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
，
提
按
也
是
重
要
的
用
笔
手
段
。
包
世
臣
虽
然
没
有
专
门
讨
论
，

但
他
所
欣
赏
的
姚
配
中
对
此
有
详
细
的
论
述
。
《
艺
舟
双
楫
》
附
录

了
姚
氏
《
和
东
坡
韵
论
书
》
：
『
请
言
使
转
方
，
按
提
平
且
颇
。
注

墨
枯
还
荣
，
展
豪
纠
异
裹
。
』
注
云
：
『
字
有
骨
肉
筋
血
，
以
气
充

之
，
精
神
乃
出
。
不
按
则
血
不
融
，
不
提
则
筋
不
劲
，
不
平
则
肉
不

匀
，
不
颇
则
骨
不
骏
。
圆
则
按
提
，
出
以
平
颇
，
是
为
绞
转
；
方
则

平
颇
，
出
以
按
提
，
是
为
翻
转
。
知
绞
、
翻
则
墨
自
不
枯
而
豪
自
不

褢
矣
。
』
姚
氏
自
称
他
的
解
释
是
使
转
之
真
诠
，
古
人
之
秘
密
。
[41]

在
这
里
，
提
、
按
、
侧
、
平
，
与
字
的
筋
、
血
、
骨
、
肉
形
成
了
对

应
关
系
，
且
提
按
必
须
与
正
侧
相
结
合
，
才
能
真
正
理
解
书
法
中
的

『
转
』
。
虽
说
这
些
解
释
都
针
对
大
字
而
言
，
与
晋
唐
寸
以
内
字
的

技
法
并
无
瓜
葛
，
但
清
人
企
图
在
他
们
的
论
述
与
书
法
的
传
统
之
间

能
够
建
立
关
联
，
从
而
具
有
合
法
性
。

作
为
晚
清
碑
学
最
重
要
的
推
手
，
康
有
为
也
主
张
书
法
之
妙
，

全
在
运
笔
。
他
所
说
的
运
笔
，
就
是
提
按
：
『
方
用
顿
笔
，
圆
用
提

笔
。
提
笔
中
含
，
顿
笔
外
拓
。
中
含
者
浑
劲
，
外
拓
者
雄
强
。
中

含
者
篆
之
法
也
，
外
拓
者
隶
之
法
也
。
』
他
将
提
按
、
圆
方
与
篆

隶
等
比
二
王
今
体
更
为
古
老
的
用
笔
（
他
所
依
据
的
是
铭
石
书
，

而
不
是
手
写
体
）
联
系
起
来
，
从
而
有
了
更
强
大
的
合
法
性
。
[42]

同
时
，
在
康
有
为
的
笔
下
，
一
个
精
于
提
按
顿
挫
的
书
家
，
虽
使

用
柔
软
的
羊
毫
，
仍
能
挥
运
成
风
：
『
以
腕
运
笔
，
欲
提
笔
则
毫

起
，
欲
顿
笔
则
毫
铺
。
顿
挫
则
生
姿
，
行
笔
战
掣
，
血
肉
满
足
，
运

行
如
风
，
雄
强
逸
荡
。
』
[43]

似
乎
书
法
的
风
神
，
端
在
于
运
腕
与
顿

挫
了
。
如
此
言
之
，
『
提
按
』
也
就
成
了
用
笔
的
全
部
。
至
此
，

二
王
的
掌
指
之
法
彻
底
为
提
按
之
法
所
替
代
，
而
成
为
一
个
新
的 

传
统
。

结
语本

文
通
过
分
析
传
世
文
献
与
晋
唐
法
书
，
指
出
二
王
时
代
的
用

笔
中
并
没
有
明
显
的
提
按
之
法
。
当
时
书
家
体
现
点
画
的
粗
细
、
转

折
，
很
大
程
度
上
依
靠
发
力
与
捻
管—

—

所
谓
掌
指
之
法
。
提
按
是

伏
案
书
之
后
才
开
始
得
到
鼓
励
的
技
法
，
它
与
单
字
展
大
、
羊
毫
广

泛
使
用
等
也
有
着
伴
生
的
关
系
。
在
清
代
碑
学
潮
流
中
，
因
为
对
力

量
美
的
空
前
强
调
，
提
按
方
法
与
中
锋
、
运
腕
等
共
同
构
成
了
碑
学

用
笔
的
核
心
，
而
与
二
王
一
脉
帖
学
用
笔
的
旨
趣
截
然
不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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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记
：
本
文
在
修
改
过
程
中
，
承
王
学
雷
、
张
天
弓
、
祁
小

春
、
毛
秋
瑾
、
毕
罗
、
孙
田
等
师
友
提
供
信
息
相
或
与
讨
论
。
谨
致

谢
忱
！作

者
单
位
：
浙
江
大
学
艺
术
与
考
古
学
院

本
文
责
编
：
赵
际
芳 

葛
复
昌

写
寸
以
上
的
大
字
，
若
用
发
力
、
转
指
之
法
，
必
有
很
大
的
局
限
，

于
是
掌
指
之
法
逐
渐
演
变
为
肘
腕
之
法
，
肘
腕
之
法
必
难
以
完
全
仰

仗
巧
力
，
这
就
使
得
提
按
有
了
用
武
之
地
。

在
清
代
，
羊
毫
广
泛
为
书
家
所
习
用
。
羊
毫
的
优
点
是
蓄
墨

量
足
，
适
合
书
写
大
字
，
缺
点
在
于
柔
软
而
腰
力
不
足
，
若
用
发 

力-

捻
管
之
法
，
必
然
一
蹶
不
振
，
故
提
按
成
为
恰
当
的
替
代
方

法
：
通
过
相
对
静
态
的
锋
势
调
整
，
来
理
顺
锋
毫
，
展
现
点
画
的
粗

细
，
处
理
点
画
的
转
换
。
（
图
二
十
）
康
雍
之
际
的
何
焯
《
唐
人
双

钩
右
军
帖
本
跋
》
云
：
『
（
王
羲
之
书
）
虽
零
落
仅
存
，
而
风
规
斯

在
。
如
「
甚
」
字
下
一
笔
左
角
重
按
，
横
画
轻
提
，
右
角
复
按
，
转

处
微
缺
，
而
后
斜
趯
。
褚
登
善
楷
法
，
皆
出
于
此
。
』 

[37]

他
以
『
重

按
轻
提
』
对
王
羲
之
《
丧
乱
帖
》
中
的
『
甚
』
字
作
出
了
符
合
当
下

要
求
的
新
的
诠
释
。
而
褚
遂
良
楷
书
（
如
《
雁
塔
圣
教
序
》
）
因
为

粗
细
变
化
较
大
，
被
何
焯
目
为
王
羲
之
笔
法
的
继
承
人
。

又
如
蒋
衡
认
为
：
『
至
运
笔
则
凡
转
肩
钩
勒
，
须
提
起
顿
下
，

然
提
顿
二
字
相
连
捷
于
影
响
，
少
迟
则
犯
落
肩
脱
节
之
病
。
』
[38]

尽

管
他
提
倡
提
按
法
，
但
也
要
求
提
按
的
瞬
间
须
有
速
度
，
否
则
便
会

『
落
肩
脱
节
』
，
可
见
，
他
也
注
意
到
体
现
点
画
衔
接
的
『
节
点
』

的
重
要
性
。
徐
用
锡
《
字
学
箚
记
》
则
说
：
『
书
法
运
用
，
提
起
按

下
，
轻
重
之
间
，
呼
吸
顿
挫
之
由
不
可
少
离
。
要
换
笔
，
又
要
笔
笔

起
，
方
是
一
笔
一
笔
。
写
行
草
俱
须
绕
上
迎
面
，
下
笔
方
能
圆
劲
得

势
，
若
顺
笔
溜
滑
，
多
成
垂
头
塌
翼
之
状
，
全
无
精
彩
力
量
，
不
复

具
体
局
矣
。
』
[39]

这
种
一
笔
一
笔
写
行
草
的
提
按
方
法
，
与
王
字
的

『
一
搨
直
下
』
完
全
是
相
左
的
，
他
之
所
以
担
心
『
顺
笔
溜
滑
』
，

实
与
使
用
羊
毫
有
关
。

晚
清
刘
熙
载
还
从
一
个
辨
证
的
角
度
来
讨
论
提
按
，
认
为
提

处
当
按
，
按
处
当
提
，
《
艺
概
》
卷
五
云
：
『
书
家
于
提
按
两
字
有

相
合
而
无
相
离
，
故
用
笔
重
处
正
须
飞
提
，
用
笔
轻
处
正
须
实
按
，

始
能
免
堕
、
飘
二
病
。
』
[40]

他
认
识
到
提
按
可
能
带
能
的
『
飘
』

『
堕
』
之
弊
，
亦
即
点
画
的
粗
细
缺
乏
过
渡
，
故
重
按
的
粗
处
木

强
、
牵
丝
细
处
轻
佻
，
不
过
他
所
提
出
的
解
决
问
题
的
方
法
难
有
可

操
作
性
。

自
碑
派
振
兴
，
体
现
力
度
的
『
涩
』—

—

行
笔
过
程
中
的
阻

力—

成
为
书
法
最
重
要
的
追
求
之
一
，
除
了
中
锋
、
藏
锋
的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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浄
者
』
。
《
法
书
要
录
》
卷 

一
，
第
六
页
。

[26]
包
世
臣.

艺
舟
双
楫
：
卷
六
：
记
两
棒
师
语
、
完
白
山
人
传

[G
].
∥

续
修
四
库
全
书.

第1
0
8
2

册
，7

0
0
,
7
0
2
.

[27]
刘
涛
先
生
在
解
释
『
今
体
』
时
，
谈
到
纵
引
笔
势
的
扩
大
，

出
现
了
一
种
大
于
『
单
字
结
构
』
的
『
字
群
结
构
』
，
单
字
之
间
形

成
一
种
『
链
式
关
系
』
。
参
见
前
揭
书
，
第
一
七
二
页
。

[28]
当
视
觉
在
书
写
中
起
到
主
导
作
用
之
后
，
『
点
画
』
便
渐
渐

在
书
法
中
消
失
。
参
见
薛
龙
春.

从
点
画
到
线
条
：
晚
明
书
法
的
小
大

从
唐
代
集
字
碑
看
王
羲
之
真
迹
的
存
亡

[

意]

毕
罗
（P

ietro
 
D
e 
L
au

ren
tis

）

绍
兴
论
坛
『
二
王
』
研
究
文
丛

现
存
的
王
羲
之
书
法
作
品

王
羲
之
不
但
是
东
亚
自
古
以
来
的
书
法
偶
像
，
而
且
在
中
国

美
术
史
上
也
享
有
崇
高
的
地
位
。
这
不
仅
是
在
东
亚
文
化
地
域
里
所

认
可
的
，
在
西
方
学
术
界
也
早
就
成
共
识
。
因
此
，
虽
然
没
有
西
方

学
者
对
王
羲
之
做
出
相
当
严
谨
的
研
究
成
果
，
需
要
强
调
的
是
，

在
距
今
将
近
一
百
年
的
一
九
三
三
年
，
著
名
的
芬
兰
学
者
喜
仁
龙

（O
sv
ald

 
S
iré

n

，1
8
7
9
-
1
9
6
6

）
的
《
中
国
早
期
绘
画
史
》
这
样
评

价
王
羲
之
的
美
术
地
位
：

实
际
上
，
在
中
国
没
有
任
何
一
位
艺
术
家
比
王
羲
之
获
得
了
更

普
遍
的
崇
拜
。
[1] 

喜
氏
这
里
准
确
强
调
了
王
羲
之
作
为
中
国
最
伟
大
的
艺
术
家
的

一
面
，
因
此
王
羲
之
生
平
、
交
游
及
与
时
代
文
化
之
关
系
，
我
们
应

该
首
先
关
心
他
的
艺
术
创
作
，
即
是
最
能
够
表
现
他
审
美
造
诣
的
书

法
作
品
。
可
是
，
众
所
周
知
，
王
羲
之
书
法
作
品
现
存
没
有
原
作
，

只
有
几
件
双
钩
复
制
品
（
即
所
谓
的
摹
本
）
以
及
别
人
临
写
纸
质
和

刻
帖
的
两
种
版
本
，
一
共
二
百
八
十
八
幅
[2]

，
其
中
绝
大
多
数
是
法

帖
（
草
书
二
百
一
十
幅
、
行
书
五
十
幅
、
楷
书
三
幅
）
。
而
笔
者
认

为
可
靠
的
作
品
只
有
十
二
幅
摹
本
，
详
目
如
下
：

1 

《
丧
乱
帖
》
（
日
本
皇
室
藏
）
2 

《
二
谢
帖
》
（
日
本
皇

室
藏
）
3 

《
得
示
帖
》
（
日
本
皇
室
藏
）
4 

《
孔
侍
中
帖
》
（
前

田
育
德
会
藏
）
5 

《
频
有
哀
祸
帖
》
（
前
田
育
德
会
藏
）
6 

《
平

安
帖
》
（
台
北
故
宫
藏
）
7 

《
何
如
帖
》
（
台
北
故
宫
藏
）
8
《
奉

橘
帖
》
（
台
北
故
宫
藏
）
9 

《
姨
母
帖
》
（
辽
宁
省
博
物
院
藏
）
10 

《
初
月
帖
》
（
辽
宁
省
博
物
院
藏
）
11 

《
兰
亭
序
二
种
》
（
故
宫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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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P.3561　“蒋善进记”图三　《集王圣教序》碑阳

图二

图四

图五

五
〇
二—

五
四
九
在
位
）
武
帝
时
七
十
八
帙
，
七
百
六
十
七
卷
，
至

少
七
千
六
百
七
十
纸
，
刘
宋
时
期
藏
品
的
四
倍
。
《
二
王
等
书
录
》

记
载
『
二
王
一
万
五
千
纸
』
证
明
每
卷
有
二
十
纸
。

4 

西
魏
（
五
三
五—

五
五
七
）
五
五
五
年
破
荆
州
时
，
萧
绎
元

帝
（
五
〇
八—

五
五
五
，
五
五
二—

五
五
五
在
位
）
焚
烧
了
图
书
和

二
王
法
书
一
共
十
四
万
卷
。
其
实
一
部
分
还
流
行
于
世
。

5 

初
唐
时
期
太
宗
李
世
民
大
量
搜
集
王
羲
之
法
书
，
一
共
有

十
三
帙
，
一
百
二
十
八
卷
，
两
千
二
百
九
十
纸
。
楷
书
五
十
纸
、
行

书
二
百
四
十
纸
、
草
书
两
千
纸
。
七
六
〇
年
时
宫
廷
只
有
楷
书
不
满

十
纸
，
行
书
数
十
纸
，
草
书
数
百
纸
，
无
疑
是
安
史
之
乱
所
致
。

根
据
笔
者
的
统
计
[9]

，
《
集
王
圣
教
序
》
一
千
九
百
零
三
个

字
形
（
包
括
三
个
叠
字
符
号
～
）
，
实
际
上
是
七
百
五
十
三
个
单

字
，
三
百
六
十
七
个
字
只
有
一
次
出
现
，
剩
下
的
三
百
八
十
六
个
字

则
几
次
出
现
。
而
这
群
重
复
使
用
的
三
百
八
十
六
个
字
当
中
，
许
多

字
形
实
际
上
是
怀
仁
通
过
同
一
个
字
形
的
微
妙
调
整
重
复
使
用
的 

（
图
四
）
。

我
们
统
计
现
存
的
王
羲
之
行
书
作
品
的
字
，
包
括
摹
本
和
临
本

一
共
有
五
百
九
十
三
个
字
形
和
三
百
五
十
四
个
单
字
。
加
上
《
十
七

帖
》
等
宋
代
刻
帖
，
还
可
以
找
出
七
十
九
个
字
形
（
五
十
五
个
单

字
）
，
主
要
收
录
在
《
十
七
帖
》
（
四
十
四
个
字
形
）
中
。
再
者
，

唐
代
另
外
一
方
集
字
碑
，
唐
玄
序
八
百
三
十
二
年
所
集
的
《
新
集
金

刚
经
》
一
共
有
五
千
二
百
六
十
四
个
字
形
（
包
括
序
和
后
序
的
部

分
）
，
比
《
集
王
圣
教
序
》
要
多
，
实
际
上
从
单
字
来
看
，
比
怀
仁

所
集
出
的
字
还
少
了
三
十
六
个
单
字
[10]

。

我
们
看
这
些
数
据
可
以
了
解
到
，
当
时
怀
仁
所
依
据
的
王
羲
之

作
品
往
往
比
现
存
的
几
十
件
行
书
作
品
要
多
得
多
，
这
可
以
从
褚
遂

良
六
四
〇
年
代
编
成
的
《
右
军
书
目
》
和
张
怀
瓘
七
六
〇
年
撰
写
的

《
二
王
等
书
录
》
了
解
其
基
本
情
况
[11]

。
我
们
知
道
，
因
为
李
世
民

的
酷
爱
，
贞
观
年
间
是
搜
集
王
羲
之
书
法
作
品
最
丰
富
的
时
代
。
当

然
其
中
并
不
都
是
真
品
，
还
包
括
许
多
临
本
和
赝
品
。
据
《
右
军
书

目
》
，
王
羲
之
行
书
当
时
有
二
百
五
十
三
帖
五
十
八
卷
，
每
卷
平
均

有4
.
3

帖
。
《
二
王
等
书
录
》
有
二
百
四
十
纸
四
十
卷
，
稍
微
少
一

些
，
平
均
每
卷
有
六
帖
。
因
为
褚
遂
良
书
目
有
更
具
体
的
内
容
，
暂

从
前
者
数
目
。
如
果
我
们
统
计
《
右
军
书
目
》
所
记
录
的
行
数
，
便

图六abc　三方集字碑所见的年号

图七a　“内”《集王圣教序》

图七b　“内”《兴福寺断截碑》

图七b　“内”《新集金刚经》

图八ab　“王羲之”《兴福

寺断截碑》《集王圣教序》

图九ab　“兴福寺”《兴福

寺断截碑》“弘福寺”

《集王圣教序》

图十一ab

物
院
藏
）
12 

《
寒
切
帖
》
（
天
津
博
物
馆
藏
）

除
了
以
上
摹
本
以
外
，
现
存
王
羲
之
作
品
还
有
著
名
的
《
十
七

帖
》
。
虽
然
这
二
十
九
件
尺
牍
对
字
形
和
章
法
做
了
相
当
的
调
整
，

因
此
不
能
算
真
正
意
义
上
的
摹
本
，
但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也
可
以
视
为

原
作
的
复
制
品
。
另
外
，
王
羲
之
现
存
的
书
法
作
品
皆
为
后
人
所
摹

或
书
，
只
是
不
知
道
是
否
像
敦
煌
法
藏P

.
3
5
6
1

蒋
善
进
临
写
《
真
草

千
字
文
》
那
样
，
（
图
一
）
或
是
好
事
者
凭
自
己
的
审
美
和
水
平
所

为
。
临
本
的
例
子
包
括
台
北
故
宫
藏
的
《
远
宦
帖
》
以
及
两
件
敦
煌

遗
书
的
唐
写
本
（
法
藏P

.
4
6
4
2

《
旃
罽
胡
桃
帖
》
、
英
藏S

.
3
7
5
3

《
瞻
近
帖
》
和
《
龙
保
帖
》
）
，
皆
为
《
十
七
帖
》
尺
牍
的
临
本
。

我
们
一
旦
将
这
些
临
本
与
上
述
的
十
二
件
摹
本
相
比
，
就
可
以
发
现

这
些
墨
迹
显
然
没
有
王
羲
之
时
代
的
书
风
特
点
， 

但
是
也
保
留
着
原

作
的
些
许
特
点
。

可
是
，
我
们
不
难
发
现
有
一
些
作
品
的
书
风
和
笔
法
特
点
与

王
羲
之
原
作
差
距
相
当
大
。
笔
者
认
为
普
林
斯
顿
大
学
美
术
馆
藏
的

《
行
穰
帖
》
就
是
其
中
一
例
。
这
件
作
品
是
美
国
学
术
界
经
常
推
崇

的
一
件
，
已
经
被
用
来
作
几
部
英
文
专
著
封
面
的
图
版
，
二
〇
一
五

年
普
林
斯
顿
大
学
教
授
马
柯
丁
（M

a
r
tin

 
K
e
r
n

）
还
发
表
了
一
篇

专
题
论
文
[3]

。
实
际
上
，
关
注
《
行
穰
帖
》
的
西
方
学
者
以
及
留
学

美
国
的
中
国
专
家
好
像
没
有
注
意
此
帖
的
根
本
书
法
特
点
，
没
有
发

现
它
与
王
羲
之
现
存
的
摹
本
毫
无
关
系
，
这
大
抵
是
他
们
缺
乏
书
法

实
践
和
读
帖
训
练
所
致
。
这
幅
作
品
彻
底
违
背
了
王
羲
之
字
迹
的
结

构
和
笔
法
特
质
。
其
一
，
王
羲
之
的
书
风
明
显
是
纵
向
字
势
，
可
以

说
是
斜
划
紧
结
的
结
果
。
就
从
『
九
』
字
可
知
（
图
二
）
，
笔
势
与

《
孔
侍
中
帖
》
和
《
兰
亭
序
》
的
两
个
『
九
』
字
完
全
不
同
，
自
左

往
右
然
后
由
上
而
下
的
行
笔
完
全
变
成
了
直
接
由
右
往
左
下
斜
的
运

笔
，
彻
底
破
坏
了
『
丿
』
和
『
乙
』
两
个
笔
画
所
体
现
的
左
右
纵
向

的
轴
线
。
另
一
值
得
注
意
的
一
点
是
，
《
行
穰
帖
》
缺
乏
笔
画
起
伏

变
化
，
它
无
法
体
现
王
羲
之
舒
展
的
灵
动
书
风
。
在
笔
者
看
来
，

《
行
穰
帖
》
是
一
件
与
王
羲
之
时
代
相
隔
时
间
相
当
遥
远
的
作
品
，

至
少
可
以
断
定
不
是
唐
代
时
期
的
临
本
。

鉴
于
上
述
的
大
致
介
绍
，
在
王
羲
之
现
存
作
品
当
中
，
能

够
真
正
代
表
王
羲
之
书
风
的
真
迹
不
超
过
十
二
幅
墨
迹
，
一
共

七
百
三
十
四
字
。
其
实
，
在
这
种
缺
少
相
当
字
数
的
情
况
下
，
我

们
研
究
王
羲
之
书
法
应
该
从
另
一
方
面
去
追
溯
他
书
法
的
原
貌
。

除
了
《
十
七
帖
》
以
外
，
北
宋
初
期
《
淳
化
阁
帖
》
也
是
一
部
收
集

王
羲
之
尺
牍
的
法
帖
汇
集
，
虽
然
在
质
量
和
挑
选
层
面
都
有
相
当
的

不
足
，
但
尚
能
作
为
一
个
参
考
资
料
。
然
而
，
真
正
能
够
让
我
们

窥
见
王
羲
之
书
法
面
貌
较
为
可
靠
的
作
品
是
著
名
的
《
集
王
圣
教

序
》
，
即
是
弘
福
寺
僧
人
怀
仁
（
生
卒
年
不
详
）
在
六
六
〇
年
代
末

或
六
七
〇
年
代
初
受
长
安
『
京
城
僧
侣
』
的
委
托
而
设
计
出
的
百
代

行
书
模
板
的
巨
大
碑
石
，
现
藏
西
安
碑
林
（
图
三
）
。
就
字
数
而

言
，
《
集
王
圣
教
序
》
一
共
一
千
九
百
零
三
字
，
单
字
七
百
五
十
三

个
，
比
现
存
王
羲
之
真
迹
的
单
字
数
量
多
两
倍
（
七
百
五
十
三
字
：

三
百
五
十
四
字
）
，
可
见
它
在
王
羲
之
作
品
中
享
有
极
高
的
地
位
。

王
羲
之
书
迹
历
代
流
传
的
基
本
状
况

《
集
王
圣
教
序
》
不
但
是
数
量
最
多
的
王
羲
之
作
品
，
而
且

是
在
良
好
的
收
藏
条
件
下
设
计
出
的
一
方
集
字
碑
。
原
因
在
于
，

初
唐
太
宗
李
世
民
（
五
九
九—

六
四
九
）
大
量
搜
集
王
羲
之
书
法
作

品
，
在
六
四
〇
年
代
大
臣
褚
遂
良
（
五
九
八—

六
五
八
）
还
专
门
编

过
一
部
《
右
军
书
目
》
，
其
中
记
载
当
时
宫
廷
有
五
十
纸
楷
书
作

品
和
二
百
五
十
三
纸
行
书
作
品
，
前
者
一
共
二
百
零
四
行
，
后
者

一
千
五
百
零
八
行
。
据
张
怀
瓘
《
二
王
等
书
录
》
当
时
还
有
两
千
纸

草
书
作
品
，
一
部
分
录
文
尚
能
见
在
张
彦
远
《
右
军
书
记
》
[4]

。

集
王
羲
之
行
书
的
碑
从
六
七
九
年
李
君
惠
刊
刻
《
大
兴
国
寺
舍

利
塔
碑
》
（
原
石
早
失
）
开
始
，
随
后
唐
宋
时
期
出
现
了
许
多
方
，
甚

至
古
代
朝
鲜
从
八
八
六
年
到
一
二
九
四
年
还
刻
过
五
方
（
一
方
不
是

集
王
羲
之
的
字
）
[5]

。
但
从
书
法
水
平
来
讲
，
这
些
集
字
碑
都
不
如
《
集

王
圣
教
序
》
，
这
是
因
爲
怀
仁
享
有
当
时
最
好
的
集
字
条
件
，
有
权
利

直
接
进
御
府
库
房
查
阅
原
件
，
这
不
但
对
后
来
集
字
者
是
不
可
能
的

事
，
从
宫
廷
藏
品
的
状
况
来
看
，
我
们
知
道
安
史
之
乱
（
七
五
五—

七
六
三
）
之
后
的
御
府
收
藏
已
经
不
如
七
世
纪
中
叶
，
到
了
北
宋
宣

和
年
间
（
一
一
一
九—

一
一
二
五
）
御
府
收
藏
的
王
羲
之
书
迹
只
有

二
百
四
十
幅
[6]

，
因
此
王
羲
之
作
品
本
身
再
也
无
法
给
集
字
者
提
供

充
足
良
好
的
模
板
[7]

。
关
于
王
羲
之
书
法
作
品
在
唐
以
前
的
流
传
，

我
们
可
以
参
考
若
干
书
法
文
献
[8]

，
其
基
本
情
况
如
下
：

1 

刘
宋
宫
廷
藏
刘
宋
晚
期
（
约
四
七
〇
）
王
羲
之
书
法
作
品
有

素
书
二
十
四
卷
、
纸
书
二
十
四
卷
、
纸
书
五
十
卷
、
扇
书
两
卷
、
纸

书
飞
白
章
草
十
五
卷
、
纸
书
戏
字
十
二
卷
、
新
入
书
六
十
卷
，
一
共

一
百
八
十
七
卷
。
当
时
所
有
书
法
藏
品
有
五
十
二
帙
五
百
二
十
卷
和

六
帙
一
百
二
十
卷
（
六
百
四
十
卷
）
。

2 

南
齐
（
四
七
九—

五
〇
二
）
初
，
『
既
经
丧
乱
，
多
所

遗
失
』
十
二
帙
，
等
于
一
百
二
十
卷
或
二
百
四
十
卷
一
卷
一
丈

（3
3
3
c
m

）
或
二
丈
（6

6
6
c
m

）
，
敦
煌
遗
书
一
般
一
张
纸4

0
c
m

左

右
，
因
此
大
概
一
卷
十
纸
或
二
十
纸
。

3 

梁
（
五
〇
二—

五
五
七
） 

萧
衍
（
四
六
四—

五
四
九
，

图十六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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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一ab图二十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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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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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P.3561　“蒋善进记”图三　《集王圣教序》碑阳

图二

图四

图五

五
〇
二—

五
四
九
在
位
）
武
帝
时
七
十
八
帙
，
七
百
六
十
七
卷
，
至

少
七
千
六
百
七
十
纸
，
刘
宋
时
期
藏
品
的
四
倍
。
《
二
王
等
书
录
》

记
载
『
二
王
一
万
五
千
纸
』
证
明
每
卷
有
二
十
纸
。

4 

西
魏
（
五
三
五—

五
五
七
）
五
五
五
年
破
荆
州
时
，
萧
绎
元

帝
（
五
〇
八—

五
五
五
，
五
五
二—

五
五
五
在
位
）
焚
烧
了
图
书
和

二
王
法
书
一
共
十
四
万
卷
。
其
实
一
部
分
还
流
行
于
世
。

5 

初
唐
时
期
太
宗
李
世
民
大
量
搜
集
王
羲
之
法
书
，
一
共
有

十
三
帙
，
一
百
二
十
八
卷
，
两
千
二
百
九
十
纸
。
楷
书
五
十
纸
、
行

书
二
百
四
十
纸
、
草
书
两
千
纸
。
七
六
〇
年
时
宫
廷
只
有
楷
书
不
满

十
纸
，
行
书
数
十
纸
，
草
书
数
百
纸
，
无
疑
是
安
史
之
乱
所
致
。

根
据
笔
者
的
统
计
[9]

，
《
集
王
圣
教
序
》
一
千
九
百
零
三
个

字
形
（
包
括
三
个
叠
字
符
号
～
）
，
实
际
上
是
七
百
五
十
三
个
单

字
，
三
百
六
十
七
个
字
只
有
一
次
出
现
，
剩
下
的
三
百
八
十
六
个
字

则
几
次
出
现
。
而
这
群
重
复
使
用
的
三
百
八
十
六
个
字
当
中
，
许
多

字
形
实
际
上
是
怀
仁
通
过
同
一
个
字
形
的
微
妙
调
整
重
复
使
用
的 

（
图
四
）
。

我
们
统
计
现
存
的
王
羲
之
行
书
作
品
的
字
，
包
括
摹
本
和
临
本

一
共
有
五
百
九
十
三
个
字
形
和
三
百
五
十
四
个
单
字
。
加
上
《
十
七

帖
》
等
宋
代
刻
帖
，
还
可
以
找
出
七
十
九
个
字
形
（
五
十
五
个
单

字
）
，
主
要
收
录
在
《
十
七
帖
》
（
四
十
四
个
字
形
）
中
。
再
者
，

唐
代
另
外
一
方
集
字
碑
，
唐
玄
序
八
百
三
十
二
年
所
集
的
《
新
集
金

刚
经
》
一
共
有
五
千
二
百
六
十
四
个
字
形
（
包
括
序
和
后
序
的
部

分
）
，
比
《
集
王
圣
教
序
》
要
多
，
实
际
上
从
单
字
来
看
，
比
怀
仁

所
集
出
的
字
还
少
了
三
十
六
个
单
字
[10]

。

我
们
看
这
些
数
据
可
以
了
解
到
，
当
时
怀
仁
所
依
据
的
王
羲
之

作
品
往
往
比
现
存
的
几
十
件
行
书
作
品
要
多
得
多
，
这
可
以
从
褚
遂

良
六
四
〇
年
代
编
成
的
《
右
军
书
目
》
和
张
怀
瓘
七
六
〇
年
撰
写
的

《
二
王
等
书
录
》
了
解
其
基
本
情
况
[11]

。
我
们
知
道
，
因
为
李
世
民

的
酷
爱
，
贞
观
年
间
是
搜
集
王
羲
之
书
法
作
品
最
丰
富
的
时
代
。
当

然
其
中
并
不
都
是
真
品
，
还
包
括
许
多
临
本
和
赝
品
。
据
《
右
军
书

目
》
，
王
羲
之
行
书
当
时
有
二
百
五
十
三
帖
五
十
八
卷
，
每
卷
平
均

有4
.
3

帖
。
《
二
王
等
书
录
》
有
二
百
四
十
纸
四
十
卷
，
稍
微
少
一

些
，
平
均
每
卷
有
六
帖
。
因
为
褚
遂
良
书
目
有
更
具
体
的
内
容
，
暂

从
前
者
数
目
。
如
果
我
们
统
计
《
右
军
书
目
》
所
记
录
的
行
数
，
便

图六abc　三方集字碑所见的年号

图七a　“内”《集王圣教序》

图七b　“内”《兴福寺断截碑》

图七b　“内”《新集金刚经》

图八ab　“王羲之”《兴福

寺断截碑》《集王圣教序》

图九ab　“兴福寺”《兴福

寺断截碑》“弘福寺”

《集王圣教序》

图十一ab

物
院
藏
）
12 

《
寒
切
帖
》
（
天
津
博
物
馆
藏
）

除
了
以
上
摹
本
以
外
，
现
存
王
羲
之
作
品
还
有
著
名
的
《
十
七

帖
》
。
虽
然
这
二
十
九
件
尺
牍
对
字
形
和
章
法
做
了
相
当
的
调
整
，

因
此
不
能
算
真
正
意
义
上
的
摹
本
，
但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也
可
以
视
为

原
作
的
复
制
品
。
另
外
，
王
羲
之
现
存
的
书
法
作
品
皆
为
后
人
所
摹

或
书
，
只
是
不
知
道
是
否
像
敦
煌
法
藏P

.
3
5
6
1

蒋
善
进
临
写
《
真
草

千
字
文
》
那
样
，
（
图
一
）
或
是
好
事
者
凭
自
己
的
审
美
和
水
平
所

为
。
临
本
的
例
子
包
括
台
北
故
宫
藏
的
《
远
宦
帖
》
以
及
两
件
敦
煌

遗
书
的
唐
写
本
（
法
藏P

.
4
6
4
2

《
旃
罽
胡
桃
帖
》
、
英
藏S

.
3
7
5
3

《
瞻
近
帖
》
和
《
龙
保
帖
》
）
，
皆
为
《
十
七
帖
》
尺
牍
的
临
本
。

我
们
一
旦
将
这
些
临
本
与
上
述
的
十
二
件
摹
本
相
比
，
就
可
以
发
现

这
些
墨
迹
显
然
没
有
王
羲
之
时
代
的
书
风
特
点
， 

但
是
也
保
留
着
原

作
的
些
许
特
点
。

可
是
，
我
们
不
难
发
现
有
一
些
作
品
的
书
风
和
笔
法
特
点
与

王
羲
之
原
作
差
距
相
当
大
。
笔
者
认
为
普
林
斯
顿
大
学
美
术
馆
藏
的

《
行
穰
帖
》
就
是
其
中
一
例
。
这
件
作
品
是
美
国
学
术
界
经
常
推
崇

的
一
件
，
已
经
被
用
来
作
几
部
英
文
专
著
封
面
的
图
版
，
二
〇
一
五

年
普
林
斯
顿
大
学
教
授
马
柯
丁
（M

a
r
tin

 
K
e
r
n

）
还
发
表
了
一
篇

专
题
论
文
[3]

。
实
际
上
，
关
注
《
行
穰
帖
》
的
西
方
学
者
以
及
留
学

美
国
的
中
国
专
家
好
像
没
有
注
意
此
帖
的
根
本
书
法
特
点
，
没
有
发

现
它
与
王
羲
之
现
存
的
摹
本
毫
无
关
系
，
这
大
抵
是
他
们
缺
乏
书
法

实
践
和
读
帖
训
练
所
致
。
这
幅
作
品
彻
底
违
背
了
王
羲
之
字
迹
的
结

构
和
笔
法
特
质
。
其
一
，
王
羲
之
的
书
风
明
显
是
纵
向
字
势
，
可
以

说
是
斜
划
紧
结
的
结
果
。
就
从
『
九
』
字
可
知
（
图
二
）
，
笔
势
与

《
孔
侍
中
帖
》
和
《
兰
亭
序
》
的
两
个
『
九
』
字
完
全
不
同
，
自
左

往
右
然
后
由
上
而
下
的
行
笔
完
全
变
成
了
直
接
由
右
往
左
下
斜
的
运

笔
，
彻
底
破
坏
了
『
丿
』
和
『
乙
』
两
个
笔
画
所
体
现
的
左
右
纵
向

的
轴
线
。
另
一
值
得
注
意
的
一
点
是
，
《
行
穰
帖
》
缺
乏
笔
画
起
伏

变
化
，
它
无
法
体
现
王
羲
之
舒
展
的
灵
动
书
风
。
在
笔
者
看
来
，

《
行
穰
帖
》
是
一
件
与
王
羲
之
时
代
相
隔
时
间
相
当
遥
远
的
作
品
，

至
少
可
以
断
定
不
是
唐
代
时
期
的
临
本
。

鉴
于
上
述
的
大
致
介
绍
，
在
王
羲
之
现
存
作
品
当
中
，
能

够
真
正
代
表
王
羲
之
书
风
的
真
迹
不
超
过
十
二
幅
墨
迹
，
一
共

七
百
三
十
四
字
。
其
实
，
在
这
种
缺
少
相
当
字
数
的
情
况
下
，
我

们
研
究
王
羲
之
书
法
应
该
从
另
一
方
面
去
追
溯
他
书
法
的
原
貌
。

除
了
《
十
七
帖
》
以
外
，
北
宋
初
期
《
淳
化
阁
帖
》
也
是
一
部
收
集

王
羲
之
尺
牍
的
法
帖
汇
集
，
虽
然
在
质
量
和
挑
选
层
面
都
有
相
当
的

不
足
，
但
尚
能
作
为
一
个
参
考
资
料
。
然
而
，
真
正
能
够
让
我
们

窥
见
王
羲
之
书
法
面
貌
较
为
可
靠
的
作
品
是
著
名
的
《
集
王
圣
教

序
》
，
即
是
弘
福
寺
僧
人
怀
仁
（
生
卒
年
不
详
）
在
六
六
〇
年
代
末

或
六
七
〇
年
代
初
受
长
安
『
京
城
僧
侣
』
的
委
托
而
设
计
出
的
百
代

行
书
模
板
的
巨
大
碑
石
，
现
藏
西
安
碑
林
（
图
三
）
。
就
字
数
而

言
，
《
集
王
圣
教
序
》
一
共
一
千
九
百
零
三
字
，
单
字
七
百
五
十
三

个
，
比
现
存
王
羲
之
真
迹
的
单
字
数
量
多
两
倍
（
七
百
五
十
三
字
：

三
百
五
十
四
字
）
，
可
见
它
在
王
羲
之
作
品
中
享
有
极
高
的
地
位
。

王
羲
之
书
迹
历
代
流
传
的
基
本
状
况

《
集
王
圣
教
序
》
不
但
是
数
量
最
多
的
王
羲
之
作
品
，
而
且

是
在
良
好
的
收
藏
条
件
下
设
计
出
的
一
方
集
字
碑
。
原
因
在
于
，

初
唐
太
宗
李
世
民
（
五
九
九—

六
四
九
）
大
量
搜
集
王
羲
之
书
法
作

品
，
在
六
四
〇
年
代
大
臣
褚
遂
良
（
五
九
八—

六
五
八
）
还
专
门
编

过
一
部
《
右
军
书
目
》
，
其
中
记
载
当
时
宫
廷
有
五
十
纸
楷
书
作

品
和
二
百
五
十
三
纸
行
书
作
品
，
前
者
一
共
二
百
零
四
行
，
后
者

一
千
五
百
零
八
行
。
据
张
怀
瓘
《
二
王
等
书
录
》
当
时
还
有
两
千
纸

草
书
作
品
，
一
部
分
录
文
尚
能
见
在
张
彦
远
《
右
军
书
记
》
[4]

。

集
王
羲
之
行
书
的
碑
从
六
七
九
年
李
君
惠
刊
刻
《
大
兴
国
寺
舍

利
塔
碑
》
（
原
石
早
失
）
开
始
，
随
后
唐
宋
时
期
出
现
了
许
多
方
，
甚

至
古
代
朝
鲜
从
八
八
六
年
到
一
二
九
四
年
还
刻
过
五
方
（
一
方
不
是

集
王
羲
之
的
字
）
[5]

。
但
从
书
法
水
平
来
讲
，
这
些
集
字
碑
都
不
如
《
集

王
圣
教
序
》
，
这
是
因
爲
怀
仁
享
有
当
时
最
好
的
集
字
条
件
，
有
权
利

直
接
进
御
府
库
房
查
阅
原
件
，
这
不
但
对
后
来
集
字
者
是
不
可
能
的

事
，
从
宫
廷
藏
品
的
状
况
来
看
，
我
们
知
道
安
史
之
乱
（
七
五
五—

七
六
三
）
之
后
的
御
府
收
藏
已
经
不
如
七
世
纪
中
叶
，
到
了
北
宋
宣

和
年
间
（
一
一
一
九—

一
一
二
五
）
御
府
收
藏
的
王
羲
之
书
迹
只
有

二
百
四
十
幅
[6]

，
因
此
王
羲
之
作
品
本
身
再
也
无
法
给
集
字
者
提
供

充
足
良
好
的
模
板
[7]

。
关
于
王
羲
之
书
法
作
品
在
唐
以
前
的
流
传
，

我
们
可
以
参
考
若
干
书
法
文
献
[8]

，
其
基
本
情
况
如
下
：

1 

刘
宋
宫
廷
藏
刘
宋
晚
期
（
约
四
七
〇
）
王
羲
之
书
法
作
品
有

素
书
二
十
四
卷
、
纸
书
二
十
四
卷
、
纸
书
五
十
卷
、
扇
书
两
卷
、
纸

书
飞
白
章
草
十
五
卷
、
纸
书
戏
字
十
二
卷
、
新
入
书
六
十
卷
，
一
共

一
百
八
十
七
卷
。
当
时
所
有
书
法
藏
品
有
五
十
二
帙
五
百
二
十
卷
和

六
帙
一
百
二
十
卷
（
六
百
四
十
卷
）
。

2 

南
齐
（
四
七
九—

五
〇
二
）
初
，
『
既
经
丧
乱
，
多
所

遗
失
』
十
二
帙
，
等
于
一
百
二
十
卷
或
二
百
四
十
卷
一
卷
一
丈

（3
3
3
c
m

）
或
二
丈
（6

6
6
c
m

）
，
敦
煌
遗
书
一
般
一
张
纸4

0
c
m

左

右
，
因
此
大
概
一
卷
十
纸
或
二
十
纸
。

3 

梁
（
五
〇
二—

五
五
七
） 

萧
衍
（
四
六
四—

五
四
九
，

图十六a

图十六b

图十四

图十五

图十ab

图二十一ab图二十ab

图二十二ab

图十九a

图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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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一
千
三
百
九
十
八
个
不
同
的
字
，
相
当
于
当
时
笔
者
假
设
存
在
的

一
万
个
字
的1

3
%

。
仔
细
观
察
《
集
王
圣
教
序
》
以
及
现
存
的
王
羲

之
作
品
可
知
，
怀
仁
不
是
随
意
收
取
所
有
能
够
编
排
《
集
王
圣
教

序
》
文
本
的
，
反
而
他
故
意
没
用
上
宫
廷
收
藏
书
迹
一
定
载
有
的
许

多
字
形
。

《
集
王
圣
教
序
》
与
王
羲
之
其
他
书
法
作
品
的
对
比

《
集
王
圣
教
序
》
立
碑
之
后
，
唐
代
集
王
的
碑
石
还
先
后
刻
了

十
三
方
，
最
早
的
是
《
大
兴
国
寺
舍
利
塔
碑
》
（
已
失
）
，
最
后
一

方
是
唐
玄
序
集
的
《
新
集
金
刚
经
》
（
八
三
二
） 

。
在
这
些
集
字
碑

当
中
，
影
响
最
大
的
是
所
谓
《
兴
福
寺
断
截
碑
》
（
七
二
一
）
（
现

存
西
安
碑
林
）
和
《
新
集
金
刚
经
》
，
尤
其
前
者
的
出
版
品
已
经
有

许
多
影
印
本
[13]

。

关
于
《
集
王
圣
教
序
碑
》
的
立
碑
过
程
、
安
放
地
点
及
历
史
背

景
，
笔
者
已
经
提
出
了
个
人
的
一
些
看
法
[14]

，
认
为
此
碑
对
六
六
〇

年
代
的
长
安
僧
人
团
体
是
一
件
非
常
重
要
的
工
程
，
还
涉
及
长
安
僧

人
团
体
对
当
时
高
宗
和
武
瞾
轻
视
佛
教
、
助
长
道
教
造
成
的
不
利
氛

围
的
抗
争
。
因
此
，
僧
人
以
极
高
的
审
美
标
准
设
计
出
了
《
集
王
圣

教
序
》
这
一
方
碑
石
，
目
的
在
于
淋
漓
生
动
地
再
现
王
羲
之
自
然
手

写
的
面
貌
。
《
集
王
圣
教
序
》
后
来
被
世
世
代
代
看
成
是
艺
术
精
品

可
能
已
经
超
越
了
当
时
制
作
它
的
政
治
和
宗
教
需
要
了
吧
，
后
世
可

能
更
多
从
纯
艺
术
的
角
度
来
欣
赏
和
评
价
，
还
原
它
的
生
成
历
史
的

话
书
法
活
动
不
是
『
为
艺
术
而
艺
术
』
，
而
深
嵌
于
社
会
文
化
政
治

宗
教
等
大
历
史
语
境
中
。

将
《
集
王
圣
教
序
》
和
上
述
两
方
唐
代
集
字
碑
相
比
较
可
以
看
出
，

它
们
之
间
在
审
美
上
存
在
着
相
当
的
差
异
性
。
其
一
，
如
果
看
当
时

分
量
很
重
的
『
唐
』
字
，
不
难
发
现
《
集
王
圣
教
序
》
的
字
形
与
《
兴

福
寺
断
截
碑
》
和
《
新
集
金
刚
经
》
的
字
形
属
于
两
个
不
同
的
系
统
。

特
别
从
『
口
』
字
构
件
可
以
看
出
，《
集
王
圣
教
序
》
的
版
本
不
是
《
兴

福
寺
断
截
碑
》
和
《
新
集
金
刚
经
》
参
考
的
版
本
（
图
五a

、b

、c

）
。

另
外
，
后
者
的
两
个
字
形
也
不
完
全
一
致
，
尤
其
是
在
处
理
中
间
部
分
，

《
兴
福
寺
断
截
碑
》
既
扁
又
小
，
而
《
新
集
金
刚
经
》
纵
向
却
更
加
突

出
。
另
外
，
从
字
行
的
布
局
来
看
，
这
三
方
石
碑
也
有
相
当
的
不
一

致
之
处
。
譬
如
说
，
从
所
记
载
的
三
个
年
号
可
以
看
出
，
无
论
是
字

形
还
是
行
气
，
《
集
王
圣
教
序
》
才
是
最
像
自
然
的
书
写
面
貌
（
图
六

a

、b

、c

）
。
实
际
上
，
《
集
王
圣
教
序
》
的
字
行
既
精
炼
又
舒
展
，
而

这
种
恰
到
好
处
的
紧
凑
字
势
在
行
气
也
有
其
充
分
得
反
应
：
《
兴
福

可
知
二
百
五
十
三
幅
行
书
作
品
一
共
有
一
千
五
百
零
八
行
。
虽
然
张

怀
瓘
没
有
提
到
行
数
问
题
，
他
的
确
给
我
们
提
供
了
非
常
重
要
的
数

据
，
他
说
每
卷
『
四
尺
为
度
』
，
即1

3
3
.
2
c
m

[12]

，
几
乎
是
日
本
皇

家
所
藏6

3
c
m

长
的
《
丧
乱
帖
》
（
和
《
二
谢
帖
》
和
《
得
示
帖
》
装

成
同
一
个
手
卷
）
的
差
不
多
一
倍
。
《
丧
乱
帖
》
一
共
十
七
行
，
这

等
于
说
唐
朝
宫
廷
收
藏
王
羲
之
的
行
书
作
品
，
每
卷
大
概
有
三
十
行

左
右
。
鉴
于
书
信
的
章
法
相
当
松
散
，
褚
遂
良
所
统
计
的
一
千
五
百

零
八
行
分
成
五
十
八
卷
，
等
于
二
十
六
行
。
即
便
我
们
按
照
张
怀
瓘

所
说
的
四
十
卷
，
每
卷
行
数
是
三
十
七
左
右
，
也
能
证
明
褚
遂
良
记

载
行
数
的
可
信
性
。

我
们
不
妨
推
测
，
每
行
一
共
八
个
字
左
右
，
即
为
一
万
两
千
零

六
十
四
字
。
再
考
虑
大
部
分
行
书
作
品
是
书
信
，
篇
章
布
局
还
带
有

许
多
空
白
，
再
可
以
把
字
数
减
少
到
每
行
平
均
有
六
个
字
，
结
果
是

九
千
零
四
十
八
字
。
为
了
统
计
的
方
便
我
们
假
设
把
九
千
零
四
十
八

字
扩
大
成
一
万
，
因
此
当
时
宫
廷
收
藏
王
羲
之
的
行
书
作
品
总
共
在

一
万
字
左
右
。
这
就
是
说
《
集
王
圣
教
序
》
中
的
一
千
九
百
零
三
个

字
只
是
当
时
所
存
王
羲
之
行
书
字
数
的1

9
%

，
显
然
怀
仁
可
以
凭
借

当
时
可
见
的
大
量
王
羲
之
行
书
去
设
计
其
集
字
碑
。

《
集
王
圣
教
序
》
包
括
怀
仁
在
王
羲
之
书
法
作
品
中
搜
集
到

图
十
三b

图
十
三b

字
（2

/
2

）
略
像
以
外
，
其
他
四
个
字
来
自
于
《
何
如
帖
》
和
《
奉

橘
帖
》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二
十
八
个
字
长
的
《
何
如
帖
》
一
共
有

十
九
个
字
形
的
单
字
同
样
出
现
在
《
集
王
圣
教
序
》
（
『
羲
、
之
、

不
、
体
、
比
、
复
、
何
、
如
、
迟
、
复
、
奉
、
羲
、
之
、
中
、
无
、

寻
、
复
、
羲
、
之
』
）
，
可
是
只
有
『
寻
』
字
（3

/
2

）
才
是
怀
仁

确
实
收
取
的
字
形
。
反
过
来
，
十
二
个
字
长
的
《
奉
橘
帖
》
倒
有
三

个
字
与
《
集
王
圣
教
序
》
极
为
相
似—

『
百
』
字
（1

/
4

）
（
相
当

于
《
集
王
圣
教
序
》
『
百
』
字8

/
7
1

、1
0
/
7

、1
9
/
2
8

和2
1
/
1
4

）
、

『
霜
』
（1

/
6

）
（
相
当
于
《
集
王
圣
教
序
》
『
霜
』
字8

/
7
6

）
和

『
降
』
字
（1

/
8

）
（
相
当
于
《
集
王
圣
教
序
》
『
降
』
字1

9
/
2
1

）

（
图
十
五
）
。
同
时
，
《
奉
橘
帖
》
其
他
同
样
也
载
于
《
集
王
圣

教
序
》
的
单
字
像
『
奉
』
（1

/
1

）
、
『
三
』
（1

/
3

）
、
『
未
』

（1
/
7

和1
/
9

）
和
『
得
』
（2

/
3

）
等
字
，
都
有
不
同
的
形
体
（
图

十
六a

、b

）
。

这
种
情
况
折
射
出
一
件
非
常
简
单
的
事
实
，
即
是
怀
仁
只
挑
选

了
符
合
他
设
想
的
书
风
标
准
的
字
，
无
论
查
阅
它
们
是
否
容
易
。
于

是
，
怀
仁
挑
剔
的
态
度
足
以
说
明
当
时
《
集
王
圣
教
序
》
的
立
碑
工

程
非
同
一
般
。
同
时
，
从
此
我
们
还
了
解
到
《
集
王
圣
教
序
》
并
不

是
简
单
的
一
方
集
字
碑
而
应
该
被
看
作
一
幅
完
整
的
书
法
作
品
。

《
集
王
圣
教
序
》
作
为
先
唐
行
书
的
总
结—

研
究

王
羲
之
书
法
离
不
开
《
集
王
圣
教
序
》

上
述
《
奉
橘
帖
》
的
字
形
表
明
，
怀
仁
有
意
识
地
调
整
了
原

作
字
迹
的
形
态
，
一
方
面
也
许
是
为
了
弥
补
原
作
损
失
之
处
，
另
一

方
面
无
疑
是
迎
合
当
时
群
众
的
书
法
审
美
。
前
者
早
在
虞
龢
《
论
书

表
》
（
四
七
〇
）
有
记
载
，
虞
氏
提
到
『
今
搨
书
…
…
又
补
接
败

字
，
体
势
不
失
，
墨
色
更
明
』
[15]

。
后
者
，
王
羲
之
时
代
的
书
风
当

然
和
楷
书
基
本
上
成
熟
的
初
唐
时
期
完
全
不
同
，
所
以
怀
仁
不
得
不

提
供
一
个
长
安
佛
教
信
徒
和
普
通
群
众
都
能
够
接
受
并
且
信
任
的
王

羲
之
书
法
风
貌
。
而
从
六
六
〇
年
代
的
书
法
水
平
来
看
，
无
论
是
写

本
还
是
石
刻
，
都
有
好
多
极
为
精
致
的
作
品
，
也
许
正
是
因
为
唐
太

宗
六
三
〇
年
代
开
始
推
崇
王
羲
之
书
风
。
就
举
两
个
例
子
，
法
藏

P
.
2
0
5
6

（
六
六
二
）
《
阿
毗
昙
毗
婆
沙
论
》
（
经
生
沈
弘
写
）
和
大

行
）
认
为
『
但
右
军
之
书
，
代
多
称
习
。
良
可
据
为
宗
匠
，
取
立

指
归
』
，
这
肯
定
跟
李
世
民
提
倡
王
羲
之
书
风
有
关
，
这
显
然
会
影

响
到
当
时
社
会
的
书
法
作
品
需
求
。
另
外
，
孙
过
庭
在
《
书
谱
》

三
百
三
十
三—

三
百
四
十
一
行
也
流
露
他
曾
经
造
过
假
的
事
实
，
他

因
为
受
到
文
人
的
轻
视
，
将
自
己
的
书
法
作
品
装
成
一
幅
看
上
去
年

代
久
远
的
法
书
，
甚
至
貌
似
伪
托
王
羲
之
尺
牍
的
书
风
。

从
文
本
的
角
度
来
看
，
《
兰
亭
序
》
是
载
有
与
《
集
王
圣
教

序
》
共
同
单
字
最
多
的
一
幅
作
品
。
《
兰
亭
序
》
一
共
三
百
二
十
四

个
字
，
二
百
零
五
单
字
，
其
中
一
百
三
十
一
个
字
也
载
于
构
成
《
集

王
圣
教
序
》
的
文
本
。
这
是
纯
粹
的
文
本
共
通
性
，
不
过
，
虽
然
经

常
有
人
提
倡
《
集
王
圣
教
序
》
与
《
兰
亭
序
》
字
形
的
相
似
性
，
一

具
体
比
较
《
集
王
圣
教
序
》
和
《
神
龙
兰
亭
》
和
《
张
金
界
奴
兰

亭
》
两
种
摹
本
的
字
形
，
我
们
发
现
只
有
五
十
九
个
字
形
的
形
象
确

实
存
在
相
似
性
。
就
著
名
的
『
永
和
九
年
』
的
『
永
』
字
，
怀
仁

并
没
有
采
取
《
兰
亭
序
》
的
字
形
。
另
外
，
更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
神
龙
兰
亭
》
有
十
三
个
，
《
张
金
界
奴
兰
亭
》
有
四
十
六
个
（
图

十
二
和
图
十
三a

、b

）
。
另
外
，
加
上
《
集
王
圣
教
序
》
有
单
独

出
现
的
『
足
』
字
（7

/
3
8

）
（
其
他7

/
3
8

和2
2
/
3
8

两
个
字
形
都
不

一
样
）
、
『
迹
』
字
（2

0
/
5

）
和
『
闲
』
字
（8

/
5
0

）
虽
然
明
显

与 

《
兰
亭
序
》
相
似
，
尚
带
有
两
种
摹
本
所
缺
的
枯
笔
痕
迹
（
图

十
四
）
。
再
者
，
怀
仁
在
挑
选
『
与
』
（
与
）
字
（1

2
/
7

、1
7
/
2
5

和1
9
/
4
5

）
和
『
伏
』
字
（1

7
/
3
1

和2
1
/
7
5

）
并
没
有
收
取
《
兰
亭

序
》
的
『
与
』
字
（1

1
/
1
0

）
和
『
俛
』
字
（1

8
/
2

）
。

与
《
兰
亭
序
》
共
同
的
单
字
，
在
《
集
王
圣
教
序
》
字
形
中
有

一
百
二
十
个
，
连1

0
%

都
不
到
，
意
味
着
《
兰
亭
序
》
并
不
是
怀
仁

参
考
王
羲
之
作
品
的
主
要
底
本
。
理
所
当
然
，
怀
仁
当
时
应
该
有
大

量
的
王
羲
之
行
书
作
品
可
用
，
根
据
我
们
今
天
所
了
解
王
羲
之
书
迹

情
况
完
很
难
想
象
得
出
来
。

除
了
《
兰
亭
序
》
以
外
，
现
存
的
王
羲
之
作
品
有
十
六
个
单

字
也
出
现
在
《
集
王
圣
教
序
》
文
本
之
中
，
可
是
只
有
六
个
字
才

是
真
正
与
《
集
王
圣
教
序
》
相
似
，
载
于
摹
本
《
奉
橘
帖
》
《
何
如

帖
》
和
《
孔
侍
中
帖
》
以
及
临
本
《
快
雪
帖
》
（
图
十
五
）
。
除
了

《
集
王
圣
教
序
》
『
书
』
字
（1

3
/
4
3

）
与
《
孔
侍
中
帖
》
『
书
』

字
（2

/
5

）
相
似
，
和
『
善
』
字
（1

1
/
6
4

）
与
《
快
雪
帖
》
『
善
』

寺
断
截
碑
》
和
《
新
集
金
刚
经
》
好
像
都
是
把
每
个
字
形
作
为
一
个

孤
立
的
图
像
，
很
明
显
缺
乏
连
贯
性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
集
王
圣
教
序
》
和
《
新
集
金
刚
经
》
有
不

少
几
乎
一
模
一
样
的
字
形
，
像
图
七a

《
集
王
圣
教
序
》
四
个
『
内
』

字
的
右
边
后
两
个
和
《
新
集
金
刚
经
》
的
所
有
『
内
』
字
（
图
七b

）
。

可
是
一
旦
观
察
《
兴
福
寺
断
截
碑
》
许
多
的
字
就
不
难
发
现
，
虽
然

它
们
无
疑
有
相
似
性
，
但
是
最
终
给
人
的
感
觉
是
不
同
的
字
形
（
图

七c

）
，
更
不
用
说
『
王
羲
之
』
三
个
字
（
图
八a

、b

）
。
这
是
因
为

《
兴
福
寺
断
截
碑
》
实
际
上
是
一
种
集
字
库
底
本
的
临
摹
作
品
，
不
是

严
格
意
义
上
的
集
字
。
换
句
话
说
，
《
集
王
圣
教
序
》
和
《
新
集
金
刚

经
》
保
留
很
高
的
相
似
性
，
无
疑
是
因
为
唐
玄
序
利
用
了
前
者
的
拓
片
，

结
果
以
怀
仁
设
计
的
字
形
又
重
新
布
局
了
《
金
刚
经
》
的
『
新
文
本
』

（
因
而
『
新
集
』
之
称
）
。

反
过
来
，
《
兴
福
寺
断
截
碑
》
与
《
集
王
圣
教
序
》
没
有
这
么

高
的
相
似
性
，
就
从
其
中
的
『
兴
福
寺
』
和
『
弘
福
寺
』
这
两
个
官

方
名
称
可
以
看
出
，
不
管
在
大
小
上
和
形
态
上
，
都
不
一
样
（
图
九

a

、b

）
。
另
外
，
从
《
兴
福
寺
断
截
碑
》
『
扬
』
字
也
可
以
看
出

它
并
不
出
于
《
集
王
圣
教
序
》
，
因
为
《
集
王
圣
教
序
》
的
『
扬
』

却
写
成
带
『
木
』
字
旁
的
『
杨
』
字
，
但
是
《
兴
福
寺
断
截
碑
》
并

没
有
采
取
。
实
际
上
，
《
兴
福
寺
断
截
碑
》
不
仅
有
二
百
二
十
四
个

单
字
没
在
《
集
王
圣
教
序
》
出
现
，
而
且
两
者
同
样
出
现
的
单
字

在
形
体
上
也
会
有
许
多
不
同
的
字
形
，
像
『
天
』
字
和
『
集
』
字

（
图
十
）
。
同
样
，
《
金
刚
经
》
也
有
这
类
的
字
形
，
像
『
天
』
、

『
字
』
和
『
仰
』
字
（
图
十
一a

）
。
这
些
例
子
表
明
两
种
情
况
，
其

一
，
当
时
王
羲
之
法
书
在
社
会
也
有
流
通
，
就
像
『
集
』
字
与
《
平

安
帖
》
的
『
集
』
字
非
常
相
似
，
『
天
』
字
又
跟
《
十
七
帖
》
的

『
天
』
字
形
，
『
仰
』
字
在
张
彦
远
《
王
右
军
书
记
》
除
了
《
兰
亭

序
》
以
外
还
出
现
五
次
（
图
十
一b

）
。

因
此
我
们
不
妨
推
测
，
当
时
除
了
宫
廷
收
藏
高
档
作
品
以
外
，

社
会
上
还
应
该
流
传
着
王
羲
之
作
品
的
其
他
版
本
，
一
部
分
应
该
是

当
时
流
出
内
府
的
双
钩
复
制
品
或
复
制
品
的
临
本
，
一
部
分
还
很
可

能
是
好
事
者
所
作
，
就
像
孙
过
庭
（
约
六
四
六—

约
六
九
〇
）
等
擅

长
王
羲
之
书
风
的
文
士
那
样
，
或
含
有
恶
意
或
为
了
玩
乐
而
写
的
赝

品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孙
氏
在
《
书
谱
》
（
二
百
零
三—

二
百
零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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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一
千
三
百
九
十
八
个
不
同
的
字
，
相
当
于
当
时
笔
者
假
设
存
在
的

一
万
个
字
的1

3
%

。
仔
细
观
察
《
集
王
圣
教
序
》
以
及
现
存
的
王
羲

之
作
品
可
知
，
怀
仁
不
是
随
意
收
取
所
有
能
够
编
排
《
集
王
圣
教

序
》
文
本
的
，
反
而
他
故
意
没
用
上
宫
廷
收
藏
书
迹
一
定
载
有
的
许

多
字
形
。

《
集
王
圣
教
序
》
与
王
羲
之
其
他
书
法
作
品
的
对
比

《
集
王
圣
教
序
》
立
碑
之
后
，
唐
代
集
王
的
碑
石
还
先
后
刻
了

十
三
方
，
最
早
的
是
《
大
兴
国
寺
舍
利
塔
碑
》
（
已
失
）
，
最
后
一

方
是
唐
玄
序
集
的
《
新
集
金
刚
经
》
（
八
三
二
） 

。
在
这
些
集
字
碑

当
中
，
影
响
最
大
的
是
所
谓
《
兴
福
寺
断
截
碑
》
（
七
二
一
）
（
现

存
西
安
碑
林
）
和
《
新
集
金
刚
经
》
，
尤
其
前
者
的
出
版
品
已
经
有

许
多
影
印
本
[13]

。

关
于
《
集
王
圣
教
序
碑
》
的
立
碑
过
程
、
安
放
地
点
及
历
史
背

景
，
笔
者
已
经
提
出
了
个
人
的
一
些
看
法
[14]

，
认
为
此
碑
对
六
六
〇

年
代
的
长
安
僧
人
团
体
是
一
件
非
常
重
要
的
工
程
，
还
涉
及
长
安
僧

人
团
体
对
当
时
高
宗
和
武
瞾
轻
视
佛
教
、
助
长
道
教
造
成
的
不
利
氛

围
的
抗
争
。
因
此
，
僧
人
以
极
高
的
审
美
标
准
设
计
出
了
《
集
王
圣

教
序
》
这
一
方
碑
石
，
目
的
在
于
淋
漓
生
动
地
再
现
王
羲
之
自
然
手

写
的
面
貌
。
《
集
王
圣
教
序
》
后
来
被
世
世
代
代
看
成
是
艺
术
精
品

可
能
已
经
超
越
了
当
时
制
作
它
的
政
治
和
宗
教
需
要
了
吧
，
后
世
可

能
更
多
从
纯
艺
术
的
角
度
来
欣
赏
和
评
价
，
还
原
它
的
生
成
历
史
的

话
书
法
活
动
不
是
『
为
艺
术
而
艺
术
』
，
而
深
嵌
于
社
会
文
化
政
治

宗
教
等
大
历
史
语
境
中
。

将
《
集
王
圣
教
序
》
和
上
述
两
方
唐
代
集
字
碑
相
比
较
可
以
看
出
，

它
们
之
间
在
审
美
上
存
在
着
相
当
的
差
异
性
。
其
一
，
如
果
看
当
时

分
量
很
重
的
『
唐
』
字
，
不
难
发
现
《
集
王
圣
教
序
》
的
字
形
与
《
兴

福
寺
断
截
碑
》
和
《
新
集
金
刚
经
》
的
字
形
属
于
两
个
不
同
的
系
统
。

特
别
从
『
口
』
字
构
件
可
以
看
出
，《
集
王
圣
教
序
》
的
版
本
不
是
《
兴

福
寺
断
截
碑
》
和
《
新
集
金
刚
经
》
参
考
的
版
本
（
图
五a

、b

、c

）
。

另
外
，
后
者
的
两
个
字
形
也
不
完
全
一
致
，
尤
其
是
在
处
理
中
间
部
分
，

《
兴
福
寺
断
截
碑
》
既
扁
又
小
，
而
《
新
集
金
刚
经
》
纵
向
却
更
加
突

出
。
另
外
，
从
字
行
的
布
局
来
看
，
这
三
方
石
碑
也
有
相
当
的
不
一

致
之
处
。
譬
如
说
，
从
所
记
载
的
三
个
年
号
可
以
看
出
，
无
论
是
字

形
还
是
行
气
，
《
集
王
圣
教
序
》
才
是
最
像
自
然
的
书
写
面
貌
（
图
六

a

、b

、c

）
。
实
际
上
，
《
集
王
圣
教
序
》
的
字
行
既
精
炼
又
舒
展
，
而

这
种
恰
到
好
处
的
紧
凑
字
势
在
行
气
也
有
其
充
分
得
反
应
：
《
兴
福

可
知
二
百
五
十
三
幅
行
书
作
品
一
共
有
一
千
五
百
零
八
行
。
虽
然
张

怀
瓘
没
有
提
到
行
数
问
题
，
他
的
确
给
我
们
提
供
了
非
常
重
要
的
数

据
，
他
说
每
卷
『
四
尺
为
度
』
，
即1

3
3
.
2
c
m

[12]

，
几
乎
是
日
本
皇

家
所
藏6

3
c
m

长
的
《
丧
乱
帖
》
（
和
《
二
谢
帖
》
和
《
得
示
帖
》
装

成
同
一
个
手
卷
）
的
差
不
多
一
倍
。
《
丧
乱
帖
》
一
共
十
七
行
，
这

等
于
说
唐
朝
宫
廷
收
藏
王
羲
之
的
行
书
作
品
，
每
卷
大
概
有
三
十
行

左
右
。
鉴
于
书
信
的
章
法
相
当
松
散
，
褚
遂
良
所
统
计
的
一
千
五
百

零
八
行
分
成
五
十
八
卷
，
等
于
二
十
六
行
。
即
便
我
们
按
照
张
怀
瓘

所
说
的
四
十
卷
，
每
卷
行
数
是
三
十
七
左
右
，
也
能
证
明
褚
遂
良
记

载
行
数
的
可
信
性
。

我
们
不
妨
推
测
，
每
行
一
共
八
个
字
左
右
，
即
为
一
万
两
千
零

六
十
四
字
。
再
考
虑
大
部
分
行
书
作
品
是
书
信
，
篇
章
布
局
还
带
有

许
多
空
白
，
再
可
以
把
字
数
减
少
到
每
行
平
均
有
六
个
字
，
结
果
是

九
千
零
四
十
八
字
。
为
了
统
计
的
方
便
我
们
假
设
把
九
千
零
四
十
八

字
扩
大
成
一
万
，
因
此
当
时
宫
廷
收
藏
王
羲
之
的
行
书
作
品
总
共
在

一
万
字
左
右
。
这
就
是
说
《
集
王
圣
教
序
》
中
的
一
千
九
百
零
三
个

字
只
是
当
时
所
存
王
羲
之
行
书
字
数
的1

9
%

，
显
然
怀
仁
可
以
凭
借

当
时
可
见
的
大
量
王
羲
之
行
书
去
设
计
其
集
字
碑
。

《
集
王
圣
教
序
》
包
括
怀
仁
在
王
羲
之
书
法
作
品
中
搜
集
到

图
十
三b

图
十
三b

字
（2

/
2

）
略
像
以
外
，
其
他
四
个
字
来
自
于
《
何
如
帖
》
和
《
奉

橘
帖
》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二
十
八
个
字
长
的
《
何
如
帖
》
一
共
有

十
九
个
字
形
的
单
字
同
样
出
现
在
《
集
王
圣
教
序
》
（
『
羲
、
之
、

不
、
体
、
比
、
复
、
何
、
如
、
迟
、
复
、
奉
、
羲
、
之
、
中
、
无
、

寻
、
复
、
羲
、
之
』
）
，
可
是
只
有
『
寻
』
字
（3

/
2

）
才
是
怀
仁

确
实
收
取
的
字
形
。
反
过
来
，
十
二
个
字
长
的
《
奉
橘
帖
》
倒
有
三

个
字
与
《
集
王
圣
教
序
》
极
为
相
似—

『
百
』
字
（1

/
4

）
（
相
当

于
《
集
王
圣
教
序
》
『
百
』
字8

/
7
1

、1
0
/
7

、1
9
/
2
8

和2
1
/
1
4

）
、

『
霜
』
（1

/
6

）
（
相
当
于
《
集
王
圣
教
序
》
『
霜
』
字8

/
7
6

）
和

『
降
』
字
（1

/
8

）
（
相
当
于
《
集
王
圣
教
序
》
『
降
』
字1

9
/
2
1

）

（
图
十
五
）
。
同
时
，
《
奉
橘
帖
》
其
他
同
样
也
载
于
《
集
王
圣

教
序
》
的
单
字
像
『
奉
』
（1

/
1

）
、
『
三
』
（1

/
3

）
、
『
未
』

（1
/
7

和1
/
9

）
和
『
得
』
（2

/
3

）
等
字
，
都
有
不
同
的
形
体
（
图

十
六a

、b

）
。

这
种
情
况
折
射
出
一
件
非
常
简
单
的
事
实
，
即
是
怀
仁
只
挑
选

了
符
合
他
设
想
的
书
风
标
准
的
字
，
无
论
查
阅
它
们
是
否
容
易
。
于

是
，
怀
仁
挑
剔
的
态
度
足
以
说
明
当
时
《
集
王
圣
教
序
》
的
立
碑
工

程
非
同
一
般
。
同
时
，
从
此
我
们
还
了
解
到
《
集
王
圣
教
序
》
并
不

是
简
单
的
一
方
集
字
碑
而
应
该
被
看
作
一
幅
完
整
的
书
法
作
品
。

《
集
王
圣
教
序
》
作
为
先
唐
行
书
的
总
结—

研
究

王
羲
之
书
法
离
不
开
《
集
王
圣
教
序
》

上
述
《
奉
橘
帖
》
的
字
形
表
明
，
怀
仁
有
意
识
地
调
整
了
原

作
字
迹
的
形
态
，
一
方
面
也
许
是
为
了
弥
补
原
作
损
失
之
处
，
另
一

方
面
无
疑
是
迎
合
当
时
群
众
的
书
法
审
美
。
前
者
早
在
虞
龢
《
论
书

表
》
（
四
七
〇
）
有
记
载
，
虞
氏
提
到
『
今
搨
书
…
…
又
补
接
败

字
，
体
势
不
失
，
墨
色
更
明
』
[15]

。
后
者
，
王
羲
之
时
代
的
书
风
当

然
和
楷
书
基
本
上
成
熟
的
初
唐
时
期
完
全
不
同
，
所
以
怀
仁
不
得
不

提
供
一
个
长
安
佛
教
信
徒
和
普
通
群
众
都
能
够
接
受
并
且
信
任
的
王

羲
之
书
法
风
貌
。
而
从
六
六
〇
年
代
的
书
法
水
平
来
看
，
无
论
是
写

本
还
是
石
刻
，
都
有
好
多
极
为
精
致
的
作
品
，
也
许
正
是
因
为
唐
太

宗
六
三
〇
年
代
开
始
推
崇
王
羲
之
书
风
。
就
举
两
个
例
子
，
法
藏

P
.
2
0
5
6

（
六
六
二
）
《
阿
毗
昙
毗
婆
沙
论
》
（
经
生
沈
弘
写
）
和
大

行
）
认
为
『
但
右
军
之
书
，
代
多
称
习
。
良
可
据
为
宗
匠
，
取
立

指
归
』
，
这
肯
定
跟
李
世
民
提
倡
王
羲
之
书
风
有
关
，
这
显
然
会
影

响
到
当
时
社
会
的
书
法
作
品
需
求
。
另
外
，
孙
过
庭
在
《
书
谱
》

三
百
三
十
三—

三
百
四
十
一
行
也
流
露
他
曾
经
造
过
假
的
事
实
，
他

因
为
受
到
文
人
的
轻
视
，
将
自
己
的
书
法
作
品
装
成
一
幅
看
上
去
年

代
久
远
的
法
书
，
甚
至
貌
似
伪
托
王
羲
之
尺
牍
的
书
风
。

从
文
本
的
角
度
来
看
，
《
兰
亭
序
》
是
载
有
与
《
集
王
圣
教

序
》
共
同
单
字
最
多
的
一
幅
作
品
。
《
兰
亭
序
》
一
共
三
百
二
十
四

个
字
，
二
百
零
五
单
字
，
其
中
一
百
三
十
一
个
字
也
载
于
构
成
《
集

王
圣
教
序
》
的
文
本
。
这
是
纯
粹
的
文
本
共
通
性
，
不
过
，
虽
然
经

常
有
人
提
倡
《
集
王
圣
教
序
》
与
《
兰
亭
序
》
字
形
的
相
似
性
，
一

具
体
比
较
《
集
王
圣
教
序
》
和
《
神
龙
兰
亭
》
和
《
张
金
界
奴
兰

亭
》
两
种
摹
本
的
字
形
，
我
们
发
现
只
有
五
十
九
个
字
形
的
形
象
确

实
存
在
相
似
性
。
就
著
名
的
『
永
和
九
年
』
的
『
永
』
字
，
怀
仁

并
没
有
采
取
《
兰
亭
序
》
的
字
形
。
另
外
，
更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
神
龙
兰
亭
》
有
十
三
个
，
《
张
金
界
奴
兰
亭
》
有
四
十
六
个
（
图

十
二
和
图
十
三a

、b

）
。
另
外
，
加
上
《
集
王
圣
教
序
》
有
单
独

出
现
的
『
足
』
字
（7

/
3
8

）
（
其
他7

/
3
8

和2
2
/
3
8

两
个
字
形
都
不

一
样
）
、
『
迹
』
字
（2

0
/
5

）
和
『
闲
』
字
（8

/
5
0

）
虽
然
明
显

与 
《
兰
亭
序
》
相
似
，
尚
带
有
两
种
摹
本
所
缺
的
枯
笔
痕
迹
（
图

十
四
）
。
再
者
，
怀
仁
在
挑
选
『
与
』
（
与
）
字
（1

2
/
7

、1
7
/
2
5

和1
9
/
4
5

）
和
『
伏
』
字
（1

7
/
3
1

和2
1
/
7
5

）
并
没
有
收
取
《
兰
亭

序
》
的
『
与
』
字
（1

1
/
1
0

）
和
『
俛
』
字
（1

8
/
2

）
。

与
《
兰
亭
序
》
共
同
的
单
字
，
在
《
集
王
圣
教
序
》
字
形
中
有

一
百
二
十
个
，
连1

0
%

都
不
到
，
意
味
着
《
兰
亭
序
》
并
不
是
怀
仁

参
考
王
羲
之
作
品
的
主
要
底
本
。
理
所
当
然
，
怀
仁
当
时
应
该
有
大

量
的
王
羲
之
行
书
作
品
可
用
，
根
据
我
们
今
天
所
了
解
王
羲
之
书
迹

情
况
完
很
难
想
象
得
出
来
。

除
了
《
兰
亭
序
》
以
外
，
现
存
的
王
羲
之
作
品
有
十
六
个
单

字
也
出
现
在
《
集
王
圣
教
序
》
文
本
之
中
，
可
是
只
有
六
个
字
才

是
真
正
与
《
集
王
圣
教
序
》
相
似
，
载
于
摹
本
《
奉
橘
帖
》
《
何
如

帖
》
和
《
孔
侍
中
帖
》
以
及
临
本
《
快
雪
帖
》
（
图
十
五
）
。
除
了

《
集
王
圣
教
序
》
『
书
』
字
（1

3
/
4
3

）
与
《
孔
侍
中
帖
》
『
书
』

字
（2

/
5

）
相
似
，
和
『
善
』
字
（1

1
/
6
4

）
与
《
快
雪
帖
》
『
善
』

寺
断
截
碑
》
和
《
新
集
金
刚
经
》
好
像
都
是
把
每
个
字
形
作
为
一
个

孤
立
的
图
像
，
很
明
显
缺
乏
连
贯
性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
集
王
圣
教
序
》
和
《
新
集
金
刚
经
》
有
不

少
几
乎
一
模
一
样
的
字
形
，
像
图
七a

《
集
王
圣
教
序
》
四
个
『
内
』

字
的
右
边
后
两
个
和
《
新
集
金
刚
经
》
的
所
有
『
内
』
字
（
图
七b

）
。

可
是
一
旦
观
察
《
兴
福
寺
断
截
碑
》
许
多
的
字
就
不
难
发
现
，
虽
然

它
们
无
疑
有
相
似
性
，
但
是
最
终
给
人
的
感
觉
是
不
同
的
字
形
（
图

七c

）
，
更
不
用
说
『
王
羲
之
』
三
个
字
（
图
八a

、b

）
。
这
是
因
为

《
兴
福
寺
断
截
碑
》
实
际
上
是
一
种
集
字
库
底
本
的
临
摹
作
品
，
不
是

严
格
意
义
上
的
集
字
。
换
句
话
说
，
《
集
王
圣
教
序
》
和
《
新
集
金
刚

经
》
保
留
很
高
的
相
似
性
，
无
疑
是
因
为
唐
玄
序
利
用
了
前
者
的
拓
片
，

结
果
以
怀
仁
设
计
的
字
形
又
重
新
布
局
了
《
金
刚
经
》
的
『
新
文
本
』

（
因
而
『
新
集
』
之
称
）
。

反
过
来
，
《
兴
福
寺
断
截
碑
》
与
《
集
王
圣
教
序
》
没
有
这
么

高
的
相
似
性
，
就
从
其
中
的
『
兴
福
寺
』
和
『
弘
福
寺
』
这
两
个
官

方
名
称
可
以
看
出
，
不
管
在
大
小
上
和
形
态
上
，
都
不
一
样
（
图
九

a

、b

）
。
另
外
，
从
《
兴
福
寺
断
截
碑
》
『
扬
』
字
也
可
以
看
出

它
并
不
出
于
《
集
王
圣
教
序
》
，
因
为
《
集
王
圣
教
序
》
的
『
扬
』

却
写
成
带
『
木
』
字
旁
的
『
杨
』
字
，
但
是
《
兴
福
寺
断
截
碑
》
并

没
有
采
取
。
实
际
上
，
《
兴
福
寺
断
截
碑
》
不
仅
有
二
百
二
十
四
个

单
字
没
在
《
集
王
圣
教
序
》
出
现
，
而
且
两
者
同
样
出
现
的
单
字

在
形
体
上
也
会
有
许
多
不
同
的
字
形
，
像
『
天
』
字
和
『
集
』
字

（
图
十
）
。
同
样
，
《
金
刚
经
》
也
有
这
类
的
字
形
，
像
『
天
』
、

『
字
』
和
『
仰
』
字
（
图
十
一a

）
。
这
些
例
子
表
明
两
种
情
况
，
其

一
，
当
时
王
羲
之
法
书
在
社
会
也
有
流
通
，
就
像
『
集
』
字
与
《
平

安
帖
》
的
『
集
』
字
非
常
相
似
，
『
天
』
字
又
跟
《
十
七
帖
》
的

『
天
』
字
形
，
『
仰
』
字
在
张
彦
远
《
王
右
军
书
记
》
除
了
《
兰
亭

序
》
以
外
还
出
现
五
次
（
图
十
一b

）
。

因
此
我
们
不
妨
推
测
，
当
时
除
了
宫
廷
收
藏
高
档
作
品
以
外
，

社
会
上
还
应
该
流
传
着
王
羲
之
作
品
的
其
他
版
本
，
一
部
分
应
该
是

当
时
流
出
内
府
的
双
钩
复
制
品
或
复
制
品
的
临
本
，
一
部
分
还
很
可

能
是
好
事
者
所
作
，
就
像
孙
过
庭
（
约
六
四
六—

约
六
九
〇
）
等
擅

长
王
羲
之
书
风
的
文
士
那
样
，
或
含
有
恶
意
或
为
了
玩
乐
而
写
的
赝

品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孙
氏
在
《
书
谱
》
（
二
百
零
三—

二
百
零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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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测
，
他
很
可
能
采
用
宫
廷
保
留
的
不
同
的
双
钩
底
本
，
特
意
挑
选

了
有
一
定
差
异
的
字
形
，
因
此
可
以
妥
当
地
增
加
字
迹
丰
富
多
彩
的

面
貌
。
我
们
知
道
《
兰
亭
序
》
在
唐
代
有
过
几
次
双
钩
复
制
，
现
存

只
有
两
种
版
本
最
接
近
于
它
原
来
风
貌
，
即
《
神
龙
兰
亭
》
和
《
张

金
界
奴
兰
亭
》
。
这
两
个
版
本
的
底
本
之
间
并
不
是
一
比
一
复
制
品

的
关
系
，
虽
然
字
形
上
有
相
当
大
的
相
似
性
，
在
字
迹
布
局
方
面
还

有
相
当
的
差
距
。
另
外
，
《
集
王
圣
教
序
》
这
五
个
『
天
』
字
明
显

有
一
个
字
形
与
《
张
金
界
奴
兰
亭
》
非
常
相
似
，
还
有
一
个
字
形
跟

《
神
龙
兰
亭
》
也
非
常
相
似
，
这
是
不
是
意
味
着
怀
仁
除
了
主
动
细

微
调
整
局
部
以
外
，
还
参
考
了
甚
至
利
用
了
现
成
的
双
钩
本
？

在
缺
乏
更
多
的
第
一
手
资
料
的
前
提
下
，
这
些
猜
测
只
算
一

种
初
步
的
假
设
而
已
。
不
过
，
我
们
可
以
肯
定
的
是
，
《
集
王
圣
教

序
》
包
含
了
初
唐
对
王
羲
之
书
风
的
公
认
的
审
美
理
想
，
它
不
但
代

表
中
古
时
期
对
书
圣
王
羲
之
的
理
解
，
也
确
实
体
现
了
中
古
时
期
行

书
书
法
的
最
终
总
结
。

理
所
当
然
，
研
究
王
羲
之
书
法
除
了
双
钩
摹
本
之
外
，
《
集
王

圣
教
序
》
是
必
备
的
参
考
模
板
。
由
僧
人
团
体
复
原
王
羲
之
的
书
法

风
貌
，
使
它
还
成
为
最
有
影
响
的
中
国
法
书
之
一
，
这
恐
怕
也
只
有

在
丰
富
多
彩
的
初
唐
文
化
世
界
里
才
能
实
现
的
艺
术
梦
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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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

[1] No 
artist 

in 
China 

has,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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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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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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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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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e 

universal 
adm

iration 
than 

W
ang 

H
si-

chih.
 
[

芬]

喜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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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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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右
军
书
目[A

].

右
军
书
记[A

].

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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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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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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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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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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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日]

中
田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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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

王
羲
之[M

].

东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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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谈
社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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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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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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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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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国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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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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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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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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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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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3
2

、8
9
-
9
0

、9
6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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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
鲜
金
石
总
览[M

].

朝
鲜

总
督
府
，1

9
1
9
:
6
5
-
6
6

、1
4
4
-
1
4
9

、1
8
1
-
1
8
9

、5
6
6
-
5
6
8

、4
6
7
-

4
7
3
.

与
当
时
可
参
考
大
量
的
王
羲
之
真
迹
或
与
他
典
型
书
风
极
为
相
似
的

复
制
品
和
作
品
的
客
观
条
件
有
关
。
但
是
需
要
指
出
的
还
有
一
点
，

怀
仁
之
所
以
能
够
完
成
如
此
不
可
思
议
的
任
务
还
跟
他
敏
锐
的
眼
力

和
熟
练
的
技
法
有
关
。
如
果
他
本
身
不
擅
长
书
法
的
话—
—

尤
其
是

精
通
行
书—

—

根
本
不
可
能
将
不
同
来
源
的
字
形
组
合
成
一
幅
协
调

淋
漓
的
书
法
作
品
。
因
此
我
们
可
以
推
测
，
他
在
寺
庙
里
也
应
该
受

过
这
方
面
的
训
练
。
我
们
知
道
曾
经
活
动
于
会
稽
的
智
果
（
生
卒
年

不
详
）
在
大
兴
城
（
即
长
安
）
参
与
过
隋
朝
宫
廷
藏
品
的
鉴
定
工

作
，
《
奉
橘
帖
》
就
有
他
、
诸
葛
颖
（
五
三
六—

六
一
二
）
和
柳
顾

言
（
生
卒
年
不
详
）
的
署
名
（
五
九
八
年
五
月
八
日
，
开
皇
十
八
年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
（
图
十
八
）
。
虽
然
中
国
寺
院
藏
书
法
作
品
缺
少

详
细
的
记
载
，
但
是
日
本
奈
良
东
大
寺
在
八
世
纪
中
叶
藏
有
许
多
书

法
作
品
，
因
此
可
以
推
测
，
也
许
中
国
也
有
类
似
的
情
况
。
可
以
肯

定
的
是
，
鉴
于
僧
人
经
常
书
丹
墓
碑
和
墓
志
[16]

，
我
们
有
权
利
断
定

中
古
时
期
佛
教
寺
院
一
定
不
缺
少
书
法
的
艺
术
熏
陶
。

还
需
要
探
讨
的
是
，
怀
仁
如
何
将
集
字
组
合
成
如
此
成
功
的

自
然
书
写
的
书
法
作
品
？
笔
者
认
为
怀
仁
不
仅
仅
把
字
形
工
整
的
单

字
用
来
设
计
《
集
王
圣
教
序
》
的
碑
面
，
他
还
故
意
找
出
一
些
明
显

带
有
日
常
书
写
趣
味
的
字
迹
，
甚
至
带
有
草
率
笔
意
的
痕
迹
的
字
，

为
的
是
增
加
章
法
的
活
跃
和
生
动
的
感
觉
。
这
些
字
的
笔
画
和
结
构

表
达
出
一
种
潦
草
的
味
道
，
明
显
不
同
于
第
一
行
题
名
的
《
大
唐

三
藏
圣
教
序
》
（
图
十
九a

、b

）
。
笔
者
认
为
这
种
形
体
上
的
差

异
并
不
偶
然
，
实
际
上
是
怀
仁
巧
妙
地
增
加
灵
动
书
写
的
反
应
。

从 

『
早
』
字
弯
曲
的
横
和
竖
也
可
以
看
到
这
种
表
面
上
不
成
功
的

效
果
，
实
际
上
它
保
留
着
王
羲
之
一
种
古
法
（
图
二
十a

）
，
在
《
初

月
帖
》
『
报
』
字
也
有
一
点
痕
迹
，
和
传
空
海
《
崔
子
玉
座
右
铭
》

的
『
人
』
字
完
全
吻
合
（
图
二
十
一a
、b

）
。
一
旦
跟
传
为
赵
孟

頫
（
一
二
五
四—

一
三
二
二
）
临
《
集
王
圣
教
序
》
（
私
人
藏
）
的

墨
迹
相
比
，
就
可
以
看
到
这
种
古
法
在
唐
以
后
就
失
传
的
证
明
（
图

二
十b

）
。

怀
仁
传
达
这
种
生
动
的
书
写
风
貌
也
大
量
依
靠
他
对
原
来
字

形
做
细
微
的
调
整
，
使
单
一
的
字
形
变
成
既
风
格
协
调
又
充
满
变
化

的
新
字
形
，
这
从
图
二
十
五
可
以
看
到
他
神
奇
的
视
觉
效
果
。
鉴
于

怀
仁
处
理
五
个
『
天
』
字
的
方
式
（
图
二
十
二a

、b

）
，
笔
者
还

唐
西
市
博
物
馆
藏
的
《
李
奴
墓
志
》
（
六
七
一
）
都
表
明
当
时
非
常

重
视
笔
锋
的
利
索
运
转
和
结
构
的
生
动
布
局
，
包
括
它
们
在
石
刻
上

的
逼
真
体
现
（
图
十
七a

、b

）
。 

怀
仁
如
何
达
到
了
如
此
成
功
完
美
的
效
果
呢
？
理
所
当
然
，
这

及
其
他[J].

书
法
研
究.

2
0
1
9

（3

）.

[10]
原
石
早
失
，
拓
本
现
存
故
宫
博
物
院
，
见
杨
惠
东
、
许
晓

俊
主
编.

王
羲
之
书
法
类
编[M

].

天
津
：
天
津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
，

2
0
1
3

，
第7

册
。
笔
者
裁
剪
了
《
新
集
金
刚
经
》
故
宫
拓
本
影
印
本

所
有
的
字
，
合
计
有
五
千
二
百
六
十
四
个
字
。
碑
文
内
容
的
确
比
《
集

王
圣
教
序
》
更
长
，
但
是
实
际
上
使
用
的
单
字
只
有
七
百
一
十
七
个
。

[11]
右
军
书
目[A

].

二
王
等
书
录[A

].

皆
载
于
张
彦
远.

法
书
要
录:

卷
三
、
卷
四[C].

北
京
：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
，2

0
0
4
:
8
8
-
1
0
0

、1
4
6
-

1
5
0
.

关
于
《
右
军
书
目
》
的
详
细
录
文
，
见
中
田
勇
次
郎.

王
羲
之

[C].

讲
谈
社
，1

9
7
4
:1
8
7
-
1
9
1
.

[12]
二
王
等
书
录[A

].

法
书
要
录
：
卷
四[C].

1
4
8
.

[13]
日
本
二
玄
社
还
列
为
《
原
色
法
帖
选
》
第
十
八
种
，
东
京
：

二
玄
社
，1

9
8
6
.

[14]
《
〈
集
王
圣
教
序
〉
的
历
史
含
义
》
。

[15]
法
书
要
录
：
卷
二[M

].
3
9
.

[16]
笔
者
关
于
佛
教
和
书
法
的
关
系
已
经
发
表
了
两
篇
论
文
：

从
敦
煌
遗
书
看
中
古
书
法
史
的
一
些
问
题[J].

敦
煌
研
究.

2
0
1
8

（1

）:
6
2
-
7
2
;

写
与
书
：
中
古
中
国
的
书
写
世
界[J

].

中
国
书

法.
2
0
1
8

（3

）:1
8
0
-
1
8
8
.

僧
人
为
僧
人
和
信
徒
书
丹
现
存
有
不
少
实

物
，
像
千
堂
志
斋
藏
《
薛
慧
命
墓
志
》
（
僧
泽
书
于
五
二
八
年
）
、

昭
陵
藏
《
张
阿
难
碑
》
（
普
昌
书
于
六
七
一
年
）
，
以
及
湛
然
（
活

动
于
八
世
纪
中
叶
）
在
洛
阳
一
带
书
丹
的
若
干
墓
志
。

本
文
责
编
：
赵
际
芳 

苏
奕
林

[6]
宣
和
书
谱
：
卷
一
八[M

].

上
海
：
上
海
书
画
出
版
社
，

1
9
8
4
:1
1
7
-
1
2
1
.

[7]
〈
集
王
圣
教
序
〉
的
历
史
含
义—

从
佛
道
争
论
的
视
角

看
〈
集
王
圣
教
序
〉
在
高
宗
朝
的
弘
法
作
用[J].

唐
研
究.

2
0
1
8

年

（2
4

）:1
8
3
-
2
0
5
.

[8]

虞
龢
《
论
书
表
》
（
四
七
〇
）
、
褚
遂
良
《
右
军
书

目 

》
（
约
六
四
〇
）
、
张
怀
瓘
《
二
王
书
录
》
（
七
六
〇
）
、

张
彦
远
《
右
军
书
记
》
（
约
八
五
〇
）
、
张
怀
瓘
《
书
估
》

（
七
五
四
）
、
韦
述
《
叙
书
录 

》
（
约
七
五
七
）
、
徐
浩
《
古
迹

记
》
（
七
八
三
）
、
卢
元
卿
《
法
书
录
》
（
八
〇
八
）
《
唐
朝
叙
书

录
》
，
皆
收
录
于
《
法
书
要
录
》
。

[9]
论
〈
集
王
圣
教
序
〉
的
书
法
特
质—

字
型
、
制
作
、
拓
本

摹

考

李 

宁

绍
兴
论
坛
『
二
王
』
研
究
文
丛

摹
搨
又
称
模
搨
、
搨
摸
、
搨
写
，
是
写
本
时
代
对
法
书
进
行

复
制
的
技
术
，
主
要
流
行
于
南
朝
至
唐
代
，
尤
以
唐
代
为
最
精
。
摹

搨
以
完
全
复
原
真
迹
面
貌
为
目
标
，
有
的
甚
至
将
原
迹
上
的
虫
蚀
火

烧
等
都
能
表
现
出
来
，
真
假
难
辨
，
几
欲
乱
真
，
故
有
『
下
真
迹
一

等
』
的
说
法
。

在
本
文
中
，
笔
者
将
论
述
摹
搨
发
展
，
辨
析
摹
搨
办
法
。

关
于
摹

先
行
研
究
与
双
钩
填
墨

通
过
文
献
对
摹
搨
研
究
的
文
章
并
不
多
见
，
主
要
有
以
下

几
篇
。
最
早
对
摹
搨
进
行
系
统
研
究
的
应
当
是
中
田
勇
次
郎
氏
的

《
古
法
書
の
真
迹
本
と
临
摹
本
》
，
该
文
收
录
于
《
中
田
勇
次
郎
著

作
集
》
第
一
卷
，
曾
被
笔
者
翻
译
发
表
于
《
书
谱
》
第
一
百
〇
五 

期
[1]

。
文
章
系
统
梳
理
文
献
中
的
摹
搨
记
载
，
详
细
考
察
了
唐
及
唐

前
的
『
摹
本
』
『
双
钩
填
墨
』
『
搨
摹
』
『
临
』
『
摹
』
『
硬
黄
』

『
响
搨
』
等
临
摹
复
制
技
术
。
通
过
文
献
对
摹
搨
进
行
考
证
的
文
章

还
有
刘
光
裕
先
生
的
《
古
代
搨
书
考
》
[2]

《
印
刷
术
以
前
的
复
制

技
术—

搨
书
与
拓
石
的
产
生
、
发
展
》
[3]

，
两
文
关
于
摹
搨
的

叙
述
基
本
近
似
，
前
文
应
当
是
后
文
的
缩
减
版
，
文
章
按
时
代
简

略
讲
述
晋
至
唐
时
期
的
搨
书
。
靳
永
先
生
的
《
搨
本
、
拓
本
与
打 

本
》
[4]

，
分
析
了
三
者
区
别
。
另
外
，
涉
及
摹
搨
技
术
的
文
章
多
见

于
法
帖
解
题
性
的
简
单
描
述
，
并
不
深
入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对
于
摹
搨
技
术
的
研
究
深
入
以
《
丧
乱
帖
》

而
展
开
，
主
要
通
过
实
物
考
察
的
方
式
对
一
般
认
为
的
先
双
钩
再
填

墨
的
『
双
钩
填
墨
』
进
行
探
讨
研
究
。
西
川
宁
氏
曾
于
一
九
八
七
年

在
《
御
物
聚
成
》
发
表
《
丧
乱
帖
に
つ
い
て
》
[5]

，
文
中
介
绍
双
钩

填
墨
的
基
本
方
法
，
认
为
唐
代
摹
搨
并
非
机
械
性
地
按
此
程
序
进

行
，
并
认
为
部
分
笔
画
是
一
笔
写
成
，
有
的
笔
画
是
补
笔
完
成
，
有

的
笔
画
是
双
钩
填
墨
。
鱼
住
和
晃
氏
于
一
九
九
七
年
在
《
墨
》
杂
志

发
表
《
搨
摸
の
技
法
》
[6]

，
对
《
丧
乱
帖
》
放
大
逐
字
分
析
，
并
未

发
现
双
钩
轮
廓
线
。
富
田
淳
氏
曾
于
《
丧
乱
帖
》
修
缮
时
参
与
调

查
，
后
发
表
《
关
于
日
本
现
存
之
丧
乱
帖
》
[7]

，
认
为
所
谓
的
填
墨

是
由
许
多
细
微
如
发
丝
般
线
条
重
合
而
成
。

东
晋
南
北
朝
时
期
的
摹

张
彦
远
《
历
代
名
画
记
》
卷
二
《
论
画
体
工
用
搨
写
》
载
『
顾

恺
之
有
摹
搨
妙
法
』
[8]

。
顾
恺
之
是
东
晋
画
家
，
所
以
在
东
晋
便
有

摹
搨
技
术
。
顾
恺
之
的
摹
搨
对
象
应
当
是
画
而
非
法
书
。
又
言
『
古

时
好
搨
画
，
十
得
七
八
，
不
失
神
采
笔
踪
』
，
对
于
画
的
摹
搨
十
得

七
八
，
可
以
想
象
东
晋
对
画
的
摹
搨
并
非
是
完
全
复
制
，
这
也
许
是

技
术
未
必
能
够
达
到
，
或
者
这
里
的
摹
搨
更
趋
向
于
摹
。

图
十
七b

　
《
李
奴
墓
志
》

图
十
七a

图
十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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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测
，
他
很
可
能
采
用
宫
廷
保
留
的
不
同
的
双
钩
底
本
，
特
意
挑
选

了
有
一
定
差
异
的
字
形
，
因
此
可
以
妥
当
地
增
加
字
迹
丰
富
多
彩
的

面
貌
。
我
们
知
道
《
兰
亭
序
》
在
唐
代
有
过
几
次
双
钩
复
制
，
现
存

只
有
两
种
版
本
最
接
近
于
它
原
来
风
貌
，
即
《
神
龙
兰
亭
》
和
《
张

金
界
奴
兰
亭
》
。
这
两
个
版
本
的
底
本
之
间
并
不
是
一
比
一
复
制
品

的
关
系
，
虽
然
字
形
上
有
相
当
大
的
相
似
性
，
在
字
迹
布
局
方
面
还

有
相
当
的
差
距
。
另
外
，
《
集
王
圣
教
序
》
这
五
个
『
天
』
字
明
显

有
一
个
字
形
与
《
张
金
界
奴
兰
亭
》
非
常
相
似
，
还
有
一
个
字
形
跟

《
神
龙
兰
亭
》
也
非
常
相
似
，
这
是
不
是
意
味
着
怀
仁
除
了
主
动
细

微
调
整
局
部
以
外
，
还
参
考
了
甚
至
利
用
了
现
成
的
双
钩
本
？

在
缺
乏
更
多
的
第
一
手
资
料
的
前
提
下
，
这
些
猜
测
只
算
一

种
初
步
的
假
设
而
已
。
不
过
，
我
们
可
以
肯
定
的
是
，
《
集
王
圣
教

序
》
包
含
了
初
唐
对
王
羲
之
书
风
的
公
认
的
审
美
理
想
，
它
不
但
代

表
中
古
时
期
对
书
圣
王
羲
之
的
理
解
，
也
确
实
体
现
了
中
古
时
期
行

书
书
法
的
最
终
总
结
。

理
所
当
然
，
研
究
王
羲
之
书
法
除
了
双
钩
摹
本
之
外
，
《
集
王

圣
教
序
》
是
必
备
的
参
考
模
板
。
由
僧
人
团
体
复
原
王
羲
之
的
书
法

风
貌
，
使
它
还
成
为
最
有
影
响
的
中
国
法
书
之
一
，
这
恐
怕
也
只
有

在
丰
富
多
彩
的
初
唐
文
化
世
界
里
才
能
实
现
的
艺
术
梦
想
。

注
释
：

[1] No 
artist 

in 
China 

has,
 
as 

a 
m
atter 

of 
fact,

 
becom

e 
the 

object 
of 

a 
m
ore 

universal 
adm

iration 
than 

W
ang 

H
si-

chih.
 
[

芬]

喜
仁
龙1

9
3
3
,
3
.
Siren,

O
svald 

1
9
3
3
,
A
 
H
istory

 
of 

E
arly

 
C
hinese 

Painting(London:The 
M
edici 

Society)

[2]
二
王
法
帖
表[A

]

，
书
道
全
集
：
第4

册[C
].
2
7
-
3
6
;
[

日]

中
田

勇
次
郎1

9
7
4
,
1
8
7
-
2
6
2
;

王
羲
之
书
迹
大
系
：
第1

-
1
4

册[M
].

[3][

德]M
artin 

K
ern

，
『M

ade 
by
 
the 

E
m
pire:

 
W
ang 

X
izhi

」s 

Xingrangtie 
and 

Its 
Paradoxes,

』 
A
rchives 

of 
A
sian 

A
rt 

6
5
 
(2
0
1
5
),
 

pp.
 
1
1
7
-
1
3
7
.

[4]
右
军
书
目[A

].

右
军
书
记[A

].

皆
见
于
法
书
要
录[C

].

墨
池
编

[C
]

，
笔
者
参
考[

日]

中
田
勇
次
郎.

王
羲
之[M
].

东
京
：
讲
谈
社
，

1
9
7
4
.

[5]
大
东
金
石
书[M

].

京
城
帝
国
大
学
法
文
学
部
，1

9
3
2
:
1
3
-

1
5

、2
1
-
2
2

、3
1
-
3
2

、8
9
-
9
0

、9
6
-
9
8
.

朝
鲜
金
石
总
览[M

].

朝
鲜

总
督
府
，1

9
1
9
:
6
5
-
6
6

、1
4
4
-
1
4
9

、1
8
1
-
1
8
9

、5
6
6
-
5
6
8

、4
6
7
-

4
7
3
.

与
当
时
可
参
考
大
量
的
王
羲
之
真
迹
或
与
他
典
型
书
风
极
为
相
似
的

复
制
品
和
作
品
的
客
观
条
件
有
关
。
但
是
需
要
指
出
的
还
有
一
点
，

怀
仁
之
所
以
能
够
完
成
如
此
不
可
思
议
的
任
务
还
跟
他
敏
锐
的
眼
力

和
熟
练
的
技
法
有
关
。
如
果
他
本
身
不
擅
长
书
法
的
话—

—

尤
其
是

精
通
行
书—

—

根
本
不
可
能
将
不
同
来
源
的
字
形
组
合
成
一
幅
协
调

淋
漓
的
书
法
作
品
。
因
此
我
们
可
以
推
测
，
他
在
寺
庙
里
也
应
该
受

过
这
方
面
的
训
练
。
我
们
知
道
曾
经
活
动
于
会
稽
的
智
果
（
生
卒
年

不
详
）
在
大
兴
城
（
即
长
安
）
参
与
过
隋
朝
宫
廷
藏
品
的
鉴
定
工

作
，
《
奉
橘
帖
》
就
有
他
、
诸
葛
颖
（
五
三
六—

六
一
二
）
和
柳
顾

言
（
生
卒
年
不
详
）
的
署
名
（
五
九
八
年
五
月
八
日
，
开
皇
十
八
年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
（
图
十
八
）
。
虽
然
中
国
寺
院
藏
书
法
作
品
缺
少

详
细
的
记
载
，
但
是
日
本
奈
良
东
大
寺
在
八
世
纪
中
叶
藏
有
许
多
书

法
作
品
，
因
此
可
以
推
测
，
也
许
中
国
也
有
类
似
的
情
况
。
可
以
肯

定
的
是
，
鉴
于
僧
人
经
常
书
丹
墓
碑
和
墓
志
[16]

，
我
们
有
权
利
断
定

中
古
时
期
佛
教
寺
院
一
定
不
缺
少
书
法
的
艺
术
熏
陶
。

还
需
要
探
讨
的
是
，
怀
仁
如
何
将
集
字
组
合
成
如
此
成
功
的

自
然
书
写
的
书
法
作
品
？
笔
者
认
为
怀
仁
不
仅
仅
把
字
形
工
整
的
单

字
用
来
设
计
《
集
王
圣
教
序
》
的
碑
面
，
他
还
故
意
找
出
一
些
明
显

带
有
日
常
书
写
趣
味
的
字
迹
，
甚
至
带
有
草
率
笔
意
的
痕
迹
的
字
，

为
的
是
增
加
章
法
的
活
跃
和
生
动
的
感
觉
。
这
些
字
的
笔
画
和
结
构

表
达
出
一
种
潦
草
的
味
道
，
明
显
不
同
于
第
一
行
题
名
的
《
大
唐

三
藏
圣
教
序
》
（
图
十
九a

、b

）
。
笔
者
认
为
这
种
形
体
上
的
差

异
并
不
偶
然
，
实
际
上
是
怀
仁
巧
妙
地
增
加
灵
动
书
写
的
反
应
。

从 

『
早
』
字
弯
曲
的
横
和
竖
也
可
以
看
到
这
种
表
面
上
不
成
功
的

效
果
，
实
际
上
它
保
留
着
王
羲
之
一
种
古
法
（
图
二
十a

）
，
在
《
初

月
帖
》
『
报
』
字
也
有
一
点
痕
迹
，
和
传
空
海
《
崔
子
玉
座
右
铭
》

的
『
人
』
字
完
全
吻
合
（
图
二
十
一a

、b

）
。
一
旦
跟
传
为
赵
孟

頫
（
一
二
五
四—

一
三
二
二
）
临
《
集
王
圣
教
序
》
（
私
人
藏
）
的

墨
迹
相
比
，
就
可
以
看
到
这
种
古
法
在
唐
以
后
就
失
传
的
证
明
（
图

二
十b

）
。

怀
仁
传
达
这
种
生
动
的
书
写
风
貌
也
大
量
依
靠
他
对
原
来
字

形
做
细
微
的
调
整
，
使
单
一
的
字
形
变
成
既
风
格
协
调
又
充
满
变
化

的
新
字
形
，
这
从
图
二
十
五
可
以
看
到
他
神
奇
的
视
觉
效
果
。
鉴
于

怀
仁
处
理
五
个
『
天
』
字
的
方
式
（
图
二
十
二a

、b

）
，
笔
者
还

唐
西
市
博
物
馆
藏
的
《
李
奴
墓
志
》
（
六
七
一
）
都
表
明
当
时
非
常

重
视
笔
锋
的
利
索
运
转
和
结
构
的
生
动
布
局
，
包
括
它
们
在
石
刻
上

的
逼
真
体
现
（
图
十
七a

、b

）
。 

怀
仁
如
何
达
到
了
如
此
成
功
完
美
的
效
果
呢
？
理
所
当
然
，
这

及
其
他[J].

书
法
研
究.

2
0
1
9

（3

）.

[10]
原
石
早
失
，
拓
本
现
存
故
宫
博
物
院
，
见
杨
惠
东
、
许
晓

俊
主
编.

王
羲
之
书
法
类
编[M

].

天
津
：
天
津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
，

2
0
1
3

，
第7

册
。
笔
者
裁
剪
了
《
新
集
金
刚
经
》
故
宫
拓
本
影
印
本

所
有
的
字
，
合
计
有
五
千
二
百
六
十
四
个
字
。
碑
文
内
容
的
确
比
《
集

王
圣
教
序
》
更
长
，
但
是
实
际
上
使
用
的
单
字
只
有
七
百
一
十
七
个
。

[11]
右
军
书
目[A

].

二
王
等
书
录[A

].

皆
载
于
张
彦
远.

法
书
要
录:

卷
三
、
卷
四[C].

北
京
：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
，2
0
0
4
:
8
8
-
1
0
0

、1
4
6
-

1
5
0
.

关
于
《
右
军
书
目
》
的
详
细
录
文
，
见
中
田
勇
次
郎.

王
羲
之

[C].

讲
谈
社
，1

9
7
4
:1
8
7
-
1
9
1
.

[12]
二
王
等
书
录[A

].

法
书
要
录
：
卷
四[C].

1
4
8
.

[13]
日
本
二
玄
社
还
列
为
《
原
色
法
帖
选
》
第
十
八
种
，
东
京
：

二
玄
社
，1

9
8
6
.

[14]
《
〈
集
王
圣
教
序
〉
的
历
史
含
义
》
。

[15]
法
书
要
录
：
卷
二[M

].
3
9
.

[16]
笔
者
关
于
佛
教
和
书
法
的
关
系
已
经
发
表
了
两
篇
论
文
：

从
敦
煌
遗
书
看
中
古
书
法
史
的
一
些
问
题[J].

敦
煌
研
究.

2
0
1
8

（1

）:
6
2
-
7
2
;

写
与
书
：
中
古
中
国
的
书
写
世
界[J

].

中
国
书

法.
2
0
1
8

（3

）:1
8
0
-
1
8
8
.

僧
人
为
僧
人
和
信
徒
书
丹
现
存
有
不
少
实

物
，
像
千
堂
志
斋
藏
《
薛
慧
命
墓
志
》
（
僧
泽
书
于
五
二
八
年
）
、

昭
陵
藏
《
张
阿
难
碑
》
（
普
昌
书
于
六
七
一
年
）
，
以
及
湛
然
（
活

动
于
八
世
纪
中
叶
）
在
洛
阳
一
带
书
丹
的
若
干
墓
志
。

本
文
责
编
：
赵
际
芳 

苏
奕
林

[6]
宣
和
书
谱
：
卷
一
八[M

].

上
海
：
上
海
书
画
出
版
社
，

1
9
8
4
:1
1
7
-
1
2
1
.

[7]
〈
集
王
圣
教
序
〉
的
历
史
含
义—

从
佛
道
争
论
的
视
角

看
〈
集
王
圣
教
序
〉
在
高
宗
朝
的
弘
法
作
用[J].

唐
研
究.

2
0
1
8

年

（2
4

）:1
8
3
-
2
0
5
.

[8]

虞
龢
《
论
书
表
》
（
四
七
〇
）
、
褚
遂
良
《
右
军
书

目 

》
（
约
六
四
〇
）
、
张
怀
瓘
《
二
王
书
录
》
（
七
六
〇
）
、

张
彦
远
《
右
军
书
记
》
（
约
八
五
〇
）
、
张
怀
瓘
《
书
估
》

（
七
五
四
）
、
韦
述
《
叙
书
录 

》
（
约
七
五
七
）
、
徐
浩
《
古
迹

记
》
（
七
八
三
）
、
卢
元
卿
《
法
书
录
》
（
八
〇
八
）
《
唐
朝
叙
书

录
》
，
皆
收
录
于
《
法
书
要
录
》
。

[9]
论
〈
集
王
圣
教
序
〉
的
书
法
特
质—

字
型
、
制
作
、
拓
本

摹

考

李 

宁

绍
兴
论
坛
『
二
王
』
研
究
文
丛

摹
搨
又
称
模
搨
、
搨
摸
、
搨
写
，
是
写
本
时
代
对
法
书
进
行

复
制
的
技
术
，
主
要
流
行
于
南
朝
至
唐
代
，
尤
以
唐
代
为
最
精
。
摹

搨
以
完
全
复
原
真
迹
面
貌
为
目
标
，
有
的
甚
至
将
原
迹
上
的
虫
蚀
火

烧
等
都
能
表
现
出
来
，
真
假
难
辨
，
几
欲
乱
真
，
故
有
『
下
真
迹
一

等
』
的
说
法
。

在
本
文
中
，
笔
者
将
论
述
摹
搨
发
展
，
辨
析
摹
搨
办
法
。

关
于
摹

先
行
研
究
与
双
钩
填
墨

通
过
文
献
对
摹
搨
研
究
的
文
章
并
不
多
见
，
主
要
有
以
下

几
篇
。
最
早
对
摹
搨
进
行
系
统
研
究
的
应
当
是
中
田
勇
次
郎
氏
的

《
古
法
書
の
真
迹
本
と
临
摹
本
》
，
该
文
收
录
于
《
中
田
勇
次
郎
著

作
集
》
第
一
卷
，
曾
被
笔
者
翻
译
发
表
于
《
书
谱
》
第
一
百
〇
五 

期
[1]

。
文
章
系
统
梳
理
文
献
中
的
摹
搨
记
载
，
详
细
考
察
了
唐
及
唐

前
的
『
摹
本
』
『
双
钩
填
墨
』
『
搨
摹
』
『
临
』
『
摹
』
『
硬
黄
』

『
响
搨
』
等
临
摹
复
制
技
术
。
通
过
文
献
对
摹
搨
进
行
考
证
的
文
章

还
有
刘
光
裕
先
生
的
《
古
代
搨
书
考
》
[2]

《
印
刷
术
以
前
的
复
制

技
术—

搨
书
与
拓
石
的
产
生
、
发
展
》
[3]

，
两
文
关
于
摹
搨
的

叙
述
基
本
近
似
，
前
文
应
当
是
后
文
的
缩
减
版
，
文
章
按
时
代
简

略
讲
述
晋
至
唐
时
期
的
搨
书
。
靳
永
先
生
的
《
搨
本
、
拓
本
与
打 

本
》
[4]

，
分
析
了
三
者
区
别
。
另
外
，
涉
及
摹
搨
技
术
的
文
章
多
见

于
法
帖
解
题
性
的
简
单
描
述
，
并
不
深
入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对
于
摹
搨
技
术
的
研
究
深
入
以
《
丧
乱
帖
》

而
展
开
，
主
要
通
过
实
物
考
察
的
方
式
对
一
般
认
为
的
先
双
钩
再
填

墨
的
『
双
钩
填
墨
』
进
行
探
讨
研
究
。
西
川
宁
氏
曾
于
一
九
八
七
年

在
《
御
物
聚
成
》
发
表
《
丧
乱
帖
に
つ
い
て
》
[5]

，
文
中
介
绍
双
钩

填
墨
的
基
本
方
法
，
认
为
唐
代
摹
搨
并
非
机
械
性
地
按
此
程
序
进

行
，
并
认
为
部
分
笔
画
是
一
笔
写
成
，
有
的
笔
画
是
补
笔
完
成
，
有

的
笔
画
是
双
钩
填
墨
。
鱼
住
和
晃
氏
于
一
九
九
七
年
在
《
墨
》
杂
志

发
表
《
搨
摸
の
技
法
》
[6]

，
对
《
丧
乱
帖
》
放
大
逐
字
分
析
，
并
未

发
现
双
钩
轮
廓
线
。
富
田
淳
氏
曾
于
《
丧
乱
帖
》
修
缮
时
参
与
调

查
，
后
发
表
《
关
于
日
本
现
存
之
丧
乱
帖
》
[7]

，
认
为
所
谓
的
填
墨

是
由
许
多
细
微
如
发
丝
般
线
条
重
合
而
成
。

东
晋
南
北
朝
时
期
的
摹

张
彦
远
《
历
代
名
画
记
》
卷
二
《
论
画
体
工
用
搨
写
》
载
『
顾

恺
之
有
摹
搨
妙
法
』
[8]

。
顾
恺
之
是
东
晋
画
家
，
所
以
在
东
晋
便
有

摹
搨
技
术
。
顾
恺
之
的
摹
搨
对
象
应
当
是
画
而
非
法
书
。
又
言
『
古

时
好
搨
画
，
十
得
七
八
，
不
失
神
采
笔
踪
』
，
对
于
画
的
摹
搨
十
得

七
八
，
可
以
想
象
东
晋
对
画
的
摹
搨
并
非
是
完
全
复
制
，
这
也
许
是

技
术
未
必
能
够
达
到
，
或
者
这
里
的
摹
搨
更
趋
向
于
摹
。

图
十
七b

　
《
李
奴
墓
志
》

图
十
七a

图
十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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