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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丁
寧
館
藏
品
之
中
，
除
竹
、
木
、
牙
、

骨
等
器
物
與
書
法
字
帖
外
，
收
藏
的
古
籍
也
相

當
可
觀
，
其
中
尤
以
史
部
類
藏
書
最
為
豐
富
，

版
本
以
明
、
清
兩
代
刻
本
為
主
，
旁
及
民
初
與

日
本
江
戶
、
明
治
間
刻
本
。
秦
前
院
長
在
休
致

前
，
將
珍
藏
四
十
二
部
二
千
二
百
三
十
冊
舊
籍

善
本
悉
贈
本
院
，
為
紀
念
秦
前
院
長
對
藏
書
的

共
享
與
無
私
，
本
院
特
地
舉
辦
展
覽
以
誌
，
惟

侷
限
於
展
廳
空
間
不
足
，
僅
選
取
其
中
具
代
表

性
的
舊
籍
藏
書
，
以
彰
顯
秦
前
院
長
贈
書
的

特
色
，
所
選
包
括
清
康
熙
初
年
《
通
志
堂
經

解
》
、
明
萬
曆
年
間
《
史
記
》
、
日
本
江
戶
時

博
古
好
史—

      

記
玉
丁
寧
館
的
捐
贈
藏
書

許
媛
婷

清納蘭性德、徐乾學輯刻《通志堂經解》，

為清代一部大型的經解叢書。「通志堂」是

納蘭性德的室名，全書采輯宋、元兼及明朝

儒者說經之書，計一百四十種，一千七百餘

卷，為薈萃諸家解經的重要著作。此部為康

熙十九年的初刻本，雕鏤精良，到了乾隆年

間，內府按此書版補闕重刊，開啟清代續編

經解叢書的風氣。

通志堂經解

清康熙十九年（1680）通志堂刊本
（清）納蘭性德 輯　
463冊　
贈善023474-023936



博古好史—記玉丁寧館的捐贈藏書

展
場
巡
禮

61 故宮文物月刊‧第289期

玉丁寧館紀念展

自《史記》成書以來，歷代流傳的版本已達六十餘

種，居史書之冠。此部為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

國子監刻本，部份版葉殘闕，間有明末崇禎至清順

治間遞修補版。書由南監祭酒馮夢禎主持雕印，內

引裴駰、司馬貞、張守節三家注，並詳為讎校，雕

梓精嚴，為明代重要的官刻本。

史記

明萬曆二十四年（1596）南京國子監刊本
（漢）司馬遷  撰 （宋）裴駰 集解 
（唐）司馬貞 索隱 （唐）張守節 正義
20冊 
贈善023937-023956

代
的
《
一
切
經
音
義
》
、
以
及
清

末
同
治
八
年
（
一
八
六
九
）
的

《
蘇
文
忠
公
詩
集
》
。
這
些
選

件
，
分
別
代
表
經
、
史
、
子
、
集

四
部
，
地
域
含
涉
中
、
日
兩
地
，

時
間
跨
度
涵
蓋
十
六
至
十
九
世

紀
，
版
本
則
包
括
官
刻
、
坊
刻
、

朱
墨
套
印
及
日
本
刊
本
，
充
份
說

明
玉
丁
寧
館
藏
書
四
部
俱
備
，
版

本
及
數
量
多
元
豐
富
的
特
色
。

翻
閱
秦
前
院
長
所
贈
的
藏

書
，
可
以
從
以
下
幾
個
方
面
，
看

出
他
對
於
圖
書
蒐
羅
的
獨
到
眼

光
，
以
及
審
慎
的
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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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先
，
慎
選
版
本
。
在
他

收
藏
的
古
籍
之
中
，
明
版
書
數
量

最
多
，
有
十
八
部
；
清
版
書
則
有

十
二
部
；
另
有
日
本
刊
本
三
部
，

以
及
九
部
民
國
以
後
的
印
本
。
其

中
，
年
代
最
早
的
一
部
書
是
明

正
德
三
年
（
一
五○

八
）
建
陽

劉
氏
慎
獨
齋
刊
《
群
書
考
索
》
，

這
是
南
宋
章
如
愚
編
的
類
書
。
此

書
曾
在
南
宋
間
刊
行
，
後
遭
回
祿

失
傳
；
元
代
出
現
刻
本
，
惟
量
少

罕
見
；
明
代
的
刻
本
，
則
以
正
德

間
建
陽
書
坊
慎
獨
齋
本
最
古
，
此

為
福
建
省
建
陽
縣
衙
自
按
察
史
僉

事
阮
賓
手
中
取
得
，
委
請
當
地
書

坊
刊
刻
。
由
於
此
書
仍
保
有
部
份

元
刻
特
色
，
古
拙
質
樸
，
版
本
頗

佳
；
同
時
也
見
證
了
明
代
官
府
委

託
民
間
書
坊
刻
書
的
情
況
。

其
次
，
庋
藏
善
本
。
藏
書

中
不
乏
罕
見
古
籍
，
其
中
，
清

康
熙
十
九
年
（
一
六
八○

）
刊

《一切經音義》，為一部解釋佛經音義及字義的書。慧琳成書於中唐時期，所

見古書甚多，審音詮義，辨析字形，詳引書證，對研究文字訓詁與輯佚校勘古

籍，甚為重要。該書以高麗藏經本最佳，此部為日本翻刻高麗藏經本，是目前

較為通行的版本。

一切經音義

日本元文三年（1738）江戶獅谷白蓮社刊本
（唐） 釋慧琳 撰
50冊
贈善024893-024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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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東坡一生為官，然在文學及書畫藝術上的表現，成就不

斐。其才氣縱橫，於詩詞、辭賦、散文，皆煥然成章。此

書收錄東坡詩作近二千四百餘首，乃紀曉嵐反復吟詠蘇詩

後，感觸所得，眉批於上，至五閱而成篇。在眾多蘇詩評

點本中，紀昀評語謹嚴，文辭則溫婉含蓄，顯見曉嵐喜愛

蘇詩之情，亦反映出清初文風。

蘇文忠公詩集

清同治八年（1869）韞玉山房朱墨套印本
（宋）蘇軾 撰 （清）紀昀 評點
12冊
贈善024978-024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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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志
堂
經
解
》
便
是
最
早
的

初
刻
本
，
為
流
傳
甚
少
的
善
本
之

一
；
今
日
所
見
多
屬
乾
隆
五
十
年

（
一
七
八
五
）
重
新
補
刻
的
內
府

刊
本
。
乾
隆
年
間
，
高
宗
在
披
覽

四
庫
館
臣
所
呈
的
康
熙
間
刊
《
通

志
堂
經
解
》
後
，
見
該
書
序
文
寫

於
康
熙
十
二
年
（
一
六
七
三
）
，

編
者
納
蘭
性
德
當
時
年
甫
十
六
，

疑
惑
其
何
以
能
博
通
經
籍
，
遂
下

令
詳
查
，
始
知
原
來
是
大
儒
徐

乾
學
代
性
德
所
編
。
乾
隆
雖
感
慨

納
蘭
性
德
邀
譽
沽
名
，
徐
乾
學
則

逢
迎
權
要
，
兩
人
品
行
實
不
足
為

取
；
然
此
叢
書
薈
萃
諸
家
，
典
瞻

賅
博
，
有
表
章
六
經
之
功
，
故
不

以
人
廢
言
，
仍
命
四
庫
館
根
據
康

熙
間
刊
《
通
志
堂
經
解
》
，
將
其

漫
漶
斷
闕
處
補
刊
齊
全
，
通
行
全

國
。
由
此
看
出
，
乾
隆
皇
帝
的
識

見
洞
明
，
人
才
重
品
，
且
重
視
經

術
教
育
，
也
間
接
突
顯
了
此
部

《
通
志
堂
經
解
》
初
印
本
的
難
得

可
貴
。最

後
，
愛
好
史
書
及
類
書
。

秦
前
院
長
所
捐
圖
書
，
僅
史
部

即
有
二
十
部
五
百
七
十
三
冊
，

近
乎
藏
書
半
數
，
其
中
尤
以
正
史

秦
孝
儀
院
長
捐
贈
的
圖
書
清
單

書  

名

版   

本

冊
數

統 

一 

編 

號

通
志
堂
經
解

清
康
熙
十
九
年
（
一
六
八○

）
通
志
堂
刊
本

463

贈
善0

2
3
4
7
4
-0

2
3
9
3
6

史
記

明
萬
曆
二
十
四
年
（
一
五
九
六
）
南
京
國
子
監
刊
本

20

贈
善0

2
3
9
3
7
-0

2
3
9
5
6

前
漢
書

明
崇
禎
十
五
年
（
一
六
四
二
）
虞
山
毛
氏
汲
古
閣
刊
本

8

贈
善0

2
3
9
5
7
-0

2
3
9
6
4

漢
書

明
末
錢
塘
鍾
人
傑
校
刊
本

20

贈
善0

2
3
9
6
5
-0

2
3
9
8
4

後
漢
書

明
末
錢
塘
鍾
人
傑
校
刊
本

16

贈
善0

2
3
9
8
5
-0

2
4
0
0
0

後
漢
書

明
崇
禎
十
六
年
（
一
六
四
三
）
虞
山
毛
氏
汲
古
閣
刊
清
順
治
間
修
補
本

8

贈
善0

2
4
0
0
1
-0

2
4
0
0
8

晉
書

明
崇
禎
元
年
（
一
六
二
八
）
虞
山
毛
氏
汲
古
閣
刊
清
順
治
間
修
補
本

32

贈
善0

2
4
0
0
9
-0

2
4
0
4
0

南
齊
書

明
崇
禎
十
年
（
一
六
三
七
）
虞
山
毛
氏
汲
古
閣
刊
清
順
治
間
修
補
本

10

贈
善0

2
4
0
4
1
-0

2
4
0
5
0

北
齊
書

明
崇
禎
十
一
年
（
一
六
三
八
）
虞
山
毛
氏
汲
古
閣
刊
清
順
治
間
修
補
本

6

贈
善0

2
4
0
5
1
-0

2
4
0
5
6

南
史

明
崇
禎
十
三
年
（
一
六
四○

）
虞
山
毛
氏
汲
古
閣
刊
清
順
治
間
修
補
本

12

贈
善0

2
4
0
5
7
-0

2
4
0
6
8

北
史

明
崇
禎
十
二
年
（
一
六
三
九
）
虞
山
毛
氏
汲
古
閣
刊
清
順
治
間
修
補
本

24

贈
善0

2
4
0
6
9
-0

2
4
0
9
2

唐
書

明
崇
禎
二
年
（
一
六
二
九
）
虞
山
毛
氏
汲
古
閣
刊
本

50

贈
善0

2
4
0
9
3
-0

2
4
1
4
2

新
元
史

民
國
十
九
年
（
一
九
三○

）
徐
氏
退
耕
堂
刊
本

60

贈
善0

2
4
1
4
3
-0

2
4
2
0
2

元
書

清
宣
統
三
年
（
一
九
一
一
）
層
漪
堂
刊
本

20

贈
善0

2
4
2
0
3
-0

2
4
2
2
2

蒙
兀
兒
史
記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
一
九
四
四
）
結
一
宦
刊
本

28

贈
善0

2
4
2
2
3
-0

2
4
2
5
0

明
史
稿

清
康
熙
間
敬
慎
堂
刊
本

64

贈
善0

2
4
2
5
1
-0

2
4
3
1
4

清
史
稿

民
國
十
六
年
（
一
九
二
七
）
清
史
館
排
印
本

131

贈
善0

2
4
3
1
5
-0

2
4
4
4
5

明
通
鑑

清
光
緒
二
十
三
年
（
一
八
九
七
）
湖
北
書
局
重
刊
本

40

贈
善0

2
4
4
4
6
-0

2
4
4
8
5

水
經
注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
一
九
三
五
）
上
海
商
務
印
書
館
景
印
明
永
樂
大
典
本

8

贈
善0

2
4
4
8
6
-0

2
4
4
9
3

闕
里
文
獻
考

清
乾
隆
二
十
七
年
（
一
七
六
二
）
刻
本

8

贈
善0

2
4
4
9
4
-0

2
4
5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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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
德
先
生
郡
齋
讀
書
志

民
國
二
十
二
年
（
一
九
三
三
）
上
海
商
務
印
書
館
複
印
本

8

贈
善0

2
4
5
0
2
-0

2
4
5
0
9

重
廣
補
注
黃
帝
內
經
素
問

日
本
安
政
三
年
（
一
八
五
六
）
翻
刊
明
嘉
靖
二
十
九
年
（
一
五
五○

）
武
陵
顧
氏
覆
宋
本

9

贈
善0

2
4
5
1
0
-0

2
4
5
1
8

藝
文
類
聚

明
嘉
靖
戊
子
（
七
年
，
一
五
二
八
）
長
洲
陸
采
刊
本

30

贈
善0

2
4
5
1
9
-0

2
4
5
4
8

初
學
記

明
嘉
靖
十
年
（
一
五
三
一
）
錫
山
安
國
桂
波
館
覆
宋
刊
本

24

贈
善0

2
4
5
4
9
-0

2
4
5
7
2

唐
宋
白
孔
六
帖

明
嘉
靖
間
蘇
州
覆
宋
刊
本

100

贈
善0

2
4
5
7
3
-0

2
4
6
7
2

錦
繡
萬
花
谷

明
嘉
靖
丙
申
（
十
五
，
一
五
三
六
）
年
錫
山
秦
汴
繡
石
書
堂
刊
本

40

贈
善0

2
4
6
7
3
-0

2
4
7
1
2

新
編
古
今
事
文
類
聚

明
嘉
靖
辛
酉
（
四
十
年
，
一
五
六
一
）
書
林
楊
歸
仁
重
刊
本

80

贈
善0

2
4
7
1
3
-0

2
4
7
9
2

群
書
考
索

明
正
德
戊
辰
（
三
，
一
五○

八
）
年
建
陽
劉
氏
慎
獨
齋
刊
本

100

贈
善0

2
4
7
9
3
-0

2
4
8
9
2

一
切
經
音
義

日
本
元
文
三
年
（
一
七
三
八
）
江
戶
獅
谷
白
蓮
社
刊
本

50

贈
善0

2
4
8
9
3
-0

2
4
9
4
2

續
一
切
經
音
義

日
本
延
享
三
年
（
一
七
四
六
）
高
野
山
北
室
院
刊
本

5

贈
善0

2
4
9
4
3
-0

2
4
9
4
7

老
子
翼
、
莊
子
翼

明
萬
曆
十
六
年
（
一
五
八
八
）
王
元
貞
校
刊
本
、
明
覆
萬
曆
戊
子
十
六
年
王
元
貞
刊
本

10

贈
善0

2
4
9
4
8
-0

2
4
9
5
7

歐
陽
文
忠
公
全
集

清
嘉
慶
二
十
四
年
（
一
八
一
九
）
歐
陽
衡
校
刊
本

20

贈
善0

2
4
9
5
8
-0

2
4
9
7
7

蘇
文
忠
公
詩
集

清
同
治
八
年
（
一
八
六
九
）
韞
玉
山
房
朱
墨
套
印
本

12

贈
善0

2
4
9
7
8
-0

2
4
9
8
9

丘
海
二
公
文
集
合
編

清
同
治
十
年
（
一
八
七
一
）
邱
氏
可
繼
堂
刊
本

10

贈
善0

2
4
9
9
0
-0

2
4
9
9
9

曾
文
忠
公
全
集

清
光
緒
三
年
（
一
八
七
七
）
刊
本

11

贈
善0

2
5
0
0
0
-0

2
5
0
1
0

弗
堂
類
稿

民
國
十
九
年
（
一
九
三○

）
中
華
書
局
鉛
印
四
部
備
要
本

12

贈
善0

2
5
0
1
1
-0

2
5
0
2
2

欽
定
全
唐
文

清
嘉
慶
十
九
年
（
一
八
一
四
）
武
英
殿
刊
本

504

贈
善0

2
5
0
2
3
-0

2
5
5
2
6

皇
朝
文
鑑

民
國
複
印
本

20

贈
善0

2
5
5
2
7
-0

2
5
5
4
6

惜
陰
軒
叢
書

清
光
緒
二
十
二
年
（
一
八
九
六
）
長
沙
刊
本

117

贈
善0

2
5
5
4
7
-0

2
5
6
6
3

鐵
華
館
叢
書

清
光
緒
九
年
至
十
年
（
一
八
八
三—

一
八
八
四
）
長
洲
蔣
氏
景
本

6

贈
善0

2
5
6
6
4
-0

2
5
6
6
9

天
祿
琳
琅
叢
書
第
一
集

民
國
二
十
、
二
十
一
年
（
一
九
三
一—

一
九
三
二
）
故
宮
博
物
院
影
印
本

28

贈
善0

2
5
6
7
0
-0

2
5
6
9
7

欽
定
四
庫
全
書

民
國
複
印
本

6

贈
善0

2
5
6
9
8
-0

2
5
7
0
3

居
多
，
像
是
《
漢
書
》
、
《
前
．

後
漢
書
》
、
《
北
史
》
、
《
南

史
》
、
《
唐
書
》
等
等
，
顯
示
藏

書
主
人
偏
愛
蒐
史
，
此
與
秦
前
院

長
具
以
古
為
鑑
、
博
古
好
史
的
文

史
素
養
有
關
。
而
蒐
書
的
另
一

種
類
型
，
為
子
部
類
書
，
包
括

《
藝
文
類
聚
》
、
《
初
學
記
》
、

《
唐
宋
白
孔
六
帖
》
、
《
錦
繡
萬

花
谷
》
、
《
新
編
古
今
事
文
類

聚
》
，
以
及
《
群
書
考
索
》
，
總

共
六
部
之
多
，
亦
佔
子
部
類
圖
書

半
數
以
上
。
一
般
來
說
，
類
書
的

功
用
，
在
於
詳
錄
古
籍
相
關
事
物

的
記
載
，
依
類
編
排
，
俾
便
查
詢

檢
索
文
章
辭
藻
或
典
故
，
為
實
用

性
的
學
術
工
具
書
。
可
從
而
體
察

出
秦
前
院
長
留
心
學
問
的
求
真
及

細
究
態
度
。

秦
前
院
長
蒐
藏
圖
書
，
不

若
一
般
藏
書
家
獨
好
宋
版
書
的
佞

宋
心
理
，
然
慎
選
版
本
、
尚
古
好

史
的
理
念
，
蒐
羅
了
不
少
珍
貴
善

本
。
其
藏
書
價
值
，
不
僅
在
於
書

籍
本
身
，
無
形
中
也
透
露
出
藏
書

主
人
的
文
史
觀
點
與
人
生
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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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來
好
學
之
士
年
老
不
廢
所
學
，
持
續

充
實
自
己
的
例
子
往
往
可
見
，
如
南
宋
陸
游

（
一
一
二
五—

一
二
一○

）
、
民
國
于
右
任

（
一
八
七
九—

一
九
六
四
）
，
均
為
大
家
耳

熟
能
詳
的
人
物
。
陸
游
將
書
齋
取
名
為
「
老

學
庵
」
，
于
右
任
台
北
的
居
所
也
有
「
老
學

齋
」
，
都
以
老
而
學
自
勉
。
在
經
歷
人
世
酸

甜
苦
澀
之
後
，
仍
然
步
步
踏
實
以
學
為
寄

託
，
與
今
日
終
身
學
習
的
精
神
多
少
相
契

合
。
過
世
將
屆
十
年
的
王
壯
為
先
生
（
一
九

○

九—

一
九
九
八
）
，
曾
自
況
老
境
「
多
讀

補
多
忘
」
，
話
語
看
似
平
淡
，
卻
寓
含
深

義
，
也
和
終
身
學
習
的
理
念
不
謀
而
合
。
玉

丁
寧
館
主
人
秦
孝
儀
先
生
（
一
九
二
一—

二

○
○

七
）
，
生
前
也
參
與
老
而
學
的
行
列
，

遺
留
書
法
作
品
中
，
八
十
歲
以
後
臨
古
之
作

不
在
少
數
，
一
部
分
尚
且
能
夠
背
臨
，
熟
練

的
程
度
不
待
多
言
。
在
八
十
三
歲
〈
臨
黃
庭

堅
花
氣
薰
人
帖
〉
正
文
之
後
，
有
一
段
附

記
：
「
近
頃
欲
溯
洄
文
字
孳
乳
，
遂
追
摹

貞
卜
文
金
文
篆
隸
真
草
，
因
亦
背
臨
蘇
黃

詩
翰
，
不
自
知
其
刻
鵠
耶
，
抑
畫
虎
耶
。
」

（
圖
一
）
可
知
秦
先
生
這
個
階
段
有
計
劃
臨

古
，
是
用
功
書
法
的
高
峰
期
。
本
文
因
此
選

擇
八
十
三
歲
也
就
是
癸
未
年
的
臨
古
書
作
，

以
篆
古
書
課
為
重
點
，
匆
匆
「
速
寫
」
，
於

秦
先
生
過
世
百
日
之
際
，
借
本
院
月
刊
一
角

略
致
敬
意
。

玉
丁
寧
館
篆
古
書
課

王
競
雄

圖一　秦孝儀　臨黃庭堅花氣薰人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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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先
生
八
十
三
歲
篆
古
書

課
，
探
索
的
領
域
涉
及
秦
篆
以
前

的
古
文
字
。
本
文
且
以
秦
篆
為
開

端
，
向
前
追
溯
，
穿
越
戰
國
、
西

周
金
文
，
以
至
於
殷
商
甲
骨
文
，

相
較
秦
先
生
長
年
浸
潤
書
法
的
歷

程
，
本
文
所
及
不
過
是
一
點
一

滴
。
今
日
尚
存
的
秦
篆
書
蹟
，
以

〈
琅
琊
刻
石
〉
較
為
人
熟
知
，

勻
整
的
結
體
合
乎
既
定
的
長
寬
比

例
，
篆
腳
微
見
伸
展
，
帶
來
視
覺

上
聳
立
的
效
果
，
整
體
布
局
流
露

典
雅
莊
重
的
氣
息
。
隨
著
多
年
來

秦
漢
文
物
不
斷
地
出
土
，
世
人
逐

漸
體
認
到
秦
刻
石
之
外
，
秦
篆
書

法
尚
有
多
種
面
貌
，
如
見
於
權
量

上
的
秦
篆
，
與
刻
石
之
間
分
見

「
文
」
與
「
質
」
不
同
的
取
向
。

權
量
上
方
折
的
筆
勢
，
率
真
而
不

經
意
，
也
讓
人
感
受
到
金
、
石
屬

性
不
同
，
功
用
不
同
，
書
法
都
得

到
發
揮
的
空
間
。
秦
先
生
八
十
三

歲
有
背
臨
秦
量
之
作
，
但
是
所
臨

並
非
銅
量
而
是
陶
量
。

二
十
世
紀
後
期
，
秦
代
陶

量
陸
續
在
內
蒙
古
、
山
東
、
河
南

等
地
出
土
，
其
中
一
九
六
三
年
山

東
鄒
城
出
土
的
四
件
詔
文
陶
量
，

頗
為
難
得
，
再
次
為
秦
代
劃
一
度

量
衡
、
統
一
文
字
提
供
實
物
證

明
。
這
四
件
詔
文
陶
量
目
前
各
有

歸
屬
，
其
中
山
東
省
博
物
館
所
藏

文
字
最
為
完
整
，
（
圖
二
）
秦
先

生
所
臨
可
能
是
這
一
件
。
這
件
陶

量
質
地
堅
韌
細
密
，
為
夾
砂
灰

陶
，
詔
文
採
用
戳
印
的
方
式
，
在

器
身
外
壁
按
壓
出
來
，
一
印
四
字

兩
行
，
合
計
連
續
十
個
戳
印
，
前

後
銜
接
二
十
行
，
印
邊
尚
且
隱
然

可
見
。
由
於
印
形
接
近
正
方
形
，

篆
文
結
體
也
隨
之
方
整
規
格
化
，

圖二　秦詔文陶量　墨拓本　引自《中國古代度量衡圖集》

圖三　秦量　 墨拓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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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與
本
院
所
藏
銅
量
拓
本
比
較
，

（
圖
三
）
銅
量
的
篆
文
顯
得
不
拘

大
小
，
因
應
筆
畫
的
多
寡
權
宜
調

整
。
但
是
陶
量
的
筆
畫
卻
比
較
省

略
，
「
疑
」
、
「
壹
」
兩
字
，
篆

法
未
能
中
規
中
矩
，
反
映
民
間
用

器
簡
略
的
傾
向
。
秦
先
生
依
照
原

器
的
排
列
形
式
臨
寫
，
其
中
僅

見
「
下
」
字
用
方
折
代
圓
轉
、

「
立
」
字
以
勁
直
代
圓
弧
，
與
原

器
微
有
區
別
。
（
圖
四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篆
書
中
鋒
用
筆
的
功
夫

在
臨
作
中
體
現
出
來
，
用
筆
平

穩
，
筆
畫
起
止
收
放
用
力
不
覺
，

也
就
不
見
刻
露
的
痕
跡
。

秦
先
生
接
任
故
宮
院
長
之

前
，
已
經
熟
練
秦
篆
，
從
民
國

七
十
二
年
（
一
九
八
三
）
一
件
書

錄
《
孟
子
》
之
作
，
篆
法
運
轉
自

如
，
可
以
推
知
浸
潤
多
年
，
樂
在

其
中
。
（
圖
五
）
如
「
親
」
、

「
順
」
二
字
最
後
一
筆
運
轉
伸
展

的
意
趣
，
「
為
」
字
前
後
篆
法
的

變
化
，
都
與
〈
泰
山
刻
石
〉
的
篆

法
相
關
聯
。
全
幅
筆
畫
勻
淨
，
筆

勢
婉
轉
而
下
，
俯
仰
盤
錯
呼
應

之
際
，
顯
現
繆
篆
曲
伸
有
度
的
韻

律
，
且
與
銅
尺
上
的
繆
篆
相
近
，

未
知
靈
感
是
否
從
中
得
來
。
其

中
「
得
」
字
篆
法
，
直
接
從
古

文
減
省
，
屬
於
繆
篆
的
格
局
，

不
取
〈
泰
山
刻
石
〉
繁
複
的
寫

法
，
顯
示
篆
法
多
方
面
參
照
，

沒
有
拘
牽
在
刻
石
的
範
圍
裡
。

民
國
以
來
臨
習
秦
篆
的
書
家
各
有

所
入
，
詮
釋
的
方
向
或
有
不
同
，

秦
先
生
掌
握
的
方
向
與
曾
紹
杰
先

生
（
一
九
一
一—

一
九
八
八
）
相

近
，
將
秦
篆
端
莊
溫
雅
的
質
素
提

煉
出
來
了
。

秦
先
生
從
小
在
父
親
引
導

下
，
接
觸
儒
家
賢
哲
的
言
行
思

想
，
很
自
然
地
人
生
方
向
主
要
以

儒
家
為
指
標
，
臨
池
作
書
經
常
書

錄
儒
家
經
典
文
字
，
間
或
抒
發
個

人
的
體
認
，
上
述
寫
錄
《
孟
子
》

之
作
，
即
為
一
例
。
齊
〈
陳
曼

簠
〉
是
戰
國
早
期
粢
盛
器
，
銘
文

中
「
不
敢
逸
康
」
一
語
，
和
儒
家

「
天
行
健
，
君
子
以
自
強
不
息
」

的
義
涵
相
近
。
秦
先
生
臨
寫
不

斷
，
或
可
能
同
時
惕
勵
自
己
，
莫

怠
惰
安
逸
。
目
前
所
知
齊
〈
陳
曼

簠
〉
有
兩
件
流
傳
，
一
為
上
海
博

物
館
藏
品
，
另
一
件
為
本
院
收

藏
。
兩
件
銘
文
內
容
相
同
，
都
排

圖四　秦孝儀　臨秦陶量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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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四
行
，
上
博
藏
器
的
第
一
、

第
三
行
，
最
後
一
字
「
逸
」
、

「
般
」
鑄
成
反
文
；
（
圖
六
）

本
院
藏
器
這
兩
字
並
未
鑄
成
反

文
，
位
置
卻
見
顛
倒
。
（
圖
七
）

其
中
原
由
，
江
淑
惠
《
齊
國
彝

銘
彙
考
》
，
已
從
鑄
造
過
程
加
以

分
析
，
推
知
為
鑄
工
小
誤
，
在
此

不
再
贅
言
。
秦
先
生
所
臨
為
上
博

藏
器
銘
文
，
也
忠
於
原
作
寫
成
反

文
。

齊
〈
陳
曼
簠
〉
的
時
代
正
值

戰
國
初
期
諸
國
林
立
的
階
段
，
銘

文
書
法
顯
現
古
文
的
地
域
特
色
，

結
體
取
向
平
正
，
篆
腳
微
見
伸

展
，
有
時
收
筆
變
化
出
鋒
，
展
現

圖六　戰國　陳曼簠銘文　墨拓本  

　　　引自《商周青銅器銘文選》

圖七　戰國　陳曼簠銘文　 墨拓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秦孝儀　書錄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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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
勁
的
美
感
；
而
在
筆
勢
轉
折
之

際
，
運
作
成
直
角
動
線
，
筆
畫
取

向
平
直
，
突
顯
一
種
「
方
」
的
趣

味
，
透
出
清
勁
的
儒
者
氣
質
。
據

前
述
江
淑
惠
論
文
分
析
，
齊
文
字

與
說
文
古
文
、
魏
石
經
古
文
脈
絡

相
通
，
一
字
有
時
數
種
篆
寫
，
或

者
增
加
意
符
、
聲
符
，
形
構
靈
活

不
止
於
一
種
面
貌
。
若
就
銘
文
書

法
來
說
，
其
中
筆
畫
銳
末
出
鋒
的

美
感
，
在
日
後
古
文
領
域
中
進
一

步
發
展
，
形
成
豐
中
銳
末
、
豐
上

銳
下
的
用
筆
規
律
。
因
此
銘
文
鑄

造
雖
然
出
現
瑕
疵
，
卻
無
損
於
在

書
法
史
上
的
價
值
。
秦
先
生
用
筆

整
體
較
為
細
勁
，
不
似
原
作
粗
細

分
明
，
仍
然
將
原
作
平
正
的
結
體

和
筆
畫
變
化
出
鋒
的
美
感
傳
達
出

來
。
（
圖
八
）

秦
先
生
臨
寫
吉
金
文
字
，

同
樣
熟
悉
到
可
以
背
臨
的
程
度
。

八
十
三
歲
背
臨
西
周
中
期　

壺
銘

文
，
據
正
文
之
後
附
記
所
言
，
可

知
此
時
被
眼
疾
困
擾
，
以
書
法
為

寄
託
。　

壺
於
一
九
七
六
年
在
陝

西
扶
風
出
土
，
計
有
四
件
，
屬
於

庄
白
一
號
青
銅
器
窖
藏
，
其
中
兩

件
〈
三
年　

壺
〉
、
兩
件
〈
十
三

圖八　秦孝儀　臨陳曼簠銘文

圖九　西周　十三年　壺銘文  墨拓本  引自《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圖十一　殷商　四祀　其卣銘文  墨拓本  引自《商周青銅器銘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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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壺
〉
。
〈
十
三
年　

壺
〉

銘
文
同
時
見
於
器
蓋
和
器
身
，
內

容
字
數
完
全
相
同
，
分
別
鑄
成

十
四
行
、
十
一
行
，
秦
先
生
臨
寫

蓋
銘
十
四
行
。
原
器
銘
文
的
鑄

造
，
留
意
到
行
間
字
距
的
安
排
，

（
圖
九
）
秦
先
生
忠
於
原
作
，
寫

來
布
局
稍
覺
鬆
散
。
西
周
中
期
金

文
，
筆
畫
漸
漸
講
求
規
整
，
如
本

院
所
藏
〈
遹
簋
〉
也
屬
此
一
階
段

器
用
，
銘
文
勻
淨
秀
整
，
透
出
追

求
秩
序
的
人
文
氣
息
。
〈
十
三
年

　

壺
〉
的
年
代
約
在
西
周
孝
王
之

際
，
銘
文
書
風
與
西
周
早
期
灑
脫

的
風
致
不
同
。
秦
先
生
似
乎
著
意

在
原
作
整
體
的
格
調
，
筆
法
時
而

自
運
，
沒
有
筆
筆
追
蹤
原
作
。

（
圖
十
）

殷
商
〈
四
祀　

其
卣
〉

（
以
下
簡
稱
四
祀
卣
）
，
也
列
入

八
十
三
歲
篆
古
書
課
之
一
。
〈
四

祀
卣
〉
在
河
南
安
陽
出
土
，
目
前

為
北
京
故
宮
收
藏
，
器
蓋
和
器
身

內
底
、
外
底
均
有
銘
文
，
外
底

的
銘
文
長
達
四
十
二
字
，
（
圖

十
一
）
在
殷
商
青
銅
器
中
並
不

多
見
，
秦
先
生
所
臨
正
是
這
個

部
分
。
〈
四
祀
卣
〉
銘
文
書
法

圖十  秦孝儀  臨十三年　壺銘文

圖十一　殷商　四祀　其卣銘文  墨拓本  引自《商周青銅器銘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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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露
天
然
氣
息
，
或
者
以
「
圓
」

作
為
結
構
的
基
型
，
筆
畫
呈
現
滿

月
、
半
月
形
的
趣
味
；
或
者
以

「
方
」
、
「
三
角
」
作
為
結
字
的

基
型
，
如
見
大
自
然
形
形
色
色
。

整
體
來
看
，
書
法
猶
帶
圖
畫
的
趣

味
，
還
沒
有
條
理
成
粗
細
勻
稱
的

筆
畫
，
寫
來
似
乎
容
易
，
卻
難
於

得
其
自
然
。
秦
先
生
或
許
欣
賞
這

分
天
然
古
調
，
發
揮
柔
翰
，
運
轉

出
方
圓
肥
瘦
種
種
效
果
。
為
了
維

持
整
體
圓
形
布
局
的
完
整
，
分
就

前
後
兩
行
落
款
，
和
正
文
取
得
和

諧
，
再
鈐
蓋
圓
形
起
首
章
，
與
正

文
「
日
」
字
相
呼
應
，
完
成
一
個

圓
滿
的
畫
面
。
（
圖
十
二
）

除
了
臨
寫
殷
商
青
銅
器
銘

文
之
外
，
甲
骨
瘦
硬
的
契
刻
古
風

也
在
持
續
摸
索
中
。
殷
墟
出
土
的

〈
祭
祀
狩
獵
填
朱
牛
骨
刻
辭
〉
，

（
圖
十
三
）
為
武
丁
時
期
卜
骨
，

刻
辭
字
形
較
大
，
書
風
雄
偉
，
契

刻
完
成
後
將
朱
砂
填
入
字
畫
中
，

字
跡
清
晰
而
且
別
具
美
感
。
卜
骨

的
正
反
兩
面
都
有
刻
辭
，
秦
先
生

臨
寫
反
面
一
部
分
文
字
，
同
樣
在

眼
疾
困
擾
中
寫
字
來
紓
解
，
自
評

所
臨
未
能
得
其
十
之
一
。
（
圖

圖十二　秦孝儀　臨四祀卣銘文

圖十三　殷商　祭祀狩獵填朱牛骨刻辭（反面）　

　　　　引自《中國歷代藝術書法篆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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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從

秦
詔
文
陶
量
到
殷
商
甲

骨
，
秦
先
生
八
十
三
歲
篆
古
書
課

尚
有
若
干
，
本
文
不
一
一
列
舉
。

這
年
年
終
臨
寫
石
鼓
文
後
，
附
加

跋
記
如
下
：

…
…

孝
儀
開
歲
行
且
八
十
有

四
矣
，
雖
苦
昏
瞀
，
差
堪
信

筆
摸
索
，
而
腕
力
亦
尚
能
握

管
，
天
之
福
此
衰
遲
者
不
其

厚
歟
！
因
不
惜
楮
墨
，
書
以

自
課
。
夫
金
石
猶
有
磨
滅
之

時
，
此
戔
戔
者
何
足
道
哉
，

姑
付
之
衡
雲
淮
海
後
人
，
不

問
其
異
日
是
否
仍
為
天
壤
間

物
也
。

文
中
一
方
面
感
歎
書
海
浩
瀚
，
自

己
臨
寫
石
鼓
文
尚
未
得
法
，
另
方

面
心
懷
感
恩
，
慶
幸
老
來
此
身
尚

能
提
筆
寫
字
。
或
許
一
年
匆
匆
將

過
，
秦
先
生
感
觸
深
長
，
以
石
鼓

金
石
之
堅
，
仍
然
不
免
於
字
跡
磨

損
，
脆
弱
的
紙
張
墨
蹟
實
在
難
以

預
料
！
人
世
間
原
本
充
滿
變
數
，

如
今
只
問
一
筆
筆
用
心
寫
就
，
莫

問
來
日
可
能
在
何
方
。
於
是
年
復

一
年
，
秦
先
生
持
續
筆
耕
不
輟
，

直
到
今
年
一
月
五
日
纔
停
筆
。

圖十四　秦孝儀　臨殷墟祭祀狩獵填朱牛骨刻辭 圖十三　殷商　祭祀狩獵填朱牛骨刻辭（反面）　

　　　　引自《中國歷代藝術書法篆刻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