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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覽
經
緯

 

本
次
故
宮
文
物
出
國
展
的
中
文
名

稱
以
﹁
帝
王
品
味
﹂
為
主
標
題
，
但
亞
洲

藝
術
博
物
館
︵
以
下
簡
稱
﹁
亞
博
﹂
︶
訂

定
的
英
文
展
名
則
易
為
﹁
帝
王
的
珍
寶
﹂

︵E
m

perors ’ T
reasures

︶
，
明
顯
是
基

於
想
吸
引
更
廣
泛
參
觀
群
眾
的
興
趣
。
為

了
鋪
陳
展
品
相
互
間
的
緊
密
關
聯
，
策
展

故
宮
書
畫
在
舊
金
山

帝
王
品
味
佈
展
紀
實

劉
芳
如

團
隊
特
別
遴
選
出
歷
史
上
的
八
位
帝
王
，

從
宋
徽
宗
趙
佶
︵
一
一○

○

∼

一
一
二
五

在
位
︶
、
高
宗
趙
構
︵
一
一
二
七

∼

一
一
六
二
在
位
︶
、
元
世
祖
忽
必
烈

︵
一
二
六○

∼

一
二
九
四
在
位
︶
、
明

成
祖
朱
棣
︵
一
四○

二

∼

一
四
二
四
在

位
︶
、
宣
宗
朱
瞻
基
︵
一
四
二
五

∼

一
四
三
五
在
位
︶
，
到
清
聖
祖
玄
燁

五
月
下
旬
，
一
百
三
十
五
組
件
故
宮
借
展
文
物
，
包
括
書
畫
、
器
物
和
圖
書
文
獻
三
類
，
分
四
批

運
往
位
於
美
國
西
岸
的
舊
金
山
亞
洲
藝
術
博
物
館
，
參
與
兩
館
所
共
同
策
畫
的
﹁
帝
王
品
味─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精
品
展
﹂
。
展
覽
將
從
六
月
十
七
日
起
至
九
月
十
八
日
止
，
這
是
繼
一
九
六
〇

年
、
一
九
九
六
年
之
後
，
第
三
度
大
規
模
的
故
宮
文
物
赴
美
展
出
。
筆
者
在
這
次
出
行
舊
金
山
的

任
務
中
，
擔
任
押
運
文
物
及
襄
助
書
畫
佈
展
的
工
作
，
爰
將
所
觀
察
到
的
重
要
過
程
纂
輯
成
文
，

期
與
博
物
館
同
業
及
有
興
趣
的
讀
者
們
分
享
。

展
出
內
容
，
囊
括
法
書
、
繪
畫
、

緙
繡
、
善
本
、
佛
經
、
版
畫
、
青
銅
器
、

玉
器
、
陶
瓷
、
漆
器
、
冠
飾
等
品
類
，
可

謂
林
林
總
總
，
蔚
為
大
觀
，
充
分
凸
顯
了

中
華
文
化
藝
術
的
多
元
面
向
與
成
就
。
展

覽
地
點
，
則
位
在
亞
博
一
樓
特
展
區
︵
圖

一
︶
，
按
照
宋
、
元
、
明
、
清
的
年
代
順

序
，
分
四
室
陳
列
。
︵
註
一
︶

五
月
廿
六
日
，
筆
者
第
一
次
步
入

展
場
，
雖
然
當
時
各
項
展
示
工
程
猶
在
進

行
中
，
但
從
展
廳
裡
處
處
分
布
的
隔
屏
和

窗
花
，
已
可
嗅
出
濃
郁
的
中
國
式
典
雅
氛

圍
。
入
口
處
首
先
映
入
眼
簾
的
，
則
是
一

整
片
︿
宋
高
宗
后
半
身
像
﹀
的
大
型
輸
出

圖
︵
圖
二
︶
，
吳
皇
后
秀
美
的
面
容
，
以

及
裝
綴
華
麗
的
服
飾
與
頭
冠
，
為
本
展
成

功
地
營
造
出
精
緻
高
貴
的
皇
家
意
象
。

宋
高
宗
像
和
高
宗
后
像
本
次
雖
僅

借
展
冊
頁
形
式
的
半
身
畫
像
，
氣
勢
上
或

許
不
及
全
身
立
軸
畫
像
之
宏
偉
，
但
實
際

上
半
身
像
都
是
宮
廷
御
用
畫
師
以
真
人
為

本
的
寫
生
之
作
，
繪
成
後
再
據
以
製
作
全

身
像
，
所
以
半
身
像
往
往
才
是
第
一
手
的

畫
像
資
料
，
而
且
這
批
半
身
像
，
大
抵
描

圖1　「帝王品味」展場一景。　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提供

圖2　展場入口處，〈宋高宗后半身像〉的大型輸出圖。　作者攝

圖3　宋代展區中，〈宋代帝后半身像〉的陳列櫃。　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提供

︵
一
六
六
一

∼

一
七
二
二
在
位
︶
、
世
宗

胤
禛
︵
一
七
二
三

∼

一
七
三
五
在
位
︶
、

高
宗
弘
曆
︵
一
七
三
六

∼

一
七
九
六
在

位
︶
，
並
加
上
慈
禧
太
后
葉
赫
那
拉
氏

︵
一
八
三
五

∼

一
九○

八
︶
，
展
示
活
躍

於
每
位
帝
王
在
位
期
間
的
藝
術
家
作
品
，

時
間
上
下
貫
穿
八
百
年
，
試
圖
系
統
呈
現

各
個
時
期
故
宮
典
藏
的
精
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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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
細
膩
，
洵
非
一
般
的
樣
稿
所
可
比
擬
。

︵
圖
三
︶
舊
金
山
亞
洲
藝
術
博
物
館
便
將

此
二
作
製
成
大
型
輸
出
圖
，
張
掛
於
博
物

館
的
外
牆
，
效
果
確
實
非
常
吸
睛
。
︵
圖

四
︶

在
宋
代
展
區
中
，
最
能
代
表
帝
王

藝
術
品
味
的
作
品
，
當
推
徽
宗
︵
一○

八
二

∼

一
一
三
五
︶
的
︿
書
怪
石
詩
﹀
。

本
區
選
展
的
書
蹟
，
有
錢
舜
舉

︵
十
三
世
紀
︶
︿
書
七
言
律
詩
﹀
和
趙

孟
頫
︵
一
二
五
四

∼

一
三
二
二
︶
、
鮮
于

樞
︵
一
二
四
六

∼

一
三○

二
︶
︿
墨
蹟
合

冊
﹀
。
前
者
為
書
寫
於
界
格
的
楷
書
，
運

筆
勁
健
。
錢
氏
作
品
存
世
僅
此
一
件
，
十

分
珍
稀
。
後
者
凡
四
開
，
內
容
包
含
二
位

書
家
論
述
前
代
書
畫
古
物
的
心
得
，
為
研

究
元
人
的
藝
文
活
動
及
交
遊
網
絡
，
提
供

了
具
體
的
研
究
史
料
。
︵
圖
六
︶

元
代
繪
畫
，
展
品
包
括
任
仁
發

︵
一
二
五
四

∼

一
三
二
七
︶
的
︿
橫

琴
高
士
圖
﹀
、
王
蒙
︵
一
三○

八

∼

一
三
八
五
︶
的
︿
東
山
草
堂
圖
﹀
、
王
淵

︵
十
四
世
紀
︶
︿
畫
花
卉
冊
﹀
和
元
人

︿
麻
姑
獻
壽
﹀
等
。
部
分
作
品
雖
然
不
盡

然
出
自
原
簽
題
所
標
示
的
畫
家
，
但
作
品

本
身
仍
具
備
高
度
的
藝
術
價
值
。

明
代
展
區
的
選
件
，
是
透
過
︿
花

下
貍
奴
圖
﹀
和
︿
書
畫
合
璧
冊
﹀
來
代
表

宣
宗
︵
一
三
九
九

∼

一
四
三
五
︶
的
藝
術

表
現
。
兩
者
一
工
一
寫
，
風
格
亦
互
不
相

侔
。
比
之
於
宋
徽
宗
超
卓
的
書
畫
成
就
，

明
宣
宗
顯
然
有
所
不
及
，
不
過
他
對
於
藝

術
的
愛
好
與
居
高
引
領
，
依
舊
讓
明
代
的

帝
后
畫
像
為
起
始
，
也
遴
選
了
馬
遠
︵
活

動
於
一
一
九○

∼

一
二
二
四
︶
︿
山
徑
春

行
﹀
，
與
馬
麟
︵
活
動
於
一
一
九
五

∼

一
二
六
四
︶
的
︿
芳
春
雨
霽
﹀
。
馬
氏
父

子
先
後
任
職
於
光
宗
、
寧
宗
、
理
宗
的

宮
廷
畫
院
，
作
品
多
能
將
採
擷
的
自
然
好

景
，
與
詩
意
相
結
合
，
表
現
出
畫
中
有
詩

的
典
雅
情
調
。
展
出
的
兩
件
作
品
均
有
寧

宗
題
記
，
足
見
二
家
在
宮
廷
畫
院
中
極
受

看
重
，
將
這
兩
件
小
品
並
置
於
一
櫃
，
也

益
能
凸
顯
南
宋
繪
畫
發
展
的
嶄
新
視
界
。

︵
圖
五
︶

本
區
牆
櫃
所
陳
列
的
宋
人
緙
絲
︿
佛

像
﹀
軸
，
描
寫
佛
陀
於
藍
地
圓
光
中
，
結

跏
趺
坐
蓮
花
臺
上
的
莊
嚴
法
相
。
不
僅
織

工
細
膩
，
色
線
的
配
搭
亦
極
為
優
雅
沉

穩
，
可
謂
宋
代
緙
絲
工
藝
的
精
彩
之
作
。

元
代
展
區
，
以
︿
元
世
祖
半
身

像
﹀
為
開
端
。
畫
像
中
，
忽
必
烈
︵
一
一 

六
二

∼

一
二
二
七
︶
的
臉
形
豐
厚
圓
潤
，

頭
梳
婆
焦
髮
辮
，
身
著
白
色
質
孫
服
，
頭

戴
黑
白
二
色
暖
帽
，
除
服
飾
裝
束
與
宋
朝

皇
帝
明
顯
不
同
外
，
面
部
強
調
暈
染
的
手

法
，
也
映
現
了
元
代
肖
像
畫
用
色
甚
過
用

墨
的
偏
好
。

徽
宗
趙
佶
是
中
國
歷
史
上
少
數
兼
善
書
畫

的
帝
王
，
此
作
行
筆
轉
折
極
見
挺
勁
瀟

灑
，
足
為
其
﹁
瘦
金
體
﹂
書
風
的
代
表
，

另
外
亦
體
現
了
宋
人
珍
賞
奇
石
的
審
美
時

尚
。
同
一
展
櫃
也
陳
列
北
宋
文
學
家
歐
陽

脩
︵
一○

○

七

∼

一○

七
二
︶
的
︿
致
元

珍
學
士
尺
牘
﹀
，
此
札
以
行
楷
筆
意
，
向

好
友
抒
發
自
請
外
放
的
複
雜
心
境
，
兼
得

精
謹
與
爽
利
的
風
致
。

本
區
的
山
水
畫
，
是
以
宋
人
︿
溪
山

暮
雪
﹀
為
代
表
。
此
軸
主
景
居
中
而
立
的

構
圖
，
明
顯
承
繼
了
范
寬
、
郭
熙
一
脈
巨

碑
式
山
水
的
餘
緒
，
但
中
景
迷
離
的
煙
雲

變
滅
，
與
細
秀
纖
柔
的
用
筆
，
儼
然
已
有

李
唐
︿
江
山
小
景
﹀
以
後
江
南
山
水
的
風

致
，
可
據
以
詮
釋
南
北
宋
過
渡
時
期
的
山

水
畫
風
格
。

隔
鄰
還
可
見
到
合
展
范
成
大
︵
一
一 

二
六

∼

一
一
九
三
︶
︿
草
書
尺
牘
﹀
、

︿
致
養
正
監
廟
奉
議
尺
牘
﹀
、
朱
熹

︵
一
一
三○

∼

一
二○

○

︶
︿
致
彥
脩

少
府
尺
牘
﹀
與
白
玉
蟾
︵
一
一
九
四

∼

一
二
二
九
︶
︿
四
言
詩
﹀
等
南
宋
書
蹟
的

長
形
展
櫃
。
四
件
作
品
，
各
循
小
字
行

草
、
行
書
和
大
字
連
綿
草
等
迥
異
的
書

風
，
縱
橫
於
法
度
與
意
造
之
間
，
點
劃
自

如
且
個
性
鮮
明
，
充
分
展
露
出
宋
人
書
法

重
意
的
特
質
，
耐
人
細
玩
。

南
宋
時
期
的
繪
畫
，
除
了
以
高
宗

圖4　高懸於博物館外牆的大型輸圖。　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提供

圖5　馬遠〈山徑春行〉與馬麟〈芳春雨霽〉採並列的方式陳展。　作者攝於佈展中

圖6　「帝王品味」的元代展區。　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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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
廷
繪
畫
臻
至
一
時
之
盛
，
也
名
家
輩

出
。

明
代
山
水
畫
，
是
以
永
樂
朝
享
有

盛
名
的
王
紱
︵
一
三
六
二

∼

一
四
一
六
︶

︿
山
亭
文
會
圖
﹀
軸
為
先
聲
。
此
作
係
水

墨
淺
絳
山
水
，
通
幅
筆
墨
凝
鍊
而
結
構

綿
密
，
與
元
代
王
蒙
的
山
水
畫
聲
息
相

通
，
說
明
了
兩
代
之
間
的
風
格
傳
續
。
另

幅
︿
山
莊
高
逸
﹀
軸
，
原
題
作
北
宋
郭
熙

︵
十
一
世
紀
︶
，
但
據
學
者
研
究
，
應
出

自
宣
宗
朝
的
宮
廷
畫
家
李
在
︵
十
五
世

紀
︶
。
李
氏
畫
山
水
宗
法
郭
熙
而
能
得
其

形
似
，
︿
山
莊
高
逸
﹀
亦
因
此
被
後
人
誤

植
為
宋
畫
，
此
作
無
疑
顯
示
了
當
時
宮
廷

對
於
北
宋
式
山
水
風
格
的
喜
愛
。

戴
進
︵
一
三
八
八

∼

一
四
六
二
︶

的
︿
太
平
樂
事
﹀
冊
本
次
共
選
展
五
開
，

內
容
包
含
漁
牧
耕
讀
等
民
間
生
活
樣
態
，

筆
致
饒
富
提
頓
的
變
化
。
是
否
為
戴
氏
原

蹟
，
雖
尚
存
爭
議
，
但
仍
可
據
以
瞭
解
明

代
浙
派
人
物
畫
的
共
通
特
色
。

明
人
︿
畫
麒
麟
沈
度
頌
﹀
，
係
圖
寫

永
樂
年
間
由
南
亞
進
獻
的
一
頭
長
頸
鹿
，

畫
上
並
題
有
長
篇
頌
詞
。
此
作
不
獨
題
材

新
穎
有
趣
，
也
反
映
了
明
朝
與
海
外
頻
繁

交
流
的
史
實
。
本
展
的
總
說
明
牆
用
此
圖

為
設
計
元
素
，
或
許
包
含
有
藉
古
喻
今
，

彰
顯
文
化
交
流
的
畫
外
之
意
。
︵
圖
七
︶

清
代
陳
列
室
中
，
也
有
兩
件
帝

王
書
畫
。
聖
祖
康
熙
︵
一
六
五
四

∼

一
七
二
二
︶
︿
行
書
﹀
軸
，
援
用
董
其
昌

︵
一
五
五
五

∼

一
六
三
六
︶
筆
意
寫
大
字

榜
書
，
線
條
靈
動
而
圓
潤
，
相
當
搶
眼
。

清
高
宗
︵
一
七
一
一

∼

一
七
九
九
︶
︿
御

筆
開
泰
說
並
仿
宣
宗
開
泰
圖
﹀
畫
意
源
自

﹁
三
陽
開
泰
﹂
的
吉
語
，
構
圖
則
與
院
藏

郎
世
寧
︵G

iuseppe C
astiglione, 1688 -

1766

︶
︿
開
泰
圖
﹀
相
近
，
應
該
是
高
宗

此
作
的
真
正
原
型
。

郎
世
寧
畫
作
，
亞
博
選
展
的
是
︿
畫

白
鷹
﹀
軸
。
此
畫
中
的
焦
點
白
海
青
，
形

象
真
實
而
富
立
體
感
，
配
景
松
石
、
泉
瀑

則
用
寫
意
畫
法
。
類
此
工
寫
相
摻
的
作

品
，
多
屬
郎
氏
與
宮
廷
畫
師
的
合
作
畫
。

前
述
高
宗
︿
開
泰
圖
﹀
中
的
背
景
樹
石
，

同
樣
出
自
臣
工
補
筆
。
相
似
的
畫
例
，
另

有
艾
啟
蒙
︵Ignatius Sichelbarth, 1708 -

1780

︶
的
︿
百
鹿
圖
﹀
卷
，
可
為
之
證
。

清
人
︿
線
繡
九
羊
啟
泰
﹀
軸
與
丁

觀
鵬
︵
活
動
於
一
七
二
六

∼

一
七
七
一
︶

︿
極
樂
世
界
﹀
軸
，
堪
稱
清
代
展
室
中
，

構
圖
最
繁
複
，
色
澤
也
最
瑰
麗
的
兩
幀
鉅

製
。
︵
圖
八
︶
雖
然
一
者
是
結
合
刺
繡
與

繪
畫
的
吉
祥
瑞
兆
之
作
，
一
者
描
繪
阿
彌

陀
佛
在
西
方
淨
土
說
法
，
屬
於
工
筆
設
色

的
宗
教
繪
畫
，
但
兩
作
都
十
足
反
映
了
乾

隆
朝
宮
廷
藝
術
的
共
同
品
味
。
而
在
另
一

側
展
示
的
︿
清
繡
畢
元
書
御
製
十
六
羅
漢

贊
﹀
冊
，
以
刺
繡
工
藝
表
現
宗
教
母
題
，

亦
不
乏
異
曲
同
工
的
妙
趣
。

吳
歷
︵
一
六
三
二

∼

一
七
一
八
︶
是

清
代
﹁
正
統
派
﹂
山
水
畫
的
健
將
，
本
展

中
，
透
過
︿
雲
白
山
青
圖
﹀
卷
來
驗
證
其

取
滋
宋
元
而
力
求
轉
化
的
創
作
理
念
。
此

作
採
青
綠
重
彩
法
，
賦
色
醇
厚
蒼
古
，
筆

踪
過
處
則
蘊
含
了
吳
歷
的
個
人
面
貌
。
高

其
佩
︵
一
六
六○

∼

一
七
三
四
︶
也
是
清

前
期
的
宮
廷
名
家
，
雍
正
帝
曾
以
其
畫
賞

賜
臣
屬
。
本
次
展
出
其
︿
山
水
﹀
大
軸
，

墨
韻
沉
鬱
，
格
局
吞
吐
著
皇
家
特
有
的
壯

闊
氣
象
，
與
吳
歷
的
青
綠
山
水
適
成
明
顯

對
比
。宮

廷

畫

家

焦

秉

貞

︵

活

動

於

一
六
八
九
∼

一
七
二
六
︶
與
從
學
者
冷
枚

︵
約
活
動
於
一
六
六
九

∼

一
七
四
二
︶
，

均
善
畫
仕
女
及
台
閣
界
畫
。
焦
秉
貞
的

︿
畫
仕
女
圖
﹀
冊
，
凡
八
開
，
內
容
描
繪

宮
中
女
性
燕
居
從
事
休
閒
活
動
的
各
種
面

向
，
本
展
中
挑
擇
四
開
做
為
代
表
。
至
於

冷
枚
的
︿
畫
耕
織
圖
﹀
冊
，
即
是
以
焦
氏

同
名
作
品
為
藍
本
。
全
冊
共
計
四
十
六

幅
，
按
時
序
圖
寫
四
季
農
事
與
養
蠶
、
繅

絲
、
織
布
等
情
景
，
亞
博
這
次
亦
選
展
其

中
的
八
開
。
在
焦
、
冷
二
家
的
作
品
裡
，

都
融
入
了
西
畫
透
視
與
光
影
的
元
素
，
可

謂
具
體
而
微
地
呈
顯
出
康
熙
朝
中
國
繪
畫

受
到
西
洋
藝
術
影
響
之
後
，
所
發
展
成
形

的
時
代
風
貌
。

開
箱
點
驗
與
展
件
佈
置

出
國
文
物
歷
經
長
程
的
飛
行
運
輸

︵
圖
九
︶
，
無
論
溫
度
、
相
對
溼
度
與
儲

藏
環
境
，
在
運
輸
過
程
中
，
勢
必
與
存
放

在
庫
房
時
不
盡
相
同
，
因
此
旦
凡
出
國
展

覽
，
儘
管
裝
盛
文
物
的
箱
件
，
都
放
置
了

調
濕
劑
，
並
且
層
層
包
裝
密
實
，
但
文
物

運
抵
目
的
地
庫
房
之
後
，
還
是
必
須
先
靜

置
四
十
八
小
時
以
上
，
待
裡
外
狀
況
趨
於

穩
定
，
才
能
開
箱
點
驗
，
並
進
行
後
續
的

佈
展
工
作
。

書
畫
類
文
物
的
狀
況
檢
視
，
考
量
到

圖7　 一樓展場入口處的大型說明板，以明人〈畫麒麟沈度頌〉
為設計元素。　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提供

圖8 　「帝王品味」的清代展區。　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提供

圖9　 文物安全運抵舊金山機場後，在倉儲站進行拆除外包裝，文物箱件改以氣墊車運往亞洲藝術
博物館。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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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便
就
近
佈
展
，
大
部
分
選
在
亞
博
的
陳

列
室
內
執
行
。
由
於
展
櫃
的
設
計
都
採
取

量
身
打
造
的
方
式
，
勢
必
花
費
較
長
的
佈

展
時
間
︵
註
二
︶

，
因
此
每
次
僅
檢
查
一
櫃

的
展
件
，
之
後
隨
即
進
行
佈
展
。

本
次
佈
展
工
作
，
是
按
展
場
施
作

的
進
度
作
考
量
，
從
先
完
工
的
﹁
利
﹂

︵L
ee

︶
展
廳
開
始
。
該
室
為
清
代
文
物

展
廳
，
最
先
檢
視
的
是
清
高
宗
︿
御
筆
開

泰
說
並
仿
宣
宗
開
泰
圖
﹀
。
︵
圖
十
︶
負

責
檢
驗
書
畫
的
佐
佐
木
志
保
女
士
工
作
態

度
十
分
嚴
謹
，
雖
然
來
美
國
之
前
，
雙
方

已
在
故
宮
詳
細
檢
視
過
每
件
作
品
，
但
經

過
長
途
旅
行
的
文
物
，
難
保
不
會
有
新
的

傷
損
狀
況
出
現
，
因
此
還
是
需
要
審
慎
確

認
。
一
旦
有
新
的
發
現
，
便
需
增
添
註
記

在
文
物
狀
況
報
告
書
中
。
即
便
可
能
是
當

初
所
漏
列
，
不
見
得
一
定
是
運
輸
過
程
發

生
的
新
傷
，
也
寧
可
儘
量
求
其
完
備
。
這

當
然
是
借
展
方
基
於
避
免
保
險
求
償
，
所

採
取
的
必
要
防
範
措
施
。

立
軸
的
佈
陳

本
展
中
，
立
軸
共
計
十
六
件
。
佈
展

過
程
中
，
除
了
尺
幅
較
小
的
立
軸
不
需
動

用
大
型
機
具
，
大
立
軸
的
懸
掛
都
必
須
仰

賴
梯
子
或
升
高
機
。
其
中
尤
以
在
清
代
陳

列
室
中
的
丁
觀
鵬
︿
極
樂
世
界
﹀
尺
幅
最

大
，
佈
展
難
度
最
高
，
所
花
費
的
時
間
也

最
長
。六

月
三
日
上
午
，
我
們
先
將
此
作

從
亞
博
庫
房
中
移
送
至
修
復
室
，
利
用
該

室
的
大
型
工
作
臺
面
展
開
立
軸
，
執
行
點

驗
。
︵
圖
十
一
︶
由
於
畫
幅
的
全
長
超
過

展
櫃
高
度
，
展
示
時
勢
必
得
將
上
方
的
天

綾
捲
起
。
與
故
宮
佈
展
方
式
不
同
的
是
，

故
宮
習
慣
利
用
展
櫃
上
方
的
不
銹
鋼
管
，

將
長
度
超
過
櫃
高
的
天
稜
部
分
朝
後
翻
轉

固
定
；
而
亞
博
則
是
採
取
天
綾
朝
前
捲
收

的
方
式
來
做
固
定
。
所
使
用
的
壓
克
力
捲

筒
，
係
由
亞
博
的
保
存
修
復
室
所
研
發
，

兩
端
並
附
有
相
同
材
質
製
作
的
套
合
配
件

︵
圖
十
二
︶
，
造
型
本
身
頗
富
現
代
感
。

待
零
件
鎖
緊
後
︵
圖
十
三
︶
，
再
連
同

作
品
懸
掛
到
展
櫃
牆
面
。
立
軸
下
方
兩
側

的
軸
頭
，
並
添
附
特
製
的
金
屬
托
鉤
︵
圖

十
四
︶
，
務
令
作
品
在
展
出
時
安
全
無

虞
。

六
月
三
日
下
午
，
佐
佐
木
女
士
經

過
反
覆
的
計
算
和
模
擬
，
並
且
向
參
與
丁

觀
鵬
︿
極
樂
世
界
﹀
佈
展
的
工
作
團
隊
詳

細
說
明
每
一
個
環
節
和
動
作
，
待
大
家
都

充
分
瞭
解
各
自
負
責
的
工
作
之
後
，
才
真

正
開
始
行
動
。
從
掛
畫
︵
圖
十
五
︶
到
為

展
櫃
封
上
壓
克
力
護
罩
︵
圖
十
六
︶
，
整

個
過
程
花
了
超
過
一
個
半
鐘
頭
，
大
功
告

成
時
，
每
位
參
與
者
均
興
奮
不
已
，
相
互

擊
掌
歡
慶
。
親
眼
目
睹
亞
博
如
此
慎
重
的

態
度
，
筆
者
除
了
感
動
之
外
，
更
備
受
啟

發
。

手
卷
的
展
示

本
展
中
手
卷
的
數
量
僅
只
二
幅
，

分
別
為
吳
歷
︿
雲
白
山
青
圖
﹀
與
艾
啟
蒙

︿
百
鹿
圖
﹀
，
各
以
獨
立
展
櫃
布
置
於
清

圖10　筆者與亞博同仁點驗高宗〈御筆開泰說並仿宣宗開泰圖〉。　童文娥攝

圖11　在亞博修復室進行丁觀鵬〈極樂世界〉的點驗。　作者攝

圖12　固定〈極樂世界〉天綾的壓克力捲筒及配件。　作者攝圖13　 將配件與壓克力捲筒
套合後，再以螺絲釘
鎖緊。　作者攝

圖14　 亞博為立軸軸頭特別訂製的金屬托鉤，
表面並塗布與壁面及軸頭相仿的顏色，
使整體感更為統一。　作者攝

圖15　 工作人員搭乘升高機，懸掛大型立軸。　
作者攝

圖16　 作品固定妥適後，工作人員在展櫃外，
覆蓋壓克力護罩。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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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展
區
。
︵
圖
十
七
︶

手
卷
的
外
觀
結
構
，
主
要
包
含
起
首

的
天
杆
、
天
頭
、
隔
水
、
引
首
、
畫
心
、

拖
尾
等
多
種
部
位
，
但
當
展
示
時
並
不
一

定
要
全
數
攤
開
，
通
常
只
會
露
出
畫
心
以

及
緊
鄰
的
隔
水
，
然
後
加
以
固
定
。

有
別
於
故
宮
習
慣
全
部
以
壓
克
力
材

質
的
配
件
來
固
定
手
卷
，
亞
博
是
採
用
特

別
製
作
的
紙
質
捲
筒
，
先
將
畫
心
以
外
的

部
分
捲
繞
起
來
，
中
間
空
隙
的
地
方
再
穿

過
一
條
纖
細
的
透
明
無
酸
膠
條
，
並
以
小

銅
釘
固
定
。
︵
圖
十
八
︶

手
卷
左
右
兩
端
的
下
方
，
則
是
以
切

割
成
新
月
形
的
壓
克
力
托
子
來
做
支
撐
。

︵
圖
十
九
、
二
十
︶
畫
心
上
下
緣
，
會
選

擇
適
當
的
地
方
添
加
匣
入
式
的
膠
片
，
以

防
止
畫
面
翹
起
。
︵
圖
二
一
︶

整
體
觀
之
，
亞
博
固
定
手
卷
的
方

式
，
儘
管
較
為
費
時
，
佈
展
人
員
也
需

要
經
過
一
段
專
職
的
訓
練
，
才
能
駕
輕
就

熟
，
但
這
份
盡
量
減
少
配
件
露
出
的
執

著
，
確
實
可
以
讓
觀
眾
在
看
畫
之
際
，
不

至
於
被
過
度
明
顯
的
固
定
配
件
所
干
擾
，

值
得
引
為
借
鏡
。

冊
頁
的
展
示

本
展
中
冊
頁
類
的
書
畫
相
對
較
多
，

有
時
會
採
獨
立
陳
設
的
方
式
，
有
時
也
會

兩
兩
成
組
，
或
者
數
開
並
排
展
示
。
開
數

較
多
的
冊
頁
，
例
如
︿
清
繡
畢
元
書
御
製

十
六
羅
漢
贊
﹀
，
一
共
展
出
八
開
，
因
需

用
的
空
間
很
長
，
考
慮
到
便
於
組
裝
，
設

計
展
櫃
時
，
乃
決
定
分
成
兩
櫃
陳
列
，
但

盡
量
拉
近
兩
櫃
的
距
離
，
好
讓
櫃
內
展
品

能
延
續
原
有
的
連
貫
性
。
︵
圖
二
二
︶

冊
頁
在
擺
放
到
展
櫃
之
前
，
工
作

人
員
會
精
算
每
開
之
間
的
距
離
及
位
置
。

先
在
每
件
冊
頁
的
下
方
，
釘
上
壓
克
力
製

作
的
透
明
檔
條
，
並
參
照
冊
頁
的
實
際
尺

寸
，
裁
出
略
小
一
些
的
無
酸
卡
紙
，
鋪
設

在
作
品
下
方
，
做
為
保
護
。

待
作
品
擺
放
位
置
確
認
後
，
再
於
上

方
兩
側
的
邊
角
，
以
透
明
無
酸
膠
片
做
固

定
，
防
止
作
品
邊
緣
翹
起
。
︵
圖
二
三
︶

所
使
用
的
膠
片
，
均
由
佐
佐
木
女
士
現
場

裁
切
，
並
加
以
組
裝
，
筆
者
與
同
行
的
故

宮
夥
伴
起
初
只
是
從
旁
觀
察
，
後
來
了
解

做
法
以
後
，
也
參
與
一
起
製
作
，
無
形
中

加
快
了
佈
展
的
速
度
。
由
於
膠
片
只
與
襯

在
作
品
底
下
的
卡
紙
做
黏
合
，
並
不
傷
及

作
品
本
身
和
櫃
面
的
壁
布
。
固
然
製
作
費

時
，
但
觀
眾
隔
著
展
櫃
欣
賞
作
品
時
，
比

較
不
容
易
注
意
到
配
件
的
存
在
。
如
果
能

事
先
準
備
好
足
夠
的
數
量
，
應
能
考
慮
取

代
故
宮
目
前
常
用
的
壓
克
力
圖
釘
。

後
記

一
九
六
一
年
，
﹁
中
國
古
藝
術
品

展
覽
﹂
首
度
赴
美
國
五
所
博
物
館
展
出
；

一
九
九
六
年
，
﹁
中
華
瑰
寶─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珍
藏
﹂
再
度
前
往
美
國
四
所
博

物
館
展
出
；
這
兩
次
巡
迴
展
，
都
包
含
舊

金
山
亞
洲
藝
術
博
物
館
在
內
。
︵
註
三
︶

二○

一
六
年
，
適
值
亞
博
五
十
周
年
館
慶

圖17　吳歷〈雲白山青圖〉卷的展示櫃。　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提供

圖18　手卷前端，以細小銅釘固定穿過捲筒的無酸膠條。　作者攝

圖19　以銅釘固定手卷托座。　作者攝

圖20　手卷托座固定後的外觀。　作者攝

圖21　固定手卷邊緣的聚酯膠片。　作者攝

圖22　 〈清繡畢元書御製十六羅漢贊〉的展示，分作兩櫃陳列。圖為作品
完成佈展後，工作人員在展示架上覆蓋壓克力罩。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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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巡禮

紀
念
，
故
宮
以
﹁
帝
王
品
味─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精
品
展
﹂
為
賀
禮
，
三
度
向
友
館

的
觀
眾
展
示
歷
代
藝
術
創
作
的
精
髓
與
宮

廷
典
藏
脈
絡
，
意
義
自
是
非
凡
。
十
月
下

旬
，
本
展
並
將
移
師
到
休
士
頓
美
術
館
，

續
作
第
二
站
的
展
出
。
書
畫
作
品
因
有
展

期
不
得
超
過
三
個
月
的
限
制
，
必
須
將
展

件
分
成
兩
組
，
亞
博
僅
能
展
出
半
數
，
所

幸
完
整
的
研
究
文
字
，
均
已
收
錄
於
展
覽

的
英
文
圖
錄
中
。

從
五
月
廿
七
日
起
，
故
宮
與
亞
博
的

聯
合
工
作
團
隊
經
過
長
達
兩
周
的
努
力
，

書
畫
佈
展
終
於
在
六
月
九
日
順
利
完
成
。

後
續
賸
下
的
零
星
工
作
，
僅
有
燈
光
微
調

與
說
明
卡
片
張
貼
等
，
就
由
亞
博
來
做
收

尾
。
雖
然
這
次
筆
者
未
克
參
加
六
月
十
七

日
的
開
幕
慶
祝
活
動
，
但
至
此
已
算
圓

滿
達
成
任
務
，
遂
於
六
月
十
一
日
踏
上
歸

途
。

比
較
故
宮
與
亞
博
的
佈
展
方
式
，
固

然
因
為
展
櫃
設
計
與
配
件
形
制
的
差
異
，

而
呈
顯
出
極
大
分
野
，
但
透
過
本
次
親
身

參
與
，
深
刻
體
會
到
亞
博
由
保
管
修
復
人

員
來
執
行
佈
展
，
以
及
縝
密
計
算
每
個
環

節
，
堅
持
慢
工
出
細
活
，
量
身
打
造
展
櫃

註
釋

1.  

四

間

陳

列

室

分

別

命

名

為O
s

h
e

r

、

H
a

m
b

re
c

h
t

、Le
e

、R
e

so
u

rc
e

。

2.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書
畫
陳
列
櫃
，
為
了
因

應
頻
繁
更
換
展
件
的
需
求
，
多
數
為
固
定
的

沿
牆
通
櫃
，
佈
展
相
對
容
易
，
花
費
的
時
間

也
較
短
。

3.  

故
宮
文
物
赴
美
展
覽
的
博
物
館
，
包
括
紐
約

大
都
會
博
物
館
、
華
盛
頓
國
家
藝
術
博
物

館
、
波
士
頓
美
術
館
、
芝
加
哥
藝
術
中
心
和

舊
金
山
亞
洲
藝
術
博
物
館
。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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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四
百
期
特
輯─

百
珍
集
萃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四○

○

期
，
二○

一
六
年
七

月
。

與
營
造
展
廳
氛
圍
，
致
讓
每
件
展
品
發
散

出
宛
如
明
星
般
的
神
彩
，
仍
然
有
諸
多
值

得
故
宮
參
酌
的
優
點
。
故
宮
的
策
展
團

隊
，
無
論
人
數
及
能
力
，
均
不
稍
遜
於
國

外
博
物
館
，
未
來
，
如
何
不
自
我
設
限
，

銳
意
求
新
，
在
規
劃
大
型
特
展
之
際
，
投

入
更
充
裕
的
時
間
和
預
算
，
應
能
為
故
宮

的
珍
藏
贏
來
更
高
的
讚
譽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書
畫
處

圖23　〈清高宗后半身像〉的邊角，以透明膠片做固定。　作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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