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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民同樂—元王振鵬龍池競渡圖

每月一寶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書
畫
藏
品
中
，
與

龍
舟
題
材
相
關
之
畫
作
，
不
下
十
餘
件
。

其
中
又
有
四
件
手
卷
所
述
內
容
大
致
相
似

︵
註
一
︶
，
同
列
於
元
代
界
畫
大
家
王
振
鵬

︵
約
活
動
於
一
二
八○

∼

一
三
二
九
︶
之

名
下
。
為
了
配
合
即
將
到
來
的
端
午
佳

節
，
望
藉
由
賞
覽
其
中
一
卷
︿
龍
池
競
渡

圖
﹀
中
所
呈
現
之
景
象
，
讓
觀
者
得
以
意

會
神
遊
，
千
年
前
北
宋
皇
室
在
三
月
舉
辦

競
渡
慶
典
時
，
君
民
盡
歡
、
萬
民
同
樂
的

盛
況
！王

振
鵬
，
嘉
定
︵
今
溫
州
︶
人
。
字

朋
梅
，
因
畫
藝
受
知
仁
宗
︵
一
三
一
一

∼

一
三
一
九
在
位
︶
，
賜
號
孤
雲
處
士
。
命

其
任
職
秘
書
監
典
簿
，
掌
歷
代
書
畫
及
圖

籍
，
後
累
官
至
漕
運
千
戶
。
善
界
畫
，
為

元
代
最
重
要
的
界
畫
家
。

本
卷
引
首
即
為
乾
隆
所
書
﹁
龍
池

︵
竟
的
異
體
字
︶
渡
﹂
四
字
。
依
卷
尾
所

題
，
卷
中
描
繪
的
是
北
宋
崇
寧
間
︵
一
一

○

二

∼

一
一○

六
︶
三
月
三
日
，
在
金
明

池
龍
舟
競
渡
爭
標
，
萬
民
同
樂
之
景
。
當

元
仁
宗
尚
是
太
子
過
生
日
時
，
畫
家
曾
經

作
過
此
圖
進
呈
，
十
多
年
後
的
至
治
癸
亥

︵
一
三
二
三
︶
暮
春
，
應
大
長
公
主
祥
哥

剌
吉
︵
約
一
二
八
三

∼

一
三
三
一
︶
雅
集

之
請
，
再
作
此
圖
。
卷
幅
中
乾
隆
詩
題
之

一
：
﹁
蘭
亭
脩
稧
暮
春
時
，
開
放
金
明
競

水
嬉
；
妙
筆
孤
雲
傳
勝
事
，
不
教
午
日
獨

稱
奇
。
﹂
很
貼
切
的
點
出
了
本
畫
題
。
今

萬
民
同
樂

元
王
振
鵬
龍
池
競
渡
圖

張
華
芝

提
到
﹁
農
曆
五
月
五
，
家
家
慶
端
午
﹂
，
這
個
流
傳
已
近
兩
千
年
的
節
慶
日
，
所
呈
現
的
﹁
龍
舟

競
渡
、
折
艾
插
戶
、
飲
菖
蒲
酒
、
角
黍
︵
一
名
棕
︶

相
餉
、
婦
人
製
五
色
香
囊
，
佩
身
以
辟
邪
。
﹂

︵
︽
廣
西
通
志
︾
︶

種
種
過
節
的
景
象
和
慶
節
習
俗
，
可
謂
已
深
植
民
心
，
世
代
相
傳
。
其
中
龍
舟
競

渡
，
這
項
兼
具
體
育
、
競
賽
與
深
富
文
化
內
涵
，
帶
有
弘
揚
民
族
節
義
情
操
的
民
俗
慶
典
活
動
，

更
成
為
歡
慶
端
午
佳
節
活
動
的
重
頭
大
戲
。

圖九　畫中龍頭、虎頭船在波光浪花中船行如飛，真如魚龍躍水，豈不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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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世
相
同
數
本
，
推
測
可
能
據
原
本
臨
仿

而
來
。說

起
龍
舟
﹁
前
建
龍
頭
，
後
豎
龍

尾
，
船
之
兩
旁
刻
為
龍
鱗
而
綵
繪
之
。
﹂

︵
北
宋
司
馬
光
︽
資
治
通
鑑
︾
︶

的
形
象
早
已
眾

所
皆
知
。
其
實
﹁
龍
舟
﹂
一
詞
，
早
在
約

成
書
於
戰
國
時
期
︵
約
西
元
前
四
七
五

∼

西
元
前
二
二
一
︶
的
︽
穆
天
子
傳
︾
：

﹁
天
子
乘
鳥
舟
、
龍
舟
浮
于
大
沼
。
﹂
即

已
出
現
。
而
﹁
競
渡
﹂
詞
語
的
記
載
，
則

要
晚
至
晉
代
周
處
︵
二
三
八

∼

二
九
九
︶

︽
風
土
記
︾
：
﹁
仲
夏
端
午
，
烹
鶩
︵
鴨
︶

角
黍
，
︙
踏
百
草
，
競
渡
。
﹂
和
其
後
六

朝
梁
宗
懍
︵
約
五○

○

∼

五
六
三
︶
︽
荊

楚
歲
時
記
︾
所
載
﹁
五
月
五
日
︙
是
日
競

渡
︙
﹂
，
這
段
時
期
雖
有
競
渡
，
但
其
用

船
取
其
輕
利
，
並
未
專
指
龍
舟
。
直
到
入

唐
，
在
駱
賓
王
︵
約
六
四○

∼

六
八
四
︶
、

劉
禹
錫
︵
七
七
二

∼

八
四
二
︶
等
詩
人
作

品
的
描
述
中
，
始
有
龍
舟
與
競
渡
結
合
，

成
為
我
們
今
日
印
象
中
以
競
速
為
目
的
的

划
龍
舟
比
賽
。

競
渡
以
急
趨
疾
進
者
為
勝
，
講
求
操

棹
人
的
體
耐
力
和
合
作
精
神
，
因
此
根
據

︽
事
物
紀
原
︾
所
載
，
漢
武
帝
︵
西
元
前

一
四○

∼

西
元
前
八
七
在
位
︶
立
昆
明
池

習
水
戰
，
為
競
渡
遺
意
。
宋
太
祖
︵
九
六

○

∼

九
七
六
在
位
︶
時
也
鑿
講
武
池
，
始

習
水
戰
，
以
備
江
南
戰
事
。
等
到
太
宗

︵
九
七
六

∼

九
九
七
在
位
︶
得
吳
越
錢
氏

龍
舟
，
於
是
開
金
明
池
御
龍
舟
觀
習
水

戰
。
淳
化
三
年
︵
九
九
二
︶
三
月
，
太
宗

幸
金
明
池
觀
水
嬉
，
命
為
競
渡
之
戲
，
於

是
每
歲
三
月
龍
舟
競
渡
遂
成
故
實
。
到
了

徽
宗
朝
︵
一
一○

○

∼

一
一
二
五
︶
，
在
靖

康
之
禍
︵
一
一
二
六
︶
前
，
天
下
太
平
已

久
，
物
阜
民
豐
，
三
月
競
渡
慶
典
更
形
狀

大
，
這
樣
的
繁
景
盛
況
，
全
轉
化
在
孟
元

老
︽
東
京
夢
華
錄
︾
的
追
述
文
字
中
。

孟
元
老
，
自
號
幽
蘭
居
士
，
本

名
及
生
平
皆
無
所
考
。
從
書
前
自
序
中

知
其
在
徽
宗
崇
寧
二
年
︵
一
一○

三
︶

隨
父
宦
遊
南
北
後
，
卜
居
在
汴
京
︵
今

開
封
︶
，
直
至
﹁
靖
康
之
難
﹂
後
第
二

年
，
避
居
南
方
，
而
在
南
宋
紹
興
十
七
年

︵
一
一
四
七
︶
完
成
此
書
，
成
為
第
一
部

描
寫
首
都
城
市
風
情
景
物
的
專
書
。
作
者

以
悵
然
回
首
的
心
情
，
追
述
在
烽
火
四
起

前
，
其
所
居
二
十
三
年
都
城
生
活
的
所
見

所
聞
，
涵
蓋
了
食
衣
住
行
、
休
閒
娛
樂
等

大
小
生
活
事
。
舉
凡
城
市
景
觀
、
都
會
風

情
、
民
俗
節
令
、
市
井
生
活
、
內
府
儀
制

及
皇
朝
盛
典
，
皆
多
所
細
述
，
如
同
對
千

年
前
首
善
之
都
作
深
度
旅
遊
的
紙
上
導

覽
，
是
研
究
北
宋
社
會
、
文
化
、
經
濟
等

面
向
的
重
要
史
料
。
書
分
十
卷
，
其
中
第

七
卷
有
九
章
，
記
敘
了
京
城
清
明
節
的
民

風
習
俗
，
和
每
年
三
月
一
日
到
四
月
初

八
，
金
明
池
、
瓊
林
苑
對
百
姓
開
放
的
熱

鬧
場
景
；
詳
介
這
其
間
皇
帝
駕
幸
，
親
臨

水
殿
爭
標
、
宴
殿
賜
宴
、
寶
津
樓
觀
百

戲
、
射
殿
射
弓
等
活
動
，
可
謂
君
民
同

樂
，
遊
無
虛
日
，
盛
況
空
前
！

三
月
競
渡
盛
典
，
孟
元
老
以
文
述

之
，
而
王
振
鵬
則
將
其
演
繹
成
圖
象
。
不

同
於
傳
為
張
擇
端
所
畫
的
︿
金
明
池
爭
標

圖
﹀
方
幅
︵
天
津
市
藝
術
博
物
館
藏
︶
，

所
呈
現
出
的
俯
瞰
式
全
景
，
王
氏
利
用
手

卷
橫
向
左
方
開
展
的
特
性
，
安
排
畫
中
船

隻
朝
著
左
方
航
行
移
動
，
藉
此
交
代
出
更

多
慶
典
過
程
及
細
節
。
如
輔
以
︽
夢
華

錄
︾
的
文
字
導
覽
，
再
欣
賞
此
卷
，
畫
者

架
構
的
場
景
更
顯
活
潑
生
動
，
所
呈
現
的

景
象
也
就
愈
發
引
人
入
勝
。

卷
首
細
繪
御
座
大
龍
舟
在
四
艘
龍

頭
、
虎
頭
船
的
前
後
搖
旗
引
導
護
送
下
，

昂
首
向
前
。
大
龍
船
龍
頭
氣
宇
軒
昂
，
船

身
建
有
重
簷
樓
閣
，
雕
樑
畫
棟
，
精
美
華

麗
。
錯
落
的
臺
閣
以
弧
形
橋
廊
相
連
，
在

堂
內
不
同
面
向
皆
設
有
御
座
。
︵
圖
一
︶
船

體
的
碩
大
，
一
如
︽
夢
華
錄
︾
所
述
：
﹁
大

龍
船
約
長
三
四
十
丈
，
闊
三
四
丈
，
頭
尾

鱗
鬣
，
皆
雕
鏤
金
飾
。
︙
左
右
水
棚
排
列

六
槳
，
宛
若
飛
騰
。
﹂
據
宋
蔡
絛
︵
？

∼

一
一
二
六
︶
︽
鐵
圍
山
叢
談
︾
所
載
：
﹁
金

明
池
始
太
宗
，
以
存
武
備
，
且
為
國
朝
一

盛
觀
也
！
其
龍
舟
甚
大
，
上
級
一
殿
曰
時

來
既
嵗
久
。
紹
聖
末
，
詔
名
匠
楊
談
者
新

作
焉
，
久
之
落
成
，
華
大
於
舊
矣
，
獨
鐵

費
十
八
萬
斤
，
他
物
略
稱
是
。
蓋
樓
閣
殿

既
高
，
艦
得
重
物
乃
始
可
運
。
﹂
孟
氏
所

見
即
此
新
造
大
龍
船
。
畫
中
王
振
鵬
以
水

墨
線
條
構
組
並
稍
加
以
墨
色
施
染
，
和
院

藏
︿
宋
李
嵩
天
中
水
戲
﹀
冊
頁
中
的
彩
繪

龍
舟
有
異
曲
同
工
之
妙
。
︵
圖
二
︶
曾
歷
任

光
、
寧
、
理
宗
朝
畫
院
待
詔
，
李
嵩
︵
約

圖二　宋　李嵩　天中水戲　《煙雲集繪》第三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一　大龍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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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七○

∼

一
二
五
五
︶
所
畫
，
應
是
南

宋
皇
室
遊
幸
西
湖
、
觀
覽
水
戲
的
御
座
大

龍
舟
。
畫
中
巨
形
龍
船
彩
畫
間
金
，
龍
首

高
揚
、
張
牙
吐
舌
、
長
角
大
目
，
氣
勢
非

凡
；
龍
身
遍
布
金
光
鱗
紋
；
龍
尾
高
卷
。

由
二
十
四
人
划
動
六
槳
，
槳
身
入
水
清
朗

可
見
，
水
波
輕
擺
中
大
龍
舟
悠
然
飄
蕩
。

王
氏
原
畫
是
否
參
照
過
元
內
府
所
藏
南
宋

相
關
龍
舟
畫
作
？
不
無
可
能
。

隨
著
大
龍
舟
前
行
，
池
中
央
水
殿

樓
閣
、
平
臺
拱
橋
相
連
；
水
鞦
韆
、
水

傀
儡
等
水
戲
活
動
在
行
進
間
開
演
。
畫
中

具
有
細
膩
精
緻
度
又
兼
富
體
積
感
的
建

物
，
為
善
於
白
描
法
畫
建
築
的
畫
者
運

用
墨
線
的
深
淺
、
疏
密
和
線
條
的
平
直
、

交
錯
，
構
組
而
來
，
一
如
文
學
家
虞
集

︵
一
二
七
二

∼

一
三
四
八
︶
對
王
振
鵬
畫

藝
的
稱
許
：
﹁
運
筆
和
墨
，
毫
分
縷
析
，

左
右
高
下
，
俯
仰
曲
折
，
方
圓
平
直
，
曲

盡
其
體
，
而
神
氣
飛
動
，
不
為
法
拘
。
﹂

畫
卷
中
段
略
呈
乙
字
走
向
的
平
台
，

以
拱
橋
相
接
，
拱
橋
兩
端
側
，
分
立
四
支

以
插
有
鵝
羽
的
木
鳥
，
作
測
量
風
向
的

﹁
相
風
烏
﹂
。
拱
橋
兩
邊
的
池
水
，
下
方

二
人
分
別
操
控
著
外
形
像
是
泥
鰍
的
獨
木

舟
，
應
是
︽
夢
華
錄
︾
所
述
的
﹁
鰍
魚

船
﹂
。
︵
圖
三
︶
往
前
，
另
兩
艘
分
由
八

人
操
槳
，
還
有
兩
樂
手
在
船
中
一
前
一
後

敲
鑼
打
鼓
，
船
身
中
央
以
四
長
桿
撐
起
的

鞦
韆
架
，
一
人
在
上
甩
盪
，
當
與
鞦
韆
架

上
橫
樑
平
高
時
，
放
手
翻
轉
入
水
。
︵
圖

四
︶
隨
著
表
演
者
下
水
的
姿
態
各
異
，
而

有
不
同
的
表
演
難
度
和
變
化
，
這
是
一
種

水
上
雜
技
表
演
，
也
是
一
種
水
上
運
動
，

可
以
說
開
現
在
花
式
跳
水
體
育
項
目
的
先

河
，
︽
夢
華
錄
︾
稱
其
為
﹁
水
鞦
韆
﹂
：

﹁
又
有
兩
畫
船
，
上
立
鞦
韆
，
船
尾
百
戲

人
上
竿
，
左
右
軍
院
虞
候
、
監
教
，
鼓
笛

相
和
。
又
一
人
上
蹴
鞦
韆
，
將
平
架
，
筋

斗
擲
身
入
水
。
﹂

平
台
上
方
的
水
域
，
一
人
划
著
小

船
，
船
首
另
外
架
出
一
門
牆
棚
，
其
後

一
人
兩
手
似
在
操
作
，
不
遠
處
水
面
上
有

三
位
小
人
，
似
在
打
躬
作
揖
，
原
來
這

是
︽
夢
華
錄
︾
所
述
的
﹁
水
傀
儡
﹂
︵
圖

五
︶
，
船
首
的
藝
師
正
在
以
長
桿
操
控
這

三
木
偶
人
在
水
上
唱
頌
辭
表
演
。
宋
人

對
﹁
水
傀
儡
﹂
如
何
表
演
，
未
有
詳
述
，

倒
是
高
士
奇
︵
一
六
四
五

∼

一
七○
三
︶

在
︽
金
鰲
退
食
筆
記
︾
述
及
：
﹁
水
嬉
之

製
，
用
輕
木
雕
成
海
外
諸
國
及
先
賢
文
武

男
女
之
像
，
約
高
二
尺
，
彩
畫
如
生
，
有

臋
無
足
而
底
平
，
下
安
夘
栒
︵
簨
的
異
體

字
︶
，
用
竹
板
承
之
，
設
方
木
池
，
貯
水
令

滿
，
取
魚
蝦
萍
藻
實
其
中
，
隔
以
紗
障
，

運
機
之
人
，
皆
在
障
內
游
移
轉
動
。
﹂
時
至

今
日
，
類
似
的
表
演
方
式
，
可
在
越
南
的

水
上
木
偶
劇
團
得
見
。
︵
圖
六
、
七
︶

水
傀
儡
前
方
，
還
有
一
船
，
也
是

一
人
操
槳
，
另
一
人
正
高
舉
鳥
籠
，
放
飛

禽
鳥
，
似
為
馴
鴿
。
︵
圖
八
︶
據
︽
夢
華

錄
︾
卷
六
︿
元
宵
﹀
載
：
﹁
正
月
十
五
日
元

宵
。
︙
游
人
已
集
御
街
。
兩
廊
下
奇
術
異

能
，
歌
舞
百
戲
，
鱗
鱗
相
切
，
樂
聲
嘈
雜
十

餘
里
。
撀
丸
蹴
踘
，
踏
索
上
竿
。
︙
劉
百
禽
，

蟲
蟻
；
楊
文
秀
，
皷
笛
。
更
有
猴
呈
百
戲
、
魚

跳
刀
門
、
使
喚
蜂
蝶
、
追
呼
螻
蟻
。
﹂
看
來

弄
蟲
蟻
，
這
項
以
訓
練
指
揮
蟲
魚
鳥
獸
作

絕
技
表
演
的
技
藝
人
，
在
北
宋
已
是
百
家

爭
鳴
，
非
常
普
遍
和
受
歡
迎
的
一
種
行
業

圖七　半身站在水池中的操偶者，走出竹簾謝幕。　范舒琁攝影

圖六　越南水上木偶劇團演出「仙女」一幕。　范舒琁攝影

圖五　水傀儡

圖三　鰍魚船

圖四　水鞦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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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院
藏
四
卷
可
分
為
三
組
，
一
為
未
完
稿
，
寶

津
樓
為
重
檐
十
字
脊
頂
：
︿
龍
舟
圖
﹀
無

款
，
鈐
印
﹁
賜
孤
雲
處
士
章
﹂
。
二
為
應
公

主
之
請
再
作
，
寶
津
樓
為
歇
山
頂
：
本
卷
，

隸
書
款
﹁
臣
王
振
鵬
﹂
，
後
又
隸
書
題
識
及

款
﹁
時
至
治
癸
亥
春
暮
，
廩
給
令
王
振
鵬
百

拜
敬
畫
謹
書
﹂
，
鈐
印
﹁
特
賜
孤
雲
處
士
圖

書
﹂
和
︿
金
明
奪
錦
圖
﹀
隸
書
款
﹁
臣
王
振

鵬
﹂
，
後
又
隸
書
題
識
及
款
﹁
時
至
治
癸
亥

秋
莫
，
廩
給
令
王
振
鵬
百
拜
敬
畫
謹
摹
﹂
，

鈐
印
﹁
特
賜
孤
雲
處
士
圖
書
﹂
。
三
為
水
戲

至
多
，
寶
津
樓
為
重
檐
十
字
脊
頂
：
︿
寶
津

競
渡
圖
﹀
楷
書
款
﹁
至
大
庚
戌
，
王
振
鵬
為

翰
林
承
旨
曹
公
作
。
﹂

了
，
競
渡
慶
典
當
然
也
少
不
了
他
們
的
表

演
助
陣
。

過
了
拱
橋
，
好
戲
正
上
場
。
十
二
艘

龍
虎
船
，
正
敲
鼓
迅
檝
，
朝
標
竿
急
馳
。

艘
艘
爭
先
恐
後
、
互
不
相
讓
，
為
求
勝

出
，
競
爭
激
烈
，
觀
畫
者
情
緒
似
也
為
之

激
昂
！
畫
中
船
首
皆
站
著
一
位
藝
高
人
膽

大
的
旗
手
，
在
制
高
處
奮
不
顧
身
的
耍
動

大
旗
，
船
身
中
另
一
揮
旗
者
與
之
呼
應
。

此
外
每
一
船
尚
配
置
二
到
三
位
樂
手
，
或

擊
大
鼓
；
或
敲
腰
鼓
；
或
吹
笛
助
陣
。
十

位
操
槳
手
，
應
聲
賣
力
划
楫
，
波
光
浪
花

中
似
船
行
如
飛
，
真
如
魚
龍
躍
水
。
︵
圖

九
︶
畫
中
見
此
旗
飛
槳
揚
，
耳
似
聞
鑼
鼓

震
天
，
龍
舟
競
渡
的
壯
景
，
在
畫
家
筆
下
可

謂
形
容
得
淋
漓
盡
致
！
雖
然
整
卷
中
並
未

出
現
荷
蓋
相
望
、
圍
觀
加
油
的
百
姓
，
但
競

渡
的
激
情
，
唐
張
建
封
︿
競
渡
歌
﹀
：
﹁
五

月
五
日
天
晴
明
，
︙
鼓
聲
三
下
紅
旗
開
，

兩
龍
躍
出
浮
水
來
。
棹
影
斡
波
飛
萬
劍
，

鼓
聲
劈
浪
鳴
千
雷
。
鼓
聲
漸
急
標
將
近
，

兩
龍
望
標
目
如
瞬
，
坡
上
人
呼
霹
靂
驚
。

竿
頭
綵
挂
虹
蜺
暈
，
前
船
搶
水
已
得
標
，

後
船
失
勢
空
揮
橈
。
︙
﹂
足
以
形
容
。

到
了
卷
尾
，
高
大
的
寶
津
樓
矗
立

︵
圖
十
︶
，
眾
多
官
員
面
朝
池
水
列
站
，

似
在
佇
候
大
龍
舟
抵
岸
，
皇
上
駕
臨
後
，

為
即
將
奪
得
插
在
殿
前
水
中
﹁
標
竿
﹂

︵
圖
十
一
︶
的
隊
伍
賀
采
。

此
次
選
展
的
︿
龍
池
競
渡
﹀
，
因
對
畫

中
若
干
跋
印
存
疑
，
本
卷
或
為
元
以
後
的

臨
仿
本
。
但
藉
由
圖
中
追
摹
的
競
渡
水
戲

場
景
，
讓
我
們
能
和
︽
夢
華
錄
︾
的
筆
記
文

字
相
互
參
照
，
幫
助
現
代
讀
者
將
千
年
前

的
北
宋
都
城
三
月
奪
標
水
戲
，
萬
民
同
樂

的
盛
況
，
具
象
重
現
；
觀
眾
賞
覽
之
際
，
更

能
通
過
畫
卷
中
細
膩
精
絕
的
演
繹
方
式
，

拉
近
和
古
代
俗
語
方
言
的
距
離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書
畫
處

圖八　弄蟲蟻

圖十一　標竿

圖十　寶津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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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民同樂—元王振鵬龍池競渡圖

每月一寶

元　王振鵬　龍池競渡圖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