌
珠

寶
並
無
缺
損
，
外
觀
完
整
，
共
鑲
正
珠

十
一
顆
，
紅
藍
寶
石
等
二
十
五
顆
，
符
合

上
述
︽
活
記
檔
︾
中
關
於
乾
隆
六
十
二
年

重
製
金
甌
之
記
錄
。
反
觀
臺
北
故
宮
收
藏

︿
金
甌
永
固
﹀
，
杯
身
有
些
微
凹
陷
，
象

足
略
有
變
形
，
珠
寶
嵌
件
脫
落
不
全
，
應

是
前
述
在
乾
隆
五
年
時
所
製
作
完
成
之
金

杯
，
或
因
損
傷
且
有
重
製
金
甌
供
使
用

後
，
才
存
放
於
南
庫
。 

雖
然
兩
件
︿
金
甌
永
固
﹀
在
尺
寸
與

外
觀
幾
乎
相
同
，
但
在
細
節
上
仍
有
許
多

差
異
，
如
杯
身
上
鏨
刻
纏
枝
寶
相
花
在
佈

局
上
不
同
，
作
工
也
不
一
樣
，
臺
北
故
宮

所
收
鏨
刻
立
體
層
次
多
，
線
條
曲
折
且
空

間
變
化
多
也
有
動
態
，
是
不
同
於
北
京
故

宮
金
杯
之
滿
鋪
平
整
的
構
圖
︵
圖
五
︶
；

此
外
雙
耳
夔
龍
造
型
也
略
不
同
，
臺
北
故

宮
雙
耳
夔
龍
較
豐
厚
，
北
京
故
宮
則
顯
得

秀
氣
︵
圖
六
︶
；
臺
北
故
宮
的
金
杯
在
象

足
的
處
理
上
多
注
重
細
節
，
包
括
象
耳
、

象
眼
及
頭
飾
都
有
點
翠
裝
飾
，
北
京
故
宮

的
象
足
細
節
多
省
略
，
象
耳
的
外
廓
顯
得

工
整
制
式
︵
圖
七
︶
。

︿
金
甌
永
固
﹀
用
高
純
度
黃
金
打

造
，
以
點
翠
為
地
，
並
綴
各
色
珠
寶
，
這

樣
組
合
多
運
用
於
乾
隆
年
間
製
作
的
各
類

首
飾
︵
圖
八
︶
，
卻
罕
見
於
杯
盤
等
器

類
。
此
外
，
金
杯
造
型
源
於
三
足
鼎
，
自

然
與
鼎
為
君
權
國
家
之
象
徵
有
關
，
由

臺
北
故
宮
所
收
明
、
清
兩
代
掐
絲
琺
瑯
器

︵
圖
九
︶
，
仍
可
看
見
與
其
造
型
的
關

聯
，
不
僅
如
此
，
參
考
︽
活
記
檔
︾
推
測

與
此
同
時
製
作
的
金
胎
畫
琺
瑯
杯
，
多
以

雙
耳
為
飾
︵
圖
十
︶
，
也
顯
示
乾
隆
初
年

雙
耳
杯
的
風
尚
及
影
響
。
無
論
在
造
型
或

製
作
工
法
都
顯
示
其
時
代
性
，
在
材
質
的

選
用
，
則
是
將
象
徵
國
家
政
權
的
﹁
金

甌
﹂
，
以
黃
金
製
成
酒
甌
，
︿
金
甌
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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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金甌象足造型比較　左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右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雙耳夔龍造型比較　（左）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右）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器身鏨刻細部比較　（左）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右）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乾隆年製銀鍍金嵌珠寶結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明掐絲琺瑯象足洗、清銅胎掐絲琺瑯象足鼎式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清乾隆款金胎畫西洋人物琺瑯杯、清乾隆款金胎西洋琺瑯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固
﹀
無
疑
是
最
直
接
且
具
體
的
表
現
。

新
舊
玉
燭

由
上
述
可
知
，
︿
金
甌
永
固
﹀
分

別
在
乾
隆
四
年
與
六
十
二
年
下
旨
製
作
，

因
此
今
日
兩
岸
故
宮
各
藏
其
一
，
那
麼
元

旦
開
筆
儀
式
另
一
件
重
要
象
徵
器
物
︿
玉

燭
長
調
﹀
是
什
麼
模
樣
？
根
據
前
引
︽
活

記
檔
︾
，
在
乾
隆
四
年
收
得
玉
雕
異
獸
與

玉
梅
瓣
托
兩
件
玉
器
，
於
是
利
用
這
兩
件

玉
器
配
琺
瑯
挺
銅
鍍
金
座
改
做
成
燭
臺
，

其
中
﹁
蠟
杆
挺
子
並
座
子
俱
做
銅
鍍
金
流

雲
，
其
穩
瓶
做
法
瑯
，
玉
盤
肚
上
刻
玉
燭

長
調
，
金
盃
刻
金
甌
永
固
，
俱
刻
乾
隆
年

製
之
款
﹂
。
由
文
字
描
述
並
不
容
易
想
像

玉
燭
的
樣
子
。

然
而
，
臺
北
故
宮
有
件
︿
青
玉
燭

臺
﹀
︵
圖
十
一
︶
，
根
據
︽
故
宮
物
品
點

查
報
告
︾
原
收
貯
在
乾
清
宮
西
暖
閣
，
燭

臺
高
三○

‧

六
公
分
，
寬
九‧

五
公
分
，

除
了
雕
成
花
瓣
形
狀
的
大
小
承
盤
，
玉
挺

分
成
上
下
兩
部
份
，
上
段
刻
弦
紋
，
下
段

以
淺
浮
雕
連
枝
花
葉
紋
，
下
方
玉
穩
瓶
固

定
於
紫
檀
座
，
並
有
三
個
鏤
刻
花
草
玉
插

角
做
裝
飾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大
承
盤
的

盤
心
刻
有
﹁
乾
隆
年
製
、
玉
燭
長
調
﹂
八

個
篆
字
︵
圖
十
二
︶
，
由
此
刻
款
可
知
，

此
燭
臺
正
是
用
於
元
旦
開
筆
儀
式
，
與

︿
金
甌
永
固
杯
﹀
成
對
出
現
的
︿
玉
燭

長
調
﹀
。
但
是
，
乾
隆
四
年
下
旨
製
作
的

︿
玉
燭
長
調
﹀
，
是
組
合
了
玉
雕
異
獸
及

梅
瓣
玉
托
，
加
上
用
流
雲
裝
飾
的
銅
鍍
金

蠟
桿
與
底
座
，
還
有
琺
瑯
穩
瓶
，
與
臺
北

故
宮
之
玉
燭
在
外
觀
、
裝
飾
及
材
質
使
用

並
不
相
同
，
原
因
尚
待
進
一
步
考
證
。

這
件
︿
玉
燭
長
調
﹀
有
二
十
四
瓣
與

十
六
瓣
花
形
大
小
玉
盤
作
為
承
盤
，
玉
盤

底
平
器
薄
有
淺
壁
，
壁
緣
琢
花
瓣
一
周
，

與
院
藏
印
度
花
邊
玉
盤
︵
圖
十
三
︶
風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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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
畫
的
典
型
，
畫
中
人
物
寫
實
，
整
體
構

圖
上
有
許
多
共
通
處
，
有
孩
童
將
芝
麻
秸

灑
在
地
上
，
是
為
﹁
踩
歲
﹂
作
準
備
，
以

及
乾
隆
跟
前
有
孩
童
把
松
枝
丟
入
火
盆
中

燃
燒
，
謂
之
﹁
熰
歲
﹂
，
無
論
﹁
踩
歲
﹂

或
﹁
熰
歲
﹂
都
是
除
夕
當
晚
的
習
俗
，
故

知
是
描
繪
宮
中
除
夕
夜
的
情
景
。

畫
裡
玉
燭
與
金
甌

乾
隆
時
期
有
數
幅
描
繪
乾
隆
與
諸
皇

子
宮
中
歡
度
新
春
的
歲
朝
行
樂
圖
，
由
郎

世
寧
等
宮
廷
畫
家
繪
製
，
如
可
能
是
乾
隆

元
年
所
繪
的
︿
歲
朝
圖
﹀
︵
圖
十
四
︶
與

款
署
乾
隆
三
年
之
︿
乾
隆
雪
景
行
樂
圖
﹀

︵
圖
十
五
︶
，
筆
法
敷
色
細
膩
，
是
宮
廷

相
似
，
玉
挺
與
修
飾
穩
瓶
的
插
角
，
都
以

淺
浮
雕
莨
苕
花
葉
紋
為
飾
，
將
伊
斯
蘭
玉

器
的
元
素
巧
妙
融
入
其
中
，
反
應
乾
隆

時
期
玉
雕
風
尚
。
與
金
甌
所
表
現
意
念
相

同
，
︿
玉
燭
長
調
﹀
的
製
作
是
將
統
治
者

對
於
四
時
和
暢
的
期
望
，
以
玉
製
燭
檯
為

象
徵
並
直
接
呈
現
。

圖十一　清青玉燭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十三　印度花邊玉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二　燭臺承盤「玉燭長調乾隆年製」刻款

五
年
底
，
再
以
合
筆
畫
家
沈
源
卒
年
︵
乾

隆
十
二
年
︶
為
下
限
，
此
圖
當
作
於
乾
隆

六
年
至
十
二
年
間
。
有
研
究
認
為
此
圖
是

︽
活
計
檔
︾
所
記
乾
隆
十
一
年
︿
上
圓

︵
元
︶
圖
﹀
，
但
根
據
畫
中
﹁
踩
歲
﹂
、

﹁
熰
歲
﹂
的
描
寫
，
又
有
元
旦
開
筆
使
用

的
︿
金
甌
﹀
、
︿
玉
燭
﹀
等
細
節
，
描
繪

的
應
是
宮
中
除
夕
迎
接
新
春
時
刻
。

此
外
，
在
︿
弘
曆
古
裝
除
夕
行
樂

圖
﹀
︵
圖
十
九
︶
中
也
出
現
了
︿
玉
燭
﹀

︵
圖
十
八
︶
，
雖
受
限
於
圖
檔
解
析
度
，

仍
可
辨
識
︿
玉
燭
﹀
的
外
觀
有
大
小
承
盤

及
三
玉
雕
插
角
，
與
臺
北
故
宮
所
藏
相
似

度
極
高
，
畫
家
以
寫
實
手
法
，
直
接
提
供

︿
金
甌
﹀
與
︿
玉
燭
﹀
的
重
要
圖
像
。

畫
中
︿
金
甌
﹀
與
︿
玉
燭
﹀
的
出

現
，
是
︿
乾
隆
歲
朝
行
樂
圖
﹀
繪
製
年

代
上
限
的
重
要
依
據
，
由
前
述
可
知
︿
金

甌
﹀
完
成
於
乾
隆
五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
換
言
之
，
繪
製
年
代
當
不
早
於
乾
隆

同
樣
是
郎
世
寧
等
宮
廷
畫
家
合
筆

之
作
的
還
有
︿
乾
隆
歲
朝
行
樂
圖
﹀
︵
圖

十
六
︶
，
以
俯
瞰
角
度
納
入
更
多
背
景
，

將
主
要
構
圖
往
右
下
角
移
，
除
了
畫
中

固
定
出
現
的
主
要
人
物
外
︵
圖
十
七
︶
，

細
看
此
圖
，
乾
隆
皇
帝
左
手
邊
多
了
一

個
人
，
是
先
前
兩
幅
所
沒
有
的
，
不
僅
如

此
，
透
過
巧
妙
構
圖
，
觀
者
可
清
楚
看

到
，
此
人
手
捧
一
長
方
盤
，
置
於
盤
中

的
正
是
︿
金
甌
永
固
﹀
與
︿
玉
燭
長
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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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
金
甌
﹀
，
同
樣
是
描
繪
宮
中
除
夕
的

情
景
，
與
前
述
三
張
行
樂
圖
相
類
，
多
了

后
妃
宮
女
祭
祀
的
場
景
，
畫
面
焦
點
是
身

著
漢
裝
的
乾
隆
皇
帝
端
坐
羅
漢
床
上
，

兩
旁
有
三
皇
子
戴
著
與
乾
隆
相
同
的
金
束

冠
，
其
中
一
人
手
捧
圓
盤
內
有
金
甌
走

向
乾
隆
，
另
一
邊
一
人
端
著
裝
有
玉
燭

的
圓
盤
，
與
之
並
立
的
一
人
持
戟
，
戟
上

掛
﹁
磬
﹂
、
﹁
魚
﹂
，
取
諧
音
﹁
吉
慶
有

餘
﹂
︵
圖
二
十
︶
。
這
幅
︿
弘
曆
古
裝
除

夕
行
樂
圖
﹀
並
無
款
署
，
同
樣
因
為
出
現

了
︿
金
甌
﹀
與
︿
玉
燭
﹀
，
自
是
畫
於
乾

隆
五
年
之
後
，
又
因
構
圖
及
畫
風
與
︿
乾

隆
歲
朝
行
樂
圖
﹀
相
似
，
甚
至
與
另
一
張

︿
弘
曆
古
裝
元
宵
行
樂
圖
﹀
，
均
屬
於
同

一
類
型
，
畫
中
乾
隆
容
貌
也
相
近
，
唯
成

畫
年
代
仍
待
進
一
步
考
察
。

︿
弘
曆
古
裝
除
夕
行
樂
圖
﹀
細
膩

寫
實
的
記
錄
了
︿
金
甌
﹀
與
︿
玉
燭
﹀
，

提
供
理
解
比
對
實
物
的
珍
貴
圖
像
依
據
。

其
中
︿
金
甌
﹀
放
在
鑲
嵌
臺
座
上
︵
圖

二
一
︶
，
與
︽
活
計
檔
︾
中
﹁
座
用
紫
檀

木
鑲
嵌
﹂
相
符
。
細
看
︿
乾
隆
歲
朝
行

樂
圖
﹀
中
之
︿
金
甌
﹀
，
也
附
有
木
座
，

符
合
︽
活
計
檔
︾
中
搭
配
木
座
之
記
錄
，

而
臺
北
故
宮
的
︿
金
甌
永
固
﹀
原
附
有
木

座
，
外
觀
雖
與
畫
中
相
似
，
但
無
鑲
嵌
；

此
外
畫
中
的
︿
玉
燭
﹀
︵
圖
二
二
︶
無
論

組
成
的
部
份
及
刻
花
細
節
，
與
臺
北
故
宮

所
藏
都
有
極
高
相
似
度
，
木
座
則
略
有
不

同
，
但
兩
幅
行
樂
圖
上
的
︿
玉
燭
﹀
，
似

乎
與
︽
活
計
檔
︾
所
記
乾
隆
五
年
製
成
有

琺
瑯
挺
與
銅
鍍
金
座
的
︿
玉
燭
﹀
並
不
相

同
，
反
而
與
今
日
所
見
，
有
極
為
密
切
的

關
聯
，
或
許
在
乾
隆
五
年
後
︿
玉
燭
﹀
外

圖十五　清〈乾隆雪景行樂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四　清〈歲朝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觀
有
變
動
，
這
點
尚
待
進
一
步
了
解
。
需

要
說
明
的
是
，
臺
北
故
宮
這
件
︿
玉
燭
長

調
﹀
，
若
為
乾
隆
六
十
二
年
重
製
，
那
麼

畫
裡
︿
玉
燭
﹀
提
供
理
解
其
製
作
原
型
的

重
要
來
源
。

玉
燭
與
金
甌
圖
像
意
涵
與
繼
承

前
段
舉
出
四
張
乾
隆
皇
帝
時
的
歲
朝

圖十六　清〈乾隆歲朝行樂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七　三幅〈行樂圖〉主要人物

圖十八　 〈乾隆歲朝行樂圖〉畫中〈金甌〉、
〈玉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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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續
。這

樣
的
圖
像
意
涵
，
在
臺
北
故
宮
所

藏
姚
文
瀚
︿
歲
朝
歡
慶
圖
﹀
︵
圖
二
三
︶

中
則
更
進
一
步
轉
化
，
此
幅
紙
本
設
色

畫
，
詩
塘
有
趙
秉
沖
楷
書
嘉
慶
御
製
詩
，

著
錄
於
︽
寶
笈
三
編
︾
，
並
簡
明
扼
要
的

說
明
此
畫
：
﹁
華
堂
慶
歲
，
翁
媼
倚
屏

風
坐
，
子
婦
奉
觴
上
壽
，
兒
童
嬉
戲
庭

除
﹂
，
不
再
是
寫
實
畫
風
，
畫
的
焦
點

是
廳
堂
中
的
祖
孫
三
代
，
父
母
端
坐
著
大

堂
中
，
畫
中
二
人
穿
紅
衣
，
一
是
兒
媳
正

為
公
公
奉
上
酒
杯
，
另
一
則
是
兒
子
，
端

著
裝
有
︿
玉
燭
﹀
的
圓
盤
，
另
一
邊
年
幼

的
孫
子
手
捧
圓
盤
且
內
有
︿
金
甌
﹀
︵
圖

二
四
︶
。

圖二二　〈弘曆古裝除夕行樂圖〉畫裡〈玉燭〉與院藏〈玉燭〉比較

圖二一　〈弘曆古裝除夕行樂圖〉畫裡〈金甌〉與院藏〈金甌〉比較

行
樂
圖
，
四
張
畫
皆
以
乾
隆
為
焦
點
，
除

描
繪
宮
中
迎
春
納
福
的
重
要
習
俗
與
歡
愉

氣
氛
，
諸
皇
子
及
孩
童
圍
繞
乾
隆
，
代
表

人
丁
興
旺
子
孫
繁
昌
，
乾
隆
身
邊
都
出
現

皇
子
拿
戟
上
掛
磬
、
魚
，
象
徵
﹁
吉
慶
有

餘
﹂
，
這
些
都
是
歲
朝
圖
發
展
出
的
固
定

元
素
。當

乾
隆
五
年
為
元
旦
開
筆
所
作
的

︿
玉
燭
長
調
﹀
與
︿
金
甌
永
固
﹀
完
成

後
，
這
兩
件
極
具
象
徵
意
義
的
器
物
，
就

出
現
在
︿
乾
隆
歲
朝
行
樂
圖
﹀
與
︿
弘
曆

古
裝
除
夕
行
樂
圖
﹀
中
，
以
寫
實
細
膩
方

式
描
繪
，
且
由
乾
隆
皇
帝
身
邊
的
皇
子
捧

著
金
杯
與
玉
燭
，
成
為
畫
中
重
要
的
焦
點

之
一
，
於
是
，
︿
玉
燭
長
調
﹀
與
︿
金
甌

永
固
﹀
不
再
只
是
開
筆
儀
式
的
用
器
，
還

成
為
政
權
穩
固
與
風
調
雨
順
的
象
徵
，
由

皇
子
恭
謹
地
捧
著
，
也
代
表
政
權
穩
固
的

圖十九　清〈弘曆古裝除夕行樂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十　〈弘曆古裝除夕行樂圖〉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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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
宮
博
物
院

院
刊
︾
一
九
八○

年
第
二
期
︵
北
京
：
故
宮

博
物
院
，
一
九
八○

︶
，
頁
八○

—

八
一
。

6.  

胡
忠
良
︿
大
年
初
一
老
皇
帝
為
何
早
早
爬

起—

乾
隆
﹁
元
旦
開
筆
﹂
揭
秘
﹀
，
︽
中
華

遺
產
︾
二○

○

七
年
二
期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二○

○

七
︶
，
頁
一
四—

一
五
。

7.  

陳
葆
真
︿
從
四
幅
﹁
歲
朝
圖
﹂
的
表
現
問
題

談
到
乾
隆
皇
帝
的
親
子
關
係
﹀
，
︽
美
術
史

研
究
集
刊
︾
第
二
八
期
︵
臺
北
：
臺
大
藝
研

所
，
二○

○

九
年
三
月
︶
，
頁
一
二
三—

一
八
四
。

刻
政
治
意
涵
。

結
論

新
年
來
臨
的
第
一
個
時
辰
，
身
為

國
君
帶
著
祈
願
與
祝
福
進
行
開
筆
儀
式
，

如
嘉
慶
皇
帝
所
言
：
﹁
人
主
一
日
萬
幾
皆

賴
文
翰
敷
宣
，
故
歲
首
拈
毫
所
關
至
鉅
，

一
人
敬
迓
鴻
禧
，
即
為
天
下
祈
福
﹂
，
說

明
了
元
旦
開
筆
儀
式
的
重
要
性
。
而
︿
玉

燭
長
調
﹀
與
︿
金
甌
永
固
﹀
︵
圖
二
五
︶

這
對
清
宮
元
旦
開
筆
儀
式
御
用
器
物
的
重

聚
，
不
僅
提
供
此
儀
式
更
清
晰
的
輪
廓
，

器
物
本
身
說
明
乾
隆
時
期
之
時
代
風
尚
，

更
可
進
一
步
觀
察
，
︿
玉
燭
﹀
與
︿
金

甌
﹀
圖
像
化
後
意
涵
的
轉
化
。

︿
玉
燭
長
調
﹀
與
︿
金
甌
永
固
﹀

曾
盛
載
清
帝
對
天
下
太
平
的
期
望
及
新
春

祝
願
；
值
此
新
歲
展
慶
之
際
，
即
以
乾
隆

二
十
六
年
後
一
直
使
用
的
開
筆
吉
語
，
迎

接
新
年
到
來—

﹁
三
陽
啟
泰
萬
象
更
新
，

和
氣
致
祥
豐
年
為
瑞
﹂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器
物
處

感
謝
中
研
院
近
史
所
賴
毓
芝
助
理
研
究
員
協
助
申
請
圖
片
。

圖二五　 〈金甌永固〉與〈玉燭長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四　清姚文瀚〈歲朝歡慶圖〉局部

圖二三　清　姚文瀚　〈歲朝歡慶圖〉本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歲
朝
歡
慶
圖
﹀
雖
無
年
款
，
但
根

據
畫
上
嘉
慶
諸
印
，
且
由
︽
寶
笈
三
編
︾

著
錄
可
知
，
詩
塘
為
嘉
慶
皇
帝
御
製
詩
，

推
測
成
畫
時
間
在
嘉
慶
年
間
，
隱
喻
歸
政

後
的
乾
隆
與
嘉
慶
，
祖
孫
三
代
共
同
歡
度

新
年
的
景
象
，
與
前
述
寫
實
風
格
的
︿
歲

朝
圖
﹀
在
畫
風
上
截
然
不
同
。
簡
單
勾
勒

的
︿
玉
燭
﹀
與
︿
金
甌
﹀
，
分
別
由
兒
、

孫
兩
代
捧
著
，
安
排
在
整
張
畫
的
焦
點
之

處
，
是
清
楚
傳
達
政
權
的
代
代
相
傳
，
如

同
元
旦
開
筆
，
嘉
慶
皇
帝
不
僅
承
繼
此
儀

式
，
包
括
儀
式
使
用
的
︿
玉
燭
﹀
與
︿
金

甌
﹀
，
甚
至
連
︿
玉
燭
﹀
與
︿
金
甌
﹀
在

乾
隆
時
期
所
發
展
出
的
圖
象
意
涵
，
也
完

整
的
接
納
、
吸
收
並
轉
化
，
才
有
︿
歲
朝

歡
慶
圖
﹀
這
樣
看
似
單
純
描
繪
過
年
的
年

節
畫
，
卻
蘊
含
統
治
者
間
父
子
相
傳
的
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