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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全景圖。

故宮一景。
收藏在中央圖書館的明代《永樂大典》殘卷。

臺北市南海路的「中央圖書館館廈」。



中山博物院 ( 後改為國立故
宮博物院 ) 於民國五十四年
十一月十二日在臺北市郊雙
溪開幕，由蔣中正剪綵並和
主持典禮的院長蔣復璁合影。

1967 年臺北祭孔大典彩排時，蔣復璁向蔣中正講解時合影。

蔣復璁安葬於新北市三峽區天主教
三德公墓。

外賓訪台參觀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時，由蔣經國 ( 右
一 ) 和蔣復璁 ( 後
左 ) 陪同觀賞。



蔣復璁陪同嚴家淦先生 ( 左 ) 參觀國寶文物字畫。

陳立夫資政參加蔣復璁喪禮。
日本自民黨總裁、前首相岸信介 ( 中 ) 率團訪問參觀國立故宮博物院時，
由蔣復璁院長陪同於國父銅像前留影。

蔣復璁陪同外賓參觀國立故宮博物院名畫展覽。



中央圖書館收藏戴季陶墨寶。朱家驊 ( 右 )、蔣復璁 ( 中 )、前中央圖書
館特藏祖主任屈萬里 ( 左 )。

蔣復璁和北大校長蔣夢麟，參觀中央圖書館書庫。

民國五十七年蔣中正先生巡視國立故宮博物院時與蔣復璁院長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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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接見日本客人時留影，蔣中正 ( 中 )、蔣復璁 ( 左二 )、何應欽 ( 右二 )。

國家圖書館全照。( 國家圖書館提供 )

恢
復
中
央
圖
書
館
（
今
國
家
圖
書
館
）

民
國
四
十
三
年
八
月
，
「
中
央
圖
書
館
」
在
臺
灣
恢
復
建
制
，
父
親
赴
任
館
長
兼
任
省
立
臺
北
圖
書
館
館

長
，
後
以
本
身
業
務
繁
重
，
未
遑
兼
顧
，
推
薦
王
省
吾
先
生
繼
任
，
並
自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冬
，
將
古
籍
文
物
運
至

臺
灣
，
教
育
部
則
成
立
「
國
立
中
央
博
物
圖
書
院
館
管
理
處
」
，
以
利
接
收
聯
管
處
中
圖
組
保
管
之
圖
書
文
物
。

共
計
圖
書
四
百
六
十
六
箱
，
內
含
運
臺
善
本
計
有
宋
本
二
百○

一
部
，
金
本
五
部
，
元
本
二
百
三
十
部
，
明
本

六
千
二
百
一
十
九
部
，
嘉
興
藏
經
一
部
，
清
代
刊
本
三
百
四
十
部
，
稿
本
四
百
八
十
三
部
，
批
交
本
四
百
四
十
六

部
，
鈔
本
二
千
五
百
八
十
六
部
，
高
麗
本
二
百
七
十
三
部
，
日
本
刊
本
二
百
三
十
部
，
安
南
刊
本
二
部
，
敦
煌
寫

經
一
百
五
十
三
卷
，
共
計
十
二
萬
冊
。
這
些
圖
書
文
物
來
自
於
抗
戰
中
期(

約
一
九
四○

─

一
九
四
一
年
間)

，

經
由
教
育
部
撥
款
、
中
英
庚
款
補
助
，
並
派
遣
父
親
經
渝
秘
密
潛
返
淪
陷
區
上
海
，
收
購
自
江
南
民
間
散
出
的
古

籍
，
外
加
抗
戰
勝
利
後
也
陸
續
接
收
許
多
散
出
的
文
物
，
皆
列
在
其
中
。
這
些
圖
書
文
物
不
但
是
研
究
、
瞭
解
中

華
文
化
的
珍
貴
圖
書
資
源
，
同
時
也
是
父
親
犧
牲
奉
獻
而
獲
得
的
寶
貝
。

中
央
圖
書
館
在
臺
興
建
的
計
畫
，
是
以
臺
北
市
南
海
路(

原
日
治
時
代
「
靖
國
神
社
」)

的
房
舍
為
基
礎
且

進
行
改
建
。
父
親
為
了
籌
募
款
項
絞
盡
腦
汁
且
到
處
奔
波
，
總
算
老
天
不
負
有
心
人
，
利
用
有
限
的
修
繕
設
備
費

及
美
援
機
構
、
國
內
外
基
金
會
的
補
助
，
逐
年
修
葺
添
建
，
館
舍
始
具
規
模
。
為
此
，
父
親
曾
於
民
國
四
十
六
年

十
月
自
撰
楹
聯
懸
掛
於
閱
覽
大
廳
，
感
慨
中
央
圖
書
館
之
境
遇
，
並
藉
以
自
勉
。
聯
曰
：

「
百
萬
冊
辛
勤
蒐
集
，
多
付
秦
灰
。
今
屈
指
數
來
，
珍
存
漢
簡
唐
鈔
宋
刻
明
槧
，
皆
瑯
嬛
秘
笈
。
歷
劫
不
滅
，

努
力
好
古
敏
求
，
堪
喜
斯
文
猶
在
。
十
餘
年
慘
澹
經
營
，
盡
成
陳
跡
。
又
從
頭
做
起
；
粗
備
歐
美
典
籍
，
東

西
輿
圖
，
是
知
識
寶
藏
。
開
卷
有
益
，
效
法
知
難
行
易
，
必
教
失
土
重
光
。
」



086087 蔣復璁先生傳記
—中華瑰寶的守護神

接
收
流
外
之
善
本
圖
書

民
國
二
十
三
年
日
軍
侵
華
，
華
北
局
勢
動
盪
，
政
府
下
令
文
物
南
遷
，
國
立
北
平
圖
書
館
特
選
善
本
圖
書
六

萬
冊
，
連
同
敦
煌
寫
經
、
明
清
輿
圖
、
金
石
拓
片
及
重
要
西
籍
裝
箱
運
滬
，
寄
存
於
公
共
租
界
處
。
民
國
三
十
年

十
二
月
因
發
生
珍
珠
港
事
變
，
上
海
租
界
岌
岌
可
危
，
該
館
顧
及
存
書
之
安
全
，
經
駐
美
大
使
胡
適
先
生
協
助
後
，

徵
得
美
國
國
會
圖
書
館
同
意
，
於
年
底
將
存
滬
精
善
本
圖
書
一
百○

二
箱
交
商
輪
運
美
保
管
。
美
國
國
會
圖
書
館

並
延
聘
北
平
圖
書
館
前
館
長
袁
同
禮
先
生
為
書
目
專
家
，
就
近
照
拂
一
切
。
民
國
五
十
四
年
二
月
袁
先
生
病
逝
，

父
親
感
念
該
批
圖
書
在
美
乏
人
照
顧
，
虞
其
散
失
，
而
臺
灣
學
術
研
究
風
氣
日
盛
，
需
求
善
本
古
籍
至
殷
，
乃
報

請
教
育
部
核
准
，
轉
請
外
交
部
與
美
方
商
洽
，
由
中
央
圖
書
館
派
父
親
的
門
生
張
東
哲
先
生
將
該
批
圖
書
運
台
暫

管
，
寄
存
於
故
宮
書
庫
。
關
於
此
事
，
父
親
曾
於
民
國
五
十
五
年
三
月
，
撰
寫
〈
運
歸
國
立
北
平
圖
書
館
存
美
善

本
概
述
〉
一
文(

刊
於
︽
中
美
月
刊
︾
十
一
卷
三
期)

，
詳
述
其
經
過
。

創
辦
「
宋
史
研
究
會
」

中
央
圖
書
館
在
臺
恢
復
後
，
除
了
負
責
接
收
許
多
珍
貴
的
善
本
圖
書
外
，
也
舉
辦
各
樣
書
展
和
恢
復
出
版
品

國
際
等
交
換
業
務
，
並
廣
泛
開
展
國
內
外
的
學
術
交
流
，
如
創
辦
「
宋
史
研
究
會
」
就
是
其
中
一
例
。 

宋
朝
為
中
國
歷
史
上
一
個
重
要
的
朝
代
，
文
化
學
術
思
想
發
達
，
詩
詞
文
章
優
美
，
但
無
論
北
宋
、
南
宋
均

因
不
察
周
圍
國
情
，
而
亡
於
外
交
。
叔
祖
父
蔣
百
里
是
研
究
文
史
哲
的
專
家
學
者
，
其
口
述
著
作
︽
宋
之
外
交
︾
，

在台時期的
文化成就

有
精
闢
見
解
。
父
親
受
其
影
響
至
深
，
同
當
時
在
臺
大
中
文
系
任
教
的
北
大
老
同
學
姚
從
吾
︵
註
一
︶

，
反
覆
討
論
、

研
究
宋
代
的
相
關
論
著
，
進
而
在
中
央
圖
書
館
恢
復
後
，
創
辦
了
「
宋
史
研
究
會
」
。

「
宋
史
研
究
會
」
由
各
方
專
家
、
學
者
每
月
聚
會
，
並
發
表
論
文
，
展
開
學
術
研
討
。
當
時
除
父
親
之
外
，

姚
從
吾
院
士
、
方
豪
、
趙
鐵
寒
先
生
及
後
來
擔
任
文
化
大
學
文
學
院
院
長
的
宋
晞
教
授
皆
是
著
名
的
治
宋
專
家
。

（
「
宋
史
研
究
會
」
於
民
國
五
十
二
年
十
一
月
，
劉
子
健
先
生
自
美
返
臺
後
，
推
動
改
組
為
「
宋
史
座
談
會
」
。
）

此
後
，
父
親
出
版
的
重
要
作
品
有
︽
宋
史
新
探
︾
，
收
錄
於
書
中
的
文
章
如
〈
宋
代
一
個
國
策
的
檢
討
〉
、
〈
宋

遼
澶
淵
之
盟
〉
，
皆
是
極
有
研
究
價
值
的
文
章
；
另
外
還
撰
有
︽
宋
代
文
集
篇
目
索
引
：
編
纂
計
畫
︾
、
發
表
王

安
石
評
傳
、
岳
飛
傳
記
等
介
紹
宋
代
歷
史
名
人
的
相
關
文
章
。

在
國
內
，
父
親
除
了
創
辦
宋
史
研
究
會
推
展
中
華
文
化
外
，
還
提
供
豐
富
的
館
藏
史
料
、
圖
片
，
讓
文
化
大

學
編
纂
出
版
︽
中
華
五
千
年
史
︾
及
︽
孔
子
聖
績
圖
︾
；
而
對
外
的
文
化
交
流
上
，
中
央
圖
書
館
則
贈
予
歐
洲
奧

地
利
維
也
納
大
學
兩
千
餘
冊
精
裝
圖
書
，
協
助
該
校
成
立
「
中
國
文
化
研
究
所
」
。

新
館
落
成
，
美
夢
成
真

民
國
五
十
四
年
，
父
親
應
全
館
同
仁
的
請
求
，
擔
任
榮
譽
（
名
譽
）
館
長
終
身
職
。
民
國
七
十
五
年
秋
，
臺

灣
行
政
院
撥
款
十
億
台
幣
給
中
央
圖
書
館
，
由
王
世
杰
先
生
旅
美
建
築
家
女
公
子
設
計
，
並
在
王
振
鵠
館
長
領
導

下
另
覓
新
址
臺
北
市
中
心
（
中
山
南
路
中
正
紀
念
堂
對
面
）
建
造
新
館
。
新
館
落
成
時
父
親
感
到
十
分
安
慰
，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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慨
地
說
：
「
終
於
看
到
中
央
圖
書
館
有
了
這
樣
美
好
的
館
舍
，
我
多
年
夢
寐
以
求
的
願
望
成
真
了
﹗
」
開
幕
前
父

親
親
自
撰
寫
一
副
對
聯
祝
賀
，
高
懸
館
內
的
中
堂
大
廳
：

學
海
無
涯
藏
百
國
寶
書
；

名
山
永
籌
傳
千
秋
偉
業
。

父
親
擔
任
中
央
圖
書
館
館
長
的
三
十
餘
年
間
，
圖
書
館
建
設
的
發
展
獲
得
不
少
領
導
人
的
關
心
支
持
。
在
大

陸
時
期
，
關
愛
最
多
的
是
朱
家
驊
、
陳
立
夫
、
王
世
杰
、
胡
適
等
；
在
臺
灣
時
期
則
是
受
到
當
年
教
育
部
的
前
後

任
領
導
，
如
張
其
昀
、
梅
貽
琦
、
黃
季
陸
、
閻
振
興
等
大
力
支
持
；
另
外
，
曾
在
館
內
服
務
並
共
同
為
中
華
圖
書

館
事
業
奮
鬥
的
專
業
人
士
，
如
嚴
文
郁
、
徐
鴻
寶
（
森
玉
）
、
鄭
振
鐸
（
西
蹄
）
、
尹
石
公
、
錢
鍾
書
、
屈
萬
里
、

顧
廷
龍
、
繆
鎮
藩
、
王
省
吾
、
查
良
鏞
（
金
庸
）
、
翟
晉
夫
、
昌
彼
得
、
蘇
瑩
輝
、
任
簡
、
王
振
鵠
等
，
都
曾
作

出
重
要
貢
獻
，
加
深
了
中
央
圖
書
館
的
文
化
內
涵
。

朱
家
驊
先
生
、
胡
適
先
生
均
為
父
親
於
北
大
求
學
時
的
老
師
，
為
當
時
最
年
輕
的
教
授
。
他
們
留
學
德
、
美

返
國
後
，
受
蔡
元
培
校
長
邀
請
延
聘
至
北
京
大
學
執
教
，
將
西
方
的
思
想
、
先
進
的
科
技
帶
入
中
國
，
並
結
合
我

國
的
國
情
，
成
為
自
「
五
四
運
動
」
以
來
新
文
化
的
傳
播
者
。
基
於
對
文
化
傳
播
的
重
視
，
朱
家
驊
先
生
非
常
鼓

勵
父
親
創
辦
中
央
圖
書
館
，
同
時
因
朱
家
驊
擔
任
中
英
庚
款
會
的
董
事
長
，
故
在
中
央
圖
書
館
、
中
央
博
物
院
的

建
成
方
面
，
提
供
了
金
錢
上
的
支
援
，
是
重
要
的
支
柱
。
朱
家
驊
先
生
於
民
國
五
十
二
年
逝
世
，
父
親
特
致
輓
聯
，

對
恩
師
為
中
國
圖
書
館
、
博
物
館
所
做
的
貢
獻
，
表
以
最
高
的
敬
意
：
「
空
留
勳
績
三
千
牘
，
莫
報
深
恩
四
十

年
。
」
胡
適
先
生
則
是
於
父
親
創
辦
圖
書
館
時
，
提
供
許
多
建
議
和
幫
助
，
特
別
是
中
央
圖
書
館
在
臺
灣
恢
復
籌

在台時期的
文化成就

建
時
，
不
但
得
到
他
許
多
的
指
點
，
還
由
他
所
領
導
的
「
中
華
文
化
基
金
董
事
會
」
進
行
資
金
補
助
。
父
親
於
民

國
四
十
九
年
胡
適
先
生
七
十
壽
辰
時
，
特
撰
詩
慶
賀
：
「
墨
家
救
國
，
儒
家
修
身
，
碩
德
耆
年
仁
者
壽
；
漢
學
考

經
，
宋
學
論
道
，
金
聲
玉
振
聖
之
和
。
」
表
揚
他
一
生
的
成
就
和
對
文
化
界
的
貢
獻
。

推
行
祭
孔
大
典
，
傳
揚
儒
家
文
化

國
民
政
府
播
遷
來
台
後
，
因
時
局
尚
未
穩
定
，
社
會
動
盪
不
安
，
祭
孔
典
禮
往
往
無
法
如
時
在
各
地
舉
行
，

有
些
地
方
甚
至
沒
舉
辦
，
不
若
以
往
的
朝
代
皆
有
著
確
切
的
時
間
和
禮
儀
。
一
直
到
了
民
國
五
十
七
年
，
教
育
部

奉
命
於
先
總
統 

蔣
公
的
指
示
，
邀
請
相
關
學
者
、
專
家
組
成
「
祭
孔
禮
樂
工
作
委
員
會
」
，
並
由
父
親
擔
任
主

任
委
員
，
分
別
成
立
禮
儀
、
服
裝
、
樂
舞
、
祭
器
四
個
研
究
組
，
進
行
祭
孔
典
禮
的
研
究
和
規
畫
。

經
過
兩
年
的
檢
討
，
於
民
國
五
十
九
年
由
內
政
部
公
布
實
施
，
規
定
臺
灣
各
地
區
於
每
年
秋
季
九
月
二
十
九

日(

教
師
節)

，
舉
行
莊
嚴
隆
重
的
祭
孔
大
典
，
其
中
典
禮
實
施
的
禮
儀
、
服
裝
、
祭
器
以
至
樂
舞
等
各
種
儀
式

規
格
，
延
續
至
今
。
參
加
典
禮
的
文
武
百
官
，
無
論
中
央
或
是
各
縣
市
地
方
，
在
祭
孔
典
禮
時
都
一
律
身
穿
中
國

傳
統
服
飾
，
黑
色
長
袍
馬
褂
，
對
這
位
偉
大
的
至
聖
先
師
，
表
示
最
高
的
崇
敬
。
父
親
同
時
也
為
各
地
修
復
孔
廟

制
定
方
案
。
規
定
在
建
築
藝
術
上
，
統
一
採
用
傳
統
風
格
，
並
大
力
宣
揚
孔
子
、
儒
家
對
中
華
文
化
的
深
遠
影
響
。

因
著
在
台
祭
孔
典
禮
的
推
廣
，
東
亞
各
國
如
韓
國
、
日
本
也
都
相
繼
效
法
舉
辦
祭
孔
活
動
；
近
年
大
陸
在
山

東
曲
阜
孔
廟
每
年
也
舉
行
祭
孔
典
禮
，
並
在
海
外
大
規
模
地
設
立
「
孔
子
學
院
」
，
負
責
教
授
漢
語
、
宣
揚
中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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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
目
前
北
京
的
中
央
電
視
臺
為
宣
傳
弘
揚
中
華
文
化
，
結
合
了
文
藝
表
演
的
形
式
，
以
生
動
活
潑
的
「
中
華

情
」
，
組
織
藝
術
家
及
文
藝
團
體
，
在
國
內
、
國
外
舉
辦
無
數
場
巡
迴
表
演
。
這
種
文
化
創
意
效
果
甚
佳
，
對
深

入
海
外
僑
界
、
促
進
各
國
的
文
化
交
流
，
發
揮
了
深
層
的
影
響
，
也
提
升
了
中
華
文
化
的
國
際
地
位
。

故
宮
的
前
世
今
生

一
九
一
一
年
辛
亥
革
命
爆
發
，
滿
清
皇
朝
被
革
命
派
人
士
推
翻
。
中
華
民
國
建
立
十
餘
年
後
，
將
清
末
退
位

皇
帝
溥
儀
逐
出
北
京
紫
禁
城
，
開
始
清
點
、
整
理
自
宋
、
元
、
明
、
清
四
朝
承
襲
而
來
的
宮
中
文
物
，
並
在
民
國

十
四
年
十
月
十
日
，
於
北
京
皇
宮
宮
殿
群
之
地
正
式
成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公
開
展
覽
皇
室
收
藏
和
稀
世
珍
品
。

民
國
二
十
年
日
本
發
動
九
一
八
事
變
並
侵
占
東
北
，
北
京
、
天
津
局
勢
動
盪
；
民
國
二
十
二
年
，
日
軍
侵
入

山
海
關
，
情
勢
更
加
危
急
；
民
國
二
十
三
年
二
月
，
政
府
決
定
將
故
宮
文
物
分
批
南
遷
至
上
海
，
以
策
安
全
。
故

宮
運
出
的
文
物
共
計
有
一
萬
九
千
五
百
五
十
七
箱
，
其
中
包
含
古
物
陳
列
所
、
頤
和
園
及
國
子
監
等
三
單
位
文
物

六
千
○
六
十
六
箱
。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年
底
，
南
京
分
院
建
成
，
故
宮
文
物
遂
由
上
海
移
運
南
京
朝
天
宮
新
建
的
庫

房
存
放
。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發
生
七
七
事
變
，
故
宮
博
物
院
先
是
選
擇
部
分
文
物
精
品
八
十
箱
， 

經
武
漢
，
轉
長

沙
、
貴
陽
、
安
順
，
最
終
運
至
四
川
巴
縣
；
十
月
間
淞
滬
戰
起
，
繼
而
運
出
文
物
一
萬
六
千
箱
，
分
由
水
陸
兩
路

運
至
內
地
，
最
終
分
別
藏
於
貴
州
省
安
順
（
後
運
往
四
川
巴
縣
）
、
四
川
樂
山
及
峨
眉
山
三
地
。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八
月
日
本
投
降
，
中
央
博
物
院
籌
備
處
及
故
宮
博
物
院
等
機
構
疏
運
之
文
物
相
繼
還
京
。
民

在台時期的
文化成就

國
三
十
七
年
九
月
國
共
情
勢
逆
轉
，
中
央
政
府
再
次
奉
令
挑
選
文
物
精
品
，
包
含
故
宮
二
千
九
百
七
十
二
箱
、
中

央
博
物
院
八
百
五
十
二
箱
，
由
海
軍
司
令
桂
永
清
將
軍
先
後
派
軍
艦
「
中
鼎
號
」
、
「
崑
崙
號
」
運
臺
。
繼
由
招

商
局
海
輪
續
運
，
共
分
三
批
圖
書
文
物
，
先
是
存
貯
於
楊
梅
鐵
路
局
倉
庫
，
再
遷
至
台
中
糖
廠
，
而
後
又
遷
藏
於

台
中
霧
峰
北
溝
。
關
於
兩
院
業
務
及
文
物
，
由
教
育
部
成
立
「
國
立
中
央
博
物
圖
書
院
館
聯
合
管
理
處
」
管
理
。

民
國
四
十
五
年
，
在
蔣
中
正
夫
婦
、
臺
灣
省
主
席
陳
誠
的
關
心
下
，
臺
灣
獲
得
美
國
的
亞
洲
基
金
會
補
助

及
行
政
院
撥
款
，
在
台
中
霧
峰
北
溝
建
造
了
一
所
一
百
八
十
餘
坪
（
近
六
百
平
方
米
）
四
間
平
房
展
示
廳
；
民
國

四
十
六
年
春
，
開
張
後
擇
精
品
展
出
，
國
內
外
民
眾
蜂
擁
前
往
觀
賞
中
華
文
物
國
寶
；
民
國
五
十
年
，
故
宮
博
物

院
攜
帶
國
寶
文
物
遠
涉
重
洋
，
赴
美
國
巡
迴
展
覽
廣
獲
好
評
；
民
國
五
十
四
年
，
籌
建
的
中
山
博
物
院
（
後
改
為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
在
臺
北
市
郊
外
雙
溪
建
成
，
並
於
同
年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國
父
百
年
誕
辰
紀
念
日
剪
綵
開
幕
。

經
蔣
中
正
先
生
謹
慎
評
選
，
聘
請
父
親
蔣
復
璁
從
國
立
中
央
圖
書
館
館
長
調
任
為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首
任
院
長
，

且
另
將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改
為
隸
屬
於
行
政
院
管
轄
。 

父
親
上
任
後
，
首
先
將
儲
存
台
中
之
文
物
箱
件
相
繼
北
運
，
並
存
放
於
雙
溪
山
洞
庫
中
。
圖
書
部
分
因
一
時

無
法
容
納
，
暫
存
於
鄰
近
物
資
局
倉
庫
，
直
至
翌
年
二
月
賡
繼
北
運
。
至
此
，
北
溝
文
物
全
運
至
臺
北
，
教
育
部

所
設
立
之
聯
管
處
業
務
遂
告
結
束
，
原
中
央
博
物
院
文
物
則
全
部
併
入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而
中
央
政
府
出
於
對

中
華
文
物
國
寶
的
重
視
，
特
地
成
立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管
理
委
員
會
」
，
由
常
務
委
員
及
委
員
組
成
，
並
設
立

正
、
副
主
任
委
員
，
均
由
各
部
門
之
黨
國
要
人
和
文
化
界
著
名
人
士
出
任
。
往
後
若
有
和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相
關

的
要
事
，
皆
由
此
專
門
機
構
負
責
領
導
和
職
掌
。
例
如
，
每
兩
年
選
舉
一
屆
院
長
，
並
上
報
行
政
院
核
准
聘
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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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組
織
編
制
、
院
廈
的
擴
建
計
畫
；
決
定
影
印
︽
四
庫
全
書
︾
等
重
大
事
項
。
自
海
峽
兩
岸

開
放
探
親
、
旅
遊
後
，
為
了
區
別
起
見
，
將
原
在
大
陸
的
故
宮
稱
為
「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
，
而
在
臺
灣
的
故
宮

稱
為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

目
前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主
要
收
藏
宋
、
元
、
明
、
清
等
朝
代
的
宮
廷
瑰
寶
，
分
為
十
四
大
類
，
下
設
器
物
、

書
畫
、
圖
書
文
獻
三
處
及
展
覽
、
出
版
、
登
記
三
組
，
重
新
點
查
、
整
理
、
登
錄
文
物
並
與
其
他
機
關
學
術
展
開

文
化
交
流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大
約
收
藏
七
萬
件
器
物
，
包
括
銅
器
、
瓷
器
、
陶
器
、
玉
器
、
漆
器
、
琺
瑯
器
等
。

尤
以
西
周
出
土
的
青
銅
器
毛
公
鼎
、
散
氏
盤
為
首
，
毛
公
鼎
內
腹
銘
文
達
四
百
九
十
七
字
，
被
譽
為
「
抵
達
一
片

尚
書
」
；
漢
至
五
代
的
陶
器
、
玉
器
，
以
光
緒
皇
帝
愛
妃
陪
嫁
之
精
美
絕
品
「
翠
玉
白
菜
」
最
著
名
；
瓷
器
則
以

宮
窯
精
品
為
主
，
數
量
達
二
萬
三
千
八
百
六
十
三
件
。
如
宋
代
五
大
名
窯
「
丁
香
紫
尊
」
、
明
朝
宮
窯
「
釉
里
紅

菊
花
」
；
清
代
康
雍
乾
三
朝
則
藏
有
琺
琅
彩
瓷
器
的
絕
大
數
精
品
；
另
保
有
存
世
數
量
稀
少
的
宋
瓷
汝
窯
等
。
除

了
瓷
器
、
青
銅
器
外
，
另
一
重
點
收
藏
是
書
畫
部
分
。
書
法
方
面
，
有
懷
素
的
〈
自
敘
帖
〉
；
顏
真
卿
的
〈
劉
仲

使
帖
〉
及
〈
祭
侄
稿
〉
；
馮
承
素
的
〈
蘭
亭
集
序
〉
摹
本
；
經
文
方
面
，
則
有
以
藏
文
寫
成
的
〈
大
藏
經
〉
等
；

繪
畫
方
面
，
有
宋
朝
范
寬
的
〈
溪
山
行
旅
圖
〉
；
郭
熙
的
〈
早
春
圖
〉
；
李
思
訓
的
〈
江
山
樓
閣
圖
〉
；
宋
朝
畫

家
張
擇
瑞
的
〈
清
明
上
河
圖
〉
摹
本
（
原
著
在
北
京
故
宮
）
。
另
有
書
聖
王
羲
之
名
品
〈
三
希
堂
法
帖
〉
中
的
〈
快

雪
時
晴
帖
〉
（
另
有
〈
中
秋
帖
〉
、
〈
伯
遠
帖
〉
在
北
京
故
宮
）
；
元
朝
名
家
黃
公
望
所
繪
〈
富
春
山
居
圖
〉
各

半
幅
分
藏
於
杭
州
浙
江
省
博
物
館
和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義
大
利
人
傳
教
士
畫
家
郎
世
寧
的
西
洋
風
景
畫
、
畫
人

物
、
動
物
畫
，
其
代
表
作
為
〈
鳥
譜
〉
、
〈
八
駿
圖
〉
等
。

在台時期的
文化成就

蔣
中
正
晚
年
時
常
在
其
夫
人
宋
美
齡
陪
同
下
，
親
自
前
來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參
觀
、
視
察
，
事
無
巨
細
，
關

懷
備
至
，
尤
其
是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幾
次
擴
建
，
所
需
的
大
筆
經
費
均
在
蔣
中
正
的
批
示
下
完
成
，
後
來
經
國

先
生
繼
之
。
而
今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能
夠
有
如
此
規
模
的
發
展
，
完
善
先
進
的
硬
體
及
軟
體
設
備
都
是
開
始
於
那

個
時
期
打
下
的
基
礎
，
說
明
蔣
中
正
父
子
兩
任
總
統
的
重
視
，
以
及
故
宮
管
委
會
、
各
級
領
導
，
社
會
各
界
的
廣

泛
支
持
是
分
不
開
的
，
自
然
也
離
不
開
父
親
十
八
年
辛
勤
努
力
的
成
果
。
他
在
許
多
管
理
上
的
精
心
規
劃
，
開
拓

具
遠
見
的
創
舉
，
使
得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成
為
聞
名
世
界
的
五
大
博
物
院
之
一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為
典
藏
中
華
文
物
瑰
寶
精
華
之
殿
堂
，
在
世
界
上
聲
譽
卓
著
，
來
觀
賞
的
人
絡
繹
不
絕
，

由
父
親
接
待
的
各
國
元
首
計
有
:
美
國
副
總
統
尼
克
森
、
阿
格
紐
、
日
本
首
相
岸
信
介
、
佐
藤
榮
作
、
韓
國
總
統

朴
正
熙
、
新
加
坡
內
閣
總
理
李
光
耀
、
沙
烏
地
阿
拉
伯
國
王
費
薩
爾
親
王
，
菲
律
賓
、
南
越
（
今
越
南
）
、
馬
拉

威
總
統
等
，
他
們
皆
對
中
華
文
化
之
博
大
精
深
、
中
華
文
物
之
精
美
絕
倫
，
讚
嘆
不
已
。

於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管
理
成
就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文
物
遷
至
新
院
舍
後
，
在
首
任
院
長
蔣
復
璁
的
主
持
下
，
進
行
各
項
業
務
規
劃
及
整
理
工

作
，
其
重
要
措
施
有
以
下
幾
項
：

（
一
）
院
廈
擴
建
與
組
織
擴
編 

在
父
親
任
內
，
故
宮
館
廈
共
擴
建
三
次
：
第
一
次
為
民
國
五
十
五
年
底
建
圖
書
館
一
座
；
民
國
五
十
八
年
四

月
就
前
次
擴
建
之
兩
翼
，
向
外
延
伸
作
為
閱
覽
場
所
；
第
三
次
則
在
正
館
右
側
行
政
大
樓
增
建
，
為
故
宮
發
展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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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里
程
碑
。
父
親
另
外
還
在
山
腳
進
出
口
處
，
規
劃
設
計
兩
座
仿
宋
花
園
「
至
善
園
」
和
「
至
德
園
」
，
繼
由
後

任
院
長
秦
孝
儀
先
生
領
導
完
成
；
又
在
行
政
大
樓
旁
，
新
建
「
圖
書
文
獻
館
」
。
公
元
二○

○
○

年
後
再
次
進
行

大
規
模
的
展
覽
場
地
及
露
天
廣
場
擴
建
工
程
。
自
此
，
始
成
現
在
之
規
模
，
外
型
更
顯
得
莊
嚴
宏
偉
。

伴
隨
故
宮
第
一
次
擴
建
，
組
織
新
編
制
之
修
訂
問
題
提
上
日
程
。
故
宮
業
務
單
位
原
僅
設
有
古
物
，
書
畫
、

出
版
三
組
室
，
蔣
復
璁
有
鑑
於
圖
書
文
獻
展
覽
及
登
記
等
業
務
之
重
要
，
呈
准
修
訂
組
織
規
程
，
增
設
圖
書
文
獻
、

展
覽
及
登
記
三
單
位
。
民
國
五
十
九
年
再
增
設
科
學
保
管
技
術
室
，
負
責
文
物
之
保
存
、
維
護
與
鑑
定
研
究
工
作
，

至
此
，
組
織
始
臻
完
善
。

（
二
）
文
物
整
理
與
登
錄 

父
親
是
圖
書
館
學
專
家
，
運
用
其
所
長
將
國
家
的
文
物
以
目
錄
學
進
行
分
類
且
精
心
歸
納
，
使
故
宮
文
物
得

以
有
系
統
地
管
理
。
如
在
文
物
南
遷
時
，
雖
大
都
分
類
裝
箱
，
但
並
未
區
分
細
目
，
遷
運
臺
北
後
，
始
規
劃
分
類

裝
箱
儲
存
。
每
一
器
物
編
製
卡
片
，
並
附
照
片
，
詳
細
登
入
其
字
號
、
品
名
、
形
制
、
紋
飾
、
銘
文
、
尺
寸
、
重

量
等
，
以
供
查
檢
，
建
立
起
嚴
密
、
安
全
的
管
理
制
度
。

父
親
到
任
後
，
特
別
重
視
登
記
組
之
設
置
，
以
掌
管
所
藏
文
物
之
登
記
與
分
類
事
項
。
民
國
六
十
年
起
，
故

宮
開
始
建
立
各
類
文
物
統
一
編
號
系
統
，
訂
定
文
物
檢
索
制
度
，
於
民
國
六
十
一
年
進
行
藏
品
之
點
檢
工
作
。
歷

時
三
年
之
努
力
，
民
國
六
十
四
年
八
月
，
兩
院
運
台
文
物
三
千
八
百
二
十
四
箱
，
全
部
點
查
編
號
完
竣
，
故
宮
藏

品
由
原
粗
略
統
計
之
二
十
四
萬
件
，
劇
增
至
六
十
萬
八
千
餘
件
，
再
經
反
覆
核
查
，
藏
品
總
量
達
六
十
四
點
五
萬

件
。
六
十
多
年
來
，
故
宮
獲
海
內
外
捐
贈
、
收
購
、
寄
存
文
物
亦
達
數
萬
件
之
多
。

在台時期的
文化成就

（
三
）
文
物
展
覽
與
推
廣
出
版  

當
故
宮
文
物
於
臺
北
整
理
編
目
時
，
同
時
也
開
展
編
輯
出
版
與
研
究
工
作
。
如
故
宮
收
藏
宋
金
元
圖
書
逾
兩

百
部
，
其
中
不
少
孤
本
秘
笈
。
民
國
五
十
九
年
起
，
為
響
應
復
興
中
華
文
化
運
動
，
特
選
孤
本
論
語
、
孟
子
等
書

依
原
式
影
印
出
版
，
深
受
社
會
人
士
珍
視
；
民
國
七
十
一
年
初
更
與
商
務
印
書
館
合
作
，
就
故
宮
所
藏
之
文
淵
閣

︽
四
庫
全
書
︾
影
印
出
版
，
普
遍
發
行
。
此
書
卷
帙
巨
大
，
全
部
精
裝
一
千
五
百
冊
，
成
為
出
版
界
一
大
盛
事
。

另
外
，
在
檔
案
出
版
方
面
，
印
有
舊
滿
洲
檔
及
康
熙
、
雍
正
、
乾
隆
、
光
緒
四
朝
宮
中
檔
，
每
套
達
一
百
五
十
巨

冊
，
為
研
究
滿
清
之
重
要
史
料
。

此
外
，
故
宮
為
推
廣
中
華
文
化
，
曾
與
國
外
著
名
印
刷
機
構
合
作
精
印
院
藏
書
畫
珍
品
。
如
民
國
五
十
九
年

與
日
本
東
京
學
習
研
究
社
合
作
，
選
印
「
故
宮
文
物
選
萃
」
，
共
出
版
五
輯
二
十
五
冊
。
內
容
包
括
故
宮
收
藏
之

各
類
文
物
，
迄
今
發
行
已
在
百
萬
冊
以
上
；
又
與
二
玄
社
合
作
，
選
印
製
名
家
書
畫
一
百
件
，
影
印
得
相
當
精
緻
，

成
品
不
遜
真
跡
。
故
宮
還
特
設
文
物
書
畫
的
複
製
品
販
賣
部
，
提
供
民
眾
進
行
選
購
，
不
論
是
作
為
自
己
的
收
藏

或
用
於
饋
贈
親
友
，
皆
是
最
佳
的
紀
念
禮
物
了
。

「
鞠
躬
盡
瘁
，
死
而
後
己
」

父
親
自
民
國
七
十
二
年
從
故
宮
院
長
退
休
後
，
以
中
央
研
究
院
院
士
身
分
，
受
邀
參
加
甚
多
國
內
外
學
術
會

議
，
發
表
專
題
演
講
論
文
。
如
中
研
院
召
開
的
「
國
際
漢
學
會
議
」
，
行
政
院
文
建
會
主
持
召
開
的
「
國
際
孔
學

會
議
」
，
中
央
圖
書
館
主
持
召
開
的
「
紀
念
王
國
維
先
生
逝
世
六
十
周
年
學
術
研
討
會
」
。
而
在
晚
年
時
，
父
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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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常
去
的
地
方
仍
是
由
其
一
生
心
血
所
創
立
的
中
央
圖
書
館
，
除
了
關
心
它
各
方
面
的
發
展
之
外
，
特
別
對
培
育

人
才
尤
為
重
視
。
民
國
七
十
八
年
春
，
他
以
九
十
一
高
齡
還
在
館
中
開
設
「
善
本
目
錄
」
講
座
，
每
週
一
講
，
長

達
三
月
餘
。
圖
書
館
界
高
層
學
員
對
父
親
敬
業
精
神
極
為
感
動
，
尤
其
是
他
思
路
仍
然
清
晰
，
就
館
編
善
本
擇
要

講
述
各
書
源
流
及
版
本
特
色
，
娓
娓
道
來
，
如
數
家
珍
。

民
國
七
十
七
年
一
月
十
三
日
，
蔣
經
國
總
統
突
然
吐
血
過
世
，
震
驚
兩
岸
乃
至
世
界
，
臺
灣
人
民
沉
痛
哀
悼

他
的
逝
世
，
張
學
良
也
趕
到
臺
北
榮
民
總
醫
院
靈
堂
鞠
躬
致
哀
。
父
親
曾
做
一
副
輓
聯
，
深
深
的
哀
悼
這
位
朋
友

兼
領
袖
：
「
萬
方
多
難
痛
愛
勤
，
嘔
心
瀝
血
蒼
生
計
；
一
物
不
遺
感
知
遇
，
淪
肌
浹
髓
國
士
恩
。
」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夏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在
秦
孝
儀
院
長
主
持
下
，
開
始
進
行
典
藏
文
物
國
寶
大
清
點
。
父
親

亦
受
聘
出
任
清
點
委
員
，
兩
人
一
組
進
行
核
查
驗
收
，
簽
字
方
成
。
不
料
清
點
尚
未
結
束
，
即
發
病
而
止
，
於
同

年
九
月
二
十
一
日
，
因
白
血
病
症
在
臺
北
榮
總
醫
院
過
世
。
他
一
生
可
以
說
是
「
鞠
躬
盡
瘁
，
死
而
後
己
」
。
同

年
十
月
十
三
日
上
午
，
國
民
黨
中
央
委
員
會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中
央
研
究
院
、
行
政
院
文
化
建
設
委
員
會
、

天
主
教
臺
北
教
區
、
國
立
中
央
圖
書
館
、
臺
灣
大
學
等
聯
合
成
立
一
百
二
十
七
人
的
治
喪
委
員
會
，
在
臺
北
市
新

生
南
路
天
主
教
聖
家
堂
舉
行
隆
重
的
公
祭
，
天
主
教
大
彌
撒
追
思
禮
。
宋
美
齡
女
士
也
派
人
送
來
一
個
用
白
菊
花

組
成
的
十
字
架
花
圈
致
哀
。
臺
灣
的
文
化
、
藝
術
、
教
育
界
隔
天
還
另
外
舉
行
了
專
場
追
悼
會
。
父
親
的
靈
柩
上

覆
蓋
中
國
國
民
黨
旗
、
中
華
民
國
國
旗
，
標
示
他
對
中
華
民
族
的
忠
貞
。
之
後
遺
體
安
葬
於
當
時
的
臺
北
縣
山
峽

鎮
的
天
主
教
三
德
公
墓
，
此
墓
園
為
父
親
生
前
親
自
選
定
。
父
親
亦
在
半
山
上
的
墓
園
設
計
築
造
幾
個
石
凳
子
，

以
便
讓
爬
山
上
來
的
掃
墓
者
可
以
歇
息
，
並
在
四
周
石
欄
杆
上
雕
刻
中
國
傳
統
石
獅
子
頭
像
，
象
徵
吉
祥
如
意
、

在台時期的
文化成就

避
邪
納
福
、
子
孫
昌
盛
發
達
之
意
，
可
謂
設
想
十
分
周
到
。
父
親
遺
願
是
返
鄉
移
葬
杭
州
，
墓
碑
要
求
刻
上
「
六
十

年
圖
書
館
員	

蔣
復
璁
」
。
我
與
祖
康
堂
兄
又
在
故
鄉
海
寧
硤
石
老
宅
，
為
父
親
舉
行
祭
奠
儀
式
，
族
中
鄉
親
紛

紛
前
來
行
禮
，
願
他
早
升
天
堂
、
光
照
故
里
。
遺
像
兩
旁
懸
褂
一
副
輓
聯
為
：
「
忠
孝
仁
愛
堪
垂
青
史
，
禮
義
廉

恥
足
勵
後
人
。
」
生
前
則
留
有
一
副
自
輓
聯
明
志
：
「
碌
碌
無
能
一
生
只
做
一
樁
事
，
嘗
盡
甜
酸
苦
辣
。
勞
勞
不

息
終
歲
難
偷
半
日
閒
，
渾
忘
喜
怒
哀
愁
。
」
民
國
八
十
年
春
，
最
高
當
局
發
布
「
總
統
褒
揚
令
」
，
追
認
他
一
生

為
國
家
和
弘
揚
中
華
文
化
做
出
的
偉
大
貢
獻
。

父
親
早
年
在
北
大
求
學
，
又
在
北
京
工
作
十
四
年
，
使
他
結
識
了
很
多
有
學
識
、
有
地
位
的
名
人
，
豐
富
了

人
脈
的
關
係
。
當
時
的
北
京
既
是
政
治
中
心
，
也
是
文
化
的
策
源
地
，
各
方
人
士
包
括
文
化
界
、
教
育
界
、
軍
政

界
的
頭
面
人
物
，
皆
聚
集
在
此
。
他
一
生
的
事
業
、
生
活
受
叔
父
蔣
百
里
所
影
響
。
百
里
公
引
領
他
朝
圖
書
事
業

道
路
發
展
，
也
帶
他
出
國
訪
問
，
並
教
導
他
儀
表
服
飾
、
西
餐
禮
節
，
身
教
勝
於
言
傳
；
百
里
公
對
佛
經
、
天
主

教
義
都
多
有
研
究
，
這
對
父
親
以
後
信
仰
天
主
教
，
也
有
一
定
助
益
；
另
外
，
因
百
里
公
一
生
到
處
奔
波
，
故
平

時
由
男
僕
侍
候
生
活
，
而
父
親
在
重
慶
、
後
至
臺
灣
，
也
皆
是
如
此
。      

叔
祖
父
蔣
百
里
青
少
年
時
代
正
是
國
難
深
重
時
期
，
他
憤
於
甲
午
戰
爭
中
國
失
敗
之
恥
辱
而
習
軍
事
，
留
學

日
、
德
名
校
，
榮
獲
日
皇
賜
刀
，
受
到
德
國
興
登
堡
元
帥
的
賞
識
，
返
國
以
圖
報
效
國
家
。
返
國
後
出
任
保
定
軍

軍
官
學
校
校
長
，
大
力
整
頓
改
革
，
備
受
軍
閥
掣
肘
後
，
參
與
護
國
反
袁
，
擁
護 

國
父
孫
中
山
先
生
，
推
翻
帝
制
，

建
立
民
國
。
一
九
三
一
年
，
日
本
發
動
九
一
八
事
變
，
侵
吞
我
國
東
北
，
中
國
進
入
抗
日
戰
爭
階
段
，
他
受
聘
為

軍
事
委
員
會
高
等
顧
問
，
巡
視
遍
訪
各
地
防
務
，
以
軍
事
家
卓
越
的
膽
識
和
判
斷
，
高
瞻
遠
矚
地
向
中
央
建
議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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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速
發
展
空
軍
，
並
提
出
我
國
抗
戰
應
遵
守
三
條
指
導
原
則
：
一
為
發
動
全
民
抗
日
進
行
持
久
戰
，
其
名
言
「
勝

也
罷
，
敗
也
罷
，
就
是
不
要
和
日
本
講
和
」
。
二
為
有
意
在
上
海
開
闢
新
戰
場
，
爆
發
八
一
三
淞
滬
戰
役
，
截
斷

日
本
侵
華
從
北
至
南
的
軸
線
，
以
防
其
機
械
化
部
隊
利
用
鐵
路
快
速
南
下
，
並
引
導
其
戰
線
由
東
向
西
，
以
延
緩

腹
地
武
漢
過
早
陷
落
。
最
終
爭
取
到
一
年
多
的
寶
貴
時
間
，
讓
我
國
中
央
緊
急
部
署
大
規
模
的
撤
退
工
作
，
化
被

動
為
主
動
；
三
為
制
定
國
軍
堅
守
湖
南
衡
陽
、
湖
北
襄
陽
、
貴
州
貴
陽
，
作
為
退
無
可
退
的
底
線
，
以
確
保
西
南

的
抗
戰
中
心
陪
都
重
慶
，
即
著
名
的
「
三
陽
戰
略
」
，
同
時
也
預
見
日
本
將
失
敗
投
降
。

一
九
四
五
年
八
月
，
日
本
終
於
徹
底
潰
敗
，
無
條
件
投
降
，
中
國
的
抗
戰
隨
著
全
世
界
反
法
西
斯
戰
爭
的
全

面
勝
利
，
而
取
得
了
抗
日
戰
爭
的
勝
利
。
百
里
公
雖
未
見
到
抗
戰
勝
利
，
過
早
地
於
一
九
三
八
年
十
一
月
病
逝
於

廣
西
宜
山
，
但
由
他
協
助
蔣
委
員
長
提
出
制
定
此
抗
戰
戰
略
是
十
分
英
明
的
，
同
時
也
是
他
生
前
最
後
為
國
家
、

中
華
民
族
存
亡
作
出
的
最
大
貢
獻
。
他
生
前
曾
引
領
了
最
親
近
的
兩
位
小
輩
走
上
了
正
確
的
事
業
道
路
，
一
為
侄

子
父
親
蔣
復
璁
，
二
為
早
年
杭
州
求
是
書
院
、
爾
後
又
同
為
留
學
日
本
學
教
育
的
老
同
學
錢
均
夫
獨
子
，
後
來
成

為
他
女
婿
的
錢
學
森
。
此
兩
位
小
輩
均
不
負
期
望
，
終
分
別
成
為
了
我
國
近
代
圖
書
、
博
物
館
學
，
及
航
太
物
理

學
之
開
拓
者
、
奠
基
人
。
父
親
蔣
復
璁
被
人
們
譽
為
中
華
文
物
瑰
寶
的
守
護
神
，
而
錢
學
森
則
被
譽
為
中
國
的
航

天
導
彈
之
父
，
一
文
一
武
，
成
就
斐
然
，
不
能
不
歸
功
於
百
里
公
的
栽
培
和
提
攜
。
父
親
曾
和
薛
光
前
先
生
合
作

主
編
出
版
︽
蔣
百
里
先
生
全
集
︾
，
錢
學
森
則
在
臨
終
前
囑
咐
，
將
百
里
公
由
杭
州
遷
葬
至
故
鄉
浙
江
海
寧
的
「
百

里
梅
園
」
。

父
親
一
生
的
機
遇
、
榮
譽
和
國
家
的
命
運
是
相
通
的
，
但
主
要
還
是
因
為
有
幸
追
隨
叔
叔
蔣
百
里
、
恩
師
朱

家
驊
、
領
袖
蔣
中
正
。
三
位
貴
人
提
攜
和
知
遇
之
恩
，
是
國
家
發
展
的
需
要
，
也
是
時
代
發
展
的
機
遇
創
造
了
條

件
，
外
加
父
親
一
生
酷
愛
圖
書
專
業
，
並
有
著
堅
忍
不
拔
的
意
志
、
一
生
奉
公
的
崇
高
品
格
，
是
造
就
他
為
文
化

在台時期的
文化成就

界
帶
來
許
多
貢
獻
的
原
因
。

總
結
父
親
一
生
的
事
業
為
曾
任
總
統
府
國
策
顧
問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院
長
、
故
宮
管
理
委
員
會
常
務
委

員
、
中
央
圖
書
館
長
、
終
生
榮
譽
館
長
、
中
央
研
界
院
院
士
、
中
研
院
評
議
會
評
議
員
、
國
民
黨
中
央
評
議
委
員
、

國
民
黨
黨
史
委
員
會
委
員
、
行
政
院
顧
問
、
行
政
院
文
化
建
設
委
員
會
委
員
、
中
華
文
化
復
興
運
動
推
動
委
員
會

（
現
改
稱
中
華
文
化
總
會
）
常
務
委
員
、
中
華
民
國
孔
孟
學
會
常
務
理
事
、
臺
北
市
孔
廟
管
理
委
員
會
委
員
、
中

德
文
經
協
會
常
務
理
事
、
中
阿
友
好
學
會
監
事
、
中
韓
友
好
協
會
理
事
，
天
主
教
「
光
啟
社
」
董
事
、
天
主
教
宜

蘭
「
弘
光
仁
愛
之
家
」
養
老
院
董
事
長
、
天
主
教
臺
北
教
區
爵
士
會
會
長
、
臺
北
浙
江
海
寧
同
鄉
會
名
譽
理
事
長
，

臺
灣
大
學
、
臺
灣
師
大
、
輔
仁
大
學
、
文
化
大
學
教
授
、
研
究
所
博
士
生
導
師
，
且
於
一
九
六
一
年
獲
韓
國
成

均
館
大
學
頒
授
榮
譽
文
學
博
士
學
位
，
一
九
七
四
年
獲
美
國
聖
諾
望
大
學
頒
授
榮
譽
人
文
學
博
士
學
位
，
還
先
後

榮
獲
德
國
慕
尼
黑
大
學
、
威
茲
堡
大
學
、
美
國
天
主
教
聖
諾
望
大
學
頒
授
獎
狀
；
另
外
尚
有
海
內
外
著
名
學
術
機

構
、
文
化
藝
術
團
體
的
眾
多
獎
章
、
獎
狀
；
國
民
政
府
也
曾
在
一
九
七
四
年
秋
頒
發
勝
利
勳
章
， 

一
九
八
三
年

春
頒
發
景
星
二
等
勳
章
、
頒
發
教
育
部
金
質
獎
章
，
一
九
八
五
年
獲
行
政
院
文
化
獎
章
獎
金
等
；
一
九
六
三
年
、

一
九
六
七
年
則
分
別
榮
獲
天
主
教
羅
馬
教
廷
頒
授
聖
額
吾
略
爵
士
、
高
級
爵
士
聖
銜
，
並
獲
教
皇
保
祿
二
世
頒
授

聖
喬
治
勳
章
和
梵
諦
岡
伯
多
祿
大
教
堂
聖
殿
鑰
匙
。
其
親
筆
手
稿
則
收
藏
於
國
史
館
。

北
大
畢
業
後
留
學
德
國
，
是
研
究
滿
、
蒙
史
的
專
家
。
抗
戰
勝
利
後
出
任
開
封
河
南
大
學
校
長
，
當
選
中
央
研
究
院
院
士
，
抵
台
後

在
臺
灣
大
學
中
文
系
擔
任
教
授
。

註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