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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出
緣
起

近
代
中
國
，
伴
隨
著
延
續

了
兩
千
餘
年
的
封
建
專
制
趨
向
崩

解
，
以
及
外
國
列
強
的
侵
略
日
益

加
劇
，
中
國
的
政
治
面
臨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變
局
。
從
清
朝
末
年
到
民

國
初
年
的
這
段
期
間
，
由
於
接
受

到
前
述
外
圍
環
境
因
素
的
刺
激
，

中
國
美
術
的
發
展
，
同
樣
表
現
出

迥
異
於
過
往
的
新
面
貌
。

尤

其

是

從

鴉

片

戰

爭

︵
一
八
四
二
︶
以
後
開
放
為
對
外

通
商
口
岸
的
上
海
，
透
過
與
國
外

的
貿
易
，
商
品
經
濟
得
到
了
高
度

的
發
展
，
成
為
當
時
中
國
最
大
的

城
市
。
也
緣
著
引
進
西
方
文
明
，

上
海
的
文
化
活
動
呈
現
出
空
前
的

盛
況
。
來
自
全
國
各
地
的
眾
多
藝

術
家
雲
集
於
此
，
掀
起
特
色
獨
具

的
美
術
風
潮
，
使
得
上
海
蔚
為
中

國
美
術
界
的
核
心
，
開
啟
了
百

花
齊
放
的
藝
術
新
世
代
。
此
時

故
宮
書
畫
日
本
行

    

「
上
海

－

近
代
的
美
術
」
展
品
選
介劉

芳
如

在
上
海
出
現
最
多
的
繪
畫
作
品
，

例
如
人
物
、
花
鳥
等
，
都
是
一
般

人
容
易
理
解
的
題
材
，
畫
中
鮮
明

的
色
彩
、
強
勁
的
筆
觸
，
在
在
令

人
驚
豔
，
遂
有
﹁
海
派
﹂
或
﹁
海

上
派
﹂
的
泛
稱
。
此
外
，
這
一
時

期
與
日
本
的
文
化
交
流
也
非
常
盛

行
，
不
僅
中
日
兩
國
的
文
人
互
有

往
來
，
更
有
大
量
的
中
國
留
學
生

前
往
東
瀛
，
汲
取
新
的
美
術
資

訊
。

為
了
具
體
勾
勒
近
代
上
海
美

術
的
發
展
輪
廓
，
日
本
讀
賣
新
聞

於
二○

○

七
年
特
別
策
劃
了
﹁
上

海─

近
代
の
美
術
﹂
特
展
，
九
月

四
日
至
十
月
十
四
日
先
在
大
阪
市

立
美
術
館
舉
行
首
展
，
接
著
還
會

在
十
二
月
十
一
日
至
二○

○

八
年

一
月
廿
七
日
，
移
師
東
京
澀
谷
區

立
松
濤
美
術
館
，
續
作
第
二
站
的

展
出
。此

次
選
展
的
書
法
、
繪
畫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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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際
交
流

篆
刻
類
作
品
，
總
數
多
達
二
百
餘

組
件
。
參
展
單
位
，
除
了
日
本
地

區
的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
京
都
國

立
博
物
館
、
大
阪
市
立
美
術
館
、

和
泉
市
久
保
惣
記
念
美
術
館
、
白

沙
村
莊
橋
本
關
雪
記
念
館
、
財
團

法
人
日
本
習
字
教
育
財
團
觀
峰
館

之
外
，
更
向
台
北
的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鴻
禧
美
術
館
和
個
人
收
藏

家
石
允
文
先
生
，
商
借
了
九
十
八

組
件
書
畫
作
品
，
堪
稱
為
近
代
海

上
派
書
畫
在
海
外
一
次
最
大
規
模

的
展
出
。
尤
其
是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藏
品
，
此
番
是
繼
一
九
七○

年
大
阪
萬
國
博
覽
會
以
來
，
第
二

度
赴
日
參
展
，
對
於
推
展
台
日
文

化
交
流
，
更
具
有
重
大
的
意
義
。

近
代
書
畫
在
故
宮

台
北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舊
藏
，
主
要
是
以
宋
朝
至
清
中

葉
，
千
餘
年
間
的
宮
廷
收
藏
為
基

礎
；
至
於
乾
隆
︵
一
七
三
六─

一
七
九
五
︶
、
嘉
慶
︵
一
七
九
六

─

一
八
二○

︶
之
後
的
近
代
書

畫
，
原
本
就
是
藏
品
中
較
欠
缺
的

板
塊
。
博
物
院
隨
政
府
遷
台
迄

今
，
為
了
繼
續
擴
充
典
藏
領
域
，

除
了
以
搜
購
的
方
式
來
補
苴
舊
藏

不
足
之
外
，
也
積
極
地
獎
勵
民

間
藏
家
踴
躍
輸
捐
。
總
計
目
前

故
宮
接
受
捐
贈
的
書
畫
，
已
逾

二
千
三
百
件
，
而
且
品
質
精
優
，

在
美
術
發
展
史
上
具
有
高
度
的
研

究
價
值
。

收
藏
家
之
所
以
投
注
於
藝

術
品
的
蒐
集
，
絕
大
多
數
是
肇
因

於
本
身
對
藝
術
的
濃
厚
興
趣
。
藏

家
願
意
割
捨
一
己
之
所
愛
，
將
其

捐
贈
給
博
物
館
，
與
社
會
大
眾
共

享
，
這
種
捨
私
為
公
的
精
神
，
份

外
令
人
感
佩
。

縱
覽
故
宮
受
贈
書
畫
作
品

的
來
源
，
可
謂
洋
洋
灑
灑
，
蔚
為

大
觀
。
諸
如
譚
伯
羽
先
生
、
季
甫

先
生
昆
仲
、
劉
文
騰
先
生
、
朱
銘

源
先
生
、
張
德
粹
先
生
、
何
應
欽

先
生
、
王
新
衡
先
生
等
人
的
捐
贈

品
當
中
，
俱
不
乏
清
代
及
民
國
時

期
的
名
家
之
作
。
其
間
，
蔡
辰
男

與
林
宗
毅
兩
位
先
生
的
舊
藏
，
更

是
涵
蓋
了
近
代
藝
術
家
的
重
要
創

作
，
本
次
日
本
讀
賣
新
聞
﹁
上
海

─

近
代
の
美
術
﹂
的
策
展
團
隊
向

故
宮
借
展
，
目
標
也
是
鎖
定
兩
先

生
所
捐
贈
的
書
畫
。

蔡
辰
男
先
生
，
台
灣
台
北
市

人
，
生
於
一
九
四○

年
，
中
興
大

學
經
濟
系
畢
業
，
曾
留
學
美
國
紐

約
大
學
商
業
管
理
研
究
院
，
是
國

內
素
負
盛
名
的
企
業
家
，
嗜
好
蒐

購
古
董
藝
術
，
堂
號
﹁
辰
園
﹂
，

並
於
七○

年
代
，
成
立
國
泰
美
術

館
，
定
期
展
示
所
藏
書
畫
，
也
配

合
出
版
專
集
，
成
為
私
人
推
廣
美

術
活
動
的
範
例
。
一
九
八
四
年
，

蔡
氏
精
選
了
虛
谷
︵
一
八
二
三─

一
八
九
六
︶
、
吳
昌
碩
︵
一
八
四

四─

一
九
二
七
︶
、
康
有
為
︵
一

八
五
八─

一
九
二
七
︶
、
齊
白
石

︵
一
八
六
三─

一
九
五
七
︶
、

黃
賓
虹
︵
一
八
六
四─

一
九
五

五
︶
、
徐
悲
鴻
︵
一
八
九
五─

一

九
五
三
︶
、
傅
抱
石
︵
一
九○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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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九
六
五
︶
等
四
十
七
件
近
代

書
畫
家
的
作
品
捐
贈
給
本
院
；
一

九
九
二
年
，
故
宮
彙
編
出
版
︽
蔡

辰
男
先
生
捐
贈
書
畫
目
錄
︾
一

冊
，
廣
為
流
播
。

林
宗
毅
先
生
，
台
灣
台
北
縣

人
，
為
板
橋
望
族
林
本
源
後
裔
。

生
在
一
九
二
三
年
，
二○

○

六
年

辭
世
。
早
歲
畢
業
於
台
灣
大
學
及

間
，
大
批
文
物
由
中
國
流
向
海

外
，
林
氏
陸
續
從
東
京
美
術
俱

樂
部
，
以
及
港
台
地
區
的
古
物
商

店
，
蒐
購
了
近
千
件
明
清
和
近
現

代
書
畫
作
品
，
自
此
躋
身
藝
術
收

藏
的
大
家
之
林
。

林
宗
毅
先
生
及
其
公
子
林
誠 

道
先
生
分
別
於
一
九
八
三
、 

一
九
八
四
、
一
九
八
六
、
二○

○

圖一    任頤    和合雙仙圖    軸    157.3×90.5公分    林宗毅先生捐贈

東
京
大
學
大
學
院
，
後
長
年
旅
居

日
本
。
從
事
實
業
之
餘
，
每
寄
情

於
金
石
書
畫
，
並
以
﹁
定
靜
堂
﹂

做
為
藝
術
收
藏
的
鈐
蓋
印
信
。

﹁
定
靜
堂
﹂
原
本
是
台
灣

板
橋
林
氏
家
族
園
林
中
的
重
要
建

築
，
林
宗
毅
先
生
於
一
九
七○

年

代
僑
居
日
本
之
後
，
仍
沿
用
﹁
定

靜
堂
﹂
之
名
。
文
化
大
革
命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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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
際
交
流

與
風
格
，
亦
相
當
多
元
，
在
全
部

二
百
餘
件
展
品
當
中
，
具
有
舉
足

輕
重
的
地
位
，
玆
按
題
材
分
類
，

述
介
如
後
。

（

一）

人
物
類

以
人
物
為
題
的
故
宮
借
展

品
，
總
共
有
三
件
。
其
中
，
任
頤

的
︿
和
合
雙
仙
圖
﹀
︵
圖
一
︶
，

獲
選
為
本
次
﹁
上
海─

近
代
的
美

術
展
﹂
海
報
及
官
方
網
站
的
主

角
，
堪
稱
是
整
項
展
覽
中
最
受
矚

目
的
明
星
。

任
頤
，
初
名
潤
，
字
次
遠
，

又
字
伯
年
。
原
籍
浙
江
山
陰
，
後

寄
寓
上
海
。
他
幼
年
跟
隨
父
親
任

鶴
聲
學
畫
肖
像
，
十
五
歲
隻
身

前
往
上
海
發
展
，
先
是
在
扇
庄

擔
任
畫
扇
學
徒
，
未
幾
，
投
身
天

地
會
︵
又
名
小
刀
會
︶
，
成
為

執
掌
軍
旗
的
少
年
旗
手
。
咸
豐

五
年
︵
一
八
五
五
︶
，
天
地
會

挫
敗
，
任
伯
年
猶
自
潛
留
海
上
，

並
仰
仗
偽
造
任
熊
︵
一
八
二
三─

一
八
五
七
︶
的
畫
扇
營
生
。
鉅

料
，
此
舉
竟
被
任
熊
識
破
，
不
過

基
於
一
份
愛
才
之
心
，
任
熊
非
但

沒
有
責
備
伯
年
，
反
而
囑
其
前

往
蘇
州
，
拜
在
任
薰
︵
一
八
三
五

─

一
八
九
三
，
任
熊
弟
︶
門
下
習

藝
。
咸
豐
七
年
︵
一
八
五
七
︶
，

蘇
州
淪
為
太
平
天
國
的
佔
領
區
，

為
了
躲
避
兵
燹
，
任
頤
只
得
往
還

於
蘇
州
、
上
海
、
蕭
山
等
地
，

極
其
艱
困
地
持
續
他
學
畫
與
賣

畫
的
生
涯
。
直
到
同
治
七
年

︵
一
八
六
八
︶
，
才
再
度
重
遊
滬

上
，
自
此
，
上
海
成
了
他
的
第

二
個
故
鄉
，
從
二
十
九
歲
直
到

五
十
六
歲
辭
世
，
無
論
是
沒
沒
無

聞
，
亦
或
聲
名
鵲
起
，
任
頤
始
終

不
曾
離
開
過
這
個
為
他
孕
育
藝
術

生
命
的
都
會
城
市
。

明
、
清
之
際
，
人
物
畫
原

本
呈
顯
衰
微
之
勢
，
但
是
躋
身

海
上
派
主
將
的
任
頤
，
雖
畫
風

承
襲
自
陳
洪
綬
︵
一
五
九
九─

一
六
五
二
︶
和
二
任
︵
任
熊
、
任

薰
︶
，
卻
能
夠
將
原
本
屬
於
西
方

繪
畫
技
藝
的
素
描
、
速
寫
，
巧
妙

運
用
到
人
物
題
材
，
在
肖
像
畫
和

道
釋
、
故
事
畫
等
領
域
中
，
均
有

極
傑
出
的
表
現
。

︿
和
合
雙
仙
圖
﹀
取
材
自

唐
代
奇
僧
寒
山
、
拾
得
的
傳
奇

故
事
，
畫
二
仙
斜
倚
松
樹
，
眉
宇

二
和
二○

○

三
年
將
所
藏
精
品
贈

與
本
院
，
合
計
有
一
百
四
十
五

件
，
包
括
張
熊
︵
一
八○

三─

一
八
八
六
︶
、
錢
慧
安
︵
一
八
三

三─

一
九
一
一
︶
、
任
頤
︵
一

八
四○

─

一
八
九
五
︶
、
吳
昌

碩
、
吳
石
仙
︵
一
八
四
五─

一
九

一
六
︶
、
倪
田
︵
一
八
五
五─

一
九
一
九
︶
、
王
震
︵
一
八
六
七

─
一
九
三
八
︶
等
重
要
海
上
派
畫

家
的
作
品
在
內
。
而
故
宮
先
後
出

版
的
專
輯
圖
錄
，
則
有
︽
林
宗
毅

先
生
捐
贈
書
畫
目
錄
︾
︵
一
九
八

六
︶
、
︽
林
宗
毅
先
生
林
誠
道
先

生
父
子
捐
贈
書
畫
圖
錄
︾
︵
二○

○

二
︶
、
︽
定
靜
堂
中
國
書
畫
名

品
選
︾
︵
二○
○

四
︶
等
三
冊
。

二○
○

三
年
及
二○

○

七
年
，
並

舉
辦
﹁
林
宗
毅
先
生
林
誠
道
先
生

父
子
捐
贈
書
畫
展
覽
﹂
和
﹁
林
宗

毅
先
生
捐
贈
書
畫
紀
念
展
﹂
，
以

資
感
謝
和
緬
懷
。

故
宮
借
展
書
畫
選
介

本
次
故
宮
借
展
的
海
上
派

作
品
，
共
計
十
六
組
件
。
數
量
雖

然
不
算
多
，
但
已
包
含
了
幾
位
重

量
級
書
畫
家
的
創
作
，
表
現
題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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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
笑
地
戲
語
禪
機
。
足
下
方
，
另

見
澗
水
潺
潺
、
飛
禽
低
空
掠
過
。

通
幅
於
寧
靜
中
不
失
卻
活
潑
的
動

感
。
右
上
方
款
署
：
﹁
光
緒
癸
未

︵
一
八
八
三
︶
五
月
，
山
陰
任
頤

伯
年
﹂
。
鈐
印
二
方
：
﹁
任
頤

印
﹂
、
﹁
山
陰
道
上
行
者
﹂
。
作

品
完
成
之
際
，
任
頤
四
十
四
歲
，

已
步
入
筆
墨
純
熟
階
段
，
是
以
全

畫
落
筆
迅
疾
而
頓
挫
有
致
，
也
充

分
反
映
了
清
季
海
上
畫
派
淋
漓
痛

快
的
時
代
特
質
。

相
較
於
︿
和
合
雙
仙
圖
﹀
立

軸
大
幅
的
氣
勢
磅
礡
，
另
兩
件
錢

慧
安
︿
人
物
﹀
︵
圖
二
︶
與
唐
培

華
的
︿
牛
郎
織
女
﹀
︵
圖
三
︶
則

洋
溢
著
小
品
繪
畫
特
有
的
秀
雅
風

致
。

錢
慧
安
︿
人
物
﹀
原
為
摺

扇
，
現
已
改
裝
為
單
片
。
畫
老

翁
手
捧
竹
簍
打
量
著
魚
穫
，
旁

一
童
子
則
執
吊
竿
相
隨
。
幅
左
方

題
云
：
﹁
得
魚
水
涯
，
歸
與
媍

誇
，
叢
竹
卸
中
是
我
家
。
乙
酉

︵
一
八
八
五
︶
菊
秋
，
仿
白
陽
山

人
筆
。
為
匏
庵
一
兄
大
人
雅
屬
。

清
谿
樵
子
錢
慧
安
。
﹂
鈐
印
一

方
：
﹁
吉
羊
﹂
。

圖三    唐培華    牛郎織女    冊頁    17.6×53.4公分    林宗毅先生捐贈

圖二    錢慧安    人物    冊頁    19.1×50.4公分    林宗毅先生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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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
氏
初
名
貴
昌
，
字
吉
生
，

別
號
有
清
溪
樵
子
、
雙
管
樓
主

等
。
浙
江
湖
州
人
，
僑
居
上
海
。

早
年
曾
私
淑
華
喦
︵
一
六
八
二─

一
七
五
六
︶
、
改
琦
︵
一
七
七
八

─

一
八
二
九
︶
、
費
丹
旭
︵
一
八

○

一─

一
八
五○

︶
等
清
朝
中
期

的
人
物
畫
家
，
至
咸
豐
初
年
，
就

已
經
以
善
畫
肖
像
、
人
物
和
仕

女
，
聞
名
於
上
海
藝
壇
。
他
晚
期

畫
人
物
，
衣
紋
線
描
十
分
勁
峭
，

雖
然
造
形
修
長
，
亦
富
於
動
態

感
，
卻
因
為
硬
如
鐵
線
般
的
斷
續

線
條
，
營
造
出
一
種
迥
異
於
費
丹

旭
柔
媚
風
格
的
個
人
趣
味
！

︿
牛
郎
織
女
﹀
亦
屬
冊
頁

裝
的
扇
面
形
式
，
畫
牛
郎
與
織
女

在
喜
鵲
的
伴
隨
下
，
相
會
於
浩
緲

的
雲
端
。
幅
右
方
，
題
有
七
絕

一
首
，
詩
曰
：
﹁
銀
漢
無
聲
風

露
秋
，
雙
星
相
聚
思
悠
悠
，
人
間

乞
巧
穿
針
節
，
天
上
今
霄
別
有

愁
。
﹂
款
署
：
﹁
正
甫
仁
兄
大
人

囑
。
子
禪
唐
培
華
寫
於
吳
門
。
﹂

鈐
一
印
：
﹁
子
禪
﹂
。

唐
培
華
為
十
九
世
紀
後
半

至
廿
世
紀
初
期
的
上
海
畫
家
，
原

籍
吳
縣
︵
江
蘇
蘇
州
︶
，
號
子

禪
。
工
繪
人
物
、
仕
女
，
宗
法
費

丹
旭
。
本
幅
的
畫
風
於
筆
致
提
頓

間
，
未
失
秀
雅
與
柔
麗
，
在
海
上

派
競
相
追
逐
筆
調
狂
放
不
覊
的
時

尚
中
，
另
成
一
派
含
蓄
的
面
目
。

（

二）

花
鳥
類

十
八
世
紀
，
當
揚
州
畫
風

鼎
盛
之
際
，
民
間
流
傳
的
歌
謠

中
，
有
一
句
傳
唱
道
：
﹁
金
面
銀

花
卉
，
要
討
飯
畫
山
水
。
﹂
言
下

之
意
，
人
物
和
花
卉
才
是
畫
家
們

最
鍾
愛
的
母
題
，
山
水
已
經
退
居

在
後
了
。
事
實
上
，
十
九
世
紀
的

上
海
藝
壇
，
同
樣
受
此
觀
念
所
影

響
，
畫
家
們
紛
紛
選
擇
人
物
和
花

卉
做
為
描
繪
的
素
材
。

在
十
六
組
借
展
品
中
，
花
鳥

題
材
的
作
品
，
多
達
五
組
件
，
數

量
居
冠
。
其
中
，
劉
德
六
︿
花
卉

十
二
員
﹀
冊
︵
一
八
四
九
︶
即
包

含
了
十
二
幀
小
品
。
︵
圖
四
︶
畫

均
為
絹
本
，
以
各
色
禽
鳥
、
昆
蟲

或
動
物
，
搭
配
四
時
花
卉
蔬
果
，

極
得
寫
生
佳
趣
。

劉
德
六
︵
一
八

○

六

─

一
八
七
九
︶
，
字
子
和
，
江
蘇

吳
江
人
。
初
曾
從
學
於
禹
之
鼎

︵
一
六
四
七─

一
七○

九
後
︶
、

夏
茞
谷
，
因
個
性
娟
潔
自
好
，
當

寓
居
垂
虹
亭
畔
紅
梨
花
館
時
，
經

常
對
花
寫
照
，
不
但
能
掌
握
物
情

物
理
，
落
筆
亦
深
具
秀
逸
之
氣
。

陸
恢
︵
一
八
五
一─

一
九
二○

︶

為
其
弟
子
，
但
劉
氏
的
名
聲
一
度

為
陸
氏
所
掩
。
本
次
︿
花
卉
十
二

員
﹀
除
被
選
印
入
特
展
海
報
之

圖四    劉德六    花卉十二員    第二幅    冊頁    23.8×30.1公分    林宗毅先生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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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
亦
將
單
獨
發
行
精
美
的
全
套

明
信
片
，
總
算
稍
稍
獲
得
平
反
。

展
品
中
另
四
件
花
鳥
立
軸
，

則
都
屬
於
風
格
較
為
縱
放
寫
意
的

類
型
。張

熊
的
︿
鸜
鵒
圖
﹀
，
左

方
款
題
二
行
：
﹁
吉
葊
二
兄
大
仁

雅
屬
，
癸
酉
︵
一
八
七
三
︶
秋
七

月
杪
鴛
湖
七
十
一
老
人
子
祥
張
熊

寫
。
﹂
下
鈐
﹁
子
祥
書
畫
﹂
一

印
。
︵
圖
五
︶

張
熊
字
子
祥
，
號
鴛
湖

外
史
。
原
籍
浙
江
嘉
興
，
於
鴉

片
戰
爭
之
前
即
已
寓
居
上
海
。

善
作
仿
古
花
卉
，
受
周
之
冕

︵
十
六
至
十
七
世
紀
︶
、
王
武

︵
一
六
三
二─

一
六
九○

︶
、
蔣

廷
錫
︵
一
六
六
九─

一
七
三
二
︶

圖六    虛谷    菊花    軸    110.3×31.4公分    
蔡辰男先生捐贈

圖五    張熊    鸚鵒圖    軸    97.7×42.2公分    
林宗毅先生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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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響
最
深
，
存
世
作
品
多
為
七
十

歲
以
後
所
作
。
本
幅
中
的
海
棠
、

雁
來
紅
、
雛
菊
等
，
純
以
沒
骨
法

點
染
，
筆
致
質
樸
典
麗
，
雖
不
似

後
起
的
上
海
畫
家
，
如
虛
谷
、
任

頤
、
王
震
等
人
那
般
盡
興
揮
灑
，

但
這
種
介
乎
文
人
寫
意
與
海
派
之

間
的
面
貌
，
剛
好
具
體
標
示
出
海

派
前
期
，
一
種
類
似
於
風
格
過
渡

階
段
的
特
徵
。

虛
谷
的
︿
菊
花
﹀
︵
圖

六
︶
。
畫
幅
左
方
款
題
云
：
﹁
閒

臥
雲
溪
學
種
花
。
虛
谷
。
﹂
下
鈐

一
印
：
﹁
虛
谷
書
畫
﹂
。

畫
僧
虛
谷
原
本
俗
姓
朱
，

名
懐
仁
。
籍
貫
安
徽
歙
縣
，
後
客

居
揚
州
。
三
十
歲
前
他
原
本
在
清

軍
中
擔
任
參
將
，
但
太
平
軍
攻
克

揚
州
之
後
，
即
脫
離
軍
旅
而
剃
髮

出
家
，
改
名
虛
白
，
字
虛
谷
，
別

號
紫
陽
山
民
。
自
此
經
常
往
還
於

揚
州
、
蘇
州
、
上
海
等
地
，
仰
賴

圖七    吳昌碩    墨菊    軸    66.7×30.1公分    林宗毅先生捐贈

鬻
畫
維
生
，
過
著
似
僧
非
僧
的
生

活
。

虛
谷
作
畫
，
偏
好
以
乾
渴

的
色
墨
來
搭
配
快
捷
的
運
筆
，

︿
菊
花
﹀
一
作
的
主
題
雖
然
形
象

不
失
真
實
，
但
筆
底
自
然
吞
吐
著

一
股
冷
雋
的
氣
息
，
完
全
是
自
我

面
目
，
儘
管
並
未
在
上
海
畫
壇
蔚

為
流
行
，
卻
因
風
格
的
辨
識
度
極

高
，
而
成
為
海
上
派
裏
最
富
創
造

性
的
代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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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昌
碩
的
︿
墨
菊
﹀
︵
圖

七
︶
左
上
方
篆
書
題
﹁
延
年
﹂
二

字
，
並
款
署
﹁
衍
甫
仁
兄
大
人
正

畫
。
己
丑
︵
一
九○

九
︶
九
月
。

昌
碩
吳
俊
。
﹂
共
鈐
印
二
方
：

﹁
缶
記
﹂
、
﹁
吳
俊
之
印
﹂
。

吳
昌
碩
是
浙
江
安
吉
人
。

十
餘
歲
起
即
跟
隨
父
親
，
勤
習
各

體
書
法
及
治
印
，
至
三
十
歲
以
後

始
開
始
學
畫
。
雖
然
起
步
稍
晚
，

但
因
在
上
海
結
識
了
諸
多
畫
家
及

收
藏
家
，
而
藝
事
大
進
。
他
作
畫

絕
非
一
味
地
取
法
古
人
，
而
是
將

金
石
書
法
的
筆
意
援
引
入
畫
，
時

而
粗
獷
潑
辣
，
時
而
凝
重
古
拙
，

締
造
出
一
種
融
合
詩
、
書
、
畫
、

印
的
創
新
藝
術
語
言
。
︿
墨
菊
﹀

為
吳
氏
六
十
六
歲
的
作
品
，
落
墨

乾
濕
並
濟
，
頗
具
文
人
作
畫
﹁
樸

拙
﹂
的
趣
味
，
有
別
於
一
般
海
派

畫
家
畫
花
卉
容
易
流
於
冶
豔
、
媚

俗
的
習
氣
，
已
堂
堂
登
入
更
高
的

審
美
層
次
。

吳
昌
碩
五
十
七
歲
那
年

︵
一
九○

○

︶
，
青
年
書
法
家

何
井
荃
廬
自
東
瀛
遠
道
前
來
拜

師
，
成
為
吳
的
第
一
位
日
籍
第

子
；
而
六
十
歲
︵
一
九○

三
︶

圖九    王震    猛虎    軸    169×84.1公分    林宗毅先生捐贈 圖八    王震    芭蕉    軸    137.8×68.9公分    林宗毅先生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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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倪田    松蔭牧馬    軸    149.5×81.3公分    蔡辰男先生捐贈

時
，
日
本
著
名
學
者
長
尾
雨
山

︵
一
八
六
四─

一
九
四
二
︶
來
滬

任
職
，
經
由
鄭
孝
胥
︵
一
八
六○

─

一
九
三
八
︶
引
介
，
也
與
吳
結

為
知
交
。
透
過
這
兩
位
日
本
知
名

人
士
的
大
力
推
崇
，
吳
昌
碩
乃
蔚

成
在
日
本
最
先
享
有
令
譽
的
近
代

中
國
書
畫
家
。
此
次
特
展
，
主
辦

單
位
總
共
選
展
了
吳
昌
碩
十
六
件

書
畫
，
於
所
有
展
件
中
，
位
居
第

一
，
可
見
其
受
重
視
的
程
度
。

王
震
的
︿
芭
蕉
﹀
︵
圖
八
︶

立
軸
，
為
六
十
二
歲
所
作
。
幅
左

長
題
七
絕
一
首
：
﹁
風
遞
幽
禽
隔

院
音
，
蕉
陰
閒
書
綠
沈
沈
；
天
然

擘
得
斜
紋
格
，
寫
罷
黃
庭
會
古

心
。
戊
辰
︵
一
九
二
八
︶
春
二

月
，
白
龍
山
人
寫
。
﹂
共
鈐
印

三
方
：
﹁
王
震
大
利
﹂
、
﹁
一

亭
﹂
、
﹁
白
龍
山
人
﹂
。

王
震
原
籍
浙
江
吳
興
，
寄

居
上
海
。
字
一
亭
，
別
署
白
龍

山
人
。
因
熱
衷
於
參
與
上
海
的

慈
善
、
佛
教
團
體
，
故
又
取
法
名

曰
覺
器
。
王
氏
的
作
品
，
風
格
雄

健
，
與
吳
昌
碩
相
當
接
近
，
故
深

受
日
本
人
所
激
賞
。
︿
芭
蕉
﹀
一

作
，
蕉
葉
的
部
分
特
別
雅
淡
，
推

測
曾
經
過
重
新
裝
裱
，
以
致
顏
色

稍
減
。
但
點
劃
間
色
墨
交
融
的
豐

富
變
化
，
仍
是
全
畫
極
其
精
彩
的

視
覺
焦
點
。
王
震
雖
非
吳
昌
碩
的

嫡
傳
弟
子
，
不
過
，
從
筆
墨
自
由

奔
放
的
觀
點
來
看
，
他
已
是
吳
氏

追
隨
者
中
成
就
最
高
的
一
位
。

（

三）

畜
獸
類

以
動
物
為
主
題
的
展
品
，

另
有
王
震
︿
猛
虎
﹀
︵
圖
九
︶
與

倪
田
︿
松
蔭
牧
馬
﹀
︵
圖
十
︶

二
軸
。
︿
猛
虎
﹀
的
左
上
方
山

壁
間
，
款
書
一
行
：
﹁
庚
申

︵
一
九
二○

︶
秋
仲
白
龍
山
人
王

震
寫
。
﹂
另
鈐
印
三
方
：
﹁
一
亨

大
利
﹂
、
﹁
白
龍
山
人
﹂
、
﹁
活

活
潑
潑
﹂
。

近
代
善
於
寫
生
畫
虎
的
畫

家
，
首
推
張
大
千
的
二
兄
張
善
子

︵
一
八
八
二─

一
九
四○

︶
；
王

震
這
件
五
十
四
歲
風
格
成
熟
期
的

創
作
，
則
是
大
膽
跳
脫
形
似
的
束

縛
，
意
在
筆
墨
草
草
間
，
不
僅
自

樹
一
格
，
也
饒
富
奇
趣
。

︿
松
蔭
牧
馬
﹀
，
左
上
方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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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兩
行
：
﹁
衡
山
仁
兄
先
生
雅
屬

即
正
之
。
時
甲
寅
︵
一
九
一
四
︶

長
夏
邗
上
。
倪
田
墨
畊
寫
於
璧
月

盦
。
﹂
鈐
印
二
方
：
﹁
墨
畊
﹂
、

﹁
千
乘
﹂
。

倪
田
為
揚
州
人
，
初
從
王
素

︵
一
七
九
四─

一
八
七
七
︶
學
，

光
緒
中
移
居
上
海
，
得
見
任
頤

畫
，
深
佩
之
，
遂
改
用
其
法
。
比

起
任
頤
，
倪
氏
的
成
就
容
或
有
所

不
逮
，
但
其
落
筆
能
放
亦
能
收
，

在
海
上
藝
壇
依
然
具
有
相
當
的
地

位
。

（

四）

山
水
類

此
類
主
題
的
畫
作
，
共
計

圖十二    趙起    山水    軸    149.4×80.8公分    林宗毅先生捐贈

圖十一    吳昌碩    山水    軸    157.2×40.9公分    
林宗毅先生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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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陸恢    仿北苑溪山圖    軸    125.1×54.1公分    
蔡辰男先生捐贈

乎
更
貼
近
於
海
派
色
墨
濃
郁
的
時

尚
。

陸
恢
的
︿
仿
北
苑
溪
山
圖
﹀

︵
圖
十
三
︶
，
左
上
方
題
：
﹁
學

北
苑
溪
山
圖
。
北
苑
夏
山
及
蜀

川
兩
卷
昔
曾
臨
過
，
今
惟
蜀
川

在
焉
，
而
江
山
環
抱
之
勢
筆
致

雄
厚
之
神
，
尚
懸
眉
睫
，
此
推
其

意
為
之
。
知
有
元
諸
家
皆
宗
法

焉
，
古
人
名
蹟
不
重
哉
。
戊
午

︵
一
九
一
八
︶
五
月
陸
恢
識
。
﹂

鈐
印
二
方
：
﹁
陸
恢
之
印
﹂
、

﹁
廉
夫
﹂
。

陸
恢
字
廉
夫
，
號
狷
叟
，

一
字
狷
庵
，
自
號
破
佛
庵
主
人
。

原
籍
江
蘇
吳
江
，
卜
居
吳
縣
︵
今

江
蘇
蘇
州
︶
。
少
曾
從
劉
德
六

游
，
習
花
果
、
翎
毛
。
後
晤
吳
大

澂
︵
一
八
三
五─

一
九○

二
︶
，

相
與
談
藝
，
並
遍
覽
吳
氏
所
藏
，

藝
事
大
進
。
又
精
於
考
訂
金
石
文

字
，
從
遊
者
數
十
人
。
陸
氏
的
山

水
畫
，
用
筆
蒼
勁
，
吞
吐
著
古
拙

的
氣
息
，
與
清
初
四
王
的
風
格
一

脈
相
承
，
屬
於
近
代
上
海
畫
家
當

中
傳
統
派
的
典
型
，
甚
至
也
有
學

者
將
他
歸
入
北
方
京
派
的
畫
家
之

林
。

四
幅
。
吳
昌
碩
︿
山
水
﹀
︵
圖

十
一
︶
，
為
窄
長
的
條
幅
形

式
，
畫
於
七
十
六
歲
。
通
幅
純

假
水
墨
揮
灑
，
左
上
方
題
以
：

﹁
數
家
白
屋
自
成
邨
。
擬
瞎

尊
者
，
學
巨
然
，
似
得
活
潑
潑

趣
。
己
未
︵
一
九
一
九
︶
夏
六

月
吳
昌
碩
。
﹂
另
鈐
印
三
方
：

﹁
昌
碩
﹂
、
﹁
缶
翁
﹂
、
﹁
虞
中

皇
﹂
。
吳
昌
碩
畫
山
水
，
走
的
是

粗
筆
簡
約
的
路
子
，
省
略
物
象
的

細
微
末
節
，
與
其
他
色
墨
俱
足
的

花
卉
畫
相
比
，
雖
同
出
一
源
，
卻

更
顯
冷
逸
。

吳

昌

碩

的

弟

子

趙

起

︵
一
八
七
四─

一
九
五
五
︶
，
字

子
雲
，
號
雲
壑
，
吳
縣
︵
江
蘇

蘇
州
︶
人
。
兼
善
山
水
、
花
卉

題
材
。
︿
山
水
﹀
︵
圖
十
二
︶

一
作
，
左
上
方
題
七
絕
一
首
並

署
：
﹁
野
人
無
事
只
空
忙
，
一
卷

離
騷
一
炷
香
；
不
出
茅
菴
纔
數

日
，
許
多
秋
色
在
林
塘
。
癸
丑

︵
一
九
一
三
︶
九
月
寫
白
陽
句

意
。
雲
壑
子
趙
起
客
滬
。
﹂
鈐
印

共
三
方
：
﹁
雲
壑
子
﹂
、
﹁
古
吳

趙
起
書
畫
之
印
﹂
、
﹁
所
樂
自
在

山
水
﹂
。
此
作
用
筆
蒼
渾
秀
潤
，

又
以
鮮
麗
的
色
彩
點
染
秋
山
紅

樹
，
比
之
乃
師
的
︿
山
水
﹀
，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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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    俞樾    隸書七言聯    軸133.0×31.8公分    
林宗毅先生捐贈

曾
前
往
日
本
，
受
到
當
地
南
畫
家

的
推
重
。
所
畫
山
水
，
極
富
墨
色

淋
漓
、
煙
雲
生
動
的
韻
致
，
雖
自

承
受
到
宋
代
米
芾
︵
一○

五
一

─

一
一○

八
︶
、
元
代
高
克
恭

︵
一
二
四
八─

一
三
一○

︶
等
人

作
品
的
影
響
，
但
亦
明
顯
帶
有
西

洋
水
彩
畫
的
趣
味
，
在
海
上
派
的

山
水
畫
家
中
，
風
格
最
為
獨
特
。

（
五）

法
書
類

清
末
民
初
的
書
風
，
由
於

受
到
出
土
金
石
碑
刻
文
字
的
啟

發
，
尊
碑
抑
帖
，
一
改
風
靡
了
數

百
年
的
媚
弱
積
習
，
轉
趨
於
遒
勁

寧
練
，
充
滿
了
似
鑄
、
似
刻
的
古

拙
趣
味
。
故
宮
此
番
選
展
的
兩
件

法
書
，
俞
樾
︵
一
八
二
一─

一
九

○

六
︶
︿
隸
書
七
言
聯
﹀
︵
圖

十
五
︶
和
趙
之
謙
︵
一
八
二
九─

一
八
八
四
︶
︿
楷
書
卷
﹀
︵
圖

十
六
︶
均
屬
此
型
的
代
表
。

俞
樾
字
蔭
甫
，
號
曲
園
居

士
，
浙
江
德
清
人
。
道
光
廿
七

年
︵
一
八
四
七
︶
進
士
，
官
編

修
、
提
督
河
南
學
政
。
罷
官
後

僑
居
蘇
州
，
主
講
杭
州
詁
經
精

舍
，
長
達
卅
一
年
。
書
法
有
江
聲

︵
一
七
二
一─

一
七
九
九
︶
之

風
，
以
篆
、
隸
法
作
真
書
，
別
具

一
格
。
書
札
喜
以
隸
體
書
寫
，
尤

工
大
字
。

︿
隸
書
七
言
聯
﹀
即
是
以

隸
體
大
字
書
寫
：
﹁
片
石
常
因
醒

圖十四    吳石仙    山水    軸    131.4×32公分    
林宗毅先生捐贈

吳
石
仙
︿
山
水
﹀
︵
圖

十
四
︶
，
左
上
方
題
：
﹁
晚
來
江

氣
連
城
白
。
丁
酉
︵
一
八
七
九
︶

春
日
，
石
僊
。
﹂
下
鈐
二
印
：

﹁
吳
慶
雲
印
﹂
、
﹁
石
僊
﹂
。

吳
慶
雲
字
石
仙
，
後
以
字

行
。
南
京
人
，
長
住
上
海
。
清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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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展
名
稱
：
上
海─

近
代
の
美
術

展
覽
地
點
、
日
期
：

大
阪
市
立
美
術
館

（
二○

○

七
年
九
月
四
日─

十
月
十
四
日
）

東
京
澀
谷
區
立
松
濤
美
術
館

（
二○

○

七
年
十
二
月
十
一
日─

二○
○

八
年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

酒
踞
，
萬
華
都
為
索
詩
開
。
﹂
款

署
：
﹁
芾
南
七
兄
屬
。
曲
園
俞

樾
。
﹂
鈐
印
計
三
方
：
﹁
曲
園
居

士
﹂
、
﹁
俞
樾
私
印
﹂
和
﹁
先
皇

天
語
寫
作
俱
佳
﹂
。

趙
之
謙
字
益
甫
，
中
年
改

字
撝
叔
，
卅
四
歲
喪
妻
後
，
自
號

悲
盦
。
籍
貫
浙
江
會
稽
。
趙
氏
不

僅
擅
畫
，
同
時
也
長
於
書
法
、
篆

刻
，
詩
文
亦
佳
，
是
位
才
華
橫

溢
，
多
方
面
都
有
極
高
造
詣
的

藝
術
家
。
︿
楷
書
卷
﹀
錄
自
書
詩

十
一
則
，
共
二
千
六
百
餘
字
，
為

其
小
字
中
難
得
的
長
篇
力
作
。
卷

末
自
識
：
﹁
季
聞
尊
兄
出
箋
紙
，

令
錄
舊
作
。
因
取
近
三
年
作
，
隨

意
寫
之
，
留
作
笑
柄
，
不
足
觀

也
。
謙
記
述
懷
詩
。
﹂
鈐
﹁
趙
之

謙
印
﹂
一
印
。

趙

氏

書

風

受

鄧

石

如

︵
一
七
四
三─

一
八○

五
︶
、
包

世
臣
︵
一
七
七
五─

一
八
五
五
︶

影
響
最
深
，
能
將
篆
、
隸
與
楷
、

行
、
草
的
特
點
巧
妙
融
合
，
另
成

一
家
之
體
。
爾
後
的
吳
昌
碩
、
王

震
均
受
其
啟
發
，
共
同
為
上
海
藝

壇
闢
開
了
﹁
金
石
派
﹂
的
表
現
新

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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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    趙之謙    楷書卷    20.8×261.5公分    局部    林宗毅先生捐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