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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所見清末浙江乍浦沈衝相開

料略説

石 暁軍

(一 )弓 1言

凧所周知,有開清末浙江乍浦詩人沈箔 (字賞甫,琥浪イ山,18021862)的
日本研究及其典幕末 日本文人的交遊問題,歴末由於史料欠鋏等多方面的原因 ,

其長期基本上庭於被塵封的状態。幾年前,筆者因偶然的機縁渉足於這一問題 ,

徒不同的側面就此進行了一些初歩考察,廓清了若千史賞,並基於沈箔封於 日本

漢學界的開注及研究要早於命植二十餘年,同時力日之沈綺有開日本的著述不僅敷

量彼大 (軍行本至少有八種),並且還大量参閲了同時代的日本文人的著述 (服部

南郭 《大東世語》、岩垣松苗 《國史略》)等因素,指出沈均堪稽為清末中國研究

日本的先駆者之一ヽ 意在lll碑引玉,希望引起更多的學人開注研究這一問題。

然而,由於沈鈎自身的著述大都被毀或散伏,留存至今的相開資料彼少2,給

研究的展開帯末了彼大的障凝。 日前研究這一問題主要憑藉 日本方面保存的一些

有開沈綺的零星史料。 日本現存的史料多散見於一些地方郷土典籍文献之中,此
外還包括一些公私牧蔵的屏風、碑刻等責物資料。然而迄今為止未見任何系統的

整理介紹,有鑑於此,本文擬以散見於 日本各虎的沈鏑相開史料,加之筆者近年

新登現的一些賞物資料為中心,封 目前所知的日本方面残存的沈鈎相開史料倣一

綜合性考述,希糞有助於推動封此問題的進一歩研究。

(二)幕末明治日本出版物中的沈衛

1.東偉 日本的沈綺著述及其日本抄本

通過筆者以前封沈街生平事蹟的考察可知,沈箔一生著述等身,在個人詩文

創作、介紹研究 日本問題 (包括牧集整理編集 日本漢詩集 )、 編纂乍浦郷賢詩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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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地方史志、編宕尺贖封聯篤作範本等各種費用書籍等幾個方面,包括己経未

刊稿本在内,共完成各種著述計五十七種,線谷数共計三百二十四谷
3。

然而不幸

的是其幾平所有的著述都毀於咸豊十一年 (1861)太平天國攻陥乍浦等地的戦火

之中,僅有 《守経堂詩集》十谷 (光緒九年刻本)等個別著述存世
4。

所幸應幕末

日本方面的需求,沈綺編纂並於道光二十六年 (1846)四 月於乍浦刊行的 《乍浦

集詠》十六谷 (一峡四冊)於出版営年年底便被商船運至 日本。輸入 日本的二十

四套 《乍浦集詠》分別流入江戸幕府、藩主以及一些文化人手中,擦現有史料末

看,営時至少御文庫、昌平坂學問所、老中阿部伊勢守、牧野備前守、若年寄本

多越中守、本薙安藝守、酒井右京亮等購買了此書
5。

日前牧蔵於 日本各大固書館

的道光二十六年刊本 《乍浦集詠》共有七部3倍計應該都是属於営時輸入的原書。

不僅沈錫的 《乍浦集詠》在刊行的営年年末就偉到了日本 更値得注意的是 ,

日本随即出現了若千種開於 《乍浦集詠》的抄本或日節選本。先是 日本的嘉永元

年 (1848)由植物學者伊藤圭介 (18031901)抄録的 《乍川記事詩》上下谷 (二

冊,伊藤氏花続書屋刊本)7。 其後嘉永二年 (1849)又 有漢詩人横山谷 (即小野

湖山,18141910)抄 録並刊行的 《乍浦集詠砂》 (四谷二冊,江戸遊焉吟社刊本 )

8;此
外還有幕府御家人向山誠齋抄録的 《乍浦集詠》 (牧入向山誠齋 《戊申雑綴》

谷二十五%在上述這些砂本的序跛題評等中,都不同程度地渉及到了幕末 日本文

人封沈綺是書的評債,試奉例如下 :

小野湖山 (横 山谷,18141910)在上述 《乍浦集詠砂》的序文中鳥道 (参

見 【固 11):

余嘗謂詩之興史本無二道也。 (中 略)且夫史之記事,或有所詳避,而
詩則多出千感激悲憤之餘,而言之者可以無罪臭是以雖均記治簡L興敗之述 ,

固有不暇講避者,而亦不必詳避也。故其聞幽顧微,往往有勝於史乗者焉。

頃者余得清人沈綺所編 《乍浦集詠》讀之,山川之勝,風土之美,歴歴可観。

而綾陳壬寅洋夷擾簡L之事,皇無所詳避,意亦作者感激悲憤,不能自己而然

耶。余暇 日抄出為一編,編中所載,雖属匠匡一乍浦,然沿海高里之事,満

清闇國之政,皆可以推測而概見焉。豊非所謂聞幽顆微有勝於史来者耶。 (下

略)[3]谷首

頼山陽次子頼支峰 (頼復,18231889)在 《乍浦集詠砂》跛文中亦諭 :

余喜讀清沈綺所編 《乍浦集詠》,而深憎英夷之狙薇也。営時彼土騒人

詞客,或 目撃其愛,悲憤之餘奎諸吟詠,悲壮淋滴。6L離顛肺之状,極為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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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使讀者慾泣慾哭,真可謂詩史実。 (中略)且舒公 (小野湖山字舒公―引

者註)砂出之意 不特其詩可喜典其事可哀而已也 必有大開千時事而然爾。

(中 略)故讀此諸篇者,庶幾亦可以知所戒実。而不宜使我邦騒人詞客萬有

是等諸篇也。 (下略)[3]谷末

徒上引小野湖山和頼支峰的序跛文字中不難看出,沈綺及其 《乍浦集詠》在

幕末的 日本引起了廣涯的注意以及高度評債,他個認為其 “聞幽顧微有勝於史

乗",持其稽讚為 “詩史",認為可以由此而窺整個清朝之大勢,並且強調沈鈎

此書最重要的是可以為 日本提供彼好的借雲。上述封沈綺及其著作的評債可以諭

代表了営時 日本朝野的一種線腱認識,在 《乍浦集詠抄》谷首漢詩人大沼枕山

(18181891)、 官僚文人鷲津毅堂 (18251882)等 人的題辟、題詩中也可以見到

類似的看法。

2.山 田梅村 《吾愛 吾慮詩 》 (全六巷 )

沈衝典同時代的許多日本漢詩人保持著交流関係,従保存下末的史料層面末

看,其中又以沈鈎典幕末高松藩漢詩人山田梅村 (18161881)之 間的交往最為密

切。

慶應二年 (1866)干」行 (小田園刻本,江戸文苑閣)的山田梅村的漢詩集 《吾

愛吾麿詩》第一稿 (谷一、谷二)由沈箔粘評,幾平在山田梅村的毎首詩之後都

有沈綺的黙評文字。

例如 《吾愛吾慮詩》谷一 〈夏雨山中)五言詩後沈綺評粘説 : “沈浪仙云 ,

居山不見山,五字獨有千乱 録入 《海上叢談》";〈直洲夜泊〉七言詩後作 :“沈

浪仙云,有情有景,詩録入 《海上叢談》" ;谷二 〈江村雑詠二首〉五言詩後作

“沈浪仙云,真景如萱,録入 《海上叢談》中",(夏 日遊山寺〉五言詩後作 “沈

浪仙云,己録入 《海上叢談》" ;谷二 〈夢遊唐館)五言長詩後作 “沈浪仙云 ,

層轡畳障,曖径幽深。此詩録入拙選 《治海珠編》中",………等等。

也就是論,沈均不僅粘評,還表示要把上述山田梅村之詩 ll■入自己計書1編纂

的日本漢詩選集 《海上叢談》、《治海珠編》之中。

此外,《吾愛吾麿詩》第二稿 (谷二、谷四)還牧録了山田梅村典沈綺之間

的酬唱詩。谷二第十一葉至第十二葉除了lll録 山田梅村 《Elll沈浪イ山見寄》以外 ,

還有沈綺的原詩。滋将沈綺原詩照録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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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軸邊停 自大東,七千里外姓名通。

照情雨地懸天鏡,飛夢雙橋駕彩虹。

仙豪化末書腕障,渇龍躍虎筆摩空。

憐君鍾得扶桑秀,秋費春華冠國風。

自註云,時輯 《大東詩録》,君詩為冠。[5]谷二 1112

由此可見,沈鈎営時還正在編集 《大東詩録》一書,並表示準備膊山田梅村

的上述詩置於 《大東詩録》的谷首。

開於営時沈衝ll■集整理編集 日本漢詩選集的情況,山 田梅村在 《沈浪仙輯詩

固賦應其喝》 (谷四第四葉)一詩的最後談到沈綺的著述時,明確諭道 :

《乍浦集詠》載我邦人詩,又有 《治海珠編》、《大東詩録》、《海上叢談》

之著。[5]谷四4

通過上述 《吾愛吾麿詩》中所見到的沈綺封山田梅村詩的雅評以及沈綺典山

田梅村之間的酬唱詩可知,沈筒至少曾経編集或計書1編纂過 《海上叢談》、《治海

珠編》、《大東詩録》等 日本漢詩選集。上述這些史料都堪構是探討沈鈎典幕末 日

本詩人関係的珍貴史料
Ю
。

除此之外,《吾愛吾度詩》谷首還lll録有道光二十八年 (1848)沈綺的題辟

以及詩文 (第一葉至第四葉 )。 管見所及,《吾愛吾麿詩》省首署名 “平湖沈綺舞

草"的這一題辞題詩 (参見 【固 2】 ),乃是 目前僅見的沈鈎墨跡,爾足珍貴。

男外,在 《吾愛吾慮詩》第二稿 (谷二、谷四)谷首題辟之中,還牧録了沈

綺的同郷王峻明 (字克三)的題評,其云 :

友人沈浪仙因避簡L至 申江,去年秋間病故。一生著作蓋付兵質,深為嘆

惜。特此附聞。 癸亥七月 [5]谷二 1

正是根抜這條史料,我イ「号才得以確定沈鏑乃同治二年 (1862)七月病逝於上

海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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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河 野鐵 兜 《鐵 兜遺稿》 (全二巷 )

除了高松藩的山田梅村之外,男一位典沈筒有著密切交往的人是幕末播磨地

匝林田藩 (今兵庫縣姫路市)漢詩人河野鐵兜 (18251867)。 因而在河野鐵兜相開

文献中也保存了一些有開沈箔的資料。

河野鐵兜英年早逝,其遺稿集 《鐵兜遺稿》 (全二谷)直到其去世二十二年

之後的明治 32年 (1899年 )才 由其子河野天瑞整理編輯出版 (白 鵬棲刊 )。 在 《鐵

兜遺稿》中有雨虎渉及沈綺的史料。

其一是上谷第六十二葉 ll■録的河野鐵兜的七言律詩 《讀先得月棲遺稿》。該

詩是河野鐵兜開於沈綺之母朱蘭詩集 《先得月棲遺詩》的讀後感,詩中既抒奎了

河野鐵兜封沈母含辛茄苦特沈筒教育培養成人的敬意,末句 “東海諸生識令郎"

更是黙出了沈綺在幕末 日本的影響。其云 :

質衣賣繍半供姑,営代淑儀推女儒。

夜月有懐迷地下,春風無主向堂隅。

鴛鵞不上鍋 錦,咳唾翻成一集珠。

好把残墓偉美事,為君萱出課兒固。

空賦新詩寄断腸,非香珍重帯経堂。

破廊春雨晨炊冷,残壁秋燈夜讀長。

不道亡人無福隷,但期孤子有文章。

應須含笑掃深土,東海諸生識令郎。[6]上谷二 62

其二是《鐵兜遺稿》下谷第六十六葉牧録的沈綺葛給河野鐵兜的一首七律 (参

見 【固 3】 ),該詩以及詩序高度評債了河野鐵兜計書1編選日本漢詩全集的宏大計

蓋1,抒嚢了価人之間的交誼。其云 :

秀野越先生書末,知 手輯貴邦詩綜千餘谷,以雲濤萬里未得同商為

憾。更示大著,讀党題後,以誌傾倒。

霞邊想像選棲高,撰述頻年不憚労。

七道文章供月旦,一時壇培主風騒。

古今談藝天無外,湖海論交氣自豪。

有願扶桑同濯足,典君吟哺策霊鼈。[6]下谷 66

沈衝  清國

《鐵兜遺稿》中的上述雨首詩堪稗是沈綺典 日本文人開係的重要史料,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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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為止,這雨條史料谷日完全没有引起人個的注意。筆者之前曾就其進行過一些

初歩的研究討論
2,請一併参閲。

(三)新史料 《姫 路市林 田敬 業館河 野鐵 兜筆 六 曲屏風》

《姫路市林田敬業館河野鐵兜筆六曲屏風》(参見 【固 4】 )是筆者於 2012年

秋嚢現的一件新史料。其為幕末漢詩人、播磨國林田藩藩校敬業堂教授河野鐵兜

書為的一幅行草作品。長期以末因不了解其具誰内容,該屏風一直被束之高閣 ,

没有任何研究。

筆者経過考察,確認該屏風内容乃是清末中國浙江省平湖縣乍浦的文人沈鈎

篤的一首長詩。屏風文字由五十六句七言詩カロ款識文字構成,全文共計 443字。

此外還有三方鈴印。全詩渉及到 日本漢學的奎展愛遷以及沈錆典 日本漢詩人的交

遊等多方面的内容。

該詩由沈綺同時寄給了 日向 (今宮崎縣)的漢詩人落合雙石 (17851868)、 豊

後 (今大分縣)的漢詩人廣瀬淡省 (17821856)、 劉石秋 (17961869)13、 以及播磨

的河野鐵兜 (18251867)M。 河野鐵兜在去世前雨個月的 1866年 11月 膊沈綺的

這首長詩書篤於該屏風之上,並停存至今。

該屏風不僅掲示了之前従来為人所道及的河野鐵兜典沈錆之間的交誼,而且

反映了沈筒典営時諸多 日本漢學家的交流情況,以及沈氏封於 日本漢學乃至 日本

歴史文化的瞭解程度。因而該屏風無論封於研究河野鐵兜、沈均,還是研究十九

世紀中後期的中日文人交流均具有重要意義,堪稀填補空白的珍貴史料。

開於這件屏風的的具證繹文以及具謹内容的考證,筆者己先後在前面提到了

拙稿 [8]以及最近嚢表的男一篇拙稿 [9]中都有過比較詳細的介紹典討論,這裡

不再重複,請一併参照。

(四 )新史料 《谷 日興鹿 墓誌》

《谷口典鹿墓誌》 (参見 【固 51)是筆者新近嚢現的有開沈綺典幕末日本之

関係的又一件史料。

該墓誌的主人是江戸時代晩期東山道飛騨地匡 (今岐阜縣北部高山市一帯)

的著名木雌家谷口典鹿 (18221864)。 谷口典鹿名宗咸、字玄機,別琥典六、典

鹿、典麓、無醒。以檀長雌刻 “まつり"用的 “山草"即花車墓閣四周的木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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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構於世。作為江戸時代後期飛騨名匠的代表人物,谷 口典鹿留下了大量木離作

品,其代表作尤以高山市的 “高山祭"(2016年 12月 “高山祭"被登録為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的 “無形文化遺産")的花車墓閣 “麒麟台"之 “唐子群遊"離像

以及 “恵比壽台"的 “長手長足"離像最為著名。谷口典鹿後因成為掃津伊丹造

酒商的食客而移居伊丹,元治元年 (1864)甲 子九月二十二 日病逝於伊丹,享年

43歳“。其後由伊丹諸友合資絡其葬在了位於兵庫縣伊丹市中央町的曹洞宗墨染

寺内墓地
“。

筆者最近調査了墨染寺墓地的谷 口典鹿墓 其墓碑呈印鉦型,高約 60 cm(基

座部約 30m,上部印鉦部約 30 clll,幅 約 15～20 cm),印 鉦部正面隷書墓碑名 :

“谷口興鹿墓",背面以及右面楷書碑文由幕末儒者、1838年 出任伊丹郷校 “明

倫堂"初代教頭的橋本通 (橋本香坂,字大路、琥静庵,18091865)′ 撰篤。碑

文自背面右側始,背面 9行 ,右面 7行,共計 16行。

在其背面文字之中,篤有谷 口典鹿離亥1的 “竹根浮韮及梅花印鉦"受到了

“乍浦文士沈浪仙"的高度讚賞,沈氏並特意 “為賦長篇詩盛稽其技"等相開内

容。

《谷 口典鹿墓誌》中的記載反映出,沈綺不僅典幕末 日本的漢詩人過従甚

密,而且典営時的能工巧匠之間也有着廣乏的交遊,堪稽珍貴的史料。開於 《谷

口典鹿墓誌》的全文,筆者亦在前述近作
B中

有過具鎧介紹,此虎不再贅辟。

(五)餘論及小結

除了以上所介紹的日本各地所見沈笏相開史料之外,核韮田一邦氏的調査 ,

在幕末長崎漢詩人諸如大友遠霞 (17991843)、 福地荀庵 (17951862)、 山本淡

齋 (18011867)等人相開資料之嘱 也可以見到一些典沈鈎有開的零星記載 [lo]。

綜上所述可知,由於沈衝編 《乍浦集詠》出版後旋即停入幕末日本各地,営
時在 日本,徒幕府官員、各藩藩主t至J以漢詩人為首的各地文人墨客似平都不同

程度地知道沈筒之名。不僅如此,僅就上述幾種史料末看,可知沈鈎興営時諸多

日本文人之間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各種交遊関係。

就其交遊的範園以及渉及的人物而言,正如播磨漢詩人河野鐵兜在悼念沈綺

亡母朱蘭的七言律詩 《讀先得月棲遺稿》中所諭的 “東海諸生識令郎"那様,従

長崎的漢詩人大友遠霞、福地荀庵、山本淡齋,到 日向 (宮崎縣)的漢詩人落合雙

石、豊後 (大分縣)的漢詩人廣瀬淡宙、劉石秋,高松 (香川縣)的漢詩人山田梅

村、播磨 (兵庫縣姫路市)的漢詩人河野鐵兜等 “東海諸生"都興沈綺保持著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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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交往関係。不僅如此,京都的漢詩人頼復、近江 (滋賀縣)的漢詩人小野湖

山、尾張 (名 古屋)的植物學者伊藤圭介以及向山誠齋等江戸幕府的官員,甚至

飛騨地匡 (岐阜縣高山市)的名匠谷口典鹿也都興沈綺有著不同程度的交集。

若是終上述地貼用一條線串聯起末的話,我lFl可以嚢現,沈綺典幕末 日本文

人之間,似平存在着一個以西 日本的漢詩人為中心,並輻射至中部以及東部 日本

的交流網絡。應該諭,這是沈筒従事 日本漢詩研究的主要資源和背景,正是由於

這一跨國文化交流網的存在,沈鈎才能能狗順利整理編纂出多種 日本漢詩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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続書屋刊二谷二冊本。

[3]清沈筒編,日 本横山谷 (小野湖山)抄録 《乍浦集詠抄》,嘉永二年 (1849)

江戸遊焉吟社干」四谷二冊本。

[4]清沈鏑編, 日本向山誠齋抄録 《乍浦集詠》,向 山誠齋 《戊申雑綴》谷二十

五牧録.大口勇次郎監修,針谷武志編 《向山誠齋雑記》之 《嘉永 安政篇》

第二谷 307331頁,ゆまに書房,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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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の研究》,研文出版,2004年。

[8]石暁軍 《河野鉄兜と沈浪仙 (沈鈎)の交遊に関する新史料一 「姫路市林田

敬業館河野鉄兜筆行草六曲屏風」考》,《姫路獨協大學外国語學部紀要》

第 26琥 ,2013年 3月 。

[9]石暁軍 《清末浙江文人沈鈎典幕末 日本一新史料二題》,《東アジア文化交渉

研究》第 10琥,関西大学大学院東アジア文化研究科,2017年 3月 。

[10]亀田一邦《沈浪仙の和詩収集 と長崎文人一福地荀庵 《蕉稿》とその周辺》,

載同氏 《幕末防長儒医の研究》,知泉書館,2006年。

(本稿の主旨は、2016年 11月 19日 に中国の杭州で開催された国際シンポジ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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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所見清末浙江乍浦沈箔相開史料略諭

【固版】

【固 1】 左 :沈鈎 《乍浦集詠》16谷 4冊 右 :小野湖山 《乍浦集詠砂》序

【固 2】 左 :山 田梅村 《吾愛吾麿詩》3冊  右 :《吾愛吾慮詩》谷首沈綺題辟

【固 3】 左 :河野鐵兜 《鐵兜遺稿》牧載的沈箔詩  右 :《鐵兜遺稿》(全二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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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4】 《姫路市林田敬業館河野鐵兜筆六曲屏風》(兵庫縣姫路市)

【固 5】 《谷口典鹿墓誌》(兵庫縣伊丹市)

【註繹】

12012年
筆者曾経参典了所在大學的一個有開幕末日本播磨地匠文教事業的共同

研究課題。在調査播磨地匡郷賢史料時,筆者偶然嚢現了一件有開沈綺的新史

料。以此為契機,筆者近年陸績撰述了下列幾篇論文,封之前鮮為人知的沈綺

及其典幕末日本的交往進行了初歩的考察 :(1)《河野鉄兜 と沈浪仙 (沈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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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所見清末浙江乍浦沈簿相開史料略読

の交遊に関す る新史料― 「姫路市林 田敬業館河野鉄兜筆行草六曲屏

風J考》 (《姫路獨協大學外国語學部紀要》第 26琥 ,2013年 3月 )(以下簡相

“石 2013")、 (2)《「姫路市林 田敬業館河野鉄兜筆行草六曲屏風」詩文

の著者沈浪仙 (沈均)について》 (《姫路獨協大學外国語學部紀要》第 27

琥,2014年 3月 )(以下簡稀 “石 2014a")、 (3)《清末中國研究日本的先駆者
沈綺事蹟攻》 (《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14年第二期,2014年 3月 )(以下簡稽
“石 2014b")、 (4)《十九世紀中葉中日地方文人交流秘史鉤況―浙江乍浦詩人

沈浪仙典日本播磨詩人河野鐵兜的交遊》 (《 日語學習典研究》2015年第五期 ,

2015年 10月 )(以下簡構 “石 2015")、 (5)《清末浙江文人沈鈎典幕末日本一

新史料二題》(《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第 10琥 ,2017年 3月 )(以下簡稗 “石
2017")。

2就
中國國内文献中有開沈鈎的史料而言,似乎僅有 《光緒平湖縣志》封沈笥的

簡歴略有渉及。
3参

見 “石 2014a"、 “石 2014b"。
4参

見 “石 2014a"、 “石 2014b"。 2010年 12月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的清代

詩文集的集大成叢書 《清代詩文集彙編》(全 800冊 )裡 (第 611冊第 2879種 )

僅lll録 了沈釣的 《守征堂詩集》十巻 (光緒九年亥1本 )。

5参
閲先師大庭脩教授 《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関西大学東西学

術研究所研究叢刊一,関西大学出版部,1967年)第 197～ 199頁、同 《江戸

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研究》 (同朋舎出版,1984年 )第 391～ 394頁
,

同 《漂着船物語=江戸時代の日中交流》(岩波書店,2001年)第 218～226頁。
6筆

者封 日本全國所蔵中文古籍数核庫 (全国漢籍データベース)検索的結果顧
示,這七部 《乍浦集詠》的牧蔵機構分別為 :國立公文書館 2部、東洋文庫 1

部、開西大學固書館 2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1部、金城學院大學固書

館 1部。
7其

後成為 日本最初的理學博士、東京大學教授的伊藤圭介出身於尾張藩,嘉永

元年 (1848)初受藩主委託,従事蘭學等外文書籍的翻講編纂工作,在此期間

抄録並刊行了 《乍川記事詩》。有開伊藤圭介,可参閲梅村甚太郎 《伊藤圭介先
生停》 (三益社,1927年)以及名古屋大學附属固書館編輯的伊藤圭介先生生

誕 200年紀念展覧會/講演會固冊 《錦案図譜の世界一幕末 。明治の博物誌一》

(2003年 10月 ,4古屋大學固書館 )。

8横
山谷 (小野湖山)抄録的 《乍浦集詠砂》流停甚廣,抜筆者初歩調査, 日前

日本至少有十六家固書館的蔵書目録中顧示牧蔵有此書。
9大 口勇次郎監修、針谷武志編 《向山誠齋雑記 嘉永 安政篇》第二谷 307331
頁 (ゆ まに書房,2001年 )。

Ю
開於這一方面的情況,除了前述拙作以外,亦可参閲徳田武 〈山田梅村 と沈鈎 。

賀鏡湖 。王克三)、 同氏 《近世 日中文人交流史の研究》 (研文出版、2004年 )

所収。
11参

見 “石 2014a"、 “石 20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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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参見 “石 2015"。

開於落合雙石、廣瀬淡宙、劉石秋的簡歴等可参閲関儀一郎・関義直共編 《近

世漢学者伝記著作大事典》 (井田書店,1943年)第 139頁 (落合雙石 )、 第
435436頁 (広瀬淡窓)、 第 564頁 (劉石秋),以及竹林貫一編 《漢学者伝記

集成》 (関書院,1928年 )第 11181123頁 (広瀬淡窓),平松勘治編 《長崎遊

学者事典》(渓水社,1999年 )第 387頁 (落合雙石 )、 第 380頁 (広瀬淡窓)、

第 383385頁 (劉石秋 )。

河野鐵兜 (18251867)出身於播磨國揖東郡網千村 (今姫路市網干匠)的儒

讐之家,工詩,被響為幕末 “芳野三絶"之一。本名黒,字夢吉,琥鐵兜,又
琥秀野、錦壇、書南、祝田、晴南、秀史、秀生等 ;因其先祖末自於南海伊豫

(今愛媛縣)的望族越智氏,故又常常自構 “越黒"。 屏風最後提到的 “越秀

野"也是指河野鐵兜。詳細可参閲四屋恒之撰 《河野鉄兜伝記》 (《鉄兜遺稿》
上巻, 自鵬楼 1899年 )、 田中真治編 《鉄兜と其の交友の尺贖》 (西播魁新聞

社,1929年 )、 内海青湖著 《詩人河野鉄兜》 (龍吟社,1932年 )、 竹林貫一編

《漢学者伝記集成》 (関書院,1928年)第 165166頁 、平松勘治編 《長崎遊

学者事典》 (渓水社,1999年)第 169170頁。

開於谷 口興鹿的簡歴以及事蹟参見飛騨人物事典編輯社編 《飛騨人物事典》的

《歴史人物編》(高 山市民時報社,2000年 5月 )以及 《谷口典鹿墓誌》右 12
行。

参見 《谷口典鹿墓誌》右 36行。

開於橋本通 (橋本香坂)参見 《日本人名大事典》第 5谷 105頁 (平凡社,1979
年覆刻版),《デジタル版 日本人名大辞典+Plus》 (講談社,2015年 )。

参見 “石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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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cf lntOductio■ of thc Japallesc sOurces aboul Shcn Yun,aN前 vc of Zhapu,Zhliang duttB ulc latc Qing Dン ■器

"

A Brief lntroduction of the

Japanese sOurces about Shen Yun,

a Native of Zhapu, Zhejiang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Shi Xiao」 un

Abstract

Through investigation of various 」apanese historical lllaterials, sOme of

which have been newly discOvered,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Shen Yun (1802-1862)and the Edo period 」apanese scholars.

【要旨】

本稿は、清末中国浙江乍浦出身の詩人である沈綺 (1802-1862)と 幕末日本

各地の文人達との交流関係を絞つて、日本に散見している関係史料を総合的に

考察したものである。

具体的に言えば、考察の対象としては、それぞれ幕末明治初期の出版物に見

られる史料 (幕末日本に輸入された沈衛『乍浦集詠』や伊藤圭介の『乍川記事

詩』、小野湖山の『乍浦集詠抄』、向山誠齋の『乍浦集詠』などの抄本)のほか、

山田梅村『吾愛吾慮詩』や河野鉄兜『鐵兜遺稿』に見られる沈鏑との交流関係

史料等、および近年に筆者が新たに確認 した実物史料 (「姫路市林田敬業館河

野鐵兜筆六曲屏風」、伊丹市の墨染寺にある「谷口典鹿墓誌」)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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