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
八
○
年
代
說
起

一
九
八
○
年
代
以
前
的
故
宮
，

對
我
來
講
，
與
一
般
遊
客
一
樣
，
只

是
個
旅
遊
的
景
點
。
但
在
這
之
後
，

藉
著
求
學
和
工
作
的
機
緣
，
故
宮
已

經
與
我
的
生
命
密
不
可
分
了
！

在
故
宮
待
了
將
屆
二
十
三
個
年

頭
，
由
博
物
館
新
鮮
人
逐
漸
蛻
變
為

中
生
代
的
博
物
館
員
，
對
於
這
個
工

作
場
域
，
自
然
凝
聚
出
一
份
近
乎
家

園
的
深
厚
情
誼
，
也
因
此
先
後
有
幾

篇
與
故
宮
相
關
的
報
導
文
字
誕
生
。

民
國
八
十
四
年
十
月
，
故
宮
七

十
週
年
院
慶
時
，
我
首
度
在
國
語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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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十
四
年
十
月
，
漢
笙
影
視
公
司
為
故
宮
攝
製
︿
故
宮
文
物
庫
房
﹀
短
片
，

摘
要
紀
錄
故
宮
文
物
保
存
與
提
件
的
現
況
。

月
刊
編
委
有
感
於
這
是
個
過
去
鮮
少
曝
光
，
也
值
得
向
大
眾
介
紹
的
領
域
，

便
請
作
者
從
庫
房
工
作
者
的
角
度
，
為
讀
者
撰
寫
一
篇
關
於
書
畫
典
藏
的
文
章
。

本
文
除
了
述
介
現
階
段
庫
房
作
業
的
實
況
，

也
藉
此
對
曾
經
為
書
畫
庫
房
奉
獻
心
力
的
前
輩
們
，
獻
上
由
衷
的
敬
意
與
感
謝
！

劉
芳
如

圖一



報
發
表
︿
故
宮
的
慶
生
會
﹀
一
文
；

九
十
年
二
月
復
在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二
一
五
期
刊
載
︿
書
畫
處
三
部
曲

—

典
藏
、
策
展
與
研
究
﹀
，
該
文
也

同
時
收
錄
於
故
宮
出
版
的
︽
普
世
之

美
，
人
文
薈
萃—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巡
禮
︾
一
書
。
九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
故

宮
舉
辦
︽
書
畫
與
器
物
類
數
位
典
藏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
我
再
以
︿
論
故

宮
書
畫
的
典
藏
、
維
護
與
數
位
化
﹀

為
題
，
於
會
中
提
出
報
告
。
上
述
三

篇
文
章
雖
各
有
聚
焦
，
但
都
曾
觸
及

博
物
館
典
藏
的
課
題
。

九
十
四
年
十
月
，
漢
笙
影
視
公

司
為
故
宮
攝
製
二
十
分
鐘
的
︿
故
宮

文
物
庫
房
﹀
短
片
，
摘
要
紀
錄
三
處

庫
房
︵
器
物
、
書
畫
、
圖
書
文
獻
︶

文
物
保
存
與
提
件
的
現
況
︵
圖
一
︶
。

月
刊
編
委
有
感
於
這
是
個
過
去
鮮
少

曝
光
，
也
值
得
向
大
眾
介
紹
的
領

域
，
便
囑
我
從
庫
房
工
作
者
的
角

度
，
為
月
刊
讀
者
撰
寫
一
篇
關
於
書

畫
典
藏
的
文
章
。
本
文
所
及
，
除
了

述
介
現
階
段
庫
房
作
業
的
實
況
，
也

嘗
試
去
綴
拾
不
同
時
期
工
作
同
仁
的

片
段
，
藉
此
對
長
期
以
來
，
曾
經
為

書
畫
庫
房
奉
獻
心
力
的
前
輩
們
，
獻

上
由
衷
的
敬
意
與
感
謝
！

走
出
倉
儲
時
代

我
剛
到
書
畫
處
那
年
︵
民
國
七

十
二
年
︶
，
故
宮
的
行
政
辦
公
室
還

位
在
現
今
展
覽
大
樓
︵
正
館
︶
的
一

樓
。
書
畫
庫
房
的
位
置
也
在
同
一
樓

層
，
掌
理
庫
房
的
張
德
恆
先
生
是
位

外
表
謙
和
，
但
工
作
態
度
極
為
嚴
謹

的
長
者
。
︵
圖
二
︶

當
時
，
張
先
生
已

屆
退
休
之
齡
，
依
稀
記
得
的
是
，
我

第
一
次
參
加
書
畫
換
展
的
時
候
，
張

先
生
從
庫
房
將
作
品
提
調
出
來
之

後
，
便
站
在
陳
列
室
中
間
，
仔
細
監

看
每
位
進
入
展
櫃
的
同
仁
收
捲
、
懸

掛
作
品
的
動
作
。
身
為
﹁
新
生
﹂
的

我
，
只
能
協
助
當
搬
運
工
，
稍
一
不

慎
，
還
會
遭
到
立
即
的
糾
正
。
所
以

對
於
張
先
生
，
內
心
無
疑
是
又
敬
又

畏
的
。至

於
平
時
，
庫
房
更
是
大
多
數

同
仁
的
禁
地
。
據
當
時
在
裱
畫
室
負

責
書
畫
修
復
的
林
勝
伴
先
生
回
憶
，

由
於
他
熟
習
書
畫
裱
褙
，
接
觸
文
物

的
經
驗
豐
富
，
所
以
曾
獲
得
特
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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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一

民
國
九
十
四
年
︿
故
宮
文
物

庫
房
﹀
的
拍
攝
片
段
。
以
︿
宋
人

山
花
墨
兔
﹀
為
例
，
示
範
提
件
展

畫
與
檢
視
作
品
的
保
存
現
狀
。

左
起
：
李
松
台
、
任
麗
芳
、
劉
芳

如
、
葉
竑
毅
、
謝
國
良
。

圖
二
　
張
德
恆
先
生
︵
中
︶
和
早

期
服
務
於
書
畫
庫
房
的
兩
位
技
工

林
炳
陽
︵
左
︶、
牛
性
群
先
生
︵
右
︶。

圖
三
　
民
國
七
十
三
年
，
協
助
文

物
搬
遷
的
部
分
同
仁
，
在
書
畫
處

辦
公
室
合
影
。

左
起
：
蘇
篤
仁
、
朱
惠
良
、
劉
芳

如
、
王
耀
庭
、
譚
怡
令
、
胡
賽
蘭
、

杜
書
華
、
何
傳
馨
、
張
碧
涼
。

圖二

圖三



許
可
，
多
次
進
入
庫
房
，
協
助
張
先

生
提
調
書
畫
。

未
幾
，
張
先
生
榮
退
，
改
由
胡

賽
蘭
女
士
接
替
庫
房
管
理
者
的
職

務
。
第
二
年
，
行
政
大
樓
落
成
啟

用
，
書
畫
處
的
辦
公
室
和
庫
房
，
悉

數
搬
遷
到
新
大
樓
的
一
樓
和
地
下

室
。
當
時
，
書
畫
處
同
仁
都
參
與
了

這
次
大
規
模
的
搬
遷
︵
圖
三
︶
，
藉
此

機
緣
，
我
才
有
機
會
見
識
到
庫
房
內

部
的
景
象
。
記
憶
中
，
庫
房
裡
堆
放

的
，
大
部
分
是
黑
色
的
鐵
皮
箱
櫃
，

少
數
為
棕
色
的
檜
木
櫃
，
櫃
體
都
極

為
沉
重
。

儘
管
是
全
員
出
動
，
但
平
素
拿

慣
筆
桿
的
我
們
，
負
重
力
畢
竟
極
為

有
限
，
主
要
還
是
仰
賴
牛
性
群
和
林

炳
陽
兩
位
技
工
。
牛
先
生
自
青
年
時

期
即
伴
隨
古
物
︵
圖
四
︶
，
由
大
後
方

輾
轉
播
遷
來
台
，
林
先
生
也
在
故
宮

的
北
溝
時
期
，
就
進
入
博
物
院
任

職
，
兩
位
都
是
元
老
級
的
工
作
人

員
。
如
今
兩
先
生
雖
然
退
休
多
年
，

牛
先
生
也
於
九
十
四
年
底
謝
世
，
但

是
他
們
在
故
宮
工
作
時
的
身
影
，
卻

始
終
鮮
明
地
印
在
我
們
這
些
後
進
者

的
心
版
兒
上
。
尤
其
是
牛
先
生
，
雖

然
七
十
一
年
即
辦
理
退
休
，
但
仍
以

義
工
身
份
，
協
助
胡
小
姐
處
理
庫
房

的
各
項
業
務
，
這
份
終
身
以
院
為

家
，
熱
愛
文
物
的
襟
懷
，
委
實
令
後

生
晚
輩
動
容
。

正
館
時
期
的
庫
房
，
受
限
於
空

間
狹
窄
，
文
物
箱
櫃
交
互
堆
疊
，
提

件
困
難
度
高
，
較
接
近
於
倉
儲
的
型

態
。
但
是
搬
遷
至
行
政
大
樓
地
下
一

樓
之
後
，
不
僅
空
間
較
以
前
寬
闊
，

進
出
的
管
理
和
箱
櫃
形
制
，
也
做
了

迥
異
於
以
往
的
設
計
，
堪
稱
自
此
邁

入
另
一
番
全
新
的
時
代
。

現
代
的
芝
麻
開
門

伴
隨
著
庫
房
時
空
的
轉
換
，
新

庫
房
的
入
口
增
設
了
控
制
進
出
的
讀

卡
機
，
典
藏
人
員
必
須
先
刷
卡
，
再

搭
配
鑰
匙
開
啟
門
鎖
，
才
得
以
在
上

班
時
段
內
，
入
出
其
間
。
安
全
管
制

室
的
電
腦
，
每
天
均
會
詳
實
登
錄
每

次
人
員
進
入
庫
房
的
時
間
，
並
且
於

第
二
天
列
印
報
表
，
送
交
各
典
藏
單

位
核
對
。

新
庫
房
的
文
物
櫃
，
採
取
有
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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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
效
果
的
樟
木
來
製
作
，
櫃
門
一
律

朝
外
開
啟
，
內
部
區
分
成
若
干
隔

層
，
文
物
各
自
按
照
典
藏
清
冊
的
編

號
，
分
層
排
放
。
文
物
置
放
其
間
，

不
會
相
互
堆
疊
擠
壓
，
提
件
也
非
常

容
易
，
大
大
減
低
了
文
物
受
傷
損
的

可
能
因
素
。
︵
圖
五
︶

至
於
正
館
原
本
使
用
的
大
型
鐵

皮
箱
︵
圖
六
︶
，
一
部
分
已
經
規
劃
有

隔
層
，
雖
然
文
物
排
放
的
方
式
與
新

櫃
不
同
，
但
基
於
惜
物
的
考
量
，
仍

然
予
以
保
留
沿
用
。

胡
賽
蘭
小
姐
在
典
藏
科
服
務
的

時
間
，
從
民
國
七
十
二
年
持
續
到
九

十
年
，
前
後
長
達
十
八
年
。
在
這
期

間
，
書
畫
處
共
設
有
三
科—

典
藏
、

研
究
展
覽
、
編
譯
。
其
中
典
藏
科
的

成
員
主
要
是
胡
小
姐
與
張
碧
涼
小
姐

二
位
。
張
小
姐
是
張
德
恆
先
生
的
千

金
，
與
我
同
一
年
進
入
故
宮
，
由
於

她
兼
任
行
政
秘
書
之
職
，
工
作
項
目

繁
瑣
，
所
以
庫
房
的
業
務
，
基
本
上

仍
由
胡
小
姐
一
人
主
導
。
協
助
提
件

的
林
炳
陽
先
生
於
七
十
五
年
退
休

後
，
原
職
改
由
陳
義
郎
先
生
接
任
，

一
直
到
八
十
七
年
退
休
為
止
。
陳
先

生
個
性
樂
天
爽
朗
，
與
書
畫
處
上
下

同
仁
都
熟
絡
，
因
此
大
家
習
慣
以

﹁
阿
郎
﹂
稱
呼
他
，
就
好
像
永
遠
的

義
工
牛
先
生
，
我
們
都
暱
稱
他
為

﹁
老
牛
﹂
一
樣
。

八
○
年
代
前
期
，
故
宮
對
於
電

腦
的
使
用
猶
未
普
及
，
庫
房
管
理
主

圖
四
　
由
大
陸
播
遷
來
臺
的
文
物

木
箱
，
目
前
書
畫
庫
房
僅
賸
這
只

長
箱
，
箱
長
四
八
二
、
寬
二
四
、

高
二
九
公
分
，
還
用
來
存
放
最
大

的
兩
件
畫
軸
︿
明
王
世
昌
俯
瞰
激

流
圖
﹀
和
︿
明
王
疇
雍
大
幅
山

水
﹀
，
堪
可
當
做
故
宮
文
物
搬
遷

歷
史
的
寶
貴
見
證
。

圖
五
　
民
國
七
十
三
年
開
始
，
書

畫
庫
房
改
採
樟
木
來
製
作
箱
櫃
，

底
部
以
不
銹
鋼
架
墊
高
，
保
持
通

風
、
乾
燥
，
上
方
添
加
防
塵
遮

罩
。
箱
櫃
內
部
再
分
若
干
隔
層
，

文
物
依
照
箱
、
屜
、
號
的
排
列
序

號
，
分
開
置
放
。

圖
六
　
一
九
六
○
年
代
初
期
，
正

館
書
畫
庫
房
製
作
的
鐵
皮
箱
，
文

物
均
平
置
於
隔
層
中
，
提
件
時
。

必
須
將
排
放
外
緣
的
作
品
逐
件
取

出
，
才
能
拿
到
內
側
的
作
品
。
目

前
僅
保
留
存
放
大
畫
的
少
數
鐵

櫃
。

圖
七
　
登
錄
書
畫
統
一
編
號
與
庫

存
位
置
的
文
物
清
冊
。

圖五

圖六

圖七



要
是
利
用
書
面
的
帳
冊
︵
圖
七
︶
。
院

藏
每
件
書
畫
，
均
被
賦
予
統
一
的
文

物
編
號
，
宛
如
國
民
身
分
證
代
號
一

般
，
在
庫
房
的
帳
冊
中
，
除
了
詳
細

登
錄
文
物
編
號
之
外
，
還
有
點
收
清

宮
收
藏
時
的
原
始
千
字
文
編
號
，
以

及
目
前
存
放
的
箱
號
。
而
書
畫
被
提

件
的
原
因
，
囊
括
展
覽
、
編
目
、
修

復
、
特
別
參
觀
、
攝
影
等
多
種
情

況
，
每
當
需
要
提
件
前
，
張
小
姐
都

會
依
據
帳
冊
，
先
查
出
書
畫
的
箱

號
，
然
後
交
由
胡
小
姐
帶
著
技
工
下

庫
提
取
。
由
於
日
久
嫻
熟
，
很
多
文

物
的
存
放
位
置
和
保
存
狀
況
，
都
已

經
銘
印
在
她
們
兩
位
的
腦
海
中
了
。

從
八
○
年
代
到
九
○
年
代
，
庫

房
最
重
要
的
兩
件
大
事
，
當
推
書
畫

的
重
新
編
目
與
總
清
點
。
早
在
民
國

四
十
三
年
，
故
宮
猶
在
北
溝
時
期
，

即
曾
出
版
一
套
八
卷
的
︽
故
宮
書
畫

錄
︾
，
但
其
中
分
正
、
簡
目
兩
種
，

正
目
部
分
詳
細
登
錄
作
品
的
尺
寸
、

內
容
、
題
跋
和
印
記
。
簡
目
則
僅
羅

列
品
名
。
至
八
○
年
代
，
原
先
的

︽
故
宮
書
畫
錄
︾
早
已
售
罄
，
因
此

自
民
國
七
十
八
起
，
重
新
規
劃
︽
故

宮
書
畫
圖
錄
︾
的
印
製
，
不
再
分
正

簡
目
，
而
是
依
照
作
品
的
朝
代
和
形

式
，
陸
續
將
書
畫
處
典
藏
的
文
物
，

以
圖
文
並
列
的
形
式
，
精
裝
出
版
。

截
至
民
國
九
十
四
年
底
，
︽
故
宮
書

畫
圖
錄
︾
已
經
發
行
到
第
二
十
四

冊
，
未
來
仍
將
持
續
編
印
，
不
過
基

礎
的
編
目
工
作
，
則
早
在
上
個
世
紀

即
已
告
一
段
落
了
。

猶
記
得
編
目
期
間
，
胡
小
姐
每

天
上
午
均
會
從
庫
房
提
調
原
件
，
利

用
一
樓
的
看
畫
室
，
讓
書
畫
處
同
仁

進
行
內
容
登
錄
與
校
對
。
也
幸
而
因

為
參
與
了
這
項
工
作
，
同
仁
們
得
以

親
眼
目
睹
很
多
過
去
未
曾
謀
面
，
或

者
僅
能
隔
著
陳
列
室
玻
璃
，
遙
遙
相

望
的
真
跡
。
所
以
，
儘
管
抄
錄
的
工

作
難
免
繁
瑣
、
費
時
，
但
卻
也
讓
參

與
過
昔
日
編
目
的
老
同
事
，
至
今
還

經
常
津
津
樂
道
地
說
，
那
幾
年
所
獲

得
的
，
恐
怕
是
新
進
同
仁
再
難
分
享

到
的
福
份
呢
！

民
國
七
十
八
年
七
月
到
八
十
年

五
月
間
，
典
藏
科
配
合
全
院
文
物
總

清
點
計
畫
，
針
對
大
陸
遷
台
文
物
，

以
及
來
臺
後
陸
續
入
藏
的
文
物
，
邀

約
社
會
賢
達
和
藝
文
界
代
表
，
擔
任

點
查
委
員
，
逐
幅
核
對
庫
房
書
畫
的

帳
冊
資
料
與
作
品
保
存
狀
況
。
待
查

驗
無
誤
後
，
旋
即
在
每
件
書
畫
的
裱

綾
或
褙
紙
上
，
鈐
蓋
﹁
中
華
民
國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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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九
年
度
點
驗
之
章
﹂
。
清
查
的
地

點
，
選
在
書
畫
庫
房
的
預
備
室
內
，

除
了
由
胡
小
姐
負
責
提
件
外
，
其
他

兩
科
的
同
仁
，
也
輪
流
協
助
登
記
和

蓋
印
，
當
時
王
耀
庭
、
許
郭
璜
、
何

傳
馨
等
幾
位
先
生
，
由
於
平
素
即
經

常
揮
毫
，
也
不
乏
蓋
朱
砂
印
的
經

驗
，
所
以
就
由
他
們
來
掌
印
。
兩
年

多
下
來
，
總
算
完
成
了
這
項
故
宮
收

藏
文
物
總
清
點
的
浩
大
工
程
。
而
經

此
驗
證
，
得
以
向
國
人
清
楚
宣
告
，

故
宮
的
上
萬
件
書
畫
，
時
刻
都
享
有

細
心
的
護
持
，
這
對
於
書
畫
典
守
人

員
來
說
，
無
疑
是
最
大
的
欣
慰
與
榮

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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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八
　
庫
房
最
新
規
劃
的
鋁
製
長

櫃
，
適
合
置
放
較
大
型
的
作
品
。

圖
九
　
盛
裝
︿
五
代
趙
幹
江
行
初

雪
﹀
的
木
匣
，
雕
鏤
精
美
，
手
卷

並
裹
以
織
錦
包
巾
，
這
些
附
件
本

身
即
具
有
極
高
的
觀
賞
價
值
。

圖
十
　
盛
裝
立
軸
與
冊
頁
的
藍
布

套
，
均
採
取
量
身
訂
做
的
方
式
，

上
方
附
以
籤
條
，
書
寫
文
物
的
品

名
，
並
標
記
箱
號
。

圖九

圖十



新
一
代
的
庫
房
守
門
員

民
國
九
十
年
五
月
，
由
於
胡
賽

蘭
小
姐
調
升
出
版
組
組
長
，
我
受
命

轉
入
典
藏
科
，
接
下
庫
房
守
門
員
的

任
務
。
離
開
我
原
本
熟
悉
的
研
究
展

覽
科
，
心
中
固
然
有
諸
多
不
捨
，
但

是
想
到
今
後
可
以
與
文
物
有
更
多
直

接
的
接
觸
，
還
是
抱
著
緊
張
和
期

待
，
踏
入
庫
房
這
個
充
滿
新
鮮
感
的

工
作
環
境
。

為
了
讓
繁
瑣
的
交
接
工
作
順
利

推
動
，
處
長
王
耀
庭
特
別
安
排
張
華

芝
小
姐
也
同
時
加
入
典
藏
科
的
行

列
。
交
接
工
作
斷
續
進
行
，
我
與
張

華
芝
，
加
上
林
金
郎
、
吳
明
堂
兩
位

技
工
友
，
四
個
人
總
共
花
了
將
近
一

年
的
時
間
，
才
把
庫
房
內
所
有
的
書

畫
逐
一
點
清
數
量
。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七
月
，
書
畫
處

由
原
先
的
三
科
縮
減
為
貳
，
同
時
開

始
試
行
研
究
人
員
兩
年
輪
調
的
制

度
。
短
短
兩
年
的
時
間
，
或
許
無
法

讓
輪
調
同
仁
完
全
熟
諳
庫
房
管
理
的

每
個
細
節
，
不
過
起
碼
，
庫
房
已
經

揭
去
了
神
秘
的
面
紗
，
只
要
依
循
安

全
的
管
理
機
制
，
典
藏
科
的
同
仁
都

有
機
會
主
導
提
件
，
不
再
單
由
個
人

掌
控
全
局
。

其
實
最
近
幾
年
間
，
庫
房
的
管

理
方
式
，
還
有
多
項
不
同
於
以
往
的

興
革
。
比
如
國
贈
與
台
購
這
兩
類
文

物
，
受
限
於
箱
櫃
與
庫
房
人
力
不

足
，
初
入
藏
時
，
大
部
分
疊
放
在
鐵

箱
或
木
箱
內
。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
器

物
處
移
撥
了
一
間
庫
房
讓
書
畫
處
使

用
，
自
此
，
書
畫
庫
房
的
面
積
由
三

百
八
十
六
平
方
米
擴
充
為
五
百
八
十

四
平
方
米
。
空
間
加
大
之
後
，
便
可

以
計
畫
性
地
新
增
文
物
箱
櫃
︵
圖

八
︶
，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以
後
，
總
算

讓
庫
房
內
所
有
新
增
的
文
物
，
都
能

夠
比
照
故
博
、
中
博
的
收
藏
方
式
，

逐
一
排
放
入
櫃
，
獲
得
比
較
寬
敞
的

置
放
空
間
。

書
畫
類
文
物
依
裝
裱
形
式
，
可

大
致
分
成
卷
、
軸
和
冊
頁
三
種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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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十
一
　
為
了
保
護
脆
弱
書
畫
，

特
別
定
製
桐
木
套
匣
，
以
增
大
立

軸
收
捲
時
的
彎
曲
弧
度
。

圖
十
二
　
手
套
與
口
罩
，
是
每
位

庫
房
提
件
人
員
的
必
要
配
備
。

圖
十
三
　
書
畫
展
覽
前
，
需
先
提

交
裱
畫
室
詳
細
檢
視
保
存
狀
況
，

若
有
傷
損
，
則
立
即
進
行
修
復
。

圖十一

圖十二



些
在
清
宮
收
藏
時
期
，
即
有
織
錦
布

套
或
囊
匣
盛
裝
。
︵
圖
九
︶

新
庫
房
時

期
已
開
始
參
照
清
宮
舊
裝
的
樣
式
，

以
無
酸
材
質
的
藍
染
棉
布
，
為
部
分

立
軸
量
身
訂
製
布
套
。
惟
庫
藏
數
量

實
在
太
過
龐
大
，
直
到
目
前
為
止
，

這
項
工
作
猶
在
逐
年
持
續
中
。
近
三

年
來
，
還
針
對
原
先
沒
有
布
套
包
裹

的
冊
頁
類
作
品
，
也
設
計
數
款
不
同

樣
式
的
包
巾
或
囊
袋
︵
圖
十
︶
，
以
求

全
面
落
實
文
物
防
塵
和
阻
絕
光
害
的

雙
重
保
護
措
施
。

書
畫
立
軸
的
收
藏
方
式
，
是
以

末
端
的
地
杆
為
軸
心
，
來
捲
收
畫

心
，
倘
若
開
合
的
次
數
太
過
頻
繁
，

很
容
易
造
成
折
痕
。
近
年
來
，
針
對

特
別
脆
弱
的
畫
軸
，
在
地
杆
部
分
加

套
桐
木
，
或
者
塑
膠
材
質
的
圓
筒

匣
，
使
軸
心
直
徑
加
粗
，
這
樣
一

來
，
舒
捲
時
可
以
減
少
圈
數
，
有
效

發
揮
保
護
的
作
用
。
︵
圖
十
一
︶

手
卷

與
立
軸
的
保
存
原
理
大
致
相
仿
，
故

部
分
老
舊
手
卷
的
軸
心
，
也
加
套
壓

克
力
材
質
的
護
筒
，
來
避
免
摺
痕
滋

生
。

近
年
來
每
位
下
庫
人
員
的
工
作

慣
例
，
均
會
配
戴
口
罩
與
手
套
。

︵
圖
十
二
︶

戴
口
罩
是
防
止
人
員
交
談

時
，
口
沫
不
慎
附
著
到
文
物
，
造
成

水
漬
。
戴
手
套
的
理
由
，
則
是
為
了

避
免
手
心
的
汗
水
或
油
垢
弄
污
文

物
。

至
於
杜
絕
庫
房
蟲
害
的
措
施
，

過
去
最
常
採
用
薰
蒸
除
蟲
法
，
晚
近

幾
年
，
新
入
藏
的
書
畫
類
文
物
，
則

多
數
改
以
套
袋
脫
氧
的
方
式
，
來
達

到
根
絕
蟲
害
的
目
的
。

如
今
，
典
藏
人
員
每
月
均
會
與

科
技
室
、
機
電
室
、
管
制
室
同
仁
定

期
檢
視
庫
房
的
各
項
設
施
，
確
保
溫

度
維
持
在
攝
氏
18
至
22
度
間
，
相
對

溼
度
在
55
﹪
至
60
﹪
間
，
務
令
每
件

典
藏
書
畫
都
能
安
居
於
恆
溫
、
恆

濕
、
無
蟲
、
防
水
、
防
火
的
理
想
保

存
環
境
裡
。

庫
房
的
診
療
間—

裱
畫
室

隸
屬
於
典
藏
科
的
裱
畫
室
，
與

書
畫
庫
房
的
關
係
至
為
密
切
。
因
為

故
宮
的
書
畫
陳
列
室
，
每
隔
三
個
月

便
需
要
更
換
展
件
一
次
，
好
讓
文
物

獲
得
休
養
生
息
的
機
會
，
不
致
因
長

期
的
懸
掛
與
光
照
，
加
快
其
老
化
的

速
度
。
一
旦
書
畫
發
生
摺
痕
或
傷

損
，
即
需
交
付
裱
畫
室
，
進
行
局
部

的
加
固
及
修
復
︵
圖
十
三
︶
，
使
作
品

在
展
示
時
，
能
以
良
好
的
狀
況
，
帶

給
觀
賞
者
美
的
視
覺
饗
宴
。

邱
景
任
先
生
是
裱
畫
室
第
一
代

的
元
老
︵
民
國
八
十
一
年
退
休
︶
，

晚
進
的
林
勝
伴
先
生
則
直
接
受
教
於

他
。
裱
畫
室
搬
遷
到
行
政
大
樓
初

期
，
空
間
共
有
一
百
五
十
四
平
方

米
，
八
十
五
年
科
技
室
再
移
撥
緊
鄰

的
一
間
實
驗
室
供
書
畫
修
復
使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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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室
加
總
共
二
百
五
十
一
平
方
米
。

比
起
正
館
時
期
，
條
件
已
經
改
善
太

多
；
只
是
，
修
復
人
才
的
養
成
，
卻

始
終
有
不
足
之
虞
。

由
林
勝
伴
先
生
引
薦
進
裱
畫
室

的
技
工
，
先
後
有
洪
福
星
、
黃
鴻

琪
、
羅
應
榔
等
三
位
先
生
。
林
勝
伴

先
生
於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提
前
退
休
，

改
聘
為
裱
畫
室
的
修
復
指
導
，
每
週

固
定
來
院
兩
個
半
天
。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
曾
經
在
裱
畫
室
短
期
進
修
，

畢
業
於
台
南
藝
術
大
學
古
物
維
護
研

究
所
的
洪
順
興
先
生
到
職
，
爾
後
又

陸
續
有
七
位
該
校
的
學
生
來
院
見

習
，
可
謂
帶
動
了
博
物
院
與
學
院
合

作
的
良
好
運
作
模
式
。

有
鑒
於
庫
房
中
需
要
定
期
維
修

的
文
物
，
數
量
可
觀
。
單
憑
編
制
內

的
人
力
，
仍
嫌
不
夠
，
所
以
從
九
十

年
起
，
開
始
聘
用
具
備
裱
褙
基
礎
的

臨
時
人
員
，
以
熟
手
帶
領
新
手
的
方

式
，
一
方
面
使
新
人
得
到
研
修
精
進

的
機
會
，
再
者
也
可
以
紓
解
一
部
分

的
修
復
壓
力
。
屬
於
這
類
工
作
性
質

的
臨
時
人
力
，
先
後
有
林
茂
隆
、
葉

竑
毅
、
范
定
甫
等
三
位
先
生
。
至
於

未
來
，
裱
畫
室
人
員
能
否
擴
充
編

制
，
讓
有
心
將
所
學
奉
獻
給
故
宮
的

後
起
之
秀
，
共
同
參
與
書
畫
修
復
的

行
列
，
則
有
待
相
關
主
事
者
持
續
努

力
了
！

虛
擬
庫
房—

典
藏
數
位
化

從
民
國
九
十
年
開
始
，
故
宮
積

極
投
入
了
數
位
化
的
工
作
，
﹁
故
宮

書
畫
數
位
典
藏
子
計
畫
﹂
也
是
此
一

總
體
計
畫
中
的
一
環
，
除
了
逐
年
將

典
藏
文
物
的
後
設
資
料
︵M

etadata

︶

納
入
﹁
書
畫
典
藏
管
理
系
統
﹂
之

外
，
並
會
同
步
建
置
高
解
析
的
數
位

圖
檔
。
如
此
雙
管
齊
下
的
目
的
，
一

方
面
可
以
樹
立
學
術
研
究
的
堅
實
基

礎
，
再
者
，
更
能
夠
降
低
重
複
提
調

原
件
觀
看
的
頻
率
，
有
效
維
護
與
時

俱
老
的
珍
貴
藝
術
遺
產
。

這
項
書
畫
典
藏
數
位
化
的
工

作
，
所
需
之
人
力
，
主
要
是
由
典
藏

科
的
同
仁
和
隨
計
畫
延
聘
的
專
案
助

理
來
共
同
執
行
。
如
今
，
已
邁
入
第

一
期
五
年
計
畫
的
尾
聲
，
預
計
到
年

底
時
，
將
可
以
完
成
上
萬
筆
書
畫
的

資
料
建
檔
，
其
中
包
含
所
有
國
寶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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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古
物
級
的
書
畫
，
成
果
堪
稱
相

當
豐
碩
。

故
宮
典
藏
的
書
畫
，
據
民
國
九

十
五
年
七
月
統
計
，
以
卷
、
軸
、
冊

為
計
算
單
位
，
共
有
一
一
○
一
二

件
。
但
是
每
一
件
冊
頁
當
中
，
所
包

含
的
畫
幅
或
書
幅
，
往
往
自
數
開
到

數
十
開
不
等
，
所
以
實
際
書
畫
藏
品

的
總
量
，
應
數
倍
於
公
佈
的
數
字
。

為
了
加
速
達
成
典
藏
全
面
數
位

化
的
目
標
，
除
了
持
續
提
調
原
件
，

送
交
出
版
組
照
相
室
拍
攝
正
片
，
再

委
外
掃
描
成
數
位
圖
檔
；
書
畫
處
本

身
，
也
從
九
十
三
年
十
月
起
，
在
庫

房
的
預
備
室
架
設
攝
影
棚
︵
圖
十

四
︶
，
以
數
位
機
背
直
接
擷
取
文
物

的
數
位
影
像
，
同
時
進
行
色
彩
調
校

與
影
像
輸
出
等
後
端
工
作
。
由
於
庫

房
的
挑
高
不
足
，
拍
攝
對
象
僅
限
定

在
手
卷
和
冊
頁
這
兩
類
尺
幅
較
小
的

文
物
，
而
照
相
室
的
空
間
較
大
，
適

宜
拍
攝
立
軸
類
的
大
幅
文
物
。
雖
然

庫
房
距
離
照
相
室
頗
遠
，
文
物
必
須

經
由
地
道
來
運
送
，
不
過
，
基
於
攝

影
室
空
間
的
考
量
，
未
來
上
述
兩
種

照
相
方
式
仍
將
並
行
不
悖
。

最
近
三
年
來
，
典
藏
數
位
化
的

內
容
，
再
由
﹁
典
藏
管
理
系
統
﹂
延

伸
至
﹁
庫
房
管
理
系
統
﹂
。
︵
圖
十
五
︶

新
系
統
的
建
置
目
的
，
著
眼
於
運
用

資
料
庫
的
超
強
功
能
，
讓
庫
房
龐

大
、
繁
瑣
的
業
務
，
諸
如
：
展
覽
提

件
、
編
目
提
件
、
攝
影
提
件
、
參
觀

提
件
、
文
物
抽
點
、
藏
品
修
復
與
揭

裱
紀
錄
、
藏
品
歸
庫
等
工
作
，
都
能

夠
藉
助
電
腦
自
動
化
的
管
控
，
逐
步

取
代
手
工
繕
寫
或
打
字
的
傳
統
管
理

機
制
。民

國
九
十
六
年
至
一
○
○
年
，

數
位
典
藏
即
將
進
入
第
二
期
五
年
計

畫
。
未
來
，
這
兩
個
系
統
，
還
將
朝

向
整
合
的
目
標
持
續
規
劃
。
屆
時
，

庫
房
的
管
理
者
除
了
肩
負
護
衛
文
物

實
體
的
任
務
，
也
必
須
身
兼
虛
擬
數

位
寶
庫
的
守
門
員
，
為
獲
得
權
限
進

入
其
間
的
使
用
者
，
提
供
各
項
查
詢

與
登
錄
的
服
務
，
分
享
一
份
近
乎

﹁
遊
於
藝
﹂
的
美
好
經
驗
。

綴
語

綿
延
數
十
載
的
故
宮
書
畫
典
藏

史
，
單
憑
我
個
人
的
記
憶
，
終
究
有

其
侷
限
。
民
國
八
十
四
年
由
昌
彼
得

副
院
長
主
編
的
︽
故
宮
七
十
星
霜
︾

一
書
中
，
針
對
早
期
故
宮
文
物
的
營

運
與
管
理
，
另
有
宏
觀
的
勾
勒
。
而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二
七
五
期
，

陳
葆
真
女
士
︿
一
九
七
○
年
代
故
宮

寫
真
﹀
一
文
，
也
對
書
畫
處
的
人
事

變
遷
、
業
務
概
況
，
著
墨
極
為
詳

盡
。
讀
者
諸
君
不
妨
援
引
參
照
，
當

能
更
精
準
地
重
組
這
幀
故
宮
書
畫
典

藏
的
歷
史
拼
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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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

圖
十
四
　
設
置
於
書
畫

庫
房
的
數
位
攝
影
棚
，

專
門
負
責
拍
攝
冊
頁
和

手
卷
等
小
型
文
物
。

圖
十
五
　
從
﹁
庫
房
管

理
系
統
﹂
的
網
頁
介

面
，
檢
索
︿
元
黃
公
望

富
春
山
居
圖
﹀
的
基
本

資
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