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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經
紙
的
沿
革

中
國
歷
代
廟
宇
盈
千
累
萬
，
金
匱
藏
經
不

計
其
數
，
其
中
最
耳
熟
能
詳
的
，
就
屬
﹁
金
粟

山
藏
經
紙
﹂
。
根
據
︽
金
粟
箋
說
︾
引
潘
澤
民
︽
金

粟
寺
記
︾
記
載
：
﹁
寺
先
有
宋
藏
數
千
軸
，
皆

硬
黃
複
繭
，
後
人
剝
取
為
裝
贉
用
，
零
落
不
存
，

世
所
傳
金
粟
山
藏
經
紙
是
也
，
或
云
唐
藏
矣
。
﹂

此
經
紙
源
於
浙
江
海
鹽
金
粟
山
下
的
金
粟
寺
，

於
宋
大
中
祥
符
︵
一○

○

八

∼

一○

一
六
︶
始

改
為
廣
慧
禪
寺
，
寺
中
收
藏
經
數
千
卷
，
因
紙

背
上
鈐
有
﹁
金
粟
山
藏
經
紙
﹂
朱
印
而
得
名
。

此
紙
原
供
於
寺
院
抄
寫
或
刊
印
經
文
所
用
，
但

由
於
藏
經
紙
質
地
堅
韌
，
內
外
皆
蠟
磨
光
瑩
，

受
文
人
墨
客
的
喜
愛
，
漸
漸
多
移
用
於
書
寫
字

畫
或
者
書
畫
裝
潢
之
中
。

藏
經
紙
原
為
供
奉
佛
寺
古
剎
中
刻
抄
經
藏
之
專
用
紙
，
因
紙
地
堅
實
光
瑩
，
進
而
廣
泛
運
用
於
書
畫
創
作
及
裝
潢

之
上
。
觀
覽
清
宮
舊
藏
書
畫
裱
件
時
，
於
掛
軸
的
詩
堂
、
手
卷
的
引
首
、
簽
條
等
，
常
能
看
到
藏
經
紙
的
蹤
跡
，

藉
由
裝
裱
的
工
序
相
互
結
合
，
不
僅
提
供
書
畫
作
品
之
外
題
字
與
抒
發
心
得
的
新
園
地
，
同
時
也
裝
飾
點
綴
文
人

墨
跡
。
目
前
運
用
於
書
畫
上
的
藏
經
紙
，
其
實
是
原
書
寫
藏
經
用
紙
的
背
紙
，
部
分
附
有
鏡
像
墨
字
的
特
徵
，
經

由
透
過
紙
張
所
保
留
的
訊
息
，
進
一
步
推
敲
原
經
紙
的
樣
貌
，
探
析
這
批
與
書
畫
共
榮
的
藏
經
紙
。

隱
隱
青
蓮
文

探
析
書
畫
中
的
藏
經
紙

郭
倉
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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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
至
目
前
為
止
，
宋
版
書
中
亦
有
擷
取
藏

經
紙
之
例
，
如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藏
宋
淳
祐
元

年
︵
一
二
四
一
︶
湯
漢
自
刻
本
︽
陶
靖
節
詩
集
︾
，

其
書
皮
即
採
用
藏
經
紙
，
且
蓋
有
﹁
金
粟
山
藏

經
紙
﹂
朱
印
。
︵
註
一
︶
又
如
汪
琬
︵
一
六
二
四

∼

一
六
九
一
︶
於
︽
堯
峰
文
鈔
︾
中
提
到
：
﹁
樗

蒲
錦
背
元
人
畫
，
金
粟
箋
裝
宋
版
書
﹂
，
因
為

宋
版
書
籍
的
珍
貴
，
擇
用
質
地
細
緻
與
強
韌
金

粟
箋
作
為
封
皮
材
料
，
達
到
美
觀
與
保
護
等
功

能
。

至
明
代
方
有
著
名
的
書
畫
家
使
用
藏
經
紙

作
為
書
畫
創
作
用
紙
，
此
舉
受
到
文
人
雅
士
的

推
崇
，
如
明
文
徵
明
︿
自
書
詩
帖
﹀
卷
、
明
祝

允
明
︿
書
千
文
﹀
卷
、
明
王
寵
︿
自
書
五
憶
歌
﹀

卷
等
創
作
，
皆
以
鑲
接
數
張
藏
經
紙
而
形
成
橫

幅
窄
長
的
形
式
，
使
其
適
用
於
書
寫
長
篇
文
字
，

且
能
於
作
品
上
見
到
數
方
﹁
金
粟
山
藏
經
紙
﹂

朱
印
。
藏
經
紙
歷
代
多
有
延
用
的
現
象
，
根
據

︽
清
稗
類
鈔
︾
記
載
：
﹁
張
芑
堂
嘗
於
童
時
見

古
書
面
，
多
以
金
粟
牋
為
之
，
間
有
作
書
畫
標

籤
者
，
而
吳
上
裝
潢
家
大
半
以
偽
者
代
之
。
明

代
名
流
書
畫
，
悉
用
藏
經
箋
全
幅
。
至
國
初
，

則
查
二
瞻
輩
以
零
星
條
子
裝
冊
，
供
善
書
者
揮

寫
，
可
知
紙
在
彼
時
已
不
易
得
，
宜
今
之
絕
跡

於
市
肆
，
而
仿
造
者
且
不
佳
也
。
﹂
從
寺
廟
中

中
高
度
最
大
至
三
十
八
公
分
，
大
部
分
介
於

二
十
四
至
二
十
九
公
分
不
等
，
但
由
於
已
經
歷

過
裝
裱
的
裁
整
與
接
紙
等
工
序
，
紙
張
的
尺
寸

已
有
所
更
改
，
並
非
原
始
尺
寸
。
在
寬
度
的
檢

視
方
面
，
上
下
界
欄
的
高
度
也
可
以
作
為
參
考

數
值
，
但
並
非
所
有
紙
張
恰
好
含
蓋
上
下
欄
線
，

又
或
者
線
跡
過
淡
，
產
生
無
法
判
斷
的
情
況
，

依
據
附
表
的
記
錄
，
總
結
出
欄
高
尺
寸
範
圍
介

於
二
十
三
至
二
十
六
公
分
之
間
，
平
均
值
落
於

二
十
四
公
分
。
其
中
欄
線
皆
為
單
線
，
少
有
雙

線
樣
式
。
針
對
摺
頁
式
藏
經
紙
的
部
分
，
測
量

兩
條
舊
摺
痕
間
的
距
離
︵
圖
一
︶
，
每
半
頁
的

寬
度
大
致
落
在
十
一
公
分
正
負
零
點
三
，
由
此

可
知
摺
線
距
離
較
為
統
一
。

此
批
清
宮
書
畫
藏
品
中
，
因
原
尺
幅
已
不

可
考
據
，
僅
能
針
對
半
頁
尺
寸
與
欄
高
進
行
測

量
統
整
。
欄
高
數
據
存
在
著
些
微
的
落
差
，
原

裝
訂
形
式
為
經
摺
者
，
其
書
面
寬
度
則
呈
現
一

致
性
的
結
果
。
反
觀
現
存
經
摺
裝
訂
的
佛
經
中
，

半
頁
的
寬
度
並
非
制
式
性
的
單
一
規
格
，
因
而

附
表
中
，
半
頁
寬
度
幾
乎
一
致
的
統
計
結
果
更

顯
特
殊
。

二
、
墨
字

因
藏
經
紙
使
用
背
面
紙
張
或
者
襯
紙
，
透

印
出
墨
字
皆
為
左
右
相
反
的
鏡
像
情
況
。
這
些

墨
痕
可
分
為
兩
種
型
態
：
一
為
墨
痕
呈
現
點
狀

的
不
均
勻
︵
圖
二
︶
，
另
一
種
則
是
局
部
或
者

區
塊
性
的
深
淺
不
一
︵
圖
三
︶
，
根
據
這
些
背

面
的
訊
息
，
來
推
測
紙
張
正
面
可
能
的
樣
貌
。

如
圖
二
這
類
型
的
點
狀
墨
痕
，
可
以
推
測
原
經

紙
應
為
抄
本
，
因
運
筆
行
墨
中
起
承
轉
合
的
用

筆
力
度
不
同
，
滯
留
的
時
間
不
等
，
導
致
紙
張

上
吸
附
的
墨
量
也
有
所
差
異
，
墨
量
多
者
可
能

滲
至
紙
背
，
行
筆
快
者
則
墨
量
較
少
，
由
此
可

見
點
狀
不
勻
的
情
況
，
應
不
是
整
面
刻
印
經
本

於
印
刷
時
所
造
成
的
。
刻
印
本
經
紙
的
背
面
則

單
一
抄
刻
經
文
的
功
能
，
解
放
至
書
畫
領
域
中
，

應
用
於
創
作
的
基
底
材
、
裝
裱
中
手
卷
的
引
首

與
翻
邊
、
立
軸
的
詩
堂
、
包
首
上
的
簽
條
等
。

後
因
數
量
銳
減
及
市
場
需
求
，
藏
經
紙
來
源
不

僅
限
於
﹁
金
粟
山
藏
經
紙
﹂
，
他
寺
藏
經
紙
亦

為
人
所
轉
用
，
例
如
同
為
江
浙
一
帶
的
法
喜
寺
、

精
嚴
寺
、
智
覺
寺
等
；
並
且
始
有
仿
製
品
，
魚

目
混
珠
，
真
偽
難
辨
。

藏
經
紙
的
訊
息

在
藏
經
紙
轉
為
裝
裱
材
料
之
後
，
反
而
能

隨
著
書
畫
藏
品
一
起
沿
流
保
存
下
來
。
清
宮
收

藏
品
中
，
就
有
許
多
使
用
藏
經
紙
的
作
品
，
其

中
多
與
乾
隆
︵
一
七
一
一

∼

一
七
九
九
︶
喜
愛

各
式
名
紙
有
關
，
︽
金
粟
箋
說
︾
後
記
提
到
：

﹁
乾
隆
中
葉
，
海
宇
晏
安
上
留
意
文
翰
，
凡
以

名
紙
進
呈
者
，
得
蒙
睿
藻
嘉
賞
，
由
是
金
粟
牋

之
名
著
，
張
徵
君
此
說
廣
采
。
﹂
乾
隆
曾
因
臣

民
進
貢
金
粟
箋
等
名
紙
而
給
予
嘉
賞
，
各
方
奉

獻
的
貢
品
又
使
其
紙
張
來
源
與
樣
式
更
加
豐
富
，

成
為
供
皇
帝
題
字
書
寫
用
紙
的
來
源
之
一
，
以

手
卷
的
引
首
、
立
軸
的
詩
堂
、
冊
頁
的
對
頁
或

前
後
頁
等
形
式
，
承
載
著
御
筆
，
伴
隨
於
書
畫

左
右
。

應
用
於
裝
裱
上
的
藏
經
紙
，
仍
保
存
許
多

細
節
與
痕
跡
，
透
過
這
些
細
節
傳
達
原
紙
張
的

訊
息
，
例
如
紙
張
上
的
墨
字
，
墨
跡
濃
淡
不
一
，

字
樣
為
左
右
相
反
的
形
貌
，
可
推
測
帶
墨
印
的

藏
經
紙
是
揭
下
襯
紙
後
的
再
續
用
。
又
例
如
藏

經
紙
上
出
現
規
律
的
摺
痕
，
顯
示
曾
以
經
摺
形

式
裝
訂
。
又
猶
如
身
分
證
明
的
朱
印
，
常
見
的

﹁
金
粟
山
藏
經
紙
﹂
朱
印
，
顯
示
該
紙
可
能
出

自
於
該
地
，
亦
可
能
為
後
人
所
仿
製
。
研
析
這

些
細
節
，
可
推
敲
原
紙
的
形
式
、
經
紙
所
屬
的

佛
經
典
籍
、
寫
本
與
印
本
的
分
別
。
以
下
將
分

為
格
式
、
墨
字
、
朱
印
三
個
要
點
進
行
檢
視
記

錄
，
分
門
瞭
解
。

一
、
格
式

筆
者
於
本
院
建
立
的
數
位
典
藏
知
識
庫
整

合
系
統
中
，
檢
視
書
畫
藏
品
的
電
子
影
像
，
截

錄
裱
件
中
被
運
用
的
藏
經
紙
，
以
經
文
墨
漬
、

朱
印
、
摺
線
等
特
徵
，
作
為
辨
識
藏
經
紙
的
依

據
。
搭
配
使
用
圖
片
測
量
軟
體
來
計
算
電
子
圖

像
尺
寸
，
因
裱
件
變
形
或
者
拍
攝
角
度
等
因
素

影
響
，
使
用
數
位
影
像
測
量
所
得
尺
寸
可
能
與

實
物
間
存
在
少
許
誤
差
值
，
將
擷
選
部
分
藏
品

圖
像
統
計
測
量
後
，
統
整
數
據
資
料
為
附
表
。

檢
視
測
量
結
果
後
發
現
，
這
些
藏
經
紙

圖1　使用圖片測量軟體丈量半頁寬幅　作者提供

圖2　 明　董其昌　書畫合璧　冊　乾隆御題書畫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3　明　仇英　林亭佳趣　軸　詩堂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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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測
如
圖
三
的
類
型
，
墨
跡
呈
現
區
塊
性
忽
隱

忽
現
。

 

含
有
摺
痕
與
墨
字
的
藏
經
紙
呈
現
較
為
統

一
的
行
數
與
字
數
，
半
頁
五
行
，
行
十
五
字
為
最

多
數
。
其
中
墨
字
的
內
文
屬
於
哪
一
部
經
典
也

值
得
一
探
。
根
據
可
以
辨
識
墨
跡
的
經
紙
，
從

故
畫
編
碼
的
書
畫
藏
品
中
，
尋
找
到
共
五
十
一

件
藏
品
運
用
藏
經
紙
作
為
材
料
，
其
中
二
十
一

件
可
辨
識
部
分
內
文
，
依
據
可
辨
識
的
文
字
參

照
經
文
，
其
中
十
七
件
的
文
字
內
容
出
自
於
︽
大

方
廣
佛
華
嚴
經
︾
，
三
件
出
自
︽
妙
法
蓮
華
經
︾

︵
參
考
附
表
︶
，
內
文
尚
未
查
到
重
複
的
情
況
，

所
屬
經
典
的
卷
部
也
少
有
重
疊
。
其
中
元
方
從

義
︿
神
嶽
瓊
林
圖
﹀
軸
的
詩
堂
所
使
用
的
藏
經

紙
，
於
左
側
摺
線
旁
印
有
小
楷
﹁
五
十
四
﹂
墨

字
︵
圖
四
、
五
︶
，
比
對
內
容
正
符
合
︽
大
方

廣
佛
華
嚴
經
︾
的
五
十
四
卷
，
也
合
乎
現
存
部

分
佛
經
於
中
縫
上
有
記
載
卷
次
的
形
制
。

藏
經
紙
上
的
字
體
型
式
多
元
，
雖
以
楷
體

為
主
，
但
筆
畫
粗
細
變
化
，
尺
寸
大
小
略
有
差

異
。
如
圖
六
將
圖
像
做
了
水
平
反
轉
與
對
比
等

處
理
後
，
可
看
出
同
為
楷
體
的
字
形
中
，
風
格

與
樣
貌
卻
有
顯
著
的
不
同
，
字
體
排
版
如
行
距
、

字
距
上
皆
有
所
區
別
，
並
非
單
一
出
自
同
一
部

版
本
，
表
示
藏
經
紙
的
來
源
多
元
。

將
這
些
文
字
比
對
現
存
藏
經
，
發
現
有
字

體
相
似
的
經
本
，
例
如
︿
五
代
人
丹
楓
呦
鹿
﹀

軸
、
明
仇
英
︿
林
亭
佳
趣
﹀
軸
詩
堂
上
的
兩
款

經
文
字
體
，
與
院
藏
的
宋
淳
化
間
杭
州
龍
興
寺

刊
後
代
修
補
本
︽
大
方
廣
佛
華
嚴
經
︾
八
十
卷

極
為
相
像
︵
圖
七
︶
，
從
筆
畫
的
起
承
轉
合
到

字
形
結
構
相
似
度
極
高
。
除
了
字
型
類
似
，
行

格
尺
寸
上
也
十
分
接
近
，
此
刊
本
裝
訂
為
經
摺

裝
，
行
格
每
半
葉
五
行
，
行
十
四
至
十
六
字
不

等
，
上
下
單
欄
，
皆
與
兩
張
詩
堂
的
格
式
相
同
，

而
每
半
葉
尺
寸
寬
十
一
點
二
公
分
，
高
二
十
四

公
分
，
半
頁
寬
度
尺
寸
相
近
，
而
高
度
則
接
近

︿
五
代
人
丹
楓
呦
鹿
﹀
軸
中
的
藏
經
紙
欄
高

二
十
三
點
八
公
分
。
依
據
上
述
幾
點
相
似
特
徵
，

推
測
此
兩
幅
詩
堂
用
紙
與
︽
大
方
廣
佛
華
嚴
經
︾

宋
淳
化
間
杭
州
龍
興
寺
刊
後
代
修
補
本
是
出
自

於
同
版
本
的
可
能
性
極
高
。

三
、
朱
印

藏
經
紙
上
的
朱
印
來
源
多
元
，
有
藏
經
佛

寺
的
藏
印
，
亦
有
藏
家
的
收
藏
印
鑑
。
當
藏
經

紙
幾
經
流
轉
，
最
後
裝
裱
至
書
畫
作
品
時
，
紙

張
的
朱
印
常
被
延
留
於
顯
目
的
位
置
，
具
有
彰

顯
珍
貴
紙
張
的
身
分
與
價
值
的
意
圖
。
而
原
紙

上
的
朱
印
除
了
位
置
醒
目
外
，
有
部
分
置
放
的

角
度
傾
斜
，
能
藉
此
與
後
添
的
書
畫
收
藏
章
作

為
區
隔
。

﹁
金
粟
山
藏
經
紙
﹂

藏
經
紙
上
最
常
見
也
最
聞
名
的
朱
印
就
屬

﹁
金
粟
山
藏
經
紙
﹂
，
此
方
印
章
大
多
數
落
在

無
墨
跡
的
藏
經
紙
上
，
且
樣
式
眾
多
，
雖
印
字

與
排
列
方
式
一
致
，
但
仔
細
比
對
後
，
可
以
發

現
印
章
字
體
有
所
差
異
，
筆
劃
粗
細
不
一
，
且

外
方
框
倒
圓
角
弧
度
不
同
，
有
些
外
型
有
類
方

印
，
有
些
則
近
似
圓
印
。
將
其
羅
列
比
對
︵
圖

八
︶
，
更
能
彰
顯
印
章
間
的
差
異
與
變
化
，
良

莠
不
齊
，
且
真
偽
莫
辨
，
此
六
個
印
字
能
成
造

如
此
多
方
印
章
，
應
是
承
金
粟
箋
的
盛
名
所
至
。

﹁
法
喜
大
藏
﹂

除
了
金
粟
山
藏
經
紙
印
外
，
中
國
境
內
寺

廟
眾
多
，
藏
經
數
以
萬
計
，
藏
經
紙
的
來
源
並

非
僅
限
於
金
粟
寺
，
同
樣
位
於
浙
江
海
鹽
縣
的

法
喜
寺
所
存
的
藏
經
，
亦
被
延
用
於
他
處
，
之

所
以
能
夠
清
楚
辨
別
該
紙
張
的
出
處
，
其
關
鍵

在
於
朱
印
上
，
︽
清
稗
類
鈔
︾
曾
提
到
該
寺
印

章
：
﹁
海
鹽
法
喜
寺
藏
經
，
流
傳
絕
少
，
惟
曾

有
背
紙
幾
番
，
為
張
芑
堂
所
藏
，
光
潔
如
玉
，

與
金
粟
牋
無
異
。
鈴
印
有
三
，
一
曰
法
喜
大
藏
，

作
一
行
，
一
曰
法
喜
轉
輪
藏
經
，
作
兩
行
。
陸

圖4　元　方從義　神嶽瓊林圖　軸　詩堂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5　 元　方從義　神嶽瓊林圖　軸　詩堂局部　反轉及反差圖像處理　
作者提供　

圖6　藏經紙中的字型比對　作者提供

圖7　 五代〈五代人丹楓呦鹿〉軸、明仇英〈林亭佳趣〉軸，詩堂與院藏的宋淳化間杭州龍興寺刊後代修補本《大方廣佛華嚴經》之藏經紙字
體比對。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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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
夫
曰
：
﹃
法
喜
轉
輪
藏
經
亦
有
環
印
者
。
﹄
﹂

據
其
描
述
法
喜
寺
藏
經
紙
與
金
粟
箋
極
為
相
像
，

但
僅
存
少
數
，
而
上
述
引
文
內
容
部
分
出
自
張

燕
昌
︽
金
粟
箋
說
︾
，
且
張
氏
繪
製
該
印
的
形

貌
︵
圖
九
︶
，
而
其
中
所
提
到
的
一
行
朱
印
﹁
法

喜
大
藏
﹂
能
於
︿
宋
人
畫
杜
甫
麗
人
行
﹀
軸
︵
圖

十
︶
與
元
倪
瓚
︿
畫
山
樹
﹀
軸
︵
圖
十
一
︶
的

詩
堂
中
視
得
，
鈴
印
橫
置
於
紙
張
中
心
，
說
明

兩
件
藏
品
的
詩
堂
用
紙
出
於
法
喜
寺
藏
經
。
兩

者
皆
為
空
白
紙
面
，
無
墨
漬
無
摺
痕
；
後
者
上

有
乾
隆
﹁
氣
韻
天
成
﹂
四
字
落
款
，
推
論
此
兩

紙
法
喜
寺
藏
經
紙
原
為
捲
收
形
式
，
非
經
摺
裝

訂
。

﹁
書
府
藏
用
﹂

紙
張
雖
僅
為
材
料
的
一
種
，
但
著
名
的
紙

材
價
值
不
同
於
一
般
，
常
被
珍
視
為
收
藏
品
，

因
此
藏
經
紙
上
的
朱
印
來
源
還
包
括
歷
來
收
藏

者
的
印
章
。
以
宋
張
即
之
︿
書
李
衎
墓
志
銘
﹀

卷
的
藏
經
紙
引
首
來
看
，
紙
上
的
圓
印
﹁
書
府

藏
用
﹂
︵
圖
十
二
︶
便
是
此
藏
經
紙
的
收
藏
印
，

根
據
︽
金
粟
箋
說
︾
記
載
：
﹁
秀
水
蔣
春
雨
元

龍
藏
黃
色
藏
經
紙
，
有
書
府
藏
用
朱
印
﹂
，
清

蔣
元
龍
︵
一
七
三
五

∼

一
七
九
九
︶
為
浙
江
秀

水
人
，
精
研
於
金
石
書
畫
，
此
段
記
載
描
述
其

收
藏
的
藏
經
紙
上
印
有
﹁
書
府
藏
用
﹂
的
朱
印
，

並
且
記
錄
印
章
的
形
貌
︵
圖
十
三
︶
，
與
宋
張

即
之
︿
書
李
衎
墓
志
銘
﹀
卷
引
首
上
的
朱
印
形

貌
相
同
，
該
紙
應
曾
為
蔣
元
龍
的
收
藏
品
。

唐　顏真卿　祭姪文稿　卷　
題跋局部

圖8　「金粟山藏經紙」印章樣式比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元　衛九鼎　洛神圖　軸　詩堂局部 明　居節　品茶圖　軸　詩堂局部 明人畫楊維禎像　卷　引首局部

宋元集繪冊　張雨溪山雪意　
對幅局部

明　唐寅　對竹圖　卷　題跋局部 宋　趙伯駒　停琴摘阮圖　軸　
詩堂局部

明　文伯仁　畫楊季靜小像　卷　
引首局部

韞真集慶　冊　無款畫雪景　
對幅局部

韞真集慶　冊　無款水榭憑闌　
對幅局部

唐宋元明四朝合璧　冊　唐李昭道
青綠山水　對幅局部

元　黃公望　畫層岩曲澗　軸　
詩堂局部

圖9　「法喜寺藏經紙」印章　引自《金粟箋說》，頁6。

圖10　宋　宋人畫杜甫麗人行　軸　詩堂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1　元　倪瓚　畫山樹　軸　詩堂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2　 宋　張即之　書李衎墓志銘　卷　引首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3　「書府藏用」印章　引自《金粟箋說》，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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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
橋
藏
經　

曹
文
迺
造
﹂

於
宋
錢
選
︿
煙
江
待
渡
圖
﹀
卷
引
首
上
，

有
乾
隆
御
題
﹁
烟
江
待
渡
﹂
四
字
，
裱
件
應
是

乾
隆
時
期
重
裱
，
其
中
引
首
用
紙
亦
是
藏
經
紙
，

而
﹁
江
﹂
、
﹁
待
﹂
二
字
中
間
有
一
方
模
糊
的
方

印
，
經
辨
析
應
為
﹁
封
橋
藏
經　

曹
文
迺
造
﹂
，

作
兩
行
排
列
。
︵
圖
十
四
、
十
五
︶
根
據
葉
昌

難
辨
，
墨
跡
的
內
容
也
極
少
受
到
正
視
，
逐
漸

減
化
為
辨
識
藏
經
紙
的
一
則
表
徵
，
又
或
者
成

為
裝
飾
性
的
圖
像
。
在
經
摺
格
式
上
，
半
頁
的

寬
度
雖
顯
一
致
，
但
經
由
墨
跡
的
觀
察
，
發
現

熾
於
︽
寒
山
寺
志
︾
中
一
段
記
錄
蘇
州
楓
橋
的

舊
名
描
述
：
﹁
楓
橋
，
︽
豹
隱
紀
談
︾
云
：
舊

作
﹃
封
橋
﹄
。
王
郇
公
居
吳
時
，
書
張
繼
詩
刻

石
作
﹃
楓
﹄
字
，
相
承
至
今
。
天
平
寺
藏
經
多

唐
人
書
，
背
有
﹃
封
橋
常
住
﹄
四
字
朱
印
。
﹂

封
橋
乃
蘇
州
楓
橋
之
舊
名
，
其
中
天
平
寺
中
有

唐
人
抄
寫
之
藏
經
，
又
云
：
﹁
翁
逢
龍
亦
有
詩
，

且
云
寺
有
藏
經
，
題
﹃
至
和
三
年
，
曹
文
迺
寫
，

施
封
橋
寺
﹄
。
﹂
更
進
一
步
指
出
藏
經
中
，
落

於
北
宋
至
和
年
間
︵
一○

五
四

∼

一○

五
六
︶

曹
氏
之
題
字
。
若
印
上
的
﹁
曹
文
迺
﹂
同
為
此

人
的
話
，
紙
張
年
份
最
早
可
至
北
宋
時
期
，
且

此
經
紙
應
出
自
於
封
橋
天
平
寺
。
幾
經
流
轉
，

成
為
乾
隆
皇
帝
的
御
題
用
紙
，
並
固
守
於
宋
錢

選
︿
煙
江
待
渡
圖
﹀
開
卷
之
首
，
延
留
至
今
。

﹁
倪
仁
禀□

﹂

藏
經
紙
的
朱
印
中
，
還
有
一
款
較
為
常
見

方
印
，
為
﹁
倪
仁
稟□

﹂
稟
下
一
字
難
辨
，
引

用
︽
金
粟
箋
說
︾
記
載
：
﹁
錢
唐
梁
太
史
藏
宋

經
紙
朱
印
倪
仁
稟
，
字
較
前
所
見
略
大
，
稟
下

一
字
是
押
。
歐
陽
公
所
謂
署
書
是
也
。
﹂
提
到

此
字
應
為
押
變
形
與
符
號
化
，
並
且
不
只
一
方
。

該
印
章
的
來
源
不
可
考
據
，
卻
常
見
乾
隆
作
為

題
字
用
紙
，
又
云
：
﹁
乾
隆
壬
午
燕
昌
于
吳
門

靜
觀
，
今
上
御
筆
賜
和
沈
德
憯
紀
，
恩
詩
橫
幅

藏
經
紙
高
九
寸
寬
一
尺
七
寸
，
紙
上
朱
印
﹃
倪

仁
稟□

﹄
下
一
字
不
可
辨
。
﹂
就
以
明
陳
淳
︿
畫

花
卉
﹀
冊
︵
圖
十
六
︶
、
︿
元
四
大
家
名
蹟
﹀

冊
中
的
對
頁
舉
例
，
乾
隆
皆
使
用
藏
經
紙
作
為

題
字
落
款
之
用
，
紙
上
可
見
得
﹁
倪
仁
稟□

﹂

朱
印
，
並
有
墨
漬
及
規
律
的
摺
線
，
其
中
︿
元

四
大
家
名
蹟
﹀
冊
的
對
頁
因
尺
幅
關
係
而
橫
用
，

所
以
經
文
摺
線
與
朱
印
皆
為
橫
向
羅
列
的
情
況
。

︵
圖
十
七
︶
另
有
︿
五
代
人
丹
楓
呦
鹿
﹀
軸
的

詩
堂
雖
無
御
題
，
亦
有
﹁
倪
仁
稟□

﹂
方
印
︵
圖

十
八
︶
，
與
其
他
兩
套
冊
頁
上
的
朱
印
比
對
，

推
測
三
組
應
為
同
一
方
印
章
。

藏
經
紙
上
朱
印
藉
由
文
獻
考
證
，
部
分
能

夠
清
楚
分
析
其
來
源
或
者
所
經
歷
過
的
收
藏
家
，

例
如
﹁
法
喜
大
藏
﹂
、
﹁
書
府
藏
用
﹂
、
﹁
封

橋
藏
經　

曹
文
迺
造
﹂
等
。
對
於
後
人
瞭
解
經

紙
朱
印
，
張
燕
昌
於
︽
金
粟
箋
說
︾
上
，
詳
實

記
載
藏
經
紙
的
文
獻
與
實
物
的
考
證
，
清
楚
比

對
出
印
章
的
樣
貌
與
內
容
，
此
番
整
理
不
但
提

供
了
詳
細
參
考
資
料
，
更
有
助
於
後
人
進
一
步

瞭
解
經
紙
與
朱
印
的
歷
史
脈
絡
。

小
結

用
於
書
畫
裝
裱
上
的
藏
經
紙
材
本
存
在
於

原
紙
的
背
後
，
背
紙
所
承
載
的
訊
息
為
正
面
滲

透
的
漬
印
︵
圖
十
九
︶
，
多
數
不
完
整
且
模
糊

圖14　 宋　錢選　煙江待渡圖　卷　引首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5　 宋　錢選　煙江待渡圖　卷　引首局部　
影像處理後　作者提供

註
釋

1.   

李
際
寧
，
︿
宋
寫
真
品―

金
粟
山
大
藏
經
﹀
，
︽
中
國

圖
書
評
論
︾
一
九
九
五
年
第
二
期
，
頁
六
二
。

參
考
書
目

1.  

︹
清
︺
張
燕
昌
，︽
金
粟
箋
說
︾
，
上
海
：
神
州
國
光
社
，

一
九
二
八
。

2.  

︹
清
︺
徐
珂
，
︽
清
稗
類
鈔
︾
，
第
九
冊
︵
鑑
賞
類
︶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一
九
八
四―

一
九
八
六
。

3.  

︹
清
︺
葉
昌
熾
，
︽
寒
山
寺
志
︾
，
卷
三
，
臺
北
：
明

文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

4.  

何
炎
泉
，
︿
澄
心
堂
紙
與
乾
隆
皇
帝
：
兼
論
其
對
古
代

箋
紙
的
賞
鑑
觀
﹀
，
︽
故
宮
學
術
季
刊
︾
第
三
三
卷
第

一
期
，
二○

一
五
。

圖16　 明　陳淳　畫花卉　冊　杏花　對幅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7　 元四大家名蹟　冊　元吳鎮山水　對幅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8　 五代　五代人丹楓呦鹿　軸　
詩堂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9　 元　方從義　神嶽瓊林圖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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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清宮書畫中藏經紙尺寸與內容列表

品名 位置
尺寸
（公分）

摺頁 欄高
字數
／行

內容

1 元四大家名蹟　冊　元吳鎮山水 對幅 53×33 11.1 識無 識無 識無（橫置）

2 宋元明名畫　冊　宋劉松年漁舫施罾 對幅 25.8×32.7 11 23.7 識無 識無

3 清　允禧　山水　冊　全冊 對幅 14.2×9.1 識無 無下欄 15 《大方廣佛華嚴經》78卷

4 明　陳淳　畫花卉　冊　全冊 對幅 23.5×26 11.2 無下欄 1.9 《大方廣佛華嚴經》48卷

5 清　王原祁　畫山水　軸 詩堂 26.7×32.6 無 23.85 15 查無

6 清　王原祁　畫山水　軸 詩堂 26.2×32.8 無 無上欄 15 無

7 明　文徵明　仿李成谿山深雪　軸 詩堂 28.4×29.5 11.18 24.7 識無 識無

8 明　仇英　林亭佳趣　軸 詩堂 27×33.6 識無 23.38 15 《大方廣佛華嚴經》7卷

9 明　邊文進　歲朝圖　軸 詩堂 29.9×46.1 無 26.9 15 《妙法蓮華經》

10 明　趙原　聽松圖　軸 詩堂 29.7×54.2 11.3 26.2 15 《妙法蓮華經》

11 元人達摩像　軸 詩堂 25×35.7 11.2 無下欄 識無 識無

12 元　崔彥輔　溪山煙靄　軸 詩堂 28.4×39.2 11.4 24.45 無 無

13 元　楊維禎　鐵笛圖　軸 詩堂 28.6×51.4 11.15 24.1 識無 識無

14 宋人畫羅漢　軸 詩堂 28.3×55.6 11.1 23.7 識無 《大方廣佛華嚴經》44卷

15 宋　蘇漢臣　古佛像　軸 詩堂 27.7×36.9 11 無 無 無

16 金　李遹　畫羅漢　軸 詩堂 24.2×32.6 11.2 無下欄 識無 識無

17 宋　揚无咎　畫蝴蝶　軸 詩堂 27×29.2 11.1 23.6 識無 識無

18 宋　米芾　岷山圖　軸 詩堂 25.2×38.5 11.1 識無 識無 識無

19 宋　李迪　牧羝圖　卷 引首 25×64 11.1 無下欄 15 《大方廣佛華嚴經》23卷

20 宋　米芾　雲山並自書跋　卷 引首 20.9×46.7 11.1 無下欄 15 《大方廣佛華嚴經》20卷

21 唐　閻立本　王會圖　卷 引首 28.1×99.2 11.1 無 無 無

22 明　仇英　西園雅集圖　軸 詩堂 20.1×38.9 11 無上欄 識無 識無

23 名賢妙蹟　冊　宋錢選濤聲松韻 對幅 25.8×27.3 11.1 24 識無 識無

品名 位置
尺寸
（公分）

摺頁 欄高
字數
／行

內容

24 宋元名繪　冊　宋人畫雪山行旅 對幅 24.4×25.7 10.7 無上欄 識無 《大方廣佛華嚴經》71卷

25 煙雲集繪　第三冊 前頁 54.7×30.1 11.2 23.75 識無 識無

26 藝苑藏真（下）　冊　宋惠崇秋野盤雕 對幅 23.7×24.9 11.1 無上欄 15 《大方廣佛華嚴經》15卷

27 唐宋名繢　冊　五代梁關仝兩峰插雲 對幅 26.9×22.3 11.1 識無 識無 識無

28 清　陳書　雜畫　冊 前頁 21.4×34 11.1 無 15 《大方廣佛華嚴經》67卷

29 清　王翬　山水　冊　乾隆御題　清新 前頁 24.2×31.6 11 無下欄 識無 識無

30 明　徐賁　獅子林圖　冊　乾隆御題　傳真 前頁 25.5×55.8 11.25 無下欄 識無 識無

31 明　徐賁　獅子林圖　冊　乾隆御題　香累 前頁 25.5×55.8 11.2 無下欄 15 《大方廣佛華嚴經》73卷

32 元　方從義　山水　冊　乾隆御題　清輝 前頁 21×29.1 11 無下欄 15 《大方廣佛華嚴經》23卷

33 明　謝時臣　醉翁亭記書畫合璧　卷 引首 27.3×55 11 23.92 識無 識無

34 清　王翬　溪山村落　卷 引首 28.8×106.2 11 23.89 識無 識無

35 明　唐寅　溪山漁隱　卷 引首 29.2×56.2 11.2 24 識無 識無

36 清　丁觀鵬　摹宋人漁樂圖　軸 詩堂 16.3×30.3 11.1 無下欄 15 《大方廣佛華嚴經》16卷

37 清　陳書　夏日山居圖　軸 詩堂 28.5×42.5 11.1 無 識無 識無（抄寫型）

38 元　方從義　神嶽瓊林圖　軸 詩堂 27.6×55.8 11.2 23.78 15 《大方廣佛華嚴經》54卷

39 宋人桐實修翎　軸 詩堂 23×25.9 10.87 無 識無 識無

40 宋人安和圖　軸 詩堂 27.6×51.6 11.1 24 17 《大寶積經》

41 宋　錢選　三蔬圖　軸 詩堂 29.1×47.3 11.1 23.8 15 《大方廣佛華嚴經》40卷

42 宋　賈師古　大士像　軸 詩堂 29.5×29.8 11.2 24.15 15 《大方廣佛華嚴經》3卷

43 宋　李迪　畫花鳥　軸 詩堂 28×38.1 11.1 24.64 15 《大方廣佛華嚴經》44卷

44 五代人丹楓呦鹿　軸 詩堂 28.8×64.6 11 23.8 15 《大方廣佛華嚴經》1卷

45 唐　韓幹　猿馬　軸 詩堂 26.7×48.4 11 23.4 識無 識無

46 唐玄宗　鶺鴒頌　卷 引首 無 無 無下欄 15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
菩薩普門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