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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災
無
痛─

    

故
宮
新
藏
巴
里
島
儀
式
性
織
布
「
歌
靈
馨
」
淺
介

邱
士
華

一
四
七
八
︶
的
貴
族
、
印
度
教
僧

侶
、
軍
人
、
藝
術
家
和
工
匠
紛
紛

避
居
巴
里
島
。
因
為
這
批
移
民
，

巴
里
島
得
以
維
持
著
印
度
教
信
仰

與
文
明
。
隨
著
時
光
流
逝
，
巴
里

島
的
印
度
教
融
入
了
當
地
信
仰
與

習
俗
，
因
此
並
不
是
﹁
正
統
﹂
的

印
度
教
，
而
被
稱
為
﹁
巴
里
印
度

教
﹂
。巴

里
島
東
部
的
登
阿
南
村

又
是
這
座
島
嶼
上
十
分
特
殊
的
地

方
，
正
如
前
引
的
神
話
傳
說
，
登

阿
南
村
人
相
信
自
己
是
帝
釋
天
的

選
民
。
為
了
保
持
身
體
、
精
神
與

所
居
土
地
的
潔
淨
，
避
免
受
到
外

界
污
染
，
他
們
堅
守
著
自
己
的
信

遺
世
獨
立─

 

印
尼
巴
里
島
的
登
阿
南
村

今
日
的
印
尼
有
接
近
九
成

的
人
口
信
奉
伊
斯
蘭
教
，
是
全
世

界
穆
斯
林
人
口
最
多
的
國
家
。
但

當
地
還
留
有
如
普
蘭
巴
南
神
廟

︵P
ra

m
b

a
n

a
n

 T
e
m

p
le

︶
一
類
的

印
度
教
建
築
遺
跡
，
可
知
印
尼
曾

受
印
度
文
明
相
當
深
厚
的
影
響
，

但
目
前
在
大
部
分
的
地
區
已
趨
於

衰
微
，
只
有
巴
里
島
是
個
例
外
。

巴
里
島
一
枝
獨
秀
地
延
續

著
印
度
教
信
仰
的
原
因
，
可
以
追

溯
到
西
元
十
五
世
紀
。
當
時
伊
斯

蘭
文
明
大
舉
影
響
東
南
亞
，
原
本

屬
於
東
爪
哇
王
國
︵
一
二
九
三—

那
一
夜
，
天
神
帝
釋
天
（In

d
ra

）
有
感
於
星
光
與
月
色
之
美
，
便
將
滿
天
星
月
化
為
圖
案
，
作
成
巴
里
島
居
民
織
布
上
的

裝
飾
。
祂
也
教
導
巴
里
島
的
婦
女
以
經
緯
向
伊
卡
（D

o
ub

le Ik
at

）
織
造
「
歌
靈
馨
」
（G

erin
g

sin
g

）
的
方
法
。
從
此

以
後
，
織
造
歌
靈
馨
便
成
為
上
天
賦
予
登
阿
南
村
（T

en
g

an
an

）
的
使
命
，
而
這
種
神
所
教
授
的
布
也
成
為
巴
里
島
的
重

要
儀
式
性
用
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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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印尼巴里島儀式用布歌靈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仰
與
各
式
傳
統
，
築
牆
環
繞
村

落
，
只
留
下
一
個
向
外
通
行
之
入

口
。
近
年
來
，
隨
著
巴
里
島
觀
光

業
的
發
達
，
登
阿
南
村
也
打
開
門

歡
迎
觀
光
客
，
成
為
熱
門
的
觀
光

景
點
之
一
。
表
面
上
他
們
似
乎
變

得
開
放
，
但
實
際
上
對
傳
統
仍
相

當
執
著
、
保
守
。

故
宮
近
年
新
藏
的
亞
洲
織

品
中
，
有
一
件
登
阿
南
村
以
經
緯

向
伊
卡
技
法
織
造
的
織
布
歌
靈
馨

︵
圖
一
︶
。
這
種
織
品
因
其
高
超

的
技
法
，
受
到
世
界
各
地
織
品
研

究
者
的
讚
賞
，
成
為
許
多
博
物
館

的
必
備
收
藏
。
登
阿
南
村
民
至
今

也
依
然
穿
戴
此
種
織
布
出
席
許
多

重
要
的
場
合
與
儀
式
，
以
表
現
自

身
的
潔
淨
與
族
群
認
同
。
在
巴
里

島
信
奉
印
度
教
的
各
個
區
域
，
也

將
歌
靈
馨
視
為
具
有
神
力
的
寶
貴

聖
布
。本

文
希
望
透
過
院
藏
歌
靈

馨
的
介
紹
，
從
織
布
上
略
窺
巴
里

島
，
特
別
是
登
阿
南
村
與
印
度
文

明
的
關
係
，
另
外
，
也
希
望
藉
由

歌
靈
馨
，
揭
開
織
品
除
了
實
用
性

以
外
，
在
其
他
文
化
脈
絡
下
具
有

的
象
徵
意
義
與
神
秘
功
效
。

經
緯
向
伊
卡
技
法

亞
洲
嫻
熟
伊
卡
︵I

k
a

t

︶
織

技
的
地
區
不
在
少
數
；
但
在
世
界

上
能
夠
以
經
緯
向
伊
卡
或
者
稱
為

雙
伊
卡
技
法
者
，
就
只
有
印
度
、

日
本
和
印
尼
巴
里
島
的
登
阿
南
村

了
。

所
謂
的
伊
卡
，
通
常
是
先

將
一
束
束
的
經
線
或
緯
線
，
依
照

希
望
呈
顯
的
圖
案
紋
樣
分
段
染

色
後
，
再
上
機
織
作
的
技
法
。
若

希
望
呈
現
特
別
的
顏
色
及
層
次
，

則
需
要
重
複
進
行
多
次
染
色
、
乾

燥
、
再
染
色
的
程
序
；
若
希
望
圖

案
精
巧
細
緻
，
則
需
更
講
究
綁
染

部
位
的
準
確
。
當
染
好
的
經
線
或

緯
線
準
備
好
後
，
上
機
織
出
的
布

匹
自
然
便
會
呈
現
出
不
同
的
顏
色

與
紋
樣
，
而
不
需
要
藉
由
變
換
色

線
等
其
他
技
法
，
呈
現
出
不
同
的

顏
色
與
紋
樣
。

而
經
緯
向
伊
卡
則
是
經
線
和

緯
線
都
須
先
依
設
計
的
圖
案
分
段

染
色
，
然
後
透
過
織
作
讓
經
緯
線

交
錯
後
，
才
真
正
顯
露
出
花
色
。

在
織
作
時
亦
需
細
心
調
整
經
緯
線

的
位
置
，
以
準
確
地
組
織
出
圖

案
，
是
非
常
高
難
度
的
織
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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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里
島
登
阿
南
村
織
作
的
歌

靈
馨
，
便
是
以
複
雜
的
經
緯
向
伊

卡
織
成
的
布
匹
。
當
地
人
相
信
，

織
作
者
在
工
作
期
間
，
必
須
保
持

身
心
清
淨
，
如
此
織
出
來
的
歌
靈

馨
方
有
較
強
的
神
力
。
當
地
織
作

者
狀
況
不
佳
時
，
則
不
應
進
行
歌

靈
馨
的
織
作
工
作
。
在
染
色
方
面

亦
相
當
講
究
，
例
如
為
了
染
出
深

沈
的
色
調
，
必
須
重
複
多
次
染
色

過
程
。
至
於
需
要
藍
染
的
部
分
，

據
說
村
人
認
為
此
種
顏
色
的
染
色

過
程
不
夠
潔
淨
，
因
此
會
請
其
他

村
落
代
染
後
再
取
回
繼
續
處
理
。

另
外
，
曾
有
傳
言
，
為
了
成
就
歌

靈
馨
上
的
紅
褐
色
，
必
須
加
入
人

血
才
得
以
染
成
。
另
外
值
得
強
調

的
是
，
織
造
歌
靈
馨
所
用
的
手
捻

經
緯
棉
線
，
在
一
次
次
染
色
後
會

變
得
較
為
脆
弱
，
因
此
如
何
維
持

並
調
整
經
緯
線
的
鬆
緊
與
位
置
，

並
且
在
確
保
圖
案
的
正
確
性
外
，

也
要
注
意
不
使
棉
線
斷
裂
，
實
是

對
織
造
者
織
技
的
重
大
考
驗
。

由
於
上
述
這
些
複
雜
又
講
究

的
工
序
，
導
致
一
件
手
工
歌
靈
馨

織
作
時
間
可
以
長
達
七
、
八
年
之

久
，
無
怪
乎
巴
里
島
社
群
如
此
尊

崇
珍
視
歌
靈
馨
。

歌
靈
馨
的
歷
史
與
作
用

為
什
麼
這
種
織
布
被
稱

為
歌
靈
馨
？
從
語
言
的
角
度
來

說
：
﹁G

e
rin

g

﹂
具
有
﹁
痛
﹂
、

﹁
病
﹂
或
﹁
惡
﹂
等
意
義
，
而

﹁S
in

g

﹂
代
表
的
是
﹁
無
﹂
、

﹁
不
﹂
；
兩
個
字
組
合
成
的
歌
靈

馨
一
詞
就
帶
有
無
災
無
痛
之
意
。

以
此
為
名
的
織
布
出
現

時
間
似
乎
可
遠
推
到
十
四
世
紀

以
前
。
因
為
在
佛
教
聖
者
普

拉

班

札

︵

︶

於

一
三
六
五
年
所
著
的
爪
哇
語
敘

事
史
詩
︽
納
卡
拉
克
達
卡
瑪
︾

︵N
a
g

a
ra

k
rta

g
a
m

a

，
又
名
︽
國

情
記
述
︾
︶
中
，
在
描
述
國
王
車

駕
的
裝
備
中
已
提
到
歌
靈
馨
。
此

外
又
如
於
可
能
成
於
十
五
世
紀
的

另
一
份
爪
哇
文
獻
︽
國
王
列
傳
︾

︵P
a
ra

ra
to

n

︶
中
，
亦
記
載
國
王

曾
於
戰
鬥
前
夕
賜
予
五
名
戰
士
歌

靈
馨
質
材
的
衣
物
。

早
自
十
四
世
紀
的
爪
哇
，
一

直
到
今
日
的
巴
里
島
，
當
地
的
人

們
均
相
信
歌
靈
馨
具
有
保
護
穿
著

者
無
災
無
痛
的
神
力
。
特
別
是
登

阿
南
村
人
，
歌
靈
馨
是
諸
多
的
節

慶
儀
典
中
的
正
式
服
飾
。
例
如
在

銼
齒
儀
式
︵T

o
o

th
-filin

g

︶
︹
註
一
︺

中
，
歌
靈
馨
會
鋪
於
即
將
接
受
銼

齒
者
的
頭
部
下
方
；
又
如
在
當
地

曆
法
五
月
時
，
婦
女
會
穿
著
貴
重

的
歌
靈
馨
服
飾
相
互
拜
訪
、
宴
飲

樂
舞
、
交
換
禮
物
。
沒
有
使
用
過

且
沒
有
將
經
線
切
斷
的
歌
靈
馨
，

常
作
為
神
祈
的
貢
物
。
此
外
在
喪

圖二    印尼巴里島儀式用布歌靈馨    Mis收藏    
Courtesy of Mis Collection     
這件歌靈馨為紅底白花的類型，若為同

類更大尺幅的作品，則其上散佈的點點

白色紋樣，頗容易讓人聯想到滿天星斗

閃爍的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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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依卡絣織紗麗    印度西北部    二十世紀前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這件尺幅很長的紗麗即為印度西部以經緯向伊卡技法織出的帕托拉。雖為比較晚近的作品，但其不斷重複的菱形狀圖案設計與布置，仍體現帕托

拉織品的圖案風格。

禮
中
，
包
著
亡
者
衣
物
、
被
捲
成

一
束
且
刻
有
亡
者
名
字
的
椰
子
葉

片
外
︵
此
裝
置
即
代
表
亡
者
︶
，

也
會
以
歌
靈
馨
圍
繞
一
圈
，
以
達

淨
化
亡
靈
的
效
用
。

巴
里
島
人
對
歌
靈
馨
的
分

類
，
除
了
依
尺
幅
用
數
字
來
區

別
，
亦
會
以
花
果
之
名
為
其
命

名
，
不
過
，
為
了
以
下
分
析
上
的

便
利
，
我
直
接
依
圖
案
及
背
景
色

為
標
準
，
將
其
分
為
兩
大
類
：
一

種
背
景
色
為
紅
褐
色
調
的
歌
靈
馨

︵
圖
二
︶
，
以
及
背
景
色
較
傾
藍

褐
色
調
的
歌
靈
馨
。
相
對
來
說
，

背
景
為
紅
褐
色
的
歌
靈
馨
，
比
較

趨
向
幾
何
圖
案
的
重
複
排
列
，
是

深
受
西
印
度
帕
托
拉
︵P

a
to

la

︶

︵
圖
三
︶
︹
註
二
︺

圖
案
影
響
的
佳

例
，
而
藍
褐
色
調
的
歌
靈
馨
則
較

多
其
他
形
像
的
表
現
，
具
有
較
強

烈
的
敘
事
性
。
藍
褐
色
調
的
歌
靈

馨
因
為
形
像
不
像
紅
褐
色
的
歌
靈

馨
那
麼
規
則
重
複
，
因
此
與
圖
案

設
計
相
關
的
經
緯
線
綁
染
就
更
為

複
雜
，
在
織
造
上
更
具
難
度
。

故
宮
新
藏
的
歌
靈
馨

在
故
宮
台
北
正
館
﹁
探
索

亞
洲
：
故
宮
南
院
首
部
曲
﹂
特
展

中
展
出
的
印
尼
巴
里
島
典
禮
儀
式

用
布
，
便
是
一
件
屬
於
藍
褐
色
調

的
歌
靈
馨
。
這
類
作
品
多
橫
向
佈

列
三
個
十
字
星
狀
的
曼
陀
羅
形
圖

案
，
其
間
區
域
再
填
以
一
組
上
下

左
右
對
稱
重
複
的
圖
案
，
其
中
包

括
人
形
、
屋
宇
、
祭
壇
等
形
像
。

故
宮
新
藏
的
這
件
歌
靈
馨
，

在
靠
近
十
字
曼
陀
羅
中
心
的
部

分
，
可
見
一
朝
外
蹲
跪
著
的
人

物
，
戴
著
項
鍊
與
一
頂
無
特
別

裝
飾
的
帽
子
；
成
V
字
形
上
舉
的

左
手
，
無
法
分
辨
是
否
持
有
特

別
物
件
︵
圖
四
︶
；
而
與
其
相

對
、
呈
坐
姿
的
人
物
也
帶
著
項
鍊

及
裝
飾
華
麗
的
冠
冕
，
同
樣
伸
出

的
左
手
，
不
但
舒
展
的
手
指
歷
歷

可
見
，
左
手
上
端
還
飄
出
類
似
煙

雲
的
形
狀
，
或
許
代
表
的
是
持
物

或
者
純
粹
的
裝
飾
；
其
右
手
屈

曲
，
以
一
種
奇
特
的
角
度
撐
在
大

腿
上
︵
圖
五
︶
。
人
物
兩
邊
各
有

些
類
似
柱
礎
一
類
建
築
構
件
的
形

狀
，
或
許
代
表
著
所
在
的
場
景
為

室
內
，
人
物
造
型
則
與
印
尼
皮
影

戲
︵
圖
六
︶
人
物
圖
案
比
附
在
一

起
。
研
究
者A

lfre
d

 B
ü

h
le

r

從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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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
坐
在
他
對
面
的
則
是
一
名
女

性
。
畫
面
究
竟
具
體
表
現
故
事
中

的
哪
一
個
情
節
則
無
法
辨
明
。

由
於
這
類
歌
靈
馨
所
有
圖

像
主
要
僅
以
兩
色
組
成
，
再
加
上

藍
褐
色
類
的
歌
靈
馨
圖
案
相
對
複

雜
。
因
此
一
開
始
接
觸
到
這
件
織

物
時
，
映
入
眼
簾
的
通
常
會
是
三

個
曼
陀
羅
形
的
圖
案
，
待
細
觀
後

纔
會
發
覺
尚
有
其
他
如
人
物
、
建

築
等
形
像
。
這
種
視
覺
感
知
上
的

3
D

層
次
，
頗
近
似
觀
看3

D

圖
案

︵
觀
者
雙
眼
失
焦
後
，
會
浮
現
出

另
一
種
立
體
圖
案
︶
的
驚
奇
感
。

這
種
織
布
透
過
印
刷
，
通
常

只
表
現
得
出
深
藍
色
和
淡
赭
色
，

但
直
接
觀
看
實
物
時
，
可
發
現
無

論
深
藍
色
或
淡
赭
色
都
不
是
均
一

色
調
，
而
是
具
有
重
複
染
色
後

豐
富
的
顏
色
層
次
、
並
隱
隱
帶
著

一
種
紅
色
調
。
這
種
含
蓄
微
妙
的

顏
色
變
異
，
讓
人
聯
想
到
蓄
滿
力

量
、
翻
攪
中
的
熔
岩
，
並
產
生
其

獨
特
的
吸
引
力
。

與
故
宮
所
藏
歌
靈
馨
相
似

的
作
品
，
尚
可
見
於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
澳
洲
國
立
美
術
館
、
大

英
博
物
館
、
維
多
利
亞
與
亞
伯

特
博
物
館
以
及
瑞
士
巴
賽
爾
的
民

俗
博
物
館
。
以
圖
片
比
對
後
，
可

發
現
故
宮
所
藏
者
與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的
版
本
最
為
近
似
。
因
為
在

潘
紀
王
子
無
甚
裝
飾
的
帽
子
上
，

除
了
出
現
可
能
代
表
縐
折
的
V
字

形
線
條
外
，
後
方
同
樣
還
多
了
兩

個
小
點
；
另
外
，
在
戴
華
麗
冠
冕

人
物
右
手
臂
的
上
沿
部
分
線
條
，

亦
同
樣
直
接
接
到
肩
部
的
輪
廓
線

上
。
而
如
民
俗
博
物
館
的
版
本
則

手
部
和
肩
部
輪
廓
線
雖
亦
相
接
在

一
起
，
惟
帽
子
的
部
份
無
點
。
大

英
博
物
館
所
藏
者
，
不
惟
帽
子
無

點
，
手
臂
線
條
也
不
與
肩
部
的
輪

廓
線
相
連
。

上
述
兩
個
筆
者
竭
力
找
出
的

差
異
，
就
整
體
圖
案
來
說
，
實
屬

枝
微
末
節
。
從
圖
上
看
來
，
作
品

間
雖
略
有
差
異
，
但
仍
難
以
推
測

製
作
時
間
的
前
後
，
甚
至
連
品
質

都
難
以
區
分
高
下
。
唯
一
可
以
確

認
的
是
，
散
落
各
地
與
故
宮
藏
品

圖
案
相
同
的
這
類
歌
靈
馨
，
製
作

者
與
年
代
或
許
有
所
差
異
，
但
都

是
嚴
格
遵
照
既
有
圖
式
織
作
的
。

根
據
學
者
的
研
究
，
歌
靈
馨
的
圖

案
不
過
二
、
三
十
種
，
而
具
有
皮

圖五    印尼巴里島儀式用布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這個呈坐姿朝向潘紀王子的人

物，不少學者認為一位是女性。

圖六    印尼巴里島皮影戲偶    通高75公分     
約西元1880年    台原藝術文化基金會藏     
部分學者認為歌靈馨上的人物形象，可與

印尼皮影戲偶的形象相比擬。 

圖四    印尼巴里島儀式用布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這是面朝左邊成蹲跪姿的潘

紀王子。

中
蹲
跪
者
帽
子
的
形
式
，
判
斷
主

角
應
是
印
尼
民
間
故
事
中
追
尋
失

去
愛
人
的
英
雄
潘
紀
︵P

a
n

ji

︶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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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加哥神廟石浮雕人物手部不自然的轉折姿態與歌靈馨上的圖像相近。

世
紀
肯
達
立
索
多
神
廟
︵C

a
n

d
i 

K
e
n

d
a
liso

d
o

︶
的
石
浮
雕
。
這
群

東
爪
哇
的
浮
雕
，
無
論
在
姿
勢
或

衣
飾
造
型
，
皆
可
與
歌
靈
馨
的
圖

像
有
所
對
應
︵
圖
七
︶
。

從
歌
靈
馨
與
東
爪
哇
地
區
神

廟
石
雕
圖
案
的
比
較
，
可
以
察
覺

巴
里
島
登
阿
南
村
與
東
爪
哇
王
國

印
度
文
明
間
的
關
連
，
而
這
種
文

化
竟
在
巴
里
島
上
獨
自
延
續
數
個

世
紀
至
今
，
委
實
令
人
驚
異
。

依
然
成
謎
的
歌
靈
馨

如
故
宮
所
藏
的
經
緯
向
伊
卡

歌
靈
馨
，
至
今
雖
依
然
為
登
阿
南

村
人
所
製
作
，
但
仍
留
有
許
多
未

解
的
謎
團
。

就
圖
像
方
面
，
曼
陀
羅
形
的

圖
案
究
竟
代
表
什
麼
？
四
個
向
外

伸
出
的
形
像
，
究
竟
是
學
者
所
謂

的
蠍
子
、
噴
泉
或
者
是
參
拜
用
的

小
塔
？
︵
圖
八
︶
故
宮
所
藏
歌
靈

馨
上
的
人
物
真
的
是P

a
n

ji

王
子

的
故
事
？
登
阿
南
村
的
織
造
者
織

造
藍
底
的
歌
靈
馨
為
何
只
存
在
十

分
有
限
的
圖
式
？
創
造
新
圖
案
是

禁
忌
嗎
？
這
些
圖
案
又
是
何
時
創

造
出
來
的
？
從
圖
像
上
雖
可
察
覺

影
戲
風
格
人
物
圖
案
的
藍
底
歌
靈

馨
，
就
筆
者
所
見
不
過
三
種
，
這

不
禁
讓
我
們
對
這
類
圖
案
的
來
源

與
意
義
更
感
到
興
趣
。

回
溯
圖
像
來
源

在
故
宮
所
藏
的
這
件
歌
靈

馨
上
，
最
引
起
我
注
意
的
是
，
坐

姿
人
物
向
下
彎
曲
的
右
手
。
因
為

其
形
狀
不
自
然
地
朝
身
體
內
側
斜

伸
後
，
在
肘
部
處
又
筆
直
向
下
，

這
是
結
構
正
常
的
人
類
難
以
達
成

的
手
部
姿
勢
，
但
這
樣
的
姿
勢
除

了
出
現
在
潘
紀
王
子
的
歌
靈
馨
圖

案
上
，
在
另
一
種
皮
影
戲
人
物
風

格
的
藍
底
的
歌
靈
馨
上
亦
清
晰
可

見
。

這
奇
妙
的
手
部
姿
勢
只
出

現
在
歌
靈
馨
上
嗎
？
因
為
許
多
研

究
均
將
巴
里
島
的
歌
靈
馨
與
東
爪

哇
地
區
的
石
雕
圖
像
關
連
在
一

起
，
所
以
開
始
翻
檢
東
爪
哇
的
石

雕
圖
像
，
的
確
可
在
其
中
發
現
同

樣
的
手
部
姿
態
，
包
括
十
三—

十
四
世
紀
中
期
的
加
哥
神
廟

︵C
a

n
d

i J
a

g
o

︶
、
一
三
二
三—

四

七

年

間

帕

納

塔

蘭

神

廟

︵C
a

n
d

i P
a

n
a

ta
r
a

n
︶
、
十
五

圖八    印尼巴里島儀式用布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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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具
有
印
度
人
基
因
的
結
論
。
由
於

織
品
不
易
保
存
，
因
此
在
缺
乏
較

多
早
期
材
料
的
障
礙
下
，
歌
靈
馨

與
帕
托
拉
之
間
的
聯
繫
，
或
是
巴

里
島
、
印
尼
與
印
度
間
的
關
係
仍

然
是
尚
未
釐
清
的
問
題
。

對
登
阿
南
村
歌
靈
馨
的
疑

惑
，
以
上
所
舉
不
過
是
一
小
部

份
。
但
透
過
圖
像
的
比
較
，
我
們

可
以
瞭
解
歌
靈
馨
像
是
印
尼
與
印

度
文
明
交
流
的
結
晶
，
如
活
化
石

般
地
見
證
著
東
南
亞
亦
曾
有
過
的

印
度
文
明
風
光
，
並
透
過
經
緯
的

交
錯
，
反
覆
著
人
們
無
災
無
痛
的

殷
殷
期
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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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文
的
完
成
，
感
謝
黃
郁
倫
小
姐
對
歌
靈
馨
正
確
發

音
的
提
示
，
以
及
相
關
資
料
的
提
供
，
亦
感
謝
台
原
基

金
會
提
供
皮
影
偶
圖
、
施
靜
菲
與G

allow
ay

女
士
的
幫

助
、M

is

夫
婦
慷
慨
提
供
其
收
藏
的
紅
底
歌
靈
馨
圖
像
資

料
，
以
及
吳
璧
雍
小
姐
給
予
的
許
多
寶
貴
意
見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南
院
處

歌
靈
馨
與
東
爪
哇
王
國
文
化
的
關

係
，
但
是
否
即
是
更
早
期
爪
哇
文

獻
中
提
到
之
物
？
現
存
的
歌
靈
馨

可
以
被
視
為
一
種
延
續
了
數
百
年

傳
統
的
活
化
石
？
又
或
者
代
表
東

爪
哇
王
國
後
期
風
格
？
亦
或
是
巴

里
島
發
展
出
的
新
風
格
？

在
織
技
方
面
，
巴
里
島
的

歌
靈
馨
與
印
度
的
帕
托
拉
織
物
，

除
了
同
樣
使
用
極
稀
有
的
經
緯
向

伊
卡
技
法
，
紅
褐
色
調
背
景
的
歌

靈
馨
︵
如
圖
二
︶
，
更
在
圖
案
上

更
可
與
印
度
帕
托
拉
織
品
聯
繫
起

來
，
因
此
，
對
於
歌
靈
馨
與
帕
托

拉
之
間
的
關
係
，
或
者
說
印
尼
巴

里
島
的
經
緯
向
依
卡
織
技
是
否
是

從
印
度
流
傳
到
東
南
亞
的
問
題
，

一
直
是
深
受
學
界
矚
目
的
問
題
。

R
o

b
e
rt J. H

o
m

g
re

n
 

和 A
n

ita
 E

. 

S
p

e
r
tu

s

便
運
用
早
期
石
窟
壁
畫

中
可
能
是
為
織
布
的
裝
飾
圖
案
，

以
及
東
南
亞
其
他
織
布
或
是
繪
染

布
上
出
現
的
與
歌
靈
馨
有
關
的
圖

案
，
強
調
歌
靈
馨
的
圖
案
並
非
原

生
自
巴
里
島
或
者
印
尼
，
而
是
在

更
早
已
前
便
從
印
度
流
佈
到
更
廣

闊
的
亞
洲
區
域
。
更
有
學
者
對
基

因
進
行
分
析
，
並
作
出
巴
里
島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