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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院

所

藏

明

四

大

家

沈

周

︵
一
四
二
七∼

一
五○

九
︶
、
文
徵
明

︵
一
四
七○

∼

一
五
五
九
︶
、
唐
寅

︵
一
四
七○

∼

一
五
二
四
︶
、
仇
英
︵
約

一
四
九
四∼

一
五
五
二
︶
作
品
質
量
均

美
，
特
別
於
今
年
度
推
出
四
大
家
系
列
特

展
，
繼
第
一
季
沈
周
展
之
後
，
第
二
季
展

明
四
大
家
特
展

　
　

文
徵
明

譚
怡
令

童
文
娥

吳
誦
芬

明　文徵明　四體千文　卷　楷體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出
文
徵
明
書
畫
。

文
徵
明
，
長
洲
︵
今
江
蘇
蘇
州
︶

人
。
原
名
壁
，
字
徵
明
，
後
以
字
為
名
，

改
字
徵
仲
，
號
衡
山
居
士
、
停
雲
生
。

為
人
行
事
嚴
謹
，
本
有
意
仕
途
，
九

次
進
京
赴
考
，
皆
未
考
取
，
嘉
靖
二
年

︵
一
五
二
三
︶
經
推
薦
為
翰
林
院
待
詔
，

後
因
官
場
生
涯
與
其
理
念
不
合
，
於
嘉
靖

五
年
︵
一
五
二
六
︶
辭
官
歸
里
，
致
力
詩

文
書
畫
，
遣
性
自
娛
，
成
就
不
凡
。
文
徵

明
是
四
大
家
中
最
長
壽
的
一
位
，
子
嗣
皆

能
繼
其
業
，
加
以
生
徒
眾
多
，
對
明
代
中

晚
期
的
書
畫
影
響
至
鉅
，
和
沈
周
並
列
為

吳
派
領
袖
。

文
徵
明
，
長
洲
︵
今
江
蘇
蘇
州
︶
人
。
原
名
壁
，
後
以
字
行
，
改
字
徵
仲
。
少
有
文
名
，
書
學
李

應
禎
，
二
十
歲
從
沈
周
學
畫
，
嘉
靖
二
年
經
推
薦
為
翰
林
院
待
詔
，
後
辭
官
歸
隱
，
以
翰
墨
自

娛
。
文
徵
明
書
畫
在
師
學
與
豐
富
的
家
藏
影
響
下
，
遍
臨
古
人
，
建
立
自
己
獨
特
的
風
貌
。
就
書

法
而
言
，
擅
長
各
種
書
體
，
以
小
楷
和
行
書
最
具
個
人
特
色
。
繪
畫
兼
擅
水
墨
、
設
色
，
題
材
以

山
水
為
主
，
亦
偶
作
人
物
、
花
鳥
，
都
具
文
人
雅
逸
丰
神
，
對
明
代
中
晚
期
的
書
畫
影
響
至
鉅
，

和
沈
周
並
列
吳
派
領
袖
。



2014年4月　67　故宮文物月刊·第373期

明四大家特展—文徵明

展場巡禮

文
徵
明
的
書
法
廣
臨
前
代
名
跡
，
擅

長
各
種
書
體
，
而
以
小
楷
和
行
書
最
具
個

人
特
色
。
他
習
字
甚
勤
，
自
言
每
天
晨
起

必
練
字
，
終
身
不
怠
。
傳
世
作
品
以
行
草

書
居
多
，
行
書
姿
媚
而
遒
勁
，
所
作
小
楷

精
整
勁
利
，
尤
其
到
了
九
十
歲
仍
能
寫
出

蠅
頭
小
字
，
坐
逝
長
辭
之
日
，
仍
為
御
史

嚴
杰
︵
活
動
於
十
六
世
紀
︶
之
母
書
寫
墓

誌
，
他
的
勤
於
書
翰
，
足
為
世
人
表
率
模

範
。

文
徵
明
繪
畫
初
拜
沈
周
為
師
，
後

在
豐
富
的
家
藏
和
廣
闊
的
交
遊
影
響
下
，

臨
習
各
名
家
作
品
，
建
立
自
己
獨
特
的
風

貌
。
兼
擅
水
墨
、
設
色
，
水
墨
畫
濃
淡
、

墨
色
層
次
變
化
生
動
；
設
色
多
青
綠
，
雖

為
重
彩
，
卻
能
展
現
清
新
雅
淡
的
韻
味
。

筆
法
有
細
、
粗
兩
種
面
貌
，
細
者
秀
潤
清

勁
，
粗
者
蒼
勁
老
練
。
又
因
能
書
善
畫
，

故
繪
畫
中
常
見
書
法
意
趣
。
繪
畫
題
材
以

山
水
為
主
，
然
亦
偶
作
人
物
、
花
鳥
，
或

簡
淡
，
或
沈
穩
，
皆
具
文
人
雅
逸
丰
神
。

此
次
展
覽
分
書
法
和
繪
畫
兩
部
分
，

展
品
共
約
七
十
七
組
件
。
書
法
以
﹁
書
法

發
展
﹂
和
﹁
書
法
入
畫
﹂
二
單
元
，
說
明

其
書
風
變
化
與
書
法
對
繪
畫
的
影
響
。
繪

圖一　明　文徵明　四體千文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二　明　文徵明　書太上常清靜經　冊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畫
以
﹁
繪
畫
發
展
﹂
、
﹁
仿
古
風
貌
﹂

﹁
一
稿
多
本
﹂
和
﹁
花
鳥
人
物
﹂
四
單

元
，
呈
現
其
山
水
畫
不
同
階
段
多
樣
的
風

格
特
色
，
並
展
出
量
少
質
精
的
花
鳥
、
人

物
畫
作
品
，
希
冀
能
夠
涵
蓋
文
徵
明
書
畫

的
各
個
面
向
與
成
就
。

書
法
發
展

文
徵
明
早
年
曾
學
書
於
父
親
文
林

︵
一
四
四
五∼

一
四
九
九
︶
的
同
僚
李
應

禎
︵
一
四
三
一∼

一
四
九
三
︶
，
自
課
甚

勤
，
廣
臨
前
代
名
跡
，
各
體
均
擅
。
本
次

所
展
︿
四
體
千
文
﹀
︵
圖
一
︶
，
始
作
於

嘉
靖
乙
未
︵
一
五
三
五
︶
六
十
六
歲
之

際
，
直
到
嘉
靖
丙
申
︵
一
五
三
六
︶
費
時

年
餘
方
才
完
成
。
全
卷
分
別
以
楷
、
草
、

隸
、
篆
四
體
書
寫
，
顯
現
文
徵
明
對
各

種
書
體
的
掌
握
。
此
卷
依
不
同
書
體
共
分

四
段
，
楷
、
草
筆
鋒
挺
秀
，
法
度
嚴
謹
純

熟
，
至
於
隸
、
篆
則
多
顯
楷
法
，
用
筆
銳

利
勁
挺
，
反
映
出
當
時
的
時
代
風
尚
。
文

徵
明
自
言
，
年
輕
時
以
臨
寫
千
字
文
為
日

課
，
故
流
傳
千
文
作
品
甚
多
。
長
子
文
彭

︵
一
四
九
八∼

一
五
七
三
︶
之
子
文
元
發

︵
一
五
二
九∼

一
六○
五
︶
亦
嘗
云
其
祖

所
書
四
體
千
字
文
，
散
落
人
間
者
，
何
啻

千
百
本
。
此
卷
各
體
兼
具
，
堪
稱
千
字
文

代
表
之
作
。

書
史
上
公
認
文
徵
明
所
作
小
楷
、
行

草
成
就
最
高
。
文
徵
明
的
小
楷
，
名
動
海

內
，
成
就
少
人
能
及
。
對
書
法
家
來
說
，

練
習
小
楷
屬
於
必
須
平
心
靜
氣
、
耐
心
打

熬
的
水
磨
慢
工
，
技
法
純
熟
與
專
注
毅
力

缺
一
不
可
。
文
徵
明
端
謹
喜
靜
的
個
性
，

對
其
小
楷
書
更
有
助
益
。
他
小
楷
師
承
二

王
，
對
︿
黃
庭
經
﹀
、
︿
樂
毅
論
﹀
用
力

甚
深
，
同
時
也
常
見
歐
陽
詢
︵
五
五
七

∼

六
四
一
︶
結
體
嚴
密
，
筆
畫
勁
健
的
特

色
。

展
品
中
，
正
德
六
年
︵
一
五
一 

一
︶
，
文
氏
四
十
二
歲
時
所
作
的
早
年

精
品
︿
太
上
常
清
靜
經
﹀
︵
圖
二
︶
，
通

篇
溫
潤
精
純
，
秀
勁
神
清
。
衍
繹
趙
孟
頫

︵
一
二
五
四∼

一
三
二
二
︶
風
格
，
而
極

得
趙
氏
小
楷
用
筆
橫
捺
遽
細
平
出
，
結
字

寬
疏
秀
逸
，
楷
書
其
形
，
行
書
其
質
兼
具

的
特
點
精
神
，
同
時
也
具
有
文
氏
好
用
偏

鋒
，
起
筆
、
收
筆
出
鋒
尖
細
的
個
人
特

色
。
另
有
正
德
十
三
年
︵
一
五
一
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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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品
。
文
氏
早
年
小
楷
芒
穎
甚
露
，
晚

歲
盡
去
圭
角
，
行
年
九
十
猶
能
作
蠅
頭

書
，
人
以
為
仙
。
晚
期
小
楷
以
八
十
二
歲

︵
一
五
五
一
︶
所
書
︿
醉
翁
亭
記
﹀
︵
圖

四
︶
為
代
表
，
全
篇
結
體
穩
當
，
用
筆
精

妙
，
一
改
早
年
的
妍
媚
，
而
趨
於
古
健
素

樸
。
顯
露
歐
陽
詢
楷
書
骨
氣
勁
峭
，
結
體

嚴
密
，
力
貫
毫
端
，
平
正
中
見
險
絕
的
風

格
。
由
此
亦
可
得
知
，
望
九
暮
年
的
文
徵

明
精
力
不
衰
，
依
舊
手
眼
穩
定
，
神
智
清

明
。

關
於
文
徵
明
的
行
草
方
面
，
論
者

謂
其
行
筆
得
力
於
蘇
軾
︵
一○

三
七∼

一
一○

一
︶
、
黃
庭
堅
︵
一○

四
五∼

一
一○

五
︶
、
米
芾
︵
一○

五
一∼

一
一

○

七
︶
、
趙
孟
頫
及
︿
聖
教
序
﹀
，
宛
若

風
舞
瓊
花
，
泉
鳴
竹
澗
，
姿
媚
遒
勁
兼
而

有
之
。
傳
世
書
法
作
品
，
也
以
行
草
數
量

最
多
。
但
文
徵
明
早
期
書
法
所
反
映
的
特

點
，
在
於
行
、
草
遜
於
楷
、
隸
，
可
以
推

測
早
先
文
徵
明
對
於
行
筆
速
度
以
及
字
型

變
化
的
掌
控
有
欠
熟
練
。
某
些
資
料
記
載

說
他
﹁
少
拙
於
書
﹂
，
是
靠
著
﹁
刻
意
臨

學
﹂
，
痛
下
苦
功
，
才
得
悟
筆
法
，
大
概

就
是
以
行
草
而
論
。

文
徵
明
行
草
，
早
年
如
正
德
三
年

三
十
九
歲
︵
一
五○

八
︶
書
︿
沈
周
畫
落

花
圖
﹀
詩
，
風
格
清
勁
文
秀
，
顯
得
筆
畫

纖
細
稚
弱
而
欠
沉
著
，
圈
轉
牽
連
處
顯
得

局
促
生
澀
。
︵
圖
五
︶

中
年
以
後
行
草
，
以
王
羲
之
風
格
、

文
徵
明
四
十
九
歲
之
際
，
以
極
細
蠅
頭
小

楷
，
書
於
灑
金
摺
扇
上
的
︿
小
楷
書
絕

句
二
百
一
首
﹀
。
︵
圖
三
︶
全
扇
共
折

三
十
四
等
分
，
每
一
等
分
分
上
、
中
、
下

三
部
，
先
寫
詩
句
，
再
錄
詩
名
，
共
集

二
百
零
一
首
唐
人
絕
句
，
是
本
次
展
覽

所
展
字
跡
最
小
的
文
徵
明
書
作
。
此
件

書
風
脫
胎
自
傳
為
王
羲
之
︵
三○

三∼

三
六
一
︶
的
︿
樂
毅
論
﹀
和
︿
孝
女
曹
娥

碑
﹀
，
延
續
趙
孟
頫
小
楷
的
唯
美
婉
轉
風

格
，
但
鉤
挑
提
頓
鋒
勢
多
側
，
行
間
字

間
皆
寬
綽
有
餘
，
堪
稱
文
氏
早
年
小
楷

黃
、
米
和
趙
孟
頫
筆
意
互
參
，
結
體
瘦

長
，
平
中
寓
奇
。
代
表
作
品
有
嘉
靖
八
年

︵
一
五
二
九
︶
文
徵
明
六
十
歲
時
所
作
行

草
︿
草
書
千
字
文
﹀
︵
圖
六
︶
，
此
件
運

筆
沉
摯
，
勁
挺
銳
利
。
嚴
謹
而
不
見
拘

迫
，
線
條
變
化
多
端
，
時
而
瘦
硬
挺
拔
，

時
而
又
見
圓
潤
飽
滿
。
結
體
則
方
圓
並

濟
，
遒
勁
中
不
失
清
雅
和
諧
，
可
見
文
氏

小
字
行
草
書
，
自
趙
孟
頫
出
，
後
又
歸
於

二
王
的
基
本
元
素
，
為
其
中
歲
行
草
代
表

作
。

文
徵
明
晚
年
，
略
變
拘
謹
，
開
始

寫
起
筆
意
稍
縱
的
黃
庭
堅
風
格
大
行
書
。

此
次
所
展
字
體
最
大
的
︿
書
七
言
律
詩
﹀

︵
圖
七
︶
巨
軸
即
屬
此
類
，
全
長
逾
三
公

尺
，
每
字
大
如
人
頭
，
是
文
徵
明
書
蹟
中

少
見
的
大
幅
作
品
。
全
作
行
體
蒼
潤
，
古

健
遒
偉
，
法
放
縱
恣
肆
，
富
於
變
化
，
然

較
山
谷
書
風
更
平
正
而
少
險
絕
。

圖三　明　文董書扇集冊　冊　文徵明小楷書絕句二百一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明　文徵明　書醉翁亭記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明　文徵明　題沈周落花圖并詩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六　明　文徵明　草書千字文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明　文徵明　書七言律詩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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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法
入
畫

文
徵
明
書
法
各
體
兼
擅
，
在
繪
畫
上

也
長
於
運
用
輕
重
、
疾
徐
、
提
頓
等
書
法

用
筆
，
尤
其
見
於
水
墨
蘭
、
竹
、
枯
木
、

樹
石
等
作
品
。

文
徵
明
寫
竹
若
書
八
分
，
竹
節
提
按

勁
利
，
風
竹
葉
片
每
以
飛
白
破
筆
加
強
動

感
，
葉
尖
反
折
則
以
俐
落
長
點
撇
接
。
所

作
墨
蘭
，
運
筆
迴
旋
自
如
，
俯
仰
翻
轉
自

然
流
暢
，
濃
墨
點
蕊
，
勢
態
牽
連
奔
逸
，

疏
密
相
接
，
與
其
靈
動
多
姿
的
行
草
書
蹟

有
異
曲
同
工
之
妙
。
而
奇
石
土
坡
，
以
飛

白
渴
筆
皴
擦
，
古
木
荊
枝
筆
力
遒
勁
，
筋

骨
如
同
篆
籀
。
此
類
作
品
出
筆
率
意
而
不

失
法
度
，
實
與
書
法
用
筆
的
精
神
相
通
。

︿
明
文
徵
明
自
書
七
言
律
詩
﹀
，

為
文
徵
明
嘉
靖
三
年
︵
一
五
二
四
︶
在
京

時
作
︿
恭
候
大
駕
還
自
南
郊
﹀
七
律
︵
圖

八
︶
，
全
卷
大
字
徑
達
四
寸
，
頗
得
黃
庭

堅
縱
逸
之
氣
，
書
法
老
辣
縱
橫
，
結
字
修

長
，
行
間
緊
密
，
用
筆
勁
健
豪
放
，
氣

勢
全
幅
通
貫
，
馳
騁
跌
宕
而
不
失
俊
邁
沉

雄
，
雖
為
書
法
，
但
視
覺
效
果
與
其
水
墨

蘭
竹
態
勢
相
較
毫
不
遜
色
。

收
於
︿
明
諸
臣
書
畫
扇
面
冊
﹀
的
灑

金
箋
︿
蘭
竹
﹀
扇
面
︵
圖
九
︶
，
當
中
畫

幽
蘭
一
叢
，
以
書
法
線
條
描
繪
蘭
葉
，
俯

仰
自
然
，
運
筆
流
暢
有
力
，
交
錯
卻
互
不

重
疊
，
轉
折
處
粗
細
變
化
與
葉
尖
收
煞
和

文
氏
行
書
用
筆
相
近
。
畫
中
添
加
竹
篁
幾

株
，
勁
利
的
撇
筆
，
也
近
似
行
草
書
法
的

迅
疾
點
劃
。
全
扇
構
圖
密
而
不
塞
，
蘭
竹

交
相
掩
映
，
虛
實
相
生
，
筆
墨
饒
具
書
法

性
的
意
趣
風
貌
。

還
有
繪
於
金
粟
山
藏
經
紙
上
的
︿
畫

蘭
竹
﹀
︵
圖
十
︶
，
以
趙
孟
頫
筆
意
畫
坡

石
岸
上
叢
生
的
風
中
蘭
竹
，
墨
色
竹
深
蘭

淺
，
帶
出
前
後
層
次
。
竹
子
枝
葉
微
彎
輕

揚
，
蘭
草
如
同
飄
帶
，
隨
風
搖
曳
，
情
境

生
動
。
全
幅
布
局
安
排
雖
然
繁
密
，
卻
井

然
有
序
，
不
顯
雜
亂
。
竹
和
蘭
的
線
條
均

圖八　明　文徵明　自書七言律詩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明　諸臣書畫扇面冊頁　冊　明文徵明蘭竹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明　文徵明　畫蘭竹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勁
健
有
力
，
運
轉
自
如
，
具
書
法
筆
意
，

有
書
法
家
揮
毫
的
趣
味
，
和
上
方
題
字
旋

律
跌
宕
，
使
轉
迂
徐
，
常
見
尖
錐
裝
收
筆

的
婉
媚
，
而
與
見
精
神
的
小
行
草
相
互
呼

應
。
全
作
筆
墨
清
朗
，
充
滿
文
人
優
雅
氣

息
，
充
分
呈
現
書
畫
同
源
的
特
色
。

繪
畫
發
展

文
徵
明
從
十
九
歲
自
學
習
畫
，
在

長
達
七
十
年
的
書
畫
創
作
生
涯
中
，
孜
孜

不
輟
，
繪
畫
風
格
多
樣
。
以
風
格
發
展
而

論
，
大
略
可
分
早
、
中
、
晚
期
三
期
。

五
十
歲
以
前
為
師
學
與
獨
立
的
早
期
風

格
，
遍
臨
古
人
，
特
喜
其
師
沈
周
細
謹
秀

潤
的
細
筆
風
貌
，
雖
有
蒼
勁
粗
筆
畫
風
，

但
仍
以
細
密
風
格
為
主
，
追
求
氣
韻
。
展

品
中
紀
年
最
早
的
繪
畫
作
品
是
作
於
正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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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卯
年
︵
一
五○

七
︶
的
︿
雨
餘
春
樹
﹀

︵
圖
十
一
︶
，
時
年
三
十
八
歲
，
蜿
蜒
的

溪
岸
，
坡
陀
層
疊
，
平
臺
參
差
，
古
松
錯

落
生
長
，
文
人
雅
士
遊
歷
其
間
，
或
閒

行
，
或
交
談
，
或
觀
泉
，
均
一
派
悠
然
自

在
。
溪
岸
延
伸
至
平
頂
陡
峭
的
遠
山
，
兩

者
以
漸
隱
的
松
林
和
煙
嵐
相
接
。
簡
淡
的

用
筆
，
清
朗
的
色
彩
，
呈
現
出
雨
後
水
氣

氤
氳
，
草
木
清
新
的
感
覺
。
從
款
題
來

看
，
此
幅
是
文
徵
明
為
解
友
人
瀨
石
的
鄉

愁
而
寫
家
鄉
景
致
，
皴
少
染
多
，
接
近
元

趙
孟
頫
青
綠
山
水
復
古
意
趣
。
雖
山
石
、

林
木
的
用
筆
稚
弱
，
但
清
雅
風
貌
已
現
，

是
其
少
見
的
早
年
佳
作
。

︿
絕
壑
高
閒
﹀
成
於
正
德
十
四

年
︵
一
五
一
九
︶
，
五
十
歲
所
作
︵
圖

十
二
︶
，
為
其
粗
筆
之
代
表
作
品
。
畫
中

深
林
密
蔭
，
懸
壁
環
峙
，
瀑
布
自
岩
縫
中

奔
流
而
下
，
淙
淙
然
，
彷
彿
可
聞
流
水

聲
。
士
人
盤
坐
聽
泉
，
一
人
緩
行
而
來
，

別
無
其
它
通
徑
，
真
有
與
世
隔
絕
之
概
。

就
筆
墨
而
言
，
用
筆
粗
朗
挺
勁
，
樹
法
、

苔
點
畫
法
近
似
沈
周
，
沉
著
酣
暢
，
可
見

其
師
承
脈
絡
。
布
局
則
疏
密
有
致
，
為
其

少
見
之
巨
幅
作
品
。

中
期
為
五
、
六
十
歲
，
是
文
氏
繪

畫
的
成
熟
期
，
對
文
徵
明
來
說
此
期
在
心

路
歷
程
的
轉
折
起
伏
甚
大
，
被
薦
舉
為
翰

林
待
詔
的
喜
悅
，
卻
受
到
同
儕
的
排
擠
、

屈
辱
，
加
上
歷
經
了
一
場
官
場
鬥
爭
，
失

意
於
仕
途
，
在
京
期
間
，
苦
悶
難
耐
，

︿
燕
山
春
色
圖
﹀
︵
圖
十
三
︶
即
在
此
間

創
作
，
茅
堂
座
落
平
坡
林
木
間
，
二
人
面

琴
對
談
。
隔
江
山
巒
層
疊
，
密
林
間
隱

寺
宇
。
用
色
淡
赭
、
淡
綠
相
融
，
略
染
石

綠
，
展
現
春
日
清
新
氛
圍
。
然
構
景
與
筆

法
的
變
化
較
少
，
皴
山
點
葉
倉
促
滯
拙
，

款
題
：
﹁
甲
申
︵
一
五
二
四
︶
二
月
徵
明

畫
并
題
。
﹂
正
是
到
京
的
第
二
年
，
或
忙

於
朝
會
、
侍
筵
，
未
能
安
心
作
畫
所
致
。

另
題
句
曰
：
﹁
屋
角
疏
花
紅
自
好
，
相
看

於
此
有
以
見
履
吉
之
賞
音
也
。
﹂
此
幅
畫

湍
泉
流
經
坡
岸
，
岸
上
松
樹
成
林
，
文
士

散
遊
其
間
，
或
交
談
，
或
靜
坐
聽
泉
，
後

方
山
高
谷
深
，
飛
泉
分
流
奔
騰
而
下
，
一

人
坐
高
崖
上
觀
泉
，
猶
如
自
己
在
京
孤
單

身
影
，
望
著
溪
流
，
想
念
江
南
風
物
，
終

究
有
不
如
歸
去
之
嘆
，
已
然
是
隱
逸
山
水

的
創
作
。
回
鄉
歸
隱
後
，
以
書
畫
自
娛
並

以
此
作
營
生
。
此
時
，
文
徵
明
的
構
圖
有

創
新
的
意
念
，
以
繁
複
取
代
疏
朗
，
淡
雅

的
設
色
，
及
隱
身
其
間
獨
自
行
吟
自
在
的

隱
士
。
此
幅
在
點
畫
間
展
現
細
緻
風
貌
，

多
乾
筆
，
筆
墨
愈
發
精
鍊
，
融
合
書
法
線

條
，
自
成
秀
潤
清
勁
情
調
。

七
十
歲
以
後
為
晚
期
，
常
在
長
窄

幅
上
作
畫
，
構
景
繁
密
重
疊
，
風
格
一

變
。
山
勢
在
狹
長
畫
面
中
，
向
上
堆
疊
的

律
動
，
富
於
抽
象
意
趣
，
此
種
風
格
主

導
了
吳
派
後
期
的
發
展
。
如
成
於
嘉
靖

乙
未
︵
一
五
三
五
︶
端
陽
日
的
︿
倣
王
蒙

山
水
﹀
︵
圖
十
五
︶
，
畫
疊
巒
飛
瀑
，
山

溪
蜿
蜒
。
構
景
重
疊
而
繁
複
，
遠
山
如
石

筍
，
略
似
沈
周
︿
廬
山
高
﹀
，
而
︿
廬
山

高
﹀
為
寬
紙
短
幅
，
其
中
時
以
雲
水
隔

斷
。
此
幀
紙
狹
而
長
，
峰
巒
晴
爽
，
故

圖十一　明　文徵明　雨餘春樹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二　明　文徵明　絕壑高閒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終
不
似
江
南
。
﹂
顯
見
他
對
在
京
城
的
歲

月
頗
有
感
慨
。

︿
松
壑
飛
泉
﹀
︵
圖
十
四
︶
則
是

嘉
靖
丁
亥
︵
一
五
二
七
︶
回
鄉
後
，
和
好

友
王
寵
︵
一
四
九
四∼

一
五
三
三
︶
談
及

在
北
京
的
生
活
難
處
，
及
思
鄉
情
懷
，
自

題
寫
著
：
﹁
余
留
京
師
，
每
憶
古
松
流
水

之
間
，
神
情
渺
然
，
丁
亥
歸
老
吳
中
，
與

履
吉
話
之
，
遂
為
寫
此
，
屢
作
屢
輟
，
迄

今
辛
卯
︵
一
五
三
一
︶
，
凡
五
易
寒
暑
始

就
，
五
日
一
水
，
十
日
一
石
，
不
啻
百
倍

矣
，
是
豈
區
區
能
事
，
真
不
受
促
迫
哉
，

圖十三　 明　文徵明　燕山春色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四　 明　文徵明　松壑飛泉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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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覺
繁
密
重
疊
。
結
頂
一
山
，
石
紋
皴

擦
甚
為
奇
特
，
董
其
昌
︵
一
五
五
五∼

一
六
三
六
︶
山
水
常
在
群
山
中
一
兩
處
作

奇
石
，
蓋
亦
自
此
出
。
此
幀
董
其
昌
旁
題

云
：
﹁
文
待
詔
倣
黃
鶴
山
樵
，
幾
欲
亂

真
。
﹂
是
由
衷
的
讚
語
，
景
密
而
筆
鬆
，

意
精
而
筆
蹤
豪
放
，
清
奇
渾
厚
，
兼
而
有

之
，
是
文
氏
傾
力
之
作
。

文
徵
明
水
墨
與
設
色
兼
長
，
他
的

水
墨
畫
在
層
次
豐
富
的
濃
墨
、
淡
墨
巧
妙

配
置
下
，
產
生
幽
深
的
效
果
。
如
作
於
嘉

靖
二
十
四
年
乙
巳
︵
一
五
四
五
︶
的
︿
空

林
覓
句
圖
﹀
︵
圖
十
六
︶
，
枯
筆
淡
墨
，

極
蒼
勁
。
畫
空
谷
中
枯
樹
數
株
，
木
葉
盡

褪
，
僅
存
短
枝
，
墨
色
淺
淡
，
氣
氛
枯
寂

蕭
瑟
，
禿
頂
老
松
著
葉
無
多
，
松
針
稀

落
，
卻
以
濃
墨
畫
藤
蘿
蔓
生
纏
繞
鱗
幹
而

上
。

設
色
作
品
，
則
在
青
綠
敷
色
上
，

融
合
淺
絳
法
，
以
水
墨
為
骨
，
石
青
、
石

綠
、
赭
石
相
襯
，
清
麗
典
雅
，
表
現
樹
石

蒼
翠
欲
滴
的
生
意
。
最
具
代
表
作
品
為

七
十
八
歲
所
作
之
︿
江
南
春
圖
﹀
︵
圖

十
七
︶
，
採
一
河
兩
岸
法
，
畫
平
湖
遠

山
，
綠
樹
高
聳
，
高
士
乘
舟
橫
過
，
遠

處
臨
水
人
家
掩
映
樹
間
。
筆
意
秀
婉
而
精

工
，
畫
山
但
畫
輪
廓
，
稍
以
乾
墨
皴
擦
，

但
覺
山
痕
樹
影
，
無
處
不
是
早
春
景
象
。

筆
墨
固
佳
矣
，
而
章
法
似
又
勝
之
。
章
法

固
佳
矣
，
而
意
象
似
又
勝
之
。
工
整
中
極

見
飄
逸
，
經
營
處
極
見
天
機
，
是
文
徵
明

工
筆
畫
中
最
精
之
品
。

︿
古
木
寒
泉
﹀
︵
圖
十
八
︶
則
是

圖十五　 明　文徵明　倣王蒙山水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六　 明　文徵明　空林覓句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七　 明　文徵明　江南春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八　 明　文徵明　古木寒泉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九　明　文徵明　疏林茆屋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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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色
粗
筆
新
風
貌
，
一
松
一
柏
，
相
傍
而

生
。
兩
幹
並
伸
，
迎
面
而
來
，
幾
密
不
透

風
。
背
景
崖
壁
萬
丈
，
結
構
緊
密
，
忽

於
絕
高
處
畫
出
飛
泉
一
道
，
緊
實
景
物
中

突
現
空
靈
，
確
為
神
來
之
筆
。
本
軸
設

色
清
雅
，
以
淡
青
綠
為
主
，
淺
絳
為
輔
。

樹
石
、
崖
壁
、
飛
泉
等
景
物
幾
乎
滿
布
畫

幅
，
山
石
注
重
塊
面
，
少
皴
筆
，
用
筆
豪

邁
奔
放
，
是
文
氏
晚
期
的
新
風
格
。
此
幀

成
於
嘉
靖
二
十
八
年
︵
一
五
四
九
︶
，
時

年
八
十
歲
，
精
力
充
沛
，
反
勝
盛
年
，
乃

其
粗
筆
大
幅
中
極
精
之
作
。

仿
古
風
貌

文
徵
明
二
十
歲
拜
沈
周
為
師
，

繪
畫
思
想
深
受
沈
周
影
響
，
加
上
家
藏

閱
歷
豐
富
，
有
機
會
接
觸
古
代
大
家
名

蹟
，
因
此
，
能
廣
泛
臨
習
董
源
︵
活
動

於
十
世
紀
︶
、
巨
然
︵
活
動
於
十
世
紀

後
期
︶
，
米
芾
、
黃
公
望
︵
一
二
六
九

∼

一
三
五
四
︶
、
吳
鎮
︵
一
二
八○

∼

一
二
五
四
︶
、
倪
瓚
︵
一
三○

一∼

一
三
七
四
︶
、
王
蒙
︵
一
三○

八∼

一
三
八
五
︶
等
宋
元
名
家
畫
作
。
不
過
他

的
仿
古
作
品
，
雖
以
古
人
為
師
，
卻
仍
具

個
人
特
色
，
如
在
墨
法
上
，
深
受
倪
瓚
影

響
，
多
用
渴
筆
淡
墨
，
但
又
吸
取
吳
鎮
墨

法
，
如
︿
疏
林
茆
屋
﹀
︵
圖
十
九
︶
畫
枯

樹
林
間
，
一
士
人
信
步
過
石
橋
，
構
圖
極

簡
，
筆
甚
老
練
，
仿
倪
瓚
蕭
疏
幽
靜
之
風

格
。
用
墨
較
豪
率
，
則
似
吳
鎮
，
在
重
點

部
分
施
以
濃
墨
，
突
顯
物
象
，
創
出
簡

淡
、
酣
暢
兼
容
並
蓄
的
效
果
。

設
色
則
融
合
趙
孟
頫
青
綠
及
黃
公
望

的
淺
絳
法
，
在
穠
麗
的
色
彩
中
，
別
有
一

番
淡
雅
風
致
，
代
表
作
品
為
︿
倣
趙
伯
驌

赤
壁
圖
﹀
︵
圖
二
十
︶
，
以
蘇
軾
︿
後
赤

壁
賦
﹀
為
文
本
，
描
繪
蘇
軾
與
二
友
人
復

遊
赤
壁
、
登
絕
壁
等
情
節
，
充
滿
著
浪
漫

的
情
調
。
用
色
明
麗
通
透
，
人
物
線
條
簡

樸
，
山
石
堆
疊
繁
密
，
設
色
接
近
趙
孟
頫

文
人
青
綠
傳
統
。
卷
後
文
嘉
︵
一
五○

一

∼

一
五
八
三
︶
題
識
敘
述
此
畫
由
來
，
提

到
為
使
吳
中
士
人
不
會
因
不
願
把
家
藏
趙

伯
驌
︵
約
一
一
二
三∼

一
一
八
二
︶
︿
後

赤
壁
圖
﹀
獻
給
當
權
者
嚴
嵩
︵
一
四
八

○
∼

一
五
六
七
︶
之
子
世
蕃
︵
？∼

一
五
六
五
︶
而
獲
罪
，
故
為
友
人
重
新
臨

寫
一
卷
。
此
卷
筆
墨
精
謹
，
展
現
文
氏
深

厚
的
仿
古
功
力
。

仿
古
之
作
特
重
意
趣
，
如
仿
米
芾
作

品
的
︿
春
山
烟
樹
﹀
︵
圖
二
一
︶
，
以
墨

染
為
主
，
運
用
幾
個
三
角
形
峰
巒
層
疊
組

合
，
橫
筆
皴
點
，
筆
蹤
較
不
明
顯
。
溪
水

自
遠
而
近
彎
蜒
成
Ｓ
形
伸
展
，
河
岸
兩
旁

率
意
點
出
樹
木
、
屋
舍
，
以
墨
色
濃
淡
分

圖二十　明　文徵明　倣趙伯驌後赤壁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一　 明　文徵明　春山烟樹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二　 傳明　文徵明　品茶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三　 明　文徵明　茶事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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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四　明　文徵明　關山積雪圖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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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偽
，
這
些
作
品
常
真
假
難
辨
。
展
品
中

的
傳
︿
品
茶
圖
﹀
︵
圖
二
二
︶
與
︿
茶
事

圖
﹀
︵
圖
二
三
︶
即
為
其
中
一
例
，
同
一

稿
本
的
品
茶
題
材
，
還
有
藏
於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
茶
具
十
咏
圖
﹀
。
︿
茶
事

圖
﹀
為
甲
午
︵
一
五
三
四
︶
三
月
初
，
文

徵
明
臥
病
，
友
人
往
支
硎
虎
丘
品
茶
，
徵

明
無
法
前
往
。
友
人
歸
來
後
攜
二
、
三
種

茶
以
贈
之
。
文
徵
明
病
中
品
茶
，
作
茶
具

詩
十
首
，
並
為
此
圖
。
此
幅
水
墨
畫
，
繪

與
友
人
品
啜
雨
前
茶
的
場
景
，
高
大
樹
叢

環
繞
屋
舍
，
近
景
石
橋
橫
臥
水
面
，
一
人

往
屋
舍
行
來
，
主
室
兩
人
對
坐
相
談
，
畫

中
所
表
現
的
文
人
品
茶
，
頗
具
代
表
性
。

傳
︿
品
茶
圖
﹀
設
色
畫
草
堂
二
人
對
坐
品

茗
清
談
，
一
人
正
過
橋
行
來
，
一
僕
煽
火

煮
泉
，
準
備
茶
事
。
題
云
：
﹁
嘉
靖
辛
卯

︵
一
五
三
一
︶
，
山
中
茶
事
方
盛
。
陸

子
傳
過
訪
，
遂
汲
泉
煮
而
品
之
，
真
一

段
佳
話
也
。
﹂
陸
師
道
，
字
子
傳
，
嘉

靖
戊
戌
︵
一
五
三
八
︶
進
士
，
王
世
貞

︵
一
五
二
六∼

一
五
九○

︶
︽
弇
州
續

稿
︾
載
陸
子
傳
﹁
任
禮
部
儀
制
司
，
以
母

病
請
歸
，
遂
師
禮
文
衡
山
。
﹂
由
此
看

來
，
陸
師
道
師
從
文
徵
明
，
應
在
戊
戌
以

出
遠
近
，
與
習
見
米
芾
、
米
友
仁
︵
一○

七
四∼

一
一
五
三
︶
皴
筆
墨
法
皆
不
類
。

題
句
中
有
﹁
千
村
綠
樹
一
谿
分
，
百
疊
晴

巒
鎖
白
雲
；
貌
得
江
南
烟
雨
意
，
錯
教
人

喚
米
敷
文
。
﹂
未
署
年
款
，
題
詩
的
書
風

與
祝
允
明
詩
翰
卷
﹁
己
卯
︵
一
五
一
九
︶

秋
七
月
雨
中
文
徵
明
﹂
題
跋
的
筆
意
相

符
，
應
是
同
期
作
品
。
文
徵
明
曾
在
己

卯
年
秋
為
︿
米
芾
雪
山
圖
卷
﹀
作
跋
，
此

幅
可
視
為
文
徵
明
重
新
詮
釋
米
芾
畫
風
之

作
，
表
現
﹁
戲
墨
﹂
的
趣
味
外
，
又
增
加

了
秀
潤
的
新
風
貌
。

一
稿
多
本

文
徵
明
是
吳
派
領
袖
宗
師
，
書

畫
成
就
愈
晚
愈
精
，
四
方
求
畫
者
，
門

庭
若
市
。
明
王
穉
登
︵
一
五
三
五∼

一
六
一
二
︶
︽
吳
郡
丹
青
志
︾
記
載
：

﹁
寸
圖
才
出
，
千
臨
百
摹
。
家
藏
市

售
，
真
贋
縱
橫
。
一
時
硯
食
之
士
，
沾

脂
浥
香
，
往
往
自
潤
。
﹂
此
時
藝
術
市

場
興
起
，
弟
子
如
朱
朗
︵
活
動
於
十
六

世
紀
前
半
︶
、
陸
師
道
︵
一
五
一
七∼

一
五
七
三
︶
、
居
節
︵
活
動
於
一
五
三
一

∼

一
五
八
五
前
後
︶
等
人
，
皆
曾
代
筆
或

圖二五　傳明　文徵明　雪山圖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
﹀
卷
後
﹁
涵
峰
﹂
及
﹁
王
履
約
﹂
印
，

是
王
寵
之
兄
王
守
︵
一
四
九
二∼

一
五
五

○

︶
的
鑑
藏
印
。
文
徵
明
與
王
氏
兄
弟
交

情
深
厚
，
時
常
互
贈
書
畫
，
以
示
情
誼
。

然
以
相
同
構
圖
贈
送
王
守
、
王
寵
兩
位
兄

弟
，
跋
語
亦
提
及
此
畫
經
三
年
時
間
才
畫

成
，
實
有
違
常
理
。
觀
︿
雪
山
圖
﹀
崗
巒

起
伏
，
遠
山
連
綿
不
盡
，
然
用
筆
卻
較
為

遲
疑
，
尤
其
樹
葉
畫
法
相
當
格
式
化
，
用

色
較
以
赭
石
為
主
，
色
彩
不
通
透
，
濁
而

不
清
，
應
是
後
人
仿
作
。

花
鳥
人
物

文
徵
明
的
傳
世
作
品
雖
以
山
水
為

主
，
但
其
傳
世
作
品
中
，
也
有
少
量
花
鳥

人
物
作
品
，
法
度
謹
嚴
而
不
失
雅
逸
，
亦

充
分
呈
現
他
的
個
人
特
色
。

文
徵
明
所
作
花
鳥
，
師
法
沈
周
早
年

的
謹
秀
文
細
作
品
。
大
致
可
分
兩
類
，
一

種
以
淡
墨
淡
色
沒
骨
打
底
，
後
以
重
墨
深

色
，
細
筆
勾
出
筋
脈
蕊
絡
；
另
一
種
以
游

絲
細
線
雙
勾
輪
廓
，
加
色
填
染
。
偶
也
配

以
筆
法
粗
放
的
古
木
奇
石
，
粗
細
相
襯
，

效
果
如
燈
取
影
，
而
雅
秀
益
彰
。

本
次
所
展
︿
山
雞
﹀
︵
圖
二
六
︶

後
。
嘉
慶
辛
卯
，
陸
師
道
十
五
歲
，
恐
尚

未
識
文
徵
明
。
此
圖
設
色
雖
清
雅
，
然
樹

法
枯
澀
，
書
法
用
筆
亦
軟
弱
不
自
然
，
疑

偽
。

再
者
，
文
徵
明
常
與
友
人
遊
歷
江

南
名
山
勝
景
，
酬
唱
交
際
，
信
手
捻
來
，

用
相
近
的
構
圖
以
紀
勝
或
贈
送
留
念
，
故

亦
出
現
一
稿
多
本
的
情
況
。
如
︿
關
山

積
雪
圖
﹀
︵
圖
二
四
與
傳
︿
雪
山
圖
﹀

︵
圖
二
五
︶
，
兩
幅
構
圖
幾
如
出
一
轍
，

皆
畫
羣
山
飛
雪
，
行
旅
冒
風
雪
騎
驢
橫
渡

冰
上
，
似
為
一
稿
多
圖
。
︿
關
山
積
雪

圖
﹀
為
嘉
靖
六
年
︵
一
五
二
八
︶
冬
，
文

徵
明
與
王
寵
借
宿
在
江
蘇
上
方
山
的
楞
伽

寺
，
適
逢
大
雪
，
王
寵
出
佳
紙
索
畫
，
文

徵
明
於
是
乘
興
而
作
。
畫
羣
山
飛
雪
，
千

峯
失
翠
，
行
人
騎
驢
橫
渡
冰
上
，
歷
五
年

寒
暑
才
完
成
。
本
幅
為
長
卷
形
式
，
山
勢

連
綿
的
走
勢
向
左
右
、
前
後
延
伸
，
前
景

淺
灘
土
坡
，
中
景
危
崖
層
疊
，
三
角
形
的

山
巒
，
由
近
而
遠
層
層
堆
疊
，
遠
處
玉
筍

般
的
尖
峰
，
具
裝
飾
性
，
營
造
一
種
具
深

度
的
空
間
感
與
距
離
感
。
全
幅
用
色
典
雅

淳
厚
，
點
墨
布
白
，
在
青
綠
、
淡
赭
的
相

互
襯
托
下
，
顯
得
生
意
盎
然
。
傳
︿
雪
山

圖二六　名人畫扇（甲）　冊　明文徵明山雞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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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
面
，
畫
疏
松
兩
株
，
前
立
奇
石
，
石
上

有
一
雉
雞
蹲
踞
休
憩
。
兼
用
寫
意
和
工
細

之
筆
描
繪
禽
鳥
，
雖
然
未
求
工
整
，
卻
筆

到
意
到
，
形
神
俱
全
。
作
奇
石
以
墨
漬
為

主
，
筆
墨
交
融
，
幾
乎
不
見
線
條
。
山
雞

回
首
上
望
的
稀
落
松
針
，
和
石
塊
兩
旁
的

荊
枝
棘
刺
，
均
混
用
淡
墨
和
焦
墨
。
全
畫

多
用
淡
墨
溼
筆
，
松
樹
枝
條
和
山
雞
頭
頸

部
分
偶
以
焦
墨
醒
出
。
此
件
扇
面
呈
現
文

人
畫
的
雅
秀
逸
趣
，
雖
為
小
幅
，
構
圖
簡

潔
，
卻
豐
富
多
變
，
用
墨
尤
為
精
采
，
足

見
文
徵
明
的
繪
畫
功
力
。

嘉
靖
癸
巳
年
︵
一
五
三
三
︶
，
文
氏

八
十
四
歲
所
作
︿
花
卉
﹀
︵
圖
二
七
︶
，

是
該
年
夏
天
文
徵
明
在
洞
庭
避
暑
，
於
友

人
家
中
作
客
清
談
酣
適
之
際
，
突
然
有
了

作
畫
雅
興
，
畫
下
窗
外
的
名
花
異
卉
。
花

卉
枝
葉
有
的
用
墨
線鈎

畫
，
線
條
或
工
或

寫
，
具
有
書
法
筆
趣
，
也
有
直
接
以
墨

色
畫
出
和
設
色
點
染
的
。
冊
中
各
開
多
有

粗
、
細
筆
法
的
對
應
，
運
筆
挺
健
，
再
加

以
濃
、
淡
色
彩
的
對
照
，
其
中
奇
石
和
樹

幹
的
濃
重
縱
放
，
特
別
能
夠
襯
托
花
葉

的
秀
緻
清
雅
。
冊
後
有
文
徵
明
的
款
題
自

識
，
謂
古
人
寫
生
，
大
抵
在
有
意
無
意
之

間
展
現
生
意
，
最
後
寫
到
﹁
余
於
此
冊
，

不
知
於
古
法
何
如
。
援
筆
時
亦
覺
意
趣
自

來
，
非
效
邯
鄲
故
步
者
耳
。
﹂
言
下
之

意
，
是
本
冊
雖
未
刻
遵
古
法
，
但
是
文
氏

自
己
作
畫
當
時
卻
覺
得
靈
感
泉
湧
，
意
趣

自
來
，
是
他
的
得
意
之
作
。

文
徵
明
的
山
水
畫
受
趙
孟
頫
的
晉

唐
復
古
之
風
影
響
，
常
有
類
似
唐
代
山
水

圖二七　明　文徵明　花卉（上）　冊　春林燕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明　文徵明　花卉（下）　冊　瓊葩結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八　明　文徵明　茂松清泉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二九　明　文徵明　寒林鍾馗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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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畫
那
樣
，
點
景
人
物
比
例
較
大
，
細

節
較
多
，
畫
法
亦
較
為
工
緻
的
情
況
。
此

類
畫
作
常
有
繪
製
精
謹
的
文
人
高
士
居
遊

其
中
，
對
人
物
神
采
風
度
的
安
排
亦
見
功

力
。
如
前
述
︿
茶
事
圖
﹀
︵
圖
二
三
︶
，

與
嘉
靖
二
十
一
年
壬
寅
︵
一
五
四
二
︶
四

月
廿
日
，
文
徵
明
七
十
三
歲
時
畫
的
︿
茂

松
清
泉
﹀
︵
圖
二
八
︶
均
屬
此
類
。
文

徵
明
多
以
細
勁
的
雙
鉤
線
描
構
形
，
寥
寥

數
筆
簡
單
的
開
臉
點
畫
五
官
，
描
繪
態
勢

悠
閒
的
高
士
身
處
於
庭
園
山
水
之
間
，
從

事
品
茶
聽
泉
等
各
類
風
雅
的
文
人
休
閒
活

動
。
衣
紋
沉
穩
流
暢
，
設
色
古
艷
，
極
見

晉
唐
高
古
之
風
。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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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兆
申
，
︽
吳
派
畫
九
十
年
展
︾
，
臺
北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一
九
七
五
。

4.  

江
兆
申
，
︽
文
徵
明
與
蘇
州
畫
壇
︾
，
臺

北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一
九
七
七
。

5.  

周
道
振
編
，
︽
文
徵
明
集
．
補
輯
︾
，
上

海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七
。

6.  

李
毅
華
、
關
佩
貞
，
︽
明
代
吳
門
繪
畫
︾
，
臺

北
：
臺
灣
商
務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

7.  

高
居
翰
，
︽
江
岸
送
別
︾
，
臺
北
：
石
頭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七
。

8.  

周
道
振
、
張
月
尊
，
︽
文
徵
明
年
譜
︾
，
香

港
：
百
家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八
。

9.  

啟
功
、
王
靖
憲
主
編
，
︽
中
國
法
帖
全

集
︾
，
武
漢
：
湖
北
美
術
出
版
社
，
二○

○

二
。

10.  

黃
乾
殷
，
︽
文
徵
明
師
門
書
藝
傳
承
研

究
︾
，
國
立
屏
東
教
育
大
學
中
國
語
文
學

系
碩
士
論
文
，
指
導
教
授
朱
書
萱
，
二○

一
三
。

11.  

陳
瑞
近
，
︽
衡
山
仰
止—

吳
門
畫
派
之
文
徵

明
︾
，
北
京
：
故
宮
出
版
社
，
二
〇
一
三
。

此
外
，
文
徵
明
所
作
的
鍾
馗
畫
像
也

很
有
名
。
以
往
殺
鬼
吃
鬼
的
鍾
馗
畫
像
多

以
舉
劍
揮
舞
的
武
將
形
象
現
身
，
到
了
明

代
，
諸
如
文
徵
明
與
遊
學
於
其
門
下
的
錢

穀
︵
一
五○

八∼

一
五
七
八
後
︶
等
文
人

畫
家
，
卻
往
往
一
改
昔
日
造
型
，
將
鍾
馗

持
物
以
笏
板
取
代
寶
劍
，
遂
爾
演
成
另
外

一
類
﹁
文
相
鍾
馗
﹂
的
典
型
。

以
院
藏
文
氏
作
於
嘉
靖
甲
午
︵
一
五 

三
四
︶
八
十
五
歲
的
︿
寒
林
鍾
馗
﹀
︵
圖

二
九
︶
為
例
，
畫
傳
說
中
多
見
魑
魅
魍
魎

的
寒
林
烟
嵐
，
鍾
馗
腰
插
笏
版
，
雙
手
攏

袖
，
獨
立
水
濱
石
際
。
鍾
馗
的
用
筆
極
細

緻
挺
勁
，
並
且
在
構
思
安
排
上
刻
意
突
顯

面
目
崢
嶸
的
鍾
馗
雖
然
滿
面
虯
髯
，
卻
不

掩
其
俊
朗
風
神
，
表
現
出
文
人
畫
家
不
同

於
尋
常
作
手
的
特
質
。
本
幅
樹
木
隨
意
揮

灑
，
並
以
淡
墨
染
畫
烟
嵐
，
呼
應
涷
泉
，

人
和
景
均
氣
勢
不
凡
，
雖
自
題
為
除
夕
戲

作
，
然
實
為
文
徵
明
的
人
物
畫
精
品
。

文
徵
明
賦
性
謹
飭
，
生
平
居
處
守

禮
嚴
明
，
在
文
氏
所
有
畫
作
題
材
當
中
，

以
仕
女
畫
最
為
稀
有
，
此
次
展
出
的
︿
蕉

蔭
仕
女
圖
﹀
︵
圖
三
十
︶
，
作
於
嘉
靖

己
亥
︵
一
五
三
九
︶
，
是
七
十
歲
的
晚
年

作
品
。
幅
中
畫
庭
院
一
隅
，
蕉
葉
奇
石

之
下
，
朱
欄
邊
一
名
仕
女
手
持
團
扇
，
臨

風
獨
立
。
據
文
氏
自
題
，
此
為
春
日
偶
見

趙
孟
頫
︿
芭
蕉
士
女
圖
﹀
，
起
意
臨
仿
的

作
品
。
全
作
筆
墨
構
圖
簡
明
，
仕
女
僅
以

細
線
勾
勒
，
身
段
甚
為
窈
窕
，
面
目
僅
聊

以
數
筆
見
意
，
而
兩
頰
嫣
紅
微
染
，
配
上

絳
唇
一
點
，
格
調
頗
具
晉
唐
高
古
意
趣
，

含
蓄
中
極
見
嫵
媚
。
所
著
紅
衣
素
裙
，
映

襯
著
蕉
葉
淺
草
的
青
綠
，
艷
而
不
俗
，
呼

應
上
方
題
字
的
﹁
一
段
風
情
，
滿
身
嬌

怯
﹂
，
屬
於
詩
書
畫
合
一
的
文
人
畫
家
風

味
，
亦
保
存
了
文
徵
明
偶
一
為
之
的
浪
漫

戲
作
。王

世
貞
︽
文
先
生
傳
︾
中
記
載
文
徵

明
：
﹁
先
生
生
而
外
椎
，
八
、
九
歲
語
猶

不
甚
了
了
。
﹂
文
嘉
︽
先
君
行
略
︾
也
說

他
：
﹁
少
時
，
外
若
不
慧
﹂
、
﹁
少
拙
于

書
﹂
。
但
文
徵
明
的
父
親
文
林
卻
認
為
：

﹁
兒
幸
晚
成
，
無
害
也
。
﹂

一
生
九
十
載
的
文
徵
明
相
當
長
壽
，

書
法
上
每
日
習
字
不
輟
，
繪
畫
則
從
十
九

歲
自
學
以
來
，
在
長
達
七
十
年
的
書
畫
創

作
生
涯
中
，
孜
孜
不
倦
，
書
法
兼
擅
各

體
，
繪
畫
風
格
多
樣
。
其
本
身
的
成
就
，

可
說
是
愈
至
晚
年
而
愈
精
。
綜
觀
畫
史
，

文
徵
明
不
算
是
一
個
性
靈
活
潑
、
天
才
橫

溢
的
畫
家
，
但
他
在
書
畫
藝
術
上
用
功
甚

勤
，
努
力
不
懈
，
經
過
時
間
的
淬
煉
，
終

至
卓
然
成
家
。
這
種
奮
發
自
勵
的
精
神
，

無
法
藉
由
單
一
作
品
表
達
，
本
院
所
藏
文

徵
明
書
畫
甚
為
完
備
，
各
期
精
品
佳
作
俱

而
有
之
，
謹
以
此
展
，
向
各
界
呈
現
文

徵
明
這
位
以
一
己
進
而
帶
動
蘇
州
地
區
，

甚
至
影
響
了
整
個
時
代
的
大
器
晚
成
書
畫

家
。

作
者
均
任
職
於
本
院
書
畫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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