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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寶

清
︿
院
本
十
八
學
士
圖
﹀
是
乾
隆

六
年
宮
廷
畫
家
孫
祜
、
周
鯤
、
丁
雲
鵬

的
合
作
畫
。
卷
高
三
十
九
公
分
，
然
長

達
一
千
一
百
三
十
八
點
二
公
分
，
幾
與

一
千
一
百
五
十
二
點
八
公
分
的
︿
清
院
本

清
明
上
河
圖
﹀
相
埒
，
為
超
過
十
一
公
尺

的
精
緻
富
麗
大
作
。

清
院
本
十
八
學
士
圖
賞
析

邱
士
華

唐
太
宗
於
潛
邸
時
期
設
文
學
館
，

收
聘
賢
才
，
以
杜
如
晦
、
房
玄
齡
、
于
志

寧
、
蘇
世
長
、
薛
收
、
褚
亮
、
姚
思
廉
、

陸
明
德
、
孔
穎
達
、
李
道
玄
、
李
守
素
、

虞
世
南
、
蔡
允
恭
、
顏
相
時
、
許
敬
宗
、

薛
元
敬
、
蓋
文
達
和
蘇
勖
等
十
八
人
為

學
士
，
並
命
閻
立
本
繪
圖
作
像
，
藏
之
書

府
，
以
彰
﹁
禮
賢
﹂
之
意
。
此
事
日
後
傳

為
佳
話
，
導
致
歷
代
以
﹁
十
八
學
士
﹂
或

﹁
登
瀛
州
﹂
為
名
之
作
不
絕
如
縷
，
乾
隆

朝
宮
廷
畫
家
亦
有
不
少
相
關
畫
作
。

根
據
研
究
，
乾
隆
皇
帝
對
於
十
八
學

士
的
典
故
從
早
期
的
推
崇
嚮
往
，
中
晚
期

轉
為
負
面
評
價
。
︵
註
一
︶

本
文
探
討
的
清

歷
代
﹁
十
八
學
士
﹂
為
題
的
畫
作
甚
多
，
無
論
長
卷
或
立
軸
，
多
描
繪
學
士
們
於
園
林
中
活
動
；

或
如
宋
徽
宗
︿
文
會
圖
﹀
群
聚
飲
宴
，
或
如
明
人
︿
十
八
學
士
圖
﹀
將
學
士
們
分
入
四
軸
中
進
行

﹁
琴
﹂
、
﹁
棋
﹂
、
﹁
書
﹂
、
﹁
畫
﹂
等
文
藝
活
動
。
乾
隆
六
年
所
作
的
清
︿
院
本
十
八
學
士

圖
﹀
場
景
雖
亦
可
稱
為
園
苑
，
但
主
要
活
動
舞
台
已
轉
為
清
代
宮
廷
風
格
的
建
築
，
其
佈
排
更
有

意
識
地
應
用
具
有
單
一
消
失
點
的
西
洋
透
視
法
，
十
八
學
士
亦
非
卷
中
唯
一
主
角
。
此
作
許
多
跳

脫
傳
統
十
八
學
士
圖
式
之
處
，
充
分
展
現
出
當
時
乾
隆
皇
帝
與
其
畫
家
企
圖
為
宮
廷
繪
畫
再
創
新

局
的
大
膽
嘗
試
。

清　孫祜、周鯤、丁雲鵬等　院本十八學士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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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
羨
之
情
，
並
有
推
許
勉
勵
當
朝
臣
工
之

意
，
為
其
早
期
仍
對
此
畫
題
持
正
面
態
度

之
一
例
。

﹁
十
八
學
士
﹂
與
﹁
漢
宮
春
曉
﹂

然
而
，
這
件
標
為
院
本
、
入
重
華

宮
收
貯
的
大
作
，
所
繪
不
僅
是
十
八
學
士

圖
而
已
。
畫
卷
起
始
描
繪
學
士
們
的
馬
伕

圖一　 梁詩正為乾隆皇帝代筆書寫的題
畫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學士們的馬伕隨從於溪畔林間閒談佇候。

圖三　連袂抵達的兩名學士

圖五　共同參與詩文寫作的學士們

圖六　下棋、觀棋的學士

︿
院
本
十
八
學
士
圖
﹀
前
隔
水
裱
綾
上
，

留
有
梁
詩
正
為
乾
隆
皇
帝
代
筆
書
寫
的
御

製
詩
一
則
︵
圖
一
︶
：

 

當
年
盛
事
紀
登
瀛
。
傳
說
芬
疑
齒
頰

生
。
自
是
玉
堂
無
俗
客
。
不
湏
金
馬
羡

仙
卿
。
木
天
珂
劍
從
携
侣
。
禁
地
琴

書
許
暢
情
。
同
有
雄
才
誇
博
雅
。
十

思
誰
繼
魏
元
成
。
乾
隆
壬
戌
︵
西
元

一
七
四
二
年
︶
夏
五
月
御
題
。
臣
梁
詩

正
敬
書
。

詩
中
將
登
瀛
州
譽
為
盛
事
，
亦
稱
十
八
學

士
為
博
雅
雄
才
之
士
，
僅
於
末
句
似
對
魏

徵
的
直
諫
給
予
更
高
的
評
價
，
然
整
體
仍

流
露
對
唐
太
宗
擁
有
眾
多
才
德
之
士
的

圖四　方亭中倚柱翹首的學士

隨
從
，
守
著
坐
騎
，
於
溪
畔
林
間
閒
談

佇
候
。
︵
圖
二
︶
此
段
摹
仿
自
傳
宋
徽
宗

︿
十
八
學
士
圖
﹀
卷
的
傳
統
，
然
將
場
景

轉
作
︿
院
本
清
明
上
河
圖
﹀
式
的
景
色
，

青
綠
色
的
緩
坡
、
疏
密
參
差
在
樹
頭
展
開

的
點
狀
葉
叢
，
宛
若
美
好
的
林
園
謳
歌
。

隨
著
侍
僮
跨
過
紅
色
小
橋
與
宮
門
後
，
可

見
到
方
才
抵
達
的
兩
名
學
士
︵
圖
三
︶
，

前
方
殿
閣
有
侍
監
恭
候
駕
臨
，
將
迎
接
他

們
進
入
宮
殿
中
。
宮
牆
外
側
僮
僕
攜
卷
冊

等
物
前
行
，
溪
岸
﹁
亞
﹂
字
方
亭
中
，
一

學
士
倚
柱
翹
首
，
或
許
正
盼
著
最
後
兩
名

與
會
者
的
到
來
。
︵
圖
四
︶
方
亭
左
側
的

殿
閣
，
即
為
學
士
聚
集
的
主
要
舞
台
：
右

側
兩
位
學
士
持
書
並
讀
、
兩
位
學
士
倚
欄

靜
觀
；
正
中
以
坐
於
案
前
舉
筆
欲
書
的
學

士
為
中
心
，
似
有
七
位
學
士
共
同
參
與
這

篇
詩
文
寫
作
︵
圖
五
︶
；
左
側
兩
位
學
士

下
棋
、
兩
位
學
士
觀
棋
。
︵
圖
六
︶
圖
行

至
此
，
十
八
學
士
全
數
出
現
。
左
側
不
遠

處
一
道
宮
牆
阻
絕
了
學
士
所
在
的
殿
閣

區
，
然
而
畫
卷
卻
還
打
開
不
到
三
分
之

二
。
其
後
超
過
三
分
之
一
的
畫
卷
描
繪
著

甚
麼
？宮

牆
不
遠
處
的
方
亭
中
，
妃
嬪
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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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方亭中閒聚的妃嬪宮女

女
閒
聚
於
此
︵
圖
七
︶
，
似
乎
等
待
著
前

方
﹁
之
﹂
字
型
曲
橋
上
，
宮
扇
護
障
的
妃

嬪
前
來
。
︵
圖
八
︶
曲
橋
另
一
端
的
妃
嬪

宮
女
，
則
在
賞
玩
盆
栽
。
︵
圖
九
︶
隔
岸

略
具
西
洋
風
味
的
高
臺
上
，
不
但
架
起
魚

缸
︵
圖
十
︶
，
各
式
几
案
上
堆
陳
各
式
書

畫
古
玩
，
一
批
妃
嬪
宮
女
傾
身
遊
賞
︵
圖

十
一
︶
，
另
一
批
則
似
欲
朝
另
一
端
欣
賞

開
闊
的
園
景
。
︵
圖
十
二
︶
綿
延
至
遠
方

的
另
一
岸
則
另
有
一
片
殿
閣
，
妃
嬪
牽
領

圖八　曲橋上的妃嬪宮女

圖九　賞玩盆栽的妃嬪宮女

圖十　 置有孔洞裝置於其中的大型魚缸，其下支架亦採西法繪製，且著重明暗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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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
設
的
几
案
桌
椅
材
質
更
為
講
究
華
麗
、

建
築
裝
飾
用
的
華
美
紋
石
奢
侈
地
直
接
切

作
厚
片
，
連
接
成
樓
台
的
護
板
；
妃
嬪
宮

女
個
個
臉
皮
白
淨
、
體
態
纖
修
，
無
論
階

級
皆
裝
點
著
珠
玉
金
飾
，
著
華
麗
布
料
裁

成
的
衣
裙
，
部
分
帔
帛
甚
至
可
見
雙
面
作

色
。

然
而
此
段
妃
嬪
宮
女
活
動
的
段
落
，

應
可
歸
入
﹁
漢
宮
春
曉
﹂
畫
題
中
。
較
之

同
樣
於
乾
隆
六
年
由
孫
祜
、
周
鯤
、
丁
觀

鵬
三
人
合
作
完
成
的
清
︿
院
本
漢
宮
春
曉

圖
﹀
，
其
人
物
、
建
築
大
小
及
細
節
精
緻

程
度
相
倣
，
妃
嬪
宮
女
似
可
隨
意
置
換
，

略
無
違
和
感
。

乾
隆
皇
帝
十
分
喜
愛
此
一
畫
題
，
特

別
是
乾
隆
初
年
即
命
諸
多
宮
廷
畫
家
繪
製

此
一
畫
題
。
根
據
研
究
，
乾
隆
皇
帝
除
將

此
畫
題
自
人
物
畫
的
領
域
，
推
向
建
築
界

畫
的
範
疇
，
亦
透
過
觀
畫
時
對
漢
裝
女
子

想
像
性
的
佔
有
，
投
射
其
對
漢
族
傳
統
的

主
宰
統
治
。
︵
註
二
︶

若
依
︽
石
渠
寶
笈
︾

著
錄
的
評
等
來
看
，
乾
隆
皇
帝
確
實
給
與

呈
現
諸
般
奇
巧
建
築
的
界
畫
型
﹁
漢
宮
春

曉
﹂
較
高
的
評
價
，
但
似
以
丁
觀
鵬
為
主
要

構
思
執
筆
者
的
人
物
型
﹁
漢
宮
春
曉
﹂
，

數
量
更
多
，
亦
列
名
次
等
，
反
映
的
或
許

是
乾
隆
皇
帝
難
以
正
面
承
認
的
偏
好
。

孰
輕
孰
重
？

﹁
華
麗
誘
人
﹂
或
許
是
妃
嬪
宮
女
段

落
的
特
色
，
但
卻
不
一
定
因
此
使
之
成
為

十
八
學
士
的
附
屬
段
落
。
扣
除
畫
卷
一
開

始
未
入
宮
門
的
部
分
，
此
卷
描
繪
十
八
學

士
段
落
的
長
度
，
與
描
繪
妃
嬪
段
落
的
長

度
，
幾
乎
無
分
軒
輊
。
若
以
描
繪
的
人
數

圖十三　妃嬪牽領年幼的公主似正欲出遊

圖十四　畫家落款

圖十五　卷首入口處的宮門與宮牆

圖十六　養心殿正門　鄧淑蘋攝 圖十一　滿置的書畫古玩

圖十二　眺望園景的妃嬪各指向一方，似欲邀觀畫者一起欣賞工苑佳景。

年
幼
的
公
主
似
正
欲
出
遊
。
︵
圖
十
三
︶

一
旁
園
林
小
徑
中
，
有
宮
女
攜
捧
飲
食
前

行
，
其
左
側
山
石
上
有
畫
家
落
款
作
結
。

︵
圖
十
四
︶

陳
德
馨
討
論
﹁
十
八
學
士
﹂
圖
式

時
，
將
妃
嬪
場
景
視
為
附
屬
的
﹁
宮
女
活

動
﹂
，
其
作
用
在
於
增
添
﹁
所
處
皇
室
豪

華
誘
人
的
場
景
﹂
。
誠
然
，
後
半
段
妃
嬪

場
景
部
分
確
實
豪
華
誘
人
：
陳
列
的
青
銅

鼎
彝
、
瓷
玉
古
玩
數
量
種
類
更
為
豐
富
、

養
魚
的
大
缸
裡
設
有
奇
特
的
孔
洞
裝
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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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學
士
圖
﹀
則
落
於
畫
幅
上
方
。
其

位
置
約
於
畫
中
的
月
洞
門
附
近
。
︵
圖

十
七
︶為

何
僅
稱
其
消
失
點
﹁
約
於
﹂
月

洞
門
附
近
呢
？
若
由
月
洞
門
推
測
，
由
於

其
洞
口
處
僅
見
其
左
側
面
，
右
側
面
則
不

可
見
，
故
消
失
點
所
在
的
垂
直
線
應
落
於

月
洞
門
外
右
側
；
然
若
由
月
洞
門
前
方
形

石
階
推
測
，
其
右
側
線
條
角
度
又
較
左
側

為
陡
峭
，
因
此
消
失
點
所
在
的
垂
直
線
應

落
於
月
洞
門
內
偏
右
側
；
又
若
由
沿
岸
欄

杆
表
現
斜
側
面
的
角
度
推
測
，
則
消
失
點

所
在
的
垂
直
線
應
在
月
洞
門
外
左
側
竹
叢

間
。

總
之
，
︿
院
本
十
八
學
士
圖
﹀
的

繪
製
者
，
不
太
精
準
地
將
消
失
點
所
在
的

垂
直
線
設
定
在
月
洞
門
一
帶
，
但
此
處
正

為
學
士
活
動
區
域
與
妃
嬪
活
動
區
域
交
界

處
，
使
得
該
卷
學
士
活
動
區
域
均
呈
現
出

建
築
物
的
左
側
面
，
延
伸
線
條
均
呈
右
下

左
上
，
而
妃
嬪
活
動
區
域
則
呈
現
建
築
物

的
右
側
面
，
延
伸
線
條
均
呈
左
下
右
上
，

可
謂
是
宮
廷
畫
家
接
受
﹁
線
法
畫
﹂
︵
註

三
︶
後
，
發
展
出
的
嶄
新
畫
面
區
域
劃
分
方

式
。
這
種
透
過
線
法
，
顯
為
有
意
利
用
消

失
點
的
設
定
，
將
兩
類
身
分
的
活
動
區
域

作
出
分
隔
。
也
代
表
了
後
半
段
妃
嬪
活
動

區
域
，
在
畫
家
構
圖
之
際
已
設
定
為
與
學

士
活
動
區
域
相
當
，
分
居
消
失
點
左
右
，

具
有
不
遜
於
十
八
學
士
畫
題
的
重
要
性
。

親
密
和
諧

清
︿
院
本
十
八
學
士
圖
﹀
的
妃
嬪

活
動
段
落
，
與
其
他
以
人
物
活
動
為
重
點

的
︿
漢
宮
春
曉
圖
﹀
最
明
顯
的
區
別
，
或

許
在
於
畫
中
的
妃
嬪
宮
女
重
於
悠
閒
地
遊

覽
、
享
受
宮
苑
美
景
、
珍
玩
，
而
非
忙
碌

地
分
組
為
觀
者
表
演
宮
中
可
能
出
現
的
各

類
活
動
。
她
們
相
互
依
偎
、
彼
此
牽
引
，

不
見
勾
心
鬥
角
，
只
有
親
密
和
諧
。
︵
圖

十
八
︶以

此
反
觀
學
士
活
動
的
段
落
，
雖

然
有
持
書
並
讀
、
倚
欄
靜
觀
、
詩
文
寫
作

各
式
活
動
，
但
與
宋
徽
宗
︿
文
會
圖
﹀
以

飲
宴
為
主
要
場
景
的
詮
釋
方
式
相
較
，

清
︿
院
本
十
八
學
士
圖
﹀
將
重
點
置
於

﹁
文
會
﹂
的
意
圖
十
分
清
晰—

學
士
們
悠

遊
於
殿
閣
中
從
事
各
類
文
藝
活
動
。
擺
在

殿
閣
中
心
位
置
的
詩
文
寫
作
活
動
，
雖
僅

有
一
位
執
筆
，
但
連
同
周
遭
一
起
研
究
思

圖十八　攜手欲行、相互依偎的妃嬪宮女。

論
，
包
括
學
士
、
侍
從
、
馬
伕
、
宦
官
總

數
有
七
十
六
人
，
然
妃
嬪
宮
女
的
總
數
量

則
達
八
十
四
人
。
故
就
全
卷
比
重
而
言
，

後
段
宮
苑
妃
嬪
場
景
實
佔
不
可
忽
視
之
地

位
。

此
外
，
從
單
點
透
視
法
的
應
用
方

式
，
亦
可
一
窺
畫
家
對
於
學
士
與
妃
嬪
兩

類
活
動
的
重
視
程
度
。
該
卷
相
當
程
度
應

用
著
西
洋
單
點
透
視
繪
畫
的
技
法
與
概

念
。
如
卷
首
入
口
處
的
宮
門
與
宮
牆
︵
圖

十
五
︶
，
朝
遠
方
延
伸
之
側
，
多
見
整
飭

的
斜
直
線
，
似
朝
畫
外
不
可
見
的
消
失
點

集
中
。
各
個
建
築
部
位
與
構
件
，
亦
依
比

例
精
確
地
在
畫
上
重
現
，
因
此
畫
中
宮
門

與
宮
牆
，
一
見
可
知
取
材
自
清
代
宮
苑
的

營
造
方
式
，
即
使
不
見
得
對
應
到
實
際
存

在
之
處
。
︵
圖
十
六
︶
西
洋
單
點
透
視
法

較
精
準
的
應
用
，
可
說
是
清
代
宮
廷
繪
畫

的
特
點
，
雍
正
、
乾
隆
二
朝
更
發
展
到
高

峰
。
︿
院
本
十
八
學
士
圖
﹀
一
類
長
手
卷

使
用
此
法
者
在
所
多
有
，
如
耳
熟
能
詳
的

清
畫
院
畫
︿
清
明
上
河
圖
﹀
即
為
一
例
。

不
過
，
其
餘
超
過
十
公
尺
的
長
手
卷
，
單

點
透
視
法
概
念
中
必
要
的
視
覺
消
失
點
，

皆
位
於
畫
幅
外
的
任
一
側
，
而
︿
院
本

圖十七　宮苑中月洞門附近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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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者
，
至
少
有
七
位
學
士
的
參
與
。
繪
製

者
如
此
設
計
，
頗
見
其
精
心
經
營
齊
心
協

力
之
感
。
即
便
是
此
段
看
似
唯
一
落
單
、

倚
柱
而
立
的
學
士
，
亦
與
姍
姍
并
來
的
兩

位
學
士
呼
應
，
表
現
著
彼
此
牽
念
照
拂
之

感
。
如
此
看
來
，
卷
首
宮
門
外
等
候
的

二
十
名
馬
伕
、
隨
從
，
雖
分
屬
不
同
主

人
，
亦
大
致
分
成
三
群
，
作
愉
快
閒
談

狀
。
是
故
，
學
士
與
妃
嬪
雖
為
該
卷
主

角
，
但
表
現
的
重
點
不
在
進
行
的
﹁
活

動
﹂
本
身
，
而
在
因
之
透
露
出
的
﹁
和

諧
﹂
。合

作
此
卷
的
三
位
畫
家
皆
兼
能
數
種

畫
類
，
不
過
由
︽
活
計
檔
︾
中
乾
隆
皇
帝

分
派
的
工
作
內
容
看
來
，
孫
祜
多
被
要
求

界
畫
樓
臺
殿
閣
，
周
鯤
多
畫
山
水
，
丁
觀

鵬
則
主
要
畫
人
物
。
孫
祜
、
周
鯤
、
丁
觀

鵬
﹁
三
人
組
﹂
似
為
乾
隆
六
年
至
七
年
繪

製
﹁
院
本
﹂
大
手
卷
的
黃
金
組
合
，
︽
活

計
檔
︾
﹁
如
意
館
﹂
項
下
的
紀
錄
有
三

條
：

 

︵
乾
隆
六
年
正
月
︶
初
八
日
，
領
催
王

來
學
持
來
司
庫
郎
正
培
押
帖
一
件
，
內

開
初
七
日
，
為
初
四
日
太
監
毛
團
傳

旨
：
著
孫
祜
、
周
鯤
、
丁
觀
鵬
合
畫
手

卷
二
卷
。
欽
此
。

 

︵
乾
隆
六
年
正
月
︶
二
十
四
日
，
領
催

王
來
學
持
來
司
庫
郎
正
培
押
帖
一
件
，

內
開
本
月
初
四
日
，
太
監
毛
團
傳
旨
：

著
孫
祜
、
丁
觀
鵬
、
周
鯤
合
畫
手
卷
三

卷
。

 

︵
乾
隆
七
年
正
月
︶
初
十
日
，
副
催
總

六
十
七
持
來
司
庫
郎
正
培
押
帖
一
件
，

內
稱
漢
宮
圖
手
卷
一
卷
，
傳
旨
：
仍
著

孫
祜
、
周
鯤
、
丁
觀
鵬
合
畫
一
卷
。
欽

此
。除

了
乾
隆
七
年
的
旨
意
指
明
畫
﹁
漢

宮
圖
﹂
外
，
其
他
合
作
手
卷
的
畫
題
並
不

清
楚
。
不
過
，
乾
隆
六
年
正
月
下
令
繪
製

完
成
者
，
應
包
括
年
款
均
為
乾
隆
六
年
的

︿
院
本
十
八
學
士
圖
﹀
，
及
︿
院
本
漢
宮

春
曉
圖
﹀
︵
故
畫
一
一
一
二
︶
︵
註
四
︶

兩

作
。

無
論
︿
院
本
十
八
學
士
圖
﹀
的
畫
題

是
否
由
乾
隆
皇
帝
指
定
，
孫
祜
、
周
鯤
、

丁
觀
鵬
將
﹁
漢
宮
春
曉
﹂
的
元
素
大
舉
置

入
畫
中
呈
稿
時
，
必
定
為
其
接
受
。
對
於

經
常
在
應
用
﹁
線
法
畫
﹂
的
行
樂
圖
等
肖

像
作
品
中
，
被
畫
家
置
於
消
失
點
所
在
方

位
的
乾
隆
皇
帝
來
說
，
很
可
能
也
注
意
得

到
該
卷
消
失
點
所
在
垂
直
線
，
正
為
學
士

與
妃
嬪
段
落
的
交
界
處
，
消
失
點
所
在
處

注
釋

1.  

陳
德
馨
，
︿
治
世
能
臣
抑
或
危
國
邀
功
之

徒
？
張
廷
彥
︿
登
瀛
洲
圖
﹀
與
乾
隆
題
畫
詩

的
解
析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二
六
八

期
，
頁
六
六—

七
七
。

2.  

秦
曉
磊
，
︿
清
宮
春
曉
：
乾
隆
朝
畫
院
中

的
︽
漢
宮
春
曉
圖
︾
﹀
，
︽
故
宮
學
術
季

刊
︾
第
三
十
一
卷
，
第
二
期
，
頁
三
七—

一

○
○

。

3.  

聶
崇
正
，
︿
﹁
線
法
畫
﹂
小
考
﹀
，
︽
宮
廷

藝
術
的
光
輝—

清
代
宮
廷
繪
畫
論
叢
︾
，
臺

北
：
東
大
圖
書
，
一
九
九
六
，
頁
二
六
七—

二
七
二
。

4.  

此
卷
彩
圖
及
介
紹
可
參
閱
何
傳
馨
主
編
，

︽
十
全
乾
隆—

清
高
宗
的
藝
術
品
味
︾
，
臺

北
：
故
宮
，
二○

一
三
，
頁
二
六
四—

五
。

可
能
喻
指
沒
有
出
現
在
畫
面
中
的
乾
隆
皇

帝
超
然
的
存
在
。
唐
代
十
八
學
士
喻
指
當

朝
的
殿
閣
詞
臣
，
漢
宮
佳
麗
則
喻
指
當
時

後
宮
妃
嬪
，
他
們
正
是
帝
國
男
女
臣
民

中
，
極
少
數
能
夠
入
宮
的
拔
尖
寵
兒
。
畫

中
他
︵
她
︶
們
或
縱
情
詩
文
、
或
閒
步
遊

賞
，
享
受
著
生
活
在
帝
王
所
在
宮
苑
的
堂

皇
富
麗
。
這
不
正
是
孫
祜
、
周
鯤
、
丁
觀

鵬
嘗
試
透
過
綿
長
圖
像
頌
揚
的—

在
清
高

宗
賢
明
的
統
治
下
，
不
分
男
女
、
身
分
、

階
級
，
各
得
其
所
、
和
諧
共
榮
的
一
曲
謳

歌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書
畫
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