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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戲三昧—沈周化鬚疏

每月一寶

化
鬚
緣
起

︿
化
鬚
疏
﹀
︵
圖
一
︶
墨
跡
無
紀

年
，
但
北
京
國
家
圖
書
館
藏
手
抄
本
︽
石

田
稿
︾
將
該
文
繫
於
沈
周
五
十
三
歲

︵
一
四
七
九
︶
所
書
︵
註
一
︶

，
故
此
卷
可

能
也
書
於
同
時
。
全
卷
釋
文
：

　

 

化
鬚
疏
。
有
序
。
茲
因
趙
鳴
玉
髡
然
無

鬚
，
姚
存
道
為
之
告
助
于
周
宗
道
者
，

於
其
于
思
之
間
分
取
十
鬣
，
補
諸
不

游
戲
三
昧

沈
周
化
鬚
疏

何
炎
泉

足
，
請
沈
啟
南
作
疏
以
勸
之
。
疏
曰
：

伏
以
天
閹
之
有
刺
，
地
角
之
不
毛
。
鬚

需
同
音
，
令
其
可
索
有
無
。
以
義
古

所
相
通
，
非
妄
意
以
干
，
迺
因
人
而

舉
。
康
樂
著
舍
施
之
迹
，
崔
諶
傳
插
種

之
方
。
惟
小
子
十
莖
之
敢
分
，
豈
先
生

一
毫
之
不
拔
，
推
有
餘
以
補
也
！
宗
道

廣
及
物
之
仁
，
乞
諸
鄰
而
與
之
。
存
道

有
成
人
之
美
，
使
離
離
緣
皮
而
飭
我
，

當
榾
榾
擊
地
以
拜
君
。
把
鏡
生
歡
，
頓

覺
風
標
之
異
。
臨
河
照
影
，
便
看
相
貌

之
全
。
未
容
輕
拂
於
染
羹
，
豈
敢
易
撚

於
覓
句
。
感
矣
荷
矣
！
珍
之
重
之
！
敬

疏
。
化
緣
生
沈
周
識
。

整
起
事
件
起
因
於
沈
周
好
友
趙
鳴
玉

的
臉
上
無
鬚
，
姚
存
道
希
望
向
美
髯
的
周

宗
道
化
緣
一
些
鬍
子
，
好
讓
趙
鳴
玉
可
以

在
光
禿
的
下
巴
種
些
鬚
子
，
於
是
商
請
沈

沈
周
︵
一
四
二
七∼

一
五○

九
︶
，
字
啟
南
，
號
石
田
，
又
號
煮
石
生
，
晚
號
白
石
翁
，
蘇
州
長

洲
相
城
里
人
。
他
一
生
隱
居
不
仕
，
學
問
道
德
深
受
當
代
文
人
所
推
崇
，
為
蘇
州
文
化
界
領
袖
，

也
是
為
吳
派
書
畫
的
開
創
者
。
沈
周
以
畫
掩
書
名
，
傳
世
書
法
作
品
較
少
，
類
似
︿
化
鬚
疏
﹀
的

大
行
書
更
不
多
見
，
加
上
本
卷
書
法
品
質
精
良
，
文
字
詼
諧
逗
趣
中
帶
著
戲
謔
筆
調
，
為
書
法
史

上
絕
無
僅
有
之
作
，
相
當
難
能
可
貴
。

四
三
三
︶
死
前
慷
慨
捐
出
自
己
的
美
髯
，

用
以
製
作
南
海
祗
洹
寺
的
維
摩
詰
像
，
見

唐
劉
餗
︽
隋
唐
嘉
話
︾
。
﹁
崔
諶
傳
插

種
之
方
﹂
則
是
比
較
諧
謔
之
故
事
。
崔
諶

教
天
生
無
鬚
的
李
庶
先
在
下
巴
刺
出
孔

洞
，
再
用
馬
尾
插
在
所
刺
孔
洞
中
，
如
此

就
可
以
種
出
鬍
鬚
，
事
載
唐
李
延
壽
︽
北

史
︾
。
沈
周
雖
然
將
這
兩
則
與
假
鬍
子
相

關
的
故
事
並
列
，
但
這
兩
者
間
卻
有
著
佈

施
與
戲
謔
之
差
別
，
目
的
是
為
接
下
來
的

勸
募
預
作
鋪
陳
。

舉
完
此
二
例
後
，
沈
周
馬
上
回
到
主

題
上
，
立
即
將
姚
、
周
兩
人
心
態
做
了
一

番
宣
示
與
對
比
。
首
先
提
到
﹁
小
子
﹂
姚

存
道
自
願
捐
出
十
莖
鬍
子
，
故
沈
周
語
氣

中
頗
以
謝
靈
運
的
慷
慨
氣
度
推
許
之
，
同

時
也
凸
顯
出
這
位
﹁
先
生
﹂
周
宗
道
一
毛

不
拔
的
行
徑
。
沈
周
接
著
指
出
佈
施
鬍
子

於
趙
鳴
玉
不
過
是
﹁
推
有
餘
以
補
也
﹂
的

小
事
，
黃
庭
堅
在
︽
山
谷
集
︾
中
有
﹁
推

有
餘
補
不
足
﹂
的
類
似
用
法
。
對
於
周
宗

道
的
戲
謔
並
未
就
此
打
住
，
沈
周
表
面
上

先
稱
讚
周
宗
道
有
﹁
廣
及
物
之
仁
﹂
，
卻

用
另
外
一
個
典
故
﹁
乞
諸
鄰
而
與
之
﹂

來
數
落
他
的
小
氣
。
這
句
話
出
自
︽
論

語
︾
︿
公
冶
長
第
五
﹀
：
﹁
子
曰
：
﹃
孰
謂

微
生
高
直
？
或
乞
醯
焉
，
乞
諸
其
鄰
而
與

之
。
﹄
﹂
微
生
高
是
魯
國
人
，
生
前
與
一
位

女
子
相
約
橋
下
，
因
大
雨
河
水
暴
漲
，
微

生
高
抱
著
橋
柱
不
肯
離
去
而
遭
溺
斃
，
所

以
在
當
時
被
視
為
最
正
直
的
人
。
不
過
，

孔
子
卻
從
另
外
一
個
角
度
來
討
論
，
他
說

曾
有
人
向
微
生
高
借
醋
，
但
因
家
中
欠
缺

而
向
鄰
居
索
討
，
之
後
他
再
拿
給
討
醋

者
，
這
樣
的
行
為
當
然
是
曲
折
不
正
直
。

沈
周
刻
意
地
帶
到
這
個
故
事
顯
然
別
有
用

心
，
無
非
是
希
望
富
有
﹁
仁
心
﹂
的
周
宗

道
若
是
堅
持
不
捐
鬍
子
，
那
可
否
請
他
稍

稍
發
揮
愛
人
及
物
之
心
，
跟
號
稱
﹁
正

直
﹂
的
微
生
高
一
樣
去
向
他
人
勸
募
。

對
周
宗
道
進
行
完
道
德
勸
說
後
，
沈

周
開
始
幫
趙
鳴
玉
規
劃
美
好
未
來
。
他
先

引
用
︽
論
語
︾
︿
顏
淵
第
十
六
﹀
的
﹁
君

子
成
人
之
美
﹂
來
讚
譽
慷
慨
佈
施
的
﹁
小

子
﹂
姚
存
道
有
君
子
之
風
，
讓
趙
鳴
玉
可

以
擁
有
鬍
子
，
從
此
不
管
照
鏡
子
或
是
靠

近
河
邊
，
都
無
須
擔
心
自
己
臉
上
無
鬚
的

問
題
，
所
以
趙
鳴
玉
一
定
要
竭
力
地
感
謝

捐
助
者
。
這
裡
的
﹁
離
離
﹂
是
指
分
佈

貌
，
左
思
︵
約
二
五○

∼

三○

五
︶
︿
詠

周
做
此
疏
文
加
以
勸
募
。

周
宗
道
，
名
本
，
號
醉
漁
，
擁
有
長
而

美
的
鬍
鬚
，
為
沈
周
的
家
塾
老
師
，
沈
周
的

弟
弟
沈
召
及
沈
周
的
兒
子
沈
雲
鴻
︵
一
四
五

○
∼

一
五○

二
︶
都
是
他
的
學
生
。
趙
鳴

玉
住
所
離
沈
周
不
遠
，
沈
周
五
十
一
歲
有

︿
戲
趙
鳴
玉
疝
疾
發
癰
﹀
詩
，
反
映
出
兩

人
交
情
之
深
，
連
疝
病
生
瘡
都
可
以
作
詩

戲
鬧
。
至
於
始
作
俑
者
姚
存
道
，
他
較
沈

周
年
輕
而
且
不
是
長
洲
人
，
他
在
化
鬚
事

件
落
幕
後
也
離
開
蘇
州
。
︵
註
二
︶

關
於
沈
周
此
文
，
何
良
俊
︵
一
五
六

○
∼

一
五
七
三
︶
︽
四
友
齋
叢
說
︾
提

到
：
﹁
沈
石
田
不
但
畫
掩
其
詩
，
其
文
亦

有
絕
佳
者
。
余
嘗
見
其
有
︿
化
鬚
疏
﹀
一

篇
，
用
事
妥
切
，
鑄
詞
深
古
，
且
字
字
皆

有
來
處
，
即
古
人
集
中
亦
不
可
多
得
，
何

況
近
代
？
今
世
後
進
，
好
輕
詆
前
輩
，
動

輒
即
談
︽
史
︾
、
︽
漢
︾
，
然
豈
能
有
此

一
字
耶
？
﹂
對
於
沈
周
此
文
大
加
稱
讚
，

並
指
出
﹁
字
字
皆
有
來
處
﹂
，
為
當
時
文

人
所
遠
遠
不
及
。

︿
化
鬚
疏
﹀
直
接
引
用
兩
個
歷
史

上
與
鬍
子
有
關
的
著
名
典
故
。
﹁
康
樂

著
舍
施
之
跡
﹂
是
指
謝
靈
運
︵
三
八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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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明　沈周　化鬚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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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後
則
以
黃
庭
堅
書
風
為
主
要
的
表
現
方

式
。
不
過
，
這
個
發
展
趨
勢
僅
能
說
明
小

行
書
的
部
分
，
關
於
沈
周
的
黃
庭
堅
體
大

行
書
，
另
有
不
同
的
發
展
脈
絡
。
︵
註
六
︶

提
到
沈
周
的
大
行
書
，
五
十
三
歲
所

書
的
︿
化
鬚
疏
﹀
當
然
是
傳
世
最
精
彩
之

傑
作
。
此
作
成
熟
的
黃
庭
堅
風
格
在
他
書

風
融
合
期
的
前
期
出
現
，
雖
然
勉
強
可
以

符
合
小
行
書
的
風
格
發
展
序
列
，
不
過
還

是
顯
得
格
格
不
入
，
因
此
有
必
要
將
之
獨

立
出
來
處
理
。
事
實
上
，
沈
周
在
三
十
九

歲
︵
一
四
六
五
︶
跋
趙
雍
︵
一
二
八
九

∼

約
一
三
六○

︶
︿
沙
苑
牧
馬
﹀
︵
圖

六
︶
，
已
經
使
用
黃
庭
堅
風
格
來
書
寫
。

從
﹁
啟
南
﹂
與
﹁
石
田
﹂
印
的
大
小
判

斷
，
跋
文
單
字
大
小
約
略
一
寸
半
，
字
體

較
大
於
沈
周
一
般
的
題
畫
行
書
，
雖
然
沒

有
︿
化
鬚
疏
﹀
那
樣
大
，
還
是
可
以
將
之

視
為
大
字
行
書
來
討
論
。
此
跋
整
體
表
現

相
當
成
熟
，
用
筆
結
字
毫
無
生
硬
或
是
不

自
然
的
感
覺
，
可
以
推
測
沈
周
大
字
在
黃

庭
堅
書
風
的
學
習
上
可
能
要
更
早
，
顯
然

和
他
的
小
行
書
發
展
步
調
並
不
一
致
。

沈
周
與
黃
庭
堅
的
淵
源
，
所
有
研

究
者
都
注
意
到
他
家
中
的
黃
庭
堅
書
法
收

藏
，
見
諸
記
載
有
：
︿
伏
波
神
祠
卷
﹀
︵
日

本
永
青
文
庫
藏
︶
、
︿
發
願
文
﹀
︵
蘭
千
山

館
寄
存
︶
、
︿
大
楷
書
杜
甫
詩
二
首
﹀
、
另

有
兩
件
作
品
夾
雜
於
宋
人
合
集
中
。
︵
註

七
︶
︿
伏
波
神
祠
卷
﹀
是
傳
世
黃
庭
堅
大
行

書
中
最
好
的
作
品
，
對
於
沈
周
的
影
響
勢

必
深
遠
，
加
上
︿
發
願
文
﹀
和
︿
大
楷
書
杜

甫
詩
二
首
﹀
也
都
是
大
字
，
這
些
當
然
都
成

為
沈
周
學
習
黃
庭
堅
大
字
的
有
利
條
件
。

基
於
實
用
性
的
需
要
，
古
人
學
習

書
法
應
該
是
以
小
字
為
優
先
，
等
到
一
個

書
家
成
長
到
可
以
思
考
自
我
書
風
的
問
題

時
，
多
半
書
寫
風
格
與
習
慣
都
已
經
固

定
，
因
此
要
試
圖
加
以
改
變
當
然
得
花
費

一
番
功
夫
，
決
非
輕
而
易
舉
的
工
作
。
大

字
書
法
的
學
習
脈
絡
就
很
不
同
，
當
小
字

風
格
成
熟
時
，
大
字
可
能
未
充
分
發
展
，

甚
至
尚
未
開
始
，
所
以
大
字
的
取
法
就
比

較
可
以
依
據
書
家
本
身
的
喜
好
來
考
量
。

顯
然
，
沈
周
就
是
趁
著
收
藏
之
便
，
直
接

接
觸
到
品
質
最
好
的
黃
庭
堅
大
行
書
，
加

上
他
的
大
字
在
當
時
可
能
還
沒
有
既
定
風

格
的
枷
鎖
，
所
以
他
的
黃
庭
堅
風
格
的
大

行
書
才
能
夠
成
熟
的
那
樣
早
。
反
觀
沈
周

的
小
字
書
風
，
不
僅
歷
經
長
達
十
年
左
右

圖三　明　沈周　跋林逋手札二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明　沈周　題廬山高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史
詩
﹀
有
﹁
離
離
山
上
苗
﹂
。
﹁
榾
榾
﹂

則
是
指
用
力
貌
，
杜
甫
︵
七
一
二∼

七
七

○

︶
︿
鹽
井
﹀
詩
有
﹁
汲
井
歲
榾
榾
，
出

車
日
連
連
﹂
。
最
後
，
沈
周
又
將
趙
鳴
玉

拉
回
殘
酷
的
現
實
世
界
，
指
出
他
的
鬍
子

不
僅
﹁
未
容
輕
拂
於
染
羹
，
豈
敢
易
撚
於

覓
句
﹂
，
畢
竟
不
是
真
正
生
長
出
來
的
。

沈
周
為
了
完
成
讓
姚
存
道
得
以
順

利
化
募
到
周
宗
道
鬍
子
的
請
託
，
可
說
是

極
盡
能
事
地
交
錯
運
用
著
勸
說
、
嘲
諷
與

調
侃
的
手
法
。
對
於
整
起
事
件
的
苦
主
趙

鳴
玉
，
沈
周
在
幫
他
構
築
鬍
子
美
夢
的
同

時
，
仍
然
不
忘
適
時
地
戳
破
這
個
荒
謬
不

實
的
幻
想
。
︵
註
三
︶

大
字
書
風

沈
周
的
書
法
雖
被
畫
名
所
掩
，
不
過

仍
有
不
少
研
究
專
論
，
顯
示
出
其
書
法
還

是
受
到
很
大
的
重
視
。
過
去
的
研
究
多
探

討
其
風
格
早
晚
的
變
化
與
書
風
的
分
期
，

彼
此
間
似
乎
也
取
得
不
少
共
識
。
由
於
沈

周
本
人
並
未
留
下
任
何
書
法
相
關
理
論
，

因
此
所
有
研
究
都
是
直
接
從
沈
周
傳
世
書

蹟
下
手
，
結
合
當
時
人
的
簡
略
評
論
，
大
致

歸
納
出
三
個
時
期
的
不
同
書
風
。
︵
註
四
︶

他
早
期
的
書
法
用
筆
秀
麗
，
結
體

稍
加
寬
綽
，
略
帶
生
拙
意
趣
，
可
以
他

四
十
一
歲
題
︿
廬
山
高
﹀
︵
圖
二
︶
為
代

表
。
中
期
則
開
始
摻
入
宋
人
筆
法
，
屬

於
其
書
法
融
合
蛻
變
階
段
，
尤
以
蘇
軾

︵
一○

三
七∼

一
一○

一
︶
、
米
芾
︵
一

○

五
二∼

一
一○

八
︶
與
黃
庭
堅
︵
一○

四
五∼

一
一○

五
︶
最
為
明
顯
。
他
五
十

歲
跋
林
逋
︿
手
札
二
帖
﹀
︵
圖
三
︶
可
以

清
楚
見
到
，
他
在
融
合
期
的
初
期
如
何
將

蘇
、
米
、
黃
三
家
拼
湊
出
來
的
生
硬
風

格
，
後
來
才
逐
漸
以
黃
庭
堅
為
主
。
到
了

晚
期
，
沈
周
除
了
發
展
出
黃
庭
堅
體
的
行

書
︵
圖
四
︶
︵
註
五
︶

，
還
存
在
著
一
種

端
正
平
和
的
樸
實
書
風
。
︵
圖
五
︶
從
院

藏
沈
周
的
紀
年
書
法
作
品
看
來
，
五
十
歲

到
六
十
歲
是
屬
於
融
合
蛻
變
期
，
六
十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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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戲三昧—沈周化鬚疏

每月一寶

疏
﹀
︵
上
海
博
物
館
藏
︶
、
唐
寅
︿
姑
蘇
寒

山
寺
化
鍾
疏
﹀
。
相
較
於
這
些
正
式
的
疏

文
，
︿
化
鬚
疏
﹀
當
然
是
個
遊
戲
之
作
，

目
的
就
是
要
幫
趙
鳴
玉
化
募
鬍
子
。
整
起

事
件
雖
然
荒
誕
不
經
，
不
過
沈
周
卻
是
採

取
相
當
慎
重
的
態
度
處
理
，
除
了
在
文
章

上
引
經
據
典
地
竭
力
勸
募
外
，
更
選
擇

以
精
謹
的
大
行
書
來
書
寫
此
文
，
從
用
筆

圖四　明　沈周　題米芾蜀素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明　沈周　書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註
釋

1.  

︵
明
︶
沈
周
，
︽
石
田
稿
︾
，
收
於
︽
續
修

四
庫
全
書
︾
，
上
海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五
，
冊
一
三
三
三
，
頁
五
二
七—

五
二
八
。

2.  

關
於
沈
周
與
這
些
朋
友
的
關
係
，
請
參
考
吳

剛
毅
，
︿
醫
學
乎
？
諧
戲
乎
？
破
譯
沈
周
行
書

︿
化
鬚
疏
﹀
的
真
相
﹀
，
收
於
畢
建
勛
、
趙
力
主

編
，
︽
學
問
與
傳
承
︾
，
石
家
莊
：
河
北
美
術

出
版
社
，
二○

一
一
︶
，
頁
六
三
。

3.  

沈
周
︿
化
鬚
疏
﹀
的
部
分
考
證
與
翻
譯
直
接
修

改
自
吳
剛
毅
的
文
章
︿
醫
學
乎
？
諧
戲
乎
？
破

譯
沈
周
行
書
︿
化
鬚
疏
﹀
的
真
相
﹀
。

4.  

葛
鴻
楨
，
︿
論
沈
周
行
書
︿
赤
壁
賦
﹀
卷
的
真
偽

及
其
書
風
轉
變
期
的
界
定
﹀
，
︽
書
法
研
究
︾
，

一
九
九
二
年
第
一
期
，
頁
一○

三—

一
一
八
；

阮
榮
春
，
︽
沈
周
︾
，
長
春
：
吉
林
美
術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六
，
頁
一
八
九—

一
九
八
。
方
展

里
，
︿
沈
周
書
法
探
討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二
三
九
期
，
二○

○

三
年
二
月
，
頁
八
二—

一○

一
；
陳
根
民
，
︿
試
論
沈
周
書
法
風
格
之
嬗

變
及
其
他
﹀
，
︽
杭
州
師
範
學
院
學
報
︾
二○

○

六
年
第
六
期
，
頁
九
三—

九
五
；
吳
剛
毅
，

︿
醫
學
乎
？
諧
戲
乎
？
破
譯
沈
周
行
書
︿
化
鬚

疏
﹀
的
真
相
﹀
，
收
於
畢
建
勛
、
趙
力
主
編
，

︽
學
問
與
傳
承
︾
，
石
家
莊
：
河
北
美
術
出
版

社
，
二○

一
一
，
頁
六○

—

六
五
；
婁
瑋
，

︽
石
田
秋
色
：
沈
周
家
族
的
興
盛
與
衰
落
︾
，

臺
北
：
石
頭
出
版
社
，
二○

一
二
，
頁
七
八—

八
四
；
謝
曉
婷
，
︿
書
法
涪
翁
　
遒
勁
奇
倔—

明

代
沈
周
書
法
考
略
﹀
，
︽
榮
寶
齋
︾
，
二○

一
三

年
第
五
期
，
頁
六—

五
九
。

5.  

關
於
沈
周
晚
期
書
風
與
落
花
詩
之
間
的
關
係
，

請
參
考
石
慢
︵P

e
te

r C
. Stu

rm
a

n

︶
，
︿
傳

佈
︿
落
花
﹀
：
沈
周
晚
年
書
風
之
複
製
與
形

塑
︵Sp

re
a

d
in

g
 Fa

llin
g

 B
lo

sso
m

s: Style
 

a
n

d
 R

e
p

lic
a

tio
n

 in
 Sh

e
n

 Zh
o

u
’s La

te
 

C
a

llig
ra

p
h

y)

﹀
，
︽
清
華
學
報
︾
新
四
十
卷
第

三
期
︵
二○

一○

年
九
月
︶
，
頁
三
六
五—

四
一

○

。

6.  

關
於
沈
周
小
字
黃
庭
堅
體
的
書
風
分
期
，
請
參

何
炎
泉
，
︿
沈
周
書
法
風
格
之
發
展
與
文
化
意

義
﹀
，
︽
明
四
大
家
特
展
：
沈
周
︾
，
臺
北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二○

一
四
。

7.  

謝
曉
婷
，
︿
書
法
涪
翁  

遒
勁
奇
倔—

明
代
沈
周

書
法
考
略
﹀
，
頁
一○

—

一
一
。

感
交
誼
，
成
為
當
時
蘇
州
文
人
遊
戲
的
珍

貴
實
錄
。
︿
化
鬚
疏
﹀
這
樣
的
書
法
作
品

不
僅
在
明
代
書
法
中
相
當
特
殊
，
即
使
在

整
個
書
法
史
上
也
是
絕
無
僅
有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書
畫
處

圖六　明　沈周　跋趙雍沙苑牧馬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到
結
字
都
相
當
用
心
，
頗
有
留
傳
後
世
之

意
味
，
為
其
生
平
書
法
之
傑
作
。
對
於
向

來
形
象
寬
厚
仁
慈
的
沈
周
，
︿
化
鬚
疏
﹀

無
論
在
內
容
、
文
章
或
是
書
風
上
，
都
展

現
出
少
見
的
詼
諧
與
戲
謔
特
質
，
形
成
相

當
獨
特
的
沈
式
幽
默
，
反
映
出
他
不
為
人

知
的
一
面
。
除
了
字
面
上
的
詼
諧
逗
趣
，

︿
化
鬚
疏
﹀
其
實
保
存
著
一
段
深
厚
的
情

的
轉
變
期
，
剛
開
始
還
一
度
搖
擺
於
蘇
、

黃
、
米
三
家
，
最
終
才
逐
漸
定
型
於
黃
庭

堅
的
行
書
風
格
。 

古
代
書
法
家
大
小
字
風
格
發
展
不
同

調
的
情
況
相
當
普
遍
，
這
是
因
為
不
同
尺

寸
的
書
法
具
有
不
同
的
功
能
，
同
時
也
各

自
有
不
同
的
審
美
要
求
與
創
作
技
法
，
所

以
經
常
造
成
書
家
在
書
風
發
展
的
過
程
中

出
現
極
大
的
差
異
。
例
如
文
徵
明
的
小
、

中
、
大
字
在
風
格
上
就
有
很
大
分
別
，
各

自
成
熟
的
時
間
點
也
都
不
一
樣
，
一
般
的

研
究
者
也
不
會
輕
易
地
將
它
們
混
為
一

談
。
不
過
，
在
面
對
沈
周
書
法
時
就
很
不

同
，
由
於
他
所
流
傳
下
來
的
大
行
書
較

少
，
故
學
者
研
究
的
對
象
多
以
書
畫
作
品

上
的
小
字
題
跋
為
主
，
加
上
大
小
行
書
的

風
格
又
相
當
接
近
，
導
致
他
大
行
書
的
發

展
長
久
以
來
都
被
混
入
小
行
書
中
討
論
，

才
會
一
直
得
到
過
去
那
個
沈
周
書
風
的
簡

略
發
展
印
象
。

結
語

疏
是
文
體
名
，
其
作
用
在
布
陳
其

事
，
後
世
經
常
運
用
於
宗
教
勸
募
活
動
，

如
沈
周
︿
陳
太
保
堂
重
建
門
樓
廊
廡
化
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