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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
坡
圖
書
館
發
展
始
末

宋
兆
霖

導
言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所
藏
觀
海
堂

藏
書
，
凡
七
千
七
百
七
十
四
種
、
一
萬

五
千
四
百
九
十
一
冊
，
乃
清
末
湖
北
宜
都

楊
惺
吾
守
敬
氏
︵
圖
一
︶
於
日
本
訪
書
所

得
之
一
部
分
。
此
批
藏
書
係
北
洋
政
府
國

務
總
理
許
世
英
於
民
國
十
五
年
︵
一
九
二 

六
︶
元
月
核
准
自
集
靈
囿
撥
歸
，
暫
存
大

高
殿
，
繼
而
移
置
壽
安
宮
供
覽
者
，
嘗
為

曩
國
立
北
平
圖
書
館
館
長
、
故
宮
博
物
院

圖
書
館
館
長
袁
同
禮
先
生
視
作
﹁
書
城
之

巨
封
，
文
苑
之
寶
藏
﹂
。
至
於
觀
海
堂
藏

書
另
一
部
分
，
約
總
數
﹁
十
之
五
六
﹂
，

則
先
於
七
年
︵
一
九
一
八
︶
冬
由
總
統
徐

世
昌
令
交
籌
辦
中
之
松
坡
圖
書
館
，
作
為

學
者
得
以
盡
窺
秘
籍
﹂
，
遂
﹁
發
起
倡
辦

松
坡
圖
書
館
於
上
海
﹂
。
民
國
五
年
十
二

月
三
日
，
梁
氏
分
別
致
電
浙
、
贛
、
鄂
、

川
、
陜
、
豫
，
以
及
滇
、
貴
、
粵
、
桂
、

湘
、
蘇
諸
省
省
長
、
督
軍
，
﹁
議
設
一
紀

念
圖
書
館
，
即
在
館
中
奉
祠
鑄
像
，
庶
可

以
範
後
人
而
垂
不
朽
﹂
，
並
盼
渠
等
﹁
賜

銜
發
起
，
以
資
提
倡
﹂
。
此
議
旋
獲
熱
烈

迴
響
，
各
省
政
軍
首
長
咸
允
署
名
發
起
，

認
為
蔡
氏
可
﹁
藉
琳
琅
之
館
，
長
留
英
爽

之
姿
﹂
。
梁
氏
受
此
鼓
舞
，
於
九
日
再
電

上
開
各
省
領
袖
，
併
晉
閩
二
省
督
軍
，
一

以
申
謝
署
銜
發
起
，
一
以
商
請
﹁
在
發
起

人
中
公
推
一
人
為
籌
辦
主
任
，
庶
足
以
專

責
成
而
策
進
行
﹂
。
未
幾
，
雲
南
督
軍
唐

繼
堯
即
率
眾
呼
應
，
謂
：
﹁
蔡
公
紀
念
圖

書
館
，
公
推
梁
任
公
先
生
主
任
辦
理
，
最

為
合
適
﹂
。
梁
氏
自
覺
義
不
容
辭
，
乃
慨

然
允
諾
，
並
即
親
擬
︿
松
坡
圖
書
館
籌
辦

　
　

基
礎
館
藏
。
抗
日
戰
爭
期
間
，
故
宮
觀
海

堂
藏
書
亦
隨
文
物
避
寇
南
遷
，
復
轉
徙
至

西
南
後
方
，
繼
於
國
共
戰
情
緊
張
之
際
，

橫
海
來
台
。
松
坡
圖
書
館
所
藏
者
，
則
於

三
十
八
年
︵
一
九
四
九
︶
八
月
底
為
中
共

接
管
，
併
入
北
平
圖
書
館
。

有
關
楊
氏
駐
日
期
間
銳
意
蒐
羅
古
書

之
志
業
，
以
及
觀
海
堂
藏
書
遞
嬗
源
流
與

入
藏
故
宮
之
經
過
，
迭
經
圖
書
版
本
學
者

介
紹
播
揚
，
文
史
及
圖
書
館
學
界
並
不
陌

生
。
反
之
，
立
基
於
楊
氏
部
分
藏
書
之
松

坡
圖
書
館
，
今
人
多
僅
聞
其
名
，
而
未
知

其
詳
。
因
此
，
筆
者
特
以
之
為
題
，
將
所

見
文
獻
資
料
予
以
梳
理
，
略
述
其
創
建
以

迄
結
束
之
歷
程
如
次
，
庶
幾
讀
者
對
此
近

代
中
國
首
座
由
民
間
團
體
籌
設
，
並
由
政

府
撥
交
圖
書
及
館
舍
，
積
極
協
助
辦
理
之

紀
念
性
公
共
圖
書
館
有
所
瞭
解
。

松
坡
圖
書
館
之
始
建

松
坡
圖
書
館
係
飲
冰
室
主
人
梁
啟

超
先
生
︵
圖
二
︶
為
追
懷
討
袁
護
國
軍
總

司
令
蔡
鍔
將
軍
︵
圖
三
︶
，
推
廓
其
讀
書

明
理
、
教
育
救
國
思
想
，
於
民
國
十
二

年
︵
一
九
二
三
︶
所
創
立
之
紀
念
性
圖
書

館
。
案
蔡
鍔
字
松
坡
，
早
歲
肄
業
長
沙
時

務
學
堂
，
以
成
績
優
異
為
梁
氏
︵
時
任
總

教
習
︶
所
重
；
後
留
學
日
本
，
畢
業
陸
軍

士
官
學
校
。
武
昌
首
義
，
蔡
氏
以
雲
南
陸

軍
協
統
密
謀
響
應
，
獲
推
為
雲
南
都
督
，

宣
佈
獨
立
。
四
年
︵
一
九
一
五
︶
，
袁
世

凱
帝
制
議
興
，
對
之
頗
為
忌
憚
；
蔡
氏
乃

秘
密
籌
劃
，
隻
身
出
京
，
並
間
關
入
滇
，

於
歲
杪
組
護
國
軍
，
通
電
討
袁
，
擁
護
共

和
。
翌
年
︵
一
九
一
六
︶
六
月
，
國
體
復

定
，
蔡
氏
雖
軍
務
積
勞
，
﹁
瘦
削
骨
立
，

喉
啞
不
復
能
作
聲
﹂
，
猶
奉
命
督
蜀
，
力

疾
赴
任
。
八
月
，
蔡
氏
病
況
加
劇
，
赴
日

就
醫
，
卒
於
十
一
月
八
日
以
肺
疾
病
逝
福

岡
大
學
醫
院
，
年
三
十
有
五
。

蔡
氏
去
世
未
匝
月
，
國
人
為
紀
念

其
功
德
志
業
，
曾
有
﹁
建
設
松
坡
大
學

之
議
﹂
。
然
在
當
時
，
﹁
欲
辦
一
完
善
之

私
立
大
學
，
為
功
頗
非
易
易
，
辦
而
弗

善
，
懼
為
公
玷
也
﹂
，
其
議
遂
寢
。
另

一
方
面
，
梁
啟
超
先
生
以
﹁
今
世
各
文
明

國
圖
書
館
之
設
，
遍
於
都
邑
，
︙
雖
百
數

十
家
之
村
落
，
猶
必
有
一
圖
書
館
﹂
，
且

﹁
皆
廓
然
任
人
借
觀
流
覽
，
使
寒
士
之
好

及
勸
捐
簡
章
﹀
十
一
條
，
明
定
籌
辦
主
任

﹁
由
發
起
人
公
推
﹂
，
其
籌
辦
員
則
由

﹁
籌
辦
主
任
指
推
﹂
。
當
時
獲
推
為
籌
辦

員
者
，
包
括
何
澄
一
、
李
湛
陽
、
周
善

培
、
周
宏
業
、
陳
敬
第
、
袁
思
亮
，
以
及

張
元
濟
、
張
君
勱
、
鄭
浩
、
蔣
百
里
、
蔣

希
召
、
劉
垣
、
薛
頌
瀛
諸
先
生
，
共
十
三

位
，
不
乏
政
治
文
化
界
知
名
人
士
。
十
八

日
，
梁
氏
又
與
四
十
五
位
發
起
人
聯
合
署

名
，
於
上
海
︽
申
報
︾
發
表
︿
創
設
松
坡

圖
書
館
公
啟
﹀
，
對
籌
辦
之
意
義
申
述
甚

詳
，
復
指
出
：
﹁
蔡
公
本
以
苦
學
生
而
卓

然
自
樹
立
者
也
，
其
游
學
時
代
所
以
為
學

識
之
營
養
者
，
講
筵
而
外
，
則
得
於
彼
都

之
圖
書
館
最
多
，
故
生
前
當
以
吾
國
之
久

缺
此
物
為
大
憾
大
恥
。
今
欲
繼
公
之
志
，

而
永
其
紀
念
，
則
一
舉
備
數
美
，
夫
孰
有

逾
於
茲
事
者
﹂
。

案
︿
松
坡
圖
書
館
籌
辦
及
勸
捐
簡

圖三　蔡鍔將軍　引自網路

圖一　 楊守敬先生小像　 
引自日本室町時期《論語》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梁啟超先生（時年四十七歲）　
引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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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
所
載
，
梁
啟
超
先
生
等
﹁
擬
在
上

海
購
地
二
十
畝
內
外
，
中
建
圖
書
館
及
蔡

公
祠
；
外
為
公
園
，
樹
蔡
公
銅
像
﹂
。

館
舍
﹁
建
築
聘
用
外
國
技
師
，
採
擇
最

新
圖
式
，
于
防
火
及
通
風
、
光
線
等
，
務

十
分
注
意
。
初
辦
時
，
規
模
不
求
太
大
，

惟
仍
度
留
餘
地
，
備
擴
充
之
用
﹂
。
募
捐

所
得
則
﹁
先
儘
購
地
建
造
之
用
，
次
以
購

置
圖
籍
；
若
有
餘
款
，
得
由
同
人
決
議
劃

出
若
干
，
為
蔡
公
遺
孤
教
養
費
﹂
。
至
於

館
藏
內
容
，
計
﹁
分
本
國
書
、
外
國
書
兩

大
部
。
本
國
書
凡
四
庫
所
有
者
，
務
設
法

以
次
搜
羅
完
備
。
除
購
置
外
，
有
以
家
藏

善
本
惠
贈
者
，
最
所
歡
迎
。
外
國
書
英
、

法
、
德
、
俄
、
日
文
分
櫥
庋
藏
。
各
種
科

學
、
文
學
之
名
著
，
廣
為
採
置
；
其
新
出

版
者
，
隨
時
購
取
﹂
。
所
有
﹁
中
外
書
之

分
類
編
目
，
皆
分
請
專
門
家
任
之
，
務
便

查
覽
﹂
。
圖
書
冊
籍
之
外
，
﹁
凡
蔡
公

遺
書
、
遺
墨
、
遺
物
，
別
設
一
室
寶
藏

之
﹂
。
然
而
，
由
於
張
勳
復
辟
、
護
法
運

動
等
次
第
發
生
，
﹁
時
事
多
故
，
集
資
不

易
，
久
而
未
成
﹂
。
直
至
民
國
七
年
二

月
，
籌
辦
處
始
於
上
海
徐
家
匯
購
入
徽
商

汪
效
山
氏
於
清
宣
統
元
年
︵
一
九○

九
︶

所
建
之
余
村
園
，
將
之
易
名
為
松
社
，
復

﹁
以
時
搜
購
圖
籍
作
先
備
﹂
，
既
以
作
為

松
坡
圖
書
館
基
地
，
亦
以
成
為
﹁
讀
書
養

性
，
敦
品
勵
學
﹂
之
講
學
所
在
。
松
社
園

內
綠
蔭
夾
道
，
花
木
紛
披
，
﹁
大
殿
中
供

蔡
鍔
牌
位
，
樓
上
懸
有
蔡
鍔
肖
像
﹂
。
梁

氏
又
親
為
之
撰
書
楹
聯
，
文
曰
：
﹁
所
欲

有
甚
于
生
，
殺
身
成
仁
，
人
也
；
莫
致
而

至
者
命
，
載
胥
及
溺
，
天
乎
﹂
？

當
年
十
一
月
上
旬
，
梁
啟
超
先
生

特
呈
請
前
總
統
黎
元
洪
協
助
，
將
紫
禁
城

保
和
殿
所
貯
︽
四
庫
全
書
︾—

即
奉
督
段

芝
貴
於
民
國
三
年
︵
一
九
一
四
︶
袁
世

凱
將
稱
帝
之
際
，
運
赴
京
師
以
要
寵
之
瀋

陽
文
溯
閣
藏
本—

撥
付
松
坡
圖
書
館
，

惟
並
無
結
果
。
下
旬
，
梁
氏
再
請
黎
前
總

統
斡
旋
，
欲
將
楊
守
敬
觀
海
堂
圖
書
納
入

松
坡
圖
書
館
館
藏
。
案
楊
氏
於
四
年
元
月

遽
歸
道
山
，
北
洋
政
府
在
教
育
總
長
傅
增

湘
︵
圖
四
︶
介
紹
下
，
即
以
七
萬
餘
金
將

其
藏
書
購
入
，
貯
於
政
事
堂
。
梁
氏
請
求

移
交
觀
海
堂
藏
書
之
議
繼
獲
總
統
徐
世
昌

同
意
，
國
務
總
理
段
祺
瑞
乃
於
當
年
冬
間

核
准
，
將
其
中
刊
本
部
分
︵
約
二
萬
四
千

冊
︶
撥
予
松
坡
圖
書
館
。

民
國
八
年
︵
一
九
一
九
︶
二
月
，

梁
啟
超
先
生
偕
門
生
故
舊
抵
歐
遊
歷
。
期

間
，
他
對
西
方
社
會
缺
乏
的
精
神
文
明
內

涵
及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的
永
恆
價
值
體
會

甚
深
，
從
而
擬
就
在
國
內
發
展
新
文
化
、

新
文
明
的
步
驟
。
翌
年
︵
一
九
二○

︶

三
月
初
，
梁
氏
歐
遊
返
國
，
即
著
手
籌
辦

共
學
社
，
作
為
﹁
培
養
新
人
才
，
宣
傳
新

文
化
，
開
拓
新
政
治
﹂
之
基
礎
，
並
以
編

譯
圖
書
、
出
版
雜
誌
、
添
置
書
籍
，
以
及

補
助
留
學
、
獎
勵
名
著
等
項
為
其
主
要
業

務
。
同
時
，
他
又
以
歐
遊
時
所
購
之
一
萬

多
冊
文
史
、
哲
學
、
社
會
科
學
圖
書
，
於

北
京
歐
美
同
學
會
組
織
圖
書
俱
樂
部
，
開

放
眾
覽
。
此
後
，
歐
美
同
學
會
圖
書
俱
樂

部
又
分
別
向
尚
志
學
會
及
亞
洲
學
會
徵

集
，
計
得
日
文
圖
書
二
千
餘
冊
。

梁
啟
超
先
生
回
國
之
後
，
雖
力
圖

推
廓
其
文
化
新
思
維
，
喚
起
國
人
覺
醒
，

卻
為
﹁
吾
黨
人
才
缺
乏
﹂
所
苦
。
其
追
隨

者
如
舒
新
城
、
張
東
蓀
、
蔣
百
里
、
張
君

勱
等
，
亦
認
為
﹁
此
為
吾
輩
文
化
運
動
、

社
會
事
業
、
政
治
運
動
之
重
要
基
本
，

早
應
籌
備
﹂
；
果
能
預
謀
良
策
，
如
法
行

去
，
則
﹁
舉
足
可
以
左
右
中
國
文
化
，

五
年
後
吾
黨
將
徧
中
國
，
豈
再
如
今
日

之
長
此
無
人
也
﹂
。
為
培
植
志
同
道
合
之

士
，
梁
氏
開
始
投
身
文
化
教
育
事
業
，
除

創
辦
講
學
社
，
邀
請
英
國
哲
學
家
羅
素

︵B
ertran

d R
ussell

︶
、
德
國
哲
學
家
杜

里
舒
︵H

ans D
riesch

︶
、
印
度
文
學
家
泰

戈
爾
︵R

abin
dran

ath
 T

agore

︶
等
著
名

學
者
來
訪
︵
圖
五
︶
，
又
﹁
全
力
注
︹
上

海
中
國
︺
公
學
﹂
，
為
之
捐
募
基
金
，
協

助
解
決
風
潮
，
不
使
校
務
漂
搖
未
定
，
更

分
赴
南
開
、
清
華
等
校
，
以
及
京
滬
沿
線

各
地
學
校
團
體
，
或
講
學
或
講
演
，
期
以

建
立
﹁
吾
輩
之
關
中
河
內
﹂
。
梁
氏
來
回

奔
波
，
生
活
忙
迫
之
間
，
於
松
坡
圖
書
館

之
籌
建
，
仍
時
予
關
注
，
未
嘗
輕
忽
。
其

時
，
松
社
同
人
一
致
認
為
松
坡
圖
書
館
為

重
要
事
業
，
應
賡
續
推
動
，
惟
以
設
於
北

京
為
宜
。
梁
氏
思
之
再
三
，
以
松
社
同
人

多
居
北
京
，
乃
同
意
北
遷
，
嗣
將
上
海
徐

家
匯
松
社
房
產
以
七
萬
五
千
銀
元
售
予
朱

志
堯
、
沈
仰
高
合
資
創
辦
之
同
昌
紗
廠
。

為
解
決
北
京
松
坡
圖
書
館
館
舍

問
題
，
梁
啟
超
先
生
特
於
民
國
十
一
年

︵
一
九
二
二
︶
九
月
間
備
文
，
呈
請
總
統

黎
元
洪
﹁
撥
北
海
官
房
設
立
圖
書
館
﹂
。

十
月
初
，
總
統
府
庶
務
司
函
復
同
意
，
將

北
海
快
雪
堂
撥
交
松
坡
圖
書
館
籌
辦
處
。

梁
氏
以
快
雪
堂
﹁
萬
不
敷
用
﹂
，
旋
再
上

書
財
政
部
，
謂
：
﹁
西
單
牌
樓
石
虎
胡
同

第
七
號
官
房
，
現
為
財
政
金
融
學
會
呈
准

借
用
，
擬
懇
撥
給
松
坡
圖
書
館
，
永
遠
為

業
﹂
。
十
六
日
，
財
政
部
允
其
所
請
，
復

函
稱
：
﹁
︙
設
立
松
坡
圖
書
館
，
崇
奉
松

坡
先
生
栗
主
遺
像
，
並
廣
儲
中
西
書
籍
，

任
人
觀
覽
，
于
以
仰
企
先
哲
，
嘉
惠
後

來
，
藉
崇
拜
英
雄
之
心
，
寓
鼓
勵
人
才
之

意
，
本
部
深
表
贊
同
。
所
有
西
單
牌
樓
石

虎
胡
同
第
七
號
財
政
金
融
學
會
借
用
官
房

一
所
，
應
即
撥
給
松
坡
圖
書
館
永
遠
為

業
，
以
備
收
藏
，
而
資
建
設
﹂
。

當
年
十
二
月
，
松
社
同
人
於
護
國
軍

起
義
紀
念
之
際
，
在
京
召
開
籌
備
會
，
正

式
﹁
議
決
簡
章
、
規
則
，
以
快
雪
堂
為
第

一
館
，
專
藏
本
國
文
圖
書
，
以
後
楹
改
建

蔡
公
祠
﹂
，
並
﹁
以
石
虎
胡
同
官
房
為
第

二
館
，
專
藏
外
國
文
圖
書
﹂
。
同
時
，
與

會
人
士
亦
即
依
︿
簡
章
﹀
規
定
，
成
立
松

坡
圖
書
館
幹
事
會
，
公
推
梁
啟
超
先
生
為

館
長
，
另
推
選
包
括
周
大
烈
、
任
可
澄
、

徐
佛
蘇
、
江
庸
、
梁
啟
勛
、
張
烈
、
葉
景

莘
、
黃
群
、
林
志
鈞
、
范
治
煥
、
籍
忠

寅
、
袁
思
亮
、
蔣
百
里
、
陳
敬
第
、
藍
公

武
、
蔣
希
召
，
以
及
徐
陳
冕
、
張
東
蓀
、

張
君
勱
、
李
耀
忠
、
王
敬
芳
、
何
澄
一
、

蹇
季
常
、
唐
瑞
銅
、
石
陶
鈞
、
雷
飆
、
唐

巘
、
袁
華
選
、
梁
錦
漢
、
羅
享

、
陳
仲

恕
、
姚
華
在
內
之
幹
事
三
十
二
位
。
幹
事

會
一
經
組
成
，
即
決
定
以
西
單
牌
樓
石
虎

胡
同
第
七
號
為
籌
備
處
，
並
以
蹇
季
常
為

籌
備
主
任
，
由
事
務
員
王
利
民
助
理
之
。

外
此
，
幹
事
會
又
聘
何
澄
一
、
蔣
復
璁
二

圖四　 傅增湘先生　 
引自國立故宮博物院院史照片檔案

圖五　梁啟超先生與印度詩人泰戈爾合影　引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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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生
，
分
別
編
製
中
文
及
外
文
圖
書
目

錄
。
至
於
﹁
捐
助
本
館
以
資
財
、
圖
書
，

以
及
對
於
本
館
有
特
別
盡
力
者
，
由
幹
事

會
公
推
為
維
持
員
﹂
。
幹
事
會
每
月
集
議

一
次
，
另
每
年
與
維
持
員
﹁
共
同
召
開
大

會
一
次
，
報
告
館
務
、
收
支
決
算
及
其
他

問
題
﹂
。

民
國
十
二
年
二
月
十
一
日
，
總
統

府
庶
務
司
﹁
派
員
將
快
雪
堂
全
部
官
房
及

其
毗
連
之
基
地
、
樹
木
﹂
逐
一
與
松
坡
圖

書
館
籌
辦
處
委
員
﹁
踏
勘
撥
交
﹂
。
雙

方
唯
恐
﹁
撥
交
範
圍
非
圖
不
顯
﹂
，
又

﹁
繪
具
詳
圖
，
四
周
以
毗
連
馬
路
及
小
路

之
單
直
線
為
界
﹂
。
除
﹁
兩
廊
石
刻
不
在

其
內
﹂
，
凡
﹁
界
內
屋
、
地
、
樹
木
﹂
等

均
由
籌
辦
處
收
管
。
︵
圖
六
︶
三
月
十
七

日
，
梁
啟
超
先
生
以
籌
辦
主
任
名
呈
報
黎

總
統
，
謂
已
﹁
接
收
快
雪
堂
為
館
址
，
請

飭
所
司
備
案
﹂
；
另
﹁
擬
將
館
前
二
進
作

為
陳
列
閱
覽
館
之
所
，
後
一
進
為
蔡
公

祠
，
奉
祀
故
蔡
將
軍
及
護
國
之
役
死
事
諸

先
烈
。
其
快
雪
堂
石
刻
，
則
護
以
雕
欄
，

保
其
遺
蹟
﹂
。
不
久
，
籌
辦
處
即
﹁
特
聘

外
國
技
師
加
以
建
造
﹂
；
其
﹁
外
型
設
計

新
穎
別
致
﹂
，
周
圍
留
有
不
少
餘
地
，
可

供
日
後
擴
建
。
六
月
二
十
日
，
梁
氏
特
為

︿
松
坡
圖
書
館
記
﹀
一
篇
，
以
誌
其
事
。

十
一
月
四
日
，
籌
備
工
作
就
緒
，
松
坡
圖

書
館
於
北
海
快
雪
堂
正
式
成
立
。
︵
圖

七
︶
不
過
，
由
於
北
海
公
園
正
進
行
園
林

建
築
修
繕
，
快
雪
堂
第
一
館
遲
至
十
四
年

︵
一
九
二
五
︶
十
月
一
日
公
園
對
外
開
放

二
閱
月
後
，
方
始
提
供
閱
覽
服
務
。
至
於

西
單
牌
樓
石
虎
胡
同
之
第
二
館
，
梁
氏
於

十
三
年
︵
一
九
二
四
︶
五
月
下
旬
以
﹁
圖

書
目
錄
業
已
編
輯
就
緒
﹂
，
特
將
所
擬
之

圖
書
館
簡
章
及
閱
覽
規
則
呈
報
內
務
、
教

育
總
長
，
繼
﹁
於
六
月
一
日
先
行
開
館
，

供
眾
閱
覽
﹂
。

松
坡
圖
書
館
之
經
營

案
松
坡
圖
書
館
︿
簡
章
﹀
規
定
，

館
內
置
圖
書
、
經
理
二
部
門
。
﹁
圖
書

部
設
專
任
幹
事
十
人
，
專
管
購
置
、
募
集

圖
書
及
管
理
閱
覽
各
事
宜
﹂
；
﹁
經
理

部
分
為
基
金
管
理
、
會
計
、
文
牘
、
庶

務
、
交
際
五
項
，
各
設
專
任
幹
事
，
分
職

任
事
﹂
。
館
務
經
營
﹁
所
需
經
費
，
除
以

原
有
捐
款
為
基
金
外
，
由
維
持
員
及
幹
事

隨
時
募
集
﹂
。
時
梁
啟
超
先
生
雖
名
為
館

長
，
然
演
講
、
寫
作
等
日
常
工
作
及
其
他

文
化
事
務
繁
忙
，
無
法
總
理
一
切
，
遂
將

館
務
委
由
蹇
季
常
幹
事
主
持
，
自
己
則
常

以
書
信
提
供
發
展
建
議
，
或
給
予
業
務
指

導
：
如
﹁
相
助
之
處
一
時
固
不
易
得
︵
同

人
中
即
使
有
熱
心
者
，
其
不
通
歐
文
亦
與

吾
兩
人
同
︶
，
但
規
模
既
定
之
後
，
只
須

監
督
著
執
筆
人
不
亂
不
懈
，
使
可
日
起
有

功
，
將
來
事
業
發
展
，
再
物
色
人
才
，
此

亦
無
辦
法
之
辦
法
﹂
；
再
如
﹁
將
來
看
準

了
那
幾
位
固
定
的
閱
覽
人
，
或
尚
可
組
織

一
真
的
讀
書
俱
樂
部
，
乃
至
出
一
種
印
刷

物
︵
讀
書
雜
誌
的
週
刊
單
張
︶
，
俟
一
兩

個
月
後
看
情
形
進
行
﹂
；
又
如
﹁
我
想
把

各
雜
誌
分
類
，
編
起
目
錄
來
︵
用
杜
威
分

類
寫
片
︶
，
試
與
蔣
、
耿
兩
君
商
，
不
難

辦
否
？
從
初
時
辦
起
，
以
後
每
月
有
新
到

者
，
即
便
續
編
，
也
不
費
力
了
﹂
。

松
坡
圖
書
館
第
一
館
所
在
之
快
雪

堂
，
位
於
北
海
北
岸
斜
坡
，
庭
院
靜
謐
，

環
境
清
幽
高
雅
。
館
內
一
進
間
的
閱
覽
室

佈
置
極
為
簡
樸
，
﹁
幾
張
榆
木
桌
椅
，
兩

個
大
雜
誌
架
，
兩
個
目
錄
櫥
，
三
四
個
報

架
，
參
差
地
排
列
著
﹂
。
四
周
﹁
牆
壁
上

掛
著
蔡
鍔
將
軍
的
遺
像
和
梁
啟
超
先
生
親

筆
寫
的
︿
松
坡
傳
略
﹀
、
︿
祭
松
坡
文
﹀
、

︿
松
坡
圖
書
館
記
﹀
等
﹂
，
以
及
﹁
幾
幅

松
坡
鐵
畫
銀
鉤
的
遺
墨
﹂
。
二
進
間
為

書
庫
，
內
為
排
列
整
齊
的
木
質
書
架
。
三

進
間
的
蔡
公
祠
則
懸
掛
﹁
蔡
鍔
將
軍
和
雲

南
起
義
死
難
的
烈
士
遺
像
，
玻
璃
櫃
中
陳

列
著
軍
服
、
軍
刀
、
勳
章
等
遺
物
﹂
。
館

藏
以
民
國
七
年
徐
世
昌
總
統
撥
交
之
楊
守

敬
氏
觀
海
堂
舊
藏
為
核
心
，
併
各
類
刊

本
、
稿
本
、
鈔
本
、
刻
本
、
印
本
等
，
凡

三
八
四
五
部
，
三
八○

九
九
冊
，
另
藏
有

圖
一
三
三
冊
。
快
雪
堂
松
坡
圖
書
館
每
週

開
放
六
天
，
週
日
閉
館
。
館
內
藏
書
雖
然

豐
富
，
然
因
﹁
座
落
在
公
園
裡
面
，
進
門

要
買
門
票
，
所
以
讀
者
便
很
寥
落
﹂
；
經

常
到
館
造
訪
者
，
多
為
喜
好
幽
靜
，
從
事

研
究
的
學
者
，
以
及
意
欲
避
開
塵
囂
，
埋

首
寫
作
的
文
化
人
士
。

位
於
西
單
牌
樓
石
虎
胡
同
七
號
之

第
二
館
︵
圖
八
︶
，
則
係
一
座
王
府
宅

院
，
其
內
古
樹
參
天
，
寧
靜
和
諧
，
嘗
被

喻
為
﹁
詩
人
在
風
雨
搖
蕩
的
故
國
古
都

覓
到
的
一
塊
生
存
綠
洲
，
︙ 

滋
生
著
詩

人
所
追
求
和
嚮
往
的
詩
化
生
活
﹂
。
民
國

十
二
年
春
，
新
月
派
詩
人
、
散
文
家
徐
志

摩
即
曾
透
過
梁
啟
超
先
生
引
薦
，
在
此
擔

任
英
文
幹
事
，
﹁
負
責
外
文
書
籍
的
採
購

及
英
文
函
件
的
處
理
﹂
。
第
二
館
成
立
之

初
，
藏
書
已
達
一
五
三
三
九
冊
；
其
中
，

日
文
圖
書
所
佔
比
例
最
高
，
餘
為
英
、

法
、
德
、
意
、
俄
、
西
、
梵
等
語
文
典

籍
。
館
舍
防
火
防
盜
設
備
俱
全
之
外
，
通

風
及
採
光
條
件
尤
佳
，
是
以
頗
受
社
會
各

界
人
士
歡
迎
。
據
了
解
，
松
坡
圖
書
館
第

二
館
開
幕
一
個
月
內
接
待
之
讀
者
，
計
達

四
百
五
十
六
位
。
十
三
年
六
月
十
一
日
，

亦
即
第
二
館
對
外
開
放
後
十
日
，
梁
氏
曾

致
蹇
季
常
幹
事
一
書
，
云
：
﹁
閱
覽
成
績

圖六　北海快雪堂全圖　引自網路

圖七　松坡圖書館第一次大會同人合影　引自網路

圖八　石虎胡同七號的松坡圖書館　引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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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此
佳
良
，
可
喜
之
至
，
把
我
的
興
致

鼓
動
起
來
了
︵
每
週
成
績
表
可
登
︽
晨

報
︾
︶
﹂
。

然
而
，
松
坡
圖
書
館
自
民
國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四
日
成
立
後
，
一
直
為
經
費

不
足
所
苦
。
蹇
季
常
幹
事
於
次
年
七
月
二

日
向
梁
啟
超
先
生
提
交
報
告
時
指
出
，

﹁
上
半
年
各
項
經
費
計
用
經
常
、
臨
時

費
二
千
三
百
餘
元
，
購
書
費
三
百
五
十
餘

元
，
存
三
千
三
百
餘
元
﹂
。
館
務
用
度
拮

据
窘
迫
狀
況
之
一
斑
，
不
難
想
見
。
案
當

時
﹁
全
館
日
常
經
費
僅
有
額
面
十
萬
元
的

公
債
利
息
﹂
，
而
每
月
支
出
﹁
非
五
百
元

外
不
可
，
稍
不
撙
節
，
或
竟
不
敷
﹂
。

為
謀
解
決
，
梁
氏
乃
有
﹁
籌
款
鬻
字
之

舉
﹂
，
並
欲
請
求
老
友
姚
華
、
陳
石
仕
等

藝
術
名
家
﹁
賣
畫
相
助
﹂
。
對
此
，
蹇
幹

事
則
建
議
，
﹁
公
鬻
字
所
得
，
似
應
重
在

添
基
金
、
購
圖
書
兩
事
，
館
中
雜
費
不
宜

再
事
增
加
也
﹂
。
十
四
年
四
月
二
日
，
梁

氏
為
號
召
各
界
關
心
松
坡
圖
書
館
之
發

展
，
特
以
︿
松
坡
圖
書
館
勸
捐
啟
﹀
一
文

訴
諸
報
端
，
先
云
京
師
設
館
之
紀
念
意

義
，
繼
謂
館
內
﹁
藏
書
及
管
理
法
，
規
模

粗
具
，
閱
覽
者
亦
日
起
有
功
。
惟
是
才
力

綿
薄
，
所
集
資
金
不
足
以
資
維
持
擴
充
之

用
。
深
懼
基
礎
不
牢
，
有
負
委
託
，
用
敢

將
現
在
辦
理
情
形
及
將
來
計
劃
，
撮
舉
涯

略
，
敬
告
邦
人
諸
友
，
庶
仗
群
力
，
共
襄

厥
成
﹂
。
梁
氏
以
為
，
蔡
鍔
將
軍
﹁
唯
一

之
留
貽
紀
念
，
實
在
本
館
。
本
館
永
存
，

則
蔡
將
軍
之
精
神
隨
而
永
存
；
本
館
光

大
，
則
將
軍
之
志
事
隨
而
光
大
。
凡
登
斯

堂
者
，
高
山
仰
止
，
景
行
行
止
，
愛
國
之

心
油
然
生
焉
，
然
則
所
關
係
者
，
又
豈
徒

在
以
典
籍
嘉
惠
士
林
而
已
﹂
。

梁
啟
超
先
生
鬻
字
、
勸
捐
之
外
，

松
坡
圖
書
館
又
以
發
售
閱
覽
券
方
式
籌

集
經
費
。
閱
覽
券
計
分
三
種
：
其
一
為
臨

時
閱
覽
券
，
由
讀
者
於
當
日
入
館
時
購

買
，
酌
收
銅
子
二
枚
；
其
二
為
半
年
閱
覽

券
，
每
張
售
銀
六
角
；
其
三
為
全
年
閱
覽

券
，
每
張
售
銀
一
元
。
同
時
，
幹
事
會
亦

曾
印
銷
若
干
出
版
品
，
期
以
舒
緩
經
費
之

不
足
，
如
蔡
鍔
將
軍
生
前
親
自
纂
輯
，
繼

由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
且
發
行
量
頗
大
之

︽
曾
胡
治
兵
語
錄
︾
，
以
及
梁
氏
編
輯
并

序
之
︽
松
坡
軍
中
遺
墨
︾
︵
圖
九
︶
等
。

然
而
，
此
等
作
法
於
解
決
經
費
不
足
之
困

擾
，
收
效
有
限
。

民
國
十
四
年
初
，
北
方
圖
書
館
界

為
﹁
研
究
圖
書
館
學
術
，
發
展
圖
書
館
事

業
，
並
謀
圖
書
館
之
協
助
﹂
，
爰
發
起
組

織
中
華
圖
書
館
協
會
。
袁
同
禮
先
生
為
籌

備
聯
繫
便
利
計
，
曾
於
三
月
間
訪
晤
梁
啟

超
先
生
，
﹁
欲
借
第
二
館
房
屋
數
間
，

為
中
華
圖
書
館
協
會
暫
設
事
務
所
﹂
。
梁

氏
以
﹁
此
事
無
法
拒
絕
，
且
亦
不
必
拒

絕
﹂
，
乃
允
其
所
請
。
五
月
，
松
坡
圖

書
館
正
式
將
︿
簡
章
﹀
呈
請
政
府
備
案
。

翌
年
十
一
月
八
日
，
梁
氏
於
蔡
鍔
將
軍
十

年
週
忌
之
日
，
率
松
坡
圖
書
館
同
人
舉
行

公
祭
。
祭
文
由
袁
思
亮
幹
事
草
就
，
經
梁

氏
﹁
點
定
數
語
且
書
之
﹂
，
祀
事
既
畢
，

即
﹁
裝
潢
存
館
中
作
紀
念
﹂
。
當
日
，
北

京
︽
晨
報
︾
亦
以
︿
蔡
公
十
年
周
忌
﹀
為

題
，
發
行
紀
念
特
刊
。

松
坡
圖
書
館
之
歸
併

民
國
十
八
年
︵
一
九
二
九
︶
元
月

十
九
日
，
梁
啟
超
先
生
於
北
平
病
逝
。
松

坡
圖
書
館
幹
事
會
未
再
議
決
繼
任
館
長
人

選
，
而
推
定
蹇
季
常
、
周
大
烈
、
林
志

鈞
、
陳
仲
恕
、
江
翊
雲
、
梁
平
甫
、
范
治

煥
七
人
為
常
務
幹
事
，
共
同
管
理
，
並
以

蹇
季
常
為
主
任
幹
事
，
綜
理
一
切
館
務
。

翌
年
︵
一
九
三○

︶
九
月
八
日
，
蹇
氏
以

﹁
日
張
目
視
天
下
大
亂
﹂
，
﹁
世
不
得
竟

其
志
﹂
，
仰
藥
於
石
虎
胡
同
第
二
館
。
此

後
，
館
務
改
由
地
質
學
者
丁
文
江
先
生
主

持
。
丁
氏
以
松
坡
圖
書
館
屬
紀
念
性
質
，

藏
書
絕
難
與
國
立
北
平
圖
書
館
等
機
構
互

爭
雄
長
，
實
不
如
立
足
名
勝
所
在
，
方
便

大
眾
瞻
仰
，
是
以
決
定
結
束
第
二
館
業

務
，
館
藏
全
部
併
入
北
海
快
雪
堂
第
一

館
，
以
節
省
維
持
經
費
，
並
將
石
虎
胡
同

館
舍
售
予
蒙
藏
學
校
，
所
得
即
充
作
基
金

與
購
書
費
用
。

此
後
數
年
間
，
松
坡
圖
書
館
幹
事
會

續
有
多
次
人
事
變
遷
，
其
常
務
幹
事
亦
時

有
更
動
。
民
國
二
十
三
年
︵
一
九
三
四
︶

迄
二
十
八
年
︵
一
九
三
九
︶
歲
杪
，
周
大

烈
、
梁
平
甫
、
范
治
煥
，
以
及
陳
仲
恕
、

林
志
鈞
諸
常
務
幹
事
或
相
繼
去
世
，
或
先

後
離
京
，
所
遺
職
務
分
別
由
何
澄
一
、
梁

啟
勛
、
楊
鼎
甫
，
以
及
葉
景
萃
、
梁
思
順

等
先
生
女
士
遞
補
。
期
間
，
林
志
鈞
與

葉
景
萃
曾
獲
推
代
理
主
任
幹
事
，
主
持
館

務
。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
一
九
三
七
︶
盧
溝

橋
變
起
，
北
平
淪
陷
後
，
松
坡
圖
書
館
雖

不
斷
為
經
費
問
題
所
苦
，
幸
賴
幹
事
會
諸

君
艱
苦
撐
持
，
﹁
通
過
捐
助
等
形
式
，
堅

持
正
常
開
館
﹂
，
對
外
提
供
閱
覽
服
務
。

逮
乎
三
十
八
年
初
，
中
共
人
民
解
放
軍
進

駐
北
平
，
葉
景
萃
主
任
幹
事
與
朱
德
總

司
令
交
涉
，
復
報
經
高
等
教
育
委
員
會
核

准
，
將
松
坡
圖
書
館
併
入
國
立
北
平
圖
書

館
。
當
年
八
月
底
，
解
放
軍
北
平
市
軍
事

管
制
委
員
會
之
文
化
接
管
委
員
會
正
式
接

管
，
易
其
名
為
北
平
圖
書
館
分
館
，
繼
於

九
月
一
日
對
外
開
放
，
成
立
近
二
十
六
載

之
松
坡
圖
書
館
於
焉
結
束
。

結
語

梁
啟
超
先
生
倡
議
創
建
松
坡
圖
書

館
，
組
織
松
社
以
推
動
之
，
雖
云
導
源
於

故
人
英
靈
之
追
念
，
實
則
其
早
年
興
辦
強

學
會
，
附
設
藏
書
樓
，
﹁
盡
購
已
繙
西

書
，
收
庋
會
中
，
以
便
借
讀
﹂
、
﹁
精
搜

中
外
地
圖
，
懸
張
會
堂
，
以
備
流
覽
﹂
作

為
之
延
續
，
亦
其
參
與
成
立
萬
木
草
堂
書

藏
，
﹁
與
二
三
同
志
各
出
其
所
有
之
書
，

合
庋
一
地
﹂
，
以
﹁
咨
國
人
之
借
覽
﹂
精

神
之
體
現
。
案
梁
氏
自
光
緒
年
間
廁
身
改

革
運
動
，
鼓
吹
變
法
維
新
，
即
將
廣
設
圖

書
館
視
為
啟
迪
民
智
，
作
育
人
才
，
進
而

創
開
風
氣
，
挽
救
時
局
方
法
之
一
；
此
其

與
康
有
為
等
主
張
﹁
開
大
書
藏
﹂
，
凡

﹁
中
國
四
庫
圖
書 

︙ 

其
經
世
有
用
者
，

西
人
政
教
及
各
種
學
術
圖
書
，
皆
旁
搜
購

採
，
以
廣
考
鏡
而
備
研
求
﹂
之
謂
。
民
元

之
後
，
梁
氏
雖
曾
參
與
政
治
，
歷
任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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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財
政
總
長
等
職
，
然
理
想
抱
負
屢
遭

挫
折
。
民
國
九
年
，
梁
氏
歐
遊
返
國
，
思

想
又
見
重
大
變
化
，
決
定
﹁
擺
脫
政
治
之

泛
運
動
，
專
心
致
力
於
教
育
﹂
，
以
培
植

人
才
，
使
成
播
揚
新
文
化
之
中
堅
。
包
括

松
坡
圖
書
館
籌
建
在
內
之
文
化
事
業
，
自

然
成
為
其
引
導
國
民
自
覺
自
悟
，
達
到
思

想
啟
蒙
境
界
的
途
徑
。

辛
亥
首
義
，
清
室
傾
覆
後
十
餘
年

間
，
我
國
圖
書
館
事
業
已
渡
越
清
末
西
方

教
育
思
想
入
傳
及
戊
戌
變
法
運
動
後
之
萌

芽
時
期
，
而
邁
入
基
本
格
局
大
致
成
形
，

管
理
制
度
漸
趨
完
備
的
發
展
階
段
。
側
重

文
化
保
存
，
士
林
眾
生
難
得
寓
目
的
傳
統

私
家
藏
書
樓
已
快
速
式
微
；
強
調
開
放
利

用
，
使
寒
儒
博
士
皆
得
閱
覽
群
書
的
新
式

公
共
藏
書
樓
正
繼
踵
而
起
，
其
類
型
且
益

見
多
元
。
松
坡
圖
書
館
作
為
一
所
紀
念

性
﹁
民
辦
﹂
圖
書
館
，
其
創
立
之
議
能
迅

即
為
各
省
政
軍
、
文
化
領
袖
認
可
，
繼
於

籌
設
階
段
又
獲
政
府
﹁
官
助
﹂
，
撥
歸
楊

守
敬
觀
海
堂
藏
書
十
之
五
六
，
復
移
交
北

海
快
雪
堂
及
西
單
牌
樓
石
虎
胡
同
兩
處
館

舍
，
適
足
驗
證
當
時
各
界
已
瞭
然
於
圖
書

館
傳
播
知
識
，
促
進
文
化
發
展
之
社
會
教

育
功
能
。

至
於
楊
守
敬
觀
海
堂
藏
書
，
於
中
國

古
籍
版
本
雖
有
保
存
維
護
之
功
，
然
終
難

自
外
於
清
末
民
初
私
家
藏
書
漸
趨
衰
落
的

時
代
命
運
。
中
國
大
陸
圖
書
館
工
作
者
范

鳳
書
先
生
研
究
我
國
私
家
藏
書
史
，
總
結

私
家
藏
書
命
運
不
外
﹁
為
不
愛
藏
書
的
後

世
子
弟
所
出
售
、
戰
亂
流
散
和
水
火
鼠
蟲

的
自
然
毀
損
、
轉
送
同
好
或
捐
贈
寄
存
於

公
共
圖
書
館
﹂
三
種
。
觀
海
堂
藏
書
於
宣

統
三
年
︵
一
九
一
一
︶
辛
亥
國
變
期
間
曾

獲
湖
北
軍
政
府
都
督
黎
元
洪
銳
意
護
持
，

得
免
於
兵
燹
，
繼
於
民
國
四
年
為
北
洋
政

府
購
入
，
嗣
經
分
別
撥
交
松
坡
圖
書
館
與

故
宮
博
物
院
典
藏
；
其
最
後
一
批
，
數
踰

六
千
冊
，
又
於
二
十
八
年
由
湖
北
省
教

育
廳
移
交
湖
北
省
圖
書
館
保
存
。
此
種
發

展
既
可
維
繫
楊
氏
搜
奇
羅
逸
，
望
﹁
出
所

得
異
本
，
盡
以
告
世
人
﹂
之
收
藏
初
衷
，

亦
可
遍
惠
士
林
，
擴
展
古
籍
之
學
術
研
究

利
用
範
圍
，
當
為
觀
海
堂
藏
書
之
最
佳
歸

宿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圖
書
文
獻
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