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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物
館
教
育
的
宗
旨
是
藉
由
不
同
活
動
的

籌
劃
，
增
進
大
眾
對
於
文
物
的
理
解
與
聯
結
，

跨
界
合
作
似
乎
是
可
行
方
案
。
荷
蘭
國
立
博
物

館
、
羅
浮
宮
、
大
都
會
博
物
館
等
，
近
期
皆
有

與
知
名
舞
蹈
家
結
合
的
案
例
，
成
功
引
起
各
界

迴
響
。
本
次
﹁
日
本
美
術
之
最
﹂
展
覽
，
適
逢

展
出
眾
多
與
日
本
傳
統
藝
能
相
關
的
美
術
品
，

諸
如
：
﹁
能
劇
衣
裳
﹂
、
﹁
能
面
﹂
及
與
歌
舞

伎
相
關
的
浮
世
繪
，
本
院
特
別
推
出
日
本
親
子

舞
蹈
律
動
體
驗
活
動
，
希
望
參
訪
觀
眾
透
過
身

體
的
律
動
與
實
作
，
貼
近
日
本
美
術
之
中
與
日

本
傳
統
表
演
藝
術
相
關
文
物
，
親
身
體
驗
其
中

的
奧
妙
。

﹁
日
本
美
術
之
最
﹂
展
出
的
同
時
，
故
宮

南
院
推
出
﹁K

IM
O

N
O
─

十
八
至
二
十
世
紀
日

本
服
飾
特
展
﹂
，
復
以
織
品
亦
是
南
院
典
藏
的

特
色
，
因
此
加
入
日
本
浴
衣
體
驗
活
動
，
使
民

眾
透
過
實
際
的
穿
著
過
程
，
對
日
本
服
飾
特
色

擁
有
更
細
微
的
認
識
。
除
上
述
兩
類
活
動
外
，

另
有
風
呂
敷
包
裝
手
作
體
驗
活
動
，
期
望
活
動

與
民
眾
的
生
活
作
聯
結
。
在
觀
看
日
本
美
術
之

餘
，
也
能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
體
驗
日
本
保
留
迄

今
的
生
活
智
慧
。
以
今
日
的
眼
光
看
來
，
風
呂

敷
仍
是
個
歷
久
彌
新
的
產
物
，
亦
符
合
當
今
環

保
的
潮
流
。

上
述
活
動
在
籌
備
過
程
中
，
承
蒙
日
本
臺

灣
交
流
協
會
臺
北
事
務
所
、
高
雄
事
務
所
的
協

助
，
經
其
引
薦
臺
灣
在
地
的
日
本
藝
文
團
體
，

共
襄
盛
舉
辦
理
日
本
文
化
體
驗
活
動
，
推
廣
日

本
藝
文
的
盛
事
，
精
彩
互
動
方
式
也
獲
得
參
與

民
眾
的
肯
定
，
對
展
出
文
物
獲
得
不
一
樣
的
理

解
。
本
文
擬
就
﹁
日
本
美
術
之
最
﹂
此
次
三
場

親
子
體
驗
活
動
緣
由
及
過
程
作
特
別
介
紹
，
使

讀
者
更
瞭
解
博
物
館
特
展
活
動
規
劃
細
節
。

﹁
日
本
美
術
之
最
﹂
展
覽
是
近
年
來
最
受
矚
目
的
日
本
美
術
綜
合
性
展
覽
，
堪
稱
﹁
日
本
美
術
史
教
科
書
所
載
精

華
盡
出
﹂
，
許
多
日
本
遊
客
專
程
搭
機
來
臺
，
只
為
親
訪
這
難
能
可
貴
的
展
覽
。
故
宮
南
院
為
吸
引
觀
眾
從
多
元

的
角
度
認
識
日
本
文
化
，
除
參
觀
靜
態
的
文
物
展
覽
外
，
也
透
過
更
活
潑
的
文
化
體
驗
活
動
，
引
領
民
眾
深
入
日

本
文
化
。

悠
遊
大
和
文
化

﹁
日
本
美
術
之
最
﹂
教
育
推
廣
活
動

楊
芳
綺

緩
慢
的
舞
蹈─

日
本
親
子
舞
蹈
律
動

日
本
將
舞
蹈
稱
為
﹁
舞
踊
﹂
，
追
溯
其

歷
史
源
頭
可
推
至
南
北
朝
至
室
町
時
代
發
展
出

的
能
樂
，
能
樂
指
的
是
﹁
能
﹂
與
﹁
狂
言
﹂
兩

種
類
型
的
藝
能
，
能
是
從
猿
樂
發
展
而
成
，
保

留
猿
樂
的
歌
唱
及
舞
蹈
的
戲
劇
形
式
，
其
特
色

為
劇
中
人
物
皆
佩
戴
面
具
演
出
，
稱
為
﹁
能

面
﹂
。
室
町
時
代
世
阿
彌
︵
一
三
六
三
？

∼

一
四
四
三
？
︶
集
其
大
成
，
使
其
成
為
形
式
化
、

抽
象
化
的
藝
術
形
式
，
並
確
立
幽
玄
的
藝
術
風

格
，
演
出
時
由
一
位
主
角
唱
和
著
謠
曲
，
搭
配

樂
器
伴
奏
演
出
音
樂
舞
蹈
。

此
次
﹁
日
本
美
術
之
最
﹂
展
出
珍
貴
的
能

面
與
劇
服
。
其
中
﹁
小
面
﹂
指
的
是
能
劇
中
扮

演
年
輕
女
性
時
所
佩
戴
的
面
具
︵
圖
一
︶
，
被

認
為
是
女
性
面
具
較
早
形
成
的
作
品
，
﹁
小
﹂

具
有
年
輕
及
可
愛
之
意
，
其
特
色
是
梳
理
自
然

分
明
的
齊
整
髮
絲
，
象
徵
年
輕
的
樣
貌
。
能
劇

表
演
者
戴
上
面
具
，
無
法
顯
現
表
情
，
反
而
讓

觀
者
有
更
多
想
像
的
空
間
，
從
人
物
緩
步
至
幾

近
靜
止
的
動
作
去
體
會
能
劇
的
奧
義
。

除
了
能
面
外
，
本
次
特
展
出
相
傳
為
長
州

藩
毛
利
家
傳
來
的
能
劇
衣
裳
︵
圖
二
︶
，
以
刺
繡

及
刷
貼
金
箔
技
法
製
作
，
極
盡
華
麗
之
能
事
。
江

戶
時
代
大
名
為
彰
顯
其
身
份
與
不
凡
的
藝
術
品

味
，
在
宅
邸
設
置
能
劇
舞
臺
，
並
訓
練
專
屬
的
自

家
能
劇
演
員
，
於
重
要
的
聚
會
時
演
出
。
因
需
經

常
展
演
，
故
能
面
與
能
劇
衣
著
保
存
不
易
，
此

次
來
臺
展
出
的
能
劇
衣
裳
，
其
年
代
可
追
溯
至

十
六
世
紀
，
是
傳
世
作
品
中
實
屬
難
得
的
文
物
。

圖1　 能面〈小面〉　上衫家傳世品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2　 安土桃山時代　紅白地草花短箋八橋紋能劇衣裳　毛利家傳世品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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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
崎
潤
一
郎
在
︽
陰
翳
的
禮
讚
︾
曾
經
論

及
能
劇
衣
著
的
美
感
，
﹁
蒔
繪
﹂
是
為
了
讓
人

在
暗
處
觀
看
而
製
作
，
古
時
大
量
使
用
金
銀
絲

線
的
織
品
，
或
許
也
是
基
於
同
樣
的
理
由
而
設

計
。
陰
翳
的
微
光
最
適
合
能
劇
的
演
出
，
舞
臺

上
的
幽
暗
與
美
由
此
而
生
。
金
箔
、
金
砂
並
非

僅
為
奢
華
，
也
為
利
用
黃
金
的
反
射
效
果
以
彌

補
照
明
之
不
足
，
美
並
不
存
在
於
物
體
，
而
在

物
體
與
物
體
間
的
陰
翳
與
明
暗
之
間
，
因
此
能

劇
衣
裳
的
設
計
也
反
映
出
日
本
工
藝
的
獨
特
美

學
。

﹁
狂
言
﹂
原
是
附
屬
於
能
劇
的
表
演
，
作

為
能
樂
幕
間
加
演
的
簡
短
劇
目
，
由
演
出
者
即

興
發
揮
，
主
要
目
的
是
協
助
表
演
者
了
解
能
劇
，

並
作
為
轉
化
觀
賞
者
情
緒
的
過
場
節
目
。
室
町

時
代
至
江
戶
末
期
，
﹁
狂
言
﹂
提
高
其
即
興
、

滑
稽
之
特
質
，
與
高
度
藝
術
性
且
多
屬
悲
劇
性

的
能
樂
相
扞
格
，
難
以
協
調
同
臺
演
出
，
便
獨

立
成
為
一
種
演
出
形
式
，
成
為
滑
稽
諷
刺
為
主

調
的
寫
實
喜
劇
。

﹁
能
樂
﹂
與
﹁
狂
言
﹂
作
者
，
陸
續
投

入
歌
舞
伎
的
創
作
，
也
促
使
歌
舞
伎
發
展
達
到

高
峰
。
︽
時
慶
卿
記
︾
所
載
慶
長
五
年
︵
一
六

○
○

︶
七
月
一
日
：
﹁
菊
女
、
阿
國
共
舞
﹂
的

紀
錄
，
成
為
歌
舞
伎
創
始
的
源
頭
。
表
演
者
巫

女
阿
國
，
一
邊
吟
唱
佛
樂
，
在
樂
器
的
伴
奏
下
，

翩
翩
起
舞
，
在
當
時
此
類
的
藝
能
表
演
多
由
女

性
擔
綱
，
稱
為
女
歌
舞
伎
。
與
此
同
時
，
風
化

事
業
發
展
迅
速
，
青
樓
女
子
模
仿
阿
國
，
組
織

歌
舞
伎
團
體
，
使
舞
蹈
朝
感
官
化
、
世
俗
化
發

展
，
已
完
全
脫
離
宗
教
儀
式
，
變
成
為
民
俗
舞

蹈
的
主
流
。

寬
永
六
年
︵
一
六
二
九
︶
，
幕
府
從
道
德

教
化
的
立
場
出
發
，
遂
禁
止
女
性
歌
舞
伎
，
女
角

改
由
年
輕
的
少
年
反
串
演
出
，
但
仍
然
無
法
脫

離
以
姿
色
為
本
位
，
強
調
視
覺
感
官
魅
力
的
表

演
，
造
成
戲
迷
過
於
迷
戀
、
追
捧
演
員
，
因
而

衍
生
許
多
社
會
問
題
。
承
應
元
年
︵
一
六
五
二
︶

美
少
年
歌
舞
伎
亦
受
到
禁
止
，
隔
年
容
許
﹁
物

真
似
狂
言
﹂
取
代
美
少
年
歌
舞
伎
，
亦
即
由
年

紀
大
的
男
演
員
擔
綱
，
把
前
額
至
頭
頂
中
部
的

頭
髮
剃
成
半
月
形
，
俗
稱
月
代
頭
︵
圖
三
︶
，

以
減
少
肉
體
的
魅
力
。
﹁
物
真
似
﹂
代
表
著
寫

實
地
展
現
人
生
的
各
種
面
貌
，
某
種
程
度
上
也

意
味
著
歌
舞
伎
從
藝
術
型
態
過
渡
為
寫
實
。

歌
舞
伎
於
二○

○

五
年
被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列
為
﹁
非
物
質
文
化
遺
產
﹂
，
融
合
戲
劇
、

歌
曲
、
舞
蹈
等
形
式
，
是
日
本
傳
統
藝
能
之
一
，

迄
今
仍
流
行
不
墜
。
歌
舞
伎
分
為
﹁
歌
舞
伎
狂

言
﹂
、
﹁
歌
舞
伎
舞
蹈
﹂
兩
類
，
﹁
歌
舞
伎
狂
言
﹂

是
戲
劇
的
演
出
，
通
常
以
特
定
時
代
背
景
撰
寫

腳
本
。
﹁
歌
舞
伎
舞
踊
﹂
，
以
舞
蹈
呈
現
故
事

的
方
式
，
即
今
日
的
﹁
日
本
舞
踊
﹂
的
源
頭
。

﹁
日
本
舞
踊
﹂
是
形
式
化
的
表
演
，
最
大

的
特
色
是
融
和
能
劇
的
緩
行
與
舞
蹈
的
律
動
，

試
圖
呈
現
歌
詞
中
的
細
膩
情
感
於
動
靜
之
間
。

舞
者
發
自
內
心
，
進
而
轉
化
為
身
體
的
形
式
，

呈
現
出
緩
步
移
動
中
的
情
意
流
動
。
其
與
西
方

舞
蹈
最
大
的
不
同
之
處
在
於
，
西
方
的
舞
蹈
肢

體
向
上
延
展
，
舞
出
身
體
的
姿
態
。
但
日
本
舞

蹈
的
基
本
舞
步
則
是
將
重
心
移
至
雙
腳
，
如
行

進
般
，
舞
出
優
美
的
姿
勢
。
舞
步
多
為
滑
步
，

舞
動
時
身
體
自
然
垂
直
，
腰
椎
挺
直
，
不
要
有

過
多
的
律
動
，
以
典
雅
的
姿
態
演
繹
舞
曲
的
意

境
。
舞
者
在
表
演
時
臉
部
幾
乎
沒
有
表
情
，
藉

由
手
部
的
姿
勢
、
幽
微
的
動
作
，
表
達
最
純
粹

的
情
感
，
希
望
觀
者
可
以
專
注
於
舞
者
身
體
的

律
動
。
︵
圖
四
︶

日
本
親
子
舞
蹈
律
動
花
絮

當
導
覽
老
師
介
紹
完
日
本
舞
蹈
歷
史
後
，

小
朋
友
們
皆
迫
不
及
待
地
想
參
與
體
驗
。
此
時
，

由
舞
蹈
老
師
指
導
參
加
者
透
過
身
體
及
道
具
表

達
不
同
的
情
感
。
例
如
：
為
顯
現
男
子
的
氣
魄
，

雙
腳
開
敞
，
重
心
移
於
左
腳
後
方
，
腰
背
挺
直
，

右
手
高
舉
，
左
手
力
量
下
壓
，
呈
現
威
武
的
氣

勢
。
︵
圖
五
︶
此
時
成
人
多
可
以
正
確
地
模
仿

舞
蹈
老
師
所
教
導
的
姿
勢
，
兒
童
雖
然
無
法
在

肢
體
上
完
全
施
展
，
但
透
過
表
情
的
模
仿
，
卻

也
有
幾
份
神
韻
，
呈
現
出
兒
童
純
真
的
一
面
；

女
性
舞
者
則
需
雙
腳
內
縮
，
髖
部
微
微
翹
起
，

右
手
舉
起
團
扇
，
雙
眼
遙
望
遠
方
，
透
過
眼
睛

與
手
部
姿
勢
，
呈
現
女
性
的
溫
柔
婉
約
的
一
面
。

︵
圖
六
︶
此
舞
蹈
特
質
是
舞
者
臉
上
無
表
情
，

女
孩
們
在
模
仿
動
作
時
也
因
年
齡
不
同
，
呈
現 圖3　 江戶時代　歌川國貞（三代豐國）　八代市川團十郎飾助六圖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4　日本舞蹈表演示範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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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顯
的
區
別
，
年
紀
較
小
的
女
孩
在
比
劃
好
舞

蹈
動
作
後
，
會
很
自
然
地
露
齒
微
笑
，
這
可
能

與
現
在
的
小
孩
習
慣
面
對
鏡
頭
作
表
情
有
關
。

接
續
由
舞
蹈
老
師
帶
領
親
子
觀
眾
，
共
同

練
習
﹁
櫻
花
﹂
曲
目
。
櫻
花
是
日
本
的
國
花
，

在
天
光
晴
朗
的
春
天
，
人
們
滿
懷
著
喜
悅
的
心

情
翩
然
起
舞
。
親
子
觀
眾
跟
著
節
拍
，
亦
步
亦

趨
地
隨
著
舞
蹈
老
師
的
腳
步
，
體
驗
日
本
舞
蹈

獨
特
的
滑
步
、
單
純
的
重
覆
動
作
，
領
略
日
本

藝
術
的
獨
特
魅
力
。
︵
圖
七
︶
舞
曲
剛
開
始
時
，

多
數
的
親
子
觀
眾
很
難
適
應
緩
慢
的
舞
步
，
與

過
往
的
身
體
經
驗
有
很
大
的
不
同
，
在
經
過
反

覆
練
習
後
才
慢
慢
跟
上
節
奏
。
民
眾
在
活
動
結

束
後
，
紛
紛
表
示
以
往
博
物
館
參
觀
較
為
靜
態
，

此
次
透
過
舞
動
來
體
驗
日
本
文
化
令
人
印
象
深

刻
。

涼
爽
的
衣
裳─

日
本
浴
衣
體
驗

日
本
和
服
原
是
平
安
時
代
︵
七
九
四

∼

一
一
八
五
︶
貴
族
服
飾
多
層
次
穿
搭
最
底
層
的
內

著
，
因
其
袖
口
窄
狹
，
僅
容
手
臂
延
伸
出
來
，
故

稱
﹁
小
袖
﹂
，
﹁
小
﹂
是
相
較
於
同
時
代
最
外
層

服
飾
袖
口
寬
敞
的
﹁
廣
袖
﹂
而
來
。
﹁
小
袖
﹂
即

是
現
今
日
本
的
和
服
的
原
型
，
和
服
的
日
文
為

K
im

ono

，
日
文
的
漢
字
為
着
物
，
意
指
所
有
的

穿
著
之
物
，
現
今
幾
乎
是
日
本
服
飾
的
代
名
詞
。

和
服
的
穿
著
不
若
西
方
的
剪
裁
，
強
調
女

性
的
身
型
。
身
體
的
曲
線
在
和
服
中
幾
乎
是
隱

而
未
現
，
僅
露
出
衣
襟
以
上
、
袖
口
以
下
等
極

少
數
的
身
體
部
位
，
因
此
女
性
舉
手
投
足
間
的

動
作
反
而
成
為
視
覺
焦
點
。
和
服
平
面
的
剪
裁

及
滿
佈
紋
樣
的
設
計
，
更
顯
女
性
的
溫
婉
，
也

適
合
嬌
小
的
女
性
穿
著
，
同
時
體
現
日
本
女
性

獨
有
的
自
然
優
美
體
態
。

本
次
展
覽
展
出
許
多
細
緻
且
紋
樣
華
麗
的

和
服
，
期
望
民
眾
在
看
完
展
覽
後
，
藉
由
和
服

示
範
，
更
近
距
離
觀
察
和
服
之
美
與
瞭
解
剪
裁

特
色
。

日
本
浴
衣
體
驗
花
絮

活
動
開
始
先
簡
單
介
紹
和
服
依
年
齡
不
同

具
有
不
同
的
穿
著
，
舉
例
而
言
，
年
輕
女
性
的

和
服
袖
長
較
長
稱
為
﹁
振
袖
﹂
，
而
且
衣
服
紋

樣
較
為
花
俏
，
﹁
振
﹂
具
有
揮
灑
、
跳
舞
之
意
，

在
成
年
禮
時
為
顯
隆
重
通
常
會
穿
著
﹁
振
袖
﹂
。

年
紀
較
長
或
已
婚
的
婦
女
通
常
穿
著
較
深
的
顏

色
，
袖
長
較
短
，
稱
為
﹁
留
袖
﹂
。
︵
圖
八
︶

其
次
則
是
示
範
和
服
腰
帶
的
綁
法
，
和
服

穿
著
的
過
程
，
每
個
步
驟
都
具
有
特
別
的
意
涵
。

一
般
常
見
的
腰
帶
有
﹁
袋
帶
﹂
與
﹁
名
古
屋
帶
﹂

兩
種
不
同
形
式
，
此
次
示
範
為
袋
帶
，
其
為
長

形
腰
帶
未
先
縫
製
定
型
，
上
有
細
緻
的
紋
飾
。

為
增
加
和
服
的
整
體
挺
直
程
度
，
會
內
藏
小
枕

於
腰
帶
內
︵
圖
九
︶
，
最
後
以
綁
紮
的
方
式
於

圖7　親子觀眾體驗日本舞蹈　作者提供

圖5　示範男性舞者舞姿　作者提供

圖6　示範女性舞者舞姿　作者提供

腰
際
後
方
打
結
。
︵
圖
十
︶
和
服
由
於
沒
有
鈕

扣
，
因
此
需
再
搭
配
裝
飾
性
綁
繩
再
次
加
固
，

綁
繩
紮
綁
成
雙
套
結
之
後
，
剩
餘
的
綁
繩
由
下

往
上
固
定
，
代
表
喜
事
場
合
。
︵
圖
十
一
︶

圖11　 和服綁繩在雙套結後，由下往上固定代表喜事場合
穿著。　作者提供

圖8　 左邊舞者所穿服飾為振袖，右邊為留袖。　作者提供圖9　和服腰帶內藏小枕頭以增加挺度　作者提供

圖10　以紮綁方式於腰際後方打結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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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此
階
段
互
動
過
程
中
，
由
於
和
服
的
穿

著
非
常
複
雜
，
親
子
觀
眾
皆
聚
精
會
神
的
觀
看

整
個
示
範
過
程
，
連
首
次
完
整
觀
看
和
服
穿
著

歷
程
的
家
長
，
也
讚
嘆
不
已
。
小
朋
友
們
更
是

充
滿
好
奇
，
提
出
一
連
串
問
題
，
例
如
：
﹁
和

服
的
枕
頭
可
取
出
，
睡
午
覺
使
用
嗎
？
﹂
、
﹁
這

麼
複
雜
的
衣
服
可
以
自
己
穿
嗎
？
﹂
、
﹁
若
要

上
廁
所
要
怎
樣
穿
脫
和
服
？
﹂⋯

⋯

，
讓
過
程

中
充
滿
歡
笑
聲
。
雖
然
只
是
短
暫
的
衣
著
示
範
，

卻
引
發
小
朋
友
從
不
同
的
角
度
去
觀
察
異
國
文

化
的
衣
著
並
提
出
有
趣
的
觀
點
，
也
是
原
先
辦

理
活
動
時
始
料
未
及
的
收
獲
。

由
於
和
服
穿
著
繁
複
與
細
節
眾
多
，
較

難
在
短
暫
的
時
間
提
供
體
驗
，
因
此
改
以
夏
季

較
常
穿
著
的
和
服─

浴
衣
呈
現
。
浴
衣
源
至
江

戶
時
期
，
早
期
稱
湯
帷
子
，
帷
子
是
指
麻
布
材

質
的
小
袖
，
原
為
沐
浴
之
後
的
簡
便
穿
著
，
具

有
吸
收
皮
膚
水
份
的
特
質
。
因
材
質
較
為
涼
爽

輕
薄
，
多
為
夏
季
穿
著
的
簡
便
和
服
，
後
演
變

在
祭
典
、
煙
火
節
等
節
慶
的
重
要
穿
著
。
浴
衣

的
穿
著
與
和
服
有
許
多
相
似
之
處
，
但
穿
著
方

式
較
為
簡
略
，
如
同
和
服
也
是
交
領
右
衽
的
形

式
，
穿
著
時
以
左
邊
為
尊
，
因
此
左
片
的
服
飾

覆
蓋
於
右
片
服
飾
的
上
方
。
︵
圖
十
二
︶
浴
衣

的
優
點
是
可
調
整
寬
度
與
長
度
，
若
長
度
過
長

可
在
穿
著
開
始
時
先
內
折
，
調
整
至
腳
裸
處
。

為
維
持
浴
衣
的
立
體
感
及
保
持
平
整
的
樣
貌
，

於
衣
領
後
方
後
拉
預
留
一
個
拳
頭
的
寬
度
。
︵
圖

十
三
︶
至
於
腰
帶
的
打
法
則
較
和
服
更
為
簡
易
，

於
身
體
後
方
腰
際
處
打
結
，
不
使
用
小
枕
作
內

襯
，
惟
需
注
意
維
持
打
結
的
挺
度
，
體
現
浴
衣

的
美
感
。
男
性
的
浴
衣
形
制
大
致
與
女
性
相
同
，

較
大
的
差
別
在
於
，
男
性
腰
帶
的
位
置
固
定
於

肚
臍
下
方
，
打
結
方
式
較
女
性
更
為
簡
潔
。
︵
圖

十
四
︶
本
次
的
活
動
特
別
受
到
親
子
觀
眾
的
喜

愛
，
有
些
家
長
幾
乎
是
將
浴
衣
的
穿
著
過
程
全

程
錄
影
，
除
了
可
作
為
難
得
留
念
，
也
以
備
往

後
穿
著
時
可
以
參
考
使
用
。
參
加
的
民
眾
表
示

在
日
本
觀
光
旅
行
時
，
旅
館
或
溫
泉
提
供
的
浴

衣
，
往
往
不
知
要
如
何
穿
著
，
藉
著
此
次
活
動

可
以
系
統
性
的
學
習
，
在
未
來
的
日
本
旅
行
時
，

便
可
實
際
運
用
，
感
謝
院
方
提
供
如
此
實
用
又

具
文
化
體
驗
的
課
程
。

魔
法
般
的
布─

日
本
風
呂
敷
包
裝
手

作
體
驗風

呂
敷
︵Furoshiki

︶
在
原
始
的
意
涵
即

有
﹁
布
包
﹂
之
意
，
宛
如
母
親
懷
孕
時
，
子
宮

保
護
嬰
孩
，
出
生
後
母
親
以
育
兒
袋
照
料
嬰
兒
，

具
有
保
護
、
珍
愛
的
意
涵
。
日
本
以
織
布
包
裹

物
品
的
方
法
很
早
即
出
現
，
在
知
名
平
安
時
代

的
鳥
獸
戲
畫
繪
卷
中
可
見
其
蹤
跡
。
該
畫
被
稱

為
是
日
本
漫
畫
的
先
驅
，
以
擬
人
化
的
動
物
為 圖12　浴衣穿著時將左片服飾覆蓋於右片之上　作者提供圖13　 穿著時於後領口預留一個拳頭的寬度，以維持

浴衣的挺度。　作者提供

圖14　男性浴衣的穿著方式　作者提供

主
題
深
受
歡
迎
，
畫
面
中
央
有
兩
隻
猴
子
似
乎

正
在
對
話
，
左
側
的
猴
子
扛
著
木
箱
，
右
側
的

猴
子
手
持
包
裹
，
上
有
齊
整
的
抓
折
，
是
早
期

以
布
巾
包
裹
物
品
的
有
趣
例
證
。
︵
圖
十
五
︶

風
呂
敷
的
稱
呼
可
能
與
室
町
時
代
大
名
喜
愛
沐

浴
有
關
，
﹁
風
呂
﹂
為
洗
浴
之
意
，
﹁
敷
﹂
則

有
鋪
平
的
意
涵
。
據
傳
大
名
在
沐
浴
之
前
，
將

織
布
平
鋪
於
地
上
以
利
更
衣
，
換
衣
完
畢
便
以

布
包
裹
衣
物
。
為
在
浴
場
中
區
別
個
人
的
布
包
，

通
常
織
布
印
有
不
同
家
紋
以
咨
辨
識
。
後
因
公

共
浴
場
的
普
及
，
風
呂
敷
的
流
傳
與
使
用
更
為

興
盛
，
也
廣
泛
地
用
於
搬
運
、
收
納
、
包
裝
等

各
式
用
途
。
︵
圖
十
六
︶

日
本
風
呂
敷
包
裝
手
作
體
驗
花
絮

活
動
開
始
講
師
先
簡
介
風
呂
敷
的
歷
史
，

次
而
簡
介
各
式
的
風
呂
敷
應
用
方
式
，
由
講
師

帶
領
親
子
廣
眾
實
際
操
作
。
風
呂
敷
的
尺
寸
有

五
十
公
分
、
九
十
公
分
等
不
同
大
小
，
只
要
利

用
平
結
與
單
結
兩
種
技
法
，
即
可
幻
化
出
各
式

便
利
的
包
裹
樣
式
。
︵
圖
十
七
︶

風
呂
敷
的
應
用
非
常
廣
泛
而
且
容
易
上

圖16　 安土桃山∼江戶時代　唐船、南蠻船圖屏風　局部　
九州國立博物館藏

圖15　 12世紀　平安時代　鳥獸戲畫　甲卷　局部　第19至20紙　
京都 高山寺　引自《鳥獣戯画—高山寺の至寶》，2015

圖17　以呂敷紮綁成各式包款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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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
甚
至
連
幼
兒
園
的
小
朋
友
都
可
以
快
速
學

習
，
並
且
從
中
獲
得
成
就
感
，
將
風
呂
敷
的
四

個
邊
角
綁
上
單
結
，
即
可
變
成
一
個
簡
單
的
帽

子
，
小
朋
友
製
作
完
成
後
戴
上
帽
子
，
無
不
驚

嘆
於
這
布
充
滿
神
奇
變
化
，
簡
直
像
帶
有
魔
法

般
。
︵
圖
十
八
︶
過
去
辦
理
親
子
活
動
的
經
驗
，

父
親
參
與
活
動
的
程
度
較
低
，
通
常
是
擔
任
協

圖19　風呂敷紮綁成收納袋　作者提供

助
角
色
或
是
負
責
攝
影
紀
錄
。
但
此
次
活
動
由

於
實
用
性
極
高
，
在
登
山
健
行
時
若
手
持
寶
特

瓶
不
利
行
走
，
只
要
將
風
呂
敷
扣
於
腰
際
打
上

兩
個
平
結
，
便
可
收
納
水
瓶
及
各
式
小
物
︵
圖

十
九
︶
；
或
是
將
風
呂
敷
鋪
平
，
將
紅
酒
收
納

於
內
，
只
要
運
用
平
結
與
雙
結
兩
個
簡
單
技

巧
，
即
可
變
成
美
觀
又
易
於
拿
取
的
包
裝
。
︵
圖

二
十
︶
但
此
次
活
動
，
可
以
發
現
男
性
的
參
與

程
度
較
以
往
的
課
程
更
高
，
推
測
可
能
是
與
其

生
活
經
驗
具
密
切
的
連
結
。
︵
圖
二
一
︶

風
呂
敷
體
驗
是
系
列
活
動
中
最
受
歡
迎
的

課
程
，
授
課
老
師
也
表
示
，
以
往
的
課
程
對
象

皆
是
成
人
，
這
回
首
次
面
對
小
朋
友
授
課
，
但

意
外
地
發
現
小
朋
友
的
反
應
非
常
良
好
。
不
少

參
加
的
親
子
觀
眾
表
示
風
呂
敷
兼
具
環
保
與
實

用
，
希
望
能
再
次
辦
理
。
探
究
其
因
可
能
與
風

呂
敷
的
簡
易
性
及
應
用
性
高
有
關
，
不
同
的
年

齡
層
皆
可
有
適
合
的
手
作
物
可
以
學
習
，
並
且

從
中
獲
得
滿
足
感
。
此
次
課
程
也
可
以
作
為
未

來
親
子
活
動
的
參
考
，
在
規
劃
前
期
可
以
思
考

可
針
對
不
同
年
齡
層
、
性
別
特
性
，
規
劃
課
程

的
子
單
元
，
並
且
思
考
課
程
在
後
續
生
活
中
的

參
考
書
目

1.  

竹
內
奈
美
子
，
︿
日
本
工
藝
的
軌
跡─

為
本
展
鑑
賞
之

導
覽
﹀
，
︽
日
本
美
術
之
最─

東
京
、
九
州
國
立
博

物
館
精
品
展
︾
，
臺
北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二○

一
七
。

2.  

黃
韻
如
，︿
日
本
美
術
之
最─

服
飾
類
展
品
介
述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四○

六
期
，
臺
北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二○

一
七
，
頁
三
二―

四
五
。

3.  

葉
渭
渠
，
︽
日
本
文
化
通
史
︾
，
北
京
：
北
京
大
學
出

版
社
，
二○

一○

。

4.  

羅
蘭
·
巴
特
著
，
江
灝
譯
，
︽
符
號
帝
國
︾
，
臺
北
：

麥
田
出
版
，
二○

一
六
。

5.  

谷
崎
潤
一
郎
著
，
李
尚
霖
譯
，
︽
陰
翳
禮
讚
︾
，
臺
北
：

城
邦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二○

○

九
。

6.  

東
京
国
立
博
物
館
，
︽
鳥
獣
戯
画―

高
山
寺
の
至
寶
︾
，

東
京
：
東
京
国
立
博
物
館
，
二○

一
五
。

延
續
性
，
傳
達
藝
術
生
活
化
的
理
念
。

風
呂
敷
作
為
送
禮
的
包
裝
材
質
，
在
包
裝

時
也
有
其
文
化
意
涵
，
舉
例
而
言
若
為
喜
慶
用

途
，
會
將
布
先
放
置
成
菱
形
，
禮
物
置
於
中
央
，

先
由
包
裝
者
左
側
布
邊
內
折
，
次
則
將
外
側
的
三

角
形
內
折
，
代
表
將
福
氣
收
納
進
風
呂
敷
內
︵
圖

二
二
︶
；
若
為
喪
葬
送
禮
的
包
裝
方
式
則
與
之

相
反
，
由
右
側
布
邊
內
折
，
包
禮
者
的
內
側
布

邊
再
蓋
上
，
象
徵
驅
逐
穢
氣
。
︵
圖
二
三
︶

日
本
文
化
幾
乎
每
個
細
微
的
動
作
都
隱
含

著
某
種
秩
序
與
象
徵
意
義
，
法
國
思
想
家
羅
蘭

巴
特
在
日
本
之
行
後
，
以
西
方
人
之
眼
，
寫
下

對
日
本
的
觀
察
，
某
些
觀
點
至
今
仍
耐
人
尋
味
。

他
認
為
日
本
宛
如
一
個
符
號
帝
國
，
日
本
的
符

號
十
分
強
健
，
被
完
美
的
規
範
建
構
與
呈
現
。

其
對
於
日
本
的
包
裝
曾
經
做
過
一
個
有
趣
的
描

述
，
日
本
包
裝
的
外
殼
可
重
複
使
用
，
讓
人
無

法
一
眼
看
穿
內
藏
之
物
，
內
容
物
通
常
不
重
要

且
價
值
不
高
，
與
外
包
裝
的
豪
華
不
成
比
例
，

這
正
是
日
本
包
裝
的
一
大
特
點
。
包
裝
不
再
只

是
移
動
物
品
的
暫
時
陪
襯
，
它
本
身
化
為
貴
重

之
物
，
但
卻
免
費
附
上
，
包
裝
藝
術
就
是
一
種

思
想
。
在
拆
卸
禮
物
的
過
程
中
，
沉
浸
於
包
裝

所
帶
來
的
喜
悅
，
包
裝
就
產
生
符
號
的
功
能
，

做
為
外
殼
、
屏
障
、 

面
具
，
它
和
裡
頭
所
隱
藏
、

保
護
、
指
涉
的
物
品
完
全
等
值
。

配
合
日
本
難
得
一
見
的
日
本
美
術
精
品
來

臺
展
示
，
本
院
辦
理
系
列
教
育
推
廣
活
動
，
期

能
為
推
廣
亞
洲
藝
術
播
下
希
望
的
種
籽
，
希
冀

在
各
式
的
活
動
中
，
讓
親
子
觀
眾
能
從
更
多
元

的
面
向
，
瞭
解
日
本
藝
術
，
進
而
與
生
命
經
驗

作
連
結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南
院
處

圖23　喪葬包裝方式　彭彥凱攝

圖18　風呂敷紮綁成帽子　作者提供

圖20　風呂敷包裝紅酒　作者提供

圖21　父子共同學習風呂敷包裝　作者提供

圖22　喜慶包裝方式　林玉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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