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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寅
出
生
於
蘇
州
，
因
為
這
樣
的

地
緣
關
係
，
使
得
他
與
沈
周
、
文
徵
明
、

仇
英
在
藝
文
上
熟
識
交
往
，
成
為
眾
所
周

知
的
﹁
明
四
家
﹂
，
此
外
，
同
樣
因
為
活

躍
於
吳
門
之
地
，
唐
寅
又
與
祝
允
明
、
文

徵
明
、
徐
禎
卿
獲
得
﹁
吳
中
四
才
子
﹂
的

越
夜
越
美
麗

試
析
唐
寅
陶
穀
贈
詞
圖
及
韓
熙
載
夜
宴
圖

朱
龍
興

封
號
。
除
了
後
人
所
賦
予
的
稱
謂
外
，
唐

寅
或
因
住
所
或
為
籍
貫
，
時
常
在
作
品
表

面
蓋
上
刻
有
﹁
吳
趨
﹂
的
鈐
印
或
於
名
前

加
上
吳
郡
、
晉
昌
等
字
，
以
作
為
自
己

出
身
的
識
別
。
然
而
真
正
讓
唐
寅
第
一
次

嘗
到
成
名
滋
味
的
地
點
非
南
京
莫
屬
，
他

在
弘
治
十
一
年
︵
一
四
九
八
︶
參
加
應
天

府
︵
今
南
京
︶
鄉
試
，
獲
得
了
第
一
名
解

元
，
自
此
之
後
，
﹁
南
京
解
元
﹂
這
個
頭

銜
便
甚
為
唐
寅
所
注
重
，
端
看
他
在
許
多

作
品
上
以
﹁
南
京
解
元
﹂
為
鈐
印
便
不
難

理
解
。

對
於
一
般
人
而
言
，
提
到
唐
伯
虎
，
很
難
不
加
上
﹁
風
流
才
子
﹂
這
樣
的
封
號
。
唐
寅
所
獲
得
的

才
子
美
譽
，
在
詩
書
畫
的
表
現
中
已
展
露
無
遺
；
對
於
風
流
的
印
象
，
三
笑
姻
緣
中
與
秋
香
的
情

愛
故
事
扮
演
著
重
要
的
角
色
，
明
末
出
版
托
名
其
下
的
春
宮
版
畫
如
︽
風
流
絕
暢
︾
或
艷
情
小
說

︽
僧
尼
孽
海
︾
等
，
隨
著
時
間
的
積
累
，
亦
加
深
了
民
間
如
此
的
認
知
。
有
趣
的
是
，
這
樣
的
風

流
韻
事
或
出
版
，
為
何
不
是
附
著
於
同
年
的
文
徵
明
身
上
呢
？
本
文
試
圖
從
︿
陶
穀
贈
詞
圖
﹀
及

︿
韓
熙
載
夜
宴
圖
﹀
中
，
剖
析
有
關
唐
寅
浪
漫
風
流
的
印
象
。

明　唐寅　陶穀贈詞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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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京
距
離
蘇
州
約
二
百
公
里
的
路

程
，
大
約
步
行
四
十
餘
個
小
時
即
可
抵

達
。
唐
寅
除
了
一
四
九
八
年
曾
到
過
南
京

考
試
外
，
他
為
吳
偉
︿
歌
舞
圖
﹀
所
題
的

跋
文
，
見
證
了
一
五○

三
年
在
此
所
留
下

的
足
跡
。
這
次
南
京
行
的
紀
錄
來
自
於

他
與
祝
枝
山
、
九
華
遺
士
、
金
庭
居
士
、

七
一
居
士
、
髯
九
翁
在
青
樓
的
一
次
聚

會
。
︵
圖
一
︶
唐
寅
這
次
在
南
京
的
活

動
，
恰
恰
說
明
了
南
京
青
樓
做
為
文
人
與

名
妓
相
聚
唱
遊
的
最
佳
場
域
。
︵
註
一
︶

很

有
意
思
的
是
，
當
時
名
妓
所
聚
集
的
舊
院

與
鄉
試
所
在
的
貢
院
，
便
隔
著
秦
淮
河
相

對
而
望
，
皆
是
唐
寅
所
熟
悉
的
場
景
。

從
現
今
所
掌
握
到
的
史
料
而
言
，

我
們
實
在
難
以
認
定
唐
寅
的
南
京
之
旅
對

其
繪
畫
的
影
響
，
然
而
若
就
現
今
所
存
的

︿
陶
穀
贈
詞
圖
﹀
︵
圖
二
︶
、
︿
韓
熙
載

夜
宴
圖
﹀
︵
圖
三
︶
來
看
，
似
乎
又
可
見

到
當
中
的
關
聯
性
。
這
二
件
看
似
不
同
主

題
的
繪
畫
，
當
中
的
故
事
皆
因
發
生
於
南

京
而
相
互
牽
連
。
以
﹁
陶
穀
贈
詞
﹂
這
個

主
題
來
說
，
當
時
便
有
許
多
故
事
版
本
流

傳
在
明
朝
，
其
中
，
有
一
則
故
事
的
情

節
在
鄭
文
寶
︵
九
五
二

∼

一○

一
三
︶
的

︽
南
唐
近
事
︾
︵
九
七
七
年
︶
、
陶
宗
儀

︵
一
三
二
九

∼

一
四
一○

︶
︽
說
郛
︾
、

以
及
蔣
一
葵
︽
堯
山
堂
外
紀
︾
︵
一
六○

五
年
︶
中
的
記
載
均
相
差
不
遠
，
大
意
是

說
：
南
唐
時
，
後
周
世
宗
︵
九
五
四

∼

九
五
九
在
位
︶
派
陶
穀
︵
九○

三

∼

九
七

○

︶
出
使
江
南
，
在
還
沒
到
之
前
，
後
周

的
李
谷
︵
九○

三

∼

九
六○

︶
以
書
信
知

會
韓
熙
載
︵
九○

二

∼

九
七○

︶
，
說
陶

穀
本
人
甚
為
驕
傲
。
待
陶
穀
抵
達
金
陵

︵
南
京
︶
時
，
韓
熙
載
看
出
陶
穀
並
非
方

正
耿
介
之
人
，
便
派
家
妓
秦
弱
蘭
假
扮
為

士
兵
之
女
，
穿
著
破
舊
的
衣
服
，
洒
掃
庭

院
。
當
陶
穀
遇
到
秦
蒻
蘭
時
便
一
見
傾

心
，
後
來
更
作
了
首
名
為
︿
風
光
好
﹀
的

詞
表
達
愛
意
，
內
容
為
：
﹁
好
因
緣
，
惡

因
緣
，
只
得
郵
亭
一
夜
眠
，
別
神
仙
，
琵

琶
撥
盡
相
思
調
；
知
音
少
，
待
得
鸞
膠
續

斷
絃
，
是
何
年
。
﹂
幾
天
後
，
李
後
主
設

宴
邀
請
陶
穀
，
並
命
秦
蒻
蘭
出
面
唱
歌
勸

酒
，
陶
穀
見
到
這
樣
的
場
景
，
臉
紅
地
羞

愧
北
返
。
對
於
歷
史
上
是
否
真
有
一
次
這

樣
的
外
交
事
件
已
不
得
而
知
，
可
以
確
認

的
是
，
這
則
故
事
從
宋
朝
便
一
直
相
傳
於

文
人
之
間
，
而
且
歷
久
不
衰
。
從
︿
陶
穀

贈
詞
圖
﹀
畫
上
題
詩
的
最
後
一
句
﹁
何
必

尊
前
面
發
紅
﹂
，
可
以
確
認
當
時
唐
寅
一

定
也
知
道
這
則
故
事
的
內
容
，
並
且
認
為

贈
詞
於
歌
妓
其
實
可
以
從
容
待
之
，
十
足

反
映
了
當
時
文
人
對
青
樓
文
化
喜
好
的
心

態
。
︵
註
二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這
則
故

事
還
指
涉
到
另
一
件
畫
作
的
主
角
﹁
韓
熙

載
﹂
。韓

熙
載
︵
九
二○

∼

九
七○

︶
本

來
是
山
東
人
，
後
來
因
故
轉
往
金
陵
投

效
南
唐
，
是
一
位
善
文
博
學
、
才
氣
縱
橫

的
大
臣
。
後
主
李
煜
在
位
︵
九
六
一

∼

九
七
五
︶
時
，
聽
聞
熙
載
放
縱
聲
色
，
便

派
畫
家
潛
入
府
中
，
將
秘
觀
夜
宴
時
的
情

景
繪
於
圖
上
。
這
件
畫
作
在
後
來
的
文
字

紀
錄
上
出
現
不
少
的
畫
本
，
但
就
目
前
現

存
的
情
況
而
言
，
北
京
故
宮
所
藏
的
︿
韓

熙
載
夜
宴
圖
﹀
無
疑
是
最
著
名
的
一
幅
。

︵
圖
四
︶
畫
中
反
映
了
韓
熙
載
的
外
貌
與

風
流
的
行
徑
，
隨
著
手
卷
的
展
收
之
際
，

如
同
與
李
後
主
偷
窺
了
一
場
以
韓
熙
載
為

主
，
男
女
盡
歡
的
私
人
派
對
。
除
了
北
京

圖一　明　吳偉　歌舞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圖二　明　唐寅　陶穀贈詞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三　明　唐寅　韓熙載夜宴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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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合
舞
妓
的
擺
動
，
二
幅
看
似
靜
止
的
畫

面
，
同
時
彌
漫
著
男
女
之
間
的
交
流
與
互

動
。
這
些
空
間
與
影
像
的
重
重
交
會
，
皆

在
中
央
高
燭
的
映
照
下
，
呈
現
出
越
夜
越

美
麗
的
動
人
身
影
。
種
種
這
些
，
透
露
出

畫
作
所
營
造
的
氛
圍
充
滿
了
情
色
的
想
像

空
間
。提

及
二
件
畫
作
與
情
色
畫
面
的
聯

結
，
可
以
從
相
關
圖
像
的
比
較
與
流
傳

得
到
更
多
的
輔
助
說
明
。
以
︿
陶
穀
贈
詞

圖
﹀
來
說
，
不
論
是
顧
閎
中
︿
韓
熙
載
夜

宴
圖
﹀
或
是
傳
為
李
嵩
︿
聽
阮
圖
﹀
︵
圖

七
︶
中
彈
奏
樂
器
的
女
子
，
其
雙
腳
皆
自

然
平
落
於
地
面
，
惟
有
︿
陶
穀
贈
詞
圖
﹀

的
秦
蒻
蘭
不
循
傳
統
的
母
題
畫
法
，
將
一

足
翹
起
，
露
出
顯
眼
的
紅
色
小
鞋
。
這

種
翹
足
露
出
三
寸
金
蓮
的
姿
態
，
與
後
來

故
宮
外
，
本
院
亦
藏
有
一
段
卷
末
的
殘

本
。
︵
圖
五
︶
︵
註
三
︶

有
趣
的
是
，
唐
寅

名
下
亦
有
二
件
︿
韓
熙
載
夜
宴
圖
﹀
，
分

別
為
手
卷
與
掛
軸
二
件
不
同
的
形
制
。
前

者
現
藏
於
重
慶
中
國
三
峽
博
物
館
，
畫
中

加
入
了
大
量
的
屏
風
佈
置
︵
圖
六
︶
，
增

添
了
更
多
私
密
的
氣
氛
；
而
本
院
所
藏
則

一
改
近
距
離
觀
看
的
手
卷
為
掛
軸
形
制
，

提
供
更
多
目
光
共
同
欣
賞
的
可
能
性
。

︵
註
四
︶

除
了
形
制
相
異
，
這
件
掛
軸
亦
在

空
間
的
舖
陳
上
有
所
改
變
，
將
原
本
發
生

在
室
內
的
場
景
遷
移
至
室
外
。
畫
的
內
容

取
自
手
卷
中
的
一
段
，
韓
熙
載
站
於
畫
面

中
央
偏
右
的
地
方
，
為
左
側
表
演
六
腰
舞

的
女
妓
擊
鼓
助
興
。
這
種
對
空
間
的
巧
妙

安
排
，
若
參
照
於
︿
陶
穀
贈
詞
圖
﹀
的
構

圖
，
則
不
難
發
現
二
者
存
在
著
相
互
呼
應

的
視
覺
趣
味
。
二
者
皆
為
中
、
大
型
尺
寸

的
掛
軸
，
推
測
展
示
空
間
以
室
內
為
主
，

當
畫
作
懸
掛
之
際
，
所
描
繪
的
室
外
場
景

便
與
所
陳
設
的
室
內
呈
現
空
間
交
會
的
特

殊
景
象
。
二
者
不
僅
構
圖
空
間
彼
此
呼

應
，
人
物
的
互
動
與
時
間
的
安
排
，
亦
有

相
當
的
默
契
。
相
對
於
陶
穀
以
手
拍
膝
應

和
秦
蒻
蘭
的
琵
琶
樂
曲
，
韓
熙
載
則
擊
鼓

︽
金
瓶
梅
︾
的
插
圖
設
計
存
在
著
共
同
的

視
覺
語
彙
。
︵
圖
八
︶
︵
註
五
︶

當
然
，
本
文
並
非
論
斷
晚
明
的
春

宮
版
畫
必
定
是
借
用
了
唐
寅
名
下
的
繪
畫

場
景
，
而
是
希
望
透
過
母
題
與
場
景
的
比

較
，
說
明
唐
寅
畫
作
對
情
色
文
化
或
圖
像

上
所
可
能
扮
演
的
角
色
與
貢
獻
。
在
托
名

於
唐
寅
所
繪
的
︽
風
流
絕
暢
︾
畫
冊
圖
引

中
，
寫
到
出
版
者
﹁
丙
午
春
讀
書
萬
花
樓

中
，
雲
間
友
人
持
唐
伯
虎
先
生
︽
競
春
圖

卷
︾
來
，
把
弄
無
倦
。
時
華
南
美
蔭
主
人

至
，
謂
不
佞
曰
：
﹃
春
意
一
書
，
坊
刊
不

下
數
十
種
，
未
有
如
是
之
精
異
入
神
者
。

俊
麗
盛
滿
，
亦
曲
盡
矣
！
﹄
因
覓
名
繪
手

臨
之
，
仍
廣
為
二
十
四
勢
。
中
原
詞
人
墨

客
，
爭
相
詠
次
於
左
，
易
其
名
曰
︽
風
流

絕
暢
︾
﹂
簡
短
引
言
除
交
待
了
︽
風
流
絕

暢
︾
成
圖
的
經
過
，
還
透
露
出
唐
寅
在
此

一
畫
類
所
享
的
盛
名
。
而
︽
風
流
絕
暢
︾

圖
的
出
版
，
顯
然
在
當
時
已
成
為
上
得
了

枱
面
的
藝
術
精
品
，
以
致
於
中
原
詞
人

墨
客
，
爭
相
詠
次
於
左
。
︵
註
六
︶

特
別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
風
流
絕
暢
︾
圖
冊
甚

至
跨
越
地
域
，
成
為
中
日
之
間
共
通
的

圖四　南唐　顧閎中　韓熙載夜宴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南唐　顧閎中　韓熙載夜宴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明　唐寅　韓熙載夜宴圖　局部　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

圖七　左：〈韓熙載夜宴圖〉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右：明人〈聽阮圖〉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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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
術
語
言
。
菱
川
師
宣
︵
一
六
一
八

∼

一
九
六
四
︶
的
許
多
作
品
中
，
便
使
用
了

這
本
托
名
於
唐
寅
的
春
宮
畫
冊
，
開
創
出

日
本
春
畫
的
精
彩
樣
貌
。
︵
註
七
︶

對
於
擁

有
﹁
江
南
第
一
風
流
才
子
﹂
美
稱
的
唐
伯

虎
來
說
，
其
詩
書
畫
的
藝
術
造
詣
已
是
不

爭
的
事
實
，
至
於
風
流
的
特
質
，
以
及
對

註
釋

1.  

包
括
張
岱
︽
陶
庵
夢
憶
︾
、
余
懷
︽
板
橋
雜

記
︾
等
皆
對
明
代
中
晚
期
秦
准
河
中
文
人
與
女

妓
的
往
來
有
所
描
寫
，
相
關
研
究
請
參
見
王
鴻

泰
，
︿
美
人
相
伴—

明
清
文
人
的
美
色
品
賞

與
情
藝
生
活
的
經
營
﹀
，
︽
新
史
學
︾
，
二
四

卷
二
期
，
二○

一
三
年
六
月
，
頁
七
一—

一
三

○

；
汪
榮
祖
，
︿
文
筆
與
史
筆—

論
秦
淮
風
月

與
南
明
興
亡
的
書
寫
與
記
憶
﹀
，
︽
漢
學
研

究
︾
，
二
九
卷
一
期
，
二○

一
一
年
三
月
，
頁

一
八
九—

二
二
二
；
李
孝
悌
，
︿
桃
花
扇
底
送

南
朝—

斷
裂
的
逸
樂
﹀
，
︽
新
史
學
︾
，
十
七

卷
三
期
，
二○

○

六
年
九
月
，
頁
一—

五
九
。

2.  

關
於
︿
陶
穀
贈
詞
圖
﹀
與
其
暗
示
的
情
色
意

象
，
請
參
見
拙
著
，
︿
共
賞
春
宵—

唐
寅
︽
陶

穀
贈
詞
圖
︾
的
風
格
與
意
涵
﹀
，
︽
中
原
學

報
︾
三
二
卷
四
期
，
二○

○

四
年
十
二
月
，
頁

五
九
九—

六
一
七
。

3.  

有
關
︿
韓
熙
載
夜
宴
圖
﹀
的
各
種
畫
本
與
討

論
，
請
見
陳
葆
真
，
︿
南
唐
繪
畫
的
特
色
與
相

關
問
題
的
探
討
﹀
，
收
錄
於
氏
著
，
︽
李
後
主

和
他
的
時
代—
南
唐
藝
術
與
歷
史
論
文
集
︾
，

臺
北
：
石
頭
，
二○

○

七
，
頁
二
九
九—

三
一
五
。

4.  

目
前
學
界
多
不
認
為
此
二
圖
為
唐
寅
之
真
蹟
，

但
重
慶
本
畫
上
的
題
跋
應
為
唐
寅
所
作
，
可
以

推
測
唐
寅
對
這
樣
的
畫
作
應
不
陌
生
，
也
應
該

有
一
定
的
影
響
，
這
裡
的
討
論
僅
就
畫
作
的
形

式
與
構
圖
為
敘
述
重
點
。

5.  

此
外
，
︿
韓
熙
載
夜
宴
圖
﹀
原
本
就
充
斥
著

男
女
縱
放
尋
樂
的
場
景
，
其
中
擊
鼓
觀
舞
一

段
，
將
情
色
的
營
造
推
向
了
最
高
潮
，
此
圖

末
端
描
繪
床
塌
及
其
所
隆
起
的
被
褥
十
分

引
人
遐
想
，
也
就
不
難
理
解
晚
明
春
宮
版
畫

︽
青
樓
剟
景
︾
以
類
似
的
佈
置
做
為
男
歡
女

愛
的
重
要
場
景
︵
請
參
考S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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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
0

1
0

年
，
南
院
處
曾
邀
請
美
國
普
林
斯
頓
大

學
艾
思
仁
︵Sö

re
n

 Ed
g

re
n

︶
教
授
以
︿
晚

明
情
色
插
圖
與
浮
世
繪
的
起
源
﹀
為
題
，
討

論
明
代
晚
期
套
色
版
畫
的
藝
術
成
就
。
相
關

研
究
亦
可
見
於
二○

○

九
年
四
月
所
出
版
的

O
R

IEN
TA

TIO
N

S

期
刊
中
，
該
專
號
以
澁
井
清

所
收
藏
的
明
代
春
宮
版
畫
為
中
心
展
開
討
論
。

7.  

相
關
討
論
請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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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本
的
春

畫
介
紹
可
見
莊
伯
和
，
︿
春
畫
之
極
致—

日

本
枕
繪
﹀
，
收
錄
於
高
羅
佩
原
著
，
杜
三
升

編
，
︽
祕
戲
圖
大
觀
︾
，
臺
北
：
金
楓
，

一
九
九
三
，
頁
三
五
五—

四
一
三
。

圖八　左：〈陶穀贈詞圖〉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右：《金瓶梅》明版插圖　潘金蓮雪夜弄琵琶　局部　引自梅節校注，《金瓶梅詞話》

青
樓
情
色
文
化
的
影
響
，
或
可
從
這
︿
陶

穀
贈
詞
圖
﹀
及
︿
韓
熙
載
夜
宴
圖
﹀
二
件

繪
畫
作
品
窺
其
端
倪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南
院
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