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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寶
宋高宗后坐像　軸

高
宗
在
金
人
侵
擾
追
擊
之
下
初
即
帝
位
之

時
，
當
時
尚
未
進
封
的
吳
氏
﹁
常
以
戎
服

侍
左
右
﹂
。
高
宗
難
途
駕
經
四
明
，
遭
逢

衛
士
謀
變
，
幸
有
吳
氏
誤
導
叛
將
高
宗
的

行
藏
所
在
，
得
以
倖
免
。
後
來
高
宗
在
金

兵
追
擊
之
下
航
海
避
禍
，
從
定
海
︵
浙
江

鎮
海
︶
轉
赴
昌
國
︵
浙
江
普
陀
︶
途
中
，

有
魚
躍
入
御
舟
，
吳
氏
比
以
︽
史
記
︾
周

武
王
白
魚
入
舟
為
會
盟
諸
侯
討
發
紂
王
吉

兆
的
典
故
，
使
得
落
難
的
高
宗
聞
言
大

喜
，
封
其
為
和
義
郡
夫
人
，
自
此
寵
遇
日

至
，
後
又
累
封
才
人
、
婉
儀
、
貴
妃
，
以

至
皇
后
。

本
幅
肖
像
皇
后
頭
戴
九
龍
花
釵
冠

︵
圖
二
、
三
︶
，
面
貼
珠
鈿
。
身
穿
深
青

色
的
禕
衣
，
上
有
對
雉
十
二
行
，
間
以
小

輪
花
︵
圖
四
︶
。
袍
邊
鑲
滾
與
垂
帶
上
飾

自
從
西
漢
︵
西
元
前
二○

六—

西
元

二
十
四
年
︶
太
史
公
司
馬
遷
︵
約
西
元
前

一
四
五—

前
八
七
年
︶
以
︽
史
記
︾
樹
立

紀
傳
體
的
修
史
體
裁
之
後
，
帝
王
本
紀
、

后
妃
列
傳
、
輿
服
志
等
均
為
歷
代
史
書
少

不
了
的
必
備
篇
章
。
然
而
史
書
多
無
附

圖
，
文
字
雖
可
詳
盡
敘
述
其
人
事
蹟
，
卻

難
以
全
面
傳
達
此
人
的
形
神
容
貌
。
本
次

﹁
文
藝
紹
興—

南
宋
藝
術
與
文
化
特
展
﹂

二○

二
展
間
陳
列
高
宗
、
寧
宗
帝
后
與
理

宗
等
三
帝
二
后
肖
像
以
為
南
宋
代
表
人

物
。
相
信
愛
好
歷
史
的
朋
友
們
看
了
，
將

會
對
︽
宋
史
︾
相
關
記
載
產
生
更
深
一
層

的
印
象
與
了
解
。

︽
宋
史
︾
稱
高
宗
︵
一
一○

七—

一
一
八
七
︶
南
遷
是
為
﹁
中
興
﹂
，
北

宋
︵
九
六○

—

一
二
七
九
︶
以
來
的

趙
氏
帝
國
憑
藉
江
河
天
險
還
魂
，
以
半

壁
江
山
再
續
國
祚
一
百
五
十
三
年
的

這
段
歲
月
，
史
稱
南
宋
︵
一
一
二
七—

一
二
七
九
︶
，
共
歷
七
代
九
帝
。
史
上
宋

高
宗
曾
經
冊
封
的
皇
后
共
有
兩
位
。
其
中

憲
節
邢
皇
后
︵
一
一○

六—

一
一
三
九
︶

是
高
宗
原
為
康
王
時
的
王
妃
，
靖
康
之

難
︵
一
一
二
六
︶
為
金
人
所
俘
，
並
沒

有
正
式
當
過
皇
后
。
另
外
一
位
憲
聖
慈

烈
吳
皇
后
︵
一
一
一
五—

一
一
九
七
︶

則
是
高
宗
即
位
以
後
，
於
紹
興
十
三
年

︵
一
一
四
三
︶
所
正
式
冊
立
，
歷
來
多
認

為
此
一
︿
宋
高
宗
后
坐
像
﹀
所
繪
肖
像
中

人
應
是
吳
后
︵
圖
一
︶
。

根
據
︽
宋
史
︾
︿
后
妃
列
傳
﹀
敘

述
，
這
位
吳
皇
后
不
但
博
習
書
史
，
擅
長

翰
墨
，
並
且
為
人
頗
具
膽
略
。
︵
註
一
︶

宋
高
宗
后
坐
像　

軸

吳
誦
芬

圖一　宋高宗后坐像　軸　全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2010年10月　108109　故宮文物月刊·第331期

每月一寶
宋高宗后坐像　軸

以
多
種
襯
色
描
金
姿
態
各
異
的
雲
龍
紋
樣

︵
圖
五
︶
。
畫
用
重
設
色
，
紅
青
對
比
，

極
其
鮮
豔
。

按
︽
宋
史
︾
︿
輿
服
志
﹀
：
﹁
后

妃
之
服
。
一
曰
禕
衣
，
二
曰
朱
衣
，
三
曰

禮
衣
，
四
曰
鞠
衣
。
皇
后
首
飾
花
一
十
二

株
，
小
花
如
大
花
之
數
，
並
兩
博
鬢
。
冠

飾
以
九
龍
四
鳳
。
禕
之
衣
，
深
青
織
成
，

翟
文
赤
質
，
五
色
十
二
等
。
青
紗
中
單
，

黼
領
，
羅
縠
褾
襈
，
蔽
膝
隨
裳
色
，
以
緅

為
領
緣
，
用
翟
為
章
，
三
等
。
大
帶
隨
衣

色
，
朱
裏
，
紕
其
外
，
上
以
朱
錦
，
下

以
綠
錦
，
紐
約
用
青
組
，
革
帶
以
青
衣

之
，
白
玉
雙
佩
，
黑
組
，
雙
大
綬
，
小
綬

三
，
間
施
玉
環
三
，
青
韈
、
舄
，
舄
加
金

飾
。
受
冊
、
朝
謁
景
靈
宮
服
之
。⋯
中

興
，
仍
舊
制
。
其
龍
鳳
花
釵
冠
，
大
小
花

二
十
四
株
，
應
乘
輿
冠
梁
之
數
，
博
鬢
，

冠
飾
同
皇
太
后
，
皇
后
服
之
，
紹
興
九
年

︵
一
一
三
九
︶
所
定
也
。
花
釵
冠
，
小
大

花
十
八
株
，
應
皇
太
子
冠
梁
之
數
，
施
兩

博
鬢
，
去
龍
鳳
，
皇
太
子
妃
服
之
，
乾
道

七
年
︵
一
一
七
一
︶
所
定
也
。
其
服
，
后

惟
備
禕
衣
、
禮
衣
，
妃
備
褕
翟
，
凡
三

等
。
﹂
此
畫
之
中
皇
后
所
著
，
正
為
接
受

冊
封
、
拜
謁
宋
代
皇
室
家
廟
景
靈
宮
等
正

式
典
禮
必
穿
最
正
式
的
大
禮
服
禕
衣
。

禕
衣
的
由
來
已
久
，
早
在
記
載
周

代
官
制
的
︽
周
禮
．
天
官
．
內
司
服
︾
中

就
以
禕
衣
為
命
婦
六
服
之
首
，
是
所
有
祭

服
朝
服
當
中
最
隆
重
的
一
種
。
因
為
周
禮

的
傳
統
典
範
作
用
，
褘
衣
便
成
為
後
世
皇

后
最
高
形
制
的
禮
服
。
褘
衣
上
以
翟
文
為

飾
，
滿
布
兩
兩
相
對
的
五
色
翟
紋
共
十
二

行
。
︽
說
文
解
字
︾
釋
﹁
翟
﹂
為
﹁
山
雉

尾
長
者
﹂
。
相
傳
雉
雞
雌
雄
相
處
而
不
相

犯
，
被
認
為
是
婦
德
的
代
表
，
是
以
成
為

貴
婦
服
裝
的
專
用
裝
飾
紋
。
至
於
褘
衣
的

底
色
，
︽
周
禮
︾
記
載
的
褘
衣
是
黑
色
，

唐
代
︵
六
一
八—

九○

六
︶
以
後
的
褘
衣

則
是
深
青
色
澤
。

圖二　冠戴局部

圖三　冠戴局部

此
幅
皇
后
肖
像
引
人
注
目
之
處
，

除
了
畫
中
人
物
的
神
態
容
貌
以
外
，
還

有
繪
製
精
謹
的
各
種
珠
寶
鑲
飾
與
金
織
錦

繡
。
畫
中
衣
飾
器
用
繁
複
細
節
最
令
人
咋

舌
的
，
當
屬
皇
后
頭
上
那
頂
在
色
彩
鮮
豔

底
圖
上
加
以
不
計
其
數
大
小
珍
珠
鑲
嵌
而

成
的
九
龍
花
釵
冠
。
整
頂
冠
戴
大
致
可
以

分
為
頭
頂
冠
身
︵
圖
二
︶
，
與
頭
部
兩
側

形
如
帽
翅
的
博
鬢
等
兩
部
份
︵
圖
三
︶
。

︽
宋
史
︾
︿
輿
服
志
﹀
載
皇
后
首
飾
規
定

是
﹁
兩
博
鬢
﹂
，
但
此
處
博
鬢
卻
有
三
副

共
六
葉
，
每
葉
各
有
平
面
行
龍
一
條
，
加

以
冠
身
上
九
條
立
體
的
龍
，
全
冠
共
有

十
五
條
龍
之
多
。
每
條
龍
以
較
小
的
珍
珠

綴
成
身
形
，
並
以
大
珠
嵌
點
眼
睛
。
因
為

所
繪
人
物
為
側
面
肖
像
，
冠
上
九
龍
僅
見

一
大
四
小
穿
梭
花
間
。
居
於
當
中
，
具
有

帽
正
功
能
的
大
龍
張
口
吐
舌
，
前
端
有
類

似
皇
帝
冕
旈
的
珠
串
下
垂
。
在
冠
沿
處
與

龍
背
上
，
還
有
各
具
面
目
，
儀
態
雍
容
的

眾
位
女
仙
，
或
乘
龍
而
行
，
或
各
擁
儀
杖

緩
步
行
進
於
珍
珠
所
串
成
的
雲
海
頂
端
。

可
惜
整
幅
肖
像
用
來
畫
珍
珠
的
白
色
顏
料

無
法
和
禕
衣
上
的
對
雉
、
雲
龍
所
用
泥
金

一
樣
閃
耀
，
否
則
在
珠
團
錦
簇
的
地
方
肯

定
是
光
華
炫
燦
到
了
令
人
眼
花
撩
亂
的
地

步
吧
。再

者
，
吳
皇
后
的
內
袍
袖
口
、
衣
帶

末
端
、
翹
起
如
雲
朵
狀
的
鞋
頭
，
以
及
椅

子
、
腳
踏
表
面
覆
蓋
的
花
卉
紋
錦
緞
都
以

珍
珠
鑲
飾
，
用
珠
之
多
實
在
令
人
嘆
為
觀

止
。
珍
珠
產
自
海
中
，
輸
送
端
賴
貿
易
，

由
此
可
見
宋
代
海
陸
經
濟
的
發
達
。

在
全
畫
多
如
繁
星
的
無
數
珍
珠
裡

面
，
最
為
醒
目
的
應
該
是
吳
皇
后
臉
上
的

珍
珠
飾
鈿
︵
圖
六
︶
。
眉
心
、
鬢
角
各
飾

以
四
粒
排
列
為
菱
形
的
珍
珠
，
嘴
角
兩
側

面
頰
上
也
各
貼
珍
珠
一
粒
。
這
種
在
現
代

圖四　衣袍局部

圖五　衣袍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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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眼
中
顯
得
陌
生
無
比
的
妝
飾
手
法
，
在

考
古
出
土
的
唐
代
仕
女
俑
也
可
以
看
見
類

似
案
例
︵
圖
七
︶
。
當
時
女
性
以
魚
鰾
膠

等
動
物
膠
貼
珠
鈿
於
眉
心
，
並
在
嘴
角
兩

側
酒
窩
位
置
，
貼
上
稱
作
﹁
妝
靨
﹂
的
珍

珠
。
至
於
兩
鬢
部
位
的
飾
珠
可
能
是
延
續

唐
代
仕
女
俑
在
太
陽
穴
部
位
施
畫
﹁
斜

紅
﹂
的
傳
統
，
據
說
三
國
時
，
魏
文
帝
曹

丕
︵
一
八
七—

二
二
六
︶
的
寵
姬
薛
夜
來

誤
傷
面
頰
，
傷
處
如
朝
霞
將
散
，
痊
癒
之

後
仍
留
下
兩
道
疤
痕
。
其
他
宮
女
模
仿
著

薛
夜
來
的
樣
子
，
在
兩
鬢
處
塗
抹
胭
脂
，

或
如
新
月
，
或
如
傷
痕
，
因
而
演
變
成
這

種
特
殊
的
斜
紅
畫
法
。
宋
代
宮
廷
可
能
以

珍
珠
取
代
胭
脂
，
貼
於
兩
鬢
為
飾
。

︽
宋
史
︾
︿
后
妃
列
傳
﹀
所
載
宋

高
宗
后
妃
、
共
十
二
人
，
吳
皇
后
自
十
四

歲
入
宮
以
來
，
到
八
十
三
歲
崩
逝
，
共
歷

高
宗
︵
一
一
二
七—

一
一
六
二
在
位
︶
、

孝
宗
︵
一
一
六
三—

一
一
八
九
在
位
︶
、

光
宗
︵
一
一
九○

—

一
一
九
四
在
位
︶
、

寧
宗
︵
一
一
九
五—

一
二
二
四
在
位
︶
四

朝
，
影
響
最
為
深
遠
。
使
南
宋
出
現
﹁
乾

淳
之
治
﹂
小
康
局
面
的
孝
宗
繼
位
多
賴
吳

皇
后
力
薦
；
之
後
光
宗
即
位
李
后
亂
政
，

也
幸
虧
這
位
太
皇
太
后
果
斷
主
持
，
代
立

寧
宗
。
然
而
，
浩
瀚
史
冊
卻
並
沒
有
隻
字

片
言
形
容
吳
后
的
容
貌
。
畫
中
這
位
端
坐

嫻
靜
的
年
輕
女
子
，
身
量
看
似
纖
小
，
眉

註釋

1.  本院所藏晉唐法書《晉王羲
之平安何如奉橘三帖 卷》
與《唐吳彩鸞書唐韻 冊》
上均鈐蓋「紹」、「興」連

珠印與乾卦印等宋高宗收傳

印記，並同時鈐有「賢志主

人」與「賢志堂印」。根據

明人豐坊（1492-約1563）
〈真賞齋賦〉云：「南宋高

宗吳后有印曰賢志堂印。」

或許即為吳皇后賞鑑書蹟的

表記。

眼
顯
得
嬌
柔
，
可
卻
能
對
嗣
位
新
君
說
出

﹁
以
讀
書
辨
邪
正
、
立
綱
常
為
先
﹂
如
此

鉅
力
萬
鈞
又
有
見
地
的
勸
勉
之
詞
，
如
果

沒
有
親
眼
見
到
其
人
肖
像
，
光
看
史
書
其

實
很
難
明
白
這
樣
的
反
差
。

唐
代
張
彥
遠
︵
約
九
世
紀
中
︶
在

︽
歷
代
名
畫
記
︾
裡
說
：
﹁
記
傳
，
所
以

敘
其
事
，
不
能
載
其
容
；
賦
頌
，
有
以
詠

其
美
，
不
能
備
其
象
。
圖
畫
之
制
，
所
以

兼
之
也
。
﹂
記
載
事
情
的
方
式
很
多
，
文

字
和
圖
像
同
樣
可
以
作
為
記
事
的
工
具
與

媒
介
。
書
以
傳
其
意
，
畫
以
見
其
形
。
這

幅
︿
宋
高
宗
后
坐
像
﹀
雖
然
構
圖
簡
單
，

卻
畫
出
了
當
時
的
服
飾
規
制
、
品
味
好
尚

等
等
很
多
史
書
文
字
所
不
能
傳
達
的
細

節
，
使
得
數
百
年
前
的
人
物
得
以
為
今
人

所
見
，
是
很
珍
貴
的
圖
像
史
料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書
畫
處

圖六　臉面局部圖七　 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泥頭木身俑
　　　《中國歷代婦女妝飾》頁171，圖1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