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謂「圖像」者，如人物肖像、描繪形像等

皆是。《六部成語註解．禮部》：「圖象纖緯之書

占治亂：圖象，以畫圖象形也。亦作圖像。」所以

包括相片、明信片、各種藝術畫作、古今刊印的版

畫等，具備圖、畫的形式者，皆可視為是圖像資料

的一種。本館善本書室自 9 4年1 0月3 1日起，推出

「圖像留真——國家圖書館珍藏資料特展」。展出館

藏珍貴圖像資料，包括板刻年畫、日本治臺時期發

行的明信片、國民政府發行的愛國獎券，以及手創

國劇學會的齊如山先生編著的傳統戲曲繪稿和清代

姚鴻繪製的「基隆海市圖」等，各有不同的地方特

色。此次展覽特別挑選部分藏品並出版導覽手冊說

明，提供參觀者比照參考。以下就各項內容略作介

紹：

一、年 畫

年畫自古為「納福迎祥」的象徵，本為過年

時貼的畫兒，以增加年節熱鬧的氣氛，多有吉祥如

意的含意。後來題材發展慢慢多元化，種類也多了

起來。

館藏年畫有 1千 9 百餘幅，內容包括神佛仙

官、仕女娃娃等吉祥圖案，亦有許多反映民情風俗

或描繪風景山水、花果鳥獸和小說戲曲故事中的人

物。而年畫產地以大陸地區為多，較有名者如：江

蘇蘇州、四川綿竹、天津楊柳青、山東濰縣等地。

二、日治時期（1895–1945）的老明信片

明信片起源於歐洲，因其廉價、便利的特

性，人民用於互通訊息而慢慢流傳到亞洲。西元

1 9 0 5年，臺灣出現第一場明信片交換會，但民間

尚無製作明信片的技術。當時的臺灣總督府，首度

發行「始政紀念繪葉書」（繪葉書是日文，即加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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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畫或相片的明信片），用以紀念日本所謂的「始

政十周年」。明信片最早由官方發行，後來才開放

私人製作。官方發行者，如臺灣總督府、鐵道部

等；私人則多為書店、出版社發行。

本館所藏日治時期的明信片總數約有 4千餘

張，內容極為多樣，有臺灣漢人、原住民的人像

照、傳統的風俗習慣、清末舊街，也有 2 0世紀的

新式街道、歐式建築，各地的博覽會等，反映了

20世紀上半葉的臺灣風貌。

三、愛國獎券

愛國獎券自民國 3 9年4月3 0日由臺灣銀行發

行第一期，至民國 7 6年1 2月2 7日發行最後一期，

前後3 7年，共發行了 1 , 1 7 1期。早期發行愛國獎券

是為籌措國家的建設經費，但也提供了一般的平民

百姓一個一夜致富的夢想，所謂「一券在握，希望

無窮」。

本館藏有全套完整的愛國獎券，是由李世林

先生在民國 8 0年所捐贈。愛國獎券的內容題材包

羅萬象，包括：傳統故事、政治口號、故宮文物、

臺灣風情、三軍官兵、節日慶典、交通建設、國民

生活規範等，每一期愛國獎券都是經過精心設計繪

製的不同圖案，點點滴滴完整紀錄了臺灣社會進展

的軌跡及變遷，反映了近代的發展，是臺灣歷史文

物的瑰寶。

四、傳統戲曲繪稿

傳統戲曲在此所指為「平劇」，於清光緒（一

說道光）年間形成於北京，迄今約有二百年的歷

史。平劇是中國文化中一種特有的舞台表演藝術，

其特色是在有限的舞台空間，以抽象的方式，創造

無限的場景。

本館所藏的《國戲圖譜》繪稿，是由齊如山

先生編撰手書，其弟子張大夏先生繪製的。內容為

平劇臉譜、行頭、扮象、做工姿態等彩色手繪圖

卷，曾多次在國內外展出，廣獲讚賞及好評，並由

幼獅出版社於民國 6 6年出版印行。民國 7 6年，齊

如山先生哲嗣齊子熙，將手繪真跡圖卷 5 8軸捐贈

本館收藏。

五、基隆海市圖

本圖長 9 5 . 5，寬4 8 . 8（c m），作者姚鴻，上海

人，清光緒十九年（1 8 9 3）任職臺灣巡撫署。當時

臺灣巡撫邵友濂，命姚鴻陪同抗法名將劉永福至基

隆視察港灣形勢，遂作此圖。時值中日甲午戰爭，

所以作者在繪此圖時，特別強調砲台、軍營等軍事

設施，如「和平島砲台」與「海門天險」等，均如

實繪於圖中。所展示之複製品仿實物大小製作，懸

掛於善本書室供讀者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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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7 1年，為慶祝發行第1 0 0 0期愛國獎券，除擴大發行量、並提高售價為
1 0 0元外，第一次將特獎（最高得獎金額）提高為1 , 0 0 0萬元，掀起群眾購
買的熱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