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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
廈
︵
由
兩
個
歇
山
作
丁
字
相
交
，
其
插

入
部
份
稱
為
抱
廈
。
︶
一
座
，
山
花
面
向

前
，
與
此
作
品
十
分
相
似
。
此
殿
形
制
、

構
造
保
留
較
多
北
宋
建
築
的
原
貌
，
實
物

與
繪
畫
可
互
為
對
照
。
︵
圖
二
八
︶

唐
代
建
築
大
多
只
用
柱
頭
鋪
作
，
宋

之
後
由
於
房
屋
間
廣
加
大
，
或
以
補
間
為

裝
飾
，
才
加
補
間
鋪
作
，
但
距
離
不
均

等
。
︿
水
殿
招
涼
﹀
屋
檐
下
方
闌
額
上
安

補
間
鋪
作
，
當
心
間
用
兩
朵
，
次
間
各
用

一
朵
，
完
全
符
合
宋
代
木
匠
建
屋
的
技
術

規
則
。
︵
註
十
一
︶
鋪
作
斗
栱
所
置
之
闌

額
極
寬
闊
，
至
角
柱
外
有
出
頭
，
上
無
普

拍
枋
，
屬
於
早
期
制
度
，
金
、
南
宋
以
後

很
少
不
用
普
拍
枋
者
。
畫
中
建
築
木
裝
修

沿
著
台
基
邊
緣
立
柱
，
欄
柱
間
上
部
近
檐

處
加
橫
披
窗
，
遮
住
斗
栱
。
下
部
平
坐
使

用
木
結
構
的
柱
枋
、
斗
栱
作
成
台
基
，
先

自
地
面
台
基
上
立
永
定
柱
，
柱
上
安
闌

額
，
上
施
平
坐
，
施
雁
翅
板
，
平
坐
斗
栱

上
鋪
設
樓
板
並
裝
置
鉤
欄
。
亭
榭
前
方
踏

道
﹁
兩
階
合
一
﹂，
兩
側
的
斜
坡
條
石
副

子
，
其
階
道
作
法
與
建
於
宣
和
七
年
︵
一

一
二
五
，
約
略
與
︽
法
式
︾
同
時
︶
之
嵩

山
少
林
寺
初
祖
庵
式
樣
相
同
。
︵
圖
二

九
︶

臨
水
亭
榭
建
在
奇
石
松
柳
之
旁
，
下

臨
水
池
，
憑
欄
遠
眺
，
湖
景
盡
入
視
域
。

廊
橋
建
築
造
型
清
巧
秀
麗
，
將
園
林
串
連

成
一
個
與
室
內
環
境
又
隔
又
連
，
富
於
變

化
的
空
間
。
畫
上
有
閘
引
湖
水
入
渠
道
，

流
至
宮
苑
內
。
建
在
池
沼
上
的
廊
橋
下
為

支
柱
、
橋
墩
，
上
為
長
廊
，
橋
面
鋪
設
木

板
，
兩
側
有
裝
飾
卍
字
鉤
欄
。
左
右
兩
邊

橋
面
斜
下
，
順
水
築
石
基
，
基
上
有
一
排

矩
形
斷
面
的
木
樁
以
防
止
基
岸
崩
塌
。
圖

中
廊
橋
，
下
用
地

，

上
立
木
柱
，
柱

上
架
額
，
額
間
架
樑
，
應
與
當
時
實
物
相

差
不
遠
，
為
研
究
宋
代
木
橋
、
水
閘
構
造

的
旁
証
。
︵
圖
三
○
︶
︿
水
殿
招
涼
﹀
款

圖二八　河北正定隆興寺摩尼殿

圖二九　河南嵩山少林寺初祖庵

圖三○ 宋代木橋、水閘線描圖



僅
存
﹁
臣
李
﹂
二
字
；
另
一
張
李
氏
︿
焚

香
祝
聖
﹀
款
書
亦
只
餘
﹁
臣
李
﹂
二
字
，

另
一
字
上
半
部
似
為
﹁
山
﹂
字
。
由
其
繪

畫
手
法
來
看
，
此
兩
圖
似
乎
應
出
於
同
一

人
之
手
。
︵
圖
三
一
︶

中
國
古
代
建
築
畫
不
完
全
是
真
實
寫

生
，
而
是
帶
有
理
想
化
的
成
份
。
宋
無
款

︿
醴
泉
清
暑
﹀︵
圖
三
二
︶
低
矮
廊
屋
簇
擁

後
方
建
於
高
台
上
的
殿
閣
，
構
成
一
個
的

繁
複
建
築
組
群
。
磚
石
砌
成
的
台
座
下
大

上
小
收
分
明
顯
，
表
面
精
雕
覆
蓮
、
雙

鳳
、
卷
草
流
雲
圖
案
，
為
早
期
高
級
的
台

基
造
型
。
台
上
正
殿
為
重
檐
歇
山
頂
，
當

心
間
有
突
出
平
台
，
殿
內
中
央
應
是
皇

帝
，
左
右
則
有
頭
戴
展
腳

頭
，
手
持
扇

及
器
物
的
隨
侍
，
踏
道
另
有
若
干
內
侍
上

下
穿
梭
。
院
中
布
置
有
樹
木
、
盆
景
、
疊

石
，
可
供
觀
賞
。

宋
代
匠
師
較
注
意
建
築
群
的
整
體
效

果
，
在
有
限
的
斗
方
上
繪
製
龐
大
繁
複
的

建
築
群
組
，
建
築
物
高
低
錯
落
，
平
面
布

局
極
為
緊
湊
。
傳
統
建
築
的
屋
頂
形
式
均

按
建
築
物
的
重
要
性
而
有
區
別
，
依
次
可

分
為
廡
殿
、
攢
尖
、
歇
山
、
盝
頂
、
懸

山
，
若
加
下
檐
構
成
重
檐
，
更
為
尊
貴
的

等
級
。
歇
山
頂
活
潑
生
動
，
多
用
於
配
殿

等
次
要
建
築
。
十
字
脊
由
兩
個
九
脊
殿
作

十
字
相
交
，
始
見
於
五
代
，
盛
行
於
宋
、

金
。
此
圖
的
屋
頂
造
型
，
有
單
檐
、
重

宋　李氏　焚香祝聖　名款

圖三二　宋　無款　醴泉清暑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二　宋　無款　醴泉清暑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一　宋　李氏　水殿招涼　名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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檐
，
形
式
則
有
歇
山
、
十
字
脊
等
。
圖
中

屋
身
高
大
的
歇
山
式
建
築
，
正
脊
較
短
，

山
面
坡
度
較
長
，
加
上
屋
檐
挑
出
較
遠
，

輪
廓
顯
得
十
分
優
美
。
︽
法
式
︾
書
中
關

於
﹁
舉
折
﹂
制
度
規
定
，
建
築
物
愈
大
，

正
脊
舉
起
愈
高
，
屋
頂
坡
度
大
，
次
要
建

築
物
屋
頂
坡
度
小
，
在
此
圖
中
可
得
到
應

證
。
︿
醴
泉
清
暑
﹀
屋
頂
造
型
接
近
於
山

西
巖
山
寺
壁
畫
，
︵
圖
三
三
︶
花
面
繪
有

搏
風
版
、
垂
魚
、
惹
草
，
但
內
部
木
結
構

則
省
略
不
畫
。
屋
瓦
繪
法
仔
細
，
畫
出
瓦

隴
線
，
正
脊
、
垂
脊
上
飾
獸
頭
、
蹲
獸
雖

以
簡
筆
繪
之
，
但
皆
以
金
粉
提
醒
。
此
圖

外
檐
裝
修
的
格
子
門
皆
施
朱
紅
色
，
而
欄

杆
華
板
、
栱
眼
壁
上
則
用
石
青
彩
飾
。

南
宋
繪
畫
常
出
現
江
南
一
帶
的
屋
舍

形
象
，
規
整
對
稱
的
庭
院
，
優
美
的
自
然

環
境
，
既
是
住
宅
又
有
園
林
風
趣
。
宋
人

︿
松
陰
庭
院
﹀︵
圖
三
四
︶
為
民
居
合
院
建

築
的
標
準
形
式
，
採
﹁
前
堂
後
寢
﹂
的
傳

統
布
局
，
當
心
間
為
廳
堂
，
兩
側
次
間
有

耳
殿
與
之
並
列
，
正
廳
旁
邊
房
間
是
臥

室
。
整
個
畫
面
僅
截
取
園
中
一
角
，
迴
廊

向
宅
內
庭
院
一
面
開
敞
，
另
一
面
以
牆
闢

門
可
通
廳
堂
。
貫
通
庭
院
的
檐
廊
，
是
人

們
起
居
活
動
最
為
頻
繁
的
場
所
，
廊
內
梭

柱
以
墨
染
深
淺
層
次
，
下
方
柱
礎
是
︽
法

式
︾
中
所
稱
的
﹁
素
覆
盆
式
﹂。
廊
與
堂

屋
檐
下
隱
約
可
見
斗
栱
，
採﹁
一
斗
三
升
﹂

式
，
屋
頂
正
脊
端
飾
有
獸
頭
。
傳
統
中
國

房
屋
是
受
律
法
監
管
，
對
於
民
間
建
築
有

嚴
格
限
制
。
宋
代
一
般
平
民
百
姓
房
子
不

得
建
斗
栱
，
或
加
瓦
獸
裝
飾
，
只
是
簡
單

在
斜
頂
上
蓋
灰
瓦
，
故
此
棟
應
屬
於
官
員

宅
院
。
構
圖
較
特
別
的
是
佔
面
積
最
多
的

屋
面
，
由
若
干
瓦
片
相
間
鋪
放
，
瓦
隴
平

行
排
列
規
律
，
依
次
用
粗
筆
淡
墨
勾
瓦
。

屋
頂
下
方
繪
有
飛
椽
，
但
檐
邊
之
瓦
當
、

滴
水
瓦
︵
板
瓦
下
方
所
接
條
帶
狀
折

沿
︶，
卻
省
略
不
畫
。

為
了
表
現
畫
面
立
體
感
與
縱
深
關

係
，
採
俯
瞰
式
角
度
，
屋
內
與
院
中
景
物

清
楚
可
見
。
一
婦
女
晝
寢
將
寤
，
侍
女
捧

水
供
盥
洗
，
餘
二
人
共
提
一
布
囊
。
宅
內

園
林
布
置
清
新
雅
致
，
綠
竹
拂
檐
，
巨
大

的
須
彌
座
式
花
台
，
中
植
松
樹
花
卉
，
湖

石
用
石
青
敷
染
。
另
一
側
廊
廡
外
，
隱
約

可
見
攢
尖
頂
方
亭
一
座
，
構
成
宅
院
豐
富

圖三三　山西繁峙縣巖山寺南殿壁畫（天宮樓閣）

圖三四　「一斗三升」斗栱、屋面

圖三四　宋人　松陰庭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78

的
景
觀
層
次
。

︵
三
︶
元
代

五
代
與
宋
之
際
為
界
畫
最
興
盛
時

期
，
隨
著
兩
宋
以
詩
詞
入
畫
，
強
調
文
學

意
境
的
表
達
，
及
元
代
文
人
水
墨
寫
意
畫

興
起
等
原
因
，
界
畫
漸
不
受
重
視
。
元
陶

宗
儀
︵
？

一
三
九
六
︶
在
其
著
作
︽
南

村
輟
耕
錄
︾
將
繪
畫
分
成
十
三
科
：

﹁
畫
家
十
三
科
：
佛
菩
薩
相
、
玉
帝
君

王
道
相
、
金
剛
鬼
神
羅
漢
聖
僧
、
風
雲

龍
虎
、
宿
世
人
物
、
全
境
山
水
、
花
竹

翎
毛
、
野
騾
走
獸
、
人
間
動
用
、
界
畫

樓
臺
、
一
切
傍
生
、
耕
種
機
織
、
雕
青

嵌
綠
。
﹂
其
中
﹁
界
畫
樓
台
﹂
一
項
，

排
名
第
十
。
故
元
湯
垕
︵
約
十
三
世
紀
末

至
十
四
世
紀
前
期
︶
︽
畫
鑑
︾
才
說
：

﹁
世
俗
論
畫
必
曰
：
畫
有
十
三
科
，
山

水
打
頭
，
界
畫
打
底
。
﹂

元
代
最
有
名
的
界
畫
家
王
振
鵬
︵
約

一
二
七
五

一
三
二
八
前
後
︶
字
朋
梅
，

浙
江
永
嘉
人
。
元
張
昱
︽
張
光
弼
詩
集
︾

卷
二
題
畫
詩
中
述
及
他
曾
畫
﹁
大
都
池
館

圖
樣
﹂，
畫
藝
得
仁
宗
眷
愛
，
賜
封
﹁
孤

雲
處
士
﹂。
仁
宗
︵
在
位
一
三
一
二

一

三
二
○
︶
尚
為
太
子
時
，
王
氏
曾
與
趙
孟

頫
、
商
琦
等
人
隨
侍
，
各
展
所
長
。
因
任

職
於
秘
書
監
典
簿
︵
掌
管
書
畫
及
歷
代
圖

籍
的
主
要
機
構
︶
，
得
以
遍
觀
古
圖
書
，

官
至
漕
運
千
戶
，
總
理
海
運
於
江
陰
、
常

熟
之
間
。
元
文
宗
︵
一
三
二
八

一
三
二

九
在
位
︶
時
期
任
奎
章
閣
學
士
的
虞
集

︵
一
二
七
二

一
三
四
八
︶
常
參
與
君
臣

共
同
鑑
賞
書
畫
的
雅
集
，
在
為
王
父
所
撰

︿
王
知
州
墓
誌
銘
﹀
中
稱
王
振
鵬
畫
藝
：

﹁
運
筆
和
墨
，
毫
分
縷
析
，
左
右
高

下
，
俯
仰
曲
折
，
方
圓
平
直
，
曲
盡
其

體
，
而
神
氣
飛
動
，
不
為
法
拘
。
﹂

︵
註
十
二
︶
王
氏
作
品
風
格
特
點
為
準
確

與
細
緻
，
為
迎
合
皇
室
的
需
要
，
多
以
宮

廷
建
築
為
主
題
，
專
用
墨
線
白
描
法
畫
建

築
，
替
代
以
前
的
設
色
或
淡
墨
渲
染
的
畫

法
，
並
藉
由
墨
線
疏
密
、
平
行
、
交
叉
之

不
同
，
來
區
分
建
築
各
部
的
質
感
和
體
積

感
。

至
大
三
年
︵
一
三
一
○
︶
皇
太
子
時

生
日
王
振
鵬
進
呈
﹁
龍
池
競
渡
圖
﹂
為

賀
，
過
十
年
多
，
至
治
癸
亥
︵
一
三
二
三
︶

元
成
宗
之
女
祥
哥
剌
吉
皇
姊
大
長
公
主

︵
約
一
二
八
三

一
三
三
一
︶
舉
行
雅

集
，
又
請
他
再
畫
一
卷
﹁
錦
標
圖
﹂，
現

今
傳
世
本
多
是
根
據
原
蹟
忠
實
仿
製
。
王

振
鵬
以
吳
自
牧
︽
東
京
夢
華
錄
︾
所
載
，

描
寫
太
宗
太
平
興
國
七
年
︵
九
八
二
︶
於

開
封
爭
標
演
習
水
軍
的
景
象
，
畫
中
對
金

明
池
中
建
築
物
描
寫
淋
漓
盡
致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所
藏
王
振
鵬
︿
寶
津
競
渡

圖
﹀
、
︿
龍
池
競
渡
圖
﹀
︵
圖
三
五
︶
、

︿
龍
舟
圖
﹀
︵
圖
三
六
︶，
三
張
手
卷
構
圖

皆
極
相
似
。

元
代
立
國
之
後
開
始
進
行
大
量
興

建
，
有
專
為
營
建
宮
城
而
設
的﹁
宮
殿
府
﹂

機
構
。
元
大
都
和
御
苑
各
重
要
建
築
物
的

面
闊
、
進
深
、
尺
寸
及
間
數
、
層
數
等
概

況
，
在
陶
宗
儀
︽
輟
耕
錄
．
宮
闕
制
度
︾

有
記
載
：
﹁
凡
諸
宮
門
，
皆
金
鋪
、
朱



戶
、
丹
楹
、
藻
繪
、
彤
壁
、
琉
璃
瓦
飾

檐
脊
。
﹂
由
此
可
知
，
大
都
宮
殿
原
建

造
於
雕
龍
鳳
漢
白
玉
石
台
基
上
，
四
周
繞

以
朱
漆
欄
杆
，
屋
頂
鋪
琉
璃
瓦
飾
，
檐
下

用
雕
雲
龍
朱
柱
。
門
窗
裝
修
使
用
朱
紅
色

瑣
紋
窗
，
四
周
加
金
邊
，
殿
內
鋪
設
石

板
，
裝
飾
非
常
華
麗
。
大
都
皇
城
是
圍
繞

北
海
與
中
海
而
建
，
其
制
度
承
襲
金
朝
中

都
和
汴
梁
的
宮
殿
形
制
，
金
代
建
築
體
制

是
北
宋
的
延
續
，
而
不
似
南
宋
臨
安
為
規

模
較
小
的
宮
室
。

︿
龍
舟
圖
﹀
全
卷
白
描
未
施
墨
染
，

予
人
未
完
成
樣
稿
的
印
象
，
畫
上
無
名

款
，
但
鈐
有
﹁
賜
孤
雲
處
士
章
﹂
一
方
。

︵
圖
三
七
︶
卷
尾
之
﹁
寶
津
樓
﹂
為
重
檐

十
字
脊
歇
山
頂
，
正
中
飾
有
火
燄
寶
珠
，

殿
頂
鴟
吻
、
瓦
隴
、
脊
獸
完
備
，
精
巧
富

麗
。
室
內
設
有
御
座
，
是
皇
帝
觀
看
爭
標

賜
宴
的
所
在
。
主
殿
建
築
高
大
，
出
檐

遠
，
斗
栱
出
跳
較
多
，
上
層
平
坐
用
上

昂
，
作
用
是
增
加
鋪
作
高
度
，
而
減
少
挑

出
深
度
。
上
昂
構
造
在
元
代
建
築
中
偶
而

使
用
，
此
卷
保
存
了
珍
貴
資
料
。
︵
註
十

三
︶
全
卷
斗
栱
繪
法
精
準
，
根
據
其
功
用

而
各
異
形
制
，
其
中
或
承
檐
、
承
平
坐
、

承
樑
枋
，
或
在
柱
頭
轉
角
補
間
，
而
層
數

的
多
寡
表
示
建
築
物
的
重
要
性
。

元
代
用
材
較
宋
減
少
二
到
三
等
，
斗

栱
縮
小
，
補
間
鋪
作
較
窄
小
，
因
此
可
放

置
二
朵
以
上
。
柱
子
高
而
纖
細
，
柱
高
尺

寸
大
於
面
闊
，
房
屋
開
間
成
豎
長
形
。

︿
龍
舟
圖
﹀
於
當
心
間
用
兩
至
三
朵
補
間

鋪
作
，
次
、
梢
間
用
一
至
兩
朵
，
補
間
鋪

作
已
無
出
跳
位
置
不
均
等
的
早
期
特
點
。

元
代
官
式
建
築
殿
之
內
外
柱
頭
上
，
皆
施

闌
額
和
普
拍
枋
，
普
拍
枋
的
使
用
在
元
代

很
普
遍
，
且
多
已
隨
闌
額
一
道
至
角
端
出

頭
。
此
卷
全
部
建
築
物
均
立
於
台
基
上
，

四
周
全
用
平
坐
，
另
有
平
坐
斗
栱
立
在
木

樁
上
，
作
為
水
上
平
台
和
建
築
的
基
座
。

台
基
沿
邊
轉
角
處
有
角
石
、
角
柱
石
，
上

面
平
鋪
壓
闌
石
。
台
基
前
方
設
踏
道
，
兩

邊
置
垂
帶
石
，
中
間
為
﹁
御
路
﹂
，
不
作

階
級
而
上
雕
龍
鳳
、
卷
雲
花
紋
，
是
宮
廷

建
築
才
適
用
。
踏
道
側
面
三
角
部
分
仍
沿

襲
宋
制
，
砌
成
逐
層
內
凹
的
﹁
象
眼
﹂。

卷
中
以
廊
廡
相
接
的
小
殿
則
為
重
檐

十
字
脊
攢
尖
頂
，
上
飾
火
燄
寶
珠
。
往
右

可
見
另
一
歇
山
頂
大
殿
立
於
臨
水
石
基

上
，
殿
內
柱
子
細
長
，
元
代
柱
高
在
建
築

總
高
所
佔
比
例
增
大
。
前
方
涼
亭
殿
內
減

去
一
排
柱
子
，
並
在
柱
上
裝
設
兩
個
月
梁

及
垂
蓮
柱
支
撐
屋
頂
，
室
內
空
間
顯
得
寬

敞
，
又
可
改
善
採
光
效
果
，
此
乃
元
代
常

用
﹁
減
柱
造
﹂︵
即
柱
子
分
隔
的
間
數
少

於
上
部
樑
架
的
間
數
︶
。
垂
蓮
柱
此
種
構

件
在
主
體
結
構
上
沒
有
承
重
作
用
，
但
在

外
檐
裝
飾
上
卻
有
豐
滿
壯
麗
的
效
果
。
卷79

圖三五　元　王振鵬　龍池競渡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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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拍枋、闌額

十字脊重 歇山頂

補間鋪作

寶津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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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柱造

月梁

垂蓮柱

圖三六　元　王振鵬　龍舟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七 「賜孤雲處士章」



中
外
檐
裝
修
格
扇
門
，
上
段
採
斜
方
格
眼

格
，
下
段
則
刻
飾
有
如
意
圖
案
。

王
振
鵬
﹁
極
工
致
﹂
、
﹁
以
墨

為
濃
淡
高
下
﹂
的
白
描
水
墨
風

格
，
對
於
界
畫
的
振
興
有
重
要

影
響
，
繼
承
其
衣
缽
元
代
有
李

容
瑾
︵
約
活
動
於
十
三
、
十
四

世
紀
間
︶
、
衛
九
鼎
︵
活
動
於

十
四
世
紀
︶
與
朱

︵
一
二
九

三

一
三
六
五
︶
等
人
。
另
一

位
界
畫
高
手
夏
永
︵
十
四
世
紀

中
葉
︶
元
順
帝
︵
在
位
一
三
三

三

一
三
六
八
︶
年
間
人
，
字
明

遠
，
號
松
期
老
人
，
杭
州
人
。
他

傳
世
的
冊
頁
作
品
常
見
題
有
與
畫
中

建
築
相
應
的
詩
文
，
工
細
蠅
頭
小
字
正

足
以
表
現
其
精
湛
絕
技
。
元
夏
永
︿
岳
陽

樓
圖
﹀︵
圖
三
八
．
三
九
︶
，
裱
邊
舊
簽
題

﹁
五
代
李
昇
岳
陽
樓
圖
﹂。
李
昇
為
唐
末
入

蜀
畫
家
，
岳
陽
樓
在
湖
南
岳
陽
縣
，
開
元

四
年
︵
七
一
六
︶
中
書
令
張
說
謫
守
岳

州
，
始
建
此
樓
。
宋
仁
宗
慶
曆
年
間
重

修
，
范
仲
淹
︵
九
八
二

一
○
五
二
︶
為

之
作
記
。
以
時
間
先
後
次
序
來
說
，
當
不

致
於
讀
過
此
文
。
細
察
其
山
水
樹
石
、
皴

點
用
筆
、
殿
宇
結
構
，
與
美
國
佛
利
爾
美

術
館
元
夏
永
︿
岳
陽
樓
圖
﹀
完
全
相
同
。

該
幅
上
方
亦
有
小
楷
書
題
︽
岳
陽
樓

記
︾
，
末
署
﹁
至
正
七
年
︵
一
三
四
七
︶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
錢
唐
夏
永
明
遠
畫
並

書
。
﹂
並
鈐
﹁
夏
明
遠
印
﹂。
明
姜
紹
書

︽
韻
石
齋
筆
談
︾
書
中
有
此
描
述
：
﹁
復

有
夏
永
字
明
遠
者
，
以
髮
繡
成
滕
王

閣
、
黃
鶴
樓
圖
，
細
若
蚊
睫
，
侔
于
鬼

工
。
﹂︵
註
十
四
︶
夏
永
擅
長
以
白
描
墨

筆
法
繪
製
建
築
物
，
勻
細
的
線
條
刻
畫
出

複
雜
木
結
構
及
細
部
構
件
，
山
水
則
採
寫

意
法
，
構
圖
為
南
宋
邊
角
式
。
︿
岳
陽
樓

圖
﹀
背
景
之
山
水
樹
石
似
受
到
元
代
盛
懋

︵
活
動
於
一
三
一
○

一
三
六
○
︶
的
影

響
，
以
中
鋒
細
筆
披
麻
皴
畫
遠
山
坡
石
，

輪
廓
線
以
墨
筆
點
出
苔
點
，
表
現
遠
峰
山

頭
小
樹
。
三
座
樓
閣
皆
矗
立
於
台
基
之

上
，
其
中
岳
陽
樓
高
兩
層
，
重
檐
歇
山

頂
，
屋
頂
之
獸
頭
、
脊
飾
、
搏
風
版
、
垂

魚
皆
細
繪
。
城
樓
前
方
立
有
一
旗
幡
，
兩

側
有
兩
座
小
寺
廟
。
巨
大
的
台
基
上
以
幾

個
高
大
的
建
築
物
，
三
殿
高
低
錯
落
，
與

圖三九　元　夏永　岳陽樓圖局部　蠅頭小楷題書

圖三八　元　夏永　岳陽樓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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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景
小
殿
形
成
了
豐
富
的
建
築
群
組
。
民

間
職
業
畫
家
在
畫
史
上
往
往
不
受
重
視
，

元
代
書
畫
著
錄
皆
未
提
及
夏
永
，
因
不
為

人
知
曉
，
其
作
品
常
被
誤
訂
為
王
振
鵬
。

夏
永
喜
歡
以
經
典
文
學
中
名
勝
建
築
為
主

題
，
筆
墨
、
構
圖
變
化
少
，
略
為
板
滯
，

畫
面
追
求
瑣
細
的
裝
飾
效
果
，
不
強
調
空

間
深
度
透
視
感
，
其
藝
術
成
就
因
而
略
遜

於
王
振
鵬
。
︵
註
十
五
︶

元
人
︿
建
章
宮
圖
﹀︵
圖
四
○
︶
，
繪

建
築
物
規
律
嚴
謹
，
山
石
林
木
錯
落
其

間
，
山
水
繪
法
近
似
元
代
李
郭
畫
派
，
多

以
乾
筆
淡
墨
皴
染
，
再
用
細
濃
筆
提
點
。

建
章
宮
建
於
西
漢
武
帝
太
初
元
年
︵
西
元

前
一
○
四
︶
，
是
在
夯
土
台
基
上
修
建
的

圖四○　壇台

圖四○　烏頭門

圖四○　元人　建章宮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一　元　畫妙法蓮華經連相

第五卷泥金寫本扉頁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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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
殿
群
。
據
文
獻
資
料
，
由
宮
前
可

俯
視
未
央
宮
，
東
有
鳳
闕
，
北
有
圓

闕
，
還
有
太
液
池
等
大
小
池
以
供
舟

遊
宴
樂
，
規
模
之
大
，
漢
代
第
一
。

圖
中
殿
堂
建
在
台
基
上
，
重
檐
歇
山

頂
，
正
脊
鴟
吻
體
型
稍
顯
瘦
高
，
獸

首
張
嘴
啣
脊
，
尾
部
向
內
彎
曲
成
勾

狀
。
屋
脊
部
分
有
琉
璃
瓦
飾
，
屋
面

仔
細
畫
出
瓦
隴
線
，
檐
邊
繪
有
飛

椽
、
檐
椽
。
外
檐
裝
修
在
檐
口
下
立

柱
，
柱
間
加
斜
方
格
眼
橫
披
窗
，
下

裝
鉤
欄
。
此
圖
斗
栱
為
元
代
以
後
的

風
格
，
結
構
意
義
減
退
，
裝
飾
性
較

濃
。
柱
間
有
一
至
三
朵
補
間
鋪
作
，

斗
栱
排
列
較
均
勻
，
形
制
亦
較
規
格

化
。

為
了
在
有
限
畫
面
處
理
完
整
的

場
面
，
中
國
畫
家
常
有
縮
小
橫
向
尺
度
的

傾
向
，
在
透
視
處
理
上
，
拉
近
前
後
建
築

的
距
離
，
不
刻
意
表
現
空
間
的
深
遠
，
而

將
建
築
單
體
畫
得
詳
盡
。
此
卷
廣
場
中
的

土
築
高
台

壇
場
，
立
面
有
收
分
，
設
踏

道
可
登
台
，
應
是
用
作
瞭
望
或
祭
祀
性
質

磚
木
混
合
結
構
的
建
築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所
藏
元
朱

至
順
元
年
︵
一
三
三
○
︶

所
作
︿
畫
妙
法
蓮
華
經
連
相
﹀
第
五
卷
泥

金
寫
本
扉
頁
︵
圖
四
一
︶
，
亦
可
見
到
此

種
高
台
建
物
。
︵
註
十
六
︶
畫
面
右
方
入

口
的
大
門
，
門
上
有
門
釘
、
鋪
首
，
下
有

抱
鼓
石
︵
元
以
後
才
多
見
，
用
於
北
方
宅

院
大
門
︶
與
石
檻
相
連
。
門
釘
原
是
牢
固

的
連
接
構
造
，
後
成
排
列
規
則
的
裝
飾
圖

案
。
一
般
都
是
按
等
級
縱
橫
分
三
至
七

路
，
每
路
三
至
七
枚
，
此
種
大
門
多
用
於

圖四二　屋心交連、角葉

角
葉

屋心交連

圖四二　元人　江天樓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三　元　李容瑾　漢苑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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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
宮
寺
廟
重
要
建
築
物
。
門
外
橋
頭
建
有

木
牌
枋

烏
頭
門
，
作
為
通
往
重
要
建
築

物
的
標
誌
。

另
一
幅
元
代
無
款
水
墨
白
描
界
畫

︿
江
天
樓
閣
﹀
，
︵
圖
四
二
︶
繪
江
邊
高

閣
，
巍
然
高
聳
。
臨
水
平
台
在
水
中
立
木

樁
，
上
安
斗
栱
樑
枋
，
上
面
鋪
板
，
四
周

有
欄
杆
圍
護
。
平
台
下
方
平
坐
、
闌
額
、

普
拍
枋
皆
出
頭
，
仿
如
蓋
房
屋
之
制
。
闌

額
出
頭
處
一
律
畫
成
扁
平
狀
，
較
為
誇

張
，
可
能
是
畫
家
習
慣
畫
法
。
屋
頂
為
重

檐
歇
山
式
，
畫
面
下
方
繪
有
兩
個
歇
山
屋

宇
交
錯
，
屋
心
交
連
，
別
具
匠
心
。
此
圖

建
物
正
脊
、
垂
脊
、
戧
脊
都
以
墨
染
深
，

使
得
以
重
覆
性
線
條
為
主
的
畫
面
，
顯
得

較
有
濃
淡
墨
色
變
化
。
屋
頂
檐
角
起
翹
以

及
屋
角
檐
下
的
裝
飾
物

角
葉
︵
其
功
用

在
保
護
角
梁
︶
，
乃
是
南
方
一
帶
的
傳
統

建
築
特
色
。

元
代
建
築
界
畫
由
寫
實
逐
漸
簡
化
為

固
定
模
式
和
重
覆
性
的
平
面
線
條
表
現
，

建
築
細
部
格
式
化
，
似
是
而
非
。
若
將

︿
江
天
樓
閣
﹀
圖
中
斗
栱
、
臨
水
平
台
、

歇
山
頂
屋
心
相
交
的
畫
法
與
王
振
鵬
弟
子

李
容
瑾
所
繪
︿
漢
苑
圖
﹀︵
圖
四
三
︶
比

較
，
即
發
現
兩
者
之
間
確
有
不
少
相
似
之

點
。
︿
江
天
樓
閣
﹀
在
結
構
、
建
築
類

型
、
細
節
方
面
尚
能
掌
握
，
但
斗
栱
、
台

基
、
門
窗
裝
修
繪
法
比
較
生
拙
板
滯
。
整

體
而
言
，
元
代
界
畫
在
意
境
方
面
略
遜
於

南
宋
，
繪
畫
水
準
已
由
盛
轉
衰
了
。︵

待
續
︶

註
釋
：

八
、
︵
宋
︶
趙
彥
衛
撰
，
︽
雲
麓
漫
鈔
︾
對
工

字
殿
有
此
描
述
：
﹁
本
朝
殿
後
皆
有
主

廊
，
廊
後
有
小
室
三
楹
，
室
之
左
右
各

有
廊
，
通
東
西
正
廊
。
每
乘
輿
自
內

出
，
先
坐
此
室
，
俟
報
班
齊
，
然
後
御

殿
。
﹂︽
百
部
叢
書
集
成
︾︵
臺
北
：
臺
灣

藝
文
印
書
館
，
一
九
八
五
︶。

九
、
昂
的
雛
形
約
出
現
於
漢
魏
，
︽
法
式
．
總

釋
︾
卷
一
之
飛
昂
條
：
﹁
何
晏
︽
景
福
殿

賦
︾
：
飛
昂
鳥
踴
。
﹂
昂
嘴
部
分
，
見
於

︽
造
昂
之
制
︾
文
中
小
注
：
﹁
亦
有
自
斗

外
斜
殺
至
尖
者
，
其
昂
面
平
直
，
謂
之

批
竹
昂
。
﹂

十
、
︽
法
式
︾
規
定
，
官
式
建
築
的
垂
脊
端
用

垂
獸
，
戧
脊
端
用
嬪
伽
，
後
用
蹲
獸
二
至

八
枚
，
不
是
歇
山
的
廳
室
建
築
只
用
嬪
伽

及
蹲
獸
一
枚
。
但
實
物
中
除
嬪
伽
一
枚

外
，
蹲
獸
多
為
一
至
四
枚
。
清
代
建
築
則

不
僅
規
定
使
用
數
量
，
皆
用
單
數
，
排
列

次
序
也
有
嚴
格
規
定
。

十
一
、
梁
思
成
，
︽
營
造
法
式
註
釋
︾，
︿
總
鋪

作
次
序
﹀
條
云
：
﹁
當
心
間
須
用
補

間
鋪
作
兩
朵
，
次
間
及
梢
間
各
用
一

朵
。
其
鋪
作
分
布
，
令
遠
近
皆

勻
。
﹂
然
而
存
留
實
例
中
的
斗
栱
由
於

建
築
結
構
或
藝
術
上
的
要
求
，
為
適
應

各
種
不
同
作
法
，
它
們
的
組
合
總
是
有

很
大
靈
活
性
。

十
二
、
︵
元
︶
虞
集
，
︿
王
知
州
墓
誌
銘
﹀
，

︽
道
園
學
古
錄
︾
，
︽
四
部
備
要
集
部
︾

︵
臺
北
：
中
華
書
局
，
一
九
六
五
︶
，
第

五
一
○
冊
，
卷
十
九
。

十
三
、
︽
說
文
︾
：
﹁
昂
，
舉
也
。
﹂
昂
是
斗

栱
中
斜
置
的
構
件
，
起
槓
桿
作
用
，
又

分
上
下
昂
，
下
昂
使
用
為
多
，
上
昂
僅

用
於
室
內
、
平
坐
斗
栱
或
斗
栱
�
跳
之

上
。

十
四
、
姜
紹
書
，
︿
界
畫
樓
閣
述
．
附
髮
繡
﹀，

︽
韻
石
齋
筆
談
︾
︵
臺
北
：
新
文
豐
書

局
，
一
九
八
五
︶
，
卷
下
，
頁
一
一
一

下
。
夏
永
的
存
世
作
品
另
有
︿
岳
陽
樓

圖
﹀、
︿
豐
樂
樓
圖
﹀、
︿
映
水
樓
臺
圖
﹀

︵
北
京
故
宮
︶、
︿
岳
陽
樓
圖
﹀、
︿
滕
王

閣
圖
﹀︵
雲
南
博
物
館
︶、
︿
滕
王
閣
圖
﹀

︵
上
海
博
物
館
︶、
︿
滕
王
閣
圖
﹀︵
美
國

佛
利
爾
美
術
館
︶，
這
些
冊
頁
作
品
的
技

巧
與
風
格
都
相
當
一
致
。

十
五
、
魏
冬
，
︿
夏
永
及
其
界
畫
﹀，
︽
故
宮
博

物
院
院
刊
︾，
一
九
八
四
年
第
四
期
，
頁

六
八

八
三
。

十
六
、
可
參
考
︿
畫
妙
法
蓮
華
經
卷
五
連
相
﹀，

︽
妙
法
蓮
花
經
圖
錄
︾
︵
臺
北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一
九
九
五
︶
。
朱

字
君

璧
，
江
蘇
昆
山
人
，
為
王
振
鵬
弟
子
，

供
奉
於
元
內
府
，
長
於
道
釋
主
題
的
繪

畫
，
其
紙
本
白
描
作
品
︿
揭
缽
圖
﹀︵
浙

江
博
物
館
藏
︶
近
似
於
壁
畫
粉
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