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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最早的博物館專業組織—中國博物館協會

博物館學

中
國
博
物
館
協
會
會
務
活
動
時
間
雖
短
，

然
其
諸
多
作
為
對
於
當
時
中
國
博
物
館
界
團
體

凝
聚
力
與
同
人
歸
屬
感
之
促
進
，

博
物
館
專
業
訓
練
與
教
育
理
念
之
導
揚
，

以
及
相
關
學
術
研
究
風
氣
之
提
倡
，

多
所
獻
替
。

我
國
最
早
的
博
物
館
專
業
組
織

中
國
博
物
館
協
會

宋
兆
霖

導
言

大
凡
同
一
行
業
兩
位
或
兩
位
以
上
執

業
者
，
對
彼
此
關
注
的
專
業
事
務
具
有
相

當
程
度
之
觀
念
認
同
，
亦
對
其
所
屬
領
域

之
賡
續
發
展
懷
抱
期
望
與
目
標
，
多
公
開

結
社
集
會
，
組
織
團
體
，
並
依
據
專
業
行

為
規
範
，
進
行
溝
通
互
動
，
一
以
協
調
同

業
關
係
，
增
進
共
同
利
益
，
一
以
促
進
社

會
建
設
，
謀
公
眾
之
最
大
福
祉
。
近
現
代

社
會
中
，
由
執
業
者
基
於
個
人
或
集
體
意

願
形
成
專
業
組
織
之
行
業
領
域
，
為
數
甚

夥
，
博
物
館
界
即
為
其
中
之
一
。
目
今
，

列
名
國
際
博
物
館
協
會
︵In

tern
ation

al 

C
ouncil of M

useum
s, IC

O
M

︶
團
體
會
員

名
錄
網
頁
之
國
家
博
物
館
學
會
，
為
數
已

近
一
百
五
十
；
他
若
地
域
性
、
地
區
性
團

體
以
次
各
類
分
支
博
物
館
專
業
組
織
，
更

不
知
凡
幾
。

我
國
博
物
館
學
會
雖
云
成
立
於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
一
九
九○

︶
，
然
究

其
緣
起
，
實
早
期
中
國
博
物
館
協
會
及

其
後
中
國
博
物
館
學
會
統
緒
之
相
因
相

續
；
此
其
首
次
會
務
報
導
稱
七
十
八
年

︵
一
九
八
九
︶
間
國
內
藝
文
界
有
心
之
士

在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推
動
及
策
畫
下
，
倡

議
﹁
重
組
中
華
民
國
博
物
館
學
會
﹂
之
謂

也
。
案
中
國
博
物
館
協
會
始
創
於
二
十
四

年
︵
一
九
三
五
︶
，
以
﹁
研
究
博
物
館
學

術
，
發
展
博
物
館
事
業
，
並
謀
博
物
館
之

互
助
﹂
為
宗
旨
，
嗣
因
抗
日
戰
起
，
業
務

難
以
為
繼
；
戰
後
雖
曾
力
圖
復
會
，
不

旋
踵
又
遭
逢
國
共
內
戰
，
於
三
十
八
年

︵
一
九
四
九
︶
被
迫
自
行
解
散
。
至
於
中

國
博
物
館
學
會
，
則
係
國
內
博
物
館
界
於

五
十
三
年
︵
一
九
六
四
︶
重
組
之
全
國
性

博
物
館
學
術
機
構
，
惟
運
作
若
干
時
日
，

即
因
業
務
推
動
不
易
，
難
以
賡
續
發
展
；

其
﹁
研
究
博
物
館
學
術
、
促
進
博
物
館
事

業
、
發
揮
博
物
館
教
育
功
能
，
俾
期
弘
揚

我
國
優
良
傳
統
文
化
，
並
促
進
國
際
文
化

交
流
﹂
之
成
立
旨
趣
，
終
難
實
現
。

中
國
博
物
館
協
會
自
成
立
以
迄
結

束
，
前
後
凡
十
四
寒
暑
，
惟
正
式
活
動
時

間
僅
二
載
有
餘
，
且
多
在
艱
困
時
局
中
進

行
。
本
文
旨
在
就
其
創
建
始
末
略
作
說

明
，
庶
幾
其
中
國
博
物
館
專
業
組
織
先
行

者
歷
史
地
位
，
不
因
歲
月
消
逝
，
而
為
後

人
所
淡
忘
。
又
為
使
讀
者
瞭
然
於
其
成
立

背
景
，
筆
者
將
先
擇
要
敘
述
民
初
中
國
博

物
館
事
業
之
歷
史
現
狀
。

民
初
中
國
博
物
館
事
業
發
展
大
勢

宣
統
三
年
︵
一
九
一
一
︶
夏
，
革

命
黨
人
武
漢
倡
義
，
繼
而
各
省
景
從
，
推

倒
滿
清
。
次
年
︵
一
九
一
二
︶
元
旦
，
民

圖一　國立歷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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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臨
時
政
府
成
立
，
教
育
部
於
社
會
教
育

司
特
設
圖
書
博
物
科
，
﹁
主
管
博
物
館
、

圖
書
館
、
美
術
展
覽
會
、⋯

、
調
查
搜
集

古
物
等
﹂
事
宜
，
是
為
中
國
第
一
個
正
式

的
博
物
館
行
政
管
理
機
構
，
﹁
從
名
義
上

而
且
實
質
上
，
正
式
確
立
了
博
物
館
作
為

獨
立
的
社
會
文
化
教
育
機
構
的
地
位
﹂
。

同
年
，
教
育
部
就
前
國
子
監
官
舍
，
置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籌
備
處
，
並
﹁
以
太
學
禮

器
百
餘
件
為
藏
品
﹂
，
乃
我
國
公
立
博
物

館
之
先
河
；
七
年
︵
一
九
一
八
︶
，
又
將

端
門
迄
午
門
房
屋
劃
作
館
址
，
區
分
陳

列
、
辦
公
、
貯
存
空
間
，
惟
遲
至
十
五
年

︵
一
九
二
六
︶
雙
十
節
始
正
式
開
放
︵
圖

一
︶
。
二
年
︵
一
九
一
三
︶
，
交
通
部
於

北
京
鐵
道
管
理
學
院
成
立
教
學
實
習
性
質

博
物
館
，
館
內
置
備
之
各
類
橋
樑
涵
洞
模

型
，
且
曾
贏
得
國
際
博
覽
賽
會
獎
項
。

當
年
歲
末
起
，
北
洋
政
府
內
務
部
將
承

德
離
宮
及
盛
京
清
宮
所
貯
古
文
物
﹁
輦

而
歸
之
京
師
，
張
設
於
文
華
、
武
英
兩

殿
，
而
名
其
地
曰
古
物
陳
列
所
﹂
；
其

工
作
章
程
與
辦
事
細
則
對
組
織
編
制
、

職
責
分
工
、
文
物
陳
列
、
庫
房
管
理
皆

提
出
明
確
規
定
，
尤
﹁
加
強
了
博
物
館
工

作
規
範
化
程
度
﹂
。
次
年
︵
一
九
一
四
︶

國
慶
，
古
物
陳
列
所
正
式
揭
幕
，
供
各
界

游
觀
，
可
謂
為 

﹁
紫
禁
城
向
博
物
館
轉

變
的
第
一
篇
章
﹂
︵
圖
二
︶
。
約
莫
同

一
時
間
，
法
國
傳
教
士
桑
志
華
︵E

m
ile 

L
icen

t

︶
以
其
在
華
從
事
人
文
、
地
理
、

氣
象
、
動
植
物
科
學
考
察
所
採
集
之
大
量

地
質
、
岩
礦
、
古
生
物
、
動
植
物
標
本
為

基
礎
，
籌
辦
天
津
北
疆
博
物
院
，
並
於

十
二
年
︵
一
九
二
三
︶
正
式
成
立
，
後

﹁
擴
充
為
公
共
博
物
院
﹂
︵
圖
三
︶
；
其

收
藏
之
豐
富
多
元
，
甚
且
﹁
足
以
傲
視
首

屈
一
指
的
北
京
地
質
調
查
所
﹂
。
四
年

︵
一
九
一
五
︶
，
江
蘇
省
政
府
於
南
京
明

故
宮
舊
址
成
立
古
物
保
存
所
，
展
陳
明
故

宮
遺
物
。

其
時
，
新
文
化
運
動
正
方
興
未
艾
，

民
主
、
科
學
觀
念
漸
深
入
人
心
。
不
少
受

過
新
式
教
育
的
知
識
份
子
以
﹁
博
物
院
、

美
術
館
能
增
進
普
通
人
之
智
德
﹂
，
莫
不

積
極
提
倡
，
致
教
育
、
科
學
類
博
物
館
數

量
明
顯
增
加
，
從
而
推
動
了
中
國
博
物
館

事
業
的
進
一
步
發
展
。
此
後
數
年
間
相
繼

成
立
之
北
平
市
衛
生
陳
列
所
、
農
商
部
地

質
調
查
所
地
質
陳
列
館
︵
圖
四
︶
、
保
定

教
育
博
物
院
、
江
西
省
立
教
育
博
物
館
、

天
津
博
物
院
︵
圖
五
︶
，
以
及
山
西
教
育

圖
書
博
物
館
、
教
育
部
教
育
博
物
館
、
嶺

南
大
學
博
物
館
、
江
西
省
立
科
學
博
物

館
、
京
兆
通
俗
教
育
館
等
，
率
皆
屬
之
。

民
國
十
三
年
︵
一
九
二
四
︶
，
直

系
將
領
馮
玉
祥
發
動
北
京
政
變
，
組
織

攝
政
內
閣
，
通
過
修
正
清
室
優
待
條
件
，

要
求
遜
帝
遷
出
宮
禁
；
復
成
立
辦
理
清
室

善
後
委
員
會
，
點
查
清
室
公
產
私
產
。
次

年
︵
一
九
二
五
︶
九
月
，
清
室
善
後
委
員

會
決
議
仿
法
、
俄
、
德
諸
國
前
例
，
以
皇

室
收
藏
闢
設
故
宮
博
物
院
，
並
於
十
月
正

式
揭
幕
，
對
外
開
放
。
昔
日
禁
苑
一
姓

一
族
之
私
，
於
焉
終
得
公
之
於
世
，
為

國
民
所
共
有
共
享
︵
圖
六
︶
。
十
七
年

︵
一
九
二
八
︶
北
伐
戰
爭
結
束
後
，
南
京

國
民
政
府
擬
以
法
國
拿
破
崙
時
代
之
大
學

院
制
度
行
之
於
全
國
，
並
將
博
物
館
納
入

大
學
院
管
理
體
系
，
嗣
因
各
界
強
烈
反

對
，
全
案
遂
寢
，
博
物
館
事
業
仍
由
教
育

部
社
會
教
育
司
綜
理
。
其
時
，
各
省
又
陸

圖二　古物陳列所

圖三　 桑志華（左）在北疆博物院整理昆蟲標本

圖五　天津博物院

圖四　農商部地質調查所圖書館陳列館開幕典禮攝影

圖六　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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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成
立
若
干
公
營
博
物
館
，
如
河
南
博
物

館
、
湖
南
地
質
礦
產
陳
列
館
︵
圖
七
︶
、

兩
廣
地
質
礦
產
陳
列
館
、
南
京
市
立
歷
史

博
物
陳
列
室
、
河
洛
圖
書
館
金
石
陳
列

室
、
北
平
靜
生
生
物
調
查
所
動
植
物
標
本

陳
列
室
，
又
如
蘭
州
市
立
博
物
館
、
中
央

研
究
院
自
然
歷
史
博
物
館
與
天
文
陳
列

館
、
廣
州
市
立
博
物
館
、
北
平
天
然
博
物

院
、
浙
江
省
立
西
湖
博
物
館
、
國
立
北
平

圖
書
館
金
石
部
等
是
。
據
統
計
，
自
光
緒

三
十
一
年
︵
一
九○

五
︶
狀
元
實
業
家
張

謇
創
設
中
國
人
自
辦
之
第
一
所
博
物
館
，

以
迄
二
十
世
紀
二○

年
代
告
終
，
全
中
國

共
成
立
了
三
十
四
所
博
物
館
，
成
長
不
可

謂
不
快
。

進
入
三○

年
代
，
中
國
博
物
館
事
業

發
展
益
見
勃
興
。
新
成
立
或
籌
辦
中
之
博

物
館—

如
頤
和
園
陳
列
館
、
天
津
市
立
美

術
館
、
國
立
北
平
研
究
院
中
南
海
藝
術
陳

列
所
、
中
國
西
部
科
學
院
公
共
博
物
館
、

青
島
水
族
館
、
國
立
中
央
博
物
院
籌
備

處
、
北
平
國
劇
陳
列
館
、
中
國
戲
曲
音
樂

院
博
物
館
，
以
及
衛
生
體
育
博
物
館
、
廈

門
市
博
物
館
、
廣
西
省
立
博
物
館
、
上
海

市
立
博
物
館
︵
圖
八
︶
、
中
國
國
民
黨
中

央
黨
史
史
料
陳
列
館
︵
圖
九
︶
、
地
質
調

查
所
地
質
鑛
產
陳
列
館
︵
圖
十
︶
、
中
醫

醫
史
博
物
館
等
，
不
僅
類
型
漸
趨
多
元
，

典
藏
內
容
尤
各
具
特
色
。
案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
一
九
三
六
︶
統
計
數
據
，
全
國
博
物

館
已
數
達
七
十
七
所
；
若
將
具
有
博
物
館

性
質
的
美
術
館
與
古
物
保
存
所
納
入
，
為

數
則
達
二
百
三
十
一
所
或
更
多
。
其
中
，

最
具
時
代
意
義
者
，
當
屬
南
京
國
立
中
央

博
物
院
。
案
國
立
中
央
博
物
院
係
教
育
部

於
二
十
二
年
︵
一
九
三
三
︶
所
設
，
為
一

綜
合
性
典
藏
展
覽
機
構
，
以
﹁
匯
集
數
千

年
先
民
遺
留
之
文
物
及
灌
輸
現
代
知
識
之

資
料
，
為
系
統
之
陳
覽
，
永
久
之
保
存
，

藉
以
為
提
倡
科
學
研
究
，
輔
助
民
眾
教

育
﹂
為
宗
旨
，
整
體
規
劃
﹁
恢
宏
而
又
周

詳
﹂
，
﹁
代
表
了
當
時
最
先
進
的
水
平
﹂

︵
圖
十
一
︶
。

博
物
館
數
量
的
大
幅
成
長
，
適
足
驗

證
博
物
館
事
業
及
其
社
會
教
育
功
能
已
普

獲
公
眾
重
視
。
另
一
方
面
，
各
博
物
館
藏

品
質
量
的
提
昇
，
對
於
佈
陳
各
類
展
覽
，

激
發
民
眾
參
觀
興
趣
更
提
供
了
有
利
條

件
。
舉
例
言
之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成
立

之
際
，
藏
品
不
過
五
萬
七
千
餘
件
，
迄
民

國
二
十
二
年
歲
杪
，
已
踰
二
十
一
萬
六
千

件
。
再
如
河
南
博
物
館
於
十
七
年
舉
辦
民

族
文
物
展
覽
時
，
﹁
民
眾
參
觀
者
途
為
之

塞
﹂
，
﹁
日
接
待
觀
眾
最
高
竟
達
三
、
四

萬
人
﹂
；
北
平
古
物
陳
列
所
﹁
一
九
二
八

至
一
九
三
四
年
觀
眾
四
十
二
萬
餘
人
次
，

最
多
時
一
個
月
觀
眾
達
一
千
七
百
餘

人
﹂
。
另
部
分
博
物
館
編
印
之
通
俗
性
刊

物
，
如
︽
歷
史
博
物
館
叢
刊
︾
、
︽
故
宮

週
刊
︾
︵
圖
十
二
︶
、
︽
河
北
第
一
博
物

院
半
月
刊
︾
︵
圖
十
三
︶
、
︽
浙
江
省
立

西
湖
博
物
館
館
刊
︾
、
︽
河
南
省
博
物
館

館
刊
︾
之
屬
，
於
坊
肆
流
通
之
後
，
尤

足
擴
大
博
物
館
事
業
之
社
會
影
響
。
外

此
，
國
民
政
府
陸
續
建
立
之
相
關
文
化
規

章
，
如
﹁
名
勝
古
蹟
古
物
保
存
條
例
﹂
、

﹁
古
物
保
存
法
﹂
、
﹁
鑒
定
禁
遠
古
籍
須

知
﹂
、
﹁
暫
定
古
物
之
範
圍
及
種
類
大

綱
﹂
、
﹁
古
物
出
口
護
照
規
則
﹂
等
，
對

於
博
物
館
事
業
制
度
化
發
展
導
向
，
亦
曾

發
揮
相
當
程
度
之
引
領
作
用
。
凡
此
種

種
，
在
在
說
明
二○

、
三○

年
代
中
國
博

物
館
事
業
已
略
有
可
觀
，
正
邁
向
蒸
蒸
日

上
的
新
局
，
迥
非
世
紀
初
草
刱
時
之
景
況

所
能
比
擬
。

圖七　湖南地質礦產陳列館圖八　上海市博物館

圖九　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陳列館圖十　實業部地質調查所地質鑛產陳列館

圖十一　興建中的國立中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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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博
物
館
協
會
的
創
建
與
式
微

當
時
中
國
博
物
館
事
業
蓬
勃
發
展
，

為
執
業
者
組
織
專
業
團
體
，
共
謀
理
想
之

實
現
，
提
供
了
良
好
條
件
。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春
，
文
化
界
人
士
丁
文
江
、
馬
衡
、
袁

同
禮
、
傅
斯
年
、
沈
兼
士
、
翁
文
灝
等
有

感
於
國
內
各
種
博
物
館
﹁
規
模
雖
具
，
而

設
備
未
周
，
欲
求
其
組
織
完
善
，
功
效
丕

著
，
捨
合
智
並
力
，
切
磋
觀
摩
，
其
道
莫

由
﹂
，
乃
邀
集
同
儕
近
七
十
位
，
倡
議
成

立
中
國
博
物
館
協
會
，
﹁
冀
以
嚶
鳴
之

誠
，
藉
收
切
磋
之
益
，
而
更
相
策
勵
，
造

成
輿
論
，
使
博
物
館
之
設
立
與
日
俱
增
，

博
物
館
之
管
理
隨
時
改
進
﹂
︵
圖
十
四
至

十
九
︶
。
案
渠
等
規
劃
，
組
織
專
業
協

會
，
推
動
博
物
館
建
設
，
凡
有
三
義
：
其

一
，
﹁
欲
使
先
民
之
遺
蹟
永
久
保
存
，
固

有
之
文
化
日
新
又
新
，
則
博
物
館
之
建

設
，
實
為
今
日
最
迫
切
之
需
求
﹂
；
其

二
，
﹁
博
物
館
在
教
育
上
之
價
值
幾
倍
於

學
校
，
是
以
先
進
各
國
於
博
物
館
之
設
立

提
倡
，
不
遺
餘
力
，
收
效
之
宏
，
堪
資
借

鏡
﹂
；
其
三
，
﹁
博
物
館
者
，
靜
的
方
面

可
以
為
文
化
之
保
管
人
，
社
會
教
育
之
良

導
師
，
動
的
方
面
並
可
以
為
國
家
邊
陲
籌

長
治
久
安
之
策
﹂
。
此
議
一
經
提
出
，
旋

獲
藝
術
文
化
與
教
育
學
術
界
熱
烈
支
持
。

時
倡
議
諸
君
以
中
國
歷
來
成
立
之
學

術
會
社
往
往
因
﹁
材
料
不
足
，
以
致
流
為

空
論
，
而
又
無
專
人
負
責
，
以
致
會
務
無

法
進
行
﹂
，
遂
開
始
多
方
蒐
羅
博
物
館
學

資
料
。
故
宮
博
物
院
馬
衡
院
長
更
指
派
院

內
同
人
兼
司
幹
事
，
協
助
北
平
圖
書
館
袁

同
禮
館
長
處
理
創
會
事
務
。
數
月
以
還
，

諸
君
以
籌
備
工
作
已
大
致
就
緒
，
乃
商
定

五
月
十
八
日
為
成
立
之
期
，
並
擇
北
平
陟

山
門
街
原
御
史
衙
門
為
會
址
。

當
日
上
午
八
時
，
參
與
成
立
活
動

之
博
物
館
界
同
人
依
程
序
先
赴
團
城
承
先

殿
，
參
觀
國
立
北
平
圖
書
館
舉
辦
之
歐
美

博
物
館
展
覽
會
。
案
展
覽
會
內
容
計
分
天

然
歷
史
博
物
館
、
專
門
博
物
館
、
藝
術
及

務
之
工
作
重
點
，
要
為
﹁
︵
一
︶
輪
流
於

各
博
物
館
所
在
地
舉
行
年
會
，
討
論
一
切

改
進
工
作
，
並
參
觀
各
博
物
館
，
以
收
切

磋
觀
摩
之
效
；
︵
二
︶
發
行
刊
物
，
並
舉

行
學
術
演
講
，
使
高
深
之
學
理
與
應
用
之

技
術
日
益
精
進
﹂
。
袁
同
禮
館
長
繼
而
致

辭
，
除
報
告
協
會
籌
備
經
過
，
亦
抒
發
內

心
感
想
，
對
國
人
不
知
愛
惜
文
物
史
料
，

使
輾
轉
流
傳
外
國
之
現
象
深
為
痛
心
，
故

圖十二　《故宮週刊》

圖十三　《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圖十九　翁文灝

圖十四　丁文江圖十五　馬衡

圖十六　袁同禮圖十七　傅斯年

圖十八　沈兼士

稱
盛
會
﹂
︵
圖
二
十
︶
。
會
中
，
馬
衡
院

長
獲
推
為
臨
時
主
席
，
就
協
會
意
義
多
所

闡
釋
，
謂
其
任
務
有
三
：
﹁
︵
一
︶
本
互

助
之
精
神
，
以
既
得
之
經
驗
，
謀
未
來
之

發
展
；
︵
二
︶
喚
起
一
般
人
之
注
意
，
使

對
於
民
族
固
有
之
文
化
，
有
真
確
之
認

識
，
而
增
加
其
研
究
之
旨
趣
；
︵
三
︶
與

世
界
各
國
博
物
館
互
通
消
息
，
以
資
借

鏡
﹂
。
同
時
，
他
亦
指
出
，
達
成
上
述
任

美
術
博
物
館
、
名
人
故
里
、
建
築
及
陳
列

方
法
、
博
物
館
出
版
品
六
類
，
佈
陳
物
品

凡
二
千
餘
事
；
其
目
的
則
在
﹁
使
民
眾
對

於
各
國
博
物
館
有
相
當
之
認
識
﹂
，
並
團

結
中
國
博
物
館
界
，
﹁
共
謀
博
物
館
學
術

之
進
展
﹂
。
十
時
，
中
國
博
物
館
協
會
假

景
山
綺
望
樓
召
開
成
立
大
會
；
與
會
之

﹁
發
起
人
、
發
起
機
關
代
表
，
並
來
賓
、

新
聞
記
者
，
都
百
餘
人
，
濟
濟
一
堂
，
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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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
呼
籲
博
物
館
積
極
﹁
喚
起
民
眾
，
使
各

省
市
之
博
物
館
逐
漸
成
立
，
俾
能
隨
時
隨

地
搜
集
關
於
各
該
地
之
歷
史
、
藝
術
及
科

學
上
之
資
料
﹂
。

隨
後
，
成
立
大
會
審
定
協
會
組
織

大
綱
，
並
予
修
正
通
過
；
复
選
舉
執
行
委

員
，
由
馬
衡
、
袁
同
禮
、
朱
啟
鈐
、
沈
兼

士
、
徐
鴻
寶
、
李
濟
、
翁
文
灝
、
李
書

華
，
以
及
錢
桐
、
胡
先
驌
、
徐
炳
昶
、
葉

恭
綽
、
丁
文
江
、
嚴
智
開
、
傅
斯
年
十
五

人
當
選
，
皆
當
時
文
史
藝
術
學
界
知
名
之

士
。
末
了
，
朱
啟
鈐
、
胡
先
驌
、
李
濟
三

先
生
分
別
報
告
民
國
初
年
創
辦
北
平
禮
器

陳
列
所
及
古
物
陳
列
所
經
過
、
各
地
成
立

自
然
歷
史
博
物
館
之
需
要
，
以
及
籌
辦
中

央
博
物
院
進
行
概
況
。
中
午
，
故
宮
博
物

院
與
古
物
陳
列
所
特
於
東
華
門
內
傳
心
殿

設
宴
，
招
待
與
會
人
士
。
下
午
，
沈
兼
士

先
生
以
﹁
故
宮
博
物
院
文
獻
館
整
理
檔
案

之
經
過
﹂
為
題
，
發
表
演
說
。
繼
之
，
故

宮
博
物
院
又
安
排
參
觀
實
錄
大
庫
及
南
三

所
檔
案
。
五
時
許
，
創
會
活
動
順
利
結

束
。
另
歐
美
博
物
館
展
覽
會
則
繼
續
對
外

開
放
，
為
期
一
週
。
據
統
計
，
各
界
﹁
參

觀
者
極
形
踴
躍
，⋯

達
五
萬
餘
人
；
學
校

及
團
體
參
觀
達
三
十
處
，
誠
學
術
界
之
盛

舉
也
﹂
。

據
其
組
織
大
綱
，
中
國
博
物
館
協

會
會
員
結
構
計
分
機
關
、
個
人
、
永
久
、

名
譽
四
類
，
各
有
其
入
會
條
件
與
繳
納
會

費
標
準
。
至
於
組
織
運
作
，
則
分
由
執
行

委
員
會
及
專
門
委
員
會
推
動
；
前
者
負

責
﹁
規
定
進
行
方
針
、
籌
募
經
費
、
編
製

預
算
及
決
算
、
推
舉
常
務
委
員
及
候
選

執
行
委
員
、
組
織
各
項
專
門
委
員
會
、
執

行
其
他
重
要
事
項
﹂
，
後
者
專
司
﹁
分
工

研
究
博
物
館
學
術
及
與
博
物
館
相
關
之
各

項
學
術
、
設
計
博
物
館
建
築
及
陳
列
或
設

備
上
種
種
改
進
事
項
、
審
查
關
於
博
物
館

學
之
書
籍
及
專
門
論
文
、
舉
行
學
術
講
演

會
﹂
。
協
會
成
立
之
初
，
申
請
入
會
之
個

人
會
員
已
達
一
一
六
人
，
機
關
會
員
則
不

下
三
十
所
博
物
館
、
圖
書
館
、
美
術
館
、

陳
列
館
等
文
教
單
位
。

中
國
博
物
館
協
會
正
式
成
立
後
，

當
﹁
即
通
告
歐
美
博
物
館
協
會
及
各
博
物

館
等
﹂
，
嗣
接
獲
﹁
請
求
交
換
或
贈
與

刊
物
函
件
甚
多
，
隨
函
贈
送
書
報
者
亦
甚

夥
﹂
。
二
十
八
日
，
協
會
於
團
城
召
開
第

一
次
執
行
委
員
會
，
由
馬
衡
院
長
任
主

席
。
會
中
，
出
席
者
除
簽
定
各
執
行
委
員

任
期
，
亦
選
舉
主
席
︵
馬
衡
︶
、
書
記
兼

會
計
︵
袁
同
禮
︶
、
常
務
委
員
︵
錢
桐
、

李
書
華
、
翁
文
灝
、
李
濟
、
胡
先
驌
︶
等

職
員
。
其
他
重
要
議
決
事
項
尚
包
括
：

一
、
協
會
經
費
由
會
員
會
費
與
各
國
立
大

學
及
其
他
文
化
機
關
補
助
款
支
應
；
二
、

出
版
費
用
由
傅
斯
年
先
生
募
集
；
三
、
協

會
立
案
、
出
版
、
徵
集
會
員
等
事
務
，
由

常
務
委
員
辦
理
；
四
、
籲
請
各
省
通
志
館

設
檔
案
局
；
五
、
致
函
中
央
古
物
保
管
委

員
會
，
建
請
政
府
將
駐
外
使
館
檔
案
集

中
。
另
協
會
又
著
手
籌
劃
閱
覽
室
，
﹁
分

別
函
向
國
內
外
各
博
物
館
、
各
大
學
，
以

及
學
術
機
關
，
請
求
捐
贈
或
交
換
﹂
，
並

向
國
立
北
平
圖
書
館
借
用
部
分
博
物
館
學

刊
物
。
資
料
置
備
就
緒
，
閱
覽
室
即
自
七

月
六
日
起
公
開
閱
覽
。

同
年
九
月
，
中
國
博
物
館
協
會
經
中

國
國
民
黨
﹁
中
央
執
行
委
員
會
民
眾
指
導

委
員
會
審
核
批
准
，
並
經
教
育
部
同
意
准

予
備
案
﹂
。
當
月
，
︽
中
國
博
物
館
協
會

會
報
︾
肇
始
發
行
。
案
︽
會
報
︾
為
協
會

對
外
傳
遞
會
務
訊
息
及
博
物
館
界
發
展
情

況
之
主
要
管
道
，
乃
雙
月
份
刊
物
，
全
年

共
出
刊
五
期
︵
七
、
八
月
暫
停
發
行
︶
；

其
寄
送
對
象
以
個
人
及
機
關
會
員
為
主
，

另
亦
流
通
至
全
國
各
省
及
港
、
澳
、
日
、

美
等
地
。
︽
會
報
︾
收
錄
之
內
容
相
當
廣

泛
，
係
當
時
﹁
博
物
館
工
作
和
博
物
館
學

研
究 ⋯

 

公
開
交
流
的
園
地
﹂
；
每
期
除

會
務
紀
要
、
博
物
館
界
、
新
書
介
紹
等
款

目
外
，
均
設
論
著
專
欄
，
刊
登
博
物
館
學

實
務
性
與
學
術
性
文
字
︵
如
︿
歐
美
博
物

館
及
美
術
館
陳
列
方
法
之
演
進
﹀
、
︿
現

代
博
物
館
之
形
式
與
功
用
﹀
、
︿
地
方
博

物
館
之
目
的
與
組
織
﹀
、
︿
吾
國
陶
瓷
器

之
陳
列
法
﹀
、
︿
保
存
古
物
之
方
法
﹀

等
︶
，
另
亦
不
定
期
報
導
國
內
各
博
物
館

之
歷
史
沿
革
、
工
作
實
況
、
未
來
規
劃

︵
如
︿
中
國
西
部
科
學
院
公
共
博
物
館
五

年
工
作
計
畫
大
綱
﹀
、
︿
震
旦
博
物
院
概

況
﹀
、
︿
國
立
北
平
研
究
院
博
物
館
工
作

報
告
﹀
等
︶
。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
一
九
三
六
︶
元

月
，
協
會
特
以
其
從
事
全
國
博
物
館
實

際
調
查
所
得
，
彙
為
︽
中
國
博
物
館
一

覽
︾
專
書
，
共
納
入
六
十
二
所
公
私
機

關
，
分
﹁
普
通
博
物
館
﹂
、
﹁
專
門
博
物

館
﹂
、
﹁
植
物
園
、
動
物
園
及
水
族
館
﹂

三
篇
，
另
附
各
館
西
文
名
稱
對
照
。
全

書
係
中
國
﹁
博
物
館
調
查
之
嚆
矢
﹂
，
所

收
資
料
大
致
包
括
地
址
、
成
立
年
月
及
沿

革
、
建
築
、
性
質
、
組
織
，
以
及
經
費
來

源
、
所
藏
物
品
性
質
及
數
量
、
設
備
、
出

版
物
、
職
員
姓
名
等
項
，
﹁
手
此
一
編
，

可
瞭
然
各
館
之
概
況
﹂
，
故
嘗
被
視
為

﹁
二
十
世
紀
三○

年
代
中
國
博
物
館
的
百

科
全
書
﹂
。
七
月
，
協
會
第
一
屆
年
會
及

中
華
圖
書
館
協
會
第
三
屆
年
會
於
青
島
國

立
山
東
大
學
聯
合
舉
行
，
到
會
之
代
表
、

來
賓
凡
四
百
餘
位
，
頗
集
一
時
之
盛
。
國

立
北
平
研
究
院
李
煜
瀛
院
長
受
邀
於
會
中

致
詞
，
除
強
調
圖
書
館
、
博
物
館
在
現
代

教
育
中
的
重
要
性
，
更
以
﹁
圖
書
是
文
字

的
博
物
，
博
物
是
實
物
的
圖
書
﹂
為
喻
，

說
明
圖
書
館
與
博
物
館
的
關
係
。
論
文
宣

讀
、
學
術
講
演
之
外
，
大
會
特
於
︽
青
島

時
報
︾
發
表
︿
對
於
中
華
圖
書
館
協
會
、

中
國
博
物
館
協
會
聯
合
年
會
的
希
望
﹀
一

文
，
主
張
﹁
圖
書
館
、
博
物
館
亟
應
設

立
，
以
補
充
學
校
教
育
之
不
足
，
且
可
保

存
文
藝
，
提
高
學
術
﹂
，
並
籲
請
博
物
館

擴
充
典
藏
範
圍
，
﹁
無
論
中
外
新
舊
，
無

論
科
學
工
藝
、
標
本
實
物
，
以
及
歷
史
文

化
之
古
物
、
圖
書
，
均
應
廣
博
蒐
求
，
考

訂
說
明
，
以
供
民
眾
之
觀
摩
。
圖
書
古
物

圖二十　中國博物館協會成立大會紀念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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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最早的博物館專業組織—中國博物館協會

博物館學

相
輔
而
行
，
合
力
並
進
﹂
。

又
三
日
年
會
期
間
，
各
館
代
表
曾
就

共
同
關
注
之
博
物
館
課
題
，
分
為
四
組
進

行
提
案
討
論
，
並
通
過
三
十
五
項
建
議
。

其
中
，
博
物
館
的
人
才
培
訓
及
經
費
補
助

最
獲
重
視
；
所
提
建
議
如
﹁
設
立
博
物
館

人
員
訓
練
所
，
造
就
專
門
人
才
，
並
呈
請

教
育
部
立
案
﹂
、
﹁
教
育
部
設
立
博
物
館

專
科
學
校
，
或
指
定
學
術
機
關
添
設
博
物

館
學
科
課
程
，
以
期
造
就
專
門
人
才
﹂
、

﹁
在
英
庚
款
留
學
名
額
及
清
華
公
費
生
名

額
內
，
設
立
博
物
館
學
、
考
古
學
、
藝
術

史
專
科
，
以
宏
造
就
﹂
、
﹁
應
即
設
立
古

代
工
藝
美
術
傳
習
所
，
養
成
傳
藝
與
修
理

人
才
﹂
，
以
及
﹁
各
地
文
化
基
金
會
承
認

博
物
館
與
其
他
文
化
機
關
同
受
補
助
﹂
、

﹁
文
化
基
金
保
管
委
員
會
於
全
國
已
成
立

之
公
立
博
物
館
中
，
擇
成
績
優
良
者
，

每
年
酌
予
補
助
費
，
俾
資
發
展
而
示
鼓

勵
﹂
、
﹁
中
央
通
令
各
省
市
政
府
，
對
於

圖
書
館
、
博
物
館
增
加
經
費
，
以
資
發

展
﹂
等
，
頗
足
展
現
與
會
人
士
關
注
中
國

博
物
館
事
業
長
期
發
展
之
情
懷
。
另
大
會

亦
通
過
仿
照
﹁
圕
﹂
字
代
表
﹁
圖
書
館
﹂

作
法
，
以
﹁

﹂
為
﹁
博
物
館
﹂
之
意
。

在
此
尤
值
一
提
者
，
係
協
會
成
立

後
，
中
國
的
博
物
館
學
研
究
亦
日
趨
專
業

化
。
當
時
版
行
的
若
干
專
書
，
如
費
耕
雨

及
費
鴻
年
之
︽
博
物
館
學
概
論
︾
、
陳

端
志
之
︽
博
物
館
學
通
論
︾
、
胡
肇
椿
之

︽
徵
集
品
之
修
復
與
保
存
︾
、
曾
昭
燏
與

李
濟
之
︽
博
物
館
︾
等
，
皆
屬
探
討
博
物

館
起
源
、
類
型
、
功
能
、
實
務
工
作
的
理

論
性
著
作
。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
一
九
三
七
︶
七

月
，
蘆
溝
橋
變
起
。
日
本
發
動
之
全
面

侵
華
戰
爭
，
對
中
國
社
會
、
經
濟
，
以
及

文
化
、
教
育
造
成
嚴
重
破
壞
。
﹁
博
物
館

界
同
人
多
忙
於
古
物
的
維
護
，
分
散
各

地
﹂
，
致
協
會
會
務
陷
於
中
斷
。
︽
中
國

博
物
館
協
會
會
報
︾
發
行
至
第
二
卷
第
四

期
，
亦
被
迫
停
刊
；
其
後
雖
曾
在
香
港
短

暫
復
刊
兩
期
，
然
終
難
持
續
發
行
。
戰

後
，
隨
著
各
地
博
物
館
陸
續
復
員
，
中
國

博
物
館
協
會
始
逐
漸
恢
復
運
作
。
時
故
宮

博
物
院
馬
衡
院
長
仍
任
會
長
，
北
平
歷
史

博
物
館
韓
壽
萱
館
長
任
副
會
長
兼
秘
書

長
。
三
十
七
年
︵
一
九
四
八
︶
五
月
，
協

會
為
慶
祝
復
會
，
特
向
北
平
圖
書
館
及
北

京
大
學
博
物
館
洽
借
資
料
，
委
託
北
平
歷

史
博
物
館
舉
辦
﹁
歐
美
博
物
館
介
紹
﹂
展

覽
會
，
由
北
京
大
學
博
物
館
專
修
科
學
生

參
與
陳
列
設
計
及
佈
置
。
六
月
六
日
，
天

津
︽
大
公
報
︾
更
製
作
了
半
頁
﹁
中
國
博

物
館
協
會
復
會
紀
念
刊
﹂
。
馬
衡
會
長
在

復
會
辭
中
強
調
：
協
會
立
即
恢
復
﹁
不
容

稍
緩
。
歐
美
博
物
館
其
產
生
雖
是
很
晚
，

但
牠
的
發
展
卻
極
迅
速
；
不
唯
是
個
別
的

博
物
館
充
分
的
現
代
化
，
形
成
了
社
會
的

中
心
，
而
各
國
博
物
館
協
會
的
工
作
，
就

在
大
戰
時
期
，
也
未
嘗
稍
懈
。
同
時
國
際

間
的
博
物
館
事
業
，
也
較
前
更
重
視 ⋯

。

因
此
聯
合
國
在
教
育
科
學
文
化
機
構
中
，

特
設
了
博
物
館
組
。
同
時
國
際
博
物
館
協

會
，
也
在
努
力
工
作
中
。⋯

 

他
們
的
努
力

猛
進
處
，
是
我
們
應
該
效
法
的
﹂
。

當
月
中
旬
，
協
會
於
故
宮
博
物
院
傳

心
殿
召
開
復
員
後
首
次
會
員
大
會
，
除
修

訂
﹁
中
國
博
物
館
協
會
組
織
大
綱
草
案
﹂
，

亦
草
擬
重
編
︽
中
國
博
物
館
一
覽
︾
、

每
月
發
行
兩
期
︽
會
刊
︾
、
輯
印
會
員

名
錄
、
每
年
編
印
國
寶
審
查
報
告
並
出
版

︽
國
寶
集
︾
等
多
項
工
作
計
畫
。
惜
乎
國

內
戰
事
再
起
，
繼
而
政
府
東
渡
來
台
，
中

國
博
物
館
協
會
會
務
遂
於
次
年
結
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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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作
為
一
種
社
會
現
象
，
任
何
專
業
組

織
的
創
建
，
皆
有
其
時
代
與
文
化
背
景
。

中
國
博
物
館
協
會
的
成
立
，
正
值
二
十
世

紀
三○

年
代
中
國
博
物
館
事
業
開
始
蓬
勃

發
展
之
際
。
前
此
，
歐
陸
博
物
館
思
想

雖
自
第
一
次
鴉
片
戰
爭
前
後
因
中
西
交
流

日
趨
頻
繁
而
傳
入
中
國
，
抑
且
為
洋
務
、

維
新
運
動
人
士
視
作
啟
迪
民
智
，
與
夫
教

育
改
革
之
重
要
方
略
，
然
始
終
未
獲
清
廷

重
視
，
致
博
物
館
事
業
在
中
國
一
直
處
於

醞
釀
階
段
。
逮
乎
民
國
肇
建
，
博
物
館
的

文
化
守
藏
與
社
會
教
育
功
能
始
漸
為
各
界

所
注
意
，
從
而
促
進
了
博
物
館
事
業
的
發

展
，
在
短
短
一
、
二
十
年
內
獲
致
許
多
傲

人
成
果
，
如
政
府
博
物
館
行
政
管
理
體
系

的
建
立
、
國
家
層
級
博
物
館
的
設
置
、
帝

王
宮
禁
與
秘
府
琳
瑯
的
開
放
、
全
國
博
物

館
數
量
的
增
加
、
博
物
館
類
型
多
元
化
的

體
現
，
又
如
綜
合
性
博
物
館
的
籌
備
、
文

物
典
藏
與
展
覽
質
量
的
提
昇
、
民
眾
游
觀

興
趣
的
激
發
、
博
物
館
出
版
品
的
流
通
、

古
蹟
文
物
保
存
法
令
規
章
的
頒
行
等
。
期

間
，
文
化
界
有
識
之
士
集
合
同
志
，
組
織

中
國
博
物
館
協
會
，
以
保
存
文
物
，
宣
揚

知
識
為
使
命
，
尤
足
證
驗
中
國
博
物
館
界

之
專
業
意
識
已
然
孕
育
成
熟
。

中
國
博
物
館
協
會
會
務
活
動
時
間

雖
短
，
然
其
諸
多
作
為
對
於
當
時
中
國
博

物
館
界
團
體
凝
聚
力
與
同
人
歸
屬
感
之
促

進
，
博
物
館
專
業
訓
練
與
教
育
理
念
之
導

揚
，
以
及
相
關
學
術
研
究
風
氣
之
提
倡
，

多
所
獻
替
。
目
今
，
中
華
民
國
博
物
館
學

會
承
其
餘
緒
，
重
組
成
立
已
踰
二
十
載
；

在
歷
任
會
長
以
次
執
事
同
人
攜
手
奮
進

下
，
不
僅
迭
創
新
猷
，
使
國
內
博
物
館
事

業
呈
現
欣
欣
向
榮
氣
象
，
會
務
發
展
亦
且

踵
事
增
華
，
在
國
家
文
化
建
設
中
猶
有
無

限
寬
廣
之
揮
灑
空
間
。
相
信
全
體
會
員
在

未
來
歲
月
，
必
將
如
馬
衡
主
席
於
中
國
博

物
館
協
會
成
立
大
會
所
言
，
﹁
對
於
博
物

館
之
學
術
力
求
精
進
，
博
物
館
之
組
織
力

求
完
善
，
使
各
地
博
物
館
咸
能
收
發
揚
文

化
與
輔
翊
教
育
之
宏
效
﹂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圖
書
文
獻
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