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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接雲濤連曉霧

館際交流

天
接
雲
濤
連
曉
霧

陳
燮
君

二○

一
一
年
金
秋
，
從
上
海
直
航
臺

北
，
出
席
了
﹁
康
熙
大
帝
與
太
陽
王
路
易

十
四
特
展
﹂
開
幕
式
，
返
回
上
海
後
，
在

感
慨
這
一
特
展
的
成
功
策
劃
和
亮
麗
陳
展

的
同
時
，
也
慶
賀
臺
北
故
宮
與
上
海
博
物

館
的
合
作
交
流
又
上
一
個
新
的
臺
階
。
訪

臺
期
間
，
周
功
鑫
院
長
、
周
筑
昆
與
馮
明

珠
兩
位
副
院
長
熱
情
接
待
，
兩
館
進
行
多

次
交
流
，
商
定
二○

一
二
年
春
天
兩
館
組

展
出
。
二○

一
一
年
十
月
三
日
的
﹁
康
熙

大
帝
與
太
陽
王
路
易
十
四
特
展
﹂
中
，
上

海
博
物
館
精
選
了
︿
景
德
鎮
窯
青
花
如
意

花
卉
紋
香
薰
爐
﹀
︵
圖
二
︶
、
︿
景
德
鎮
窯

青
花
花
籃
博
古
圖
瓶
﹀
︵
圖
三
︶
、
︿
景

德
鎮
窯
青
花
開
光
花
鳥
博
物
圖
瓶
﹀
︵
圖

四
︶
、
︿
景
德
鎮
窯
青
花
仕
女
圖
瓶
﹀
︵
圖

五
︶
、
︿
景
德
鎮
窯
青
花
折
枝
花
卉
紋
花
瓣

形
執
壺
﹀
︵
圖
六
︶
、
︿
景
德
鎮
窯
青
花
仕

二
〇
一
一
年
九
月
廿
八
日
，
﹁
康
熙
大
帝
與
太
陽
王
路
易
十
四
特
展
﹂
開
幕
前
夕
，
上
海
博
物
館

陳
燮
君
館
長
應
本
院
之
邀
來
臺
出
席
特
展
開
幕
式
。
六
天
行
程
，
除
了
參
訪
本
院
及
執
行
必
要
任

務
外
，
陳
館
長
幾
乎
將
所
有
時
間
用
於
寫
生
，
透
過
畫
筆
在
寒
風
細
雨
中
捕
捉
臺
北
美
景
，
留
下

二
十
四
件
畫
作
。
本
文
是
陳
館
長
臺
北
行
及
參
訪
本
院
後
的
體
會
文
章
，
娓
娓
道
述
了
這
次
臺
北

之
行
和
自
二
〇
〇
九
年
二
月
後
兩
院
館
三
年
來
務
實
交
流
的
現
況
。—

編
者

織
代
表
團
再
次
互
訪
，
繼
續
共
謀
博
物
館

事
業
發
展
大
計
，
可
謂
：

   

天
接
雲
濤
連
曉
霧
，
靜
臨
深
院
續
文
明
。

星
河
欲
轉
千
帆
舞

兩
岸
攜
手
傳
文
脈
，
星
河
欲
轉
千

帆
舞
。
近
年
來
，
臺
北
故
宮
與
上
海
博
物

館
來
往
頻
繁
，
交
流
合
作
日
趨
深
入
。
秦

孝
儀
老
院
長
曾
多
次
訪
問
上
海
博
物
館
，

在
上
博
貴
賓
廳
、
黃
浦
江
畔
、
金
茂
大
廈

留
下
了
秦
院
長
的
歡
聲
笑
語
。
二○

○

五

年
深
秋
，
我
赴
臺
北
臺
灣
藝
術
大
學
和
高

雄
中
山
大
學
講
學
，
秦
院
長
在
臺
熱
情
款

待
，
把
兩
館
交
流
放
上
議
事
日
程
。
二

○
○

九
年
二
月
十
七
日
至
十
九
日
，
周
功

鑫
院
長
率
團
訪
問
上
海
博
物
館
，
周
功
鑫

院
長
、
馮
明
珠
副
院
長
等
一
行
九
位
為
促

進
兩
館
合
作
進
行
了
有
效
的
工
作
，
給
上

博
同
仁
留
下
了
美
好
的
回
憶
，
並
達
成
兩

館
務
實
交
流
的
合
作
意
象
。
僅
隔
一
周
，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至
三
月
一
日
，
我
們
上
海

博
物
館
代
表
團
就
進
行
回
訪
，
在
臺
灣
引

起
了
媒
體
的
高
度
關
注
，
並
就
合
作
協
定

商
定
、
簽
署
了
操
作
性
較
強
的
落
實
方

案
，
上
博
同
意
出
借
︿
清
雍
正
綠
地
粉
彩

描
金
堆
花
紋
六
角
形
瓶
﹀
︵
圖
一
︶
一

對
，
於
﹁
雍
正—

清
世
宗
文
物
大
展
﹂
中

女
圖
花
口
碗
﹀
︵
圖
七
︶
、
︿
景
德
鎮
窯

青
花
折
枝
花
卉
紋
花
口
碗
﹀
︵
圖
八
︶
、

︿
景
德
鎮
窯
青
花
人
物
故
事
圖
盤
﹀
︵
圖

九
︶
、
︿
景
德
鎮
窯
青
花
開
光
折
枝
花
卉
紋

鏤
空
盤
﹀
︵
圖
十
︶
、
︿
景
德
鎮
窯
青
花

花
鳥
紋
盤
﹀
︵
圖
十
一
︶
等
十
組
十
四
件

館
藏
品
參
加
展
覽
，
作
為
中
國
青
花
貿
易

瓷
，
反
映
了
﹁
交
會
的
燦
爛
火
花—

創
新

製
作
﹂
，
贏
得
了
觀
賞
者
的
讚
譽
。

圖一　 清　雍正　綠地粉彩描金堆花紋六角形瓶　一對　參與「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　
上海博物館藏

圖二　 清　康熙　景德鎮窯青花如意花卉紋香薰爐　一對　參與「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特
展」　上海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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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訪
臺
期
間
，
認
真
學
習
了
臺
北

故
宮
的
事
業
發
展
新
理
念
和
新
業
績
。
周

功
鑫
院
長
的
發
展
理
念
是
﹁
形
塑
典
藏
新

活
力
，
創
造
故
宮
新
價
值
﹂
。
她
認
為
，

從
博
物
館
經
營
理
念
來
說
，
博
物
館
首
重

使
命
的
確
立
，
使
命
清
楚
，
便
易
於
定
位

未
來
發
展
方
向
。
博
物
館
有
句
話
：
﹁
藏

品
為
博
物
館
之
心
臟
﹂
，
故
宮
的
心
臟
就

在
中
華
古
文
物
與
藝
術
品
的
收
藏
，
藉
著

這
些
收
藏
，
從
事
藏
品
管
理
、
保
存
、
研

究
、
展
示
及
教
育
推
廣
等
工
作
，
博
物
院

的
功
能
方
能
獲
得
發
揮
，
使
命
方
得
以
完

成
，
自
然
也
就
能
呈
現
故
宮
的
特
色
，
這

是
最
清
楚
不
過
的
發
展
方
向
，
捨
此
則
困

難
重
重
，
無
從
發
展
。
故
宮
典
藏
著
八
千

年
來
的
華
夏
文
明
，
如
何
教
育
民
眾
認
識

自
己
固
有
的
文
化
極
為
重
要
，
因
為
它
與

眾
人
血
脈
相
連
，
無
法
用
意
識
除
去
，
重

要
的
是
如
何
從
中
獲
得
啟
發
，
創
造
出
屬

於
自
己
的
新
文
化
。
因
此
，
故
宮
將
繼
續

掌
握
自
己
的
特
質
，
透
過
對
典
藏
文
物
的

研
究
、
展
示
、
數
位
化
作
業
與
教
育
推
廣

等
工
作
，
彰
顯
本
院
特
質
，
帶
動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
培
育
人
才
。
如
何
運
用
電
腦
科

技
輔
助
博
物
館
展
示
，
加
強
教
育
功
能
，

開
創
文
化
產
業
，
發
展
知
識
經
濟
，
則
是

故
宮
未
來
更
要
努
力
的
方
向
。
讓
故
宮
活

潑
而
年
輕
化
起
來
，
也
是
今
後
要
努
力
的

方
向
。
近
年
來
世
界
各
國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蓬
勃
發
展
，
文
化
藝
術
已
成
為
現
代
社
會

最
珍
貴
的
資
本
，
故
宮
的
典
藏
正
是
臺
灣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豐
厚
的
基
石
，
善
用
這
豐

厚
的
文
化
遺
產
，
盡
速
設
置
﹁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育
成
中
心
﹂
，
一
方
面
引
進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先
進
國
家
大
師
們
的
創
意
作
品
，

在
中
心
展
出
，
以
激
發
設
計
師
們
的
靈

感
；
定
期
舉
辦
創
意
大
師
講
座
，
培
育
優

秀
的
年
輕
設
計
人
才
，
並
讓
他
們
參
與
故

宮
的
文
化
創
意
產
業
，
使
故
宮
成
為
帶
動

臺
灣
文
化
藝
術
產
業
發
展
的
動
力
火
車

頭
。
周
院
長
很
興
奮
地
介
紹
，
故
宮
近
期

在
典
藏
維
護
、
文
物
展
覽
、
學
術
研
究
、

保
存
修
護
、
教
育
推
廣
、
文
創
發
展
、
安

全
管
理
、
數
位
化
建
設
、
兩
岸
交
流
、
營

繕
建
設
、
南
部
院
區
、
公
共
事
務
、
休
閒

消
費
等
方
面
取
得
了
令
人
可
喜
的
業
績
，

我
由
衷
地
祝
願
故
宮
在
周
院
長
的
領
導
下

攀
升
新
的
邏
輯
起
點
。

這
次
在
臺
北
故
宮
，
還
能
感
受
到

﹁
富
春
山
居
﹂
的
宣
教
影
響
。
周
院
長
深

圖五　 清　康熙　景德鎮窯青花仕女圖瓶　
上海博物館藏

圖三　 清　康熙　景德鎮窯青花花藍博古圖瓶　
上海博物館藏

圖四　 清　康熙　景德鎮窯青花開光花鳥博物圖瓶　
上海博物館藏

圖六　清　康熙　景德鎮窯青花折枝花卉紋花瓣形執壺　上海博物館藏圖七　清　康熙　景德鎮窯青花仕女圖花口碗　上海博物館藏

圖八　清　康熙　景德鎮窯青花折枝花卉紋花口碗　一對　上海博物館藏

圖九　 清　康熙　景德鎮窯青花人物故事圖盤　
上海博物館藏

圖十　 清　康熙　景德鎮窯青花開光折枝花卉紋鏤
空盤　上海博物館藏

圖十一　 清　康熙　景德鎮窯青花花鳥紋盤　
上海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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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藝
創
新
﹂
、
﹁
盛
世
極
品
﹂
、
﹁
翰

墨
光
華
﹂
及
﹁
丹
青
瑰
寶
﹂
六
大
故
事
線

呈
現
，
僅
以
書
畫
為
例
，
晉
王
羲
之
︿
快

雪
時
晴
帖
﹀
、
唐
孫
過
庭
︿
書
譜
﹀
、
唐

玄
宗
︿
鶺
鴒
頌
﹀
、
唐
顏
真
卿
︿
祭
姪

文
稿
﹀
、
唐
懷
素
︿
自
敘
帖
﹀
、
宋
蘇
軾

︿
書
黃
州
寒
食
詩
﹀
、
宋
黃
庭
堅
︿
自

書
松
風
閣
詩
﹀
、
宋
米
芾
︿
蜀
素
帖
﹀
、

唐
人
︿
明
皇
幸
蜀
圖
﹀
、
唐
人
︿
宮
樂

圖
﹀
、
五
代
梁
趙
喦
︿
八
達
春
遊
圖
﹀
、

五
代
南
唐
趙
幹
︿
江
行
初
雪
圖
﹀
、
五
代

南
唐
董
源
︿
洞
天
山
堂
﹀
、
五
代
南
唐
巨

然
︿
層
岩
叢
樹
圖
﹀
、
五
代
人
︿
丹
楓
呦

鹿
﹀
、
宋
黃
居
寀
︿
山
鷓
棘
雀
圖
﹀
、
宋

范
寬
︿
谿
山
行
旅
圖
﹀
、
宋
范
寬
︿
臨
流

獨
坐
圖
﹀
、
宋
文
同
︿
墨
竹
﹀
、
宋
郭
熙

︿
早
春
圖
﹀
、
宋
崔
白
︿
雙
喜
圖
﹀
、
宋

徽
宗
︿
蠟
梅
山
禽
﹀
、
宋
徽
宗
︿
文
會

圖
﹀
、
宋
李
唐
︿
萬
壑
松
風
圖
﹀
、
元
吳

鎮
︿
雙
松
圖
﹀
等
，
都
在
展
出
之
列
，
實

為
有
幸
，
可
謂
震
撼
！

交
流
是
雙
向
的
，
友
誼
是
永
存
的
。

在
臺
灣
期
間
，
也
有
機
會
向
臺
灣
的
同
行

交
流
上
海
博
物
館
的
發
展
近
況
。
上
海
博

物
館
努
力
探
索
公
共
文
化
服
務
體
系
中
的

圖十二　 李嵩　西湖圖　卷　參與「文藝紹興—南宋藝術與文化特展」　上海博物館藏

情
地
說
：
黃
公
望
的
︿
富
春
山
居
圖
﹀
是

本
院
典
藏
品
中
極
重
要
的
名
跡
，
也
是

文
人
畫
的
代
表
作
。
黃
公
望
這
幅
名
畫
對

山
水
自
然
的
掌
握
與
筆
墨
的
多
元
寫
意

變
化
，
具
體
呈
現
元
代
文
人
畫
的
精
神
，

並
影
響
明
清
兩
代
水
墨
繪
畫
發
展
。
此
次

特
展
因
浙
江
省
博
物
館
慨
然
同
意
出
借

︿
剩
山
圖
﹀
，
是
促
成
﹁
山
水
合
璧—

黃
公
望
與
富
春
山
居
圖
特
展
﹂
的
關
鍵
所

在
，
得
以
實
現
三
百
六
十
多
年
之
後
的
合

璧
並
列
。
為
讓
展
覽
內
容
更
完
備
，
浙
江

省
博
物
館
還
出
借
另
兩
幅
王
原
祁
︿
仿
富

春
山
居
圖
軸
﹀
與
奚
岡
︿
仿
黃
公
望
富
春

筆
意
圖
軸
﹀
；
也
向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

中
國
國
家
博
物
館
、
上
海
博
物
館
、
南
京

博
物
院
、
雲
南
省
博
物
館
等
館
商
借
黃
公

望
其
他
傳
世
書
畫
遺
跡
及
相
關
畫
跡
，
共

同
參
與
展
出
。
本
次
特
展
，
是
臺
北
故
宮

繼
二○

○

九
年
﹁
雍
正—

清
世
宗
文
物
大

展
﹂
、
二○

一○

年
﹁
文
藝
紹
興—

南
宋

藝
術
與
文
化
特
展
﹂
︵
圖
十
二
︶
兩
項
大

展
後
，
與
大
陸
博
物
館
再
次
交
流
合
作
的

成
果
。
在
臺
北
故
宮
，
還
有
幸
觀
賞
極
為

難
得
一
見
的
﹁
國
寶
展
﹂
。
這
一
稀
珍
國

寶
展
分
﹁
禮
樂
典
範
﹂
、
﹁
金
匱
寶
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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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物
館
文
化
的
力
量
、
情
懷
與
智
慧
。
公

共
文
化
服
務
體
系
很
值
得
探
討
，
涉
及
的

內
容
很
多
。
如
怎
樣
來
避
免
市
民
基
本
文

化
權
益
差
距
的
擴
大
，
如
何
滿
足
人
民
群

眾
的
文
化
需
求
，
怎
樣
把
文
化
的
影
響
寓

於
服
務
之
中
。
今
天
我
們
討
論
公
共
文
化

服
務
體
系
建
設
與
博
物
館
的
發
展
，
這
個

﹁
服
務
﹂
應
該
在
原
來
的
意
義
上
深
化
一

步
：
要
把
文
化
的
影
響
寓
於
﹁
服
務
﹂

當
中
。
同
時
，
通
過
我
們
的
服
務
和
事

業
的
發
展
，
要
促
進
人
際
的
文
化
交
流
，

提
高
市
民
的
道
德
素
養
，
促
進
社
會
文
化

的
組
織
化
程
度
的
提
高
。
有
了
以
上
這
些

理
念
，
即
便
我
們
還
是
談
具
體
的
服
務
問

題
、
服
務
措
施
、
服
務
途
徑
，
實
際
已
涉

及
到
觀
念
的
更
新
和
運
營
基
礎
的
完
善
、

公
共
文
化
服
務
邊
界
的
確
認
、
文
化
品
牌

的
養
育
、
文
化
資
源
的
整
合
、
投
入
機
制

的
改
善
、
公
共
文
化
政
策
的
配
套
等
等
。

博
物
館
文
化
以
其
民
族
凝
聚
力
，
訴
說
著

民
族
文
化
的
博
大
精
深
、
源
遠
流
長
；
博

物
館
文
化
以
其
歷
史
穿
透
力
，
演
繹
著
漫

長
歷
史
的
滄
桑
巨
變
、
歲
月
坦
誠
；
博
物

館
文
化
以
其
文
化
滲
透
力
，
尋
覓
著
中
華

文
明
的
悠
悠
源
頭
、
綿
綿
根
脈
；
博
物
館

文
化
以
其
藝
術
感
染
力
，
守
望
著
精
神
家

園
的
世
代
傳
承
、
人
文
自
豪
；
博
物
館
文

化
以
其
全
球
影
響
力
，
促
進
著
世
界
文
明

的
文
化
對
話
、
智
慧
養
育
。
上
海
博
物
館

在
公
益
性
服
務
上
開
啟
了
走
向
社
會
的
新

途
徑
。
一
九
九
八
年
舉
辦
了
新
館
首
屆

﹁
中
學
生
夏
令
營
﹂
，
從
二○

○
○

年
開

始
，
圍
繞
﹁
博
物
館
與
現
代
都
市
﹂
、

﹁
博
物
館
與
社
區
建
設
﹂
、
﹁
博
物
館
與

全
球
化
﹂
、
﹁
博
物
館
與
青
少
年
﹂
等
主

題
，
每
年
舉
辦
一
次
﹁
五
一
八
國
際
博
物

館
日
活
動
周
﹂
文
博
知
識
宣
傳
普
及
活

動
，
包
括
組
織
全
市
性
的
中
學
生
徵
文
與

文
博
夏
令
營
、
建
立
學
校
型
文
博
基
地
、

舉
辦
社
區
居
民
的
收
藏
展
覽
和
專
家
陳
列

室
講
解
、
策
劃
專
題
新
聞
報
導
等
內
容
，

取
得
了
良
好
的
社
會
效
益
。

上
海
博
物
館
還
有
參
觀
導
覽
與
博
物

館
體
驗
活
動
、
文
化
實
踐
與
藝
術
體
驗
、

學
生
講
座
、
夏
令
營
活
動
、
行
走
上
海
、

教
師
研
習
會
活
動
等
。
二○

一○

年
，
共

開
展
各
類
文
化
活
動
二
百
場
。
其
中
講

座
有
﹁
博
物
館
日
﹂
、
﹁
開
放
的
藝
術

史
﹂
、
﹁
特
展
﹂
、
﹁
志
願
者
﹂
、
﹁
九

州
文
化
﹂
、
﹁
布
文
化
﹂
、
﹁
建
築
﹂
、

﹁
書
法
藝
術
﹂
、
﹁
歲
時
節
日
﹂
、
﹁
陶

瓷
文
化
﹂
、
﹁
玉
文
化
﹂
、
﹁
紙
文
化
﹂

等
專
題
一○

九
場
，
聽
眾
人
數
二
萬
一
千

餘
人
次
。
二○

一
一
年
利
用
觀
眾
閱
覽
室

開
展
了
﹁
廣
場
二○

一
﹂
讀
書
沙
龍
活

動
，
有
﹁
蘭
亭
雅
集
﹂
、
﹁
如
何
上
好
歷

史
課
﹂
、
﹁
中
西
醫
對
話
﹂
、
﹁
戲
劇
與

文
學
的
碰
撞
﹂
、
﹁
評
彈
藝
術
賞
析
﹂

等
。
上
海
博
物
館
積
極
開
展
多
管
道
多
形

式
多
層
次
對
外
文
化
交
流
，
展
覽
交
流
日

益
加
強
，
學
術
交
流
不
斷
深
入
，
人
員
交

流
順
利
啟
動
，
博
物
館
文
化
禮
品
開
發
的

交
流
合
作
日
趨
重
視
，
上
海
博
物
館
在
許

多
國
際
論
壇
上
積
極
參
與
，
在
美
國
的

﹁
上
博
之
友
﹂
發
揮
重
要
作
用
，
在
國
際

交
流
中
有
許
多
國
際
友
人
主
動
捐
贈
珍
貴

文
物
給
上
海
博
物
館
。
近
三
十
多
年
間
，

上
博
共
舉
辦
或
參
與
出
國
境
展
近
一
百

個
，
其
中
近
七
十
個
是
在
新
館
落
成
開
放

後
舉
辦
的
，
占
總
數
三
分
之
二
強
，
展
覽

涉
及
亞
洲
、
歐
洲
、
美
洲
、
大
洋
洲
等

二
十
二
個
國
家
九
十
八
個
文
博
單
位
。

與
此
同
時
，
我
們
還
從
海
外
引
進
展
覽

五
十
四
個
，
其
中
新
館
落
成
開
放
後
引
進

展
覽
四
十
四
個
，
占
總
數
的
五
分
之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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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
，
與
亞
洲
、
歐
洲
、
美
洲
、
大
洋
洲
等

二
十
二
個
國
家
五
十
個
文
博
單
位
開
展
了

合
作
交
流
。
這
兩
種
形
式
的
展
覽
交
流
，

為
我
們
開
闊
眼
界
、
轉
變
思
路
、
培
養
人

才
、
提
高
學
科
研
究
水
準
、
融
入
國
際
博

物
館
大
家
庭
，
推
動
上
博
各
方
面
的
工
作

都
起
到
了
積
極
作
用
。
在
臺
灣
，
與
同
行

的
交
流
是
歡
快
的
，
氣
氛
是
熱
烈
的
，
情

景
是
難
忘
的
。

月
明
一
笛
潮
生
浦

夜
色
有
聲
寶
島
情
，
月
明
一
笛
潮

生
浦
。
臺
北
的
夜
晚
顯
示
閒
逸
、
宜
居
，

與
故
宮
的
朋
友
品
茶
、
賞
玉
、
聽
琴
、
聞

香
，
共
談
學
術
，
感
受
人
文
，
激
情
起

伏
，
其
樂
融
融
。
馮
明
珠
副
院
長
交
流
了

故
宮
策
劃
清
代
臺
灣
史
料
展
的
經
驗
和

學
術
思
考
。
故
宮
應
用
典
藏
的
二
十
萬
冊

善
本
舊
籍
與
近
四
十
萬
件
清
宮
檔
案
策
劃

展
覽
，
每
半
年
一
檔
，
分
特
展
、
常
設
展

與
借
展
三
類
，
展
出
地
點
雖
以
臺
北
故
宮

為
主
，
但
也
有
兩
檔
赴
其
他
館
展
出
。

﹁
文
獻
足
徵—

院
藏
清
宮
臺
灣
史
料
特

展
﹂
、
﹁
臺
灣
近
代
化
的
足
跡
﹂
、
﹁
斯

土
斯
民—

活
躍
在
清
代
臺
灣
歷
史
上
的
人

物
﹂
、
﹁
披
荊
斬
棘—

十
七
世
紀
後
的
臺

灣
﹂
、
﹁
黎
民
之
初—

院
藏
臺
灣
原
住
民

圖
檔
文
獻
特
展
﹂
等
都
引
人
關
注
。
馮
副

院
長
對
這
些
展
覽
進
行
了
學
術
總
結
，
認

為
展
覽
不
只
是
文
物
陳
列
，
也
牽
涉
到
對

文
物
的
詮
釋
。
策
展
人
或
團
隊
提
出
了
他

們
的
研
究
心
得
與
想
法
，
通
過
文
物
陳

列
，
呈
現
在
觀
眾
面
前
。
參
觀
者
經
由
觀

賞
文
物
中
獲
得
了
什
麼
？
是
接
受
了
策
展

人
的
詮
釋
？
還
是
觸
發
了
對
歷
史
的
理
解

與
感
受
？
亦
或
是
被
展
示
品
所
感
動
？
無

論
何
者
，
對
博
物
館
從
業
人
員
而
言
，
都

應
當
是
一
種
可
貴
的
與
文
物
對
話
經
驗
。

單
純
的
以
歷
史
檔
案
策
展
是
極
困
難
也
極

富
挑
戰
的
，
因
為
檔
案
非
藝
術
品
，
沒
有

足
夠
魅
力
，
而
如
何
讓
不
起
眼
的
檔
案
吸

引
觀
眾
目
光
，
則
考
驗
著
策
展
人
的
功

力
。
再
者
，
歷
史
檔
案
展
涉
及
歷
史
詮
釋

與
歷
史
記
憶
，
策
展
人
應
該
讓
觀
眾
觸
動

怎
樣
的
感
受
？
喚
起
哪
些
歷
史
記
憶
？
如

何
詮
釋
有
爭
議
的
歷
史
片
段
？
都
考
驗
著

策
展
人
的
學
識
與
智
慧
。
策
展
須
奠
基
于

深
厚
的
研
究
基
礎
上
，
並
應
盡
可
能
呈
現

歷
史
事
實
，
維
持
客
觀
立
場
。
馮
副
院
長

的
見
解
從
文
博
實
踐
出
發
，
十
分
深
刻
，

頗
有
啟
迪
意
義
。

明
月
當
空
，
廖
寶
秀
女
士
陪
我
們

在
永
康
街
品
茶
、
聽
琴
。
廖
寶
秀
女
士
的

︽
茶
韻
茗
事—

故
宮
茶
話
︾
︵
圖
十
三
︶

一
書
近
來
在
臺
灣
走
紅
、
得
獎
，
她
對
茶

文
化
情
有
獨
鐘
。
她
認
為
，
茶
的
原
鄉
在

中
國
，
早
在
二
千
年
前
的
漢
代
，
中
國
人

已
開
始
重
視
吃
茶
與
吃
茶
器
皿
；
到
了
唐

代
，
文
人
與
茶
結
合
，
將
飲
茶
與
詩
歌
、

藝
術
相
結
合
，
發
展
出
一
套
高
雅
的
吟
遊

活
動
。
唐
中
葉
竟
陵
︵
湖
北
天
門
縣
︶

處
士
陸
羽
︵
七
三
八

∼

八○

四
︶
，
綜
合

了
前
人
種
茶
、
吃
茶
方
式
，
撰
寫
出
世
上

最
早
、
最
完
整
的
飲
茶
百
科
寶
典—

︽
茶

經
︾
，
對
茶
的
產
地
、
茶
的
制
法
、
茶
器

具
、
煮
茶
、
吃
茶
方
式
、
茶
器
、
氛
圍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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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有
所
說
明
，
中
國
的
茶
道
文
化
便
由
此

形
成
。
唐
代
吃
茶
的
器
具
，
已
在
長
安
西

明
寺
、
法
門
寺
地
宮
和
詩
人
白
居
易
洛
陽

故
居
等
多
處
遺
址
出
土
，
因
此
也
讓
世
人

更
深
入
瞭
解
到
唐
代
的
品
茶
風
氣
與
方

法
。
經
過
唐
朝
與
五
代
，
到
了
宋
代
吃
茶

文
化
就
更
講
究
與
繁
複
了
，
出
現
一
種
以

末
茶
與
點
茶
法
為
主
流
的
﹁
茶
道
﹂
，
截

至
今
天
日
本
的
末
茶
道
仍
沿
襲
自
此
。

北
宋
朝
廷
在
產
茶
區
福
建
建
安
設
立

﹁
北
苑
﹂
貢
茶
所
，
朝
廷
與
民
間
的
飲
茶

風
氣
興
盛
，
這
時
候
的
茶
以
團
茶
和
草
茶

︵
葉
茶
︶
為
主
，
飲
用
時
均
先
研
磨
成
粉

狀
﹁
茶
末
﹂
，
置
入
茶
碗
中
，
再
注
入
熱

水
，
以
茶
筯
或
茶
筅
攪
拌
後
飲
用
，
這
種

注
湯
入
茶
盞
的
吃
茶
方
式
當
時
稱
為
﹁
點

茶
﹂
。
洪
武
二
十
四
年
︵
一
三
九
一
︶
明

太
祖
下
令
廢
除
製
作
耗
時
費
工
的
團
茶
，

改
制
為
葉
茶
，
自
此
改
變
了
唐
代
以
來

﹁
末
茶
﹂
為
主
流
的
吃
茶
方
式
，
茶
的
加

工
、
品
飲
方
法
與
茶
器
，
都
因
應
制
茶
方

式
的
變
化
而
煥
然
一
新
，
使
用
較
大
型
的

茶
壺
與
茶
鐘
瀹
茶
、
飲
茶
，
成
為
新
的
泡

茶
法
，
並
持
續
發
展
至
今
，
成
為
全
世
界

飲
茶
文
化
主
流
。

廖
寶
秀
女
士
還
陪
我
們
一
起
到
李

曙
韻
女
士
家
中
品
茶
。
那
天
李
女
士
正
好

外
出
，
她
的
先
生
招
待
品
茶
，
並
以
李
曙

韻
的
︽
茶
味
的
麁
相
︾
一
書
相
贈
。
書

中
不
乏
茶
事
哲
理
：
何
謂
茶
味
，
屬
於
茶

人
獨
特
的
人
格
品
味
。
一
旦
詡
為
茶
的

修
行
者
，
茶
人
的
德
與
格
，
自
然
就
該
受

到
公
眾
的
評
論
。
許
多
人
在
習
茶
的
過
程

中
，
往
往
自
作
聰
明
，
或
機
鋒
太
露
，
反

而
耽
誤
了
茶
性
的
養
成
。
低
調
內
斂
，
是

習
茶
的
安
全
姿
態
；
留
有
餘
地
、
不
強
求

鋒
頭
，
才
符
合
茶
人
的
格
調
。
﹁
我
不
太

容
易
記
得
別
人
的
姓
名
，
但
常
常
想
起
某

人
茶
事
的
手
部
表
情
。
臉
部
以
下
，
包
含

肢
體
動
作
及
手
足
姿
態
，
對
我
而
言
，
是

內
心
的
寫
照
。
﹂
此
言
給
人
很
大
的
思
考

空
間
。
﹁
一
個
茶
人
的
養
成
是
漫
長
的
，

首
要
是
技
巧
的
鍛
煉
。
初
學
者
大
多
企
圖

從
茶
書
中
去
尋
求
答
案
，
卻
未
料
陷
阱
重

重
。
茶
書
院
在
教
學
過
程
中
，
並
不
直
接

提
供
解
答
，
而
是
引
導
各
人
去
挑
戰
感
官

的
極
限
。
透
過
反
復
的
練
習
，
去
豐
富
味

蕾
經
驗
。
最
終
的
成
果
，
取
決
於
各
自
的

資
質
及
精
進
度
。
﹂
此
言
耐
人
尋
味
。

那
晚
，
我
們
還
來
到
琴
室
聽
琴
話

琴
。
琴
心
劍
膽
，
心
隨
琴
游
，
自
然
想
起

成
公
亮
的
散
文
︿
走
進
邵
塢
﹀
之
五
：

　

 

在
大
自
然
的
日
月
風
雲
中
享
受
每
一

天
，
同
時
也
靜
靜
地
重
新
梳
理
和
思
考

我
這
大
半
輩
子
的
琴
學
研
究
，
特
別
是

古
代
琴
曲
和
天
地
自
然
、
人
生
理
念
之

間
的
關
係
，
這
是
現
代
琴
人
在
琴
樂
理

解
中
的
一
個
難
題
。
其
重
要
的
原
因
是

千
百
年
前
古
代
琴
曲
創
作
時
的
自
然
環

境
，
現
已
被
破
壞
得
面
目
全
非
了
，

自
然
環
境
賦
予
人
的
精
神
感
受
、
自
然

環
境
造
就
的
人
性
當
然
也
與
古
人
不
一

樣
了
，
更
不
用
說
現
代
人
在
心
靈
上
遭

受
的
種
種
污
染
、
扭
曲
︙
︙
或
許
在
這

裏
我
能
漸
漸
地
感
知
這
些
古
曲
與
天
與

地
、
與
人
與
情
的
關
係
，
漸
漸
領
悟
古

代
音
樂
的
真
諦
。

琴
，
中
國
最
早
的
彈
撥
樂
器
之
一
，
二
十

世
紀
初
才
被
稱
作
﹁
古
琴
﹂
。
﹁
昔
伏
羲

作
琴
﹂
、
﹁
神
農
作
琴
﹂
、
﹁
舜
作
五
弦
之

琴
以
歌
南
風
﹂
之
說
，
可
見
琴
的
歷
史
悠

久
。
︽
書
經
︾
：
﹁
搏
拊
琴
瑟
以
詠
﹂
，

︽
詩
經
︾
：
﹁
琴
瑟
在
禦
，
莫
不
靜
好
﹂
，

孔
子
、
蔡
邕
、
嵇
康
、
蘇
軾
等
都
以
彈
琴

著
稱
︙
︙
在
高
古
奇
逸
的
琴
聲
中
，
大
家

談
琴
論
古
，
抒
發
情
感
，
共
識
琴
已
成
為

中
國
文
化
和
理
想
人
格
的
象
徵
。

在
臺
北
，
我
們
還
觀
賞
了
瑩
瑋
藝

術
翡
翠
文
化
博
物
館
的
珍
藏
，
那
︿
生
命

之
初
﹀
的
蟬
蛻
新
生
、
蟲
動
欲
飛
、
花
蝶

翩
舞
、
生
命
謳
歌
，
︿
福
地
福
人
居
﹀
的

凸
顯
地
人
、
剛
柔
相
濟
、
蝶
翼
薄
透
、
須

足
纖
細
，
︿
禪
想
連
綿
﹀
的
長
繩
淩
空
、

佛
字
巧
設
、
蓮
蓬
神
妙
、
綠
蛙
和
鳴
，

︿
蟬
連‧

蟬
聯
﹀
的
蟬
兒
飛
掠
、
縈
廻
盤

旋
、
流
連
相
承
、
詩
意
盎
然
，
︿
禦
風

而
上
﹀
的
幽
蘭
悠
悠
、
蚱
蜢
騰
躍
、
動
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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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兼
、
意
度
超
玄
，
︿
絲
絲
入
扣
﹀
的
纖

維
縱
橫
、
色
澤
深
赭
、
新
葉
嫩
綠
、
生
趣

無
限
，
︿
出
奇
制
勝
﹀
的
螳
螂
捕
蟬
、
黃

雀
在
後
、
驚
心
動
魄
、
扣
人
心
弦
，
︿
揚

眉
吐
氣
﹀
的
一
樹
老
梅
、
交
錯
盤
屈
、
梅

枝
新
生
、
堅
毅
奮
發
，
︙
︙
在
藝
術
世
界

裏
細
細
品
味
﹁
在
翡
翠
玉
石
裏
，
天
與
地

的
奧
秘
力
量
，
使
人
謙
卑
；
在
翡
翠
藝
術

裏
，
我
願
一
心
修
行
，
專
注
、
思
量
、
對

話
關
於
生
命
的
諸
般
智
慧
︙
︙
﹂
。

任
天
空
海
闊
隨
舒
卷

在
寶
島
寫
生
，
任
天
空
海
闊
隨
舒

卷
，
逸
情
飛
縱
，
心
曠
神
怡
。

我
在
臺
灣
三
次
寫
生
。
第
一
次
在

二○
○

五
年
深
秋
，
足
跡
遍
佈
臺
北
、

圖十七　松園秋色　陳燮君作於臺北陽明山

圖十八　松園秋雨　陳燮君作於臺北陽明山

臺
北
縣
、
基
隆
、
臺
中
、
臺
南
、
南
投
、

高
雄
、
屏
東
、
花
蓮
、
澎
湖
，
被
陽
明

山
、
野
柳
、
太
魯
閣
大
峽
谷
、
阿
里
山
、

日
月
潭
、
墾
丁
的
自
然
風
光
、
人
文
風
情

所
感
染
，
作
畫
三
十
六
幅
。
第
二
次
在
二

○
○

九
年
二
三
月
間
，
在
臺
北
逗
留
時
間

短
暫
，
作
了
︿
松
風
閣
﹀
、
︿
臺
北
市
孔

廟
﹀
、
︿
眺
望
一○

一
大
樓
﹀
、
︿
園
山

大
飯
店
﹀
等
六
幅
。
第
三
次
為
二○

一
一

年
金
秋
，
作
畫
二
十
四
幅
。

故
宮
至
德
園
︵
圖
十
五
、
十
六
︶

的
秋
天
是
寧
靜
美
麗
的
。
秋
風
瑟
瑟
，

細
雨
綿
綿
，
在
至
德
園
中
可
以
感
悟
到
那

近
在
咫
尺
的
中
華
至
寶
訴
說
著
世
代
傳

承
、
博
大
精
深
，
表
達
著
雍
容
典
華
、
遒

樸
卓
越
，
那
亭
、
石
、
遠
山
、
近
樹
沉
渾

蒼
雄
，
風
骨
迥
朗
，
畫
出
的
作
品
構
圖
自

然
是
奇
崛
得
度
的
，
其
筆
觸
自
然
是
縱
放

逸
宕
的
。
陽
明
山
冷
水
坑
的
視
野
十
分
寥

廓
，
秋
色
盡
染
，
群
山
黛
綠
，
自
然
開
始

顯
其
深
沉
，
大
地
邁
向
年
末
的
成
熟
。
俯

視
冷
水
坑
的
牛
奶
湖
，
在
滿
目
藍
綠
中
一

汪
乳
白
。
於
是
牛
奶
湖
的
寫
生
作
品
油
然

而
生
，
在
質
樸
中
見
鉛
華
綽
約
，
在
簡
潔

中
覓
浮
動
神
韻
。
︵
圖
二
十
︶
趁
著
秋
雨

飄
飄
，
又
從
不
同
的
山
脈
視
角
，
畫
下
了

風
格
互
異
的
作
品
，
有
的
在
沉
雄
中
見
空

靈
，
有
的
在
緻
密
中
顯
神
敞
，
有
的
在
奔

放
中
透
蘊
藉
。
這
次
寫
生
，
陽
明
山
的
松

園
和
汐
止
留
下
了
深
刻
的
印
象
。
回
滬
以

後
，
我
多
次
與
畫
畫
朋
友
說
起
，
如
果
到

臺
灣
寫
生
，
在
綜
合
領
略
寶
島
風
情
後
，

理
應
尋
覓
靜
謐
秀
麗
之
處
，
定
心
定
神
，

潛
心
作
畫
。
松
園
中
，
地
勢
起
伏
，
山
勢

軼
宕
，
老
房
質
樸
，
小
橋
稚
拙
，
秋
風
送

涼
，
雨
絲
清
潤
，
樹
叢
中
有
詩
情
與
畫

意
，
小
道
邊
有
野
逸
與
生
機
，
我
畫
下
了

多
幅
松
園
寫
真
。
︵
圖
十
七
、
十
八
︶
汐

止
同
樣
是
端
莊
秀
美
、
風
韻
俊
朗
的
。
進

入
汐
止
，
風
雨
漸
大
，
樹
姿
百
態
，
溪
水

叮
噹
，
我
親
歷
著
大
自
然
的
表
情
的
變

化
，
感
受
著
季
節
的
行
走
，
捕
捉
著
生
命

的
律
動
，
驚
喜
著
色
彩
的
隨
行
，
於
是
，

在
寫
生
作
品
中
融
進
了
奇
麗
靈
秀
、
淵
雅

靜
穆
、
卓
健
淳
樸
、
鬱
勃
清
曠
。
︵
圖

十
九
︶
陽
明
山
平
等
里
別
有
一
番
秀
雅
溫

文
、
瀟
放
宏
逸
，
在
這
裏
作
畫
可
以
盡
收

大
自
然
的
樸
茂
清
新
，
酣
暢
表
達
詩
意
人

文
的
獨
特
澹
然
。
圓
山
飯
店
遠
眺
顯
然
是

臺
北
一
景
，
陽
明
山
姿
容
挺
峻
，
大
橋
軒

昂
，
立
交
款
婉
，
小
車
穿
梭
，
遠
方
樓
宇

淡
致
，
近
處
草
木
芬
菲
，
趕
緊
作
畫
，
定

格
視
覺
︙
︙
︵
圖
二
一
︶

憑
天
空
海
闊
隨
舒
卷
，
在
尺
幅
之

中
候
回
音
。
在
寫
生
中
，
我
常
常
想
念
在

臺
灣
的
朋
友
席
慕
蓉
，
會
情
不
自
禁
地
吟

詠
她
的
︿
回
音
﹀
：
﹁
站
在
湍
急
的
流
水

圖十九　臺北食養山房　陳燮君作於臺灣汐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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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
向
著
對
岸
的
山
谷
，
我
一
次
又
一
次

地
高
聲
呼
喚
，
為
的
是
想
要
聆
聽
，
那
婉

轉
而
又
遙
遠
的
回
音
，
那
種
比
我
原
來
的

呼
喚
要
美
麗
上
千
百
倍
的
聲
音
。
︙
︙
在

真
正
的
深
谷
裏
，
潭
水
的
水
色
碧
青
，
好

像
是
假
的
一
樣
。
在
真
正
的
愛
裏
，
說
出

來
的
話
也
永
遠
令
人
無
法
置
信
。
真
實
的

現
場
，
我
們
總
是
無
法
接
受
。
唯
一
的
方

圖二十　陽明山冷水坑牛奶湖　陳燮君作

圖二一　園山飯店遠眺　陳燮君作

法
是
將
它
放
進
歷
史
之
中
，
或
者
是—

寫

在
詩
裏
，
畫
在
畫
上
。
﹂

作
者
為
上
海
博
物
館
館
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