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歷

來
傳
世
墨
譜
雖
多
，
然

或
談
造
墨
，
或
繪
其
紋
飾
，
惟
將

製
墨
程
序
以
版
畫
形
式
具
體
闡
述

者
卻
相
當
罕
見
。
就
目
前
存
世
之

墨
書
之
中
，
詳
細
描
繪
整
個
製
墨

程
序
者
，
僅
宋
代
李
孝
美
︽
墨
譜

法
式
︾
及
明
代
沈
繼
孫
︽
墨
法
集

要
︾
二
書
，
得
讓
後
人
一
窺
宋
、

明
兩
代
製
墨
技
法
的
源
流
，
並
從

中
得
知
古
人
製
墨
的
具
體
過
程
。

李
孝
美
，
字
伯
陽
，
河
北

人
。
所
撰
︽
墨
譜
法
式
︾
三
卷
，

首
卷
繪
﹁
製
墨
圖
﹂
八
幅
；
次
卷

描
繪
諸
家
墨
樣
；
末
卷
詳
述
製
墨

許
媛
婷

技
法
。
首
卷
所
繪
為
松
煙
墨
的
製

作
過
程
，
依
次
為
採
松
、
造
窯
、

發
火
、
取
煤
、
和
製
、
入
灰
、
出

灰
、
磨
試
，
共
計
八
個
程
序
。
書

中
繪
刻
版
畫
，
人
物
動
作
靈
活
生

動
，
線
條
精
微
細
膩
。
書
前
有
宋

哲
宗
紹
聖
二
年
︵
一○

九
五
︶
馬

涓
序
：
﹁
趙
郡
李
伯
陽
集《

墨

譜》
三
卷
，
曰
圖
，
曰
式
，
曰

法
﹂
。
馬
涓
既
見
該
書
論
墨
含

圖
、
法
、
式
三
種
，
顯
然
在
十
一

世
紀
時
是
書
即
已
有
圖
傳
世
。
而

將
製
墨
圖
置
於
首
卷
，
應
是
作
者

深
感
製
墨
過
程
無
法
全
以
文
字
闡

述
清
楚
，
遂
以
圖
輔
助
，
俾
使
天

下
皆
知
製
墨
技
法
及
製
墨
程
序
的

重
要
性
。
惟
是
書
編
成
後
，
往
後

歷
數
百
年
間
，
卻
竟
無
類
似
製
墨

圖
的
書
冊
出
現
。

這
種
情
況
直
到
十
四
世
紀

明
太
祖
洪
武
年
間
，
在
江
南
人
沈

繼
孫
︽
墨
法
集
要
︾
問
世
後
，

製
墨
版
畫
才
又
再
度
出
現
。
是

書
原
收
錄
於
︽
永
樂
大
典
︾
，

其
間
一
度
失
傳
，
後
由
清
高
宗

乾
隆
皇
帝
意
外
發
現
此
書
。
高

宗
發
現
後
，
先
於
乾
隆
四
十
年

︵
一
七
七
五
︶
時
，
令
武
英
殿
以

聚
珍
版
印
行
︵
以
下
簡
稱
﹁
殿

本
﹂
︶
，
為
目
前
傳
世
最
早
的

「
繼
孫
斯
得
三
衢
法
，
韋
誕
難
求
一
帙
編
。
為
說
為
圖
臚
次
第
，
孰
先
孰
後
遞
尋
沿
。」

此
為
乾
隆
皇
帝
題
於
徐
揚《

墨
法
集
要
圖》

設
色
長
卷
上
的
詩
句
，
引
出
他
與
三
百
多
年
前
沈
繼
孫

因
墨
結
識
的
一
段
緣
分
。
究
竟
是
什
麼
樣
的
因
緣
巧
合
，
讓
乾
隆
皇
帝
在
翫
墨
之
餘
，
還
大
費
周
章

的
為
其
刊
印
繪
圖
，
本
文
將
娓
娓
道
來
這
段
故
事
。

乾
隆
翫
墨
清
賞
的
一
段
插
曲

      
從
《
墨
法
集
要
》
殿
版
版
畫
談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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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本
；
四
十
一
年
︵
一
七
七
六
︶

時
又
命
宮
廷
畫
家
徐
揚
據
︽
墨
法

集
要
︾
原
圖
重
新
繪
製
一
幅
，
即

現
藏
於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
墨

法
集
要
圖
︾
設
色
長
卷
︵
以
下
簡

稱
﹁
徐
揚
設
色
長
卷
﹂
︶
；
其

後
，
又
命
館
臣
將
該
書
分
別
收
入

四
十
三
年
︵
一
七
七
八
︶
摛
藻
堂

︽
四
庫
全
書
薈
要
︾
︵
以
下
簡
稱

﹁
薈
要
本
﹂
︶
，
及
四
十
六
年圖一    《墨法集要》，清乾隆間武英殿聚珍

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一
七
八
一
︶
文
淵
閣
︽
四
庫

全
書
︾
本
︵
以
下
簡
稱
﹁
全
書

本
﹂
︶
之
內
。
在
短
短
數
年
之

間
，
至
少
就
有
四
種
沈
繼
孫
︽
墨

法
集
要
︾
的
製
墨
圖
版
本
，
由
此

可
知
乾
隆
皇
帝
對
該
書
的
關
注
及

重
視
。
除
了
書
甚
稀
罕
外
，
亦
值

得
我
們
深
入
探
究
。

令
筆
者
好
奇
的
是
，
乾
隆

皇
帝
為
何
在
發
現
一
本
前
代
闡
述

製
墨
工
序
的
圖
書
之
後
，
不
僅
敕

命
館
臣
付
梓
刻
印
，
更
下
令
宮
廷

畫
家
專
程
為
之
作
畫
，
並
親
題
詩

文
，
如
此
大
費
周
章
，
究
有
何
原

因
？
再
者
，
經
過
比
對
，
筆
者
發

現
這
四
種
製
墨
圖
版
本
，
雖
皆
根

據
沈
繼
孫
︽
墨
法
集
要
︾
繪
製
而

成
，
然
各
版
本
之
間
在
圖
繪
順
序

上
卻
略
有
差
異
，
顯
然
在
編
輯
過

程
中
經
過
調
整
及
更
動
，
而
調
整

者
、
調
整
的
原
因
及
契
機
為
何
？

其
與
沈
氏
原
書
的
差
異
又
是
如

何
？
此
項
更
動
是
否
正
確
？
這
些

都
是
本
文
嘗
試
解
開
的
疑
惑
。

由
於
本
文
從
武
英
殿
聚
珍
本

︽
墨
法
集
要
︾
殿
版
版
畫
談
起
，

故
暫
時
不
涉
及
徐
揚
所
繪
︽
墨
法

集
要
圖
︾
設
色
長
卷
，
將
留
待
日

後
另
文
討
論
。
筆
者
試
圖
先
透
過

不
同
圖
書
版
本
製
墨
圖
問
世
的
年

代
先
後
，
勾
勒
其
間
的
變
化
與
原

委
，
並
進
一
步
了
解
宮
廷
圖
書
在

出
版
過
程
中
，
皇
帝
扮
演
的
角
色

為
何
？
究
為
決
策
者
、
控
管
者
，

抑
或
只
是
單
純
的
領
導
者
，
這
些

疑
問
在
文
中
或
可
窺
豹
一
斑
。

從
失
傳
到
重
現

︽
墨
法
集
要
︾
作
者
沈
繼

孫
，
字
學
翁
，
姑
蘇
人
︹
註
一
︺

。

明
太
祖
洪
武
年
間
為
了
記
錄
油
煙

墨
的
製
作
而
撰
寫
是
書
，
根
據
書

前
沈
繼
孫
︿
墨
法
集
要
原
序
﹀
提

到
：余

錄
墨
法
既
成
，
客
有
見
者

曰
：
舊
傳
墨
譜
、
墨
苑
、
墨

經
之
類
者
多
矣
，
又
何
用
錄

耶
。
余
曰
：
墨
譜
諸
家
，
皆

雜
取
墨
工
之
言
，
非
身
歷
手

試
，
文
具
而
已
，
不
足
憑

也
。…

…

余
非
敢
求
多
于
墨

譜
諸
家
也
，
身
所
歷
，
手
所

試
，
知
其
實
不
戾
于
古
墨
工

也
。此

序
寫
於
洪
武
三
十
一
年

︵
一
三
九
八
︶
，
文
中
具
體
說
出

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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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徐揚《墨法集要圖》設色長卷引首，有乾隆皇帝御筆親題詩文，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此
書
特
色
乃
根
據
其
身
之
所
歷
、

手
之
所
試
，
非
如
以
往
諸
家
徒
片

取
墨
工
之
詞
，
雜
湊
成
文
。
顯

然
，
沈
繼
孫
不
僅
工
於
製
墨
，
同

時
對
於
自
己
身
歷
手
試
的
製
墨
程

序
深
具
信
心
。
︹
註
二
︺

雖
然
我
們
無

法
確
知
此
書
完
成
後
是
否
引
起
時

人
的
認
同
，
或
後
代
研
究
製
墨
之

學
的
關
注
與
重
視
；
然
在
事
隔
數

百
年
後
，
卻
意
外
地
吸
引
清
高
宗

乾
隆
皇
帝
的
目
光
，
無
意
間
為
此

書
創
造
出
新
的
出
版
契
機
，
也
替

傳
統
製
墨
工
藝
留
下
珍
貴
的
歷
史

記
錄
。沈

繼
孫
︽
墨
法
集
要
︾
雖

成
書
於
明
初
洪
武
年
間
，
但
之
後

卻
一
度
失
傳
。
據
查
考
，
目
前
所

見
並
無
明
代
版
本
傳
世
，
最
早
本

子
便
是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所
藏
武

英
殿
聚
珍
本
，
其
後
有
四
庫
薈
要

本
及
四
庫
全
書
本
，
更
晚
則
是
同

治
、
光
緒
年
間
按
殿
本
重
刊
的
版

本
。
換
言
之
，
在
乾
隆
皇
帝
發
現

之
前
，
此
書
很
有
可
能
未
曾
見
傳

於
世
。既

然
如
此
，
這
本
書
是
在

何
種
因
緣
下
被
乾
隆
發
現
的
？
關

於
這
點
，
倒
是
可
以
從
徐
揚
所

繪
製
的
︽
墨
法
集
要
圖
︾
設
色

長
卷
引
首
處
，
由
乾
隆
四
十
一

年
︵
一
七
七
六
︶
高
宗
的
親
筆
御

題
，
提
供
我
們
了
解
箇
中
原
委
的

線
索
：

墨
法
集
要
，
一
卷
，
明
洪
武

間
吳
郡
沈
繼
孫
撰
。
自
言
初

受
法
於
三
衢
墨
師
，
後
又
從

一
僧
得
墨
訣
，
遂
并
錄
成

書
。
縷
析
製
法
，
繪
圖
二
十

有
一
，
各
為
之
說
，
頗
切
於

用
。
其
書
向
不
傳
，
昨
檢
永

樂
大
典
得
此
，
命
儒
臣
錄
入

四
庫
全
書
。
原
本
諸
圖
，
間

有
參
錯
者
，
重
加
釐
正
，
復

命
徐
揚
為
設
色
長
卷
，
以
佐

幾
餘
清
賞
。
因
成
長
律
，
并

識
卷
端
。

由
此
可
知
，
︽
墨
法
集
要
︾

最
初
曾
被
抄
錄
在
︽
永
樂
大
典
︾

之
中
，
然
大
典
深
藏
於
明
代
宮

廷
，
外
界
難
窺
其
貌
，
可
能
再
也

無
人
見
到
此
書
。
其
後
歷
三
百
餘

年
，
傳
至
清
高
宗
時
，
仍
是
宮
廷

祕
藏
。
推
測
乾
隆
皇
帝
在
政
務
閒

暇
之
餘
，
無
意
間
看
到
這
本
書
，

遂
下
令
儒
臣
將
大
典
所
記
部
份
，

重
新
整
理
謄
錄
，
並
下
令
編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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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墨法集要》武英殿聚珍本，卷前有乾隆四十年四月總纂官

陸錫熊、侍讀紀昀提要，指出樣製圖後附以印脫之式，參錯

不倫。

物
，
較
於
他
物
此
差
賢
。

乾
隆
作
詩
，
非
絕
非
律
，

成
詩
十
二
句
，
其
雖
顧
慮
平
仄
、

押
韻
之
要
求
，
卻
又
不
那
麼
死
守

規
定
；
而
用
句
典
贍
，
辭
雅
意

遠
，
全
詩
讀
來
，
頗
令
人
有
種
玩

賞
雅
趣
之
興
味
。
首
四
句
論
墨
，

﹁
隃
麋
﹂
︵
今
陝
西
千
陽
縣
︶
為

漢
代
置
縣
，
自
古
以
來
為
專
門

製
墨
之
地
，
日
後
遂
成
墨
之
代

稱
。
次
四
句
讚
賞
沈
繼
孫
︽
墨
法

集
要
︾
書
成
之
佳
，
其
幸
得
三
衢

墨
師
真
傳
，
即
如
漢
末
三
國
著
名

書
法
家
及
製
墨
家
韋
誕
亦
難
求
一

帙
；
後
二
句
提
到
調
整
製
墨
圖
順

序
之
事
，
指
出
﹁
為
說
為
圖
臚
次

第
，
孰
先
孰
後
遞
尋
沿
﹂
，
正
好

與
乾
隆
前
面
題
文
﹁
原
本
諸
圖
，

間
有
參
錯
者
，
重
加
釐
正
﹂
相
為

呼
應
，
適
足
反
映
出
乾
隆
皇
帝
十

分
在
意
沈
氏
製
墨
圖
順
序
參
錯
的

情
形
。
最
末
四
句
，
前
二
句
述
及

下
令
徐
揚
繪
製
︽
墨
法
集
要
圖
︾

設
色
長
卷
，
以
供
翰
筵
消
遣
之

用
；
末
二
句
讚
譽
沈
氏
︽
墨
法
集

要
︾
，
認
為
較
之
其
他
玩
物
，
益

見
珍
貴
，
價
值
更
高
。

或
許
正
因
為
對
︽
墨
法
集

要
︾
的
關
注
與
重
視
，
當
乾
隆
皇

帝
在
翻
閱
沈
繼
孫
的
製
墨
圖
時
，

赫
然
發
現
書
中
二
十
一
幅
圖
，
是

附
繪
於
每
道
製
墨
程
序
的
文
說

之
後
；
然
而
，
書
中
﹁
印
脫
﹂
圖

之
後
，
居
然
多
出
一
幅
﹁
印
脫
﹂

之
式
樣
簡
圖
，
與
其
他
製
墨
程
序

一
文
一
圖
體
例
不
同
。
因
此
，
乾

隆
認
為
此
書
製
墨
圖
序
位
置
必
有

錯
落
，
乃
命
儒
臣
重
加
釐
正
，
將

﹁
印
脫
﹂
文
圖
挪
至
最
末
，
使
製

墨
圖
序
重
新
組
合
，
遂
成
了
今
天

我
們
所
看
到
的
武
英
殿
本
、
徐
揚

設
色
長
卷
，
以
及
薈
要
本
的
面

貌
。

︽
四
庫
全
書
︾
之
中
。

有
趣
的
是
，
在
乾
隆
題
識
的

內
容
中
，
把
沈
繼
孫
受
教
於
三
衢

︵
今
浙
江
衢
縣
︶
墨
師
，
其
後
又

得
一
僧
製
墨
要
訣
的
經
過
也
寫
進

來
，
顯
然
乾
隆
皇
帝
對
於
沈
繼
孫

個
人
生
平
，
及
其
將
所
學
與
實
務

工
作
經
驗
結
合
，
而
深
感
認
同
。

換
言
之
，
沈
氏
兼
俱
理
論
與
實
用

的
製
墨
經
驗
，
正
好
貼
近
乾
隆

﹁
頗
切
於
用
﹂
的
務
實
觀
念
，
此

亦
顯
示
出
乾
隆
皇
帝
在
平
日
翫
墨

清
賞
之
餘
，
同
樣
對
製
墨
工
藝
產

生
興
趣
。

事
實
上
，
乾
隆
皇
帝
的
翫

墨
雅
興
，
乃
出
自
於
自
身
對
墨
的

了
解
與
喜
愛
，
進
而
關
注
到
沈
氏

︽
墨
法
集
要
︾
的
製
墨
技
術
。
這

點
，
從
徐
揚
設
色
長
卷
的
引
首
御

題
詩
中
可
看
出
端
倪
。
詩
云
：

隃
麋
最
古
漢
書
詮
，
魏
晉
逮

唐
代
有
焉
。
磨
墨
磨
人
胥
實

盡
，
供
書
供
畫
祇
名
傳
。

繼
孫
斯
得
三
衢
法
，
韋
誕
難

求
一
帙
編
。
為
說
為
圖
臚
次

第
，
孰
先
孰
後
遞
尋
沿
。

因
教
設
色
成
長
卷
，
便
以
遣

閒
佐
翰
筵
。
設
曰
旅
獒
箴
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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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的
武
英
殿
聚
珍
本
︽
墨
法
集

要
︾
製
墨
工
序
與
沈
繼
孫
原
書
產

生
出
入
。
根
據
殿
本
內
容
，
製
墨

工
序
從
浸
油
以
至
試
墨
，
依
序
有

二
十
個
步
驟
，
每
個
步
驟
配
圖
一

幅
，
末
為
﹁
印
脫
﹂
之
式
樣
，
總

計
二
十
一
幅
圖
。
這
二
十
一
幅

圖
分
別
為
浸
油
、
水
盆
、
油   

、

煙
椀
、
燈
草
、
燒
煙
、
篩
煙
、
鎔

膠
、
用
藥
、
搜
煙
、
蒸
劑
、
杵

擣
、
秤
劑
、
鎚
錬
、
丸
擀
、
樣

製
、
入
灰
、
出
灰
、
水
池
、
研

試
、
印
脫
。

差
別
之
處
，
在
於
原
來
沈
氏

書
中
，
﹁
印
脫
﹂
圖
應
位
在
﹁
樣

製
﹂
圖
之
後
。
經
乾
隆
主
導
改
正

後
，
﹁
印
脫
﹂
文
說
及
式
樣
，
不

僅
被
移
至
卷
末
，
且
﹁
印
脫
﹂
式

樣
因
﹁
形
製
未
合
﹂
而
被
重
繪
。

這
不
禁
令
人
疑
惑
，
此
一
程
序
之

更
動
，
是
否
正
確
？
而
重
繪
的
印

脫
式
樣
，
是
否
已
悖
離
明
初
印
脫

式
樣
之
形
製
？

為
了
解
決
這
個
疑
惑
，
筆
者

以
武
英
殿
本
為
主
，
比
對
四
個
不

同
時
間
問
世
的
︽
墨
法
集
要
︾
製

墨
圖
，
試
圖
追
尋
乾
隆
調
整
製
墨

程
序
的
契
機
，
及
印
脫
之
式
重
繪

乾
隆
皇
帝
的
主
導

在
乾
隆
釐
正
沈
繼
孫
︽
墨
法

集
要
︾
製
墨
圖
順
序
之
後
，
此
事

大
致
上
便
拍
板
定
案
。
最
早
依
循

乾
隆
指
示
更
動
而
出
版
的
本
子
是

武
英
殿
本
，
根
據
武
英
殿
本
卷
前

總
纂
官
陸
錫
熊
及
紀
昀
所
撰
寫
的

提
要
中
指
出
：

原
本
諸
圖
皆
以
施
功
先
後
為

序
，
惟「

樣
製」

圖
後
附
以

「

印
脫」

之
式
，
未
免
參
錯

不
倫
，
其
形
製
亦
頗
未
合
。

今
以
二
十
圖
列
于
前
，
而
以

印
脫
之
式
，
重
加
訂
正
，
退

置
卷
末
，
庶
端
緒
秩
然
，
而

體
例
尤
為
盡
善
云
。

提
要
所
述
沈
繼
孫
原
書
﹁
樣

製
圖
後
附
以
印
脫
之
式
﹂
實
為
參

錯
不
倫
之
處
；
另
有
一
句
關
鍵
性

的
話
，
則
是
﹁
其
形
製
亦
頗
未

合
﹂
。
這
點
乾
隆
在
徐
揚
設
色
長

卷
的
御
題
中
並
未
指
出
，
卻
在
殿

本
提
要
中
被
儒
臣
寫
出
來
。
意
謂

著
乾
隆
皇
帝
除
了
調
整
製
墨
圖
的

順
序
先
後
外
，
還
因
﹁
印
脫
﹂
形

製
與
清
代
式
樣
亦
頗
未
合
，
故
命

重
繪
，
以
求
盡
善
。

此
一
決
定
，
使
得
傳
世
最

前
後
的
差
異
，
或
可
藉
此
瞭
解
乾

隆
皇
帝
調
整
圖
序
背
後
所
隱
藏
的

意
義
。
然
在
進
行
比
對
之
前
，
有

必
要
先
予
條
列
及
釐
清
各
版
本
之

間
的
淵
源
及
關
係
。
目
前
見
到
的

︽
墨
法
集
要
︾
製
墨
圖
，
按
時
間

先
後
，
主
要
有
武
英
殿
本
、
徐
揚

設
色
長
卷
、
四
庫
薈
要
本
，
以
及

四
庫
全
書
本
四
種
版
本
，
除
徐
揚

圖
本
文
暫
不
討
論
外
，
其
餘
圖
書

之
間
的
淵
源
及
關
係
，
則
頗
耐
人

尋
味
。於

此
，
蔡
玫
芬
小
姐
曾
寫

過
︿
明
代
的
墨
與
墨
書
﹀
一
文
，

她
在
提
到
︽
墨
法
集
要
︾
時
，
曾

對
製
墨
圖
有
過
深
入
介
紹
；
在
比

對
各
版
本
時
，
亦
就
徐
揚
圖
、
薈

要
本
以
及
四
庫
本
製
墨
圖
順
序
詳

細
比
對
。
她
指
出
薈
要
本
與
四
庫

本
在
製
墨
圖
順
序
上
的
不
同
，
據

此
認
定「

四
十
六
年
文
淵
閣
四
庫

全
書
亦
錄
此
書
，
但
圖
文
次
序

及
版
畫
均
與
上
書（

四
十
三
年

四
庫
全
書
薈
要
本）

不
同
，
可
能

是
較
接
近
永
樂
大
典
的
版
本」

︹

註

三
︺

，
筆
者
認
為
此
一
推
論
是
有

道
理
的
。
因
為
根
據
文
淵
閣
︽
欽

定
四
庫
全
書
總
目
提
要
︾
︽
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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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集
要
︾
條
，
註
明
源
自
﹁
永
樂

大
典
本
﹂
，
清
楚
說
明
四
庫
本
抄

自
︽
永
樂
大
典
︾
之
著
錄
，
或
可

佐
證
蔡
小
姐
的
推
論
。
︹
註
四
︺

而

後
，
筆
者
經
比
對
武
英
殿
本
、
徐

揚
圖
、
薈
要
本
，
以
及
全
書
本
的

製
墨
圖
後
，
更
進
一
步
確
立
此
四

個
版
本
所
根
據
的
祖
本
皆
︽
永
樂

大
典
︾
本
，
雖
然
在
乾
隆
皇
帝
主

導
下
，
前
三
個
版
本
更
動
了
沈
氏

︽
墨
法
集
要
︾
製
墨
圖
順
序
，
但

最
晚
問
世
的
文
淵
閣
四
庫
全
書
本

卻
是
最
接
近
沈
繼
孫
原
書
的
內

容
。

（

一）

變
更
製
墨
順
序

雖
然
今
天
我
們
無
法
清
楚

乾
隆
所
看
到
︽
永
樂
大
典
︾
中
的 圖五  「印脫」文說提到「須用壓麵床坐木擔壓之」，此為「印脫」製墨程序之內容。

圖四    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本「丸   樣製」圖，前為製墨文說，後接「印脫」文說、式樣圖，以及「印脫」程序圖。
此為沈氏原書之順序。



圖六    武英殿聚珍本「樣製」圖。原為「印脫」圖，經乾隆皇帝更改為「樣
製」，左下方卻繪「用壓麵床坐木擔壓之」的製墨動作。

更
動
，
看
似
合
理
，
卻
又
疑
點
重

重
。

仔
細
觀
看
，
乾
隆
所
以
調

整
﹁
印
脫
﹂
圖
位
置
，
是
因
為

他
把
﹁
印
脫
﹂
當
成
製
墨
時
所
用

的
木
模
，
卻
不
知
沈
繼
孫
所
繪
的

﹁
印
脫
﹂
，
應
是
指
製
墨
程
序
中

的
一
個
步
驟
。
在
傳
統
製
墨
程
序

裏
，
從
丸
擀
、
樣
製
，
接
下
來
為

印
脫
過
程
，
這
是
一
個
連
貫
性
的

工
序
；
沈
繼
孫
在
撰
寫
︽
墨
法
集

要
︾
時
，
或
為
了
使
讀
者
更
清
楚

﹁
印
脫
﹂
程
序
中
所
使
用
的
墨
模

式
樣
，
因
此
多
繪
一
個
式
樣
圖
。

︽
墨
法
集
要
︾
原
書
面
貌
，
但
從

全
書
本
圖
繪
看
來
，
自
第
一
道
製

墨
程
序
開
始
，
皆
先
文
後
圖
，
直

至
第
十
五
道
工
序
﹁
丸
擀
﹂
文
後

無
圖
，
而
接
﹁
樣
製
﹂
文
，
又
在

兩
則
文
說
之
後
繪
﹁
丸
擀
樣
製
﹂

合
圖
；
之
後
，
接
續
﹁
印
脫
﹂
文

說
、
印
脫
式
樣
圖
，
以
及
印
脫
程

序
圖
。
換
言
之
，
從
此
處
開
始
，

與
前
面
先
文
後
圖
的
體
例
不
同
；

其
次
，
﹁
印
脫
﹂
前
後
皆
為
製
墨

程
序
，
中
間
卻
夾
雜
印
脫
式
樣
，

不
免
有
些
突
兀
。
或
許
就
是
此
二

點
，
遂
讓
乾
隆
皇
帝
產
生
疑
惑
，

認
為
應
是
沈
氏
不
察
所
致
，
故
欲

加
以
釐
定
改
正
。

乾
隆
皇
帝
的
做
法
，
首
先

將
他
認
為
有
問
題
的
﹁
印
脫
﹂
文

說
及
印
脫
式
樣
移
至
最
末
，
以
集

中
製
墨
程
序
圖
。
但
由
於
﹁
丸
擀

樣
製
﹂
為
合
圖
，
在
程
序
上
少
了

一
幅
，
於
是
乾
隆
又
將
﹁
丸
擀
樣

製
﹂
分
開
，
將
原
為
﹁
印
脫
﹂
的

程
序
圖
，
改
為
﹁
樣
製
﹂
。
經

調
整
後
，
除
了
﹁
印
脫
﹂
程
序

以
外
，
其
他
製
墨
程
序
皆
文
圖
相

配
；
而
﹁
印
脫
﹂
文
說
及
印
脫

之
式
樣
則
被
挪
至
最
末
。
此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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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點
可
以
在
﹁
印
脫
﹂
圖
前
的
文

字
上
，
得
到
印
證
。
根
據
﹁
印

脫
﹂
文
說
，
所
用
摶
板「

以
摶
板

推   

成
形
製
，
置
字
板
上
，
以
捺

板
平
平
下
印
之」

。
又
說「

若

造
脫
子
，
大
墨
最
難
得
，
劑
子
滿

脫
內
，
又
難
得
實
，
須
用
壓
麵
床

坐
木
擔
壓
之
，
方
得
四
圍
都
到
，

稜
角
美
滿」

。
確
實
，
在
沈
氏

︽
墨
法
集
要
︾
﹁
印
脫
﹂
圖
中
，

文
字
描
述
與
圖
是
互
為
對
應
的
，

圖
左
繪
一
人
坐
在
壓
麵
床
前
，
以

木
擔
壓
墨
，
正
好
符
合
說
明
；
而

經
乾
隆
皇
帝
更
動
為
﹁
樣
製
﹂
圖

之
後
，
文
圖
內
容
反
而
無
法
切

合
，
也
顯
示
出
此
圖
應
是
說
明

﹁
印
脫
﹂
程
序
而
繪
，
並
非
﹁
樣

製
﹂
。

（

二）

重
繪
印
脫
之
式

乾
隆
皇
帝
除
了
文
字
做
出
局

部
修
正
，
也
命
令
儒
臣
重
繪
﹁
印

脫
﹂
之
式
。
武
英
殿
本
﹁
印
脫
﹂

式
樣
圖
前
的
說
明
文
字
，
在
乾
隆

的
指
示
下
，
館
臣
僅
保
留
前
面
數

句
，
而
從
字
板
長
廣
一
句
開
始
改

寫
，
以
加
添
對
於
墨
樣
形
製
的
補

充
說
明
，
其
云
：
﹁
字
板
長
廣
不

一
，
隨
墨
大
小
，
中
凸
起
二
分

許
，
刻
如
墨
之
製
，
雕
字
畫
成

文
，
四
周
各
餘
二
寸
許
以
置
模
。

捺
板
亦
如
其
凸
起
者
，
而
外
無
餘

木
以
入
牆
內
。
墨
之
厚
薄
，
視
劑

子
多
寡
焉
﹂
。
根
據
文
字
描
述
，

可
以
看
出
從
明
初
至
清
代
，
墨
樣

變
化
早
已
跳
脫
單
一
文
字
刻
寫
，

進
而
出
現
繁
複
多
樣
的
刻
字
雕

紋
；
而
字
板
中
間
凸
起
二
分
，
四

周
餘
二
寸
以
預
留
空
間
，
以
及
捺

板
亦
隨
如
凸
起
，
使
外
無
餘
木
。

較
之
明
初
沈
氏
原
書
的
時
代
中
，

清
代
製
墨
技
術
更
加
注
意
到
墨
模

製
作
的
細
節
；
而
墨
的
大
小
厚

薄
，
視
墨
劑
的
多
寡
，
則
在
沈
氏

﹁
樣
製
﹂
文
說
中
即
已
提
及
。

式
樣
圖
後
的
說
明
，
其
修

改
幅
度
更
大
，
云
：
﹁
墨
脫
之

製
，
七
木
湊
成
，
四
木
為
牆
。
底

面
兩
板
刻
銘
文
畫
式
，
于
上
分
陰

陽
文
，
合
而
捺
之
。
外
以
堅
木
穴

其
中
為
箍
嵌
住
，
使
牆
不
可
開
以

一
大
小
，
出
墨
則
去
箍
。
﹂
前
三

句
引
自
沈
氏
原
書
，
從
第
四
句
開

始
，
解
釋
其
新
繪
製
的
印
脫
式

樣
，
包
括
墨
面
銘
文
畫
式
，
以
及

墨
模
正
面
陽
文
、
背
面
陰
文
，
都

有
詳
細
說
明
。

然
而
，
比
較
沈
氏
原
繪
及

乾
隆
時
重
繪
的
式
樣
圖
，
會
發
現

兩
者
在
﹁
七
木
四
牆
﹂
的
結
構
上

相
同
，
而
其
差
異
處
，
主
要
是
繪

圖
時
在
空
間
概
念
上
的
轉
變
。
沈

繼
孫
所
繪
的
印
脫
圖
式
，
係
以
簡

單
線
條
描
摹
，
先
繪
出
上
、
下
、

左
、
右
位
置
的
墨
模
式
樣
，
並
以

文
字
標
示
其
功
能
；
屬
於
立
體
概

念
的
上
、
下
夾
板
，
則
僅
以
﹁
上

下
兩
片
印
板
，
中
間
置
墨
﹂
的
文

字
說
明
，
並
未
附
以
繪
圖
式
樣
，

顯
然
還
停
留
在
二
度
空
間
的
平
面

概
念
上
。
相
較
之
下
，
乾
隆
年
間

重
繪
的
印
脫
式
樣
，
已
具
體
呈
現

三
度
空
間
的
立
體
概
念
。
此
七
塊

墨
模
分
別
繪
出
立
體
圖
樣
，
並
詳

附
文
字
說
明
；
屬
於
立
體
空
間
的

上
、
下
模
板
，
不
僅
清
楚
繪
出
，

並
以
﹁
陽
文
面
模
﹂
︵
墨
之
正

面
︶
、
﹁
陰
文
背
模
﹂
︵
墨
之
背

面
︶
的
文
字
，
說
明
其
為
刻
繪
圖

文
的
地
方
，
使
讀
者
對
整
個
印
脫

式
樣
的
形
製
組
合
，
一
目
了
然
。

從
乾
隆
皇
帝
下
令
重
繪
印

脫
式
樣
看
來
，
反
映
出
自
十
四
至

十
八
世
紀
明
清
之
際
，
雖
然
在
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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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
技
術
及
墨
模
形
製
上
，
並
無
大

幅
革
新
的
轉
變
；
但
在
墨
樣
變
化

上
，
期
間
出
現
各
式
墨
樣
以
展
現

製
墨
者
的
才
藝
，
甚
至
吸
引
文
人

的
注
意
力
。
不
過
，
本
文
關
注
的

重
點
，
還
是
在
於
透
過
乾
隆
皇
帝

更
動
︽
墨
法
集
要
︾
製
墨
圖
序
及

印
脫
式
樣
等
事
，
藉
以
了
解
乾
隆

皇
帝
調
整
圖
序
的
動
機
、
做
法
，

甚
至
更
動
是
否
允
當
，
進
一
步
探

究
皇
帝
對
宮
廷
圖
書
出
版
的
主
導

地
位
。

結
語乾

隆
皇
帝
發
現
難
得
一
見
的

︽
墨
法
集
要
︾
孤
本
後
，
先
是
在

乾
隆
四
十
年
交
由
武
英
殿
刊
印
；

隔
年
命
徐
揚
繪
製
設
色
長
卷
，
並

親
題
詩
文
；
到
了
四
十
三
年
，
又

收
錄
於
︽
四
庫
全
書
薈
要
︾
之

中
。
數
年
之
間
，
便
有
三
種
版
本

︽
墨
法
集
要
︾
圖
，
如
此
鄭
重
其

事
，
充
分
顯
示
乾
隆
皇
帝
對
此
書

的
重
視
，
也
間
接
突
顯
此
書
在
皇

帝
眼
中
的
地
位
。
事
實
上
，
︽
墨

法
集
要
︾
為
一
本
記
錄
製
墨
技
術

的
專
書
，
與
晚
明
之
際
所
出
現
的

墨
書
，
像
是
︽
程
氏
墨
苑
︾
、

︽
方
氏
墨
譜
︾
、
︽
墨
評
︾
、

︽
墨
海
︾
俱
著
重
墨
樣
及
紋
飾
的

取
徑
不
同
。
然
就
工
藝
史
角
度
而

言
，
此
書
價
值
珍
罕
，
無
疑
是
明

代
唯
一
留
傳
下
來
記
錄
油
煙
墨
製

作
技
術
的
專
書
；
另
一
方
面
，
宋

代
李
孝
美
所
繪
製
墨
技
術
僅
提
出

八
個
步
驟
，
到
明
代
沈
繼
孫
成
書

年
代
已
增
至
二
十
一
個
步
驟
，
從

中
也
反
映
出
傳
統
中
國
在
製
墨
技

術
上
的
轉
變
及
進
步
，
程
序
更
為

精
細
。雖

然
此
書
在
部
份
內
容
是
按

照
乾
隆
意
志
調
整
，
與
沈
氏
原
書

已
然
不
同
。
但
是
經
筆
者
比
對
，

發
現
並
非
沈
氏
原
書
參
錯
，
恐
是

乾
隆
對
原
書
的
誤
解
所
致
，
然
已

經
造
成
上
述
三
個
版
本
皆
依
乾
隆

指
示
誤
改
；
直
至
乾
隆
四
十
六

年
，
當
文
淵
閣
︽
四
庫
全
書
︾
在

收
錄
此
書
時
，
並
未
沿
乾
隆
先

前
修
正
版
本
繪
製
，
而
重
返
︽
永

樂
大
典
︾
沈
氏
原
書
的
面
貌
。
試

想
，
以
乾
隆
皇
帝
對
︽
四
庫
全

書
︾
內
容
文
字
的
重
視
，
而
︽
墨

法
集
要
︾
一
書
又
是
之
前
經
他
親

自
調
整
，
因
此
︽
四
庫
全
書
︾
所

錄
︽
墨
法
集
要
︾
與
前
三
種
版
本

圖八    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本「印脫」式樣并文說，此墨脫圖雖繪以簡單線條，然結構上
與乾隆皇帝下令重繪圖大致相同，惟形製則仍粗拙，不甚精細。

圖七    文淵閣《欽定四庫全書》本「印脫」式樣圖
前之文說，為沈氏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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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墨法集要》殿版版畫談起

專
輯

據《欽定四庫全書．提要》考證明人沈繼孫言：「繼孫，洪武時人，但自署其籍為姑蘇，餘不可考。惟倪瓚《雲林集》有贈沈生賣墨

詩序曰：『沈學翁隱居吳市，燒墨以自給。所謂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者也。烟細而膠清，黑如點漆，近世不易得矣。因賦贈

焉』。時代姓氏里貫一一相符，則學翁殆繼孫之字歟。」

按蔡玫芬〈明代的墨與墨書〉一文在提到《墨法集要》作者沈繼孫時，更進一步根據沈氏生平推測「以此看來，則沈氏應是元末

明初，與文人素有往返的墨匠。」不僅認同沈氏的製墨人身份，同時認為他也是屬於與文人互有往來的文化階層。《中華民國建國

八十年中國藝術文物研討會．論文集》，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1991年，頁692。

參見蔡玫芬〈明代的墨與墨書〉，《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中國藝術文物研討會．論文集》，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1991年，頁688。筆

者撰寫本文時，曾就教於器物處蔡研究員玫芬小姐，而蔡小姐針對沈繼孫《墨法集要》的不同版本，包括製墨圖及其墨樣繪製的

差異處，提出許多想法及疑問，給予筆者莫大的幫助與啟發，在此致上感謝之意。

按目前傳世的《永樂大典》殘存本，僅餘四百冊左右，據筆者比對相關資料，並未見沈繼孫《墨法集要》的著錄。另據張昇〈《永樂

大典》研究資料輯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6月）書末附「《永樂大典》現存卷目表」，亦無墨之門類。

1.

2.

3.

4.

注釋：

內
容
出
入
的
原
因
，
大
可
推
想

是
，
或
之
後
有
館
臣
向
乾
隆
皇
帝

指
出
以
前
誤
挪
圖
序
的
情
形
，
因

此
在
︽
四
庫
全
書
︾
收
錄
此
書

時
，
便
決
定
恢
復
沈
氏
原
書
的
順

序
。
因
而
今
日
我
們
始
得
以
見
到

沈
氏
原
書
的
真
正
面
貌
。

從
乾
隆
皇
帝
更
改
︽
墨
法

集
要
︾
製
墨
圖
序
及
內
容
一
事
，

可
看
出
乾
隆
皇
帝
不
僅
主
導
著
宮

廷
圖
書
出
版
的
走
向
，
亦
會
因
其

主
觀
意
識
更
動
圖
書
的
內
容
。
因

此
，
在
宮
廷
殿
本
圖
書
的
出
版

上
，
皇
帝
不
僅
具
備
決
策
者
、
控

管
者
的
角
色
，
同
時
也
是
整
個
出

版
編
輯
過
程
的
主
導
者
。
如
此
一

來
，
其
他
殿
本
圖
書
的
出
版
，
是

否
可
能
出
現
類
似
︽
墨
法
集
要
︾

的
情
形
，
確
實
是
一
個
值
得
我
們

持
續
觀
察
與
深
入
探
究
的
課
題
。

持
平
而
論
，
乾
隆
皇
帝
改
正
此
書

的
用
意
，
乃
在
於
希
望
求
書
之
盡

善
，
其
立
意
良
佳
。
今
日
看
來
，

其
保
存
珍
罕
孤
本
之
功
，
使
古
人

製
墨
技
術
得
以
留
傳
迄
今
，
猶
勝

誤
改
之
失
，
仍
是
瑕
不
掩
瑜
！

圖九    武英殿聚珍本「印脫」文說并式樣，為經乾隆皇帝下令修改及重繪。與沈氏原圖說
已大不相同。

圖十    「印脫」圖後文說，修改幅度更大，
除了首三句外，餘皆改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