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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畫鷹意象的建構—從一幅宋徽宗花鳥圖談起

展場巡禮

傳
︿
宋
徽
宗
花
鳥
﹀
與
徽
宗
白
鷹

圖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
宋
徽
宗
花

鳥
﹀
︵
圖
一
︶
，
本
幅
縱
一
一
五‧

五
公

分
、
橫
六
七‧

八
公
分
，
是
一
件
後
人
偽

托
宋
徽
宗
所
作
的
絹
本
設
色
畫
掛
軸
。
畫

中
描
繪
了
一
隻
佇
立
在
花
卉
叢
生
之
湖
石

上
的
白
鷹
，
歛
翅
背
向
觀
者
，
以
側
首
示

人
，
全
身
白
羽
，
眼
眶
內
有
黑
睛
，
眼
暈

則
以
藍
、
黃
、
紅
色
往
外
漸
層
染
畫
，
眼

窩
臉
頰
處
塗
有
帶
黃
墨
色
，
翅
膀
最
外
緣

收
在
背
後
的
外
緣
飛
羽
處
為
灰
黑
色
。
白

鷹
露
出
大
足
爪
，
足
上
綁
縛
著
鷹
繩
，
並

打
結
繫
於
爪
下
的
湖
石
。
這
張
作
品
上
雖

有
﹁
宣
和
二
年
春
正
月
﹂
款
，
也
有
看
似

宋
徽
宗
趙
佶
的
御
押
、
宋
臣
何
執
中
的
贊

詩
，
但
明
顯
皆
為
後
人
偽
仿
，
其
中
針
對

宋
徽
宗
瘦
金
體
雖
可
見
略
有
模
仿
之
意
，

然
而
何
執
中
書
風
則
幾
無
相
近
之
處
。

︵
圖
二—

1
、
2
︶
畫
風
方
面
，
湖
石
的
造

型
描
繪
了
平
行
扭
轉
般
的
奇
特
結
組
，
流

宋
徽
宗
畫
鷹
意
象
的
建
構

從
一
幅
宋
徽
宗
花
鳥
圖
談
起

余
玉
琦

傳
世
有
許
多
題
稱
宋
徽
宗
白
鷹
圖
，
考
查
宋
元
兩
代
畫
史
，
並
無
徽
宗
畫
白
鷹
紀
錄
，
應
是
明
人

創
制
的
樣
式
。
明
代
嘉
靖
年
間
，
被
視
為
奸
臣
的
嚴
嵩
一
黨
促
使
藝
文
創
作
出
現
了
以
宋
喻
明
的

風
潮
，
形
成
一
股
關
注
奸
臣
的
風
氣
。
在
此
脈
絡
下
，
宋
徽
宗
畫
白
鷹
意
象
開
始
附
著
在
﹁
架
上

鷹
﹂
圖
式
上
，
並
配
置
蔡
京
父
子
等
奸
臣
的
題
跋
，
令
觀
者
聯
想
到
當
代
的
政
治
問
題
而
引
起
共

鳴
，
引
起
徽
宗
畫
白
鷹
樣
式
的
摹
製
風
潮
，
名
作
意
象
遂
逐
漸
深
入
人
心
。

圖一　傳宋徽宗花鳥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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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當
時
流
行
對
某
特
定
猛
禽
物
種
寫
生
。

故
本
畫
初
步
可
推
論
是
十
八
世
紀
以
後
，

清
代
仿
效
江
蘇
地
區
馬
元
馭
一
派
畫
風
的

職
業
畫
家
所
作
。

晚
明
時
期
，
古
玩
具
有
商
業
價
值
，

古
書
畫
作
偽
情
況
雖
多
，
卻
也
反
映
著
江

南
經
濟
發
達
的
特
殊
面
相
；
而
明
末
到
清

代
中
期
的
蘇
州
，
尤
是
臨
摹
與
偽
作
古
書

畫
的
主
要
地
區
。
關
於
蘇
州
偽
畫
的
問
題

相
當
複
雜
，
若
單
從
作
偽
角
度
出
發
檢
視

︿
宋
徽
宗
花
鳥
﹀
一
圖
，
我
們
便
可
注
意

到
它
預
設
的
觀
者
︵
消
費
者
︶
乃
是
不
太

專
精
於
鑑
賞
與
歷
史
知
識
的
人
。
例
如

除
了
題
稱
宣
和
二
年
︵
一
一
二○

︶
的
畫

幅
上
不
該
題
有
何
執
中
︵
一○

四
四∼

一
一
一
七
︶
畫
贊
之
明
顯
謬
誤
外
，
畫
幅

右
上
所
題
﹁
緝
熙
殿
﹂
，
本
是
南
宋
理
宗

時
期
於
臨
安
宮
城
修
建
的
皇
家
圖
書
館
，

不
可
能
作
為
北
宋
宣
和
二
年
宋
徽
宗
繪
製

白
鷹
圖
的
場
所
。
以
及
，
北
宋
宣
和
時
有

﹁
內
府
圖
書
之
印
﹂
九
疊
文
印
，
南
宋
高

宗
時
有
﹁
內
府
書
印
﹂
，
寧
宗
時
有
﹁
內

府
書
畫
﹂
印
，
本
畫
幅
上
卻
鈐
了
一
枚
印

文
相
當
曖
昧
的
﹁
內
府
圖
書
﹂
印
。
在
題

露
出
十
七
世
紀
以
後
吳
彬
與
高
陽
影
響
下

的
奇
矯
扭
曲
山
石
結
構
的
表
現
傾
向
，
且

因
皴
染
方
式
重
複
性
較
高
，
使
得
湖
石
表

面
紋
理
趨
向
格
式
化
。
湖
石
後
方
的
茶
花

與
月
季
，
植
物
枝
條
輪
廓
的
粗
細
提
按
效

果
、
花
瓣
邊
緣
曲
折
多
內
翻
的
勾
勒
筆
法

和
地
面
點
葉
畫
法
，
乍
看
與
清
代
馬
元
馭

︵
一
六
六
九∼

一
七
二
二
︶
的
畫
風
相
似

︵
圖
三∼

圖
七
︶
，
但
在
線
條
表
現
上
，

已
可
看
出
畫
者
因
十
分
熟
練
而
使
原
本
馬

元
馭
畫
輪
廓
時
粗
細
斷
續
交
錯
的
線
條
，

變
成
規
律
而
連
續
抖
動
筆
觸
的
效
果
，
地

面
點
葉
亦
顯
快
速
而
鬆
散
，
這
些
跡
象
代

表
畫
者
經
過
自
己
的
學
習
和
使
用
經
驗
，

已
形
成
了
某
種
脫
離
馬
元
馭
原
始
筆
法
之

作
畫
習
慣
。
另
外
，
畫
中
白
鷹
羽
毛
輪

廓
、
羽
紋
畫
法
以
及
各
部
位
羽
片
不
同
形

狀
的
組
織
關
係
，
具
有
拼
裝
湊
樣
式
的
特

徵
︵
圖
八
︶
，
而
這
種
眼
窩
臉
頰
處
帶
色

的
白
鷹
類
型
︵
圖
九
︶
，
實
也
多
見
於
其

他
傳
世
的
單
幅
設
色
白
鷹
圖
作
品
中
，
有

的
作
品
還
可
見
到
白
鷹
身
上
或
臉
上
局
部

被
增
減
、
替
換
色
彩
，
反
映
出
此
乃
職
業

畫
家
流
通
或
使
用
了
相
似
的
畫
稿
與
畫

樣
，
並
自
行
調
整
用
色
特
徵
，
而
未
必
真

圖二-1　 米芾　多景樓詩　冊　何執中跋　上海博物館館藏
　　　　 引自上海博物館編，《翰墨聚珍：中國日本美國藏中國古代書畫藝術》

圖二-2　傳宋徽宗花鳥　局部

款
與
用
印
方
面
顯
得
粗
率
，
加
上
作
畫
格

套
種
種
跡
象
，
可
以
接
著
推
測
︿
宋
徽
宗

花
鳥
﹀
這
種
白
鷹
圖
在
製
作
流
程
上
應
有

利
量
產
，
且
可
推
想
具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市

場
需
求
。

現
存
題
稱
宋
徽
宗
所
作
的
白
鷹
圖

作
品
確
實
不
少
，
且
目
前
多
數
都
收
藏
於

海
外
，
這
些
白
鷹
圖
畫
風
或
有
不
同
，
但

都
有
著
相
同
的
﹁
圖
式
﹂
組
合
元
素
：
在

畫
幅
中
央
的
巨
大
白
鷹
、
強
調
鷹
繩
與
鷹

具
、
宋
徽
宗
款
、
臣
子
題
跋
。
所
謂
﹁
圖

式
﹂
組
合
的
觀
念
，
與
畫
稿
與
畫
樣
拼
裝

的
意
義
不
同
，
畫
稿
與
畫
樣
的
拼
裝
使
用

概
念
可
類
比
圖
像
資
料
庫
的
運
用
，
較
被

突
顯
的
是
畫
家
得
以
方
便
自
由
拆
解
與
組

裝
圖
像
母
題
於
畫
面
上
的
特
性
；
而
所
謂

﹁
圖
式
﹂
，
指
的
則
是
圍
繞
某
一
主
題
，

將
母
題
圖
像
組
織
起
來
的
特
定
表
現
方

式
。
因
此
，
從
特
定
畫
題
興
盛
的
觀
察
角

度
，
來
考
慮
﹁
宋
徽
宗
白
鷹
圖
﹂
主
題
如

何
結
合
了
一
個
特
定
的
圖
式
，
並
造
成
流

行
，
將
會
相
對
於
全
都
一
概
而
論
為
江
南

作
偽
風
潮
產
物
的
觀
點
，
幫
助
我
們
再
得

到
更
多
不
同
的
認
識
。

檢
視
︿
宋
徽
宗
花
鳥
﹀
一
圖
中
繫
著

鷹
具
的
單
體
白
鷹
立
足
於
湖
石
的
圖
式
，

最
早
實
可
追
自
十
世
紀
以
後
出
現
的
﹁
架

上
鷹
﹂
圖
式
。
︵
圖
十
︶
在
明
代
，
這
支

圖
式
傳
統
，
也
已
和
其
他
的
鷹
圖
圖
式
傳

統
結
合
，
並
不
斷
添
加
其
他
的
新
語
彙
。

例
如
當
中
原
本
用
來
突
顯
馴
養
功
用
的
鷹

架
，
大
量
轉
化
為
不
同
的
替
代
物
件
如
喬

木
枝
幹
、
高
地
岩
石
、
湖
石
或
者
潮
岩
，

也
會
拼
湊
其
他
的
花
鳥
畫
元
素
入
畫
，
組

合
出
更
多
元
的
鷹
圖
。
一
旦
將
宋
徽
宗
的

白
鷹
圖
放
在
這
樣
活
絡
豐
富
的
發
展
系
譜

中
觀
察
，
首
先
便
會
注
意
到
目
前
可
見
的

徽
宗
畫
鷹
作
品
，
大
多
是
明
代
以
後
的
產

物
，
且
宋
徽
宗
畫
白
鷹
這
個
名
作
認
識
，

尤
其
透
過
附
有
鷹
具
的
﹁
架
上
鷹
﹂
圖
式

來
表
現
。
不
禁
要
提
問
的
是
，
宋
徽
宗
真

的
畫
過
白
鷹
圖
嗎
？
為
何
﹁
鷹
﹂
這
種
充

滿
異
族
氣
質
的
動
物
，
會
成
為
眾
人
所
知

宋
徽
宗
畫
藝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創
作
題
材
之

一
呢
？
宋
徽
宗
畫
白
鷹
這
個
概
念
，
又
是

如
何
與
架
上
鷹
圖
結
合
在
一
起
的
呢
？

﹁
宋
徽
宗
畫
鷹
﹂
意
象
之
建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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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在
十
六
世
紀
中
期
的
明
代
，
諸

多
書
畫
收
藏
家
或
是
評
論
家
，
如
雨
後
春

筍
，
亦
似
有
志
一
同
般
的
在
他
們
的
鑑
賞

著
述
中
，
紀
錄
了
見
到
宋
徽
宗
所
畫
的

︿
白
鷹
圖
﹀
。
不
只
如
此
，
在
書
畫
收
藏

圈
外
的
其
他
文
人
文
集
中
，
也
幾
乎
在
同

一
時
期
起
出
現
評
論
徽
宗
畫
鷹
的
相
關
詩

文
。
他
們
不
斷
重
複
指
出
某
些
共
通
的
畫

面
特
徵
，
讚
嘆
徽
宗
的
畫
藝
精
湛
，
然
而

又
以
諷
刺
口
吻
，
數
落
徽
宗
誤
於
禽
荒
、

耽
溺
繪
事
、
聽
信
奸
臣
，
終
於
得
到
了
亡

國
的
教
訓
，
這
大
致
上
也
是
今
日
許
多
人

對
宋
徽
宗
的
感
想
。

如
果
沒
有
一
張
真
正
堪
稱
宋
畫
、
甚

至
時
限
落
在
徽
宗
朝
的
︿
白
鷹
圖
﹀
，
這

種
白
鷹
圖
在
畫
面
上
有
何
依
據
能
被
託
名

為
徽
宗
所
作
，
並
促
使
宋
徽
宗
畫
鷹
的
盛

名
能
在
十
六
世
紀
像
股
熱
潮
般
被
堆
塑
出

來
？
我
們
又
能
怎
麼
從
畫
面
上
理
解
徽
宗

畫
鷹
意
象
得
以
成
功
的
原
因
？

首
先
，
徽
宗
畫
鷹
的
想
像
來
源
會
是

什
麼
呢
？
學
者
們
掌
握
到
的
材
料
中
，
較
早

寫
到
宋
徽
宗
與
畫
鷹
有
所
關
聯
的
文
獻
，
是

對
後
世
畫
史
與
畫
論
有
重
要
引
用
與
參
考
地

位
的
南
宋
鄧
椿
︽
畫
繼
︾
，
鄧
椿
在
卷
首
專

論
徽
宗
一
章
，
提
到
政
和
年
間
，
徽
宗
蒐
集

各
地
珍
禽
異
獸
於
宮
廷
，
集
為
祥
瑞
主
題
的

︽
宣
和
睿
覽
冊
︾
，
當
中
第
三
冊
就
畫
有
雪

鷹
，
而
第
四
冊
則
是
純
白
禽
獸
。
雪
鷹
在

︽
宣
和
睿
覽
冊
︾
的
脈
絡
下
，
應
屬
於
遠
方

異
域
入
貢
的
特
殊
祥
瑞
物
種
，
是
組
成
徽
宗

圖五　傳宋徽宗花鳥　局部圖六　傳宋徽宗花鳥　局部

圖四　清　馬元馭　花卉　冊　薔薇踟躕　局部

圖三　清　馬元馭　花卉　冊　薔薇躑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七　傳宋徽宗花鳥　局部

在
十
六
世
紀
以
前
的
漢
籍
資
料
，

談
及
宋
徽
宗
時
，
幾
乎
沒
有
記
載
徽
宗
特

別
擅
長
畫
老
鷹
。
最
直
接
反
映
宋
徽
宗
朝

宮
廷
收
藏
的
︽
宣
和
畫
譜
︾
中
，
雖
不
乏

有
所
謂
︿
御
鷹
圖
﹀
、
︿
架
上
御
鷹
圖
﹀

這
種
宮
內
畫
鷹
的
畫
題
，
但
實
際
上
︽
宣

和
畫
譜
︾
非
但
無
徽
宗
自
己
畫
鷹
之
作
，

也
未
見
記
錄
十
世
紀
以
後
尤
其
徽
宗
朝
的

宮
廷
畫
家
繪
製
︿
架
上
鷹
圖
﹀
或
︿
御
鷹

圖
﹀
作
品
；
而
在
南
宋
的
收
藏
清
點
畫

目
裡
，
皇
家
在
戰
亂
後
重
建
的
宮
廷
收
藏

中
，
凡
徽
宗
的
御
筆
、
御
題
畫
目
也
無
任

何
描
繪
猛
禽
的
紀
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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艮
嶽
包
羅
萬
象
的
成
份
之
一
，
對
徽
宗
本
就

沒
有
特
別
需
要
突
顯
的
個
人
意
義
，
但
這
條

紀
錄
對
後
世
想
像
徽
宗
喜
好
蒐
羅
︵
尤
其
白

色
的
︶
稀
有
動
物
於
苑
囿
賞
玩
，
以
及
耽
溺

畫
事
的
形
象
，
想
必
起
到
了
作
用
。
而
雪
鷹

和
白
色
祥
瑞
禽
獸
這
兩
項
元
素
，
最
可
能
是

造
成
後
世
附
會
徽
宗
畫
﹁
白
鷹
﹂
的
源
頭
。

接
著
到
了
元
代
，
湯
允
謨
在
其
個
人

性
的
鑑
賞
記
錄
︽
雲
煙
過
眼
續
錄
︾
裡
，

提
到
一
張
觀
某
家
所
藏
無
品
名
之
徽
宗
御

筆
畫
鷹
作
品
：
﹁
宋
徽
宗
御
筆
作
一
胡

鷹
，
紅
綠
皮
圏
足
，
前
有
一
馬
跌
足
，
栗

殻
色
，
甚
奇
特
。
﹂
從
這
段
文
字
可
知
，

這
張
徽
宗
御
筆
圖
不
只
畫
繫
有
足
圈
的

鷹
，
也
畫
了
馬
。
甚
至
，
馬
可
能
佔
了
鷹

前
方
更
大
的
面
積
，
其
蹬
足
姿
態
與
特
殊

毛
色
也
更
為
搶
眼
。
組
合
了
鷹
與
馬
這
兩

種
伴
獵
動
物
的
母
題
，
暗
示
的
重
點
偏
向

了
徽
宗
與
畋
獵
的
關
係
，
馴
鷹
的
形
象
與

鷹
具
的
線
索
，
在
圖
像
上
於
此
方
可
算
和

徽
宗
有
了
結
合
，
也
初
步
反
映
了
至
少
在

元
代
，
就
已
有
人
開
始
組
合
善
獵
動
物
的

圖
像
，
託
名
宋
徽
宗
所
做
，
將
宋
徽
宗
塑

造
成
耽
溺
玩
樂
的
昏
君
形
象
。

可
是
，
元
代
湯
允
謨
所
見
傳
徽
宗
鷹

馬
圖
的
圖
式
影
響
力
，
顯
然
就
不
像
明
代

流
行
的
一
幅
畫
一
隻
架
上
鷹
的
徽
宗
白
鷹

圖
那
樣
成
功
，
因
為
後
來
題
稱
宋
徽
宗
的

鷹
馬
圖
式
作
品
極
少
見
，
而
﹁
架
上
鷹
﹂

圖
式
的
宋
徽
宗
白
鷹
圖
，
在
明
代
十
六
世

紀
晚
期
，
卻
已
是
繪
畫
市
場
的
熱
門
作

品
：

 

世
所
傳
徽
廟
白
鷹
，
蔡
京
贊
，
百
幅
百

偽
。
今
於
都
下
有
鬻
者
持
白
鷹
，
乃
是

真
跡
，
蓋
其
時
後
苑
架
上
有
白
鷹
，
徽

廟
因
畫
焉
，
此
鷹
翥
長
頸
短
，
而
徽
廟

之
筆
良
自
精
絕
，
至
鷹
爪
肌
粟
文
可
謂

天
巧
，
有
非
筆
所
能
與
，
即
元
人
錢
舜

舉
，
國
朝
邊
景
昭
、
呂
廷
振
皆
在
下

風
。
京
贊
亦
因
苑
中
白
鷹
而
徽
宗
出
示

畫
乃
為
贊
，
其
書
法
本
大
令
文
皇
兼
李

北
海
，
亦
有
二
三
筆
未
工
，
時
予
欲
得

之
而
無
資
，
語
友
人
郭
亨
之
以
六
金
買

之
。

這
是
明
代
詹
景
鳳
︵
一
五
三
二∼

一
六○

二
︶
在
其
書
畫
鑑
賞
著
作
︽
東
圖
玄
覽

編
︾
中
談
到
親
眼
目
睹
徽
宗
白
鷹
圖
﹁
真

跡
﹂
的
紀
錄
。
︽
東
圖
玄
覽
編
︾
序
於

一
五
九
一
年
，
因
此
書
中
見
聞
頗
能
代
表

晚
明
的
書
畫
收
藏
概
況
。
詹
景
鳳
特
地
描

述
了
宋
徽
宗
畫
架
上
白
鷹
、
蔡
京
題
贊
的

白
鷹
圖
在
市
場
上
﹁
百
幅
百
偽
﹂
，
並
提

到
畫
上
有
蔡
京
贊
的
組
合
，
正
是
這
類
白

鷹
圖
的
畫
面
基
本
特
徵
。
根
據
詹
景
鳳
的

判
斷
，
他
認
定
所
見
之
畫
為
真
跡
，
且
畫

技
精
湛
的
程
度
，
是
後
世
再
怎
麼
傑
出
的

名
家
都
無
法
企
及
的
水
準
，
這
種
仿
若
空

前
絕
後
的
境
界
，
大
概
也
是
當
時
人
對
宋

徽
宗
個
人
畫
藝
的
想
像
。

宋
徽
宗
白
鷹
圖
在
明
代
中
期
的
盛

行

宋
徽
宗
白
鷹
圖
，
初
步
看
來
有
著

皇
帝
不
勤
於
政
事
而
蒐
羅
珍
禽
、
耽
溺

玩
樂
的
組
合
意
義
，
那
麼
，
出
現
於
京
城

百
幅
百
偽
的
白
鷹
圖
，
又
是
怎
麼
被
明

代
觀
者
接
受
的
呢
？
以
下
舉
幾
件
可
能

較
接
近
詹
景
鳳
所
見
樣
式
，
畫
風
屬
明
代

的
傳
宋
徽
宗
白
鷹
圖
作
品
為
例
：
蔡
京
贊

︿
御
鷹
圖
﹀
︵
圖
十
一
︶
，
以
及
分
藏
英

國
與
日
本
的
何
執
中
贊
︿
白
鷹
圖
﹀
︵
圖

十
二
︶
、
蔡
攸
贊
︿
白
鷹
圖
﹀
。
︵
圖

十
三
︶
其
中
蔡
京
贊
︿
御
鷹
圖
﹀
是
採
用

較
早
期
的
﹁
架
上
鷹
﹂
圖
式
的
白
鷹
圖
，

畫
一
橫
桿
於
空
白
畫
面
中
央
，
白
鷹
雙
足

綁
縛
著
鷹
繩
，
站
立
在
架
上
；
另
外
兩
件

則
是
站
立
在
湖
石
的
白
鷹
，
同
樣
也
綁
縛

著
鷹
具
。
這
三
張
白
鷹
圖
都
是
設
色
絹
本

畫
軸
，
一
幅
畫
一
隻
白
鷹
，
白
鷹
的
足
部

皆
交
代
了
完
整
的
鷹
具
，
使
得
背
景
即
使

畫
著
像
自
然
環
境
的
樹
木
或
湖
石
，
還
是

會
產
生
豢
養
於
人
工
深
苑
的
明
示
作
用
；

此
外
，
這
些
白
鷹
圖
也
正
如
詹
景
鳳
所
觀

察
到
的
，
除
了
有
徽
宗
款
，
還
會
搭
配
贊

詞
，
且
題
贊
者
不
僅
蔡
京
，
還
有
蔡
攸
和

何
執
中
等
數
種
可
能
。

當
時
的
觀
者
對
這
宋
徽
宗
畫
白
鷹

與
臣
子
題
贊
的
組
合
畫
面
，
究
竟
有
何
看

法
呢
？
明
代
萬
曆
年
間
︵
一
六
一
三
︶
進

士
出
身
的
胡
維
霖
，
文
集
中
就
收
有
一

篇
︿
題
宋
徽
宗
畫
鷹
﹀
文
章
，
他
先
批
評

道
：
﹁
徽
宗
好
用
小
慧
，
玩
物
喪
志
，

如
所
畫
鷹
，
綽
是
妙
手
，
但
以
稱
于
畫
吏

圖十　 內蒙古敖漢旗七家遼墓2號墓西北壁雙鷹圖（左為線描圖）　引自敖漢旗博物
館，〈敖漢旗七家遼墓〉，《內蒙古文物考古》　1999年　第1期，頁104。

圖九　傳宋徽宗花鳥　局部　鷹首

圖八　傳宋徽宗花鳥　局部　白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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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畫鷹意象的建構—從一幅宋徽宗花鳥圖談起

展場巡禮

︽
水
滸
傳
︾
故
事
流
傳
與
影
響
力
之
大
，

進
士
身
分
的
胡
維
霖
尚
且
不
見
黜
，
引
為

評
論
依
據
，
更
不
用
說
是
一
般
民
眾
的
街

談
巷
議
了
。

宋
徽
宗
白
鷹
圖
上
的
題
贊
臣
子
角

色
，
都
有
強
烈
的
﹁
奸
臣
﹂
共
性
；
而
胡

維
霖
文
中
所
抄
錄
蔡
攸
的
白
鷹
圖
四
言
贊

詩
，
可
見
重
複
混
用
於
不
同
臣
子
題
贊
的

其
他
徽
宗
白
鷹
圖
上
，
由
此
可
見
，
這
類

白
鷹
圖
通
常
不
會
太
講
究
題
贊
詩
文
的
內

容
是
否
真
要
與
特
定
對
象
相
配
，
只
要
能

達
成
奸
臣
題
贊
於
徽
宗
白
鷹
圖
的
畫
面
組

合
目
標
即
可
。
這
個
現
象
正
意
味
著
，
宋

徽
宗
的
白
鷹
圖
上
一
旦
題
了
﹁
奸
臣
﹂

贊
，
就
能
成
為
積
極
的
諷
喻
暗
示
，
它
啟

動
了
白
鷹
圖
作
為
奸
臣
禍
國
的
聯
想
開

關
，
引
導
觀
者
進
入
某
種
共
通
的
情
結
共

鳴
。
但
是
，
這
個
受
﹁
奸
臣
﹂
元
素
影
響

的
看
畫
觀
點
，
為
何
會
造
就
宋
徽
宗
白
鷹

圖
的
流
行
呢
？

由
於
元
、
明
兩
代
都
出
現
了
附
會

徽
宗
畫
鷹
的
作
品
，
卻
只
有
在
十
六
世
紀

的
明
代
能
夠
形
成
徽
宗
畫
白
鷹
的
名
作
意

象
並
蔚
為
風
潮
，
依
觀
者
的
反
應
，
白

則
可
，
而
豈
所
論
于
帝
王
哉
。
﹂
胡
維
霖

稱
讚
宋
徽
宗
的
畫
藝
，
但
又
認
為
既
然
身

為
皇
帝
，
就
不
該
投
注
精
力
於
繪
事
，
以

免
玩
物
喪
志
；
接
著
，
看
到
畫
上
題
贊
的

蔡
攸
，
他
話
鋒
一
轉
，
投
以
更
嚴
厲
的
批

評
：
﹁
最
可
恨
者
蔡
攸
題
以
﹃
御
墨
淋

漓
，
寫
决
鷹
兒
，
金
精
作
眼
，
玉
雪
為

衣
，
剛
翮
似
劍
，
利
爪
如
錐
，
何
當
解

索
，
萬
里
高
飛
﹄
。
夫
攸
之
腹
劔
利
爪
，

不
獨
施
于
朝
紳
，
一
日
胗
父
京
手
而
曰
大

人
體
中
得
無
有
不
適
，
京
知
其
欲
罷
已

也
。
從
來
有
父
子
相
傾
如
攸
者
乎
？
則
攸

之
險
狠
已
見
于
言
下
。
昔
召
公
告
成
王
，

王
不
作
無
益
害
有
益
，
攸
不
知
告
戒
，
反

作
贊
題
，
是
亦
奸
臣
之
供
案
矣
。
﹂
他
陳

述
了
蔡
京
、
蔡
攸
父
子
在
後
世
的
歷
史
評

價
裡
都
是
誤
國
權
奸
，
蔡
攸
為
了
權
力
，

甚
至
還
反
過
來
傾
軋
自
己
的
父
親
，
而
令

胡
維
霖
更
感
慨
的
是
，
宋
徽
宗
畫
白
鷹

圖
，
蔡
攸
非
但
未
告
誡
宋
徽
宗
勿
耽
溺
畫

事
，
竟
然
還
在
上
面
題
贊
奉
承
，
實
在
是

可
恨
的
奸
臣
。
不
過
寫
到
尾
聲
，
胡
維
霖

語
意
似
又
轉
惋
惜
：
﹁
吾
獨
怪
徽
宗
何
不

移
畫
鷹
精
心
，
圖
金
甌
之
天
下
，
求
鷹 

之
爪
牙
，
迨
幹
離
不
、
粘
罕
分
道
入
攻
，

始
募
草
澤
英
雄
，
豈
紙
上
活
鷹
可
使
耶
！

攸
父
子
毛
錐
劍
鋒
果
安
在
哉
？
﹂
此
處
出

現
了
相
當
特
別
的
意
見
，
胡
維
霖
說
當
金

人
壓
境
破
國
之
際
，
才
將
希
望
寄
託
在
招

募
的
﹁
草
澤
英
雄
﹂
身
上
已
經
來
不
及

了
，
這
份
感
慨
顯
然
是
連
結
到
了
︽
水
滸

傳
︾
故
事
。
透
過
胡
維
霖
的
觀
點
，
可
以

想
見
當
時
觀
者
見
到
白
鷹
圖
上
的
﹁
奸

臣
﹂
題
贊
，
便
很
容
易
開
始
聯
想
這
些
奸

佞
如
何
對
宋
徽
宗
起
了
壞
影
響
，
導
致
北

宋
滅
亡
。
而
胡
維
霖
憤
慨
的
評
論
，
又
深

受
︽
水
滸
傳
︾
故
事
對
草
莽
英
雄
的
歌

頌
，
與
描
寫
昏
君
奸
臣
的
形
象
影
響
；

鷹
圖
上
著
重
奸
臣
題
跋
，
特
別
引
發
深
受

︽
水
滸
傳
︾
故
事
影
響
的
讀
者
共
鳴
，
是

明
代
的
宋
徽
宗
白
鷹
圖
一
大
特
色
。
﹁
奸

臣
﹂
，
在
嘉
靖
後
期
是
一
個
重
要
的
藝
文

創
作
元
素
。
只
要
回
顧
明
代
的
文
學
與

戲
曲
創
作
，
就
會
發
現
嘉
靖
年
間
出
現
了

大
量
反
映
當
時
重
大
政
治
事
件
的
作
品
與

相
關
評
論
，
尤
其
針
對
嚴
嵩
父
子
專
斷
朝

政
、
役
使
極
權
、
貪
汙
行
黷
的
權
奸
形
象

進
行
諷
諭
。
特
別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當
時

的
戲
曲
、
小
說
，
非
常
流
行
以
宋
喻
明
、

借
古
諷
今
，
︽
水
滸
傳
︾
就
是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作
品
之
一
。
日
本
學
者
大
木
康
的
研

究
指
出
，
明
代
小
說
、
戲
曲
裡
的
奸
臣
，

尤
其
蔡
京
父
子
的
形
象
，
在
觀
者
眼
中
，

往
往
聯
想
到
的
就
是
嚴
嵩
父
子
，
且
就
在

那
麼
多
人
的
共
同
參
與
想
像
下
，
又
冒
出

了
另
一
個
明
代
王
世
貞
與
奸
相
嚴
嵩
對
立

的
新
故
事
，
可
見
民
間
對
﹁
奸
臣
﹂
關
注

的
風
氣
之
盛
，
也
帶
動
了
一
股
特
殊
的
創

作
能
量
。

第
一
張
徽
宗
白
鷹
圖
究
竟
是
基
於

何
種
心
態
被
畫
成
，
已
難
考
證
，
但
對

十
六
世
紀
以
來
接
受
過
教
育
的
創
作
者
與

觀
者
來
說
，
在
繪
畫
市
場
裡
流
通
的
徽
宗

白
鷹
圖
，
其
上
的
﹁
奸
臣
﹂
，
已
不
單
單

是
前
朝
亡
國
的
妖
孽
，
而
是
讓
人
聯
想

到
當
時
面
臨
的
政
治
問
題
之
相
關
隱
喻
。

時
人
無
法
直
接
批
判
當
局
，
許
多
藝
文
創

作
既
讓
他
們
得
以
影
射
想
法
，
又
可
從
中

獲
得
與
人
共
鳴
的
趣
味
，
接
著
甚
至
可
令

未
必
身
負
社
會
關
懷
，
但
已
有
很
多
機
會

透
過
戲
曲
小
說
熟
悉
那
些
奸
臣
符
號
的
普

羅
大
眾
，
懷
抱
著
更
加
戲
劇
性
與
誇
大
的

理
解
，
一
起
加
入
宋
徽
宗
畫
鷹
的
特
定
意

象
塑
造
風
潮
，
讓
宋
徽
宗
白
鷹
圖
在
十
六

世
紀
末
期
就
達
到
了
百
幅
百
偽
的
﹁
榮

景
﹂
。
當
嚴
嵩
垮
臺
以
後
，
他
的
名
字
與

形
象
也
很
快
地
就
直
接
進
入
文
學
與
戲
曲

作
品
，
成
為
新
一
代
﹁
奸
臣
﹂
的
符
號
，

大
木
康
說
：
﹁
當
時
南
京
流
行
演
出
︽
鳴

鳳
記
︾
，
︙
大
概
人
們
透
過
嚴
嵩
的
形
象

看
到
了
明
天
啟
年
間
行
使
大
權
的
宦
官
魏

忠
賢
，
由
於
不
能
直
接
批
判
魏
忠
賢
，
故

藉
由
嚴
嵩
形
象
來
批
判
他
，
因
而
又
推

動
嚴
嵩
和
王
世
貞
對
立
故
事
的
廣
泛
流

傳
﹂
。
只
要
﹁
奸
臣
﹂
在
人
間
，
符
號
提

供
觀
者
的
附
會
功
能
就
能
維
持
活
力
；
晚

明
天
啟
年
間
，
批
評
徽
宗
畫
白
鷹
，
以
及

作
者
見
到
徽
宗
白
鷹
圖
的
文
集
紀
錄
也
出

現
了
新
一
波
高
峰
。

宋
徽
宗
白
鷹
圖
意
象
的
轉
用
與
衍

生

圖十二　 傳何執中贊宋徽宗白鷹圖　軸　英國大英
博物館藏©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圖十一　 傳蔡京贊宋徽宗御鷹圖　軸　私人藏　引自謝稚
柳編，《唐五代宋元名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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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畫鷹意象的建構—從一幅宋徽宗花鳥圖談起

展場巡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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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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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
位
裡
擺
設
花

梨
木
椅
桌
，
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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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控
，
香
篆
未
消
，

掛
一
幅
徽
宗
御
筆
畫
的
白
鷹
，
插
一
瓶

垂
絲
海
棠
。
簷
前
金
鉤
上
鎖
的
綠
衣
鸚

鵡
喚
道
：
﹁
客
到
茶
來
。
﹂
屏
風
後
一

陣
麝
蘭
香
，
轉
出
李
師
師
來
。

 
─

清‧

陳
忱
︵
一
六
一
五∼

一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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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水
滸
後
傳
︾
第
三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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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滸
傳
︾
故
事
在
明
清
之
際
出

現
了
大
量
續
作
，
例
如
在
文
學
研
究
中
較

具
代
表
性
的
續
書
之
一
︽
水
滸
後
傳
︾
，

就
接
續
原
作
，
創
作
了
倖
存
的
梁
山
好
漢

與
若
干
英
雄
再
度
聚
首
的
新
故
事
，
他
們

一
起
對
抗
奸
惡
，
尤
其
共
同
抵
禦
入
侵
金

兵
。
原
本
在
︽
水
滸
傳
︾
中
的
浪
子
皇
帝

宋
徽
宗
趙
佶
，
︽
後
傳
︾
時
已
囚
於
北

地
；
而
宋
徽
宗
白
鷹
圖
，
也
被
小
說
家
轉

用
，
化
為
一
個
特
意
的
文
學
表
現
手
法
：

在
︽
水
滸
後
傳
︾
、
︽
續
金
瓶
梅
︾
、

︽
隔
帘
花
影
︾
這
類
延
伸
續
寫
或
互
相
改

寫
的
小
說
中
，
宋
徽
宗
的
︿
白
鷹
圖
﹀
就

掛
在
靖
康
難
後
遷
居
臨
安
的
李
師
師
房
間

裡
，
此
一
安
排
既
將
︿
白
鷹
圖
﹀
作
為
靖

康
之
恥
的
諷
喻
，
也
同
時
加
強
了
︿
白
鷹

圖
﹀
是
宋
徽
宗
的
代
表
作
印
象
。
清
代
，

徽
宗
畫
白
鷹
亦
衍
伸
了
許
多
新
的
傳
說
故

事
，
例
如
清
初
東
北
地
方
志
記
載
了
五
國

城
曾
挖
出
徽
宗
的
︿
白
鷹
圖
﹀
，
以
及
某

處
寺
廟
藏
有
宋
高
宗
南
渡
時
所
遺
下
的
徽

宗
︿
白
鷹
圖
﹀
，
這
些
白
鷹
圖
都
被
形
容

成
不
可
多
得
的
神
物
，
但
如
此
崇
高
的
畫

藝
卻
又
似
乎
因
宋
徽
宗
個
人
失
敗
的
政
治

表
現
，
而
備
受
批
評
與
惋
惜
。

宋
徽
宗
畫
白
鷹
，
既
有
大
量
仿

偽
作
品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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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
體
在
市
場
予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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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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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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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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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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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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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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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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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
紅
樓
夢
︾
中
的
婢
女
鴛
鴦
在
盛
怒

當
下
，
都
能
隨
口
來
上
一
句
諷
刺
人
說

話
如
狗
嘴
吐
不
出
象
牙
的
：
﹁
宋
徽

宗
的
鷹
，
趙
子
昂
的
馬
，
都
是
好
畫

︵
話
︶
兒
！
﹂
宋
徽
宗
和
趙
孟
頫
在
清

初
常
並
列
受
批
判
，
稱
其
畫
鷹
與
畫
馬

雖
有
盛
名
，
但
一
個
是
亡
國
君
、
一
個

是
貳
臣
。
當
畫
史
裡
空
前
絕
後
般
的
崇

高
畫
藝
地
位
，
對
上
正
史
野
史
所
推
砌

出
政
治
失
敗
的
荒
唐
人
生
，
宋
徽
宗
畫

白
鷹
圖
的
意
象
形
塑
過
程
中
，
時
常
見

到
觀
者
發
議
論
時
，
對
於
藝
術
家
皇
帝

心
有
所
愛
，
卻
又
不
忍
見
其
頹
敗
的
矛

盾
感
。明

代
中
期
以
來
一
波
波
以
宋
喻
明
批

判
與
檢
討
政
治
的
風
氣
，
使
得
宋
徽
宗
白
鷹

圖
成
為
諷
喻
畫
引
起
觀
者
共
鳴
，
不
同
於
以

往
認
知
中
由
所
謂
菁
英
階
層
建
構
之
大
師

畫
史
，
宋
徽
宗
白
鷹
圖
意
象
的
塑
造
，
除

了
基
於
對
宋
徽
宗
畫
藝
的
高
度
推
崇
，
還

有
著
不
同
時
空
下
人
們
對
政
治
險
惡
的
關

懷
，
這
股
帶
有
衝
突
感
的
想
像
能
量
源
源
不

斷
地
活
化
與
擴
散
，
使
宋
徽
宗
畫
鷹
既
為

更
普
羅
的
民
間
大
眾
所
認
識
與
接
受
，
也

滲
入
不
同
表
現
形
式
的
文
化
產
物
中
再
與

更
多
人
互
動
，
深
刻
影
響
直
至
今
日
。

作
者
為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藝
術
史
研
究
所
碩
士

圖十三　 傳蔡攸贊宋徽宗白鷹圖　軸　日本承天閣美術館藏　引自北海道立近代美術館等編，
《大本山相國寺、金閣、銀閣寺宝展図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