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 故宮文物月刊‧第300期

楷
書
寫
此
詩
，
通
卷
成
就
了
詩
畫

合
一
的
藝
術
表
現
形
式
。

畫
中
純
以
水
墨
線
條
描
畫

了
三
十
二
位
各
具
不
同
形
態
的

婦
女
，
在
槐
樹
葉
已
落
，
又
有
蟋

蟀
藏
身
花
間
、
秋
蟬
聲
鳴
的
早

秋
涼
夜
裡
，
共
同
於
淒
冷
的
庭
院

燭
光
下
，
藉
由
畫
卷
往
左
開
展
的

形
式
，
將
工
作
程
序
一
步
步
推
演

出
來
，
從
捧
持
布
練
、
整
理
、
擣

練
、
剪
裁
、
縫
製
，
直
到
封
箱
。

不
同
於
其
他
人
物
畫
中
，
不
刻

意
描
繪
人
物
面
部
表
情
的
表
現
手

法
，
畫
中
搗
衣
女
抬
手
揮
輕
汗
，

並
且
﹁
顰
眉
黯
如
啼
﹂
，
充
份
展

露
憂
思
情
懷
。
對
擣
衣
詩
文
中
秋

景
、
夕
幕
、
汗
染
、
哀
杵
皆
作
了

生
動
具
體
的
詮
釋
。
雖
然
畫
中
人

物
採
取
唐
代
女
性
豐
腴
的
形
象
出

現
，
並
且
是
以
集
體
合
作
方
式
，

在
監
督
者
觀
看
下
呈
現
出
勞
動
場

景
，
非
如
詩
中
自
比
閨
婦
的
獨

白
，
畫
家
藉
由
手
中
筆
闡
述
了
個

人
新
意
，
一
如
拖
尾
自
識
﹁
寓
目

者
毋
徒
議
筆
墨
之
工
拙
﹂
耳
！

本
卷
除
有
歷
代
文
人
跋
語
，

對
搗
衣
各
述
感
懷
外
，
更
有
乾
隆

三
次
題
識
。
當
乾
隆
十
三
年
孝
賢

皇
后
過
世
後
，
乾
隆
每
每
﹁
披
圖

觸
緒
﹂
，
由
畫
中
搗
衣
婦
，
追
念

昔
時
孝
賢
皇
后
的
親
蠶
禮
，
悲
懷

悼
殤
之
情
，
為
此
卷
增
添
了
另
類

歷
史
遺
緒
。    

張
華
芝

張
華
芝

張
華
芝

張
華
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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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
次
變
化
豐
富
；
點
苔
方
面
則
墨

和
泥
金
兼
施
，
令
原
本
深
黑
的
巖

壁
頓
然
顯
得
鮮
活
亮
麗
。
有
別
於

北
宋
典
型
巒
峰
層
疊
、
以
﹁
山
﹂

為
主
的
屏
障
式
巨
幅
，
此
圖
繪
江

面
浩
渺
的
﹁
水
﹂
明
顯
增
多
，
水

紋
以
尖
細
筆
觸
勾
繪
兩
筆
畫
成
，

越
遠
越
淡
，
直
至
畫
幅
上
方
與
天

際
相
連
。
整
體
筆
墨
結
構
，
嚴
謹

壯
麗
仍
具
北
宋
餘
韻
，
而
畫
江
水

遼
闊
、
浩
蕩
格
局
，
已
啟
南
宋
法

門
。

幅
內
未
見
作
者
款
印
。

原
或
為
南
宋
內
府
舊
藏
，
元
際

曾
為
大
長
公
主
祥
哥
剌
吉
︵
約

一
二
八
三—

一
三
三
一
︶
所
有
，

明
代
歷
經
朱
希
孝
︵
一
五
一
八—

七
四
︶
、
韓
世
能
︵
一
五
二
八─

九
八
︶
、
董
其
昌
︵
一
五
五
五—

一
六
三
六
︶
之
手
，
今
之
﹁
江
山

小
景
﹂
品
名
及
作
者
﹁
李
唐
﹂
之

認
定
，
即
從
董
氏
題
跋
所
言
。
清

初
曾
為
程
正
揆
︵
一
六○

四—

七
六
︶
及
宋
犖
︵
一
六
三
四—

一
七
一
三
︶
收
藏
，
其
後
入
乾
隆

內
府
並
編
錄
於
︽
石
渠
寶
笈
續

編
︾
。

陳
階
晉

遠景

前景

中景

左 右

後

前
實

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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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的
墨
點
來
點
葉
，
使
得
畫
中
的

樹
木
鬱
鬱
蔥
蔥
。
以
簡
筆
畫
點
景

人
物
，
台
閣
建
築
不
用
界
尺
，
信

手
而
成
。
在
畫
山
石
部
份
，
夏
圭

先
以
枯
筆
渴
墨
鉤
畫
石
壁
輪
廓
，

並
以
側
鋒
筆
法
皴
寫
坡
石
，
除
了

小
斧
劈
外
，
他
兼
用
化
繁
為
簡
的

大
斧
劈
皴
，
不
但
充
分
表
現
岩
石

堅
硬
的
質
感
，
同
時
也
展
現
了
勁

健
縱
放
的
筆
趣
。
此
外
，
他
畫
山

石
時
又
常
以
夾
雜
著
大
量
水
分
的

筆
墨
迅
疾
擦
染
，
在
質
地
堅
硬
的

熟
紙
上
造
成
了
水
墨
交
融
、
淋
漓

暢
快
的
特
殊
效
果
。
古
人
嘗
言
：

﹁
得
筆
法
易
，
得
墨
法
難
；
得
墨

法
易
，
得
水
法
難
。
﹂
夏
氏
此
卷

誠
可
謂
兼
得
筆
法
、
墨
法
和
水
法

三
者
之
妙
。

全
卷
近
景
景
物
輪
廓
明
晰
，

遠
景
山
巒
的
稜
線
僅
以
淡
毫
輕
墨

寥
寥
數
筆
寫
之
，
將
廣
闊
曠
遠
的

空
間
一
表
無
遺
。
而
幅
間
大
量
的

留
白
，
更
營
造
出
一
種
空
靈
悠
遠

的
意
境
。

李
玉
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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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
及
﹁
畫
超
象
外
﹂
等
若
干
作

畫
理
念
，
後
二
十
幀
畫
不
同
形
態

的
墨
竹
，
如
折
枝
竹
︵
見
圖
譜

十
︶
、
雪
竹
︵
見
圖
譜
二
十
︶
、

風
雨
竹
︵
見
圖
譜
三
︶
及
懸
崖
竹

︵
見
圖
譜
八
︶
等
構
圖
，
分
別
以

上
揚
、
下
垂
與
立
竿
的
竹
葉
和

長
於
土
坡
上
的
嫩
竹
作
為
表
現
題

材
，
取
景
變
化
豐
富
，
諸
態
悉

備
，
源
自
於
對
宋
元
墨
竹
大
師
的

追
思
摹
擬
，
如
第
二
幅
擬
文
同
、

第
三
幅
仿
蘇
軾
、
第
十
九
幅
追
擬

李
衎
，
畫
作
皆
題
有
相
關
詩
文
相

輝
映
。吳

鎮
嘗
自
言
初
學
畫
竹
於

二
十
歲
左
右
，
早
年
忠
勤
於
古
人

墨
跡
的
臨
仿
，
中
晚
期
之
後
以
超

乎
表
象
的
內
蘊
，
表
現
竹
石
雜

卉
，
夏
文
彥
在
︽
圖
繪
寶
鑑
︾
中

以
﹁
故
極
率
略
﹂
稱
之
。
全
作
以

溫
潤
筆
法
描
繪
竹
幹
勁
挺
且
富
彈

性
的
特
質
，
以
優
美
的
弧
線
和
分

枝
佈
葉
呈
現
律
動
感
，
此
非
畫

者
心
嫻
手
熟
，
不
可
得
竹
之
真
性

情
，
可
說
是
吳
鎮
畫
竹
思
想
與
藝

術
表
現
的
薈
萃
。             

鄭
淑
方

治
︵
一
四
八
八—

一
五○

五
︶
年

間
華
亭
貢
生
王
一
鵬
所
書
；
本
幅

二
十
二
開
，
前
二
幅
行
書
蘇
軾
題

﹁
文
與
可
畫
篔
簹
谷
偃
竹
記
﹂
，

闡
述
﹁
成
竹
于
胸
﹂
、
﹁
意
在
筆

及

勵

宗

萬

︵

一

七

○

五

—

一
七
五
九
︶
等
府
中
，
著
錄
於
石

渠
寶
笈
續
編
。

此
作
前
副
頁
二
開
，
題
有

隸
書
﹁
萬
玉
藂
﹂
三
字
，
為
明
弘

雪竹

風雨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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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宗
萬
曆
皇
帝
︵
一
五
三
六—

一
六
二○

︶
騎
馬
，
著
對

襟
織
繡
龍
紋
金
甲
，
戴
鳳
翅
盔
，
插
白
翎
紅
纓
，
腰
佩
弓

箭
，
身
旁
有
公
侯
、
武
士
護
駕
。
愈
接
近
皇
帝
坐
騎
的
段

落
，
隊
伍
儀
仗
威
嚴
，
旌
節
有
序
。

畫
面
點
綴
著
山
路
逶
迤
，
樹
叢
郁
蔥
，
紅
桃
綠
柳
，

上
下
布
以
山
坡
及
茂
盛
的
柳
、
松
、
梅
樹
，
作
為
活
動
進

行
的
場
景
布
置
。
畫
家
鉅
細
靡
遺
地
鋪
陳
這
支
龐
大
的
皇

家
謁
陵
隊
伍
，
由
陸
路
出
發
的
整
個
過
程
。
據
史
料
記

載
，
︿
出
警
圖
﹀
中
畫
有
人
物
一
千
零
九
十
九
名
，
馬
匹

七
百
八
十
五
匹
。
各
式
車
輿
、
轎
輦
種
類
繁
多
，
各
樣
交

通
工
具
不
勝
枚
舉
。
整
幅
畫
作
場
面
宏
偉
，
無
論
人
物
、

轎
輦
、
殿
宇
、
鞍
馬
、
馱
獸
，
大
小
比
例
、
遠
近
距
離
皆

極
合
理
，
可
說
是
集
合
各
類
畫
科
之
大
成
，
是
繪
畫
作
品

中
少
見
的
超
級
鉅
作
。

林
莉
娜





35 故宮文物月刊‧第300期

殿
賜
﹂
，
湘
府
指
的
是
明
太
祖
第

十
二
子
湘
獻
王
朱
柏
，
邊
氏
曾
服

務
於
湘
王
府
，
後
藉
由
其
推
薦
入

宮
供
奉
。

邊
景
昭
寫
三
友
百
禽
圖
于
長
安
官

舍
。
﹂
並
鈐
四
印
：
湘
府
殿
賜
。

怡
情
動
植
。
邊
氏
文
進
。
多
識
於

草
木
鳥
獸
。
畫
上
所
鈐
﹁
湘
府

察
，
所
繪
景
物
不
免
有
制
式
化
的

傾
向
。畫

上
款
識
云
：
﹁
永
樂
癸

巳
︵
一
四
一
三
︶
秋
七
月
，
隴
西

林
莉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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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品
官
官
俸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當
時
項
元
汴
購
買

文
徵
明
︿
袁
安
臥
雪
﹀
不
過
花
費
十
六
銀
兩
，
可
見

︿
漢
宮
春
曉
﹀
之
價
值
不
斐
。

為
何
仇
英
的
作
品
如
此
價
昂
呢
？
其
特
色
究
竟

為
何
呢
？
檢
視
作
品
，
越
過
薄
霧
中
隱
現
的
秋
千
、

大
門
深
鎖
的
高
大
宮
牆
與
護
城
河
，
仇
英
為
我
們
開

展
出
一
幅
佳
麗
充
斥
的
華
麗
後
宮
。
最
引
人
注
意
的

為
畫
幅
的
中
段
描
繪
一
畫
師
正
在
為
嬪
妃
畫
像
，
因

此
學
者
通
常
以
為
此
作
可
能
描
繪
漢
元
帝
︵
西
元
前

四
八—

三
三
在
位
︶
時
畫
師
王
延
壽
受
命
為
後
宮
嬪

妃
畫
像
，
故
意
醜
化
王
昭
君
，
導
致
昭
君
出
塞
和
親

匈
奴
的
故
事
。
然
而
，
圖
中
畫
師
手
中
的
肖
像
並
未

見
故
意
醜
化
的
表
現
，
因
此
是
否
真
為
描
繪
此
故

事
，
仍
有
討
論
的
空
間
。
圖
中
最
引
人
注
目
的
應
該

是
仇
英
如
何
極
盡
能
耐
地
想
像
後
宮
嬪
妃
所
能
從
事

的
各
式
各
樣
活
動
，
有
音
樂
、
有
舞
蹈
、
蒔
花
、
簪

花
、
梳
妝
、
閒
聊
、
閱
讀
、
觀
魚
、
下
棋
、
刺
繡
、

撲
蝶
、
熨
布
等
等
，
很
多
動
作
的
設
計
，
除
了
仇
英

的
獨
創
外
，
也
有
一
些
古
典
的
根
據
，
例
如
舞
蹈
的

部
分
讓
人
想
起
顧
閎
中
的
︿
韓
熙
載
夜
宴
圖
﹀
，
而

熨
布
的
部
分
又
讓
人
想
起
張
萱
的
︿
搗
練
圖
﹀
等

等
。
尤
其
，
仔
細
看
不
管
是
建
築
門
楣
、
圓
柱
上
都

以
金
彩
描
繪
上
各
種
花
紋
與
細
節
，
而
嬪
妃
的
動
作

不
僅
各
各
不
同
，
所
著
衣
物
的
花
紋
更
是
每
有
變

化
。
而
其
橢
圓
古
典
的
開
臉
與
優
雅
的
設
色
，
更
回

應
宋
代
宮
廷
人
物
畫
的
古
典
與
貴
族
氣
質
。
也
許
正

是
這
種
結
合
工
匠
般
一
絲
不
茍
的
繁
複
細
節
與
古
典

風
格
的
疊
合
，
使
得
仇
英
幾
乎
成
為
當
時
畫
價
最
高

的
畫
家
，
甚
至
超
越
畫
壇
領
袖
文
徵
明
。

賴
毓
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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卉
注
重
寫
生
，
惲
氏
此
冊
，
也
的

確
是
如
此
。
一
花
一
枝
一
葉
的
穿

插
，
必
是
合
乎
生
態
。
在
寫
意
畫

高
漲
的
崇
尚
下
，
惲
氏
對
前
輩
大

家
提
出
批
評
：
﹁
曾
見
白
陽
︵
陳

淳
︶
、
包
山
︵
陸
治
︶
寫
生
，
皆

以
不
似
為
妙
。
余
則
不
然
，
惟
極

能
似
，
乃
稱
與
花
傳
神
。
﹂
本
冊

畫
的
濃
麗
時
俗
，
頗
思
矯
正
，
望

能
去
脂
粉
之
態
，
復
還
本
色
。
因

此
，
他
很
自
豪
地
說
：
﹁
沒
骨
牡

丹
，
起
於
徐
崇
嗣
，
數
百
年
其
法

無
傳
，
余
為
古
人
重
開
生
面
，
欲

使
後
人
知
崇
尚
也
。
﹂
從
本
冊
的

牡
丹
，
設
色
，
豔
光
四
射
而
不
落

時
俗
，
確
實
是
一
代
高
手
。
畫
花

所
畫
，
確
實
能
不
背
離
真
實
，
且

能
掌
握
花
的
婀
娜
多
姿
，
工
整
中

也
不
失
瀟
灑
的
筆
調
，
櫬
托
出
花

葉
的
高
雅
明
麗
，
營
造
每
幅
都
是

優
美
空
靈
。
這
種
為
花
傳
神
，
在

摹
古
的
風
氣
下
，
借
古
而
建
立
自

己
的
寫
生
沒
骨
畫
，
影
響
後
世
及

於
今
日
。                         

王
耀
庭

第六幅百合

第七幅水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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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六
五
九—

六○

︶
，
是
目
前

所
知
八
大
最
早
的
紀
年
作
品
，
由

此
可
以
得
窺
他
出
家
時
期
的
風

格
，
因
此
格
外
珍
貴
。

也
因
為
是
早
期
之
作
，
幅

中
的
用
筆
較
為
生
澀
不
肯
定
，
墨

色
的
變
化
也
不
若
成
熟
作
品
的
豐

富
。
但
取
景
已
有
敧
側
的
傾
向
，

如
︿
水
仙
﹀
、
︿
白
菜
﹀
，
皆
從

下
方
繪
其
一
角
，
對
觀
者
而
言
，

物
象
便
令
人
覺
得
較
不
穩
定
，
畫

面
的
留
白
也
較
多
，
對
於
構
圖
上

的
黑
白
對
比
與
虛
實
對
應
顯
然
極

為
留
意
布
置
，
這
是
貫
串
八
大
畫

作
的
特
色
，
在
此
作
品
中
即
已
見

端
倪
。
︿
湖
石
﹀
描
繪
石
面
之
陰

陽
向
背
，
墨
色
對
比
突
兀
，
周
圍

的
雜
草
則
以
亂
筆
皴
點
，
皆
非
水

墨
畫
中
習
用
的
技
法
，
反
而
類
似

版
畫
中
的
平
塗
渲
染
效
果
，
尤
其

與
晚
明
彩
色
套
印
的
︽
十
竹
齋
書

畫
譜
︾
中
對
奇
石
的
描
繪
非
常
接

近
。
全
冊
共
題
有
十
首
詩
，
夾
雜

禪
意
與
俗
語
，
也
已
可
見
隱
晦
曲

折
的
特
點
。                     

馬
孟
晶

雜
，
具
有
流
動
的
韻
律
感
。
所
繪

禽
鳥
常
帶
有
擬
人
化
的
表
情
，
隱

然
傳
達
出
動
盪
不
安
的
情
緒
。

本
件
作
品
全
冊
共
有
十
五

開
，
其
中
十
二
開
畫
作
是
以
折
枝

花
卉
、
蔬
果
松
石
為
題
材
，
另
有

三
開
題
字
，
末
幅
並
有
己
亥
十
二

月
之
紀
年
，
應
作
於
順
治
十
六
年

石榴

湖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