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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展
覽
規
劃

本
院
舊
藏
中
，
十
九
、
二
十
世
紀

的
近
現
代
書
畫
原
較
匱
乏
，
雖
然
透
過
各

界
捐
贈
與
積
極
購
藏
，
典
藏
總
量
已
明
顯

增
益
，
但
若
欲
獨
立
承
辦
近
代
特
定
畫
派

的
大
型
展
覽
，
則
仍
嫌
不
足
。
為
了
提
昇

國
內
觀
眾
對
於
近
代
美
術
發
展
的
深
層
瞭

解
，
又
承
﹁
歐
豪
年
文
化
基
金
會
﹂
會
長

向
前
周
功
鑫
院
長
熱
心
建
言
，
乃
有
於
故

宮
籌
辦
嶺
南
畫
派
專
題
特
展
之
芻
議
。

去
年
︵
二○
一
二
︶
元
月
份
，
書
畫

處
策
展
團
隊
即
與
歐
豪
年
教
授
一
同
，
前

往
嶺
南
畫
派
典
藏
重
心
﹁
廣
州
藝
術
博
物

院
﹂
，
以
及
﹁
十
香
園
﹂
等
嶺
南
畫
家
故

園
拜
會
，
研
商
借
展
事
宜
。
﹁
溯
源
與
拓

展
﹂
的
展
覽
主
標
題
，
亦
因
歐
豪
年
教
授

提
議
而
落
實
。
如
今
，
﹁
溯
源
與
拓
展—

嶺
南
畫
派
特
展
﹂
已
定
於
民
國
一○

二
年

六
月
一
日
至
八
月
二
十
五
日
盛
大
推
出
，

歐
豪
年
文
化
基
金
會
及
廣
州
藝
術
博
物
院

均
提
供
多
方
的
協
助
。

本
次
﹁
溯
源
與
拓
展─

嶺
南
畫
派
特

展
﹂
，
除
了
展
示
部
分
院
藏
作
品
，
更
向

廣
州
藝
術
博
物
院
、
中
央
研
究
院
嶺
南
美

嶺
南
畫
派
特
展
的
規
劃
與
畫
家
述
要
書
畫
處

嶺
南
畫
派
發
源
自
清
末
，
崛
起
於
民
國
初
年
，
提
倡
﹁
折
衷
中
西
，
融
合
會
今
﹂
，
是
近
現
代

中
國
藝
壇
蔚
為
創
新
代
表
的
重
要
流
派
。
本
院
於
一○

二
年
六
月
一
日
至
八
月
二
十
五
日
，
在
一

○

五
、
一○
七
陳
列
室
首
度
推
出
﹁
溯
源
與
拓
展—

嶺
南
畫
派
特
展
﹂
，
通
過
﹁
嶺
南
二
居
﹂
、

﹁
嶺
南
三
傑
﹂
與
﹁
二
代
嶺
南
派
﹂
等
九
位
畫
家
，
共
計
九
十
件
作
品
，
演
繹
嶺
南
畫
派
的
創
作

源
頭
與
發
展
脈
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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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敬
修
辭
官
後
，
在
東
莞
築
﹁
可

園
﹂
賦
居
，
居
巢
亦
經
常
出
入
其
間
。

除
虔
心
作
畫
外
，
並
負
責
教
授
敬
修
子

嘉
謨
。
至
張
敬
修
過
世
，
始
偕
弟
居

廉
返
回
故
鄉
隔
山
居
住
，
迄
於
同
治
四

年
︵
一
八
六
五
︶
八
月
病
逝
，
得
年

五
十
五
。

居
巢
的
畫
風
，
除
了
直
接
受
惠
於

宋
光
寶
和
孟
覲
乙
，
另
有
研
究
者
指
稱
他

﹁
遠
肇
宋
元
，
近
繼
南
田
，
治
宋
人
的
骨

法
和
元
人
的
神
韻
於
一
爐
，
而
溶
合
於
甌

香
之
間
，
故
用
筆
謹
嚴
，
觀
察
細
緻
，
賦

彩
象
形
皆
有
生
度
，
而
又
神
彩
飄
逸
，
空

靈
蘊
藉
，
得
妙
趣
於
筆
墨
之
外
。
﹂
可
謂

備
極
推
崇
。

居
廉

居
廉
為
居
巢
的
堂
弟
。
字
士
剛
，
號

古
泉
，
別
號
隔
山
樵
子
、
隔
山
老
人
、
羅

浮
散
人
。
早
年
從
學
於
堂
兄
，
習
畫
經
歷

與
居
巢
相
彷
彿
，
俱
受
到
宋
光
寶
、
孟
麗

堂
的
影
響
。
居
廉
有
一
方
自
用
印
，
文
曰

﹁
宋
孟
之
間
﹂
，
即
可
為
之
証
。
爾
後
，

他
又
兼
取
惲
南
田
︵
一
六
三
三∼

一
六
九

○

︶
、
華
喦
︵
一
六
八
二∼

一
七
五
六
︶

等
人
之
長
，
終
能
自
成
一
家
面
目
，
與
居

巢
同
為
嶺
南
畫
派
的
先
驅
，
高
劍
父
、
陳

樹
人
早
年
均
曾
拜
他
為
師
。

嶺
南
三
傑

高
劍
父
、
高
奇
峰
、
陳
樹
人
並
稱

為
﹁
嶺
南
三
傑
﹂
，
其
繪
畫
淵
源
主
要
有

二
，
一
即
隔
山
居
派
，
二
是
近
代
的
日
本

繪
畫
。民

國
初
年
，
﹁
三
傑
﹂
在
畫
壇
初

露
頭
角
時
，
即
大
力
標
舉
﹁
新
國
畫
﹂
口

號
，
提
倡
﹁
折
衷
中
西
，
融
會
古
今
﹂
，

一
方
面
折
衷
中
國
傳
統
繪
畫
和
西
洋
繪

畫
，
一
方
面
融
合
中
國
傳
統
的
文
人
畫
和

院
體
畫
，
強
調
要
相
互
截
長
補
短
，
兼

容
並
蓄
。
三
家
的
畫
風
，
既
能
與
古
人
相

合
，
又
能
與
古
人
相
離
，
在
近
代
美
術
相

居廉的簽名與印記　居巢　古泉

居廉　采菱　廣州藝術博物院藏

術
館
、
挹
翠
山
堂
商
借
精
品
，
期
能
經
由

此
項
大
型
的
展
出
，
具
體
勾
勒
嶺
南
畫
派

從
十
九
世
紀
末
期
至
二
十
世
紀
的
流
衍
脈

絡
。

本
文
依
序
介
紹
參
展
的
居
巢
、
居

廉
、
高
劍
父
、
高
奇
峰
、
陳
樹
人
、
趙
少

昂
、
黎
雄
才
、
關
山
月
、
楊
善
深
等
九
位

嶺南二居 嶺南三傑 二代嶺南派

居巢　　　居廉

　高劍父 　　黎雄才

　　關山月

　　楊善深

高奇峰 　　趙少昂

　陳樹人

附表　嶺南畫派的傳承系譜

畫
家
，
期
使
讀
者
與
觀
眾
在
蒞
院
賞
覽
作

品
之
前
，
先
行
瞭
解
嶺
南
三
代
畫
家
的
事

略
與
傳
承
系
譜
。
︵
附
表
︶

嶺
南
二
居

廣
東
地
處
五
嶺
之
南
，
習
稱
嶺
南
。

晚
清
時
期
，
由
於
廣
州
開
放
為
對
外
通
商

口
岸
，
外
在
環
境
的
變
遷
，
連
帶
啟
動
了

嶺
南
地
區
藝
術
革
命
的
契
機
。
而
伴
隨
多

位
才
華
洋
溢
的
畫
家
嶄
露
頭
角
，
嶺
南
諸

家
的
畫
名
迅
速
與
上
海
、
京
津
地
區
的
畫

家
三
足
鼎
立
，
躍
身
為
代
表
中
國
南
方
藝

壇
的
核
心
團
體
。

追
溯
近
代
嶺
南
繪
畫
的
革
新
，
居

巢
︵
一
八
一
一∼

一
八
六
五
︶
、
居
廉

︵
一
八
二
八∼

一
九○

四
︶
昆
仲
可
推
為

先
驅
。
﹁
二
居
﹂
的
畫
風
，
遠
承
清
初
惲

南
田
︵
一
六
三
三∼

一
六
九○

︶
，
近
法

孟
覲
乙
︵
十
九
世
紀
︶
、
宋
光
寶
︵
十
九

世
紀
︶
的
沒
骨
寫
生
花
卉
。
於
取
材
、
表

現
諸
端
，
迭
有
建
樹
，
尤
其
所
擅
長
之

﹁
撞
水
﹂
、
﹁
撞
粉
﹂
創
新
畫
法
，
能
充

分
掌
握
物
象
五
光
十
色
與
水
粉
自
然
流
漾

的
變
化
，
饒
富
奇
趣
，
更
為
後
人
所
津
津

樂
道
。

居巢的簽名與印記　居巢　復古生

居
巢

居
巢
原
籍
江
蘇
揚
州
，
因
先
祖
來

粵
任
官
，
而
落
籍
番
禺
隔
山
鄉
︵
今
屬
廣

州
︶
。
出
身
官
宦
家
庭
的
居
巢
，
受
到
家

風
影
響
，
國
學
底
子
相
當
深
厚
，
兼
善

詩
、
書
、
畫
及
金
石
篆
刻
。

道
光
二
十
八
年
︵
一
八
四
八
︶
頃
，

居
巢
偕
堂
弟
居
廉
，
一
同
追
隨
張
敬
修
宦

遊
兩
廣
、
江
西
等
地
。
寓
居
桂
林
期
間
，

居
巢
結
識
了
在
李
秉
綬
家
客
居
的
畫
家
孟

覲
乙
和
宋
光
寶
。
由
於
宋
、
孟
二
人
俱
擅

長
以
沒
骨
寫
意
法
畫
花
鳥
，
亦
著
重
寫

生
，
對
於
居
氏
昆
仲
日
後
畫
藝
的
長
成
，

影
響
相
當
深
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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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
追
求
革
故
鼎
新
的
時
代
潮
流
中
，
無
疑

扮
演
了
先
行
者
的
關
鍵
角
色
。

現
今
已
習
慣
稱
﹁
二
高
一
陳
﹂
為

﹁
嶺
南
派
﹂
的
創
始
人
，
但
在
發
展
初

期
，
三
家
實
際
上
是
以
﹁
折
衷
派
﹂
之
名

行
於
世
的
。
﹁
折
衷
﹂
一
辭
，
最
早
在

︽
楚
辭
︾
、
︽
史
記
︾
等
書
中
，
已
有

用
及
。
北
宋
︽
朱
熹
集
注
︾
亦
云
：
﹁
折

中
，
謂
事
理
有
不
同
者
，
執
其
兩
端
而
折

其
中
。
﹂
高
劍
父
、
高
奇
峰
提
出
折
衷
的

理
論
，
則
有
﹁
要
把
古
今
中
外
的
長
處
來

折
衷
地
和
革
新
地
整
理
一
過
，
使
之
合
乎

中
庸
之
道
，
所
謂
集
世
界
之
大
成
﹂
的
雄

心
壯
志
。

﹁
嶺
南
三
傑
﹂
雖
然
系
出
同
門
，
但

卻
各
自
發
展
出
不
同
的
風
格
。
高
劍
父
的

新
國
畫
，
題
材
固
多
新
穎
，
有
時
筆
底
感

覺
會
比
較
強
勁
霸
氣
，
相
形
之
下
，
高
奇

峰
就
顯
得
雄
奇
瑰
麗
許
多
，
陳
樹
人
則
又

展
現
出
另
一
番
當
代
文
人
的
格
調
。

高
劍
父

高
劍
父
︵
一
八
七
九∼

一
九
五
一
︶

是
廣
東
番
禺
人
，
在
家
中
排
行
第
四
，

名
崙
，
字
劍
父
，
號
爵
廷
，
後
以
字

行
。
其
畫
藝
的
啟
蒙
，
可
從
光
緒
十
六

年
︵
一
八
九○

︶
跟
隨
族
叔
學
習
畫

竹
算
起
，
越
二
載
︵
一
八
九
二
︶
，
高

氏
年
方
十
四
，
透
過
族
人
高
祉
元
的
引

介
，
正
式
拜
居
廉
為
師
，
並
曾
寄
宿
於
居

高劍父的簽名與印記　劍父　
肖形印　劍父不死

高劍父　林蔭橋影　廣州藝術博物院藏高劍父　蛛絲網晨露　廣州藝術博物院藏

氏
的
﹁
嘯
月
琴
館
﹂
。
光
緒
二
十
二
年

︵
一
八
九
六
︶
，
他
為
了
觀
摹
古
代
名

跡
，
甘
願
拜
在
師
兄
伍
德
彝
︵
一
八
六
四

∼

一
九
二
八
︶
門
下
，
遂
得
以
盡
攬
伍
家

﹁
萬
松
園
﹂
庋
藏
的
書
畫
，
視
野
大
為
拓

寬
。
光
緒
二
十
四
年
︵
一
八
九
八
︶
，
他

經
由
伍
漢
翹
資
助
，
進
入
澳
門
格
致
書
院

求
學
，
課
餘
並
向
法
國
人
麥
拉
學
習
炭
筆

素
描
和
油
畫
，
也
緣
此
逐
漸
萌
生
繪
畫
革

新
的
念
想
。

光
緒
卅
年
︵
一
九○

四
︶
，
高
劍

父
在
廣
州
述
善
小
學
教
書
時
，
結
識
了
日

本
教
師
山
本
梅
崖
。
受
其
鼓
勵
，
決
意
前

往
日
本
深
造
。
光
緒
卅
二
年
︵
一
九○

六
︶
，
他
在
親
友
的
資
助
下
東
渡
日
本
，

曾
先
後
參
加
﹁
白
馬
畫
會
﹂
、
﹁
太
平

洋
畫
會
﹂
和
﹁
水
彩
研
究
會
﹂
，
於
日
本

東
洋
畫
及
西
洋
繪
畫
體
會
良
多
。
留
日
期

間
，
復
加
入
﹁
同
盟
會
﹂
，
積
極
參
與
革

命
活
動
。

辛
亥
革
命
︵
一
九
一
一
︶
之
後
，
高

劍
父
功
成
不
居
，
逐
漸
淡
出
政
界
。
民
國

元
年
，
與
胞
弟
高
奇
峰
在
上
海
創
辦
﹁
審

美
書
館
﹂
，
同
時
發
行
︽
真
相
畫
報
︾
，

定
期
介
紹
古
今
中
外
的
美
術
思
潮
及
作

品
。
高
氏
昆
仲
所
楬
櫫
的
﹁
折
衷
派
﹂
新

國
畫
理
念
，
亦
藉
由
此
畫
報
公
開
對
外
宣

示
。

除
了
出
版
刊
物
和
參
與
藝
壇
活
動
，

民
國
十
二
年
，
高
劍
父
復
在
廣
州
開
設

﹁
春
睡
畫
院
﹂
，
傳
藝
授
徒
，
當
代
嶺

南
多
位
著
名
畫
家
，
如
黃
少
強
︵
一
九

○
○
∼

一
九
四
二
︶
、
方
人
定
︵
一
九○

一∼

一
九
七
六
︶
、
司
徒
奇
︵
一
九○

七

∼

一
九
九
七
︶
、
黎
雄
才
︵
一
九
一○

∼

二○
○

二
︶
、
關
山
月
︵
一
九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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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
始
之
初
，
透
過
理
論
與
實
踐
，
在
華

中
、
華
南
等
地
區
所
播
撒
的
革
新
國
畫
種

子
，
已
然
為
他
奠
立
了
承
先
啟
後
的
歷
史

定
位
。

高
奇
峰

高
奇
峰
︵
一
八
八
九∼

一
九
三
三
︶

是
高
劍
父
之
弟
，
在
家
中
行
五
。
原
名

嵡
，
字
奇
峰
，
後
以
字
行
。
初
從
四
兄

劍
父
習
畫
，
十
七
歲
︵
一
九○

七
︶

復
隨
其
東
渡
日
本
，
曾
師
事
田
中
賴
璋

︵
一
八
六
八∼

一
九
四○

︶
。
翌
年

︵
一
九○

八
︶
返
回
廣
州
，
於
秘
密
參
與

革
命
運
動
外
，
亦
經
由
鬻
畫
來
籌
措
款

項
。
宣
統
二
年
︵
一
九
一○

︶
，
高
奇
峰

初
次
在
廣
州
舉
行
畫
展
，
引
起
了
當
地
文

化
界
的
注
意
，
並
且
開
始
擁
有
﹁
嶺
南
二

高
﹂
的
美
譽
。

民
國
元
年
，
高
劍
父
在
上
海
創
辦

︽
真
相
畫
報
︾
及
﹁
審
美
書
館
﹂
，
由

二○
○
○

︶
、
黃
獨
峰
︵
一
九
一
三∼

一
九
九
八
︶
等
人
，
都
曾
是
春
睡
門
生
。

高
劍
父
核
心
的
繪
畫
思
想
，
從
︿
我

的
現
代
國
畫
觀
﹀
一
文
中
，
可
以
觀
其

大
略
。
比
如
他
論
中
國
畫
與
西
畫
的
交

流
，
即
認
為
：
﹁
不
止
要
採
取
西
畫
，
即

如
印
度
畫
、
埃
及
畫
、
波
斯
畫
，
及
其

他
各
國
古
今
名
作
，
苟
有
好
處
，
都
應
該

應
有
盡
有
地
吸
收
採
納
，
以
為
我
國
畫
的

營
養
。
﹂
又
說
：
﹁
所
謂
藝
術
革
命
︙
並

不
是
要
打
倒
古
人
︙
要
把
歷
史
的
遺
傳
，

與
世
界
現
代
學
術
合
一
來
研
究
。
更
吸
收

各
國
古
今
繪
畫
之
特
長
，
作
為
自
己
的
營

養
，
使
成
為
自
己
血
肉
，
以
滋
長
我
國
現

代
繪
畫
的
新
生
命
。
﹂

為
了
堅
持
新
國
畫
﹁
折
衷
中
西
，
融

會
古
今
﹂
的
主
張
，
民
國
十
九
年
至
二
十

年
間
，
高
劍
父
展
開
一
系
列
的
海
外
壯

遊
，
足
跡
遍
歷
印
度
半
島
、
中
亞
及
南
洋

等
地
。
這
些
地
區
瑰
麗
的
山
川
景
致
和
歷

史
文
化
遺
跡
，
不
僅
豐
富
了
日
後
他
創
作

的
母
題
，
也
對
高
氏
在
筆
墨
表
現
和
藝
術

風
格
的
轉
型
，
萌
生
重
大
啟
示
。

高
劍
父
雖
然
晚
年
移
居
澳
門
，
參

與
活
動
主
要
集
中
於
港
、
澳
兩
地
，
﹁
折

衷
派
﹂
的
創
作
理
念
也
藉
由
﹁
嶺
南
派
﹂

二
代
畫
家
所
承
繼
與
發
揚
，
但
他
從
民
國

 高奇峰的簽名與印記　
高嵡　高嵡印

高奇峰　蘆花雁　廣州藝術博物院藏高奇峰　鶴　中央研究院嶺南美術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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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日
本
及
西
洋
繪
畫
的
啟
迪
，
致
有
後
來

新
國
畫
的
產
生
。
民
國
元
年
由
審
美
書

館
所
發
行
的
︽
奇
峰
畫
輯
︾
中
，
已
自

稱
所
作
可
名
為
﹁
近
代
新
派
﹂
。
次
年

︵
一
九
一
三
︶
的
︽
真
相
畫
報
︾
，
更
明

白
指
出
，
﹁
折
衷
派
﹂
就
是
和
﹁
古
派
﹂

對
立
的
畫
派
。
正
當
高
奇
峰
畫
藝
臻
於
高

峰
之
際
，
卻
猝
然
病
逝
，
未
能
在
他
所
標

舉
的
﹁
折
衷
﹂
、
﹁
融
合
﹂
改
革
國
畫
之

路
，
留
下
更
多
的
創
作
實
踐
，
殊
屬
可
惜
。

一
九
六
八
︶
、
何
漆
園
︵
一
八
九
九∼

一
九
七○

︶
、
黃
少
強
︵
一
九○

○
∼

一
九
四
二
︶
、
容
漱
石
︵
一
九○

三∼

一
九
九
六
︶
、
趙
少
昂
︵
一
九○

五∼

一
九
九
八
︶
等
七
人
，
且
有
﹁
天
風
七

子
﹂
之
聲
名
。

民
國
二
十
年
，
高
奇
峰
於
比
利
時

萬
國
博
覽
會
的
國
際
藝
術
展
覽
大
會
中
，

勇
奪
最
優
等
獎
，
聲
譽
扶
搖
直
上
。
民
國

二
十
二
年
，
他
被
任
命
為
赴
德
參
加
柏
林

中
國
美
術
展
覽
會
的
專
使
，
卻
不
幸
在
十

月
途
經
上
海
時
，
因
勞
累
過
度
，
肺
病
復

發
而
驟
逝
，
得
年
僅
四
十
五
。

高
奇
峰
早
年
雖
然
間
接
從
兄
長
處
，

學
習
到
﹁
居
派
﹂
的
繪
技
，
但
畢
竟
沒
有

真
正
拜
在
居
廉
的
門
下
，
因
此
受
到
的
影

響
不
及
劍
父
之
深
。
相
形
之
下
，
光
緒
卅

三
年
到
日
本
留
學
的
經
驗
對
於
高
氏
畫
風

的
啟
發
，
便
益
顯
重
要
了
。

晚
清
時
期
，
旅
粵
的
台
籍
文
人
邱

逢
甲
︵
一
八
六
四∼
一
九
一
二
︶
曾
賦
詩

稱
許
二
高
，
曰
：
﹁
嶺
南
今
日
論
高
手
，

二
高
傑
出
高
於
時
；
渡
海
歸
來
筆
尤
變
，

丹
青
著
手
生
瑰
奇
。
﹂
其
中
﹁
渡
海
歸
來

筆
尤
變
﹂
所
指
，
正
是
高
氏
昆
仲
東
渡
接

高
奇
峰
擔
任
主
編
，
實
際
負
責
編
務
工

作
。
後
來
因
為
畫
報
揭
露
宋
教
仁
被
暗

殺
的
真
相
，
遭
袁
世
凱
下
令
通
緝
，
高
氏

昆
仲
只
得
再
度
避
往
日
本
。
至
民
國
七
年

︵
一
九
一
八
︶
，
高
奇
峰
始
返
回
廣
州
成

立
﹁
美
學
館
﹂
，
設
帳
授
徒
，
同
時
任
教

於
廣
東
甲
種
工
業
學
校
製
版
科
。

民
國
九
年
，
高
劍
父
也
回
粵
，
并

於
翌
年
︵
一
九
二
一
︶
發
起
籌
辦
廣
東

第
一
屆
美
術
展
覽
會
。
二
高
除
了
參
與
展

覽
，
更
首
度
提
出
改
革
中
國
畫
的
主
張
。

由
於
銳
意
鼎
新
，
引
動
了
當
時
傳
統
派
畫

家
的
抨
擊
，
雙
方
曾
為
此
展
開
激
烈
論

戰
。
在
該
次
展
覽
會
上
，
二
高
和
陳
樹
人

的
作
品
，
充
分
凸
顯
了
求
新
求
變
的
創
作

理
念
，
﹁
嶺
南
三
傑
﹂
的
名
稱
也
不
脛
而

走
。

民

國

十

四

年

，

高

奇

峰

受

聘

擔
任
嶺
南
大
學
名
譽
教
授
。
越
四
年

︵
一
九
二
九
︶
，
不
幸
感
染
肺
疾
，
遂

遷
居
珠
江
之
濱
療
養
，
居
所
名
﹁
天
風

樓
﹂
。
待
身
體
好
轉
，
仍
持
續
課
徒
不

輟
。
高
氏
門
生
周
一
峰
︵
一
八
九○

∼

一
九
八
二
︶
、
張
坤
儀
︵
一
八
九
五∼

一
九
七
六
︶
、
葉
少
秉
︵
一
八
九
六∼

 陳樹人的簽名與印記　
陳樹人　樹人之印

陳樹人　山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陳樹人　玉梅金柳　挹翠山堂藏

陳
樹
人陳

樹
人
︵
一
八
八
四∼

一
九
四
八
︶

也
是
廣
東
番
禺
人
。
他
原
名
哲
，
後
來
改

名
韶
，
字
樹
人
，
並
以
字
行
。
別
號
有
拈

花
微
笑
子
、
葭
外
漁
子
、
十
一
郎
、
二
山

山
樵
、
得
安
老
人
等
。

十
七
歲
︵
一
九○

○

︶
起
，
陳
樹
人

開
始
追
隨
居
廉
習
畫
，
深
獲
賞
識
，
後
來

更
娶
了
居
巢
的
孫
女
若
文
︵
一
八
八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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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七
四
︶
為
妻
，
成
為
居
門
的
女
婿
。

陳
樹
人
投
身
居
廉
門
下
時
，
結
識
了
年
長

他
五
歲
的
高
劍
父
，
因
兩
人
志
趣
相
投
，

而
結
為
莫
逆
。
一
九○

四
年
且
與
高
劍

父
、
高
奇
峰
聯
合
創
辦
﹁
廣
東
日
報
﹂
，

暗
中
鼓
吹
革
命
思
想
。
一
九○

五
年
八

月
，
孫
中
山
組
織
同
盟
會
，
陳
樹
人
旋

即
加
入
，
矢
志
揮
動
文
人
的
筆
劍
，
參
與

推
翻
清
廷
的
志
業
。
一
九○

七
年
，
復
為

了
追
求
藝
術
上
的
再
精
進
，
東
渡
日
本
，

一
九○

八
年
進
入
京
都
市
立
美
術
工
藝
學

校
就
讀
，
民
國
元
年
畢
業
回
國
，
任
教
於

廣
東
優
級
師
範
學
校
、
廣
東
高
等
學
堂
美

術
科
。
民
國
二
年
，
再
度
負
笈
東
瀛
，
入

東
京
立
教
大
學
攻
讀
英
國
文
學
，
同
時
協

助
中
華
革
命
黨
的
工
作
。
民
國
五
年
他
從

立
教
大
學
畢
業
，
於
翌
年
授
命
轉
赴
加
拿

大
，
繼
續
參
與
黨
務
直
到
民
國
十
一
年
始

返
國
。陳

樹
人
多
年
追
隨
孫
中
山
先
生
從
事

革
命
事
業
，
二○

至
四○

年
代
，
又
長
期

擔
任
黨
務
要
職
，
雖
然
功
業
彪
炳
，
但
為

人
敦
厚
儒
雅
，
秉
持
書
生
本
色
，
畫
風
亦

溫
靜
儒
雅
，
構
圖
、
意
境
屢
見
新
意
，
不

為
傳
統
技
法
所
束
。

二
代
嶺
南
派

二
十
世
紀
中
葉
，
伴
隨
﹁
二
高
一

陳
﹂
相
繼
辭
世
，
嶺
南
派
的
發
展
延
續
，
逐

漸
由
二
代
嶺
南
畫
家
所
承
接
。
﹁
嶺
南
三

傑
﹂
中
，
陳
樹
人
雖
有
在
學
校
任
教
的
經

歷
，
但
未
見
有
設
帳
授
徒
記
載
。
反
之
，
高

劍
父
的
﹁
春
睡
畫
院
﹂
及
高
奇
峰
的
﹁
美

學
館
﹂
則
門
生
眾
多
，
並
在
二
十
世
紀
四

○

年
代
，
陸
續
於
藝
壇
上
享
有
聲
聞
。

與
前
輩
嶺
南
畫
家
明
顯
不
同
的
是
，

二
代
嶺
南
藝
術
家
並
不
像
﹁
三
傑
﹂
那

樣
，
在
清
末
民
初
的
革
命
志
業
上
扮
演
吃

重
角
色
，
或
共
同
懷
有
藝
術
救
國
的
革
命

家
精
神
。
二
代
嶺
南
派
的
作
品
中
，
更
多

的
是
，
歌
頌
自
然
萬
象
的
欣
欣
向
榮
，
腕

底
揮
灑
著
多
元
而
個
性
化
的
筆
情
墨
趣
。

趙
少
昂趙

少
昂
︵
一
九○

五∼

一
九
九 

八
︶
，
名
垣
，
字
叔
儀
，
廣
東
番
禺
人
。

十
六
歲
︵
一
九
二○

︶
入
高
奇
峰
的
﹁
美

學
館
﹂
習
畫
，
二
十
三
歲
︵
一
九
二
七
︶

任
教
於
佛
山
市
立
美
術
學
校
。
二
十
五

歲
︵
一
九
二
九
︶
首
度
參
加
上
海
第
一
次

全
國
美
術
展
覽
，
翌
年
︵
一
九
三○

︶
榮

獲
比
利
時
萬
國
博
覽
會
金
牌
獎
，
聲
名

鵲
起
。
同
年
與
黃
少
強
︵
一
九○

○
∼

一
九
四
二
︶
在
廣
州
創
設
﹁
嶺
南
藝

苑
﹂
，
兼
事
創
作
與
教
學
。

遷
居
香
港
時
，
趙
少
昂
將
原
設
于

廣
州
的
﹁
嶺
南
藝
苑
﹂
移
至
香
港
復
開

︵
一
九
四
八
︶
，
授
徒
益
多
。
門
下
弟
子

遍
及
港
、
澳
、
台
及
海
外
地
區
，
實
際

上
，
嶺
南
畫
派
在
海
外
的
拓
展
，
傳
承
者

大
多
數
是
屬
於
趙
少
昂
一
脈
。

 趙少昂的簽名與印記　
少昂　少昂

趙少昂　桐花孔雀　廣州藝術博物院藏

黎雄才　紅葉棲禽　廣州藝術博物院藏

 黎雄才的簽名與印記　
雄才畫　嶺南黎雄才

 關山月的簽名與印記　
關山月　關山月印

黎
雄
才黎

雄
才
︵
一
九
一○

∼

二○
○

一
︶
，
廣
東
高
要
人
。
父
親
為
裱
畫
師
，

並
善
畫
，
黎
雄
才
受
此
影
響
，
自
幼
即
對

繪
畫
產
生
興
趣
。
十
六
歲
拜
高
劍
父
為

師
，
次
年
︵
一
九
二
六
︶
入
﹁
春
睡
畫

院
﹂
學
習
。
民
國
二
十
一
年
，
在
高
劍
父

的
挹
助
下
留
學
日
本
，
就
讀
於
東
京
美
術

學
校
。
二
十
四
年
歸
國
後
，
任
教
於
廣
州

市
立
專
科
美
術
學
校
，
畢
生
致
力
於
中
國

畫
創
作
與
教
育
。

關
山
月關

山
月
︵
一
九
一
二∼

二○
○

 

○

︶
，
原
名
澤
霈
，
廣
東
陽
江
人
。
民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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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善
深楊

善
深
︵
一
九
一
三∼

二○
○

四
︶

生
於
廣
東
臺
山
赤
溪
，
別
名
柳
齋
。
自
幼

雅
好
丹
青
，
十
二
歲
︵
一
九
二
四
︶
即
開

始
臨
摹
古
畫
。
十
八
歲
︵
一
九
三○

︶
移

居
香
港
，
二
十
一
歲
︵
一
九
三
三
︶
在

港
結
識
高
劍
父
，
受
其
鼓
勵
，
決
定
赴

日
深
造
。
二
十
三
歲
︵
一
九
三
五
︶
，
進

入
京
都
堂
本
美
術
專
科
學
校
就
讀
，
至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
返
回
香
港
。
中
日
戰

爭
期
間
，
楊
善
深
避
居
澳
門
，
與
高
劍

父
、
馮
康
侯
等
人
成
立
﹁
協
社
畫
會
﹂
。

一
九
四
五
年
後
仍
居
香
港
，
一
九
七○

年

復
在
港
成
立
﹁
春
風
畫
會
﹂
，
畫
室
名

﹁
春
風
草
堂
﹂
。
一
九
八
八
年
移
居
加
拿

大
，
但
仍
經
常
往
還
於
港
、
加
兩
地
。

楊
氏
早
年
畫
風
源
自
高
劍
父
，
兩
人

的
關
係
介
乎
師
友
之
間
。
後
來
亦
受
到
徐

悲
鴻
︵
一
八
九
五∼

一
九
五
三
︶
、
傅
抱

石
︵
一
九○

四∼

一
九
六
五
︶
繪
畫
的
影

響
。
他
長
於
素
描
，
又
好
旅
行
寫
生
、
舉

行
畫
展
，
足
跡
遍
歷
海
內
外
各
地
。
畫
風

筆
致
細
膩
綿
密
，
富
有
質
感
，
設
色
畫
亦

雅
麗
，
不
落
俗
套
。

結
語

傅
抱
石
在
︿
民
國
以
來
國
畫
之
史
的

觀
察
﹀
︵
一
九
三
七
︶
一
文
中
，
曾
經
對

中
國
南
方
繪
畫
的
發
展
，
抱
以
殷
切
的
寄

望
。
他
談
到
：
﹁
中
國
畫
僵
了
，
應
該
重

新
賦
予
新
的
生
命
，
新
的
力
量
，
使
適
合

當
時
代
的
一
切
。
︙
文
化
發
達
越
早
的
地

方
，
現
在
越
不
行
，
愈
倒
楣
。
反
之
，
文

化
後
起
的
地
方
則
愈
前
進
愈
厲
害
。
︙
珠

關山月　鳴禽飛瀑　廣州藝術 博物院藏

楊善深的簽名與印記　
善深畫　羊

楊善深　竹林七賢　廣州藝術博物院藏

二
十
四
年
受
到
高
劍
父
賞
識
，
進
入
﹁
春

睡
畫
院
﹂
習
畫
，
成
為
高
劍
父
的
入
室
弟

子
，
並
由
高
劍
父
改
名
為
關
山
月
。

關
山
月
在
藝
術
思
想
及
創
作
實
踐

上
，
均
深
受
高
氏
影
響
。
畢
身
致
力
於
中

國
畫
創
作
與
美
術
教
育
，
曾
歷
任
華
南
文

藝
學
院
美
術
部
副
部
長
、
中
南
美
專
副
校

長
、
廣
東
畫
院
院
長
。
他
強
調
藝
術
要
為

大
眾
服
務
，
在
師
法
造
化
、
反
映
現
實

生
活
的
作
畫
理
念
中
，
塑
造
自
我
的
風

格
。
關
氏
自
用
印
有
云
：
﹁
筆
墨
當
隨

時
代
﹂
、
﹁
不
隨
時
好
後
，
莫
做
古
洋

奴
。
﹂
皆
可
看
出
他
的
藝
術
理
念
與
堅
持
。

江
流
域
是
後
起
的
，
︙
中
國
畫
的
革
新
，

或
者
要
希
望
珠
江
流
域
了
。
﹂
珠
江
是
中

國
第
三
大
河
，
從
源
頭
到
河
口
，
共
流
經

四
省
及
香
港
、
澳
門
兩
地
。
傅
氏
所
稱
的

珠
江
流
域
，
主
要
應
是
指
嶺
南
的
廣
東
地

區
，
亦
即
﹁
嶺
南
畫
派
﹂
的
發
祥
地
。

回
顧
﹁
嶺
南
畫
派
﹂
在
近
代
的
崛

起
，
確
實
與
時
代
衝
擊
及
地
理
環
境
的
關

係
密
不
容
分
。
廣
東
身
為
推
翻
清
廷
的
革

命
原
鄉
，
﹁
嶺
南
三
傑
﹂
各
箇
是
中
國
同

盟
會
的
核
心
成
員
，
加
上
﹁
二
高
一
陳
﹂

早
年
學
畫
都
系
出
﹁
二
居
﹂
，
擁
有
共
通

的
傳
藝
背
景
，
爾
後
又
相
繼
負
笈
東
瀛
，

汲
取
日
本
近
代
繪
畫
的
元
素
。
歸
國
後
，

率
先
楬
櫫
﹁
折
衷
中
外
、
融
會
古
今
﹂
的

改
革
理
念
，
在
大
膽
賦
色
與
側
重
背
景
渲

染
兩
方
面
，
締
造
了
極
富
創
新
意
識
的
風

格
特
質
。
毋
怪
國
父
孫
中
山
先
生
會
稱
許

﹁
三
傑
﹂
所
作
﹁
足
以
代
表
革
命
精
神
的

新
時
代
美
感
﹂
了
。

民
國
初
年
，
﹁
嶺
南
三
傑
﹂
即
透

過
︽
真
相
畫
報
︾
發
表
文
章
、
刊
印
作
品

和
出
版
畫
集
。
又
屢
次
參
加
海
內
、
外
各

類
聯
展
，
並
舉
辦
個
展
，
戮
力
宣
揚
創
新

國
畫
的
思
維
，
致
能
成
功
地
在
藝
壇
激
起

風
潮
，
影
響
所
及
，
早
已
跨
出
了
珠
江
流

域
，
甚
至
稍
晚
出
的
革
新
巨
匠
，
如
徐
悲

鴻
︵
一
八
九
五∼

一
九
五
三
︶
、
劉
海
粟

︵
一
八
九
六∼

一
九
九
四
︶
、
林
風
眠

︵
一
九○

○
∼

一
九
九
一
︶
等
人
，
亦
或

多
或
少
受
到
﹁
三
傑
﹂
的
啟
示
，
雖
然
他

們
都
各
自
擁
有
獨
特
的
畫
風
，
但
融
合
中

西
的
理
路
則
一
。
若
說
，
博
採
衆
長
，
合

於
一
身
的
折
衷
派
創
作
方
式
，
是
近
現
代

美
術
發
展
進
程
中
，
最
富
有
時
代
色
彩
的

典
型
，
當
不
為
過
。

繼
﹁
三
傑
﹂
之
後
，
傳
承
嶺
南
派

的
知
名
畫
家
，
亦
未
侷
限
於
廣
州
，
舉
凡

香
港
、
澳
門
、
台
灣
及
海
外
等
地
，
均
不

乏
踵
繼
者
，
且
迄
於
今
日
而
未
衰
。
本
次

故
宮
舉
辦
﹁
溯
源
與
拓
展—

嶺
南
畫
派
特

展
﹂
，
通
過
﹁
嶺
南
二
居
﹂
、
﹁
嶺
南
三

傑
﹂
、
﹁
二
代
嶺
南
派
﹂
等
九
位
畫
家
的

九
十
件
作
品
，
來
演
繹
嶺
南
畫
派
的
創
作

源
頭
與
發
展
脈
絡
，
縱
或
未
盡
賅
十
九
世

紀
末
至
二
十
世
紀
嶺
南
畫
派
的
完
整
面

貌
，
但
舉
隅
反
三
，
應
可
讓
觀
眾
在
賞
覽

之
際
，
具
體
概
括
嶺
南
派
繪
畫
表
現
的
核

心
思
想
與
多
元
面
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