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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藝術品味特展介紹

專　輯

滿
文
﹁
乾
隆
︵　
　
　

    

︶
﹂

的
字
義
是
﹁
得
到
上
天
的
保
佑
﹂
，

清
高
宗
乾
隆
皇
帝
的
確
是
受
到
上
天

特
別
眷
顧
的
天
子
，
他
生
於
康
熙
五
十

年
︵
一
七
一
一
︶
，
卒
於
嘉
慶
四
年

︵
一
七
九
九
︶
，
生
平
幾
乎
貫
穿
整
個

十
八
世
紀
，
因
此
贏
得
十
八
世
紀
皇
帝
的

稱
號
。
在
位
六
十
年
間
︵
一
七
三
六∼

十
全
乾
隆—

清
高
宗
的
藝
術
品
味

　
　

特
展
介
紹

余
佩
瑾

圖一　《清高宗御製詩文集》　乾隆畫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一
七
九
五
︶
文
治
武
功
俱
臻
高
峰
，
是
中

國
歷
史
上
最
長
壽
、
最
有
福
、
親
見
七

代
、
享
有
﹁
五
福
五
代
堂
﹂
，
可
謂
洪
福

齊
天
的
皇
帝
。
他
一
生
追
求
﹁
十
全
﹂
，

自
號
﹁
十
全
老
人
﹂
。
︵
圖
一
︶

﹁
十
全
﹂
的
涵
義
，
根
據
乾
隆

五
十
七
年
︵
一
七
九
二
︶
︿
御
筆
十
全

記
﹀
的
說
明
﹁
十
功
者
，
平
準
噶
爾
為

二
，
定
回
部
為
一
，
掃
金
川
為
二
，
靖
臺

灣
為
一
，
降
緬
甸
安
南
各
一
，
即
今
二
次

受
廓
爾
喀
降
合
為
十
﹂
，
指
的
是
十
場
征

戰
而
言
。
同
一
年
他
降
旨
刻
﹁
十
全
老
人

之
寶
﹂
璽
印
，
撰
述
︿
十
全
老
人
之
寶

說
﹀
，
重
申
﹁
十
全
本
以
紀
武
功
，
而
十

全
老
人
之
寶
則
不
啻
此
也
﹂
，
強
調
十
全

武
功
仰
賴
天
祐
，
但
因
﹁
蓋
君
人
之
職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於
二○

○

二
年
十
月
曾
經
舉
辦
﹁
乾
隆
皇
帝
的
文
化
大
業
﹂
特
展
，
當
時
以
皇

帝
的
文
化
政
策
作
為
著
眼
點
，
探
討
乾
隆
皇
帝
主
導
或
左
右
文
化
藝
術
相
關
層
面
的
種
種
作
為
。

此
次
﹁
十
全
乾
隆—

清
高
宗
的
藝
術
品
味
﹂
特
展
，
則
以
藝
術
品
味
作
為
主
軸
，
透
過
品
味
養

成
、
鑑
藏
製
作
和
生
活
藝
術
三
個
層
次
，
呈
現
乾
隆
皇
帝
的
藝
術
品
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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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院
器
物
、
書
畫
和
圖
書
文
獻
藏
品
外
，

也
特
別
向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商
借
四
十
五

件
乾
隆
皇
帝
收
藏
及
當
朝
文
物
共
襄
盛

舉
。

展
覽
分
三
單
元
，
第
一
單
元
﹁
品

味
養
成
﹂
，
以
教
養
和
環
境
兩
主
題
切

入
，
探
究
皇
祖
、
皇
父
、
帝
師
對
乾
隆
皇

帝
的
啟
迪
，
以
及
詞
臣
、
畫
師
、
能
工
巧

匠
與
豐
富
典
藏
的
環
境
對
他
藝
術
品
味
的

影
響
。
如
在
︽
御
製
圓
明
園
四
十
景
詩
︾

豈
止
武
功
一
事
哉
。
朱
子
曰
一
日
立
乎
其

位
，
則
一
日
業
乎
其
官
，
一
日
不
得
乎

其
官
，
則
一
日
不
敢
立
乎
其
位
。
官
者

何
職
之
謂
也
，
君
之
職
不
能
盡
言
，
況

敢
云
盡
其
職
。
﹂
，
反
映
出
乾
隆
皇
帝

更
希
望
在
政
治
上
同
樣
也
得
到
上
天
庇

佑
，
成
為
全
方
位
的
皇
帝
。
嘉
慶
元
年

︵
一
七
九
六
︶
，
高
齡
八
十
五
歲
的
乾
隆

皇
帝
禪
位
予
皇
十
五
子
顒
琰
，
在
御
製
文

中
，
告
以
﹁
十
全
老
人
之
寶
說
﹂
製
作
太

上
皇
帝
玉
冊
，
既
惕
勉
自
己
，
也
彰
顯
康

乾
盛
世
，
期
許
後
世
子
孫
繼
往
開
來
。

︵
圖
二
︶

﹁
十
全
乾
隆—

清
高
宗
的
藝
術
品

味
﹂
特
展
以
乾
隆
皇
帝
的
藝
術
品
味
為
展

覽
主
軸
，
藉
由
他
的
文
物
收
藏
、
品
評
鑑

賞
、
整
理
編
目
以
及
主
導
設
計
的
各
質
材

文
物
，
具
體
而
有
系
統
的
呈
現
他
的
藝
術

品
味
。
為
能
完
整
詮
釋
展
覽
，
除
了
精
選

圖二　清　乾隆　十全老人之寶說玉冊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鏤月開雲　《御製圓明園四十景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四　清　余省　姑洗昌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五　清　康熙　壺廬文字筆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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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鏤
月
開
雲
﹀
詩
作
中
，
乾
隆
皇
帝
細
述

當
年
春
天
，
父
親
胤
禛
安
排
讓
他
在
圓
明

園
牡
丹
臺
︵
即
﹁
鏤
月
開
雲
﹂
，
乾
隆

三
十
一
年
更
名
為
﹁
紀
恩
堂
﹂
︶
覲
見
祖

父
康
熙
皇
帝
，
這
是
有
文
字
記
載
的
祖
孫

二
人
初
次
見
面
，
也
是
康
熙
、
雍
正
、
乾

隆
三
朝
皇
帝
共
聚
一
堂
的
特
殊
時
刻
。
這

個
光
景
似
乎
預
示
著
帝
位
正
朔
的
傳
遞
，

對
乾
隆
皇
帝
來
說
，
應
該
是
一
生
最
難
忘

的
際
遇
。
因
此
他
在
往
後
的
歲
月
中
屢
屢

提
及
，
登
基
以
後
，
諭
令
製
作
依
月
份
描

繪
皇
家
宮
苑
的
︿
十
二
禁
禦
圖
﹀
系
列
畫

作
中
，
同
樣
將
當
年
祖
孫
三
人
相
遇
的

﹁
鏤
月
開
雲
﹂
，
作
為
三
月
份
︿
姑
洗
昌

辰
﹀
的
畫
中
場
景
。
︵
圖
三
、
四
︶

一
件
器
底
帶
﹁
康
熙
賞
玩
﹂
款
識
的

︿
壺
廬
文
字
筆
筒
﹀
是
康
熙
皇
帝
賞
賜
的

禮
物
，
陪
伴
弘
曆
渡
過
成
長
的
時
光
。
登

基
以
後
，
二
十
餘
年
不
曾
再
注
意
到
它
，

直
到
乾
隆
二
十
三
年
︵
一
七
五
八
︶
偶
然

再
見
，
睹
物
思
情
，
讓
他
追
念
起
當
年
祖

孫
相
處
的
種
種
點
滴
。
傳
世
隨
附
木
盒
上

的
題
識
，
說
明
以
﹁
木
笵
﹂
套
住
葫
廬
，

使
之
長
成
所
需
器
形
，
創
始
於
康
熙
朝
。

具
體
地
回
應
康
熙
皇
帝
︽
幾
暇
格
物
︾
中

觀
察
植
物
生
態
，
並
且
實
際
驗
證
的
記

事
。
︵
圖
五
︶
環
境
方
面
，
如
為
他
辨
識

哥
窯
瓷
器
的
方
西
華
、
在
︿
玉
盃
記
﹀
中

與
乾
隆
帝
精
采
對
談
的
姚
宗
仁
以
及
規
劃

設
計
圓
明
園
西
洋
樓
的
郎
世
寧
，
都
是
當

時
行
走
清
宮
造
辦
處
，
對
乾
隆
皇
帝
藝
術

品
味
養
成
有
所
影
響
的
重
要
人
物
。
︵
圖

六∼

八
︶

第
二
單
元
﹁
鑑
藏
製
作
﹂
，
以
整

理
編
目
、
品
評
鑑
賞
和
仿
製
與
創
新
，
呈

現
乾
隆
皇
帝
大
規
模
且
有
系
統
整
理
清
宮

典
藏
，
編
輯
各
種
圖
錄
並
對
文
物
進
行
品

評
，
將
宮
中
典
藏
文
物
分
為
﹁
上
等
、
次

等
﹂
、
﹁
神
、
妙
、
能
、
逸
﹂
或
﹁
甲
、

乙
、
丙
﹂
等
級
別
，
直
接
指
導
當
朝
文
物

產
製
，
影
響
及
於
清
宮
內
外
藝
術
風
格
。

乾
隆
皇
帝
降
旨
編
輯
的
書
畫
圖
錄
有

︽
秘
殿
珠
林
︾
、
︽
石
渠
寶
笈
︾
、
︽
三

希
堂
法
帖
︾
、
︽
重
刻
淳
化
閣
帖
︾
等
；

青
銅
器
圖
錄
有
︽
西
清
古
鑑
︾
、
︽
寧
壽

鑑
古
︾
、
︽
西
清
續
鑑
甲
編
︾
、
︽
西
清

續
鑑
乙
編
︾
等
；
而
︽
西
清
硯
譜
︾
以
收

錄
硯
台
為
主
；
︽
欽
定
天
祿
琳
琅
書
目
︾

是
當
時
首
創
以
宋
元
古
籍
版
本
鑑
賞
為
核

心
的
善
本
書
目
。
綜
合
匯
整
古
今
知
識
編

纂
而
成
的
︽
四
庫
全
書
︾
，
分
經
、
史
、

子
、
集
四
類
，
共
收
書
三
千
四
百
六
十
一

種
，
合
計
三
萬
六
千
三
百
八
十
一
冊
，
前

後
耗
時
十
餘
年
方
告
完
成
。
為
了
廣
被
天

下
學
子
，
並
且
降
旨
抄
成
七
部
，
分
藏
於

紫
禁
城
文
淵
閣
、
熱
河
避
暑
山
莊
文
津

閣
、
瀋
陽
故
宮
文
溯
閣
、
圓
明
園
文
源
閣

和
杭
州
文
瀾
閣
、
揚
州
文
滙
閣
及
鎮
江
文

宗
閣
等
處
。
︵
圖
九∼

十
一
︶

再
就
品
評
鑑
賞
而
言
，
凡
被
他
鑑
定

為
﹁
上
等
﹂
的
書
畫
作
品
，
在
︽
石
渠
寶

笈
︾
和
︽
秘
殿
珠
林
︾
中
，
均
詳
細
記
載

尺
寸
、
題
跋
、
印
鑑
等
資
料
，
﹁
次
等
﹂

者
，
只
記
錄
款
識
及
題
跋
者
姓
名
，
其
餘

均
不
錄
。
連
帶
在
收
藏
方
式
上
，
不
同
等

級
的
作
品
也
有
差
別
待
遇
。
若
為
上
等
書

畫
卷
，
便
配
上
量
身
訂
製
的
包
裹
錦
袱
，

並
作
木
匣
盛
裝
。
明
代
陳
樾
︵
生
卒
年

不
詳
︶
︿
寫
生
花
卉
卷
﹀
就
是
極
佳
的
例

子
。
這
件
作
品
藏
於
御
書
房
，
等
第
及
千

字
文
編
號
為
﹁
上
等
重
一
﹂
。
為
配
合
此

件
較
袖
珍
的
尺
寸
，
特
別
織
就
一
件
天
藍

色
的
小
錦
袱
，
在
錦
袱
內
側
及
專
屬
的
小

圖八　傳漢　玉高足杯及木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南宋至元　哥窯米色青瓷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南宋至元　哥窯米色青瓷渣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清　乾隆　《石渠寶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清　于敏中等奉敕撰　《欽定西清硯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　 明成祖敕纂《永樂大典》及清高宗敕纂《欽定四庫全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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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器
物
類
藏
品
，
除
了
類
似
書
畫
作

品
有
上
等
、
次
等
的
分
類
方
式
，
還
有
另

一
套
﹁
甲
﹂
、
﹁
乙
﹂
、
﹁
丙
﹂
的
鑑
等

系
統
。
有
名
的
案
例
，
莫
如
乾
隆
皇
帝
鑑

賞
一
件
由
古
玉
改
製
而
成
，
刻
有
動
物
面

紋
的
仿
古
斧
珮
。
這
件
評
為
﹁
丙
﹂
等
的

玉
器
，
在
乾
隆
皇
帝
見
之
如
獲
至
寶
下
，

除
了
降
旨
為
之
製
作
一
個
書
冊
形
式
的
匣

盒
加
以
典
藏
，
也
在
書
冊
內
頁
親
自
仿
倪

雲
林
︵
一
三○

一∼

一
三
七
四
︶
筆
意
畫

出
蒼
翠
綠
竹
，
並
且
一
語
道
出
﹁
內
府
銅

玉
諸
器
，
率
以
甲
乙
別
等
第
﹂
，
對
乾
隆

皇
帝
而
言
，
古
意
盎
然
、
珍
稀
罕
見
的
新

石
器
時
代
玉
器
，
自
然
不
能
屈
就
﹁
丙
﹂

等
之
列
。
︵
圖
十
三
︶

同
樣
地
，
他
在
御
製
詩
中
針
對
一
件

底
部
刻
有
﹁
甲
﹂
字
的
汝
窯
青
瓷
盤
，
指

出
﹁
甲
字
明
鐫
器
底
心
﹂
，
說
明
當
他
鑑

賞
這
件
作
品
時
，
﹁
甲
﹂
字
記
號
已
經
刻

在
上
面
。
面
對
另
一
件
底
部
刻
有
﹁
丙
﹂

字
的
青
瓷
盤
，
御
製
詩
也
以
為
﹁
古
丙

科
為
今
甲
第
﹂
。
反
映
出
乾
隆
皇
帝
對

﹁
甲
﹂
、
﹁
乙
﹂
、
﹁
丙
﹂
字
的
看
法
，

一
如
其
御
製
詩
詩
注
所
言
：
﹁
大
內
古

玩
，
以
甲
乙
品
其
等
第
﹂
，
他
將
這
些
記

號
看
成
是
品
級
的
標
記
。
甚
至
認
為
古
人

鑑
定
為
﹁
丙
﹂
等
的
作
品
，
在
以
古
為
貴

觀
念
下
，
應
該
提
昇
到
﹁
甲
﹂
等
之
列
。

從
此
以
後
，
凡
被
他
鑑
賞
為
﹁
甲
﹂
等

者
，
必
然
降
旨
在
木
座
上
刻
﹁
甲
﹂
字
，

相
對
被
評
為
﹁
乙
﹂
等
者
，
它
的
木
座
就

木
匣
盒
蓋
內
側
註
明
：
﹁
明
陳
樾
寫
生
花

卉　

上
等
重
一　

乾
隆
九
年
臣
張
照
等
奉

敕
編
次
﹂
。
乾
隆
九
年
︵
一
七
四
四
︶
即

為
張
照
等
人
編
纂
︽
石
渠
寶
笈
︾
之
際
，

由
此
可
見
編
輯
宮
中
精
選
書
畫
藏
品
目
錄

的
同
時
，
也
將
書
畫
藏
品
存
貯
的
方
式
依

等
次
重
新
整
理
。
︵
圖
十
二
︶

只
能
刻
﹁
乙
﹂
字
。
︵
圖
十
四
、
十
五
︶

至
於
當
朝
文
物
的
仿
製
、
創
新
，

從
文
物
產
造
必
經
皇
帝
核
准
的
流
程
中
，

亦
間
接
呈
現
出
乾
隆
皇
帝
的
藝
術
品
味
。

以
書
畫
為
例
，
乾
隆
皇
帝
賞
識
的
書
畫
名

蹟
，
除
了
偶
爾
留
下
題
詠
文
字
，
也
常
降

旨
要
求
當
朝
臣
工
仿
製
。
仿
製
的
方
式
，

形
形
色
色
：
有
如
董
邦
達
︵
一
六
九
九∼

一
七
六
九
︶
︿
倣
荊
浩
匡
廬
圖
﹀
︵
圖

十
六
︶
般
的
如
實
拷
貝
，
等
比
例
地
將

已
發
黑
黯
沈
的
荊
浩
︵
約
八
五○

∼

？
︶

︿
匡
廬
圖
﹀
，
轉
換
成
清
晰
光
潔
的
面
目

重
現
；
有
如
數
本
︿
院
本
漢
宮
春
曉
圖
﹀

般
的
發
揮
變
造
的
創
意
，
除
了
保
留
原
作

重
要
的
基
本
元
素
和
大
致
構
圖
之
外
，
亦

各
顯
神
通
地
踵
事
增
華
，
將
﹁
清
宮
﹂
的

建
築
陳
設
大
舉
移
植
到
﹁
漢
宮
﹂
中
。

清
初
以
來
，
中
西
交
流
頻
繁
且
密

切
。
來
自
西
方
的
工
藝
和
科
技
文
明
亦

衝
擊
宮
廷
文
物
的
製
作
。
乾
隆
皇
帝
在

︽
皇
朝
禮
器
圖
式
︾
中
，
將
西
洋
﹁
時
辰

錶
﹂
、
﹁
自
鳴
鐘
﹂
和
儀
器
一
起
收
進
其

中
，
透
過
正
式
禮
儀
規
範
，
展
現
出
兼
容

並
包
中
西
文
化
的
想
法
。
若
對
照
︽
庭
訓

格
言
︾
，
可
以
追
溯
出
正
是
來
自
皇
祖
的

祖
傳
家
訓
。
根
據
康
熙
皇
帝
的
說
法
，
乾

隆
皇
帝
的
曾
祖
父
順
治
皇
帝
︵
一
六
三
八

∼

一
六
六
一
︶
因
珍
愛
西
洋
自
鳴
鐘
，
一

度
致
力
於
開
發
生
產
技
術
，
但
終
順
治
一

朝
，
始
終
未
能
成
功
。
直
到
康
熙
年
間
才

終
於
摸
索
出
製
作
發
條
的
原
理
，
有
能
力

修
理
順
治
皇
帝
留
下
來
的
鐘
錶
，
同
時
也

能
自
行
設
計
製
造
各
式
鐘
錶
。
由
於
一
路

走
來
備
極
艱
辛
，
所
以
康
熙
皇
帝
特
別
訓

勉
兒
孫
千
萬
不
可
因
為
輕
易
即
能
取
得
各

圖十二　明　陳樾　寫生花卉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三　明至清　古玉改製仿古斧珮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四　北宋　汝窯青瓷盤　（刻甲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五　北宋　汝窯青瓷盤（刻乙字）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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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鐘
錶
玩
具
，
而
忽
略
前
人
努
力
的
經

過
。
雍
正
和
乾
隆
兩
位
皇
帝
記
取
訓
示
，

分
別
創
作
︿
詠
自
鳴
鐘
﹀
御
製
詩
，
表
達

出
他
們
對
順
治
皇
帝
的
緬
懷
。
乾
隆
朝

做
鐘
處
自
行
產
造
的
︿
紫
檀
木
樓
時
刻

鐘
﹀
，
除
能
呼
應
此
段
記
事
，
展
現
出
與

世
界
同
步
的
一
流
技
術
外
，
也
將
中
國
夜

間
打
更
報
刻
的
功
能
融
進
其
中
，
形
成
中

西
合
璧
的
特
色
。
︵
圖
十
七
、
十
八
︶

同
樣
來
自
西
方
的
琺
瑯
工
藝
，
在

康
熙
皇
帝
的
推
動
下
，
成
為
乾
隆
皇
帝
和

他
的
父
親
雍
正
皇
帝
必
修
功
課
之
一
。
清

︿
乾
隆
銅
胎
掐
絲
琺
瑯
鳧
尊
﹀
的
器
形

可
追
溯
至
︽
西
清
古
鑑
︾
收
錄
的
﹁
周
鳧

圖十六　清　董邦達　倣荊浩匡廬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尊
﹂
，
表
現
出
跨
質
材
仿
古
的
創
新
品

味
。
傳
世
隨
附
的
木
匣
，
也
具
體
地
呼
應

乾
隆
皇
帝
自
乾
隆
三
年
︵
一
七
三
八
︶
開

始
，
親
自
指
揮
規
劃
的
琺
瑯
器
典
藏
計

畫
。
而
出
現
在
瓷
胎
畫
琺
瑯
器
上
的
人
物

畫
、
樓
閣
山
水
和
錦
上
添
花
圖
案
，
則
是

乾
隆
朝
始
蔚
為
流
行
的
新
裝
飾
紋
樣
。

︵
圖
十
九∼

二
一
︶

第
三
單
元
﹁
生
活
藝
術
﹂
，
主
要

呈
現
清
高
宗
長
達
一
甲
子
主
宰
天
下
，
他

六
次
南
巡
，
深
入
江
南
；
十
全
武
功
，
開

疆
拓
土
；
西
風
東
漸
，
萬
國
來
朝
；
再
再

圖十七　清　《庭訓格言》　雍正8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八　清　乾隆　紫檀木樓時刻鐘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十　清　乾隆　琺瑯彩山水人物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二一　清　乾隆　琺瑯彩西洋人物雙耳葫蘆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九　清　乾隆　銅胎掐絲琺瑯鳧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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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豐
富
了
他
人
生
閱
歷
，
開
拓
了
他
的
丘

壑
與
視
野
，
轉
化
為
獨
特
而
豐
富
多
元
的

藝
術
品
味
，
並
實
踐
於
幾
睱
怡
情
的
生
活

中
。

乾
隆
皇
帝
重
視
南
巡
，
誇
其
意
義

不
下
於
西
師
。
除
了
鞏
固
治
權
、
解
決
民

生
、
探
勘
河
工
外
，
與
其
藝
術
品
味
相
關

者
，
是
影
響
到
北
方
皇
家
園
林
的
設
計
，

如
熱
河
避
暑
山
莊
，
京
師
萬
壽
山
、
香

山
、
玉
泉
山
、
圓
明
園
、
暢
春
園
、
靜
明

園
、
靜
宜
園
、
清
漪
園
︵
三
山
五
園
︶
，

靜
寄
山
莊
千
尺
雪
，
甚
至
盛
京
故
宮
都
留

下
江
南
林
園
之
美
。
展
出
的
︿
乾
隆
南

巡
紀
程
圖
﹀
，
是
一
份
相
關
官
員
預
先
規

劃
的
皇
帝
巡
幸
路
線
圖
說
，
依
巡
幸
路
程

分
段
繪
製
，
簡
要
介
紹
各
站
距
離
、
衙
署

設
施
、
山
川
名
勝
、
地
方
沿
革
與
史
蹟
源

流
，
以
供
乾
隆
皇
帝
行
前
參
考
，
就
像
是

一
本
南
巡
的
導
遊
手
冊
。
︵
圖
二
二
︶

南
巡
的
經
過
，
正
如
︿
西
湖
十
景
﹀

乾
隆
皇
帝
的
題
跋
所
呈
現
的
，
在
嚴
肅
的

政
治
意
義
外
，
亦
有
輕
鬆
遊
賞
的
部
分
。

好
文
物
如
癡
的
乾
隆
皇
帝
，
出
外
巡
幸
遊

歷
時
，
也
不
忘
帶
著
珍
愛
的
文
物
隨
行
。

如
黃
公
望
︵
一
二
六
九∼

一
三
五
四
︶

︿
富
春
山
居
圖
﹀
子
明
卷
，
便
曾
攜
往
北

京
西
郊
的
圓
明
園
、
承
德
避
暑
山
莊
、

盤
山
靜
寄
山
莊
等
地
品
題
，
南
巡
時
亦

隨
之
同
往
。
但
並
非
只
有
心
愛
的
收
藏
才

有
機
會
﹁
下
江
南
﹂
。
不
少
與
南
巡
景
點

相
關
的
作
品
，
也
是
行
囊
必
備
之
一
，
例

如
文
徵
明
︵
一
四
七○

∼

一
五
五
九
︶

的
︿
金
山
圖
﹀
、
張
宏
︵
一
五
七
七∼

約
一
六
五
二
︶
︿
棲
霞
山
圖
﹀
、
錢
穀

︵
一
五○

八∼

一
五
七
二
︶
︿
惠
山
煮
泉

圖
﹀
等
，
主
題
正
分
別
是
他
南
巡
時
經
過

的
鎮
江
金
山
、
無
錫
惠
山
與
南
京
棲
霞

山
。
在
第
一
次
南
巡
前
從
未
到
過
南
方
的

乾
隆
皇
帝
，
只
能
藉
由
宮
中
收
藏
想
像
江

南
美
景
。
對
於
畫
中
描
繪
的
景
像
與
實
景

的
相
似
程
度
，
似
乎
是
乾
隆
皇
帝
非
常
好

奇
的
問
題
。
因
此
南
巡
途
中
，
他
總
在
著

名
景
點
展
開
畫
作
，
與
實
景
相
印
證
。
如

︿
金
山
圖
﹀
中
題
道
：
﹁
攜
將
親
證
取
，

當
境
固
如
斯
﹂
；
在
︿
棲
霞
山
圖
﹀
上
題

道
：
﹁
卻
欣
粉
本
峰
姿
對
，
信
是
傳
神
繪

事
能
﹂
；
在
︿
惠
山
煮
泉
圖
﹀
上
題
道
：

﹁
當
前
一
印
證
。
似
與
共
周
旋
﹂
。
利
用

宮
中
所
藏
畫
作
與
實
景
相
比
較
，
也
是
南

巡
的
一
個
目
的
。
︵
圖
二
三
、
二
四
︶

以
收
藏
家
自
居
的
乾
隆
皇
帝
，
偶

而
也
在
生
活
中
扮
演
起
創
作
者
的
角
色
。

︿
敬
勝
齋
法
帖
﹀
便
是
他
的
書
法
作
品
專

集
，
收
錄
其
中
的
書
法
許
多
是
臨
摹
自
古

代
名
蹟
的
再
創
作
，
除
了
展
現
個
人
書
風

之
外
，
從
選
擇
摹
本
的
好
尚
中
可
一
窺
他

的
書
法
品
味
。
以
︿
御
臨
明
董
其
昌
書
栖

真
志
﹀
為
例
，
所
臨
仿
的
即
為
宮
中
收
藏

的
明
董
其
昌
︵
一
五
五
五∼

一
六
三
六
︶

︿
書
栖
真
志
﹀
卷
，
但
和
原
作
比
較
，
可

發
現
董
書
飄
蕩
灑
落
，
逸
筆
草
草
；
乾
隆

皇
帝
雖
然
亦
步
亦
趨
地
臨
仿
，
因
下
筆
不

改
本
色
，
故
讓
臨
本
書
體
仍
然
保
持
一
貫

的
圓
潤
流
暢
、
結
字
規
整
的
特
色
。
︵
圖

二
五
︶進

入
畫
中
，
可
能
也
是
乾
隆
皇
帝
的

夢
想
之
一
，
傳
世
留
下
不
少
乾
隆
皇
帝
肖

像
畫
，
但
最
特
別
的
是
他
化
身
為
收
藏
畫

作
中
人
物
的
變
裝
像
。
例
如
︿
是
一
是
二

圖
﹀
中
端
坐
榻
上
的
文
人
，
明
顯
地
改
編

自
宋
人
無
款
︿
人
物
﹀
冊
頁
。
︿
是
一
是

二
圖
﹀
傳
世
有
數
本
，
依
照
畫
上
題
識
，

圖二二　清　乾隆　南巡紀程圖　局部　第11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三　清　董邦達　西湖十景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二四　 傳明　文徵明　金山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五　 清　乾隆　御臨蘇軾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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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知
分
別
題
於
養
心
殿
、
長
春
書
屋
和
那

羅
延
窟
等
處
。
畫
中
乾
隆
皇
帝
的
容
貌
也

有
從
中
年
至
老
年
的
變
化
，
反
映
出
他
對

畫
中
坐
擁
收
藏
的
文
人
收
藏
家
角
色
不
變

的
喜
愛
，
因
此
在
生
命
的
不
同
階
段
，
不

斷
重
複
地
化
作
畫
中
人
物
。
而
畫
中
家
具

擺
設
，
例
如
新
莽
嘉
量
和
明
宣
德
青
花
梵

文
罐
等
，
因
可
於
傳
世
品
中
找
到
對
應

的
實
物
，
故
知
均
為
乾
隆
皇
帝
宮
中
用
品

及
收
藏
。
反
映
出
乾
隆
皇
帝
不
單
只
是
化

身
畫
中
人
物
而
已
，
還
特
別
精
心
挑
選
平

日
把
玩
鑑
賞
的
文
物
如
實
移
入
圖
中
，
在

依
據
古
畫
重
新
打
造
的
虛
擬
世
界
裡
繼
續

品
味
鑒
賞
，
悠
遊
於
鍾
愛
的
藝
術
品
間
。

︵
圖
二
六
︶

當
乾
隆
皇
帝
觀
賞
此
圖
時
，
不
但
看

著
畫
中
端
坐
榻
上
的
自
己
，
也
和
榻
上
的

自
己
同
觀
屏
風
上
另
一
幅
自
己
的
小
像
。

他
的
形
象
宛
若
鏡
影
般
一
再
複
製
，
畫
上

鈐
蓋
的
印
璽
、
御
筆
題
寫
的
銘
識
也
均
為

乾
隆
皇
帝
自
我
的
延
伸
，
與
畫
中
各
類
收

藏
，
彼
此
相
互
呼
應
，
傳
達
出
人
與
物

共
融
於
一
堂
，
一
份
積
極
投
入
收
藏
、
整

理
、
品
評
、
鑑
賞
的
想
法
。
雖
然
可
以
輕

鬆
地
將
此
畫
看
成
是
乾
隆
皇
帝
真
實
生
活

中
的
剪
影
，
但
如
果
嚴
肅
地
由
帝
王
的
藝

術
作
為
亦
蘊
含
政
治
理
念
的
角
度
理
解
，

乾
隆
皇
帝
應
該
是
信
服
古
人
認
為
天
命
所

歸
的
正
統
皇
權
必
定
會
有
與
之
匹
配
的
皇

室
收
藏
，
因
此
才
會
進
一
步
在
父
祖
的
基

礎
上
，
有
計
畫
地
擴
充
皇
室
收
藏
以
展
現

超
越
前
人
的
德
政
。

以
藝
術
品
味
的
角
度
來
看
，
乾
隆

皇
帝
遍
覽
宮
中
典
藏
，
留
下
許
多
鑑
賞

印
記
。
他
經
常
吟
哦
歌
頌
，
寫
下
賞
析
詩

篇
；
他
引
經
據
典
，
考
證
校
異
，
修
正
已

見
；
他
博
覽
古
今
，
兼
容
異
域
，
引
領
清

宮
製
作
；
他
情
不
自
禁
，
進
入
畫
境
，
悠

遊
於
所
嚮
往
的
文
人
生
活
；
他
的
博
學
、

他
的
多
元
、
他
的
好
奇
、
他
的
時
代
、
他

的
喜
惡
，
形
塑
出
他
以
古
為
貴
、
仰
慕
文

人
、
勇
於
創
新
、
追
求
奇
趣
等
多
元
集
錦

的
藝
術
品
味
。

﹁
十
全
乾
隆—

清
高
宗
的
藝
術
品
味
﹂
特
展
為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二○

一
三
年
年
度
大
展
，
展
期
為
二○

一
三

年
十
月
八
日
至
二○

一
四
年
元
月
七
日
。
策
展
成
員
為

余
佩
瑾
、
陳
慧
霞
、
張
麗
端
、
邱
士
華
、
吳
誦
芬
、
鄭

永
昌
、
許
媛
婷
。
特
別
感
謝
馮
明
珠
院
長
、
何
傳
馨
副

院
長
、
蔡
玫
芬
處
長
、
陳
國
棟
教
授
指
導
。
此
文
為
共

同
策
展
心
得
，
由
本
人
代
表
陳
述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器
物
處

圖二六　清　乾隆　是一是二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