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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高劍父　虎嘯 　廣州藝術博物院藏

傅
抱
石
︵
一
九○

四

∼

一
九
六
五
︶

︿
民
國
以
來
國
畫
之
史
的
考
察
﹀
︵
一
九
三 

七
︶
提
到
高
劍
父
︵
一
八
七
九

∼

一
九
五 

一
︶
、
高
奇
峰
︵
一
八
八
九

∼

一
九
三
三
︶

對
於
中
國
畫
擁
有
改
革
大
願
，
並
且
實
際

從
事
多
年
，
﹁
高
氏
兄
弟
在
嶺
南
長
時
期
地

提
倡
新
國
畫
，
︙
高
奇
峰
氏
逝
世
了
，
劍
父

年
來
將
滋
長
於
嶺
南
的
畫
風
由
珠
江
流
域

擴
展
到
了
長
江
。
這
種
運
動
，
不
是
偶
然
，

也
不
是
毫
無
意
義
，
是
有
其
時
代
性
的
。
﹂

將
﹁
嶺
南
畫
風
﹂
視
為
當
時
中
國
畫
壇
重
要

一
環
。
高
劍
父
雖
為
嶺
南
畫
派
創
始
者
，

最
初
實
以
折
衷
派
自
稱
，
試
圖
調
和
中
西

藝
術
，
實
現
國
畫
創
新
；
其
間
曲
折
發

展
，
在
李
偉
銘
教
授
︿
從
折
衷
派
到
嶺
南

畫
派
﹀
一
文
論
述
詳
盡
。
生
於
清
朝
末
年

時
局
動
盪
、
世
界
變
化
快
速
的
高
劍
父
，

於
二
十
世
紀
初
遊
學
日
本
，
一
九○

八
年

在
廣
州
舉
辦
個
人
首
次
畫
展
，
即
自
稱

﹁
新
國
畫
﹂
；
民
國
初
年
高
劍
父
、
高
奇
峰

至
上
海
發
展
，
創
辦
︽
真
相
畫
報
︾
，
該
報

第
十
一
期
︵
一
九
一
二
年
︶
﹁
本
報
同
人
美

術
畫
﹂
有
﹁
古
派
﹂
、
﹁
折
衷
派
﹂
之
分
，

奇
峰
作
品
標
為
﹁
折
衷
派
﹂
，
劍
父
作
品
標

為
﹁
古
派
﹂
。
足
見
二
高
借
鏡
日
本
繪
畫
吸

收
新
法
，
同
時
意
識
傳
統
存
在
。
二
十
年

代
初
期
，
二
高
在
廣
東
積
極
教
學
授
徒
倡

導
﹁
新
國
畫
﹂
，
並
與
廣
州
國
畫
研
究
會
公

開
論
戰
，
逐
漸
在
廣
東
畫
壇
奠
定
地
位
，

成
為
重
要
繪
畫
流
派
。

高
劍
父
早
年
拜
晚
清
廣
東
名
畫
家

居
廉
︵
一
八
二
八

∼

一
九○

四
︶
為
師
，

早
期
作
品
如
畫
於
庚
子
年
︵
一
九○

○

︶

虎
嘯
鷹
揚

嶺
南
二
高
的
畜
獸
猛
禽
畫

許
文
美

高
劍
父
、
高
奇
峰
畫
藝
奠
基
於
居
巢
、
居
廉
畫
風
，
最
初
以
花
鳥
昆
蟲
為
主
，
其
後
尋
求
近
代
日

本
繪
畫
啟
發
，
後
續
發
展
頗
多
畜
獸
猛
禽
題
材
。
二
高
畜
獸
猛
禽
畫
作
既
參
照
京
都
畫
壇
寫
生
畫

風
，
又
同
時
融
入
傳
統
繪
畫
之
詩
畫
形
式
，
呈
現
清
末
民
初
外
來
文
化
衝
擊
下
，
二
高
藝
術
的
具

體
實
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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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
高
麟
﹂
之
︿
花
卉
四
條
﹀
︵
廣
州
藝

術
博
物
院
藏
︶
，
可
見
師
承
二
居
花
鳥
昆

蟲
畫
風
。
其
弟
高
奇
峰
早
年
雖
無
直
接
進

入
居
廉
門
下
，
透
過
兄
長
高
劍
父
轉
授
畫

學
，
亦
熟
習
二
居
風
格
。
高
劍
父
、
高

奇
峰
畫
藝
奠
基
於
二
居
畫
風
，
最
初
以
花

鳥
昆
蟲
為
主
，
其
後
尋
求
近
代
日
本
繪
畫

啟
發
，
後
續
發
展
頗
多
畜
獸
猛
禽
題
材
。

此
次
﹁
溯
源
與
拓
展—

嶺
南
畫
派
特
展
﹂

以
﹁
人
物
﹂
、
﹁
花
鳥
魚
蟲
﹂
、
﹁
畜
獸
猛

禽
﹂
、
﹁
山
水
﹂
四
單
元
展
出
，
其
中
﹁
畜

獸
猛
禽
﹂
集
結
本
院
、
廣
州
藝
術
博
物

院
、
中
央
研
究
院
嶺
南
美
術
館
、
挹
翠
山

堂
之
不
同
藏
品
為
一
區
，
展
現
嶺
南
畫
派

重
要
特
色
之
一
。

特
展
作
品
以
畫
虎
為
題
材
包
括
高
劍

父
︿
虎
嘯
﹀
︵
一
九
二
五
，
圖
一
︶
、
高
奇

峰
︿
雙
虎
﹀
︵
重
題
於
一
九
三
二
年
，
圖

二
︶
。
前
者
劍
父
題
識
：
﹁
山
中
夜
讀
陰

符
罷
，
虎
嘯
一
聲
山
月
高
。
品
卓
先
生
雅

政
。
乙
丑
春
。
弟
劍
父
。
﹂
後
者
奇
峰
自

識
：
﹁
一
聲
長
嘯
谷
生
風
，
木
葉
驚
飛
百

獸
空
；
城
社
儻
教
狐
鼠
少
，
不
須
草
澤
起

英
雄
。
廿
一
年
秋
九
月
重
題
題
識
補
白
。

奇
峰
高
嵡
。
﹂
畫
猿
題
材
作
品
包
括
高
奇

峰
︿
寒
猿
戲
雪
﹀
︵
一
九
一
六
，
圖
三
︶
，

款
﹁
丙
辰
高
嵡
﹂
、
高
奇
峰
︿
畫
猿
﹀
︵
年

代
不
詳
，
圖
四
︶
款
﹁
奇
峰
高
嵡
﹂
。
畫
鷹

題
材
作
品
包
括
高
劍
父
︿
鷹
揚
﹀
︵
年
代
不

詳
，
圖
五
︶
、
︿
楓
鷹
﹀
︵
年
代
不
詳
，
圖

六
︶
、
高
奇
峰
︿
秋
鷹
﹀
︵
年
代
不
詳
，
圖

七
︶
。
︿
鷹
揚
﹀
款
﹁
劍
父
﹂
。
︿
楓
鷹
﹀
題

款
：
﹁
落
日
平
原
散
鳥
群
，
西
風
爽
氣
動

秋
旻
；
江
邊
老
樹
身
如
鐵
，
獨
立
槎
枒
一

欠
伸
。
劍
父
。
﹂
︿
秋
鷹
﹀
款
：
﹁
士
彝
先

生
正
。
奇
峰
高
嵡
。
﹂
由
此
看
來
，
二
高
對

於
畜
獸
猛
禽
題
材
不
論
佈
局
、
技
法
，
差

異
並
不
大
。
由
於
高
奇
峰
逝
於
一
九
三
三

年
，
而
早
在
一
九
二
六
年
廣
州
中
山
紀
念

堂
落
成
時
，
國
民
政
府
即
以
高
價
購
入

高
奇
峰
三
幅
巨
畫
︿
海
鷹
﹀
、
︿
秋
江
白

馬
﹀
、
︿
雄
獅
﹀
，
足
見
二○

年
代
，
二
高

此
類
作
品
已
被
視
為
代
表
性
畫
作
。

高
劍
父
畫
虎

二
高
對
於
畜
獸
猛
禽
題
材
的
投
入
，

肇
始
於
高
劍
父
對
畫
虎
的
熱
中
。
據
高

氏
手
稿
︵
廣
州
藝
術
博
物
院
藏
，
︽
高
劍
父
詩
文

初
編
︾
收
錄
為
︿
畫
虎
筆
記
﹀
︶
、
李
撫
虹
︿
劍

父
先
生
畫
虎
講
話
﹀
︵
嶺
南
畫
派
研
究
室
藏
撫

虹
手
稿
複
印
本
，
收
入
於
︽
高
劍
父
詩
文
初
編
︾
附

錄
︶
，
高
劍
父
十
六
歲
便
開
始
畫
虎
：
﹁
童

圖二　高奇峰　雙虎　挹翠山堂藏

圖四　 高奇峰　畫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林宗毅先生捐贈 圖三　高奇峰　寒猿戲雪　中央研究院嶺南美術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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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已
喜
歡
寫
出
似
虎
非
虎
的
模
樣
來
，

蓋
寫
虎
成
癖
，
可
謂
之
與
生
俱
來
。
到
了

十
六
歲
的
時
候
，
便
開
始
繪
寫
。
初
由
宋

人
入
手
，
可
是
宋
人
的
寫
法
，
不
甚
著
，

不
過
只
得
其
概
而
已
。
繼
仿
郎
世
寧
。
東

渡
後
，
更
參
之
實
物
的
虎
，
和
研
究
動
物

學
里
的
虎
，
其
法
始
變
化
。
︙
﹂
高
劍
父

於
清
末
展
出
畫
作
開
始
享
有
盛
名
，
︿
劍

父
先
生
畫
虎
講
話
﹀
：
﹁
他
的
作
品
，
首
先

介
紹
於
南
中
，
遠
在
光
緒
卅
二
年
︵
一
九

○

六
︶
，
在
廣
州
畫
展
。
旋
于
宣
統
二
年

︵
一
九
一○

︶
在
上
海
、
杭
州
先
後
展

覽
；
民
三
︵
一
九
一
四
︶
在
南
京
畫
展
。

所
陳
除
虎
外
，
以
獅
、
豹
、
鷹
、
猴
為

多
。
畫
虎
之
名
，
因
以
大
著
，
嘗
有
﹃
高

老
虎
﹄
的
綽
號
。
﹂
﹁
先
生
寫
虎
，
既
在

四
十
年
前
，
而
其
享
畫
虎
的
盛
名
，
也
在

民
元
以
前
了
。
他
既
得
了
風
氣
之
先
，
曾

以
寫
虎
出
品
南
洋
勸
業
博
覽
會
，
一
紙
千

金
，
人
且
爭
購
，
而
囊
款
求
畫
者
，
更
踵

相
接
。
﹂
南
洋
勸
業
會
是
光
緒
三
十
四
年

︵
一
九○

八
︶
十
一
月
，
南
洋
大
臣
兩
江

總
督
端
方
︵
一
八
六
一

∼
一
九
一
一
︶
奏

設
以
南
洋
勸
業
會
之
名
舉
辦
博
覽
會
獲

准
。
會
場
在
南
京
，
宣
統
二
年
︵
一
九
一

○

︶
五
月
五
日
開
展
，
十
月
二
十
八
日
閉

幕
，
展
品
分
為
八
大
類
，
包
括
教
育
、
工

藝
、
醫
藥
、
農
業
、
美
術
、
機
械
、
通

運
、
武
備
，
是
年
十
二
月
編
有
︽
南
洋
勸

業
會
研
究
會
報
告
書
︾
出
版
。
︿
劍
父
先

生
畫
虎
講
話
﹀
續
記
：
﹁
高
先
生
除
了
展
覽

之
外
，
還
印
發
刊
物
，
以
資
宣
揚
。
當
民

元
之
際
，
在
上
海
創
辦
審
美
書
館
和
︽
真

相
畫
報
︾—

這
是
他
提
倡
新
藝
術
及
介
紹

各
國
藝
術
流
入
中
國
的
大
本
營
。
當
時
其

數
年
來
畫
虎
百
數
十
種
，
印
刷
行
世
，
且

兼
營
各
國
名
圖
畫
譜
，
以
圖
促
進
藝
術
之

革
新
。
於
是
長
江
一
帶
的
動
物
畫
家
，
未

嘗
不
受
其
影
響
。
﹂
由
此
可
知
，
清
末
至

民
初
正
是
二
高
致
力
於
動
物
畫
，
尤
其
是

虎
畫
之
時
。
今
日
收
藏
於
美
術
館
者
尚
有

高
劍
父
戊
午
年
︵
一
九
一
八
︶
﹁
客
吳
淞
江

上
之
詠
天
廬
﹂
所
作
︿
猛
虎
圖
﹀
、
高
奇
峰

﹁
乙
卯
︵
一
九
一
五
︶
初
夏
嶺
南
高
嵡
時

客
扈
豄
﹂
之
︿
猛
虎
圖
﹀
︵
廣
東
省
博
物
館

藏
︶
、
﹁
丙
辰
︵
一
九
一
六
︶
龝
九
，
心
準

道
兄
索
畫
，
奇
峰
弟
高
嵡
客
扈
之
作
﹂
︿
嘯

虎
﹀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文
物
館
藏
︶
，
此
畫

題
詩
﹁
山
中
夜
讀
陰
符
罷
，
虎
嘯
一
聲
山

月
高
。
﹂
亦
與
本
次
展
出
高
劍
父
︿
虎
嘯
﹀

︵
圖
一
︶
題
詩
同
。

︿
劍
父
先
生
畫
虎
講
話
﹀
述
﹁
東
渡

後
，
更
參
之
實
物
的
虎
，
和
研
究
動
物
學

圖七　高奇峰　秋鷹　廣州藝術博物院藏 圖六　高劍父　楓鷹　廣州藝術博物院藏

圖五　高劍父　鷹揚　中央研究院嶺南美術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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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的
虎
，
其
法
始
變
化
。
︙
﹂
可
知
高
劍

父
將
赴
日
視
為
自
身
畫
虎
作
風
的
轉
變
關

鍵
。
清
朝
末
葉
，
鄰
國
日
本
明
治
維
新
，

輸
入
西
方
科
技
文
化
以
求
民
富
國
強
。
留

學
、
遊
學
日
本
以
學
習
、
借
鏡
，
正
是
高

劍
父
所
處
時
代
氛
圍
。
高
劍
父
赴
日
時
間

據
李
偉
銘
推
測
第
一
次
為
一
九○

三
年
一

月
底
至
一
九○

四
年
春
；
第
二
次
在
一
九

○

六
年
冬
至
一
九○

七
年
。
而
高
氏
所
言

參
考
﹁
實
物
的
虎
﹂
和
研
究
﹁
動
物
學
里

的
虎
﹂
，
參
照
廣
州
藝
術
博
物
院
藏
高
劍

父
寫
生
稿
部
分
有
﹁
帝
國
博
物
館
摹
得
﹂
、

﹁
在
帝
室
博
物
館
摹
﹂
、
﹁
帝
國
圖
書
館

臨
摹
﹂
等
款
識
，
︿
畫
虎
筆
記
﹀
亦
言
：

﹁
在
博
物
院
對
骨
寫
生
﹂
，
當
指
高
氏
於

東
京
觀
摩
寫
生
成
果
。
﹁
帝
國
博
物
館
﹂

為
今
日
位
於
東
京
都
上
野
公
園
之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前
身
，
明
治
二
十
二
至
三
十
三

年
︵
一
八
八
九

∼

一
九○

○

︶
為
宮
內
省

所
管
；
一
九○

○

年
改
稱
東
京
帝
室
博
物

館
，
此
名
稱
使
用
至
一
九
四
七
年
。
而
不

論
是
﹁
帝
國
博
物
館
﹂
或
是
﹁
帝
室
博
物

館
﹂
，
日
本
明
治
時
代
成
立
博
物
館
的
初

衷
，
與
當
時
盛
行
舉
辦
博
覽
會
的
現
象
、

以
及
發
展
博
物
學
的
概
念
密
不
可
分
。
最

初
日
本
文
部
省
博
物
館
成
立
時
，
展
品
以

一
八
七
三
年
萬
國
博
覽
會
為
中
心
，
不
僅

有
書
畫
、
古
董
，
亦
有
動
植
物
標
本
；

一
八
七
三
年
文
部
省
博
物
館
併
入
太
政
官

政
院
的
博
覽
會
事
務
局
，
展
示
品
包
括
動

物
、
植
物
、
礦
物
標
本
；
一
八
七
五
年
博

覽
會
事
務
局
改
稱
為
博
物
館
，
歸
內
務
省

管
轄
。
一
八
八
一
年
歸
農
商
務
省
博
物
館

局
管
轄
，
一
八
八
六
年
改
宮
內
廳
管
轄
。

而
今
日
的
上
野
動
物
園
，
即
源
起
於
明
治

十
五
年
︵
一
八
八
二
︶
農
商
務
省
所
管
博

物
館
附
屬
設
施
開
園
，
成
為
日
本
第
一
個

動
物
園
，
明
治
十
九
年
︵
一
八
八
六
︶
亦

歸
宮
內
省
所
管
。
在
東
京
活
動
的
高
劍
父

既
觀
摩
寫
生
﹁
實
物
的
虎
﹂
和
﹁
動
物
學

里
的
虎
﹂
，
亦
有
所
領
會
。
︿
劍
父
先
生

畫
虎
講
話
﹀
：
﹁
近
代
有
博
物
院
和
馬
戲

班
，
然
後
畫
人
得
實
地
的
來
體
會
寫
虎
對

象
。
然
而
，
博
物
院
的
虎
，
終
日
困
在
籠

里
，
只
有
搖
尾
求
食
；
馬
戲
班
的
虎
，
供

人
驅
策
，
只
有
優
孟
衣
冠
，
它
那
震
攝
百

獸
的
雄
風
，
殆
已
消
磨
，
彷
彿
在
囹
圄
中

的
豪
杰
，
拿
來
代
表
一
切
的
英
雄
，
而
說

英
雄
的
本
色
，
如
此
如
此
，
行
嗎
？
故
吾

人
目
之
所
睹
，
只
是
虎
的
搖
尾
；
神
之
所

會
，
只
是
虎
的
傀
儡
；
而
必
強
曰
是
震
恐

百
獸
者
也
，
豈
不
大
可
笑
矣
乎
！
雖
然
，

它
有
時
也
有
煞
那
間
的
發
揮
其
本
性
的
姿

態
，
可
是
此
種
姿
態
，
是
微
乎
其
微
。
故

聰
明
的
畫
家
，
雖
有
時
欲
捉
著
它
那
煞
那

的
本
性
，
而
盡
情
地
來
表
現
，
仍
有
嫌
其

未
足
。
于
是
不
能
不
利
用
連
類
比
較
的
方

法
，
以
濟
其
窮
。
﹂

然
而
，
高
劍
父
雖
將
畫
虎
作
風
的

轉
變
，
歸
於
觀
摩
寫
生
﹁
實
物
的
虎
﹂

和
﹁
動
物
學
里
的
虎
﹂
帶
來
的
變
化
，

並
有
所
領
悟
，
實
則
對
日
本
藝
壇
的
學

習
，
更
為
關
鍵
。
陳
樹
人
︵
一
八
八
三

∼

一
九
四
八
︶
︿
寄
懷
高
劍
父
一
百
韵
﹀
寫

道
：
﹁
君
亦
去
師
門
，
遠
遊
非
所
辭
。
負

笈
遼
東
島
，
求
學
如
渴
飢
。
彼
邦
方
維

新
，
藝
壇
樹
丕
基
。
觀
摩
僅
三
年
，
精
華

擷
無
遺
。
︙
﹂
學
者
西
上
實
、
李
偉
銘
都

提
到
，
高
劍
父
雖
然
主
要
活
動
範
圍
在
東

京
，
畫
風
卻
與
京
都
畫
壇
關
係
密
切
。
從

高
劍
父
畫
虎
作
品
來
看
，
即
受
日
本
畫
家

大
橋
翠
石
︵
一
八
六
五

∼

一
九
四
五
︶
造

成
的
時
勢
影
響
深
遠
。
大
橋
翠
石
曾
從

江
戶
時
代
後
期
代
表
南
畫
家
天
野
方
壺

︵
一
八
二
四

∼

一
八
九
三
︶
學
畫
，
明
治

十
八
年
︵
一
八
八
五
︶
左
右
師
事
渡
邊
小

華
︵
一
八
三
五

∼

一
八
八
七
︶
，
渡
邊
過

世
後
他
在
故
鄉
獨
自
鑽
研
，
曾
因
臨
摹
圓

山
應
舉
︵
一
七
三
三

∼

一
七
九
五
︶
虎
畫

而
大
受
啟
發
，
轉
向
寫
生
畫
派
。
大
約
明

治
二
十
八
年
︵
一
八
九
五
︶
起
，
他
以
虎

圖
參
加
各
個
展
覽
會
，
並
屢
次
獲
獎
。
最

重
要
的
是
，
他
參
展
明
治
三
十
三
年
巴
黎

萬
國
博
覽
會
獲
得
金
牌
，
使
他
一
躍
成
為

日
本
重
要
畫
家
。
其
後
參
加
第
五
回
內
國

勸
業
博
覽
會
︵
一
九○

三
︶
展
出
︿
雙
虎

圖
﹀
獲
二
等
獎
，
參
加
美
國
聖
路
易
斯
萬

國
博
覽
會
︵
一
九○

四
︶
獲
金
牌
，
參
加

東
京
勸
業
博
覽
會
︵
一
九○

七
︶
獲
二
等

獎
，
並
在
日
英
博
覽
會
︵
一
九
一○

︶
展

出
︿
猛
虎
﹀
獲
得
金
牌
。

︽
真
相
畫
報
︾
第
十
期
︵
一
九
一
二

年
九
月
十
一
日
︶
同
時
刊
印
出
日
本
大

橋
翠
石
和
英
國
蘭
度
︵Sir E

dw
in

 H
en

ry 

L
an

d
seer, 1802–1873

︶
獅
畫
，
正
是
該

刊
物
旨
在
實
踐
﹁
提
倡
新
藝
術
及
介
紹
各

國
藝
術
﹂
︵
︿
劍
父
先
生
畫
虎
講
話
﹀
︶
，

足
見
二
高
對
二
家
的
熟
悉
程
度
。
而
︿
畫

虎
筆
記
﹀
中
高
劍
父
對
於
畫
虎
技
法
的
註

解
，
如
﹁
月
夜
虎
：
黃
色
中
搭
些
赭
墨

色
，
畫
成
後
再
用
淡
墨
藍
色
塗
蓋
虎
之
全

部
，
由
胸
至
尾
之
後
半
部
，
略
為
染
深
一

些
的
，
以
表
現
月
色
空
濛
之
意
。
蓋
月
色

籠
罩
下
，
其
光
與
色
和
白
晝
是
不
同
的
。
﹂

既
可
用
來
註
腳
如
︿
虎
嘯
﹀
︵
圖
一
︶
作

品
，
亦
可
溯
及
大
橋
翠
石
作
品
如
︿
月
下

猛
虎
之
圖
﹀
︵
圖
八
︶
的
畫
面
呈
現
。
︿
畫

虎
筆
記
﹀
另
一
則
﹁
醉
虎
：
寫
虎
伏
于
山

圖八　 大橋翠石　月下猛虎之圖　松本松榮堂藏　
引自《大橋翠石：日本一の虎の畫家》

圖九　 大橋翠石　睡眠虎之圖　私人藏　 
引自《大橋翠石：日本一の虎の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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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作
半
睡
狀
。
︙
舊
說
虎
食
人
則
醉
，

或
飽
食
後
如
人
之
假
寐
耳
。
﹂
也
詮
釋
了
大

橋
翠
石
︿
睡
眠
虎
之
圖
﹀
︵
圖
九
︶
這
類
畫

作
。
換
言
之
，
︿
畫
虎
筆
記
﹀
部
分
條
目

有
如
高
劍
父
對
日
本
虎
畫
的
回
應
。
再
看

高
劍
父
︿
虎
嘯
﹀
︵
圖
一
︶
，
一
方
面
以
老

虎
月
下
活
動
表
現
，
另
方
面
老
虎
齜
牙
裂

嘴
長
嘯
的
姿
態
，
除
常
見
於
二
高
虎
畫
，

亦
本
為
大
橋
翠
石
所
擅
長
。
︵
參
見
︿
皇

后
陛
下
御
用
品
原
圖
﹀
，
一
九○

二
，
圖

十
︶
︽
高
劍
父
寫
生
稿
︾
收
錄
畫
虎
寫
生
稿

︵
圖
十
一
︶
，
也
與
大
橋
翠
石
畫
虎
風
格
相

近
。
而
︿
劍
父
先
生
畫
虎
講
話
﹀
記
高
劍

父
：
﹁
乃
將
寫
虎
的
法
度
與
寫
虎
稿
本
，

盡
舉
而
授
之
乃
弟
奇
峰
、
劍
僧
。
﹂
構
成

了
二
高
兄
弟
畫
虎
相
似
的
基
調
。

二
高
畜
獸
猛
禽
畫
作
與
題
詩

除
大
橋
翠
石
外
，
京
都
畫
家
竹
內

栖
鳳
亦
參
加
一
九○

○

年
巴
黎
萬
國
博

覽
會
，
獲
得
銅
牌
的
參
展
作
品
︿
雪
中
噪

雀
﹀
︵
圖
十
二
︶
，
表
現
白
色
積
雪
上
的

麻
雀
；
此
畫
即
是
︽
真
相
畫
報
︾
第
一

期
︵
一
九
一
二
年
六
月
五
日
︶
，
署
名
高

奇
峰
︿
雀
圖
﹀
臨
仿
對
象
。
竹
內
栖
鳳
從

巴
黎
萬
國
博
覽
會
歸
國
途
中
，
在
比
利

時
動
物
園
寫
生
獅
子
，
回
國
後
於
明
治

三
十
四
年
︵
一
九○

一
︶
畫
了
︿
虎‧

獅

子
﹀
︵
六
扇
屏
風
一
對
︶
；
同
年
第
七
回

新
古
美
術
展
展
出
︿
獅
子
﹀
，
為
金
屏
風

上
水
墨
繪
三
頭
獅
子
；
明
治
三
十
五
年

︵
一
九○

二
︶
有
作
品
︿
大
獅
子
圖
﹀
︵
藤

田
美
術
館
藏
︶
。
而
竹
內
栖
鳳
學
生
西
村

五
雲
︵
一
八
七
七

∼
一
九
三
八
︶
，
原
本

是
岸
竹
堂
︵
一
八
二
六

∼

一
八
九
七
︶
學

生
，
岸
派
向
來
擅
長
虎
圖
，
明
治
三
十
年

︵
一
八
九
七
︶
二
十
歲
的
五
雲
在
第
一
回
後

素
青
年
會
展
，
以
︿
虎
﹀
入
選
第
九
名
；
同

年
岸
竹
堂
過
世
，
兩
年
後
的
明
治
三
十
二

年
︵
一
八
九
九
︶
西
村
五
雲
入
於
竹
內
栖
鳳

門
下
。
明
治
四
十
年
︵
一
九○

七
︶
西
村

五
雲
在
第
一
回
文
展
以
描
繪
白
熊
的
︿
咆

哮
﹀
獲
得
三
等
獎
，
開
拓
日
本
動
物
畫
的

題
材
︵
圖
十
三
︶
；
︽
真
相
畫
報
︾
第
六

期
︵
一
九
一
二
年
八
月
一
日
︶
高
奇
峰
所
繪

白
熊
受
此
流
風
影
響
。
竹
內
栖
鳳
亦
繪
畫

猿
猴
題
材
，
明
治
三
十
年
︵
一
八
九
七
︶

以
︿
孤
猿
待
月
﹀
參
加
第
十
回
日
本
美
術

協
會
展
覽
會
；
作
品
︿
白
猿
﹀
︵
日
本
王
舍

圖十一　 高劍父　寫生稿　引自《高劍父寫生稿》

圖十二　 竹內栖鳳　雪中噪雀　霞中庵　竹內栖鳳紀念館藏　與巴黎萬國博覽會展品同類畫作　引自《京都畫壇の巨匠：竹內栖鳳展》

圖十三　 西村五雲　咆哮　引自《西村五雲》

圖十　 大橋翠石　皇后陛下御用品原圖　私人收藏　 
引自《大橋翠石：日本一の虎の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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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嘯鷹揚—嶺南二高的畜獸猛禽畫

專　輯

城
美
術
寶
物
館
藏
︶
既
寫
生
，
又
令
人
聯

想
到
南
宋
末
牧
谿
的
猿
畫
。

京
都
畫
壇
動
物
畫
興
盛
，
承
襲
圓
山

四
條
派
、
岸
派
寫
生
傳
統
，
融
入
西
洋
畫

寫
實
作
風
，
發
展
特
色
。
這
段
時
期
不
僅

是
高
劍
父
赴
日
學
習
的
時
間
，
也
是
他
奔

走
於
日
本
、
廣
東
二
地
，
既
吸
收
日
本
畫

風
，
並
滿
懷
改
革
熱
情
的
時
期
。
晚
清
辦

報
風
氣
興
盛
，
光
緒
三
十
一
年
︵
一
九○

五
︶
九
月
創
刊
於
廣
州
的
︽
時
事
畫
報
︾

即
有
高
劍
父
參
與
。
︽
時
事
畫
報
︾
編
輯
為

潘
達
微
︵
一
八
八○

∼

一
九
二
九
︶
、
高
劍

父
、
陳
垣
︵
一
八
八○

∼

一
九
七
一
︶
、
何

劍
士
︵
一
八
七
七

∼

一
九
一
五
︶
，
十
日
為

一
期
，
宗
旨
為
﹁
仿
東
西
各
洋
畫
規
則
、

辦
法
，
考
物
及
紀
事
，
俱
用
圖
畫
，
以
開

通
民
智
、
振
發
精
神
為
宗
旨
。
﹂
且
﹁
不
惜

重
資
延
聘
美
術
家
專
司
繪
畫
，
凡
一
事
一

物
，
描
摹
善
狀
，
閱
者
可
以
徵
實
事
而
資

考
據
。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丁
未
年
︵
一
九○

七
︶
第
一
期
正
月
二
十
日
出
版
的
︽
時
事

畫
報
︾
，
﹁
封
面
﹂
即
有
對
日
本
繪
畫
的
運

用
。
封
面
一
獅
據
於
左
下
，
一
熊
一
虎
行

於
前
，
二
隻
老
鷹
盤
旋
於
上
，
畫
面
往
後

延
伸
為
海
平
面
，
遠
方
旭
日
升
起
，
構
成

新
穎
的
畫
面
。

來
自
日
本
的
畜
獸
猛
禽
畫
風
，
在
中

國
社
會
不
全
然
地
被
視
為
寫
生
作
品
。
此

種
情
況
，
從
清
末
丘
逢
甲
︵
一
八
六
四

∼

一
九
一
二
︶
贈
詩
可
見
一
斑
：
﹁
昨
聞
大

高
︵
時
人
稱
先
生
為
大
高
，
奇
峰
先
生
為

小
高
︶
夜
畫
虎
，
群
雄
草
澤
爭
驚
猜
；
畫

虎
高
于
真
虎
價
，
千
金
一
紙
生
風
雷
。
﹂

︵
︽
壯
遊
集
︾
︶
前
引
︿
劍
父
先
生
畫
虎
講

話
﹀
知
高
劍
父
認
為
﹁
博
物
院
的
虎
﹂
和

﹁
馬
戲
班
的
虎
﹂
都
無
法
代
表
﹁
英
雄
﹂
，

因
缺
乏
﹁
震
攝
百
獸
的
雄
風
﹂
。
以
﹁
英

雄
﹂
作
為
虎
畫
意
旨
呈
現
，
在
民
國
初

年
︽
真
相
畫
報
︾
相
當
明
顯
。
︽
真
相
畫

報
︾
既
以
圖
畫
為
出
刊
特
色
，
畫
報
中
敘

明
﹁
本
報
圖
畫
之
特
色
﹂
﹁
圖
畫
﹂
實
包

括
﹁
歷
史
畫
﹂
、
﹁
美
術
畫
﹂
、
﹁
地
勢
寫

真
畫
﹂
、
﹁
滑
稽
畫
﹂
、
﹁
時
勢
寫
真
畫
﹂
、

﹁
名
勝
寫
真
畫
﹂
、
﹁
時
事
畫
﹂
等
，
其
中

﹁
美
術
畫
﹂
為
﹁
世
界
發
達
，
則
物
質
進

化
，
不
可
無
美
術
以
為
表
揚
。
而
南
北
異

派
，
中
西
殊
軌
。
本
報
記
者
合
種
種
家
法

圖十五　 高劍父　秋樹老猿圖　廣東省博物館藏　 
引自《中國近代畫派畫集—嶺南畫派》

圖十四　 高奇峰　猛虎圖　廣東省博物館藏　 
引自《中國近代畫派畫集—嶺南畫派》

為
一
手
，
洵
為
美
術
界
別
開
生
面
。
面
對

於
學
堂
教
科
，
亦
足
資
參
考
而
增
學
識
。
﹂

作
為
刊
物
一
個
單
元
，
﹁
美
術
畫
﹂
相
異

其
他
﹁
圖
畫
﹂
類
別
而
為
﹁
畫
片
﹂
形

式
，
有
如
刊
印
一
件
美
術
作
品
。
畫
報
第

四
期
︵
一
九
一
二
年
七
月
十
一
日
︶
﹁
美

術
畫
﹂
為
一
長
嘯
老
虎
，
並
題
：
﹁
莽
莽

風
雲
，
乾
坤
獨
嘯
；
崛
起
山
林
，
英
雄
寫

照
。
﹂
廣
東
省
博
物
館
藏
高
奇
峰
︿
猛
虎

圖
﹀
︵
圖
十
四
︶
題
亦
同
，
款
﹁
乙
卯
初

夏
︵
一
九
一
五
︶
嶺
南
高
嵡
時
客
扈
豄
。
﹂

可
茲
對
照
。
其
與
展
品
高
奇
峰
︿
雙
虎
﹀

︵
圖
二
︶
題
詩
：
﹁
一
聲
長
嘯
谷
生
風
，
木

葉
驚
飛
百
獸
空
；
城
社
儻
教
狐
鼠
少
，
不

須
草
澤
起
英
雄
。
﹂
都
是
藉
由
虎
嘯
之
姿
，

表
現
草
澤
英
雄
威
武
勇
猛
。
展
品
高
劍
父

︿
虎
嘯
﹀
︵
圖
一
︶
題
詩
：
﹁
山
中
夜
讀
陰

符
罷
，
虎
嘯
一
聲
山
月
高
。
﹂
語
出
宋
代
王

安
石
︵
一○

二
一

∼

一○

八
六
︶
晚
年
居

住
鍾
山
，
與
俞
紫
芝
︵
？

∼

一○

八
六
︶

往
來
唱
和
。
俞
紫
芝
少
有
高
行
不
娶
，
得

浮
屠
心
法
，
尤
工
於
詩
，
有
﹁
夜
寒
童
子

唤
不
醒
，
猛
虎
一
聲
山
月
高
。
﹂
句
，
尤
得

王
安
石
欣
賞
。

高
劍
父
︿
楓
鷹
﹀
︵
圖
六
︶
題
詩
出
自

明
代
陳
獻
章
︵
一
四
二
八

∼

一
五○

○

︶

︿
畫
鷹
﹀
一
詩
：
﹁
落
日
平
原
散
鳥
群
，
西

風
爽
氣
動
秋
旻
；
江
邊
老
樹
身
如
鐵
，
獨

立
槎
枒
一
欠
伸
。
﹂
︵
︽
陳
白
沙
集
︾
︶
題
詩

原
為
題
畫
詩
，
藉
此
強
調
鷹
姿
獨
立
。
至

於
猿
猴
題
材
，
︽
真
相
畫
報
︾
第
十
二
期

︵
一
九
一
二
年
︶
刊
載
高
奇
峰
猿
畫
，
上

有
劍
父
題
識
：
﹁
萬
古
西
山
只
月
明
，
畫

中
依
約
曉
猿
鳴
；
幽
人
未
去
須
深
聽
，
一

出
世
間
無
此
聲
。
元
年
小
春
奇
峰
畫
猴
。

劍
父
補
景
並
識
于
真
相
畫
報
。
﹂
題
詩
為

元
代
劉
因
︵
一
二
四
九

∼

一
二
九
三
︶
︿
畫

猿
﹀
詩
，
亦
原
為
題
畫
詩
；
強
調
猿
本
居

深
山
，
所
發
之
聲
亦
為
絕
世
稀
聲
，
一

入
塵
世
便
無
此
清
明
之
音
。
畫
中
松
幹
一

猿
棲
息
，
凝
視
遠
方
，
左
側
一
輪
明
月
。

猿
毛
色
澤
秀
潤
，
暈
染
色
調
深
淺
變
化
。

臉
部
做
出
立
體
效
果
，
眼
鼻
耳
口
和
指
頭

更
因
墨
線
勾
勒
加
強
。
本
次
展
出
高
奇
峰

︿
畫
猿
﹀
︵
圖
四
︶
雖
無
題
，
但
二
者
構

圖
、
繪
法
相
近
，
可
互
相
參
照
。
特
展
中

高
奇
峰
︿
寒
猿
戲
雪
﹀
︵
圖
三
︶
雖
無
題

詩
，
但
畫
面
表
現
可
與
高
劍
父
︿
秋
樹
老

猿
圖
﹀
︵
一
九
二○

，
圖
十
五
︶
參
照
，
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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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猿
盪
林
間
。
︿
寒
猿
戲
雪
﹀
尤
其
強
調
掛

猿
張
口
呼
叫
神
態
。
︿
秋
樹
老
猿
圖
﹀
題

詩
：
﹁
冷
泉
亭
上
呼
嫌
少
，
巫
峽
舟
中
聽
厭

多
；
白
髮
老
人
春
夢
短
，
月
明
孤
館
奈
君

何
。
﹂
詩
出
自
元
末
李
祁
︿
題
猿
﹀
，
亦
原

為
題
畫
詩
。 

由
此
看
來
，
二
高
畜
獸
猛
禽
作
品
，

不
僅
學
習
日
本
畫
﹁
寫
生
﹂
技
法
，
亦
企

圖
契
合
清
末
民
初
社
會
現
實
，
藉
由
畫
面

融
合
古
代
題
畫
詩
，
開
展
畜
獸
猛
禽
題
材

的
表
現
力
。
這
種
作
法
可
與
高
劍
父
在

︽
真
相
畫
報
︾
﹁
詞
林
﹂
︵
或
﹁
文
苑
﹂
︶
單

元
闢
﹁
題
畫
詩
圖
說
﹂
，
輯
錄
古
代
詠
物
詩

的
現
象
得
到
佐
證
。
︽
真
相
畫
報
︾
第
十
一

期
︵
一
九
一
二
年
︶
﹁
題
畫
詩
圖
說
﹂
，
既

刊
﹁
長
壽
昆
蟲
生
長
地
下
十
七
年
之
第
一

次
重
見
天
日
﹂
共
十
六
張
照
片
，
說
明
蟬

生
長
過
程
，
並
同
時
附
輯
歷
朝
名
人
詠
蟬

詩
於
後
，
羅
列
出
宋
蘇
軾
︵
一○

三
六

∼

一
一○

一
︶
、
姜
夔
︵
一
一
五
五

∼

一
二○

九
︶
、
陸
游
︵
一
一
二
五

∼

一
二
一○

︶
、

明
唐
寅
︵
一
四
七○

∼

一
五
二
三
︶
、

徐
渭
︵
一
五
二
一

∼

一
五
九
三
︶
、
元

虞
集
︵
一
二
七
二

∼

一
三
四
八
︶
、
丁
鶴

年
︵
一
三
三
五

∼

一
四
二
四
︶
、
清
查
慎

行
︵
一
六
五○

∼

一
七
二
七
︶
、
王
士

禛
︵
一
六
三
四

∼

一
七
一
一
︶
、
居
巢

︵
一
八
一
一

∼

一
八
六
五
︶
等
人
詩
作
或

截
句
，
以
融
入
寫
真
視
覺
與
舊
有
古
詩
。

第
十
二
期
︵
一
九
一
二
年
︶
﹁
題
畫
詩
圖

說
﹂
單
元
以
梅
為
題
，
刊
印
劍
父
自
作
梅

畫
，
並
輯
錄
梁
簡
文
帝
等
歷
朝
詩
家
詠
梅

詩
共
三
十
五
首
。
因
此
，
二
高
倡
議
﹁
折

衷
中
西
、
融
會
古
今
﹂
理
念
，
不
僅
涉
及

中
外
繪
畫
技
法
，
實
際
也
關
係
著
文
化
傳

統
，
企
圖
將
古
詩
意
涵
與
外
來
畫
風
統
整

於
畫
面
。

結
論

高
劍
父
於
二
十
世
紀
初
負
笈
東
瀛
，

引
用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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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真
相
畫
報
︾
，
第
一
期
至
第
十
七
期
，
上

海
：
真
相
畫
報
社
，
一
九
一
二
年
六
月
五
日
至

一
九
一
三
年
三
月
一
日
，
中
央
研
究
院
近
史
所
圖

書
館
視
聽
室
光
碟
。

2.  

李
偉
銘
，
︿
高
劍
父
留
學
日
本
考
﹀
，
收
入
︽
中
國

美
術
研
究
：
陳
少
丰
教
授
從
教
五
十
周
年
紀
念
文

集
︾
，
北
京
：
人
民
美
術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四
，

頁
四
七
二—

四
九
五
。

3.  

李
偉
銘
輯
錄
整
理
，
高
勵
節
、
張
立
雄
校
訂
，

︽
高
劍
父
詩
文
初
編
︾
，
廣
州
：
廣
東
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九
。

4.  

李
偉
銘
，
︿
從
折
衷
派
到
嶺
南
畫
派
﹀
，
︽
圖
像
與

歷
史—

二
十
世
紀
中
國
美
術
論
稿
︾
，
北
京
：
中

國
人
民
大
學
出
版
社
，
二
〇
〇
五
，
頁
四
六—

七
七
。

5.  

李
偉
銘
，
︿
黎
雄
才
、
高
劍
父
藝
術
異
同
論
﹀
，

︽
圖
像
與
歷
史
：
二
十
世
紀
中
國
美
術
論
稿
︾
，
頁

七
八—

一
〇
一
。

6.  

西
上
實
，
︿
高
劍
父
の
山
水
圖
に
見
る
折
衷
主
義

と
日
本
畫
影
響
ー
山
本
春
拳
と
の
關
係
を
中
心

に
﹀
，
︽
中
國
近
代
繪
畫
と
日
本
︾
，
京
都
：
京
都

國
立
博
物
館
，
二
〇
一
二
，
頁
八—

一
五
。

7.  

韓
叢
耀
，
︽
中
國
近
代
圖
像
新
聞
史
一
八
四
〇

∼

一
九
一
九
︾
，
南
京
：
南
京
大
學
出
版
社
，

二
〇
一
二
，
頁
四
二
四—

四
二
五
。

山
水
畫
雖
受
日
本
畫
影
響
，
卻
偏
向
汲
取

京
都
畫
壇
畫
風
的
現
象
，
向
為
學
者
關

注
。
李
偉
銘
認
為
這
是
﹁
文
化
傳
播
、
接

受
過
程
中
一
個
耐
人
尋
味
的
現
象
。
﹂
而

以
繪
畫
元
素
來
說
明
山
元
春
舉
、
竹
內

栖
鳳
等
代
表
的
圓
山
、
四
條
派
風
格
之
線

條
、
筆
法
，
獲
得
高
劍
父
立
基
於
傳
統
繪

畫
的
認
同
。
從
畜
獸
猛
禽
畫
來
看
，
二
高

在
文
化
衝
擊
下
的
具
體
實
踐
，
亦
值
得
探

究
。
二
高
除
追
求
近
代
日
本
動
物
畫
栩
栩

如
生
、
寫
實
效
果
，
詩
畫
結
合
仍
為
畫
面

不
可
或
缺
元
素
，
反
映
出
二
高
在
清
末
民

初
文
化
劇
變
下
建
立
與
觀
者
對
話
的
真
實

面
向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書
畫
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