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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芹的文采就像被杜牧形容為充滿
「牛鬼蛇神」奇氣的李賀，他放達
的性格也頗似竹林七賢中「荷鍤葬
伶」的劉伶。

牛鬼遺文悲李賀，
鹿車荷鍤葬劉伶。

—敦誠



白居易（因其曾官太子少傅，故謂「白
傅」）這位詩壇中神靈般的人物，
若知道敦誠把他最得意的〈琵琶行
〉編寫為戲曲，一定會極開心地叫
他那兩位能歌善舞的家姬小蠻與樊
素自陰間回返，並照本粉墨登場。

白傅詩靈應喜甚，
定教蠻素鬼排場。

—雪芹



❖ 趙竹，〈《種芹人曹霑畫冊》真偽初
辨〉，《貴州文史叢刊》，1988.4

❖ 此畫冊是1979年經貴州省博物館之陳
恒安先生鑒定後，自晚清任過陝西巡
撫的陶廷杰後人手中價購的

❖ 現藏貴州省博物館

❖ 封面署題「光緒壬辰年秋月忘憂山人
玩」，全冊收設色寫意畫八幅，每畫
之後各有半葉題字

《種芹人曹霑畫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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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省博物館原定名為
「偽曹霑絹本設色花果人物畫冊」



《
種
芹
人
曹
霑
畫
冊
》

「
光
緒
壬
辰
年
秋
月
忘
憂
山
人
玩
」



翠
葉
離
披
覆
壠
頭
，

表
朱
內
玉
實
深
秋
。

膏
粱
飽
盡
閑
魚
肉
，

曾
識
田
家
至
味
否
？

絅
齋
閔
大
章

蕪
菁

（
外
紅
內
白
）





倪
文
東
編
《
中
國
篆
刻
字
典
》



湖
北
美
術
出
版
社
編
《
中
國
篆
刻
字
典
》



❖ 清代訓詁學家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
》：「云」就是「雲」的古字

❖ 文徵明印即屢刻「停雲」成「停云」

❖ 「雲中」本指高聳入雲的山上，喻塵
世之外或傳說中之仙境

❖ 漢 •王充的《論衡》有稱：「凡能輕
舉入雲中者，飲食與人殊之故也。」
即將「雲中」與登仙並論

❖ 宋 •嚴參〈沁園春〉詞：「歸去來兮
，吾將焉歸……吾應有，雲中舊隱，
竹裏柴扉。」明顯以「雲中」為歸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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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前均釋為薔薇科的海棠，但從其花
與葉判斷，或應為秋海棠科的秋海棠
。惟古人也會將秋海棠泛稱為海棠

❖ 據顧起元稱海棠有六種：「第一為西
府，第二為垂絲，第三為鐵梗，第四
為毛葉，第五為木瓜，第六為秋海棠
。西府則天姿國色、絕世無雙……

❖ 第十七回描述大觀園有一顆傳自外國
的西府海棠，「其勢若傘，絲垂翠縷
，葩吐丹砂」，眾人贊道：「好花，
好花！從來也見過許多海棠，那裡有
這樣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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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雨寒烟臥碧塵，秋田蔓底摘來新。

在霧茫茫且飄著冷雨的沙地之上躺著碧
綠的瓜，而剛摘自秋天瓜田底部藤蔓上
的，尤其顯得新鮮

披圖空羨東門味，渴死許多煩熱人。

展閱這張圖會讓觀者空自羨慕漢初召平
在長安城東門隱居時所種「東陵瓜」的
美味（所謂「東門味」），並令世俗間許
多煩躁悶熱的人均望圖興嘆且渴死



❖ 雪芹前詩應是透過召平（原為秦東
陵侯，秦亡後為布衣）於鬧市旁隱居
種瓜的強烈對比（此應用以反映作者
自身的景況），賦予圖中之瓜一特
殊寓意

❖ 再以似李賀「端州石工巧如神，
踏天磨刀割紫雲」、「女蝸煉石
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等詩
跌宕起伏的奇詭風格，賦出「渴
死許多煩熱人」之「牛鬼遺文」



《種芹人曹霑畫冊》中曹雪芹自題七絕：
（第二、四句必押，第一句隨意，第三句不押）

冷雨寒烟臥碧塵，秋田蔓底摘來新。

披圖空羨東門味，渴死許多煩熱人。

《紅樓夢》第十八回林黛玉五律：
（偶句必押韻，奇句隨意）

名園築何處，仙境別紅塵，
借得山川秀，添來景物新。
香融金穀酒，花媚玉堂人，
何幸邀恩寵，宮車過往頻。

上平十一真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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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閔大章在第一開用「誰識田間至味否」
、在第二開用王虞鳳的〈春日閑居〉（有
「庭草黃昏隨意綠，子規啼上木蘭花」名句）

❖ 歇尊者在第三開借趙嘏的〈長安晚秋〉（

有「鱸魚正美不歸去，空帶南冠學楚囚」名句）

❖ 閔大章在第四開用杜甫「野逕雲俱黑，
江船火獨明」句

❖ 陳本敬在第七開用江村漁父

❖ 銘道人在第八開用深山仙芝

❖ 呼應曹霑畫中各農漁品物（蔬果、植物、鸕
鷀等）、詩中的召平種瓜故事以及印中的
「云中」閒章，所一再表露出的避世歸
隱情懷



❖ 陳本敬在第五開的題詩，則是透過李
清照〈如夢令〉中的「試問捲簾人，
卻道海棠依舊」句，以與曹霑所畫的
秋海棠相關照

❖ 第十八回元妃改題的「怡紅快綠」匾
額，應源出李清照前詩中「綠肥紅瘦
」的名句，陳本敬之所以借題〈如夢
令〉這首小詞，有可能是為了與曹雪
芹的小說內容有所互動



❖ 雪芹指出若無大隱於市的心境就會愈看
圖愈口渴，並諷喻世俗間那些追求功名
利祿之人（所謂「煩熱人」），他們寧
願渴死也不可能歸隱種瓜

❖ 敦誠稱許他「詩追李昌谷」、「直追昌
谷破籬樊」、「牛鬼遺文悲李賀」

❖ 敦敏描述雪芹「醉餘奮掃如椽筆，寫出
胸中塊壘時」，宜泉以「北風圖冷魂難
返」（漢代劉褒〈北風圖〉）、「苑召難忘
本立羞」（唐代閻立本，《芥子園畫傳》）
形容其畫藝超群，指雪芹雖嘗被師友薦
為宮廷畫師，但卻因不願受羈絆而婉拒



❖ 《種芹人曹霑畫冊》的定位應是講求
人文價值的文人畫，他要表達的是對
生命的體驗與期許，而非將畫當作塗
抹形象的工具

❖ 此類文人畫所欲呈現的「不是一種物
質關係，而是一種生命境界」



❖ 探索前述題跋之人所生活的時空曾否
與雪芹相重疊，更希望能從其它文獻
論證彼此曾否有過交往





❖ 閔煥元與閔大章（「汶水」）同認閔損為祖

❖ 「大章」二字本堯樂名，鄭玄注《禮記 •樂
記》時指此樂乃用來顯現「堯德章明也」

❖ 《周禮 •春官 •大司樂》稱這些傳自六代之
樂舞原本是用來「教國子」，但其中的「
大章」之樂已佚

❖ 閔大章字號「元音」採用其原名「煥元」
最末之「元」字，並就新名「大章」之意
加以延伸

❖ 閔煥元或是因入國子監，而取「大章」為
字，並借其「教國子」之本意，以字行，
另字元音，號絅齋，並有「汶水」閒章

閔煥元是否即閔大章？



❖ 閔煥元，字大章，太學生，生於康熙
五十三年，乾隆四十五年過世

❖ 閔煥元家不乏與雪芹同屬北京教育圈
❖ 父振文為禮部儒士、候選府檢校

❖ 族兄廷樞於康熙六十一年左右以例貢
考授正紅旗官學教習

❖ 族兄文山於雍正十三年為拔貢，旋考
授右翼宗學教習，乾隆七年補正黃旗
覺羅教習

❖ 族兄從隆以廩貢考授正白旗官學教習
，乾隆十七年外放祁陽知縣

❖ 堂叔振鷺在乾隆十五年選入國子監為
恩貢，堂弟鵕元為太學生



❖ 閔鶚元，乾隆十年進士，十八年起在
京歷官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等職
，二十四年九月始外放為山東學政

❖ 二十四年六月鶚元曾奉派為四川鄉試
的正考官，副考官為編修周於禮，兩
人「聯鑣攬勝」，相互酬和

❖ 周於禮與瑚玐、敦敏、敦誠父子是兩
代交，而敦敏與敦誠又是雪芹的摯友

❖ 故閔煥元與閔鶚元應已進入敦敏與敦
誠的泛交遊圈，且閔煥元就是曾為《
種芹人曹霑畫冊》題三幅字的閔大章





❖ 陳本敬墨寶現存極少，價位也甚低

❖ 2001年秋季上海敬華藝術品拍賣公司
曾拍出一幅《陳本敬書詩稿》

❖ 2010年3月北京保利第10期精品拍賣
會上亦出現《陳本敬、丁雲錦、顧之
炎等書法冊頁》

❖ 皆鈐有白文「陳本敬印」和朱文「仲
思」兩方完全相同之印，簽名以及
其它六個相同用字的寫法亦近似其皆
屬假造的可能性應不大，此或可做為
我們核實的參考系



❖ 陳本敬，乾隆二十五年進士，二十六
年五月以漢書庶吉士授為檢討

❖ 陳本敬婿史積容登乾隆三十六年進士

❖ 史積容從朱筠遊長達十多年以上，其
父史全義更與朱筠之母是中表親

❖ 朱筠婿龔怡及其兄龔協乃敦誠（曹雪
芹至交）的好友

❖ 龔怡父龔廉於乾隆三年選補景山學教
習，閔煥元的族兄閔文山於乾隆二年
自景山學教習改授右翼宗學教習

❖ 陳本敬應與曹雪芹有可能相識





❖ 「茜紗窗」一詞屢見《紅樓夢》，如第
五十八回回目即為「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窗真情揆癡理」，第七十九回寶
玉為晴雯擬祭文時曾賦「紅綃帳裡，公
子多情；黃土壟中，女兒薄命」，黛玉
建議：「咱們如今都係霞影紗糊的窗槅
，何不說“茜紗窗下，公子多情”呢？」



❖ 賈母在第四十回稱：「軟煙羅只有四樣
顏色：一樣雨過天晴，一樣秋香色，一
樣松綠的，一樣就是銀紅的。若是做了
帳子，糊了窗屜，遠遠的看着，就似煙
霧一樣，所以叫作“軟煙羅”，那銀紅的
又叫作“霞影紗”。如今上用的府紗也沒
有這樣軟厚輕密的了。」知茜紗窗乃用
銀紅色軟煙羅（即霞影紗）糊出，小說中
借此詞來指涉大觀園中寶玉等人的住處

❖ 庚辰本第二十一回佚名所寫的回前詩有
「茜紗公子情無限，脂硯先生恨幾多」
句，該「茜紗公子」應亦指的是創造出
茜紗窗下諸男女主角的曹雪芹



❖ 曹雪芹在小說第一回嘗透過石兄之口宣
稱，書中是講述他「半世親睹親聞的這
幾個女子」的際遇，「不敢稍加穿鑿」

❖ 此恰與曹霑所鈐蓋的「憶昔茜紗窗」印
文的意涵相呼應，顯示大觀園中的虛擬
角色不乏雪芹周遭真實人物的影子，此
強有力地支持「種芹人曹霑」就是擁有
《紅樓夢》著作權的曹雪芹，而非是同
名同姓

❖ 第三和第六開均鈐有上為「曹□」、下為
「閏周」之聯珠印，上一印的第二字筆
劃繁複，雖無法清楚辨識，但頗疑其就
是「霑」，「閏周」則為其字號之一



❖ 「閏周」之「周」字可指一循環的時間
，如第二回即描寫賈寶玉的「抓周」

❖ 「閏周」或意謂曹霑的生日恰逢閏月

❖ 「閏」與「潤」音同又且通假，「周」
字亦有「遍及」之意，故「閏周」又可
令人聯想到「潤及周遭」之意，恰與其
名「霑」字相表裏

❖ 《康熙字典》：「《詩 •小雅》“既霑既
足”，《疏》言霑潤。」

❖ 曹雪芹家族取名字時多與經典關合，亦
契合古人取字號時「名字相應」的傳統

❖ 曹雪芹生於康熙五十五年閏三月



1.畫冊第六開曹霑自題詩引首印「憶昔茜
紗窗」的後三字，屢見於《紅樓夢》，
而此曹霑詩之韻腳又竟然與第十八回林
黛玉五律的用字與出現順序全同

2.曹霑自號的「種芹人」，近乎《紅樓夢
》第十七回寶玉所稱「採芹人」的意境

3.曹霑字號「閏周」中之「閏」與「潤」
通用，而此印文之「潤及周遭」的句意
，恰與其名「霑」相表裏，並符合曹家
取字號時與《詩經》「名字相應」的傳
統，此很難憑空創出

《種芹人曹霑畫冊》乃曹雪芹真迹



4. 畫冊中所提及曹霑的「種芹人」、「閏
周」與「竹坣」三字號均不見它處（先前
已知之字號為「雪芹」、「芹溪」、「芹圃」
、「夢阮」），這情形頗易令人導出「此
曹霑非彼曹霑」之結論，而此若為造偽
，當事人應不會如此自找麻煩，更不會
將題籤繫於如此晚的「光緒壬辰年」

5. 近代是從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
(1921) 一文之後才得知曹雪芹名霑，先
前應極少有人具備足夠知識創造出「種
芹人-曹霑-憶昔茜紗窗」之證據鏈



6.由於1979年貴州省博物館入藏此畫冊時
僅僅花了人民幣25元，判斷此不太可能
是胡適掀起「新紅學」浪潮之後偽造的

7.學界先前對陳本敬和閔大章均罕有認識
，然經筆者之考證，發現他倆同屬敦敏
、敦誠與曹雪芹的泛交遊圈，前人應無
能力將陳、閔二人偽造入《種芹人曹霑
畫冊》

8.對照先前兩幅拍賣過之陳本敬書跡，可
推判《種芹人曹霑畫冊》中的兩幅陳本
敬題跋均為真跡，此亦間接支持此畫冊
為乾隆朝的作品



9.曹霑透過畫中的鄉野風物、詩中的召平種瓜
故事以及鈐印中的「云中」閒章，所一再表
露出的避世情懷，恰可與閔大章、陳本敬、
歇尊者、銘道人所題詩詞的內容相觀照

10.畫冊第五開陳本敬之所以借題李清照的〈
如夢令〉，應是因該詩中的「綠肥紅瘦」名
句，恰可與《紅樓夢》第十八回元妃將寶玉
原擬「紅香綠玉」匾額改題成「怡紅快綠」
一事相呼應

11.雪芹在畫冊中的自題詩，經細品之後確帶
有李賀的奇詭風格，此與雪芹友人對他的評
價（當然或稍過譽）相合

12.從書法和裝裱風格來看，此冊應為真跡，
而其上典型的文人畫亦符合時代特點





❖ 「甲午八日」應指乾隆三十九年甲午歲
的正月初八日或八月初八日

❖ 批者畸笏叟（雪芹之父曹頫？）感慨萬千
地用淚筆祈請造化主能讓醞釀出《紅樓
夢》這本傑作的「一芹（曹雪芹）」及
「一脂（脂硯齋）」再生，以完成此書

❖ 「甲午八日」對當事人應為極特別之日

❖ 疑此批乃寫於乾隆三十九年正月初八日
的順星之祭，畸笏叟正讀到癩頭和尚和
跛足道人從青埂峰袖石下來，準備將幻
化自石頭的寶玉投胎入世這段敘述之時



乾隆三十九年正月初八日順星之祭

❖道教信眾每年正月初八日行順星之祭，因
他們相信此日諸星下界，故會在庭院燃燈，
以祭相關諸人的「本命星官」

❖曹雪芹此年應過虛歲五十九冥誕，但若考
慮「積閏」，則又恰可稱六十冥誕

❖曹頫哭請造化主能將曹雪芹及脂硯齋這兩
位特殊人物以天星下界的方式轉世，並分別
以原先的生辰八字（「花甲一周」）再生

❖人的行運在一甲子之後，各種神煞皆會「
周而復始」，「談祿命者推人行運有花木移
接之象」



如何行消災解厄的順星之祭

❖《玉匣記》中記載從十一歲至九十九歲的
〈看女男值年星辰屬命之圖〉，不同歲數
之男女有各自的值年星辰

❖各星的下界日期、牌位上所書神名、燃燈
的排列方式、數目或祭拜方位皆不同

❖如五十九歲男之值年星辰為太陽，故解祭
者應在太陽星下界時（每年正月初八日或每月
二十七日），點燃用黃紙牌位寫「日宮太陽
天子星君」之燈十二盞，於正西祭之，各
燈還得依一定的「燃燈式」排列





❖ 崔川榮〈李鼐與脂硯齋真實身份之比較〉

❖ 庚辰本第二十三回「回思十二、三時，
亦曾有是病來。想時不再至，不禁淚下
」。李鼐於雍正五年十二歲以後即不再
接受嚴父管教，因李煦此年發邊，旋卒

❖ 敦敏於乾隆二十五年秋所賦之〈芹圃曹
君（霑）別來已一載餘……〉，應作於入
城參加李鼐壽辰之際

❖ 敦誠於乾隆二十七年秋所賦之〈佩刀質
酒歌〉，應作於入城參加李鼐壽辰之前

❖ 裕瑞《棗窗閒筆》稱脂硯齋為雪芹之叔

❖ 雪芹與脂硯齋乾隆三十九年甲午歲同生



❖ 「種芹人曹霑」與乾隆朝的曹霑不可
能僅為同名同姓，此畫冊應為曹雪芹
現存唯一詩、書、畫、印俱見的真跡

❖ 冊中所出現曹霑與《紅樓夢》間的有
機連結，更是曹雪芹擁有《紅樓夢》
著作權的一個新發現的重要旁證

❖ 曹雪芹或生於康熙五十五年閏三月，
今年剛好是雪芹的三百週年冥誕紀念

❖ 脂硯齋生於曹雪芹同一年，他或是雪
芹的表叔李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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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大鏞 (1770-1838) 的《自怡悅齋書
畫錄》中收有此冊頁，凡十一幅

❖ 內含六幅李世倬倣倪瓚的山水畫

❖ 前四幅畫各配一幅陳浩的字，中有署
為乾隆二十六年秋落款者

❖ 第八幅出現「曹君芹溪」

❖ 第十幅為陳本敬的題詞

❖ 末幅畫留白處則有錢維城題於二十四
年己卯五月之跋

《李穀齋、陳紫瀾合冊》



❖ 《李穀齋、陳紫瀾合冊》印證曹雪芹
應與陳浩、陳本敬父子、李世倬相識

❖ 從拍賣會上曾出現的《陳本敬書詩稿
》及《陳本敬、丁雲錦、顧之炎等書
法冊頁》，可推論《種芹人曹霑畫冊
》中的陳本敬二跋應為其墨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