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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二

康
熙
皇
帝
在
聽
政
餘
暇
，
不
分
寒
暑
，
惟

以
讀
書
寫
字
為
事
。
他
手
批
臣
工
奏
摺
，
從
不

假
手
他
人
，
主
要
與
他
的
勤
習
書
法
有
關
。
︵
圖

一
︶
他
自
己
說
過
：

 

朕
自
幼
好
臨
池
，
每
日
寫
千
餘
字
，
從
無
間

斷
。
凡
古
名
人
之
墨
蹟
石
刻
，
無
不
細
心
臨

摹
，
積
今
三
十
餘
年
，
實
亦
性
之
所
好
。
即

朕
清
字
，
亦
素
敏
速
，
從
無
錯
誤
。
凡
批
答

督
撫
摺
子
及
硃
筆
上
諭
，
皆
朕
親
書
，
並
不

起
稿
。

康
熙
皇
帝
深
悉
﹁
人
君
之
學
﹂
不
在
書
法
，

﹁
朕
非
專
攻
書
法
，
但
暇
時
游
情
翰
墨
耳
。
﹂

康
熙
皇
帝
的
書
法
，
自
幼
即
得
真
傳
。
︽
聖
祖

仁
皇
帝
庭
訓
格
言
︾
一
書
記
載
康
熙
皇
帝
自
述

學
習
書
法
的
經
過
云
：

 

朕
八
歲
登
極
，
即
知
黽
勉
學
問
。
彼
時
教
我

句
讀
者
，
有
張
、
林
二
內
侍
，
俱
係
明
時
多
讀

書
人
。
其
教
書
惟
以
經
書
為
要
，
至
於
詩
文
，

則
在
所
後
。
及
至
十
七
、
八
，
更
篤
於
學
，
逐

日
未
理
事
前
五
更
即
起
誦
讀
，
日
暮
理
事
稍

暇
，
復
講
論
琢
磨
，
竟
至
過
勞
，
痰
中
帶
血
，

亦
未
少
輟
。
朕
少
年
好
學
如
此
，
更
耽
好
筆

墨
。
有
翰
林
沈
荃
，
素
學
明
時
董
其
昌
字
體
，

曾
教
我
書
法
，
張
、
林
二
內
侍
，
俱
及
見
明
時

善
於
書
法
之
人
，
亦
常
指
示
，
故
朕
之
書
法
，

有
異
於
尋
常
人
者
以
此
。

日
本
學
者
稻
葉
君
山
著
︽
清
朝
全
史
︾
曾

比
較
盛
清
諸
帝
書
法
，
原
書
指
出
，
乾
隆
皇
帝

於
書
法
，
酷
愛
董
其
昌
，
與
康
熙
皇
帝
相
似
，

為
當
時
畫
家
張
得
天
所
傾
倒
。
乾
隆
皇
帝
的
書

法
雖
妙
，
似
少
氣
魄
，
康
熙
皇
帝
則
骨
力
有
餘
，

豐
潤
不
足
。
康
熙
皇
帝
酷
愛
董
其
昌
的
書
法
，

主
要
是
受
到
翰
林
沈
荃
的
影
響
。

江
南
人
文
薈
萃
，
不
僅
是
經
濟
較
為
富
庶
的
地
區
，
同
時
也
是
知
識
分
子
較
密
集
的
文
化
中
心
。
由
於
南
明
政
權

的
統
治
，
滿
漢
畛
域
，
此
疆
彼
界
的
存
在
，
亟
待
統
治
者
的
化
解
，
清
朝
皇
帝
的
南
巡
，
有
助
於
民
族
矛
盾
的
消

弭
。
康
熙
皇
帝
南
巡
駐
蹕
期
間
，
召
見
地
方
文
武
各
員
，
賞
賜
御
書
，
君
臣
互
動
良
好
，
有
助
於
政
治
生
命
共
同

體
的
形
成
。
康
熙
皇
帝
勤
習
書
法
，
筆
力
雄
健
，
結
撰
精
整
。
江
南
名
勝
古
蹟
，
因
有
康
熙
皇
帝
的
御
書
留
題
，

而
使
山
川
生
色
，
也
形
成
了
地
方
文
化
的
特
色
。

翠
華
南
幸

以
康
熙
皇
帝
南
巡
御
書
留
題
為
中
心

莊
吉
發

翰
林
沈
荃
，
字
貞
蕤
，
號
繹
堂
，
江
蘇
華

亭
人
，
其
書
法
，
為
時
人
所
倣
效
。
閩
浙
總
督

范
時
崇
具
摺
奏
稱
：
﹁
臣
自
幼
時
所
寫
之
倣
，

係
臣
父
同
榜
進
士
沈
荃
所
書
，
筆
多
帶
行
，
字

如
栗
大
。
﹂
康
熙
皇
帝
每
當
作
書
下
筆
時
，
常

令
沈
荃
侍
於
左
右
，
沈
荃
即
指
出
其
缺
失
，
並

分
析
原
因
。
康
熙
皇
帝
有
時
自
書
大
字
，
令
沈

荃
題
於
後
。
康
熙
十
六
年
︵
一
六
七
七
︶
五
月

十
四
日
辰
刻
，
講
官
喇
沙
里
等
進
講
畢
，
沈
荃

進
呈
遵
旨
草
書
︽
千
字
文
︾
、
︽
百
家
姓
︾
。

康
熙
皇
帝
觀
賞
過
後
，
即
將
御
書
漢
字
二
幅
賞

賜
沈
荃
，
並
令
喇
沙
里
傳
諭
說
：
﹁
朕
素
好
翰

墨
，
以
爾
善
於
書
法
，
故
時
令
書
寫
各
體
，
備

朕
摹
倣
玩
味
。
今
將
朕
所
書
之
字
賜
汝
，
非
以

為
佳
，
但
以
摹
倣
爾
字
，
故
賜
汝
觀
之
，
果
相

似
否
？
﹂
沈
荃
奉
到
御
筆
後
，
讚
歎
康
熙
皇
帝

的
書
法
，
﹁
精
妙
已
極
，
實
由
天
縱
。
﹂

沈
荃
曾
學
董
其
昌
字
體
，
康
熙
皇
帝
喜
歡

臨
摹
其
書
法
，
沈
荃
又
從
旁
指
點
，
康
熙
皇
帝

的
書
法
遂
能
﹁
異
於
尋
常
人
﹂
。
他
於
︿
跋
董

其
昌
書
﹀
︵
圖
二
︶
中
指
出
，
﹁
朕
觀
昔
人
墨
蹟
，

華
亭
董
其
昌
書
晝
錦
堂
記
，
字
體
通
媚
，
於
晉

唐
人
中
，
獨
出
新
意
，
製
以
為
屏
，
列
諸
座
右
，

晨
夕
流
覽
，
寧
不
遠
勝
鏤
金
錯
彩
者
歟
！
﹂
董

其
昌
書
法
最
大
特
色
，
就
是
高
秀
圓
潤
，
丰
神

獨
絕
。
康
熙
皇
帝
觀
察
其
結
構
字
體
後
指
出
，

董
其
昌
書
法
，
主
要
是
源
於
晉
人
。
康
熙
十
六

年
︵
一
六
七
七
︶
十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
康
熙
皇

帝
親
跋
︿
王
右
軍
書
曹
娥
碑
真
蹟
﹀
云
：
﹁
曹

娥
碑
相
傳
為
晉
王
右
軍
將
軍
王
羲
之
得
意
書
。

今
覩
真
蹟
，
筆
勢
清
圓
秀
勁
，
眾
美
兼
備
，
古

來
楷
法
之
精
，
未
有
與
之
匹
者
。
至
今
千
餘
年
，

神
彩
生
動
，
透
出
絹
素
之
外
。
朕
萬
幾
餘
暇
，
披

圖1　清初　康熙帝便裝寫字像　軸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國立故宮博物院，《康熙大帝與太陽王路易十四—中法文化與藝術的交

會特展》

圖2　 《御製文集》卷18　跋董其昌書　清康熙53年蔣漣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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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
摹
倣
，
覺
晉
人
風
味
，
宛
在
几
案
間
，
因
書
數

言
識
之
。
﹂
王
羲
之
曹
娥
碑
真
蹟
︵
圖
三
︶
，
筆

勢
清
圓
秀
勁
，
確
實
是
希
代
珍
寶
，
千
餘
年
來
，

依
然
神
彩
生
動
，
康
熙
二
十
一
年
︵
一
六
八
二
︶

二
月
初
八
日
，
康
熙
皇
帝
︿
跋
董
其
昌
書
﹀
指

出
，
以
屏
風
裝
潢
告
成
，
尚
餘
縑
素
，
詹
事
沈

圖3　晉　王羲之　書孝女曹娥碑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清　康熙皇帝行書七言絕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初集》卷20　南巡筆記　清康熙間內府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荃
也
是
華
亭
人
，
與
董
其
昌
同
鄉
，
又
素
學
董

其
昌
筆
法
，
於
是
命
沈
荃
續
書
題
跋
。
沈
荃
之

子
沈
宗
敬
，
亦
善
書
法
，
沈
荃
卒
後
，
沈
宗
敬
以

編
修
入
直
南
書
房
，
康
熙
皇
帝
命
作
大
小
行
楷
，

猶
意
其
父
沈
荃
，
曾
諭
大
學
士
李
光
地
稱
：
﹁
朕

初
學
書
，
宗
敬
父
荃
，
指
陳
得
失
，
至
今
作
字
，

未
嘗
不
思
其
勤
也
。
﹂
由
此
可
知
康
熙
皇
帝
喜

歡
董
其
昌
的
書
法
，
主
要
是
受
到
沈
荃
的
影
響
。

︵
圖
四
︶

康
熙
皇
帝
南
巡
期
間
，
在
行
宮
讀
書
寫

字
，
每
至
深
夜
，
樂
此
不
疲
，
所
到
之
處
，
御

書
留
題
，
頗
具
歷
史
文
化
意
義
。
康
熙
二
十
三

年
︵
一
六
八
四
︶
，
康
熙
皇
帝
首
次
南
巡
。
︽
南

巡
筆
記
︾
記
載
，
是
年
﹁
秋
九
月
，
陳
請
兩
宮
，

暫
違
定
省
。
二
十
八
日
，
出
京
師
，
經
河
間
，

過
德
州
，
閱
濟
南
城
，
觀
趵
突
泉
，
題
曰
激

湍
。
﹂
。
︵
圖
五
︶
︽
起
居
注
冊
︾
記
載
較
詳
，

是
年
九
月
二
十
八
日
，
康
熙
皇
帝
由
午
門
出
正

陽
門
，
駐
蹕
永
清
。
同
年
十
月
初
八
日
，
駕
至

濟
南
府
趵
突
泉
亭
，
臨
泉
覽
視
，
稱
賞
不
已
。

山
東
巡
撫
徐
旭
齡
奏
請
御
筆
留
題
。
康
熙
皇
帝

以
趵
突
泉
為
名
勝
之
地
，
即
援
筆
大
書
﹁
激
湍
﹂

二
字
。
侍
講
學
士
高
士
奇
等
扈
從
諸
臣
、
山
東

巡
撫
徐
旭
齡
瞻
仰
御
書
後
讚
嘆
御
書
神
妙
，
真

有
﹁
龍
跳
鳳
舞
之
勢
﹂
，
山
泉
生
色
。
康
熙
皇

帝
命
扈
從
諸
臣
各
書
二
字
留
之
泉
亭
，
以
傳
來

許
。
一
鼓
後
，
侍
衛
二
格
捧
出
御
書
﹁
清
漪
﹂

二
字
賜
諸
臣
觀
覽
。
因
山
東
巡
撫
徐
旭
齡
以
衙

署
內
有
珍
珠
泉
，
奏
請
御
書
留
題
，
康
熙
皇
帝

即
以
﹁
清
漪
﹂
二
字
賜
之
。
大
學
士
明
珠
等
瞻

仰
宸
翰
後
指
出
，
御
書
筆
墨
飛
舞
，
備
極
其
妙
，



73　故宮文物月刊·第409期 2017年4月　72

翠華南幸—以康熙皇帝南巡御書留題為中心

專輯二

﹁
清
漪
﹂
二
字
，
意
義
尤
美
。
同
年
十
月
十
一

日
早
，
康
熙
皇
帝
率
從
官
登
泰
山
，
於
天
仙
殿

行
禮
，
御
書
﹁
坤
元
叶
德
﹂
四
大
字
，
懸
額
殿
中
。

回
行
宮
後
，
將
御
書
﹁
普
照
乾
坤
﹂
四
大
字
、
﹁
雲

峯
﹂
二
大
字
，
宣
示
從
臣
。
扈
從
諸
臣
瞻
仰
後

指
出
，
御
書
筆
力
雄
健
，
結
撰
精
整
。
康
熙
皇

帝
諭
令
將
﹁
普
照
乾
坤
﹂
四
大
字
於
孔
子
小
天

下
處
建
亭
懸
額
，
﹁
雲
峯
﹂
二
字
，
則
令
於
泰

山
極
頂
處
磨
崖
勒
石
。

康
熙
二
十
三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
康
熙
皇

帝
駕
幸
揚
州
後
，
登
覽
蜀
岡
棲
靈
寺
平
山
堂
等

名
勝
，
御
書
﹁
怡
情
﹂
二
字
，
留
題
於
平
山
堂
。

康
熙
皇
帝
駕
幸
天
寧
寺
時
，
御
書
﹁
蕭
閒
﹂
二

字
。
十
月
二
十
四
日
，
康
熙
皇
帝
乘
沙
船
渡
揚

子
江
。
次
早
，
登
金
山
游
龍
禪
寺
，
御
題
﹁
江

天
一
攬
﹂
四
字
。
十
月
二
十
八
日
，
駕
幸
蘇
州

觀
惠
泉
山
。
是
日
，
康
熙
皇
帝
以
蘇
州
鄉
官
汪

琬
原
係
翰
林
，
為
人
厚
重
，
學
問
優
通
，
且
居

鄉
安
靜
，
不
預
外
事
，
因
此
，
特
賜
御
筆
手
卷

一
軸
。
同
年
十
一
月
初
四
日
，
康
熙
皇
帝
親
書

手
卷
一
軸
賜
江
寧
府
知
府
于
成
龍
。
是
日
，
令

大
學
士
明
珠
傳
諭
于
成
龍
曰
：

 

朕
於
京
師
即
聞
爾
知
府
于
成
龍
居
官
廉
潔
，

今
臨
幸
此
地
，
諮
訪
與
前
所
聞
無
異
，
是
用

賜
爾
朕
親
書
手
卷
一
軸
。
朕
所
書
字
，
非
爾

康
熙
三
十
八
年
︵
一
六
九
九
︶
，
康
熙
皇

帝
第
三
次
南
巡
。
是
年
二
月
初
三
日
凌
晨
，
由

東
華
門
出
崇
文
門
至
大
通
橋
登
舟
，
過
通
州
。

二
月
初
四
日
，
駐
蹕
新
河
長
樂
營
地
方
。
是
日
，

賜
直
隸
巡
道
趙
弘
燮
御
書
﹁
清
惠
不
群
﹂
四
大

字
，
並
傳
諭
曰
：
﹁
爾
父
趙
良
棟
矢
志
報
國
，

克
殫
勤
勞
，
歷
事
戎
行
，
茂
著
勳
績
，
朕
迄
今

猶
追
念
之
，
以
爾
兄
弟
係
功
臣
之
子
，
未
必
玷

辱
先
人
，
故
皆
擢
用
，
授
以
文
武
要
職
。
今
復

以
此
四
字
賜
汝
，
此
後
益
當
砥
礪
廉
潔
，
廣
宣

惠
愛
，
以
副
朕
視
民
如
子
之
至
意
。
﹂

康
熙
三
十
八
年
二
月
十
二
日
，
康
熙
皇
帝

駐
蹕
桑
園
地
方
，
賜
天
津
總
兵
潘
育
龍
御
書
︽
杜

若
賦
︾
一
幅
、
︽
淵
鑑
齋
法
帖
︾
一
部
。
二
月

十
八
日
，
駐
蹕
兩
響
閘
地
方
。
原
任
刑
部
侍
郎

任
克
溥
來
朝
，
賜
御
書
﹁
冰
壺
朗
印
﹂
四
大
字
，

臨
米
芾
︽
天
馬
賦
︾
一
卷
。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

駐
蹕
赤
山
，
賜
山
東
巡
撫
王
國
昌
、
布
政
使
劉

暟
、
按
察
使
李
基
和
︽
淵
鑑
齋
法
帖
︾
各
一
部
。

康
熙
三
十
八
年
三
月
初
四
日
，
駐
蹕
淮
安

府
城
。
是
晚
登
舟
，
賜
總
漕
桑
格
﹁
激
引
清
風
﹂

四
大
字
，
墨
刻
︽
金
剛
經
︾
、
︽
龍
虎
臺
賦
︾

手
卷
、
︽
秋
清
賦
︾
、
︽
耕
織
圖
︾
各
一
冊
。

三
月
初
八
日
，
駐
蹕
揚
州
府
城
內
。
賜
原
任
工

部
侍
郎
李
柟
御
書
﹁
多
識
畜
德
﹂
四
大
字
、
對 圖6　 滿文本《起居注冊》　康熙23年11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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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職
官
應
得
者
，
特
因
嘉
爾
清
操
，
以
示
旌

揚
。
︵
圖
六
︶

康
熙
皇
帝
雖
然
重
視
書
法
，
勤
於
寫
字
，
但
是

他
不
輕
易
親
書
賞
賜
品
級
較
低
職
官
。

康
熙
二
十
八
年
︵
一
六
八
九
︶
正
月
初
八

日
，
康
熙
皇
帝
第
二
次
南
巡
。
︵
圖
七
︶
是
日

黎
明
自
午
門
出
正
陽
門
。
正
月
十
三
日
，
駐
蹕

山
東
德
州
西
關
。
康
熙
皇
帝
曾
撰
孔
子
、
孟
子

及
周
公
廟
碑
文
各
一
篇
，
手
書
勒
石
。
衍
聖
公

孔
毓
圻
等
奏
請
御
書
墨
本
以
為
世
寶
，
因
此
，

命
將
孔
子
、
孟
子
、
周
公
廟
碑
文
裝
潢
成
冊
，

分
賜
衍
聖
公
孔
毓
圻
、
博
士
孟
貞
仁
等
。
正
月

十
六
日
辰
刻
，
駕
進
濟
南
府
，
因
訪
民
俗
之
便
，

觀
賞
趵
突
、
珍
珠
二
泉
。
扈
從
諸
臣
及
山
東
巡

撫
錢
珏
等
公
請
御
筆
留
題
為
名
泉
光
寵
，
康
熙

皇
帝
御
亭
書
寫
﹁
作
霖
﹂
二
大
字
。

康
熙
皇
帝
因
禹
王
廟
禮
器
簡
少
，
屋
宇

傾
頹
，
特
撰
上
諭
，
親
至
禹
王
廟
致
祭
。
康
熙

二
十
八
年
二
月
十
六
日
，
駐
蹕
杭
州
府
行
宮
，
親

書
﹁
地
平
天
成
﹂
四
字
，
懸
掛
於
禹
王
廟
宇
下
，

並
著
地
方
官
修
理
廟
宇
。
同
年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

康
熙
皇
帝
以
兩
江
總
督
傅
臘
塔
、
將
軍
博
濟
、

江
南
提
督
將
軍
楊
捷
同
效
勤
勞
，
故
手
書
御
製

詩
賜
之
。
傅
臘
塔
等
均
表
示
銘
諸
肺
腑
，
戴
恩

圖
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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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二

聯
一
副
、
唐
詩
一
幅
；
賜
原
任
布
政
使
汪
楫
﹁
游

詠
清
風
﹂
四
大
字
，
並
字
一
幅
；
原
任
給
事
中
李

宗
孔
亦
賜
﹁
游
詠
清
風
﹂
四
大
字
，
並
字
一
幅
；

賜
揚
州
府
天
寧
寺
僧
廣
元
御
書
﹁
禪
心
澄
水
月
﹂

五
大
字
、
﹁
佛
門
堂
﹂
三
大
字
、
﹁
皓
月
禪
心
﹂

四
大
字
、
﹁
寄
懷
閑
竹
﹂
四
大
字
；
賜
興
教
寺

僧
廣
徹
﹁
西
來
法
﹂
三
大
字
；
賜
北
峙
僧
廣
證

﹁
法
律
禪
﹂
三
大
字
。
三
月
初
九
日
，
駐
蹕
江

天
寺
，
賜
糧
道
劉
德
芳
御
書
﹁
龍
飛
﹂
二
大
字
、

﹁
揚
仁
風
﹂
三
大
字
、
並
字
一
幅
、
手
卷
一
軸
；

鳳
廬
道
佟
毓
秀
、
揚
州
府
知
府
傅
澤
洪
賜
御
書

字
各
一
幅
；
賜
揚
州
鹽
商
張
文
秀
御
書
﹁
松
風
﹂

二
大
字
、
手
卷
一
軸
；
賜
天
寧
寺
僧
廣
元
御
書

﹁
鷹
堂
﹂
二
大
字
：
賜
北
來
寺
僧
﹁
上
崇
﹂
二

大
字
、
﹁
慈
雲
﹂
二
大
字
。
三
月
十
一
日
，
駐

蹕
興
豐
，
賜
江
天
寺
僧
超
樂
御
書
︽
心
經
︾
，

並
字
四
幅
；
賜
僧
明
真
御
書
﹁
雲
峯
﹂
二
大
字
，

﹁
松
風
石
﹂
三
大
字
、
並
字
一
幅
；
賜
避
風
館

僧
源
恒
御
書
﹁
甘
露
門
﹂
三
大
字
、
︽
金
剛
經
︾

一
部
；
賜
僧
明
融
御
書
﹁
超
峯
﹂
二
大
字
、
經

一
部
；
賜
僧
妙
覺
御
書
﹁
禪
棲
﹂
二
大
字
、
經

一
部
；
賜
僧
僧
瀾
御
書
﹁
善
覺
﹂
二
大
字
、
經

一
部
；
賜
僧
慧
光
等
九
人
經
各
一
部
。

康
熙
三
十
八
年
三
月
十
五
日
，
駐
蹕
蘇
州

府
城
內
。
是
日
，
康
熙
皇
帝
御
筆
臨
董
其
昌
書

﹁
家
雞
野
鶩
春
蚓
秋
蛇
﹂
八
大
字
，
命
中
使
齎

示
掌
院
學
士
韓
菼
。
韓
菼
奏
曰
：
﹁
皇
上
御
筆

書
法
，
不
啻
龍
飛
鳳
舞
，
晉
唐
名
迹
所
不
及
，

何
況
其
昌
。
﹂
因
此
，
奏
請
賞
賜
御
書
八
字
，

奉
為
永
寶
。
中
使
入
奏
，
隨
後
中
使
捧
出
御
書

﹁
東
南
雲
峯
﹂
四
大
字
，
並
賜
御
書
﹁
家
雞
野

鶩
春
蚓
秋
蛇
﹂
八
大
字
。
韓
菼
瞻
仰
﹁
東
南
雲

峯
﹂
四
大
字
後
指
出
，
御
書
筆
法
超
絕
，
於
是

奏
請
勒
石
虎
丘
，
以
彰
榮
遇
。
三
月
十
六
日
，

駐
蹕
蘇
州
府
。
是
日
，
賜
江
蘇
巡
撫
宋
犖
御
書

﹁
仁
惠
諴
民
﹂
四
大
字
、
﹁
懷
抱
清
朗
﹂
四
大
字
、

臨
米
字
一
幅
、
︽
天
馬
賦
︾
一
卷
、
詩
扇
一
柄
、

︽
淵
鑑
齋
法
帖
︾
一
部
、
︽
耕
織
圖
︾
一
部
；

賜
提
督
張
雲
翼
御
書
﹁
思
無
邪
﹂
三
大
字
、
字

一
幅
、
手
卷
一
幅
、
詩
扇
一
柄
、
︽
淵
鑑
齋
法

帖
︾
一
部
、
︽
耕
織
圖
︾
一
部
。
三
月
十
八
日
，

駐
蹕
蘇
州
府
，
賜
兩
江
總
督
張
鵬
翮
御
書
一

幅
。
三
月
十
九
日
，
駐
蹕
蘇
州
府
。
賜
蘇
州
織

造
李
煦
御
書
﹁
脩
竹
清
風
﹂
四
大
字
、
字
二
幅
；

賜
原
任
尚
書
翁
叔
元
墨
刻
︽
金
剛
經
︾
、
︽
孝

經
︾
、
︽
草
訣
百
韻
歌
︾
、
︽
耕
織
圖
︾
、
御

書
詩
扇
字
三
幅
；
賜
原
任
尚
書
王
日
藻
墨
刻
︽
金

剛
經
︾
、
︽
孝
經
︾
、
︽
草
訣
百
韻
歌
︾
、
︽
耕

織
圖
︾
，
並
御
書
﹁
連
雲
﹂
二
大
字
、
字
三
幅
。

賜
原
任
御
使
徐
樹
穀
墨
刻
︽
金
剛
經
︾
、
︽
孝

經
︾
、
︽
草
訣
百
韻
歌
︾
、
︽
耕
織
圖
︾
、
御
書
﹁
天

光
雲
影
﹂
四
大
字
；
賜
原
任
巡
撫
顧
汧
墨
刻
︽
金

剛
經
︾
、
︽
孝
經
︾
、
︽
草
訣
百
韻
歌
︾
、
︽
耕

織
圖
︾
、
御
書
詩
扇
字
；
賜
原
任
國
子
監
典
簿

徐
昇
︽
耕
織
圖
︾
、
御
書
﹁
雲
光
臺
﹂
三
大
字
；

賜
原
任
給
事
中
慕
琛
墨
刻
︽
金
剛
經
︾
、
︽
孝

經
︾
、
︽
草
訣
百
韻
歌
︾
、
︽
耕
織
圖
︾
、
御

書
字
二
幅
；
賜
原
任
庶
吉
士
沈
宗
敬
︽
孝
經
︾
、

墨
刻
︽
千
字
文
︾
、
御
書
﹁
清
風
蘭
雪
﹂
四
大

字
、
字
一
幅
。
因
扈
從
漢
翰
林
官
中
多
蘇
松
人
，

康
熙
皇
帝
令
奏
事
存
住
傳
諭
蘇
松
翰
林
官
可
就

近
到
家
與
父
母
妻
子
相
見
，
不
必
隨
駕
至
浙
江
。

三
月
二
十
日
，
駐
蹕
皂
林
，
賜
蘇
州
雲
泉
寺
僧

持
藻
御
書
﹁
般
若
臺
﹂
三
大
字
。

康
熙
三
十
八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
駐
蹕
杭

州
府
。
是
日
，
賜
浙
閩
總
督
郭
世
隆
御
書
﹁
岳

牧
之
任
﹂
四
大
字
，
手
卷
一
幅
、
︽
淵
鑑
齋
法

帖
︾
、
︽
耕
織
圖
︾
；
賜
浙
江
巡
撫
張
敏
御
書
﹁
宣

布
德
澤
﹂
四
大
字
，
手
卷
一
幅
、
︽
淵
鑑
齋
法

帖
︾
、
︽
耕
織
圖
︾
；
賜
提
督
趙
弘
燦
御
書
﹁
樂

善
不
倦
﹂
四
大
字
、
︽
耕
織
圖
︾
、
︽
淵
鑑
齋

法
帖
︾
；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
駐
蹕
杭
州
府
。
是

日
，
親
近
侍
衛
伍
什
、
學
士
布
泰
捧
出
御
書
﹁
名

垂
青
史
﹂
四
大
字
賜
浙
江
湖
州
府
知
府
陳
一
夔
，

並
傳
諭
曰
：
﹁
爾
父
陳
丹
赤
向
為
國
盡
忠
殉
難
，

朕
至
今
憫
之
，
此
賜
特
表
爾
父
之
忠
耳
。
﹂
同

日
，
賜
福
州
將
軍
金
世
榮
御
書
﹁
器
志
方
雅
﹂

四
大
字
；
賜
提
督
王
萬
祥
御
書
﹁
智
義
合
宜
﹂

四
大
字
；
賜
總
兵
官
御
書
﹁
惠
迪
吉
﹂
三
大
字
；

賜
藍
理
御
書
﹁
所
向
無
前
﹂
四
大
字
；
賜
內
閣

學
士
胡
會
恩
御
書
﹁
秘
閣
清
班
﹂
四
大
字
；
賜

庶
子
陳
元
龍
御
書
﹁
鳳
池
良
彥
﹂
四
大
字
、
字

一
幅
；
賜
南
海
普
陀
山
僧
明
志
御
書
﹁
潮
音
洞
﹂

三
大
字
、
﹁
梵
音
洞
﹂
三
大
字
、
﹁
普
濟
群
靈
﹂

四
大
字
、
﹁
浩
月
禪
心
﹂
四
大
字
、
字
一
幅
；

賜
僧
性
統
御
書
﹁
天
花
法
雨
﹂
四
大
字
、
﹁
修

持
淨
業
﹂
四
大
字
、
字
一
幅
；
賜
天
竺
寺
僧
挺

萃
御
書
﹁
法
雲
慈
悲
﹂
四
大
字
；
賜
僧
輅
慧
御

書
﹁
飛
來
峯
﹂
三
大
字
、
﹁
雲
棲
﹂
二
大
字
，

命
鐫
懸
二
處
。
三
月
二
十
八
日
，
駐
蹕
杭
州
府

城
。
是
日
，
賜
內
閣
學
士
顧
祖
榮
御
書
﹁
邃
清

之
秩
﹂
四
大
字
；
賜
副
都
御
史
吳
涵
御
書
﹁
風

霜
之
任
﹂
四
大
字
；
賜
布
政
使
趙
良
璧
﹁
承
流

宣
化
﹂
四
大
字
；
賜
按
察
使
于
準
廉
御
書
﹁
廉

察
之
寄
﹂
四
大
字
；
賜
淨
持
寺
僧
方
孝
御
書
﹁
西

峯
﹂
二
大
字
及
對
聯
一
副
。
三
月
二
十
九
日
，

賜
杭
州
織
造
官
敖
褔
合
御
書
﹁
鸞
鶴
情
﹂
三
大

字
、
﹁
蘭
亭
﹂
二
大
字
、
對
聯
一
副
、
字
一
幅
；

賜
驛
鹽
道
卞
三
畏
御
書
﹁
廉
鎮
﹂
二
大
字
；
賜

原
任
詹
事
府
詹
事
高
士
奇
御
書
﹁
忠
孝
節
義
﹂

四
大
字
、
對
聯
一
副
、
字
一
幅
；
賜
原
任
少
詹

事
邵
遠
平
御
書
﹁
蓬
觀
﹂
二
大
字
；
賜
原
任
諭

德
沈
涵
御
書
﹁
華
省
﹂
二
大
字
；
賜
原
任
中
允

蔡
升
元
御
書
﹁
清
華
﹂
二
大
字
；
賜
原
任
御
史

龔
翔
麟
御
書
﹁
蘭
臺
﹂
二
大
字
；
賜
原
任
總
督

甘
文
焜
之
子
同
知
甘
國
奎
御
書
﹁
勁
節
﹂
二
大

字
。

康
熙
三
十
八
年
四
月
初
二
日
，
駐
蹕
蘇
州

府
。
康
熙
皇
帝
因
念
原
任
大
學
士
宋
德
宜
，
御

書
﹁
篤
念
前
勞
﹂
四
大
字
賜
其
子
給
事
中
宋
駿

業
、
贊
善
宋
大
業
，
又
賜
宋
駿
業
御
書
﹁
蹇
諤

老
成
﹂
四
大
字
，
賜
宋
大
業
御
書
﹁
文
學
侍
從
﹂

四
大
字
。
同
日
，
賜
翰
林
院
侍
講
學
士
王
九
齡

御
書
﹁
視
草
﹂
二
大
字
；
侍
讀
學
士
張
廷
瓚
御

書
﹁
玉
堂
﹂
二
大
字
；
國
子
監
祭
酒
孫
岳
頒
御

書
﹁
尊
經
服
教
﹂
四
大
字
；
原
任
侍
郎
彭
孫
遹

御
書
﹁
松
桂
堂
﹂
三
大
字
；
百
歲
老
人
顧
履
吉

御
書
﹁
凌
雪
喬
松
﹂
四
大
字
；
九
十
二
歲
老
人

褚
篆
御
書
﹁
海
鶴
風
姿
﹂
四
大
字
。
四
月
初
五

日
，
駐
蹕
蘇
州
。
是
日
，
賜
原
任
尚
書
翁
叔
元

御
書
﹁
攬
秀
堂
﹂
三
大
字
；
賜
原
任
詹
事
高
士

奇
御
書
﹁
再
過
鵝
峰
﹂
四
大
字
；
賜
給
事
中
宋

駿
業
﹁
御
製
憫
農
詩
﹂
一
章
及
御
書
，
宋
駿
業

奏
准
勒
石
學
宮
；
賜
原
任
御
史
盛
符
升
御
書
﹁
年

登
大
耋
﹂
四
大
字
；
賜
原
任
贊
善
黃
與
堅
御
書

﹁
如
松
堂
﹂
三
大
字
：
賜
原
任
檢
討
尤
恫
御
書

﹁
鶴
栖
堂
﹂
三
大
字
；
賜
原
任
巡
撫
顧
汧
御
書

﹁
閱
清
暉
﹂
三
大
字
：
賜
兩
浙
運
使
道
李
濤
御

書
﹁
惠
愛
﹂
二
大
字
；
賜
織
造
府
官
李
煦
御
題

詩
一
首
，
對
聯
一
副
；
賜
江
暉
之
子
江
弘
文
墨

刻
︽
千
字
文
︾
、
︽
詩
經
︾
各
一
本
；
賜
華
山

和
尚
敏
膺
御
書
﹁
高
雲
﹂
二
大
字
，
﹁
翠
巗
寺
﹂

三
大
字
、
字
一
幅
；
賜
祥
符
寺
僧
紀
蔭
御
書
﹁
神

駿
寺
﹂
三
大
字
。
四
月
初
六
日
，
康
熙
皇
帝
自

蘇
州
府
啟
行
，
駐
蹕
望
亭
。
賜
華
山
和
尚
敏
膺

御
書
﹁
香
域
﹂
二
大
字
。
四
月
初
七
日
，
駐
蹕

定
堰
地
方
。
賜
原
任
左
春
坊
秦
松
齡
御
書
﹁
松

風
水
月
﹂
四
大
字
、
﹁
山
色
溪
光
﹂
四
大
字
；

賜
放
生
池
和
尚
御
書
﹁
慈
雲
寺
﹂
三
大
字
；
賜

小
金
山
和
尚
御
書
﹁
蘭
若
﹂
二
大
字
。
四
月
初

八
日
，
駐
蹕
丹
陽
地
方
。
是
日
，
賜
和
尚
紀
蔭

御
書
﹁
清
淨
寺
﹂
三
大
字
、
字
二
幅
、
對
聯
一
副
。

康
熙
三
十
八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
康
熙
皇
帝

命
大
學
士
伊
桑
阿
等
齎
送
御
書
﹁
治
隆
唐
宋
﹂

四
大
字
︵
圖
八
︶
、
黃
綾
一
幅
至
洪
武
陵
，
陳

設
香
案
行
禮
，
將
御
書
交
與
織
造
府
官
曹
寅
收

貯
，
俟
修
理
完
畢
懸
掛
。
是
日
，
賜
安
徽
巡
撫

李
鈵
御
書
﹁
敷
政
於
外
﹂
四
大
字
；
賜
安
徽
布

政
使
張
四
教
御
書
﹁
忠
信
之
長
﹂
四
大
字
；
賜

江
蘇
布
政
使
劉
殿
衡
御
書
﹁
藩
維
之
寄
﹂
四
大

字
；
賜
江
蘇
按
察
使
趙
世
顯
御
書
﹁
清
明
仁
恕
﹂

四
大
字
；
賜
蘇
松
糧
道
劉
殿
邦
御
書
﹁
一
州
之

表
﹂
四
大
字
；
賜
驛
鹽
道
王
然
御
書
﹁
清
簡
為

最
﹂
四
大
字
；
賜
安
徽
糧
道
鮑
復
昌
御
書
﹁
治

民
如
家
﹂
四
大
字
；
賜
鳳
廬
道
佟
毓
秀
御
書
﹁
惠

愛
在
人
﹂
四
大
字
；
賜
常
道
施
朝
輔
御
書
﹁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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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宣
風
﹂
四
大
字
。
以
織
造
府
官
曹
寅
之
母
年

老
，
特
賜
御
書
﹁
萱
瑞
堂
﹂
三
大
字
，
賜
曹
寅

御
書
﹁
雲
窓
清
靄
﹂
四
大
字
、
字
一
幅
、
對
聯

一
副
、
︽
淵
鑑
齋
法
帖
︾
一
部
。

康
熙
三
十
八
年
四
月
二
十
日
，
駐
蹕
畢
金

山
。
是
日
，
賜
大
學
士
張
玉
書
御
書
﹁
恭
儉
為

德
澄
懷
日
新
﹂
八
大
字
、
﹁
浮
翠
樓
﹂
三
大
字
、

字
一
幅
、
對
聯
二
副
、
︽
淵
鑑
齋
法
帖
︾
、
︽
耕

織
圖
︾
；
賜
總
河
于
成
龍
御
書
﹁
澄
清
方
岳
﹂

四
大
字
、
字
二
幅
、
對
聯
一
副
；
賜
鎮
江
僧
廣

如
御
書
﹁
八
公
洞
﹂
三
大
字
、
︽
金
剛
經
︾
一
卷
；

賜
超
著
御
書
﹁
鶴
林
寺
﹂
三
大
字
、
︽
金
剛
經
︾

一
卷
；
賜
超
學
御
書
﹁
竹
林
寺
﹂
三
大
字
、
︽
金

剛
經
︾
一
卷
；
賜
江
天
寺
僧
深
起
御
書
﹁
水
天
清

映
﹂
四
大
字
；
賜
印
銓
御
書
﹁
清
規
﹂
二
大
字
；

賜
僧
湛
悟
︽
金
剛
經
︾
一
卷
。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

駐
蹕
揚
州
府
。
賜
原
任
給
事
中
李
宗
孔
御
書
﹁
香

山
洛
社
﹂
四
大
字
；
賜
原
任
侍
郎
李
柟
御
製
詩

一
幅 
；
賜
兩
淮
鹽
院
卓
琳
御
書
﹁
紫
垣
﹂
二
大

字
；
賜
原
任
主
事
郭
士
璟
御
書
﹁
泉
石
怡
情
﹂

四
大
字
；
賜
御
史
程
文
彝
御
書
﹁
肅
紀
守
法
﹂

四
大
字
；
賜
原
任
道
程
兆
麟
御
書
﹁
歌
詠
昔
賢
﹂

四
大
字
；
賜
蕪
湖
關
監
督
翰
林
院
侍
講
學
士
郎

啟
御
書
﹁
竹
風
蘭
露
﹂
四
大
字
；
賜
原
任
尚
書

徐
乾
學
之
子
原
任
御
史
徐
樹
穀
御
書
﹁
愛
清
景
﹂

三
大
字
；
賜
原
任
詹
事
沈
荃
之
子
原
任
庶
吉
士

沈
宗
敬
御
書
﹁
落
紙
雲
烟
﹂
四
大
字
；
賜
鹽
商

項
起
鶴
母
﹁
壽
萱
﹂
二
大
字
；
賜
鹽
商
汪
森
裕

御
書
﹁
禮
年
高
﹂
三
大
字
；
賜
舉
人
吳
廷
禎
字

一
幅
；
賜
天
寧
寺
僧
廣
元
御
書
詩
一
章
；
賜
清

涼
寺
僧
紀
蔭
御
書
一
幅
；
賜
焦
山
僧
御
書
﹁
法

雲
惠
日
﹂
四
大
字
；
賜
天
心
寺
僧
元
啟
御
書
﹁
香

阜
寺
﹂
三
大
字
、
︽
金
剛
經
︾
一
卷
；
賜
萬
佛

菴
僧
普
怡
﹁
雲
門
雪
竇
﹂
四
大
字
、
︽
金
剛
經
︾

一
卷
。康

熙
三
十
八
年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
駐
蹕
汛

水
地
方
。
是
日
，
賜
相
士
羅
光
榮
御
書
﹁
通
幽

索
隱
﹂
四
大
字
；
賜
江
天
寺
僧
﹁
龍
光
寺
﹂
三

大
字
；
賜
南
京
興
善
寺
僧
明
融
︽
金
剛
經
︾
一

卷
。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
駐
蹕
淮
安
城
外
。
是
日
，

賜
內
閣
學
士
布
泰
御
書
﹁
木
天
﹂
二
大
字
；
賜

蘇
州
府
雲
泉
寺
僧
特
藻
御
書
﹁
慧
業
寺
﹂
三
大

字
、
﹁
精
舍
﹂
二
大
字
、
︽
金
剛
經
︾
二
卷
。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
駐
蹕
治
河
嘴
地
方
。
是
日
，

賜
于
成
龍
御
書
﹁
樂
休
祉
﹂
三
大
字
、
對
聯
一

副
；
賜
徐
廷
璽
御
書
﹁
慈
惠
之
師
﹂
四
大
字
；

賜
雲
臺
寺
僧
隆
禎
御
書
﹁
遙
鎮
洪
流
﹂
四
大
字
。

康
熙
三
十
八
年
五
月
初
一
日
，
駐
蹕
韓
庄

閘
。
是
日
，
賜
原
任
詹
事
高
士
奇
御
墨
五
匣
。

五
月
初
三
日
，
駐
蹕
仲
家
閘
。
是
日
，
賜
五
經

博
士
仲
秉
貞
御
書
﹁
聖
門
之
哲
﹂
四
大
字
，
命

懸
於
子
路
廟
。
五
月
初
六
日
，
駐
蹕
李
海
務
。

是
日
，
賜
原
任
詹
事
高
士
奇
御
書
條
幅
、
對
聯
、

大
字
。
五
月
十
四
日
，
駐
蹕
河
西
務
。
是
日
，

賜
內
閣
學
士
噶
禮
御
書
﹁
清
班
﹂
二
大
字
。
五

月
十
六
日
，
駐
蹕
通
州
城
外
，
賜
兵
部
尚
書
席

爾
達
御
書
﹁
居
貞
素
﹂
三
大
字
及
字
一
幅
。
五

月
十
七
日
，
是
日
早
，
康
熙
皇
帝
由
崇
文
門
進

東
華
門
回
宮
。

康
熙
四
十
一
年
︵
一
七○

二
︶
九
月
二
十 

五
日
辰
時
，
康
熙
皇
帝
因
巡
視
南
河
，
由
午
門

出
正
陽
門
南
巡
。
十
月
初
四
日
，
駐
蹕
德
州
城
。

初
五
日
，
駐
蹕
行
宮
，
皇
太
子
違
和
。
是
日
巳

時
，
命
侍
讀
學
士
陳
元
龍
、
侍
講
學
士
揆
敘
、

侍
讀
宋
大
業
、
諭
德
查
昇
、
編
修
汪
士
鋐
、
陳

壯
履
、
庶
吉
士
勵
廷
儀
入
行
宮
賜
食
。
飯
後
，

召
陳
元
龍
等
至
御
前
，
令
各
書
綾
一
幅
。
︽
起

居
注
冊
︾
詳
錄
君
臣
討
論
書
法
的
對
話
，
節
錄

一
段
內
容
如
下
：

 

上
閱
畢
云
：
勵
廷
儀
書
法
甚
熟
，
因
在
朕
前
，

過
於
矜
持
，
是
以
不
及
平
昔
。
上
又
曰
：
學

書
須
臨
古
人
法
帖
，
其
用
筆
時
，
輕
重
疏
密
，

或
疾
或
遲
，
斟
酌
俱
有
體
。
宮
中
古
法
帖
甚

多
，
朕
皆
臨
閱
。
有
李
北
海
書
華
山
寺
碑
文
，

字
極
大
，
難
於
臨
摹
。
朕
身
臨
其
上
必
臨
摹

而
後
已
。
今
翰
林
內
書
法
優
者
，
皆
有
一
種

翰
林
習
氣
，
惟
孫
岳
頒
書
法
最
佳
。
查
昇
奏

曰
：
孫
岳
頒
草
書
、
楷
書
俱
佳
。
上
曰
：
孫

圖9　 清　冷枚　畫耕織圖　攀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8　 康熙皇帝在南京明孝陵所立的「治隆唐宋」碑　
Vladimir Menkov攝　引自維基百科

︽
淵
鑑
齋
法
帖
︾
、
︽
百
家
姓
︾
、
︽
千
字
文
︾
、

︽
草
訣
百
韻
歌
︾
、
︽
金
剛
經
︾
墨
刻
、
︽
耕

織
圖
︾
︵
圖
九
︶
；
賜
大
名
府
九
十
七
歲
老
人

聶
志
笙
御
書
﹁
春
秋
高
﹂
三
大
字
；
賜
直
郡
王

御
書
﹁
綺
窓
﹂
二
大
字
；
賜
誠
郡
王
﹁
擁
書
千

卷
﹂
四
大
字
、
﹁
芸
窓
﹂
二
大
字
、
﹁
雲
舫
﹂

二
大
字
；
賜
七
貝
勒
御
書
﹁
進
學
齋
﹂
三
大
字
；

賜
衍
聖
公
孔
毓
圻
御
書
﹁
詩
書
禮
樂
﹂
四
大
字
；

賜
五
經
博
士
孔
毓
埏
御
書
﹁
遠
秀
﹂
二
大
字
；

賜
山
東
巡
撫
王
國
昌
御
書
﹁
珪
璋
特
達
﹂
四
大

字
；
賜
山
東
布
政
使
劉
暟
御
書
﹁
維
德
之
隅
﹂

四
大
字
：
賜
山
東
按
察
使
李
基
和
御
書
﹁
獨
持

風
裁
﹂
四
大
字
；
賜
登
萊
道
郎
廷
極
御
書
﹁
振

鷺
初
飛
﹂
四
大
字
；
賜
原
任
侍
郎
任
克
溥
御
製

詩
一
篇
、
御
書
﹁
傳
世
寶
﹂
三
大
字
。
五
月
初

十
日
，
駐
蹕
白
草
窪
。
是
日
，
賜
裕
親
王
御
製

詩
一
章
。
五
月
十
三
日
，
駐
蹕
張
家
莊
。
是
日
，

賜
天
津
總
兵
官
潘
育
龍
御
書
﹁
盡
銳
爭
先
﹂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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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
於
珍
珠
泉
。
又
書
﹁
學
宗
洙
泗
﹂
四
大
字
，

令
懸
於
學
道
所
修
書
院
。
二
月
初
七
日
，
御
舟

過
高
郵
州
，
泊
舟
邵
伯
。
是
日
，
過
邵
伯
更
樓
，

至
揚
州
登
岸
，
經
過
城
內
，
闔
城
士
庶
，
扶
老

攜
幼
，
設
香
案
，
爭
覩
﹁
天
顏
﹂
。
同
日
，
出

揚
州
城
，
泊
舟
寶
塔
灣
。
二
月
初
八
日
，
御
舟

泊
瓜
州
屬
屯
船
塢
。
二
月
初
九
日
，
康
熙
皇
帝

渡
長
江
，
登
金
山
江
天
寺
，
御
書
﹁
動
靜
萬
古
﹂

四
大
字
，
令
懸
於
江
天
寺
。
二
月
十
二
日
，
駐

蹕
蘇
州
府
行
宮
，
賜
江
蘇
巡
撫
宋
犖
御
書
︽
督

撫
箴
︾
一
幅
。

查
閱
︽
起
居
注
冊
︾
的
記
載
，
可
以
還
原

歷
史
。
譬
如
山
東
濟
南
府
趵
突
泉
亭
﹁
激
湍
﹂

二
字
；
山
東
巡
撫
衛
署
內
珍
珠
泉
﹁
清
漪
﹂
二

字
，
是
康
熙
皇
帝
南
巡
期
間
於
康
熙
二
十
三
年

十
月
初
八
日
駕
幸
濟
南
府
後
所
題
。
趵
突
亭
﹁
作

霖
﹂
二
字
，
是
康
熙
皇
帝
於
康
熙
二
十
八
年
正

月
十
六
日
御
筆
留
題
。
懸
於
趵
突
泉
的
﹁
源
清

流
潔
﹂
四
大
字
，
懸
於
珍
珠
泉
的
﹁
潤
物
﹂
二

大
字
，
是
康
熙
皇
帝
於
康
熙
四
十
二
年
正
月

二
十
四
日
御
題
的
匾
額
。

揚
州
蜀
岡
棲
靈
寺
平
山
堂
懸
掛
的
﹁
怡
情
﹂

二
字
；
天
寧
寺
﹁
蕭
閒
﹂
二
字
是
康
熙
二
十
三

年
十
月
二
十
二
日
，
康
熙
皇
帝
留
題
的
御
書
。

金
山
游
龍
禪
寺
﹁
江
天
一
攬
﹂
四
字
是
康
熙

二
十
三
年
十
月
二
十
四
日
，
康
熙
皇
帝
留
題
的

御
書
。
金
山
江
天
寺
﹁
動
靜
萬
古
﹂
四
大
字
是

康
熙
四
十
二
年
二
月
初
九
日
康
熙
皇
帝
留
題
的

御
書
。懸

掛
於
禹
王
廟
宇
的
﹁
地
平
天
成
﹂
四
字
，

是
康
熙
二
十
八
年
二
月
十
六
日
康
熙
皇
帝
駐
蹕

杭
州
府
行
宮
時
親
筆
留
題
的
御
書
。
勒
石
虎
丘

的
﹁
東
南
雲
峯
﹂
四
大
字
，
是
康
熙
三
十
八
年

三
月
十
五
日
康
熙
皇
帝
駐
蹕
蘇
州
府
城
內
的
親

筆
御
書
，
掌
院
學
士
韓
菼
以
御
書
筆
法
超
絕
，

於
是
奏
請
勒
石
，
以
彰
榮
遇
。

泰
山
天
仙
殿
中
所
懸
﹁
坤
元
叶
德
﹂
四
大

字
匾
額
；
孔
子
小
天
下
碑
亭
﹁
普
照
乾
坤
﹂
四

大
字
；
泰
山
極
頂
處
磨
崖
勒
石
﹁
雲
峯
﹂
二
字
，

都
是
康
熙
二
十
三
年
十
月
十
一
日
康
熙
皇
帝
的

御
筆
。
康
熙
皇
帝
南
巡
期
間
沿
途
賞
賜
臣
民
的

御
書
，
更
是
不
勝
枚
舉
。
山
東
巡
撫
徐
旭
齡
瞻

仰
御
書
後
讚
嘆
御
書
神
妙
，
真
有
龍
飛
鳳
舞
之

勢
，
山
泉
生
色
。
洪
武
陵
整
修
完
畢
後
懸
掛
的

﹁
治
隆
唐
宋
﹂
四
大
字
，
是
康
熙
三
十
八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康
熙
皇
帝
駐
蹕
江
寧
的
御
筆
。
名
勝

古
蹟
，
因
有
歷
代
皇
帝
的
御
書
留
題
，
而
形
成

地
方
文
化
的
特
色
。

作
者
為
本
院
圖
書
文
獻
處
退
休
研
究
員

岳
頒
楷
書
亦
未
免
有
翰
林
氣
，
其
草
書
實
是

過
人
。
陳
元
龍
等
奏
曰
：
臣
等
蒙
聖
恩
訓
示
，

雖
曾
究
心
書
法
，
但
古
人
法
帖
，
其
運
筆
結

構
，
皆
未
能
辨
晰
。
皇
上
御
書
超
絕
千
古
，

縱
鍾
繇
、
王
羲
之
復
生
，
皆
不
能
及
。
臣
等

蒙
皇
上
賞
賚
御
書
，
雖
朝
夕
瞻
仰
，
心
摹
手

習
，
一
筆
亦
不
能
學
，
總
由
聖
躬
乾
健
，
腕

力
萬
鈞
，
洵
聖
壽
無
疆
之
徵
也
。
臣
等
魯
鈍
，

願
學
未
能
，
況
御
札
精
微
奧
妙
，
又
非
臣
等

愚
昧
所
能
仰
窺
。
今
駐
蹕
閒
暇
，
蒙
恩
召
進
，

臣
敢
冒
昧
丐
求
皇
上
親
揮
御
筆
，
許
臣
等
侍

側
，
恭
瞻
皇
上
用
筆
之
妙
，
書
法
之
神
，
庶

幾
窺
竊
萬
一
，
以
仰
副
皇
上
教
育
鴻
恩
，
臣

等
曷
勝
激
切
之
至
。
皇
上
遂
親
書
﹁
雲
飛
北

闕
輕
陰
散
雨
歇
南
山
積
翠
來
﹂
十
四
大
字
，

真
如
龍
飛
鳳
舞
，
岳
峙
淵
停
，
諸
臣
拱
立
，

欽
仰
懽
忭
，
贊
颺
難
罄
焉
。
上
又
曰
：
米
芾

石
刻
，
可
不
必
學
，
所
有
法
帖
，
朕
曾
臨
徧
，

大
抵
名
人
墨
蹟
，
屢
經
匠
工
鏤
刊
，
其
原
本

精
神
，
漸
皆
失
真
。
沈
荃
昔
云
：
伊
曾
親
受

董
其
昌
指
訓
。
朕
幼
年
學
書
，
有
一
筆
不
似

處
，
沈
荃
必
直
言
之
。
朕
素
性
好
此
，
久
歷

歲
年
，
毫
無
間
斷
。
︵
圖
十
︶

侍
讀
學
士
陳
元
龍
等
對
康
熙
皇
帝
書
法
的
肯
定
，

雖
多
溢
美
之
辭
，
但
君
臣
重
視
書
法
的
重
要
性
，

確
實
是
不
言
可
喻
。
引
文
中
指
出
康
熙
皇
帝
臨

遍
清
宮
珍
藏
古
人
法
帖
，
以
及
如
何
臨
摹
古
人

法
帖
，
都
是
經
驗
之
談
。
米
芾
書
法
，
頗
得
王

獻
之
筆
意
，
超
妙
入
神
。
但
因
米
芾
墨
蹟
屢
經

匠
工
鏤
刊
，
以
致
失
真
，
而
無
原
本
精
神
，
米

芾
石
刻
不
必
學
，
康
熙
皇
帝
的
分
析
是
可
信
的
。

因
皇
太
子
染
病
，
南
巡
中
輟
。
十
月
二
十
一
日
，

皇
太
子
病
體
大
癒
，
康
熙
皇
帝
於
是
日
回
鑾
。

康
熙
皇
帝
不
僅
以
御
書
賞
賜
臣
工
，
亦
常

賞
賜
寶
硯
。
康
熙
四
十
二
年
︵
一
七○

三
︶
正

月
初
三
日
早
，
康
熙
皇
帝
召
翰
林
院
掌
院
學
士

揆
敘
等
六
十
人
至
南
書
房
，
賞
賜
砥
石
山
石
硯
，

人
各
一
方
，
就
是
﹁
作
養
詞
臣
﹂
的
一
種
表
現
。

同
年
正
月
十
六
日
，
康
熙
皇
帝
以
巡
閱
南
河
，

省
風
問
俗
，
察
訪
吏
治
，
於
是
日
巳
時
由
暢
春

園
啟
行
，
駐
蹕
良
鄉
縣
所
屬
竇
店
，
御
書
︽
督

撫
箴
︾
一
篇
賜
直
隸
巡
撫
李
光
地
。
正
月
十
八

日
，
駐
蹕
河
間
府
屬
臨
河
地
界
，
賜
分
司
齊
蘇

勒
御
書
詩
一
幅
。
正
月
二
十
四
日
，
康
熙
皇
帝

至
濟
南
府
，
幸
巡
撫
署
中
觀
珍
珠
泉
，
御
書
︽
三

渡
齊
河
即
事
詩
︾
一
章
，
令
懸
於
大
門
，
曉
示

臣
民
。
又
書
︽
督
撫
箴
︾
一
篇
及
御
製
詩
，
賜

山
東
巡
撫
王
國
昌
。
復
出
觀
趵
突
泉
，
駐
蹕
長

清
縣
屬
黃
山
店
，
御
書
﹁
源
清
流
潔
﹂
四
大
字
，

令
懸
於
趵
突
泉
。
又
書
﹁
潤
物
﹂
二
大
字
，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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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華南幸—以康熙皇帝南巡御書留題為中心

專輯二

Exhibition organized by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nd Media Sphere Communications Ltd with gratitude for exceptional loan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Musee d'Orsay, Par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