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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之外—郎世寧繪畫與中國繪畫傳統之關係

專　輯

郎
世
寧
︵
一
六
八
八

∼

一
七
六
六
︶

在
清
朝
宮
廷
任
職
長
達
五
十
一
年
，
康
熙

五
十
四
年
︵
一
七
一
五
︶
入
宮
，
經
歷
康

熙
、
雍
正
、
乾
隆
三
朝
，
由
於
具
有
繪
畫

技
藝
，
派
到
如
意
館
工
作
，
身
分
如
同
其

他
供
奉
朝
廷
的
畫
畫
人
，
因
此
作
為
宮
廷

形
象
之
外

郎
世
寧
繪
畫
與
中
國
繪
畫
傳
統
之
關
係

何
傳
馨

畫
家
的
成
就
掩
蓋
了
傳
教
士
的
身
分
，
在

中
國
繪
畫
史
上
留
下
盛
名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典
藏
承
自
清
宮
，
所
藏
郎
世
寧
作

品
甚
豐
，
以
單
件
計
，
共
六
十
三
件
，
另

與
清
宮
其
他
畫
家
合
作
畫
四
件
，
為
現

藏
之
大
宗
。
依
照
傳
統
中
國
繪
畫
分
類
，

這
些
作
品
包
括
人
物
肖
像
、
寫
生
紀
實
、

鳥
禽
、
動
物
、
花
卉
及
山
水
等
。
郎
世
寧

在
製
作
具
有
政
教
宣
揚
或
裝
飾
宮
殿
廳
堂

的
畫
作
時
，
一
方
面
如
歷
代
傳
統
宮
廷
畫

家
，
遵
照
皇
帝
的
旨
意
，
另
一
方
面
可
能

參
考
了
當
時
宮
廷
所
藏
，
不
過
在
技
法
與

中
國
繪
畫
在
十
一
世
紀
北
宋
時
期
以
前
，
原
本
具
有
高
超
的
寫
實
能
力
，
尤
其
是
宋
徽
宗
︵
一
一

○

一

∼

一
一
二
六
在
位
︶
對
於
宮
廷
畫
家
嚴
格
要
求
必
需
仔
細
觀
察
物
象
，
再
現
真
實
合
理
的
圖

像
。
不
過
詩
人
畫
家
蘇
東
坡
︵
一○

三
七

∼

一
一○

一
︶
的
文
人
畫
理
論
：
﹁
論
畫
以
形
似
見
與

兒
童
鄰
﹂
深
植
人
心
，
畫
家
不
再
只
注
意
物
象
的
忠
實
再
現
，
郎
世
寧
以
西
方
透
視
及
光
影
明
暗

表
現
的
寫
實
繪
畫
，
對
於
長
期
建
立
的
中
國
傳
統
繪
畫
觀
，
是
一
大
挑
戰
，
郎
世
寧
長
久
接
觸
中

國
繪
畫
環
境
，
應
當
熟
知
其
理
，
另
外
透
過
乾
隆
皇
帝
與
詞
臣
對
郎
世
寧
畫
作
涵
意
的
引
申
，
賦

予
更
多
的
文
化
意
義
，
使
得
這
些
作
品
成
功
的
融
入
了
中
國
繪
畫
傳
統
的
脈
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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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之外—郎世寧繪畫與中國繪畫傳統之關係

專　輯

生
，
彷
彿
伸
手
可
以
觸
及
，
尤
其
呈
現
出

這
些
被
妥
善
照
顧
的
良
駒
，
有
著
氣
宇
軒

昂
，
高
貴
不
凡
的
神
態
。

此
組
︿
畫
十
駿
圖
﹀
軸
著
錄
在

一
七
四
四
年
編
纂
的
︽
石
渠
寶
笈
︾
初

編
，
列
為
上
等
。
︽
石
渠
寶
笈
︾
沒
有
記

載
乾
隆
帝
的
御
題
，
可
知
是
畫
成
以
後
所

題
。
御
題
詩
內
容
是
如
實
的
對
各
匹
駿
馬

的
贊
頌
，
如
第
七
軸
︿
奔
霄
驄
﹀
︵
圖

二
︶
題
詩
描
述
此
駿
馬
的
來
源
，
豢
養
於

皇
家
馬
廄
，
經
過
調
教
訓
練
，
在
秋
天
行

圍
狩
獵
中
表
現
優
異
，
捕
鹿
獵
狐
無
不
操

控
如
意
，
因
而
賜
予
佳
名
。
下
方
詞
臣
張

照
︵
一
六
九
一

∼

一
七
四
五
︶
的
贊
詩
則

強
調
此
駿
馬
之
不
凡
，
受
到
皇
帝
的
眷

顧
，
如
同
太
平
盛
世
，
優
秀
的
人
才
受
到

皇
帝
的
知
遇
任
用
，
得
以
發
展
長
才
。
郎

世
寧
其
他
非
紀
實
畫
真
馬
的
作
品
，
如
雍

正
六
年
︵
一
七
二
八
︶
，
四
十
一
歲
完
成

的
高
頭
大
卷
︿
百
駿
圖
﹀
卷
及
大
約
同
時

的
︿
八
駿
圖
﹀
軸
，
也
含
有
此
一
寓
意
。

另
一
件
可
能
是
晚
年
與
其
他
宮
廷
畫
家
合

作
，
有
乾
隆
帝
親
題
﹁
雲
錦
呈
才
﹂
四
字

的
︿
雲
錦
呈
才
﹀
軸
也
屬
於
此
一
類
型
。

郎
世
寧
另
有
一
幅
大
約
作
於
一
七 

鵰
﹀
︵
圖
一
︶
；
另
一
組
是
乾
隆
十
三
年

︵
一
七
四
八
︶
六
十
一
歲
時
與
艾
啟
蒙
合

作
的
︿
十
駿
圖
﹀
，
郎
世
寧
作
三
幅
，
分

別
命
名
為
︿
紅
玉
座
﹀
、
︿
大
宛
騮
﹀
、

︿
如
意
驄
﹀
。
此
外
有
一
卷
乾
隆
二
十
七

年
︵
一
七
六
二
︶
七
十
五
歲
晚
年
的
︿
愛

烏
罕
四
駿
圖
﹀
卷
。

一
七
四
三
年
的
︿
畫
十
駿
圖
﹀
為
絹

本
，
畫
幅
尺
寸
均
縱
約
二
四○

公
分
，
橫

約
二
七○

公
分
，
應
為
與
所
畫
對
象
等
身

的
尺
幅
。
在
畫
幅
相
應
位
置
以
隸
書
漢
文

及
滿
文
、
蒙
文
題
名
，
並
附
註
進
貢
者
及

馬
的
身
高
與
長
度
。
上
方
乾
隆
帝
親
筆
御

製
詩
，
下
方
則
有
臣
工
恭
贊
詩
，
郎
世
寧

細
書
款
：
﹁
乾
隆
癸
亥
孟
春
月
海
西
臣
郎

世
寧
恭
畫
﹂
。
除
了
題
識
格
式
相
同
外
，

馬
的
呈
現
形
式
也
大
致
相
似
，
由
於
每
匹

馬
的
毛
色
及
體
格
不
同
，
可
知
是
對
照
真

馬
的
紀
實
之
作
。
全
畫
以
靜
態
獨
立
的
馬

為
主
體
，
光
素
無
背
景
，
更
加
突
顯
畫
中

主
角
的
獨
特
性
。
郎
世
寧
用
工
細
繁
複
的

短
筆
觸
及
色
彩
，
描
繪
馬
的
形
體
，
藉
著

光
線
明
暗
的
細
微
變
化
，
表
現
渾
圓
飽
滿

的
身
軀
，
無
論
是
身
體
的
比
例
、
筋
骨
、

微
突
的
血
脈
及
皮
毛
都
描
繪
得
栩
栩
如

觀
念
上
顯
然
與
傳
統
中
國
繪
畫
有
顯
著
差

異
，
此
一
差
異
一
般
認
為
是
調
合
中
西
繪

畫
，
也
就
是
他
在
引
進
西
方
的
繪
畫
技
法

與
觀
念
時
，
也
嘗
試
調
整
他
的
畫
看
起
來

與
中
國
畫
相
近
，
以
迎
合
皇
帝
與
周
遭
宮

廷
畫
家
或
評
論
家
的
鑑
賞
品
味
。
此
外
他

的
調
合
中
西
以
及
與
其
他
宮
廷
畫
家
合
作

無
間
的
作
品
，
透
過
皇
帝
及
詞
臣
的
品

題
，
在
形
式
與
內
容
上
，
與
中
國
繪
畫
傳

統
產
生
連
結
，
增
添
形
象
之
外
的
意
涵
，

也
增
加
了
鑑
賞
的
價
值
。
本
文
試
從
郎
世

寧
繪
畫
與
中
國
古
代
繪
畫
的
比
較
，
探
索

在
他
﹁
寫
實
﹂
的
作
品
中
，
是
否
同
時
呈

現
中
國
繪
畫
﹁
寫
意
﹂
的
傳
統
。

作
為
宮
廷
畫
家
，
郎
世
寧
擔
負
的

一
項
重
要
任
務
是
以
圖
像
紀
錄
特
殊
的

事
蹟
，
由
於
他
具
有
西
洋
繪
畫
的
基
礎

與
才
能
，
擅
長
於
真
實
表
現
對
象
的
形

貌
，
其
中
尤
以
成
組
的
描
繪
由
西
北
屬
邦

進
貢
的
駿
馬
巨
幅
作
品
最
受
矚
目
，
故
宮

收
藏
有
兩
組
郎
世
寧
︿
畫
十
駿
圖
﹀
軸
，

一
組
是
乾
隆
八
年
︵
一
七
四
三
︶
孟
春
，

五
十
六
歲
所
作
，
目
前
存
五
幅
，
分
別

命
名
為
︿
奔
霄
驄
﹀
、
︿
躡
雲
駛
﹀
、

︿
霹
靂
驤
﹀
、
︿
赤
花
鷹
﹀
、
︿
雪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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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四
八
年
描
繪
百
馬
畫
軸
，
名
為
︿
畫
坰
牧

蕃
孳
﹀
，
著
錄
於
︽
石
渠
寶
笈
︾
︵
成
書

於
一
七
九
三
年
︶
，
目
前
未
見
畫
蹟
。
畫

幅
上
有
乾
隆
皇
帝
一
七
四
八
年
的
長
篇
御

題
詩
。
詩
中
將
駿
馬
比
喻
為
天
上
行
走
的

龍
，
並
想
像
在
遙
遠
的
西
北
邊
疆
，
著
名

的
大
宛
馬
在
草
原
上
奔
馳
、
嬉
戲
、
飲

水
、
吃
草
等
各
種
優
美
的
姿
態
，
因
命
郎

世
寧
以
其
神
奇
的
畫
筆
畫
了
這
幅
畫
，
詩

末
云
：
﹁
驊
騮
騏
驥
世
常
有
，
誰
言
今
也

無
曹
韓
。
﹂
將
古
人
的
詩
句
﹁
驊
騮
騏
驥

今
無
有
﹂
改
為
﹁
世
常
有
﹂
，
意
指
當
今

盛
世
，
天
下
人
才
濟
濟
，
並
將
郎
世
寧
比

作
八
世
紀
唐
代
的
畫
馬
名
家
曹
霸
和
弟
子

韓
幹
。曹

霸
與
韓
幹
是
中
國
畫
史
上
畫
馬

畫
家
的
典
型
代
表
，
尤
其
是
韓
幹
，
他
是

八
世
紀
唐
玄
宗
朝
︵
七
一
二

∼

七
五
五
︶

重
要
的
畫
馬
畫
家
，
評
論
家
認
為
韓
幹
以

前
畫
家
所
畫
的
馬
都
是
憑
空
想
像
，
無
法

圖三　唐　韓幹　牧馬圖　名繪集珍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掌
握
真
馬
的
形
體
，
或
者
所
畫
對
象
是

中
原
所
產
的
馬
，
往
往
強
調
﹁
翹
舉
之
姿

︵
騰
起
的
姿
勢
︶
﹂
，
缺
少
﹁
安
徐
之
體

︵
安
詳
穩
重
的
體
態
︶
﹂
，
毛
色
駁
雜
，

無
奇
異
特
殊
之
處
，
直
到
玄
宗
時
，
西
域

大
宛
國
每
年
進
貢
駿
馬
，
這
些
馬
經
過
良

好
的
照
顧
與
訓
練
，
﹁
骨
力
追
風
，
毛
彩

照
地
，
不
可
名
狀
﹂
，
外
觀
看
起
來
像
是

得
道
的
聖
人
，
悠
閒
的
臥
於
床
榻
，
一
副

安
祥
平
和
的
樣
子
，
與
古
馬
大
不
相
同
，

因
此
愛
好
藝
術
的
玄
宗
命
韓
幹
畫
下
此
類

駿
馬
，
名
為
︿
玉
花
驄
﹀
、
︿
照
夜
白
﹀

︵
註
一
︶

等
。
傳
說
韓
幹
畫
馬
技
藝
高
超
，

他
所
畫
的
馬
不
但
可
以
幻
化
成
真
馬
，
也

可
以
將
真
馬
的
精
魄
轉
移
到
畫
中
，
使
得

真
馬
喪
失
了
元
氣
，
同
時
代
的
詩
人
杜
甫

︵
七
一
二

∼

七
七○

︶
︿
丹
青
引
贈
曹
霸

詩
﹀
誇
張
的
說
：
﹁
幹
唯
畫
肉
不
畫
骨
，

忍
使
驊
騮
氣
凋
喪
？
﹂
意
指
韓
幹
在
畫
馬

時
有
所
保
留
，
只
畫
其
肉
身
外
形
而
不
畫

其
內
在
筋
骨
，
不
忍
心
讓
真
馬
的
精
魄
被

畫
家
奪
走
。
︵
註
二
︶

韓
幹
畫
蹟
傳
世
已
罕
見
，
故
宮
收
藏

的
韓
幹
︿
牧
馬
圖
﹀
冊
︵
圖
三
︶
可
能
是

十
二
世
紀
宋
代
的
仿
本
，
不
過
可
作
為
中

國
傳
統
畫
馬
典
型
例
子
。
此
畫
描
繪
黑
白

兩
匹
馬
的
側
面
，
一
奚
官
騎
乘
白
馬
上
，

黑
馬
左
前
足
曲
起
，
後
足
略
彎
曲
，
白
馬

僅
露
出
二
足
，
應
該
也
是
同
樣
姿
勢
，
顯

示
牠
們
正
緩
步
並
轡
前
行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畫
中
兩
匹
馬
的
體
型
渾
圓
壯
碩
，
如
同

杜
甫
詩
中
所
說
﹁
幹
唯
畫
肉
﹂
的
特
色
，

不
過
畫
家
巧
妙
的
藉
著
修
長
纖
細
的
馬

足
，
減
輕
了
身
體
的
重
量
，
在
視
覺
上
讓

人
產
生
輕
盈
俊
秀
之
感
。
在
繪
畫
技
法
方

面
，
畫
家
以
柔
和
細
緻
的
墨
線
鉤
勒
出
馬

的
輪
廓
，
然
後
以
濃
墨
層
層
暈
染
出
黑
馬

的
馬
身
、
馬
尾
，
白
馬
則
是
留
出
絹
素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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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本
色
，
未
加
添
色
。
由
於
墨
色
層
次
並
無

明
顯
區
別
，
只
在
腿
部
稍
稍
鉤
勒
突
出
的

骨
骼
，
因
此
對
於
馬
的
立
體
感
並
無
刻
意

呈
現
。
從
人
物
臉
部
肌
肉
、
鬍
鬚
和
衣
服

摺
線
的
暈
染
，
可
以
看
出
畫
家
並
非
沒
有

注
意
到
明
暗
光
影
的
表
現
，
只
是
畫
家
更

有
興
趣
的
是
線
條
本
身
輕
重
緩
急
，
濃
淡

乾
濕
質
感
的
表
現
，
所
要
呈
現
的
不
是
馬

匹
形
體
外
觀
的
雄
強
勁
健
，
而
是
內
斂
含

蓄
，
經
過
調
習
馴
化
，
有
教
養
的
﹁
安
徐

之
體
﹂
。

對
照
一
千
多
年
後
郎
世
寧
的
︿
奔
霄

驄
﹀
，
在
掌
握
對
象
的
方
法
上
有
許
多
高

明
之
處
，
例
如
選
取
四
分
之
三
的
側
面
視

角
，
將
傳
統
用
筆
的
限
制
，
轉
化
為
細
膩

柔
和
的
短
筆
觸
，
利
用
明
暗
光
影
表
現
，

仔
細
且
精
確
的
描
繪
身
體
各
部
位
立
體
的

幻
覺
，
如
實
合
理
的
表
現
真
實
的
身
體
比

例
，
馬
的
三
足
穩
重
的
站
立
，
僅
右
後
足

微
微
抬
起
，
整
體
來
看
，
同
樣
達
到
了
古

代
評
論
家
所
講
究
的
﹁
安
徐
之
體
﹂
，
同

時
又
滿
足
了
如
攝
影
一
般
紀
實
的
功
能
。

郎
世
寧
大
約
與
一
七
二
八
年
︿
百

駿
圖
﹀
同
時
所
畫
的
︿
八
駿
圖
﹀
︵
圖

四
︶
，
描
繪
水
岸
平
坡
，
巨
大
的
柳
樹

下
，
毛
色
不
同
的
八
匹
馬
在
牧
馬
人
悉

心
照
顧
下
，
悠
閒
的
嬉
戲
休
憩
，
表
現
出

一
片
祥
和
寧
靜
的
景
象
。
︿
八
駿
圖
﹀
原

是
古
老
的
畫
馬
題
材
，
描
繪
周
穆
王
︵
約

西
元
前
十
世
紀
︶
八
匹
良
駒
的
傳
說
，
不

過
畫
史
僅
見
文
獻
記
載
，
沒
有
畫
蹟
流

傳
下
來
。
清
代
以
指
頭
畫
著
名
的
高
其

佩
︵
一
六
六○

∼

一
七
三
四
︶
以
指
代

圖五　清　高其佩　八駿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五-1　高其佩〈八駿圖〉局部

圖五-2　高其佩〈八駿圖〉局部圖六　清　郎世寧　雲錦呈才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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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
的
︿
八
駿
圖
﹀
及
︿
雲
錦
呈
才
﹀
有
很

大
差
別
，
不
過
同
樣
都
寓
含
了
賢
能
之
士

與
帝
王
統
治
的
關
係
，
郎
世
寧
以
其
優
越

的
畫
藝
，
再
度
詮
釋
了
中
國
繪
畫
傳
統
古

老
的
題
材
。

郎
世
寧
早
年
作
的
︿
八
駿
圖
﹀
與
晚

年
的
︿
雲
錦
呈
才
﹀
，
在
樹
石
背
景
的
處

理
上
，
有
明
顯
的
差
異
，
︿
八
駿
圖
﹀
由

郎
世
寧
獨
立
完
成
，
以
西
方
透
視
法
描
繪

地
平
面
及
高
大
的
柳
樹
雜
木
等
；
︿
雲
錦

呈
才
﹀
顯
然
由
其
他
宮
廷
畫
家
補
畫
，
沿

用
了
中
國
傳
統
山
水
畫
以
向
上
堆
疊
的
方

筆
，
畫
了
一
幅
︿
八
駿
圖
﹀
︵
圖
五
︶
，

一
七
三
四
年
在
青
宮
為
太
子
的
弘
曆
由
詞

臣
代
筆
題
一
詩
，
一
一
描
述
畫
中
八
匹
馬

的
姿
態
：
﹁
兩
駒
並
馳
若
驚
鴻
，
一
匹
吃

草
閒
且
喜
，
臥
者
有
二
立
者
一
，
老
馬
磨

癢
如
龍
視
，
就
中
紫
騮
獨
稱
神
，
滾
地
煙

塵
幅
上
起
﹂
。
郎
世
寧
的
︿
八
駿
圖
﹀
與

高
其
佩
所
作
，
似
乎
沒
有
多
少
關
聯
，

不
過
另
一
幅
可
能
晚
年
所
畫
的
︿
雲
錦

呈
才
﹀
軸
︵
原
名
︿
八
駿
圖
﹀
︶
︵
圖

六
︶
，
有
幾
匹
馬
的
姿
態
則
採
用
了
與
高

其
佩
相
似
的
母
題
，
其
中
較
明
顯
的
是
在

地
上
翻
滾
的
﹁
紫
騮
﹂
，
另
外
高
其
佩
畫

中
兩
匹
一
黑
一
白
的
臥
馬
，
郎
世
寧
改
為

互
相
嘶
磨
嬉
戲
，
此
景
在
︿
八
駿
圖
﹀
中

描
繪
得
更
為
傳
神
。

弘
曆
題
詩
特
別
指
出
在
樹
幹
磨

癢
的
馬
，
此
一
母
題
在
故
宮
藏
元
代

︵
一
二
七
一

∼

一
三
六
八
︶
趙
雍
︿
駿
馬

圖
﹀
軸
︵
圖
七
︶
見
到
，
同
樣
是
描
繪
水

岸
邊
，
有
著
高
大
樹
木
的
平
坦
坡
地
上
，

五
匹
馬
悠
遊
其
間
，
其
中
黑
白
兩
馬
交
頸

嘶
磨
，
另
一
白
馬
倚
樹
擦
癢
，
一
般
論
者

從
復
古
的
觀
點
論
述
此
畫
具
有
唐
代
青
綠

山
水
及
韓
幹
畫
馬
的
古
風
，
另
有
學
者
從

元
代
士
人
交
遊
的
社
會
網
絡
，
解
讀
此
畫

具
有
畫
家
與
受
畫
者
及
題
跋
者
相
互
揄

揚
，
以
期
得
到
朝
廷
重
用
的
作
用
。
︵
註

三
︶

從
具
象
的
角
度
來
看
，
趙
雍
︿
駿
馬

圖
﹀
與
高
其
佩
指
畫
︿
八
駿
圖
﹀
與
郎
世

圖七　元　趙雍　駿馬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1　趙雍〈駿馬圖〉局部圖八-1　〈畫青羊〉御製詩

圖八　清　郎世寧　畫青羊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式
表
現
遠
近
，
在
此
郎
世
寧
可
能
調
整
了

原
本
表
現
明
暗
立
體
的
手
法
，
其
中
幾
匹

馬
如
果
非
出
於
代
筆
，
則
是
他
嘗
試
以
中

國
人
善
用
的
線
條
鉤
勒
及
渲
染
畫
法
，
以

非
形
似
的
寫
意
描
繪
馬
的
形
態
。
有
趣
的

是
補
畫
柳
樹
的
畫
家
，
似
乎
也
想
要
模
擬

郎
世
寧
的
﹁
凹
凸
法
﹂
，
用
頓
挫
抖
動
的

筆
觸
，
形
容
樹
幹
蒼
老
扭
曲
的
身
軀
。

乾
隆
時
期
郎
世
寧
有
許
多
與
宮
廷

畫
家
合
作
的
作
品
，
大
多
由
宮
廷
畫
家
補

畫
背
景
樹
石
花
卉
，
或
是
互
相
搭
配
，
構

成
諧
調
合
理
的
畫
面
。
例
如
本
院
收
藏
中

有
一
幅
︿
畫
青
羊
﹀
軸
︵
圖
八
︶
，
畫
峻

峭
的
山
嶺
溪
澗
，
古
木
參
天
，
一
隻
青
羊

前
腳
騰
空
，
立
在
危
崖
上
，
直
視
觀
者
，

另
一
隻
背
向
回
首
，
神
態
十
分
靈
活
。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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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
又
名
斑
羚
，
活
動
於
高
山
上
，
畫
幅
上

端
侍
臣
奉
旨
題
寫
乾
隆
御
製
的
︿
青
羊

詩
﹀
，
形
容
青
羊
有
銳
利
的
四
蹄
，
善
於

攀
登
高
山
峻
嶺
，
能
逃
避
虎
狼
的
侵
襲
，

不
過
一
旦
失
足
，
被
獵
人
捕
獲
，
露
出
驚

嚇
虛
弱
的
樣
子
。
捕
獲
後
，
與
其
貪
其
肥

美
可
食
，
不
如
善
加
養
育
，
成
為
狩
獵
時

的
幫
手
。
因
此
，
和
駿
馬
圖
一
樣
，
這
幅

畫
作
也
被
賦
予
了
汲
引
人
才
的
意
涵
。

根
據
檔
案
記
載
，
乾
隆
二
十
四
年

︵
一
七
五
九
︶
乾
隆
皇
帝
曾
命
郎
世
寧
畫

青
羊
一
幅
，
並
由
方
琮
補
景
，
畫
成
後
與

另
一
幅
尺
寸
相
同
的
︿
火
雞
圖
﹀
，
一

同
裝
飾
於
宮
殿
廳
堂
中
。
是
年
郎
世
寧
已

七
十
二
歲
。
方
琮
是
活
動
於
乾
隆
朝
的

宮
廷
畫
家
，
以
本
院
收
藏
他
畫
的
︿
松
閣

聽
泉
圖
﹀
軸
︵
圖
九
︶
對
照
，
其
中
山
石

流
泉
的
畫
法
與
︿
畫
青
羊
﹀
十
分
相
似
，

可
印
證
檔
案
的
記
載
。
︿
畫
青
羊
﹀
中
有

一
株
彎
曲
巨
大
的
古
木
，
樹
幹
以
深
淺
的

筆
觸
與
皴
染
，
誇
張
樹
皮
飽
經
風
霜
的
質

感
，
用
另
一
種
中
國
畫
寫
意
的
手
法
加
強

了
山
嶺
的
嚴
峻
和
青
羊
的
動
勢
。

相
對
於
青
羊
的
矯
捷
，
綿
羊
與
山

羊
則
溫
馴
許
多
，
院
藏
有
一
幅
郎
世
寧

圖九　清　方琮　松閣聽泉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十　清　郎世寧　畫開泰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1　〈畫開泰圖〉局部

圖十-2　〈畫開泰圖〉局部

︿
畫
開
泰
圖
﹀
軸
︵
圖
十
︶
，
畫
三
隻
綿

羊
祥
和
寧
靜
的
在
草
地
上
遊
憩
，
背
景

由
其
他
宮
廷
畫
家
添
補
岩
石
、
梅
花
與

竹
木
，
象
徵
新
春
景
象
，
畫
上
乾
隆
帝
題

﹁
開
泰
圖
﹂
三
字
，
一
見
便
知
畫
的
主
題

是
以
羊
的
諧
音
，
比
喻
﹁
三
陽
開
泰
﹂
之

意
。
三
羊
的
畫
法
一
如
畫
馬
，
以
柔
細
的

短
線
仔
細
塗
繪
出
毛
皮
柔
軟
的
質
地
。
院

藏
中
另
有
一
幅
高
宗
︿
御
筆
開
泰
說
並
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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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
唐
︶
張
彥
遠
，
︽
歷
代
名
畫
記
︾
，
卷

九
，
韓
幹
小
傳
。

2.  

關
於
韓
幹
畫
馬
傳
說
見
︵
唐
︶
張
彥
遠
，

︽
歷
代
名
畫
記
︾
，
卷
九
。
︵
宋
︶
徽
宗
敕

纂
，
︽
宣
和
畫
譜
︾
，
卷
十
三
，
韓
幹
小

傳
。
杜
甫
詩
意
的
詮
釋
，
參
見
石
守
謙
，

︿
幹
惟
畫
肉
不
畫
骨
別
解
﹀
，
︽
藝
術
學

研
究
年
報
︾
第
四
期
，
一
九
九
一
，
頁

一
六
五—

一
九
一
。

3.   

陳
德
馨
，
︿
從
趙
雍
駿
馬
圖
看
畫
馬
圖
在

元
代
社
會
網
絡
中
的
運
作
﹀
，
︽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美
術
史
研
究
集
刊
︾
十
五
期
，
二○

○

三
，
頁
一
三
三—

一
六
七
。

明
宣
宗
開
泰
圖
﹀
︵
圖
十
一
︶
，
從
構
圖

看
，
與
郎
世
寧
所
作
幾
乎
完
全
相
同
，
在

真
實
再
現
的
程
度
上
，
乾
隆
一
幅
顯
然
不

如
郎
世
寧
，
有
趣
的
是
標
題
卻
稱
仿
明
宣

宗
︵
一
四
二
六

∼

一
四
三
五
在
位
︶
，
院

藏
亦
有
明
宣
宗
作
於
一
四
二
九
年
的
︿
畫

三
陽
開
泰
圖
﹀
︵
圖
十
二
︶
一
軸
，
構
圖

大
異
其
趣
，
畫
的
應
是
山
羊
，
採
用
了
典

型
的
中
國
傳
統
暈
染
法
，
以
簡
單
樸
素
的

筆
墨
，
表
現
寧
靜
詳
和
的
美
感
，
乾
隆

皇
帝
仿
明
宣
宗
﹁
開
泰
圖
﹂
題
字
，
題

寫
郎
世
寧
的
畫
，
同
時
仿
作
了
同
一
幅

畫
，
命
宮
廷
畫
家
鄒
一
桂
︵
一
六
八
六

∼

一
七
七
二
︶
補
景
，
並
在
右
上
方
題
寫
長

篇
﹁
開
泰
說
﹂
，
論
述
易
經
理
論
中
人
倫

與
天
道
的
關
係
，
如
此
一
來
，
從
明
宣
宗

到
郎
世
寧
，
以
至
乾
隆
皇
帝
，
透
過
三
隻

平
凡
的
山
羊
或
綿
羊
的
形
象
，
表
現
了
形

象
之
外
的
涵
意
。

中
國
繪
畫
在
十
一
世
紀
北
宋
時
期

以
前
，
原
本
具
有
高
超
的
寫
實
能
力
，
尤

其
是
宋
徽
宗
︵
一
一○

一

∼

一
一
二
六
在

位
︶
對
於
宮
廷
畫
家
嚴
格
要
求
必
需
仔
細

觀
察
物
象
，
再
現
真
實
合
理
的
圖
像
。
不

過
詩
人
畫
家
蘇
東
坡
︵
一○

三
七

∼

一
一

○

一
︶
的
文
人
畫
理
論
：
﹁
論
畫
以
形
似

見
與
兒
童
鄰
﹂
深
植
人
心
，
畫
家
不
再
只

注
意
物
象
的
忠
實
再
現
，
郎
世
寧
以
西
方

透
視
及
光
影
明
暗
表
現
的
寫
實
繪
畫
，
對

於
長
期
建
立
的
中
國
傳
統
繪
畫
觀
，
是
一

大
挑
戰
，
郎
世
寧
長
久
接
觸
中
國
繪
畫
環

境
，
應
當
熟
知
其
理
，
從
上
述
幾
個
例
子

可
以
看
出
，
透
過
乾
隆
皇
帝
與
詞
臣
對
郎

世
寧
畫
作
涵
意
的
引
申
，
賦
予
更
多
的
文

化
意
義
，
使
得
這
些
作
品
成
功
的
融
入
了

中
國
繪
畫
傳
統
的
脈
絡
。

作
者
為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副
院
長

圖十一　 清高宗　御筆開泰說並仿明宣宗開泰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1　〈御筆開泰說並仿明宣宗開泰圖〉局部

圖十一-2　〈御筆開泰說並仿明宣宗開泰圖〉局部

圖十二　明宣宗　畫三陽開泰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二-1　〈畫三陽開泰圖〉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