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
名
家
是
北
宋
趙
邈
齪
，
︽
宣
和
畫
譜
︾

評
其
畫
虎
不
惟
形
似
，
而
且
氣
韻
俱
妙
。

其
它
畫
虎
名
家
，
宋
代
還
有
安
徽
宣
城
的

包
貴
、
包
鼎
父
子
與
包
寀
，
立
籍
軍
中
的

辛
成
和
道
士
厲
歸
真
；
明
代
有
十
五
世
紀

商
喜
、
商
祚
爺
孫
倆
與
以
畫
虎
位
列
禁
中

三
絕
的
趙
廉
等
宮
廷
畫
家
；
清
代
除
了
融

合
中
西
繪
畫
技
法
的
義
大
利
籍
宮
廷
畫
家

郎
世
寧
︵
一
六
八
八—

一
七
六
六
︶
，

還
有
丘
天
民
、
高
其
佩
︵
一
六
六○
—

一
七
三
四
︶
，
與
滿
州
鑲
藍
旗
人
舒
穆
祿

阿
爾
稗
等
人
皆
擅
畫
虎
。
近
代
嶺
南
派

大
師
高
劍
父
︵
一
八
七
八—

一
九
五
一
︶

崇
拜
虎
的
傳
統
與
畫
虎
名
家
名
品

︽
說
文
解
字
︾
釋
虎
曰
：
﹁
山
獸
之

君
，
從
虍
從
儿
。
﹂
古
人
崇
敬
虎
的
威
猛

勁
健
，
每
每
視
之
為
尚
武
精
神
的
代
表
。

古
代
將
調
遣
兵
將
車
馬
的
信
物
刻
為
虎
符

︵
圖
一
︶
或
虎
節
︵
圖
二
︶
，
意
在
預
祝

勁
旅
勢
發
如
虎
，
銳
不
可
擋
；
︽
周
禮
︾

與
︽
漢
官
儀
︾
將
精
銳
戰
士
稱
作
虎
賁
，

取
義
如
虎
奔
走
逐
獸
，
期
望
戰
士
所
向
披

靡
。
明
、
清
武
官
補
服
也
繡
虎
紋
，
願
其

武
運
昌
隆
，
為
官
有
威
，
作
戰
無
懼
。

以
虎
為
題
的
繪
畫
由
來
已
久
，
歷

代
都
有
擅
長
畫
虎
的
能
手
。
畫
史
最
推
崇

展
卷
不
畏
畫
上
虎

虎
是
中
原
最
具
獵
殺
力
的
大
型
動
物
。
體
魄
強
健
、
形
態
優
美
又
目

光
炯
炯
的
老
虎
形
象
，
素
為
傳
統
中
國
藝
術
審
美
所
喜
愛
，
是
威
武

與
力
量
的
象
徵
。圖一　 秦陽陵虎符　中國歷世博物館藏 

（《中國美術全集‧書法篆刻編‧１》，圖版37，頁55。）

圖二　 錯金銘文銅虎節　廣州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藏 
（《西漢南越王墓博物館》，圖版29，頁54。）

吳
誦
芬

畫
猛
虎
特
重
掌
控
氛
圍
與
立
體
感
，
頗

有
日
本
繪
畫
風
味
。
著
名
畫
家
張
大
千

︵
一
八
九
九—

一
九
八
三
︶
的
四
哥
張
善

子
︵
一
八
八
二—

一
九
四○

︶ 

曾
飼
幼
虎

以
窺
其
動
靜
舉
止
，
所
作
虎
畫
也
相
當
有

名
。
︵
圖
三
︶

有
些
畫
虎
名
品
雖
然
不
明
作
者
，
卻

絲
毫
不
影
響
畫
作
本
身
的
精
采
。
歷
代
名

繪
冊
的
傳
︿
宋
歸
真
畫
虎
﹀
右
邊
有
﹁
歸

真
﹂
款
署
，
但
在
不
遠
處
的
岩
石
上
又
有

﹁
李□

畫
﹂
字
樣
。
︵
圖
四
︶
﹁
歸
真
﹂

款
帶
有
塗
改
痕
跡
，
不
可
能
是
原
作
者
的

簽
名
；
﹁
李□

畫
﹂
又
因
﹁
李
﹂
是
常
見

的
華
人
大
姓
，
加
上
單
名
無
法
辨
識
，
難

以
查
考
。
︽
宣
和
畫
譜
︾
載
：
﹁
道
士
厲

歸
真
，
莫
知
其
鄉
里
。
善
畫
牛
虎
，
兼
工

竹
雀
鷙
禽
。
﹂
雖
按
畫
風
判
斷
，
此
畫
不

會
早
於
南
宋
，
但
款
署
﹁
歸
真
﹂
應
是
假

託
厲
歸
真
。
圖
中
雄
鷹
棲
松
，
猛
虎
飲

澗
，
鷹
的
俯
瞰
與
虎
的
上
視
構
成
帶
領
觀

圖三　民國　張善子　雙虎　冊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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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陽
崗
連
喝
十
幾
碗
烈
酒
後
還
能
赤
手
空

拳
打
死
危
害
地
方
的
吊
睛
白
額
虎
。
一
般

大
眾
最
熟
悉
的
打
虎
故
事
還
有
二
十
四
孝

的
楊
香
搤
虎
救
父
。
︽
明
仇
英
畫
二
十
四

孝　

冊　

楊
香
搤
虎
救
父
︾
，
︵
圖
五
︶

畫
的
是
元
代
︽
全
相
二
十
四
孝
詩
選
︾
第

十
四
則
，
原
文
為
﹁
晉
。
楊
香
年
十
四
。

常
隨
父
豐
往
田
間
穫
粟
。
父
為
虎
曳
去
。

時
楊
香
手
無
寸
鐵
。
惟
知
有
父
而
不
知
有

身
。
踴
躍
向
前
。
搤
持
虎
頸
。
虎
亦
靡
然

而
逝
。
父
方
得
免
於
害
。
有
詩
為
頌
。
深

山
逢
白
額
。
努
力
搏
腥
風
。
父
子
俱
無

恙
。
脫
身
虎
口
中
。
﹂
明
朝
畫
家
仇
英

︵
約
一
四
八
二—

一
五
五
九
︶
以
擅
畫
人

物
聞
名
，
中
國
人
重
視
孝
道
，
這
幅
黃
香

搤
虎
救
父
，
畫
家
立
場
明
顯
的
偏
向
黃

香
。

宋
人
︿
卞
莊
子
刺
虎
圖
﹀
卷
首
畫
著

兩
頭
老
虎
扭
打
爭
奪
一
頭
倒
在
草
地
上
的

牛
。
接
著
是
撩
袍
提
劍
的
卞
莊
子
與
睿
智

勸
諫
的
管
豎
子
，
最
後
是
各
自
拿
著
劍
、

軸
、
杖
、
如
意
等
器
物
的
六
位
隨
從
。

︵
圖
六
︶ 

畫
中
線
條
描
繪
精
良
，
掌
握
主

角
卞
莊
子
神
態
與
兩
虎
相
鬥
均
極
生
動
。

卞
莊
子
是
春
秋
時
代
以
勇
力
著
稱
的
魯
國

畜
，
雲
是
水
氣
，
故
龍
吟
則
景
雲
出
，
是

雲
從
龍
也
。
虎
是
威
猛
之
獸
，
風
是
震
動

之
氣
，
此
亦
是
同
類
相
感
，
故
虎
嘯
則
谷

風
生
，
是
風
從
虎
也
。
﹂
成
語
以
﹁
風
虎

雲
龍
﹂
比
喻
同
類
事
物
相
感
應
，
或
聖
主

賢
臣
的
遇
合
。
傳
統
中
醫
常
以
虎
骨
修
治

筋
骨
酸
痛
，
憑
藉
的
也
是
風
虎
相
從
的
理

論
。
清
代
︽
本
草
備
要
︾
提
出
：
﹁
風
從

虎
，
虎
嘯
風
生⋯

故
可
入
骨
搜
風
，
按
五

味
惟
辛
為
散
，
而
骨
又
能
入
骨
散
風
，
故

書
載
能
強
筋
健
骨
，
定
痛
辟
邪
。
﹂
近
年

老
虎
被
列
為
保
育
類
動
物
，
藥
方
中
的
虎

骨
多
以
其
他
藥
材
取
代
。

圖
七
宋
李
公
麟
︿
為
霖
圖
軸
﹀
畫
的

是
風
伯
、
雨
師
、
雷
神
等
在
雲
中
合
作
降

雨
的
神
話
。
畫
幅
上
段
是
在
雲
間
擊
鼓
打

雷
，
有
如
樂
隊
的
電
母
、
雷
神
；
中
段
是

雨
師
乘
龍
佈
雨
，
動
作
呼
應
著
左
下
角
面

天
作
法
興
風
的
風
伯
。
風
伯
站
在
順
風
旗

下
，
身
邊
有
頭
老
虎
正
抬
頭
仰
望
雨
師
座

下
舞
爪
升
空
的
龍
。
畫
家
將
老
虎
安
排
在

風
伯
身
邊
，
並
把
老
虎
的
鬍
鬚
畫
得
特
別

長
，
質
感
似
乎
也
特
別
硬
挺
。
畫
中
以
飄

揚
的
龍
鬚
和
旗
子
點
出
無
形
的
風
力
，
龍

與
虎
都
大
張
著
嘴
，
以
視
覺
效
果
暗
示
著

圖四　歷代名繪　冊　宋歸真畫虎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五　 明　仇英　畫二十四孝　冊　楊香搤虎救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蛛
的
節
肢
動
物
蠅
虎
；
掌
燈
時
分
貼
在
牆

上
捕
食
昆
蟲
的
壁
虎
；
民
間
醫
療
也
經
常

以
﹁
藥
虎
﹂
二
字
稱
呼
藥
性
迅
速
猛
烈
，

用
後
眾
藥
披
靡
的
特
效
藥
材
。
出
於
人
類

對
虎
獰
猛
勇
悍
的
印
象
，
描
繪
打
鬥
場
面

的
虎
畫
作
品
也
佔
相
當
比
例
。
古
代
打
虎

是
匹
夫
之
勇
的
極
至
證
明
。
晉
朝
周
處

︵
二
四○

—

二
九
九
︶
除
三
害
的
第
二
害

就
是
南
山
猛
虎
。
︽
水
滸
傳
︾
的
行
者
武

松
大
概
是
最
為
人
所
熟
知
的
打
虎
英
雄
，

者
視
線
交
互
循
環
的
誘
因
與
要
素
。
畫
家

還
在
左
下
角
的
虎
與
右
上
方
的
鷹
之
間
，

巧
妙
安
排
了
被
風
吹
成
左
下
右
上
走
向
的

竹
葉
強
化
視
覺
焦
點
的
連
貫
。
畫
家
對
老

虎
的
描
繪
相
當
老
練
，
虎
充
滿
威
脅
感
的

警
戒
眼
神
，
以
及
鷹
蓄
勢
待
發
，
好
似
隨

時
俯
衝
攻
擊
的
機
敏
，
讓
這
幅
冊
頁
小
品

充
滿
對
峙
的
緊
張
氣
息
。

日
常
生
活
很
多
以
虎
形
容
物
物
相

剋
的
案
例
：
例
如
捕
食
蒼
蠅
，
狀
似
蜘

卞
邑
大
夫
，
有
次
卞
莊
子
正
準
備
對
付
兩

隻
咬
死
了
牛
還
打
架
的
老
虎
，
卻
被
管
豎

子
攔
下
曉
以
忠
告
。
管
豎
子
認
為
不
必
急

於
殺
虎
，
二
虎
必
然
會
為
了
搶
牛
而
爭
，

等
到
兩
敗
俱
傷
，
就
可
輕
鬆
刺
殺
雙
虎
。

這
則
故
事
不
但
道
出
兩
虎
相
爭
，
利
益
卻

落
入
他
人
之
手
；
也
勸
人
不
要
僅
憑
勇

力
，
而
忽
略
觀
察
問
題
癥
結
的
智
慧
。

風
從
虎
的
傳
統
觀
念

︽
易
經
．
乾
卦
︾
有
言
：
﹁
同
聲
相

應
，
同
氣
相
求
。⋯

雲
從
龍
，
風
從
虎⋯

則
各
從
其
類
也
。
﹂
成
書
於
西
漢
的
︽
淮

南
子
．
天
文
︾
也
說
：
﹁
物
類
相
動
，
本

標
相
應
。
故⋯

虎
嘯
而
谷
風
至
，
龍
舉

而
景
雲
屬
。
﹂
唐
代
經
學
大
師
孔
穎
達

︵
五
七
四—

六
四
八
︶
解
釋
：
﹁
龍
是
水



2010年2月　5657　故宮文物月刊·第323期

展卷不畏畫上虎

圖八　明　趙汝殷　風林群虎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畫
中
無
法
表
現
的
聲
音
，
雷
電
交
加
配
上

龍
吟
虎
嘯
，
引
導
觀
者
想
像
中
的
聲
光
效

果
益
發
壯
闊
。

受
到
﹁
風
從
虎
﹂
觀
念
影
響
，
一
般

畫
虎
作
品
偶
有
對
風
的
強
調
。
明
趙
汝
殷

︿
風
林
群
虎
圖
卷
﹀
畫
的
是
山
林
中
老
虎

的
生
活
百
態
。
︵
圖
八
︶
根
據
卷
後
跋
文

與
畫
史
記
載
，
趙
汝
殷
是
浙
江
永
嘉
︵
今

溫
州
︶
人
，
家
族
世
代
擅
長
畫
虎
，
趙
汝

殷
尤
其
青
出
於
藍
，
得
名
當
世
。
全
卷
長

近
八
百
公
分
，
老
虎
大
小
二
十
八
隻
，
是

明
代
虎
頭
比
例
略
大
的
畫
虎
典
型
，
情
態

均
各
各
不
同
，
動
作
活
潑
，
情
結
呼
應
連

貫
，
極
富
變
化
。
背
景
的
山
水
草
木
也
畫

得
相
當
仔
細
，
整
卷
從
頭
到
尾
均
以
草
葉

偃
伏
翻
轉
，
樹
葉
傾
斜
飛
動
來
強
調
靜
止

畫
面
中
的
風
。

虎
的
顏
色

生
物
學
上
已
確
認
的
虎
大
致
有
八

個
亞
種
，
除
了
裏
海
虎
、
爪
哇
虎
和
巴
里

虎
三
種
已
經
滅
絕
，
另
外
還
有
蘇
門
達
臘

虎
、
華
南
虎
、
東
北
虎
、
印
度
支
那
虎
、

和
孟
加
拉
虎
等
五
種
。
中
國
境
內
曾
發
現

其
中
四
種
的
蹤
跡
：
東
北
虎
在
東
北
與
俄

羅
斯
和
朝
鮮
北
部
邊
境
；
華
南
虎
分
布
在

華
中
地
帶
；
印
度
支
那
虎
和
孟
加
拉
虎
則

棲
息
在
華
南
與
越
南
、
印
度
交
界
處
。
一

般
老
虎
毛
色
大
多
黃
底
黑
紋
，
但
是
古
代

文
獻
上
卻
記
載
著
，
曾
經
有
人
見
過
其
他

不
同
顏
色
的
老
虎
，
而
不
同
顏
色
的
老
虎

還
有
不
同
的
名
稱
。

中
國
最
早
字
典
性
著
作
︽
爾
雅
︾

記
述
的
虎
至
少
有
黃
、
黑
、
白
三
種
：

﹁
虪
、
虎
一
物
也
，
以
色
別
之
，
則
黃
質

黑
章
者
無
異
名
；
竊
︵
淺
︶
毛
者
謂
之

虥
；
毛
白
者
謂
之
甝
；
黑
者
謂
之
虪
。
﹂

圖七　 宋　李公麟　為霖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宋人　卞莊子刺虎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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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
﹂
指
普
通
的
黃
毛
虎
，
黃
毛
但
是
色

澤
較
淺
的
叫
﹁
虥
﹂
︵
音
﹁
站
﹂
︶
，
白

虎
叫
﹁
甝
﹂
︵
音
﹁
韓
﹂
︶
，
黑
虎
叫

﹁
虪
﹂
︵
音
﹁
淑
﹂
︶
。
︽
爾
雅‧

翼
︾

對
這
三
種
老
虎
習
性
的
記
述
是
：
﹁
黃
虎

竊
人
羊
豕
，
多
方
窺
伺
得
之
；
黑
虎
所
見

無
所
不
取
；
白
虎
坐
食
而
已
，
不
甚
搏

殺⋯

﹂當
今
世
上
動
物
園
是
有
普
通
老
虎
和

白
虎
的
飼
育
記
錄
，
但
黑
虎
卻
僅
見
於
記

載
或
傳
說
。
明
代
神
怪
章
回
小
說
︽
封
神

演
義
︾
中
，
武
財
神
趙
公
明
的
坐
騎
就
是

一
隻
黑
虎
。
︵
圖
九
︶
︽
山
海
經‧

海
內

東
北
經
︾
記
載
：
﹁
幽
都
之
山
，
黑
水
出

焉
，
其
上
有⋯

黑
虎⋯

此
虪
之
所
聚
。
﹂

古
代
所
謂
的
幽
都
是
指
雁
門
以
北
，
大
約

是
在
今
日
的
河
北
北
部
一
帶
。
︽
古
今
圖

書
集
成
︾
記
載
西
晉
永
嘉
四
年
︵
三
一

○

︶
在
今
屬
湖
北
的
建
平
秭
歸
縣
也
曾
捕

獲
黑
虎
，
所
獲
﹁
狀
如
小
虎
，
而
黑
毛
深

者
為
斑
﹂
。
巧
的
是
，
二
十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初
期
到
中
期
，
北
京
市
密
雲
縣
也
傳
出

有
人
在
該
縣
北
部
山
區
叢
林
中
見
過
黑
虎

的
消
息
。
在
缺
乏
光
線
的
熱
帶
森
林
中
，

偶
有
土
著
看
見
變
種
黑
虎
的
消
息
傳
出
，

但
卻
從
來
不
曾
有
人
拍
到
黑
虎
的
照
片
刊

載
出
來
。

古
人
以
二
十
八
星
宿
區
隔
天
象
方

位
，
東
、
南
、
西
、
北
四
方
每
宮
七
宿
，

將
所
屬
七
宿
連
綴
想
像
為
一
種
動
物
的
形

象
，
是
為
﹁
天
之
四
靈
，
以
正
四
方
﹂
。

由
於
西
方
五
行
屬
金
，
白
色
是
金
的
代
表

色
，
故
以
白
虎
作
為
西
方
守
護
神
，
是
西

方
七
宿
：
奎
、
婁
、
胃
、
昴
、
畢
、
觜
、

參
的
總
稱
。
︽
史
記‧

天
官
書
︾
記
載
：

﹁
參
為
白
虎
，
三
星
直
者
，
是
為
衡
石
。

下
有
三
星
，
銳
，
曰
罰
，
為
斬
艾
事
。
其

外
四
星
，
左
右
肩
股
也
。
小
三
星
隅
置
，

曰
觜
觿
，
為
虎
首
，
主
葆
旅
事
。
﹂
圖

十
一
是
河
南
南
陽
出
土
的
︿
漢
白
虎
七
宿

畫
像
石
﹀
。
不
但
有
白
虎
的
形
象
，
還
雕

出
對
應
天
體
的
大
概
位
置
。
前
面
橫
直
兩

排
各
三
個
圓
點
同
列
的
就
是
參
宿
的
星
象

排
列
，
白
虎
線
條
圓
勁
流
轉
，
拒
爪
張

口
，
將
奔
欲
嘯
。
虎
體
下
方
尚
有
三
星
，

在
白
虎
上
方
與
星
宿
之
間
飾
有
雲
氣
，
這

圖九　 清　山東濰縣年畫財神趙公明 
（《民間藝術彩繪》，圖版29，頁34。）

圖十　 漢　白虎七宿畫像石　河南南陽畫像館藏 
（《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18‧畫像石畫像磚》，圖版173，頁142。）

圖十一　元人　畫仙女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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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卷不畏畫上虎

一
動
。
畫
家
特
意
以
細
筆
描
摹
白
虎
的
絨

毛
質
感
，
虎
身
斑
紋
順
應
身
型
結
構
均
勻

對
稱
的
分
佈
，
宛
若
雲
霞
流
轉
，
毫
不
板

滯
，
可
見
畫
家
的
寫
實
功
力
老
練
非
凡
。

另
一
青
獅
的
畫
法
則
多
用
線
條
，
偏
向
寫

意
性
質
。
白
虎
的
動
作
表
情
一
派
好
奇
機

敏
，
和
趴
臥
青
獅
的
慵
懶
閑
散
成
為
有
趣

的
對
比
。

實
際
上
真
虎
的
平
均
壽
命
大
多
只

有
二
十
年
左
右
。
目
前
所
見
的
白
虎
不
是

年
老
毛
白
的
黃
色
老
虎
，
而
是
基
因
變
異

所
產
生
的
特
殊
個
案
。
據
說
大
型
貓
科
動

物
有
時
會
因
基
因
改
變
，
產
生
如
黑
豹
、

白
獅
等
與
色
澤
不
同
的
個
體
。
動
物
園
中

的
白
虎
和
俗
稱
白
子
的
缺
乏
色
素
白
化
體

不
同
，
眼
睛
不
是
白
子
的
紅
色
，
而
是
藍

色
。
身
上
也
還
具
有
老
虎
灰
色
或
棕
色
的

條
紋
。
但
白
虎
由
於
數
量
稀
少
，
穿
鑿
附

會
的
傳
說
故
事
也
應
運
而
生
。

漢
代
緯
書
︽
瑞
應
圖
︾
記
載
：
﹁
白

虎
者
，
仁
而
善
，
王
者
不
暴
則
見
。
﹂
將

白
虎
視
為
上
天
為
順
應
下
情
所
示
現
的

祥
瑞
異
獸
，
只
有
在
帝
王
具
備
德
政
或

是
天
下
太
平
的
時
候
才
會
出
現
。
明
人

︿
內
府
騶
虞
圖
卷
﹀
，
畫
的
就
是
明
成
祖

圖十二　明人　內府騶虞圖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三　五代南唐　顧閎中　鍾馗出獵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大
致
就
是
古
代
白
虎
星
座
的
形

象
表
示
。
早
期
繪
畫
藝
術
中
虎

的
形
象
往
往
動
感
具
足
︵
圖

二
︶
，
本
幅
所
畫
雖
然
僅
有
二

維
長
寬
，
第
三
維
深
度
空
間
尚

因
技
法
古
拙
而
掌
握
生
澀
，
但

整
體
傾
斜
敧
側
不
平
衡
的
態
勢

卻
明
顯
暗
示
第
四
維
，
也
就
是

下
個
動
作
的
時
間
。

東
晉
著
名
的
道
教
人
士

葛
洪
︵
二
八
四—

三
六
三
︶
在

其
著
作
︽
抱
朴
子
︾
中
寫
道
：

﹁
虎
及
鹿
兔
，
皆
壽
千
歲
，
壽

滿
五
百
歲
者
，
其
毛
色
白
。
﹂

在
元
人
︿
畫
仙
女
﹀
中
，
位
於

仙
女
左
手
邊
的
，
大
概
就
是
陪

伴
長
生
仙
女
，
壽
過
五
百
的
白

老
虎
。
︵
圖
十
一
︶
白
虎
和
青

獅
一
起
陪
伴
著
採
芝
歸
來
的
白

衣
仙
女
，
獅
虎
好
似
臣
服
於
美

麗
仙
女
的
神
妙
道
法
，
樣
子
相

當
馴
順
可
愛
。
白
虎
趴
在
仙
女

的
坐
墊
旁
邊
，
睜
圓
了
眼
睛
盯

著
仙
女
手
中
的
毛
筆
，
一
臉

好
奇
的
注
視
著
主
人
的
一
舉

︵
一
三
六○

—

一
四
二
四
︶
永

樂
二
年
︵
一
四○

四
︶
，
成

祖
同
母
弟
周
王
朱
橚
︵
？—

一
四
二
五
︶
來
朝
進
獻
的
騶

虞
。
︽
詩
經‧

毛
傳
︾
解
說
，

騶
虞
是
獸
名
，
白
虎
黑
文
，
不

食
生
物
。
圖
中
是
一
隻
甫
出
山

林
走
向
河
畔
的
黑
紋
白
老
虎
，

︵
圖
十
二
︶
按
︽
明
史
︾
記

載
，
光
是
成
祖
永
樂
︵
一
四○

三—

一
四
二
四
︶
年
間
，
就
有

兩
次
發
現
﹁
騶
虞
﹂
獻
給
朝

廷
的
報
告
。
第
一
次
是
成
祖

永
樂
二
年
九
月
周
王
朱
橚
在

河
南
禹
縣
鈞
州
獵
獲
騶
虞
進

獻
，
第
二
次
是
永
樂
十
一
年

︵
一
四
一
三
︶
，
曹
縣
︵
今
屬

山
東
︶
官
員
也
向
朝
廷
獻
過
騶

虞
。

然
而
，
明
太
祖
朱
元
璋
傳

位
於
孫
，
不
願
臣
服
於
姪
兒
的

成
祖
以
皇
叔
身
分
發
動
靖
難
，

取
建
文
帝
而
代
之
，
得
位
非

正
。
成
祖
在
位
二
十
餘
年
，
對

建
文
帝
遺
臣
大
加
屠
殺
，
株
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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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卷不畏畫上虎

猛
獸
所
具
的
危
險
野
獷
，
但
畫
家
巧
妙
的

讓
老
虎
臉
上
的
斑
紋
走
向
和
嘴
角
微
微
上

揚
，
似
乎
刻
意
營
造
出
某
種
類
似
微
笑
的

效
果
，
讓
人
獸
懼
怕
的
凡
虎
搖
身
一
變
，

成
為
羅
漢
跟
前
法
喜
充
滿
的
隨
從
。

小
結

智
者
不
惑
，
勇
者
不
懼
。
無
論
力

敵
、
智
取
、
生
擒
、
死
致
，
對
付
老
虎
的

方
法
很
多
。
畫
家
也
許
沒
辦
法
用
武
力
降

伏
，
以
宗
教
感
化
，
卻
可
以
用
畫
筆
捕

捉
老
虎
的
形
象
百
態
。
就
現
代
人
的
觀
點

看
來
，
要
畫
幾
幅
老
虎
也
許
沒
有
什
麼
了

不
起
，
但
在
沒
有
動
物
園
和
照
相
術
的
古

代
，
畫
虎
的
難
度
或
許
可
以
媲
美
獵
虎
，

如
果
畫
家
不
是
身
處
飼
有
虎
豹
的
皇
家
禁

苑
，
要
畫
上
一
幅
傳
神
的
老
虎
，
還
真
得

冒
著
捋
虎
鬚
、
闖
虎
口
的
危
險
上
山
寫
生

才
能
造
福
人
群
一
窺
山
大
王
的
風
采
。
這

些
古
代
流
傳
下
來
的
虎
畫
作
品
不
但
在
當

時
提
供
一
般
大
眾
看
圖
識
虎
，
遇
見
猛
虎

下
山
的
時
候
懂
得
逃
躲
走
避
；
也
讓
不
及

親
見
古
代
老
虎
生
態
環
境
的
現
代
人
，
有

了
透
過
古
人
眼
目
觀
看
老
虎
在
中
國
傳
統

藝
術
價
值
之
中
地
位
與
角
色
的
機
會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教
育
展
資
處

廣
泛
，
殺
人
無
算
。
以
往
犯
下
重
罪
不
過

﹁
連
誅
九
族
﹂
，
成
祖
對
付
建
文
帝
支
持

者
所
祭
出
的
罰
則
甚
至
誅
到
了
第
十
族
。

這
項
讓
周
王
朱
橚
獲
賞
﹁
宴
賜
甚
厚
﹂
騶

虞
之
獻
，
與
其
說
是
﹁
王
者
不
暴
則
見
﹂

的
瑞
應
，
大
概
還
更
像
臣
下
為
了
取
悅
皇

帝
所
送
的
禮
物
吧
。

神
仙
的
伴
侶
與
坐
騎

在
古
中
國
源
遠
流
長
的
神
話
傳
說
裡

面
，
老
虎
也
經
常
或
為
伴
侶
，
或
為
坐
騎

的
點
綴
神
仙
故
事
。
供
奉
土
地
公
、
城
隍

爺
的
神
祠
常
有
口
啣
璽
書
的
﹁
虎
爺
﹂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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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　明　戴進　畫羅漢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享
，
醫
神
保
生
大
帝
傳
說
中
，
也
有
一
隻

被
保
生
大
帝
回
春
妙
手
拯
救
之
後
，
立
志

向
善
的
老
虎
，
陪
伴
保
生
大
帝
遊
走
四
方

行
醫
濟
世
。

東
漢
︽
風
俗
通
義
︾
記
載
：
﹁
虎
者

陽
物
，
百
獸
之
長⋯

畫
虎
於
門
，
鬼
不
敢

入
。
﹂
道
教
張
天
師
經
常
以
騎
虎
形
象
現

身
不
說
，
傳
五
代
南
唐
顧
閎
中
︿
鍾
馗
出

獵
圖
卷
﹀
所
畫
鍾
馗
出
巡
隊
伍
共
有
十
五

名
鬼
卒
，
最
前
面
一
鬼
鳴
鑼
開
道
，
六
名

各
持
武
器
作
為
前
導
，
隨
後
共
有
五
鬼
分

別
架
鷹
、
縶
虎
、
看
顧
獵
犬
，
加
上
最
後

面
持
物
跟
從
的
兩
個
鬼
卒
，
一
行
浩
浩
蕩

蕩
前
呼
後
擁
著
仗
劍
騎
驢
的
鍾
馗
。
畫
卷

中
段
項
繫
鐵
鍊
的
黑
紋
大
虎
應
為
鍾
馗
所

畜
，
在
隊
伍
當
中
正
興
奮
的
拖
著
身
後
鬼

卒
一
個
勁
往
前
直
衝
。
︵
圖
十
三
︶
畫
家

刻
意
強
調
鐵
鍊
另
一
頭
鬼
卒
的
面
部
表
情

與
身
上
的
肌
肉
線
條
，
儼
然
手
上
使
力
，

腳
下
飛
奔
，
和
前
面
老
虎
的
頭
部
呈
現
後

高
前
低
拉
鋸
緊
張
的
有
趣
景
象
，
讓
人
聯

想
到
現
代
的
蹓
狗
場
面
而
不
禁
莞
爾
。
更

有
意
思
的
是
，
前
數
第
七
個
持
鋼
叉
的
紅

鬼
竟
然
也
穿
著
一
條
毛
茸
茸
的
虎
皮
短

褲
，
剝
下
來
的
虎
頭
還
留
在
右
邊
的
膝
蓋

部
分
。佛

教
傳
說
也
有
羅
漢
高
僧
伏
虎
的

故
事
，
多
為
高
僧
講
經
感
化
山
中
猛
虎
，

或
是
猛
虎
自
動
守
護
入
山
修
行
的
高
僧
，

示
現
修
道
者
的
神
通
；
或
說
是
以
虎
代
表

人
性
中
凶
頑
難
馴
的
貪
欲
瞋
恨
，
以
伏
虎

鼓
勵
向
道
者
克
服
弱
點
。
明
戴
進
︿
畫
羅

漢
軸
﹀
畫
的
就
是
十
八
羅
漢
中
的
伏
虎
羅

漢
，
戴
進
︵
一
三
八
八—

一
四
六
二
︶
出

身
浙
江
錢
塘
︵
今
屬
杭
州
︶
，
被
譽
為

明
代
畫
壇
的
浙
派
宗
師
。
︵
圖
十
四
︶

本
幅
畫
羅
漢
與
一
黃
斑
大
虎
靜
坐
於
石
壁

下
方
，
羅
漢
右
手
持
杖
，
左
手
前
伸
撫
摸

虎
頭
，
羅
漢
的
表
情
慈
愛
安
詳
，
老
虎
雖

然
牙
尖
爪
利
，
樣
貌
也
很
乖
巧
馴
順
。
令

人
發
噱
的
則
是
後
方
門
裡
那
位
一
臉
不
安

姿
勢
畏
縮
窺
探
著
的
侍
童
，
和
前
景
羅
漢

老
虎
一
派
和
樂
，
怡
然
自
得
的
心
情
完
全

兩
樣
。
背
景
山
石
以
大
斧
劈
皴
法
快
速
畫

成
，
用
筆
力
道
健
挺
，
突
顯
山
石
粗
硬
的

質
感
。
人
物
衣
紋
多
以
起
始
較
粗
收
尾
較

細
的
線
條
率
性
勾
勒
。
無
論
人
、
虎
，
面

部
表
情
都
極
生
動
傳
神
。
老
虎
一
雙
配
上

向
外
輻
射
斑
紋
眉
睫
的
銅
鈴
大
眼
，
和
趾

端
以
濃
墨
點
出
的
利
爪
，
都
在
在
強
調
著

圖十三　 五代南唐　顧閎中　鍾馗出獵圖　卷　局部　 
穿著虎皮短褲持鋼叉的紅鬼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