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徵
明
及
文
氏
家
族
书
翰
特
辑

编
者
按
：
江
南
多
望
族
，
明
代
以
文
徵
明
为

代
表
的
苏
州
文
氏
家
族
，
以
其
独
特
的
家

族
艺
术
风
格
引
领
了
当
地
文
人
艺
术
活
动
，

并
深
刻
地
影
响
着
吴
门
地
区
的
书
法
创
作
风

格
。
同
时
，
文
氏
父
子
留
下
了
数
量
庞
大
的

书
札
，
涉
及
交
游
应
酬
活
动
，
藉
此
可
窥
文

氏
家
族
对
当
时
艺
术
交
流
的
映
射
之
广
。
本

期
特
推
出
『
文
徵
明
及
文
氏
家
族
书
翰
特

辑
』
，
以
期
从
宏
观
角
度
研
究
文
氏
家
族
的

艺
术
脉
络
、
艺
术
风
格
、
交
游
等
相
关
问

题
。
本
专
题
得
到
了
无
锡
博
物
院
的
大
力
支

持
，
在
此
一
并
表
示
感
谢
！

盛
诗
澜

从
华
氏
旧
藏
文
氏
一
门
书
法

看
家
族
交
流
对
明
代
吴
地
书
法
的
推
动

文
徵
明
及
文
氏
家
族
书
翰
特
辑
文
丛

明
代
吴
地
书
法
盛
极
一
时
，
其
艺
术
水
准
在
全
国
处
于
领

先
地
位
，
在
当
时
有
『
天
下
法
书
归
吾
吴
』
[1]

之
称
。
究
其
原

因
，
固
然
受
经
济
、
市
场
等
因
素
影
响
颇
多
，
与
本
时
期
当
地

发
达
的
家
族
文
化
也
有
非
常
密
切
的
关
联
。
从
明
代
书
法
史
来

看
，
吴
门
书
家
中
的
佼
佼
者
，
如
徐
有
贞
、
吴
宽
、
李
应
祯
、

祝
允
明
、
文
徵
明
等
人
，
大
多
出
自
名
门
世
族
；
参
看
明
代
绘

画
史
，
『
吴
门
四
家
』
中
沈
周
、
文
徵
明
这
两
位
世
家
子
弟
，

在
当
时
的
艺
术
地
位
及
影
响
力
要
远
远
大
于
非
世
家
出
身
的
唐

寅
和
仇
英
。
针
对
这
一
事
实
，
本
人
已
先
后
有
《
明
代
家
族
文

化
对
书
法
的
影
响
》
[2]

《
家
族
文
化
：
明
代
江
南
地
区
艺
术
发

展
的
重
要
动
力
》
[3]

等
文
，
探
讨
家
族
文
化
对
明
代
艺
术
发
展

的
影
响
和
推
动
作
用
。
江
南
多
望
族
，
各
大
家
族
凭
借
优
良
的

家
族
教
育
、
代
代
相
承
的
文
化
积
累
和
互
动
频
繁
的
文
化
交
流

活
动
，
不
仅
大
大
提
升
了
本
家
本
族
子
弟
的
文
化
艺
术
水
平
，

更
通
过
家
族
联
姻
与
师
友
关
系
，
形
成
了
一
个
巨
大
的
文
化
辐

射
网
络
，
建
构
出
一
个
理
想
的
艺
术
场
域
，
推
动
当
地
艺
术
创

作
的
整
体
繁
荣
。

在
近
年
面
世
的
无
锡
华
氏
家
族
旧
藏
文
物
中
，
有
相
当

一
部
分
明
代
书
法
作
品
，
是
以
家
族
文
献
资
料
的
身
份
留
存
至

今
的
。
它
们
有
的
出
自
本
地
其
他
望
族
子
弟
之
手
，
这
些
作
者

多
与
华
氏
有
姻
亲
关
系
，
如
邵
宝
、
秦
金
、
顾
杲
等
等
；
有
的

为
当
时
文
人
及
书
画
家
作
品
，
作
者
多
来
自
与
无
锡
华
氏
往
来

密
切
的
朋
友
圈
，
如
沈
粲
、
李
梦
阳
、
王
问
、
唐
顺
之
、
杨
一

清
，
而
尤
以
吴
中
士
人
的
阵
容
最
为
引
人
注
目
，
包
括
徐
有

贞
、
吴
宽
、
祝
允
明
、
唐
寅
、
都
穆
、
文
徵
明
父
子
、
周
天

球
、
王
穉
登
等
一
大
批
文
士
及
书
法
名
手
。
这
些
被
视
为
家
族

资
料
的
书
法
作
品
甫
经
面
世
，
就
以
其
重
要
的
史
料
价
值
与
艺

术
价
值
，
引
起
了
书
史
研
究
者
的
极
大
关
注
，
它
们
是
家
族
文

化
推
动
明
代
书
法
发
展
的
重
要
证
据
。

在
吴
中
士
子
中
，
又
以
文
徵
明
一
门
与
华
氏
家
族
的
交
游

最
为
突
出
，
因
两
大
家
族
交
游
人
数
既
多
，
持
续
时
间
又
久
，

文
化
交
流
的
程
度
也
最
为
深
入
。
文
徵
明
在
才
子
辈
出
的
吴
地

诸
公
中
，
天
资
并
不
突
出
，
而
能
俨
然
为
明
代
吴
门
艺
坛
领

袖
，
其
因
出
身
名
门
而
拥
有
的
强
大
文
化
链
无
疑
起
到
了
至
关

重
要
的
作
用
。
在
《
家
族
文
化
：
明
代
江
南
地
区
艺
术
发
展
的

重
要
动
力
》
一
文
中
，
本
人
从
其
早
期
教
育
中
超
强
的
师
资
力

量
、
家
族
文
化
积
累
的
延
续
性
以
及
姻
亲
支
持
的
稳
定
性
三
个

方
面
，
论
证
了
家
族
姻
亲
网
对
艺
术
人
才
培
养
的
支
撑
作
用
。

本
文
则
试
以
华
氏
旧
藏
文
氏
一
门
书
法
为
例
，
进
一
步
探
讨
家

族
间
文
化
交
流
对
其
艺
术
创
作
的
强
化
与
促
进
。

文
、
华
两
大
家
族
交
游
情
况
概
述

苏
州
文
氏
与
无
锡
华
氏
是
江
南
吴
地
两
大
历
史
悠
久
的
著

名
家
族
，
且
各
有
自
己
的
家
族
交
游
圈
。

以
文
氏
而
言
，
其
远
祖
可
追
溯
至
汉
唐
。
文
徵
明
一
支

乃
第
十
一
世
宋
代
名
臣
文
宝
后
裔
，
自
第
二
十
世
文
徵
明
祖
父

文
洪
以
文
学
起
家
，
成
为
代
有
著
述
的
书
香
门
第
。
文
洪
与
祝

允
明
祖
父
祝
颢
、
沈
周
妻
侄
桑
氏
、
王
榖
祥
祖
父
王
敏
等
人
交

好
，
[4]

其
子
文
林
（
文
徵
明
之
父
）
、
文
森
均
有
文
名
，
且
善

书
法
，
与
当
时
李
东
阳
、
沈
周
、
吴
宽
、
李
应
祯
等
文
人
名
士

相
友
善
。
故
文
徵
明
文
师
吴
宽
、
书
学
李
应
祯
、
画
宗
沈
周
，

俱
一
时
之
名
家
。
文
徵
明
妻
吴
氏
，
为
昆
山
名
门
吴
氏
之
后
，

而
其
妻
母
夏
氏
，
则
为
明
初
绘
竹
名
家
夏
昶
之
女
。
文
徵
明
身

处
这
样
的
家
族
姻
亲
网
和
师
友
网
之
中
，
潜
心
书
画
，
奠
定
了

其
在
吴
地
艺
坛
的
重
要
地
位
，
也
为
此
后
文
氏
家
族
以
书
画
光

耀
千
秋
确
立
了
基
调
。
文
徵
明
二
子
文
彭
、
文
嘉
俱
有
书
名
，

且
在
印
、
画
等
领
域
各
有
所
长
；
至
其
曾
孙
文
震
孟
高
中
状

元
，
而
仍
以
书
称
，
书
迹
遍
天
下
。
文
氏
弟
子
众
多
，
钱
谦
益

说
：
『
吴
门
前
辈
，
自
子
传
、
道
复
，
以
迄
于
王
伯
榖
、
居
士

贞
之
流
，
皆
及
文
待
诏
之
门
，
上
下
其
论
议
，
师
承
其
风
范
，

风
流
儒
雅
，
彬
彬
可
观
，
遗
风
余
绪
，
至
今
犹
在
人
间
，
未
可

谓
五
世
而
斩
也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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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族
文
化
的
拓
展
和
辐
射
，
并
最
终
确
定
了
文
徵
明
吴
中
风
雅

盟
主
的
地
位
，
也
成
就
了
吴
门
艺
坛
鼎
盛
发
展
的
局
面
。

无
锡
华
家
以
南
齐
著
名
孝
子
华
宝
为
始
祖
，
北
宋
时
一

度
徙
居
汴
京
，
靖
康
南
渡
时
由
华
原
泉
返
迁
无
锡
隆
亭
，
元
末

明
初
十
世
孙
华
贞
固
遵
父
华
幼
武
之
意
，
迁
居
荡
口
，
从
此
进

入
繁
荣
阶
段
。
明
清
两
代
，
华
氏
共
出
进
士
三
十
七
名
，
家
道

日
隆
，
成
为
当
地
望
族
之
首
。
华
氏
与
明
清
无
锡
著
名
望
族
大

户
，
如
邹
氏
、
顾
氏
、
秦
氏
、
安
氏
、
过
氏
、
杨
氏
、
钱
氏
、

嵇
氏
等
等
，
均
保
持
非
常
紧
密
的
联
姻
关
系
，
各
大
家
族
互
取

所
长
，
融
会
贯
通
，
带
来
本
地
诗
文
、
学
术
、
出
版
、
书
画
、

收
藏
等
文
化
艺
术
的
整
体
繁
荣
。
华
氏
与
历
代
名
士
的
文
化
交

游
亦
令
人
称
羡
，
元
代
华
氏
家
族
与
赵
孟
頫
、
揭
傒
斯
、
杨
维

祯
、
倪
瓒
、
张
雨
、
郑
元
祐
、
柯
九
思
等
名
家
均
有
书
画
往

来
，
元
人
题
《
贞
节
堂
》
《
春
草
轩
》
二
卷
更
一
度
轰
动
书

坛
，
明
人
沈
粲
题
云
：
『
至
今
以
为
盛
事
焉
。
』
[6]

进
入
明

代
，
华
氏
家
族
交
游
情
况
比
之
元
代
有
过
之
而
无
不
及
，
不
仅

参
与
的
人
数
更
多
、
规
模
更
大
，
文
化
交
游
的
广
度
和
深
度
也

有
了
不
同
程
度
的
拓
展
。
尤
为
难
得
的
是
，
其
中
一
部
分
交
游

活
动
资
料
通
过
珍
贵
的
墨
迹
本
传
存
至
今
，
为
家
族
文
化
交
游

研
究
提
供
了
无
比
鲜
活
的
第
一
手
资
料
。

在
这
样
的
背
景
下
看
文
、
华
两
大
家
族
的
交
谊
，
恐
怕
只

能
算
是
双
方
家
族
文
化
交
游
圈
中
的
冰
山
一
角
。
饶
是
如
此
，

已
为
后
人
留
下
了
大
量
珍
贵
的
文
献
资
料
和
书
法
资
料
。
以
文

徵
明
为
例
，
在
各
类
文
献
中
所
见
其
与
华
氏
相
关
之
文
章
、
诗

作
、
手
札
及
题
跋
，
数
量
相
当
惊
人
，
且
两
家
之
交
游
活
动
几

乎
贯
穿
其
一
生
。
[7]

周
道
振
先
生
所
辑
《
文
徵
明
集
》
以
及

明
隆
庆
本
、
清
乾
隆
本
《
华
氏
传
芳
集
》
中
收
录
文
徵
明
为
华

氏
各
代
各
支
族
人
所
写
墓
铭
、
碑
志
逾
十
篇
，
包
括
：
《
孝
祖

祠
岁
祀
跋
语
》
[8]

、
《
南
溪
华
君
（
华
钟
）
墓
志
铭
》
[9]

、

《
近
斋
华
翁
（
华
煇
）
墓
志
铭
》
[10]

、
《
华
南
坡
（
华
坦
）
墓

志
铭
》
[11]

、
《
明
故
山
东
按
察
司
副
使
华
公
（
华
金
）
墓
志

铭
》
[12]

、
《
鸿
山
草
堂
记
》
（
华
察
）
[13]

、
《
中
顺
大
夫
嵩

峰
华
公
（
华
金
）
志
略
》
[14]

、
《
真
赏
斋
铭
》
（
华
夏
）
[15]

、

《
华
尚
古
小
传
》
（
华
珵
）
[16]

、
《
华
府
君
墓
志
铭
》
（
华

钦
）
[17]

、
《
明
赠
奉
政
大
夫
兵
部
郎
中
华
公
墓
碑
铭
》
（
华

基
）
[18]

、
《
有
明
华
都
事
碑
》
（
华
麟
祥
）
。
[19]

墓
铭
、
碑
志

以
外
，
往
来
唱
和
的
诗
作
就
更
多
了
，
《
文
徵
明
集
》
中
仅
他

与
华
云
（
一
四
八
八—

一
五
六
〇
）
一
人
的
唱
和
诗
作
就
多

达
八
首
。
文
徵
明
为
华
氏
所
作
各
种
题
跋
也
极
多
，
其
为
华

夏
藏
品
所
作
数
跋
在
书
史
上
早
已
耳
熟
能
详
，
而
他
为
华
云

所
作
题
跋
数
量
更
多
，
从
正
德
十
五
年
（
一
五
二
〇
）
题
华

云
所
藏
元
人
王
渊
《
寒
塘
凫
雀
图
》
起
，
至
嘉
靖
三
十
三
年

（
一
五
五
四
）
华
云
携
宋
陈
居
中
《
松
泉
高
士
图
》
索
题
为

止
，
三
十
余
年
中
每
隔
不
久
必
有
题
跋
。
至
于
两
家
往
来
手
札

信
件
更
是
数
不
胜
数
，
《
文
徵
明
集
》
仅
收
其
致
中
甫
华
夏
三

札
，
致
补
庵
华
云
两
札
，
但
信
札
的
实
际
数
量
当
然
远
远
不
止

收
入
文
集
的
这
些
。
如
华
氏
所
刻
家
族
私
帖
《
澄
观
楼
法
帖
》

中
，
收
文
徵
明
致
华
世
祯
手
札
六
通
，
周
道
振
先
生
将
之
补
录

入
《
文
徵
明
集
》
（
增
订
本
）
『
补
辑
卷
』
中
。
而
从
近
年
面

世
之
华
氏
旧
藏
文
氏
墨
迹
来
看
，
未
收
进
文
集
的
手
札
还
有
很

多
。
以
上
所
述
还
只
是
文
徵
明
一
个
人
的
作
品
，
在
《
澄
观
楼

法
帖
》
及
华
氏
旧
藏
家
族
资
料
中
，
文
徵
明
两
位
儿
子
文
彭
与

文
嘉
的
诗
作
、
手
札
数
量
也
相
当
丰
富
，
且
二
人
与
华
氏
多
位

子
弟
交
往
随
便
，
关
系
十
分
亲
厚
。
《
澄
观
楼
法
帖
》
中
所
收

文
、
华
两
家
交
游
最
晚
的
诗
作
，
系
天
启
甲
子
（
一
六
二
四
）

文
徵
明
曾
孙
文
震
孟
为
华
氏
家
藏
《
芝
石
图
》
所
题
诗
并
跋
，

此
时
，
距
文
徵
明
与
华
氏
相
交
已
有
百
余
年
。
在
这
百
余
年

中
，
两
家
曾
经
留
下
了
多
少
往
来
墨
迹
，
今
人
早
已
无
从
考

证
，
然
从
残
存
资
料
中
，
已
足
可
窥
一
斑
。

文
、
华
两
家
为
累
世
之
交
，
因
此
，
家
族
中
跨
代
交
游

的
情
况
十
分
常
见
。
在
文
徵
明
为
华
氏
所
作
墓
铭
中
不
止
一
次

提
到
，
文
、
华
两
家
从
其
父
辈
开
始
就
有
交
谊
。
如
在
他
为
华

氏
第
十
四
世
华
煇
（
一
四
五
五—

一
五
〇
五
，
字
文
和
，
别

号
裕
斋
）
所
书
墓
志
铭
中
说
：
『
翁
与
先
温
州
尝
有
雅
故
，
先

君
亡
，
徵
明
又
辱
与
游
。
』
[20]

说
明
华
煇
本
人
同
时
与
文
林
、

文
徵
明
父
子
两
代
相
交
。
文
徵
明
本
人
颇
为
长
寿
，
故
他
与
华

氏
祖
孙
三
代
相
交
的
情
况
也
很
常
见
。
比
如
他
与
著
名
收
藏
家

华
夏
（
一
四
九
四—

一
五
六
七
）
的
交
谊
一
向
是
明
代
书
法

史
上
一
大
亮
点
，
他
不
仅
为
华
夏
作
《
真
赏
斋
铭
》
，
并
为
其

所
藏
锺
繇
《
荐
季
直
表
》
、
王
羲
之
《
袁
生
帖
》
及
《
万
岁

通
天
帖
》
《
淳
化
阁
帖
祖
刻
》
等
详
细
作
跋
考
辨
。
实
际
上

文
徵
明
不
仅
是
华
夏
的
朋
友
，
还
与
其
祖
父
关
系
密
切
。
他

曾
为
华
夏
父
亲
华
钦
（
一
四
七
四—

一
五
五
四
）
作
《
华
府

君
墓
志
铭
》
，
此
前
又
为
华
夏
祖
父
华
坦
（
一
四
五
二—

一
五
四
六
）
作
《
华
南
坡
墓
志
铭
》
。
而
在
华
坦
《
谱
传
》
中

也
明
确
提
到
：
『
（
华
坦
）
虽
隐
约
终
身
，
而
所
交
多
当
世
伟

人
。
如
太
宰
乔
（
乔
宇
）
、
新
建
王
（
王
守
仁
）
、
文
庄
邵

（
邵
宝
）
、
祭
酒
邹
（
邹
守
益
）
、
待
诏
文
（
文
徵
明
）
，
皆

契
友
也
。
』
[21]

文
徵
明
比
华
夏
年
长
廿
四
岁
，
在
他
之
后
，
文

彭
和
文
嘉
与
华
夏
又
成
莫
逆
交
。
类
似
的
三
世
之
交
还
有
华
世

祯
（
一
四
八
二—

一
五
六
六
）
，
文
徵
明
有
诗
云
：
『
祖
孙

继
好
兼
三
世
，
道
谊
相
看
重
百
年
』
，
文
彭
为
华
世
祯
八
十

大
寿
作
贺
亦
诗
云
：
『
道
谊
交
游
已
三
世
，
长
情
谁
得
似
君

家
』
；
『
与
君
三
世
交
，
知
君
道
义
敦
』
。
这
种
累
世
延
续
、

知
根
知
底
的
通
家
之
谊
，
在
江
南
吴
地
其
实
并
不
出
奇
，
但
却

直
接
促
进
了
当
地
文
化
艺
术
交
游
的
广
度
与
深
度
。

华
氏
旧
藏
文
氏
一
门
书
法
作
品

文
、
华
两
家
交
谊
自
文
徵
明
父
辈
开
始
，
历
百
余
年
而
不

衰
，
期
间
留
下
大
量
的
往
来
诗
文
、
墓
铭
、
碑
碣
、
题
跋
、
手

札
等
作
品
，
因
种
种
原
因
，
这
些
墨
迹
本
大
多
遗
失
。
所
幸
无

锡
华
氏
家
族
素
有
收
集
家
族
文
献
资
料
之
优
良
传
统
，
本
节
所

介
绍
的
文
氏
一
门
作
品
，
均
为
华
氏
旧
藏
传
世
墨
迹
本
，
以
下

简
要
述
之
。

文
徵
明
跋
华
贞
固
手
抄
黄
杨
集
册

华
贞
固
手
抄
《
黄
杨
集
册
》
系
元
末
明
初
无
锡
荡
口
（
鹅

湖
）
华
氏
始
迁
祖
华
贞
固
（
一
三
四
一—

一
三
九
七
）
手
抄

其
父
华
幼
武
诗
集
，
被
华
氏
奉
为
家
族
世
袭
之
宝
，
此
前
一
直

秘
而
不
宣
，
不
为
外
人
所
知
。
为
此
册
题
跋
的
明
人
众
多
，
除

文
徵
明
外
，
另
有
祝
允
明
、
唐
寅
、
钱
福
、
杨
循
吉
、
朱
选
、

都
穆
等
等
。

文
徵
明
此
跋
为
华
氏
裔
孙
华
顺
德
所
书
，
详
叙
是
册
版
本

及
流
传
，
具
有
相
当
高
的
学
术
价
值
。
册
中
明
清
名
人
题
跋
虽

多
，
鲜
有
考
订
如
此
详
细
者
，
说
明
文
徵
明
对
华
氏
家
族
的
情

况
确
实
了
如
指
掌
。
本
段
题
跋
为
小
楷
，
有
明
确
年
款
，
书
于

弘
治
甲
子
（
一
五
〇
四
）
，
时
文
徵
明
三
十
五
岁
。
此
时
文
氏

虽
已
有
书
名
，
书
风
尚
不
成
熟
。
此
跋
书
写
拘
谨
，
在
跋
文
前

一
部
分
还
出
现
较
多
笔
误
，
可
见
文
氏
书
写
时
的
心
情
是
比
较

紧
张
郑
重
的
，
可
能
与
华
氏
对
本
册
无
比
珍
视
的
态
度
也
不
无

关
系
。
此
跋
的
面
世
，
为
文
徵
明
早
年
书
法
研
究
提
供
了
可
靠

的
标
准
件
，
可
补
史
阙
，
极
有
意
义
。

文
徵
明
行
书
杨
维
桢
春
草
轩
辞
册

是
册
书
于
乌
丝
栏
纸
上
，
经
重
新
剪
贴
装
裱
。
所
书
内

容
为
元
杨
维
桢
为
华
幼
武
所
作
《
春
草
轩
辞
》
。
杨
维
桢
曾
作

《
同
胡
太
常
赋
春
草
轩
辞
》
《
春
草
轩
辞
并
引
》
，
见
于
著

录
，
均
与
本
册
所
书
内
容
不
同
，
故
该
文
是
一
篇
华
氏
旧
藏
杨

氏
佚
文
。
款
属
『
大
明
嘉
靖
辛
丑
（
一
五
四
一
）
』
，
是
年
文

徵
明
七
十
二
岁
。
是
册
书
已
上
石
，
故
较
之
文
氏
习
见
行
书
，

更
为
规
矩
，
用
笔
气
沉
力
厚
，
楷
中
带
行
，
结
体
严
谨
，
颇
见

欧
阳
询
风
骨
；
其
收
放
自
如
，
复
有
赵
松
雪
遗
意
，
但
贯
穿
始

终
的
仍
是
文
氏
晚
年
习
见
的
《
圣
教
》
笔
意
。

文
徵
明
曾
不
止
一
次
为
华
氏
抄
录
元
人
题
春
草
轩
文
，
以

供
家
族
上
石
之
用
。
如
嘉
靖
癸
巳
（
一
五
三
三
）
他
为
华
锷
书

元
张
翥
《
春
草
轩
记
》
，
为
文
氏
传
世
墨
迹
中
不
多
见
的
隶
书

大
字
，
时
文
氏
六
十
四
岁
。
当
时
由
吴
郡
吴
仁
培
镌
石
，
后
墨

迹
本
佚
失
，
石
刻
亦
散
失
。
清
初
华
珑
父
子
寻
回
十
九
方
，
无

锡
博
物
院
藏
其
拓
本
。

明  

文
徵
明  

小
楷
跋
华
贞
固
手
抄
黄
杨
集
册  

纸
本  

纵16.3cm
  

横17cm
  

无
锡
博
物
院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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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族
文
化
的
拓
展
和
辐
射
，
并
最
终
确
定
了
文
徵
明
吴
中
风
雅

盟
主
的
地
位
，
也
成
就
了
吴
门
艺
坛
鼎
盛
发
展
的
局
面
。

无
锡
华
家
以
南
齐
著
名
孝
子
华
宝
为
始
祖
，
北
宋
时
一

度
徙
居
汴
京
，
靖
康
南
渡
时
由
华
原
泉
返
迁
无
锡
隆
亭
，
元
末

明
初
十
世
孙
华
贞
固
遵
父
华
幼
武
之
意
，
迁
居
荡
口
，
从
此
进

入
繁
荣
阶
段
。
明
清
两
代
，
华
氏
共
出
进
士
三
十
七
名
，
家
道

日
隆
，
成
为
当
地
望
族
之
首
。
华
氏
与
明
清
无
锡
著
名
望
族
大

户
，
如
邹
氏
、
顾
氏
、
秦
氏
、
安
氏
、
过
氏
、
杨
氏
、
钱
氏
、

嵇
氏
等
等
，
均
保
持
非
常
紧
密
的
联
姻
关
系
，
各
大
家
族
互
取

所
长
，
融
会
贯
通
，
带
来
本
地
诗
文
、
学
术
、
出
版
、
书
画
、

收
藏
等
文
化
艺
术
的
整
体
繁
荣
。
华
氏
与
历
代
名
士
的
文
化
交

游
亦
令
人
称
羡
，
元
代
华
氏
家
族
与
赵
孟
頫
、
揭
傒
斯
、
杨
维

祯
、
倪
瓒
、
张
雨
、
郑
元
祐
、
柯
九
思
等
名
家
均
有
书
画
往

来
，
元
人
题
《
贞
节
堂
》
《
春
草
轩
》
二
卷
更
一
度
轰
动
书

坛
，
明
人
沈
粲
题
云
：
『
至
今
以
为
盛
事
焉
。
』
[6]

进
入
明

代
，
华
氏
家
族
交
游
情
况
比
之
元
代
有
过
之
而
无
不
及
，
不
仅

参
与
的
人
数
更
多
、
规
模
更
大
，
文
化
交
游
的
广
度
和
深
度
也

有
了
不
同
程
度
的
拓
展
。
尤
为
难
得
的
是
，
其
中
一
部
分
交
游

活
动
资
料
通
过
珍
贵
的
墨
迹
本
传
存
至
今
，
为
家
族
文
化
交
游

研
究
提
供
了
无
比
鲜
活
的
第
一
手
资
料
。

在
这
样
的
背
景
下
看
文
、
华
两
大
家
族
的
交
谊
，
恐
怕
只

能
算
是
双
方
家
族
文
化
交
游
圈
中
的
冰
山
一
角
。
饶
是
如
此
，

已
为
后
人
留
下
了
大
量
珍
贵
的
文
献
资
料
和
书
法
资
料
。
以
文

徵
明
为
例
，
在
各
类
文
献
中
所
见
其
与
华
氏
相
关
之
文
章
、
诗

作
、
手
札
及
题
跋
，
数
量
相
当
惊
人
，
且
两
家
之
交
游
活
动
几

乎
贯
穿
其
一
生
。
[7]

周
道
振
先
生
所
辑
《
文
徵
明
集
》
以
及

明
隆
庆
本
、
清
乾
隆
本
《
华
氏
传
芳
集
》
中
收
录
文
徵
明
为
华

氏
各
代
各
支
族
人
所
写
墓
铭
、
碑
志
逾
十
篇
，
包
括
：
《
孝
祖

祠
岁
祀
跋
语
》
[8]

、
《
南
溪
华
君
（
华
钟
）
墓
志
铭
》
[9]

、

《
近
斋
华
翁
（
华
煇
）
墓
志
铭
》
[10]

、
《
华
南
坡
（
华
坦
）
墓

志
铭
》
[11]

、
《
明
故
山
东
按
察
司
副
使
华
公
（
华
金
）
墓
志

铭
》
[12]

、
《
鸿
山
草
堂
记
》
（
华
察
）
[13]

、
《
中
顺
大
夫
嵩

峰
华
公
（
华
金
）
志
略
》
[14]

、
《
真
赏
斋
铭
》
（
华
夏
）
[15]

、

《
华
尚
古
小
传
》
（
华
珵
）
[16]

、
《
华
府
君
墓
志
铭
》
（
华

钦
）
[17]

、
《
明
赠
奉
政
大
夫
兵
部
郎
中
华
公
墓
碑
铭
》
（
华

基
）
[18]

、
《
有
明
华
都
事
碑
》
（
华
麟
祥
）
。
[19]

墓
铭
、
碑
志

以
外
，
往
来
唱
和
的
诗
作
就
更
多
了
，
《
文
徵
明
集
》
中
仅
他

与
华
云
（
一
四
八
八—

一
五
六
〇
）
一
人
的
唱
和
诗
作
就
多

达
八
首
。
文
徵
明
为
华
氏
所
作
各
种
题
跋
也
极
多
，
其
为
华

夏
藏
品
所
作
数
跋
在
书
史
上
早
已
耳
熟
能
详
，
而
他
为
华
云

所
作
题
跋
数
量
更
多
，
从
正
德
十
五
年
（
一
五
二
〇
）
题
华

云
所
藏
元
人
王
渊
《
寒
塘
凫
雀
图
》
起
，
至
嘉
靖
三
十
三
年

（
一
五
五
四
）
华
云
携
宋
陈
居
中
《
松
泉
高
士
图
》
索
题
为

止
，
三
十
余
年
中
每
隔
不
久
必
有
题
跋
。
至
于
两
家
往
来
手
札

信
件
更
是
数
不
胜
数
，
《
文
徵
明
集
》
仅
收
其
致
中
甫
华
夏
三

札
，
致
补
庵
华
云
两
札
，
但
信
札
的
实
际
数
量
当
然
远
远
不
止

收
入
文
集
的
这
些
。
如
华
氏
所
刻
家
族
私
帖
《
澄
观
楼
法
帖
》

中
，
收
文
徵
明
致
华
世
祯
手
札
六
通
，
周
道
振
先
生
将
之
补
录

入
《
文
徵
明
集
》
（
增
订
本
）
『
补
辑
卷
』
中
。
而
从
近
年
面

世
之
华
氏
旧
藏
文
氏
墨
迹
来
看
，
未
收
进
文
集
的
手
札
还
有
很

多
。
以
上
所
述
还
只
是
文
徵
明
一
个
人
的
作
品
，
在
《
澄
观
楼

法
帖
》
及
华
氏
旧
藏
家
族
资
料
中
，
文
徵
明
两
位
儿
子
文
彭
与

文
嘉
的
诗
作
、
手
札
数
量
也
相
当
丰
富
，
且
二
人
与
华
氏
多
位

子
弟
交
往
随
便
，
关
系
十
分
亲
厚
。
《
澄
观
楼
法
帖
》
中
所
收

文
、
华
两
家
交
游
最
晚
的
诗
作
，
系
天
启
甲
子
（
一
六
二
四
）

文
徵
明
曾
孙
文
震
孟
为
华
氏
家
藏
《
芝
石
图
》
所
题
诗
并
跋
，

此
时
，
距
文
徵
明
与
华
氏
相
交
已
有
百
余
年
。
在
这
百
余
年

中
，
两
家
曾
经
留
下
了
多
少
往
来
墨
迹
，
今
人
早
已
无
从
考

证
，
然
从
残
存
资
料
中
，
已
足
可
窥
一
斑
。

文
、
华
两
家
为
累
世
之
交
，
因
此
，
家
族
中
跨
代
交
游

的
情
况
十
分
常
见
。
在
文
徵
明
为
华
氏
所
作
墓
铭
中
不
止
一
次

提
到
，
文
、
华
两
家
从
其
父
辈
开
始
就
有
交
谊
。
如
在
他
为
华

氏
第
十
四
世
华
煇
（
一
四
五
五—

一
五
〇
五
，
字
文
和
，
别

号
裕
斋
）
所
书
墓
志
铭
中
说
：
『
翁
与
先
温
州
尝
有
雅
故
，
先

君
亡
，
徵
明
又
辱
与
游
。
』
[20]

说
明
华
煇
本
人
同
时
与
文
林
、

文
徵
明
父
子
两
代
相
交
。
文
徵
明
本
人
颇
为
长
寿
，
故
他
与
华

氏
祖
孙
三
代
相
交
的
情
况
也
很
常
见
。
比
如
他
与
著
名
收
藏
家

华
夏
（
一
四
九
四—

一
五
六
七
）
的
交
谊
一
向
是
明
代
书
法

史
上
一
大
亮
点
，
他
不
仅
为
华
夏
作
《
真
赏
斋
铭
》
，
并
为
其

所
藏
锺
繇
《
荐
季
直
表
》
、
王
羲
之
《
袁
生
帖
》
及
《
万
岁

通
天
帖
》
《
淳
化
阁
帖
祖
刻
》
等
详
细
作
跋
考
辨
。
实
际
上

文
徵
明
不
仅
是
华
夏
的
朋
友
，
还
与
其
祖
父
关
系
密
切
。
他

曾
为
华
夏
父
亲
华
钦
（
一
四
七
四—

一
五
五
四
）
作
《
华
府

君
墓
志
铭
》
，
此
前
又
为
华
夏
祖
父
华
坦
（
一
四
五
二—

一
五
四
六
）
作
《
华
南
坡
墓
志
铭
》
。
而
在
华
坦
《
谱
传
》
中

也
明
确
提
到
：
『
（
华
坦
）
虽
隐
约
终
身
，
而
所
交
多
当
世
伟

人
。
如
太
宰
乔
（
乔
宇
）
、
新
建
王
（
王
守
仁
）
、
文
庄
邵

（
邵
宝
）
、
祭
酒
邹
（
邹
守
益
）
、
待
诏
文
（
文
徵
明
）
，
皆

契
友
也
。
』
[21]

文
徵
明
比
华
夏
年
长
廿
四
岁
，
在
他
之
后
，
文

彭
和
文
嘉
与
华
夏
又
成
莫
逆
交
。
类
似
的
三
世
之
交
还
有
华
世

祯
（
一
四
八
二—

一
五
六
六
）
，
文
徵
明
有
诗
云
：
『
祖
孙

继
好
兼
三
世
，
道
谊
相
看
重
百
年
』
，
文
彭
为
华
世
祯
八
十

大
寿
作
贺
亦
诗
云
：
『
道
谊
交
游
已
三
世
，
长
情
谁
得
似
君

家
』
；
『
与
君
三
世
交
，
知
君
道
义
敦
』
。
这
种
累
世
延
续
、

知
根
知
底
的
通
家
之
谊
，
在
江
南
吴
地
其
实
并
不
出
奇
，
但
却

直
接
促
进
了
当
地
文
化
艺
术
交
游
的
广
度
与
深
度
。

华
氏
旧
藏
文
氏
一
门
书
法
作
品

文
、
华
两
家
交
谊
自
文
徵
明
父
辈
开
始
，
历
百
余
年
而
不

衰
，
期
间
留
下
大
量
的
往
来
诗
文
、
墓
铭
、
碑
碣
、
题
跋
、
手

札
等
作
品
，
因
种
种
原
因
，
这
些
墨
迹
本
大
多
遗
失
。
所
幸
无

锡
华
氏
家
族
素
有
收
集
家
族
文
献
资
料
之
优
良
传
统
，
本
节
所

介
绍
的
文
氏
一
门
作
品
，
均
为
华
氏
旧
藏
传
世
墨
迹
本
，
以
下

简
要
述
之
。

文
徵
明
跋
华
贞
固
手
抄
黄
杨
集
册

华
贞
固
手
抄
《
黄
杨
集
册
》
系
元
末
明
初
无
锡
荡
口
（
鹅

湖
）
华
氏
始
迁
祖
华
贞
固
（
一
三
四
一—

一
三
九
七
）
手
抄

其
父
华
幼
武
诗
集
，
被
华
氏
奉
为
家
族
世
袭
之
宝
，
此
前
一
直

秘
而
不
宣
，
不
为
外
人
所
知
。
为
此
册
题
跋
的
明
人
众
多
，
除

文
徵
明
外
，
另
有
祝
允
明
、
唐
寅
、
钱
福
、
杨
循
吉
、
朱
选
、

都
穆
等
等
。

文
徵
明
此
跋
为
华
氏
裔
孙
华
顺
德
所
书
，
详
叙
是
册
版
本

及
流
传
，
具
有
相
当
高
的
学
术
价
值
。
册
中
明
清
名
人
题
跋
虽

多
，
鲜
有
考
订
如
此
详
细
者
，
说
明
文
徵
明
对
华
氏
家
族
的
情

况
确
实
了
如
指
掌
。
本
段
题
跋
为
小
楷
，
有
明
确
年
款
，
书
于

弘
治
甲
子
（
一
五
〇
四
）
，
时
文
徵
明
三
十
五
岁
。
此
时
文
氏

虽
已
有
书
名
，
书
风
尚
不
成
熟
。
此
跋
书
写
拘
谨
，
在
跋
文
前

一
部
分
还
出
现
较
多
笔
误
，
可
见
文
氏
书
写
时
的
心
情
是
比
较

紧
张
郑
重
的
，
可
能
与
华
氏
对
本
册
无
比
珍
视
的
态
度
也
不
无

关
系
。
此
跋
的
面
世
，
为
文
徵
明
早
年
书
法
研
究
提
供
了
可
靠

的
标
准
件
，
可
补
史
阙
，
极
有
意
义
。

文
徵
明
行
书
杨
维
桢
春
草
轩
辞
册

是
册
书
于
乌
丝
栏
纸
上
，
经
重
新
剪
贴
装
裱
。
所
书
内

容
为
元
杨
维
桢
为
华
幼
武
所
作
《
春
草
轩
辞
》
。
杨
维
桢
曾
作

《
同
胡
太
常
赋
春
草
轩
辞
》
《
春
草
轩
辞
并
引
》
，
见
于
著

录
，
均
与
本
册
所
书
内
容
不
同
，
故
该
文
是
一
篇
华
氏
旧
藏
杨

氏
佚
文
。
款
属
『
大
明
嘉
靖
辛
丑
（
一
五
四
一
）
』
，
是
年
文

徵
明
七
十
二
岁
。
是
册
书
已
上
石
，
故
较
之
文
氏
习
见
行
书
，

更
为
规
矩
，
用
笔
气
沉
力
厚
，
楷
中
带
行
，
结
体
严
谨
，
颇
见

欧
阳
询
风
骨
；
其
收
放
自
如
，
复
有
赵
松
雪
遗
意
，
但
贯
穿
始

终
的
仍
是
文
氏
晚
年
习
见
的
《
圣
教
》
笔
意
。

文
徵
明
曾
不
止
一
次
为
华
氏
抄
录
元
人
题
春
草
轩
文
，
以

供
家
族
上
石
之
用
。
如
嘉
靖
癸
巳
（
一
五
三
三
）
他
为
华
锷
书

元
张
翥
《
春
草
轩
记
》
，
为
文
氏
传
世
墨
迹
中
不
多
见
的
隶
书

大
字
，
时
文
氏
六
十
四
岁
。
当
时
由
吴
郡
吴
仁
培
镌
石
，
后
墨

迹
本
佚
失
，
石
刻
亦
散
失
。
清
初
华
珑
父
子
寻
回
十
九
方
，
无

锡
博
物
院
藏
其
拓
本
。

明  

文
徵
明  

小
楷
跋
华
贞
固
手
抄
黄
杨
集
册  

纸
本  

纵16.3cm
  

横17cm
  

无
锡
博
物
院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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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徵
明
和
陶
九
日
闲
居
诗
及
二
文
信
札
册

（
二
〇
一
五
年
第
八
期
《
中
国
书
法
》
已
发
）

本
册
为
合
集
，
含
文
徵
明
《
九
日
闲
居
》
诗
四

开
、
文
徵
明
信
札
一
开
以
及
文
彭
致
文
元
肇
信
札
一
通

七
开
。
文
徵
明
此
诗
题
为
『
九
日
闲
居
用
渊
明
韵
』
，

收
入
《
莆
田
集
》
三
十
五
卷
本
卷
五
，
周
道
振
辑
《
文

徵
明
集
》
（
增
订
本
）
。
诗
后
云
：
『
右
录
呈
补
庵
先

生
正
之
。
徵
明
拜
稿
。
』
表
明
此
诗
写
赠
华
云
。
诗
作

以
行
草
写
成
，
书
法
结
字
与
笔
画
仍
可
见
黄
庭
坚
、
沈

周
之
痕
迹
，
但
已
具
备
文
氏
自
己
面
目
，
运
笔
苍
劲
、

潇
洒
，
虽
未
署
年
月
，
当
为
其
七
十
岁
以
后
的
作
品
。

册
中
文
徵
明
信
札
一
通
一
开
，
仅
数
十
言
，
上

款
『□

卿
』
，
未
详
何
人
。
此
札
书
法
极
佳
，
应
是
文

氏
晚
年
手
笔
。
后
有
文
彭
付
其
子
文
元
肇
信
札
一
通
七

开
，
纯
属
家
信
，
信
笔
写
来
，
不
拘
绳
墨
。

文
徵
明
、
文
彭
、
文
嘉
与
华
氏
信
札
册

全
册
收
入
文
徵
明
信
札
八
通
十
开
，
其
中
，
致
华

泮
七
通
，
致
华
云
一
通
。
又
文
彭
信
札
三
通
六
开
，
其

中
，
一
通
致
华
世
祯
，
两
通
致
华
夏
。
最
后
一
通
是
文

嘉
致
华
夏
的
信
札
。

此
前
研
究
文
徵
明
交
游
情
况
时
，
一
向
不
知

有
华
泮
（
字
师
鲁
，
一
字
汝
鲁
，
号
晋
斋
）
此
人
，

而
实
际
上
他
与
文
徵
明
为
世
交
。
华
泮
的
曾
祖
父
华

炯
（
一
四
二
八—

一
五
〇
四
）
，
是
著
名
印
刷
家

华
燧
的
兄
长
，
家
财
巨
万
，
藏
书
甚
众
，
且
其
中
不

乏
历
代
古
籍
珍
本
。
祖
父
华
基
（
一
四
六
四—

一
五
一
七
）
，
文
徵
明
曾
为
作
《
明
赠
奉
政
大
夫
兵

部
郎
中
华
公
碑
》
。
父
亲
华
钥
（
一
四
九
四—

一
五
三
九
）
，
嘉
靖
二
年
（
一
五
二
三
）
进
士
，
博
学

通
经
，
尤
深
于
《
礼
》
。
受
家
族
影
响
，
华
泮
本
人
亦

善
诗
，
徵
明
信
中
称
之
『
师
鲁
文
学
尊
兄
侍
史
』
，

又
有
『
承
示
教
佳
篇
，
捧
读
健
羡
』
诸
语
，
可
知
两

人
往
来
诗
文
交
流
颇
多
。
七
通
信
札
的
书
法
风
格
一

致
，
而
落
款
日
期
也
是
顺
序
安
排
，
故
推
测
书
于
同

一
时
期
。
在
第
三
通
信
札
中
，
提
及
文
徵
明
妻
子
将

于
出
月
初
四
举
殡
。
因
文
妻
吴
氏
卒
于
嘉
靖
廿
一
年

（
一
五
四
二
）
，
可
知
这
数
通
信
札
当
作
于
文
徵
明

七
十
三
岁
至
七
十
四
岁
之
间
。
据
信
札
内
容
与
书
信
频

率
看
，
文
徵
明
与
华
泮
的
关
系
相
当
亲
密
，
可
惜
留
存

至
今
者
仅
此
七
通
。

册
中
另
外
几
位
致
信
对
象—

华
云
、
华
夏
、

华
世
祯
，
都
与
文
氏
父
子
交
游
甚
密
，
相
关
的
研
究

成
果
也
都
有
，
这
里
不
再
一
一
赘
述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从
文
彭
的
两
封
信
札
中
，
又
见
华
氏
家
族
另
外
几

位
的
身
影
。
如
其
致
华
夏
信
中
提
到
：
『
若
余
溪
家

有
人
入
京
，
不
惜
片
楮
，
以
慰
悬
悬
。
』
余
溪
指
华

舜
钦
，
字
叔
俞
，
号
余
溪
，
更
号
二
如
，
嘉
靖
辛
丑

（
一
五
四
一
）
进
士
，
官
瑞
州
知
府
。
《
澄
观
楼
法

帖
》
所
收
文
彭
致
华
世
祯
信
札
中
亦
多
次
提
及
他
，
如

『
诸
情
种
种
，
俟
余
溪
归
更
述
不
备
』
、
『
余
溪
、
一

山
在
此
相
处
甚
密
，
无
异
鹅
湖
，
但
少
吾
兄
耳
』
等

等
，
可
知
交
谊
匪
浅
。
又
文
彭
致
华
世
祯
信
中
称
：

『
每
于
豫
庵
处
询
知
动
静
安
好
，
深
慰
远
怀
』
，
致

华
夏
信
中
称
：
『
但
得
豫
庵
在
此
，
与
之
同
事
，
差

不
落
寞
耳
』
，
豫
庵
即
华
启
直
（
一
五
三
三—

一

五

九

七

）

，

华

舜

钦

子

，

嘉

靖

四

十

一

年

（
一
五
六
二
）
进
士
。
由
此
可
知
文
彭
与
华
舜
钦
父
子

二
人
俱
交
好
。

在
文
徵
明
致
华
云
信
中
，
提
到
与
无
锡
另
一
望
族

秦
氏
相
关
事
宜
。
秦
氏
与
华
氏
世
代
联
姻
，
而
《
文
徵

明
集
》
中
也
收
有
为
秦
氏
子
弟
撰
写
的
墓
志
铭
，
可
证

吴
地
家
族
交
往
的
辐
射
性
，
本
文
不
再
展
开
。

文
徵
明
、
文
彭
与
华
世
祯
信
札
卷

是
卷
收
文
徵
明
、
文
彭
父
子
致
华
世
祯
手
札
十

明  

文
徵
明  

行
书
杨
维
桢
春
草
轩
辞
册  

纸
本  

每
开
纵32cm

  

横15.5cm
  

十
五
开  

无
锡
博
物
院
藏

春
草
轩
辞
。
会
稽
杨
维
祯
著
。

陵
华
孝
子
幼
武
，
六
岁
而
孤
。
长
，
善
事
其

母
，
以
纯
孝
闻
。
尝
自
取
孟
郊
所
赋
游
子
诗
，
摘
其
语
，
名
其
所
居
轩
曰
春
草
。

自
翰
苑
大
老
黄
公
晋
卿
而
下
，
为
诗
文
凡
若
干
人
。
陈
子
平
甫
为
之
记
。
引
郊
以

论
孝
子
事
，
极
剀
切
而
有
警
。
幼
武
复
求
余
文
，
余
不
敢
援
笔
。
又
因
子
平
致

余
，
请
姑
为
铭
辞
，
以
书
其
轩
楹
云
。
草
生
于
春
而
杀
于
秋
兮
，
秋
为
鬼
而
春
为

母
也
；
春
诚
何
望
于
草
兮
，
草
无
忘
于
生
生
之
府
也
。
嗟
嗟
草
兮
，
恩
有
春
也
。

矧
伊
人
兮
，
不
有
亲
也
。
亲
之
生
我
兮
，
实
云
劬
只
。
亲
而
不
报
兮
，
草
不
如

只
。
伊
华
孝
子
兮
，
六
岁
失
父
；
苟
无
母
兮
，
嗟
我
孰
怙
。
草
生
无
娠
兮
，
心
则

有
仁
。
我
而
不
仁
兮
，
草
不
有
春
。
名
轩
以
草
兮
，
春
晖
杲
杲
。
嗟
嗟
我
心
兮
，

罔
极
我
昊
。
大
明
嘉
靖
辛
丑
，
长
洲
文
徵
明
为
孝
子
十
一
世
孙
沂
重
书
。

明  

文
徵
明  

行
书
杨
维
桢
春
草
轩
辞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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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徵
明
和
陶
九
日
闲
居
诗
及
二
文
信
札
册

（
二
〇
一
五
年
第
八
期
《
中
国
书
法
》
已
发
）

本
册
为
合
集
，
含
文
徵
明
《
九
日
闲
居
》
诗
四

开
、
文
徵
明
信
札
一
开
以
及
文
彭
致
文
元
肇
信
札
一
通

七
开
。
文
徵
明
此
诗
题
为
『
九
日
闲
居
用
渊
明
韵
』
，

收
入
《
莆
田
集
》
三
十
五
卷
本
卷
五
，
周
道
振
辑
《
文

徵
明
集
》
（
增
订
本
）
。
诗
后
云
：
『
右
录
呈
补
庵
先

生
正
之
。
徵
明
拜
稿
。
』
表
明
此
诗
写
赠
华
云
。
诗
作

以
行
草
写
成
，
书
法
结
字
与
笔
画
仍
可
见
黄
庭
坚
、
沈

周
之
痕
迹
，
但
已
具
备
文
氏
自
己
面
目
，
运
笔
苍
劲
、

潇
洒
，
虽
未
署
年
月
，
当
为
其
七
十
岁
以
后
的
作
品
。

册
中
文
徵
明
信
札
一
通
一
开
，
仅
数
十
言
，
上

款
『□

卿
』
，
未
详
何
人
。
此
札
书
法
极
佳
，
应
是
文

氏
晚
年
手
笔
。
后
有
文
彭
付
其
子
文
元
肇
信
札
一
通
七

开
，
纯
属
家
信
，
信
笔
写
来
，
不
拘
绳
墨
。

文
徵
明
、
文
彭
、
文
嘉
与
华
氏
信
札
册

全
册
收
入
文
徵
明
信
札
八
通
十
开
，
其
中
，
致
华

泮
七
通
，
致
华
云
一
通
。
又
文
彭
信
札
三
通
六
开
，
其

中
，
一
通
致
华
世
祯
，
两
通
致
华
夏
。
最
后
一
通
是
文

嘉
致
华
夏
的
信
札
。

此
前
研
究
文
徵
明
交
游
情
况
时
，
一
向
不
知

有
华
泮
（
字
师
鲁
，
一
字
汝
鲁
，
号
晋
斋
）
此
人
，

而
实
际
上
他
与
文
徵
明
为
世
交
。
华
泮
的
曾
祖
父
华

炯
（
一
四
二
八—

一
五
〇
四
）
，
是
著
名
印
刷
家

华
燧
的
兄
长
，
家
财
巨
万
，
藏
书
甚
众
，
且
其
中
不

乏
历
代
古
籍
珍
本
。
祖
父
华
基
（
一
四
六
四—

一
五
一
七
）
，
文
徵
明
曾
为
作
《
明
赠
奉
政
大
夫
兵

部
郎
中
华
公
碑
》
。
父
亲
华
钥
（
一
四
九
四—

一
五
三
九
）
，
嘉
靖
二
年
（
一
五
二
三
）
进
士
，
博
学

通
经
，
尤
深
于
《
礼
》
。
受
家
族
影
响
，
华
泮
本
人
亦

善
诗
，
徵
明
信
中
称
之
『
师
鲁
文
学
尊
兄
侍
史
』
，

又
有
『
承
示
教
佳
篇
，
捧
读
健
羡
』
诸
语
，
可
知
两

人
往
来
诗
文
交
流
颇
多
。
七
通
信
札
的
书
法
风
格
一

致
，
而
落
款
日
期
也
是
顺
序
安
排
，
故
推
测
书
于
同

一
时
期
。
在
第
三
通
信
札
中
，
提
及
文
徵
明
妻
子
将

于
出
月
初
四
举
殡
。
因
文
妻
吴
氏
卒
于
嘉
靖
廿
一
年

（
一
五
四
二
）
，
可
知
这
数
通
信
札
当
作
于
文
徵
明

七
十
三
岁
至
七
十
四
岁
之
间
。
据
信
札
内
容
与
书
信
频

率
看
，
文
徵
明
与
华
泮
的
关
系
相
当
亲
密
，
可
惜
留
存

至
今
者
仅
此
七
通
。

册
中
另
外
几
位
致
信
对
象—

华
云
、
华
夏
、

华
世
祯
，
都
与
文
氏
父
子
交
游
甚
密
，
相
关
的
研
究

成
果
也
都
有
，
这
里
不
再
一
一
赘
述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从
文
彭
的
两
封
信
札
中
，
又
见
华
氏
家
族
另
外
几

位
的
身
影
。
如
其
致
华
夏
信
中
提
到
：
『
若
余
溪
家

有
人
入
京
，
不
惜
片
楮
，
以
慰
悬
悬
。
』
余
溪
指
华

舜
钦
，
字
叔
俞
，
号
余
溪
，
更
号
二
如
，
嘉
靖
辛
丑

（
一
五
四
一
）
进
士
，
官
瑞
州
知
府
。
《
澄
观
楼
法

帖
》
所
收
文
彭
致
华
世
祯
信
札
中
亦
多
次
提
及
他
，
如

『
诸
情
种
种
，
俟
余
溪
归
更
述
不
备
』
、
『
余
溪
、
一

山
在
此
相
处
甚
密
，
无
异
鹅
湖
，
但
少
吾
兄
耳
』
等

等
，
可
知
交
谊
匪
浅
。
又
文
彭
致
华
世
祯
信
中
称
：

『
每
于
豫
庵
处
询
知
动
静
安
好
，
深
慰
远
怀
』
，
致

华
夏
信
中
称
：
『
但
得
豫
庵
在
此
，
与
之
同
事
，
差

不
落
寞
耳
』
，
豫
庵
即
华
启
直
（
一
五
三
三—

一

五

九

七

）

，

华

舜

钦

子

，

嘉

靖

四

十

一

年

（
一
五
六
二
）
进
士
。
由
此
可
知
文
彭
与
华
舜
钦
父
子

二
人
俱
交
好
。

在
文
徵
明
致
华
云
信
中
，
提
到
与
无
锡
另
一
望
族

秦
氏
相
关
事
宜
。
秦
氏
与
华
氏
世
代
联
姻
，
而
《
文
徵

明
集
》
中
也
收
有
为
秦
氏
子
弟
撰
写
的
墓
志
铭
，
可
证

吴
地
家
族
交
往
的
辐
射
性
，
本
文
不
再
展
开
。

文
徵
明
、
文
彭
与
华
世
祯
信
札
卷

是
卷
收
文
徵
明
、
文
彭
父
子
致
华
世
祯
手
札
十

明  

文
徵
明  

行
书
杨
维
桢
春
草
轩
辞
册  

纸
本  

每
开
纵32cm

  

横15.5cm
  

十
五
开  

无
锡
博
物
院
藏

春
草
轩
辞
。
会
稽
杨
维
祯
著
。

陵
华
孝
子
幼
武
，
六
岁
而
孤
。
长
，
善
事
其

母
，
以
纯
孝
闻
。
尝
自
取
孟
郊
所
赋
游
子
诗
，
摘
其
语
，
名
其
所
居
轩
曰
春
草
。

自
翰
苑
大
老
黄
公
晋
卿
而
下
，
为
诗
文
凡
若
干
人
。
陈
子
平
甫
为
之
记
。
引
郊
以

论
孝
子
事
，
极
剀
切
而
有
警
。
幼
武
复
求
余
文
，
余
不
敢
援
笔
。
又
因
子
平
致

余
，
请
姑
为
铭
辞
，
以
书
其
轩
楹
云
。
草
生
于
春
而
杀
于
秋
兮
，
秋
为
鬼
而
春
为

母
也
；
春
诚
何
望
于
草
兮
，
草
无
忘
于
生
生
之
府
也
。
嗟
嗟
草
兮
，
恩
有
春
也
。

矧
伊
人
兮
，
不
有
亲
也
。
亲
之
生
我
兮
，
实
云
劬
只
。
亲
而
不
报
兮
，
草
不
如

只
。
伊
华
孝
子
兮
，
六
岁
失
父
；
苟
无
母
兮
，
嗟
我
孰
怙
。
草
生
无
娠
兮
，
心
则

有
仁
。
我
而
不
仁
兮
，
草
不
有
春
。
名
轩
以
草
兮
，
春
晖
杲
杲
。
嗟
嗟
我
心
兮
，

罔
极
我
昊
。
大
明
嘉
靖
辛
丑
，
长
洲
文
徵
明
为
孝
子
十
一
世
孙
沂
重
书
。

明  

文
徵
明  

行
书
杨
维
桢
春
草
轩
辞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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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华氏私刻  澄观楼法帖三文手札拓本（部分）  纸本 《澄观楼法帖》共四卷，系清代无锡荡口华氏所刻私帖。原刻石现已残损不全，藏无锡荡口华氏

老义庄。无锡博物院藏《澄观楼法帖》拓本四册，为周道振先生1987年所捐献。根据第一册所存原帖第

一、二卷目录，与拓本中的实际内容微有不同，说明此帖曾经散失，现存四卷已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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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文
徵
明 

行
书
致
华
云
札
（
文
徵
明
、
文
彭
、
文
嘉
致
华
氏
信
札
册
）  

纸
本  

每
开
尺
寸
不
一  

十
九
开  

无
锡
博
物
院
藏

向
承
远
顾
，
匆
遽
失
款
，
至
今
愧
悚
。
所
委
寿
安
堂
记
，
雅
意
所
属
，
不
得
控
辞
，

弟
芜
劣
之
笔
，
恐
不
足
以
副
来
辱
之
意
耳
。
嘉
仪
郑
重
，
祗
领
感
怍
。
使
还
，
草
草

奉
覆
，
不
宣
。
徵
明
顿
首
奉
覆
从
龙
进
士
先
生
尊
兄
侍
史
。
腊
月
七
日
。

明  

文
徵
明
、
文
彭
、
文
嘉
致
华
氏
信
札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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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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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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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
其
中
文
徵
明
九
通
、
文
彭
一
通
，
合
装
成
一
卷
。
这
些
手

札
均
不
见
于
华
世
祯
后
人
所
刻
《
澄
观
楼
法
帖
》
，
可
见
也
曾

经
流
失
在
华
家
之
外
。
文
徵
明
九
通
信
札
的
书
风
颇
为
一
致
，

当
书
于
同
一
时
期
。
据
其
中
一
通
所
提
及
量
田
之
事
及
『
鸿
山

（
华
察
）
既
有
意
其
事
，
想
必
有
成
匠
』
句
，
结
合
明
代
无
锡

量
田
清
赋
的
时
间
，
推
断
这
批
信
件
当
写
于
嘉
靖
三
十
二
年

（
一
五
五
三
）
至
嘉
靖
三
十
三
年
（
一
五
五
四
）
之
间
，
时

徵
明
八
十
四
至
八
十
五
岁
间
。
文
彭
致
华
世
祯
信
札
书
于
戊

午
（
一
五
五
八
）
，
这
一
年
文
彭
六
十
一
岁
，
而
文
徵
明
已

八
十
九
岁
，
距
其
去
世
仅
一
年
。
时
年
文
彭
得
一
曾
孙
，
文
徵

明
已
至
五
代
。
关
于
本
卷
及
前
述
文
徵
明
、
文
彭
、
文
嘉
与
华

氏
信
札
册
，
本
人
另
有
专
文
论
述
，
[22]

此
处
不
赘
。

除
上
述
墨
迹
外
，
还
有
一
些
绘
画
作
品
，
如
文
嘉
《
二
泉

图
卷
》
，
后
附
李
梦
阳
、
吴
宽
、
秦
金
、
邵
宝
等
人
题
诗
，
虽

为
华
氏
旧
藏
，
但
并
不
能
从
中
清
楚
看
出
家
族
交
流
活
动
，
故

本
文
略
去
不
谈
；
另
有
一
些
入
碑
者
，
如
《
澄
观
楼
法
帖
》
中

所
收
文
徵
明
、
文
彭
、
文
嘉
、
文
震
孟
等
人
书
法
，
虽
亚
墨
迹

一
等
，
但
文
、
华
两
家
交
流
情
况
及
书
者
的
基
本
书
法
形
态
都

清
晰
可
见
，
可
作
为
家
族
交
流
研
究
的
有
益
补
充
。

文
、
华
家
族
交
流
对
书
法
创
作
的
推
动

关
于
家
族
之
间
的
文
化
交
流
形
式
，
本
人
在
《
明
代
家

族
文
化
对
书
法
的
影
响
》
一
文
中
曾
作
归
纳
，
认
为
大
致
呈
现

以
下
三
种
形
式
：

（1）
以
书
院
讲
学
为
形
式
的
学
术
交
流
；

（2）
诗

文
唱
和
、
结
社
聚
会
的
文
化
交
流
；

（3）
家
族
的
书
画
收
藏
与
交

流
。
不
容
忽
视
之
处
在
于
，
无
论
哪
种
形
式
的
家
族
交
流
，
都

不
是
为
艺
术
而
艺
术
，
而
体
现
出
非
常
鲜
明
的
日
常
性
特
征
。

不
论
是
互
出
所
藏
的
相
与
评
骘
，
还
是
徜
徉
山
水
的
雅
聚
酬

唱
；
不
论
是
酒
酣
耳
热
的
尽
兴
娱
乐
，
又
或
是
尺
素
传
情
的
随

意
自
然
，
它
们
都
是
家
族
日
常
生
活
中
重
要
的
组
成
部
分
。
可

以
说
，
明
代
江
南
家
族
之
间
伴
随
着
艺
术
创
作
的
各
种
文
化
交

札
书
写
所
呈
现
出
的
日
常
化
、
生
活
化
的
蓬
勃
生
机
，
无
疑
是

这
些
作
品
最
能
打
动
人
心
之
处
。
文
化
家
族
间
的
手
札
往
往
会

涉
及
反
映
当
时
社
会
文
化
现
象
的
珍
贵
有
趣
的
史
料
细
节
，
这

也
是
书
史
研
究
者
首
先
会
关
注
的
内
容
。
但
从
书
法
的
角
度
而

言
，
手
札
书
写
的
艺
术
性
并
不
在
于
它
传
达
出
了
多
少
内
容
与

信
息
，
而
在
于
书
写
时
艺
术
家
个
人
情
感
的
真
实
流
露
。
文
、

华
两
家
为
世
交
，
因
此
，
在
他
们
的
日
常
手
札
中
，
艺
术
生
活

只
是
其
中
的
一
小
部
分
内
容
，
更
多
的
则
是
与
普
通
大
众
一
样

的
日
常
生
活
。
在
文
徵
明
的
众
多
信
札
中
，
观
者
能
够
真
切
读

到
其
晚
年
所
处
的
生
活
境
况
，
进
而
感
受
身
处
其
中
的
个
人
情

绪
。
妻
子
去
世
之
后
，
『
为
疮
毒
所
苦
，
侵
寻
亦
累
月
未
得

脱
』
的
痛
苦
；
『
衰
病
荒
落
』
、
『
耳
聋
齿
豁
，
日
甚
一
日
，

无
可
奈
何
』
的
老
态
；
在
『
偶
尔
下
阶
失
足
，
至
于
败
面
』
的

情
况
下
，
『
但
苦
诗
逋
画
债
，
门
庭
逐
逐
，
如
索
逋
租
，
录
录

应
酬
，
无
由
推
脱
，
如
何
如
何
』
的
无
奈
；
『
区
区
老
病
日

深
，
兼
苦
酬
应
劳
，
无
由
解
脱
。
弟
二
小
儿
又
病
，
情
绪
殊

恶
』
的
惆
怅
…
…
无
一
不
是
最
最
真
实
的
情
绪
流
露
，
且
令
每

个
观
信
者
感
同
身
受
。
在
这
些
手
札
中
，
文
徵
明
不
是
什
么
高

高
在
上
的
书
画
大
师
、
艺
坛
领
袖
，
他
就
是
一
位
为
日
常
生
活

所
苦
的
普
通
老
人
，
和
每
个
平
凡
人
一
样
。
文
徵
明
生
性
端

谨
，
下
笔
不
肯
苟
作
，
因
此
其
书
法
作
品
的
面
目
一
向
比
较
稳

定
，
变
化
不
大
。
他
传
世
的
手
札
大
多
笔
墨
含
蓄
而
蕴
藉
，
没

有
情
绪
激
动
的
起
伏
，
表
现
的
就
是
平
平
淡
淡
的
最
普
通
的
人

生
。
但
在
妻
子
去
世
的
那
封
信
札
中
，
即
使
是
一
向
不
肯
苟

作
的
文
徵
明
也
开
始
出
现
了
频
繁
的
脱
字
漏
字
，
其
跌
宕
的

情
绪
跃
然
笔
端
，
令
观
者
不
胜
唏
嘘
。
像
这
样
融
入
真
实
生

活
与
情
感
的
书
写
，
其
艺
术
性
与
『
诗
逋
画
债
』
当
然
不
可

比
拟
。由

于
通
信
双
方
的
关
系
亲
密
，
华
氏
旧
藏
文
氏
一
门
手
札

往
往
都
写
得
轻
松
随
意
，
笔
端
处
处
流
淌
和
体
现
出
鲜
活
的
人

生
和
真
实
的
情
感
。
在
文
彭
致
华
夏
的
信
中
，
他
写
道
：
『
遐

想
齿
序
，
足
下
今
年
政
七
十
耶
，
且
闻
有
弄
璋
之
庆
，
所
谓
无

官
一
身
轻
，
有
子
万
事
足
，
乐
当
何
如
。
』
用
笔
跳
荡
欢
快
，

墨
色
变
化
活
泼
，
长
笔
画
则
都
写
得
舒
展
有
姿
。
而
在
他
写
给

华
世
祯
的
信
中
则
道
：
『
区
区
守
困
于
此
，
无
足
为
道
。
天
下

凉
薄
，
莫
过
于
顺
天
府
学
；
而
府
学
之
薄
，
又
莫
过
寒
斋
。
要

亦
命
之
所
致
耳
，
复
何
言
哉
？
但
得
交
于
群
公
卿
，
差
不
落
寞

耳
。
』
谈
及
世
情
凉
薄
，
心
中
不
免
郁
塞
，
但
有
友
人
精
神
支

持
，
故
并
不
消
沉
落
寞
。
此
札
用
笔
起
落
分
明
，
劲
健
有
力
，

『
耳
』
字
末
笔
拉
长
，
字
形
夸
张
而
豪
气
不
减
，
其
气
质
、
意

流
活
动
，
是
完
全
贯
穿
于
日
常
生
活
之
中
的
。
参
与
者
通
过
最

为
普
通
的
日
常
交
往
，
将
各
自
的
人
生
体
验
迹
化
在
墨
迹
里
，

寄
寓
在
诗
文
中
，
由
此
带
来
书
法
的
繁
荣
。
由
于
这
种
诗
艺
、

书
画
的
切
磋
带
有
随
意
性
和
日
常
性
，
因
此
随
兴
创
作
的
艺
术

作
品
往
往
并
不
仅
仅
停
留
在
技
术
层
面
，
它
更
是
一
种
人
生
感

悟
的
心
灵
交
流
，
与
职
业
书
画
家
的
正
式
创
作
相
比
，
在
艺
术

情
趣
上
表
现
出
极
大
的
差
别
。

第
一
，
从
华
氏
旧
藏
文
氏
一
门
书
法
墨
迹
来
看
，
大
量
手

明 

文
徵
明 

行
书
致
华
泮
札
之
一
（
文
徵
明
、
文
彭
、
文
嘉
致
华
氏
信
札
册
） 

无
锡
博
物
院
藏

别
久
耿
耿
，
忽
承
惠
教
，
兼
拜
佳
仪
之
辱
，
良
用
感
浣
。
新
凉
，
伏
惟
侍
奉
多
暇
，
进
学
不
倦
为

慰
。
徵
明
衰
病
荒
落
，
无
可
为
吾
友
道
者
。
使
还
，
草
草
奉
覆
。
徵
明
肃
拜
上
覆
汝
鲁
文
学
尊
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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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
其
中
文
徵
明
九
通
、
文
彭
一
通
，
合
装
成
一
卷
。
这
些
手

札
均
不
见
于
华
世
祯
后
人
所
刻
《
澄
观
楼
法
帖
》
，
可
见
也
曾

经
流
失
在
华
家
之
外
。
文
徵
明
九
通
信
札
的
书
风
颇
为
一
致
，

当
书
于
同
一
时
期
。
据
其
中
一
通
所
提
及
量
田
之
事
及
『
鸿
山

（
华
察
）
既
有
意
其
事
，
想
必
有
成
匠
』
句
，
结
合
明
代
无
锡

量
田
清
赋
的
时
间
，
推
断
这
批
信
件
当
写
于
嘉
靖
三
十
二
年

（
一
五
五
三
）
至
嘉
靖
三
十
三
年
（
一
五
五
四
）
之
间
，
时

徵
明
八
十
四
至
八
十
五
岁
间
。
文
彭
致
华
世
祯
信
札
书
于
戊

午
（
一
五
五
八
）
，
这
一
年
文
彭
六
十
一
岁
，
而
文
徵
明
已

八
十
九
岁
，
距
其
去
世
仅
一
年
。
时
年
文
彭
得
一
曾
孙
，
文
徵

明
已
至
五
代
。
关
于
本
卷
及
前
述
文
徵
明
、
文
彭
、
文
嘉
与
华

氏
信
札
册
，
本
人
另
有
专
文
论
述
，
[22]

此
处
不
赘
。

除
上
述
墨
迹
外
，
还
有
一
些
绘
画
作
品
，
如
文
嘉
《
二
泉

图
卷
》
，
后
附
李
梦
阳
、
吴
宽
、
秦
金
、
邵
宝
等
人
题
诗
，
虽

为
华
氏
旧
藏
，
但
并
不
能
从
中
清
楚
看
出
家
族
交
流
活
动
，
故

本
文
略
去
不
谈
；
另
有
一
些
入
碑
者
，
如
《
澄
观
楼
法
帖
》
中

所
收
文
徵
明
、
文
彭
、
文
嘉
、
文
震
孟
等
人
书
法
，
虽
亚
墨
迹

一
等
，
但
文
、
华
两
家
交
流
情
况
及
书
者
的
基
本
书
法
形
态
都

清
晰
可
见
，
可
作
为
家
族
交
流
研
究
的
有
益
补
充
。

文
、
华
家
族
交
流
对
书
法
创
作
的
推
动

关
于
家
族
之
间
的
文
化
交
流
形
式
，
本
人
在
《
明
代
家

族
文
化
对
书
法
的
影
响
》
一
文
中
曾
作
归
纳
，
认
为
大
致
呈
现

以
下
三
种
形
式
：

（1）
以
书
院
讲
学
为
形
式
的
学
术
交
流
；

（2）
诗

文
唱
和
、
结
社
聚
会
的
文
化
交
流
；

（3）
家
族
的
书
画
收
藏
与
交

流
。
不
容
忽
视
之
处
在
于
，
无
论
哪
种
形
式
的
家
族
交
流
，
都

不
是
为
艺
术
而
艺
术
，
而
体
现
出
非
常
鲜
明
的
日
常
性
特
征
。

不
论
是
互
出
所
藏
的
相
与
评
骘
，
还
是
徜
徉
山
水
的
雅
聚
酬

唱
；
不
论
是
酒
酣
耳
热
的
尽
兴
娱
乐
，
又
或
是
尺
素
传
情
的
随

意
自
然
，
它
们
都
是
家
族
日
常
生
活
中
重
要
的
组
成
部
分
。
可

以
说
，
明
代
江
南
家
族
之
间
伴
随
着
艺
术
创
作
的
各
种
文
化
交

札
书
写
所
呈
现
出
的
日
常
化
、
生
活
化
的
蓬
勃
生
机
，
无
疑
是

这
些
作
品
最
能
打
动
人
心
之
处
。
文
化
家
族
间
的
手
札
往
往
会

涉
及
反
映
当
时
社
会
文
化
现
象
的
珍
贵
有
趣
的
史
料
细
节
，
这

也
是
书
史
研
究
者
首
先
会
关
注
的
内
容
。
但
从
书
法
的
角
度
而

言
，
手
札
书
写
的
艺
术
性
并
不
在
于
它
传
达
出
了
多
少
内
容
与

信
息
，
而
在
于
书
写
时
艺
术
家
个
人
情
感
的
真
实
流
露
。
文
、

华
两
家
为
世
交
，
因
此
，
在
他
们
的
日
常
手
札
中
，
艺
术
生
活

只
是
其
中
的
一
小
部
分
内
容
，
更
多
的
则
是
与
普
通
大
众
一
样

的
日
常
生
活
。
在
文
徵
明
的
众
多
信
札
中
，
观
者
能
够
真
切
读

到
其
晚
年
所
处
的
生
活
境
况
，
进
而
感
受
身
处
其
中
的
个
人
情

绪
。
妻
子
去
世
之
后
，
『
为
疮
毒
所
苦
，
侵
寻
亦
累
月
未
得

脱
』
的
痛
苦
；
『
衰
病
荒
落
』
、
『
耳
聋
齿
豁
，
日
甚
一
日
，

无
可
奈
何
』
的
老
态
；
在
『
偶
尔
下
阶
失
足
，
至
于
败
面
』
的

情
况
下
，
『
但
苦
诗
逋
画
债
，
门
庭
逐
逐
，
如
索
逋
租
，
录
录

应
酬
，
无
由
推
脱
，
如
何
如
何
』
的
无
奈
；
『
区
区
老
病
日

深
，
兼
苦
酬
应
劳
，
无
由
解
脱
。
弟
二
小
儿
又
病
，
情
绪
殊

恶
』
的
惆
怅
…
…
无
一
不
是
最
最
真
实
的
情
绪
流
露
，
且
令
每

个
观
信
者
感
同
身
受
。
在
这
些
手
札
中
，
文
徵
明
不
是
什
么
高

高
在
上
的
书
画
大
师
、
艺
坛
领
袖
，
他
就
是
一
位
为
日
常
生
活

所
苦
的
普
通
老
人
，
和
每
个
平
凡
人
一
样
。
文
徵
明
生
性
端

谨
，
下
笔
不
肯
苟
作
，
因
此
其
书
法
作
品
的
面
目
一
向
比
较
稳

定
，
变
化
不
大
。
他
传
世
的
手
札
大
多
笔
墨
含
蓄
而
蕴
藉
，
没

有
情
绪
激
动
的
起
伏
，
表
现
的
就
是
平
平
淡
淡
的
最
普
通
的
人

生
。
但
在
妻
子
去
世
的
那
封
信
札
中
，
即
使
是
一
向
不
肯
苟

作
的
文
徵
明
也
开
始
出
现
了
频
繁
的
脱
字
漏
字
，
其
跌
宕
的

情
绪
跃
然
笔
端
，
令
观
者
不
胜
唏
嘘
。
像
这
样
融
入
真
实
生

活
与
情
感
的
书
写
，
其
艺
术
性
与
『
诗
逋
画
债
』
当
然
不
可

比
拟
。由

于
通
信
双
方
的
关
系
亲
密
，
华
氏
旧
藏
文
氏
一
门
手
札

往
往
都
写
得
轻
松
随
意
，
笔
端
处
处
流
淌
和
体
现
出
鲜
活
的
人

生
和
真
实
的
情
感
。
在
文
彭
致
华
夏
的
信
中
，
他
写
道
：
『
遐

想
齿
序
，
足
下
今
年
政
七
十
耶
，
且
闻
有
弄
璋
之
庆
，
所
谓
无

官
一
身
轻
，
有
子
万
事
足
，
乐
当
何
如
。
』
用
笔
跳
荡
欢
快
，

墨
色
变
化
活
泼
，
长
笔
画
则
都
写
得
舒
展
有
姿
。
而
在
他
写
给

华
世
祯
的
信
中
则
道
：
『
区
区
守
困
于
此
，
无
足
为
道
。
天
下

凉
薄
，
莫
过
于
顺
天
府
学
；
而
府
学
之
薄
，
又
莫
过
寒
斋
。
要

亦
命
之
所
致
耳
，
复
何
言
哉
？
但
得
交
于
群
公
卿
，
差
不
落
寞

耳
。
』
谈
及
世
情
凉
薄
，
心
中
不
免
郁
塞
，
但
有
友
人
精
神
支

持
，
故
并
不
消
沉
落
寞
。
此
札
用
笔
起
落
分
明
，
劲
健
有
力
，

『
耳
』
字
末
笔
拉
长
，
字
形
夸
张
而
豪
气
不
减
，
其
气
质
、
意

流
活
动
，
是
完
全
贯
穿
于
日
常
生
活
之
中
的
。
参
与
者
通
过
最

为
普
通
的
日
常
交
往
，
将
各
自
的
人
生
体
验
迹
化
在
墨
迹
里
，

寄
寓
在
诗
文
中
，
由
此
带
来
书
法
的
繁
荣
。
由
于
这
种
诗
艺
、

书
画
的
切
磋
带
有
随
意
性
和
日
常
性
，
因
此
随
兴
创
作
的
艺
术

作
品
往
往
并
不
仅
仅
停
留
在
技
术
层
面
，
它
更
是
一
种
人
生
感

悟
的
心
灵
交
流
，
与
职
业
书
画
家
的
正
式
创
作
相
比
，
在
艺
术

情
趣
上
表
现
出
极
大
的
差
别
。

第
一
，
从
华
氏
旧
藏
文
氏
一
门
书
法
墨
迹
来
看
，
大
量
手

明 

文
徵
明 
行
书
致
华
泮
札
之
一
（
文
徵
明
、
文
彭
、
文
嘉
致
华
氏
信
札
册
） 

无
锡
博
物
院
藏

别
久
耿
耿
，
忽
承
惠
教
，
兼
拜
佳
仪
之
辱
，
良
用
感
浣
。
新
凉
，
伏
惟
侍
奉
多
暇
，
进
学
不
倦
为

慰
。
徵
明
衰
病
荒
落
，
无
可
为
吾
友
道
者
。
使
还
，
草
草
奉
覆
。
徵
明
肃
拜
上
覆
汝
鲁
文
学
尊
契
。

八
月
十
二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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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相
比
前
述
信
札
的
轻
快
跳
跃
，
迥
然
有
异
。
若
再
以
这
两
通

信
札
与
其
写
给
儿
子
文
元
肇
的
家
信
相
比
，
则
通
家
之
谊
与
父

子
之
情
到
底
还
有
亲
疏
之
别
，
纯
家
书
写
得
更
为
随
意
，
各
种

坊
间
八
卦
与
时
事
轻
松
道
来
，
又
娓
娓
而
谈
如
何
为
人
处
事
，

书
写
不
计
工
拙
，
笔
墨
变
化
不
大
，
写
错
处
则
随
便
涂
改
，
通

篇
萧
散
闲
逸
，
别
有
风
致
。
家
族
文
献
中
类
似
的
对
比
十
分
常

见
，
相
当
有
趣
，
也
很
值
得
关
注
。

第
二
，
在
家
族
交
流
中
诞
生
的
书
法
墨
迹
往
往
出
于
实

用
的
目
的
，
故
作
品
面
目
会
与
艺
术
创
作
有
所
区
别
，
从
而
为

书
法
史
呈
现
出
更
为
多
元
、
更
加
丰
富
的
书
法
面
貌
。
以
华
氏

旧
藏
文
徵
明
作
品
为
例
，
其
中
有
不
少
书
作
并
非
明
代
书
法
史

上
常
见
的
典
型
面
貌
，
可
作
为
书
史
研
究
的
有
益
补
充
。
例
如

文
徵
明
跋
华
贞
固
手
抄
黄
杨
集
册
，
是
文
徵
明
三
十
五
岁
时
所

写
。
徵
明
四
十
岁
以
前
的
小
楷
，
此
前
仅
见
故
宫
博
物
院
藏

《
致
吴
参
政
十
札
册
》
中
的
《
自
王
英
去
后
札
》
《
自
家
叔
回

时
札
》
及
《
华
诞
称
祝
札
》
三
札
，
被
称
为
文
徵
明
此
阶
段
小

楷
的
重
要
标
准
件
。
其
中
，
前
两
札
均
写
于
一
五
〇
四
年
，
与

本
跋
同
年
。
但
比
较
两
者
书
风
，
却
有
明
显
的
差
别
。
文
徵
明

写
给
岳
父
吴
愈
之
小
楷
，
结
字
、
用
笔
均
带
有
非
常
明
显
的
欧

阳
询
痕
迹
，
并
且
这
种
欧
书
的
影
响
一
直
持
续
到
其
四
十
余
岁

时
的
信
札
中
；
而
本
跋
书
法
用
笔
清
劲
，
结
字
较
扁
，
捺
笔
较

重
，
却
有
较
多
古
意
，
似
受
倪
瓒
等
元
人
影
响
，
并
或
上
溯
晋

人
。
由
此
可
见
，
文
徵
明
早
岁
习
书
，
其
师
承
确
乎
是
十
分
广

博
的
，
对
晋
、
唐
、
宋
、
元
诸
名
家
均
有
涉
及
，
因
此
其
早
年

书
法
面
目
也
比
较
多
样
。
但
此
时
文
氏
虽
已
有
书
名
，
书
风
尚

不
成
熟
。

又
文
徵
明
行
书
《
杨
维
桢
春
草
轩
辞
册
》
，
是
文
徵
明

七
十
二
岁
时
的
作
品
，
曾
经
有
研
究
者
在
观
摹
该
作
实
物
的
时

候
，
认
为
写
得
很
不
好
，
不
敢
认
作
文
徵
明
的
亲
笔
。
但
此
作

为
文
徵
明
应
华
氏
后
裔
华
沂
之
请
而
作
，
在
当
时
即
已
上
石
，

且
有
拓
片
留
存
，
是
传
承
有
绪
的
家
族
文
献
，
绝
无
作
假
的
可

能
。
由
于
在
书
写
时
文
徵
明
很
清
楚
本
作
品
用
以
上
石
的
实
用

功
能
，
因
此
该
墨
迹
本
的
书
法
风
格
较
之
文
氏
习
见
行
书
，
确

实
更
为
规
矩
，
甚
至
显
得
有
点
拙
。
但
细
察
其
笔
法
，
文
氏
晚

年
习
见
的
典
型
用
笔
贯
穿
其
中
。
这
就
说
明
，
传
统
书
法
史
主

要
以
书
家
艺
术
作
品
入
史
的
做
法
其
实
并
不
妥
当
。
张
金
梁
先

生
曾
提
出
『
浮
云
』
与
『
树
林
』
的
说
法
，
认
为
众
多
书
法
史

的
撰
述
，
『
由
于
限
于
资
料
匮
乏
和
著
述
体
例
局
限
，
基
本
还

处
于
风
格
史
模
式
之
中
，
即
主
要
记
载
研
究
部
分
有
影
响
的
书

家
，
而
难
以
呈
现
当
时
书
法
的
真
实
面
貌
』
。
[23]

事
实
还
不
仅

如
此
，
对
于
那
部
分
有
影
响
的
书
家
，
如
果
对
其
风
格
资
料
的

收
集
过
于
单
一
，
则
同
样
难
以
完
整
还
原
并
呈
现
其
书
法
的
真

实
面
貌
。
家
族
交
流
中
所
留
存
的
那
些
书
法
墨
迹
，
因
书
写
时

并
不
出
于
艺
术
性
的
目
的
，
却
面
目
多
样
、
真
实
鲜
活
，
应
被

作
为
评
判
书
家
不
同
风
格
的
标
准
件
。

此
外
值
得
一
提
的
还
有
《
澄
观
楼
法
帖
》
中
文
嘉
的
一

首
贺
诗
。
文
嘉
比
华
世
祯
小
二
十
余
岁
，
而
仍
交
好
，
以
兄
弟

相
称
。
其
寿
诗
乃
贺
华
西
楼
八
十
岁
所
作
，
即
书
于
一
五
六
一

年
，
此
时
文
嘉
已
六
十
出
头
，
可
算
晚
年
。
文
氏
父
子
三
人

中
，
以
文
嘉
书
法
最
为
细
弱
，
但
王
世
懋
云
：
『
休
承
晚
年
书

奇
进
，
几
不
减
京
兆
。
』
[24]

传
世
文
嘉
作
品
多
见
其
细
弱
的
一

面
，
但
这
首
『
奕
世
通
家
』
七
律
贺
诗
却
写
得
不
一
般
，
用
笔

劲
爽
明
快
、
老
练
潇
洒
，
早
年
那
种
纤
细
的
笔
道
已
不
见
。
其

中
不
少
笔
画
还
有
枯
笔
，
『
馀
』
字
的
右
边
尤
其
写
得
苍
涩
有

力
，
不
亚
于
文
彭
之
书
。

第
三
，
家
族
文
艺
交
流
的
互
补
性
对
艺
术
创
作
可
起
到

积
极
的
强
化
作
用
，
这
一
点
在
文
、
华
两
家
的
交
往
中
表
现
得

尤
其
突
出
。
不
同
的
家
族
一
般
都
有
各
自
不
同
的
家
族
文
化
特

性
，
有
的
雅
好
收
藏
，
且
家
境
富
裕
，
如
华
氏
；
有
的
鉴
赏
能

力
甚
高
，
却
未
必
有
能
力
购
买
最
好
的
巨
迹
，
如
文
氏
。
当
然

文
氏
本
身
也
有
收
藏
，
而
两
家
所
藏
的
内
容
则
各
有
偏
重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通
过
家
族
之
间
的
文
艺
交
流
，
可
进
行
资
源
共

享
，
互
通
有
无
。
文
徵
明
父
子
的
书
画
鉴
赏
眼
力
极
好
，
但
购

买
力
较
弱
。
比
如
一
五
三
〇
年
文
嘉
于
鬻
书
人
处
获
得
见
三
卷

明 

文
徵
明 

行
书
致
华
泮
札
之
二
（
文
徵
明
、
文
彭
、
文
嘉
致
华
氏
信
札
册
） 

无
锡
博
物
院
藏

承
示
教
佳
篇
，
捧
读
健
羡
。
人
还
，
率
尔
附
谢
，
对
客
草
草
。
徵
明
肃
拜
晋
斋
文
学
侍
史
。

明 

文
徵
明 

行
书
致
华
泮
札
之
三
（
文
徵
明
、
文
彭
、
文
嘉
致
华
氏
信
札
册
） 
无
锡
博
物
院
藏

比
为
疮
毒
所
苦
，
侵
寻
亦
累
月
未
得
脱
，
然
向
老
气
味
自
应
如
此
，
无
足
怪
也
。
承
记
念
，
谆
谆
不

胜
感
荷
。
荆
妇
拟
在
出
月
初
四
日
举
殡
，
目
今
人
事
倥
偬
，
不
得
稍
暇
，
坐
逋
尊
委
，
想
能
察
恕

也
。
生
鹅
扁
豆
拜
贶
，
多
谢
。
徵
明
肃
拜
奉
覆
师
鲁
文
学
尊
兄
侍
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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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相
比
前
述
信
札
的
轻
快
跳
跃
，
迥
然
有
异
。
若
再
以
这
两
通

信
札
与
其
写
给
儿
子
文
元
肇
的
家
信
相
比
，
则
通
家
之
谊
与
父

子
之
情
到
底
还
有
亲
疏
之
别
，
纯
家
书
写
得
更
为
随
意
，
各
种

坊
间
八
卦
与
时
事
轻
松
道
来
，
又
娓
娓
而
谈
如
何
为
人
处
事
，

书
写
不
计
工
拙
，
笔
墨
变
化
不
大
，
写
错
处
则
随
便
涂
改
，
通

篇
萧
散
闲
逸
，
别
有
风
致
。
家
族
文
献
中
类
似
的
对
比
十
分
常

见
，
相
当
有
趣
，
也
很
值
得
关
注
。

第
二
，
在
家
族
交
流
中
诞
生
的
书
法
墨
迹
往
往
出
于
实

用
的
目
的
，
故
作
品
面
目
会
与
艺
术
创
作
有
所
区
别
，
从
而
为

书
法
史
呈
现
出
更
为
多
元
、
更
加
丰
富
的
书
法
面
貌
。
以
华
氏

旧
藏
文
徵
明
作
品
为
例
，
其
中
有
不
少
书
作
并
非
明
代
书
法
史

上
常
见
的
典
型
面
貌
，
可
作
为
书
史
研
究
的
有
益
补
充
。
例
如

文
徵
明
跋
华
贞
固
手
抄
黄
杨
集
册
，
是
文
徵
明
三
十
五
岁
时
所

写
。
徵
明
四
十
岁
以
前
的
小
楷
，
此
前
仅
见
故
宫
博
物
院
藏

《
致
吴
参
政
十
札
册
》
中
的
《
自
王
英
去
后
札
》
《
自
家
叔
回

时
札
》
及
《
华
诞
称
祝
札
》
三
札
，
被
称
为
文
徵
明
此
阶
段
小

楷
的
重
要
标
准
件
。
其
中
，
前
两
札
均
写
于
一
五
〇
四
年
，
与

本
跋
同
年
。
但
比
较
两
者
书
风
，
却
有
明
显
的
差
别
。
文
徵
明

写
给
岳
父
吴
愈
之
小
楷
，
结
字
、
用
笔
均
带
有
非
常
明
显
的
欧

阳
询
痕
迹
，
并
且
这
种
欧
书
的
影
响
一
直
持
续
到
其
四
十
余
岁

时
的
信
札
中
；
而
本
跋
书
法
用
笔
清
劲
，
结
字
较
扁
，
捺
笔
较

重
，
却
有
较
多
古
意
，
似
受
倪
瓒
等
元
人
影
响
，
并
或
上
溯
晋

人
。
由
此
可
见
，
文
徵
明
早
岁
习
书
，
其
师
承
确
乎
是
十
分
广

博
的
，
对
晋
、
唐
、
宋
、
元
诸
名
家
均
有
涉
及
，
因
此
其
早
年

书
法
面
目
也
比
较
多
样
。
但
此
时
文
氏
虽
已
有
书
名
，
书
风
尚

不
成
熟
。

又
文
徵
明
行
书
《
杨
维
桢
春
草
轩
辞
册
》
，
是
文
徵
明

七
十
二
岁
时
的
作
品
，
曾
经
有
研
究
者
在
观
摹
该
作
实
物
的
时

候
，
认
为
写
得
很
不
好
，
不
敢
认
作
文
徵
明
的
亲
笔
。
但
此
作

为
文
徵
明
应
华
氏
后
裔
华
沂
之
请
而
作
，
在
当
时
即
已
上
石
，

且
有
拓
片
留
存
，
是
传
承
有
绪
的
家
族
文
献
，
绝
无
作
假
的
可

能
。
由
于
在
书
写
时
文
徵
明
很
清
楚
本
作
品
用
以
上
石
的
实
用

功
能
，
因
此
该
墨
迹
本
的
书
法
风
格
较
之
文
氏
习
见
行
书
，
确

实
更
为
规
矩
，
甚
至
显
得
有
点
拙
。
但
细
察
其
笔
法
，
文
氏
晚

年
习
见
的
典
型
用
笔
贯
穿
其
中
。
这
就
说
明
，
传
统
书
法
史
主

要
以
书
家
艺
术
作
品
入
史
的
做
法
其
实
并
不
妥
当
。
张
金
梁
先

生
曾
提
出
『
浮
云
』
与
『
树
林
』
的
说
法
，
认
为
众
多
书
法
史

的
撰
述
，
『
由
于
限
于
资
料
匮
乏
和
著
述
体
例
局
限
，
基
本
还

处
于
风
格
史
模
式
之
中
，
即
主
要
记
载
研
究
部
分
有
影
响
的
书

家
，
而
难
以
呈
现
当
时
书
法
的
真
实
面
貌
』
。
[23]

事
实
还
不
仅

如
此
，
对
于
那
部
分
有
影
响
的
书
家
，
如
果
对
其
风
格
资
料
的

收
集
过
于
单
一
，
则
同
样
难
以
完
整
还
原
并
呈
现
其
书
法
的
真

实
面
貌
。
家
族
交
流
中
所
留
存
的
那
些
书
法
墨
迹
，
因
书
写
时

并
不
出
于
艺
术
性
的
目
的
，
却
面
目
多
样
、
真
实
鲜
活
，
应
被

作
为
评
判
书
家
不
同
风
格
的
标
准
件
。

此
外
值
得
一
提
的
还
有
《
澄
观
楼
法
帖
》
中
文
嘉
的
一

首
贺
诗
。
文
嘉
比
华
世
祯
小
二
十
余
岁
，
而
仍
交
好
，
以
兄
弟

相
称
。
其
寿
诗
乃
贺
华
西
楼
八
十
岁
所
作
，
即
书
于
一
五
六
一

年
，
此
时
文
嘉
已
六
十
出
头
，
可
算
晚
年
。
文
氏
父
子
三
人

中
，
以
文
嘉
书
法
最
为
细
弱
，
但
王
世
懋
云
：
『
休
承
晚
年
书

奇
进
，
几
不
减
京
兆
。
』
[24]

传
世
文
嘉
作
品
多
见
其
细
弱
的
一

面
，
但
这
首
『
奕
世
通
家
』
七
律
贺
诗
却
写
得
不
一
般
，
用
笔

劲
爽
明
快
、
老
练
潇
洒
，
早
年
那
种
纤
细
的
笔
道
已
不
见
。
其

中
不
少
笔
画
还
有
枯
笔
，
『
馀
』
字
的
右
边
尤
其
写
得
苍
涩
有

力
，
不
亚
于
文
彭
之
书
。

第
三
，
家
族
文
艺
交
流
的
互
补
性
对
艺
术
创
作
可
起
到

积
极
的
强
化
作
用
，
这
一
点
在
文
、
华
两
家
的
交
往
中
表
现
得

尤
其
突
出
。
不
同
的
家
族
一
般
都
有
各
自
不
同
的
家
族
文
化
特

性
，
有
的
雅
好
收
藏
，
且
家
境
富
裕
，
如
华
氏
；
有
的
鉴
赏
能

力
甚
高
，
却
未
必
有
能
力
购
买
最
好
的
巨
迹
，
如
文
氏
。
当
然

文
氏
本
身
也
有
收
藏
，
而
两
家
所
藏
的
内
容
则
各
有
偏
重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通
过
家
族
之
间
的
文
艺
交
流
，
可
进
行
资
源
共

享
，
互
通
有
无
。
文
徵
明
父
子
的
书
画
鉴
赏
眼
力
极
好
，
但
购

买
力
较
弱
。
比
如
一
五
三
〇
年
文
嘉
于
鬻
书
人
处
获
得
见
三
卷

明 

文
徵
明 

行
书
致
华
泮
札
之
二
（
文
徵
明
、
文
彭
、
文
嘉
致
华
氏
信
札
册
） 

无
锡
博
物
院
藏

承
示
教
佳
篇
，
捧
读
健
羡
。
人
还
，
率
尔
附
谢
，
对
客
草
草
。
徵
明
肃
拜
晋
斋
文
学
侍
史
。

明 

文
徵
明 

行
书
致
华
泮
札
之
三
（
文
徵
明
、
文
彭
、
文
嘉
致
华
氏
信
札
册
） 

无
锡
博
物
院
藏

比
为
疮
毒
所
苦
，
侵
寻
亦
累
月
未
得
脱
，
然
向
老
气
味
自
应
如
此
，
无
足
怪
也
。
承
记
念
，
谆
谆
不

胜
感
荷
。
荆
妇
拟
在
出
月
初
四
日
举
殡
，
目
今
人
事
倥
偬
，
不
得
稍
暇
，
坐
逋
尊
委
，
想
能
察
恕

也
。
生
鹅
扁
豆
拜
贶
，
多
谢
。
徵
明
肃
拜
奉
覆
师
鲁
文
学
尊
兄
侍
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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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淳
化
祖
石
刻
法
帖
》
，
徵
明
知
道
华
夏
已
经
藏
六
卷
古
本
，

质
量
极
高
，
而
华
夏
『
以
不
全
为
恨
』
，
『
亟
报
中
甫
以
厚
值

购
得
之
』
。
[25]

《
阁
帖
》
古
本
十
分
珍
贵
，
文
氏
一
方
面
无
力

购
买
，
另
一
方
面
又
知
华
夏
『
以
不
全
为
恨
』
，
遂
成
人
之

美
，
由
财
力
雄
厚
的
华
夏
『
以
厚
值
购
得
之
』
，
两
大
家
族
优

势
互
补
，
促
成
了
名
帖
的
传
承
，
成
就
了
鉴
藏
史
上
的
一
段
佳

话
。
华
夏
《
真
赏
斋
帖
》
所
刻
巨
迹
数
种
，
多
经
文
徵
明
鉴
定

作
跋
，
通
过
细
致
的
考
辨
，
肯
定
并
提
高
了
华
氏
收
藏
的
文
化

价
值
。
而
文
家
也
经
常
向
华
氏
借
观
藏
品
，
以
开
阔
眼
界
，
并

进
一
步
提
高
自
己
的
鉴
赏
水
平
。
《
文
徵
明
集
》
中
收
《
致
中

甫
札
》
三
通
，
首
通
说
的
就
是
向
华
夏
借
颜
帖
事
：
『
早
来
左

顾
，
匆
匆
不
获
款
曲
，
甚
愧
。
承
借
颜
公
帖
，
适
归
，
仆
马
遑

遽
，
不
及
详
阅
，
姑
随
便
驰
纳
。
他
日
入
城
，
更
望
带
至
一

观
，
千
万
千
万
。
』
[26]

从
表
面
上
看
，
华
夏
通
过
文
氏
父
子
的
题
跋
提
高
自
己

藏
品
的
地
位
和
品
质
，
而
文
氏
父
子
则
于
其
丰
富
的
书
画
收
藏

中
获
得
了
艺
术
上
的
提
高
，
似
乎
只
是
各
取
所
需
。
但
实
际
上

两
家
的
关
系
当
然
并
不
止
于
互
利
。
作
为
有
着
累
世
通
家
之
谊

的
契
交
，
他
们
之
间
的
交
流
与
探
讨
是
平
等
的
，
带
有
一
定
的

学
术
性
，
又
显
得
随
意
而
自
然
。
嘉
靖
丙
辰
（
一
五
五
六
）
四

月
，
文
徵
明
长
子
文
彭
过
华
夏
真
赏
斋
，
这
样
记
录
当
时
的
情

景
：
『
是
日
，
绿
阴
清
昼
，
庭
无
杂
宾
，
新
茶
初
熟
，
尽
阅
所

藏
法
书
名
画
，
恍
然
不
知
有
身
外
事
。
』
[27]

庭
无
杂
宾
，
文
彭

如
在
自
己
家
中
一
般
，
尽
阅
华
夏
所
藏
法
书
名
画
，
这
是
何
等

的
自
在
和
畅
快
。
华
氏
旧
藏
文
彭
于
一
五
六
三
年
致
华
夏
的

信
札
，
先
谈
家
事
，
随
即
又
说
道
：
『
近
日
此
间
一
友
，
用
钱

二
百
，
收
得
柳
公
权
书
兰
亭
诗
，
前
有
祐
陵
题
签
，
后
宋
黄
伯

思
跋
，
丝
绢
上
书
，
表
作
册
子
，
亦
是
宋
内
府
物
。
今
已
将

梨
木
草
草
刻
成
，
尚
未
完
，
先
寄
一
纸
去
，
亦
可
以
见
天
地
奇

物
，
流
传
世
间
，
但
有
造
化
者
乃
得
之
也
。
』
此
卷
今
藏
故
宫

博
物
院
，
专
家
定
为
晚
唐
写
本
，
非
柳
公
权
所
书
，
黄
伯
思

跋
亦
不
真
。
但
从
文
彭
的
语
气
看
，
定
之
为
真
迹
。
且
明
代
以

后
，
因
普
遍
认
定
为
真
迹
，
卷
后
有
多
人
题
跋
，
包
括
王
世

贞
、
莫
是
龙
、
文
嘉
、
张
凤
翼
及
清
代
王
鸿
绪
等
人
，
均
为
真

迹
原
跋
。
此
信
所
论
，
并
不
涉
及
文
、
华
两
家
利
益
，
纯
属
好

友
之
间
的
随
意
聊
天
。
文
彭
因
得
见
此
『
天
地
奇
物
』
，
不
禁

感
慨
造
化
，
于
是
迫
不
及
待
要
与
兴
趣
相
投
的
华
夏
分
享
此

事
，
且
因
信
使
『
一
面
即
归
』
，
不
得
尽
兴
而
颇
觉
遗
憾
，
又

请
华
夏
务
必
回
信
，
『
不
惜
片
楮
，
以
慰
悬
悬
』
，
信
末
并

『
切
恳
切
恳
』
，
可
见
绝
非
客
套
，
而
是
发
自
内
心
地
期
待
回

复
。
这
样
的
学
术
交
流
，
毫
无
功
利
性
，
表
现
的
是
文
彭
真
实

的
鉴
定
感
悟
，
十
分
珍
贵
。

家
族
交
流
的
互
补
对
书
画
艺
术
创
作
的
推
动
与
促
进
，

似
乎
表
现
得
并
不
直
接
，
却
在
客
观
上
提
高
了
文
、
华
两
大
家

族
成
员
的
综
合
艺
术
素
养
。
以
文
徵
明
与
华
泮
的
交
往
为
例
，

华
泮
本
人
以
诗
文
见
长
，
故
两
人
主
要
是
诗
文
往
来
和
切
磋
，

如
手
札
中
『
承
示
教
佳
篇
，
捧
读
健
羡
』
、
『
使
至
辱
书
，
兼

领
高
篇
，
多
谢
雅
意
』
、
『
所
委
拙
文
更
迟
两
日
方
得
具
上
，

缘
此
间
有
一
二
文
字
要
紧
』
、
『
所
须
寿
诗
，
草
草
具
上
，
不

足
以
副
雅
意
，
如
何
如
何
』
等
句
，
都
是
诗
文
方
面
的
互
动
。

但
文
徵
明
为
书
画
名
手
，
华
泮
也
不
免
受
其
影
响
，
表
现
出
对

书
画
的
喜
爱
，
故
在
其
中
的
一
通
信
中
，
文
徵
明
写
道
：
『
所

付
高
丽
扇
虽
佳
，
然
不
可
着
笔
，
不
能
仰
副
盛
委
。
』
文
徵

明
与
华
云
的
交
往
也
是
如
此
。
华
云
本
人
学
问
深
厚
，
以
诗

文
见
长
，
其
早
年
『
从
二
泉
邵
先
生
，
益
自
淬
励
。
及
闻
阳

明
先
生
之
学
，
复
往
师
之
。
同
游
若
陆
清
伯
、
徐
日
仁
、
诸

扬
伯
辈
，
皆
友
善
也
。
阳
明
尝
语
同
游
者
曰
：
华
从
龙
廊
庙

器
也
』
。
[28]

但
华
云
同
时
也
是
明
代
著
名
的
收
藏
家
，
『
吾

郡
项
太
学
（
锡
山
）
、
安
太
学
（
安
国
）
、
华
户
部
（
华
云
）

辈
，
不
吝
重
赀
收
购
，
名
播
江
南
』
。
[29]

据
《
文
徵
明
年
谱
》

可
知
，
在
长
达
三
十
余
年
的
时
间
里
，
文
徵
明
持
续
不
断
地
为

华
云
历
年
所
收
书
画
作
品
题
跋
作
诗
，
可
以
想
见
，
文
徵
明
对

华
云
的
收
藏
行
为
起
到
了
至
关
重
要
的
推
动
作
用
。
在
这
种
互

补
与
交
流
的
过
程
中
，
两
人
情
谊
日
渐
深
厚
，
文
徵
明
先
后
为

明 文徵明 行书致华泮札之四（文徵明、文彭、文嘉致华氏信札册） 无锡博物院藏

得书兼领珍馈，感谢感谢。所委拙文更迟两日方得具上，缘此间有一二文字要紧□□，

钝拙仅支目前，重 使人不胜惶悚。徵明肃拜奉覆晋斋文学至孝苫次。九月廿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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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淳
化
祖
石
刻
法
帖
》
，
徵
明
知
道
华
夏
已
经
藏
六
卷
古
本
，

质
量
极
高
，
而
华
夏
『
以
不
全
为
恨
』
，
『
亟
报
中
甫
以
厚
值

购
得
之
』
。
[25]

《
阁
帖
》
古
本
十
分
珍
贵
，
文
氏
一
方
面
无
力

购
买
，
另
一
方
面
又
知
华
夏
『
以
不
全
为
恨
』
，
遂
成
人
之

美
，
由
财
力
雄
厚
的
华
夏
『
以
厚
值
购
得
之
』
，
两
大
家
族
优

势
互
补
，
促
成
了
名
帖
的
传
承
，
成
就
了
鉴
藏
史
上
的
一
段
佳

话
。
华
夏
《
真
赏
斋
帖
》
所
刻
巨
迹
数
种
，
多
经
文
徵
明
鉴
定

作
跋
，
通
过
细
致
的
考
辨
，
肯
定
并
提
高
了
华
氏
收
藏
的
文
化

价
值
。
而
文
家
也
经
常
向
华
氏
借
观
藏
品
，
以
开
阔
眼
界
，
并

进
一
步
提
高
自
己
的
鉴
赏
水
平
。
《
文
徵
明
集
》
中
收
《
致
中

甫
札
》
三
通
，
首
通
说
的
就
是
向
华
夏
借
颜
帖
事
：
『
早
来
左

顾
，
匆
匆
不
获
款
曲
，
甚
愧
。
承
借
颜
公
帖
，
适
归
，
仆
马
遑

遽
，
不
及
详
阅
，
姑
随
便
驰
纳
。
他
日
入
城
，
更
望
带
至
一

观
，
千
万
千
万
。
』
[26]

从
表
面
上
看
，
华
夏
通
过
文
氏
父
子
的
题
跋
提
高
自
己

藏
品
的
地
位
和
品
质
，
而
文
氏
父
子
则
于
其
丰
富
的
书
画
收
藏

中
获
得
了
艺
术
上
的
提
高
，
似
乎
只
是
各
取
所
需
。
但
实
际
上

两
家
的
关
系
当
然
并
不
止
于
互
利
。
作
为
有
着
累
世
通
家
之
谊

的
契
交
，
他
们
之
间
的
交
流
与
探
讨
是
平
等
的
，
带
有
一
定
的

学
术
性
，
又
显
得
随
意
而
自
然
。
嘉
靖
丙
辰
（
一
五
五
六
）
四

月
，
文
徵
明
长
子
文
彭
过
华
夏
真
赏
斋
，
这
样
记
录
当
时
的
情

景
：
『
是
日
，
绿
阴
清
昼
，
庭
无
杂
宾
，
新
茶
初
熟
，
尽
阅
所

藏
法
书
名
画
，
恍
然
不
知
有
身
外
事
。
』
[27]

庭
无
杂
宾
，
文
彭

如
在
自
己
家
中
一
般
，
尽
阅
华
夏
所
藏
法
书
名
画
，
这
是
何
等

的
自
在
和
畅
快
。
华
氏
旧
藏
文
彭
于
一
五
六
三
年
致
华
夏
的

信
札
，
先
谈
家
事
，
随
即
又
说
道
：
『
近
日
此
间
一
友
，
用
钱

二
百
，
收
得
柳
公
权
书
兰
亭
诗
，
前
有
祐
陵
题
签
，
后
宋
黄
伯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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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
绢
上
书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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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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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
已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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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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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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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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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
可
以
见
天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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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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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有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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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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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卷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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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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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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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
，
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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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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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
唐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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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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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所
书
，
黄
伯
思

跋
亦
不
真
。
但
从
文
彭
的
语
气
看
，
定
之
为
真
迹
。
且
明
代
以

后
，
因
普
遍
认
定
为
真
迹
，
卷
后
有
多
人
题
跋
，
包
括
王
世

贞
、
莫
是
龙
、
文
嘉
、
张
凤
翼
及
清
代
王
鸿
绪
等
人
，
均
为
真

迹
原
跋
。
此
信
所
论
，
并
不
涉
及
文
、
华
两
家
利
益
，
纯
属
好

友
之
间
的
随
意
聊
天
。
文
彭
因
得
见
此
『
天
地
奇
物
』
，
不
禁

感
慨
造
化
，
于
是
迫
不
及
待
要
与
兴
趣
相
投
的
华
夏
分
享
此

事
，
且
因
信
使
『
一
面
即
归
』
，
不
得
尽
兴
而
颇
觉
遗
憾
，
又

请
华
夏
务
必
回
信
，
『
不
惜
片
楮
，
以
慰
悬
悬
』
，
信
末
并

『
切
恳
切
恳
』
，
可
见
绝
非
客
套
，
而
是
发
自
内
心
地
期
待
回

复
。
这
样
的
学
术
交
流
，
毫
无
功
利
性
，
表
现
的
是
文
彭
真
实

的
鉴
定
感
悟
，
十
分
珍
贵
。

家
族
交
流
的
互
补
对
书
画
艺
术
创
作
的
推
动
与
促
进
，

似
乎
表
现
得
并
不
直
接
，
却
在
客
观
上
提
高
了
文
、
华
两
大
家

族
成
员
的
综
合
艺
术
素
养
。
以
文
徵
明
与
华
泮
的
交
往
为
例
，

华
泮
本
人
以
诗
文
见
长
，
故
两
人
主
要
是
诗
文
往
来
和
切
磋
，

如
手
札
中
『
承
示
教
佳
篇
，
捧
读
健
羡
』
、
『
使
至
辱
书
，
兼

领
高
篇
，
多
谢
雅
意
』
、
『
所
委
拙
文
更
迟
两
日
方
得
具
上
，

缘
此
间
有
一
二
文
字
要
紧
』
、
『
所
须
寿
诗
，
草
草
具
上
，
不

足
以
副
雅
意
，
如
何
如
何
』
等
句
，
都
是
诗
文
方
面
的
互
动
。

但
文
徵
明
为
书
画
名
手
，
华
泮
也
不
免
受
其
影
响
，
表
现
出
对

书
画
的
喜
爱
，
故
在
其
中
的
一
通
信
中
，
文
徵
明
写
道
：
『
所

付
高
丽
扇
虽
佳
，
然
不
可
着
笔
，
不
能
仰
副
盛
委
。
』
文
徵

明
与
华
云
的
交
往
也
是
如
此
。
华
云
本
人
学
问
深
厚
，
以
诗

文
见
长
，
其
早
年
『
从
二
泉
邵
先
生
，
益
自
淬
励
。
及
闻
阳

明
先
生
之
学
，
复
往
师
之
。
同
游
若
陆
清
伯
、
徐
日
仁
、
诸

扬
伯
辈
，
皆
友
善
也
。
阳
明
尝
语
同
游
者
曰
：
华
从
龙
廊
庙

器
也
』
。
[28]

但
华
云
同
时
也
是
明
代
著
名
的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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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
『
吾

郡
项
太
学
（
锡
山
）
、
安
太
学
（
安
国
）
、
华
户
部
（
华
云
）

辈
，
不
吝
重
赀
收
购
，
名
播
江
南
』
。
[29]

据
《
文
徵
明
年
谱
》

可
知
，
在
长
达
三
十
余
年
的
时
间
里
，
文
徵
明
持
续
不
断
地
为

华
云
历
年
所
收
书
画
作
品
题
跋
作
诗
，
可
以
想
见
，
文
徵
明
对

华
云
的
收
藏
行
为
起
到
了
至
关
重
要
的
推
动
作
用
。
在
这
种
互

补
与
交
流
的
过
程
中
，
两
人
情
谊
日
渐
深
厚
，
文
徵
明
先
后
为

明 文徵明 行书致华泮札之四（文徵明、文彭、文嘉致华氏信札册） 无锡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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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文
徵
明 

行
书
致
华
泮
札
之
六
（
文
徵
明
、
文
彭
、
文
嘉
致
华
氏
信
札
册
） 

无
锡
博
物
院
藏

使
至
辱
书
，
兼
领
高
篇
，
多
谢
雅
意
。
所
付
高
丽
扇
虽
佳
，
然
不
可
着
笔
，
不
能
仰
副
盛
委
，
谨
随

使
返
上
，
方
命
勿
怪
。
徵
明
肃
拜
奉
覆
汝
鲁
文
学
契
家
。
二
月
七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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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云
创
作
了
数
不
胜
数
的
书
画
作
品
。
如
华
云
于
嘉
靖
九
年

（
一
五
三
〇
）
收
得
文
徵
明
于
正
德
庚
午
（
一
五
一
〇
）
为
钱

尚
仁
所
绘
《
洛
神
图
》
，
上
并
有
祝
允
明
于
同
年
四
月
所
抄

《
洛
神
赋
》
，
遂
请
文
氏
重
跋
于
上
。
文
徵
明
还
先
后
为
华
云

补
制
家
族
文
献
《
绿
筠
窝
卷
》
（
一
五
三
一
）
，
为
画
《
西

斋
话
旧
图
》
（
一
五
三
四
）
、
《
观
瀑
图
》
（
一
五
四
〇
，

并
题
）
、
《
细
笔
白
描
写
生
十
幅
》
（
一
五
四
八
）
、
《
玉

兰
图
》
（
一
五
五
一
，
并
诗
）
，
并
为
书
小
楷
《
文
赋
》

（
一
五
四
七
）
。
直
到
嘉
靖
三
十
五
年
（
一
五
五
六
）
三
月
，

文
氏
还
以
八
十
七
岁
高
龄
画
《
墨
蕙
》
图
以
谢
华
云
赠
蕙

花
。
[30]

由
此
，
因
家
族
交
流
与
互
补
所
带
来
的
书
画
繁
荣
，
在

文
徵
明
与
华
云
的
相
交
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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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云
创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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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不
胜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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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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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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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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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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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
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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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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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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蕙

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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