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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巡禮
靜觀建福—清丁觀鵬〈畫太簇始和〉之研究

靜
觀
建
福—

清
丁
觀
鵬
︿
畫
太
簇
始
和
﹀
之
研
究

林
莉
娜

丁
觀
鵬
事
略

丁
觀
鵬
︵
約
活
動
於
一
七○
八

至
一
七
七
一
或
稍
後
︶
，
順
天
︵
今
北

京
︶
人
，
擅
長
道
釋
人
物
、
樓
閣
山
水
題

材
。
根
據
清
宮
︽
內
務
府
造
辦
處
活
計

檔
︾
︿
雜
錄
﹀
記
載
，
丁
氏
於
雍
正
四
年

︵
一
七
二
六
︶
三
月
入
宮
行
走
，
成
為

﹁
畫
畫
人
﹂
，
每
月
支
領
糧
錢
銀
八
兩
，

公
費
銀
三
兩
。
乾
隆
時
期
受
到
皇
帝
賞

識
，
被
擢
升
為
一
等
畫
畫
人
，
曾
向
郎
世

寧
︵
一
六
八
八—

一
七
六
六
︶
學
習
明
暗

設
色
與
焦
點
透
視
法
，
並
與
其
他
郎
世
寧

的
徒
弟
︵
班
達
里
沙
、
王
幼
學
、
戴
正
、

戴
越
、
張
為
邦
等
︶
合
作
皇
帝
指
定
之
年

節
應
景
畫
。
丁
氏
經
常
奉
敕
臨
摹
內
府
入

藏
古
畫
，
畫
上
並
多
題
寫
乾
隆
御
製
詩

文
。
此
類
作
品
構
圖
全
仿
古
作
，
但
筆
墨

線
條
有
其
個
人
面
貌
。
人
物
開
臉
暈
染
設

色
，
山
水
屋
宇
構
圖
比
例
，
融
入
西
洋
明

暗
技
法
，
造
型
準
確
，
具
有
立
體
之
感
。

丁
觀
鵬
服
務
於
雍
正
、
乾
隆
宮
廷
畫
院
長

達
四
十
多
年
，
據
︽
活
計
檔
︾
︿
如
意

館
﹀
記
載
，
乾
隆
三
十
五
年
︵
一
七
七

○

︶
十
月
十
三
日
丁
氏
患
病
，
被
停
發
每

月
錢
糧
銀
八
兩
，
但
仍
賞
給
公
費
銀
三
兩

供
其
養
病
。
由
於
身
體
狀
況
不
好
，
乾
隆

三
十
六
年
︵
一
七
七
一
︶
六
月
丁
觀
鵬
仿

畫
的
︿
明
人
清
明
上
河
圖
﹀
手
卷
，
改
由

謝
遂
︵
活
動
於
乾
隆
中
、
晚
期
︶
接
續
，

此
年
之
後
丁
氏
之
名
不
復
見
於
記
載
。

畫
作
年
代
與
主
題

︿
畫
太
簇
始
和
﹀
原
屬
︽
石
渠
寶

笈
三
編
︾
著
錄
丁
觀
鵬
等
畫
︿
十
二
禁

籞
圖
﹀
十
二
軸
之
一
。
︵
圖
一
︶
︽
活

計
檔
︾
︿
如
意
館
﹀
記
錄
了
此
件
作
品

製
作
的
過
程
與
時
間
，
乾
隆
十
三
年

︵
一
七
四
八
︶
七
月
初
九
，
太
監
胡
世
傑

﹁
交
宣
紙
十
二
張
，
御
製
十
二
個
月
詩

圖一　清丁觀鵬　畫太簇始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十二禁籞圖〉十二軸之一，畫上有乾隆十年〈新春試筆〉御製詩。

十
二
首
，
傳
旨
著
沈
源
、
丁
觀
鵬
、
余

省
、
周
鯤
合
畫
，
起
稿
呈
覽
。
﹂
乾
隆
帝

指
定
四
位
宮
廷
畫
家
合
作
，
依
據
御
製
詩

文
其
中
詩
意
，
以
十
二
律
命
題
，
每
人
各

繪
三
張
，
整
組
︿
十
二
禁
籞
圖
﹀
現
皆
收

藏
於
本
院
，
為
融
合
中
西
技
藝
之
清
代
院

畫
代
表
作
。
︵
註
一
︶

︽
呂
氏
春
秋 •

 

音

律
︾
有
云
：
﹁
大
聖
至
理
之
世
，
天
地
之

氣
，
合
而
生
風
，
日
至
則
月
鐘
其
風
，

以
生
十
二
律
。
﹂
天
地
之
風
氣
正
，
則

十
二
律
生
矣
。
十
二
律
本
為
音
律
單
位
，

一
年
之
中
十
二
個
月
各
有
配
對
的
音
律
，



2010年5月　116117　故宮文物月刊·第326期

展場巡禮
靜觀建福—清丁觀鵬〈畫太簇始和〉之研究

黃
鐘
為
十
二
律
的
開
始
，
其
他
各
律
︵
大

呂
、
太
簇
、
夾
鐘
、
姑
洗
、
中
呂
、
蕤

賓
、
林
鐘
、
夷
則
、
南
呂
、
無
射
、
應

鐘
︶
，
均
由
此
推
衍
而
相
生
。
︿
十
二
禁

籞
圖
﹀
︵
圖
二
︶
畫
上
各
錄
有
乾
隆
七
年

︵
一
七
四
二
︶
至
十
二
年
︵
一
七
四
七
︶

御
製
詩
文
，
內
容
則
分
別
描
寫
皇
家
行
宮

御
苑
，
其
中
包
括
紫
禁
城
御
花
園
、
建
福

宮
花
園
以
及
圓
明
園
、
頤
和
園
、
玉
泉
山

及
西
苑
︵
北
、
中
南
海
︶
等
處
之
景
色
。

﹁
太
簇
﹂
對
應
孟
春
之
月
，
即
農

曆
第
一
個
月
。
︿
畫
太
簇
始
和
﹀
畫
上

書
有
乾
隆
十
年
︵
一
七
四
五
︶
︿
新
春
試

筆
﹀
御
製
詩
：
﹁
青
帝
權
衡
物
紐
芽
，
春

臺
温
盎
樂
羲
車
。
仙
蓂
七
葉
人
為
日
，
寳

勝
三
珠
玉
是
花
。
膏
澤
平
鋪
蔥
嶺
雪
，
祥

光
濃
疊
赤
城
霞
。
試
燈
闤
闠
聞
簫
鼓
，
暫

許
金
吾
不
禁
譁
。
﹂
詩
中
末
句
﹁
金
吾
不

圖二　 清丁觀鵬〈畫南呂金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十二禁籞圖〉十二軸之八，畫上書
有乾隆十一年〈太液池泛舟〉御製詩。

圖四　店舖販售應景時貨（爆竹、花燈、杖頭傀儡）

禁
﹂
乃
潘
榮
陞
︽
帝
京
歲
時
紀
勝 •

 

上

元
︾
︵
乾
隆
二
十
三
年
刊
印
︶
所
說
的
：

﹁
而
城
市
張
燈
，
自
十
三
日
至
十
六
日
四

永
夕
，
金
吾
不
禁
。
﹂
古
時
都
市
多
實
行

宵
禁
，
有
執
金
吾
者
站
崗
執
勤
，
然
於
元

宵
節
前
後
，
地
方
官
員
取
消
夜
禁
，
通
宵

出
入
無
阻
。
清
末
富
察
敦
崇
︽
燕
京
歲
時

記
︾
記
述
京
城
每
年
至
燈
節
，
內
廷
筵

宴
，
放
煙
火
，
市
肆
百
姓
賞
燈
，
正
是
此

圖
所
要
表
達
的
主
題—

上
元
張
燈
節
慶
活

動
。
畫
面
下
方
以
建
福
宮
花
園
為
場
景
，

繪
寫
宮
眷
遊
園
登
樓
憑
欄
，
遠
眺
周
圍
景

致
，
觀
賞
燃
掛
園
內
無
數
盞
綵
燈
。

歲
時
雜
戲

丁
觀
鵬
筆
下
企
圖
營
造
比
禁
苑
更

廣
闊
的
視
野
，
他
在
畫
面
中
段
仔
細
繪
出

高
大
宮
牆
下
街
市
商
販
買
賣
、
遊
人
逛
燈

慶
賀
佳
節
。
京
城
店
舖
年
初
開
張
，
出
售

各
種
應
景
時
貨
，
其
中
又
以
爆
竹
、
花
燈

為
主
，
造
型
精
奇
百
出
，
如
像
生
人
物
、

花
果
、
百
族
之
屬
，
品
目
殊
多
；
商
店
也

有
買
賣
古
玩
、
日
常
用
品
。
沿
街
叫
賣
的

小
販
，
則
有
賣
花
、
果
菜
、
膏
藥
、
毽
子

等
；
元
宵
占
卜
十
分
流
行
，
亦
可
見
到
算

命
看
相
、
卜
卦
攤
子
。
除
此
之
外
，
街
上

各
路
雜
技
藝
人
匯
集
，
打
鼓
鳴
鑼
、
歌
舞

雜
耍
，
彼
此
互
打
擂
臺
。
︵
圖
三
、
四
︶

大
鼓
、
琴
書
曲
藝
表
演
者
，
採
說
唱
相
間

的
形
式
，
各
持
樂
器
坐
唱
，
各
類
打
擊
、

管
弦
伴
奏
樂
器
有
：
堂
鼓
、
腰
鼓
、
銅

鈸
、
銅
鑼
、
嗩
吶
、
三
弦
。
另
外
也
有
圍

搭
戲
棚
，
在
戲
臺
上
演
出
，
群
眾
站
在
臺

下
觀
戲
，
內
容
則
根
據
古
典
小
說
或
戲
曲

改
編
。
︵
圖
五
︶
流
動
性
的
耍
把
戲
藝

人
，
大
多
先
以
敲
鑼
吸
引
眾
人
圍
聚
，
目

地
是
為
兜
售
某
種
商
品
，
表
演
項
目
包
括

有
：
耍
猴
犬
、
武
術
氣
功
或
轉
花
盤
、
走

圖三　雜技藝人

圖五　戲曲表演、沿街叫賣小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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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繩
等
。
︵
圖
六
︶
畫
面
另
繪
有
傀
儡

戲
，
戲
臺
僅
有
方
桌
面
大
小
，
一
人
在
內

操
作
杖
頭
木
偶
，
用
對
白
講
說
民
間
故

事
，
十
分
吸
引
少
年
兒
童
。
︵
圖
七
︶
元

宵
節
人
們
出
外
鬧
元
宵
，
重
頭
戲
為
觀

燈
、
賽
燈
，
並
祈
求
新
春
吉
祥
平
安
。

︿
畫
太
簇
始
和
﹀
畫
面
中
段
描
寫
京
城
街

上
熙
來
攘
往
的
人
群
及
各
種
雜
技
戲
劇
表

演
，
內
容
豐
富
多
彩
，
呈
現
出
乾
隆
盛
世

百
姓
富
庶
太
平
的
民
俗
風
情
。

景
山
與
大
高
玄
殿

︿
畫
太
簇
始
和
﹀
是
一
幅
實
景
青
綠

兼
金
碧
設
色
界
畫
，
構
圖
採
全
景
俯
瞰
的

技
法
，
將
眾
多
景
物
統
攝
在
一
張
畫
幅
之

中
。
畫
面
部
份
以
彩
雲
遮
蓋
，
雲
氣
升
騰

烘
托
出
皇
家
苑
囿
的
禁
秘
。
北
面
高
大
凸

形
垛
口
城
垣
是
紫
禁
城
的
屏
障
，
隔
著
寬

深
的
護
城
河
，
城
外
即
是
景
山
，
畫
中
可

見
到
景
山
西
邊
黃
琉
璃
瓦
紅
色
高
牆
。
此

區
清
沿
明
制
，
屬
於
皇
家
禁
苑
，
現
今
已

開
闢
成
為
景
山
前
街
及
景
山
西
街
。
︵
註

二
︶

畫
面
左
邊
為
明
清
皇
家
道
觀—

大
高

玄
殿
，
殿
外
置
有
一
座
色
彩
鮮
豔
的
三
間

四
柱
木
結
構
牌
樓
。
︵
圖
八
︶
其
他
依
軸

線
往
北
，
可
見
到
大
高
玄
殿
內
之
雷
壇
殿

︵
又
名
九
天
應
元
雷
壇
︶
，
單
檐
廡
殿

頂
，
綠
琉
璃
瓦
黃
剪
邊
；
以
及
乾
元
閣
，

上
層
為
圓
攢
尖
屋
頂
，
覆
以
黃
琉
璃
瓦
及

圖六　雜耍技藝表演

寶
頂
，
下
層
方
形
坤
貞
宇
，
圖
中
省
略
未

繪
出
；
隔
牆
對
面
則
是
內
務
府
御
史
衙
門

所
在
之
陟
山
門
街
。
︵
註
三
︶
︵
圖
九
︶

建
福
宮
花
園

︿
畫
太
簇
始
和
﹀
畫
幅
下
方
為
建

福
宮
花
園
建
築
群
，
據
光
緒
年
間
吳
振
棫

︽
養
吉
齋
叢
錄
︾
的
記
述
：
﹁
︵
建
福
宮

花
園
︶
其
間
幽
邃
靜
麗
，
各
極
其
勝
。
花

竹
樹
石
，
布
列
遠
近
，
其
規
制
與
內
宮
殊

不
同
也
。
﹂
此
座
花
園
軒
閣
、
齋
室
、
廊

亭
環
環
相
扣
，
其
中
延
春
閣
是
園
內
最
高

建
築
，
站
在
閣
上
居
高
臨
下
，
北
望
可
見

低
矮
的
景
山
，
遠
處
青
綠
山
水
盡
收
眼

底
，
展
現
出
一
幅
優
美
的
畫
面
。

建
福
宮
花
園
以
延
春
閣
為
主
體
建

築
，
此
閣
外
型
氣
勢
宏
偉
，
是
園
中
最

圖九　雷壇殿、乾元閣、御史衙門  

圖八　 大高玄殿木牌樓

圖十　建福宮及花園平面圖（故宮博物院古建部復原設計圖，黃鴻琪重繪）

圖七　 傀儡戲臺

佳
觀
景
點
。
閣
前
有
假
山
疊
石
，
依
西
南

牆
角
有
玉
壺
冰
，
山
上
有
積
翠
亭
，
延
春

閣
後
為
敬
勝
齋
，
東
為
吉
雲
樓
。
︿
畫
太

簇
始
和
﹀
畫
面
左
方
由
南
至
北
，
亦
繪
出

局
部
之
惠
風
亭
、
存
性
門
與
靜
怡
軒
，
四

周
皆
圍
以
牆
垣
，
並
以
游
廊
相
接
。
︵
圖

十
︶
建
福
宮
花
園
內
殿
閣
亭
軒
大
小
不

一
，
布
局
高
低
錯
落
，
空
間
安
排
虛
實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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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
建
築
物
藉
由
游
廊
互
相
串
聯
，
並
有

假
山
、
奇
石
、
盆
景
點
綴
，
景
隨
步
移
，

富
有
變
化
，
巧
妙
結
合
清
代
官
式
建
築
與

江
南
園
林
藝
術
特
色
。
延
春
閣
面
闊
進
深

各
五
間
，
平
面
呈
方
形
，
立
於
漢
白
玉
石

須
彌
座
，
外
觀
高
兩
層
，
實
為
﹁
明
二
暗

三
﹂
有
夾
層
樓
閣
的
做
法
。
屋
頂
四
角
攢

尖
式
，
採
重
檐
做
法
，
上
覆
以
黃
琉
璃
瓦

藍
剪
邊
，
四
條
垂
脊
交
於
黃
色
寶
頂
。

︵
圖
十
一
︶
靜
怡
軒
勾
連
搭
三
卷
棚
頂
，

黃
琉
璃
屋
面
綠
剪
邊
，
三
面
有
廊
；
其
後

西
為
吉
雲
樓
，
為
卷
棚
歇
山
頂
，
黃
琉
璃

瓦
綠
剪
邊
，
三
間
兩
層
。
︵
圖
十
二
︶
敬

勝
齋
屋
頂
採
用
硬
山
式
，
綠
色
琉
璃
屋

面
，
外
觀
九
間
，
內
分
東
西
部
分
。
︵
圖

十
三
︶
延
春
閣
前
由
湖
石
堆
砌
的
假
山
，

在
畫
家
筆
下
化
成
青
綠
相
間
疊
石
。
山
上

聳
立
著
小
巧
琳
瓏
的
積
翠
亭
，
翠
藍
琉
璃

屋
面
絳
紫
色
剪
邊
，
上
有
翠
藍
色
寶
頂
。

︵
圖
十
四
︶
︿
畫
太
簇
始
和
﹀
整
幅
畫
面

屋
頂
樣
式
十
分
豐
富
，
包
括
有
硬
山
、
卷

棚
歇
山
、
三
卷
棚
、
四
角
攢
尖
、
圓
攢
尖

等
，
並
皆
覆
以
黃
、
紫
、
藍
、
綠
色
琉
璃

瓦
。
若
依
其
等
級
來
分
，
黃
為
上
，
紫
、

藍
次
之
，
綠
又
更
次
之
。
木
作
裝
修
欄
杆

扶
手
下
有
荷
葉
淨
瓶
式
，
縧
環
板
內
繪
雲

山
；
隔
扇
門
窗
採
用
菱
花
形
及
﹁
一
碼
三

箭
﹂
直
櫺
窗
式
樣
，
外
檐
彩
畫
鮮
豔
美

麗
，
庭
院
虎
皮
石
花
牆
面
飾
有
各
式
漏
窗

開
光
。

造
園
始
末

乾
清
宮
﹁
乾
西
五
所
﹂
為
內
廷
西

六
宮
以
北
五
座
院
落
的
統
稱
，
始
建
於
明

初
，
與
東
路
的
﹁
乾
東
五
所
﹂
對
稱
。

內
廷
西
路
西
五
所
每
所
均
為
南
北
三
進

院
，
為
明
清
年
幼
皇
子
們
的
居
所
，
頭

所
是
乾
隆
皇
帝
兒
時
的
住
所
，
雍
正
五

圖十一　延春閣

圖十二　吉雲樓、靜怡軒

圖十三　敬勝齋

圖十四　積翠亭

年
︵
一
七
二
七
︶
大
婚
以
後
才
搬
居
到
乾

清
宮
西
邊
東
起
第
二
所
院
。
乾
隆
元
年

︵
一
七
三
五
︶
即
位
以
後
，
遂
將
乾
西
五

所
的
皇
子
們
遷
至
東
五
所
、
南
三
所
，
而

將
頭
所
修
造
成
漱
芳
齋
，
最
西
邊
兩
所
，

西
二
所
升
為
重
華
宮
，
西
三
所
改
成
廚

房
，
並
拆
除
西
四
、
五
所
及
其
以
南
狹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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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帶
規
劃
成
建
福
宮
及
花
園
。
又
因
原
地

域
狹
小
，
故
將
西
四
、
五
所
的
牆
垣
向
西

移
動
十
多
米
，
從
此
改
變
了
明
代
西
五
所

的
規
整
格
局
，
乾
西
五
所
之
名
亦
不
復
存

在
。

根
據
乾
隆
朝
︽
內
務
府
奏
銷
檔
︾
記

載
著
：
﹁
乾
隆
六
年
︵
一
七
四
一
︶
十
二

月
初
五
日
奉
旨
：
四
所
、
五
所
挪
在
東
邊

蓋
造
，
四
所
、
五
所
地
方
新
建
工
程
即
照

燙
胎
樣
式
蓋
造
。
﹂
︵
註
四
︶

此
年
既
已
依

據
建
築
物
式
樣
按
一
定
比
例
做
成
燙
樣
，

可
知
建
福
宮
花
園
的
建
築
規
劃
開
始
於
乾

隆
六
年
。
乾
隆
年
間
工
部
由
營
繕
司
掌
管

外
工
，
內
務
府
營
造
司
承
辦
內
工
。
營
造

司
設
有
樣
式
房
與
算
房
兩
種
機
構
，
樣
房

負
責
設
計
圖
紙
、
製
作
燙
樣
模
型
，
算
房

負
責
用
料
、
人
力
籌
備
。
凡
是
工
程
規
劃

與
施
工
，
樣
子
匠
都
要
負
責
製
作
畫
樣
、

燙
胎
模
型
，
呈
報
皇
帝
奏
准
之
後
，
再
做

成
﹁
燙
樣
﹂
︵
因
為
硬
紙
樣
要
燙
蠟
，
又

稱
﹁
燙
胎
合
牌
房
樣
﹂
︶
。
至
於
建
福
宮

花
園
內
其
他
建
築
石
材
、
磚
瓦
、
琉
璃
等

備
料
的
採
辦
則
如
︽
奏
銷
檔
︾
所
言
：

﹁
其
青
白
石
料
，
趁
石
塘
現
在
開
採
，
此

項
石
料
即
於
今
冬
辦
運
，
明
春
興
修
。⋯

新
建
工
程
應
用
琉
璃
瓦
料
，
令
工
部
并
西

窯
二
處
分
辦
。
其
磚
塊
灰
斤
，
即
派
員
採

辦
，
酌
量
於
各
工
相
近
地
勢
堆
貯
。
﹂
清

代
宮
廷
建
築
修
築
首
要
呈
送
燙
樣
，
估
工

估
料
，
再
而
進
行
硬
木
、
石
材
、
磚
瓦
裝

修
，
建
築
油
漆
彩
畫
，
添
配
室
內
外
陳
設

匾
聯
，
各
種
大
小
木
作
、
石
作
依
次
完

成
。
︽
活
計
檔
︾
︿
記
事
錄
﹀
有
此
記

載
：
﹁
乾
隆
七
年
四
月
初
四
日
，
畫
得
建

福
宮
宮
殿
等
處
匾
額
式
樣
呈
覽
。
﹂
四
月

初
內
務
府
總
管
下
令
造
辦
處
，
製
作
建
福

宮
門
以
內
所
有
宮
殿
應
用
龍
邊
銅
字
匾

額
，
宮
門
匾
額
則
做
成
金
線
邊
銅
字
匾
，

並
於
九
月
二
十
六
日
將
全
數
匾
額
持
進
安

掛
。
由
於
建
福
宮
花
園
佔
地
面
積
不
大
，

此
次
營
建
沒
有
耗
費
過
多
人
力
與
物
力
，

乾
隆
七
年
春
天
興
修
並
於
同
年
竣
工
。
︵
註

五
︶

建
福
宮
花
園
並
不
是
一
次
建
成
，

而
是
如
同
乾
隆
帝
所
說
﹁
漸
次
為
之
﹂
。

︵
註
六
︶

乾
隆
七
年
的
建
福
宮
花
園
已
確

定
了
此
園
的
基
本
格
局
。
從
內
務
府
︽
奏

銷
檔
︾
、
︽
陳
設
檔
︾
文
獻
史
料
及
乾
隆

十
五
年
︵
一
七
五○

︶
刊
印
的
︽
乾
隆
京

城
全
圖
︾
顯
示
，
乾
隆
七
年
至
十
五
年
之

間
，
建
福
宮
花
園
內
僅
有
延
春
閣
、
靜
怡

軒
、
敬
勝
齋
、
凝
暉
堂
、
積
翠
亭
、
吉
雲

樓
、
玉
壺
冰
七
座
建
築
，
乾
隆
十
六
年

︵
一
七
五
一
︶
進
行
了
一
次
較
大
規
模
的

改
建
工
程
，
十
七
年
︵
一
七
五
二
︶
又
添

建
妙
蓮
華
室
、
碧
琳
館
及
其
前
院
虎
皮
石

花
牆
，
及
漢
白
玉
八
方
門
、
湖
石
假
山
。

乾
隆
十
九
年
︵
一
七
五
四
︶
玉
壺
冰
改
建

歇
山
樓
兩
座
，
均
面
闊
三
間
，
樓
間
以
轉

角
游
廊
相
連
，
游
廊
兩
層
計
七
間
；
而
畫

中
未
繪
之
慧
曜
樓
則
是
在
乾
隆
二
十
三
年

︵
一
七
五
八
︶
才
新
建
的
。
至
此
，
建
福

圖十五　 乾隆十五年《乾隆京城全圖》局部，其中建福宮花園平面圖繪有：惠風亭、靜怡軒、吉雲樓、敬勝齋、
凝暉堂、延春閣、玉壺冰、積翠亭及假山疊石。

宮
花
園
已
建
置
成
于
敏
中
︽
國
朝
宮
室
︾

書
中
所
描
述
的
宮
殿
苑
囿
平
面
：
﹁
建
福

宮
後
為
惠
風
亭
，
又
北
為
靜
怡
軒
，
軒
後

為
慧
曜
樓
，
樓
西
為
吉
雲
樓
，
吉
雲
樓
西

為
敬
勝
齋
，
齋
西
匾
曰
德
日
新
。 

垣
西
為

碧
琳
館
，
碧
琳
館
南
為
妙
蓮
花
室
，
妙
蓮

花
室
之
南
為
凝
暉
堂
，
凝
暉
堂
之
前
為
延

春
閣
，
閣
前
疊
石
為
山
，
山
上
結
亭
為
積

翠
，
東
向
匾
曰
玉
壺
冰
。
﹂
。
︵
註
七
︶

乾

隆
二
十
三
年
以
後
，
沒
有
再
進
行
大
的
工

程
，
僅
有
零
星
的
室
內
裝
修
。

︽
乾
隆
京
城
全
圖
︾
其
中
圖
之
七

排
六
，
詳
繪
建
福
宮
花
園
建
築
格
局
，
包

括
建
福
門
、
建
福
宮
、
存
性
門
、
靜
怡

軒
、
吉
雲
樓
、
敬
勝
齋
、
延
春
閣
、
凝
暉

堂
、
玉
壺
冰
、
假
山
、
山
上
積
翠
亭
，
以

及
假
山
前
的
西
南
兩
幢
小
平
房
，
假
山
前

東
南
一
排
小
房
。
︵
註
八
︶

︵
圖
十
五
︶

若
與
︿
畫
太
簇
始
和
﹀
比
對
，
兩
者
平

面
布
局
幾
乎
全
部
符
合
。
︵
圖
十
六
︶

建
福
宮
花
園
的
興
建
、
改
建
或
修
葺
，

都
是
經
由
周
詳
、
構
思
巧
妙
的
規
劃
，

再
依
照
設
計
圖
樣
、
模
型
及
施
工
說
明
進

行
營
造
。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圖
書
館
收
藏

有
一
張
︿
建
福
宮
花
園
立
樣
圖
﹀
，
︵
圖

圖十六　 建福宮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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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　 新石器時代齊家文化 玉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角閃玉璧，
用作禮器並供室內擺設。底座陰刻隸字填金「靜怡軒珍玩」
款。

圖二一　 清董邦達〈繪高宗御筆四美具贊〉故畫311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乾隆十一年顧愷之〈女史箴圖〉、李公麟〈瀟湘臥遊圖〉、〈蜀
江圖〉、〈九歌圖〉四卷名蹟陸續進入內府收藏，乾隆皇帝將之
置於靜怡軒西室曰「四美具」，又為圖作贊，並命董邦達繪圖記
事。

圖十八　 〈畫太簇始和〉畫中敬勝齋的屋頂被前方延春閣遮蔽，東邊為有脊硬山頂，而重建之敬勝齋東西邊皆為卷棚頂。站在延春閣二樓廊上，可見
到敬勝齋、吉雲樓、慧曜樓與靜怡軒屋頂。透過高大宮城牆垣，可看到景山公園。（林莉娜攝影）

圖十九　 明  十五世紀  鈞窯  月白渣斗式花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造型作
渣斗型，底印數目字「六」，並有清宮所刻「建福宮敬勝齋樓下
用」的款記。

十
七
︶
此
張
樣
式
雷
繪
圖
是
一
份
建
築
規

劃
設
計
，
提
供
了
建
福
宮
花
園
添
建
或
修

改
的
過
程
記
錄
。
雷
氏
家
族
長
期
掌
管
工

部
樣
房
營
造
工
程
，
清
代
皇
家
建
築
大
部

份
都
由
其
家
族
成
員
設
計
，
通
稱
﹁
樣
式

雷
﹂
。
此
張
建
福
宮
樣
式
雷
繪
圖
，
以
墨

線
為
主
，
又
輔
以
豐
富
色
彩
，
比
例
準

確
。
若
將
︿
畫
太
簇
始
和
﹀
與
︿
建
福
宮

花
園
立
樣
圖
﹀
互
相
比
對
，
發
現
畫
中
靜

怡
軒
為
三
卷
棚
頂
，
立
樣
則
為
兩
卷
棚
，

而
且
靜
怡
軒
後
面
已
建
有
慧
曜
樓
，
故
立

樣
繪
成
時
間
較
晚
。
︵
註
九
︶

敬
勝
齋
東

五
間
與
延
春
閣
正
對
，
兩
側
接
游
廊
與
延

春
閣
相
連
。
齋
西
四
間
偏
於
花
園
的
西
北

角
，
為
乾
隆
八
年
西
牆
西
移
後
所
添
建
。

畫
中
敬
勝
齋
的
屋
頂
被
延
春
閣
分
為
兩

段
，
東
為
硬
山
頂
，
綠
琉
璃
瓦
黃
剪
邊
，

正
脊
端
有
鴟
尾
裝
飾
；
立
樣
圖
中
敬
勝
齋

則
是
東
邊
五
間
為
有
脊
硬
山
頂
，
西
邊
四

間
為
卷
棚
頂
，
上
覆
黃
琉
璃
瓦
。
︿
畫
太

簇
始
和
﹀
是
丁
觀
鵬
在
花
園
建
成
之
後
，

乾
隆
十
三
年
所
作
，
較
真
實
地
反
映
建
福

宮
花
園
的
原
貌
；
而
樣
式
房
圖
是
呈
覽
所

用
的
建
築
設
計
圖
稿
，
與
實
際
建
築
存
在

圖十七　〈建福宮花園立樣圖〉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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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自一月至十二月，分別為：丁觀鵬畫太簇始和、
周鯤奕鐘嘉候、余省繪姑洗昌辰、沈源繪中呂清

和、丁觀鵬畫甤賓日永、周鯤林鐘盛夏、沈源畫
夷則清商、丁觀鵬畫南呂金行、余省繪無射戒

寒、周鯤畫應鐘協律、沈源畫黃鐘暢月、余省畫

大呂星回。

2.  乾隆年間對景山進行擴建，乾隆十四年遷移原在
景山東北角的壽皇殿於現址，又加以擴建。十六

年又在景山頂上興建五座亭子。

3.  大高玄殿是明清皇帝祈雨求晴的道觀，雷壇殿是
告天祭祀之所。清朝每年多次在此舉辦道場，其

中包括正月十五辦上元道場，共七日。一九五○

年中期，因拓寬馬路拆除牌樓，大高玄殿畫中出

現的部份，目前歸屬某軍事單位使用。

4.  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圖書館收藏《奏銷檔》，〈西
四所五所〉，卷六八，頁五九。清代設內務府是

管理皇室的財務，奏銷檔即內務府所屬衙門奏報

該年的收入。

5.  請參閱周蘇琴，〈建福宮及其花園始建年代
考〉，《禁城營繕紀》，紫禁城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張淑嫻，〈建福宮花園建

築歷史沿革考〉，《故宮博物院院刊》，二○○

五年第五 期。
6.  乾隆五十五年諭旨提到：「朕為皇子時，於雍正
五年大婚，自毓慶宮遷至西二所。踐阼之後，升

為重華宮。其後，漸次將四、五所構為建福宮、

敬勝齋等處，以為幾餘遊憩之地。」

7.  乾隆七年鄂爾泰、張廷玉奉敕編撰，乾隆三十四
年（一七六九）于敏中校錄成書。

8.  北京市古代建研所等編，《加摹乾隆京城全
圖》，北京燕山出版社，一九九五，圖七排六。

9.  北京故宮資料信息中心僅准允提供〈建福宮花園
立樣圖〉局部圖像，因此插圖十七並未顯示。

10.  段勇，《乾隆「四美」與「三友」》，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二○○八。

11.  作者於一九九九年策劃，並於二○○○年一
月至三月底展出的《宮室樓閣之美：界畫特

展》，此張〈畫太簇始和〉即是展件之一。為

了重現建福宮花園原貌，故宮古建部門參考了

許多文獻及舊照片，該展覽圖錄及特展網站的

局部圖片，提供了重要圖像資料。此次策展籌

備過程，感謝北京故宮楊森先生與賈立新小姐

的協助。「靜觀建福」特展網址：www.npm.
edu.tw/exh99/palace

圖二四之一、之二　 珊瑚石、太湖石盆景、銅缸、渾天儀、鼎爐、鎏金銅雕麒麟，以及假山上漢白玉石棋桌、繡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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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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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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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
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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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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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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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三　 延春閣前疊石為假山，玉壺冰、積翠亭左右有太湖奇石，上鐫刻
乾隆御筆「疊翠峰」。（林莉娜攝影）

圖二二　 火燒後的建福宮花園遺址，附圖摘自The Palace of Established Happiness－
Restoring a Garden in the Forbidden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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