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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古
文
物•

新
思
維―

策
展
觀
念
的
再

思
考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善
本
古
籍
數
逾
二
十
一

萬
四
千
五
百
冊
，
其
來
源
除
了
承
繼
自
昔
日
清

宮
舊
藏
的
宋
、
元
、
明
歷
朝
珍
貴
善
本
之
外
，

另
有
一
九
二
五
年
故
宮
博
物
院
成
立
前
後
所
蒐

珍
本
古
籍
不
斷
地
匯
聚
而
成
。
從
數
量
而
言
，

這
批
藏
書
或
許
稱
不
上
浩
瀚
壯
觀
，
然
版
本
類

型
囊
括
自
宋
以
來
歷
朝
刊
本
、
活
字
本
、
名
家

批
校
本
、
稿
本
、
舊
鈔
本
，
以
及
少
數
高
麗
、

日
本
刊
本
與
鈔
本
，
孤
本
佳
槧
往
往
而
在
，
質

精
量
豐
。

過
往
本
院
曾
以
﹁
古
籍
與
密
檔—

院
藏
圖

書
文
獻
珍
品
﹂
為
題
，
分
別
展
出
院
藏
善
本
古

籍
與
檔
案
文
書
，
為
有
心
瞭
解
圖
書
文
獻
類
文

往
昔
常
設
展
﹁
古
籍
與
密
檔—

院
藏
圖
書
文
獻
珍
品
﹂
固
定
在
正
館
一○

三
陳
列
室
展
出
圖
書
及
文
獻
類
文
物
，

然
自
今
二○

一
七
年
七
月
一
日
開
始
，
圖
書
文
獻
處
常
設
展
將
擴
大
成
為
兩
個
展
間
分
別
展
陳
﹁
古
籍
﹂
及
﹁
密

檔
﹂
。
其
中
，
一○

四
陳
列
室
將
以
﹁
院
藏
善
本
古
籍
選
粹
﹂
為
題
重
新
呈
現
在
觀
眾
眼
前
。
此
次
展
覽
企
圖
有

別
於
以
往
的
策
展
思
維
及
展
場
設
計
，
藉
以
吸
引
年
輕
人
目
光
，
讓
古
書
距
離
不
再
遙
不
可
及
。

獨
樂
不
如
眾
樂

﹁
院
藏
善
本
古
籍
選
粹
﹂
策
展
思
維
的
新
意
與
轉
變

許
媛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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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物
的
觀
眾
提
供
了
良
好
的
入
門
導
讀
。
然
而
，

當
此
次
再
度
以
﹁
院
藏
善
本
古
籍
選
粹
﹂
概
念

推
出
展
覽
時
，
策
展
人
亦
重
新
思
索
展
覽
視
角

的
轉
變
，
企
圖
在
原
有
脈
絡
之
中
，
引
領
觀
眾

有
不
一
樣
的
觀
看
角
度
。
當
年
輕
的
觀
眾
遇
到

古
文
物
，
古
文
物
應
該
如
何
展
現
出
新
魅
力
，

吸
引
觀
眾
駐
足
欣
賞
，
甚
至
讓
其
心
有
所
感
於

眼
前
的
所
見
所
識
。
這
不
啻
是
個
難
題
，
但
同

時
也
是
個
挑
戰
與
努
力
的
目
標
。

為
了
獲
得
民
眾
關
愛
的
眼
神
，
首
先
在
展

覽
標
題
上
，
以
一
秒
立
懂
，
瞬
間
覺
醒
的
﹁
院

藏
善
本
古
籍
選
粹
﹂
為
題
，
讓
觀
眾
踏
入
展
場

前
即
可
得
知
這
是
有
關
圖
書
文
物
的
展
覽
；
次

為
本
展
與
一○

三
陳
列
室
﹁
院
藏
清
代
歷
史
文

原
私
屬
於
一
姓
一
族
的
皇
家
藏
書
從
此
對
外
開

放
，
轉
向
以
全
民
共
享
的
典
藏
定
位
轉
變
。
︵
圖

二
︶

曾
經
是
皇
帝
獨
享
的
﹁
清
宮
藏
書
﹂

你
是
否
曾
經
好
奇
過
，
清
代
皇
帝
究
竟
看

些
什
麼
書
？
宮
廷
裏
有
沒
有
專
屬
的
皇
家
出
版

社
？
若
有
，
這
些
出
版
社
又
刊
刻
出
什
麼
樣
的

書
籍
供
皇
帝
閱
覽
？
皇
太
后
、
皇
帝
及
后
妃
們

又
在
殿
閣
內
收
藏
了
哪
些
圖
書
？
你
相
信
嗎
，

上
述
疑
問
在
﹁
清
宮
藏
書
﹂
不
同
單
元
裏
都
可

以
得
到
解
答
。

欲
瞭
解
哪
些
藏
書
是
專
屬
於
皇
帝
﹁
與
少

樂
樂
﹂
的
獨
享
樂
趣
？
首
先
得
知
道
昔
日
清
宮

殿
閣
分
成
外
朝
與
內
廷
兩
大
區
域
。
位
於
外
朝

的
武
英
殿
係
專
門
製
作
朝
廷
敕
修
書
籍
的
機
構
，

文
淵
閣
為
彰
顯
皇
室
氣
派
的
宮
廷
藏
書
樓
。
至

於
內
廷
則
是
歷
來
為
皇
帝
、
后
妃
們
的
日
常
起

居
宮
室
，
置
於
其
間
的
養
心
殿
、
昭
仁
殿
、
慈

寧
宮
等
處
，
亦
存
置
皇
帝
及
皇
室
成
員
們
日
常

翻
閱
或
私
藏
寶
愛
的
善
本
典
籍
。

在
此
概
念
之
下
，
﹁
清
宮
藏
書
﹂
依
其
性

質
將
其
分
成
﹁
武
英
聚
珍
﹂
、
﹁
文
淵
瑰
寶
﹂
、

﹁
天
祿
琳
琅
﹂
、
﹁
宛
委
別
藏
﹂
、
﹁
龍
藏
經
﹂

五
個
小
單
元
，
個
別
展
示
昔
日
宮
廷
典
藏
的
皇

家
善
本
。
然
令
人
感
到
幸
運
的
是
，
這
些
原
為

皇
帝
獨
享
的
燦
然
珍
品
並
未
在
過
往
浩
劫
中
遭

到
嚴
重
損
害
，
時
至
今
日
，
而
是
成
為
可
由
全

民
﹁
與
眾
樂
樂
﹂
的
書
林
重
寶
。

﹁
武
英
聚
珍
﹂

首
先
，
我
們
可
以
看
到
深
受
滿
族
文
化
影

響
下
的
康
熙
皇
帝
，
如
何
學
習
及
推
廣
漢
族
流

通
久
遠
的
儒
家
經
典
，
以
作
為
治
國
方
針
。
︽
日

講
四
書
解
義
︾
便
是
康
熙
皇
帝
在
位
期
間
舉
辦

經
筵
日
講
，
召
儒
臣
於
弘
德
殿
、
乾
清
宮
、
懋

勤
殿
等
殿
進
講
︽
論
語
︾
、
︽
孟
子
︾
、
︽
大
學
︾
、

︽
中
庸
︾
四
書
。
自
康
熙
十
一
年
︵
一
六
七
二
︶

開
始
，
儒
臣
每
日
進
講
四
書
，
以
︽
論
語
︾
為
首
，

次
為
︽
大
學
︾
。
同
時
，
皇
帝
還
命
將
書
中
文
句

字
義
繙
譯
成
滿
文
。
康
熙
十
六
年
︵
一
六
七
七
︶

三
月
十
三
日
，
康
熙
皇
帝
於
弘
德
殿
面
諭
拉
薩

哩
︵
又
譯
喇
沙
里
︶
︽
四
書
講
章
︾
應
以
刊
刻
。

十
二
月
初
八
日
將
︽
日
講
四
書
解
義
︾
裝
潢
完

成
呈
覽
。
︵
圖
三
︶

至
於
雍
正
朝
最
為
著
名
的
一
套
圖
書
，
同

時
也
是
現
今
存
世
最
大
的
一
部
類
書
，
首
推
雍

正
四
年
︵
一
七
二
六
︶
由
蔣
廷
錫
︵
一
六
六
九

∼

一
七
三
二
︶
奉
敕
重
校
完
成
，
後
於
四
年
至
六

圖1　 103展場「院藏清代歷史文書珍品」與104展場「院藏善本古籍選粹」聯袂展示之鈐印學習單　作者提供

圖2　 本展以「清宮藏書」及「訪舊蒐遺」兩大單元呈現院藏善本圖書的兩大來源及其定位轉變　作者提供

家
︵
圖
一
︶
；
最
後
，
展
示
文
物
則
是
期
望

在
原
有
框
架
及
主
軸
裏
力
求
呈
現
新
意
。

就
本
展
而
言
，
展
覽
將
佈
陳
文
物
分
成

﹁
清
宮
藏
書
﹂
及
﹁
訪
舊
蒐
遺
﹂
兩
大
單
元
，

一
來
藉
此
呈
現
故
宮
善
本
的
典
藏
來
源
，
不

僅
兼
具
皇
室
與
民
間
圖
書
，
亦
有
公
家
與
私

人
藏
書
，
其
涵
蓋
內
容
多
元
廣
泛
；
二
來
則

有
彰
顯
在
時
代
更
迭
、
時
移
勢
變
的
情
況
下
，

圖3　《日講四書解義》漢文本　清康熙16年內府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書
珍
品
﹂
展
聯
袂
，
以
集
眾
人
之
腦
力
，
激
盪

而
成
的
文
創
標
語
，
首
度
於
兩
個
展
覽
陳
列
室

門
口
輪
播
宣
傳
，
期
能
挑
起
觀
眾
的
好
奇
心
，

進
而
踏
入
駐
足
，
提
高
展
覽
的
曝
光
率
；
此
外
，

在
印
製
宣
傳
摺
頁
過
程
中
，
則
是
透
過
鈐
印
與

學
習
單
的
功
能
合
一
，
使
眾
人
觀
展
之
餘
，
亦

能
將
善
本
或
文
書
裏
的
璽
印
與
知
識
一
同
帶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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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年
︵
一
七
二
八
︶
期
間
以
銅
活
字
印
製
的
︽
欽

定
古
今
圖
書
集
成
︾
五
千
零
二
十
冊
。
此
書
作

者
原
為
康
熙
年
間
擔
任
皇
三
子
誠
親
王
胤
祉
侍

不
到
的
是
，
其
背
後
居
然
有
著
一
段
相
距
五
十

年
之
久
的
歷
史
佳
話
。

誰
是
蔣
衡
︵
一
六
七
二

∼

一
七
四
三
︶
？

他
又
為
何
要
書
寫
如
此
龐
大
的
十
三
經
呢
？
蔣

衡
，
後
改
名
振
生
，
字
拙
存
，
號
湘
帆
，
晚
年

號
江
南
拙
叟
、
潭
老
布
衣
，
江
蘇
金
壇
人
。
因

祖
父
及
父
親
皆
精
通
書
法
，
故
蔣
衡
自
幼
即
臨

摹
父
祖
輩
的
書
法
，
尤
工
行
、
楷
。
年
少
時
遊

歷
四
方
，
尤
喜
觀
賞
碑
林
書
體
，
立
下
欲
重
書

十
三
經
的
宏
願
。
康
熙
年
間
，
蔣
衡
考
上
恩

貢
生
。
至
雍
正
四
年
︵
一
七
二
六
︶
蔣
衡
著

手
書
寫
十
三
經
，
為
專
心
寫
經
，
甚
至
因
而

放
棄
英
山
教
諭
職
務
。
歷
時
十
二
年
，
至
乾
隆

二
年
︵
一
七
三
七
︶
告
成
。
到
了
乾
隆
五
年

︵
一
七
四○

︶
，
因
緣
際
會
得
揚
州
鹽
商
馬
曰

琯
︵
一
六
八
七

∼

一
七
五
五
︶
的
資
助
下
，
將

蔣
衡
所
書
十
三
經
裝
潢
成
冊
，
再
經
由
江
南
河

道
總
督
高
斌
︵
一
六
九
二

∼

一
七
五
五
︶
進
呈

給
乾
隆
皇
帝
。
蔣
衡
手
寫
本
以
經
摺
形
式
裝
幀
，

封
面
、
封
底
均
以
黃
綾
裝
襯
，
上
繡
雙
龍
捧

﹁
壽
﹂
圖
案
，
祥
雲
四
布
。
至
於
函
套
則
是
明

黃
底
五
彩
祥
雲
織
錦
，
迴
身
張
口
小
龍
列
布
其

間
，
盡
顯
宮
廷
氣
派
。
由
此
推
知
，
書
籍
裝
幀

所
需
的
織
錦
物
料
，
極
可
能
係
由
江
南
河
道
總

督
高
斌
張
羅
。
高
氏
進
呈
之
後
，
乾
隆
皇
帝
甚

西
周
時
期
的
大
學
之
名
，
設
於
國
子
監
之
內
，

是
清
代
皇
帝
講
學
之
所
。
於
是
派
和
珅
、
王
杰

總
理
其
事
，
董
誥
、
劉
墉
、
金
簡
、
彭
元
瑞
等

人
協
助
，
金
士
松
、
沈
初
、
阮
元
等
人
隨
同
校

勘
，
歷
時
三
年
之
久
，
將
蔣
衡
十
三
經
寫
本
刻

於
石
碑
之
上
，
置
於
國
子
監
，
並
為
之
御
書
︿
石

刻
蔣
衡
書
十
三
經
於
辟
雍
序
﹀
。
其
中
包
含
諭

旨
，
共
計
刻
成
一
百
九
十
塊
石
碑
，
後
稱
為
︽
乾

隆
石
經
︾
。
︵
圖
五
︶

﹁
天
祿
琳
琅
﹂

由
乾
隆
皇
帝
獨
享
的
宮
廷
善
本
，
當
以
儲

置
於
昭
仁
殿
的
歷
代
名
刻
佳
槧
﹁
天
祿
琳
琅
﹂
最

富
盛
名
。
昭
仁
殿
初
為
康
熙
皇
帝
讀
書
起
居
所

在
，
乾
隆
皇
帝
為
紀
念
祖
父
，
特
改
為
珍
藏
歷
朝

善
本
圖
書
之
處
，
並
以
漢
宮
天
祿
閣
藏
書
典
故
，

為
這
批
宋
、
元
、
明
善
本
及
稀
見
秘
笈
命
名
為

﹁
天
祿
琳
琅
﹂
。
乾
隆
四
十
年
︵
一
七
七
五
︶
，

乾
隆
皇
帝
命
大
學
士
于
敏
中
︵
一
七
一
四

∼

一
七
八○

︶
等
編
訂
﹁
天
祿
琳
琅
﹂
藏
書
解
題

目
錄
，
彙
為
︽
天
祿
琳
琅
書
目
︾
。
嘉
慶
二
年

︵
一
七
九
七
︶
，
昭
仁
殿
大
火
，
殿
內
善
本
盡
燬
。

仁
宗
嘉
慶
皇
帝
欲
恢
復
舊
觀
，
乃
命
大
學
士
彭

元
瑞
︵
一
七
三
一

∼

一
八○

三
︶
等
再
蒐
求
檢

圖4　清雍正4年至乾隆2年蔣衡寫本《孟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讀
陳
夢
雷
︵
一
六
五○

∼

一
七
四
一
︶
歷
時
四

年
多
編
纂
而
成
，
於
康
熙
四
十
五
年
︵
一
七○

六
︶
以
︽
圖
書
彙
編
︾
進
呈
。
該
書
雖
獲
康
熙

皇
帝
賞
識
而
賜
名
︽
古
今
圖
書
集
成
︾
，
但
卻

未
能
出
版
。
雍
正
帝
即
位
之
後
，
陳
夢
雷
因
受

皇
三
子
儲
位
之
爭
波
及
，
遭
流
放
黑
龍
江
。
雍

正
皇
帝
命
蔣
廷
錫
接
手
，
並
刪
去
陳
夢
雷
之
名
。

全
書
以
銅
活
字
刷
印
成
六
十
四
部
，
院
藏
有
三

部
雍
正
朝
︽
欽
定
古
今
圖
書
集
成
︾
銅
活
字
印

本
，
分
別
儲
置
於
文
淵
閣
、
乾
清
宮
及
皇
極
殿
；

另
有
一
部
光
緒
十
六
年
︵
一
八
九○

︶
北
京
總

理
衙
門
石
印
本
。

乾
隆
皇
帝
堪
稱
文
治
武
功
最
為
鼎
盛
，
同

時
也
是
經
營
文
化
功
業
最
為
積
極
的
一
位
皇
帝
。

他
除
極
力
發
揮
皇
家
出
版
社
﹁
武
英
殿
﹂
的
修
書

及
刻
書
功
能
外
，
乾
隆
三
十
八
年
︵
一
七
七
三
︶

在
總
管
內
務
府
大
臣
兼
︽
四
庫
全
書
︾
纂
修
副

總
裁
金
簡
︵
？

∼

一
七
九
四
︶
建
議
下
，
並
以

木
活
字
排
印
部
分
罕
傳
善
本
，
惟
以
木
活
字
名

稱
不
雅
，
改
取
﹁
聚
珍
﹂
嘉
名
。
這
批
書
籍
總

計
一
百
三
十
八
種
，
通
稱
為
﹁
武
英
殿
聚
珍
版

叢
書
﹂
，
亦
是
清
宮
殿
本
的
重
要
組
成
部
分
。

此
外
，
裝
幀
精
緻
的
蔣
衡
十
三
經
手
寫
本
，

以
及
臨
摹
蔣
衡
寫
本
的
石
碑
拓
印
本
，
這
兩
部

﹁
十
三
經
﹂
之
間
究
竟
有
何
關
係
？
令
人
意
想

為
喜
愛
，
將
經
冊
深
貯
於
懋
勤
殿
，
以
示
慎
重
，

並
賞
賜
蔣
衡
為
國
子
監
學
正
。
︵
圖
四
︶

時
日
一
久
，
乾
隆
皇
帝
逐
漸
淡
忘
。
直
至

乾
隆
五
十
六
年
︵
一
七
九
一
︶
，
當
時
皇
帝
打

算
續
編
︽
石
渠
寶
笈
︾
，
在
司
事
者
提
醒
下
，

方
想
起
早
已
束
之
高
閣
﹁
十
三
經
﹂
寫
本
，
時

距
蔣
衡
寫
本
進
呈
宮
中
已
過
五
十
年
之
久
。
乾

隆
皇
帝
憬
然
感
悟
此
經
不
應
視
為
幾
暇
閒
賞
之

物
，
而
實
為
千
秋
萬
世
、
崇
文
重
道
之
規
，
宜

刻
之
石
版
，
列
於
辟
雍
。
所
謂
辟
雍
，
乃
沿
用

閱
，
編
成
︽
天
祿
琳
琅
書
目
後
編
︾
。
本
院
所

藏
﹁
天
祿
琳
琅
﹂
圖
書
，
幾
為
嘉
慶
年
間
重
新

整
理
續
輯
的
珍
貴
善
本
。

﹁
天
祿
琳
琅
﹂
藏
書
具
有
鮮
明
的
璽
印
特

徵
。
凡
於
乾
隆
年
間
薈
萃
者
，
皆
鈐
﹁
乾
隆
御

覽
之
寶
﹂
朱
文
橢
圓
印
與
﹁
天
祿
琳
琅
﹂
朱
方

小
印
，
唯
此
批
珍
藏
盡
燬
於
嘉
慶
二
年
大
火
。

如
今
院
藏
﹁
天
祿
琳
琅
﹂
善
本
多
為
嘉
慶
皇
帝

續
輯
，
每
書
前
後
護
葉
皆
可
見
﹁
五
福
五
代
堂

寶
﹂
︵
或
﹁
五
福
五
代
堂
古
稀
天
子
寶
﹂
︶
、
﹁
八

徵
耄
念
之
寶
﹂
、
﹁
太
上
皇
帝
之
寶
﹂
朱
文
大

印
；
首
葉
則
有
﹁
乾
隆
御
覽
之
寶
﹂
朱
橢
與
﹁
天

祿
繼
鑑
﹂
白
方
；
末
葉
再
鈐
﹁
乾
隆
御
覽
之
寶
﹂

朱
橢
與
﹁
天
祿
琳
琅
﹂
朱
方
。
這
是
嘉
慶
朝
為

太
上
皇
帝
重
建
﹁
天
祿
琳
琅
﹂
的
印
記
規
制
，

藉
以
呈
顯
父
子
同
心
的
文
化
志
業
。

展
出
收
入
︽
天
祿
琳
琅
書
目
後
編
︾
史

部
的
︽
貞
觀
政
要
︾
十
卷
，
係
唐
代
史
學
家
吳

兢
︵
六
七○

∼

七
四
九
︶
所
著
的
一
部
政
論
性

史
書
。
全
書
四
十
篇
，
內
容
為
彙
輯
唐
太
宗
在

位
期
間
與
臣
子
魏
徵
、
房
玄
齡
、
杜
如
晦
等
大

臣
之
間
的
事
蹟
、
問
答
、
上
疏
、
奏
議
等
。
最

著
名
的
記
載
，
莫
過
於
唐
太
宗
於
貞
觀
十
七
年

︵
六
四
三
︶
感
慨
魏
徵
過
世
時
所
說
的
一
段
話
：

圖5　 清乾隆58年依照蔣衡寫本《孟子》刻於國子監石碑之拓印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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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
以
銅
為
鏡
，
可
以
正
衣
冠
；
以
古
為
鏡
，

可
以
知
興
替
；
以
人
為
鏡
，
可
以
明
得
失
。
朕

常
保
此
三
鏡
，
以
防
己
過
。
今
魏
徵
殂
逝
，
遂

亡
一
鏡
矣
！
﹂
︵
圖
六
︶

﹁
宛
委
別
藏
﹂

此
一
單
元
係
經
重
新
規
劃
後
的
展
示
區
域
。

﹁
宛
委
別
藏
﹂
乃
清
嘉
慶
年
間
浙
江
學
政
阮
元

︵
一
七
六
四

∼

一
八
四
九
︶
為
準
備
續
修
︽
欽

圖7　「宛委別藏」代表經、史、子、集四部的四種顏色絹質書衣。　謝明松攝

圖8　 《增廣箋注簡齋詩集》阮元親撰提要，為首批進呈圖書，收入《宛委別藏總目提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6　 明覆成化元年內府刊本《貞觀政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定
四
庫
全
書
︾
，
特
意
於
東
南
一
帶
搜
訪
，
分

三
批
進
呈
的
書
籍
。
仁
宗
嘉
其
用
心
，
以
夏
禹

登
宛
委
山
得
金
簡
玉
字
之
書
典
故
，
賜
名
﹁
宛

委
別
藏
﹂
。

阮
元
意
在
延
續
乾
隆
朝
︽
欽
定
四
庫
全
書
︾

文
化
工
程
，
故
所
蒐
多
為
四
庫
館
臣
未
收
之
書
；

除
徵
集
原
刊
本
之
外
，
又
逐
一
精
鈔
繕
寫
，
並

親
撰
提
要
。
嘉
慶
皇
帝
繼
而
命
人
整
理
，
將
之

編
成
︽
宛
委
別
藏
總
目
提
要
︾
及
︽
宛
委
別
藏

續
編
書
目
提
要
︾
，
計
收
書
一
七○

餘
部
。
正

編
仿
︽
欽
定
四
庫
全
書
︾
，
按
經
、
史
、
子
、

集
四
部
分
類
，
且
覆
以
四
色
絹
質
書
衣
，
並
以

函
匣
裝
幀
；
各
書
首
葉
上
方
可
見
﹁
嘉
慶
御
覽

之
寶
﹂
璽
印
，
顯
見
仁
宗
皇
帝
對
全
書
的
珍
視
。

原
置
於
嘉
慶
皇
帝
即
位
前
居
住
的
毓
慶
宮
後
殿

西
次
室
，
民
國
以
後
，
清
室
善
後
委
員
會
點
查

宮
中
物
品
時
，
﹁
宛
委
別
藏
﹂
已
被
移
置
養
心

殿
，
且
僅
存
一
六○

部
。
︵
圖
七
︶

所
展
︽
增
廣
箋
注
簡
齋
詩
集
︾
三
十
卷

附
詞
一
卷
為
宋
朝
詩
人
陳
與
義
︵
一○

九○

∼

一
一
三
八
︶
的
個
人
詩
集
及
詞
作
，
其
中
﹁
增

廣
﹂
及
﹁
箋
注
﹂
部
分
，
為
南
宋
胡
稺
︵
字
仲
儒
︶

廣
泛
增
補
及
考
證
注
解
；
此
外
，
胡
稺
還
為
陳

與
義
編
纂
年
譜
。
此
外
，
本
書
與
︽
欽
定
四
庫

全
書
︾
所
收
︽
簡
齋
集
︾
十
六
卷
並
不
盡
同
，

係
為
阮
元
於
嘉
慶
十
二
年
︵
一
八○

七
︶
第
一

批
進
呈
的
書
籍
。
嘉
慶
皇
帝
不
僅
命
人
將
阮
元

撰
寫
提
要
抄
錄
於
︽
宛
委
別
藏
總
目
提
要‧

集

部
︾
之
內
，
同
時
於
每
冊
首
葉
鈐
上
﹁
嘉
慶
御

覽
之
寶
﹂
朱
方
璽
印
，
以
示
看
重
。
︵
圖
八
︶

至
於
另
一
部
︽
群
書
類
編
故
事
︾
二
十
四

卷
，
編
者
為
元
末
明
初
的
王
罃
。
書
中
內
容
取

材
自
先
秦
諸
子
、
歷
代
史
傳
、
唐
宋
筆
記
小
說

等
雜
文
，
依
故
事
類
別
分
成
天
文
、
時
令
、
地

理
、
人
物
、
仕
進
、
人
倫
等
十
八
類
，
屬
於
類

書
性
質
的
書
籍
。
但
本
書
並
未
見
於
︽
宛
委
別

藏
總
目
提
要
︾
及
︽
宛
委
別
藏
續
編
書
目
提
要
︾

內
，
可
知
並
非
在
阮
元
前
二
批
進
呈
之
書
，
而

是
嘉
慶
十
六
年
︵
一
八
一
一
︶
以
後
的
進
呈
本
，

書
中
亦
無
﹁
嘉
慶
御
覽
之
寶
﹂
璽
印
。

﹁
龍
藏
經
﹂

︽
藏
文
龍
藏
經
︾
簡
稱
︽
龍
藏
經
︾
，
係

康
熙
皇
帝
奉
祖
母
孝
莊
太
皇
太
后
博
爾
濟
吉
特

氏
布
木
布
泰
︵
一
六
一
三

∼

一
六
八
八
︶
之
命

所
修
造
，
原
置
慈
寧
宮
花
園
佛
堂
﹁
咸
若
館
﹂

內
。
是
經
內
容
包
括
秘
密
、
般
若
、
寶
積
、
華
嚴
、

諸
經
及
戒
律
六
大
部
，
是
總
集
釋
迦
牟
尼
一
生

所
說
﹁
教
法
﹂
與
所
制
﹁
律
典
﹂
的
藏
文
譯
本
。

根
據
︽
秘
殿
珠
林
初
編
︾
卷
二
十
四
記

見
七
百
五
十
六
尊
諸
佛
彩
繪
，
造
像
華
麗
，
周

圍
飾
以
各
式
鑲
嵌
珠
寶
，
其
上
覆
以
黃
、
紅
、

綠
、
藍
、
白
五
色
絲
繡
經
簾
。
每
函
經
葉
、
經

板
外
配
以
裝
幀
所
用
之
絲
、
棉
等
材
質
經
衣
，

附
五
色
綑
經
繩
，
最
外
層
則
為
保
護
經
函
的
黃

棉
袍
袱
。
全
帙
裝
幀
考
究
精
美
，
極
富
皇
家
氣

派
，
為
院
藏
藏
傳
佛
教
法
典
中
最
受
矚
目
的
一

部
。
︵
圖
九—

一
、
九—

二
︶

結
合
﹁
訪
舊
蒐
遺
﹂
的
全
民
開
放

事
實
上
，
一
所
博
物
館
的
特
色
，
取
決
於

其
藏
品
之
內
容
與
質
量
。
本
院
自
民
國
十
四
年

︵
一
九
二
五
︶
肇
建
，
繼
於
五
十
四
年
︵
一
九 

六
五
︶
在
外
雙
溪
復
院
以
來
，
不
斷
蒐
購
徵
集
，

亦
接
受
海
內
外
公
私
捐
贈
，
補
充
昔
日
宮
廷
收

藏
闕
遺
，
終
得
使
涵
蓋
範
圍
益
趨
廣
闊
。

本
單
元
分
﹁
觀
海
堂
藏
書
﹂
、
﹁
平
圖
薈

萃
﹂
、
﹁
珍
藏
購
贈
﹂
三
項
子
題
，
選
件
年
代

跨
越
宋
、
元
、
明
、
清
四
朝
，
內
容
與
版
本
豐

富
多
樣
。
無
論
孤
罕
珍
秘
之
書
林
重
寶
，
抑
或

民
間
版
行
之
皇
皇
巨
構
，
皆
蘊
藏
珍
貴
的
版
本

資
源
與
獨
特
的
時
代
風
貌
；
若
論
刻
印
之
謹
嚴
、

紙
墨
之
精
雅
，
亦
無
不
令
人
驚
艷
神
往
。
部
分

善
本
鈐
印
纍
纍
，
間
可
見
名
家
品
賞
題
識
，
除

載
：
﹁
︵
孝
莊
︶
太
皇
太
后
欽
命
修
造
，
鑲
嵌

珠
寶
、
磁
青
箋
、
泥
金
書
、
西
域
字
︽
龍
藏
經
︾

一
部
，
共
一
百
八
本
，
內
有
釋
迦
牟
尼
佛
口
授

口
傳
諸
經
﹂
。
︽
龍
藏
經
︾
內
含
五
萬
餘
葉
經

文
，
經
文
以
泥
金
書
寫
於
特
製
磁
青
箋
紙
，
泥

金
成
色
飽
滿
，
書
體
端
正
；
上
、
下
經
板
內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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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資
梳
理
遞
藏
跡
緒
，
字
裡
行
間
更
流
露
出
藏

家
愛
書
惜
物
、
感
世
懷
人
的
情
誼
。
企
盼
民
眾

駐
足
觀
覽
同
時
，
亦
有
鑒
於
前
賢
蒐
求
調
護
古

籍
不
易
。

﹁
觀
海
堂
藏
書
﹂

觀
海
堂
為
清
末
藏
書
家
楊
守
敬
︵
一
八
三 

九

∼

一
九
一
五
︶
的
書
樓
名
，
所
收
之
書
在
本

院
典
藏
中
獨
具
特
色
。
楊
守
敬
，
字
惺
吾
，
晚

號
鄰
蘇
老
人
，
籍
隸
湖
北
宜
都
，
畢
生
研
究
金

石
史
地
之
學
。
擅
長
書
法
，
篆
、
隸
、
草
、
行
、

楷
諸
體
俱
佳
，
在
日
期
間
風
靡
東
瀛
書
壇
，
獲

譽
為
﹁
近
代
日
本
書
道
之
祖
﹂
。
光
緒
六
年

︵
一
八
八○

︶
起
，
楊
氏
先
後
奉
駐
日
公
使
何

如
璋
、
黎
庶
昌
召
請
擔
任
隨
員
，
期
間
蒐
訪
珍

稀
圖
籍
，
所
得
包
括
自
中
國
散
出
佚
書
，
以
及

朝
鮮
刊
本
、
日
本
鈔
本
、
醫
書
等
，
成
果
豐
碩
。

十
年
︵
一
八
八
四
︶
，
差
滿
歸
國
，
並
將
在
日

訪
求
之
書
盡
數
攜
回
。

所
展
︽
香
要
抄
︾
為
上
、
下
兩
卷
寫
本
，

即
為
楊
守
敬
赴
日
期
間
所
蒐
佛
教
修
儀
用
品

﹁
寶
、
香
、
藥
、
穀
﹂
典
籍
其
一
。
除
此
︽
香
要

抄
︾
之
外
，
另
亦
攜
回
︽
藥
種
抄
︾
及
︽
穀
類
抄
︾

兩
種
，
惜
缺
︽
寶
要
抄
︾
。
該
卷
上
有
楊
氏
購

藏
前
的
舊
藏
家
鈐
印
，
即
日
本
江
戶
末
期
幕
府

圖10　《香要抄》　日本元亨間傳抄保元間卷子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1　清康熙8年藏文寫本《龍藏經》全帙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2　《龍藏經》裝幀方式示意圖

醫
官
小
島
尚
質
︵
一
七
九
七

∼

一
八
四
九
︶
的

﹁
小
島
氏
圖
書
記
﹂
朱
長
，
天
頭
處
亦
有
小
島

氏
的
漢
文
朱
筆
校
注
；
楊
氏
購
入
後
鈐
﹁
楊
守

敬
印
﹂
白
方
、
﹁
星
吾
海
外
訪
得
秘
笈
﹂
朱
方

及
﹁
宜
都
楊
氏
藏
書
記
﹂
白
方
，
足
顯
其
遞
藏

源
流
。
至
若
︽
香
要
抄
︾
，
係
日
本
平
安
時
代

後
期
高
僧
兼
意
︵
一○

七
二

∼

？
︶
參
考
漢
籍

︽
本
草
︾
類
等
著
作
，
並
結
合
各
種
佛
經
記
載

或
其
他
文
獻
，
整
理
有
關
蘇
合
香
、
鬱
香
金
、

沈
香
、
麝
香
等
四
十
九
種
香
藥
之
用
法
、
作
用

及
其
功
效
，
兼
繪
其
圖
。
︵
圖
十
︶

﹁
平
圖
薈
萃
﹂

此
一
單
元
為
院
藏
昔
日
國
立
北
平
圖
書

館
的
善
本
、
輿
圖
文
物
，
有
著
一
段
飄
洋
過
海

的
不
凡
經
歷
。
清
末
新
政
，
宣
統
元
年
︵
一
九

○

九
︶
軍
機
大
臣
張
之
洞
︵
一
八
三
七

∼

一
九

○

九
︶
奏
請
成
立
京
師
圖
書
館
，
由
學
部
管
轄

︵
故
又
稱
學
部
圖
書
館
︶
，
並
將
翰
林
院
、
國

子
監
、
內
閣
大
庫
所
存
宋
、
元
、
明
秘
閣
書
籍

入
藏
，
另
加
入
由
各
省
徵
集
而
得
圖
書
。
民
國

十
七
年
︵
一
九
二
八
︶
，
京
師
圖
書
館
更
名
國

立
北
平
圖
書
館
。
之
後
九
一
八
事
變
爆
發
，
館

藏
圖
籍
文
物
陸
續
裝
箱
南
運
，
分
貯
上
海
、
南

京
等
地
。
三
十
年
︵
一
九
四
一
︶
，
袁
同
禮

︵
一
八
九
五

∼

一
九
六
五
︶
館
長
與
駐
美
大
使

胡
適
︵
一
八
九
一

∼

一
九
六
二
︶
聯
繫
，
特
精

選
一
百
零
二
箱
善
本
運
往
美
國
，
寄
存
華
府
國

會
圖
書
館
。
五
十
四
年
︵
一
九
六
五
︶
，
本
院

蔣
復
璁
︵
一
八
九
八

∼

一
九
九○

︶
院
長
︵
兼

國
立
中
央
圖
書
館
館
長
︶
建
議
索
回
，
獲
國
會

圖
書
館
同
意
。
同
年
歲
末
，
圖
書
安
全
運
返
臺

灣
。
至
於
國
立
北
平
圖
書
館
十
八
箱
明
清
古
輿

圖
，
則
先
於
三
十
八
年
︵
一
九
四
九
︶
隨
本
院

文
物
遷
運
抵
臺
。
七
十
四
年
︵
一
九
八
五
︶
，

行
政
院
同
意
將
善
本
及
輿
圖
撥
交
本
院
典
藏
，

使
院
藏
文
物
得
以
統
合
凝
聚
。

此
次
展
示
︽
新
刻
出
相
音
註
勸
善
目
蓮
救

母
行
孝
戲
文
︾
，
係
明
萬
曆
年
間
祁
門
文
人
鄭

之
珍
︵
一
五
一
八

∼

一
五
九
五
︶
將
目
蓮
救
母

故
事
改
編
成
以
南
曲
為
主
的
傳
奇
，
相
當
於
今

日
的
劇
本
。
所
謂
﹁
出
相
﹂
，
即
書
中
插
圖
；

至
於
﹁
音
註
﹂
，
則
是
兼
納
標
音
與
注
解
之
意
。

事
實
上
，
目
蓮
救
母
可
以
說
是
一
則
流
傳
廣
遠

的
佛
經
故
事
，
其
發
展
也
與
民
間
信
仰
的
中
元

節
與
佛
教
的
盂
蘭
盆
節
祭
祀
活
動
有
關
。
故
事

最
早
淵
源
自
西
晉
竺
法
護
譯
︽
佛
說
盂
蘭
盆

經
︾
，
成
型
於
唐
代
變
文
，
流
行
在
宋
、
元
迄

明
的
戲
曲
創
作
。

經
過
鄭
之
珍
重
新
改
編
內
容
為
王
舍
城
傅

相
之
子
傅
羅
卜
︵
即
目
蓮
，
原
名
目
犍
連
︶
因

思
念
亡
母
，
出
家
後
遂
以
天
眼
觀
其
母
在
餓
鬼

道
，
因
悲
號
涕
泣
，
後
求
助
佛
陀
，
進
入
地
獄

各
殿
救
母
。
經
佛
陀
開
示
，
於
七
月
十
五
日
舉

辦
盂
蘭
盆
會
以
百
果
供
養
十
方
大
德
眾
僧
及
苦

難
眾
生
，
才
將
變
成
犬
身
母
親
再
轉
回
人
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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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最
終
超
生
忉
利
天
。
本
書
刻
於
金
陵
︵
今
南

京
︶
，
其
版
畫
刀
法
樸
實
豪
放
，
構
圖
呈
現
當

時
版
畫
插
圖
受
到
戲
臺
演
出
的
影
響
，
畫
中
彷

彿
如
現
戲
臺
演
出
情
境
。
︵
圖
十
一
︶

﹁
珍
藏
購
贈
﹂

故
宮
在
臺
灣
外
雙
溪
復
院
後
，
承
國
內

外
收
藏
家
相
繼
以
其
珍
藏
圖
書
捐
贈
。
自
民
國

六
十
年
︵
一
九
七
一
︶
始
，
故
宮
開
始
接
受
各

界
捐
贈
善
本
古
籍
。
私
人
捐
贈
包
含
前
總
統
府

戰
略
顧
問
徐
庭
瑤
︵
一
八
九
二

∼

一
九
七
四
︶

將
軍
、
藏
書
家
沈
仲
濤
︵
一
八
九
二

∼

一
九
八

○

︶
先
生
、
前
國
防
部
長
黃
杰
︵
一
九○

二

∼

一
九
九
五
︶
將
軍
、
前
駐
教
廷
大
使
陳
之
邁

︵
一
九○

八

∼

一
九
七
八
︶
先
生
、
前
國
史
館

館
長
羅
家
倫
︵
一
八
九
七

∼

一
九
六
九
︶
先
生
、

本
院
秦
前
院
長
孝
儀
︵
一
九
二
一

∼

二○
○

七
︶

先
生
等
；
另
有
單
位
機
關
的
捐
贈
，
如
國
防
部

史
政
局
、
香
港
中
山
圖
書
館
，
併
各
方
君
子
賢

達
，
皆
破
私
為
公
，
慨
然
以
所
藏
捐
歸
本
院
。

另
一
方
面
，
七
十
四
年
︵
一
九
八
五
︶
之
後
，

本
院
亦
銳
意
蒐
購
古
籍
，
五
十
餘
年
間
，
計
得

善
本
古
籍
四
萬
一
千
餘
冊
。
本
院
能
成
為
善
本

古
籍
典
藏
重
鎮
，
為
國
內
外
漢
學
界
肯
定
，
頗

拜
此
二
類
藏
書
補
益
之
賜
。

此
次
展
出
供
初
學
習
畫
者
的
入
門
範

本
︽
芥
子
園
畫
傳
︾
五
卷
，
即
源
自
楊
文
霓

︵
一
九
四
六

∼

？
︶
女
士
捐
贈
。
該
書
最
早
是

清
康
熙
年
間
著
名
文
學
家
李
漁
︵
一
六
一○

∼

一
六
八○

︶
的
女
婿
沈
因
伯
，
邀
請
畫
家
王
概
、

王
蓍
、
王
臬
兄
弟
等
人
，
將
明
代
畫
家
李
流
芳

的
課
徒
畫
稿
整
理
成
冊
，
並
不
斷
地
加
以
增
輯

補
充
。
其
後
，
在
李
漁
出
資
之
下
，
以
其
金
陵

別
墅
﹁
芥
子
園
﹂
為
名
，
出
版
︽
芥
子
園
畫
傳
︾
。

坊
間
流
傳
的
︽
芥
子
園
畫
傳
︾
共
四
集
。

本
書
為
初
集
，
為
康
熙
十
八
年
︵
一
六
七
九
︶

採
餖
版
技
法
，
以
藍
、
綠
、
黃
、
棕
、
灰
五
色

套
印
出
版
。
內
容
收
錄
山
水
畫
作
各
種
技
法
，

舉
凡
樹
、
石
、
山
、
泉
、
人
物
，
並
附
臨
摹
古

人
與
時
人
各
式
山
水
四
十
幅
。
此
書
問
世
後
，

成
為
初
學
山
水
畫
者
研
習
必
備
的
參
考
用
書
。

康
熙
四
十
年
︵
一
七○

一
︶
又
有
二
集
與
三
集

圖11　 《新刻出相音註勸善目蓮救母行孝戲文》圖繪目蓮母親劉氏走過陰府的奈何橋，及進入第五殿見閻羅王照業鏡之情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2　 清康熙年間出版的《芥子園畫傳》，為初學山水畫者研習必備的參考用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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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所
編
成
的
文
學
總
集
，
康
熙
四
十
九
年
︵
一
七
一

○

︶
交
武
英
殿
以
朱
、
墨
、
黃
、
綠
、
藍
五
色

套
印
技
法
刊
行
。
其
中
正
文
部
分
墨
色
；
正
文

旁
有
朱
色
標
線
及
句
讀
，
天
頭
處
康
熙
皇
帝
御

批
及
諸
臣
注
釋
亦
為
朱
色
；
至
若
前
人
諸
家
評

語
則
分
別
以
黃
、
綠
、
藍
三
色
示
之
。

乾
隆
十
一
年
︵
一
七
四
六
︶
，
乾
隆
皇
帝

欲
效
法
皇
祖
康
熙
皇
帝
再
刻
︽
古
文
淵
鑑
︾
，

然
認
為
武
英
殿
所
刻
經
、
史
諸
書
，
卷
帙
浩
繁
，

尤
其
剩
餘
的
梨
、
棗
木
材
數
量
可
觀
，
為
避
免

浪
費
，
遂
命
臣
子
仿
造
古
人
巾
箱
本
式
樣
，
費

時
數
年
，
刻
成
﹁
古
香
齋
鑑
賞
袖
珍
本
﹂
十
種
。

這
批
袖
珍
本
以
其
位
於
重
華
宮
的
東
廂
，
也
是

乾
隆
皇
帝
最
愛
的
書
齋
﹁
古
香
齋
﹂
為
名
。
然

而
，
此
次
所
展
並
非
康
熙
朝
及
乾
隆
朝
的
版

本
，
而
是
光
緒
十
一
年
︵
一
八
八
五
︶
覆
刊
乾

隆
十
三
年
︵
一
七
四
八
︶
的
印
本
，
雖
為
覆
刊
，

但
紙
墨
猶
留
舊
痕
，
猶
可
呈
現
乾
隆
年
間
宮
廷

套
印
的
袖
珍
精
品
樣
貌
。
︵
圖
十
三
︶

此
外
，
清
乾
隆
十
五
年
︵
一
七
五○

︶
出

版
的
︽
女
才
子
︾
，
又
名
︽
繡
像
女
才
子
書
︾

則
是
經
由
蒐
購
而
來
，
係
清
代
浙
江
文
人
徐
震

取
材
自
聽
聞
友
人
講
述
而
來
的
十
二
位
才
女
故

事
。
徐
震
，
字
秋
濤
，
號
煙
水
散
人
。
編
者
標

榜
女
才
子
應
具
備
﹁
才
﹂
、
﹁
德
﹂
、
﹁
色
﹂
、

圖13　清光緒11年覆刊乾隆13年《古香齋古文淵鑑》袖珍本　謝明松攝

出
版
；
然
嘉
慶
二
十
三
年
︵
一
八
一
八
︶
的
四

集
出
版
，
乃
是
書
商
挾
著
︽
芥
子
園
畫
傳
︾
名

氣
編
湊
發
行
之
本
，
與
原
發
起
人
李
漁
、
沈
因

伯
已
無
關
係
了
。
︵
圖
十
二
︶

另
外
，
此
次
展
出
香
港
中
山
圖
書
館
捐
贈

︽
古
香
齋
古
文
淵
鑑
︾
六
十
四
卷
，
則
是
一
套

精
緻
小
巧
、
彩
色
套
印
的
袖
珍
本
。
︽
古
文
淵

鑑
︾
最
早
為
清
康
熙
皇
帝
命
內
閣
學
士
徐
乾
學

︵
一
六
三
一

∼

一
六
九
四
︶
收
錄
歷
代
散
文
作
品

﹁
情
﹂
四
種
特
質
，
所
謂
﹁
色
﹂
係
指
女
子
容
貌
，

至
於
﹁
情
﹂
則
是
扣
合
通
俗
小
說
的
流
行
思
潮
，

為
才
子
佳
人
之
婚
戀
情
節
。
小
說
雖
是
經
由
男

性
書
寫
而
成
，
然
頗
有
顛
覆
傳
統
﹁
女
子
無
才

便
是
德
﹂
的
觀
念
，
試
圖
重
新
詮
譯
或
塑
造
古

代
女
性
在
性
別
角
色
中
的
定
位
及
地
位
。
︵
圖

十
四
︶

結
語

除
針
對
展
覽
單
元
及
展
陳
文
物
的
再
思
考

之
外
，
此
次
在
﹁
清
宮
藏
書
﹂
及
﹁
訪
舊
蒐
遺
﹂

兩
大
單
元
之
間
的
過
道
，
也
以
時
空
走
廊
的
概

念
，
將
文
物
典
藏
從
清
代
皇
帝
一
人
獨
享
的
宮

廷
藏
書
；
至
故
宮
博
物
院
成
立
後
，
對
外
開
放
，

到
文
物
歷
經
南
遷
、
西
遷
，
終
在
臺
灣
落
地
生

根
的
歷
程
。
︵
圖
十
五
︶
走
過
時
空
走
廊
，
觀

參
考
書
目
︵
按
姓
名
筆
劃
排
列
︶

1.  

王
琳
琳
，
︿
蔣
衡
與
十
三
經
刻
石
﹀
，
︽
前
線
︾
二○

一
二

年
第
二
期
，
頁
六○

―

六
一
。

2.  

毛
文
芳
，
︿
書
寫
才
女―

清
初
煙
水
散
人
︽
女
才
子
書
︾
探

論
﹀
，
︽
漢
學
研
究
︾
第
二
五
卷
第
二
期
，
二○

○

七
年

十
二
月
，
頁
二
一
一―

二
四
四
。

3.  

吳
哲
夫
，
︿
阮
元
與
宛
委
別
藏
叢
書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十
五
期
，
一
九
八
四
年
六
月
，
頁
一
一
六―

一
二○

。

4.  

宋
兆
霖
，
︿
從
北
溝
到
外
雙
溪―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在
臺
恢

復
建
制
的
經
過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三
九
六
期
，
二

○

一
六
年
三
月
，
頁
二
十―

三
二
。

5.  

李
保
文
，
︿
從
﹁
總
管
內
務
府
檔
案
﹂
述
說
太
皇
太
后
吐
蕃

特
文
泥
金
寫
本
︽
甘
珠
爾
經
︾
的
修
造
﹀
，
︽
故
宫
學
術
季

刊
︾
第
二
八
卷
第
四
期
，
二○

一
一
年
六
月
，
頁
一
三
三―

一
八
五
。

6.  

胡
進
杉
，
︿
法
界
聖
眾
・
藝
海
瑰
寶―

康
熙
朝
內
府
藏
文
泥

金
寫
本
︽
龍
藏
經
︾
圖
像
述
要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二
八
八
期
，
二○

○

七
年
三
月
，
頁
十
二―

二
六
。

7.  

莊
吉
發
，
︽
繙
譯
四
書―

四
書
滿
文
譯
本
與
清
代
考
證
學
的

發
展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四
一
二
期
，
二○

一
七
年

七
月
，
頁
十
八―

二
七
。

8.  

陳
芳
英
，
︽
目
連
救
母
故
事
之
演
進
及
其
有
關
文
學
之
研

究
︾
，
臺
北
：
臺
大
出
版
中
心
，
一
九
八
三
。

9.  

張
爾
賓
，
︿
李
漁
的
芥
子
園
和
︽
芥
子
園
畫
傳
︾
﹀
，
︽
東

南
文
化
︾
，
一
九
九
七
年
十
二
月
，
頁
一
二
七―

一
二
八
。

10.  

張
瓈
文
，
︿
勸
善
文
本
的
符
號
欲
望
：
從
︽
目
蓮
救
母
勸
善

戲
文
︾
︿
羅
卜
描
容
﹀
談
起
﹀
，
︽
玄
奘
佛
學
研
究
︾
第

二
二
期
，
二○

一
四
年
九
月
，
頁
一
九
五―

二
二
六
。

11.  

許
媛
婷
，
︿
鄰
蘇
觀
海―

院
藏
楊
守
敬
圖
書
特
展
策
展
經

緯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第
三
七
六
期
，二○

一
四
年
七
月
，

頁
四―

十
五
。

12.  

圖
書
文
獻
處
，
︿
龍
藏―

院
藏
大
藏
經
特
展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三
三
五
期
，
二○

一
一
年
二
月
，
頁
十
八―

三
六
。

13.  

蔣
復
璁
，
︿
古
今
圖
書
集
成
的
前
因
後
果
﹀
，
︽
文
星
︾
第

十
四
卷
第
五
期
︵
總
第
八
三
期
︶
，
一
九
六
四
年
九
月
，
頁

十―

十
五
。

14.  

趙
鐵
銘
，︿
古
今
圖
書
集
成
與
陳
夢
雷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三
二
期
，
一
九
八
五
年
十
一
月
，
頁
一
二○

―

一
二
七
。

15.  

潘
元
石
，
︿
國
畫
的
教
科
書―

芥
子
園
畫
傳
﹀
，
︽
臺
灣
美

術
︾
第
三
卷
第
一
期
︵
總
第
九
期
︶
，
一
九
九○

年
七
月
，

頁
五
五―

六
一
。

16.  

劉
美
玲
，
︽
天
祿
琳
琅
：
乾
隆
御
覽
之
寶
︾
，
臺
北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二○

○

七
。

圖15　 展場時空走廊之情景展示　謝明松攝

圖14　 清乾隆15年刊《女才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眾
可
以
感
受
歷
史
在
眼
前
的
照
片
及
圖
像
中
，

彷
彿
瞬
間
流
轉
數
個
世
紀
之
久
，
也
或
許
可
以

更
加
體
會
身
處
在
這
個
時
代
的
我
們
有
多
麼
幸

福
。
往
昔
深
藏
宮
殿
之
中
的
皇
室
善
本
，
在
時

代
轉
變
下
，
今
日
觸
目
所
及
，
均
是
全
民
共
有

共
享
的
文
化
寶
藏
，
不
再
遙
不
可
及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圖
書
文
獻
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