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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和
服
源
於
平
安
時
代
︵
七
九
四 

∼

一
一
八
五
︶
上
流
貴
族
多
層
次
穿
搭
的

裡
衣
﹁
小
袖
﹂
，
在
當
時
亦
是
一
般
庶
民

的
衣
著
。
桃
山
時
代
︵
一
五
七
三

∼

一
六

○

三
︶
富
裕
的
商
人
及
庶
民
興
起
，
開
始

出
現
各
種
裝
飾
精
緻
華
美
的
小
袖
，
江
戶

時
代
︵
一
六○

三

∼

一
八
六
八
︶
小
袖
成

為
日
本
各
階
級
的
主
要
穿
著
，
等
同
今
日

日
本
美
術
之
最

服
飾
類
展
品
介
述

黃
韻
如

的
和
服
。
本
次
展
出
的
日
本
服
飾
織
品
，

以
江
戶
小
袖
為
主
，
另
外
包
含
武
士
戰
袍

﹁
陣
羽
織
﹂
及
傳
統
能
劇
衣
裳
等
共
計
服

飾
精
品
十
件
、
織
品
文
物
九
件
。
而
其
他

展
品
如
雕
刻
、
繪
畫
、
屏
風
等
，
多
有
人

物
描
繪
亦
是
佐
證
日
本
服
飾
文
化
的
絕
佳

資
料
，
觀
展
時
亦
可
多
加
留
意
。
以
下

簡
述
日
本
服
飾
史
並
介
紹
本
展
的
精
品
服

飾
，
以
饗
讀
者
。

古
墳
時
代

∼

奈
良
時
代—

原
始
衣

著
到
唐
風
服
制

日
本
服
飾
的
記
載
最
早
出
現
在
中
國

史
書
︽
三
國
志‧

魏
書
東
夷
傳
︾
，
倭
國

男
子
﹁
其
衣
橫
幅
，
但
結
束
相
連
，
略
無

縫
﹂
，
而
女
子
﹁
作
衣
如
單
被
，
穿
其
中

央
，
貫
頭
衣
之
﹂
，
可
知
三
世
紀
中
日
本

今
年
最
受
國
人
矚
目
的
國
際
大
展
﹁
日
本
美
術
之
最—

東
京
、
九
州
國
立
博
物
館
精
品
展
﹂
，
刻

正
於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南
部
院
區
展
出
。
本
次
來
臺
日
本
文
物
質
量
至
精
至
美
，
可
謂
空
前
，
展

品
涵
蓋
考
古
、
文
獻
、
書
畫
、
陶
瓷
、
漆
器
、
金
屬
、
兵
器
、
茶
器
、
織
品
等
包
羅
萬
象
，
其
中

日
本
古
代
織
物
因
材
質
脆
弱
鮮
少
赴
外
國
展
出
，
本
特
展
正
是
一
窺
日
本
服
飾
精
品
的
絕
佳
機

會
，
不
容
錯
過
。

江戶時代（18世紀）　尾形光琳　白綾地秋草紋手繪小袖　衣長147.3，通袖長130.2公分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2017年1月　3435　故宮文物月刊·第406期

日本美術之最—服飾類展品介述

展場巡禮

染
製
的
絞
纈
、
夾
纈
、
蠟
纈
、
暈
繝
染

等
，
各
種
質
量
精
美
的
織
品
，
其
中
不
乏

技
法
已
失
傳
的
珍
品
，
現
藏
於
奈
良
東
大

寺
的
正
倉
院
。
當
時
的
日
本
服
飾
，
如

展
出
的
︿
木
造
彩
繪
海
棠
形
神
龕
﹀
︵
圖

二
︶
中
描
繪
的
群
臣
像
，
圓
領
寬
袖
、
腰

帶
、
袴
等
衣
飾
穿
著
處
處
可
見
與
中
國
服

飾
相
通
之
處
。

平
安
時
代

∼

鎌
倉
時
代—

貴
族
的

和
風
服
飾

九
世
紀
到
十
二
世
紀
末
，
日
本
平
安

時
代
，
初
期
宮
廷
服
制
依
舊
以
中
國
為
本

︵
註
二
︶

，
服
飾
名
稱
亦
沿
用
唐
代
﹁
袍
、

襖
子
、
半
臂
﹂
等
稱
謂
。
︵
註
三
︶

然
而
，

中
後
期
以
後
漸
脫
離
唐
風
轉
成
和
風
樣

式
。
十
世
紀
中
皇
子
源
高
明
︵
九
一
四

∼

九
八
二
︶
編
纂
︽
西
宮
記
︾
記
載
當
時
宮

廷
服
飾
有
﹁
直
衣
、
布
衣
、
下
襲
﹂
等
開

現
有
別
於
中
國
的
服
飾
名
稱
，
這
次
展
出

的
︿
榮
花
物
語
圖
屏
風
﹀
︵
圖
三
︶
懷
抱

嬰
孩
的
一
条
天
皇
穿
著
私
服
﹁
直
衣
﹂
：

戴
冠
、
圓
領
﹁
雜
袍
﹂
︵
雜
，
意
指
非
規

定
的
服
色
︶
、
狀
似
燈
籠
褲
的
﹁
指
貫
﹂

等
。

貴
族
女
子
正
式
服
飾
稱
﹁
十
二

單
﹂
，
同
屏
風
︵
圖
四
︶
宮
廷
女
子
穿

著
：
短
外
衣
﹁
唐
衣
﹂
、
白
裳
、
袿
衣
、

單
衣
、
緋
袴
等
極
為
厚
重
的
服
飾
。
平
安

時
代
貴
族
服
飾
特
色
，
不
論
男
子
圓
領
袍

服
或
是
女
子
唐
衣
袿
服
，
皆
是
袖
口
寬
廣

的
﹁
廣
袖
﹂
型
式
，
服
飾
美
感
主
要
表
現

在
多
層
次
穿
著
的
色
彩
搭
配
，
特
別
是
袖

口
、
領
口
、
下
擺
等
重
點
，
依
四
季
或
主

題
有
多
樣
的
色
彩
組
合
。

圖1　 古墳時代（6世紀）　盛裝男陶俑　高115.8公分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2　 鐮倉時代（1295）　木造彩繪海棠形神龕　局部　 
高22.2公分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的
穿
著
還
相
當
原
始
。
展
品
六
世
紀
古
墳

時
代
的
︿
盛
裝
男
陶
俑
﹀
︵
圖
一
︶
，
男

子
服
飾
左
袵
窄
袖
短
衣
，
繫
細
腰
帶
，
寬

鬆
長
褲
並
於
膝
下
綁
繩
；
同
時
代
女
子
服

飾
則
多
圓
領
窄
袖
短
衣
，
搭
配
下
裳
或
摺

裙
為
主
。
據
日
本
學
者
推
測
，
古
墳
時
代

這
類
陶
俑
人
物
的
服
飾
，
左
衽
、
窄
袖
、

綁
繩
寬
褲
等
，
應
是
受
到
大
陸
中
原
地
區

擅
常
騎
馬
的
游
牧
民
族
影
響
。

六
世
紀
中
到
八
世
紀
末
，
日
本
的
飛

鳥
、
奈
良
時
代
，
是
學
習
隋
唐
服
飾
制
度

︵
註
一
︶

並
大
量
輸
入
中
國
織
品
的
時
期
。

主
要
有
織
造
的
錦
、
綾
、
羅
、
紗
等
，
及

圖5　 鐮倉時代（13世紀）　平治物語繪詞　局部　縱42.2，橫52.9公分　日本國寶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3　 江戶時代（17世紀）　土佐光祐　 
榮花物語圖屏風　左面局部　縱155.9，
橫36.1公分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４　 江戶時代（17世紀）　土佐光祐　榮花物語圖屏風　右面局部　
縱155.9，橫36.1公分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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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
國
時
代

∼

桃
山
時
代—

武
家
服

飾
之
陣
羽
織

十
三
世
紀
到
十
六
世
紀
初
，
鐮
倉
時

代
到
戰
國
時
代
，
天
皇
式
微
武
士
當
權
，

精
簡
的
武
士
服
裝
成
為
主
要
穿
著
。
國
寶

︿
平
治
物
語
繪
詞
﹀
︵
圖
五
︶
中
列
隊
在

後
的
武
士
們
身
穿
：
戴
﹁
折
烏
帽
子
﹂
、

前
襟
交
疊
的
﹁
直
垂
﹂
、
著
袴
，
上
下
兩

截
式
方
便
活
動
的
衣
著
，
鎌
倉
時
代
成
為

武
士
最
常
用
的
服
飾
。

武
士
服
飾
隨
著
戰
鬥
的
需
求
陸
續

發
展
出
各
類
的
實
用
穿
著
，
其
中
最
能
代

表
武
士
服
飾
美
學
的
便
是
短
戰
衣
﹁
陣
羽

織
﹂
。
陣
羽
織
造
型
類
似
背
心
，
穿
戴
於

盔
甲
的
最
外
層
原
以
防
寒
、
防
水
的
實
用

性
為
主
，
後
來
發
展
為
誇
示
戰
功
的
裝
飾

性
華
美
服
飾
。

︿
白
地
車
輪
紋
毛
織
短
戰
袍
﹀
︵
圖

六
︶
白
色
短
外
衣
，
立
領
，
前
開
襟
，
象

牙
鈕
扣
，
背
擺
開
叉
，
袖
口
呈
直
線
。
材

質
是
昂
貴
的
歐
洲
舶
來
起
毛
織
物
︵
西
班

牙
語perpetua

︶
，
起
毛
織
物
因
厚
重
防
水

多
用
於
陣
雨
織
等
戰
服
，
受
到
武
士
階
級

的
喜
愛
。
前
襟
外
翻
露
出
華
麗
紺
地
龜
甲

菊
藤
紋
織
金
錦
內
襯
，
前
胸
飾
以
皮
革
扣

帶
，
全
件
領
圍
、
肩
線
皆
鑲
裝
飾
邊
，
華

美
絢
麗
。
背
部
飾
以
半
邊
的
車
輪
紋
飾
，

比
喻
車
輪
轉
動
猶
如
死
生
輪
轉
，
象
徵
人

生
無
常
，
展
現
出
武
士
征
戰
早
已
將
生
死

置
之
度
外
的
決
心
。

︿
猩
紅
地
團
龍
紋
毛
織
短
戰
袍
﹀

︵
圖
七
︶
立
領
，
前
襟
外
翻
，
上
半
猩
紅

地
毛
織
羅
紗
︵
葡
萄
牙
語R

axle

，
音
譯

圖6　 江戶時代（17世紀）　白地車輪紋毛織短戰袍（陣羽織）　衣長69.5，肩寬37公分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7　 江戶時代（19世紀）　猩紅地團龍紋毛織短戰袍（陣羽織）　衣長97，肩寬25.5公分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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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彙
﹁
羅
紗
﹂
︶
，
下
半
縫
接
褶
裙
。
背

中
心
繡
以
半
立
體
團
龍
紋
，
前
襟
外
以
盤

扣
固
定
，
露
出
華
麗
白
地
牡
丹
立
湧
紋
織

金
錦
內
襯
，
胸
口
繫
濃
紫
繩
帶
，
肩
袖
口

裝
飾
鑲
邊
。
江
戶
中
期
以
後
，
陣
羽
織
樣

式
皆
類
似
本
作
品
，
已
流
於
形
式
化
的
設

計
。
猩
猩
緋
，
是
日
本
傳
統
色
彩
，
由
於

顏
色
鮮
豔
赤
紅
，
當
時
亦
謠
傳
﹁
是
由
猩

猩
的
血
染
色
而
成
﹂
。
然
根
據
研
究
，
實

際
上
猩
猩
緋
是
由
大
量
的
胭
脂
蟲
取
色
染

製
而
成
，
產
地
於
墨
西
哥
、
祕
魯
、
西
班

牙
南
部
等
地
，
是
相
當
貴
重
的
染
料
。

這
類
傳
世
作
品
多
別
出
心
裁
，
紋
飾

標
新
立
異
，
當
時
文
獻
記
載
，
陣
羽
織
不

但
要
能
吸
引
人
們
的
目
光
，
且
是
彼
時
最

流
行
的
風
尚
。

圖8　 安土桃山時代（16世紀）　紅白地花卉短箋八橋紋能劇衣裳（縫箔）　衣長137.6，通袖長118公分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桃
山
時
代

∼

江
戶
初
期—

技
法
高

超
的
能
劇
衣
裳

戰
國
時
代
武
士
喜
好
中
國
織
品
，
透

過
商
船
往
來
，
取
得
中
國
精
美
的
織
品
，

作
為
服
飾
布
料
、
室
內
陳
設
、
書
畫
裱

褙
、
茶
器
包
袱
等
使
用
，
同
時
也
是
身
分

地
位
及
財
富
的
象
徵
。
這
些
舶
來
織
品
：

包
括
織
金
︵
日
文
稱
金
襴
︶
、
緞
子
、

錦
、
羅
紗
、
印
金
等
，
對
日
本
染
織
技
法

影
響
很
大
。
這
次
亦
展
出
日
本
最
高
品
質

的
名
物
裂
四
件
，
由
備
前
藩
前
田
家
族
傳

世
精
品
，
可
一
併
參
閱
。

然
而
因
戰
爭
不
斷
，
物
資
缺
乏
，

尤
其
是
﹁
應
仁
之
亂
﹂
︵
一
四
六
七

∼

一
四
七
七
︶
戰
役
長
達
十
年
，
對
紡
織
業

造
成
毀
滅
性
的
打
擊
，
戰
亂
後
織
工
從
各

地
回
到
京
都
西
陣
等
地
重
建
日
本
紡
織
，

倣
效
明
代
的
精
緻
緯
錦
，
同
時
引
進
最
新

的
技
術
，
力
圖
振
作
後
發
展
出
工
藝
精
湛

的
日
本
織
品
，
也
奠
定
了
江
戶
初
期
各
種

染
織
技
術
的
發
展
，
而
當
時
這
些
最
新
的

技
法
多
應
用
在
能
劇
衣
裳
。

毛
利
家
傳
世
︿
紅
白
地
花
卉
短
箋

八
橋
紋
能
劇
衣
裳
﹀
︵
圖
八
︶
，
是
能
劇

女
主
角
穿
著
的
華
麗
外
衣
。
整
件
衣
服
用

圖9　 江戶時代（18世紀）　 金地松樹船帆紋能劇衣裳（唐織）　衣長151.7，通袖長146公分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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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
繡
及
刷
貼
金
箔
的
技
法
完
成
，
因
而
稱

﹁
縫
箔
﹂
︵
縫
為
刺
繡
，
箔
即
貼
金
︶
。
藉

由
變
換
緯
線
織
出
白
紅
雙
色
區
塊
，
白
地

飾
以
櫻
花
、
椿
花
、
短
箋
、
覆
雪
蘆
草
、

貝
殼
、
海
浪
等
紋
樣
的
刺
繡
；
紅
地
飾
以

桐
木
、
櫻
花
、
椿
花
、
杜
若
、
八
橋
、
覆

雪
柳
、
覆
雪
蘆
草
等
紋
樣
的
刺
繡
。

桃
山
時
代
的
織
品
流
行
雙
色
區
塊
設

計
，
再
飾
以
四
季
花
草
紋
，
表
現
出
自
然

豐
饒
生
生
不
息
的
祥
瑞
紋
樣
。
白
地
部
分

隱
約
可
見
金
箔
剝
落
的
痕
跡
，
得
以
想
見

在
夜
間
篝
火
演
出
時
折
射
出
金
紅
色
的
閃

亮
能
劇
衣
裳
。
這
件
傳
世
作
品
，
充
分
反

映
了
當
時
經
典
的
紋
飾
設
計
與
配
色
，
堪

稱
桃
山
時
代
的
代
表
作
。

︿
金
地
松
樹
船
帆
紋
能
劇
衣
裳
﹀

︵
圖
九
︶
，
厚
重
多
彩
的
﹁
唐
織
﹂
，
亦

是
女
角
衣
裳
的
代
表
之
一
。
﹁
唐
織
﹂
原

是
盛
行
於
室
町
末
期
的
織
品
名
詞
，
藉
由

多
彩
的
緯
線
，
以
及
金
銀
絲
線
，
交
織
出

類
似
刺
繡
的
立
體
紋
樣
，
名
稱
雖
帶
有

﹁
唐
﹂
字
，
但
卻
是
日
本
自
創
的
傳
統
織

法
，
類
似
中
國
妝
花
緞
。

本
作
以
金
色
綾
織
為
底
，
藉
由
各
色

緯
線
浮
出
，
並
交
織
金
銀
絲
線
，
呈
現
龜

甲
、
雪
花
、
菱
形
等
各
種
連
續
底
紋
，
搭

配
各
色
松
樹
、
船
帆
的
主
紋
樣
，
雖
是
織

機
織
造
的
循
環
紋
飾
，
但
多
色
彩
的
交
替

搭
配
，
使
得
紋
樣
極
富
變
化
，
整
體
華
美

絢
麗
，
光
彩
奪
目
。
不
愧
為
戰
國
時
代
雄

霸
一
方
的
上
杉
家
傳
世
的
能
劇
衣
裳
。

江
戶
時
代—

市
民
的
小
袖
服
飾

江
戶
時
代
不
論
男
女
服
飾
皆
以
﹁
小

袖
﹂
為
主
，
亦
是
今
日
和
服
的
基
本
型

態
。
小
袖
一
詞
有
別
於
平
安
時
代
以
來
的

寬
闊
廣
袖
，
僅
留
手
臂
穿
過
的
窄
小
袖

口
。
本
次
展
件
︿
觀
楓
圖
屏
風
﹀
︵
圖

十
︶
中
飲
酒
的
女
子
即
是
穿
著
白
底
紅
紋

的
小
袖
。

江
戶
初
期
流
行
單
色
絞
染
﹁
鹿
胎

染
﹂
、
刺
繡
等
高
難
度
技
法
，
以
花
鳥
器

物
等
吉
祥
紋
滿
飾
小
袖
。
中
期
以
後
，
幕

府
多
次
發
佈
服
飾
禁
奢
令
，
而
能
表
現
出

繪
畫
般
細
膩
線
條
，
色
彩
鮮
豔
的
友
禪
染

小
袖
則
成
為
最
新
時
尚
。

本
次
展
出
的
︿
白
綢
地
飛
鷹
短
屏

紋
友
禪
染
小
袖
﹀
︵
圖
十
一
︶
，
堪
稱

友
禪
染
的
最
著
名
代
表
作
。
貞
享
年
間

︵
一
六
八
四

∼

︶
友
禪
染
的
染
色
技
法
開

始
流
行
，
一
般
傳
說
是
京
都
畫 

扇
匠
師
宮

崎
友
禪
齋
︵
生
卒
年
不
詳
︶
發
明
，
用
漿

糊
描
繪
輪
廓
線
作
防
染
，
再
使
用
毛
筆
或

毛
刷
填
入
各
色
染
料
的
繪
染
技
法
，
使
得

多
彩
且
複
雜
的
繪
畫
性
圖
案
得
以
呈
現
。

再
看
看
這
件
小
袖
，
全
件
輪
廓
線
條
的
留

白
纖
細
，
繪
染
出
色
彩
鮮
豔
的
短
隔
屏
風

及
老
鷹
，
仔
細
一
看
短
屏
猶
如
開
窗
，
當

中
的
樹
枝
、
樹
幹
，
隱
約
能
連
成
一
株
完

整
的
梅
樹
，
別
出
心
裁
，
整
體
細
緻
的
繪

畫
風
格
，
將
友
禪
染
的
特
色
發
揮
的
淋
漓

盡
致
。另

一
件
尾
形
光
琳
繪
︿
白
綾
地
秋
草

紋
手
繪
小
袖
﹀
︵
圖
十
二
︶
，
白
綾
地
小

袖
以
墨
、
綠
青
、
雌
黃
及
胡
粉
等
淡
彩
描

圖10　 室町時代（16世紀）　狩野秀賴　觀楓圖屏風　局部　縱150.2，
橫365.5公分　日本國寶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12　 江戶時代（18世紀）　尾形光琳　白綾地秋草紋手繪小袖　局部　
衣長147.3，通袖長130.2公分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11　 江戶時代（18世紀）　 白綢地飛鷹短屏紋友禪染小袖　衣長161，通袖長128公分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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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
出
菊
花
、
荻
、
桔
梗
、
芒
草
一
叢
叢
秋

季
花
草
，
筆
觸
清
妙
，
栩
栩
如
生
，
寫
實

中
又
帶
有
裝
飾
性
。
紋
飾
分
佈
在
背
部
、

袖
身
、
腰
部
、
下
擺
等
主
要
服
飾
鑑
賞
的

位
置
，
肩
袖
輕
，
下
擺
重
的
平
衡
構
圖
。

尾
形
光
琳
︵
一
六
五
八

∼

一
七
一 

六
︶
出
生
自
京
都
高
級
和
服
商
雁
金
屋
，

是
活
躍
於
江
戶
前
中
期
的
日
本
畫
家
。
這

件
小
袖
，
是
他
旅
居
江
戶
︵
東
京
︶
時
，

寄
居
在
深
川
木
材
豪
商
冬
木
屋
家
中
，
替

冬
木
家
女
眷
手
繪
的
作
品
，
因
而
別
名

﹁
冬
木
小
袖
﹂
。
元
祿
年
間
︵
一
六
八 

八

∼

一
七○

四
︶
富
裕
階
級
的
商
人
婦
女

之
間
流
行
穿
著
知
名
畫
家
描
繪
的
小
袖
。

由
於
極
其
稀
少
性
，
使
得
當
時
的
貴
婦
競

逐
這
類
象
徵
其
社
會
地
位
的
奢
侈
小
袖
。

雖
然
尾
形
光
琳
有
許
多
小
袖
紋
樣
設

計
的
畫
稿
，
但
是
親
筆
描
繪
的
存
世
小
袖

僅
此
一
件
，
可
說
是
獨
一
無
二
的
珍
貴
作

品
。

小
袖
的
裝
飾
技
法
及
紋
樣
設
計
相
當

多
元
可
從
傳
世
的
屏
風
畫
、
美
人
畫
、
浮

世
繪
等
印
證
，
例
如
展
出
中
的
西
川
祐
信

︿
掛
鐘
美
人
圖
﹀
美
人
身
穿
白
地
菊
花
秋

草
小
袖
，
腰
帶
綁
於
前
腰
間
，
在
染
繪
技

法
提
升
後
，
又
綜
合
型
染
︵
紙
型
刷
染
︶
等

更
簡
便
且
能
量
產
的
方
式
，
使
得
江
戶
時

代
的
市
民
也
能
享
有
華
麗
輕
巧
的
小
袖
。

江
戶
時
代—

武
家
女
子
的
華
麗
衣

裳

江
戶
時
代
武
家
女
子
服
飾
多
滿
飾
花

鳥
吉
祥
的
刺
繡
紋
樣
。
特
別
是
正
式
的
外

袍
﹁
打
掛
﹂
，
造
型
同
小
袖
以
穿
著
白
、

黑
、
紅
色
為
主
，
袖
口
及
下
擺
飾
有
橘
紅

鋪
棉
色
邊
。
打
掛
原
是
動
詞
披
掛
之
意
，

圖14　 江戶時代（19世紀）　白地牡丹藤菊葵花束紋外袍（打掛）　衣長170，通袖長124公分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13　 江戶時代（18世紀）　萌黃地萬字蝴蝶牡丹藤花紋外袍（打掛）　
衣長178，通袖長130公分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後
演
變
成
服
飾
專
有
名
詞
，
指
披
在
小
袖

之
上
的
外
袍
，
是
江
戶
幕
府
中
級
女
官

﹁
中
藹
﹂
以
上
階
級
，
於
正
式
場
合
穿
著

的
服
裝
。

︿
萌
黃
地
萬
字
蝴
蝶
牡
丹
藤
花
紋
外 

袍
﹀
︵
圖
十
三
︶
傳
為
紀
州
德
川
家
第

十
一
代
籓
主
德
川
齊
順
正
室
鶴
樹
院
豊
姬

︵
一
八○

○

∼

一
八
四
五
︶
所
有
。
布
料

材
質
稱
﹁
繻
珍
﹂
，
從
室
町
末
期
開
始
織

造
，
仿
效
明
代
織
法
以
緞
子
為
基
底
再
藉

由
多
彩
色
的
緯
線
交
織
出
連
續
循
環
的
紋

飾
。
江
戶
時
代
生
產
較
多
，
由
於
質
感
柔

順
光
滑
，
多
用
於
打
掛
及
腰
帶
。
萌
黃
地

緯
緞
交
織
出
多
彩
的
萬
字
連
續
底
紋
、
牡

丹
、
蝴
蝶
、
藤
花
團
紋
、
蝴
蝶
等
次
序
排

列
構
成
，
特
別
是
牡
丹
及
蝴
蝶
藉
由
深
淺

色
絲
線
的
組
合
，
交
互
排
列
，
整
齊
且
富

有
變
化
。

︿
白
地
牡
丹
藤
菊
葵
花
束
紋
外
袍
﹀

︵
圖
十
四
︶
白
綸
緞
地
，
全
衣
滿
飾
以
金

線
、
深
紫
、
橘
紅
、
淺
綠
、
濃
綠
等
彩
線

表
現
出
牡
丹
、
藤
花
、
菊
花
等
花
束
紋

樣
，
其
間
穿
插
搭
配
金
線
、
深
紫
小
葵
花

四
團
連
續
紋
，
全
部
以
刺
繡
技
法
完
成
。

本
作
品
傳
為
第
十
三
代
將
軍
德
川
家
定

︵
一
八
二
四

∼

一
八
五
八
︶
正
室
天
璋
院

篤
姬
︵
一
八
三
六

∼

一
八
八
三
︶
使
用
。

這
件
白
地
暗
花
緞
，
高
貴
素
雅
，
或
可
窺

知
篤
姬
的
低
調
美
感
。

武
家
女
子
的
夏
季
正
裝
，
則
多
輕
薄

藍
染
麻
布
的
小
袖
，
稱
﹁
茶
屋
染
帷
子
﹂
。

﹁
茶
屋
染
﹂
名
稱
起
源
於
此
技
法
的
開
發

者
京
都
﹁
茶
屋
家
﹂
，
是
指
麻
布
表
裡
兩

面
施
以
漿
糊
防
染
，
再
施
行
紋
樣
藍
染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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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服
飾
從
奈
良
時
代
到
江
戶
時
代

經
過
千
百
年
的
演
變
，
服
飾
的
外
型
從
仿

效
中
國
的
唐
風
到
蛻
變
成
和
風
樣
式
，
從

江
戶
小
袖
。
藉
著
這
次
日
本
美
術
之
最
的

展
出
，
將
是
國
人
領
略
日
本
服
飾
文
化
千

年
來
美
感
變
遷
的
最
佳
時
機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南
院
處

厚
重
的
穿
著
漸
趨
簡
化
。
而
服
飾
的
美
感

表
現
，
也
從
多
層
次
穿
搭
配
色
美
感
的
平

安
服
飾
到
注
重
紋
樣
設
計
及
裝
飾
技
法
的

註
釋

1.  

推
古
天
皇
十
一
年
︵
六○

三
︶
制
定
﹁
冠
位

十
二
階
﹂
，
為
日
本
仿
效
中
國
所
制
定
的
最

早
服
制
。
而
後
隨
各
朝
代
冠
位
的
階
級
又
有

增
減
。

2.  

根
據
︽
日
本
紀
略
︾
弘
仁
九
年
︵
八
一
八
︶

的
詔
書
﹁
朝
會
之
禮
及
常
所
服
者⋯

⋯

不
論

男
女
、
改
依
唐
法
﹂
。

3.  

︽
延
喜
式
︾
卷
第
十
四
縫
殿
寮
記
載
天
皇
服

飾
﹁
袍
、
襖
子
、
半
臂
、
汗
衫
、
袷
、
單
、

表
袴
、
下
袴
、
袷
、
褌
、
單
褌
、
被
衣
、

褥
、
襪
﹂
等
，
服
飾
名
稱
幾
乎
沿
用
唐
代
的

稱
謂
。

參
考
書
目

1.  

長
崎
巖
，
︽
日
本
の
美
術
第
四
三
五
号
・
小

袖
か
ら
き
も
の
へ
︾
，
東
京
：
至
文
堂
，
二

○
○

二
。

2.  

小
山
弓
弦
葉
，
︽
日
本
の
美
術
第
五
二
四
号

・
光
琳
模
様
︾
，
東
京
：
至
文
堂
，
二○

一

○

。

技
法
。
﹁
帷
子
﹂
則
是
指
上
等
的
薄
麻

布
。
江
戶
後
期
︽
守
貞
漫
稿
︾
﹁
茶
屋
辻

意
指
茶
屋
染
的
麻
布
，
是
御
殿
侍
女
的
夏

日
正
裝
﹂
，
茶
屋
辻
即
是
指
用
全
件
滿
飾

茶
屋
染
技
法
的
麻
地
小
袖
。

︿
白
麻
地
房
舍
風
景
紋
藍
染
夏
服
﹀

︵
圖
十
五
︶
，
以
濃
淡
的
藍
染
呈
現
，
柴

門
、
茅
舍
、
小
橋
流
水
等
主
紋
飾
，
其
間

再
搭
配
桔
梗
、
杜
若
、
楓
葉
、
松
竹
等
四
季

花
卉
，
紋
樣
幾
乎
滿
飾
全
身
。
水
岸
邊
的

景
觀
部
分
施
以
黃
色
刷
染
，
點
綴
幾
處
紅

色
刺
繡
，
有
畫
龍
點
睛
的
效
果
。
另
外
，

國
立
歷
史
民
俗
博
物
館
藏
有
一
件
構
圖
雷

同
的
振
袖
帷
子
，
可
視
為
彼
時
普
遍
流
行

的
一
種
樣
式
。
據
傳
這
件
帷
子
屬
於
最
高

等
級
，
只
有
德
川
御
三
家
才
能
穿
著
。

︿
白
麻
地
蓑
笠
車
輦
風
景
紋
振
袖
夏

服
﹀
︵
圖
十
六
︶
白
麻
布
飾
以
型
繪
染
技

法
呈
現
菊
花
、
秋
草
、
櫻
花
、
覆
雪
松
、

花
束
紋
，
其
間
點
綴
以
刺
繡
呈
現
的
斗
笠

簑
衣
、
竹
籬
柴
門
、
檜
扇
、
流
水
、
牛
車

等
刺
繡
紋
樣
。
相
較
前
件
﹁
茶
屋
辻
﹂
，

本
件
藍
染
的
比
例
較
少
，
增
加
刺
繡
及
型

繪
染
技
法
，
應
是
地
位
更
高
的
武
家
女
子

穿
著
的
上
等
麻
質
夏
服
。
牛
車
紋
飾
，

原
是
平
安
時
代
貴
族
乘
坐
的
車
輦
，
又
稱

﹁
御
所
車
﹂
，
後
世
作
為
宮
廷
儀
禮
使

用
，
此
紋
飾
通
常
用
於
與
平
安
王
朝
或
與

能
劇
內
容
有
關
的
題
材
，
是
象
徵
貴
族
典

雅
的
紋
樣
。

圖15　 江戶時代（19世紀）　白麻地房舍風景紋藍染夏服（帷子）　衣長168，通袖長136公分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圖16　 江戶時代（19世紀）　白麻地蓑笠車輦風景紋振袖夏服（帷子）　衣長161.5，通袖長118公分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