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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賞玩崇雅—南宋文人的賞花與詠花

︵
六
二
四—

七○

五
︶
雪
天
賞
梅
、
擊
鼓

催
花
、
貶
牡
丹
至
洛
陽
等
傳
說
。
宋
代
是

一
個
愛
花
的
時
代
，
據
︽
宋
史
︾
與
︽
五

禮
通
考
︾
對
北
宋
宮
廷
﹁
曲
宴
﹂
的
描

述
，
賞
花
釣
魚
宴
是
北
宋
極
具
特
色
的
宮

廷
禮
儀
制
度
，
席
上
常
有
賞
花
、
賦
詩
等

活
動
，
︽
宋
史
︾
卷
三
云
：
﹁
︵
開
寶
︶

六
年
︵
九
七
三
︶
，⋯

⋯

四
月
丁
亥
召
開

封
尹
光
義
，
大
平
軍
節
度
使
石
守
信
等
賞

花
、
習
射
於
苑
中
。
﹂
卷
一
百
十
三
及

︽
五
禮
通
考
︾
卷
一
百
六
十
又
云
：
﹁
咸

平
三
年
︵
一○

○
○

︶
二
月
，
大
宴
含
光

殿
，
自
是
始
備
設
春
秋
大
宴
。⋯

⋯

十
二

前
言

宋
代
文
學
的
創
作
是
繽
紛
多
呈
的
時

代
，
詩
、
詞
、
散
文
、
話
本
小
說
、
戲
曲

等
在
中
國
文
學
史
上
占
有
重
要
的
地
位
，

尤
以
南
宋
文
學
中
的
詩
、
詞
創
作
，
無
論

是
文
體
、
藝
術
性
及
題
材
的
表
現
，
已
臻

至
巔
峰
輝
煌
的
時
代
。
南
宋
時
期
的
詩
詞

創
作
反
映
的
時
代
內
涵
及
社
會
生
活
面

向
，
極
為
廣
泛
而
深
刻
，
也
留
下
了
傳
唱

不
朽
的
生
活
文
學
及
情
感
美
學
的
作
品
，

有
愛
國
豪
放
的
悲
壯
激
昂
、
隱
逸
山
林
的

高
遠
曠
達
、
感
時
傷
懷
的
懷
古
幽
情
、
淒

清
婉
約
的
纏
綿
柔
情
、
詠
史
言
志
與
托
事

詠
物
的
高
雅
情
趣
等
名
作
。

本
文
以
宋
代
文
人
﹁
賞
玩
崇
雅
﹂
的

生
活
美
學
為
題
，
藉
宋
吳
自
牧
撰
︽
夢
粱

錄
︾
等
古
籍
對
賞
花
、
品
花
的
記
載
，
勾

勒
宋
人
惜
花
之
生
活
樣
貌
，
以
及
從
詠
花

的
詩
詞
創
作
中
，
以
瞭
解
宋
代
文
人
的
情

感
美
學
。

南
宋
的
賞
花
與
詠
花
風
氣

﹁
賞
花
﹂
自
古
以
來
便
受
到
人
們

的
喜
愛
，
上
自
王
公
貴
族
，
下
至
庶
民

百
姓
皆
樂
於
這
種
休
閒
娛
樂
，
中
國
歷
史

上
頗
為
知
名
的
賞
花
故
事
，
有
唐
武
則
天

賞
玩
崇
雅

—
南
宋
文
人
的
賞
花
與
詠
花

葉
淑
慧

月
，
詔
凡
內
宴
，
宗
正
卿
令
升
殿
坐
，

班
次
依
合
班
儀
。
翰
林
學
士
梁
顥
請
以
春

秋
大
宴
、
小
宴
、
賞
花
、
行
幸
，
次
為

四
圖
，
頒
下
閣
門
遵
守
，
從
之
。
﹂
﹁
乾

道
八
年
︵
一
一
七
二
︶
十
二
月
，⋯

⋯

凡

幸
苑
囿
、
池
禦
、
觀
稼
、
畋
獵
，
所
至
設

宴
，
惟
從
官
預
，
謂
之
曲
宴
。
或
宴
大
遼

使
，
副
於
紫
宸
殿
，
則
近
臣
及
刺
史
、
正

郎
、
都
虞
候
以
上
預
。
暮
春
後
苑
賞
花
、

釣
魚
，
則
三
館
、
秘
閣
皆
預
。
﹂
由
上

文
可
知
，
曲
宴
之
賞
花
風
氣
至
南
宋
宮
廷

有
過
之
而
無
不
及
，
舉
凡
君
王
休
憩
、
遊

園
、
觀
景
、
狩
獵
、
設
宴
，
皆
將
賞
花
列

入
極
重
要
的
活
動
。

︽
武
林
舊
事
︾
卷
二
︿
賞
花
﹀
，
將

南
宋
皇
宮
賞
花
活
動
之
華
美
場
景
、
精
巧

裝
飾
、
參
與
人
事
、
禮
制
規
矩
與
品
花
園

林
等
各
項
細
節
，
描
述
入
木
三
分
：

　

 

禁
中
賞
花
非
一
，
先
期
後
苑
及
修
內
司

分
任
排
辦
。
凡
諸
苑
亭
榭
花
木
，
妝
點

一
新
，
錦
簾
綃
幕
，
飛
梭
繡
球
，
以
至

茵
褥
設
放
，
器
玩
盆
窠
，
珍
禽
異
物
，

各
務
奇
麗
。
又
命
小
璫
內
司
列
肆
關

撲
，
珠
翠
冠
朵
、
篦
環
繡
緞
、
畫
領
花

扇
、
宮
窰
定
器
、
孩
兒
戲
具
鬧
竿
龍
船

等
物
，
及
有
賣
買
果
木
酒
食
餅
餌
蔬
茹

之
類
，
莫
不
備
具
，
悉
效
西
湖
景
物
。

起
自
梅
堂
賞
梅
，
芳
春
堂
賞
杏
花
，
桃

源
觀
桃
，
粲
錦
堂
金
林
檎
，
照
妝
亭
海

棠
，
蘭
亭
修
褉
，
至
於
鍾
美
堂
賞
大
花

為
極
盛
。
堂
前
三
面
皆
以
花
石
為
台
，

三
層
各
值
名
品
，
標
以
象
牌
，
覆
以
碧

幕
，
台
後
分
植
玉
繡
球
數
百
枝
，
儼
如

鏤
玉
屏
。
堂
內
左
右
各
列
三
層
，
雕
花

彩
檻
，
護
以
彩
色
牡
丹
。⋯

⋯

至
於
梁

棟
窗
戶
間
，
亦
以
湘
筒
貯
花
，
麟
次

簇
插
，
何
翅
萬
朵
。
堂
中
設
牡
丹
紅
錦

地
茵
，
自
殿
中
妃
嬪
以
至
內
官
，
各

賜
翠
葉
牡
丹
、
分
枝
鋪
翠
牡
丹
、
御
書

畫
扇
、
龍
涎
金
盒
之
類
有
差
。
下
至
伶

官
、
樂
部
、
應
奉
等
人
，
亦
沾
恩
賜
，

謂
之
隨
花
賞
。⋯

⋯

至
春
暮
，
則
稽
古

堂
會
瀛
堂
賞
瓊
花
，
靜
侶
亭
紫
笑
，
凈

香
亭
採
蘭
挑
笋
，
則
春
事
已
在
綠
陰
芳

草
間
矣
。
大
抵
內
宴
賞
，
初
坐
、
再

坐
、
插
食
、
盤
架
者
，
謂
之
排
當
，
否

則
但
謂
之
進
酒
。
︵
圖
一
︶

賞
花
活
動
在
南
宋
民
間
更
是
熱
絡

非
常
，
有
記
載
之
花
卉
品
目
亦
是
令
人

目
不
暇
給
。
︽
夢
粱
錄
︾
描
繪
宋
人
賞

花
、
花
品
及
相
關
節
序
的
習
俗
，
可
謂

圖一　 宋　周密撰　《武林舊事》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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鉅
細
靡
遺
，
可
概
見
宋
人
的
民
俗
風
物
。

較
︽
夢
粱
錄
︾
稍
早
，
宋
歐
陽
修
於
︽
洛

陽
牡
丹
記
︾
︿
風
俗
記
﹀
稱
﹁
春
時
城
中

無
貴
賤
，
皆
插
花
，
雖
負
擔
者
亦
然
。
花

開
時
，
士
庶
競
為
遊
遨
，⋯

⋯

至
花
落
乃

罷
。
﹂
文
中
呈
現
宋
代
洛
陽
城
人
，
無
論

富
貴
、
貧
賤
人
家
皆
有
插
花
之
風
俗
，
洛

陽
素
有
花
都
之
稱
，
以
賞
牡
丹
最
為
著

名
，
其
花
團
錦
簇
、
盛
況
繁
華
。
另
於
院

藏
題
為
︿
宋
人
洛
陽
耆
英
會
圖
﹀
，
︽
宋

史
︾
卷
三
百
十
三
述
及
文
彥
博
︵
一○

○
六—

一○

九
七
︶
以
﹁
白
居
易
九
老
會
﹂

為
故
事
背
景
，
邀
富
弼
、
司
馬
光
等
十
三

人
，
置
酒
賦
詩
相
樂
，
畫
中
梅
下
竚
立
二

人
偕
同
賞
梅
、
品
花
，
一
小
童
捧
大
瓷

瓶
，
一
小
童
握
梅
幹
作
欲
折
狀
，
畫
面
頗

富
文
人
間
風
雅
韻
致
。
︵
圖
二
︶
︽
夢
粱

錄
︾
卷
一
︿
二
月
望
﹀
記
載
：
二
月
仲
春

十
五
為
﹁
花
朝
節
﹂
，
﹁
浙
間
風
俗
，
以

為
春
序
正
中
，
百
花
爭
放
之
時
，
最
堪
遊

賞
。
都
人
皆
往
錢
塘
門
外
，
玉
壺
古
柳
林

楊
府
雲
洞
，
錢
湖
門
外
，
慶
樂
小
湖
等

園
，
嘉
會
門
外
包
家
山
、
王
保
生
、
張
太

尉
等
園
，
翫
賞
奇
花
異
木
。
﹂
︵
圖
三
︶

即
於
乍
暖
還
寒
之
早
春
，
民
眾
於
百
花
競

放
時
節
，
爭
相
遊
賞
於
各
著
名
園
林
之

間
，
宋
之
﹁
花
朝
節
﹂
是
繼
上
元
節
︵
又

稱
元
夕
︶
後
廣
受
重
視
的
傳
統
節
日
，
宋

人
愛
花
之
心
足
見
一
斑
。
︵
註
一
︶

民
間
賞
花
風
俗
在
︽
武
林
舊
事
︾
卷

五
色
鶯
粟
花
等
；⋯

⋯

八
月
仲
秋
賞
秋

菊
、
木
樨
等
；
九
月
季
秋
登
高
把
萸
、
採

菊
、
玩
芙
蓉
、
賞
金
橘
等
；
十
月
孟
冬
賞

蚤
霜
︵
陳
刻
蜜
橘
︶
；
十
一
月
仲
冬
觀
枇

杷
花
、
賞
臘
梅
、
南
天
竺
、
水
仙
等
；

十
二
月
季
冬
賞
檀
香
臘
梅
、
探
梅
、
觀
蘭

花
等
，
每
歲
月
次
皆
有
與
賞
花
相
關
之
樂

事
。
︽
夢
粱
錄
︾
卷
五
︿
物
產
﹀
述
及

﹁
花
之
品
﹂
，
明
文
載
記
的
花
品
就
琳
瑯

滿
目
，
詳
列
花
品
、
特
色
、
歌
詠
詩
賦
、

典
故
等
。
以
梅
為
例
，
︿
物
產
﹀
篇
描
述

及
紅
梅
、
臘
梅
、
黃
梅
等
，
云
：
﹁
梅

花
，
有
數
品
，
綠
萼
、
千
葉
、
香
梅
，
東

坡
和
秦
太
虛
有
云
：
西
湖
處
士
骨
應
槁
，

只
有
此
詩
君
厭
倒
。⋯

⋯

。
紅
梅
，
有
福

州
紅
、
潭
州
紅
、
柔
枝
、
千
葉
、
邵
武

紅
等
種
，⋯

⋯

次
洪
邁
︽
紅
梅
韻
︾
詩

云
：
紅
羅
亭
深
宮
漏
遲
，
宮
花
四
面
誰
得

知
。
蓬
山
移
植
是
何
世
，
國
色
含
酒
紛
滿

枝
。
初
疑
太
真
欲
起
舞
，
霓
裳
拂
拭
天
然

姿
。⋯

⋯

臘
梅
，
有
數
本
，
檀
心
磬
口
者

佳
。⋯

⋯

周
必
大
詠
黃
梅
，
在
省
次
王
十

朋
韻
：
化
工
未
幻
酴
醿
菊
，
先
放
緗
梅
伴

群
玉
。
﹂

賞
花
活
動
的
時
令
及
節
序
與
習
俗

有
關
，
唐
宋
間
十
分
盛
行
於
中
秋
賞
桂
，

北
宋
錢
易
撰
︽
南
部
新
書
︾
云
：
﹁
杭
州

靈
隱
寺
多
桂
，
寺
僧
雲
月
中
種
也
，
至
今

中
秋
夜
，
往
往
子
墜
﹂
，
杭
州
的
文
人
雅

士
風
行
於
月
下
賞
桂
，
其
馨
香
滿
市
飄

溢
。
有
關
賞
菊
，
詳
載
於
︽
夢
粱
錄
︾
卷

五
︿
九
月(

重
九
附)

﹀
云
：
﹁
是
日
孟
嘉

登
龍
山
落
帽
，
淵
明
向
東
籬
賞
菊
，
正
是

故
事
。
今
世
人
以
菊
花
、
茱
萸
浮
於
酒
飲

之
。
蓋
朱
萸
名
辟
邪
翁
，
菊
花
為
延
壽

客
，
故
假
此
兩
物
服
之
，
以
消
陽
九
之

厄
。
年
例
，
禁
中
與
貴
家
，
皆
此
日
賞

菊
。
士
庶
之
家
，
亦
市
一
二
株
玩
賞
。
其

菊
有
七
八
十
種
，
且
香
而
耐
久
，
擇
其

尤
者
言
之
：
白
黃
色
，
蕊
若
蓮
房
者
，

名
曰
萬
齡
菊
；
粉
紅
色
者
，
名
曰
桃
花

菊⋯
⋯

。
﹂
賞
菊
是
九
九
重
陽
時
節
的
重

要
活
動
，
凡
園
苑
、
寺
院
、
市
店
及
民

宅
，
皆
置
菊
賞
玩
，
此
日
人
們
也
將
菊
花

瓣
、
茱
萸
瓣
，
浮
於
酒
飲
用
，
藉
著
賞
菊

之
雅
事
，
文
人
士
大
夫
間
常
以
詠
花
彼
此

唱
和
酬
贈
。
除
這
類
應
景
的
雅
性
活
動
，

於
宋
王
灼
︽
碧
雞
漫
志
︾
卷
三
記
載
：

﹁
向
伯
恭
用
滿
庭
芳
曲
賦
木
犀
，
約
陳
去

非
、
朱
希
真
、
蘇
養
直
同
賦
。⋯

⋯

同
一

圖二　 宋人洛陽耆英會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宋　吳自牧撰　《夢粱錄》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十
︿
張
約
齋
賞
心
樂
事
﹀
中
也
有
描
述
，

正
月
孟
春
賞
梅
、
看
新
柳
；
二
月
仲
春
賞

瑞
香
、
杏
花
、
桃
花
、
千
葉
茶
花
等
；
三

月
季
春
觀
桃
柳
、
賞
緋
碧
桃
、
觀
棣
棠
、

賞
牡
丹
、
芍
藥
、
千
葉
海
棠
、
黃
薔
薇
、

林
檎
花
等
；
四
月
孟
夏
賞
新
荷
、
荼
蘼
、

橘
花
、
青
梅
、
長
春
花
、
紫
笑
、
玫
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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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
守
，
尤
於
南
宋
將
它
與
﹁
詠
史
﹂
融
合

而
成
，
使
作
品
具
有
深
沈
的
歷
史
感
，
如

陸
游
︵
一
一
二
五—

一
二
一○

︶
、
辛
棄

疾
︵
一
一
四○

—

一
二○

七
︶
、
姜
夔

︵
一
一
五
五—

一
二
二
一
︶
、
吳
文
英

︵
一
二○

○
—

一
二
六○

︶
等
名
家
作

品
。
︵
註
五
︶

詠
花
詩
詞
浩
如
煙
海
，
南
宋

詠
花
名
作
不
勝
枚
舉
，
囿
於
本
文
篇
幅
，

僅
就
其
中
一
二
列
舉
，
以
供
賞
析
。

詠
梅

宋
代
文
人
詠
梅
、
愛
梅
蔚
然
成

風
，
愛
梅
者
多
鍾
情
於
其
﹁
耐
寒
﹂
，

梅
與
雪
、
月
所
交
織
而
成
的
清
雅
高
潔

境
界
，
以
及
如
范
成
大
︵
一
一
二
六—

一
一
九
三
︶
︽
梅
譜
︾
序
所
云
：
﹁
梅
以

韻
勝
，
以
格
高
，
故
以
橫
斜
疏
瘦
與
老
枝

怪
者
為
貴
﹂
，
梅
以
其
冷
淡
清
幽
、
而
不

著
艷
色
的
風
韻
，
獨
自
暗
香
、
孤
冷
地
綻

放
枝
頭
，
被
寄
寓
品
格
上
的
高
雅
玉
潔
，

並
有
時
序
上
即
將
帶
來
的
春
光
報
喜
的
底

蘊
，
幾
乎
所
有
文
人
皆
為
之
吟
詠
，
傳
世

有
︽
梅
苑
︾
、
︽
玉
壺
梅
花
三
百
詠
︾
等

多
種
作
品
集
。
南
宋
陸
游
詠
花
詩
詞
者

眾
，
其
甚
愛
梅
、
詠
梅
，
更
以
梅
自
喻
，

其
代
表
作
為
︿
卜
算
子‧

詠
梅
﹀
以
及
晚

年
閒
居
山
野
詠
梅
的
絕
句
詩
：

　

 

驛
外
斷
橋
邊
，
寂
寞
開
無
主
。
已
是
黃

昏
獨
自
愁
，
更
著
風
和
雨
。

　

 

無
意
苦
爭
春
，
一
任
群
芳
妒
。
零
落
成

泥
碾
作
塵
，
只
有
香
如
故
。

　

︵
︿
卜
算
子‧

詠
梅
﹀
︶

　

 

聞
道
梅
花
坼
曉
風
，
雪
堆
遍
滿
四
山
中
。

　

 

何
方
可
化
身
千
億
，
一
樹
梅
花
一
放
翁
。

　

︵
︿
詠
梅
﹀
︶

︿
卜
算
子
．
詠
梅
﹀
是
作
家
處
於

人
生
谷
底
、
落
寞
時
期
之
作
品
，
自
喻
如

生
長
於
荒
僻
渺
無
人
煙
的
野
梅
，
自
開
自

落
，
倍
受
冷
落
，
藉
著
﹁
斷
橋
﹂
、
﹁
黃

昏
﹂
、
﹁
風
雨
﹂
襯
托
愁
苦
的
心
境
，
然

而
雖
化
碾
為
塵
泥
，
仍
散
發
出
縷
縷
清

香
。
而
其
絕
句
詩
，
作
家
以
﹁
一
樹
梅
花

一
放
翁
﹂
，
更
加
強
烈
傳
達
作
家
願
幻
化

為
千
億
株
梅
，
自
諭
品
格
之
清
高
。

而
姜
夔
的
︿
暗
香
﹀
與
︿
疏
影
﹀
是

文
學
史
上
著
名
的
詠
梅
詞
，
張
炎
於
︽
詞

源
︾
贊
許
此
二
詞
﹁
皆
清
空
有
意
趣
，
無

筆
力
者
未
易
到
﹂
，
其
詞
在
意
境
上
有
月

色
笛
聲
、
花
光
人
影
，
融
成
一
片
冷
艷
清

幽
之
美
，
造
成
詞
境
清
恬
淡
雅
，
以
梅
自

喻
孤
冷
、
高
雅
之
心
境
。
︵
註
六
︶
︵
圖
四
︶

　

 

舊
時
月
色
，
算
幾
番
照
我
，
梅
邊
吹

笛
？
喚
起
玉
人
，
不
管
清
寒
與
攀
摘
。

何
遜
而
今
漸
老
，
都
忘
卻
，
春
風
詞

筆
。
但
怪
得
，
竹
外
疏
花
，
香
冷
入
瑤

席
。
︵
︿
暗
香
﹀‧

上
片
︶

　

 

苔
枝
綴
玉
，
有
翠
禽
小
小
，
枝
上
同

宿
。
客
裏
相
逢
，
籬
角
黃
昏
，
無
言
自

倚
修
竹
。
昭
君
不
慣
吳
︵
胡
︶
沙
遠
。

但
暗
憶
、
江
南
江
北
。
想
佩
環
、
月

下
︵
夜
︶
歸
來
，
化
作
此
花
幽
獨
。

︵
︿
疏
影
﹀
．
上
片
︶

詠
菊

除
詠
梅
之
外
，
詠
菊
、
詠
荷
與
詠

蓮
最
能
清
楚
感
受
宋
文
人
的
好
尚
清
雅
之

意
趣
。
菊
是
秋
花
之
代
表
，
最
早
引
菊
為

知
己
者
為
晉
陶
淵
明
，
後
人
引
此
典
故
，

有
隱
逸
山
居
田
野
之
﹁
隱
君
子
﹂
意
涵
，

亦
重
其
﹁
高
情
守
幽
貞
﹂
︵
見
陸
游
︽
劍

南
詩
稿
︾
卷
十
九
詩
︶
之
品
德
。
李
清
照

的
詠
花
作
品
受
人
囑
目
及
喜
愛
，
常
以

梅
、
菊
之
形
態
自
擬
形
象
，
尤
表
現
其
人

生
不
同
階
段
的
心
境
與
情
感
，
青
梅
、
白

菊
是
少
女
的
清
姿
麗
影
，
如
︿
點
絳
唇
﹀

的
﹁
倚
門
回
首
，
卻
把
青
梅
嗅
﹂
及
︿
多

麗
．
小
樓
寒
﹀
的
﹁
微
風
起
，
清
芬
醞

藉
，
不
減
酴
醿
。
漸
秋
闌
，
雪
清
玉
瘦
，

向
人
無
限
依
依
﹂
；
春
梅
是
少
婦
的
幸
福

香
凝
，
如
︿
漁
家
傲
﹀
的
﹁
香
臉
半
開
嬌

旖
旎
，
當
庭
際
，
玉
人
浴
出
新
妝
洗
﹂
；

殘
梅
是
少
婦
的
風
雅
韻
致
，
而
黃
菊
則
是

晚
期
的
寂
寥
凋
零
。
以
詠
菊
而
言
，
其

代
表
名
作
︿
醉
花
陰
．
薄
霧
濃
雲
愁
永

晝
﹀
：
﹁
莫
道
不
消
魂
，
簾
捲
西
風
，
人

似
︵
比
︶
黃
花
瘦
﹂
︵
圖
五
︶
及
︿
聲
聲

慢
﹀
：
﹁
滿
地
黃
花
堆
積
，
憔
悴
損
，
如

今
有
誰
堪
摘
﹂
︵
圖
六
︶
，
詞
中
的
﹁
黃

花
﹂
即
菊
花
。
前
詞
表
現
作
家
重
陽
佳
節

深
閨
懷
人
的
寂
寞
愁
悶
與
悲
涼
，
以
道
出

自
甘
素
淡
、
不
求
濃
艷
之
高
雅
情
操
；
而

後
詞
則
以
滿
地
的
黃
菊
花
瓣
，
自
比
心
境

如
冬
天
將
至
的
菊
花
，
憔
悴
而
不
堪
摘

損
，
堆
砌
詞
境
淒
清
而
綿
長
的
黯
然
神

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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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宋
文
人
的
﹁
詠
花
﹂
詩
詞

宋
人
賞
花
、
愛
花
、
也
歌
詠
花
。
黃

文
吉
先
生
認
為
﹁
詠
物
﹂
風
氣
與
理
學
發

達
有
關
，
宋
人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喜
愛
觀
察

自
然
界
中
的
萬
物
，
於
是
﹁
詠
物
詩
﹂
於

宋
朝
大
為
興
盛
，
影
響
所
及
，
許
多
花
鳥

草
蟲
皆
能
入
詞
。
︵
註
三
︶

詠
花
詩
詞
的

花
卉
題
材
非
常
多
樣
，
菊
、
梅
、
荷
、
海

棠
、
木
犀
︵
也
稱
桂
花
︶
、
牡
丹
等
等
最

令
文
人
喜
好
，
於
︽
夢
粱
錄
︾
卷
五
︿
物

產
﹀
所
描
述
的
宋
人
市
井
間
的
花
品
及
文

人
對
花
性
、
姿
態
、
典
故
及
詩
賦
歌
詠
，

琳
瑯
滿
目
不
足
以
形
容
。

詠
花
之
於
文
人
，
有
幾
層
意
涵
：

其
一
，
文
人
以
花
之
形
態
寫
自
身
所
代

表
的
形
象
或
所
處
的
情
境
；
其
二
，
以

花
之
品
相
投
射
文
人
的
審
美
意
趣
；
其

三
，
以
花
之
風
格
神
韻
顯
示
文
人
之
品
格

風
韻
。
︵
註
四
︶

是
故
文
人
詠
花
之
高
妙

者
，
往
往
﹁
不
取
形
而
取
神
，
不
用
事
而

用
意
﹂
，
藉
花
卉
本
身
之
自
然
芬
芳
、

姿
態
、
氣
質
，
而
發
揮
作
家
﹁
詠
物
言

志
﹂
、
﹁
托
事
詠
物
﹂
精
神
上
的
隱
喻
或

象
徵
性
的
意
義
，
反
映
漂
泊
無
依
的
孤
寂

際
遇
，
或
抒
寫
動
蕩
時
局
中
高
遠
的
人
格

花
一
曲
，
賦
者
六
人
，
必
有
第
其
高
下

者
。
﹂
︵
註
二
︶

時
有
特
定
或
非
特
定
時

節
、
以
及
聚
集
於
不
同
園
林
間
的
﹁
賞
花

會
﹂
，
其
活
動
形
式
藉
賞
花
並
能
賦
詩
詞

以
詠
花
，
是
文
人
間
的
休
閒
雅
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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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賞玩崇雅—南宋文人的賞花與詠花

詠
荷

詠
荷
作
品
如
楊
萬
里
︵
一
一
二
七—

一
二○

六
︶
的
︿
昭
君
怨‧

詠
荷
雨
﹀
詞

及
︿
小
池
荷
葉
雨
聲
﹀
詩
，
詩
詞
格
調
一

致
，
白
描
並
舖
陳
飄
渺
空
靈
的
虛
實
景

物
，
以
水
銀
比
喻
﹁
池
荷
跳
雨
﹂
的
逼
真

形
象
，
筆
調
清
新
活
潑
。

　

 

午
夢
扁
舟
花
底
，
香
滿
西
湖
烟
水
。
急

雨
打
篷
聲
，
夢
初
驚
。
却
是
池
荷
跳

雨
，
散
了
真
珠
還
聚
。
聚
作
水
銀
窩
，

瀉
清
波
。
︵
︿
昭
君
怨‧

詠
荷
雨
﹀
︶

　

 

午
夢
西
湖
泛
煙
水
，
畫
船
撑
入
荷
花

底
，
雨
聲
一
陣
打
疎
篷
，
驚
開
睡
眼
初

鬃
鬆
，
乃
是
池
荷
跳
急
雨
，
散
了
真
珠

又
還
聚
，
幸
然
聚
作
水
銀
泓
，
瀉
入
清

波
無
覔
處
。
︵
︿
小
池
荷
葉
雨
聲
﹀
︶

詠
海
棠詠

海
棠
始
於
晚
唐
，
而
於
宋
代
可

謂
異
軍
突
起
的
新
貴
，
宋
代
至
今
知
曉
的

名
作
家
無
不
詠
之
，
詩
詞
常
創
作
於
即
興

的
﹁
海
棠
花
會
﹂
以
及
﹁
秉
燭
賞
花
﹂
的

雅
事
時
，
北
宋
蘇
軾
︿
海
棠
詩
﹀
著
稱
，

云
：
﹁
東
風
嫋
嫋
泛
崇
光
，
香
霧
空
濛
月

轉
廊
。
只
恐
夜
深
花
睡
去
，
故
燒
高
燭
照

紅
妝
﹂
及
﹁
自
然
富
貴
出
天
姿
，
不
待
金

盤
薦
華
屋
。
朱
唇
得
酒
暉
生
臉
，
翠
袖
卷

紗
紅
映
肉
﹂
。
南
宋
陳
與
義
︵
一○

九

○
—

一
一
三
九
︶
、
陸
游
、
范
成
大
、
劉

克
莊
︵
一
一
八
七—
一
二
六
九
︶
等
人
都

擅
於
詠
海
棠
，
海
棠
因
其
風
韻
而
有
﹁
花

中
神
仙
﹂
之
稱
號
，
以
其
葉
茂
、
花
豐
及

枝
柔
而
超
群
絕
類
。
於
陸
游
︽
劍
南
詩

稿
︾
卷
四
︿
成
都
行
﹀
云
：
﹁
成
都
海
棠

十
萬
株
，
繁
華
盛
麗
天
下
無
。
青
絲
金
絡

白
雲
駒
，
日
斜
馳
遠
迎
名
姝
﹂
；
楊
萬
里

︿
二
月
十
四
日
曉
起
看
海
棠
﹀
云
：
﹁
除

卻
牡
丹
了
，
海
棠
當
亞
元
。
艷
超
紅
白

外
，
香
在
有
無
間
﹂
；
而
范
成
大
︿
賞
海

棠
﹀
詩
亦
云
：
﹁
燭
光
花
影
兩
相
宜
，
占

斷
風
光
二
月
時
。
但
得
常
如
妃
子
醉
，
何

妨
獨
欠
少
陵
詩
﹂
，
以
上
作
家
們
以
﹁
賞

花
﹂
之
姿
，
繪
述
其
姿
態
及
風
韻
，
其
富

貴
甚
於
牡
丹
出
自
天
姿
，
又
如
醉
妃
幽
獨

於
高
燭
、
花
影
間
，
足
見
海
棠
與
﹁
富
貴

艷
色
﹂
及
﹁
高
格
卓
群
﹂
皆
能
沾
上
邊
。

除
詠
海
棠
花
形
、
花
氣
，
亦
由
花
之

形
象
及
所
處
環
境
，
推
及
作
家
所
面
對
的

人
情
世
態
。
其
中
，
陳
與
義
︿
春
寒
﹀
詩

云
：

   

二
月
巴
陵
日
日
風
，
春
寒
未
了
怯
園
公
。

   

海
棠
不
惜
臙
脂
色
，
獨
立
濛
濛
細
雨
中
。

又
如
劉
克
莊
︿
海
棠
次
熊
主
簿
梅
花
十
絕

韻
﹀
詩
云
：

   

幾
樹
繁
紅
映
碧
灣
，
苧
蘿
山
下
見
芳
顏
。

   

分
明
消
得
黃
金
屋
，
卻
墮
荒
蹊
野
徑
間
。

前
詩
寫
作
家
的
自
身
遭
遇
，
因
倉
皇
逃
離

北
方
故
國
，
自
喻
如
海
棠
孤
高
而
獨
佇
於

﹁
濛
濛
細
雨
﹂
中
，
君
子
固
窮
，
但
仍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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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風
骨
；
而
後
詩
亦
有
相
似
的
人
生
感

慨
，
自
喻
如
繁
紅
盛
開
的
海
棠
淪
於
﹁
荒

蹊
野
徑
間
﹂
，
自
歎
失
位
而
猶
見
芳
骨
。

︵
註
七
︶

詠
酴
醿
、
桂
花

其
他
吟
詠
之
花
品
，
如
酴
醿
︵
亦
作 

﹁
荼
蘼
﹂
︶
、
桂
花
，
前
者
開
於
晚
春
，

而
後
者
開
於
仲
秋
之
際
，
皆
花
小
佈
滿
枝

芽
而
香
氣
凝
人
。
而
酴
醿
更
以
滿
遍
的
雪

白
而
顯
高
雅
，
引
發
詩
人
酩
酒
、
品
茶
縹

緲
間
的
想
像
，
極
富
浪
漫
，
有
的
詩
人
因

愛
梅
亦
移
情
於
愛
酴
醿
；
但
亦
因
開
花
於

春
末
，
是
一
種
傷
感
的
代
表
，
喻
年
華
、

青
春
即
將
逝
去
，
反
應
必
然
惜
花
之
情
。

院
藏
有
摹
李
清
照
像
，
圖
畫
中
女
詞
人

持
酴
醿
，
表
現
些
許
帳
然
之
神
傷
。
︵
圖

七
︶
詩
人
楊
萬
里
於
︿
酴
醿
﹀
詩
云
：

   

以
酒
為
名
卻
謗
他
，
冰
為
肌
骨
月
為
家
。

   

借
令
落
盡
仍
香
雪
，
且
道
開
時
是
底
花
？

   

白
玉
梢
頭
千
點
韻
，
綠
雲
堆
裡
一
枝
斜
。

   

休
休
莫
斸
西
莊
柳
，
放
上
梢
頭
分
外
佳
。

詩
中
將
花
比
為
千
朵
香
雪
，
白
玉

千
點
綻
放
枝
頭
。
而
詠
桂
花
，
楊
萬
里
有

首
︿
月
桂
﹀
詩
，
直
稱
桂
花
﹁
不
是
人
間

種
，
移
從
月
裡
來
。
廣
寒
香
一
點
，
吹

得
滿
山
開
﹂
，
而
范
成
大
筆
下
的
桂
花
亦

從
月
中
飛
來
，
其
︿
次
韻
馬
少
伊
木
犀
﹀

云
：
﹁
月
窟
飛
來
露
已
涼
，
斷
無
塵
格
惹

蜂
黃
。
纖
纖
綠
裏
排
金
粟
，
何
處
能
容
九

里
香
？
﹂
將
賞
花
與
民
間
的
節
序
相
結

合
，
譜
上
神
話
般
的
綺
想
；
而
李
清
照

︿
鷓
鴣
天
﹀
說
桂
花
﹁
暗
淡
輕
黃
體
性

柔
，
情
疏
迹
遠
只
香
留
﹂
，
在
閑
靜
淡
雅

中
，
見
其
飄
香
留
韻
。

結
語

本
文
藉
由
宋
代
文
人
間
之
﹁
賞
花
﹂

與
﹁
詠
花
﹂
風
氣
，
述
及
南
宋
﹁
賞
玩
崇

雅
﹂
的
生
活
美
學
，
賞
析
文
人
吟
詠
創

作
的
詠
花
詩
詞
，
介
紹
文
人
筆
下
的
梅
、

菊
、
荷
、
海
棠
、
酴
醿
及
桂
花
等
花
形
與

花
格
，
以
﹁
托
事
詠
物
﹂
投
射
作
家
的
人

生
世
態
與
感
慨
，
是
時
代
下
的
生
活
文
學

亦
是
生
活
美
學
的
體
現
。
南
宋
是
﹁
詠
物

詩
詞
﹂
極
為
盛
行
的
時
代
，
詠
花
是
極
大

宗
的
創
作
，
透
過
這
些
作
品
，
我
們
彷
彿

走
過
他
們
生
活
的
浮
光
掠
影
，
併
一
窺
作

家
的
審
美
意
趣
及
閒
情
逸
致
，
詩
詞
創
作

呈
現
技
巧
的
藝
術
性
與
題
材
的
豐
富
性
，

對
後
世
的
文
學
創
作
產
生
極
大
的
影
響
，

今
人
讀
之
、
賞
之
亦
能
獲
致
人
生
幾
許
的

共
鳴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圖
書
文
獻
處

圖七　 清　倪田　摹李清照像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胡家源先生捐贈

圖六　 宋　李清照　《漱玉詞》　明天啟崇禎間虞山毛氏汲古閣刊本詩詞雜俎之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