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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究
楊
守
敬
之
書
法
志
業

劉　

瑩

楊
守
敬
於
清
道
光
十
九
年
︵
西
元

一
八
三
九
年
︶
生
於
湖
北
宜
都
，
民
國

四
年
︵
西
元
一
九
一
五
年
︶
卒
於
北
京
寓

所
。
關
於
他
的
多
元
成
就
，
在
學
術
史

上
，
最
早
被
肯
定
的
，
就
是
地
理
學
，
在

楊
守
敬
致
羅
振
玉
的
信
函
中
即
可
見
：

三
十
年
前
蒙
文
昌
潘
孺
初
先
生
獎
借
，

推
守
敬
為
地
理
絕
學
，
其
文
已
刊
之

︽
要
刪
︾
︵
︽
水
經
注
要
刪
︾
︶
中
。

昨
蒙
足
下
證
成
其
說
，
以
比
王
懷
祖

︵
念
孫
︶
，
段
茂
堂
︵
玉
裁
︶
，
李
壬

叔
︵
善
蘭
︶
，
合
稱
三
絕
學
。
雖
不
敢

當
，
大
賢
之
言
，
信
從
必
眾
。
且
日
本

於
我
書
之
未
成
者
，
亦
每
購
之
，
知
此

邦
學
者
或
亦
憫
守
敬
此
書
當
絕
續
之
，

會
而
共
謀
相
而
成
之
也
。
︵
註
一
︶

這
封
信
中
指
出
，
除
了
楊
守
敬
的
老

師
潘
存
特
別
推
崇
楊
氏
為
﹁
地
理
絕
學
﹂

之
外
，
著
名
的
學
者
羅
振
玉
所
稱
譽
的
清

代
﹁
三
絕
學
﹂
，
楊
守
敬
擅
地
理
學
就
是

其
中
一
絕
。
但
是
，
楊
守
敬
的
成
就
，
除

了
地
理
學
之
外
，
從
日
本
學
者
在
楊
氏
即

將
出
版
的
書
尚
未
完
成
之
前
，
即
先
預
定

的
盛
況
看
來
，
可
知
楊
氏
書
法
方
面
的
成

就
，
在
日
本
享
有
極
高
的
盛
名
。

其
實
，
楊
守
敬
的
研
究
視
野
相
當
開

闊
，
他
不
只
是
研
究
地
理
學
，
舉
凡
目
錄

學
、
金
石
學
方
面
，
都
是
搜
羅
豐
富
，
而

且
研
究
深
入
。
他
對
書
法
資
料
尤
其
用
心

搜
羅
，
並
作
書
學
方
面
的
評
論
，
也
書
寫

中
國
古
代
讀
書
人
最
好
的
成
就
，
就
是
學
而
優
則
仕
。
自
隋
朝
起
，
文
人
要
進
入
公
部
門
任
職
為

官
，
就
必
須
練
好
毛
筆
字
，
寫
出
好
文
章
，
才
能
在
科
舉
考
試
中
脫
穎
而
出
。
因
為
練
毛
筆
字
的

關
係
，
也
引
起
許
多
文
人
深
入
研
究
書
法
藝
術
的
興
趣
，
進
而
成
為
書
法
家
。
生
於
清
末
民
國
初

年
的
楊
守
敬
，
不
但
深
入
研
究
書
法
藝
術
，
甚
至
廣
蒐
碑
帖
、
評
論
碑
帖
、
出
版
碑
帖
，
還
與
日

本
書
學
界
進
行
書
法
藝
術
的
國
際
交
流
，
締
造
了
不
凡
的
書
法
大
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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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許
多
書
法
作
品
，
成
就
相
當
可
觀
。
楊

守
敬
到
日
本
之
後
，
與
日
本
書
法
界
分
享

許
多
重
要
的
書
法
論
著
與
收
藏
，
帶
給
日

本
書
壇
現
代
化
，
極
大
的
助
力
，
因
而
被

盛
讚
為
﹁
近
代
日
本
書
道
之
祖
﹂
。
這
個

讚
譽
，
就
直
接
印
在
日
人
出
版
之
︽
楊
守

敬
之
交
友
展
圖
錄
︾
的
封
面
︵
圖
一
︶
，

這
是
他
一
生
中
獲
得
最
高
的
讚
譽
︵
註

二
︶
。
以
下
就
以
其
書
法
研
究
成
果
與
書
法

作
品
，
作
一
番
探
究
。

楊
守
敬
與
書
法
結
緣

楊
守
敬
四
歲
喪
父
，
幼
時
由
母
親

教
導
讀
書
識
字
，
並
在
祖
父
的
教
育
下
成

長
，
奠
定
了
良
好
的
學
識
基
礎
。
由
於
祖

父
年
事
已
高
，
楊
氏
十
一
歲
就
輟
學
，
隨

著
祖
父
習
商
。
但
是
他
稟
性
好
學
，
白
天

看
店
習
商
，
晚
上
則
誦
詩
學
文
，
刻
苦
用

功
，
勤
勉
不
輟
。

楊
氏
不
好
八
股
制
文
，
反
而
喜
歡

閱
讀
當
代
名
家
的
文
章
，
曾
云
：
﹁
不
願

讀
庸
爛
時
藝
，
惟
喜
陳
大
士
稿
及
諸
名
家

文
﹂
︵
註
三
︶

。
十
四
歲
參
加
縣
試
，
中
第

十
三
名
。
咸
豐
六
年
十
八
歲
，
三
次
赴
院

試
都
落
第
。
咸
豐
七
年
十
月
再
應
院
試
，

五
場
都
得
第
一
，
得
以
入
學
習
文
。
同
治

元
年
，
應
湖
北
鄉
試
，
中
舉
人
，
列
第

八
十
名
，
進
而
赴
北
京
參
加
會
試
，
時
年

二
十
四
歲
。

楊
守
敬
二
十
四
歲
客
居
北
京
時
，
結

識
了
許
多
良
師
益
友
，
啟
發
了
他
對
書
法

金
石
的
愛
好
，
而
開
始
收
購
各
種
碑
帖
。

他
在
自
編
的
︽
鄰
蘇
老
人
年
譜
︾
三
十
六

歲
條
有
云
：
﹁
會
試
又
報
罷
。
是
時
，
錢

塘
譚
仲
脩
︵
廷
獻
︶
、
山
陰
李
莼
客
︵
慈

銘
︶
、
桐
廬
袁
爽
秋
︵
昶
︶
皆
在
京
，
與

孺
初
︵
潘
存
︶
、
鐵
香
︵
鄧
承
脩
︶
、
一

山
︵
陳
喬
森
︶
，
文
酒
往
還
，
極
一
時
之

樂
。
﹂
︵
註
四
︶

其
中
潘
、
鄧
二
人
都
以
學

問
文
章
稱
頌
一
時
，
楊
氏
日
日
與
他
們
切

磋
，
共
同
研
究
金
石
之
學
，
賞
奇
析
疑
，

切
磋
學
問
，
也
因
此
奠
定
了
他
日
後
廣
博

而
多
方
的
學
術
興
趣
。

同
治
四
年
︵
一
八
五
八
︶
，
楊
守
敬

二
十
七
歲
時
，
到
蘇
維
翰
家
，
教
導
其
子

讀
書
。
每
日
課
後
，
他
就
徒
步
三
四
里
路

到
北
京
著
名
的
古
玩
市
場
琉
璃
廠
，
賞
玩

碑
版
字
帖
，
如
此
數
年
之
久
，
就
蒐
集
了

盈
箱
累
篋
的
古
碑
帖
。
這
些
古
碑
帖
，
成

為
他
與
日
本
書
法
界
交
流
重
要
的
資
產
。

楊
守
敬
之
書
法
著
作
與
出
版
事
業

楊
守
敬
關
於
書
法
書
籍
的
刊
刻
，

最
早
是
同
治
九
年
︵
一
八
七○

︶
三
十
二

歲
時
，
精
選
的
碑
刻
共
五
十
種
，
採
用
了

當
時
流
行
的
雙
鉤
木
刻
法
，
開
雕
︽
望
堂

金
石
集
︾
，
光
緒
四
年
︵
一
八
七
八
︶
完

成
，
歷
時
八
年
。
關
於
他
出
版
書
法
書
籍

的
源
起
，
是
見
到
宋
人
洪
適
的
︽
隸
釋
︾

以
手
工
縮
摹
石
碑
上
的
字
，
變
形
走
樣
，

又
想
到
過
了
數
十
數
百
年
之
後
，
石
碑
將

損
壞
更
多
，
為
了
保
存
這
些
珍
貴
的
古

物
，
他
呼
籲
大
家
一
起
來
保
存
，
卻
﹁
無

應
之
者
﹂
，
真
是
斯
文
寂
寞
。
幸
而
他
覺

得
﹁
所
費
亦
不
甚
鉅
﹂
，
就
勇
敢
地
以
一

己
之
力
，
著
手
開
始
拓
印
，
一
邊
還
隨
時

向
愛
好
此
道
的
收
藏
家
募
集
適
合
拓
印
之

碑
。
其
實
他
的
財
力
並
不
豐
厚
，
卻
肯

﹁
不
憚
竭
力
﹂
而
續
刻
，
這
種
為
學
術
而

犧
牲
奉
獻
的
精
神
，
真
是
了
不
起
。

同
治
十
三
年
︵
一
八
七
四
︶
，
楊
氏

三
十
六
歲
入
京
會
試
落
第
，
正
逢
同
治
帝

駕
崩
，
眾
人
都
勸
他
留
京
等
待
恩
科
試
，

但
他
極
孝
順
，
因
祖
母
老
病
，
便
急
著
返

鄉
。
返
鄉
後
，
就
與
其
弟
合
開
紙
行
，
專

心
致
力
於
著
書
、
刻
書
事
業
。

接
著
同
治
十
四
年
︵
一
八
七
五
︶
，

楊
氏
三
十
七
歲
，
開
始
編
纂
︽
楷
法
溯

源
︾
，
這
是
一
部
書
法
字
典
，
他
把
每
個

字
在
各
帖
子
上
不
同
的
寫
法
都
用
雙
鉤
畫

下
，
像
一
個
﹁
之
﹂
字
就
有
六
十
五
種
碑

帖
的
字
樣
︵
圖
二
︶
，
讓
學
書
者
檢
索
極

方
便
，
這
是
極
大
的
功
德
。
四
川
成
都
古

籍
出
版
社
據
楊
氏
刊
本
影
印
，
以
︽
中
國

楷
書
大
字
典
︾
書
名
印
行
。
今
收
錄
於
北

京
首
都
師
大
謝
承
仁
教
授
主
編
的
十
三
冊

︽
楊
守
敬
集
︾
之
中
，
仍
沿
用
︽
楷
法
溯

源
︾
之
原
名
。

光
緒
十
二
年
三
月
，
楊
氏
以
四
十
二

歲
的
中
年
人
，
再
度
進
京
參
加
會
試
，
仍
然

落
第
，
這
已
是
他
第
六
次
落
榜
了
。
這
年
四

月
間
，
他
受
駐
日
公
使
何
如
璋
的
邀
請
，
乃

攜
帶
家
眷
與
所
有
的
藏
書
前
往
日
本
，
展

開
他
四
年
與
日
本
文
化
界
交
流
的
生
涯
。

到
達
日
本
時
，
正
是
日
本
明
治
維
新

時
期
，
全
國
籠
罩
在
西
化
的
熱
潮
中
，
因

此
，
大
量
的
線
裝
善
本
書
被
棄
之
如
敝
屣
，

在
書
肆
中
被
賤
價
拋
售
。
楊
守
敬
就
用
他

從
中
國
攜
帶
來
日
本
的
一
萬
三
千
多
部
拓

本
、
法
帖
、
古
錢
、
古
印
賣
出
，
以
換
錢
買

回
古
書
，
或
直
接
以
自
己
的
收
藏
交
換
回

古
籍
，
總
計
買
下
一
萬
多
冊
的
古
書
。

光
緒
七
年
末
，
政
府
改
派
黎
庶
昌
為

第
二
任
公
使
，
在
黎
公
使
的
支
持
下
，
楊

氏
將
其
中
的
二
百
卷
共
二
十
六
種
宋
元
古

籍
，
刊
刻
成
︽
古
逸
叢
書
︾
，
於
光
緒
十

年
輯
刻
完
成
，
使
得
許
多
在
中
國
歷
代
因

戰
禍
亡
佚
的
善
本
書
，
終
於
重
見
天
日
。

楊
氏
所
收
的
古
籍
，
有
大
部
分
存
放
於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中
。
楊
守
敬
除
了
收
藏
這

批
古
書
經
過
，
大
多
都
悉
心
閱
讀
，
並
用

圖一　 日本人士尊稱楊守敬為「近代日本書道之祖」，標註於《楊守敬之交友展圖錄》 
封面。

圖二　楊守敬《楷法溯源》中各種碑帖雙鉤的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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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筆
書
寫
題
跋
，
有
考
證
的
資
料
，
有
閱

讀
的
心
得
，
是
相
當
寶
貴
的
書
法
資
料
。

楊
守
敬
在
日
本
四
年
中
，
書
法
方

面
最
重
要
的
出
版
是
︽
寰
宇
貞
石
圖
︾
。

照
相
技
術
尚
未
發
明
之
前
，
在
中
國
，
寶

愛
碑
帖
的
學
者
是
以
雙
鉤
法
保
存
之
，

頗
費
工
夫
，
準
確
性
也
非
百
分
之
百
。
楊

守
敬
在
日
本
見
到
以
照
相
術
存
真
留
影

的
技
術
，
他
就
用
這
套
新
技
術
印
製
他
珍

藏
的
碑
帖
，
於
光
緒
八
年
由
日
本
印
書
局

印
製
成
了
︽
寰
宇
貞
石
圖
︾
。
宣
統
元

年
，
這
套
書
在
上
海
重
印
，
後
來
魯
迅
於

一
九
一
六
年
重
訂
次
第
，
並
加
上
跋
文
，

但
未
印
行
，
一
九
八
五
年
才
由
上
海
書
畫

出
版
社
依
據
北
京
魯
迅
博
物
館
的
收
藏
，

重
新
修
訂
影
印
出
版
，
今
收
錄
於
︽
楊
守

敬
集
︾
中
。

楊
守
敬
整
理
成
書
的
金
石
類
書
籍
，

除
了
大
規
模
製
作
的
︽
望
堂
金
石
︾
、

︽
楷
法
溯
源
︾
、
︽
寰
宇
貞
石
圖
︾
之

外
，
也
曾
於
光
緒
十
八
年
將
所
蒐
集
的
帖

子
，
出
版
︽
鄰
蘇
園
法
帖
︾
，
在
容
庚
的

︽
叢
帖
目
︾
中
，
尚
可
見
其
目
錄
梗
概
，

可
惜
現
在
無
法
見
到
原
帖
。

另
外
有
幾
件
縮
摹
的
單
篇
作
品
：

︽
泰
山
經
石
峪
︾
、
︽
匡
喆
刻
經
頌
︾
、

︽
高
句
麗
好
太
王
碑
︾
，
以
及
︽
熒
陽
鄭

氏
碑
︾
的
系
列
作
品
，
也
是
以
雙
鉤
方

式
呈
現
，
亦
甚
可
觀
。
這
些
也
都
收
錄
於

︽
楊
守
敬
集
︾
之
中
。

楊
守
敬
與
日
本
之
書
法
交
流

日
本
在
明
治
年
間
因
開
放
通
商
，
傳

入
許
多
中
國
書
法
著
作
和
碑
帖
，
引
起
書

法
家
的
注
目
。
如
段
玉
裁
所
著
的
︽
段
氏

述
筆
法
︾
在
日
本
刊
行
時
，
就
有
太
政
大

臣
三
條
實
美
的
題
字
﹁
山
陰
遺
法
﹂
、
日

下
部
鳴
鶴
的
敘
文
和
巖
谷
一
六
的
跋
文
，

可
見
書
法
受
重
視
的
程
度
。

明
治
十
二
年
︵
一
九
八○

︶
二
月
三

日
，
由
松
田
雪
柯
發
起
﹁
述
筆
法
堂
清
談

會
﹂
，
會
員
有
巖
谷
一
六
、
日
下
部
鳴
鶴

等
，
皆
為
當
時
東
京
的
書
法
家
，
他
們
以

固
定
聚
會
的
方
式
研
討
︽
段
氏
述
筆
法
︾

一
書
的
內
容
，
並
互
相
交
換
法
帖
和
臨
書

的
經
驗
︵
註
五
︶
。

當
楊
守
敬
攜
帶
一
萬
三
千
多
部
碑

版
法
帖
到
達
東
京
，
松
田
雪
柯
等
人
就
透

過
清
使
館
安
排
見
面
事
宜
。
雪
柯
會
同
巖

谷
一
六
、
日
下
部
鳴
鶴
等
，
赴
清
使
館
見

楊
守
敬
，
對
於
他
豐
富
的
收
藏
，
欣
羨
不

已
。
被
譽
為
日
本
﹁
幻
之
書
家
﹂
的
松
田

雪
柯
，
在
日
記
中
詳
細
記
錄
了
向
楊
守
敬

請
益
的
過
程
，
其
中
一
則
云
：

三
時
，
會
巖
谷
、
日
下
部
二
君
，
及
島

田
氏
，
訪
清
使
館
。
謁
黃
遵
憲
、
楊
守

敬
二
子
，
請
觀
楊
氏
所
攜
漢
碑
碣
。
楊

子
云
：
所
藏
不
下
數
萬
種
。
侍
者
契
方

四
尺
許
皮
函
來
，
示
數
十
種
，
其
夥
實

有
望
洋
之
歎
，
楊
子
云
：
如
此
皮
函

有
十
個
。
其
精
金
石
學
可
知
也
。
請
買

與
︽
楷
法
溯
源
︾
、
︽
激
素
飛
清
閤

藏
碑
︾
，
見
謝
之
，
明
朝
貢
使
來
付

之
。
諸
君
筆
談
移
時
，
辭
去
。
︵
明
治

十
二
一
年
七
月
十
七
日
︶
︵
註
六
︶

楊
守
敬
雖
然
不
懂
日
文
，
但
他
們
以
共
同

了
解
的
中
文
﹁
筆
談
﹂
，
楊
氏
毫
不
吝
嗇

地
將
他
所
知
道
的
傾
囊
相
授
。
在
駐
日
的

四
年
中
，
對
於
日
本
的
書
家
在
﹁
執
筆

法
﹂
、
碑
版
法
帖
的
鑑
定
等
有
關
書
法
創

作
、
研
究
等
問
題
，
一
一
詳
加
解
答
。
有

時
他
們
甚
至
筆
談
至
深
夜
才
結
束
，
遇
到

該
用
餐
時
，
也
是
簡
餐
裹
腹
後
繼
續
研

討
，
人
人
孜
孜
不
倦
。

山
本
竟
山
原
是
鳴
鶴
的
學
生
，
對
楊

守
敬
豐
富
的
金
石
收
藏
、
書
法
知
識
仰
慕

不
已
，
在
鳴
鶴
的
引
介
下
，
明
治
三
十
五

年
︵
一
九○

二
︶
三
月
到
中
國
遊
學
，
向

楊
守
敬
請
益
，
隔
年
，
又
再
赴
武
昌
親
自

請
益
，
兩
人
同
樣
是
以
筆
談
方
式
溝
通
。

楊
守
敬
於
一
九
一
五
年
一
月
九
去

世
，
噩
耗
傳
至
日
本
，
楊
氏
的
學
生
山

本
竟
山
倡
議
，
於
二
月
六
、
七
兩
日
，
在

京
都
岡
崎
府
立
圖
書
館
樓
上
舉
辦
﹁
追

弔
楊
守
敬
遺
墨
資
料
展
﹂
和
講
演
會
。

一
九
八
五
年
楊
守
敬
逝
世
七
十
周
年
之

際
，
日
本
﹁
書
論
研
究
會
﹂
於
八
月
四
日

至
十
二
日
共
計
九
天
，
在
京
都
市
思
文
閣

美
術
館
舉
行
﹁
楊
守
敬
逝
世
七
十
周
年
紀

念
展
﹂
。
四
日
的
開
幕
大
會
上
，
有
來
自

日
本
全
國
的
書
法
研
究
人
員
、
書
法
愛
好

者
和
書
法
家
兩
百
多
人
，
在
欣
賞
展
品
之

餘
，
還
傾
聽
京
都
市
立
藝
術
大
學
名
譽
教

授
中
田
勇
次
郎
演
講
﹁
楊
守
敬
的
書
法
和

書
論
﹂
。
︵
註
七
︶

由
此
可
見
，
日
本
書
法

界
對
楊
守
敬
之
推
崇
。

日
本
書
法
界
對
楊
守
敬
的
研
究
甚

多
，
至
目
前
為
止
，
雜
誌
的
專
論
報
導
就

有
以
下
四
集
：

︽
書
藝
︾
第
四
卷
第
十
一
號—

楊
守
敬
特

集
號‧

平
凡
社
，
一
九
三
四
年
十
一
月

︽
墨
美
︾
第
二
八
二
號
︽
楊
守
敬
唐
詩
卷

特
集
︾
，
墨
美
社
，
一
九
七
八
年
七
月

︽
書
學
︾
第
十
二
卷
第
七
號─

楊
守
敬

特
集‧

日
本
書
道
教
育
學
會
會
刊
，

圖三　藤原楚水之《譯註鄰蘇老人書論集》封面

圖四　 藤原楚水於楊守敬評論歐陽詢九成宮帖之後附錄該帖之內容、楊守敬之跋以
及翁方剛摹寫作品。　引自藤原楚水，《譯註鄰蘇老人書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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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六
一
年
七
月

︽
書
論
︾
第
二
六
號─

特
集
楊
守
敬‧

日
本
書
論
研
究
會
，
一
九
九○

年
九
月

可
見
在
日
本
研
究
楊
守
敬
的
專
家
不
少
。

日
本
愛
好
書
法
藝
術
的
人
士
閱
讀

楊
守
敬
的
書
論
時
，
必
然
感
到
必
須
配
合

碑
帖
，
與
理
論
印
證
，
才
能
更
深
入
了
解

楊
氏
的
論
述
，
更
深
入
欣
賞
中
國
書
法
藝

術
之
美
，
日
本
學
者
藤
原
楚
水
就
非
常
用

心
地
完
成
了
這
項
壯
舉
。
藤
原
氏
的
︽
譯

註
鄰
蘇
老
人
書
論
集
︾
有
兩
大
巨
冊
，
共

計
一
千
三
百
八
十
九
頁
，
他
將
楊
氏
流
通

於
日
本
的
四
部
書
論
︽
激
素
飛
清
閣
評
碑

記
︾
、
︽
激
素
飛
清
閣
評
帖
記
︾
、
︽
學

書
邇
言
︾
、
︽
鄰
蘇
老
人
手
書
題
跋
︾
，

以
隨
文
附
碑
帖
或
題
跋
的
形
式
呈
現
。
由

於
全
書
版
面
甚
大
，
每
頁
長
二
十
九
點
五

公
分
，
寬
二○

點
五
公
分
，
每
頁
的
圖
版

皆
甚
清
晰
。
例
如
︽
學
書
邇
言
︾
中
提
及

楊
守
敬
評
論
歐
陽
詢
︿
九
成
宮
﹀
帖
，
藤

原
楚
水
於
之
後
附
錄
十
頁
該
帖
之
內
容
、

楊
守
敬
之
跋
以
及
翁
方
剛
之
摹
寫
作
品

︵
圖
四
︶
，
給
予
學
習
者
與
研
究
者
很
豐

富
的
佐
證
資
料
，
這
種
研
究
碑
帖
深
入
而

細
膩
的
精
神
，
令
人
讚
嘆
。

楊
守
敬
之
書
法
評
論

楊
守
敬
除
了
蒐
集
碑
帖
、
印
書
推
廣

書
法
之
外
，
他
還
在
觀
賞
碑
帖
之
餘
，
寫

下
對
碑
帖
的
評
論
。
楊
氏
在
赴
日
之
前
，

二
十
九
歲
就
寫
下
了
︽
激
素
飛
清
閣
評
碑

記
︾
，
三
十
歲
寫
下
︽
激
素
飛
清
閣
評
帖

記
︾
，
其
中
蘊
含
了
楊
氏
深
厚
的
書
法
審

美
理
念
。
當
他
隨
駐
日
公
使
何
如
璋
赴
日

本
時
，
自
不
免
與
書
道
同
好
切
磋
書
藝
，

但
是
兩
部
評
論
記
卻
在
傳
閱
中
遺
失
，
不

過
，
後
來
有
人
拿
給
﹁
談
書
會
﹂
印
行
，

未
記
年
月
。

楊
氏
去
世
之
後
，
其
孫
楊
先
梅
整
理

其
祖
父
之
舊
稿
，
亦
發
現
二
記
之
手
稿
殘

本
，
經
湖
北
博
物
館
之
陳
上
岷
將
日
本
與

大
陸
的
兩
個
版
本
互
相
參
校
，
並
做
簡
要

的
附
註
，
如
今
這
兩
部
評
論
記
終
於
得
以

完
整
地
保
存
於
︽
楊
守
敬
集
︾
中
出
版
，

公
諸
大
眾
。

楊
守
敬
自
從
早
年
的
︽
激
素
飛
清

閣
評
碑
記
︾
與
︽
激
素
飛
清
閣
評
帖
記
︾

遺
失
之
後
，
即
不
再
寫
有
關
碑
帖
的
評
論

的
文
字
。
直
至
七
十
三
歲
那
年
，
日
人
水

野
疏
梅
，
前
來
中
國
向
楊
氏
學
書
法
，
他

是
楊
氏
唯
一
收
的
入
門
弟
子
，
經
水
野
再

三
要
求
，
楊
氏
才
在
諸
帖
都
不
在
身
邊
的

狀
況
下
，
憑
記
憶
寫
下
這
本
︽
學
書
邇

言
︾
，
雜
評
重
要
碑
帖
及
諸
家
書
法
，
作

為
給
初
學
者
的
一
份
簡
要
指
引
。

︽
學
書
邇
言
︾
的
原
稿
今
藏
於
湖

圖五　日本談書會校印之《激素飛清閣評碑記》與《激素飛清閣評帖記》。

圖六　 楊守敬《學書邇言》之手稿，收錄於陳上岷手書之《學書邇言》中。

圖七　 藤原楚水《譯註鄰蘇老人書論集》中之 
《學書邇言》譯註詳細。

圖八　陳上岷手書之《學書邇言》前言及第二頁，書法清雅溫潤。

北
省
博
物
館
，
據
湖
北
學
者
陳
上
岷
手

書
︽
學
書
邇
言
︾
之
前
言
中
云
：
﹁
原
稿

為
紅
格
十
行
本
墨
書
，
書
口
有
魚
尾
號
﹂
字

樣
，
每
行
上
下
格
式
成
弧
形
，
共
五
十
頁
。

此
殆
清
末
一
般
紙
舖
出
售
的
書
寫
本
，
﹁
老

二
益
﹂
當
為
紙
舖
名
。
封
面
無
字
，
高
二
二
．

七
公
分
，
寬
一
八
公
分
。
各
頁
所
書
行
數
不

等
，
間
有
塗
改
之
處
，
信
手
書
來
，
毫
不
經

意
，
然
益
覺
其
字
體
之
縱
橫
跌
蕩
，
古
樸
自

然
，
令
人
愛
不
釋
手
。
﹂
︵
註
八
︶

讀
其
書

論
，
兼
能
欣
賞
其
瀟
灑
的
的
書
藝
。
︵
圖

六
︶
︽
學
書
邇
言
︾
最
早
是
於
一
九
二
六

年
由
東
京
西
東
書
房
出
版
，
書
名
︽
學
書

邇
言
疏
釋
︾
，
由
樋
口
銅
牛
疏
釋
。
其
後

於
一
九
七
四
年
由
臺
北
藝
文
印
書
館
依
據

日
本
印
本
出
版
。
藤
原
楚
水
於
一
九
七
五

年
出
版
︽
譯
註
鄰
蘇
老
人
書
論
集
︾
中
之

︽
學
書
邇
言
︾
，
譯
註
詳
細
。
︵
圖
七
︶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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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岷
手
書
的
︽
學
書
邇
言
︾
於
一
九
八
二

年
由
北
京
文
物
出
版
社
刊
行
，
又
於

一
九
八
四
年
由
臺
北
華
正
書
局
影
印
刊

印
，
書
法
清
雅
溫
潤
。
︵
圖
八
︶
由
這
些
出

版
狀
況
可
知
，
︽
學
書
邇
言
︾
是
楊
守
敬

書
論
最
比
較
普
及
的
著
作
。

楊
守
敬
的
書
法
作
品

至
於
楊
氏
的
書
法
作
品
，
湖
北
省
博

物
館
所
藏
之
作
品
頗
多
，
但
尚
未
出
版
專

集
完
全
呈
現
在
眾
人
面
前
，
一
些
日
本
的

出
版
品
上
可
看
到
，
而
流
落
在
坊
間
的
亦

必
然
不
少
，
更
有
待
考
察
。

圖九　楊守敬七十二歲時為日本友人巖谷脩書寫墓碑篆額　引自《楊守敬之交友展圖錄》圖十　 楊守敬七十三歲時所寫的吟香岸田翁墓碑篆額　引自 
《楊守敬之交友展圖錄》

圖十一　 楊守敬七十一歲時所寫的「河汾‧宛洛」
五言聯　引自《楊守敬之交友展圖錄》

圖十二　 楊守敬七十五歲時所寫之「清露‧太
華」行書對聯　筆者藏

圖十三　日　釋空海編　《篆隸萬象名義》　日本江戶間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三-1　 楊守敬四十五歲時題日人空海所撰《篆隸萬象名義》之行書圖十四　 宋　錢乙撰　閻孝忠編　《錢氏小兒藥證直訣》　日本影鈔清康熙58年
陳世傑起秀堂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由
於
楊
守
敬
精
研
書
法
，
各
類
字

體
都
寫
，
雖
然
篆
書
較
少
，
但
是
看
他
在

一
九
一○

年
七
十
二
歲
時
為
日
本
友
人
巖

谷
脩
寫
的
墓
碑
篆
額
︵
圖
九
︶
，
目
前
立

於
日
本
滋
賀
縣
甲
賀
郡
水
田
町
大
崗
寺
，

以
及
一
九
一
一
年
七
十
三
歲
時
所
寫
的
吟

香
岸
田
翁
墓
碑
篆
額
︵
圖
十
︶
，
目
前
立

於
東
京
都
墨
田
區
隅
田
川
神
社
，
結
字
大

而
縱
長
，
每
筆
都
渾
圓
飽
滿
而
厚
重
。
至

於
隸
書
，
從
七
十
一
歲
時
所
寫
的
︿
河

汾‧

宛
洛
﹀
五
言
對
聯
中
，
也
可
以
看
到

行
筆
壯
闊
豪
邁
的
氣
勢
。
︵
圖
十
一
︶

楊
守
敬
無
論
書
寫
書
法
作
品
或
是

在
古
籍
上
題
跋
，
大
多
是
書
寫
行
書
，
他

的
行
書
有
一
種
渾
厚
瀟
灑
開
闊
的
氣
象
，

筆
者
因
緣
際
會
，
自
坊
間
購
得
楊
守
敬

七
十
五
歲
時
所
寫
的
對
聯
，
上
聯
題
名
﹁
巽

齊
先
生
方
家
正
﹂
，
聯
文
是
﹁
清
露
晨
流
新

桐
初
引
﹂
，
下
聯
是
﹁
太
華
夜
碧
大
河
前

橫
﹂
，
這
是
一
幅
聯
語
和
用
筆
都
相
當
氣

派
的
六
言
聯
，
運
筆
圓
潤
渾
厚
，
行
筆
瀟

灑
，
寫
在
紅
底
細
灑
金
宣
紙
上
，
尤
其
顯

得
燦
爛
輝
煌
，
誠
屬
楊
氏
書
法
作
品
中
之

精
品
。
︵
圖
十
二
︶
而
其
早
年
的
題
跋
，
如

四
十
五
歲
時
題
日
人
空
海
所
撰
︽
篆
隸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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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巡禮

圖十五　筆者與研究楊守敬之專家陳上岷、郗志群、謝承仁教授前往楊守敬之墓園拜謁。

註
釋

1. 

楊
先
梅
輯
、
劉
信
芳
註
，
︽
楊
守
敬
題
跋
書
信

遺
稿
︾
，
四
川
：
巴
蜀
書
社
，
一
九
九
六
，
頁

一
八
二
。

2. 

杉
川
邦
彥
、
難
波
清
邱
編
，
︽
近
代
日
本
書
道

之
祖─

楊
守
敬
之
交
友
圖
錄
展
︾
，
封
面
，
東

京
：
中
教
出
版
社
出
版
，
一
九
九○

。

3. 

楊
守
敬
，
︽
鄰
蘇
老
人
年
譜
︾
十
四
歲
條
，
見

︽
楊
守
敬
集
︾
第
十
一
冊
，
湖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八
，
頁
八
。

4. 

楊
守
敬
，
︽
鄰
蘇
老
人
年
譜
︾
三
十
六
歲
條
，

頁
十
四
。

5. 

山
本
棠
舟
、
堀
雅
峰
，
︿
松
田
雪
柯
日
記
﹀
，

︽
墨
雜
誌
雙
月
刊
︾
第
七
六
號
之
︽
元
永
本
古

今
集
︾
，
日
本
藝
術
新
聞
社
，
一
九
八
九
年
二

月
，
頁
九○

—

九
八
。

6. 

山
本
棠
舟
、
堀
雅
峰
，
︿
松
田
雪
柯
日
記
﹀
，

頁
一○

○

。

7. 

陳
上
岷
，
︿
楊
守
敬
的
書
法
與
書
學
及
其
在

日
本
的
影
響
﹀
，
︽
楊
守
敬
學
術
研
究
論
文

集
︾
，
二○

○

三
年
三
月
，
頁
四
十
八
。

8. 

陳
上
岷
手
書
之
︽
學
書
邇
言
︾
前
言
。
︽
學
書

邇
言
︾
，
臺
北
：
華
正
書
局
，
一
九
八
四
，
頁

一○
—

一
一
。

圖十四-1　 楊守敬五十六歲時題識于《宋本錢氏小兒藥證直訣》前之楷書

象
名
義
︾︵
圖
十
三
︶
所
用
的
，
是
拙
樸
而

率
意
的
行
書
，
橫
畫
與
左
撇
，
誇
張
地
拉

長
，
頗
有
黃
山
谷
書
風
的
特
色
。
楊
氏
在

題
識
古
籍
的
文
字
中
，
也
偶
見
端
正
的
小

楷
，
如
五
十
六
歲
時
題
識
于
︽
宋
本
錢
氏
小

兒
藥
證
直
訣
︾
前
的
文
字
︵
圖
十
四
︶
，
細

緻
而
勁
利
，
相
當
罕
見
而
珍
貴
。

岷
先
生
，
會
後
，
筆
者
時
常
以
書
信
向
他
們

請
益
，
獲
益
良
多
。

此
次
交
流
活
動
中
，
大
家
一
起
前
往

楊
氏
的
故
居
，
也
就
是
現
在
的
﹁
楊
守
敬
紀

念
館
﹂
參
觀
，
還
前
往
楊
守
敬
的
墓
園
拜

謁
，
並
合
影
留
念
。
︵
圖
十
五
︶
如
今
，
發

起
這
次
研
討
會
的
陳
上
岷
先
生
與
謝
承
仁

教
授
，
已
先
後
辭
世
，
但
他
們
為
研
究
楊
守

敬
而
奠
定
的
學
術
成
就
，
為
後
學
者
點
亮

兩
盞
明
燈
，
使
大
家
能
更
便
捷
地
認
識
學

術
成
就
非
凡
的
楊
守
敬
。
這
次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鄰
蘇
觀
海
﹂
特
展
，
可
以
窺
見
楊

氏
的
藏
書
，
楊
守
敬
還
有
許
多
豐
富
的
收

藏
與
著
作
，
甚
值
得
大
家
繼
續
探
索
，
並
把

楊
守
敬
的
研
究
精
神
發
揚
光
大
。

作
者
為
國
立
臺
中
教
育
大
學
語
文
教
育
學
系
教
授

結
語

筆
者
因
為
研
究
楊
守
敬
之
書
法
，

有
幸
受
邀
於
二○

○

一
年
五
月
十
二
日
前

往
湖
北
宜
昌
，
參
與
﹁
楊
守
敬
學
術
交
流

會
﹂
。
和
研
究
楊
守
敬
的
中
日
學
者
，
齊
聚

宜
昌
的
三
峽
賓
館
會
議
廳
，
會
議
中
，
總
共

發
表
了
三
十
多
篇
研
究
心
得
，
大
家
交
流

熱
烈
，
相
談
甚
歡
。

此
次
聚
會
，
筆
者
結
識
許
多
研
究

﹁
楊
學
﹂
的
專
家
，
其
中
有
遠
從
北
京
搭

十
九
小
時
火
車
前
來
與
會
，
當
時
已
高
壽

八
十
的
︽
楊
守
敬
集
︾
總
主
編
謝
承
仁
教

授
、
北
京
首
都
師
大
北
京
史
研
究
室
主
任

郗
志
群
教
授
，
以
及
當
時
高
壽
八
十
三
歲
，

從
武
漢
來
的
﹁
楊
守
敬
研
究
會
﹂
會
長
陳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