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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蘇州版畫仕女圖與法國時尚版畫

學與思

十
五
世
紀
地
理
大
發
現
開
啟
了
東
、

西
方
交
通
之
門
。
自
從
一
五
一
六
年
葡
萄

牙
人
遣
使
來
華
之
後
，
其
他
歐
洲
人
也
接

踵
而
至
，
促
進
了
中
國
與
西
方
直
接
的
接

觸
。
隨
著
海
運
的
發
展
、
貿
易
的
繁
榮
，

文
化
交
流
也
隨
之
展
開
。
十
八
世
紀
生
產

於
蘇
州
的
木
刻
版
畫
，
見
證
了
在
此
種
時

空
背
景
之
下
，
中
、
西
文
化
藝
術
交
流
的

十
八
世
紀
蘇
州
版
畫
仕
女
圖

　
　

與
法
國
時
尚
版
畫

徐
文
琴

具
體
成
果
與
現
象
。

蘇
州
是
中
國
江
南
的
一
座
歷
史
名

城
，
當
地
風
景
優
美
，
物
富
民
豐
，
享

有
﹁
上
有
天
堂
，
下
有
蘇
杭
﹂
的
美
譽
。

由
於
其
深
厚
的
文
化
傳
統
，
蘇
州
向
有

藏
書
、
刻
書
的
風
氣
，
出
版
品
以
質
地

精
緻
為
人
所
稱
道
。
入
清
︵
一
六
四
四

∼

一
九
一
一
︶
以
後
，
金
陵
、
徽
州
、
杭

州
、
建
安
等
明
代
刻
版
中
心
都
同
時
衰
微

沒
落
，
唯
獨
蘇
州
一
枝
獨
秀
，
在
清
朝
前

期
日
益
繁
榮
，
達
到
黃
金
時
期
。
道
光

︵
一
八
二
一

∼

一
八
五○

︶
年
間
以
後
，

蘇
州
版
畫
製
作
呈
現
衰
頹
之
勢
，
用
於
年

節
裝
飾
的
木
版
年
畫
一
變
成
為
蘇
州
版
畫

的
主
要
形
式
，
與
北
方
天
津
的
楊
柳
青
年

畫
並
稱
。

十
八
世
紀
蘇
州
﹁
洋
風
版
畫
﹂
中
有
內
容
豐
富
的
﹁
仕
女
圖
﹂
，
表
現
穿
著
華
麗
的
時
裝
，
從
事

日
常
生
活
百
態
的
都
市
女
性
。
此
類
﹁
仕
女
圖
﹂
的
刻
繪
具
有
立
體
感
、
現
實
感
，
但
同
時
也
沒

有
喪
失
傳
統
女
性
婉
約
動
人
之
美
，
具
有
很
大
的
藝
術
感
染
力
及
影
響
力
。
本
文
擇
例
將
十
七
世

紀
末
法
國
﹁
時
尚
版
畫
﹂
與
受
其
影
響
的
蘇
州
﹁
洋
風
版
畫
﹂
仕
女
圖
做
比
較
分
析
，
並
討
論
此

時
東
、
西
方
婦
女
角
色
的
變
化
與
社
會
地
位
提
升
的
情
形
，
以
增
加
對
於
此
類
版
畫
的
欣
賞
以
及

當
時
﹁
西
畫
東
漸
﹂
現
象
的
了
解
。

清
初
及
乾
隆
︵
一
七
三
六

∼

一
七 

九
五
︶
盛
世
時
期
，
蘇
州
製
作
出
版
了
尺
寸

巨
大
，
不
附
屬
於
書
籍
插
圖
的
單
幅
版
畫

作
品
。
這
一
類
版
畫
版
面
有
的
大
至
九
十

至
一○

五
公
分
高
，
五
十
至
五
十
五
公
分

寬
，
在
世
界
版
畫
史
上
屬
於
十
分
罕
見
的
大

作
品
。
這
類
版
畫
風
格
上
最
大
的
特
色
是

以
木
版
畫
模
仿
西
洋
銅
版
畫
的
肌
理
、
質

感
，
並
且
在
傳
統
的
中
國
畫
形
式
之
中
參
用

了
西
洋
藝
術
的
透
視
法
、
明
暗
陰
影
法
，
表

達
遠
近
及
立
體
感
，
形
成
一
種
特
殊
的
﹁
仿

泰
西
筆
法
﹂
、
﹁
仿
泰
西
筆
意
﹂
，
中
、
西

圖一　 清早期　畫店不詳　旗女娛琴圖　墨版套色敷彩版畫　中堂　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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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術
融
合
並
用
的
類
別
，
被
稱
為
﹁
洋
風
版

畫
﹂
或
﹁
姑
蘇
版
﹂
︵
姑
蘇
是
蘇
州
的
古

名
︶
。
︵
註
一
︶

它
們
的
製
作
十
分
精
美
、

鐫
刻
技
法
變
化
多
端
，
並
且
種
類
多
樣
，
有

墨
印
、
濃
淡
二
墨
印
、
彩
印
、
先
套
印
再
筆

彩
等
多
種
。
乾
隆
中
期
以
後
，
受
到
國
內
外

經
濟
、
社
會
情
況
改
變
的
影
響
，
此
種
大
型

洋
風
版
畫
逐
漸
消
失
，
終
至
匿
跡
。
目
前
此

種
以
木
刻
版
畫
模
仿
銅
版
畫
的
製
作
技
法
已

經
失
傳
，
而
且
此
類
洋
風
版
畫
絕
大
多
數

收
藏
在
國
外
，
如
日
本
、
英
、
德
等
地
。

洋
風
版
畫
仕
女
圖
題
材
豐
富

﹁
洋
風
版
畫
﹂
作
品
題
材
新
穎
而

多
樣
，
內
容
包
括
了
城
市
風
光
、
名
勝
古

蹟
、
戲
曲
故
事
，
吉
祥
祈
福
以
及
美
人
、

娃
娃
等
。
其
中
﹁
仕
女
圖
﹂
數
量
可
觀
，

是
最
重
要
的
題
材
之
一
。
﹁
仕
女
圖
﹂
是

中
國
繪
畫
的
重
要
題
材
，
起
源
很
早
，
到

了
唐
朝
成
為
獨
立
的
畫
科
，
十
分
盛
行
。

其
內
容
專
門
描
繪
貴
族
婦
女
，
是
上
層
婦

女
閨
閣
生
活
的
寫
照
。
到
了
宋
代
，
仕
女

畫
的
範
圍
開
始
不
僅
僅
限
於
上
層
社
會

的
貴
族
婦
女
，
而
泛
指
﹁
美
人
﹂
，
對
於

仕
女
畫
的
要
求
也
逐
漸
從
德
行
轉
向
欣
賞

性
。
明
清
時
期
仕
女
畫
的
內
容
得
到
極
大

的
發
展
，
專
畫
貴
族
婦
女
的
侷
限
已
完
全

被
打
破
，
無
論
宮
廷
貴
族
、
大
家
閨
秀
、

小
家
碧
玉
、
蓬
門
荊
釵
，
甚
至
歌
妓
舞
娘

都
為
畫
家
表
現
的
題
材
，
從
而
也
擴
展
了

仕
女
畫
的
概
念
。
︵
註
二
︶

早
期
民
間
版
畫
中
﹁
仕
女
﹂
似
乎
並

不
是
一
個
重
要
的
題
材
，
雖
然
早
在
金
朝

︵
一
一
一
五

∼

一
二
三
四
︶
就
有
刻
繪
相

當
精
美
的
︿
四
美
圖
﹀
的
印
製
。
︵
註
三
︶

明
朝
隆
慶
、
萬
曆
以
來
興
起
的
小
說
、
戲

曲
插
圖
中
出
現
了
女
主
角
的
半
身
及
全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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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
照
﹂
，
以
及
依
故
事
情
節
發
展
而

來
的
﹁
美
人
圖
﹂
︵
即
﹁
仕
女
圖
﹂
︶
。

晚
明
及
清
朝
人
士
喜
好
為
名
妓
美
女
傳

神
寫
照
，
刊
刻
為
圖
冊
，
因
之
明
刊
︽
青

樓
韻
語
︾
、
︽
閒
情
女
肆
︾
，
清
康
熙
間

刊
︽
吳
姬
百
媚
︾
，
乾
隆
刊
︽
百
美
圖

詠
︾
，
光
緒
十
八
年
︵
一
八
九
二
︶
︽
秦

淮
八
艷
圖
詠
︾
等
版
畫
插
圖
應
運
而
生
。

單
幅
版
畫
中
，
在
所
謂
﹁
年
畫
﹂
主
要
產

地
的
天
津
楊
柳
青
、
蘇
州
桃
花
塢
、
山
東

濰
縣
等
地
有
大
量
的
生
產
，
風
格
各
不
相

同
，
並
以
蘇
州
桃
花
塢
所
產
最
具
特
色
。

姑
蘇
版
﹁
仕
女
圖
﹂
並
非
穿
著
古
裝
的
歷

史
或
文
學
作
品
中
人
物
，
而
是
穿
著
華
麗

時
裝
的
城
市
女
性
。
她
們
正
在
從
事
涉
及

生
活
個
個
層
面
的
活
動
，
如
織
布
、
裁

縫
、
教
學
、
讀
書
、
賦
詩
、
著
棋
、
演
奏

音
樂
︵
圖
一
︶
、
賞
花
、
弄
狗
、
遊
戲
、

吃
煙
︵
圖
四
︶
等
，
風
格
寫
實
而
富
有
生

活
氣
息
。
這
種
表
現
現
實
生
活
中
城
市
婦

女
百
態
的
圖
像
無
論
在
風
格
、
技
法
或
題

材
上
都
受
到
西
洋
美
術
的
影
響
，
尤
其
與

十
七
世
紀
末
、
十
八
世
紀
初
期
法
國
時
尚

銅
版
畫
︵fashion print

︶
的
關
係
相
當
明

顯
可
見
。

十
八
世
紀
蘇
州
版
畫
﹁
仕
女
圖
﹂

與
路
易
十
四
時
期
法
國
﹁
時
尚
版

畫
﹂
之
比
較

在
法
國
國
王
路
易
十
四
︵
一
六
四 

三

∼

一
七
一
五
︶
的
統
治
之
下
，
法
國
成

為
歐
洲
最
強
大
的
國
家
之
一
。
為
了
建
立

君
王
威
儀
，
路
易
十
四
設
計
了
一
套
十
分

複
雜
的
禮
儀
來
規
範
宮
廷
生
活
，
從
國
王

以
下
，
每
人
都
需
依
個
人
身
分
地
位
，
嚴

格
遵
守
。
在
這
套
禮
儀
的
施
行
中
，
服
飾

是
其
中
極
為
重
要
的
項
目
。
由
於
極
盡
所

能
追
逐
華
麗
，
使
得
法
國
皇
室
及
貴
族
的

服
飾
成
為
全
歐
洲
模
仿
的
時
尚
。
當
時
在

歐
洲
，
皇
室
及
貴
族
的
喜
好
及
品
味
主
導

了
一
切
，
而
服
飾
穿
著
更
是
一
個
人
身
分

地
位
最
重
要
的
象
徵
。

隨
著
銅
版
印
刷
技
術
的
發
達
，
歐

洲
從
大
約
一
五
二○

年
代
就
開
始
出
版
有

關
服
飾
時
尚
方
面
的
雜
誌
及
印
刷
品
，
以

滿
足
人
們
對
於
這
方
面
知
識
的
渴
望
及
需

求
。
︵
註
四
︶

十
七
世
紀
時
這
類
印
刷
品
的

出
版
達
到
了
新
的
高
潮
。
大
約
一
六
七
五

到
一
七○

○

年
之
間
，
有
一
群
巴
黎
銅
版

娛
琴
圖
﹀
︵
圖
一
︶
在
內
容
及
構
圖
上
與

安
東
尼‧

突
凡
作
於
一
六
九
四
年
的
銅
版

畫
︿
彈
吉
他
的
淑
女
﹀
︵
圖
二
︶
都
十
分

近
似
，
它
們
都
以
近
景
的
方
式
表
現
一
位

正
在
表
演
弦
樂
器
的
年
輕
女
子
︵
後
者
彈

吉
他
，
前
者
拉
中
國
弦
琴
︶
。
兩
位
女
子

都
位
於
畫
面
正
中
，
坐
於
矮
几
上
，
除
了

旗
女
背
後
擺
置
著
花
架
之
外
，
兩
圖
都
無

其
它
背
景
出
現
。
﹁
彈
吉
他
的
淑
女
﹂
表

現
穿
著
時
裝
的
法
國
貴
族
仕
女
，
服
飾
的

部
分
描
繪
得
特
別
精
細
，
展
現
華
麗
的
風

采
。
︿
旗
女
娛
琴
圖
﹀
的
仕
女
雖
比
較
樸

實
無
華
，
但
同
樣
穿
著
時
裝
，
刻
繪
非
常

細
膩
及
富
有
生
活
氣
息
。
女
子
衣
褶
處
以

模
仿
自
銅
版
畫
的
短
絀
平
行
斜
線
紋
表

現
，
使
具
有
立
體
感
及
量
感
及
陰
刻
明
暗

變
化
。
這
張
版
畫
明
顯
是
模
仿
了
﹁
彈
吉

他
的
淑
女
﹂
，
受
其
技
法
及
寫
實
風
格
的

影
響
，
表
現
了
以
往
中
國
美
術
作
品
中
罕

見
的
具
有
現
實
感
及
自
主
性
的
女
子
形

象
。
由
女
子
的
髮
型
、
刻
繪
細
膩
的
風
格

來
判
斷
，
﹁
旗
女
娛
琴
圖
﹂
可
能
是
十
八

世
紀
康
熙
時
期
的
作
品
。

有
時
候
模
仿
的
作
品
雖
然
構
圖
與

原
作
相
似
，
但
內
容
會
有
所
變
化
，
以
反

上
流
社
會
人
士
的
穿
著
打
扮
，
甚
至
他
們

的
生
活
作
息
和
禮
儀
舉
止
，
從
而
加
以
模

仿
。
從
事
出
版
這
類
銅
版
畫
的
商
人
及
版

畫
家
中
，
比
較
重
要
的
有Jean de St. Jean

︵fl. 1670 -80 ’s

︶, A
rn

oult, J. V
alk

，

安
東
尼‧

突
凡
︵A

n
toin

e T
rouvain

， 

1656 -1708

︶
等
人
。
︵
註
五
︶
最
有
名
及
重

要
的
是
伯
納
爾
︵B

onnart

︶
家
族
，
其
中

羅
伯
．
伯
納
爾
︵R

obert B
onnart, 1652 -

1729

︶
、
尼
可
拉
．
伯
納
爾
︵N

ich
olas 

B
onnart, 1637 -1718

︶
、
亨
利
．
伯
納
爾

︵H
enri B

onnart, 1642 -1711

︶
及
簡
．

伯
納
爾
︵Jean B

onnart, 1654 -1726

︶
四

兄
弟
都
從
事
繪
畫
及
銅
版
畫
的
製
作
，
並

將
家
族
事
業
經
營
得
十
分
成
功
。
此
類
時

尚
版
畫
在
歐
洲
流
傳
極
廣
，
十
分
受
到
喜

愛
，
也
因
此
協
助
建
立
起
法
國
王
室
的
威

望
。

法
國
路
易
十
四
時
期
﹁
時
尚
版
畫
﹂

對
蘇
州
版
畫
的
影
響
最
明
顯
的
是
在
以
人

物
為
主
，
全
身
﹁
肖
像
畫
﹂
似
的
近
景

構
圖
手
法
。
有
時
候
這
些
影
響
並
不
是

直
接
由
銅
版
畫
模
仿
至
木
刻
版
畫
，
而
是

經
由
繪
畫
的
轉
介
，
間
接
參
用
，
以
下

舉
幾
個
例
子
作
說
明
。
姑
蘇
版
畫
︿
旗
女

圖四　 嘉慶年間　蘇州　美人吸煙圖　墨版套色敷採　引自
高福民主編，《中國木版年畫集成‧桃花塢卷》

圖二　 1694　法國　Antoine Trouvain　彈吉他的淑女（Madame de qualite jouant 
de la Guitarre）　銅板畫　縱33.2，橫24.6公分　 
巴黎國家圖書館藏（Bibliothèque National de France, Paris）

圖三　 約1695　尼古拉‧伯納爾（Bonnart, Nicolas）　
喝咖啡的仕女　銅版畫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畫
家
及
商
人
發
行
了
一
系
列
所
謂
的
﹁
時

尚
版
畫
﹂
︵
其
內
容
其
實
大
多
數
是
當
時

宮
廷
及
社
會
上
顯
赫
人
士
的
肖
像
，
只
有

一
部
分
是
真
的
服
裝
設
計
圖
版
︶
。
經
由

這
些
圖
像
，
人
們
可
以
見
到
皇
室
貴
族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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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
社
會
的
實
際
現
象
。
譬
如
尼
可
拉
．
伯

納
爾
的
版
畫
︿
喝
咖
啡
的
淑
女
﹀
︵
圖

三
︶
與
姑
蘇
版
畫
︿
美
人
吸
煙
圖
﹀
︵
圖

四
︶
在
構
圖
上
相
似
，
都
表
現
一
位
年

青
女
子
側
身
坐
在
圓
桌
旁
邊
的
情
景
。
前

圖
的
仕
女
手
上
端
著
咖
啡
杯
盤
，
桌
上
有

咖
啡
壺
及
糖
果
盒
；
後
圖
的
仕
女
則
手

上
握
著
銅
質
水
煙
壺
，
桌
上
擺
置
著
花

瓶
。
︿
喝
咖
啡
的
淑
女
﹀
大
約
製
作
於

一
六
九
五
年
，
︿
美
人
吸
煙
圖
﹀
為
嘉
慶

年
間
︵
一
七
九
六

∼

一
八
二○

︶
作
品
，

年
代
較
後
，
因
而
應
是
模
仿
前
者
而
來

的
，
但
因
為
中
國
人
當
時
並
不
喝
咖
啡
，

因
而
改
為
吸
水
煙
壺
。
咖
啡
最
早
在
阿
拉

伯
地
區
流
行
，
十
六
世
紀
時
流
傳
到
歐

洲
，
但
十
八
世
紀
以
前
，
咖
啡
的
種
植
及

生
產
都
一
直
被
阿
拉
伯
人
所
壟
斷
，
在
歐

洲
價
錢
很
高
，
只
有
貴
族
階
級
才
能
享

用
，
十
八
世
紀
後
遂
漸
普
及
。
︿
喝
咖
啡

的
淑
女
﹀
刻
繪
一
位
穿
著
華
麗
，
氣
質
高

雅
的
女
士
，
端
坐
椅
上
，
一
手
托
著
咖
啡

杯
盤
，
是
當
時
貴
婦
的
日
常
生
活
寫
照
。

藥
草
於
十
六
世
紀
時
由
西
方
輪
船
帶
到
中

國
沿
海
，
經
此
順
行
無
阻
，
吸
煙
的
嗜
好

全
國
蔓
延
，
不
分
階
級
、
男
、
女
都
在
吸

煙
，
煙
草
可
分
為
旱
煙
及
水
煙
，
︿
美
人

吸
煙
圖
﹀
刻
繪
一
位
女
子
吸
水
煙
壺
的
情

形
。
水
煙
壺
大
多
為
銅
質
，
比
傳
統
的
竹

煙
袋
體
積
大
而
沈
重
，
但
有
裝
飾
作
用
，

因
此
被
婦
女
視
為
時
尚
，
古
代
一
般
中
國

婦
女
多
在
室
內
吸
煙
，
此
圖
表
現
獨
自
一

人
在
室
內
吸
水
煙
壺
的
女
子
，
難
以
分
辨

她
是
青
樓
女
子
還
是
良
家
婦
女
。
吸
水
煙

起
源
於
波
斯
、
印
度
一
帶
，
後
來
成
為
回

教
國
家
酋
長
消
磨
時
光
的
方
式
。
大
約
在

康
熙
、
乾
隆
時
期
傳
入
中
國
，
到
了
道
光

年
間
︵
一
八
二
一

∼

一
八
五○

︶
已
相
當

立
，
背
景
出
現
花
園
景
致
。
︿
貝
爾
豐
侯

爵
夫
人
﹀
由
尼
可
拉
．
伯
納
爾
及
羅
伯
．

伯
納
爾
共
同
完
成
，
表
現
貝
爾
豐
伯
爵
夫

人
站
在
陽
臺
上
，
一
手
上
揚
，
一
手
扶
在

桌
上
，
她
一
方
面
展
示
身
上
所
穿
華
麗
的

衣
服
，
另
一
方
面
也
有
舞
臺
表
演
的
架

勢
，
是
一
張
當
時
典
型
的
貴
族
﹁
肖
像

畫
﹂
。︿

十
二
美
人
圖
﹀
大
約
創
作
於
一
七

○

九
到
一
七
二
三
年
之
間
，
作
者
為
宮
廷

畫
家
。
︵
註
六
︶

這
張
畫
以
極
其
細
膩
的
手

法
描
繪
一
位
站
在
窗
邊
的
江
南
美
女
，
她

穿
著
當
時
流
行
於
江
南
上
層
婦
女
的
高
領

長
袍
，
外
加
對
襟
長
衫
的
衣
服
，
畫
風
十

分
的
寫
實
，
且
有
生
活
氣
息
。
美
人
的
長

相
在
削
肩
，
柳
腰
，
纖
手
，
柳
葉
眉
，
鵝

蛋
臉
，
櫻
桃
小
嘴
的
﹁
形
式
化
﹂
模
式
之

中
隱
約
透
露
出
真
實
人
物
的
寫
照
感
。
倚

桌
的
美
女
雖
比
貝
爾
豐
侯
爵
夫
人
顯
得
嬌

弱
，
身
體
倚
在
桌
上
，
但
臉
微
側
，
眼
神

正
視
觀
者
的
表
情
十
分
類
似
。
此
位
江
南

美
女
的
面
部
以
色
彩
型
塑
立
體
感
；
衣
服

褶
紋
流
暢
細
緻
，
並
以
明
暗
色
彩
表
現
凹

凸
。
空
間
處
理
上
也
採
用
了
遠
小
近
大
的

透
視
法
，
有
景
深
的
效
果
。

普
及
。經

由
繪
畫
轉
介
，
並
可
能
有
模
仿
、

借
用
關
係
的
例
子
可
見
於
十
七
世
紀
末

期
伯
納
爾
家
族
製
作
的
銅
版
畫
︿
貝
爾

豐
侯
爵
夫
人
﹀
︵
圖
五
︶
，
或
其
它
類

似
此
圖
的
同
時
期
版
畫
︶
、
十
八
世
紀

初
期
︿
十
二
美
人
圖
﹀
中
的
︿
消
夏
賞

蝶
﹀
︵
圖
六
︶
及
姑
蘇
版
畫
︿
美
人
讀
書

圖
﹀
。
︵
圖
七
︶
這
三
幅
作
品
都
有
相
當

類
似
的
構
圖
，
它
們
皆
將
畫
中
美
女
置
於

畫
面
正
中
間
位
置
，
圖
面
右
方
出
現
方
桌

一
角
，
仕
女
一
手
放
於
桌
上
，
或
倚
桌
而 圖五　 約1696　尼可拉．伯納爾、羅伯．伯納爾　貝爾豐侯爵夫人（Madame la 

Marquise de Belfons）　銅版畫　敷彩　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　
圖六　 約1709-1723　佚名　消夏賞蝶　十二美人圖之一　絹

本設色　縱184，橫98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
趙廣超，吳靖雯，《十二美人》，北京：紫禁城出版社圖七　 清　乾隆時期　蘇州畫店　美人讀書圖　木刻　線版彩繪　畫工不詳　縱90.6，橫52.5公分　日本

秋田市立紅煉瓦鄉土館藏　引自三山陵編，《中國木版年畫集成－日本藏品卷》，北京：中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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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
貝
爾
豐
侯
爵
夫
人
﹀
圖
不
同
的

是
︿
消
夏
賞
蝶
﹀
並
非
只
是
單
純
的
肖
像

畫
或
時
尚
圖
，
畫
中
應
用
多
種
具
有
象
徵

性
的
圖
案
，
暗
示
﹁
性
﹂
與
﹁
生
殖
﹂
。

譬
如
畫
中
女
子
手
持
葫
蘆
。
葫
蘆
屬
於
生

命
力
旺
盛
的
多
籽
植
物
，
在
中
國
民
間
有

﹁
多
子
多
孫
﹂
的
喻
意
。
另
外
，
窗
外
蝴

蝶
在
花
石
之
間
飛
舞
，
成
雙
成
對
的
蝴
蝶

是
﹁
追
逐
愛
情
﹂
的
象
徵
，
因
而
這
種
畫

也
被
認
為
具
有
情
色
意
味
。
這
種
帶
有
情

色
意
味
的
象
徵
手
法
在
︿
美
人
讀
書
圖
﹀

中
也
可
觀
察
到
。
此
圖
中
女
子
手
上
雖
然

拿
著
一
本
書
，
但
她
眼
睛
注
視
的
卻
是
在

旁
邊
盆
花
上
飛
舞
的
蜜
蜂
。
採
花
的
蜜
蜂

有
慾
念
流
動
的
隱
喻
，
因
而
這
幅
圖
實
際

上
是
在
暗
示
美
人
思
春
。
倚
桌
女
子
的
姿

勢
與
︿
消
夏
賞
蝶
﹀
圖
十
分
的
類
似
，
當

時
這
種
婦
女
姿
態
似
乎
相
當
流
行
，
在
許

多
圖
像
上
都
可
看
到
。

法
國
路
易
十
四
時
期
的
﹁
時
尚
版

畫
﹂
的
影
響
不
僅
可
見
於
姑
蘇
版
畫
的

仕
女
圖
，
在
康
熙
後
期
景
德
鎮
所
生
產

的
外
銷
瓷
紋
飾
中
也
可
見
到
，
︿
歐
人

三
重
奏
﹀
︵E

uropean
 M

usical T
rio

︶

青
花
盤
即
是
其
中
之
一
。
︵
圖
八
︶
︵
註

七
︶

這
件
青
花
盤
大
約
生
產
於
一
七○

○

年
，
瓷
上
圖
案
中
、
西
混
合
。
圓
盤
邊
緣

的
開
光
中
描
繪
著
傳
統
的
中
國
山
水
。
中

間
的
主
題
圖
案
則
描
繪
著
三
位
歐
洲
人

︵
二
男
一
女
︶
在
戶
外
演
奏
不
同
樂
器
的

場
面
，
表
現
十
七
世
紀
後
半
葉
法
國
社
會

的
﹁
高
雅
﹂
風
尚
︵gen

teel

︶
，
以
及
貴

族
男
女
的
素
養
和
社
交
生
活
的
情
景
。
這

個
圖
案
是
依
據
伯
納
爾
家
族
於
十
七
世
紀

末
期
所
出
版
的
銅
版
畫
作
品
︿
鍵
盤
、

魯
特
琴
及
豎
笛
之
協
奏
﹀
︵S

ym
ph

on
ie 

du T
ym

panum
, du Luth et de la Flute 

d
’

A
llem

agne

︶
︵
圖
九
︶
所
作
忠
實
的

描
繪
。
由
這
個
例
子
，
我
們
可
以
確
知
此

種
﹁
時
尚
版
畫
﹂
在
中
國
民
間
流
傳
及
被

美
術
作
品
模
仿
的
情
況
。

十
七
、
十
八
世
紀
婦
女
角
色
的
變

化
及
提
升

十
七
世
紀
的
時
候
﹁
尚
禮
﹂
與
﹁
崇

雅
﹂
︵“gentil ”

，
英
文
為“genteel ”

。
當

時
法
國
人
的
典
範
﹁
雅
士
﹂L

’H
on

n
éte 

H
om

m
e

主
要
指
上
流
社
會
有
教
養
的
人

士
，
即
是
在
行
為
舉
止
和
道
德
修
養
方
面

既
討
人
喜
歡
又
受
人
尊
重
的
人
士
︶
已
成

為
法
國
上
流
階
級
的
傳
統
。
這
個
時
期
對

於
法
國
文
化
發
展
有
重
要
意
義
的
是
﹁
沙

龍
﹂
的
流
行
。
﹁
沙
龍
﹂
的
活
動
是
上
流

社
會
的
聚
會
，
早
期
大
多
在
貴
族
家
庭
中

舉
行
，
以
巴
黎
為
中
心
對
外
蔓
延
。
﹁
沙

龍
﹂
活
動
的
特
色
之
一
是
講
究
舉
止
與
言

談
的
高
尚
；
談
話
的
主
題
由
文
學
擴
大
到

社
會
問
題
，
婦
女
地
位
的
平
等
權
，
婚
姻

的
自
由
選
擇
觀
等
。
這
種
無
拘
無
束
的
沙

龍
座
談
活
動
，
促
進
了
十
八
世
紀
歐
洲
啟

蒙
運
動
的
發
展
。
︵
註
八
︶

伯
納
爾
版
畫
上

刻
劃
的
音
樂
會
可
能
就
是
﹁
沙
龍
﹂
活
動

的
一
景
︵
或
是
貴
族
的
生
活
情
景
︶
。
此

時
婦
女
接
受
教
育
的
原
則
在
上
層
階
級
和

貴
族
中
被
接
受
，
因
此
出
現
了
不
少
有
才

華
的
女
士
，
許
多
著
名
沙
龍
的
主
持
人
都

是
女
性
，
形
成
非
常
特
殊
的
現
象
，
也
可

見
得
婦
女
社
會
地
位
之
提
升
。
不
過
很
可

惜
這
種
現
象
只
出
現
在
上
層
社
會
，
現
實

情
況
使
得
男
女
平
等
的
思
想
在
當
時
還
無

法
普
及
及
落
實
。

無
獨
有
偶
，
十
八
世
紀
的
時
候
，

中
國
江
南
地
區
婦
女
的
社
會
地
位
也
有
獲

得
明
顯
提
高
的
情
況
。
明
朝
中
葉
以
來
，

中
國
商
業
經
濟
日
漸
繁
榮
，
盛
清
時
期
達

到
極
盛
階
段
。
這
種
情
形
促
進
社
會
及
文

化
的
變
遷
、
發
展
，
女
性
的
角
色
在
社
會

發
展
過
程
中
也
產
生
了
微
妙
的
變
化
，
譬

如
勞
動
市
場
擴
大
，
使
婦
女
就
業
機
會
增

加
；
婦
女
受
教
育
的
比
例
提
高
，
同
時
也

出
現
了
不
少
有
才
學
的
女
性
，
等
。
由
於

比
較
特
殊
的
風
情
民
俗
，
以
及
繁
榮
富
庶

的
社
會
、
經
濟
等
優
良
條
件
，
蘇
州
婦
女

的
家
庭
地
位
和
生
活
狀
況
比
其
它
地
區
相

對
較
好
。
︵
註
九
︶

譬
如
，
許
多
蘇
州
婦
女

圖八　 約1700　歐人三重奏盤　青花　江西景德鎮製　高6，直徑33.9公分　洛林瓷器協會博物館藏　引自《康熙大帝與
太陽王路易十四特展》目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

圖九　 1690-1710　法國　羅伯‧伯納爾繪畫，尼古拉‧伯納爾鐫刻　揚琴、魯特琴及豎笛之協奏　銅版畫　
大英博物館藏　引自http://www.britishmuseum.org/research/collection_online/search.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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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事
絲
綢
、
棉
布
的
紡
織
工
作
，
由
於
當

時
這
些
商
品
的
報
酬
率
高
，
婦
女
獲
得
豐

厚
的
收
入
，
不
僅
可
以
養
家
餬
口
而
且
可

以
致
富
，
因
而
使
得
婦
女
無
論
在
家
庭
或

社
會
上
的
地
位
都
有
所
提
升
。
另
外
，
當

時
蘇
州
社
會
風
氣
比
較
開
放
，
因
而
婦
女

可
以
走
出
家
庭
，
參
加
工
商
業
活
動
，
甚

至
成
為
職
業
婦
女
；
節
日
出
遊
或
廟
會
燒

香
，
甚
至
戲
園
、
茶
館
，
也
隨
處
可
見
她

們
身
影
。
明
清
時
期
蘇
州
社
會
對
女
子
的

期
望
較
高
，
同
時
該
地
歷
來
重
視
教
育
，

因
而
蘇
州
地
區
的
婦
女
不
僅
普
遍
有
較
高

的
文
化
水
準
，
而
且
也
出
現
少
數
才
華
橫

溢
、
精
於
琴
棋
書
畫
的
女
性
。

姑
蘇
版
畫
﹁
仕
女
圖
﹂
中
女
性
有

多
種
不
同
的
角
色
與
身
分
，
反
映
了
當
時

蘇
州
地
區
的
社
會
情
況
。
這
些
圖
像
有
的

屬
於
傳
統
的
吉
祥
如
意
類
︵
如
仕
女
娃

娃
圖
︶
，
表
現
婦
女
傳
宗
接
代
、
相
夫
教

子
的
傳
統
角
色
；
有
的
帶
有
﹁
情
色
﹂

意
味
，
象
徵
蘇
州
地
區
興
盛
的
青
樓
事
業

的
存
在
；
但
有
一
些
也
反
映
了
健
康
、
積

極
、
開
明
進
步
的
行
為
與
思
想
，
如
表
現

婦
女
琴
、
棋
、
書
、
畫
的
才
藝
，
以
及
出

遊
、
勞
動
、
演
武
等
，
勇
敢
走
出
閨
閣
的

戶
外
場
景
。
圖
中
的
婦
女
比
較
碩
健
豐
滿

的
形
象
與
清
朝
流
行
的
﹁
纖
巧
柔
弱
，
鬱

悒
愁
苦
﹂
女
性
大
不
相
同
，
反
而
與
法
國

時
尚
版
畫
中
的
女
主
人
翁
有
幾
分
類
似
。

清
朝
仕
女
畫
家
甚
多
，
然
而
評
論
一
般
認

為
無
論
宮
廷
畫
家
還
是
文
人
畫
家
，
其
所

畫
仕
女
均
以
表
現
女
性
﹁
倚
風
嬌
無
力
﹂

的
儀
態
為
追
求
，
並
形
成
﹁
病
態
美
人
﹂

的
仕
女
形
象
，
不
具
真
實
感
。
︵
圖
十
︶

文
人
畫
家
更
是
借
用
女
子
閨
中
幽
怨
，
表

達
文
人
失
意
，
揭
示
人
情
世
態
。
與
此
相

對
的
，
洋
風
版
畫
中
的
仕
女
圖
無
論
圖
中

婦
女
進
行
何
種
活
動
，
她
們
大
都
以
獨
立

顯
要
的
形
象
出
現
，
表
達
比
較
有
主
體
性

及
自
主
意
識
的
神
情
，
其
姿
態
也
與
法
國

﹁
時
尚
版
畫
﹂
中
的
女
性
有
許
多
雷
同
，

表
現
正
確
技
藝
的
特
色
風
格
。
隨
著
西
方

文
物
的
輸
入
及
傳
播
，
西
方
人
的
習
俗
、

行
為
與
思
想
是
否
也
在
無
形
之
中
被
引

入
，
並
使
傳
統
的
中
國
社
會
潛
移
默
化
？

結
論

本
文
所
討
論
的
蘇
州
﹁
洋
風
版
畫
﹂

仕
女
圖
製
作
精
美
，
在
傳
統
的
圖
像
基
礎

上
融
匯
了
西
方
美
術
的
風
格
與
刻
繪
技

巧
，
形
成
具
有
立
體
感
、
現
實
感
的
寫
實

人
物
，
但
同
時
也
沒
有
喪
失
婉
約
動
人
、

搖
曳
生
姿
的
傳
統
女
性
理
想
美
，
可
以
說

是
中
國
版
畫
作
品
中
最
有
生
命
力
及
具
創

意
的
產
品
之
一
。
此
種
仕
女
圖
流
傳
到
了

日
本
後
，
影
響
了
日
本
浮
世
繪
中
﹁
美
人

圖
﹂
的
發
展
︵
註
十
︶

，
其
藝
術
感
染
力
及

美
術
史
上
的
重
要
性
由
此
可
見
。

自
從
十
六
世
紀
中
國
與
西
方
有
了

直
接
的
貿
易
及
人
員
交
往
以
來
，
西
方
的

美
術
作
品
及
知
識
也
逐
漸
滲
透
、
進
入
中

國
，
中
國
不
同
階
層
的
藝
術
家
對
它
產

生
了
不
同
的
反
應
及
回
響
。
盛
清
時
期
，

﹁
洋
風
﹂
不
僅
在
宮
廷
內
流
行
，
在
蘇
州

地
區
也
同
樣
受
到
歡
迎
。
有
關
於
﹁
西
畫

東
漸
﹂
在
中
國
演
化
的
過
程
、
脈
絡
及
管

道
等
問
題
，
學
者
們
議
見
紛
云
，
至
今
尚

未
有
定
論
，
但
從
本
文
的
探
討
，
可
以
得

知
在
影
響
﹁
洋
風
版
畫
﹂
之
形
成
的
諸
多

西
洋
美
術
淵
源
之
中
，
路
易
十
四
時
期
的

﹁
時
尚
版
畫
﹂
是
其
中
之
一
，
對
於
塑
造

﹁
洋
風
版
畫
﹂
仕
女
圖
的
巴
洛
克
形
象
有

相
當
重
要
的
影
響
。
西
洋
美
術
對
於
十
八

世
紀
中
國
民
間
美
術
創
作
及
工
藝
美
術
生

產
的
影
響
等
相
關
議
題
值
得
更
多
的
探

討
、
研
究
與
了
解
。

作
者
為
高
雄
市
立
空
中
大
學
教
授

圖十　 清康熙　焦秉貞　畫仕女圖　冊頁　絹本設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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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蘇州版畫仕女圖與法國時尚版畫

學與思

註
釋

1.  

有
關
於
蘇
州
版
畫
及
洋
風
版
畫
之
研
究
參
考
以
下
資

料
：
王
稼
句
，
︽
桃
花
塢
木
版
年
畫
︾
，
濟
南
市
：

山
東
畫
報
出
版
社
，
二○

一
二
；
張
燁
，
︽
洋
風
姑

蘇
版
研
究
︾
，
北
京
：
文
物
出
版
社
，
二○

一
二
；
周

新
月
，
︽
蘇
州
桃
花
塢
年
畫
︾
，
南
京
：
江
蘇
人
民
出

版
社
，
二○

○

九
；
︽
﹁
中
國
の
洋
風
版
畫
展
﹂─

明

末
か
ら
清
時
代
の
繪
畫
、
版
畫
、
插
繪
本
︾
，
東
京
：

町
田
市
立
國
際
版
畫
美
術
館
，
一
九
九
五
；
樋
口
弘

著
，
廖
興
彰
翻
譯
，
︿
蘇
州
版
畫
﹀
，
收
錄
於
︽
蘇
州

傳
統
版
畫
臺
灣
收
藏
展
︾
，
文
建
會
，
一
九
八
七
，

頁
三
二—

三
九
，
︵
原
文
刊
載
於
︽
中
國
版
畫
集

成
︾
第
七
章
，
頁
四
二—

五
五
，
昭
和
四
十
二
年
，

一
九
六
七
，
味
燈
書
屋
出
版
︶
；
成
瀨
不
二
雄
著
，
莊

伯
和
翻
譯
，
︿
試
論
蘇
州
版
畫
﹀
，
收
錄
於
︽
蘇
州
傳

統
版
畫
臺
灣
收
藏
展
︾
，
文
建
會
，
一
九
八
七
，
頁

二
六—

三
一
︵
原
文
刊
載
於
︽
大
和
文
華
︾
第
五
八

期
，
一
九
七
三
，
頁
二
四—

三
三
︶
；
︽
蘇
州
版
畫─

清
代
，
市
井
の
芸
術
︾
，
王
舍
城
美
術
寶
物
館
出
版
，

一
九
八
六
；
︽
蘇
州
版
畫─

中
国
年
画
の
源
流
︾
，
東

京
：
駸
々
堂
，
一
九
九
二
。

2.   

王
宗
英
，
︽
中
國
仕
女
畫
藝
術
史
︾
，
南
京
：
東
南
大

學
出
版
社
，
二○

○

九
，
頁
一—

三
。

3.  

︿
隋
朝
窈
窕
呈
傾
國
之
芳
容
﹀
又
稱
︿
四
美
圖
﹀
是
金

代
以
來
，
流
傳
在
平
陽
地
區
，
具
有
年
畫
性
質
的
木
刻

版
畫
。
圖
中
刻
繪
的
是
王
昭
君
、
趙
飛
燕
、
班
姬
、

綠
珠
四
位
歷
史
美
人
。
圖
見
：
︽
中
國
美
術
全
集
︾

繪
畫
編
，
二
一
民
間
年
畫
，
臺
北
：
錦
繡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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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根
據
高
居
翰
的
研
究
，
此
圖
畫
家
可
能
是
來
自
揚
州

的
宮
廷
畫
師
張
震
︵c

a
. 1

6
6

2
-1

7
3

5

︶
，
或
是
他

的
兒
子
張
為
邦
，
也
有
可
能
是
兩
人
合
作
，
或
其
門

徒
所
畫
。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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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自
從
十
六
世
紀
中
國
與
西
方
直
接
通
商
以
來
，
中
國

瓷
器
就
是
貿
易
的
一
個
重
要
項
目
。
從
康
熙
年
間
開

始
，
歐
洲
人
向
中
國
訂
購
造
型
及
紋
飾
特
殊
的
瓷

器
，
此
類
瓷
器
被
稱
之
為
﹁
訂
製
瓷
﹂
︵C

h
in

e
 d

e
 

C
o

m
m

a
n

d
e

︶
。  

此
時
歐
洲
的
美
術
作
品
，
包
括

銅
版
畫
及
工
藝
美
術
品
都
被
送
往
中
國
作
為
瓷
器
製
作

的
樣
本
，
因
此
十
八
世
紀
以
來
外
銷
歐
洲
的
中
國
瓷
器

上
經
常
出
現
模
仿
歐
洲
美
術
作
品
的
圖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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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
關
於
明
清
時
期
蘇
州
女
性
之
研
究
，
參
考
：
許

周
鶼
，
︿
從
婦
女
角
度
看
明
清
時
期
吳
地
的
開
放
風

氣
﹀
，
︽
吳
中
學
刊
︾
一
九
九
三
年
第
三
期
；
許
周

鶼
，
︿
論
明
清
吳
地
婦
女
的
經
濟
地
位
﹀
，
︽
蘇
州

大
學
學
報
︾
一
九
九
三
年
第
四
期
；
許
周
鶼
，
︿
明
清

吳
地
社
會
對
女
子
的
期
待
與
寬
容
﹀
，
︽
社
會
科
學
︾

一
九
九
八
年
第
一
期
；
戴
慶
鈺
，
︿
明
清
蘇
州
名
門
才

女
群
的
崛
起
﹀
，
︽
蘇
州
大
學
學
報
︾
一
九
九
六
年
第

一
期
；
宣
花
，
︽
明
清
蘇
州
婦
女
日
常
生
活
研
究
︾
，

蘇
州
大
學
碩
士
論
文
，
二○

一○

。

10.  

成
瀨
不
二
雄
著
，
莊
伯
和
翻
譯
，
︿
試
論
蘇
州
版

畫
﹀
；
永
田
生
慈
，
︿
中
國
木
版
技
法
と
浮
世
繪
に
関

す
る
私
考
﹀
，
︽
蘇
州
版
畫─

中
國
年
畫
の
源
流
︾
，

東
京
：
駸
駸
堂
出
版
，
一
九
九
二
，
頁
四
四—

四
七
。

參
考
文
獻

1.  

周
亮
、
高
福
民
主
編
，
︽
蘇
州
古
版
畫
︾
，
蘇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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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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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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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2.  

毛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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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卷
中
小
立
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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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明
清
女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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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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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探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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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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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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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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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in

a
's lo

n
g

 e
ig

h
te

e
n

th
 c

e
n

tu
ry, Sta

n
d

fo
rd

: 
Sta

n
d

fo
rd

 U
n

ive
rsity Pre

ss, 1997 

︵
中
文
翻
譯
：

曼
素
恩
著
；
楊
雅
婷
譯
，
︽
蘭
閨
寶
錄
：
晚
明
至
盛
清

時
的
中
國
婦
女
︾
，
新
店
市
：
左
岸
文
化
出
版
社
，
二

○
○

五
；
曼
素
恩
著
，
定
宜
庄
、
顏
宜
葳
譯
，
︽
綴
珍

錄─

十
八
世
紀
及
其
前
後
的
中
國
婦
女
︾
，
南
京
：
江

蘇
人
民
出
版
社
，
二○

○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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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u Ying

《明四大家特展—仇英》圖錄於本院禮品部販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