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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
明
上
河
圖
﹀
圖
式
的
開
創
與
定
型

史
上
第
一
幅
︿
清
明
上
河
圖
﹀
成
於
北
宋
，

世
稱
此
圖
為
宋
代
張
擇
端
作
，
應
可
斷
為
十
二

世
紀
徽
宗
朝
的
作
品
。
︵
註
一
︶

此
畫
著
錄
於

︽
石
渠
寶
笈
三
編
︾
，
嘉
慶
時
始
入
內
府
收
藏
，

現
藏
於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
張
擇
端
︿
清
明
上

河
圖
﹀
是
宋
代
風
俗
畫
的
鉅
作
，
不
但
留
下
北

宋
汴
京
建
築
、
舟
車
、
人
物
、
市
坊
的
圖
像
材

料
，
更
可
與
孟
元
老
描
寫
北
宋
汴
京
城
的
︽
東

京
夢
華
錄
︾
︵
初
刊
於
南
宋
紹
興
十
七
年
，
西

元
一
一
四
七
年
︶
一
書
相
互
參
照
，
彌
足
珍
貴
，

在
南
宋
時
即
已
受
到
注
目
，
此
後
數
百
年
間
，

臨
仿
者
眾
。

本
院
典
藏
的
︿
清
明
上
河
圖
﹀
系
列
畫

作
雖
僅
八
幅
，
卻
是
歷
代
追
倣
的
縮
影
。
院
藏

﹁
清
明
上
河
圖
﹂
是
中
國
繪
畫
史
中
著
名
的
風
俗
畫
題
材
，
世
傳
為
北
宋
畫
院
翰
林
張
擇
端
首
作
。
歷
代
同
名
畫

作
極
多
，
畫
中
總
少
不
了
橫
亙
兩
岸
的
虹
橋
與
船
隻
、
虹
橋
、
城
牆
等
地
景
組
合
，
作
為
︿
清
明
上
河
圖
﹀
的
標
誌
。

藝
術
注
重
原
創
，
︿
清
明
上
河
圖
﹀
卻
傾
向
﹁
仿
作
﹂
，
求
同
而
存
異
，
實
為
畫
史
中
獨
樹
一
幟
的
題
材
。

求
同
與
存
異

試
析
清
明
上
河
圖
的
﹁
仿
作
﹂
脈
絡

黃
瓊
儀

月刊眉角：

＊ 圖片左右間距：有關係者（例如局部或正反面）使用同一圖號者距1 mm；
不同圖間距3 mm。二圖片上下間距約為14.5 mm。
＊ 嚴格要求底線對齊
＊ 無大圖者前言不留色塊底，前言文字可配合文章改變顏色。 
註釋或書目，英文占多數者即横排。
＊ 大標後直接接小標者，與前段間距需手動調為「0」。
＊ 文末有誌謝小字，用作者簡介段落樣式，對齊方式手動設為「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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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傳宋　張擇端　清明易簡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傳宋　張擇端　清明上河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八
幅
畫
作
如
下
：
傳
為
張
擇
端
所
作
者
有
二
，

一
為
︿
清
明
易
簡
圖
﹀
︵
圖
一
︶
，
二
為
後
隔

水
題
有
﹁
東
府
同
觀
﹂
的
版
本
，
編
號
故
畫

一
四
三
二
。
︵
圖
二
︶
傳
為
明
代
仇
英
︵
約
西

元
一
四
九
四

∼

一
五
五
二
︶
所
作
者
有
三
，
編

號
依
次
為
故
畫
一
六○

四
、
故
畫
一
六○

五
、

故
畫
一
六○

六
。
︵
圖
三

∼

五
︶
另
一
幅
卷
後

有
文
徵
明
跋
﹁
吾
友
仇
君
實
父
臨
摹
﹂
的
︿
清

明
上
河
圖
﹀
，
仍
是
仇
英
傳
稱
作
品
，
實
則
畫
、

跋
皆
偽
，
應
為
清
人
手
筆
︵
圖
六
︶
，
由
李
石

曾
先
生
遺
贈
本
院
，
編
號
為
贈
畫
三
六
九
。
清

代
版
本
，
尚
有
沈
源
所
繪
的
一
幅
︵
圖
七
︶
，

以
及
陳
枚
、
孫
祜
、
金
昆
、
戴
洪
、
程
志
道
合

作
完
成
於
乾
隆
元
年
︵
西
元
一
七
三
六
︶
的
︿
清

院
本
﹀
︵
圖
八
︶
，
後
者
尤
為
知
名
。
上
述
畫
作
，

雖
然
源
自
宋
代
張
擇
端
︿
清
明
上
河
圖
﹀
，
但

畫
風
、
筆
墨
與
︽
石
渠
寶
笈
三
編
︾
收
錄
的
張

擇
端
本
並
不
相
類
，
應
成
於
明
清
時
代
。
︵
註
二
︶

以
院
藏
版
本
來
看
，
畫
卷
右
端
起
始
於
河

岸
鄉
間
，
河
流
穿
過
鄉
野
田
疇
，
河
上
行
船
若

干
，
不
時
有
縴
夫
曳
船
向
左
至
虹
橋
，
橋
上
岸

邊
，
眾
目
睽
睽
觀
看
大
船
過
橋
。
虹
橋
與
城
牆

間
是
市
井
活
動
，
穿
過
城
牆
後
河
流
向
畫
面
上

方
迆
邐
而
去
，
進
城
後
的
主
動
線
為
城
內
通
衢

大
街
，
可
謂
︿
清
明
上
河
圖
﹀
一
以
貫
之
的
構

圖
模
式
。

宋
代
以
後
，
歷
代
畫
師
在
此
特
定
構
圖
上

踵
事
增
華
。
汴
京
既
遠
，
畫
師
便
在
畫
中
摻
入

時
人
熟
悉
的
城
市
風
物
，
例
如
街
坊
、
舟
車
、

各
式
人
物
活
動
、
野
臺
戲
，
乃
至
龍
舟
競
渡
、

演
武
校
閱
、
宮
殿
建
築
等
，
成
了
當
代
的
風
俗

畫
卷
，
為
此
舊
題
注
入
新
意
，
仍
以
︿
清
明
上

河
圖
﹀
為
題
。
畫
中
景
物
換
成
了
當
地
的
城
市

樣
貌
，
實
為
畫
家
參
酌
己
身
環
境
，
賦
予
畫
中

景
觀
某
種
在
地
感
。
︵
註
三
︶

千
百
年
來
的
仿
作
者
，
不
斷
繪
出
符
合
︿
清

明
上
河
圖
﹀
架
構
的
風
俗
畫
卷
，
同
一
圖
式
在

不
同
作
畫
者
筆
下
卻
也
千
變
萬
化
，
各
有
不
同

的
設
色
與
筆
觸
。
徘
佪
在
﹁
同
﹂
與
﹁
異
﹂
之
間
，

卷
卷
相
似
，
卻
卷
卷
不
同
，
正
是
此
圖
魅
力
所

在
。

構
圖
的
典
範
與
稿
本
的
規
範─

︿
清
明

上
河
圖
﹀
的
重
繪
脈
絡 

︿
清
明
上
河
圖
﹀
之
所
以
吸
引
後
人
仿
作
，

不
同
的
時
空
背
景
亦
推
波
助
瀾
。
仿
作
之
風
始

於
南
宋
，
出
於
南
渡
之
士
去
國
懷
鄉
、
追
憶
汴

京
的
情
懷
。
明
代
中
晚
期
以
降
，
江
南
地
區
城

市
繁
榮
，
商
業
發
達
，
彷
彿
︿
清
明
上
河
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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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傳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故畫160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6　清人　清明上河圖　贈畫369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傳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故畫1604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傳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故畫160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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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傳宋　張擇端〈清明易簡圖〉（右）、〈清明上河圖〉（左）圍觀表演場景的U字型開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畫
中
城
市
繁
華
風
貌
再
現
，
此
環
境
氛
圍
使
得

︿
清
明
上
河
圖
﹀
深
獲
共
鳴
，
得
以
大
量
產
出
。

尤
其
蘇
州
地
區
的
畫
坊
，
常
將
畫
作
偽
託
前
代

畫
家
之
名
，
題
跋
款
識
皆
可
作
偽
，
以
售
予
欲

求
名
家
手
筆
的
購
畫
者
，
即
俗
稱
的
﹁
蘇
州

片
﹂
，
許
多
︿
清
明
上
河
圖
﹀
便
出
於
此
。
坊

間
畫
師
仿
張
擇
端
作
品
的
風
氣
固
然
由
來
已
久
，

託
名
當
代
畫
家
仇
英
作
此
圖
也
方
興
未
艾
，
兩

系
有
不
少
異
同
頗
堪
玩
味
。

以
人
物
活
動
為
例
，
虹
橋
與
城
牆
間
靠
城

門
處
的
﹁
圍
觀
表
演
﹂
，
是
各
版
本
的
必
備
場

景
，
院
藏
張
擇
端
一
系
與
仇
英
一
系
卻
見
差
異
。

傳
張
擇
端
本
，
圖
中
圍
觀
人
群
在
城
門
口
的
江

邊
聚
成
一

U
字
形
︵
圖
九
︶
，
傳
仇
英
本
圖
中

此
一
段
落
的
圍
觀
人
群
，
均
在
城
門
前
的
小
拱

橋
旁
圍
成
一
圈
。
︵
圖
十
︶
故
畫
一
六○

五
與

贈
畫
三
六
九
兩
圖
卷
末
近
宮
牆
處
，
還
增
加
了

藍
衣
女
子
走
索
表
演
。
︵
圖
十
一
︶
︿
清
院
本
﹀

中
這
兩
處
看
表
演
的
場
景
互
換
位
置
，
並
在
不

同
段
落
加
碼
各
式
賣
藝
種
類
。

場
景
部
份
，
傳
張
擇
端
作
的
兩
幅
，
大
架

構
雖
相
似
，
卻
各
有
獨
家
場
景
。
例
如
︿
易
簡

圖
﹀
的
虹
橋
上
是
達
官
過
橋
、
路
人
讓
道
，
卷

尾
繪
有
﹁
天
津
之
橋
﹂
，
橋
旁
林
間
尚
有
一
隊

士
兵
，
其
他
版
本
則
無
。
故
畫
一
四
三
二
的
城圖10　 傳明仇英〈清明上河圖〉圍觀表演場面比較，上圖為故畫1605，下排左為贈畫369、下排中為故畫1606、下排右為故畫160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7　清　沈源　清明上河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8　清院本清明上河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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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為
正
面
示
人
，
是
這
幾
圖
中
的
唯
一
一
例
，

卷
尾
為
龍
舟
競
渡
，
無
明
顯
宮
牆
可
區
隔
街
坊
，

且
這
兩
幅
作
品
卷
尾
場
景
差
異
甚
大
。

顯
然
在
︿
清
明
上
河
圖
﹀
流
傳
的
數
百
年

間
，
已
衍
生
多
種
稿
本
供
人
仿
作
時
參
考
，
甚

至
存
在
著
將
長
畫
卷
稿
本
拆
解
成
數
個
場
景
段

落
的
作
法
，
以
便
據
此
各
別
重
繪
。
在
符
合
此

圖
架
構
的
前
提
下
，
畫
師
得
以
擷
取
不
同
稿
本

的
片
段
組
合
成
畫
。
傳
張
擇
端
作
的
︿
易
簡
圖
﹀

及
故
畫
一
四
三
二
，
畫
中
屋
宇
方
向
、
虹
橋
行

人
、
城
牆
形
式
等
物
事
細
節
，
故
而
少
見
重
覆
。

惟
這
兩
幅
畫
中
城
門
前
圍
觀
表
演
群
眾
的

U
字

形
開
口
如
出
一
轍
，
不
同
稿
本
終
有
重
合
之
處
。

也
正
因
為
兩
圖
在
各
段
落
場
景
上
有
所
差
異
，

今
人
得
以
管
窺
哪
些
稿
本
曾
被
使
用
過
，
前
述

達
官
過
市
的
虹
橋
、
正
面
出
入
的
城
門
以
及
天

津
之
橋
等
獨
家
場
景
，
或
許
便
是
畫
師
從
當
時

各
式
稿
本
中
挑
選
而
來
。
各
種
寫
景
狀
物
的
視

角
和
詮
釋
方
式
，
便
在
畫
卷
上
留
下
了
蛛
絲
馬

跡
。

傳
仇
英
作
的
四
幅
畫
，
場
景
的
組
成
又
是

另
一
番
光
景
，
儘
管
各
有
不
同
設
色
風
格
，
但

房
舍
排
列
較
具
規
律
，
一
致
向
左
傾
斜
，
特
別

在
畫
幅
中
段
，
場
景
構
成
呈
現
共
通
性─

虹
橋

彼
端
河
岸
與
橋
頭
，
繪
有
三
處
店
鋪
房
舍
，
這圖12　傳明仇英〈清明上河圖〉虹橋對岸房舍，由上而下分別是故畫1604、1605、1606及贈畫36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1　 傳明仇英〈清明上河圖〉（故畫1605）與清人〈清明上河圖〉（贈畫369）宮牆外的校閱及走索表演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些
房
舍
樣
式
及
排
列
方
式
在
各
圖
中
似
曾
相
識
。

︵
圖
十
二
︶
往
左
，
城
門
口
附
近
旁
都
有
一
座

小
拱
橋
，
進
城
後
第
一
片
房
舍
處
有
一
牌
坊
，

過
了
牌
坊
，
房
舍
即
拐
彎
向
畫
面
左
下
方
折
，

隔
著
一
條
死
巷
為
第
二
段
的
富
室
宅
院
，
各
圖

皆
然
。
這
幾
個
版
本
至
少
都
具
備
鄉
間
、
虹
橋

及
城
內
這
三
個
段
落
。
故
畫
一
六○

五
及
贈
畫

三
六
九
的
篇
幅
較
長
，
同
樣
在
鄉
間
段
增
加
了

野
臺
戲
，
城
內
段
加
了
走
索
女
子
、
演
武
校
閱

與
龍
舟
競
渡
，
卷
尾
添
了
群
山
環
抱
、
山
水
相

間
的
宮
殿
，
畫
幅
中
段
仍
與
故
畫
一
六○

四
、

故
畫
一
六○

六
一
致
。



101　故宮文物月刊·第408期 2017年3月　100

求同與存異—試析清明上河圖的「仿作」脈絡

文物脈絡

由
此
觀
之
，
明
代
中
晚
期
曾
流
傳
一
套
﹁
仇

英
限
定
﹂
的
︿
清
明
上
河
圖
﹀
稿
本
，
對
於
畫

師
有
相
當
大
的
指
導
作
用
。
因
此
，
傳
為
仇
英

所
作
︵
含
仇
英
字
號
、
款
識
、
印
鑑
、
題
跋
等
︶

的
︿
清
明
上
河
圖
﹀
，
畫
幅
中
段
履
見
類
似
場

景
，
僅
人
物
動
作
和
數
量
、
牲
口
、
舟
車
，
以

及
山
水
、
樹
石
、
雲
霧
等
有
所
變
化
。
坊
間
畫

師
既
要
依
託
仇
英
之
名
作
︿
清
明
上
河
圖
﹀
，

被
視
為
﹁
仇
英
作
﹂
的
特
定
稿
本
自
然
沿
用
成

習
，
在
畫
坊
間
的
共
同
默
契
下
，
形
同
﹁
規
範
﹂
，

少
了
標
新
立
異
的
餘
地
。
這
幾
幅
傳
仇
英
本
，

畫
幅
中
段
很
可
能
只
有
一
種
約
定
成
俗
的
稿
本
，

各
圖
場
景
於
焉
雷
同
。
畫
幅
長
者
，
卷
首
卷
尾

該
增
繪
哪
些
物
事
，
也
遵
循
同
一
原
則
，
儼
然

︿
清
明
上
河
圖
﹀
的
一
支
小
傳
統
。

上
述
幾
圖
來
源
雖
同
，
仍
見
孤
例
。
院
藏

傳
仇
英
本
幾
乎
都
在
進
城
後
第
二
段
大
宅
院
旁

的
巷
子
繪
一
偏
門
，
門
牆
內
外
植
樹
，
牆
內
一

片
水
池
連
著
門
牆
。
︵
圖
十
三
︶
惟
故
畫
一
六

○

五
圖
中
第
二
段
大
宅
靠
巷
偏
門
的
內
側
並
無

植
樹
，
門
內
或
無
地
可
踏
足
︵
圖
十
四
︶
，
進

出
此
門
者
，
是
否
進
門
會
落
水
，
出
門
要
划
船
？

儘
管
可
能
只
是
作
畫
者
無
意
間
漏
畫
一
叢
樹
，

使
得
此
一
場
景
不
甚
合
理
，
院
藏
傳
仇
英
本
竟

僅
此
一
例
，
也
間
接
證
明
畫
中
樹
石
本
是
畫
師圖15　〈沈源本〉的「清明上墳」及〈清院本〉的「西洋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可
斟
酌
繪
製
的
範
圍
，
稿
本
並
不
限
制
，
畫
師

亦
非
照
本
宣
科
。

多
本
︿
清
明
上
河
圖
﹀
託
名
為
仇
英
作
，

實
因
仇
英
本
人
便
是
職
業
畫
工
出
身
、
成
名
於

蘇
州
的
畫
家
，
與
蘇
州
淵
源
甚
深
。
仇
英
在
世

時
已
不
乏
託
名
的
偽
畫
流
傳
市
面
，
仇
英
身
後
，

偽
畫
之
風
仍
不
衰
歇
。
對
蘇
州
畫
坊
而
言
，
仇

英
畢
竟
去
古
未
遠
，
畫
風
可
及
，
以
仇
英
之
名

作
︿
清
明
上
河
圖
﹀
無
疑
是
安
全
牌
，
眾
家
畫

坊
使
用
同
一
套
稿
本
，
才
好
將
畫
作
假
仇
英
大

名
販
售
。

相
形
之
下
，
北
宋
張
擇
端
原
創
的
︿
清
明

上
河
圖
﹀
，
雖
是
影
響
深
遠
的
典
範
，
後
世
畫

師
卻
未
執
著
特
定
稿
本
，
傳
張
擇
端
所
作
的
版

本
相
似
度
，
不
如
傳
仇
英
一
系
的
畫
作
高
。
仇

英
稿
本
終
究
較
晚
出
現
，
當
﹁
傳
張
擇
端
本
﹂

已
發
展
出
各
種
稿
本
供
人
挑
選
時
，
﹁
傳
仇
英

本
﹂
卻
反
以
特
定
稿
本
強
化
仇
英
款
識
的
可
信

圖14　 傳明仇英〈清明上河圖〉（故畫1605）進門落水的富室宅邸偏門放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3　各版富室宅邸偏門的比較，左上（故畫1606）、右上（故畫1605）、左下（贈畫369）、右下（故畫1604）。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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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脈絡

清
代
畫
院
佳
作
。
︿
清
院
本
﹀
雖
與
︿
沈
源
本
﹀

極
為
相
似
，
卻
非
照
單
全
收
，
例
如
﹁
清
明
上

墳
﹂
只
見
於
︿
沈
源
本
﹀
，
西
洋
樓
只
見
於
︿
清

院
本
﹀
等
。
︵
圖
十
五
︶
以
下
為
行
文
方
便
，

以
討
論
︿
清
院
本
﹀
為
主
。

︿
清
明
上
河
圖
﹀
自
北
宋
作
成
以
來
，
經

由
歷
代
的
仿
作
，
早
已
奠
定
深
厚
的
圖
式
傳
統
，

︿
清
院
本
﹀
並
未
多
作
改
變
，
細
節
卻
更
精
緻
。

此
版
本
多
數
場
景
、
橋
段
早
已
見
於
坊
間
作
品
，

可
知
是
畫
家
們
揉
合
坊
間
版
本
各
種
片
段
，
斟

酌
修
正
，
集
於
大
成
，
內
容
繁
而
不
雜
，
空
間

經
營
細
膩
嚴
謹
。
︿
清
院
本
﹀
畫
作
本
身
亦
有

創
新
，
畫
家
們
將
西
洋
透
視
觀
念
用
於
繪
製
此

圖
，
遠
近
景
物
大
小
比
例
近
乎
精
準
，
有
別
於

民
間
版
本
缺
乏
景
深
的
慣
性
，
運
用
西
法
的
︿
清

院
本
﹀
反
而
能
從
既
有
框
架
破
繭
而
出
，
呈
現

嶄
新
視
野
。

在
明
代
︿
清
明
上
河
圖
﹀
中
，
篇
幅
較
長

的
版
本
才
可
見
的
野
臺
戲
一
景
，
在
︿
清
院
本
﹀

被
刻
意
突
顯
，
以
加
重
鄉
間
段
落
的
份
量
，
使

卷
首
至
虹
橋
一
段
大
為
吸
睛
。
︿
清
院
本
﹀
戲

臺
有
別
於
明
代
版
本
，
以
側
面
朝
向
觀
畫
者
，

前
後
臺
戲
子
的
動
作
讓
觀
者
一
覽
無
遺
。
︵
圖

十
六
︶
畫
面
停
格
在
人
們
不
計
形
象
引
頸
痴
望

戲
臺
的
瞬
間
，
張
力
十
足
，
成
為
鄉
間
段
落
的

一
大
亮
點
。
︿
清
院
本
﹀
虹
橋
段
用
力
尤
深
，

滿
橋
店
鋪
攤
販
，
襯
托
虹
橋
之
巨
大
及
其
商
業

繁
盛
。
人
群
熙
來
攘
往
，
摩
肩
接
踵
，
自
虹
橋

彼
端
到
此
岸
橋
面
連
成
一
片
。
虹
橋
此
岸
，
人

聲
鼎
沸
，
縴
夫
曳
著
大
船
穿
過
橋
下
，
襯
著
既

大
器
又
霸
氣
的
虹
橋
，
只
此
一
段
，
便
教
觀
者

過
目
不
忘
。
︵
圖
十
七
︶
野
臺
戲
與
虹
橋
，
實

為
︿
清
院
本
﹀
唯
二
不
成
比
例
的
巨
大
場
景
，

正
是
作
畫
者
用
心
深
刻
的
設
計
。

從
城
牆
至
宮
牆
的
一
大
段
落
，
以
店
肆
、

攤
販
、
富
室
、
狀
元
居
、
民
宅
、
西
洋
樓
為
主
，

收
尾
處
則
為
金
明
池
與
宮
廷
御
苑
。
場
景
鋪
排

參
考
前
作
架
構
，
增
加
部
份
新
建
築
，
調
整
舊

本
部
份
人
物
活
動
在
︿
清
院
本
﹀
出
現
的
位
置
。

從
大
街
上
的
官
員
文
人
、
販
夫
走
卒
到
小
巷
裡

的
小
人
物
，
成
千
上
百
個
人
物
動
作
，
滑
稽
逗

趣
的
鏡
頭
，
定
格
在
宛
如
展
示
櫥
窗
的
畫
卷
中
，

趣
味
橫
生
，
是
清
代
畫
院
畫
家
們
致
力
營
造
出

﹁
盛
世
如
真
﹂
的
感
受
所
致
。
︵
註
六
︶

卷
尾
宮

廷
御
苑
，
雕
樑
畫
棟
極
盡
工
巧
，
煙
波
浩
渺
的

水
域
，
隔
開
牆
外
的
喧
嘩
，
省
卻
了
龍
舟
競
渡
，

這
片
區
域
顯
得
清
靜
，
與
卷
首
那
片
寧
謐
的
田

疇
，
遙
相
呼
應
。

圖17　〈清院本清明上河圖〉虹橋段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眾
畫
自
名
為
︿
清
明
上
河
圖
﹀
絕
非
信
口
開
河
，

所
憑
藉
的
正
是
世
人
對
此
圖
的
共
同
認
知
，
觀

者
視
而
可
識
，
察
而
見
意
，
進
而
消
費
。

︿
清
明
上
河
圖
﹀
雖
物
換
星
移
為
明
清
社

會
風
貌
的
畫
卷
，
摻
入
新
意
，
卻
仍
仿
古
，
陳

中
有
新
，
在
張
擇
端
構
圖
的
典
範
與
仇
英
稿
本

的
規
範
上
反
覆
產
出
，
生
生
不
息
。
眾
多
畫
作

的
相
同
，
正
好
見
證
︿
清
明
上
河
圖
﹀
根
深
蒂

固
的
傳
統
；
眾
多
畫
作
的
相
異
，
亦
能
從
中
推

敲
各
畫
坊
產
製
此
畫
的
作
法
，
即
便
各
種
畫
稿

出
於
何
人
之
手
早
已
不
可
考
。

盛
世
的
模
型─

帝
王
視
野
下
的
︿
清
明

上
河
圖
﹀

清
初
，
畫
院
也
開
始
重
繪
︿
清
明
上
河

圖
﹀
，
即
是
如
今
院
藏
最
著
名
的
︿
清
院
本
清

明
上
河
圖
﹀
。
︿
清
院
本
﹀
卷
首
題
有
﹁
繪
苑

璚
瑤
﹂
，
乾
隆
皇
帝
喻
為
畫
院
美
玉
。
依
落
款

所
示
，
此
本
成
於
乾
隆
元
年
，
可
考
的
資
料
顯

示
此
畫
已
於
雍
正
六
年
︵
西
元
一
七
二
八
︶
由

畫
院
著
手
繪
製
。
︵
註
四
︶

本
院
所
藏
的
另
一
清
代
版
本
，
出
自
雍
正
、

乾
隆
年
間
的
畫
家
沈
源
之
手
︵
以
下
稱
︿
沈
源

本
﹀
︶
，
以
赭
墨
白
描
為
基
調
，
風
格
清
新
淡
雅
，

與
︿
清
院
本
﹀
似
是
傳
移
模
寫
，
一
稿
二
本
。

︿
沈
源
本
﹀
成
畫
時
間
尚
難
斷
定
，
不
少
證
據

可
以
推
論
︿
沈
源
本
﹀
成
畫
在
先
，
︿
清
院
本
﹀

據
此
略
事
修
正
，
敷
彩
設
色
，
故
︿
沈
源
本
﹀

應
為
︿
清
院
本
﹀
的
稿
本
︵
註
五
︶
，
兩
者
皆
為

度
。
或
者
可
以
說
，
託
名
張
擇
端
的
畫
師
還
企

圖
在
既
定
框
架
中
求
變
，
大
事
不
虛
，
小
事
不

拘
，
託
名
仇
英
的
畫
師
則
務
求
取
信
於
人
，
隱

身
於
仇
英
背
後
，
將
同
一
稿
本
不
斷
複
製
，
繪

出
一
幅
幅
﹁
仇
英
版
清
明
上
河
圖
﹂
，
因
此
前

者
趨
異
，
後
者
趨
同
。
無
論
藉
哪
個
畫
家
之
名
，

圖16　清代〈沈源本〉及〈清院本〉的野臺戲場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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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陳
韻
如
，︿
張
擇
端
︽
清
明
上
河
圖
﹀
的
畫
意
新
解
﹀
，︽
美

術
史
研
究
集
刊
︾
第
三
十
四
期
，
二○

一
三
，
頁
五
一―

五
七
。

2.  

童
文
娥
，︿
繁
華
勝
景
多
風
采─

清
明
上
河
圖
特
展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三
九
七
期
，
二○

一
六
，
頁
七―

九
。

3.  

王
正
華
，
︿
過
眼
繁
華
：
晚
明
城
市
圖
、
城
市
觀
與
文
化
消

費
的
研
究
﹀
，
收
入
李
孝
悌
編
，
︽
中
國
的
城
市
生
活
︾
，

臺
北
：
聯
經
出
版
公
司
，
二○

○

五
，
頁
七
。

4.  

陳
韻
如
，
︿
製
作
真
境
：
重
估
︿
清
院
本
清
明
上
河
圖
﹀

在
雍
正
朝
畫
院
之
畫
史
意
義
﹀
，
︽
故
宮
學
術
季
刊
︾
第

二
十
八
卷
第
二
期
，
二○

一○

，
頁
三
二―

三
三
。

5.  

相
關
論
證
可
參
考
童
文
娥
，
︿
稿
本
乎
！
摹
本
乎
！
清
院
本

︿
清
明
上
河
圖
﹀
的
孿
生
兄
弟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三
二
六
期
，
二○

一○

，
頁
一○

二―

一
一
三
。

6.  

陳
韻
如
，
︿
製
作
真
境
：
重
估
︿
清
院
本
清
明
上
河
圖
﹀
在

雍
正
朝
畫
院
之
畫
史
意
義
﹀
，
︽
故
宮
學
術
季
刊
︾
第
二
八

卷
第
二
期
，
二○

一○

，
頁
三
十
四
。

7.  

童
文
娥
，
︿
清
院
本
︿
清
明
上
河
圖
﹀
及
其
相
關
問
題
﹀
，

︽
繪
苑
璚
瑤
︾
，
臺
北
：
國
立
故
宮
博
院
，
二○

一○

，
頁

一
九
八
。

8.  

同
註
一
，
頁
四
十
一
。

9.  

王
正
華
，
︿
乾
隆
朝
蘇
州
城
市
圖
像
：
政
治
權
力
、
文
化
消

費
與
地
景
塑
造
﹀
，
︽
中
央
研
究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集
刊
︾

第
五
十
集
，
二○

○

五
，
頁
一
二
八
。

參
考
書
目

1.  

童
文
娥
，
︿
稿
本
乎
！
摹
本
乎
！
清
院
本
︿
清
明
上
河
圖
﹀

的
孿
生
兄
弟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三
二
六
期
，
二○

一○

，
頁
一○

二―

一
一
八
。

2.  

童
文
娥
，︿
創
稿
如
真
－
清
沈
源
清
明
上
河
圖
新
詮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三
九
八
期
，
二○

一
六
，
九
八―

一
一○

。

3.  

童
文
娥
，︿
繁
華
勝
景
多
風
采
一
清
明
上
河
圖
特
展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三
九
七
期
，
二○

一
六
，
頁
四―

二
五
。

4.  

童
文
娥
，
︿
清
院
本
︿
清
明
上
河
圖
﹀
及
其
相
關
問
題
﹀
，

︽
繪
苑
璚
瑤
︾
，
臺
北
：
國
立
故
宮
博
院
，
二○

一○

，

一
九
五―

二○

九
。

5.  

陳
韻
如
，
︿
製
作
真
境
：
重
估
︿
清
院
本
清
明
上
河
圖
﹀

在
雍
正
朝
畫
院
之
畫
史
意
義
﹀
，
︽
故
宮
學
術
季
刊
︾
第

二
十
八
卷
第
二
期
，
二○

一○

，
頁
一―

六
四
。

6.  

陳
韻
如
，
︿
張
擇
端
︽
清
明
上
河
圖
﹀
畫
意
新
解
︾
，
︽
美

術
史
研
究
集
刊
︾
第
三
十
四
期
，
二○

一
三
，
頁
四
十
四―

一○

四
。

7.  

王
正
華
，
︿
乾
隆
朝
蘇
州
城
市
圖
像
：
政
治
權
力
、
文
化
消

費
與
地
景
塑
造
﹀
，
︽
中
央
研
究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集
刊
︾

第
五
十
集
，
二○

○

五
，
頁
一
一
五―

一
八
四
。

8.  

王
正
華
，
︿
過
眼
繁
華
：
晚
明
城
市
圖
、
城
市
觀
與
文
化
消

費
的
研
究
﹀
，
收
入
李
孝
悌
編
，
︽
中
國
的
城
市
生
活
︾
，

臺
北
：
聯
經
出
版
公
司
，
二○

○

五
，
頁
一―

五
十
七
。

園
林
、
皇
家
御
苑
與
西
洋
樓
，
是
﹁
集
大
成
﹂

的
其
中
一
面
，
盛
清
皇
帝
的
眼
界
與
宏
圖
可
及

之
處
。
︵
註
九
︶

此
畫
雖
僅
數
千
人
，
見
微
知
著

的
帝
國
形
象
展
現
無
遺
，
即
便
畫
中
無
人
穿
著

旗
裝
，
也
堪
代
表
當
朝
文
化
偉
業
，
難
怪
乾
隆

皇
帝
可
以
自
豪
了
。

從
︿
沈
源
本
﹀
的
白
描
到
︿
清
院
本
﹀
的

設
色
，
無
疑
讓
畫
中
景
物
更
立
體
，
更
是
超
越

既
有
的
格
局
。
這
一
幅
由
鄉
間
、
城
市
到
宮
苑

的
長
卷
畫
幅
，
彷
彿
畫
在
平
面
上
具
體
而
微
的

真
人
實
境
，
遠
非
坊
間
版
本
能
企
及
。
在
西
洋

技
法
的
運
用
下
，
這
幅
圖
像
毋
寧
更
接
近
盛
世

的
﹁
模
型
﹂
，
畫
卷
上
緣
消
失
的
遠
方
是
盛
世

無
涯
之
境
，
於
是
︿
清
明
上
河
圖
﹀
成
了
寄
託

帝
王
理
想
的
載
體
。

至
此
，
︿
清
明
上
河
圖
﹀
已
有
明
確
的
﹁
官

方
定
義
﹂
，
不
只
是
市
井
風
俗
的
畫
卷
，
而
是

太
平
盛
世
，
畫
作
的
意
義
很
難
再
有
其
他
詮
釋
。

由
眾
畫
家
無
一
懈
筆
的
精
湛
畫
藝
成
就
的
︿
清

院
本
﹀
，
再
無
版
本
可
堪
比
擬
，
可
謂
登
峰
造

極
的
終
極
版
本
，
他
人
就
算
繼
續
畫
下
去
，
終

究
難
以
媲
美
。

清
朝
畫
院
以
民
間
流
行
的
題
材
︿
清
明
上

河
圖
﹀
，
產
出
所
謂
的
︿
清
院
本
﹀
，
自
是
不

同
凡
響
的
大
手
筆
。
畫
院
既
有
畫
壇
菁
英
齊
聚
，

兼
有
中
西
藝
術
資
源
，
作
此
畫
自
不
會
只
為
跟

民
間
版
本
較
勁
。
畫
院
任
務
本
為
奉
旨
作
畫
，

除
了
皇
帝
指
定
的
各
種
題
材
，
還
包
括
摹
製
宋
、

元
、
明
名
畫
，
作
畫
還
須
﹁
起
稿
呈
覽
，
准
時

再
畫
﹂
︵
註
七
︶
，
重
繪
數
百
年
來
民
間
流
傳
甚

廣
的
風
俗
題
材
︿
清
明
上
河
圖
﹀
，
意
味
此
一

民
間
流
行
的
題
材
已
然
受
到
皇
帝
重
視
。
皇
帝

對
這
個
題
材
的
理
解
與
要
求
，
自
然
左
右
畫
院

作
畫
的
方
向
，
也
注
定
此
圖
不
會
停
留
在
民
間

畫
坊
的
層
次
。

回
到
︿
清
明
上
河
圖
﹀
的
畫
旨
來
看
，
不

少
學
者
認
為
，
張
擇
端
作
︿
清
明
上
河
圖
﹀
，
﹁
清

明
﹂
一
詞
包
含
政
治
清
明
之
意
。
︵
註
八
︶

雍
、

乾
二
帝
所
解
讀
的
﹁
清
明
﹂
也
偏
向
政
治
層
面
，

並
不
特
指
清
明
時
節
，
皇
帝
的
理
念
，
表
現
在
畫

卷
題
跋
上
。
︿
清
院
本
﹀
前
有
梁
詩
正
︵
西
元

一
六
九
七

∼

一
七
六
三
︶
書
乾
隆
皇
帝
御
題
詩
：

﹁
蜀
錦
裝
全
璧
，
吳
工
聚
碎
金
。
謳
歌
萬
井
富
，

城
闕
九
重
深
。
盛
事
誠
觀
止
，
遺
踪
借
探
尋
。

當
時
誇
豫
大
，
此
日
歎
徽
欽
。
﹂
︵
圖
十
八
︶

此
詩
題
於
乾
隆
七
年
︵
西
元
一
七
四
二
︶
壬
戌

春
三
月
，
距
離
此
畫
起
稿
時
間
已
有
十
餘
年
，

未
必
是
雍
正
朝
作
畫
的
用
意
，
仍
代
表
乾
隆
朝

的
官
方
說
法
。

乾
隆
皇
帝
不
曾
寓
目
北
宋
張
擇
端
的
真
跡
，

但
根
據
清
宮
收
藏
版
本
，
多
少
能
揣
想
張
擇
端

原
作
樣
貌
，
﹁
盛
事
誠
觀
止
，
遺
踪
借
探
尋
﹂
，

透
露
想
要
探
尋
歷
史
陳
跡
的
心
情
。
﹁
當
時
誇

豫
大
，
此
日
歎
徽
欽
﹂
一
句
，
﹁
當
時
﹂
對
比
﹁
此

日
﹂
，
同
樣
﹁
清
明
﹂
，
興
亡
殊
途
。
乾
隆
皇

帝
題
詩
，
既
自
我
惕
勵
，
也
借
今
諷
古
，
於
古
，

嘆
歷
史
興
亡
，
於
今
，
讚
政
治
清
明
。
︿
清
院
本
﹀

正
逢
清
朝
國
勢
蒸
蒸
日
上
，
反
觀
張
擇
端
︿
清

明
上
河
圖
﹀
卻
是
北
宋
亡
國
前
的
畫
作
，
所
處

背
景
不
可
同
日
而
語
，
乾
隆
皇
帝
有
意
無
意
地

酸
了
史
上
第
一
幅
︿
清
明
上
河
圖
﹀
及
其
所
處

的
宋
徽
宗
時
代
，
感
嘆
在
詩
中
，
自
豪
在
言
外
。

︿
清
院
本
﹀
既
見
滿
眼
新
綠
的
時
令
，
又

見
河
清
海
晏
的
氛
圍
，
百
姓
風
俗
淳
美
，
百
業

欣
欣
向
榮
，
才
是
畫
卷
傳
達
的
意
象
，
︿
沈
源

本
﹀
卷
首
的
上
墳
場
景
在
︿
清
院
本
﹀
也
不
再

出
現
。
畫
家
不
但
圖
繪
男
女
老
少
、
士
農
工
商

的
日
常
生
活
百
態
，
也
穿
插
升
斗
小
民
失
序
的

小
橋
段
在
畫
卷
中
多
處
不
起
眼
的
角
落
裡
，
儘

管
只
佔
全
畫
數
千
人
裡
的
極
小
比
例
，
足
使
全

畫
臨
場
真
實
感
大
增
，
太
平
盛
世
便
成
實
境
而

非
幻
境
。

︿
清
明
上
河
圖
﹀
由
畫
坊
之
流
提
升
到
畫

院
之
作
，
紅
塵
俗
世
的
畫
卷
成
了
太
平
盛
世
的

圖
像
；
也
唯
有
畫
院
出
手
，
才
能
跳
脫
坊
間
︿
清

明
上
河
圖
﹀
的
窠
臼
，
由
街
坊
市
井
的
風
俗
圖

像
轉
化
成
帝
王
的
視
野
。
此
畫
中
的
江
南
特
色

結
語

北
宋
畫
院
翰
林
張
擇
端
首
作
︿
清
明
上

河
圖
﹀
，
數
百
年
來
輾
轉
流
傳
於
民
間
，
形

成
格
套
化
圖
式
，
令
後
人
仿
之
又
仿
，
歷
久

不
衰
，
實
以
﹁
仿
作
﹂
為
主
流
，
﹁
俗
套
﹂

成
典
範
，
反
而
造
就
此
題
材
的
獨
特
性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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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代
畫
院
的
投
入
下
，
開
創
新
局
，
繪
製
出
宛

如
模
型
一
般
的
︿
清
院
本
﹀
。
在
此
意
義
上
，

︿
清
院
本
﹀
既
臻
於
數
百
年
來
︿
清
明
上
河
圖
﹀

的
巔
峰
，
無
人
超
越
，
形
同
終
結
。

作
者
為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歷
史
研
究
所
碩
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