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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一

古
物
分
級

本
展
以
﹁
國
寶
的
形
成—

書
畫
菁
華
特
展
﹂

命
名
，
固
然
與
所
選
文
物
俱
為
歷
史
上
流
傳
有

緒
的
名
蹟
、
在
美
術
史
早
已
蔚
為
典
範
，
也
具

備
極
重
要
的
影
響
力
等
各
種
因
素
攸
關
。
不
過
，

規
劃
此
項
特
展
，
其
實
還
有
另
一
項
核
心
主
旨
，

那
便
是
希
望
援
以
推
介
現
階
段
文
化
部
執
行
古

物
分
級
的
具
體
成
果
。

古
物
分
級
誠
然
是
現
代
的
語
彙
，
但
類
似

的
概
念
卻
可
以
往
前
追
溯
到
乾
隆
年
間
。
當
時

由
內
府
編
纂
的
︽
石
渠
寶
笈‧

秘
殿
珠
林
︾
，

所
收
錄
的
書
畫
就
都
標
有
﹁
上
等
﹂
或
者
﹁
次

等
﹂
的
字
樣
。
例
如
晉
王
羲
之
︿
快
雪
時
晴
帖
﹀
、

五
代
人
︿
秋
林
群
鹿
﹀
、
元
衛
九
鼎
︿
洛
神
圖
﹀
、

明
邊
文
進
︿
三
友
百
禽
圖
﹀
等
，
均
被
列
為
上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典
藏
的
書
畫
，
屬
於
︽
文
化
資
產
保
存
法
︾
所
定
義
的
﹁
古
物
﹂
，
意
指
各
時
代
、
各
族
群
經

人
為
加
工
，
具
有
文
化
意
義
之
藝
術
作
品
，
並
依
其
珍
貴
稀
有
價
值
，
區
分
為
﹁
國
寶
﹂
、
﹁
重
要
古
物
﹂
和
﹁
一

般
古
物
﹂
三
級
。
民
國
九
十
四
年
︵
二○

○

五
︶
底
，
故
宮
即
依
︽
文
資
法
︾
規
定
，
完
成
院
內
暫
行
分
級
。
當
時
，

書
畫
類
文
物
國
寶
級
計
列
二
一
七
件
，
重
要
古
物
共
一○

五
六
件
，
二
者
合
計
一
二
七
三
件
。
爾
後
從
九
十
七
年

︵
二○

○

八
︶
起
，
續
由
文
建
會
︵
文
化
部
前
身
︶
古
物
審
議
委
員
配
合
故
宮
歷
次
的
書
畫
展
覽
，
進
行
實
物
勘

驗
及
書
面
審
議
，
援
以
指
定
國
寶
和
重
要
古
物
，
並
公
告
周
知
。
截
至
一○

六
年
︵
二○

一
七
︶
七
月
為
止
，
經

指
定
公
告
的
國
寶
已
有
一
八
四
案
，
重
要
古
物
則
多
達
三
五
二
案
，
數
量
明
顯
凌
駕
於
國
內
其
他
博
物
館
。
本
次

擘
畫
﹁
國
寶
的
形
成
﹂
特
展
，
即
是
希
望
透
過
展
覽
的
詮
釋
，
推
介
古
物
分
級
指
定
制
度
的
緣
起
與
成
果
。

國
寶
的
形
成

書
畫
菁
華
特
展

劉
芳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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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一

故
書
甲○

三‧
○

九‧
○
○

一
四
一
，
唐
人

︿
宮
樂
圖
﹀
則
是
故
畫
甲○

二‧
○

七‧
○
○

三
五
七
。
但
是
，
後
來
被
列
入
限
展
菁
華
的
名

品
，
當
時
竟
也
有
淪
為
乙
等
者
，
例
如
五
代
人

︿
秋
林
群
鹿
﹀
的
編
號
，
就
是
故
畫
乙○

二‧
○

七‧
○
○
○

三
一
。
有
鑑
於
這
種
分
等
與
事
實

不
盡
符
合
，
所
以
後
來
故
宮
在
推
動
典
藏
管
理

數
位
化
的
階
段
，
文
物
帳
冊
的
編
號
就
已
取
消

這
種
命
名
方
式
。

民
國
七
十
一
︵
一
九
八
二
︶
年
，
︽
文
化

資
產
保
存
法
︾
正
式
頒
布
，
法
條
中
明
定
：
﹁
國

立
文
物
保
管
機
關
應
就
所
保
存
管
理
之
文
物
暫

行
分
級
，
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備
查
，
並
就
其
中

具
國
寶
、
重
要
古
物
價
值
者
列
冊
，
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審
查
。
﹂

民
國
八
十
六
︵
一
九
九
七
︶
年
，
教
育

部
發
布
︽
古
物
分
級
指
定
實
施
要
點
︾
，
其
中

針
對
重
要
古
物
的
定
義
，
歸
納
出
兩
項
條
件
：

﹁
一
、
品
質
精
良
珍
貴
，
藝
術
造
詣
高
超
，
數

量
稀
少
者
。
二
、
能
作
為
考
證
當
時
典
章
制
度

之
依
據
，
並
與
當
時
歷
史
人
物
或
史
事
具
有
深

厚
淵
源
者
。
﹂
針
對
國
寶
的
指
定
條
件
，
亦
列

出
兩
項
：
﹁
一
、
品
質
最
為
精
良
者
，
數
量
極

為
稀
少
者
。
二
、
為
研
究
當
時
文
化
歷
史
所
不

可
缺
少
之
代
表
性
證
物
者
。
﹂

為
落
實
上
述
文
化
政
策
，
國
內
各
公
立

無
疑
更
加
周
嚴
，
也
成
為
爾
後
典
藏
單
位
撰
寫

指
定
分
級
理
由
的
依
據
。

審
議
國
寶
與
重
要
古
物
的
任
務
，
則
是
由

﹁
古
物
審
議
委
員
會
﹂
來
負
責
。
從
民
國
九
十
七

年
起
，
每
季
故
宮
推
出
新
的
書
畫
展
覽
時
，
都

會
請
文
建
會
聘
任
的
古
物
審
議
委
員
來
院
進
行

實
物
勘
驗
及
書
面
審
議
，
名
為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提
報
暫
行
分
級
國
寶
重
要
古
物
專
案
小
組

實
物
勘
查
會
議
﹂
。

實
物
勘
查
會
議
的
工
作
流
程
包
括
三
項
，

一
、
書
面
審
閱
，
二
、
實
物
勘
查
，
三
、
實
物

勘
查
表
填
寫
。
提
報
的
古
物
經
過
逐
件
書
面
審

議
和
實
物
勘
驗
，
接
著
由
小
組
做
勾
選
，
並
依

照
統
計
結
果
，
來
決
定
是
否
同
意
故
宮
所
提
報

的
古
物
等
級
。
此
項
結
果
由
業
務
單
位
文
化
資

產
局
彙
整
後
，
還
須
再
提
交
到
文
化
部
的
古
物

審
議
會
議
，
做
最
終
確
認
，
並
公
告
於
文
化
部

文
化
資
產
局
的
網
站
。

本
次
展
出
的
精
品
當
中
，
有
廿
四
件
已
通

過
古
物
審
議
委
員
會
議
的
審
查
，
並
經
文
化
部

核
定
公
告
。
另
外
廿
一
件
院
內
暫
行
分
級
的
名

作
，
由
於
展
出
機
會
較
少
，
迄
未
進
行
提
報
審

議
。
這
批
作
品
，
將
利
用
本
次
展
期
安
排
古
物

審
議
會
議
，
以
完
備
指
定
公
告
的
程
序
。
在
展

覽
說
明
卡
片
上
，
也
會
根
據
現
行
的
審
查
結
果
，

清
楚
標
示
出
﹁
國
寶
﹂
、
﹁
重
要
古
物
﹂
、
﹁
故

等
，
宋
人
畫
︿
秋
塘
雙
雁
﹀
則
是
位
列
次
等
。

故
宮
遷
臺
以
後
，
於
民
國
四
十
五
年

︵
一
九
五
六
︶
出
版
的
︽
故
宮
書
畫
錄
︾
，
書

畫
亦
被
區
隔
成
﹁
正
目
﹂
和
﹁
簡
目
﹂
兩
種
類
型
。

所
謂
﹁
正
目
﹂
，
是
指
從
故
宮
博
物
院
及
中
央

博
物
院
運
臺
書
畫
中
，
遴
選
出
來
的
精
品
。
其

涵
意
，
即
與
︽
石
渠
寶
笈‧

秘
殿
珠
林
︾
裡
的

﹁
上
等
﹂
相
當
接
近
。
至
於
﹁
簡
目
﹂
，
則
與
﹁
次

等
﹂
的
意
思
相
近
。

依
據
此
書
的
凡
例
，
﹁
精
品
﹂
之
擇
定
標

準
有
三
。
﹁
第
一
，
是
歷
代
名
跡
，
其
作
者
之

真
實
性
無
疑
問
者
。
第
二
，
是
歷
代
名
跡
，
其

作
者
雖
未
易
確
定
，
而
作
品
本
身
自
具
價
值
，

或
流
傳
有
緒
者
。
第
三
，
是
明
清
諸
家
作
品
之

真
而
精
者
。
﹂
同
書
序
文
也
談
到
：
﹁
此
次
著

錄
之
書
畫
，
全
部
均
經
專
家
審
定
。
凡
屬
上
等
，

皆
詳
記
其
內
容
。
大
致
仍
依
︽
石
渠
寶
笈
．
秘

殿
珠
林
︾
。
﹂
﹁
簡
目
﹂
在
初
出
版
時
並
未
列
入
，

後
來
基
於
方
便
檢
索
，
始
按
照
品
類
羅
列
其
品

名
，
併
為
第
八
卷
。

民
國
六
十
六
︵
一
九
七
七
︶
年
，
故
宮
在

常
務
委
員
會
議
中
決
議
，
以
文
物
統
一
編
號
的

第
三
個
中
文
字
，
代
表
該
件
文
物
經
鑑
定
後
的

品
等
。
其
後
登
記
組
即
在
兩
年
內
，
針
對
書
畫

藏
品
分
出
甲
、
乙
、
丙
三
級
。
本
次
特
展
選
件

中
，
晉
王
羲
之
︿
快
雪
時
晴
帖
﹀
的
編
號
，
即
為

典
藏
單
位
遂
分
頭
推
動
古
物
的
級
別
訂
定
，
名

為
﹁
暫
行
分
級
﹂
。
故
宮
典
藏
書
畫
的
分
級
，

是
由
書
畫
處
同
仁
按
照
作
品
的
時
代
、
類
別
，

分
組
進
行
挑
選
，
經
過
處
內
資
深
研
究
人
員
覆

核
確
認
後
，
再
統
合
列
冊
，
於
民
國
九
十
四
年

十
二
月
呈
報
核
備
。

民
國
九
十
四
年
，
行
政
院
文
化
建
設
委
員

會
︵
簡
稱
文
建
會
︶
，
制
定
︽
古
物
分
級
登
錄
及

廢
止
審
查
辦
法
︾
。
該
辦
法
中
的
第
四
條
，
對
於

國
寶
之
指
定
，
應
依
下
列
基
準
為
之
：
一
、
具

有
特
殊
歷
史
意
義
或
能
表
現
傳
統
、
族
群
或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二
、
歷
史
流
傳
已
久
或
史
事
具

有
深
厚
淵
源
。
三
、
具
有
特
殊
之
時
代
特
色
、

技
術
及
流
派
。
四
、
具
有
特
殊
藝
術
造
詣
或
科
學

成
就
。
五
、
品
質
精
良
且
數
量
特
別
稀
少
。
六
、

具
有
特
殊
歷
史
、
文
化
、
藝
術
或
科
學
價
值
。

辦
法
第
三
條
，
對
於
重
要
古
物
之
指
定
，

應
依
下
列
基
準
為
之
：
一
、
具
有
重
要
歷
史
意

義
或
能
表
現
傳
統
、
族
群
或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

二
、
具
有
史
事
重
要
淵
源
。
三
、
具
有
重
要
之

時
代
特
色
、
技
術
及
流
派
。
四
、
具
有
重
要
藝

術
造
詣
或
科
學
成
就
。
五
、
品
質
精
良
且
數
量

稀
少
。
六
、
具
有
重
要
歷
史
、
文
化
、
藝
術
或

科
學
價
值
。

比
起
先
前
的
︽
古
物
分
級
指
定
實
施
要

點
︾
，
此
法
對
於
國
寶
和
重
要
古
物
的
定
義
，

唐人　宮樂圖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國寶　2012年3月核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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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
暫
行
分
級
﹂
或
﹁
文
化
部
核
定
公
告
﹂
等
字

樣
，
俾
使
觀
眾
一
目
了
然
。

選
件
架
構

有
別
於
本
院
其
他
具
有
單
一
主
題
的
展
覽
，

﹁
國
寶
的
形
成—

書
畫
菁
華
特
展
﹂
係
從
故
宮

典
藏
書
畫
中
挑
選
精
品
來
做
組
合
，
作
品
相
互

間
並
沒
有
關
聯
，
較
近
乎
精
華
集
錦
的
性
質
。

但
大
致
仍
可
依
循
時
間
的
縱
軸
線
，
洞
見
不
同

朝
代
的
的
風
格
特
質
。

展
品
中
時
代
最
早
的
書
蹟
，
是
晉
王
羲
之

︿
快
雪
時
晴
帖
﹀
與
晉
王
羲
之
︿
遠
宦
帖
﹀
二
幅
。

由
於
北
宋
米
芾
︽
書
史
︾
已
慨
歎
﹁
今
世
無
右

軍
真
字
﹂
，
現
存
的
書
蹟
多
出
自
唐
人
臨
本
或

鉤
摹
本
。
展
出
的
二
帖
中
，
唐
摹
︿
快
雪
時
晴

帖
﹀
為
乾
隆
﹁
三
希
﹂
之
首
，
本
文
雖
僅
廿
四

字
行
楷
，
但
高
宗
︵
一
七
三
六

∼

一
七
九
五
在

位
︶
鍾
愛
甚
篤
，
在
裝
裱
成
冊
後
，
除
了
包
含

元
、
明
、
清
三
代
的
名
人
題
跋
，
乾
隆
本
身
添

附
的
跋
語
更
多
達
七
十
多
則
，
堪
稱
古
今
鮮
對
。

本
次
悉
數
展
開
全
冊
，
足
以
洞
見
此
作
千
餘
年

間
的
流
傳
脈
絡
。

︿
遠
宦
帖
﹀
是
王
羲
之
︵
三○

三

∼

三
六
一
︶
寫
給
姻
親
周
撫
︵
二
九
三

∼

三
六
五
︶

的
書
信
，
共
五
十
三
字
草
書
，
裱
裝
成
短
卷
形

式
。
題
籤
是
徽
宗
︵
一
一○

○

∼

一
一
二
五
在

位
︶
的
瘦
金
書
，
作
品
四
周
並
鈐
有
宋
、
金
及

元
明
清
重
要
收
藏
印
。
本
件
雖
係
唐
代
的
雙
鉤

填
墨
本
，
但
仍
保
有
用
筆
縱
放
與
連
綿
順
暢
的

特
質
，
是
理
解
王
字
草
書
的
佳
例
。

本
展
中
，
時
代
最
早
的
繪
畫
為
唐
人
︿
宮

樂
圖
﹀
，
原
本
在
︽
石
渠
寶
笈
︾
和
︽
故
宮
書

畫
錄
︾
均
被
列
為
元
人
，
爾
後
經
過
幾
次
的
考

訂
，
於
二○

一
二
年
報
文
化
部
的
資
料
中
，
已

改
定
為
唐
代
，
較
諸
初
始
的
地
位
大
大
提
昇
。

五代人　秋林群鹿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國寶　故宮暫行分級

唐　韓幹　牧馬圖　冊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國寶　故宮暫行分級

宋　文同　墨竹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國寶　2012年3月核定公告

此
作
也
是
院
藏
作
品
中
，
最
能
夠
再
現
晚
唐
宮

廷
女
性
形
象
與
內
在
情
緒
的
珍
貴
名
蹟
。

作
品
時
代
與
著
錄
不
同
的
例
子
，
另
有
五

代
人
︿
秋
林
群
鹿
﹀
和
五
代
人
︿
丹
楓
呦
鹿
﹀
。

據
學
者
考
證
，
此
兩
作
應
是
遼
興
宗
︵
一○

三
一

∼

一○

五
五
在
位
︶
呈
給
宋
仁
宗
︵
一○

二
二

∼

一○

六
三
在
位
︶
的
禮
物
，
原
名
︿
千

角
鹿
圖
﹀
，
全
圖
共
分
五
幅
，
現
僅
存
其
中
不

相
聯
屬
的
兩
幅
，
成
作
時
間
約
在
北
宋
初
期
。

宋
代
繪
畫
是
本
次
特
展
的
核
心
，
展
出
國

寶
數
量
也
最
多
。
︿
牧
馬
圖
﹀
舊
傳
為
唐
玄
宗

︵
七
一
二

∼

七
五
六
在
位
︶
時
期
的
畫
馬
名
家

韓
幹
︵
八
世
紀
︶
所
作
，
黑
白
雙
駿
與
奚
官
的

造
型
精
絕
，
但
因
筆
致
、
用
色
的
特
點
已
與
唐

畫
稍
異
，
反
而
近
似
於
徽
宗
時
代
的
仿
古
風
格
，

故
推
斷
應
出
自
北
宋
末
期
宣
和
畫
院
所
摹
。

文
同
︿
墨
竹
﹀
是
早
期
墨
竹
畫
的
名
蹟
。

本
幅
因
右
上
方
有
兩
方
文
同
印
記
，
而
確
定
作

者
。
上
方
詩
塘
另
有
明
代
王
直
、
陳
循
跋
語
，

其
中
且
引
述
宋
人
詩
文
，
對
文
同
畫
藝
多
所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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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　秋塘雙雁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國寶　2012年3月核定公告

重
。
畫
中
的
一
杆
倒
垂
竹
，
雖
純
假
水
墨
沒
骨

畫
成
，
惟
對
竹
子
的
各
種
生
態
，
體
察
入
微
，

於
端
整
規
矩
中
，
不
失
造
型
與
墨
色
的
生
動
變

化
，
足
以
代
表
北
宋
文
人
畫
家
對
寫
生
精
神
的

高
度
實
踐
。

宋
人
︿
秋
塘
雙
雁
﹀
為
雙
拼
大
軸
，
時
代

可
置
入
風
格
精
緻
寫
實
的
徽
宗
畫
院
，
畫
中
雙

鵝
憩
息
在
池
塘
坡
岸
間
，
一
低
首
整
羽
，
一
引

頸
翹
望
，
舉
凡
翎
毛
、
殘
荷
、
蘆
葦
的
描
寫
，

無
一
不
工
，
極
得
秋
涼
蕭
瑟
的
自
然
生
意
。

宋
代
的
國
寶
書
法
選
件
，
是
以
︿
四
家
法

書
﹀
和
徽
宗
︿
詩
帖
﹀
二
卷
為
代
表
。
前
者
包

含
蔡
襄
︵
一○

一
二

∼

一○

六
七
︶
︿
海
隅
帖
﹀
、

蘇
軾
︵
一○

三
六

∼

一
一○

一
︶
︿
書
次
韻
三

舍
人
省
上
詩
﹀
、
黃
庭
堅
︵
一○

四
五

∼

一
一

○

五
︶
︿
致
明
叔
同
年
尺
牘
﹀
、
米
芾
︵
一○

五
一

∼

一
一○

八
︶
︿
道
味
帖
﹀
等
四
家
名
蹟
。

其
中
三
幅
紀
年
明
確
，
是
研
究
蘇
黃
米
蔡
書
風

的
重
要
標
竿
。
清
代
將
四
帖
合
裝
為
一
卷
，
益

顯
珍
貴
。
︿
詩
帖
﹀
卷
是
徽
宗
存
世
的
僅
見
大

字
瘦
金
書
法
，
書
五
言
律
詩
一
首
，
字
字
下
筆

勁
利
，
宛
如
鐵
劃
銀
鉤
，
極
具
視
覺
的
美
感
。

本
次
選
展
的
兩
宋
人
物
畫
，
涵
括
宗
教
神

祇
、
兒
童
、
宮
嬪
仕
女
等
，
不
惟
形
象
多
元
，

也
風
格
互
異
，
足
可
據
以
追
索
宋
代
人
物
畫
演

變
的
梗
概
。

宋　徽宗　詩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國寶　2012年3月核定公告

宋　蘇漢臣　秋庭戲嬰圖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國寶　故宮暫行分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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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代
的
國
寶
山
水
畫
，
本
次
僅
以
︿
江
帆

山
市
﹀
、
︿
奇
峰
萬
木
﹀
二
件
小
品
為
代
表
。
為

何
范
寬
︿
谿
山
行
旅
﹀
、
郭
熙
︿
早
春
圖
﹀
等
名

作
未
現
身
，
主
要
原
因
是
上
舉
名
作
，
已
分
別

在
過
去
兩
年
內
的
專
題
特
展
中
露
臉
，
不
得
已

只
能
捨
去
，
而
改
以
平
常
較
少
為
觀
眾
熟
知
的

國
寶
來
取
代
，
期
待
能
夠
擴
展
參
觀
者
的
視
野
。

︿
江
帆
山
市
﹀
係
一
橫
幅
小
品
，
尺
寸
雖

不
大
，
但
畫
中
情
節
卻
極
稱
繁
複
，
諸
如
帆
舟
、

旅
店
、
牲
畜
、
行
旅
、
寺
觀
等
，
均
可
一
一
指

認
。
畫
無
作
者
款
印
，
但
細
膩
的
風
格
與
宋
太

宗
時
期
，
翰
林
院
祗
候
燕
文
貴
︵
九
六
七

∼

一

○

四
四
︶
頗
有
相
近
處
，
宜
視
為
北
宋
初
期
難

得
的
山
水
精
品
。

︿
奇
峰
萬
木
﹀
舊
籤
雖
標
為
燕
文
貴
，
但

成
作
時
間
應
較
晚
。
此
作
寬
不
盈
尺
，
但
構
圖

主
峰
置
中
，
猶
保
有
北
宋
山
水
畫
的
餘
韻
。
山

石
殆
以
小
斧
劈
皴
擦
，
暈
染
精
工
細
密
，
遠
山

群
峰
聳
立
間
，
嵐
氣
湧
現
如
真
。
凡
此
，
均
與

︿
萬
壑
松
風
﹀
頗
為
相
近
，
推
斷
應
出
自
受
李

唐
︵
約
一○

四
九

∼

一
一
三○

後
︶
風
格
影
響

的
院
畫
家
之
手
，
足
以
窺
見
南
北
宋
之
間
山
水

畫
轉
型
時
期
的
發
展
。

宋
代
宗
教
繪
畫
的
成
就
，
立
基
於
唐
代
的

傳
統
而
續
有
發
展
，
流
傳
作
品
中
，
不
乏
令
人

驚
嘆
的
傑
作
。
宋
人
畫
︿
如
來
說
法
圖
﹀
，
為

蘇
漢
臣
︿
秋
庭
戲
嬰
圖
﹀
與
另
幅
︿
冬
日

嬰
戲
﹀
均
無
作
者
款
印
，
兩
軸
的
絹
地
相
近
，
畫

法
亦
同
，
推
斷
是
同
一
人
所
作
。
蘇
漢
臣
︵
十
二

世
紀
︶
先
後
任
職
宣
和
與
紹
興
畫
院
，
擅
長
童
嬰

題
材
，
夙
有
﹁
著
色
鮮
潤
、
體
度
如
生
﹂
之
譽
，

︿
秋
﹀︿
冬
﹀
二
軸
出
自
蘇
漢
臣
之
手
，
殆
無
疑
義
。

︿
女
孝
經
﹀
卷
所
繪
為
十
八
章
女
孝
經
的

前
九
章
，
採
圖
文
相
參
的
形
式
排
列
。
雖
然
故

宮
文
物
清
冊
舊
標
為
高
宗
書
馬
和
之
︵
生
卒
年

不
詳
︶
繪
，
實
則
整
體
風
格
更
近
於
十
三
世
紀

的
馬
麟
，
書
體
也
與
理
宗
︵
一
二
二
四

∼

一
二 

六
四
在
位
︶
相
彷
彿
，
儘
管
未
便
驟
爾
改
訂
，

仍
宜
以
十
三
世
紀
院
畫
家
的
作
品
來
斷
代
為
妥
。

據
此
作
，
亦
可
一
究
南
宋
對
女
子
禮
儀
規
範
的

具
體
解
讀
，
兼
具
藝
術
與
文
化
的
多
元
價
值
。

牟
益
︿
擣
衣
圖
﹀
純
以
白
描
輕
墨
，
描
繪

諸
女
於
將
寒
時
節
，
相
約
搗
練
、
裁
布
，
為
遠

方
良
人
縫
製
冬
衣
的
情
景
。
畫
中
人
物
的
衣
紋

用
筆
，
細
勁
如
琴
弦
，
饒
有
復
古
的
韻
致
；
眉

宇
之
間
，
又
將
謝
惠
連
︵
四○

七

∼

四
三
三
︶

︿
擣
衣
詩
﹀
中
對
女
性
潛
藏
於
內
心
的
愁
緒
，

做
了
極
為
傳
神
的
描
繪
。
儘
管
通
幅
未
施
彩
繪
，

仍
然
筆
有
盡
而
意
無
窮
，
是
南
宋
白
描
人
物
畫

中
，
圖
寫
夫
妻
兩
地
相
思
，
最
含
蓄
、
也
最
成

功
的
作
品
。

宋　高宗書女孝經　馬和之補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國寶　故宮暫行分級

宋人　江帆山市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國寶　故宮暫行分級

宋　燕文貴　奇峰萬木　冊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國寶　2011年4月核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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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世
已
極
罕
見
的
宣
和
裝
立
軸
，
畫
面
四
周
鈐

有
北
宋
內
府
印
記
。
通
幅
以
墨
線
勾
勒
為
主
，

輔
以
淺
淡
設
色
。
佛
菩
薩
的
形
象
真
實
，
落
筆

勁
健
，
線
描
迴
轉
順
暢
，
猶
存
有
唐
代
壁
畫
風

致
，
成
作
年
代
約
在
北
宋
早
期
。

︿
畫
梵
像
﹀
卷
主
要
出
自
大
理
國
描
工
張

勝
溫
，
也
是
傳
世
大
理
國
唯
一
的
畫
卷
，
其
珍
稀

性
不
言
可
喻
。
完
成
於
一
一
七
二

∼

一
一
七
五

年
，
時
值
南
宋
孝
宗
乾
道
至
淳
熙
年
間
。
全
長

逾
二
十
米
，
初
始
係
經
摺
裝
冊
頁
，
後
因
受
損

而
改
裝
成
手
卷
，
其
中
部
分
遭
裱
工
錯
置
，
順

序
已
非
原
貌
。
儘
管
如
此
，
此
畫
中
精
謹
細
膩

的
繪
工
，
與
豐
富
的
圖
像
內
容
，
依
舊
是
考
證

南
紹
大
理
國
與
周
邊
文
化
第
一
手
的
寶
貴
遺
存
。

密
教
信
仰
中
，
觀
音
生
有
一
佛
頭
、
廿
六

菩
薩
頭
，
千
手
中
有
千
眼
，
名
為
︿
千
手
千
眼

觀
世
音
﹀
，
院
藏
同
名
立
軸
，
出
自
十
二
世
紀

末
期
的
佚
名
畫
家
。
描
繪
觀
音
在
諸
佛
與
天
龍

八
部
簇
擁
下
，
現
千
手
千
眼
法
相
。
通
幅
賦
色

之
精
麗
、
細
節
之
繁
複
，
與
運
筆
之
勁
健
純
熟
，

教
人
驚
嘆
不
置
，
比
起
同
時
期
的
︿
畫
梵
像
﹀

卷
，
直
可
謂
各
擅
勝
場
，
并
為
南
宋
時
期
佛
教

圖
像
的
雙
璧
。

元
代
文
人
畫
人
物
，
可
以
元
衛
九
鼎
︿
洛

神
圖
﹀
和
張
雨
題
︿
倪
瓚
像
﹀
為
代
表
。
前
者

繼
承
宋
代
李
公
麟
︵
一○

四
九

∼

一
一○

六
︶
、

牟
益
︵
一
一
七
八

∼

？
︶
一
系
的
白
描
傳
統
，

描
寫
古
典
文
學
名
作
中
的
洛
水
女
神
宓
妃
。
衣

紋
線
描
迴
旋
如
意
，
細
若
游
絲
。
隔
著
浩
渺
的

江
面
，
遠
景
坡
陀
數
疊
，
則
筆
意
粗
疏
，
似
未

經
意
，
與
人
物
互
成
對
比
之
勢
。
衛
九
鼎
︵
十
四

世
紀
︶
存
世
作
品
稀
少
，
此
作
景
境
高
古
，
尤

其
難
得
。

張
雨
︿
題
倪
瓚
像
﹀
無
作
者
款
印
，
畫
題

是
因
張
雨
的
跋
語
而
得
。
全
畫
賦
色
雅
淡
，
人

物
、
家
具
、
器
用
描
繪
精
緻
細
膩
，
刻
意
凸
顯

了
畫
中
人
好
潔
的
習
性
。
張
雨
和
倪
瓚
︵
一
三

○

一

∼

一
三
七
四
︶
同
為
道
友
，
往
來
於
江
浙

一
帶
，
相
互
間
時
常
藉
書
畫
相
酬
酢
，
此
卷
正

好
印
證
了
兩
人
的
藝
術
情
誼
，
畫
像
本
身
更
是

元
代
文
人
肖
像
畫
的
高
度
成
就
。
本
次
亦
展
出

張
雨
︿
書
七
言
律
詩
﹀
，
筆
勢
縱
橫
排
盪
，
揮

灑
自
如
。
兩
作
並
列
同
觀
，
適
可
據
以
體
會
張

雨
作
書
的
兩
樣
風
致
。

高
克
恭
︿
雲
橫
秀
嶺
﹀
是
其
過
世
前
一
年

所
繪
，
足
以
反
映
其
山
水
畫
純
熟
階
段
的
面
貌
。

畫
幅
格
局
恢
宏
、
主
山
堂
堂
，
延
續
北
宋
巨
障

山
水
的
傳
統
。
中
景
假
雲
嵐
烘
染
，
將
畫
面
分

隔
為
二
，
搭
配
前
景
曲
折
的
河
道
，
展
現
一
派

米
家
山
水
溫
潤
的
氛
圍
。
作
者
巧
妙
融
合
五
代

董
、
巨
及
兩
宋
諸
家
的
風
格
特
質
，
形
塑
出
元

代
復
古
式
青
綠
山
水
畫
的
風
致
，
此
作
堪
稱
典

大理國　張勝溫　畫梵像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國寶　2012年3月核定公告

宋人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國寶　2011年4月核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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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代
表
。

元
四
大
家
的
國
寶
級
作
品
，
本
次
選
展
吳

鎮
︵
一
二
八○

∼

一
三
五
四
︶
︿
雙
松
圖
﹀
、

王
蒙
︵
一
三○

八

∼

一
三
八
五
︶
︿
具
區
林
屋
﹀

二
軸
。
︿
雙
松
圖
﹀
是
吳
鎮
早
期
的
面
貌
，
用

筆
賡
續
董
巨
與
李
郭
傳
統
，
線
條
渾
厚
而
蒼
潤
，

一
派
古
意
盎
然
。
由
上
款
所
題
，
知
此
作
係
為

道
士
張
善
淵
︵
一
二○

六

∼

一
二
七
五
︶
而
繪
，

亦
可
追
索
吳
鎮
與
當
時
道
教
之
間
的
淵
源
。

王
蒙
︿
具
區
林
屋
﹀
取
材
於
太
湖
林
屋
洞
。

布
局
充
塞
綿
密
，
皴
線
細
如
牛
毛
，
在
古
畫
中
殊

為
罕
見
。
賦
彩
則
以
淺
絳
為
主
，
並
佐
以
朱
、
黃

等
豔
麗
的
色
澤
，
致
令
秋
光
瀲
灩
，
照
人
眼
明
。

誠
為
元
代
山
水
畫
中
，
極
富
創
新
意
識
的
代
表
。

明
代
書
畫
的
展
件
雖
不
算
多
，
但
宮
廷
院

派
、
浙
派
和
吳
派
均
各
有
重
量
級
的
國
寶
入
選
。

邊
文
進
︿
三
友
百
禽
圖
﹀
畫
近
百
隻
禽
鳥

匯
聚
於
梅
竹
、
坡
石
間
，
題
材
饒
富
吉
祥
寓
意
。

密
實
的
布
局
，
雖
取
滋
於
北
宋
院
畫
，
但
畫
樹

石
筆
致
略
顯
粗
放
，
已
去
北
宋
花
鳥
的
細
密
寫

實
漸
遠
，
摻
融
了
南
宋
馬
、
夏
的
特
色
和
宮
廷

繪
畫
的
裝
飾
趣
味
，
而
自
具
一
格
。

戴
進
︿
溪
橋
策
蹇
圖
﹀
主
題
雖
是
畫
行
旅

策
馬
過
橋
，
但
在
馬
夏
式
的
半
邊
構
圖
中
，
鋪

陳
出
層
次
分
明
的
前
、
中
、
後
景
，
安
排
疏
密

相
間
，
內
容
既
豐
富
又
幽
遠
。
整
體
畫
法
賡
續

元　王蒙　具區林屋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國寶　故宮暫行分級

明　邊文進　三友百禽圖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國寶　故宮暫行分級



33　故宮文物月刊·第415期 2017年10月　32

國寶的形成—書畫菁華特展

專輯一

南
宋
院
體
與
元
代
的
文
人
畫
，
並
續
作
變
革
。

活
潑
跳
擲
的
行
筆
，
充
分
展
露
出
畫
家
汲
古
創

新
的
個
人
特
質
，
也
蔚
為
明
代
浙
派
之
首
。

︿
溪
山
漁
隱
﹀
是
唐
寅
︵
一
四
七○

∼

一
五
二
四
︶
山
水
人
物
長
卷
中
的
翹
楚
，
通
幅

繪
秋
光
瀲
灩
，
水
榭
、
茅
舍
掩
映
，
隱
者
或
泛

舟
濯
足
，
或
促
膝
閒
話
，
或
曳
竿
獨
釣
，
景
境

一
派
閒
雅
幽
微
。
用
筆
結
合
披
麻
與
帶
水
斧
劈

皴
，
並
輔
以
明
豔
的
花
青
、
赭
黃
暈
染
，
色
墨

交
相
輝
映
，
尤
稱
精
妙
。
除
自
題
詩
外
，
拖
尾

另
有
陸
治
、
程
大
倫
、
顧
德
育
、
居
節
、
王
寵

等
多
人
題
跋
，
可
援
以
爬
梳
畫
家
的
交
遊
網
絡
。

清
代
的
國
寶
選
件
中
，
王
翬
︵
一
六
三
二

∼

一
七
一
七
︶
︿
夏
山
煙
雨
﹀
畫
法
遠
承
董
巨
、

吳
鎮
各
家
筆
意
，
以
連
綿
起
伏
的
峰
巒
、
茂
密

蔥
鬱
的
林
木
，
貫
穿
整
幅
長
卷
，
布
局
虛
實
相

間
，
繁
複
而
多
變
，
將
夏
日
山
間
水
氣
蒸
騰
，

淋
漓
潤
澤
的
氛
圍
，
刻
劃
傳
神
，
是
王
翬
畫
風

純
熟
階
段
的
精
采
鉅
制
。
本
幅
及
拖
尾
另
有
高

士
奇
、
徐
乾
學
、
史
章
、
惲
壽
平
等
人
題
詠
，

為
此
作
平
添
了
更
生
動
的
註
解
。

另
一
組
清
︿
畫
院
畫
十
二
月
月
令
圖
﹀
，

共
有
十
二
軸
，
內
容
分
繪
各
種
歲
時
活
動
與
風

俗
。
九
十
四
年
院
內
進
行
暫
行
分
級
時
，
原
被

定
為
重
要
古
物
。
至
一○

二
年
︵
二○

一
三
︶

專
案
小
組
實
物
勘
查
會
議
上
，
有
委
員
認
為

十
二
幅
月
令
圖
繪
製
精
謹
細
膩
，
是
清
代
宮
廷

繪
畫
的
鉅
作
，
也
是
考
察
乾
隆
初
期
畫
院
風
格

的
關
鍵
作
品
，
建
議
將
十
二
軸
合
為
一
案
，
提

升
成
為
國
寶
。
後
經
委
員
表
決
通
過
，
始
作
調

整
，
亦
為
故
宮
增
加
了
一
組
國
寶
級
文
物
。

結
語

對
博
物
館
的
典
藏
管
理
者
來
說
，
其
實
無

論
有
沒
有
古
物
分
級
制
度
，
都
有
責
任
深
入
去

瞭
解
典
藏
文
物
的
內
容
與
藝
術
價
值
。
保
存
典

藏
文
物
的
態
度
，
也
不
會
因
古
物
分
級
而
有
差

別
待
遇
。
每
一
件
文
物
都
必
須
儲
存
於
恆
溫
、

恆
濕
的
環
境
中
。
書
畫
每
回
展
出
後
，
為
了
避

免
長
期
光
照
造
成
作
品
褪
色
和
脆
化
，
至
少
需

間
隔
一
年
半
以
上
，
才
能
再
度
選
展
。
針
對
時

代
特
別
久
遠
，
或
材
質
比
較
脆
弱
的
古
物
，
更

需
延
長
入
庫
養
護
的
時
間
。

本
次
﹁
國
寶
的
形
成—

書
畫
菁
華
特
展
﹂
，

誠
然
可
以
滿
足
來
故
宮
的
觀
眾
們
一
次
看
足
多

件
名
品
的
期
待
，
但
是
策
展
團
隊
最
想
闡
述
的

初
衷
，
還
是
希
望
透
過
這
項
展
覽
，
一
方
面
增

益
觀
眾
對
古
物
分
級
制
度
的
瞭
解
，
另
外
也
敦

促
國
人
更
加
重
視
古
物
保
存
的
意
義
，
達
到
愛

惜
國
寶
，
推
廣
珍
貴
文
化
遺
產
的
目
的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書
畫
處

明　唐寅　溪山漁隱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國寶　2015年1月核定公告

清　畫院畫十二月月令圖　十二月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國寶　2013年12月核定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