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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巡禮

︽
西
湖
遊
覽
志
︾
的
緣
起

蘇
州
黃
勉
之
省
曾
，
風
流
儒
雅
，
卓
越

罕
群
。
嘉
靖
十
七
年
︵
一
五
三
八
︶
，
當

試
春
官
，
適
予
過
吳
門
，
與
談
西
湖
之

勝
也
，
便
輟
裝
，
不
果
北
上
，
來
遊
西

湖
，
盤
桓
累
月
。
︵
田
汝
成
，
︽
西
湖
遊
覽
志

餘
︾
，
卷
二
十
︶

黃
省
曾
︵
一
四
九
六

∼

一
五
四
六
︶

為
吳
縣
︵
今
蘇
州
︶
人
，
嘉
靖
十
年

︵
一
五
三
一
︶
舉
人
，
生
平
喜
好
遊
覽

名
山
大
川
，
故
自
號
五
嶽
山
人
。
在
這

段
於
晚
明
筆
記
文
集
中
常
被
轉
錄
，
流
傳

頗
廣
的
軼
事
中
，
他
甚
至
還
因
為
嚮
往
錢

塘
︵
今
杭
州
︶
人
田
汝
成
︵
一
五○
三

∼

一
五
五
七
︶
所
述
的
西
湖
景
觀
，
而
瀟

灑
地
放
棄
赴
京
應
考
，
改
往
西
湖
停
留

經
月
。
萬
曆
︽
錢
塘
縣
志
︾
︿
紀
獻
．
寓

賢
﹀
中
說
他
們
同
遊
西
湖
各
處
景
點
，
﹁
湖

山
之
勝
，
足
跡
幾
遍
。
談
說
形
勝
，
窮
狀

奧
妙
，
歌
詠
隨
之
。
﹂
田
汝
成
也
在
同
年
將

兩
人
唱
和
的
詩
作
一
起
集
結
出
版
為
︽
西

西
湖
旅
遊
和
杭
州
出
版
的
交
會

明
商
維
濬
刊
本
︽
西
湖
遊
覽
志
︾
的
淵
源
與
特
色

馬
孟
晶

︽
西
湖
遊
覽
志
︾
是
罕
見
的
標
舉
遊
覽
之
名
的
名
勝
志
，
由
杭
州
在
地
的
田
汝
成
在
辭
官
歸
田
後

輯
撰
而
成
，
可
說
是
歷
代
西
湖
書
寫
中
對
後
世
影
響
最
為
深
遠
者
。
它
的
出
版
史
與
其
內
容
一
樣

精
彩
。
最
初
由
杭
州
知
府
贊
助
而
得
以
在
嘉
靖
間
刻
印
，
萬
曆
前
中
期
又
有
兩
位
派
駐
杭
州
的
官

員
助
印
再
版
，
但
更
特
殊
的
是
萬
曆
末
年
商
維
濬
大
幅
改
寫
並
重
新
刻
印
的
商
業
性
版
本
，
這
是

史
上
稀
有
的
由
民
間
商
業
書
坊
發
行
的
地
方
志
書
。
商
維
濬
為
何
要
大
費
周
章
投
資
於
一
本
名
勝

志
？
和
遊
覽
之
名
又
有
什
麼
關
係
？
這
本
︽
西
湖
遊
覽
志
︾
的
出
現
，
不
但
能
讓
我
們
更
加
瞭
解

晚
明
的
西
湖
，
也
可
以
讓
我
們
一
窺
在
出
版
勃
興
的
晚
明
，
杭
州
旅
遊
書
籍
出
版
的
一
隅
。

湖
遊
詠
︾
。

田
汝
成
的
仕
途
較
黃
省
曾
順
遂
，

嘉
靖
五
年
︵
一
五
二
六
︶
得
中
進
士
，
隨

後
並
曾
在
南
京
、
廣
東
、
貴
州
、
廣
西
、

福
建
等
地
任
官
，
退
休
後
則
回
到
故
鄉
杭

州
。
他
對
考
察
地
理
形
勝
、
記
錄
風
俗
掌

故
很
有
興
趣
，
著
有
︽
炎
徼
紀
聞
︾
、

︽
龍
憑
紀
略
︾
等
，
記
載
西
南
邊
地
各
族

風
土
之
見
聞
。
黃
省
曾
則
曾
著
有
記
錄
蘇

州
風
俗
的
︽
吳
風
錄
︾
，
兩
人
顯
然
氣

味
相
投
，
故
能
結
為
莫
逆
之
交
。
他
們
之

間
的
西
湖
因
緣
並
不
只
︽
西
湖
遊
詠
︾
一

書
。
田
汝
成
自
言
：
﹁
海
內
名
山
，
率
皆
有

志
，
而
西
湖
獨
無
，
詎
非
闕
典
？
曩
歲
五

嶽
山
人
黃
勉
之
嘗
謂
予
曰
：
西
湖
無
志
，

猶
西
子
不
寫
照
，
霓
裳
不
按
譜
也
，
子
盍

圖
之
。
﹂
︵
田
汝
成
，
︿
西
湖
遊
覽
志
敘
﹀
︶

在

好
友
的
鼓
勵
之
下
，
他
留
心
收
集
各
種
史

料
與
軼
聞
，
編
輯
撰
寫
為
︽
西
湖
遊
覽

志
︾
和
︽
西
湖
遊
覽
志
餘
︾
，
並
於
嘉
靖

二
十
六
年
︵
一
五
四
七
︶
刊
行
，
完
成
對

於
黃
省
曾
的
承
諾
。

西
湖
和
杭
州
之
志
書
出
版

︽
西
湖
遊
覽
志
︾
並
非
最
早
出
現

的
名
勝
志
，
但
冠
以
﹁
遊
覽
﹂
之
名
卻
相

當
特
殊
，
這
和
西
湖
的
旅
遊
之
盛
脫
不
了

關
係
。
杭
州
與
西
湖
早
在
宋
代
已
經
是

重
要
的
旅
遊
勝
地
，
尤
其
在
南
宋
時
成
為

都
城
，
繁
華
自
不
待
言
。
但
也
正
因
杭

州
彼
時
還
具
有
政
治
性
的
功
能
，
和
明
代

之
後
遠
離
宮
廷
、
位
居
水
陸
要
衝
、
工
商

繁
榮
的
景
象
仍
有
所
不
同
。
而
且
除
了
文

人
士
子
之
外
，
一
般
民
眾
也
熱
衷
於
遊
覽

西
湖
。
杭
州
一
帶
不
但
有
西
湖
的
湖
山
之

美
，
人
人
得
以
欣
賞
，
又
素
有
﹁
東
南
佛

國
﹂
之
稱
，
在
西
湖
畔
有
許
多
歷
史
古
剎

和
香
火
鼎
盛
的
廟
宇
，
吸
引
眾
多
進
香
的

民
眾
，
這
也
是
西
湖
旅
遊
興
盛
的
另
一
個

重
要
的
因
素
。
明
代
的
杭
州
與
蘇
州
，
可

能
是
遊
人
最
多
的
景
點
。
蘇
州
之
虎
丘
與

杭
州
之
西
湖
都
因
位
於
歷
史
名
城
的
近

郊
，
而
且
交
通
便
利
，
更
成
為
旅
遊
者
首

選
。
但
相
較
於
半
日
足
可
盡
遊
的
虎
丘
，

西
湖
與
周
邊
的
數
座
山
峰
佔
地
頗
廣
，
名

勝
史
蹟
甚
多
，
歷
史
發
展
也
較
為
複
雜
，

遊
覽
時
需
要
有
所
規
畫
，
對
於
資
訊
的
需

求
也
就
更
加
殷
切
。

︽
西
湖
遊
覽
志
︾
的
出
現
不
但
與
地

域
特
性
有
關
，
也
應
放
在
更
大
的
脈
絡
中

來
看
。
明
代
文
人
對
於
旅
遊
書
寫
的
興
趣

和
投
入
，
轉
折
的
關
鍵
約
在
嘉
靖
、
萬
曆

時
期
，
走
訪
各
地
之
紀
遊
文
章
在
數
量
上

大
幅
增
加
。
另
一
方
面
，
此
時
也
是
各
類

志
書
的
出
版
變
得
普
及
與
逐
漸
定
型
化
的

時
期
，
許
多
州
縣
與
名
山
寺
觀
也
在
此
時

出
版
了
第
一
本
專
志
。
這
個
現
象
應
是
肇

因
於
士
人
階
層
的
擴
充
、
他
們
對
於
地
方

社
會
的
參
與
、
乃
至
地
方
意
識
的
勃
興
。

︵
註
一
︶

但
在
此
普
遍
的
趨
勢
中
，
浙
江
地

區
出
版
方
志
和
刊
行
山
水
與
機
構
專
志
的

風
氣
似
有
獨
步
全
國
之
勢
，
杭
州
與
旅
遊

主
題
書
籍
的
關
係
更
特
別
引
人
注
目
。
錢

謙
益
︵
一
五
八
二

∼

一
六
六
四
︶
在
︿
越

東
遊
草
引
﹀
文
中
曾
抱
怨
說
：
﹁
今
杭
城
刻

名
山
記
累
積
充
几
案
﹂
，
可
見
在
當
時
人
的

心
目
中
，
杭
州
即
以
名
山
勝
景
的
相
關
出

版
品
而
著
稱
。
西
湖
旅
遊
既
向
來
與
杭
州

密
不
可
分
，
當
旅
遊
書
寫
在
嘉
靖
年
間
興

起
之
際
，
也
正
是
書
籍
從
抄
寫
轉
向
刊
刻

的
風
氣
逐
漸
形
成
之
時
，
杭
州
又
早
已
有

經
營
出
版
事
業
的
堅
實
基
礎
。
︽
西
湖
遊

覽
志
︾
的
出
現
，
可
以
說
是
在
諸
事
具
足

的
情
況
下
水
到
渠
成
，
也
開
啟
了
杭
州
地

區
旅
遊
書
籍
出
版
的
新
紀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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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湖
遊
覽
志
︾
的
內
容

︽
西
湖
遊
覽
志
︾
共
二
十
四
卷
，
內

容
記
述
西
湖
畔
和
杭
州
城
的
名
勝
，
田
汝

成
在
序
文
中
自
言
乃
﹁
敘
列
山
川
，
附
以

勝
跡
﹂
，
是
以
空
間
區
畫
為
主
體
架
構
，

再
分
別
敘
述
各
個
景
點
的
發
展
。
他
在
序

文
中
也
強
調
西
湖
和
其
鄰
近
之
山
與
杭

城
之
密
不
可
分
：
﹁
若
非
元
本
山
川
，
要

原
別
委
，
則
西
湖
之
全
體
不
章
，
故
旁
及

城
市
，
正
以
摹
寫
西
湖
也
。
﹂
書
中
首
先

說
明
西
湖
整
體
概
況
，
再
依
孤
山
三
堤
、

南
山
、
北
山
的
順
序
，
整
理
各
區
中
的
重

要
景
點
或
建
築
；
然
後
描
述
南
山
城
內
、

南
山
分
脈
城
內
外
、
北
山
分
脈
城
內
外
與

浙
江
之
勝
跡
。
各
個
景
點
除
了
說
明
其
興

立
、
及
截
至
他
當
時
為
止
的
沿
革
之
外
，

也
常
附
記
古
今
名
人
題
詠
的
詩
句
。
︽
西

湖
遊
覽
志
餘
︾
則
共
有
二
十
六
卷
，
﹁
裁
剪

之
遺
，
兼
收
並
蓄
，
分
門
匯
種
﹂
，
將
歷
代

與
西
湖
相
關
的
人
物
典
故
軼
聞
按
主
題
分

類
編
排
。
兩
者
互
補
，
既
如
志
書
，
也
述

史
實
或
傳
聞
，
是
第
一
本
以
西
湖
為
主
題

的
專
志
，
疊
合
目
見
之
景
、
耳
聞
之
歷
史

記
憶
、
及
古
今
人
的
題
詠
文
學
於
一
書
。

這
個
體
例
十
分
特
殊
，
和
之
前
的
方
志
、

或
名
山
志
都
不
相
同
，
︽
四
庫
總
目
提

要
︾
便
稱
其
﹁
因
名
勝
而
附
以
事
跡
，
︙

其
體
在
地
志
、
雜
史
之
間
。
﹂

卜
正
民
指
出
，
明
清
地
志
或
機
構

專
志
和
郡
邑
方
志
的
內
容
與
組
織
多
有
重

疊
，
甚
至
都
是
找
同
樣
的
地
方
官
員
與
聞

人
寫
序
，
凡
例
和
附
圖
也
很
類
似
，
只
是

加
進
更
多
詩
文
之
作
︵
註
二
︶
。
之
所
以
為

名
山
勝
地
或
寺
院
祠
廟
作
志
，
總
是
希
望

﹁
賴
志
乘
表
彰
垂
不
朽
﹂
，
﹁
輔
以
郡
邑

之
不
及
也
﹂
︵
註
三
︶

。
若
以
成
書
略
早

於
田
志
之
正
德
八
年
︵
一
五
一
三
︶
刊
刻

的
︽
京
口
三
山
志
︾
為
例
，
除
了
在
第
一

卷
的
︿
總
敘
﹀
裡
歷
述
三
山
的
走
勢
、
其

間
名
勝
、
並
以
小
字
註
明
個
別
沿
革
，
和

田
汝
成
之
︽
西
湖
遊
覽
志
︾
主
要
內
容
較

為
接
近
的
極
小
篇
章
之
外
，
其
他
卷
的
內

容
與
編
排
主
要
沿
用
方
志
的
體
例
，
若
從

名
勝
的
角
度
來
看
，
卻
顯
得
駁
雜
失
焦
。

西
湖
成
為
旅
遊
勝
地
之
發
展
既
久
，
寺
院

亭
閣
等
景
點
眾
多
，
歷
代
著
名
人
物
及
其

詩
文
題
詠
數
量
也
相
當
驚
人
，
收
集
資
料

固
然
不
易
，
內
容
的
組
織
和
呈
現
也
更
為

重
要
。
田
汝
成
在
︽
西
湖
遊
覽
志
餘
︾
卷

二
十
一
的
︿
委
巷
叢
談
﹀
中
，
曾
討
論
了

從
宋
代
到
當
時
的
各
種
版
本
之
杭
州
方

志
，
並
分
析
其
缺
失
所
在
，
顯
然
覺
得
這

些
早
前
的
地
方
志
書
都
不
甚
令
人
滿
意
，

他
也
必
定
曾
經
仔
細
思
考
過
這
個
問
題
。

比
較
起
來
，
他
組
織
各
個
地
點
的
方
式
很

顯
然
帶
有
規
畫
旅
遊
路
線
的
意
識
，
以
景

點
作
為
統
攝
全
書
的
條
目
，
其
下
僅
收
錄

主
要
的
歷
史
興
廢
。
條
理
清
晰
，
利
於
檢

索
，
很
適
合
作
為
旅
遊
導
覽
之
用
，
在
地

志
的
發
展
尚
未
完
全
定
型
的
此
時
，
可
說

是
十
分
具
有
創
意
的
體
例
。
尤
其
將
人

物
、
詩
文
、
與
雜
聞
另
編
為
︽
西
湖
遊
覽

志
餘
︾
，
更
巧
妙
地
避
免
了
枝
蔓
龐
蕪
的

弊
病
。
田
汝
成
以
五
十
卷
之
多
的
文
字
為

西
湖
留
影
存
真
，
應
是
出
自
地
方
士
紳
亟

欲
保
存
一
地
文
化
傳
統
與
歷
史
記
憶
的
深

切
用
心
與
強
烈
認
同
感
，
但
也
正
如
︽
明

史
．
文
苑
傳
︾
稱
田
汝
成
﹁
博
學
工
古

文
，
尤
善
敘
述
﹂
，
他
寫
景
敘
事
的
功
力

亦
屬
不
凡
，
所
以
能
成
為
西
湖
書
寫
的
標

竿
性
著
作
，
對
於
後
代
的
西
湖
志
書
、
小

說
、
或
其
他
西
湖
書
寫
文
類
的
影
響
極
為

廣
遠
，
其
內
容
和
架
構
屢
屢
為
後
人
所
援

引
，
或
視
為
亟
欲
超
越
的
對
象
。

前
三
次
的
官
紳
刊
印
本

除
了
︽
西
湖
遊
詠
︾
之
外
，
田
汝
成

在
嘉
靖
年
間
曾
經
刊
刻
過
多
本
自
己
或
他

人
的
著
作
，
對
於
出
版
並
不
陌
生
。
但
相

較
於
個
人
性
的
文
集
，
這
套
書
的
卷
帙
浩

繁
，
當
非
個
人
之
力
所
能
刊
印
。
田
汝
成

在
︿
西
湖
遊
覽
志
敘
﹀
中
提
到
曾
有
多
位

官
員
閱
覽
過
此
書
，
皆
深
為
嘉
許
、
視
為

郡
史
，
並
承
諾
助
印
，
但
最
後
是
在
嚴
寬

任
杭
州
知
府
時
，
在
其
他
官
員
捐
貲
共
襄

盛
舉
之
下
，
方
得
以
成
其
事
。

今
日
存
世
的
︽
西
湖
遊
覽
志
︾
刊
本

數
量
不
少
，
但
版
本
十
分
複
雜
。
主
要
是

因
為
成
書
之
後
，
在
萬
曆
期
間
曾
先
後
有

三
次
重
刊
，
因
應
於
景
物
的
變
遷
，
對
內

容
也
有
程
度
不
一
的
增
刪
。
首
先
是
萬

曆
十
二
年
︵
一
五
八
四
︶
巡
按
浙
江
監
察

御
史
江
陰
范
鳴
謙
的
重
修
本
，
繼
之
為
萬

曆
二
十
五
年
︵
一
五
九
七
︶
杭
州
知
府
季

東
魯
的
重
修
本
，
而
後
萬
曆
四
十
七
年

︵
一
六
一
九
︶
商
維
濬
再
度
改
編
並
出
版
。

范
鳴
謙
在
︿
西
湖
遊
覽
志
序
﹀
中
提

到
，
他
素
來
喜
愛
西
湖
，
也
喜
歡
讀
田
汝

成
的
︽
西
湖
遊
覽
志
︾
，
甚
至
﹁
買
棹
一

至
湖
上
，
輒
按
志
而
索
其
處
，
依
依
不
能

去
﹂
。
顯
然
︽
西
湖
遊
覽
志
︾
對
時
人
而
言

確
實
具
有
接
近
旅
遊
指
南
的
功
能
。
萬
曆

十
一
年
︵
一
五
八
三
︶
他
奉
命
巡
視
兩
淛

而
入
杭
，
正
當
兵
民
遞
變
之
後
，
湖
山
黯

淡
，
海
內
之
士
猶
﹁
相
戒
引
避
不
肯
入
﹂
，

及
至
次
年
方
復
見
昇
平
，
於
是
決
定
重
刊

︽
西
湖
遊
覽
志
︾
：
﹁
湖
山
在
目
，
而
文
獻

靡
徵
，
可
乎
？
於
是
捐
贖
鍰
，
檄
郡
丞
喻

均
校
其
漫
漶
而
屬
諸
剞
劂
，
俾
後
之
觀
風

者
，
采
而
斟
酌
焉
。
則
武
林
之
風
，
勿
慮

其
終
靡
也
已
。
﹂
嘉
靖
晚
期
杭
州
頗
受
倭

寇
侵
擾
之
苦
，
西
湖
旅
遊
也
受
到
影
響
，

可
能
要
到
萬
曆
初
年
才
逐
漸
恢
復
昔
日
光

彩
。
由
地
方
長
官
主
其
事
的
西
湖
志
出
版

行
動
，
似
乎
也
有
傳
承
歷
史
文
獻
、
寄
望

榮
光
再
現
之
意
。
︵
圖
一
︶

十
多
年
後
，
任
杭
州
知
府
的
季
東
魯

體
認
到
西
湖
對
杭
州
之
重
要
，
以
及
應
該

保
存
相
關
史
志
，
但
他
也
已
感
到
舊
志
兩

種
刊
本
的
漫
漶
，
恐
其
不
傳
，
所
以
﹁
乃

令
生
徒
校
而
補
之
，
捐
俸
再
梓
。
﹂
︵
出
自
季

東
魯
，
︿
重
修
西
湖
志
跋
﹀
︶
季
東
魯
本
和
范
鳴

謙
本
的
內
容
很
相
似
，
文
本
只
有
極
小
的

出
入
，
兩
者
最
主
要
的
差
別
是
前
者
加
入

圖一　《西湖遊覽志餘》　明嘉靖丁未刊萬曆甲申浙江巡按范鳴謙修
　　　補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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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
。
他
在
萬
曆
八
年
︵
一
五
八○

︶
曾

經
刊
印
過
大
部
頭
的
歷
代
筆
記
小
說
叢
書

︽
稗
海
︾
與
︽
續
稗
海
︾
，
標
為
半
埜
堂

刊
，
頗
具
聲
名
。
根
據
他
為
︽
西
湖
遊
覽

志
︾
所
寫
的
序
文
，
他
在
萬
曆
中
期
以
後

便
已
移
往
杭
州
，
卜
居
於
西
湖
畔
的
樓
外

樓
。
除
了
半
埜
堂
之
外
，
商
維
濬
刻
印
的

部
分
書
籍
則
繫
於
繼
錦
堂
之
下
，
很
可
能

便
是
稍
後
在
杭
州
刊
印
者
。
部
分
商
本
重

訂
之
︽
西
湖
遊
覽
志
︾
版
心
未
作
額
外
的

標
示
，
或
許
即
是
原
始
刊
本
。
傳
世
另
有

部
分
刊
本
，
包
括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所

藏
、
原
藏
於
北
平
圖
書
館
的
刊
本
，
則
是

在
卷
二
與
卷
三
等
部
分
書
頁
的
版
心
下
標

示
有
﹁
瑞
蓮
堂
﹂
︵
圖
二
︶
，
可
能
是
再
經

過
局
部
另
行
雕
版
刻
印
的
書
頁
。
在
東
京

國
立
公
文
書
館
所
收
藏
的
瑞
蓮
堂
刊
本
仍

保
存
有
扉
頁
，
可
知
此
版
的
完
整
書
名
為

︽
校
增
西
湖
遊
覽
圖
志
︾
，
瑞
蓮
堂
則
是

位
於
會
稽
。
︵
圖
三
︶
第
三
類
如
上
海
圖
書

館
藏
本
，
主
要
文
本
與
前
述
兩
本
相
同
，

但
附
加
一
扉
頁
︵
圖
四
︶
，
除
了
以
﹁
新

增
西
湖
遊
覽
志
﹂
為
題
名
外
，
還
標
明

﹁
商
衙
繼
錦
堂
藏
板
﹂
和
﹁
武
林
讀
書
坊

藏
板
﹂
。
讀
書
坊
是
杭
州
著
名
的
書
坊
，

出
版
的
紀
年
書
籍
主
要
是
集
中
在
萬
曆
後

期
到
崇
禎
年
間
，
活
躍
年
代
明
顯
晚
於
商

維
濬
，
因
此
或
許
即
是
以
商
維
濬
的
刻
版

再
次
刊
行
。
這
麼
大
部
頭
的
書
籍
在
晚
明

經
過
如
此
多
次
的
刊
印
，
可
見
應
該
是
在

市
場
上
頗
受
歡
迎
之
作
。

商
本
︽
西
湖
遊
覽
志
︾
的
排
版
與

之
前
三
個
版
本
完
全
不
同
，
雖
維
持
每
半

頁
十
行
，
卻
將
每
行
二
十
字
改
為
二
十
一

字
，
這
意
味
著
必
須
全
本
重
新
排
版
與

雕
板
的
大
工
程
。
到
底
商
維
濬
刊
本
對
於

︵
一
六
一
九
︶
的
商
維
濬
刊
本
，
這
也
是

目
前
傳
世
最
多
、
影
響
也
最
大
的
版
本
。

商
維
濬
在
︿
西
湖
新
志
序
﹀
中
說
：
﹁
執
昔

日
之
志
以
觀
今
日
之
西
湖
，
志
與
湖
必
有

相
左
而
不
合
者
也
，
豈
其
描
寫
未
盡
工
，

識
紀
未
甚
習
哉
︙
予
於
是
新
其
故
籍
而
次

第
之
，
竊
謂
今
日
之
志
，
志
今
日
之
湖
，

庶
幾
近
之
矣
。
﹂
商
維
濬
此
刻
最
重
要
的

目
標
顯
然
是
要
反
映
當
下
西
湖
的
情
況
，

也
因
而
較
諸
之
前
兩
本
有
更
多
的
改
動
之

處
。
書
中
各
卷
之
首
雖
然
都
標
為
商
維
濬

重
訂
，
但
在
卷
二
﹁
湖
心
亭
﹂
條
下
曰
：

﹁
會
稽
光
祿
商
維
濬
屬
仁
和
諸
生
張
之
采

增
輯
湖
志
﹂
，
可
見
全
書
的
具
體
編
撰
改
寫

者
應
為
張
之
采
。

商
刻
本
傳
世
的
數
量
較
前
幾
種
為

多
，
但
版
本
問
題
也
更
為
複
雜
，
至
少

有
繼
錦
堂
、
瑞
蓮
堂
、
讀
書
坊
三
種
刊

本
。
來
自
會
稽
的
商
維
濬
或
稱
商
濬
，

由
於
在
標
明
商
維
濬
重
訂
本
︽
西
湖
遊
覽

志
︾
的
前
面
所
附
題
記
有
﹁
會
稽
商
濬
題

並
隸
﹂
，
此
書
中
﹁
浙
江
省
城
圖
﹂
後
的

題
跋
也
出
現
﹁
商
濬
﹂
、
﹁
半
埜
堂
﹂
的

印
，
各
卷
之
首
所
題
之
重
校
或
重
訂
者
也

有
兩
種
說
法
交
錯
出
現
，
兩
者
應
該
為
同

由
於
田
志
的
原
始
雕
版
便
存
放
於
杭
州
府

中
，
︵
註
四
︶

易
於
取
得
完
整
的
內
容
，
主

事
者
在
編
輯
時
只
需
將
文
字
有
更
動
者
與

其
後
數
頁
作
局
部
的
增
刪
即
可
，
即
使
累

經
修
訂
改
版
，
最
後
呈
現
的
頁
數
並
沒
有

太
大
的
變
動
，
雕
印
之
力
便
較
為
輕
省
。

由
此
也
可
見
證
中
國
傳
統
的
雕
版
方
式
有

極
大
的
彈
性
。

我
們
若
比
較
傳
世
的
刊
本
，
上
海
圖

書
館
藏
嚴
寬
刊
本
用
紙
精
潔
堅
韌
，
墨
色

均
勻
，
刻
印
水
準
俱
佳
。
范
鳴
謙
本
存
世

有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僅
存
︽
西
湖
遊
覽

志
餘
︾
︶
、
北
京
大
學
、
北
京
科
學
院
、
浙

江
圖
書
館
等
藏
本
，
用
紙
較
嘉
靖
刊
本
薄

脆
，
現
存
圖
像
多
處
有
漫
漶
不
清
者
，
雕

版
狀
況
可
能
也
較
不
如
前
者
。
季
東
魯
本

則
見
藏
於
浙
江
圖
書
館
、
上
海
圖
書
館
等

地
，
用
紙
也
偏
脆
黃
。
整
體
看
來
，
後
繼

的
范
本
及
季
本
這
兩
個
刊
本
所
使
用
的
紙

墨
材
料
與
印
刷
情
況
都
無
法
和
嘉
靖
間
的

初
刊
本
相
比
。

書
坊
暢
銷
新
編
本
：
商
維
濬
刊
本

對
田
汝
成
本
︽
西
湖
遊
覽
志
︾

之
全
本
改
動
最
多
的
是
萬
曆
四
十
七
年

范
刻
本
或
季
刻
本
做
了
那
些
改
動
呢
？

尹
曉
寧
指
出
，
商
刻
本
更
動
了
二
十
多
個

條
目
，
增
加
了
六
七
千
字
，
較
前
兩
個
版

本
的
變
動
幅
度
大
了
許
多
。
︵
註
五
︶

商
維

濬
的
編
輯
方
向
與
范
鳴
謙
本
大
致
相
同
，

並
未
去
調
整
田
汝
成
本
的
主
要
結
構
和
條

目
，
但
依
照
西
湖
現
況
而
增
刪
個
別
條

目
，
或
增
加
因
應
近
數
十
年
內
的
新
變
動

而
生
的
新
景
點
之
條
目
。

我
們
若
比
對
這
些
文
字
後
可
以
發

現
，
商
本
之
所
以
有
那
麼
多
文
字
的
增

刪
，
是
因
為
萬
曆
中
後
期
西
湖
周
邊
的
景

況
產
生
了
很
大
的
變
化
，
而
且
主
要
是
出

自
司
禮
太
監
、
時
任
蘇
杭
織
造
的
孫
隆
捐

己
之
資
贊
助
所
致
。
根
據
晚
明
著
名
小

品
作
家
張
岱
︵
一
五
九
七

∼

一
六
七
九
︶

之
︽
西
湖
夢
尋
︾
︵
一
六
七
一
自
序
︶
書

中
所
述
，
我
們
得
知
孫
隆
參
與
建
設
的
西

湖
景
點
甚
多
，
多
有
具
體
紀
年
，
約
在
萬

曆
十
七
年
︵
一
五
八
九
︶
到
二
十
八
年

︵
一
六○

○

︶
之
間
。
尤
其
萬
曆
十
七
年

修
築
的
斷
橋
下
的
十
錦
塘
，
﹁
堤
闊
二

尺
，
遍
植
桃
柳
，
一
如
蘇
堤
﹂
，
也
有
孫

堤
之
名
，
讓
他
幾
乎
得
以
和
歷
史
上
以
修

堤
留
名
的
幾
個
地
方
長
官
並
稱
。
商
本
卷

圖二　《西湖遊覽志》　瑞蓮堂商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卷二版心下標示「瑞蓮堂」。

圖三　《西湖遊覽志》　扉頁　瑞蓮堂
　　　商刊本　東京國立公文書館藏

圖四　《西湖遊覽志》　扉頁　讀書
　　　坊商刊本　上海圖書館藏

了
季
東
魯
的
跋
文
。
這
兩
次
重
刊
都
是
由

地
方
行
政
長
官
出
資
，
主
要
是
希
望
傳
承

地
方
史
事
記
錄
，
在
內
容
上
改
變
並
不
算

多
，
只
是
將
晚
近
的
新
發
展
略
作
修
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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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讀
者
群
的
遊
人
之
需
求
列
為
首
要
之

務
。
同
時
期
遊
記
中
常
會
提
及
孫
隆
的
新

建
設
，
如
高
攀
龍
︿
武
林
遊
記
﹀
描
述
他

在
萬
曆
十
八
年
︵
一
五
九○

︶
，
也
就
是
孫

隆
整
修
十
錦
塘
後
一
年
遊
西
湖
的
見
聞
，

便
已
提
到
﹁
中
貴
孫
隆
新
葺
﹂
之
堤
。
可

見
商
維
濬
本
的
新
志
更
接
近
於
、
或
更
能

配
合
當
時
遊
人
所
親
見
的
景
觀
。

插
圖
的
增
加
與
精
緻
化

商
維
濬
刊
本
與
在
他
之
前
三
個
由

地
方
長
官
出
資
或
重
刊
之
版
本
最
大
的
不

魯
重
刊
︽
西
湖
遊
覽
志
︾
時
便
已
如
火
如

荼
地
進
行
，
但
季
本
卻
隻
字
未
提
，
雖
然

我
們
無
法
斷
定
具
體
的
原
因
，
但
可
能
是

因
為
季
東
魯
更
希
望
突
出
西
湖
利
於
國
計

民
生
的
水
利
之
效
，
而
非
旅
遊
娛
樂
的
層

面
。
至
於
商
維
濬
這
樣
的
商
業
書
坊
，
自

然
是
以
營
利
為
主
要
的
考
量
，
勢
必
要
將

後
﹁
煥
然
一
新
，
遊
人
駢
集
﹂
；
風
篁
嶺

上
的
一
片
雲
石
也
是
在
孫
隆
構
片
雲
亭
後

﹁
遊
人
倚
徙
，
不
忍
遽
去
。
﹂
孫
隆
的
建
設

對
於
西
湖
的
景
觀
與
旅
遊
活
動
的
幫
助
甚

大
，
但
地
景
改
變
之
巨
也
促
使
商
維
濬
必

須
大
幅
地
改
寫
原
志
。

有
趣
的
是
，
孫
隆
的
建
設
早
在
季
東

二
之
首
甚
至
將
田
本
﹁
孤
山
三
堤
勝
蹟
﹂

改
稱
﹁
十
錦
塘
三
堤
勝
蹟
﹂
，
可
見
其
重

要
性
。
他
所
出
資
修
築
者
大
多
本
來
就
是

人
潮
所
聚
集
之
處
，
如
十
錦
塘
、
湖
心

亭
、
昭
慶
寺
，
在
重
建
或
踵
事
增
華
之
後

更
使
遊
人
如
織
。
也
有
如
龍
井
寺
傾
圮
已

久
，
萬
曆
二
十
三
年
︵
一
五
九
五
︶
重
修

同
，
是
以
大
幅
修
訂
增
加
的
文
字
即
時
反

應
西
湖
在
萬
曆
中
後
期
的
大
舉
建
設
。
另

一
個
重
要
的
變
化
則
是
圖
像
的
大
幅
增
加

與
精
緻
化
。
田
志
自
初
刊
本
便
已
附
有
圖

像
，
但
和
傳
統
方
志
中
的
附
圖
取
向
較
為

接
近
，
只
為
示
意
而
已
。
商
維
濬
本
︽
西

圖五　浙江省城圖　商本《西湖遊覽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湖山一覽圖　商本《西湖遊覽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九　黃子陂　五言唐詩畫譜　萬曆晚期刻本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

圖八　雷峰夕照圖與題詩　商本《西湖遊覽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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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巡禮

著
名
的
西
湖
十
景
。
前
者
反
映
出
現
存
實

境
，
也
是
一
般
的
遊
客
最
感
興
趣
之
所

在
；
後
者
則
偏
向
於
風
雅
的
想
像
，
從
時

人
記
錄
中
，
我
們
可
以
知
道
，
晚
明
時
未

必
可
以
辨
認
出
西
湖
十
景
確
切
的
地
理
位

置
，
恐
怕
更
多
是
存
在
於
文
人
的
浪
漫
懷

想
當
中
了
。
但
這
卻
也
像
西
湖
邊
上
無
數

經
過
歷
史
豐
富
浸
潤
的
史
蹟
般
，
為
秀
麗

景
色
憑
添
更
多
想
像
的
空
間
與
話
題
性
。

十
景
圖
前
圖
後
題
的
形
式
，
和
晚
明
流
行

的
詩
意
圖
形
式
頗
有
相
通
之
處
︵
圖
九
︶
，

亦
可
旁
證
其
並
無
寫
實
之
意
圖
。
這
些
圖

像
其
實
並
非
出
於
新
創
。
除
了
延
續
田
志

較
早
刊
本
的
地
圖
之
外
，
多
半
是
從
稍
早

刊
印
於
杭
州
當
地
的
︽
西
湖
志
摘
粹
補
遺

悉
囊
便
覽
︾
︵
約
一
六○

四
︶
︵
圖
十
︶
、

︽
海
內
奇
觀
︾
︵
一
六
一○

︶
、
和
︽
西
湖

志
類
鈔
︾
︵
一
六
一
五
︶
等
書
中
的
插
圖
修

改
而
來
，
因
此
可
說
是
集
大
成
之
作
。
商

本
的
實
境
圖
像
也
如
其
文
本
般
注
重
即
時

更
新
。
例
如
﹁
孤
山
六
橋
圖
﹂
︵
圖
七
︶
中

南
山
之
畔
添
加
的
﹁
樓
外
樓
﹂
，
固
然
是
商

維
濬
個
人
的
別
業
，
但
也
逐
漸
成
為
湖
畔

的
景
點
之
一
，
據
︽
西
湖
夢
尋
︾
自
序
，

張
岱
在
清
初
時
猶
憑
弔
其
消
失
無
蹤
，
這

似
乎
也
顯
示
出
商
維
濬
已
經
成
功
地
融
入

了
杭
州
的
文
人
圈
。

書
籍
亦
成
為
置
入
性
行
銷
的
空
間

另
一
方
面
，
像
商
維
濬
這
樣
的
當
代

出
版
人
的
別
業
被
刻
意
標
示
於
西
湖
地
圖

之
上
，
與
吳
越
錢
鏐
或
岳
武
穆
等
歷
史
人

物
的
遺
蹟
相
提
並
論
，
也
反
映
出
他
想
借

︽
西
湖
遊
覽
志
︾
的
暢
銷
而
將
聲
名
廣
為

流
傳
的
用
心
，
宛
如
今
日
所
稱
的
置
入
性

行
銷
，
也
應
是
商
業
性
書
坊
經
營
的
策
略

之
一
。
田
汝
成
的
志
書
前
幾
次
的
刊
印
乃

是
出
於
地
方
官
︵
嚴
寬
、
范
鳴
謙
、
季
東

魯
︶
籌
資
而
刻
成
，
雕
板
亦
存
於
杭
州
府

內
，
官
方
性
質
濃
厚
，
但
並
非
由
官
方
機

構
具
名
之
嚴
格
意
義
下
的
官
刻
本
，
較
近

於
私
刻
的
意
味
。
這
些
助
刻
的
地
方
官
員

雖
無
由
藉
刊
刻
書
籍
而
牟
利
，
卻
未
必
沒

有
個
人
的
打
算
。
范
鳴
謙
刊
本
第
二
卷
中

將
田
本
的
﹁
西
溪
別
墅
﹂
變
成
了
﹁
陸
宣

公
祠
﹂
，
還
特
別
說
明
是
因
范
鳴
謙
﹁
捐
贖

鍰
，
檄
郡
修
葺
，
頓
還
舊
觀
﹂
，
顯
然
也

有
想
藉
此
將
其
政
績
傳
之
久
遠
的
意
圖
。

相
較
於
田
汝
成
為
西
湖
的
自
然
景
觀
與
人

文
史
跡
保
留
文
獻
的
用
心
，
刊
印
︽
西
湖

註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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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清
︶
周
鳳
祈
，
︿
重
修
虎
邱
山
志
啟
﹀
，

︵
清
︶
顧
詒
祿
撰
，
︽
虎
邱
山
志
︾
，
臺
北
：

文
海
出
版
社
，
據
乾
隆
三
十
二
年
刊
本
影
印

出
版
，
一
九
八
三
，
頁
三
十
三
。

4.  

田
藝
蘅
，
︿
家
大
夫
小
集
引
﹀
，
︽
田
叔
禾

集
︾
，
收
入
丁
丙
、
丁
申
輯
，
︽
武
林
往
哲
遺

著
︾
，
揚
州
：
廣
陵
古
刻
印
社
籍
據
丁
氏
嘉

惠
堂
本
影
印
刊
行
，
一
九
八
五
。

5.  

尹
曉
寧
，
︿
︽
西
湖
遊
覽
志
︾
版
本
問
題
訂

誤
﹀
，
︽
浙
江
學
刊
︾
二○

一○

年
第
三
期
，

頁
七
十
四
。

圖十　孤山六橋圖　西湖志摘粹補遺悉囊便覽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遊
覽
志
︾
者
無
論
是
基
於
歷
史
的
傳
承
或

商
業
利
益
的
考
量
，
往
往
卻
不
免
有
求
取

聲
名
的
動
機
。
反
過
來
說
，
這
也
提
醒
我

們
，
相
較
於
手
抄
本
，
大
量
印
刷
的
書
籍

如
同
是
提
供
了
一
個
宣
傳
的
空
間
，
使
得

參
與
者
的
個
人
事
蹟
得
以
廣
為
流
布
、
傳

之
不
朽
，
或
許
也
可
說
是
書
籍
在
傳
播
文

化
與
知
識
之
外
的
另
類
附
加
功
能
。

作
者
為
國
立
清
華
大
學
通
識
中
心
與
歷
史
研
究
所
助
理
教
授

圖七　孤山六橋圖　商本《西湖遊覽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湖
遊
覽
志
︾
裡
的
圖
像
共
有
二
十
一
幅
，

均
是
合
兩
半
頁
為
一
圖
的
大
小
，
內
容
則

可
以
分
為
三
類
：
一
種
是
接
近
於
傳
統
方

志
中
的
附
圖
，
如
田
志
中
已
有
的
︿
宋
代

京
城
圖
﹀
、
︿
國
朝
省
城
圖
﹀
︵
圖
五
︶
，
以

古
今
之
杭
州
城
圖
相
互
對
照
。
︿
湖
山
一

覽
圖
﹀
是
西
湖
全
境
的
景
點
標
示
圖
︵
圖

六
︶
，
只
求
標
出
相
對
位
置
，
而
非
忠
實
地

描
繪
其
山
水
。
第
二
類
是
局
部
性
地
描
繪

西
湖
邊
由
東
北
往
西
南
方
向
延
伸
的
幾
個

最
受
歡
迎
的
景
點
區
域
，
如
昭
慶
大
佛
、

孤
山
六
橋
︵
圖
七
︶
、
岳
武
穆
廟
等
，
共

有
八
幅
。
第
三
類
則
是
西
湖
十
景
圖
︵
圖

八
︶
，
以
前
半
頁
為
圖
像
、
後
半
頁
為
題

記
的
形
式
來
描
繪
出
自
南
宋
便
已
出
現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