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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筆下的春天—楊善深寫生冊賞析

展場巡禮

楊
善
深
簡
傳

楊
善
深
︵
一
九
一
三∼

二○
○

四
︶

是
﹁
嶺
南
派
﹂
第
二
代
的
傑
出
畫
家
，
與

趙
少
昂
︵
一
九○

五∼

一
九
九
八
︶
、

關
山
月
︵
一
九
一
二∼

二○
○
○

︶
、

黎
雄
才
︵
一
九
一○

∼

二○
○

一
︶
並
稱

﹁
二
代
嶺
南
派
四
家
﹂
。
追
溯
嶺
南
派

渴
筆
下
的
春
天

楊
善
深
寫
生
冊
賞
析

劉
芳
如

第
一
代
，
係
以
高
劍
父
︵
一
八
七
九∼

一
九
五
一
︶
、
高
奇
峰
︵
一
八
八
九∼

一
九
三
三
︶
、
陳
樹
人
︵
一
八
八
四∼

一
九
四
八
︶
等
三
位
出
身
廣
東
的
畫
家
為

核
心
。
﹁
嶺
南
三
傑
﹂
在
民
國
初
年
，
標

舉
著
創
作
﹁
新
國
畫
﹂
的
口
號
，
一
方
面

折
衷
中
國
傳
統
繪
畫
與
東
、
西
洋
繪
畫
，

一
方
面
融
合
中
國
傳
統
的
文
人
畫
和
院
體

畫
，
強
調
要
相
互
截
長
補
短
，
兼
容
並

蓄
；
在
近
代
美
術
紛
紛
追
求
革
故
鼎
新
的

時
潮
當
中
，
扮
演
了
先
行
者
的
關
鍵
角

色
。

楊
善
深
籍
貫
廣
東
臺
山
，
別
名
柳

齋
。
自
幼
雅
好
丹
青
，
十
二
歲
︵
一
九 

民
國
一○

三
年
一
月
廿
七
日
至
七
月
廿
五
日
於
一○

五
、
一○

七
室
推
出
的
﹁
近
代
書
畫
名
品

展
﹂
中
，
陳
列
了
一
套
楊
善
深
﹁
寫
生
冊
﹂
，
全
冊
共
十
幅
，
分
為
前
後
兩
期
，
各
展
出
五
幅
。

畫
家
主
要
是
透
過
﹁
渴
筆
﹂
與
﹁
水
墨
﹂
的
形
式
，
來
圖
寫
自
然
山
川
風
物
，
部
分
則
輔
以
淺
色

淡
染
，
同
時
詳
細
考
據
各
個
景
點
的
歷
史
脈
絡
，
筆
致
、
布
局
俱
十
分
獨
特
。
此
冊
入
藏
時
原
稱

﹁
四
川
寫
生
冊
﹂
，
但
因
其
中
第
六
幅
描
繪
的
是
昆
明
白
茶
花
，
故
更
名
為
﹁
寫
生
冊
﹂
，
應
更

相
宜
。
本
文
特
別
針
對
此
冊
，
逐
幅
述
介
，
以
為
觀
眾
賞
覽
之
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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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四
︶
便
開
始
臨
摹
古
畫
。
十
八
歲

︵
一
九
三○

︶
移
居
香
港
，
廿
一
歲

︵
一
九
三
三
︶
在
港
結
識
高
劍
父
，
受

其
鼓
勵
，
決
定
赴
日
深
造
。
廿
三
歲

︵
一
九
三
五
︶
，
入
京
都
堂
本
印
象
畫
塾

就
讀
，
至
民
國
廿
七
年
︵
一
九
三
八
︶
返

回
香
港
，
舉
行
了
首
次
的
個
人
畫
展
。
中

日
戰
爭
期
間
，
因
香
港
淪
陷
，
曾
避
居
澳

門
，
期
間
與
高
劍
父
、
馮
康
侯
︵
一
九○

一∼

一
九
八
三
︶
等
人
成
立
﹁
協
社
畫

會
﹂
。
抗
戰
勝
利
返
回
廣
州
，
再
與
高
劍

父
、
陳
樹
人
、
趙
少
昂
、
關
山
月
等
人
共

組
﹁
今
社
畫
會
﹂
。
民
國
卅
八
年
赴
香
港

定
居
，
一
九
七○

年
復
在
港
創
立
﹁
春

風
畫
會
﹂
，
畫
室
名
﹁
春
風
草
堂
﹂
。

一
九
八
八
年
後
雖
移
居
加
拿
大
溫
哥
華
，

但
仍
經
常
往
還
於
港
、
加
兩
地
，
創
作

不
輟
。
二○

○

四
年
逝
於
香
港
，
享
年

九
十
一
歲
。

楊
氏
早
年
的
畫
風
多
受
惠
於
高

劍
父
，
兩
人
的
關
係
介
乎
師
友
之
間
。

後
來
也
受
到
徐
悲
鴻
︵
一
八
九
五∼

一
九
五
三
︶
、
傅
抱
石
︵
一
九○

四∼

一
九
六
五
︶
繪
畫
的
影
響
。
除
墨
彩
、
書

法
之
外
，
亦
擅
長
畫
素
描
，
喜
好
旅
行
寫

生
，
足
跡
遍
歷
海
內
外
各
地
。
晚
期
畫
風

筆
致
細
膩
綿
密
，
設
色
妍
雅
清
麗
，
個
人

特
色
鮮
明
。

寫
生
冊民

國
一○

一
年
十
二
月
，
楊
善
深
家

屬
特
別
將
楊
氏
的
一
批
書
畫
作
品
贈
予
故

宮
，
豐
富
了
本
院
近
現
代
書
畫
領
域
的
典

藏
。
其
中
，
︿
人
面
桃
花
相
映
紅
﹀
已
於

民
國
一○

二
年
參
加
本
院
所
主
辦
的
﹁
溯

源
與
拓
展─

嶺
南
畫
派
特
展
﹂
，
今
年

﹁
近
代
書
畫
名
品
展
﹂
，
復
再
選
展
楊
氏

的
︿
寫
生
冊
﹀
，
援
以
突
顯
華
南
地
區
近

代
繪
畫
發
展
的
多
元
面
向
。

楊
善
深
︿
寫
生
冊
﹀
，
共
計
十
幅
，

每
幅
約
縱
四
一
公
分
、
橫
四○

‧

二
公

分
。
入
藏
故
宮
之
初
，
原
本
是
猶
未
裱
褙

的
散
頁
，
裝
池
後
登
錄
清
冊
上
記
載
為

︿
四
川
寫
生
冊
﹀
，
文
物
統
一
編
號
是
贈

畫○
○
○

九
八
三
；
其
實
其
中
第
六
幅

描
繪
的
是
昆
明
白
茶
花
，
更
名
為
︿
寫
生

冊
﹀
，
應
更
相
宜
，
故
展
出
時
的
品
名
標

示
已
略
去
四
川
二
字
。

︿
寫
生
冊
﹀
第
一
幅
題
為
︿
遊
萬
縣

唐
代
古
寺
﹀
︵
圖
一
︶
，
畫
山
河
映
帶
，

幅
右
方
峰
巒
間
，
作
長
題
云
：
﹁
漢

朝
前
稱
萬
州
，
後
改
稱
南
浦
縣
，
清
朝
改

名
萬
縣
。
四
週
群
山
環
抱
，
綠
樹
遍
野
。

東
依
都
岳
山
，
一
峰
插
天
，
有
都
岳
摩
天

之
譽
。
南
靠
翠
屏
山
，
腑
瞰
長
江
。
西
背

主
峰
屏
立
，
舉
凡
岩
巖
的
分
披
、
山
腰
的

聚
落
、
江
面
的
船
舶
，
俱
先
用
渴
筆
乾

擦
，
再
輔
以
淡
墨
、
螺
青
、
赭
石
調
和
渲

染
。
落
筆
看
似
草
草
，
整
體
觀
之
則
儼
然

煙
嵐
浮
動
，
江
流
有
聲
。

圖一　楊善深　寫生冊　第一幅　遊萬縣唐代古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楊善深　寫生冊　第二幅　樂山大佛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四川樂山大佛實景（2010年　張志光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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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
岩
，
彩
霧
映
射
，
有
西
山
照
之
頌
。

北
有
天
城
山
，
四
壁
陡
削
，
巍
峨
壯
觀
。

昭
烈
帝
劉
備
曾
出
於
此
，
有
天
子
城
之

謂
。
太
白
岩
有
一
座
依
山
而
築
的
唐
代
古

寺
，
李
白
曾
在
此
讀
書
，
因
而
得
名
。

及
左
足
下
方
，
各
綴
以
點
景
人
物
，
兩
者

間
懸
殊
的
比
例
，
尤
其
凸
顯
了
景
致
的
壯

偉
。
與
親
臨
現
場
拍
攝
的
實
景
︵
圖
三
︶

相
對
照
，
本
幅
捨
去
自
然
林
木
的
蔥
鬱
色

彩
，
純
用
枯
筆
圈
定
框
廓
，
僅
在
山
坳
處

略
施
淡
墨
微
染
，
大
量
餘
白
的
手
法
，
益

教
巨
佛
吞
吐
著
一
股
莊
嚴
聖
潔
的
氣
息
。

本
幅
中
的
題
跋
，
順
著
大
佛
的
足

部
佈
排
，
黝
黑
的
字
跡
正
好
與
峰
頂
的
密

林
交
相
呼
應
。
文
曰
：
﹁
四
川
樂
山
大
佛

為
世
界
最
大
之
佛
像
，
倚
山
鑿
石
而
成
。

樂
山
位
於
四
川
省
西
南
部
，
舊
名
嘉
定
，

又
稱
嘉
州
，
是
一
座
具
有
一
千
三
百
多
年

歷
史
古
城
。
青
衣
江
、
岷
江
、
大
渡
河
在

此
匯
合
，
三
面
臨
水
，
是
通
向
川
南
交
通

要
道
。
凌
雲
山
聳
立
江
邊
，
靠
水
一
面
峭

壁
上
，
有
一
座
鑿
壁
雕
刻
大
佛
像
。
此
座

大
佛
高
七
十
一
米
，
依
岩
端
坐
，
俯
視
三

江
。
大
佛
右
側
絕
壁
上
，
人
工
鑿
成
九
曲

棧
道
。
可
從
凌
雲
山
頂
大
佛
右
側
，
沿
著

棧
道
下
到
大
佛
腳
下
。
此
大
佛
建
於
唐
開

元
初
年
。
當
時
凌
雲
寺
和
尚
海
道
見
江
水

汹
湧
，
常
覆
舟
溺
人
，
為
鎮
壓
水
勢
，
使

船
安
全
行
駛
，
發
起
修
造
此
尊
大
佛
，
經

過
九
十
年
造
成
。
山
上
烏
龍
寺
建
於
唐
代

中
葉
，
寺
內
藏
歷
代
書
畫
佛
經
和
其
他
文

物
古
跡
，
還
有
宋
蘇
東
坡
真
跡
石
刻
。
﹂

第
三
幅
︿
白
帝
城
﹀
︵
圖
四
︶
，
畫

題
直
接
書
於
幅
右
。
落
筆
之
際
，
先
用
極

簡
的
墨
線
，
鉤
畫
出
山
稜
走
向
，
展
現
了

大
開
大
合
的
豪
邁
氣
象
。
山
石
紋
理
，
則

以
渴
筆
側
鋒
交
替
皴
擦
，
線
條
運
用
的
方

式
，
與
炭
筆
素
描
頗
有
異
曲
同
工
之
妙
，

也
是
楊
氏
揉
合
中
西
畫
法
之
後
，
焠
鍊
而

成
的
現
代
新
國
畫
。

一
九
八○

年
四
月
廿
五
遊
萬
縣
速
寫
。
﹂

︵
註
一
︶
下
鈐
一
圓
印
：
﹁
楊
﹂
。
︵
註
二
︶ 

第
二
幅
為
︿
樂
山
大
佛
﹀
寫
生
︵
圖

二
︶
，
畫
家
從
正
面
仰
角
取
景
，
大
佛
宛

如
鉅
嶂
般
逼
人
眉
睫
，
佛
像
的
右
肩
上
方

主
峰
右
方
，
題
以
：
﹁
朝
辭
白
帝

彩
雲
間
，
千
里
江
陵
一
日
還
；
兩
岸
猿
聲

啼
不
住
，
輕
舟
已
過
萬
重
山
。
李
白
早
發

白
帝
城
詩
句
。
西
漢
末
年
，
蜀
地
地
方
勢

力
公
孫
述
在
鎮
守
川
東
峽
口
時
，
在
此
山

頭
築
城
。
城
中
有
口
白
鶴
井
，
井
中
常
有

白
色
霧
氣
升
上
天
空
。
公
孫
述
把
此
種
說

法
比
喻
作
白
龍
出
井
，
認
為
是
個
人
吉
祥

之
征
兆
，
于
公
元
二
十
五
年
自
稱
白
帝
，

並
改
稱
此
城
曰
白
帝
，
或
此
山
曰
白
帝

山
。
﹂
這
段
跋
語
，
不
獨
為
畫
中
景
添
加

有
趣
的
歷
史
註
腳
，
亦
適
時
填
補
了
原
本

略
感
空
闊
的
格
局
。

第
四
幅
︿
峨
眉
金
頂
臥
雲
菴
﹀
︵
圖

五
︶
，
全
畫
的
佈
局
極
稱
險
峻
，
在
雲
霧

蒸
騰
中
，
數
座
奇
鋒
拔
地
而
起
，
崖
頂
寺

宇
錯
落
、
喬
木
參
差
，
賞
覽
此
作
，
宛
如

凌
空
高
飛
，
鳥
瞰
壯
偉
的
大
地
。
相
較
於

︿
寫
生
冊
﹀
其
餘
的
作
品
，
本
幅
捨
去
淡

墨
渲
染
，
純
以
焦
墨
渴
筆
，
點
簇
成
山
石

堅
硬
的
量
體
，
別
具
一
番
蒼
茫
渾
厚
的
美

感
。

本
畫
的
題
跋
共
二
則
，
分
置
於
左

右
兩
側
。
其
一
題
曰
：
﹁
峨
嵋
金
頂
、

臥
雲
菴
。
一
九
八○

年
四
月
十
九
日
下
午

圖四　楊善深　寫生冊　第三幅　白帝城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五　楊善深　寫生冊　第四幅　峨眉金頂臥雲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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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時
寫
生
，
同
行
曾
志
鎏
、
何
洵
瑤
、

梁
希
齡
。
﹂
右
方
再
題
：
﹁
蜀
國
多
仙

山
，
峨
眉
邈
難
匹
。
李
白
詩
也
。
金
頂
海

拔
三
千
一
百
餘
公
尺
，
平
地
聳
立
，
峭
壁

萬
仞
，
氣
勢
磅
礡
，
巍
峨
壯
麗
。
登
上
金

頂
，
眼
界
豁
然
開
闊
。
環
顧
四
周
，
羣
山

起
伏
，
峰
巒
疊
翠
。
岷
江
、
青
衣
江
、
大

渡
河
如
条
条
玉
帶
，
銀
光
閃
閃
。
大
雪

山
、
貢
嘎
山
白
雪
皚
皚
，
接
連
天
際
。
日

出
、
雲
海
、
寶
光
，
是
金
頂
三
大
自
然
景

色
。
﹂第

五
幅
︿
木
假
山
堂
﹀
︵
圖
六
︶
，

所
繪
地
點
為
北
宋
文
豪
蘇
洵
︵
一○

○

九∼

一○

六
六
︶
、
蘇
軾
︵
一○

三
七

∼

一
一○

一
︶
與
蘇
轍
︵
一○

三
九∼

一
一
一
二
︶
的
故
居
，
現
存
的
堂
社
建
構

於
清
康
熙
年
間
。
楊
氏
此
作
，
畫
三
座
造

型
肖
似
微
型
山
峰
的
木
假
山
安
置
於
廳
堂

內
，
除
假
山
和
匾
額
有
添
加
赭
墨
略
施
微

染
外
，
屋
宇
則
全
部
用
水
墨
描
繪
，
延
續

了
畫
家
一
貫
的
渴
筆
風
格
。

幅
下
方
空
白
處
，
緣
著
畫
意
的
高

低
，
分
錄
蘇
洵
與
梅
堯
臣
︵
一○

○

二∼

一○

六○

︶
的
詩
文
二
則
，
文
曰
：
﹁
蘇

洵
木
假
山
堂
記
。
予
家
有
三
峰
，
任
為
棟

梁
而
不
伐
，
風
撥
水
漂
而
不
破
折
。
宋
梅

堯
臣
贊
三
蘇
木
假
山
詩
。
惟
存
堅
骨
蛟
龍

鎪
，
形
侔
三
山
中
雄
酋
；
左
右
兩
峰
相
挾

翼
，
尊
奉
君
長
無
慢
尤
。
庚
申
一
九
八○

年
四
月
，
遊
四
川
眉
山
縣
三
蘇
祠
速
寫
。

善
深
。
﹂
圖
與
文
交
互
結
合
，
儘
管
畫
面

略
顯
充
塞
，
但
並
未
失
卻
淺
深
有
致
的
墨

韻
層
次
。

第
六
幅
︿
茶
花
﹀
︵
圖
七
︶
，
水
墨

速
寫
折
枝
茶
花
一
支
，
花
與
葉
均
先
以
重

墨
鉤
出
框
廓
，
筆
鋒
中
屢
見
開
叉
，
展
現

出
率
意
、
隨
興
的
趣
味
，
局
部
再
用
深
淺

墨
色
略
作
擦
染
，
筆
致
同
樣
草
草
若
不
經

意
。
儘
管
如
此
，
畫
家
在
落
筆
之
際
，
顯

然
已
預
備
要
添
附
長
篇
文
字
，
因
此
刻
意

將
茶
花
安
排
於
偏
上
的
位
置
，
留
下
將
近

一
半
的
空
間
來
題
記
，
可
見
出
他
對
此
作

的
重
視
。

題
記
共
分
三
段
書
寫
，
由
右
至
左
，

首
段
簡
述
畫
家
創
作
此
幅
的
經
過
：
﹁
一

朵
粉
紅
色
的
茶
花
。
一
九
八○
年
四
月

十
四
日
寫
於
昆
明
。
此
次
到
昆
明
寫
生
，

得
稿
不
下
數
十
張
，
筆
為
之
秃
。
至
寫
此

茶
花
時
已
無
尖
筆
，
而
借
用
希
容
女
子
之

筆
，
然
亦
是
秃
筆
。
不
得
已
勉
強
鉤
出
此

花
樣
，
無
計
工
拙
矣
。
善
深
記
。
﹂

下
方
續
談
昆
明
的
特
色
景
觀
：
﹁
昆

明
不
但
氣
候
溫
和
，
而
且
花
木
繁
多
，
素

有
春
城
雅
稱
。
明
代
詩
人
楊
慎
稱
讚
云
，

天
氣
常
如
二
三
月
，
花
枝
不
斷
四
時
春
。

鳴
鳳
山
上
，
蒼
松
翠
柏
，
古
木
參
天
。
三

度
天
門
，
金
碧
輝
煌
。
金
殿
乃
明
萬
曆
年

間
之
巨
型
銅
鑄
，
陽
臺
欄
杆
、
地
坪
，

以
大
理
石
鑲
砌
而
成
，
富
麗
堂
皇
，
反
映

十
七
世
紀
我
國
冶
金
鑄
銅
技
術
之
高
超
。

殿
旁
那
棵
古
老
之
茶
花
，
相
傳
為
明
時
所

植
。
春
節
前
後
開
放
，
千
花
萬
蕾
，
令

人
陶
醉
。
昆
明
北
部
黑
龍
潭
有
唐
代
老
僧

道
安
和
尚
所
植
唐
楳
，
此
樹
主
根
並
然
垂

老
，
而
支
根
蜿
蜒
橫
陳
，
生
命
生
︵
應
為

力
字
誤
書
︶
旺
盛
，
歷
一
千
三
百
餘
年
，

仍
為
人
呈
獻
著
香
雪
海
光
。
昆
明
之
樹

木
，
壽
命
格
外
長
，
相
信
氣
候
與
雨
量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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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
﹂末

段
再
追
記
此
番
旅
行
寫
生
所
經

路
線
以
及
同
行
者
姓
名
：
﹁
庚
申
一
九
八

○

年
四
月
遊
昆
明
石
林
、
龍
門
、
滇
池
，

成
都
峨
眉
山
、
三
蘇
祠
、
杜
甫
草
堂
、
武

侯
祠
、
薛
濤
井
、
劉
備
墓
，
灌
縣
樂
山
、

青
城
山
，
重
慶
南
温
泉
、
萬
縣
奉
節
白
帝

城
、
三
峽
，
湖
北
宜
昌
、
武
漢
等
，
同
行

有
門
人
林
建
華
︵
下
略
︶
︙
。
善
深
歸
後

誌
之
。
﹂

第
七
幅
︿
工
部
祠
﹀
︵
圖
八
︶
係
寫

生
杜
甫
︵
七
一
二∼

七
七○

︶
流
亡
成
都

時
寓
居
的
舊
址
。
幅
中
，
一
列
瓦
舍
半
隱

於
高
樹
濃
蔭
間
，
景
象
靜
謐
而
幽
雅
。
以

短
筆
密
密
舖
排
的
屋
瓦
，
是
全
作
最
為
醒

目
的
焦
點
，
細
審
畫
屋
瓦
所
用
的
筆
觸
，

隨
著
筆
鋒
中
蓄
墨
的
多
寡
，
時
而
黝
黑
凝

重
、
時
而
乾
渴
分
岔
，
呈
顯
出
豐
富
的
層

次
變
化
。
而
畫
周
遭
樹
林
，
同
樣
以
開
岔

的
筆
鋒
肆
意
分
披
，
雖
未
刻
意
交
代
枝
椏

的
細
節
，
但
遠
觀
時
卻
能
傳
透
出
一
種
鬱

鬱
蔥
蔥
的
感
覺
。

幅
右
方
，
分
別
抄
錄
顧
復
初
與
杜

甫
的
詩
句
：
﹁
異
代
不
同
時
，
問
如
此
江

山
，
龍
蜷
虎
臥
幾
詩
客
。
先
生
亦
流
寓
，

有
長
留
天
地
，
月
白
風
清
一
草
堂
。
側

身
天
地
更
懷
古
，
獨
立
蒼
茫
自
詠
詩
。
工

部
祠
。
一
九
八○

年
四
月
十
七
日
。
﹂

幅
右
中
段
，
續
錄
杜
詩
：
﹁
錦
水
春
風
公

占
卻
，
草
堂
人
日
我
歸
來
。
﹂
下
方
再
註

記
：
﹁
唐
肅
宗
乾
元
二
年
，
杜
甫
從
陝
西

流
亡
到
成
都
，
次
年
建
成
草
堂
。
他
在
這

里
住
將
近
四
年
，
寫
下
了
二
百
多
首
詩

篇
。
為
紀
念
偉
大
詩
人
，
從
北
宋
開
始
在

其
故
居
建
園
立
祠
，
以
后
歷
代
都
有
修
葺

擴
建
，
使
其
更
加
幽
美
。
﹂

第
八
幅
︿
薛
濤
井
﹀
︵
圖
九
︶
，
寫

生
地
點
為
成
都
的
望
江
樓
公
園
。
畫
中
除

了
古
井
與
後
方
的
建
築
物
，
似
更
著
力
於

刻
劃
栽
植
在
古
井
周
邊
的
林
木
之
美
。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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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
幹
採
取
反
襯
法
，
以
淡
墨
烘
染
背
景
，

留
白
效
果
讓
樹
幹
的
立
體
感
格
外
突
出
，

而
畫
葉
則
運
用
渴
筆
短
線
，
做
平
行
式
的

鋪
排
，
在
深
深
淺
淺
的
墨
色
變
化
中
，
經

營
出
一
派
疏
朗
蕭
散
的
雰
圍
。

本
幅
的
右
方
有
一
行
字
為
鉛
筆
書
，

字
跡
淺
淡
，
依
稀
可
識
作
：
﹁□

□

書
與

子
心
兄
教
。
得
見
奇
書
手
自
抄
。
﹂
其
餘

以
墨
書
題
寫
的
內
容
，
誠
如
前
述
，
應
是

抄
錄
自
寫
生
現
場
所
見
到
的
詩
句
，
其
一

為
陳
矩
的
︿
薛
濤
井
懷
古
﹀
：
﹁
無
波
古

井
因
濤
重
，
有
色
遺
箋
舉
世
珍
；
憶
我

清
江
曾
拜
井
，
今
遊
井
上
弔
詩
人
。
﹂
下

方
所
錄
，
為
王
建
的
︿
寄
蜀
中
薛
濤
校

書
﹀
：
﹁
萬
里
橋
邊
女
校
書
，
枇
杷
花
裏

閉
門
居
；
掃
眉
才
子
知
多
少
，
管
領
春
風

總
不
如
。
望
江
廔
薛
濤
井
。
﹂
右
下
方
，

再
錄
歐
陽
夢
蘭
的
聯
語
：
﹁
古
井
平
涵
修

竹
影
，
新
詩
快
寫
浣
花
箋
。
一
九
八○

年

四
月
十
七
日
遊
成
都
寫
生
。
﹂

第
九
幅
︿
銀
杏
﹀
︵
圖
十
︶
，
速

寫
一
株
樹
齡
已
逾
兩
千
年
的
古
木
，
碩
大

的
主
幹
與
槎
枒
的
枝
條
，
迎
面
而
立
，
幾

乎
填
滿
了
整
張
紙
面
。
楊
善
深
構
圖
的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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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特
別
偏
愛
局
部
特
寫
，
此
畫
中
雖
然

並
未
畫
出
樹
根
及
樹
頂
，
觀
者
還
是
可
以

感
受
到
這
株
參
天
古
木
磅
礡
的
氣
勢
。

本
幅
左
方
錄
沈
鈞
儒
聯
語
：
﹁
銀

杏
千
重
徵
道
性
，
青
城
一
洞
試
幽
深
。
善

深
寫
生
。
﹂
右
下
方
樹
隙
間
，
再
題
寫
：

﹁
此
樹
高
數
十
米
，
側
圍
約
六
米
，
狀
如

虬
怒
，
勢
如
蠖
曲
，
姿
如
鳳
舞
，
氣
如
龍

蟠
。
干
液
垂
乳
欲
滴
，
狀
如
玉
筍
。
蒼
翠

四
蔭
，
雅
若
圖
卷
。
相
傳
銀
杏
樹
為
東
漢

張
天
師
手
植
，
故
稱
古
銀
杏
。
一
九
八○

年
四
月
十
六
日
。
﹂

第
十
幅
為
︿
諸
葛
孔
明
觀
星
亭
﹀

︵
圖
十
一
︶
，
觀
星
亭
位
於
白
帝
城
武
侯

祠
外
，
亭
呈
六
角
形
，
飛
椽
翹
起
，
造
型

別
致
典
雅
。
本
幅
除
了
左
半
邊
為
觀
星

亭
的
速
寫
外
，
幅
右
方
另
用
渴
筆
空
鈎
一

尾
魚
，
以
及
一
尊
孔
明
造
像
。
畫
中
題

記
洋
洋
灑
灑
共
十
數
則
，
分
散
在
紙
張
餘

白
處
，
內
容
或
為
單
句
，
或
為
聯
語
，
書

體
亦
不
一
，
應
屬
畫
餘
即
興
抄
錄
旅
遊
所

見
古
詩
，
本
文
遂
不
逐
一
細
載
。
幅
左
下

角
款
署
：
﹁
諸
葛
孔
明
觀
星
亭
。
庚
申
善

深
。
一
九
八○

年
四
月
廿
六
。
﹂

小
結

在
二
十
世
紀
中
國
繪
畫
相
繼
求
變

的
時
潮
當
中
，
寫
生
觀
念
的
重
新
被
強
調

可
謂
為
重
要
核
心
，
尤
其
是
曾
經
留
學
海

外
的
藝
術
家
們
，
更
將
西
方
著
重
量
體
的

素
描
手
段
融
入
國
畫
，
衍
生
成
有
別
於
傳

統
線
性
藝
術
的
嶄
新
面
貌
。
藝
壇
一
時
俊

彥
，
諸
如
高
劍
父
、
高
奇
峰
、
徐
悲
鴻
等

人
莫
不
如
此
。

楊
善
深
︿
寫
生
冊
﹀
中
，
透
過
﹁
擦

多
染
少
、
墨
甚
於
色
﹂
的
個
性
化
筆
調
，

除
了
成
功
掌
握
住
寫
生
對
象
的
特
色
，
更

因
添
附
在
作
品
裡
的
大
量
文
字
，
傳
遞
出

豐
富
的
畫
外
意
。
這
類
寫
生
作
品
，
已
不

僅
止
於
速
寫
草
稿
，
而
是
更
接
近
完
成
度

很
高
的
書
畫
合
璧
了
。

反
觀
第
一
代
﹁
嶺
南
三
傑
﹂
的
寫

生
觀
，
主
要
是
以
形
傳
神
，
追
求
色
墨
皆

美
，
彩
繪
斑
斕
的
視
覺
效
果
，
楊
善
深
雖

然
也
擅
長
嶺
南
派
特
有
的
﹁
撞
水
﹂
、

﹁
撞
粉
﹂
技
法
，
但
最
能
凸
顯
其
個
人
特

質
的
作
品
，
仍
屬
以
渴
筆
重
墨
做
點
、

畫
、
擦
、
染
所
完
成
的
一
型
。
此
次
在

﹁
近
代
書
畫
名
品
展
﹂
所
陳
列
的
︿
寫

生
冊
﹀
十
幅
，
完
成
時
間
均
為
一
九
八○

年
的
四
月
天
，
正
是
萬
物
欣
欣
，
草
木
華

滋
的
季
節
，
楊
善
深
此
冊
，
能
以
自
家
之

法
，
記
錄
春
遊
見
聞
，
縱
然
是
以
墨
代

色
，
又
何
妨
以
﹁
渴
筆
下
的
春
天
﹂
名

之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書
畫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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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楊
善
深
︿
寫
生
冊
﹀
的
題
跋
釋
文
初
稿
，
收
錄

於
﹁
數
位
典
藏
知
識
庫
整
合
型
系
統
﹂
，
撰

文
過
程
中
，
承
蒙
書
畫
處
同
仁
何
炎
泉
一
同

協
助
校
正
，
謹
申
謝
忱
。

2.  

本
冊
各
幅
均
鈐
有
﹁
楊
﹂
字
印
，
或
圓
或

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