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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貿
易
為
畫
題

從
中
國
傳
統
畫
史
出
發
，
繪
畫
上

所
常
見
的
主
題
不
外
乎
自
然
場
景
或
是
藝

文
活
動
的
描
寫
，
相
較
起
來
，
位
於
四
民

之
末
的
商
人
階
級
，
總
未
能
綻
現
丹
青
之

間
。
雖
然
，
商
旅
活
動
未
非
全
然
絕
跡
於

繪
畫
之
中
，
例
如
本
院
所
藏
的
︿
谿
山
行

旅
圖
﹀
或
︿
清
院
本
清
明
上
河
圖
﹀
當
中

或
多
或
少
皆
透
露
出
商
業
活
動
的
訊
息
，

然
而
，
這
些
商
業
活
動
卻
得
包
裹
在
太
平

盛
世
的
意
象
底
下
，
貿
易
一
事
彷
彿
成
了

繪
畫
中
不
能
說
的
秘
密
。
即
便
是
因
從
商

致
富
進
而
贊
助
藝
術
活
動
的
商
人
階
級

︵
如
揚
州
商
人
等
︶
，
亦
未
見
要
求
畫
家

為
其
商
人
身
份
留
下
相
關
的
畫
作
，
這
樣

的
情
況
，
也
成
為
中
西
傳
統
繪
畫
環
境
中

最
大
的
差
異
之
一
。

以
此
脈
絡
思
考
，
本
院
所
藏
的
︽
長

崎
貿
易
圖
冊
︾
不
論
在
題
名
、
或
在
描
繪

內
容
上
，
皆
以
貿
易
為
中
心
，
尤
其
顯
出

此
件
作
品
在
中
國
畫
史
中
的
特
殊
位
置
。

除
了
藝
術
史
上
的
價
值
外
，
透
過
︽
長
崎

貿
易
圖
冊
︾
，
我
們
亦
可
一
窺
清
代
開
放

海
禁
後
與
亞
洲
的
交
往
狀
況
，
看
見
清
代

皇
室
所
見
的
亞
洲
視
野
。

本
文
除
將
對
長
崎
成
為
國
際
貿
易
港

口
的
過
程
稍
作
著
墨
外
，
亦
希
望
對
此
圖

冊
可
能
的
成
畫
年
代
略
作
討
論
，
最
後
透

過
各
類
長
崎
貿
易
圖
的
比
較
，
由
此
說
明

本
院
所
藏
︽
長
崎
貿
易
圖
冊
︾
在
風
格
上

的
特
點
。

世
界
的
窗
口—

長
崎

長
崎
，
在
一
五
七
一
年
之
前
還
是

座
不
起
眼
的
小
漁
村
，
隨
著
葡
萄
牙
人
所

建
立
的
澳
門—

長
崎
航
線
，
逐
漸
成
為

亞
洲
重
要
的
國
際
貿
易
港
口
。
一
六
三

○

年
代
，
是
長
崎
對
外
貿
易
頗
具
轉
折

性
的
時
期
，
一
連
串
的
海
禁
政
策
使
得

原
本
開
發
長
崎
貿
易
的
葡
萄
牙
人
在
這

裡
銷
聲
匿
跡
，
從
此
，
日
本
幕
府
展
開
長

達
二
百
五
十
年
的
鎖
國
政
策
，
中
國
與

荷
蘭
成
為
日
本
唯
一
的
對
外
貿
易
伙
伴
。

一
六
四
一
年
，
原
來
在
平
戶
從
事
貿
易

的
荷
蘭
商
館
被
迫
遷
到
了
葡
萄
牙
在
長
崎

的
基
地—

出
島
，
長
崎
也
就
成
為
荷
蘭
與

中
國
在
日
本
的
唯
一
貿
易
之
地
。
荷
蘭
人

的
活
動
範
圍
，
被
限
制
在
港
外
的
人
工
出

島
之
內
；
乘
坐
唐
船
而
來
的
中
國
商
人
的

主
要
活
動
，
則
被
限
制
在
唐
人
屋
敷
，
從

︽
長
崎
貿
易
圖
冊
︾
的
圖
繪
，
此
處
華
人

的
蹤
跡
彷
彿
栩
栩
如
生
地
的
重
現
在
我
們

眼
前
。

圖
冊
解
析

本
院
所
藏
的
︽
長
崎
貿
易
圖
冊
︾
一

共
由
八
張
冊
頁
所
組
成
，
每
張
頁
面
又
分

成
右
圖
左
文
二
個
部
分
；
八
張
冊
頁
的
主

題
以
貿
易
為
中
心
，
將
中
日
貿
易
的
活
動

依
起
貨
︵
圖
一
︶
、
南
京
寺
︵
圖
二
︶
、

王
取
貨
︵
圖
四
︶
、
丟
票
︵
圖
三
︶
、
開

漆
器
店
︵
圖
五
︶
、
出
貨
︵
圖
六
︶
、
唱

戲
︵
圖
七
︶
以
及
看
會
︵
圖
八
︶
等
順
序

圖
繪
成
冊 

︵
註
一
︶
。

圖
冊
中
以
唐
人
街
屋
為
主
要
場
景
，

從
俯
視
的
角
度
，
以
界
畫
的
技
法
描
繪
主

要
的
建
築
體
，
往
來
的
商
人
穿
梭
其
間
，

使
種
種
貿
易
活
動
皆
能
盡
收
於
觀
者
眼

底
。
圖
冊
由
華
商
的
唐
船
揭
開
序
幕
，
當

唐
船
行
駛
到
長
崎
港
外
拋
碇
後
，
便
有
日

本
負
責
貿
易
的
長
官
︵
即
長
崎
奉
行
所
檢

查
使
︶
上
船
照
著
帳
冊
清
點
貨
物
，
若
有

發
現
帳
冊
之
外
的
貨
物
便
先
收
在
倉
庫
之

內
，
不
准
販
賣
，
等
唐
船
回
航
時
再
交

還
。
起
貨
完
後
，
將
每
艘
貿
易
船
內
所
供

朱
龍
興

︽
長
崎
貿
易
圖
冊
︾
初
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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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外
，
不
能
跨
出
大
門
一
步
。

存
於
庫
房
內
的
貨
物
一
律
運
送
至
長

崎
的
王
府
︵
即
長
崎
奉
行
︶
，
這
些
貨
物

主
要
為
絲
綢
織
品
或
雜
貨
藥
材
等
，
在
官

府
內
皆
有
日
人
進
行
對
貨
物
的
檢
視
，
將

品
相
上
乘
者
呈
給
長
崎
的
奉
行
，
奉
行
留

下
他
所
想
要
的
物
品
，
其
餘
的
則
等
價
格

確
定
後
，
再
由
日
本
商
人
採
購
。
至
於
價

格
該
如
何
確
定
呢
？
先
依
貨
物
種
類
各
取

一
箱
作
為
樣
本
，
送
至
日
本
商
人
聚
集
的

會
所
，
這
些
商
人
看
完
樣
品
後
，
各
自
將

寫
有
價
錢
的
紙
張
摺
好
放
在
同
一
處
，
待

財
副
逐
一
將
紙
張
打
開
查
看
價
錢
，
取
最

高
價
者
為
定
價
，
此
一
定
價
過
程
便
稱
為

丟
票
。
當
依
丟
票
所
訂
的
價
格
出
售
貨
物

後
，
交
易
館
內
陳
設
洋
漆
及
銅
器
數
日
，

提
供
華
商
挑
選
購
買
，
爾
後
再
將
所
購
得

的
商
品
價
值
登
記
在
帳
冊
之
中
，
直
接
由

所
賣
貨
物
之
價
錢
中
扣
除
︵
即
所
謂
的
補

償
貿
易
︶
，
從
而
減
少
日
本
銀
錢
流
往
國

外
的
可
能
性
。
一
般
而
言
，
華
商
攜
運
至

長
崎
的
貨
物
，
並
不
會
全
部
售
罄
，
而
是

依
船
貨
的
多
少
，
分
批
販
售
。
當
價
錢
算

定
後
，
先
由
華
商
與
日
籍
長
官
將
倉
庫
被

子
之
前
，
趁
機
享
受
長
崎
傳
統
的
節
慶
活

動
，
而
這
樣
的
活
動
也
在
︽
長
崎
貿
易
圖

冊
︾
中
留
下
珍
貴
的
影
像
資
料
。
其
中
日

本
神
會
在
奉
行
住
所
後
面
的
空
地
舉
行
，

入
口
後
方
的
棚
子
供
奉
著
神
祗
，
其
他
三

面
也
都
蓋
有
棚
座
。
當
商
人
們
坐
好
後
，

參
與
祭
典
的
演
員
從
街
上
進
來
，
每
段
表

演
都
會
先
將
一
張
木
床
安
放
在
空
地
中

間
，
其
他
人
再
陸
續
進
場
，
一
邊
歌
唱
一

邊
舞
扇
或
舞
花
。
而
另
一
場
充
滿
嘉
年
華

會
色
彩
的
慶
典
稱
為
﹁
殺
思
馬
之
會
﹂
，

參
與
遊
行
的
人
或
者
在
背
上
撐
起
有
紙
糊

龜
蓋
的
杆
子
，
或
者
撐
起
層
層
酒
杯
狀
的

容
器
，
將
八
哥
、
海
參
等
物
品
置
於
其

上
，
邊
走
邊
擊
打
掛
於
胸
前
的
圓
鼓
，
整

條
街
溢
滿
喜
氣
洋
洋
的
熱
鬧
景
象
。

背
景
與
脈
絡

如
此
豐
富
又
生
動
的
︽
長
崎
貿
易
圖

冊
︾
，
其
產
生
的
年
代
及
背
景
又
是
如
何

呢
？
圖
冊
指
出
華
商
停
留
於
長
崎
期
間
，

其
活
動
必
須
被
限
制
在
特
定
區
域
，
這
個

所
謂
的
﹁
唐
人
敷
屋
﹂
完
成
於
一
六
八
九

年
，
由
此
也
間
接
說
明
了
圖
冊
完
成
年
代

奉
的
媽
祖
神
像
抬
送
至
南
京
寺
︵
即
興
福

寺
︶
供
奉
，
華
商
在
寺
內
遊
玩
一
天
，
回

到
唐
人
敷
屋
居
住
，
這
個
唐
人
街
廓
的
大

門
口
有
稱
為
﹁
插
刀
手
﹂
的
人
看
守
著
，

而
內
門
之
外
還
有
﹁
通
事
街
官
﹂
駐
點
，

住
在
裡
頭
的
華
商
至
多
只
能
行
走
於
內
門

訂
購
的
貨
物
取
走
，
待
處
理
完
畢
，
再
將

先
前
所
買
的
紅
銅
、
洋
漆
、
海
參
、
鰒
魚

等
與
剩
下
未
售
出
的
貨
物
送
回
船
上
，
並

命
人
看
守
直
到
商
船
回
航
。

當
所
有
的
商
業
貿
易
告
一
段
落
，

華
商
可
以
趁
著
季
風
改
變
等
待
回
航
的
日

圖一　長崎貿易圖冊　起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長崎貿易圖冊　南京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長崎貿易圖冊　丟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長崎貿易圖冊　王取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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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上
限
。
又
，
此
作
品
經
石
渠
寶
笈
三
編

著
錄
，
其
中
﹁
看
會
﹂
一
景
，
可
見
乾
隆

﹁
三
希
堂
精
鑑
璽
﹂
及
﹁
宜
子
孫
﹂ 

二

方
鈐
印
，
可
推
測
成
畫
年
代
的
下
限
應
止

於
乾
隆
，
也
就
是
說
圖
冊
應
完
成
於
康
熙

至
乾
隆
之
間
。
將
﹁
開
漆
器
店
﹂
一
景
納

入
考
量
，
便
相
當
符
合
當
時
的
環
境
與
背

景
，
冊
頁
中
清
楚
的
說
明
，
當
華
商
售
出

絲
綢
等
織
品
時
，
以
所
得
的
價
錢
再
轉
購

日
本
的
洋
漆
、
銅
器
等
，
這
裡
的
﹁
洋

漆
﹂
應
該
就
是
來
自
東
洋
的
日
本
蒔
繪
，

洋
漆
一
詞
只
見
清
朝
使
用
，
康
熙
曾
對
這

種
器
物
大
表
讚
賞
，
雍
正
中
期
以
後
更
成

為
清
宮
匠
師
所
仿
製
的
對
象
︵
註
二
︶ 

。

除
了
創
作
的
可
能
時
間
外
，
作
畫
人

的
背
景
也
可
從
圖
冊
的
內
容
得
知
一
二
。

其
中
所
繪
的
﹁
南
京
寺
﹂
即
為
當
地
的

﹁
興
福
寺
﹂
，
長
崎
的
中
國
寺
廟
除
了
興

福
寺
外
，
最
著
名
的
尚
包
括
福
濟
寺
與
祟

福
寺
，
這
三
座
寺
廟
合
稱
為
長
崎
三
福

寺
，
每
座
寺
廟
皆
有
其
建
立
的
背
景
，
福

濟
、
祟
福
寺
的
主
要
贊
助
人
來
自
於
福
建

地
區
，
而
南
京
寺
的
主
要
信
徒
則
來
自
江

浙
一
帶
的
商
人
，
︽
長
崎
貿
易
圖
冊
︾
中

的
華
商
在
卸
貨
後
，
便
將
船
上
的
媽
祖
供

奉
到
與
江
、
浙
有
地
緣
關
係
的
南
京
寺

中
，
可
以
推
測
圖
繪
之
人
應
與
江
、
浙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對
話
與
交
流

隨
著
大
航
海
時
代
的
來
臨
，
亞
洲

各
地
因
為
貿
易
的
往
來
被
連
結
成
一
個

有
機
的
整
體
，
如
同
包
樂
史
︵L

eo
n

ard 

B
lu

ssé

︶
在V

isib
le C

ities: C
an

to
n

, 

N
agasaki, an

d B
atavia an

d the C
om

in
g 

of th
e A

m
erican

s

所
說
，
華
商
在
這
當
中

扮
演
著
極
為
重
要
的
角
色
，
而
這
樣
的
地

位
卻
往
往
為
研
究
此
時
貿
易
史
的
學
者
所

忽
略
，
這
件
清
宮
所
藏
的
︽
長
崎
貿
易
圖

冊
︾
正
得
以
填
補
這
樣
的
缺
憾
。

在
這
個
時
期
，
東
亞
各
地
不
論
是

東
南
亞
的
馬
尼
拉
、
會
安
、
阿
瑜
陀
耶
、

巴
達
維
亞
，
抑
或
是
東
北
亞
的
長
崎
，
均

可
見
到
華
人
自
成
一
區
的
獨
特
地
景
。
其

中
，
又
以
長
崎
的
華
人
街
區
最
為
詳
盡
與

多
樣
。
除
了
本
院
︽
長
崎
貿
易
圖
冊
︾
紀

錄
了
華
人
對
華
商
的
長
崎
生
活
景
致
的
描

寫
外
，
唐
人
敷
屋
是
亦
是
日
本
所
極
欲
窺

視
的
焦
點
，
透
過
不
同
的
觀
察
視
野
，
唐

人
街
屋
的
豐
富
神
采
由
是
展
現
，
石
崎
融

思
︵
一
七
六
八—

一
八
四
六
︶
對
唐
人
街

屋
的
描
寫
便
是
當
中
的
佳
例
。
石
崎
在
長

崎
擔
任
﹁
唐
繪
目
利
﹂
的
角
色
，
其
任
務

除
了
檢
視
中
國
繪
畫
，
亦
需
圖
繪
唐
人
進

口
的
物
資
及
其
住
所
的
景
況
。
圖
九
這
件

藏
於
長
崎
歷
史
博
物
館
的
長
卷
，
採
用
傳

統
中
國
的
繪
畫
風
格
，
特
別
是
對
於
市
街

空
間
的
處
理
，
讓
人
聯
想
到
︿
清
院
本
清

明
上
河
圖
﹀
中
城
市
活
動
的
場
景
，
二
者

圖五　長崎貿易圖冊　開漆器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長崎貿易圖冊　出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長崎貿易圖冊　唱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長崎貿易圖冊　看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2011年2月　112113　故宮文物月刊·第335期

《長崎貿易圖冊》初探

文物脈絡

註釋

1.  圖冊原定「丟票」一景於「王取貨」之前，然
就文意推敲，「丟票」應於「王取貨」之後而

於「開漆器店」之前較為合理。

2.  陳慧霞，〈雍正朝的洋漆與仿洋漆〉，《故宮
學術季刊》，28卷1期（2010, Autumn），
頁141-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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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
該
得
以
說
明
二
者
在
視

角
採
用
上
的
類
似
性
。
這
三
件
畫
作
之
間

的
對
話
，
正
反
映
出
自
一
六
四
一
年
以
來

長
崎
成
為
中
、
日
、
荷
共
同
生
活
的
城
市

特
殊
景
況
。

此
外
，
︽
長
崎
貿
易
圖
冊
︾
所
展
現

的
尚
包
含
因
貿
易
所
引
起
的
藝
術
交
流
。

如
前
文
所
指
出
的
，
圖
冊
中
所
提
及
的
洋

漆
，
透
露
出
中
國
對
日
本
蒔
繪
漆
器
的
喜

愛
，
甚
者
，
這
種
中
國
人
眼
中
的
洋
漆
不

只
成
為
清
宮
寵
兒
，
也
常
常
進
入
畫
中
，

為
畫
中
場
景
的
豐
富
性
增
色
不
少
，
本
院

所
藏
為
數
不
少
的
日
本
蒔
繪
漆
器
，
應
當

就
在
︽
長
崎
貿
易
圖
冊
︾
中
扮
演
重
要
的

角
色
。
再
從
貿
易
長
崎
這
個
事
實
來
說
，

當
唐
船
行
抵
長
崎
時
，
所
搭
載
的
並
非
全

是
商
人
，
僧
侶
、
畫
家
等
亦
隨
著
船
舶
踏

上
日
本
，
對
日
本
的
文
化
或
藝
術
都
產
生

了
極
大
的
影
響
，
例
如
以
花
鳥
畫
為
主
的

沈
銓
︵
沈
南
蘋
，
一
六
八
二—

一
七
八

○

︶
，
就
曾
搭
上
這
樣
的
貿
易
商
船
，

為
長
崎
畫
壇
添
增
了
豐
富
的
多
樣
性
。

本
院
藏
有
一
件
沈
銓
的
花
鳥
畫
作
︵
圖

十
一
︶
，
這
件
沈
銓
︿
擬
古
﹀
完
成
於

都
以
近
乎
平
行
斜
線
的
方
式
交
待
縱
深
的

空
間
，
雖
然
空
間
的
處
理
不
若
線
性
透
視

那
般
具
有
臨
場
的
真
實
感
，
卻
也
層
次
分

明
，
使
觀
者
能
一
目
瞭
然
身
處
當
中
的
人

物
活
動
。
另
一
件
有
趣
的
作
品
是
目
前
藏

於
荷
蘭
海
牙
國
家
檔
案
館
的
唐
人
敷
屋

︵
圖
十
︶
，
從
樹
葉
的
皴
法
可
以
判
斷
應

是
出
自
中
國
或
日
本
的
畫
家
，
但
所
展
現

的
高
空
俯
瞰
景
象
，
則
有
別
於
傳
統
東
亞

的
視
野
，
如
此
類
似
空
拍
的
圖
象
，
未
見

於
東
亞
的
傳
統
繪
畫
作
品
之
中
，
應
當
是

受
荷
蘭
城
市
圖
景
表
現
手
法
的
影
響
，
作

於
一
六
五
二
年
揚
．
米
克
的
阿
姆
斯
特
丹

一
七
五
一
年
，
雖
然
距
沈
銓
自
長
崎
返
回

中
國
的
時
間
已
有
十
八
年
的
光
景
，
從
花

鳥
母
題
及
簡
單
構
圖
上
來
看
，
與
沈
銓
留

在
日
本
南
蘋
派
的
繪
畫
風
格
依
然
十
分
相

似
，
不
管
是
細
處
敷
色
因
深
淺
濃
淡
所
表

現
出
的
精
緻
立
體
感
，
或
不
強
調
縱
深
空

間
的
平
面
裝
飾
特
質
都
可
見
沈
銓
的
經
典

畫
風
。

餘
語

無
論
從
藝
術
史
或
者
交
流
史
的
角

度
來
看
，
︽
長
崎
貿
易
圖
冊
︾
這
件
看
似

不
起
眼
的
小
圖
冊
，
應
該
佔
有
獨
特
且
重

要
的
位
置
。
從
畫
題
上
來
看
，
這
件
作
品

開
展
了
中
國
繪
畫
在
題
材
上
的
多
樣
性
，

就
內
容
而
言
，
雖
然
乾
隆
於
一
七
九
三
年

致
英
國
國
王
書
中
提
及
﹁
天
朝
物
產
豐

富
，
無
所
不
有
，
原
不
藉
外
夷
貨
物
以
通

有
無
﹂
，
顯
示
出
清
代
對
外
貿
易
的
排
斥

與
自
大
的
態
度
，
但
這
件
清
宮
所
藏
的
圖

冊
，
不
但
為
清
朝
的
對
外
貿
易
提
出
視
覺

上
的
證
據
，
也
留
下
了
當
時
中
國
海
外
景

觀
的
印
象
。
進
一
步
來
看
，
︽
長
崎
貿
易

圖
冊
︾
不
僅
揭
示
了
中
日
物
質
的
互
補
與

互
惠
，
更
反
映
了
中
、
日
、
荷
在
這
個
地

區
有
關
藝
術
及
文
化
的
對
話
與
交
流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南
院
處

圖九　石崎融思　唐人敷屋　長崎歷史博物館藏　引自Bridging the devide.

圖十　唐人敷屋　荷蘭海牙國家檔案館藏　引自Bridging the devide.

圖十一　清　沈銓　擬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