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6月　9899　故宮文物月刊·第399期

清初女琢硯家顧二娘小考

文物脈絡

廁
身
﹁
技
藝
名
家
﹂
的
女
手

乾
隆
名
士
阮
葵
生
︵
一
七
二
七

∼

一
七
八
九
︶
用
饒
有
意
味
的
標
籤
﹁
技
藝

名
家
﹂
來
形
容
這
批
既
不
是
受
人
輕
視
的

工
匠
、
也
談
不
上
是
文
人
或
士
大
夫
的
新

興
群
體
。
他
列
舉
了
二
十
八
位
以
治
玉
、

治
犀
、
治
銀
、
治
竹
等
名
手
，
並
強
調
他

們
比
起
求
取
科
舉
功
名
的
士
子
，
有
過
之

清
初
女
琢
硯
家
顧
二
娘
小
考

高
彥
頤

而
無
不
及
之
處
：
﹁
昔
人
治
一
業
，
攻
一

器
，
足
以
傳
世
行
遠
而
不
朽
。
較
之
抱
兔

園
一
冊
，
飽
食
終
日
，
老
死
牖
下
，
淹
沒

而
無
聞
者
，
不
可
同
年
語
矣
。
﹂

在
日
新
月
異
的
藝
品
市
場
中
，
這

些
在
百
多
年
前
大
展
拳
腳
的
晚
明
高
手
，

已
在
俯
仰
之
間
在
乾
隆
後
期
成
了
﹁
昔

人
﹂
。
轉
目
凝
視
當
代
，
阮
葵
生
又
侃
侃

道
來
：
﹁
及
近
時
薛
晉
臣
治
鏡
，
曹
素
功
治

墨
，
穆
大
展
刻
字
，
顧
青
娘
、
王
幼
君
治

硯
，
張
玉
賢
火
筆
竹
器
，
皆
名
聞
朝
野
，

信
今
傳
後
無
疑
也
。
﹂
︵
阮
葵
生
，
︽
茶
餘
客

話
︾
︶

被
阮
葵
生
點
名
的
明
清
名
家
當
中
，

除
了
﹁
顧
氏
繡
﹂
泛
指
上
海
露
香
園
一
家

婦
女
外
，
只
有
顧
青
娘
是
獨
當
一
面
、
具

名
具
姓
的
女
手
。

中
國
的
琢
硯
工
藝
，
到
了
清
初
有
一
大
突
破
，
在
器
型
、
設
計
運
思
、
和
雕
工
手
法
上
都
有
嶄
新

的
表
現
。
個
中
原
因
很
多
，
包
括
硯
材
供
應
日
盛
，
尤
其
是
文
人
熱
愛
的
端
硯
名
坑
，
在
順
治
年

間
解
禁
，
允
許
民
間
開
採
。
明
末
商
業
發
展
，
帶
動
了
藝
術
品
收
藏
風
潮
，
玩
好
之
士
因
為
宋
元

古
硯
漸
稀
，
轉
而
注
目
以
端
硯
和
歙
硯
為
首
的
當
代
精
品
，
促
使
當
代
名
硯
的
生
產
和
消
費
市
場

逐
漸
成
熟
。
更
不
可
忽
視
的
，
是
在
江
南
及
其
他
地
區
出
現
的
一
群
以
琢
硯
為
業
、
以
藝
術
家
自

視
的
專
業
藝
人
。
其
中
最
為
人
稱
道
的
，
竟
是
一
名
女
流
之
輩─

吳
門
顧
二
娘
。
是
她
憑
著
甚
麼

本
領
，
在
這
男
人
行
當
中
脫
穎
而
出
呢
？

圖1　 清　黃任銘　蕉月硯　端石　縱14.5，橫9.6，高2.0公分　蘭千山館寄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硯背刻行書款「吳門顧二娘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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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清　雙燕銜花端硯　端石　縱18，橫12，高3公分　天津博物館藏　 
硯背刻楷書款「吳門顧二娘製」　引自《天津博物館藏硯》，頁96

圖3　 清　黃任銘　飛燕硯　端石　縱16.5，橫11.1，高2.2公分　蘭千山館寄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無顧二娘款，但刻有顧的長期贊助人黃任（莘田）銘，教人聯想到顧二娘。這方硯與圖2的〈雙燕銜花硯〉在構圖和
雕工上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天津那方在細節處理上刀法較細膩，石質較優。

所
謂
顧
青
娘
，
就
是
清
代
唯
一
帶

名
款
的
女
琢
硯
家
，
在
蘇
州
閶
門
內
專
諸

巷
經
營
作
坊
的
顧
二
娘
。
說
顧
和
王
幼
君

︵
或
作
岫
君
︶
在
乾
隆
時
期
﹁
名
聞
朝

野
﹂
可
能
並
不
過
份
。
現
藏
天
津
博
物
館

帶
﹁
岫
君
﹂
款
的
︿
山
水
硯
﹀
，
在
寫

景
和
刀
法
上
都
別
具
巧
思
，
用
時
人
所
謂

﹁
鐵
筆
﹂
把
山
水
畫
的
意
境
溶
入
雕
硯
工

藝
，
本
文
暫
時
不
表
，
只
談
顧
青
娘
。
在

夫
死
無
子
的
局
面
下
，
顧
師
承
公
公
名
硯

匠
顧
德
麟
︵
或
作
鄰
、
林
︶
，
以
一
女
子

身
分
﹁
獨
擅
其
藝
者
二
十
餘
年
﹂
，
成
為

獨
當
一
面
的
技
藝
名
家
。
︵
註
一
︶

她
的
生

涯
本
身
就
帶
有
傳
奇
性
，
再
加
上
乾
嘉
及

民
國
時
期
好
事
者
渲
染
，
衍
生
了
不
少
香

豔
情
節
。
︵
註
二
︶

顧
二
娘
傳
世
帶
款
或
不
帶
款
的
作

品
，
在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蘭
千
山
館
、

天
津
博
物
館
的
徐
世
昌
舊
藏
、
和
北
京
故

宮
在
一
九
四
九
年
後
從
民
間
徵
集
的
文
物

當
中
都
有
，
但
因
為
她
在
世
時
已
有
偽
作

出
現
，
真
假
極
難
分
辯
。
在
沒
有
任
何
一

件
標
準
器
存
在
的
現
況
下
，
鑑
定
顧
硯
是

異
常
艱
巨
的
工
作
。
在
這
方
面
，
近
年
研

究
古
硯
的
學
者
，
如
天
津
的
蔡
鴻
茹
、
北

京
的
吳
笠
谷
，
都
有
精
闢
的
論
述
，
本
文

只
在
整
理
文
獻
資
料
的
基
礎
上
，
澄
清
有

關
顧
二
娘
出
身
、
學
藝
、
就
業
、
交
際
等

方
面
的
一
些
困
惑
，
再
提
出
新
的
疑
團
以

請
教
方
家
，
同
時
也
對
顧
二
娘
的
技
藝
和

她
女
擔
男
職
這
一
有
趣
的
性
別
現
象
，
作

一
些
觀
察
和
議
論
。

顧
二
娘
的
家
世
與
出
身

先
從
名
字
說
起
。
阮
葵
生
稱
顧
為

﹁
顧
青
娘
﹂
，
是
清
初
眾
多
提
法
之
一
，

其
他
還
有
顧
親
娘
和
現
在
通
用
的
顧
二
娘

或
二
孃
，
更
有
尊
稱
顧
大
家
︵
為
行
文
方

便
，
以
下
統
稱
顧
二
娘
︶
。
筆
者
所
及
現
存

最
早
提
及
顧
的
文
獻
資
料
，
是
蘇
州
文
人

黃
中
堅
︵
一
六
四
八

∼

一
七
一
七
年
仍
在

世
︶
的
︽
蓄
齋
二
集
︾
。
︵
註
三
︶
黃
直
稱
顧

為
﹁
顧
家
婦
﹂
而
不
提
其
名
，
有
意
無
意

中
強
調
她
的
師
承
是
以
男
性
本
位
的
夫
家

為
主
軸
。
黃
早
年
在
友
人
家
中
看
到
二
娘

公
公
顧
德
鱗
製
的
一
方
︿
索
硯
﹀
，
得
識
其

藝
，
特
意
攜
石
造
訪
，
要
求
如
法
泡
製
，

但
嫌
石
質
不
好
，
對
成
品
並
不
滿
意
。

十
多
年
後
，
黃
終
於
買
到
一
方
好
端

石
，
但
顧
德
鱗
已
經
去
世
，
連
嗣
子
顧
啟

明
︵
也
就
是
二
娘
丈
夫
︶
亦
死
，
﹁
其
孫
公

望
，
又
以
善
製
硯
，
召
入
內
廷
，
吳
中
絕
無

能
手
。
﹂
有
幸
的
是
，
﹁
聞
啟
明
之
妻
，
實

得
家
傳
。
﹂
黃
將
信
將
疑
，
﹁
壬
辰
仲
秋
，

乃
令
隨
意
製
之
，
不
拘
何
式
，
而
彼
竟
為

製
索
硯
。
﹂
這
條
資
料
題
為
︽
硯
銘
︾
，
是

本
來
刻
在
這
方
︿
索
硯
﹀
上
的
銘
文
，
它

為
顧
二
娘
出
師
、
獨
力
經
營
作
坊
的
年
代

提
供
了
明
確
的
下
限─

壬
辰
仲
秋
，
也
就

是
康
熙
五
十
一
年
︵
一
七
一
二
︶
。

事
實
上
，
顧
二
娘
的
丈
夫
顧
啟
明
過

世
，
二
娘
﹁
得
家
傳
﹂
入
行
的
時
間
恐
怕
要

比
壬
辰
為
早
。
黃
中
堅
攜
端
石
造
訪
顧
家

時
，
二
娘
已
在
蘇
州
本
地
文
人
當
中
享
有

一
定
聲
譽
，
故
黃
中
堅
謂
﹁
而
未
之
察
，

已
而
其
名
日
益
著
﹂
，
可
以
推
測
她
起
碼

早
在
數
年
前
已
經
開
始
繼
承
顧
家
祖
業
。

顧
啟
明
死
後
過
繼
的
嗣
子
顧
公
望
，
在
康

熙
五
十
一
年
時
已
離
開
蘇
州
，
被
召
入
內

廷
，
可
能
他
是
將
顧
二
娘
名
聲
傳
到
京
師

的
重
要
人
物
，
不
過
這
只
能
是
猜
測
。
據

說
顧
公
望
後
來
在
京
去
世
，
他
在
康
熙
朝

造
辦
處
製
硯
的
年
月
和
具
體
情
況
，
缺
乏

檔
案
資
料
，
還
有
待
考
證
。
︵
註
四
︶

另
一
位
與
顧
二
娘
同
時
、
也
是
蘇
州

文
人
的
朱
象
賢
︵
約
一
六
七○

∼

一
七
五 

一
，
仍
在
世
︶
，
在
比
黃
中
堅
︽
蓄
齋
集
︾

稍
後
成
書
的
︽
聞
見
偶
錄
︾
中
，
說
二
娘

本
姓
鄒
：
﹁
德
麟
死
，
藝
傳
於
子
，
子
不

壽
，
媳
鄒
氏
繼
其
業
，
俗
稱
顧
親
娘
也
。
﹂

朱
並
沒
有
提
及
曾
如
黃
中
堅
般
親
自
造
訪

顧
家
，
但
他
在
蘇
州
文
人
圈
中
耳
濡
目

睹
，
為
後
世
紀
錄
了
唯
一
被
傳
為
顧
親
口

討
論
自
身
琢
硯
技
藝
的
說
話
：
﹁
常
與
人

講
論
曰
，
硯
係
一
石
琢
成
，
必
圓
活
而
肥

潤
，
方
見
鐫
琢
之
妙
，
若
呆
板
瘦
硬
，
乃

石
之
本
來
面
目
，
琢
磨
何
為
？
﹂
︵
註
五
︶

言
詞
簡
潔
生
動
，
意
味
欣
然
，
還
隱
約
遺

留
口
語
的
語
境
。

從
青
娘
、
親
娘
、
到
後
來
的
二
娘
，

顧
二
娘
在
出
道
之
初
，
名
字
的
不
統
一
，

反
映
了
清
初
的
手
工
藝
人
要
立
業
，
靠
的

主
要
是
顧
客
或
﹁
粉
絲
﹂
間
輾
轉
相
傳
的

口
碑
，
也
就
是
名
符
其
實
的
名
﹁
聲
﹂
或

﹁
聲
﹂
譽
。
一
位
本
身
不
寫
作
的
手
工
藝

人
要
在
文
獻
典
籍
中
揚
名
，
在
未
被
好
事

者
青
睞
之
前
是
很
不
容
易
的
事
。
在
流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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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
質
美
工
良
、
寶
之
勿
替
﹂
，
並
抬
舉
顧

的
雕
藝
﹁
溫
純
古
雅
﹂
，
有
其
公
公
的
﹁
餘

韻
﹂
，
他
批
評
二
娘
所
作
﹁
過
於
工
巧
，
似

不
若
德
林
古
樸
﹂
，
言
下
之
意
，
就
是
未

能
完
全
擺
脫
女
人
味
和
匠
氣
。
黃
對
顧
德

麟
也
好
、
二
娘
也
好
，
視
為
比
他
身
分
低

下
的
匠
人
，
屢
用
命
令
式
的
動
詞
，
﹁
令

之
重
製
﹂
︵
德
麟
︶
、
﹁
令
隨
意
製
之
﹂
︵
二

娘
︶
。
無
疑
他
並
不
認
同
比
他
晚
數
輩
的
阮

葵
生
所
宣
示
的
﹁
攻
一
器
﹂
也
可
﹁
足
以

傳
世
、
行
遠
、
而
不
朽
﹂
這
價
值
觀
。

受
閩
中
贊
助
人
賞
識
而
名
揚
︽
硯

史
︾

至
於
現
在
通
用
的
姓
名
﹁
顧
二
娘
﹂
，

筆
者
所
及
，
最
早
見
於
閩
中
文
人
林
涪

雲
︵
輪
川
、
在
峩
，
約
一
六
九○

∼

一 

七
五
二
︶
編
的
硯
銘
集
︽
硯
史
︾
︵
早
名

︽
陶
舫
硯
銘
︾
︶
。
︵
註
六
︶

福
州
光
祿
坊
林
氏

一
家
，
自
涪
雲
父
親
林
佶
︵
鹿
原
、
吉

人
，
一
六
六○

∼

約
一
七
二
五
︶
起
，

是
顧
二
娘
最
重
要
的
客
戶
和
贊
助
者
。
林

佶
的
忘
年
交
余
甸
︵
田
生
，
一
七
三
三
離

世
︶
，
比
他
們
稍
晚
輩
的
黃
任
︵
莘
田
，

一
六
八
三

∼

一
七
六
八
︶
、
謝
道
承
、
許

均
、
陳
德
泉
，
都
曾
直
接
攜
石
到
蘇
州
延

請
二
娘
製
硯
。
︵
註
七
︶

尤
其
是
自
號
﹁
十

硯
翁
﹂
的
詩
人
黃
任
，
因
撰
寫
﹁
一
寸
干

將
切
紫
泥
，
專
諸
門
巷
日
初
西
，
如
何
軋

軋
鳴
机
手
，
割
遍
端
州
十
里
溪
﹂
名
句
，

勒
於
顧
製
的
︿
青
花
硯
﹀
硯
陰
，
傳
頌
一

時
，
這
首
詩
也
被
作
偽
者
輾
轉
傳
刻
在
不

少
硯
背
，
成
了
比
﹁
吳
門
顧
二
娘
製
﹂
更

醒
目
的
商
標
。

這
群
同
在
福
州
出
身
，
自
少
時
就

一
起
讀
書
問
字
玩
硯
的
﹁
總
角
石
交
﹂
，

日
後
不
少
都
成
了
進
士
，
不
過
官
運
無
一

亨
通
。
他
們
生
平
所
作
的
硯
銘
，
不
少
收

集
在
雍
正
十
一
年
︵
一
七
三
三
︶
成
書
的

︽
硯
史
︾
，
這
書
也
因
此
成
為
研
究
顧
二

娘
生
平
最
具
權
威
性
和
詳
盡
的
史
料
。
比

如
說
，
因
為
書
中
載
有
黃
任
等
人
追
輓
顧

二
娘
的
詩
多
首
，
可
以
肯
定
顧
逝
年
的
下

限
，
是
雍
正
十
一
年
。
筆
者
猜
測
，
顧
可
能

在
約
雍
正
五
年
︵
一
七
二
七
︶
左
右
離
世
。

耐
人
尋
味
的
是
，
在
顧
有
生
之
年
當

面
延
請
她
製
硯
的
，
除
上
述
蘇
州
黃
中
堅

之
外
，
確
切
可
考
的
就
只
有
這
七
位
閩
中

文
人
。
其
中
能
考
證
日
期
的
，
最
早
是
康

熙
三
十
九
年
︵
庚
辰
，
一
七○
○

︶
，
林

佶
銘
記
：
﹁
庚
辰
秋
杪
歸
自
京
師
，
過
吳

下
，
停
舟
閶
門
，
得
於
桃
花
塢
之
湯
氏
，

愛
其
石
質
溫
膩
，
歙
之
上
品
，
松
雪
翁
跋

語
，
筆
法
生
氣
奕
奕
，
珍
同
和
璞
，
微
嫌

開
池
小
而
墨
堂
狹
，
因
付
顧
大
家
廓
而
大

之
，
頓
改
舊
觀
。
﹂
︵
︽
硯
史
︾
，
北
京
本
作
獨
孤

硯
，
卷
七
，
頁
二
；
上
海
本
作
趙
松
雪
研
，
卷
七
，
頁

一
︶
由
此
得
知
，
早
在
康
熙
三
十
九
年
，
顧

二
娘
已
在
離
桃
花
塢
不
遠
的
專
諸
巷
琢
硯

營
生
，
不
過
不
知
當
時
公
公
顧
德
鱗
是
否

還
在
世
。

這
方
歙
硯
，
真
的
出
自
趙
孟
頫
手
跋

的
可
能
性
不
高
，
但
林
佶
得
寶
，
請
顧
二

娘
廓
池
開
堂
，
以
便
磨
墨
寫
字
，
卻
是
不

爭
的
事
實
。
︽
硯
史
︾
其
他
旁
證
顯
示
，

﹁
開
池
深
淺
憑
心
曲
﹂
，
在
清
初
是
被
認

為
製
硯
難
度
最
高
的
技
藝
。
後
來
自
薦
進

武
英
殿
為
康
熙
抄
御
書
的
書
法
家
林
佶
延

請
他
尊
稱
﹁
顧
大
家
﹂
的
二
娘
從
事
，
可

見
他
對
這
位
女
琢
硯
家
的
手
藝
的
重
視
程

度
。
好
事
者
傳
顧
﹁
非
老
坑
佳
石
，
不
肯

奏
刀
﹂
的
謠
言
，
亦
不
攻
自
破
。

︽
硯
史
︾
所
載
下
一
方
有
年
月
可

考
的
顧
硯
，
是
康
熙
四
十
八
年
︵
一
七○

九
︶
的
︿
蕉
白
硯
﹀
。
余
甸
記
述
：
﹁
已

丑
冬
十
月
，
客
吳
門
，
顧
大
娘
／
家
為

造
此
硯
，
用
銘
三
語
，
索
何
屺
瞻
先
生
書

之
，
鐫
手
亦
先
生
所
素
許
者
，
越
三
日
而

竣
事
。
﹂
︵
註
八
︶

這
方
帶
蕉
葉
白
石
品
的

好
端
石
，
是
京
兆
尹
余
甸
所
鍾
愛
，
所
以

慎
重
其
事
，
除
親
自
作
銘
外
，
製
硯
、
書

銘
、
和
鐫
字
，
分
別
請
三
位
名
家
擔
當
。

就
︽
硯
史
︾
所
見
，
顧
二
娘
為
這

群
閩
中
名
士
製
硯
，
只
管
雕
作
器
型
、

開
池
開
堂
，
也
曾
為
林
涪
雲
在
硯
背
作
杏

花
春
燕
圖
，
但
從
來
不
鐫
字
。
饒
有
意

義
的
是
，
一
反
江
南
文
人
只
玩
硯
、
治

印
但
從
不
執
刀
雕
硯
的
成
見
，
閩
中
這
群

玩
硯
文
人
如
余
甸
，
偶
爾
會
製
硯
。
特
別

是
林
佶
，
受
長
兄
金
石
家
林
侗
︵
來
齋
︶

教
誨
，
認
為
親
自
施
刀
是
研
究
金
石
學
和

書
法
的
最
佳
門
徑
，
要
得
漢
魏
碑
帖
的
神

髓
，
就
需
要
精
研
刻
石
的
刀
法
。
向
他
學

習
金
石
和
刀
法
的
門
生
，
可
考
的
就
有
數

位
福
州
士
子
，
包
括
後
來
放
棄
仕
途
而
轉

業
雕
硯
的
楊
洞
一
、
中
一
兄
弟
和
下
文
提

到
的
董
滄
門
︵
漢
禹
︶
。

特
別
是
林
佶
第
三
子
涪
雲
︵
輪

川
︶
，
雕
硯
、
寫
銘
、
鐫
字
俱
絕
，
曾
為

賞
識
他
的
福
建
巡
撫
、
官
拜
文
淵
閣
大
學

圖4　 清　顧二娘製　雙燕硯　端石　縱6.7，橫7.2，高2.1公分　蘭千山館寄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硯背刻「吳門顧二娘製」篆書款。圖1、2、4所示「吳門顧二娘製」題款，
在字體和大小比例上都有很大差異，更遑論刀法。

圖5 　 清　何焯銘　隨形硯　硯背拓片　端石　縱9.8，橫9.0，高2.2公分　
蘭千山館寄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蘇州書法名家何焯（屺瞻、義門），是余甸的友人，應余所邀為顧二
娘雕的〈蕉白硯〉書銘。〈蕉白硯〉今已不存，何的書法，從這方他
自用自銘自書的硯可見一斑。

中
因
方
言
口
語
不
同
，
就
產
生
了
成
文
過

程
之
初
，
名
字
迴
異
這
現
象
。
公
公
顧
德

麟
，
有
時
鄰
、
林
互
稱
，
也
是
同
一
道

理
。
不
過
顧
二
娘
的
稱
謂
，
同
時
也
和
她

的
性
別
身
分
有
關
，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說
明

了
當
時
男
性
文
人
，
面
對
女
人
琢
硯
而
且

成
為
名
家
這
前
所
未
聞
的
現
象
，
不
自
覺

地
流
露
出
的
性
別
意
識
。

其
中
黃
中
堅
所
透
露
的
態
度
略
帶

同
時
對
女
人
和
手
工
藝
人
兩
種
身
分
的
輕

視
。
雖
然
他
贊
賞
顧
二
娘
琢
的
︿
索
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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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的
趙
國
鱗
製
過
不
少
佳
品
。
現
存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蘭
千
山
館
的
一
方
端
石
︿
春

水
魚
硯
﹀
，
就
是
涪
雲
的
傑
作
，
出
自
朱

子
的
八
字
銘
文
﹁
靜
極
而
動
，
如
春
水

魚
﹂
，
與
細
刻
在
微
彎
的
硯
背
上
的
兩
尾

躍
躍
欲
動
的
河
魚
互
相
呼
應
，
加
強
硯
台

的
整
體
藝
術
效
果
，
與
文
人
畫
亦
詩
亦
畫

的
意
境
如
出
一
轍
，
和
王
岫
君
的
︿
山
水

硯
﹀
，
同
是
琢
在
紫
石
上
的
﹁
無
聲
詩
﹂
。

︵
輪
川
銘
︿
春
水
魚
硯
﹀
，
︽
蘭
千
山
館
名
硯
目
錄
︾
編

者
未
詳
輪
川
生
平
，
將
此
硯
歸
入
民
國
硯
。
銘
文
見

︽
硯
史
︾
上
海
本
，
卷
六
，
頁
四
，
可
確
定
是
林
涪
雲

作
品
無
疑
。
︶
技
藝
細
膩
如
此
的
林
涪
雲
，
亦

動
輒
以
﹁
大
家
﹂
稱
顧
二
娘
。

﹁
顧
二
娘
﹂
、
﹁
顧
大
家
﹂
從
個
人

尊
稱
變
成
名
牌
標
籤

在
稱
謂
及
實
際
交
往
中
，
對
顧
二
娘

表
示
最
大
程
度
的
尊
重
和
敬
意
的
，
是
這

群
閩
中
老
主
顧
、
支
持
者
。
年
長
輩
份
的
林

佶
、
余
甸
，
托
付
顧
開
雕
的
，
都
是
佳
石
。

顧
為
林
製
的
︿
奎
硯
﹀
，
是
宣
德
舊
坑
端

石
，
林
奉
旨
為
康
熙
抄
書
，
攜
入
絲
綸
閣
不

肯
離
身
，
後
來
奉
為
林
家
藏
硯
的
鎮
山
寶
。

林
和
余
作
銘
提
及
製
硯
者
，
喜
用
﹁
顧
大

家
﹂
尊
稱
，
將
其
比
作
被
譽
為
曹
大
家
的
女

史
班
昭
，
或
者
會
呼
﹁
顧
氏
﹂
、
﹁
吳
門
顧

氏
﹂
或
﹁
女
史
﹂
，
並
不
稱
顧
二
娘
，
更
從

未
用
過
較
通
俗
的
青
娘
、
親
娘
。

黃
任
在
執
筆
時
則
慣
稱
顧
二
娘
。
顧

二
娘
這
名
字
，
或
許
是
透
過
如
黃
任
等
閩

中
文
人
在
口
頭
和
筆
下
的
宣
揚
，
在
離
顧

活
躍
期
愈
來
愈
遠
的
年
代
，
成
了
她
在
商

品
市
場
上
最
有
名
的
標
籤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林
佶
、
余
甸
和
他
們
的
硯
友
，
看
重

的
是
顧
二
娘
琢
硯
、
特
別
是
開
池
技
藝
的

高
超
，
他
們
蓄
硯
，
固
然
有
賞
玩
成
分
，

但
基
本
出
發
點
是
為
了
磨
墨
、
習
書
法
，

所
以
實
用
性
是
絕
大
的
考
慮
。
從
這
一
點

看
來
，
他
們
賞
識
顧
二
娘
，
主
要
在
於
她

的
技
藝
高
超
，
她
的
性
別
、
名
氣
，
都
不

是
決
定
因
素
。

另
一
條
線
索
顯
示
，
可
能
早
在
康
熙

三
十
九
年
︵
庚
辰
，
一
七○

○

︶
，
帶
顧

大
家
款
識
的
硯
台
，
已
經
在
北
京
出
現
，

而
且
是
在
清
初
文
壇
官
場
無
人
不
識
的
王

士
禎
的
書
齋
。
事
出
偶
然
，
據
說
當
年
某

秋
日
，
一
群
文
人
在
王
齋
雅
聚
，
賞
玩
的

名
硯
就
包
括
一
方
︿
星
月
硯
﹀
，
硯
旁
鐫

﹁
吳
門
顧
大
家
製
﹂
。
興
之
所
至
，
在
座

的
朱
彝
尊
︵
竹
垞
︶
即
席
揮
毫
書
銘
，
這

銘
後
來
又
被
刻
在
這
方
硯
上
，
還
刻
上
小

序
記
事
情
始
末
：
﹁
庚
辰
秋
日
，
一
畝
居
良

集
，
漁
洋
夫
子
出
硯
書
銘
。
篆
銘
者
朱
竹

垞
，
旁
觀
者
汪
東
山
，
潘
稼
堂
，
顧
俠
君
，

識
名
者
陳
奕
禧
，
後
之
攬
者
，
得
毋
哂
其

生
涯
之
太
拙
乎
？
︵
草
書
︶
﹂
。
︵
註
九
︶

這
方
硯
的
真
偽
，
今
天
已
經
無
從

稽
考
。
當
然
，
如
果
這
硯
是
偽
作
，
那
顧

款
最
早
出
現
在
康
熙
三
十
九
年
之
說
也
不

能
成
立
。
目
前
只
能
作
保
守
的
推
論
說
，

最
遲
在
錄
載
這
銘
序
的
︽
硯
史
︾
成
書
的

一
七
三
三
年
，
顧
大
家
這
尊
稱
已
經
受
人

肯
定
，
而
且
刻
有
﹁
吳
門
顧
大
家
製
﹂
這
商

標
性
質
款
識
的
硯
台
已
經
在
市
面
流
傳
。

男
琢
硯
同
業
登
門
造
訪
、
切
磋
硯
藝

以
上
所
引
的
資
料
，
不
少
已
見
諸
前

人
的
著
述
，
只
是
分
析
角
度
不
同
，
揭
示

了
一
些
信
息
。
最
後
，
筆
者
無
意
中
發
現

一
條
前
人
未
曾
提
及
的
新
線
索
，
或
者
可

以
補
充
對
顧
二
娘
認
識
的
一
些
空
白
。
這

五
首
七
言
詩
，
作
者
謝
士
驥
︵
宏
卿
、
汝

奇
︶
，
是
以
林
佶
和
余
甸
為
首
的
閩
中
硯
圈

的
一
份
子
，
與
黃
任
有
交
往
，
更
是
圈
中

另
一
蓄
硯
家
周
紹
龍
︵
瑞
峰
︶
的
摯
友
。

謝
士
驥
的
身
分
很
難
用
傳
統
的
﹁
士
﹂

或
﹁
工
、
匠
﹂
界
定
，
他
以
文
人
自
居
，

其
子
謝
曦
更
聚
資
將
其
詩
稿
︽
春
草
堂
詩

鈔
︾
出
版
傳
世
，
但
謝
士
驥
早
已
放
棄
仕

途
，
﹁
好
蓄
端
溪
硯
材
，
又
擇
壽
山
石
之

精
者
，
隨
意
琢
鏤
，
動
合
古
製
﹂
︵
朱
景
英
，

︽
畬
經
堂
詩
集
︾
︿
謝
宏
卿
傳
﹀
︶
，
賴
以
為
生
。

寫
詩
，
是
與
士
人
交
往
應
酬
的
副
產
品
，

但
似
乎
謝
與
進
士
出
身
、
出
使
四
川
、
後

任
翰
林
編
修
的
周
紹
龍
，
在
社
會
身
分
上

有
一
段
距
離
。
︵
周
紹
龍
小
傳
，
見
︽
硯
史
︾

上
海
本
︶

作
為
一
位
專
業
治
印
、
治
硯
的
高

手
，
可
以
說
，
謝
士
驥
切
合
了
阮
葵
生
所

謂
的
﹁
技
藝
名
家
﹂
，
只
是
他
的
﹁
名
﹂
，

並
沒
有
顧
二
娘
、
王
幼
君
那
末
﹁
有
名
﹂
。

不
過
，
這
一
組
詩
表
明
，
謝
曾
到
蘇
州
拜

訪
顧
二
娘
，
與
她
切
磋
硯
藝
。

與
謝
同
往
蘇
州
的
，
是
曾
拜
師
林

佶
學
習
金
石
刀
法
的
董
滄
門
︵
漢
禹
︶
，

也
是
出
身
福
州
的
硯
藝
名
家
。
福
建
治
硯

家
，
可
能
因
為
地
利
人
和
，
多
兼
治
壽
山

石
印
，
董
亦
不
例
外
。
天
津
博
物
館
有
一

方
﹁
滄
門
﹂
款
，
自
銘
自
雕
的
︿
三
洞
神

品
端
硯
﹀
，
硯
背
淺
刻
有
行
書
款
：
﹁
董

漢
禹
銘
是
硯
也
，
得
石
吳
門
，
攜
遊
泰

山
，
歸
成
於
閩
海
。
始
癸
巳
春
初
，
迄
乙

末
夏
仲
，
三
年
作
客
萬
里
相
從
﹂
等
句
，

得
知
董
曾
於
癸
巳
，
也
就
是
康
熙
五
十
二

年
︵
一
七
一
三
︶
有
過
蘇
州
之
旅
，
正
與

顧
二
娘
的
活
躍
期
吻
合
，
說
不
定
他
與
謝

造
訪
顧
家
，
也
就
是
這
一
年
。
︵
天
津
博
物

館
編
，
︽
天
津
博
物
館
藏
硯
︾
︶

︿
同
董
滄
門
過
鱄
諸
巷
訪
女
士
顧

二
娘
觀
硯
﹀

勇
夫
寶
劍
文
人
硯
，
一
樣
雄
奇
性
所
同
。

雅
慕
蘇
門
游
俠
女
，
割
雲
琢
玉
奪
天
工
。

硯
史
由
來
讓
董
園
，
鱄
諸
古
巷
更
思
存
。

顧
家
繡
法
人
爭
羨
，
曾
識
清
芳
解
討
論
。

竹
裏
簾
櫳
暎
碧
紗
，
㪺
泉
磨
洗
舊
青
花
。

出
藍
宋
款
應
無
敵
，
井
字
縱
橫
風
字
斜
。

專
門
家
數
大
方
家
，
花
底
香
浮
顧
渚
茶
。

更
羨
銘
文
鐫
寫
妙
，
黃
金
無
滓
玉
無
瑕
。

香
奩
兼
具
石
言
真
，
龍
尾
羚
巖
脫
手
新
。

他
日
輶
軒
應
入
傳
，
特
書
定
比
魏
夫
人
。

—

謝
士
驥
，
︽
春
草
堂
詩
鈔
︾

顧
家
所
在
的
專
諸
巷
，
是
明
末
清
初

圖6　清　輪川銘　春水魚硯　端石　縱14.8，橫10，高1.7公分　蘭千山館寄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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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女琢硯家顧二娘小考

文物脈絡

技
藝
名
家
的
集
中
地
，
尤
其
以
玉
雕
、
作

偽
書
畫
等
細
工
著
名
。
今
天
所
見
，
巷
子

長
五
百
五
十
米
而
窄
狹
，
可
以
想
像
規
模

不
大
的
作
坊
應
是
採
取
﹁
連
坊
帶
家
﹂
的
格

局
。
謝
用
﹁
竹
裏
﹂
、
﹁
簾
櫳
﹂
、
﹁
碧
紗
﹂

烘
托
出
顧
家
一
股
文
人
書
齋
的
雅
氣
，
在

其
中
他
們
品
茗
香
茶
，
共
賞
名
硯
︵
﹁
井
字

縱
橫
風
字
斜
﹂
︶
，
更
一
時
技
癢
，
汲
清
泉

淨
水
磨
洗
古
硯
，
用
行
動
來
切
磋
硯
藝
。

從
語
法
推
想
，
這
名
硯
應
是
顧
家
的
藏
品

而
不
是
出
自
謝
、
董
二
位
的
行
囊
。

尤
其
耐
人
尋
味
的
是
﹁
更
羨
銘
文

鐫
寫
妙
﹂
一
句
。
單
就
︽
硯
史
︾
看
來
，

顧
是
不
曾
為
她
長
期
的
閩
中
主
顧
刻
銘
文

的
，
但
從
這
詩
句
得
知
，
她
可
能
會
應
其

他
客
戶
要
求
，
兼
刻
銘
文
。
結
尾
句
﹁
特

書
定
比
魏
夫
人
﹂
雖
然
未
免
過
譽
，
但
忖

摸
言
下
之
意
，
顧
二
娘
起
碼
是
識
字
的
，

而
且
還
可
能
寫
得
一
手
好
字
。
由
於
這
是

目
前
唯
一
關
於
顧
二
娘
識
字
的
記
載
，
並

未
能
下
結
論
，
只
得
暫
時
存
疑
，
期
待
將

來
有
新
的
資
料
面
世
。

然
而
可
以
肯
定
的
是
，
來
自
閩
中

的
琢
硯
家
謝
、
董
登
門
造
訪
顧
二
娘
，
並

沒
有
因
﹁
男
女
授
受
不
親
﹂
的
禁
忌
而
卻

步
，
而
且
謝
事
後
還
作
詩
誌
其
事
，
很
是

得
意
，
毫
無
避
言
的
顧
忌
。
這
顯
然
不
是

個
別
現
象
。
二
娘
的
閩
中
主
顧
，
親
自
把

不
易
入
手
的
佳
石
攜
到
顧
家
，
與
她
面
商

託
付
的
，
可
考
的
就
有
林
佶
、
黃
任
。
蘇

州
本
地
的
客
戶
黃
中
堅
也
是
如
此
。
林
涪

雲
在
父
親
佶
逝
世
後
不
久
，
從
抽
屜
翻

出
林
佶
寫
給
顧
的
贈
詩
，
還
特
地
捎
上
顧

家
，
二
娘
當
面
為
涪
雲
在
一
硯
背
作
︿
杏

花
春
燕
﹀
圖
。
涪
雲
大
喜
，
意
味
盎
然
地

詳
紀
其
事
。
︵
註
十
︶

由
此
可
見
，
雖
然
同
為
良
家
婦
女
，

顧
二
娘
作
為
手
藝
名
家
，
比
江
南
的
大
家

閨
秀
享
有
更
大
與
異
性
交
際
的
自
由
度
。

除
了
她
的
社
會
身
分
是
藝
人
之
外
，
可
能

也
跟
年
齡
有
關
。
雖
然
顧
二
娘
的
生
年
不

可
考
，
她
出
掌
顧
家
作
坊
的
時
候
，
可
以

想
像
應
已
年
近
不
惑
了
。

小
結

綜
合
以
上
種
種
線
索
，
可
以
拼
湊
出

這
樣
一
幅
圖
像
：
顧
二
娘
因
時
際
遇
，
出

掌
蘇
州
顧
氏
治
硯
作
坊
，
活
躍
期
從
康
熙

三
十
九
年
起
到
約
康
熙
六
十
一
年
等
二
十

多
年
。
她
秉
承
公
公
顧
德
鱗
的
家
傳
技

藝
，
再
加
上
自
身
努
力
揣
摩
創
新
，
成
了

康
熙
後
期
獨
當
一
面
的
﹁
技
藝
名
家
﹂
，
也

是
明
清
時
期
唯
一
具
名
款
的
女
琢
硯
家
。

雖
然
刻
有
﹁
吳
門
顧
二
娘
製
﹂
的

硯
，
是
否
有
任
何
一
方
真
的
出
自
她
的
手

或
作
坊
，
目
前
還
不
能
下
定
論
，
但
可
以

肯
定
的
是
，
之
所
以
有
偽
托
顧
款
的
硯
台

出
現
，
證
明
她
在
日
漸
成
熟
的
清
初
工
藝

品
市
場
中
，
享
有
一
定
的
知
名
度
。
她
的

名
聲
，
先
在
蘇
州
地
方
文
人
圈
中
口
耳
相

傳
，
又
因
為
她
的
硯
藝
特
別
受
到
福
州
一

群
精
研
金
石
的
士
人
青
睞
，
隨
他
們
宦
遊

四
方
，
顧
二
娘
的
硯
作
精
品
也
在
福
建
、

廣
東
、
和
京
師
出
現
，
對
當
地
的
雕
硯
工

藝
，
直
接
或
間
接
地
產
生
過
激
勵
作
用
。

顧
二
娘
作
為
一
名
良
家
女
子
，
又
是

守
寡
婦
人
，
可
以
與
男
主
顧
當
面
洽
商
，

也
曾
親
自
與
造
訪
的
男
琢
硯
家
切
磋
硯

藝
，
雖
然
她
也
需
要
面
對
某
些
男
客
戶
的

性
別
成
見
，
但
是
可
以
肯
定
地
說
，
她
作

為
技
藝
名
家
的
社
會
身
分
，
比
她
作
為
女

人
的
性
別
身
分
，
對
她
的
活
動
空
間
擴
展

起
了
更
大
的
作
用
。

顧
二
娘
的
身
世
，
包
括
她
和
公
公
顧

德
鱗
的
生
卒
年
，
仍
有
大
片
空
白
。
現
存

的
資
料
當
中
，
矛
盾
或
不
能
銜
接
的
疑
點

還
有
不
少
。
她
識
字
究
竟
多
少
，
曾
否
親

自
在
硯
上
刻
字
或
題
款
，
關
係
顧
硯
鑒
別

重
大
，
都
是
值
得
大
家
一
起
結
合
文
獻
和

註
釋

1.  

﹁
獨
擅
其
藝
﹂
引
文
，
最
早
見
於
成
書
乾
隆
二

年
的
︽
江
南
通
志
︾
人
物
志
，
卷
一
百
七
十
，

頁
十
一—

十
二
，
後
來
乾
隆
十
三
年
和
光
緒
九
年

的
︽
蘇
州
府
志
︾
︿
藝
術
二
﹀
卷
一
百
一
，
頁

十
九—

二
〇
沿
用
。

2.  

謂
顧
二
娘
﹁
能
以
鞋
尖
試
石
之
好
醜
，
人
故
以
顧

小
腳
稱
之
﹂
，
始
作
俑
者
是
袁
枚
，
是
他
將
友
人

間
傳
說
筆
錄
在
︽
隨
園
詩
話
︾
，
北
京
：
人
民
出

版
社
，
一
九
六
〇
︵
卷
三
十
四
，
頁
六
四
二
︶
。

清
末
為
黃
任
︽
秋
江
集
注
︾
作
注
的
注
者
沿
用

︵
卷
二
，
頁
二
〇
︶
，
後
來
徐
康
在
︽
前
麈
夢

影
錄
︾
上
集
又
據
此
再
加
渲
染
。
見
黃
賓
虹
，

鄧
實
編
︽
美
術
叢
書
︾
，
南
京
：
江
蘇
古
籍
，

一
九
九
七
，
初
集
第
二
輯
，
頁
一
七
〇
。

3.  

黃
中
堅
︽
蓄
齋
二
集
︾
，
﹁
硯
銘
並
序
﹂
，
卷

十
，
頁
十
六
。
周
南
泉
︵
︿
清
初
女
琢
硯
高

手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一
〇
九
期
，

一
九
九
六
年
，
十
六—

二
一
頁
︶
誤
植
黃
中
堅

為
吳
中
堅
。
黃
雲
鵬
︵
︿
吳
門
琢
硯
名
家
顧
二

娘
﹀
，
︽
蘇
州
史
志
資
料
選
輯
︾
總
第
二
十
八

輯
，
二
〇
〇
三
，
頁
一
〇
一—

一
〇
三
︶
沿
用

周
說
，
亦
誤
。
鄧
之
誠
︽
骨
董
鎖
記
︾
，
北
京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六
︵
︿
顧
二
娘
製
硯
﹀
，
頁

五
六
一—

五
六
二
︶
抄
錄
黃
銘
全
文
，
但
誤
︽
硯

銘
︾
為
︽
十
硯
銘
︾
。

4.  

帶
顧
公
望
︵
號
﹁
仲
呂
﹂
︶
款
的
硯
，
有
幾
方
傳

世
，
但
暫
時
難
判
斷
真
偽
。
傅
秉
全
曾
在
︿
琢

硯
能
手
顧
二
娘
﹀
︵
︽
紫
禁
城
︾
第
十
六
期
，

一
九
八
二
年
六
月
，
頁
二
八—

二
九
︶
一
文
中
介

紹
北
京
故
宮
藏
帶
仲
呂
款
的
︿
磥
砢
硯
﹀
，
並
附

照
片
，
硯
背
刻
有
﹁
大
興
樂
氏
敬
宇
寶
藏
﹂
等

字
，
可
惜
此
硯
今
天
下
落
不
明
。
筆
者
二
〇
一
二

年
秋
曾
請
求
觀
看
，
但
有
關
人
員
未
能
在
電
腦
數

據
庫
或
庫
藏
品
中
找
到
。
參
見
吳
笠
谷
︽
名
硯

辨
︾
，
北
京
：
文
物
出
版
社
，
二
〇
〇
二
，
頁

二
七
三—

二
七
四
。

5.  

朱
象
賢
︽
聞
見
偶
錄
︾
，
載
︽
叢
書
集
成
續
編
︾

第
九
十
六
冊
，
上
海
書
店
，
一
九
九
四
，
︿
製
硯

名
手
﹀
，
頁
六
二
八
。
朱
象
賢
明
確
說
﹁
顧
德

麟
，
號
顧
道
人
﹂
，
與
︽
古
今
圖
書
集
成
︾
、

︽
乾
隆
江
南
通
志
︾
和
︽
蘇
州
府
志
︾
﹁
顧
聖

之
，
字
德
鄰
，
吳
縣
人
，
父
顧
道
人
﹂
所
說
大

有
出
入
。
筆
者
同
意
吳
笠
谷
︵
︽
名
硯
辨
︾
，

頁
二
六
七—

二
六
八
︶
的
論
述
，
以
前
者
為
準
。

但
吳
把
二
娘
看
作
顧
德
鱗
的
外
甥
女
︵
︽
名
硯

辨
︾
，
頁
二
六
六
︶
，
則
誤
。

6.  

︽
硯
史
︾
傳
世
兩
個
抄
本
都
是
乾
隆
本
，
不
是
原

本
，
一
藏
北
京
首
都
圖
書
館
︵
下
作
北
京
本
︶
，

一
藏
上
海
圖
書
館
︵
下
作
上
海
本
︶
。
今
人
所
引

︽
硯
史
︾
，
都
出
自
上
海
本
或
其
現
代
重
排
節

本
，
但
二
本
差
異
頗
多
，
而
且
北
京
本
要
比
上
海

本
為
早
，
很
有
參
考
價
值
。
北
京
本
和
上
海
本
原

書
無
頁
數
，
本
文
所
引
為
筆
者
添
加
。

7.  

謝

道

承

︵

又

紹

、

古

梅

，

一

六

九

一

∼

一
七
四
一
，
一
七
二
一
年
進
士
︶
，
曾
任
雍
正

︽
福
建
通
志
︾
總
彙
。
許
均
︵
叔
調
，
雪
邨
，

一
六
八
七

∼

一
七
三
〇
，
一
七
一
八
進
士
︶
，
黃

任
內
兄
兼
摯
友
，
官
至
禮
部
郎
中
。
陳
德
泉
︵
治

滋
，
一
六
八
三

∼

一
七
五
五
︶
，
謝
道
承
中
表
兄

弟
，
一
同
師
承
林
佶
學
書
法
。

8.  

︽
硯
史
︾
，
北
京
本
卷
一
，
頁
三
，
上
海
本
作

﹁
太
樸
不
雕
研
﹂
，
卷
二
，
頁
三
。
顧
二
娘
名
字

不
統
一
，
曾
為
這
書
編
者
帶
來
困
擾
。
北
京
本
抄

者
先
寫
﹁
娘
﹂
字
，
後
改
成
﹁
家
﹂
，
上
海
本
則

娘
、
家
並
列
。

9.  

福
州
︽
硯
史
︾
編
者
林
涪
雲
抄
錄
這
銘
文
和
小

序
，
得
以
傳
世
。
林
與
陳
奕
禧
有
交
往
，
這
銘

序
也
許
有
可
能
抄
自
陳
。
︽
硯
史
︾
北
京
本
，
卷

七
，
頁
四—

五
。
上
海
本
︵
卷
七
，
頁
五
︶
錄
載

朱
銘
，
但
略
去
小
序
。

10.  

︽
硯
史
︾
，
︿
杏
花
春
燕
硯
﹀
卷
六
，
頁
五
︵
北

京
、
上
海
本
同
︶
。
林
佶
贈
顧
二
娘
詩
全
文
，
見

︽
樸
學
齋
詩
稿
︾
，
中
國
科
學
院
圖
書
館
藏
乾
隆

家
刻
本
，
卷
九
，
頁
二
六
。

參
考
文
獻

1.  

清
黃
中
堅
，
︽
蓄
齋
二
集
︾
，
﹁
硯
銘
並
序
﹂
，

卷
十
，
頁
十
六
。

2.  

周
南
泉
，
︿
清
初
女
琢
硯
高
手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一
〇
九
期
，
一
九
九
六
，
頁
十
六—

二
一
。

3.  

黃
雲
鵬
，
︿
吳
門
琢
硯
名
家
顧
二
娘
﹀
，
︽
蘇
州

史
志
資
料
選
輯
︾
總
第
二
十
八
輯
，
二
〇
〇
三
，

頁
一
〇
一—

一
〇
三
。

4.  

鄧
之
誠
，
︿
顧
二
娘
製
硯
﹀
，
︽
骨
董
鎖
記
︾
，

北
京
：
北
京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六
，
頁
五
六
一—

五
六
二
。

5.  

傅
秉
全
，
︿
琢
硯
能
手
顧
二
娘
﹀
，
︽
紫
禁
城
︾

第
十
六
期
，
一
九
八
二
年
六
月
，
頁
二
八—

二
九
。

6.  

吳
笠
谷
，
︽
名
硯
辨
︾
，
北
京
：
文
物
出
版
社
，

二
〇
〇
二
。

7.  

朱
象
賢
，
︽
聞
見
偶
錄
︾
，
載
︽
叢
書
集
成

續
編
︾
第
九
十
六
冊
，
上
海
：
上
海
書
店
，

一
九
九
四
。

8.  

清
林
涪
雲
，
︽
硯
史
︾
，
北
京
首
都
圖
書
館
及
上

海
圖
書
館
藏
本
。

9.  

清
林
佶
，
︽
樸
學
齋
詩
稿
︾
，
中
國
科
學
院
圖
書

館
藏
乾
隆
家
刻
本
。

10.  

清
謝
士
驥
，
︽
春
草
堂
詩
鈔
︾
，
乾
隆
四
十
二
年

刊
本
。

文
物
繼
續
探
討
的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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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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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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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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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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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教
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