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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掌故

體
制
上
應
該
脫
離
行
政
院
部
會
，
恢
復

藝
術
文
化
專
業

自
一
九
六
五
年
故
宮
在
臺
北
開
館
以
來
，

我
是
第
三
任
院
長
，
二○

○
○

年
至
二○

○

四

年
，
前
面
三
十
五
年
只
有
兩
位
，
從
我
以
後
，

很
少
超
過
四
年
的
。

這
是
故
宮
體
制
所
造
成
的
。
她
非
常
奇
特

地
屬
於
政
府
內
閣
的
一
部
分
，
院
長
地
位
等
同

於
部
長
，
世
界
上
不
論
多
著
名
的
博
物
館
都
沒

有
這
麼
高
的
行
政
位
階
。
既
然
是
內
閣
部
會
，

院
長
自
然
隨
著
政
黨
輪
替
或
內
閣
改
組
而
更
動
。

在
我
之
前
的
長
任
，
和
之
後
的
短
任
，
都
和
政

權
更
替
與
否
息
息
相
關
。

其
實
院
長
位
備
閣
員
的
體
制
，
始
自
一
九 

八
六
年
，
多
半
是
因
人
設
制
所
致
。
因
人
設
制
，

或
方
便
於
一
時
，
然
日
久
缺
陷
就
會
一
一
浮
現
，

觀
察
過
去
十
幾
年
領
導
階
層
的
更
迭
史
，
應
可

瞭
然
。我

當
時
有
鑑
於
此
，
主
張
故
宮
應
該
脫
離

行
政
院
，
也
就
是
說
，
院
長
不
再
是
閣
員
，
遠

離
政
治
烽
火
圈
，
減
少
政
黨
干
擾
，
才
可
能
從

事
長
遠
的
專
業
規
畫
。

故
宮
作
為
行
政
院
的
部
會
並
不
合
理
，
她

既
不
制
定
國
家
的
文
化
政
策
，
也
沒
有
下
屬
機

構
，
更
不
能
分
配
資
源
，
和
具
備
這
三
要
件
的

其
他
部
會
完
全
不
同
。

另
一
方
面
，
故
宮
具
備
典
藏
、
研
究
、
展

覽
、
教
育
和
出
版
的
功
能
，
與
世
界
級
博
物
館

沒
有
二
致
。
她
的
研
究
功
能
等
同
於
國
內
各
種

專
業
研
究
機
構
，
教
育
近
似
深
淺
不
一
的
各
級

學
校
，
出
版
則
含
蓋
學
術
著
作
至
通
俗
讀
物
或

兒
童
書
刊
。
她
應
該
是
一
個
藝
術
、
歷
史
和
文

西
元
二○

○
○

年
，
臺
灣
首
度
政
黨
輪
替
，
我
意
外
地
出
任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以
下
簡
稱
故
宮
︶
院
長
，
和
當

時
的
社
會
氣
氛
一
樣
，
我
是
有
改
革
的
企
圖
才
接
下
這
份
任
命
。
我
對
故
宮
的
改
革
是
使
她
平
民
化
、
世
界
化
和

本
土
化
。
因
為
有
人
問
我
任
職
故
宮
四
年
有
何
建
樹
和
理
念
，
本
文
係
答
客
問
之
作
，
遂
有
點
老
王
賣
瓜
之
嫌
，

祈
望
讀
者
諒
解
。
四
年
於
人
之
一
生
，
雖
如
驚
鴻
一
瞥
，
然
亦
留
下
幾
印
爪
痕
，
我
不
妨
先
談
談
最
根
本
的
體
制

問
題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談
往
臆
來

杜
正
勝

獲
得
立
法
委
員
支
持
，
而
在
野
的
國
、
親
兩
黨

更
反
對
。
有
某
一
立
委
劈
頭
就
說
，
她
反
對
故

宮
歸
阿
扁
管
。
沖
昏
頭
的
政
爭
是
無
法
籌
謀
國

家
長
遠
大
計
的
。

即
使
事
隔
十
多
年
，
我
還
是
認
為
故
宮

如
果
不
從
根
本
的
體
制
改
造
，
無
法
成
為
一
個

正
常
的
博
物
館
，
功
能
很
難
充
分
發
揮
。
今
之

決
策
者
應
該
花
點
心
思
，
關
心
這
個
存
在
不
過

三
十
年
的
畸
形
行
政
體
制
。
過
去
馬
政
府
時
期

挾
其
國
會
多
數
進
行
政
府
組
織
改
造
，
故
宮
定

位
不
曾
列
入
議
題
，
喪
失
良
機
，
殊
為
可
惜
。

有
人
想
推
動
行
政
法
人
化
，
這
種
構
想
扁

政
府
時
期
曾
經
熱
鬧
一
陣
子
。
二○

○

三
年
教

育
部
主
辦
過
博
物
館
行
政
法
人
研
討
會
，
我
以

故
宮
院
長
身
分
應
邀
發
表
主
題
演
講
，
闡
述
博

物
館
自
主
之
道
，
論
述
具
在
，
收
入
︽
藝
術
殿

堂
內
外
︾
︵
臺
北
：
三
民
，
二○

○

四
︶
。

博
物
館
法
人
化
的
政
策
，
各
國
不
同
，
各

博
物
館
不
同
，
不
能
一
概
而
論
，
但
根
本
之
道

要
先
把
自
己
的
那
本
收
支
賬
簿
算
清
楚
。
當
年

我
利
用
故
宮
二○

○

一
、
二○

○

二
兩
年
的
收

支
作
了
一
些
分
析
，
近
年
的
財
政
結
構
不
知
有

沒
有
改
變
？

體
質
上
應
該
淡
化
政
治
使
命
，
回
歸
藝

術
本
質故

宮
自
設
館
以
來
就
具
有
強
烈
的
政
治
使

命
，
因
為
她
﹁
帶
有
先
天
的
濃
厚
政
治
基
因
﹂
。

她
的
藏
品
大
多
來
自
紫
禁
城
，
隨
著
民
國

以
來
複
雜
多
變
的
政
治
情
勢
，
使
得
藏
品
的
法

律
歸
屬
問
題
成
為
敏
感
的
政
治
話
題
，
故
凡
赴

外
國
展
覽
的
先
決
條
件
，
必
需
先
獲
得
當
地
國

保
證
歸
還
的
法
律
文
件
，
才
可
能
考
慮
專
業
事

務
。

遠
且
不
說
文
物
是
﹁
私
產
﹂
或
﹁
公
產
﹂

之
爭
議
，
更
晚
近
的
與
北
京
故
宮
的
糾
葛
，
幾

乎
經
常
會
碰
到
所
有
權
的
質
疑
或
關
懷
。
以
我

經
手
的
赴
德
展
來
說
，
我
方
要
求
德
國
通
過
保

證
歸
還
文
物
的
法
律
。
礙
於
臺
灣
特
殊
的
國
際

角
色
，
最
後
德
方
通
過
的
法
律
則
是
不
觸
及
所

有
權
問
題
，
只
對
出
借
者
︵
即
我
方
︶
負
責
，

承
認
出
借
者
﹁
擁
有
﹂
的
事
實
。

為
了
深
入
確
定
德
方
的
承
認
和
保
證
，

我
們
聘
請
德
國
科
隆
大
學
國
際
法
權
威
伯
恩
哈

特‧

坎
遍
︵B

ernhard Kem
pen

︶
教
授
專
案

研
究
德
國
政
府
的
法
律
和
出
具
的
文
件
。
報
告

指
出
德
方
排
除
文
物
所
有
權
人
的
爭
議
，
故
宮

化
等
領
域
的
研
究
院
或
學
校
，
而
不
是
政
府
部

會
。

有
鑑
於
此
，
為
兼
顧
傳
統
與
現
實
，
我
當

時
就
提
出
故
宮
脫
離
行
政
院
，
比
照
中
央
研
究

院
和
國
史
館
，
改
隸
總
統
府
。
這
樣
改
制
，
藝

術
文
化
的
尊
崇
不
減
，
可
以
守
住
專
業
，
減
少

政
爭
可
能
產
生
的
動
盪
。

我
開
始
尋
求
立
法
院
的
支
持
，
進
行
遊
說
。

但
此
議
等
於
削
除
立
法
院
監
督
的
權
力
，
不
易1965年國立故宮博物院建築完工後之正面俯視照　引自《故宮院史留真》，臺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2013，頁102，圖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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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小
停
車
場
的
空
間
圈
圍
進
來
，
於
是
創
造
出

廣
大
的lobby

；
採
用
大
片
玻
璃
帷
幕
作
穿
透

牆
，
館
外
山
色
盡
收
眼
底
，
整
個
博
物
館
頓
顯

得
開
闊
明
朗
。

新
設
計
又
在
舊
有
的
停
車
平
臺
底
下
挖
出

一
個
樓
層
來
，
在
原
來
的
護
牆
邊
開
出
一
條
新

車
道
，
遊
客
進
入
新
一
樓
大
門
，
面
前
呈
現
寬

敞
的
樓
梯
，
直
達
三
樓
，
塑
造
出
一
股
恢
宏
的

氣
勢
。
於
是
將
原
來
矗
立
在
館
前
停
車
平
臺
的

蔣
介
石
銅
像
及
遺
囑
基
座
移
至
圖
書
文
獻
館
，

新
一
樓
頂
上
，
改
以
玻
璃
屋
頂
，
故
雖
在
地
下
，

以
貸
與
人
的
身
分
可
以
向
借
用
人
索
還
；
因
而

也
排
除
中
國
因
素
和
國
際
法
，
而
回
歸
到
德
國

︽
外
流
法
︾
，
只
認
定
借
自
境
外
的
文
物
必
歸

還
原
出
口
地
。
最
後
並
回
應
博
物
館
專
業
，
只

認
定
文
物
﹁
占
有
人
﹂
依
德
國
民
法
的
﹁
直
接

占
有
﹂
而
達
成
文
物
交
流
的
目
的
。

赴
德
展
的
法
律
作
業
透
露
故
宮
文
物
濃
厚

的
政
治
味
。
這
批
文
物
離
開
紫
禁
城
，
輾
轉
遷

徙
，
或
上
海
，
或
南
京
，
或
樂
山
、
峨
眉
，
再

回
南
京
，
旋
即
渡
海
來
臺
，
先
駐
霧
峰
，
最
後

在
臺
北
外
雙
溪
落
腳
。
這
篇
可
歌
可
泣
的
史
詩
，

故
宮
同
仁
提
起
這
段
歷
史
莫
不
無
限
感
懷
，
洋

溢
著
驕
傲
的
臉
色
，
即
使
未
嘗
躬
與
其
役
的
後

進
亦
深
感
與
有
榮
焉
。

然
而
這
篇
史
詩
讓
人
清
楚
地
看
到
文
物
和

國
家
︵
或
政
權
︶
結
合
得
無
比
緊
密
，
當
政
者

所
到
之
處
，
文
物
也
到
那
裡
。
尤
其
一
九
四
八

年
底
到
翌
年
初
，
文
物
播
遷
來
臺
，
動
用
軍
艦

載
運
。故

宮
文
物
遷
徙
的
歷
史
無
形
中
造
就
故
宮

的
性
格
，
她
的
命
運
簡
直
與
中
華
民
國
、
國
民

黨
政
權
或
蔣
家
的
命
運
同
步
。
由
於
國
難
，
故

宮
文
物
在
流
離
歷
程
中
，
民
族
主
義
的
政
治
性

格
一
分
一
分
地
增
強
，
作
為
人
類
文
明
遺
產
的

藝
術
性
格
反
而
一
分
一
分
地
被
掩
蓋
。
她
不
但

以
﹁
發
揚
本
院
藏
品
的
普
世
性
，
放
棄
民
族
︵
國

家
︶
主
義
，
改
採
世
界
主
義
﹂
作
為
故
宮
的
新

思
維
。

正
館
改
造
，
展
現
故
宮
新
風
貌

上
面
說
的
新
體
制
和
新
思
維
，
只
算
是
我

的
基
礎
理
念
，
如
果
問
四
年
任
期
給
故
宮
帶
來

什
麼
建
樹
，
我
會
當
仁
不
讓
地
列
舉
正
館
的
改

造
和
南
院
的
創
設
，
故
宮
因
而
展
現
新
的
風
貌
。

先
說
正
館
改
造
。

故
宮
一
九
六
五
年
在
臺
北
開
館
，
只
有
中

間
部
分
的
主
體
建
築
，
共
三
層
，
一
樓
主
要
作

為
辦
公
室
，
二
、
三
樓
是
展
覽
室
，
拾
級
而
上

二
樓
，
仰
頭
可
見
狹
窄
的
穹
形
大
門
上
，
蔣
中

正
題
有
﹁
中
山
博
物
院
﹂
五
字
橫
額
，
以
紀
念

孫
文
︵
一
八
六
六

∼

一
九
二
五
︶
百
年
誕
辰
。

不
久
故
宮
擴
建
，
左
右
增
益
兩
翼
和
護
龍
，
增

建
部
分
與
主
體
各
留
下
一
個
小
天
井
，
整
體
格

局
呈
中
軸
對
稱
的
凹
字
形
配
置
。

後
來
關
閉
二
樓
大
門
，
改
從
一
樓
出
入
。

原
來
正
館
一
樓
的
行
政
辦
公
室
改
作
展
廳
，
新

蓋
行
政
大
樓
。
而
正
館
座
背
山
洞
內
的
庫
藏
，

大
部
分
遷
移
到
新
行
政
大
樓
的
地
下
室
。
然
而

一
樓
的
大
門
不
但
狹
窄
，
而
且
被
廣
場
上
二
樓

的
階
梯
及
懸
頂
阻
隔
，
懸
頂
之
下
又
有
郵
局
和

警
衛
室
阻
擋
，
根
本
看
不
到
外
面
景
觀
，
風
雨

時
節
，
尤
其
陰
沈
。

館
內
展
廳
動
線
雜
亂
，
樓
梯
逼
窄
，
遊
客

上
下
交
會
，
甚
至
要
側
身
而
過
。
我
上
任
以
後
，

便
思
考
正
館
改
造
事
宜
，
好
讓
硬
體
展
館
能
與

一
流
典
藏
相
配
；
乃
向
陳
水
扁
總
統
提
議
，
並

獲
得
行
政
院
同
意
，
於
是
才
有
今
天
改
造
後
的

故
宮
。新

故
宮
，
將
原
來
主
體
建
築
凹
進
去
的
部

分
往
前
推
，
與
左
右
護
龍
齊
沿
。
原
先
的
花
圃

被
國
民
黨
或
蔣
家
政
權
當
作
正
統
的
象
徵
，
在

舖
天
蓋
地
的
文
化
民
族
主
義
宣
傳
過
程
中
，
也

扮
演
代
表
中
華
文
化
的
角
色
。

在
我
任
職
之
前
，
故
宮
遂
被
建
構
成
為
﹁
一

元
文
化
的
民
族
博
物
院
﹂
，
連
三
星
堆
文
物
在

故
宮
展
覽
，
也
被
貼
上
﹁
華
夏
文
明
的
源
頭
﹂

的
標
籤
，
就
可
以
知
道
中
國
民
族
主
義
思
維
主

宰
故
宮
的
僵
化
性
。
然
而
她
卻
以
此
君
臨
臺
灣
，

傲
視
世
界
。

面
對
這
股
意
識
形
態
，
甚
至
是
文
化
基
因
，

我
提
出
﹁
回
歸
藝
術
本
質
﹂
作
為
導
正
，
同
時

也
揭
舉
世
界
主
義
作
為
新
方
向
。
初
任
之
時
，

我
就
宣
言
：

 

真
正
的
美
是
普
世
的
，
超
越
國
家
、
民
族
或

文
化
的
界
限
。

博
物
館
的
任
務
是
從
人
類
的
藝
術
品
出
發
，
本

乎
人
性
，
成
就
人
文
，
闡
明
過
去
人
類
文
明
的

成
就
，
以
豐
富
現
在
的
人
生
和
未
來
的
世
界
。

我
認
為
故
宮
如
果
有
﹁
真
正
的
美
﹂
的
典

藏
︵
應
該
是
有
的
︶
，
她
自
然
具
備
了
永
恒
、

普
世
的
意
義
，
可
以
溫
潤
世
人
，
澤
及
百
代
；

如
果
太
強
調
她
的
民
族
性
，
反
而
把
她
看
小
了
。

二○
○

四
年
四
月
，
本
院
舉
辦
國
際
博
物

館
館
長
數
位
化
高
峰
會
議
︵A

V
IC

O
M

︶
，
我

發
表
主
題
演
講
︿
從
國
家
主
義
到
世
界
主
義
﹀
，故宮正館改造前停車平臺的蔣介石銅像及遺囑基座　引自《故宮院史留真》，頁

124，圖435。

故宮正館改造後全景　王鉅元攝

故宮正館改造後的新一樓入口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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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
然
通
透
明
亮
，
改
造
前
原
在
二
樓
的
孫
文
銅

像
移
至
此
處
，
展
廳
的
樓
梯
加
寬
數
倍
，
館
內

遂
顯
得
非
常
寬
敞
。

二○
○

四
年
春
天
，
舉
行
過
破
土
典
禮
不

久
，
我
就
離
開
故
宮
；
三
年
後
︵
二○

○

七
年
︶

落
成
，
我
以
前
院
長
、
新
館
啟
動
者
和
教
育
部

長
的
身
分
應
邀
揭
幕
。
由
於
典
禮
在
夜
間
舉
行
，

總
統
和
高
官
雲
集
，
在
眾
人
擁
簇
中
，
看
不
清

新
館
的
容
貌
和
動
線
，
其
功
能
和
效
果
實
在
無

檢
方
求
刑
加
起
來
約
一
百
年
，
經
過
七
年
纏
訟
，

最
後
全
部
無
罪
定
讞
。

社
會
上
頗
看
清
馬
政
府
的
主
要
目
標
是
我
，

守
謙
其
實
是
因
為
職
務
而
代
我
受
辱
。
他
在
難

測
的
司
法
煎
熬
中
猶
能
潛
心
著
述
，
開
創
新
領

域
，
出
版
新
作
，
因
而
榮
膺
中
央
研
究
院
院
士
。

他
的
修
持
，
學
界
鮮
有
人
能
比
。

法
理
解
。

再
過
九
年
，
我
第
一
次
返
回
故
宮
，
以
一

般
遊
客
的
身
分
才
得
以
仔
細
觀
察
，
充
分
領
會

十
幾
年
前
同
仁
努
力
的
成
果
。
樓
上
樓
下
轉
了

幾
圈
，
深
為
滿
意
，
也
非
常
欣
慰
。

然
而
這
個
追
加
預
算
不
過
二
億
，
全
部
只

花
八
億
新
臺
幣
的
正
館
改
造
工
程
，
在
政
黨
惡

鬥
中
，
以
繼
任
院
長
石
守
謙
為
首
的
十
位
同
仁
，

被
馬
英
九
政
府
利
用
司
法
手
段
進
行
政
治
迫
害
，

籌
設
南
院
，
打
開
新
視
野

故
宮
南
部
院
區
︵
以
下
簡
稱
南
院
︶
的
設

置
是
陳
水
扁
政
府
平
衡
南
北
差
距
的
施
政
大
戰

略
之
一
環
，
而
定
位
為
亞
洲
藝
術
文
化
博
物
館

則
是
我
主
張
世
界
主
義
的
具
體
化
。

經
過
繁
複
的
選
址
程
序
，
最
後
行
政
院
長

游
錫
堃
核
定
設
在
嘉
義
太
保
；
接
著
開
國
際
標
，

徵
求
總
體
規
劃
︵M

ater Plan

︶
。
二○

○

四
年

年
初
甄
選
，
委
員
包
括
卸
任
不
久
的
大
英
博
物

館
館
長D

r. R
obert A

nderson

、
麻
省
理
工
學

院
︵M

IT

︶
建
築
系
主
任Stanford A

nderson

，

及
國
際
建
築
家
協
會
連
合
︵U

IA

︶
理
事
長
島
孝

一
，
最
後
加
拿
大
的
羅
德
公
司
︵Lord C

ultural 故宮南院「佛陀形影─院藏亞洲佛教藝術之美」常設展廳　引自《故宮南院勝
概》，頁79。

故宮南院興建記碑文與主體建築　引自《故宮南院勝概》，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6，頁8-9。

R
esources Planning &

 M
anagem

ent

︶
雀
屏

中
選
。
四
個
月
後
，
我
就
離
開
了
。

南
院
的
設
計
和
營
建
歷
經
更
多
的
波
折
，

原
訂
二○

○

八
年
開
館
，
一
延
再
延
，
直
到
二

○

一
五
年
底
才
落
成
。
諸
多
的
波
折
，
先
有
國

民
黨
在
立
法
院
杯
葛
預
算
，
繼
則
工
程
管
理
顧

問
採
購
及
設
計
方
案
的
糾
紛
，
馬
政
府
時
期
甚

至
一
度
要
改
為
花
卉
文
化
博
物
館
。
一
路
走
來
，

風
雨
交
加
，
最
後
終
於
建
成
並
開
館
，
基
本
上

維
持
我
當
初
設
定
的
理
念
，
頗
出
人
意
料
之
外
。

南
院
開
館
時
，
路
透
社
記
者
訪
問
，
勸
我

說
：
﹁
這
是
你
的
孩
子
，
你
應
該
去
看
。
﹂
二

○

一
七
年
春
天
終
因
﹁
日
本
美
術
之
最
﹂
特
展

的
機
緣
，
我
第
一
次
走
進
南
院
。

籌
思
南
院
的
用
意
，
是
要
開
拓
臺
灣
人

的
視
野
，
不
要
老
被
鎖
在
中
國
。
我
素
來
佩
服

許
文
龍
先
生
創
設
奇
美
博
物
館
︵
以
下
簡
稱
奇

美
︶
，
提
升
臺
灣
人
文
化
的
眼
界
。
我
在
故
宮

時
就
說
過
，
有
了
奇
美
，
臺
灣
的
博
物
館
乃
走

出
﹁
臺
灣
的
﹂
和
﹁
中
國
的
﹂
柵
欄
，
進
入
世
界
。

這
是
以
前
我
們
不
敢
夢
想
的
創
舉
，
它
讓
國
人

眼
光
往
外
看
，
了
解
異
國
文
物
，
拓
展
視
野
，

養
成
尊
重
不
同
文
化
的
性
格
，
去
除
夜
郎
自
大

和
井
蛙
之
見
的
陋
習
，
意
義
深
遠
。

南
院
規
畫
雖
然
也
是
走
世
界
主
義
的
博
物 故宮正館改造後的巨幅書畫挑高展覽空間　作者提供

故宮正館改造後的玻璃帷幕　作者提供

故宮正館改造後加寬的展廳樓梯空間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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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
如
十
六
世
紀
浙
派
名
家
汪
肇
的
︿
淵

明
愛
菊
圖
﹀
，
研
谿
居
士
的
︿
畫
牛
驢
雙
幅
﹀
，

都
是
故
宮
所
無
的
。
此
外
又
有
與
林
家
直
接

或
間
接
有
關
的
旅
臺
書
畫
前
賢
，
如
呂
世
宜

︵
一
七
八
四

∼

一
八
五
五
︶
、
謝
琯
樵
︵
一
八 

一
一

∼

一
八
六
四
︶
等
人
的
作
品
，
還
有
為
數

頗
多
的
十
九
至
二
十
世
紀
書
畫
。
這
幾
方
面
可

以
豐
富
本
院
明
清
至
近
現
代
的
書
畫
收
藏
。

彭
楷
棟
先
生
︵
日
名
：
新
田
棟
一
︶
，
十
五

歲
隻
身
赴
日
，
經
歷
傳
奇
的
一
生
，
事
業
成
就

非
凡
。
五
十
歲
開
始
收
藏
佛
像
藝
術
，
尤
以
金

館
，
但
需
與
奇
美
有
所
區
隔
，
之
所
以
設
定
亞

洲
藝
術
文
化
，
是
因
為
深
感
我
們
身
在
亞
洲
，

並
不
了
解
亞
洲
，
而
國
民
教
育
系
統
中
亦
無
任

何
機
制
可
供
我
們
認
識
亞
洲
民
族
及
其
歷
史
文

化
。
十
幾
年
前
籌
備
南
院
時
，
東
南
亞
的
勞
工

和
配
偶
雖
然
已
經
不
少
，
但
臺
灣
人
還
不
認
識

東
南
亞
，
也
沒
有
機
會
認
識
。

現
在
終
於
有
一
個
以
亞
洲
藝
術
和
文
化
作

為
主
要
目
標
的
國
家
博
物
館
了
，
走
進
這
座
新

館
，
看
到
世
界
最
集
中
的
高
麗
青
瓷
展
︵
九
州

博
物
館
出
借
三
年
︶
，
看
到
世
界
最
多
的
金
銅

佛
展
和
最
精
彩
的
圖
博
︵Tibet

︶
佛
經
︽
龍
藏

經
︾
。
臺
灣
人
可
以
大
聲
地
說
：
世
界
之
最
在

此
。
同
時
也
能
看
到
從
西
亞
、
中
亞
、
南
亞
、

到
東
亞
的
織
品
和
服
飾
。

幾
經
波
折
的
南
院
，
最
後
與
世
人
相
見
的

面
貌
和
我
最
初
的
構
想
距
離
不
大
，
我
想
南
院

以
亞
洲
藝
術
文
化
作
目
標
，
應
該
不
只
是
我
個

人
的
私
見
吧
。

南
院
廣
大
的
園
區
，
我
最
初
規
劃
取
法
四 

十
年
前
走
訪
過
的
菩
提
迦
耶
︵B

odh G
aya

︶
，

世
界
上
信
仰
佛
教
的
國
家
多
在
這
個
釋
迦
牟
尼

菩
提
樹
下
得
道
的
地
方
興
建
他
們
的
佛
寺
，
南

院
園
區
也
想
邀
請
亞
洲
國
家
來
蓋
他
們
的
傳
統

建
築
，
具
體
而
微
，
並
販
售
他
們
的
工
藝
紀
念

明　研谿居士　畫牛驢雙幅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林宗毅先生父子捐贈

品
。
南
院
於
是
成
為
一
處
亞
洲
不
同
文
化
的
櫥

窗
，
這
樣
總
比
傳
聞
的
大
飯
店
興
建
規
畫
有
意

義
吧
！

完
成
兩
批
典
藏
捐
贈
，
永
傳
後
世

博
物
館
專
業
不
外
典
藏
、
研
究
、
展
覽
和

教
育
，
近
三
十
年
來
流
行
行
銷
服
務
，
包
括
所

謂
的
文
創
，
但
前
面
幾
項
才
是
根
本
。

我
以
一
個
博
物
館
界
圈
外
人
入
主
全
國
最

大
的
博
物
館
，
短
短
四
年
，
在
專
業
方
面
平
心

而
論
的
確
完
成
不
少
建
樹
，
這
是
本
院
同
仁
齊

心
協
力
的
結
果
，
大
家
共
同
的
成
就
。

在
我
任
內
，
故
宮
獲
得
兩
批
珍
貴
的
捐
贈
，

即
林
宗
毅
先
生
及
哲
嗣
誠
道
的
清
朝
書
畫
和
彭

楷
棟
先
生
的
佛
像
雕
刻
。
他
們
都
是
旅
日
臺
僑
，

一
生
在
日
本
發
展
，
晚
年
將
長
久
收
藏
的
藝
術

品
回
餽
祖
國
。

故
宮
素
以
中
國
書
畫
傲
視
世
界
，
然
而
典

藏
仍
不
能
謂
為
無
缺
，
二○

○

二
年
林
宗
毅
先

生
父
子
的
捐
贈
，
包
括
書
畫
八
十
二
件
，
冊
頁

六
十
件
，
可
以
彌
補
不
足
。

為紀念彭楷棟先生而成立之「楷棟堂」展廳　作者提供

西魏大統14年　黃花石坐佛四面龕像　通高34.7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彭楷棟先生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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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仁
頗
有
些
出
入
。
且
不
說
乾
隆
死
後
五
十
年
，

大
清
國
的
紙
老
虎
就
被
拆
穿
，
即
使
與
同
時
代

的
異
文
化
比
較
，
他
和
十
八
世
紀
歐
洲
王
公
貴

族
對
待
藝
術
藏
品
態
度
的
不
同
，
已
透
露
中
國

國
民
素
質
落
差
的
玄
機
；
關
鍵
在
於
乾
隆
把
典

藏
品
當
作
﹁
私
產
﹂
，
而
歐
洲
貴
族
已
開
放
給

公
眾
認
識
學
習
了
。
乾
隆
缺
乏
﹁
近
代
性
﹂
，

在
博
物
館
這
個
課
題
上
亦
見
一
端
。

我
給
故
宮
、
甚
至
全
臺
博
物
館
帶
來
更
大

的
震
撼
是
推
出
﹁
福
爾
摩
沙—

十
七
世
紀
的

臺
灣
、
荷
蘭
與
東
亞
﹂
特
展
︵
簡
稱
福
爾
摩
沙

展
︶
。
這
個
始
初
完
全
不
被
看
好
的
展
覽
，
卻

創
造
最
大
的
觀
展
風
潮
，
舉
國
上
下
，
幾
乎
無

人
不
知
。

福
爾
摩
沙
展
的
由
來
其
實
很
單
純
，
我
一

上
任
，
想
到
這
所
全
國
最
大
的
博
物
館
竟
然
沒

辦
過
她
所
存
在
的
﹁
臺
灣
﹂
的
展
覽
，
說
不
過

去
。
然
而
本
院
幾
乎
沒
有
什
麼
關
於
臺
灣
的
典

藏
，
尤
其
是
觀
眾
討
喜
的
藝
術
品
，
依
據
過
去

的
傳
統
和
慣
性
，
﹁
臺
灣
﹂
便
沒
什
麼
好
展
的

了
。

我
不
死
心
，
在
一
個
場
合
見
到
曹
永
和
教

授
及
一
些
研
究
早
期
臺
灣
史
的
朋
友
，
激
盪
出

集
中
在
大
航
海
時
代
的
念
頭
，
並
認
識
兩
位
旅

臺
荷
蘭
人
，
他
們
具
有
博
物
館
策
展
的
經
驗
，

銅
佛
聞
名
於
世
，
圈
子
內
﹁
新
田
收
藏
﹂
︵N

ida 

C
ollection

︶
無
人
不
曉
。
有
些
精
品
他
早
已
捐

給
世
界
聞
名
的
紐
約
大
都
會
博
物
館
和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
晚
年
想
將
所
存
回
餽
故
鄉
。

二○
○

三
年
十
一
月
透
過
駐
日
代
表
羅
福

全
大
使
的
聯
繫
，
我
飛
去
東
京
面
見
彭
先
生
，

隔
天
就
在
代
表
處
簽
署
捐
贈
同
意
書
。
當
天
我

馬
上
趕
回
臺
北
，
交
待
同
仁
辦
理
文
物
運
送
事

宜
，
共
三
百
多
件
，
第
二
年
三
月
十
三
日
就
舉

行
捐
贈
展
，
並
為
新
成
立
的
﹁
楷
棟
堂
﹂
揭
牌
。

佛
像
雕
刻
是
故
宮
典
藏
最
弱
的
一
環
，
彭

楷
棟
先
生
的
大
手
筆
捐
贈
可
謂
﹁
雪
中
送
炭
﹂
，

而
其
涉
及
地
域
之
廣
，
對
我
的
亞
洲
藝
術
文
化

博
物
館
的
構
想
，
簡
直
是
一
場
﹁
及
時
雨
﹂
。

這
批
佛
像
，
西
起
阿
富
汗
，
東
經
巴
基
斯

於
是
積
極
規
畫
，
參
訪
荷
蘭
博
物
館
，
商
討
借

展
事
宜
。

公
元
二○

○
○

年
秋
冬
之
際
起
念
，
二

○
○

三
年
一
月
特
展
就
開
幕
，
籌
備
時
間
不
到

兩
年
半
，
較
諸
世
界
博
物
館
各
大
展
覽
，
絕
對

是
神
速
的
。
我
們
從
國
內
外
三
十
八
個
博
物
館

和
私
人
收
藏
商
借
與
十
七
世
紀
臺
灣
歷
史
相
關

的
文
物
將
近
三
百
件
，
以
創
意
的
展
覽
手
法
，

呈
現
十
七
世
紀
臺
灣
的
面
貌
。

展
覽
一
開
幕
，
觀
眾
如
潮
水
般
不
斷
湧
入

展
廳
。
展
廳
沒
有
宋
元
名
畫
，
沒
有
吳
派
山
水
，

也
沒
有
印
象
派
的
光
影
，
只
靜
靜
擺
著
古
地
圖
、

V
O

C

檔
案
卷
、
土
地
文
書
、
金
幣
，
還
有
近
世

初
期
的
火
繩
槍
、
夾
板
船
模
型
，
憑
什
麼
吸
引

那
麼
多
觀
眾
？

我
想
關
鍵
在
於
﹁
福
爾
摩
沙
展
﹂
成
為
一

種
心
靈
呼
應
。
二
十
一
世
紀
開
始
時
，
臺
灣
首

度
政
黨
輪
替
，
社
會
興
起
一
股
期
待
，
生
長
在

這
塊
土
地
的
子
民
，
好
奇
而
渴
望
地
想
知
道
他

︵
她
︶
們
的
過
去
，
﹁
福
爾
摩
沙
展
﹂
正
好
順

應
這
個
時
代
思
潮
。
我
親
自
撰
寫
導
覽
手
冊
︽
臺

灣
的
誕
生
︾
做
為
歷
史
解
釋
，
據
出
版
單
位
說

印
有
二
十
萬
冊
。

參
觀
者
的
身
分
非
常
多
樣
，
年
輕
學
子
之

外
，
我
記
得
宗
教
領
袖
如
聖
嚴
法
師
、
名
導
演

﹁
黃
金
氏
族
﹂
，
﹁
多
民
族
士
人
﹂
、
﹁
班
達

智
的
慈
悲
﹂
和
﹁
也
可
兀
闡
﹂
︵
偉
大
的
工
匠
︶
。

顯
然
地
，
對
這
個
亙
古
罕
見
之
大
帝
國
，
我
們

不
想
再
重
述
﹁
西
域
人
華
化
﹂
的
史
觀
，
反
而

為
曾
是
歐
亞
帝
國
總
部
的
中
國
，
竟
淪
為
地
區

性
文
化
的
堡
壘
，
不
無
感
到
遺
憾
。

如
果
說
故
宮
是
乾
隆
皇
帝
的
博
物
館
，
似

亦
不
為
過
，
故
宮
遂
特
別
為
他
舉
辦
年
度
大
展
。

不
過
，
我
對
乾
隆
帝
文
化
大
業
的
看
法
和
策
展 2001年「大汗的世紀」特展宣傳海報　引自《故宮院

史留真》，頁158，圖577。
2003年「福爾摩沙－十七世紀的臺灣、荷蘭與東亞」特展陳列室　引自《故宮院史留真》，
頁159，圖582。

坦
、
克
什
米
爾
，
再
則
西
藏
與
印
度
、
錫
蘭
，

到
中
南
半
島
的
緬
甸
、
泰
國
、
柬
埔
寨
，
南
及

印
尼
，
轉
而
北
上
至
中
國
、
日
本
、
韓
國
和
蒙

古
，
完
全
足
以
擺
出
一
個
亞
洲
佛
像
藝
術
的
陣

容
。
再
加
上
院
藏
的
康
熙
︽
龍
藏
經
︾
和
乾
隆

︽
大
寶
積
經
︾
，
於
是
構
成
今
日
南
院
常
設
的

﹁
佛
教
藝
術
展
廳
﹂
，
氣
勢
恢
宏
，
視
為
世
界

級
展
覽
毫
無
愧
色
。

﹁
新
田
收
藏
﹂
就
博
物
館
而
言
，
其
彌
補

故
宮
文
物
典
藏
之
不
足
的
意
義
甚
為
重
大
，
故

宮
原
有
佛
教
藝
術
專
家
，
但
我
認
為
最
有
研
究

潛
力
的
葛
婉
章
竟
然
提
早
退
休
，
實
在
可
惜
，

期
待
南
院
能
培
養
或
引
進
新
的
人
才
。

這
兩
批
文
物
原
來
在
東
京
，
沒
有
進
入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
反
而
來
臺
灣
，
東
博
副
館
長

西
岡
康
弘
不
諱
言
他
的
遺
憾
，
但
他
也
恭
維
我

辦
成
新
田
及
林
宗
毅
先
生
的
捐
贈
是
博
物
館
界

的
偉
業
，
其
貢
獻
將
永
傳
後
世
。

從
展
覽
樹
立
博
物
館
的
標
竿

博
物
館
開
門
面
對
觀
眾
，
其
核
心
是
展
覽
，

上
述
博
物
館
的
一
貫
業
務—

典
藏
的
解
釋
、
研

究
的
呈
現
以
及
教
育
的
推
廣
都
圍
繞
展
覽
而
生
。

因
為
我
特
邀
藝
術
史
家
石
守
謙
出
任
第
一

副
院
長
，
而
原
書
畫
處
長
林
柏
亭
升
任
副
院
長
，

有
他
們
的
鼎
力
協
助
，
故
短
短
四
年
內
，
故
宮

的
展
覽
辦
得
有
聲
有
色
，
水
準
之
高
，
可
謂
典

範
。

首
先
我
們
規
畫
院
藏
品
的
年
度
大
展
，
劍

及
履
及
，
第
二
年
馬
上
推
出
﹁
大
汗
的
世
紀—

蒙
元
時
代
的
多
元
文
化
與
藝
術
﹂
︵
二○

○

一
︶
，
接
著
是
﹁
乾
隆
皇
帝
的
文
化
大
業
﹂
︵
二

○
○

二
︶
，
第
四
年
﹁
古
色—

十
六
至
十
八

世
紀
藝
術
的
仿
古
風
﹂
。

年
度
大
展
呈
現
策
展
團
隊
的
學
術
水
準
和

展
覽
理
念
的
新
思
維
，
從
上
述
主
題
副
標
多
少

透
露
我
們
對
藝
術
展
品
的
態
度
，
毋
寧
更
重
視

其
歷
史
文
化
訊
息
。
每
次
大
展
，
我
也
都
發
表

學
術
演
講
，
撰
寫
論
述
。
我
認
為
博
物
館
是
人

類
知
識
的
寶
庫
，
每
一
次
展
覽
即
如
一
本
書
，

都
帶
來
解
釋
。
依
我
個
人
的
看
法
，
藝
術
創
作

或
工
藝
製
作
皆
離
不
開
創
作
人
或
製
作
者
所
屬

的
民
族
、
時
代
、
社
會
與
文
化
，
換
言
之
，
即

離
不
開
歷
史
，
所
以
博
物
館
的
展
覽
也
會
發
揮

歷
史
解
釋
的
作
用
。

解
釋
帶
有
個
人
性
，
並
不
意
味
即
是
主
觀

性
。
蒙
元
展
特
別
標
識
多
元
化
，
透
露
即
使
故

宮
在
有
限
的
典
藏
下
，
仍
想
復
原
當
時
歷
史
情

境
的
努
力
。
我
們
最
終
呈
現
了
四
個
面
向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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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安
都
蒞
臨
觀
賞
，
而
政
治
人
物
連
在
野
的
國

民
黨
主
席
連
戰
和
親
民
黨
的
宋
楚
瑜
都
沒
缺
席
，

好
像
不
看
福
爾
摩
沙
展
會
自
絕
於
人
民
似
的
。

我
當
時
就
斷
言
，
爾
後
的
展
覽
難
得
再
現

這
種
﹁
盛
況
﹂
，
十
多
年
來
如
此
，
未
來
即
使

再
產
生
類
似
的
旋
風
，
恐
怕
也
不
會
有
那
麼
深

刻
的
意
義
。

另
外
，
在
我
任
內
，
還
辦
過
三
次
國
際
交

換
大
展
，
一
是
﹁
從
普
桑
到
塞
尚—

法
國
繪

畫
三
百
年
﹂
，
這
是
三
年
前
故
宮
赴
法
展
覽
的

回
饋
，
前
任
院
長
秦
孝
儀
的
遺
留
。
但
我
很
快

地
完
成
與
德
國
的
交
換
展
，
二○

○

三
年
七
月

至
次
年
二
月
，
分
別
在
柏
林
和
波
昂
推
出
﹁
天

子
之
寶
﹂
，
展
品
四
百
件
。
德
方
也
很
快
地
在

二○
○

四
年
三
月
來
故
宮
展
覽
十
九
世
紀
的
﹁
德

藝
百
年
﹂
，
以
報
答
臺
灣
人
民
。

不
過
，
時
代
是
不
同
了
。

如
何
看
待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接
任
故
宮
院
長
半
年
後
，
二○

○

一
年
開

春
，
︽
故
宮
通
訊
︾
改
版
，
我
發
表
︿
世
紀
五

願
﹀
：
第
一
願
，
首
應
去
政
治
化
，
回
歸
藝
術

本
質
；
第
二
願
，
不
再
孤
高
自
賞
，
走
入
群
眾
，

汲
取
在
地
活
力
；
第
三
願
，
擴
大
視
野
，
發
展

多
元
性
格
，
呈
現
國
際
格
局
；
第
四
願
，
納
入

一
起
來
臺
的
中
央
博
物
院
的
學
術
傳
統
，
在
這

塊
土
地
上
走
出
自
己
的
路
。
最
後
一
願
則
期
望

告
別
上
一
世
紀
顛
沛
流
離
的
命
運
，
和
臺
灣
融

合
成
一
體
。

當
年
的
五
願
還
有
多
少
存
在
的
價
值
，
可

以
檢
驗
，
一
瞬
之
間
過
去
十
七
、
八
年
，
臺
灣

政
黨
輪
替
又
翻
了
三
轉
，
故
宮
院
長
換
了
五
人
，

這
批
藝
術
文
物
還
是
在
地
下
嚴
陣
的
庫
房
裡
不

時
出
來
展
覽
與
世
人
見
面
。

故
宮
文
物
不
止
在
本
館
陳
列
，
必
要
時
也

會
到
國
外
展
覽
。
故
宮
是
世
界
博
物
館
的
﹁
大

戶
﹂
，
雖
然
不
需
自
抬
身
價
，
但
文
物
出
國
，

總
是
一
件
大
事
，
沒
有
相
當
規
格
不
宜
輕
易
為

之
。

回
顧
歷
史
，
一
九
三
五
年
首
度
赴
倫
敦
展

覽
，
十
八
年
後
，
美
國
就
有
一
些
博
物
館
同
行

聯
袂
來
霧
峰
北
溝
挑
選
文
物
，
希
望
能
夠
到
美

國
展
覽
。
這
件
事
情
延
宕
到
一
九
六○

年
才
有

比
較
明
確
的
決
策
。
但
當
文
物
要
出
門
舉
行
預

展
時
，
社
會
出
現
反
對
的
聲
浪
，
愈
演
愈
烈
。

當
時
正
反
兩
方
的
意
見
雖
然
相
左
，
其
實

心
態
是
相
似
的
。
外
交
部
長
葉
公
超
傳
達
最
高

當
局
的
用
意
，
想
﹁
讓
美
國
人
民
對
於
中
國
的

堂
堂
歷
史
具
有
真
正
的
見
地
，
通
過
展
覽
加
深

他
們
的
印
象—

我
們
是
中
國
偉
大
文
化
遺
產

的
保
護
者
。
﹂
反
對
者
所
持
的
理
由
是
因
為
誤

傳
﹁
長
期
出
借
﹂
，
深
怕
﹁
國
寶
﹂
一
去
不
返
。

在
蔣
介
石
、
中
國
國
民
黨
主
政
下
，
認
為

﹁
我
們
﹂
才
是
中
國
政
治
和
文
化
的
正
統
，
朝

野
的
心
態
是
一
致
的
，
就
蔣
介
石
和
國
民
黨
的

意
識
形
態
來
說
，
是
完
全
合
理
的
。
所
以
爾
後

故
宮
所
出
文
物
概
覽
之
類
的
書
，
多
以
﹁
國
寶
﹂

定
名
。
一
九
九
七
年
赴
法
展
覽
題
作
﹁
帝
國
回

憶
﹂
，
這
個
﹁
國
﹂
很
清
楚
就
是
當
時
他
們
心

中
虛
幻
的
中
國
，
不
過
人
類
藝
術
精
品
的
故
宮

文
物
則
是
真
實
的
存
在
。

六○

年
代
的
赴
美
展
，
以
及
九○

年
代

的
赴
法
展
，
主
政
者
想
要
展
現
的
﹁
國
寶
﹂
與

他
們
的
意
識
形
態
也
是
一
致
的
。
倒
是
當
臺
灣

民
主
化
後
，
第
一
次
政
黨
輪
替
，
臺
灣
人
民
期

待
有
一
個
新
國
家
能
夠
產
生
︵
即
使
招
牌
還
沒

換
︶
，
面
對
故
宮
文
物
，
我
們
還
繼
續
抱
著
﹁
帝

國
回
憶
﹂
的
夢
想
嗎
？
那
真
連
葉
公
超
所
提
出

的
一
條
路
：
﹁
我
們
是
中
國
偉
大
文
化
遺
產
的

保
護
者
﹂
也
不
如
了
。

不
過
，
我
仍
然
在
短
短
的
三
年
間
完
成

赴
德
展
，
此
又
何
說
呢
？
我
們
必
需
承
認
故
宮

文
物
出
國
的
確
可
以
增
加
臺
灣
在
世
界
的
能
見

度
；
然
而
出
去
如
果
只
增
加
人
家
對
﹁
中
國
﹂

的
印
象
，
而
不
能
想
到
臺
灣
，
坦
白
說
，
這
是

為
人
作
嫁
裳
，
何
必
多
此
一
舉
？

怎
樣
在
中
國
文
物
中
呈
現
臺
灣
？
便
成
為

赴
德
展
我
必
需
思
考
的
問
題
。
文
物
是
中
國
的
，

跟
臺
灣
有
多
大
關
係
已
屬
於
次
要
以
下
的
層
次
，

無
論
如
何
，
不
可
能
在
那
些
展
品
中
裝
上
臺
灣

的
什
麼
，
所
以
實
事
求
是
，
名
之
為
﹁
天
子
之

寶
﹂
，
即
說
明
故
宮
文
物
的
歷
史
來
源
，
也
表

示
中
國
最
高
統
治
階
級
的
品
味
，
總
比
過
去
國

民
黨
籠
統
稱
之
為
﹁
中
國
的
﹂
更
符
合
實
際
。

其
實
故
宮
文
物
也
不
足
以
呈
現
中
國
文
化
的
全

貌
，
這
是
一
層
。

所
以
我
只
能
以
﹁
搭
便
車
﹂
的
方
式
，
藉

此
次
展
覽
向
來
觀
賞
的
德
國
人
民
介
紹
臺
灣
。

於
是
要
求
德
方
在
展
廳
放
映
記
錄
臺
灣
的
影
帶
。

我
遂
向
文
建
會
索
取
他
們
拍
製
的D

V
D

，
送
給

德
方
使
用
。
但
德
方
認
為
水
準
不
夠
精
緻
，
可

能
對
內
容
也
不
盡
滿
意
，
於
是
很
認
真
負
責
地

派
一
組
製
作
團
隊
，
專
程
來
臺
製
作
影
片
。

臺
灣
面
對
世
界
，
經
常
被
誤
認
為
中
國
的

一
部
分
，
赴
德
展
也
發
生
一
個
小
插
曲
。
柏
林

開
展
前
一
天
的
下
午
，
我
接
獲
國
科
會
駐
歐
代

表
、
我
的
臺
大
學
弟
胡
昌
智
博
士
告
知
，
展
覽

大
廳
開
端
的
地
圖
有
點
問
題
，
我
趕
去
了
解
，

原
來
外
國
人
採
用
的
中
國
或
亞
洲
地
圖
，
臺
灣

多
被
歸
屬
為
中
國
的
一
省
。
於
是
要
求
德
方
馬

上
撤
換
，
臺
灣
顏
色
和
亞
洲
其
他
國
家
相
同
，

而
與
中
國
不
同
，
第
二
天
開
展
才
不
至
於
丟
人

現
眼
。我

講
這
些
故
事
，
是
想
提
醒
故
宮
主
事
者
，

文
物
出
國
展
覽
，
竅
門
很
多
，
需
步
步
為
營
，

否
則
，
不
但
喪
失
立
場
，
而
且
會
自
取
其
辱—

除
非
你
接
納
以
前
中
國
國
民
黨
那
套
意
識
形
態
，

甘
願
當
北
京
故
宮
的
馬
前
卒
。

然
而
本
院
文
物
還
是
有
不
少
可
以
稱
得
上

人
類
文
明
極
致
的
藝
術
品
，
具
有
普
世
性
的
意

義
和
價
值
。
個
人
生
命
固
然
短
暫
，
歷
史
上
長

久
的
政
權
並
不
多
見
，
文
明
的
創
造
才
是
永
恒

的
。
這
批
非
臺
產
的
文
物
，
因
為
歷
史
的
特
殊

機
緣
來
到
臺
灣
快
七
十
年
，
我
們
以
臺
灣
資
源

予
以
呵
護
，
靠
臺
灣
人
才
闡
揚
其
義
，
我
們
的

確
是
﹁
偉
大
文
化
遺
產
的
保
護
者
﹂
。

︽
舊
約
聖
經‧

傳
道
書
︾
曰
：

凡
事
都
有
定
期
，

天
下
萬
物
都
有
定
時
。

生
有
時
，
死
有
時
；

栽
種
有
時
，
拔
出
所
栽
種
的
也
有
時
。

︵
第
三
章
第
一
、
二
節
︶

我
曾
引
述
這
段
經
文
抒
發
我
世
界
主
義
主

張
的
感
懷
，
作
為
過
客
的
人
類
，
在
適
當
的
時

間
完
成
適
當
的
責
任
，
才
算
圓
滿
吧
。

雖
然
現
實
界
，
故
宮
面
對
臺
灣
內
外
環
境
，

深
層
地
看
，
不
可
能
完
全
沒
有
爭
議
。
不
過
不

論
你
在
臺
灣
政
治
統
獨
的
光
譜
中
站
在
哪
一
端
，

不
論
你
是
中
國
人
，
或
是
臺
灣
人
，
或
是
世
界

哪
一
國
人
，
本
院
這
些
典
藏
大
部
分
屬
於
中
國

文
物
，
應
該
是
誰
都
不
會
想
否
定
的
事
實
。
她

的
存
在
即
表
示
﹁
中
國
﹂
在
臺
灣
的
存
在
，
然

而
當
我
們
不
要
如
馬
政
府
利
用
這
小
段
臍
帶
向

北
京
獻
媚
時
，
我
們
該
怎
樣
面
對
這
樣
的
﹁
中

國
﹂
？
面
對
臺
灣—

中
國—

世
界
這
個
寬
廣
的

思
想
視
野
，
今
之
政
壇
人
物
不
知
有
沒
有
足
夠

的
思
想
高
度
，
能
夠
發
展
出
足
以
說
服
人
的
理

論
以
與
中
國
進
行
思
想
鬥
爭
？

這
個
嚴
肅
的
課
題
可
能
在
參
觀
人
數
的
多

寡
、
文
創
商
品
化
的
營
收
或
作
為
國
際
交
流
的

工
具
中
消
失
嗎
？
觀
眾
也
許
覺
得
無
所
謂
，
館

員
也
許
只
知
盡
其
職
務
，
但
對
國
家
領
導
人
而

言
，
凡
此
思
想
定
位
的
問
題
，
恐
怕
不
好
迴
避

吧
。

作
者
為
中
央
研
究
院
院
士
暨
長
榮
大
學
榮
譽
講
座
教
授

2003年「天子之寶」展覽圖錄　引自《故宮院史留
真》，頁160，圖5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