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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版畫中的史與事

文物脈絡

︽
古
今
圖
書
集
成‧

山
川
典
︾

　
　
　
　
　
　
　

版
畫
中
的
史
與
事

呂
季
如

︽
古
今
圖
書
集
成
︾
由
清
初
學
者
陳

夢
雷
主
編
，
蔣
廷
錫
等
校
訂
，
插
圖
製
作

並
未
署
相
關
繪
刻
者
姓
氏
，
以
至
無
法
追

述
。
是
書
內
容
分
曆
象
、
方
輿
、
明
倫
、

︽
古
今
圖
書
集
成‧

山
川
典
︾
中
所

附
的
版
畫
，
因
形
式
統
一
，
內
容
豐
富
，

版
刻
綿
密
；
在
描
繪
山
嶽
形
貌
之
外
，
部

分
圖
版
甚
至
將
歷
史
故
事
或
鄉
野
傳
說
納

入
素
材
。
筆
者
統
計
兩
百
一
十
三
幅
插
圖

中
，
表
現
歷
史
故
事
內
容
之
圖
版
有
十
五

幅
。
例
如
該
山
曾
經
歷
驚
險
戰
況
或
遺

存
戰
爭
史
跡
，
便
有
描
繪
戰
事
相
關
之
圖

版
；
若
當
地
曾
流
傳
神
話
軼
聞
，
則
繪
刻

有
仙
道
傳
說
插
圖
；
或
者
該
山
區
曾
有
文

學
作
品
或
文
獻
史
料
提
及
，
便
呈
現
相
關

內
容
之
圖
版
。
繪
圖
者
匠
心
獨
運
地
將
故

事
特
點
、
情
節
抑
或
人
物
，
於
圖
版
中
添

綴
，
甚
至
刻
意
放
大
人
物
、
岩
石
景
觀
或

建
築
遺
跡
的
比
例
，
藉
以
突
顯
主
題
。
虛

實
相
生
的
取
材
方
式
，
使
諸
多
圖
版
帶
有

欣
賞
山
水
版
畫
的
別
致
之
趣
。
本
文
擬
將

上
述
各
類
圖
版
，
根
據
︿
彙
考
﹀
及
相
關

文
獻
，
分
析
其
中
蘊
含
的
故
事
，
帶
領
讀

者
從
版
畫
中
看
歷
史
。

描
繪
戰
事
的
圖
版 

軍
事
要
塞
常
位
於
山
嶽
、
磯
岸
處
，

多
屬
兵
家
必
爭
之
地
，
許
多
著
名
戰
役
便

發
生
於
此
。
︿
山
川
典
﹀
中
描
繪
戰
事
的

古
籍
類
書
的
學
術
功
能
，
主
要
是
因
應
士
民
利
用
文
獻
與
熟
悉
各
門
類
知
識
。
清
雍
正
四
年
武
英

殿
銅
活
字
本
︽
古
今
圖
書
集
成
︾
，
取
法
歷
來
類
書
之
優
點
，
編
排
形
式
更
為
嚴
謹
完
備
；
並
進

一
步
納
入
﹁
圖
﹂
，
在
疆
域
、
山
川
、
禽
蟲
、
草
木
、
器
物
等
非
圖
不
明
的
部
類
中
使
用
。
是
書

廣
收
博
採
相
關
圖
版
資
料
，
發
揮
類
書
多
元
參
考
的
特
性
。
其
中
︿
山
川
典
﹀
所
附
圖
版
，
地
點

明
確
，
輔
以
文
字
說
明
，
達
到
以
圖
敘
事
的
功
能
。

博
物
、
理
學
與
經
濟
等
六
大
﹁
彙
編
﹂
。

每
編
下
再
以
﹁
典
﹂
分
類
，
本
文
所
談
之

︿
山
川
典
﹀
，
與
坤
輿
、
職
方
、
邊
裔
各

典
同
列
於
方
輿
彙
編
項
下
。
︿
山
川
典
﹀

下
再
分
﹁
山
部
﹂
、
﹁
川
部
﹂
及
﹁
海

部
﹂
等
三
部
，
因
川
海
流
域
曲
折
遼
闊
，

並
非
單
張
圖
版
所
能
表
現
，
故
僅
﹁
山

部
﹂
附
有
插
圖
。 

多
樣
性
的
﹁
山
部
﹂
圖
版

︽
古
今
圖
書
集
成‧

山
川
典
︾
﹁
山

部
﹂
項
下
收
有
兩
百
七
十
九
座
山
，
每
座

山
皆
由
︿
彙
考
﹀
統
整
該
部
之
重
要
資

料
，
若
該
山
收
有
插
圖
，
則
一
併
附
於

︿
彙
考
﹀
中
。
每
部
之
編
排
皆
有
固
定
規

則
：
先
有
一
段
十
餘
字
的
︿
彙
考
﹀
總

題
，
點
出
此
山
之
地
理
位
置
，
或
命
名
依

據
，
或
曾
發
生
之
重
要
事
件
；
接
著
以
一

段
約
數
十
字
的
︿
彙
考
﹀
內
容
，
敘
明
該

山
之
重
要
文
獻
︵
圖
一
︶
，
其
後
收
該
山

插
圖
。
一
山
之
︿
彙
考
﹀
總
題
與
內
容
，

往
往
與
插
圖
有
密
切
關
係
。
了
解
︿
彙

考
﹀
與
圖
版
之
關
聯
，
便
可
據
此
解
讀
各

圖
版
中
的
資
訊
。

插
圖
，
主
要
有
四
幅
，
分
別
是
華
不
注
山

圖
、
金
牛
峽
圖
、
北
固
山
圖
，
以
及
采
石

山
圖
，
諸
圖
皆
能
以
細
膩
的
筆
觸
，
帶
出

戰
爭
扣
人
心
弦
的
情
節
。

華
不
注
山
圖

華
不
注
山
地
點
位
於
山
東
濟
南
，
因

其
形
狀
如
未
綻
開
的
蓮
花
花
萼
而
得
名
。

據
︿
華
不
注
山
部‧

彙
考
﹀
云
：

　

 

山
下
有
華
泉
，
以
其
形
如
華
跗
之
注
於

水
。
︵
︽
山
川
典
︾
卷
二
三
︶

觀
察
﹁
華
不
注
山
圖
﹂
︵
圖
二
︶
右
側
的

山
體
面
積
不
大
，
然
形
態
孤
高
，
拔
地
而

起
，
旁
無
連
附
，
下
方
流
淌
著
華
泉
，
圖

版
將
山
之
型
態
翔
實
展
現
。
圖
中
描
寫
城

外
兩
人
騎
馬
奔
逐
，
下
方
另
見
兩
人
推
車

行
於
華
泉
岸
邊
，
應
是
據
春
秋
時
期
齊
頃

公
﹁
三
周
華
不
注
﹂
之
事
所
繪
。

其
事
見
︽
左
傳‧

成
公
二
年
︾
︵
前

五
八
九
︶
所
載
：
齊
、
晉
兩
國
交
戰
於
濟

南
，
齊
國
失
利
，
齊
頃
公
乘
戰
車
逃
逸
，

而
晉
兵
隨
後
直
追
。
齊
頃
公
繞
了
華
不
注

山
三
圈
後
，
同
車
陪
侍
的
齊
國
大
夫
逢
丑

父
遂
與
齊
頃
公
更
衣
換
位
，
使
齊
頃
公
得

偽
裝
到
華
泉
邊
取
水
。
此
時
，
晉
兵
將
逢

丑
父
誤
為
齊
頃
公
而
活
捉
，
而
齊
頃
公
便

圖一　 《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緱山部彙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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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借
取
水
之
機
逃
遁
回
國
。
圖
版
中
追
趕

與
奔
逃
的
兩
組
人
物
所
佔
比
例
雖
小
，
但

對
比
鮮
明
，
十
足
諧
趣
。

金
牛
峽
圖

陜
西
與
四
川
交
界
的
金
牛
峽
崖
峻
谷

深
，
︿
金
牛
峽
部
．
彙
考
﹀
對
此
地
的
形
容
：

　

 

山
石
高
峻
，
峰
巒
連
接
，
中
分
一
道
，

勢
同
斧
劈
，
自
古
稱
蜀
道
最
險
，
莫
此

為
甚
。
︵
︽
山
川
典
︾
卷
七
七
︶

膾
炙
人
口
的
︽
三
國
演
義
︾
中
，
第

五
十
四
至
五
十
五
回
寫
周
瑜
施
計
欲
討
回

荊
州
，
卻
導
致
﹁
賠
了
夫
人
又
折
兵
﹂
的

經
過
。
故
事
起
因
於
蜀
漢
借
東
吳
荊
州
後

無
意
歸
還
，
周
瑜
於
是
獻
策
美
人
計
，
企

圖
乘
劉
備
過
江
聯
姻
時
，
扣
為
人
質
。
此

計
為
諸
葛
亮
所
識
破
，
遂
將
計
就
計
，
不

但
促
成
佳
偶
，
又
使
周
瑜
折
損
兵
力
。
圖

版
中
雖
無
人
物
出
場
，
但
狠
石
遺
跡
與
火

砲
戰
船
的
繪
入
，
亦
再
現
三
國
故
事
中
運

計
鋪
謀
的
精
采
情
節
。

采
石
山
圖

宋
陸
游
言
：
﹁
古
來
江
南
有
事
，
從

采
石
渡
者
十
之
九
﹂
，
顯
見
安
徽
采
石
山

之
要
隘
。
︿
采
石
山
部
．
彙
考
﹀
即
云
：

　

 

山
扼
江
險
要
，
南
北
必
爭
之
地
，
明
常

遇
春
破
陳
友
諒
，
爭
先
立
功
破
敵
之
采

石
磯
。
︵
︽
山
川
典
︾
卷
九
二
︶

圖
版
在
波
濤
的
江
浪
中
繪
一
戰
船
，
船
上

六
人
分
持
盾
牌
與
刀
劍
狀
武
器
，
前
方
有

兩
人
於
走
舸
上
載
浮
。

此
幅
﹁
采
石
山
圖
﹂
︵
圖
五
︶
所
表

現
的
戰
況
，
為
明
朝
勇
將
常
遇
春
﹁
采
石

磯
渡
江
戰
役
﹂
之
險
象
。
按
︽
明
史
．
常

遇
春
傳
︾
載
：
元
至
正
十
五
年
︵
一
三
五 

圖二　《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華不注山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金牛峽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北固山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戰
國
時
期
著
名
的
﹁
石
牛
糞
金
，
五

丁
開
道
﹂
即
發
生
於
金
牛
峽
。
據
︽
蜀
王

本
記
︾
所
載
：
秦
惠
王
計
畫
攻
打
蜀
國
，

受
阻
於
金
牛
峽
的
地
勢
險
絕
，
故
刻
造
五

座
石
牛
，
並
散
布
石
牛
能
糞
金
之
謠
言
。

蜀
王
因
貪
念
而
信
以
為
真
，
命
力
士
鑿
開

山
道
，
以
便
拖
運
石
牛
，
秦
國
藉
此
山
道

引
兵
而
入
，
最
終
吞
滅
蜀
國
。
圖
中
峽
口

的
五
座
石
牛
，
各
展
姿
態
，
遙
想
是
時
秦

國
所
造
石
牛
糞
金
之
景
應
是
相
當
逼
真
。

北
固
山
圖

北
固
山
位
於
浙
江
，
︽
三
國
演
義
︾

劉
備
招
親
的
故
事
便
是
發
生
於
此
。
﹁
北

固
山
圖
﹂
︵
︽
山
川
典
︾
卷
一
〇
〇
︶

︵
圖

四
︶
繪
圖
者
乃
附
會
︽
三
國
演
義
︾
情
節

所
增
添
。
圖
中
甘
露
寺
高
踞
峰
顛
，
即
喬

國
老
及
吳
國
太
接
見
劉
備
之
處
。
而
甘

露
寺
右
側
有
一
塊
前
頂
無
角
的
石
頭
，
其

形
似
跪
伏
之
羊
，
旁
有
標
注
﹁
狠
石
﹂
二

字
，
相
傳
為
劉
備
與
孫
權
之
試
劍
石
，
兩

人
曾
於
此
處
砍
石
立
誓
。
又
圖
左
側
岸
邊

有
六
臺
炮
座
，
砲
口
皆
對
向
江
面
；
視
線

移
至
江
面
，
則
見
數
艘
戰
船
停
靠
，
乃
諸

葛
亮
派
船
前
來
接
應
逃
出
城
的
劉
備
與
孫

夫
人
之
景
況
。

觀
察
﹁
金
牛
峽
圖
﹂
︵
圖
三
︶
石
階
由
平

緩
漸
趨
陡
窄
，
最
終
沒
入
峽
谷
中
，
顯
得

深
險
莫
測
。
圖
繪
五
座
石
牛
臥
於
峽
谷
入

口
處
，
每
座
石
牛
所
面
朝
的
方
向
不
一
，

有
的
豎
眼
直
瞪
、
有
的
闔
眼
休
息
、
有
的

慵
懶
側
臥
，
極
為
生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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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
朱
元
璋
率
軍
渡
江
南
下
，
在
采
石

磯
渡
江
一
役
中
，
常
遇
春
乘
一
小
船
在
激

流
中
冒
著
亂
箭
縱
身
上
岸
，
衝
入
敵
陣
，

左
右
突
圍
如
入
無
人
之
境
。
朱
元
璋
即
趁

此
揮
兵
登
陸
，
使
元
軍
紛
紛
潰
退
。
畫
面

以
激
流
中
僅
繪
大
小
兩
艘
船
，
突
顯
常
遇

春
以
少
搏
多
的
勇
猛
姿
態
。

敷
衍
仙
道
傳
說
之
圖
版

深
山
穹
谷
間
因
人
跡
罕
至
，
地
形

特
殊
，
造
成
煙
嵐
雲
岫
之
現
象
，
常
傳
有

神
異
怪
誕
的
仙
道
奇
聞
，
︽
古
今
圖
書
集

成
．
山
川
典
︾
亦
將
部
分
名
山
所
流
傳
的

神
話
人
物
，
躍
於
紙
上
。
此
類
圖
版
共
有

五
幅
，
分
別
是
具
茨
山
圖
、
緱
山
圖
、
爛

柯
山
圖
、
金
華
山
圖
，
以
及
七
曲
山
圖
。

具
茨
山
圖

河
南
具
茨
山
流
傳
有
遠
古
時
期
神
話

人
物
黃
帝
之
事
蹟
，
根
據
︿
具
茨
山
部
．

彙
考
﹀
云
：

　

 

具
茨
即
大
騩
也
。
世
傳
黃
帝
登
此
山
，

受
神
芝
圖
於
黃
蓋
童
子
。
其
事
近
荒

渺
，
然
按
︽
山
海
經
︾
及
︽
水
經
注
︾

與
各
注
書
，
言
具
茨
者
多
引
此
為
證
，

似
未
可
盡
非
。
︵
︽
山
川
典
︾
卷
五
二
︶

參
照
﹁
具
茨
山
圖
﹂
︵
圖
六
︶
右
側
山
崖

邊
，
一
人
頭
戴
旒
冕
，
冠
的
前
後
垂
著
絲

繩
串
成
的
珠
穗
，
其
後
有
隨
從
一
人
執
障

扇
，
一
人
手
捧
長
卷
物
，
可
見
此
人
身
分

尊
貴
。
圖
中
戴
旒
冕
者
，
將
一
卷
圖
畫
授

予
簪
著
朝
天
髻
的
童
子
。

此
圖
所
繪
乃
︿
彙
考
﹀
所
言
黃
帝
登

具
茨
山
時
，
見
大
騩
君
黃
蓋
童
子
，
受
其

神
芝
圖
一
事
。
圖
中
人
物
比
例
極
大
，
黃

帝
與
童
子
的
形
象
鮮
明
，
所
授
圖
卷
中
更

隱
約
可
見
靈
芝
形
貌
。

緱
山
圖︿

緱
山
部
．
彙
考
﹀
稱
：

　

 

︽
列
仙
傳
︾
有
云
：
﹁
周
靈
王
太
子
晉

好
吹
笙
，
後
登
緱
山
駕
鶴
而
去
。
﹂
其

說
似
近
荒
誕
，
但
歷
代
相
傳
既
久
。
而

今
河
南
登
封
縣
緱
山
，
又
明
有
昇
仙
遺

蹟
，
故
特
考
之
，
以
備
好
異
者
之
採
擇

云
。
︵
︽
山
川
典
︾
卷
六
三
︶

敘
明
此
山
位
於
河
南
登
封
，
︽
列
仙
傳
︾

載
有
太
子
晉
駕
鶴
升
仙
之
奇
聞
。
︵
︽
列

仙
傳
︾
卷
上
︿
王
子
喬
﹀
︶

﹁
緱
山
圖
﹂
︵
圖

七
︶
中
央
的
山
崖
邊
雲
霧
繚
繞
，
一
少
年

乘
白
鶴
升
上
天
際
，
拱
手
與
山
巔
一
行
人

告
別
，
下
方
一
匹
白
馬
奔
跑
嘶
嘯
，
後
方

數
人
引
領
而
望
並
與
少
年
揮
別
。
其
中
一

站
立
者
，
身
後
隨
行
侍
者
五
位
，
有
執
障

扇
者
，
有
撐
持
華
蓋
者
，
而
前
側
另
有
老

少
五
人
跪
地
拜
別
。

圖
版
概
是
呈
現
﹁
太
子
晉
駕
鶴
升

仙
﹂
之
故
事
，
東
周
時
期
周
靈
王
的
長
子

太
子
晉
，
因
事
遭
到
廢
黜
，
人
們
悲
憫
其

不
幸
，
故
編
造
太
子
晉
於
緱
山
乘
鶴
升
仙

之
說
。
圖
版
描
繪
太
子
晉
駕
鶴
離
去
時
，

周
靈
王
率
皇
親
前
來
送
別
之
景
象
。

爛
柯
山
圖

浙
江
爛
柯
山
名
的
由
來
，
乃
該
處

曾
流
傳
著
西
晉
樵
夫
王
質
觀
棋
忘
時
，
而

斧
柄
朽
爛
的
故
事
。
根
據
︿
爛
柯
山
部
．

彙
考
﹀
題
﹁
晉
樵
者
王
質
觀
奕
爛
柯
之
石

室
﹂
，
並
敘
述
：

圖五　《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采石山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六　《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具茨山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緱山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2012年3月　104105　故宮文物月刊·第348期

《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版畫中的史與事

文物脈絡

已
朽
，
歸
去
時
始
知
離
家
多
年
，
人
事
盡

非
。
此
圖
以
布
局
取
勝
，
除
山
景
與
石
室

外
，
洞
中
點
綴
出
樵
夫
觀
棋
，
恰
與
爛
柯

山
之
名
相
呼
應
。

金
華
山
圖

宗
教
異
聞
時
常
隱
身
於
山
林
名
勝
之

處
，
浙
江
金
華
山
便
有
一
則
道
家
傳
說
，

根
據
︿
金
華
山
部
．
外
編
﹀
收
錄
︽
神
仙

傳
︾
載
：

　

 

皇
初
平
者
，
丹
溪
人
也
。
年
十
五
，
家

使
牧
羊
。
有
道
士
見
其
良
謹
，
便
將
至

金
華
山
石
室
中
，
四
十
餘
年
，
不
復
念

家
。
其
兄
初
起
行
山
尋
索
初
平
，
︙
︙

遂
得
相
見
。
悲
喜
語
畢
，
問
初
平
：

﹁
羊
何
在
？
﹂
︙
︙
初
平
乃
叱
曰
：

﹁
羊
起
！
﹂
於
是
白
石
皆
變
為
羊
數
萬

頭
。
︵
︽
山
川
典
︾
卷
一
二
七
︶ 

此
幅
﹁
金
華
山
圖
﹂
︵
圖
九
︶
右
下
，
有

兩
隻
蹲
俯
狀
的
羊
形
石
，
前
方
不
遠
處
有

兩
道
瀑
布
，
迸
流
而
下
匯
為
一
澗
，
左
側

有
兩
崖
相
對
，
溪
流
折
旋
其
中
，
有
石
橋

橫
跨
其
上
。

此
圖
在
表
現
皇
初
平
叱
石
成
羊
之
軼

事
，
故
事
敷
陳
晉
人
皇
初
平
少
時
牧
羊
遇

一
仙
翁
，
翁
帶
初
平
至
金
華
洞
石
室
中
修

煉
。
多
年
後
其
兄
皇
初
起
於
此
山
尋
見
其

弟
，
並
問
其
弟
羊
群
之
下
落
，
此
時
皇
初

平
於
山
上
大
喊
﹁
羊
起
﹂
，
滿
山
白
石
應

聲
而
起
，
化
為
羊
群
。
圖
版
僅
以
兩
頭
石

羊
象
徵
皇
初
平
的
白
石
變
羊
群
，
以
少
概

多
的
表
現
方
式
，
極
富
想
像
空
間
。 圖八　《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爛柯山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七
曲
山
圖

四
川
七
曲
山
最
著
名
者
屬
﹁
文
昌

帝
君
﹂
相
關
事
蹟
，
據
︿
七
曲
山
部
．
彙

考
﹀
云
：

　

 

山
上
有
文
昌
祠
，
相
傳
歷
代
多
著
靈
異

云
。
︵
︽
山
川
典
︾
卷
一
七
八
︶

﹁
七
曲
山
圖
﹂
︵
圖
十
︶
圖
版
左
側
繪
一

人
騎
乘
馬
匹
，
此
人
頭
戴
笠
帽
，
蓄
長

鬍
，
裝
束
輕
簡
，
後
隨
一
童
僕
背
負
行

囊
。

按
︽
明
史‧

禮
志
︾
載
：
張
亞
子

即
張
育
，
東
晉
甯
康
二
年
︵
三
七
四
︶
起

義
抗
擊
前
秦
苻
堅
時
戰
死
，
後
人
於
七
曲

山
建
祠
紀
念
，
爾
後
張
育
祠
與
梓
潼
神
亞

子
祠
合
稱
。
唐
至
元
，
累
封
至
﹁
梓
潼
宏

仁
開
化
文
昌
帝
君
﹂
，
即
今
所
稱
文
昌
帝

君
。
圖
版
所
繪
與
歷
來
張
亞
子
傳
說
皆
不

相
符
，
雖
將
人
物
比
例
放
大
，
然
據
該
山

部
所
收
文
獻
資
料
，
無
法
確
認
所
繪
何
人

何
事
。
概
是
繪
圖
者
根
據
﹁
相
傳
歷
代
多

著
靈
異
﹂
之
說
，
而
想
像
出
的
張
亞
子
形

像
。

上
述
仙
道
傳
說
的
圖
版
各
富
趣
味
，

將
虛
擬
人
物
融
入
細
膩
的
版
刻
線
條
中
，

各
圖
版
面
構
圖
與
人
物
分
佈
皆
具
匠
心
，

多
不
強
調
山
色
勝
景
，
而
是
以
故
事
人
物

為
主
軸
。

體
現
文
學
作
品
或
文
獻
史
料
之
圖

版

除
了
刻
繪
戰
事
史
蹟
及
敷
衍
仙
道
傳

說
，
︽
古
今
圖
書
集
成‧

山
川
典
︾
的
插

圖
亦
將
文
學
作
品
與
民
間
異
聞
等
素
材
，

轉
化
為
圖
像
。
雖
多
屬
穿
鑿
附
會
，
但
仍

不
免
讚
嘆
繪
圖
者
巧
妙
的
構
思
。
此
類
圖

版
有
六
幅
，
分
別
為
桃
源
山
圖
、
嶧
山

圖
、
天
目
山
圖
、
香
山
圖
、
十
三
山
圖
，

以
及
白
鶴
峰
圖
。

桃
源
山
圖

據
︿
桃
源
山
部
．
彙
考
﹀
標
題
﹁
晉

漁
人
遇
秦
避
世
之
桃
花
源
﹂
，
其
後
言
：

　

 

桃
源
山
在
今
湖
廣
常
德
府
桃
源
縣
南

三
十
里
山
之
西
。
南
有
洞
，
名
桃
源

洞
，
又
名
秦
人
洞
。
洞
之
北
有
溪
，
名

桃
花
溪
，
又
名
桃
花
源
，
相
傳
即
武
陵

桃
源
也
。
晉
漁
人
遇
秦
避
世
者
於
此
。

︵
︽
山
川
典
︾
卷
一
六
一
︶

晉
朝
陶
淵
明
︿
桃
花
源
記
﹀
所
寫
地
點

即
湖
南
桃
源
山
。
﹁
桃
源
山
圖
﹂
︵
圖

十
一
︶
圖
版
左
側
見
一
漁
舟
泊
於
溪
畔
，

圖九　《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金華山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而
起
，
其
下
巖
穴
開
豁
處
有
一
石
室
，
室

內
寬
敞
平
坦
。
室
中
有
兩
人
盤
坐
對
奕
，

一
樵
夫
將
柴
木
置
於
身
後
，
佇
立
棋
桌
旁

觀
看
。圖

後
︿
考
﹀
引
南
朝
︽
東
陽
記
︾
之

事
，
晉
時
王
質
伐
木
經
此
山
石
室
，
見
童

子
四
人
彈
琴
，
王
質
於
是
佇
足
而
聽
。
一

童
子
予
王
質
棗
核
物
含
之
，
質
便
不
覺
飢

餓
，
當
質
欲
離
去
時
，
發
現
身
邊
的
斧
柯

　

 

王
質
爛
柯
一
事
，
或
謂
聽
琴
而
然
，
或

謂
觀
奕
而
然
，
總
之
近
於
荒
誕
。
但
其

山
在
今
浙
江
衢
州
府
城
南
二
十
里
遠
，

道
書
謂
為
青
霞
洞
天
，
爛
柯
福
地
，
自

當
是
宇
內
勝
區
也
。
其
山
上
有
石
室
，

又
名
石
室
山
，
又
名
石
橋
山
。
︵
︽
山
川

典
︾
卷
一
二
九
︶

觀
察
﹁
爛
柯
山
圖
﹂
︵
圖
八
︶
右
上

方
橫
亙
著
一
條
巨
大
的
石
樑
，
似
是
凌
空

圖十　《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七曲山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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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紛
繁
的
石
卵
、
岩
塊
，
︿
嶧
山
部
．
彙

考
﹀
言
：

　

 

積
石
相
連
，
絡
繹
如
絲
，
故
名
曰
嶧
。

︵
︽
山
川
典
︾
卷
二
六
︶

﹁
嶧
山
圖
﹂
︵
圖
十
二
︶
中
卵
形
石
遍
布

似
有
光
透
出
，
遂
下
船
步
行
進
入
。
此
圖

繪
出
漁
人
無
意
間
發
現
一
塊
世
外
樂
土
的

景
況
。

嶧
山
圖山

東
鄒
城
的
嶧
山
山
勢
連
綿
，
布

岸
上
漁
人
頭
戴
斗
笠
，
手
持
木
槳
，
欲
步

入
洞
口
。

參
︿
桃
花
源
記
﹀
之
序
文
，
記
載

一
武
陵
漁
人
，
緣
溪
而
行
，
忽
見
一
桃
花

林
，
漁
人
因
感
好
奇
趨
前
看
探
，
見
一
洞

有
碑
；
圖
版
後
的
︿
考
﹀
有
一
段
文
字
：

　

 

梁
祝
讀
書
洞
，
石
上
勒
此
五
字
，
俗
傳

梁
山
伯
祝
英
台
在
此
讀
書
。

筆
者
聯
想
圖
中
添
綴
的
人
物
，
應
源
自
東

晉
梁
山
伯
與
祝
英
台
的
民
間
傳
說
。
故
事

發
生
地
點
歷
來
眾
說
紛
紜
，
內
容
大
致
皆

為
英
台
巧
扮
男
裝
赴
書
院
求
學
過
程
中
，

與
山
伯
發
展
深
厚
的
同
窗
情
誼
，
而
後
山

伯
發
現
英
台
身
分
，
欲
與
其
結
連
理
時
卻

以
悲
劇
收
場
。
此
圖
版
概
附
會
祝
英
台
赴

鄒
城
嶧
山
求
學
途
中
，
過
吳
橋
東
遇
梁
山

伯
，
二
人
偕
赴
嶧
山
授
業
之
事
。

天
目
山
圖

浙
江
天
目
山
因
東
、
西
兩
峰
的
頂
端

各
蓄
一
池
，
似
雙
眸
仰
望
蒼
穹
而
得
名
，

︿
天
目
山
部
．
考
﹀
中
便
有
一
段
敘
述
：

　

 

水
緣
山
曲
折
，
東
西
巨
源
若
兩
目
，
故

曰
天
目
。
梁
昭
明
太
子
分
經
此
山
，
目

瞽
洗
於
泉
，
明
一
目
後
，
歷
西
山
，
又

以
泉
洗
之
，
目
悉
開
，
故
莊
曰
雙
清
，

山
曰
天
目
。
︵
︽
山
川
典
︾
卷
一
〇
七
︶

此
幅
﹁
天
目
山
圖
﹂
︵
圖
十
三
︶
於
圖
版

下
方
繪
有
一
道
溪
流
，
上
游
築
一
小
屋
，

溪
流
右
側
岸
邊
有
一
人
獨
坐
，
腿
上
置
一

書
卷
狀
物
。

圖十一　《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桃源山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
朝
梁
代
昭
明
太
子
，
曾
幽
居
於
天

目
山
太
子
庵
，
將
︽
金
剛
經
︾
分
為
三
十 

二
品
，
使
其
便
於
誦
讀
。
相
傳
因
用
神
過

度
，
雙
目
遂
瞎
，
捧
池
水
洗
眼
後
復
明
。

筆
者
推
想
圖
版
右
下
方
所
點
綴
的
人
物
，

概
為
表
現
此
一
事
件
。
天
目
山
特
出
之
景

為
東
、
西
雙
峰
之
天
池
，
然
此
圖
無
所
著

墨
，
而
對
於
昭
明
太
子
的
刻
畫
又
不
甚
突

出
，
整
體
來
說
較
其
他
圖
版
略
遜
一
籌
。

香
山
圖唐

詩
人
白
居
易
曾
久
居
河
南
香
山
，

故
號
香
山
居
士
，
︿
香
山
部
．
彙
考
﹀
題

﹁
唐
白
居
易
九
老
會
之
香
山
﹂
，
其
下
敘

述
：

　

 

香
山
九
老
之
會
雖
屬
適
然
，
然
亦
千
載

盛
事
，
今
其
山
在
河
南
省
河
南
府
城
南

三
十
里
，
山
上
猶
有
香
山
寺
及
白
居
易

墓
。
︵
︽
山
川
典
︾
卷
六
四
︶

﹁
香
山
圖
﹂
︵
圖
十
四
︶
將
書
畫
作
品
中

的
形
像
表
現
於
版
畫
。
圖
版
右
上
方
亭
臺

內
有
一
老
彈
琴
，
一
老
凝
神
靜
聽
，
後
侍

立
一
童
；
亭
臺
後
方
繪
二
老
於
坡
上
對
坐

交
談
，
神
情
愉
悅
；
亭
臺
前
方
見
二
老
於

石
桌
對
奕
，
另
二
老
悠
閒
居
旁
觀
看
，
一

童
子
持
杖
及
如
意
侍
候
；
圖
左
下
方
一
老

山
間
，
呈
現
此
山
石
塊
與
山
勢
特
點
。
圖

右
下
方
長
橋
上
，
繪
一
女
子
曳
杖
回
望
，

身
後
不
遠
處
的
路
面
，
見
一
人
騎
驢
，
後

隨
一
童
僕
以
扁
擔
挑
負
行
裝
。

按
︽
鄒
縣
志‧

嶧
山
︾
記
載
：
此
處

有
梁
山
伯
祝
英
台
墓
，
城
西
六
十
里
吳
橋

圖十二　《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嶧山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三　《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天目山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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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版畫中的史與事

文物脈絡

自
林
間
徐
步
而
上
；
身
後
隨
行
兩
僕
，
一

人
手
提
薄
籃
，
一
人
手
持
包
袱
。

據
︽
新
唐
書
．
白
居
易
傳
︾
言
：

白
居
易
晚
年
歸
居
香
山
，
曾
與
胡
杲
、
吉

旼
、
鄭
據
、
劉
真
、
盧
真
、
張
渾
、
狄
兼

謨
、
廬
貞
等
八
位
耆
老
齊
聚
，
為
紀
念
此

一
韻
事
，
故
特
請
畫
師
繪
﹁
九
老
圖
﹂
傳

於
世
。
圖
中
九
老
徜
徉
在
生
意
盎
然
的
松

竹
林
園
間
，
神
態
怡
然
自
得
，
全
幅
予
人

愜
意
而
愉
悅
的
氛
圍
。

十
三
山
圖

︽
古
今
圖
書
集
成
．
山
川
典
︾
中
對

探
訪
之
景
。

據
蘇
軾
︿
別
王
子
直
﹀
一
篇
所
載
，

東
坡
遷
於
合
江
行
館
後
，
因
該
處
幽
靜
美

好
使
其
心
情
豁
達
。
恰
鶴
田
處
士
王
子
直

來
訪
，
停
留
七
十
日
始
離
開
，
繪
圖
者
遂

將
東
坡
與
此
山
作
一
連
結
。

結
語

古
籍
插
圖
中
，
普
遍
以
小
說
、
戲

曲
所
附
之
圖
畫
較
為
一
般
人
所
熟
悉
，

讀
者
除
了
欣
賞
圖
版
中
人
物
細
膩
傳
神
的

姿
態
，
又
因
為
構
圖
具
有
生
動
的
故
事

性
，
故
能
在
閱
讀
文
字
之
際
，
將
精
采
情

節
融
入
圖
像
。
而
︽
古
今
圖
書
集
成
．
山

川
典
︾
之
山
水
版
畫
，
雖
然
以
描
繪
山
川

勝
景
為
主
，
但
有
時
又
跳
脫
時
間
與
空
間

的
限
制
，
將
史
料
文
獻
中
的
人
物
與
故
事

情
節
，
躍
於
圖
中
。
可
知
︽
古
今
圖
書
集

成
︾
編
著
者
為
求
收
錄
史
料
文
獻
的
完
備

性
，
以
供
不
同
使
用
者
參
資
，
故
採
摭
諸

說
。
在
遊
賞
該
處
景
色
之
餘
，
又
寓
以
教

育
功
能
，
使
覽
圖
者
獲
悉
與
此
山
相
關
之

各
類
資
料
；
而
觀
圖
之
際
，
亦
能
感
到
逸

趣
橫
生
。

作
者
為
本
院
圖
書
文
獻
處
研
究
助
理

圖十五　《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十三山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六　《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白鶴峰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四　《古今圖書集成．山川典》香山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觀
察
﹁
十
三
山
圖
﹂
︵
圖
十
五
︶
，
圖
版

上
方
峰
巒
螺
列
，
大
小
相
錯
，
大
荒
中
瀰

漫
著
煙
嵐
，
帶
有
東
北
廣
漠
之
地
的
氣

息
。
左
下
方
繪
一
屋
宇
，
外
有
圍
籬
，
門

前
空
地
上
有
行
者
三
人
，
其
中
一
人
佇
足

回
望
，
中
間
一
人
扶
杖
而
行
，
身
後
童
子

抱
一
長
型
囊
袋
。
筆
者
以
為
可
能
為
胡
嶠

一
行
人
，
然
由
於
史
料
與
︽
古
今
圖
書
集

成
︾
對
於
胡
嶠
東
行
十
三
山
的
經
過
，
皆

僅
有
簡
短
紀
錄
，
並
無
其
他
相
關
文
獻
佐

之
，
故
僅
能
以
此
忖
度
。

白
鶴
峰
圖

宋
代
文
豪
蘇
軾
曾
謫
貶
廣
東
惠
州
，

並
寓
居
於
白
鶴
峰
之
合
江
樓
，
據
︿
白

鶴
峰
部
．
考
﹀
引
︽
方
輿
勝
覽‧

廣
東

路
︾
：

　

 

惠
州
白
鶴
峰
在
江
之
東
，
舊
稱
惠
陽
，

為
鶴
嶺
者
，
以
此
山
下
有
合
江
樓
，
蘇

子
瞻
所
居
。
︵
︽
山
川
典
︾
卷
一
九
二
︶

參
照
﹁
白
鶴
峰
圖
﹂
︵
圖
十
六
︶
右
側
一

座
屋
樓
，
四
周
蔭
覆
隆
密
，
連
山
盤
錯
，

溪
水
旋
繞
，
此
為
蘇
軾
謫
惠
州
時
所
居
之

處
。
圖
左
下
石
橋
岸
邊
，
一
人
曳
杖
回
頭

與
長
者
交
談
，
長
者
身
後
另
隨
行
一
名
折

花
攜
物
的
童
僕
，
應
為
描
繪
王
子
直
前
來

於
遼
寧
十
三
山
所
收
資
料
甚
少
，
︿
十
三

山
部
．
考
﹀
云
：

　

 

按
︽
五
代
史
．
契
丹
附
錄
︾
：
﹁
胡
嶠

等
東
行
過
一
山
，
名
十
三
山
。
﹂
︵
︽
山

川
典
︾
卷
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