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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肖
像
畫
的
繪
製
而
言
，
從
面
容
、

表
情
到
姿
態
、
服
飾
，
甚
至
是
環
境
佈
置
，

皆
有
固
定
的
圖
像
元
素
可
資
參
考
和
援

用
。
肖
像
畫
具
有
明
顯
的
功
能
取
向
，
在
製

作
之
初
往
往
已
設
定
了
日
後
的
展
示
場
域

和
觀
眾
社
群
，
因
此
在
選
用
和
調
整
各
種

圖
像
元
素
時
，
考
慮
的
不
只
是
像
主
的
生

理
特
徵
，
還
有
委
託
者
對
肖
像
畫
所
預
設

的
使
用
情
境
。
換
言
之
，
一
張
肖
像
畫
的
製

成
，
實
際
上
奠
基
於
畫
家
和
委
託
者
之
間

的
溝
通
，
以
及
雙
方
對
圖
像
元
素
所
具
意

義
的
共
識
。
然
而
，
隨
著
收
藏
脈
絡
的
變

遷
導
致
展
示
場
域
和
觀
看
社
群
的
更
動
，

肖
像
畫
本
來
的
用
途
也
逐
漸
遭
到
遺
忘
，

並
被
賦
予
新
的
功
能
意
義
。
最
明
顯
狀
況

略
談
祖
宗
像
與
文
人
小
像

以
故
宮
藏
帝
王
像
及
文
士
像
為
例

李
宜
蓁

人
像
是
中
國
繪
畫
自
古
即
有
的
題
材
，
其
中
所
謂
﹁
寫
真
﹂
、
﹁
傳
神
﹂
或
﹁
寫
照
﹂
一
門
，
描

繪
的
是
存
活
於
當
代
的
人
物
，
能
對
應
到
歐
美
藝
術
史
中
﹁
肖
像
﹂
的
範
疇
，
故
可
以
﹁
肖
像

畫
﹂
一
詞
稱
之
。
從
文
獻
來
看
，
六
朝
的
人
物
畫
開
始
對
表
現
人
物
的
生
理
特
徵
產
生
興
趣
，
並

強
調
觀
察
和
描
繪
像
主
本
人
的
重
要
性
，
如
東
晉
顧
愷
之
提
出
﹁
實
對
﹂
理
論
、
南
齊
謝
赫
提
出

﹁
應
物
象
形
﹂
的
概
念
等
。
然
而
，
中
國
肖
像
畫
並
非
如
今
人
設
想
一
般
如
實
地
再
現
像
主
的
形

貌
，
而
是
根
據
所
預
定
的
使
用
情
境
，
搭
配
不
同
的
服
飾
、
姿
態
和
擺
設
，
甚
至
對
像
主
面
容
的

肖
似
性
作
出
某
種
程
度
的
忽
略
。
因
此
，
順
應
著
常
見
的
使
用
情
境
，
中
國
肖
像
畫
也
衍
生
出
祖

宗
像
和
文
人
小
像
兩
種
特
定
的
類
型
。

圖四　明英宗坐像　軸　絹本設色　縱208.3，橫154.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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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就
是
，
博
物
館
內
所
藏
的
肖
像
畫
，
常

被
參
觀
者
視
為
一
個
單
獨
而
孤
立
的
藝
術

品
，
而
排
除
了
它
本
有
的
實
用
性
質
。
因

此
，
若
要
真
正
了
解
肖
像
畫
，
自
然
不
能

忽
略
與
之
相
連
的
文
化
習
俗
和
風
氣
。

中
國
歷
代
肖
像
畫
主
要
是
紀
錄
人

的
形
像
，
在
實
際
使
用
上
與
人
的
生
活
密

切
扣
合
，
因
此
其
功
能
也
相
當
複
雜
。
舉

例
來
說
，
︽
漢
書‧

蘇
武
傳
︾
即
載
漢
宣

帝
在
甘
露
三
年
單
于
入
朝
之
際
，
想
到
蘇

武
等
十
一
位
名
臣
的
功
勞
，
因
此
將
之
形

貌
圖
繪
於
麒
麟
閣
，
並
在
壁
旁
署
其
官
爵

姓
名
，
以
供
後
世
瞻
仰
學
習
。
另
外
，
漢

元
帝
時
王
昭
君
因
未
賄
賂
宮
中
畫
師
毛
延

壽
，
而
被
毛
延
壽
醜
化
其
肖
像
，
以
致
冷

落
於
後
宮
的
故
事
，
也
顯
示
肖
像
畫
成
為

帝
王
私
下
﹁
按
圖
召
幸
﹂
的
工
具
。
事
實

上
，
中
國
肖
像
畫
在
使
用
上
之
複
雜
，
不

只
從
文
獻
記
載
上
可
見
一
般
，
傳
世
作
品

多
元
的
圖
像
表
現
也
反
映
了
此
一
現
象
。

可
惜
的
是
，
今
日
海
內
、
外
博
物
館
所
藏

肖
像
畫
多
為
明
中
葉
以
後
的
作
品
，
因
此

對
於
明
以
前
的
使
用
狀
況
多
半
只
能
從
文

獻
記
載
或
極
少
數
的
傳
世
作
品
來
探
究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在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所
藏
的
中
國
肖
像
畫
之
中
，
卻
有
不

少
明
中
葉
以
前
的
作
品
。
這
批
作
品
以
清

宮
南
薰
殿
舊
藏
的
宋
、
元
、
明
帝
、
后

像
為
主
，
另
有
少
數
文
人
學
者
的
畫
像
。

一
九
七○

年
代
故
宮
開
始
整
理
這
批
作

品
，
蔣
復
璁
、
李
霖
燦
等
學
者
分
別
撰
文

介
紹
，
敘
其
圖
像
內
容
和
流
傳
狀
況
，
稍

後
故
宮
將
之
集
結
出
版
名
為
︽
故
宮
圖
像

選
萃
︾
的
畫
冊
，
此
一
成
果
為
海
內
外
學

者
進
行
中
國
肖
像
畫
的
研
究
奠
下
基
石
。

︵
註
一
︶
從
今
日
學
界
的
研
究
可
知
，
院
藏

宋
、
明
的
全
身
帝
王
像
，
以
及
宋
、
元
的

文
人
像
，
分
別
是
中
國
因
應
祖
先
信
仰
和

文
人
文
化
而
產
生
的
﹁
祖
宗
像
﹂
和
﹁
文

人
小
像
﹂
。
︵
註
二
︶
在
大
批
傳
世
的
明
中
葉

以
後
肖
像
畫
之
中
，
這
兩
種
肖
像
畫
類
型

也
最
為
普
遍
。
因
此
，
透
過
院
藏
的
此
二

類
作
品
，
以
及
現
有
研
究
成
果
，
可
進
而

圖一　 宋高宗坐像　軸　絹本設色　縱185.7，橫103.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宋寧宗坐像　軸　絹本設色　縱186，橫107.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明太祖坐像　軸　絹本設色　縱208.3，橫154.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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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
助
我
們
理
解
祖
宗
像
和
文
人
小
像
在
早

期
的
圖
像
表
現
。

祖
宗
像顧

名
思
義
，
﹁
祖
宗
像
﹂
的
製
作
和
祖

先
崇
拜
與
祭
祖
儀
式
密
切
相
關
。
中
國
人

相
信
人
死
後
雖
然
肉
體
消
失
，
但
靈
魂
依

舊
存
在
，
會
幫
助
後
代
在
財
運
、
仕
途
、
生

育
各
方
面
有
更
順
遂
的
發
展
。
此
一
崇
拜

祖
先
的
觀
念
被
儒
家
所
吸
收
，
轉
化
成
所

謂
﹁
孝
順
﹂
的
道
德
觀
，
而
伴
隨
此
一
觀
念

的
喪
、
葬
、
祭
儀
式
，
也
成
為
儒
家
禮
制
的

一
部
份
。
宋
以
前
家
內
祭
祖
多
以
木
主
作

為
儀
式
中
心
，
但
到
了
宋
代
，
不
論
在
宮

廷
或
民
間
，
肖
像
畫
取
而
代
之
，
並
成
為

明
、
清
兩
代
普
遍
的
作
法
。
此
即
所
謂
的

﹁
祖
宗
像
﹂
，
而
院
藏
的
宋
、
明
帝
王
全
身

像
可
說
是
目
前
所
見
最
早
的
實
例
。

院
藏
的
宋
代
諸
帝
王
像
基
本
上
採
取

非
常
類
似
的
圖
式
，
即
雙
手
籠
於
袖
中
，

端
坐
於
華
麗
的
座
椅
。
以
宋
高
宗
和
宋
寧

宗
的
畫
像
︵
圖
一
、
二
︶
為
例
，
二
像
面

容
儘
管
不
同
，
但
在
面
容
以
下
的
部
分
卻

非
常
相
似
。
二
像
頭
戴
烏
紗
展
腳
幞
頭
，

身
著
朱
紅
袍
服
，
足
踩
皂
文
靴
，
呈
現
天

子
日
常
的
衣
著
。
儘
管
如
此
，
畫
中
的
朱

色
座
椅
雕
工
細
膩
，
靠
背
一
端
出
頭
處
以

龍
頭
為
飾
，
並
綁
縛
著
黃
色
鋪
蓋
，
顯
得

隆
重
而
貴
氣
，
傳
達
了
像
主
作
為
天
子
的

崇
高
地
位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二
像
背
景

一
片
空
白
，
並
未
指
示
出
具
體
的
時
空
環

境
，
賦
予
了
像
主
超
越
時
空
而
存
在
的
神

聖
感
。
換
言
之
，
宋
代
的
帝
后
像
不
只
在

呈
現
像
主
的
身
分
和
地
位
，
也
企
圖
烘
托

出
一
種
祖
先
如
神
祇
的
宗
教
氛
圍
。

明
代
帝
王
像
雖
仍
承
襲
宋
代
帝
王
像

的
圖
式
，
卻
出
現
了
與
之
不
同
的
描
繪
方

式
。
︿
明
太
祖
坐
像
﹀
︵
圖
三
︶
的
背
景
依

舊
空
白
，
但
地
上
卻
多
出
了
一
塊
幾
何
花

紋
密
佈
的
毯
子
，
︿
明
英
宗
坐
像
﹀
的
衣
袍

上
甚
至
出
現
了
各
種
繁
複
的
紋
樣
。
︿
明
英

宗
坐
像
﹀
的
衣
紋
走
向
雖
近
似
於
︿
明
太

祖
坐
像
﹀
，
但
更
顯
平
板
。
以
前
臂
的
衣

袖
摺
痕
為
例
，
︿
明
太
祖
坐
像
﹀
呈
現
出

自
然
的
蓬
鬆
感
，
但
︿
明
英
宗
坐
像
﹀
︵
圖

四
︶
卻
顯
得
僵
直
硬
挺
。
換
言
之
，
︿
明
英

宗
坐
像
﹀
的
描
繪
重
點
並
非
呈
現
身
體
結

構
的
合
理
性
，
而
是
衣
袍
上
紋
樣
的
細
節

和
分
佈
上
的
對
稱
。
這
些
紋
樣
即
所
謂
的

﹁
十
二
章
﹂
，
本
為
古
人
氏
族
崇
拜
的
圖
騰

單
位
，
後
來
經
常
出
現
在
帝
王
服
飾
上
，

成
為
其
權
威
的
象
徵
。
︵
註
三
︶

如
此
藉
由

裝
飾
紋
樣
凸
顯
像
主
帝
王
權
威
的
作
法
在

稍
後
愈
演
愈
烈
，
在
︿
明
孝
宗
坐
像
﹀
︵
圖

五
︶
上
甚
至
出
現
繪
有
雲
龍
紋
的
屏
風
。

除
此
之
外
，
自
︿
明
英
宗
坐
像
﹀

起
，
帝
王
像
給
觀
者
一
種
震
懾
人
心
的
視

覺
效
果
。
宋
、
明
兩
代
的
帝
王
像
皆
採
大

畫
面
的
立
軸
形
制
，
人
像
幾
乎
佔
據
整
個

畫
面
，
務
求
在
儀
式
上
懸
掛
時
，
參
與
者

能
清
楚
看
到
。
另
外
，
這
些
畫
像
的
設
色

精
美
，
座
椅
和
服
飾
的
質
感
與
紋
路
也
被

細
膩
處
理
，
以
襯
托
儀
式
之
隆
重
。
然

而
，
不
像
宋
代
、
明
初
的
帝
王
像
作
斜
視

側
坐
之
姿
，
︿
明
英
宗
坐
像
﹀
的
眼
神
望
向

畫
外
觀
者
，
面
向
和
體
態
採
正
面
示
人
，

與
觀
者
產
生
更
為
直
接
的
視
覺
互
動
。
不

僅
如
此
，
︿
明
英
宗
坐
像
﹀
雖
以
朝
畫
心
聚

焦
內
縮
的
畫
法
繪
製
座
椅
，
但
背
屏
和
墊

面
被
描
繪
出
來
的
面
積
頗
大
，
呈
現
出
平

視
和
俯
視
結
合
下
之
景
象
，
因
此
當
畫
像

被
高
懸
而
起
時
，
人
物
仿
若
自
座
椅
中
傾

倒
而
出
，
給
觀
者
一
種
壓
迫
的
存
在
感
。

在
︿
明
孝
宗
坐
像
﹀
上
，
帝
王
座
椅
的
背

後
出
現
三
屏
式
屏
風
，
盈
滿
整
個
畫
面
，

圖五　 明孝宗坐像　軸　絹本設色　縱208.3，
橫154.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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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這
種
視
覺
效
果
更
為
明
顯
。
相
較
於
宋

代
帝
王
像
，
明
代
帝
王
像
更
具
﹁
聖
像
﹂

特
質
，
並
有
意
地
喚
起
觀
者
心
中
一
種
宗

教
崇
拜
的
情
緒
。

文
人
小
像

除
了
祖
宗
像
之
外
，
中
國
文
人
也
經

常
繪
製
所
謂
的
﹁
小
像
﹂
，
元
代
倪
瓚
和
王

繹
合
作
的
︿
楊
竹
西
小
像
圖
﹀
卷
︵
圖
六
，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
即
是
其
中
一
例
。

像
主
楊
竹
西
是
元
末
松
江
富
豪
楊
謙
，
畫

卷
的
左
方
倪
瓚
題
：
﹁
楊
竹
西
高
士
小
像
嚴

陵
王
繹
寫
，
句
吳
倪
瓚
補
作
松
石
。
癸
卯

二
月
﹂
，
可
知
此
像
是
王
繹
和
倪
瓚
合
作
的

成
果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倪
瓚
將
此
像
稱

為
﹁
小
像
﹂
，
而
畫
中
人
物
所
佔
比
例
確
實

不
大
，
且
被
描
繪
在
手
卷
上
，
利
於
私
下

的
傳
遞
和
觀
覽
。
事
實
上
，
此
像
拖
尾
有

鄭
元
祐
、
蘇
大
年
、
高
淳
、
錢
鼐
、
靜
慧

等
九
位
元
代
文
人
的
題
贊
，
內
容
多
關
注

像
主
行
俠
仗
義
有
如
豪
傑
、
亂
世
隱
居
有

如
仙
道
的
個
人
氣
質
，
顯
示
楊
謙
有
意
識

地
將
自
身
肖
像
在
友
人
之
間
傳
佈
，
以
取

得
友
人
對
自
我
內
在
的
正
面
評
價
。
換
言

之
，
相
較
於
祖
宗
像
作
為
祭
祖
儀
式
的
崇

拜
中
心
，
小
像
顯
然
是
一
種
文
人
之
間
私

下
交
流
的
媒
介
。

由
於
文
人
小
像
和
祖
宗
像
的
功
能

不
同
，
在
圖
繪
表
現
上
也
有
所
不
同
。
以

︿
楊
竹
西
小
像
圖
﹀
卷
為
例
，
此
像
以
墨

線
描
繪
人
物
和
樹
石
土
坡
，
欲
藉
由
不
同

形
態
的
墨
線
來
呈
現
各
類
物
質
的
質
感
，

如
以
起
筆
提
、
落
筆
按
的
衣
紋
表
現
布
料

之
硬
挺
，
以
細
碎
堆
疊
的
皺
紋
顯
示
肌
膚

之
粗
糙
。
換
言
之
，
不
像
宋
、
明
兩
代
的

帝
王
像
設
色
豐
富
，
且
極
力
營
造
有
如
聖

像
的
視
覺
效
果
，
︿
楊
竹
西
小
像
圖
﹀
卷

展
現
的
是
筆
墨
本
身
的
趣
味
。
如
此
風
格

不
僅
適
於
近
觀
賞
玩
，
而
且
在
風
格
史
上

被
歸
屬
於
顧
愷
之
白
描
人
物
畫
傳
統
，
元

初
在
趙
孟
頫
的
倡
導
下
流
行
於
文
人
圈
，

成
為
一
種
高
古
的
象
徵
。
另
外
，
︿
楊
竹

西
小
像
圖
﹀
卷
的
人
物
身
穿
皂
帽
白
袍
，

作
布
衣
打
扮
，
持
杖
立
於
松
石
環
繞
的
土

坡
之
間
。
這
樣
的
形
象
早
在
東
晉
即
有
，

顧
愷
之
在
為
同
時
代
的
隱
逸
文
人
謝
鯤

︵
二
八○

∼

三
二
二
︶
寫
真
時
，
即
以
丘

壑
為
其
背
景
來
表
現
謝
鯤
的
隱
逸
心
志
。

由
此
可
知
，
不
像
宋
、
明
帝
王
像
藉
由
服

飾
配
件
來
凸
顯
像
主
的
身
分
地
位
，
︿
楊

竹
西
小
像
圖
﹀
卷
傳
達
的
是
像
主
楊
謙
的

內
在
心
境
。

除
了
如
︿
楊
竹
西
小
像
圖
﹀
卷
呈
現

像
主
悠
遊
山
林
的
形
貌
外
，
院
藏
︿
張
雨

題
倪
瓚
像
﹀
︵
圖
七
︶
則
顯
示
了
文
人
小
像

的
另
一
種
圖
像
傳
統
。
與
︿
楊
竹
西
小
像

圖
﹀
卷
一
樣
，
︿
張
雨
題
倪
瓚
像
﹀
採
手

卷
形
制
，
人
物
僅
佔
畫
面
部
份
比
例
，
畫

上
有
道
士
張
雨
對
倪
瓚
性
格
的
評
贊
，
可

歸
為
小
像
的
範
疇
。
而
且
，
儘
管
︿
張
雨

題
倪
瓚
像
﹀
為
設
色
之
作
，
但
畫
家
以
流

暢
的
墨
線
勾
勒
衣
紋
，
略
施
朱
色
暈
染
來

表
現
面
部
凹
凸
，
也
近
似
於
︿
楊
竹
西
小

像
圖
﹀
卷
的
白
描
風
格
。
不
同
的
是
，
倪

瓚
坐
臥
榻
上
，
手
持
沾
墨
毛
筆
和
展
開
紙

卷
，
周
圍
置
有
古
銅
器
斝
、
筆
山
等
文
房
用

具
和
古
玩
，
背
後
置
有
一
山
水
屏
風
，
呈

現
出
倪
瓚
身
居
書
齋
、
構
思
文
句
的
形
象
。

事
實
上
，
倪
瓚
臥
榻
而
坐
，
斜
倚
憑
几
，

右
肩
外
袍
脫
落
於
手
肘
，
手
持
紙
、
筆
的

圖六　元　楊竹西小像圖　卷　紙本設色　縱28.2，橫60.9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元　張雨題倪瓚像　卷　紙本設色　縱28.2，橫60.9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八　宋　宋人維摩圖　軸　絹本設色　縱107.4，橫68.1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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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談祖宗像與文人小像—以故宮藏帝王像及文士像為例

文物脈絡

註
釋

1.  

李
霖
燦
，
︿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圖
像
畫
﹀
，
︽
故
宮

季
刊
︾
第
五
卷
第
一
期
︵
一
九
七○

秋
季
︶
，
頁

五
一
｜
六
一
；
蔣
復
璁
，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南
薰
殿
圖
像
考
﹀
，
︽
故
宮
季
刊
︾
第
八
卷
第
四
期

︵
一
九
七
四
夏
季
︶
，
頁
一
｜
一
六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
故
宮
圖
像
選
萃
︾
，
臺
北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一
九
七
一
。

2.  

關
於
院
藏
宋
、
明
全
身
帝
王
像
與
祭
祖
儀

式
之
討
論
，
首
見
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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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入
︽
中
華
民
國
建
國
八
十
年

中
國
藝
術
文
物
討
論
論
文
集
︾
，
臺
北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一
九
九
二
，
頁
七
一
三
｜

七
四
八
。
而
對
文
人
肖
像
如
何
製
作
和
運
用
的

深
入
研
究
，
則
首
見
於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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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也
就
是
︽
書
經‧

益
稷
篇
︾
提
到
的
﹁
日
、

月
、
星
辰
、
山
、
龍
、
華
蟲
、
作
會
、
宗
彝
、

藻
、
火
、
粉
米
、
黼
、
黻
﹂W

e
n

 C
. Fo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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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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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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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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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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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板
倉
聖
哲
，
︿
張
雨
題
︿
倪
瓚
像
﹀
與
元
末
江
南
文

人
圈
﹀
，
頁
二
一
一
｜
二
一
三
。

5.  

江
兆
申
，
︿
讀
畫
劄
記
之
三
：
吳
派
畫
家
筆
下

的
楊
季
靜
﹀
，
︽
故
宮
季
刊
︾
第
七
卷
第
三
期

︵
一
九
七
三
秋
季
︶
，
頁
六
六
｜
六
八
。

來
描
繪
，
在
風
格
上
近
乎
白
描
。
不
僅
如

此
，
楊
季
靜
在
畫
中
被
描
繪
成
坐
在
一
土

黃
色
方
椅
上
，
腿
上
擺
置
一
琴
，
上
半
身

微
傾
，
雙
手
撥
弄
著
琴
弦
的
姿
態
，
凸
顯

了
楊
季
靜
作
為
琴
士
的
特
殊
身
分
。
換
言

之
，
相
較
於
包
括
帝
王
像
在
內
的
祖
宗

像
，
文
人
小
像
顯
然
更
具
表
現
像
主
個
性

的
企
圖
。

小
結

從
以
上
對
祖
宗
像
和
文
人
小
像
的

討
論
可
知
，
中
國
肖
像
畫
並
非
僅
止
於
描

繪
像
主
的
外
貌
特
徵
，
而
是
隨
著
所
預
設

的
使
用
脈
絡
，
表
現
關
於
像
主
的
外
在
或

內
在
。
祖
宗
像
和
文
人
小
像
不
只
是
圖
像

表
現
，
繪
畫
風
格
和
畫
幅
尺
寸
也
各
異
。

一
般
來
說
，
祖
宗
像
多
採
立
軸
形
制
，
畫

幅
尺
寸
較
大
，
務
求
在
儀
式
上
懸
掛
時
，

參
與
者
能
清
楚
看
見
。
而
且
，
它
們
的
設

色
鮮
艷
，
對
於
服
飾
、
座
椅
等
配
件
的

質
感
和
紋
樣
細
膩
處
理
，
欲
藉
物
質
上
的

象
徵
意
義
和
視
覺
再
現
來
傳
達
像
主
外
在

的
身
份
地
位
。
最
重
要
的
是
，
它
們
利
用

充
滿
裝
飾
性
的
風
格
，
以
及
視
線
和
面
向

的
正
面
設
計
，
提
供
觀
者
一
種
有
如
在
寺

院
中
敬
拜
神
祇
偶
像
的
視
覺
體
驗
。
相
較

於
此
，
文
人
小
像
的
畫
幅
尺
寸
較
小
，
多

採
手
卷
形
制
，
以
利
於
私
下
的
傳
遞
和
觀

覽
。
再
者
，
它
們
被
以
白
描
畫
風
描
繪
，

這
類
風
格
被
文
人
共
同
意
識
為
具
有
文
雅

的
氣
質
，
其
中
的
筆
墨
趣
味
需
就
近
觀
覽

才
能
體
察
。
除
此
之
外
，
文
人
小
像
經
常

借
用
特
定
人
物
的
形
象
傳
統
，
如
前
述
謝

幼
輿
或
維
摩
居
士
，
凸
顯
像
主
與
之
類
似

的
內
在
精
神
，
有
時
也
透
過
某
些
圖
像
來

強
化
像
主
的
個
性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中
國
肖
像
畫
對

於
再
現
像
主
外
貌
的
需
求
，
並
不
如
今

人
想
像
中
的
強
烈
，
同
樣
也
是
隨
著
其
使

用
脈
絡
而
有
程
度
之
別
。
以
︿
楊
季
靜
小

像
﹀
為
例
，
此
像
的
面
容
遠
較
︿
楊
竹
西

小
像
﹀
和
︿
張
雨
題
倪
瓚
像
﹀
規
格
化
。

文
伯
仁
像
贊
在
開
頭
有
一
段
問
答
：
﹁
或

曰
楊
子
之
像
象
耶
？
文
子
曰
象
也
。
又
曰

何
以
稱
耶
？
文
子
曰
琴
也
。
又
曰
：
今
襜

爾
衣
冠
，
端
爾
瞻
視
，
後
何
知
耶
？
文
子

曰
既
象
矣
，
則
知
其
琴
，
則
可
以
稱
，
則

後
可
知
﹂
。
他
將
此
像
﹁
象
﹂
否
歸
因
於

﹁
琴
﹂
，
而
非
﹁
衣
冠
﹂
和
﹁
瞻
視
﹂
，
認
為

只
要
描
繪
出
琴
這
個
物
件
，
無
需
特
別
著

墨
於
服
飾
和
面
容
，
即
可
與
楊
季
靜
的
特

圖九　明　文伯仁　楊季靜小像　卷　局部　紙本設色　縱29.1，橫23.9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質
相
稱
。
換
言
之
，
此
像
本
來
預
設
的
觀

眾
，
是
未
見
到
楊
季
靜
本
人
的
後
人
，
自

然
不
需
刻
意
描
繪
楊
季
靜
的
生
理
特
徵
。

然
而
，
︿
楊
季
靜
小
像
﹀
亦
顯
示
了

文
人
小
像
在
用
途
上
的
複
雜
性
。
根
據
江

兆
申
對
裝
裱
狀
況
的
研
究
，
︿
楊
季
靜
小

像
﹀
本
來
應
是
一
幅
小
立
軸
。
︵
註
五
︶

由

於
文
伯
仁
在
像
贊
中
提
到
此
像
繪
成
於
嘉

靖
五
年
︵
一
五
二
六
︶
，
而
文
徵
明
所
寫

隸
書
引
首
紀
年
為
嘉
靖
九
年
︵
一
五
三

○

︶
，
可
見
此
像
是
在
這
段
期
間
內
改
裝
成

手
卷
。
不
僅
如
此
，
文
伯
仁
在
像
贊
中
提

到
：
﹁
雖
不
柱
指
鈞
弦
，
摶
附
規
規
，
吾
知

立
之
清
廟
明
堂
，
必
能
起
廉
劌
之
思
﹂
，
進

而
具
體
地
指
出
此
像
之
繪
製
是
為
了
在
楊

季
靜
過
世
之
後
，
高
掛
廟
堂
，
作
為
子
孫

學
習
的
榜
樣
。
換
言
之
，
︿
楊
季
靜
小
像
﹀

從
繪
製
完
成
到
在
蘇
州
文
人
圈
傳
佈
，
經

歷
了
使
用
脈
絡
上
的
轉
換
。
由
此
可
知
，

儘
管
本
文
對
祖
宗
像
和
文
人
小
像
的
用
途

和
隨
之
而
來
的
畫
面
設
計
有
一
初
步
的
歸

納
，
但
相
較
於
與
儀
式
密
切
扣
合
的
祖
宗

像
，
在
對
文
人
小
像
的
討
論
上
其
實
留
有

更
多
不
確
定
性
，
有
必
要
針
對
個
案
作
更

深
入
的
研
究
。

作
者
為
本
院
書
畫
處
研
究
助
理

楊
季
靜
小
像
﹂
七
字
隸
書
引
首
，
後
接
有

文
伯
仁
的
像
贊
，
以
及
祝
允
明
、
都
穆
、

唐
寅
、
王
穀
祥
、
王
寵
等
二
十
一
人
的
題

贊
。
不
論
是
書
寫
引
首
、
繪
製
畫
像
或
題

贊
的
人
皆
為
蘇
州
有
名
文
人
，
由
此
顯
示

楊
季
靜
以
琴
藝
悠
遊
蘇
州
主
流
文
人
圈
的

一
面
，
以
及
此
像
如
︿
楊
竹
西
小
像
圖
﹀

卷
、
︿
張
雨
題
倪
瓚
像
﹀
般
作
為
文
人
之

間
情
感
交
流
和
身
份
認
同
的
媒
介
。
此
像

以
素
樸
淡
雅
的
設
色
和
頓
挫
分
明
的
用
筆

姿
態
，
與
︿
宋
人
維
摩
圖
﹀
︵
圖
八
︶
非

常
相
似
，
顯
然
來
自
維
摩
居
士
的
圖
像
傳

統
，
經
常
作
為
隱
逸
文
人
的
形
象
。
︵
註
四
︶

不
僅
如
此
，
︿
張
雨
題
倪
瓚
像
﹀
畫

中
的
山
水
屏
風
以
乾
筆
描
繪
出
一
河
兩
岸

的
蕭
瑟
景
色
，
正
是
倪
瓚
山
水
畫
特
有

的
風
格
，
突
出
了
倪
瓚
的
個
人
標
記
，
類

似
作
法
也
見
於
院
藏
的
︿
楊
季
靜
小
像
﹀

︵
圖
九
︶
上
。
此
像
出
於
文
伯
仁
之
手
，

採
手
卷
形
制
，
前
有
文
徵
明
所
題
﹁
琴
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