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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野的轉換—院藏《長崎貿易圖冊》所見的日本祭典

亞州藝術

︽
長
崎
貿
易
圖
冊
︾
的
︿
唱
戲
﹀
與

︿
看
會
﹀
二
張
頁
面
，
紀
錄
著
當
地
的
節

慶
活
動—

﹁
長
崎
諏
訪
祭
﹂
︵
註
一
︶

，
本

文
分
別
從
畫
作
內
容
、
形
式
表
現
說
明
這

二
件
頁
面
的
重
要
性
。
在
內
容
上
，
包
括

祭
典
形
成
的
原
因
及
背
景
、
舉
辦
的
時
間

視
野
的
轉
換

院
藏
︽
長
崎
貿
易
圖
冊
︾
所
見
的
日
本
祭
典朱

龍
興

與
地
點
、
表
演
者
與
觀
眾
等
面
向
，
皆
為

本
文
闡
述
的
重
點
；
從
視
覺
構
成
來
看
，

二
張
頁
面
對
同
一
地
點
採
取
了
不
同
視
角

的
描
繪
，
其
特
殊
且
創
新
的
圖
繪
方
式
，

不
只
拼
湊
起
長
崎
的
城
市
空
間
，
也
由
此

串
連
了
不
同
年
代
的
相
關
作
品
，
形
成
了

一
種
視
野
轉
換
的
趣
味
性
。

認
識
﹁
長
崎
諏
訪
祭
﹂

﹁
長
崎
諏
訪
祭
﹂
的
舉
行
，
距
今
已

有
三
百
多
年
的
歷
史
，
其
活
動
的
形
成
，

與
長
崎
特
殊
的
發
展
背
景
息
息
相
關
，
那

亞
洲
，
因
為
宗
教
的
傳
播
或
商
旅
的
往
來
，
促
成
不
同
區
域
的
文
化
交
流
，
在
各
類
器
物
上
留
下

令
人
印
象
深
刻
的
痕
跡
。
除
了
有
形
的
文
物
，
無
形
的
節
慶
活
動
同
樣
穿
梭
著
不
同
文
化
的
身

影
，
這
些
足
跡
常
常
因
為
活
動
的
結
束
而
流
逝
，
然
而
，
透
過
畫
家
的
巧
手
，
我
們
得
以
在
方
寸

之
間
重
見
這
些
熱
鬧
的
場
景
，
本
院
︽
長
崎
貿
易
圖
冊
︾
最
後
二
頁—

︿
唱
戲
﹀
與
︿
看
會
﹀
便

展
現
出
日
本
﹁
長
崎
諏
訪
祭
﹂
的
精
彩
。
透
過
這
二
件
畫
作
的
描
繪
，
我
們
不
僅
得
以
看
到
亞
洲

的
重
要
祭
典
，
也
順
勢
將
東
亞
重
要
港
市
的
長
崎
市
景
收
入
眼
簾
，
體
驗
跨
越
時
空
的
亞
洲
藝
術

與
文
化
之
旅
。

《長崎貿易圖冊》　〈看會〉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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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
長
崎
最
初
的
面
貌
是
如
何
形
成
的
呢
？

一
般
來
說
，
學
界
皆
以
一
五
七
一
年
做
為

發
展
的
起
點
，
當
時
的
領
主
大
村
純
忠

︵
一
五
三
三

∼

一
五
八
七
︶
將
長
崎
許
給

耶
穌
會
作
為
據
點
。
此
後
，
長
崎
除
了
成

為
重
要
的
國
際
貿
易
商
港
，
也
因
為
湧
入

來
自
日
本
其
他
地
區
受
迫
害
的
天
主
教

徒
，
使
得
城
市
規
模
迅
速
發
展
。
︵
註
二
︶

然
而
，
過
多
的
西
方
物
資
與
強
烈
的
天
主

教
色
彩
，
卻
也
引
起
後
來
管
理
者—

德
川

幕
府
的
疑
慮
，
進
而
產
生
一
連
串
打
壓
天

主
教
的
行
動
，
此
舉
於
一
六
一
四
年
禁
教

令
的
發
布
達
到
高
峰
。
當
時
除
了
查
禁
分

布
在
長
崎
市
區
的
教
會
教
堂
外
，
︵
註
三
︶

也
開
始
鼓
勵
日
本
當
地
佛
教
及
神
道
教
寺

廟
的
成
立
，
希
望
藉
此
轉
化
長
崎
濃
厚
的

天
主
教
色
彩
。
一
六
二
五
年
，
青
木
賢
清

︵
一
五
八
一

∼

一
六
五
六
︶
在
幕
府
支
持

下
於
立
山
成
立
諏
訪
神
社
。
隔
年
，
神
社

舉
行
第
一
次
的
祭
典
。
一
六
三
四
年
，
代

表
日
本
神
道
教
的
諏
訪
大
明
神
走
出
了
位

於
立
山
的
神
社
，
如
傳
教
般
地
繞
行
長

崎
，
同
一
個
時
間
點
，
幕
府
開
始
在
南
端

臨
海
處
建
造
一
座
扇
形
人
工
島—

﹁
出

島
﹂
，
將
原
來
於
市
區
傳
教
的
葡
萄
牙
人

縮
限
於
此
。
有
趣
的
是
，
出
島
後
來
並
未

留
住
葡
萄
牙
人
，
他
們
在
一
六
三
九
年
全

數
被
逐
出
日
本
，
而
為
了
消
解
天
主
教
勢

力
而
起
的
長
崎
諏
訪
祭
，
伴
隨
著
出
島
一

直
留
存
至
今
。
那
麼
這
個
與
長
崎
一
起
成

長
的
亞
洲
祭
典
，
其
節
目
內
容
、
舉
行
的

時
間
與
地
點
、
表
演
的
人
員
及
觀
眾
又
是

如
何
呢
？
且
讓
我
們
隨
著
圖
冊
的
︿
唱

戲
﹀
與
︿
看
會
﹀
︵
圖
一
、
圖
二
︶
，
前

往
一
探
究
竟
。

從
︿
唱
戲
﹀
到
︿
看
會
﹀

時
間
與
地
點

長
崎
的
諏
訪
祭
，
在
每
年
的
十
月

七
日
至
九
日
舉
行
，
當
地
人
現
以
﹁
長
崎

く
ん
ち
﹂
稱
之
，
這
個
名
稱
很
可
能
來
自

於
祭
典
一
開
始
舉
行
於
農
曆
的
九
月
九

日
，
﹁
九
日
﹂
在
日
文
中
的
發
音
為
﹁
く

に
ち
﹂
︵kunichi

︶
，
後
來
也
就
演
變
為

﹁
く
ん
ち
﹂
︵kun

ch
i

︶
這
樣
的
稱
呼
。

︵
註
四
︶

一
六
三
四
年
，
諏
訪
神
社
舉
行
第

一
次
的
繞
境
活
動
，
此
後
，
祭
典
的
日
期

也
就
由
一
天
展
延
成
九
月
七
日
至
九
月
九

日
三
天
。
繞
境
大
致
的
行
程
為
：
第
一
天

神
社
內
所
供
奉
的
諏
訪
大
明
神
、
住
吉
大

明
神
、
與
森
崎
權
現
三
位
神
衹
分
別
乘
坐

轎
輿
︵
圖
三
︶
，
沿
著
與
中
島
川
平
行
的

圖一　《長崎貿易圖冊》　〈唱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長崎貿易圖冊》　〈看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長崎諏訪祭出巡之神輿　由左至右分別為：森崎權現、住吉大明神、諏訪大明神　引自《長崎名勝圖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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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是
神
祇
暫
時
停
留
的
御
旅
所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其
人
字
行
的
屋
頂
樣
式
與
現
代

所
見
的
御
旅
所
幾
無
所
差
。
︵
圖
五
︶

戲
碼
與
演
員

就
﹁
唱
戲
﹂
這
樣
的
題
旨
來
看
，

除
了
做
為
舞
台
的
空
地
與
觀
眾
席
︵
日
文

稱
﹁
桟
敷
﹂
︶
等
硬
體
設
施
外
，
構
成
圖

畫
最
重
要
的
元
素
莫
過
於
演
戲
與
看
戲

的
人
。
圖
冊
上
的
文
字
說
戲
碼
﹁
挨
班
上

場
﹂
，
即
表
明
當
時
表
演
的
節
目
不
只

一
齣
。
畫
家
所
見
的
輪
班
表
演
制
度
成
形

於
一
六
七
六
年
，
當
時
長
崎
市
由
八
十
個

町
組
成
，
除
了
荷
蘭
人
所
在
的
出
島
町
不

用
參
加
，
妓
院
所
在
的
丸
山
、
寄
合
二
町

每
年
參
與
外
，
其
餘
的
七
十
七
町
分
為
七

組
，
也
就
是
說
，
每
年
的
諏
訪
祭
由
十
一

個
町
負
責
遊
行
的
隊
伍
與
表
演
，
各
町
皆

有
不
同
的
表
演
節
目
，
輪
番
上
場
。
︵
註

六
︶

那
麼
圖
冊
上
所
描
繪
的
表
演
戲
碼
是

什
麼
樣
的
內
容
呢
？
畫
面
中
十
位
配
載
武

士
刀
的
舞
者
圍
繞
中
間
的
山
水
道
具
，
或

是
面
向
中
間
的
道
具
或
是
朝
向
觀
眾
，
手

持
折
扇
向
上
揮
舞
，
在
舞
群
之
中
，
有
位

持
扇
而
坐
的
男
子
舉
起
左
手
，
看
似
發
號

指
揮
；
另
有
一
位
持
棒
的
人
員
，
奮
力
敲

便
是
描
繪
這
些
精
彩
的
內
容
。

首
先
，
讓
我
們
將
眼
光
投
向
︿
唱

戲
﹀
的
場
景
，
圖
冊
左
方
的
文
字
寫
著
：

 

日
本
神
會
在
王
府
後
空
地
迎
面
蓋
供
神

松
棚
一
座
，
三
面
俱
蓋
蓆
棚
，
是
日
備

酒
飯
，
請
眾
商
於
平
明
時
至
棚
內
坐

落
，
戲
從
街
巷
來
，
每
齣
先
擡
大
木
床

一
張
，
安
放
地
中
，
即
為
壇
場
，
然
後

挨
班
上
場
，
或
舞
扇
或
舞
花
，
併
草
帽

花
籃
等
物
，
齊
聲
唱
舞
。

據
史
料
記
載
，
當
神
輿
第
一
天
自
諏
訪
神

社
出
發
後
，
會
停
留
在
大
波
戶
的
御
旅
所

內
，
大
波
戶
在
江
戶
時
期
是
一
塊
臨
著
海

岸
的
空
地
，
這
塊
空
地
旁
便
是
長
崎
行
政

長
官
的
辦
公
地
點—

﹁
西
御
役
所
﹂
︵
亦

稱
﹁
西
奉
行
所
﹂
，
目
前
為
﹁
長
崎
縣

廳
﹂
所
在
地
︶
，
完
全
吻
合
︿
唱
戲
﹀
一

開
始
的
敘
述
：
﹁
王
府
後
空
地
迎
面
蓋

供
神
松
棚
一
座
﹂
。
將
圖
冊
的
文
字
與
圖

畫
比
對
，
包
括
空
地
、
供
神
的
松
棚
、
給

眾
商
歇
坐
的
三
面
蓆
棚
、
﹁
大
木
床
﹂
道

具
、
舞
扇
表
演
等
，
二
者
幾
乎
相
符
，
由

此
可
知
圖
畫
所
呈
現
的
地
點
應
該
就
是
搭

建
御
旅
所
的
大
波
戶
。
再
細
看
圖
像
，
空

地
上
方
有
一
人
字
型
屋
頂
的
建
物
，
前
方

有
類
似
﹁
鳥
居
﹂
的
牌
坊
，
推
測
這
應
該

道
路
，
一
路
行
走
至
南
端
的
﹁
大
波
戶
﹂

︵
現
為
﹁
大
波
止
﹂
︶
，
接
著
，
轎
輿
暫

歇
於
臨
時
搭
建
的
棚
屋
內
︵
日
文
稱
﹁
御

旅
所
﹂
︶
，
停
留
一
天
後
，
第
三
天
︵
也

就
是
九
月
九
日
︶
進
入
活
動
的
另
一
波
高

潮
。
這
一
天
一
大
早
，
表
演
活
動
便
先
在

御
旅
所
前
展
開
，
再
從
大
波
戶
一
路
浩
浩

蕩
蕩
地
回
到
諏
訪
神
社
。
︵
圖
四
︶
︵
註

五
︶

在
這
當
中
，
最
讓
人
引
頸
期
盼
的
莫

過
於
由
各
町
組
成
的
表
演
活
動
與
遊
行
隊

伍
，
而
圖
冊
中
的
︿
唱
戲
﹀
與
︿
看
會
﹀

圖四　長崎市街圖　依據1802年〈肥州長崎圖〉標註　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

圖五　左：「御旅所」照片（20世紀初）　引自《長崎市史風俗編》　右：《長崎貿易圖冊》　〈唱戲〉之「御旅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長崎貿易圖冊》　〈唱戲〉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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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
著
木
台
上
的
大
鼓
。
舞
群
左
方
，
坐
著

一
群
吹
著
笛
子
、
彈
奏
絃
琴
的
樂
師
，
為

豐
富
的
視
覺
場
景
增
加
了
聽
覺
的
感
官
享

受
︵
圖
六
︶
，
這
樣
的
舞
蹈
在
日
文
中
稱

為
﹁
奉
納
踊
﹂
︵
日
文
﹁
踊
﹂
即
為
舞
蹈

之
意
︶
。

類
似
的
跳
舞
情
景
亦
出
現
在
其
他

描
繪
長
崎
諏
訪
祭
的
圖
畫
中
，
最
為
明
顯

的
例
子
當
為
藏
於
京
都
大
學
附
屬
圖
書
館

的
︽
崎
陽
唐
館
交
易
圖
︾
。
︵
圖
七
，

以
下
稱
﹁
京
都
本
﹂
︶
這
件
作
品
與
本
院

的
︽
長
崎
貿
易
圖
冊
︾
︵
以
下
稱
﹁
臺

北
本
﹂
︶
，
應
屬
於
同
一
個
稿
本
。
對
於

︿
看
戲
﹀
一
景
的
描
繪
，
二
者
在
人
員
編

制
排
列
上
均
相
類
，
最
大
的
差
異
在
於
性

別
的
不
同
︵
臺
北
本
以
男
性
為
主
，
而
京

都
本
的
表
演
人
員
則
為
女
性
︶
。
類
似
的

表
演
還
可
見
於
︿
諏
訪
祭
禮
圖
屏
風
﹀
，

這
件
八
曲
一
雙
的
屏
風
畫
，
對
長
崎
諏
訪

神
社
的
祭
典
做
了
全
景
式
的
描
繪
。
左
隻

作
御
旅
所
前
的
表
演
︵
圖
八
︶
，
內
容
與

京
都
本
極
為
雷
同
。
若
再
對
照
於
其
他
作

品
如
︿
諏
訪
祭
禮
圖
﹀
︵
圖
九
︶
與
︿
諏

訪
神
社
神
事
祭
禮
繪
卷
﹀
︵
圖
十
︶
，
可

以
發
現
擔
任
御
旅
所
前
表
演
的
人
員
，
皆

以
女
性
為
主
。
換
言
之
，
繪
於
御
旅
所
前

的
奉
納
舞
者
，
只
有
臺
北
本
為
配
帶
武
士

刀
的
男
性
。
從
多
數
同
主
題
的
畫
作
皆
以

女
性
為
表
演
人
員
這
個
因
素
來
看
，
推
測

這
樣
的
差
別
或
許
是
臺
北
本
畫
家
刻
意
更

改
的
結
果
。

從
圖
像
的
脈
絡
來
看
，
以
女
性
為

奉
納
舞
的
表
演
者
，
其
實
有
其
歷
史
背
景

與
傳
統
可
循
。
據
研
究
指
出
，
長
崎
諏
訪

祭
第
一
次
的
奉
納
舞
由
分
別
由
高
尾
及

音
羽
二
位
女
妓
︵
日
文
為
﹁
遊
女
﹂
︶
負

責
，
在
此
之
後
，
長
崎
青
樓
區
︵
日
文

稱
﹁
遊
廓
﹂
︶—

丸
山
及
寄
合
町
的
娼
妓

皆
成
為
擔
任
祭
典
表
演
的
主
力
。
由
青
樓

女
妓
負
責
諏
訪
祭
典
的
演
出
，
亦
與
長
崎

的
發
展
背
景
有
深
厚
的
關
係
。
在
天
主
教

控
制
長
崎
的
時
期
，
因
為
教
義
的
關
係
，

妓
院
遊
廓
一
直
被
排
除
在
內
町
之
外
，
在

這
樣
的
背
景
下
，
用
來
取
代
天
主
教
的
諏

訪
祭
自
然
就
甚
為
青
樓
產
業
所
支
持
。
當

然
，
除
了
態
度
上
的
認
同
，
尚
需
有
足
夠

財
力
才
能
化
為
實
際
的
行
動
，
這
又
與
長

崎
身
為
國
際
貿
易
港
市
十
分
相
關
，
其
繁

榮
的
情
景
在
一
六
八
四
年
清
朝
頒
布
﹁
展

海
令
﹂
後
攀
向
了
新
一
波
的
高
峰
，
也
順

勢
帶
給
長
崎
青
樓
不
小
的
財
富
。
據
載
，

一
六
八
一
年
時
，
長
崎
市
有
七
十
四
間
妓

院
，
計
有
七
六
七
名
的
女
妓
服
務
其
中
，

約
莫
十
年
的
光
景
，
女
妓
的
人
數
多
了
一

倍
︵
共
計
一
四
四
三
人
︶
，
這
樣
的
成
長

趨
勢
，
除
了
說
明
情
色
行
業
的
市
場
供
需

與
貿
易
的
熱
絡
呈
現
正
相
關
，
也
說
明
青

圖七　 《崎陽唐館交易圖》　〈唱戲〉　局部　
日本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

圖八　 日本江戶時代文祿年間（17世紀末）　諏訪祭禮圖屏風　局部　
日本長崎富貴樓藏

圖九　日本江戶時代中期　諏訪祭禮圖　局部　日本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藏圖十　日本江戶時代中期　諏訪神社神事祭禮繪卷　局部　日本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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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
產
業
必
定
從
對
外
貿
易
中
獲
利
不
少
，

足
以
支
撐
起
諏
訪
祭
中
龐
大
的
開
銷
。
︵
註

七
︶

看
戲
的
觀
眾

看
完
唱
戲
的
演
員
，
讓
我
們
再
將

目
光
投
向
看
戲
的
群
眾
。
空
地
旁
圍
觀
的

民
眾
大
部
分
皆
為
長
崎
市
民
，
但
看
台
上

的
觀
眾
則
多
了
些
身
份
的
特
殊
性
。
面
對

御
旅
所
右
側
的
平
頂
看
台
共
隔
成
三
間
廂

房
，
左
側
廂
房
垂
下
簾
子
，
似
有
意
迴
避

觀
眾
及
觀
者
的
目
光
，
中
間
及
右
方
的
廂

房
，
分
坐
著
二
批
觀
眾
，
由
於
人
物
的
尺

寸
極
小
，
難
以
從
五
官
特
徵
來
判
斷
觀
眾

的
類
型
，
但
從
坐
姿
的
差
異
︵
圖
十
一
，

中
間
為
跪
坐
，
右
側
張
腿
屈
膝
︶
，
仍
然

提
供
了
分
屬
不
同
文
化
背
景
的
資
訊
。
再

參
酌
京
都
本
的
描
繪
︵
圖
十
二
︶
，
可
以

得
知
臺
北
本
右
側
的
觀
眾
應
為
來
自
歐
洲

的
荷
蘭
人
。
荷
蘭
人
對
諏
訪
祭
的
記
錄
，

始
見
於
一
六
四
一
年
的
商
館
日
記
，
至
於

荷
人
首
次
參
加
祭
典
，
則
始
於
一
六
五
九

年
，
透
過
不
同
族
群
的
參
與
，
這
場
諏
訪

祭
成
為
當
時
難
得
一
見
的
國
際
盛
事
。

繞
境
活
動

表
演
結
束
後
，
隊
伍
便
從
大
波
戶

循
著
路
線
回
到
諏
訪
神
社
，
這
段
回
程
的

遊
行
活
動
，
成
了
︿
看
會
﹀
所
描
繪
的
內

容
，
圖
冊
如
此
記
錄
繞
境
活
動
：

 

此
殺
思
馬
之
會
也
，
其
人
背
上
俱
駝
紙

糊
龜
蓋
，
中
穿
高
桿
一
根
，
長
丈
餘
，

或
做
米
包
布
機
酒
盃
，
受
八
哥
︵
即
攢

盒
也
︶
、
海
參
、
鰒
魚
、
墨
魚
、
油
魚

等
物
於
其
上
，
胸
前
掛
鼓
面
，
團
團
轉

走
，
擂
打
數
次
，
挨
班
而
去
，
別
齣
再

上
演
之
。

文
字
一
開
始
便
指
明
了
圖
上
的
繞

境
表
演
為
﹁
殺
思
馬
之
會
﹂
，
對
於
諏

訪
祭
典
的
稱
呼
，
荷
蘭
人
在
日
誌
上
以

M
atzuri

記
載
，M

atzuri 

即
為
日
文
祭
り

︵
ま
つ
り
︶
的
拼
音
，
另
外
，
與
諏
訪
祭

有
關
的
日
文
發
音
尚
包
含
了S

uw
a

︵
諏

訪
︶
或K

u
n

ch
i

︵
く
ん
ち
︶
，
這
些
皆

與
殺
思
馬
的
發
音
相
去
甚
遠
，
那
麼
作
者

所
提
的
殺
思
馬
之
會
所
指
為
何
呢
？
參
考

其
他
畫
作
，
這
種
背
著
紙
糊
龜
蓋
，
中
穿

高
桿
，
撐
著
諸
如
海
產
等
裝
飾
物
的
表
演

內
容
，
稱
為
﹁
大
薩
摩
踊
﹂
，
可
能
在

一
六
七
七
年
之
後
由
勝
山
町
負
責
表
演

︵
圖
十
三
︶
，
︵
註
八
︶

而
﹁
薩
摩
﹂
的
日

文
發
音
為S

atsum
a

︵
さ
つ
ま
︶
，
從
圖

文
的
線
索
來
看
，
推
測
﹁
殺
思
馬
﹂
應
為

薩
摩
的
音
譯
。
︵
註
九
︶

那
麼
大
薩
摩
舞
的

展
示
內
容
有
哪
些
引
人
之
處
呢
？
先
來
看

看
背
上
的
龜
蓋
，
日
文
稱
這
種
背
上
的
隆

起
物
為
﹁
母
衣
﹂
，
其
造
形
源
於
戰
爭
時

武
士
所
穿
著
的
防
護
工
具
，
主
要
功
能
在

保
護
身
體
以
免
遭
到
來
自
後
方
的
飛
箭
所

傷
。
至
於
高
桿
所
撐
起
的
裝
飾
物
，
臺
北

本
並
沒
有
提
供
足
夠
細
節
得
以
分
辨
物
品

的
內
容
，
不
過
這
個
遺
憾
可
從
京
都
本
的

圖
畫
中
得
到
補
償
，
舉
凡
文
字
所
提
的
酒

杯
、
海
參
、
鰒
魚
及
墨
魚
等
物
，
皆
清
楚

的
呈
現
在
圖
畫
中
。
︵
圖
十
四
︶
若
再
參

考
其
他
畫
作
︵
圖
十
五
︶
，
可
以
發
現
大

薩
摩
舞
的
裝
飾
物
呈
現
出
來
自
四
方
的
多

樣
姿
態
，
包
括
荷
蘭
的
服
飾
、
中
國
的
文

房
用
具
等
，
皆
成
為
展
示
的
道
具
，
宛
若

是
全
球
化
之
下
的
精
彩
縮
影
，
令
人
目
不

瑕
及
。除

了
﹁
殺
思
馬
舞
蹈
﹂
是
︿
看
會
﹀

所
描
述
的
重
點
，
圖
畫
左
上
及
右
下
還
出

圖十三　日本江戶時代（1673年）　寬文長崎圖屏風　局部　日本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藏

圖十一　《長崎貿易圖冊》　〈唱戲〉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十二　 《崎陽唐館交易圖》　〈唱戲〉　局部　
日本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

圖十四　《崎陽唐館交易圖》　〈看會〉　局部　日本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

圖十五　 左：日本江戶時代（1719年）　諏訪神事御供町道行之圖　局部　日本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藏　
右：日本江戶時代晚期　崎陽諏訪明神祭祀圖　局部　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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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了
日
文
稱
為
﹁
傘
鉾
﹂
的
大
傘
。
︵
圖

十
六
︶
這
項
用
於
祭
典
中
的
物
品
，
通
常

出
現
於
每
一
表
演
隊
伍
的
前
端
。
傘
鉾
依

結
構
由
上
至
下
大
約
可
分
為
四
個
部
位
，

分
別
為
：
頂
飾
︵
日
文
稱
﹁
だ
し
﹂
︶
、

華
蓋
、
長
桿
、
垂
簾
，
當
中
，
最
讓
人
注

目
的
莫
過
於
頂
部
的
裝
飾
，
每
一
町
皆
在

這
個
部
位
設
計
獨
特
的
造
形
作
為
識
別
，

例
如
寄
合
町
以
菱
形
為
代
表
物
，
丸
山
町

則
以
圓
形
做
為
象
徵
物
，
可
說
是
諏
訪
祭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吸
睛
焦
點
。 

視
野
轉
換
下
的
祭
典
與
城
市

圖
畫
空
間
中
裝
載
著
如
此
豐
富
的

表
演
內
容
，
在
形
式
構
圖
上
有
何
特
別
之

處
呢
？
對
於
城
市
空
間
的
描
繪
與
呈
現
，

向
來
是
畫
史
上
一
項
重
要
的
課
題
。
︿
唱

戲
﹀
與
︿
看
會
﹀
以
中
國
界
畫
中
常
見
的

﹁
一
去
百
斜
﹂
手
法
，
從
俯
視
的
角
度
交

待
出
容
納
活
動
的
縱
深
空
間
。
至
於
圖
畫

描
繪
的
位
置
，
︿
唱
戲
﹀
的
文
字
已
清
楚

指
出
所
畫
地
點
為
長
崎
西
御
役
所
旁
的
大

波
戶
，
而
呈
現
更
多
城
市
空
間
的
︿
看

會
﹀
頁
面
，
則
可
藉
由
形
式
的
比
對
找
到

解
答
。
在
︿
看
會
﹀
畫
面
的
左
下
方
，
有

一
座
人
字
型
屋
頂
的
棚
屋
，
棚
屋
二
旁
是

竹
木
片
拼
湊
出
的
平
頂
式
棚
架
，
從
建
築

造
形
、
結
構
、
及
材
質
判
斷
，
不
難
發
現

︿
看
會
﹀
中
人
字
型
的
棚
屋
其
實
就
是
出

現
在
︿
唱
戲
﹀
的
御
旅
所
。
︵
圖
十
七
︶

不
同
的
是
，
︿
唱
戲
﹀
所
描
繪
的
視
角
由

御
旅
所
前
方
向
後
方
眺
望
，
而
︿
看
會
﹀

的
畫
面
，
則
相
反
地
由
御
旅
所
後
方
望
向

長
崎
市
街
。
如
此
一
來
，
大
波
戶
的
空
地

成
為
二
圖
交
繪
的
空
間
，
也
藉
此
進
一
步

確
認
了
︿
看
會
﹀
所
呈
現
的
城
市
空
間
包

括
了
大
波
戶
、
西
御
役
所
、
與
長
崎
早
期

市
街—

平
戶
町
及
外
浦
町
的
局
部
。
簡
言

之
，
︿
唱
戲
﹀
與
︿
看
會
﹀
這
二
張
不
同

圖
畫
，
經
由
交
互
指
涉
，
不
僅
拼
湊
出
長

崎
市
景
的
一
隅
，
也
定
位
出
二
張
圖
畫
中

的
方
位
。
︵
圖
十
八
︶

再
將
描
繪
較
多
建
築
與
市
街
的
︿
看

會
﹀
與
其
他
相
關
作
品
相
比
較
，
透
過
圖
像

交
互
參
照
的
方
式
，
許
多
細
節
頓
時
更
顯
清

晰
。
從
江
戶
時
期
︿
西
御
役
所
圖
﹀
中
，
可

以
發
現
︿
看
會
﹀
畫
面
中
下
方
鄰
近
平
頂

棚
架
的
建
物
稱
為
﹁
石
垣
上
長
屋
﹂
，
﹁
石

垣
上
長
屋
﹂
與
左
側
﹁
御
門
長
屋
﹂
的
Z
字

形
夾
角
被
如
實
地
呈
現
在
︿
看
會
﹀
的
圖
像

中
。
︵
圖
十
九
︶
此
外
，
與
西
御
役
所
隔
著

馬
路
︵
這
條
馬
路
現
為
﹁
県
庁
坂
通
り
﹂
︶

相
望
的
市
街
形
態
，
亦
為
畫
家
所
注
意
。
從

畫
面
上
來
看
，
平
戶
町
與
外
浦
町
對
外
連
絡

圖十六　傘鉾　《長崎貿易圖冊》　〈看會〉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七　 上：御旅所背面　《長崎貿易圖冊》　〈看會〉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下：御旅所正面　《長崎貿易圖冊》　〈唱戲〉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八　 《長崎貿易圖冊》中〈唱戲〉與〈看會〉在長崎市街中的對應位置： 1西御役所　2大波戶　3西御役所與市町間的道路（目前為「県庁坂通り」）　
4平戶町路口　5外浦町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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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有
關
本
院
︽
長
崎
貿
易
圖
冊
︾
的
完
整
圖
版
及

初
步
的
討
論
請
見
拙
著
，
︿
長
崎
貿
易
圖
冊
初

探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三
三
五
期
，
頁
一

○

六—

一
一
三
。

2.  

根
據
熊
野
正
紹
︽
長
崎
港
草
︾
︵
一
七
九
二
︶

的
記
載
，
長
崎
舊
名
深
江
浦
，
一
五
七
一
年
以

前
就
有
來
自
明
朝
的
商
船
，
但
正
式
的
發
展
源

於
一
五
七○

年
西
洋
商
船
的
到
來
，
見
：
熊
野

正
紹
，
︽
長
崎
港
草
︾
，
收
於
森
永
種
夫‧

丹

羽
漢
吉
校
訂
，
︽
長
崎
文
獻
叢
書
第
一
︾
，
長

崎
：
長
崎
文
獻
社
，
一
九
七
三
︶
，
頁
一
三
；

有
關
長
崎
市
街
的
發
展
可
參
見
︽
長
崎
市

史
︾
，
大
阪
：
清
文
堂
，
一
九
八
一
，
頁
一—

一
三
九
。

3. 

有
關
天
主
教
在
長
崎
市
的
發
展
見
：
片
岡
千
鶴

子
，
︿
教
会
の
あ
る
町
長
崎
﹀
，
存
於
：
若
木

太
一
編
，
︽
長
崎
東
西
文
化
交
涉
史
の
舞
臺
－

ポ
ル
ト
ガ
ル
時
代-

オ
ラ
ン
ダ
時
代
︾
，
東
京
：

勉
誠
，
二○

一
三
，
頁
三—

二
二
。

4.  

見
長
崎
く
ん
ち
塾
編
著
，
︽
﹁
も
っ
て
こ
ー

い
﹂
長
崎
く
ん
ち
入
門
百
科
︾
，
長
崎
：
長
崎

文
獻
社
，
二○

一
一
，
頁
六
。
︵
感
謝
本
院
書

畫
處
陳
階
晉
先
生
資
料
提
供
︶

5.  

有
關
諏
訪
祭
典
目
前
的
路
線
請
見
長
崎
く
ん
ち

塾
編
著
，
︽
﹁
も
っ
て
こ
ー
い
﹂
長
崎
く
ん
ち

入
門
百
科
︾
，
頁
七
三
；
有
關
諏
訪
祭
典
詳
細

描
述
請
見
古
賀
十
二
郎
編
，
︽
長
崎
市
史
風
俗

編
上
︾
，
大
阪
：
清
文
堂
，
一
九
八
一
，
頁

三
六
五—

四
三
四
。

6.  

事
實
上
，
在
一
六
三
四
年
一
開
始
遊
街
時
，
即

形
成
了
這
種
分
工
的
制
度
，
當
時
長
崎
共
有

六
十
三
町
，
以
二
十
一
町
為
一
組
，
成
為
三
年

一
輪
的
表
演
活
動
，
後
來
長
崎
市
在
寬
文
十
二

年
︵
一
六
七
二
︶
年
成
為
八
十
町
，
有
了
新
的

編
組
，
並
在
延
寶
四
年
︵
一
六
七
六
︶
確
立
分

町
輪
流
的
制
度
，
見
大
田
由
紀
，
︽
長
崎
く
ん

ち
考
︾
，
長
崎
：
長
崎
文
獻
社
，
二○

一
三
，

頁
八
三—

八
七
。

7.  

長
崎
青
樓
對
諏
訪
祭
的
贊
助
討
論
見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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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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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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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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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大
薩
摩
最
後
一
次
的
表
演
為
大
正
十
五
年

︵
一
九
二
六
︶
，
見
大
田
由
紀
，
︽
長
崎
く
ん

ち
考
︾
，
頁
九
八
。

9.  

研
究
過
程
中
，
感
謝
陳
階
晉
先
生
提
出
﹁
殺
思

馬
﹂
可
能
為
薩
摩
︵
さ
つ
ま
︶
音
譯
的
指
導
，

同
樣
的
推
測
亦
見
於
大
庭
脩
，
︽
長
崎
唐
館
圖

集
成
︾
，
大
阪
：
關
西
大
學
東
西
學
術
研
究

所
，
二○

○

三
，
頁
一
四
八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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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六
五
一—

一
七
一
六
︶
便
對
諏
訪
祭
有
許
多
的
書
寫
，

有
關
荷
蘭
人
對
諏
訪
祭
的
參
與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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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其
著
作
中
亦

請
長
崎
畫
師
川
原
慶
賀
作
諏
訪
祭
插
圖
，
現
插

圖
藏
於
荷
蘭
萊
登
民
族
學
博
物
館
︵M

u
se

u
m

 
V

o
lke

nkund
e

︶
。

街
道
的
叉
口
處
，
均
設
有
可
封
閉
路
口
的
柵

門
，
︵
日
文
稱
﹁
釘
貫
﹂
，
圖
二
十
︶
，
這

種
特
殊
的
市
街
形
態
，
亦
出
現
在
十
七

∼

十
九
世
紀
其
他
的
的
長
崎
市
景
圖
中
︵
圖

二
一
︶
，
足
見
圖
冊
畫
家
的
細
膩
觀
察
。

圖十九　左：《長崎貿易圖冊》〈看會〉與西御役所圖套疊　右：西御役所圖　引自《長崎實錄大成》

圖二十　 長崎平戶町與外浦町的市街景象（白色箭頭所指為封閉路口之柵門）　《長崎貿易圖冊》　
〈看會〉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十一　 日本江戶時代長崎市街中所見之釘貫（箭頭所指處）　左：寬文長崎圖屏風　局部　日本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藏　
右：崎陽諏訪明神祭祀圖　局部　大阪府立中之島圖書館藏

小
結

透
過
不
同
年
代
及
族
群
的
描
繪
或
書

寫
，
不
僅
豐
富
了
長
崎
諏
訪
祭
的
精
彩
內

容
，
也
順
勢
交
織
出
來
自
多
方
的
觀
看
視

線
。
︵
註
十
︶

本
院
︽
長
崎
貿
易
圖
冊
︾

︿
唱
戲
﹀
與
︿
看
會
﹀
二
幅
頁
面
，
成
為

展
延
這
個
觀
看
視
野
的
關
鍵
性
作
品
。
透

過
畫
家
之
眼
，
清
宮
皇
室
不
僅
見
識
祭
典

的
精
彩
表
演
，
也
將
遠
在
東
瀛
的
長
崎
市

景
，
以
不
同
的
視
角
展
現
在
紫
禁
城
中
。

二
件
看
似
不
起
眼
的
簡
單
頁
面
，
不
僅
使

得
長
崎
祭
典
與
市
景
成
為
東
亞
視
界
中
共

同
關
注
的
焦
點
，
也
使
得
同
主
題
的
畫
作

得
以
越
洋
連
線
，
彰
顯
出
藝
術
史
上
特
殊

的
重
要
性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南
院
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