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銘源（1926-2012），上海市人，滬江

大學化學研究所碩士畢業，1980年為維護民

族文物與深恐文物散失，將其義父上海商銀

創辦人陳光甫舊藏文物 122組件捐贈本院，

是本院重要文物捐贈者之一。

　　朱銘源（圖 1、2）是本院重要的文物捐

贈家，來臺後任職於經濟部中國石油公司，

擔任工程師等職，諳英語與西班牙語，曾獲

派至沙烏地阿拉伯等國家考察。早年自學象

棋、圍棋與口琴等才藝，在大陸時期曾出版

個人棋譜，退休後致力於圍棋教育推廣與圍

棋史研究，著有《中國圍棋史話》。朱銘源

為人樂善好施，長年投入國中小社團活動志

工老師，義務教授口琴、圍棋等才藝，還曾

登上國內知名歌唱比賽節目「五燈獎」，榮

獲五個燈擂臺主。

　　朱先生跟本院的緣份可以從院藏五代南

唐周文矩〈畫明皇會棋圖〉卷（圖 3）畫中人

物考證說起。李霖燦副院長認為院藏大部分

的故事畫都找得到史實，但這件〈明皇會棋

圖〉卻是一片空白。李霖燦後來受到中央社

記者李嘉文章的啟發，覺得此畫就是日本棋

士辨正和尚與唐明皇對奕的故事。李霖燦出

版的研究於 1973年，朱銘源因為熟讀圍棋相

關的歷史，看到 1976年日本棋院發行的雜誌

談到辨正，說李隆基未登基前和辨正下棋，

未說登基後再召見，所以此畫畫中人物應為

中國和尚，而非日本和尚。而實際畫中跟唐

明皇下棋的人是誰？他引用宋朝李逸民編的

一本圍棋譜《忘憂清集》─我國現存最古棋

譜，當中刊有三局古譜，其中一譜就是明皇

詔鄭觀音奕棋圖，所以朱銘源推測此件作品

下棋的當是道士鄭觀音。（圖 4）

談朱銘源先生與其捐贈書畫
▍王湘文

今年（庚子年）新冠肺炎影響全球甚鉅，事實上最近幾次庚子年也改變世界歷史動脈，無

論是 1840年鴉片戰爭、1900年義和團事件、乃至臺灣 1960年《自由中國》雷震案，都深

刻地改變我們對於人、事、物的看法。本月適逢庚子年最後一月，除了介紹一位本院重要

文物捐贈者—朱銘源先生外，亦精選剛好是上個庚子年（1960）12月幾位銀行家祝賀上

海商銀創辦人陳光甫壽誕書畫作品，當時的陳光甫正致力於上海商銀在臺復業，曙光即現！

不知全球疫情的發展，黎明是否也即將到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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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朱銘源先生1970年代任職中國石油公司期間，奉派至沙
烏地阿拉伯考察之相關證件。　朱銘源家屬提供



　　〈明皇會棋圖〉實際故事畫中人物可能

無法有一確切答案，然而從這件事就可以看

出朱銘源對圍棋史下工夫之深。事實上，朱

銘源退休後到各大圖書館瀏覽圍棋相關資料，

個人還下苦工在《古今圖書集成》與《二十四

史》等大部頭書籍，凡是有圍棋相關的事情，

他無一不記，無一不學，加上他記憶力超群，

所以可以融會貫通，將各朝各代圍棋的事蹟

寫成《中國圍棋史話》乙書。（圖 5）

　　朱銘源第二次與本院更深淵源在 1980

年，他將其義父上海商銀創辦人陳光甫舊藏

古物，共計 122組件捐給本院。他是基於維

護民族文物之心意，深恐後人散失，捐贈給

本院典藏，根據國史館史料記載，這批文物

重要性如下：

是批書畫、器物，雖經鑑定，元前畫

蹟皆為 品，如五代周文矩仕女軸、宋

馬遠山水軸，時代可到明代；宋徽宗

翠禽荔枝圖、宋拓蘭亭敘并宋人摹蕭

翼辨才圖、五代胡 番馬圖、元黃公

望溪山無盡圖皆有清宮鑑藏印璽或見

於石渠寶笈著錄，具有研究之價值。

其餘清代及近人書畫多屬可靠，揆諳

本院藏品書畫，嘉慶以後奇缺，實為

治書畫史之一大遺憾，又今日治我國

藝術史漸有下逮民國趨勢，是以近代

書畫家作品、名賢之手蹟，亦同具收

藏之價值，上述墨蹟足以補其缺失。

至於瓷器，多屬清代物，其中形制、

釉色，頗多可取，亦可為本院藏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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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 朱銘源先生（中排右二）1965年參與國立臺灣大學計算機講習班留影　朱銘源家屬提供



不足。其它如象牙雕刻乾隆帝后坐像、

布袋和尚、葫蘆器等，俱能另備一格，

堪供陳列展覽，值得收藏。（後略）

　　朱銘源淡泊名利，個性秉直，侍母至孝，

其母朱守德（1902-2004）（圖 6）是上海商

銀創辦人陳光甫晚年續弦夫人，根據薛光前

文章，陳光甫得以延年益壽，朱夫人功不可

沒。所以這批珍貴的文物，原是上海商銀陳

光甫舊藏、經過朱夫人保存，再由朱銘源體

悟到文物的重要性，應整批送給博物館典藏，

方為上策。因為這樣的機緣，本院才得以典

藏上百件陳光甫晚年舊藏。

　　至於朱銘源義父陳光甫為何許人也？陳

光甫（1881-1976）（圖 7、8），江蘇丹徒人，

中國第一間私人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

創辦人。陳光甫出身寒貧，自學英語，早歲

在兵工廠等地工作，受到洋行買辦景維行（後

為其岳父）賞識，參與清廷赴美國聖路易博

覽會的相關工作，博覽會結束後他留在美國，

奮力向學，獲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學士學位。

他除了是中國第一間私人銀行的創辦人，也

是中國第一間旅行社─中國旅行社的創辦

人，現今臺灣的天祥太魯閣晶英酒店，前身

就是他創辦的天祥招待所。陳光甫的核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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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 五代南唐　周文矩　畫明皇會棋圖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朱銘源先生認為院藏五代南唐周文矩〈畫明皇會棋圖〉卷，與明皇下棋者當為站立者的道士―可能是宋朝現存最早棋譜所述的道
士鄭觀音。



念是「服務社會」，所以他的影響層面不單

是銀行業、企業發展，在旅行業、各行各業，

甚至是人文類的圖書館創建，都很有影響力。

　　在民國史這麼有重要性的銀行家，因為一

些因緣巧合讓其創辦的上海商銀在臺灣復業，

也帶入了他的舊有典藏，而更為難得的是，今

日這上百件文物能夠在朱銘源先生努力之下，

進入博物館典藏，讓我們可以一窺陳光甫的

文化品味，還有那個時代的人們如何透過書

畫應酬與他人相交，這些都是歷史見證。某種

程度上來說，陳光甫「服務社會」的理念，朱

銘源先生透過文物捐贈就是最好的實踐。

　　細看朱銘源捐贈的書畫品項，大致可以

分三個類別，一是清中期以前的書畫作品，

重要的如〈晉王羲之蘭亭序宋拓本宋人摹蕭

翼辨才圖〉合卷、明傅山《手抄元機口訣》

冊、明黃衍相《書秋興詩》冊等。二是陳光

甫舊藏的近現代書畫作品，可能是陳光甫在

不同時期購藏或他人轉贈，如清吳徵〈畫洞

天巖吳郁生行書〉成扇、清溥靖秋〈畫蝶溥

伒行書〉成扇等。最後是作者本人贈送給陳

光甫的饋贈詩畫，主要是拜壽用，內就有許

多名家諸如于右任、溥儒、黃君璧、趙尊嶽、

曾克耑等名家。

　　以下，就挑選幾件朱銘源先生捐贈的近

現代書畫作品簡單介紹之。挑選品項以比較

少被知道，但或許和原藏家陳光甫有淵緣或

有其時代脈絡的，來說明書畫作品、書畫家、

收藏家與歷史源流的諸多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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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5 朱銘源著《中國圍棋史話》封面　朱銘源家屬提供

 圖6 朱守德女士1967年與孫女合照　朱銘源家屬提供

 圖7 陳光甫與女兒淑英、朱夫人1968年合影於上海商銀前。　
朱銘源家屬提供



一、林同濟（圖 9、10）

　　林同濟（1906-1980），福建福州人，美

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政治學博士，戰國策派成

員、中國知名莎士比亞專家。林同濟長年於

上海復旦大學教授西方文學等，1948年與陳

光甫共同創辦海光西方思想圖書館。海光圖

書館的「海光」就是指上海商銀與陳光甫，

是當時第一間以收集西方思潮為主軸的私人

圖書館。雖然這個圖書館只存在一年左右時

間，但閉館前即有一萬本館藏，其中六千本

是外文書籍，包括珍貴的馬克思德文原版《資

本論》，此館還吸引許多學者參與館務工作，

包括圖書館學者汪長炳、美學家蔣孔陽等人。

本件作品寫於 1948年 6月，恰是林同濟為蒐

集圖書館資源赴歐美考察結束，海光圖書館

剛發創建之際，作品扇面中有「古之學者，

惟務養性情，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今之

學者却只做一場說話。」當是對學術實踐之

感慨，行書自若，其裝裱扇骨由象牙精雕，

極其優美。

　　林同濟另有一件作品，釋文：「來去自由

自在鷗，不關避地海天浮；歸舟應載重陽酒，

一笑黃花一醉秋。寄呈光甫先生。己丑（1949）

季秋同濟。」此時海光圖書館已於 5月被閉

館，但內部工作仍持續，林同濟作此作「寄

呈」給當時人應身在香港的陳光甫，內隱對

時局之感嘆，此二件作品見證了陳光甫與林

同濟透過圖書館事業的結交與往來，以及國

共分立後，「來去自由自在鷗」再也沒有共同

一笑一醉的機會了。

二、吳湖帆（圖 11、12）

　　吳湖帆（1894-1968）是中國近現代知名

書畫家、收鑑家與鑑賞家，名列「海上四大

家」、「三吳一馮」。他出身江蘇世家，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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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8 陳光甫1970年生活照（中坐者陳光甫，右二朱守德夫人、左二陳淑英）　朱銘源家屬提供



父為金石大家吳大瀓（1835-1902），受家學

淵源飽覽歷朝書畫與法書作品，擅書畫、工

書法，其山水畫用水墨烘染與青綠設色融合

一體，為世人所知。

　　本幅扇面畫秋山晴靄，題款擬六如，明

四大家唐寅（1470-1524）自號六如居士，本

幅畫紅楓層疊，雲煙縹緲於瀑布之上，富含

秋意，筆墨俊雅清逸。此畫作於 1953年，吳

湖帆時年六十歲。此收藏脈絡說明陳光甫離

開大陸後仍持續收藏書畫作品，另一件朱銘

源先生捐贈的吳湖帆對聯，以行書落款：「長

與仙翁為伴，卻教老子隨緣。」亦饒富趣味。

三、同為銀行家的祝壽作品─程芥子、霍寶

樹、張心洽、侯銘恩 

　　朱銘源先生捐贈的近現代書畫，有很多

為陳光甫祝壽的書畫作品，時間集中在上個

庚子年（1960），包括蔣中正、陳誠、莫德惠、

何應欽、張羣、王雲五等重要一線政府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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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9 民國　林同濟　行書雙面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扇面裝裱精緻，是用象牙精雕而成。



或更較知名的是書法家，如于右任、謝冠生等名家，至今都在臺灣

各大廟宇與建築都能看到他們的作品。不過筆者想提的是，同和陳

光甫一樣是銀行家的張心洽等人。銀行的概念在清末才在中國實踐，

銀行家也是千年未有的新興職業，陳光甫說其為「新士人」，有學

術、有理論、有實踐，可以將過去文人對社會的關懷，透過西方學

術與理論，實踐推動各行各業的發展。

　　民國人《祝嘏陳光甫七九壽誕》冊就是內含銀行同業的祝壽創

作，當中不乏值得注目的作品，如圖 13〈霍寶樹程芥子祝壽函〉與

圖 14〈張心洽祝壽函〉。陳光甫 1960年前後除了致力於上海商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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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0 民國　林同濟　行書　軸　國立故宮
博物院藏

 圖11 民國　吳湖帆　畫秋山晴靄　沈尹默　行書　七言律詩　成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復業，也參與中華開發信託公司的發展，並

擔任董事，霍寶樹（1895-1963）等人都是此

公司擔任總經理等職。程芥子（1910-1987）

為近現代書畫家，以人物畫有名，透過這件

作品，可以一窺其銀行家的一面。霍寶樹為

其上司，他和張心洽是多年好友兼同事、上

司。霍寶樹與程芥子聯名書畫創作，程芥子

作畫，落款「松柏同春」，為典型祝賀長壽

之作；張心洽（1920-1972）作品題款「松鶴

遐齡」，畫有松樹、二鶴（意指仙鶴長壽的

陳光甫與德配景韻芳夫人）、與靈芝，款印

有「桂林張氏」，可以追溯其出生桂林世家。

　　另一交通銀行業務部經理侯銘恩（1909-

2001）（圖 15、16），留下法書：「碧梧翠

竹繞樓臺，白鶴瑤笙杰氣開；九老圖中堪結伴，

三山海外已飛來。遨游尚不需藜杖，談笑猶能

醉玉杯；高隱羨公真至樂，每看南澗采芝回。

光甫先生八旬大慶。晚侯銘恩恭祝。」侯銘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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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1 民國　吳湖帆　畫秋山晴靄　沈尹默　行書　七言律詩　成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2 民國　吳湖帆　行書六言聯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以行書撰文，此時期祝壽文化，常用典雅

詩詞、引經據典新創詩文，侯氏「九老」

語出白居易（772-846）香山九老典故，也

足見這批銀行家生於清末，受過良好古典

文化素養，且又於銀行業服務百業，可謂

新興士人的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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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3 民國　霍寶樹、程芥子祝壽函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4 民國　張心洽祝壽函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5 民國　侯銘恩祝壽函　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6 侯銘恩與夫人陸宛仙女士合照　侯邦為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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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7 陳光甫1971年生日餐聚　餐聚總會吸引重要人士前來拜壽與祝壽，許多的饋贈書畫都在此種場合創作出來。（朱夫人右為陳光
甫；左為貝祖詒―即知名建築師貝聿銘父）　朱銘源家屬提供

 圖18 陳光甫1971年接見賓客時留影―照片後方文物即為1980年捐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清〈象牙雕乾隆帝后像〉　朱銘源家屬提供



　　本文挑選幾件作品略作介紹，只是朱銘

源先生捐贈文物的一小部份，其目的在透過

回溯其義父陳光甫的舊藏與時代脈絡，再度

感謝 1980年朱銘源先生決定將大批收藏捐給

本院，饗宴國人至今，用以緬懷朱銘源先生、

朱守德女士與陳光甫先生。（圖 17∼ 19）

本文蒙獲朱銘源家屬提供朱銘源先生生前日常生活行誼與

照片等資料、頻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侯邦為董事長（交通

銀行業務部經理侯銘恩長子）提供資料與照片、頻率公司

朱滿華小姐諸多協助，特此感謝！另，本院主計室前主任

林素純（現為監察院會計室主任）曾為筆者講述上海商銀

歷史，在此也一併致謝！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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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9 清　象牙雕乾隆帝后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