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3月　45　故宮文物月刊·第384期

清盛世內廷牙匠與廣東牙雕工藝－以陳祖章和黃振效為例

文物脈絡

服
務
於
內
廷
時
的
陳
祖
章

依
據
︽
活
計
檔
︾
的
記
載
，
來
自

於
廣
東
的
牙
匠
陳
祖
章
乃
於
雍
正
七
年

︵
一
七
二
九
︶
由
當
時
署
理
粵
海
關
監
督

的
祖
秉
圭
選
送
進
京
，
怡
親
王
諭
令
送
造

清
盛
世
內
廷
牙
匠
與
廣
東
牙
雕
工
藝

以
陳
祖
章
和
黃
振
效
為
例

嵇
若
昕

辦
處
﹁
行
走
試
看
﹂
；
在
雍
正
七
年
十
月

初
三
日
的
︽
活
計
檔
︾
之
︿
流
水
檔
﹀
與

︿
記
事
錄
﹀
都
曾
留
下
相
同
記
載
。
初
入

紫
禁
城
的
陳
祖
章
並
未
受
到
太
多
重
視
，

雍
正
九
年
︵
一
七
三
一
︶
清
世
宗
因
造

辦
處
內
匠
役
工
作
勤
謹
，
所
做
活
計
甚
合

聖
意
，
下
旨
賞
賜
，
包
括
二
十
八
名
南
、

北
匠
與
三
名
柏
唐
阿
副
手
，
南
、
北
匠
每

名
蒙
賞
賜
的
銀
兩
從
十
兩
遞
減
至
三
兩
不

等
，
柏
唐
阿
每
名
賞
賜
官
用
緞
一
匹
︵
見

有
清
一
代
兩
百
餘
年
，
曾
在
內
務
府
造
辦
處
服
務
的
廣
東
牙
匠
甚
多
，
檔
案
中
留
下
名
姓
者
至
少

也
有
十
五
人
，
︵
註
一
︶

分
別
是
陳
祖
章
、
陳
觀
泉
、
蕭
漢
振
、
李
裔
唐
、
黃
振
效
、
楊
維
占
、
司

徒
勝
、
黃
兆
、
李
爵
祿
、
楊
有
慶
、
楊
秀
、
莫
成
紀
、
陳
琛
、
楊
志
與
黃
慶
。
其
中
，
陳
祖
章
與

陳
觀
泉
是
父
子
兩
代
相
繼
服
務
於
內
廷
，
楊
有
慶
、
楊
秀
與
楊
志
或
為
三
代
相
繼
行
走
於
內
廷
。

就
已
發
表
的
檔
案
分
析
，
這
十
五
位
服
務
於
內
廷
的
廣
東
牙
匠
，
陳
祖
章
是
最
早
進
入
造
辦
處
服

務
者
，
最
後
的
每
月
錢
糧
銀
也
最
高
。
至
於
黃
振
效
，
則
是
傳
世
清
內
廷
匠
役
所
成
做
活
計
留
有

名
款
的
雕
刻
文
物
中
，
數
量
最
多
者
。
因
此
，
本
文
擬
依
據
檔
案
略
述
二
人
在
造
辦
處
服
務
的
梗

概
，
並
略
談
他
們
與
十
八
世
紀
以
來
廣
州
牙
雕
工
藝
的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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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
正
九
年
五
月
十
九
日
的
︽
活
計
檔‧

記
事

錄
︾
︶
；
此
次
來
自
江
南
嘉
定
的
竹
人
施

天
章
與
封
岐
都
得
到
賞
賜
，
可
是
陳
祖
章

卻
未
列
名
。
乾
隆
朝
初
期
，
此
三
人
都
是

隸
屬
於
清
內
務
府
造
辦
處
首
席
作
坊—
如

意
館
的
牙
匠
。
而
且
，
就
目
前
所
見
五
份

雍
正
十
一
年
︵
一
七
三
三
︶
的
﹁
雜
項
買

辦
庫
票
﹂
，
廣
東
牙
匠
陳
祖
章
的
錢
糧
銀

與
同
時
的
廣
木
匠
羅
元
、
梁
毅
、
林
彩
、

霍
五
併
同
由
廣
木
作
具
領
，
其
他
南
匠
與

畫
畫
人
則
分
別
由
各
作
與
畫
畫
處
領
取
。

雍
正
九
年
清
世
宗
對
造
辦
處
內
匠
役
下
旨

賞
賜
時
，
雖
然
不
包
含
陳
祖
章
，
廣
木
匠

羅
元
、
林
彩
、
霍
五
、
梁
義
卻
也
同
時
各

蒙
賜
銀
四
兩
。

雍
正
朝
︽
活
計
檔
︾
再
度
出
現
陳

祖
章
之
名
是
在
雍
正
十
年
︵
一
七
三
二
︶

八
月
初
四
日
的
︿
流
水
檔
﹀
與
︿
記
事
雜

錄
﹀
中
的
載
錄
；
當
時
祖
秉
圭
之
子
陳
情

表
示
：
父
親
祖
秉
圭
已
離
開
粵
海
關
監
督

任
所
，
當
初
他
所
送
進
的
牙
匠
陳
祖
章
等

五
名
，
原
係
由
祖
秉
圭
處
按
月
每
人
給
飯

銀
三
兩
，
如
今
其
子
不
能
照
前
給
發
。

已
升
任
內
大
臣
的
海
望
遂
諭
令
由
造
辦

處
庫
餘
銀
兩
先
分
給
每
月
每
人
﹁
飯
銀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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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
俟
新
官
到
任
時
令
其
按
數
補
還
﹂
。

乾
隆
元
年
︵
一
七
三
六
︶
的
上
半
年
，
陳

祖
章
的
錢
糧
銀
仍
與
廣
木
匠
等
人
併
同
由

廣
木
作
具
領
，
也
仍
是
每
月
錢
糧
銀
三

兩
。
︵
見
乾
隆
元
年
八
月
初
五
日
編
號

﹁
荒
字
五
十
二
﹂
的
﹁
買
辦
庫
票
﹂
︶
此

時
陳
祖
章
的
錢
糧
銀
數
仍
是
南
匠
錢
糧
銀

的
基
本
額
數
，
並
不
突
出
，
但
是
至
少
在

兩
個
月
後
的
八
月
初
五
日
，
編
號
為
﹁
荒

字
五
十
二
﹂
的
﹁
買
辦
庫
票
﹂
上
，
﹁
牙

匠
陳
祖
章
﹂
與
﹁
廣
木
匠
林
彩
、
藿
五
、

黎
經
客
、
羅
理
拔
、
馬
國
柱
六
名
，
每
人

每
月
工
食
銀
三
兩
、
衣
服
銀
九
兩
。
﹂
降

及
乾
隆
二
年
︵
一
七
三
七
︶
十
二
月
初
六

日
的
︽
活
計
檔‧

記
事
錄
︾
又
記
載
內
廷

執
事
人
員
奉
上
諭
需
賞
陳
祖
章
每
月
十
二

兩
錢
糧
銀
。
於
是
陳
祖
章
成
為
︽
活
計

檔
︾
中
有
錢
糧
銀
紀
錄
的
匠
役
中
最
高
的

一
批
，
即
使
在
現
存
的
雍
正
朝
造
辦
處

錢
糧
庫
的
﹁
雜
項
買
辦
庫
票
﹂
中
記
載

南
匠
每
月
領
的
錢
糧
銀
︵
也
作
﹁
口
糧

銀
﹂
︶
，
最
高
也
是
十
二
兩
，
降
至
乾
隆

朝
基
本
上
仍
是
此
數
。
但
是
乾
隆
八
年

︵
一
七
四
三
︶
閏
四
月
十
一
日
編
號
為

﹁
讓
字
三
十
八
﹂
的
﹁
買
辦
庫
票
﹂
卻
曾

記
載
南
匠
中
的
著
名
玉
匠
姚
宗
仁
獨
得
每

月
十
三
兩
﹁
口
糧
﹂
銀
。
無
論
如
何
，
陳

祖
章
在
乾
隆
元
年
年
中
即
由
雍
正
朝
的
普

通
牙
匠
躍
升
成
為
乾
隆
初
年
最
重
要
的
牙

匠
之
一
。
當
時
牙
匠
中
每
月
領
取
十
二
兩

錢
糧
銀
者
尚
有
葉
鼎
新
、
顧
繼
臣
與
施
天

章
等
三
人
，
但
是
後
者
三
人
都
是
來
自
江

南
地
區
的
匠
役
。
︵
註
二
︶

陳
祖
章
於
乾
隆
七
年
︵
一
七
四
二
︶

十
一
月
即
因
﹁
年
邁
眼
遲
，
不
能
行
走
，

懇
祈
回
籍
﹂
，
並
懇
請
由
其
子
陳
觀
泉
陪

同
回
廣
東
。
︵
見
乾
隆
十
四
年
七
月
二
日
的

︽
活
計
檔‧

粵
海
關
︾
︶
檔
案
中
未
曾
說
明

陳
觀
泉
進
京
時
間
，
或
許
雍
正
七
年
即
開

始
以
副
手
或
助
手
身
分
陪
同
父
親
在
宮
廷

內
服
務
。

雖
然
陳
祖
章
於
雍
正
七
年
進
入
紫

禁
城
後
並
未
受
到
重
視
，
但
在
內
廷
服
務

了
七
年
之
後
，
於
乾
隆
元
年
中
段
即
受
到

皇
帝
的
賞
識
，
成
為
乾
隆
朝
︽
活
計
檔
︾

曾
記
錄
的
牙
匠
中
，
最
早
出
現
在
檔
案
中

者
，
乾
隆
元
年
八
月
的
﹁
買
辦
庫
票
﹂
即

記
載
他
有
工
食
銀
三
兩
和
衣
服
銀
九
兩
，

高
宗
下
諭
旨
提
醒
內
廷
執
事
人
員
需
賞
陳

祖
章
每
月
錢
糧
銀
十
二
兩
，
不
知
是
否
與

這
件
核
舟
稱
旨
有
關
？

這
件
橄
欖
核
舟
長
期
在
陳
列
室
展

出
，
因
其
雕
工
精
巧
細
緻
，
門
窗
開
闔
自

如
，
舟
底
三
百
餘
字
的
︿
後
赤
壁
賦
﹀
全

文
，
深
受
參
觀
者
讚
嘆
，
往
往
留
下
深
刻

的
印
象
。
相
較
於
臺
北
故
宮
所
藏
者
，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
以
下
簡
稱
﹁
北
京
故

宮
﹂
︶
所
藏
具
陳
祖
章
款
的
作
品
，
因
形

制
雕
製
成
十
二
開
畫
冊
，
平
時
多
收
貯
於

庫
房
。這

套
名
為
︿
雕
象
牙
月
曼
清
遊
冊
﹀

的
雕
象
牙
文
物
，
全
套
有
十
二
冊
︵
圖

二
︶
，
採
左
圖
右
史
式
，
乃
根
據
當
時
宮

廷
畫
家
陳
枚
的
︿
月
曼
清
遊
︵
冊
︶
﹀
為

祖
本
，
由
當
時
內
廷
牙
匠
陳
祖
章
領
銜
，

與
顧
彭
年
、
常
存
、
蕭
漢
振
、
陳
觀
泉
共

同
完
成
，
其
中
除
了
常
存
為
北
匠
，
其
餘

都
是
南
匠
，
後
者
又
以
廣
東
牙
匠
為
多
，

除
了
陳
祖
章
、
陳
觀
泉
父
子
，
還
有
蕭
漢

振
也
來
自
於
廣
東
，
顧
彭
年
則
是
來
自
江

南
地
區
的
牙
匠
。

作
品
的
每
冊
左
圖
紋
飾
酌
採
西
洋

命
照
太
監
持
來
的
象
牙
火
鎌
盒
用
鰍
角
另

做
一
件
。
︵
見
乾
隆
十
一
年
七
月
廿
八
日
的

︽
活
計
檔‧

如
意
館
︾
︶
由
於
前
述
史
料
乃

﹁
如
意
館
﹂
類
目
中
的
檔
案
，
可
見
得
陳

觀
泉
應
是
隸
屬
於
﹁
如
意
館
﹂
的
牙
匠
，

且
因
奉
准
攜
帶
家
眷
進
京
，
他
可
能
被
提

昇
為
﹁
抬
旗
南
匠
﹂
或
﹁
供
奉
南
匠
﹂
。

若
為
前
者
，
則
雖
年
老
，
並
未
南
歸
，
否

則
必
得
年
老
始
獲
歸
鄉
。

兩
岸
故
宮
都
藏
有
陳
祖
章
款
識
的

作
品
，
而
且
都
甚
受
各
界
喜
愛
與
重
視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以
下
簡
稱
﹁
臺
北
故

宮
﹂
︶
所
藏
者
乃
乾
隆
二
年
雕
製
完
成
的

︿
雕
橄
欖
核
小
舟
﹀
。
︵
圖
一
︶
陳
祖
章

選
用
一
個
橄
欖
核
雕
出
一
小
舟
，
舟
上

門
窗
具
備
，
開
闔
自
如
，
艙
棚
上
雕
刻
席

紋
，
舟
上
椲
杆
直
立
，
旁
備
繩
索
與
帆
，

艙
內
桌
案
上
杯
盤
狼
藉
，
東
坡
與
二
客
坐

於
艙
內
，
艙
前
童
子
三
人
，
舟
子
一
人
，

船
尾
舵
手
一
人
，
舟
上
共
計
八
人
。
舟
底

毫
芒
細
刻
北
宋
蘇
軾
的
︿
後
赤
壁
賦
﹀
全

文
三
百
餘
字
，
行
書
刻
款
：
﹁
乾
隆
丁
巳

五
月
，
臣
陳
祖
章
恭
製
﹂
。
乾
隆
丁
巳
年

即
乾
隆
二
年
，
這
年
十
二
月
初
六
日
的
清

共
賞
錢
糧
銀
十
二
兩
。
雖
然
如
此
受
到

重
視
，
但
他
在
乾
隆
七
年
十
一
月
仍
因

年
邁
眼
遲
，
不
能
行
走
，
懇
請
由
其
子
陳

觀
泉
陪
同
回
籍
；
此
時
他
已
在
內
廷
服
務

了
十
四
年
左
右
。
清
高
宗
不
但
准
許
陳
觀

泉
陪
同
父
親
回
籍
，
並
賞
銀
三
十
兩
，
還

規
定
陳
觀
泉
於
一
年
內
﹁
急
速
﹂
回
京
服

務
，
其
父
名
下
的
安
家
銀
也
因
此
繼
續
賞

給
，
︵
見
乾
隆
七
年
十
一
月
初
十
日
的
︽
活
計

檔‧

記
事
錄
︾
︶
實
可
謂
恩
遇
隆
盛
。

陳
觀
泉
原
可
能
以
助
手
或
副
手
的
身

份
伴
同
父
親
於
宮
廷
服
務
，
由
於
他
參
與

了
可
能
完
成
於
乾
隆
六
年
︵
一
七
四
一
︶

的
︿
雕
象
牙
月
曼
清
遊
冊
﹀
，
並
得
留
下

名
款
︵
見
下
文
︶
，
此
時
他
應
已
成
為
正

工
匠
人
。
攜
帶
家
眷
再
度
進
京
後
，
陳
觀

泉
每
月
食
錢
糧
銀
四
兩
，
每
季
衣
服
銀

九
兩
，
每
年
由
粵
海
關
監
督
處
支
給
養
贍

家
口
銀
八
十
兩
。
︵
見
乾
隆
十
四
年
七
月

初
二
日
的
︽
活
計
檔‧

粵
海
關
︾
︶
除
此
之

外
，
檔
案
中
還
曾
記
載
他
於
乾
隆
十
一
年

︵
一
七
四
六
︶
受
命
照
著
畫
畫
人
沈
源
所

畫
夔
龍
山
水
開
其
里
︵
滿
語
﹁
牙
籤
筒
﹂

音
譯
︶
紙
樣
用
鰍
角
做
一
件
，
同
日
遂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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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點
透
視
法
構
圖
，
有
象
牙
、
玉
石
、

螺
鈿
、
玳
瑁
、
犀
角
等
，
以
象
牙
為
主
，

其
中
數
葉
又
以
玻
璃
作
池
塘
，
玻
璃
下

置
彩
繪
紙
本
︵
？
︶
金
魚
、
砂
石
；
象

牙
仕
女
、
屋
牆
、
廊
柱
、
階
梯
等
有
較
大

片
平
滑
部
分
皆
曾
經
仔
細
打
磨
，
但
象
牙

花
葉
、
藤
竹
紋
飾
則
顯
得
繁
瑣
；
每
一
位

仕
女
耳
部
皆
穿
環
，
乃
細
金
屬
絲
穿
成
，

點
翠
、
米
珠
為
飾
，
髮
簪
以
點
翠
飾
於
象

牙
片
上
。
每
冊
右
葉
皆
有
一
篇
清
高
宗
詩

文
，
乃
以
大
片
螺
鈿
浮
雕
文
字
、
印
章
，

塗
石
青
為
地
色
，
印
面
朱
文
者
乃
陰
刻
文

字
後
於
筆
畫
內
填
紅
彩
，
白
文
者
浮
雕
文

字
，
地
填
紅
彩
。
︵
註
三
︶

這
套
冊
頁
被
列
為
一
級
品
，
但
是

款
識
中
並
沒
有
留
下
年
款
。
個
人
曾
參

閱
乾
隆
皇
帝
御
製
詩
文
收
錄
時
間
以
及

前
輩
學
人
和
檔
案
的
記
載
，
推
測
這
套

︿
雕
象
牙
月
曼
清
遊
冊
﹀
應
於
乾
隆
四
年

︵
一
七
三
九
︶
至
六
年
間
在
內
廷
︵
﹁
如

意
館
﹂
︶
進
行
雕
製
，
若
再
依
時
人
楊
伯

達
所
述
，
乃
於
乾
隆
五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開
始
成
做
，
乾
隆
六
年
秋
蕭
漢
振
告
假
前

完
成
。雖

然
這
套
︿
雕
象
牙
月
曼
清
遊
冊
﹀

不
常
展
出
，
但
是
早
在
民
國
初
期
故
宮
博
物

院
成
立
之
時
，
就
先
後
依
序
發
表
於
當
時
出

版
的
︽
故
宮
︾
月
刊
與
︽
故
宮
週
刊
︾
。
檢

視
︽
故
宮
︾
月
刊
，
每
期
刊
出
內
廷
文
物
或

紫
禁
城
一
隅
，
共
二
十
圖
，
其
中
刊
行
象
牙

雕
刻
品
的
比
率
相
對
較
低
，
僅
在
第
四
期
刊

出
原
藏
慈
寧
宮
的
︿
彫
牙
群
仙
壽
塔
﹀
，
第

二
十
七
期
刊
出
原
藏
重
華
宮
的
︿
彫
牙
萬
壽

塔
﹀
，
第
二
十
八
期
刊
出
原
藏
南
庫
的
︿
彫

牙
百
戲
圖
﹀
，
接
著
用
十
一
期
依
序
刊
出
了

第
一
冊
至
第
十
一
冊
的
︿
雕
象
牙
月
曼
清
遊

冊
﹀
，
當
時
訂
名
為
清
乾
隆
︿
彫
牙
月
曼
清

遊
冊
﹀
；
在
第
四
十
四
期
除
了
第
一
圖
刊

出
第
十
一
冊
的
︿
雕
象
牙
月
曼
清
遊
冊
﹀

外
，
又
在
第
十
八
圖
刊
出
一
件
原
藏
齋
宮
的

︿
彫
牙
小
盒
﹀
。
由
此
可
見
當
時
︿
雕
象

牙
月
曼
清
遊
冊
﹀
受
到
受
重
視
的
程
度
。

服
務
於
內
廷
時
的
黃
振
效

與
陳
祖
章
和
陳
觀
泉
父
子
一
起
參

與
雕
製
︿
雕
象
牙
月
曼
清
遊
冊
﹀
的
蕭

漢
振
，
也
是
來
自
廣
東
的
宮
廷
牙
匠
，
他

與
另
三
位
牙
匠
︵
李
裔
唐
、
黃
振
效
、

楊
維
占
︶
都
是
乾
隆
二
年
年
底
由
當
時

的
粵
海
關
監
督
鄭
伍
賽
選
送
入
京
的
﹁
好

手
牙
匠
﹂
，
約
二
十
天
後
︵
乾
隆
三
年

︵
一
七
三
八
︶
元
月
︶
即
議
定
此
四
人
的

錢
糧
銀
，
蕭
漢
振
獲
得
每
月
賞
銀
四
兩
，

李
裔
唐
、
黃
振
效
、
楊
維
占
三
人
則
每
月

賞
銀
三
兩
。
進
入
紫
禁
城
服
務
的
蕭
漢
振

等
四
人
可
能
立
即
被
歸
隸
﹁
如
意
館
﹂
。

︵
見
乾
隆
三
年
元
月
十
八
日
和
乾
隆
二
年
十
二

月
廿
八
日
的
︽
活
計
檔‧

記
事
錄
︾
︶

與
蕭
漢
振
同
時
進
入
紫
禁
城
服
務

的
黃
振
效
，
雖
然
初
期
被
議
定
的
錢
糧
銀

不
如
蕭
漢
振
，
只
獲
得
當
時
南
匠
每
月
基

本
錢
糧
銀
，
但
第
二
年
就
和
同
時
進
入
內

廷
服
務
的
楊
維
占
蒙
帝
恩
增
加
錢
糧
銀
，

獲
得
賞
每
月
銀
八
兩
︵
見
乾
隆
四
年
四
月

廿
六
日
的
︽
活
計
檔‧

記
事
錄
︾
︶
，
可
見

得
此
時
他
的
雕
刻
技
藝
已
受
到
重
視
。
在

乾
隆
八
年
閏
四
月
十
一
日
編
號
為
﹁
讓
字

三
十
八
﹂
的
﹁
買
辦
庫
票
﹂
上
也
記
載
他

和
顧
彭
年
、
楊
維
占
、
顧
耀
宗
、
吳
有

邃
、
鮑
君
信
、
方
君
玉
、
周
公
也
等
八
位

南
匠
的
每
月
﹁
口
糧
﹂
是
八
兩
銀
，
而
姚

宗
仁
則
每
月
領
取
十
三
兩
。
八
位
每
月
領

取
八
兩
錢
糧
銀
的
南
匠
中
，
除
楊
維
占
與

黃
振
效
是
廣
東
牙
匠
，
其
餘
似
皆
來
自
於

江
南
，
顧
彭
年
是
參
與
雕
製
﹁
雕
象
牙
月

曼
清
遊
冊
﹂
的
江
南
牙
匠
，
周
公
也
則
是

南
木
匠
。

在
乾
隆
六
年
與
七
年
的
︽
活
計
檔
︾

中
，
黃
振
效
姓
名
一
再
出
現
，
例
如
：
乾

隆
六
年
五
月
他
奉
命
照
內
廷
交
出
的
一
件

鰍
角
帶
頭
的
﹁
大
意
﹂
另
做
一
件
，
第
二

年
五
月
受
命
照
內
廷
交
出
的
香
袋
款
式
做

兩
件
雕
象
牙
鏤
空
香
囊
，
下
個
月
又
奉
命

為
一
件
火
鐮
盒
用
鰍
角
做
罩
，
次
月
又
傳

旨
命
他
將
鰍
角
罩
套
配
做
成
火
鎌
包
。
這

年
年
底
，
陳
祖
章
因
年
邁
奉
准
由
其
子

陳
觀
泉
陪
同
回
籍
，
黃
振
效
遂
欲
藉
此
機

會
，
叩
求
﹁
家
眷
附
與
送
陳
觀
泉
返
京
之

人
一
同
來
京
，
永
遠
報
效
﹂
，
清
高
宗
傳

旨
將
此
事
交
由
內
大
臣
海
望
處
理
。
如
果

皇
帝
同
意
了
黃
振
效
的
懇
求
，
則
黃
振
效

可
能
也
被
提
昇
為
﹁
抬
旗
南
匠
﹂
或
﹁
供

奉
南
匠
﹂
，
但
是
檔
案
僅
記
載
皇
帝
將
他

的
懇
求
交
由
海
望
處
理
，
有
鑑
於
他
最
後

因
病
離
京
南
歸
，
此
次
他
的
家
眷
或
未
蒙

恩
准
進
京
。
︵
見
下
文
︶

乾
隆
八
年
初
，
清
高
宗
傳
旨
：
將
造

辦
處
庫
貯
所
有
的
琥
珀
、
蜜
蠟
查
出
後
呈

覽
，
第
二
天
就
將
兩
塊
重
達
一
百
一
十
一

兩
的
琥
珀
交
進
呈
覽
，
皇
帝
傳
旨
﹁
將
此

琥
珀
交
黃
振
效
﹂
︵
見
乾
隆
八
年
二
月
初
九

日
的
︽
活
計
檔‧

記
事
錄
︾
︶
，
應
該
是
交

給
他
設
計
、
雕
刻
吧
！

就
目
前
所
知
，
在
傳
世
有
宮
廷
牙

匠
名
款
的
文
物
中
，
具
黃
振
效
名
款
者
最

多
，
有
六
件
之
數
，
是
當
時
奉
准
留
下
名

款
的
匠
役
中
，
留
下
最
多
具
名
款
作
品

者
，
相
當
特
殊
與
難
得
。

這
六
件
作
品
分
別
是
完
成
於
乾
隆
三

年
二
月
的
︿
雕
象
牙
御
船
﹀
︵
圖
三
︶
、

同
年
五
月
雕
製
的
︿
雕
象
牙
山
水
人
物
筆

筒
﹀
︵
圖
四
︶
、
翌
年
︵
乾
隆
四
年
︶
二

圖二　 清　陳祖章、顧彭年、常存、蕭漢振、陳觀泉　雕象牙月曼清遊冊　第1冊：正月　
每冊長39.1，寬32.9，厚3.2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中國竹木牙角器全集・
第四卷・牙角器》圖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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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完
成
的
︿
雕
象
牙
山
水
人
物
小
景
﹀

︵
圖
五
︶
、
七
月
完
成
的
︿
雕
象
牙
透

花
長
方
套
盒
﹀
︵
全
器
共
十
一
件
小
象
牙

盒
，
圖
六
︶
、
同
年
十
二
月
完
成
的
︿
雕

象
牙
蘭
亭
修
禊
小
插
屏
﹀
︵
圖
七
，
︶
，

最
後
一
件
是
乾
隆
七
年
雕
製
完
成
的
︿
雕

象
牙
雲
龍
紋
火
鐮
盒
﹀
。
︵
圖
八
︶

這
六
件
具
黃
振
效
名
款
的
作
品
，
兩

岸
故
宮
各
庋
藏
三
件
，
臺
北
故
宮
所
藏
者

乃
完
成
於
乾
隆
四
年
的
︿
雕
象
牙
山
水
人

物
小
景
﹀
、
︿
雕
象
牙
透
花
長
方
套
盒
﹀

和
︿
雕
象
牙
蘭
亭
修
禊
小
插
屏
﹀
，
北
京

故
宮
則
典
藏
了
乾
隆
三
年
雕
製
的
︿
雕

象
牙
御
船
﹀
和
︿
雕
象
牙
山
水
人
物
筆

筒
﹀
，
以
及
乾
隆
七
年
雕
製
的
︿
雕
象
牙

雲
龍
紋
火
鐮
盒
﹀
。
乾
隆
三
年
雕
製
的
兩

件
作
品
可
能
是
黃
振
效
初
入
內
廷
的
﹁
試

手
﹂
之
作
︵
他
在
前
一
年
底
被
選
送
入
內

廷
︶
，
當
時
並
未
稱
旨
，
待
第
二
年
︵
乾

隆
四
年
︶
四
月
雕
製
出
︿
雕
象
牙
山
水
人

物
小
景
﹀
後
，
深
獲
帝
心
，
立
刻
蒙
聖
恩

加
薪
，
每
月
錢
糧
銀
也
從
當
時
南
匠
的
基

本
錢
糧
額
數—

每
月
三
兩
錢
糧
銀
，
增
加

為
每
月
錢
糧
銀
八
兩
。

圖三　 清　乾隆3年　黃振效　雕象牙御船　高1.7，長5.2，寬1.5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全器　b款識局部　
引自《中國竹木牙角器全集・第4卷・牙角器》圖64

ab

圖四　 清　乾隆3年　黃振效　雕象牙山水人物筆筒　徑9.7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全器　b全器（附乾隆詩文）c全器（附雕刻者款識）　
引自《故宮雕刻萃珍》圖161

abc

圖五　清　乾隆4年　黃振效　雕象牙山水人物小景　高4.6，長8.8，寬7.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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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傳
世
作
品
的
製
作
時
間
以
及
目

前
所
見
︽
活
計
檔
︾
的
載
錄
，
黃
振
效
在

乾
隆
四
年
至
八
年
初
之
間
奉
旨
成
做
活
計

的
頻
率
甚
高
，
他
自
己
也
相
當
盡
心
盡

力
，
竭
盡
所
能
，
希
冀
作
品
稱
旨
，
擄
獲

帝
心
。
或
許
因
為
工
作
太
勞
累
，
他
在
乾

隆
八
年
夏
初
便
患
重
病
，
病
得
﹁
難
以
行

走
﹂
，
至
翌
年
︵
一
七
四
四
︶
二
月
初
雖

已
休
息
了
十
個
多
月
，
仍
未
見
好
轉
。
︵
註

四
︶
清
高
宗
特
別
下
旨
：
讓
他
自
己
決
定
是

願
意
在
京
城
調
理
，
或
回
本
籍
修
養
？
黃

振
效
選
擇
先
在
京
城
調
理
三
、
四
個
月
，

並
願
意
停
領
錢
糧
銀
，
﹁
如
病
少
︵
稍
︶

痊
，
即
便
當
差
報
效
﹂
。
皇
帝
有
鑑
於
黃

振
效
﹁
素
日
人
還
勤
謹
﹂
，
答
應
了
他
的

請
求
，
暫
時
停
發
他
每
月
八
兩
的
錢
糧

銀
，
但
仍
每
個
月
賞
給
他
南
匠
的
基
本
錢

糧
銀—

每
月
銀
三
兩
，
作
為
調
養
費
用
，

他
的
安
家
銀
也
﹁
不
必
動
﹂
，
照
常
發

給
。
黃
振
效
先
有
十
個
多
月
患
病
休
息
，

每
月
仍
領
八
兩
錢
糧
銀
，
後
來
留
京
調
養

期
間
並
未
當
差
，
卻
仍
能
領
取
南
匠
在
京

城
的
基
本
錢
糧
銀
數
，
家
鄉
的
安
家
銀
也

繼
續
發
給
，
實
可
謂
皇
恩
隆
盛
。

黃
振
效
在
京
又
調
養
了
三
個
月
後

仍
不
見
好
轉
，
不
得
不
回
籍
養
病
，
仍

奉
旨
：
俟
病
症
大
好
時
再
進
京
當
差
。

︵
見
乾
隆
九
年
五
月
十
一
日
︽
活
計
檔‧
記
事

錄
︾
︶
此
後
的
︽
活
計
檔
︾
中
遂
未
能
再

覓
得
有
關
黃
振
效
的
檔
案
，
或
許
從
此
未

再
返
京
。
若
然
，
黃
振
效
在
內
廷
服
務
時

間
並
不
長
，
扣
除
養
病
一
年
餘
，
實
際
成

做
活
計
的
時
間
僅
五
年
半
左
右
。

圖六　清　乾隆4年　黃振效　雕象牙透花長方套盒（共11件）　最大盒長4.1，寬2.8，高1.7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清　乾隆4年　黃振效　雕象牙蘭亭脩禊小插屏　高9.2，寬3.3至3.6，厚0.2，連木座高12.7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清　乾隆7年　黃振效　雕象牙雲龍紋火鐮盒　長8，寬7.4公分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a全器罩合　b全器打開及內貯火鐮包　c款識局部　引自《中國竹木牙角器全集・第
四卷・牙角器》圖39、《故宮博物院藏珍品全集・竹木牙角雕刻》圖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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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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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盛世內廷牙匠與廣東牙雕工藝－以陳祖章和黃振效為例

文物脈絡

結
語

清
代
廣
東
象
牙
雕
刻
工
藝
享
譽
海
內

外
，
廣
州
牙
雕
工
藝
界
流
傳
著
﹁
當
地
牙

雕
技
藝
乃
自
木
雕
工
藝
轉
成
﹂
之
說
，
個

人
於
二○

○

七
年
二
月
二
七
日
上
午
造
訪

位
在
廣
州
市
沙
河
天
平
架
沙
太
路
一
號
大

新
象
牙
工
藝
廠
時
，
副
廠
長
梁
應
流
先
生

即
曾
如
此
告
知
，
下
午
前
往
陳
家
祠
參
訪

時
，
牆
上
的
展
板
亦
云
：
﹁
明
清
時
期
，

得
益
于
優
越
的
地
理
環
境
和
繁
榮
的
對
外

貿
易
，
廣
州
的
牙
雕
工
藝
迅
速
發
展
并
脫

離
竹
木
雕
刻
而
自
成
一
體
，
︙
。
﹂
雍
正

朝
與
乾
隆
元
年
造
辦
處
對
於
廣
東
牙
匠
陳

祖
章
的
錢
糧
銀
併
同
當
時
的
廣
木
匠
，
由

廣
木
作
具
領
，
或
可
為
旁
證
。

乾
隆
初
年
陳
祖
章
即
與
來
自
江
南
嘉

定
的
竹
人
施
天
章
、
封
岐
等
共
同
在
當
時

造
辦
處
的
首
席
作
坊—

如
意
館
服
務
；
乾

隆
二
年
底
方
選
送
入
京
的
黃
振
效
等
四
位

廣
東
牙
匠
，
進
入
造
辦
處
不
久
也
歸
隸
如

意
館
；
此
時
內
廷
的
廣
東
牙
匠
與
廣
木
匠

已
分
途
發
展
了
。

乾
隆
一
朝
，
內
廷
中
廣
東
牙
匠
與
來

自
江
南
的
牙
匠
同
時
在
如
意
館
服
務
，
其

中
若
能
獲
准
攜
眷
入
京
，
也
就
是
提
昇
為

﹁
抬
旗
南
匠
﹂
或
﹁
供
奉
南
匠
﹂
，
則
是

更
高
的
殊
榮
。
封
岐
與
陳
觀
泉
分
別
為
來

自
江
南
與
廣
東
的
牙
匠
中
獲
此
殊
榮
的
代

表
人
物
。
陳
祖
章
或
因
進
京
較
早
，
年
老

歸
鄉
乃
其
所
願
；
黃
振
效
則
想
獲
此
殊
榮

而
未
得
。

陳
祖
章
服
務
內
廷
約
十
四
年
，
雍
正

朝
與
乾
隆
朝
各
半
，
雍
正
朝
時
他
在
內
廷

的
地
位
似
不
能
與
來
自
江
南
地
區
的
牙
匠

相
提
並
論
，
但
是
在
乾
隆
元
年
年
中
已
能

和
他
們
一
起
領
取
雍
正
朝
以
來
南
匠
的
最

高
錢
糧
銀
。
尤
其
在
乾
隆
初
期
雕
製
出
如

臺
北
故
宮
所
藏
的
︿
雕
橄
欖
核
小
舟
﹀
，

全
器
長
僅
三
．
四
公
分
，
不
但
至
今
門
窗

仍
開
闔
自
如
，
舟
底
還
陰
刻
行
書
三
百
餘

字
的
︿
後
赤
壁
賦
﹀
全
文
，
可
謂
精
雕
細

琢
之
極
致
，
或
因
此
更
受
到
清
高
宗
的
重

視
，
再
度
頒
下
諭
旨
，
強
調
賞
陳
祖
章
每

月
十
二
兩
錢
糧
銀
。
至
於
陳
祖
章
領
銜
雕

製
的
︿
雕
象
牙
月
曼
清
遊
冊
﹀
，
一
套
有

十
二
冊
，
象
牙
仕
女
、
屋
牆
、
廊
柱
、

階
梯
打
磨
光
滑
，
象
牙
花
葉
、
藤
竹
紋
飾

繁
縟
細
瑣
，
加
上
篆
、
隸
、
草
、
行
、
楷

各
體
螺
鈿
乾
隆
詩
文
，
雕
刻
工
程
可
謂
浩

大
。
全
器
雖
有
多
人
合
作
，
但
領
銜
的
陳

祖
章
用
力
應
多
，
遂
在
這
套
作
品
完
成
後

的
翌
年—

乾
隆
七
年
，
終
因
﹁
眼
遲
﹂
而

無
法
再
為
皇
室
服
務
。

雍
正
朝
與
乾
隆
初
年
，
陳
祖
章
與

黃
振
效
分
別
因
為
精
湛
的
牙
雕
技
藝
，
以

﹁
好
手
牙
匠
﹂
之
名
進
入
清
內
廷
服
務
。

進
入
內
廷
之
初
，
他
們
並
沒
有
特
別
受

到
皇
帝
青
睞
，
陳
祖
章
經
過
七
年
的
努
力

不
懈
，
終
於
在
乾
隆
元
年
新
皇
帝
登
基

後
大
受
重
視
；
黃
振
效
初
入
內
廷
時
，
在

一
年
之
中
一
再
變
換
成
做
的
作
品
紋
飾
與

器
類
，
以
探
究
皇
帝
的
喜
好
、
品
味
，
待

發
現
即
位
之
初
的
年
輕
皇
帝
喜
好
廣
東
牙

雕
工
藝
的
繁
瑣
與
玲
瓏
剔
透
，
遂
充
分
發

揮
己
長
，
雕
製
出
如
︿
雕
象
牙
透
花
長
方

套
盒
﹀
般
的
作
品
。
黃
振
效
在
這
件
長
僅

四‧

一
公
分
、
寬
僅
二‧

八
公
分
、
高
僅

一‧

七
公
分
的
扁
小
鏤
空
象
牙
盒
內
，
又

配
製
出
十
個
各
式
小
牙
盒
，
後
者
盒
內
收

貯
的
小
牙
器
更
多
樣
而
精
緻
，
包
含
活
紋

與
一
體
成
型
而
與
盒
身
或
器
蓋
相
連
的
靈

活
長
鏈
。
這
件
雕
象
牙
透
花
連
鏈
套
盒
是

個
人
所
見
，
傳
世
廣
東
牙
匠
所
雕
製
的
同

類
型
象
牙
套
盒
中
，
最
完
整
、
精
緻
者
。

黃
振
效
在
京
城
居
停
有
六
年
餘
，
實
際
成

做
活
計
的
時
間
僅
五
年
半
左
右
。
服
務
內

廷
期
間
戮
力
從
公
，
從
傳
世
六
件
作
品
即

可
看
出
黃
振
效
在
內
廷
成
做
活
計
時
，
往

往
極
盡
精
雕
細
琢
之
能
事
，
終
至
敗
壞
健

康
，
在
京
休
養
年
餘
而
未
見
好
轉
，
只
得

仿
效
陳
祖
章
南
歸
，
但
未
能
如
陳
祖
章
般

立
刻
有
後
嗣
接
續
在
內
廷
服
務
。

在
內
廷
服
務
約
十
四
年
的
陳
祖
章
，

因
﹁
年
邁
眼
遲
，
不
能
行
走
，
懇
祈
回

籍
﹂
，
而
黃
振
效
在
內
廷
孜
孜
矻
矻
地
賣

力
成
做
活
計
，
服
務
時
間
不
及
陳
祖
章
的

一
半
，
即
病
重
南
歸
。
他
二
人
在
赴
京
之

前
應
即
在
家
鄉
享
有
盛
名
，
在
內
廷
服
務

時
受
到
清
高
宗
的
賞
識
，
載
譽
返
鄉
後
當

能
有
助
於
廣
州
牙
雕
工
藝
聲
譽
之
傳
播
。

清
代
中
晚
期
廣
東
雕
象
牙
工
藝
日

漸
蓬
勃
發
展
，
乾
隆
年
間
︵
一
七
三
六

∼
一
七
九
五
︶
廣
州
市
面
出
現
專
營
象
牙
製

品
的
店
鋪
；
道
光
年
間
︵
一
八
二
一

∼

一
八
五○

︶
廣
州
牙
雕
界
開
始
出
現
象
牙

行
會
組
織
：
貢
行
與
洋
行
，
從
名
稱
可

註
釋

1.  

所
稱
檔
案
包
括
中
國
第
一
歷
史
檔
案
館
收
藏

清
雍
正
元
年
︵
一
七
二
三
︶
至
宣
統
三
年

︵
一
九
一
〇
︶
的
內
務
府
造
辦
處
有
關
活
計
成

做
的
檔
案
︵
︽
各
作
成
做
活
計
清
檔
︾
︶
，
以

及
﹁
買
辦
庫
票
﹂
、
﹁
各
作
暫
領
銀
﹂
、
﹁
雜

錄
檔
﹂
、
﹁
廣
廚
司
行
文
﹂
等
等
。
其
中
，

︽
各
作
成
做
活
計
清
檔
︾
雖
然
嘉
慶
前
期
︵
四

年
至
十
年
︶
似
闕
遺
，
然
雍
正
、
乾
隆
兩
朝
檔

案
甚
夥
，
今
該
館
將
其
製
成
微
卷
，
本
文
所
稱

︽
活
計
檔
︾
即
此
。
此
外
，
中
國
第
一
歷
史
檔

案
館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文
物
館
合
編
，
︽
清
宮

內
務
府
造
辦
處
檔
案
總
匯
︾
︵
北
京
：
人
民
出

版
社
，
二
〇
〇
五
︶
，
除
了
亦
景
印
前
述
雍

正
與
乾
隆
兩
朝
︽
活
計
檔
︾
外
，
尚
將
此
二
朝

造
辦
處
相
關
﹁
廣
儲
司
行
文
﹂
、
﹁
買
辦
庫

票
﹂
、
﹁
雜
項
庫
票
﹂
、
﹁
各
作
暫
領
銀
﹂
、

﹁
雜
錄
檔
﹂
、
﹁
養
心
殿
造
辦
處
行
取
清

冊
﹂
、
﹁
做
鐘
處
收
貯
賞
用
鐘
表
檔
﹂
、
﹁
做

鐘
處
收
貯
鐘
表
檔
﹂
、
﹁
做
鐘
處
宮
內
陳
設
鐘

表
檔
﹂
、
﹁
做
鐘
處
新
收
鐘
表
等
項
﹂
、
做
鐘

處
宮
用
鐘
表
等
項
檔
﹂
、
﹁
造
辦
處
收
貯
物
料

清
冊
﹂
等
等
檔
冊
，
亦
依
年
序
併
同
景
印
刊

行
。

2.  

中
國
第
一
歷
史
檔
案
館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文

物
館
合
編
，
︽
清
宮
內
務
府
造
辦
處
檔
案
總

匯
︾
，
第
七
冊
，
頁
二
八
六
下
，
乾
隆
元
年

即
有
四
月
初
三
日
編
號
﹁
黃
字
三
十
二
﹂
的

﹁
買
辦
庫
票
﹂
、
頁
三
六
八
下
五
月
初
二
日

編
號
﹁
宇
字
二
十
一
﹂
的
﹁
買
辦
庫
票
﹂
、
頁

四
七
〇
上
六
月
初
五
日
編
號
﹁
宙
字
五
十
七
﹂

的
﹁
買
辦
庫
票
﹂
、
頁
五
五
八
上
十
一
月
初
四

日
編
號
﹁
盈
字
三
十
﹂
的
﹁
買
辦
庫
票
﹂
；
這

些
庫
票
中
﹁
顧
繼
臣
﹂
皆
作
﹁
顧
繼
成
﹂
；
但

是
︽
活
計
檔
︾
中
往
往
作
﹁
顧
繼
臣
﹂
。

3.  

關
於
此
十
二
開
雕
象
牙
冊
頁
之
詳
細
內
容
請
參

閱
拙
文
：
嵇
若
昕
，
︿
宮
廷
牙
匠
與
畫
家
的

對
話—

﹁
月
曼
清
遊
﹂
之
圖
繪
與
雕
刻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二
三
卷
第
四
期
︵
總

二
六
八
，
二
〇
〇
五
年
七
月
︶
，
頁
三
六—

五
〇
。

4.  

︽
活
計
檔
︾
，
乾
隆
九
年
二
月
十
一
日
，
︿
記

事
錄
﹀
，
記
載
司
庫
郎
正
培
二
月
初
七
日
的
奏

摺
，
內
提
到
黃
振
效
久
病
在
家
有
十
個
月
餘
。

知
其
各
有
不
同
的
消
費
市
場
。
清
末
廣
州

市
又
設
立
大
牙
行
，
在
大
新
路
上
的
小
新

街
設
立
﹁
象
牙
會
館
﹂
，
至
今
大
新
路
仍

以
牙
雕
工
藝
聞
名
。
十
八
世
紀
前
半
如
陳

祖
章
、
黃
振
效
等
廣
東
牙
匠
在
內
廷
的
努

力
，
載
譽
返
鄉
後
當
更
促
進
當
地
牙
雕
工

藝
聲
譽
的
隆
盛
，
再
加
上
後
繼
者
的
付

出
，
使
得
廣
州
牙
雕
工
藝
蓬
勃
發
展
三
百

年
，
至
今
未
絕
。

作
者
為
本
院
登
保
處
退
休
研
究
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