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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來有自—乾隆皇帝青壯期的玉器觀點

展場巡禮

清
高
宗
乾
隆
皇
帝
享
壽
八
十
九
高
齡

︵
一
七
一
一∼

一
七
九
九
︶
，
在
位
六
十

寒
暑
︵
一
七
三
六∼

一
七
九
五
︶
，
最
後

四
年
被
尊
為
太
上
皇
，
漫
長
而
又
人
間
罕

有
的
富
足
人
生
，
完
全
符
合
滿
文
中
﹁
乾

其
來
有
自

乾
隆
皇
帝
青
壯
期
的
玉
器
觀
點

張
麗
端

隆
﹂—

﹁
得
到
上
天
扶
佑
﹂
的
語
意
。
︵
註

二
︶

除
了
福
壽
雙
全
，
乾
隆
也
確
實
聰
慧

又
博
聞
強
記
。
他
尤
其
勤
以
詩
文
記
錄
自

己
的
生
活
點
滴
、
感
觸
及
品
賞
藝
術
的
觀

點
，
姑
且
不
論
文
字
好
壞
，
或
是
內
容
究

竟
符
合
多
少
其
真
實
的
想
法
，
至
少
我
們

可
以
從
中
領
會
，
他
希
望
世
人
看
到
什
麼

樣
貌
的
乾
隆
皇
帝
？
其
好
惡
如
何
？
個
人

認
為
，
其
詩
文
最
引
人
之
處
，
絕
非
大
量

徵
引
典
故
的
正
面
詠
贊
，
而
是
痛
陳
謬
誤

乾
隆
四
十
六
年
，
清
高
宗
乾
隆
皇
帝
七
十
一
歲
時
，
作
︿
詠
和
闐
綠
玉
龍
尾
觥
﹀
詩
，
詩
註
中
他

以
﹁
玉
之
一
厄
矣
﹂
形
容
當
時
民
間
玉
器
市
場
流
行
的
時
新
樣
式
。
這
是
乾
隆
皇
帝
傳
達
其
玉
器

喜
惡
，
最
強
烈
、
直
接
、
並
且
相
當
重
要
的
一
則
評
語
，
筆
者
在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曾
援
引
為
主
題

著
文
論
述
。
︵
註
一
︶

時
隔
多
年
，
為
策
劃
﹁
十
全
乾
隆—

清
高
宗
的
藝
術
品
味
﹂
特
展
，
排
比
其

藝
術
品
味
年
表
時
，
發
現
乾
隆
古
稀
以
致
耄
耋
時
的
好
尚
、
斥
厭
，
早
在
青
壯
即
現
端
倪
，
數
十

年
的
美
學
陶
冶
與
品
味
醞
釀
受
到
顛
覆
，
無
怪
乎
有
此
一
嘆
。
本
文
就
乾
隆
御
製
詩
文
，
佐
以
檔

案
及
實
物
資
料
，
浮
現
﹁
玉
厄
﹂
之
嘆
，
乾
隆
皇
帝
七
十
歲
前
，
有
關
其
玉
器
品
味
逐
漸
積
澱
、

養
成
的
蛛
絲
馬
跡
，
略
補
舊
文
遺
漏
。

清早期　玉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早期〈玉匜〉所附清乾隆朝荷葉形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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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斥
責
之
語
，
往
往
既
真
切
又
痛
快
，
還

提
供
非
常
豐
富
的
訊
息
。
例
如
，
四
十
八

年
︵
時
七
十
三
歲
︶
有
︿
和
闐
玉
斧
珮
﹀

詩
中
云
：
﹁
邇
來
俗
工
輩
，
時
樣
翻
新

意
，
斲
器
牟
貴
賈
，
呈
進
率
擲
棄
，
斯
亦

玉
之
厄
，
是
用
五
字
刺
。
﹂
短
短
三
十
個

字
，
就
陳
述
出
玉
器
時
樣
發
展
的
時
間
、

求
新
的
特
質
與
商
業
價
值
，
還
有
他
的
觀

感
與
處
置
方
式
。
事
實
上
，
乾
隆
皇
帝
早

在
三
十
九
年
︵
時
六
十
四
歲
︶
就
開
始
陸

陸
續
續
以
﹁
殘
瑤
瑛
﹂
、
﹁
華
囂
﹂
、

﹁
巧
乃
俗
﹂
等
詞
彙
，
對
求
新
翻
奇
的
時

樣
表
達
不
滿
。
四
十
六
年
︵
一
七
八
一
︶

爆
發
﹁
玉
厄
﹂
之
怒
，
此
後
十
餘
年
，
年

年
有
詩
文
以
﹁
弄
奇
﹂
、
﹁
繁
褥
﹂
、

﹁
粗
鄙
﹂
、
﹁
工
弗
細
﹂
、
﹁
入
目
翻

憐
﹂
，
責
怪
玉
器
時
樣
的
俗
不
可
耐
，
直

到
嘉
慶
二
年
︵
一
七
九
七
︶
猶
然
。
︿
從

﹁
玉
厄
﹂
論
清
乾
隆
中
晚
期
盛
行
的
玉
器

類
型
與
帝
王
品
味
﹀
拙
文
中
，
整
理
了
乾

隆
皇
帝
對
時
新
玉
樣
的
種
種
批
評
、
描
述

及
其
發
生
環
境
因
素
等
等
，
不
再
覆
述
。

惟
歸
納
出
四
種
時
新
玉
樣
的
形
態
與
乾
隆

的
反
應
，
為
行
文
清
晰
必
須
再
次
揭
提
：

一
即
﹁
多
加
刻
鏤
的
機
巧
之
樣
﹂
︵
圖

一
︶
、
二
為
﹁
裁
花
鏤
葉
的
堆
疊
之
樣
﹂

︵
圖
二
︶
、
三
是
﹁
量
質
就
形
的
惜
材
之

樣
﹂
︵
圖
三
︶
與
四
之
﹁
摹
寫
山
水
的
圖

畫
之
樣
﹂
︵
圖
四
︶
。
乾
隆
認
為
，
前
三

者
俗
鄙
不
堪
，
其
存
在
與
盛
行
就
是
﹁
玉

厄
﹂
，
而
最
後
的
﹁
圖
畫
之
樣
﹂
有
雅

趣
，
乃
是
﹁
玉
厄
﹂
中
一
股
民
間
玉
作
自

發
性
的
反
動
。
乾
隆
針
對
﹁
玉
厄
﹂
，
除

了
嚴
詞
批
評
，
他
也
主
動
積
極
的
提
出
具

體
因
應
之
道
，
即
大
力
倡
導
﹁
仿
古
﹂
，

圖五-1　宋　玉碗　附清乾隆朝木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4　宋〈玉碗〉所附清乾隆朝木托底

圖五-2　宋〈玉碗〉器底

圖五-3　宋〈玉碗〉所附清乾隆朝木托

以
內
府
收
藏
之
古
銅
、
玉
器
為
新
製
玉
器

的
藍
本
。

追
求
﹁
天
真
﹂
的
中
庸
之
道

﹁
俗
﹂
是
乾
隆
皇
帝
評
價
時
新
玉

樣
最
常
用
的
詞
彙
。
基
本
上
﹁
巧
﹂
、

﹁
纖
巧
﹂
、
﹁
繁
縟
﹂
、
﹁
瑣
碎
﹂
皆
流

於
俗
。
其
中
﹁
巧
﹂
的
概
念
，
很
值
得
深

究
。
乾
隆
五
年
，
清
高
宗
︵
時
三
十
歲
︶

作
︿
乞
巧
吟
﹀
，
開
宗
明
義
即
是
﹁
小
巧

害
其
身
，
大
巧
害
及
人
﹂
，
可
知
﹁
巧
﹂

在
其
美
學
中
，
絕
非
讚
揚
，
因
為
﹁
倏

忽
鑿
混
沌
，
反
以
喪
天
真
。
離
婁
與
公

輸
，
技
也
寜
足
論
，
彼
巧
如
可
求
，
得
失

亦
已
分
﹂
。
換
句
話
說
，
即
使
是
頂
級
能

工
巧
匠
的
施
作
，
都
破
壞
了
最
可
貴
的

﹁
天
真
﹂
。
這
個
標
準
，
落
在
乾
隆
所
愛

的
﹁
玉
﹂
上
，
或
許
最
簡
單
的
答
案
就
是

﹁
良
玉
不
琢
﹂
，
保
持
璞
玉
原
貌
。
然

而
，
誠
如
其
︿
賦
得
良
玉
不
琢
﹀
一
文
中

他
的
自
問
自
答
：
﹁
不
琢
難
成
器
，
又
稱

不
琢
珍
，
究
當
從
孰
是
？
盖
在
返
其
淳
，

應
戒
雕
幾
細
，
乃
全
徳
采
神
。
﹂
不
琢
與

成
器
的
兩
難
間
，
解
決
之
道
就
在
琢
器
素

樸
並
展
現
美
玉
特
有
的
質
感
。
院
藏
有
一

圖一　清中期　玉鏤空花卉紋香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清中期　玉群仙獻壽蓋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清中期　玉貓蝶書鎮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清中期　玉群仙筆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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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
玉
碗
﹀
︵
圖
五
︱

1
至
五
︱

4
；
圖
六
︱

1
至
六
︱

3
︶
是
不
錯
的
例
子
之
一
。

乾
隆
朝
︽
內
務
府
各
作
成
作
活
計

清
檔
︾
︵
以
下
簡
稱
︽
活
計
檔
︾
︶
內
，

常
見
宮
中
大
規
模
的
將
同
類
器
物
集
中
整

理
。
先
細
分
類
別
，
再
則
﹁
認
看
﹂
：
除

單
純
材
質
或
功
能
辨
識
，
繼
而
斷
定
新
舊

真
偽
，
還
有
最
重
要
的
等
級
劃
分
。
鑑
等

圖七-1　 北宋　汝窯　青瓷盤　附清乾
隆朝木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3　 北宋〈汝窯青瓷盤〉所附清乾
隆朝木座

圖七-4　 北宋〈汝窯青瓷盤〉所附清乾
隆朝木座

圖七-2　北宋〈汝窯青瓷盤〉青瓷盤器底

的
工
作
，
偶
爾
委
予
文
臣
、
宮
廷
畫
家
、

藝
匠
，
或
指
定
特
別
人
選
，
但
主
要
還
是

由
乾
隆
皇
帝
自
己
評
斷
。
基
本
上
，
文
物

分
頭
、
上
、
次
之
等
級
。
配
座
時
會
按
其

等
次
，
在
座
上
刻
﹁
甲
、
乙
、
丙
﹂
的
字

樣
。
此
組
玉
碗
在
清
宮
時
共
儲
一
處
，
同

處
還
有
底
心
刻
﹁
甲
﹂
字
、
乾
隆
時
亦
訂

為
甲
等
的
北
宋
︿
汝
窯
青
瓷
盤
﹀
︵
圖
七
︱

圖六-1　遼　玉蓮瓣紋碗　附清乾隆朝木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2　遼〈玉蓮瓣紋碗〉器外壁及底部

圖六-3　遼〈玉蓮瓣紋碗〉所附清乾隆朝木座

對
於
其
權
威
的
干
擾
。
商
品
化
的
玉
器
和

受
宮
廷
委
託
琢
製
者
不
同
，
最
明
顯
的
差

異
，
就
在
受
成
本
與
價
格
的
影
響
與
否
。

乾
隆
對
此
情
形
有
其
觀
察
與
看
法
。
他
認

為
：
﹁
吳
中
玉
工
愛
惜
玉
材
，
每
就
其
形

似
製
為
新
樣
，
以
質
重
可
獲
厚
利
，
意
謂

見
巧
而
轉
近
於
俗
。
﹂
有
好
些
玉
器
已
經

通
過
他
美
感
考
核
，
卻
因
為
想
起
原
是
以

牟
利
為
目
的
的
商
品
，
而
萌
生
排
斥
心
理

的
例
子
。
或
許
這
就
是
所
謂
﹁
在
對
藝
術

品
的
處
置
與
擁
有
上
，
皇
帝
與
商
人
間
一

直
存
在
著
一
種
緊
張
關
係
﹂
的
證
明
。
︵
註

三
︶貫

穿
﹁
君
子
比
德
﹂
的
儒
家
思
想

乾
隆
皇
帝
對
於
﹁
良
玉
﹂
的
概
念
，

奠
基
於
他
受
皇
子
教
育
之
時
。
他
十
四
歲

開
始
﹁
學
屬
文
﹂
，
︽
御
製
樂
善
堂
全

集
︾
集
結
少
年
到
二
十
五
歲
登
基
前
所
作

的
詩
文
，
其
中
年
輕
弘
曆
並
未
針
對
任
何

單
一
玉
器
詠
贊
。
但
在
文
集
內
有
︿
良
玉

比
君
子
賦
﹀
一
文
，
確
切
的
寫
作
年
代
不

詳
，
這
是
他
首
次
表
達
對
於
﹁
玉
﹂
的
認

識
與
看
法
，
文
中
他
強
調
﹁
德
均
如
也
，

君
子
比
之
於
焉
﹂
，
完
全
依
循
著
儒
家
以

1
至
七
︱

4
︶
等
三
十
餘
件
器
物
共
置
。

這
兩
件
玉
碗
皆
在
外
底
加
琢
乾
隆
﹁
雙
龍

乾
卦
﹂
的
符
號
，
並
配
精
美
紫
檀
木
托
、

座
，
托
、
座
外
底
皆
刻
有
等
級
。
甲
等

者
，
屬
於
高
宗
較
早
期
之
古
玉
收
藏
，
器

外
壁
琢
十
九
年
︵
時
乾
隆
四
十
四
歲
︶
御

製
詩
︿
題
漢
玉
盌
﹀
：
﹁
逢
占
詎
待
少
君

知
，
曰
白
應
思
涅
不
緇
，
桮
閜
之
間
自
伯

仲
，
碔
砆
以
下
那
追
隨
。
腹
空
漫
設
遊
辭

誚
，
色
澤
還
看
英
氣
蕤
，
慨
想
茂
陵
終
復

出
，
達
觀
擬
事
鄛
人
椎
。
﹂
透
露
乾
隆

品
賞
玉
器
的
視
點
包
含
沁
色
、
尺
寸
、

質
地
、
形
制
、
色
澤
。
此
處
所
謂
﹁
漢

玉
﹂
，
非
籠
統
的
古
舊
，
而
是
專
指
炎
劉

之
漢
。
不
過
現
在
依
器
形
推
斷
，
應
該
是

一
件
宋
代
玉
器
。
乙
等
的
玉
碗
與
甲
等
者

相
比
，
口
徑
略
大
，
外
壁
還
琢
有
三
層
蓮

瓣
紋
，
可
與
遼
寧
阜
新
出
土
的
遼
代
玉
杯

相
類
比
，
推
測
製
作
年
代
相
去
不
遠
。
裝

飾
了
花
紋
的
玉
碗
，
紋
樣
佈
局
勻
稱
、
手

法
亦
有
變
化
，
為
什
麼
等
級
遜
於
光
素

者
？
在
理
解
乾
隆
皇
帝
重
﹁
天
真
﹂
的
理

想
，
與
拿
捏
﹁
成
器
戒
雕
﹂
、
﹁
全
德
采

神
﹂
的
中
庸
之
道
，
再
從
玉
碗
質
地
光
潤

與
通
透
感
的
角
度
觀
察
、
比
較
，
也
就
不

難
理
解
甲
乙
之
別
。
其
實
，
不
琢
與
成
器

的
問
題
，
乾
隆
早
在
十
三
年
時
︵
三
十
八

歲
︶
就
曾
思
考
過
，
如
︿
漢
玉
赤
刀
﹀
詩

云
：
﹁
因
思
不
琢
何
成
器
？
每
愛
今
居
古

與
稽
。
﹂
他
認
為
可
從
考
察
古
典
圭
璋
之

器
得
到
啟
發
。

但
是
，
另
外
有
個
問
題
。
既
然
以

﹁
天
真
﹂
為
理
想
，
為
什
麼
乾
隆
皇
帝
會

厭
棄
順
應
天
然
、
少
加
人
工
雕
琢
、
量
質

就
形
的
惜
材
之
樣
呢
？
這
不
是
純
粹
美
學

品
味
的
好
尚
，
而
是
君
王
排
拒
商
業
買
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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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發
展
中
，
重
大
的
變
化
，
影
響
著
後

續
的
玉
器
美
學
。
就
紀
昀
︽
閱
微
草
堂

筆
記
︾
的
記
載
，
從
雍
正
到
乾
隆
晚
期
的

六
、
七
十
年
間
，
雲
南
翡
翠
玉
從
﹁
不
以

玉
視
之
﹂
到
﹁
價
遠
出
真
玉
上
矣
﹂
！
而

︽
活
計
檔
︾
中
，
乾
隆
初
期
似
乎
猶
稱
其

﹁
雲
產
石
﹂
。
乾
隆
十
三
年
時
，
宮
中
收

入
一
︿
松
鶴
花
插
﹀
，
始
見
﹁
雲
南
玉
﹂

之
名
，
名
稱
的
改
變
顯
示
觀
念
也
開
始
有

所
變
化
。
十
九
年
，
乾
隆
將
一
雲
南
玉
如

意
帶
往
熱
河
賞
玩
。
二
十
一
年
，
他
首
次

評
鑑
雲
南
玉
製
之
︿
異
獸
水
注
﹀
為
﹁
時

做
上
等
﹂
，
並
入
乾
清
宮
弆
藏
。
二
十
二

年
南
巡
時
，
蘇
州
織
造
上
呈
十
八
件
光
素

的
雲
南
玉
班
指
，
乾
隆
皇
帝
准
其
奏
，
製

成
刻
字
、
臥
蠶
及
夔
龍
三
款
，
並
旨
令
即

刻
在
蘇
州
行
宮
呈
進
，
成
為
隨
身
佩
戴
飾

物
的
材
質
。
這
些
資
料
可
見
清
高
宗
對

﹁
雲
南
玉
﹂
好
感
逐
步
提
升
的
情
形
。
圖

九
即
是
一
件
仿
琮
形
但
增
加
底
部
的
翠
玉

瓶
，
底
刻
﹁
乾
隆
年
製
﹂
款
。

一
樣
是
品
味
變
化
的
現
象
，
十
九

年
即
乾
隆
四
十
四
歲
時
，
除
了
開
始
賞
玩

﹁
雲
南
玉
﹂
，
同
時
他
首
次
為
當
朝
所
製

之
整
玉
如
意
題
詠
。
此
︿
玉
如
意
﹀
詩
詠

贊
的
對
象
現
藏
本
院
︵
圖
十
︶
，
造
形
與

紋
飾
皆
十
分
簡
單
。
根
據
︽
活
計
檔
︾
的

記
錄
，
係
由
造
辦
處
工
匠
王
裕
璽
畫
樣
，

呈
覽
後
准
作
，
所
以
很
確
定
其
風
格
經
過

乾
隆
的
審
核
。
不
過
，
就
乾
隆
四
十
三
年

時
的
︽
高
宗
純
皇
帝
實
錄
︾
記
載
，
他

明
示
：
﹁
朕
於
整
玉
如
意
本
非
所
喜
，
是

以
座
右
陳
設
，
止
用
鑲
玉
者
，
而
不
用
整

玉
，
乃
眾
所
共
知
。
﹂
不
僅
如
此
，
並
下

令
﹁
其
或
偶
於
方
物
附
呈
者
，
不
得
仍
用

和
闐
整
玉
如
意
﹂
。
然
商
業
的
力
量
不
容

小
覷
，
義
取
吉
祥
、
形
體
厚
實
、
樣
式
炫

巧
的
整
玉
如
意
，
雖
不
合
於
皇
帝
品
味
，

卻
直
到
乾
隆
五
十
四
年
仍
為
市
場
寵
兒
，

乾
隆
深
知
其
﹁
可
獲
倍
價
﹂
的
情
形
，
所

以
更
是
怒
責
﹁
俗
琢
翻
增
惡
狀
披
，
譬
如

不
潔
冒
西
施
，
庸
工
弄
巧
堪
厭
矣
﹂
，
若

是
呈
獻
進
宮
﹁
一
例
加
磨
俾
去
之
﹂
。
但

嘉
慶
二
年
，
他
最
後
在
︿
題
和
闐
玉
如

意
﹀
詩
註
中
輕
嘆
﹁
不
免
於
時
俗
所
尚
，

想
亦
結
習
難
忘
使
然
耳
﹂
，
似
乎
無
奈
的

妥
協
了
。

體
現
﹁
南
巡
﹂
、
﹁
西
師
﹂
的
自

豪
感

品
味
與
好
惡
密
不
可
分
，
對
藝
術
的

好
惡
往
往
攙
雜
感
情
的
記
憶
、
信
仰
的
薰

染
、
教
育
的
塑
造
、
理
想
的
投
射
等
等
。

﹁
南
巡
﹂
與
﹁
西
師
﹂
是
乾
隆
帝
王
之
路

上
，
肯
定
自
我
最
重
要
的
標
的
，
所
以
不

免
對
其
品
味
留
下
影
響
。
例
如
他
對
﹁
玉

圖
畫
﹂
與
﹁
痕
都
斯
坦
玉
﹂
的
喜
好
，
原

因
當
然
不
只
一
端
，
但
其
中
一
定
有
記
憶

遊
歷
江
南
及
自
豪
征
服
新
疆
的
成
份
在

內
。

時
新
玉
樣
之
中
，
﹁
摹
寫
山
水
的

圖
畫
之
樣
﹂
是
唯
一
被
乾
隆
皇
帝
所
接
受

者
。
他
從
乾
隆
五
十
五
年
開
始
認
為
，
在

君
主
權
威
與
商
業
考
量
之
下
，
民
間
玉
作

終
於
有
了
改
弦
更
張
的
變
化
，
所
謂
﹁
俗

樣
為
之
大
減
﹂
，
﹁
改
作
圖
畫
新
﹂
。

事
實
上
，
當
時
玉
圖
畫
早
已
不
算
是
新
穎

的
玉
器
品
類
。
根
據
乾
隆
皇
帝
在
其
珍

藏
的
王
羲
之
︿
快
雪
時
晴
帖
﹀
上
一
則

題
記
云
：
﹁
己
巳
臘
月
雪
後
，
乘
興
縮
臨

此
帖
一
過
，
命
朱
采
刻
於
姚
宗
仁
所
製
玩

鵞
玉
噐
，
亦
一
佳
話
也
。
﹂
己
巳
是
乾
隆

十
四
年
，
次
年
清
高
宗
︵
時
四
十
歲
︶
作

︿
題
羲
之
玩
鵞
玉
噐
﹀
詩
，
詩
題
註
解

云
：
﹁
上
刻
予
縮
臨
快
雪
帖
﹂
，
所
以
詩

詠
對
象
應
該
就
是
己
巳
年
的
﹁
玩
鵞
玉

玉
為
德
之
載
體
的
觀
點
。

首
次
針
對
單
件
玉
器
寫
詩
，
已
是
乾

隆
登
上
皇
位
八
年
後
︵
時
三
十
三
歲
︶
，

清
高
宗
作
︿
玉
巵
謠
﹀
。
詠
贊
的
玉
器
現

藏
本
院
，
是
一
件
清
早
期
復
古
風
格
的
玉

匜
形
器
︵
圖
八
︶
，
而
他
稱
為
﹁
巵
﹂
。

詩
中
寫
到
﹁
如
脂
白
玉
巵
，
︙
豈
以
盛
醇

醪
，
眠
花
醉
月
飛
，
擬
以
薦
明
水
，
玩

䙝
非
所
宜
，
︙
永
惟
無
當
戒
，
三
復
實
我

師
。
﹂
換
句
話
說
，
這
件
玉
器
不
能
以
生

活
器
皿
的
功
能
、
風
花
雪
月
的
心
情
去
品

玩
，
而
應
以
莊
重
的
態
度
、
君
王
的
角

色
，
理
解
其
禮
制
與
德
行
的
意
涵
。
此
後

圖九　清　乾隆　翠玉琮式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清　乾隆　玉如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清早期　玉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1　 清早期〈玉匜〉所附清乾隆朝荷葉形座

數
十
年
，
乾
隆
一
再
反
覆
強
調
相
同
的
看

法
，
宣
示
賞
玉
絕
非
玩
物
喪
志
，
而
是
進

德
修
業
。
由
此
可
知
，
自
我
的
提
醒
與
教

育
，
在
乾
隆
皇
帝
藝
術
品
味
的
養
成
中
，

是
不
容
忽
視
的
一
環
，
顯
示
他
意
識
自
己

是
在
上
位
者
，
風
行
草
偃
，
表
現
於
外
的

品
味
具
有
影
響
力
，
必
須
符
合
正
統
文
化

的
主
流
。
在
乾
隆
五
十
四
年
，
他
七
十
九

歲
所
作
的
︿
詠
和
闐
玉
棲
霞
圖
﹀
詩
中
，

仍
見
到
﹁
避
其
惡
迺
投
其
好
，
足
見
君
難

惕
以
嗟
﹂
，
看
來
他
一
生
都
警
醒
著
自

己
，
對
自
我
品
味
的
掌
控
與
節
制
。
另
外

有
個
有
趣
的
枝
節
，
即
這
首
御
製
詩
並
未

琢
在
玉
器
的
任
何
部
位
，
而
是
由
文
臣
張

若
靄
抄
寫
後
，
鐫
刻
在
荷
葉
形
木
座
︵
圖

八
︱

1
︶
上
。
乾
隆
早
期
，
約
略
是
十
三
年

之
前
，
常
見
類
似
的
情
形
，
隱
約
洩
露
乾

隆
尚
未
有
充
分
自
信
的
心
理
狀
況
。

乾
隆
皇
帝
依
循
儒
家
將
玉
溫
潤
而

澤
的
特
質
聯
結
君
子
仁
德
的
觀
念
。
此

中
之
﹁
玉
﹂
是
現
代
礦
物
學
定
義
的
﹁
閃

玉
﹂
，
閃
玉
內
斂
的
光
感
，
一
直
是
中
國

玉
文
化
，
美
學
的
主
流
原
則
。
但
是
，
新

材
料
﹁
雲
南
玉
﹂
，
即
現
代
所
稱
之
﹁
翡

翠
﹂
、
﹁
輝
玉
﹂
的
加
入
，
是
乾
隆
朝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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噐
﹂
。
對
照
御
製
詩
﹁
為
書
道
徳
籠
鵞

返
，
便
草
時
晴
作
美
談
，
却
似
一
籌
贏
褉

帖
，
縮
成
玉
枕
自
河
南
﹂
。
該
件
玉
器
似

乎
就
是
現
藏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一
件
鏤

雕
人
物
的
玉
山
子
︵
圖
十
一
︶
，
可
惜
木

座
暫
時
不
便
取
下
，
所
以
無
法
確
認
其
背

部
是
否
確
實
刻
有
清
高
宗
縮
臨
的
︿
快
雪

時
晴
帖
﹀
。
但
極
有
可
能
是
一
件
目
前
所

知
、
乾
隆
早
期
造
辦
處
如
意
館
玉
匠
製
作

之
玉
圖
畫
的
代
表
作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乾
隆
稱
呼
此
件
陳
設
為
﹁
玉
器
﹂
，
而
同

年
他
品
賞
另
一
件
舊
玉
改
刀
成
松
、
石
樣

式
的
器
物
，
則
直
接
稱
之
為
﹁
漢
玉
松
石

圖
﹂
，
可
見
他
注
意
到
此
類
陳
設
器
具
有

﹁
圖
畫
﹂
特
質
的
用
心
。
乾
隆
的
古
玉
收

藏
中
，
也
有
數
件
鏤
雕
的
﹁
玉
圖
﹂
，
如

乾
隆
二
十
六
年
題
詩
的
一
件
︿
宋
玉
鏤
戲

嬰
圖
﹀
。
本
院
藏
玉
中
，
有
一
件
乾
隆

二
十
八
年
清
高
宗
︵
五
十
三
歲
︶
命
名
為

﹁
和
闐
玉
烏
窠
禪
師
圖
﹂
的
山
子
︵
圖

十
二
︶
，
是
最
早
在
御
製
詩
題
上
冠
以
玉

圖
之
名
的
和
闐
玉
雕
。
其
實
本
院
典
藏

中
，
還
有
一
件
二
十
七
年
︵
時
五
十
二

歲
︶
第
三
次
南
巡
時
，
乾
隆
命
工
匠
以
江

南
景
物
製
成
的
畫
意
玉
器
︿
玉
黃
龍
石
佛

山
子
﹀
︵
圖
十
三
︶
。
此
山
子
質
為
和
闐

閃
玉
，
形
如
山
壁
洞
窟
，
洞
中
釋
迦
牟
尼

佛
法
像
莊
嚴
。
右
側
山
岩
書
﹁
一
切
有
為

法
，
如
夢
幻
泡
影
，
如
露
復
如
電
，
當
作

如
是
觀
﹂
，
印
文
﹁
得
大
自
在
﹂
、
﹁
乾

隆
宸
翰
﹂
，
左
側
山
岩
識
﹁
瞻
杭
州
黃
龍

石
佛
，
默
識
相
好
，
既
成
小
圖
攜
歸
，
茲

至
天
寧
行
宮
，
復
放
大
成
此
圖
，
為
佛
善

清
供
。
若
大
若
小
；
若
同
若
異
，
惟
以
金

剛
四
句
概
之
。
壬
午
清
和
朔
日
御
筆
并

識
﹂
，
印
文
﹁
乾
﹂
、
﹁
隆
﹂
。
︵
圖

十
三
︱

1
︶
偈
語
、
識
文
的
字
體
風
格
顯
示

為
清
高
宗
御
筆
，
款
識
又
完
全
合
於
宮
廷

作
器
的
格
式
，
但
是
兩
者
皆
未
記
錄
於
任

何
檔
案
或
書
籍
，
或
許
是
正
在
巡
歷
中
，

不
免
疏
漏
所
致
。
這
件
山
子
可
視
為
乾
隆

南
巡
產
物
，
亦
是
瞭
解
乾
隆
中
期
揚
州
玉

工
特
色
的
絕
佳
例
證
。

乾
隆
皇
帝
曾
選
南
巡
中
值
得
記
憶

的
景
色
製
成
玉
圖
畫
，
所
以
後
來
對
民
間

引
山
水
為
題
的
玉
器
，
也
就
認
為
﹁
有
雅

趣
可
玩
﹂
。
而
南
巡
不
僅
豐
富
了
宮
廷
所

作
畫
意
玉
器
的
內
容
，
也
確
實
在
民
間
玉

工
瞭
解
並
迎
合
皇
帝
品
味
的
方
面
，
有

所
助
益
。
回
溯
乾
隆
二
十
二
年
︵
四
十
七

歲
︶
第
二
次
的
南
巡
，
乾
隆
詣
訪
杭
州
聖

因
寺
，
在
寺
中
賞
傳
為
唐
代
精
詩
畫
的
僧

人
貫
休
所
繪
的
羅
漢
像
，
認
為
寺
方
未
審

定
羅
漢
序
位
，
名
號
亦
不
協
梵
夾
合
音
，

因
此
決
定
將
畫
攜
回
宮
中
整
理
。
住
持
明

水
原
欲
獻
此
畫
軸
，
但
乾
隆
在
考
證
、
排

次
、
題
贊
，
並
命
丁
觀
鵬
傳
移
摹
繪
︵
圖

十
四
︶
後
，
於
二
十
三
年
將
原
作
仍
歸
還

該
寺
。
宮
裡
宮
外
一
來
一
往
之
後
，
各
類

質
材
如
玉
、
石
、
竹
等
，
同
該
羅
漢
圖
軸

一
樣
構
圖
者
，
如
雨
後
春
筍
般
的
出
現
。

本
院
即
藏
有
一
件
題
鐫
﹁
租
查
巴
納
塔
嘎

尊
者
贊
﹂
的
玉
山
子
。
︵
圖
十
五
︶
就
其

題
詩
的
形
式
判
斷
並
非
宮
廷
示
稿
所
作
，

但
其
形
如
山
壁
洞
窟
，
洞
口
邊
立
老
樹
，

羅
漢
倚
樹
而
坐
，
二
指
併
出
，
面
露
微

笑
，
似
有
所
悟
，
形
貌
生
動
，
布
局
和
岩

面
上
所
刻
之
高
宗
御
製
文
，
皆
與
歸
還
聖

因
寺
的
羅
漢
畫
軸
一
模
一
樣
，
可
見
民
間

玉
作
迎
合
其
喜
好
的
作
法
。
此
外
，
許
多

就
題
詩
形
式
估
計
，
係
民
間
所
製
的
畫
意

玉
器
上
，
亦
刻
御
製
詩
文
，
且
內
容
多
為

乾
隆
南
巡
時
或
稍
後
對
南
方
景
物
的
吟

詠
，
也
透
出
以
美
好
回
憶
博
取
皇
帝
喜
好

的
嘗
試
。

乾
隆
二
十
四
年
︵
四
十
九
歲
︶
，

高
宗
御
製
詩
題
中
首
次
出
現
﹁
和
闐
玉
﹂

之
名
：
﹁
回
域
定
全
部
，
和
闐
駐
我
兵
。

其
河
人
常
至
，
隨
取
皆
瑤
瓊
。
驛
致
貢

天
閶
，
瑟
若
孚
勝
呈
。
﹂
西
師
平
定
回

圖十三　清　乾隆　玉黃龍石佛山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三-1　清　乾隆　玉黃龍石佛山子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部
，
新
疆
納
入
版
圖
，
得
此
新
疆
域
是
乾

隆
皇
帝
最
自
傲
的
成
就
。
因
而
他
對
此
地

特
產
的
美
玉
，
除
了
美
學
上
的
喜
好
外
，

更
有
一
種
亟
於
讓
世
人
廣
知
其
功
業
的

企
圖
。
而
和
闐
玉
料
大
量
提
供
中
原
所

需
，
結
構
性
的
改
變
了
玉
器
發
展
，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拙
文
中
有
討
論
，
此
處
不
再
贅

言
。
除
了
玉
料
之
外
，
﹁
西
師
﹂
對
於
乾

隆
玉
器
品
味
另
有
一
重
大
影
響
，
即
他
誤

稱
之
為
﹁
痕
都
斯
坦
玉
﹂
者
，
其
實
是
包

含
了
中
亞
、
南
亞
以
及
西
亞
等
地
的
伊
斯

蘭
玉
器
，
通
過
新
疆
，
大
量
東
傳
到
北
京

者
。
其
實
，
乾
隆
早
在
二
十
一
年
時
就
作

有
一
︿
玉
椀
﹀
詩
，
是
詩
﹁
玉
椀
﹂
現
藏

本
院
，
原
本
素
樸
無
紋
，
進
宮
後
外
壁
加

琢
御
製
詩
，
詩
中
特
別
強
調
，
此
碗
是
回

部
其
長
伯
克
和
卓
遣
使
求
內
屬
所
呈
進
的

貢
品
。
這
是
清
高
宗
首
次
為
信
仰
伊
斯
蘭

教
的
回
部
所
貢
之
玉
器
題
詩
。
而
﹁
痕
都

斯
坦
玉
﹂
此
一
詞
彙
，
首
次
出
現
於
御
製

詩
題
中
，
則
是
在
乾
隆
三
十
三
年
的
︿
題

痕
都
斯
坦
雙
玉
盤
得
十
韻
﹀
詩
。
詩
詠
的

對
象
為
一
對
來
自
南
亞
蒙
兀
兒
帝
國
的
玉

盤
。
︵
圖
十
六
、
圖
十
七
︶
工
匠
以
泛
灰

的
草
綠
色
閃
玉
，
琢
作
一
盛
開
成
二
十
四

圖十一　清　乾隆　玉「羲之玩鵝圖」山子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十二　清　乾隆　玉「烏窠禪師圖」山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2013年12月　6667　故宮文物月刊·第369期

其來有自—乾隆皇帝青壯期的玉器觀點

展場巡禮

富
專
諸
︵
呉
中
玉
匠
多
居
專
諸
巷
︶
，
羊

脂
比
色
脂
嫌
膩
，
楮
葉
方
輕
葉
欠
疎
，
精

玩
弗
求
廼
頻
致
，
每
因
擎
用
率
慚
予
。
﹂

既
﹁
羞
﹂
又
﹁
慚
﹂
，
用
詞
之
強
烈
，
可

見
乾
隆
皇
帝
對
國
內
玉
工
恨
鐵
不
成
鋼
的

心
情
，
及
對
﹁
痕
都
斯
坦
玉
﹂
的
無
比
鍾

愛
。
也
因
此
確
定
，
後
來
﹁
裁
花
鏤
葉
﹂

之
惡
，
在
於
﹁
不
肯
多
去
疵
類
﹂
的
繁
縟

粗
俗
，
與
痕
都
斯
坦
玉
的
﹁
彼
蓋
水
磨
所

造
，
花
葉
分
明
，
撫
之
卻
無
痕
跡
﹂
的
明

朗
細
緻
，
大
相
逕
庭
，
不
可
混
為
一
談
。

以
﹁
仿
古
﹂
超
越
古
人
的
理
想

針
對
扭
轉
時
新
玉
樣
盛
行
之
厄
，

乾
隆
皇
帝
的
因
應
之
道
，
應
該
也
就
是
他

它
也
是
具
有
﹁
大
清
乾
隆
仿
古
﹂
款
，
而

又
有
明
確
定
年
者
中
較
早
的
一
件
。
﹂
現

在
，
同
樣
條
件
的
玉
器
製
作
年
代
略
可
推

前
。
根
據
︽
活
計
檔
︾
的
紀
錄
，
二
十
五

年
正
月
乾
隆
皇
帝
︵
時
五
十
歲
︶
下
旨
，

著
造
辦
處
工
匠
依
照
一
件
集
錄
於
︽
西
清

古
鑑
︾
中
的
內
府
收
藏
銅
器
﹁
唐
飛
熊
表

座
﹂
，
翻
製
出
木
樣
，
再
連
同
一
塊
啟
祥

宮
收
貯
的
美
玉
，
送
交
蘇
州
織
造
，
委
由

當
地
玉
工
照
樣
琢
碾
成
一
件
玉
熊
，
並
清

楚
標
示
其
為
﹁
大
清
乾
隆
仿
古
﹂
。
檔
案

內
述
的
物
件
均
藏
於
本
院
。
銅
熊
︵
圖

十
八
左
︶
為
﹁
古
典
原
型
﹂
，
而
玉
熊

︵
圖
十
八
右
︶
乃
﹁
仿
製
時
作
﹂
，
︽
西

清
古
鑑
︾
︵
圖
十
九
︶
則
係
強
調
帝
王
收

藏
屬
性
的
﹁
典
藏
圖
錄
﹂
。
仿
造
過
程

中
，
乾
隆
交
代
造
辦
處
先
做
一
﹁
木
樣
﹂

呈
覽
，
准
時
再
交
蘇
州
成
做
，
顯
示
充
分

掌
控
宮
廷
器
用
風
格
的
企
圖
與
方
法
。
所

以
這
組
文
物
，
可
謂
是
瞭
解
乾
隆
皇
帝
品

鑑
最
佳
的
組
合
。
銅
熊
在
乾
隆
時
被
品
斷

為
唐
朝
﹁
表
木
﹂
的
底
座
，
其
實
它
應
該

是
件
漢
代
器
物
殘
存
的
足
部
，
頸
背
上
的

銅
管
則
為
後
加
。
此
銅
熊
的
毛
髮
嵌
有

金
、
銀
絲
，
而
額
頭
、
雙
眼
、
乳
突
、
肚

臍
、
四
肢
近
關
節
處
均
鑲
寶
石
，
極
為
精

緻
華
麗
。
配
附
一
木
座
，
底
刻
其
名
稱
；

座
緣
則
陰
刻
填
金
﹁
乾
隆
御
賞
﹂
。
玉
熊

的
造
形
渾
圓
厚
實
，
琢
碾
工
夫
細
膩
，
質

感
溫
潤
，
充
份
展
現
乾
隆
朝
玉
器
的
技
巧

與
風
格
，
具
有
﹁
大
清
乾
隆
仿
古
﹂
款
，

又
有
明
確
定
年
者
。
不
過
，
二
十
五
年
後

的
十
餘
年
，
從
乾
隆
皇
帝
詩
吟
文
誦
的
對

象
，
主
要
還
是
﹁
漢
玉
﹂
或
﹁
畫
意
玉

器
﹂
看
來
，
時
作
仿
古
玉
器
可
能
還
不
是

圖十四　 清　乾隆　丁觀鵬　畫十六羅漢像第十一租查巴納塔嘎尊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瓣
花
形
的
大
盤
。
盤
面
質
感
明
亮
潤
澤
，

中
心
雕
一
朵
平
展
的
蓮
花
。
盤
外
壁
是
一

周
線
條
飽
滿
、
婉
約
且
起
伏
有
致
的
莨
苕

葉
紋
，
包
圍
著
底
部
疊
成
三
層
的
八
瓣

花
，
呈
現
一
種
似
乎
經
過
數
學
運
算
的
精

緻
，
這
種
新
鮮
而
特
殊
的
美
感
，
初
入
清

宮
立
即
博
得
乾
隆
皇
帝
的
喜
愛
，
甚
至
深

入
研
考
其
產
地
，
撰
文
︿
天
竺
五
印
度
考

訛
﹀
。
隨
後
在
帝
王
喜
好
的
引
領
下
，

十
八
世
紀
晚
期
玉
器
增
添
了
伊
斯
蘭
之

風
，
同
時
也
給
予
中
國
玉
工
新
穎
的
創
作

元
素
。
三
十
九
年
乾
隆
首
次
直
言
，
痕
都

斯
坦
玉
匠
的
手
藝
勝
過
蘇
州
玉
工
。
︿
詠

痕
都
斯
坦
玉
椀
﹀
詩
中
云
：
﹁
巧
製
水
磨

貽
喀
嗎
︵
古
時
四
巧
匠
名
︶
，
羞
稱
吳
匠

圖十五　清中期　玉羅漢山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最
想
要
呈
現
給
世
人
的
品
味
趨
向
，
那
就

是
﹁
漸
欲
引
之
古
，
庶
其
返
以
初
﹂
的
仿

古
風
格
，
具
體
的
作
法
是
鼓
勵
玉
工
﹁
琢

器
頻
翻
博
古
圖
﹂
，
提
供
內
府
收
藏
的
古

銅
玉
器
給
玉
工
，
以
為
摹
古
依
據
。
筆
者

八
十
九
年
論
文
中
，
此
議
題
的
相
關
論
述

不
再
覆
誦
。
但
當
時
文
中
有
寫
到
﹁
其
實

早
在
乾
隆
三
十
九
年
，
清
高
宗
初
次
批

評
新
樣
殘
瑤
瑛
之
前
，
宮
廷
玉
器
中
就
已

經
出
現
仿
內
廷
所
藏
上
古
銅
器
造
形
、
紋

飾
的
情
形
。
現
藏
北
京
故
博
的
︿
玉
魚
鳥

紋
壺
﹀
，
便
是
乾
隆
二
十
五
年
回
疆
貢
玉

成
為
定
制
之
後
到
二
十
七
年
之
間
，
以

︿
漢
銅
鳧
魚
壺
﹀
為
藍
本
所
作
的
玉
器
，

圖十八　左：漢　銅熊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右：清　乾隆　玉熊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九　唐飛熊表座　《西清古鑑》
清乾隆20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
物院藏

圖十七　蒙兀兒帝國　玉花式盤盤底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盤面節錄〈天竺五印度考訛〉御製文

圖十六　蒙兀兒帝國　玉花式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盤面刻〈題痕都斯坦雙玉盤得十韻〉御製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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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的
焦
點
。
情
況
直
到
三
十
八
年
左
右
始

有
改
變
。

而
就
目
前
資
料
所
見
，
最
早
一
組

有
﹁
大
清
乾
隆
年
製
﹂
款
及
御
製
詩
的

仿
古
代
玉
器
類
型
者
，
出
現
於
乾
隆
十
四

器
，
除
分
別
於
十
三
及
三
十
三
年
時
題
詩

詠
贊
，
從
器
表
﹁
五
福
五
代
堂
古
希
天
子

寶
﹂
、
﹁
八
徵
耄
念
﹂
、
﹁
太
上
皇
帝
之

寶
﹂
諸
印
看
來
，
每
個
人
生
的
階
段
，
他

都
不
忘
品
鑑
此
物
。
而
從
十
三
年
御
製

詩
的
註
解
可
知
，
當
時
有
人
根
據
︽
唐

史
︾
，
稱
這
類
新
石
器
時
代
山
東
龍
山
文

化
晚
期
的
玉
圭
為
﹁
元
黃
天
符
﹂
，
乾
隆

駁
斥
此
說
。
他
認
為
此
玉
玉
質
之
美
好
，

所
謂
﹁
方
水
生
瑤
瑾
，
雲
英
靜
以
腴
，
截

肪
奚
可
喻
，
蒸
栗
得
曾
無
﹂
已
足
以
讓
人

﹁
猶
見
先
王
制
，
如
見
君
子
儒
﹂
，
符
合

禮
與
德
的
象
徵
，
後
人
無
需
再
穿
鑿
附

會
。
而
玉
圭
的
兩
面
分
別
有
具
象
與
抽
象

面
紋
︵
圖
二
一
︱

1
、
二
一
︱

2
︶
，
乾
隆

稱
此
紋
為
﹁
辟
邪
﹂
，
雖
然
他
自
己
也
說

﹁
辟
邪
那
有
邪
堪
辟
﹂
，
但
還
是
經
常
將

這
組
奇
異
的
紋
飾
交
付
玉
匠
，
或
加
琢
於

收
藏
的
古
玉
之
上
，
或
當
做
時
作
玉
器
模

仿
的
範
本
。
仿
品
數
量
甚
夥
，
可
確
定
年

代
者
，
最
早
的
是
一
件
乾
隆
十
五
年
由
玉

工
姚
宗
仁
畫
樣
、
編
號
﹁
洪
字
七
號
﹂
的

﹁
斧
佩
﹂
。
但
事
實
上
，
至
少
還
有
﹁
天

字
一
號
﹂
、
﹁
地
字
二
號
﹂
、
﹁
元
字
三

號
﹂
者
更
早
，
只
是
無
法
確
知
其
製
作

年
代
。
而
從
本
院
所
藏
，
編
號
﹁
雲
字

三
十
三
號
﹂
的
﹁
乾
隆
年
製
﹂
玉
圭
可

知
，
直
到
乾
隆
六
十
年
都
還
在
複
刻
這
組

面
紋
，
而
他
仍
依
然
會
有
所
感
觸
的
題

詩
，
可
見
情
有
獨
鍾
。
乾
隆
皇
帝
品
鑑
古

玉
時
亦
偶
作
考
證
，
其
中
對
﹁
圭
﹂
著
墨

較
多
。
從
御
製
文
︿
圭
瑁
說
﹀
及
︿
搢
圭

說
﹀
可
知
，
他
認
為
﹁
以
注
疏
解
經
，
不

如
以
經
解
經
者
﹂
，
所
以
在
後
人
﹁
愈
晰

愈
不
明
﹂
的
情
形
下
，
對
於
古
代
禮
器
應

抱
持
﹁
以
德
為
要
﹂
的
態
度
，
器
形
邪

︵
斜
︶
、
圓
等
細
節
﹁
不
值
一
噱
﹂
。
援

此
件
玉
圭
為
例
，
乾
隆
以
﹁
圭
﹂
名
之
，

但
同
類
者
也
有
被
稱
為
﹁
周
尺
﹂
或
﹁
斧

珮
﹂
，
並
無
一
定
的
規
則
。
這
隱
約
說
明

了
，
為
何
當
時
製
作
之
仿
古
玉
器
的
形

制
、
紋
飾
，
經
常
與
被
仿
的
古
玉
範
本
相

去
甚
遠
，
乾
隆
皇
帝
卻
毫
不
在
意
的
原

因
。
最
後
，
從
乾
隆
三
十
七
年
，
乾
隆

六
十
二
歲
所
作
的
︿
詠
和
闐
玉
鏤
周
蟠
螭

壺
﹀
詩
中
﹁
今
玉
掄
材
仿
古
為
，
︙
天
然

體
鉅
高
踰
尺
，
人
巧
工
深
圓
中
規
。
詎
必

遙
同
鐘
鼎
識
，
端
知
遠
勝
夏
商
貽
，
包
來

禹
貢
曾
無
見
，
一
以
欣
而
一
愧
之
﹂
可

知
，
他
仿
古
不
拘
小
節
的
原
因
，
或
許
超

越
藝
術
品
味
的
局
限
，
而
是
因
為
乾
隆
皇

帝
懷
有
超
越
前
人
的
雄
心
與
目
標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器
物
處

圖二十　清　乾隆　玉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由左至右：穀圭、琰圭、瑑圭、鎮圭、介圭、躬圭

圖二一　 新石器時代　山東龍山文化晚期　玉人面紋圭　國
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一-1　 新石器時代山東龍山文化晚期　
玉人面紋圭上具象面紋

圖二一-2　 新石器時代山東龍山文化晚期　
玉人面紋圭上具象面紋

註
釋

1.  

張
麗
端
，
︿
從
﹁
玉
厄
﹂
論
清
乾
隆
中
晚
期

盛
行
的
玉
器
類
型
與
帝
王
品
味
﹀
，
︽
故
宮

學
術
季
刊
︾
第
十
八
卷
第
二
期
，
二○

○
○

年
冬
季
，
頁
六
一—

一
一
六
。

2.  

余
佩
瑾
，
︿
十
全
乾
隆—

清
高
宗
的
藝
術
品

味
特
展
介
紹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三
六
七
期
，
二○

一
三
年
十
月
，
頁
十
二
。

3.  

康
無
為
︵H

a
ro

ld
 K

a
h

n

︶
，
︿
帝
王
品

味
：
乾
隆
朝
的
宏
偉
氣
象
與
異
國
奇
珍
﹀
，

︽
讀
史
偶
得
：
學
術
演
講
三
篇
︾
，
收
錄
於

中
研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演
講
集
︵
一
︶
，
臺

北
：
中
研
院
近
史
所
，
一
九
九
三
。

年
。
這
是
本
院
所
藏
的
一
組
玉
圭
︵
圖

二
十
︶
，
六
件
共
盛
於
一
匣
內
。
圭
的

兩
側
，
一
邊
琢
有
﹁
大
清
乾
隆
年
製
﹂
，

另
一
側
及
背
面
則
分
別
具
名
﹁
鎮
圭
﹂
、

﹁
躬
圭
﹂
、
﹁
穀
圭
﹂
、
﹁
琰
圭
﹂
、

﹁
瑑
圭
﹂
、
﹁
介
圭
﹂
，
而
盛
裝
的
木
匣

上
則
刻
有
己
巳
年
︵
乾
隆
十
四
年
︶
的
御

製
詩
。
但
不
明
原
因
，
其
詩
並
未
著
錄
於

御
製
詩
文
集
中
。
此
組
玉
圭
的
出
現
，
加

上
乾
隆
十
五
年
左
右
製
作
的
千
字
文
編
號

的
幾
件
﹁
斧
佩
﹂
，
顯
示
乾
隆
早
期
仿
古

玉
器
係
選
擇
從
圭
、
斧
類
者
入
手
。

乾
隆
十
五
年
左
右
製
作
千
字
文
編

號
﹁
斧
佩
﹂
一
事
，
與
乾
隆
皇
帝
最
重

視
、
喜
愛
，
且
被
仿
製
次
數
最
多
的
一
件

玉
器
有
關
。
十
三
年
，
乾
隆
皇
帝
三
十
八

歲
時
，
作
︿
題
黃
色
辟
邪
玉
圭
﹀
詩
。
此

詩
詠
贊
的
對
象
，
即
院
藏
︿
新
石
器
時
代

　

山
東
龍
山
文
化
晚
期
玉
人
面
紋
圭
﹀
。

︵
圖
二
十
一
︶
就
現
今
文
化
資
產
保
存

法
中
古
物
暫
行
分
級
的
原
則
審
視
，
本

件
玉
器
顯
現
重
要
的
時
代
與
區
域
風
格
，

流
傳
久
遠
，
具
有
特
殊
歷
史
、
文
化
、
藝

術
價
值
，
珍
貴
稀
有
，
絕
對
足
以
國
寶
視

之
。
乾
隆
皇
帝
也
一
樣
！
特
別
喜
愛
與
重

視
這
件
他
稱
為
﹁
黃
色
辟
邪
玉
圭
﹂
的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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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來有自—乾隆皇帝青壯期的玉器觀點

展場巡禮

C

M

Y

CM

MY

CY

CMY

K

故宮ad-fa.pdf   1   2013/11/19   下午6: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