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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雙
十
國
慶　

故
宮
創
建

一
九
一
一
年
，
孫
中
山
先
生
領
導

的
革
命
軍
推
翻
滿
清
帝
國
，
建
立
中
華
民

國
，
一
九
二
四
年
滿
清
最
後
一
位
皇
帝
溥

儀
︵
在
位
一
九○

九∼

一
九
一
一
︶
遷
出

北
京
皇
宮
紫
禁
城
，
皇
室
收
藏
全
部
歸
民

國
政
府
所
有
，
由
攝
政
內
閣
成
立
﹁
清
室

皇
室
珍
藏　

文
物
精
粹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歷
史
與
典
藏
淵
源

何
傳
馨

善
後
委
員
會
﹂
，
清
查
登
錄
宮
中
各
處
所

貯
物
品
，
將
各
宮
殿
按
千
字
文
編
字
，

宮
殿
內
的
箱
廚
編
號
，
箱
廚
內
文
物
編

分
號
，
一
一
登
錄
。
一
九
二
五
年
委
員
會

決
議
仿
照
歐
洲
國
家
，
如
法
國
羅
浮
宮
博

物
館
、
德
國
皇
宮
博
物
館
，
以
皇
室
收
藏

的
文
物
，
成
立
﹁
故
宮
博
物
院
﹂
，
於
十

月
十
日
國
慶
日
舉
行
成
立
大
典
，
闢
古
物

書
畫
陳
列
室
、
圖
書
陳
列
室
、
文
獻
陳
列

室
，
首
度
開
放
民
眾
參
觀
。
自
此
，
典
藏

於
清
宮
，
並
溯
源
於
千
餘
年
以
來
中
國
皇

室
的
收
藏
，
由
帝
王
一
己
之
私
，
公
開
於

全
民
，
成
為
全
人
類
共
享
的
文
化
資
產
。

故
宮
成
立
之
前
，
政
府
於
一
九
一
四

故
宮
博
物
院
成
立
於
一
九
二
五
年
，
如
今
將
邁
入
九
十
年
，
故
宮
的
歷
史
、
定
位
與
中
華
民
國
的

誕
生
及
發
展
有
密
不
可
分
的
關
係
。
故
宮
的
典
藏
承
自
清
代
宮
廷
，
匯
集
宋
、
元
、
明
歷
朝
皇
帝

的
收
藏
，
在
一
千
餘
年
朝
代
更
替
中
，
帝
王
的
文
物
收
藏
與
政
權
移
轉
息
息
相
關
，
是
歷
史
洪
流

中
，
留
下
的
珍
貴
文
化
遺
產
。
本
文
為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出
版
﹁
神
品
至
寶
﹂
展
圖
錄
總
論
，
先

於
本
刊
赴
日
展
專
輯
刊
登
，
以
饗
讀
者
。

（上）　1925年故宮博物院創建時之全景
（下）　國立故宮博物院今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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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年
在
紫
禁
城
外
朝
設
立
古
物
陳
列
所
，
掌

管
熱
河
及
瀋
陽
兩
處
清
代
宮
殿
內
貯
藏
及

陳
設
的
古
物
。
部
分
文
物
後
來
隨
故
宮
文

物
經
歷
了
一
段
遷
運
的
過
程
，
一
九
六
五

年
也
併
入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典
藏
。

一
九
二
八
年
國
民
革
命
軍
北
伐
成

功
，
統
一
全
國
，
國
民
政
府
接
管
北
京
，

將
清
皇
朝
帝
都
北
京
改
為
北
平
市
。
故
宮

博
物
院
直
屬
於
國
民
政
府
，
由
﹁
故
宮

博
物
院
理
事
會
﹂
監
督
，
陸
續
增
闢
陳
列

室
，
擴
充
展
覽
內
容
，
包
括
歷
朝
書
畫
、

瓷
器
、
青
銅
器
、
玉
器
、
珍
玩
、
雕
刻
、

織
繡
、
圖
書
、
奏
摺
檔
案
等
。

日
軍
侵
華　

文
物
南
遷

一
九
三
一
年
日
本
發
動
九
一
八
事

變
，
侵
佔
東
北
三
省
，
北
平
情
勢
危
急
，

為
避
免
文
物
受
到
戰
爭
的
破
壞
，
故
宮

理
事
會
開
始
籌
劃
選
擇
院
藏
古
物
、
圖

書
、
文
獻
等
文
物
精
品
，
裝
箱
貯
藏
，
準

備
遷
運
。
一
九
三
三
年
，
日
軍
陷
山
海

關
，
故
宮
理
事
會
決
議
文
物
分
為
五
批

南
遷
到
上
海
租
界
，
其
中
故
宮
文
物
一
萬

三
千
四
百
九
十
一
箱
，
北
平
古
物
陳
列
所

等
典
藏
文
物
六
千
零
六
十
六
箱
，
總
共

南
運
文
物
一
萬
九
千
五
百
五
十
七
箱
。

一
九
三
四
年
二
月
國
民
政
府
公
布
﹁
國
立

北
平
故
宮
博
物
院
暫
行
組
織
條
例
﹂
，
故

宮
改
隸
行
政
院
，
並
展
開
存
滬
文
物
清

點
，
編
錄
為
︽
存
滬
文
物
點
收
清
冊
︾
。

這
批
文
物
於
一
九
三
六
年
遷
運
到
在
南
京

朝
天
宮
興
建
的
故
宮
博
物
院
分
院
保
存

庫
。
這
段
期
間
，
為
提
昇
西
方
人
士
對
中

國
文
化
藝
術
的
認
識
，
故
宮
應
英
國
皇
家

藝
術
學
院
的
邀
請
，
於
一
九
三
五
年
選
擇

存
滬
文
物
七
百
三
十
五
件
參
加
皇
家
藝
術

學
院
百
靈
頓
廳
舉
辦
的
﹁
倫
敦
中
國
藝
術

國
際
展
覽
會
﹂
。

一
九
三
七
年
發
生
蘆
溝
橋
事
件
，

日
軍
侵
華
野
心
顯
露
，
南
京
情
勢
危
急
，

故
宮
文
物
再
分
批
，
經
由
三
條
路
線
輾
轉

遷
運
到
四
川
巴
縣
︵
第
一
批
八
十
箱
︶
、

樂
山
︵
第
二
批
九
千
三
百
三
十
一
箱
︶
、

峨
嵋
︵
第
三
批
七
千
二
百
八
十
八
箱
︶
，

於
當
地
成
立
辦
事
處
管
理
南
遷
文
物
。

一
九
四
五
年
抗
戰
勝
利
，
故
宮
文
物
再
從

巴
縣
、
樂
山
、
峨
嵋
復
運
到
重
慶
，
於

一
九
四
七
年
底
運
回
南
京
。
隨
故
宮
文
物

南
遷
的
北
平
古
物
陳
列
所
文
物
移
交
南
京

中
央
博
物
院
，
於
一
九
四
八
年
，
兩
院
舉

辦
聯
合
大
展
。

國
共
戰
爭　

文
物
遷
臺

對
日
抗
戰
結
束
不
久
，
又
爆
發
國

共
內
戰
。
一
九
四
八
年
九
月
間
，
戰
火
逼

近
南
京
，
故
宮
常
務
理
事
會
及
中
央
博
物

院
理
事
會
決
定
挑
選
文
物
精
品
，
分
三

梯
次
疏
運
到
臺
灣
。
運
抵
臺
灣
的
文
物
共

三
千
八
百
二
十
四
箱
，
先
存
放
在
臺
中
糖

廠
，
隨
後
於
一
九
五○

年
移
貯
到
臺
中
縣

霧
峰
鄉
吉
峰
村
︵
北
溝
︶
新
建
的
庫
房
，

由
兩
院
聯
合
管
理
處
共
同
管
理
，
進
行
遷

臺
文
物
的
清
點
、
編
目
、
出
版
及
研
究
等

工
作
，
並
於
一
九
五
七
年
成
立
陳
列
室
，

開
放
民
眾
參
觀
展
覽
。
期
間
國
內
外
中
國

藝
術
史
學
者
及
博
物
館
研
究
人
員
，
也
紛

紛
到
此
研
究
故
宮
文
物
，
這
批
幾
經
波

折
，
艱
辛
遷
運
來
臺
的
珍
貴
文
物
，
開
啟

學
界
研
究
中
國
藝
術
史
的
新
里
程
。

故
宮
文
物
在
臺
暫
且
安
頓
後
，

一
九
六○

年
應
美
國
政
府
邀
請
，
籌
劃

﹁
中
國
古
藝
術
品
赴
美
展
覽
﹂
，
選
擇
九

大
類
二
百
五
十
三
組
件
，
於
一
九
六
一
年

至
一
九
六
二
年
間
，
巡
迴
華
府
國
家
藝
術

博
物
館
、
紐
約
大
都
會
博
物
館
、
波
士
頓

美
術
館
、
芝
加
哥
藝
術
博
物
館
、
舊
金
山

狄
揚
紀
念
博
物
館
五
大
博
物
館
展
出
。
此

次
展
出
，
不
僅
促
成
歐
美
人
士
對
中
國
藝

術
的
熱
愛
與
認
識
，
也
吸
引
許
多
西
方
學

者
投
入
中
國
考
古
與
藝
術
史
研
究
，
後
來

成
為
多
數
收
藏
中
國
藝
術
文
物
的
博
物
館

及
中
國
考
古
與
藝
術
史
學
界
的
主
持
者
。

臺
北
新
館　

 

擴
建
發
展

從
一
九
六
五
年
新
館
建
成
，
到
二

○
○

六
年
間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分
別
於

一
九
六
七
年
、
一
九
七
一
年
、
一
九
八
四

年
、
一
九
九
五
年
、
二○

○

六
年
，
經
歷

五
次
擴
建
，
始
有
今
日
所
見
規
模
，
此
外

也
於
二○

○

四
年
開
始
籌
建
南
部
分
院
。

南
院
位
在
臺
灣
南
部
嘉
義
縣
，
預
定
二○

一
五
年
底
開
館
，
定
位
為
亞
洲
藝
術
文
化

博
物
館
，
以
本
院
文
物
為
基
礎
，
擴
展
為

亞
洲
各
國
佛
教
、
織
品
、
陶
瓷
、
玉
器
、

茶
文
化
等
典
藏
與
展
示
，
並
舉
辦
國
際
借

展
，
藉
以
帶
動
臺
灣
南
部
文
化
及
觀
光
的

發
展
。臺

北
復
院
之
後
，
在
文
物
清
點
、

編
目
、
文
物
徵
集
、
展
覽
、
出
版
、
學
術

研
究
、
教
育
推
廣
及
國
際
文
化
交
流
等
方

面
，
均
有
顯
著
成
績
。
來
臺
後
新
購
藏
、

各
界
捐
贈
及
寄
存
文
物
大
量
增
加
，
豐
富

既
有
典
藏
，
至
二○

一
三
年
總
清
點
，
計

有
六
十
九
萬
六
千
二
百
九
十
五
件
。
展
覽

以
多
元
內
容
呈
現
，
除
了
以
材
質
區
分
的

玉
器
、
青
銅
器
、
陶
瓷
、
雕
刻
、
珍
玩
、

書
法
、
繪
畫
、
圖
書
、
文
獻
檔
案
等
，

並
規
畫
各
類
專
題
展
及
綜
合
型
特
展
；
大

故
宮
在
北
溝
，
地
處
偏
僻
，
交
通
不

便
，
保
存
重
於
展
示
，
因
此
於
一
九
六
四

年
開
始
在
臺
北
近
郊
外
雙
溪
籌
建
新
館
，

明
年
八
月
完
工
，
文
物
由
臺
中
運
抵
新

館
，
十
一
月
，
於
國
父
孫
中
山
先
生
百
年

誕
辰
紀
念
日
，
舉
行
新
館
落
成
典
禮
，
蔣

總
統
親
題
﹁
紀
念
國
父
百
年
誕
辰—

中
山

博
物
院
﹂
門
額
；
同
時
修
訂
組
織
章
程
，

正
式
定
名
為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
以

整
理
、
保
管
、
展
出
故
宮
博
物
院
及
中
央

博
物
院
所
藏
歷
代
文
物
，
並
加
強
中
國
古

代
文
化
藝
術
之
研
究
為
設
置
宗
旨
。

圖一　宋徽宗坐像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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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型
綜
合
特
展
依
展
覽
主
軸
架
構
向
國
際
或

中
國
大
陸
博
物
館
商
借
文
物
，
使
展
覽
內

容
更
為
豐
富
完
整
。
另
外
也
與
國
內
策
展

單
位
合
作
，
引
進
國
外
重
要
藝
術
博
物
館

格
，
畫
作
︿
蠟
梅
山
禽
﹀
軸
具
體
呈
現
詩

書
畫
三
絕
的
藝
術
理
想
，
︿
溪
山
秋
色

圖
﹀
軸
空
靈
的
意
境
，
則
開
啟
了
南
宋
繪

畫
重
視
詩
情
畫
意
的
新
局
。

徽
宗
也
雅
好
古
器
物
，
內
廷
典
藏

豐
贍
；
宣
和
五
年
至
七
年
︵
一
一
二
三∼

一
一
二
五
︶
敕
編
︽
宣
和
博
古
圖
錄
︾
，

收
錄
內
府
八
百
餘
件
青
銅
器
，
以
圖
繪
方

式
記
錄
所
藏
，
至
今
在
故
宮
仍
可
見
到
遺

存
。
此
外
，
北
宋
朝
廷
抑
武
尚
文
，
隨
著

文
化
與
生
活
品
質
提
昇
，
各
地
瓷
器
工
藝

愈
為
精
詣
且
具
有
地
方
特
色
，
朝
廷
重
視

下
，
河
北
定
州
白
瓷
、
陝
西
耀
州
青
瓷
、

江
西
饒
州
青
白
瓷
、
福
建
建
州
黑
瓷
，
紛

然
進
御
，
本
院
今
日
所
藏
均
奠
基
於
此
。

此
外
，
徽
宗
時
期
更
在
汝
州
燒
造
出
釉
色

天
青
溫
潤
且
微
具
天
然
開
片
、
造
形
簡
鍊

柔
和
的
汝
窯
青
瓷
，
存
世
稀
少
，
在
瓷
器

美
學
上
具
有
典
範
地
位
。

一
一
二
七
年
，
興
起
於
東
北
方
的
金

朝
︵
一
一
一
五∼

一
二
三
四
︶
，
攻
陷
北

宋
首
都
汴
京
，
皇
室
收
藏
易
主
，
大
部
分

被
運
到
燕
京
︵
今
北
京
︶
，
成
為
金
朝
皇

帝
的
收
藏
，
如
前
述
唐
摹
王
羲
之
︿
遠
宦

帖
﹀
卷
即
有
金
章
宗
︵
一
一
九○

∼

一
二

○

八
在
位
︶
的
鑑
藏
印
記
。
不
過
戰
亂
中

許
多
文
物
遭
受
毀
損
或
流
散
民
間
。
南
宋

偏
安
江
南
，
高
宗
趙
構
︵
一
一
二
七∼

一
一
六
二
在
位
︶
承
襲
宮
廷
傳
統
，
從
民

間
徵
集
流
散
的
書
畫
，
並
透
過
與
金
人
交

易
，
換
取
舊
藏
文
物
，
恢
復
部
分
宮
廷
收

藏
，
五
代
南
唐
巨
然
︿
蕭
翼
賺
蘭
亭
圖
﹀

軸
及
宋
人
︿
江
帆
山
市
﹀
卷
即
為
當
時
紹

興
內
府
所
藏
。
另
外
由
臣
工
進
獻
之
物
，

珍
藏
，
舉
辦
西
洋
藝
術
展
，
以
拓
展
觀
眾

視
野
。
另
外
也
於
美
國
︵
一
九
九
六
︶
、

法
國
︵
一
九
九
八
︶
、
德
國
︵
二
○
○

三
︶
、
奧
地
利
︵
二
○
○
八
︶
舉
行
文
物

精
品
特
展
。
如
今
經
過
多
年
策
劃
，
在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及
九
州
國
立
博
物
館
舉
辦

﹁
台
北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神
品
至

寶—

展
﹂
，
展
出
二
百
三
十
一
組
件
院
藏

文
物
珍
品
，
這
是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首
次
在

亞
洲
國
家
舉
辦
大
型
綜
合
特
展
。
基
於
中

華
民
國
與
日
本
文
化
交
流
合
作
關
係
，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及
九
州
國
立
博
物
館
也
回

饋
﹁
日
本
美
術
之
最
﹂
特
展
，
將
於
二○

一
六
年
在
故
宮
南
院
展
出
。

皇
室
珍
藏　

文
物
精
粹

故
宮
文
物
承
繼
清
宮
皇
室
珍
藏
，

匯
聚
了
宋
、
元
、
明
歷
代
皇
室
與
重
要
私

人
鑑
藏
家
的
收
藏
。
宋
代
以
前
皇
室
收
藏

狀
況
現
今
只
能
從
零
星
的
史
籍
文
獻
略
知

一
二
，
到
宋
代
︵
九
六○

∼

一
二
七
九
︶

已
有
傳
世
遺
物
可
資
印
證
，
尤
其
是
北
宋

末
，
號
稱
﹁
天
下
一
人
﹂
的
徽
宗
︵
一
一

○

一∼

一
一
二
五
在
位
︶
最
具
典
型
︵
圖

一
︶
，
他
在
位
期
間
，
對
於
宮
廷
收
藏

如
商
周
鼎
彝
、
汝
窯
器
及
漆
器
、
玉
器
、

金
器
等
，
也
逐
漸
充
實
府
庫
典
藏
。

南
宋
定
都
杭
州
後
，
重
建
畫
院
，

在
皇
室
倡
導
下
，
宮
廷
畫
家
從
事
宮
觀
、

官
署
壁
障
、
屏
風
等
裝
飾
圖
畫
，
傳
承

北
宋
山
水
人
物
、
花
卉
鳥
禽
、
界
畫
樓

閣
等
題
材
的
成
就
，
發
展
出
更
為
精
微

而
富
於
詩
情
畫
意
的
特
色
。
傳
稱
為

重
返
紹
興
畫
院
的
李
唐
所
繪
︿
坐
石
看

雲
﹀
冊
︵
圖
三
︶
，
寧
宗
朝
︵
一
一
九
五

∼

一
二
二
四
︶
畫
師
馬
遠
的
︿
華
燈
侍

宴
圖
﹀
軸
及
兩
幅
桃
花
與
杏
花
冊
頁
小

品
，
李
嵩
的
︿
月
夜
看
潮
圖
﹀
冊
及
︿
市

擔
嬰
戲
﹀
冊
，
理
宗
朝
︵
一
二
二
五∼

一
二
六
四
︶
畫
師
馬
麟
的
︿
靜
聽
松
風
﹀

軸
與
︿
暗
香
疏
影
﹀
冊
，
俱
為
宮
廷
畫
家

奉
旨
所
作
，
成
為
內
府
的
重
要
收
藏
。

南
宋
時
期
在
瓷
器
製
造
上
，
也
反
映

出
與
地
理
環
境
的
關
聯
，
浙
江
官
窯
廠
燒

造
的
瓷
器
，
與
汝
窯
青
瓷
承
緒
相
應
，
不

過
呈
灰
黑
色
的
胎
土
則
顯
示
了
地
方
的
特

色
，
︿
官
窯
青
瓷
葵
花
式
盤
﹀
釉
色
清
澈

勻
潤
，
釉
層
中
透
露
如
冰
裂
般
的
紋
路
，

後
人
以
﹁
冰
裂
鱔
血
﹂
形
容
，
反
映
出
帝

王
獨
特
的
藝
術
好
尚
。

圖二　宋代墨寶　冊 　宋徽宗　書牡丹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三　藝苑藏真（上）　冊 　（傳）宋李唐　坐石看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七
千
餘
件
的
書
法
與
繪
畫
作
品
建
立
有
系

統
的
記
錄
，
留
下
︽
宣
和
書
譜
︾
與
︽
宣

和
畫
譜
︾
兩
本
收
藏
著
錄
，
對
照
著
錄
，

故
宮
多
件
書
畫
可
溯
自
徽
宗
內
府
，
如
唐

摹
王
羲
之
︿
遠
宦
帖
﹀
卷
，
著
錄
於
︽
宣

和
書
譜
︾
卷
十
五
，
前
黃
絹
隔
水
上
有
徽

宗
瘦
金
書
﹁
晉
王
羲
之
遠
宦
帖
﹂
，
書
幅

四
角
並
鈐
有
皇
帝
的
收
藏
印
記
。
另
如
唐

孫
過
庭
︿
書
譜
﹀
卷
，
著
錄
於
︽
宣
和
書

譜
︾
卷
十
八
，
前
黃
絹
隔
水
有
徽
宗
題
簽

︵
經
過
修
補
描
摹
︶
﹁
唐
孫
過
庭
書
譜
序

下
﹂
，
其
下
及
書
幅
首
尾
也
有
皇
帝
的
收

藏
印
記
。

除
了
收
藏
古
代
文
物
，
宋
代
由
皇

帝
主
導
的
圖
畫
院
吸
引
眾
多
專
業
畫
家

參
與
，
從
事
各
式
題
材
的
創
作
，
留
下
豐

富
可
觀
的
當
代
作
品
，
如
神
宗
朝
︵
一

○

六
八∼

一○

八
五
︶
宮
廷
畫
家
郭
熙

的
︿
早
春
圖
﹀
軸
及
崔
白
的
︿
雙
喜
圖
﹀

軸
，
徽
宗
朝
李
唐
的
︿
萬
壑
松
風
圖
﹀

軸
，
都
是
故
宮
所
藏
赫
赫
有
名
的
畫
作
。

徽
宗
本
人
也
是
書
法
與
繪
畫
的
實
踐
者
，

並
且
引
領
書
法
、
繪
畫
與
詩
結
合
的
風

尚
，
他
以
﹁
瘦
金
書
﹂
寫
的
︿
牡
丹
詩
﹀

冊
︵
圖
二
︶
，
展
現
出
個
人
獨
特
的
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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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七
九
年
蒙
古
人
滅
南
宋
，
皇

室
收
藏
盡
入
元
朝
內
府
，
初
由
秘
書
監
掌

理
圖
籍
、
書
畫
及
古
器
物
等
。
在
大
都
任

官
的
詩
人
與
學
者
王
惲
︵
一
二
二
七∼

一
三○

四
︶
曾
經
寓
目
宮
中
所
藏
書
畫
，

撰
為
︽
書
畫
目
錄
︾
，
提
到
世
祖
至
元

十
三
年
︵
一
二
七
六
︶
冬
天
，
平
定
江
南

後
，
將
圖
書
禮
器
運
送
到
京
師
，
並
詔
許

京
師
官
員
觀
賞
，
王
惲
隨
手
記
錄
了
書
法

一
百
四
十
七
幅
，
繪
畫
八
十
一
幅
，
其
中

就
包
含
了
前
述
唐
孫
過
庭
︿
書
譜
﹀
卷
，

另
有
懷
素
︿
自
敍
帖
﹀
及
宋
代
帝
后
像
，

至
今
均
為
故
宮
重
要
典
藏
。

天
曆
二
年
︵
一
三
二
九
︶
，
受
漢

文
化
薰
陶
的
元
文
宗
︵
圖
四
︶
下
旨
設

置
﹁
奎
章
閣
﹂
，
成
為
皇
家
典
藏
的
機

構
，
其
中
包
括
貯
藏
古
物
的
庫
房
，
奎

章
閣
學
士
官
員
活
動
的
處
所
及
陳
設
祕
玩

古
物
的
廳
堂
。
一
三
四○

年
奎
章
閣
改
為

宣
文
閣
，
後
改
名
端
本
堂
，
奎
章
閣
學
士

虞
集
︵
一
二
七
二∼
一
三
四
八
︶
、
鑑
書

博
士
柯
九
思
︵
一
三
一
二∼

一
三
六
五
︶

及
書
法
家
康
里
巙
巙
︵
一
二
九
五∼

一
三
四
五
︶
、
周
伯
琦
︵
一
二
九
八∼

一
三
六
九
︶
等
均
參
與
規
劃
及
品
鑑
活

動
。
當
時
內
府
所
藏
書
畫
鈐
有
﹁
奎

章
﹂
、
﹁
天
曆
﹂
、
﹁
天
曆
之
寶
﹂
、

﹁
宣
文
閣
寶
﹂
、
﹁
端
本
堂
﹂
等
印
，
以

故
宮
所
藏
書
畫
為
例
，
由
金
內
府
入
藏

者
，
如
五
代
趙
幹
︿
江
行
初
雪
圖
﹀
卷
，

由
南
宋
紹
興
內
府
入
藏
者
，
如
唐
摹
王
羲

之
︿
快
雪
時
晴
帖
﹀
冊
、
徽
宗
︿
蠟
梅
山

禽
圖
﹀
、
五
代
人
︿
秋
林
群
鹿
﹀
軸
及
前

述
五
代
南
唐
巨
然
︿
蕭
翼
賺
蘭
亭
圖
﹀

軸
；
此
外
有
私
人
進
呈
者
，
如
蘇
軾
︿
寒

食
帖
﹀
卷
及
︿
定
武
蘭
亭
真
本
﹀
卷
︵
圖

五
︶
，
後
者
曾
於
天
曆
三
年
︵
一
三
三

○

︶
由
柯
九
思
進
呈
，
文
宗
親
識
﹁
天
曆

之
寶
﹂
還
以
賜
之
。

一
三
六
八
年
興
起
於
南
方
的
朱

元
璋
滅
元
，
建
立
明
朝
︵
一
三
六
八∼

一
六
四
四
︶
，
漢
人
重
掌
政
權
，
元
代
皇

室
文
物
也
盡
歸
明
朝
內
府
。
洪
武
初
年
由

掌
管
書
畫
庫
的
典
禮
紀
察
司
點
驗
文
物
，

以
書
畫
與
帳
冊
合
縫
鈐
蓋
﹁
典
禮
紀
察
司

印
﹂
︵
圖
六
︶
，
因
此
在
畫
幅
上
留
下
左

半
邊
印
文
，
通
稱
﹁
司
印
半
印
﹂
，
如
五

代
梁
關
仝
︿
秋
山
晚
翠
﹀
軸
、
宋
燕
文
貴

︿
溪
山
樓
觀
﹀
軸
及
前
述
五
代
南
唐
巨
然

︿
蕭
翼
賺
蘭
亭
圖
﹀
軸
、
宋
人
︿
江
帆
山

市
﹀
卷
，
皆
有
此
印
，
可
藉
以
考
察
由

宋
、
元
至
明
初
皇
家
收
藏
的
源
流
。

明
代
仿
宋
代
圖
畫
院
之
制
，
徵
召

畫
家
入
宮
任
職
，
宣
德
、
成
化
、
弘
治
三

朝
，
宮
廷
繪
畫
最
盛
，
並
與
浙
派
繪
畫
結

合
，
成
為
十
五
至
十
六
世
紀
前
期
繪
畫
主

流
，
故
宮
收
藏
中
，
此
一
時
期
宮
廷
畫
家

作
品
十
分
豐
富
，
花
鳥
畫
家
如
邊
文
進
、

呂
紀
、
林
良
，
山
水
畫
如
戴
進
、
鍾
禮
、

王
諤
、
朱
端
、
吳
偉
等
，
均
有
重
要
作
品

由
明
代
宮
廷
流
傳
至
今
。

書
畫
之
外
，
明
代
宮
廷
在
瓷
器
、
漆

器
及
琺
瑯
工
藝
方
面
，
成
就
非
凡
。
江
西

景
德
鎮
御
窯
廠
燒
造
的
青
花
、
甜
白
、
寶

石
紅
、
鬥
彩
及
五
彩
瓷
器
，
均
具
有
獨
創

的
工
藝
特
色
，
大
量
的
供
應
官
府
及
內
廷

需
用
。
如
︿
永
樂
青
花
龍
紋
天
球
瓶
﹀
、

︿
宣
德
寶
石
紅
僧
帽
壺
﹀
、
︿
成
化
鬥
彩

波
濤
天
馬
紋
蓋
罐
﹀
，
均
為
宮
廷
府
庫
傳

世
名
品
，
外
間
罕
有
。
漆
器
製
作
是
歷
史

悠
久
的
傳
統
工
藝
，
自
宋
以
來
，
雕
作
漆

圖四　元代帝半身像　冊　元文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五　定武蘭亭真本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藝
及
樣
式
繁
盛
，
為
宮
廷
重
要
器
用
之

一
。
如
﹁
剔
紅
﹂
一
法
，
據
明
人
記
載
，

需
至
少
漆
朱
三
十
六
遍
，
並
經
過
繁
複
考

究
的
工
序
，
始
能
呈
現
圓
潤
典
雅
之
美
，

︿
永
樂
剔
紅
漆
花
卉
瓶
﹀
即
為
典
型
的
例

子
，
為
明
清
宮
廷
所
寶
愛
，
也
類
同
於
贈

送
日
本
室
町
時
代
的
國
禮
。
而
多
色
漆
層

重
疊
髹
塗
再
分
層
剔
刻
取
色
的
﹁
剔
彩
﹂

漆
藝
，
如
︿
嘉
靖
剔
彩
漆
九
龍
圓
盤
﹀

︵
圖
七
︶
，
為
繁
複
細
膩
的
工
巧
之
作
，

色
彩
豔
麗
。

一
六
四
四
年
，
滿
洲
大
軍
入
關
，

定
都
北
京
，
建
立
清
朝
︵
一
六
四
四∼

一
九
一
一
︶
，
接
收
明
朝
內
府
所
藏
，
在

聖
祖
康
熙
皇
帝
︵
一
六
六
二∼

一
七
二
二

在
位
︶
、
世
宗
雍
正
皇
帝
︵
一
七
二
三

∼

一
七
三
五
在
位
︶
、
高
宗
乾
隆
皇
帝

︵
一
七
三
六∼

一
七
九
五
在
位
︶
的
經

營
下
︵
圖
八
︶
，
內
府
典
藏
更
較
明
代
豐

盛
，
經
由
臣
工
獻
納
、
朝
廷
出
資
徵
購
或

查
抄
不
法
者
家
藏
，
以
及
宮
廷
造
辦
處
雲

集
南
北
工
匠
競
技
，
奉
旨
創
製
各
式
器

用
，
或
用
於
宮
殿
廳
堂
陳
設
，
或
收
貯
於

內
廷
齋
室
把
玩
，
包
括
琺
瑯
器
、
漆
器
、

玉
器
、
玻
璃
器
、
琺
瑯
彩
瓷
及
文
玩
雕

圖六　典禮紀察司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五代梁關仝〈秋山晚翠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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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
，
成
為
今
日
故
宮
典
藏
的
直
接
來
源
。

有
的
精
雅
器
玩
，
如
︿
雍
正
琺
瑯
彩
孔
雀

紋
碗
﹀
︵
圖
九
︶
，
內
廷
畫
工
精
繪
，
自

初
便
僅
製
作
一
對
，
裝
匣
收
藏
，
視
如
限

量
的
藝
術
品
；
有
的
材
質
，
僅
由
內
廷
掌

理
，
如
︿
康
熙
松
花
石
甘
瓜
硯
﹀
，
石
材

取
自
滿
洲
龍
興
之
地
，
巧
製
為
硯
，
專
供

御
用
。
清
宮
還
集
合
細
緻
巧
玩
，
製
作
多

寶
盒
匣
，
屜
格
設
計
機
巧
，
另
見
收
納
尋

覓
的
妙
趣
。

前
述
五
代
梁
關
仝
︿
秋
山
晚
翠
﹀

軸
、
五
代
南
唐
巨
然
︿
蕭
翼
賺
蘭
亭
圖
﹀

軸
及
宋
蘇
軾
︿
寒
食
帖
﹀
卷
，
均
為
由
元

入
明
內
府
，
後
來
散
落
在
民
間
，
入
清

畫
、
書
札
卷
冊
等
，
經
私
人
藏
家
組
合
重

裝
，
入
清
後
保
留
原
貌
或
再
拆
裝
，
皇
帝

親
書
題
簽
，
或
於
對
幅
題
寫
詩
文
，
成

為
皇
室
收
藏
的
特
殊
面
貌
。
乾
隆
八
年

︵
一
七
四
三
︶
至
嘉
慶
二
十
一
年
︵
一
八 

一
六
︶
，
皇
帝
敕
命
纂
輯
︽
石
渠
寶
笈
︾

與
︽
秘
殿
珠
林
︾
書
畫
目
錄
各
三
編
，
收

錄
約
七
千
餘
件
書
畫
作
品
，
這
些
作
品
大

以
後
，
重
回
清
宮
。
其
他
明
末
清
初
大
收

藏
家
如
項
元
汴
︵
一
五
二
五∼

一
五
九

○

︶
、
吳
廷
︵
十
六
世
紀
後
半
︶
、
宋

犖
︵
一
六
三
四∼

一
七
一
三
︶
、
耿
昭

忠
︵
一
六
四○

∼

一
六
八
六
︶
、
安
岐

︵
一
六
八
三∼

約
一
七
四
六
︶
等
收
藏

在
清
初
大
多
徵
入
內
府
，
宋
代
名
家
繪

致
均
鈐
有
數
方
皇
帝
的
鑑
藏
璽
印
。

另
外
乾
隆
皇
帝
也
進
行
宮
廷
所
藏

青
銅
古
器
、
古
硯
鑑
識
、
繪
製
圖
說
、
裝

幀
收
藏
，
纂
輯
為
︽
西
清
古
鑑
︾
、
︽
西

清
硯
譜
︾
等
目
錄
。
善
本
舊
籍
亦
為
清

宮
珍
藏
之
主
要
類
別
，
包
括
歷
代
珍
貴
刊

本
、
活
字
本
、
名
家
批
校
本
、
稿
本
、
舊

鈔
本
、
清
代
大
規
模
編
修
刊
印
的
圖
書
、

精
緻
莊
嚴
的
佛
經
寫
本
，
以
及
明
清
輿

圖
、
私
家
藏
書
等
，
不
乏
流
傳
絕
少
的

孤
本
秘
笈
，
乾
隆
四
十
年
︵
一
七
七
五
︶

高
宗
命
將
內
府
善
本
圖
書
輯
為
︽
天
祿
琳

瑯
書
目
︾
︵
圖
十
︶
；
乾
隆
三
十
八
年
至

四
十
六
年
︵
一
七
七
三∼

一
七
八
一
︶
高

宗
匯
集
天
下
圖
書
，
動
員
朝
廷
儒
臣
纂
修

︽
四
庫
全
書
︾
，
同
時
擷
取
精
華
，
繕
為

︽
四
庫
薈
要
︾
，
不
僅
象
徵
皇
室
的
文
化

事
業
，
也
成
為
傳
統
文
化
知
識
的
淵
藪
，

至
今
均
為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重
要
典

藏
。

本
文
器
物
及
圖
書
文
獻
部
分
承
蔡
玫
芬
、
宋
兆
霖
處
長

增
修
，
謹
誌
。

作
者
為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副
院
長

圖七　明　嘉靖　剔彩漆九龍圓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清高宗御製詩集》　乾隆畫像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清　雍正　琺瑯彩孔雀紋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天祿琳琅書目》　清乾隆間內府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