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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功
鑫

漢
代
山
東
嘉
祥﹁
孔
子
問
禮
老
子
﹂圖
像

︽
史
記
•
孔
子
世
家
︾
載
：
﹁
魯
世
世
相

傳
以
歲
時
奉
祠
孔
子
塚
﹂
，
漢
高
祖
劉
邦
十
二

年
︵
西
元
前
一
九
五
︶
過
山
東
曲
阜
，
以
天
子

﹁
太
牢
﹂
之
禮
祭
祀
孔
子
。
漢
元
帝
︵
西
元
前

七
五

∼

前
三
三
︶
召
孔
子
第
十
三
代
孫
孔
霸
︵
生

卒
年
不
詳
︶
為
帝
師
，
封
關
內
侯
，
號
褒
成
君
，

食
邑
八
百
戶
，
以
稅
收
按
時
祭
祀
孔
子
，
是
命

孔
氏
子
孫
祭
祀
孔
子
之
始
。
東
漢
明
帝
永
平

十
五
年
︵
七
二
︶
，
封
孔
子
為
﹁
褒
成
宣
尼
公
﹂
，

皇
帝
親
赴
曲
阜
祭
孔
子
及
七
十
二
弟
子
，
祭
孔

始
有
配
享
。

以
上
是
早
期
的
祭
孔
大
事
紀
，
但
漢
代
祭

孔
有
無
孔
子
像
？
司
馬
遷
記
﹁
孔
子
塚
大
一
頃
。

故
所
居
堂
弟
子
內
，
後
世
因
廟
藏
孔
子
衣
冠
琴
車

孔
子
︵
西
元
前
五
五
一

～

前
四
七
九
︶
雖
無
法
實
行
其
政
治
理
念
，
但
他
刪
定
典
籍
，
教
育
英
才
，
使
儒
家
成
為

後
世
重
要
的
治
國
標
準
。
漢
以
後
歷
代
帝
王
，
特
別
是
北
宋
，
在
孔
子
的
封
號
與
衣
冠
上
大
加
推
崇
，
徽
宗
時
幾

達
天
子
之
尊
。
孔
子
後
人
將
山
東
曲
阜
家
廟
的
孔
子
小
像
刻
石
流
布
亦
在
此
時
，
孔
子
早
期
的
標
準
樣
貌
從
而
定

型
。

至
聖
文
宣
王

孔
子
在
北
宋
的
尊
崇
與
形
象

高
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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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
未
提
遺
像
。
漢
景
帝
︵
西
元
前
一
八
八

∼

前
一
四
一
︶
時
西
蜀
太
守
文
翁
為
孔
子
畫
像
惜

未
傳
世
。
東
漢
孔
子
相
關
圖
像
以
︿
孔
子
見
老

子
﹀
畫
像
石
為
代
表
，
主
要
見
於
陝
西
、
河
南
、

山
東
、
四
川
和
江
蘇
等
地
，
山
東
尤
多
，
約
占

畫
像
石
總
數
的
百
分
之
八
十
︵
註
一
︶
，
在
此
以

山
東
省
嘉
祥
縣
三
塊
﹁
孔
子
問
禮
老
子
﹂
畫
像

石
來
分
析
。

嘉
祥
可
說
是
孔
子
核
心
教
化
區
，
清
光
緒

三
十
四
年
︵
一
九○

八
︶
版
︽
嘉
祥
縣
志
︾
卷

一
︿
方
輿
志
﹀
記
載
：
﹁
嘉
祥
，
古
之
兗
州
之
域
，

魯
之
南
武
城
也
。
﹂
孔
子
晚
年
得
意
學
生
曾
參

︵
西
元
前
五○

五

∼

前
四
三
五
︶
與
其
父
曾
點

皆
為
﹁
南
武
城
人
﹂
。
以
下
將
以
表
格
列
出
武

梁
祠
︵
圖
一
︶
、
齊
山
村
︵
圖
二
︶
、
宋
山
村
︵
圖

三
︶
三
種
畫
像
石
，
展
現
此
區
對
孔
子
問
禮
主

題
的
處
理
模
式
。

︽
史
記
•
孔
子
世
家
︾
並
未
記
載
老
子
如

何
回
答
孔
子
問
禮
，
三
塊
﹁
孔
子
問
禮
老
子
﹂

畫
像
石
，
在
孔
子
老
子
之
間
，
有
一
孩
童
。
此

童
不
見
於
記
載
，
但
現
今
多
被
理
解
為
項
橐
︵
註

二
︶
，
︽
戰
國
策
•
秦
策
五
︾
記
載
﹁
甘
羅
曰
﹃
夫

項
槖
生
七
歲
而
為
孔
子
師
，
今
臣
生
十
二
歲
於

茲
矣
！
﹄
﹂
此
亦
載
於
︽
史
記
•
樗
裏
子
、
甘圖3　 漢　山東嘉祥宋山村　〈孔子見老子〉畫像石　引自張道一，《漢畫故事》，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

2006，頁6。

圖1　 漢　山東嘉祥武梁祠　〈孔子見老子〉畫像石　黃易題跋　引自秦明編著，《蓬萊宿約：故宮藏黃易漢
魏碑刻特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頁152。

圖2　 漢　山東嘉祥齊山村　〈孔子見老子〉畫像石　引自張道一，《漢畫故事》，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
2006，頁8。

附
表

武梁祠

清
乾
隆
五
一
年
︵
一
七
六
八
︶
黃
易
所
發

現
，
畫
面
中
左
有
一
戴
冠
者
，
手
執
鳥
禽

向
右
，
榜
題
﹁
孔
子
也
﹂
。
其
右
有
一
戴

冠
執
曲
杖
長
者
左
向
與
孔
子
相
對
，
榜
題

﹁
老
子
﹂
。

齊山村

左
邊
戴
冠
執
曲
杖
長
者
，
榜
題
﹁
老
子

也
﹂
；
右
邊
戴
冠
者
拱
手
左
向
立
，
手
執

一
鳥
禽
，
榜
題
﹁
孔
子
也
﹂
。
孔
子
後
方

弟
子
，
榜
題
﹁
顏
回
﹂
。

宋山村

左
有
一
人
，
戴
冠
，
手
拄
一
曲
杖
，
雖
無

榜
題
，
可
以
判
斷
為
老
子
。
老
子
對
面
戴

冠
者
，
可
理
解
為
孔
子
，
手
捧
鳥
禽
。

茂
列
傳
︾
。
項
橐
應
是
有
意
被
安
排
來
充
實
孔

子
問
禮
的
內
涵
，
亦
或
許
是
刻
意
安
排
來
表
現

孔
子
勤
學
好
﹁
問
﹂
的
精
神
：

 

子
入
太
廟
，
每
事
問
。
或
曰
﹁
孰
謂
鄒
人
之

子
知
禮
乎
？
入
太
廟
，
每
事
問
。
﹂
子
聞
之
，

曰
﹁
是
禮
也
。
﹂
也
就
是
問
的
本
身
，
就
是
禮
。

︵
︿
八
佾
第
三
﹀
︶

 

子
貢
問
曰
：
﹁
孔
文
子
，
何
以
謂
之
文
也
？
﹂

子
曰
：
﹁
敏
而
好
學
，
不
恥
下
問
，
是
以
謂

之
文
也
。
﹂
︵
︿
公
冶
長
第
五
﹀
︶

 

子
曰
：
﹁
三
人
行
，
必
有
我
師
焉
。
擇
其
善

者
而
從
之
，
其
不
善
者
而
改
之
。
﹂
︵
︿
述
而

第
七
﹀
︶

︽
論
語
︾
是
孔
子
思
想
精
神
所
在
，
以
上
三
在

表
現
求
知
必
﹁
問
﹂
，
﹁
問
﹂
是
學
習
的
必
要

途
徑
，
只
要
有
助
於
學
，
不
管
年
齡
大
小
，
任

何
人
皆
可
為
師
，
於
是
﹁
孔
子
問
禮
老
子
﹂
畫

像
石
添
加
項
橐
，
凸
顯
孔
子
﹁
問
學
﹂
的
特
質
。

其
次
，
這
三
方
畫
像
石
的
孔
子
手
中
均
執

有
鳥
禽
，
此
見
︽
儀
禮
•
士
相
見
禮
︾
：
﹁
士

相
見
之
禮
。
摯
，
冬
用
雉
，
夏
用
腒
。
左
頭
奉

之
﹂
，
﹁
摯
﹂
是
初
次
見
面
時
所
送
的
禮
物
，

孔
子
所
執
鳥
禽
為
﹁
雉
﹂
，
﹁
腒
﹂
則
是
乾
雉
，

﹁
左
頭
奉
之
﹂
則
是
將
雉
鳥
的
頭
轉
向
左
。
古

代
貴
族
互
訪
，
不
同
等
級
，
禮
儀
各
不
相
同
。

︽
士
相
見
禮
︾
是
士
與
士
初
次
相
見
的
禮
儀
；

其
次
是
士
見
大
夫
、
大
夫
相
見
、
以
及
見
國
君

之
禮
。
最
後
是
雜
記
諸
儀
，
如
燕
見
國
君
、
進

言
、
侍
坐
、
君
賜
食
賜
飲
、
稱
謂
等
。
︵
註
三
︶

東
漢
畫
像
石
組
合
﹁
孔
子
問
禮
﹂
與
﹁
孔
子
師

項
橐
﹂
兩
則
故
事
是
很
常
見
的
表
現
方
式
，
但

嘉
祥
這
樣
的
儒
家
核
心
教
化
區
強
調
孔
子
手
執

鳥
禽
，
則
是
圖
像
解
讀
的
關
鍵
，
藉
此
轉
換
成

符
合
成
儒
家
經
典
將
﹁
禮
﹂
具
象
繪
圖
的
精
神
。

孔
子
封
號
的
提
升
：
﹁
聖
王
﹂
地
位
的

確
立

漢
以
後
孔
子
封
號
的
大
略
演
進
有
：
北
魏

孝
文
帝
太
和
十
六
年
︵
四
九
二
︶
封
孔
子
﹁
文

聖
尼
父
﹂
，
太
和
十
八
年
︵
四
九
四
︶
遷
都
洛

陽
，
推
動
漢
化
取
代
鮮
卑
習
俗
，
次
年
孝
文
帝

並
親
臨
曲
阜
祭
孔
表
達
尊
崇
漢
俗
。
北
周
宣
帝

大
象
二
年
︵
五
八○

︶
加
封
孔
子
﹁
鄒
國
公
﹂
。

隋
統
一
南
北
，
文
帝
開
皇
年
間
︵
五
八
一

∼

六

○
○

︶
封
孔
子
﹁
先
師
尼
父
﹂
。
唐
太
宗
貞
觀

二
年
︵
六
二
八
︶
封
孔
子
﹁
先
聖
﹂
、
十
一
年

︵
六
三
七
︶
封
﹁
宣
父
﹂
，
高
宗
永
徽
年
間

︵
六
五○

∼

六
五
五
︶
封
﹁
先
師
﹂
、
顯
慶
二

年
︵
六
五
七
︶
復
封
﹁
先
聖
﹂
，
武
則
天
天
授

元
年
︵
六
九○

︶
封
﹁
隆
道
公
﹂
。
但
最
重
要

的
是
唐
玄
宗
開
元
二
十
七
年
︵
七
三
九
︶
封
孔

子
為
﹁
文
宣
王
﹂
，
此
封
號
深
深
影
響
宋
代
，
︽
宋

書
•
禮
志
八
•
文
宣
王
廟
︾
記
載
：

 

至
聖
文
宣
王
。
唐
開
元
末
升
為
中
祠
，
設
從

祀
，
禮
令
攝
三
公
行
事
。
朱
梁
喪
亂
，
從
祀

遂
廢
。
後
唐
長
興
二
年
，
仍
復
從
祀
。
周
顯

德
二
年
，
別
營
國
子
監
，
置
學
舍
。
宋
因

增
修
之
，
塑
先
聖
、
亞
聖
、
十
哲
像
，
畫

七
十
二
賢
及
先
儒
二
十
一
人
像
於
東
西
廡
之

木
壁
，
太
祖
親
撰
先
聖
、
亞
聖
賛
，
十
哲
以

下
命
文
臣
分
賛
之
。

孔
子
封
號
在
文
宣
王
前
多
了
﹁
至
聖
﹂
二
字
，

這
和
宋
真
宗
大
中
祥
符
元
年
︵
一○

○

八
︶
勑

封
有
關
，
現
存
拓
本
碑
額
篆
書
︿
御
製
玄
聖
文

宣
王
贊
﹀
，
碑
文
書
風
是
北
宋
太
宗
時
御
書
院

領
袖
王
著
帶
來
的
︿
集
王
羲
之
行
書
聖
教
序
﹀

風
格
，
此
風
也
見
於
大
中
祥
符
四
年
︵
一○

一
一
︶
加
封
五
嶽
帝
號
相
關
碑
文
，
書
寫
者
頭

銜
為
﹁
翰
林
待
詔
﹂
，
也
都
是
﹁
奉
勑
書
﹂
︵
註

四
︶
，
︿
御
製
玄
聖
文
宣
王
贊
碑
﹀
雖
無
書
者
姓

名
，
但
從
書
風
亦
可
判
斷
是
翰
林
待
詔
奉
勑
書
。

︵
圖
四
︶
左
有
題
記
：

 

大
中
祥
符
元
年
二
十
四
日
，
東
封
禮
畢
。

十
一
月
一
日
，
車
駕
幸
曲
阜
縣
，
謁
︵
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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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聖
文
宣
王
。
︙
︙
是
日
詔
先
聖
加
號
﹁
玄

聖
文
宣
王
﹂
，
御
製
贊
。
︙
︙
次
日
以
太
牢

致
祭
。
︙
︙
五
年
八
月
廿
二
日
奉
敕
﹁
諸
道

州
府
軍
監
各
於
玄
聖
文
宣
王
廟
刻
御
製
贊
并

詔
﹂
，
十
一
月
日
奉
敕
改
諡
曰
﹁
至
聖
文
宣

王
﹂
。

碑
文
提
到
﹁
大
中
祥
符
元
年
二
十
四
日
﹂
，
到

山
東
行
封
禪
大
典
，
同
年
封
孔
子
﹁
玄
聖
文
宣

王
﹂
。
活
動
於
北
宋
末
南
宋
初
的
孔
子
後
代
孔

傳
，
所
撰
︽
東
家
雜
記
•
孔
子
追
封
謚
號
︾
記

載
﹁
玄
聖
文
宣
王
﹂
封
號
用
典
：

 
︽
春
秋
孔
演
圖
︾
曰
﹁
孔
子
母
感
黑
帝
而

生
﹂
，
︽
莊
子
︾
亦
云
﹁
玄
聖
素
王
﹂
，
故

有
是
號
。

︽
春
秋
孔
演
圖
︾
原
文
是
﹁
孔
子
母
徵
在
，
夢

感
黑
帝
而
生
，
故
曰
玄
聖
。
﹂
﹁
玄
聖
素
王
﹂

一
詞
出
於
︽
莊
子
•
天
道
︾
：
﹁
夫
虛
靜
恬
淡
，

寂
寞
無
為
者
，
萬
物
之
本
也
。
明
此
以
南
鄉
，

堯
之
為
君
也
；
明
此
以
北
面
，
舜
之
為
臣
也
。

以
此
處
上
，
帝
王
天
子
之
德
也
；
以
此
處
下
，

玄
聖
素
王
之
道
也
。
﹂
孔
子
在
漢
代
即
被
稱
為

﹁
玄
聖
素
王
﹂
，
孔
子
身
雖
無
位
，
修
春
秋
以

圖5　 宋　聶崇義　《三禮圖》卷10〈桓圭〉　清康熙間徐乾學輯刊通志堂經解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治
下
界
，
名
趙
玄
朗
。
於
是
閏
十
月
，
宋
真
宗

追
尊
趙
玄
朗
為
聖
祖
，
為
了
避
諱
，
將
孔
子
封

號
﹁
玄
聖
﹂
改
成
﹁
至
聖
﹂
。

孔
子
在
北
宋
﹁
王
者
之
制
﹂
的
表
徵

唐
玄
宗
封
孔
子
為
﹁
文
宣
王
﹂
時
，
詔
﹁
自

今
以
後
夫
子
面
南
而
坐
﹂
。
中
國
以
坐
北
朝
南

圖4　 宋真宗　御製玄聖文宣王贊碑墨拓本　書者佚名　紙本　縱251，橫100.7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為
尊
位
，
上
位
者
接
見
下
位
者
，
皆
面
南
而
坐
，

皇
帝
是
人
間
天
下
第
一
人
，
故
以
﹁
南
面
﹂
代
稱

帝
位
。
北
宋
對
孔
子
的
尊
崇
超
越
前
代
，
真
宗

﹁
命
輔
臣
議
定
，
初
欲
追
謚
為
帝
﹂
，
但
禮
官
認

為
孔
子
在
周
朝
僅
為
低
階
臣
子
，
不
應
加
號
使

孔
子
地
位
反
在
周
王
之
上
，
只
可
﹁
第
增
美
名
，

續
奉
敕
改
謚
至
聖
文
宣
王
﹂
。
因
可
理
解
最
初

寓
有
﹁
黑
帝
﹂
內
涵
的
﹁
玄
聖
﹂
名
號
是
在
無

法
封
孔
子
為
﹁
帝
﹂
情
況
下
的
折
衷
辦
法
。

此
後
，
欲
在
形
式
上
暗
示
孔
子
具
有
﹁
帝
﹂

身
分
的
情
事
相
繼
出
現
，
神
宗
熙
寧
八
年
︵
一

○

七
五
︶
國
子
監
修
成
殿
屋
，
常
秩
等
人
建
議

孔
子
塑
像
用
﹁
天
子
之
制
十
二
旒
冕
﹂
，
太
常

禮
院
檢
討
，
認
為
：

 

國
朝
文
宣
王
廟
，
自
建
隆
三
年
詔
廟
門
准
儀

制
，
令
立
戟
十
六
枝
，
用
正
一
品
之
禮
。
大

中
祥
符
二
年
，
賜
曲
阜
縣
文
宣
王
廟
桓
圭
一
，

從
上
公
之
制
，
冕
九
旒
、
服
九
章
。
按
衣
服

今
王
爵
之
服
，
春
、
秋
釋
奠
則
用
中
祠
，
皆

今
朝
之
制
也
。
︵
馬
端
臨
，
︽
文
獻
通
考
•
學
校
考
五
•

祠
祭
褒
贈
先
聖
先
師
︾
︶

引
文
中
表
示
身
分
的
有
立
戟
、
旒
冕
、
章
服
、

執
圭
四
項
。
一
品
官
立
戟
十
四
、
上
公
立
戟

十
六
、
太
子
立
戟
十
八
、
天
子
宮
殿
與
宗
廟
立

戟
二
十
四
。
執
圭
，
上
公
才
配
有
﹁
桓
圭
﹂
。
︵
圖

五
︶
依
照
︽
周
禮
︾
，
孔
子
執
桓
圭
為
上
公
之

制
；
立
戟
亦
為
上
公
之
數
。
北
宋
章
服
方
面
，

天
子
服
紋
飾
為
：
日
、
月
、
星
辰
、
山
、
龍
、

華
蟲
、
宗
彝
、
藻
、
火
、
粉
米
、
黼
、
黻
共

十
二
章
。
上
公
去
除
日
、
月
、
星
辰
三
項
為
九

章
服
。
︵
圖
六—

一
︶
所
著
衣
裳
與
頂
戴
稱
﹁
袞

冕
﹂
︵
圖
六—

二
︶
，
可
知
唐
玄
宗
封
孔
子
為
﹁
文

宣
王
﹂
時
，
﹁
內
出
王
者
袞
冕
以
衣
之
﹂
即
是

待
以
上
公
之
制
。
旒
冕
數
與
章
服
數
是
對
等
的
，

上
公
頂
戴
九
旒
冕
的
圖
像
可
見
於
南
宋
理
宗
時

期
︿
道
統
十
三
賛
•
夏
禹
王
立
像
﹀
。
南
宋
理

宗
作
︿
道
統
十
三
賛
﹀
，
淳
祐
元
年
︵
一
二
四
一
︶

赴
太
學
，
賜
贊
國
子
監
，
命
馬
麟
作
伏
羲
、
堯
、

舜
、
禹
、
湯
、
文
王
、
武
王
、
周
公
、
孔
子
、

顏
回
、
曾
子
、
子
思
、
孟
子
等
十
三
巨
幅
掛
軸
，

目
前
尚
存
的
伏
羲
、
堯
、
舜
、
湯
、
武
王
五
幅
。

︿
道
統
十
三
賛
•
夏
禹
王
立
像
﹀
似
著
十
二
章
服
，

肩
部
可
見
日
、
月
、
星
辰
三
種
圖
案
。
︵
圖
七
︶

徽
宗
崇
寧
初
年
︵
一
一○

二
︶
，
國
子
司

業
蔣
靜
建
言
孔
子
與
門
人
服
飾
應
有
身
份
差
別
，

配
享
門
人
、
從
祀
先
賢
，
皆
已
敕
封
公
、
侯
、

伯
不
同
的
等
級
，
孔
子
已
封
為
王
，
於
是
崇
寧

四
年
下
詔
：

 

從
國
子
司
業
蔣
靜
之
請
，
改
用
冕
十
二
旒
，

服
九
章
，
而
又
圖
繪
，
頒
之
天
下
郡
邑
。
其

制
明
王
之
法
而
稱
之
，
所
謂
有
其
道
而
無
其
爵
。

宋
真
宗
取
﹁
玄
聖
﹂
封
號
，
主
要
與
五
德
終
始

說
和
感
生
帝
有
關
，
孔
子
為
宋
人
之
後
，
宋
人

又
是
商
人
之
後
，
商
代
立
國
者
湯
是
黑
帝
的
象

徵
。
故
孔
子
為
黑
帝
感
生
，
玄
在
顏
色
上
為
黑
，

故
以
﹁
玄
聖
﹂
封
號
意
涵
黑
帝
。
︵
註
五
︶

但
為
甚
麼
將
﹁
玄
聖
﹂
又
改
成
了
﹁
至
聖
﹂

呢
？
此
事
見
︽
宋
書
•
禮
志
八
︾
，
大
中
祥
符

五
年
︵
一○

一
二
︶
十
月
，
宋
真
宗
夢
玉
皇
令

趙
氏
祖
先
授
天
書
，
自
稱
是
人
皇
九
人
中
一
人
，

後
唐
時
奉
玉
帝
之
命
降
世
，
主
趙
氏
之
族
，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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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
圭
、
立
戟
，
乞
並
從
王
者
制
度
。
︵
馬
端
臨
，

︽
文
獻
通
考
•
學
校
考
五
•
祠
祭
褒
贈
先
聖
先
師
︾
︶

故
孔
子
用
﹁
天
子
之
制
十
二
旒
冕
﹂
，
但
穿
著
、

立
戟
、
執
圭
仍
從
上
公
之
制
。
大
觀
元
年
︵
一
一

○

七
︶
徽
宗
設
﹁
議
禮
局
﹂
掌
議
定
各
項
禮
制
，

大
觀
四
年
︵
一
一
一○

︶
二
月
編
成
︽
大
觀
新

編
禮
書
︾
。
︵
註
六
︶
同
年
下
詔
：

章
服
、
執
鎮
圭
︵
圖
八
︶
、
立
戟
二
十
四
，
除

了
十
二
章
服
以
及
封
號
非
﹁
帝
﹂
外
，
其
餘
身

分
表
徵
皆
與
帝
同
。
政
和
三
年
正
式
頒
行
︽
五

禮
新
儀
︾
，
但
因
禮
繁
違
俗
難
以
推
行
，
宣
和

年
間
即
遭
罷
廢
，
徽
宗
所
詔
頒
行
孔
子
天
子

十
二
旒
冕
的
圖
繪
，
惜
無
傳
世
。

〈道統十三賛‧夏禹王立像〉的頂戴　局部

 

先
聖
廟
用
戟
二
十
四
，
文
宣
王
執
鎮
圭
，
並

如
王
者
之
制
。
︵
馬
端
臨
，
︽
文
獻
通
考
•
學
校
考
五
•

祠
祭
褒
贈
先
聖
先
師
︾
︶

︽
周
禮
•
春
官
•
大
宗
伯
︾
記
載
：
﹁
以

玉
作
六
瑞
，
以
等
邦
國
；
王
執
鎮
圭
，
公
執
桓

圭
，
侯
執
信
圭
，
伯
執
躬
圭
，
子
執
穀
璧
，
男

執
蒲
璧
。
﹂
此
時
孔
子
頂
戴
十
二
旒
冕
、
著
九圖7　 宋　馬麟　道統十三賛‧夏禹王立像　絹本　

縱249，橫111.3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北
宋
後
期
﹁
孔
子
燕
居
﹂
圖
像
：
︿
顏

子
從
行
圖
﹀

按
孔
子
四
十
七
代
孫
孔
傳
記
載
，
紹
興
四

年
︵
一
一
三
四
︶
撰
成
︽
東
家
雜
記
•
先
聖
小
影
︾

記
載
當
時
流
行
孔
子
畫
像
類
型
：

 

家
廟
所
藏
畫
像
，
衣
燕
居
服
，
顏
子
從
行
者
，

世
謂
之
小
影
，
於
聖
像
為
最
真
。
近
世
所
傳

乃
以
先
聖
執
玉
麈
，
據
曲
几
而
坐
，
或
侍

以
十
哲
，
而
有
持
椶
蓋
捧
玉
磬
者
；
或
列
以

七
十
二
子
，
而
有
操
弓
矢
披
卷
軸
者
；
又
有

︿
乘
車
十
哲
從
行
圖
﹀
，
皆
後
人
追
寫
，
殆

非
先
聖
之
真
。

可
知
當
時
流
傳
的
孔
子
像
有
三
大
類
：
︿
顏
子

從
行
圖
﹀
、
︿
孔
子
據
几
坐
圖
﹀
、
︿
孔
子
乘

車
十
哲
從
行
圖
﹀
。
︿
孔
子
據
几
坐
圖
﹀
有
孔

子
獨
像
，
或
配
以
顏
子
、
十
弟
子
、
七
十
二
弟

子
數
種
表
現
方
式
。
北
宋
後
期
孔
子
形
象
，
可

見
曲
阜
︿
孔
丘
像
並
贊
﹀
︵
圖
九—

一
︶
與
浙

江
紹
興
︿
孔
丘
像
並
贊
及
跋
﹀
︵
圖
九—

二
︶
，

這
二
畫
極
相
似
，
孔
子
戴
小
冠
，
衣
服
拖
地
，

身
體
微
向
前
傾
，
雙
手
覆
按
置
於
胸
前
，
下
裳

前
有
交
叉
的
衣
帶
。
身
後
隨
侍
一
弟
子
，
頭
戴

小
冠
，
身
型
小
於
孔
子
，
這
只
有
孔
子
﹁
衣
燕

居
服
，
顏
子
從
行
者
﹂
最
為
符
合
，
但
是
否
為

圖6-1　 宋　聶崇義　《三禮圖》卷1〈袞冕〉　清康熙間徐乾學輯刊通志堂經解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6-2　 宋　聶崇義　《三禮圖》卷1〈上公袞冕〉　清康熙間徐乾學輯刊通志堂經解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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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2　 浙江紹興　孔丘像並贊及跋　拓片　全高155，寬75公分　引自
《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片匯編》第42冊，鄭州：中州古
籍出版社，1990，頁150。

圖8　 宋　聶崇義　《三禮圖》卷10〈鎮圭〉　清康熙間徐乾學輯刊通志堂經解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1　 山東曲阜　孔丘像並贊　拓片　縱64，橫40公分　引自《北京圖
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片匯編》第42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0，頁78。

曲
阜
家
廟
所
藏
小
影
，
還
需
證
明
。

曲
阜
︿
孔
丘
像
並
贊
﹀
下
方
題
字
﹁
先
聖

像
。
廟
學
教
授
︵
數
字
殘
︶
。
賛
文
略
。
政
和

戊
戌
歲
上
元
日
。
四
十
九
世
裔
孔
瑀
立
石
﹂
，

即
為
政
和
八
年
︵
一
一
一
八
︶
。
︽
東
家
雜
記
•

先
聖
小
影
︾
有
此
記
載
：

 

闕
里
廟
學
教
授
尹
復
臻
嘗
作
︿
小
影
贊
﹀
云
：

﹁
夫
子
之
像
，
其
初
孰
傳
，
得
於
其
家
，
幾

二
千
年
。
仰
聖
人
之
容
色
，
瞻
古
人
之
衣
冠
，

信
所
謂
溫
而
厲
、
威
而
不
猛
、
恭
而
安
。
若

夫
其
道
如
神
，
其
德
如
天
，
則
自
生
民
以
來
，

未
有
如
夫
子
。
蓋
無
得
而
名
言
。
﹂
世
之
所

傳
非
小
影
畫
像
，
皆
為
贗
本
。

︿
小
影
贊
﹀
內
容
正
與
曲
阜
︿
孔
丘
像
並
贊
﹀

相
合
，
可
確
定
此
為
曲
阜
家
廟
所
藏
孔
子
︿
小

影
﹀
，
當
時
被
稱
︿
顏
子
從
行
圖
﹀
，
浙
江
紹

興
的
孔
子
︿
小
影
﹀
亦
可
定
名
︿
顏
子
從
行
圖
﹀
，

有
文
：
﹁
︙
︙
得
夫
子
影
堂
遺
像
，
謹
刻
︵
數

字
破
︶
用
廣
流
布
，
俾
學
者
家
置
一
︵
字
破
︶
，

庶
幾
︙
︙
宣
和
甲
辰
中
秋
日
，
山
陰
姚
禹
錫
謹

書
。
﹂
此
為
宣
和
六
年
︵
一
一
二
四
︶
跋
文
。

此
二
︿
孔
子
燕
居
圖
﹀
比
較
上
，
紹
興
本
刻
畫

孔
子
與
顏
子
的
冠
飾
更
為
繁
複
，
孔
子
腰
間
配

劍
也
相
對
具
裝
飾
性
，
由
於
跋
文
提
到
﹁
得
夫

子
影
堂
遺
像
﹂
，
亦
即
得
到
時
就
是
如
此
，
可

推
知
曲
阜
家
廟
孔
子
小
影
立
石
公
開
後
，
眾
多

摩
拓
者
中
一
位
添
加
了
若
干
裝
飾
。

孔
子
的
相
貌
，
︽
東
家
雜
記
•
先
聖
小
影
︾

記
載
：

 

唐
劉
禹
錫
作
︿
許
州
新
廟
碑
﹀
謂
﹁
堯
頭
禹

身
，
華
冠
象
佩
之
容
，
取
之
自
鄒
魯
﹂
即
今

之
所
傳
小
影
是
也
。

﹁
堯
頭
禹
身
﹂
文
本
源
自
︽
史
記
•
孔
子
世
家
︾

﹁
其
顙
似
堯
，
其
項
類
皋
陶
，
其
肩
類
子
產
，

然
自
腰
以
下
不
及
禹
三
寸
。
﹂
即
孔
子
相
貌
集

合
聖
人
特
徵
，
表
述
其
為
天
生
聖
人
。
︿
顏
子

從
行
圖
﹀
中
，
顏
回
身
高
不
及
孔
子
的
肩
部
，

顏
回
帶
冠
，
已
是
成
人
，
面
部
有
微
鬚
，
藉
此

託
顯
孔
子
身
材
﹁
九
尺
有
六
寸
﹂
的
異
常
高
大
。

同
時
，
亦
可
讓
人
聯
想
︽
論
語
•
子
罕
︾
顏
回

讚
孔
子
：
﹁
仰
之
彌
高
，
鑽
之
彌
堅
，
瞻
之
在

前
，
忽
焉
在
後
﹂
之
語
。
﹁
華
冠
﹂
出
自
孔
子

弟
子
原
憲
典
故
，
︽
莊
子
•
讓
王
︾
記
子
貢
盛

裝
拜
訪
，
原
憲
﹁
華
冠
縰
履
，
杖
藜
而
應
門
﹂
，

子
貢
見
其
清
寒
，
以
為
生
病
，
原
憲
回
答
﹁
無

財
謂
之
貧
，
學
而
不
能
行
謂
之
病
﹂
，
我
原
憲

僅
﹁
貧
也
，
非
病
也
﹂
，
愧
殺
子
貢
。
﹁
華
冠
﹂

可
為
清
貧
好
道
象
徵
。
﹁
象
佩
﹂
見
於
︽
禮
記
•

玉
藻
︾
記
載
：
﹁
孔
子
佩
象
環
五
寸
，
而
綦
組

授
。
﹂
孔
穎
達
︵
五
七
四

∼

六
四
八
︶
疏
：
﹁
佩

象
環
者
，
象
牙
有
文
理
，
言
己
有
文
章
也
；
而

為
環
者
，
示
己
文
教
所
迴
圈
無
窮
也
﹂
，
﹁
綦

組
授
﹂
是
青
黑
色
帶
子
繫
象
環
︵
註
七
︶
，
︿
顏

子
從
行
圖
﹀
中
，
可
見
其
下
裳
前
有
二
帶
交
叉

暗
示
佩
有
象
環
，
藉
此
襯
托
教
育
者
形
象
。

︽
論
語
•
述
而
︾
記
孔
子
﹁
燕
居
，
申
申

如
也
，
夭
夭
如
也
。
﹂
退
朝
閑
居
時
體
態
舒
暢

嚴
整
、
顏
色
和
悅
，
這
又
如
何
化
為
畫
面
表
現
？

此
時
孔
子
身
分
已
為
聖
王
，
更
無
法
憑
空
呈
現

形
象
，
要
有
儒
家
經
典
依
據
，
曲
阜
︿
孔
子
燕

居
圖
﹀
具
有
兩
個
特
徵
，
一
、
雙
手
上
下
覆
按

平
置
於
胸
前
。
二
、
上
身
明
顯
前
傾
。
此
可
從

︽
禮
記
•
玉
藻
︾
﹁
九
容
﹂
理
解
，
東
漢
鄭
玄

注
釋
為
：
足
﹁
舉
欲
遲
﹂
、
手
﹁
高
且
正
﹂
、

目
﹁
不
睇
視
﹂
、
口
﹁
不
妄
動
﹂
、
聲
﹁
不
噦

咳
﹂
、
頭
﹁
不
傾
顧
﹂
、
氣
﹁
似
不
息
﹂
、
立

﹁
如
有
予
﹂
、
色
﹁
勃
如
戰
色
﹂
、
坐
﹁
敬
慎
﹂
。

畫
面
上
九
容
未
必
能
一
一
對
應
，
但
是
孔
子
整

體
被
形
塑
成
符
合
目
、
口
、
聲
、
頭
、
氣
要
求
，

端
靜
直
立
的
姿
態
，
手
勢
位
置
亦
恰
如
﹁
高
且

正
﹂
描
述
。
至
於
立
﹁
如
有
予
﹂
，
唐
朝
孔
穎

達
如
此
解
釋
：

 

﹁
立
容
德
﹂
者
，
德
，
得
也
。
立
則
磬
折
如

人
授
物
與
己
，
己
受
得
之
形
也
。
賀
云
：

﹁
德
，
有
所
施
與
之
名
也
。
﹂
立
時
身
形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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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李
強
，
︿
漢
畫
像
石
︿
孔
子
見
老
子
圖
﹀
考
述
﹀
，
︽
華
夏

考 
古
︾
二○

○

九
年
第
二
期
，
頁
一
二
五―

一
二
九
。
姜

生
，︿
漢
畫
孔
子
見
老
子
與
漢
代
道
教
儀
式
﹀
，︽
文
史
哲
︾

二○

一
一
年
第
二
期
，
頁
四
六―

五
八
。

2.  

邢
義
田
，
︿
漢
代
畫
像
項
橐
考
﹀
，
︽
九
州
學
林
︾
第
六
卷

第
二
期
，
二○

○
八
，
頁
二―

八
。
金
文
京
，
︿
孔
子
的
傳

說―

︽
孔
子
項
託
相
問
書
︾
考
﹀
，
︽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傅
斯
年
圖
書
館
俗
文
學
學
術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
，

臺
北
：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
二○

○

六
，
頁

三―

二
二
。

3.  

楊
天
宇
，
︽
十
三
經
譯
注
：
儀
禮
譯
注
︾
，
上
海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
二○

○

四
年
七
月
，
頁
五
五―
六
四
。

4.  

五
嶽
封
帝
號
的
文
章
作
於
大
中
祥
符
四
年
，
但
是
碑
版
立
石

的
時
間
不
同
。
王
曾
撰
文
︿
中
嶽
中
天
崇
聖
帝
碑
﹀
，
書
者

翰
林
待
詔
白
憲
，
大
中
祥
符
七
年
立
石
於
河
南
登
封
。
陳

彭
年
撰
文
︿
北
嶽
安
天
元
聖
帝
碑
﹀
，
書
者
翰
林
待
詔
邢
守

元
，
大
中
祥
符
九
年
立
石
於
河
北
曲
陽
。
高
明
一
，
︿
沒
落

的
典
範
：
﹁
集
王
行
書
﹂
在
北
宋
的
流
傳
與
改
變
﹀
，
︽
臺

灣
大
學
美
術
史
研
究
所
集
刊
︾
第
二
三
期
，
二○

○

七
，
頁

八
一―

一
三
六
。

5.  

詳
細
的
分
析
，
見
徐
興
無
，
︿
作
為
匹
夫
的
玄
聖
素
王─

懺

緯
文
獻
中
的
孔
子
形
象
與
思
想
﹀
，
收
在
黃
俊
傑
編
，
︽
東

亞
論
語
學
：
中
國
篇
︾
，
臺
北
：
臺
灣
大
學
出
版
中
心
，
二

○
○

九
，
頁
一
三
九―

一
六
八
。

6.  

張
文
昌
，
︽
制
禮
以
教
天
下─

唐
宋
禮
書
與
國
家
社
會
︾
，

臺
北
：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出
版
中
心
，
二○

一
二
年
五
月
，
頁

二
一○

―

二
一
四
。

7.  

︹
漢
︺
鄭
玄
注
、
︹
唐
︺
孔
穎
達
疏
、
龔
抗
雲
整
理
，
︽
禮

記
正
義
︾
，
北
京
：
北
京
大
學
出
版
社
，
二○
○
○

年
五
月
，

頁
一○

六
八
。

8.  

出
處
同
前
註
，
頁
一○

七
八―

一○

七
九
、
一
二○

―

一
二
一
。

俯
向
前
，
如
授
物
與
人
時
也
，
故
注
云
﹁
如

有
予
也
﹂
。

意
思
是
領
賜
他
人
給
自
己
的
東
西
時
，
上
身
前

傾
領
受
的
姿
態
，
至
於
﹁
磬
折
﹂
一
辭
，
在
︽
禮

記
•
曲
禮
下
︾
有
﹁
立
則
磬
折
垂
佩
﹂
之
句
，

孔
穎
達
解
為
：

 

此
明
授
受
時
禮
也
。
立
，
倚
也
。
佩
，
謂
玉

佩
也
，
帶
佩
於
兩
邊
。
臣
則
身
宜
僂
折
如
磬

之
背
，
故
云
磬
折
也
。
身
既
僂
折
，
則
所
著

之
佩
從
兩
邊
出
，
縣
垂
於
前
也
。
︵
註
八
︶

原
來
立
﹁
如
有
予
﹂
則
要
解
釋
成
﹁
如
人
授
物

與
己
，
己
受
得
之
﹂
，
授
受
雙
方
﹁
身
宜
僂
折

如
磬
之
背
﹂
，
也
就
是
身
型
要
如
同
玉
磬
背
面

帶
有
彎
折
的
樣
子
，
這
可
從
本
文
首
節
的
山
東

嘉
祥
﹁
孔
子
問
禮
老
子
﹂
畫
像
石
中
孔
子
與
老

子
的
身
形
可
見
。
可
見
孔
子
形
象
，
要
營
造
出

聖
人
、
清
貧
好
道
、
教
育
者
，
以
及
﹁
禮
﹂
的

代
表
這
諸
多
象
徵
的
總
集
。

結
語

孔
子
在
漢
代
始
有
封
號
，
但
漢
代
山
東
嘉

祥
的
﹁
孔
子
問
禮
老
子
﹂
圖
像
，
雖
然
技
巧
原

始
稚
拙
，
僅
以
榜
題
標
示
孔
子
身
分
，
卻
極
力

表
達
孔
子
好
問
好
禮
的
德
行
。
漢
代
以
後
，
孔

子
封
號
提
升
，
至
唐
玄
宗
時
封
﹁
文
宣
王
﹂
，

以
上
公
袞
冕
為
孔
子
衣
冠
，
祭
祀
改
成
﹁
南
面
﹂

帝
位
。
宋
真
宗
︵
九
六
八

∼

一○

二
二
︶
時
，

本
欲
封
孔
子
為
帝
，
但
因
禮
制
，
折
衷
選
擇
寓

有
黑
帝
意
涵
的
﹁
玄
聖
﹂
封
號
，
但
因
犯
國
諱
，

改
成
﹁
至
聖
﹂
。
宋
徽
宗
時
，
在
立
戟
、
持
圭
、

旒
冕
等
象
徵
上
，
等
同
天
子
，
並
下
詔
圖
繪
頒

行
州
縣
，
可
惜
未
傳
世
。
也
在
徽
宗
後
期
，
孔
子

後
人
將
家
廟
所
藏
︿
顏
子
從
行
圖
﹀
立
石
流
布
，

除
表
現
了
聖
人
異
象
、
安
貧
樂
道
、
教
育
者
的

形
象
外
，
也
將
︽
禮
記
•
玉
藻
︾
的
﹁
君
子
九
容
﹂

的
德
行
，
轉
化
為
姿
態
的
表
現
。
這
除
了
是
早

期
的
標
準
像
外
，
我
們
今
日
所
常
見
的
孔
子
像
，

應
是
源
於
此
圖
而
將
孔
子
獨
立
而
出
加
以
變
化
。

今
人
看
待
孔
子
，
或
僅
視
為
教
育
家
。
但
在
過

去
，
孔
子
被
視
為
聖
人
，
不
同
形
象
營
造
寓
含

前
人
賦
予
的
意
義
，
其
背
後
故
事
的
深
入
發
掘
，

可
理
解
古
人
態
度
上
的
尊
崇
，
進
而
拾
回
今
人

對
孔
子
像
﹁
高
山
仰
止
，
景
行
行
止
﹂
的
態
度
。

作
者
為
香
港
近
墨
堂
書
法
研
究
基
金
會
研
究
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