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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張明仁宗朱高熾的肖像談起

學與思

從
一
張
明
仁
宗
朱
高
熾
的
肖
像
談
起

吳
誦
芬

經
過
太
祖
建
國
、
成
祖
靖
難
，
明
初
國
情
在
仁
宗
朱
高
熾
和
宣
宗
朱
瞻
基
父
子
治
理
之
下
，
有
了
一
段

史
稱
﹁
仁
宣
之
治
﹂
的
太
平
時
期
。
但
仁
宗
僅
在
位
十
月
，
以
致
事
蹟
一
向
被
當
政
十
年
，
且
雅
擅
書

畫
的
宣
宗
光
華
掩
蓋
，
可
是
明
仁
宗
確
實
有
些
讀
來
頗
能
激
起
現
代
人
同
理
心
的
事
蹟
，
他
是
一
個
太

胖
差
點
失
去
帝
位
的
皇
帝
。

因
太
胖
差
點
失
去
皇
位
的
皇
帝

雖
然
現
存
肖
像
看
不
太
出
來
，
可

據
載
明
仁
宗
︵
一
三
七
八

∼

一
四
二
五
，

一
四
二
四

∼

一
四
二
五
在
位
︶
還
是
太
子

的
時
候
就
已
經
很
胖
，
不
但
正
史
中
對
其

肥
胖
的
描
述
隨
處
可
見
，
還
有
不
少
記
載

顯
示
，
朱
高
熾
因
為
太
胖
，
既
不
為
父
親

明
成
祖
朱
棣
︵
一
三
六○

∼

一
四
二
四
，

一
四○

二

∼

一
四
二
四
在
位
︶
所
喜
，
又

飽
受
弟
弟
漢
王
朱
高
煦
︵
一
三
八
五

∼

一
四
二
六
︶
、
趙
王
朱
高
燧
︵
一
三
八
三

∼

一
四
三
一
︶
欺
侮
，
好
幾
次
都
差
點
失

去
皇
太
子
資
格
，
多
虧
他
的
妻
子
張
氏

︵
一
四
二
四

∼

一
四
四
二
︶
賢
德
，
長
子
朱

瞻
基
︵
一
三
九
八

∼

一
四
三
五
︶
英
武
多

藝
，
方
才
替
他
在
父
親
心
裡
加
了
不
少
分

數
。
︵
圖
一
︶ 

︽
明
史
︾
︿
諸
王
列
傳
﹀
記
載
：

﹁
成
祖
即
位
︙
時
議
建
儲
，
淇
國
公
丘

福
、
駙
馬
王
寧
善
高
煦
，
時
時
稱
高
煦
功

高
，
幾
奪
嫡
。
︙
成
祖
嘗
命
同
仁
宗
謁

孝
陵
。
仁
宗
體
肥
重
，
且
足
疾
，
兩
中

使
掖
之
行
，
恒
失
足
。
高
煦
從
後
言
曰
：

﹃
前
人
蹉
跌
，
後
人
知
警
。
﹄
時
宣
宗
為

皇
太
孫
，
在
後
應
聲
曰
：
﹃
更
有
後
人
知

警
也
。
﹄
高
煦
回
顧
失
色
。
﹂
︿
后
妃
列

傳
﹀
則
寫
道
：
﹁
仁
宗
誠
孝
皇
后
張
氏
︙

圖一　明仁宗坐像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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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
的
恐
懼
與
壓
力
。

史
上
有
名
的
胖
子

翻
開
浩
浩
史
冊
，
胖
子
為
數
確
實

不
少
。
︵
圖
三
︶
早
在
春
秋
時
代
，
︽
左

傳
．
哀
公
二
十
五
年
︾
︵
西
元
前
四
七

○

︶
記
載
﹁
食
言
而
肥
﹂
的
典
故
，
就
是

一
個
由
胖
子
引
起
的
故
事
：

　

 

﹁
六
月
，
︵
魯
哀
︶
公
至
自
越
。
季
康

子
、
孟
武
伯
逆
於
五
梧
。
郭
重
僕
，
見

二
子
，
曰
：
﹃
惡
言
多
矣
，
君
請
盡

之
。
﹄
公
宴
於
五
梧
，
武
伯
為
祝
，
惡

郭
重
，
曰
：
﹃
何
肥
也
？
﹄
季
孫
曰
：

﹃
請
飲
彘
︵
孟
武
伯
之
名
︶
也
。
以
魯

國
之
密
邇
仇
讎
，
臣
是
以
不
獲
從
君
，

克
免
於
大
行
，
又
謂
重
也
肥
？
﹄
公

曰
：
﹃
是
食
言
多
矣
，
能
無
肥
乎
？
﹄

飲
酒
不
樂
，
公
與
大
夫
始
有
惡
。
﹂

大
意
是
魯
國
大
夫
孟
武
伯
在
迎
接
魯
哀
公

從
越
國
回
來
的
宴
會
上
，
故
意
找
碴
問
哀

公
身
邊
的
郭
重
為
什
麼
會
胖
。
反
使
得
哀

公
趁
機
借
題
發
揮
，
以
﹁
自
己
的
諾
言
吃

多
了
，
怎
能
不
胖
？
﹂
譏
刺
孟
武
伯
言
而

無
信
，
自
此
兩
下
君
臣
交
惡
。

在
這
之
後
，
中
國
也
出
了
很
多
很

水
一
連
壓
沈
好
幾
條
船
的
防
禦
使
梁
迥

︵
九
二
八

∼

九
八
六
︶
。
女
子
則
有
掀
起

盛
唐
女
子
以
崇
尚
豐
肥
為
美
風
氣
的
楊
貴

妃
︵
七
一
九

∼

七
五
六
︶
︵
圖
五
︶
，
和

肥
醜
而
黑
，
舉
案
齊
眉
的
東
漢
詩
人
梁
鴻

之
妻
孟
光
。

明
代
文
人
王
世
貞
︵
一
五
二
六

∼

一
五
九○

︶
在
他
的
文
集
︽
宛
委
餘
編
︾

裡
寫
了
一
段
歷
代
肥
人
的
評
比
，
全
文
如

下
：

　

 

人
之
肥
重
者
，
安
祿
山
稱
三
百
五
十

斤
；
司
馬
保
，
八
百
斤
；
至
孟
業
千

斤
，
極
矣
。
業
嘗
為
幽
州
督
，
辭
晉
武

帝
，
帝
稱
之
，
果
得
千
斤
。
記
有
廣
川

趙
翁
伯
者
，
夏
月
裸
臥
，
其
孫
兒
戲
以

李
納
臍
中
，
數
日
有
殷
紅
汁
液
滋
流
，

以
為
臍
爛
，
憂
而
哭
，
目
盡
腫
。
久

之
，
肉
盡
核
出
，
乃
知
為
李
，
孫
所
戲

納
也
。
數
之
得
七
枚
，
則
其
臍
深
不
下

數
寸
大
亦
稱
之
矣
。
又
苻
秦
時
大
豪
王

某
者
，
錄
於
獄
，
其
人
素
雄
勇
博
碩
。

忿
而
自
屠
其
腹
，
刃
入
徑
寸
不
能
破
，

乃
置
刀
於
壁
，
奮
身
觸
之
，
始
透
。
其

肥
重
亦
可
推
矣
。

　

 

漢
書
稱
韓
博
上
言
巨
毋
霸
，
軺
車
不
能

載
，
三
馬
不
能
勝
，
即
日
以
大
車
駟
馬

載
詣
闕
。
魏
史
拓
拔
猗

魁
岸
，
馬
不

能
勝
，
恒
乘
安
車
，
駕
大
牛
，
牛
角
容

一
石
，
是
二
人
者
。
稱
之
當
在
孟
業

下
，
晉
王
保
上
。

王
世
貞
按
照
史
上
所
載
的
肥
人
體

重
排
出
前
幾
名
，
唐
代
發
動
安
史
之
亂

的
叛
將
安
祿
山
︵
七○

三

∼

七
五
七
︶

三
百
五
十
斤
，
西
晉
宗
室
南
陽
王
司
馬

始
為
太
子
妃
，
操
婦
道
至
謹
，
雅
得
成
祖

及
仁
孝
皇
后
懽
。
太
子
數
為
漢
、
趙
二
王

所
間
，
體
肥
碩
不
能
騎
射
。
成
祖
恚
，
至

減
太
子
宮
膳
，
瀕
易
者
屢
矣
，
卒
以
后
故

得
不
廢
。
﹂
︵
圖
二
︶

第
一
條
史
料
說
的
是
仁
宗
相
當
肥
胖
，
腿

腳
不
便
行
走
，
即
使
有
兩
個
人
攙
扶
，
還

是
不
斷
失
足
，
被
弟
弟
嘲
笑
，
多
虧
兒
子

機
敏
反
唇
相
譏
，
方
扳
回
一
城
。
第
二
條

則
是
說
朱
高
熾
太
胖
無
法
上
馬
騎
射
，
惹

得
成
祖
動
怒
，
下
令
削
減
他
的
飲
食
，
逼

兒
子
節
食
減
肥
，
還
好
兒
媳
很
得
公
婆
歡

心
，
才
保
住
了
胖
太
子
的
地
位
。
凡
此
種

種
，
雖
然
故
事
情
節
不
一
，
但
說
的
都
是

仁
宗
肥
胖
多
病
，
使
得
成
祖
動
念
易
儲
。

讀
來
其
實
不
難
想
像
，
青
少
兒
時
期
的
明

宣
宗
朱
瞻
基
，
可
能
經
常
感
受
到
這
種
因

為
爺
爺
嫌
老
爸
太
胖
，
導
致
自
己
皇
位
不

多
的
胖
子
，
其
中
較
著
名
的
，
文
人
中

有
宣
稱
自
己
便
便
大
腹
是
因
為
過
於
飽
學

群
書
的
東
漢
學
者
邊
韶
︵
約
一
四
七
年

前
後
在
世
︶
、
被
侍
妾
說
一
肚
皮
不
合

時
宜
的
北
宋
文
豪
蘇
軾
︵
一○

三
七

∼

一
一○

一
︶
。
︵
圖
四
︶
武
將
中
有
東

晉
篡
位
失
敗
的
桓
玄
︵
三
六
九

∼

四○

四
︶ 

，
因
為
太
胖
不
堪
乘
馬
；
還
有
︽
宋

史
︾
記
載
，
太
宗
時
期
有
個
胖
到
渡
江
治

圖二　誠孝昭皇后張氏半身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明仁宗半身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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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的
特
異
舞
技
：
﹁
︙ 

︵
安
祿
山
︶
晚
年

益
肥
，
腹
垂
過
膝
︙
每
朝
見
，
玄
宗
戲
之

曰
，
朕
適
見
卿
腹
幾
垂
至
地
；
祿
山
每
行

以
肩
膊
左
右
抬
挽
其
身
，
方
能
移
步
；
玄

宗
每
令
之
作
胡
旋
舞
，
其
疾
如
風
︙
﹂

根
據
法
新
社
報
導
，
二○

○

八
年
版

金
氏
世
界
紀
錄
所
列
世
界
上
最
胖
的
人
，
是

墨
西
哥
男
子
曼
努
埃
爾
．
烏
裡
韋
︵M

anuel 

U
ribe

︶
，
體
重
五
百
六
十
多
公
斤
，
因
為

太
胖
，
臥
床
將
近
十
年
，
減
成
二
百
三
十
幾

公
斤
之
後
，
還
是
只
能
靠
著
起
重
機
行
動
。

但
是
前
面
所
提
中
國
史
上
第
一
肥
人
安
祿

山
，
雖
然
越
老
越
胖
，
肥
到
肚
子
垂
過
膝

蓋
，
入
朝
覲
見
時
，
被
唐
玄
宗
開
玩
笑
說
他

的
肚
子
快
要
垂
到
地
上
，
每
次
走
路
，
都
要

用
手
把
肚
子
抬
起
來
才
能
舉
步
向
前
，
但
是

每
當
玄
宗
命
他
跳
胡
旋
舞
的
時
候
，
這
胖
子

卻
能
帶
著
他
的
肥
肚
團
團
轉
，
速
度
像
風
一

樣
快
！
而
這
位
胖
舞
者
迅
疾
如
風
的
胡
旋
奇

事
，
也
隨
著
他
使
得
玄
宗
倉
皇
避
難
蜀
地
、

唐
代
元
氣
大
傷
的
安
史
之
亂
永
垂
萬
世
。

︵
圖
六
︶

食
量
、
肥
胖
與
體
脂
肪

雖
然
明
仁
宗
當
太
子
的
時
候
曾
被
父

親
勒
令
節
食
減
肥
以
習
弓
馬
，
但
是
︽
史

記
．
廉
頗
列
傳
︾
卻
記
載
了
一
段
似
乎
暗

示
著
武
將
食
量
與
戰
鬥
力
息
息
相
關
的
故

事
：

　

 

﹁
趙
孝
成
王
卒
，
子
悼
襄
王
立
，
使
樂

乘
代
廉
頗
。
廉
頗
怒
，
攻
樂
乘
，
樂
乘

走
。
廉
頗
遂
奔
魏
之
大
梁
︙
趙
以
數
困

於
秦
兵
，
趙
王
思
複
得
廉
頗
，
廉
頗

亦
思
複
用
於
趙
。
趙
王
使
使
者
視
廉
頗

尚
可
用
否
。
廉
頗
之
仇
郭
開
多
與
使

者
金
，
令
毀
之
。
趙
使
者
既
見
廉
頗
，

廉
頗
為
之
一
飯
斗
米
，
肉
十
斤
，
被

甲
上
馬
，
以
示
尚
可
用
。
趙
使
還
報
王

曰
：
﹃
廉
將
軍
雖
老
，
尚
善
飯
，
然
與

臣
坐
，
頃
之
三
遺
矢
矣
。
﹄
趙
王
以
為

老
，
遂
不
召
。
﹂

話
說
戰
國
末
期
與
白
起
、
王
翦
、
李

牧
並
稱
四
大
名
將
的
趙
國
將
軍
廉
頗
︵
西

元
前
三
二
七

∼

前
二
四
三
︶
因
為
不
受
新

王
重
用
，
憤
而
投
奔
鄰
近
的
魏
國
。
後
來

趙
王
因
為
戰
場
上
數
度
失
利
於
強
秦
，
意

欲
重
新
起
用
，
遂
遣
使
至
魏
探
視
昔
日
老

將
廉
頗
是
否
依
舊
驍
勇
善
戰
。
廉
頗
表
示

自
己
寶
刀
未
老
的
方
式
，
就
是
接
見
使
者

的
時
候
特
地
﹁
一
飯
斗
米
，
肉
十
斤
，
被

甲
上
馬
，
以
示
尚
可
用
。
﹂
這
或
許
意
味

著
，
在
當
時
人
的
觀
念
，
武
將
能
吃
善
啖

的
程
度
，
和
能
征
善
戰
成
正
比
。
前
面
提

到
的
桓
玄
、
梁
迥
、
安
祿
山
等
武
將
超

重
，
不
知
道
是
否
與
這
相
關
。

在
發
福
武
將
當
中
，
東
漢
末
年
軍

閥
出
身
權
臣
董
卓
︵
？

∼

一
九
二
︶
的
肥

胖
故
事
也
很
出
名
。
︽
後
漢
書
．
董
卓
列

傳
︾
記
載
，
董
卓
，
字
仲
穎
，
隴
西
臨
洮

︵
今
甘
肅
臨
洮
︶
人
。
﹁
膂
力
過
人
，
雙

帶
兩
鞬
，
左
右
馳
射
，
為
羌
胡
所
畏
。
﹂

董
卓
征
討
羌
、
胡
、
黃
巾
賊
與
割
據
涼
州

的
韓
遂
，
屢
建
軍
功
。
在
宦
官
外
戚
之
爭

中
漁
翁
得
利
，
掌
握
朝
政
之
後
，
焚
毀
洛

陽
宮
室
，
遷
獻
帝
於
長
安
。
其
人
殘
忍
嗜

殺
，
又
壞
五
銖
錢
，
另
鑄
小
錢
，
造
成
物

價
飛
漲
，
對
其
倒
行
逆
施
恨
之
入
骨
的
人

極
多
。
後
來
董
卓
終
被
棄
屍
於
市
。
當
時

﹁
天
時
始
熱
，
卓
素
充
肥
，
脂
流
於
地
。

守
屍
吏
然
火
置
卓
臍
中
，
光
明
達
曙
，
如

是
積
日
。
﹂
年
輕
時
可
以
左
右
開
弓
，
騎

馬
放
箭
的
董
卓
，
晚
年
竟
然
肥
到
腹
內
脂

肪
可
以
點
燈
達
旦
，
長
達
數
日
。

另
外
一
個
以
人
體
脂
肪
點
燈
的

故
事
來
自
南
朝
宋
劉
敬
叔
︵
四
二○

∼

四
七
九
︶
︽
異
苑
︾
所
載
，
晉
武
帝
時
的

保
︵
二
九
六

∼

三
二○

︶
八
百
斤
，
王
世

貞
在
這
篇
文
章
中
提
出
古
代
胖
子
當
中
，

最
重
的
是
晉
武
帝
︵
二
三
六

∼

二
九○

︶

時
，
重
達
千
斤
的
幽
州
牧
孟
業
。
但
後

來
日
本
學
者
荻
生
徂
徠
︵
一
六
六
六

∼

一
七
二
八
︶
在
所
著
︽
度
量
衡
考
︾
中

按
照
不
同
時
代
的
度
量
衡
換
算
，
更
加

精
密
的
比
對
，
以
司
馬
保
與
孟
業
都
是

晉
朝
人
，
八
百
晉
斤
的
司
馬
保
相
當
於

二
百
三
十
七
唐
大
斤
，
一
千
晉
斤
的
孟
業

相
當
於
二
百
九
十
六
唐
大
斤
。
所
以
荻
生

氏
指
出
，
這
三
個
史
上
有
名
的
古
代
大
肥

子
裡
面
，
其
實
是
三
百
五
十
唐
斤
的
安
祿

山
最
重
，
孟
業
居
次
，
司
馬
保
第
三
。
根

據
上
海
歷
史
研
究
所
的
數
據
資
料
，
唐
斤

分
大
小
兩
種
，
小
斤
相
當
於
二
二
四
公

克
，
大
斤
則
等
於
六
七○

公
克
。
因
此
，

史
上
第
一
肥
人
，
三
百
五
十
唐
斤
的
安
祿

山
，
換
算
為
今
制
，
約
相
當
於
可
以
讓
百

斤
磅
秤
繞
上
兩
圈
多
的
二
百
三
十
四
點
五

公
斤
。但

是
安
祿
山
更
令
人
訝
異
的
傳
奇
事

蹟
，
不
只
是
掀
起
將
唐
代
北
方
經
濟
破
壞

殆
盡
的
安
史
之
亂
，
也
不
僅
僅
是
荻
生
徂

徠
考
證
的
中
國
史
上
第
一
肥
人
，
還
有
他

是
中
國
史
上
最
有
名
的
胖
舞
者
，
︽
筆
記

小
說
大
觀
︾
收
錄
了
唐
代
姚
汝
能
所
寫
的

︿
安
祿
山
事
蹟
﹀
，
其
中
載
道
這
位
胖
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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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代
卻
被
視
為
壯
碩
奇
偉
。
這
種
古
今
不

同
的
胖
瘦
標
準
也
使
得
明
仁
宗
被
迫
節
食

的
事
情
顯
得
十
分
可
議
，
讓
人
不
禁
忖
度

他
到
底
是
有
多
胖
，
才
落
得
被
逼
減
肥
的

下
場
。當

然
，
史
上
減
肥
的
人
也
不
是
只

有
明
仁
宗
一
個
，
如
︽
戰
國
策
︾
和
︽
墨

子
︾
等
古
籍
所
載
﹁
楚
王
好
細
腰
，
宮
中

多
餓
人
﹂
之
事
，
︽
戰
國
策
︾
中
大
臣

莫
敖
子
華
和
楚
威
王
的
一
段
對
話
中
提
到

﹁
昔
者
先
君
靈
王
好
小
要
︵
腰
︶
，
楚

士
約
食
，
馮
而
能
立
，
式
而
能
起
，
食
之

可
欲
。
忍
而
不
入
；
死
之
可
惡
，
就
而
不

避
。
﹂
︽
墨
子
︾
也
記
﹁
昔
者
楚
靈
王
好

士
細
腰
，
故
靈
王
之
臣
皆
以
一
飯
為
節
，

脅
息
然
後
帶
，
扶
牆
然
後
起
。
﹂
意
思
是

說
，
楚
國
的
臣
子
們
為
了
楚
靈
王
︵
西
元

前
五
四○

∼

前
五
二
九
在
位
︶
喜
歡
細

腰
，
一
天
只
吃
一
頓
，
節
食
到
沒
有
力

氣
，
得
要
靠
著
牆
壁
才
能
站
立
，
要
下
車

需
借
力
於
車
前
的
扶
手
才
能
起
身
。
整
裝

時
要
先
屏
氣
，
好
讓
腰
帶
能
夠
繫
得
更
緊

一
些
。
為
了
討
君
王
喜
歡
，
忍
住
了
進
食

這
樣
的
求
生
大
欲
而
不
怕
餓
死
。

還
有
︽
晉
書
︾
王
戎
︵
二
三
四

∼

僅
見
洪
武
十
七
年
︵
一
三
八
四
︶
六
月

一
則
，
早
膳
十
二
道
，
午
膳
二
十
道
的
膳

單
，
菜
色
如
下
：

早
膳
：
羊
肉
炒
、
煎
爛
拖
虀
鵝
、
豬

肉
炒
黃
菜
、
素
熇
插
清
汁
、
蒸
豬
蹄
肚
、

兩
熟
煎
鮮
魚
、
爐
煿
肉
、
筭
子
面
、
攛
雞

軟
脫
湯
、
香
米
飯
、
豆
湯
、
泡
茶
。

午
膳
：
胡
椒
醋
鮮
蝦
、
燒
鵝
、
燌

羊
頭
蹄
、
鵝
肉
巴
子
、
鹹
鼓
芥
末
羊
肚

盤
、
蒜
醋
白
血
湯
、
五
味
蒸
雞
、
元
汁
羊

骨
頭
、
糊
辣
醋
腰
子
、
蒸
鮮
魚
、
五
味
蒸

面
觔
、
羊
肉
水
晶
角
兒
、
絲
鵝
粉
湯
、
三

鮮
湯
、
菉
豆
棋
子
面
、
椒
末
羊
肉
、
香
米

飯
、
蒜
酪
、
豆
湯
、
泡
茶
。

明
成
祖
御
膳
僅
知
有
永
樂
元
年

︵
一
四○

三
︶
十
月
一
則
，
飲
饌
品
項

為
：
酒
四
品
，
燌
羊
肉
、
清
蒸
雞
、
椒
醋

鵝
、
燒
豬
肉
、
豬
肉
攛
湯
。
所
用
材
料
計

有
鵝
一
隻
、
雞
三
隻
、
羊
肉
五
斤
、
豬
肉

六
斤
、
白
稉
米
二
鬥
、
茶
食
九
斤
、
香
油

燒
餅
九
十
片
。
另
外
又
有
砂
餡
小
饅
頭
，

計
用
了
白
麵
四
斤
、
砂
糖
八
兩
、
赤
豆
一

升
、
雪
梨
、
鮮
菱
各
二
十
斤
。

以

上

兩

條

資

料

均

出

自

明

神

宗
萬
曆
年
間
南
京
光
祿
寺
卿
，
隆
慶

司
隸
校
尉
，
高
平
︵
今
山
東
巨
野
︶
人
滿

奮
的
特
異
事
蹟
：
﹁
晉
司
隸
校
尉
高
平
滿

奮
，
字
武
秋
。
豐
肥
，
膚
肉
潰
裂
，
每
至

暑
夏
，
輒
膏
汗
流
溢
。
有
愛
妾
，
夜
取
以

燃
照
，
炎
灼
發
於
屋
表
。
奮
大
惡
之
，
悉

盛
而
埋
之
。
暨
永
嘉
之
亂
，
為
胡
賊
所

燒
，
皎
若
燭
光
。
﹂
這
位
仁
兄
是
活
著
的

時
候
就
胖
到
撐
裂
皮
膚
，
流
出
來
的
肥
油

還
被
愛
妾
拿
去
點
燈
，
比
董
卓
更
勝
一

籌
。

胖
子
的
定
義
與
減
肥

近
年
來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公
佈
的
國
人

肥
胖
定
義
標
準
，
一
種
是
以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
體
重
︵
公
斤
︶
除
以
身
高
平
方
︵
公

尺
平
方
︶
︶
為
準
，
另
外
一
種
以
腰
圍
判

定
，
成
人
女
性
腰
圍
超
過
八
十
公
分
，
男

性
超
過
九
十
公
分
者
為
過
重
。

古
代
測
量
體
重
不
如
現
代
科
學
，

文
獻
中
雖
然
關
於
古
人
體
重
的
記
載
不

多
，
浩
瀚
群
書
中
卻
有
不
少
腰
圍
幾
何
的

記
載
。
成
書
於
宋
太
宗
太
平
興
國
八
年

︵
九
八
四
︶
，
廣
引
經
史
圖
書
，
蒐
羅

浩
博
，
共
計
千
卷
的
官
修
類
書
︽
太
平
御

覽
︾
人
事
部
中
，
包
含
了
﹁
長
中
國
人
﹂

和
﹁
肥
﹂
兩
個
子
目
。
有
趣
的
是
，
在
條

列
高
個
子
的
﹁
長
中
國
人
﹂
子
目
下
常
見

以
﹁
身
長
八
尺
，
腰
帶
十
圍
﹂
的
辭
句
形

容
某
人
儀
容
壯
偉
，
身
形
魁
梧
；
但
是

﹁
肥
﹂
子
目
下
除
了
那
些
真
的
胖
到
誇
張

的
人
以
外
，
也
有
不
少
﹁
腰
帶
十
圍
﹂

者
，
譬
如
︽
後
漢
書
︾
對
是
非
分
明
，
甚

有
政
績
的
官
員
虞
延
︵
一

∼

七○

︶
，
就

形
容
他
﹁
腰
帶
十
圍
，
力
能
扛
鼎
﹂
；

︽
梁
書
︾
記
載
﹁
安
陵
王
大
春
字
仁
經
，

少
博
涉
書
傅
，
性
孝
謹
，
體
貌
瑰
偉
，
腰

帶
十
圍
﹂
；
︽
隋
書
︾
所
載
﹁
王
世
續
字

闡
熙
，
容
貌
魁
岸
，
腰
帶
十
圍
，
風
神
爽

撥
，
有
傑
人
之
表
﹂
。
還
有
著
名
的
美
男

子
，
如
漢
高
祖
時
六
出
奇
計
解
了
平
城
之

圍
的
謀
臣
陳
平
、
漢
文
帝
時
出
任
丞
相
的

張
蒼
︵
西
元
前
二
五
三

∼

前
一
五
二
︶
，

都
被
歸
在
此
項
之
下
，
足
可
反
映
當
時
以

﹁
長
大
肥
白
﹂
為
美
的
審
美
標
準
。

今
人
何
錫
光
氏
考
證
，
若
是
按
照
東

漢
經
學
家
鄭
玄
︵
一
二
七

∼

二○
○

︶
在

︽
儀
禮
︾
注
裏
以
九
寸
為
一
圍
的
解
釋
，

換
算
為
今
制
，
十
圍
約
莫
是
兩
百
公
分
左

右
，
八
尺
則
是
將
近
兩
百
公
分
。
這
樣
的

身
材
在
現
代
可
能
被
視
為
超
標
過
重
，
在

三○

五
︶
列
傳
記
載
﹁
︵
王
戎
︶
子
萬
，

有
美
名
。
少
而
大
肥
，
戎
令
食
穅
，
而
肥

愈
甚
。
年
十
九
卒
。
﹂
說
的
是
在
魏
晉
南

北
朝
那
個
追
求
人
物
飄
逸
閒
適
的
年
代
，

竹
林
七
賢
之
一
，
以
﹁
神
彩
秀
徹
﹂
聞
名

的
王
戎
有
個
兒
子
，
名
喚
王
萬
，
大
家
對

他
風
評
很
好
，
可
惜
年
紀
輕
輕
就
胖
得
離

譜
。
王
戎
叫
王
萬
吃
糠
減
肥
，
可
不
但
沒

用
，
還
越
來
越
胖
，
結
果
十
九
歲
就
短
命

而
死
。另

一
個
減
肥
失
敗
的
案
例
則
是
服
用

減
肥
藥
，
故
事
主
角
是
南
朝
齊
文
學
家
，

齊
武
帝
蕭
赜
︵
四
四○

∼

四
九
三
︶
才
貌

最
為
出
眾
的
第
八
個
兒
子
，
封
為
隨
郡
王

的
蕭
子
隆
︵
四
七
四

∼
四
九
四
︶
。
︽
南

史•

列
傳
︾
記
載
：
﹁
子
隆
年
二
十
一
，

而
體
過
充
壯
，
常
使
徐
嗣
伯
合
蘆
茹
丸
以

服
自
銷
損
，
猶
無
益
。
明
帝
輔
政
，
謀
害

諸
王
，
武
帝
諸
子
中
子
隆
最
以
才
貌
見

憚
，
故
與
鄱
陽
王
鏘
同
夜
先
見
殺
。
﹂
這

裡
說
的
是
在
魏
、
晉
、
南
朝
時
代
重
視

人
物
姿
容
，
審
美
以
清
雅
俊
爽
為
尚
，
蕭

子
隆
嫌
自
己
太
胖
太
壯
，
所
以
經
常
請
名

醫
徐
嗣
伯
調
配
一
種
叫
做
﹁
蘆
茹
丸
﹂
的

藥
，
希
望
自
己
服
用
以
後
變
瘦
變
苗
條
，

可
還
是
不
見
效
果
。
替
蕭
子
隆
調
配
﹁
蘆

茹
丸
﹂
的
醫
師
徐
嗣
伯
出
身
名
醫
世
家
，

曾
撰
醫
書
︽
徐
嗣
伯
落
年
方
︾
三
卷
、

︽
藥
方
︾
五
卷
、
︽
雜
病
論
︾
一
卷
，
流

傳
至
今
的
行
醫
故
事
，
均
以
善
用
奇
藥
，

使
得
病
人
原
有
症
狀
突
然
加
重
轉
劇
之
後

突
然
痊
癒
的
戲
劇
性
療
效
著
稱
。
可
惜
蕭

子
隆
年
僅
二
十
一
歲
就
被
篡
位
的
堂
叔
齊

明
帝
蕭
鸞
︵
四
五
二

∼

四
九
八
︶
所
殺
，

不
然
也
許
享
有
﹁
精
醫
道
，
擅
辨
證
﹂
評

價
的
徐
嗣
伯
還
能
幫
他
想
到
其
他
出
奇
制

勝
的
法
子
減
肥
成
功
。

明
代
宮
廷
飲
食

當
然
，
楚
國
臣
子
們
節
食
減
肥
、

南
朝
齊
蕭
子
隆
服
用
減
肥
藥
都
是
出
於
自

願
，
而
發
生
在
王
萬
身
上
的
，
則
是
一
個

父
親
逼
兒
子
吃
糠
減
肥
的
悲
劇
。

明
成
祖
逼
仁
宗
減
肥
的
辦
法
，
也
是

很
原
始
的
削
減
宮
膳
，
雖
然
胖
太
子
朱
高

熾
到
底
吃
了
些
什
麼
目
前
不
得
而
知
，
但

是
從
現
存
有
限
的
明
代
宮
膳
菜
色
資
料
，

大
致
可
以
瞧
瞧
明
初
的
宮
廷
伙
食
內
容
如

何
。

明
太
祖
時
期
的
御
膳
內
容
，
目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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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唐人宮樂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六　唐人明皇幸蜀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一
五
六
七

∼

一
五
七
二
︶
進
士
徐
大
任

所
著
︽
南
京
光
祿
寺
志
︾
卷
二
︿
膳
饈
﹀

所
引
。
至
於
明
宣
宗
的
膳
食
雖
然
找
不
出

文
字
記
載
，
但
是
現
藏
於
北
京
故
宮
的

︿
明
宣
宗
行
樂
圖
﹀
長
卷
的
﹁
投
壺
﹂
一

段
，
卻
可
以
看
見
正
在
進
行
投
壺
運
動
，

體
闊
腰
粗
的
宣
宗
，
不
但
身
邊
侍
立
著
手

捧
金
壺
飲
品
的
宮
監
，
背
後
還
有
一
整
桌

子
滿
滿
十
幾
個
堆
滿
食
物
呈
小
山
狀
的
碗

盤
。
按
照
桌
旁
內
監
的
人
體
比
例
推
算
，

這
種
食
前
方
丈
的
餐
桌
，
大
概
比
很
多
人

的
家
裡
的
餐
桌
、
書
桌
甚
至
辦
公
桌
還
要

大
，
而
且
宣
宗
的
身
材
在
現
代
人
眼
中
看

來
，
絕
對
是
個
貨
真
價
實
的
大
胖
子
，
但

是
史
書
當
中
卻
沒
有
隻
字
提
到
宣
宗
肥

胖
，
仁
宗
的
肥
胖
事
蹟
倒
有
好
幾
條
，
這

更
是
讓
仁
宗
的
肥
胖
程
度
成
為
歷
史
上
一

個
耐
人
尋
味
的
不
解
之
謎
。

小
結

雖
然
從
上
節
所
列
的
明
代
宮
廷
飲
食

資
料
看
來
，
就
算
明
仁
宗
的
膳
食
被
削
減

一
半
，
甚
至
三
分
之
二
，
都
還
在
現
代
小

民
的
日
常
飲
食
標
準
之
內
，
不
但
不
致
餓

死
，
可
能
還
減
不
了
幾
斤
肥
肉
。
但
是
這

種
受
到
手
足
歧
視
，
給
父
親
逼
迫
減
肥
的

遭
遇
，
卻
很
能
博
取
現
代
審
美
嫉
胖
如
仇

壓
力
下
的
今
人
同
情
。

即
使
貴
為
太
子
，
卻
因
為
太
胖
影

響
健
康
，
不
便
活
動
，
讓
父
親
生
氣
，

被
弟
弟
欺
侮
，
甚
至
使
得
自
己
地
位
幾
乎

不
保
，
這
些
故
事
情
節
再
再
使
得
明
仁

宗
坐
穩
了
史
上
最
窩
囊
胖
子
的
寶
座
。

但
是
先
前
列
出
的
史
上
胖
人
代
表
，
依
舊

是
文
章
武
藝
，
郎
才
女
貌
的
不
輸
瘦
子
。

︽
明
史
．
仁
宗
本
紀
︾
對
於
仁
宗
這
位
終

於
熬
出
生
天
胖
皇
帝
的
記
載
，
除
了
說
他

愛
好
學
問
、
射
箭
很
準
，
頗
得
祖
父
明
太

祖
朱
元
璋
︵
一
三
二
八

∼

一
三
九
八
，

一
三
六
八

∼

一
三
九
八
在
位
︶
賞
識

之
外
，
在
朝
臣
之
間
也
有
相
當
的
人
緣

聲
望
。
當
時
楊
士
奇
︵
一
三
六
四

∼

一
四
四
四
︶
、
黃
淮
︵
一
三
六
七

∼

一
四
四
九
︶
、
解
縉
︵
一
三
六
九

∼

一
四
一
五
︶
、
夏
原
吉
︵
一
三
六
六

∼

一
四
三○

︶
等
老
臣
為
了
保
住
太
子
地

位
，
勸
諫
成
祖
獲
罪
入
獄
而
無
悔
無
怨
者

大
有
其
人
，
而
仁
宗
即
位
之
後
，
也
絲
毫

不
負
眾
望
。

他
進
行
了
一
系
列
政
治
、
經
濟
、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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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資
料

1.
︵
日
︶
荻
生
徂
徠
，
︽
度
量
衡
考
︾
，
京

都
：
中
文
出
版
社
，
一
九
七
九
。

2.
︽

明

史

︾

︵

臺

北

：

鼎

文

書

局

，

一
九
八
二
︶
，
卷
一
百
一
十
三
，
列
傳

第
一
，
︿
后
妃
一
﹀
，
頁
三
五
一
二
。

3.
︽

明

史

︾

︵

臺

北

：

鼎

文

書

局

，

一
九
八
二
︶
，
卷
一
百
一
十
八
，
列
傳

第
六
，
︿
諸
王
三
﹀
，
頁
三
六
一
六—

三
六
一
七
。

4.
︽
筆
記
小
說
大
觀
︾
，
臺
北
：
新
興
書

局
，
一
九
六
一—

一
九
八
六
。

5.
迪
智
文
化
出
版
公
司
，
︽
文
淵
閣
四
全
書

電
子
版
︾
，
一
九
九
九
。

6.
邱
仲
麟
，
︿
皇
帝
的
餐
桌
：
明
代
宮
膳

制
度
及
其
相
關
問
題
﹀
，
︽
臺
大
歷
史

學
報
︾
第
三
四
期
，
二○

○

四
年
十
二

月
，
頁
一—

四
二
。

7.
何
錫
光
，
︿
釋
古
書
腰
圍
若
干
圍
的

﹁
圍
﹂
﹀
中
國
文
學
網
，
二○

一○

。

8.
︿
全
球
最
胖
男
人
曼
努
埃
爾
·
烏
裏
韋
結

婚
了
﹀
，
︽
新
浪
新
聞
︾
，
二○

一○

年
七
月
八
日
。

事
改
革
與
調
整
，
罷
免
了
西
洋
寶
船
、
交

趾
採
辦
等
傷
財
擾
民
事
務
，
大
赦
父
親
發

動
靖
難
即
位
之
後
，
流
放
貶
謫
或
籍
沒
為

奴
的
大
批
建
文
帝
諸
臣
家
屬
。

史
上
遇
見
天
災
下
詔
減
免
災
區
稅

糧
的
君
主
所
在
多
見
，
但
明
仁
宗
對
於
仁

民
愛
物
所
下
的
苦
心
卻
更
使
人
感
佩
。
他

裁
汰
冗
官
，
詔
群
臣
言
時
政
缺
失
，
詔
有

司
條
列
政
令
不
便
民
者
，
禁
所
司
擅
役
屯

田
軍
士
，
重
懲
官
司
科
派
病
民
；
下
令
將

報
告
各
地
水
旱
情
況
的
四
方
雨
澤
章
，
奏

到
即
聞
，
不
准
收
貯
，
使
得
賑
濟
即
時
；

並
且
再
再
強
調
刑
罰
非
務
誅
殺
，
僅
以
導

民
於
善
，
勒
令
有
司
審
慎
依
例
擬
罪
，
不

得
浮
濫
用
刑
。
與
他
少
年
時
期
仍
為
燕
世

子
時
，
面
對
祖
父
垂
詢
，
答
以
百
姓
水
旱

﹁
恃
聖
人
有
恤
民
之
政
﹂
的
君
人
識
見
完

全
一
致
。

此
外
，
對
於
屢
進
讒
言
想
要
陷
害

他
的
兩
個
弟
弟
也
都
貫
徹
包
容
寬
宥
的
友

愛
原
則
。
︽
明
史
︾
對
他
下
以
﹁
瀕
于
危

疑
者
屢
矣
，
而
終
以
誠
敬
獲
全
︙
用
人

行
政
，
善
不
勝
書
。
﹂
的
贊
語
，
可
見
這

胖
到
令
人
印
象
深
刻
的
肥
子
皇
帝
，
也

有
滿
腔
寬
厚
溫
暖
的
仁
主
心
腸
。
或
許
，

就
是
因
為
有
仁
宗
這
樣
體
恤
民
情
的
榜

樣
，
之
後
即
位
的
宣
宗
皇
帝
，
也
能
接

續
父
親
仁
政
，
成
為
史
上
有
名
的
守
成
之

君
，
共
同
締
造
出
這
段
讓
史
家
頌
揚
可
比

周
代
成
康
、
漢
朝
文
景
的
﹁
仁
宣
之
治
﹂

︵
一
四
二
五

∼

一
四
三
五
︶
吧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書
畫
處

圖七　明宣宗行樂圖　卷　投壺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