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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藏
在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觀
海
堂

藏
書
，
如
今
恐
怕
無
庸
絮
說
，
是
晚
清
學

者
楊
守
敬
的
部
分
收
藏
，
即
楊
氏
去
世
後

被
政
府
採
購
的
其
藏
書
中
，
除
去
撥
交
松

坡
圖
書
館
的
﹁
十
之
五
六
﹂
︵
後
歸
北
京

的
國
家
圖
書
館
庋
藏
︶
以
外
的
部
分
，
據

悉
總
共
有
一
千
六
百
多
部
，
一
萬
五
千
多

冊
。
若
只
從
其
數
量
來
講
，
這
批
古
籍
並

不
顯
眼
，
但
如
眾
所
知
，
其
中
的
精
華
都

是
楊
氏
在
日
本
透
過
與
當
地
第
一
流
的
收

藏
家
、
版
本
學
家
的
交
往
搜
求
而
得
的
，

因
此
其
自
然
有
別
於
一
般
的
藏
書
，
具
備

獨
自
的
特
徵
。
袁
同
禮
早
在
︽
故
宮
所
藏

觀
海
堂
書
目
︾
︵
民
國
二
十
一
年
︶
的
序

文
中
就
如
下
寫
道
：

竊
念
此
目
雖
非
觀
海
堂
藏
書
之
全
部
，

然
所
著
錄
，
為
其
他
書
目
所
不
及
者
有

二
：
一
曰
古
抄
本
，
二
曰
醫
書
。
日
本

所
傳
古
抄
本
，
多
存
隋
唐
之
舊
，
其

價
值
當
出
宋
元
舊
刊
之
上
，
今
巋
然
獨

存
，
而
為
一
般
收
藏
家
所
未
見
。
至
醫

籍
秘
本
，
大
抵
皆
小
島
學
古
︵
名
尚

質
，
醫
官
︶
舊
藏
，
學
古
三
世
以
醫
學

鳴
於
日
本
，
藏
書
之
富
，
罕
有
其
匹
。

今
觀
其
所
收
者
，
多
為
各
書
目
所
未

載
，
甯
非
書
城
之
巨
封
，
文
苑
之
寶
藏

耶
？袁

氏
提
到
的
如
此
特
徵
，
楊
守
敬

自
己
當
然
也
很
清
楚
。
據
︽
日
本
訪
書

志
．
緣
起
︾
所
言
，
他
作
為
駐
日
使
館
隨

員
到
東
京
就
任
後
第
二
年
，
即
光
緒
七

年
就
已
經
了
解
到
﹁
日
本
古
抄
本
︙
大

抵
根
源
於
李
唐
，
或
傳
鈔
於
北
宋
，
是
皆

楊
守
敬
是
晚
清
學
者
，
亦
是
書
法
家
、
藏
書
家
，
而
其
作
為
藏
書
家
的
成
就
，
與
他
以
駐
日
使
館

隨
員
身
份
居
留
日
本
的
經
歷
有
密
不
可
分
的
關
係
。
也
就
是
說
，
作
為
藏
書
家
，
或
目
錄
、
版
本

學
者
的
他
，
是
在
外
國
日
本
入
其
門
而
深
造
，
遂
至
自
成
一
家
的
，
而
此
經
歷
就
是
他
與
眾
不
同

的
獨
特
所
在
。
在
此
介
紹
的
觀
海
堂
藏
書
，
即
可
謂
是
表
現
他
此
種
獨
特
性
的
實
物
，
或
可
謂
是

產
生
此
種
獨
特
性
的
原
因
。

井
上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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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國
所
未
聞
﹂
，
同
時
也
認
識
到
﹁
日
本

醫
員
多
博
學
，
藏
書
亦
醫
員
為
多
，
︙
故

醫
籍
尤
收
羅
靡
遺
。
﹂
不
僅
如
此
，
他
還

用
其
敏
銳
的
眼
光
發
現
﹁
日
本
頗
多
朝
鮮

古
刻
本
﹂
，
﹁
有
彼
國
習
見
而
中
土
今
罕

遇
者
，
又
有
彼
國
翻
刻
舊
本
，
而
未
西
渡

者
﹂
，
於
是
與
宋
元
明
版
、
古
寫
本
一

樣
，
這
種
善
本
書
也
被
其
盡
力
搜
集
。
總

而
言
之
，
觀
海
堂
藏
書
是
楊
守
敬
﹁
日
本

訪
書
﹂
的
實
物
成
果
，
因
此
從
這
一
點
來

看
，
確
實
與
﹁
一
般
收
藏
家
﹂
的
藏
書
頗

有
不
同
。

觀
海
堂
中
不
乏
﹁
海
外
異
書
﹂
、

﹁
驚
人
秘
笈
﹂
，
若
要
介
紹
其
全
貌
並

不
容
易
，
坦
率
地
說
，
已
非
筆
者
所
能
勝

任
。
因
為
故
宮
所
藏
的
一
千
六
百
多
部

中
，
到
現
在
為
止
，
筆
者
只
能
調
查
到
其

極
少
的
一
部
分
，
而
且
作
為
觀
海
堂
藏
書

一
大
特
徵
的
﹁
日
本
所
傳
古
抄
本
﹂
，
由

於
筆
者
目
前
沒
有
研
究
上
的
需
要
，
因
此

並
未
對
其
查
閱
過
。
儘
管
如
此
，
管
窺
所

及
尚
有
不
少
善
本
，
的
確
具
備
觀
海
堂
藏

本
的
特
徵
，
且
有
很
高
的
學
術
或
文
物
價

值
。
又
有
其
中
一
些
，
僅
從
欣
賞
的
角
度

看
也
很
值
得
一
談
，
對
於
此
種
書
，
我
們

無
須
故
作
學
究
態
，
可
以
用
更
輕
鬆
的
態

度
去
享
受
。
那
麼
現
在
就
把
這
一
寶
藏
中

的
若
干
善
本
書
介
紹
給
讀
者
，
以
作
打
開

觀
海
堂
的
門
把
吧
。

首
先
要
介
紹
的
是
元
刊
本
︽
北
溪
先

生
性
理
字
義
︾
。
︵
圖
一
︶
這
一
版
本
，
一

看
就
知
道
純
係
元
代
建
本
風
格
，
其
字

樣
也
與
在
明
初
刊
本
上
往
往
見
到
的
呆

板
、
不
整
有
所
不
同
，
倒
讓
人
覺
得
與
宋

版
相
通
。
實
際
上
，
從
以
下
幾
點
确
實

可
以
推
斷
此
本
源
自
宋
版
，
如
文
中
避

﹁
讓
﹂
字
作
﹁
遜
﹂
，
﹁
貞
﹂
字
也
有
時

缺
末
筆
︵
卷
上
﹁
仁
義
禮
智
信
﹂
條
︶
，

以
及
﹁
我
朝
范
忠
宣
公
﹂
的
﹁
朝
﹂
字
上

空
一
格
︵
卷
上
﹁
忠
恕
﹂
條
︶
。
這
是
因

為
﹁
讓
﹂
是
英
宗
的
父
親
濮
安
懿
王
的
諱

字
，
﹁
貞
﹂
是
仁
宗
的
嫌
諱
，
而
空
格
則

無
非
是
由
將
宋
朝
視
為
﹁
我
朝
﹂
的
人
所

為
。

在
版
本
系
統
上
可
推
斷
為
直
接
宋

版
，
也
就
意
味
著
這
一
版
本
的
文
字
應
該

有
不
可
忽
視
的
價
值
，
很
可
能
保
留
其
本

來
面
目
，
而
此
觀
海
堂
藏
本
︽
字
義
︾

的
文
字
確
實
有
其
優
異
之
處
。
在
這
裡
，

雖
然
無
法
、
恐
怕
也
沒
必
要
一
一
介
紹

其
具
體
的
例
子
，
但
如
卷
上
﹁
性
字
﹂
條

的
﹁
在
鼻
能
嗅
﹂
一
句
，
只
有
此
元
刊
本

的
文
字
才
是
正
確
，
而
中
國
通
行
諸
本
將

其
寫
作
﹁
在
鼻
能
浥
﹂
，
就
有
些
莫
名
其

妙
了
。
此
外
，
此
本
的
結
構
與
中
國
通
行

諸
本
大
有
不
同
，
而
在
通
行
本
裡
也
有
出

現
的
陳
宓
序
有
云
﹁
凡
二
十
有
五
門
﹂
，

亦
只
符
合
元
版
系
統
。
就
是
說
，
此
元
版

︽
字
義
︾
是
在
我
們
目
前
所
能
見
到
的
諸

多
版
本
當
中
最
古
的
海
內
孤
本
，
且
其
文

字
也
極
為
值
得
重
視
。

此
本
在
中
國
絕
跡
，
只
在
日
本
流
傳

下
來
，
這
一
事
實
似
乎
並
不
全
部
是
偶
然

所
致
，
而
有
其
所
以
然
，
或
者
有
其
一
定

的
背
景
。
在
中
國
，
整
個
明
代
前
半
期
的

學
術
非
常
貧
乏
，
顯
得
極
其
單
調
，
連
程

朱
理
學
的
經
典
著
作—

沒
被
簡
化
、
通
俗

化
的
原
本—

也
很
少
有
人
讀
、
很
少
被
出

版
。
但
到
了
明
代
後
半
期
，
學
術
界
發
生

了
急
劇
的
變
化
，
出
版
界
也
呈
現
出
空
前

的
盛
況
，
而
這
種
變
化
是
隨
著
士
人
對
正

統
之
學
程
朱
理
學
信
仰
的
巨
大
動
搖
、
甚

至
是
衰
弱
而
產
生
的
。
然
後
到
了
清
代
，

雖
然
程
朱
作
為
正
統
思
想
仍
舊
為
國
家
所

尊
崇
，
但
在
士
人
社
會
裡
，
對
它
的
信
仰

卻
一
直
在
低
迷
。

然
而
在
日
本
，
正
與
中
國
相
反
，
自

從
相
當
於
明
末
清
初
的
十
七
世
紀
以
來
，

程
朱
理
學
開
始
被
學
術
界
積
極
地
學
習
，

廣
泛
地
接
受
，
因
而
其
權
威
也
逐
漸
達
到

了
極
點
。
觀
海
堂
的
這
一
套
，
由
其
朱

點
、
藏
印
來
看
，
似
可
定
為
室
町
末
到
江

戶
初
的
時
候
，
大
概
在
十
六
世
紀
後
半
期

傳
入
到
日
本
，
之
後
在
整
個
江
戶
時
代
，

一
直
為
學
者
所
閱
讀
和
愛
惜
收
藏
。

在
日
本
通
行
的
︽
北
溪
字
義
︾
雖

然
不
是
直
接
用
元
版
翻
刻
的
，
但
與
元

版
同
屬
一
個
系
統
。
首
先
，
元
和
四
年

︵
一
六
一
九
︶
或
稍
早
一
點
，
有
人
根
據

朝
鮮
嘉
靖
三
十
二
年
刊
本
︽
北
溪
先
生
性

理
字
義
︾
出
版
了
木
活
字
本
，
然
後
到
了

寬
永
年
間
出
現
了
以
此
活
版
為
底
本
的
坊

刻
本
︵
圖
二
、
三
︶
，
再
到
寬
文
年
間
，

又
有
了
加
註
釋
的
另
外
一
個
版
本
，
這
樣

寬
永
和
寬
文
的
兩
個
版
本
在
社
會
上
廣
泛

地
流
傳
開
來
。
日
本
通
行
的
︽
字
義
︾
的

祖
本
是
與
元
版
同
一
個
系
統
的
朝
鮮
刊

本
，
這
一
事
實
可
謂
有
趣
，
頗
值
得
注

意
。
眾
所
周
知
，
自
明
代
以
來
，
在
朝
鮮

只
有
程
朱
才
是
一
定
要
認
真
學
習
、
信
仰

的
正
統
，
其
他
流
派
在
讀
書
人
當
中
從
來

沒
有
獲
得
過
相
當
的
勢
力
。
曾
經
的
朝
鮮

可
以
說
是
程
朱
的
王
國
。

日
本
的
通
行
本
︽
北
溪
字
義
︾
，
其
實

還
有
一
本
，
就
是
寬
文
八
年
︵
一
六
六
八
︶

翻
明
正
德
三
年
壽
藩
刊
本
︽
北
溪
先
生
字

義
詳
講
︾
。
︵
圖
四
︶
上
述
的
︽
性
理
字

義
︾
應
該
源
自
嘉
定
刊
本
，
而
此
︽
詳

圖一　《北溪先生性理字義》　元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二　 《北溪先生性理字義》　朝鮮嘉靖刊本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

圖三　《北溪先生性理字義》　日本寬永刊本圖四　《北溪先生字義詳講》  日本寬文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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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
則
根
據
淳
祐
刊
本
，
所
以
兩
者
之
版

本
系
統
雖
然
各
不
相
同
，
但
都
淵
源
有

自
，
保
留
著
︽
字
義
︾
的
原
貌
。

在
日
本
廣
泛
流
傳
的
兩
個
系
統
的

︽
字
義
︾
，
都
有
從
宋
版
繼
承
下
來
的
本

文
，
其
文
字
之
優
是
不
言
而
喻
的
。
但
在

中
國
，
通
行
本
只
有
一
個
相
對
混
亂
的
版

本
，
即
為
可
能
根
據
傳
鈔
本
刊
刻
的
弘
治

五
年
浙
江
參
政
林
同
刊
本
︽
北
溪
先
生
字

義
︾
這
一
系
統
。
︵
圖
五
︶
特
別
是
道
光

二
十
年
刊
惜
陰
軒
叢
書
本
，
一
個
相
當
忠

實
地
翻
刻
弘
治
版
的
通
行
本
，
近
代
以
來

幾
乎
被
奉
為
定
本
。
目
前
最
容
易
利
用
的

︽
字
義
︾
，
應
該
是
中
華
書
局
理
學
叢
書

本
︽
北
溪
字
義
︾
︵
一
九
八
三
年
出
版
，

二○
○

九
年
重
印
︶
，
而
其
底
本
是
弘
治

本
，
還
有
陳
榮
捷
的
英
譯
本N

eo-C
onfucian 

Term
s E

xplained

︵C
olum

bia U
niversity Press, 

1
9

8
6

︶
也
因
認
為
惜
陰
軒
本
﹁
最
為
完

全
﹂
，
將
它
用
為
底
本
，
結
果
就
版
本
、

校
勘
的
問
題
而
說
，
沒
有
取
得
令
人
滿
意

的
成
績
。

到
了
明
代
中
期
，
學
術
界
的
各
個

方
面
都
興
盛
起
來
，
部
分
士
人
也
注
意
到

版
的
正
德
本
。
但
在
中
國
，
士
人
對
程
朱

的
信
仰
逐
漸
衰
弱
，
始
終
沒
能
恢
復
其
往

日
的
威
信
，
以
致
沒
有
人
認
真
探
討
︽
字

義
︾
的
版
本
問
題
。
難
得
出
版
的
翻
淳
祐

本
︽
詳
講
︾
也
沒
有
受
到
特
別
的
注
意
，

漸
漸
埋
沒
，
遂
至
流
傳
不
絕
如
綫
，
如

今
似
乎
只
有
一
本
，
即
應
為
清
季
朱
氏
結

一
盧
所
收
藏
過
的
一
本
，
藏
在
上
海
圖
書

館
。
﹁
禮
失
而
求
諸
野
﹂
，
筆
者
雖
然
不

大
認
同
中
華
思
想
，
但
︽
北
溪
字
義
︾
流

傳
的
情
況
，
不
覺
令
人
想
起
這
一
句
話
。

對
日
本
的
學
者
來
說
，
朝
鮮
本
一
直

與
中
國
本
一
樣
是
﹁
舶
來
﹂
的
珍
品
。
到

了
十
八
世
紀
以
後
，
他
們
也
開
始
明
確
意

識
到
朝
鮮
本
的
版
本
價
值
，
於
是
乎
或
在

出
版
某
一
種
古
籍
時
，
特
將
朝
鮮
本
選
定

為
底
本
，
或
在
學
者
之
間
，
積
極
地
互
相

借
閱
、
傳
鈔
。
︽
日
本
訪
書
志
︾
著
錄
為

﹁
影
鈔
元
刊
本
﹂
的
︽
脈
經
︾
，
其
實
與

元
版
沒
有
直
接
的
關
係
，
只
不
過
是
後
者

的
實
例
。

這
本
︽
脈
經
︾
，
楊
氏
謂
其
底
本
是

泰
定
四
年
刊
本
，
然
後
竟
云
﹁
成
化
十
年

畢
玉
重
刊
此
本
，
則
訛
謬
尤
多
﹂
︵
︽
訪

書
志
︾
九
︶
，
但
這
應
該
是
他
為
了
自
詡

其
藏
本
的
精
善
，
故
意
裝
糊
塗
的
。
此

書
的
末
尾
明
明
有
成
化
十
年
畢
玉
書
後
，

不
容
置
疑
地
表
明
此
書
絕
非
傳
鈔
泰
定

本
。
因
此
當
初
故
宮
也
據
楊
氏
原
題
著
錄

為
﹁
日
本
影
鈔
元
泰
定
本
﹂
︵
︽
觀
海
堂

書
目
︾
︶
，
但
後
來
察
覺
其
誤
，
糾
正
為

﹁
影
鈔
成
化
本
﹂
，
現
行
的
館
目
也
仍
此

審
定
。
但
是
，
此
本
之
所
據
並
非
真
正
的

成
化
本
。

要
知
道
這
一
點
，
並
不
需
要
什
麼
特

別
的
鑒
識
，
只
要
一
看
此
書
的
末
尾
，
在

畢
氏
書
後
後
面
的
多
紀
元
昕
手
題
就
可
以

了
。
因
為
在
這
裡
，
多
紀
氏
先
用
墨
筆
寫

了
﹁
文
政
甲
申
︵
七
年
，
一
八
二
四
︶
孟

秋
，
借
鈔
寮
友
越
子
棟
︹
隆
︺
懷
仙
閣
／

所
藏
朝
鮮
國
刊
本
﹂
兩
行
，
接
著
又
用
紅

筆
寫
了
﹁
文
政
甲
申
孟
秋
十
又
八
日
校
訖
，

元
昕
﹂
一
行
，
然
後
用
藍
筆
寫
了
﹁
天
保

甲
辰
︵
十
五
年
，
一
八
四
四
︶
季
秋
念
三

日
夜
二
更
，
從
宋
槧
史
記
扁
倉
傳
大
永
間

僧
幻
雲
附
標
／
所
引
成
化
原
刊
本
，
藍
筆

校
過
，
元
昕
﹂
兩
行
。
︵
圖
六
︶

多
紀
氏
所
謂
的
﹁
越
子
棟
︹
隆
︺

懷
仙
閣
﹂
，
應
該
是
同
為
幕
府
︵
德
川
政

府
︶
醫
官
的
曲
直
瀨
氏
的
藏
書
樓
。
因
為

圖五　《北溪先生字義》　明弘治5年浙江參政林同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脈經》　多紀元昕手題　日本傳鈔朝鮮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理
學
的
古
典
著
作
，
於
是
︽
字
義
︾
也
被

再
刊
，
出
現
了
弘
治
本
，
還
有
了
根
據
宋

圖七　 《脈經》　日本傳鈔朝鮮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白飯充腸聊當肉，好書到手不論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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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海堂藏書點滴

專　輯

的
覆
刻
，
刻
得
稍
為
笨
拙
。
︵
圖
九
︶

另
外
，
筆
者
能
見
到
的
勤
德
堂
本

還
有
一
個
例
子
，
即
日
本
東
京
大
學
藏
元

末
明
初
刊
本
︽
古
今
歷
代
十
八
史
畧
︾
。

這
一
本
也
附
有
與
︽
算
法
︾
設
計
相
似
的

封
面
，
在
天
頭
以
匾
額
式
記
﹁
勤
德
書
堂

刊
﹂
五
字
，
本
文
為
十
五
行
二
十
六
字

的
密
行
細
字
，
字
樣
又
是
頗
為
粗
拙
的
匠

體
，
從
如
此
特
徵
來
看
，
此
書
之
為
建
刊

是
不
容
置
疑
的
。

總
而
言
之
，
朝
鮮
刊
本
︽
算
法
︾
的

底
本
應
該
不
是
杭
州
的
，
而
是
建
陽
的
。

就
是
說
，
坊
刻
本
所
號
稱
的
﹁
古
杭
﹂
、

﹁
京
本
﹂
等
招
牌
文
字
完
全
是
靠
不
住

的
。
這
雖
然
可
謂
是
一
平
凡
的
事
實
，
但

流
傳
至
今
的
元
代
到
明
初
刊
本
為
數
不

多
，
所
以
也
有
可
能
上
此
種
假
話
的
當
，

以
致
被
誤
導
而
主
張
在
元
末
至
洪
武
時
期

的
杭
州
，
出
現
了
不
少
帶
有
封
面
的
坊
刻

本
這
樣
的
謬
說
。
日
本
﹁
翻
刻
舊
本
﹂
或

﹁
朝
鮮
古
刻
﹂
等
﹁
海
外
異
書
﹂
，
不
單

是
少
見
，
其
資
料
價
值
也
是
相
當
大
的
，

想
必
讀
者
諸
賢
也
能
領
略
到
這
一
點
了

吧
。

作
者
為
日
本
名
古
屋
大
學
教
授

觀
海
堂
中
值
得
一
提
的
書
還
有
很

多
，
如
果
條
件
允
許
的
話
，
很
想
再
介
紹

其
中
幾
種
，
但
限
於
篇
幅
，
現
在
只
能
特

舉
一
部
與
讀
者
共
享
，
就
畢
小
文
了
。

這
一
部
就
是
朝
鮮
宣
德
八
年
慶
州
府
翻
洪

武
十
一
年
勤
德
書
堂
刊
本
︽
宋
楊
輝
算

法
︾
︵
書
名
暫
依
封
面
，
又
﹁
楊
﹂
字
原

作
﹁
揚
﹂
︶
。
︽
日
本
訪
書
志
︾
將
此
書

與
陸
心
源
藏
毛
氏
汲
古
閣
鈔
本
︵
日
本
靜

嘉
堂
現
藏
︶
、
宜
稼
堂
叢
書
本
相
比
，
誇

其
精
善
，
但
因
前
者
為
影
鈔
元
刊
的
精
鈔

本
，
所
以
從
內
容
上
看
，
勤
德
書
堂
本
是

否
優
於
毛
鈔
，
是
目
前
無
法
斷
言
的
。

在
這
裡
要
討
論
的
是
此
書
的
招
牌
文

字
。
此
書
開
頭
附
有
封
面
，
而
其
天
頭
以

匾
額
式
記
﹁
古
杭
勤
德
書
堂
﹂
六
字
，
書

中
又
有
木
記
，
記
有
﹁
洪
武
戊
午
冬
至
，

勤
德
書
堂
新
刊
﹂
，
﹁
古
杭
余
氏
勤
德
書

堂
刊
行
﹂
等
字
樣
，
若
是
相
信
這
些
文

字
，
勤
德
書
堂
當
然
是
杭
州
的
書
坊
了
。

但
問
題
在
於
：
在
明
代
前
半
期
以
前
，

除
了
建
陽
坊
刻
本
，
從
來
沒
見
過
有
封

面
的
書
。
此
外
，
無
論
封
面
上
堂
名
的
記

載
方
法
、
將
陰
刻
的
﹁
新
刊
﹂
兩
字
夾
在

花
魚
尾
之
間
的
設
計
，
還
是
在
卷
端
的
書

名
用
大
字
占
雙
行
寫
，
行
款
又
為
十
六
行

二
十
五
字
的
密
行
細
字
的
版
式
，
按
照
常

識
來
判
定
，
無
非
是
建
刊
的
，
而
絕
不
會

是
浙
刊
的
特
徵
。
︵
圖
八
︶

勤
德
書
堂
這
家
坊
肆
出
版
活
動
的
痕

跡
，
其
實
在
觀
海
堂
的
另
外
藏
本
中
還
能

見
到
，
十
四
世
紀
後
半
期
在
日
本
刊
行
的

所
謂
﹁
五
山
版
﹂
︽
皇
元
風
雅
︾
就
是
其

例
。
它
的
後
集
姓
氏
末
有
﹁
古
杭
勤
德
書

堂
謹
咨
﹂
的
告
白
木
記
，
但
其
版
刻
還
是

很
明
顯
的
建
刊
風
格
，
雖
然
因
為
是
日
本

圖八　《宋楊輝筭法》　封面與牌記　明宣德8年朝鮮慶州府翻刊洪武11年余氏勤德堂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九　《皇元風雅》　日本南北朝覆刊余氏勤德堂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經
籍
訪
古
志
︾
︵
楊
守
敬
的
朋
友
森

立
之
等
撰
，
是
楊
氏
訪
書
時
的
指
南
書
︶

著
錄
了
不
少
﹁
曲
直
瀨
氏
懷
仙
樓
藏
﹂

善
本
，
而
且
由
元
昕
、
其
父
元
胤
和
其
叔

元
堅
等
多
紀
一
家
人
所
編
的
︽
補
遺
．

醫
部
︾
，
將
﹁
懷
仙
樓
﹂
稱
為
﹁
懷
仙

閣
﹂
。
附
帶
一
說
，
收
於
︽
古
逸
叢
書
︾

的
北
宋
本
︽
姓
解
︾
，
與
其
他
許
多
所
謂

的
﹁
北
宋
本
﹂
不
同
，
是
經
由
高
麗
國
傳

入
日
本
的
真
正
北
宋
本
，
就
是
曲
直
瀨
氏

懷
仙
樓
所
舊
藏
的
。

再
說
這
裡
所
謂
的
﹁
越
﹂
，
是
﹁
越

智
﹂
的
簡
稱
。
據
說
十
八
世
紀
的
曲
直
瀨

氏
宗
子
正
珪
，
相
較
於
醫
學
更
喜
歡
儒

學
，
姓
稱
越
智
，
其
文
集
則
名
曰
︽
懷
仙

樓
集
︾
。
由
此
可
知
，
這
本
︽
脈
經
︾
不

外
乎
是
多
紀
元
昕
請
江
戶
醫
學
的
同
事
越

智
︵
曲
直
瀨
︶
隆
，
借
用
家
傳
的
朝
鮮
翻

成
化
刊
本
傳
鈔
的
。
楊
守
敬
云
﹁
日
本
頗

多
朝
鮮
古
刻
本
﹂
，
﹁
日
本
醫
員
多
博

學
，
藏
書
亦
醫
員
為
多
﹂
，
看
來
可
不
是

虛
言
也
。

關
於
多
紀
元
昕
傳
鈔
的
︽
脈
經
︾
，

這
裡
再
要
談
談
其
藏
印
。
此
書
鈐
印
只
有

他
祖
父
元
簡
的
﹁
聿
脩
堂
﹂
印
、
父
親
元

胤
的
﹁
弌
字
奕
祺
﹂
印
等
，
而
沒
有
元
昕

自
己
的
藏
印
，
這
一
點
也
讓
人
覺
得
稍
為

奇
特
，
但
更
有
意
思
的
是
﹁
白
飯
充
腸
聊

當
肉
，
好
書
到
手
不
論
錢
﹂
這
一
顆
閒

章
。
︵
圖
七
︶
此
章
印
文
固
然
傳
達
了
藏

書
世
家
代
代
相
傳
的
書
癡
氣
氛
，
但
其
文

字
也
讓
人
感
覺
到
一
種
詼
諧
味
，
似
乎
與

中
國
藏
書
印
之
風
格
稍
有
不
同
。

日
本
人
的
愛
書
趣
味
，
似
乎
都
比
較

中
國
的
藏
書
家
更
有
人
情
味
，
更
有

風
趣
。
小
島
尚
質
的
﹁
父
子
鐙
前
共
讀

書
﹂
，
瀧
澤
馬
琴
的
﹁
不
行
萬
里
路
，

即
讀
萬
卷
書
﹂
，
市
野
迷
庵
的
﹁
子
孫

換
酒
亦
可
﹂
，
大
槻
磐
溪
的
﹁
得
其
人

傳
，
不
必
子
孫
﹂
，
都
有
一
點
風
流
的

瀟
灑
趣
味
。

葉
靈
鳳
曾
經
如
此
說
道
，
﹁
風
流
的

瀟
灑
趣
味
﹂
被
認
為
是
日
本
藏
印
的
特
徵

︵
︽
讀
書
隨
筆
三
集—

藏
書
印
的
風
趣
︾
，
三

聯
書
店
，
一
九
八
八
︶
，
似
乎
還
是
有
所
說

中
的
。
之
所
以
產
生
這
樣
的
不
同
，
暫
不

在
此
詳
談
，
但
不
管
如
何
，
觀
海
堂
藏
書

的
精
華
都
是
來
自
日
本
的
，
因
此
連
藏
印

這
樣
的
細
節
，
也
往
往
帶
有
或
多
或
少
的

日
本
風
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