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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巡禮
陳淳的寫意水墨花卉

陳
淳
的
寫
意
水
墨
花
卉

林
莉
娜

圖
﹀
、
︿
紫
薇
村
圖
﹀
為
陳
淳
所
作
，
並

以
隸
體
書
寫
畫
名
，
審
其
書
風
尚
未
成

熟
，
應
是
早
年
所
作
。
︵
圖
一
、
二
︶

陳
淳
與
沈
、
文
、
唐
諸
位
吳
中
先
進
交

往
頻
繁
，
經
常
流
連
於
山
水
間
，
以
詩

酒
會
友
，
書
畫
創
作
是
他
們
共
同
的
閒

暇
活
動
。
文
徵
明
︽
甫
田
集
︾
收
錄
不
少

與
陳
淳
有
關
的
詩
句
，
譬
如
︿
期
陳
淳
不

至
﹀
、
︿
道
復
西
齋
偶
成
﹀
、
︿
立
春
日

遲
道
復
不
至
﹀
等
，
部
分
亦
收
錄
於
︽
陳

白
陽
集
︾
。
明
代
著
名
﹁
東
莊
十
友
﹂
詩

社
文
人
集
團
，
成
員
包
括
吳
爟
、
文
徵

明
、
吳
奕
、
蔡
羽
、
錢
同
愛
、
陳
淳
、
湯

珍
、
王
守
、
王
寵
、
張
靈
。
東
莊
為
吳
寬

父
侄
的
園
林
，
陳
淳
亦
為
詩
社
成
員
之

生
平
簡
介

陳
道
復
︵
一
四
八
三—

一
五
四 

四
︶
，
初
名
淳
，
字
道
復
，
後
以
字
行
，

更
字
復
甫
，
一
字
復
父
，
別
號
白
陽
山

人
，
所
作
詩
文
及
生
平
資
料
均
收
錄
於
萬

曆
四
十
三
年
︵
一
六
一
五
︶
由
其
五
世

從
孫
陳
仁
錫
輯
存
之
︽
陳
白
陽
集
︾
。

陳
淳
江
蘇
長
洲
縣
大
姚
村
人
，
祖
父
陳

璚
︵
一
四
四○

—

一
五○

六
︶
官
至
南

京
都
察
院
左
副
都
御
史
，
與
王
鏊
、
吳

寬
、
沈
周
世
交
。
父
陳
鑰
︵
一
四
六
四—

一
五
一
六
︶
為
陳
璚
次
子
，
字
以
可
，

與
文
徵
明
交
情
甚
好
，
道
復
因
而
從
之
問

學
。
徵
明
每
到
陳
鑰
家
，
經
常
終
日
停

留
，
鑰
為
之
築
有
﹁
假
息
庵
﹂
書
齋
。
近

人
由
文
氏
弘
治
十
七
年
︵
一
五○

四
︶
所

作
︿
金
陵
客
樓
與
陳
淳
夜
話
﹀
所
云
：

﹁
奕
世
通
家
叨
父
行
，
十
年
知
己
愧
門

生
﹂
，
推
測
陳
淳
約
在
十
二
歲
始
從
文
氏

學
習
。
︵
註
一
︶ 

張
寰
所
撰
︽
陳
白
陽
集
︾

︿
附
錄
．
白
陽
先
生
墓
志
銘
﹀
亦
云
：

﹁
時
太
史
衡
山
文
公
有
重
望
，
遣
從
之

遊
，
涵
揉
磨
琢
，
器
業
日
進
，
凡
經
學
、

古
文
、
詞
章
、
書
法
、
篆
籀
、
畫
詩
，
咸

臻
其
妙
，
稱
入
室
弟
子
。
﹂
書
中
錢
允
治

之
序
文
也
提
及
：
﹁
少
雖
學
於
衡
翁
，
不

數
數
襲
其
步
趨
，
橫
肆
縱
恣
，
天
真
爛

然
，
溢
於
毫
素
，
非
天
才
能
之
乎
？
﹂
︵
註

二
︶ 

北
京
故
宮
︿
明
人
西
山
勝
景
書
畫
合

璧
﹀
圖
繪
姑
蘇
十
景
，
冊
中
分
別
有
劉

玨
、
沈
周
、
唐
寅
、
文
徵
明
、
陳
淳
等
人

所
作
書
畫
。
︵
註
三
︶ 

末
兩
幅
︿
桃
花
塢

圖一　明人西山勝景書畫合璧　桃花塢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明人西山勝景書畫合璧　紫薇村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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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註
四
︶ 

正
德
九
年
︵
一
五
一
四
︶

陳
淳
三
十
一
歲
，
作
有
︿
水
仙
圖
﹀
︵
今

收
藏
於
上
海
博
物
館
︶
，
同
年
又
作
︿
湖

石
花
卉
﹀
︵
圖
三
︶
，
扇
面
上
方
有
祝
允

明
、
唐
寅
、
邢
愿
之
七
言
絕
句
及
文
徵
明

五
言
絕
句
，
此
二
張
花
卉
風
格
淡
雅
細
謹

近
似
文
氏
，
是
目
前
可
見
道
復
最
早
的
作

品
。

正
德
十
一
年
︵
一
五
一
六
︶
陳
鑰
去

世
，
因
陳
、
文
兩
家
交
情
深
厚
，
文
徵
明

為
作
墓
誌
銘
及
祭
文
。
大
約
在
此
之
後
，

正
德
十
一
至
十
三
年
間
，
陳
氏
以
諸
生
援

例
，
入
北
京
國
子
監
太
學
肄
業
為
監
生
。

陳
淳
由
北
京
卒
業
之
後
，
婉
拒
原
有
當
官

的
機
會
，
歸
還
故
里
蘇
州
居
住
，
而
此
段

時
期
正
值
文
徵
明
受
薦
至
北
京
出
仕
及
辭

官
返
家
鄉
。
張
寰
為
之
所
作
︿
白
陽
先
生

墓
誌
銘
﹀
有
云
：
﹁
始
卒
業
，
國
雍
大
學

士
石
齋
楊
公
︵
楊
廷
和
︶
、
大
冢
宰
水
村

陸
公
︵
陸
完
︶
欲
薦
留
秘
閣
。
君
計
曰
，

時
情
世
態
，
曲
意
違
心
，
非
吾
所
能
也
，

長
揖
辭
歸
。
﹂
陳
淳
家
本
大
族
饒
富
，
父

歿
，
不
屑
親
家
政
。
在
北
京
三
年
之
間
，

﹁
田
畝
日
減
，
庸
調
未
除
，
每
歲
責
償
，

業
以
大
損
。
﹂
家
財
託
付
給
家
中
僮
僕
，

家
道
逐
漸
中
落
。

陳
淳
長
年
隱
居
活
動
之
陽
山
地
區
，

又
名
秦
餘
杭
山
︵
今
蘇
州
南
陽
山
︶
，

在
吳
縣
西
北
三
十
五
里
，
高
八
百
五
十

丈
餘
，
逶
迤
二
十
餘
里
。
︵
註
五
︶

﹁
長

洲
境
內
獨
有
陽
山
，
海
湧
而
陽
山
之
體

鬱
嵂
，
磅
礡
支
隴
數
十
餘
山
，
各
有
名

號
。
﹂
︵
註
六
︶ 

附
近
另
有
白
豸
山
，
前

臨
長
蕩
，
後
邇
漕
湖
。
白
豸
位
於
蘇
州
西

北
，
俗
訛
為
白
石
，
陳
淳
號
﹁
白
陽
山

人
﹂
或
由
此
兩
山
名
稱
而
來
。
關
於
陳
淳

在
家
鄉
的
生
活
，
︿
墓
誌
銘
﹀
詳
細
記
載

著
：
﹁
僅
存
江
田
數
頃
，
收
課
自
給
。
所

棲
曰
五
湖
田
舍
，
有
茂
林
脩
竹
，
花
源
柳

隩
，
鳧
欄
鶴
圃
，
酒
帘
漁
艇
，
極
隱
居
之

勝
。
城
中
甲
第
，
委
而
弗
居
，
留
一
子
守

之
，
以
奉
祭
祀
，
絕
意
仕
進
。
﹂
陳
淳
定

居
於
城
郊
白
陽
山
蘇
州
城
東
北
之
五
湖
田

舍
，
園
中
另
築
有
碧
雲
軒
、
浩
歌
亭
。

︵
註
七
︶

﹁
五
湖
﹂
指
太
湖
流
域
一
帶
的
湖

泊
，
包
括
有
太
湖
以
及
長
蕩
湖
、
射
湖
、

貴
湖
、
滆
湖
。
︵
註
八
︶

︽
陳
白
陽
集
︾
詩

文
經
常
述
及
其
隱
居
生
活
的
閒
情
幽
趣
，

譬
如
︿
冬
夜
五
湖
田
舍
對
客
﹀
、
︿
秋
日

浩
歌
亭
﹀
、
︿
過
陳
白
陽
田
舍
留
集
浩
歌

亭
﹀
，
而
其
畫
作
題
識
亦
常
署
其
齋
名
。

以
善
畫
聞
名
的
長
子
陳
枚
也
居
住
於
五
湖

田
舍
，
而
其
三
子
陳
樹
、
長
孫
陳
燦
、
陳

栝
則
居
於
蘇
州
附
近
，
另
一
莊
園
所
在
｜

靈
巖
。陳

淳
經
常
與
朋
友
在
浩
歌
亭
中
飲

酒
賦
詩
，
酒
酣
耳
熱
之
際
，
不
是
點
染

雲
山
花
鳥
，
就
是
揮
灑
書
寫
大
草
，
聊
以

紀
興
。
︿
墓
誌
銘
﹀
略
有
述
及
：
﹁
蓋
先

生
寄
情
於
酒
，
老
於
湖
鄉
，
對
客
揮
毫
，

多
不
留
稿
，
所
刻
十
不
得
二
。
﹂
、
﹁
雖

僻
處
江
湖
，
而
詞
翰
繪
事
之
妙
，
片
楮
尺

縑
，
人
爭
購
之
。
求
請
者
日
趨
姚
江
，
帆

檝
相
望
也
。
﹂
同
為
文
徵
明
學
生
，
明
代

何
良
俊
在
其
︽
四
友
齋
叢
說
︾
談
及
：

﹁
我
朝
善
畫
者
甚
多
，
若
行
家
當
以
戴
文

進
為
第
一
，
而
吳
小
仙
、
杜
古
狂
、
周

東
村
其
次
也
。
利
家
則
以
沈
石
田
為
第

一
，
而
唐
六
如
、
文
衡
山
、
陳
白
陽
其
次

也
。
﹂
行
家
是
職
業
畫
家
，
利
家
則
是
業

餘
畫
家
，
對
文
人
畫
家
來
說
，
繪
畫
是
修

身
養
性
自
娛
之
事
，
若
以
此
謀
生
，
則
與

職
業
畫
家
無
異
。
陳
淳
從
未
涉
入
仕
途
，

為
應
酬
人
情
忙
於
作
畫
，
喜
好
他
的
畫
作

者
眾
多
，
偶
而
也
出
售
畫
作
，
此
亦
不
失

為
自
處
自
給
之
道
，
但
畫
史
多
避
而
不

提
。

師
友
交
往

清
代
錢
謙
益
︽
列
朝
詩
集
小
傳
︾
有

云
：
﹁
吳
門
前
輩
，
自
子
傳
、
道
復
，
以

迄
於
王
伯
穀
，
居
士
貞
之
流
，
皆
及
文
待

詔
之
門
，
上
下
其
議
論
，
師
承
其
風
範
，

風
流
儒
雅
，
彬
彬
可
觀
，
遺
風
餘
緒
，
至

今
猶
在
人
間
。
﹂
﹁
吳
門
﹂
指
的
是
蘇
州

府
治
所
在
地
，
即
吳
縣
和
長
洲
縣
及
其
附

近
地
區
，
此
區
為
水
鄉
澤
國
，
富
甲
之

地
。
﹁
吳
派
﹂
靈
魂
人
物
沈
周
、
文
徵
明

都
是
蘇
州
人
，
吳
派
畫
家
學
習
﹁
元
四
大

家
﹂
，
並
吸
收
市
民
文
化
，
透
過
師
生
姻

親
，
詩
畫
交
遊
，
彼
此
相
互
影
響
。
陳
淳

年
少
時
所
交
遊
者
，
大
都
是
文
派
的
朋
友

與
學
生
。
僧
人
智
曉
所
建
治
平
寺
內
之

﹁
石
湖
草
堂
﹂
，
為
當
時
吳
門
文
人
雅
集

之
所
。
正
德
七
年
︵
一
五
一
二
︶
文
徵

明
與
蔡
羽
、
陳
道
復
、
湯
珍
、
王
守
、

王
寵
相
聚
，
汎
舟
石
湖
，
遊
觀
佳
景
，

登
治
平
寺
，
並
以
﹁
天
朗
氣
清
，
惠
風

和
暢
﹂
為
韻
，
分
韻
賦
詩
，
陳
淳
分
得

﹁
惠
﹂
字
，
文
徵
明
分
得
﹁
朗
﹂
字
。
另

圖三　陳淳　湖石花卉　明人書畫扇（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陳淳　合歡葵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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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
吳
縣
志
．
僧
坊
︾
記
載
，
嘉
靖
元
年

︵
一
五
二
二
︶
治
平
寺
重
建
完
成
，
文
徵

明
為
題
﹁
石
湖
草
堂
﹂
匾
額
，
唐
寅
並
撰

寫
了
︿
治
平
寺
化
造
竹
亭
疏
﹀
，
當
時
由

陳
淳
書
寫
，
並
有
釋
方
正
立
石
。

嘉
靖
三
年
︵
一
五
二
四
︶
陳
氏

四
十
一
歲
所
作
︿
合
歡
葵
圖
﹀
︵
圖

四
︶
，
卷
外
簽
題
﹁
陳
白
陽
合
歡
葵
圖
，

東
莊
珍
藏
。
﹂
卷
末
陳
氏
以
篆
書
自
題
：

﹁
戊
子
︵
嘉
靖
七
年
，
一
五
二
八
︶
之

冬
，
白
陽
山
人
偶
過
尚
之
玉
韻
齋
，
出
此

示
之
，
乃
余
舊
為
作
並
蒂
花
也
。
一
時
醉

中
草
草
，
何
遂
裝
成
精
卷
，
蓋
有
履
約
昆

季
珠
玉
在
後
耳
，
余
何
足
致
耶
。
﹂
卷
末

接
紙
則
有
文
門
弟
子
、
友
人
，
共
二
十
五

人
題
記
，
包
括
前
述
﹁
東
莊
十
友
﹂
之
文

徵
明
、
王
守
、
王
寵
、
蔡
羽
、
湯
珍
等

人
。
此
卷
收
藏
家
袁
褧
︵
活
動
於
十
六
世

紀
︶
也
是
吳
門
後
學
，
由
此
可
知
，
正

德
、
嘉
靖
年
間
，
文
氏
在
畫
壇
的
影
響

力
。
嘉
靖
十
年
︵
一
五
三
一
︶
陳
淳
在

弘
治
十
二
年
︵
一
四
九
九
︶
文
徵
明
所
作

︿
山
水
卷
﹀
上
方
題
跋
曰
：
﹁
余
幼
入
太

史
門
牆
，
才
德
傾
動
海
外
，
書
畫
冠
絕
古

今
，
日
無
虛
刻
，
筆
無
草
率
。
此
卷
精
妙

入
神
，
生
平
得
意
作
也
。
珍
之
，
珍
之
，

門
下
士
陳
道
復
。
﹂
︵
註
九
︶ 

文
中
提
到

年
幼
時
曾
跟
隨
文
氏
學
習
，
自
稱
﹁
門
下

士
﹂
，
可
知
兩
人
深
厚
長
久
的
師
生
關

係
。
陳
淳
與
文
徵
明
的
師
生
關
係
亦
見
於

隆
慶
五
年
︵
一
五
七
一
︶
成
書
之
︽
隆
慶

長
洲
縣
志
．
藝
術
︾
，
文
中
稱
呼
他
為
文

太
史
徵
明
高
等
弟
子
，
並
說
他
﹁
詩
不
全

佳
，
殊
已
動
俗
，
特
妙
寫
生
之
趣
。
﹂
︵
註

十
︶ 

特
別
嘉
許
陳
淳
的
花
卉
寫
生
畫
。

創
作
風
格
之
形
成

張
寰
所
作
︿
墓
誌
銘
﹀
曾
評
之
曰
：

﹁
有
雲
林
之
飄
灑
而
無
其
癖
，
同
石
田
之

高
潔
而
通
於
和
。
﹂
文
中
讚
賞
陳
淳
融
合

倪
瓚
及
沈
周
之
長
處
於
一
身
，
對
其
評

價
極
高
。
元
代
逸
品
畫
家
倪
瓚
兼
擅
詩
文

書
畫
，
將
家
財
悉
數
散
去
，
浪
跡
江
湖
，

不
與
人
爭
，
此
種
不
重
錢
財
、
消
遙
自
在

的
人
生
態
度
，
均
與
道
復
頗
為
相
似
。
而

倪
氏
的
藝
術
實
踐
：
﹁
余
之
竹
聊
以
寫

胸
中
逸
氣
耳
，
豈
復
較
其
似
與
非
，
葉

之
繁
與
疏
，
枝
之
斜
與
直
哉
？
﹂
強
調

﹁
聊
寫
胸
中
逸
氣
﹂
的
特
點
，
也
正
是

陳
淳
創
作
遵
循
的
審
美
標
準
。
王
世
貞

圖五a　陳淳　寫生卷　故畫106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b　陳淳　寫生卷　故畫106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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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五
二
六—

一
五
九○

︶
︽
弇
州
續

稿
︾
卷
一
百
七
十
，
︿
周
之
冕
花
卉
後
﹀

另
有
此
評
語
：
﹁
勝
國
以
來
，
寫
卉
草

者
，
無
如
吾
吳
郡
。
而
吳
郡
自
沈
啓
南
之

後
，
無
如
陳
道
復
、
陸
叔
平
。
﹂
陳
淳
中

年
學
習
米
芾
、
米
友
仁
水
墨
雲
山
傳
統
，

作
畫
多
乘
酣
以
發
真
興
。
畫
花
不
著
顏

色
，
重
其
自
然
奇
趣
，
故
而
︽
弇
州
四
部

稿
︾
卷
一
百
五
十
五
，
說
到
：
﹁
道
復
善

詞
翰
，
少
年
作
畫
亦
學
元
人
為
精
工
，
中

歲
忽
斟
酌
二
米
、
高
尚
書
間
寫
意
而
已
，

其
於
花
鳥
尤
有
深
趣
，
而
淺
色
淡
墨
久
之

漸
無
矣
。
﹂

嘉
靖
十
四
年
︵
一
五
三
五
︶
文
徵
明

受
邀
至
洞
庭
崦
西
先
生
徐
縉
山
居
談
心
，

主
賓
觴
語
頗
為
酣
適
，
面
對
著
賞
心
悅
目

的
花
卉
而
有
筆
墨
之
興
，
作
︿
花
卉
冊
﹀

題
記
：
﹁
凡
窗
間
名
花
異
卉
，
悅
目
娛

心
，
一
一
點
染
。⋯

大
抵
古
人
寫
生
，
在

有
意
無
意
之
間
，
故
有
一
種
生
色
。
﹂
談

到
作
畫
之
功
夫
，
文
氏
認
為
不
刻
意
拘
於

形
似
，
藏
處
多
於
露
處
，
才
有
韻
味
與
意

趣
。
而
文
氏
曾
稱
讚
陳
淳
：
﹁
道
復
作

畫
，
不
好
模
楷
，
而
綽
有
逸
趣
。
故
生
平

所
製
，
無
一
點
塵
俗
氣
。
﹂
白
陽
早
年
設

色
寫
生
花
卉
師
法
文
徵
明
，
中
年
之
後
墨

筆
寫
意
花
卉
學
習
沈
周
，
始
趨
定
型
。
其

花
卉
畫
創
作
理
念
，
乃
是
將
元
人
墨
筆
花

鳥
和
沈
、
文
畫
派
結
合
，
並
吸
收
明
代
南

京
﹁
逸
格
﹂
畫
家
如
吳
偉
、
史
忠
、
郭
詡

等
人
的
狂
狷
之
氣
，
再
加
入
個
人
獨
特
的

閒
逸
氣
質
、
灑
墨
豪
氣
的
情
性
，
終
成
為

一
種
具
有
吳
派
風
貌
，
卻
又
不
同
於
吳
派

的
率
性
放
逸
格
調
。
︵
註
十
一
︶

大
寫
意
﹁
折
枝
﹂
花
卉

與
陳
淳
同
為
蘇
州
人
的
西
晉
文
學
家

陸
機
著
名
的
詩
辭
﹁
籠
天
地
於
形
內
；
挫

萬
物
於
筆
端
。
﹂
、
﹁
宣
物
莫
大
於
言
，

存
形
莫
善
於
畫
。
﹂
說
到
天
地
萬
物
既

能
透
過
文
學
家
造
出
，
藝
術
家
有
如
造
物

主
，
正
是
畫
中
世
界
的
創
造
者
與
主
宰
。

清
代
花
卉
名
家
鄒
一
桂
︽
小
山
畫
譜
︾
亦

有
類
似
的
說
法
：
﹁
今
以
萬
物
為
師
，
以

生
機
為
運
，
見
一
花
一
萼
，
諦
視
而
熟
察

之
，
以
得
其
所
以
然
，
則
韻
致
丰
采
，
自

然
生
動
，
而
造
物
在
我
矣
。
﹂
文
人
花
卉

著
重
表
現
造
化
生
機
的
精
神
蘊
涵
，
不
專

注
於
形
貌
。
陳
淳
借
由
花
卉
創
作
來
表
達

個
人
崇
尚
自
然
和
諧
共
生
之
情
，
其
大
寫

意
花
卉
自
然
不
造
作
，
物
我
相
融
，
正
契

合
此
種
思
想
內
涵
。

王
穉
登
︵
一
五
三
五—

一
六
二
一
︶

︽
吳
郡
丹
青
志
︾
論
及
陳
淳
花
卉
畫
特
色

明
確
點
出
：
﹁
尤
妙
寫
生
，
一
花
半
葉
，

淡
墨
欹
豪
，
而
疎
斜
歷
亂
，
偏
其
反
而
，

咄
咄
逼
真
，
傾
動
羣
類
。
﹂
陳
淳
花
卉
寫

生
用
墨
靈
活
多
變
化
，
用
筆
閒
逸
不
拘

謹
，
充
滿
﹁
生
意
﹂
與
﹁
生
趣
﹂
。
他
能

將
文
人
畫
﹁
逸
筆
草
草
﹂
的
審
美
情
趣
與

花
卉
寫
生
結
合
，
從
而
發
展
出
屬
於
個
人

的
水
墨
﹁
大
寫
意
﹂
風
格
。
陳
淳
花
卉
長

卷
多
以
﹁
折
枝
﹂
作
為
主
要
構
圖
類
型
，

取
大
意
刪
繁
瑣
，
注
意
筆
法
墨
色
變
化
，

有
主
次
、
大
小
、
疏
密
之
別
，
畫
面
充
滿

節
奏
與
韻
律
感
。
中
國
繪
畫
理
論
上
最
早

提
出
﹁
折
枝
﹂
一
詞
，
首
推
唐
代
朱
景
玄

︽
唐
朝
名
畫
錄
．
妙
品
︾
所
言
：
﹁
邊
鸞

京
兆
人
也
，
少
攻
丹
青
，
最
長
於
花
鳥
，

折
枝
草
木
之
妙
，
未
之
有
也
。
﹂
然
其
形

成
一
種
美
學
理
念
，
則
要
到
北
宋
郭
若
虛

︽
圖
畫
見
聞
誌
︾
、
米
芾
︽
畫
史
︾
以
及

宋
徽
宗
朝
︽
宣
和
畫
譜
︾
問
世
，
才
普
遍

流
行
。
明
代
成
化
到
嘉
靖
之
間
，
陳
淳
所

倡
導
不
拘
格
套
，
平
凡
自
在
兼
工
帶
寫
之

折
枝
長
卷
，
使
得
花
卉
畫
進
入
更
高
層
次

的
文
人
墨
戲
階
段
。

嘉
靖
十
七
年
︵
一
五
三
八
︶
陳
淳

五
十
五
歲
所
作
︿
寫
生
﹀
卷
，
圖
繪
牡

丹
、
蘭
竹
、
梔
子
、
蓮
荷
、
菊
、
水
仙
、

茶
花
八
種
花
卉
。
︵
圖
五
︶
牡
丹
花
頭
純

用
水
墨
點
聚
而
成
，
濃
淡
墨
色
自
然
滲

透
，
這
是
一
種
新
的
嘗
試
。
菊
花
以
毫
尖

沾
墨
由
花
心
中
央
畫
起
，
花
瓣
長
短
疏
密

交
錯
於
蒂
中
。
此
卷
各
種
花
卉
都
率
意
而

帶
草
，
借
著
描
繪
花
卉
的
形
貌
，
表
現
自

我
個
性
感
情
。
而
卷
末
拖
尾
陳
淳
題
草
書

詩
運
筆
提
頓
扭
轉
，
不
加
修
飾
的
筆
觸
，

形
成
飛
白
筆
畫
，
極
富
律
動
的
美
感
。
每

行
雖
僅
一
至
三
字
，
卻
能
將
草
書
抽
象
的

美
學
發
揮
極
至
。
徐
渭
︵
一
五
二
一—

一
五
九
三
︶
就
曾
讚
美
陳
淳
：
﹁
花
卉
豪

一
世
，
草
書
飛
動
似
之
。
﹂
徐
渭
雖
然
不

是
吳
門
畫
家
，
然
其
寫
意
花
卉
受
道
復
影

響
甚
多
。

詩
書
畫
之
互
動—

以
畫
為
寄
，
以

畫
為
樂

文
人
畫
家
見
自
然
景
物
情
有
所
動
，

將
吟
誦
的
意
念
轉
換
成
藝
術
表
現
，
將
文

圖六　陳淳　牡丹圖卷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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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與
書
法
相
互
間
插
，
此
種
﹁
詩
畫
合

璧
﹂
形
式
，
顯
示
他
在
詩
書
畫
三
方
面
的

修
養
與
水
準
。
陳
淳
所
作
詩
詞
多
用
以
題

畫
，
有
的
一
題
再
題
，
有
的
則
時
題
時

改
。
加
強
題
字
部
份
在
畫
面
布
局
上
的
比

例
，
則
是
陳
淳
晚
年
的
習
慣
。

嘉
靖
十
八
年
︵
一
五
三
九
︶
陳
淳

五
十
六
歲
所
作
︿
牡
丹
圖
卷
﹀
︵
圖

六
︶
，
題
有
︿
行
樂
詩
﹀
：
﹁
東
風
飄
飄

不
絕
吹
，
遊
蜂
舞
蝶
相
追
隨
。
名
花
嫣
然

媚
晴
晝
，
深
紅
淺
白
紛
差
池
。
高
堂
列
筵

散
羅
綺
，
朱
簾
掩
映
春
無
比
。
歌
聲
貫
耳

酒
如
澠
，
醉
向
花
前
睡
花
裏
。
人
生
行

樂
︵
漏
字
︶
貴
及
時
，
光
陰
有
限
無
淹

期
。
花
開
花
謝
尋
常
事
，
寧
使
花
神
笑
儂

醉
。
﹂
陳
淳
雖
然
依
循
傳
統
的
寫
生
精

神
，
但
更
著
重
筆
法
跟
墨
色
的
變
化
，
不

專
注
於
物
體
形
象
。
放
棄
對
細
部
刻
畫
，

字
轉
譯
為
形
象
。
書
寫
創
作
過
程
有
如
繪

畫
，
配
合
文
辭
的
涵
意
，
心
中
有
所
回

應
，
自
然
流
露
於
點
劃
行
間
。
清
沈
顥

︽
畫
麈
︾
記
載
：
﹁
衡
山
翁
行
款
清
整
，

石
田
晚
年
題
寫
灑
落
，
每
侵
畫
位
，
翻
多

奇
趣
，
白
陽
輩
效
之
。
﹂
陳
淳
喜
用
長
卷

展
示
題
畫
詩
文
，
以
繪
畫
形
象
為
詩
文
作

註
解
，
借
助
詠
花
的
形
式
，
表
述
自
己
的

情
意
，
以
及
對
人
生
的
感
嘆
。
其
花
卉
詩

甚
至
一
再
重
複
使
用
相
同
的
構
圖
與
題

材
。
畫
花
多
不
著
顏
色
，
重
其
自
然
本

色
。
運
用
﹁
鉤
花
點
葉
﹂
或
﹁
點
花
鉤

葉
﹂
法
，
葉
片
隨
意
點
染
，
葉
脈
草
草
畫

成
，
花
葉
交
疊
參
差
以
表
現
物
體
前
後

關
係
。
︿
行
樂
詩
﹀
著
力
於
人
生
行
樂
的

觀
點
，
不
用
難
字
，
不
用
典
故
，
不
事
雕

琢
，
純
真
自
然
。
此
詩
在
陳
淳
作
品
屢
次

出
現
，
花
或
指
美
女
，
正
表
現
出
他
的
玩

世
思
想
。
陳
氏
喜
好
詩
酒
丹
青
，
放
逸
浪

漫
的
生
活
態
度
與
唐
寅
相
近
。
唐
寅
︿
西

洲
話
舊
圖
﹀
︵
圖
七
︶
畫
上
正
德
十
四
年

︵
一
五
一
九
︶
︿
五
十
自
壽
詩
﹀
：
﹁
醉

舞
狂
歌
五
十
年
，
花
中
行
樂
月
中
眠
。
漫

勞
海
內
傳
名
字
，
誰
信
腰
間
沒
酒
錢
。
書

本
自
慚
稱
學
者
，
眾
人
疑
道
是
神
仙
。
些

須
做
得
工
夫
處
，
不
損
胸
前
一
片
天
。
﹂

詩
中
以
四
時
花
卉
的
變
化
來
比
喻
人
生
，

傳
達
出
﹁
活
在
當
下
﹂
的
人
生
觀
，
與
陳

淳
︿
行
樂
詩
﹀
字
裏
行
間
意
境
極
為
相

近
。

道
復
生
平
嗜
好
飲
酒
，
酒
觴
之
間
，

經
常
與
吳
中
朋
友
彼
此
唱
酬
，
品
書
論

畫
、
鑑
賞
博
古
。
同
樣
的
詩
興
聚
會
亦
見

圖七　唐寅　西洲話舊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八　陳淳　茉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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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嘉
靖
二
十
年
︵
一
五
四
一
︶
五
十
九
歲

時
所
畫
︿
茉
莉
﹀
︵
圖
八
︶
：
﹁
偶
從
湖

上
來
，
逗
留
胥
江
之
上
。
故
人
出
名
花
美

酒
，
相
賞
忘
歸
，
解
舟
時
，
則
花
已
在
舟

上
，
足
知
故
人
知
我
清
癖
。
既
至
田
舍
，

秉
燭
對
花
，
籬
落
頓
增
奇
事
。
不
敢
忘

惠
，
戲
寫
此
紙
復
之
。
所
謂
名
花
，
即
茉

藜
也
。
白
陽
山
人
陳
道
復
，
作
於
五
湖
田

舍
碧
雲
深
處
。
﹂
︵
註
十
二
︶ 

朋
友
邀
請

他
到
胥
口
一
帶
遊
玩
，
彼
此
賞
花
談
心
，

美
酒
名
花
令
他
留
連
忘
返
。
友
人
知
其
所

好
，
當
陳
淳
解
纜
欲
返
，
茉
莉
已
在
船

上
。
回
到
村
莊
秉
燭
對
花
，
在
籬
笆
襯
托

之
下
，
愈
顯
得
可
愛
，
陳
乃
揮
毫
，
寫
出

花
的
神
韻
。
此
件
畫
軸
上
方
長
篇
文
字
佔

畫
面
三
分
之
一
，
圖
與
文
搭
配
的
形
式
在

沈
周
︿
夜
坐
圖
﹀
亦
可
見
到
。
︵
圖
九
︶

陳
淳
畫
中
經
常
引
沈
周
的
話
語
，
以

追
和
並
表
明
對
他
的
仰
慕
。
嘉
靖
二
十
一

年
︵
一
五
四
二
︶
︿
花
卉
﹀
︵
圖
十
︶
，

卷
後
題
識
云
：
﹁
昔
嘗
見
沈
石
田
先
生
所

作
水
墨
花
鳥
一
冊
，
似
不
經
意
而
精
妙
入

神
。
冊
後
自
題
曰
：
﹃
人
當
以
丹
青
之
外

求
我
可
也
。
﹄
蓋
自
有
得
而
云
然
耳
。
今

吾
為
此
，
豈
謂
是
歟
。
不
過
糊
亂
塗
抹
，

消
磨
歲
月
而
已
。
﹂
陳
淳
崇
尚
自
由
創

作
，
作
畫
只
求
放
縱
筆
墨
以
寫
出
胸
中
逸

氣
，
他
從
沈
周
名
言
﹁
觀
者
當
求
我
於
丹

青
之
外
﹂
找
到
了
新
的
表
現
出
路
。

︿
花
卉
﹀
繡
球
花
以
鉤
勒
法
畫
花

冠
，
十
字
形
小
花
簇
叢
結
成
球
。
畫
上
並

題
詩
云
：
﹁
三
月
東
風
起
吹
，
花
開
雪
作

團
，
不
知
冰
玉
相
，
卻
把
繡
球
看
。
﹂
稱

讚
繡
球
花
有
如
來
自
天
上
的
絕
色
風
貌
，

東
風
輕
拂
，
花
似
冰
雪
。
繪
寫
蘭
蕙
一
莖

數
花
至
十
數
花
，
沒
骨
法
寫
葉
，
曲
折

而
不
雜
亂
，
表
現
花
葉
開
合
俯
仰
、
正
側

顧
盼
之
態
。
繪
百
合
莖
幹
挺
立
，
花
葉
均

四
向
，
數
十
葉
片
相
累
。
花
形
甚
大
而
潔

白
，
花
冠
如
喇
叭
狀
。
以
鉤
勒
法
寫
花
苞

開
放
各
形
，
沒
骨
法
寫
葉
，
相
互
交
錯
，

變
化
不
多
。
另
有
題
詩
云
：
﹁
百
合
種
偏

殊
，
幽
閒
絕
可
娛
，
花
傾
蒼
玉
蔕
，
香
汎

紫
檀
須
。
﹂
文
句
先
描
寫
花
形
、
花
貌
，

再
轉
而
描
寫
花
香
，
用
極
凝
練
的
語
言
，

勾
勒
出
一
個
﹁
香
﹂
字
。

據
清
代
陸
時
化
︽
吳
越
所
見
書
畫

錄
︾
卷
二
所
載
，
陳
淳
曾
臨
摹
過
沈
周

︿
觀
物
之
生
﹀
寫
生
冊
。
︵
圖
十
一
︶
王

世
貞
︽
弇
州
山
人
續
稿
︾
卷
一
百
七
十
亦

記
載
：
﹁
畫
家
寫
生⋯

明
興
，
獨
吾
吳
沈

啟
南
入
熙
室
，⋯

陳
復
甫
後
出
，
以
意
為

之
，
高
者
幾
無
色
，
下
者
遂
脫
胎
矣
。
﹂

陳
淳
創
作
花
卉
畫
的
宗
旨
，
雖
以
寫
生

為
尚
，
但
不
求
形
似
，
不
多
作
設
色
，

而
追
求
水
墨
遊
戲
，
這
是
他
對
文
人
花

鳥
畫
的
自
覺
追
求
。
此
種
以
﹁
適
意
寫

心
﹂
為
藝
術
旨
趣
，
於
嘉
靖
二
十
三
年

︵
一
五
四
四
︶
六
十
一
歲
所
作
︿
花
卉
﹀

︵
圖
十
二
︶
卷
上
題
識
﹁
右
墨
花
數
種
，

閒
居
弄
筆
，
流
連
春
光
，
不
計
工
拙
也
，

以
詠
物
情
云
爾
。
﹂
可
見
端
倪
。
卷
中
玫

瑰
嫵
媚
多
姿
，
芳
香
濃
郁
，
枝
幹
多
刺
。

花
冠
以
墨
點
寫
之
，
花
瓣
苞
蒂
裹
卷
甚

深
。
羽
狀
複
葉
組
合
配
置
，
大
小
反
側
多

變
化
。
玫
瑰
花
似
薔
薇
，
惟
其
花
型
較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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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莖
較
短
。
繪
荷
花
體
態
輕
盈
，
搖
曳
生

姿
，
以
﹁
釘
頭
鼠
尾
描
﹂
鉤
畫
花
瓣
正
反

側
面
。
荷
葉
展
綠
疊
翠
，
渾
圓
寬
闊
。
秋

海
棠
葉
大
淺
裂
又
呈
粗
齒
邊
形
，
葉
腋
內

出
花
。
花
瓣
十
字
形
，
以
勾
勒
畫
花
冠

各
形
，
沒
骨
法
畫
葉
。
山
茶
花
葉
為
橢
圓

形
，
端
尖
而
質
厚
。
勾
點
花
蕊
單
瓣
有
一

雌
蕊
立
花
中
央
，
周
環
雄
蕊
，
花
粉
點
列

規
律
中
有
變
化
。
梅
花
枝
條
上
綴
滿
花

朵
，
用
筆
有
力
，
清
勁
挺
拔
。
圈
花
著
枝

疏
密
得
當
，
有
正
偏
仰
覆
、
背
側
含
放
等

形
狀
，
畫
蒂
用
丁
字
點
。

沈
周
、
陳
淳
、
徐
渭
同
被
列
為
明
代

寫
意
花
鳥
三
大
名
家
，
對
後
世
影
響
極
為

深
遠
。
清
人
方
薰
︽
山
靜
居
畫
論
︾
亦
有

評
曰
：
﹁
白
石
翁
蔬
果
翎
毛
，
得
元
人

法
，
氣
韻
深
厚
，
筆
力
沉
著
。
白
陽
筆
致

超
逸
，
雖
以
石
田
為
師
法
，
而
能
自
成
其

妙
。
青
藤
筆
力
有
餘
，
刻
意
入
古
，
未
免

有
放
縱
處
。
然
三
家
之
外
，
餘
子
落
落

矣
。
﹂
沈
周
承
續
元
代
文
人
水
墨
花
鳥
的

傳
統
，
畫
風
氣
韻
深
厚
，
筆
力
沉
著
。
陳

淳
則
是
氣
韻
閒
逸
，
精
神
瀟
灑
。
中
年
之

後
，
筆
墨
更
加
淋
漓
放
縱
，
自
成
一
家
，

不
落
沈
、
文
蹊
徑
。
陳
淳
將
﹁
吳
派
﹂

寫
意
墨
戲
轉
化
為
﹁
大
寫
意
﹂
的
造
型
語

言
，
以
寫
意
的
手
法
鉤
寫
或
塗
抹
花
葉
、

枝
幹
，
題
畫
詩
貫
穿
於
畫
面
上
下
空
間
，

獨
創
出
具
有
個
人
特
質
的
花
卉
世
界
。

明
代
文
人
畫
家
喜
愛
蒔
花
弄
草
，
花

木
種
類
繁
多
，
各
有
特
性
，
成
為
賦
詩
的

靈
感
泉
源
。
陳
淳
將
四
季
花
卉
的
開
花
、

生
長
狀
況
，
以
詩
歌
繪
畫
的
形
式
記
錄
下

來
，
作
品
充
滿
著
田
園
詩
般
的
情
境
與
生

趣
。
畫
中
常
見
的
花
卉
，
雖
是
依
循
著
傳

統
的
寫
生
精
神
，
但
更
著
重
筆
法
跟
墨
色

的
自
由
變
化
，
呈
現
出
一
種
瀟
灑
自
然
的

風
度
。

晚
年
境
遇

關
於
陳
淳
晚
年
的
健
康
狀
況
，
在

︽
陳
白
陽
集
︾
詩
文
集
中
皆
略
有
述
及
。

五
言
律
詩
︿
春
日
養
疴
寄
諸
弟
﹀
云
：

﹁
春
來
淹
肺
病
，
靜
息
較
偏
宜
。
院
僻
人

踪
斷
，
晝
陰
花
事
遲
。
﹂
因
為
養
病
而
遷

居
山
居
，
年
老
體
衰
，
又
曾
作
有
七
言
律

詩
︿
述
衰
﹀
：
﹁
自
知
吾
衰
夜
不
寐
，
強

對
書
卷
眠
遲
遲
。
窓
間
月
色
已
落
盡
，
耳

畔
風
聲
無
斷
時
。
祇
餘
青
燈
照
白
髮
，
暫

借
濁
酒
澆
玄
思
。
人
生
莫
不
有
終
極
，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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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感
感
徒
傷
悲
。
﹂
想
著
平
生
父
祖
兩
代

基
業
幾
乎
破
敗
一
空
，
幾
個
兒
子
未
能
奮

發
向
上
，
宿
疾
纏
身
，
心
中
慚
愧
鬱
悶
。

︿
至
後
值
雪
作
﹀
詩
：
﹁⋯

遐
思
不
可

舉
，
對
酒
還
自
傾
。
白
髮
滿
頭
顛
，
百
事

渾
無
成
。
家
貧
愧
妻
奴
，
身
賤
慚
虛
名
。

淪
落
非
所
耽
，
聊
爾
殉
閒
情
。
﹂
陳
淳
兩

個
兒
子
，
一
個
兒
媳
與
長
孫
，
均
在
短
時

期
間
過
世
，
在
他
生
命
末
期
所
作
詩
中
，

可
見
其
孤
獨
無
奈
的
心
境
。
想
著
家
道
中

落
，
幾
個
兒
子
不
如
他
所
期
待
努
力
奮

發
，
︿
有
感
﹀
足
以
代
表
他
晚
年
的
心

境
：
﹁
老
覺
今
年
甚
，
愁
懷
與
並
俱
。
兒

曹
半
凋
落
，
事
業
總
荒
蕪
。
﹂

嘉
靖
二
十
三
年
另
一
張
︿
花
卉
詩

翰
圖
卷
﹀
︵
無
錫
市
博
物
館
︶
，
引
首

即
書
有
﹁
觀
物
之
生
，
道
復
書
。
﹂
卷
末

文
徵
明
題
云
：
﹁
道
復
游
余
門
，
遂
擅
出

藍
之
譽
。
觀
其
所
作
四
時
雜
花
，
種
種
皆

有
生
意
，
所
謂
﹃
略
約
點
染
，
而
意
態
自

足
﹄
，
誠
可
愛
也
。
﹂
文
氏
認
為
陳
淳

不
囿
師
法
，
自
闢
蹊
徑
，
是
﹁
青
出
於

藍
﹂
。
︽
吳
越
所
見
書
畫
錄
︾
卷
之
二

著
錄
，
同
一
年
春
日
所
作
︿
水
墨
觀
物

冊
﹀
題
云
：
﹁
此
冊
余
數
年
作
於
湖
上
，

當
時
已
為
客
持
去
，
不
復
記
憶
誰
何
。
余

年
來
老
嬾
，
避
地
山
中
，
今
日
有
客
自
城

來
過
我
者
，
乃
摰
此
見
示
，
且
索
復
記
年

月
。
人
生
幾
何
，
流
光
如
電
，
對
此
不
勝

感
慨
。
﹂
此
年
張
寰
造
訪
了
白
陽
山
莊
，

陳
淳
招
呼
宴
客
，
仲
冬
作
草
書
︿
山
居
十

詠
﹀
贈
之
，
冬
日
陳
淳
則
因
感
染
疾
病
而

不
幸
卒
世
。

結
語

總
結
來
說
，
陳
淳
寫
意
花
卉
畫
特
色

包
括
：
一
、
簡
練
凝
聚
的
水
墨
表
現
，
畫

中
強
調
主
體
，
簡
化
多
餘
細
節
部
份
。

二
、
題
寫
花
卉
詩
文
助
長
畫
面
內
涵
，
提

昇
花
卉
畫
的
格
調
。
三
、
不
為
傳
統
法
度

所
拘
，
放
縱
筆
墨
，
將
書
畫
創
作
視
為
身

心
修
養
的
自
然
流
露
，
開
啟
﹁
放
逸
﹂
風

尚
。
﹁
畫
的
書
法
化
﹂
也
是
陳
淳
作
品
的

重
要
美
學
特
徵
，
他
以
書
法
形
式
來
美
化

繪
畫
，
善
用
線
條
的
粗
細
濃
淡
，
畫
中
融

入
書
法
筆
意
，
繪
畫
脫
離
技
巧
形
式
，
不

受
物
象
拘
束
。 

書
法
特
殊
的
美
學
氣
質
，

章
法
布
置
及
結
構
安
排
，
筆
法
緩
急
剛

柔
，
使
得
陳
淳
能
夠
掌
握
筆
墨
之
外
的
形

象
和
意
境
。
而
﹁
簡
率
留
白
﹂
亦
是
其
畫

面
的
另
一
特
徵
，
繪
寫
花
卉
寥
寥
幾
筆
，

似
不
經
意
，
卻
又
蘊
涵
著
蓬
勃
生
機
與
節

奏
韻
律
。

王
穉
登
︽
吳
郡
丹
青
志
︾
將
沈
周
列

於
神
品
，
文
徵
明
於
妙
品
，
而
陳
淳
為
逸

品
。
﹁
逸
﹂
的
特
質
是
不
拘
常
法
，
筆
簡

形
具
。
清
鄭
績
︽
夢
幻
居
畫
學
簡
明
︾
亦

有
云
：
﹁
蓋
意
不
太
意
，
工
不
太
工
，
合

成
一
法
，
妙
在
半
工
半
意
之
間
，
故
名
為

逸
。
﹂
陳
淳
的
﹁
高
逸
﹂
，
代
表
著
行
為

放
逸
的
名
士
，
能
突
破
事
物
之
外
形
，
把

握
事
物
之
本
質
，
忘
其
形
貌
。
畫
花
不
著

顏
色
，
重
其
自
然
本
色
，
此
為
其
藝
術
作

品
帶
來
極
大
的
推
動
力
，
更
促
成
明
代
水

墨
花
鳥
畫
的
蔚
然
大
興
。
誠
如
單
國
霖
先

生
於
其
著
書
︽
陳
淳
精
品
畫
集
︾
所
言
：

﹁
陳
淳
憑
恃
著
自
由
不
羈
的
個
性
，
對
自

然
世
界
的
深
切
感
受
，
深
厚
的
藝
術
修
養

和
俊
發
的
才
氣
，
在
花
鳥
畫
領
域
突
破
前

規
，
創
造
寫
意
畫
的
新
體
貌
，
其
成
就
連

其
老
師
文
徵
明
也
極
為
推
服
。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書
畫
處 

圖十二　陳淳　花卉　故畫162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