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02008 年 10 月

世
傳
女
仙
吳
彩
鸞
〈
書
唐
韻
〉
析
論

侯
怡
利

吳
彩
鸞
與
︽
唐
韻
︾︵
圖
一
︶

此
件
作
品
現
藏
於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為
楷
書
紙
本
，
冊

頁
裝
，
本
幅
共
三
十
八
幅
，
每

「
希
世
之
寶
」
是
乾
隆
為
吳
彩
鸞

〈
書
唐
韻
〉
題
字
，
這
件
冊
頁
裝

的
唐
代
韻
書
手
抄
本
，
是
由
傳
說

中
唐
文
宗
大
和
年
間
以
抄
寫
《
唐

韻
》
營
生
的
著
名
女
仙
吳
彩
鸞
所

書
，
不
僅
在
古
代
音
韻
學
研
究
上

極
具
價
值
，
書
法
上
更
展
現
唐
人

精
妙
的
小
楷
書
技
藝
，
經
研
究
復

原
最
初
的
裝
裱
形
式
，
是
存
世
至

為
罕
見
的
「
龍
鱗
裝
」
，
此
種
裝

裱
形
式
是
中
國
古
代
書
籍
裝
幀
演

進
歷
程
中
由
「
卷
」
而
「
冊
」
的

重
要
里
程
碑
，
亦
曾
為
北
宋
宣
和

內
府
所
收
，
是
以
堪
稱
為
「
希
世

之
寶
」
。

幅
尺
寸
縱
二
七
．
二
公
分
，
橫

四
四
．
六
公
分
。
此
冊
著
錄
於

︽
石
渠
寶
笈
︾
，
題
為
︿
唐
吳
彩

鸞
書
唐
韻
一
冊
﹀
，
素
牋
烏
絲
闌

本
。
吳
彩
鸞
︵
約
九
世
紀
︶
唐
文

宗
︵
八○

九—

八
四○

︶
大
和
時

人
，
元
王
惲
︵
一
二
二
七—

一
三

○

四
︶
︽
玉
堂
嘉
話
︾
記
：
﹁
世

傳
謫
仙
也
，
一
夕
書
︽
唐
韻
︾
一

部
，
即
鬻
與
市
﹂
，
其
事
跡
頗
具

神
奇
色
彩
，
故
︽
宣
和
書
譜
︾
稱

之
為
﹁
女
仙
﹂
。
北
宋
宣
和
內
府

曾
收
吳
彩
鸞
楷
書
十
三
件
，
依
內

容
皆
題
為
︿
唐
韻
﹀
，
其
中
完
整

︿
唐
韻
﹀
有
六
件
，
︽
宣
和
書

譜
︾
中
盛
讚
吳
彩
鸞
所
書
﹁
唐
韻

字
畫
雖
小
而
寬
綽
有
餘
，
全
不
類

世
人
筆
，
當
于
仙
品
中
別
有
一
種

風
氣
﹂
，
且
云
：
﹁
彩
鸞
以
書
唐

韻
名
于
時
，
至
今
斷
紙
餘
墨
人
傳

寶
之
﹂
，
可
見
吳
彩
鸞
所
抄
︿
唐

韻
﹀
，
為
歷
來
法
書
收
藏
者
珍

視
。

韻
書
的
寫
作
始
於
魏
晉
南

北
朝
，
至
隋
代
有
陸
法
言
︵
約
七

世
紀
初
︶
作
︽
切
韻
︾
於
仁
壽

元
年
︵
六○

一
︶
，
入
唐
後
，
高

宗
儀
鳳
二
年
︵
六
七
七
︶
有
長
孫

訥
言
為
陸
氏
︽
切
韻
︾
作
箋
注
，

而
中
宗
神
龍
年
間
︵
七○

五—

七

○

七
︶
王
仁
昫
針
對
︽
切
韻
︾
作

︽
刊
謬
補
缺
切
韻
︾
，
此
外
，
尚

有
裴
務
齊
為
此
正
字
，
直
到
開
元

年
間
才
有
孫
愐
︵
約
八
世
紀
︶
增

修
︽
切
韻
︾
而
作
︽
唐
韻
︾
，
唐

代
韻
書
發
展
才
趨
於
完
備
，
因
此

︽
雲
谷
雜
記
︾
中
有
﹁
至
唐
孫
愐

始
集
為
︽
唐
韻
︾
，
諸
書
遂
為
之

廢
﹂
的
說
法
。
此
本
雖
題
為
︽
刊

謬
補
缺
切
韻
︾
並
序
，
然
據
前
賢

研
究
，
其
內
容
卻
是
由
長
孫
訥
言

箋
注
本
、
王
仁
昫
︽
刊
謬
補
缺
切

韻
︾
與
裴
務
齊
正
字
本
等
韻
書
匯

成
的
本
子
。
此
冊
共
分
為
五
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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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吳
彩
鸞
書
，
正
說
明
何
以
宣
和

內
府
所
收
歸
於
吳
彩
鸞
書
︿
唐

韻
﹀
的
作
品
多
達
十
三
件
。

龍
鱗
裝
的
形
制

此
冊
後
幅
有
明
項
元
汴

︵
一
五
二
五—

一
五
九○

︶
萬
曆

十
年
︵
一
五
八
二
︶
跋
文
︵
以

下
稱
為
項
跋
本
︶
，
第
一
幅

與
第
三
十
八
幅
上
鈐
有
北
宋
徽

宗
︵
一○

八
二—

一
一
三
五
︶

﹁
政
龢
﹂
連
珠
璽
、
﹁
御
書
﹂

葫
蘆
印
、
﹁
政
和
﹂
印
︵
倒

鈐
︶
，
南
宋
高
宗
︵
一
一○

七—

一
一
八
七
︶
﹁
紹
興
﹂
連
珠
小
璽

以
及
﹁
乾
卦
﹂
圓
印
，
還
有
金
章

宗
︵
一
一
六
八—

一
二○

八
︶

﹁
廣
元
殿
﹂
印
，
這
些
宋
、
金
二

代
收
藏
印
記
皆
偽
，
再
加
上
內
容

上
有
些
許
傳
抄
錯
誤
，
因
而
被
認

為
是
後
人
仿
本
。
事
實
上
，
所
謂

傳
抄
錯
誤
，
最
明
顯
為
將
﹁
陸
法

言
﹂
寫
成
﹁
陸
言
法
﹂
，
然
藉
由

放
大
圖
版
可
以
看
到
﹁
法
言
﹂
旁

有
﹁

﹂
符
號
，
是
抄
寫
者
用
以

標
明
兩
字
順
序
互
換
。
更
重
要
的

是
，
仔
細
觀
察
本
幅
上
所
留
裝
裱

痕
跡
，
可
將
之
復
原
為
﹁
龍
鱗

裝
﹂
︵
或
稱
﹁
魚
鱗
裝
﹂
︶
。
如

同
北
京
故
宮
所
藏
傳
世
古
籍
中
僅

其
中
一
、
二
卷
為
平
聲
，
後
三
卷

依
序
為
上
、
去
、
入
三
聲
，
前
三

卷
有
殘
缺
，
四
、
五
兩
卷
完
整
。

除
了
王
仁
昫
與
長
孫
訥
言
的
序

文
外
，
還
有
一
段
字
樣
。
據
王
仁

昫
自
序
中
有
﹁
所
撰
字
樣
音
注
律

等
﹂
的
內
容
，
可
知
王
仁
昫
曾
撰

︽
字
樣
︾
，
此
本
序
言
後
的
字
樣

是
否
為
王
仁
昫
所
撰
？
仍
待
近
一

步
考
證
。
此
外
，
︽
石
渠
寶
笈
︾

中
另
有
同
樣
題
為
︿
唐
吳
彩
鸞
書

唐
韻
﹀
的
卷
軸
，
現
存
於
北
京
故

宮
，
內
容
為
王
仁
昫
︽
刊
謬
補
缺

切
韻
︾
全
本
。
︵
圖
二
︶

王
國
維
在
︿
書
吳
縣
蔣
氏
藏

唐
寫
本
唐
韻
後
﹀
一
文
中
曾
云
：

﹁
唐
人
盛
為
詩
賦
，
韻
書
當
家
置

一
部
，
故
陸
、
孫
二
韻
，
當
時

寫
本
當
以
萬
計⋯

⋯

傳
寫
既
多
，

故
名
稱
部
目
不
能
盡
同
。
﹂
可
見

在
唐
代
韻
書
傳
抄
之
盛
，
名
稱
版

本
亦
多
，
因
此
後
人
以
﹁
唐
韻
﹂

作
為
唐
代
各
類
韻
書
的
通
稱
。
由

於
吳
彩
鸞
所
抄
唐
韻
極
有
收
藏
價

值
，
故
唐
蘭
指
出
：
﹁
蓋
唐
宋
以

後
，
凡
見
韻
書
，
即
屬
之
彩
鸞
，

為
人
珍
玩
，
反
得
藉
以
保
存
﹂
；

因
此
同
樣
題
為
︿
唐
吳
彩
鸞
書
唐

韻
﹀
兩
件
書
跡
，
可
能
是
後
代
法

書
收
藏
者
將
唐
人
所
抄
韻
書
托
名

圖一    唐    吳彩鸞    書唐韻（項跋本第一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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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
龍
鱗
裝
﹂
的
︿
唐
吳
彩
鸞
書

唐
韻
﹀
︵
由
於
卷
後
有
明
宋
濂

︵
一
三
一○

—

一
三
八
一
︶
題

記
，
故
以
下
稱
為
宋
跋
本
︶
。
透

過
研
究
比
對
得
知
冊
頁
裝
潢
之
項

跋
本
的
原
貌
為
﹁
龍
鱗
裝
﹂
，
在

古
籍
裝
幀
演
進
史
上
的
重
要
性
則

可
與
宋
跋
本
等
量
齊
觀
。
藉
由
裝

幀
的
復
原
，
可
以
說
明
此
本
年
代

的
下
限
，
因
此
項
跋
本
為
仿
本
的

疑
慮
，
便
可
消
弭
。

關
於
唐
代
書
籍
之
裝
幀
，
歐

陽
修
︵
一○

○

七—

一○

七
二
︶

在
︽
歸
田
錄
︾
一
書
中
曾
云
：

﹁
唐
人
藏
書
皆
作
卷
軸
，
其
後
有

葉
子
，
其
制
似
今
策
子
。
凡
文
字

有
備
檢
用
者
，
卷
軸
難
數
卷
舒
，

故
以
葉
子
寫
之
。
如
吳
彩
鸞
︽
唐

韻
︾
、
李
邰
︽
彩
選
︾
之
類
是

也
。
﹂
可
見
像
﹁
韻
書
﹂
這
類
帶

有
工
具
書
性
質
的
書
籍
，
為
了

方
便
檢
索
查
閱
，
傳
統
卷
軸
的
裝

裱
是
無
法
因
應
快
速
檢
閱
的
需

求
，
基
於
實
用
性
的
考
量
，
而
改

用
﹁
葉
﹂
的
形
式
。
因
此
在
唐
代

出
現
以
卷
軸
為
主
且
兼
具
﹁
葉
﹂

方
便
檢
索
功
能
的
﹁
龍
鱗
裝
﹂
，

關
於
﹁
龍
鱗
裝
﹂
之
記
載
，
最
早

見
於
︽
玉
堂
嘉
話
︾
：
﹁
吳
彩

鸞
龍
鱗
楷
韻⋯

⋯

其
冊
共
五
十
四

葉
，
鱗
次
相
積
，
皆
留
紙
縫
。
天

寶
八
載
製
。
﹂
前
已
有
言
，
吳
彩

鸞
傳
為
唐
文
宗
大
和
時
人
，
然
王

惲
所
見
為
天
寶
八
載
︵
七
四
九
︶

所
裝
之
楷
書
韻
書
，
在
年
代
上
不

相
符
合
，
此
件
應
是
托
名
吳
彩
鸞

的
﹁
龍
鱗
裝
﹂
唐
代
韻
書
，
據
此

可
知
至
少
在
天
寶
年
間
已
有
﹁
龍

鱗
裝
﹂
之
裝
裱
形
式
，
其
中
﹁
鱗

次
相
積
，
皆
留
紙
縫
﹂
的
特
點
正

與
宋
跋
本
之
裝
幀
吻
合
。
關
於
此

一
裝
裱
方
式
，
亦
有
稱
為
﹁
旋
風

裝
﹂
，
主
要
依
據
︵
宋
︶
張
邦
基

︽
墨
莊
漫
錄
︾
中
記
載
吳
彩
鸞
書

唐
韻
：
﹁
今
世
間
所
傳
唐
韻
猶
有

□

旋
風
葉
，
字
畫
清
勁
，
人
家
往

往
有
之
﹂
，
然
敦
煌
遺
書
中
，
有

另
一
種
裝
幀
的
卷
軸
，
底
紙
較

長
，
逐
漸
縮
短
，
最
後
所
有
紙

張
固
定
於
左
端
的
木
軸
上
，
近
來

這
種
裝
幀
形
式
被
認
為
才
是
旋
風

裝
。
由
於
張
邦
基
的
記
載
過
於
簡

略
，
難
以
判
斷
究
竟
旋
風
裝
是
怎

樣
的
裝
幀
，
因
此
尚
未
有
定
論
，

故
此
處
從
王
惲
的
說
法
以
﹁
龍
鱗

裝
﹂
稱
之
。

關
於
宋
跋
本
的
裝
裱
，
馬
衡

於
︽
凡
將
齋
金
石
叢
稿
．
書
籍
制

度
︾
曾
清
楚
記
載
道
：
﹁
其
裝
潢

雖
為
卷
子
，
而
內
涵
散
葉
二
十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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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
，
蓋
以
兩
紙
裱
成
一
葉
，
故
兩

面
有
字
，
其
裝
為
卷
子
也
，
則
以

第
一
紙
裱
於
卷
內
。
自
第
二
葉

起
，
僅
以
葉
之
一
端
黏
著
卷
上
，

以
次
錯
疊
，
如
魚
鱗
然
。
卷
之
則

成
卷
軸
，
不
見
散
葉
之
跡
。
﹂
與
圖

版
參
看
，
更
可
明
白
其
裝
裱
形
式
。

唐
韻
冊
的
裝
裱
復
原

項
跋
本
存
世
有
三
十
八
幅
，

以
第
五
幅
與
第
六
幅
開
為
例
︵
圖

五
、
六
︶
細
究
其
本
幅
可
以
發

現
，
右
幅
右
側
與
左
幅
左
側
約
有

一
段
寬
約○

．
五
公
分
處
紙
色
較

淡
，
呈
直
線
狀
，
事
實
上
全
冊
本

幅
皆
有
此
現
象
，
再
查
看
宋
跋

本
，
每
頁
左
右
均
有
寬
度
約○

．

五
公
分
的
裱
邊
，
因
此
項
跋
本
現

有
紙
色
較
淡
的
邊
緣
，
極
可
能
是

裱
邊
拆
除
後
的
痕
跡
。
更
進
一
步

觀
察
，
第
十
三
幅
上
緣
在
書
寫
編

號
位
置
有
殘
餘
的
反
寫
墨
跡
，

最
左
邊
有
﹁
卌
九
﹂
再
往
右
則

為
﹁
五
十
﹂
、
﹁
五
十
一
﹂
、

﹁
五
十
二
﹂
、
﹁
五
十
三
﹂
、

﹁
五
十
四
﹂
，
若
與
第
九
開
的
右

幅
上
從
﹁
卌
九
﹂
至
﹁
五
十
四
﹂

編
號
書
寫
的
位
置
對
照
，
可
知
第

十
三
幅
反
寫
的
墨
跡
是
從
第
十
四

幅
所
滲
留
，
而
第
十
四
幅
上
也
有

四
處
模
糊
的
墨
跡
，
位
置
亦
與
第

十
三
幅
上
編
號
相
同
，
可
見
原
來

的
裝
裱
係
﹁
兩
紙
裱
成
一
葉
﹂
，

因
而
有
墨
跡
滲
透
至
背
面
，
藉
此

更
可
證
明
，
邊
緣
處
紙
色
較
淡
的

現
象
為
重
裝
時
裱
邊
拆
除
後
的
痕

跡
。

既
然
確
定
原
來
裝
裱
是
﹁
兩

紙
裱
成
一
葉
﹂
，
那
麼
可
再
與
宋

跋
本
比
對
，
宋
跋
本
第
一
葉
是
單

面
書
寫
直
接
裱
於
卷
內
，
第
一
葉

與
第
二
葉
相
連
，
並
由
第
二
葉
開

始
是
將
兩
紙
裱
成
一
頁
，
之
後
每

葉
的
右
側
皆
等
距
且
依
序
固
定
於

卷
上
，
換
言
之
，
可
以
翻
閱
查
詢

的
始
於
第
二
葉
，
整
卷
展
開
時
看

到
的
正
是
第
一
、
二
葉
，
由
於
檢

索
翻
閱
的
頻
繁
，
所
以
第
一
葉
右

邊
與
第
二
葉
左
邊
正
面
破
損
情
況

較
層
疊
於
下
的
其
他
葉
都
更
為
嚴

重
︵
圖
一
︶
，
同
樣
對
照
項
跋
本

的
第
一
幅
與
第
二
幅
損
傷
情
況
與

宋
跋
本
相
似
，
尤
其
第
二
幅
左
下

角
損
壞
最
嚴
重
︵
圖
三
︶
，
正
好

是
翻
閱
時
最
常
觸
摸
的
地
方
，
原

來
與
第
二
幅
裱
成
同
一
葉
的
第
三

幅
，
也
在
同
處
有
損
傷
，
甚
至
連

摺
痕
位
置
都
相
同
︵
圖
四
︶
，
將

其
他
各
幅
兩
兩
合
一
，
摺
痕
也
相

符
。
再
看
宋
跋
本
的
第
一
葉
右
側

圖二    唐    吳彩鸞    書唐韻（宋跋本第一葉第二葉）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尾端仍見龍鱗裝的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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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裱
邊
，
而
項
跋
本
的
第
一
幅
右

側
下
方
有
比
較
明
顯
整
條
紙
色
較

淡
的
現
象
，
因
此
第
一
幅
原
來
應

如
同
宋
跋
本
是
有
裱
邊
，
不
僅
如

此
，
從
其
邊
緣
三
方
項
元
汴
收
藏

印
：
﹁
天
籟
閣
﹂
、
﹁
墨
林
山

人
﹂
、
﹁
子
孫
世
昌
﹂
，
原
本
是

沿
邊
蓋
於
裱
邊
上
，
裱
邊
拆
除
後

僅
殘
留
半
印
，
可
見
此
本
與
宋
跋

本
相
同
原
本
在
右
側
是
有
裱
邊
。 

項
跋
本
第
一
幅
最
前
端
記

有
﹁
此
後
廿
七
葉
﹂
，
在
前
引

唐
蘭
︿
刊
謬
補
缺
切
韻
跋
﹀
一
文

中
，
他
曾
說
道
：
﹁
︵
宋
跋
本
︶

此
書
原
本
以
兩
紙
合
為
一
葉
，
故

兩
面
均
光
滑
也
，
書
脊
黏
連
又
兩

面
書
，
均
與
西
方
書
同
，
余
頃
為

北
京
大
學
購
得
一
經
疏
亦
如
此
，

故
疑
此
類
葉
子
亦
仿
於
僧
徒
也
。

故
宮
舊
藏
項
跋
本
王
韻
，
原
記
為

廿
七
葉
，
然
今
殘
缺
之
餘
猶
得
卅

八
葉
，
向
以
為
疑
，
今
乃
得
知
原

亦
葉
子
兩
面
書
，
今
揭
開
裝
為
冊

頁
，
併
所
缺
當
得
五
十
四
開
也
，

此
種
葉
子
裝
當
為
書
籍
由
卷
變
冊

之
始
。
﹂
此
段
跋
文
是
校
刊
宋
跋

本
後
的
紀
錄
，
唐
蘭
同
樣
將
宋
跋

本
與
項
跋
本
相
互
比
較
，
對
項
跋

本
第
一
幅
上
﹁
此
後
廿
七
葉
﹂

提
出
解
釋
，
由
於
兩
面
書
寫
應

得
五
十
四
開
，
然
本
文
前
述
以
舊

有
裝
裱
的
痕
跡
看
，
項
跋
本
第
一

葉
應
是
單
面
書
寫
，
經
由
復
原
，

最
後
一
葉
也
是
單
面
書
寫
，
因
此

項
跋
本
可
能
未
如
唐
蘭
所
言
當
得

五
十
四
開
，
但
就
認
定
項
跋
本
的

冊
頁
是
經
揭
裱
後
重
裝
的
看
法
，

與
本
文
相
同
。
唐
氏
稱
此
種
裝
裱

為
葉
子
裝
，
其
所
見
此
類
裝
裱
除

宋
跋
本
外
尚
有
一
經
疏
，
然
無
論

名
稱
為
何
，
﹁
龍
鱗
裝
﹂
或
﹁
葉

子
裝
﹂
皆
是
書
籍
裝
幀
演
進
歷
程

中
由
﹁
卷
﹂
而
﹁
冊
﹂
的
重
要
里

程
碑
。

流
傳
與
遞
藏

關
於
宋
跋
本
，
據
卷
末
宋

濂
跋
文
，
原
有
宋
徽
宗
用
泥
金
題

籤
且
前
後
七
印
皆
完
備
，
更
認
為

其
﹁
裝
潢
之
精
亦
出
於
宣
和
內

匠
﹂
，
然
此
本
曾
於
洪
武
三
十
一

年
︵
一
三
九
八
︶
重
裝
，
因
此
徽

宗
題
籤
不
存
，
印
記
也
僅
存
四
。

反
觀
項
跋
本
的
後
幅
拖
尾
上
除
了

項
元
汴
跋
文
與
諸
家
收
藏
印
外

︵
前
已
有
言
本
冊
上
有
宋
、
金
二

代
多
方
收
藏
偽
印
︶
，
還
有
﹁
政

龢
﹂
連
珠
璽
半
印
，
﹁
內
府
圖
書

之
印
﹂
大
印
，
兩
印
均
為
徽
宗
時

所
鈐
，
真
偽
印
互
存
有
相
當
參
考

圖三    唐    吳彩鸞    書唐韻（項跋本第二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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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
張
固
定
於
左
端
的
木
軸

上
，
近
來
這
種
裝
幀
形
式
被
認
為

才
是
旋
風
裝
。
由
於
張
邦
基
的
記

載
過
於
簡
略
，
難
以
判
斷
究
竟
旋

風
裝
是
怎
樣
的
裝
幀
，
因
此
尚
未

有
定
論
，
故
此
處
從
王
惲
的
說
法

以
﹁
龍
鱗
裝
﹂
稱
之
。

關
於
宋
跋
本
的
裝
裱
，
馬
衡

於
︽
凡
將
齋
金
石
叢
稿
．
書
籍
制

度
︾
曾
清
楚
記
載
道
：
﹁
其
裝
潢

雖
為
卷
子
，
而
內
涵
散
葉
二
十
四

葉
，
蓋
以
兩
紙
裱
成
一
葉
，
故
兩

面
有
字
，
其
裝
為
卷
子
也
，
則
以

第
一
紙
裱
於
卷
內
。
自
第
二
葉

起
，
僅
以
葉
之
一
端
黏
著
卷
上
，

以
次
錯
疊
，
如
魚
鱗
然
。
卷
之
則

成
卷
軸
，
不
見
散
葉
之
跡
。
﹂
與

圖
版
參
看
，
更
可
明
白
其
裝
裱
形

式
。

唐
韻
冊
的
裝
裱
復
原

項
跋
本
存
世
有
三
十
八

幅
，
以
第
五
幅
與
第
六
幅
開
為
例

︵
圖
︶
細
究
其
本
幅
可
以
發
現
，

右
幅
右
側
與
左
幅
左
側
約
有
一
段

寬
約○

．
五
公
分
處
紙
色
較
淡
，

呈
直
線
狀
，
事
實
上
全
冊
本
幅
皆

有
此
現
象
，
再
查
看
宋
跋

圖四    唐    吳彩鸞    書唐韻（項跋本第三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價
值
，
且
與
宋
跋
本
拖
尾
上
所
用

印
與
位
置
均
相
同
，
﹁
政
龢
﹂

印
是
蓋
在
拖
尾
與
隔
水
黃
絹
的
押

縫
上
，
因
項
跋
本
重
裱
時
將
黃
絹

隔
水
去
除
，
現
僅
存
拖
尾
紙
上
的

﹁
政
龢
﹂
半
印
。
可
知
項
跋
本
與

宋
跋
本
原
來
的
裝
裱
形
式
相
同
，

兩
本
或
許
如
宋
濂
所
記
為
北
宋
宣

和
內
府
重
裝
，
因
此
皆
有
徽
宗
印

記
存
留
，
可
能
為
曾
著
錄
於
︽
宣

和
書
譜
︾
中
吳
彩
鸞
所
書
︿
唐

韻
﹀
完
整
本
六
本
的
其
中
兩
本
。 

項
跋
本
現
存
鈐
印
，
前
幅

頁
上
有
梁
清
標
︵
一
六
二○

—

一
六
九
一
︶
﹁
蕉
林
收
藏
﹂
印
，

還
有
乾
隆
御
題
﹁
希
世
之
寶
﹂
與

乾
隆
印
三
方
，
後
幅
托
尾
紙
上
有

項
氏
諸
印
、
﹁
梁
清
標
印
﹂
與

﹁
蕉
林
秘
玩
﹂
兩
印
以
及
清
代
皇

室
收
藏
印
，
押
縫
上
除
了
﹁
政

龢
﹂
半
印
外
，
還
有
﹁
項
墨
林
父

祕
笈
之
印
﹂
與
﹁
子
孫
世
昌
﹂
半

印
，
可
見
項
元
汴
鈐
此
兩
印
時
尚

有
黃
絹
隔
水
，
再
由
第
一
幅
上
項

氏
的
三
方
半
印
可
知
，
項
元
汴
收

藏
時
裱
邊
仍
在
，
如
今
前
幅
上
並

無
項
氏
收
藏
印
，
故
推
知
重
裝
為

冊
頁
的
時
間
應
在
項
元
汴
後
，
或

於
梁
清
標
收
藏
之
時
。

關
於
本
冊
的
收
藏
印
，
除

前
述
多
方
宋
、
金
二
代
偽
印
，
尚

有
被
歸
為
南
宋
高
宗
吳
皇
后
﹁
賢

志
堂
印
﹂
與
﹁
賢
志
主
人
﹂
兩
方

印
，
同
樣
在
︿
平
安
何
如
帖
﹀
上

也
鈐
有
這
些
印
章
，
然
顏
真
卿

︿
祭
姪
文
稿
﹀
所
鈐
﹁
賢
志
堂

印
﹂
與
︿
唐
韻
﹀
及
︿
平
安
何
如

帖
﹀
之
印
文
並
不
相
同
，
將
存
世

書
畫
上
的
﹁
賢
志
堂
印
﹂
比
對

後
，
大
致
可
以
歸
納
成
兩
類
：
一

是
︿
祭
姪
文
稿
﹀
與
楊
凝
式
︿
夏

熱
帖
﹀
上
之
﹁
賢
志
堂
印
﹂
，
此

印
右
上
有
缺
角
，
若
以
所
鈐
位
置

判
斷
，
應
不
晚
於
元
代
；
另
一
則

是
︿
平
安
何
如
帖
﹀
、
︿
唐
韻
﹀

以
及
顧
愷
之
︿
女
史
箴
圖
﹀
所
鈐

﹁
賢
志
堂
印
﹂
，
並
無
右
上
缺
角

且
印
文
粗
糙
，
﹁
賢
﹂
字
的
捺
筆

起
筆
是
一
短
橫
，
這
些
作
品
皆
有

相
同
宋
、
金
二
代
偽
印
多
方
，
可

見
︿
唐
韻
﹀
等
作
品
所
鈐
應
是
包

括
﹁
賢
志
堂
印
﹂
的
同
﹁
一
組
﹂

偽
印
。

書
風
與
年
代

至
於
此
本
書
寫
年
代
，
由

於
避
諱
的
情
況
十
分
複
雜
，
很
難

有
一
清
楚
判
斷
的
時
限
，
其
中

﹁
世
﹂
、
﹁
民
﹂
兩
字
皆
缺
筆
應

是
避
太
宗
︵
五
九
九—

六
四
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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諱
，
高
宗
李
治
︵
六
二
八—

六
八
三
︶
的
﹁
治
﹂
字
未
避

諱
，
入
聲
褐
韻
從
﹁
旦
﹂
之
字

皆
作
﹁

﹂
，
應
是
避
睿
宗
李
旦

︵
六
六
二—

七
一
六
︶
諱
，
但
去

聲
翰
韻
﹁
旦
﹂
字
未
有
缺
筆
，
此

外
之
韻
中
﹁
疑
﹂
字
下
﹁
語
基

反
﹂
的
﹁
基
﹂
字
缺
末
筆
應
為
玄

宗
︵
七
一
二—

七
五
六
︶
諱
，
可

是
玄
宗
以
降
各
帝
均
未
避
諱
；
此

外
去
聲
種
韻
﹁
用
﹂
字
寫
成
﹁

﹂
，
但
反
切
時
仍
作
﹁
用
﹂
。
若

以
避
諱
情
況
推
論
此
本
書
寫
年

代
，
由
於
玄
宗
後
各
帝
未
見
避

諱
，
因
此
可
能
某
部
份
是
抄
寫
自

玄
宗
時
期
的
韻
書
，
而
﹁
用
﹂
字

的
缺
筆
避
諱
是
否
抄
寫
人
自
身

所
需
避
諱
？
或
者
是
五
代
後
唐

時
期
的
人
抄
寫
的
是
玄
宗
時
本

子
，
因
此
避
後
唐
武
帝
李
克
用

︵
八
五
五—

九○

八
︶
之
名
諱
？

從
語
音
系
統
看
，
此
本
除
了
用
反

切
外
又
用
四
聲
表
明
其
讀
音
，
如

御
韻
﹁
疏
﹂
云
：
﹁
所
據
反
。
書

疏
。
又
平
聲
﹂
，
這
種
方
式
始
於

唐
文
宗
時
期
，
在
年
代
上
要
比
前

述
玄
宗
時
期
來
得
更
晚
。

就
書
法
而
言
，
第
一
、
二

幅
的
序
文
中
用
筆
講
究
，
骨
肉
勻

稱
，
結
體
方
圓
兼
得
頗
為
勁
秀
，

此
後
則
表
現
出
盛
唐
以
來
楷
書
豐

厚
的
樣
貌
，
結
字
寬
舒
與
筆
劃
厚

實
的
特
殊
性
皆
是
承
襲
自
顏
真
卿

︵
七○

九—

七
八
五
︶
，
全
本
字

跡
統
一
應
是
同
一
人
所
寫
，
整
冊

圖五    唐    吳彩鸞    書唐韻（項跋本第五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唐    吳彩鸞    書唐韻    拖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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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
韻
極
佳
且
顯
得
神
采
奕
奕
，
流

露
唐
代
楷
書
工
整
精
妙
，
是
唐
人

抄
書
的
精
好
作
品
。
此
外
，
大
量

使
用
俗
字
的
現
象
，
是
晚
唐
五
代

時
期
書
寫
的
一
大
特
性
，
以
避
諱

情
形
的
紊
亂
加
上
語
音
系
統
的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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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唐    吳彩鸞    書唐韻（項跋本第六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