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祝
允
明
书
学
思
想
的
确
立
与
审
美
观
照

刘
瑞
鹏

赏 

析
【
摘 

要
】
祝
允
明
为
明
代
中
期
『
吴
门
书
派
』
浪
漫
主
义
书
家
之
代
表
，
集
各
家
之
长
，

领
一
代
风
骚
。
其
书
法
取
法
广
泛
，
风
骨
烂
漫
，
自
成
一
体
，
蜚
声
书
坛
。
本
文
主
要
探
讨
祝
允

明
在
漫
漫
书
路
中
逐
步
确
立
的
『
从
心
所
欲
而
不
逾
矩
』
之
书
学
思
想
，
在
对
待
传
统
和
创
新
上

给
出
了
先
『
随
人
脚
踵
』
而
后
『
不
随
人
后
』
的
序
次
规
定
，
在
『
功
性
』
与
『
形
神
』
上
做
了

辩
证
的
审
美
观
照
。
祝
氏
在
纠
正
师
古
不
化
与
师
心
自
用
两
个
极
端
的
同
时
，
指
出
只
有
将
二
者

有
机
统
一
才
是
学
书
正
道
，
其
书
学
思
想
对
后
世
书
者
具
有
深
远
的
借
鉴
意
义
。

【
关
键
词
】
祝
允
明 

 

书
学
思
想 

 

确
立 

 

审
美
观
照

引
文明

代
中
期
在
苏
南
地
区
崛
起
的
规
模
空
前
的
『
吴

门
书
派
』
之
领
袖
人
物—

祝
允
明
，
字
希
哲
，
号
枝

山
，
长
洲
人
。
后
祝
氏
以
举
人
授
广
东
惠
州
府
兴
宁

令
，
稍
迁
应
天
府
通
判
，
未
几
乞
归
，
故
称
之
为
祝 

京
兆
。祝

允
明
文
化
修
养
深
厚
，
艺
术
成
就
斐
然
，
书
学
思
想

深
邃
，
声
名
远
播
、
冠
绝
一
时
、
泽
被
后
人
，
得
到
了
历
代
书

家
及
学
者
的
认
同
与
推
崇
，
并
对
后
世
产
生
了
广
泛
而
深
远
的

影
响
，
时
人
争
购
其
墨
迹
作
品
，
视
若
拱
璧
。
而
且
，
祝
氏
在

漫
漫
书
路
中
逐
步
确
立
的
具
有
独
特
见
解
的
书
学
思
想
光
芒
普

照
、
激
励
后
学
。
其
中
，
祝
允
明
在
《
跋
赵
孟
頫
书
韩
诗
》
中

曾
说
：
『
韩
公
山
石
句
，
浩
烂
豪
擅
，
非
细
软
笔
墨
能
发
之
，

而
学
士
（
赵
孟
頫
）
此
笔
亦
复
襟
宇
跌
荡
，
情
度
浓
至
，
脱
去

平
常
姿
媚
百
倍
…
…
所
谓
从
心
所
欲
而
不
逾
矩
，
可
望
而
不
可

学
也
。
』
[1]

此
为
其
核
心
书
学
思
想
之
流
露
。
因
此
，
若
想
提

炼
、
解
读
祝
允
明
之
书
学
思
想
，
不
仅
要
分
析
其
取
法
渊
源
、

传
世
作
品
，
还
要
厘
清
其
书
论
著
作
及
同
时
代
或
相
近
时
代
人

的
题
跋
、
笔
记
、
诗
文
等
文
献
史
料
。
只
有
这
样
，
对
祝
允
明

书
学
思
想
的
分
析
方
可
全
面
到
位
。

祝
允
明
书
学
思
想
之
取
法
渊
源—

师
承
广

泛
，
师
法
极
古

文
徵
明
曾
曰
：
『
吾
乡
前
辈
书
家
称
武
功
伯
徐
公
，
次
为

太
仆
少
卿
李
公
。
李
楷
法
师
欧
、
颜
，
而
徐
公
草
书
出
于
颠
、

素
。
枝
山
先
生
，
武
功
外
孙
，
太
仆
之
婿
也
。
早
岁
楷
法
精

谨
，
实
师
妇
翁
，
而
草
法
奔
放
，
出
于
外
大
父
。
盖
兼
二
父
之

美
，
而
自
成
一
家
者
也
。
』
[2]

从
中
道
出
了
祝
允
明
书
法
的
两

个
特
征
：
楷
法
精
谨
和
草
书
奔
放
，
即
为
追
学
岳
父
李
应
祯
和

外
祖
父
徐
有
贞
之
书
法
，
而
后
自
成
一
家
。
从
传
世
作
品
中
也

可
看
出
，
祝
氏
对
徐
有
贞
和
李
应
祯
所
取
法
的
欧
、
颜
、
颠
、

素
之
书
体
均
很
精
熟
。

而
祝
允
明
的
师
承
远
不
止
以
上
四
家
，
文
徵
明
长
子
文

彭
在
《
跋
祝
书
东
坡
记
游
卷
》
中
曰
：
『
我
朝
善
书
者
不
可
胜

数
，
而
人
各
一
家
，
家
各
一
意
。
惟
祝
京
兆
为
集
众
长
，
盖
其

少
时
于
书
无
所
不
学
，
学
亦
无
所
不
精
。
』
由
此
可
知
，
祝
氏

少
时
即
师
承
广
泛
，
无
所
不
学
，
学
无
不
精
，
亦
可
看
出
其
过

人
之
处
。
比
祝
允
明
略
晚
出
的
吴
门
书
家
、
评
论
家
王
世
贞
在

《
艺
苑
卮
言
》
中
将
祝
氏
之
师
承
脉
络
讲
得
更
透
彻
、
更
精

细
，
认
为
『
京
兆
年
少
，
楷
法
自
元
常
、
「
二
王
」
、
永
师
、

秘
监
、
率
更
、
河
南
、
吴
兴
；
行
草
则
大
令
，
永
师
、
河
南
、

狂
素
、
颠
旭
、
北
海
、
眉
山
、
豫
章
、
襄
阳
，
靡
不
临
写
工

绝
。
晚
节
变
化
出
入
，
不
可
端
倪
。
风
骨
烂
漫
，
天
真
纵
逸
，

真
是
上
配
吴
兴
，
他
所
不
论
也
』
[3]

。
王
世
贞
作
为
文
徵
明
之

后
的
文
坛
领
袖
，
《
艺
苑
卮
言
》
一
出
，
海
内
文
人
即
奉
为
圭

臬
，
书
中
对
祝
氏
师
承
的
论
述
亦
较
为
公
允
。
除
此
之
外
，
从

祝
允
明
及
时
人
书
画
题
跋
和
笔
记
中
可
看
到
，
其
师
承
对
象
还

有
：
张
芝
、
韦
诞
、
皇
象
、
索
靖
、
孙
过
庭
、
李
怀
琳
、
颜
真

卿
、
杨
凝
式
、
蔡
襄
等
。

祝
氏
之
师
承
书
家
众
多
，
因
资
料
收
集
有
限
，
以
上
所

列
还
不
是
全
部
。
正
因
为
精
确
统
计
不
得
而
知
，
只
能
笼
统
概

括
，
故
有
『
妙
兼
诸
家
』
『
无
所
不
诣
』
『
博
习
诸
家
』
之

称
。
祝
氏
学
书
道
路
是
受
徐
有
贞
影
响
，
在
中
年
以
前
绝
去
时

人
书
不
学
，
而
上
追
魏
、
晋
、
唐
、
宋
、
元
，
并
在
集
众
人
之

长
中
，
形
成
自
己
的
面
貌
。
但
祝
氏
在
中
年
之
后
也
在
学
习
时

人
，
其
小
楷
作
品
明
显
有
受
到
宋
克
小
楷
墓
志
《
七
姬
权
厝
》

影
响
的
痕
迹
。
可
见
，
祝
允
明
书
法
师
承
广
泛
，
师
法
极
古
，

但
也
沿
袭
了
古
人
学
习
书
法
在
师
法
古
代
法
帖
的
同
时
亦
师
法

格
明
显
取
法
欧
阳
询
，
笔
画
瘦
硬
挺
峭
，
结
构
紧
凑
匀
称
，
字

形
方
而
略
长
，
行
距
疏
朗
宽
绰
。
在
《
吴
越
所
见
书
画
录
》
及

《
墨
缘
汇
观
录
》
中
收
录
的
《
孙
过
庭
书
谱
》
和
《
黄
子
莹
中

字
训
帖
》
均
为
颜
体
楷
书
。
根
据
王
世
贞
评
论
祝
允
明
楷
书
除

师
法
欧
、
虞
、
褚
、
颜
外
，
还
学
习
智
永
、
米
芾
、
赵
孟
頫
。

祝
允
明
为
顾
璘
所
书
《
千
字
文
》
和
《
常
清
静
经
》
便
可
知
其

临
习
米
、
赵
二
人
书
法
。

祝
允
明
行
楷
书
体
首
先
得
益
于
赵
孟
頫
行
楷
。
此
种
书

体
点
画
丰
满
圆
活
，
舒
展
自
如
，
行
距
与
其
楷
书
同
样
宽
绰
爽

朗
，
《
正
德
兴
宁
县
志
序
》
即
为
明
证
。
当
然
，
该
作
品
并
非

纯
粹
赵
体
，
是
掺
入
其
他
书
体
相
融
后
，
形
成
祝
氏
行
书
体
的

基
础
。
除
此
之
外
，
由
故
宫
博
物
院
所
藏
《
六
体
诗
赋
卷
》
中

时
人
、
师
法
同
乡
的
路
径
。
这
也
正
是
祝
氏
形
成
『
从
心
所
欲

而
不
逾
矩
』
书
学
思
想
的
取
法
渊
源
。

祝
允
明
书
学
思
想
之
孕
育
过
程—

诸
体
皆

能
，
尤
精
楷
草

祝
允
明
书
法
师
承
广
博
，
其
涉
猎
书
体
范
围
广
泛
且
形
成

的
书
法
风
格
亦
为
多
样
。
笔
者
查
阅
图
录
文
献
后
，
并
参
考
葛

鸿
桢
先
生
《
论
吴
门
书
派
》
一
书
，
将
祝
允
明
书
艺
成
就
大
致

归
为
小
楷
、
楷
书
、
行
楷
、
行
书
、
行
草
、
章
草
、
今
草
等
七

类
，
以
便
更
好
地
通
过
分
析
体
量
庞
大
、
风
格
多
样
的
书
法
作

品
来
探
析
祝
氏
书
学
思
想
的
孕
育
过
程
。

祝
允
明
小
楷
主
要
师
法
锺
繇
和
王
羲
之
，
后
也
学
习
宋

克
。
对
其
影
响
至
深
者
主
要
是
王
羲
之
《
黄
庭
经
》
《
孝
女
曹

娥
碑
》
，
在
日
本
东
京
国
立
博
物
馆
所
藏
的
《
前
后
出
师
表
》

即
是
学
锺
、
王
小
楷
书
后
写
的
。
祝
氏
小
楷
字
形
肥
扁
曲
转
，

间
架
结
构
较
宽
，
是
在
继
承
锺
、
王
笔
法
的
基
础
上
进
行
创
新

发
展
，
也
成
为
其
日
后
章
草
和
今
草
笔
法
的
出
处
。
吴
门
晚
辈

书
家
也
极
其
推
崇
祝
氏
所
临
的
《
黄
庭
经
》
，
张
云
翼
曰
：

『
京
兆
晚
年
所
书
小
楷
《
黄
庭
经
》
，
不
必
点
画
惟
肖
，
而
结

构
疏
密
，
转
运
遒
逸
，
神
韵
俱
足
。
要
非
得
书
家
三
昧
者
不

能
。
第
令
右
军
复
起
，
且
当
颌
之
矣
。
』
[4]

祝
允
明
楷
书
主
要
师
法
欧
阳
询
、
虞
世
南
、
褚
遂
良
和
颜

真
卿
，
一
派
唐
人
气
象
。
《
论
书
卷
》
（
亦
称
《
评
书
》
）
风

祝
允
明  

草
书
北
郭
访
友
七
言
诗
轴  

南
京
博
物
院
藏

风
物
幽
妍
上
郭
宽
，
访
朋
因
得
一
回
看
。
家
家
黄
土
墙
三
尺
，
处
处
清

渠
竹
数
竿
。
欲
雨
欲
晴
云
半
密
，
如
秋
如
夏
汗
微
干
。
苦
吟
应
得
山
人

句
，
却
笑
笼
头
少
鹖
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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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祝
允
明
书
学
思
想
的
确
立
与
审
美
观
照

刘
瑞
鹏

赏 

析
【
摘 

要
】
祝
允
明
为
明
代
中
期
『
吴
门
书
派
』
浪
漫
主
义
书
家
之
代
表
，
集
各
家
之
长
，

领
一
代
风
骚
。
其
书
法
取
法
广
泛
，
风
骨
烂
漫
，
自
成
一
体
，
蜚
声
书
坛
。
本
文
主
要
探
讨
祝
允

明
在
漫
漫
书
路
中
逐
步
确
立
的
『
从
心
所
欲
而
不
逾
矩
』
之
书
学
思
想
，
在
对
待
传
统
和
创
新
上

给
出
了
先
『
随
人
脚
踵
』
而
后
『
不
随
人
后
』
的
序
次
规
定
，
在
『
功
性
』
与
『
形
神
』
上
做
了

辩
证
的
审
美
观
照
。
祝
氏
在
纠
正
师
古
不
化
与
师
心
自
用
两
个
极
端
的
同
时
，
指
出
只
有
将
二
者

有
机
统
一
才
是
学
书
正
道
，
其
书
学
思
想
对
后
世
书
者
具
有
深
远
的
借
鉴
意
义
。

【
关
键
词
】
祝
允
明 

 

书
学
思
想 

 

确
立 

 

审
美
观
照

引
文明

代
中
期
在
苏
南
地
区
崛
起
的
规
模
空
前
的
『
吴

门
书
派
』
之
领
袖
人
物—

祝
允
明
，
字
希
哲
，
号
枝

山
，
长
洲
人
。
后
祝
氏
以
举
人
授
广
东
惠
州
府
兴
宁

令
，
稍
迁
应
天
府
通
判
，
未
几
乞
归
，
故
称
之
为
祝 

京
兆
。祝

允
明
文
化
修
养
深
厚
，
艺
术
成
就
斐
然
，
书
学
思
想

深
邃
，
声
名
远
播
、
冠
绝
一
时
、
泽
被
后
人
，
得
到
了
历
代
书

家
及
学
者
的
认
同
与
推
崇
，
并
对
后
世
产
生
了
广
泛
而
深
远
的

影
响
，
时
人
争
购
其
墨
迹
作
品
，
视
若
拱
璧
。
而
且
，
祝
氏
在

漫
漫
书
路
中
逐
步
确
立
的
具
有
独
特
见
解
的
书
学
思
想
光
芒
普

照
、
激
励
后
学
。
其
中
，
祝
允
明
在
《
跋
赵
孟
頫
书
韩
诗
》
中

曾
说
：
『
韩
公
山
石
句
，
浩
烂
豪
擅
，
非
细
软
笔
墨
能
发
之
，

而
学
士
（
赵
孟
頫
）
此
笔
亦
复
襟
宇
跌
荡
，
情
度
浓
至
，
脱
去

平
常
姿
媚
百
倍
…
…
所
谓
从
心
所
欲
而
不
逾
矩
，
可
望
而
不
可

学
也
。
』
[1]

此
为
其
核
心
书
学
思
想
之
流
露
。
因
此
，
若
想
提

炼
、
解
读
祝
允
明
之
书
学
思
想
，
不
仅
要
分
析
其
取
法
渊
源
、

传
世
作
品
，
还
要
厘
清
其
书
论
著
作
及
同
时
代
或
相
近
时
代
人

的
题
跋
、
笔
记
、
诗
文
等
文
献
史
料
。
只
有
这
样
，
对
祝
允
明

书
学
思
想
的
分
析
方
可
全
面
到
位
。

祝
允
明
书
学
思
想
之
取
法
渊
源—

师
承
广

泛
，
师
法
极
古

文
徵
明
曾
曰
：
『
吾
乡
前
辈
书
家
称
武
功
伯
徐
公
，
次
为

太
仆
少
卿
李
公
。
李
楷
法
师
欧
、
颜
，
而
徐
公
草
书
出
于
颠
、

素
。
枝
山
先
生
，
武
功
外
孙
，
太
仆
之
婿
也
。
早
岁
楷
法
精

谨
，
实
师
妇
翁
，
而
草
法
奔
放
，
出
于
外
大
父
。
盖
兼
二
父
之

美
，
而
自
成
一
家
者
也
。
』
[2]

从
中
道
出
了
祝
允
明
书
法
的
两

个
特
征
：
楷
法
精
谨
和
草
书
奔
放
，
即
为
追
学
岳
父
李
应
祯
和

外
祖
父
徐
有
贞
之
书
法
，
而
后
自
成
一
家
。
从
传
世
作
品
中
也

可
看
出
，
祝
氏
对
徐
有
贞
和
李
应
祯
所
取
法
的
欧
、
颜
、
颠
、

素
之
书
体
均
很
精
熟
。

而
祝
允
明
的
师
承
远
不
止
以
上
四
家
，
文
徵
明
长
子
文

彭
在
《
跋
祝
书
东
坡
记
游
卷
》
中
曰
：
『
我
朝
善
书
者
不
可
胜

数
，
而
人
各
一
家
，
家
各
一
意
。
惟
祝
京
兆
为
集
众
长
，
盖
其

少
时
于
书
无
所
不
学
，
学
亦
无
所
不
精
。
』
由
此
可
知
，
祝
氏

少
时
即
师
承
广
泛
，
无
所
不
学
，
学
无
不
精
，
亦
可
看
出
其
过

人
之
处
。
比
祝
允
明
略
晚
出
的
吴
门
书
家
、
评
论
家
王
世
贞
在

《
艺
苑
卮
言
》
中
将
祝
氏
之
师
承
脉
络
讲
得
更
透
彻
、
更
精

细
，
认
为
『
京
兆
年
少
，
楷
法
自
元
常
、
「
二
王
」
、
永
师
、

秘
监
、
率
更
、
河
南
、
吴
兴
；
行
草
则
大
令
，
永
师
、
河
南
、

狂
素
、
颠
旭
、
北
海
、
眉
山
、
豫
章
、
襄
阳
，
靡
不
临
写
工

绝
。
晚
节
变
化
出
入
，
不
可
端
倪
。
风
骨
烂
漫
，
天
真
纵
逸
，

真
是
上
配
吴
兴
，
他
所
不
论
也
』
[3]

。
王
世
贞
作
为
文
徵
明
之

后
的
文
坛
领
袖
，
《
艺
苑
卮
言
》
一
出
，
海
内
文
人
即
奉
为
圭

臬
，
书
中
对
祝
氏
师
承
的
论
述
亦
较
为
公
允
。
除
此
之
外
，
从

祝
允
明
及
时
人
书
画
题
跋
和
笔
记
中
可
看
到
，
其
师
承
对
象
还

有
：
张
芝
、
韦
诞
、
皇
象
、
索
靖
、
孙
过
庭
、
李
怀
琳
、
颜
真

卿
、
杨
凝
式
、
蔡
襄
等
。

祝
氏
之
师
承
书
家
众
多
，
因
资
料
收
集
有
限
，
以
上
所

列
还
不
是
全
部
。
正
因
为
精
确
统
计
不
得
而
知
，
只
能
笼
统
概

括
，
故
有
『
妙
兼
诸
家
』
『
无
所
不
诣
』
『
博
习
诸
家
』
之

称
。
祝
氏
学
书
道
路
是
受
徐
有
贞
影
响
，
在
中
年
以
前
绝
去
时

人
书
不
学
，
而
上
追
魏
、
晋
、
唐
、
宋
、
元
，
并
在
集
众
人
之

长
中
，
形
成
自
己
的
面
貌
。
但
祝
氏
在
中
年
之
后
也
在
学
习
时

人
，
其
小
楷
作
品
明
显
有
受
到
宋
克
小
楷
墓
志
《
七
姬
权
厝
》

影
响
的
痕
迹
。
可
见
，
祝
允
明
书
法
师
承
广
泛
，
师
法
极
古
，

但
也
沿
袭
了
古
人
学
习
书
法
在
师
法
古
代
法
帖
的
同
时
亦
师
法

格
明
显
取
法
欧
阳
询
，
笔
画
瘦
硬
挺
峭
，
结
构
紧
凑
匀
称
，
字

形
方
而
略
长
，
行
距
疏
朗
宽
绰
。
在
《
吴
越
所
见
书
画
录
》
及

《
墨
缘
汇
观
录
》
中
收
录
的
《
孙
过
庭
书
谱
》
和
《
黄
子
莹
中

字
训
帖
》
均
为
颜
体
楷
书
。
根
据
王
世
贞
评
论
祝
允
明
楷
书
除

师
法
欧
、
虞
、
褚
、
颜
外
，
还
学
习
智
永
、
米
芾
、
赵
孟
頫
。

祝
允
明
为
顾
璘
所
书
《
千
字
文
》
和
《
常
清
静
经
》
便
可
知
其

临
习
米
、
赵
二
人
书
法
。

祝
允
明
行
楷
书
体
首
先
得
益
于
赵
孟
頫
行
楷
。
此
种
书

体
点
画
丰
满
圆
活
，
舒
展
自
如
，
行
距
与
其
楷
书
同
样
宽
绰
爽

朗
，
《
正
德
兴
宁
县
志
序
》
即
为
明
证
。
当
然
，
该
作
品
并
非

纯
粹
赵
体
，
是
掺
入
其
他
书
体
相
融
后
，
形
成
祝
氏
行
书
体
的

基
础
。
除
此
之
外
，
由
故
宫
博
物
院
所
藏
《
六
体
诗
赋
卷
》
中

时
人
、
师
法
同
乡
的
路
径
。
这
也
正
是
祝
氏
形
成
『
从
心
所
欲

而
不
逾
矩
』
书
学
思
想
的
取
法
渊
源
。

祝
允
明
书
学
思
想
之
孕
育
过
程—

诸
体
皆

能
，
尤
精
楷
草

祝
允
明
书
法
师
承
广
博
，
其
涉
猎
书
体
范
围
广
泛
且
形
成

的
书
法
风
格
亦
为
多
样
。
笔
者
查
阅
图
录
文
献
后
，
并
参
考
葛

鸿
桢
先
生
《
论
吴
门
书
派
》
一
书
，
将
祝
允
明
书
艺
成
就
大
致

归
为
小
楷
、
楷
书
、
行
楷
、
行
书
、
行
草
、
章
草
、
今
草
等
七

类
，
以
便
更
好
地
通
过
分
析
体
量
庞
大
、
风
格
多
样
的
书
法
作

品
来
探
析
祝
氏
书
学
思
想
的
孕
育
过
程
。

祝
允
明
小
楷
主
要
师
法
锺
繇
和
王
羲
之
，
后
也
学
习
宋

克
。
对
其
影
响
至
深
者
主
要
是
王
羲
之
《
黄
庭
经
》
《
孝
女
曹

娥
碑
》
，
在
日
本
东
京
国
立
博
物
馆
所
藏
的
《
前
后
出
师
表
》

即
是
学
锺
、
王
小
楷
书
后
写
的
。
祝
氏
小
楷
字
形
肥
扁
曲
转
，

间
架
结
构
较
宽
，
是
在
继
承
锺
、
王
笔
法
的
基
础
上
进
行
创
新

发
展
，
也
成
为
其
日
后
章
草
和
今
草
笔
法
的
出
处
。
吴
门
晚
辈

书
家
也
极
其
推
崇
祝
氏
所
临
的
《
黄
庭
经
》
，
张
云
翼
曰
：

『
京
兆
晚
年
所
书
小
楷
《
黄
庭
经
》
，
不
必
点
画
惟
肖
，
而
结

构
疏
密
，
转
运
遒
逸
，
神
韵
俱
足
。
要
非
得
书
家
三
昧
者
不

能
。
第
令
右
军
复
起
，
且
当
颌
之
矣
。
』
[4]

祝
允
明
楷
书
主
要
师
法
欧
阳
询
、
虞
世
南
、
褚
遂
良
和
颜

真
卿
，
一
派
唐
人
气
象
。
《
论
书
卷
》
（
亦
称
《
评
书
》
）
风

祝
允
明  

草
书
北
郭
访
友
七
言
诗
轴  

南
京
博
物
院
藏

风
物
幽
妍
上
郭
宽
，
访
朋
因
得
一
回
看
。
家
家
黄
土
墙
三
尺
，
处
处
清

渠
竹
数
竿
。
欲
雨
欲
晴
云
半
密
，
如
秋
如
夏
汗
微
干
。
苦
吟
应
得
山
人

句
，
却
笑
笼
头
少
鹖
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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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赋
》
来
看
，
其
用
笔
凝
重
，
点
画
明
快
，
深
得
章
草
古
趣
跌

宕
之
势
，
这
些
成
为
其
草
书
笔
法
的
基
础
。

最
能
体
现
祝
允
明
个
人
风
格
的
为
今
草
书
体
，
『
风
骨

烂
漫
，
天
真
纵
逸
』
，
明
显
得
力
于
旭
、
素
狂
草
。
在
其
所
擅

书
体
中
，
今
草
当
是
成
就
最
为
突
出
、
个
性
最
为
鲜
明
者
，
尤

其
是
大
幅
长
卷
，
笔
法
精
熟
、
气
势
豪
迈
，
启
功
认
为
：
『
其

各
体
中
，
应
推
草
书
为
最
。
』
[8]

代
表
作
品
有
美
国
普
林
斯
顿

大
学
艺
术
博
物
馆
所
藏
的
《
闲
居
秋
日
卷
》
《
唐
寅
落
花
诗

卷
》
《
杜
甫
秋
兴
八
首
卷
》
《
前
后
赤
壁
赋
册
》
等
，
其
中
有

些
作
品
是
雅
兴
之
余
多
次
书
写
。
葛
鸿
桢
先
生
在
《
论
吴
门
书

派
》
中
论
述
到
：
『
在
草
书
领
域
里
，
祝
允
明
的
书
法
创
作
在

狂
草
中
作
了
最
多
的
尝
试
和
发
展
。
』
[9]

祝
氏
确
为
明
代
草
书

之
冠
，
在
《
吴
越
所
见
书
画
录
》
所
收
录
的
祝
允
明
《
张
体
自

诗
卷
》
中
莫
云
卿
跋
云
：
『
祝
京
兆
书
不
豪
纵
不
出
神
奇
，
素

师
以
清
狂
走
翰
，
长
史
用
酒
颠
濡
墨
，
皆
是
物
也
。
今
人
第
知

古
法
从
矩
镬
中
来
，
而
不
知
前
贤
胸
次
，
故
自
有
吞
云
梦
涌
若

耶
。
变
换
如
烟
雾
，
奇
怪
如
鬼
神
者
，
非
若
后
士
仅
仅
盘
旋
尺

楮
寸
毫
间
也
。
京
兆
此
卷
虽
笔
札
草
草
，
在
有
意
无
意
，
而
章

法
结
法
，
一
波
一
磔
皆
成
化
境
，
自
是
我
朝
第
一
手
耳
。
』
[10]

还
有
张
凤
翼
跋
曰
：
『
祝
京
兆
书
每
以
放
纵
自
雄
，
故
言
虽
称

说
「
二
王
」
，
而
落
笔
多
师
颠
素
，
即
此
卷
可
见
矣
。
黄
勉
之

尝
作
歌
云
「
枝
山
草
书
天
下
无
，
妙
洒
岂
独
雄
三
吴
」
良
以
是

夫
。
』
[11]

从
祝
氏
传
世
草
书
及
跋
文
来
看
，
其
气
势
虽
出
自
张

旭
、
怀
素
，
但
用
笔
和
结
字
实
是
自
『
二
王
』
以
来
的
诸
家
综

合
，
并
且
受
黄
庭
坚
影
响
至
深
。
可
见
，
祝
允
明
在
草
书
领
域

中
随
性
自
如
、
游
心
艺
道
，
把
狂
草
在
前
人
的
基
础
上
进
行
了

创
新
与
发
展
，
并
已
达
到
了
『
天
下
无
双
』
的
境
地
，
遂
将
明

代
草
书
推
向
了
顶
峰
，
为
吴
门
书
法
开
宗
立
派
，
在
中
国
书
法

史
上
留
下
了
浓
墨
重
彩
的
一
笔
。

另
外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虽
然
祝
允
明
书
艺
广
泛
多
样
，

却
终
生
不
作
篆
隶
，
可
能
是
受
了
苏
轼
、
黄
庭
坚
的
影
响
。
祝

允
明
曾
引
用
苏
、
黄
的
话
，
认
为
『
若
确
守
六
书
，
古
人
谓
之

可
看
出
，
祝
允
明
还
谙
熟
苏
、
黄
行
楷
，
并
且
已
经
达
到
了
相

当
自
如
的
程
度
。
在
《
吴
越
所
见
书
画
录
》
中
收
录
了
祝
允
明

行
楷
《
朱
益
轩
像
赞
卷
》
，
陆
时
化
跋
云
：
『
京
兆
此
卷
全
摹

苏
长
公
。
有
明
三
百
年
书
，
惟
吴
文
定
得
长
公
神
髓
，
然
毕
生

心
力
殚
萃
于
斯
，
以
成
一
家
君
。
京
兆
则
无
体
不
备
，
无
不
绝

妙
。
偶
效
东
坡
书
，
较
之
匏
庵
又
有
过
无
不
及
。
是
以
论
书
者

以
京
兆
为
朦
国
书
家
之
一
。
』
[5]

又
云
：
『
此
为
贡
士
时
书
，

年
仅
三
十
许
，
而
书
已
成
大
家
，
乃
天
授
，
非
可
冀
也
。
』
[6]

另
，
还
有
像
行
楷
《
梦
草
记
》
者
，
笔
画
坚
挺
，
结
体
严
谨
，

字
形
略
长
，
甚
似
欧
体
，
可
见
又
融
合
了
其
他
书
体
，
别
开
一

面
。
此
亦
为
祝
允
明
遍
临
诸
帖
而
能
出
古
成
新
的
典
型
例
证
，

也
是
一
个
成
熟
书
家
能
涉
意
为
之
、
遗
貌
取
神
、
师
古
而
不
泥

古
的
真
实
写
照
。

祝
允
明
随
兴
所
至
、
得
心
应
手
之
行
书
书
体
，
更
多
地
体

现
了
其
个
人
的
风
格
特
点
，
其
中
融
入
了
锺
繇
和
赵
孟
頫
的
书

体
特
征
，
代
表
者
有
《
古
诗
十
九
首
》
《
唐
宋
四
家
文
》
等
。

之
外
，
从
传
世
作
品
来
看
，
祝
氏
对
宋
代
苏
、
黄
、
米
之
行
书

也
深
得
其
神
，
对
『
二
王
』
行
书
亦
心
摹
手
追
方
得
晋
韵
。

祝
允
明
之
行
草
书
主
要
师
法
王
献
之
、
智
永
、
褚
遂
良
、

黄
庭
坚
、
米
芾
、
赵
孟
頫
等
，
更
能
体
现
其
由
行
书
向
草
书

发
展
的
倾
向
，
代
表
作
品
有
《
题
文
伯
仁
画
杨
季
静
小
像
》
。

对
于
其
行
草
书
，
时
人
评
价
亦
很
高
，
王
世
贞
在
跋
祝
京
兆

《
书
唐
七
诗
》
中
有
云
：
『
其
所
作
行
草
，
则
天
下
第
一
风 

骨
书
。
』

从
传
世
书
作
看
，
祝
允
明
章
草
甚
少
，
往
往
在
一
件
书

作
后
用
章
草
题
款
。
刘
九
庵
在
《
祝
允
明
和
他
的
︿
六
体
诗
赋

卷
﹀
》
中
引
用
了
关
于
祝
允
明
如
何
学
习
章
草
的
一
段
论
述
：

『
章
草
须
有
古
意
乃
佳
，
下
笔
要
重
，
亦
如
真
书
点
画
明
净
。

学
者
当
以
索
靖
、
张
芝
、
皇
象
、
韦
诞
《
月
仪
帖
》
《
八
月

帖
》
《
急
就
章
》
为
模
范
也
。
』
[7]

据
此
，
虽
然
在
其
《
六
体

诗
赋
卷
》
之
章
草
《
长
门
赋
》
中
，
难
以
确
定
祝
氏
章
草
是
具

体
学
哪
家
风
格
，
但
可
知
其
是
综
合
几
家
之
长
而
成
。
从
《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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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赋
》
来
看
，
其
用
笔
凝
重
，
点
画
明
快
，
深
得
章
草
古
趣
跌

宕
之
势
，
这
些
成
为
其
草
书
笔
法
的
基
础
。

最
能
体
现
祝
允
明
个
人
风
格
的
为
今
草
书
体
，
『
风
骨

烂
漫
，
天
真
纵
逸
』
，
明
显
得
力
于
旭
、
素
狂
草
。
在
其
所
擅

书
体
中
，
今
草
当
是
成
就
最
为
突
出
、
个
性
最
为
鲜
明
者
，
尤

其
是
大
幅
长
卷
，
笔
法
精
熟
、
气
势
豪
迈
，
启
功
认
为
：
『
其

各
体
中
，
应
推
草
书
为
最
。
』
[8]

代
表
作
品
有
美
国
普
林
斯
顿

大
学
艺
术
博
物
馆
所
藏
的
《
闲
居
秋
日
卷
》
《
唐
寅
落
花
诗

卷
》
《
杜
甫
秋
兴
八
首
卷
》
《
前
后
赤
壁
赋
册
》
等
，
其
中
有

些
作
品
是
雅
兴
之
余
多
次
书
写
。
葛
鸿
桢
先
生
在
《
论
吴
门
书

派
》
中
论
述
到
：
『
在
草
书
领
域
里
，
祝
允
明
的
书
法
创
作
在

狂
草
中
作
了
最
多
的
尝
试
和
发
展
。
』
[9]

祝
氏
确
为
明
代
草
书

之
冠
，
在
《
吴
越
所
见
书
画
录
》
所
收
录
的
祝
允
明
《
张
体
自

诗
卷
》
中
莫
云
卿
跋
云
：
『
祝
京
兆
书
不
豪
纵
不
出
神
奇
，
素

师
以
清
狂
走
翰
，
长
史
用
酒
颠
濡
墨
，
皆
是
物
也
。
今
人
第
知

古
法
从
矩
镬
中
来
，
而
不
知
前
贤
胸
次
，
故
自
有
吞
云
梦
涌
若

耶
。
变
换
如
烟
雾
，
奇
怪
如
鬼
神
者
，
非
若
后
士
仅
仅
盘
旋
尺

楮
寸
毫
间
也
。
京
兆
此
卷
虽
笔
札
草
草
，
在
有
意
无
意
，
而
章

法
结
法
，
一
波
一
磔
皆
成
化
境
，
自
是
我
朝
第
一
手
耳
。
』
[10]

还
有
张
凤
翼
跋
曰
：
『
祝
京
兆
书
每
以
放
纵
自
雄
，
故
言
虽
称

说
「
二
王
」
，
而
落
笔
多
师
颠
素
，
即
此
卷
可
见
矣
。
黄
勉
之

尝
作
歌
云
「
枝
山
草
书
天
下
无
，
妙
洒
岂
独
雄
三
吴
」
良
以
是

夫
。
』
[11]

从
祝
氏
传
世
草
书
及
跋
文
来
看
，
其
气
势
虽
出
自
张

旭
、
怀
素
，
但
用
笔
和
结
字
实
是
自
『
二
王
』
以
来
的
诸
家
综

合
，
并
且
受
黄
庭
坚
影
响
至
深
。
可
见
，
祝
允
明
在
草
书
领
域

中
随
性
自
如
、
游
心
艺
道
，
把
狂
草
在
前
人
的
基
础
上
进
行
了

创
新
与
发
展
，
并
已
达
到
了
『
天
下
无
双
』
的
境
地
，
遂
将
明

代
草
书
推
向
了
顶
峰
，
为
吴
门
书
法
开
宗
立
派
，
在
中
国
书
法

史
上
留
下
了
浓
墨
重
彩
的
一
笔
。

另
外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虽
然
祝
允
明
书
艺
广
泛
多
样
，

却
终
生
不
作
篆
隶
，
可
能
是
受
了
苏
轼
、
黄
庭
坚
的
影
响
。
祝

允
明
曾
引
用
苏
、
黄
的
话
，
认
为
『
若
确
守
六
书
，
古
人
谓
之

可
看
出
，
祝
允
明
还
谙
熟
苏
、
黄
行
楷
，
并
且
已
经
达
到
了
相

当
自
如
的
程
度
。
在
《
吴
越
所
见
书
画
录
》
中
收
录
了
祝
允
明

行
楷
《
朱
益
轩
像
赞
卷
》
，
陆
时
化
跋
云
：
『
京
兆
此
卷
全
摹

苏
长
公
。
有
明
三
百
年
书
，
惟
吴
文
定
得
长
公
神
髓
，
然
毕
生

心
力
殚
萃
于
斯
，
以
成
一
家
君
。
京
兆
则
无
体
不
备
，
无
不
绝

妙
。
偶
效
东
坡
书
，
较
之
匏
庵
又
有
过
无
不
及
。
是
以
论
书
者

以
京
兆
为
朦
国
书
家
之
一
。
』
[5]

又
云
：
『
此
为
贡
士
时
书
，

年
仅
三
十
许
，
而
书
已
成
大
家
，
乃
天
授
，
非
可
冀
也
。
』
[6]

另
，
还
有
像
行
楷
《
梦
草
记
》
者
，
笔
画
坚
挺
，
结
体
严
谨
，

字
形
略
长
，
甚
似
欧
体
，
可
见
又
融
合
了
其
他
书
体
，
别
开
一

面
。
此
亦
为
祝
允
明
遍
临
诸
帖
而
能
出
古
成
新
的
典
型
例
证
，

也
是
一
个
成
熟
书
家
能
涉
意
为
之
、
遗
貌
取
神
、
师
古
而
不
泥

古
的
真
实
写
照
。

祝
允
明
随
兴
所
至
、
得
心
应
手
之
行
书
书
体
，
更
多
地
体

现
了
其
个
人
的
风
格
特
点
，
其
中
融
入
了
锺
繇
和
赵
孟
頫
的
书

体
特
征
，
代
表
者
有
《
古
诗
十
九
首
》
《
唐
宋
四
家
文
》
等
。

之
外
，
从
传
世
作
品
来
看
，
祝
氏
对
宋
代
苏
、
黄
、
米
之
行
书

也
深
得
其
神
，
对
『
二
王
』
行
书
亦
心
摹
手
追
方
得
晋
韵
。

祝
允
明
之
行
草
书
主
要
师
法
王
献
之
、
智
永
、
褚
遂
良
、

黄
庭
坚
、
米
芾
、
赵
孟
頫
等
，
更
能
体
现
其
由
行
书
向
草
书

发
展
的
倾
向
，
代
表
作
品
有
《
题
文
伯
仁
画
杨
季
静
小
像
》
。

对
于
其
行
草
书
，
时
人
评
价
亦
很
高
，
王
世
贞
在
跋
祝
京
兆

《
书
唐
七
诗
》
中
有
云
：
『
其
所
作
行
草
，
则
天
下
第
一
风 

骨
书
。
』

从
传
世
书
作
看
，
祝
允
明
章
草
甚
少
，
往
往
在
一
件
书

作
后
用
章
草
题
款
。
刘
九
庵
在
《
祝
允
明
和
他
的
︿
六
体
诗
赋

卷
﹀
》
中
引
用
了
关
于
祝
允
明
如
何
学
习
章
草
的
一
段
论
述
：

『
章
草
须
有
古
意
乃
佳
，
下
笔
要
重
，
亦
如
真
书
点
画
明
净
。

学
者
当
以
索
靖
、
张
芝
、
皇
象
、
韦
诞
《
月
仪
帖
》
《
八
月

帖
》
《
急
就
章
》
为
模
范
也
。
』
[7]

据
此
，
虽
然
在
其
《
六
体

诗
赋
卷
》
之
章
草
《
长
门
赋
》
中
，
难
以
确
定
祝
氏
章
草
是
具

体
学
哪
家
风
格
，
但
可
知
其
是
综
合
几
家
之
长
而
成
。
从
《
长

祝允明  草书李白五言古诗卷  上海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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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毡
裘
气
」
；
东
坡
所
云
「
鹦
哥
之
学
止
数
言
」
；
山
谷
所
谓

「
蛤
蟆
之
禅
惟
一
跳
也
」
』
[12]

。
正
如
文
彭
所
言
：
『
我
朝
善

书
者
不
可
胜
数
，
而
人
各
一
家
，
家
各
一
意
。
惟
祝
京
兆
为
集

众
长
，
盖
其
少
时
于
书
无
所
不
学
，
学
亦
无
所
不
精
。
』
由
于

篆
隶
书
体
的
局
限
，
并
不
适
用
于
在
书
写
长
篇
诗
文
中
任
情
恣

意
，
故
祝
允
明
弃
置
不
为
。

在
祝
允
明
一
生
的
书
法
创
作
实
践
中
，
虽
然
各
种
书
体
在

不
同
时
期
呈
现
出
的
风
格
特
点
也
是
不
一
样
的
，
尤
其
是
其
狂

草
作
品
，
变
幻
莫
测
、
难
以
名
状
，
但
以
上
无
不
是
祝
氏
『
从

心
所
欲
而
不
逾
矩
』
书
学
思
想
的
一
种
体
验
、
一
种
尝
试
，
更

是
其
书
学
思
想
的
一
个
孕
育
过
程
，
一
个
形
成
过
程
。

祝
允
明
书
学
思
想
之
辩
证
提
出—

重
视
晋

唐
，
不
失
个
性

祝
允
明
除
了
在
创
作
上
的
成
就
之
外
，
还
有
很
多
散
见

于
题
跋
、
笔
记
和
诗
文
中
的
书
学
思
想
，
《
奴
书
订
》
与
《
书

述
》
二
文
即
是
其
书
论
之
代
表
。
祝
允
明
的
书
法
理
论
和
美
学

思
想
，
均
是
在
其
书
法
实
践
及
当
时
社
会
思
潮
影
响
下
的
产

物
。
无
论
祝
氏
正
面
主
动
还
是
反
面
被
动
地
接
受
，
都
是
其
形

成
独
立
见
解
的
因
子
。
再
者
，
在
元
明
画
坛
兴
起
的
文
人
画
，

促
使
诗
文
书
画
密
切
有
机
结
合
，
同
时
也
影
响
到
祝
允
明
的
书

法
创
作
及
书
学
思
想
。
文
人
书
画
表
现
了
共
同
的
审
美
追
求
和

艺
术
风
格
，
即
以
有
『
士
气
』
为
上
品
，
以
『
超
然
于
物
外
』

为
处
世
之
道
，
以
『
万
壑
在
胸
』
为
创
作
之
源
，
以
认
同
书
画

本
来
同
为
要
旨
，
以
所
做
『
合
幽
寂
人
之
心
』
为
快
事
，
结
合

了
儒
、
释
、
道
三
家
之
哲
学
思
想
。
这
一
点
在
明
清
文
人
书
画

家
中
引
起
强
烈
共
鸣
，
当
然
祝
允
明
也
在
其
列
，
也
为
其
书
学

思
想
的
形
成
起
到
了
重
要
作
用
。

明
初
自
云
间
沈
度
开
始
，
台
阁
体
这
种
偏
重
功
力
而
忽

视
个
性
的
书
法
审
美
，
笼
罩
数
朝
，
影
响
至
深
。
到
明
代
中

期
，
台
阁
体
已
成
为
书
法
艺
术
大
繁
荣
的
障
碍
，
在
当
时
文
坛

出
现
了
反
对
台
阁
体
、
八
股
文
的
复
古
派
和
反
复
古
派
。
复
古

者
主
张
『
文
必
秦
汉
，
诗
必
盛
唐
』
；
反
复
古
者
则
是
因
复
古

者
陷
入
泥
古
不
化
的
歧
途
，
为
寻
求
出
路
而
生
，
尊
唐
宋
古
文

复
兴
运
动
。
二
者
目
的
均
与
台
阁
体
、
八
股
文
相
对
抗
，
以
为

书
法
、
文
学
另
辟
新
径
。
期
间
，
书
坛
还
出
现
了
恢
复
晋
唐
古

法
、
传
承
经
典
与
追
求
宋
人
写
意
、
表
达
性
情
的
争
论
与
探

讨
，
此
种
现
象
也
是
为
了
对
抗
墨
守
成
规
、
千
人
一
面
的
台
阁

体
书
法
。
因
为
专
门
迎
合
帝
王
口
味
的
台
阁
体
书
法
扼
杀
了
大

多
数
人
的
艺
术
生
命
，
也
阻
碍
了
书
法
艺
术
向
抒
发
性
情
的
方

向
发
展
，
使
明
初
书
坛
一
派
应
制
色
彩
。
其
中
，
有
一
批
书
家

为
了
冲
破
台
阁
体
的
藩
篱
，
提
倡
以
传
统
功
力
为
基
础
来
书
写

性
灵
的
书
法
艺
术
，
祝
允
明
岳
父
李
应
祯
的
『
奴
书
论
』
就
是

这
种
观
点
的
早
期
产
物
。
李
应
祯
反
对
赵
孟
頫
恢
复
晋
唐
传
统

的
书
风
，
提
倡
师
承
宋
人
写
意
书
风
，
又
陷
入
片
面
强
调
个
性

的
泥
潭
，
但
其
主
张
对
明
中
期
吴
门
书
派
的
出
现
有
积
极
的

意
义
。
祝
允
明
则
既
反
对
束
缚
个
性
、
不
求
创
新
的
台
阁
体
书

法
，
也
反
对
片
面
强
调
个
性
又
不
尊
晋
唐
书
法
传
统
的
主
张
。

以
沈
度
为
代
表
的
台
阁
体
书
法
在
明
代
前
期
占
据
书
坛
近
一
个

世
纪
，
到
弘
治
末
年
已
日
薄
西
山
。
万
历
年
间
孙
鑛
有
言
：

『
二
沈
氏
弘
治
以
前
天
下
慕
之
，
弘
治
末
年
，
语
曰
：
「
杜
诗

颜
字
金
华
酒
，
海
味
围
棋
《
左
传
》
文
。
」
盖
是
时
始
变
颜

也
。
余
童
时
尚
闻
人
说
沈
，
今
云
或
有
不
识
，
想
吴
子
然
耳
。

出
吴
境
，
即
希
哲
、
履
吉
恐
亦
有
不
识
。
』
[13]

故
，
台
阁
体
书

法
潮
流
的
衰
退
，
亦
与
李
应
祯
、
祝
允
明
的
摇
旗
呐
喊
不
无 

关
系
。祝

允
明
强
调
一
定
要
从
晋
唐
法
帖
入
手
，
才
能
打
下
扎

实
、
深
厚
的
传
统
功
底
。
其
在
《
奴
书
订
》
中
，
主
张
『
沿
游

晋
唐
，
守
而
勿
失
』
。
在
该
文
中
还
指
出
有
人
对
宋
人
书
法
的

简
单
理
解
为
『
泥
习
耳
聆
，
未
尝
神
访
，
无
怪
执
其
言
而
失
其

旨
也
』
『
遂
使
今
士
举
为
秘
谈
，
走
也
狂
简
，
良
不
合
契
，
且

即
肤
近
』
，
只
得
狂
草
皮
毛
。
祝
允
明
在
《
书
述
》
中
，
对
其

岳
父
李
应
祯
也
毫
不
客
气
地
批
评
：
『
太
仆
资
力
故
高
，
乃
特

违
众
，
既
远
群
从
，
并
去
根
源
，
或
从
孙
枝
翻
出
已
性
，
离
立

筋
骨
，
别
安
眉
目
，
盖
其
所
发
「
奴
书
」
之
论
，
乃
其
胸
怀
自

喜
者
也
。
』
[14]

祝
氏
认
为
李
应
祯
并
没
有
去
追
索
宋
人
的
根

源—

晋
人
韵
度
，
而
只
是
从
『
孙
枝
』
（
以
晋
唐
为
祖
辈
，

宋
人
为
子
侄
，
『
孙
枝
』
即
为
宋
人
分
枝
）
中
翻
出
个
性
，
自

成
面
目
。
综
上
即
知
，
当
时
以
松
江
籍
『
二
沈
』
书
风
为
代
表

的
台
阁
体
书
法
衰
落
之
后
，
转
入
盛
行
李
应
祯
所
提
出
的
『
奴

书
』
之
说
，
反
对
赵
孟
頫
恢
复
晋
唐
书
风
，
而
片
面
追
求
个

性
，
只
学
宋
人
『
尚
意
』
书
风
。
祝
允
明
对
李
应
祯
这
一
书
法

观
进
行
了
批
判
地
继
承
，
但
并
非
全
盘
否
定
或
照
搬
。

祝
允
明
把
赵
孟
頫
恢
复
晋
唐
韵
法
看
成
是
医
治
偏
重
个

性
、
蔑
视
传
统
所
致
怪
病
的
良
药
。
其
在
《
书
述
》
中
有
评
价

赵
孟
頫
的
言
论
：
『
独
振
国
手
，
遍
友
历
代
，
归
宿
晋
唐
，

良
是
独
步
』
，
[15]

又
在
《
评
书
》
中
认
可
刘
静
能
的
观
点
：

『
…
…
（
宋
代
）
下
而
至
张
即
之
怪
诞
百
出
，
不
有
子
昂
，
孰

回
其
澜
』
[16]

，
故
在
《
跋
赵
孟
頫
书
韩
诗
》
中
辩
证
地
提
出
了

『
从
心
所
欲
而
不
逾
矩
』
的
书
学
思
想
。
其
实
，
祝
允
明
与
李

应
祯
的
『
奴
书
』
之
辨
，
实
际
上
是
针
对
书
法
取
法
的
『
根

源
』
问
题
，
在
这
一
辩
论
中
，
祝
氏
对
传
统
和
创
新
做
了
先
古

而
后
今
的
序
次
规
定
，
要
先
『
随
人
脚
踵
』
而
后
『
不
随
人

后
』
，
同
样
也
是
其
书
学
思
想
的
核
心
之
所
在
。

祝
氏
在
理
论
上
提
出
己
见
，
实
践
上
也
身
体
力
行
，
将
个

人
的
学
识
、
阅
历
、
修
养
和
个
性
融
合
到
书
法
之
中
，
表
现
出

其
卓
尔
不
群
、
独
抒
性
灵
的
艺
术
修
养
，
以
达
到
书
法
艺
术
的

神
采
奕
奕
之
美
。
祝
允
明
尤
其
强
调
对
晋
唐
韵
法
传
统
的
理
解

和
把
握
，
其
书
法
理
论
，
言
简
意
赅
，
并
且
亲
自
践
行
，
力
矫

书
坛
时
弊
。
祝
允
明
对
晋
、
唐
、
宋
、
元
诸
家
无
所
不
学
且
无

所
不
精
，
因
此
积
累
了
深
厚
的
功
力
，
又
能
独
抒
自
己
性
灵
，

故
在
大
草
领
域
成
就
颇
大
。
祝
允
明
书
法
创
作
的
成
功
，
为
其

书
学
思
想
的
确
立
提
供
了
实
践
支
撑
；
同
样
书
学
思
想
的
确

立
，
也
为
其
书
法
创
作
的
提
升
找
到
了
理
论
依
据
。
祝
允
明
的

书
法
创
作
与
书
学
思
想
，
二
者
之
间
的
关
系
是
辩
证
统
一
的
，

其
影
响
绝
不
仅
仅
局
限
于
『
吴
门
书
派
』
，
辐
射
范
围
遍
及
全

国
并
波
及
后
世
。
明
末
的
董
其
昌
和
王
铎
，
实
际
上
也
继
承
了

祝
允
明
的
书
学
思
想
，
并
超
越
了
同
时
代
的
人
。

祝
允
明
书
学
思
想
之
审
美
观
照—

功
性
俱

得
，
形
神
兼
备

祝
允
明
在
守
住
晋
唐
韵
法
的
前
提
下
，
又
能
从
宋
人
写
意

书
风
中
汲
取
精
华
，
抒
发
个
人
性
灵
。
其
在
《
书
述
》
中
批
判

沈
度
『
学
士
功
力
深
笃
，
其
所
发
越
，
十
九
在
朝
，
乃
亦
薄
有

绳
削
之
拘
，
非
其
神
之
全
也
』
[17]

，
在
大
力
赞
成
既
要
具
有
深

厚
的
晋
唐
传
统
功
力
的
同
时
，
又
能
形
成
自
己
的
风
貌
，
实
为

功
性
俱
得
。
祝
氏
在
《
跋
黄
山
谷
草
书
李
白
忆
旧
游
诗
》
有
很

充
分
的
论
述
：
『
双
井
（
黄
山
谷
）
之
学
，
大
抵
以
韵
胜
，
文

章
、
诗
、
乐
、
书
、
画
皆
然
。
姑
论
其
书
，
积
功
固
深
，
所
得

固
别
，
要
之
得
晋
人
之
韵
，
故
形
貌
若
悬
，
而
神
爽
冥
会
欤
。

此
卷
神
驰
骤
藏
真
（
怀
素
）
，
殆
有
夺
胎
之
妙
，
非
有
若
据
孔

子
比
也
，
其
故
乃
是
与
素
同
得
晋
韵
然
耳
。
』
[18]

针
对
忽
略
传
统
功
力
、
片
面
追
求
个
性
以
及
一
味
模
仿

前
人
相
貌
而
缺
乏
个
性
这
两
种
倾
向
，
祝
允
明
在
《
评
书
》
中

一
针
见
血
指
出
：
『
有
功
无
性
，
神
采
不
生
；
有
性
无
功
，
神

采
不
实
。
』
[19]

祝
允
明
正
是
运
用
此
功
性
、
神
采
理
论
对
当
时

祝
允
明  

行
书
饭
苓
赋
轴  

故
宫
博
物
院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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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毡
裘
气
」
；
东
坡
所
云
「
鹦
哥
之
学
止
数
言
」
；
山
谷
所
谓

「
蛤
蟆
之
禅
惟
一
跳
也
」
』
[12]

。
正
如
文
彭
所
言
：
『
我
朝
善

书
者
不
可
胜
数
，
而
人
各
一
家
，
家
各
一
意
。
惟
祝
京
兆
为
集

众
长
，
盖
其
少
时
于
书
无
所
不
学
，
学
亦
无
所
不
精
。
』
由
于

篆
隶
书
体
的
局
限
，
并
不
适
用
于
在
书
写
长
篇
诗
文
中
任
情
恣

意
，
故
祝
允
明
弃
置
不
为
。

在
祝
允
明
一
生
的
书
法
创
作
实
践
中
，
虽
然
各
种
书
体
在

不
同
时
期
呈
现
出
的
风
格
特
点
也
是
不
一
样
的
，
尤
其
是
其
狂

草
作
品
，
变
幻
莫
测
、
难
以
名
状
，
但
以
上
无
不
是
祝
氏
『
从

心
所
欲
而
不
逾
矩
』
书
学
思
想
的
一
种
体
验
、
一
种
尝
试
，
更

是
其
书
学
思
想
的
一
个
孕
育
过
程
，
一
个
形
成
过
程
。

祝
允
明
书
学
思
想
之
辩
证
提
出—

重
视
晋

唐
，
不
失
个
性

祝
允
明
除
了
在
创
作
上
的
成
就
之
外
，
还
有
很
多
散
见

于
题
跋
、
笔
记
和
诗
文
中
的
书
学
思
想
，
《
奴
书
订
》
与
《
书

述
》
二
文
即
是
其
书
论
之
代
表
。
祝
允
明
的
书
法
理
论
和
美
学

思
想
，
均
是
在
其
书
法
实
践
及
当
时
社
会
思
潮
影
响
下
的
产

物
。
无
论
祝
氏
正
面
主
动
还
是
反
面
被
动
地
接
受
，
都
是
其
形

成
独
立
见
解
的
因
子
。
再
者
，
在
元
明
画
坛
兴
起
的
文
人
画
，

促
使
诗
文
书
画
密
切
有
机
结
合
，
同
时
也
影
响
到
祝
允
明
的
书

法
创
作
及
书
学
思
想
。
文
人
书
画
表
现
了
共
同
的
审
美
追
求
和

艺
术
风
格
，
即
以
有
『
士
气
』
为
上
品
，
以
『
超
然
于
物
外
』

为
处
世
之
道
，
以
『
万
壑
在
胸
』
为
创
作
之
源
，
以
认
同
书
画

本
来
同
为
要
旨
，
以
所
做
『
合
幽
寂
人
之
心
』
为
快
事
，
结
合

了
儒
、
释
、
道
三
家
之
哲
学
思
想
。
这
一
点
在
明
清
文
人
书
画

家
中
引
起
强
烈
共
鸣
，
当
然
祝
允
明
也
在
其
列
，
也
为
其
书
学

思
想
的
形
成
起
到
了
重
要
作
用
。

明
初
自
云
间
沈
度
开
始
，
台
阁
体
这
种
偏
重
功
力
而
忽

视
个
性
的
书
法
审
美
，
笼
罩
数
朝
，
影
响
至
深
。
到
明
代
中

期
，
台
阁
体
已
成
为
书
法
艺
术
大
繁
荣
的
障
碍
，
在
当
时
文
坛

出
现
了
反
对
台
阁
体
、
八
股
文
的
复
古
派
和
反
复
古
派
。
复
古

者
主
张
『
文
必
秦
汉
，
诗
必
盛
唐
』
；
反
复
古
者
则
是
因
复
古

者
陷
入
泥
古
不
化
的
歧
途
，
为
寻
求
出
路
而
生
，
尊
唐
宋
古
文

复
兴
运
动
。
二
者
目
的
均
与
台
阁
体
、
八
股
文
相
对
抗
，
以
为

书
法
、
文
学
另
辟
新
径
。
期
间
，
书
坛
还
出
现
了
恢
复
晋
唐
古

法
、
传
承
经
典
与
追
求
宋
人
写
意
、
表
达
性
情
的
争
论
与
探

讨
，
此
种
现
象
也
是
为
了
对
抗
墨
守
成
规
、
千
人
一
面
的
台
阁

体
书
法
。
因
为
专
门
迎
合
帝
王
口
味
的
台
阁
体
书
法
扼
杀
了
大

多
数
人
的
艺
术
生
命
，
也
阻
碍
了
书
法
艺
术
向
抒
发
性
情
的
方

向
发
展
，
使
明
初
书
坛
一
派
应
制
色
彩
。
其
中
，
有
一
批
书
家

为
了
冲
破
台
阁
体
的
藩
篱
，
提
倡
以
传
统
功
力
为
基
础
来
书
写

性
灵
的
书
法
艺
术
，
祝
允
明
岳
父
李
应
祯
的
『
奴
书
论
』
就
是

这
种
观
点
的
早
期
产
物
。
李
应
祯
反
对
赵
孟
頫
恢
复
晋
唐
传
统

的
书
风
，
提
倡
师
承
宋
人
写
意
书
风
，
又
陷
入
片
面
强
调
个
性

的
泥
潭
，
但
其
主
张
对
明
中
期
吴
门
书
派
的
出
现
有
积
极
的

意
义
。
祝
允
明
则
既
反
对
束
缚
个
性
、
不
求
创
新
的
台
阁
体
书

法
，
也
反
对
片
面
强
调
个
性
又
不
尊
晋
唐
书
法
传
统
的
主
张
。

以
沈
度
为
代
表
的
台
阁
体
书
法
在
明
代
前
期
占
据
书
坛
近
一
个

世
纪
，
到
弘
治
末
年
已
日
薄
西
山
。
万
历
年
间
孙
鑛
有
言
：

『
二
沈
氏
弘
治
以
前
天
下
慕
之
，
弘
治
末
年
，
语
曰
：
「
杜
诗

颜
字
金
华
酒
，
海
味
围
棋
《
左
传
》
文
。
」
盖
是
时
始
变
颜

也
。
余
童
时
尚
闻
人
说
沈
，
今
云
或
有
不
识
，
想
吴
子
然
耳
。

出
吴
境
，
即
希
哲
、
履
吉
恐
亦
有
不
识
。
』
[13]

故
，
台
阁
体
书

法
潮
流
的
衰
退
，
亦
与
李
应
祯
、
祝
允
明
的
摇
旗
呐
喊
不
无 

关
系
。祝

允
明
强
调
一
定
要
从
晋
唐
法
帖
入
手
，
才
能
打
下
扎

实
、
深
厚
的
传
统
功
底
。
其
在
《
奴
书
订
》
中
，
主
张
『
沿
游

晋
唐
，
守
而
勿
失
』
。
在
该
文
中
还
指
出
有
人
对
宋
人
书
法
的

简
单
理
解
为
『
泥
习
耳
聆
，
未
尝
神
访
，
无
怪
执
其
言
而
失
其

旨
也
』
『
遂
使
今
士
举
为
秘
谈
，
走
也
狂
简
，
良
不
合
契
，
且

即
肤
近
』
，
只
得
狂
草
皮
毛
。
祝
允
明
在
《
书
述
》
中
，
对
其

岳
父
李
应
祯
也
毫
不
客
气
地
批
评
：
『
太
仆
资
力
故
高
，
乃
特

违
众
，
既
远
群
从
，
并
去
根
源
，
或
从
孙
枝
翻
出
已
性
，
离
立

筋
骨
，
别
安
眉
目
，
盖
其
所
发
「
奴
书
」
之
论
，
乃
其
胸
怀
自

喜
者
也
。
』
[14]

祝
氏
认
为
李
应
祯
并
没
有
去
追
索
宋
人
的
根

源—

晋
人
韵
度
，
而
只
是
从
『
孙
枝
』
（
以
晋
唐
为
祖
辈
，

宋
人
为
子
侄
，
『
孙
枝
』
即
为
宋
人
分
枝
）
中
翻
出
个
性
，
自

成
面
目
。
综
上
即
知
，
当
时
以
松
江
籍
『
二
沈
』
书
风
为
代
表

的
台
阁
体
书
法
衰
落
之
后
，
转
入
盛
行
李
应
祯
所
提
出
的
『
奴

书
』
之
说
，
反
对
赵
孟
頫
恢
复
晋
唐
书
风
，
而
片
面
追
求
个

性
，
只
学
宋
人
『
尚
意
』
书
风
。
祝
允
明
对
李
应
祯
这
一
书
法

观
进
行
了
批
判
地
继
承
，
但
并
非
全
盘
否
定
或
照
搬
。

祝
允
明
把
赵
孟
頫
恢
复
晋
唐
韵
法
看
成
是
医
治
偏
重
个

性
、
蔑
视
传
统
所
致
怪
病
的
良
药
。
其
在
《
书
述
》
中
有
评
价

赵
孟
頫
的
言
论
：
『
独
振
国
手
，
遍
友
历
代
，
归
宿
晋
唐
，

良
是
独
步
』
，
[15]

又
在
《
评
书
》
中
认
可
刘
静
能
的
观
点
：

『
…
…
（
宋
代
）
下
而
至
张
即
之
怪
诞
百
出
，
不
有
子
昂
，
孰

回
其
澜
』
[16]

，
故
在
《
跋
赵
孟
頫
书
韩
诗
》
中
辩
证
地
提
出
了

『
从
心
所
欲
而
不
逾
矩
』
的
书
学
思
想
。
其
实
，
祝
允
明
与
李

应
祯
的
『
奴
书
』
之
辨
，
实
际
上
是
针
对
书
法
取
法
的
『
根

源
』
问
题
，
在
这
一
辩
论
中
，
祝
氏
对
传
统
和
创
新
做
了
先
古

而
后
今
的
序
次
规
定
，
要
先
『
随
人
脚
踵
』
而
后
『
不
随
人

后
』
，
同
样
也
是
其
书
学
思
想
的
核
心
之
所
在
。

祝
氏
在
理
论
上
提
出
己
见
，
实
践
上
也
身
体
力
行
，
将
个

人
的
学
识
、
阅
历
、
修
养
和
个
性
融
合
到
书
法
之
中
，
表
现
出

其
卓
尔
不
群
、
独
抒
性
灵
的
艺
术
修
养
，
以
达
到
书
法
艺
术
的

神
采
奕
奕
之
美
。
祝
允
明
尤
其
强
调
对
晋
唐
韵
法
传
统
的
理
解

和
把
握
，
其
书
法
理
论
，
言
简
意
赅
，
并
且
亲
自
践
行
，
力
矫

书
坛
时
弊
。
祝
允
明
对
晋
、
唐
、
宋
、
元
诸
家
无
所
不
学
且
无

所
不
精
，
因
此
积
累
了
深
厚
的
功
力
，
又
能
独
抒
自
己
性
灵
，

故
在
大
草
领
域
成
就
颇
大
。
祝
允
明
书
法
创
作
的
成
功
，
为
其

书
学
思
想
的
确
立
提
供
了
实
践
支
撑
；
同
样
书
学
思
想
的
确

立
，
也
为
其
书
法
创
作
的
提
升
找
到
了
理
论
依
据
。
祝
允
明
的

书
法
创
作
与
书
学
思
想
，
二
者
之
间
的
关
系
是
辩
证
统
一
的
，

其
影
响
绝
不
仅
仅
局
限
于
『
吴
门
书
派
』
，
辐
射
范
围
遍
及
全

国
并
波
及
后
世
。
明
末
的
董
其
昌
和
王
铎
，
实
际
上
也
继
承
了

祝
允
明
的
书
学
思
想
，
并
超
越
了
同
时
代
的
人
。

祝
允
明
书
学
思
想
之
审
美
观
照—

功
性
俱

得
，
形
神
兼
备

祝
允
明
在
守
住
晋
唐
韵
法
的
前
提
下
，
又
能
从
宋
人
写
意

书
风
中
汲
取
精
华
，
抒
发
个
人
性
灵
。
其
在
《
书
述
》
中
批
判

沈
度
『
学
士
功
力
深
笃
，
其
所
发
越
，
十
九
在
朝
，
乃
亦
薄
有

绳
削
之
拘
，
非
其
神
之
全
也
』
[17]

，
在
大
力
赞
成
既
要
具
有
深

厚
的
晋
唐
传
统
功
力
的
同
时
，
又
能
形
成
自
己
的
风
貌
，
实
为

功
性
俱
得
。
祝
氏
在
《
跋
黄
山
谷
草
书
李
白
忆
旧
游
诗
》
有
很

充
分
的
论
述
：
『
双
井
（
黄
山
谷
）
之
学
，
大
抵
以
韵
胜
，
文

章
、
诗
、
乐
、
书
、
画
皆
然
。
姑
论
其
书
，
积
功
固
深
，
所
得

固
别
，
要
之
得
晋
人
之
韵
，
故
形
貌
若
悬
，
而
神
爽
冥
会
欤
。

此
卷
神
驰
骤
藏
真
（
怀
素
）
，
殆
有
夺
胎
之
妙
，
非
有
若
据
孔

子
比
也
，
其
故
乃
是
与
素
同
得
晋
韵
然
耳
。
』
[18]

针
对
忽
略
传
统
功
力
、
片
面
追
求
个
性
以
及
一
味
模
仿

前
人
相
貌
而
缺
乏
个
性
这
两
种
倾
向
，
祝
允
明
在
《
评
书
》
中

一
针
见
血
指
出
：
『
有
功
无
性
，
神
采
不
生
；
有
性
无
功
，
神

采
不
实
。
』
[19]

祝
允
明
正
是
运
用
此
功
性
、
神
采
理
论
对
当
时

祝
允
明  

行
书
饭
苓
赋
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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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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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坛
上
『
重
传
统
轻
个
性
』
与
『
轻
传
统
重
个
性
』
这
两
种
时

弊
进
行
了
强
烈
的
批
判
。
在
古
代
书
论
中
，
以
『
神
采
』
论
书

法
，
南
齐
王
僧
虔
《
笔
意
赞
》
即
有
：
『
书
之
妙
道
，
神
采
为

上
，
形
质
次
之
，
兼
之
者
方
可
绍
于
古
人
。
』
[20]

祝
氏
在
《
评

书
》
中
的
论
述
显
然
是
对
王
僧
虔
观
点
的
进
一
步
发
挥
。
后
来

『
神
』
还
成
为
品
评
书
法
等
级
之
首
，
苏
轼
也
把
『
神
采
』
的

概
念
列
为
书
法
审
美
的
第
一
要
素
。
但
以
往
的
『
形
神
论
』
也

只
是
停
留
在
表
面
层
次
，
而
正
是
祝
允
明
对
此
概
念
作
了
深
层

次
的
阐
述
，
揭
示
了
功
性
与
神
采
的
内
在
联
系
。
葛
鸿
桢
将

祝
允
明
功
性
与
神
采
做
了
充
分
论
述
：
『
有
功
无
性
，
神
采
不

生
，
就
像
一
个
有
功
夫
的
人
失
去
了
生
命
，
丢
了
灵
魂
，
仅
存

躯
壳
，
哪
来
神
采
？
既
然
书
之
妙
道
神
采
为
上
，
那
么
没
有
神

采
亦
即
没
有
性
灵
，
没
有
生
命
力
的
书
法
还
有
什
么
艺
术
性
可

言
！
有
性
无
功
，
神
采
不
实
，
这
种
书
法
虽
有
性
灵
，
但
终

因
无
功
而
神
采
虚
无
，
如
病
弱
之
人
。
这
种
书
法
虽
有
某
些
个

性
，
但
艺
术
性
也
欠
佳
。
』
[21]

祝
允
明
既
重
视
神
采
，
也
不
忽
略
形
质
，
其
将
与
形
质
有

关
的
笔
法
和
结
字
进
行
了
比
较
，
认
为
用
笔
比
结
字
更
重
要
。

祝
允
明
曾
引
用
苏
轼
和
范
成
大
语
来
回
答
好
友
程
星
初
的
请

教
，
苏
轼
语
『
得
形
体
不
若
得
笔
法
』
，
范
成
大
云
『
古
人
书

法
，
字
中
有
笔
，
笔
中
无
锋
，
乃
为
极
致
』
。
祝
允
明
抓
住
了

形
质
矛
盾
中
的
主
要
矛
盾—

笔
法
，
认
为
临
摹
古
人
作
品
并

非
将
注
意
力
停
留
在
区
区
点
画
的
丝
毫
不
差
之
间
，
而
应
留
心

于
笔
法
的
根
本
，
即
如
何
处
理
笔
锋
在
书
写
时
表
现
出
点
画
的

质
感
，
做
到
书
写
自
如
、
笔
在
法
中
。

在
祝
允
明
的
书
学
思
想
中
，
除
了
对
神
采
和
形
质
做
重

要
论
述
之
外
，
还
认
识
到
『
六
书
』
（
象
形
、
指
事
、
会
意
、

形
声
、
转
注
、
假
借
）
对
书
法
的
重
要
性
。
祝
氏
认
为
赵
孟
頫

作
为
元
代
乃
至
中
国
书
法
史
上
之
杰
出
代
表
，
固
有
其
天
资
聪

颖
、
归
宿
晋
唐
等
原
因
，
更
与
其
博
览
群
籍
、
深
究
『
六
书
』

有
关
。
祝
允
明
认
识
到
『
六
书
』
的
重
要
性
，
也
在
其
书
法
创

作
中
自
然
体
现
出
研
究
『
六
书
』
的
影
子
。
所
以
，
坊
间
流
传

祝
氏
之
伪
作
除
了
笔
法
怪
异
、
结
构
夸
张
、
神
采
失
色
等
特
征

外
，
也
会
因
作
伪
者
不
通
『
六
书
』
而
露
出
破
绽
。

祝
允
明
关
于
『
功
性
俱
得
，
形
神
兼
备
』
的
深
刻
论
述
，

是
其
『
从
心
所
欲
而
不
逾
矩
』
书
学
思
想
上
升
至
美
学
范
畴
内

的
审
美
观
照
。
祝
氏
晚
年
的
生
活
状
态
与
元
末
倪
瓒
诗
中
『
嗟

余
百
岁
强
半
过
，
欲
借
玄
窗
学
静
禅
』
的
情
况
何
其
相
似
，
常

常
寄
情
翰
墨
，
抒
发
郁
勃
闲
散
情
怀
。
亦
与
米
芾
『
要
之
皆
一

戏
，
不
当
问
拙
工
。
意
足
我
自
足
，
放
笔
一
戏
空
』
的
玩
世

态
度
相
吻
合
，
同
时
这
也
正
是
其
书
学
思
想
的
一
种
表
现
与 

延
伸
。

结
语祝

允
明
之
所
以
成
为
明
代
杰
出
的
书
法
大
家
，
吴
门
书
派

之
首
，
并
被
誉
为
『
一
代
之
冠
』
，
因
其
不
仅
在
书
法
创
作
上

取
得
了
非
凡
成
就
，
并
在
一
生
的
书
艺
孜
孜
求
索
中
找
到
了
艺

术
真
谛
。
祝
氏
早
年
学
书
选
择
了
『
师
承
广
泛
，
师
法
极
古
』

的
取
法
渊
源
，
又
在
书
法
实
践
中
经
历
了
『
诸
体
皆
能
，
尤
精

楷
草
』
的
孕
育
过
程
，
逐
步
确
立
了
『
重
视
晋
唐
，
不
失
个

性
』
的
『
从
心
所
欲
而
不
逾
矩
』
之
书
学
思
想
，
《
评
书
》
中

所
主
张
的
『
功
性
俱
得
，
形
神
兼
备
』
正
是
其
书
学
思
想
在
美

学
层
面
的
辩
证
审
美
观
照
。
祝
允
明
的
书
学
思
想
纠
正
了
师
古

不
化
与
师
心
自
用
两
个
极
端
，
指
出
将
二
者
有
机
统
一
才
是
学

书
正
道
，
对
后
世
书
者
具
有
积
极
而
深
远
的
借
鉴
意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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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十
四
、
七
十
四
页
。

[16] 

[19]
祝
允
明
，
《
评
书
》
；
葛
鸿
桢
，
《
祝
允
明
》
，
紫
禁

城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八
年
，
第
三
十
九
页
。

[20]
王
僧
虔
，
《
笔
意
赞
》
，
《
历
代
书
法
论
文
选
》
，
上
海

书
画
出
版
社
，
一
九
七
九
年
，
第
六
十
二
页
。

[21]
葛
鸿
桢
，
《
葛
鸿
桢
论
书
文
集
》
，
中
国
文
联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九
年
，
第
一
二
二
页
。

作
者
单
位
：
南
京
艺
术
学
院
美
术
学
院
（
二
〇
一
七
级

在
读
博
士
研
究
生
）

本
文
责
编
：
孟
小
拂

纸
短
情
浓

—

记
沈
鹏
先
生
的
四
封
回
信

乔
仁
和

赏 

析
《
笔
墨
情
缘
》
能
够
在
文
物
出
版
社
付
梓
，
我
要
感
谢

众
多
朋
友
的
支
持
，
尤
其
要
感
谢
沈
鹏
先
生
在
这
本
画
册
的
编

辑
出
版
过
程
中
所
给
予
我
的
鼓
励
和
帮
助
。
智
能
时
代
，
人
们

几
乎
有
什
么
事
情
都
在
微
信
上
一
说
即
可
，
能
够
潜
下
心
来
写

信
、
等
待
回
信
的
很
少
了
。
而
沈
鹏
先
生
在
生
活
中
一
直
保
持

着
与
书
友
通
信
的
习
惯
，
这
让
我
在
编
辑
《
笔
墨
情
缘
》
的
过

程
中
感
触
颇
深
。
遇
有
编
辑
问
题
，
我
就
写
信
向
他
请
教
，
在

这
一
年
多
的
时
间
里
，
沈
鹏
先
生
没
有
惜
墨
如
金
，
而
是
拿
起

毛
笔
给
我
写
了
四
封
言
辞
恳
切
的
回
信
，
信
中
谈
及
往
日
时

光
，
关
切
亲
朋
安
康
，
充
满
书
友
之
间
的
浓
情
，
这
是
很
多
人

梦
寐
以
求
的
。
如
今
回
忆
编
辑
过
程
中
的
点
点
滴
滴
，
再
细
读

沈
鹏
先
生
的
四
封
回
信
，
真
是
『
纸
短
情
浓
』
，
曾
经
让
我
惊

喜
连
连
的
细
节
，
如
今
回
味
起
来
，
更
令
我
感
动
。

『
能
做
的
事
尽
量
做
去
』

丁
酉
春
节
，
我
整
理
、
翻
阅
家
中
旧
藏
，
那
些
多
来
年
收

藏
的
书
法
和
美
术
作
品
，
让
我
回
忆
起
了
很
多
美
好
故
事
，
不

禁
动
了
将
它
们
结
集
出
版
的
念
头
。
出
版
《
笔
墨
情
缘
》
，
既

是
自
己
身
为
书
坛
『
参
与
者
』
的
一
些
记
录
，
亦
是
与
名
家
巨

匠
、
书
友
画
友
交
往
的
一
些
『
实
物
证
明
』
，
更
是
对
自
己
在

文
化
艺
术
界
工
作
过
的
岁
月
与
记
忆
的
梳
理
与
寄
托
。

在
《
笔
墨
情
缘
》
的
文
字
撰
写
和
图
片
收
集
阶
段
，
我

给
八
十
六
岁
高
龄
的
沈
鹏
先
生
写
了
一
封
信
，
谈
及
我
想
请
他

为
《
笔
墨
情
缘
》
题
写
书
名
的
想
法
。
本
来
没
有
抱
太
大
的
希

望
，
没
想
到
，
二
〇
一
七
年
四
月
二
十
四
日
，
沈
鹏
先
生
打
电

话
约
我
见
面
，
把
已
经
写
好
的
题
签
送
给
我
，
并
给
我
写
了
一

封
多
重
意
义
的
回
信
，
肯
定
了
我
将
这
些
作
品
结
集
出
版
的
做

法
。
同
时
，
他
在
信
中
回
忆
了
二
十
世
纪
八
十
年
代
至
九
十
年

代
，
我
们
一
起
在
中
国
书
法
家
协
会
工
作
的
感
受
：
『
我
们
合

作
的
年
代
，
工
作
有
难
做
的
一
面
…
…
然
而
大
家
都
不
泄
气
，

不
太
计
较
个
人
得
失
，
能
做
的
事
尽
量
做
去
。
』

他
肯
定
我
『
一
贯
坚
持
在
分
工
范
围
内
努
力
工
作
，
不
越

轨
』
，
并
认
为
『
这
就
叫
做
贡
献
』
。
短
短
几
句
话
，
更
坚
定

了
我
出
书
的
初
衷—

尽
量
去
做
能
做
的
事
，
钩
沉
书
坛
点
滴

往
事
，
记
录
书
界
过
往
风
华
，
同
时
，
这
本
书
编
成
之
后
，
我

既
不
起
一
个
引
人
无
限
幻
想
的
书
名
，
也
不
找
书
坛
元
老
做
一

些
推
荐—

出
版
此
书
的
本
意
，
在
我
的
序
言
中
说
得
很

明
白
：作

为
中
国
书
法
家
协
会
曾
经
的
工
作
人
员
，
作
为
中
国
书

坛
默
默
的
『
参
与
者
』
，
我
曾
看
到
那
些
书
法
界
的
风
云
人
物

进
进
出
出
我
的
办
公
室
，
更
是
零
距
离
地
听
到
那
些
书
坛
大
家

有
趣
或
感
人
的
故
事
，
并
留
下
了
他
们
的
诸
多
书
法
作
品—

这
些
佳
作
亦
是
『
物
证
』
，
当
然
他
们
也
更
是
充
满
友
谊
的

回
忆
。

『
书
坛
老
友
的
深
情
友
谊
』

在
《
笔
墨
情
缘
》
的
文
字
稿
件
基
本
完
成
以
后
，
恰
巧

有
位
朋
友
托
我
转
求
沈
鹏
先
生
的
墨
宝
，
我
就
把
书
中
部
分
文

字
稿
件
转
交
沈
鹏
先
生
阅
改
。
没
想
到
沈
鹏
先
生
在
患
眼
疾
、

身
体
欠
佳
的
情
况
下
，
还
于
二
〇
一
七
年
十
二
月
六
日
给
我
写

了
回
信
，
信
中
称
『
文
章
充
分
表
达
了
老
友
之
间
的
深
厚 

友
谊
』
。

的
确
，
我
与
沈
鹏
先
生
相
识
三
十
多
年
，
曾
陪
同
他
到
过

很
多
地
方
访
问
、
调
研
、
采
风
，
由
相
识
到
相
知
，
早
已
成
为

无
话
不
谈
的
好
朋
友
。

《
笔
墨
情
缘
》
中
我
所
记
述
这
段
时
期
的
回
忆
文
章
虽

短
，
但
我
认
为
也
能
从
一
个
侧
面
展
现
沈
鹏
先
生
的
书
品
、
人

品
，
以
及
中
国
书
法
家
协
会
草
创
时
期
和
发
展
时
期
工
作
艰
苦

而
人
人
乐
观
向
上
的
氛
围
。
沈
鹏
先
生
可
以
说
是
中
国
书
法
家

协
会
从
筹
备
到
成
立
并
一
路
发
展
的
见
证
人
，
他
担
任
中
国
书

法
家
协
会
副
主
席
、
代
主
席
到
主
席
，
整
整
二
十
年
，
把
一
生

最
宝
贵
的
年
华
都
奉
献
给
了
中
国
书
法
家
协
会
，
经
历
了
从
协

会
初
创
到
走
向
繁
荣
这
一
不
平
凡
的
历
程
。
他
先
是
和
主
席
团

成
员
一
起
协
助
启
功
主
席
，
而
后
又
带
领
主
席
团
和
中
国
书
法

家
协
会
分
党
组
一
道
，
在
毫
无
先
例
可
循
的
情
况
下
，
筚
路
蓝

缕
，
一
路
前
行
，
其
中
的
艰
辛
与
快
乐
，
非
亲
历
者
所
不
能

言
也
。

这
真
是
最
好
的
新
年
礼
物

在
众
多
书
画
家
及
朋
友
的
支
持
下
，
《
笔
墨
情
缘
》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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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允明  楷书《蜀前将军关公庙碑》页 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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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有端严秀美之趣，是其中年师法魏晋的典型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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