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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西
藝
術
的
交
流
與
融
合

有
關
丁
觀
鵬
︿
蓮
座
文
殊
﹀
的
兩
三
事

王
靜
靈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收
藏
有
一
幅
由
清
代
宮
廷
畫
家
丁
觀
鵬
所
繪
的
︿
蓮
座
文
殊
﹀
。
丁
觀
鵬
，
順
天

人
，
於
雍
正
四
年
進
入
宮
廷
行
走
擔
任
畫
畫
人
，
至
遲
在
乾
隆
六
年
已
成
為
一
等
畫
畫
人
，
在
宮
廷
任

職
至
乾
隆
三
十
六
年
，
長
達
四
十
五
年
的
時
間
。
他
是
乾
隆
皇
帝
最
喜
愛
的
宮
廷
畫
家
之
一
，
也
是
有

清
一
代
重
要
的
代
表
畫
家
。

︿
蓮
座
文
殊
﹀
︵
圖
一
︶
這
件
出
自

宮
廷
畫
家
名
手
的
作
品
雖
然
早
在
民
國

二
十
三
年
︵
一
九
三
四
︶
十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於
︽
故
宮
週
刊
︾
第
四○

六
期
即
已
印
行

出
版
發
表
︵
圖
二
︶
，
但
卻
始
終
未
獲
得

學
者
注
意
，
自
其
發
表
迄
今
近
八
十
年
間

幾
乎
沒
有
相
關
的
研
究
。
事
實
上
，
這
件

作
品
不
僅
是
宮
廷
畫
家
丁
觀
鵬
︵
約
活
動

於
一
七○

六

∼

一
七
七
一
︶
︵
註
一
︶

現
存

作
品
中
品
質
極
佳
的
精
品
之
一
，
同
時
也

可
視
為
在
研
究
清
代
繪
畫
中
西
藝
術
交
流

議
題
中
極
為
重
要
的
一
幅
佳
例
。
本
文
將

以
此
作
為
討
論
中
心
，
就
作
品
的
製
作
年

代
、
形
制
以
及
涉
及
中
西
藝
術
交
流
的
風

格
、
母
題
來
源
等
議
題
進
行
探
究
。

︿
蓮
座
文
殊
﹀
一
作
，
絹
本
，
設

色
畫
，
縱
一
二
五•

七
公
分
，
橫
六
五•

二
公
分
。
描
繪
的
是
文
殊
菩
薩
呈
四
分
之

三
側
面
向
左
，
結
趺
跏
坐
於
須
彌
蓮
花

之
上
。
畫
中
的
文
殊
菩
薩
頭
戴
象
徵
佛
教

五
種
智
慧
︵
即
：
法
界
體
性
智
、
大
圓

鏡
智
、
平
等
性
智
、
妙
觀
察
智
與
成
所
作

智
︶
的
五
佛
寶
冠
，
服
飾
華
貴
，
纓
絡
滿

身
，
頭
後
有
一
百
花
圓
光
，
圓
光
中
央
上

方
有
一
﹁
壽
﹂
字
圖
紋
，
全
幅
無
背
景
，

僅
以
礦
物
質
顏
料
石
青
平
塗
。

此
幅
雖
無
名
款
亦
無
紀
年
，
但
著
錄

於
︽
秘
殿
珠
林
續
編
︾
：

　

丁
觀
鵬
畫
蓮
座
文
殊
像
一
軸

　

 

本
幅
絹
本
。
縱
三
尺
九
寸
五
分
。
橫
二

尺
三
分
。
設
色
畫
文
殊
側
像
。
百
花
圓

光
。
蓮
華
座
。
無
名
款
。

　

︵
鑒
藏
寶
璽 

︶
八
璽
全
。
︵
註
二
︶

與
院
藏
︿
蓮
座
文
殊
﹀
完
全
符
合
，
故
可

以
確
知
其
作
者
為
丁
觀
鵬
。
但
此
件
作
品

作
於
何
時
呢
？
現
存
的
︽
清
內
務
府
照

圖一　清　丁觀鵬　畫蓮座文殊像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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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
文
殊
像
﹀
巨
幅
︵
圖
三
︶
即
為
此
而

作
，
這
件
作
品
可
能
也
是
隔
年
丁
觀
鵬
繪

製
︿
蓮
座
文
殊
﹀
時
的
參
考
依
據
。
兩
者

之
間
無
論
手
勢
、
裝
扮
都
存
在
著
緊
密
的

聯
繫
，
其
差
異
只
在
於
︿
畫
文
殊
像
﹀
中

的
文
殊
菩
薩
的
坐
姿
為
半
趺
跏
坐
且
為
正

面
相
而
已
。

乾
隆
朝
初
期
，
皇
帝
指
定
丁
觀

鵬
向
郎
世
寧
︵G

iu
sep

p
e C

astiglio
n

e, 

一
六
八
八

∼

一
七
六
六
︶
學
習
油
畫
，
此

時
跟
著
郎
世
寧
學
習
油
畫
的
尚
有
戴
正
、

張
為
邦
以
及
王
幼
學
。
丁
觀
鵬
自
郎
世

寧
所
習
得
的
成
果
，
完
全
展
現
在
︿
蓮
座

文
殊
像
﹀
作
品
中
。
仔
細
觀
察
畫
面
中
文

殊
菩
薩
身
披
的
纓
絡
，
在
描
繪
珍
珠
和

紅
、
綠
等
各
種
顏
色
的
寶
石
的
時
候
，
丁

觀
鵬
以
同
色
調
白
色
，
繪
出
不
同
深
淺

的
調
子
，
最
後
以
白
色
點
出
最
亮
的
輝

點
︵h

igh
ligh

t

︶
，
使
得
每
一
顆
珠
寶
皆
呈

現
出
具
有
三
維
度
的
立
體
感
。
其
次
，

再
觀
察
文
殊
菩
薩
臉
以
及
手
足
的
描
繪

也
是
同
樣
具
有
柔
和
且
飽
滿
的
量
感
。

這
個
視
覺
上
的
藝
術
效
果
，
事
實
上
也

是
來
自
郎
世
寧
的
影
響
。
若
我
們
比
較

郎
世
寧
於
一
七
三
五
年
所
繪
的
︿
乾
隆
朝

可
知
乾
隆
二
十
七
年
︵
一
七
六
二
︶
五

月
，
丁
觀
鵬
完
成
了
一
幅
騷
青
絹
地
︿
大

士
像
﹀
。
這
件
作
品
顯
然
獲
得
乾
隆
皇
帝

的
青
睞
，
於
是
傳
旨
命
丁
觀
鵬
按
照
他
畫

的
︿
大
士
像
﹀
另
外
再
配
畫
一
張
︿
文
殊

像
﹀
，
成
為
對
幅
。
而
這
一
件
配
畫
的

︿
文
殊
像
﹀
即
為
丁
觀
鵬
在
閏
五
月
完
成

的
︿
蓮
座
文
殊
像
﹀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院
藏
丁
觀
鵬
︿
蓮
座
文
殊
像
﹀
面
向
觀
者

之
右
方
，
顯
然
是
左
右
對
幅
中
面
對
觀
者

之
左
幅
。
故
檔
案
所
記
的
這
件
作
品
，
應

該
就
是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所
收
藏
的
︿
蓮

座
文
殊
像
﹀
無
疑
。
因
此
我
們
可
以
確

知
，
現
存
的
︿
蓮
座
文
殊
像
﹀
是
兩
幅
對

幅
中
的
一
軸
，
且
該
件
作
品
完
成
於
乾
隆

二
十
七
年
，
即
一
七
六
二
年
。
與
之
成
對

匹
配
的
應
是
另
一
幅
同
是
騷
青
絹
地
的

︿
蓮
座
大
士
像
﹀
︵
即
觀
世
音
菩
薩
︶
，

但
不
知
為
何
原
因
︿
蓮
座
大
士
像
﹀
並
未

流
傳
下
來
，
且
亦
未
著
錄
。

乾
隆
二
十
六
年
︵
一
七
六
一
︶
的

春
天
乾
隆
皇
帝
巡
幸
五
臺
山
並
瞻
禮
供
奉

在
殊
像
寺
裡
的
文
殊
菩
薩
，
回
鑾
後
乾
隆

親
自
摹
寫
為
圖
，
命
丁
觀
鵬
根
據
乾
隆
的

稿
本
繪
製
了
文
殊
菩
薩
像
。
院
藏
丁
觀
鵬

辦
處
活
計
清
檔
︾
︵
以
下
簡
稱
︽
活
計

檔
︾
︶
或
可
幫
助
我
們
解
決
這
個
問
題
。

查
閱
︽
活
計
檔
︾
，
得
到
下
列
兩
條
相
關

訊
息
：

　

 

︵
乾
隆
二
十
七
年
︶
閏
五
月
初
一
日
接

得
郎
中
達
子
員
外
郎
安
太
︵
泰
︶
押
帖

一
件
，
內
開
：
五
月
十
五
日
太
監
胡
世

傑
交
來
丁
觀
鵬
進
騷
青
絹
地
︿
大
士

像
﹀
一
軸
。
傳
旨
：
著
丁
觀
鵬
照
︿
大

士
像
﹀
配
畫
︿
文
殊
像
﹀
一
軸
。
︵
註

三
︶

　

 

︵
乾
隆
二
十
七
年
︶
閏
五
月
二
十
日
接

得
郎
中
達
子
員
外
郎
安
泰
押
帖
，
內

開
；
本
月
初
二
日
太
監
胡
世
傑
交
丁
觀

鵬
絹
畫
︿
蓮
座
文
殊
像
﹀
一
幅
、
丁
觀

鵬
進
絹
畫
︿
蓮
座
大
士
像
﹀
掛
軸
一

軸
。
傳
旨
：
著
照
丁
觀
鵬
所
進
︿
大
士

像
﹀
裱
掛
軸
，
欽
此
。
︵
註
四
︶

圖三　清　丁觀鵬　畫文殊像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四　清　郎世寧　乾隆朝服像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故宮週刊》　第406期　民國23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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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
繪
而
成
。
然
而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在
此

之
前
的
道
釋
畫
作
例
中
，
卻
從
未
出
現
過

﹁
百
花
圓
光
﹂
這
個
特
殊
的
母
題
。
查
對

︽
活
計
檔
︾
：

　

 

︵
乾
隆
二
十
六
年
十
月
十
六
日
︶
接
得

安
泰
押
帖
一
件
，
內
開
：
十
三
日
太
監

胡
世
傑
傳
旨
：
寶
相
寺
雲
竇
，
著
丁
觀

鵬
仿
畫
，
原
先
畫
的
︿
大
士
像
﹀
再
畫

一
副
，
相
貌
粧
嚴
，
俱
不
必
改
，
惟
火

焰
改
圓
光
，
欽
此
。
︵
註
五
︶

根
據
︽
活
計
檔
︾
乾
隆
皇
帝
曾
指
示
丁
觀

鵬
就
先
前
畫
過
的
︿
大
士
像
﹀
再
畫
一

幅
，
不
過
這
次
將
畫
中
大
士
身
後
的
火
焰

頭
光
改
為
圓
光
。
若
結
合
先
前
所
引
的
檔

案
，
可
知
丁
觀
鵬
將
火
焰
頭
光
修
正
後
的

結
果
獲
得
皇
帝
的
喜
愛
，
於
是
又
命
丁
觀

鵬
再
畫
一
幅
︿
文
殊
菩
薩
﹀
︵
即
︿
蓮
座

文
殊
﹀
︶
與
之
配
為
對
幅
。
雖
然
︿
大

士
像
﹀
︵
或
稱
︿
蓮
座
大
士
像
﹀
︶
已
不

存
，
但
我
們
仍
能
從
︿
蓮
座
文
殊
﹀
中
看

見
這
個
修
正
的
結
果
，
即
火
焰
頭
光
周
圍

的
百
花
裝
飾
。
然
而
，
這
個
﹁
百
花
圓

光
﹂
的
母
題
和
圖
像
來
源
又
是
從
何
而
來

呢
？
如
果
我
們
將
搜
尋
的
方
向
轉
向
西
洋

繪
畫
，
答
案
就
呼
之
欲
出
了
！
在
十
七
世

圖五　清　丁觀鵬　蓮座文殊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六　 布呂赫爾和魯本斯　花圈中的聖母子（Madonna and Child in a Garland of Flowers）　德國慕尼黑老繪畫陳列館（Alte Pinakothek）藏

最
暗
處
，
五
官
中
所
有
最
暗
的
地
方
都
沿

著
線
條
的
邊
緣
，
越
往
線
條
之
外
越
淡
。

但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因
為
這
種
正
面
光
投

影
所
製
造
的
陰
影
最
少
，
因
此
五
官
突
出

處
亮
，
凹
下
處
暗
之
間
的
明
暗
變
化
不
會

形
成
很
大
的
差
距
，
故
在
描
繪
上
遠
比
造

成
較
多
陰
影
，
且
明
暗
對
比
明
顯
的
側
面

光
投
影
更
具
挑
戰
性
。
描
繪
正
面
光
投
影

時
，
最
難
表
現
之
處
是
在
眼
窩
、
鼻
頭
、

人
中
、
嘴
角
和
下
巴
之
間
細
微
的
明
暗
變

化
，
而
丁
觀
鵬
在
這
幅
︿
蓮
座
文
殊
﹀
將

此
表
現
得
淋
漓
盡
致
，
特
別
是
文
殊
菩
薩

雙
唇
豐
厚
且
微
微
帶
有
反
光
的
描
繪
，
以

及
嘴
角
和
下
巴
之
間
微
妙
的
明
暗
變
化
。

︵
圖
五
︶
除
此
之
外
，
丁
觀
鵬
在
描
繪
文

殊
菩
薩
兩
道
眉
毛
時
所
使
用
的
技
法
，

也
與
郎
世
寧
描
繪
眉
毛
的
方
式
相
同
，
皆

是
以
淡
墨
細
細
擦
出
，
以
表
現
毛
茸
茸
的

細
毫
。
在
郎
世
寧
的
學
生
中
，
丁
觀
鵬
是

唯
一
擅
長
描
繪
臉
像
者
，
因
此
在
︽
活
計

檔
︾
中
時
常
見
到
皇
帝
特
別
指
定
他
在
一

些
重
要
的
大
型
繪
畫
製
作
和
合
作
畫
中
擔

當
描
繪
人
物
臉
像
的
工
作
記
錄
。

除
了
臉
像
之
外
，
文
殊
菩
薩
身
後
的

百
花
圓
光
，
也
是
同
樣
以
西
洋
明
暗
技
法

服
像
﹀
︵
圖
四
︶
中
乾
隆
臉
像
的
繪
畫
技

法
，
就
會
發
現
丁
觀
鵬
與
郎
世
寧
描
繪
人

物
肖
像
的
手
法
皆
如
出
一
轍
。
這
一
件

︿
乾
隆
朝
服
像
﹀
是
郎
世
寧
折
衷
西
洋
油

畫
技
法
中
重
視
三
維
立
體
感
的
描
繪
與
中

國
繪
畫
中
﹁
畫
陽
不
畫
陰
﹂
迴
避
光
源
和

陰
影
的
結
果
。
為
了
迎
合
中
國
皇
帝
對
於

陰
影
的
忌
諱
，
郎
世
寧
在
畫
臉
像
時
採
取

的
解
決
之
道
即
採
正
面
光
投
影
的
方
式
來

描
繪
，
如
此
將
會
產
生
最
少
的
陰
影
。
仔

細
審
視
一
七
三
五
年
的
︿
乾
隆
朝
服
像
﹀

中
，
乾
隆
皇
帝
的
鼻
頭
中
心
處
有
一
白
色

的
輝
點
，
不
但
說
明
了
該
處
是
畫
面
中
最

亮
的
受
光
面
︵
因
為
鼻
子
是
五
官
中
最
突

出
之
處
︶
，
也
說
明
了
光
源
的
方
向
。
因

為
最
亮
的
受
光
面
鼻
頭
是
五
官
的
正
中

心
，
因
此
最
暗
之
處
就
在
臉
頰
最
外
圍
和

鼻
翼
兩
側
的
輪
廓
線
的
部
位
。
這
種
描
繪

正
面
光
投
影
的
方
式
，
也
可
見
於
︿
蓮
座

文
殊
﹀
的
臉
像
，
雖
然
畫
中
的
文
殊
菩
薩

呈
現
的
是
四
分
之
三
側
面
，
但
同
樣
是
鼻

頭
為
最
亮
處
，
臉
頰
最
外
圍
和
鼻
翼
側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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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有
關
丁
觀
鵬
的
活
動
，
參
見
聶
崇
正
，

︿
丁
觀
鵬
、
丁
觀
鶴
兩
兄
弟
﹀
，
︽
紫

禁
城
︾
二
〇
一
一
年
第
一
九
九
期
，
頁

八
四—

九
三
。

2.  

︽
秘
殿
珠
林
續
編
︾
，
頁
三
五
七
。

3.  

︽
活
計
檔
︾
，
乾
隆
二
十
七
年
閏
五
月

初
一
日
，
如
意
館
，
收
入
第
一
歷
史
檔

案
館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編
，
︽
清
宮
內

務
府
造
辦
處
檔
案
總
匯
︾
︵
北
京
：
人

民
出
版
社
，
二
〇
〇
五
︶
，
冊
二
七
，

頁
一
八
〇
。

4.  

︽
活
計
檔
︾
，
乾
隆
二
十
七
年
閏
五

月
二
十
日
，
如
意
館
，
同
上
，
頁

一
八
四
。

5.  

︽
活
計
檔
︾
，
乾
隆
二
十
六
年
十
月

十
六
日
，
如
意
館
，
同
上
，
冊
二
六
，

頁
七
一
九—

七
二
〇
。

6.  

有
關
布
呂
赫
爾
和
魯
本
斯
之
間
的
合

作
，
參
見U

rsu
la

 A
li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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ä
rti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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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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ä

r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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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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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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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感

謝

荷

蘭

國

立

藝

術

史

檔

案

館

︵R
ijk

s
b

u
re

a
u

 
v

o
o

r 
Ku

n
sth

isto
risc

h
e

 D
o

c
u

m
e

n
ta

tie

︶

的
研
究
員Ja

n
 Ko

e
ste

n

先
生
教
示
我
有

關
耶
穌
會
教
士
畫
家D

a
n

ie
l Se

g
h

e
rs

的
訊
息
。

表一　丁觀鵬〈蓮座文殊〉中「百花圓光」的構成組件

     

玫　瑰 靈　芝 蟠　桃 牡　丹 蝙　蝠

     

磬 卍 壽 鈴　蘭 火　焰

完
全
都
是
來
自
西
洋
的
影
響
。
丁
觀
鵬
在

描
繪
這
幅
作
品
時
也
沒
有
全
然
使
用
西
洋

繪
畫
的
技
法
，
例
如
，
在
描
繪
文
殊
菩
薩

的
頭
髮
時
，
先
以
墨
線
一
絲
一
絲
勾
出
髮

線
，
後
染
淡
墨
，
最
後
在
平
塗
敷
上
礦
物

質
顏
料
石
青
的
技
法
，
就
是
中
國
傳
統
道

釋
畫
中
描
繪
的
繪
畫
方
式
，
此
外
，
文
殊

菩
薩
身
著
的
服
飾
衣
紋
以
抑
揚
有
致
的
線

條
繪
成
，
以
及
其
上
的
裝
飾
紋
樣
的
繪
畫

技
法
，
也
都
是
從
傳
統
而
來
。
再
者
，
仔

細
觀
察
﹁
百
花
圓
光
﹂
的
構
成
，
包
括
：

玫
瑰
、
靈
芝
、
蟠
桃
、
牡
丹
、
蝙
蝠
、

磬
、
﹁
卍
﹂
、
﹁
壽
﹂
、
鈴
蘭
以
及
火
焰
等

︵
表
一
︶
，
皆
為
中
國
文
化
中
帶
有
吉
祥

寓
意
的
符
號
。
可
以
說
丁
觀
鵬
從
歐
洲
宗

教
畫
的
母
題
中
汲
取
靈
感
，
將
之
轉
化
成

中
國
式
的
吉
祥
母
題
。

丁
觀
鵬
︿
蓮
座
文
殊
﹀
在
畫
史
上
的

意
義
，
在
於
其
清
楚
地
揭
示
了
十
八
世
紀

乾
隆
朝
宮
廷
繪
畫
之
中
，
中
國
畫
家
如
何

在
中
西
繪
畫
技
法
和
母
題
的
相
互
交
流
和

影
響
下
汲
取
靈
感
，
從
而
產
生
新
的
繪
畫

風
格
的
歷
程
。

作
者
為
德
國
柏
林
自
由
大
學
東
亞
藝
術
史
系
博
士
候
選
人

圖七　《奇賞編》匣盒以及內頁之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學
生
丹
尼
爾
．
塞
赫
斯
︵D

aniel Seghers, 

一
五
九○

∼

一
六
六
一
︶
更
將
這
個
母
題

發
揚
光
大
，
而
受
到
廣
大
的
喜
愛
。
︵
註

七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塞
赫
斯
除
了
是
一
位
畫

家
之
外
，
同
時
他
也
是
耶
穌
會
的
教
士
。

︿
花
圈
中
的
聖
母
子
﹀
在
十
七
世
紀
的
尼

德
蘭
繪
畫
中
是
十
分
受
藝
術
贊
助
者
歡
迎

的
主
題
，
因
此
除
了
繪
畫
之
外
，
也
有
版

畫
作
品
流
傳
。
同
為
耶
穌
會
教
士
的
畫
家

郎
世
寧
應
該
對
此
主
題
亦
不
陌
生
。
雖
然

丁
觀
鵬
是
否
曾
經
親
眼
見
過
這
個
母
題
相

關
的
繪
畫
作
品
或
是
版
畫
，
仍
有
待
考

證
。
可
以
確
定
的
是
，
在
清
宮
的
收
藏
中

的
確
有
耶
穌
會
傳
教
士
從
歐
洲
所
帶
來
的

各
種
圖
像
資
料
。
院
藏
有
一
函
稱
為
︽
奇

賞
編
︾
的
作
品
，
外
觀
摹
仿
中
國
線
裝
書

的
造
形
製
成
匣
盒
，
內
部
則
藏
有
一
部
基

督
教
祈
禱
書
之
類
的
版
畫
作
品
，
其
中
有

一
頁
玫
瑰
花
，
在
造
型
以
及
畫
法
上
就
與

丁
觀
鵬
此
幅
所
繪
的
﹁
百
花
圓
光
﹂
中
的

玫
瑰
花
極
為
相
似
︵
圖
七
︶
，
因
此
不
排

除
丁
觀
鵬
可
能
見
過
類
似
作
品
的
可
能

性
。
︿
蓮
座
文
殊
﹀
中
的
﹁
百
花
圓
光
﹂

極
有
可
能
是
來
自
歐
洲
繪
畫
的
影
響
。

然
而
，
在
︿
蓮
座
文
殊
﹀
中
也
不
是

紀
的
西
洋
繪
畫
中
描
繪
聖
母
子
畫
像
時
，

經
常
出
現
將
聖
母
子
繪
於
由
各
種
不
同
花

卉
所
纏
繞
的
花
圈
之
內
的
母
題
。
這
個
母

題
最
先
是
由
尼
德
蘭
畫
家
老
揚•

布
呂
赫

爾
︵Jan B

rueghel the E
lder, 

一
五
六
八

∼

一
六
二
五
︶
所
創
。
在
德
國
慕
尼
黑
的
老

繪
畫
陳
列
館
︵A

lte P
in

akoth
ek

︶
中
即

藏
有
一
幅
由
布
呂
赫
爾
和
魯
本
斯
︵Peter 

Paul R
ubens, 

一
五
七
七

∼

一
六
四○

︶
於

一
六
一
六
年
共
同
繪
製
的
︿
花
圈
中
的
聖

母
子
﹀
︵
圖
六
︶
，
畫
面
中
描
繪
在
聖
母

子
畫
像
外
，
還
圍
繞
著
一
圈
由
在
各
種
季

節
盛
開
的
花
卉
所
構
成
的
花
圈
，
花
圈
四

周
尚
有
天
使
環
繞
。
︵
註
六
︶

布
呂
赫
爾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