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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適
逢
元
世
祖
忽
必
烈
︵
一
二
一 

五

∼

一
二
九
四
，
一
二
六○

∼

一
二
九
四

在
位
︶
的
八
百
週
年
誕
辰
紀
念
，
本
院
為

應
蒙
古
國
的
邀
約
，
並
表
達
祝
賀
之
忱
，

特
彙
集
元
代
相
關
書
畫
、
器
物
與
文
獻
史

料
，
以
中
文
、
英
文
、
新
蒙
文
和
老
蒙
文

蒙
古
御
容

摭
談
帝
后
像
與
出
獵
圖

劉
芳
如

四
種
文
字
並
列
編
排
的
形
式
，
於
九
月
份

出
版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蒙
古
文
物
彙

編
︾
。
︵
註
一
︶
其
中
，
︿
元
世
祖
半
身
像
﹀

冊
頁
與
劉
貫
道
︿
元
世
祖
出
獵
圖
﹀
軸
，

堪
稱
與
此
次
蒙
古
國
盛
典
關
係
最
密
切
的

吸
睛
亮
點
，
本
文
乃
遴
選
此
二
作
為
論
述

核
心
，
並
搭
配
相
關
主
題
的
作
品
，
略
為

之
介
。近

十
數
年
間
，
元
代
帝
后
像
參
與

院
內
、
外
重
要
特
展
的
紀
錄
，
計
有
民
國

九
十
年
︵
二○

○

一
︶
十
月
十
日
至
十
二

月
廿
五
日
間
，
在
故
宮
舉
辦
的
﹁
大
汗

描
繪
帝
后
的
肖
像
畫
又
可
稱
為
﹁
御
容
﹂
，
故
宮
南
薰
殿
舊
藏
的
︿
元
代
帝
半
身
像
﹀
和
︿
元

代
后
半
身
像
﹀
貳
冊
，
無
論
冠
帽
、
服
飾
和
臉
部
妝
容
，
俱
與
宋
、
明
時
期
的
帝
后
肖
像
明
顯

不
同
，
凸
顯
了
元
代
肖
像
繪
畫
有
別
於
中
原
傳
統
的
特
色
。
而
元
代
劉
貫
道
筆
下
的
︿
元
世
祖
出

獵
圖
﹀
，
其
中
元
世
祖
忽
必
烈
與
皇
后
徹
伯
爾
，
面
容
特
徵
均
和
︿
元
代
帝
后
半
身
像
﹀
頗
為
近

似
，
另
幅
︿
元
人
射
雁
圖
﹀
中
率
眾
騎
獵
的
領
袖
，
也
貌
似
元
成
宗
鐵
穆
耳
。
這
些
共
通
的
元

素
，
不
僅
對
研
究
蒙
古
帝
王
御
容
的
作
者
，
提
供
了
有
趣
的
線
索
，
也
有
俾
於
觀
畫
者
深
入
去
理

解
作
品
的
時
空
背
景
，
本
文
特
將
這
幾
件
名
作
選
列
比
較
，
與
文
物
月
刊
的
讀
者
分
享
。

元世祖忽必烈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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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世
紀─

蒙
元
時
代
的
多
元
文
化
與
藝

術
﹂
，
以
及
民
國
九
十
四
年
︵
二○

○

五
︶
六
月
至
翌
年
一
月
間
，
分
別
於
德
國

波
昂
聯
邦
藝
術
展
覽
館
及
慕
尼
黑
人
類
學

博
物
館
舉
行
的
﹁
蒙
古
帝
國─

成
吉
思
汗

及
其
世
代
﹂
特
展
。

爾
後
，
在
民
國
一○

一
年
︵
二○

一
二
︶
，
成
吉
思
汗
︵
一
一
六
二

∼

一
二 

二
七
︶
誕
辰
八
百
五
十
周
年
紀
念
之
際
，

蒙
古
國
也
曾
向
故
宮
提
議
過
借
展
，
雖
然

後
來
因
為
該
國
尚
未
通
過
司
法
免
扣
押
法

令
，
故
宮
文
物
暫
時
無
法
出
借
，
但
是
為

了
彌
補
這
個
缺
憾
，
本
院
特
別
在
次
年
的

一
至
三
月
的
﹁
造
型
與
美
感─

中
國
繪
畫

選
粹
﹂
展
室
中
，
陳
列
元
太
祖
、
元
世

祖
、
元
文
宗
、
元
世
祖
后
、
順
宗
后
以
及

元
武
宗
后
、
仁
宗
后
等
五
開
，
共
七
幅
帝

后
畫
像
，
援
以
與
蒙
古
國
的
慶
典
活
動
遙

相
輝
映
。
當
時
，
蒙
古
國
且
派
文
化
觀
光

部
的
代
表
團
專
程
來
院
觀
展
，
向
太
祖
像

的
真
跡
頂
禮
致
敬
。

通
過
上
述
文
物
展
出
與
特
展
圖
錄
的

編
輯
，
無
疑
已
使
世
人
對
於
八
百
多
年
前

的
蒙
古
帝
國
及
文
化
藝
術
，
重
新
引
發
濃

厚
的
研
究
興
趣
。
而
這
段
期
間
，
兩
岸
學
者

包
括
王
耀
庭
、
陳
韻
如
、
海
中
雄
、
尚
剛
與

馬
明
達
等
人
，
均
曾
針
對
元
代
的
帝
后
肖

像
發
表
過
專
文
，
述
介
帝
王
帝
后
像
的
相

關
內
容
。
︵
註
二
︶
上
述
學
術
成
果
，
也
對
本

文
的
撰
寫
，
提
供
了
諸
多
重
要
的
佐
證
。

元
代
帝
像
與
后
像

據
︽
元
史
︾
卷
七
十
五
記
載
：
﹁
神

御
殿
舊
稱
影
堂
，
所
奉
祖
宗
御
容
，
皆
紋

綺
局
織
錦
為
之
。
﹂
而
院
藏
︿
元
代
帝
半

身
像
﹀
和
︿
元
代
后
半
身
像
﹀
，
卻
均
係

絹
本
的
設
色
畫
。
可
見
元
代
的
御
容
，
包

含
有
繪
像
與
織
像
兩
種
類
型
，
繪
像
很
可

能
是
供
作
織
錦
御
容
的
參
考
依
據
。

︿
元
代
帝
半
身
像
﹀
的
文
物
編
號

為
中
畫○

○
○

三
二
四
，
全
冊
共
計
八

開
，
每
開
各
畫
一
像
，
尺
寸
大
抵
相
近
，

對
幅
均
以
工
整
的
楷
書
記
錄
皇
帝
名
諱
、

出
身
及
生
卒
年
，
各
幅
的
書
風
一
致
，
顯

係
一
人
所
寫
，
推
斷
書
寫
時
間
應
在
現
今

的
裝
裱
形
式
完
成
之
後
。
︵
附
表
︶
由
於

貼
在
黃
綾
封
面
左
方
的
籤
條
，
書
有
﹁
元

朝
帝
像
。
乾
隆
戊
辰
年
︵
一
七
四
八
︶
重

裝
。
﹂
字
樣
，
所
以
，
這
批
御
容
的
初
始

裝
潢
究
竟
為
何
種
樣
式
，
已
因
被
重
新
裝

池
過
，
而
不
復
可
考
。

︿
元
世
祖
皇
帝
像
﹀
是
帝
像
冊
中

的
第
三
幅
，
畫
心
縱
五
九‧

二
公
分
，
橫

四
七‧

四
公
分
。
對
幅
題
：
﹁
元
世
祖
皇

帝
，
即
色
辰
，
諱
呼
必
賚
，
睿
宗
第
四

子
。
在
位
三
十
八
年
。
起
宋
理
宗
景
定
元

年
庚
申
，
終
于
元
貞
三
年
乙
酉
。
﹂
畫

像
中
，
忽
必
烈
的
臉
部
略
朝
向
左
方
︵
畫

幅
右
方
︶
，
身
上
穿
著
白
色
交
領
﹁
質
孫

服
﹂
︵
又
名
﹁
只
孫
服
﹂
︶
，
頭
戴
黑
白

二
色
的
﹁
金
荅
子
暖
帽
﹂
，
帽
後
有
帔
下

垂
，
內
襯
為
朱
紅
色
。
耳
下
並
露
出
三
束

髮
辮
，
是
為
蒙
古
族
的
﹁
婆
焦
﹂
髮
式
。

在
八
幅
帝
像
中
，
忽
必
烈
像
與
第

一
幅
太
祖
成
吉
思
汗
像
的
裝
束
最
為
接

近
。
雖
然
同
樣
戴
暖
帽
的
還
有
第
二
幅
元

太
宗
窩
闊
台
，
不
過
太
宗
的
暖
帽
外
層
染

成
翠
綠
，
裡
層
為
貂
皮
本
色
；
身
上
穿
的

是
淺
棕
色
的
方
領
袍
服
。
其
餘
五
帝
，
包

括
第
四
幅
成
宗
、
第
五
幅
武
宗
、
第
六
幅

仁
宗
、
第
七
幅
文
宗
和
末
幅
寧
宗
所
戴
的

冠
帽
，
則
名
為
﹁
鈸
笠
冠
﹂
，
冠
頂
綴
有

寶
珠
，
故
又
名
﹁
七
寶
重
頂
冠
﹂
。
除
了

寧
宗
著
綠
色
交
領
冕
服
外
，
四
位
皇
帝
所

著
，
均
為
棕
色
交
領
的
冕
服
。

附表：〈元代帝半身像〉所繪八位皇帝

御    容 廟號 名 諱 生卒年 在位時間

 
太祖 鐵木真 1162-1227 1206-1227

太宗 窩闊台 1186-1241 1229-1241

 
世祖 忽必烈 1215-1294 1260-1294

成宗 鐵穆耳 1265-1307 1294-1307

 
武宗 海山 1281-1311 1307-1311

仁宗 愛育黎拔力八達 1285-1320 1311-1320

 
文宗 圖帖睦爾 1304-1332 1329-1332

寧宗 懿璘質班 1326-1332 1332

〈元朝帝像〉冊的封面題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元后像〉冊的封面題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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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
細
比
較
八
幅
帝
像
的
衣
紋
畫
法
，

雖
然
大
致
延
續
了
宋
代
以
來
的
肖
像
畫
祖

制
，
但
臉
部
的
描
繪
卻
特
別
側
重
於
色
彩

的
重
重
敷
染
，
與
前
朝
有
所
不
同
。
元
世

祖
忽
必
烈
的
御
容
，
臉
型
外
廓
豐
厚
圓

渾
，
蓄
黑
色
髭
鬚
，
單
鳳
眼
，
眼
角
作
魚

尾
紋
。
額
頭
與
兩
頰
以
胭
紅
色
敷
染
，
顯

得
氣
色
特
別
紅
潤
。
眼
窩
、
眼
袋
和
鼻
翼

的
法
令
紋
，
則
以
赭
石
淡
染
，
凸
顯
出
立

體
的
效
果
。

相
較
於
御
容
臉
部
的
層
層
敷
染
，
質

孫
服
的
著
色
就
相
對
簡
淡
許
多
。
除
了
先

以
勁
健
的
墨
線
勾
勒
出
衣
紋
，
輪
廓
內
部

係
採
平
塗
法
敷
填
白
粉
，
衣
折
處
復
用
淡

紅
色
添
加
染
暈
，
同
時
也
用
紅
色
在
墨
線

上
重
複
勾
勒
。
由
於
紅
白
色
的
顏
料
層
具

有
透
明
度
，
可
隱
約
看
見
底
下
所
存
留
的

打
底
墨
線
。
初
稿
線
與
最
終
定
稿
的
輪
廓

線
之
間
，
位
置
互
有
不
同
。
此
一
線
索
，

足
以
說
明
這
套
御
容
像
應
是
初
始
的
製

作
，
而
非
後
來
的
臨
仿
本
。

若
將
元
太
祖
像
和
元
世
祖
像
細
加
比

對
，
成
吉
思
汗
像
的
面
容
，
膚
色
較
深
，

雖
然
同
樣
用
紅
、
赭
色
分
染
深
淺
，
但
整

體
的
立
體
感
並
不
若
忽
必
烈
像
那
般
清

楚
。
鉤
畫
斑
白
的
鬚
髮
，
顯
然
是
想
表
現

畫
中
人
較
長
的
年
紀
，
可
是
眼
角
卻
不
見

魚
尾
紋
，
僅
在
額
頭
處
輕
鉤
淡
染
出
幾
道

皺
紋
。
尤
其
特
別
的
是
，
太
祖
的
下
眼
瞼

繪
有
睫
毛
，
但
上
眼
瞼
卻
無
，
世
祖
像
的

上
下
眼
瞼
則
根
本
未
描
畫
睫
毛
。
不
禁
令

人
懷
疑
，
畫
像
者
可
能
並
沒
有
親
眼
看
過

太
祖
本
尊
，
而
只
是
參
考
了
元
世
祖
忽
必

烈
的
面
容
和
裝
束
，
再
稍
加
調
整
轉
化
而

成
，
以
致
寫
實
的
程
度
不
若
世
祖
像
那
般

逼
肖
真
人
。

根
據
︽
元
史
︾
卷
七
十
五
，
至
元

十
五
年
︵
一
二
七
八
︶
十
一
月
，
承
旨
和

爾
果
斯
︵
和
禮
霍
孫
︶
曾
奉
敕
寫
太
祖
御

容
。
十
六
年
︵
一
二
七
九
︶
又
寫
太
上
皇

及
太
宗
御
容
，
並
置
於
翰
林
院
。
另
外
，

︿
梁
國
敏
慧
公
神
道
碑
﹀
︵
一
三
一
六
︶

記
載
，
大
都
的
尼
泊
爾
匠
師
阿
尼
哥

元世祖忽必烈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元太祖像〉、〈世祖像〉的衣紋畫法與〈宋太祖像〉一脈相承。

元太祖成吉思汗像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元太宗窩闊台像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宋太祖像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元　劉貫道　元世祖出獵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元人　射雁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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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世祖出獵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元人射雁圖　局部　前景狩獵的隊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一
二
四
五

∼

一
三○

六
︶
，
曾
於
至
元

卅
一
年
︵
一
二
九
四
︶
忽
必
烈
辭
世
之

後
，
追
寫
世
祖
與
皇
后
御
容
，
並
織
成
二

軸
供
奉
於
仁
王
萬
安
別
殿
。
又
，
王
惲

︵
一
二
二
七

∼

一
三○

四
︶
︽
秋
澗
集
︾

也
提
到
，
覃
人
孫
某
曾
奉
詔
追
寫
太
祖
御

容
。
從
上
述
三
則
記
載
可
知
，
御
容
的
畫

家
們
並
不
一
定
是
在
皇
帝
在
世
時
對
面
寫

真
，
有
時
候
也
會
憑
著
記
憶
，
或
者
參
考

其
他
的
樣
稿
來
做
追
寫
。

當
然
，
寫
真
的
御
容
與
追
寫
的
御

容
相
比
，
二
者
間
必
定
有
似
與
不
盡
似
的

差
距
。
院
藏
︿
元
代
帝
半
身
像
﹀
冊
中
的

︿
元
太
祖
像
﹀
並
沒
有
足
夠
的
證
據
可
以

斷
定
畫
者
究
為
何
人
，
但
從
作
品
本
身
的

特
質
來
觀
察
，
屬
於
追
寫
的
成
分
顯
然
遠

超
過
於
對
面
寫
真
。

元
后
像
冊
今
名
︿
元
代
后
半
身

像
﹀
，
文
物
編
號
為
中
畫○

○
○

三
二 

五
。
與
帝
像
冊
一
樣
，
於
乾
隆
戊
辰
年
經

過
重
裝
，
全
冊
共
八
開
，
一
至
七
開
，
每

開
二
幅
，
末
開
僅
一
幅
。
前
十
一
幅
的
右

上
方
，
裱
貼
有
籤
題
，
分
別
以
楷
書
標
註

畫
中
帝
后
的
姓
名
，
餘
四
幅
則
無
。
這
些

籤
題
應
是
清
代
重
裝
時
才
添
附
，
一
如
院

藏
宋
代
帝
后
像
軸
上
所
浮
貼
的
小
籤
條
，

目
的
均
是
為
了
便
於
辨
識
內
容
。

十
五
位
后
妃
的
服
飾
與
冠
帽
，
細
節

雖
非
全
似
，
但
款
式
大
抵
相
同
。
經
過
修

飾
後
的
妝
容
，
致
令
每
幅
后
像
均
有
著
相

同
的
﹁
一
字
眉
﹂
，
要
想
區
別
相
互
間
的

元世祖忽必烈像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元世祖出獵圖〉中的忽必烈

元世祖皇帝后徹伯爾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元世祖出獵圖〉中的皇后徹伯爾



2015年11月　9293　故宮文物月刊·第392期

蒙古御容─摭談帝后像與出獵圖

文物脈絡

面
容
特
徵
，
主
要
得
靠
臉
型
的
肥
瘦
和
眼

睛
、
鼻
翼
和
嘴
唇
的
差
異
。

后
像
冊
的
第
一
幅
，
畫
的
就
是
世

祖
皇
帝
后
徹
伯
爾
︵
察
必
弘
吉
拉
氏
，

一
二
二
七

∼

一
二
八
一
︶
，
皇
后
的
臉
型

飽
滿
圓
潤
、
膚
色
白
皙
、
雙
頰
泛
紅
，
容

貌
相
當
秀
麗
。
頭
上
的
高
冠
名
為
﹁
罟

罟
冠
﹂
︵
又
稱
﹁
姑
姑
冠
﹂
或
﹁
顧
姑

冠
﹂
︶
，
是
蒙
古
族
已
婚
貴
族
婦
女
所
戴

的
冠
帽
。
冠
身
以
樺
樹
皮
圈
成
圓
筒
狀
，

上
方
彎
曲
呈
弧
形
，
外
表
包
覆
紅
色
的
絲

綢
，
表
面
裝
綴
珠
花
，
冠
頂
插
上
鳥
羽
，

下
方
再
以
同
色
布
巾
固
定
於
髮
髻
。
皇
后

穿
著
的
朱
紅
袍
服
，
衣
襟
共
三
層
，
以

黑
、
金
二
色
為
底
，
表
面
織
有
華
麗
的
紋

飾
。
此
種
織
物
源
自
中
亞
，
名
為
﹁
納
矢

失
﹂
，
緣
著
蒙
古
入
主
中
原
而
東
傳
。

與
院
藏
宋
、
明
兩
代
的
帝
后
像
相

較
，
元
代
帝
后
像
的
衣
紋
線
描
，
大
致
仍

不
出
中
原
傳
統
的
﹁
鐵
線
描
﹂
與
﹁
勾
勒

填
染
﹂
的
技
法
範
疇
，
只
因
帝
后
像
的
特

殊
妝
容
和
冠
服
迥
異
於
漢
族
，
而
且
其
中

幾
幅
御
容
的
面
部
敷
彩
，
染
暈
的
層
次

豐
富
、
質
感
逼
真
，
才
會
格
外
的
引
人
注

目
。
以
當
時
多
元
民
族
的
畫
師
兼
容
並
蓄

於
大
都
的
情
況
來
看
，
元
代
帝
后
像
冊
的

作
者
，
有
可
能
是
蒙
古
或
尼
泊
爾
、
西
藏

的
畫
家
吸
收
了
中
原
技
法
的
製
作
，
但
也

有
可
能
是
漢
族
畫
家
摻
揉
外
地
多
層
次
擦

染
的
畫
法
之
後
所
產
生
的
嶄
新
面
貌
。

元
世
祖
出
獵
圖
與
射
雁
圖

元
代
帝
王
喜
好
狩
獵
，
曾
多
次
傳
召

畫
家
繪
圖
，
記
錄
出
獵
的
盛
況
。
院
藏
劉

貫
道
︿
元
世
祖
出
獵
圖
﹀
和
元
人
︿
射
雁

圖
﹀
堪
稱
是
此
類
畫
題
的
典
型
之
作
。

劉
貫
道
︿
元
世
祖
出
獵
圖
﹀
軸
，

絹
本
設
色
，
文
物
編
號
為
故
畫○

○
○

八
六
六
，
畫
心
縱
一
八
二‧

九
公
分
，
橫

一○

四‧

一
公
分
。
劉
貫
道
的
生
卒
年

尚
不
確
定
，
活
動
時
間
在
十
三
世
紀
至

十
四
世
紀
間
，
籍
貫
中
山
︵
今
河
北
省
定

州
市
︶
，
字
仲
賢
。
據
夏
文
彥
︽
圖
繪

寶
鑑
︾
︵
一
三
六
六
︶
記
載
，
他
兼
長

畫
人
物
、
畜
獸
和
山
水
。
至
元
十
六
年

︵
一
二
七
九
︶
曾
因
畫
裕
宗
的
御
容
稱

旨
，
獲
補
﹁
御
衣
局
使
﹂
的
職
位
。

﹁

御

衣

局

﹂

設

於

至

元

二

年

︵
一
二
六
五
︶
，
網
羅
各
地
的
善
畫
之

士
，
負
責
設
計
皇
家
御
用
服
飾
，
有
時
也

奉
旨
作
畫
。
至
元
卅
年
︵
一
二
九
三
︶
內

廷
成
立
﹁
將
作
院
﹂
，
專
門
管
轄
各
種
工

藝
的
作
場
，
御
衣
局
亦
被
併
入
其
下
。

︿
元
世
祖
出
獵
圖
﹀
畫
幅
的
左
下
方
以
楷

書
自
署
：
﹁
至
元
十
七
年
︵
一
二
八○

︶

二
月
御
衣
局
使
劉
貫
道
恭
畫
。
﹂
可
知
是

劉
貫
道
擔
任
御
衣
局
使
的
第
二
年
所
作
。

本
院
典
藏
中
，
舊
標
為
劉
貫
道
的

作
品
共
計
八
幅
，
分
別
為
︿
元
世
祖
出
獵

圖
﹀
、
︿
如
來
法
會
﹀
、
︿
積
雪
圖
﹀
、
︿
畫

羅
漢
﹀
、
︿
群
仙
獻
壽
﹀
、
︿
竹
林
仙
子
﹀
、

︿
錦
春
樂
意
﹀
、
︿
秋
叢
猧
戲
﹀
。
但
除
了

︿
元
世
祖
出
獵
圖
﹀
外
，
其
餘
應
均
屬
託

名
之
作
。
另
外
，
收
藏
於
美
國
納
爾
遜
美

術
館
的
劉
貫
道
︿
銷
夏
圖
﹀
，
用
水
墨
淺

設
色
法
描
繪
重
屏
人
物
，
畫
雖
極
佳
，
然

筆
致
灑
脫
、
富
於
提
頓
的
變
化
，
風
格
與

︿
元
世
祖
出
獵
圖
﹀
相
去
甚
遠
，
難
以
斷

定
是
出
自
同
一
人
之
手
。

︿
元
世
祖
出
獵
圖
﹀
以
秋
冬
交
會
時

節
，
北
地
荒
寒
的
朔
漠
景
致
為
時
空
背
景
。

遠
方
沙
丘
起
伏
處
，
一
列
駝
隊
正
朝
向
左

方
緩
緩
行
去
，
烘
托
出
荒
漠
浩
瀚
無
垠
的

氛
圍
。
全
畫
總
共
有
十
一
人
，
除
遠
處
引

領
駱
駝
的
一
名
駝
夫
外
，
其
餘
十
人
各
自

駕
馭
馬
匹
，
分
散
於
畫
幅
的
下
半
段
︵
亦
即

前
景
︶
，
進
行
狩
獵
的
活
動
。
居
中
那
位
騎

乘
黑
色
駿
馬
，
身
穿
金
雲
龍
紋
紅
袍
，
外
罩

銀
鼠
裘
衣
，
相
貌
偉
岸
者
，
正
是
畫
幅
的
主

人
公
元
世
祖
忽
必
烈
。
騎
淺
棕
色
馬
與
世

祖
並
駕
，
身
著
白
色
外
袍
的
端
麗
女
子
，
應

即
為
忽
必
烈
的
皇
后
徹
伯
爾
。

若
按
畫
上
的
紀
年
來
推
算
，
忽
必

烈
當
時
的
年
齡
已
屆
六
十
六
歲
，
但
此
作

中
的
御
容
卻
並
未
顯
露
老
態
，
下
巴
也
沒

有
畫
出
鬍
鬚
，
至
於
五
官
特
徵
，
倒
是

與
︿
元
世
祖
半
身
像
﹀
中
所
見
頗
為
貼

近
。
而
皇
后
的
面
容
，
雖
然
眉
型
並
未
畫

成
一
字
，
但
其
他
如
臉
型
及
眼
、
鼻
、
嘴

唇
的
特
徵
仍
與
半
身
像
的
世
祖
后
神
似
，

也
比
實
際
年
齡
︵
五
十
四
歲
︶
顯
得
年
輕

許
多
。
近
年
亦
有
人
指
稱
，
︿
元
世
祖
出

獵
圖
﹀
的
作
者
與
︿
元
代
帝
半
身
像
﹀
的

作
者
實
係
同
一
人
，
亦
即
都
是
劉
貫
道
所

繪
。
上
述
推
斷
，
雖
不
免
失
之
於
大
膽
，

但
二
畫
中
御
容
的
共
通
點
甚
多
，
除
了
說

明
劉
貫
道
詳
實
記
錄
了
皇
帝
偕
后
出
獵
的

景
況
，
也
不
排
除
劉
貫
道
曾
目
睹
過
世
祖

與
世
祖
后
半
身
像
，
並
作
為
繪
製
出
獵
圖

中
御
容
參
考
的
可
能
。

另
幅
︿
射
雁
圖
﹀
係
雙
拼
絹
立
軸
，

宋仁宗后像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座椅的龍首下方浮貼籤條，書寫「仁宗后光獻」。

〈元世祖后像〉右上方裱貼的籤題，書寫「世祖皇帝后徹伯爾」。

〈元人射雁圖〉中的元成宗元成宗鐵穆耳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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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世祖出獵圖〉局部 左下方有劉貫道款題

〈元人射雁圖〉局部　弓箭射手〈元世祖出獵圖〉局部 弓箭射手

〈元人射雁圖〉局部 騎獵的部眾

無
作
者
款
印
，
文
物
編
號
為
故
畫○

○
○

八
七
二
，
淺
設
色
，
畫
心
縱
一
三
一‧

八

公
分
，
橫
九
三‧

九
公
分
，
著
錄
見
諸

︽
石
渠
寶
笈
初
編
︾
卷
廿
六
。
畫
群
山
環

抱
中
，
一
列
狩
獵
的
隊
伍
正
沿
著
山
路
，

緩
緩
行
進
。
跨
著
黑
色
駿
馬
，
相
貌
堂

堂
，
身
旁
有
持
鉞
衛
士
跟
隨
的
一
人
，
顯

然
地
位
最
高
，
是
整
支
隊
伍
的
首
領
。
在

︿
元
代
帝
半
身
像
﹀
所
繪
的
八
位
皇
帝
當

中
，
以
成
宗
鐵
穆
耳
的
容
貌
，
與
射
雁
圖

裡
的
首
領
最
為
接
近
，
稍
許
不
同
者
，
是

半
身
像
御
容
的
鬍
鬚
較
短
，
而
射
雁
圖
的

人
物
衣
紋
，
也
不
時
顯
現
濃
墨
與
淡
墨
交

織
重
疊
的
現
象
。
雖
然
畫
中
同
樣
描
繪
了

搭
弓
上
弦
，
蓄
勢
待
發
的
武
士
，
與
操
控

鷹
鶻
，
預
備
隨
時
接
應
的
後
勤
支
援
。
但

︿
射
雁
圖
﹀
無
疑
更
著
力
於
營
造
動
感
，

以
及
一
觸
即
發
的
緊
張
氛
圍
。
對
於
周
邊

景
物
的
描
寫
，
諸
如
起
伏
的
沙
丘
、
山

巒
，
和
樹
葉
盡
落
的
枯
枝
，
用
筆
相
對
精

簡
，
很
成
功
地
營
造
出
北
方
朔
漠
的
地
形

特
徵
，
以
及
行
軍
狩
獵
的
肅
殺
氣
息
。

由
於
畫
幅
下
方
的
樹
枝
，
與
左
右
兩

邊
的
馬
匹
，
在
裱
件
重
新
裝
池
的
過
程
中
，

均
曾
遭
到
裁
切
，
尺
寸
已
比
畫
作
甫
完
成

時
略
小
。
有
可
能
原
先
作
品
邊
角
處
附
有

作
者
款
印
，
但
現
在
既
然
無
從
查
找
，
自

然
就
更
難
確
認
畫
作
是
出
自
何
人
了
。
若

從
畫
中
首
領
人
物
近
似
元
成
宗
鐵
穆
耳

︵
一
二
九
四

∼

一
三○

七
在
位
︶
中
年
以
後

的
像
貌
來
推
測
，
此
作
應
是
宮
廷
藝
匠
的

製
作
，
成
作
時
間
，
約
值
十
四
世
紀
前
期
，

也
與
劉
貫
道
的
活
動
時
段
相
重
疊
。

柯
劭
忞
︽
新
元
史
︾
︵
一
九
二○

︶

本
紀
記
載
，
大
汗
在
秋
日
及
陽
曆
二
、
三

月
，
均
有
行
獵
之
舉
。
另
外
，
︽
馬
可
波

羅
遊
記
︾
︵
一
二
九
九
︶
也
談
到
，
忽
必
烈

首
領
則
蓄
著
落
腮
鬍
，
且
隨
風
飄
飛
，
但

兩
人
的
眼
神
、
鼻
樑
和
嘴
型
的
特
徵
還
是

一
致
的
；
據
此
推
想
，
︿
射
雁
圖
﹀
極
可

能
就
是
描
繪
成
宗
出
獵
的
情
景
。

關
於
成
宗
御
容
的
記
載
，
僅
見

清
代
王
毓
賢
的
︽
繪
事
備
考
︾
︵
約

一
六
九
一
︶
卷
七
提
到
的
，
劉
貫
道
善
寫

真
，
曾
寫
成
宗
御
容
一
。
但
在
︽
元
史
︾
、

︽
元
代
畫
塑
記
︾
等
書
中
卻
並
未
述
及
，

難
以
判
斷
這
段
記
述
的
根
據
為
何
？

再
比
對
︿
元
世
祖
出
獵
圖
﹀
與
︿
射

雁
圖
﹀
二
作
的
畫
法
，
前
者
筆
致
細
膩
，

人
馬
部
分
屬
於
工
筆
重
彩
的
一
格
。
︿
元

世
祖
出
獵
圖
﹀
裡
的
八
名
侍
從
裡
，
有
兩

人
膚
色
黝
黑
，
另
有
一
人
則
高
鼻
深
目
，

明
顯
來
自
不
同
的
種
族
。
畫
中
人
物
的
動

作
，
無
論
是
張
弓
射
箭
，
亦
或
臂
架
獵

鷹
、
手
繫
獵
豹
，
俱
用
細
勁
的
﹁
鐵
線

描
﹂
勾
勒
，
再
以
彩
色
層
層
疊
染
。
凡

此
，
充
分
顯
示
了
畫
家
對
於
狩
獵
活
動
的

熟
稔
，
以
及
擁
有
超
卓
的
狀
物
功
力
，
符

合
︽
圖
繪
寶
鑑
︾
對
劉
貫
道
畫
風
的
形

容
：
﹁
佳
處
逼
真
﹂
。

︿
射
雁
圖
﹀
則
以
水
墨
為
主
，
色
彩

為
輔
，
強
化
線
條
本
身
的
提
頓
變
化
。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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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劉
芳
如
、
鄭
淑
方
主
編
，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蒙
古
文
物
彙
編
︾
，
臺
北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二
〇
一
五
。

2.  

參
陳
韻
如
，
︿
元
太
祖
像
、
元
世
祖
像
、
元

文
宗
像
、
元
世
祖
后
像
、
元
順
宗
后
像
﹀
，

︽
大
汗
的
世
紀
：
蒙
元
時
代
的
多
元
文
化

與
藝
術
︾
，
臺
北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二
〇
〇
一
，
頁
二
八
八
；
王
耀
庭
，
︿
蒙
元

王
朝
帝
后
圖
像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二
六
二
期
，
二
〇
〇
五
年
一
月
，
頁
五
八—

七
一
；
尚
剛
，
︿
蒙
元
御
容
﹀
，
︽
故
宮
博
物

院
院
刊
︾
二
〇
〇
四
年
第
三
期
，
頁
三
一—

五
九
；
馬
明
達
，
︿
元
代
帝
后
肖
像
畫
研

究
﹀
，
︽
暨
南
史
學
︾
第
四
輯
，
二
〇
〇
五

年
，
頁
一
九
七—

二
一
五
；
海
中
雄
，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成
吉
思
汗
畫
像
初
探
﹀
，

︽
蒙
藏
現
況
雙
月
刊
︾
第
十
五
卷
五
期
，

二
〇
〇
六
年
九
月
，
頁
一—

八
；
陳
韻
如
，

︿
再
論
元
代
帝
后
像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三
五
九
期
，
二
〇
一
三
年
二
月
，
頁

三
二—

四
五
。

擁
有
一
萬
二
千
名
馬
隊
護
衛
，
名
為
﹁
客

失
克
﹂
。
每
當
出
獵
之
際
，
皇
帝
與
隨
從

們
的
陣
仗
，
往
往
是
星
羅
棋
布
，
一
望
無

際
，
蔚
為
大
漠
中
極
其
壯
盛
的
場
面
。

︿
元
世
祖
出
獵
圖
﹀
與
︿
射
雁
圖
﹀
的

內
容
，
固
然
不
及
遊
記
中
敘
述
的
那
般
龐

大
，
但
對
於
獵
騎
中
的
情
境
，
還
是
刻
劃
得

極
其
寫
實
傳
神
，
可
謂
具
體
而
微
地
反
映

出
元
代
帝
王
的
出
獵
景
象
，
於
宮
廷
鞍
馬

人
物
畫
當
中
，
確
實
是
十
分
難
得
的
精
品
。

小
結

蒙
古
族
人
天
生
驍
勇
善
騎
，
鐵
木

真
憑
著
馬
上
騎
射
的
功
夫
，
在
一
二○

六
年
建
立
了
橫
跨
歐
亞
的
蒙
古
汗
國
，

一
二
七
一
年
忽
必
烈
復
改
國
號
為
大
元
，

並
於
一
二
七
九
年
一
統
中
國
。
縱
使
元
代

不
似
宋
代
之
設
立
有
宮
廷
畫
院
，
但
因
在

文
化
上
採
取
多
元
寬
鬆
的
政
策
，
直
接
助

長
不
同
藝
術
形
式
的
並
存
與
融
合
。
無
論

是
代
表
工
筆
寫
實
的
御
容
人
物
畫
，
亦
或

趨
向
寫
情
與
寄
意
的
山
水
主
題
，
都
在
元

代
衍
生
出
不
同
於
前
朝
的
新
穎
面
向
，
反

映
了
元
代
在
文
化
藝
術
上
的
高
度
成
就
。

重
新
鑑
賞
院
藏
幾
幅
蒙
古
御
容
畫

〈元人射雁圖〉局部  遠景的駝馬隊伍與雁群 〈元世祖出獵圖〉局部  遠景的駝隊與飛鳥

像
，
並
和
出
獵
圖
中
的
帝
王
形
象
并
列
同

觀
，
固
然
仍
未
釐
清
蒙
古
御
容
作
者
的
歸

屬
，
但
經
由
作
品
的
交
互
比
對
，
已
讓
我

們
對
這
批
蒙
古
御
容
彼
此
間
細
微
的
技
法

差
異
，
獲
得
更
具
體
的
辨
識
。
也
相
信
元

代
肖
像
畫
傳
續
的
脈
絡
，
仍
是
未
來
值
得

持
續
探
索
的
課
題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書
畫
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