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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
幾
「
張
」
鼠
來
瞧
瞧
！

                                 

看
畫
談
鼠

吳
誦
芬

歷
代
畫
史
上
畫
鼠
最
有
名

的
畫
家
是
五
代
後
蜀
的
丘
文
播
，

︽
宣
和
畫
譜
︾
記
載
他
除
了
擅

長
畫
牛
以
外
，
曾
作
銜
果
鼠
，
時

稱
奇
絕
。
但
丘
文
播
銜
果
鼠
的

畫
作
真
跡
早
在
北
宋
末
年
即
已

不
知
流
落
何
處
。
目
前
傳
世
可

見
，
名
下
常
見
以
老
鼠
為
主
題
繪

畫
作
品
的
畫
家
，
分
別
是
宋
末
元

初
的
畫
家
錢
選
︵
約
一
二
三
五—

一
三○

○

︶
、
明
代
的
畫
家
皇
帝

明
宣
宗
朱
瞻
基
︵
一
三
九
九—

一
四
三
五
︶
，
以
及
以
畫
風
幽

默
聞
名
的
近
代
畫
家
齊
白
石

︵
一
八
六
四—

一
九
五
七
︶
。

具
有
祥
瑞
意
義
的
鼠

在
中
國
先
民
心
目
中
，
晝

今
年
是
鼠
年
，
開
春
以
來
，
很
多
話
題
都
和
老
鼠
有
關
。
雖
然
在
各
地
鄉
鎮
公
所
極
力
推
行
滅
鼠
運
動
之
下
，
活
蹦
亂
跳

的
野
耗
子
可
能
一
年
到
頭
都
見
不
著
一
次
，
和
現
代
都
市
人
生
活
關
係
最
密
切
的
鼠
，
大
概
只
有
滑
鼠
或
寵
物
鼠
。
但
在

古
早
時
代
，
人
鼠
之
間
可
像
街
頭
巷
尾
的
鄰
居
，
田
裡
、
屋
裡
、
倉
庫
、
野
外
，
甚
至
市
集
、
藥
鋪
，
很
多
現
代
人
想
不

到
的
地
方
，
都
可
以
看
見
鼠
類
的
蹤
跡
。
因
此
，
畫
家
筆
下
老
鼠
出
現
的
場
景
，
也
是
五
花
八
門
多
種
多
樣
。

圖一    明    宣宗    〈夏果寫生〉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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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
夜
出
，
生
命
力
旺
盛
的
鼠
是
帶

有
幾
分
神
性
的
動
物
。
漢
代
緯

書
︽
春
秋
運
斗
樞
︾
記
載
：
﹁
玉

衡
散
為
雞
兔
鼠
。
﹂
古
人
相
信
鼠

是
秉
北
斗
七
星
之
一
玉
衡
星
之
氣

化
生
而
成
。
清
代
︽
四
庫
全
書
︾

︽
御
定
淵
鑑
類
函
︾
引
本
草
釋
名

曰
：
﹁
鼠
，
其
壽
最
長
，
故
俗
稱

老
鼠
。
﹂
︽
玄
中
記
︾
說
：
﹁
百

歲
鼠
化
為
神
。
﹂
︽
抱
朴
子
．
內

篇
︾
也
說
：
﹁
鼠
壽
三
百
歲
，
滿

一
百
歲
者
則
色
白
，
善
憑
人
而

卜⋯

能
知
一
年
中
吉
凶
，
及
千
里

外
事
也
。
﹂
古
代
迷
信
鼠
有
百

年
以
上
的
壽
命
，
所
以
才
叫
﹁
老

鼠
﹂
。
然
而
實
際
上
，
一
般
老
鼠

的
壽
命
最
多
不
過
兩
年
，
那
些
古

人
所
見
全
白
的
老
鼠
只
是
基
因
突

變
的
鼠
白
子
。
據
︽
古
今
圖
書
集

成
︾
收
集
的
資
料
，
︽
魏
書
．
靈

徵
志
︾
、
︽
宋
書
．
符
瑞
志
︾
、

︽
南
齊
書
．
祥
瑞
志
︾
，
以
及

︽
冊
府
元
龜
︾
都
有
擒
獲
白
鼠
以

為
祥
瑞
進
獻
天
子
的
記
載
。
在
畫

過
不
少
動
物
的
畫
家
皇
帝
明
宣
宗

的
傳
世
作
品
當
中
，
也
有
以
白
老

鼠
為
題
的
畫
作—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收
藏
的
︿
傳
明
宣
宗
夏
果
寫

生
﹀
︵
圖
一
︶
與
現
藏
於
北
京
故

宮
︽
明
宣
宗
三
鼠
圖
卷
︾
第
三

幅
的
題
材
構
圖
完
全
一
樣
︵
圖

二
︶
，
畫
的
都
是
紅
眼
大
白
鼠
正

攫
住
三
顆
連
枝
帶
葉
艷
紅
欲
滴
的

楊
梅
大
快
朵
頤
的
場
景
。
兩
畫
外

觀
上
最
大
的
差
異
，
是
台
北
故
宮

的
︿
明
宣
宗
夏
果
寫
生
﹀
白
底
方

幅
，
北
京
故
宮
的
黑
底
而
圓
幅
。

其
次
不
同
在
台
北
故
宮
︿
明
宣

宗
夏
果
寫
生
﹀
的
題
簽
下
方
，
與

最
小
那
片
楊
梅
葉
子
旁
邊
似
有
他

物
，
這
種
現
象
暗
示
了
此
畫
畫
幅

可
能
經
過
分
割
。
剩
下
是
一
些
微

小
的
相
異
點
：
比
如
北
京
故
宮
的

大
白
鼠
右
耳
只
看
得
見
灰
色
的
背

面
，
而
台
北
故
宮
大
白
鼠
的
右
耳

則
可
以
看
見
粉
紅
色
的
耳
孔
，
可

見
畫
家
取
景
的
鼠
頭
正
側
角
度
不

同
；
還
有
鼠
毛
的
質
感
，
北
京
故

宮
的
鼠
毛
採
極
密
的
細
筆
描
繪
，

毛
長
較
短
，
質
感
較
為
細
軟
，
鼠

身
較
為
蜷
曲
，
右
方
肩
、
腿
以
毛

順
走
向
表
現
鼠
身
隆
起
量
感
的
技

巧
較
佳
；
而
台
北
故
宮
的
大
白

鼠
，
畫
毛
的
筆
畫
較
為
粗
長
，
感

覺
毛
質
較
為
疏
硬
，
而
鼠
身
比
較

伸
展
，
曲
度
較
小
，
整
體
表
現
上

比
較
板
滯
，
用
筆
等
細
節
的
變
化

較
少
。白

老
鼠
除
了
常
被
當
作
祥
瑞

獻
入
宮
中
，
在
鄉
野
奇
談
性
質
的

筆
記
小
說
中
，
在
野
外
看
見
白
老

鼠
的
人
只
要
在
白
老
鼠
消
失
的
地

方
挖
洞
，
往
往
都
能
掘
獲
白
金
白

銀
等
寶
物
，
因
此
稀
有
的
白
鼠
也

經
常
被
民
間
視
為
白
銀
等
寶
藏
的

化
身
，
故
有
﹁
鼠
來
寶
﹂
一
說
。

巧
的
是
，
神
話
裡
的
老
鼠
也
經
常

圖二    明    朱瞻基    《明宣宗三鼠圖卷    之三》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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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多聞天王唐卡》    唐納德．魯賓收藏

和
財
神
在
一
起
，
例
如
印
度
教
濕

婆
神
的
兒
子
，
給
人
帶
來
好
運
與

財
富
的
象
頭
天G

a
n

e
s
h

a

經
常
以

腳
踏
老
鼠
的
形
象
出
現
；
藏
傳
佛

教
當
中
，
紅
、
黃
、
白
、
綠
、
黑

等
五
色
財
神
，
和
曾
經
立
下
誓
願

消
除
救
渡
一
切
為
窮
困
所
苦
眾
生

的
多
聞
天
王
，
都
各
有
一
隻
﹁
吐

寶
鼠
﹂
伴
駕
，
口
中
含
吐
寶
珠
以

佈
施
眾
生
。
有
老
鼠
的
地
方
代
表

米
缸
常
滿
，
糧
倉
不
空
，
財
神
身

邊
經
常
跟
著
老
鼠
，
而
且
這
些
給

財
神
當
跟
班
的
老
鼠
通
常
還
都
吃

得
胖
嘟
嘟
的
。
︵
圖
三
︶

被
詩
人
痛
罵
的
鼠

自
古
以
來
，
鼠
輩
即
有
與
人

類
為
鄰
討
生
活
的
傳
統
。
但
老
鼠

不
像
牛
、
馬
可
供
騎
乘
馱
運
，
也

不
像
豬
、
羊
可
供
肉
食
，
雞
能
報

曉
生
蛋
，
狗
會
打
獵
看
家—

在
人

類
科
學
家
養
成
大
量
飼
養
白
老
鼠

做
動
物
實
驗
的
風
氣
之
前
，
絕
大

部
分
老
鼠
完
全
是
以
一
種
寄
生
食

客
的
身
分
寄
人
籬
下
。
因
此
﹁
養

老
鼠
咬
布
袋
﹂
成
了
罵
人
吃
裡

扒
外
的
俗
語
，
形
容
遭
人
嫌
棄
眾

叛
親
離
的
歇
後
語
有
﹁
過
街
老
鼠

人
人
喊
打
﹂
的
譬
喻
。
孔
子
說
，

讀
詩
可
以
﹁
多
識
於
鳥
獸
草
木
之

名
。
﹂
目
前
所
見
時
代
最
早
與
鼠

相
關
的
文
學
作
品
就
存
在
於
︽
詩

經
︾
當
中
。
︿
召
南‧

行
露
﹀
：

﹁
誰
謂
鼠
無
牙
，
何
以
穿
我

墉
？
﹂
以
及
︿
魏
風‧

碩
鼠
﹀
：

﹁
碩
鼠
，
碩
鼠
，
無
食
我
黍
。
﹂

說
的
都
是
毀
壞
屋
牆
和
危
害
農
作

等
鼠
患
。
還
有
︿
鄘
風‧

相
鼠
﹀

的
：
﹁
相
鼠
有
皮
，
人
而
無
儀
；

人
而
無
儀
，
不
死
何
為
？
﹂
也
是

以
鼠
起
興
，
反
覆
類
比
，
以
表
達

人
民
對
官
場
小
人
連
老
鼠
都
不
如

無
恥
行
徑
的
憎
恨
和
鄙
視
。
︽
詩

經
︾
似
乎
每
次
提
到
鼠
都
沒
有
什

麼
好
話
，
而
︽
毛
詩
品
物
圖
考
︾

可
以
說
是
以
︽
詩
經
︾
所
載
鳥
獸

草
木
為
本
所
繪
的
古
代
百
科
圖

鑑
。
其
中
畫
了
兩
大
一
小
二
灰
一

白
三
隻
老
鼠
來
讓
讀
者
明
白
詩
中

老
鼠
的
樣
子
，
尖
臉
尖
耳
四
肢
屈

曲
的
杵
在
空
曠
無
物
的
背
景
下
，

樣
子
顯
得
特
別
微
小
畏
縮
，
有
欠

大
方
。
︵
圖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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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江
湖
賣
藝
的
鼠

人
類
對
老
鼠
﹁
逝
將
去
汝
﹂

的
憎
恨
甚
至
間
接
促
成
了
貓
在
人

類
社
會
的
﹁
就
業
機
會
﹂
。
然
而

事
實
上
，
在
大
部
分
老
鼠
為
禍
人

間
的
同
時
，
古
代
也
有
少
部
分
老

鼠
受
人
豢
養
而
在
人
類
手
下
努
力

工
作
著
。
例
如
︽
抱
朴
子
︾
說
鼠

善
卜
，
唐
朝
︵
六
一
八—

九○

七
︶
鄭
熊
所
著
︽
番
禺
雜
記
︾
一

書
就
記
載
廣
東
有
豢
養
老
鼠
來
為

人
占
卜
的
風
俗
；
清
初
蒲
松
齡

︵
一
六
四○

—

一
七
一
五
︶
的

筆
記
小
說
︽
聊
齋
誌
異
︾
其
中
一

篇
︿
鼠
戲
﹀
，
寫
的
是
長
安
市
上

有
個
藝
人
，
用
背
包
背
著
十
幾

隻
小
老
鼠
，
每
每
站
在
人
群
裡
，

肩
膀
上
搭
著
戲
台
似
的
的
木
架
，

拍
著
鼓
板
唱
雜
劇
。
只
要
他
的
歌

聲
一
響
，
就
有
穿
好
戲
服
戴
著
面

具
的
小
老
鼠
從
包
裡
鑽
出
來
，
從

這
名
藝
人
背
後
爬
上
戲
台
，
像
人

一
樣
站
著
，
扮
演
劇
中
的
角
色
。

成
書
於
光
緒
二
十
六
年
︵
一
九○

○

︶
的
︽
燕
京
歲
時
記
︾
也
說
北

京
有
訓
練
老
鼠
表
演
汲
水
鑽
圈
圈

等
把
戲
的
﹁
耍
耗
子
﹂
者
。
時
代

圖四    《毛詩品物圖考（三）誰謂鼠無牙》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五    看鼠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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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早
的
︽
南
齊
書
．
樂
志
︾
記

載
：
﹁
江
左
咸
康
︵
三
三
五—

三
四
二
︶
中
，
罷
紫
鹿
、
跂
行
、

鱉
食
、
笮
鼠
、
齊
王
卷
衣
、
絕

倒
、
五
案
等
伎
。
﹂
這
裡
的
﹁
笮

鼠
﹂
據
說
也
是
一
種
訓
練
老
鼠
來

表
演
的
雜
技
，
可
見
有
雜
耍
藝
人

調
教
小
鼠
子
們
扮
戲
的
歷
史
可
是

非
常
悠
久
的
了
。
而
就
是
因
為
鼠

與
人
類
生
活
距
離
如
此
之
近
，
才

有
機
會
經
常
成
為
畫
家
筆
下
的
世

間
百
態
的
吧
。
︵
圖
五
︶

亂
吃
東
西
的
鼠

鼠
性
雜
食
，
香
甜
多
汁
的
瓜

果
是
牠
們
的
最
愛
，
畫
中
的
老
鼠

還
經
常
與
各
種
水
果
搭
配
現
身
。

可
惜
老
鼠
吃
相
不
佳
，
把
東
西
咬

得
亂
七
八
糟
不
說
，
還
經
常
掉
渣

掉
屑
搞
得
一
塌
糊
塗
。
老
鼠
的
門

牙
是
終
生
不
斷
持
續
生
長
的
，
實

圖六    （傳）宋錢選〈蓮實三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明    朱瞻基    《明宣宗三鼠圖卷    之一》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拿幾「張」鼠來瞧瞧！看畫談鼠

文
物
脈
絡

101 故宮文物月刊‧第304期

圖八    宋    錢選    〈瓜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驗
發
現
，
如
果
沒
有
給
老
鼠
咬
食

堅
硬
東
西
磨
損
門
牙
的
話
，
老
鼠

會
被
過
度
生
長
的
長
牙
刺
穿
上
下

顎
而
死
亡
。
所
以
老
鼠
在
飽
餐
一

頓
之
餘
，
還
不
放
過
咬
嚙
磨
牙
的

得
狼
藉
一
片
。

北
京
故
宮
的
︿
明
宣
宗
三

鼠
圖
卷
﹀
共
有
三
幅
，
每
一
幅
各

畫
一
隻
老
鼠
。
第
一
幅
寫
意
性
質

的
︿
明
宣
宗
苦
瓜
鼠
圖
﹀
的
主
角

機
會
。
︿
傳
宋
錢
選
蓮
實
三
鼠
﹀

裡
面
的
蓮
蓬
，
︵
圖
六
︶
還
有
前

面
提
到
的
︿
傳
明
宣
宗
夏
果
寫

生
﹀
與
北
京
故
宮
︽
明
宣
宗
三
鼠

圖
卷
︾
第
三
幅
的
楊
梅
，
都
被
啃

圖九    明  孫隆〈花鳥草蟲圖〉（局部）    吉林省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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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少
數
幾
幅
看
起
來
意
氣
風
發
的

畫
中
鼠
。
畫
上
一
隻
小
鼠
爬
上
了

石
頭
，
正
打
算
嚐
嚐
從
藤
蔓
上
垂

下
的
苦
瓜
。
畫
中
不
用
細
筆
勾
畫

小
鼠
身
上
的
絨
毛
，
而
以
富
於
變

化
的
濃
墨
淡
墨
擦
染
出
小
鼠
轉
頭

上
視
苦
瓜
時
，
全
身
被
毛
呈
Ｓ

型
扭
動
的
樣
態
，
加
上
簡
單
幾

筆
勾
出
爪
、
耳
、
鼠
鬚
及
眼
、

耳
、
口
，
就
成
了
一
隻
活
靈
活
現

的
小
老
鼠
。
根
據
款
識
，
此
畫
作

於
宣
德
丁
未
︵
一
四
二
七
︶
，
是 圖十    民國    齊白石    〈荔枝〉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十一    民國    齊白石    〈燈鼠〉    北京徐悲鴻紀念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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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民國    齊白石    〈自稱〉    北京徐悲鴻紀念館藏

圖十三    明    朱瞻基    〈明宣宗三鼠圖卷〉之二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鼠
﹀
︵
圖
八
︶
與
明
孫
隆
︿
花
鳥

草
蟲
圖
﹀
。
︵
圖
九
︶
但
如
果
瓜

鼠
圖
真
的
旨
在
祝
人
多
子
多
孫
，

那
麼
為
什
麼
畫
中
的
瓜
往
往
被
老

鼠
啃
得
體
無
完
膚
呢
？
事
實
上
在

瓜
田
吃
瓜
，
其
實
是
非
常
典
型
的

野
鼠
生
活
寫
照
。
這
種
瓜
鼠
圖
具

有
祝
福
意
義
的
說
法
，
也
許
是
後

人
根
據
瓜
與
鼠
的
性
質
臆
測
附
會

所
得
到
的
結
果
吧
。
老
鼠
除
了
愛

大
米
以
外
，
農
地
裡
甘
蔗
、
瓜
類

這
樣
多
汁
的
作
物
都
是
野
鼠
經
常

取
用
的
水
分
來
源
。
根
據
聯
合
國

糧
農
組
織
︵F

A
O

︶
統
計
，
野
鼠

對
農
作
和
倉
儲
的
為
害
量
約
佔
總

農
業
生
產
的
百
分
之
二
十
，
亦
即

每
五
個
農
民
就
有
一
人
在
為
老
鼠

服
務
，
替
老
鼠
張
羅
吃
的
。
老
鼠

行
動
鬼
祟
的
有
趣
形
貌
，
也
是
入

畫
的
好
題
材
。
民
國
齊
白
石
︿
荔

枝
﹀
畫
中
伸
爪
偷
拿
荔
枝
的
拖
尾

巴
墨
黑
大
老
鼠
，
瞪
著
荔
枝
鼠
鬚

齊
張
，
一
副
見
獵
心
喜
的
樣
子
，

可
牠
那
佝
僂
的
背
脊
和
蜷
縮
的
四

肢
，
看
起
來
可
不
怎
麼
光
明
磊

落
。
︵
圖
十
︶
出
身
湖
南
農
村
的

齊
白
石
一
生
畫
過
不
少
以
鼠
為
題

宣
宗
即
位
後
第
二
年
的
作
品
。
這

幅
畫
的
畫
意
不
免
令
人
想
到
某
種

暗
示
，
小
小
的
老
鼠
千
方
百
計
爬

上
岩
石
，
可
眼
看
就
要
自
討
苦

吃
，
這
幅
畫
比
喻
的
到
底
是
誰
？

是
感
嘆
君
臨
天
下
不
易
的
宣
宗
皇

帝
自
己
？
是
他
那
不
滿
向
姪
兒
稱

臣
而
興
兵
作
亂
的
叔
父
漢
王
朱
高

煦
？
還
是
某
天
宣
宗
真
的
看
見
這

麼
一
隻
想
吃
苦
瓜
的
老
鼠
而
興
起

作
畫
？
關
於
這
點
，
就
不
得
而
知

了
。
︵
圖
七
︶

有
人
以
為
是
因
為
鼠
有
多

產
的
特
性
，
所
以
和
具
有
祝
人
子

孫
繁
衍
瓜
瓞
綿
綿
的
瓜
一
起
出
現

在
畫
中
的
比
例
頗
高
。
除
了
明
宣

宗
︿
苦
瓜
鼠
圖
﹀
，
最
為
常
見
的

瓜
鼠
圖
作
品
，
還
有
宋
錢
選
︿
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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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元人    〈春景貨郎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可
掬
的
歪
著
腦
袋
在
好
奇
自
己
究

竟
有
多
重
，
以
物
喻
人
，
可
謂
畫

家
的
匠
心
獨
運
。
︵
圖
十
二
︶

而
另
一
幅
老
鼠
︿
自
稱
﹀
圖
，
畫

著
一
杆
中
國
式
老
秤
，
秤
鉤
上
立

著
一
隻
粗
胖
逗
趣
的
墨
鼠
，
憨
態

的
作
品
，
︿
燈
鼠
﹀
讓
人
聯
想
到

﹁
小
老
鼠
，
上
燈
台
，
偷
油
吃
，

下
不
來
﹂
的
童
謠
。
︵
圖
十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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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
來
當
寵
物
和
佐
餐
入
藥

的
鼠藏

於
北
京
故
宮
的
明
宣

宗
︿
三
鼠
圖
卷
﹀
第
二
幅
照
款

識
看
來
，
是
宣
宗
於
宣
德
六
年

︵
一
四
三
一
︶
時
，
畫
來
賞
給
太

監
吳
誠
的
贈
物
。
畫
中
有
一
支
小

樁
釘
在
一
塊
上
面
茂
生
著
菖
蒲
的

奇
石
下
，
樁
上
有
條
金
鎖
鏈
拴
著

一
隻
正
在
啃
食
荔
枝
的
小
灰
鼠
。

這
隻
小
灰
鼠
應
該
是
有
人
飼
養
，

才
會
繫
著
金
鎖
鏈
。
那
一
粒
個
頭

比
小
灰
鼠
還
大
的
荔
枝
應
該
也
不

是
小
灰
鼠
自
己
費
勁
偷
的
，
而
是

主
人
拿
來
餵
養
小
寵
物
的
高
檔
飼

料
。
外
觀
上
平
凡
無
奇
的
一
隻
小

灰
鼠
，
不
拿
籠
子
養
，
卻
刻
意
被

條
鎖
鏈
套
著
脖
子
釘
在
地
上
不
許

亂
跑
，
皇
帝
畫
出
這
樣
一
幅
畫
來

賞
給
身
邊
的
太
監
，
是
純
粹
好
玩圖十五    忽思慧    《飲膳正要．獸品》    卷三    頁1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還
是
意
欲
威
脅
太
監
不
可
逾
矩
越

份
？
這
其
中
的
關
係
，
也
許
又
是

一
個
耐
人
尋
味
的
故
事
了
。
︵
圖

十
三
︶說

到
飼
養
老
鼠
，
另
外
一

幅
藏
於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作
者

不
明
的
無
款
作
品
元
人
︿
春
景
貨

郎
圖
﹀
，
畫
中
的
婦
人
正
帶
著
兩

名
兒
童
向
小
販
購
買
鸚
鵡
，
分
成

好
幾
層
的
貨
郎
擔
架
上
滿
載
著
鳥

籠
童
玩
，
前
面
的
鳥
架
佈
置
成
戲

台
的
樣
子
，
擔
子
後
面
還
拴
著
一

隻
棕
毛
小
猴
，
整
個
畫
面
熱
鬧
非

凡
，
儼
然
是
個
頗
具
規
模
的
流
動

寵
物
攤
販
。
位
於
小
猴
正
上
方
，

在
這
個
貨
架
底
層
最
後
面
，
插
著

刀
槍
畫
戟
的
玩
具
武
器
架
前
，
有

一
個
形
狀
比
較
扁
的
橫
長
方
形
籠

子
，
裡
面
踡
臥
著
的
似
乎
是
兩
隻

小
白
鼠
，
比
例
與
隔
壁
籠
子
的
麻

雀
差
不
多
而
略
大
，
這
幅
畫
裡
畫

的
，
大
概
就
是
古
代
的
寵
物
鼠

了
。
︵
圖
十
四
︶
雖
然
這
幅
名
為

元
人
︿
春
景
貨
郎
圖
﹀
的
畫
，

成
畫
年
代
似
乎
晚
於
元
代
，
而
較

接
近
明
人
風
格
，
但
元
朝
和
鼠

有
關
的
事
情
還
不
少
，
其
中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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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    宋    錢選    〈桃枝松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特
別
的
應
該
是
元
世
祖
忽
必
烈

︵
一
二
一
五—

一
二
九
四
︶
御
用

太
醫
忽
思
慧
整
理
的
︽
飲
膳
正

要
︾
一
書
中
記
載
蒙
古
人
吃
土

撥
鼠
的
事
情
。
︵
圖
十
五
︶
不

過
，
說
到
吃
老
鼠
，
直
到
現
在
，

台
灣
鄉
下
和
廣
東
地
區
似
乎
都
還

有
生
吃
幼
鼠
和
食
用
野
鼠
肉
的
習

慣
。
李
時
珍
︽
本
草
綱
目
︾
載
：

﹁
︵
鼠
︶
嶺
南
人
食
而
諱
之
，
謂

為
家
鹿⋯

惠
州
獠
民
取
初
生
閉
目

未
有
毛
者
，
以
蜜
養
之
，
用
獻
親

貴
，
挾
而
食
之
，
聲
猶
唧
唧
，
謂

之
蜜
唧
。
﹂
這
是
以
老
鼠
肉
為

食
。
此
外
，
根
據
︽
本
草
綱
目
︾

條
列
，
鼠
的
皮
、
肉
、
骨
、
脂
、

肝
、
腎
、
頭
、
腦
、
尾
、
涎
、
四

肢
等
等
都
可
入
藥
治
病
，
甚
至
連

壞
了
一
鍋
粥
的
老
鼠
屎
都
有
療

效
。
鼠
肉
能
治
小
兒
疳
疾
腹
大
貪

食
；
鼠
肝
可
治
箭
傷
；
鼠
膽
能
治

耳
聾
夜
盲
；
四
足
與
尾
燒
服
可
催

生
；
鼠
屎
煮
服
能
治
傷
寒
勞
復
發

熱
、
男
子
精
溢
腹
痛
，
並
通
女
子

月
經
，
能
下
死
胎
；
研
末
服
可
治

乳
癰
等
症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據

說
一
般
拿
來
做
藥
的
都
是
公
鼠
，

母
鼠
是
不
拿
來
入
藥
的
。

老
鼠
的
親
戚
松
鼠

故
宮
藏
畫
當
中
，
與
鼠
有

關
的
畫
作
除
了
老
鼠
以
外
，
最
大

宗
的
還
有
松
鼠
。
而
圖
畫
中
松
鼠

出
現
的
場
景
還
是
免
不
了
鼠
輩
們

愛
吃
果
子
常
闖
禍
的
習
性
與
特

色
。
︵
圖
十
六
︶
︵
圖
十
七
︶
松

鼠
的
尺
寸
和
鳥
類
差
不
多
，
和
水

果
可
以
作
為
花
鳥
畫
中
鳥
與
花
的

替
代
變
化
。
松
鼠
和
老
鼠
一
樣
，

前
肢
動
作
靈
活
，
除
了
四
腳
著
地

的
爬
行
以
外
，
還
可
以
後
肢
人
立

起
來
持
物
取
物
，
姿
態
十
分
多

樣
，
經
過
畫
家
妙
筆
美
化
，
五
短

身
材
毛
茸
茸
的
松
鼠
，
和
各
種
色

彩
豐
富
，
鮮
艷
欲
滴
的
水
果
搭
配

起
來
，
不
但
可
為
靜
物
增
添
一
股

活
潑
有
趣
的
生
氣
，
還
頗
為
討
喜

可
愛
。
按
照
生
物
學
中
界
、
門
、

綱
、
目
、
科
、
屬
、
種
的
分
類
，

老
鼠
和
松
鼠
同
屬
於
動
物
界
、
脊

索
動
物
門
、
哺
乳
綱
、
囓
齒
目
的

松
鼠
亞
目
之
下
，
到
了
﹁
科
﹂
才

分
屬
於
鼠
科
和
松
鼠
科
。
很
多
人

看
老
鼠
不
順
眼
，
主
要
是
因
為
滿

地
亂
爬
的
老
鼠
尾
巴
光
禿
禿
的
形

狀
醜
惡
。
而
靈
巧
穿
梭
林
間
的
松

鼠
，
則
有
一
條
長
毛
蓬
鬆
的
大
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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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    元人    〈歲朝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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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巴
，
因
此
許
多
人
對
松
鼠
的
印
象

比
對
老
鼠
要
好
很
多
。
要
是
元
人

︿
歲
朝
圖
﹀
裡
面
那
隻
為
了
偷
吃

瓜
子
核
桃
把
瓶
子
推
倒
的
不
是
松

鼠
，
而
是
老
鼠
的
話
，
很
多
人
也

許
就
不
會
覺
得
這
幅
畫
看
起
來
活

潑
可
愛
，
適
合
過
年
開
筆
討
吉
利

了
。

雖
然
人
類
經
常
把
老
鼠
們
視

為
禍
害
人
間
的
﹁
鼠
輩
﹂
，
但
是

鼠
類
動
物
除
了
能
為
電
腦
滑
鼠
充

當
免
費
代
言
，
還
有
黃
金
鼠
、
楓

葉
鼠
與
天
竺
鼠
等
寵
物
愛
好
者
的

良
伴
，
在
實
驗
室
為
人
類
疾
病
醫

藥
獻
身
試
法
的
白
老
鼠
，
還
有
迪

士
尼
樂
園
的
元
老
級
動
畫
主
角
米

老
鼠
。
希
望
大
家
趁
著
鼠
年
，
對

鼠
類
動
物
和
畫
中
的
老
鼠
有
多
一

些
認
識
，
畢
竟
，
老
鼠
雖
然
令
人

印
象
惡
劣
，
對
科
學
文
明
和
藝
術

趣
味
也
是
有
些
貢
獻
的
。

作
者
為
本
院
書
畫
處
研
究
助
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