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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江兆申先生與日本書畫界的關係

友—

村
上
三
島
︵
一
九
一
二—

二○
○

五
︶
同
心
一
志
，
長
年
以
來
竭
盡
心
思
力

促
日
本
書
道
界
發
展
。
青
山
先
生
本
人
對

於
古
典
書
法
多
所
涉
獵
，
其
獨
特
的
書
風

表
現
被
譽
為
是
﹁
新
古
典
主
義
﹂
書
家
，

時
至
今
日
，
評
價
猶
高
。
此
外
，
還
發
行

︽
書
道

︾
雜
誌
，
規
模
雖
小
，
但

與
青
山
杉
雨
先
生
的
墨
緣
往
來

一
九
七
五
年
五
月
，
江
先
生
接
受
谷

村
憙
齋
所
主
辦
書
海
社
的
邀
請
，
與
曾
紹

杰
︵
一
九
一○

—

一
九
八
八
︶
先
生
在
日

本
舉
辦
雙
人
展
，
因
而
首
次
蒞
臨
日
本
。

在
此
因
緣
之
下
，
他
往
後
與
日
本
書
道
界

的
交
往
逐
漸
增
加
。
其
中
，
與
當
時
日
本

書
道
界
第
一
人
青
山
杉
雨
︵
一
九
一
二—

一
九
九
三
︶
先
生
︵
圖
一
︶
的
交
往
，
尤

值
稱
述
。

青
山
先
生
師
從
西
川
寧
︵
一
九○

二—

一
九
八
九
︶
，
不
僅
位
居
﹁
謙
慎

書
道
會
﹂
主
導
性
身
份
，
同
時
也
引
領
著

關
東
書
道
界
，
與
主
導
關
西
書
道
界
的
畏

江
兆 

申
先
生
與 

日
本
書
畫
界
的
關
係

高
島
義
彥

陳
建
志
譯

江
兆
申
先
生
︵
一
九
二
五—

一
九
九
六
︶
於
一
九
七
五
年
到

一
九
八
八
年
這
十
四
年
間
，
曾
經
五
度
造
訪
日
本
。
對
我
而
言
不
禁

覺
得
次
數
過
少
。
或
許
是
因
為
我
到
台
灣
的
機
會
較
多
，
又
於
每
次

造
訪
都
受
其
親
切
招
待
，
才
令
我
抱
持
著
如
此
想
法
。

圖一　青山杉雨先生

在
提
供
書
家
創
作
所
需
之
新
資
料
上
，
可

說
是
不
遺
餘
力
，
尤
其
撰
寫
在
每
一
期
的

卷
頭
短
文
，
為
後
進
書
家
們
在
思
維
上
和

創
作
上
，
帶
來
深
遠
的
影
響
。
其
門
下
俊

英
輩
出
，
至
今
仍
活
躍
於
當
下
書
壇
。

二
玄
社
出
版
的
大
型
圖
錄
中
，
有

部
︽
蘭
千
山
館
書
畫
︾
︵
全
二
冊
︶
，
雖

是
台
灣
水
泥
公
司
林
柏
壽
︵
一
八
九
五—

一
九
八
六
︶
先
生
的
書
畫
藏
品
圖
錄
，
當

時
是
在
江
先
生
的
引
介
下
，
才
得
以
順
利

刊
行
。
日
本
的
青
山
、
谷
村
兩
位
先
生

也
曾
參
與
該
圖
錄
的
編
輯
，
江
先
生
於

一
九
七
六
年
來
日
之
際
，
對
該
圖
錄
進
行

了
全
盤
且
詳
實
的
檢
視
。
由
於
蘭
千
山
館

的
藏
品
數
量
實
在
龐
大
，
僅
僅
兩
冊
實
在

無
法
將
之
完
全
收
錄
。
最
後
是
在
江
先

生
的
決
定
下
確
定
了
選
件
，
然
忍
痛
割
愛

之
餘
，
精
品
為
數
尚
夥
。
正
因
為
選
錄
之

作
，
盡
是
精
優
名
蹟
，
內
容
之
充
實
遠
非

他
書
所
能
企
及
。

寫
到
此
，
令
我
回
想
起
一
件
事
。

大
概
是
在
此
書
編
輯
作
業
剛
結
束
的
時

候
，
江
先
生
忽
然
與
我
聯
繫
，
告
知
有
一

件
貴
重
作
品
剛
完
成
修
復
，
無
論
如
何
都

想
加
進
該
圖
錄
之
中
。
作
品
是
元
代
顏
輝

的
︿
醉
仙
圖
卷
﹀
。
據
說
原
作
受
到
墨
漬

沾
染
，
保
存
狀
態
岌
岌
可
危
，
經
過
全
面

的
修
復
後
，
已
恢
復
原
貌
。
不
久
後
，
我

再
度
訪
台
，
隨
即
在
飯
店
的
一
間
房
間
內

進
行
作
品
的
拍
攝
作
業
，
並
將
之
納
入
圖

錄
，
安
置
在
繪
畫
篇
的
卷
頭
。
回
想
起
江

先
生
那
種
即
使
是
些
微
細
事
，
都
很
用
心

地
想
把
圖
錄
做
好
的
付
出
，
至
今
令
人
難

以
忘
懷
。

在
︽
蘭
千
山
館
書
畫
︾
成
書
的
機

緣
下
，
江
先
生
與
青
山
先
生
的
交
往
日
益

頻
繁
，
青
山
先
生
每
年
都
會
造
訪
台
灣
數

次
，
每
次
都
樂
於
與
江
先
生
會
面
。
如
說

是
青
山
先
生
在
看
畫
室
的
書
法
作
品
特
別

參
觀
申
請
，
總
是
得
到
朗
爽
地
應
允
，
因

而
構
築
起
他
深
奧
淵
博
的
書
法
見
解
，
此

恐
非
過
言
之
說
。
每
當
青
山
先
生
回
國

後
，
在
我
登
門
拜
訪
閑
話
之
際
，
總
能
從

他
身
上
吸
取
到
許
多
新
知
卓
見
，
同
時
也

增
廣
了
我
的
見
聞
。

江
先
生
來
日
，
必
定
造
訪
青
山
先

生
宅
邸
，
兩
人
一
邊
閱
覽
藏
品
，
一
邊
談

論
舊
誼
。
而
我
與
兩
位
先
生
同
行
的
機
會

也
多
，
往
昔
諸
多
情
景
歷
歷
浮
現
在
目
。

其
間
最
令
我
佩
服
的
，
莫
過
於
青
山
先
生

新
收
藏
了
楊
維
楨
︵
一
二
九
六—

一
三
七

○

︶
︿
張
氏
通
波
阡
表
﹀
卷
︵
圖
二
︶
一

事
。
其
實
，
當
此
作
品
入
藏
青
山
先
生
之

手
隔
日
，
我
即
得
以
拜
閱
。
簡
直
只
能
以

﹁
墨
痕
淋
漓
﹂
來
形
容
，
由
於
作
品
墨
色

鮮
明
，
彷
彿
剛
寫
完
那
樣
清
晰
，
青
山
先

生
當
時
曾
稍
有
懷
疑
。
印
象
中
我
好
像
看

過
這
作
品
的
照
片
曾
經
刊
載
，
隨
即
翻
閱

了
幾
本
先
生
家
中
藏
書
後
，
在
舊
版
︽
書

道
全
集
︾
︵
平
凡
社
出
版
︶
中
找
到
了
此

作
的
圖
版
。
後
來
，
江
先
生
也
評
定
這
件

作
品
是
唯
一
現
存
日
本
，
毫
無
疑
問
的
楊

維
楨
真
蹟
，
令
青
山
先
生
為
之
欣
喜
不

已
。

其
後
，
當
我
再
次
訪
台
時
，
江
先

生
託
我
帶
回
一
方
印
，
轉
交
青
山
先
生
。

印
文
為
﹁
獲
廉
齋
﹂
︵
圖
三
︶
︵
楊
維
楨



2010年6月　3233　故宮文物月刊·第327期

專　輯
江兆申先生與日本書畫界的關係

字
﹁
廉
夫
﹂
，
取
其
﹁
廉
﹂
字
︶
。
回
國

後
，
我
立
刻
交
呈
此
印
，
青
山
先
生
覺
得

此
印
靜
逸
高
雅
，
欣
喜
萬
分
，
隨
即
將
之

鈐
蓋
於
︿
張
氏
通
波
阡
表
﹀
卷
首
。
︵
青

山
先
生
逝
世
後
，
其
子
慶
爾
將
此
作
品
寄

贈
予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
︶

除
了
書
畫
收
藏
之
外
，
青
山
先
生
在

文
房
寶
玩
上
，
尤
其
是
硯
臺
與
印
材
的
收

藏
亦
十
分
豐
富
。
每
與
江
先
生
談
起
這
些

收
藏
品
，
兩
人
總
是
侃
侃
而
談
，
話
題
不

絕
。

在
江
兆
申
、
青
山
杉
雨
兩
位
先
生
的

文
人
交
游
過
程
中
，
我
有
幸
得
以
時
常
列

席
在
側
，
實
感
受
益
匪
淺
，
且
為
人
生
之

一
大
快
事
也
。
︵
江
先
生
與
硯
台
之
間
，

也
有
許
多
事
蹟
值
得
記
述
，
礙
於
篇
幅
，

待
今
後
另
尋
機
會
介
紹
。
︶

與
高
山
辰
雄
、
加
山
又
造
先
生
的

交
游

高
山
辰
雄
︵
一
九
一
二—

二○
○

七
︶
先
生
︵
圖
四
︶
為
日
本
畫
壇
最
大
組

織—

﹁
日
展
﹂
中
的
重
量
級
大
家
，
而
加

山
又
造
︵
一
九
二
七—

二○
○

四
︶
先
生

︵
圖
五
︶
則
位
居
﹁
創
畫
會
﹂
主
導
性
的

地
位
，
兩
位
均
活
躍
畫
壇
，
倍
受
敬
重
。

高
山
先
生
年
輕
時
從
日
本
的
古
典

入
手
習
畫
，
壯
年
時
兼
習
西
洋
繪
畫
︵
高

更
︶
，
於
是
成
功
地
將
西
洋
畫
法
融
入
日

本
繪
畫
中
，
開
創
出
屬
於
自
己
的
繪
畫
風

格
。
其
中
，
晚
年
將
日
常
周
遭
生
活
作
為

主
題
，
描
繪
出
來
一
系
列
饒
富
感
性
的
女

性
人
物
畫
，
在
今
日
深
獲
好
評
。
另
一
方

面
，
高
山
先
生
對
現
今
日
本
畫
裡
過
於
追

求
華
麗
的
表
現
提
出
警
告
，
呼
籲
大
家
應

該
重
新
省
察
中
國
的
水
墨
畫
，
尤
其
是
對

﹁
墨
﹂
的
表
現
。

加
山
先
生
對
日
本
的
古
典
，
尤
其

是
對
桃
山
至
江
戶
前
期
之
際
的
俵
屋
宗

達
︵
生
卒
年
不
詳
，
十
七
世
紀
︶
或
尾
形

光
琳
︵
一
六
五
八—

一
七
一
六
︶
等
人
的

﹁
琳
派
﹂
畫
風
，
特
為
傾
醉
敬
慕
。
後
來

在
華
麗
的
大
畫
面
裡
創
造
出
自
己
獨
特
的

風
格
。
他
對
於
中
國
的
山
水
畫
造
詣
亦

深
，
晚
年
以
北
宋
山
水
畫
為
題
材
創
作
，

留
下
許
多
大
幅
的
水
墨
屏
風
作
品
傳
世
。

其
最
晚
年
畫
於
京
都
天
龍
寺
天
井
的
水
墨

龍
圖
，
被
譽
為
是
畢
生
代
表
傑
作
。

一
九
八
六
年
春
天
，
透
過
畫
廊
老

闆
村
越
伸
和
淺
木
正
勝
二
人
傳
遞
訊
息
，

得
知
高
山
、
加
山
兩
位
先
生
以
及
其
他
幾

位
日
本
畫
家
，
有
意
參
訪
台
灣
的
消
息
。

是
年
秋
天
，
北
宋
三
大
山
水
名
畫—

范
寬

︿
谿
山
行
旅
圖
﹀
、
郭
熙
︿
早
春
圖
﹀
和

李
唐
︿
萬
壑
松
風
圖
﹀
同
時
展
出
。
據
說

該
年
是
三
大
山
水
名
蹟
同
時
展
出
的
最
後

一
次
，
爾
後
將
改
為
在
每
年
的
﹁
書
畫
精

華
特
展
﹂
中
，
各
以
書
畫
二
十
件
分
為

A
、
B
、
C
三
組
的
方
式
，
分
別
對
外
展

示
。
由
於
是
同
時
觀
賞
三
件
名
蹟
一
齊
展

出
的
最
後
一
次
機
會
，
在
村
越
和
淺
木
二

人
極
力
推
動
的
背
景
下
，
後
來
就
由
以
高

山
、
加
山
兩
位
先
生
為
中
心
，
引
領
著
不

問
畫
派
所
屬
之
別
而
對
中
國
繪
畫
抱
持
著

濃
厚
興
趣
的
畫
家
們
，
同
行
造
訪
台
灣
。

其
中
尤
以
村
越
深
諳
日
、
中
兩
國
繪
畫
，

其
見
識
深
廣
，
頗
受
新
銳
畫
家
們
所
敬

佩
。
他
很
早
就
注
意
到
加
山
先
生
的
才

華
，
於
公
於
私
多
所
擁
護
，
是
促
成
日
後

加
山
先
生
功
成
名
就
的
主
要
關
鍵
人
物
之

一
。
誠
然
，
這
次
訪
台
的
成
員
，
都
是
經

過
兩
位
先
生
精
心
挑
選
下
，
充
滿
著
學
習

意
欲
的
優
秀
畫
家
們
。

另
一
方
面
，
高
山
、
加
山
兩
位
先
生

以
及
村
越
、
淺
木
二
人
，
均
對
二
玄
社
和

故
宮
博
物
院
合
作
書
畫
複
製
工
作
，
展
現

出
高
度
的
認
同
與
關
心
。
得
到
兩
位
先
生

稱
讚
指
出
，
精
緻
的
文
物
複
製
對
於
文
化

圖三　獲廉齋印

圖二　元　楊維楨　張氏通波阡表　卷

圖四　高山辰雄先生

圖五　加山又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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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普
及
和
啟
蒙
能
帶
來
很
大
的
貢
獻
，
二

玄
社
同
仁
們
在
深
感
榮
耀
的
同
時
，
對
我

等
日
後
工
作
的
進
展
上
，
也
增
添
了
無
比

的
信
心
與
鼓
勵
。

如
此
一
來
，
畫
家
一
行
人
的
訪
台
願

望
終
於
實
現
，
但
我
心
中
卻
有
一
段
稍
感

苦
澀
的
回
憶
。

適
時
，
我
等
公
司
人
員
正
在
故
宮

的
看
畫
室
進
行
複
製
工
作
的
第
一
要
事
，

也
就
是
與
原
作
的
顏
色
校
對
工
作
。
某
日

下
午
，
高
山
、
加
山
先
生
一
行
約
莫
十
人

同
時
來
到
看
畫
室
。
當
時
我
雖
然
有
點
疑

慮
，
但
他
們
說
希
望
能
目
睹
我
等
顏
色
校

對
的
情
形
，
並
想
瞭
解
複
製
工
作
的
過

程
，
而
且
接
待
人
員
也
說
已
經
得
到
故
宮

院
長
的
同
意
。
他
們
一
行
人
詳
細
地
觀
看

我
等
工
作
狀
況
︵
圖
六
︶
，
尖
銳
的
發
問

也
如
飛
矢
般
接
連
而
至
。
結
果
，
當
天
的

工
作
自
是
毫
無
進
展
可
言
。

隔
天
早
上
，
當
我
們
抵
達
故
宮
，
正

要
繼
續
工
作
之
時
，
書
畫
處
的
蘇
篤
仁
先

生
告
知
我
江
兆
申
先
生
有
事
相
談
。
當
下

我
立
刻
前
往
辦
公
室
，
迎
面
而
來
的
卻
是

江
先
生
一
臉
嚴
肅
的
神
情
。
江
先
生
訓
斥

我
說
：
﹁
昨
天
好
像
有
許
多
日
本
的
畫
家

進
入
看
畫
室
，
但
我
不
記
得
曾
經
允
諾
他

們
。
﹂
的
確
，
在
如
此
貴
重
的
原
作
面
前

進
行
校
色
工
作
之
時
，
讓
這
麼
多
外
人
參

雜
其
中
，
容
易
發
生
意
外
，
而
對
一
位
最

高
責
任
管
理
者
而
言
，
這
勢
必
是
不
容
允

許
的
事
。
當
下
我
並
未
推
諉
塞
責
，
在
向

江
先
生
鞠
躬
道
歉
後
，
便
離
開
辦
公
室
。

返
回
日
本
後
，
我
寫
了
一
封
長
文
的

道
歉
信
寄
給
江
先
生
，
並
附
呈
高
山
、
加

山
兩
位
先
生
的
大
型
作
品
圖
錄
。
畫
集
內

容
為
二
者
畫
業
集
大
成
之
作
。
對
此
，
江

先
生
並
無
任
何
回
覆
。

後
來
，
再
度
訪
台
之
際
，
一
進
到

故
宮
，
蘇
先
生
又
叫
住
了
我
，
說
是
江
先

生
有
請
一
會
。
這
次
江
先
生
臉
上
已
無
先

前
嚴
肅
神
情
，
開
口
便
說
一
直
以
來
他
所

知
道
的
日
本
畫
家
，
除
了
認
識
堅
山
南
風

︵
一
八
八
七—

一
九
八○

︶
畫
伯
︵
橫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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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觀
門
生
︶
之
外
，
對
於
日
本

畫
壇
完
全
不
熟
悉
。
又
說
他
在

仔
細
地
看
完
兩
位
先
生
的
畫
集

之
後
，
深
感
其
畫
技
高
潔
。
當

時
心
想
：
﹁
果
然
真
正
的
藝
術

家
才
懂
得
真
正
的
藝
術
家
。
﹂

剎
那
間
，
我
從
上
次
被
責
怪
的

氛
圍
中
解
脫
，
心
頭
自
然
也
就

輕
鬆
許
多
。
與
此
同
時
，
我
察

覺
到
在
言
談
間
，
江
先
生
語
氣

中
透
露
出
了
其
特
有
地
稍
帶
斥

責
式
的
委
婉
歉
意
，
眉
宇
間
並

略
顯
微
微
笑
意
。

之
後
，
江
先
生
來
訪
日

本
，
希
望
能
與
高
山
、
加
山

兩
位
先
生
會
面
。
在
村
越
、
淺

木
二
人
居
中
穿
引
之
下
，
一
場

溫
馨
和
睦
的
宴
席
於
是
實
現
。

一
九
八
八
年
在
東
京
舉
辦
﹁
壺

中
居
展
﹂
時
，
兩
位
先
生
也
來

場
祝
賀
，
彼
此
暢
談
甚
歡
。

︵
圖
七
︶

或
許
是
因
為
與
加
山
先

生
年
齡
相
近
︵
江
先
生
年
長
兩

歲
︶
，
以
及
加
山
先
生
精
熟
中

圖七　江先生造訪日本，與高山、加山兩位先生會面。

國
文
化
、
藝
術
，
使
得
兩
人
關
係
看
起
來

更
為
親
近
。
一
九
九
一
年
二
月
，
加
山
先

生
賢
伉
儷
訪
台
時
，
也
曾
與
江
先
生
同
桌

共
餐
。
席
間
談
起
中
國
和
日
本
的
文
化
、

藝
術
等
話
題
時
，
兩
人
無
話
不
談
，
十
分

投
契
，
度
過
了
一
個
極
有
意
義
的
夜
晚
。

我
在
旁
聽
了
這
一
席
話
後
，
心
想
有
朝
一

日
定
要
將
這
關
於
中
日
文
化
藝
術
的
對
話

錄
刊
行
於
世
。
因
為
兩
位
畫
壇
巨
匠
難
得

聚
首
暢
談
，
所
論
及
的
文
化
藝
術
觀
，
在

內
容
和
意
義
上
是
如
此
地
深
奧
雋
永
，
令

人
回
味
無
窮
。
然
而
，
由
於
江
先
生
的
驟

逝
，
此
事
已
經
永
遠
無
法
實
現
，
遺
憾
之

情
悵
然
不
已
。

編
者
按
：
作
者
高
島
義
彥
先
生
任
職
於
日

本
知
名
出
版
公
司
二
玄
社
，
長
期
與
故
宮

合
作
研
發
書
畫
作
品
的
複
製
，
時
達
三
十

餘
年
，
其
間
往
來
故
宮
無
數
次
，
與
院
方

人
員
友
誼
深
厚
，
也
是
長
年
支
持
愛
護
故

宮
的
老
朋
友
。
此
次
響
應
﹁

原
翰
墨
﹂

特
展
，
熱
心
捐
贈
江
兆
申
先
生
寫
予
的
書

信
十
札
︵
圖
八
︶
，
其
中
有
四
札
展
示
於

二
一○

陳
列
室
中
。

作
者
為
二
玄
社
常
務
顧
問　
　

譯
者
為
本
院
書
畫
處
研
究
助
理

圖八　高島先生捐贈　書信札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