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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
談
故
宮
文
物
之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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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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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宮
每
天
的
訪
客
數
少
則
數
千
，
多

則
上
萬
，
每
天
都
有
來
自
世
界
各
國
的
訪

客
，
而
外
國
旅
客
中
，
又
以
日
本
人
為
大

宗
。
以
二○

一○

年
為
例
，
非
使
用
中
文

的
外
籍
遊
客
中
，
日
本
旅
客
的
比
例
超
過

百
分
之
五
十
，
足
見
日
本
人
對
故
宮
的
喜

愛
。
至
於
為
什
麼
日
本
人
喜
歡
到
台
灣
來

玩
，
甚
至
到
故
宮
參
訪
，
除
了
地
緣
的
方

便
性
之
外
，
日
本
文
化
受
到
中
國
文
化
相

當
深
遠
的
影
響
，
例
如
茶
文
化
、
漆
器
文

制
；
一
來
內
容
比
較
沒
有
那
麼
口
語
，
二

來
還
是
不
及
真
人
導
覽
來
得
生
動
且
又
能

互
動
。如

何
有
別
於
機
器
，
有
別
於
訪
客
自

己
閱
讀
相
關
書
籍
所
得
到
的
訊
息
，
這
便

是
日
語
導
覽
人
員
的
功
力
以
及
努
力
的
方

向
了
。
本
文
擬
就
中
、
日
兩
國
文
化
的
異

同
，
提
出
日
語
導
覽
時
應
注
意
的
事
項
，

希
望
可
以
提
供
博
物
館
導
覽
相
關
人
員
一

些
參
考
。

由
於
日
語
詞
彙
吸
收
了
眾
多
的
漢
語

詞
彙
，
並
發
展
出
草
書
體
的
﹁
平
假
名
﹂

與
楷
書
體
的
﹁
片
假
名
﹂
，
因
此
不
少
國

人
把
日
語
與
漢
語
視
為
﹁
同
文
同
種
﹂
。

也
基
於
這
個
可
以
﹁
望
文
生
義
﹂
的
態

度
，
國
人
常
常
直
接
將
日
語
的
漢
字
轉

成
漢
語
字
體
直
接
植
入
漢
語
裡
，
例
如
：

﹁
人
氣
﹂
、
﹁
發
想
﹂
等
等
。
其
中
，
甚

至
有
的
因
為
使
用
的
年
代
比
較
久
遠
，
因

此
，
幾
乎
已
經
變
成
了
漢
語
而
不
自
知
，

例
如
：
﹁
口
紅
﹂
等
。
相
對
於
此
，
將
漢

語
翻
譯
成
日
語
時
，
也
經
常
會
出
現
類
似

的
情
況
，
只
要
日
語
裡
有
的
，
就
﹁
希

望
﹂
能
儘
量
使
用
；
特
別
是
在
充
滿
了
濃

濃
傳
統
中
國
味
的
故
宮
文
物
詞
彙
裡
，
經

故
宮
每
天
的
訪
客
數
少
則
數
千
，
多
則
上
萬
：
其
中
，
非
使
用
華
語
的
外
國
人
中
，
又
以
日
本
人

為
大
宗
。
日
本
人
為
什
麼
喜
歡
到
台
灣
來
玩
，
甚
至
到
故
宮
參
訪
？
日
本
人
到
故
宮
來
，
到
底
想

看
什
麼
？
想
聽
什
麼
導
覽
？
就
日
語
導
覽
者
的
立
場
，
我
們
該
注
意
什
麼
？
又
該
如
何
做
才
能
突

破
文
化
的
不
同
，
進
而
拉
近
訪
客
與
文
物
之
間
的
距
離
？

化
、
書
畫
等
等
，
因
此
，
他
們
不
遠
千
里

就
是
要
來
參
訪
這
集
聚
中
國
八
千
年
文
化

於
一
堂
的
故
宮
。
除
了
感
受
一
下
這
盡
藏

精
品
的
博
物
院
外
，
也
想
瞭
解
與
他
們
戚

戚
相
關
的
中
華
文
化
的
寶
藏
。
當
然
，
還

有
一
點
也
非
常
重
要
，
那
應
該
是
語
言
上

的
親
切
感
吧
！

去
過
日
本
的
國
人
都
知
道
，
較
之

歐
美
各
國
，
日
本
因
為
有
漢
字
，
所
以
即

便
不
諳
日
語
，
也
可
﹁
按
圖
索
驥
﹂
，
憑

著
漢
字
半
對
半
猜
地
找
到
目
的
地
。
同
樣

地
，
日
本
人
到
台
灣
來
也
是
一
樣
，
當
說

的
與
比
的
都
行
不
通
時
，
最
後
一
招
便
是

拿
出
紙
和
筆
，
寫
出
漢
字
，
通
常
很
多
時

候
問
題
就
先
解
決
掉
一
半
了
。

那
麼
，
日
本
人
到
故
宮
來
，
到
底
想

看
什
麼
？
想
聽
什
麼
導
覽
？
就
日
語
導
覽

者
的
立
場
，
又
到
底
應
該
注
意
什
麼
？
如

何
以
對
方
的
語
言
介
紹
本
國
的
文
化
讓
他

們
聽
得
如
沐
春
風
，
而
不
是
讓
他
們
感
到

彼
此
文
化
的
格
格
不
入
。
一
般
日
本
遊
客

來
到
故
宮
，
除
了
跟
團
聽
導
遊
的
解
說
，

還
有
其
他
什
麼
選
擇
呢
？
除
了
事
先
致
函

故
宮
申
請
專
人
導
覽
，
另
外
就
是
利
用
日

語
語
音
導
覽
。
目
前
故
宮
的
語
音
導
覽
內

容
還
算
豐
富
，
大
約
包
括
了
一
百
三
十
件

左
右
的
文
物
，
總
長
度
則
約
莫
有
三
個
小

時
。
然
而
，
語
音
導
覽
還
是
有
它
的
限

常
很
自
然
地
把
漢
語
的
詞
彙
轉
換
成
日
語

的
漢
字
直
接
放
到
日
語
裡
。
說
實
在
的
，

使
用
如
此
﹁
繁
複
﹂
、
﹁
艱
深
﹂
的
漢
字
，

一
般
的
日
本
人
可
能
無
法
消
受
；
出
現
在

文
章
裡
就
已
經
很
苦
惱
了
，
更
遑
論
用
口

語
的
方
式
表
達
，
如
此
一
來
，
相
信
有
很

多
日
本
人
是
聽
不
太
懂
的
，
也
就
無
法
拉

近
故
宮
博
物
院
與
日
本
觀
眾
的
距
離
。

本
文
首
先
簡
單
介
紹
﹁
日
語
詞
彙

的
分
類
﹂
；
再
就
﹁
故
宮
文
物
之
日
語
導

覽
﹂
，
分
析
導
覽
時
應
該
注
意
的
問
題
與

解
決
之
道
，
並
於
最
後
歸
納
總
結
。

日
語
詞
彙
之
分
類
︵
註
一
︶

日
文
的
文
字
系
統
，
包
括
﹁
平
假

名
﹂
、
﹁
片
假
名
﹂
、
﹁
漢
字
﹂
、
﹁
阿

拉
伯
數
字
﹂
等
。
一
般
來
說
，
片
假
名
多

用
於
外
來
詞
、
擬
聲
詞
、
擬
態
詞
以
及
常

用
漢
字
以
外
的
動
物
名
、
昆
蟲
名
與
植
物

名
等
，
而
其
他
場
合
則
多
用
平
假
名
。
不

過
要
特
別
注
意
的
是
，
並
非
所
有
用
片
假

名
書
寫
的
詞
彙
都
是
外
來
詞
，
因
為
，
日

本
人
也
會
用
片
假
名
來
表
示
動
植
物
名

稱
、
擬
聲
語
、
擬
態
語
、
方
言
或
特
別
的

行
話
等
。

明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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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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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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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語
的
詞
彙
以
語
種
分
類
，
可
以
區

分
為
﹁
固
有
詞
彙
﹂
、
﹁
漢
語
詞
彙
﹂
、
﹁
外

來
詞
彙
﹂
、
﹁
混
種
詞
﹂
四
個
種
類
。

一
、
固
有
詞
彙

一
般
稱
為
﹁
和
語
﹂
或
﹁
大
和
言

葉
﹂
；
是
日
語
自
古
以
來
固
有
的
詞
彙

以
及
由
此
合
成
的
詞
彙
。
這
種
詞
彙
通
常

用
平
假
名
標
記
，
但
是
擬
聲
詞
、
擬
態

詞
以
及
常
用
漢
字
以
外
的
動
植
物
名
稱

則
習
慣
用
片
假
名
標
記
。
例
如
，
﹁
や
ま

︵
山
︶
﹂
、
﹁
う
み
︵
海
︶
﹂
等
。

二
、
漢
語
詞
彙

是
西
元
五
、
六
世
紀
以
後
從
中
國

直
接
或
間
接
傳
入
日
本
，
以
及
後
來
由
日

本
人
模
仿
漢
語
造
詞
法
所
新
造
的
詞
彙
。

應
該
是
佔
日
語
詞
彙
總
數
最
多
的
詞
彙
。

例
如
，
﹁
堆
朱
︵
剔
紅
︶
﹂
、
﹁
陶
磁
器

︵
陶
瓷
器
︶
﹂
等
。

三
、
外
來
詞
彙

明
治
維
新
以
後
，
受
到
西
化
的
影

響
，
日
語
吸
收
了
大
量
的
外
來
詞
彙
，

由
於
這
些
詞
彙
大
多
來
自
歐
美
語
言
，
所

以
又
稱
為
﹁
西
洋
語
﹂
，
一
律
用
片
假

名
來
標
記
，
例
如
，
﹁
エ
ナ
メ
ル
︵
琺

瑯
︶
﹂
、
﹁
オ
ー
デ
ィ
オ
ガ
イ
ド
︵
語
音

導
覽
︶
﹂
等
。

四
、
混
種
詞

由
於
日
語
對
屬
於
不
同
階
層
詞
彙

的
適
應
能
力
很
強
，
於
是
很
早
就
學
會
了

把
漢
語
詞
彙
與
固
有
詞
彙
結
合
而
形
成
混

種
詞
。
例
如
，
﹁
感
動
す
る
﹂
、
﹁
綺

麗 {

な/

に/
だ}
﹂
、
﹁
美
し {

い/

く/

い
で

す}

﹂
、
﹁
お
嬢
さ
ん
﹂
等
。   

日
語
的
詞
彙
也
可
以
詞
性
來
分
類
，

基
本
上
可
分
為
兩
大
類
。
一
種
是
可
以
單

獨
出
現
的
﹁
自
由
語
﹂
；
另
一
種
則
是
無

法
單
獨
出
現
的
﹁
黏
著
語
﹂
。
自
由
語
包

括
名
詞
︵
數
詞
、
代
名
詞
︶
、
動
詞
、
形

容
詞
、
形
容
動
詞
、
副
詞
、
連
體
詞
、
接

續
詞
、
感
動
詞
等
；
而
黏
著
語
則
包
括
助

詞
與
助
動
詞
等
。

其
中
，
我
們
也
可
單
就
名
詞
進
一

步
分
類
。
名
詞
可
以
分
為
﹁
專
有
名
詞
﹂

與
﹁
普
通
名
詞
﹂
；
可
以
分
為
﹁
具
體
名

詞
﹂
與
﹁
抽
象
名
詞
﹂
；
也
可
以
分
為

﹁
有
生
名
詞
﹂
與
﹁
無
生
名
詞
﹂
；
還

可
以
分
為
﹁
屬
人
名
詞
﹂
、
﹁
非
屬
人
名

詞
﹂
、
﹁
事
物
名
詞
﹂
、
﹁
處
所
名
詞
﹂
、

﹁
時
間
名
詞
﹂
以
及
﹁
性
狀
名
詞
﹂
等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文
物
基
本
上
屬

於
專
業
領
域
範
疇
，
也
就
是
說
，
所
牽
涉

到
的
大
多
都
是
專
有
名
詞
，
例
如
，
﹁
青

花
﹂
、
﹁
釉
上
彩
﹂
等
。
由
於
來
到
故
宮
的

觀
眾
大
多
不
是
文
物
方
面
的
專
家
學
者
，

所
以
，
將
詞
彙
設
定
在
一
般
人
容
易
接
受

的
範
疇
是
比
較
適
當
的
。
也
因
此
，
如
果

日
語
裡
已
經
有
的
既
定
用
詞
，
那
麼
便
應

該
儘
量
使
用
，
若
日
語
裡
沒
有
該
專
有
名

詞
，
也
可
以
利
用
補
充
說
明
的
方
式
讓
講

解
令
人
更
容
易
瞭
解
，
例
如
，
以
﹁
染
付

け
﹂
來
代
替
﹁
青
花
﹂
，
又
或
以
﹁
這
是

用
來
裝
嗅
ぎ
タ
バ
コ
︵
鼻
煙
︶
的
壺
﹂

的
說
法
取
代
﹁
鼻
煙
壺
﹂
等
。
如
何
在
專

業
與
泛
專
業
領
域
裡
選
取
適
合
的
譯
入
語

︵
在
此
指
的
是
日
語
︶
，
使
觀
眾
能
親
近

博
物
館
內
的
展
物
，
恐
怕
是
一
項
需
要
相

當
費
心
的
工
作
。
綜
合
以
上
所
述
，
本
文

擬
就
故
宮
文
物
的
日
語
導
覽
進
行
分
析
與

探
討
，
期
能
提
供
相
關
研
究
一
些
參
考
。

故
宮
文
物
之
日
語
導
覽

故
宮
裡
收
藏
的
文
物
絕
大
多
數
都
是

中
國
傳
統
寶
物
，
當
然
其
主
要
資
料
都
是

以
中
文
書
寫
的
，
因
此
，
在
研
讀
相
關
書

籍
時
，
第
一
手
資
料
大
多
也
都
是
用
中
文

寫
的
；
基
於
這
樣
的
理
由
，
我
們
也
可
以

用
廣
義
的
日
語
口
譯
態
度
來
看
待
博
物
館

日
語
導
覽
這
項
工
作
。
不
同
的
是
，
一
般

口
譯
，
有
人
會
在
同
一
時
間
先
說
中
文
，

口
譯
者
再
譯
成
日
語
，
或
者
，
口
譯
者
拿

著
文
稿
進
行
視
譯
；
但
導
覽
者
則
需
將
所

要
導
覽
的
文
物
、
背
景
，
事
先
經
過
咀

嚼
、
消
化
等
轉
化
的
過
程
，
再
用
日
文
口

語
化
地
表
達
出
來
。
也
就
是
說
，
相
較
於

一
般
的
口
譯
，
導
覽
者
需
自
己
先
整
理
出

一
套
講
法
，
去
蕪
存
菁
，
把
一
些
不
適
合

的
部
分
去
除
後
再
傳
達
給
觀
眾
，
而
不
是

把
所
有
讀
過
的
內
容
直
接
﹁
背
﹂
出
來
。

根
據
筆
者
在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親
身
經

驗
，
以
及
前
輩
︵
註
二
︶

的
諄
諄
教
誨
，
下

文
擬
就
﹁
歷
史
與
文
化
背
景
的
異
同
﹂
、

﹁
時
間
表
達
方
式
的
異
同
﹂
、
﹁
地
理
環

境
的
異
同
﹂
、
﹁
文
物
專
有
名
詞
與
專
業

術
語
的
異
同
﹂
等
方
面
，
分
別
闡
述
帶
導

日
本
貴
賓
時
應
注
意
的
事
項
。

一
、
歷
史
與
文
化
背
景
的
異
同

王
羲
之
在
中
國
歷
史
上
是
非
常
有
名

的
人
物
，
相
信
沒
聽
過
這
個
名
字
的
人
應

該
很
少
，
日
本
人
因
為
也
寫
書
法
，
所
以

有
很
多
人
也
聽
過
；
蘇
東
坡
對
我
們
而
言

也
是
從
小
讀
到
大
的
有
名
人
物
，
但
是
對

日
本
人
而
言
卻
並
非
如
此
理
所
當
然
，
因

此
當
導
覽
﹁
橄
欖
核
舟
﹂
而
提
到
蘇
東
坡

時
，
便
要
觀
察
觀
眾
的
反
應
，
再
判
斷
是

否
適
時
地
加
以
說
明
，
例
如
，
﹁
蘇
東
坡

是
中
國
很
有
名
的
詩
人
、
文
人
︙
﹂
等
。

帝
王
也
是
如
此
，
我
們
覺
得
乾
隆
皇

帝
很
有
名
，
但
是
直
接
說
出
﹁
け
ん
り
ゅ

う
て
い
﹂
時
，
並
不
是
每
位
日
本
人
都
可

以
立
刻
反
應
的
。
如
果
說
乾
隆
皇
帝
都
沒

聽
過
，
那
麼
光
緒
皇
帝
可
能
更
沒
聽
過
；

因
此
在
解
說
﹁
翠
玉
白
菜
﹂
時
，
也
可
以

完
全
不
提
﹁
光
緒
皇
帝
﹂
，
更
不
提
﹁
瑾

妃
﹂
，
而
是
以
﹁
清
代
倒
數
第
二
個
皇

帝
﹂
以
及
﹁
皇
帝
的
妃
子
﹂
來
帶
過
。

相
對
於
我
們
可
能
很
多
人
不
知
道

什
麼
是
﹁
平
安
時
代
﹂
、
什
麼
是
﹁
室
町

時
代
﹂
，
日
本
人
大
多
也
不
清
楚
什
麼
是

﹁
春
秋
五
霸
﹂
、
﹁
戰
國
七
雄
﹂
。
因

此
，
導
覽
時
應
避
免
提
到
非
常
傳
統
並
且

與
日
本
比
較
不
相
關
的
中
國
歷
史
。
例

如
，
當
我
們
帶
導
子
犯
編
鐘
而
口
沫
橫
飛

地
介
紹
晉
文
公
的
父
親
晉
獻
公
因
寵
愛
驪

姬
之
子
，
想
立
奚
齊
為
王
︙
，
相
信
聽
得

懂
的
日
本
人
應
是
寥
寥
無
幾
，
那
麼
對
他

們
而
言
，
恐
怕
這
只
是
我
們
導
覽
者
一
廂

情
願
的
表
演
罷
了
。

﹁
鯉
躍
龍
門
﹂
也
是
中
國
的
傳
統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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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
但
這
就
不
一
樣
了
，
因
為
這
個
傳
說

也
傳
到
了
日
本
，
而
甚
至
在
江
戶
時
代
變

成
日
本
特
有
的
﹁
鯉
魚
旗
﹂
；
說
到
鯉
躍

龍
門
時
，
有
些
日
本
人
可
能
還
默
默
地
沒

有
反
應
，
但
是
將
這
個
傳
說
串
連
到
鯉
魚

旗
時
，
他
們
通
常
就
會
﹁
恍
然
大
悟
﹂
。

二
、
時
間
表
達
方
式
的
異
同

看
似
非
常
簡
單
的
時
間
問
題
，
當
跨

文
化
時
就
不
單
純
，
有
時
甚
至
容
易
造
成

誤
會
。
例
如
陽
曆
與
農
曆
，
如
果
不
講
清

楚
，
就
容
易
混
淆
。
中
國
的
節
日
，
很
多

在
日
本
都
可
以
找
到
﹁
翻
版
﹂
，
只
不
過

一
八
七
三
年
，
日
本
修
改
曆
法
後
，
一
些

原
本
是
農
曆
的
節
日
，
就
變
成
陽
曆
了
。

例
如
七
夕
，
日
本
大
部
分
的
地
方
指
的
都

是
陽
曆
的
七
月
七
日
：
又
例
如
端
午
節
，

也
變
成
了
陽
曆
的
五
月
五
日
了
。
所
以
如

果
沒
有
說
清
楚
，
就
很
容
易
產
生
誤
會
。

一
般
的
節
日
尚
且
如
此
，
更
遑
論
年

代
了
。
講
述
朝
代
時
，
除
非
對
方
是
一
位

對
中
國
歷
史
非
常
有
研
究
的
專
家
，
否
則

也
不
應
直
接
以
中
國
的
朝
代
來
述
說
，
而

應
轉
成
西
元
年
，
或
者
更
貼
心
地
轉
換
成

日
本
的
歷
史
年
代
來
說
明
。
例
如
，
對
一

個
普
通
的
日
本
人
介
紹
青
銅
器
時
代
時
，

可
以
簡
單
地
說
，
這
是
一
個
距
今
約
三
、

四
千
年
前
的
時
代
，
或
說
，
這
個
時
期
大

約
是
在
西
元
前
十
七
世
紀~

西
元
前
三
世

紀
，
又
或
說
，
這
是
相
當
於
日
本
的
繩

文
時
代
晚
期~

彌
生
時
代
中
期
的
時
代
。

如
果
只
是
單
純
地
介
紹
，
所
謂
的
青
銅
器

是
指
夏
商
周
，
那
麼
對
於
大
部
分
的
日
本

觀
眾
而
言
，
可
能
只
是
聽
到
一
個
不
知
道

意
思
的
名
詞
，
而
無
法
瞭
解
到
底
這
是
多

久
以
前
的
時
代
。
又
例
如
，
故
宮
現
址
是

民
國
五
十
四
年
搬
遷
來
的
，
我
們
很
可
能

也
會
陷
入
﹁
民
國
﹂
應
該
是
誰
聽
了
都
會

知
道
的
思
考
模
式
，
但
是
，
就
像
是
一
般

國
人
不
清
楚
現
在
是
日
本
的
平
成
幾
年
一

樣
，
日
本
人
當
然
也
不
一
定
會
知
道
現
在

是
民
國
幾
年
，
所
以
，
最
好
是
以
西
元
幾

年
或
是
日
本
的
年
代
來
說
明
會
比
較
容
易

令
人
瞭
解
。

三
、
地
理
環
境
的
異
同

有
非
常
多
的
國
人
曾
到
日
本
旅
遊
，

但
大
家
耳
熟
能
詳
、
說
得
出
口
的
還
是

特
定
的
幾
個
地
名
，
例
如
，
﹁
東
京
﹂
、

﹁
大
阪
﹂
、
﹁
京
都
﹂
、
﹁
奈
良
﹂
、
﹁
北
海

道
﹂
等
等
。
但
如
果
有
人
突
然
提
到
一
個

可
能
沒
有
聽
過
的
地
方
，
則
一
般
人
可

能
沒
有
概
念
那
個
城
市
到
底
位
於
日
本
的

那
個
島
？
那
個
方
位
吧
！
同
樣
地
，
雖
然

現
在
也
有
很
多
日
本
人
到
過
中
國
大
陸
，

但
是
，
中
國
大
陸
那
麼
大
，
地
名
那
麼

多
，
除
非
是
世
界
有
名
的
城
市
，
如
﹁
北

京
﹂
、
﹁
上
海
﹂
等
，
否
則
最
好
還
是
避

免
直
接
使
用
比
較
好
。
可
以
利
用
﹁
華
東

地
區
﹂
、
﹁
中
國
的
東
北
﹂
、
﹁
中
國
西

南
方
的
一
個
都
市
﹂
等
方
式
帶
過
。

四
、
文
物
專
有
名
詞
與
專
業
術
語
的
異
同

很
多
以
中
文
為
母
語
的
遊
客
到
了

故
宮
博
物
院
，
尤
其
走
到
青
銅
器
時
代

的
展
區
，
常
常
會
指
著
文
物
的
品
名
卡
問

說
：
﹁
這
個
字
怎
麼
唸
？
﹂
。
以
中
文
為

母
語
的
觀
眾
尚
且
看
不
懂
，
更
何
況
是
外

國
人
？
當
我
們
對
著
日
本
人
說
：
﹁
這

是
毛
公
鼎
﹂
、
﹁
這
是
宗
周
鐘
﹂
，
大
部

分
的
時
候
聽
眾
還
是
聽
不
太
懂
的
。
這
時

最
好
不
要
直
接
唸
出
品
名
，
而
可
以
改
用

個
別
解
釋
的
方
式
。
例
如
在
解
說
﹁
毛
公

鼎
﹂
時
，
先
不
直
接
唸
出
毛
公
鼎
的
日
語

發
音
﹁
も
う
こ
う
て
い
﹂
，
而
改
說
這

是
﹁
鼎
﹂
︵
か
な
え
︶
，
再
指
著
品
名
卡

進
一
步
加
以
說
明
，
例
如
，
鼎
是
古
代
的

鍋
子
，
而
﹁
毛
公
﹂
則
是
當
時
王
的
叔

叔
︙
。
導
覽
﹁
宗
周
鐘
﹂
時
也
是
如
此
，

直
接
說
明
﹁
鐘
﹂
︵
か
ね
︶
是
古
代
祭
祀

時
的
打
擊
樂
器
即
可
。
因
為
對
著
日
本
人

清　翠玉白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西周晚期 　毛公鼎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2012年1月　124125　故宮文物月刊·第346期

淺談故宮文物之日語導覽

展覽研究

直
接
將
品
名
的
日
語
發
音
唸
出
來
，
雖
然

聽
起
來
像
是
在
講
日
語
，
其
實
對
他
們
而

言
，
幾
乎
可
以
說
只
是
聽
到
一
組
沒
有
什

麼
意
義
的
發
音
罷
了
。

帶
導
翠
玉
白
菜
時
，
日
語
該
怎
麼

說
？
在
中
文
裡
，
有
所
謂
的
翡
紅
翠
綠
，

所
以
﹁
翠
玉
白
菜
﹂
不
會
說
成
﹁
翡
翠
白

菜
﹂
，
但
是
在
日
文
裡
，
﹁
翡
翠
﹂
指
的

就
是
﹁
玉
﹂
︵
硬
玉
與
軟
玉
的
總
稱
︶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用
﹁
翡
翠
﹂
來
介
紹
翠

玉
白
菜
這
塊
玉
石
，
再
者
，
對
一
般
日
本

人
而
言
，
以
﹁
翡
翠
﹂
代
替
﹁
翠
玉
﹂
的

說
法
也
比
較
自
然
。

此
外
，
有
些
紋
飾
技
法
的
專
有
名
詞

在
日
語
裡
已
經
有
現
成
的
用
法
，
例
如
，

﹁
青
花
﹂
、
﹁
剔
紅
﹂
等
，
其
日
語
的
說
法

分
別
是
﹁
染
付
け
﹂
、
﹁
堆
朱
﹂
，
此
時
，
應

儘
量
轉
換
成
日
語
裡
的
現
成
用
法
比
較
妥

當
。
另
外
，
針
對
一
些
比
較
難
的
字
，
最

好
不
要
單
純
地
直
接
以
日
語
發
音
唸
出
文

物
的
漢
語
名
稱
，
而
可
以
將
整
個
文
物
名

稱
先
唸
過
一
次
，
再
針
對
個
別
詞
彙
以
其

他
比
較
容
易
懂
的
唸
法
解
釋
之
；
例
如
，

﹁
鬥
彩
﹂
，
可
以
先
唸
出
﹁
と
う
さ
い
﹂
，

之
後
再
針
對
比
較
難
的
﹁
鬥
﹂
加
以
解

釋
，
如
﹁
た
た
か
う
﹂
の
﹁
と
う
﹂
。

博
物
館
導
覽
並
沒
有
一
定
的
帶
導
方

式
或
解
說
方
法
，
如
何
將
文
物
介
紹
給
觀

眾
，
又
如
何
將
觀
眾
引
領
至
這
博
大
浩
瀚

的
文
物
世
界
裡
，
端
憑
個
人
本
事
。
以
上

只
是
針
對
一
些
平
常
比
較
常
遇
到
，
又
或

比
較
容
易
疏
忽
的
部
分
簡
單
分
述
並
提
出

一
些
建
議
，
希
望
能
提
供
相
關
工
作
者
一

些
實
質
上
的
助
益
。

結
論

身
為
一
個
博
物
館
導
覽
者
，
尤
其
是

外
語
導
覽
者
，
除
了
透
過
不
同
的
學
習
管

道
，
讓
自
己
的
外
語
更
精
進
外
，
也
應
該

嫻
熟
該
國
的
歷
史
文
化
背
景
。
除
了
古
代

的
歷
史
，
就
連
現
今
的
時
事
也
應
該
時
時

涉
獵
，
才
能
更
緊
密
地
連
結
講
者
與
聽
者

的
心
。
尤
其
當
對
方
覺
得
講
者
是
那
麼
地

瞭
解
他
們
的
文
化
時
，
不
僅
是
窩
心
，
進

而
更
願
意
接
受
導
覽
者
所
解
說
的
內
容
。

如
此
一
來
，
除
了
介
紹
文
物
，
也
同
時
能

達
到
文
化
交
流
的
目
的
。

本
文
主
要
針
對
故
宮
文
物
的
日
語
導

覽
來
分
析
，
什
麼
樣
的
漢
語
文
物
詞
彙
可

以
直
接
轉
換
成
日
語
原
有
的
漢
字
表
現
出

來
；
而
什
麼
樣
的
漢
語
文
物
詞
彙
應
該
經

過
咀
嚼
之
後
，
再
利
用
其
他
的
日
語
詞
彙

來
表
現
。
又
，
哪
些
漢
語
詞
彙
雖
然
可
以

直
接
放
在
日
語
的
文
章
裡
，
卻
不
適
宜
用

口
語
的
方
式
表
現
，
而
必
須
轉
化
成
口
語

的
日
語
，
並
以
其
他
的
語
彙
再
進
一
步
解

釋
。
如
何
把
上
述
的
分
析
結
果
應
用
在
日

語
導
覽
，
本
文
針
對
以
上
幾
個
平
時
常
見

的
部
分
，
再
就
文
物
的
日
語
導
覽
加
以
分

析
整
理
，
期
能
提
供
一
個
原
則
性
的
參
考

準
則
，
以
利
導
覽
者
在
導
覽
時
能
更
正
確

地
使
用
這
些
文
物
詞
彙
。

不
論
是
將
漢
語
譯
成
日
語
，
或
是

把
文
物
相
關
知
識
與
常
識
經
過
語
言
和
文

化
背
景
的
轉
換
，
巧
妙
地
將
中
華
文
物
介

紹
給
以
日
語
為
母
語
的
觀
眾
，
兩
者
皆
可

歸
類
到
漢
語
日
譯
的
範
疇
；
不
同
的
是
，

一
種
是
藉
由
文
字
的
表
達
，
而
另
一
種
則

是
藉
由
口
語
的
傳
達
。
閱
讀
文
字
時
，
因

為
有
時
可
以
望
文
生
義
，
因
此
比
較
不
會

有
產
生
歧
義
的
情
況
；
但
導
覽
時
，
同
樣

的
發
音
可
能
會
對
應
到
不
同
的
文
字
，

因
此
，
如
果
選
用
了
容
易
產
生
歧
義
的
語

彙
，
則
聽
者
就
不
易
聽
懂
了
。
除
此
之

外
，
有
很
多
我
們
認
為
是
理
所
當
然
，

大
家
都
應
該
知
道
的
人
事
物
，
跨
了
國
度

就
不
同
了
；
有
時
不
僅
可
能
對
方
無
法
理

解
，
甚
至
還
會
有
誤
會
的
時
候
。
緣
此
，

作
為
一
個
導
覽
者
，
應
該
適
時
地
利
用
其

他
更
容
易
懂
的
方
式
加
以
說
明
，
如
此
一

來
，
才
能
真
正
達
到
傳
遞
文
化
、
訊
息
的

目
的
，
進
而
使
觀
眾
更
容
易
親
近
陳
列
的

文
物
。根

據
本
人
的
觀
察
以
及
前
輩
的
經

驗
，
日
本
人
很
喜
歡
數
字
，
這
也
許
跟
他

們
的
民
族
性
有
關—

很
認
真
、
很
仔
細
。

也
因
此
，
他
們
對
有
數
據
的
資
料
容
易
感

到
有
趣
；
例
如
，
故
宮
藏
品
有
幾
件
？
故

宮
最
古
老
的
文
物
是
哪
一
件
？
除
此
之

外
，
導
覽
時
也
可
適
時
地
與
身
邊
的
事
物

做
結
合
，
讓
導
覽
更
增
添
趣
味
性
，
而
不

至
陷
入
枯
燥
無
聊
的
窘
況
。
例
如
講
到
玉

璧
時
，
可
以
問
問
他
們
，
像
不
像
家
裡
的

C 

D
啊
？
講
到
玉
琮
時
，
也
可
以
請
他
們

猜
一
猜
像
什
麼
？
大
部
分
的
時
候
，
他
們

會
猜
一○

一
大
樓
，
這
時
也
可
以
順
便
再

問
，
那
麼
一○

一
大
樓
究
竟
有
多
高
呢
？ 

記
得
有
一
次
帶
導
時
，
當
我
說
出
某

個
文
物
相
關
單
字
的
日
文
讀
音
時
，
有
位

日
本
貴
賓
跟
我
說
：
﹁
哇
！
真
不
簡
單
，

這
個
字
你
也
會
唸
喔
！
﹂
當
時
我
笑
了

笑
，
事
後
，
我
自
己
反
省
了
一
下
，
這
樣

到
底
有
什
麼
意
義
？
千
萬
別
以
為
說
了
一

些
艱
深
難
懂
的
詞
彙
，
就
會
讓
對
方
覺
得

自
己
很
有
深
度
。
現
在
，
真
正
讓
我
感
到

十
分
雀
躍
的
應
該
是
聽
到
﹁
你
的
講
解
真

是
淺
顯
易
懂
，
今
天
真
是
愉
快
啊
！
﹂
這

樣
的
話
語
，
因
為
，
畢
竟
表
演
不
是
我
的

初
衷
，
透
過
表
達
與
傳
遞
進
而
拉
近
觀
眾

與
文
物
之
間
的
距
離
才
是
導
覽
的
真
正
目

的
吧
！很

多
人
覺
得
，
只
要
你
會
中
文
導

覽
，
而
你
又
會
講
日
語
，
那
麼
你
當
然
會

做
日
語
導
覽
。
事
實
上
，
語
言
只
是
一
種

工
具
，
它
可
以
讓
我
們
比
較
容
易
地
進
行

相
關
的
工
作
，
也
可
以
在
工
作
時
更
得
心

應
手
；
但
是
，
這
之
間
的
轉
換
並
非
是

那
麼
單
純
的
，
特
別
是
博
物
館
的
導
覽
工

作
。
面
對
與
自
己
不
同
國
籍
的
觀
眾
，
還

是
應
該
多
加
留
意
一
些
可
以
為
對
方
多
注

意
的
貼
心
事
項
。
故
宮
目
前
有
數
百
位
的

志
工
一
起
幫
忙
分
擔
導
覽
文
物
的
工
作
，

其
中
，
包
括
正
職
的
員
工
，
日
語
導
覽
的

人
也
不
過
只
有
十
來
位
；
相
信
大
家
都
兢

兢
業
業
、
持
續
地
努
力
學
習
，
希
望
以
有

限
的
人
力
作
最
大
的
貢
獻
。
希
望
透
過
本

文
的
研
究
結
果
，
可
以
為
從
事
博
物
館
導

覽
工
作
的
人
，
提
供
一
些
實
用
的
建
議
以

及
另
一
種
思
考
模
式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教
育
展
資
處

明　成化　鬥彩雞缸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註
釋

1.  

本
節
有
關
日
語
類
型
論
的
探
討
主
要
參
考

湯
廷
池
老
師
的
︽
從
類
型
論
看
日
語
的
特

徵
﹀
。

2.  

主
要
是
故
宮
資
深
志
工
賴
芳
英
老
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