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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
罌
粟
﹀
是
﹁
滿
庭
芳—

歷
代
花
卉
名
品
展
﹂
展
件
之
一
，

從
畫
幅
上
﹁
吳
下
阿
瑛
﹂
這
方
印
推
測
，
作
偽
者
是
想
將
一
幅
清
代

的
畫
作
，
偽
造
成
一
件
時
代
較
早
、
名
氣
較
大
的
元
代
﹁
顧
瑛
﹂
的

作
品
。

　
　

為
什
麼
要
假
造
元
代
顧
瑛
的
作
品
呢
？
顧
瑛
又
是
何
許
人
物
？

這
位
鼎
鼎
大
名
的
顧
瑛
所
主
持
的
﹁
玉
山
雅
集
﹂
，
是
元
末
江
南
文

會
的
縮
影
，
幾
乎
同
時
期
在
吳
中
活
動
的
文
人
，
都
曾
雅
聚
於
此
。

﹁
玉
山
主
人
﹂
不
僅
對
推
動
元
曲
的
發
展
、
崑
曲
的
形
成
功
不
可

沒
，
他
所
帶
來
雅
集
風
氣
與
元
代
書
畫
題
詠
文
化
，
更
有
著
緊
密
的

關
聯
。

　
　

本
文
將
述
介
一
個
展
覽
主
軸
以
外
的
人
物
史
實
，
故
宮
藏
畫
是

可
以
如
此
多
角
度
觀
賞
的
。

吳
下
阿
瑛

畫
裡
畫
外
談
顧
瑛

盧
素
芬

我
們
現
在
所
能
看
到
的
畫
蹟
，
其
實

只
是
偶
然
地
在
歷
史
的
過
程
中
留
下
的
，

相
對
於
作
品
真
正
的
數
量
可
能
是
微
乎
其

微
的
。
在
這
樣
有
限
制
的
條
件
下
，
要
對

藝
術
史
作
全
面
的
了
解
，
有
選
擇
地
將

傳
世
偽
蹟
作
某
種
程
度
的
利
用
，
也
是
方

法
之
一
。
本
文
從
院
藏
三
幅
繫
名
於
﹁
顧

瑛
﹂
的
畫
作
及
其
他
兩
畫
作
上
的
題
跋
談

起
，
除
了
略
論
作
者
的
歸
屬
問
題
，
將
有

更
多
的
著
墨
是
要
透
過
所
托
之
名
﹁
顧

瑛
﹂
，
來
介
紹
這
位
元
代
顧
瑛
︵
一
三
一

○
—

一
三
六
九
︶
，
他
以
﹁
玉
山
雅
集
﹂

為
人
所
熟
知
。
作
偽
者
之
所
以
會
偽
造
其

畫
，
反
映
出
的
現
象
正
說
明
了
顧
瑛
其
人

其
事
是
一
個
值
得
研
究
的
課
題
。

院
藏
三
幅
﹁
顧
瑛
﹂
的
畫

院
藏
三
幅
顧
瑛
名
下
的
畫
，
現
今

的
品
名
分
別
是
：
清
顧
瑛
︿
畫
罌
粟
﹀
軸

︵
圖
一
︶
、
清
顧
瑛
︿
芙
蓉
雙
鴛
圖
﹀
軸

︵
圖
二
︶
，
以
及
明
顧
瑛
︿
蔬
菜
﹀
︵
圖

三
︶
。
其
中
，
︿
畫
罌
粟
﹀
軸
與
︿
芙
蓉

雙
鴛
圖
﹀
軸
在
︽
石
渠
寶
笈
．
續
編
︾
曾

被
視
為
元
畫
，
︽
故
宮
書
畫
錄
︾
也
承
襲

此
說
︵
註
一
︶

。
直
至
一
九
九○

年
出
版

的
︽
故
宮
書
畫
圖
錄
︾
，
始
將
之
改
訂
為

清
代
的
畫
作
。
至
於
，
明
顧
瑛
︿
蔬
菜
﹀

這
件
冊
頁
小
品
，
上
有
署
款
﹁
金
粟
道
人

顧
瑛
戲
筆
﹂
，
﹁
金
粟
道
人
﹂
為
元
代
顧

瑛
晚
年
的
字
號
，
故
仍
維
持
原
品
名
。
這

類
托
名
的
蔬
菜
題
材
畫
作
，
還
可
見
於
其

他
私
人
收
藏
。
此
畫
風
推
測
應
是
明
中
期

以
後
的
作
品
，
其
上
限
無
法
到
元
代
也
是

顯
而
易
見
的
，
因
而
在
此
暫
不
展
開
論
述

︵
註
二
︶

。
三
幅
中
︿
畫
罌
粟
﹀
與
︿
芙
蓉

雙
鴛
圖
﹀
確
是
同
一
作
家
所
繪
，
而
︿
畫

罌
粟
﹀
是
此
次
﹁
滿
庭
芳—

歷
代
花
卉
名

品
展
﹂
的
展
件
之
一
，
遂
撰
此
文
提
出
討

論
。

︿
畫
罌
粟
﹀
軸

此
軸
是
一
設
色
畫
，
畫
罌
粟
花
叢
下

襯
磐
石
茸
草
，
全
株
以
沒
骨
技
法
畫
成
，

不
加
墨
線
。
花
瓣
、
花
萼
以
細
筆
描
繪
，

葉
片
筋
脈
筆
致
細
膩
勻
稱
。
從
畫
家
自
題

﹁
春
事
將
闌
﹂
，
與
畫
中
花
朵
即
將
凋

頹
、
果
實
初
現
的
跡
象
判
斷
，
應
是
晚
春

圖一　 清　顧瑛　〈畫罌粟〉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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罌
粟
花
盛
開
已
極
，
即
將
凋
落
結
果
的
最

後
榮
景
。
至
於
題
畫
詩
中
﹁
叢
叢
脩
竹
，

靜
捲
踈
簾
。
﹂
則
未
見
於
畫
中
。

︿
芙
蓉
雙
鴛
圖
﹀
軸

這
也
是
一
設
色
畫
，
描
繪
雙
鴛
佇

立
於
坡
坨
上
，
岸
邊
嬌
豔
的
芙
蓉
綻
放
，

與
小
野
菊
、
蘆
葦
共
譜
出
秋
光
燦
爛
的
景

象
。
所
用
沒
骨
技
法
、
勾
勒
葉
片
筋
脈
的

用
筆
與
︿
畫
罌
粟
﹀
軸
並
無
二
致
。
二
幅

署
款
皆
為
﹁
玉
山
道
人
顧
瑛
﹂
，
從
款
題

的
書
風
來
看
，
出
自
同
一
人
也
是
無
庸
置

疑
的
︵
圖
四
︶
。

元
代
與
清
代
兩
﹁
顧
瑛
﹂

觀
此
二
作
的
畫
風
應
是
受
清
初
惲

壽
平
︵
一
六
三
三—

一
六
九○

︶
影
響

下
的
花
鳥
畫
，
歸
為
清
代
作
品
是
可
以
肯

定
的
。
然
而
是
不
是
清
代
畫
家
顧
瑛
所
作

呢
？
藝
術
史
上
有
兩
個
顧
瑛
，
一
為
元
代

的
顧
德
輝
，
字
仲
瑛
，
別
名
阿
瑛
，
自
稱

金
粟
道
人
，
崑
山
人
，
以
主
持
﹁
玉
山
雅

集
﹂
聞
名
，
是
詩
人
、
鑑
賞
家
、
贊
助

者
，
其
書
蹟
也
還
可
見
於
幾
件
畫
作
上
的

題
跋
。
他
自
撰
︿
金
粟
道
人
顧
君
墓
誌

銘
﹀
，
像
這
樣
生
前
為
自
己
銘
墓
誌
的
奇

人
是
罕
見
的
，
卻
也
為
後
世
多
留
下
一
些

生
平
資
料
︵
註
三
︶
。

而
清
代
在
秀
水
地
區
︵
今
浙
江
嘉

興
︶
，
確
實
也
有
一
顧
瑛
︵
約
十
七
世

紀
︶
，
但
僅
在
︽
秀
水
縣
誌
︾
︵
卷
六
︶

有
以
下
簡
短
記
載
：
﹁
別
號
玉
山
道
人
，

善
畫
翎
毛
花
草
，
得
黃
筌
筆
法
；
間
畫
人

物
，
世
方
之
吳
道
子
﹂
。
︿
畫
罌
粟
﹀
與

︿
芙
蓉
雙
鴛
圖
﹀
雖
可
確
定
為
清
代
的
畫

作
，
然
而
若
將
這
兩
件
作
品
簡
單
地
歸
屬

為
就
是
這
位
清
代
畫
家
的
顧
瑛
作
品
，
似

乎
仍
有
討
論
的
空
間
。

﹁
虎
頭
裔
、
玉
山
主
人
、
吳
下
阿

瑛
﹂
三
印

這
兩
畫
上
皆
有
﹁
虎
頭
裔
﹂
、
﹁
玉

山
主
人
﹂
、
﹁
吳
下
阿
瑛
﹂
三
印
。
首
先

要
談
的
是
﹁
虎
頭
裔
﹂
一
印
，
此
印
指

的
是
遠
溯
其
本
家
東
晉
的
顧
愷
之
︵
約

三
四
五—

四○

六
︶
，
字
虎
頭
。
不
知
清

代
顧
瑛
是
否
有
此
印
？
但
在
︽
玉
山
名
勝

集
︾
中
，
楊
維
禎
︵
一
二
九
六—

一
三
七

○

︶
的
︿
玉
山
佳
處
記
﹀
中
提
及
﹁
此
虎

頭
之
尤
痴
絕
者
﹂
，
或
有
詩
﹁
前
度
虎
頭

金
粟
身
﹂
，
而
于
立
︵
生
卒
年
不
詳
︶
的

詩
亦
出
現
﹁
曾
共
虎
頭
期
﹂
句
。
據
此
，

﹁
虎
頭
裔
﹂
有
可
能
是
元
代
顧
瑛
的
偽

印
。

其
次
，
此
二
幅
署
款
皆
為
﹁
玉
山
道

人
顧
瑛
﹂
，
鈐
印
卻
為
﹁
玉
山
主
人
﹂
。

玉
山
﹁
道
﹂
人
與
玉
山
﹁
主
﹂
人
，
兩
個

名
號
之
間
，
﹁
道
﹂
字
與
﹁
主
﹂
字
仍
有

一
字
之
差
，
是
指
同
一
人
嗎
？
︽
秀
水
縣

誌
︾
上
所
載
，
這
位
清
代
顧
瑛
也
僅
有

﹁
道
人
﹂
一
個
別
號
，
並
未
提
及
有
﹁
主

人
﹂
的
稱
號
，
反
觀
稱
元
代
顧
瑛
為
﹁
玉

山
主
人
﹂
的
文
獻
卻
比
比
皆
是
。

不
過
，
最
有
爭
議
的
還
是
﹁
吳
下

阿
瑛
﹂
這
方
印
，
前
述
的
﹁
虎
頭
裔
﹂
、

﹁
玉
山
主
人
﹂
兩
印
皆
緊
鄰
落
款
，
看
似

為
落
款
同
時
所
鈐
；
而
︿
畫
罌
粟
﹀
、

︿
芙
蓉
雙
鴛
圖
﹀
兩
軸
上
﹁
吳
下
阿
瑛
﹂

印
則
分
別
鈐
於
畫
幅
左
下
方
與
右
下
方
，

較
難
肯
定
是
否
為
鈐
於
落
款
之
同
時
。

﹁
吳
下
阿
瑛
﹂
指
的
應
是
元
代
崑
山
地
區

的
﹁
顧
瑛
﹂
，
而
非
清
代
秀
水
的
這
位
清

代
﹁
顧
瑛
﹂
。
此
論
述
還
可
與
院
藏
元
趙

孟
頫
︿
甕
牖
圖
﹀
︵
註
四
︶

卷
跋
尾
，
﹁
金

粟
道
人
顧
阿
瑛
﹂
的
題
跋
佐
證
，
此
跋
也

鈐
有
﹁
吳
下
阿
瑛
﹂
印
︵
圖
五
︶
，
可
見

圖二　 清　顧瑛　〈芙蓉雙鴛圖〉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傳　元　顧瑛　〈蔬菜〉　《歷代名繪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清顧瑛〈畫罌粟〉（右）、〈芙蓉雙鴛圖〉（左）
　　　 署款是「玉山道人」，但鈐印為「玉山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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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
罌
粟
﹀
軸
與
︿
芙
蓉
雙
鴛
圖
﹀
上
的

偽
印
源
於
此
。

總
之
，
這
兩
件
是
否
為
清
代
畫
家
顧

瑛
所
作
目
前
無
從
證
實
，
因
其
傳
世
畫
蹟

不
多
，
筆
者
現
所
能
掌
握
的
資
料
也
僅
止

於
院
藏
這
兩
件
花
鳥
畫
。
然
而
，
縱
使
此

畫
為
清
代
顧
瑛
所
作
可
以
成
立
，
至
少
從

﹁
吳
下
阿
瑛
﹂
印
可
肯
定
，
作
偽
者
是
想

將
這
位
不
甚
出
名
的
清
代
顧
瑛
，
作
偽
成

時
代
較
早
、
名
氣
較
大
的
元
代
顧
瑛
。
現

在
我
們
要
問
，
為
什
麼
要
作
偽
成
元
代
顧

瑛
呢
？
他
又
是
何
許
人
物
？

顧
阿
瑛
與
玉
山
文
人

事
實
上
，
元
代
的
﹁
顧
瑛
﹂
與
清

代
的
﹁
顧
瑛
﹂
在
聲
望
上
極
為
懸
殊
，
清

代
﹁
顧
瑛
﹂
生
平
僅
見
於
︽
秀
水
縣
誌
︾

的
寥
寥
數
語
。
而
這
位
鼎
鼎
大
名
的
元
代

﹁
顧
瑛
﹂
則
是
蘇
州
地
區
巨
富
，
極
力
支

持
文
化
事
業
，
也
因
此
被
列
入
︽
明
史‧

文
苑
傳
︾
。
其
富
甲
一
方
可
見
之
於
兩
年

間
建
成
了
大
規
模
園
林
、
一
次
次
地
刊
刻

印
製
詩
集
、
文
會
之
頻
繁
等
。
在
至
元
、

至
正
年
間
，
長
達
三
十
多
年
，
名
卿
大

夫
、
釋
士
之
流
，
盡
一
時
之
選
，
莫
不
與

之
遊
。
其
人
輕
財
好
客
，
風
流
豪
爽
，
給

予
文
人
精
神
和
物
質
的
雙
重
慰
藉
。

吳
中
地
區
曾
與
之
唱
和
、
參
與
玉

山
雅
集
者
多
達
二
百
人
以
上
。
今
存
詩

篇
超
過
五
千
首
，
有
顧
瑛
撰
編
的
︽
草
堂

雅
集
︾
、
︽
玉
山
名
勝
集
︾
、
︽
玉
山
倡

和
︾
、
︽
玉
山
遺
什
︾
和
自
著
文
集
︽
玉

山
璞
稿
︾
，
以
及
袁
華
編
︽
玉
山
紀
遊
︾

等
。
這
些
詩
集
對
草
堂
的
文
會
記
述
頗
詳

實
，
例
如
詩
集
中
常
見
，
﹁
某
某
人
得
某

字
﹂
這
類
分
題
賦
詩
的
標
題
。
不
僅
是
文

人
依
所
得
的
字
，
賦
詩
的
成
果
展
，
在
卷

末
還
會
加
註
說
明
：
﹁
詩
不
成
者
二
人
，

各
罰
一
觥
﹂
，
讀
者
仿
如
身
歷
其
境
參
與

文
會
。與

顧
瑛
往
來
的
眾
多
文
士
中
，
關

係
最
密
切
的
是
楊
維
禎
︵
圖
六
︶
，
玉

山
雅
集
也
因
楊
維
禎
，
四
方
名
士
紛
至
沓

來
。
顧
瑛
還
出
資
贊
助
楊
維
禎
刊
行
︽
西

湖
竹
枝
集
︾
和
︽
鐵
崖
先
生
古
樂
︾
，
大

大
促
進
楊
維
禎
詩
風
的
傳
播
，
一
時
從
者

眾
，
形
成
一
股
﹁
鐵
崖
風
﹂
。
院
藏
即

有
不
少
楊
維
禎
書
蹟
，
其
書
風
亦
狂
怪

清
勁
，
與
文
風
相
類
。
此
外
，
鄭
元
祐

︵
一
二
九
二—

一
三
六
四
︶
的
才
華
也
向

為
顧
瑛
賞
識
，
每
當
﹁
玉
山
草
堂
﹂
有
新

景
點
落
成
，
多
有
記
序
之
作
，
例
如
園
中

﹁
玉
山
草
堂
﹂
、
﹁
讀
書
舍
﹂
、
﹁
芝
雲

堂
﹂
、
﹁
白
雲
海
﹂
等
諸
景
點
。
而
在
顧

瑛
編
的
幾
部
相
互
酬
唱
的
詩
集
中
，
元
祐

更
留
下
大
量
的
詩
文
。

鄭
元
祐
性
孤
傲
不
受
聘
於
權
貴
，
卻

接
受
了
顧
瑛
在
金
錢
上
周
濟
，
說
明
了
兩

人
之
間
的
情
篤
。
有
關
顧
、
鄭
二
人
間
最

常
被
提
及
的
是
，
鄭
元
祐
年
老
，
子
亡
女

當
贅
婿
，
因
無
錢
所
以
賣
棺
，
顧
瑛
出
資

贈
棺
。
﹁
鄭
明
德
先
生
賣
壽
器
以
贅
婿
，

玉
山
道
人
復
贈
一
棺
，
賦
詩
以
謝
，
邀
以

次
韻
。
﹂
以
上
僅
略
舉
顧
瑛
對
楊
維
禎
、

鄭
元
祐
等
文
士
資
助
的
實
例
，
以
印
證
院

藏
傳
趙
孟
頫
︿
甕
牖
圖
﹀
中
，
有
句
出
自

顧
瑛
的
跋
語
﹁
道
之
不
行
謂
之
病
。
財
之

不
給
謂
之
貧
。
﹂
︵
圖
八
︶
而
這
也
正
是

他
傳
奇
性
一
生
的
寫
照
。

顧
阿
瑛
與
玉
山
佳
處

顧
瑛
的
別
業
稱
﹁
玉
山
草
堂
﹂
，

而
﹁
玉
山
佳
處
﹂
則
是
﹁
玉
山
草
堂
﹂

與
其
他
園
池
亭
館
計
三
十
六
處
的
總
稱
，

這
三
十
六
處
都
有
饒
富
詩
意
的
名
稱
，
如

﹁
書
畫
舫
﹂
的
取
名
，
即
是
源
於
米
家
書

畫
船
，
主
人
以
豐
富
的
古
書
、
字
畫
、
彝

鼎
、
祕
玩
珍
藏
，
自
比
北
宋
著
名
的
書

家
、
收
藏
家
米
芾
︵
一○

五
一—

一
一○

七
︶
。
書
畫
舫
傍
水
而
建
，
似
屋
似
船
，

﹁
旁
欞
翼
然
似
艦
窗
﹂
。
是
古
典
園
林
建

築
中
最
富
有
創
意
和
詩
意
的
建
築
物
，

千
百
年
來
一
直
受
治
園
專
家
的
重
視
，
玉

山
草
堂
中
的
書
畫
舫
開
創
了
先
河
。

從
︽
玉
山
名
勝
集
︾
可
見
每
一

章
節
之
始
，
都
記
載
著
園
內
的
扁
額
楹

聯
，
出
自
名
流
碩
儒
手
筆
，
如
趙
孟
頫

︵
一
二
五
四—

一
三
二
二
︶
題
﹁
小
蓬

萊
﹂
、
﹁
芝
雲
堂
﹂
︵
註
五
︶

、
虞
集

︵
一
二
七
二—

一
三
四
八
︶
題
﹁
玉
山

草
堂
﹂
、
趙
雍
︵
？—

約
一
三
六○

至

一
三
六
四
間
︶
題
﹁
讀
書
舍
﹂
與
﹁
浣
花

館
﹂
。
主
人
還
將
雅
集
所
得
的
佳
作
刻
於

草
堂
某
處
，
以
供
品
評
、
鑑
賞
。
這
座
當

時
最
負
盛
名
的
園
林
，
處
處
充
滿
了
文
藝

氣
息
。
然
而
，
這
類
文
酒
會
有
時
也
不
囿

於
園
池
亭
榭
中
舉
行
，
騷
人
墨
客
時
有
結

伴
遊
賞
吳
越
境
內
的
名
山
勝
水
的
文
會
。

玉
山
文
人
即
景
賦
詩
，
每
遊
必
有
詩
，
這

類
的
詩
可
見
於
另
一
本
詩
集
︽
玉
山
紀

遊
︾
。顧

瑛
的
文
會
規
模
大
、
內
容
豐
富
，

不
僅
有
詩
書
畫
的
活
動
，
更
有
助
興
的
樂

師
、
歌
妓
、
舞
姬
等
。
聲
伎
之
盛
，
當
時

遠
近
聞
名
。
︽
草
堂
雅
集
︾
收
錄
一
首

顧
盟
︿
次
韻
楊
廉
夫
冶
春
口
號
八
首
﹀

﹁⋯

吳
姬
殷
勤
折
簡
呼
，
青
錦
坐
褥
花
中

敷
，
聽
唱
梨
園
供
奉
曲
，
新
聲
一
串
驪
龍

珠
﹂
，
﹁
新
聲
一
串
驪
龍
珠
﹂
當
指
楊
維

禎
以
鐵
笛
為
吳
姬
伴
奏
。
最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
新
聲
﹂
很
可
能
是
指
當
時
新
產
生

的
崑
山
腔
。
崑
曲
正
是
起
源
於
﹁
玉
山
雅

集
﹂
鼎
盛
的
同
時
，
常
出
入
於
雅
集
的
顧

堅
︵
生
卒
年
不
詳
︶
、
袁
華
︵
生
卒
年
不

詳
︶
便
是
崑
曲
的
領
導
人
。
崑
山
成
為
世

界
遺
產
崑
曲
的
發
源
地
，
與
顧
瑛
雅
集
所

帶
來
的
藝
術
氛
圍
有
著
密
切
的
關
聯
。

不
過
，
玉
山
草
堂
的
黃
金
期
約

是
至
正
八
年
︵
一
三
四
八
︶
到
十
四
年

︵
一
三
五
四
︶
左
右
。
至
正
十
六
年

︵
一
三
五
六
︶
，
兵
入
草
堂
，
所
藏
書
畫

盡
被
掠
去
，
甚
有
詩
集
被
丟
入
池
中
，

圖五　「吳下阿瑛」印的比較

清　顧瑛〈芙蓉雙鴛圖〉軸

元　錢選　〈浮玉山居圖〉　清　顧瑛〈畫罌粟〉軸

傳　元　趙孟頫　〈甕牖圖〉卷

圖六　楊維禎（左圖）是顧瑛（右圖）所主持「玉山雅集」的支柱，性格超世拔俗，書風狂怪清勁，文風亦相類。
　　　 引自清顧沅撰、清朱苹南寫繪本，《吳郡名賢圖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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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
山
草
堂
﹂
從
此
燬
於
戰
亂
，
片
瓦
無

存
。
由
於
局
勢
的
動
盪
不
安
，
顧
瑛
因
此

避
居
嘉
興
。
削
髮
為
在
家
僧
，
自
稱
金
粟

道
人
。
至
正
十
八
年
︵
一
三
五
八
︶
，
倪

瓚
︵
一
三○

一—

一
三
七
四
︶
為
金
粟
道

人
繪
像
，
顧
瑛
題
贊
曰
：
﹁
儒
衣
僧
帽
道

人
鞋
，
天
下
青
山
骨
可
埋
﹂
。
這
首
常
被

引
用
的
七
絕
，
不
僅
反
映
其
隱
士
形
象
，

也
是
他
廣
結
儒
、
釋
、
道
三
教
人
士
的
自

我
概
括
。

顧
瑛
一
生
結
交
四
方
，
縱
然
在
風

雨
飄
搖
之
時
，
避
居
於
鄉
野
，
文
會
仍
為

其
流
寓
生
活
的
重
要
內
容
。
至
正
二
十
三

年
︵
一
三
六
三
︶
，
趙
原
的
︿
合
溪
草
堂

圖
﹀
︵
圖
七
︶
上
的
題
識
可
證
﹁
門
無
胥

吏
催
租
至
，
座
有
詩
人
對
酒
吟
。
﹂
畫
中

描
繪
的
正
是
流
寓
嘉
興
時
的
居
處
，
此
草

堂
必
須
靠
舟
楫
才
能
往
還
，
地
處
隱
蔽
可

逃
避
租
稅
。
草
堂
風
光
雖
大
不
如
從
前
，

玉
山
文
人
依
然
緊
密
連
繫
，
相
知
相
惜
對

酒
吟
。

玉
山
雅
集
的
作
畫
、
賞
畫
、
題
畫

前
文
提
及
院
藏
有
三
幅
繫
名
於
顧
瑛

之
作
，
我
們
不
禁
要
問
這
位
以
﹁
玉
山
雅

集
﹂
聞
名
的
詩
人
是
否
擅
長
於
書
畫
？
以

現
存
的
資
料
來
看
，
顧
瑛
精
於
書
法
，
其

書
風
源
於
趙
孟
頫
，
秀
雅
溫
潤
。
書
蹟
可

見
於
院
藏
傳
趙
孟
頫
︿
甕
牖
圖
﹀
︵
題
款

未
紀
年
︶
及
上
海
博
物
館
藏
的
錢
選
︿
浮

玉
山
居
圖
﹀
︵
題
於
一
三
四
八
年
︶
、
趙

原
︿
合
溪
草
堂
圖
﹀
︵
題
於
一
三
六
三

年
︶
︵
圖
八
︶
上
的
題
識
。
然
而
，
至
今

尚
未
發
現
的
顧
瑛
本
人
可
靠
畫
作
傳
世
，

著
錄
上
也
僅
有
一
幅
。
而
遍
查
其
詩
集
，

收
錄
有
為
數
不
少
顧
瑛
的
題
畫
詩
，
卻
未

見
為
本
人
畫
作
的
題
詩
，
或
可
依
此
大
膽

地
推
論
顧
瑛
不
擅
繪
事
。

儘
管
如
此
，
﹁
玉
山
草
堂
﹂
裡
卻
有

不
少
畫
師
被
引
為
上
賓
，
為
顧
瑛
作
畫
，

其
中
善
山
水
、
花
鳥
、
人
物
者
皆
有
之
。

據
︽
玉
山
名
勝
集
︾
載
，
一
三
四
九
年
的

﹁
碧
梧
翠
竹
堂
雅
集
﹂
，
﹁
同
集
者
十

人
，
詩
成
者
七
人
。
﹂
畫
師
從
序
︵
字
子

倫
，
生
卒
年
不
詳
︶
，
在
雅
集
中
以
畫
事

免
詩
。
又
如
爾
後
的
﹁
綠
波
亭
雅
集
﹂
同

席
者
數
人
，
也
只
有
從
序
沒
作
詩
。
可
見

像
從
序
這
樣
僅
擅
長
繪
畫
的
人
士
，
在
文

會
中
並
不
會
因
賦
不
出
詩
而
覺
得
難
堪
，

而
是
各
以
所
長
自
適
。

﹁
玉
山
佳
處
﹂
既
是
當
時
最
有
名

氣
的
園
林
，
園
中
四
時
花
木
﹁
常
如
二
三

月
時
，
殆
不
似
人
間
世
也
﹂
，
是
否
也
成

為
文
人
雅
士
創
作
花
鳥
畫
的
靈
感
呢
？
從

序
便
是
以
花
鳥
畫
見
長
的
畫
師
。
每
有
名

公
來
訪
，
﹁
玉
山
主
人
﹂
便
會
拿
出
其
作

品
請
題
，
例
如
，
柯
九
思
︵
一
二
九○

—

一
三
四
三
︶
題
︿
從
子
倫
寫
生
芍
藥
﹀
、

陳
基
︵
一
三
一
四—

一
三
七○

︶
題
︿
從

子
倫
風
梅
花
鴨
﹀
、
于
立
題
︿
從
序
畫
墨

萱
草
﹀
、
鄭
東
︵
生
卒
年
不
詳
︶
題
︿
從

子
倫
畫
梅
花
家
鳧
﹀
等
見
之
於
文
獻
。
再

回
到
本
文
關
切
的
問
題
之
一
，
為
何
院
藏

三
幅
繫
名
於
顧
瑛
作
品
皆
為
花
鳥
畫
？
或

許
有
不
少
賓
主
相
互
酬
唱
的
題
畫
詩
見
於

這
類
花
鳥
畫
上
，
因
其
廣
泛
流
傳
而
引
起

作
偽
者
的
仿
效
。

至
此
，
我
們
對
雅
集
的
活
動
或
可
得

窺
一
二
，
但
若
像
現
代
人
的
聚
會
有
合
影

留
念
或
更
有
助
於
一
探
究
竟
。
在
沒
有
照

相
機
的
時
代
，
又
當
如
何
呢
？ 

因
此
談

到
出
入
於
﹁
玉
山
草
堂
﹂
的
人
物
畫
師
，

那
就
是
更
有
趣
的
話
題
了
！
張
渥
︵
？—

約
一
三
五
六
前
︶
便
是
在
玉
山
雅
集
的
鼎

盛
時
期
不
可
或
缺
的
座
上
客
，
幾
次
盛
大

的
雅
集
都
有
他
參
加
，
曾
繪
製
了
著
名
的

︿
玉
山
雅
集
圖
﹀
︵
註
六
︶

。
此
外
，
如
倪

宏
︵
生
卒
年
不
詳
︶
有
︿
金
粟
塚
燕
集
圖

卷
﹀
，
而
前
文
提
及
的
花
鳥
畫
師
從
序
，

也
曾
﹁
仿
輞
川
故
實
為
圖
以
傳
播
之
﹂
。

據
說
看
到
這
類
描
繪
雅
集
的
畫
的
人
都
羨

慕
不
已
：
﹁
傳
者
無
不
羨
歎
﹂
﹁
斯
圖
一

出
，
為
一
時
名
流
所
慕
豔
也
﹂
，
這
類
文

會
圖
如
同
今
日
電
視
上
的
實
況
轉
播
，
把

雅
集
實
況
圖
像
化
，
也
是
玉
山
雅
集
的
一

大
特
色
。
玉
山
雅
集
中
，
當
然
少
不
了
以

山
水
畫
見
長
的
畫
師
，
例
如
為
顧
瑛
繪
製

︿
合
溪
草
堂
圖
﹀
的
趙
原
也
是
常
被
這
位

﹁
玉
山
主
人
﹂
引
為
上
賓
為
他
作
畫
。
從

上
述
所
舉
的
畫
家
，
善
山
水
、
花
鳥
、
人

物
各
畫
科
皆
有
之
，
有
的
畫
師
兼
善
數
種

題
材
，
例
如
善
花
鳥
、
人
物
的
從
子
倫
也

兼
善
山
水
。
文
會
中
文
人
即
景
賦
詩
，
畫

師
則
即
景
作
畫
，
﹁
詩
成
者
興
趣
橫
生
，

摹
寫
風
景
，
殆
無
不
備
，
復
畫
為
圖
，
書

所
賦
詩
于
上
，
亦
足
以
紀
一
時
之
盛
。
﹂

除
了
主
人
出
示
所
藏
名
蹟
，
向
友

朋
索
詩
題
畫
，
將
藏
品
成
為
邀
詩
的
媒

介
。
也
有
客
攜
其
所
藏
至
玉
山
草
堂
的
情

況
，
較
著
名
的
例
子
是
，
元
至
正
八
年

︵
一
三
四
八
︶
，
張
雨
︵
一
二
八
三—

一
三
五○

︶
於
書
肆
購
得
錢
選
︿
浮
玉

山
居
圖
﹀
︵
圖
九
︶
，
有
可
能
在
於
雅

圖七　元　趙原　〈合溪草堂圖〉　上海博物館藏
　　　此為顧瑛晚年流寓嘉興時的居處，在此文會仍舉行。

圖八　 左：傳元趙孟頫〈甕牖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元趙原〈合溪草堂圖〉上海博物館藏　　右：元錢選〈浮玉山居圖〉上海博物館藏
　　　 此顧瑛題跋上的書蹟，「道之不行謂之病。財之不給謂之貧。」、「無官落得一身閒」等內容透露出其人一生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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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時
出
示
了
此
圖
，
邀
諸
友
共
賞
、
品

題
，
此
畫
的
拖
尾
玉
山
文
人
的
題
詩
就
有

六
首
，
張
雨
、
黃
公
望
︵
一
二
六
九—

一
三
五
四
︶
、
顧
瑛
、
鄭
元
祐
、
琦
楚
石

︵
一
二
九
六—

一
三
七○

︶
、
倪
瓚
等
，

從
書
法
風
格
的
相
似
性
，
也
可
見
證
彼
此

酬
酢
往
還
的
密
切
關
係
。
總
之
，
人
才
濟

濟
的
玉
山
雅
集
對
當
時
的
書
畫
活
動
，
必

然
有
一
定
程
度
推
波
助
瀾
的
作
用
。
吾
人

所
熟
知
的
元
四
家
，
黃
公
望
、
倪
瓚
、
王

蒙
︵
一
三○

八—

一
三
八
五
︶
三
家
也
都

先
後
出
入
過
玉
山
草
堂
︵
圖
十
︶
。

後
記

我
國
士
人
以
文
會
友
、
宴
集
唱
和

有
著
悠
久
的
傳
統
，
自
西
晉
金
谷
之
會

到
東
晉
蘭
亭
之
集
，
從
唐
代
輞
川
唱
和
、

雲
溪
之
詠
到
宋
代
西
崑
酬
唱
、
洛
陽
耆

英
會
，
文
人
雅
集
歷
久
不
衰
，
元
代
此

一
風
尚
仍
延
續
，
例
如
，
松
江
曹
雲
西

︵
一
二
七
二—

一
三
五
五
︶
、
無
錫
倪
雲

林
，
卻
以
﹁
玉
山
雅
集
﹂
影
響
最
深
。
明

人
甚
至
認
為
在
某
些
方
面
超
過
蘭
亭
之

會
、
西
園
雅
集
，
稱
其
﹁
清
而
不
隘
，

華
而
不
靡
﹂
。
而
後
世
心
目
中
的
顧
阿

圖九　 元　錢選　〈浮玉山居圖〉局部　上海博物館藏
　　　 張雨於書肆購得此圖，邀諸友共賞品題，卷後玉山文人的題詩就有六首。

註釋

1.  關於清顧瑛〈畫罌粟〉軸的舊品名，參見《石渠寶笈．續編》
（卷五），第三冊，頁229；《故宮書畫錄》（卷五），第三
冊，頁229。清顧瑛〈芙蓉雙鴛圖〉軸的舊品名，參見石渠寶笈
續編（寧壽宮），第五冊，頁2781；《故宮書畫錄》（卷五），
第三冊，頁228。

2.  現典藏品名為「明顧瑛〈蔬菜〉」。顧瑛卒年在洪武二年，跨
元、明兩朝，也列入《明史》的文苑傳。但筆者以為比照四大家

王蒙生卒年，此作應改訂為「傳元顧瑛〈蔬菜〉」為妥。

3.  從元以降，直至明清的文獻，不乏有關顧瑛的記載。其生平主要
是根據有二：顧瑛自撰的〈金粟道人顧君墓誌銘〉及友人殷奎

〈故武略將軍錢塘縣男顧府君墓誌銘〉。

4.  《鐵網珊瑚》上說：「此畫無名氏，而有松雪先生小跋，故識者
以為其筆也」說明此非趙孟頫真蹟，關於此畫作者的歸屬有待進

一步研究，但跋尾顧瑛題識與趙原〈合溪草堂圖〉比對，筆者以

為此跋為真。圖版請參閱，《故宮書畫圖錄》，第十七冊，頁

139-144。
5.  此乃據《玉山名勝集》而來，但考趙孟頫生卒年，與玉山雅集時
間並不重合。此書版本複雜，是後人偽添？或是所謂的題扁，實

系集趙字？有待進一步研究。

6.  顧瑛〈雅集志〉《玉山名勝集》、袁華〈遊崑山聯句詩并句〉
《玉山紀遊》都有玉山雅集圖的描述：「至正戊子⋯冠鹿皮衣紫

綺坐據案而申卷者鐵笛道人稽楊維禎也。⋯從容談笑者即玉山主

人也。⋯傍視而指畫者即張渥也。」

7.  見顧嗣立《元詩選》（三），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2321-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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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傳　五代南唐　〈顧閎中鍾馗出獵圖〉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偽作中顧阿瑛與宋徽宗、米友仁並列，可見其聲望。

圖十　 元四家中，黃（上圖）、倪（下圖）、王三家都先後出
入過玉山草堂。

　　　引自清顧沅撰、清朱苹南寫繪本，《吳郡名賢圖傳》。

瑛
，
還
可
得
窺
於
院
藏
一
件
明
人
仿
本
的

五
代
南
唐
顧
閎
中
︵
鍾
馗
出
獵
圖
︶
卷

︵
圖
十
一
︶
，
卷
後
顧
阿
瑛
的
偽
跋
甚

至
與
宋
徽
宗
、
米
友
仁
︵
一○
七
四—

一
一
五
三
︶
並
列
，
﹁
吳
下
阿
瑛
﹂
的
盛

名
可
想
而
知
了
！
直
至
清
代
也
仍
有
風
雅

人
士
至
玉
山
遺
址
，
去
緬
懷
當
年
草
堂
文

酒
之
會
︵
註
七
︶

。
﹁
吳
下
阿
瑛
﹂
所
留
下

的
佳
話
，
永
遠
沒
被
遺
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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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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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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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