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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筆者通過《申報》、《大公報》等資料，考察西泠印社社員參與 1929年西湖

博覽會，以及 20世紀 30年代開展的近代文獻展覽會的情況。筆者考察過程中，

了解到西泠印社社員和早期贊助社員被委以設計委員或是徵集委員，反映出西泠

印社社員在當時的社會形象。另外，從《大公報》刊載《浙江文獻展覽會特刊》，

不僅刊登陳訓慈《浙江文獻展覽會之旨趣》，同版亦刊有張宗祥《五千卷樓隨筆》、

沙孟海《浙江為印學總匯說》。筆者考察西湖博覽會展品，收藏家朱鴻達出品西

泠四家印，以及趙之謙印章。而在吳中文獻展覽會，丁輔之出品兩方印章，特別

是「文三橋七十二峰深處牙印章」。從《上海文獻展覽會概要》，也觀察到不少收

藏家出品印章，其中有收藏家張魯庵，可知其早期藏印的鑒藏活動。筆者通過魏

錫曾與友人沈樹鏞、丁丙的鑒藏活動，考察晚清私人收藏印章的風氣。而從丁輔

之私人收藏印章到面向公眾展示，可看出從晚清私人收藏接駁到近代展覽會公共

展示的情況。在 1929年西湖博覽會，「秦石鼓影片」上附馬衡《石鼓考》，其學

術成果傳播的層面，更擴及到社會公眾。 

 

!關鍵詞"1929年西湖博覽會、 文獻展覽會、印章、社會形象、鑒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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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浙江省政府主席張靜江（1877-1950）主導的 1929年西湖博覽會，為繼 1910

年晚清大員端方（1861-1911）倡議與促成的南洋勸業會後，在民國時期第一個全

國性的博覽會，具有重要的歷史與文化意義。而 20世紀 30年代，江浙滬地區依

序開展浙江、吳中、上海文獻展覽會，其開展的目的，近人研究歸結為：「傳承

地方學術，反映區域文化特色，凝聚民族的自信心。」1而 1929年西湖博覽會與

江浙滬地區開展的近代文獻展覽會，在地緣上與西泠印社及其社員相關。因此，

本文考察西泠印社社員的參與，並展開探討社員參與的方式與身份，折射出在社

會中的形象。另外，本文通過博覽會與文獻展覽會中公共展示的印章，考察其反

映出的地域文化。最後，從社員的參與看其在文化與學術上的意義。 

 

一、從西泠印社社員的參與看其在社會中的形象塑造 

（一）1929年西湖博覽會 

    1929 年西湖博覽會，與位於西湖畔的西泠印社息息相關，在籌設西湖博覽

會原提案的辦法中，提到： 

 

會場利用沿西湖一帶公共場所及祠宇，如昭慶寺、蘇白二公祠、西湖公

園、圖書館、平湖秋月、放鶴亭、西泠印社、岳王廟等處選擇借用。2 

 

王佩智在《西泠藝報》中述及「古物保管委員會浙江分會」，曾提到：「巧遇 1929

年正在舉辦第一屆西湖博覽會，西泠印社、俞樓、廣化寺等處為衛生館。」3而近

人古兆廷研究中，考察西湖博覽會的展館場地，發現藝術館與衛生館有更易的情

況。在 1928 年 12 月 3 日舉辦的西湖博覽會籌備委員會各館所籌備主任聯席會

議第一次會議，將藝術館設於西泠印社、廣化寺、俞樓及寂庵等處，但在 12月

 
1 周生杰，<考文獻而愛舊邦—近代文獻展覽會推進地方文獻建設述略>，《圖書館情報工作》，第

55卷第 23期（北京：《圖書情報工作》雜誌社，2011年 12月），第 140頁。 
2 浙江省政府建設廳，<西湖博覽會籌備特刊·籌備西湖博覽會原提案>，錄自王國平主編，《西湖

文獻集成》第 16冊《西湖博覽會專輯》（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１版），第 57頁。 
3陳振濂主編，《西泠印社百年史料長編》（杭州：西泠印社，2003年 1版），第 2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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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第二次會議中，卻將藝術館改設於照膽台、三賢祠、陸宣公祠等處，而將原

為藝術館的西泠印社、廣化寺、俞樓及杜寓設為衛生館。4事實上，從筆者考察

中，可知早在 1928年 11月 3日的西湖博覽會籌備委員會場務組第二次會議中，

擬定藝術館館址為西泠印社、西湖工程處背後通路、廣化寺、俞樓及杜姓寂庵。

5至於後來為何館址改易，目前資料尚不得而知。時人許士騏（1900-1993）參觀

西湖博覽會後，為文刊登於《申報》，其中提及西泠印社時，說到： 

 

西泠印社，為衛生館址。愚因部派來杭，參與其事。主任朱內光君，及

總幹事沙古山、郭毓秀二君，經營擘劃，煞費苦心。社內亭閣樓台，各擅其

勝，為湖中風物之最佳者，惜房舍參差，佈置殊難得體耳。6 

 

另外，筆者通過《西湖博覽會衛生館參觀指南》，觀察到當時西泠印社亭台樓閣

座落的位置，以及因應西湖博覽會而新造的設施，7可補充西泠印社早期文獻史

料。而西泠印社將社址借浙江省政府作為西湖博覽會場館，也是一種化私為公的

社會形象。 

 

    近人根據《申報》上的記載，述及西泠印社社員馬衡(1881-1955)被浙江省政

府聘為西湖博覽會籌備委員、藝術館參事。8傅振倫（1906-1999）也曾為文提及

馬衡在發掘燕下都時，因避其事端，乃回西湖為鄉邦籌辦西湖博覽會，後擴建為

今日的浙江省博物館。9西泠印社社員中，不僅是馬衡參與籌辦西湖博覽會，另

有社員丁輔之、葉為銘等人。筆者考察 1928年 12月 17日徵集組第三次會議記

 
4 古兆廷，《1929 年西湖博覽會中的藝術展覽》（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年

1月），第 17頁。 
5 西湖博覽會編，《西湖博覽會籌備特刊》，錄自王國平主編，《西湖文獻集成》第 16冊《西湖博

覽會專輯》（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 1版），第 223頁。 
6 許士騏，<參觀西湖博覽會歸來>，《申報》(上海)，1929年 6月 22日，第 21版。 
7 西湖博覽會編，<西湖博覽會參觀指南>，錄自王國平主編，《西湖文獻集成》第 16冊《西湖博

覽會專輯》，（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 1版），第 945-946頁。 
8 古兆廷：《1929 年西湖博覽會中的藝術展覽》（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年

1月），第 59頁。 
9 傅振倫，<馬衡先生傳>，《浙江學刊（雙月刊）》，第 3期（杭州，浙江省社會科學院，1993年），

第 1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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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其中一項是邀請本地金石書畫收藏家來會，並討論徵集金石書畫出品及保管

事宜，且議決： 

 

應先與收藏家王薌泉、胡穆卿（馬市街）、丁黼之（紫城巷葉品三轉）、

周湘舲（天章綢緞莊轉）、王濳樓（剪刀巷）、俞福保諸先生接洽，再行召集

討論辦法。10 

 

以及在第八次會議中，討論徵求杭州市金石書畫古玩案，議決：「擬請主席添聘

鄒景叔(1864-1940)、葉品三(1867-1948)、王竹人(1866-1950)三君為委員，佐助進

行。」11另外，在特種陳列所第二次參事會議，其中討論：「第十一次聯席會議議

決各館所得直接派員分赴各地徵求出品，本所是否有派員赴各地徵求之必要。」

並議決：「加請高魚占(1876-1960)、丁輔之(1879-1949)、葉品三三先生為本所參

事後，再行推定專員赴各地徵集物品。」12近人研究中提到，在展覽期間，因戴

季陶(1891-1949)參觀博覽會後，對於藝術館中一部分西畫表示不滿，以及中國藝

術與古物出品太少的問題，導致藝術館改組。並根據《西湖博覽會總報告書》，

可知館長制改為委員制，並裂為甲乙兩部，所有林館長（林風眠）(1900-1991)徵

集之出品畫為甲部，乙部為鄒安任委員會主任委員負責徵集國畫金石，而葉為銘

為乙部總幹事。13反映出西泠印社中人葉為銘的能力在當時備受倚重。 

 

（二）近代文獻展覽會 

    20世紀 30年代，多地紛紛開展地方文獻展覽會，在江浙滬地區，筆者通過

文獻考察，可觀察到西泠印社社員的參與。筆者通過《申報》，考察三地文獻展

覽會的籌備與徵集訊息。浙江省文獻展覽會的籌備訊息，見於 1936年《申報》，

 
10西湖博覽會編：《西湖博覽會籌備特刊》，錄自王國平主編，《西湖文獻集成》第 16冊《西湖博

覽會專輯》，（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 1版），第 216頁。 
11 西湖博覽會編：《西湖博覽會籌備特刊》，錄自王國平主編，《西湖文獻集成》第 16冊《西湖博

覽會專輯》，（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 1版），第 220-221頁。 
12 西湖博覽會編：《西湖博覽會籌備特刊》，錄自王國平主編，《西湖文獻集成》第 16冊《西湖博

覽會專輯》，（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 1版），第 210-211頁。 
13 古兆廷：《1929年西湖博覽會中的藝術展覽》（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年

1月），第 48-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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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組織辦法與概況，其中可見早期贊助社員孫智敏(1881-1961)與西泠印社社員

高時顯（1878-1952）、葉為銘（品三）、陳錫鈞（1880-1961）等人的參與，筆者

移錄於下： 

 

    分聘省內外熱心文教之學者及有名收藏家為設計委員，旋推定王孚川、

余越園、錢均夫、孫廑才、邵裴子等五人為常委，經談話結果，分別函聘孫

俶仁、項蘭生為書籍組整副主任，袁思永、高野侯為字畫組正副主任，鄒景

叔、葉品三為古器物組正副主任，陳伯衡、顧鼎梅為金石拓片組正副主任，

王孚川、李楚狂為革命文獻組主任，林風眠、陳萬里為圖片組主任，並依分

會章程，以各區行政督察專員為正主任，而以當地有名學者為之副，外省則

南京上海亦擬設徵品分會、刻正在接洽中。14 

 

前人鉤沉浙江省立圖書館史料，陳述浙江省文獻展覽會時，也提到向北平、上海、

南京等城市之機構與藏家徵求展品，並組織設計委員會，北平聘請馬衡、袁同禮

(1895-1965)、沈兼士(1887-1947)、吳其昌(1904-1944)、邵伯綱(生卒年不詳)等為

委員。15《申報》也提到：「此外並定在上海南京北平分設徵品分會，北平方面聞

已請由吳雷川（1870-1944）、馬叔平二氏設法主持徵品。」16在 5月 12日馬衡致

許紹棣(1900-1980)信中，可知浙江省教育廳聘請設計委員一事，信云： 

 

    貴廳來函內開本廳為闡揚本省文獻推進本省教育學術起見，定期舉行全

省文獻展覽會，惟是項工作頗感艱鉅，計劃徵選端賴羣力，素仰執事精研學

術，洞悉國故，愛護鄉土文物，尤具熱忱，用特專函敦聘担任設計委員共襄

盛舉。除集議日期，另行函答外，附奉組織大綱、徵品辦法、緣起章程各一

份，敬希察允等因。竊衡因院務殷繁，本鮮暇晷，加以輇材，難勝此任，惟

念事關文化誼屬桑梓，不得不勉力負荷。17 

 
14<文獻展覽會之籌備>，《申報》（上海），1936年 7月 20日，第 10版。 
15 宋晞：<陳訓慈與浙江省立圖書館>，錄自浙江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浙江文史資料第 64

輯·史海鈎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1版），第 54頁。 
16 <浙省文獻展覽會之籌備>，《申報》（上海），1936年 9月 4日，第 16版。 
17 馬衡致許紹棣信札，錄自西泠印社美術館編：《先生歸來：馬衡和他的時代》，（杭州：西泠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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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信中，可知浙江省教育廳相當看重馬衡的學術能力，以及對國故與鄉土文物的

認識。另外，從《申報》報導中，可知陳訓慈(1901-1991)到上海，假座西藏路寧

波同鄉會召開上海徵品分會成立會，在設計委員中，就有丁輔之。18而南京徵品

分會，也由陳氏在南京與沙孟海(1900-1992)、朱希祖(1879-1944)、柳詒徵(1880-

1956)、程滄波(1903-1990)、童藻孫(1893-1969)等設計委員舉行會議，推朱家驊

(1893-1963)、柳詒徵為南京徵品會正、副主任。19在 1936年 11月 3日《大公報》

刊載《浙江文獻展覽會特刊》，不僅刊登陳訓慈《浙江文獻展覽會之旨趣》，同版

亦刊有張宗祥(1882-1965)《五千卷樓隨筆》、沙孟海《浙江為印學總匯說》等文

章，20而張宗祥與沙孟海分別為西泠印社社長。陳訓慈特別提到：「經數月之籌備，

賴當代耆宿賢豪之指導，後許前邪，共相盛舉。」21在 1936年 10月 28日截止的

《展覽品應徵登記簡表（以收到先後為序）》，筆者初步考察西泠印社社員與贊助

社員出品，如丁輔之、張閬聲、陳伯衡、孫廑才、葉品三、高野侯、高絡園(1886-

1976)、吳東邁(1886-1963)等人。22 

 

    在 1937年 2月舉辦的吳中文獻展覽會，從特刊內頁，可見馬衡的題詞「足

資景仰」23，從題名錄的徵集委員內，可見西泠印社社員丁輔之。在《申報》的

報導，曾提到：「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主辦之吳中文獻展覽會，日來進行益力，

各處應徵出品者，如北平、浙江、南京、鎮江、燕大各圖書館，西湖博物館以及

各地藏家，如丁輔之、張菊生、回復庵等，均有精品參加。」24筆者考察丁輔之

出品的項目，有印章、書畫、尺牘、詩集等文物。 

 

 
社出版社，2022年 1版），第 5頁。 
18 <浙文獻展覽會組設上海徵品分會>，《申報》（上海），1936年 9月 12日，第 12版。 
19 宋晞：<陳訓慈與浙江省立圖書館>，錄自浙江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浙江文史資料第 64

輯·史海鈎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1版），第 54頁。 
20 <浙江文獻展覽會特刊>，《大公報》（天津），1936年 11月 3日，第 12版。 
21 陳訓慈：<浙江省文獻展覽會專號·序例>，《文瀾學報》，第 3、4期合刊，第 2卷（浙江省立圖

書館，1937年），第 2頁。 
22 《浙江文獻展覽會特刊》，（浙江省立圖書館，1936年）。 
23 《吳中文獻展覽會特刊》，（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1937年）。 
24 <吳中文獻展覽會展期舉行>，《申報》（上海），1936年 12月 22日，第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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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上海文獻展覽會籌備的訊息，也可通過《申報》得知。在 1937年 5月 11

日報導中，在「推定職員」中，可見馬衡、葉為銘、陳伯衡等人為名譽理事，而

丁輔之為理事。25在 5月 23日報導中，提到： 

 

上海文獻展覽會，自決定七月二日在滬舉行展覽後，參加各縣均已積極

準備。淞滬一帶，本為文物薈萃之趣，因向無聯合展覽之舉，故各縣文獻湮

而不彰。現在一經提倡，即有許多珍品，與世人相見。除博物館與通志館，

各將歷年收藏所得，亦已加以整理，準備出品外；其他藏家，如張菊生、丁

輔之、王綬冊等數十人，亦已將所藏有關一市十縣之文物，全部準備送會。

26 

 

而在 6 月 17 日的報導中，可知丁輔之等 14 人被推舉為鑑審委員。27筆者考察

《上海文獻展覽會概要》，觀察到其上所列理事人數遠比一開始《申報》報導《上

海文獻展覽會昨召開發起人會議》人數多，而王福庵(1880-1960)也被列為理事之

一，28可見上海文獻展覽會從籌備到開幕，規模也不斷擴大。 

 

     經由筆者考察浙江、吳中、上海文獻展覽會，可見不少西泠印社社員的參

與，特別是馬衡的學術身份，丁輔之的收藏家身份，以及陳伯衡、葉為銘專長在

金石碑版，在徵集藏品上備受倚重，以及在鑒審方面的眼光，反映出西泠印社早

期社員專業的社會形象。 

 

二、從私藏印章到公共展示 

    1929年西湖博覽會，在展覽期間，藝術館改組，分為甲乙兩部，而中國傳統

書畫與金石的數量明顯大量增加。29筆者考察博覽會中展示的印章及相關文物，

 
25 <上海文獻展覽會昨召開發起人會議>，《申報》（上海），1937年 5月 11日，第 11版。 
26 <文獻展覽會各地珍藏應徵>，《申報》（上海），1937年 5月 28日，第 11版。 
27 《申報》（上海），1937年 6月 17日，第 15版。 
28 《上海文獻展覽會概要》，錄自上海文獻匯編編委會編：《上海文獻匯編·文化卷》，（天津：天

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 1版），第 575頁。 
29 古兆廷：《1929年西湖博覽會中的藝術展覽》（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年

1月），第 7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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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來林風眠主導徵集甲部的金石部份，列有「漢銅印」、「泥封」30;而後來鄒安

徵集乙部內的金石部分，列有「周舒王璽周厲王銀璽漢荊王璽」、「朱鴻達藏西泠

四家刻印」、「朱鴻達藏趙撝叔刻印」、「吳氏竹松堂藏各種印章」、「朱鴻達藏田黃

石章」。31另外，在《藝術陳列品研究報告二（乙部）》中，對文物進行解說，通

過解說可以更了解展品的訊息。在印章部分，可知收藏家朱鴻達（1886-1970）出

品西泠四家 67方印，且藏趙之謙印章 12方。32對於清代浙江地區的篆刻藝術發

展，西泠四家印人極具有代表性。晚清篆刻家趙之謙(1829-1884)在篆刻藝術方面

的取法與造詣，以及在浙江印學發展中的定位，沙孟海《浙江為印學總匯說》提

到： 

 

   咸同以來，浙中印學崛起者二家。會稽趙撝叔，瓣香頑伯，更取資於嬴

劉權量泉布鐙鑑碑版之文，蔚然自闢一境界，雖魄力少遜，而韵味雋永，海

內靡然嚮風，非無故矣。33 

 

1936年沙孟海對趙之謙的評述「蔚然自闢一境界」，與在《印學史》所言：「今天

看來，他一心開闢道路，打開新局，是成功的。」34可以互為印證。 

 

浙江省文獻展覽會專號，載於《文瀾學報》，從學報所附的總目錄來看，應

計畫分為上、下兩冊。據陳訓慈所言，因篇幅過鉅，所以爰先印上冊求正，下冊

嗣出。35而計畫載於下冊的金石，因《文瀾學報》停刊未及刊載，目前下冊也未

 
30 西湖博覽會編：《西湖博覽會參觀指南》，錄自王國平主編，《西湖文獻集成》第 16冊《西湖博

覽會專輯》，（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 1版），第 918頁。 
31 劉穎主編：《西湖文獻集成續輯.7》，（杭州：杭州出版社，2013年 1版），第 1321、1323頁。 
32 「朱鴻達藏西泠四家刻印」解說：「丁、蔣、奚、黃所刻印，錢唐丁氏所藏最富。此六十七方

中奚、黃不乏佳品，固可與丁氏并傳耳。」;「朱鴻達藏趙撝叔刻印」解說：「撝叔不輕為人作

印。此十二方，皆為傅節于（按：于應為子之誤）所作。傅、趙為金石交。宜其所刻印，皆精

妙絕倫也。」，錄自劉穎主編：《西湖文獻集成續輯.7》，（杭州：杭州出版社，2013年 1版），

第 1323頁。 
33 沙孟海：<浙江為印學總匯說>，《大公報》（天津），1936年 11月 3日，第 12版。 
34 沙孟海著;陳振濂導讀：《印學史》，（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7年 1版），第 141頁。 
35 陳訓慈<序例>：「本編原擬合印專刊一冊，嗣以篇幅過鉅，殺青需時，屢承各方賢達，損書垂

問，不敢久稽;爰先印上冊求正，下冊嗣出。」，錄自陳訓慈：《浙江省文獻展覽會專號·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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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藏地。36所以筆者目前無法考察浙江省文獻展覽會中金石出品。而在 1937 年

吳中文獻展覽會中，筆者通過《吳中文獻展覽會品名索引目錄》，考察出品的印

章，其中丁輔之出品兩方印章，為「文三橋七十二峰深處牙印章」一枚、「顧云

美刻傳是樓石章」一枚，37特刊內頁也刊載這兩方印蜕（圖一）。丁輔之出品的兩

方印章，不僅是展現了吳門地區篆刻藝術的發展，且在印學史上也相當具有代表

性，特別是印人文彭(1498-1573)。文彭之父文徵明(1470-1559)在吳門有相當高的

社會地位。38而文彭在篆刻藝術發展上的重要性，從沙孟海《印學史》所述，可

知其影響之深遠。39文彭「七十二峰深處」被收錄於近代多本印譜中，筆者依時

間梳理，有高時敷輯《二十三舉齋印摭》於 1938年成譜，40及丁仁、高時敷、葛

昌楹(1892-1963)、俞人萃(1897-1942)輯《丁丑劫餘印存》於 1939年成譜，41又高

時敷《樂只室印譜》成譜於 1944年，42而近代影印出版物又更多，可見此印圖像

被廣泛流傳。至於丁輔之出品此印，是自己收藏，抑或是代高時敷出品，目前筆

者還尚未得到相關文獻資料，無法作進一步考證。 

 

丁輔之出品的另一方印「顧云美刻傳是樓石章」，在特刊中附有解說：「顧雲

美為徐健庵刻傳是樓石。」在汪琬(1624-1691)《傳是樓記》說到： 

 

崑山徐健菴先生，築樓於所居之後，凡七楹。間命工斲木為櫥，貯書若

干萬卷，區為經史子集四種。經則傳注義疏之書附焉;史則日錄、家乘、山

 
《文瀾學報》，第 2卷，第 3、4期合刊（浙江省立圖書館，1937年），第 3頁。 

36 陳訓慈等編;劉文龍整理：《浙江省文獻展覽會文獻敘錄》，（南京：鳳凰出版社，2020年 1版），

第 15頁。 
37 《吳中文獻展覽會特刊》，（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1937年），第 1、14頁。 
38 柯律格：<文徵明的社交性藝術：與弟子和門人>，《中國書畫》，第 10期（北京：經濟日報社，

2013年），第 19頁。 
39 沙孟海著;陳振濂導讀：《印學史》，（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7年 1版），第 87頁。 
40 陳振濂主編：《朱蜕華典：中國歷代印譜特展圖錄》，（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9年 1版），

第 309-310頁。 
41 丁仁、高時敷、葛昌楹、俞人萃輯：《丁丑劫餘印存》卷一，（上海：上海書店，1985年 1版），

第 3頁。 
42 陳振濂主編：《朱蜕華典：中國歷代印譜特展圖錄》，（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9年 1版），

第 394-3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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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野史之書附焉;子則附以卜筮、醫藥之書;集則附以樂府、詩餘之書。43 

 

可見「傳是樓」是昆山徐健庵所築的藏書樓，且藏書豐富。此印不僅看出印人與

藏書家的交遊，更反映出江蘇地區的藏書文化。 

 

    筆者考察《上海文獻展覽會概要》，觀察到「五、鄉賢遺物目」列收藏家出

品的印章（圖二），吳湖帆（1894-1968）出品「畫禪室印（董其昌遺物）」、趙叔

孺(1874-1945)出品「侯峒曾名印」「夏允彝紫晶印」、林爾卿(生卒年不詳)出品「王

時敏鑒賞書畫牙印」.......等多方印章，種類也包含牙章、石章、銅印等。44從印

目，可見文人用印，如室名、別號印、鑒藏印等，以及在此地活動的印人及其篆

刻印章。筆者通過其上印章的考察，不僅可以了解此地區篆刻藝術的發展，更可

以反映出此地的文化背景。 

 

張魯庵（1901-1962）在上海文獻展覽會不僅出品 19本印譜，45也出品在此

地區活動的印人所刻印章。筆者通過上海文獻展覽會，考察出張魯庵早期藏印、

藏譜的鑒藏活動，雖然在數量上不能與後來捐贈給西泠印社的印章、印譜相比，

46但可以補其收藏活動的全貌。 

 

 
43 [清]汪琬《傳是樓記》，錄自汪琬：<堯峯文鈔>卷 23，收自《欽定四庫全書》影印本。 
44 《上海文獻展覽會概要》，錄自上海文獻匯編編委會編：《上海文獻匯編·文化卷》（天津：天津

古籍出版社，2013年 1版），第 637頁。 
45 鄧君浩：<私人收藏印譜到公共展示：以 1937年上海文獻展覽會為考察>，錄自西泠印社編：

《西泠印社壬寅秋季雅集大印學.２，印學收藏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杭州：西泠印社

出版社，2022年 1版），第 95頁。 
46 根據<捐贈書>，葉寶琴提到：「本人現遵照先夫遺志，將其平生珍藏的歷代印譜孤本凡四百三

十種，近兩千冊，秦漢銅印及歷代名家刻印珍品凡一千五百餘方，全部捐獻給國家，為社會主義

文化事業貢獻一份微薄的力量。」，錄自王佩智，鄧京編著：《西泠印社藏品捐獻名錄》（杭州：

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 1版），第 2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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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吳中文獻展覽會特刊》內頁，圖出自蘇州博物館古籍圖書館數字資料。 

 

 
（圖二）「五、鄉賢遺物目」，圖出自上海文獻匯編編委會編：《上海文獻匯編·文化卷》（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１版），第 6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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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文化與學術上的意義 

（一）晚清私人收藏印章到近代公共展示的轉變 

    晚清時期，在杭州、吳門、上海等地區，私人收藏風氣興盛，不論是搜訪書

籍，以及古器物、碑拓與印章等文物，皆不容小覷。而私人收藏興盛，也往往成

為學術上的支持，如開展出的金石學與印學。從收藏家的文集、著錄、詩集，可

看出他們的收藏取向與愛好。筆者通過個案考察，探討活動於晚清的仁和魏錫曾

(1828-1881)。47過去的研究中，已對魏錫曾研究有一定程度的成果48，其著有《論

印詩二十四首》，序中云： 

 

余夙有印癖，里居之日嘗與毛西堂、何夙明、朱芑孫、諤卿諸君手拓丁、

黃、蔣、奚、二陳之作，裒然成譜，其他名家手製，別為一集。比歲游蘇常

閒，搜訪如前，聞見寖廣。49 

 

魏錫曾在日記中，也曾提到丁黃諸家印石，在同治六年正月廿六日日記說到：「早

覓丁黃諸家數石不得，徧搜之，羞誤記。已從季貺取歸也，懊悵不能作事。」50

另外，筆者通過魏錫曾與好友沈樹鏞(1832-1873)來往的書信，可觀察到兩人交遊

中的印章鑒藏活動，以及當時藏印的風氣。在同治五年，寓居吳門的沈樹鏞致魏

錫曾信中，提到花橋巷潘氏所藏舊印： 

 

 

 
47 關於魏錫曾生卒年與活動，根據李軍考蘇州博物館館藏<顯考稼孫府君行述>。參見李軍：<魏

錫曾生平新証—以新發現的<顯考稼孫府君行述>為中心>，收於李軍：《佣書讀畫錄》（杭州：中

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8年１版），第 212頁。 
48 林進忠，<印學研究識見不凡的魏錫曾>，《藝術學報》，第 68期（新北：台灣藝術大學，2001

年），第 33-48頁;俞豐，<魏錫曾研究>，收於西泠印社編：《“百年印社·千秋印學”國際印學研討

會論文集》（杭州：西泠印社，2003年 1版），第 320頁; 王博：<魏錫曾印學鑒藏活動考述>，收

於西泠印社編：《西泠印社壬寅秋季雅集大印學.2，印學收藏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杭

州：西泠印社，2022年 1版)，第 46-67頁。 
49 [清]魏錫曾：<論印詩二十四首>，錄自魏錫曾：《魏錫曾全集》《績語堂題跋》，《叢書集成續編》

(台北：藝文印書館，1970年，原刻景印光緒癸未刊本)。 
50 [清]魏錫曾：《魏稼孫日記殘稿》，（上海：上海圖書館），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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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現寓花橋巷潘氏，伊家藏舊刻印甚多，如小松漢畫室、小松所得金石、

鈍丁皆至精之品，曼生印尤多，旦晚當先屬遂生將小松兩印拓出，在兄赴閩

之前必寄到也。51 

 

在兩人信中，可知所藏印章、印蜕常常互通有無，彼此交換的情況。52特別是魏

錫曾故人的印章，沈樹鏞信中說到：「令郎即知松窗先生一印，弟甚愛之，然理

當仍歸尊處。」53關於松窗先生一印，魏錫曾曾提到：「黃小松先生為松窗、春松

兩從祖刻名氏印，亦在此中，嗣有沈君韻初收得者。知未盡墮刼灰，然不可蹤跡

矣。」54 

 

    魏錫曾與杭州丁丙有書籍交遊，55俞豐通過魏氏《書硯林印款後》，考察魏氏

與丁丙交遊時間，可知兩人在同治四年交遊，且同有印癖。56筆者考察魏錫曾《魏

稼孫日記殘稿》，發現其與丁申（竹舟）、丁丙（松生）昆仲有書信來往，57如同

治六年正月一日日記記載：「燈下敬錄先祖遺詩一首，將寄松生入《杭州詩續輯》。」

58丁申、丁丙《國朝杭郡詩三輯》收有魏錫曾及其子魏本存詩數首，且著有小傳，

反映出丁氏兄弟對其的了解： 

 

 
51 桑椹：<沈樹鏞致魏錫曾信札七通箋注>，《書法叢刊》，第三期（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

第 80頁。 
52 同治三年，沈樹鏞致魏氏信云：「丁龍泓十六印拓奉去，望檢收，不敢失信」;同治五年，沈樹

鏞致魏氏信云：「許惠六家印拓，愈多愈妙，必須有款，能惠整幅最妙，否則零塊亦好。尤重

在丁黃四家，茲將零塊已有者開明，望檢明即求惠寄，弟性甚急故也。」桑椹：<沈樹鏞致魏

錫曾信札七通箋注>，《書法叢刊》，第三期（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 74、81頁。 
53 桑椹：<沈樹鏞致魏錫曾信札七通箋注>，《書法叢刊》，第三期（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

第 81頁。 
54 [清]魏錫曾：<硯林印款書後>，錄自魏錫曾：《魏錫曾全集》《績語堂題跋》，《叢書集成續編》

(台北：藝文印書館，1970年，原刻景印光緒癸未刊本)，無頁碼。 
55 石祥：<杭州丁氏八千卷樓書事新考>（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 4月），第 55-56、168頁。 
56 俞豐，<魏錫曾研究>，收於西泠印社編：《“百年印社·千秋印學”國際印學研討會論文集》（杭

州：西泠印社，2003年 1版），第 319頁。 
57 同治六年四月初五日提到：「接竹舟、松生二封」，錄自魏錫曾：《魏稼孫日記殘稿》，（上海：

上海圖書館），無頁碼。 
58 [清]魏錫曾：《魏稼孫日記殘稿》，（上海：上海圖書館），無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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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官暇餘，一意金石之學，辯證考訂，至老不卷，青浦王氏《金石萃編》

書漏百出，因撰刊誤若干卷，別撰《績語堂碑錄》以補其遺，又有《唐開成

石經圖考》若干卷。......59 

 

魏錫曾與丁輔之的關係，從丁利年《丁輔之年表》提到，丁輔之誕生於杭州頭髮

巷五號故居，母親魏氏為魏錫曾之女。60而丁輔之對魏錫曾的認識，從其補錄魏

氏詩作於魏氏手稿詩集內，61可見其對魏氏詩文有相當程度上的了解。過去的研

究，據葉為銘《廣印人傳》，提到丁輔之“嗜印成癖”，62顯然魏錫曾與丁輔之也有

同癖（印癖）。從藏印方面，丁輔之也藏西泠八家印甚夥。 

 

從晚清收藏家魏錫曾到活動於近代的丁輔之，可觀察到晚清私人收藏印章，

往往是與友人間相互交流賞鑑。隨著近代文獻展覽會陸續的開展，私藏文物向公

眾展示。丁輔之也經由吳中文獻展覽會，將私藏的印章向公眾展示，其中觀者的

身份產生變化，並非自身的友人，而是進入了社會公眾的視野。從丁輔之將私藏

印章面向社會公眾，可看出從晚清私人收藏接駁到近代展覽會公共展示的情況。 

 

（二）學術成果面向公眾 

     前人研究中，認為西湖博覽會舉辦的理由之一為振興國貨，而籌備委員會

在徵集展品時也屢屢強調徵集國貨。63而過去的研究，也提到晚清所稱的「土貨」

 
59 丁申、丁丙編，杭州圖書館整理：《國朝杭郡詩三輯》第十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22

年），第 535頁。 
60 丁利年：<丁輔之年表>，錄自西泠印社編：《西泠印社·西泠印社創始人丁輔之研究暨“百年西

泠·中國印”大型海選活動專輯》，《西泠印社》，第 15輯（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07年），第

33頁。 
61 丁輔之云：「右詩，此本未載，從真蹟錄入。戊寅八月，外孫丁輔之謹書，又與粵刻《績語堂

詩存》校出未刻之詩，加以綠圈，詩一百一十四首詞一首，並此詩都一百十六首。」，[清]魏錫

曾：《如心室未定草不分卷》，（上海：上海圖書館），無頁碼。 
62 卞孝萱：<高時顯與丁輔之—<四部備要>輯校、監造人考>，收於西泠印社編：《“百年印社·千

秋印學”國際印學研討會論文集》（杭州：西泠印社，2003年 1版），第 88頁。 
63 呂曉莉：<張靜江與 1929年西湖博覽會的研究>，（華中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 5月），第

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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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民初改為「國貨」，而「勸業會」也演變成「國貨展覽會」。64近人也梳理了民

國時期的「國貨展覽會」，本意在於通過比較、評審與獎勵促進國貨改良。65這與

蔡元培於 1929年西湖博覽會籌備特刊題詞一致，他說到： 

 

    西湖山水明媚，每當春夏之交，遠近遊人聯翩紛集，凡百商業莫不於

此時利市三倍。浙省政府利用此點，藉名勝之區設博覽之會，搜集貨品，

分類陳列，將使游者流連勝景之時，目擊國產，辨其物品，識其產地，因

比較而見優劣，由競爭而得進步，用以提倡國貨，激進工商設計至善。66 

 

而近人考察西湖博覽會出品給獎與藝術相關者情形，發現特等獎為都錦生絲織廠

出品「五採紡繡」、中華珐瑯廠出品「珐瑯瓷器」、馬衡出品「獵碣考釋」，67可見

馬衡在 1929年時的學術聲望與社會身份上都具有很高的威望。68 

 

傅振倫認為馬衡在學術上的重大貢獻，其中之一即為《石鼓為秦刻石考》。

69而《石鼓為秦刻石考》此文，被刊登在 1923年的《國學季刊》第 1卷第 1期。
70另外，在 1929年西湖博覽會中《藝術陳列品研究報告二（乙部）》第六節「攝

 
64 古兆廷：《1929年西湖博覽會中的藝術展覽》（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年

1月），第 7頁。 
65 馬敏，洪振強：<民國時期國貨展覽會研究：1910—1930>，《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

學版）》，第 48卷第 4期（武漢：華中師範大學，2009年），第 69-71頁。 
66 蔡元培：<西湖博覽會籌備特刊題詞>，錄自王國平主編，《西湖文獻集成》第 16 冊《西湖博

覽會專輯》，（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 1版），第 42頁。 
67 古兆廷：《1929年西湖博覽會中的藝術展覽》（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年

1月），第 44、99頁。 
68 傅振倫：「馬先生當時是北大金石學教授及受聘為古物點查委員」，錄自傅振倫：<馬衡先生傳

>，《浙江學刊（雙月刊）》，第 3期（杭州，浙江省社會科學院，1993年），第 123頁。王幼敏：

「1924 年參與清史善後委員會點查故宮物品，翌年十月故宮博物院成立，任理事兼古物館副館

長」，錄自王幼敏：<馬衡與西泠印社>，《故宮博物院院刊》，第 3 期（北京：北京故宮博物院，

2008年），第 140頁。 
69 傅振倫：<馬衡先生在學術上的主要貢獻>，《故宮博物院院刊》，第 3 期（北京：北京故宮博

物院，1985年），第 120頁。 
70 王世民：<馬衡的生平及其學術貢獻>，錄自王世民：《考古學史與商周銅器研究》，（北京：社

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 1版），第 11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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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內出品的「秦石鼓影片」，解說為： 

 

    石鼓在國子監，文字拓本人多見之。此片攝十鼓真形，凹凸完損，如睹

原物。攝影至此，嘆觀止矣。上附馬衡《石鼓考》，定為秦刻，亦塙論也。71 

 

可見「秦石鼓影片」上附馬衡《石鼓考》。馬衡《石鼓為秦刻石考》不僅刊載於

《國學季刊》，又隨附展示於西湖博覽會，其學術成果也面向社會公眾。 

 

結語 
    筆者通過《申報》、《大公報》等文獻，考察西泠印社社員參與 1929年西湖

博覽會，以及 20世紀３０年代開展的近代文獻展覽會的情況。從前人研究可知

西泠印社曾被借用為西湖博覽會場館，籌備期間還有場館更易的情況。而筆者通

過《西湖博覽會衛生館參觀指南》，從引導的路線，可觀察到當時西泠印社亭台

樓閣座落的位置，可以補充西泠印社早期史料。另一方面，西泠印社將社址借浙

江省政府作為西湖博覽會場館，也是一種化私為公的社會形象。 

 

在考察中，了解到西泠印社社員和早期贊助社員被委以設計委員或是徵集委

員，反映出西泠印社早期社員專業的社會形象。 

 

   筆者考察在西湖博覽會與近代文獻展會出品的印章，可知博覽會中收藏家朱

鴻達出品西泠四家 67方印，且藏趙之謙印章 12方。而在吳中文獻展覽會，西泠

印社社員丁輔之出品兩方印章，特別是「文三橋七十二峰深處牙印章」一枚，展

現了吳門地區篆刻藝術的發展，且在印學史上也相當具有代表性。筆者通過《上

海文獻展覽會概要》，觀察到「五、鄉賢遺物目」列收藏家出品的印章，可見文

人用印，如室名、別號印、鑒藏印等，以及在此地活動的印人及其篆刻印章。其

中張魯庵在上海文獻展覽會出品在此地區活動的印人所刻印章，可知其早期藏印

的鑒藏活動。 

 
71 <藝術陳列品研究報告二（乙部）>，錄自劉穎主編：《西湖文獻集成續輯.7》（杭州：杭州出版

社，2013年 1版），第 13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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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通過魏錫曾與友人藏印的鑒藏活動，可知晚清私人收藏的風氣。但從晚

清收藏家魏錫曾到活動於近代的丁輔之，隨著近代文獻展覽會陸續的開展，私藏

文物也面向公眾展示。丁輔之也經由吳中文獻展覽會，將私藏的印章向公眾展示，

進入了社會公眾的視野，可看出從晚清私人收藏接駁到近代展覽會公共展示的情

況。 

 

    在 1929年西湖博覽會中，馬衡《石鼓考》隨附於「秦石鼓影片」。馬衡《石

鼓為秦刻石考》此文不僅刊載於《國學季刊》，又隨附展示於博覽會，其學術成

果的傳播，也擴及社會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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