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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
起

十
六
世
紀
初
期
，
帖
木
兒
帝
國
︵Tim

urid 

Em
pire, 1370-1506

︶
後
裔
巴
伯
爾
︵B

aber, 

1483-1530

︶
率
軍
前
往
北
印
度
，
打
敗
伊
斯
蘭

政
權
德
里
蘇
丹
國
︵(D

elhi Sultanates, 1206-

1526)

，
在
印
度
北
部
建
立
國
祚
長
達
三
百
年

的
蒙
兀
兒
帝
國
︵M

ughal Em
pire, 1526-185 

7

︶
。
約
在
一
百
年
後
，
帝
國
勢
力
蒸
蒸
日
上
，

在
國
富
力
強
的
基
礎
下
，
境
內
大
興
土
木
，
積

極
進
行
建
築
等
石
雕
工
程
，
蒙
兀
兒
君
王
甚
至

延
攬
歐
洲
與
伊
朗
等
地
工
匠
前
來
帝
國
服
務
；

透
過
跨
國
境
的
交
流
，
各
種
工
藝
技
術
大
放
異

彩
，
而
玉
器
就
是
蒙
兀
兒
帝
國
藝
術
中
的
一
顆

耀
眼
明
星
。

於
此
同
時
，
與
蒙
兀
兒
帝
國
遙
遙
相
望
的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以
精
緻
宮
廷
典
藏
聞
名
於
世
，
庋
藏
珍
貴
文
物
近
七
十
萬
件
。
經
過
數
年
的
研
究
，
可
知
在
向

來
被
歸
類
為
華
夏
文
物
的
藏
品
當
中
，
含
有
日
本
、
韓
國
、
東
南
亞
、
南
亞
與
歐
洲
等
地
的
作
品
；
這
些
文
物
的

材
質
包
括
瓷
器
、
漆
器
、
玉
器
、
琺
瑯
器
等
，
皆
是
清
宮
承
襲
前
朝
典
藏
、
或
為
外
邦
贈
禮
、
或
為
地
方
呈
貢
，

經
過
數
百
年
匯
集
而
成
，
其
中
又
以
﹁
伊
斯
蘭
玉
器
﹂
數
量
最
夥
，
約
達
三
百
件
。
今
於
南
部
院
區
推
出
以
伊
斯

蘭
玉
器
中
最
精
美
者—

﹁
南
亞
美
玉
﹂
為
主
題
之
特
展
，
讓
觀
眾
欣
賞
乾
隆
皇
帝
心
中
﹁
工
鬼
亦
工
仙
﹂
的
極
致

正
典
之
美
。

來
自
天
方
的
仙
工

簡
介
﹁
南
亞
美
玉
特
展
﹂

翁
宇
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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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
正
進
行
天
翻
地
覆
的
重
整
與
變
化
；
自

東
北
一
帶
南
下
的
女
真
族
後
裔
﹁
後
金
﹂
擊
退

了
漢
族
政
權
，
開
創
了
大
清
帝
國
︵
一
六
四
四

∼

一
九
一
一
︶
，
並
且
在
國
勢
逐
步
扎
穩
後
，
將

目
光
對
準
了
與
中
國
版
圖
緊
鄰
的
疆
域
。
乾
隆

二
十
四
年
︵
一
七
五
九
︶
，
清
廷
首
次
征
服
天

山
南
北
路
一
帶
，
將
中
亞
東
端
納
入
大
清
版
圖
，

與
︿
題
痕
都
斯
坦
雙
玉
盤
﹀
詩
文
，
分
別
鐫
刻

在
兩
件
玉
盤
及
其
附
件
上
；
前
文
考
證
了
﹁
痕

都
斯
坦
﹂
譯
名
版
本
，
地
點
即
是
相
當
於
蒙
兀

兒
帝
國
所
屬
疆
域
；
而
後
詩
除
糾
正
舊
稱
﹁
溫

都
斯
坦
﹂
為
﹁
痕
都
斯
坦
﹂
之
誤
，
﹁
帶
蒂
芳

葩
簇
，
通
身
翠
葉
翻
﹂
的
敘
述
也
生
動
地
指
出

了
蒙
兀
兒
玉
器
最
令
其
驚
豔
的
花
葉
淺
浮
雕
。 

所
謂
﹁
上
有
所
好
，
下
必
甚
焉
﹂
。
之
後
，

大
批
蒙
兀
兒
玉
器
進
入
清
宮
，
對
這
些
美
麗
的

異
國
玉
器
頗
有
相
見
恨
晚
之
感
的
乾
隆
皇
帝
，

前
後
賦
了
七
十
五
餘
首
詩
句
讚
詠
它
，
現
存
作

品
中
就
核
對
出
四
十
多
件
玉
器
鐫
刻
清
高
宗
御

製
詩
︵
註
三
︶

；
除
了
蒙
兀
兒
玉
器
，
隨
之
東
傳

而
來
的
還
有
中
亞
、
西
亞
、
東
歐
等
地
玉
器
，

還
不
論
派
駐
回
部
的
大
臣
高
樸
指
使
蘇
州
玉
匠

周
星
若
等
製
作
濫
竽
充
數
的
仿
品
一
事
了
。
而

在
南
亞
一
帶
，
不
屬
蒙
兀
兒
政
權
的
地
方
土
邦

等
地
生
產
的
玉
器
，
最
初
帶
有
本
土
印
度
教
藝

術
風
格
，
後
來
又
受
到
土
耳
其
與
中
國
藝
術
風

格
影
響
，
學
者
稱
之
為
﹁
非
典
型
蒙
兀
兒
風
格

玉
器
﹂
，
︵
註
四
︶

也
在
此
時
隨
著
這
股
﹁
伊
斯

蘭
玉
器
﹂
風
潮
吹
進
了
紫
禁
城
。
然
而
，
也
許

是
地
方
性
美
感
不
足
或
天
然
資
源
的
短
缺
，
南

亞
地
方
﹁
非
典
型
蒙
兀
兒
玉
器
﹂
往
往
流
露
出

比
例
失
衡
、
紋
飾
密
集
卻
反
顯
呆
板
等
特
色
。︵
註

五
︶

最
後
無
論
是
時
尚
引
領
者
或
是
山
寨
版
替

身
，
部
分
南
亞
玉
器
在
一
九
四
九
年
輾
轉
來
到

了
臺
灣
，
收
藏
於
本
院
。
由
於
豐
富
的
伊
斯
蘭

玉
器
收
藏
，
本
院
曾
於
一
九
八
二
年
、
二○
○

七
年
、
二○

一
五
年
推
出
伊
斯
蘭
玉
器
相
關
展

覽
，
經
前
輩
研
究
者
三
十
多
年
的
學
術
累
積
，

至
今
已
能
明
確
辨
別
各
地
伊
斯
蘭
玉
器
的
特
徵
。

二○

一
五
年
底
本
院
成
立
南
部
院
區
，
以

亞
洲
藝
術
文
化
為
收
藏
及
展
覽
主
軸
；
除
了
透

過
文
物
徵
集
、
國
際
借
展
等
途
徑
充
實
展
示
內

容
，
也
奠
基
於
清
宮
收
藏
的
外
國
文
物
。
南
院

開
幕
之
初
曾
以
﹁
旗
艦
版
﹂
伊
斯
蘭
玉
器
﹁
越

過
崑
崙
山
的
珍
寶
﹂
作
為
首
展
，
雖
然
展
出
後

頗
受
好
評
，
但
因
國
際
借
展
﹁
日
本
美
術
之
最
﹂

特
展
檔
期
之
故
，
﹁
崑
崙
山
﹂
特
展
於
二○

一
六

年
十
月
份
落
幕
。
許
多
觀
眾
詢
問
，
這
般
精
緻

燦
爛
的
文
物
是
否
能
再
重
新
展
出
？
加
以
近
來

本
國
﹁
南
向
政
策
﹂
的
推
動
，
促
使
本
院
再
次

推
出
伊
斯
蘭
玉
器
特
展
，
並
且
將
重
點
放
於
其

中
清
高
宗
名
之
為
﹁
痕
都
斯
坦
玉
器
﹂
、
予
以

最
高
讚
譽
的
蒙
兀
兒
帝
國
玉
器
。
由
於
乾
隆
御

製
詩
中
可
見
清
高
宗
常
以
﹁
痕
都
﹂
、
﹁
印
度
﹂
、

﹁
月
邦
﹂
、
﹁
天
方
﹂
等
名
詞
指
稱
該
地
並
交

互
使
用
︵
註
六
︶
，
且
其
中
至
少
有
六
處
提
及
﹁
天

方
﹂
所
產
玉
器
品
質
精
良
。
而
﹁
仙
工
﹂
一
詞
，

在
清
代
乾
隆
朝
相
關
文
獻
屢
屢
出
現
，
常
用
來

指
稱
牙
雕
工
藝
、
漆
器
、
壽
山
石
與
白
玉
等
︵
註

七
︶
；
清
高
宗
所
撰
之
︿
詠
痕
都
斯
坦
祥
花
罐
﹀
，

亦
予
痕
都
斯
坦
玉
﹁
工
鬼
更
工
仙
﹂
的
稱
譽
。

是
故
，
在
乾
隆
眼
中
，
這
批
蒙
兀
兒
帝
國
的
玉

器
應
當
是
﹁
來
自
天
方
的
仙
工
﹂
。

想
像
當
年
主
要
陳
設
於
北
京
紫
禁
城
乾
清

宮
、
永
壽
宮
等
重
要
宮
殿
，
專
屬
帝
王
、
皇
親

以
及
高
官
等
觀
賞
的
異
地
珍
玩
︵
註
八
︶
，
現
今

能
端
示
於
喜
好
亞
洲
藝
術
文
物
的
國
人
面
前
，

亦
是
一
件
美
事
吧
。
﹁
來
自
天
方
的
仙
工—

南

亞
美
玉
特
展
﹂
中
展
出
一
百
四
十
二
組
件
作
品
，

以
蒙
兀
兒
帝
國
玉
器
為
主
，
印
度
非
蒙
兀
兒
地

區
玉
器
為
輔
，
呈
現
南
亞
異
國
華
麗
的
視
覺
饗

宴
。

蒙
兀
兒
帝
國―

千
姿
百
態

帝
王
貴
族
生
活
裡
的
玉
器

蒙
兀
兒
帝
國
開
國
始
祖
巴
伯
爾
︵
一
五 

二
六

∼

一
五
三○

在
位
︶
之
父
系
來
自
帖
木
兒
、

母
系
則
源
於
蒙
古
成
吉
思
汗
，
因
此
蒙
兀
兒
帝

族
的
血
緣
似
乎
已
蘊
含
了
愛
好
藝
術
的
基
因—

尤
其
是
玉
雕
；
不
止
巴
伯
爾
與
後
繼
的
胡
馬
雍

︵H
um

ayun, 1530-1540, 1555-1556

︶
、
阿

克
巴
︵A

kbar

，1556-1605

︶
皆
對
藝
術
投
注

關
心
，
第
四
代
君
主
賈
汗
吉
︵Jahangir, 1605-

詩
等
方
式
敘
述
入
藏
過
程
，
不
過
重
點
在
於
視

之
為
宣
揚
大
清
國
威
的
物
證
，
對
其
玉
器
的
技

藝
美
感
毫
無
著
墨
。
而
清
高
宗
與
蒙
兀
兒
玉
器

的
初
次
相
遇
其
實
要
遲
至
他
花
甲
前
夕
了
；
乾

隆
三
十
三
年
︵
一
七
六
八
︶
，
駐
回
部
大
臣
旌

額
里
進
貢
一
對
據
傳
來
自
北
印
度
的
花
式
玉
盤

︵
圖
一
︶
，
皇
帝
立
即
撰
︿
天
竺
五
印
度
考
訛
﹀

稱
為
﹁
新
疆
﹂
。
此
後
南
亞
、
西
亞
各
式
商
品
，

經
由
喀
什
、
葉
爾
羌
等
都
市
蜂
擁
進
貢
北
京
紫

禁
城
，
其
中
也
包
含
蒙
兀
兒
帝
國
的
精
美
玉
器
。

早
自
乾
隆
五
年
︵
一
七
四○
︶
起
，
清
高

宗
︵
一
七
三
五

∼

一
七
九
六
︶
已
陸
續
獲
得
幾

件
中
亞
的
玉
碗
、
玉
盤
。
︵
註
一
︶
面
對
這
批
﹁
伊

斯
蘭
世
界
﹂
製
作
的
玉
器
︵
註
二
︶
，
乾
隆
以
賦

圖1　蒙兀兒帝國　花式盤一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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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7

︶
對
繪
畫
有
超
凡
的
鑑
賞
力
，
同
時
鼓
勵

宮
廷
畫
家
在
畫
作
表
現
精
益
求
精
；
而
世
界
七

大
人
工
奇
景—

泰
姬‧

瑪
哈
陵
︵Taj M

ahal

︶

與
德
里
的
紅
堡
︵R

ed Fort

︶
皆
是
第
五
代
沙
加

罕
︵Shah Jahan, 1627-1658

︶
在
位
時
所
建

設
，
足
見
他
出
色
的
藝
術
品
味
。

雖
然
蒙
兀
兒
帝
國
境
內
不
出
產
玉
料
，
但

能
獲
取
鄰
近
中
亞
和
闐
的
豐
富
玉
礦
，
玉
工
又
在

印
度
原
有
的
硬
石
雕
藝
傳
統
上
快
速
發
展
玉
雕

工
藝
。
由
於
賈
汗
吉
對
玉
器
情
有
獨
鍾
，
曾
搜

羅
帖
木
兒
帝
國
與
薩
非
帝
國
︵Safavid Em

pire, 

1502-1736
︶
的
玉
器
，
並
命
工
匠
加
刻
自
己
的

名
款
；
而
他
對
大
自
然
植
物
的
興
趣
盎
然
，
也

促
使
宮
廷
匠
人
將
花
葉
元
素
運
用
到
藝
術
創
作

當
中
。
在
賈
汗
吉
晚
年
，
蒙
兀
兒
玉
器
已
開
始

從
陰
刻
雕
琢
發
展
到
淺
浮
雕
花
葉
紋
。
到
了
沙

加
罕
時
期
，
淺
浮
雕
花
葉
紋
迅
速
成
為
玉
雕
的

主
流
紋
飾
。
經
仔
細
分
析
，
花
葉
紋
種
類
豐
富
，

諸
如
蓮
花
、
罌
粟
、
百
合
、
水
仙
等
，
在
冰
冷
的

玉
料
裡
勃
發
出
植
物
柔
軟
輪
廓
中
的
昂
然
生
機
。

此
外
，
沙
加
罕
熱
愛
珠
寶
，
有
可
能
影
響
了
同

時
代
建
築
的
硬
石
鑲
嵌
技
法
，
以
及
玉
器
表
面

鑲
嵌
金
絲
銀
線
與
寶
石
的
風
格
。
在
國
家
領
導

者
的
支
持
下
，
加
上
時
任
兩
位
帝
王
的
宮
廷
金

屬
工
坊
總
監
的
沙
伊
達‧

格
蘭
尼
︵Sa ’ida-ye 

G
ilani

，
生
卒
不
詳
︶
才
華
卓
越
，
工
匠
在
他
的

指
導
下
運
用
傳
統
工
藝
技
術
製
作
玉
器
︵
註
九
︶
，

蒙
兀
兒
玉
器
的
藝
術
成
就
在
十
七
世
紀
達
到
了

顛
峰
。
舉
凡
宗
教
儀
式
、
戰
備
武
器
、
宴
飲
樂

事
、
特
殊
文
化
用
器
與
生
活
雜
器
等
，
玉
器
充

圖2　 蒙兀兒帝國　古蘭經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架上所放《古蘭經》為現代印刷品。

圖3　蒙兀兒帝國　火藥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蒙兀兒帝國　帶鑲嵌扳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　蒙兀兒帝國　帶鑲嵌短劍柄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6　蒙兀兒帝國　玉柄短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保
衛
伊
斯
蘭
教
或
國
家
所
發
動
的
﹁
聖
戰
﹂
中
，

因
此
穆
斯
林
國
家
的
武
器
通
常
裝
飾
得
異
常
華

麗
；
如
今
留
存
的
蒙
兀
兒
帝
國
武
器
中
屬
玉
器

材
質
者
，
有
火
藥
筒
︵
圖
三
︶
、
射
箭
用
的
扳

指
︵
圖
四
︶
等
︵
註
十
︶

；
第
六
代
蒙
兀
兒
君
王

奧
朗
則
布
︵A

urangzeb, 1658-1707

︶
不
如

前
幾
任
皇
帝
醉
心
藝
術
，
但
他
四
處
征
戰
，
重

視
武
事
，
所
以
留
下
許
多
配
製
玉
柄
的
刀
劍
；

本
院
典
藏
中
清
宮
舊
傳
的
蒙
兀
兒
短
劍
僅
存
玉

柄
，
不
見
刀
刃
︵
圖
五
︶
，
這
是
因
清
代
習
慣

將
進
貢
的
刀
刃
熔
解
重
新
用
作
他
途
之
故
。
︵
註

十
一
︶

所
幸
近
年
來
透
過
捐
贈
與
購
買
等
方
式
，

本
院
新
入
藏
幾
件
帶
有
大
馬
士
革
刀
刃
的
短
劍

︵
圖
六
︶
︵
註
十
二
︶
，
得
以
知
道
蒙
兀
兒
短
劍

的
完
整
面
貌
。

而
院
藏
蒙
兀
兒
宴
飲
類
玉
器
皿
的
花
葉
裝

飾
，
其
生
動
柔
美
最
扣
人
心
弦
。
︿
蚌
式
盤
﹀
︵
圖

七
︶
以
青
玉
雕
蚌
殼
形
，
器
底
高
浮
雕
一
朵
花

瓣
邊
緣
微
捲
、
生
動
自
然
的
盛
開
蓮
花
；
就
裝

飾
概
念
而
言
，
工
藝
作
品
由
於
立
體
造
型
的
限

制
，
並
非
如
繪
畫
、
書
法
等
平
面
藝
術
能
在
靜

置
時
將
器
身
各
個
角
度
裝
飾
一
覽
無
遺
，
因
此

通
常
會
將
最
出
眾
的
設
計
置
於
眼
目
所
及
之
處

︵
註
十
三
︶
；
在
蒙
兀
兒
玉
器
的
例
作
中
，
工
匠
卻

常
常
反
其
道
而
行
，
在
器
底
暗
藏
最
高
竿
的
精

圖7　蒙兀兒帝國　蚌式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分
被
運
用
於
帝
王
貴
族
生
活
的
各
個
層
面
。

蒙
兀
兒
帝
國
信
奉
伊
斯
蘭
為
國
教
，
而

︽
古
蘭
經
︾
是
穆
斯
林
必
讀
的
經
典
。
這
件

︿
古
蘭
經
架
﹀
︵
圖
二
︶
是
由
以
兩
面
淺
浮

雕
花
葉
紋
的
碧
綠
玉
組
裝
而
成
，
張
合
自
如
、

設
計
精
巧
，
可
以
想
見
當
帝
王
貴
族
畢
恭
畢

敬
地
在
經
架
上
展
開
︽
古
蘭
經
︾
研
讀
時
，

亦
以
作
工
講
究
的
精
緻
道
具
，
投
入
了
對
信

仰
致
敬
的
情
懷
。
而
這
股
情
懷
也
顯
現
在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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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裝
飾
；
這
其
實
是
看
準
了
筵
席
之
間
，
當
君

王
名
流
高
舉
玉
盤
食
用
時
，
座
席
對
面
的
賓
客

恰
恰
能
瞥
見
器
底
的
華
美
設
計
，
可
說
是
一
種

皇
家
氣
派
的
低
調
奢
華
。
︵
註
十
四
︶
這
種
巧
妙
的

創
意
也
顯
現
於
院
內
幾
件
︿
瓜
瓣
杯
﹀
︵
圖
八—

一
︶
中
；
這
批
玉
杯
作
半
瓠
瓜
形
，
在
舉
杯
暢

飲
之
時
，
器
底
美
麗
的
葵
花
浮
雕
即
映
入
對
飲

者
的
眼
簾
。
現
今
留
存
的
眾
多
賈
汗
吉
肖
像
中
，

有
一
件
描
繪
他
手
持
瓜
形
酒
杯
、
望
向
遠
方
的

情
景
︵
圖
八—

二
︶
；
雖
然
無
法
確
定
酒
杯
是

否
為
玉
材
所
製
，
也
足
見
此
類
瓜
瓣
杯
在
蒙
兀

兒
宮
廷
的
流
行
了
。
這
些
玉
器
在
蒙
兀
兒
帝
國

是
當
代
帝
王
的
御
用
之
物
，
在
一
百
多
年
後
成

為
乾
隆
手
中
的
異
國
古
董
，
也
是
今
日
文
化
產

業
的
創
意
來
源
。
在
南
部
院
區
開
幕
之
前
，
本

院
曾
舉
辦
﹁
故
宮
南
院—

創
意
交
織
﹂
國
寶
設

計
競
賽
，
當
時
的
﹁
公
仔
與
模
型
組
﹂
金
獎
﹁
素

顏
花
美
南
﹂
︵
圖
九—

一
︶
，
原
型
就
是
出
自

蒙
兀
兒
帝
國
︿
雙
柄
罐
﹀
︵
圖
九—

二
︶
；
這

件
玉
罐
可
能
原
帶
蓋
，
器
身
在
青
白
玉
上
以
金

屬
絲
鑲
嵌
碧
綠
玉
，
口
沿
與
腹
壁
下
緣
各
浮
雕

莨
苕
葉
紋
一
周
，
又
在
葉
紋
上
嵌
飾
碧
玉
的
花

蕾
，
製
作
十
分
精
緻
。

酒
足
飯
飽
後
抽
煙
與
嚼
檳
榔
，
對
某
些
癮

君
子
而
言
可
能
有
如
身
置
天
堂
，
而
這
種
今
日

看
似
頹
廢
且
有
礙
健
康
的
習
慣
，
卻
是
三
百
年

前
蒙
兀
兒
帝
國
貴
族
們
休
閒
生
活
的
環
節
之
一
。

以
玉
器
製
作
的
水
煙
罐
︵
圖
十
︶
與
煙
嘴
︵
圖

十
一
︶
︵
註
十
五
︶
，
作
為
放
置
檳
榔
葉
或
檳
榔
成

品
的
不
分
格
盒
︵
圖
十
二
︶
，
還
有
分
置
檳
榔

圖8-1　蒙兀兒帝國　瓜瓣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8-2　賈汗吉帝（Emperor Jahangir）像　洛杉磯郡立美術館藏 圖8-2　局部

圖9-1　 「素顏花美南」　作者李智崴　文創行銷處提供 
「故宮南院—創意交織」國寶設計競賽「公仔與模型組」金獎

圖9-2　蒙兀兒帝國　雙柄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0　蒙兀兒帝國　帶鑲嵌圓腹大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1　蒙兀兒帝國　帶鑲嵌煙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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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料
的
分
格
盒
︵
圖
十
三
︶
︵
註
十
六
︶
，
以
及
吐

檳
榔
渣
的
唾
壺
︵
圖
十
四
︶
等
，
傳
世
數
量
相

當
多
。
而
一
般
日
常
生
活
用
具
，
如
︿
長
柄
鏡
﹀

︵
圖
十
五
︶
、
驅
趕
蚊
蟲
的
︿
帶
鑲
嵌
玉
塵
拂
柄
﹀

︵
圖
十
六
︶
︵
註
十
七
︶
，
還
有
因
應
印
度
席
地

而
坐
習
慣
產
生
的
︿
玉
撐
架
﹀
︵
圖
十
七
︶
等
，

都
是
玉
器
所
製
。
此
外
，
常
見
玉
工
將
金
屬
、

寶
石
、
玻
璃
、
玉
片
與
蚌
片
等
裝
飾
在
玉
器
表

面
，
並
以
嵌
金
銀
絲
、
貼
金
箔
、
塗
金
泥
等
材

和
清
朝
；
因
此
，
康
熙
與
雍
正
皇
帝
皆
曾
遣
將

派
兵
進
入
西
北
，
介
入
調
停
，
但
成
效
有
限
。

自
乾
隆
皇
帝
發
兵
征
討
，
經
多
次
苦
戰
，
終
於

在
乾
隆
二
十
四
年
戰
事
告
捷
，
平
定
準
噶
爾
部

和
回
部
。
﹁
新
疆
﹂
納
入
大
清
版
圖
，
西
北
之

戰
也
成
為
乾
隆
皇
帝
﹁
十
全
武
功
﹂
之
首
。
自

此
，
清
廷
得
以
控
管
盛
產
於
和
闐
且
品
質
極
高

的
玉
料
；
加
以
國
勢
鼎
盛
，
宮
廷
作
坊
匯
集
了

各
地
技
術
卓
越
的
工
匠
。
在
種
種
得
天
獨
厚
的

條
件
下
，
乾
隆
朝
玉
器
製
作
走
向
了
產
量
高
峰
。

另
一
方
面
，
透
過
新
疆
的
轉
介
，
域
外
製

作
的
玉
器
在
千
里
跋
涉
後
送
入
紫
禁
城
。
即
或

擁
有
大
量
精
美
文
物
的
乾
隆
皇
帝
，
也
對
其
中

的
蒙
兀
兒
玉
器
十
分
驚
豔
，
陸
續
寫
下
了
歌
詠

玉
器
的
相
關
詩
文
，
甚
或
配
以
錦
匣
、
錦
袱
或

刻
字
泥
金
的
木
盒
，
部
分
也
為
之
配
製
木
座
，

或
加
裝
回
子
布
套
。
有
時
還
命
玉
工
將
御
製
詩

加
刻
於
器
表
；
雖
然
詩
題
及
註
、
跋
等
多
被
省

略
，
但
這
些
都
收
入
︽
清
高
宗
御
製
詩
文
全
集
︾

之
中
。
鄧
淑
蘋
研
究
員
曾
從
︽
清
高
宗
御
製
詩

文
全
集
︾
找
出
七
十
餘
首
與
伊
斯
蘭
玉
器
相
關

的
詩
文
，
而
詩
名
帶
﹁
痕
都
斯
坦
﹂
的
就
有

五
十
六
首
，
其
中
幾
首
御
製
詩
還
鐫
刻
於
本
院

所
藏
的
十
九
件
蒙
兀
兒
玉
器
上
。
︵
註
十
八
︶

近
年
學
界
盛
行
將
︽
清
造
辦
處
各
作
成
做

活
計
清
檔
︾
︵
以
下
簡
稱
︽
活
計
檔
︾
︶
對
照

清
宮
舊
藏
實
物
，
藉
以
推
測
清
代
皇
室
的
意
志

與
品
味
；
不
過
，
︽
活
計
檔
︾
僅
有
文
字
記
載

但
並
無
附
圖
，
有
時
難
以
確
認
是
否
為
該
件
文

物
的
成
作
紀
錄
。
然
而
，
這
些
直
接
在
器
表
刻

上
帝
王
詩
句
的
蒙
兀
兒
玉
器
，
可
說
是
天
子
親

自
為
作
品
撰
寫
的
﹁
說
明
文
﹂
，
既
是
文
物
亦

是
文
獻
，
相
當
富
有
歷
史
價
值
。
本
展
覽
則
精

選
其
中
十
四
件
，
可
以
代
表
清
高
宗
對
蒙
兀
兒

玉
器
的
鑑
賞
觀
。

除
前
述
一
對
︿
花
式
盤
﹀
外
，
青
灰
玉

質
輔
助
鑲
嵌
；
光
彩
奪
目
的
金
銀
與
寶
石
所
妝

點
的
玉
器
，
就
是
蒙
兀
兒
上
流
社
會
貴
氣
氛
圍

的
象
徵
。

大
清
帝
國―

乾
隆
寶
愛

御
製
詩
所
見
乾
隆
皇
帝
美
學
觀

清
初
，
西
北
邊
疆
蒙
古
族
準
噶
爾
汗
國
與

維
吾
爾
族
各
部
對
內
爭
霸
，
對
外
則
拉
攏
沙
俄

圖12　蒙兀兒帝國　嵌玉花八角形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3　蒙兀兒帝國　分格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4　蒙兀兒帝國　帶鑲嵌敞口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5　蒙兀兒帝國　長柄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6　蒙兀兒帝國　帶鑲嵌玉麈拂柄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7　蒙兀兒帝國　玉撐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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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成
的
︿
墨
瓶
筆
室
﹀
︵
圖
十
八
︶
也
在
乾
隆

三
十
三
年
送
到
了
清
高
宗
手
中
；
皇
帝
為
之
賦

詩
，
描
述
玉
瓶
連
筆
管
﹁
削
木
中
書
擬
管
城
﹂

的
特
殊
造
型
，
又
見
器
身
多
處
琢
浮
雕
花
瓣
，

讚
其
﹁
中
央
詠
瓣
香
焉
﹂
；
不
止
命
玉
工
將
詩

鐫
刻
於
玉
瓶
器
腹
，
還
加
刻
在
特
製
木
盒
的
蓋

頂
，
木
蓋
周
圍
則
刻
上
劉
統
勳
、
劉
綸
、
于
敏

中
、
王
際
華
、
曹
文
埴
、
彭
元
瑞
、
沈
初
、
董

誥
等
大
臣
應
和
的
詩
句
；
於
是
，
這
件
﹁
其
來

萬
里
而
遙
﹂
之
作
成
為
君
臣
共
同
吟
詠
的
對
象
，

也
是
當
時
﹁
製
出
回
中
，
珍
儲
席
上
﹂
之
物
。

而
乾
隆
皇
帝
醉
心
於
蒙
兀
兒
玉
器
潔
白
溫

潤
之
美
，
或
在
玉
器
上
題
寫
﹁
脂
白
鮮
他
比
﹂
、

﹁
羊
脂
標
質
潤
﹂
，
又
嘉
許
其
花
葉
紋
栩
栩
如

生
，
狀
似
﹁
祥
花
浥
露
﹂
，
並
且
以
﹁
百
瓣
分

披
向
外
香
﹂
的
誇
飾
法
讚
嘆
玉
器
上
花
卉
層
次

繁
多
，
但
雕
工
之
細
膩
，
令
人
有
﹁
撫
處
不
留

手
﹂
、
﹁
渾
無
斧
鑿
痕
﹂
的
柔
暢
觸
感
。
就
連

多
種
材
質
組
合
而
成
的
寶
石
鑲
嵌
玉
器
，
摸
起

來
也
工
整
平
順
；
如
盤
心
與
周
圍
均
以
金
絲
繞

嵌
紅
寶
石
的
︿
雕
花
盤
﹀
︵
圖
十
九
︶
，
就
獲

得
皇
帝
﹁
相
金
釘
寶
撫
無
跡
，
簇
葉
攢
花
視
有

情
﹂
的
讚
譽
。

印
度
土
邦―

利
之
所
拜

非
典
型
蒙
兀
兒
風
格
的
印
度
玉
器

以
北
印
度
為
核
心
地
區
的
蒙
兀
兒
帝
國
，

統
轄
範
圍
時
有
變
化
，
其
餘
德
干
高
原
為
主
等

疆
域
，
則
為
地
方
勢
力
所
佔
據
。
沙
加
罕
之
子

奧
朗
則
布
，
稱
號
﹁
阿
拉
姆
吉
爾
﹂
，
意
為
﹁
世

界
的
征
服
者
﹂
，
他
不
負
其
名
地
將
蒙
兀
兒
帝

國
的
地
土
擴
到
最
大
，
幾
乎
囊
括
了
整
個
印
度

半
島
，
但
僅
僅
維
持
了
極
短
暫
的
時
間
；
在
奧

朗
則
布
死
後
，
帝
國
立
即
崩
潰
，
地
方
紛
紛
獨

立
，
疆
土
隨
之
變
小
，
國
勢
每
況
愈
下
，
直
至

一
八
五
八
年
印
度
成
為
英
屬
殖
民
地
。

在
蒙
兀
兒
帝
國
最
強
盛
的
十
七
世
紀
，
各

土
邦
可
能
已
開
始
成
立
玉
器
作
坊
。
而
奧
朗
則

布
厭
惡
藝
術
與
音
樂
，
不
如
前
幾
任
皇
帝
支
持

玉
雕
工
藝
；
有
學
者
推
測
，
或
因
此
有
志
難
伸

的
玉
工
前
往
各
土
邦
，
促
進
了
﹁
非
典
型
蒙
兀

兒
風
格
﹂
印
度
玉
器
的
快
速
發
展
。
︵
註
十
九
︶

當
十
八
世
紀
末
至
十
九
世
紀
初
，
大
清
皇
帝
喜

愛
蒙
兀
兒
玉
器
的
消
息
傳
開
，
又
增
加
印
度
土

邦
製
作
﹁
外
銷
玉
﹂
的
驅
動
力
，
所
以
出
現
了

一
些
帶
有
中
國
風
的
作
品
。

﹁
非
典
型
蒙
兀
兒
風
格
﹂
的
印
度
玉
器

雖
然
與
蒙
兀
兒
帝
國
玉
器
有
相
似
之
處
，
亦
有

明
顯
的
差
異
。
例
如
，
雖
然
仍
沿
用
花
葉
紋
淺

浮
雕
的
特
色
，
但
線
條
稍
顯
刻
板
僵
硬
；
一
件

淺
浮
雕
白
玉
盤
︵
圖
二
十
︶
，
邊
緣
斜
琢
出
緻

密
但
樣
板
化
的
波
浪
式
花
瓣
，
盤
心
與
盤
底
亦

均
雕
平
展
的
蓮
花
，
花
蕊
大
而
顯
著
的
樣
式
，

可
能
與
印
度
教
裝
飾
風
格
相
關
。
以
豆
綠
色
玉

料
製
成
的
印
度
︿
鏤
空
花
八
角
形
碗
﹀
︵
圖

二
一
︶
，
全
器
鏤
雕
花
葉
紋
，
裝
飾
繁
瑣
但
靈

氣
不
足
；
從
所
附
繡
花
布
套
的
黃
籤
紀
錄
，
可

知
這
件
玉
碗
是
嘉
慶
二
十
二
年
︵
一
八
一
七
︶

由
新
疆
最
西
端
的
大
城
喀
什
噶
爾
所
呈
進
，
反

映
了
伊
斯
蘭
玉
器
東
傳
清
宮
的
晚
期
新
風
潮
。

印
度
地
方
作
坊
亦
盛
行
華
麗
的
裝
飾
風
格
，

例
如
在
玉
器
上
刻
凹
槽
再
嵌
金
絲
︵
圖
二
二
︶
，

圖18　蒙兀兒帝國　墨瓶筆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9　蒙兀兒帝國　雕花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0　印度　花邊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1　印度　鏤空花八角形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2　印度　嵌金絲單柄大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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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巡禮

註
釋

1.  

例
如
藏
於
本
院
的
兩
件
中
亞
︿
厚
足
碗
﹀
分
別
於
乾
隆
五
年

︵
一
七
四○

，
故
玉
三
五
二
四
︶
、
二
十
一
年
︵
一
七
五
六
，

故
玉
六
三
六
︶
送
入
宮
廷
，
乾
隆
二
十
三
年
、
二
十
四
年
、

二
十
七
年
、
二
十
八
年
時
亦
各
有
中
亞
玉
盤
入
貢
；
此
外
在

︽
清
高
宗
御
製
詩
文
全
集
︾
中
，
乾
隆
二
十
一
年
至
三
十
三

年
至
少
有
八
首
詩
是
歌
詠
來
自
回
部
、
準
部
或
更
西
部
落
的

玉
器
，
相
關
資
料
請
見
鄧
淑
蘋
，
︿
乾
隆
、
嘉
慶
時
期
伊
斯

蘭
風
格
玉
器
東
傳
的
研
究
﹀
，
︽
故
宮
學
術
季
刊
︾
第
二
一

卷
第
二
期
，
二○

○

三
年
冬
季
，
頁
一
五
八―

一
六○

；
鄧

淑
蘋
，
︿
傳
承
與
創
新―

本
院
伊
斯
蘭
玉
器
研
究
的
回
顧
與

前
瞻
﹀
，
︽
古
玉
新
釋
：
歷
代
玉
器
小
品
文
集
︾
，
臺
北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二○

一
六
，
頁
二○
○

。 

2.  

與
乾
隆
同
時
期
的
十
八
世
紀
，
當
時
以
信
奉
伊
斯
蘭
為
主
的

地
區
包
括
天
山
以
南
的
維
吾
爾
族
︵
清
代
文
獻
稱
為
﹁
回

部
﹂
︶
，
伊
朗
薩
非
王
朝
、
鄂
圖
曼
土
耳
其
帝
國
︵Ottom

an 
Em

pire,1300-1923

︶
與
北
印
度
蒙
兀
兒
帝
國
等
，
這
些
地
區

製
作
的
玉
器
通
稱
為
﹁
伊
斯
蘭
玉
器
﹂
。

3.  

據
鄧
淑
蘋
研
究
員
提
供
統
計
資
料
。 

4.  

有
關
本
院
藏
品
中
﹁
非
典
型
蒙
兀
兒
玉
器
﹂
的
介
紹
與
發
現
，

請
見
鄧
淑
蘋
，
︽
國
色
天
香―

伊
斯
蘭
玉
器
︾
，
臺
北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二○

○

七
，
頁
一
二
三―

一
七
一
。

5.  

鄧
淑
蘋
主
編
，
︽
越
過
崑
崙
山
的
珍
寶
：
院
藏
伊
斯
蘭
玉

器
特
展
︾
，
臺
北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二○

一
五
，
頁

一
二
六
。

6.  

有
關
伊
斯
蘭
玉
器
上
乾
隆
御
製
詩
的
比
對
與
整
理
，
請
見
鄧

淑
蘋
，
︽
故
宮
所
藏
痕
都
斯
坦
玉
器
特
展
圖
錄
︾
，
臺
北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一
九
八
三
，
頁
三
二―

四
八
。

7.  

嵇
若
昕
，
︿
﹁
從
﹁
鬼
工
﹂
到
﹁
仙
工
﹂―

清
代
南
派
牙
雕

工
藝
概
述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二
九
一
期
，
二○

○

七

年
六
月
，
頁
五
九
、
六
二
。 

8.  

鄧
淑
蘋
，
︿
時
空
交
織―

伊
斯
蘭
玉
器
研
究
﹀
，
頁
一
八

○

；
黃
英
，
︿
紫
禁
城
裡
的
伊
斯
蘭
玉
器
：
以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御
題
詩
玉
器
和
﹁
天
﹂
字
號
玉
器
為
例
﹀
，
收
入
許
曉
東
，

︽
仙
工
奇
製─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痕
都
斯
坦
玉
器
精
品
展
︾
，

香
港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文
物
館
，
二○

一
五
，
頁
五
一―

八
二
。

9.  

有
關
賈
汗
吉
與
沙
加
罕
兩
位
帝
王
在
位
的
藝
術
成
就
與
宮
廷

藝
術
風
格
，
皆
參
考
自
劉
祐
竹
，
︿
繽
紛
花
葉
翻―

蒙
兀
兒

玉
雕
美
感
淺
析
﹀
，
收
入
鄧
淑
蘋
主
編
，
︽
越
過
崑
崙
山
的

珍
寶
：
院
藏
伊
斯
蘭
玉
器
特
展
︾
，
頁
二
九○

―

二
九
九
。

10.  

吳
偉
蘋
，
︿
印
度
蒙
兀
兒
扳
指
及
射
箭
文
化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三
五
九
期
，
二○

一
三
年
二
月
，
頁
八
二―

－

九
一
。 

11.  

鄧
淑
蘋
，
︿
乾
隆
、
嘉
慶
時
期
伊
斯
蘭
風
格
玉
器
東
傳
的
研

究
﹀
，
頁
一
七
二
，
註
七
九
。

12.  

有
關
此
類
伊
斯
蘭
短
劍
之
刀
刃
﹁
大
馬
士
革
鋼
﹂
的
介
紹
，

請
見
李
天
鳴
，
︿
有
文
事
者
必
有
武
備―

簡
介
亞
洲
文
物
展

中
的
兵
器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二
五○

期
，
二○

○

四

年
一
月
，
頁
四
三
。

13.  

請
見
貢
布
里
希
︵E.H

.G
om

brich

︶
，
︽
秩
序
感―

裝
飾

藝
術
的
心
理
學
研
究
︾
，
桂
林
：
廣
西
美
術
出
版
社
，
二○

一
五
。

14.  

此
為
本
院
張
麗
端
副
研
究
員
的
意
見
，
請
見
鄧
淑
蘋
，
︿
乾

隆
、
嘉
慶
時
期
伊
斯
蘭
風
格
玉
器
東
傳
的
研
究
﹀
，
註

一
六
一
。

15.  

劉
祐
竹
，
︿
印
度
水
煙
文
化
淺
介―

從
院
藏
兩
件
水
煙
大
罐

談
起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三
二
八
期
，
二○

一○

年
七

月
，
頁
八
四―

九
五
。 

16.  

吳
偉
蘋
，
︿
乾
隆
皇
帝
的
伊
斯
蘭
檳
榔
盒―

異
文
化
的
想
像

與
認
識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三○

一
期
，
二○

○

八
年

四
月
，
頁
七○

―

八
一
；
李
怡
安
，
︿
從
檳
榔
盒
探
索
蒙
兀

兒
裝
飾
藝
術
的
內
涵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三
九
三
期
，

二○

一
五
年
十
二
月
，
頁
八
八―

一○
○

。 

17.  

劉
祐
竹
，
︿
清
風
拂
面
怯
煩
惱―

印
度
塵
拂
柄
述
介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三
八
九
期
，
二○

一
五
年
八
月
，
頁
八
六―

九
三
。 

18.  

有
關
清
高
宗
御
製
詩
歌
詠
伊
斯
蘭
玉
器
的
內
容
與
現
存
實
物

等
研
究
，
請
見
鄧
淑
蘋
，
︿
乾
隆
、
嘉
慶
時
期
伊
斯
蘭
風
格

玉
器
東
傳
的
研
究
﹀
與
張
林
傑
，
︿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鐫
刻
乾

隆
御
製
詩
文
之
伊
斯
蘭
及
伊
斯
蘭
風
格
玉
器
概
述
﹀
，
收
入

許
曉
東
，
︽
仙
工
奇
製─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痕
都
斯
坦
玉
器
精

品
展
︾
，
頁
三
九―

五○

。

19.  

鄧
淑
蘋
，
︽
國
色
天
香―

伊
斯
蘭
玉
器
︾
，
頁
五
三―

五
四
。

20.  

有
關
金
屬
刺
繡
工
藝
及
︿
斧
形
金
絲
扇
﹀
的
技
法
介
紹
，
參

考
自
鄧
淑
蘋
，
︿
斧
形
金
絲
扇
的
再
認
識
﹀
、
吳
偉
蘋 

︿
印

度
斧
形
扇
與
金
屬
刺
繡
工
藝─

從
﹁
白
玉
柄
嵌
寶
石
金
絲

扇
﹂
談
起
﹀
、
宋
佳
妍
，︿
印
度
金
屬
刺
繡
技
法
探
討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三○

六
期
，
二○

○

八
年
九
月
，
頁
八
六―

九
三
、
頁
九
四―

一○

一
、
頁
一○

二―

一
一
一
。

或
搭
配
堆
膠
貼
金
箔
法
︵
圖
二
三
︶
，
也
有
以

切
割
的
金
箔
直
接
黏
著
玉
器
︵
圖
二
四
︶
，
造

成
如
畫
的
紋
飾
效
果
，
可
見
金
色
仍
是
印
度
玉

器
中
最
常
見
的
設
計
元
素
。
金
色
潮
流
也
展
現

在
印
度
既
有
悠
久
歷
史
的
刺
繡
工
藝
上
；
這
種

以
細
如
髮
絲
的
金
線
代
替
傳
統
繡
線
的
技
法
，

最
初
由
伊
朗
地
區
傳
至
蒙
兀
兒
帝
國
，
但
與
奧

朗
則
布
在
位
時
玉
工
外
移
的
背
景
相
似
，
金
屬

刺
繡
工
匠
為
謀
生
而
前
往
其
它
印
度
政
權
地
區

發
展
，
並
與
印
度
傳
統
刺
繡
激
盪
出
新
的
火
花
。

如
這
件
在
印
度
細
密
畫
中
可
見
多
由
仕
女
持
拿

的
斧
形
扇
︵
圖
二
五
︶
，
扇
面
使
用
紅
色
與
綠

色
的
絨
布
為
底
，
以
各
式
金
屬
線
、
金
屬
片
、

珍
珠
與
寶
石
等
組
成
圖
案
，
最
後
再
畫
龍
點
睛

地
安
上
鑲
嵌
寶
石
的
白
玉
桿
︵
註
二
十
︶
，
呈
現

金
光
閃
閃
、
貴
氣
千
條
的
明
星
風
範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南
院
處 圖25　印度　玉柄斧形金絲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4　印度　貼金花有蓋圓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3　印度　嵌玉花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