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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三
劍
客
圖

清
　
任
渭
長

繪
圖

蔡
照
初

刻
　
清
咸

豐
六
年
︵
一
八
五

六
︶
刊
本

︽
三
十
三
劍
客
圖
︾

是
清
末
木
刻
畫
家
任
熊

︵
一
八
二
三∼

一
八
五

七
︶
，
據
唐
人
傳
奇
小
說

中
的
俠
客
故
事
，
將
扶

餘
國
王
、
車
中
女
子
、

僧
俠
、
聶
隱
娘
、
紅

線
、
昆
崙
奴
等
俠
客
奇

人
的
具
體
形
象
刻
繪
出

版
。
任
熊
的
人
物
畫
造

詣
，
評
價
甚
高
，
圖
上

贊
辭
，
更
可
窺
任
氏
對

劍
俠
的
評
價
，
是
一
部

極
佳
的
圖
籍
。

《三十三劍客圖》 清　任渭長繪圖蔡照初刻　清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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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八
將
圖

清
光
緒
五
年
︵
一
八
六
八
︶
校
經
山
房
重
刻
本

二
十
八
將
，
又
稱
﹁
雲
臺
二
十
八
將
﹂
，
指
的

是
輔
佐
東
漢
光
武
中
興
的
二
十
八
位
名
將
，
該
書
發

展
到
清
代
，
已
有
文
無
圖
了
。
道
光
二
十
六
年
︵
一

八
四
六
︶
山
東
人
士
張
士
保
︵
字
鞠
如
︶
自
稱
學
會

吳
道
子
變
相
法
，
將
二
十
八
名
將
一
一
造
像
繪
出
，

由
金
陵
張
志
琚
刊
刻
出
版
，
與
︽
凌
煙
閣
功
臣
圖
︾

︵
朱
圭
刻
︶
齊
名
，
展
出
的
是
光
緒
五
年
︵
一
八
六

八
︶
校
經
山
房
重
刻
本
。

古
名
賢
圖
傳

清
　
顧
沅

輯
　
清
道
光
六
至
十
六
年
︵
一
八

二
六∼

一
八
三
○
︶
刊
本

為
人
物
造
像
，
是
中
國
繪
畫
裡
重
要
的
一
環
，

如
漢
的
武
梁
祠
畫
像
，
唐
的
凌
煙
閣
功
臣
畫
像
。

明
、
清
兩
代
，
以
古
先
賢
人
物
為
主
的
畫
像
專
集
倍

增
，
如
陳
洪
綬
的
︽
博
古
葉
子
︾
，
劉
源
的
︽
淩
煙

閣
功
臣
圖
︾
，
金
古
良
的
︽
無
雙
譜
︾
等
都
是
不
可

多
得
的
作
品
。
道
光
年
間
，
長
洲
顧
沅
︵
一
七
九
九

∼

一
八
五
一
︶
︽
古
名
賢
圖
傳
︾
，
集
︽
吳
郡
名
賢
圖

傳
贊
︾
、
︽
古
聖
賢
像
傳
略
︾
、
︽
聖
廟
祀
典
圖
考
︾

等
三
部
圖
傳
之
大
成
，
卷
帙
浩
繁
，
可
稱
巨
著
。

一
般
而
言
，
畫
家
為
古
人
造
像
，
多
從
史
冊
入

手
，
︽
吳
郡
名
賢
圖
傳
贊
︾
集
歷
史
名
人
五
百
七
十

人
；
︽
古
聖
賢
像
傳
略
︾
輯
倉
頡
、
后
稷
至
明
清
董

其
昌
、
史
可
法
、
冒
辟
疆
等
名
公
巨
卿
共
四
百
二
十

五
人
；
︽
聖
廟
祀
典
圖
考
︾
輯
孔
子
、
諸
子
及
漢
唐

迄
清
道
光
初
年
以
來
諸
先
賢
共
一
百
四
十
五
人
；
均

以
一
圖
一
傳
的
手
法
刊
刻
出
版
。

結
語

中
國
古
籍
中
的
附
圖
，
向
來
兼
負
實
用
與
啟
蒙
兩
種

用
途
。
明
中
葉
以
後
，
由
於
出
版
事
業
蓬
勃
發
展
，
社
會

讀
書
風
氣
大
開
，
書
商
為
了
促
銷
，
除
講
究
出
版
品
質

外
，
更
敦
聘
畫
家
為
書
籍
插
圖
，
並
請
手
藝
高
超
的
刻
工

開
版
雕
刻
，
將
書
中
插
畫
當
作
藝
術
品
來
苦
心
經
營
，
成

就
了
中
國
版
畫
史
上
非
凡
的
時
代
。
入
清
以
後
，
戲
曲
、

小
說
等
書
籍
的
出
版
風
氣
雖
不
若
晚
明
，
但
在
山
水
、
地

理
等
經
世
致
用
書
籍
中
，
仍
不
乏
優
秀
的
版
畫
作
品
；
到

了
晚
清
，
石
印
技
術
的
發
展
，
圖
籍
的
出
版
更
為
普
及
。

本
次
選
展
的
圖
籍
，
就
插
圖
功
能
而
言
，
有
﹁
文
為
主
圖

為
輔
﹂
及
﹁
圖
為
主
文
為
輔
﹂
兩
種
，
期
能
呈
現
傳
統
圖

籍
中
的
多
元
風
貌
。

《二十八將圖》 清光緒五年（一八六八）校經山房重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