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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地
完
成
生
動
的
虎
紋
，
並
細
膩
地
照
顧

到
虎
身
的
體
積
感
與
扭
動
姿
態
；
結
合
虎

首
的
向
左
轉
動
，
以
及
如
蛇
般
靈
活
舒
捲

的
尾
巴
，
畫
中
的
老
虎
的
各
個
部
位
共

同
結
構
出
S
形
充
滿
活
力
的
勁
健
姿
態
。

︵
圖
三
︶

︿
畫
虎
﹀
虎
頭
部
分
的
處
理
也
令
人

印
象
深
刻
︵
圖
四
︶
。
如
果
不
仔
細
看
，

只
會
覺
得
老
虎
將
嘴
貼
近
水
面
，
但
其
實

畫
家
心
中
的
溪
流
相
當
清
澈
，
因
此
利

用
較
淺
淡
的
顏
色
描
繪
水
中
老
虎
開
張
的

下
頷
，
以
及
浸
泡
在
水
中
的
右
掌
。
至
於

︿
畫
虎
﹀
眼
睛
的
部
分
，
雖
然
不
具
明
代

︿
風
林
群
虎
﹀
﹁
杏
眼
圓
睜
﹂
的
戲
劇
化

效
果
，
但
是
藉
由
眼
球
由
黃
漸
綠
的
顏
色

本
院
藏
畫
中
，
以
畫
虎
為
題
材
的

作
品
為
數
不
少
。
其
中
，
題
為
﹁
元
歸
真

︿
畫
虎
﹀
﹂
的
冊
頁
，
是
年
代
較
早
、
繪

畫
品
質
較
精
的
作
品
。

元
歸
真
︿
畫
虎
﹀
︵
圖
一
︶
為
絹

本
，
縱
二
五
．
六
公
分
，
橫
二
六
．
六
公

分
，
原
本
應
是
一
柄
團
扇
，
後
來
裱
裝
為

冊
頁
，
收
入
︽
歷
代
名
繪
︾
合
冊
中
。
它

的
色
澤
隨
著
歲
月
遞
嬗
顯
得
古
黯
，
畫
中

物
像
不
容
易
一
眼
辨
明
，
但
畫
面
中
種
種

細
膩
的
設
計
與
安
排
值
得
細
細
品
味
。

虎
與
鷹
的
神
態

畫
面
可
簡
單
分
為
左
右
兩
邊
；
左
半

部
的
主
角
是
在
溪
旁
飲
水
的
老
虎
，
右
半

部
的
主
角
則
是
雄
踞
在
樹
幹
上
的
老
鷹
。

畫
中
的
老
虎
屈
曲
前
肢
，
後
肢
仍
保
持
直

立
，
身
體
朝
前
傾
伏
，
讓
下
頷
浸
入
溪
中

吸
飲
，
似
乎
隨
時
都
能
在
第
一
時
間
改
變

姿
勢
應
變
。    

院
藏
明
代
︿
風
林
群
虎
﹀
卷
中
，
亦

有
一
隻
飲
水
的
老
虎
︵
圖
二
︶
。
該
作
畫

家
使
用
了
較
鮮
亮
的
色
澤
表
現
老
虎
皮
毛

的
光
澤
，
也
刻
意
將
黑
色
的
虎
紋
作
具
有

節
奏
感
的
分
佈
，
對
於
虎
紋
本
身
的
粗
細

變
化
也
十
分
講
究
，
甚
至
在
老
虎
額
頭
的

部
分
，
排
列
出
特
別
的
花
樣
。
反
觀
︿
畫

虎
﹀
冊
頁
的
畫
家
，
他
沒
有
興
趣
用
工
筆

剔
出
老
虎
身
上
每
根
毛
髮
，
也
不
汲
汲
於

營
造
皮
毛
的
光
澤
感
，
但
老
練
地
透
過
毛

髮
線
條
走
向
的
變
化
與
排
列
，
看
似
不
經

虎
踞
鷹
揚─

元
歸
真
︿
畫
虎
﹀
小
探
邱
士
華

變
換
，
以
及
瞳
孔
尖
利
的
形
狀
，
成
功
描

繪
出
更
為
凜
然
有
力
的
眼
神
。

︿
畫
虎
﹀
右
半
部
的
主
角
，
是
隻
側

背
對
著
我
們
的
老
鷹
。
︵
圖
五
︶
畫
家
讓

牠
自
頭
部
、
頸
部
、
乃
至
羽
翅
的
上
緣
，

形
成
一
道
順
暢
的
弧
線
，
強
調
俯
首
向
下

的
姿
態
。
有
因
此
牠
的
雙
翅
並
不
服
貼
著

背
部
，
微
微
翹
起
，
似
乎
亦
能
隨
時
振
翅

飛
翔
。
牠
身
上
的
羽
毛
亦
是
以
老
練
的
筆

法
，
利
用
幾
種
數
種
不
同
的
墨
色
疊
加
，

便
輕
鬆
卻
不
失
細
膩
地
描
繪
出
羽
翼
的
結

構
與
紋
樣
。
老
鷹
眼
睛
、
腹
部
羽
毛
與
爪

子
的
部
分
，
現
在
還
殘
留
了
些
許
白
粉
，

推
測
原
本
白
粉
未
脫
落
之
際
，
這
隻
老
鷹

應
該
更
為
威
猛
有
神
。
即
使
不
如
以
往
亮

眼
，
但
牠
彈
丸
般
的
巨
眼
，
仍
冷
冷
打
量

著
下
方
的
老
虎
。

畫
面
布
局

如
果
不
考
慮
場
景
，
光
就
虎
與
鷹
的

姿
態
與
目
光
，
我
們
可
能
依
然
會
認
為
畫

家
成
功
傳
遞
出
兩
者
間
的
互
動
與
張
力
。

但
如
果
再
思
考
一
下
，
畫
中
的
虎
與
鷹
若

只
是
一
高
一
低
並
排
存
在
的
話
，
那
麼
我

們
只
能
確
定
老
鷹
望
向
老
虎
，
因
為
鷹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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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
實
以
側
面
的
形
像
出
現
，
而
虎
首
因
以

接
近
正
面
的
角
度
出
現
，
那
麼
無
論
老
虎

如
何
竭
盡
所
能
，
恐
怕
只
能
以
眼
角
餘
光

窺
伺
老
鷹
的
動
態
。
︿
畫
虎
﹀
中
虎
與
鷹

的
姿
態
，
與
他
們
在
畫
中
的
空
間
位
置
甚

有
關
係
。
布
局
也
是
這
件
作
品
另
一
精
彩

之
處
，
但
因
該
作
古
舊
的
色
澤
與
若
干
殘

補
，
畫
家
為
虎
鷹
對
峙
設
計
﹁
合
理
﹂
舞

台
的
努
力
，
卻
容
易
遭
到
忽
略
。

畫
家
或
許
覺
得
虎
與
鷹
若
皆
以
側
面

的
形
像
，
一
上
一
下
相
互
張
望
的
出
現
，

過
於
簡
單
無
趣
，
因
此
細
心
打
造
了
一
個

能
創
造
出
新
穎
的
對
峙
場
面
的
場
景
。
這

是
舞
台
非
常
在
乎
各
種
物
像
的
前
後
位
置

─

我
們
可
將
場
景
中
重
要
的
區
域
與
物

像
大
致
分
為
幾
塊
︵
圖
六
︶
，
包
括
前
景

巖
塊
部
分
︵
紫
紅
色
的
A
區
︶
、
老
虎
所

在
的
巖
岸
部
分
︵
綠
色
的
B
區
。
其
後
方

位
於
老
鷹
頭
部
附
近
的
問
號
區
域
，
亦
為

溪
流
的
坡
岸
，
應
與
前
方
巖
岸
相
連
，
並

繼
續
向
後
延
伸
，
但
因
受
老
鷹
的
遮
擋
，

難
以
界
定
清
楚
，
因
以
問
號
標
示
之
︶
、

溪
間
及
對
岸
的
坡
石
︵
灰
色
的
C
區
︶
，

以
及
具
龍
鱗
圈
狀
樹
皮
的
松
樹
︵
1
號

樹
︶
，
和
巖
塊
後
方
具
縱
裂
紋
狀
樹
皮
的

2
號
樹
︵
可
能
是
柏
樹
︶
。
畫
中
景
物
與

觀
者
的
距
離
，
依
次
為
最
前
方
拍
擊
著
巖

塊
的
溪
流
、
A
區
巖
塊
、
B
區
巖
岸
、
繞

行
於
巖
岸
邊
的
溪
流
，
乃
至
溪
流
另
一
岸

的
C
區
坡
石
。

畫
中
的
松
樹
，
高
難
度
地
自
A
區

巖
塊
間
生
長
出
來
，
分
岔
的
根
部
一
道
道

抓
住
巖
塊
側
面
前
前
後
後
的
縫
隙
。
巖
塊

目
前
難
以
分
辨
出
確
實
的
形
狀
，
但
透
過

松
樹
的
根
部
固
著
的
角
度
，
以
及
畫
家
施

於
巖
塊
上
許
多
﹁
3
﹂
字
弧
狀
紋
理
︵
圖

七
︶
，
可
分
辨
出
巖
塊
的
側
面
；
而
短
促

的
勾
挑
痕
跡
若
為
畫
家
對
巖
塊
頂
部
的
處

理
方
式
，
那
麼
我
們
可
將
A
區
巖
塊
大
致

區
別
出
兩
面
，
其
分
界
線
如
圖
中
虛
線
所

示
。
如
此
可
較
清
楚
的
看
出
畫
家
對
A
區

巖
塊
的
設
計
，
是
希
望
利
用
巖
塊
的
側

面
，
說
明
前
景
空
間
向
後
的
延
伸
，
再
藉

由
A
區
巖
塊
對
B
區
巖
岸
的
遮
擋
，
界
定

出
A
區
更
接
近
觀
眾
的
位
置
。
而
上
半
截

松
幹
的
下
緣
，
以
較
深
的
墨
色
及
苔
點
描

繪
，
除
了
希
望
較
清
楚
地
界
分
出
樹
與
石

的
輪
廓
線
，
亦
試
圖
說
明
樹
幹
已
經
從
側

面
探
出
，
並
突
出
於
巖
塊
之
上
。
巖
塊
上

方
的
松
幹
，
即
為
老
鷹
所
在
的
位
置
。
此

處
較
巖
塊
後
方
B
區
巖
岸
上
的
老
虎
位
於

更
靠
近
觀
者
的
位
置
。
因
此
，
畫
中
老
鷹

才
會
略
略
露
出
背
脊
的
部
分
，
顯
示
牠
微

微
背
向
觀
者
、
自
A
區
高
處
朝
向
畫
面
後

方
的
B
區
低
處
睥
睨
老
虎
的
情
狀
；
相
反

的
，
B
區
的
老
虎
也
才
會
合
理
的
以
近
正

面
的
頭
部
窺
伺
斜
前
方
松
樹
上
的
老
鷹
。

由
以
上
對
畫
面
的
分
析
，
可
以
感
受

到
這
位
畫
家
對
於
虎
與
鷹
姿
態
，
細
膩
地

與
場
景
安
排
考
慮
在
一
起
，
方
纔
創
造
出

︿
畫
虎
﹀
這
樣
優
秀
的
紈
扇
之
作
。

作
者
與
時
代
問
題

這
件
扇
面
目
前
雖
因
題
簽
被
標
為

元
代
的
﹁
歸
真
﹂
的
作
品
，
但
畫
心
除
了

在
右
緣
中
段
部
分
，
留
有
楷
書
﹁
歸
真
﹂

字
樣
外
，
在
稍
偏
左
下
處
，
另
有
小
字
細

書
三
字
﹁
李
煜
畫
﹂
︵
煜
字
漫
漶
不
清
︶

圖二　明  趙汝殷〈風林群虎〉 飲虎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三 〈畫虎〉 中老虎勁健姿態局部

圖四 〈畫虎〉 中虎頭局部圖五 〈畫虎〉 中老鷹局部

圖六 〈畫虎〉 場景及物像示意圖

圖七 〈畫虎〉 巖塊上「3」字弧狀紋理

圖八 〈畫虎〉 上的兩組簽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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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八
︶
。
目
前
筆
者
查
無
元
代
有
名
為

﹁
歸
真
﹂
的
畫
家
，
但
歷
來
畫
虎
的
名
家

中
，
有
一
位
五
代
時
期
的
﹁
厲
歸
真
﹂
，

或
許
落
此
款
者
心
裡
希
望
比
附
的
就
是
這

位
傳
說
中
的
畫
虎
大
家
。
但
是
該
﹁
歸

真
﹂
款
似
乎
是
磨
去
畫
上
原
本
的
圖
像
或

者
簽
款
再
補
上
的
後
添
款
，
因
此
比
起
畫

面
其
他
部
分
，
這
一
小
塊
絹
底
特
別
偏

白
。
而
另
一
個
﹁
李
煜
﹂
的
簽
款
，
則
可

能
想
比
附
到
五
代
南
唐
李
後
主
身
上
，
雖

然
他
未
見
得
以
畫
虎
聞
名
。

有
關
這
件
作
品
的
斷
代
，
雖
然
沒

有
人
認
為
是
﹁
五
代
﹂
的
作
品
，
但
從

北
宋
到
明
代
的
意
見
眾
說
紛
紜
。
可
以
肯

定
的
是
︿
畫
虎
﹀
冊
頁
，
與
馬
麟
、
劉
松

年
以
來
南
宋
院
體
畫
風
相
近
。
以
馬
麟
的

︿
靜
聽
松
風
﹀
為
例
，
以
率
性
快
速
的
長

線
條
，
表
現
樹
木
紋
理
，
這
種
皴
線
的
使

用
，
亦
可
見
於
︿
畫
虎
﹀
的
2
號
樹
上
；

兩
者
描
繪
松
針
，
亦
均
以
類
車
輪
狀
的
造

型
，
輔
以
深
淺
兩
色
重
疊
處
理
；
就
水
面

的
處
理
來
看
，
兩
者
亦
則
皆
以
顫
動
的
線

條
拖
出
迤
邐
的
水
紋
︵
圖
九
︶
。
不
過
，

︿
靜
聽
松
風
﹀
的
山
石
更
直
接
沿
襲
了
馬

遠
的
風
格
，
簡
潔
的
利
用
幾
道
大
小
斧
劈

皴
表
現
完
成
，
而
︿
虎
圖
﹀
的
山
石
則
與

劉
松
年
等
宮
廷
畫
家
描
繪
玲
瓏
湖
石
的
傳

統
有
關
。
︿
虎
圖
﹀
似
乎
將
南
宋
宮
廷
好

幾
種
畫
派
風
格
揉
合
在
一
起
。
而
這
類
對

上
述
南
宋
院
體
風
格
的
傳
承
，
一
直
到
明

代
仍
不
絕
如
縷
，
如
謝
環
的
︿
杏
園
雅
集

圖
﹀
便
依
然
可
見
。

就
筆
者
的
認
識
，
大
部
分
南
宋
作
品

設
定
的
地
平
線
較
低
，
並
常
以
煙
霧
雲
氣

在
畫
面
上
製
造
大
片
留
白
，
有
些
甚
至
超
過

畫
面
的
一
半
，
以
表
現
空
靈
幽
邈
的
詩
意
氣

氛
。
但
在
︿
畫
虎
﹀
中
瀰
漫
的
並
非
詩
意
，

而
是
對
峙
的
張
力
；
留
白
處
僅
於
畫
面
頂

端
，
所
佔
比
例
不
到
畫
面
的
五
分
之
一
；
自

畫
面
左
上
方
蜿
蜒
而
出
的
溪
流
，
則
人
想
起

浙
派
畫
作
中
左
彎
右
繞
的
溪
流
，
雖
然
︿
畫

虎
﹀
不
如
明
代
作
品
那
麼
壯
盛
而
具
有
戲
劇

性
；
最
後
，
施
諸
於
樹
幹
與
坡
石
上
的
苔

點
，
雖
亦
見
於
南
宋
的
作
品
中
，
但
︿
畫

虎
﹀
的
苔
點
似
乎
較
不
容
易
直
接
聯
想
到
植

披
，
而
類
似
加
強
重
點
的
抽
象
符
號
︵
圖

十
︶
。
因
此
，
在
獲
得
更
多
可
靠
紀
年
作

品
，
或
者
南
宋
至
明
代
紈
扇
風
格
發
展
更
準

確
的
認
識
前
，
筆
者
傾
向
依
其
原
本
的
簽

題
，
視
之
為
元
代
的
作
品
。

虎
與
鷹
的
含
義

    

根
據
宋
后
楣
的
研
究
，
﹁
虎
﹂
或

﹁
鷹
﹂
這
類
猛
禽
、
猛
獸
的
母
題
，
有
時

在
畫
中
因
其
威
猛
的
特
質
，
受
到
英
雄
般

的
正
面
讚
揚
，
但
有
時
候
則
被
詮
釋
為
欺

凌
威
逼
善
良
百
姓
的
負
面
角
色
。
在
這
開

︿
畫
虎
﹀
冊
頁
中
，
並
沒
有
出
現
躲
在
草

叢
間
緊
張
窺
探
掠
食
者
的
小
豬
，
也
沒
有

看
到
驚
慌
失
措
逃
跑
中
的
野
兔
或
禽
鳥
。

︿
畫
虎
﹀
中
的
虎
與
鷹
，
正
好
是
走
獸
與

飛
禽
中
特
為
勇
猛
的
代
表
，
他
們
在
疾
風

吹
拂
的
溪
邊
遭
遇
；
淙
淙
溪
流
以
及
拍
打

在
巖
岸
邊
水
花
迸
濺
的
聲
響
，
被
風
吹
得

彎
了
腰
的
小
雜
木
葉
互
相
撲
打
，
以
及
沙

沙
作
響
的
搖
曳
松
針─

虎
與
鷹
在
這
個
並

不
靜
謐
、
充
滿
音
響
的
場
景
中
，
雖
然
相

互
警
戒
，
但
似
乎
沒
有
打
算
挑
釁
鬥
毆
的

意
味─

老
虎
仍
飲
著
溪
水
，
而
老
鷹
則
挺

立
於
松
幹
上
，
牠
們
勢
均
力
敵
的
雄
武
威

風
。
明
代
程
敏
政
曾
以
﹁
鷹
揚
虎
躍
﹂
形

容
當
時
的
文
武
才
俊
，
這
件
︿
畫
虎
﹀
或

許
也
寄
有
如
此
寓
意
。
這
柄
紈
扇
舊
時
或

許
不
曾
握
在
嬌
豔
妃
嬪
的
手
中
飄
送
出
香

風
，
卻
出
現
在
分
享
彼
此
理
想
與
看
法
的

豪
俊
讌
談
之
際
，
成
為
他
們
欣
賞
自
比
的

佳
作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書
畫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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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畫虎〉 與〈靜聽松風〉母題比較

圖九A 　樹皮比較

圖九B 　松針畫法比較

圖九C 　水紋比較

圖十 〈畫虎〉 坡石上的苔點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