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12月　8081　故宮文物月刊·第369期

中日佛畫的裝裱

文物科技

唐
宋
裝
裱
之
集
成
﹁
紹
興
御
府
書

畫
式
﹂書

畫
裝
裱
源
於
中
國
，
是
延
長
紙

絹
壽
命
的
一
種
方
法
，
讓
古
人
墨
跡
、
繪

畫
得
以
保
存
至
今
。
南
宋
高
宗
紹
興
年
間

︵
一
一
三
一∼

一
一
六
二
︶
，
曾
訂
制
一

套
書
畫
裝
裱
規
範
，
名
為
﹁
紹
興
御
府
書

中
日
佛
畫
的
裝
裱

許
兆
宏

畫
式
﹂
，
這
是
歷
史
上
少
數
為
了
規
範
修

裱
工
作
所
訂
下
的
法
條
。

高
宗
南
渡
後
，
即
使
國
家
戰
事
紛

擾
，
但
對
法
書
名
畫
仍
持
續
訪
求
，
使

得
紹
興
內
府
的
收
藏
不
減
其
父
宋
徽
宗
。

﹁
紹
興
御
府
書
畫
式
﹂
將
眾
朝
書
畫
依
照

法
書
、
鈎
摹
臨
帖
、
名
畫
及
年
代
先
後
，

來
區
分
高
低
位
階
，
依
序
記
載
綾
錦
用
料

及
尺
寸
法
度
，
從
搜
訪
、
定
驗
、
臨
摹
、

裝
裱
工
法
︙
等
，
令
臣
專
職
分
工
及
訂
立

修
裱
規
範
，
得
知
高
宗
在
收
藏
鑑
賞
領
域

具
有
專
業
的
審
慎
態
度
。

兩
宋
重
視
藝
術
，
設
有
畫
師
、
裝

裱
師
等
官
職
，
加
上
皇
帝
亦
工
書
善
畫
，

俗
諺
云
：
﹁
人
要
衣
裝
、
佛
要
金
裝
﹂
，
其
實
這
句
話
同
樣
適
用
於
書
畫
裝
裱
。
裝
裱
不
僅
可
以

延
長
書
畫
的
保
存
壽
命
，
眾
多
的
裝
裱
型
式
就
宛
如
人
們
的
外
衣
，
能
美
化
並
襯
托
出
每
件
作
品

的
完
美
內
涵
。
這
種
看
似
約
定
俗
成
的
工
藝
技
術
，
經
常
在
不
同
地
域
及
文
化
中
，
呈
現
出
多
元

的
面
貌
。 

臨
近
中
國
的
日
本
，
早
在
唐
宋
時
期
即
已
透
過
宗
教
交
流
，
傳
入
中
國
的
裝
裱
技
術
，
再
經
過
融

合
，
建
立
了
日
本
裝
裱
型
式
系
統
。
其
中
，
又
以
佛
畫
的
裝
裱
最
稱
特
殊
。
佛
教
書
畫
在
中
國
和

日
本
均
有
重
要
的
藝
術
成
就
，
但
在
裝
裱
上
卻
各
有
不
同
的
理
念
與
型
式
，
本
文
擬
透
過
觀
察
院

藏
的
佛
畫
裝
裱
，
來
體
會
前
人
所
營
造
的
巧
思
與
樂
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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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
知
裝
裱
型
式
與
作
品
的
相
互
關
係
，
所

以
訂
立
法
規
以
求
統
一
。
﹁
紹
興
御
府

書
畫
式
﹂
在
裝
裱
型
式
上
，
將
宋
代
前
的

法
書
真
跡
列
為
最
高
等
級
，
並
詳
載
其

用
料
：
﹁
出
等
真
迹
法
書
。
兩
漢
、
三

國
、
二
王
、
六
朝
、
隋
唐
君
臣
墨
迹
。

用
克
︵
刻
︶
絲
作
樓
台
錦
襟
，
青
綠
簟
文

錦
里
，
大
薑
牙
雲
鸞
白
綾
引
首
，
高
麗
紙

醰
，
出
等
白
玉
碾
龍
簪
頂
軸
，
檀
香
木

杆
，
鈿
匣
盛
。
﹂

可
據
以
意
會
宋
代
裝
裱
對
於
材
料

程
中
得
依
賴
﹁
裝
潢
手
﹂
︵
即
裝
裱
師
︶

將
紙
張
黏
貼
裁
切
、
染
色
防
蟲
、
裱
裝
成

卷
，
使
得
﹁
裝
裱
﹂
成
為
佛
家
製
經
不
可

缺
少
的
環
節
。

宋
代
中
國
﹁
紹
興
御
府
書
畫
式
﹂

與
禪
宗
相
繼
東
傳
，
日
本
不
論
在
裝
裱
型

式
或
制
度
，
都
受
到
潛
移
默
化
的
影
響
。

而
裝
裱
能
夠
持
續
融
入
日
本
生
活
，
﹁
襌

宗
﹂
及
﹁
茶
道
﹂
的
推
波
助
瀾
，
間
接
地

成
為
發
展
的
需
求
動
力
。

禪
宗
流
行
時
，
信
徒
習
慣
將
祖
師
及

高
僧
肖
像
畫
、
墨
蹟
做
為
佛
堂
的
懸
掛
擺

設
，
或
是
師
徒
間
的
重
要
贈
物
。
透
過
裝

裱
，
能
將
美
化
作
品
並
滿
足
心
靈
所
需
，

導
致
裱
褙
成
為
生
活
中
的
必
要
行
業
。
佛

畫
及
祖
師
等
宗
教
畫
像
，
可
說
是
日
本
早

期
書
畫
掛
繪
的
主
題
。
而
日
本
茶
道
也
將

書
畫
列
為
不
可
缺
少
的
物
品
，
日
本
將
茶

結
合
襌
宗
、
書
畫
、
園
藝
︙
等
多
項
藝

術
，
人
們
藉
由
飲
茶
過
程
培
養
心
靈
、
品

味
藝
術
，
從
禮
儀
程
序
、
使
用
器
具
、
室

內
外
環
境
陳
設
均
甚
講
究
。

這
項
原
具
有
中
國
精
神
的
裝
裱
技

術
，
隨
著
日
本
文
化
的
滋
養
，
逐
漸
發
展

成
具
有
本
土
風
格
的
工
藝
系
統
，
於
室
町

時
代
︵
一
三
三
六
年∼

一
五
七
三
年
，
約

元
末
至
明
朝
中
期
︶
成
立
﹁
大
和
裱
具
﹂

為
日
本
書
畫
裝
裱
設
下
型
式
基
礎
。

受
到
﹁
紹
興
御
府
書
畫
式
﹂
的
層
級

製
訂
概
念
影
響
，
日
本
將
書
畫
題
裁
由
高

至
低
分
類
為
﹁
真
﹂
、
﹁
行
﹂
、
﹁
草
﹂

三
體
型
式
，
由
服
侍
足
利
義
政
將
軍
的
相

阿
彌
確
立
，
相
阿
彌
除
擔
任
將
軍
府
的
繪

師
職
務
外
，
與
其
祖
父
、
父
親
均
擔
任
將

軍
府
中
國
繪
畫
、
器
物
的
收
藏
鑑
定
與
保

管
工
作
。

室
町
時
代
積
極
吸
取
中
國
文
化
，
對

明
貿
易
時
將
中
國
宋
、
元
、
明
的
書
畫
器

物
輸
往
國
內
，
興
起
蒐
集
風
潮
。
日
本
將

這
些
中
國
舶
來
品
統
稱
為
﹁
唐
物
﹂
，
成

為
日
本
上
層
社
會
的
崇
拜
對
象
。
若
能
在

室
內
擺
設
唐
繪
書
畫
，
使
用
唐
物
茶
具
、

器
具
等
，
都
能
提
升
主
人
內
涵
並
象
徵
財

力
地
位
。
在
此
風
氣
下
，
日
本
的
書
畫
裝

裱
型
式
當
然
蘊
藏
有
許
多
中
國
文
化
，
其

中
深
受
唐
宋
﹁
紹
興
御
府
書
畫
式
﹂
的
用

料
概
念
與
美
學
影
響
。

的
講
究
與
奢
華
，
可
惜
宋
代
的
裝
裱
實
物

現
已
難
尋
，
僅
能
從
相
似
藏
品
來
推
敲
想

像
。
︵
圖
一
︶
由
於
元
代
陶
宗
儀
︽
南
村

輟
耕
錄
︾
曾
謂
唐
代
貞
觀
、
開
元
書
畫
皆

用
紫
龍
鳳
綢
、
綠
綾
皂
︵
黑
︶
綾
、
同
樣

飾
以
紫
檀
、
白
玉
、
琉
璃
之
金
束
軸
頭
。

故
推
論
唐
宋
兩
朝
的
裝
裱
，
均
同
樣
重
視

奢
華
貴
氣
、
濃
重
絢
麗
的
色
彩
。

日
本
裝
裱
與
中
國
﹁
紹
興
御
府
書

畫
式
﹂
的
關
連

中
國
裝
裱
技
藝
早
在
晉
朝
以
前
便
已

開
展
，
唐
代
張
彥
遠
於
︽
歷
代
名
畫
記
︾

論
裝
背
褾
軸
中
強
調
，
收
藏
者
不
識
裝
裱

造
成
真
跡
損
傷
，
乃
是
書
畫
喜
好
者
的
痛

心
之
處
，
闡
述
古
書
名
畫
修
裱
之
心
得
，

可
知
唐
代
藉
裝
裱
來
保
存
書
畫
文
物
的
概

念
已
經
成
形
。 

唐
朝
國
力
昌
盛
，
日
本
派
遣
唐
使

學
習
中
華
文
化
，
將
裝
裱
技
術
隨
著
佛
教

渡
海
引
進
國
內
，
因
為
從
中
國
取
回
的
大

量
經
卷
、
繪
畫
，
若
没
有
裝
裱
來
維
持

保
護
，
容
易
在
各
種
天
災
或
人
為
運
輸
中

損
壞
或
遺
失
。
藉
著
佛
教
盛
行
日
本
，

寫
經
、
印
經
的
需
求
逐
漸
增
加
，
製
印
過

真

真

行

草

真

行

草

行

草

行

草

（佛畫裱具）

日
本
﹁
佛
教
裱
具
﹂
的
特
色

傳
統
日
本
書
畫
將
裝
裱
區
分
為

﹁
真
﹂
、
﹁
行
﹂
、
﹁
草
﹂
三
大
基
本

型
，
每
一
型
式
都
有
適
用
的
書
畫
題
裁
，

然
後
再
依
繁
複
度
將
每
項
基
本
型
細
分

﹁
真
﹂
、
﹁
行
﹂
、
﹁
草
﹂
三
種
層
級

︵
草
僅
有
行
、
草
兩
種
︶
，
所
以
共
有
八

種
變
化
。
﹁
真
﹂
為
三
者
中
的
最
高
層

級
，
型
式
也
最
繁
複
，
藉
此
象
徵
畫
作
的

隆
重
地
位
。
︵
圖
二
︶

最
高
等
的
﹁
真
﹂
，
可
又
稱
為
﹁
佛

教
裱
具
﹂
、
﹁
神
聖
裱
具
﹂
，
除
佛
像
、

菩
薩
像
、
羅
漢
像
等
神
像
外
，
還
包
含
佛

教
故
事
、
經
文
書
法
、
高
僧
法
相
等
，
都

被
信
徒
視
為
供
奉
的
神
聖
物
品
，
相
關
範

疇
之
書
畫
都
應
遵
照
﹁
佛
畫
裱
具
﹂
型
式

來
裝
裱
。
︵
圖
三
︶

圖一　五代南唐　周文矩畫明皇會棋圖　卷　玉軸頭圖二　傳統日本書畫裝裱分類　作者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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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
，
如
牡
丹
唐
紋
、
祥
雲
︙
來
彰
顯
神
佛

的
尊
貴
，
這
種
從
信
仰
衍
生
出
來
的
裱
裝

觀
念
，
從
院
藏
︿
宋
人
畫
羅
漢
﹀
架
裟
上

細
筆
勾
勒
華
麗
花
草
唐
紋
︵
圖
七
︶
，
即

可
看
出
當
時
日
本
與
中
國
文
化
的
交
互
輝

映
。

最
後
將
立
軸
掛
環
與
軸
頭
飾
以
金
、

玉
石
等
貴
重
華
麗
的
材
質
，
將
南
宋
﹁
紹

興
御
府
書
畫
式
﹂
對
﹁
法
書
﹂
使
用
豪
奢

的
裝
裱
材
料
概
念
，
移
轉
至
佛
畫
裱
具
，

反
映
佛
教
在
日
本
文
化
中
的
意
義
與
地

位
。

明
清
文
人
裝
裱
風
尚
與
院
藏
佛
畫

裝
裱

相
較
於
日
本
逐
步
確
立
書
畫
裝
裱

型
式
，
中
國
唐
宋
的
裝
裱
制
度
似
乎
隨
著

改
朝
換
代
而
劃
下
句
點
，
明
清
時
代
未
再

做
出
任
何
明
文
約
束
，
除
了
維
持
宋
代
己

有
的
﹁
二
色
裝
﹂
外
，
在
色
彩
及
用
料
上

均
與
過
去
不
同
。
明
代
中
期
，
江
南
地
區

由
於
經
濟
繁
盛
帶
動
私
人
收
藏
，
裝
裱
也

隨
著
個
人
喜
好
，
及
各
地
文
化
特
色
而
自

由
發
展
，
加
上
文
人
畫
蔚
成
風
氣
，
也
成

為
改
變
傳
統
的
強
大
力
量
。
與
﹁
大
和
裱

具
﹂
之
沿
襲
唐
宋
，
互
成
迥
然
不
同
的
發

展
方
向
。

文
人
主
張
裝
裱
不
應
﹁
反
客
為

主
﹂
，
裝
飾
宜
雅
勿
俗
、
型
式
宜
簡
勿

繁
。
北
宋
書
法
家
米
芾
︽
畫
史
︾
即
提

到
：
﹁
軸
不
宜
用
金
銀
，
既
俗
且
招
盜
︙

蜀
青
圓
錢
雙
鶯
錦
最
俗
，
不
可
褙
古
畫
，

只
褙
今
人
，
裝
堂
亦
俗
也
。
﹂
清
代
鄒
一

桂
︽
小
山
畫
譜
︾
論
裱
畫
也
說
：
﹁
書
斗

︵
畫
心
︶
必
須
淺
色
，
所
鑲
綾
絹
非
本
色

︵
原
色
︶
亦
淺
色
︙
式
尚
古
樸
，
勿
事
雕

飾
。
﹂
上
述
二
例
，
皆
道
出
了
文
人
觀
念

與
唐
宋
的
裝
裱
風
格
背
道
而
馳
。

清
代
入
主
中
原
後
，
為
了
緩
解
民

族
矛
盾
，
對
明
代
的
藝
術
文
化
採
取
包
容

的
手
段
，
連
帶
在
裱
作
上
也
一
併
接
納
。

除
了
維
持
明
代
素
雅
的
裱
裝
觀
念
，
為
因

應
尺
寸
短
小
的
畫
幅
，
除
了
﹁
二
色
裱
﹂

外
，
常
以
﹁
三
色
裝
﹂
來
增
加
裱
件
長

度
，
畫
心
四
周
常
選
用
象
牙
白
、
米
黃
、

﹁
佛
畫
裱
具
﹂
從
奈
良
時
代
︵
約
中

國
唐
朝
︶
便
有
型
式
記
載
，
隨
著
時
間
演

變
為
日
本
裝
裱
的
獨
特
風
格
，
此
型
式
在

裱
裝
時
可
使
用
二
至
三
種
絹
料
︵
總
緣
、

中
緣
、
一
文
字
︶
由
四
方
圍
繞
畫
心
，

﹁
中
緣
﹂
內
外
再
鑲
接
細
長
的
﹁
筋
﹂

︵
邊
框
︶
，
使
作
品
在
視
覺
上
具
備
多
重

集
中
的
層
次
感
。
︵
圖
四
︶
相
較
日
本
其

他
兩
種
型
式
，
﹁
佛
畫
表
具
﹂
的
設
計
在

中
國
書
畫
裝
裱
相
當
少
見
，
也
與
中
國
傳

統
的
﹁
二
色
裝
﹂
差
異
頗
大
︵
圖
五
︶
，

反
而
近
似
西
藏
唐
卡
型
式
，
推
測
在
演
變

過
程
中
應
曾
受
到
影
響
。

除
了
型
式
特
殊
，
日
本
認
為
搭
配

佛
畫
的
裱
料
有
如
高
僧
架
裟
，
必
須
以
質

地
細
密
、
織
工
精
美
的
絲
織
品
﹁
金
襴
﹂

裱
裝
︵
絹
料
內
織
金
線
，
起
源
中
國
宋

代
織
品
，
圖
六
︶
，
並
以
佛
家
相
關
的
圖

圖四　日本佛畫裝裱部位名稱　作者製表圖五　中國二色裝裱部位名稱　作者製表

淺
綠
色
系
，
天
地
則
多
採
淺
藍
、
淺
綠
色

花
綾
。
甚
至
也
使
用
單
色
花
綾
或
無
紋
的

耿
絹
。
軸
頭
造
型
亦
力
求
簡
約
，
以
檀
木

居
多
。對

照
日
本
為
﹁
佛
畫
裱
具
﹂
及
書
畫

各
別
設
立
型
式
，
中
國
宋
以
後
的
型
式
約

束
雖
仍
在
傳
統
框
架
內
但
較
模
糊
，
相
同

根
源
的
技
術
在
百
年
後
有
不
同
的
發
展
，

顯
示
文
化
及
社
會
風
氣
讓
兩
者
產
生
不
同

的
道
路
，
但
不
能
藉
此
評
斷
工
藝
的
高
低

水
平
，
或
是
否
認
中
國
在
宗
教
繪
畫
上
的

成
就
，
及
對
宗
教
的
虔
敬
心
態
。
因
為
從

圖六　日本織造金襴裱布　張元鳳教授提供

圖七　宋　宋人畫羅漢　局部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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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藏
的
部
分
佛
畫
裝
裱
中
，
仍
然
可
以
發

現
收
藏
者
希
望
藉
由
特
殊
的
裱
裝
來
表
達

敬
意
。
這
些
細
微
變
化
雖
然
沒
有
明
確
原

因
，
但
仍
屬
於
裝
裱
史
的
軌
跡
，
傳
達
出

理
性
約
束
下
的
感
性
層
面
。

以
︿
元
人
書
全
部
法
華
經
塔
﹀
為

例
，
圖
中
所
繪
寶
塔
將
法
華
經
全
文
寫

入
，
寶
塔
各
層
皆
繪
有
佛
祖
與
法
號
，
全

幅
以
明
黃
色
花
綾
鑲
接
成
一
色
裱
裝
。

︵
圖
八
︶
﹁
一
色
裝
﹂
在
明
代
時
已
普
及

於
民
間
，
但
清
宮
裱
作
中
較
為
少
見
，
明

圖八　 元　元人書全部法華經塔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全幅以明黃色花綾裱裝　
作者攝影

圖九　驚燕以粗、細墨線繪於花綾上

圖十　清　御製贊緙絲釋迦牟尼佛緙絲海龍裱料

黃
色
自
古
即
為
帝
王
色
彩
，
此
類
花
綾
多

出
現
於
歷
代
帝
王
畫
像
中
，
反
映
收
藏
者

對
此
畫
甚
為
重
視
。
而
另
一
特
點
為
裱
件

上
方
的
驚
燕
，
僅
以
粗
、
細
兩
種
墨
線
簡

潔
、
精
細
地
繪
於
花
綾
上
︵
圖
九
︶
，
不

僅
與
傳
統
的
黏
貼
方
式
不
同
，
也
成
為
一

色
裝
附
驚
燕
的
特
殊
案
例
。

清
代
以
刺
繡
、
緙
絲
技
術
織
繪
佛

像
，
完
成
織
品
後
再
結
合
書
畫
裝
裱
以

掛
軸
型
式
呈
現
，
是
兩
種
工
藝
的
精
湛
融

合
。
︿
清
御
製
贊
緙
絲
釋
迦
牟
尼
佛
﹀
除

了
佛
像
莊
嚴
織
工
細
膩
外
，
裱
料
同
樣
以

緙
絲
技
術
織
造
，
四
方
圍
繞
祥
雲
圖
案
，

呼
應
佛
家
主
題
，
上
下
天
地
則
織
出
天
空

及
海
洋
，
並
各
有
鳳
凰
及
海
龍
遨
遊
其

中
。
︵
圖
十
︶
裱
料
圖
案
雖
然
繁
複
充
滿

裝
飾
意
味
，
但
依
舊
能
與
畫
心
保
持
視
覺

上
的
協
調
感
，
互
不
妨
礙
。
︵
圖
十
一
︶

清
代
畫
僧
超
揆
︵
約
一
六
二○
∼

一
七○

○

年
︶
，
為
文
徵
明
曾
孫
文
震

亨
︵
西
元
一
五
八
五∼

一
六
四
五
年
︶
之

子
，
聖
祖
召
入
北
京
，
賜
塔
玉
泉
山
，
卒

圖十一　 清　御製贊緙絲釋迦牟尼佛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二　 清　僧超揆書壽量頌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花綾中的「卍」字符號

謚
文
覺
禪
師
。
︿
僧
超
揆
書
壽
量
頌
﹀
是

為
聖
祖
之
太
皇
太
后
孝
莊
文
皇
后
壽
辰

祝
賀
所
書
，
文
曰
：
﹁
佛
母
皇
太
后
無
疆

壽
量
頌
。
有
一
菩
薩
端
嚴
殊
特
。
坐
千
華

臺
。
皇
宮
駐
蹕
。
姜
嫄
太
姒
︙
龍
華
三

會
。
彈
指
便
歷
。
沙
門
頌
颺
。
龢
南
手

額
。
臣
僧
超
揆
薰
沐
合
十
恭
祝
。
﹂

此
作
以
兩
款
不
同
紋
樣
的
花
綾
搭

配
，
飾
樣
中
隱
含
象
徵
吉
祥
的
﹁
卍
﹂
字

符
號
︵
圖
十
二
︶
，
﹁
卍
﹂
字
可
做
多
種

變
化
，
常
見
於
古
代
的
織
錦
和
刺
繡
，
清

宮
裱
件
使
用
的
花
綾
則
較
少
見
。
﹁
二
色



2013年12月　8889　故宮文物月刊·第369期

中日佛畫的裝裱

文物科技

圖十三　清　丁觀鵬畫楞嚴對佛說偈張照書合璧（局部）及原題籤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裝
﹂
即
便
使
用
兩
種
相
異
的
花
綾
色
彩
，

仍
常
以
同
款
紋
飾
搭
配
。
會
出
現
如
此
現

象
，
可
能
是
想
從
裱
裝
細
節
中
全
力
搭
配

書
者
背
景
及
內
文
，
突
顯
賀
禮
的
隆
重
及

敬
意
。　
　

院
藏
︿
丁
觀
鵬
畫
楞
嚴
對
佛
說
偈
張

照
書
合
璧
﹀
一
作
，
將
丁
觀
鵬
的
繪
畫
與

張
照
的
書
法
合
裱
為
一
軸
，
別
有
傳
統
型

式
之
外
的
創
意
。
通
常
供
人
題
字
的
詩
塘

應
緊
連
於
畫
作
上
方
，
且
尺
幅
較
小
，
此

作
圖
文
配
置
卻
與
慣
例
相
反
，
而
且
題
籤

僅
書
﹁
張
照
書
對
佛
說
偈
﹂
而
未
提
及
丁

觀
鵬
︵
圖
十
三
︶
，
顯
示
兩
件
作
品
的
比

重
關
係
。
這
種
新
穎
的
配
置
，
有
學
者
以

為
是
順
應
佛
經
情
節
的
連
續
關
係
。
由
於

清
宮
書
畫
和
裱
作
都
必
須
恪
遵
皇
帝
的
旨

意
，
能
在
傳
統
架
構
內
經
營
出
新
思
維
，

無
疑
考
驗
著
宮
廷
裱
工
的
技
術
與
巧
思
。  

︿
宋
人
畫
十
八
羅
漢
﹀
共
十
八
組

件
，
清
代
修
裱
後
添
加
上
下
詩
堂
供
留
皇

帝
書
寫
。
全
套
二
色
裱
裝
，
詩
塘
為
粉
藍

灑
金
絲
絹
，
裱
料
以
植
物
唐
草
花
綾
襯
托

畫
心
︵
圖
十
四
︶
，
色
澤
素
淨
，
略
有
佛

家
意
味
，
與
同
題
材
常
見
的
團
龍
、
鸞
鳳

花
綾
不
同
；
軸
頭
造
形
也
特
別
製
作
，
以

竹
雕
刻
蕉
葉
造
形
，
葉
片
以
外
再
以
極
細

竹
絲
黏
貼
，
雕
工
細
緻
而
素
雅
大
方
。

︵
圖
十
五
︶
即
使
型
式
維
持
傳
統
，
但
特

殊
精
緻
的
用
料
，
說
明
了
此
套
作
品
受
的

重
視
。

小
結

受
到
文
人
畫
的
影
響
，
院
藏
佛
教

書
畫
的
裝
裱
型
式
普
遍
維
持
簡
潔
的
﹁
二

色
裝
﹂
，
少
部
分
特
殊
的
裱
裝
，
則
可
能

隱
藏
有
收
藏
者
想
表
現
的
意
涵
。
從
另
一

角
度
來
看
，
中
國
裝
裱
雖
然
未
如
日
本
那

麼
明
確
地
細
分
型
式
，
但
明
代
以
後
，

民
間
流
行
的
新
興
式
樣
，
如
一
色
裝
︵
單

條
︶
、
對
聯
、
聯
屏
等
，
不
僅
改
變
了
唐

宋
官
方
的
傳
統
型
式
，
也
是
裝
裱
脈
絡
的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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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轉
變
，
而
這
些
新
興
型
式
同
樣
曾
流

入
了
日
本
。

中
日
裝
裱
歷
經
千
年
，
雙
方
至
今
仍

持
續
交
流
。
本
院
二○

一
一
年
向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借
展
的
︿
康
熙
戎
裝
像
﹀
，
全

幅
明
黃
花
綾
一
色
裱
、
象
牙
軸
頭
，
畫
心

四
周
以
藍
色
花
綾
、
橙
色
細
邊
條
圍
繞
，

驚
燕
同
樣
以
藍
色
花
綾
黏
貼
，
為
清
內
府

早
期
原
有
裝
潢
，
裱
裝
型
式
與
日
本
佛
畫

相
當
接
近
。
兩
者
的
關
連
性
雖
未
定
論
，

但
已
顯
示
中
日
裝
裱
難
以
切
割
的
歷
史
淵

源
。

本
文
承
蒙
張
元
鳳
教
授
提
供
日
本
裝
裱
相
關
文
獻
與
建

議
，
在
此
表
示
誠
摯
感
謝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登
錄
保
存
處

圖十四　宋　宋人畫十八羅漢（八）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植物唐草紋飾花綾

圖十五　宋人畫十八羅漢（八）竹雕軸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