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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全國藝術教育教學設計徵選 

 

徵選人：國立武陵高中  美術科教師姜昌明 

 

一、主題名稱 

《小太監盜寶記》 

二、課程說明 

(一)設計理念 

    清末國勢的內憂外患，挑起中國繪畫界、文化藝術界與知識分子對大時代的反思。筆者

在講授完紫禁城內古玩書畫的收藏成就的講章之後，為了深化學生們對這成就與這一段歷史

轉捩點的體會，筆者設計了一個《小太監盜寶記》遊戲，讓學生從趣味中去揣摩一個發生在

大時代裏的宮廷事件—故宮盜寶案的情境。 

 

(二)課程目標 

    1，學生需了解明清紫禁城文物收藏概況—各宮、堂、館、房與文物分類法之間的關係 

2，學生需了解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收藏的習性並藉此了解其文化意涵—乾隆控制讀書人

與經營世界的理念 

3，學生需了解清末民初故宮博物院成立的時代背景與典故—宮廷收藏的何去何從 

4，學生需了解故宮盜寶案的文化意涵—中國封建文化由盛而衰與反省重生的過程 

5，利用數學的一筆畫原理、經濟化原則並符合遊戲規則的情形之下，揣摩盜寶的小太監

如何可以在兵荒馬亂之際，以最節省的時間與路線帶走最多、最多樣的寶物，躲開禁

衛軍逃出紫禁城的情況。(註：這僅是一種情境模擬與角色扮演，授課者尤需對學生們

解釋“盜寶”事件在文化史上的正反面意義，並非鼓勵偷盜。) 

6．籍由解讀《小太監盜寶記》的文化意涵，反思並確立正確的是非價值觀。 

 

(三)教學對象： 

  具有中國文化史/藝術史基本素養的高中生 

 

(四)教學時數(含總時數與節次分配) 

總時數：4時。 

第一節：講授<從幾件收藏品來談乾隆皇帝的文化涵養>與筆記書寫<1/2> 

第二節：講授<從幾件收藏品來談乾隆皇帝的文化涵養>與筆記書寫<2/2>暨故宮/盜寶記相

關重點介紹 

第三節：<小太監盜寶記>遊戲製作<1/2> 

第四節：<小太監盜寶記>遊戲製作<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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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學領域或科目 

     藝術與人文(也可以參酌些數學與歷史知識) 

 

(六)課程架構 

 

 

 

 

 

 

 

 

 

 

 

 

 

 

 

 

 

 

 

 

 

 

 

 

 

 

 

 

 

 

 

 

 

 

時間 

子題 

主題   《小太監盜寶記》 

一、(1)學生需了

解明清紫禁城文

物收藏概況—各

宮、堂、館、房

與文物分類法之

間的關係 

(2)學生需了解

好大喜功的乾隆

皇帝收藏的習性

並藉此了解其文

化意涵—乾隆控

制讀書人與經營

世界的理念 

二、(3)學

生需了解清末

民初故宮博物

院成立的時代

背景與典故—

宮廷收藏的何

去何從 

(4)學生需了

解故宮盜寶案

的文化意涵—

中國封建文化

由盛而衰與反

省重生 

三、(5)利用數學的一筆畫原

理、經濟化原則並符合遊戲

規則的情形之下，揣摩盜寶

的小太監如何可以在兵荒馬

亂之際，以最節省的時間與

路線帶走最多、最多樣的寶

物，躲開禁衛軍逃出紫禁

城。(註：這僅是一種情境模

擬與角色扮演，授課者尤需

對學生們解釋“盜寶”事件

在文化史上的正反面意義，

並非鼓勵偷盜。) 

(6)籍由解讀《小太監盜寶

記》的文化意涵，反思並確

立正確的是非價值觀。 

講授<從幾件收藏

品來談乾隆皇帝

的文化涵養>與筆

記書寫 2/2 

<小太監盜寶記>

遊戲製作 2/2 
<小太監盜寶記>

遊戲製作 1/2 
講授<從幾件收

藏品來談乾隆皇

帝的文化涵養>

與筆記書寫 1/2 

課程

目標 

總時數：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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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資源 

 

 

 

 

 

 

 

 

 

 

 

 

 

 

 

 

 

 

主要 
教學 
活動 
 
 

1.認識乾隆皇帝

的收藏嗜好與偏

好 

2.認識乾隆皇帝

的各種文物導覽

手冊 

3.認識紫禁裏的

幾個重要收藏單

位：文淵閣/ 武

英殿/養心殿 

 

 

 

教師 
《武陵高中美術

課姜昌明老師自

編教材—觀賞

II》<從幾件收藏

品來談乾隆皇帝

的文化涵養> 與

投影機播放附圖 

 

學生 

筆記書寫 
 

 

教師 
《武陵高中美術

課姜昌明老師自

編教材—觀賞

II》<從幾件收藏

品來談乾隆皇帝

的文化涵養> 與

投影機播放附圖 

 

學生 

筆記書寫 
 

教師 
<小太監盜寶記

>題目卷與教材

內附裁用紙使用

說明 

 

學生 

<小太監盜寶記

>題目卷與教材

內附裁用紙/剪

刀/膠水/拉鏈袋

/雙面膠 

 
 

學生 

<小太監盜寶記

>題目卷與教材

內附裁用紙/剪

刀/膠水/拉鏈袋

/雙面膠 

 
 

1.認識紫禁裏的

幾個重要收藏單

位：昭仁殿 /上書

房/南書房/如意

館/重華宮/樂壽

堂 

2.認識紫禁城裏

的幾套重要收藏 

3.認識今日故宮

的收藏 

 

1.從電動玩具<

接水管>遊戲尋

求靈感 

2.運算如何可以

用最少水管連接

最長路線 

3.利用合適的水

管連接、通過重

重障礙與路線限

制，從起點出發

通往終點 

 

 

1.故宮盜寶案故

事陳述 

2.《小太監盜寶

記》的遊戲規則 

3.遊戲的計分與

製作要求 

 

1.講授 

2.圖片解說 

3.啟發引導 

4.文物名畫欣賞 

5.紫禁城建築欣

賞 

6.紫禁城宮室位

置說明 

 

 

1.講授 

2.圖片解說 

3.分析宮室與文

物之間的關係 

4.分析宮室位置

與文物重要性的

關係 

5.分析文物、宮

室與治國理念之

間的關係 

 

 

1，遊戲與講章

主旨的整合 

2，根據評量標

準學生自評

成績 

3，表揚優秀同

學 

 

 

1，遊戲規則說明 

2，製作方法說明 

3，評量方式與標

準之說明 

 

單元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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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 
 

1，利用流行的清

朝宮廷影片挑起

學生們對文本的

閱讀興趣 

2，從以紫禁城為

題材的宮廷片場

景—如乾隆皇帝

的養心殿、乾清

宮的正大光明匾

介紹起，由熱門

介紹至冷門，循

序漸進。 

3，從歷史場景，

如養心殿的垂簾

聽政，整合學生

對歷史課與美術

課的交集，集中

其關心文化的注

意力。 
 
 

 

 

1，配合故宮定期

展覽的清朝藏品

介紹，提高這些

古物的鮮活度 

2，利用授權播放

的光碟資料，提

高這枯燥課程的

生動性。 

3，搭配彩色圖片

吸引學生注意 

力。 
4，利用附在講章

後的隨堂筆記，

督促學生紀錄與

抄寫，維持注意

力。 

1.激發學生製作

的鬥志 

2.適時調節題目

難度 

3.優秀範例展示 

1.紫禁城文物收

藏概況之影片欣

實 

2.利用<接水管>

遊戲引導<小太

監>遊戲要求標

準 

3.介紹資本與獲

利的管理概念激

發學生的自我挑

戰動機 

隨堂筆記. 

附件一 

<觀賞>p45 

隨堂筆記 

附件一 

<觀賞>p45 

遊戲題目卷 

附件二 
遊戲題目卷 

附件二 

 

教學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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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內容 

 

(一)教材設計 

 

 

從幾件收藏品來談乾隆皇帝的文化涵養 

 
姜昌明 
 
前言 
  乾隆的文物收藏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古文物的蒐集，一是新鮮事物的蒐集。豐富的藏品

遍佈在紫禁城裏的九千多個房間中，乾隆一次又一次的普查與玩賞，反映了他的品味與珍愛。

在這篇文章中，筆者僅就他的古文物蒐集面相來說明他的文化涵養。在這些收藏中，我們可

以感受到怎樣的乾隆皇帝呢? 
 
正文 
  乾隆皇帝用文字獄、經筵、修書等機會來伸張他的皇權，時而批判古代聖賢。同時他借舉

行殿試選拔國家文官的機會，強調他皇權的主動角色1

  十八世紀中葉，是個還沒有攝影術而且也還不能理解什麼是攝影術的年代，身為紫禁城主

的乾隆，得意地將各宮殿堂閣的古文物、書畫工藝品圖像繪製與編印成冊。他在朝的時期，

內府出版了《秘殿珠林》(1744)、《石渠寶笈》(1744)、《西清古鑑》(1755)、《天錄琳瑯書目》

(1775)與《西清硯譜》(1778)，陸續將其收藏之書畫、古籍與古器物有計劃地編寫目錄。從此

開始古文物研究的新局面。這則是他管理古文物的智慧與品味。 

。這是他管理知識份子與導引當時文化

價值觀的手段與智慧。 

  以下我們就幾件文物舉例說明。 
 
一，<文淵閣>與《四庫全書》 

  文淵閣是太子圖書館，收藏圖書，便於查閱。宮廷藏書由來已久，漢代有天祿閣，宋代有

龍圖閣、天章閣、寶文閣，隋代有觀文殿，明代有文淵閣2

                                                 
1 陳捷先<略論乾隆朝的文化政策>《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馮明珠主編。台北，故宮博物院，2002。
頁 226。  

。清代文淵閣仿浙江天一閣形式興

造。全閣用黑琉璃瓦，意指黑主五行之水，水壓火，是用來避火災之風水設計。書閣的功能

一在於講筵，一在於貯藏《四庫全書》。乾隆三十七年（1772），降旨設四庫全書館，準備花

十年時間纂修四庫全書。1782 年修完時，全書共有七萬九千零三十卷，編成三萬六千冊，裝

成六千七百五十函。四庫全書共抄七本，有北四閣南三閣共七本。文淵閣本目前收藏於台北

故宮博物院。不過在四庫全書成書之前，先有《四庫全書薈要》的修訂，起因是乾隆擔心世

2 文見：《中國建築—北京故宮(下)》台北，錦繡出版社，2002。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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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無常，年歲七十後可能見不著四庫全書全貌，所以要求修訂簡明版本嘗鮮3

  史家評斷乾隆修訂四庫全書的功過，是正負各半。功在於做了超越前例的大規模修書，過

是乾隆趁此搜書的機會，大舉查察禁書。他所禁毀的典籍數量，竟超過四庫全書的書籍總量，

許多珍籍從此消失在世界上。 

。 

  對乾隆皇帝來說，禁書是管理知識份子的消極手段。修書卻有積極效果。它的效果是一方

面消耗他們精力，再方面也滿足他們讀遍天下珍本的文人志願。就老百姓角色來說，禁書的

政策相對換來了統治者的用誠治國。畢竟，上位者在查清毀盡那些堪稱思想亂源的問題書之

後，在治理百姓時，將可以少去許多不必要的猜忌。 
 
二，<武英殿>與《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 

  在明朝初年，武英殿是皇帝選拔善書寫畫家的地方4

  武英殿作為印書館，自康熙時期就已開始。當時用銅活字印刷《古今圖書集成》。但因為銅

字重，在乾隆時改為木刻活字。由於“活”字不夠高雅，故重新命名為“聚珍”

。清一代，武英殿的功能則是皇家印書

館。 

5，曾有《欽

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出版，其中載明聚珍版活字的製作與印刷過程。因為這種木刻活字很

精緻，所以通稱“聚珍版”6。又因為印刷時使用特製的墨和潔白細膩的開化紙7

  代表皇室的印刷等級，精緻高雅。被封上“殿本”的印刷品，也等於是被加冕了學術上的

權威性，如此一來無形中的磁吸作用，凝聚了讀書人的信仰。 

，所以稱這

一種高品質的武英殿印刷品為“殿本”。 

 
三，<養心殿>與《銅雀瓦硯》、《八徵耄念之寶》與三希堂收藏 

  正殿起建於明代，清雍正時期有重修。殿中有雍正手書“中正仁和”，主殿側面有東西暖

閣相連，西暖閣內另闢有三希堂。 
  雍正以前的清朝皇帝多以乾清宮為辦公所，是因康熙於乾清宮擔任統治者有 六十一年，雍

正即位後不願犯不孝的譏評，所以移到養心殿。康熙過世時，養心殿因為離乾清宮較近，雍

正索性就近守孝。然後也就成為雍正的辦公處所。再因為雍正積極謀事，養心殿離軍機處近，

也是考量其方便性。殿內設有內膳房，以利用膳8。從此養心殿的生活機能完善，也就變成歷

任清皇決定辦公處所的首選，光緒期間慈禧垂簾聽政處也在養心殿9

  故宮寶物盡有其典錄代號，讀者可以循此規則追溯出寶物的原收藏地。收藏於養心殿的物

品，代碼是“呂”。以下是兩件呂碼器物： 

。 

  仿漢《銅雀瓦硯》 
  銅雀瓦，原指東漢曹操修銅雀台所用之瓦。仿漢銅雀瓦與實際的銅雀台無關，在技術上，

真正的漢朝磚瓦無法改造成硯台使用，仿製的瓦硯仿製還需經過磨製與上蠟的處理。用古代

                                                 
3 文見：《紫禁城秘錄》台北，木鐸出版社，1987。頁 127。  
4 文見：《紫禁城秘錄》台北，木鐸出版社，1987。頁 133。  
5 文見：《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馮明珠等編。台北，故宮博物院，2002。頁 102。  
6 文見：《紫禁城秘錄》台北，木鐸出版社，1987。頁 134。  
7 文見：《中國建築—北京故宮(下)》台北，錦繡出版社，2002。頁 14。  
8 文見：《紫禁城宮殿》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頁 87。  
9 文見：同上，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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磚瓦製造硯台的風氣可溯自中唐時期，宋代盛行，明清則延續這風氣10

  <八徵耄念之寶>

。乾隆玩賞這類器物—
銅雀瓦硯，有其響往古風的品味。 

11

  八徵耄念之寶印，13x13cm，八十歲的乾隆皇帝專用的書畫收藏印。印面刻有八徵耄念之

寶記。記中說到年邁的乾隆是如何在過了古稀之年十冬之後的戒慎恐懼心情。心想，在接下

來的年歲中，需謹慎提醒自己當留意天象徵兆，提醒自己更加體恤黎民百姓，每鈐一次八徵

耋念之寶，就是又一次的自我提醒。縱使距離歸政之年，只剩六年，但是他仍然沒有懈怠。 

 

     予年七十時用杜甫句鐫“古稀天子之寶”。而即繼之日猶日孜孜不敢怠於政也。

蒙天眷佑幸無大隕。越於茲又泱旬矣，思有所以，副八旬開袞之慶，鐫為璽以殿

諸御筆，蓋莫若洪範八徵之念。且予夙立願八十有五，滿乾隆六十年之數即當歸

政。今雖八十，逮歸政之歲尚有六年。一日未息肩，萬民恒在懷，庶徵之八可不

念乎。念庶徵12即所以念萬民。曲禮八十曰耄老而智衰之謂，茲逮八十，幸賴天

佑身體康彊。一日萬幾未形智衰，不可不自勉也。如至果不能自勉，則亦不敢曠

職以待六年之期。何則壇廟之祀不可不躬親，雨暘之時不可不常驗，中外之政不

可不日勤，民物之養不可不心存。苟失其一叢脞，隨之則吾豈敢。是則耄而敬念

庶徵乃仍古稀猶日孜孜之意也，亦五福五代堂之說。所謂皇極斂錫之志也，亦即

近讀洪範著論所謂六極中不能去其三日憂之義也。夫漢唐以來古稀天子才得六六

之中…。13

  養心殿西暖閣是皇帝批閱奏章與重要大臣商討國政的地方。三希堂連接西暖閣是清高宗日

常閱讀書畫作息之處

 

14

  乾隆十年冬，高宗皇在宮內成立三希堂

。 
15。因收藏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的<中秋帖

>與王珣的<伯遠帖>三件稀有寶物而得名。堂中有乾隆所書《三希堂記》，金廷標畫三希寶物

故事畫，以及一幅金廷標與郎世寧合作之《人物觀花圖》，觀者可以很清楚看到觀花圖中刻意

應用透視法營造虛擬空間的巧思16

  <快雪時晴帖> 
。 

  王右軍法書真蹟：曾出現在唐代褚遂良的《右軍書目》中、也見於北宋米芾的《寶章待訪

錄》中。本中也有金朝章宗的“明昌御覽”內府收藏印。元趙孟頫因得見真跡而欣喜的題辭

落於隔葉，題跋當時為延祐五年，1318 年。由於乾隆摯愛快雪時晴帖以其從右軍先生從鵝態

悟得書法的典故，愛屋及烏，曾指示姚宗仁製作玩鵝玉器。然後要求朱彩刻帖文於鵝玉器上。

                                                 
10  懋勤殿與文源閣也有古硯的仿製，如《澄泥墨硯》與《澄泥虎伏硯》澄泥墨硯，收錄於乾隆編《西

清硯譜》，收藏於懋勤殿。澄泥虎伏硯，原為澄泥材質，但是為了仿古，故假作銅綠斑點。西清硯譜

成書後，這方硯收藏於文源閣(圓明園)。關於這兩件泥硯，是乾隆看完宋人張洎所著《賈氏談錄》得

知取澄泥作瓦硯的典故，在乾隆四十年使用過瓦硯後，進而指使工匠仿製的例子。《乾隆皇帝的文化

大業》馮明珠主編。台北，故宮博物院，2002。頁 99。  
11 同上。頁 223。  
12 庶徵，徵兆。指事情發生前的許多徵象。書經洪範篇：念用庶徵。唐書天文志上：是故之哲王，法

垂象以施化，考庶徵以致理。《中文大辭源》卷二。台北，藍燈文化事業，1987。頁 1010。  
13 《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馮明珠主編。台北，故宮博物院，2002。頁 39。  
14 《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馮明珠主編。台北，故宮博物院，2002。頁 32。  
15 根據四美具合幅跋所言，梁詩正言高宗乾隆成立之年份是乾隆十年冬。 
16 文見，同上註。人物觀花圖，完成於乾隆 30 年，即 1795 年。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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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情，就紀錄在快帖趙跋的下面17

 
。 

四，<四美具合幅> 

  董邦達畫。四美典故，乾隆十一年夏，晉顧愷之<女史箴圖 >，宋李公麟<蜀江圖><九歌圖

><瀟湘圖>共四幅具入清內府典故。這四幅圖原為明代海上(即今之上海)收藏家顧氏的收藏。

因佳作難得，故仿三希堂之例，闢室曰四美具18

  從民間得來的內府收藏，也是乾隆朝增加庫藏的方法，四美具便是一例。為此四美收藏，

董邦達繪圖紀念，即<四美具合幅>。圖中人物作明代裝束，表現的是原收藏者明代海上顧氏

的典故。 

。乾隆就曾為四美具作贊：虎頭三絕，妙極

丹青，桓元巧偷，自詫通靈，有宋公麟，名冠士夫，海嶽避舍，顧陸為徒。瀟湘澹遠，蜀江

清峻，九歌瀤奇，奕奕神雋，中舍鑑藏，名蹟歸重，劍合珠還，雅置清供。 

 
五，《石渠寶笈》 
  乾隆九年張照等撰，正編四十五篇。乾隆五十六年阮元等撰續編八十八冊。記載內府所藏

歷代書畫真蹟。分書冊，畫冊，畫畫合冊；書卷，畫卷，書畫合卷；書軸，畫軸，書畫合軸

九類，每類又分上下兩等。每一書畫真蹟，皆詳記其紙絹、尺寸、款識、印記、題跋等項。

紫禁城的豐富收藏，散遍於城裏的許多宮室裏。為要順利找到心儀的寶物把玩，非得一套有

效的導覽辦法才行。對乾隆皇帝來說，石渠寶笈就是故宮珍貴書畫的導覽手冊。 
 
六，<昭仁殿>的《天錄琳琅書目》與<樆藻堂>的《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昭仁殿之命名，起因於紀念明崇禎自縊前手持匕首親自殺死的昭仁公主而命名。在順治康

熙兩朝，它曾是皇上過夜休息的宮室。雍正之後，皇帝起居室遷移到養心殿，昭仁殿就成了

皇家的藏書室。乾隆九年(1744)命大學士編修歷代宮廷秘錄，檢閱內府藏書，選擇善本進覽，

列架陳置於昭仁殿，親書匾額“天錄琳琅”。書目分類上有經史子集四部，每書著者、卷數、

源流多有考証說明。雖考証不甚精確但仍不失為一部重要的版本導讀書19。除此之外，殿中

還藏有許多宋遼金元明朝的古籍20

  吸收來自歷史或是異族的文化養分是有方法的，也可以是有效率的。乾隆指示導讀工具書

的製作，信是有其俾益吸收文化養分的考慮。收藏於<樆藻堂>的《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即是

如此考量。<樆藻堂本薈要>是舉世的孤本，原本收藏於圓明園味腴書屋的版本是同胞的另外

一套，在 1860 年咸豐十年時，毀於大火。阮元乾隆五十六年奉敕撰編《石渠隨筆》與前述的

《石渠寶笈》，記內府書畫內容特徵，也是導覽用途

。 

21

 
。 

七，<上書房>與<南書房>的《西清古鑑》 

  位於乾清宮的東西兩側。上書房為皇子讀書之處。雍正當初為求時刻監督皇子讀書，就將

                                                 
17 姚宗仁供職於內務府造辦處的如意館，朱彩則是供職於刻字作。同上，頁 32。  
18 《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馮明珠主編。台北，故宮博物院，2002。頁 89。  
19 《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馮明珠主編。台北，故宮博物院，2002 頁 123。  
20 同上，頁 205。  
21 “石渠”，原為閣名。在漢代就有設置。傳為蕭何所建，用以藏宮中書籍。本位於未央宮之南。蕭

氏興造時，用處在收藏秦代所保留之古籍。因為其下有磐石為渠以導水，因此成為閣名《中文大辭源》

卷三。台北，藍燈文化事業，1987。頁 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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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書房遷到御門邊。皇子上課一如目前之學校，尊師重道與上下課制度盡如是。乾隆、嘉慶、

道光、咸豐都曾經在此讀書。 
  南書房，位於西側。在南書房任職的是博學多才的翰林大學士，以及一些傳教士22

 “西清”是清代宮內南書房的別稱，原義是西堂清靜之處，語出漢書司馬相如傳裏上林賦的

典故

。主要

的角色是受皇帝徵詢國政見解。 

23

  乾隆朝即使有如此豐富的考古書籍出版，他的考古認知卻並未超越宋徽宗時的《宣和博古

圖》。從上開始的考古興趣與自下蔓延如顧炎武等人的金石文字考証興趣，開啟了乾隆嘉慶年

間的金石學，間接滋養了其後發展的金石派書畫風格

。乾隆時內府收藏銅器品目，以南書房為名，題為《西清古鑑》，然後又有《西清續鑑》。

銅鏡的鑑古，除了《西清古鑑》與《西清續鑑》(乾 58)之外，還有《寧壽鑑古》與《寧壽續

鑑》(乾 3)，又稱“清初四鑑”。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乾隆以西清為

鏡譜之名，確有其深刻的用心；南書房作為顧問徵詢之機構，亦信是有其深刻的用心，以人

為鏡與古為鏡。 

24

  <南書房>與賈全《畫二十七老圖》沈初書詩 
。 

  賈全為宮廷畫師，內廷供奉。沈初，是乾隆內巡召試所得舉人，後授翰林院編修。乾隆三

十二年入值懋勤殿。三十六年入值南書房摹仿唐人作《會昌九老圖》筆意。畫中表現乾隆為

生母孝聖憲皇太后賀壽的慶典活動，寫生成卷。所謂九老，指的是年滿七十者。皇太后八十

大壽，時年乾隆三十六年，乾隆將七十以上大臣二十七人，分三批送遊香山，然後要求每人

作詩一首，共襄盛舉。其中最年長者已經 113 歲。這二十七老，個個都是有功於朝廷，入值

南書房受乾隆徵詢的國政顧問—沈初將這些德高望重之功臣詩作一一膳錄，亦有其以人為

鏡、慎終至孝與飲水思源的功效。 
 
八，<如意館> 

  在《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中記載郎世寧曾在如意館教授油畫。學生有丁觀鵬、

沈源等人。如意館為造作處下專門為服務皇帝所設立的機構。西洋畫家、琺瑯專家及鐘錶師

都集中於此。順治康熙時期，畫家供奉內廷，繪畫事宜由內務府總管。雍正時，內務府造辦

處設有畫作坊，至乾隆時內務府重視畫家的地位，因有“如意館”、“畫院”等機構，畫家

的地位臻至最高。廣徵繪畫、畫樣設計與雕刻等多方面人才成為宮廷藝術創作場所。在乾隆

九年 1744 年以前宮中畫家稱為南匠，後變稱畫畫人，地位已經開始提升25

 
。 

九，<重華宮>與《痕都斯坦玉墨瓶筆室》 

  乾隆也收藏中亞文房用具。有評：中土聚毫為筆，外域削木供書。痕都斯坦筆，如同沾水

筆，筆室窄小，整組文具附有墨瓶。 
  收藏於重華宮的器物多為外國貢品，重華宮本為接見外國使節之處，貢品陳列於斯，時有

宣揚國威的作用26

                                                 
22 同上，頁 151。  

。 

23 《中文大辭源》卷四。台北，藍燈文化事業，1987。頁 2842。  
24 《故宮文物》月刊 236 期。2002 年 11 月號。台北，故宮博物院。頁 9。  
25 《故宮文物》月刊 236 期。2002 年 11 月號。台北，故宮博物院。頁 54。  
26 《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馮明珠主編。台北，故宮博物院，2002。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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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樂壽堂>與《西廊法貼》 

  位於紫禁城東北角寧壽宮花園、與養性殿成一直動線。西廊嵌滿法帖，乾隆皇帝重視書法，

把標準版法書公佈，有傳召久遠的設計。 
 
結論 
  乾隆的復古風，讓他多次普查與重編禁宮古物收藏。雖然他沒有選擇將它們集中一室，使

其發展成像羅浮宮般的博物館組織，反而是製成圖輯，寫明收藏宮室。讓他可以按圖索驥，

在每一次的宮廷散步裏，安排訪聖般的尋寶經驗。即使如此，他卻不泥古，仍有效率地吸收

各種文化營養，甚至求創新。這些涵養讓他自視為詩人且產量頗高；自視為書法家所以頗自

信地在府藏書畫上題字題詩；精通繪畫，且在身邊集結了一批中西名畫家。 
  正文幾件乾隆皇帝的收藏，配合著紫禁城宮殿樓閣的不同機能分別貯放，透露著他治國文

化政策的不同面相，像是一個人個性的不同面相：做為顧問徵詢的南書房，成為以典範自我

反省的象徵；經常接見外賓使節的重華宮，成為宣傳清朝國威的門面；做為圖書館的昭仁殿，

收藏歷代古籍，成為他檢索中國歷代聖傑智慧的起點；做為行政中樞的養心殿，乾隆新建了

三希堂，高升文化的地位。這個自信、好學又能反省的乾隆皇帝，用紫禁城不露痕跡地呈現

了乾隆朝胸有成竹又包容萬象的大國氣度。 
 
 
(二)作品示例(圖版出自《觀賞》二輯 p15，此附圖僅為參考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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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過程 

    學生了解明清紫禁城文物收藏概況之後，也了解了各宮、堂、館、房與文物分類法之間

是有其因果關係的。學生因此能夠體會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其實是可以從他收藏文物與分

類文物的習性發現其治內理外的經營理念的。 

相對如此成就，清末的腐敗，也應驗在文物的管理失調現象中。學生了解這點之後，就更

能體會清末民初故宮博物院成立時的悲慘時代背景。這種引導，是為了挑起學生了解故宮盜

寶案的文化意涵—中國封建文化由盛而衰與反省重生的動機。 

只是這種課程設計難免枯燥，筆者因此利用數學的一筆畫原理設計必須利用經濟化原則完

成的紙上遊戲<小太監盜寶記>。要求學生以最節省的接水管路線，連接最多的宮室帶走最多、

最多樣的寶物。遊戲歸遊戲，最後還是要學生反思“盜寶”事件在文化史上的正反面意義。

然後籍由解讀《小太監盜寶記》的文化意涵，反思並確立正確的是非價值觀。 

課程實施過程： 

1授課講章2圖片與作品欣賞筆記書寫遊戲製作說明工具材料說明標準說明製

作 

 

(四)教學評鑑 

 

1，評量項目： 

(1)隨堂筆記：筆者邊講授，學生邊依題抄寫。加深注意力。 

 

 

(2)遊戲題目卷：講授完作法之後，由學生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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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評量方式：教師批改/自評 

3，評量策略：筆者設計了遊戲規則，學生遵守規則進行遊戲所得的結果，其自評就具備了基

本的信度。又依學生的素質不同，題目的難度可以適時提高。如下圖： 

 

         上圖中，僅用“白水管(右圖)”達到標準完工(每一站都走完、路線不交叉、從終

點出去)者 100分。同學使用“虛線水管”一次扣一分；“黑白水管”一次扣二分；使用

“黑水管”一次扣五分(如中左圖)。明確的標準，提供學生們自評的依據與自我要求的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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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補充說明評分的策略是，這遊戲作業的設計目的是要激發學生發揮腦力中的圖形運

算能力，運算出最有效率的路線，美感機能的要求並不是這單元的首要。當然，筆者鼓勵

學生自行完成，如此才能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左圖根據計分原則為 65 分。右圖為 100。 

 

授課文本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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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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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宮殿》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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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學活動設計表 

活動序號：  

教學目標 

 

教學過程 

(含導入活動、發展活動、綜合活動) 

時間 

分配 

教學 

資源 

教師提示或示

範解說 

作品 

示例 

學生活動

情形 

教學 

評量 

一，了解

以乾隆皇

帝文化事

業為中心

的文化史 

 

 

 

 

 

 

 

 

二，從趣

味遊戲中

學習 

 

 

 

 

 

三，從綜

合評是中

整合藝術

人文數學

等領域 

一，導入活動 

1.介紹乾隆皇帝的收藏嗜好與偏好 

2.介紹乾隆皇帝的各種文物導覽手

冊 

3.介紹紫禁裏的幾個重要收藏單位

文淵閣/ 武英殿/養心殿 

4，介紹紫禁裏的幾個重要收藏單位

昭仁殿/上書房/南書房/如意館/重

華宮/樂壽堂 

4，介紹紫禁城裏的幾套重要收藏 

5，認識今日故宮的收藏 

 

二，發展活動 

1，遊戲規則說明 

2，製作方法說明 

3，評量方式與標準之說明 

4，從電動玩具<接水管>遊戲尋求靈

感 

5，運算如何可以用最少水管連接最

長路線 

6．利用合適的水管連接、通過重重

障礙與路線限制，從起點出發通往終

點 

 

三，綜合評量活動 

二節 

 

 

 

 

 

 

 

 

 

   

 

二節 

 

 

 

 

 

 

 

 

 

十分 

講義 

 

筆記 

 

投影

設備 

 

 

 

 

 

 

 

美工

工具 

 

 

 

 

 

 

 

 

 

 

 

 

根據文本講授 

 

 

 

 

 

 

 

遊戲製作設明 

 

 

 

 

 

 

 

 

學生聽課 

製作筆記 

 

 

 

 

 

 

製作作業 

 

 

 

 

 

 

 

隨堂

筆記 

 

 

 

 

 

 

 

 

 

 

 

 

遊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