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伊
斯
蘭
世
界
的
文
字
書
法
藝

術
，
在
書
籍
、
器
物
、
織
品
及
建
築

等
等
作
品
上
，
皆
有
令
人
嘆
為
觀
止

的
藝
術
呈
現
；
而
其
手
稿
與
書
籍
的

瑰
麗
色
彩
、
豐
富
明
亮
的
藝
術
風

格
，
亦
令
人
印
象
深
刻
。
︽
古
蘭
經
︾

的
書
籍
藝
術
，
充
分
展
現
伊
斯
蘭
裝

飾
藝
術
的
特
色
，
從
其
文
字
書
法
、

阿
拉
伯
藤
蔓
圖
案
及
幾
何
元
素
設
計

等
三
大
組
成
，
在
︽
古
蘭
經
︾
藝
術

表
現
上
斑
斑
可
見
。
近
年

來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積

極
推
動
南
部
院
區
建
設
，

以
﹁
亞
洲
藝
術
﹂
為
典
藏

展
覽
導
向
，
筆
者
著
手
以

代
表
伊
斯
蘭
文
化
的
︽
古

蘭
經
︾
為
展
覽
方
向
，
對

典
籍
裝
幀
及
形
制
特
色
產
生
莫
大
的

興
趣
，
亦
提
供
﹁
亞
洲
經
典
﹂
展
覽

的
一
些
思
考
。

︽
古
蘭
經
︾
︵Q

ur'an

或K
oran

︶

是
藉
由
天
使
加
百
列
︵G

abriel

︶，
向

先
知
穆
罕
默
德
︵M

uh
am

m
ad

ibn

A
d

u
llah

，
約
西
元
五
七
○∼

六
三

二
年
︶
揭
示
真
主
安
拉
而
降
示
的
言

語
，
在
伊
斯
蘭
世
界
中
具
有
重
要
地

位
，
成
為
其
宗
教
與
信
仰
之
所
託
。

︽
古
蘭
經
︾
原
文
之
保
存
對
伊
斯
蘭

教
信
仰
者
穆
斯
林
︵M

uslim

︶
來
說

2006年7月　78

葉
淑
慧

光
彩
耀
目

—
談
伊
斯
蘭
︽
古
蘭
經
︾
的
彩
飾
工
藝

︽
古
蘭
經
︾
是
真
主
安
拉
啟
示
的
偉
大
智
慧
，
經
典
中
裝
飾
著
藤
蔓
、
棕
櫚
、
獎
徽
與
幾
何
紋
樣
元
素
，

造
就
︽
古
蘭
經
︾
彩
飾
工
藝
豐
富
、
繁
複
而
多
面
向
的
視
覺
效
果
。

藉
由
經
典
的
極
致
裝
飾
，
光
彩
耀
目
，
反
映
心
靈
內
在
對
經
文
瑰
麗
明
亮
與
聖
潔
的
詮
釋
；

將
絢
麗
多
彩
的
畫
頁
一
一
展
開
，
閱
覽
穆
斯
林
的
虔
敬
與
用
心
，
亦
讓
人
讚
歎
這
項
人
類
的
藝
術
資
產
。

伊拉克或伊朗《古蘭經》單冊　約西元1000-1050年　出自The Nasser D. Khalili Collection of
Islamic Art （Acces. No. QUR284, folios 1b-2a）,圖版版權屬Nour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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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
為
重
要
，
為
了
表
示
虔
敬
，
常
常

藉
由
提
昇
精
緻
華
麗
的
︽
古
蘭
經
︾

裝
飾
來
表
現
，
伊
斯
蘭
書
籍
之
彩
飾

工
藝
在
︽
古
蘭
經
︾
大
放
異
彩
。

﹁
彩
飾
﹂︵illum

in
ation

︶
一
詞

源
自
於
拉
丁
文
的
﹁illu

m
in

are

﹂
，

有
照
亮
︵en

ligh
ten

︶
或
以
金
︵gold

︶

裝
飾
之
意
。
在
書
籍
裝
飾
藝
術
之
範

疇
論
，
此
工
藝
則
通
常
在
提
到
手
稿

書
或
手
工
印
刷
書
籍
之
裝
飾
時
說

起
，
它
藉
由
光
亮
的
色
彩
，
特
別
是

金
或
銀
裝
飾
於
文
字
或
圖
案
上
，
形

成
熠
熠
生
輝
的
冊
頁
。
最
著
名
的
彩

飾
書
籍
有
中
世
紀
手
抄
本
祈
禱
書
、

以
及
本
文
所
談
的
伊
斯
蘭
︽
古
蘭
經
︾

等
。

本
文
談
伊
斯
蘭
︽
古
蘭
經
︾
之

彩
飾
工
藝
，
側
重
於
圖
書
形
制
發
展

所
呈
現
的
多
元
樣
貌
，
從
其
彩
飾
的

角
色
功
能
、
發
揮
及
展
現
的
空
間
、

彩
飾
的
圖
案
元
素
、
運
用
色
彩
等
方

面
，
介
紹
其
彩
飾
藝
術
與
風
格
，
以

饗
大
眾
。︽

古
蘭
經
︾
彩
飾
的

角
色
功
能

自
西
元
七
世
紀
，
︽
古
蘭
經
︾

被
藉
由
穆
罕
默
德
啟
示
以
來
，
經
典

之
藝
術
表
現
主
要
呈
現
於
文
字
書

法
，
精
確
且
清
晰
地
寫
出
經
文
是
必

然
的
要
求
，
字
體
的
設
計
及
書
寫
的

風
格
長
久
以
來
受
到
極
大
的
保
護
與

規
範
，
而
在
文
字
旁
飾
以
金
色
與
彩

色
而
非
人
物
形
象
設
計
的
圖
案
，
必

定
受
到
嚴
格
又
縝
密
的
考
驗
。

﹁
古
蘭
﹂
一
詞
係
阿
拉
伯
語

Q
ur'an

之
音
譯
，
意
為
﹁
宣
讀
﹂
或

﹁
誦
讀
﹂，
可
以
引
申
為
﹁
閱
讀
﹂
，

也
可
以
表
示
為
了
記
憶
而
誦
讀
，
誦

讀
在
先
知
穆
罕
默
德
去
世
後
，
仍
是

傳
授
經
文
的
主
要
方
法
。
因
此
穆
斯

林
以
大
聲
﹁
吟
誦
﹂
︽
古
蘭
經
︾
來

記
憶
經
文
並
表
示
虔
誠
。
︽
古
蘭
經
︾

本
身
是
一
部
悅
耳
的
詩
篇
，
它
有
長

短
不
等
的
一
一
四
章
，
約
有
六
二
六

三
節
詩
句
，
經
文
是
絕
妙
的
韻
體

文
，
誦
讀
者
往
住
以
悠
揚
而
動
人
的

旋
律
來
吟
誦
，
此
種
讀
經
風
格
代
表

的
是
一
種
聖
潔
與
虔
敬
。

伴
隨
著
此
種
讀
經
模
式
，
同
時

亦
是
阿
拉
伯
文
字
特
有
的
標
音
需

要
，
在
經
文
隻
字
片
語
中
處
處
可
見

標
示
的
記
號
，
有
的
是
發
音
符
號
，

有
的
是
文
字
的
接
合
點
，
有
的
是
詩

句
的
段
落
。
此
種
﹁
標
記
﹂
詩
句
的

符
號
，
往
往
提
供
了
藝
術
家
彩
飾
裝

圖一 阿拔斯風格《古蘭經》 西元9世紀末或10世紀上半葉　出自The Nasser D. Khalili
Collection of Islamic Art （Acces. No. KFQ82, folio 4b），圖版版權屬Nour Foundation

每詩句以三個呈三角排列的金圓點標示，每五句詩末以金色梨狀的彩飾標示，而以金且描
黑框字呈現章題名，章題名以精緻藤蔓彩飾向頁邊延伸，以紅、綠點綴其間。



飾
的
發
揮
空
間
。
筆
者
從
它
的
存
在

之
處
推
論
，
其
發
生
具
有
功
能
性

的
，
它
被
置
於
兩
句
詩
文
、
五
句
詩

文
、
十
句
詩
文
、
章
與
節
、
章
與
章

之
間
，
甚
至
整
部
經
文
的
起
始
語
與

結
語
，
這
種
用
來
區
分
詩
句
的
彩
飾

是
︽
古
蘭
經
︾
最
初
亦
是
最
基
本
的

形
式
︵
圖
一
︶
。
同
時
，
為
了
清
楚
地

指
出
詩
句
的
段
落
，
在
文
字
區
邊
以

一
規
則
而
重
複
的
裝
飾
圖
案
來
標

示
，
如
此
誦
讀
者
可
得
知
吟
誦
經
文

何
處
須
俯
身
致
敬
或
進
行
誦
讀
的
儀

禮
︵
圖
二
︶
。

隨
著
伊
斯
蘭
世
界
統
治
者
與
穆

斯
林
對
信
仰
表
現
上
的
講
究
，
︽
古

蘭
經
︾
的
製
作
趨
向
精
心
製
作
的
要

求
，
彩
飾
﹁
標
記
符
號
﹂
則
由
實
際

的
功
能
性
與
需
要
，
轉
為
巧
思
與
獨

具
匠
心
的
彩
飾
藝
術
風
格
，
擴
大
彩

飾
的
發
揮
空
間
，
絢
麗
多
彩
的
畫
頁

一
一
展
開
；
除
了
在
文
字
間
、
文
字

框
飾
內
與
外
，
飾
以
金
與
彩
色
的
圖

案
及
飾
邊
外
，
文
字
本
身
亦
常
常
是

彩
飾
的
對
象
，
搭
配
不
同
的
書
體
及

色
墨
來
展
現
書
法
的
風
格
與
氣
勢
，

將
經
典
裝
飾
地
極
盡
華
麗
。
同
時
，

2006年7月　80

圖二 伊拉克或伊朗《古蘭經》單冊　約西元1000-1050年　出自The Nasser D. Khalili Collection of Islamic Art （Acces.
No. QUR284, folios 1b-2a）,圖版版權屬Nour Foundation

彩飾以金、藍及棕為主要顏色，章題名呈現於有金藤蔓為底、三層邊飾的框板裡，在框板外以棕櫚紋彩及藤蔓構成
的彩飾向頁邊延伸，每五句詩末以金橢圓狀的彩飾標示，每十詩句則在頁邊以有花瓣飾邊的獎徽標示，同時在每頁
外側下端以長方形飾邊框板呈現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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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
斯
蘭
世
界
歷
經
多
個
時
代
及
統
治

王
朝
的
演
變
，
從
流
傳
下
來
具
代
表

性
的
︽
古
蘭
經
︾
﹁
風
格
﹂
來
看
，

彩
飾
工
藝
則
依
︽
古
蘭
經
︾
當
下
被

製
作
時
的
背
景
、
用
途
及
彩
飾
家
的

巧
思
，
而
極
富
特
色
、
各
展
風
姿
。

︽
古
蘭
經
︾
彩
飾
圖
案
的

元
素
與
色
彩

許
多
伊
斯
蘭
藝
術
的
論
著
皆
提

及
，
伊
斯
蘭
藝
術
不
能
以
描
繪
或
塑

造
人
像
，
以
及
具
體
事
物
來
表
現
，

所
以
藝
術
家
的
想
像
力
及
創
造
力
朝

向
幾
何
、
植
物
及
書
法
的
裝
飾
方
面

來
發
展
，
造
就
了
伊
斯
蘭
藝
術
豐

富
、
繁
複
而
多
面
向
的
幾
何
裝
飾
與

視
覺
藝
術
，
代
表
伊
斯
蘭
文
化
的

︽
古
蘭
經
︾
彩
飾
藝
術
，
更
是
遵
守

此
原
則
而
不
容
動
搖
。
︽
古
蘭
經
︾

彩
飾
藝
術
的
形
成
比
書
法
藝
術
稍

晚
，
且
發
展
緩
慢
，
其
所
用
圖
案
元

素
及
色
彩
，
多
半
與
經
文
﹁
啟
示
﹂

的
起
源
與
象
徵
意
義
相
關
，
同
時
對

穆
斯
林
而
言
是
奉
行
教
義
非
常
重
要

的
根
源
。

︵
一
︶
圖
案
元
素

︽
古
蘭
經
︾
所
使
用
的
象
徵
符

號
是
源
自
﹁
天
啟
﹂
本
身
給
予
的
，

稱
為
﹁good

w
ord

﹂。
︽
古
蘭
經
︾
經

文
中
常
有
此
方
面
的
啟
示
，
其
中
有

段
關
於
﹁
樹
﹂
的
詩
句
：
﹁A

good

w
o

rd
is

as
a

go
o

d
tree,

its
ro

o
t

firm
,

its
b

ran
ch

es
in

h
eav

en
,

givin
g

its
fruits

at
every

due
season

by
th

e
leave

of
its

L
ord
⋯

﹂︵X
IV

,

24-25

︶
。
此
段
詩
句
常
用
來
引
述
彩

飾
家
以
﹁
樹
﹂
來
樹
立
象
徵
﹁good

w
ord

﹂
的
教
義
根
源
，
有
喚
起
、
提
醒

以
及
﹁
果
實
﹂
降
臨
予
信
眾
之
意
。

﹁
樹
﹂
的
符
號
為
︽
古
蘭
經
︾
彩

飾
最
基
本
的
裝
飾
元
素
與
意
涵
，
例

如
：
阿
拉
伯
式
藤
蔓
花
紋
及
棕
櫚
紋

彩
等
。
﹁
樹
﹂
象
徵
生
命
的
存
在
、
萬

物
皆
為
它
所
包
圍
，
更
有
著
提
醒
的

作
用
。
整
部
經
典
的
起
始
、
末
尾
、

標
題
及
題
名
等
處
，
以
鮮
明
而
特
殊

的
﹁
樹
﹂
元
素
作
為
藝
術
之
展
現
，

以
藤
蔓
花
紋
成
為
文
字
的
背
景
，
以

棕
櫚
紋
彩
之
圖
案
將
文
字
推
向
邊
緣

而
延
伸
，
獲
得
無
限
制
範
圍
而
自
由

的
視
覺
效
果
。
此
外
，
與
﹁
樹
﹂
相

關
的
表
現
方
式
，
也
一
直
是
與
伊
斯

蘭
藝
術
所
有
時
期
皆
有
著
重
要
性
的

﹁
植
物
﹂
圖
式
亦
運
用
其
間
，
例
如
：

薔
薇
花
形
圖
飾
、
花
瓣
飾
邊
與
各
種

芽
葉
形
式
等
等
︵
圖
三
、
四
︶
。

藤
蔓
花
樣
是
︽
古
蘭
經
︾
彩
飾

早
期
階
段
的
重
要
元
素
，
它
以
菊
科

植
物
為
飾
邊
，
當
作
是
彩
飾
帶
狀
延

伸
的
重
要
主
體
，
彩
飾
家
將
此
圖
式

朝
向
頁
面
的
邊
，
而
成
為
強
調
文
字

的
書
寫
背
景
，
或
用
來
填
滿
陳
述
著

詩
句
章
節
的
文
字
框
板
的
空
白
處
，

例
如
：
兩
章
或
兩
節
之
間
的
交
界

處
，
用
來
強
調
下
一
章
節
之
題
名
、

詩
節
序
號
、
啟
示
地
點
及
年
代
等
資

料
。
︵
圖
二
︶

而
棕
櫚
紋
彩
，
是
一
個
外
邊
有

輻
射
狀
輪
瓣
的
圖
案
，
在
傳
統
伊
斯

蘭
世
界
是
使
用
於
框
板
向
外
延
伸
的

飾
邊
，
而
且
通
常
是
橫
向
與
其
他
元

素
結
合
，
形
成
時
而
簡
單
、
時
而
複

雜
、
時
而
長
、
時
而
短
的
各
種
飾

邊
。
︵
圖
三
︶

另
一
個
呈
現
完
美
而
無
窮
的
，

象
徵
︽
古
蘭
經
︾
猶
如
太
陽
閃
爍
光

芒
的
彩
飾
元
素
，
就
是
被
稱
為
﹁
小



太
陽
﹂
︵sh

am
sah

︶
的
圓
形
飾
物
，

它
有
時
用
來
取
代
那
些
分
隔
詩
句
的

花
形
圖
飾
，
例
如
：
圓
形
徽
章
︵
圖

四
︶
。
在
圓
形
飾
物
的
周
圍
有
時
呈

現
放
射
光
線
，
有
時
是
扇
形
的
皺
褶

裝
飾
。
然
而
，
更
多
的
時
候
是
將

﹁
光
﹂
的
表
徵
直
接
與
﹁
樹
﹂
的
概

念
相
結
合
，
將
象
徵
太
陽
的
圓
形
圖

飾
描
繪
於
棕
櫚
紋
彩
的
圖
飾
裡
，
或

者
是
棕
櫚
紋
彩
本
身
是
圓
且
帶
有
放

射
光
線
，
其
葉
瓣
之
外
部
以
尖
頂
所

取
代
，
兩
者
的
組
合
可
產
生
多
樣
而

豐
富
的
變
化
︵
圖
三
、
四
、
五
︶
。

﹁
幾
何
﹂
樣
式
亦
是
︽
古
蘭
經
︾

彩
飾
的
重
要
元
素
，
被
運
用
之
概
念

僅
次
於
﹁
樹
﹂
元
素
，
不
僅
表
現
於

彩
飾
圖
案
與
形
狀
，
對
幾
何
數
值
的

應
用
亦
是
相
當
嚴
謹
的
。
在
阿
拉
伯

文
明
中
，
藝
術
家
與
數
學
家
常
是
一

體
的
，
以
幾
何
為
基
礎
的
對
稱
、
週

期
與
非
週
期
性
、
多
邊
形
、
多
角
星

等
圖
樣
，
創
造
美
麗
有
序
的
幾
何
結

構
來
定
義
無
限
，
專
注
地
從
精
緻
的

重
複
性
幾
何
形
式
中
找
出
美
、
和
諧

與
秩
序
。
﹁
九
﹂
與
﹁
三
﹂
這
兩
個

數
字
，
象
徵
遍
及
全
世
界
的
﹁
天

堂
﹂
，
圓
形
︵
甚
至
是
半
圓
形
︶
及

三
角
形
最
為
常
見
，
例
如
：
清
真
寺

的
半
球
狀
圓
屋
頂
；
而
﹁
四
﹂
則
是

用
來
表
示
附
屬
或
用
來
說
明
象
徵
意

義
的
空
間
，
例
如
：
正
方
形
或
長
方

形
等
幾
何
空
間
。
基
於
此
，
︽
古
蘭

經
︾
藉
由
天
啟
而
被
流
傳
下
來
，
文

字
之
長
方
形
排
字
象
徵
世
俗
的
陳

述
，
包
括
：
文
字
區
塊
的
框
邊
、
章

節
題
名
及
標
題
等
文
字
，
亦
是
置
於

長
方
形
的
框
板
來
表
示
。
由
於
框
板

用
來
陳
述
天
啟
文
字
的
應
用
，
所
以

產
生
一
些
連
續
而
重
複
出
現
的
連
鎖

圖
案
，
例
如
：
細
帶
描
繪
的
環
線
、

波
形
的
漩
渦
狀
花
紋
等
等
。
︵
圖
六
︶

以
上
淺
述
︽
古
蘭
經
︾
彩
飾
運

用
的
基
本
﹁
圖
式
元
素
﹂
與
概
念
。

根
據F

ran
co

is
D

ero
ch

e

針
對
早
期

︽
古
蘭
經
︾
用
來
標
記
詩
句
段
落
的

彩
飾
符
號
，
作
了
詳
盡
的
歸
納
與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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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伊拉克《古蘭經》 約西元1300－1310年　出自The Nasser D.
Khalili Collection of Islamic Art （Acces. No. QUR473, folio 1b），
圖版版權屬Nour Foundation

每詩句以中心綠色且外圈紅點的花形彩飾標示，每五句詩及十句
詩在頁邊以色彩明亮有花瓣邊且有放射線的獎徽彩飾標示，章題
名書寫於有三層飾邊的框板內，框板分成三部份，中間段紅底且
有藤蔓圖式書寫章題名，而兩側以藍底綴花飾及白點顯生意盎
然，在章題名框板外以棕櫚紋彩及藤蔓構成向頁邊延伸。



圖五 伊朗《古蘭經》 西元1336-1375年　出自The Nasser D. Khalili Collection of Islamic Art （Acces. No. QUR182, folios
2b-3a），圖版版權屬Nour Foundation

文字以金墨並描以黑框書寫，經文區塊以枝葉為底並給與多重的飾邊，上、下框板皆分成三部份，中間以Y型連鎖狀
飾邊框出，藍底並有藤蔓為底書寫章題名，兩側以紅及金枝葉為背景。在經文區塊外側中間有多彩的藤蔓組成，呈
三角的彩飾向頁邊延伸，而上、下書寫章題名的框板外皆以花瓣輪邊的獎徽向頁邊延伸，每詩句用紅、金色且附藍
點的花形彩飾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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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阿拔斯風格《古蘭經》 西元11世紀或12世紀　出自The Nasser D. Khalili Collection of Islamic Art （Acces. No.
KFQ72, folios 2a-1b），圖版版權屬Nour Foundation

每詩句以金花形飾物標示，每五句詩在該段頁邊以圓形獎徽的彩飾標示，獎徽外呈放射光線，以紅點綴其間，並包
含一個阿拉伯"5"（khams）的數字呈現。



類
，
這
些
基
本
的
彩
飾
圖
式
歷
經
千

年
，
仍
被
持
續
不
斷
的
伊
斯
蘭
經
典

使
用
與
傳
承
。
這
些
圖
式
之
呈
現
分

筆
畫
、
圓
點
與
花
形
三
種
，
通
常
用

來
區
分
個
別
詩
句
與
五
句
詩
；
而
十

句
詩
之
分
段
標
記
則
較
複
雜
，
分
為

簡
單
的
圓
形
、
有
大
、
有
小
或
有
花

瓣
飾
邊
之
圓
形
獎
徽
圖
案
的
設
計
等

四
種
方
式
，
而
在
花
瓣
及
圓
形
獎
徽

內
、
外
的
圓
點
及
圓
圈
皆
有
詳
細
的

描
述
與
分
組
。
此
外
，
利
用
阿
拉
伯

字
母
的
結
尾
來
標
記
詩
句
段
落
之
方

式
亦
存
在
於
此
時
期
，
將
字
母
結
尾

繪
以
不
同
色
彩
，
並
搭
配
特
殊
裝
飾

的
形
狀
與
圖
案
。

於
西
元
十
一
世
紀
，
﹁
植
物
﹂

與
﹁
幾
何
﹂
兩
元
素
同
時
運
用
於

︽
古
蘭
經
︾
的
彩
飾
；
尤
其
西
元
十

四
世
紀
呈
現
於
全
彩
飾
的
卷
首
與
卷

尾
扉
畫
，
以
﹁
幾
何
﹂
構
圖
成
為
特

色
；
持
續
至
西
元
十
五
世
紀
時
，
其

全
彩
飾
卷
首
或
卷
尾
，
漸
漸
以
佈
滿

﹁
植
物
﹂
圖
式
的
藤
蔓
、
芽
形
為
背

景
之
框
飾
及
花
邊
為
主
︵
圖
七
︶
。

西
元
十
四
至
十
六
世
紀
，
歷
經

帖
木
兒
王
朝
︵T

im
urid

dyn
asty

，
西

元
一
三
七
○∼

一
五
○
七
年
︶
、
鄂

圖
曼
帝
國
︵O

ttom
an

s
E

m
pire

，
西

元
一
三
○
○∼

一
九
○
二
年
︶
等
全

盛
時
期
，
︽
古
蘭
經
︾
的
書
籍
製
作

深
受
其
藝
術
發
展
影
響
，
尤
其
表
現

於
視
覺
藝
術
，
以
簡
單
的
幾
何
形
式

為
基
礎
，
而
以
強
烈
的
、
清
晰
的
阿

拉
伯
藤
蔓
、
多
色
彩
的
花
瓣
飾
邊
，

以
及
大
量
的
細
帶
摺
疊
而
成
的
裝
飾

圖
案
來
加
強
。
之
後
，
印
度
蒙
兀
兒

王
朝
︵M

u
gh

al

，
西
元
一
五
二
六

∼

一
七
○
七
年
︶
及
伊
朗
撒
發
維
德

王
朝
︵S

afav
id

s

，
西
元
一
五
○
二

∼

一
七
三
六
年
︶
的
崛
起
，
︽
古
蘭

2006年7月　84

圖六 馬姆魯克《古蘭經》 約西元1330-1350年　出自The Nasser D. Khalili
Collection of Islamic Art （Acces. No. QUR580, folio 1a），圖版版權屬
Nour Foundation

此圖為雙卷首扉頁的左頁，表現馬姆魯克時期北非的幾何特色。中間以十
二角星向外展開，呈現幾何對稱、平衡及繁複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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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
彩
飾
以
多
色
的
植
物
漩
渦
狀
花

紋
為
主
，
並
有
大
而
豐
滿
的
葉
子
的

新
元
素
開
始
出
現
，
薔
薇
花
形
飾
物

及
大
而
鋸
齒
狀
的
葉
子
組
合
時
常
呈

現
於
彩
飾
中
︵
圖
八
︶
。

然
而
，
︽
古
蘭
經
︾
的
彩
飾
元

素
並
非
一
直
不
受
外
來
文
化
的
影

響
，
亦
出
現
從
其
他
文
化
借
來
的
圖

飾
元
素
而
融
入
其
中
，
例
如
：
中
國

的
牡
丹
紋
、
蓮
紋
及
雲
紋
、
佛
教
文

化
的
結
飾
、
薩
珊
王
朝
︵S

asan
ian

D
y

n
a

sty

︶
的
飾
帶
及
瓶
狀
圖
飾

等
。
有
些
外
來
元
素
僅
出
現
於
一
片

段
時
間
，
有
的
則
被
廣
泛
地
使
用
或

深
受
喜
愛
而
保
留
下
來
，
例
如
：
西

元
十
三
世
紀
蒙
古
征
服
伊
朗
及
伊
拉

克
之
後
，
中
國
藝
術
風
格
的
蓮
及
牡

丹
紋
元
素
被
導
入
伊
斯
蘭
彩
飾
的
藝

術
，
而
這
些
元
素
仍
廣
泛
地
使
用
於

西
元
十
四
世
紀
馬
姆
魯
克
王
朝
︵
發

展
於
北
非
︶
的
︽
古
蘭
經
︾
彩
飾
之

中
。
另
外
，
印
度
蒙
兀
兒
王
朝
及
撒

發
維
德
王
朝
的
︽
古
蘭
經
︾
彩
飾
，

中
國
意
象
的
雲
紋
同
時
使
用
於
手
稿

彩
飾
中
，
並
被
繪
以
多
種
色
彩
。
一

般
而
言
，
︽
古
蘭
經
︾
使
用
具
風
格

圖七 伊朗《古蘭經》單冊　約西元1475-1500年　出自The Nasser D. Khalili Collection of Islamic Art （Acces. No.
QUR128, folios 1b-2a），圖版版權屬Nour Foundation

此圖為雙全彩卷首扉頁，而無題文字，呈現雙頁對稱的彩飾藝術。全頁以藍色為底，金色花瓣及枝蔓為彩飾重點，
並有紅、白、藍、黑等豐富明亮的色彩點綴於花朵間，在彩飾邊框外有多彩的花釘圍繞三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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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伊朗《古蘭經》單冊　西元1545-6年　出自The Nasser D. Khalili Collection of Islamic
Art （Acces. No. QUR111, folios 253b-254a），圖版版權屬Nour Foundation

此圖為雙卷尾扉頁，有文字題於其間，呈現雙頁對稱的彩飾藝術。全頁有明亮的金色
為主，部份以藍色為底，彩飾以多色及種類的植物花紋為主，並有大而豐滿的鋸齒狀
的飾邊呈現。

圖九 阿富汗《古蘭經》單冊　約西元1490-1510年　出自The Nasser D. Khalili Collection
of Islamic Art （Acces. No. QUR323, folios 2b-3a），圖版版權屬Nour Foundation

此圖為雙卷首扉頁，有文字題於其間，呈現精緻、明亮且雙頁對稱的彩飾藝術。雖未
有清楚的製作年代，一般被認定為帖木兒王朝末期之作品。

的
植
物
意
象
元
素
，
很
少
容
許
可
被

認
出
的
植
物
種
類
，
而
受
外
來
文
化

影
響
的
蓮
飾
及
牡
丹
花
則
合
併
於
某

種
風
格
，
他
們
被
用
於
填
滿
書
寫
文

字
的
背
景
空
間
中
。

︵
二
︶
色
彩

據M
artin

L
in

gs

提
及
︽
古
蘭

經
︾
彩
飾
色
彩
時
之
陳
述
，
金
色
是

︽
古
蘭
經
︾
彩
飾
最
初
使
用
最
為
廣

泛
的
顏
色
，
藍
色
與
之
居
同
等
重
要

的
地
位
，
而
其
他
顏
色
則
居
附
屬
地

位
。
藍
是
象
徵
﹁
無
窮
﹂
的
色
彩
，

包
含
天
空
與
海
洋
，
此
種
象
徵
意
義

亦
來
自
於
︽
古
蘭
經
︾
的
詩
句
，
它

常
常
被
使
用
於
邊
框
，
或
是
個
別
裝

飾
圖
案
的
外
層
或
外
側
顏
色
。
若
藍

是
藉
由
﹁
無
窮
﹂
的
概
念
而
受
到
重

視
，
那
麼
金
則
像
﹁
太
陽
﹂
而
被
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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灑
開
來
，
金
是
光
的
色
彩
，
在
本
質

上
是
象
徵
教
導
與
光
明
，
因
此
金
擁

有
如
太
陽
的
精
神
，
而
凌
駕
於
世
界

上
所
有
形
式
。

綠
色
曾
有
一
小
段
時
間
裡
被
認

是
︽
古
蘭
經
︾
文
字
本
身
被
置
放
而

傑
出
的
顏
色
︵
出
自
天
啟
所
降
示
的

﹁A
good

w
ord

is
as

a
good

tree

﹂
的

抽
象
與
非
具
體
之
形
而
上
所
能
展
現

的
實
際
意
象
︶
，
但
之
後
金
與
藍
仍

恢
復
其
重
要
的
色
彩
地
位
。
而
其
他

非
主
要
及
基
本
色
調
，
如
：
紅
、
棕
、

黑
、
白
，
以
及
偶
爾
的
橙
、
紫
等
，

似
乎
較
少
有
特
殊
意
義
，
存
在
並
運

用
於
各
時
代
及
王
朝
的
︽
古
蘭
經
︾

彩
飾
中
。
從
西
元
十
六
世
紀
開
始
，

︽
古
蘭
經
︾
彩
飾
色
彩
的
顯
著
特
徵

是
藍
色
的
加
濃
︵
圖
七
︶
，
而
且
紅
及

其
他
至
此
時
期
屬
﹁
輔
助
性
﹂
地
位

的
顏
色
，
在
運
用
上
有
相
當
的
增

加
，
常
常
是
用
來
提
高
經
典
之
華
麗

效
果
，
但
主
色
的
金
與
藍
仍
為
藝
術

家
的
偏
愛
。
接
下
的
數
世
紀
間
，
用

來
製
作
色
彩
的
顏
料
有
相
當
大
的
變

化
，
顏
料
發
展
的
分
類
更
為
複
雜
，

亦
影
響
︽
古
蘭
經
︾
色
彩
的
應
用
。

︽
古
蘭
經
︾
經
典
形
制
發
展

與
彩
飾
工
藝
之
關
係

伊
斯
蘭
︽
古
蘭
經
︾
在
漫
漫
的

歷
史
長
河
中
流
轉
，
歷
經
了
人
類
文

明
發
展
的
流
變
，
經
典
製
作
及
書
寫

的
﹁
材
料
﹂
與
﹁
風
格
﹂
牽
動
著
形

制
發
展
，
並
關
係
著
彩
飾
工
藝
發
揮

的
空
間
。
︽
古
蘭
經
︾
經
文
自
奧
斯

曼
時
期
︵U

th
m

an

，
西
元
六
四
四

∼

六
五
六
年
︶
之
﹁
奧
斯
曼
定
本
﹂
發

展
以
來
，
於
西
元
十
世
紀
後
成
為
唯

一
被
人
們
接
受
的
經
典
版
本
，
經
文

編
排
定
版
後
則
不
可
再
有
所
變
動
；

然
而
，
其
外
在
形
式
、
彩
飾
風
格
則

受
時
代
風
潮
的
影
響
而
有
所
改
變
。

西
元
八
至
十
世
紀
的
︽
古
蘭
經
︾

形
制
，
被
稱
為
﹁
早
期
阿
拔
斯
風
格
﹂

︵E
arly

A
bbasid

style

︶
，
此
時
期
擁

有
相
同
的
羊
皮
紙
材
質
，
︽
古
蘭
經
︾

在
葉
面
及
書
寫
字
體
大
致
呈
橫
向
長

度
大
於
縱
向
長
度
的
水
平
方
向
，
具

備
彩
飾
工
藝
的
基
本
雛
形
，
於
本
文

的
﹁
︽
古
蘭
經
︾
彩
飾
圖
案
的
元
素

與
色
彩
﹂
一
節
中
已
分
析
及
引
述
其

彩
飾
圖
式
，
主
要
表
現
於
誦
讀
經
文

上
的
提
醒
功
能
︵
圖
一
︶
。
於
此
時
期

稍
晚
的
年
代
︵
約
西
元
九
世
紀
中
至

十
世
紀
末
︶
，
有
些
作
品
可
在
﹁
文

字
區
塊
﹂
以
外
的
葉
邊
，
發
現
以
棕

櫚
紋
彩
的
彩
飾
圖
案
裝
飾
，
也
在
文

字
區
塊
以
彩
飾
的
飾
邊
形
成
字
框
。

︽
古
蘭
經
︾
製
作
於
西
元
十
一
世

紀
後
起
了
很
大
的
變
化
，
形
制
由
水

平
格
式
轉
為
垂
直
格
式
，
亦
由
單
冊

轉
為
多
冊
的
組
成
形
制
，
材
質
由
羊

皮
紙
轉
為
紙
質
的
運
用
，
這
些
因
素

皆
影
響
彩
飾
藝
術
的
呈
現
︵
圖
四
︶
。

其
詩
句
段
落
之
標
示
模
式
大
致
與
早

期
阿
拔
斯
時
期
相
仿
，
而
在
文
字
區

塊
之
欄
外
有
彩
飾
圖
案
來
提
示
詩
句

之
分
組
，
精
細
而
華
麗
的
彩
飾
被
使

用
於
︽
古
蘭
經
︾
經
文
的
啟
始
及
末

尾
頁
；
而
用
以
書
寫
章
標
題
或
題

名
、
以
及
相
關
資
訊
的
框
板
普
遍
存

在
，
框
板
外
則
常
附
有
裝
飾
的
棕
櫚

紋
彩
或
圓
形
獎
徽
向
頁
邊
延
伸
︵
圖

二
︶

；
同
時
，
為
了
誦
讀
及
禮
儀
之

目
的
，︽
古
蘭
經
︾
出
現
三
十
等
分
的

形
式
︵
稱
為juz'

︶
，
以
便
穆
斯
林
齋

戒
月
每
日
誦
讀
一
部
份
，
每
部
份
以

一
題
名
或
數
字
在
頁
邊
的
空
白
處
指



出
，
此
些
則
提
供
彩
飾
的
藝
術
發
揮

新
空
間
。
多
冊
︽
古
蘭
經
︾
除
原
先

基
本
的
組
成
外
，
章
節
標
題
、
題
獻

詞
、
卷
首
扉
畫
及
卷
尾
扉
畫
相
繼
出

現
，
而
且
植
物
圖
案
與
幾
何
設
計
常

常
填
滿
並
使
用
於
幾
何
區
域
中
。
例

如
：
馬
姆
魯
克
王
朝
︵M

am
luk

，
西

元
一
二
五
○∼

一
五
一
七
年
︶
及
蒙

古
兩
時
期
，
在
全
彩
之
扉
畫
、
章
標

題
頁
上
，
常
呈
現
網
狀
的
輻
射
線

條
、
多
角
星
、
同
心
圓
與
交
錯
圓
的

應
用
︵
圖
六
︶
。

至
於
卷
首
扉
畫
之
出
現
，
使
得

︽
古
蘭
經
︾
彩
飾
更
加
精
緻
，
它
不
像

其
他
的
彩
飾
圖
案
具
有
功
能
及
目

的
，
最
初
它
有
時
包
含
︽
古
蘭
經
︾
經

文
中
的
章
節
題
名
、
序
號
及
詩
序
之

細
節
資
料
，
但
至
西
元
十
一
世
紀
末

就
有
全
彩
而
無
文
字
的
彩
飾
出
現
，

或
是
寫
入
經
文
詩
句
，
點
綴
性
質
增

加
，
此
時
的
章
節
題
名
多
呈
現
於
承

下
頁
的
頁
首
彩
飾
框
板
內
；
而
卷
尾

扉
畫
則
在
稍
晚
時
期
出
現
。
至
西
元

十
四
世
紀
後
出
現
頁
面
敞
開
的
雙
卷

首
扉
畫
形
式
。
無
文
字
的
彩
飾
頁
與

文
字
神
聖
區
塊
之
彩
飾
不
同
，
因
無

文
字
彩
飾
頁
之
彩
飾
，
不
會
對
經
文

本
身
造
成
爭
議
及
負
面
之
效
果
，
所

以
藝
術
家
更
能
輕
鬆
而
無
顧
慮
地
發

揮
藝
術
之
極
致
︵
圖
七
、
八
、
九
︶
。

此
外
，
︽
古
蘭
經
︾
在
頁
面
設

計
上
亦
是
多
元
的
，
有
時
是
相
對
應

的
兩
頁
圖
式
呈
連
續
狀
，
有
時
各
自

擁
有
不
同
的
彩
飾
設
計
，
甚
至
全
冊

︽
古
蘭
經
︾
幾
乎
找
不
到
相
同
的
彩

飾
設
計
，
呈
現
豐
富
而
多
樣
的
面

貌
。
依
﹁
天
啟
﹂
的
意
念
而
言
，
其

允
許
存
在
變
化
而
具
深
遠
意
涵
的
容

貌
；
彩
飾
家
為
能
詮
釋
︽
古
蘭
經
︾

文
字
的
意
涵
，
且
突
顯
每
章
之
獨
特

處
，
故
以
植
物
來
比
喻
猶
如
每
種
花

果
有
其
自
身
的
芬
芳
與
氣
味
，
並
能

以
各
自
的
容
貌
展
現
；
而
彩
飾
家
亦

樂
於
作
多
樣
而
瑰
麗
的
設
計
，
以
引

人
注
目
。

西
元
十
一
世
紀
後
的
數
世
紀
，

︽
古
蘭
經
︾
的
形
制
面
貌
大
多
離
不

開
此
，﹁
手
稿
彩
飾
﹂
之
揮
灑
空
間
則

慢
慢
定
型
，
至
西
元
十
四
世
紀
時
則

有
清
晰
的
輪
廓
，
此
時
期
的
書
法
家

及
彩
飾
家
已
擁
有
高
水
準
的
絕
佳
技

術
，
製
作
的
︽
古
蘭
經
︾
有
精
緻
的

彩
飾
、
書
法
及
裝
幀
藝
術
，
將
︽
古

蘭
經
︾
經
典
製
作
達
至
巔
峰
。
直
至

西
元
十
五
世
紀
，
製
作
精
良
的
︽
古

蘭
經
︾
彩
飾
區
域
通
常
包
含
：
卷
首

及
卷
尾
扉
畫
、
起
始
頁
與
結
尾
頁
、

章
標
題
及
經
文
各
頁
等
，
但
於
西
元

十
六
世
紀
在
卷
首
扉
畫
前
及
卷
尾
扉

畫
後
，
增
加
成
對
的
花
形
圖
飾
，
而

彩
飾
區
域
有
減
少
之
趨
勢
︵
圖
十
︶

；

同
時
，
在
︽
古
蘭
經
︾
之
末
尾
頁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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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土耳其《古蘭經》單冊　約西元1550-1560年　出自The Nasser
D. Khalili Collection of Islamic Art （Acces. No. QUR420, folios
1b-2a），圖版版權屬Nour Foundation

此圖表現西元十六世紀《古蘭經》以成對花飾為卷首與卷尾的典
型彩飾。以藤蔓圖式佈滿於大花形圖案內，其間點綴紅、綠、淡
藍、粉紅等花葉，同時以藍底形成五個大葉瓣，有黃、綠、黑等
小花點綴其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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眺視亞洲　談伊斯蘭《古蘭經》的彩飾工藝

加
一
種
或
兩
種
附
錄
，
這
是
伊
朗

︽
古
蘭
經
︾
普
遍
的
組
成
，
其
一
是

經
典
文
字
閱
讀
結
束
時
朗
讀
之
祈
禱

文
；
另
一
則
是
由
阿
拉
伯
字
母
表
列

組
成
的
占
卜
資
料
，
與
其
說
明
文
字

並
列
，
且
通
常
以
波
斯
語
說
明
，
每

一
字
母
能
用
來
推
測
運
氣
之
吉
凶
。

此
兩
種
附
錄
亦
通
常
被
彩
飾
，
而
置

於
︽
古
蘭
經
︾
文
字
之
末
頁
。

然
而
，
西
元
一
七
○
○
年
之

後
，
伊
斯
蘭
書
籍
的
視
覺
藝
術
受
歐

洲
書
籍
製
作
之
影
響
，
伊
斯
蘭
與
歐

洲
元
素
風
格
成
功
地
混
合
，
此
特
徵

巧
妙
地
呈
現
於
宗
教
的
手
稿
彩
飾
；

然
阿
拉
伯
書
法
藝
術
仍
獨
樹
一
格
，

不
受
歐
洲
風
格
之
影
響
而
持
續
發
揚

光
大
。

末
語

用
來
代
表
伊
斯
蘭
文
化
與
藝
術

的
意
象
及
表
徵
的
︽
古
蘭
經
︾
，
伊

斯
蘭
世
界
莫
不
以
神
聖
經
典
視
之
，

從
書
法
與
彩
飾
的
講
究
可
窺
其
一

二
。
本
文
以
彩
飾
為
題
撰
述
，
僅
止

於
以
井
窺
天
，
概
括
式
地
談
述
此
典

籍
彩
飾
藝
術
所
呈
現
的
基
本
樣
貌
，

針
對
各
個
時
期
及
王
朝
的
典
籍
彩
飾

風
格
，
宜
有
更
精
闢
入
裡
的
篇
章
闡

述
。
同
時
，
︽
古
蘭
經
︾
的
彩
飾
元

素
並
非
以
專
屬
的
型
態
出
現
，
許
多

由
基
本
元
素
發
展
而
成
的
圖
案
可
見

於
瓷
器
、
壁
磚
、
石
雕
、
傢
飾
及
織

品
中
，
形
成
伊
斯
蘭
視
覺
藝
術
上
鮮

明
而
活
潑
的
樣
貌
。
除
︽
古
蘭
經
︾

外
，
代
表
伊
斯
蘭
經
典
的
插
畫
手
稿

及
細
密
畫
手
稿
，
亦
有
很
特
殊
的
視

覺
風
格
，
其
繪
製
的
彩
飾
擁
有
實
相

的
人
物
、
動
物
、
花
鳥
等
造
型
，
互

異
其
趣
。
另
一
有
趣
的
話
題
，
伊
斯

蘭
手
稿
的
書
法
家
及
彩
飾
家
之
間
的

關
係
為
何
？
這
些
主
題
皆
引
發
筆
者

的
興
趣
，
更
是
瞭
解
伊
斯
蘭
經
典
之

形
制
、
裝
幀
、
藝
術
風
格
不
可
或
缺

的
思
考
方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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