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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泉
佳
處
｜

文
伯
仁
繪
畫
展
展
覽
介
紹

邱
士
華

　
　

七
月
份
的
故
宮
新
推
出
小
型
名
家
專
題
展
﹁
林
泉
佳
處─

文
伯

仁
繪
畫
展
﹂
。
展
品
雖
然
只
有
十
三
件
，
但
深
具
代
表
性
。
由
創

作
時
間
的
來
看
，
展
品
包
含
九
件
紀
年
作
品─

最
早
起
自
文
伯
仁

二
十
五
歲
所
作
的
︿
楊
季
靜
小
像
﹀
，
最
晚
則
為
六
十
九
歲
的
長

軸
︿
新
水
晴
巒
﹀
及
小
扇
面
︿
李
愿
歸
盤
谷
圖
﹀
，
囊
括
畫
家
早
、

中
、
晚
各
期
畫
作
，
利
於
比
較
他
的
風
格
演
進
歷
程
。
由
創
作
形
式

來
看
，
此
次
展
品
立
軸
、
橫
卷
、
冊
頁
與
扇
面
兼
具
，
可
以
觀
察
文

伯
仁
因
應
各
種
形
式
的
創
作
表
現
，
由
主
題
類
別
來
看
，
除
了
各
類

山
水
以
外
，
還
展
出
他
傳
世
的
唯
一
人
物
畫
。
以
下
選
介
幾
幅
展
出

的
精
彩
作
品
。

作
畫
維
生
。
在
習
仿
文
徵
明
風
格
的
後
輩

與
學
生
中
，
文
伯
仁
是
自
成
面
目
，
卓
然

出
眾
的
代
表
畫
家
，
甚
至
有
人
認
為
他
的

畫
名
不
在
文
徵
明
之
下
。

本
次
展
出
紀
年
最
早
的
作
品
︿
楊

由
︿
楊
季
靜
小
像
﹀
看
文
伯
仁
早

成
的
畫
藝

文
伯
仁
︵
一
五○

二—

一
五
七 

五
︶
，
字
德
承
，
號
五
峰
，
是
鼎
鼎
大
名

文
徵
明
︵
一
四
七○

—

一
五
五
九
︶
的
姪

子
，
因
此
他
早
年
的
學
養
與
畫
藝
，
深
受

蘇
州
當
地
傳
統
及
文
徵
明
交
遊
圈
的
影

響
。
他
與
當
時
的
文
士
儒
生
相
同
，
曾
嘗

試
科
考
的
道
路
，
但
似
乎
亦
如
文
徵
明
一

樣
地
顛
簸
不
順
。
後
來
他
放
棄
舉
業
，
以

圖一　文伯仁　〈楊季靜小像〉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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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靜
小
像
﹀
︵
圖
一
︶
，
正
足
以
顯
示

文
伯
仁
年
輕
時
活
動
於
叔
父
文
徵
明
的
交

遊
圈
中
，
以
及
他
早
成
的
畫
藝
。
楊
季
靜

是
當
時
著
名
的
琴
師
，
曾
挾
琴
藝
遊
走
四

方
，
希
望
獲
得
賞
識
以
一
展
長
才
，
但
屢

遭
輕
忽
而
不
得
志
。
他
與
文
徵
明
、
唐
寅

︵
一
四
七○

—

一
五
二
四
︶
等
蘇
州
文
人

友
好
，
算
是
長
文
伯
仁
一
輩
的
前
輩
。

文
伯
仁
筆
下
的
楊
季
靜
不
太
看
得
出

繁
複
的
結
構
，
朝
更
精
緻
嚴
密
的
方
向
發

展
，
以
工
細
的
用
筆
與
敷
色
，
細
膩
豐
富

的
圖
像
，
表
現
鬱
茂
清
幽
的
山
林
勝
景
，

散
發
文
派
作
品
特
有
的
雅
澹
氣
質
。

以
嘉
靖
丁
未
年
︵
一
五
四
七
︶
文

伯
仁
四
十
六
歲
的
作
品
︿
溪
山
秋
霽
﹀

︵
圖
四
︶
為
例
，
乍
看
之
下
會
覺
得
是
重

複
文
徵
明
層
疊
山
石
、
結
構
聳
峙
山
體
長

軸
作
品
的
模
式
。
但
若
仔
細
觀
察
，
︿
溪

山
秋
霽
﹀
雖
然
狹
長
，
畫
中
的
谿
山
林
木

卻
不
重
在
表
現
高
聳
，
而
是
採
取
俯
瞰
的

角
度
表
現
空
間
向
遠
處
的
推
移
。
如
果
說

文
徵
明
喜
愛
在
長
軸
作
品
上
呈
現
的
是

﹁
高
度
﹂
，
那
麼
文
伯
仁
想
要
表
現
的
則

是
﹁
深
度
﹂
。
︿
溪
山
秋
霽
﹀
圖
中
的
策

杖
高
士
正
跨
行
在
一
座
造
型
特
別
的
弧
狀

石
橋
上
，
橋
柱
基
座
是
厚
實
的
長
方
體
，

應
據
當
時
可
見
的
石
橋
造
型
所
繪
；
沿
著

圖四　 文伯仁　〈溪山秋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文伯仁　〈楊季靜小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文伯仁　〈楊季靜小像〉圖贊

個
人
特
徵
，
只
有
清
秀
的
面
容
。
裱
在
畫

幅
左
方
文
伯
仁
自
書
圖
贊
︵
圖
二
︶
一
開

始
，
安
排
了
一
個
不
知
名
的
觀
者
問
道
：

﹁
楊
子
之
像
象
耶
？
﹂
質
問
文
伯
仁
畫
的

小
像
，
與
楊
季
靜
究
竟
相
不
相
似
。
如
果

畫
得
不
﹁
像
﹂
像
主
，
那
麼
這
幅
畫
除
了

作
為
文
伯
仁
早
期
作
品
例
子
的
價
值
外
，

還
有
任
何
值
得
欣
賞
之
處
嗎
？

此
畫
還
有
另
一
個
啟
人
疑
竇
之
處
。

畫
中
楊
季
靜
頭
部
微
傾
，
似
乎
正
凝
神
諦

聽
琴
音
，
而
他
的
雙
手
也
作
撫
絃
彈
奏

狀
。
但
仔
細
一
看
，
琴
上
沒
有
任
何
一
根

琴
絃
。
︵
圖
三
︶
是
文
伯
仁
的
疏
忽
？
又

或
者
琴
絃
太
細
省
略
不
畫
？
其
實
這
些
部

份
正
是
文
伯
仁
別
出
心
裁
所
在
。
︿
楊
季

靜
小
像
﹀
的
圖
加
上
圖
贊
才
是
文
伯
仁
作

品
的
整
體
，
兩
者
相
輔
相
成
地
搭
配
著
。

當
我
們
疑
惑
像
主
的
相
似
度
，
文
伯
仁
就

透
過
圖
贊
說
明
因
為
﹁
琴
﹂
的
存
在
，
讓

這
幅
小
像
成
為
足
以
代
表
琴
士
楊
季
靜
的

小
像
；
當
我
們
不
明
白
文
伯
仁
為
何
不
畫

上
琴
絃
，
圖
贊
中
﹁
雖
不
柱
指
鈞
絃
﹂
等

語
，
讚
揚
楊
季
靜
於
琴
藝
之
外
，
亦
具
經

世
之
才
，
因
此
相
應
地
不
畫
上
琴
絃
。
圖

文
的
呼
應
與
圖
像
符
號
的
靈
巧
運
用
，
讓

我
們
感
受
到
二
十
五
歲
的
文
伯
仁
獨
運
的

匠
心
；
也
因
為
這
種
特
質
，
才
讓
他
得
到

為
前
輩
繪
製
小
像
的
機
會
吧
。

承
繼
家
學  

另
出
蹊
徑

除
了
︿
楊
季
靜
小
像
﹀
，
現
存
文

伯
仁
的
作
品
都
以
山
水
畫
為
主
。
他
所
畫

的
山
石
草
木
，
皆
繼
承
了
叔
父
文
徵
明
的

表
現
模
式
。
但
他
進
一
步
將
文
徵
明
已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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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文伯仁　〈西洞庭山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一
五
五
九
年
題
跋
，
可
知
此
畫
下
限
。
西

洞
庭
山
是
位
於
太
湖
中
的
小
島
，
又
稱
西

山
，
多
古
蹟
名
勝
，
為
蘇
州
著
名
的
景

點
。
根
據
題
詩
第
一
句
﹁
薄
雲
籠
月
夜
微

茫
﹂
，
此
畫
表
現
的
應
是
薄
暮
時
分
月
暈

下
的
西
山
景
致
。
該
作
應
為
文
伯
仁
傳
世

畫
作
中
最
精
細
的
一
件—

畫
中
點
景
人
物

僅
約○

‧

五
公
分
高
，
但
仍
各
具
姿
態
，

葉
片
和
石
頭
皴
線
則
不
到○

‧
○

五
公

分
，
可
以
見
識
到
文
伯
仁
細
筆
點
斫
的
功

力
。
文
徵
明
一
般
使
用
的
筆
畫
已
屬
細
膩

精
確
，
但
文
伯
仁
將
之
推
向
更
極
致
，
有

些
作
品
如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收
藏
的
名
作

︿
四
萬
圖
﹀
，
頗
讓
人
產
生
繽
紛
繚
亂
、

應
接
不
暇
之
感
。

﹁
精
細
﹂
雖
然
是
文
伯
仁
的
註
冊
商

標
之
一
，
但
並
非
他
所
有
的
作
品
均
走
精

工
細
作
的
路
線
。
特
別
是
他
中
晚
期
的
作

品
，
其
實
可
以
看
到
不
少
較
為
粗
厚
放
逸

的
線
條
。
例
如
作
於
一
五
六
七
年
文
伯
仁

六
十
六
歲
的
︿
山
水
﹀
，
用
筆
便
較
為
粗

放
。
而
一
五
七○

年
六
十
九
歲
的
︿
新
水

晴
巒
﹀
︵
圖
六
︶
，
晶
瑩
的
青
翠
山
石
也

不
見
太
細
緻
的
刻
畫
。

從
早
期
到
晚
期
，
文
伯
仁
作
品
中
沒

有
改
變
的
是
他
安
排
的
豐
富
﹁
細
節
﹂
。

這
些
﹁
細
節
﹂
主
要
並
不
是
因
為
畫
得
精

細
產
生
的
，
而
是
文
伯
仁
對
畫
中
人
物
活

動
與
山
林
泉
石
、
屋
宇
船
樓
等
物
像
造
型

的
想
像
力
。
看
著
畫
面
，
總
可
以
感
覺
到

某
些
敘
事
性
的
情
節
。
就
︿
新
水
晴
巒
﹀

來
說
，
前
景
臨
流
高
士
與
抱
琴
小
童
望
向

溪
畔
的
目
光
，
牽
引
我
們
與
他
一
起
觀
賞

溪
石
上
的
一
對
立
鶴
；
而
剛
越
過
石
板
橋

的
兩
位
文
士
，
似
乎
是
要
與
他
一
同
行
向

山
間
的
朋
友
。
文
伯
仁
將
此
處
山
色
描
繪

圖八　文伯仁　〈姑蘇十景冊〉之〈滄浪清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文伯仁　〈姑蘇十景冊〉之〈靈巖雪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文伯仁　〈新水晴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鋸
齒
狀
的
沿
溪
小
徑
，
可
以
行
至
正
憩
於

床
榻
上
隱
士
的
草
廬
邊
；
繼
續
往
深
處
行

去
，
則
可
在
兩
株
高
聳
的
松
樹
旁
，
眺
望

平
靜
池
面
；
對
岸
有
著
讓
人
想
起
沈
周

︿
崇
山
修
竹
﹀
中
的
柱
狀
山
巖
；
聳
立
於

厚
實
雲
氣
上
的
遠
山
，
則
讓
人
想
到
趙
孟

頫
︿
鵲
華
秋
色
﹀
中
同
樣
有
幾
何
造
型
的

鵲
山
和
華
不
注
山
。
此
圖
雖
屬
文
伯
仁
早

期
作
品
，
但
重
在
表
現
縱
深
、
充
滿
豐
富

細
節
，
已
是
發
展
出
自
己
面
目
的
傑
作
。

本
次
展
出
的
另
一
件
︿
西
洞
庭
山

圖
﹀
︵
圖
五
︶
，
則
是
一
般
認
為
文
伯

仁
細
筆
精
麗
風
格
的
最
佳
代
表
。
這
件
作

品
現
在
裱
為
小
軸
，
其
與
上
方
題
跋
的

部
分
，
原
本
應
為
冊
頁
的
左
右
兩
幅
。

此
作
雖
未
紀
年
，
但
由
於
謝
時
臣
曾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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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冊
頁
，
一
方
面
又
可
作
為
蘇
州
訪
客
回

鄉
的
紀
念
品
？
又
或
者
代
表
了
當
時
蘇
州

文
人
地
方
意
識
的
興
盛
，
而
對
應
產
生
以

地
方
勝
景
為
主
題
的
藝
術
作
品
？
暫
且
抛

開
收
藏
者
或
者
創
作
意
圖
的
問
題
，
︿
姑

蘇
十
景
冊
﹀
所
呈
現
出
來
的
蘇
州
，
不
是

高
人
雅
士
獨
自
徘
徊
的
幽
境
，
而
是
與
負

載
著
歷
史
文
化
的
重
量
，
卻
依
然
活
潑
且

充
滿
魅
力
的
佳
境
。

以
展
出
的
︿
滄
浪
清
夏
﹀
︵
圖
八
︶

為
例
，
在
這
小
小
尺
幅
中
，
文
伯
仁
描
繪

了
超
過
十
種
以
上
的
林
木
，
各
自
蓬
勃
地

在
夏
日
晴
空
下
伸
展
著
；
軒
外
蓮
塘
點
點

綠
葉
上
開
著
紅
花
片
片
；
白
色
圍
牆
上
裝

飾
著
各
種
圖
樣
的
花
窗
；
畫
中
雖
然
只
有

一
人
獨
坐
軒
中
對
著
空
蕩
蕩
的
滄
浪
亭
讀

書
，
但
四
周
環
繞
的
繽
紛
的
物
像
，
一
點

也
不
寂
寞
，
反
有
一
種
熱
鬧
而
欣
欣
向
榮

之
感
。盛

景
圖
雖
然
是
由
蘇
州
發
展
開
來

的
，
但
影
響
力
很
快
擴
及
其
他
區
域
。
文

伯
仁
或
其
他
的
文
派
畫
家
也
曾
為
徽
州
商

人
描
繪
家
鄉
景
致
。
此
次
展
出
的
︿
攝
山

白
鹿
泉
菴
圖
﹀
︵
圖
九
︶
，
描
繪
景
色
亦

非
蘇
州
，
而
是
南
京
棲
霞
山
中
的
一
處
佛

圖九　文伯仁　〈攝山白鹿泉菴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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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淺
澹
如
玉
，
坡
崖
及
太
湖
石
上
攀
附
著

鮮
碧
小
草
與
苔
點
，
澗
水
平
緩
潺
湲
，
煙

雲
如
湧
。
在
畫
面
最
上
方
幾
可
觸
及
雲
海

處
，
除
了
寺
觀
之
外
，
還
有
數
間
茅
屋
；

屋
外
兩
人
立
於
柴
橋
上
俯
視
溪
流
，
似
乎

正
期
待
著
山
下
的
友
人
到
來
。

文
徵
明
創
造
的
﹁
避
居
山
水
﹂
模

式
，
在
文
士
幽
棲
之
處
上
方
總
有
為
他
們

阻
絕
塵
世
的
林
木
與
山
巖
。
文
伯
仁
則
少

有
避
居
山
水
模
式
的
作
品
。
他
的
山
水
總

是
豐
富
精
彩
地
一
路
展
開
，
似
乎
歡
迎
觀

者
與
畫
中
人
物
一
起
遊
覽
；
雖
然
不
若
文

徵
明
的
山
水
幽
靜
，
但
更
為
親
和
有
趣
、

可
遊
可
居
。

繪
我
家
鄉—

圖
畫
地
方
勝
景

本
次
展
出
的
︿
姑
蘇
十
景
冊
﹀
，
則

呈
現
文
伯
仁
貼
合
當
時
勝
景
圖
潮
流
的
面

向
。
這
套
冊
頁
描
繪
蘇
州
包
括
虎
丘
、
楓

橋
等
十
個
著
名
景
點
，
在
春
夏
秋
冬
的
不

同
景
致
。
最
後
一
開
︿
靈
巖
雪
霽
﹀
︵
圖

七
︶
的
題
款
上
沒
有
提
到
為
何
人
所
畫
，

令
人
好
奇
這
套
冊
頁
是
否
是
為
不
確
定
的

遊
客
或
即
將
離
鄉
的
遊
子
準
備
的
作
品
？

一
方
面
可
作
為
對
外
宣
揚
蘇
州
勝
景
的
宣

菴
。
因
為
一
五
五○

年
代
中
期
倭
寇
侵
擾

蘇
州
，
文
伯
仁
舉
家
遷
至
南
京
。
他
在
南

京
亦
沿
用
文
派
風
格
描
繪
當
地
景
物
。
此

菴
僧
人
福
懋
，
本
為
蘇
州
竹
堂
寺
的
住

持
，
亦
屬
文
徵
明
交
遊
圈
之
一
員
，
後
遷

至
棲
霞
山
。
文
伯
仁
移
居
此
處
後
，
常
與

友
朋
一
同
於
菴
中
文
讌
詩
會
，
稱
盛
一

時
。
這
幅
畫
應
是
受
福
懋
或
者
菴
中
其
他

僧
人
所
託
而
作
。
畫
中
只
有
白
鹿
泉
菴
是

以
平
視
的
角
度
描
繪
，
其
餘
景
物
，
包
括

棲
霞
寺
與
南
京
城
，
全
都
以
俯
視
的
角
度

表
現
。
文
伯
仁
透
過
描
繪
視
角
的
分
別
，

巧
妙
的
利
用
畫
面
營
造
白
鹿
泉
菴
遠
離
塵

囂
、
高
逸
不
群
的
形
象
。

區
區
於
山
陰
道
上
行
，
烏
足
以
當

之
哉
！文

伯
仁
的
畫
藝
在
當
時
便
倍
受
肯

定
，
名
聲
遠
播
。
松
江
人
何
良
俊
︵
一
五

○

六—

一
五
七
三
︶
在
北
京
時
，
文
伯
仁

曾
為
其
作
︿
仙
山
圖
﹀
。
何
良
俊
似
乎
相

當
期
待
興
奮
，
每
天
攜
酒
拜
訪
，
觀
看
文

伯
仁
如
何
以
宋
代
趙
伯
駒
的
青
綠
風
格

完
成
這
幅
作
品
。
何
良
俊
提
到
：
﹁
其

山
谷
之
幽
深
，
樓
閣
之
嚴
峻
，
凡
山
中

之
景
，
如
水
碓
、
水
磨
、
稻
畦
之
類
，

無
不
畢
備
。
精
工
之
極
！
凡
兩
月
始
迄

工
。
﹂
這
幅
圖
似
已
不
存
，
字
裡
行
間
可

見
他
對
︿
仙
山
圖
﹀
物
像
的
豐
富
細
膩
留

下
強
烈
印
象
。
稍
晚
的
太
倉
人
王
世
貞

︵
一
五
二
六—

一
五
九○

︶
他
對
文
伯
仁

的
脾
氣
甚
不
以
為
然
，
認
為
他
﹁
穢
而
好

罵
座
﹂
，
卻
也
忍
不
住
稱
讚
當
他
某
次
看

到
文
伯
仁
的
畫
作
時
，
﹁
真
若
坐
籃
舉
翠

微
間
，
使
人
應
接
不
暇
。
區
區
山
陰
道
上

行
，
烏
足
以
當
之
哉
！
﹂
王
世
貞
的
文
字

讓
人
覺
得
他
觀
賞
的
是
一
幅
畫
卷
，
畫
中

可
能
有
如
︿
姑
蘇
十
景
冊
﹀
的
︿
支
硎
春

曉
﹀
中
乘
轎
的
旅
客
，
隨
著
畫
卷
的
展

開
，
在
不
同
段
落
間
飽
覽
各
式
美
景
。

這
個
夏
天
何
不
播
出
一
點
時
間
，
造

訪
故
宮
二
樓
的
書
畫
展
廳
，
一
起
徜
徉
在

文
伯
仁
細
細
經
營
的
林
泉
佳
處
間
，
感
受

他
精
彩
的
畫
藝
與
藝
術
成
就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書
畫
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