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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毫
芒
之
測

乾
隆
平
定
準
噶
爾
回
部
得
勝
圖
銅
版
畫
探
微

清
宮
銅
版
畫
緣
起

十
五
世
紀
，
銅
版
印
刷
術
逐
漸
興

起
，
被
廣
泛
運
用
於
肖
像
畫
和
書
籍
插

圖
。
明
末
耶
穌
會
士
利
瑪
竇
︵M

atteo 

R
icci,1552 -1610

︶
來
華
，
將
歐
洲
版
畫

帶
入
中
國
。
明
亡
後
，
隨
著
葡
萄
牙
保

教
權
受
到
挑
戰
，
天
主
教
不
同
的
分
支
開

始
派
遣
傳
教
士
進
入
中
國
。
康
熙
五
十
年

︵
一
七
一
一
︶
那
不
勒
斯
虔
勞
會
神
父
馬

國
賢
︵M

atteo R
ipa,1682 -1746

︶
來
華
，

隔
年
奉
命
開
始
試
做
以
熱
河
三
十
六
景
為

題
之
銅
版
畫
，
並
與
詩
文
裝
訂
成
冊
，
即

︿
康
熙
御
製
避
暑
山
莊
詩
圖
﹀
。
︵
註
一
︶

馬
國
賢
雖
曾
表
示
：
﹁
我
雖
然
懂
得
銅
版

畫
的
製
作
方
法
，
卻
沒
有
實
際
的
創
作
經

驗
。
﹂
為
尋
找
合
適
腐
蝕
液
配
比
與
紙

張
，
試
驗
多
次
，
終
於
嘗
試
成
功
，
歷
時

三
年
，
於
康
熙
五
十
三
年
︵
一
七
一
四
︶

完
成
，
︵
註
二
︶

但
其
技
巧
仍
與
歐
洲
的
專

業
版
畫
師
有
所
差
距
。
︵
圖
一
︶

乾
隆
時
期
也
透
過
傳
教
士
，
認
識

院
藏
清
乾
隆
︿
平
定
準
噶
爾
回
部
得
勝
圖
﹀
︵
以
下
簡
稱
︿
得
勝
圖
銅
版
畫
﹀
︶
是
清
宮
戰
圖
中

唯
一
送
往
法
國
巴
黎
製
作
者
，
共
有
銅
版
畫
十
六
幅
。
其
中
兩
幅
，
係
乾
隆
二
十
九
年
，
耶
穌
會

修
士
郎
世
寧
在
七
十
六
歲
高
齡
時
奉
旨
繪
製
，
內
容
刻
劃
細
膩
寫
實
，
勾
勒
出
乾
隆
皇
帝
的
西
域

武
功
。
本
院
藏
有
︿
黑
水
圍
解
圖
﹀
、
︿
格
登
山
斫
營
圖
﹀
銅
版
畫
的
試
印
本
和
正
式
本
，
以
及

其
後
法
人
赫
爾
茫
所
作
之
各
圖
說
明
，
本
文
將
藉
由
檢
視
與
修
護
之
時
，
運
用
顯
微
影
像
，
一
探

銅
版
畫
製
作
之
歷
史
遺
痕
，
並
記
錄
修
護
銅
版
畫
之
過
程
。

高
宜
君

歐
洲
銅
版
畫
的
技
藝
，
並
在
平
定
準
噶

爾
和
回
部
後
，
起
意
製
作
銅
版
畫
。
乾

隆
二
十
九
年
︵
一
七
六
四
︶
，
任
職
於

清
宮
的
耶
穌
會
修
士
郎
世
寧
︵G

iuseppe 

C
astiglione,1688 -1766

︶
，
因
緣
際
會
地

領
導
︿
得
勝
圖
銅
版
畫
﹀
的
起
稿
工
作
。

郎
世
寧
出
生
義
大
利
米
蘭
，
康
熙
五
十
四

年
︵
一
七
一
五
︶
來
華
宣
教
，
經
歷
康
雍

乾
三
朝
，
任
宮
廷
畫
師
，
繪
製
了
許
多
畫

作
，
亦
有
人
承
襲
他
的
畫
風
，
被
稱
為
海

西
派
。
在
乾
隆
皇
帝
授
意
下
，
郎
世
寧
領

導
其
他
西
洋
宮
廷
畫
師
，
為
︿
得
勝
圖
銅

版
畫
﹀
繪
製
圖
稿
，
開
啟
了
清
代
以
銅
版

畫
藝
術
形
式
記
錄
描
繪
武
功
的
先
聲
。
但

因
當
時
中
國
的
銅
版
製
作
和
刷
印
版
技
術

不
佳
，
要
能
滿
足
乾
隆
的
藝
術
品
味
，
只

能
尋
求
委
外
製
作
，
並
藉
此
完
整
引
進
歐

洲
製
作
銅
版
畫
之
技
術
。

︿
得
勝
圖
銅
版
畫
﹀
委
由
法
國
製

前
後
製
作
歷
時
十
二
年
，
分
十
梯
次
陸
續

運
返
中
國
。
乾
隆
皇
帝
親
自
作
序
題
詩
，

命
臣
工
撰
寫
的
跋
文
，
文
字
部
分
以
木
板

雕
印
成
十
八
幅
，
以
及
法
國
印
製
的
十
六

幅
銅
版
畫
，
共
成
全
套
三
十
四
幅
完
整
戰

圖
。
主
要
內
容
為
敘
述
乾
隆
時
期
，
平
定

額
魯
特
蒙
古
準
爾
噶
爾
部
以
及
天
山
南
路

大
、
小
和
卓
木
的
戰
事
。
其
中
︿
格
登
山

斫
營
圖
﹀
和
︿
黑
水
圍
解
圖
﹀
的
圖
稿
，

是
由
郎
世
寧
所
繪
製
，
由
法
國
刻
工
勒
霸

︵J. Ph. Le B
as,1707 -1783

︶
負
責
製
版
鐫

刻
，
由
首
席
刻
工
柯
升
︵C

harles -N
icolas 

C
och

in
,1715 -1790

︶
負
責
監
督
完
成
。

本
文
特
藉
手
持
式
數
位
顯
微
鏡
科
技
之

助
，
一
窺
十
八
世
紀
歐
洲
銅
版
畫
製
作
的

堂
奧
。
︵
圖
二
︶

︿
得
勝
圖
銅
版
畫
﹀
的
製
作

製
作
版
畫
圖
像
的
方
法
可
分
為
凹
、

凸
、
平
、
孔
四
大
類
，
這
次
展
出
版
畫
則

是
以
凹
版
印
刷
製
成
的
圖
像
。
凹
版
以
金

屬
版
製
作
，
搭
配
腐
蝕
液
和
刻
刀
，
以
直

接
雕
刻
或
間
接
腐
蝕
的
方
式
製
作
出
圖

像
，
最
後
以
擠
壓
的
方
式
將
油
墨
填
補
至

版
面
下
凹
的
線
條
與
區
域
，
所
呈
現
的
圖

案
正
是
下
凹
線
條
的
部
分
。
︵
圖
三
、

四
︶

院
藏
︿
格
登
山
斫
營
圖
﹀
與
︿
黑

水
圍
解
圖
﹀
有
試
印
本
和
正
式
本
兩
個
版

本
。
所
謂
試
印
本
，
是
指
銅
版
經
簡
易
構

圖
雕
刻
腐
蝕
後
，
至
雕
刻
修
整
完
成
前
的

圖一　 清　馬國賢　康熙御製避暑山莊詩圖　西領晨霞　故殿02952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格登山斫營圖（正式本）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刻工勒霸Le Bas 1769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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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
草
稿
。
至
於
正
式
本
，
則
是
指
腐
蝕

雕
刻
完
成
後
，
刷
印
裝
裱
的
版
本
。
兩
者

構
圖
大
體
一
致
，
主
要
差
別
在
於
鐫
刻
線

條
的
多
寡
。
試
印
本
線
條
較
少
，
部
分
畫

面
仍
有
許
多
空
白
之
處
；
而
正
式
本
則
佈

滿
線
條
，
幾
無
空
白
。
同
時
，
正
式
本
會

以
線
條
來
加
強
人
物
景
色
之
明
暗
景
深
。

︿
黑
水
圍
解
圖
﹀
試
印
版
上
標
有
河
川
草

稿
分
界
線
，
好
讓
刻
工
能
更
明
白
需
分
段

以
不
同
技
法
表
現
河
川
。

顯
微
鏡
下
的
蝕
刻
痕

從
數
位
顯
微
影
像
中
，
可
清
楚
識
別

刻
工
採
不
同
技
法
來
表
現
畫
面
，
有
直
刻

法
︵D

ry Point

︶
、
雕
凹
線
法
︵Engraving

︶

與
細
點
腐
蝕
法
︵A

quatin
t

︶
等
，
充
分

運
用
並
融
合
各
式
方
法
，
以
呈
現
畫
面
的

豐
富
感
和
立
體
感
，
顯
示
當
時
負
責
的
刻

工
勒
霸
其
凹
版
畫
技
法
純
熟
精
湛
。
︵
註

三
︶

經
顯
微
鏡
下
以
六
十
倍
率
初
步
檢

視
，
試
印
本
和
正
式
本
之
墨
跡
略
有
不

同
。
試
印
本
線
條
明
確
銳
利
，
正
式
本
線

條
較
為
柔
和
、
模
糊
。
試
印
本
的
細
節

雖
沒
有
正
式
本
來
的
繁
複
，
但
畫
面
所

呈
現
的
線
條
卻
精
準
到
位
，
並
以
線
條
粗

細
表
現
物
體
前
後
距
離
，
描
繪
功
力
，
實

為
不
凡
；
正
式
本
調
子
柔
和
，
灰
階
層
次

多
變
，
可
見
當
時
刻
工
盡
心
刻
劃
，
耗
費

多
時
。
另
外
正
式
本
之
柔
和
與
模
糊
，
抑

或
是
多
次
腐
蝕
製
版
造
成
銅
版
刻
痕
不
明

顯
，
再
加
上
印
刷
時
，
紙
張
濕
度
較
大
，

油
墨
濃
度
較
稀
，
油
墨
經
纖
維
渲
染
程
度

高
所
形
成
。
︵
圖
五
、
六
︶

刷
印
技
法

院
藏
清
代
檔
案
中
，
有
法
國
首
席
刻

工
柯
升
於
一
七
七○

年
，
致
函
清
廷
說
明

無
法
準
時
交
件
的
原
因
，
柯
升
詳
細
說
明

了
銅
版
印
刷
術
： 

此
板
功
夫
細
緻
，
刷
印
最
難
。
若
竟
帶

至
中
國
，
倘
其
不
諳
作
法
，
不
惟
印
刷

模
糊
，
且
恐
損
傷
銅
板
，
反
難
仰
答
欽

命
，
不
得
不
將
各
種
緣
故
逐
細
陳
明
。

其
一
、
中
國
紙
張
易
於
起
毛
，
以
之
刷

印
圖
像
，
難
得
光
潔
。
且
一
經
溼
潤
，

每
每
黏
貼
板
上
，
起
時
不
免
破
碎
。
即

或
取
用
洋
紙
浸
潤
，
尤
須
得
法
，
太
濕

則
淫
溢
模
糊
，
太
乾
則
摹
印
不
真
。
至

於
調
色
之
油
最
難
熬
製
，
倘
不
如
法
，

萬
難
浸
入
銅
板
細
紋
，
必
致
模
糊
。
所

用
顏
色
並
非
黑
墨
，
惟
取
一
種
葡
萄
酒

圖三　鄂壘扎拉圖之戰圖　銅版　引自柏林巴黎所藏乾隆得勝圖相關文物調查報告圖四　凹版印刷油墨示意圖

圖五　 顯微鏡下60倍下檢視〈黑水圍解圖〉與〈格登山斫營圖〉。 
A為試印本，線條簡單精準，直接表現物體前後距離； B為正式本線條複雜，物體前後明暗更為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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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從60倍顯微鏡下觀察〈格登山斫營圖〉（正式本），可看到直刻法（A）、雕凹線法（B）與細點腐蝕法多種版畫技法（C）。

A

渣
，
如
法
鍊
成
，
方
可
使
用
；
若
用
別

項
黑
色
，
不
惟
摹
印
不
真
，
且
易
壞

板
。
再
者
，
板
上
敷
摸
油
色
，
既
用
柔

軟
細
布
擦
過
，
全
在
以
手
掌
細
細
揉

擦
，
務
相
其
輕
重
均
勻
，
陰
陽
配
合
，

方
稱
如
式
。
此
等
技
藝
不
惟
生
手
難
以

猝
辦
，
即
在
洋
數
百
匠
人
，
演
習
多
年

內
中
亦
不
過
四
五
人
有
此
技
倆
。
況
此

板
鏤
刻
精
細
，
若
遇
巧
匠
，
每
板
或
可

引
刷
千
餘
張
，
其
板
尚
能
修
理
。
一
經

生
手
摹
印
，
既
難
完
好
，
易
於
壞
板
。

倘
將
細
紋
磨
平
，
或
將
通
板
擦
傷
痕

跡
，
其
板
反
成
廢
棄
。
種
種
緣
故
，
非

敢
故
為
鋪
張
，
實
因
欽
命
事
件
，
誠
恐

稍
有
踈
虞
，
至
干
罪
戾
。
莫
若
先
在
西

洋
將
每
板
刷
印
一
千
張
，
連
板
賚
送
，

並
將
一
切
作
法
詳
悉
註
明
，
以
屬
保

重
。
︵
註
四
︶

可
見
銅
版
畫
的
成
功
與
否
，
印
刷
時
的
油

墨
和
紙
張
的
搭
配
極
為
重
要
，
缺
一
不

可
。
︵
圖
七
︶

銅
版
印
刷
所
用
紙
張
除
了
柔
軟
外
，

韌
性
也
要
夠
，
更
要
經
得
起
潮
濕
擠
壓
後

不
容
易
損
壞
之
特
性
。
雖
然
中
國
紙
張
特

色
薄
且
易
吸
水
，
但
一
經
潮
濕
便
不
易
拿

取
操
作
。
因
此
為
了
配
合
銅
板
尺
寸
，
待

印
的
紙
張
也
需
符
合
銅
版
大
小
，
故
向
當

時
的
紙
商
普
呂
多
姆
︵Prudhorm

m
e

︶
訂

製
了
大
盧
瓦
紙
︵G

rand Louvois

︶︵
大
盧

瓦
紙
指
的
是
紙
張
尺
寸
，
由
於
當
時
紙
張

的
來
源
十
分
廣
泛
，
因
此
很
難
說
是
來
自

哪
個
區
域
︶
，
而
印
刷
工
則
由
柯
升
指
定

之
博
韋
︵B

eauvais

︶
擔
任
。
至
於
油
墨
是

不
是
如
文
獻
中
所
提
及
之
由
葡
萄
酒
渣
燒

製
而
成
，
還
有
待
後
續
相
關
研
究
。

裁
切
線
之
外

一
般
正
式
的
版
畫
作
品
，
通
常
在

畫
緣
下
方
裁
切
線
外
標
示
版
畫
張
次
、
畫

題
、
製
作
年
代
、
製
作
者
簽
名
等
訊
息
。

以
目
前
藏
於
德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
得
勝
圖

銅
版
畫
﹀
試
印
本
為
例
，
其
裁
切
線
下
緣

可
清
楚
見
到
畫
者
和
刻
工
的
姓
名
。
︵
圖

八
︶
然
而
有
趣
的
是
，
院
藏
試
印
本
裁
切

線
外
並
沒
有
任
何
刻
字
，
因
此
推
斷
院
藏

試
印
本
是
屬
於
版
本
較
早
的
試
印
本
。
而

院
藏
正
式
本
因
重
新
裝
裱
之
故
，
裁
切
線

下
緣
多
被
裁
切
，
故
絕
大
多
數
下
緣
並
無

相
關
標
示
。
︵
註
五
︶

︿
得
勝
圖
銅
版
畫
﹀
之
版
畫
裝
裱

形
式
與
劣
化
狀
況

銅
版
畫
為
版
畫
的
一
種
，
顧
名
思
義

就
是
以
銅
版
為
底
，
在
銅
版
上
刻
劃
或
腐

蝕
，
留
下
粗
細
不
同
的
線
條
，
使
圖
案
具

有
層
次
豐
富
的
黑
白
對
比
。
版
畫
作
品
因

為
製
作
過
程
、
持
拿
或
收
藏
不
當
等
種
種

原
因
，
導
致
作
品
偶
有
劣
化
狀
況
，
而
常

見
的
劣
化
有
褐
斑
、
黃
化
、
邊
緣
破
損
等

等
問
題
。

裝
裱
形
式

院
藏
︿
得
勝
圖
銅
版
畫
﹀
都
為
同
一

時
期
作
品
，
而
裝
裱
方
式
卻
不
同
。
一
、

A C

B

圖七　蔣友仁、錢德明譯　〈洋商帶回鐫工首領柯升寄京書信呈覽〉　乾隆35年8月4日　6扣　局部　故機01326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德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得勝圖銅版畫〉試印本畫幅下緣標有繪者刻工
和助手等資訊。　引自柏林巴黎所藏乾隆得勝圖相關文物調查報告

圖九　 黑水圍解圖（試印本）　縱 61.8，橫93.2公分　局部　平圖20126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畫緣下方無畫者與刻工姓名。

左：正面 右：版畫壓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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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
版
畫
作
品
完
全
無
裝
裱
；
二
、
銅
版
畫

因
畫
幅
偏
小
，
而
以
挖
鑲
的
方
式
將
作
品

擴
大
，
與
其
他
作
品
大
小
一
致
；
三
、
以

中
式
裝
裱
鏡
片
的
方
式
呈
現
，
背
後
覆
有

黃
綾
，
更
顯
此
圖
像
之
重
要
性
。

︿
黑
水
圍
解
圖
﹀︵
試
印
本
︶
可
清
楚

見
到
，
紙
張
因
銅
版
厚
度
，
受
力
壓
印
後

之
外
框
痕
跡
，
這
是
版
畫
印
刷
的
特
徵
之

一
，
也
是
最
原
始
無
加
工
的
表
徵
，
但
畫

緣
下
方
無
任
何
註
記
，
如
畫
者
與
刻
工
姓

名
。
︿
格
登
山
斫
營
圖
﹀
︵
試
印
本
︶
採

中
式
挖
鑲
方
式
，
讓
此
件
版
畫
與
其
他
版

畫
作
品
之
大
小
一
致
，
能
夠
妥
善
收
藏
。

同
樣
的
，
畫
緣
下
方
無
任
何
註
記
。
︿
黑

水
圍
解
圖
﹀
︵
正
式
本
︶
，
則
採
鏡
片
裝

裱
，
畫
面
四
周
貼
有
米
黃
裱
綾
，
後
覆
有

黃
綾
，
並
以
咖
啡
色
紙
條
包
邊
。
雖
改
變

其
原
本
形
式
，
但
卻
以
當
時
高
階
形
式
裝

裱
，
可
見
乾
隆
皇
帝
對
此
版
畫
之
重
視
。

︵
圖
九

∼

十
一
︶

劣
化
狀
況

這
批
版
畫
以
︿
赫
爾
茫
說
明
﹀
之
劣

化
狀
況
來
看
，
紙
張
四
周
隱
約
出
現
深
色

框
邊
推
測
應
是
接
觸
不
良
紙
張
，
造
成
紙

張
黃
化
；
又
或
是
收
藏
時
，
僅
中
間
部
分

被
遮
蔽
，
四
周
直
接
暴
露
在
空
氣
下
，
因

而
出
現
深
色
漬
痕
。
至
於
版
畫
邊
緣
破
損

成
因
，
通
常
為
紙
張
老
化
再
加
上
持
拿
不

當
所
引
起
。
︵
圖
十
二
、
十
三
︶
另
外
，

褐
斑
時
常
出
現
在
版
畫
紙
張
表
面
，
成

因
多
由
霉
菌
或
是
金
屬
雜
質
引
發
而
成
。

褐
斑
中
心
有
時
有
黑
點
出
現
，
形
狀
大

小
不
一
，
有
原
形
、
點
狀
或
霧
片
狀
等
。

使
用
紫
外
燈
檢
視
褐
斑
，
因
霉
菌
所
造
成

的
會
有
螢
光
反
應
，
金
屬
雜
質
引
發
的
則

否
。
這
一
系
列
版
畫
上
的
褐
斑
應
是
金
屬

雜
質
引
起
，
由
於
鐵
離
子
吸
收
紫
外
光
而

成
點
狀
，
故
無
出
現
螢
光
反
應
。
︵
圖

十
四
、
十
五
︶

︿
得
勝
圖
銅
版
畫
﹀
修
護

這
批
版
畫
部
分
多
以
鏡
片
形
式
裝

裱
，
其
餘
無
裝
裱
之
版
畫
，
出
現
污
漬
、

摺
痕
、
破
損
等
損
壞
狀
況
，
因
此
展
覽

前
，
將
對
藏
品
進
行
例
行
性
的
修
護
：

一
、
表
面
除
塵
，
二
、
加
固
，
三
、
夾

裱
，
接
下
來
將
針
對
表
面
除
塵
與
夾
裱
所

需
之
材
料
、
技
術
做
介
紹
。

表
面
除
塵

經
修
護
前
的
風
險
評
估
後
，
決
定
以

物
理
性
表
面
除
塵
方
式
來
進
行
除
塵
的
工

左：全幅 右：挖鑲局部貼痕

左：正面 右：反面，覆有黃綾

圖十一　 黑水圍解圖（正式本）　縱68，橫95公分　平圖0212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採鏡片裝裱，畫緣下方無畫者與刻工姓名。

圖十　 格登山斫營圖（試印本）　縱61.8，橫93.2公分　平圖02125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採挖鑲裝錶，畫緣下方無畫者與刻工姓名。

圖十五 　紫外光檢視褐斑，並無明顯螢光反應，推測為金屬雜質引起。

圖十三　紙張邊緣破損 圖十二　四周有黃化漬痕

圖十四　正常光檢視褐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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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原
因
在
於
版
畫
與
裝
裱
用
紙
之
紙
張

特
性
不
同
，
若
以
水
洗
的
方
式
進
行
，
雖

能
增
加
藏
品
潔
淨
度
，
但
也
因
為
吸
水
收

縮
程
度
不
一
，
乾
燥
後
呈
現
不
容
易
平
整

的
狀
態
。
以
目
前
藏
品
來
看
，
四
周
雖
可

清
楚
見
到
黃
化
與
污
漬
，
但
仍
屬
平
整
，

因
此
以
橡
皮
粉
末
來
處
理
。

橡
皮
擦
種
類
甚
多
，
主
要
成
分
為

天
然
橡
膠
︵R

u
b

b
er

︶
、
合
成
橡
膠
和

聚
氯
乙
稀
︵P

V
C

︶
。
橡
皮
擦
以
油
膏

︵Factice

︶
為
軟
化
劑
，
油
膏
是
硫
化
不

飽
和
植
物
油
或
動
物
油
，
作
為
橡
膠
的
加

工
助
劑
和
性
能
改
性
劑
，
使
橡
皮
變
軟
混

合
更
多
石
英
粉
。
硫
︵S

ulfur

︶
使
橡
膠

經
硫
化
作
用
變
的
更
穩
定
更
具
彈
性
。
另

外
，
也
可
添
加
石
英
粉
和
浮
石
粉
來
增
加

橡
皮
擦
的
摩
擦
力
。
一
般
而
言
，
不
同
的

比
例
配
方
，
甚
至
加
入
色
粉
，
會
產
生
不

同
用
途
與
作
用
的
多
彩
橡
皮
擦
。
軟
化
劑

比
例
增
加
，
橡
皮
擦
就
越
軟
；
硫
比
例
越

多
，
橡
皮
擦
就
越
硬
，
此
時
若
石
英
粉
和

浮
石
粉
也
跟
著
增
加
，
橡
皮
就
會
變
的
更

硬
和
粗
澀
，
相
對
的
摩
擦
力
也
會
跟
著
提

高
。
當
進
行
表
面
除
塵
時
，
橡
皮
擦
的
種

類
與
應
用
方
法
應
慎
重
選
擇
，
一
般
市
面

上
依
據
用
途
可
分
為
：
一
、
美
術
橡
皮
擦

︵A
rt G

un
 E

rasers

︶
；
二
、
軟
橡
皮
擦

︵K
n

eaded E
rasers

︶
；
三
、
一
般
書
寫

事
務
用
橡
皮
擦
︵C

om
m

on Erasers 

︶
；

四
、
塑
膠
／
乙
烯
橡
皮
擦
︵Plastic/V

inyl 

E
rasers 

︶
；
五
、
去
墨
水
橡
皮
擦
︵In

k 

Erasers 

︶
；
六
、
軟
性
鉛
筆
素
描
橡
皮
擦

︵A
rt Softr Erasers

︶
。
依
產
品
形
式
又

分
為
塊
狀
、
磨
碎
與
粉
狀
。

此
次
除
塵
面
積
較
廣
與
污
漬
成
分
單

純
，
故
使
用
施
德
樓
︵Staedtler M

ars

︶

之
粉
末
橡
皮
來
進
行
除
塵
。
使
用
粉
末
狀

橡
皮
擦
，
往
往
比
使
用
塊
狀
橡
皮
時
的
力

量
能
更
加
柔
和
小
心
。
由
毛
刷
或
指
尖
轉

旋
轉
帶
動
粉
末
時
，
也
因
為
粉
末
狀
顆
粒

的
細
度
，
使
在
紙
張
表
面
的
污
漬
能
更
輕

易
的
移
除
，
並
最
大
限
度
減
少
干
擾
紙
張

表
面
的
可
能
性
。
︵
圖
十
六
、
十
七
︶

夾
裱

版
畫
直
接
印
製
於
紙
張
上
，
在
無
裝

裱
保
護
下
，
很
容
易
因
為
收
藏
或
持
拿
不

當
而
產
生
損
傷
與
污
漬
，
因
此
預
防
性
的

維
護
工
作
將
是
延
續
版
畫
生
命
中
重
要
的

一
環
。
目
前
最
常
見
的
版
畫
收
藏
方
式
，

採
平
置
於
寬
廣
的
儲
藏
櫃
內
，
除
正
確
的

擺
放
方
式
，
還
需
加
上
典
藏
環
境
溫
濕

度
的
控
制
，
否
則
版
畫
容
易
出
現
褐
色
斑

點
。
此
外
，
為
了
減
少
版
畫
在
典
藏
與
展

示
時
的
移
動
風
險
，
多
使
用
夾
裱
上
下
保

護
版
畫
，
並
於
上
層
中
性
厚
紙
板
依
畫
面

大
小
挖
空
，
便
於
移
動
、
觀
賞
。

版
畫
四
周
以
套
角
固
定
於
中
性
厚
紙

板
上
，
防
止
持
拿
時
作
品
變
形
與
掉
落
，

而
不
以
膠
帶
或
膠
水
永
久
固
定
；
此
法
是

為
了
日
後
版
畫
仍
可
自
由
方
便
拿
取
，
增

加
收
存
與
展
示
方
式
上
的
靈
活
性
。
套
角

作
法
一
般
多
採
用
聚
酯
薄
片
製
作
而
成
，

在
此
因
為
考
慮
藏
品
重
量
與
日
後
拿
取
，

故
採
用
兩
種
不
同
形
式
搭
配
製
作
，
一
為

聚
酯
薄
片
製
成
之
套
角
，
二
為
細
川
紙
對

折
之
套
角
。
將
長
條
狀
聚
酯
片
︵
視
作
品

大
小
調
整
︶
，
將
兩
邊
各
往
中
間
點
內
摺

成
三
角
形
狀
，
三
角
形
的
角
度
依
版
畫
四

角
為
基 

，
依
此
法
製
作
之
套
角
才
不
至

於
過
大
或
過
小
，
造
成
滑
動
或
擠
壓
，
最

後
再
用
無
酸
雙
面
膠
固
定
於
下
。
由
於

這
次
展
出
之
版
畫
，
部
分
已
裝
裱
成
鏡
片

形
式
，
因
此
在
使
用
套
角
支
撐
作
品
時
，

需
另
外
注
意
版
畫
厚
度
與
重
量
，
是
否
能

被
支
撐
；
也
因
為
考
量
重
量
的
關
係
，
此

系
列
版
畫
在
底
部
再
以
無
酸
卡
紙
為
支
撐

點
，
以
分
擔
鏡
片
重
量
。
︵
圖
十
八
︶
除

了
考
慮
作
品
重
量
，
在
挖
空
紙
板
上
，
也

因
顧
慮
展
示
燈
光
照
射
角
度
，
易
使
窗
框

產
生
影
子
，
因
而
在
挖
空
的
部
分
，
採
斜

切
四
十
五
度
斜
角
。

餘
論
：
︿
赫
爾
茫
說
明
﹀
之
浮
水

印
商
標
歷
史
與
製
作
方
式

二
十
世
紀
初
，
由
於
︿
得
勝
圖

銅
版
畫
﹀
相
關
的
文
物
和
文
獻
參
照
不

多
，
漢
學
界
對
於
︿
得
勝
圖
銅
版
畫
﹀

之
起
稿
者
、
刻
工
等
推
斷
，
多
係
來

自
︿
赫
爾
茫
說
明
﹀
︵S

uite des seize 

estam
pes représen

tan
t les C

on
quêtes 

de l’
Em

pereur de la C
hine, avec leur 

E
xplication

，
一
套
十
六
幅
的
中
國
皇
帝

征
服
銅
版
畫
及
其
說
明
︶
。
但
由
於
︿
說

明
﹀
的
排
序
和
內
容
的
錯
亂
，
使
得
漢
學

界
莫
衷
一
是
，
最
後
是
在
法
國
漢
學
家
伯

希
和
的
考
證
下
，
才
釐
清
︿
得
勝
圖
銅
版

畫
﹀
各
圖
的
順
序
。

︿
赫
爾
茫
說
明
﹀
的
出
現
，
是
為
了

滿
足
法
國
大
眾
對
於
︿
得
勝
圖
銅
版
畫
﹀

的
喜
好
。
由
於
受
清
廷
委
託
，
法
國
工
匠

圖十六　污漬清除前圖十七　清除後之污漬已淡化許多（箭頭處為污漬）

圖十八 　因應不同考量而沿伸出不同方式的「夾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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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不
敢
多
印
。
因
此
，
負
責
雕
刻
銅
板
的

技
師
之
一
勒
霸
的
學
生
赫
爾
茫
︵Isidore -

Stanislas H
enri H

elm
an , 1743 -1809

，

或
作1743 -1806?

︶
，
遂
於
一
七
八
五
年

推
出
了
縮
小
版
的
銅
版
畫
，
此
一
版
本
的

藝
術
性
和
技
巧
都
與
︿
得
勝
圖
銅
版
畫
﹀

差
若
雲
泥
，
但
卻
滿
足
了
中
國
熱
的
市
場

需
求
。
︵
註
六
︶

為
使
縮
小
版
的
版
畫
有
說

明
，
因
此
赫
爾
茫
另
製
此
一
說
明
搭
配
，

說
明
內
容
分
為
三
部
分
，
第
一
部
分
說
明

乾
隆
皇
帝
委
法
製
作
之
因
；
第
二
部
分
為

每
幅
圖
之
簡
介
和
版
畫
畫
稿
繪
者
和
刻
工

等
藝
術
家
之
姓
名
；
第
三
部
分
則
說
明
敘

述
縮
小
版
出
版
情
形
。

浮
水
印
的
商
標
歷
史

院
藏
︿
赫
爾
茫
說
明
﹀
裝
裱
方
式
和

其
他
版
畫
不
同
，
採
挖
鑲
形
式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透
光
下
裝
裱
用
紙
上
露
出
﹁J 

W
hatm

an 1821

﹂
的
字
樣
，
為
當
時
英
國

紙
商
浮
水
印
商
標
。
︵
圖
十
九
︶

十
四
世
紀
早
期
義
大
利
的
法
彼
雅

諾
︵Fabrian

o

︶
有
許
多
造
紙
工
廠
，
也

因
為
造
紙
生
意
日
益
蓬
勃
，
所
以
幾
乎
每

家
造
紙
廠
都
有
專
屬
的
浮
水
印
商
標
；
這

種
具
備
象
徵
性
的
標
誌
，
在
當
時
可
用
來

標
，
也
有
用
來
表
示
紙
張
尺
寸
、
品
質
、

日
期
、
造
紙
廠
的
位
置
，
讓
人
辨
識
廠

商
；
而
有
些
浮
水
印
則
是
兄
弟
會
的
機
密

符
號
，
或
是
宗
教
符
號
，
而
這
些
記
號
能

讓
成
員
彼
此
辨
識
。

浮
水
印
的
使
用
始
於
西
元
一
二
八
二

年
，
由
義
大
利
法
布
里
亞
諾
︵Fabriano

︶

紙
廠
首
創
。
製
作
浮
水
印
的
方
式
有
兩

種
：
一
、
在
抄
紙
網
模
上
，
直
接
以
金
屬

線
編
織
圖
案
，
成
為
凸
版
形
式
，
做
出
圖

案
印
記
；
二
、
在
抄
好
未
乾
的
紙
張
上
，

以
類
似
蓋
印
章
的
方
式
壓
印
出
圖
案
。
由

以
上
兩
種
方
法
，
變
化
出
多
樣
式
的
浮
水

印
圖
案
。

以
金
屬
線
在
抄
紙
網
模
上
編
織
圖

案
，
當
紙
漿
液
佈
滿
抄
紙
網
模
，
排
出
水

後
，
殘
留
的
纖
維
在
突
起
線
的
圖
案
，
會

比
在
其
餘
部
分
更
薄
，
當
壓
制
和
乾
燥

後
，
這
些
較
薄
的
區
域
在
透
光
下
會
有
明

顯
的
浮
水
印
圖
案
出
現
，
為
線
狀
浮
水
印

︵W
ire W

aterm
arks

︶
，
而 J W

hatm
an

字
樣
便
是
以
此
種
方
式
製
作
而
成
。
西
元

一
八
四
八
年
，
英
國
人
威
廉
·
亨
利
·

史
密
斯
發
明
明
暗
式
浮
水
印
︵Light and 

sh
ade w

aterm
arks

︶
， 

以
蠟
製
成
半
浮

雕
的
版
型
，
在
紙
張
尚
未
乾
燥
時
上
下

施
力
，
使
紙
張
出
現
細
膩
且
又
明
暗
變

化
豐
富
之
圖
像
。
︵
圖
二
十
、
二
一
︶

圖十九　 赫爾茫說明　全圖縱38.9，橫44.1公分　版框縱61.8，橫93.2公分　平圖021258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透光下檢視，出現J Whatman  1821年之浮水印，即線狀浮水印。

另
外
一
種
則
是
金
屬
圖
案
編
織
在
滾
筒

上
的
網
模
，
當
潮
濕
的
紙
張
通
過
了
滾

動
的
紙
機
，
簡
單
的
或
複
雜
的
水
印
圖

案
便
出
現
於
紙
張
上
，
此
法
稱
為
華
麗

的
滾
筒
︵D

andy R
olls

︶
，
發
明
於
西
元

一
八
二
五
年
。

結
語

本
院
﹁
神
筆
丹
青—

郎
世
寧
來
華

三
百
年
特
展
﹂
，
特
別
展
出
︿
得
勝
圖
銅

版
畫
﹀
中
圖
稿
由
郎
世
寧
所
繪
製
者
。
這

些
銅
版
畫
除
了
畫
面
精
美
外
，
其
蝕
刻
和

刷
印
技
術
也
是
值
得
欣
賞
。
透
過
清
宮
西

洋
傳
教
士
的
努
力
，
並
遠
渡
重
洋
至
法
國

巴
黎
完
成
蝕
刻
與
刷
印
，
使
得
凹
版
印
刷

技
術
能
夠
技
術
轉
移
至
中
國
，
細
想
這
些

銅
版
畫
，
是
倚
藉
風
帆
，
越
洋
往
返
完

成
，
至
今
能
完
整
呈
現
於
觀
眾
眼
前
，
著

實
令
人
讚
嘆
，
又
覺
彌
足
珍
貴
。

院
藏
︿
得
勝
圖
銅
版
畫
﹀
內
容
採
寫

實
手
法
，
以
凹
版
蝕
刻
刻
劃
乾
隆
時
期
的

輝
煌
征
戰
。
史
料
也
記
載
當
時
製
版
經
過

之
不
易
，
內
容
含
括
銅
版
圖
樣
之
定
稿
，

印
製
過
程
所
遭
遇
的
問
題
，
紙
張
與
油
墨

之
選
用
也
極
為
重
要
。
另
外
，
運
用
顯
微

識
別
不
同
紙
廠
。
紙
張
在
歐
洲
，
首
先
由

義
大
利
商
人
將
紙
張
傳
遍
全
歐
洲
；
西
元

一
三
六
二
年
到
一
三
八
六
年
間
，
老
鷹
展

翅
的
浮
水
印
圖
案
，
已
普
遍
出
現
於
義
大

利
，
進
而
流
通
至
荷
蘭
、
比
利
時
。
︵
註

七
︶
十
五
世
紀
中
期
法
國
在
造
紙
方
面
已
能

自
給
自
足
，
另
外
西
班
牙
、
英
國
、
低
地

諸
國
、
奧
地
利
、
德
國
，
則
持
續
自
義
大

利
進
口
紙
張
。

英
國
早
期
的
紙
張
使
用
依
賴
荷

蘭
、
法
國
和
德
國
的
進
口
。
至
於
老
詹

姆
斯
︵
一
七○

二

∼

一
七
五
九
︶
造
紙

商
，
收
購
了
土
耳
其
附
近
之
梅
德
斯
通

︵M
aidstone

︶
部
分
股
權
，
並
發
明
了
以

細
鐵
絲
網
為
造
紙
模
，
過
濾
紙
漿
，
製
成

布
紋
紙
︵V

elin

︶
，
此
舉
使
得
造
紙
生
產
工

業
得
以
普
及
化
。W

hatm
an

公
司
誕
生
於

西
元
一
七○

二
年
，
是
十
八
世
紀
最
優
秀

的
英
國
手
工
紙
之
一
。

浮
水
印
的
製
作
方
式

造
紙
時
在
網
上
編
織
圖
案
，
利
用
紙

張
纖
維
的
疏
密
來
顯
現
圖
案
，
當
紙
張
透

光
，
因
紙
張
厚
度
的
不
同
，
而
出
現
不
同

的
紋
樣
，
稱
為
浮
水
印
。
紋
樣
代
表
的
意

義
多
樣
，
其
中
一
種
是
作
為
造
紙
廠
的
商

圖二十　明暗浮水印版(Light and shade watermarks)
　　　　引自Rober C. Williams Museum of  Papermaking

圖二十一　明暗浮水印(Light and shade watermarks)
　　　　　引自Rober C. Williams Museum of  Paper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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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
影
以
不
同
角
度
欣
賞
版
畫
，
深
入
探

索
刻
工
的
精
湛
技
藝
，
並
同
時
一
窺
其
堂

奧
。

修
護
工
作
在
於
延
續
文
物
的
壽
命
，

如
何
妥
善
保
存
版
畫
，
也
是
一
大
重
點
。

因
此
對
於
當
時
製
作
使
用
的
材
料
和
目
前

修
護
上
所
需
的
修
護
材
，
都
應
審
慎
了

解
。
本
修
護
案
，
以
夾
裱
的
方
式
，
完
整

保
留
前
人
所
遺
留
下
來
的
歷
史
文
物
；
也

針
對
收
藏
與
展
覽
，
做
了
適
度
的
調
整
，

讓
版
畫
在
往
後
的
收
藏
上
不
僅
可
減
少
移

動
風
險
，
也
能
順
應
展
覽
型
態
，
產
生
出

更
多
的
變
化
性
。
經
過
修
護
之
後
的
得
勝

圖
，
深
盼
能
重
新
呈
現
其
歷
史
風
華
。

本
文
內
容
承
圖
書
文
獻
處
周
維
強
先
生
提
供
相
關
研
究

資
料
和
本
處
助
理
陳
烜
宇
先
生
協
助
修
護
，
謹
此
誌

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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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任
職
於
本
院
登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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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