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82008 年 10 月

圖二    〈集字聖教序〉第一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略
論
院
藏
〈
集
字
聖
教
序
〉

                       

及
其
相
關
問
題

何
炎
泉

︿
集
字
聖
教
序
﹀
碑
石
現
存

西
安
碑
林
，
碑
的
斷
裂
年
代
︵
圖

一
︶
並
無
確
實
記
載
，
存
在
著
幾

種
說
法
，
推
測
應
該
是
斷
於
宋
、

元
之
間
。
︹
註
一
︺

傳
世
拓
本
中
以

北
宋
為
最
早
，
過
去
的
研
究
者
已

對
各
時
期
拓
本
討
論
甚
詳
。
︹
註

二
︺

一
九
七
二
年
於
西
安
碑
林
所

發
現
的
南
宋
全
拓
本
，
十
五
行
末

﹁
聖
慈
﹂
的
﹁
慈
﹂
損
首
三
筆
，

二
十
一
行
﹁
勝
緣
﹂
的
﹁
緣
﹂
字

左
下
與
石
花
連
，
字
跡
不
如
北
宋

拓
肥
厚
，
可
以
作
為
判
斷
兩
宋
拓

本
的
依
據
。
︹
註
三
︺

︽
石
渠
寶
笈
三
編
︾
延

春
閣
中
共
著
錄
三
本
︿
宋
搨
聖

教
序
﹀
，
此
為
第
一
本
，
亦
是

其
中
最
佳
本
。
關
於
此
本
︿
集

字
聖
教
序
﹀
︵
圖
二
︶
，
王
澍

︵
一
六
六
八—

一
七
四
三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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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拓
院藏〈集字聖教

序〉
南宋拓

聖
慈

   

緣    

顯
揚

   

前
副
葉
跋
中
，
提
到
當
時
為
沈

子
大
︵
名
起
元
，
一
六
八
五—

一
七
六
三
︶
所
有
，
是
碑
未
斷
前

本
，
定
為
宋
拓
無
疑
。
︵
圖
三
︶

細
觀
此
本
，
﹁
聖
慈
﹂
的
﹁
慈
﹂

字
首
三
筆
其
實
已
損
，
乃
是
以
墨

所
補
出
的
筆
劃
。
﹁
勝
緣
﹂
的

﹁
緣
﹂
字
左
下
也
同
樣
是
描
摹
而

成
，
刻
意
製
造
出
不
與
石
花
連
的

狀
態
。
若
與
傳
世
北
宋
拓
︵
三

井
聽
冰
閣
藏
王
澍
題
記
本
︶
及

南
宋
拓
︵
三
井
聽
冰
閣
藏
崇
恩

本
︶
相
較
︵
表
一
︶
，
可
將
之

定
為
南
宋
拓
本
。
雖
非
北
宋
本
，

然
而
拓
工
精
謹
，
筆
劃
字
口
也
相

當
清
晰
，
不
失
為
南
宋
佳
拓
。
另

一
個
重
要
的
添
補
之
處
就
是
﹁
顯

揚
﹂
的
﹁
顯
﹂
字
左
邊
，
現
存
筆

劃
很
清
楚
也
是
以
墨
描
補
，
原
來

左
邊
部
首
的
左
半
則
是
全
損
。
北

宋
早
期
拓
本
﹁
顯
﹂
字
左
上
角
僅

損
左
豎
筆
，
到
了
北
宋
晚
期
，

﹁
顯
﹂
字
左
上
﹁
曰
﹂
則
只
剩
右

豎
，
崇
恩
舊
藏
墨
皇
本
︵
天
津
市

博
物
館
藏
︶
也
是
以
墨
補
成
完
整

﹁
顯
﹂
字
︵
圖
四
︶
，
試
圖
以
北

圖一    〈集字聖教序〉全拓圖三    （清）王澍跋

圖四    墨皇本〈集字聖教

序〉局部     
天津市博物館藏

表一    院藏〈集字聖教序〉的與南北宋拓本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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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晚
期
本
來
冒
充
更
早
的
拓
本
。

︹
註
四
︺

院
藏
本
中
所
出
現
的
幾
處

墨
補
處
，
無
非
也
是
想
充
當
北
宋

早
期
拓
本
，
冊
中
題
跋
的
嚴
長
明

︵
一
七
三
一—

一
七
八
七
︶
即
將

之
視
為
北
宋
本
。

據
王
翬
︵
一
六
三
二

—

一
七
一
七
︶
跋
，
知
黃
景
雲
從

﹁
延
陵
﹂
手
上
獲
得
此
作
，
黃
則

在
康
熙
己
丑
︵
一
七○

九
︶
將

之
重
新
裝
池
。
由
於
延
陵
為
吳
氏

著
名
郡
望
之
一
，
故
推
測
﹁
延

陵
﹂
所
指
當
為
冊
中
題
跋
者
吳

之
彥
︵
圖
五
︶
，
據
明
沈
德
符

︵
一
五
七
八—

一
六
四
二
︶
︽
萬

曆
野
獲
編
︾
卷
八
記
載
：
﹁
吳

侍
御
慎
菴
之
彥⋯

⋯

吳
為
王
弇
州

︵
世
貞
︶
從
甥⋯

⋯

﹂
知
與
前
一

跋
的
慎
庵
居
士
︵
圖
五
︶
為
同

人
，
是
王
世
貞
︵
一
五
二
六—

一
五
九○

︶
的
從
甥
，
王
所
收

︿
褚
河
南
哀
冊
﹀
及
︿
枯
樹
賦
﹀

後
來
也
都
歸
吳
之
彥
所
有
，
吳
在

婁
水
︵
太
倉
︶
亦
是
有
名
的
嗜
古

好
事
者
。
此
冊
後
來
為
沈
起
元
所

收
，
沈
起
元
字
子
大
，
號
敬
亭
，

本
籍
江
蘇
太
倉
州
。
康
熙
六
十
年

︵
一
七
二
一
︶
進
士
，
選
庶
吉

士
，
改
吏
部
主
事
。
擢
員
外
郎
，

被
派
往
福
建
，
歷
官
福
州
、
興

化
，
雍
正
七
年
︵
一
七
二
九
︶
署

理
臺
灣
府
知
府
事
務
，
雍
正
十
三

年
由
台
灣
知
府
護
理
福
建
分
巡
台

灣
道
。
沈
在
福
州
因
處
理
冤
獄
時

得
罪
按
察
使
潘
體
豐
，
被
潘
以
其

他
事
指
控
，
降
職
四
級
，
遂
辭
官

歸
家
。
高
宗
即
位
︵
一
七
三
六
︶

後
，
沈
被
起
用
為
江
西
驛
鹽
道
副

使
。
乾
隆
二
年
︵
一
七
三
七
︶
，

擢
河
南
按
察
使
。
七
年
，
遷
直
隸

布
政
使
。
九
年
，
入
京
任
光
祿
寺

卿
。
十
三
年
︵
一
七
四
八
︶
，
因

病
離
任
回
家
。
︹
註
五
︺

雍
正
十
二
︵
一
七
三
四
︶
，

沈
起
元
將
此
冊
交
與
王
澍
索
跋
，

王
澍
隔
年
才
於
﹁
二
泉
亭
﹂
及

﹁
二
泉
聽
松
庵
﹂
書
此
。
無
錫
惠

山
寺
附
近
的
惠
山
泉
有
天
下
第
二

泉
之
稱
，
二
泉
亭
位
於
上
池
和
下

池
之
上
，
而
聽
松
庵
則
是
在
惠
山

寺
左
面
。
下
池
北
邊
牆
上
有
﹁
天

下
第
二
泉
﹂
大
字
題
刻
，
即
為
王

澍
手
書
，
他
也
自
號
二
泉
。
沈
退

休
後
，
曾
至
山
東
濟
南
趵
突
泉
畔

的
濼
源
書
院
講
學
，
根
據
金
德
瑛

︵
一
七○

一—

一
七
六
二
︶
的
跋

︵
一
七
五
三
︶
，
知
此
冊
也
在
隨

行
之
列
。
一
七
八
一
年
嚴
長
明
跋

時
提
到
，
因
沈
起
元
少
子
且
為

官
清
廉
，
故
後
人
將
此
讓
與
畢
沅

︵
一
七
三○

—

一
七
九
七
︶
，
以

處
理
其
身
後
事
。
畢
沅
本
人
也
收

藏
過
數
本
宋
拓
聖
教
序
，
但
多
為

鑑
賞
家
索
去
，
僅
存
二
本
。
沈
起

元
這
本
後
來
畢
沅
又
送
還
給
沈
的

曾
孫
碻
師
，
碻
師
同
時
也
是
畢
沅

的
外
甥
。
晚
至
一
七
八
六
年
，
周

升
桓
︵
一
七
三
三—

一
八○

一
︶

跋
時
，
此
冊
尚
在
沈
碻
師
手
上
。

嘉
慶
時
︵
一
七
九
六—

一
八
二

○

︶
進
入
內
府
收
藏
。
兩
百
多
年

前
，
此
拓
本
為
台
灣
知
府
沈
起
元

所
收
，
不
知
曾
否
到
過
台
灣
，
然

隨
文
物
播
遷
來
台
，
現
典
藏
於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中
，
堪
稱
文
物
收

藏
之
佳
話
。

此
碑
內
容
不
獨
唐
太
宗

︵
五
九
九—

六
四
九
︶
所
撰
︿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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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三
藏
聖
教
序
﹀
，
尚
有
太
宗
箋

答
、
高
宗
︵
六
二
八—

六
八
三
︶

︿
皇
帝
在
春
宮
述
三
藏
聖
記
﹀
、

高
宗
箋
答
、
玄
奘
︵
六○

二—

六
六
四
︶
奉
勅
譯
︿
心
經
﹀
。
唐

︽
廣
弘
明
集
︾
收
有
太
宗
︿
三

藏
聖
教
序
﹀
、
玄
奘
︿
謝
勅
賚

經
序

﹀
、
太
宗
︿
答
謝
齎
經
序

勅
﹀
、
高
宗
︿
述
三
藏
聖
教

序
﹀
、
玄
奘
︿
謝
皇
太
子
聖
教
序

述

﹀
、
高
宗
︿
答
法
師
玄
奘
謝

書
﹀
六
篇
文
章
。
顯
然
碑
中
未

收
玄
奘
兩
篇
謝
啟
，
高
宗
︿
述
三

藏
聖
教
序
﹀
則
名
為
︿
皇
帝
在
春

宮
述
三
藏
聖
記
﹀
。
有
學
者
認
為

除
︿
三
藏
聖
教
序
﹀
為
懷
仁
集
字

外
，
其
餘
部
分
均
存
疑
，
且
集
字

與
咸
亨
三
年
︵
六
七
二
︶
的
立
碑

分
屬
兩
事
，
並
指
出
現
存
碑
林
之

︿
集
王
聖
教
序
﹀
是
立
於
千
福
寺

之
碑
刻
，
而
非
當
初
立
於
弘
福
寺

之
石
。
︹
註
六
︺

此
碑
長
期
以
來
被
視
為
懷
仁

所
集
，
因
碑
文
有
﹁
貞
觀
二
十
二

︵
六
四
八
︶
年
八
月
三
日
內

出
﹂
，
至
咸
亨
三
年
才
立
碑
，
其

間
經
時
二
十
五
年
之
久
，
故
有
貞

觀
集
書
，
咸
亨
刻
石
之
說
︵
郭
宗

昌
︽
金
石
史
︾
︶
，
也
有
認
為
因

為
需
要
組
合
偏
旁
與
調
整
大
小
，

故
須
花
費
二
十
多
年
才
完
成
︵
王

昶
︽
金
石
萃
編
︾
︶
，
日
本
學
者

則
提
出
顯
慶
元
年
︵
六
五
六
︶

後
開
始
集
字
的
說
法
。
︹
註
七
︺

有

關
﹁
內
出
﹂
的
說
法
，
清
王
澍
在

︽
竹
雲
題
跋
︾
中
論
之
甚
詳
：

文
皇
之
序
，
降
於
貞
觀
廿
二

圖五    （明）吳之彥與（清）王澍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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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八
月
，
文
皇
以
是
年
二
月

幸
玉
華
宮
，
十
月
乃
還
，
則

此
序
自
玉
華
宮
出
也
。
又
塔

銘
稱
：
﹁
天
皇
大
帝
居
春
宮

以
廿
二
年
夏
六
月
製
述
聖

記
。
﹂
則
亦
當
以
八
月
同
降

自
玉
華
宮
，
故
於
述
聖
記
之

末
總
而
記
之
曰
：
﹁
貞
觀
廿

二
年
八
月
三
日
內
出
也
。
﹂

貞
觀
二
十
二
年
六
月
玄
奘
離
開
弘

福
寺
前
往
玉
華
宮
︵
長
安
北
六
百

餘
里
玉
華
山
麓
之
離
宮
︶
時
，
方

得
太
宗
及
高
宗
兩
篇
序
記
。
碑
文

中
提
到
﹁
貞
觀
二
十
二
年
八
月
三

日
內
出
﹂
，
意
指
序
記
製
作
完
成

後
約
兩
個
月
才
從
玉
華
宮
公
佈
出

來
。

根
據
︽
大
唐
大
慈
恩
寺
三
藏

法
師
傳
︾
：

釋
彥
悰
︵
約
六
一○

—

六
九

○

︶
箋
述
曰
：
﹁
自
二
聖
序

文
出
後
，
王
公
、
百
辟
、

法
、
俗
、
黎
庶
手
舞
足
蹈
，

歡
詠
德
音
，
內
外
揄
揚
，

未
浹
辰
而
周
六
合
，
慈
雲
再

蔭
，
慧
日
重
明
，
歸
依
之

徒
波
迴
霧
委
。
所
謂
上
之
化

下
，
猶
風
靡
草
，
其
斯
之
謂

乎
！
如
來
所
以
法
付
國
王
，

良
為
此
也
。
﹂
時
弘
福
寺
寺

主
圓
定
及
京
城
僧
等
，
請

鐫
二
序
文
於
金
石
，
藏
之
寺

宇
。
帝
可
之
。
後
寺
僧
懷
仁

等
乃
鳩
集
晉
右
軍
將
軍
王
羲

之
書
，
勒
於
碑
石
焉
。

可
知
二
序
文
完
成
公
佈
之
後
，
弘

福
寺
主
圓
定
及
京
城
僧
侶
才
請
鐫

碑
石
，
方
由
弘
福
寺
寺
懷
仁
等
僧

人
集
書
刻
石
，
藏
於
寺
宇
。
按
照

︽
大
唐
大
慈
恩
寺
三
藏
法
師
傳
︾

的
行
文
順
序
，
接
下
來
的
文
字
都

還
是
在
談
貞
觀
間
之
事
，
故
﹁
帝

可
之
﹂
的
皇
帝
當
指
太
宗
。
北
宋

周
越
︽
書
苑
︾
：

唐
文
皇
製
︿
聖
教
序
﹀
時
，

都
城
諸
釋
諉
弘
福
寺
懷
仁
集

右
軍
行
書
勒
石
，
累
年
方

就
。
逸
少
劇
蹟
，
咸
萃
其

中
。

也
是
認
為
是
太
宗
時
開
始
製
作
。

因
隔
年
︵
六
四
九
︶
五
月
太
宗
即

過
世
，
從
公
佈
的
八
月
到
隔
年
五

月
，
短
短
七
個
月
，
懷
仁
不
可
能

在
這
麼
短
的
時
間
內
集
字
完
畢
，

故
推
測
集
字
完
成
時
間
應
當
在
高

宗
時
期
較
為
合
理
，
不
過
似
乎
也

不
至
於
拖
二
十
幾
年
才
完
成
。
事

實
上
，
碑
文
中
稱
高
宗
為
﹁
皇

帝
﹂
，
亦
可
證
明
此
碑
集
字
的
完

成
確
實
在
高
宗
朝
。

雖
然
文
中
提
到
﹁
藏
之
寺

宇
﹂
，
但
並
未
提
到
立
碑
於
何

寺
，
且
請
立
碑
石
的
人
除
了
弘
福

寺
寺
主
圓
定
，
還
有
其
他
的
京
城

僧
侶
，
所
以
很
可
能
是
廣
立
於
城

中
佛
寺
中
。
從
現
存
碑
中
﹁
弘
福

寺
沙
門
懷
仁
集
晉
右
將
軍
王
羲
之

書
﹂
及
﹁
京
城
法
侶
建
立
﹂
，
也

無
法
得
知
碑
立
於
何
處
。
唐
張
彥

遠
︽
歷
代
名
畫
記
︾
中
︿
記
兩
京

外
州
寺
觀
畫
壁
﹀
：

千
福
寺
在
安
定
坊
，
會
昌
中
毀
寺
後
，
卻
置
不

改
舊
額
。

寺
額
，
上
官
昭
容
書
毀
寺

後
，
有
僧
收
得
再
置
，
卻
懸
之
。

中
三
門
外

東
行
南
，
太
宗
皇
帝
撰
聖
教

序
弘
福
寺
沙
門
懷
仁
集
王
右
軍
書
。

西
行
楚

金
和
尚
法
華
感
應
碑
顏
魯
公
書
，
徐

浩
題
額
。

碑
陰
沙
門
飛
錫
撰
，
吳
通
微
書
。

提
到
千
福
寺
有
︿
太
宗
皇
帝
撰

聖
教
序
﹀
。
唐
韋
述
︵

？—

七
五
七
︶
︽
兩
京
新
記
︾
：
﹁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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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坊
東
南
隅
千
福
寺
本
章
懷
太
子
宅
，
咸
亨

四
年
捨
宅
立
為
寺
。

﹂
知
千
福
寺
原
為
章

懷
太
子
宅
第
，
咸
亨
四
年
才
捨

宅
為
寺
，
故
時
間
上
晚
於
此
碑
咸

亨
三
年
所
立
之
時
間
，
但
亦
不
排

懷
仁
集
王
羲
之
寫
︿
太
宗

聖
教
序
﹀
及
︿
高
宗
述
聖

記
﹀
，
為
時
所
重
。

這
方
正
面
刻
有
︽
金
剛
經
︾
的

︿
集
字
聖
教
序
﹀
與
現
存
碑
石
完

全
不
同
，
故
有
學
者
認
為
千
福
寺

碑
才
是
現
存
碑
石
。
顯
然
，
根
據

懷
仁
當
年
集
字
所
刻
的
︿
集
字
聖

教
序
﹀
碑
時
確
實
不
只
一
方
。

彥
悰
的
文
字
還
顯
示
其
他
重

要
訊
息
，
即
當
年
懷
仁
所
集
可
能

只
有
太
宗
與
高
宗
的
兩
篇
序
文
。

事
實
上
，
除
了
︿
集
字
聖
教
序
﹀

︵
六
七
二
︶
外
，
尚
有
褚
遂
良

︵
五
九
六—

六
五
八
︶
永
徽
四
年

︵
六
五
三
︶
︿
雁
塔
聖
教
序
﹀
、

龍
朔
三
年
︵
六
六
三
年
︶
︿
同
州

聖
教
序
﹀
，
王
行
滿
︵
高
宗
時

人
︶
顯
慶
二
年
︵
六
五
七
︶
︿
聖

教
序
並
記
﹀
。
慈
恩
寺
的
︿
雁
塔

聖
教
序
﹀
將
序
、
記
分
為
兩
碑
書

寫
，
另
外
兩
方
碑
石
則
將
序
、
記

兩
篇
書
寫
於
一
石
。
這
些
年
代
較

︿
集
字
聖
教
序
﹀
早
的
︿
聖
教

序
﹀
，
內
容
都
僅
止
於
兩
篇
序

記
，
與
現
存
碑
石
紛
雜
的
內
容
差

異
甚
多
。

圖六    〈集字聖教序〉第二十五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除
由
它
處
將
此
碑
移
來
。
此
外
，

韋
述
︽
兩
京
新
記
︾
也
提
到
弘
福

寺
：寺

內
有
碑
，
面
文
賀
蘭
敏
之

寫
︽
金
剛
經
︾
，
陰
文
寺
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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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璧
，
振
彩
聯
華
，
渙
汗
垂

七
耀
之
文
，
鏗
鋐
韻
九
成
之

奏
。
自
東
都
白
馬
，
西
明
草

堂
，
傳
譯
之
盛
，
詎
可
同

日
而
言
者
也
。
但
以
生
靈
薄

運
，
共
失
所
天
，
唯
恐
三
藏

梵
本
，
零
落
忽
諸
，
二
聖
天

文
，
寂
寥
無
紀
，
所
以
敬
崇

此
塔
，
擬
安
梵
本
，
又
樹
豐

碑
，
鐫
斯
序
、
記
，
庶
使
巍

峨
永
劫
，
願
千
佛
同
觀
，
氛

氳
聖
跡
，
與
二
儀
齊
固
。

︵
︽
大
唐
大
慈
恩
寺
三
藏
法

師
傳
︾
卷
七
︶

他
希
望
此
兩
篇
序
記
可
以
與
﹁
二

儀
齊
固
﹂
，
因
此
現
存
碑
石
多
出

來
的
部
分
，
就
與
玄
奘
的
本
意
有

所
出
入
。
由
於
玄
奘
在
弘
福
寺
翻

譯
過
一
段
時
間
，
若
說
請
立
碑
石

的
僧
人
或
懷
仁
不
清
楚
玄
奘
對
兩

篇
序
記
的
觀
點
也
很
奇
怪
，
故
多

出
來
的
部
分
就
暗
示
此
碑
製
作
的

脈
絡
已
改
變
。
研
究
者
亦
同
時
指

出
現
存
碑
末
︿
心
經
﹀
的
諸
多
謬

誤
，
有
認
為
是
懷
仁
之
過
，
亦
有

認
為
出
自
他
人
之
手
所
造
成
。
顯

然
，
兩
篇
序
記
在
高
宗
前
期
是
被

視
為
完
整
的
一
組
內
容
，
到
了
高

宗
後
期
，
現
存
的
五
段
內
容
已
被

組
合
於
一
起
，
賦
予
了
不
同
的
意

義
，
至
少
立
此
碑
的
﹁
京
城
法

侶
﹂
︵
圖
六
︶
是
清
楚
其
中
的
原

由
。

事
實
上
，
就
現
存
︿
集
字

聖
教
序
﹀
拓
本
仔
細
觀
察
，
也
可

以
發
現
五
段
文
字
在
書
風
上
稍
有

出
入
。
太
宗
所
撰
︿
三
藏
聖
教

序
﹀
與
高
宗
︿
述
三
藏
聖
記
﹀
，

在
風
格
上
講
究
典
雅
端
正
，
︿
心

經
﹀
及
其
後
名
銜
的
集
字
則
摻
用

較
多
敧
側
誇
張
且
用
筆
豪
放
的
單

字
，
而
太
宗
與
高
宗
的
箋
答
亦

有
類
似
的
傾
向
。
兩
篇
序
記
的

部
分
，
集
字
者
在
選
字
及
組
合

時
皆
秉
持
著
一
貫
的
審
美
要
求
，

所
採
用
單
字
多
端
莊
雅
正
，
較

少
用
筆
放
逸
與
結
字
奇
特
的
單

字
，
即
使
少
數
特
例
也
都
盡
量

與
整
體
協
調
。
然
而
，
像
︿
心

經
﹀
中
﹁
空
即
是
色
﹂
的
﹁
是
﹂

字
、
﹁
無
眼
耳
鼻
舌
﹂
的
﹁
耳
﹂

字
︵
圖
七
︶
，
太
宗
箋
答
中
的

﹁
謝
珪
﹂
、
﹁
拙
﹂
、
﹁
翰
﹂
、

﹁
書
﹂
、
﹁
乘
褒
﹂
等
字
︵
圖

圖七    〈集字聖教序〉第二十一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玄
奘
於
永
徽
三
年
春
請
建
石

浮
圖
以
安
西
域
之
經
像
，
後
建
成

磚
造
雁
塔
，
於
南
面
立
此
︿
雁
塔

聖
教
序
﹀
二
碑
。
樹
此
二
碑
的
意

義
，
玄
奘
說
得
相
當
清
楚
：

先
皇
道
跨
金
輪
，
聲
振
玉

鼓
，
紹
隆
象
季
，
允
膺
付

屬
，
又
降
發
神
衷
，
親
裁
三

藏
之
序
，
今
上
春
宮
講
道
，

復
為
述
聖
之
記
，
可
謂
重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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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在
這
個
問
題
，
卻
依
然
在
選
字

標
準
上
接
近
︿
心
經
﹀
。
清
楚
存

在
著
兩
種
選
字
邏
輯
的
︿
集
字
聖

教
序
﹀
，
確
實
可
能
非
出
自
懷
仁

一
人
之
手
。

︿
集
字
聖
教
序
﹀
末
有
﹁
文

林
郎
諸
葛
神
力
勒
石
﹂
、
﹁
武
騎

尉
朱
靜
藏
鐫
字
﹂
。
︵
圖
六
︶
刻

碑
者
朱
靜
藏
的
資
料
不
多
，
﹁
武

騎
尉
﹂
為
武
散
官
名
，
當
於
從
七

品
。
至
於
諸
葛
神
力
，
其
銜
﹁
文

林
郎
﹂
為
文
散
官
，
從
九
品
。
從

此
碑
的
水
準
看
來
，
兩
位
當
屬
一

流
刻
碑
好
手
。
諸
葛
神
力
雖
然
摹

勒
這
方
影
響
書
法
史
甚
巨
的
名

碑
，
卻
沒
沒
無
聞
。
所
幸
近
年
在

江
蘇
丹
陽
大
泊
發
現
了
︽
諸
葛
氏

族
重
修
族
譜
︾
，
此
譜
修
於
光
緒

圖八    〈集字聖教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集字聖教序〉第十九、二十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八
︶
，
高
宗
箋
答
中
的
﹁
無
﹂
、

﹁
撫
﹂
字
︵
圖
九
︶
，
在
結
字
或

用
筆
上
都
比
較
放
縱
不
拘
，
產
生

較
強
烈
的
視
覺
衝
擊
及
不
協
調

感
。
︿
心
經
﹀
的
部
分
或
許
可
以

解
釋
為
重
複
字
太
多
，
故
集
字
者

選
擇
不
多
，
才
會
採
用
風
格
與
兩

篇
序
記
不
類
的
字
。
不
過
，
兩
篇

箋
答
與
人
名
結
銜
的
部
分
似
乎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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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四
年
︵
一
八
九
八
︶
，
從
譜

中
得
知
諸
葛
神
力
的
親
兄
弟
即

為
諸
葛
貞
，
其
父
親
為
諸
葛
嘉
會

︵
唐
初
賜
義
民
官
︶
，
其
祖
父
諸

葛
穎
︵
五
三
六—

六
一
二
︶
。
唐

何
延
之
︿
蘭
亭
記
﹀
：
﹁
帝
命
供

奉
搨
書
人
趙
模
、
韓
道
政
、
馮
承

素
、
諸
葛
貞
等
四
人
，
各
搨
數

本
，
以
賜
皇
太
子
、
諸
王
、
近

臣
。
﹂
另
唐
武
平
一
︿
徐
氏
法

書
記
﹀
：
﹁
至
高
宗
，
又

馮
承

素
、
諸
葛
貞
搨
︿
樂
毅
論
﹀
及
雜

帖
數
本
，
賜
長
孫
無
忌
等
六
人

人
。
﹂
知
諸
葛
貞
活
動
於
太
宗
及

高
宗
朝
，
工
於
摹
搨
古
碑
帖
，
為

宮
中
重
要
的
搨
書
手
。
據
該
譜
記

載
，
諸
葛
貞
的
官
銜
亦
是
文
林

郎
，
任
職
於
弘
文
館
。
張
彥
遠

︽
歷
代
名
畫
記
︾
中
也
記
載
有
同

樣
任
文
林
郎
的
張
龍
樹
，
則
是
宮

中
裝
潢
匠
，
從
太
宗
朝
到
玄
宗
時

︵
七
一
二—

七
五
六
︶
都
從
事
裝

潢
工
作
，
曾
幫
玄
宗
重
裝
搜
求
來

的
書
畫
。
頭
銜
同
為
文
林
郎
的
諸

葛
神
力
，
應
該
與
其
兄
諸
葛
貞
一

樣
都
是
內
府
供
奉
。
該
譜
記
載
諸

葛
神
力
為
永
徽
三
年
︵
六
五
二
︶

進
士
，
官
平
江
尹
，
太
宗
嘗
命
鐫

︿
聖
教
序
﹀
。
不
過
此
處
可
能
有

誤
，
因
為
此
記
載
若
屬
實
，
表
示

在
永
徽
三
年
進
士
及
第
前
，
諸
葛

神
力
已
任
職
於
太
宗
內
府
。
然
而

在
考
取
進
士
後
二
十
年
的
咸
亨
三

年
︵
六
七
二
︶
，
卻
仍
任
低
階
的

文
林
郎
，
顯
然
不
合
常
理
。

諸
葛
神
力
除
了
諸
葛
貞
這
位

兄
弟
外
，
其
祖
父
諸
葛
穎
也
值
得

介
紹
。
諸
葛
穎
，
字
宗
漢
，
丹
陽

建
康
人
。
年
十
八
能
屬
文
，
起
家

邵
陵
王
參
軍
事
，
隋
煬
帝
︵
五
六

○
—

六
一
八
︶
為
晉
王
時
，
聞

其
名
引
為
參
軍
事
。
煬
帝
即
位
，

遷
著
作
郎
，
甚
見
親
幸
，
出
入
臥

內
。
諸
葛
穎
任
晉
王
參
軍
事
時
，

與
柳
顧
言
、
虞
世
南
︵
五
五
八—

六
三
八
︶
等
人
一
起
共
事
。
詳
細

事
蹟
見
︽
隋
史
︾
中
傳
。
他
也
與

柳
顧
言
、
釋
智
果
一
起
成
為
當
時

重
要
的
鑑
書
人
，
現
存
王
羲
之

︿
平
安
何
如
奉
橘
帖
﹀
即
有
三
人

之
題
識
︵
圖
十
︶
： 

開
皇
十
八
︵
五
九
八
︶
年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
參
軍
學
士
諸

葛
穎
、
諮
議
參
軍
開
府
學
士

柳
顧
言
、
釋
智
果
。

此
帖
為
北
宋
初
駙
馬
都
尉
李
瑋
舊

藏
，
米
芾
︵
一○

五
二—

一
一

○

八
︶
︽
書
史
︾
中
也
記
錄
此
段

題
識
。
明
汪
砢
玉
︽
汪
氏
珊
瑚
網

法
書
題
跋
︾
中
提
到
元
袁
泰
家
藏

的
︿
洛
神
賦
﹀
舊
刻
，
同
樣
有
三

人
於
開
皇
十
八
年
三
月
廿
七
日
題

識
，
可
知
他
們
在
當
天
不
止
過
目

一
件
作
品
。

現
存
︿
集
王
聖
教
序
﹀
無

疑
為
王
羲
之
刻
石
中
之
最
，
將
此

碑
與
︿
喪
亂
帖
﹀
、
︿
得
示
帖
﹀

︵
日
本
宮
內
廳
三
之
丸
尚
藏
館

藏
︶
、
︿
頻
有
哀
禍
帖
﹀
、
︿
孔

侍
中
帖
﹀
︵
日
本
前
田
育
德
會

藏
︶
、
︿
平
安
何
如
奉
橘
帖
﹀
中

相
同
的
字
加
以
比
對
，
發
現
確
實

是
形
神
兼
具
，
︹
註
八
︺

當
年
集
字

字
庫
應
取
自
內
府
收
藏
真
蹟
。
︹
註

九
︺

雖
然
不
清
楚
懷
仁
如
何
集
字
，

若
考
慮
太
宗
時
為
了
製
作
大
量
王

羲
之
摹
本
，
宮
中
已
有
一
批
專
職

的
搨
書
手
，
因
此
懷
仁
要
取
得
所

需
摹
本
必
定
不
難
。
刻
碑
前
，
懷

仁
必
須
事
先
完
成
兩
篇
序
記
的
集

字
，
才
能
摹
勒
上
石
並
鐫
刻
。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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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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