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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
世
繪—

展
覽
的
亮
點

一
張
張
多
彩
生
動
的
浮
世
繪
版
畫
，

儼
然
成
為
日
本
的
代
名
詞
，
也
是
人
們
理

解
東
瀛
文
化
的
重
要
窗
口
。
在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南
部
院
區
內
，
近
年
即
入
藏
包
括

﹁
雪
月
花
﹂
︵
木
曾
路
之
山
川
、
武
陽
金

澤
八
勝
夜
景
、
阿
波
鳴
門
之
風
景
︶
、
淺

草
的
晴
嵐
︵
圖
一
︶
、
鶴
屋
內
篠
原
︵
圖

二
︶
等
浮
世
繪
作
品
，
以
豐
實
日
本
藝
術

之
領
域
。

歷
史
偶
然

東
博
的
松
方
收
藏
品
浮
世
繪
版
畫
與
臺
灣

蔡
承
豪

此
次
在
故
宮
南
院
舉
辦
的
﹁
日
本
美

術
之
最—

東
京
、
九
州
國
立
博
物
館
精
品

展
﹂
，
主
辦
單
位
之
一
的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
以
下
簡
稱
﹁
東
博
﹂
︶
，
亦
精
挑
了

多
張
膾
炙
人
口
的
浮
世
繪
畫
作
，
用
以
呈

現
江
戶
時
代
活
躍
的
庶
民
文
化
，
是
此
次

特
展
的
亮
點
群
之
一
。
︵
圖
三
、
四
︶
而

東
博
浮
世
繪
典
藏
大
半
的
由
來
，
其
實
與

日
治
時
期
的
臺
灣
銀
行
有
所
關
連
，
其
歷

史
偶
然
如
何
產
生
，
頗
為
迂
迴
曲
折
。

都
市
的
庶
民
生
活

﹁
浮
世
﹂
意
味
苦
事
多
的
世
間
，
或

虛
幻
的
世
間
。
江
戶
時
代
，
日
本
社
會
繁

盛
，
庶
民
經
濟
力
提
升
，
各
式
各
樣
的
流

行
事
物
在
大
眾
間
迅
速
蔓
延
。
對
江
戶
時

代
的
人
們
而
言
，
如
幻
似
真
的
浮
世
繪
世

界
裡
充
滿
了
各
種
樂
趣
，
既
有
風
姿
綽
約

的
美
人
，
也
有
名
滿
市
井
的
當
紅
演
員
，

還
有
令
人
神
往
的
各
地
景
勝
風
景
。
且
由

於
多
半
採
用
木
刻
多
色
套
印
的
印
刷
技

﹁
日
本
美
術
之
最—

東
京
、
九
州
國
立
博
物
館
精
品
展
﹂
中
，
展
出
了
多
張
膾
炙
人
口
的
浮
世
繪

畫
作
，
是
此
次
特
展
的
亮
點
群
之
一
。
而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浮
世
繪
典
藏
大
半
的
由
來
，
係
與
日

治
時
期
的
臺
灣
銀
行
有
所
關
連
，
其
歷
史
偶
然
如
何
產
生
，
以
下
分
曉
。

江戶時代（18世紀）　鈴木春信　私語　縱28.5，橫21.2公分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原「松方收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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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
，
得
以
大
量
普
及
，
升
斗
小
民
亦
可
輕

易
地
觀
賞
到
繪
畫
內
容
，
進
而
發
展
出
近

似
於
大
眾
媒
體
的
功
能
。

浮
世
繪
既
代
表
著
江
戶
時
代
的

風
尚
，
故
此
次
在
﹁
日
本
美
術
之
最—

東
京
、
九
州
國
立
博
物
館
精
品
展
﹂

第
五
單
元
︿
市
民
的
創
造
﹀
，
東
博

從
豐
富
的
浮
世
繪
館
藏
內
，
細
選
了

多
件
浮
世
繪
畫
作
。
包
括
西
川
祐
信

︵
一
六
七
一

∼

一
七
五○

︶
︿
掛
鐘
美
人

圖
﹀
︵
圖
五
︶
、
歌
川
國
貞
︵
三
代
豐

國
︶
︵
一
七
八
六

∼
一
八
六
五
︶
︿
八
代

市
川
團
十
郎
飾
助
六
圖
﹀
、
鈴
木
春
信

︵
一
七
二
四

∼

一
七
七○

︶
的
︿
私
語
﹀

︵
圖
六
︶
、
鳥
文
齋
榮
之
︵
一
七
五
六

∼

一
八
二
九
︶
︿
風
流
七
小
町‧

鸚
鵡
﹀

︵
重
美
︶
︵
圖
七
︶
、
喜
多
川
歌
麿

︵
一
七
五
三

∼

一
八○

六
︶
︿
婦
人
相
學

十
躰‧

水
性
之
相
﹀
︵
圖
八
︶
、
勝
川
春

章
︵
一
七
二
六

∼

一
七
九
三
︶
︿
後
台
的

初
代
中
村
仲
藏
﹀
︵
圖
九
︶
、
奧
村
政
信

︵
一
六
八
六

∼

一
七
六
四
︶
︿
當
世
戲
劇

矢
根
五
郎
狂
言
舞
台
﹀
、
東
洲
齋
寫
樂

︿
三
代
大
谷
鬼
次
飾
江
戶
兵
衛
﹀
︵
重

文
︶
︵
圖
十
︶
、
葛
飾
北
齋
︵
一
七
六

○

∼

一
八
四
九
︶
的
︿
富
嶽
三
十
六
景‧

神
奈
川
沖
浪
裏
﹀
︵
圖
十
一
︶
、
︿
富
嶽

三
十
六
景‧

五
百
羅
漢
寺
榮
螺
堂
﹀
、

︿
富
嶽
三
十
六
景‧

相
州
江
之
島
﹀
︵
圖

十
二
︶
、
歌
川
廣
重
︵
一
七
九
七

∼

一
八
五
八
︶
的
︿
名
所
江
戶
百
景‧

龜
戶

梅
屋
鋪
﹀
︵
圖
十
三
︶
、
︿
名
所
江
戶
百

景‧

大
橋
安
宅
驟
雨
﹀
、
︿
名
所
江
戶
百

景‧

兩
國
花
火
﹀
等
等
。
當
中
，
前
兩
件

是
所
謂
的
﹁
肉
筆
畫
﹂
︵
手
繪
︶
，
後
列

的
作
品
則
為
木
刻
印
刷
，
正
可
讓
觀
者
一

覽
相
異
的
風
格
。

透
過
這
些
浮
世
繪
，
除
觀
賞
其
繪
畫

工
藝
及
風
格
，
更
編
織
出
江
戶
時
代
繁
盛

圖1　 江戶時代（18世紀）　淺草的晴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江戶時代（18世紀）　鶴屋內篠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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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庶
民
生
活
氛
圍
。
對
現
代
人
來
說
，
浮

世
繪
的
內
容
可
謂
是
江
戶
時
代
的
珍
貴
資

料
庫
；
畫
中
的
服
飾
、
化
妝
、
髮
型
與
風

土
民
情
等
風
俗
史
料
，
無
一
不
反
映
了
當

時
的
社
會
流
行
。

東
博
浮
世
繪
概
況

東
博
的
版
畫
、
浮
世
繪
等
作
品
入

藏
，
可
溯
至
一
八
九
九
年
八
月
，
由
橋
本

傳
右
衛
門
所
貢
獻
之
江
戶
時
代
畫
家
亞

歐
堂
田
善
︵
一
七
四
五

∼

一
八
二
二
︶
的

四
十
四
張
作
品
。
後
又
在
一
九○

○

年
十

月
，
納
入
江
戶
時
代
浮
世
繪
師
鳥
居
清
倍

的
漆
繪
︿
市
川
團
十
郎
圖
﹀
。
其
後
，
接
續

蒐
羅
各
式
浮
世
繪
，
諸
多
藏
家
人
士
亦
相

繼
慨
然
捐
贈
，
收
藏
件
數
遂
逐
步
豐
增
。

一
九
三
七
年
，
因
關
東
大
地
震
後

所
重
新
興
建
的
的
復
興
本
館
竣
工
落
成
，

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
館
方
也
呈
報
了

﹁
東
京
帝
室
博
物
館
列
品
課
列
品
區
分
改

正
案
﹂
，
將
以
往
由
漆
工
區
所
保
管
的
浮

圖3　 「日本美術之最—東京、九州國立博物館精品展」宣傳海報，可見使用
部分浮世繪元素。　南院處提供

圖4　 「日本美術之最—東京、九州國立博物館精品展」借展廳（S101）外之
形象牆樣貌　林家豪攝

世
繪
版
畫
與
銅
版
畫
轉
交
給
繪
畫
區
。

迄
今
，
東
博
已
有
約
一
萬
五
千
張
的
浮
世

繪
，
在
館
藏
中
佔
有
一
定
的
比
例
，
且
有

多
件
屬
於
重
要
美
術
品
及
重
要
文
化
財
。

︵
註
一
︶

於
本
館
二
樓
的
第
十
室
內
，
並
設

有
﹁
浮
世
繪
與
衣
裝
﹂
常
設
展
覽
，
浮
世

繪
展
件
約
以
四
週
一
回
的
頻
率
來
進
行
更

替
，
讓
觀
眾
可
以
經
常
觀
覽
新
的
作
品
。

在
東
博
的
典
藏
與
展
示
中
，
具
有
相
當
的

重
要
性
。

為
數
頗
眾
的
浮
世
繪
當
中
，
有
一

批
集
中
於
典
藏
號
﹁A

-10569 -X
X

X
X

﹂

者
，
共
有
八
二○

四
張
，
佔
了
東
博
浮
世

繪
藏
品
半
數
以
上
，
量
豐
質
精
，
構
成
了

典
藏
的
核
心
。
這
批
龐
大
的
典
藏
，
舊
稱

為
﹁
松
方
コ
レ
ク
シ
ョ
ン
﹂
︵
松
方
收
藏

品
︶
。
曾
在
歐
洲
引
發
追
逐
熱
潮
的
東
洲

齋
寫
樂
浮
世
繪
，
是
典
型
的
牆
外
開
花
，

由
海
外
紅
回
母
國
的
作
品
，
但
留
在
日
本

的
真
作
為
數
甚
少
。
東
博
典
藏
二
十
七
幅

寫
樂
作
品
，
被
譽
為
國
家
重
寶
，
便
是

來
自
於
松
方
收
藏
品
。
而
﹁
日
本
美
術
之

工
業
︶
社
長
、
神
戶
新
聞
首
任
社
長
、
眾

議
院
議
員
等
職
，
為
日
本
關
西
政
經
界
的

重
要
人
士
。
其
父
親
為
明
治
政
府
元
勳
、

兩
度
出
任
內
閣
總
理
大
臣
的
松
方
正
義

︵
一
八
三
五

∼

一
九
二
四
︶
；
妻
子
松
方

︵
九
鬼
︶
好
子
，
與
曾
任
東
博
館
長
的
九

鬼
隆
一
︵
一
八
五
二

∼

一
九
三
一
︶
皆
為

華
族
三
田
藩
九
鬼
家
人
士
。

松
方
幸
次
郎
除
了
是
實
業
家
，
也

是
愛
好
美
術
的
收
藏
家
。
松
方
收
藏
品
便

是
其
在
一
九
一○

∼

二○

年
代
兩
次
世
界

大
戰
間
於
歐
洲
蒐
集
的
日
本
浮
世
繪
及
西

圖5　 江戶時代（18世紀）　西川祐信　掛鐘美人圖　縱88.3，
橫31.4公分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最
﹂
當
中
，
鈴
木
春
信
的
︿
私
語
﹀
、
喜

多
川
歌
麿
的
︿
婦
人
相
學
十
躰‧

水
性
之

相
﹀
、
勝
川
春
章
的
︿
後
台
的
初
代
中
村

仲
藏
﹀
、
鳥
文
齋
榮
之
的
︿
風
流
七
小

町‧

鸚
鵡
﹀
等
精
彩
之
作
，
亦
是
來
自
於

此
。

松
方
幸
次
郎
何
許
人
也

而
所
謂
的
松
方
收
藏
品
，
原
是

哪
位
藏
家
的
珍
存
？
答
案
是
松
方
幸
次

郎
︵
一
八
六
五

∼

一
九
五○

︶
︵
圖

十
四
︶
，
一
位
甚
為
活
躍
的
企
業
家
與
政

治
人
物
，
曾
擔
任
川
崎
造
船
所
︵
川
崎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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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江戶時代（18世紀）　鈴木春信　私語　縱28.5，橫21.2
公分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原「松方收藏品」

圖8　 江戶時代（18世紀）　喜多川歌麿　婦人相學十躰‧水性之相　
縱36.4，橫24.1公分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原「松方收藏品」

圖10　 江戶時代寬政6年（1794）　東洲齋寫樂　三代大谷鬼次
飾江戶兵衛　縱36.8，橫23.8公分　日本重要文化財　東
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9　 

圖7　 江戶時代（18世紀）　鳥文齋榮之　風流七小町‧鸚鵡　縱39.2， 
橫26公分　日本重要美術品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原「松方收藏品」

洋
繪
畫
、
雕
刻
、
美
術
用
品
等
，
數
量
約

九
千
餘
件
。
現
存
於
日
本
國
內
者
，
包
含

存
於
東
博
館
內
、
數
量
超
過
八
千
張
的
浮

世
繪
畫
作
，
以
及
同
與
東
博
位
於
上
野
公

園
、
設
立
於
一
九
五
九
年
的
國
立
西
洋
美

術
館
內
所
藏
的
西
方
藝
術
傑
作
。
另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當
初
為
因
應
暫
管
松
方
收

藏
品
的
法
國
之
要
求
，
需
興
建
一
座
專
屬

館
舍
以
迎
接
此
批
瑰
寶
。
但
因
戰
後
財
政

困
難
，
日
方
一
度
要
將
過
往
也
曾
作
為
展

示
西
洋
藝
術
的
東
博
表
慶
館
充
作
展
覽
場

地
，
若
然
真
是
如
此
，
四
散
的
松
方
收
藏

品
或
有
重
新
匯
聚
成
一
大
典
藏
寶
庫
的
機

會
︵
即
便
法
方
仍
未
送
還
部
分
珍
品
︶
；

但
因
法
國
的
嚴
重
關
切
，
日
本
最
後
仍
排

除
萬
難
建
置
了
國
立
西
洋
美
術
館
。
而
進

入
西
洋
美
術
館
的
松
方
收
藏
品
，
一
般
就

稱
為
﹁
松
方
收
藏
品
﹂
，
在
東
博
者
於
過

往
則
慣
稱
為
﹁
舊
松
方
收
藏
品
﹂
，
但
至

今
則
已
統
稱
為
松
方
收
藏
品
。

松
方
幸
次
郎
為
何
會
醉
心
於
美
術
品

的
蒐
藏
？
他
早
年
曾
在
美
國
求
學
，
取
得

法
學
學
位
，
有
豐
富
的
遊
歷
歐
美
經
歷
，

也
親
覽
過
不
少
藝
術
真
跡
。
但
在
二
十
世

紀
前
期
，
西
洋
藝
術
及
美
術
館
對
於
日
本

民
眾
而
言
仍
是
一
個
相
當
陌
生
的
領
域
，

能
出
國
親
訪
西
方
藝
術
的
機
會
更
是
鳳

毛
麟
角
。
故
松
方
致
力
蒐
藏
這
些
藝
術
佳

作
，
其
中
一
個
目
的
便
是
希
望
興
建
一
座

媲
美
先
進
國
家
的
美
術
館
，
並
引
介
西
方

藝
術
進
入
日
本
，
藉
由
鑑
賞
貨
真
價
實

的
西
方
美
術
品
來
拓
展
日
人
的
視
野
。
此

外
，
他
亦
希
冀
對
保
存
日
本
文
化
略
盡
心

圖9　 江戶時代（18世紀）　勝川春章　後台的初代中村仲藏　縱38.4， 25.4
公分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原「松方收藏品」

力
，
故
流
落
在
海
外
的
浮
世
繪
作
品
，
進

入
了
其
網
羅
的
視
野
當
中
。

而
當
時
日
本
的
經
濟
暢
旺
，
也
成

為
松
方
蒐
羅
藝
術
品
時
的
強
大
後
盾
。
由

於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戰
意
外
地
陷
入
長
期
化

戰
線
，
參
戰
國
積
極
向
外
大
量
購
取
糧
食

及
軍
需
品
，
日
本
的
出
口
因
而
受
惠
。
同

時
，
因
各
先
進
工
業
國
將
生
產
轉
向
軍
事

生
產
，
無
力
顧
及
民
生
事
業
，
使
日
本
的

工
商
業
進
入
未
曾
有
過
的
擴
張
階
段
。
這

個
突
來
的
﹁
天
佑
大
戰
﹂
，
讓
日
本
從
戰

前
的
貿
易
逆
差
國
，
轉
變
為
擁
有
二
十
億

圓
的
貿
易
順
差
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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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江戶時代（19世紀）　歌川廣重　名所江戶百景‧龜戶梅屋舖　縱36.6，橫24.8公分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原「松方收藏品」

圖11　 江戶時代（19世紀）　葛飾北齋　富嶽三十六景‧神奈川沖浪裏　縱24.5，橫37公分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該館現存數套，包含原屬「松方收
藏品」者。

圖12　 江戶時代（19世紀）　葛飾北齋　富嶽三十六景‧相州江之島　縱24.7，橫37.8公分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該館現存數套，包含原屬「松方收
藏品」者。

松
方
幸
次
郎
在
一
八
九
六
年
就

任
川
崎
造
船
所
社
長
，
其
契
機
在
於
該

所
的
創
辦
人
川
崎
正
藏
︵
一
八
三
六

∼

一
九
一
二
︶
與
其
父
是
同
鄉
︵
薩
摩
︶
舊

友
，
在
一
八
九
六
年
公
司
改
組
之
際
，
便

聘
請
了
松
方
擔
任
首
任
社
長
。
而
為
因
應

一
次
大
戰
造
船
業
的
蓬
勃
需
求
，
其
交
涉

訂
單
、
原
料
所
需
等
因
素
，
一
九
一
六
年

起
的
十
年
間
，
松
方
曾
三
度
長
期
旅
歐

︵
一
九
一
六
年
三
月

∼

一
九
一
八
年
十
一

月
、
一
九
二
一
年
四
月

∼
一
九
二
二
年
二

月
、
一
九
二
六
年
四
月

∼
一
九
二
七
年
四

月
︶
。
由
於
控
有
大
量
商
用
資
金
，
加
上

日
幣
在
外
匯
市
場
連
帶
走
升
，
加
強
了
日

本
的
購
買
力
。
松
方
幸
次
郎
遂
在
公
務
之

餘
，
側
身
於
美
術
蒐
藏
的
行
列
。

納
藏
名
作

松
方
本
人
對
於
繪
畫
並
不
是
相
當
瞭

解
，
其
入
藏
的
顧
問
，
主
要
仰
賴
英
國
畫

家Fran
k W

illiam
 B

ran
gw

yn

︵
一
八
六 

七

∼

一
九
五
六
︶
，
及
日
籍
留
法
文
學

家
成
瀨
正
一
︵
一
八
九
二

∼

一
九
三
六
︶

等
，
尚
有
另
一
個
日
本
商
社
鈴
木
商
店

在
其
倫
敦
分
店
提
供
專
用
室
為
據
點
。
後

經
其
積
極
訪
查
及
畫
商
藝
廊
的
積
極
推
薦

下
，
包
括
了
莫
內
、
梵
谷
、
塞
尚
、
高

更
、
雷
諾
瓦
等
名
家
之
作
，
逐
一
成
為
其

囊
中
之
物
。
而
一
位
日
籍
企
業
家
突
如
積

極
投
入
蒐
購
之
舉
，
在
當
時
歐
洲
的
藝
文

界
中
引
發
了
注
目
，
間
接
為
日
本
進
行
了

宣
傳
。而

浮
世
繪
版
畫
的
來
源
，
則
原
為
巴

黎
的
寶
石
商H

enri V
ever

︵
一
八
五
四

∼

一
九
四
二
︶
於
一
八
八○

年
代
開
始
，
花

費
三
十
餘
年
所
收
集
者
。H

en
ri V

ever

對
於
日
本
文
化
甚
為
熱
愛
，
故
陸
續
從
其

他
藏
家
手
中
接
手
了
各
式
浮
世
繪
作
品
。

一
九
一
九
年
，
松
方
幸
次
郎
耳
聞
此
批
收

藏
將
賣
到
美
國
，
遂
向H

en
ri V

ever

表

示
基
於
保
存
日
本
文
化
，
希
望
其
可
以
割

愛
，
後
得
到H

enri V
ever

的
同
意
，
以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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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
不
小
的
金
額
將
之
購
入
，
系
列
完
整
且

數
量
驚
人
的
浮
世
繪
作
品
，
遂
轉
成
松
方

所
有
。這

批
浮
世
繪
的
特
色
在
於
多
屬
於

浮
世
繪
發
展
初
期
的
版
畫
，
如
墨
摺
繪
與

丹
繪
、
紅
繪
、
漆
繪
等
筆
彩
版
畫
，
而
且

被
稱
作
紅
摺
繪
的
作
品
群
非
常
多
樣
，
是

相
當
豐
富
的
收
藏
。
另
外
，
從
單
彩
逐
漸

轉
變
為
錦
繪
的
過
渡
時
期
作
品
，
例
如
鈴

木
春
信
的
作
品
就
有
將
近
三
百
件
；
而
且

不
只
是
數
量
，
色
彩
、
保
存
狀
態
良
好
的

作
品
亦
多
。
只
是
美
人
畫
類
別
中
，
從
喜

多
川
歌
麿
、
鳥
文
齋
榮
之
等
以
後
時
代
的

畫
家
的
作
品
異
常
稀
少
。
役
者
繪
︵
以
歌

舞
伎
演
員
、
表
演
舞
臺
、
道
具
，
沉
浸
在

歌
舞
伎
欣
賞
中
的
人
們
為
主
︶
中
，
東
洲

齋
寫
樂
、
初
代
歌
川
豐
國
以
後
時
代
的
作

品
，
也
跟
美
人
畫
有
同
樣
的
狀
況
。
這
些

類
型
，
或
許
能
反
映
出H

en
ri V

ever

的

收
藏
偏
好
。
但
部
分
名
家
之
作
，
則
未
被

H
enri V

ever

所
青
睞
，
故
國
人
相
當
熟
悉

的
︿
富
嶽
三
十
六
景
﹀
、
︿
東
海
道
五
拾

三
次
﹀
等
作
品
的
完
整
系
列
，
就
未
見
於

此
批
收
藏
中
。

即
便
類
型
未
能
含
括
完
全
，
然
如

此
龐
大
且
質
量
兼
備
的
浮
世
繪
版
畫
，
伴

隨
著
西
洋
名
作
，
幸
運
地
因
松
方
幸
次
郎

的
先
見
之
明
而
重
回
日
本
，
結
束
流
浪
生

涯
，
已
甚
難
得
可
貴
。
一
九
二○

年
，
松

方
幸
次
郎
將
這
些
作
品
送
返
東
瀛
，
且
為

分
散
風
險
，
並
分
成
十
餘
次
陸
續
起
運
。

一
九
二
二
年
起
，
松
方
氏
的
東
西
方
美
術

藏
品
，
更
開
始
於
東
京
、
大
阪
、
京
都
等

地
展
出
。
如
浮
世
繪
作
品
，
即
於
該
年

四
月
為
歡
迎
英
國
皇
太
子
蒞
臨
日
本
所
舉

辦
的
﹁
英
國
皇
太
子
殿
下
台
覽
特
別
浮
世

繪
展
覽
會
﹂
中
亮
相
。
迄
今
各
年
當
中
援

用
松
方
收
藏
品
的
展
覽
，
仍
幾
乎
少
有
間

斷
，
部
分
展
覽
出
版
的
明
信
片
，
還
為
臺

灣
近
代
美
術
巨
匠
陳
澄
波
︵
一
八
九
五

∼

一
九
四
七
︶
所
收
藏
參
考
，
足
見
其
影

響
擴
散
。
且
早
在
一
九
三
四
年
︵
昭
和

九
年
︶
七
月
，
這
批
浮
世
繪
當
中
便
有

九
十
九
件
、
共
一
百
一
十
二
張
被
認
定
為

重
要
美
術
品
。

殖
民
地
臺
灣
與
日
本
企
業
的
聯
手

運
作

松
方
幸
次
郎
花
費
了
超
過
現
在
幣
值

百
億
的
資
金
，
逐
一
入
藏
的
各
方
名
作
，

究
竟
為
何
會
四
散
各
地
？
原
屬
於
其
所
愛

藏
的
浮
世
繪
，
又
為
何
會
轉
移
至
東
博
？

期
間
曲
折
，
與
臺
灣
竟
也
有
莫
大
的
關

連
。

一
八
九
五
年
日
本
取
得
臺
灣
後
，
設

立
臺
灣
總
督
府
進
行
治
理
。
總
督
府
隨
後

即
依
循
日
本
政
府
的
國
策
，
設
立
日
本
金

融
史
上
持
有
紙
幣
發
行
權
的
特
殊
銀
行—

臺
灣
銀
行
，
並
協
助
日
本
企
業
在
臺
灣
發

展
產
業
時
的
融
資
，
該
行
迄
今
仍
是
臺
灣

重
要
的
金
融
機
構
。
︵
圖
十
五
、
十
六
︶

其
協
助
的
對
象
之
一
，
便
是
對
松
方
幸
次

郎
提
供
諸
多
協
助
的
日
商
鈴
木
商
店
。

鈴
木
商
店
原
為
日
本
神
戶
地
區
的

砂
糖
貿
易
商
，
後
其
大
掌
櫃
金
子
直
吉

︵
一
八
六
六

∼

一
九
四
四
︶
因
臺
灣
樟
腦

專
賣
案
的
緣
故
，
與
時
任
總
督
府
第
二

把
交
椅
的
民
政
長
官
、
後
來
擔
任
此
職

長
達
九
年
的
後
藤
新
平
︵
一
八
五
七

∼

一
九
二
九
︶
建
立
起
關
係
。
透
過
壟
斷
樟

腦
利
益
︵
當
年
臺
灣
樟
腦
產
量
一
度
佔
世

界
一
半
以
上
︶
，
讓
鈴
木
商
店
取
得
莫
大

的
利
益
，
並
藉
由
政
商
網
絡
，
逐
漸
讓
臺

灣
銀
行
成
為
鈴
木
商
店
的
後
盾
，
建
構
起

類
似
﹁
機
關
銀
行
﹂
的
集
中
、
固
定
借
貸

關
係
。
而
臺
灣
總
督
府
及
臺
銀
，
則
藉
此

與
日
本
重
要
商
社
建
立
起
緊
密
的
關
係
。

後
在
金
子
直
吉
率
領
下
，
鈴
木
商

店
透
過
大
膽
的
合
併
戰
略
，
逐
步
跨
足

從
紡
織
、
製
糖
、
到
冶
金
、
化
學
等
輕
重

工
業
，
並
藉
由
一
次
大
戰
的
契
機
，
囤

積
鋼
鐵
之
類
的
戰
爭
物
資
，
並
轉
投
資

海
運
業
及
造
船
業
，
獲
得
莫
大
成
功
，
營

業
額
一
度
達
到
了
十
六
億
日
元
，
成
為
日

本
大
正
時
代
首
屈
一
指
的
巨
型
財
閥
。
而

其
拓
展
期
間
，
臺
銀
光
是
在
一
九
一
八
至

一
九
一
九
年
，
便
貸
款
高
達
六
千
萬
日

圓
，
一
九
二○

年
更
增
至
八
千
萬
日
圓
。

固
然
臺
銀
有
著
總
督
府
的
支
持
，
但

在
日
本
整
體
的
金
融
業
中
，
資
金
仍
屬
最

薄
弱
者
，
一
旦
有
所
起
伏
，
狀
況
便
可
能

發
生
轉
機
。
首
先
隨
著
鈴
木
商
店
在
戰
爭

期
間
將
米
糖
等
糧
食
運
往
海
外
銷
售
的
行

為
，
在
日
本
引
發
了
抵
制
；
又
因
世
界
大

戰
結
束
與
華
盛
頓
海
軍
公
約
的
簽
署
，
日

本
縮
編
了
軍
艦
製
造
計
畫
，
而
先
進
國
家

也
開
始
恢
復
生
產
，
回
歸
市
場
。
內
外
進

逼
之
下
，
靠
著
特
殊
需
求
及
貸
款
而
擴
張

的
鈴
木
商
店
，
經
營
開
始
陷
入
泥
沼
，
甚

至
一
度
連
臺
灣
銀
行
都
不
得
不
暫
抽
銀
根

以
作
轉
圜
。

圖16　 現今的臺灣銀行建築樣貌。雖已歷經改建，但其中心金融地位仍屹立不搖　林姿吟攝

圖15　 日治初期的臺灣銀行外觀　引自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臺灣寫真帖》，臺北：同編者，1908。

圖14　 松方幸次郎　引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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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如
何
處
置
，
讓
十
五
家
銀
行
也
費
盡
思

量
。
最
後
在
一
九
三
八
年
，
銀
行
團
決
定

將
這
批
浮
世
繪
敬
呈
皇
室
，
作
為
重
大
獻

禮
。
一
九
四
三
年
十
二
月
，
宮
內
省
決
定

將
這
批
浮
世
繪
版
畫
移
交
予
東
博
︵
當
時

稱
為
﹁
帝
室
博
物
館
﹂
︶
保
管
。
館
方
接

獲
通
知
後
，
立
即
派
人
前
往
點
交
，
而
當

館
員
抵
達
藏
地
後
，
映
入
眼
簾
的
是
四
座

甚
大
、
且
保
存
狀
況
相
當
良
好
的
木
箱
。

由
於
機
會
難
得
，
讓
點
交
人
員
在
開
箱
時

不
禁
心
跳
加
速
，
甚
至
想
逐
一
觀
覽
，
惟

時
間
實
在
不
允
許
。
後
在
隔
年
一
月
，
完

成
轉
存
相
關
手
續
，
幾
經
轉
折
，
在
歷
史

偶
然
下
，
東
博
意
外
得
以
入
藏
空
前
豐
富

的
浮
世
繪
版
畫
。

在
過
往
的
典
藏
號
中
，
東
博
特

以
﹁
松X

X
X

﹂
之
編
號
系
統
來
標
明
，

可
見
其
特
殊
性
。
如
此
次
來
臺
的
數
件

浮
世
繪
，
若
舊
典
藏
號
來
標
示
，
則
有

﹁
松
二
一
七
﹂
、
﹁
松
四
七
一
﹂
、
﹁
松

五
四
二
﹂
、
﹁
松
二
六
一
二
﹂
等
編
號
。

惟
現
今
已
經
更
換
編
號
方
式
，
不
再
使

用
，
改
以
﹁
所
藏
者
．
寄
贈
者
．
列
品
番

號 A
-10569 -X

X
X

X

﹂
方
式
來
表
記
。

但
因
一
九
二
三
年
的
關
東
大
地
震
，

日
本
政
府
在
重
振
經
濟
的
政
策
下
，
給
予

各
大
企
業
相
當
的
金
融
協
助
。
日
本
政
府

發
行
﹁
救
災
票
據
﹂
，
即
由
政
府
直
接
補

償
、
讓
日
本
銀
行
實
行
救
濟
性
再
貼
現
的

災
區
支
票
。
總
督
府
也
施
壓
臺
灣
銀
行
，

對
毫
無
詳
細
還
款
經
營
計
畫
的
鈴
木
商
店

繼
續
大
舉
貸
款
上
億
的
資
金
。

抵
押
行
動
與
轉
移

雖
然
政
商
界
的
運
作
，
讓
鈴
木
商
店

得
以
略
為
喘
息
，
但
這
僅
是
飲
鴆
止
渴
而

已
。
臺
灣
銀
行
更
因
明
顯
的
超
貸
，
陷
入

不
可
預
知
的
危
機
當
中
。
到
了
一
九
二
七

年
，
終
引
發
連
鎖
性
的
擠
兌
大
恐
慌
，
臺

日
兩
地
的
民
眾
聽
聞
貸
款
予
鈴
木
商
店
的

銀
行
可
能
陷
入
空
前
危
機
後
，
立
即
瘋
狂

湧
向
銀
行
欲
提
領
現
金
，
使
臺
日
多
家
銀

行
紛
紛
被
迫
停
止
營
運
，
臺
灣
銀
行
也
只

能
中
止
了
對
鈴
木
商
店
的
貸
款
，
此
時
臺

銀
已
經
融
資
超
過
三
億
以
上
的
資
金
了
。

後
鈴
木
財
團
遂
於
四
月
五
日
宣
布
破
產
，

一
系
列
的
擠
兌
與
與
大
企
業
的
倒
閉
，
釀

成
戰
前
日
本
規
模
最
大
的
經
濟
恐
慌—

﹁
昭
和
金
融
恐
慌
﹂
，
戳
破
了
由
臺
灣
總

督
府
、
臺
灣
銀
行
及
鈴
木
集
團
所
營
造
出

來
的
虛
幻
財
閥
巨
獸
。

而
松
方
幸
次
郎
擔
任
社
長
的
川
崎
造

船
所
，
自
無
法
倖
免
於
這
場
災
荒
，
陷
入

了
經
營
深
淵
。
松
方
曾
夢
想
建
立
一
座
名

為
﹁
共
樂
美
術
館
﹂
的
場
域
，
展
示
其
在

歐
洲
購
集
的
成
果
，
並
已
經
從
事
設
計
且

找
定
土
地
，
然
在
周
轉
不
靈
的
情
況
下
，

僅
能
將
已
經
運
回
日
本
的
收
藏
品
，
抵
押

給
提
供
資
金
的
十
五
家
銀
行
及
其
他
債
權

人
。
即
便
如
此
，
仍
無
法
挽
回
逆
勢
，
公

司
人
事
大
幅
調
整
與
縮
編
，
松
方
幸
次
郎

也
只
能
黯
然
辭
去
社
長
職
務
，
並
告
別
他

苦
心
的
蒐
藏
。

其
後
，
債
權
銀
行
數
度
拍
賣
松
方
收

藏
品
，
以
求
換
回
欠
款
。
諸
多
西
洋
美
術

品
因
而
紛
紛
離
散
至
私
人
藏
家
或
各
機
構

中
，
現
今
在
日
本
多
個
博
物
館
及
美
術
館

內
，
仍
可
見
當
年
原
歸
屬
松
方
收
藏
品
的

名
作
。
但
歷
經
數
度
標
售
，
象
徵
日
本
文

化
的
浮
世
繪
版
畫
的
部
分
卻
乏
人
問
津
，

或
導
因
於
數
量
過
於
巨
大
，
且
相
對
西
洋

畫
作
而
言
收
藏
的
急
迫
性
及
指
標
性
也
較

待
斟
酌
所
致
。

在
久
未
能
將
之
變
現
的
情
況
下
，

註
釋

1.  

東
博
目
前
的
藏
品
數
有
十
一
萬
六
千
餘
件
，
但

有
些
統
稱
為
一
件
者
實
際
上
是
﹁
組
件
﹂
，
即

數
個
甚
至
數
十
個
文
物
的
合
計
。
如
同
一
個
考

古
遺
跡
所
出
土
者
，
有
時
就
被
括
稱
為
一
件
。

參
考
資
料

1.  

﹁
松
方
コ
レ
ク
シ
ョ
ン
｜
国
立
西
洋
美
術

館
﹂
。
網
址
：h

ttp
s://w

w
w

.n
m

w
a

.g
o

.jp
/

jp
/a

b
o

u
t/m

a
tsu

ka
ta

.h
tm

l

2.  

田
中
日
佐
夫
，
︽
美
術
品
移
動
史—

近
代
日
本

の
コ
レ
ク
タ
－
た
ち
︾
。
東
京
：
日
本
經
濟
新

聞
社
，
一
九
八
三
。

3.  

東
京
国
立
博
物
館
，
︽
東
京
国
立
博
物
館

百
年
史
︾
。
東
京
：
東
京
国
立
博
物
館
，

一
九
七
三
。

4.  

東
京
国
立
博
物
館
，
︽
特
別
展
浮
世
絵—

旧
松

方
コ
レ
ク
シ
ョ
ン
を
中
心
に
︾
。
東
京
：
東
京

国
立
博
物
館
，
一
九
八
四
。

5.  

菊
池
貞
夫
，
︿
松
方
浮
世
絵
コ
レ
ク
シ
ョ

ン
﹀
，
︽M

U
SEU

M

︵
東
京
国
立
博
物
館
研
究

誌
︶
︾
第
二
六
二
期
，
一
九
七
三
，
頁
二
四
。

6.  

関
口
安
義
，
︿
成
瀬
正
一
の
道
程
︵Ⅱ

︶
：

松
方
コ
レ
ク
シ
ョ
ン
と
の
か
か
わ
り
﹀
，

︽
文
教
大
学
文
学
部
紀
要
︾
十
九—

二
號
，

二
〇
〇
六
，
頁
一
二
〇—

八
九
。

因
緣
際
會

文
物
是
文
化
的
載
體
、
文
明
的
軌

跡
。
而
典
藏
是
博
物
館
的
核
心
工
作
，
所

珍
藏
的
每
一
件
文
物
皆
象
徵
著
人
類
智
慧

的
結
晶
，
及
重
要
的
文
化
象
徵
。
每
一

批
文
物
如
何
進
入
博
物
館
的
庫
房
，
其
背

後
或
多
或
少
都
有
一
段
曲
折
離
奇
的
身

世
與
源
由
，
甚
至
於
是
跨
越
時
間
、
國
界

與
地
理
的
各
種
因
素
，
在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當
中
也
不
乏
輾
轉
入
藏
的
珍
品
。
而
東

博
的
松
方
收
藏
品
浮
世
繪
版
畫
，
先
為
海

外
藏
家
蒐
羅
後
，
透
過
松
方
幸
次
郎
的
慧

眼
得
以
重
返
日
本
，
並
成
為
熱
門
的
展
覽

文
物
。
然
不
久
後
受
到
鈴
木
商
店
、
臺
灣

銀
行
等
牽
扯
在
內
的
昭
和
金
融
恐
慌
，
而

成
為
抵
押
品
，
若
然
拍
賣
出
去
，
恐
又
四

散
。
但
在
難
以
接
手
的
情
況
下
，
銀
行
團

將
之
獻
予
天
皇
，
皇
室
又
下
賜
博
物
館
保

管
，
現
已
是
東
博
浮
世
繪
的
核
心
。
其
背

後
跨
越
歐
洲
、
日
本
、
臺
灣
的
輾
轉
曲

折
，
實
值
得
細
細
體
會
。
︵
圖
十
七
︶

本
文
為
執
行
科
技
部
﹁
離
散
蒐
藏
與
殖
民
展
示
：
東
京
帝
室

博
物
館
藏
﹃
臺
灣
土
俗
品
﹄
之
研
究
﹂
︵
計
畫
編
號
：M

O
S

T 

104-2410-H
-136 -001 -M

Y
2

︶
所
獲
相
關
成
果
。
撰
文
期

間
，
蒙
南
院
處
鄭
涵
云
、
朱
龍
興
等
人
協
助
，
一
併
致
謝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圖
書
文
獻
處

圖17　 東博本館內介紹該館歷史之展廳　作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