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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功
鑫

蔣
溥
字
質
甫
︵
一
作
哲
甫
︶
，
號
恆
軒
，

大
學
士
蔣
廷
錫
︵
一
六
六
九

∼

一
七
三
二
︶
長

子
，
蘇
州
府
常
熟
縣
人
。
︵
註
一
︶

他
繼
承
了
蔣

氏
繪
畫
家
學
，
擅
作
花
鳥
草
蟲
，
並
兼
工
山
水
。

不
過
他
的
山
水
畫
以
進
呈
為
主
，
外
間
絕
少
流

傳
，
清
代
畫
史
著
述
也
就
忽
略
了
。
其
實
蔣
溥

的
山
水
畫
同
樣
值
得
關
注
、
討
論
。
這
對
手
卷

不
僅
展
示
了
他
的
山
水
畫
藝
，
重
要
的
是
，
還

讓
人
注
意
到
乾
隆
南
巡
名
勝
圖
繪
製
之
全
貌
。

以
往
學
者
研
究
較
多
的
是
乾
隆
宮
廷
巨
製
︿
南

巡
圖
﹀
，
名
勝
圖
則
數
董
邦
達
︵
一
六
九
九

∼

一
七
六
九
︶
︿
西
湖
十
景
圖
﹀
。
而
蘇
州
在
明

清
時
期
的
文
雅
和
繁
盛
，
實
在
不
輸
給
江
南
任

何
一
府
。
諸
多
南
巡
名
勝
集
中
於
此
地
，
名
勝

圖
自
然
不
少
。
蔣
溥
畫
的
正
是
南
巡
途
中
兩
處

乾
隆
皇
帝
曾
經
六
次
巡
幸
江
南
，
留
下
許
多
紀
勝
詩
文
和
繪
畫
。
其
中
有
一
類
專
門
描
繪
沿
途
風
景
名
勝
，
可
以

稱
作
南
巡
名
勝
圖
。
蔣
溥
︵
一
七○

八

～

一
七
六
一
︶
所
畫
︿
鄧
尉
山
圖
﹀
、
︿
虎
邱
圖
﹀
二
卷
即
屬
於
此
種
類
型
。

這
對
小
手
卷
分
別
描
繪
蘇
州
鄧
尉
山
、
虎
邱
山
兩
處
風
景
名
勝
，
落
款
﹁
臣
蔣
溥
恭
畫
﹂
，
是
為
紀
念
乾
隆
第
一

次
南
巡
而
作
。
本
文
擬
結
合
蔣
溥
的
詞
臣
身
分
對
手
卷
略
作
探
討
。

湖
山
御
覽

蔣
溥
筆
下
的
姑
蘇
勝
景
與
乾
隆
南
巡
名
勝
圖

潘
中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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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
州
名
勝
，
可
以
擴
充
目
前
對
於
乾
隆
南
巡
名

勝
圖
的
認
識
。
他
身
為
蘇
州
人
，
加
上
拖
尾
上

題
詞
的
顧
文
彬
︵
一
八
一
一

∼

一
八
八
九
︶
也

是
蘇
州
大
收
藏
家
，
使
得
手
卷
兼
具
了
地
方
文

獻
的
意
義
。
︵
註
二
︶

蔣
溥
生
平
與
繪
畫
家
學

提
到
常
熟
蔣
氏
，
林
柏
亭
先
生
在
︿
蔣
廷

錫
、
蔣
溥
父
子
作
品
展
﹀
中
用
了
﹁
顯
赫
﹂
一

詞
來
形
容
。
︵
註
三
︶

的
確
，
蔣
氏
家
族
無
論
仕

宦
或
藝
文
，
在
明
清
江
南
世
家
均
堪
稱
翹
楚
。

論
及
蔣
溥
的
繪
畫
，
離
不
開
﹁
顯
赫
﹂
的
家
世

背
景
。
因
為
有
了
父
親
蔣
廷
錫
蔭
護
，
他
的
仕

途
異
常
坦
蕩
。
後
來
能
夠
以
詞
臣
身
分
為
乾
隆

皇
帝
作
畫
，
與
家
世
也
不
無
關
係
。

蔣
廷
錫
字
揚
孫
，
號
西
谷
，
又
號
南
沙
，

別
號
青
桐
居
士
，
是
雍
正
皇
帝
倚
重
的
大
臣
。︵
註

四
︶

康
熙
四
十
二
年
︵
一
七○

三
︶
欽
賜
進
士
，

官
至
戶
部
尚
書
，
卒
謚
文
肅
。
儘
管
在
他
之
前
，

蔣
氏
已
有
科
名
聲
譽
，
但
算
不
上
﹁
顯
赫
﹂
。

雍
正
皇
帝
對
蔣
廷
錫
的
優
眷
直
接
促
成
了
其
子

孫
的
榮
顯
。
雍
正
八
年
︵
一
七
三○

︶
，
蔣
溥

以
進
士
改
庶
吉
士
，
即
奉
旨
入
南
書
房
行
走
。

並
特
賜
廷
錫
一
等
輕
車
都
尉
世
職
，
命
其
承
襲
。

這
樣
的
拔
擢
就
是
一
個
典
型
例
子
。
蔣
溥
由
此

平
步
青
雲
，
歷
任
吏
部
侍
郎
、
湖
南
巡
撫
，
晉

戶
部
尚
書
，
授
東
閣
大
學
士
。
年
逾
五
十
，
已

經
官
居
正
一
品
。

有
趣
的
是
，
直
到
乾
隆
十
年
︵
一
七
四
五
︶

蔣
溥
才
入
軍
機
處
行
走
，
並
進
出
南
書
房
。
當

他
以
詞
臣
身
分
進
呈
畫
作
時
，
相
對
張
鵬
翀

︵
一
六
八
八

∼

一
七
四
五
︶
已
算
較
晚
，
時
間
大

約
是
在
乾
隆
十
一
年
︵
一
七
四
六
︶
前
後
。
以
資

歷
、
家
學
而
言
，
蔣
溥
足
以
位
居
乾
隆
朝
詞
臣

畫
家
之
首
。
從
︽
石
渠
寶
笈
續
編
︾
及
三
編
著
錄

和
乾
隆
皇
帝
的
題
畫
詩
文
來
看
，
情
況
卻
不
是

如
此
。
看
上
去
他
還
沒
有
鄒
一
桂
︵
一
六
八
六

∼

一
七
七
二
︶
、
董
邦
達
、
錢
維
城
︵
一
七
二○

∼

一
七
七
二
︶
受
賞
識
。
這
也
導
致
了
畫
史
研
究

對
他
的
忽
視
。
本
文
關
注
的
小
手
卷
有
臣
字
款
，

屬
於
進
呈
之
作
，
然
而
沒
有
御
題
、
璽
印
。
具

體
情
境
有
待
分
析
。
綜
合
他
所
處
狀
態
，
或
許

與
乾
隆
皇
帝
在
繪
畫
一
事
上
對
他
的
態
度
有
關
。

蔣
溥
仕
途
坦
蕩
，
某
種
程
度
上
不
如
其
他
詞
臣

畫
家
那
麼
急
於
獲
取
寵
信
。
乾
隆
皇
帝
大
概
也

不
欲
在
繪
事
上
額
外
施
恩
。
蔣
溥
著
錄
於
︽
石

渠
寶
笈
續
編
︾
及
三
編
的
畫
作
約
二
十
二
幅
，
其

中
僅
一
、
二
幅
有
乾
隆
皇
帝
親
筆
御
題
。
這
並
非

是
他
不
受
重
視
，
恐
怕
和
皇
帝
的
馭
人
術
有
關
。

蔣
氏
繪
畫
有
家
學
，
從
一
門
擅
畫
的
情
形

可
以
瞭
解
。
蔣
廷
錫
之
父
蔣
伊
︵
一
六
三
一

∼

一
六
八
七
︶
字
渭
公
，
號
莘
田
，
康
熙
十
二
年

︵
一
六
七
三
︶
進
士
。
他
在
擔
任
御
史
時
曾
繪

十
二
圖
，
上
疏
進
諫
。
據
陳
康
祺
︽
燕
下
鄉
脞

錄
︾
：
﹁
一
曰
難
民
妻
女
圖
，
二
曰
刑
獄
圖
，

三
曰
寒
窗
讀
書
圖
︙
︙
十
二
曰
疲
驛
圖
。
﹂

︵
註
五
︶

推
測
是
反
映
民
生
疾
苦
的
人
物
圖
繪
。

蔣
氏
繪
畫
家
學
，
從
蔣
伊
開
始
，
到
蔣
廷
錫
達

到
頂
峰
。
︽
石
渠
寶
笈
︾
及
續
編
、
三
編
共

著
錄
蔣
廷
錫
畫
作
近
七
十
幅
，
數
量
超
過
了 圖1　清　蔣溥　桂花雙兔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清　蔣廷錫　歲寒三友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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惲
壽
平
︵
一
六
三
三

∼

一
六
九○

︶
。
他
的
繪

畫
以
寫
生
為
主
，
花
卉
翎
毛
都
擅
長
。
當
時
虞

山
地
區
畫
學
興
盛
，
既
有
王
翬
︵
一
六
三
二

∼

一
七
一
七
︶
執
牛
耳
，
又
有
吳
派
遺
澤
和
南
田

新
風
，
對
他
產
生
了
很
大
影
響
。
正
因
為
風
格

多
元
，
畫
史
對
其
繪
畫
面
貌
始
終
存
有
爭
議
。

例
如
，
︽
國
朝
畫
徵
錄
︾
云
：
﹁
其
流
傳
有
設

色
極
工
者
，
皆
其
客
潘
囗
代
作
也
。
﹂
︵
註
六
︶

這
個
觀
點
得
到
葛
金
烺
︵
一
八
三
七

∼

一
八
九

○

︶
、
秦
祖
永
︵
一
八
二
五

∼

一
八
八
四
︶
附
和
，

並
由
徐
邦
達
先
生
︵
一
九
一
一

∼

二○

一
二
︶

推
向
極
端
。
他
將
蔣
廷
錫
親
筆
畫
限
定
在
水
墨

蒼
楚
一
類
，
認
為
﹁
所
見
落
﹃
臣
﹄
字
款
的
，

幾
乎
無
一
不
是
代
筆
。
﹂
︵
註
七
︶

也
有
學
者
持

保
守
態
度
，
認
為
難
以
區
分
代
筆
與
親
筆
。
以

往
爭
議
多
在
蔣
廷
錫
傳
世
畫
作
中
工
筆
設
色
一

類
，
水
墨
則
似
乎
沒
有
異
議
。

蔣
溥
受
家
學
影
響
，
同
樣
擅
長
逸
筆
寫
生
。

從
︽
石
渠
寶
笈
續
編
︾
及
三
編
著
錄
的
畫
作
來

看
，
他
的
花
卉
風
格
以
水
墨
為
主
，
有
時
施
以

淡
色
，
如
︿
桂
花
雙
兔
﹀
軸
︵
圖
一
︶
、
︿
秋
英

凝
瑞
﹀
軸
，
有
時
夾
雜
工
筆
賦
色
，
如
︿
絡
緯
圖
﹀

軸
。
總
體
而
言
，
畫
法
和
品
味
都
趨
於
一
種
比
較

精
緻
的
文
人
畫
風
格
：
算
不
上
工
麗
，
儘
管
他

有
能
力
作
精
確
描
繪
，
如
絡
緯
、
鹿
︵
見
︿
五

福
百
祿
圖
﹀
卷
︶
，
但
亦
絕
非
簡
率
縱
逸
。
清

初
花
鳥
畫
的
變
革
之
一
體
現
在
寫
生
與
寫
意
相

互
交
織
、
影
響
。
蔣
溥
所
受
家
學
，
以
及
傳
給

長
子
蔣
檙
︵
？

∼

一
七
六
七
︶
的
畫
法
，
沒
有

脫
離
此
大
背
景
。
除
了
逸
筆
寫
生
，
蔣
溥
花
鳥

畫
在
點
綴
坡
石
水
口
和
重
墨
皴
染
兩
方
面
，
也

透
露
出
廷
錫
遺
韻
。
例
如
，
︿
桂
花
雙
兔
﹀
軸
、

︿
秋
英
凝
瑞
﹀
軸
、
︿
歲
寒
三
友
﹀
軸
均
點
綴
有

水
口
，
可
與
蔣
廷
錫
︿
歲
寒
三
友
﹀
軸
︵
圖
二
︶

相
比
較
。
︿
書
春
帖
子
詞
並
繪
歲
朝
圖
﹀
卷
則
用

重
墨
皴
染
以
顯
淡
雅
。
當
然
他
還
是
有
自
己
獨

特
一
面
，
譬
如
更
講
究
筆
法
，
而
最
突
出
特
點

在
於
兼
工
山
水
畫
。
兼
畫
山
水
可
以
說
是
蔣
溥

躋
身
詞
臣
畫
家
所
做
的
因
應
變
化
。
當
時
詞
臣

畫
家
大
部
分
以
山
水
見
賞
於
乾
隆
皇
帝
。
這
受

到
了
宮
廷
鑑
賞
古
畫
的
影
響
。
同
時
也
因
為
山

水
畫
具
有
紀
實
作
用
，
詞
臣
用
之
服
務
於
政
教
。

︿
鄧
尉
山
圖
﹀、︿
虎
邱
山
圖
﹀
二
卷
與

乾
隆
南
巡
名
勝
圖

乾
隆
朝
宮
廷
中
，
隨
︽
石
渠
寶
笈
︾
編
纂

掀
起
繪
畫
鑑
賞
與
創
作
潮
流
，
成
果
之
一
是
培

圖3　清　蔣溥　畫御製塞山詠霧詩意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畫御製塞山詠霧詩意〉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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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清　蔣溥　虎邱山圖　卷　弘瞻、顧文彬題跋　上海私人收藏

圖4　清　蔣溥　鄧尉山圖　卷　上海私人收藏

圖5　清　蔣溥　虎邱山圖　卷　上海私人收藏

圖6　清　蔣溥　鄧尉山圖　卷　弘瞻、顧文彬題跋　上海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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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　清　蔣溥　畫東巡攬勝　冊　萬壽晴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　清　蔣溥　畫東巡攬勝　冊　興京啟瑞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養
了
擅
長
山
水
的
詞
臣
畫
家
如
董
邦
達
。
蔣
溥

沒
有
趕
上
第
一
波
熱
潮
，
比
較
晚
開
始
進
呈
畫

作
。
歷
來
畫
史
將
他
定
位
於
花
鳥
畫
家
，
其
實

潮
流
所
及
，
他
也
為
乾
隆
皇
帝
繪
製
山
水
，
只

不
過
外
間
流
傳
極
少
。
︿
畫
御
製
塞
山
詠
霧
詩

意
﹀
卷
︵
圖
三
︶
作
於
乾
隆
十
七
年
︵
一
七
五
二
︶

秋
冬
，
是
蔣
溥
較
早
的
臣
字
款
山
水
。
此
卷
描

繪
的
是
乾
隆
皇
帝
木
蘭
秋
獵
遭
遇
漫
天
大
霧
的

奇
幻
場
景
。
畫
家
利
用
前
景
小
塊
三
角
形
區
域
，

與
中
景
、
遠
景
形
成
虛
實
對
比
，
展
開
大
霧
中

秋
獵
的
主
題
。
一
條
山
路
自
右
下
角
斜
向
導
入

畫
卷
中
部
，
若
隱
若
現
的
隊
列
就
安
排
在
沿
途
。

最
高
處
山
峰
兀
立
，
其
下
山
坳
為
畫
面
中
心
，

乾
隆
皇
帝
正
帶
領
一
隊
人
馬
圍
狩
獵
物
。
蔣
溥

畫
山
水
講
究
構
思
。
例
如
，
山
麓
一
側
有
兩
隻

鹿
相
顧
而
逃
，
乍
看
以
為
脫
離
了
圍
捕
，
山
腳

下
濃
霧
那
頭
卻
原
來
埋
伏
著
另
一
隊
士
兵
。
和

其
他
詞
臣
畫
家
如
董
邦
達
、
錢
維
城
相
比
，
他

的
山
水
畫
更
注
重
情
節
和
細
節
描
繪
，
對
於
積

累
山
體
的
筆
墨
沒
有
表
現
出
太
多
熱
情
。
︿
鄧

尉
山
圖
﹀
、
︿
虎
邱
山
圖
﹀
二
卷
同
樣
如
此
。

︿
鄧
尉
山
圖
﹀
︵
圖
四
︶
和
︿
虎
邱
山
圖
﹀

︵
圖
五
︶
是
一
對
小
手
卷
，
每
卷
高
約
十
公
分
，

長
約
七
十
五
公
分
，
皆
為
紙
本
設
色
。
拖
尾
有

果
親
王
弘
瞻
︵
一
七
三
三

∼

一
七
六
五
︶
題

詩
。
︵
註
八
︶

其
中
，
題
︿
鄧
尉
山
圖
﹀
詩
︵
圖

六
︶
後
識
云
：
﹁
乾
隆
歲
在
丙
子
︵
一
七
五
六
︶

九
月
望
後
，
題
於
向
日
軒
。
果
親
王
書
。
﹂
題

︿
虎
邱
山
圖
﹀
詩
︵
圖
七
︶
後
識
云
：
﹁
乾
隆

丙
子
閏
九
月
下
浣
，
偶
錄
於
向
日
軒
。
果
親
王

書
。
﹂
從
詩
中
﹁
曾
駐
鑾
輿
便
不
同
﹂
一
句
和

題
詩
時
間
來
看
，
這
對
手
卷
繪
製
於
乾
隆
十
六

︵
一
七
五
一
︶
至
二
十
一
年
︵
一
七
五
六
︶

間
。
卷
上
沒
有
乾
隆
皇
帝
御
題
，
也
不
見
內

府
收
藏
印
，
應
該
在
進
呈
後
很
快
被
賞
賜
給
了

弘
瞻
。
弘
瞻
為
總
理
大
臣
允
禮
︵
一
六
九
七

∼

一
七
三
八
︶
嗣
子
。
雍
正
八
年
，
蔣
廷
錫
曾
奉

旨
偕
允
禮
總
理
三
庫
事
務
。
兩
家
可
算
世
交
。

鄧
尉
和
虎
丘
是
蘇
州
名
勝
，
乾
隆
皇
帝
第
一
次

南
巡
臨
幸
兩
地
並
留
有
詩
賦
。
此
二
卷
或
者
為

紀
念
第
一
次
南
巡
，
或
者
為
望
幸
第
二
次
。
無

論
製
作
情
境
如
何
，
都
與
南
巡
有
關
。
蔣
溥
身

為
蘇
州
人
，
由
他
來
描
繪
鄧
尉
和
虎
丘
勝
景
，

和
富
陽
人
董
邦
達
畫
西
湖
是
一
個
道
理
。

名
勝
圖
和
詩
意
圖
是
乾
隆
皇
帝
喜
愛
的

山
水
畫
類
型
，
詞
臣
畫
家
幾
乎
都
有
作
過
。

蔣
溥
︿
畫
東
巡
攬
勝
﹀
冊
作
於
乾
隆
十
九
年

︵
一
七
五
四
︶
，
畫
的
是
扈
從
車
駕
巡
幸
東
北

所
見
名
勝
。
途
中
乾
隆
皇
帝
賦
詩
數
百
篇
，
畫

冊
在
本
幅
十
六
開
山
水
旁
抄
錄
了
其
中
十
六
首
，

又
兼
具
詩
意
圖
的
性
質
。
例
如
，
第
六
幅
︿
萬

壽
晴
峰
﹀
︵
圖
八
︶
沒
有
畫
名
勝
，
是
為
御
製

︿
八
月
十
三
日
詩
﹀
而
作
。
詩
中
﹁
曉
晴
﹂
、
﹁
西

水
﹂
、
﹁
南
山
﹂
等
景
物
在
畫
中
也
有
相
應
形 〈興京啟瑞〉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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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了
一
些
調
整
。
例
如
，
虎
丘
山
上
從
山
門
到

虎
丘
塔
的
距
離
被
拉
長
，
安
排
在
一
條
斜
線
上
。

二
山
門
作
正
面
側
視
，
虎
丘
塔
下
的
院
落
則
是
後

面
側
視
。
視
角
組
合
在
︿
盛
世
滋
生
圖
﹀
和
︽
南

巡
盛
典
︾
名
勝
圖
的
虎
丘
部
分
都
沒
有
出
現
。

因
為
視
角
轉
換
會
影
響
空
間
感
受
。
名
勝
圖
不

一
定
遵
照
透
視
法
，
卻
比
較
注
重
視
角
的
統
一

性
。
蔣
溥
不
是
宮
廷
畫
家
，
在
處
理
形
式
時
更

加
自
由
。
不
過
也
並
不
妨
礙
觀
者
按
圖
索
驥
，

找
到
那
些
代
表
性
景
點
，
如
劍
池
、
千
人
石
。

自
沈
周
︵
一
四
二
七

∼

一
五○

九
︶
︿
虎
丘
山

十
二
景
圖
﹀
冊
以
來
，
虎
丘
一
直
是
名
勝
圖
的

熱
門
題
材
。
蔣
溥
筆
下
的
虎
丘
山
水
也
隱
約
透

露
出
吳
派
畫
風
影
響
。
例
如
，
卷
上
苔
點
繁
密
，

設
色
清
麗
淡
雅
，
讓
人
想
到
文
徵
明
︵
一
四
七

○

∼

一
五
五
九
︶
的
細
筆
山
水
。

鄧
尉
山
在
蘇
州
府
西
南
，
東
望
太
湖
，
是

江
南
探
梅
勝
地
。
︿
鄧
尉
山
圖
﹀
卷
同
樣
採
用

俯
瞰
視
角
。
廟
宇
建
築
較
集
中
，
以
正
面
側
視
，

自
右
向
左
佈
局
。
石
守
謙
先
生
指
出
，
這
種
形

式
表
面
上
有
一
些
傳
統
輿
圖
之
感
，
實
則
正
好

呼
應
皇
帝
的
觀
看
視
角
。
︵
註
十
︶
清
代
宮
廷
中
，

結
合
實
景
的
山
水
圖
繪
大
多
如
此
，
也
包
括
名

湖
十
景
圖
﹀
以
來
，
就
是
南
巡
名
勝
圖
的
常
見

樣
式
。
︿
鄧
尉
山
圖
﹀
和
︿
虎
邱
山
圖
﹀
二
卷

結
合
了
實
景
，
並
注
意
營
造
空
間
深
度
以
增
強

真
實
感
。
不
過
蔣
溥
分
寸
拿
捏
得
當
，
加
之
精

心
構
思
，
使
得
畫
面
看
上
去
富
有
詩
意
。

︿
虎
邱
山
圖
﹀
卷
的
佈
置
自
左
向
右
展
開
，

最
引
人
注
目
的
雖
然
是
位
於
高
處
的
虎
丘
塔
，

其
平
面
上
的
中
點
卻
在
臨
水
的
山
門
處
。
也
就

是
說
山
門
外
向
右
延
伸
的
半
幅
畫
面
，
與
作
為

景
點
的
虎
丘
之
間
沒
有
直
接
關
聯
。
對
照
徐
揚

︵
一
七
一
二

∼

一
七
七
九
︶
︿
盛
世
滋
生
圖
﹀
，

可
以
知
道
右
半
幅
畫
的
是
山
塘
河
西
段
。
︵
註
九
︶

山
塘
河
西
起
虎
丘
，
東
至
閶
門
。
沿
河
的
山
塘

街
商
舖
雲
集
，
或
販
賣
各
種
特
產
，
或
為
行
旅

提
供
酒
食
，
是
閶
門
外
最
熱
鬧
繁
華
的
地
方
。

蔣
溥
用
一
種
含
蓄
的
方
式
來
描
繪
，
沒
有
船
隻
、

店
招
，
不
見
行
人
、
貨
品
，
只
有
房
屋
鱗
次
相

連
、
延
綿
不
絕
。
但
他
的
意
圖
相
當
明
顯
。
用

二
分
之
一
畫
面
展
示
，
這
樣
的
佈
局
已
經
體
現

了
其
重
要
性
。
在
乾
隆
皇
帝
統
治
下
，
民
生
欣

欣
向
榮
，
此
即
畫
家
按
而
未
表
之
意
。

手
卷
形
製
極
為
狹
長
，
為
了
將
實
景
與
山

水
融
合
起
來
，
蔣
溥
在
營
造
空
間
深
度
同
時
，

象
匹
配
。
相
比
而
言
，
第
十
幅
︿
興
京
啟
瑞
﹀

︵
圖
九
︶
、
第
十
一
幅
︿
陪
京
集
慶
﹀
︵
圖
十
︶
、

第
十
二
幅
︿
北
鎮
神
區
﹀
︵
圖
十
一
︶
、
第

十
六
幅
︿
清
風
百
世
﹀
︵
圖
十
二
︶
等
，
更
接

近
名
勝
圖
。
觀
者
可
以
見
到
城
牆
、
牌
樓
、
陵

寢
之
類
建
築
，
由
此
辨
別
畫
面
所
描
繪
的
真
實

景
觀
。
蔣
溥
以
協
辦
大
學
士
身
分
扈
蹕
，
在
選

擇
主
題
時
經
過
慎
重
考
慮
。
例
如
，
第
二
幅
︿
柳

條
邊
景
﹀
︵
圖
十
三
︶
畫
的
是
從
順
治
到
康
熙

年
間
修
建
的
柳
條
邊
。
御
製
︿
柳
條
邊
詩
﹀
謂

﹁
柳
條
結
邊
畫
內
外
﹂
、
﹁
前
人
之
法
後
人
守
﹂
，

表
明
作
為
劃
分
內
外
的
柳
條
邊
具
有
象
徵
祖
製

的
意
義
。
如
果
將
它
與
最
後
一
幅
描
繪
清
祖
陵

的
﹁
清
風
百
世
﹂
合
起
來
看
，
就
能
發
現
蔣
溥

作
畫
時
明
確
的
政
治
意
圖
。

南
巡
名
勝
圖
兼
具
紀
實
和
紀
盛
兩
項
功
能
。

乾
隆
宮
廷
繪
製
的
南
巡
名
勝
圖
，
既
有
出
自
宮
廷

畫
家
，
也
有
出
自
詞
臣
畫
家
。
無
論
畫
家
身
分
，

這
些
帶
有
官
方
性
質
的
圖
繪
看
上
去
有
點
類
似
，

因
為
它
們
都
是
通
過
圖
像
紀
錄
傳
遞
政
治
意
涵
。

蔣
溥
筆
下
的
鄧
尉
山
和
虎
丘
山
也
不
例
外
。
首

先
體
現
在
結
合
實
景
的
山
水
畫
形
式
。
這
種
形

式
自
王
原
祁
︵
一
六
四
二

∼

一
七
一
五
︶
︿
西

圖11　清　蔣溥　畫東巡攬勝　冊　北鎮神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0　清　蔣溥　畫東巡攬勝　冊　陪京集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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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
圖
。
乾
隆
朝
名
勝
圖
在
構
圖
之
外
還
有
其
它

程
式
。
例
如
，
外
形
似
傘
蓋
的
松
樹
，
清
秀
挺

拔
，
疏
密
、
遠
近
皆
宜
，
為
一
種
風
格
化
元
素
。

又
例
如
，
冷
暖
色
的
搭
配
，
以
青
、
綠
為
主
，

輔
以
朱
、
赭
。
用
在
此
卷
中
，
濃
淡
適
宜
，
令

人
仿
佛
感
受
到
江
南
初
春
的
清
冷
與
暖
意
。
鄧

尉
山
勢
比
虎
丘
略
高
，
坐
擁
太
湖
，
山
下
五
十

里
梅
花
有
﹁
香
雪
海
﹂
之
名
，
景
色
迆
邐
。
蔣

溥
用
披
麻
皴
塑
造
鄧
尉
山
、
吾
家
山
、
妙
高
峰

諸
山
，
筆
意
謹
飭
，
與
前
景
、
中
景
較
為
隨
意

的
皴
擦
形
成
對
比
。
古
梅
椏
杈
如
棘
，
花
葉
密

佈
，
都
作
繁
星
點
點
，
襯
托
出
茫
茫
湖
面
的
闊

大
悠
遠
。
這
樣
的
手
法
與
︿
虎
邱
圖
﹀
卷
蜿
蜿

水
岸
異
曲
同
工
。
所
謂
不
寫
而
寫
，
佔
據
畫
面

三
分
之
一
的
太
湖
不
著
一
絲
水
波
，
只
有
船
隻

停
泊
岸
邊
。

成
書
於
乾
隆
三
十
五
年
冬
︵
一
七
七○

︶

的
︽
南
巡
盛
典
︾
專
門
闢
有
﹁
名
勝
﹂
部
，
其

中
卷
九
十
九
也
有
︿
虎
邱
﹀
和
︿
鄧
尉
山
﹀
二

圖
。
有
趣
的
是
，
︽
中
國
古
典
風
景
園
林
圖
匯
︾

收
錄
了
一
套
佚
名
繪
︿
清
高
宗
南
巡
名
勝
圖
﹀

二
十
四
幅
，
同
樣
有
︿
虎
邱
山
圖
﹀
和
︿
鄧
尉

山
圖
﹀
，
與
前
者
看
上
去
非
常
類
似
。
︵
註
十
一
︶

這
些
名
勝
圖
反
映
了
宮
廷
之
外
和
南
巡
相
關
的

註
釋

1.  

國
史
館
有
傳
，
見
︽
清
史
列
傳
︾
卷
二
十
，
王
鍾
翰
點

校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一
九
八
七
，
頁
一
五
三
三―

一
五
三
六
。
生
平
並
見
於
袁
枚
，
︿
東
閣
大
學
士
蔣
文
恪
神

道
碑
﹀，
︽
小
倉
山
房
外
集
︾
卷
六
，
︽
續
修
四
庫
全
書
︾

第
一
四
三
二
冊
，
上
海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五
，

頁
五○

二―

五○

四
。

2.  

顧
文
彬
，
字
蔚
如
，
號
子
山
，
晚
號
艮
庵
。
江
蘇
元
和
人
，

顧
麟
士
︵
一
八
六
五
～
一
九
三○

︶
之
祖
。
道
光
二
十
一
年

︵
一
八
四
一
︶
進
士
，
官
至
浙
江
甯
紹
台
道
。
工
於
詩
詞
，

尤
以
詞
名
，
最
邃
集
古
之
妙
。
鑑
別
精
審
，
晚
築
怡
園
，
收

藏
天
下
法
書
名
畫
。
撰
有
︽
眉
綠
樓
詞
︾
、
︽
過
雲
樓
書
畫

記
︾
等
。
見
王
頌
蔚
，
︿
清
故
佈
政
使
銜
浙
江
甯
紹
台
道
顧

公
墓
誌
銘
並
序
﹀
，︽
寫
禮
廎
遺
著
四
種
︾
，
沈
雲
龍
主
編
，

︽
近
代
中
國
史
料
叢
刊
︾
第
三
五
輯
，
臺
北
：
文
海
出
版
社
，

一
九
七
三
，
頁
八
二―

八
六
。

3.  

林
柏
亭
，
︿
蔣
廷
錫
、
蔣
溥
父
子
作
品
展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七
二
期
，
一
九
八
九
，
頁
一○

四―

一
一
一
。

4.  

國
史
館
有
傳
，
見
︽
清
史
列
傳
︾
卷
十
一
，
頁
七
八
五―

七
八
八
。

5.  

陳
康
祺
，︽
燕
下
鄉
脞
錄
︾
卷
四
，︽
近
代
中
國
史
料
叢
刊
︾

第
五
六
輯
，
頁
一
五
三―

一
五
四
。

6.  

張
庚
，
︽
國
朝
畫
徵
錄
︾
卷
下
，
︽
續
修
四
庫
全
書
︾
第
一

○

六
七
冊
，
頁
一
三
三
。
按
：
據
徐
邦
達
考
證
，
潘
某
名
林
，

字
衡
谷
，
號
西
疇
，
常
熟
人
。

7.  

徐
邦
達
，︽
古
書
畫
偽
訛
考
辨
︾
下
卷
：
文
字
部
分
，
南
京
：

江
蘇
古
籍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四
，
頁
一
八
七
。

8.  

愛
新
覺
羅
•
弘
瞻
，
清
世
宗
第
六
子
，
嗣
果
親
王
允
禮
後
。

乾
隆
三
年
︵
一
七
三
八
︶
襲
替
爵
位
，
卒
謚
恭
。
室
名
經
畬

齋
，
自
號
經
畬
主
人
。
少
時
曾
從
沈
德
潛
︵
一
六
七
三
～

一
七
六
九
︶
學
詩
，
著
有
︽
鳴
盛
集
︾、
︽
雪
窗
雜
詠
︾、

︽
經
畬
齋
詩
鈔
︾
。
雅
好
藏
書
，
時
與
允
禧
︵
一
七
一
一
～

一
七
五
八
︶
同
遊
而
兼
收
書
畫
。
印
章
有
﹁
公
餘
染
翰
﹂
、

﹁
果
親
王
寶
﹂
︵
︿
八
駿
圖
﹀
，
江
西
省
博
物
館
︶
等
。
︽
清

史
稿
︾
卷
二
二
〇
有
傳
，
見
蘇
曉
軍
，
︽
蘇
齋
選
目
︾
，
北

京
：
中
國
經
濟
出
版
社
，
二○

一
三
，
頁
五
四―

五
五
。

9.  

參
閱
徐
揚
繪
，
楊
東
勝
主
編
，︽
姑
蘇
繁
華
圖
：
珍
藏
版
︾
，

天
津
：
天
津
人
民
美
術
出
版
社
，
二○

○

八
，
頁
六
七―

九
一
。

10.  

石
守
謙
，
︿
以
筆
墨
合
天
地
：
對
十
八
世
紀
中
國
山
水
畫
的

一
個
新
理
解
﹀
，
︽
美
術
史
研
究
集
刊
︾
第
二
六
期
，
二

○
○

九
，
頁
八
。

11.  

圖
版
見
孟
白
等
主
編
，
︽
中
國
古
典
風
景
園
林
圖
匯
︾
第
一

冊
，
北
京
：
學
苑
出
版
社
，
二○

○
○

，
頁
十
三
、
十
六
。

圖13　清　蔣溥　畫東巡攬勝　冊　柳條邊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2　清　蔣溥　畫東巡攬勝　冊　清風百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繪
活
動
。
拿
來
與
蔣
溥
手
卷
相
比
，
可
以
看

出
詞
臣
畫
家
繪
製
南
巡
名
勝
圖
不
一
樣
的
地
方
。

詞
臣
作
畫
時
自
由
度
更
大
，
因
而
注
重
個
性
化

手
段
的
呈
現
。
例
如
，
手
卷
高
度
僅
十
公
分
，

蔣
溥
卻
在
︿
鄧
尉
山
圖
﹀
卷
起
首
和
結
尾
處
，

從
近
到
遠
安
排
了
四
個
層
次
的
景
物
，
進
行
細

緻
描
繪
。
這
樣
精
心
的
構
思
正
是
蔣
溥
繪
畫
的

一
大
特
色
。
此
外
，
詞
臣
文
化
修
養
深
厚
，
著

眼
點
更
高
。
政
教
寓
意
、
審
美
意
境
乃
至
畫
史

傳
統
，
都
在
關
心
之
列
。
有
他
們
參
與
，
拓
展

了
南
巡
名
勝
圖
的
形
式
風
格
和
文
化
意
涵
。

本
文
意
在
拋
磚
引
玉
，
藉
由
蔣
溥
︿
鄧
尉

山
圖
﹀
、
︿
虎
邱
山
圖
﹀
二
卷
引
起
人
們
注
意
這

位
詞
臣
畫
家
，
並
關
注
乾
隆
南
巡
名
勝
圖
繪
製

之
全
貌
。
所
得
有
限
，
望
方
家
指
正
。

作
者
為
浙
江
師
範
大
學
美
術
學
院
講
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