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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一

享
有
﹁
東
方
凡
爾
賽
宮
﹂
、
﹁
萬

園
之
園
﹂
等
諸
多
美
譽
的
清
代
皇
家
園
林

圓
明
園
始
建
於
康
熙
四
十
六
年
︵
一
七○

七
︶
，
由
圓
明
、
長
春
、
綺
春
三
園
組

成
，
面
積
達
三
百
五
十
公
頃
。
圓
明
園
是

清
雍
正
至
咸
豐
五
朝
皇
帝
長
期
理
政
、

居
住
之
地
，
與
紫
禁
城
共
同
構
成
了
當
時

的
國
家
統
治
中
心
。
這
裡
不
僅
集
中
國
古

連
延
樓
閣
仿
西
洋　

信
是
熙
朝
聲
教
彰

郎
世
寧
與
圓
明
園
西
洋
樓

陳　

輝

典
造
園
藝
術
之
大
成
，
移
植
南
、
北
方
名

園
勝
境
，
而
且
相
容
並
蓄
仿
建
了
西
洋
建

築
群
。
西
洋
樓
融
東
西
方
建
築
、
園
林
元

素
，
是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史
上
的
里
程
碑
。

它
不
僅
是
乾
隆
天
朝
上
國
無
所
不
有
的
帝

王
思
想
和
豐
富
、
多
元
的
藝
術
品
味
的
體

現
，
更
是
郎
世
寧
等
中
、
西
匠
師
智
慧
和

辛
勞
的
結
晶
。

郎
世
寧
等
西
洋
傳
教
士
在
圓
明
園

中
的
活
動

明
清
兩
朝
的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主
要

以
傳
教
士
為
媒
介
。
清
初
統
治
者
重
視

西
學
，
大
膽
起
用
傳
教
士
。
雖
因
禮
儀
之

爭
，
從
康
熙
後
期
至
雍
正
、
乾
隆
兩
朝
，

清
廷
始
終
限
制
、
禁
止
天
主
教
在
中
國
傳

播
，
但
清
帝
允
許
有
一
技
之
長
的
傳
教

圓
明
園
西
洋
樓
是
十
八
世
紀
東
西
方
建
築
、
園
林
藝
術
的
合
璧
之
作
，
也
是
西
式
建
築
群
首
次
進

入
中
國
皇
家
園
林
。
在
乾
隆
皇
帝
的
授
命
下
，
西
洋
樓
是
由
以
郎
世
寧
為
首
的
供
職
清
廷
的
西
洋

傳
教
士
設
計
、
監
造
，
中
國
匠
師
施
工
。
郎
世
寧
在
西
洋
樓
建
築
、
室
內
外
裝
飾
及
陳
設
的
設

計
、
製
作
方
面
做
了
大
量
工
作
。
西
洋
樓
是
歷
經
康
、
雍
、
乾
三
朝
、
以
繪
藝
聞
名
的
郎
世
寧
在

建
築
園
林
方
面
的
傑
作
。

士
進
京
效
力
，
並
按
其
所
長
和
皇
帝
的
需

要
分
派
在
各
機
構
供
職
，
稱
﹁
行
走
﹂
。

從
康
熙
至
乾
隆
朝
，
歐
洲
教
會
為
投
帝
王

所
好
，
推
展
教
務
，
競
相
選
派
學
識
淵

博
、
技
藝
高
超
的
傳
教
士
來
華
。
雍
正
、

乾
隆
對
西
學
的
興
趣
，
逐
漸
由
康
熙
時
期

的
實
用
科
技
，
轉
變
為
繪
畫
、
建
築
、
鐘

錶
等
藝
術
方
面
。
乾
隆
朝
傳
教
士
多
供

職
於
負
責
御
用
器
物
製
造
、
修
理
及
保

管
的
機
構—

內
務
府
造
辦
處
。
郎
世
寧

︵
一
六
八
八

∼

一
七
六
六
︶
、
王
致
誠

︵
一
七○

二

∼

一
七
六
八
︶
、
艾
啟
蒙

︵
一
七○

八

∼

一
七
八○

︶
、
賀
清
泰

︵
一
七
三
五

∼

一
八
一
四
︶
、
潘
廷
章

︵
一
七
三
四

∼

一
八
一
二
︶
供
職
於
如
意

館
或
啟
祥
宮
；
席
澄
源
︵
一
七
一
三

∼

一
七
六
七
︶
、
楊
自
新
︵
一
七○

三

∼

一
七
六
六
︶
、
汪
達
洪
︵
一
七
三
三

∼

一
七
八
七
︶
供
職
於
做
鐘
處
或
如
意
館
；

湯
執
中
︵
一
七○

六

∼

一
七
五
七
︶
、
紀

文
︵
一
七○

三

∼

一
七
五
八
︶
供
職
於

圓
明
園
六
所
；
蔣
友
仁
︵
一
七
一
五

∼
一
七
七
四
︶
供
職
於
圓
明
園
、
御
花
園
水

法
。
他
們
都
曾
長
期
在
圓
明
園
中
工
作
，

為
園
內
殿
宇
的
建
造
、
內
部
裝
飾
及
陳
設

製
作
各
獻
其
長
。
其
中
最
著
名
的
是
耶
穌

會
修
士
義
大
利
人
郎
世
寧
。
他
歷
經
康
、

雍
、
乾
三
朝
，
供
職
清
廷
五
十
一
載
，
在

紫
禁
城
和
圓
明
園
中
度
過
了
後
半
生
。
郎

世
寧
不
僅
是
出
色
的
畫
家
，
也
是
優
秀
的

建
築
和
工
藝
設
計
師
，
甚
至
還
是
乾
隆
的

西
方
藝
術
顧
問
。
由
於
他
淵
博
的
學
識
，

勤
奮
、
出
色
的
工
作
受
到
清
帝
的
器
重
和

禮
遇
。雍

正
至
咸
豐
五
帝
，
每
年
正
月
燈
節

之
前
由
紫
禁
城
到
圓
明
園
，
入
冬
後
遷
回

紫
禁
城
。
與
宮
廷
有
密
切
關
係
的
造
辦
處

也
將
作
坊
設
在
圓
明
園
中
，
隨
皇
帝
而
遷

移
。
曾
與
郎
世
寧
一
起
工
作
過
的
傳
教
士

蔣
友
仁
、
王
致
誠
致
函
歐
洲
友
人
，
記
述

了
他
們
在
圓
明
園
中
的
活
動
。
﹁
在
︵
圓

明
園
︶
這
座
別
宮
的
花
園
入
口
處
有
一
座

如
意
館
，
它
是
中
國
和
歐
洲
畫
家
，
製
造

自
動
裝
置
或
其
他
各
種
機
器
的
歐
洲
鐘
錶

匠
及
加
工
寶
石
和
象
牙
的
工
匠
們
工
作
的

地
方
。
除
了
這
個
皇
帝
不
時
會
光
顧
的
內

部
工
廠
外
，
皇
宮
周
圍
還
有
許
多
各
種
類

型
的
工
廠
，
大
批
工
匠
為
了
裝
飾
宮
殿
而

經
常
在
這
裡
工
作
。
﹂
﹁
其
中
一
個
市
鎮

叫
海
淀
，
我
們
法
國
教
會
在
此
有
一
幢
不

大
的
住
所
，
供
在
陛
下
宮
中
效
力
的
法
國

傳
教
士
居
住
。
﹂
︵
註
一
︶

﹁
白
天
我
們

置
身
於
園
林
之
中
，
並
在
那
裡
由
皇
帝
供

應
晚
餐
。
為
了
過
夜
，
我
們
到
達
一
座
相

當
大
的
城
市
或
者
是
一
個
鎮
子
，
我
們
在

距
皇
室
很
近
的
地
方
購
置
了
一
幢
房
子
。

當
皇
帝
還
駕
京
師
時
，
我
們
也
隨
駕
返

回
。
﹂
︵
註
二
︶

由
此
可
知
，
傳
教
士
隨
駕

來
圓
明
園
時
，
白
天
在
如
意
館
工
作
，
皇

帝
還
時
常
到
此
巡
視
，
晚
上
在
附
近
的
海

淀
鎮
住
宿
。
如
意
館
︵
圖
一
︶
建
於
雍
正

朝
，
位
於
圓
明
園
﹁
洞
天
深
處
﹂
東
北
，

臨
近
皇
帝
日
常
活
動
的
勤
政
親
賢
和
九
洲

圖一　乾隆9年（1744）　唐岱、沈源　圓明園四十景圖　洞天深處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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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一

清
晏
，
便
於
他
隨
時
臨
幸
。
乾
隆
時
期
的

如
意
館
專
門
製
作
皇
帝
欽
派
的
或
價
值
較

高
的
活
計
，
在
造
辦
處
各
作
坊
中
獨
佔
鰲

頭
。
清
廷
為
在
造
辦
處
供
職
的
傳
教
士
提

供
﹁
西
洋
人
份
例
飯
﹂
。
乾
隆
五
十
七
年

︵
一
七
九
二
︶
四
月
內
務
府
檔
案
，
記
載

了
當
時
在
如
意
館
行
走
的
潘
廷
章
、
賀
清

泰
等
四
位
西
洋
畫
師
的
膳
食
供
應
份
例
︵
註

三
︶
，
其
中
米
麵
、
肉
類
、
乾
鮮
果
品
十
分

豐
富
。
正
如
王
致
誠
所
說
﹁
我
們
的
住
宅

乾
淨
而
適
用
，
沒
有
任
何
違
背
我
們
身
份

之
禮
儀
的
地
方
。
我
們
的
食
物
相
當
好
，

除
了
葡
萄
酒
之
外
，
這
裡
幾
乎
擁
有
歐
洲

所
能
找
到
的
一
切
。
﹂
︵
註
四
︶

作
為
皇

帝
最
器
重
的
西
洋
畫
師
，
郎
世
寧
的
待
遇

更
為
優
厚
。
除
因
其
工
作
出
色
經
常
受
賞

外
，
雍
正
還
多
次
為
他
修
繕
畫
室
。
乾
隆

不
僅
封
他
為
奉
宸
苑
卿
，
還
賞
銀
養
病
，

為
其
舉
行
七
十
歲
祝
壽
儀
式
。
在
他
去
世

後
追
贈
侍
郎
銜
，
賞
銀
三
百
兩
安
葬
，
極

盡
哀
榮
。

洞
天
深
處
位
於
圓
明
園
東
南
隅
。
如

意
館
是
洞
天
深
處
東
北
的
一
座
的
小
院
，

雍
正
御
書
﹁
如
意
館
﹂
匾
額
。
乾
隆
以
此

地
作
為
造
辦
處
的
高
級
作
坊
。
一
八
六○

年
如
意
館
被
英
法
聯
軍
焚
毀
，
今
僅
存
遺

址
。

儘
管
衣
食
無
憂
，
但
這
些
傳
教
士

工
作
緊
張
，
心
情
壓
抑
。
王
致
誠
在
信
函

中
透
露
了
他
內
心
的
苦
悶
：
﹁
我
沒
有
一

時
一
刻
的
時
間
屬
於
我
自
己
。
﹂
﹁
我
必

須
忘
記
自
己
過
去
所
學
的
技
藝
，
我
還
必

須
學
會
一
種
新
技
藝
以
符
合
該
民
族
的
情

趣
。
我
們
所
畫
的
一
切
都
是
奉
皇
帝
欽
命

而
作
。
我
們
首
先
繪
製
草
圖
，
他
親
自
御

覽
，
再
令
人
對
此
修
改
和
重
新
造
型
，
一

直
到
他
滿
意
為
止
，
無
論
他
修
改
得
好

壞
，
大
家
必
須
通
過
而
又
不
敢
講
任
何

話
。
﹂
︵
註
五
︶

這
些
傳
教
士
被
禁
錮
在
宮

廷
之
中
，
工
作
緊
張
又
受
制
於
皇
帝
，
缺

乏
創
作
的
自
由
。
作
為
清
廷
的
﹁
首
席
西

洋
畫
師
﹂
郎
世
寧
必
然
承
受
了
更
多
的
辛

苦
與
無
奈
，
但
未
見
任
何
文
字
記
錄
他
有

過
抱
怨
。
除
了
為
宗
教
獻
身
的
精
神
，
郎

世
寧
的
品
行
正
如
刻
在
他
墓
碑
上
的
乾
隆

諭
旨
對
他
的
評
價
﹁
勤
慎
﹂
。
︵
圖
二
︶

乾
隆
三
一
年
︵
一
七
六
六
︶
六
月
十

日
，
郎
世
寧
病
逝
於
北
京
，
葬
於
京
西
滕

端
，
遂
命
往
京
之
西
洋
人
郎
世
寧
造
為
此

法
，
俾
來
使
至
此
瞻
仰
。
﹂
︵
註
六
︶

詩

中
所
說
的
水
法
建
造
時
間
雖
不
準
確
︵
乾

隆
十
六
年
︵
一
七
五
一
︶
諧
奇
趣
已
建

成
︶
，
卻
真
實
的
表
達
了
乾
隆
廣
納
西
洋

文
明
，
雄
居
世
界
，
唯
我
獨
尊
的
內
心
獨

白
。
西
洋
樓
是
在
乾
隆
的
宣
導
、
推
動
之

下
完
成
的
，
而
豐
厚
的
財
力
、
充
沛
水
源

的
造
園
空
間
，
尤
其
是
掌
握
技
術
的
西
洋

傳
教
士
，
為
西
洋
樓
的
建
造
提
供
了
必
要

條
件
和
有
力
的
保
障
。

郎
世
寧
、
蔣
友
仁
等
設
計
、
監
造

的
圓
明
園
西
洋
樓

西
洋
樓
位
於
長
春
園
最
北
部
的
一

條
狹
長
地
帶
內
，
呈
﹁
├
﹂
形
，
與
已

有
的
中
式
園
林
之
間
有
土
山
相
隔
，
自
成

一
區
。
西
洋
樓
共
由
十
餘
座
西
式
建
築

和
二
十
二
組
噴
泉
組
成
，
主
要
建
築
自

西
至
東
依
次
為
諧
奇
趣
、
萬
花
陣
、
養
雀

籠
、
方
外
觀
、
五
竹
亭
、
海
晏
堂
、
遠
瀛

觀
、
大
水
法
、
觀
水
法
、
線
法
山
、
線
法

畫
。
︵
圖
三
︶
西
洋
樓
於
乾
隆
十
五
年

︵
一
七
五○

︶
開
始
陸
續
興
建
，
乾
隆

四
十
八
年
︵
一
七
八
三
︶
全
部
完
工
。

︵
一
七
五
三
︶
西
洋
博
爾
都
噶
裡
雅
國
來

京
朝
貢
，
聞
彼
處
以
水
法
為
奇
觀
，
因
念

中
國
地
大
物
博
，
水
法
不
過
工
巧
之
一

公
柵
欄
墓
地
。
墓
地
幾
經
變
遷
，
今
墓
碑

仍
存
此
處
。

雍
正
、
乾
隆
對
西
方
藝
術
的
愛
好
，

對
郎
世
寧
等
西
洋
傳
教
士
的
賞
識
是
他
們

施
展
才
華
的
保
障
。
圓
明
園
在
雍
正
、
乾

隆
兩
朝
大
規
模
的
營
建
為
他
們
提
供
了
發

揮
才
能
的
機
會
和
場
所
。
以
郎
世
寧
為
首

的
供
職
於
造
辦
處
的
西
洋
傳
教
士
，
為
圓

明
園
製
作
的
無
計
其
數
的
繪
畫
、
鐘
錶
、

玻
璃
器
、
機
械
玩
具
等
，
都
隨
著
名
園
被

焚
，
或
灰
飛
煙
滅
，
或
流
散
異
地
，
或
深

埋
地
下
。
因
此
西
洋
樓
殘
跡
成
為
這
些
傳

教
士
為
圓
明
園
創
作
的
，
保
存
至
今
的
珍

貴
實
物
。

乾
隆
建
造
西
洋
樓
的
原
因

乾
隆
時
期
，
不
僅
清
代
文
治
武
功

已
達
鼎
盛
，
而
且
西
風
東
漸
，
萬
國
來

朝
，
開
拓
了
乾
隆
的
視
野
。
他
豐
富
多
元

的
藝
術
品
味
，
在
宮
廷
收
藏
、
藝
術
品
製

作
、
園
林
興
建
等
方
面
都
有
體
現
。
西
洋

樓
不
僅
是
滿
足
乾
隆
獵
奇
心
理
的
﹁
異

國
玩
物
﹂
，
也
是
他
天
朝
上
國
無
所
不
有

和
追
求
完
美
十
全
思
想
的
體
現
，
具
有
政

治
、
文
化
象
徵
意
義
和
外
交
作
用
。
乾
隆

以
﹁
移
天
縮
地
在
君
懷
﹂
的
心
態
，
將

江
南
園
林
、
藏
傳
佛
教
建
築
、
西
洋
建

築
、
甚
至
傳
說
中
的
仙
山
樓
閣
都
精
心
組

合
，
薈
萃
於
園
中
，
使
萬
園
之
園
名
副
其

實
，
象
徵
普
天
之
下
莫
非
王
土
。
﹁
堂

北
為
西
洋
水
法
處
，
蓋
緣
乾
隆
十
八
年

圖二　清乾隆　郎世寧墓碑及拓片　作者攝

圖三　西洋樓建築平面圖



2015年10月　5455　故宮文物月刊·第391期

連延樓閣仿西洋　信是熙朝聲教彰—郎世寧與圓明園西洋樓

專輯一

中
外
史
料
都
記
述
郎
世
寧
是
西
洋
樓
建

築
、
內
外
裝
飾
及
陳
設
的
主
要
設
計
和
製

作
者
。
一
位
在
華
傳
教
士
在
書
信
中
說

﹁
一
七
四
七
年
他
︵
乾
隆
︶
看
到
一
幅
噴

泉
圖
後
便
讓
郎
世
寧
修
士
向
他
解
釋
，
並

問
宮
中
是
否
有
某
個
歐
洲
人
能
造
同
樣
的

東
西
。
﹂
︵
註
七
︶

郎
世
寧
推
薦
了
法
國
傳

教
士
蔣
友
仁
。
於
是
乾
隆
命
蔣
友
仁
負
責

水
法
機
械
的
設
計
和
施
工
。
在
乾
隆
的
御

製
詩
中
特
別
提
到
：
﹁
水
法
不
過
工
巧
之

一
端
，
遂
命
往
京
之
西
洋
人
郎
世
寧
為
此

法
。
﹂
證
明
郎
世
寧
在
西
洋
樓
的
建
造
中

曾
擔
任
重
要
角
色
。

乾
隆
十
六
年
西
洋
樓
第
一
組
建

築
諧
奇
趣
竣
工
。
同
年
郎
世
寧
為
長
春

園
水
法
房
︵
諧
奇
趣
︶
大
殿
、
稍
間
、

遊
廊
、
亭
子
的
棚
頂
連
牆
起
畫
稿
，
並

陸
續
交
由
郎
世
寧
繪
製
通
景
畫
。
乾
隆

二
十
一
年
︵
一
七
五
六
︶
西
洋
樓
工
程
繼

續
進
行
，
﹁
長
春
園
諧
奇
趣
東
邊
著
郎
世

寧
起
西
洋
式
花
園
地
盤
樣
稿
﹂
，
乾
隆

看
過
郎
世
寧
起
的
樣
稿
後
，
下
旨
﹁
照

樣
准
造
，
其
應
用
西
洋
畫
處
，
著
如
意

館
畫
通
景
畫
﹂
，
想
必
是
對
他
的
設
計

極
為
滿
意
，
而
且
把
繪
畫
工
作
也
交
由

以
郎
世
寧
為
首
的
如
意
館
畫
師
完
成
。

於
是
，
同
年
十
一
月
﹁
新
建
水
法
西
洋

樓
各
處
棚
頂
、
牆
壁
有
應
畫
處
，
俱
著

郎
世
寧
起
稿
呈
覽
﹂
。
乾
隆
二
十
二
年

︵
一
七
五
七
︶
郎
世
寧
為
新
建
水
法
樓
三

間
樓
︵
方
外
觀
︶
棚
頂
、
周
圍
牆
壁
繪
通

景
大
畫
。
此
時
海
晏
堂
工
程
也
已
經
開

始
，
蔣
友
仁
完
成
了
新
建
水
法
儀
器
樣
，

乾
隆
命
造
辦
處
匠
役
隨
其
依
樣
成
做
。
海

晏
堂
於
乾
隆
二
十
四
年
︵
一
七
五
九
︶

竣
工
，
同
時
方
外
觀
、
大
水
法
相
繼
建

成
。
乾
隆
二
十
五
年
︵
一
七
六○

︶
、

二
十
六
年
︵
一
七
六
一
︶
、
二
十
七
年

︵
一
七
六
二
︶
，
郎
世
寧
又
分
別
為
新
建

水
法
十
一
間
樓
︵
海
晏
堂
︶
後
殿
西
洋

式
棚
頂
三
間
連
牆
、
窗
戶
頂
；
樓
下
明

間
內
西
進
間
周
圍
牆
連
棚
頂
；
南
北
進

間
棚
頂
、
牆
壁
，
起
稿
畫
通
景
畫
。
他
不

僅
為
諧
奇
趣
、
方
外
觀
、
海
晏
堂
的
室
內

裝
飾
起
稿
，
而
且
擔
當
了
棚
頂
、
牆
壁
等

重
要
部
位
的
繪
畫
工
作
。
王
致
誠
、
艾
啟

蒙
僅
作
為
助
手
，
或
放
大
他
的
畫
稿
，
或

修
補
他
的
舊
作
或
繪
製
門
鬥
、
窗
鬥
、
掛

屏
、
插
屏
等
。
此
後
直
至
乾
隆
四
十
七
年

︵
一
七
八
二
︶
，
在
︽
造
辦
處
各
作
成
做

活
計
清
檔
︾
中
再
未
見
西
洋
樓
有
大
規
模

繪
製
通
景
畫
的
記
載
。
可
見
郎
世
寧
完
成

了
西
洋
樓
大
部
分
建
築
的
裝
飾
繪
畫
。
遺

憾
的
是
這
些
殿
堂
各
處
的
裝
飾
畫
，
都
隨

著
一
八
六○

年
圓
明
園
建
築
被
焚
毀
而
灰

飛
煙
滅
。

西
洋
樓
是
乾
隆
收
藏
、
陳
設
西
洋
器

物
的
場
所
。
一
八
六○

年
進
入
圓
明
園
的

法
軍
醫
生
曾
回
憶
道
：
﹁
宮
殿
群
是
路
易

十
四
、
十
五
時
期
的
風
格
。
建
築
裝
飾
完

全
按
照
法
國
的
樣
式
建
造
，
裝
潢
和
傢
俱

來
自
哥
布
林
地
毯
廠
的
地
毯
，
聖
格
本
產

的
鏡
子
，
吊
燈
，
燭
臺
，
座
鐘
，
油
畫
，

這
一
切
是
上
世
紀
的
法
國
風
格
。
我
們

甚
至
感
覺
似
乎
已
經
身
處
巴
黎
。
﹂
︵
註

八
︶

這
與
清
宮
檔
案
中
關
於
西
洋
樓
中
多

為
西
洋
陳
設
的
記
載
相
符
。
從
乾
隆
十
五

︵
一
七
五○

︶
年
開
始
，
數
量
眾
多
，
品

類
豐
富
的
西
洋
器
物
，
源
源
不
斷
進
入
西

洋
樓
。
這
些
西
洋
陳
設
有
的
是
王
公
大

臣
、
外
國
使
者
及
傳
教
士
進
獻
的
，
有

的
是
乾
隆
命
粵
海
關
和
皇
商
採
買
或
到
海

外
訂
製
，
有
的
是
從
其
他
宮
殿
或
庫
房
移

來
，
而
其
中
更
多
的
器
物
是
由
造
辦
處
製

作
的
。
郎
世
寧
自
康
熙
末
年
入
宮
以
來
，

始
終
從
事
宮
廷
繪
畫
，
偶
爾
奉
旨
進
行
器

物
的
設
計
、
製
作
和
陳
設
，
也
多
為
西
洋

樓
而
做
。
乾
隆
將
從
各
處
搜
羅
來
的
西
洋

器
物
大
都
交
由
郎
世
寧
決
定
去
留
和
安
放

的
位
置
。
乾
隆
十
七
年
︵
一
七
五
二
︶
，

﹁
由
撫
宸
殿
拆
出
的
玻
璃
九
屏
風
，
送

往
圓
明
園
交
郎
世
寧
看
地
方
安
設
。
﹂

同
年
，
將
羅
鏡
、
天
體
儀
、
西
洋
蠟
等

三
十
二
件
﹁
交
水
法
殿
，
著
郎
世
寧
看
，

將
應
用
的
留
用
，
無
用
的
交
進
﹂
。
西
洋

樓
需
要
製
作
的
陳
設
也
先
由
郎
世
寧
畫
樣

呈
覽
，
經
皇
帝
允
許
後
，
再
分
派
給
造
辦

處
各
機
構
成
做
。
乾
隆
十
五
年
，
長
春
園

水
法
房
︵
諧
奇
趣
︶
正
殿
花
蓋
靠
背
坐

褥
，
著
郎
世
寧
畫
樣
，
發
往
南
邊
︵
江
南

織
造
︶
成
做
。
乾
隆
十
六
年
，
﹁
郎
世
寧

等
畫
得
西
洋
法
子
陳
設
樣
稿
二
張
呈
覽
，

照
樣
准
做
，
著
西
洋
人
楊
自
新
、
席
澄
源

帶
匠
役
在
如
意
館
做
。
﹂
一
向
挑
剔
的
乾

隆
對
郎
世
寧
設
計
的
西
洋
陳
設
稿
常
常
是

﹁
照
樣
准
做
﹂
，
體
現
了
對
郎
世
寧
的

信
任
和
青
睞
。
甚
至
中
國
畫
師
張
廷
彥

︵
一
七
三
五

∼

一
七
九
四
︶
在
長
春
園
全

圖
上
畫
諧
奇
趣
和
新
添
水
法
時
，
乾
隆
還

要
求
他
﹁
有
不
明
白
處
問
郎
世
寧
﹂
。

郎
世
寧
不
僅
為
清
廷
創
造
了
中
西
合

璧
的
新
畫
風
，
而
且
設
計
了
既
具
西
式
風

格
又
有
東
方
情
調
的
西
洋
樓
。
西
洋
樓
集

巴
洛
克
、
洛
可
可
為
主
的
西
方
建
築
藝
術

之
大
成
，
又
融
合
中
國
傳
統
建
築
造
型
、

材
料
工
藝
、
裝
飾
手
法
，
有
取
捨
地
進
行

因
地
制
宜
的
再
創
作
。
西
洋
樓
園
林
佈
局

採
用
西
方
的
幾
何
構
圖
和
中
國
園
林
的
自

然
山
水
式
相
結
合
的
手
法
，
既
有
歐
式
的

宮
殿
、
迷
宮
、
噴
泉
，
又
有
中
國
的
疊
石

圖四　清乾隆〈西洋樓銅版圖〉養雀籠西面

圖五　清乾隆〈西洋樓銅版圖〉養雀籠東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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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山
和
竹
亭
。
在
養
雀
籠
同
一
組
建
築
的

東
、
西
兩
面
，
就
呈
現
出
中
式
和
西
式
的

不
同
風
格
。
︵
圖
四
、
五
︶

養
雀
籠
東
面
似
中
國
的
牌
坊
，
西
面

設
置
嵌
噴
水
塔
的
石
券
為
西
洋
門
形
式
。

︿
西
洋
樓
銅
版
圖
﹀
是
乾
隆
四
十
六

年
︵
一
七
八
一
︶
由
宮
廷
畫
師
伊
蘭
泰
繪

製
，
造
辦
處
匠
師
刻
成
，
繪
有
西
洋
樓
各

座
歐
式
建
築
、
庭
院
的
立
面
圖
像
共
二
十

幅
。
這
是
現
存
唯
一
能
夠
反
映
西
洋
樓
盛

時
原
貌
的
藝
術
作
品
。

在
植
物
配
置
和
修
剪
方
面
，
既
有
幾

何
形
的
綠
籬
、
線
法
樹
，
又
有
自
然
形
態

的
松
樹
和
混
植
花
木
。
建
築
形
式
和
材
料

集
中
西
之
精
粹
，
既
有
西
洋
的
柱
式
︵
圖

六
︶
，
玻
璃
、
鐵
花
門
，
也
有
中
國
傳
統

式
樣
的
屋
頂
、
琉
璃
、
磚
雕
。
即
使
是
獨

具
中
國
特
色
的
琉
璃
和
磚
雕
也
製
成
西
洋

紋
飾
。
︵
圖
七
、
八
︶
本
為
表
現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的
匾
額
，
在
海
晏
堂
、
遠
瀛
觀
卻

做
成
西
洋
式
花
邊
的
玻
璃
心
匾
。

西
洋
樓
的
設
計
者
始
終
在
中
西
方
，

兩
種
異
質
文
化
中
尋
找
雙
方
都
可
以
接
受

的
契
合
點
。
西
方
園
林
中
必
不
可
少
的
人

體
雕
像
不
可
能
被
清
廷
接
納
，
取
而
代
之

的
是
巴
洛
克
風
格
的
動
植
物
、
貝
殼
、
渦

卷
飾
紋
。
其
中
的
動
物
紋
飾
為
迎
合
帝
王

講
求
祥
瑞
的
心
理
，
選
取
鹿
、
魚
︵
圖

九
︶
、
羊
︵
圖
十
︶
、
獅
子
等
中
國
傳
統

具
有
吉
祥
意
義
的
祥
禽
瑞
獸
。
造
型
雕
刻

則
受
西
方
藝
術
風
格
的
影
響
，
逼
真
寫

實
。 

羊
是
人
類
最
早
馴
養
的
動
物
之
一
。

中
、
西
方
都
曾
用
羊
作
為
祭
品
。
在
中
國

羊
是
美
和
吉
祥
的
象
徵
。
西
方
文
化
認
為

公
羊
象
徵
太
陽
和
火
的
力
量
。

海
晏
堂
噴
泉
巴
洛
克
式
的
石
雕
貝
殼

圖六　清乾隆　諧奇趣西洋式柱頭  諧奇趣遺址

圖七　清乾隆　西洋紋飾琉璃　西洋樓出土　西洋樓的琉璃均為與建築相配的西洋紋飾，有明黃、翠綠、孔雀藍、絳紫等多色。

圖八　 清乾隆　海晏堂磚雕　海晏堂遺址
　　　仿希臘古典建築的三種柱式之一愛奧尼式柱頭，紋飾更為華麗。

圖九　 清乾隆　諧奇趣石魚　北京大學
　　　原位於諧奇趣南側的噴泉中心，後流散到北京大學。西洋樓內魚形石構件多為這種翻尾造型。

圖十　 清乾隆　線法山羊首石構件　線法山遺址

圖十一　清乾隆〈西洋樓銅版圖〉海晏堂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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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右
兩
側
，
呈
八
字
形
排
列
的
噴
水
雕
像

是
中
國
傳
統
的
十
二
生
肖
。
︵
圖
十
一
︶

生
肖
像
每
天
按
十
二
個
時
辰
的
順
序
輪
流

噴
水
，
正
午
時
一
齊
噴
水
。
十
二
種
動
物

同
十
二
地
支
兩
兩
相
配
，
可
作
為
記
年
、

記
歲
、
計
時
的
符
號
，
是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的
重
要
元
素
，
歷
久
不
衰
。
從
︿
西
洋
樓

銅
版
圖
﹀
中
可
見
，
十
二
生
肖
像
身
著
袍

服
，
頭
部
為
銅
鑄
的
寫
實
動
物
形
象
。
與

清
乾
隆
時
期
的
青
玉
十
二
生
肖
相
比
，
動

物
的
造
型
、
姿
態
甚
至
手
中
所
持
之
物
都

註
釋

1.  

︿
蔣
友
仁
神
父
的
第
三
封
信
﹀
，
︽
耶
穌
會

士
中
國
書
簡
集
︾
第
六
卷
，
大
象
出
版
社
，

二○
○

六
，
頁
四
五
七
。

2.  

︿
耶
穌
會
士
和
中
國
宮
廷
畫
師
王
致
誠
修
士

致
達
索
先
生
的
信
﹀
，
︽
耶
穌
會
士
中
國
書

簡
集
︾
第
四
卷
，
大
象
出
版
社
，
二○

○

六
，
頁
二
九
九
。

3.  

水
木
作
，
︿
清
代
西
洋
畫
師
的
膳
食
﹀
，

︽
紫
禁
城
︾
一
九
八
三
年
二
期
，
紫
禁
城
出

版
社
。

4. 

同
註
三
，
頁
三○

○

。

5.  

同
註
三
，
頁
三○

○

。

6.  

清
乾
隆
皇
帝
︽
題
澤
蘭
堂
︾
，
︽
清
高
宗
御

製
詩
文
全
集
︾
五
集
，
卷
九
十
四
，
中
國
人

民
大
學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三
。

7.  

︿
一
位
在
華
傳
教
士
的
信
﹀
，
︽
耶
穌
會
士

中
國
書
簡
集
︾
第
六
卷
，
大
象
出
版
社
，
二

○
○

六
，
頁
六
五
。

8.  

︵
法
︶
阿
道
爾
夫‧

阿
爾
芒
著
，
許
方
、

趙
爽
爽
譯
，
︽
出
征
中
國
和
交
趾
支
那
來

信
︾
，
中
西
書
局
，
二○

一○

。

參
考
書
目

1.  

中
國
第
一
歷
史
檔
案
館
、
香
港
中
文
大
 
文

物
館
編
，
︽
清
宮
內
務
府
造
辦
處
檔
案
總

匯
︾
，
人
民
出
版
社
，
二○

○

五
。

2.  

中
國
第
一
歷
史
檔
案
館
編
，
︽
圓
明
園
︾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一
。

3.  

中
國
第
一
歷
史
檔
案
館
編
，
︽
清
中
前
期
西

洋
天
主
教
在
華
活
動
檔
案
史
料
︾
，
中
華
書

局
，
二○

○

三
。

基
本
相
同
。
不
同
之
處
是
海
晏
堂
生
肖
動

物
的
頭
部
，
由
於
傳
教
士
參
與
設
計
更
具

西
洋
風
格
。
︵
圖
十
二
︶

西
洋
樓
的
設
計
者
必
然
對
東
西
方

文
化
、
藝
術
都
有
一
定
的
造
詣
。
郎
世
寧

出
生
於
巴
洛
克
藝
術
的
發
源
地
義
大
利
，

接
受
過
良
好
的
西
方
繪
畫
訓
練
。
自
文
藝

復
興
至
洛
可
可
藝
術
時
期
，
西
方
畫
家
多

兼
具
繪
畫
、
雕
刻
、
建
築
等
多
項
技
藝
。

郎
世
寧
雖
以
繪
藝
聞
名
，
但
其
所
受
的
技

藝
訓
練
和
文
化
教
養
，
可
勝
任
西
洋
樓
建

築
的
設
計
工
作
。
設
計
、
繪
製
室
內
裝
飾

畫
，
更
是
乾
隆
朝
宮
廷
﹁
首
席
﹂
西
洋

畫
師
郎
世
寧
的
專
長
。
他
不
僅
曾
為
義
大

利
熱
那
亞
教
堂
、
北
京
﹁
東
堂
﹂
和
﹁
南

堂
﹂
繪
製
過
室
內
壁
畫
和
天
頂
畫
，
在
造

辦
處
供
職
期
間
為
紫
禁
城
、
圓
明
園
等
宮

苑
殿
堂
繪
製
的
裝
飾
畫
更
是
不
計
其
數
。

同
時
，
從
現
存
郎
世
寧
宮
廷
繪
畫
來
看
，

他
對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
特
別
是
裝
飾
題

材
，
造
型
藝
術
、
繪
畫
技
巧
有
相
當
深
入

的
研
究
。
因
此
他
在
繪
畫
、
建
築
園
林
和

工
藝
品
設
計
等
方
面
，
將
西
洋
的
藝
術
和

文
化
風
格
巧
妙
的
融
入
到
清
廷
的
新
環
境

之
中
。

人
以
微
薄
之
力
供
奉
﹁
天
朝
大
國
﹂
的
證

明
。
但
殘
酷
的
庚
申
焚
掠
︵
一
八
六○

︶

以
及
隨
後
無
情
的
破
壞
幾
乎
湮
沒
了
﹁
萬

園
之
園
﹂
的
所
有
印
記
，
唯
有
西
洋
樓
的

斷
柱
殘
石
已
成
為
今
日
公
眾
心
中
圓
明
園

的
象
徵
。
︵
圖
十
三
、
十
四
︶
宏
偉
的
建

築
基
礎
，
精
美
的
石
雕
，
銘
記
著
郎
世
寧

等
貢
獻
卓
著
的
西
方
文
化
藝
術
使
者
。
他

們
雖
為
傳
播
基
督
教
福
音
而
來
，
卻
用
自

己
的
智
慧
與
辛
勞
，
成
就
了
中
西
文
化
交

流
的
光
輝
一
頁
。

作
者
任
職
於
圓
明
園

圖十二　清乾隆  鼠首　海晏堂十二生肖之一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圖十三　西洋樓大水法　遠瀛觀遺址

圖十四　西洋樓海晏堂遺址

西
洋
樓
的
衰
落
、
毀
壞
及
影
響

乾
隆
中
晚
期
，
隨
著
在
造
辦
處
供

職
的
西
洋
傳
教
士
或
離
或
去
，
他
們
曾
參

與
的
工
作
已
不
能
保
持
之
前
較
高
的
藝
術

水
準
。
如
乾
隆
四
十
七
年
︵
一
七
八
二
︶

新
建
的
遠
瀛
觀
殿
內
棚
頂
中
心
由
賀
清
泰

︵
一
七
三
五

∼

一
八
一
三
︶
、
潘
廷
章

︵
一
七
三
四

∼

一
八
一
二
︶
繪
畫
，
周
圍

花
邊
由
伊
蘭
泰
繪
畫
，
﹁
其
餘
畫
畫
栢
唐

阿
俱
未
能
深
明
線
法
染
畫
西
洋
顏
色
﹂

僅
有
王
儒
學
一
人
尚
可
幫
畫
。
由
於
郎
世

寧
、
王
致
誠
已
相
繼
離
世
，
新
來
的
傳
教

士
畫
家
潘
廷
章
、
賀
清
泰
的
技
藝
上
遠
不

如
郎
世
寧
。
如
意
館
畫
畫
人
中
只
有
伊
蘭

泰
和
郎
世
寧
的
學
生
王
儒
學
勉
強
維
持
。

此
時
的
西
洋
樓
已
逐
漸
衰
落
。
咸
豐
十
年

︵
一
八
六○

︶
十
月
圓
明
園
被
英
法
聯
軍

劫
掠
、
焚
毀
，
此
後
又
歷
經
磨
難
，
淪
為

一
片
殘
垣
斷
壁
。
由
於
西
洋
樓
建
築
多
為

磚
石
質
，
故
能
在
百
餘
年
戰
火
的
摧
殘
與

人
為
的
搶
掠
下
，
相
對
於
園
內
中
式
建
築

保
留
遺
跡
較
多
。
西
洋
樓
在
中
國
造
園
史

上
是
一
個
劃
時
代
的
新
作
，
對
此
後
中
國

建
築
式
樣
的
發
展
產
生
了
深
遠
的
影
響
。

圓
明
園
西
洋
樓
曾
是
乾
隆
心
中
西
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