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
中
期
『
吴
门
书
派
』
对
黄
庭
坚
的
接
受

方
泽
亚 

周
子
芾

书
法
史
研
究

【
摘 

要
】
黄
庭
坚
作
为
『
尚
意
』
书
风
的
倡
导
者
之
一
，
其
书
法
对
后
世
产
生
了
深
远
的

影
响
。
本
文
浅
析
明
中
期
『
吴
门
书
派
』
对
黄
庭
坚
书
法
的
接
受
情
况
，
同
时
分
析
黄
庭
坚
书
法

被
接
受
的
原
因
，
以
期
对
当
下
的
书
法
学
习
和
创
作
有
所
裨
益
。

【
关
键
词
】
『
吴
门
书
派
』 

 

黄
庭
坚 

 

接
受

宋
克
为
『
吴
门
书
派
』
的
开
创
者
，
其
后
经
徐
有
贞
、
沈

周
、
李
应
祯
、
吴
宽
、
王
鏊
等
人
传
至
祝
允
明
、
文
徵
明
。
现

以
沈
周
、
文
徵
明
、
祝
允
明
等
主
要
代
表
书
家
为
例
，
从
多
个

角
度
分
析
明
中
期
书
家
对
黄
庭
坚
的
接
受
。

『
吴
门
书
派
』
取
法
黄
庭
坚
的
书
家

一
、
沈
周

《
明
史
》
称
沈
周
『
字
仿
黄
庭
坚
』
，
他
四
十
五
岁
前

后
转
学
宋
人
书
法
，
五
十
四
岁
到
六
十
岁
左
右
对
多
家
进
行
融

合
，
一
些
作
品
已
有
较
明
显
的
黄
山
谷
风
貌
，
六
十
岁
以
后
有

自
己
特
色
的
书
风
逐
渐
稳
定
。

从
他
后
期
的
作
品
来
看
，
有
些
字
形
如
『
相
』
『
令
』

『
然
』
『
看
』
等
，
与
黄
庭
坚
书
法
几
乎
相
同
，
只
是
用
笔
上

略
少
了
一
些
波
磔
起
伏
，
但
书
写
感
更
强
，
气
韵
上
则
与
之

相
似
。王

世
贞
在
《
沈
周
像
赞
》
中
评
价
沈
周
书
法
云
：
『
书

法
双
井
，
矻
矻
未
化
。
』
认
为
其
学
黄
庭
坚
未
能
创
新
。
汪
砢

玉
在
《
珊
瑚
网
》
法
书
题
跋
卷
二
十
二
中
收
录
《
沈
石
田
仿
双

井
书
》
，
后
有
题
跋
曰
：
『
仅
得
其
竦
肩
寒
俭
耳
，
不
得
势

也
。
』
认
为
沈
周
学
黄
未
窥
全
貌
、
只
得
数
分
。
当
然
，
且
不

论
沈
周
学
习
时
的
个
人
偏
好
和
取
舍
，
他
学
习
黄
庭
坚
这
件
事

情
本
身
，
在
当
时
已
然
是
开
拓
创
新
、
引
领
风
尚
了
。

张
金
梁
评
价
沈
周
道
：
『
由
于
不
重
科
举
，
书
法
学
习
便

不
受
「
台
阁
体
」
左
右
，
其
喜
黄
庭
坚
之
中
锋
劲
健
，
以
便
与

画
山
水
所
追
求
的
「
锥
画
沙
」
笔
法
相
结
合
，
便
大
加
练
习
，

成
就
斐
然
，
开
明
代
习
黄
庭
坚
书
之
先
河
。
』
[1]

二
、
文
徵
明

文
徵
明
早
年
和
中
年
受
黄
庭
坚
的
影
响
比
较
小
，
晚
年
为

了
适
应
当
时
大
尺
幅
书
法
形
式
变
化
的
要
求
，
开
始
取
法
黄
庭

坚
大
字
行
楷
书
法
。
受
黄
庭
坚
书
法
影
响
，
文
徵
明
狂
草
书
法

作
品
中
也
渐
渐
融
入
山
谷
笔
意
。

从
『
笔
』
『
水
』
『
语
』
『
清
』
等
字
来
看
，
文
徵
明

的
书
写
速
度
明
显
较
快
，
如
『
语
』
字
的
右
半
部
分
和
『
清
』

字
的
三
点
水
。
起
笔
收
笔
的
处
理
也
相
对
简
化
和
草
率
，
如

『
水
』
字
的
竖
钩
和
『
清
』
字
第
一
横
的
起
笔
，
『
水
』
字
竖

钩
和
『
语
』
字
的
第
一
点
的
收
笔
。

王
中
焰
分
析
，
文
徵
明
在
大
字
行
书
上
削
弱
了
黄
庭
坚
的

笔
法
特
征
和
结
字
的
健
峭
，
变
得
平
和
含
蓄
，
草
书
上
则
在
运

笔
和
线
条
方
面
都
有
了
很
多
不
同
，
转
迟
涩
为
轻
快
，
有
了
自

己
的
发
展
。
正
如
葛
鸿
桢
所
言
：
『
事
实
上
这
类
大
行
书
是
用

黄
体
结
构
、
文
家
笔
意
。
』
[2]

与
黄
庭
坚
书
法
相
比
，
文
徵
明

多
了
些
整
饬
，
少
了
些
穿
插
与
纵
横
。

三
、
祝
允
明

祝
允
明
早
年
师
法
锺
、
王
、
颜
，
法
度
严
谨
，
中
年
以
后

多
行
草
，
五
十
岁
以
后
多
草
书
。
从
他
传
世
的
草
书
作
品
看
，

其
气
势
虽
出
自
张
旭
、
怀
素
，
但
用
笔
点
画
、
结
字
却
是
自
『
二

王
』
以
来
的
各
家
综
合
，
其
中
受
黄
庭
坚
草
书
影
响
颇
深
[3]

。

在
黄
庭
坚
以
后
，
草
书
与
行
书
笔
法
的
混
杂
成
为
常
见
的

现
象
，
祝
允
明
草
书
中
的
平
直
点
画
（
唐
人
草
书
中
未
见
）
和

邻
字
的
穿
插
都
能
看
出
受
黄
庭
坚
的
影
响
。
[4]

这
也
是
祝
允
明

与
沈
周
、
文
徵
明
两
人
在
学
习
黄
庭
坚
上
的
不
同
之
处
，
他
对

黄
庭
坚
的
学
习
已
经
摒
弃
了
单
纯
的
临
摹
，
而
是
将
黄
字
的
笔

意
渗
透
于
自
己
的
风
格
之
中
。
[5]

《
致
元
和
札
》
通
篇
大
小
错
落
、
富
于
变
化
、
自
然
流

畅
，
但
是
像
这
种
几
乎
纯
用
黄
庭
坚
笔
意
的
作
品
是
比
较
少
见

的
，
祝
允
明
对
黄
庭
坚
的
学
习
更
多
的
还
是
遗
貌
取
神
，
把
精

神
化
为
己
用
。
《
赠
索
处
士
七
律
诗
轴
》
篇
章
上
排
布
自
如
，

字
形
还
能
看
出
不
少
黄
庭
坚
的
痕
迹
，
点
的
运
用
则
如
出
一

辙
，
可
见
祝
允
明
为
了
寻
找
适
合
自
己
的
草
书
条
幅
创
作
方

法
，
对
黄
庭
坚
草
书
做
了
各
式
各
样
的
『
调
和
』
。
[6]

只
是
黄

庭
坚
大
草
多
写
横
幅
，
祝
允
明
则
变
为
竖
轴
，
风
味
又
有
许
多

不
同
。四

、
其
他
书
家

陈
淳
、
徐
渭
等
人
都
是
黄
庭
坚
书
风
的
追
随
者
。
陈
淳
的

行
草
书
作
品
《
山
居
杂
赋
卷
》
颇
有
黄
庭
坚
笔
意
；
徐
渭
作
为

笔
之
法
。
以
此
为
学
书
之
要
津
，
欲
他
人
知
晓
之
。
故
五
代
以

降
，
书
家
多
有
论
述
此
『
拨
镫
法
』
，
若
清
人
戈
守
智
《
汉
溪

书
法
通
解
》
卷
二
《
执
笔
》
中
增
益
李
煜
此
七
字
法
为
『
擫
、

压
、
钩
、
揭
、
抵
、
拒
、
导
、
送
』
八
字
，
并
详
述
之
。

《
研
北
杂
志
》
卷
上
载
有
后
主
另
一
有
关
书
评
之
文
字
，

文
曰
：
『
南
唐
李
后
主
谓
：
「
善
书
法
者
，
各
得
右
军
之
一

体
。
若
虞
世
南
得
其
美
韵
，
而
失
其
俊
迈
；
欧
阳
询
得
其
力
，

而
失
其
温
秀
；
褚
遂
良
得
其
意
，
而
失
其
变
化
；
薛
稷
得
其

清
，
而
失
其
窘
拘
；
颜
真
卿
得
其
筋
，
而
失
于
粗
鲁
；
柳
公
权

得
其
骨
，
而
失
于
生
犷
；
徐
浩
得
其
肉
，
而
失
于
俗
；
李
邕
得

其
气
，
而
失
于
体
格
；
张
旭
得
其
法
，
而
失
于
狂
；
独
献
之
俱

得
，
而
失
于
惊
急
，
无
蕴
藉
态
度
。
」
观
此
言
，
则
是
终
无

有
得
其
全
者
。
』
[36]

由
是
观
之
，
后
主
李
煜
以
宗
羲
之
为
尚
，

以
蕴
藉
为
态
度
，
并
以
羲
之
书
评
唐
代
诸
家
书
风
，
各
论
其

得
失
。
且
以
『
韵
』
『
力
』
『
意
』
『
清
』
『
筋
』
『
骨
』

『
肉
』
『
气
』
『
法
』
等
分
论
之
，
可
见
后
主
赏
鉴
之
功
及
其

对
唐
代
诸
家
书
风
区
别
之
精
微
。
自
非
才
性
自
足
又
勤
奋
临
池

者
，
能
辨
之
若
是
耶
？
李
煜
以
王
羲
之
为
尚
，
举
凡
欧
、
虞
、

褚
、
薛
等
唐
代
楷
、
行
、
草
诸
名
家
，
以
为
此
诸
家
皆
从
王

羲
之
出
，
尽
辨
诸
家
之
得
失
。
提
出
『
韵
』
『
意
』
『
力
』

『
骨
』
『
筋
』
『
肉
』
『
气
』
『
清
』
『
法
』
等
审
美
标
准
，

并
以
『
蕴
藉
』
最
为
难
学
，
评
献
之
学
父
俱
得
而
失
于
蕴
藉
。

李
煜
尊
唐
太
宗
之
『
书
圣
』
论
，
以
为
羲
之
应
为
历
代
书
家
之

典
范
，
评
骘
书
家
之
得
失
全
以
羲
之
为
标
的
。
明
人
王
绂
评
此

篇
云
：
『
右
南
唐
后
主
李
煜
《
评
书
》
一
则
。
中
以
虞
伯
施
为

失
其
逸
，
张
长
史
为
失
其
狂
，
二
公
俱
有
所
不
可
辞
。
至
于

「
粗
鲁
」
二
字
，
未
免
语
不
于
伦
矣
。
其
气
、
韵
、
筋
、
骨
等

字
，
亦
能
中
肯
。
』
[37]

其
评
诸
家
得
失
不
以
一
词
概
之
而
分
论

之
，
此
种
批
评
法
为
宋
以
降
书
论
家
所
发
扬
。
然
以
唐
诸
家
尽

从
羲
之
出
，
未
免
失
之
偏
颇
。

《
衍
极
》
载
后
主
评
颜
真
卿
书
法
语
，
曰
：
『
真
卿
之

书
，
有
楷
法
而
无
佳
处
，
正
如
叉
手
并
脚
，
田
舍
汉
耳
。
』
[38]

此
与
其
《
书
评
》
中
『
颜
真
卿
得
其
（
羲
之
）
筋
而
失
于
粗

鲁
』
语
，
意
同
耳
。
皆
是
以
为
颜
真
卿
书
虽
学
有
楷
法
而
得
王

羲
之
之
筋
，
然
失
于
粗
鲁
，
即
笔
画
、
结
体
较
羲
之
肥
厚
，
无

有
雅
韵
，
甚
有
如
叉
手
并
脚
之
田
舍
汉
。
此
论
亦
映
照
于
后
主

所
书
，
后
主
书
风
虽
面
貌
多
样
，
而
终
以
『
瘦
』
『
险
』
『
遒

劲
』
为
趋
，
正
与
此
评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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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
，
台
湾
商
务
印
书
馆
，
一
九
七
五
年
，
第
七
十
八
页
。

[32]
杨
慎
，
《
墨
池
琐
录
》
，
《
景
印
文
渊
阁
四
库
全
书
》
，

台
湾
商
务
印
书
馆
，
一
九
七
五
年
，
第
十
三
页
。

[33]
陈
思
，
《
书
苑
菁
华
》
，
《
景
印
文
渊
阁
四
库
全
书
》
，

台
湾
商
务
印
书
馆
，
一
九
七
五
年
，
第
二
〇
二
页
。

[34]
张
绅
，
《
法
书
通
释
》
，
《
丛
书
集
成
》
，
上
海
商
务
印

书
馆
，
一
九
三
六
年
，
第
五
十
四
页
。

[35]
戈
守
智
，
《
汉
溪
书
法
通
解
》
，
乾
隆
齐
云
阁
刻
本
。

[36]
陆
友
仁
，
《
研
北
杂
志
》
，
《
景
印
文
渊
阁
四
库
全

书
》
，
台
湾
商
务
印
书
馆
，
一
九
七
五
年
，
第
五
七
三
页
。

[37]
王
绂
，
《
论
书
》
；
崔
尔
平
，
《
明
清
书
论
集
》
，
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
，
二
〇
一
一
年
，
第
二
十
二
页
。

[38]
郑
杓
撰
，
刘
有
定
注
，
《
衍
极
》
，
《
景
印
文
渊
阁
四
库

全
书
》
，
台
湾
商
务
印
书
馆
，
一
九
七
五
年
，
第
四
五
七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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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展
现
出
来
的
美
的
范
式
一
一
提
取
出
来
，
作
为
书
法
创
作
的

诸
多
手
段
，
并
在
创
作
过
程
中
把
曾
经
隐
而
不
显
的
美
感
因
素

合
理
地
放
大
、
排
布
开
来
。
这
时
候
，
书
法
的
『
达
其
情
性
、

形
其
哀
乐
』
功
能
稍
有
式
微
，
『
智
巧
兼
优
』
『
好
异
尚
奇
』

的
趋
向
略
加
突
出
，
书
法
作
为
艺
术
品
来
完
成
的
迹
象
则
更
加

明
显
，
这
种
迹
象
在
他
的
草
书
作
品
里
体
现
得
淋
漓
尽
致
。

祝
允
明
的
草
书
深
受
其
影
响
，
但
狂
态
未
脱
、
愤
激
仍

存
。
他
的
草
书
作
品
已
然
打
破
传
统
范
式
，
吸
收
了
黄
庭
坚
的

『
排
布
』
之
法
，
并
在
意
韵
上
有
了
很
大
突
破
。
徐
渭
比
祝
允

明
有
过
之
而
无
不
及
，
袁
宏
道
极
力
推
重
徐
渭
，
正
是
看
到
了

他
艺
术
作
品
中
这
种
『
独
抒
性
灵
』
的
特
点
。

浪
漫
书
风
将
书
法
的
实
用
功
能
降
至
最
低
，
而
使
书
法
的

艺
术
性
得
到
最
充
分
的
发
挥
。
[13]

明
末
的
张
瑞
图
、
黄
道
周
、

倪
元
璐
、
王
铎
等
人
，
锐
意
入
古
并
各
自
求
新
，
展
示
出
自
己

独
特
的
艺
术
语
言
。

如
黄
君
所
说
：
『
山
谷
所
作
楷
书
，
不
再
恪
守
晋
唐
以

来
笔
法
、
结
字
严
整
、
规
范
的
书
法
标
准
，
而
是
把
汉
字
艺
术

化
，
从
笔
法
、
结
字
、
章
法
等
多
角
度
，
全
方
位
重
新
塑
造
个

性
化
的
楷
书
形
象
。
我
们
注
意
到
，
这
实
际
上
是
对
晋
唐
以
来

楷
书
规
则
的
一
次
大
革
命
…
…
他
留
给
后
人
的
不
仅
仅
是
一

个
理
论
，
一
种
艺
术
思
想
，
同
时
更
是
一
种
变
法
创
新
的
典

范
。
』
[14]

明
中
后
期
书
家
的
艺
术
追
求
，
可
谓
黄
庭
坚
精
神
的

隔
代
显
扬
。

三
、
视
觉
效
应

书
法
的
发
展
与
书
法
作
品
的
形
式
变
化
息
息
相
关
。

明
代
书
法
的
装
裱
形
式
，
由
于
时
代
因
素
及
清
玩
文
化
、
市

民
文
化
的
影
响
，
发
展
空
前
。
书
法
悬
挂
欣
赏
，
早
在
宋
代

已
经
出
现
，
经
过
元
人
的
拓
展
，
到
了
明
代
中
叶
以
后
开
始

走
向
成
熟
。
明
以
前
，
书
法
的
样
式
主
要
为
横
式
的
手
卷
和

册
页
，
也
有
团
扇
、
条
幅
等
，
经
过
明
代
的
发
展
，
手
卷
演

变
到
了
长
卷
，
新
样
式
折
扇
也
出
现
了
。
尤
其
值
得
重
视
的

是
，
条
幅
、
中
堂
、
对
联
等
新
样
式
尺
寸
逐
渐
增
大
，
有
的

甚
至
超
过
丈
二
。

尺
牍
、
信
札
、
草
稿
等
实
用
性
与
艺
术
性
兼
有
，
手
卷
、

册
页
、
扇
面
则
专
事
艺
术
欣
赏
，
多
在
手
上
把
玩
、
案
头
品

鉴
。
条
幅
、
中
堂
、
对
联
等
则
须
立
式
远
观
，
这
也
导
致
了
巨

幅
作
品
的
大
量
出
现
，
将
书
法
从
『
捧
在
手
上
』
展
玩
变
为
了

『
挂
在
墙
上
』
欣
赏
。
这
些
形
式
的
盛
行
，
增
加
了
书
法
形
式

美
的
内
涵
。
作
品
形
式
的
发
展
，
改
变
了
观
赏
的
方
式
，
欣
赏

视
角
的
变
化
也
对
作
品
提
出
了
更
多
的
要
求
。
为
了
适
应
篇
幅

和
视
角
的
变
化
，
也
是
文
徵
明
、
祝
允
明
等
人
取
用
黄
庭
坚
风

格
的
重
要
原
因
。

把
书
作
悬
之
厅
堂
，
由
于
尺
幅
变
大
，
字
也
随
着
变
大
，

尺
牍
翰
札
中
微
妙
而
复
杂
的
用
笔
，
在
拉
伸
变
大
之
后
韵
味

明
显
减
弱
。
本
来
由
多
个
微
妙
动
作
在
瞬
间
结
合
而
成
的
技

法
，
一
旦
放
大
开
来
，
就
能
被
看
得
一
清
二
楚
，
『
丰
富
』
被

还
原
成
『
简
单
』
，
『
精
微
』
变
得
『
直
白
』
。
书
法
三
要
素

用
笔
、
结
字
、
章
法
中
，
曾
居
于
核
心
位
置
的
笔
法
的
作
用
开

始
衰
微
，
而
结
字
法
与
章
法
则
因
视
觉
欣
赏
方
式
的
改
变
而
增

强
。
为
了
丰
富
笔
墨
趣
味
，
引
起
视
觉
上
的
震
撼
，
甚
至
连
中

国
画
的
『
墨
分
五
色
』
也
被
运
用
在
书
法
创
作
当
中
，
使
作
品

的
感
官
效
果
更
加
强
烈
，
这
也
是
为
什
么
明
人
书
法
笔
法
不
精

而
姿
态
跃
出
的
原
因
。
这
样
，
为
了
适
应
尺
幅
的
变
化
，
书
家

们
把
重
点
由
精
到
的
笔
法
转
向
具
有
巨
大
视
觉
感
染
力
的
字

法
、
章
法
。
变
含
蓄
为
张
扬
，
化
内
蕴
为
排
场
，
神
韵
对
心
灵

的
震
撼
转
移
到
了
形
式
美
感
对
视
觉
的
冲
击
。

回
溯
到
宋
代
，
黄
庭
坚
早
已
在
表
现
个
人
特
色
的
同
时

又
非
常
注
重
形
式
的
美
感
，
在
书
法
作
品
的
视
觉
性
上
对
前
人

有
相
当
大
的
突
破
。
他
不
仅
喜
欢
书
写
大
字
，
在
字
形
大
小
上

有
别
于
旁
人
，
法
度
上
也
对
自
古
以
来
一
脉
相
承
的
晋
唐
古
法

做
出
了
极
大
的
突
破
。
突
破
的
过
程
夹
杂
着
支
离
、
解
构
与
改

造
，
给
人
的
直
观
感
受
即
是
古
法
浇
薄
、
离
经
叛
道
、
不
拘
常

理
并
带
有
强
烈
的
独
特
风
格
。
在
他
这
里
，
书
法
艺
术
中
各
个

基
本
要
素
的
作
用
更
加
彰
显
，
甚
至
分
工
明
确
，
用
笔
、
结

表二 黄庭坚、文徵明单字对比

笔 水 语 清

黄庭坚《寒山子庞居士诗卷》

文徵明《游虎丘诗卷》

晚
明
浪
漫
主
义
书
风
的
倡
导
者
，
行
书
作
品
《
女
芙
馆
十
咏
》

中
『
咏
山
楂
』
带
有
明
显
的
学
黄
痕
迹
，
而
且
其
草
书
将
黄
庭

坚
的
风
韵
吸
收
化
用
，
以
神
会
而
不
拘
于
形
，
是
受
黄
庭
坚
影

响
较
大
的
书
家
之
一
。

明
人
受
黄
庭
坚
书
法
影
响
的
原
因

一
、
在
收
藏
中
涵
养
创
作

沈
周
精
于
鉴
藏
，
家
中
多
收
藏
宋
代
墨
迹
。
据
阮
荣
春

统
计
，
《
故
宫
书
画
录
》
所
著
录
作
品
中
盖
有
『
沈
周
宝
玩
』

『
吴
沈
氏
有
竹
庄
图
书
』
等
沈
周
收
藏
印
的
宋
人
法
书
作
品
可

达
九
十
八
幅
，
其
中
行
草
书
居
多
。

又
据
明
都
穆
《
寓
意
编
》
记
载
，
沈
周
家
藏
黄
庭
坚
作

品
至
少
四
件
，
分
别
为
《
大
楷
书
杜
甫
律
诗
二
首
》
《
大
字 

︿
经
伏
波
神
祠
诗
﹀
》
《
苏
舜
钦
、
蔡
襄
、
苏
轼
、
苏
辙
、
黄

庭
坚
、
米
芾
诸
人
遗
墨
一
册
》
《
蔡
襄
、
苏
轼
、
黄
庭
坚
、

米
芾
书
真
迹
一
卷
》
。
另
据
吴
宽
《
跋
山
谷
书
︿
发
愿
文
﹀
》

云
：
『
启
南
所
藏
黄
书
数
种
，
予
尝
获
遍
览
，
当
以
此
卷
为

最
。
』
可
见
《
发
愿
文
》
也
为
沈
周
收
藏
过
。
据
杨
仁
恺
《
国

宝
沉
浮
录
》
载
：
『
黄
庭
坚
书
《
赠
张
大
同
诗
序
》
后
亦
有
沈

周
题
跋
。
』
[7]

这
些
都
为
沈
周
师
宋
人
营
造
了
绝
佳
环
境
。

以
当
时
沈
周
的
声
望
和
他
对
待
黄
庭
坚
书
法
的
态
度
，
很

难
不
对
吴
中
地
区
的
书
家
群
体
及
其
书
法
风
格
形
成
影
响
。
如

刘
静
所
说
：
『
沈
周
对
于
明
代
转
学
宋
人
书
法
有
不
可
磨
灭
之

功
，
他
的
书
法
是
明
代
书
法
的
分
水
岭
。
在
他
之
前
，
徐
有
贞

已
经
做
出
一
些
转
变
，
沈
周
则
突
破
时
人
影
响
，
直
师
宋
人
，

同
时
为
后
辈
书
家
的
发
展
拓
宽
了
道
路
。
』
[8]

文
徵
明
曾
学
文
于
吴
宽
，
学
画
于
沈
周
，
学
书
于
李
应

桢
。
对
于
黄
庭
坚
，
他
是
受
沈
周
的
影
响
而
涉
猎
的
[9]

。
据
葛

洪
桢
在
《
论
吴
门
书
派
》
中
论
述
，
文
徵
明
十
九
岁
拜
沈
周
为

师
，
时
年
六
十
二
岁
的
沈
周
，
『
山
谷
体
』
书
风
已
然
成
熟
，

沈
家
收
藏
宏
盛
，
所
藏
多
件
山
谷
书
迹
中
《
经
伏
波
神
祠
诗

表一 黄庭坚、沈周单字对比

相 令 然 看

黄庭坚《松风阁》

沈周《化须疏》

卷
》
对
文
徵
明
影
响
最
大
，
后
此
卷
归
华
中
甫
收
藏
，
其
后
又

请
文
徵
明
题
跋
，
所
以
『
文
徵
明
晚
年
的
大
行
书
以
山
谷
为

体
，
实
则
早
由
沈
周
为
他
埋
下
种
子
』
[10]

。

事
实
上
，
更
早
一
些
的
徐
有
贞
已
经
开
始
尝
试
突
破
明
初

书
风
，
向
唐
、
宋
人
取
法
，
这
也
打
破
了
元
代
以
来
提
倡
『
书

必
晋
唐
』
，
而
排
斥
宋
人
书
法
的
局
面
，
他
的
书
法
出
现
了
天

真
率
意
的
审
美
趋
向
。
他
的
学
书
途
径
，
对
『
吴
门
书
派
』
学

习
宋
人
有
着
较
大
影
响
。

 

二
、
艺
术
自
觉

唐
代
以
来
，
文
字
愈
加
规
范
，
加
上
印
刷
术
的
出
现
解

决
了
规
范
字
复
制
效
率
问
题
，
书
法
则
由
实
用
向
艺
术
审
美
倾

斜
，
宋
代
开
『
尚
意
』
书
风
之
先
河
，
明
代
中
叶
书
法
则
处
在

由
实
用
向
艺
术
审
美
的
过
渡
阶
段
。
[11]

到
了
明
代
晚
期
，
书
法

作
品
已
经
形
成
市
场
、
走
入
厅
堂
，
装
饰
意
味
更
加
明
显
。

宋
以
前
，
实
用
乃
是
书
法
的
主
要
目
的
。
书
家
在
承
袭

古
法
的
基
础
上
，
风
格
不
断
变
化
，
其
结
果
多
是
性
情
、
学

养
、
时
代
风
气
等
的
直
接
展
现
。
到
了
苏
轼
、
黄
庭
坚
、
米
芾

等
人
，
如
果
说
苏
轼
确
是
抒
发
了
自
我
，
米
芾
当
真
挥
洒
了
性

情
，
黄
庭
坚
则
更
多
体
现
了
从
自
由
书
写
到
理
性
安
排
的
转

变
，
多
了
把
自
己
的
书
法
作
为
艺
术
品
来
『
加
工
』
的
成
分
。

既
然
是
加
工
，
自
然
要
收
敛
一
些
洒
脱
，
多
一
些
思
虑
，
不
同

于
以
往
的
一
任
逍
遥
、
肆
意
纵
横
，
这
一
点
可
以
从
黄
庭
坚
的

书
法
迟
多
于
速
的
特
征
中
直
接
看
出
。
然
而
他
又
在
《
书
家
弟

幼
安
作
草
后
》
中
说
：
『
老
夫
之
书
，
本
无
法
也
。
但
观
世
间

万
缘
，
如
蚊
蚋
聚
散
，
未
尝
一
事
横
于
胸
中
。
』
[12]

似
乎
已
经

超
脱
限
制
、
逾
越
规
矩
，
其
实
这
里
的
『
无
法
』
，
乃
是
法

度
运
用
精
熟
，
『
无
间
心
手
，
忘
怀
楷
则
』
的
境
界
，
也
就
是

『
从
心
所
欲
不
逾
矩
』
，
在
『
镣
铐
』
中
合
于
『
桑
林
之
舞
』

的
境
界
。

黄
庭
坚
对
书
法
的
思
考
，
从
他
的
作
品
中
能
直
观
地
看

到
，
从
点
画
、
结
字
到
篇
章
布
局
，
与
前
人
有
着
显
著
的
差

异
。
黄
庭
坚
可
谓
是
一
位
勇
敢
的
创
新
者
。
他
把
古
人
不
经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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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展
现
出
来
的
美
的
范
式
一
一
提
取
出
来
，
作
为
书
法
创
作
的

诸
多
手
段
，
并
在
创
作
过
程
中
把
曾
经
隐
而
不
显
的
美
感
因
素

合
理
地
放
大
、
排
布
开
来
。
这
时
候
，
书
法
的
『
达
其
情
性
、

形
其
哀
乐
』
功
能
稍
有
式
微
，
『
智
巧
兼
优
』
『
好
异
尚
奇
』

的
趋
向
略
加
突
出
，
书
法
作
为
艺
术
品
来
完
成
的
迹
象
则
更
加

明
显
，
这
种
迹
象
在
他
的
草
书
作
品
里
体
现
得
淋
漓
尽
致
。

祝
允
明
的
草
书
深
受
其
影
响
，
但
狂
态
未
脱
、
愤
激
仍

存
。
他
的
草
书
作
品
已
然
打
破
传
统
范
式
，
吸
收
了
黄
庭
坚
的

『
排
布
』
之
法
，
并
在
意
韵
上
有
了
很
大
突
破
。
徐
渭
比
祝
允

明
有
过
之
而
无
不
及
，
袁
宏
道
极
力
推
重
徐
渭
，
正
是
看
到
了

他
艺
术
作
品
中
这
种
『
独
抒
性
灵
』
的
特
点
。

浪
漫
书
风
将
书
法
的
实
用
功
能
降
至
最
低
，
而
使
书
法
的

艺
术
性
得
到
最
充
分
的
发
挥
。
[13]

明
末
的
张
瑞
图
、
黄
道
周
、

倪
元
璐
、
王
铎
等
人
，
锐
意
入
古
并
各
自
求
新
，
展
示
出
自
己

独
特
的
艺
术
语
言
。

如
黄
君
所
说
：
『
山
谷
所
作
楷
书
，
不
再
恪
守
晋
唐
以

来
笔
法
、
结
字
严
整
、
规
范
的
书
法
标
准
，
而
是
把
汉
字
艺
术

化
，
从
笔
法
、
结
字
、
章
法
等
多
角
度
，
全
方
位
重
新
塑
造
个

性
化
的
楷
书
形
象
。
我
们
注
意
到
，
这
实
际
上
是
对
晋
唐
以
来

楷
书
规
则
的
一
次
大
革
命
…
…
他
留
给
后
人
的
不
仅
仅
是
一

个
理
论
，
一
种
艺
术
思
想
，
同
时
更
是
一
种
变
法
创
新
的
典

范
。
』
[14]

明
中
后
期
书
家
的
艺
术
追
求
，
可
谓
黄
庭
坚
精
神
的

隔
代
显
扬
。

三
、
视
觉
效
应

书
法
的
发
展
与
书
法
作
品
的
形
式
变
化
息
息
相
关
。

明
代
书
法
的
装
裱
形
式
，
由
于
时
代
因
素
及
清
玩
文
化
、
市

民
文
化
的
影
响
，
发
展
空
前
。
书
法
悬
挂
欣
赏
，
早
在
宋
代

已
经
出
现
，
经
过
元
人
的
拓
展
，
到
了
明
代
中
叶
以
后
开
始

走
向
成
熟
。
明
以
前
，
书
法
的
样
式
主
要
为
横
式
的
手
卷
和

册
页
，
也
有
团
扇
、
条
幅
等
，
经
过
明
代
的
发
展
，
手
卷
演

变
到
了
长
卷
，
新
样
式
折
扇
也
出
现
了
。
尤
其
值
得
重
视
的

是
，
条
幅
、
中
堂
、
对
联
等
新
样
式
尺
寸
逐
渐
增
大
，
有
的

甚
至
超
过
丈
二
。

尺
牍
、
信
札
、
草
稿
等
实
用
性
与
艺
术
性
兼
有
，
手
卷
、

册
页
、
扇
面
则
专
事
艺
术
欣
赏
，
多
在
手
上
把
玩
、
案
头
品

鉴
。
条
幅
、
中
堂
、
对
联
等
则
须
立
式
远
观
，
这
也
导
致
了
巨

幅
作
品
的
大
量
出
现
，
将
书
法
从
『
捧
在
手
上
』
展
玩
变
为
了

『
挂
在
墙
上
』
欣
赏
。
这
些
形
式
的
盛
行
，
增
加
了
书
法
形
式

美
的
内
涵
。
作
品
形
式
的
发
展
，
改
变
了
观
赏
的
方
式
，
欣
赏

视
角
的
变
化
也
对
作
品
提
出
了
更
多
的
要
求
。
为
了
适
应
篇
幅

和
视
角
的
变
化
，
也
是
文
徵
明
、
祝
允
明
等
人
取
用
黄
庭
坚
风

格
的
重
要
原
因
。

把
书
作
悬
之
厅
堂
，
由
于
尺
幅
变
大
，
字
也
随
着
变
大
，

尺
牍
翰
札
中
微
妙
而
复
杂
的
用
笔
，
在
拉
伸
变
大
之
后
韵
味

明
显
减
弱
。
本
来
由
多
个
微
妙
动
作
在
瞬
间
结
合
而
成
的
技

法
，
一
旦
放
大
开
来
，
就
能
被
看
得
一
清
二
楚
，
『
丰
富
』
被

还
原
成
『
简
单
』
，
『
精
微
』
变
得
『
直
白
』
。
书
法
三
要
素

用
笔
、
结
字
、
章
法
中
，
曾
居
于
核
心
位
置
的
笔
法
的
作
用
开

始
衰
微
，
而
结
字
法
与
章
法
则
因
视
觉
欣
赏
方
式
的
改
变
而
增

强
。
为
了
丰
富
笔
墨
趣
味
，
引
起
视
觉
上
的
震
撼
，
甚
至
连
中

国
画
的
『
墨
分
五
色
』
也
被
运
用
在
书
法
创
作
当
中
，
使
作
品

的
感
官
效
果
更
加
强
烈
，
这
也
是
为
什
么
明
人
书
法
笔
法
不
精

而
姿
态
跃
出
的
原
因
。
这
样
，
为
了
适
应
尺
幅
的
变
化
，
书
家

们
把
重
点
由
精
到
的
笔
法
转
向
具
有
巨
大
视
觉
感
染
力
的
字

法
、
章
法
。
变
含
蓄
为
张
扬
，
化
内
蕴
为
排
场
，
神
韵
对
心
灵

的
震
撼
转
移
到
了
形
式
美
感
对
视
觉
的
冲
击
。

回
溯
到
宋
代
，
黄
庭
坚
早
已
在
表
现
个
人
特
色
的
同
时

又
非
常
注
重
形
式
的
美
感
，
在
书
法
作
品
的
视
觉
性
上
对
前
人

有
相
当
大
的
突
破
。
他
不
仅
喜
欢
书
写
大
字
，
在
字
形
大
小
上

有
别
于
旁
人
，
法
度
上
也
对
自
古
以
来
一
脉
相
承
的
晋
唐
古
法

做
出
了
极
大
的
突
破
。
突
破
的
过
程
夹
杂
着
支
离
、
解
构
与
改

造
，
给
人
的
直
观
感
受
即
是
古
法
浇
薄
、
离
经
叛
道
、
不
拘
常

理
并
带
有
强
烈
的
独
特
风
格
。
在
他
这
里
，
书
法
艺
术
中
各
个

基
本
要
素
的
作
用
更
加
彰
显
，
甚
至
分
工
明
确
，
用
笔
、
结

表二 黄庭坚、文徵明单字对比

笔 水 语 清

黄庭坚《寒山子庞居士诗卷》

文徵明《游虎丘诗卷》

晚
明
浪
漫
主
义
书
风
的
倡
导
者
，
行
书
作
品
《
女
芙
馆
十
咏
》

中
『
咏
山
楂
』
带
有
明
显
的
学
黄
痕
迹
，
而
且
其
草
书
将
黄
庭

坚
的
风
韵
吸
收
化
用
，
以
神
会
而
不
拘
于
形
，
是
受
黄
庭
坚
影

响
较
大
的
书
家
之
一
。

明
人
受
黄
庭
坚
书
法
影
响
的
原
因

一
、
在
收
藏
中
涵
养
创
作

沈
周
精
于
鉴
藏
，
家
中
多
收
藏
宋
代
墨
迹
。
据
阮
荣
春

统
计
，
《
故
宫
书
画
录
》
所
著
录
作
品
中
盖
有
『
沈
周
宝
玩
』

『
吴
沈
氏
有
竹
庄
图
书
』
等
沈
周
收
藏
印
的
宋
人
法
书
作
品
可

达
九
十
八
幅
，
其
中
行
草
书
居
多
。

又
据
明
都
穆
《
寓
意
编
》
记
载
，
沈
周
家
藏
黄
庭
坚
作

品
至
少
四
件
，
分
别
为
《
大
楷
书
杜
甫
律
诗
二
首
》
《
大
字 

︿
经
伏
波
神
祠
诗
﹀
》
《
苏
舜
钦
、
蔡
襄
、
苏
轼
、
苏
辙
、
黄

庭
坚
、
米
芾
诸
人
遗
墨
一
册
》
《
蔡
襄
、
苏
轼
、
黄
庭
坚
、

米
芾
书
真
迹
一
卷
》
。
另
据
吴
宽
《
跋
山
谷
书
︿
发
愿
文
﹀
》

云
：
『
启
南
所
藏
黄
书
数
种
，
予
尝
获
遍
览
，
当
以
此
卷
为

最
。
』
可
见
《
发
愿
文
》
也
为
沈
周
收
藏
过
。
据
杨
仁
恺
《
国

宝
沉
浮
录
》
载
：
『
黄
庭
坚
书
《
赠
张
大
同
诗
序
》
后
亦
有
沈

周
题
跋
。
』
[7]

这
些
都
为
沈
周
师
宋
人
营
造
了
绝
佳
环
境
。

以
当
时
沈
周
的
声
望
和
他
对
待
黄
庭
坚
书
法
的
态
度
，
很

难
不
对
吴
中
地
区
的
书
家
群
体
及
其
书
法
风
格
形
成
影
响
。
如

刘
静
所
说
：
『
沈
周
对
于
明
代
转
学
宋
人
书
法
有
不
可
磨
灭
之

功
，
他
的
书
法
是
明
代
书
法
的
分
水
岭
。
在
他
之
前
，
徐
有
贞

已
经
做
出
一
些
转
变
，
沈
周
则
突
破
时
人
影
响
，
直
师
宋
人
，

同
时
为
后
辈
书
家
的
发
展
拓
宽
了
道
路
。
』
[8]

文
徵
明
曾
学
文
于
吴
宽
，
学
画
于
沈
周
，
学
书
于
李
应

桢
。
对
于
黄
庭
坚
，
他
是
受
沈
周
的
影
响
而
涉
猎
的
[9]

。
据
葛

洪
桢
在
《
论
吴
门
书
派
》
中
论
述
，
文
徵
明
十
九
岁
拜
沈
周
为

师
，
时
年
六
十
二
岁
的
沈
周
，
『
山
谷
体
』
书
风
已
然
成
熟
，

沈
家
收
藏
宏
盛
，
所
藏
多
件
山
谷
书
迹
中
《
经
伏
波
神
祠
诗

表一 黄庭坚、沈周单字对比

相 令 然 看

黄庭坚《松风阁》

沈周《化须疏》

卷
》
对
文
徵
明
影
响
最
大
，
后
此
卷
归
华
中
甫
收
藏
，
其
后
又

请
文
徵
明
题
跋
，
所
以
『
文
徵
明
晚
年
的
大
行
书
以
山
谷
为

体
，
实
则
早
由
沈
周
为
他
埋
下
种
子
』
[10]

。

事
实
上
，
更
早
一
些
的
徐
有
贞
已
经
开
始
尝
试
突
破
明
初

书
风
，
向
唐
、
宋
人
取
法
，
这
也
打
破
了
元
代
以
来
提
倡
『
书

必
晋
唐
』
，
而
排
斥
宋
人
书
法
的
局
面
，
他
的
书
法
出
现
了
天

真
率
意
的
审
美
趋
向
。
他
的
学
书
途
径
，
对
『
吴
门
书
派
』
学

习
宋
人
有
着
较
大
影
响
。

 

二
、
艺
术
自
觉

唐
代
以
来
，
文
字
愈
加
规
范
，
加
上
印
刷
术
的
出
现
解

决
了
规
范
字
复
制
效
率
问
题
，
书
法
则
由
实
用
向
艺
术
审
美
倾

斜
，
宋
代
开
『
尚
意
』
书
风
之
先
河
，
明
代
中
叶
书
法
则
处
在

由
实
用
向
艺
术
审
美
的
过
渡
阶
段
。
[11]

到
了
明
代
晚
期
，
书
法

作
品
已
经
形
成
市
场
、
走
入
厅
堂
，
装
饰
意
味
更
加
明
显
。

宋
以
前
，
实
用
乃
是
书
法
的
主
要
目
的
。
书
家
在
承
袭

古
法
的
基
础
上
，
风
格
不
断
变
化
，
其
结
果
多
是
性
情
、
学

养
、
时
代
风
气
等
的
直
接
展
现
。
到
了
苏
轼
、
黄
庭
坚
、
米
芾

等
人
，
如
果
说
苏
轼
确
是
抒
发
了
自
我
，
米
芾
当
真
挥
洒
了
性

情
，
黄
庭
坚
则
更
多
体
现
了
从
自
由
书
写
到
理
性
安
排
的
转

变
，
多
了
把
自
己
的
书
法
作
为
艺
术
品
来
『
加
工
』
的
成
分
。

既
然
是
加
工
，
自
然
要
收
敛
一
些
洒
脱
，
多
一
些
思
虑
，
不
同

于
以
往
的
一
任
逍
遥
、
肆
意
纵
横
，
这
一
点
可
以
从
黄
庭
坚
的

书
法
迟
多
于
速
的
特
征
中
直
接
看
出
。
然
而
他
又
在
《
书
家
弟

幼
安
作
草
后
》
中
说
：
『
老
夫
之
书
，
本
无
法
也
。
但
观
世
间

万
缘
，
如
蚊
蚋
聚
散
，
未
尝
一
事
横
于
胸
中
。
』
[12]

似
乎
已
经

超
脱
限
制
、
逾
越
规
矩
，
其
实
这
里
的
『
无
法
』
，
乃
是
法

度
运
用
精
熟
，
『
无
间
心
手
，
忘
怀
楷
则
』
的
境
界
，
也
就
是

『
从
心
所
欲
不
逾
矩
』
，
在
『
镣
铐
』
中
合
于
『
桑
林
之
舞
』

的
境
界
。

黄
庭
坚
对
书
法
的
思
考
，
从
他
的
作
品
中
能
直
观
地
看

到
，
从
点
画
、
结
字
到
篇
章
布
局
，
与
前
人
有
着
显
著
的
差

异
。
黄
庭
坚
可
谓
是
一
位
勇
敢
的
创
新
者
。
他
把
古
人
不
经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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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
派
书
法
不
仅
是
清
代
书
法
史
重
要
的
构
成
部
分
，
而
且

在
中
国
书
法
史
中
扮
演
着
建
构
新
秩
序
的
关
键
角
色
，
它
的
影

响
一
直
延
续
至
今
天
。

伊
秉
绶
（
一
七
五
四—

一
八
一
五
）
字
祖
似
，
号
墨

卿
，
福
建
宁
化
人
，
当
时
宁
化
府
隶
属
汀
州
府
，
亦
称
『
伊
汀

州
』
。
伊
秉
绶
的
书
法
创
作
五
体
兼
备
，
篆
、
隶
、
楷
、
行
、

草
皆
善
，
在
当
时
书
坛
中
独
树
一
帜
。
他
一
生
大
量
临
习
、

创
作
，
在
当
时
及
后
世
产
生
巨
大
影
响
，
其
中
隶
书
和
行
草
居

多
，
篆
书
和
楷
书
次
之
。
在
众
多
书
体
中
，
伊
秉
绶
成
就
最
高

的
当
属
隶
书
，
他
对
隶
书
有
开
拓
性
的
创
新
，
并
成
为
清
代
碑

学
隶
书
中
兴
的
代
表
人
物
之
一
。

伊
秉
绶
碑
派
书
法
『
历
史
理
性
』
的
内
涵

当
前
学
术
界
对
伊
秉
绶
的
研
究
，
大
部
分
围
绕
其
作
品

艺
术
特
色
展
开
，
以
隶
书
赏
析
居
多
，
另
有
关
于
伊
秉
绶
书
学

道
路
的
研
究
，
以
及
伊
秉
绶
对
后
世
影
响
的
归
类
梳
理
等
。
这

论
伊
秉
绶
书
法
的
『
历
史
理
性
』

阮
弦

书
法
史
研
究

【
摘 

要
】
伊
秉
绶
是
清
代
中
叶
碑
派
书
法
的
代
表
人
物
之
一
，
他
的
书
法
气
势
宏
大
，
有

明
显
的
个
人
风
格
。
在
『
历
史
理
性
』
的
观
照
下
，
伊
秉
绶
碑
派
书
法
探
索
之
路
有
其
形
成
的
必

然
性
，
一
方
面
来
自
于
当
时
的
时
代
背
景
，
另
一
方
面
则
源
于
伊
秉
绶
的
个
人
选
择
。

【
关
键
词
】
伊
秉
绶 

 

碑
派 

 

书
法 

 

历
史
理
性

些
理
论
研
究
固
然
有
助
于
增
进
人
们
对
伊
秉
绶
的
了
解
，
但
也

容
易
使
人
有
只
见
树
木
不
见
森
林
之
感
。
清
朝
中
叶
正
处
于
书

学
转
型
的
特
殊
时
期
，
对
此
研
究
更
应
该
从
历
史
纵
深
角
度
入

手
，
鉴
于
此
，
本
文
提
出
了
一
个
兼
具
历
史
品
格
与
文
艺
特
色

的
范
畴—

—

历
史
理
性
。
期
望
从
这
一
角
度
出
发
，
用
一
种
更

深
入
的
态
度
来
对
待
研
究
对
象
，
从
而
有
更
为
立
体
的
认
识
伊

秉
绶
。对

于
『
历
史
理
性
』
的
理
解
，
参
阅
刘
家
和
《
论
历
史

理
性
在
古
代
中
国
的
发
生
》
的
说
法
，
他
认
为
，
现
在
常
说
的

『
历
史
理
性
』
，
实
际
也
就
包
括
历
史
的
理
性
和
史
学
的
理

性
。
[1]

简
言
之
，
就
是
作
为
客
观
历
史
和
作
为
研
究
过
程
的
历

史
之
所
以
如
此
的
道
理
。
也
就
是
说
，
客
观
历
史
是
讨
论
历
史

存
在
方
式
的
问
题
，
是
属
于
本
体
论
的
，
历
史
研
究
过
程
是
从

研
究
者
出
发
，
讨
论
人
的
研
究
方
式
和
认
知
方
法
的
问
题
，
属

于
认
识
论
和
方
法
论
。
本
文
对
『
历
史
理
性
』
内
涵
的
看
法
，

即
是
：
历
史
的
兴
衰
更
迭
有
其
内
在
的
客
观
规
律
，
历
史
中
的

某
些
个
体
，
他
的
思
想
和
力
量
既
根
植
于
当
下
时
期
，
又
在
这

一
时
期
内
觉
醒
，
去
反
对
现
存
秩
序
，
推
动
历
史
的
潮
流
，
又

暗
合
发
展
的
规
律
。
因
此
，
伊
秉
绶
对
碑
学
书
法
的
选
择
和
创

新
蕴
含
的
历
史
理
性
我
们
可
以
这
样
理
解
：

一
方
面
是
清
代
书
法
史
发
展
本
身
的
『
理
性
』
。
这
是

历
史
发
展
的
客
观
规
律
性
与
内
在
必
然
性
。
魏
晋
之
后
，
五
种

书
体
已
经
发
展
完
备
，
为
什
么
在
魏
晋
之
后
篆
、
隶
逐
渐
退
出

历
史
舞
台
？
又
为
什
么
篆
、
隶
在
帖
学
盛
行
一
千
多
年
后
重
新

被
重
视
？
秦
时
期
的
篆
、
隶
书
以
实
用
为
主
，
魏
晋
以
降
，
书

法
获
得
了
艺
术
的
自
觉
，
不
再
单
纯
地
用
于
文
字
记
录
，
从
此

获
得
独
立
的
审
美
意
义
。
唐
太
宗
等
皇
室
对
『
二
王
』
书
风
的

推
崇
更
让
帖
学
在
文
人
士
大
夫
阶
层
竞
相
被
模
仿
，
成
为
主
流

文
化
的
审
美
风
尚
。
其
后
，
帖
学
书
风
一
枝
独
秀
，
风
光
延
续

一
千
多
年
，
直
至
清
代
嘉
庆
年
间
，
帖
学
逐
渐
走
向
单
一
、
羸

弱
的
馆
阁
书
风
。
直
至
晚
清
碑
学
复
兴
，
篆
、
隶
书
重
新
进
入

书
家
的
审
美
视
野
，
以
致
与
帖
学
平
分
秋
色
，
这
有
其
历
史
的

必
然
性
。

另
一
方
面
，
历
史
以
人
的
活
动
作
为
客
观
存
在
，
书
法
家

对
历
史
采
取
『
理
性
的
态
度
』
，
顺
应
历
史
的
规
律
性
做
出
选

择
，
并
推
动
历
史
前
行
。
书
法
作
为
一
门
艺
术
，
其
兼
具
艺
术

性
和
实
用
性
已
是
不
争
的
事
实
，
但
其
中
的
艺
术
表
现
方
式
却

是
千
差
万
别
，
书
法
家
对
于
书
体
的
选
择
、
点
画
的
表
达
与
组

合
方
式
都
各
有
不
同
。
为
什
么
伊
秉
绶
选
择
了
隶
书
，
并
且
形

成
其
独
特
的
风
格
？
从
个
体
选
择
这
一
微
观
维
度
考
察
，
我
们

仍
能
从
其
思
想
、
学
识
、
阅
历
等
方
面
找
到
历
史
的
必
然
性
。

伊
秉
绶
碑
派
书
法
『
历
史
理
性
』
的
选
择

篆
隶
书
自
魏
晋
『
新
体
』
产
生
之
后
一
度
为
人
忽
视
，
直

至
清
代
中
期
之
后
重
新
得
到
重
视
，
伊
秉
绶
作
为
当
时
推
动
书

法
史
发
展
的
中
坚
人
物
，
他
的
选
择
是
『
历
史
理
性
』
的
有
力

显
现
。一

、
碑
学
转
向
：
清
代
书
法
史
发
展
本
身
的
『
理
性
』

多
彩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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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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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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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
江
人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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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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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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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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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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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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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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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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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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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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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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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责
编
：
孙
强

构
、
章
法
各
有
专
司
而
又
相
互
配
合
，
使
美
感
最
大
化
，
给
人

以
独
特
的
视
觉
审
美
感
受
。
放
眼
长
观
，
这
与
明
中
后
期
书
法

在
诸
多
方
面
的
变
革
遥
相
呼
应
。
如
果
说
明
代
书
家
对
黄
庭
坚

书
法
的
效
仿
是
对
他
的
直
接
肯
定
，
那
么
在
结
字
、
章
法
等
方

面
锐
意
求
新
的
书
家
则
是
间
接
继
承
了
他
的
遗
风
，
并
把
他
的

理
念
广
而
张
之
、
大
而
显
之
，
应
着
各
自
的
才
情
发
挥
得
多
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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