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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無

論
是
不
易
移
動
的
大
型
櫥

櫃
，
或
是
相
較
之
下
輕
巧
易
於
提

舉
的
小
型
箱
匣
，
這
些
盛
裝
各
類

珍
玩
古
董
在
內
的
櫥
櫃
或
箱
匣
，

在
約
定
成
俗
的
理
念
下
，
今
日
皆

統
稱
之
為
多
寶
格
。
仔
細
追
索
多

寶
格
出
現
的
時
間
，
檢
視
文
獻
記

載
之
後
，
發
現
或
能
上
溯
至
清
雍

乾
時
期
。
不
單
是
多
寶
格
一
詞
見

於
乾
隆
元
年
︵
一
七
三
六
︶
的
著

錄
，
︹
註
一
︺

縱
乾
隆
一
朝
，
從
元

年
至
十
年
︵
一
七
三
六—

一
七
四

五
︶
，
皇
帝
經
常
透
過
傳
旨
詢
問

遊
走
於
清
宮
的
文
物
專
家
，
某

件
文
物
究
竟
﹁
入
得
多
寶
格
入
不

得
﹂
？
︹
註
二
︺

由
此
可
見
，
多
寶
格

的
組
合
，
背
後
或
曾
存
在
一
個
和

乾
隆
皇
帝
相
關
的
背
景
。
但
是
，

品
味
與
意
圖—

       
清
乾
隆
「
集
瓊
藻
」
多
寶
格
初
探

余
佩
瑾

令
人
好
奇
的
是
，
貴
為
一
國
之
君

的
皇
帝
何
以
有
興
趣
、
有
閒
暇
來

組
合
多
寶
格
，
他
真
正
的
意
圖
究

竟
是
什
麼
？

「

集
瓊
藻」

多
寶
格

傳
世
典
藏
於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多
寶
格
，
雖
不
見
得
箱
箱

組
合
於
乾
隆
時
期
，
然
而
部
份
作

品
從
箱
匣
本
身
存
在
的
款
識
，
猶

透
露
出
組
合
於
乾
隆
時
期
的
可
能

性
。
︹
註
三
︺

如
本
文
所
要
探
討
的

﹁
集
瓊
藻
﹂
多
寶
格
，
即
是
其
中

一
個
極
為
鮮
明
的
例
子
。

此
盒
多
寶
格
亦
如
其
他
可
能

組
裝
於
乾
隆
時
期
的
箱
匣
類
多
寶

格
一
樣
，
具
有
層
層
相
套
的
多
層

次
變
化 

。
亦
即
，
盒
內
的
所
有

文
物
皆
先
分
別
裝
進
兩
個
木
匣
之

圖四    清    「集瓊藻」多寶格    盒面款識

中
，
︵
圖
一
︶
再
分
裝
進
一
個
雙

層
的
日
本
蒔
繪
漆
盒
之
內
，
︵
圖

二
︶
最
後
整
隻
蒔
繪
漆
盒
還
要
再

裝
進
一
個
方
形
的
木
箱
之
中
才
算

完
整
地
完
成
組
裝
的
動
作
。
︵
圖

三
︶
尤
其
是
從
蒔
繪
雙
層
漆
盒
與

兩
個
木
匣
套
合
時
，
漆
盒
與
木
匣

之
間
呈
現
出
一
種
天
衣
無
縫
、
緊

密
扣
合
的
狀
況
來
研
判
，
文
物
入

裝
木
匣
、
木
匣
再
裝
進
蒔
繪
漆

盒
，
其
實
已
經
經
過
縝
密
的
思
考

與
設
計
。
也
就
是
說
，
來
自
日
本

收
藏
於
清
宮
的
蒔
繪
雙
層
漆
盒
，

很
可
能
在
組
裝
規
劃
之
初
已
被
視

成
是
組
件
的
一
部
份
。

儘
管
如
此
，
整
個
﹁
集
瓊

藻
﹂
多
寶
格
最
特
別
也
最
足
以
展

露
年
代
的
設
計
，
莫
屬
於
裝
飾
著

獸
骨
和
螺
鈿
鑲
嵌
的
外
木
箱
。
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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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與意圖—清乾隆「集瓊藻」多寶格初探

專
輯

目
所
及
，
由
獸
骨
鑲
嵌
而
出
的
纏

枝
花
卉
，
既
細
密
又
極
為
講
究
地

分
布
在
每
一
面
木
質
器
表
。
盒
蓋

的
中
心
，
以
螺
鈿
細
嵌
而
出
的
長

條
形
﹁
集
瓊
藻
乾
隆
辛
酉
年
裝
﹂

的
款
識
，
︵
圖
四
︶
明
確
地
顯
示

整
盒
多
寶
格
的
名
稱
和
組
裝
的
時

間
。
而
裝
箱
清
冊—

︽
集
瓊
藻
︾

小
冊
︵
圖
五
︶
則
記
錄
﹁
集
瓊

藻
﹂
多
寶
格
收
納
的
文
物
、
件

數
，
以
及
文
物
在
盒
中
的
位
置
。

據
此
，
讓
我
們
得
以
回
溯
﹁
集
瓊

藻
﹂
多
寶
格
剛
組
裝
完
成
的
樣

圖一    清    「集瓊藻」多寶格第一屜

圖二    日本    山水龜鶴蒔繪二層箱圖三    清    「集瓊藻」木箱

圖五    清    《集瓊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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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功
能
？
以
及
所
呈
現
出
來
的
類

型
和
其
他
可
能
組
合
於
乾
隆
時
期

的
箱
匣
類
多
寶
格
的
關
係
為
何
？

關
於
此
，
以
目
前
傳
世
所
見
收
藏

於
台
北
故
宮
的
多
寶
格
為
例
，
再

配
合
︽
養
心
殿
造
辦
處
各
作
成
做

活
計
清
檔
︾
︵
以
下
簡
稱
︽
活
計

清
檔
︾
︶
中
的
相
關
記
載
來
看
，

其
實
並
不
容
易
就
現
有
的
材
料
中

去
歸
納
乾
隆
時
期
多
寶
格
文
物
組

合
的
脈
絡
。
以
目
前
了
解
的
狀
況

而
言
，
大
約
僅
能
就
文
物
的
材
質

和
文
物
產
製
時
間
的
先
後
作
一
簡

單
的
區
分
。
如
傳
世
可
能
組
裝
於

乾
隆
時
期
的
箱
匣
類
多
寶
格
中
，

有
專
門
放
置
瓷
器
、
青
銅
器
和
玉

器
等
單
一
質
材
的
多
寶
格
，
也
有

同
時
包
含
多
元
質
材
和
非
中
國
製

品
在
內
者
。
在
質
材
的
分
類
上
，

此
﹁
集
瓊
藻
﹂
多
寶
格
屬
於
同
時

收
納
各
類
質
材
又
包
含
有
異
國
文

物
的
例
子
。
同
樣
的
，
若
以
文
物

產
製
的
時
間
來
看
，
乾
隆
時
期

有
將
古
董
文
物
集
中
放
置
於
一
箱

者
，
也
有
同
時
收
納
縱
跨
上
下

五
千
年
、
橫
越
中
西
各
國
文
物

者
，
而
此
﹁
集
瓊
藻
﹂
多
寶
格
亦

屬
於
無
所
不
包
的
一
類
。

圖六    黏附於屜匣內的黃籤

貌
，
更
進
一
步
地
證
實
前
面
的
推

測
；
即
兩
個
木
匣
與
雙
層
蒔
繪

漆
盒
，
或
已
包
含
在
乾
隆
六
年

︵
一
七
四
一
︶
的
組
裝
設
計
中
。

同
樣
的
，
清
冊
中
詳
列
而
出
的
裝

箱
文
物
，
應
該
正
是
當
年
整
盒

﹁
集
瓊
藻
﹂
多
寶
格
內
的
所
有
文

物
。

相
較
於
︽
集
瓊
藻
︾
小
冊
所

記
錄
的
七
十
三
件
作
品
，
今
日
盒

內
收
存
五
十
七
件
文
物
，
明
顯
地

比
原
來
的
組
裝
少
掉
十
六
件
，
之

所
以
出
現
如
此
的
差
異
，
或
能
從

黏
附
於
屜
匣
之
內
的
黃
籤
條
來
一

窺
究
竟 

。
如
其
中
一
張
黃
籤
即
寫

著
﹁
咸
豐
七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

查
得
少
珊
瑚
素
珠
一
串
﹂
，
︵
圖 

六
︶
而
另
一
張
黃
籤
則
有
﹁
宣
統

十
三
年
二
月
初
七
日
，
總
管
承
祥

傳
上
要
去
寶
劍
一
口
﹂
的
記
載
，

由
此
可
知
，
儘
管
﹁
集
瓊
藻
﹂
多

寶
格
組
裝
於
清
高
宗
乾
隆
時
期
，

但
乾
隆
之
後
極
有
可
能
在
不
同
帝

王
的
操
作
下
，
讓
盒
內
收
藏
的
文

物
產
生
異
動
，
導
致
盒
中
文
物
出

現
與
原
裝
內
容
的
差
異
，
甚
至
於

日
益
減
少
。

內
裝
文
物

目
前
傳
世
五
十
七
件
文
物

中
，
依
材
質
來
區
分
，
至
少
包
含

石
硯
、
玉
石
、
瓷
器
、
銅
胎
畫
琺

瑯
、
漆
器
和
書
畫
等
多
樣
材
質
的

各
類
文
物
。
若
以
現
在
的
觀
點
來

觀
察
， 

則
﹁
集
瓊
藻
﹂
多
寶
格

中
僅
有
﹁
漢
舊
玉
插
屏
﹂
、
﹁
宋

舊
玉
虎
器
座
﹂
以
及
﹁
清
康
熙
款

銅
胎
畫
琺
瑯
對
蝶
紋
鼻
煙
壺
﹂
產

製
於
乾
隆
之
前
，
其
餘
為
題
寫
有

﹁
乾
隆
年
製
﹂
的
當
代
製
品
，
和

少
數
清
朝
仿
古
及
一
些
來
自
日
本

和
歐
洲
的
工
藝
品
。
︹
註
四
︺

至
於
，
此
盒
﹁
集
瓊
藻
﹂
多

寶
格
的
組
合
是
否
具
有
不
同
凡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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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這
樣
看
來
，
﹁
集
瓊
藻
﹂
多

寶
格
似
僅
存
在
一
個
無
所
不
包
，

同
時
又
不
以
收
藏
古
代
文
物
為
主

的
特
色
。
然
而
仔
細
檢
視
盒
內
收

藏
的
文
物
，
卻
又
能
從
多
件
題

寫
有
﹁
乾
隆
年
製
﹂
的
作
品
，
甚

至
包
含
乾
隆
當
朝
的
院
畫
家
、
工

藝
名
家
以
及
清
高
宗
乾
隆
皇
帝
的

御
筆
書
畫
等
多
件
似
別
具
意
含
的

作
品
中
，
觀
察
到
存
在
此
盒
多
寶

格
背
後
的
帝
王
形
象
與
組
裝
的
意

圖
。
亦
即
，
清
高
宗
乾
隆
皇
帝
整

理
收
藏
、
辨
識
文
物
、
組
合
多
寶

格
，
在
看
似
一
個
既
定
的
流
程
與

步
驟
中
，
他
似
乎
又
極
其
刻
意
地

或
者
視
同
理
所
當
然
地
將
題
寫
著

﹁
乾
隆
年
製
﹂
的
當
代
製
品
，
以

猶
如
珍
藏
古
代
文
物
的
心
態
，
隨

同
古
代
文
物
並
置
於
一
盒
多
寶
格

中
，
藉
由
物
品
傳
達
出
來
的
乾
隆

年
號
，
或
帝
王
品
牌
，
呈
現
一
份

屬
於
乾
隆
皇
帝
特
有
的
風
格
與
意

象
。

帝
王
的
品
味

如
﹁
集
瓊
藻
﹂
多
寶
格
中

的
﹁
剔
紅
葵
花
香
盒
﹂
︵
裝
箱
清

冊
作
：
雕
漆
葵
花
香
合
︶
、
﹁
白

玉
芳
香
盤
﹂
、
﹁
銅
胎
畫
琺
瑯
花

卉
小
盃
﹂
︵
琺
瑯
碗
︶
、
﹁
銅
胎

畫
琺
瑯
荷
葉
筆
捵
﹂
︵
洋
磁
荷
葉

筆
捵
︶
和
﹁
漆
琴
﹂
等
，
︵
圖

七
、
八
︶
儘
管
文
物
本
身
的
尺
寸

極
其
小
巧
，
但
是
物
件
上
存
在
的

﹁
乾
隆
年
製
﹂
的
款
識
卻
又
極
其

清
晰
地
傳
達
出
組
裝
的
意
圖
。
也

就
是
說
，
如
果
多
寶
格
箱
匣
的
組

裝
，
事
前
皆
經
過
縝
密
地
規
劃
與

設
計
，
則
此
類
題
寫
有
﹁
乾
隆
年

製
﹂
的
細
巧
作
品
，
很
可
能
是
為

專
為
此
盒
多
寶
格
中
的
狹
小
儲
藏

空
間
所
特
製
的
文
物
。

但
另
一
方
面
，
﹁
集
瓊
藻
﹂

多
寶
格
中
也
收
藏
乾
隆
當
朝
的

工
藝
名
家
的
作
品
。
如
由
牙
匠

黃
振
效
雕
製
完
成
的
﹁
雕
象
牙

透
花
長
方
套
盒
﹂
︵
︽
集
瓊
藻
︾

小
冊
登
錄
的
原
品
名
為
：
﹁
仙

工
雕
牙
盒
一
件
：
內
子
盒
十
，
儲

牙
器
﹂
，
與
此
件
作
品
一
樣
的

牙
雕
製
品
，
在
﹁
集
瓊
藻
﹂
多
寶

格
中
還
存
在
擺
放
於
第
一
層
的
仙

工
雕
牙
臂
擱
一
件
、
儲
漢
玉
豬
的

雕
牙
香
盒
一
件
，
以
及
擺
放
於
第

二
層
的
仙
工
雕
牙
樓
船
一
件
，
但

時
至
今
日
，
除
黃
振
效
的
作
品

圖八    清    乾隆款    漆琴 圖七    清    乾隆款    銅胎畫琺瑯荷葉筆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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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清    黃振效    雕象牙透花長方套盒     底部款識

猶
見
於
此
盒
多
寶
格
中
，
其
餘

已
不
知
去
向
。
︶
即
是
其
中
極

值
得
關
注
的
例
子
。
該
件
作
品

長
四
公
分
，
寬
二
．
六
公
分
，

底
部
存
在
細
刻
而
出
的
﹁
乾
隆

己
未
巧
月
小
臣
黃
振
效
恭
製
﹂

︵
一
七
三
九
︶
的
款
識
。
︵
圖

九
︶
整
個
象
牙
盒
尺
寸
雖
小
，

但
盒
內
一
如
裝
箱
清
冊
所
載
，

另
外
還
儲
裝
有
十
個
更
為
細
小

的
牙
雕
小
盒
。
每
個
小
盒
之
內

再
配
裝
極
微
型
的
花
果
、
壺
瓶

等
，
部
份
作
品
甚
至
以
細
長
的

連
璉
牽
附
著
微
型
的
花
果
物

件
，
每
件
作
品
細
觀
之
下
無
不

玲
瓏
剔
透
，
︵
圖
十
︶
處
處
顯

露
出
廣
東
牙
匠
擅
長
的
連
璉
和

活
紋
兩
項
絕
技
。
黃
振
效
於
乾

隆
二
年
︵
一
七
三
七
︶
入
職
清

宮
，
從
他
進
入
造
辦
處
當
差
以

後
，
即
快
速
獲
得
比
同
期
牙
匠

還
要
多
的
獎
賞
看
來
，
︹
註
五
︺

黃

振
效
的
牙
雕
作
品
勢
必
深
受
皇

帝
的
欣
賞
與
重
視
。
或
也
因
如

此
，
完
成
於
乾
隆
四
年
的
﹁
雕

象
牙
透
花
長
方
套
盒
﹂
方
能
入

選
至
﹁
集
瓊
藻
﹂
多
寶
格
中
。

相
較
於
黃
振
效
的
絕
活
，

出
身
滿
州
八
期
的
院
畫
家
唐
岱

︵
一
六
七
三—

一
七
五
四
︶
，

他
的
作
品
入
裝
至
﹁
集
瓊
藻
﹂

多
寶
格
中
，
因
他
與
皇
帝
的
交

遊
關
係
，
又
從
另
一
個
層
面
展

露
出
清
高
宗
乾
隆
皇
帝
組
裝
的

意
圖
。
依
據
︽
集
瓊
藻
︾
小

冊
所
載
，
該
盒
多
寶
格
組
裝
之

初
，
原
包
含
有
三
件
唐
岱
的
作

品
，
︹
註
六
︺

不
過
至
今
僅
存
一

卷
︿
太
行
山
色
﹀
，
此
畫
尺
寸

小
巧
︵
縱
七
公
分
︶
，
作
品
上

鈐
印
兩
方
﹁
乾
隆
御
覽
之
寶
﹂

和
﹁
乾
清
宮
鑑
藏
寶
﹂
、
﹁
內

府
珍
藏
﹂
、
﹁
八
徵
耄
念
﹂

印
章
各
一
方
，
卷
末
唐
岱
自

題
：
﹁
太
行
山
色
，
乾
隆
二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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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清    黃振效    雕象牙透花長方套盒之內裝子盒與盒內之微型文物

圖十一    清    唐岱    〈太行山色〉卷

冬
日
，
臣
唐
岱
奉

恭
畫
﹂
。

︵
圖
十
一
︶
此
外
，
乾
隆
皇
帝

的
詞
臣
梁
詩
正
、
勵
宗
萬
和
張

若
靄
等
人
，
亦
各
據
畫
意
分
別

題
詩
以
為
唱
和
，
最
後
統
一
由

勵
宗
萬
書
題
於
卷
尾
。
唐
岱
的

生
平
歷
經
康
雍
乾
三
朝
，
在
康

熙
時
即
深
受
皇
帝
賞
識
，
有

﹁
畫
狀
元
﹂
之
稱
。
他
結
識
乾

隆
於
未
登
基
前
，
年
輕
的
寶
親

王
曾
在
唐
岱
所
作
的
︿
千
山
落

照
圖
軸
﹀
上
，
直
接
以
﹁
我

愛
唐
生
畫
，
數
作
意
味
已
﹂

來
表
達
他
對
唐
岱
畫
作
的
欣

賞
。
︹
註
七
︺

等
寶
親
王
登
基
成

為
乾
隆
皇
帝
以
後
，
仍
然
不
減

對
唐
岱
的
關
愛
，
乾
隆
七
年

﹙

一
七
四
二﹚

皇
帝
面
對
自
然

景
致
的
變
化
，
當
下
立
即
的

反
應
猶
是
﹁
當
前
佳
景
資
幽

探
，
欲
命
唐
岱
重
摹
寫
﹂
。

︹
註
八
︺

同
樣
的
，
乾
隆
八
年

﹙
一
七
四
三﹚

，
皇
帝
更
藉
著

﹁
唐
岱
筆
法
老
尤
健
，
雲
煙
澹

染
秋
山
照
﹂
︹
註
九
︺

的
詩
句
來
表

揚
唐
岱
擅
畫
秋
山
題
材
，
流
露

出
他
瞭
解
唐
岱
畫
格
的
一
面
。

同
時
，
因
唐
岱
也
任
職
於
養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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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
造
辦
處
，
當
皇
帝
特
別
需
要
創

作
某
一
類
可
能
和
文
化
政
策
相
關

的
畫
作
時
，
常
會
指
定
一
些
院
畫

家
共
同
合
作
，
而
唐
岱
正
是
被
召

集
的
人
選
之
一
。
如
乾
隆
三
年

︵
一
七
三
八
︶
，
清
高
宗
乾
隆
皇

帝
下
令
繪
製
︽
陶
冶
圖
冊
︾
，
即

指
名
唐
岱
為
之
畫
樹
石
。

而
︿
太
行
山
色
﹀
上
，
唐
岱

和
詞
臣
們
透
過
詩
文
所
傳
達
出
來

的
以
皇
帝
為
中
心
的
交
遊
往
來
，

也
讓
此
件
作
品
呈
現
出
濃
厚
的
宮

廷
味
道
。
儘
管
如
此
，
一
但
和
清

高
宗
御
筆
書
畫
相
比
，
無
論
唐
岱

或
黃
振
效
皆
遠
不
如
皇
帝
本
人
透

過
御
筆
書
畫
所
傳
達
出
來
的
帝
王

形
象
。
﹁
集
瓊
藻
﹂
多
寶
格
中
的

︽
御
筆
秋
英
詩
畫
合
璧
︾
冊
，
共

計
六
幅
，
書
畫
相
間
，
每
幅
畫
一

種
花
卉
，
書
題
句
一
首
。
︵
圖

十
二
︶
第
一
幅
畫
葵
，
題
句
：

﹁
梳
風
翠
羽
翻
，
承
露
金
盤
潔
。

堪
作
素
秋
朋
，
豈
為
清
齋
折
﹂
。

鈐
印
﹁
幾
暇
怡
情
﹂
、
﹁
石
渠
寶

笈
所
藏
﹂
、
﹁
八
徵
耄
念
之
寶
﹂

和
﹁
得
佳
趣
﹂
。
第
二
幅
畫
秋
海

棠
，
題
句
：
﹁
海
棠
一
例
好
，
娟

娟
春
復
秋
。
試
向
群
芳
問
，
爭
如

得
自
由 

﹂
。
鈐
印
﹁
八
徵
耄
念

之
寶
﹂
、
﹁
澂
觀
﹂
、
﹁ 

會
心

不
遠
﹂
。
第
三
幅
畫
菊
，
題
句
：

﹁
菊
本
瀟
灑
姿
，
陶
潛
託
幽
好
。

卻
被
人
傳
說
，
東
籬
轉
厭
鬧
﹂
。

鈐
印 

﹁
八
徵
耄
念
之
寶
﹂
、
﹁
潑

墨
﹂
。
第
四
幅
畫
桂
， 

題
句
：

﹁
馥
馥
月
中
香
，
裳
裳
檻
外
黃
。

姮
娥
酬
白
帝
，
天
酒
復
天
糧
﹂
。

鈐
印
﹁
八
徵
耄
念
之
寶
﹂
、
﹁
妍

露
﹂
、
﹁
中
和
﹂
。
第
五
幅
畫

蘭
，
題
句
：
﹁
香
以
清
不

，
色

匪
妖
而
美
。
臨
風
笑
芙
蕖
，
得
作

秋
君
子
﹂
。
鈐
印
﹁
八
徵
耄
念
之

寶
﹂
、
﹁
幾
暇
怡
情
﹂
、
﹁
比

德
﹂
。
第
六
幅
畫
石
竹
， 

題
句
：

﹁
周
阿
迥
出
群
，
蜂
蝶
任
紛
紛
。

不
與
蘼
蕪
伍
，
終
因
近
此
君
﹂
， 

圖十二    清    高宗    《御筆秋英詩畫合璧》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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鈐
印
﹁
八
徵
耄
念
之
寶
﹂
、
﹁
寫

生
﹂
、
﹁
澂
觀
﹂
。

對
照
︽
石
渠
寶
笈
︾
的
記

載
，
發
現
其
中
亦
存
在
一
本
名
為

︽
御
筆
秋
英
詩
畫
合
璧
︾
冊
的
作

品
。
︹
註
十
︺

檢
視
之
後
，
確
實
也

發
現
著
錄
記
載
和
多
寶
格
收
藏
者

極
為
相
似
，
而
產
生
多
寶
格
中
者

或
與
著
錄
為
同
一
本
的
聯
想
。
然

而
經
過
印
章
的
比
對
之
後
，
又
因

印
款
與
落
印
位
置
的
不
同
，
而
無

法
將
多
寶
格
中
的
︽
御
筆
秋
英
詩

畫
合
璧
︾
冊
與
︽
石
渠
寶
笈
︾

的
記
載
視
為
同
一
本
冊
頁
。
特
別

是
，
傳
世
置
放
於
﹁
集
瓊
藻
﹂
多

寶
格
中
的
清
高
宗
︽
御
筆
秋
英
詩

畫
合
璧
︾
冊
，
尺
寸
較
小
︵
橫
八

公
分
，
縱
九
．
五
公
分
︶
和
著
錄

於
︽
石
渠
寶
笈
︾
中
較
大
尺
寸
者

︵
高
七
寸
三
分
，
廣
四
寸
三
分
︶

明
顯
不
同
。
同
時
，
從
存
於
﹁
集

瓊
藻
﹂
多
寶
格
中
的
作
品
頁
末
，

有
由
清
高
宗
詞
臣
梁
詩
正
署
跋
的

內
文
中
：
﹁
乾
隆
九
年
小
除
前
一

日
蒙
賜
觀
﹂
，
得
知
該
冊
頁
或
完

成
於
乾
隆
九
年
︵
一
七
四
四
︶
以

前
，
而
此
時
間
點
和
組
裝
﹁
集
瓊

藻
﹂
多
寶
格
的
乾
隆
六
年
極
為
接

近
，
顯
示
出
此
﹁
集
瓊
藻
﹂
多
寶

格
組
裝
完
成
之
後
，
清
高
宗
乾
隆

皇
帝
亦
曾
回
頭
重
覽
文
物
，
︹
註

十
一
︺

並
邀
請
身
邊
的
詞
臣
題
跋
以

為
誌
。
同
樣
的
，
如
果
︽
石
渠
寶

笈
︾
中
的
︽
御
筆
秋
英
詩
畫
合

璧
︾
冊
為
一
般
正
常
的
冊
頁
尺

寸
，
那
麼
相
形
之
下
，
﹁
集
瓊

藻
﹂
多
寶
格
中
的
︽
御
筆
秋
英
詩

畫
合
璧
︾
冊
，
看
起
來
反
倒
像
是

為
此
盒
多
寶
格
而
特
別
定
製
的
縮

小
版
複
製
品
。

據
學
者
研
究
，
清
高
宗
乾

隆
皇
帝
從
十
九
歲
開
始
習
畫
，
最

早
的
作
品
完
成
於
一
七
三
二
年
，

最
晚
的
作
品
則
完
成
於
一
七
九
八

年
，
當
時
他
已
八
十
七
歲
。
︹
註

十
二
︺

而
花
鳥
畫
或
是
清
高
宗
乾
隆

皇
帝
最
喜
愛
同
時
也
最
擅
長
的
題

材
。
他
在
一
生
當
中
也
經
常
以
書

畫
家
的
身
分
自
居
，
類
似
﹁
集
瓊

藻
﹂
多
寶
格
中
的
御
筆
書
畫
合
璧

冊
，
同
時
也
出
現
在
不
同
的
多
寶

格
中
。
︹
註
十
三
︺

特
別
是
對
清
高
宗

乾
隆
皇
帝
而
言
，
他
將
自
己
的
作

品
視
為
等
同
於
古
代
、
當
代
和
來

自
外
國
的
文
物
，
一
起
並
置
於
一

個
多
寶
格
中
，
除
了
透
露
他
或
非

常
滿
意
自
己
的
作
品
之
外
，
似
乎

也
欲
藉
著
複
製
一
份
縮
小
版
的

︽
御
筆
秋
英
詩
畫
合
璧
︾
冊
來
和

他
當
朝
的
工
藝
名
家
、
院
畫
家
，

一
起
躋
身
於
多
寶
格
中
，
以
凸
顯

出
清
高
宗
乾
隆
皇
帝
在
多
寶
格
中

的
形
象
。
尤
其
是
因
︽
御
筆
秋
英

詩
畫
合
璧
︾
冊
於
複
製
過
程
中
亦

觸
及
另
一
個
是
否
出
自
代
筆
的
問

題
？
︹
註
十
四
︺

而
讓
清
高
宗
乾
隆
皇

帝
設
想
在
多
寶
格
中
建
構
個
人
品

牌
的
企
圖
心
更
為
明
顯
。

異
國
風
情

﹁
集
瓊
藻
﹂
多
寶
格
中
亦

包
含
數
件
來
自
於
日
本
和
歐
洲
的

工
藝
品
，
其
中
部
份
作
品
仍
維
持

原
樣
存
放
於
多
寶
格
中
，
但
從
另

一
些
作
品
上
，
我
們
也
可
以
觀
察

到
清
皇
室
改
變
它
們
原
來
的
使
用

脈
絡
，
再
重
新
賦
予
新
功
能
的
一

面
。
如
可
能
來
自
歐
洲
器
面
鑲
金

星
石
的
小
銅
盒
，
盒
內
收
儲
有
四

枚
貝
殼
，
︵
圖
十
三
︶
據
︽
集
瓊

藻
︾
小
冊
記
載
，
目
前
傳
世
所
見

的
四
枚
小
螺
蛤
於
﹁
集
瓊
藻
﹂
多

寶
格
組
裝
之
際
，
已
收
儲
於
當
時

名
為
﹁
金
星
玻
璃
方
盒
﹂
之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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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獸
骨
沿
邊
貼
飾
而
出
的
細
緻
花

邊
，
無
不
流
露
出
清
代
皇
室
對

西
洋
文
物
加
以
改
裝
並
使
用
的
情

形
。

事
實
上
，
從
十
六
世
紀
晚

期
利
馬
竇
自
西
方
帶
來
一
張
世
界

地
圖
開
始
，
中
國
宮
廷
與
西
方
的

接
觸
便
不
曾
停
止
過
，
至
乾
隆
時

期
，
清
宮
之
中
已
累
積
有
一
些
充

滿
異
國
風
情
的
文
物
似
屬
不
意

外
。
重
點
是
當
清
高
宗
乾
隆
皇
帝

組
合
﹁
集
瓊
藻
﹂
多
寶
格
時
，
他

是
如
何
看
待
這
些
西
方
文
物
？
關

於
此
，
若
回
到
原
始
裝
箱
清
冊—

︽
集
瓊
藻
︾
小
冊
的
記
載
，
發
現

除
了
﹁
西
洋
規
矩
並
象
牙
記
事
一

匣
﹂
和
﹁
西
洋
印
記
一
件
﹂
明
顯

地
以
﹁
西
洋
﹂
二
字
標
示
出
該
類

文
物
並
非
中
國
製
品
之
外
，
其
餘

來
自
外
國
或
和
西
方
技
法
相
關
者

則
皆
在
品
名
之
前
冠
以
一
﹁
洋
﹂

字
。
在
此
之
下
若
不
對
照
實
物
，

僅
從
裝
箱
清
冊
來
理
解
文
物
的
產

地
的
話
，
那
麼
對
於
﹁
洋
磁
荷
葉

筆
捵
﹂
和
﹁
洋
磁
香
囊
﹂
，
大
約

只
能
夠
從
字
面
上
理
解
銅
胎
畫
琺

瑯
的
作
品
在
當
時
有
﹁
洋
磁
﹂
之

稱
，
而
無
法
進
一
步
從
中
區
分
產

圖十三    西洋    鑲金星石銅盒及內裝之小螺蛤圖十四    日本    櫻蒔繪方形套盒

類
似
此
將
小
螺
蛤
儲
放
於
舶
來
品

小
盒
之
中
，
藉
著
遠
渡
重
洋
的
暗

喻
來
詮
釋
異
域
文
化
，
似
乎
也
是

十
八
世
紀
組
裝
多
寶
格
時
經
常
出

現
的
手
法
之
一
，
不
僅
在
﹁
集
瓊

藻
﹂
多
寶
格
中
看
得
到
，
亦
存
在

於
其
他
傳
世
的
多
寶
格
中
。

相
對
的
，
來
自
日
本
的
櫻

蒔
繪
方
形
小
套
盒
︵
圖
十
四
︶
和

鴛
鴦
蒔
繪
長
方
盒
，
擺
在
這
盒
多

寶
格
中
，
除
了
作
為
收
藏
的
文
物

之
外
，
本
身
也
具
有
儲
裝
古
玩
玉

器
的
功
能
，
︹
註
十
五
︺

間
接
說
明
進

口
的
蒔
繪
漆
盒
，
一
如
組
裝
此
盒

多
寶
格
的
蒔
繪
雙
層
漆
盒
一
樣
，

無
論
原
來
的
使
用
功
能
為
何
？
至

晚
到
乾
隆
時
期
已
被
當
作
珍
藏
古

玩
的
收
納
盒
。
從
此
兩
件
作
品
出

現
在
集
瓊
藻
多
寶
格
中
，
表
示
它

們
至
晚
在
乾
隆
六
年
以
前
已
入
宮

典
藏
。
而
另
一
件
西
洋
﹁
鑲
畫
琺

瑯
仕
女
鏡
﹂
︵
圖
十
五
︶
，
鏡
盒

兩
面
的
西
洋
仕
女
畫
和
在
畫
中
背

景
出
現
的
金
屬
器
，
明
顯
地
透
露

鏡
盒
來
自
於
西
方
的
史
實
。
然
而

鏡
盒
之
內
可
能
為
保
護
鏡
面
，
或

為
製
造
對
映
效
果
所
鑲
嵌
製
作
的

刺
繡
織
物
，
以
及
鏡
盒
器
表
以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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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於
清
宮
和
來
自
於
西
方
的
不

同
。
此
點
可
能
反
應
出
清
朝
皇
室

或
視
經
過
改
製
的
西
洋
銅
胎
畫
琺

瑯
和
技
法
源
自
於
西
方
的
中
國
製

品
並
無
太
大
的
區
別
，
也
或
展
現

出
乾
隆
時
期
清
皇
室
組
裝
﹁
集
瓊

藻
﹂
多
寶
格
時
，
志
在
集
中
放
置

當
代
製
品
，
而
所
謂
的
當
代
組
合

是
同
時
包
含
中
國
與
外
國
產
品
。

組
裝
的
意
圖

同
樣
的
情
形
亦
見
於
其
他

的
﹁
百
什
件
﹂
組
合
中
。
如
乾
隆

六
年
︵
一
七
四
一
︶
清
高
宗
曾
透

過
傳
旨
，
下
令
將
包
含
﹁
西
洋
火

印
﹂
和
儲
裝
二
十
三
件
小
海
螺
在

內
的
﹁
洋
漆
蓋
盒
﹂
一
起
收
進
一

組
百
什
件
中
。
︹
註
十
六
︺

所
謂
百
什

件
，
依
據
︽
活
計
清
檔
︾
記
載
，

極
可
能
和
今
日
所
理
解
的
多
寶
格

組
合
相
當
接
近
。
亦
即
清
高
宗
乾

隆
皇
帝
組
合
多
寶
格
的
同
時
，
他

也
組
合
其
他
的
文
物
組
群
，
並
且

給
予
不
同
的
名
稱
。
正
如
前
文
討

論
過
的
，
以
乾
隆
元
年
至
十
年
為

例
，
當
清
高
宗
頻
頻
以
多
寶
格
這

個
辭
彙
來
詢
問
宮
中
的
文
物
專
家

時
，
我
們
卻
也
同
時
可
以
看
到
百

什
件
和
博
古
格
的
組
合
。
雖
說
不

同
名
稱
之
間
可
能
代
表
不
同
的
組

合
，
但
目
前
僅
從
文
字
記
錄
實
在

難
以
從
中
區
分
它
們
所
代
表
的
組

合
規
模
與
大
小
的
問
題
。
如
乾
隆

十
年
的
︽
活
計
清
檔
︾
曾
出
現
皇

帝
同
時
從
博
古
格
和
多
寶
格
中
取

出
兩
件
汝
窯
貓
食
盆
來
比
較
它
們

圖十五    西洋    鑲畫琺瑯仕女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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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器
座
，
此
則
資
料
雖
然
很
有

趣
，
但
卻
無
法
因
此
而
能
從
中
釐

清
博
古
格
和
多
寶
格
的
區
別
。
又

如
一
組
百
什
件
的
組
合
，
從
字
義

上
感
覺
應
該
是
一
個
大
組
群
的
組

合
，
但
當
我
們
細
數
︽
活
計
清

檔
︾
中
登
列
出
來
的
組
合
清
單

時
，
卻
又
發
現
一
組
小
的
百
什
件

可
以
是
二
十
幾
件
文
物
的
組
合
，

而
相
對
的
，
一
組
大
型
的
百
什

件
，
也
可
以
同
時
容
納
三
百
多
件

的
文
物
。

由
此
看
來
，
名
為
﹁
多
寶

格
﹂
的
多
寶
格
組
合
和
名
為
﹁
百

什
件
﹂
的
多
寶
格
組
合
，
其
間
的

差
異
究
為
何
？
雖
然
︽
活
計
清

檔
︾
中
的
相
關
記
載
間
接
透
露
一

些
相
關
的
訊
息
，
然
而
卻
依
然
無

法
從
有
限
的
材
料
中
直
接
分
別
兩

者
的
差
異
。
大
約
僅
能
從
清
高
宗

詢
問
文
物
入
得
多
寶
格
入
不
得

時
，
所
舉
的
例
證
多
數
是
當
時
以

為
的
古
代
文
物
，
而
比
較
出
百
什

件
的
組
合
或
比
多
寶
格
更
具
有
彈

性
，
它
不
只
是
以
收
納
古
物
為

主
，
多
數
皆
為
古
今
中
外
無
所

不
包
的
組
合
。
同
時
，
組
合
百

什
件
的
工
作
開
始
於
乾
隆
元
年

︵
一
七
三
六
︶
，
︹
註
十
七
︺

後
來
或

因
規
模
日
益
擴
大
且
工
作
日
漸
上

軌
道
，
終
於
在
乾
隆
二
十
一
年

︵
一
七
五
六
︶
獨
立
出
來
成
為
造

辦
處
之
下
的
一
個
作
別
。
特
別
是

乾
隆
七
年
至
十
年
之
間
，
﹁
瓊
瑤

籔
﹂
、
﹁
琬
琰
集
﹂
和
﹁
集
瓊

藻
﹂
等
幾
個
百
什
件
箱
匣
一
再
出

現
於
︽
活
計
清
檔
︾
中
，
除
了
說

明
本
文
所
討
論
的
﹁
集
瓊
藻
﹂
多

寶
格
很
可
能
是
一
組
百
什
件
組
合

之
外
，
從
皇
帝
因
考
慮
到
蟲
蛀
的

問
題
， 

而
傳
旨
換
取
百
什
件
中

的
屜
匣
或
下
令
收
拾
等
看
來
，
︹
註

十
八
︺

百
什
件
的
組
合
依
然
與
乾
隆

皇
帝
關
係
密
切
。

從
此
點
再
回
到
本
文
討
論

的
﹁
集
瓊
藻
﹂
多
寶
格
，
不
難
從

中
理
解
一
份
存
在
於
後
的
組
合
意

圖
。
亦
即
相
對
於
其
他
的
多
寶
格

或
百
什
件
，
﹁
集
瓊
藻
﹂
木
箱
中

的
文
物
主
要
以
收
納
當
朝
製
品
為

主
，
即
便
是
產
製
於
外
國
者
，
也

是
十
七
、
十
八
世
紀
之
物
，
此
點

在
組
裝
之
際
勢
必
已
非
常
了
解
。

因
為
裝
箱
清
冊
中
明
顯
地
以
年
代

來
標
示
非
產
製
於
清
朝
的
文
物
，

對
於
非
中
國
製
品
或
技
法
與
西
洋

相
關
者
則
以
﹁
西
洋
﹂
或
﹁
洋
﹂

來
區
隔
，
其
餘
則
僅
記
錄
品
名
。

當
然
也
有
因
此
盒
多
寶
格
同
時
包

含
古
今
中
外
文
物
在
內
，
故
以
為

此
類
多
寶
格
或
與
西
方
的
好
奇
箱

有
所
關
連
。

事
實
上
，
十
八
世
紀
啟
蒙

時
代
的
西
方
好
奇
箱
，
若
將
之

回
溯
至
十
六
、
十
七
世
紀
王
公

貴
族
所
裝
置
的
奇
品
之
室
或
藝
術

品
收
藏
室
，
不
難
理
解
其
中
一
路

發
展
演
變
的
脈
絡
。
亦
即
，
西
方

好
奇
箱
的
裝
置
是
從
皇
室
貴
冑
藉

以
展
示
、
誇
耀
收
藏
品
，
至
啟
蒙

時
代
轉
而
對
好
奇
箱
之
內
文
物
的

重
視
，
收
藏
家
紛
紛
起
而
整
理
、

探
索
文
物
以
瞭
解
自
然
宇
宙
，

並
且
建
立
知
識
與
人
分
享
。
︹
註

十
九
︺

而
相
對
於
西
方
收
藏
家
對
於

好
奇
箱
的
態
度
，
清
高
宗
乾
隆
皇

帝
整
理
收
藏
、
組
合
多
寶
格
，
在

各
種
不
同
類
型
的
組
合
中
展
現
出

他
關
懷
、
貼
近
文
物
的
一
面
。
如

果
說
這
些
作
為
或
如
學
者
所
言
，

目
的
在
藉
由
對
舊
收
藏
的
重
建
、

組
合
，
甚
至
於
以
超
越
前
人
的
規

模
來
宣
告
天
命
之
所
歸
，
以
展
現

清
高
宗
與
眾
不
同
的
權
力
聚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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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與
理
想
的
擴
張
。
︹
註
二
十
︺

那
麼
置

入
於
此
盒
﹁
集
瓊
藻
﹂
多
寶
格
中

的
﹁
乾
隆
年
製
﹂
款
識
的
當
代
製

品
，
以
及
當
朝
的
傑
出
工
藝
家
和

深
受
皇
帝
器
重
的
院
畫
家
，
甚
至

於
皇
帝
個
人
的
作
品
，
即
彷
佛
清

高
宗
個
人
的
品
牌
或
他
的
時
代
意

象
，
在
層
層
收
納
的
組
合
中
，
漸

次
地
從
不
同
的
面
向
建
構
出
一
個

清
晰
而
且
獨
一
無
二
的
乾
隆
形

象
。
︹
註
二
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