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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一

展
覽
緣
起

二○

一
四
年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與
日
本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
九
州
國
立

博
物
館
共
同
主
辦
了
﹁
台
北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神
品
至
寶—

展
﹂
︵
以
下
稱

﹁
神
品
至
寶
展
﹂
︶
，
故
宮
的
文
物
分
別

文
化
交
流
的
盛
宴

日
本
美
術
之
最—

東
京
、
九
州
國
立
博
物
館
精
品
展

林
天
人

在
東
京
、
九
州
展
出
。
這
項
文
物
借
展
展

出
多
件
連
故
宮
都
難
得
一
展
的
書
畫
、
器

物
及
古
籍
版
本
等
文
物
，
如
書
畫
︿
定
武

蘭
亭
真
本
﹀
、
唐
孫
過
庭
︿
書
譜
﹀
、
宋

蘇
軾
︿
書
黃
州
寒
食
詩
﹀
、
黃
庭
堅
︿
書

七
言
詩
﹀
、
李
唐
︿
坐
石
看
雲
﹀
、
馬
遠

︿
華
燈
侍
宴
圖
﹀
、
馬
麟
︿
靜
聽
松
風

圖
﹀
、
金
武
元
直
︿
赤
壁
圖
﹀
、
元
高
克

恭
︿
雲
橫
秀
嶺
﹀
；
玉
器
龍
山
文
化
︿
鷹

紋
圭
﹀
、
銅
器
西
周
︿
散
氏
盤
﹀
、
瓷
器

北
宋
汝
窯
︿
蓮
花
式
溫
碗
﹀
、
漆
器
明
永

樂
︿
剔
紅
花
繪
瓶
﹀
及
珍
貴
版
本
古
籍
。

﹁
日
本
美
術
之
最—

東
京
、
九
州
國
立
博
物
館
精
品
展
﹂
是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南
部
院
區
開
館
以

來
，
最
盛
大
的
國
際
交
流
的
借
展
活
動
；
這
項
展
覽
也
是
臺
、
日
雙
方
博
物
館
第
一
次
大
規
模
的

交
流
互
惠
。
展
覽
共
展
出
一
五
一
件
，
其
中
六
十
八
件
國
寶
級
、
重
要
文
化
財
及
重
要
美
術
品
，

這
是
歷
來
日
本
外
借
展
出
中
最
隆
重
的
一
次
。
相
信
一
定
創
造
南
院
開
館
以
來
參
觀
人
數
的
新
紀

錄
。
展
出
期
間
自
一○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至
一○

七
年
三
月
十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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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一

﹁
神
品
至
寶
展
﹂
不
僅
被
認
為
是
臺
、
日

博
物
館
交
流
史
上
一
項
重
要
的
里
程
碑
，

也
被
認
為
是
當
年
度
國
際
間
文
化
界
最
重

要
的
盛
事
之
一
。

二○

一
一
年
三
月
二
十
五
日
日
本

「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神品至寶－展」圖錄封面金　武元直　赤壁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東京國立博物館　林家豪攝

九州國立博物館展廳　賴國生攝

通
過
﹁
海
外
美
術
品
等
公
開
促
進
法
﹂

後
，
希
望
本
院
文
物
赴
日
展
的
朋
友
們
絡

繹
於
途
，
不
斷
親
自
前
來
本
院
表
達
邀
展

之
意
，
到
二○

一
二
年
二
月
八
日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島
谷
弘
幸
副
館
長
率
團
前
來

提
出
邀
展
，
本
院
即
成
立
赴
日
展
策
展
團

隊
，
由
本
院
前
院
長
馮
明
珠
︵
時
任
副
院

長
︶
任
召
集
人
，
主
辦
單
位
書
畫
處
，
策

展
小
組
包
括
：
書
畫
處
處
長
何
傳
馨
︵
現

為
常
務
副
院
長
︶
、
陳
階
晉
與
陳
韻
如
副

新石器時代山東龍山文化晚期　玉鷹紋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研
究
員
，
器
物
處
余
佩
瑾
研
究
員
與
陳
慧

霞
副
研
究
員
，
及
圖
書
文
獻
處
盧
雪
燕
研

究
員
、
李
柏
如
副
研
究
員
及
蔡
承
豪
助
理

研
究
員
等
，
分
別
由
各
處
就
該
處
典
藏
與

日
方
策
展
人
對
話
，
進
行
選
件
，
赴
日
展

方
正
式
成
案
。
至
二○

一
三
年
十
月
十
六

日
，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館
長
錢
古
真
美
與

九
州
國
立
博
物
館
館
長
三
輪
嘉
六
親
來
本

院
簽
訂
借
展
合
約
，
赴
日
展
才
完
全
確
定

下
來
。
二○

一
四
年
六
月
二
十
四
日
﹁
台

北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神
品
至
寶—

展
﹂

在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正
式
揭
開
序
幕
。

﹁
神
品
至
寶
展
﹂
展
出
前
，
臺
、
日

雙
方
主
辦
單
位
同
時
宣
告
了
，
二○

一
六

年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與
九
州
博
物
館
將
再

度
與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共
同
策
畫
﹁
日
本

美
術
之
最—

東
京
、
九
州
國
立
博
物
館
精

品
展
﹂
︵
以
下
簡
稱
﹁
日
本
美
術
之
最
﹂

展
︶
，
作
為
﹁
神
品
至
寶
展
﹂
的
回
饋
交

流
。
︵
註
一
︶

其
實
在
這
項
宣
告
前
，
從
二

○

一
三
年
四
月
起
，
故
宮
已
啟
動
﹁
神
品

至
寶
展
﹂
後
，
向
東
博
與
九
博
借
展
的
選

件
會
議
。
當
時
，
指
定
由
書
畫
處
陳
階
晉

先
生
偕
同
南
院
處
的
朱
龍
興
先
生
、
賴
國

生
先
生
共
同
研
議
清
單
內
容
。

二○

一
三
年
八
月
，
九
博
三
輪
嘉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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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長
訪
問
故
宮
，
表
明
願
意
出
借
該
館
藏

僅
有
之
三
件
國
寶
。
同
時
間
陳
階
晉
赴
日

商
議
﹁
神
品
至
寶
展
﹂
及
回
饋
展
選
件
，

提
出
﹁
日
本
東
京
博
物
館
回
饋
展
商
議
備

忘
錄
﹂
，
暫
定
展
覽
名
稱
為
﹁
日
本
美
術

之
最—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展
﹂
。
這
是

﹁
日
本
美
術
之
最
﹂
展
覽
最
早
定
名
的
一

次
會
議
。
二○

一
三
年
八
月
五
日
，
故
宮

何
傳
馨
副
院
長
、
書
畫
處
李
玉
珉
處
長
赴

日
與
東
博
館
方
召
開
﹁
第
一
次
洽
商
赴
日

展
會
議
﹂
。
協
調
本
院
﹁
神
品
至
寶
展
﹂

及
日
方
﹁
日
本
美
術
之
最
﹂
展
選
件
最
終

清
單
。
八
月
六
日
，
再
度
召
開
﹁
第
二

次
洽
商
赴
日
展
會
議
﹂
。
敲
定
﹁
神
品
至

寶
﹂
展
兩
方
三
館
簽
約
時
間
，
日
本
回
饋

展
暫
名
﹁
日
本
美
術
之
最—

東
京
、
九
州

國
立
博
物
館
精
品
展
﹂
及
展
件
含
東
博
、

九
博
兩
館
之
﹁
國
寶
十
八
件
、
重
要
文
化

財
三
十
九
件
、
重
要
美
術
品
四
件
﹂
等
內

容
；
這
是
﹁
日
本
美
術
之
最
﹂
展
前
協
商

幾
次
決
定
性
的
重
要
會
議
。

展
覽
主
軸

從
啟
動
策
畫
到
策
展
，
前
後
經
過

兩
、
三
年
時
間
，
﹁
日
本
美
術
之
最
﹂

終
於
在
二○
一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日
正
式

推
出
。
最
後
，
敲
定
精
選
兩
館
典
藏

一
百
五
十
一
組
件
，
其
中
包
括
日
本
繪

畫
、
傳
抄
的
佛
經
、
佛
像
雕
刻
、
陶
瓷
、

漆
器
、
屏
風
等
精
品
，
展
品
中
有
十
八
件

日
本
國
寶
、
四
十
四
件
重
要
文
化
財
及
六

件
重
要
美
術
品
。
展
出
文
物
的
時
間
跨
度

很
長
，
從
日
本
史
上
的
飛
鳥
時
代
︵
六
至

八
世
紀
︶
前
的
繩
紋
時
期
，
一
直
到
近
世

的
明
治
、
大
正
時
期
︵
十
九
至
二
十
世
紀

初
︶
，
是
一
部
日
本
文
化
史
完
整
的
縮

影
。

這
項
展
覽
文
物
多
元
、
內
容
豐
富
，

近
於
百
科
全
書
方
式
詮
釋
日
本
文
化
，
展

覽
中
分
六
個
單
元
呈
現
，
分
別
是
﹁
祭
祀

與
生
活
﹂
、
﹁
皇
權
與
佛
法
﹂
、
﹁
貴
族

的
世
界
﹂
、
﹁
武
家
的
文
化
﹂
、
﹁
市
民

的
創
造
﹂
、
﹁
傳
承
與
創
新
﹂
，
主
題
的

分
佈
觸
及
到
時
代
的
各
層
面
相
。
從
靜
態

的
角
度
看
這
項
展
覽
，
一
百
多
件
精
緻
或

貫
穿
各
時
代
意
義
的
文
物
，
已
經
是
一
項

很
精
彩
的
展
覽
；
如
果
我
們
再
結
合
日
本

政
治
史
發
展
的
背
景
來
看
這
項
展
覽
，
則

﹁
飛
鳥
時
期
﹂
前
後
到
﹁
明
治
、
大
正
時

期
﹂
之
間
，
一
千
多
年
來
日
本
天
皇
與
幕

府
之
間
分
分
合
合
的
大
歷
史
，
透
過
文
物

直
接
探
照
到
歷
史
的
核
心
，
展
覽
表
現
出

來
深
層
的
內
涵
更
是
讓
人
印
象
深
刻
。
藝

術
文
化
受
政
治
環
境
的
影
響
，
從
展
出
的

文
物
中
不
難
體
會
到
這
些
氛
圍
；
但
是
歷

史
也
同
時
證
明
了
政
治
是
一
時
的
，
藝
術

文
化
的
價
值
是
永
遠
存
在
的
。

日
本
大
和
文
化
是
一
支
非
常
獨
特

的
文
化
，
它
是
由
幾
個
不
同
種
族
融
合
而

成
的
，
基
本
上
在
飛
鳥
時
代
一
些
生
活
習

慣
與
語
言
已
經
確
立
下
來
。
飛
鳥
時
代
是

日
本
歷
史
上
重
要
的
文
化
、
社
會
和
政
治

交
流
發
展
時
期
，
一
般
都
將
其
時
代
的

起
點
視
為
古
墳
時
代
︵
約
四
世
紀
至
七
世

紀
︶
的
末
期
。
飛
鳥
時
代
的
另
一
個
重
要

表
現
是
日
本
國
名
的
稱
呼
，
從
倭
︵
わ
、

や
ま
と
、
ワ
、
ヰ
︶
變
為
了
日
本
︵
に

ほ
ん
︶
；
同
時
，
這
一
段
時
期
也
在
中
國

傳
入
的
佛
教
影
響
下
而
有
長
足
的
發
展
，

這
是
日
本
文
化
及
社
會
結
構
改
變
的
重
要

關
鍵
。
本
次
展
覽
雖
有
飛
鳥
時
期
前
的
若

干
國
寶
或
重
要
級
文
物
，
如
繩
文
時
期
的

︿
火
焰
型
土
器
﹀
︵
西
元
前
三
千

∼

前

二
千
︶
、
︿
遮
光
器
土
偶
﹀
︵
西
元
前

一
千

∼

前
四
百
︶
、
彌
生
時
代
的
︿
銅

鐸
﹀
︵
一

∼

三
世
紀
︶
及
古
墳
時
期
的

︿
鼉
龍
鏡
﹀
、
︿
碧
玉
勾
玉
﹀
等
等
，
但

展
覽
主
軸
卻
是
在
飛
鳥
時
期
後
各
項
發
展

中
展
開
。

七
世
紀
的
﹁
大
化
革
新
﹂
是
日
本
史

上
一
次
重
要
的
革
新
運
動
，
﹁
大
化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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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一

日
本
史
上
第
一
個
年
號
，
此
後
日
本
朝
向

以
天
皇
為
主
的
中
央
集
權
的
國
家
制
度
；

這
套
政
治
文
化
的
基
本
概
念
來
自
中
原
，

因
此
在
統
治
的
方
法
上
也
套
用
了
唐
朝
的

若
干
制
度
。
到
了
平
安
時
期
接
受
外
來
文

化
的
態
度
更
為
明
顯
，
兩
次
遣
唐
使
︵
分

別
是
八○

四
、
八
三
八
年
︶
所
帶
回
的
不

只
是
物
質
文
明
的
引
入
，
更
把
一
些
觀
念

與
信
仰
直
接
引
入
，
這
段
時
期
日
本
對
於

外
來
文
化
融
合
與
轉
化
的
精
神
發
揮
到
極

致
。
從
展
出
的
文
物
中
，
不
難
看
到
和
風

與
唐
風
的
對
話
，
特
別
是
各
地
興
起
興
建

寺
廟
的
風
氣
，
在
寺
廟
中
所
留
下
的
跟
宗

教
相
關
的
文
物
，
是
本
次
展
覽
相
當
重
要

的
部
分
。
雖
然
後
來
﹁
和
樣
化
﹂
︵
日
本

風
︶
的
興
起
，
但
唐
風
的
影
響
仍
在
藝
術

文
化
中
留
下
深
刻
的
痕
跡
。

寬
平
六
年
︵
八
九
四
︶
，
日
本
派
出

的
遣
唐
使
停
止
入
華
，
同
時
漸
漸
擺
脫
中

國
的
影
響
，
開
始
重
視
日
本
固
有
的
本
土

註
釋

1.  

見
︽
台
北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神
品
至
寶—

展
︾
圖
錄
，
日
方
主
辦
者
為
展
覽
﹁
致
辭
﹂

及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院
長
馮
明
珠
﹁
獻

詞
﹂
，
均
提
及
二○

一
六
年
雙
方
將
再
度
共

同
策
劃
日
本
國
寶
精
品
展
，
在
即
將
開
幕
的

故
宮
南
院
展
出
。

文
化
，
即
文
化
史
家
所
稱
的
﹁
國
風
︵
く

に
ぶ
り
，
也
稱
﹃
和
風
﹄
文
化
﹂
；
這
是

對
深
受
唐
風
影
響
的
奈
良
文
化
提
出
的
反

省
。
這
一
時
期
產
生
相
當
多
的
藝
術
與
文

學
作
品
，
帶
著
相
當
濃
厚
的
日
本
舊
有
文

化
的
風
格
。

平
安
時
代
末
期
，
河
內
源
氏
的
源

義
朝
的
第
三
子
源
賴
朝
︵
一
一
四
七

∼

一
一
九
九
︶
，
日
本
鎌
倉
幕
府
首
任
征
夷

大
將
軍
，
這
是
日
本
幕
府
制
度
的
建
立

者
；
從
此
，
政
治
的
重
心
開
始
長
期
落

在
不
同
的
幕
府
之
間
。
在
﹁
日
本
美
術
之

最
﹂
展
中
，
展
示
相
當
多
幕
府
將
軍
家
族

所
遺
留
的
文
物
，
而
這
一
部
分
也
是
日
本

文
化
藝
術
史
相
當
重
要
的
遺
產
。
從
繪

畫
、
書
法
、
雕
塑
到
戰
爭
中
所
用
的
武
器

器
具
及
日
常
生
活
用
品
，
都
是
讓
我
們
了

解
中
世
紀
上
層
貴
族
及
貴
族
統
治
下
的
庶

民
或
武
士
階
級
思
維
活
動
、
生
活
模
式
的

依
據
。博

物
館
是
一
座
活
的
教
育
場
域
，
它

提
供
的
媒
介
大
都
是
政
治
或
經
濟
文
化
活

動
遺
留
下
來
的
痕
跡
，
當
然
也
包
括
時
代

菁
英
的
思
考
創
作
；
但
所
有
的
創
作
離
不

開
時
代
背
景
的
基
礎
。
文
化
的
累
積
創
造

了
文
明
，
而
任
何
一
股
對
後
世
有
影
響
的

文
化
，
它
的
發
展
絕
不
可
能
是
單
向
或
封

閉
式
的
。
在
這
次
﹁
日
本
美
術
之
最
﹂
的

展
覽
中
，
藉
著
展
出
文
物
看
出
日
本
文
化

發
展
的
軌
跡
；
千
百
年
來
它
帶
著
融
合
、

碰
撞
、
衝
突
與
妥
協
種
種
面
向
的
文
化
交

流
而
形
成
一
支
獨
特
的
大
和
文
明
。

展
覽
活
動
及
後
續

配
合
這
項
展
覽
，
我
們
也
出
版
了

圖
錄
，
完
整
的
紀
錄
這
次
展
出
的
各
項
文

物
。
感
謝
百
忙
中
為
圖
錄
撰
寫
的
專
文
的

幾
位
專
家
學
者
，
分
別
是
田
澤
裕
賀
︵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繪
畫‧

彫
刻
室
長
︶
︿
日

本
繪
畫
的
歷
史
﹀
、
竹
內
奈
美
子
︵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工
藝
室
長
︶
︿
日
本
工
藝
的

軌
跡
﹀
、
楠
井
隆
志
︵
九
州
博
物
館
展
示

課
課
長
︶
︿
日
本
佛
教
的
開
展
﹀
、
謝
明

良
︵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藝
術
史
研
究
所
特
聘

教
授
︶
︿
馬
蝗
絆
茶
碗
及
其
他
﹀
。
四
篇

專
文
或
論
或
述
，
從
不
同
角
度
詮
釋
這
項

展
覽
各
類
型
文
物
的
源
流
與
發
展
脈
絡
，

對
展
覽
的
觀
賞
頗
有
引
領
的
功
能
，
同
時

也
提
升
了
展
覽
的
深
度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南
部
院
區
在
興
建

之
初
，
即
明
確
定
位
以
亞
洲
藝
術
文
化
為

主
軸
，
開
館
以
來
各
項
展
覽
都
藉
著
文
物

探
索
或
詮
釋
亞
洲
各
地
區
文
化
或
文
明
的

內
涵
；
這
次
﹁
日
本
美
術
之
最
﹂
特
展
也

是
南
院
再
一
次
展
現
對
於
亞
洲
藝
術
文
化

這
項
主
題
的
深
入
探
討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南
院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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繩文時代中期（前3000∼前2000年）　火焰型土器　高35，口徑28，胴徑20公分　傳新瀉縣長岡市馬高出土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