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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箋
到
︽
文
美
齋
詩
箋
譜
︾

古
人
所
稱
的
箋
，
通
常
是
指
製
作

精
美
的
小
幅
紙
張
，
多
半
是
文
人
用
來
抒

寫
詩
詞
，
或
作
魚
雁
往
返
之
用
。
這
是
由

於
文
人
惜
字
重
墨
，
用
這
樣
的
紙
張
題
下

抒
情
小
語
、
詩
詞
閒
賞
、
或
魚
傳
尺
素
，

可
以
充
分
顯
露
出
文
人
的
風
雅
氣
韻
。
箋

詩
箋
彩
印
寫
新
章

文
美
齋
詩
箋
譜
展
示
教
具
的
設
計
與
製
作

王
聖
涵

紙
的
紙
張
形
樣
，
從
雪
白
的
單
色
素
箋
，

其
上
飾
以
回
紋
、
雲
紋
等
各
式
紋
樣
作
為

邊
框
；
或
以
單
色
白
描
圖
樣
作
為
底
紋
裝

飾
；
更
講
究
的
，
甚
至
以
彩
色
套
印
所

製
的
各
式
花
、
鳥
、
山
、
石
，
其
色
澤
、

紋
樣
仿
如
手
繪
般
自
然
生
動
，
或
有
以
拱

花
、
餖
版
技
法
呈
現
立
體
質
感
，
讓
文
人

在
寫
下
醞
釀
多
時
、
情
意
深
摯
的
詞
句

時
，
更
顯
相
得
益
彰
。
其
後
，
又
將
形
色

各
異
的
箋
紙
彙
整
成
冊
，
製
成
箋
譜
，
成

為
箋
譜
以
後
的
箋
紙
，
早
已
超
越
書
寫
的

實
際
用
途
，
轉
而
成
為
具
收
藏
鑑
賞
價
值

的
藝
術
作
品
。

箋
的
運
用
，
早
在
南
北
朝
時
期
，

位
於
正
館
一
〇
三
陳
列
室
的
﹁
古
籍
與
密
檔—

院
藏
圖
書
文
獻
珍
品
展
﹂
，
是
本
院
針
對
善
本
古

籍
與
奏
摺
檔
案
之
展
出
所
規
劃
的
常
設
展
廳
。
由
於
展
示
內
容
多
半
為
圖
書
及
奏
摺
文
書
等
紙
類

文
物
，
雖
然
內
容
豐
富
可
觀
，
然
相
較
於
器
物
或
繪
畫
類
文
物
，
較
缺
少
視
覺
上
的
吸
引
力
。
為

了
突
破
此
一
客
觀
上
的
侷
限
，
本
年
度
在
規
劃
展
覽
初
期
，
便
嘗
試
以
教
育
意
義
概
念
投
注
於
展

覽
之
中
。
此
次
為
配
合
展
示
古
籍
︽
文
美
齋
詩
箋
譜
︾
，
特
地
以
今
日
素
材
再
現
往
昔
彩
色
套
版

印
刷
的
成
果
，
並
將
此
一
過
程
製
成
影
片
，
透
過
現
場
展
示
與
影
片
播
放
呈
現
，
本
文
就
此
展
製

作
設
計
理
念
作
更
深
入
之
介
紹
與
說
明
。

圖一　本展覽所選《文美齋詩箋譜》圖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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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出
現
五
色
花
箋
的
說
法
；
到
了
隋
唐
之

際
，
更
有
唐
代
蜀
地
女
詩
人
薛
濤
命
人
製

成
的
深
紅
彩
箋
，
人
稱
﹁
薛
濤
箋
﹂
稱

譽
於
時
。
到
了
宋
、
元
、
明
之
際
，
各
式

質
精
量
多
的
箋
紙
，
如
雨
後
春
筍
般
，

紛
紛
出
現
於
市
面
上
。
像
是
宋
代
的
澄
心

堂
紙
箋
、
碧
雲
春
樹
箋
、
龍
鳳
箋
、
團
花

箋
等
，
其
紙
質
堅
韌
，
外
觀
華
麗
精
緻
，

深
得
文
人
喜
愛
；
元
代
箋
紙
雖
然
不
如
宋

代
那
般
的
華
麗
講
究
，
但
各
式
彩
箋
、
花

箋
、
羅
紋
箋
等
，
仍
常
被
使
用
；
到
了
明

代
萬
曆
年
間
以
後
，
箋
紙
的
製
作
在
印
刷

技
術
成
熟
與
多
元
發
展
下
，
被
視
為
是
鼎

盛
的
高
峰
期
，
此
時
的
箋
紙
因
為
受
到
版

畫
、
畫
譜
、
墨
譜
等
圖
像
藝
術
盛
行
之
影

響
，
不
但
從
箋
進
展
到
箋
譜
，
諸
如
明
吳

發
祥
編
繪
的
︽
蘿
軒
變
古
箋
譜
︾
、
胡
正

言
輯
印
︽
十
竹
齋
箋
譜
︾
等
，
同
時
也
因

運
用
雕
版
印
刷
的
餖
版
及
拱
花
技
法
，
其

色
澤
多
彩
及
凹
凸
立
體
的
多
面
呈
現
，
在

令
人
賞
心
悅
目
之
餘
，
同
時
更
帶
動
文
人

購
買
及
珍
藏
箋
譜
的
跟
隨
流
風
。

這
股
﹁
跟
風
﹂
，
從
明
末
一
直
延
續

至
清
末
，
這
段
期
間
雖
仍
有
箋
紙
或
箋
譜

出
版
，
像
是
清
康
熙
間
李
漁
芥
子
園
書
鋪

所
販
售
的
﹁
芥
子
園
名
箋
﹂
，
然
並
未
有

特
別
創
新
或
技
法
足
以
與
前
朝
箋
譜
並
駕

其
驅
者
，
故
未
能
引
起
市
場
上
的
關
注
。

直
到
清
光
緒
年
間
出
版
的
︽
文
美
齋
詩
箋

譜
︾
︵
箋
譜
內
因
有
百
幅
花
卉
圖
，
故
又

稱
︽
百
花
詩
箋
譜
︾
︶
，
在
時
間
上
，
可

謂
趨
近
於
箋
譜
印
製
流
風
的
最
終
階
段
，

然
有
趣
的
是
，
在
出
版
數
十
年
之
後
，
卻

意
外
地
引
起
文
學
家
魯
迅
的
注
意
，
進
而

促
成
了
後
來
他
與
鄭
振
鐸
合
作
刊
印
︽
北

平
箋
譜
︾
的
文
壇
軼
事
。

出
版
於
清
宣
統
三
年
︵
一
九
一
一
︶

的
︽
文
美
齋
詩
箋
譜
︾
︵
圖
一
︶
是
由
文

美
齋
主
人
焦
書
卿
︵
一
八
四
二

∼

？
︶
邀

請
天
津
著
名
畫
家
張
兆
祥
︵
字
龢
庵
，

一
八
五
二

∼

一
九○

八
︶
為
其
繪
製
的
一

部
詩
箋
圖
譜
。
文
美
齋
，
為
清
道
光
年
間

以
迄
民
初
天
津
著
名
的
南
紙
局
，
除
了
販

售
文
房
用
具
外
，
也
自
行
出
版
印
製
書

籍
。
光
緒
十
八
年
︵
一
八
九
二
︶
，
張

兆
祥
在
文
美
齋
主
人
焦
書
卿
力
邀
下
為
其

繪
製
百
幅
花
卉
，
製
成
箋
譜
；
為
了
出
版

此
一
箋
譜
，
焦
書
卿
另
邀
請
桐
城
名
士
張

祖
翼
︵
字
逖
先
，
號
磊
盦
，
一
八
四
九

∼

一
九
一
七
︶
題
寫
書
簽
及
序
言
，
根
據
書

前
清
光
緒
三
十
二
年
︵
一
九○

六
︶
張
祖

翼
序
文
︵
圖
二
︶
：

 

書
畫
之
妙
，
當
以
神
會
，
難
以
形
求
。

故
世
之
評
畫
者
，
以
神
韻
為
上
，
跡
象

次
之
，
然
神
韻
、
跡
象
缺
一
不
可
。
古

今
工
花
卉
者
，
不
可
勝
數
，
至
我
朝
，

惲
南
田
先
生
出
以
工
筆
寫
生
，
花
之
精

神
與
花
之
狀
態
，
皆
栩
栩
欲
活
，
可
為

極
藝
林
之
能
事
矣
。
自
是
而
後
，
術
如

惲
先
生
之
生
香
活
色
，
戛
戛
其
難
之
。

析
津
張
龢
庵
先
生
精
六
法
，
尤
工
折
枝

花
卉
，
海
內
賞
鑒
家
莫
不
許
為
南
田
後

身
。
文
美
齋
主
人
以
所
畫
花
卉
製
為
詩

箋
百
幅
，
鑄
版
行
世
，
侔
色
揣
稱
，
盡

態
極
妍
，
所
謂
趙
昌
畫
花
寫
花
形
，
徐

熙
畫
花
名
花
神
者
邪
？
鏤
既
竣
，
為
書

數
語
以
贈
。

張
祖
翼
在
序
中
特
別
強
調
書
畫
講

求
﹁
神
會
﹂
、
﹁
神
韻
﹂
為
上
，
而
﹁
形

求
﹂
、
﹁
跡
象
﹂
為
次
，
又
以
清
初
擅
長

以
﹁
沒
骨
花
卉
﹂
畫
風
稱
譽
於
世
的
惲

壽
平
︵
名
格
，
號
南
田
，
一
六
三
三

∼

一
六
九○

︶
為
典
範
。
由
於
惲
南
田
被
視

為
是
常
州
畫
派
的
開
山
祖
師
，
其
詩
、

書
、
畫
均
精
，
被
稱
為
﹁
南
田
三
絕
﹂
，

尤
擅
長
花
卉
山
水
畫
。
其
中
，
所
畫
花
卉

﹁
極
力
描
摹
，
必
得
其
生
香
活
色
而
後

已
﹂
，
其
畫
風
因
筆
法
秀
逸
、
格
調
清

雅
，
深
得
時
人
所
喜
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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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若
張
兆
祥
，
其
折
技
花
卉
畫
風

因
有
承
襲
惲
南
田
筆
法
之
遺
風
，
而
被
視

為
天
津
著
名
的
花
卉
畫
家
。
文
美
齋
主
人

焦
書
卿
先
是
邀
請
張
兆
祥
為
之
繪
製
花
卉

百
幅
，
其
後
又
以
彩
色
套
印
技
法
製
作
詩

箋
並
編
製
箋
譜
，
從
光
緒
十
八
年
邀
請
張

兆
祥
繪
製
花
卉
，
迄
宣
統
三
年
才
正
式
出

版
，
其
間
歷
程
達
二
十
年
之
久
，
可
見
此

一
技
法
的
精
確
度
與
難
度
甚
高
，
方
需
如

此
費
心
、
耗
時
。
出
版
之
後
，
又
因
彩
色

套
版
技
法
將
所
繪
花
卉
的
暈
染
效
果
絕
妙

展
現
，
廣
受
世
人
歡
迎
，
甚
至
被
視
為
是

清
末
彩
色
套
版
印
製
書
籍
的
最
終
絕
響
。

︵
圖
三
︶

展
示
教
具
之
構
思
與
落
實

由
於
筆
者
負
責
協
助
今
︵
一○

三
︶

年
度
﹁
古
籍
與
密
檔—

院
藏
圖
書
文
獻
珍

品
展
﹂
的
展
示
規
劃
，
籌
備
初
期
策
展
人

便
告
知
今
年
展
示
主
軸
希
望
圍
繞
在
﹁
彩

色
套
印
﹂
這
個
技
法
時
，
經
過
多
次
討
論

後
，
開
始
產
生
以
第
一
檔
展
覽
文
物
︽
文

美
齋
詩
箋
譜
︾
為
展
示
教
具
主
題
的
想

法
。
然
而
，
一
念
方
起
，
繼
之
而
來
的
就

是
如
何
落
實
？
臺
灣
的
印
刷
出
版
業
由
於

時
代
及
技
術
進
步
之
故
，
早
已
改
採
電
腦

分
色
製
版
，
不
再
以
人
工
製
作
套
版
。

因
此
，
在
無
法
找
到
印
刷
業
製
作
此
一
展

示
教
具
的
情
況
下
，
只
好
轉
而
尋
求
藝
術

領
域
版
畫
家
的
可
能
性
。
在
多
方
詢
問

後
，
終
於
找
到
一
位
版
畫
藝
術
家
黃
琬
玲

小
姐
願
意
嘗
試
製
作
此
一
展
示
教
具
。
然

而
，
在
製
作
教
具
之
前
，
她
也
針
對
套
版

的
概
念
及
素
材
，
與
策
展
單
位
溝
通
她
的

疑
問
。
首
先
，
從
明
代
中
後
期
到
清
末
，

從
文
獻
記
載
中
雖
可
得
知
彩
色
套
版
包
括

了
﹁
餖
版
﹂
及
﹁
拱
花
﹂
兩
種
傳
統
技

法
，
所
謂
餖
版
是
指
根
據
彩
色
畫
稿
的
各

種
設
色
要
求
，
分
別
描
摹
，
再
依
畫
稿
不

同
位
置
雕
刻
少
至
數
十
塊
，
多
至
百
塊
的

木
塊
，
其
後
按
各
種
顏
色
的
深
淺
程
度
，

依
次
套
印
或
疊
印
上
去
，
由
於
此
一
做
法

與
堆
疊
、
雜
湊
食
品
的
餖
飣
相
仿
，
故
被

稱
為
﹁
餖
版
﹂
；
而
拱
花
則
是
在
木
板
上

雕
刻
凹
或
凸
痕
，
再
以
紙
按
下
，
以
濕
水

捶
入
，
使
紙
張
貼
合
木
板
，
待
紙
張
乾
透

後
，
便
會
形
成
浮
雕
效
果
，
因
其
圖
形
凹

凸
立
體
而
被
稱
為
﹁
拱
花
﹂
。
此
二
種
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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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的
目
的
是
期
望
讓
看
展
的
觀
眾
在
欣

賞
文
物
之
餘
，
也
能
夠
停
下
腳
步
留
心
進

而
了
解
文
物
的
形
成
背
景
，
而
以
︽
文
美

齋
詩
箋
譜
︾
呈
現
往
昔
彩
色
套
版
的
製
作

過
程
及
最
終
成
果
，
是
我
們
想
要
吸
引
觀

眾
，
甚
至
開
啟
觀
眾
好
奇
心
的
策
略
之

一
。

因
此
，
邀
請
臺
灣
版
畫
藝
術
家
以
今

日
素
材
技
法
製
作
彩
色
套
版
作
品
，
一
來

雖
是
受
限
於
可
製
作
時
間
不
長
，
以
及
製

作
素
材
的
方
便
購
置
之
故
；
二
來
則
是
因

為
教
具
的
製
作
及
展
示
，
主
要
是
為
了
引

導
更
多
觀
眾
關
注
運
用
彩
色
套
版
製
作
的

展
示
文
物
，
故
其
製
作
方
式
雖
儘
量
依
循

傳
統
﹁
餖
版
﹂
及
﹁
拱
花
﹂
概
念
，
然
在

程
序
及
工
具
上
，
則
會
因
時
因
地
而
有
所

調
整
。
同
時
，
版
畫
藝
術
家
希
望
能
藉
由

此
次
製
作
教
具
的
經
驗
，
也
讓
社
會
大
眾

更
為
熟
悉
版
畫
界
所
稱
的
﹁
水
印
木
刻
﹂

版
畫
，
雖
與
民
國
初
年
榮
寶
齋
所
稱
的

﹁
木
板
水
印
﹂
，
系
出
同
源
，
但
企
圖
在

傳
統
技
法
上
尋
求
創
作
新
意
的
想
法
，
則

是
他
們
持
續
創
作
的
最
大
動
力
。

從
﹁
木
版
水
印
﹂
到
﹁
水
印
木

刻
﹂
的
新
嘗
試

民
國
二
十
二
年
︵
一
九
三
三
︶
小
說

家
魯
迅
與
藏
書
家
鄭
振
鐸
於
書
信
往
返
間

提
及
，
當
年
北
平
琉
璃
廠
所
出
產
的
箋
紙

相
較
清
末
出
版
的
︽
文
美
齋
詩
箋
譜
︾
更

佳
，
而
興
起
以
﹁
木
版
水
印
﹂
技
法
製
作

︽
北
平
箋
譜
︾
，
一
時
蔚
為
風
潮
，
稱
譽

不
絕
。
所
謂
的
﹁
木
版
水
印
﹂
即
指
昔
日

舊
稱
的
餖
版
、
拱
花
技
法
；
之
後
，
則
有

越
來
越
多
人
將
此
種
技
法
稱
為
﹁
水
印
木

刻
﹂
。
然
而
，
不
論
稱
﹁
木
版
水
印
﹂
或

﹁
水
印
木
刻
﹂
，
其
製
作
工
序
大
致
上
是

相
近
的
。
主
要
工
序
可
以
粗
分
為
勾
描
畫

稿
、
雕
版
鏤
刻
，
以
及
分
色
套
印
三
大
部

分
，
每
一
部
分
的
工
序
都
有
一
定
的
順
序

及
步
驟
，
絲
毫
馬
虎
不
得
。

由
於
此
次
展
示
教
具
是
打
算
根
據
文

物
內
容
依
樣
製
作
，
因
此
首
先
我
們
針
對

︽
文
美
齋
詩
箋
譜
︾
的
一
百
幅
作
品
，
初

步
篩
選
花
卉
構
圖
較
為
符
合
本
次
展
覽
的

規
劃
設
計
之
部
分
作
品
。
選
取
花
卉
原
則

以
構
圖
簡
單
，
但
顏
色
變
化
較
為
豐
富
，

能
與
粉
彩
色
系
的
展
覽
空
間
有
所
區
隔
，

作
概
念
，
雖
然
大
致
知
其
作
法
，
但
今
日

在
台
灣
已
無
完
整
的
技
法
傳
承
，
現
今
版

畫
創
作
所
使
用
的
作
法
，
則
受
到
日
本
浮

世
繪
與
西
方
木
刻
版
畫
技
法
的
影
響
而
有

所
不
同
。
像
是
餖
版
技
法
所
使
用
的
分
色

木
板
塊
，
今
日
藝
術
創
作
已
難
以
雕
刻
成

那
樣
的
塊
狀
木
板
，
多
為
整
片
的
木
板

片
。
此
作
法
若
與
傳
統
古
法
不
同
，
會
被

質
疑
嗎
？

針
對
此
點
，
筆
者
與
策
展
人
上
網

蒐
羅
資
料
，
發
現
今
日
以
餖
版
、
拱
花
古

法
製
作
﹁
木
版
水
印
﹂
彩
色
套
版
作
品
，

主
要
有
四
處
：
北
京
榮
寶
齋
、
上
海
朵
雲

軒
、
天
津
楊
柳
青
，
以
及
浙
江
的
西
湖
藝

苑
。
其
中
，
北
京
榮
寶
齋
為
此
製
作
了
一

段
影
片
呈
現
仿
古
技
法
；
而
浙
江
杭
州
的

黃
小
建
，
則
被
視
為
現
今
仍
完
整
掌
握

﹁
餖
版
﹂
及
﹁
拱
花
﹂
傳
統
技
法
之
人
。

如
此
看
來
，
欲
呈
現
民
國
以
來
被
榮
寶
齋

定
名
為
﹁
木
版
水
印
﹂
的
彩
色
套
印
技

法
，
若
非
前
往
邀
請
中
國
專
家
製
作
，
則

難
以
標
榜
是
以
﹁
餖
版
﹂
及
﹁
拱
花
﹂
技

法
重
現
︽
文
美
齋
詩
箋
譜
︾
的
彩
色
套
版

成
果
。
然
而
，
受
限
於
開
展
時
間
要
求
，

以
及
回
歸
至
製
作
教
具
的
初
衷
及
本
心
，

又
能
突
顯
花
卉
本
身
的
色
調
與
特
色
。
再

請
版
畫
家
根
據
我
們
提
供
的
素
材
，
考
慮

其
分
色
製
板
的
數
量
、
印
製
時
間
及
難
易

程
度
等
各
方
因
素
，
最
後
選
定
以
藍
色
雛

菊
與
橘
黃
色
淩
霄
花
的
花
卉
箋
圖
，
作
為

此
次
展
示
教
具
的
底
稿
。
︵
見
圖
一
︶

一
、
勾
描

在
進
行
勾
描
畫
稿
之
前
，
需
先
按
色

分
版
。
由
於
︽
文
美
齋
詩
箋
譜
︾
早
已
完

成
全
文
數
位
化
掃
描
，
在
經
過
圖
檔
申
請

後
，
提
供
作
為
展
示
教
具
製
作
之
用
的
底

稿
。
版
畫
家
便
可
藉
此
圖
檔
分
析
原
作
品

的
色
彩
運
用
，
以
達
到
分
色
製
作
的
準
確

度
。
另
外
，
在
考
慮
展
示
效
果
時
，
由
於

原
圖
尺
寸
偏
小
，
為
了
呈
現
作
品
的
清
晰

度
，
在
與
版
畫
家
討
論
後
，
決
定
放
大
製

作
成
原
書
尺
寸
的
一
點
五
倍
大
，
以
方
便

觀
眾
可
以
更
清
楚
的
看
到
作
品
細
微
處
。

在
檢
視
底
稿
後
，
版
畫
家
依
花
卉
暈

染
及
葉
脈
層
次
的
深
淺
程
度
，
分
成
黃
、

橙
、
藍
、
綠
、
褐
等
色
，
估
計
至
少
需
分

成
九
塊
雕
版
。
所
用
木
板
為
現
今
版
畫
創

作
較
為
常
見
且
普
遍
的
日
製
版
畫
用
三
合

板
，
因
其
表
面
細
緻
，
在
水
印
過
程
中
不

圖三　《文美齋詩箋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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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
的
等
各
種
需
求
，
掌
控
調
色
、
濕
紙
、

板
的
水
量
、
上
色
筆
的
水
量
與
印
製
時
施

壓
的
力
道
，
以
完
成
作
品
，
這
不
但
考

驗
製
作
者
的
經
驗
與
功
力
，
同
時
失
敗
率

極
高
，
這
是
水
印
木
刻
技
術
的
高
難
度
所

在
，
亦
是
難
以
大
量
製
作
，
進
而
傳
承
後

世
的
原
因
之
一
。

三
、
套
版

此
次
版
畫
家
依
照
原
作
的
配
色
與

各
色
版
分
色
需
求
，
使
用
水
性
顏
料
進
行

調
色
、
校
色
與
備
料
，
除
了
顏
色
之
外
，

因
工
作
時
程
常
費
時
數
日
，
需
同
時
考
慮

到
色
料
濃
淡
程
度
與
預
備
的
份
量
是
否
足

夠
，
再
將
備
好
之
色
料
裝
在
密
閉
罐
，
以

防
受
潮
變
色
。
之
後
，
再
將
準
備
的
宣
紙

均
勻
噴
濕
，
中
間
以
白
報
紙
間
隔
，
保
持

一
定
的
濕
潤
程
度
，
其
目
的
在
使
印
製
時

顏
色
易
滲
入
紙
內
，
尤
其
一
塊
色
版
上
多

色
時
，
宣
紙
的
濕
潤
程
度
也
會
影
響
到
顏

色
暈
染
的
效
果
。
此
外
，
木
板
上
色
那
面

也
需
均
勻
噴
濕
，
並
靜
置
片
刻
，
使
水
份

滲
入
版
面
達
到
飽
和
，
可
增
加
上
色
時
的

吸
附
力
。
︵
圖
九

∼

十
一
︶

進
行
分
色
套
版
的
工
序
時
，
要
依
照

圖四　木板先上淡墨色，以利雕版辨識。　筆者攝

圖五　中襯複寫紙進行勾描　筆者攝

易
變
形
，
且
用
畢
風
乾
後
便
可
回
復
平
整

原
樣
，
而
被
視
為
穩
定
度
較
高
的
創
作
材

質
。
勾
描
的
製
作
工
序
，
為
先
將
木
板

均
勻
刷
上
淡
墨
，
以
增
加
雕
版
時
的
辨
識

度
，
同
時
需
事
先
找
出
定
位
的
基
準
點
，

其
目
的
乃
為
了
後
續
套
印
時
落
點
定
位
精

準
。
版
畫
家
的
作
法
是
在
每
塊
木
板
下

圖六　以三角刀刻版　筆者攝

圖七　斜口刀用來修飾細部線條　筆者攝

圖八　完成之各色套版　黃琬玲攝

方
及
右
側
分
別
標
出
水
平
及
垂
直
線
，
並

在
右
下
角
以
此
畫
出
直
角
三
角
形
，
在
左

側
以
水
平
線
為
底
標
出
一
長
方
形
，
並
在

刻
版
時
刻
出
直
角
三
角
形
與
長
方
形
的
位

置
，
以
此
作
為
定
位
的
依
據
。

將
花
卉
圖
面
印
出
後
，
先
固
定
於
木

板
上
，
圖
與
木
板
中
間
再
襯
上
複
寫
紙
。

之
後
再
以
硬
筆
描
繪
出
預
備
製
作
各
色
套

版
的
外
型
輪
廓
。
此
一
方
式
較
為
省
時
省

力
，
因
為
相
較
於
往
昔
以
雁
皮
紙
勾
描
，

再
臨
摹
原
作
，
其
後
再
將
加
濕
的
雁
皮
紙

反
貼
至
木
板
面
，
加
壓
反
印
輪
廓
至
木
板

的
方
式
，
不
僅
方
便
，
同
時
也
更
為
快

速
。
︵
圖
四
、
五
︶

二
、
刻
版

進
行
刻
版
時
，
以
一
手
握
刀
，
另

一
手
加
強
輔
助
，
以
均
勻
平
順
的
力
量
，

使
刀
尖
朝
著
適
當
的
方
向
，
由
內
而
外
加

以
鏤
刻
。
此
次
所
用
木
刻
刀
主
要
為
三
角

刀
、
斜
口
刀
及
圓
口
刀
，
其
中
三
角
刀
是

用
來
刻
畫
主
要
的
圖
塊
線
條
，
斜
口
刀
則

是
用
來
修
飾
更
為
細
緻
之
線
條
，
圓
口
刀

用
以
剔
除
木
版
線
條
周
圍
區
域
的
較
大
面

積
部
分
。
︵
圖
六

∼

圖
八
︶

刻
版
完
成
後
，
便
開
始
進
行
分
色

套
印
的
工
序
。
由
於
水
印
木
刻
技
法
必
須

掌
握
良
好
的
顏
料
及
水
分
比
例
，
以
留
下

美
麗
的
痕
跡
，
因
此
水
量
的
控
制
就
成
為

成
功
與
否
的
重
要
關
鍵
。
製
作
時
必
須
理

解
當
下
外
在
環
境
的
溫
濕
度
情
形
，
再
依

圖
面
線
條
清
晰
、
柔
和
、
色
塊
飽
和
、
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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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
至
深
、
由
淡
至
濃
的
原
則
依
序
進
行
上

色
。
首
先
，
以
色
筆
在
色
版
數
處
沾
色
，

再
以
毛
刷
均
勻
將
色
料
上
至
版
面
，
力
道

必
須
注
意
均
衡
且
輕
快
，
避
免
邊
緣
積
色

過
重
。
如
果
為
一
版
多
色
，
在
刷
色
時
更

須
留
意
色
料
分
布
與
刷
色
的
方
向
一
致
。

上
色
後
，
接
著
將
印
紙
捲
起
，
下

方
對
準
版
面
基
準
線
後
，
輕
柔
的
鋪
於
板

中
，
選
擇
效
果
最
佳
的
一
張
作
為
本
次
的

展
示
教
具
。
︵
圖
十
二

∼

十
五
︶

展
示
教
具
的
呈
現
與
檢
討

在
展
示
設
計
討
論
階
段
，
初
步
決

定
展
出
的
教
具
應
該
包
含
水
印
木
刻
的
套

版
印
刷
成
品
、
色
版
及
版
畫
工
具
。
最
終

教
具
的
置
放
位
置
，
配
合
展
場
空
間
置
於

古
籍
分
說
明
牆
的
左
側
，
牆
面
則
展
出
水

印
木
刻
的
成
品
，
以
嵌
入
牆
面
的
呈
現
方

式
，
不
僅
可
以
兼
顧
展
示
品
的
安
全
，
又

可
以
強
調
展
示
效
果
。
另
外
，
為
使
觀
眾

除
欣
賞
展
示
成
品
外
，
並
以
文
字
說
明
及

照
片
讓
觀
眾
可
以
了
解
水
印
木
刻
的
歷
史

背
景
與
製
作
過
程
。
在
展
場
佈
置
階
段
，

由
於
陳
列
空
間
有
限
，
除
以
照
片
說
明
取

代
工
具
實
物
外
，
更
以
各
色
色
版
斜
置
的

展
示
手
法
，
一
來
節
省
展
示
空
間
，
二
來

呈
現
套
版
的
視
覺
美
感
，
藉
著
由
左
至
右

的
觀
看
方
向
，
表
現
出
各
色
套
版
由
淺
至

深
的
套
印
工
序
。
︵
圖
十
六
︶

特
別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本
展
在
籌
備

之
初
，
在
受
到
馮
明
珠
院
長
的
啟
發
及
指

示
下
，
針
對
此
次
展
示
教
具
的
製
作
工
藝

圖十五　逐色套印後成果　黃琬玲攝

圖十二　以毛刷均勻將色料上至版面　筆者攝

圖十四　以馬連以畫圈方式均勻加壓　筆者攝

圖十三　紙張對齊基準點後套色　筆者攝
圖九　使用工具材料　黃琬玲攝

圖十　進行調色比對　筆者攝

圖十一　刻版噴濕後靜置　筆者攝

上
，
上
方
蓋
上
一
層
白
報
紙
後
，
再
將
拓

印
時
所
用
工
具
﹁
馬
連
﹂
以
畫
圓
圈
動
作

加
壓
擦
印
。
通
常
印
大
面
積
色
塊
時
，
壓

印
力
道
應
要
輕
盈
，
以
使
印
出
色
塊
較
為

均
勻
；
若
印
小
面
積
的
色
塊
、
線
條
時
，

力
道
可
以
加
重
，
使
得
邊
緣
細
節
更
為
輕

晰
、
明
快
。
壓
印
後
將
紙
小
心
掀
起
，
便

可
依
序
進
行
下
一
塊
色
板
的
上
色
、
刷

色
與
套
印
等
工
作
，
直
至
完
成
。
剛
開
始

的
套
印
工
作
，
各
色
版
均
會
在
試
印
後
多

次
修
版
，
重
複
雕
修
其
細
部
、
輪
廓
與
周

遭
範
圍
，
同
時
，
色
版
吸
收
色
料
後
呈
現

出
來
的
飽
和
度
與
均
勻
度
，
也
會
在
逐
次

的
上
色
過
程
中
愈
趨
穩
定
，
在
完
成
理
想

的
作
品
前
，
至
少
需
要
數
十
次
甚
至
更
多

的
嘗
試
。
最
後
才
在
完
成
的
十
數
張
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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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　本展覽展示教具現場實景　筆者攝

還
另
外
進
行
影
片
拍
攝
，
在
經
過
多
次
的

討
論
後
，
已
剪
輯
成
短
片
，
日
後
會
在
展

場
定
期
播
放
。
期
望
本
展
在
提
供
展
示
教

具
之
餘
，
觀
眾
還
可
以
藉
由
影
片
了
解
現

今
的
水
印
木
刻
技
法
的
歷
史
源
頭
，
以
及

製
作
過
程
中
的
艱
難
，
傳
達
古
人
技
藝
的

博
大
精
深
與
傳
承
不
易
的
教
育
意
義
。

本
文
承
蒙
策
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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婷
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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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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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畫
家
黃
琬
玲

小
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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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諸
多
寶
貴
資
料
、
意
見
及
協
助
，
特
此
申

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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