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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公
望
︵
一
二
六
九∼
一
三
五
四
︶
是
十
四
世

紀
以
來
，
最
有
影
響
力
的
中
國
山
水
畫
家
之

一
，
但
是
他
的
名
蹟
︿
富
春
山
居
圖
﹀
卷
︵
以

下
皆
指
無
用
師
本
︶
，
只
能
代
表
他
繪
畫
上
的

最
高
境
界
，
並
不
代
表
他
對
後
世
的
影
響
力
。

當
我
們
看
十
七
、
十
八
世
紀
時
，
許
多
臨
倣
黃

公
望
的
作
品
，
都
以
立
軸
構
圖
為
主
。
但
在
現

今
美
術
史
界
，
對
於
存
世
相
傳
為
黃
公
望
的
立

軸
作
品
，
尚
未
達
到
較
為
正
確
一
致
的
看
法
；

因
此
，
本
文
以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
九
珠
峰

翠
﹀
圖
為
中
心
來
討
論
。

︿
九
珠
峰
翠
﹀
圖
的
鑑
別
與
相
關
立
軸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唯
一
黃
公
望
立
軸
真
蹟

傅
申

雖
然
︿
九
珠
峰
翠
﹀
︵
圖
一
︶
在
目

前
台
灣
學
界
接
受
為
黃
公
望
的
真
蹟
，
但

是
在
一
九
七○

年
代
仍
然
是
有
爭
議
的
。

所
以
，
筆
者
在
一
九
八○

年
中
央
研
究
院

舉
辦
﹁
國
際
漢
學
會
議
﹂
的
美
術
史
組
以

英
文
發
表
了
一
篇
論
文
，
從
此
促
成
︿
九

珠
峰
翠
﹀
為
黃
公
望
真
蹟
的
共
識
。
但
是

此
圖
畢
竟
沒
有
︿
富
春
山
居
﹀
卷
︵
也
曾

與
﹁
子
明
本
﹂
有
過
兩
度
的
真
偽
之
辯
︶

那
麼
瀟
灑
精
彩
，
如
何
能
肯
定
其
為
無
庸

置
疑
的
黃
公
望
真
蹟
，
可
說
是
一
個
重
要

的
鑑
定
個
案
，
故
再
次
以
中
文
發
表
，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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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就
教
於
廣
大
讀
者
群
。

︿
九
珠
峰
翠
﹀
在
一
九
六
五
年
已

由
李
霖
燦
先
生
首
先
撰
文
在
︽
大
陸
雜

誌
︾
第
三
十
一
卷
的
第
十
一
期
向
美
術
史

界
提
供
過
研
究
，
該
文
標
題
是
﹁
黃
公
望

的
︿
九
珠
峰
翠
圖
﹀
與
︿
鐵
崖
圖
﹀
﹂

︵
以
下
簡
稱
李
文
︶
。
李
氏
以
前
者
為

真
，
後
者
是
偽
。
雖
然
此
後
仍
有
︿
九
珠

峰
翠
﹀
不
是
真
蹟
的
說
法
，
但
真
正
撰
文

發
表
並
提
出
證
據
者
，
只
有
莊
申
先
生
在

一
九
七○

年
夏
天
故
宮
博
物
院
舉
辦
的
古

畫
研
討
會
上
的
論
文
。
後
來
莊
先
生
又
修

改
過
該
論
文
，
並
印
行
在
一
九
七
二
年
故

宮
討
論
會
論
文
集
的
英
文
本
中
，
針
對
此

畫
的
真
偽
和
時
代
發
表
他
更
明
確
的
態

度
。
該
文
的
英
文
標
題
是“

A
n

 A
n

alytic 

Study of A
 14th C

entury Landscape and 

Its Later C
opies”

, 

︵Proceedings of T
he 

In
tern

ation
al Sym

posiu
m

 on
 C

h
in

ese 

P
ain

tin
g

︶
，
中
文
標
題
則
是
︿
一
幅

十
四
世
紀
的
山
水
畫
與
其
後
世
摹
本
之
分

析
﹀
。
莊
先
生
的
結
論
則
認
為
︿
九
珠
峰

翠
﹀
是
一
幅
明
末
清
初
的
作
品
：

﹁
在
元
代
，
沒
有
一
個
畫
家
在
這
種

材
質
︵
指
綾
︶
上
作
畫
，
相
反
的
﹁
綾
﹂

常
使
用
於
晚
明
之
後
的
畫
。
﹂

但
在
此
文
之
後
，
故
宮
︽
英
文

雙
月
刊
︾
一
九
七
三
年
一
、
二
月
份
上

︵N
ational Palace M

useum
 B

ulletin V
ol.

Ⅴ
Ⅱ

, N
o

.6
, 197

3

︶
，
上
述
李
先
生
在

︽
大
陸
雜
誌
︾
發
表
的
論
文
又
經
英
譯
發

表
，
然
未
對
莊
先
生
提
出
的
論
證
加
以
辯

論
和
答
覆
，
因
此
本
圖
之
真
偽
仍
是
各
持

己
見
的
局
面
。

從
此
畫
的
質
地
﹁
綾
本
﹂
來
看

本
文
主
要
在
提
出
新
的
有
力
論
證
，

進
一
步
確
認
︿
九
珠
峰
翠
圖
﹀
為
﹁
台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所
藏
黃
公
望
立
軸
畫
中
的
唯

一
真
蹟
﹂
；
同
時
也
不
得
不
對
莊
先
生
的

反
面
論
證
重
新
檢
討
。
特
別
是
有
關
︿
九

珠
圖
﹀
作
畫
時
代
的
判
斷
。
莊
文
認
為
流

傳
古
人
的
書
畫
作
品
，
最
常
見
的
﹁
綾

本
﹂
是
在
明
末
清
初
，
因
此
︿
九
珠
圖
﹀

的
作
畫
時
代
也
在
明
末
清
初
。
如
果
這
是

一
條
沒
有
討
論
餘
地
的
定
律
，
那
麼
，
其

他
的
論
證
也
就
成
了
多
餘
。

莊
氏
此
一
推
理
，
縱
然
言
之
成
理
，

但
是
當
我
們
細
察
︿
九
珠
峰
翠
﹀
一
畫
所

用
的
綾
，
不
難
看
出
與
明
清
之
際
的
綾
大

不
相
同
，
其
最
顯
著
的
不
同
有
兩
點
：
一

是
光
澤
的
不
同
。
明
末
清
初
之
後
，
絲
縷

極
細
而
光
滑
明
亮
，
但
︿
九
珠
圖
﹀
經
緯

較
粗
且
因
年
久
而
無
光
澤
；
二
是
紋
樣
的

不
同
︵
圖
二
︶
。
明
清
之
際
的
綾
一
般
無

花
紋
，
即
有
花
紋
，
其
無
紋
處
仍
然
與
一

般
無
紋
的
﹁
板
綾
﹂
織
法
相
同
，
細
潔
有

光
；
可
是
︿
九
珠
圖
﹀
不
但
有
雲
紋
、
鳳

紋
，
而
且
背
景
也
不
是
光
滑
無
紋
的
，
它

正
如
顧
復
︽
平
生
壯
觀
︾
中
所
記
述
的

﹁
花
綾
、
蘆
扉
片
﹂
。
所
謂
﹁
蘆
扉
﹂

者
，
乃
指
江
南
人
家
以
蘆
葦
斜
向
編
結
成

籬
笆
的
幾
何
紋
樣
。
這
種
綾
，
絕
對
與
明

末
清
初
流
行
的
綾
不
同
。
否
則
本
畫
的

鑑
藏
者
：
明
代
的
邵
寶
︵
一
四
六○

∼

一
五
二
七
︶
及
清
代
的
吳
其
貞
在
一
六
六

○

年
，
和
顧
復
在
一
六
九
二
年
之
前
，
正

當
綾
本
流
行
的
時
代
，
難
道
還
分
辨
不
出

是
否
為
當
時
特
有
的
綾
，
而
要
等
到
三
百

多
年
後
的
我
們
來
指
出
他
們
的
錯
誤
嗎
？

因
此
，
我
們
絕
不
能
籠
統
地
因
為
此
畫
為

綾
本
而
斷
為
明
末
清
初
之
畫
。

相
反
的
，
我
們
有
證
據
，
在
宋
代

已
經
有
用
花
綾
的
例
子
，
如
台
北
故
宮
所

藏
王
羲
之
︿
七
月
都
下
帖
﹀
的
拖
尾
第
一

段
，
即
為
宋
帝
題
跋
的
綾
本
；
又
台
北
故

宮
的
︿
宋
人
書
司
馬
光
拜
左
僕
射
告
身
﹀

卷
︵
圖
三
︶
，
以
及
上
海
博
物
館
的
黃
庭

堅
︿
華
嚴
疏
﹀
卷
︵
圖
四
︶
，
都
是
用
的

有
花
紋
的
綾
。
所
以
，
在
質
地
上
絕
沒
有

與
黃
公
望
的
時
代
有
牴
觸
的
地
方
。
至
於

此
畫
是
否
為
黃
公
望
所
作
，
還
得
從
其
他

各
方
面
的
主
副
證
據
去
考
察
。

︿
九
珠
峰
翠
﹀
是
黃
公
望
真
跡
的

再
肯
定

︿
九
珠
峰
翠
﹀
簡
介
及
圖
名
解

此
畫
是
水
墨
山
水
，
畫
在
有
雲
鳳
紋

的
綾
上
。
高
七
九
．
六
公
分
，
橫
五
八
．

五
公
分
。
畫
上
並
無
黃
公
望
的
題
款
或
印

章
，
但
是
在
右
上
角
王
逢
的
題
跋
裡
，
說

明
了
這
是
﹁
大
癡
尊
師
﹂
也
就
是
黃
公
望

所
畫
。
畫
本
來
是
並
沒
有
畫
題
的
，
︽
故

宮
書
畫
錄
︾
根
據
︽
石
渠
寶
笈
初
編
︾
稱

它
為
︿
九
珠
峰
翠
﹀
，
是
從
楊
維
禎
題
詩

的
起
句
四
字
得
來
的
。

畫
上
有
三
則
題
跋
，
楊
維
禎
和

王
逢
都
未
紀
年
，
乾
隆
御
題
是
在
丁
酉

︵
一
七
七
七
︶
年
。

畫
的
上
方
，
還
有
乾
隆
用
藏
經
紙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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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的
詩
塘
﹁
鶴
紋
逸
寄
﹂
四
大
字
，
上
鈐
乾

隆
御
璽
及
內
府
印
十
餘
方
，
及
歷
代
鑑
藏

印
十
三
方
。

此
畫
黃
公
望
既
未
署
款
，
亦
未
標
明

畫
題
﹁
九
珠
峰
翠
﹂
之
名
，
乃
︽
石
渠
寶

笈
初
編
︾
編
者
據
楊
維
禎
題
詩
起
首
四
字

而
來
。
乾
隆
詩
中
曾
問
：
﹁
九
珠
之
峰
在

何
所
﹂
，
然
後
自
答
云
：
﹁
老
鐵
分
明
為

我
語
﹂
。
因
為
楊
維
禎
句
作
：
﹁
九
珠
峰

翠
接
雲
間
﹂
，
故
知
九
珠
峰
翠
是
與
﹁
雲

間
﹂
相
接
。
按
雲
間
乃
江
蘇
松
江
之
古

稱
，
而
松
江
素
有
﹁
九
峰
三
泖
﹂
之
勝
，

黃
公
望
與
楊
維
禎
均
曾
居
此
。
楊
氏
於
癸

卯
︵
一
三
六
三
︶
築
草
玄
閣
於
此
，
曾
有

賦
詩
，
在
︿
元
人
次
楊
維
禎
原
韻
詩
﹀
冊

中
，
楊
氏
的
友
人
及
門
生
如
：
林
世
濟
詩

中
有
句
云
：
﹁
鐵
史
新
移
淞
上
屋
，
窗
涵

九
朵
山
尖
出
﹂
；
張
宰
詩
云
：
﹁
愛
此
江

上
草
玄
閣⋯

九
點
山
青
雲
外
見⋯

﹂
。

以
上
﹁
九
朵
山
尖
﹂
和
﹁
九
點
山

青
﹂
與
﹁
九
珠
峰
翠
﹂
所
指
均
為
松
江

的
﹁
九
峰
﹂
。
雖
然
黃
公
望
在
至
正
十
四

年
︵
一
三
五
四
︶
即
已
去
世
，
乃
是
此
畫

的
下
限
，
九
年
之
後
楊
氏
才
築
草
玄
臺
，

所
以
畫
中
的
主
題
當
然
不
是
草
玄
臺
，
但

此
畫
景
色
與
雲
間
的
九
峰
略
相
似
，
才
引

發
楊
氏
詩
興
，
寫
下
了
﹁
九
珠
峰
翠
接
雲

間
﹂
的
詩
句
。
這
就
是
﹁
九
珠
峰
翠
﹂
圖

名
的
由
來
。

以
下
提
出
我
對
此
畫
為
真
跡
的
論
證

以
澄
清
此
畫
的
真
偽
問
題
。

從
畫
的
本
身
去
證
明

〈
九
珠
峰
翠
〉
與
黃
公
望
〈
富
春
山
居

圖
〉
卷由

於
黃
公
望
在
中
國
繪
畫
史
上
的

地
位
，
傳
為
他
名
下
的
作
品
數
量
極
為
可

觀
，
但
在
台
北
故
宮
的
藏
品
中
，
只
有
為

無
用
師
所
作
的
︿
富
春
山
居
圖
﹀
卷
︵
見

本
期
頁
六
、
七
︶
為
筆
者
及
中
外
學
者
所

公
認
為
真
跡
。

若
將
︿
富
春
卷
﹀
比
起
︿
九
珠
峰

翠
﹀
來
自
然
是
精
采
得
多
，
不
但
用
筆
自

由
流
動
，
而
且
墨
色
也
富
於
濃
淡
變
化
。

但
是
如
果
我
們
用
這
種
眼
光
來
鑑
別
，
那

往
往
對
一
個
畫
家
的
作
品
只
能
選
取
一
兩

幅
真
跡
而
已
。
因
為
一
個
畫
家
最
成
功
最

好
的
作
品
總
是
少
數
，
不
會
經
常
保
持
同

一
水
準
。
何
況
二
者
質
地
不
同
，
綾
上
的

筆
墨
變
化
當
然
不
能
與
紙
素
相
比
。
即
使

如
此
，
我
們
還
是
可
以
在
不
同
之
中
看
出

他
們
之
間
的
相
同
之
處
。

一
、 

這
兩
畫
的
用
筆
都
具
有
很
濃
重
的
書

法
的
﹁
寫
﹂
的
方
法
，
都
有
一
種
不

拘
的
、
自
由
的
、
簡
率
的
、
寫
意
的

速
寫
趣
味
，
但
是
又
都
是
筆
筆
中
鋒

的
。
所
以
不
但
都
是
合
於
當
時
的
時

代
趨
向
，
而
且
也
可
以
看
出
這
兩
畫

的
作
畫
態
度
是
相
同
的
，
筆
性
是
一

樣
的
。

二
、 

兩
畫
在
結
構
上
，
對
于
水
平
線
磯
石

和
坡
腳
的
處
理
方
法
是
相
同
的
。

三
、 

兩
畫
都
沒
有
比
例
特
大
的
主
樹
，
雜

林
都
以
兩
筆
鈎
成
樹
幹
，
且
在
姿
態

上
都
有
左
右
倚
仰
或
彎
腰
探
水
的
變

化
。
遠
樹
的
直
幹
橫
點
，
以
及
在
山

間
的
排
列
和
位
置
的
選
擇
都
出
於
同

一
匠
心
。

四
、 

兩
畫
中
的
屋
宇
不
但
造
型
和
結
構
都

相
同
，
其
佈
置
也
都
在
山
漥
叢
樹
之

中
。
二
者
的
木
橋
也
相
近
。

五
、 

二
者
的
主
峰
、
平
台
、
山
石
，
不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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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型
類
似
，
且
用
筆
相
同
，
特
別
是

主
峰
上
那
種
圓
潤
、
光
直
，
向
左
、

右
下
方
快
速
使
去
的
披
麻
皴
，
在

︿
富
春
卷
﹀
中
可
以
找
到
許
多
神
似

之
筆
，
顯
示
出
是
同
一
個
人
的
運
筆

方
法
。
水
中
的
橫
拖
筆
，
遠
山
的
用

墨
、
染
法
以
及
造
型
也
極
為
神
似
。

雖
然
二
者
形
式
上
有
不
同
：
一
為
立

軸
，
一
為
手
卷
；
二
者
也
有
材
料
上
的
不

同
：
一
為
花
綾
，
一
為
紙
素
；
但
是
經
過

仔
細
的
領
略
體
會
，
覺
得
二
者
之
間
並
沒

有
太
大
的
分
別
。
在
意
境
上
，
那
種
寂
靜

荒
率
的
山
林
；
在
運
筆
上
，
那
種
活
潑
跳

動
而
又
不
狂
燥
的
線
條
韻
律
。
越
細
心
比

較
，
就
越
能
使
人
感
到
這
是
出
於
同
一
個

有
偉
大
修
養
和
人
格
的
畫
家
的
心
靈
和
手

筆
。

〈
九
珠
峰
翠
〉
和
臨
本
黃
公
望
其
他
立

軸
畫
跡首

先
，
在
臨
本
黃
公
望
畫
蹟
中
，

我
們
不
要
忘
了
一
些
保
存
在
董
其
昌
題
王

時
敏
畫
︽
小
中
現
大
︾
冊
裡
的
臨
本
。
這

是
一
本
相
當
忠
實
於
原
作
的
縮
臨
本
，
而

且
這
些
原
作
都
經
過
董
其
昌
的
鑑
別
，
必

有
相
當
的
根
據
。
在
此
冊
中
，
以
︽
故
宮

書
畫
錄
︾
的
次
序
，
有
第
八
︵
圖
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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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圖
六
︶
、
十
二
︵
圖
七
︶
、
十
三

︵
圖
八
︶
、
十
六
︵
圖
九
︶
及
十
八
︵
圖

十
︶
等
六
幅
都
臨
自
黃
公
望
原
作
，
其
中

只
有
第
十
三
幅
沒
有
董
其
昌
的
題
字
，
但

從
山
石
造
型
和
章
法
可
以
定
為
黃
公
望
的

作
品
。
由
於
這
些
都
是
立
軸
形
式
，
所
以

借
此
機
會
來
對
照
比
較
。
這
不
但
可
以
讓

我
們
對
黃
公
望
的
立
軸
山
水
有
較
為
全
貌

的
概
念
，
同
時
︿
富
春
卷
﹀
也
因
為
有
了

此
冊
中
的
第
八
、
十
八
兩
幅
，
更
顯
示
出

其
為
真
蹟
來
。
也
正
如
董
其
昌
在
第
十
八

圖
的
對
幅
題
語
中
所
云
：
﹁
子
久
論
畫
：

凡
破
墨
須
由
淡
入
濃
，
此
圖
曲
盡
所
致
，

平
澹
天
真
，
從
巨
然
風
韻
中
來
，
余
家
所

藏
富
春
山
卷
正
與
同
參
也
。
﹂
︵
圖
十
︶

可
見
此
圖
的
筆
墨
與
富
春
卷
是
一
脈
相
通

的
。
正
由
於
這
兩
幅
原
跡
都
是
紙
本
，
所

以
在
筆
墨
和
造
型
上
如
此
接
近
︿
富
春

卷
﹀
，
其
原
蹟
雖
不
在
世
，
卻
幸
而
由
這

些
臨
本
保
存
了
許
多
目
前
已
經
失
傳
的
黃

公
望
畫
跡
。

在
比
較
︿
九
珠
峰
翠
﹀
和
︿
富
春

卷
﹀
時
，
由
於
形
式
的
不
同
受
了
一
些
限

制
，
現
在
有
了
些
臨
本
立
軸
來
比
較
，
除

了
仍
然
保
持
了
前
述
的
相
同
之
處
，
我
們

對
他
立
軸
的
構
圖
方
式
有
較
多
的
認
識
。

尤
其
是
第
八
、
第
十
六
、
第
十
八
等
三

幅
，
其
下
半
圖
近
景
和
中
景
的
結
構
與
處

理
手
法
和
此
幅
是
完
全
一
致
的
：
都
是
近

岸
向
右
伸
展
，
上
有
雜
樹
，
而
雜
樹
中
常

有
一
株
斜
伸
的
柳
樹
或
枯
枝
，
然
後
又
從

畫
面
右
方
向
左
伸
出
一
峰
，
如
此
一
左
一

右
，
形
成
﹁
之
﹂
字
型
的
河
谷
，
在
樹
梢

和
樹
叢
中
，
時
而
點
綴
一
些
村
舍
。
其
構

圖
的
形
式
變
化
，
主
要
是
取
決
於
畫
面
的

上
半
幅
的
山
勢
。

因
此
，
這
些
臨
本
黃
公
望
的
作
品
，

證
實
了
︿
九
珠
峰
翠
﹀
為
黃
公
望
的
主
軸

構
圖
；
相
反
的
，
也
由
於
︿
九
珠
峰
翠
﹀

的
存
在
，
解
釋
了
︽
小
中
現
大
︾
冊
中
的

臨
本
黃
公
望
立
軸
，
都
是
有
其
相
當
可
靠

的
原
蹟
存
在
的
。
因
而
使
我
們
對
黃
公
望

圖七　傳董其昌〈小中現大〉冊　第十二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傳董其昌〈小中現大〉冊　第十三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九　 傳董其昌〈小中現大〉冊　第十六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傳董其昌〈小中現大〉冊　第十八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
，
也
常
包
括
﹁
有
據
的
臨
本
﹂
或
﹁
仿

本
﹂
存
在
其
間
。
雖
然
大
部
分
這
一
類
的

作
品
水
準
不
高
，
但
是
只
要
我
們
作
有
系

的
立
軸
畫
樣
式
，
有
了
較
大
幅
度
的
認

識
。

此
外
，
在
其
他
傳
世
的
黃
公
望
偽
蹟

統
的
發
掘
和
整
理
，
以
及
作
適
當
程
度
的

利
用
，
可
以
幫
助
我
們
對
這
一
畫
家
及
其

失
傳
作
品
的
了
解
。
以
下
就
是
我
在
此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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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則
下
，
在
故
宮
所
收
藏
的
偽
黃
公
望
畫

蹟
中
選
出
的
兩
幅
：
一
是
︿
層
岩
曲
澗
﹀

︵
圖
十
一
︶
，
一
是
︿
巖
壑
幽
居
﹀
︵
圖

十
二
︶
。

這
兩
幅
畫
的
構
圖
和
識
語
都
大
同

小
異
、
年
份
相
同
，
都
題
為
至
正
九
年

︵
一
三
四
九
︶
畫
贈
孫
元
璘
的
作
品
。
在

︽
式
古
堂
畫
考
︾
卷
十
八
亦
著
錄
有
﹁
大

癡
道
人
贈
孫
元
璘
畫
﹂
，
畫
上
題
：
﹁
至

正
九
年
歲
在
己
丑
秋
孟
，
大
癡
道
人
為
孫

元
璘
作
，
時
年
八
十
一
。
﹂
，
正
和
︿
巖

壑
幽
居
﹀
所
題
完
全
相
同
。
著
錄
再
加
上

畫
蹟
，
使
我
們
可
以
相
信
黃
公
望
的
確
曾

經
畫
過
這
樣
的
一
幅
作
品
傳
世
；
而
其
原

蹟
的
構
圖
，
定
與
︿
層
岩
曲
澗
﹀
、
︿
巖

壑
幽
居
﹀
兩
圖
大
同
小
異
。
因
此
，
這
兩

圖
的
祖
本
必
定
與
︿
九
珠
圖
﹀
來
自
同
一

作
者
。因

為
有
︿
九
珠
圖
﹀
以
及
︽
小
中
現

大
︾
冊
等
其
他
的
忠
實
臨
本
，
使
我
們
能

通
過
比
較
而
了
解
︿
層
岩
曲
澗
﹀
這
一
類

的
偽
作
和
黃
公
望
的
原
作
之
間
有
什
麼
關

係
。
相
反
地
，
也
因
為
能
和
這
一
類
有
相

當
根
據
的
臨
摹
本
︵
包
括
有
據
的
偽
蹟
︶

互
相
比
較
，
而
使
我
們
更
能
接
受
︿
九
珠

圖
﹀
為
黃
公
望
真
蹟
。

〈
九
珠
峰
翠
〉
及
其
後
期
臨
仿
本

本
節
，
我
們
將
專
論
直
接
源
自
︿
九

珠
峰
翠
﹀
的
後
期
臨
仿
本
。
這
些
仿
本
，

莊
先
生
在
古
畫
討
論
會
的
論
文
裡
都
曾
討

論
過
。

上
海
博
物
館
傳
黃
公
望
的〈

秋
山
幽
居
圖〉

（
圖
十
三
）

圖十一　（傳）黃公望　層岩曲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十二　（ 傳）黃公望　巖壑幽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三　傳黃公望　秋山幽居圖　上海博物館藏

此
畫
與
︿
九
珠
峰
翠
﹀
圖
的
右
半

結
構
全
同
，
所
以
這
兩
圖
必
有
其
直
接
或

間
接
的
關
係
。
此
畫
為
絹
本
，
高
七
四
．

九
公
分
，
較
︿
九
珠
圖
﹀
︵
高
七
九
．
六

公
分
︶
略
短
；
但
此
畫
下
方
坡
石
逼
近
底

邊
，
如
果
增
加
五
公
分
的
空
白
水
面
，
則

二
畫
的
畫
面
比
例
更
為
接
近
，
畫
的
尺
寸

也
就
更
相
似
。
此
畫
上
有
款
字
：
﹁
至
元

戊
寅
九
月
︵
一
三
三
八
︶
，
一
峰
道
人
為

貞
居
畫
﹂
；
又
在
倪
瓚
題
跋
中
也
說
明
了

這
是
大
癡
畫
，
所
以
要
研
究
這
兩
畫
之
間

究
竟
有
什
麼
關
係
。

上
博
這
一
幅
畫
，
從
書
畫
本
身
的
品

質
來
說
，
是
有
相
當
水
準
的
，
並
不
是
一

幅
開
門
見
山
的
偽
作
。
尤
其
是
倪
瓚
的
題

字
，
與
他
的
真
蹟
可
以
說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接
近
。
以
下
先
討
論
本
畫
的
直
接
證
據
，

即
黃
公
望
的
畫
與
題
字
，
然
後
再
討
論
倪

跋
的
真
偽
問
題
。

我
們
試
把
上
博
的
︿
秋
山
幽
居
﹀

和
︿
九
珠
峰
翠
﹀
，
同
時
與
︿
富
春
山
居

圖
﹀
卷
作
一
個
比
較
，
看
看
哪
一
圖
與

︿
富
春
卷
﹀
更
接
近
。
如
前
所
述
，
︿
九

珠
峰
翠
﹀
與
︿
富
春
卷
﹀
同
出
一
手
，
現

在
將
這
三
圖
相
比
較
，
便
使
這
個
結
論
更

明
確
。
因
為
︿
秋
山
幽
居
﹀
在
用
筆
上
比

較
僵
直
，
特
別
是
在
樹
幹
和
樹
枝
上
可
以

看
得
很
明
顯
，
︿
九
珠
峰
翠
﹀
與
︿
富
春

卷
﹀
的
用
筆
都
是
扭
曲
生
動
，
每
根
線
條

都
是
活
的
。
︿
秋
山
幽
居
﹀
的
披
麻
皴
也

太
過
規
律
、
機
械
化
，
不
但
沒
有
其
他
兩

圖
中
的
線
條
的
筆
勢
，
表
現
出
來
的
山
也

是
平
板
而
失
去
了
立
體
感
。

再
比
較
︿
九
珠
圖
﹀
和
︿
秋
山
幽

居
﹀
，
前
者
所
見
樹
梢
上
方
有
一
層
平

台
、
後
方
又
有
山
壁
，
這
些
母
題
在
後
者

中
成
了
奇
形
怪
狀
不
自
然
的
懸
崖
，
而
且

前
後
不
分
，
都
粘
在
一
起
了
。
再
向
上
方

看
，
︿
九
珠
圖
﹀
那
一
列
礬
頭
、
碎
石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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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的
山
峰
和
山
谷
，
凹
凸
陰
陽
之
感
相
當

分
明
，
但
在
︿
秋
山
幽
居
﹀
中
只
是
一
片

沒
有
起
伏
的
結
組
。
此
外
，
︿
秋
山
幽

居
﹀
前
景
中
的
樹
叢
和
上
述
平
台
、
懸
崖

間
的
空
間
層
次
非
常
模
糊
，
並
沒
有
交
代

清
楚
。
︿
九
珠
圖
﹀
則
不
然
，
試
看
右
下

角
從
畫
幅
外
面
斜
伸
進
來
穿
過
樹
林
的
小

徑
，
到
達
村
舍
後
，
先
有
左
方
伸
來
的
斜

坡
，
斜
坡
雖
是
在
樹
林
之
後
，
交
代
還
是

很
清
楚
。
然
後
，
就
見
到
披
麻
皴
所
畫
右

方
斜
下
的
那
半
座
山
，
再
後
方
才
是
平
台

和
懸
崖
。
各
種
物
象
的
層
次
分
明
，
絲
毫

不
渾
。
︿
秋
山
幽
居
﹀
沒
有
把
板
橋
上
方

的
斜
坡
伸
進
樹
林
，
因
此
減
少
了
空
間

感
，
而
且
層
次
不
分
明
。
其
平
台
上
方
那

一
列
礬
頭
組
成
的
山
頭
，
均
勻
地
散
佈
著

一
些
裝
飾
性
苔
點
。
背
景
部
分
，
畫
面
右

上
角
的
山
谷
中
，
︿
九
珠
峰
翠
﹀
以
三
層

芝
狀
的
雲
朵
區
隔
出
二
、
三
層
的
遠
山
。

芝
狀
雲
的
造
型
，
以
及
最
遠
一
層
雲
朵
的

勾
勒
法
，
是
從
米
友
仁
和
高
克
恭
而
來
，

這
種
畫
法
一
直
保
留
在
元
末
明
初
的
畫
家

林
卷
阿
的
畫
中
。
可
是
，
在
︿
秋
山
幽

居
﹀
中
，
只
見
二
層
渲
染
出
來
的
平
板
薄

雲
。
以
上
種
種
，
都
顯
示
︿
秋
山
幽
居
﹀

不
是
一
幅
元
代
黃
公
望
的
真
蹟
，
其
中
失

去
了
原
作
應
有
的
結
構
和
早
期
的
畫
法
，

又
在
無
意
中
被
加
進
了
晚
期
裝
飾
性
的
苔

點
。

這
一
個
結
論
，
還
可
以
由
仔
細
比
較

黃
公
望
的
字
蹟
來
支
持
。
雖
然
︿
秋
山
幽

居
﹀
的
題
字
︵
圖
十
四
︶
比
︿
富
春
卷
﹀

︵
見
本
刊
頁
二
六
︶
和
︿
題
曹
雲
西
群
山

雪
霽
﹀
要
早
十
二
年
，
但
是
同
樣
作
為
老

年
黃
公
望
的
書
蹟
，
三
者
之
間
應
該
還
要

保
持
一
定
程
度
的
用
筆
和
結
體
的
一
貫

性
。

︿
秋
山
幽
居
﹀
的
結
字
比
較
平
正
，

用
筆
全
是
中
鋒
，
筆
劃
粗
細
均
勻
而
圓

渾
，
上
下
字
距
較
大
。
其
他
二
本
所
見
字

的
間
架
較
斜
，
用
筆
不
全
是
中
鋒
，
筆
劃

之
間
的
輕
重
粗
細
變
化
較
多
，
轉
折
處
較

方
，
用
筆
比
較
扁
，
上
下
字
距
較
緊
。
試

挑
若
干
字
來
比
較
，
如
﹁
人
﹂
字
，
則

︿
秋
山
幽
居
﹀
所
見
捺
筆
較
圓
，
頓
筆
不

顯
；
其
他
二
本
用
筆
較
方
，
頓
筆
明
顯
。

以
此
為
準
再
看
其
它
的
捺
筆
，
莫
不
如

此
。
又
如
﹁
月
﹂
、
﹁
青
﹂
字
，
﹁
月
﹂

字
折
肩
部
在
︿
秋
山
幽
居
﹀
中
較
圓
而
不

露
肩
。
其
他
二
本
所
見
，
則
肩
部
甚
突
、

圖十四　元　黃公望題〈秋山幽居〉  上海博物館藏圖十五　元　倪瓚　竹樹野石　作者自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轉
折
較
銳
，
其
豎
畫
都
往
字
塊
左
方
挺

進
、
略
成
背
勢
。
這
個
特
徵
不
但
在
黃
公

望
的
書
法
中
時
常
出
現
，
而
且
也
出
現
在

許
多
元
末
的
書
作
中
。
︿
秋
山
幽
居
﹀
的

題
字
卻
沒
有
該
特
徵
，
所
以
不
是
黃
公
望

的
真
蹟
。

最
後
再
討
論
倪
瓚
的
題
跋
與
其
書

法
。
此
題
字
形
闊
扁
，
筆
劃
間
多
提
頓
和

粗
細
輕
重
變
化
。
其
紀
年
為
至
正
己
亥

︵
一
三
五
九
︶
，
卻
不
符
合
倪
瓚
存
世
真
蹟

所
見
一
三
五
九
年
前
後
的
書
風
，
而
屬
於

一
三
六
八
年
以
後
的
風
格
。
舉
例
如
下
：

一
三
五
四
︿
松
林
亭
子
﹀
︵
故
宮 

︽
故
宮
書
畫
圖
錄
︾
四
冊
，
頁
二
七
七
︶

一
三
五
七 

︿
竹
石
喬
柯
﹀
︵
上
海
博

物
館
︶一

三
六
三
︿
竹
樹
野
石
﹀
︵
圖

十
五
︶
，
︵
故
宮
︽
故
宮
書
畫
圖
錄
︾
四

冊
，
頁
二
八
一
︶

一
三
六
三
︿
江
岸
望
山
﹀ 

︵
故
宮

︽
故
宮
書
畫
圖
錄
︾
四
冊
，
頁
二
七
九
︶

一
三
六
五
︿
江
樹
遙
岑
﹀
︵
故
宮

︽
故
宮
書
畫
圖
錄
︾
四
冊
，
頁
三○

九
︶

一
三
六
八
︿
雨
後
空
林
﹀
︵
故
宮

︽
故
宮
書
畫
圖
錄
︾
四
冊
，
頁
二
八
九
︶

一
三
七
一
︿
小
山
竹
樹
﹀
︵
故
宮 

︽
元
四
大
家
︾
，
頁
五
六
︶

一
三
七
二
題
一
三
五
五
年
作
︵
江

亭
山
色
︶
︵
故
宮
︽
故
宮
書
畫
圖
錄
︾
四

冊
，
頁
二
九
七
︶

一

三

七

四

︿

容

膝

齋

﹀

︵

圖

十
六
︶
，
︵
故
宮
︽
故
宮
書
畫
圖
錄
︾
四

冊
，
頁
三○

一
︶

一
三
七
四
︿
修
竹
圖
軸
﹀
︵
故
宮

︽
故
宮
書
畫
圖
錄
︾
四
冊
，
頁
三
一
一
︶

排
列
倪
瓚
的
紀
年
書
蹟
來
看
，
他

圖十六　元　倪瓚　容膝齋　作者題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的
書
法
在
較
早
期
，
字
形
結
體
較
長
而

窄
，
直
到
一
三
六
五
前
後
，
其
字
形
才
趨

濶
扁
。
用
筆
方
面
，
早
期
筆
劃
的
粗
細
輕

重
較
為
均
勻
，
大
約
也
要
到
一
三
六
五
左

右
，
其
粗
細
輕
重
漸
趨
顯
著
。
如
果
不

依
此
題
的
紀
年
，
只
按
書
風
排
列
的
話
，

應
當
放
在
一
三
六
八
︿
雨
後
空
林
﹀
的
前

後
，
而
不
可
能
早
到
一
三
五
九
的
，
因
為

上
舉
的
一
三
五
七
及
一
三
六
三
的
三
幅
字

蹟
仍
是
偏
於
窄
長
的
造
型
。

其
次
是
此
題
的
落
款
為
﹁
懶
瓚
﹂
，

而
存
世
紀
年
畫
蹟
款
署
懶
瓚
者
，
只
見

一
三
七
三
年
的
︿
獅
子
林
圖
﹀
︵
此
圖
非

真
，
但
為
有
據
之
臨
本
︶
及
一
三
七
四
年

的
︿
修
竹
圖
軸
﹀
︵
故
宮
， 

︽
故
宮
季

刊
︾
一
卷
三
期
，
王
季
遷
，
︿
倪
雲
林
的

畫
﹀ccw

 Pl. 19

︶
；
此
外
在
一
未
紀
年
的

︿
竹
枝
卷
﹀
︵
見
︽
中
國
名
畫
家
叢
書
︾

倪
瓚
圖
片
︶
，
其
自
題
云
：

﹁
老
懶
無
悰
，
筆
老
手
倦
，
畫
止
乎

此
，
倘
不
合
意
，
千
萬
勿
罪
！
懶
瓚
。
﹂

這
一
題
跋
，
隱
約
說
明
了
他
為
什
麼

自
號
為
﹁
懶
瓚
﹂
，
此
畫
王
季
遷
先
生
在

︿
倪
雲
林
的
畫
﹀
一
文
中
定
於
一
三
七○

年
左
右
。
綜
合
以
上
幾
則
，
可
能
說
明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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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很
晚
年
才
開
始
有
署
款
懶
瓚
的
習
慣
，

此
題
紀
年
既
早
在
一
三
五
九
，
也
說
明
此

題
不
是
真
蹟
，
而
是
由
一
個
熟
習
倪
瓚
晚

期
書
風
︵
即
其
標
準
書
風
︶
的
偽
作
者
所

作
。

綜
合
以
上
的
論
證
，
我
們
更
確
定
了

上
博
的
︿
秋
山
幽
居
圖
﹀
不
是
黃
公
望
的

真
蹟
。
由
於
它
與
︿
九
珠
峰
翠
﹀
之
間
的

距
離
，
是
否
為
其
直
接
臨
本
，
在
目
前
是

圖十七　 香港的半幅黃公望山水和圖十四傳黃公望〈秋山幽居圖〉（上海博物館）二圖合
成〈九珠峰翠〉全圖

圖十八　清　王時敏　浮嵐暖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不
容
易
決
定
的
。

香
港
的
半
幅
黃
公
望
山
水
（
圖
十
七
）

這
是
莊
先
生
在
香
港
發
現
的
，
以
前

是
張
鼎
臣
的
收
藏
。
此
畫
構
圖
與
︿
九
珠

峰
翠
﹀
的
左
半
幅
相
同
，
故
必
與
︿
九
珠

峰
翠
﹀
有
直
接
或
間
接
的
關
係
。
此
圖
為

紙
本
，
筆
墨
既
不
類
絹
本
的
上
博
本
，
品

質
又
遠
遜
，
故
與
上
博
本
的
關
係
，
既
非

由
同
一
本
分
裂
，
更
非
同
出
一
手
。
這
一

點
亦
已
由
莊
先
生
說
明
了
。

此
畫
上
有
黃
公
望
的
題
識
：
﹁
至

正
九
年
春
二
月
大
癡
作
﹂
。
又
有
鄭
洪
題

詩
，
從
模
糊
的
印
本
上
還
可
以
讀
出
第
一

句
是
：
﹁
二
十
年
前
識
大
癡
﹂
，
可
以
知

道
他
是
黃
氏
的
老
友
。
所
以
筆
者
也
同
意

莊
先
生
的
結
論
，
認
為
上
博
本
與
香
港
本

都
是
摹
本
。
雖
然
圖
版
模
糊
，
還
可
以
看

出
其
畫
之
品
質
又
遠
不
及
上
博
本
。
如
近

景
叢
樹
主
幹
用
筆
均
光
直
呆
板
；
中
景
山

石
造
型
方
折
不
自
然
；
畫
左
村
舍
上
方
的

山
，
像
魚
鱗
片
也
像
蝦
背
，
太
規
律
笨

拙
；
這
些
都
說
明
臨
摹
的
人
水
準
不
高
所

致
。

王
時
敏
的〈

浮
嵐
暖
翠〉

（
圖
十
八
）

故
宮
收
藏
的
這
一
幅
王
時
敏
，
他
自

題
為
﹁
仿
黃
子
久
浮
嵐
暖
翠
﹂
，
可
是
不

管
圖
名
，
全
畫
構
圖
與
︿
九
珠
峰
翠
﹀
之

間
的
關
係
，
誠
如
莊
先
生
所
云
：

儘
管
其
畫
題
各
異
，
樹
石
分
佈
也
有

所
不
同
，
但
可
見
出
這
兩
幅
畫
的
構
圖
基

本
類
似
。

然
而
這
兩
幅
極
相
類
似
的
構
圖
之

間
，
究
竟
是
什
麼
樣
的
一
種
因
果
關
係
，

筆
者
認
為
有
兩
種
可
能
：

一
是
王
時
敏
本
直
接
出
於
︿
九
珠

圖
﹀
；
但
不
是
對
臨
本
，
而
是
王
時
敏
看

到
這
一
真
蹟
之
後
，
根
據
草
稿
再
創
造
而

成
，
所
以
他
只
說
仿
其
筆
意
。
至
於
他
為

什
麼
稱
此
圖
為
︿
浮
嵐
暖
翠
﹀
，
那
只
是

因
為
這
是
黃
公
望
的
名
蹟
，
而
且
畫
面
與

此
相
稱
，
於
是
就
隨
意
用
上
的
。
這
種
情

形
在
清
初
實
在
很
普
遍
，
不
必
當
真
。

換
一
個
角
度
來
看
，
如
果
王
時
敏
的

確
是
根
據
黃
公
望
的
︿
浮
嵐
暖
翠
﹀
圖
，

那
麼
這
未
嘗
不
可
以
是
此
圖
的
臨
仿
本
，

而
與
︿
九
珠
圖
﹀
並
沒
有
直
接
的
關
係
。

至
於
這
兩
圖
的
構
圖
為
何
如
此
相
類
，

只
是
因
為
本
來
就
出
於
同
一
個
畫
家
的
經

營
，
大
同
小
異
是
每
個
畫
家
所
不
能
避
免

的
。

以
上
兩
圖
：
上
博
本
和
香
港
本
的
兩

幅
半
幅
山
水
，
是
出
於
不
同
時
期
不
同
作

者
根
據
︿
九
珠
峰
翠
﹀
或
其
臨
本
所
成
的

偽
作
；
王
時
敏
本
是
以
一
個
名
畫
家
的
身

分
仿
黃
公
望
的
︿
九
珠
峰
翠
﹀
或
其
近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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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品
而
自
己
署
款
的
作
品
。
這
些
作
品
，

在
我
們
研
究
︿
九
珠
圖
﹀
時
，
都
不
但
正

面
地
支
持
了
黃
公
望
的
確
曾
經
有
過
這
樣

的
一
件
作
品
，
而
且
由
於
此
圖
之
存
在
，

輕
易
地
解
釋
了
那
些
後
代
的
臨
仿
本
或

偽
作
。
反
過
來
說
，
我
們
很
慶
幸
這
一
幅

︿
九
珠
峰
翠
﹀
，
因
為
有
這
些
臨
仿
本
或

偽
作
可
以
比
較
，
使
我
們
更
肯
定
了
︿
九

珠
峰
翠
﹀
為
黃
公
望
的
真
蹟
。

〈
九
珠
峰
翠
〉
與
清
初
的
黃
公
望
畫
風

除
了
上
述
王
時
敏
的
︿
浮
嵐
暖
翠
﹀

之
外
，
在
清
初
許
多
仿
黃
公
望
的
作
品

中
，
我
們
都
可
以
看
出
它
們
與
︿
九
珠
峰

翠
﹀
的
關
係
。
譬
如
說
王
時
敏
︿
仿
黃
公

望
浮
嵐
暖
翠
﹀
、
王
鑑
︿
仿
黃
公
望
煙
浮

遠
岫
圖
﹀
︵
圖
十
九
︶
、
王
翬
以
及
王
原

祁
仿
黃
公
望
的
許
多
作
品
不
論
是
在
基
本

結
構
上
，
樹
石
的
形
態
和
筆
法
上
，
都
與

︽
小
中
現
大
冊
︾
中
的
黃
公
望
以
及
︿
九

珠
峰
翠
﹀
極
相
類
似
，
也
就
是
說
這
些
清

初
的
大
家
們
所
根
據
的
黃
公
望
真
蹟
，
或

者
是
他
們
心
目
中
的
黃
氏
畫
風
，
應
該
是

與
︿
九
珠
圖
﹀
在
大
同
小
異
之
間
。
而
這

些
在
距
今
三
百
多
年
前
的
畫
家
們
，
比
我

們
有
較
多
的
機
會
看
到
一
些
今
已
不
存
在

的
黃
氏
立
軸
畫
蹟
，
所
以
他
們
所
模
仿
的

作
品
必
然
可
以
幫
助
我
們
對
古
畫
家
的
認

識
。
同
時
，
只
有
由
於
︿
九
珠
圖
﹀
的
存

在
，
才
說
明
了
清
初
的
黃
公
望
畫
風
。
這

一
點
，
︿
富
春
山
居
﹀
卷
的
說
明
力
是
及

不
上
的
。

從
畫
上
的
題
跋
印
章
以
及
此
畫
的
流
傳

來
證
明元

明
時
代
的
文
人
畫
，
大
多
有
畫
家

或
同
時
人
的
題
字
。
對
于
這
樣
的
作
品
，

給
我
們
增
加
了
另
一
個
鑑
別
的
憑
據
，
也

因
此
使
我
們
鑑
別
的
結
果
，
增
加
了
一
倍

的
精
確
度
。

在
︿
九
珠
峰
翠
﹀
圖
的
同
一
幅
綾

上
，
有
兩
則
元
人
題
跋
：
一
是
畫
面
中
央

上
方
的
楊
維
禎
︵
一
二
九
六∼

一
三
七

○

︶
，
一
是
右
上
角
的
王
逢
︵
一
三
一
九

∼

一
三
八
八
︶
，
這
兩
人
與
本
畫
作
者
黃

公
望
︵
一
二
六
九∼

一
三
五
四
︶
在
時
間

上
都
是
先
後
並
世
的
。
其
年
齡
差
異
最
大

雖
有
五
十
歲
，
但
三
人
去
世
的
時
間
，
相

差
最
久
不
過
三
十
四
年
。
最
年
長
的
黃
公

圖二十　張樞　次楊維禎原韻詩　東京國立博物館

圖十九　清　王鑑　仿黃公望煙浮遠岫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望
去
世
時
，
楊
維
禎
已
經
五
十
九
歲
，
王

逢
也
已
經
有
三
十
六
歲
。
所
以
這
兩
人
的

題
跋
如
果
是
真
的
，
那
麼
不
但
此
畫
的
年

代
已
經
夠
得
上
黃
公
望
的
時
代
；
而
且
由

于
王
逢
的
題
跋
中
將
此
無
款
畫
明
說
是

﹁
大
癡
尊
師
﹂
的
畫
，
雖
然
題
跋
本
是
次

要
證
據
，
但
其
在
鑑
別
此
畫
的
過
程
上
，

由
於
是
直
接
題
在
畫
幅
上
，
而
不
是
在
拼

接
的
紙
絹
上
，
也
可
以
變
成
主
要
的
關

鍵
。
此
外
，
本
文
也
將
進
一
步
研
討
本
畫

印
章
及
此
畫
的
著
錄
，
也
將
有
助
於
對
此

畫
的
肯
定
。

關
於
王
逢
題
跋
中
的
草
玄
道
人

黃
公
望
︿
九
珠
峰
翠
﹀
圖
右
上
角
有

王
逢
題
詩
，
他
在
詩
後
說
﹁
為
草
玄
道
人

題
大
癡
尊
師
畫
﹂
，
說
明
了
他
是
為
草
玄

道
人
題
黃
公
望
的
畫
，
可
見
此
畫
至
少
在

當
時
是
為
這
個
草
玄
道
人
收
藏
的
。
但
這

個
草
玄
道
人
究
竟
是
誰
？
他
和
畫
家
的
關

係
如
何
？
如
果
我
們
能
解
決
這
一
點
，
對

此
畫
就
會
多
了
一
層
了
解
。

在
李
霖
燦
先
生
的
文
章
裡
，
亦
曾
討

論
草
玄
道
人
：

﹁
第
二
是⋯

，
王
逢
為
草
玄
道
人

︵
疑
即
為
左
下
角
﹁
造
玄
齋
﹂
、
﹁
造
玄

道
人
﹂
︶
的
題
字⋯

。
﹂
︵
︽
大
陸
雜

誌
︾
三
十
一
卷
十
一
期
，
頁
五
︶

但
是
，
﹁
造
玄
道
人
﹂
並
不
是
王
逢

的
友
人
﹁
草
玄
道
人
﹂
︵
見
後
文
印
章
的

討
論
︶
。
實
際
上
，
草
玄
道
人
者
就
是
楊

維
禎
。
楊
氏
的
字
號
不
少
，
例
如
︽
中
國

歷
代
書
畫
篆
刻
家
字
號
索
引
︾
下
冊
八
六

○

頁
，
楊
氏
名
下
列
有
：

﹁
八
十
不
再
嫁
老
婦
、
東
維
子
、
抱

朴
遺
叟
、
抱
遺
老
人
、
梅
花
道
人
、
湖
山

風
月
福
人
、
廉
夫
、
鐵
心
道
人
、
鐵
冠
道

人
、
鐵
崖
、
鐵
笛
子
、
鐵
笛
道
人
。
﹂

卻
沒
有
﹁
草
玄
道
人
﹂
；
在
宋
濂
、

朱
彝
尊
等
所
撰
的
楊
氏
傳
中
均
未
述
及
此

別
號
。
不
過
以
下
的
舉
證
可
以
證
明
﹁
草

玄
道
人
﹂
是
楊
維
禎
的
別
號
：

一
是
在
王
逢
的
︽
梧
溪
集
︾
中
，
有

王
逢
為
楊
維
禎
作
﹁
楊
女
貞
為
鐵
崖
提
學

作
﹂
一
首
，
中
有
句
云
：
﹁
草
玄
閣
上
琴

尊
暇
，
授
簡
叨
為
女
史
評
。
﹂

一
是
貝
瓊
的
︿
楊
鐵
崖
先
生
傳
﹀

﹁⋯

家
隱
三
吳
，
屢
遷
其
居
，
有
曰
草
玄

閣
，
曰
藉
景
軒
，
曰
柱
頰
樓⋯

。
﹂

一
是
墨
跡
資
料
，
為
前
日
本
高
島
菊

次
郎
收
藏
的
︿
次
楊
維
禎
原
韻
詩
﹀
冊
，

其
中
張
樞
詩
有
小
引
云
：
﹁
鐵
崖
先
生
落

成
草
玄
臺
，
是
日
宴
集
，
先
生
有
詩
，
遂

次
韻⋯

癸
卯
清
明
後
五
日⋯

。
﹂
︵
圖

二
十
︶可

見
楊
氏
在
癸
卯
︵
一
三
六
三
年
︶

六
十
八
歲
的
時
候
新
築
草
玄
臺
，
並
有
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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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二　元　楊維禎 　歲寒圖自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十三　元　楊維禎題鄒復雷〈春消息卷〉　局部　弗利爾美術館藏

圖二十一　元　楊維禎　題黃公望〈九珠峰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集
。
在
十
八
人
的
次
韻
詩
中
，
有
十
人
題

到
草
玄
閣
或
草
玄
臺
。
因
此
，
我
們
知
道

楊
氏
在
晚
年
又
增
加
多
了
一
個
齋
名
，
他

既
有
﹁
鐵
笛
道
人
﹂
的
號
在
先
，
則
楊
維

禎
自
稱
或
被
稱
為
﹁
草
玄
道
人
﹂
也
是
情

理
中
事
了
。

楊
維
禎
的
題
跋

既
已
證
明
了
﹁
草
玄
道
人
﹂
就
是
楊

維
禎
，
那
麼
此
圖
至
少
曾
為
楊
氏
收
藏
，

或
者
黃
公
望
就
是
為
楊
氏
畫
的
。
王
逢
也

是
由
楊
維
禎
請
他
題
的
。
二
題
之
中
，
楊

氏
年
長
，
故
先
討
論
楊
題
。
楊
氏
題
詩
及

印
文
如
下
：

﹁
九
珠
峰
翠
接
雲
間
，
無
數
人
家
住

碧
灣
。
老
子
嬉
春
三
日
醉
，
夢
迴
疑
對
鐵

崖
山
。
鐵
篴
﹂
︵
圖
二
十
一
︶

款
下
鈐
：
﹁
楊
維
禎
印
﹂
、
﹁
鐵
笛

道
人
﹂
二
印
。

楊
維
禎
︵
一
二
九
六∼

一
三
七○

︶

是
黃
公
望
的
忘
年
交
，
頗
多
往
來
，
﹁
鐵

崖
山
﹂
是
楊
氏
早
年
讀
書
之
處
。
關
于
楊

氏
書
法
的
討
論
，
在
拙
作
︿
一
幅
楊
維
禎

的
山
水
畫
﹀
︵
︽
故
宮
英
文
雙
月
刊
︾
八

卷
四
期
︶
及
︿
馬
琬
畫
楊
維
禎
題
的
春
水

樓
船
圖
﹀
一
文
︵
︽
故
宮
季
刊
︾
七
卷
三

期
︶
中
曾
有
較
詳
的
討
論
。
大
致
說
來
，

楊
氏
書
風
有
奇
崛
的
氣
格
，
有
章
草
的
筆

法
，
字
裡
行
間
多
輕
重
粗
細
的
變
化
，
其

書
法
來
源
與
趙
孟
頫
、
張
雨
等
都
有
關

係
，
此
外
行
草
的
章
法
，
可
能
有
唐
懷
素

的
影
響
。

楊
氏
此
書
，
筆
法
流
暢
，
轉
折
自

然
，
筆
鋒
帶
出
的
游
絲
在
筆
劃
間
，
上
下

字
間
，
若
有
若
無
地
非
常
自
在
，
絕
對
不

是
描
摹
所
能
做
得
到
的
。
比
較
起
楊
氏
的

其
他
書
法
，
此
書
用
筆
比
較
平
整
，
行

氣
亦
較
他
書
為
顯
著
，
上
下
字
的
間
隔
較

緊
，
但
︿
張
氏
通
波
阡
表
﹀
的
章
法
也
與

此
近
似
。
而
且
此
書
用
筆
的
粗
細
輕
重
，

加
上
許
多
捺
筆
的
章
草
法
，
是
合
於
楊
氏

書
法
的
通
性
的
。
又
如
第
一
行
﹁
雲
﹂
字

的
草
法
與
他
︿
歲
寒
圖
﹀
︵
圖
二
十
二
︶

的
題
字
相
同
，
﹁
翠
﹂
字
與
﹁
夢
﹂
字

都
跟
題
鄒
復
雷
︿
春
消
息
卷
﹀
︵
圖

二
十
三
︶
相
同
，
至
於
﹁
鐵
﹂
與
﹁
鐵

篴
﹂
兩
字
更
是
到
處
可
以
找
到
比
較
的
實

例
，
是
無
可
懷
疑
的
楊
氏
真
蹟
佳
作
。

王
逢
題
跋
為
真
蹟
及
其
重
要
性

由
於
︿
九
珠
峰
翠
﹀
圖
沒
有
作
者
的

款
印
，
而
王
逢
的
題
跋
說
明
這
是
﹁
大
癡

尊
師
﹂
畫
：
﹁
層
巒
疊
嶂
青
嵷
巃
，
深
塢

微
露
儒
人
宮
；
晴
霏
裔
裔
吹
不
斷
，
下
覆

春
水
光
溟
濛
；
誰
家
相
對
緣
溪
住
，
石
梯

蛇
折
黃
華
路
；
何
當
著
我
沙
棠
舟
。
放
歌

圖二十四　元　王逢　題黃公望〈九珠峰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流
下
前
灘
去
。
梧
溪
王
逢
為
草
玄
道
人
題

大
癡
尊
師
畫
。
﹂
︵
圖
二
十
四
︶

款
下
有
三
印
：
﹁
王
原
吉
氏
﹂
、

﹁
儉
德
堂
﹂
、
﹁
茂
林
修
竹
之
所
﹂
；
又

右
上
角
有
﹁
梧
下
生
﹂
，
右
下
角
有
﹁
席

冒
山
人
﹂
。
以
上
五
印
，
均
屬
王
氏
。

故
此
題
之
是
否
為
真
蹟
與
此
圖
是
否

為
黃
公
望
所
畫
有
極
密
切
的
關
係
。
王
逢

︵
一
三
一
九∼

一
三
八
八
︶
字
原
吉
，
自

稱
席
帽
山
人
。
江
陰
人
。
少
時
學
詩
於
陳

漢
卿
，
得
虞
集
之
傳
，
才
氣
宏
敞
而
不
失

嚴
謹
。
著
有
︽
梧
溪
集
︾
七
卷
。
至
正
中

作
︿
清
河
頌
﹀
，
臺
臣
薦
之
，
稱
疾
辭
。

洪
武
中
，
以
文
字
徵
，
堅
臥
不
起
。
隱
於

上
海
之
烏
涇
，
歌
詠
自
適
。

先
看
此
題
本
身
的
書
法
，
雖
然
他
與

楊
氏
是
友
人
，
然
個
人
風
格
完
全
不
同
，

書
字
較
小
而
且
輕
重
變
化
較
少
。
但
細
看

其
用
筆
轉
折
非
常
純
熟
，
絕
無
滯
礙
，
絕

不
像
是
臨
本
。
況
其
用
筆
結
體
不
但
有
相

當
的
水
準
，
而
且
很
顯
著
地
合
於
一
般
元

末
人
的
書
風
。
卻
又
與
楊
氏
書
不
是
同
出

一
手
。由

於
王
逢
其
人
其
書
不
是
一
般
人
所

熟
悉
的
，
即
使
筆
者
在
研
究
之
初
也
是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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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五　元　王逢　書五言古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十六　元　王逢題宋人畫〈問喘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十七　元　王逢題朱德潤〈林下鳴琴〉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十八　元　王逢款印比較

此
。
後
來
又
在
故
宮
找
到
至
少
還
有
三
件

王
逢
的
書
蹟
可
以
比
較
：

一
、
︿
元
明
人
詞
翰
卷
﹀
中
的
王
逢

︿
書
五
言
古
詩
﹀
︵
圖
二
十
五
︶

二
、
題
宋
人
畫
︿
問
喘
圖
﹀
︵
圖

二
十
六
︶

三
、
題
元
朱
德
潤
︿
林
下
鳴
琴
軸
﹀

︵
圖
二
十
七
︶

 

將
這
三
件
與
題
︿
九
珠
峰
翠
﹀
同
時

比
較
，
很
容
易
就
看
出
這
四
件
都
是
同
一

個
人
寫
的
︵
圖
二
十
八
︶
。
各
幅
字
體
大

小
或
年
代
容
有
不
同
，
但
從
各
篇
神
氣
、

用
筆
，
特
別
是
名
款
﹁
梧
溪
王
逢
題
﹂
這

幾
個
字
，
以
及
﹁
王
原
吉
氏
﹂
、
﹁
儉
德

堂
﹂
、
﹁
茂
林
脩
竹
之
所
﹂
、
以
及
﹁
梧

下
生
﹂
這
幾
方
印
章
，
其
鈐
印
的
位
置
、

大
小
、
印
泥
，
都
可
以
看
出
是
屬
於
同
一

套
印
章
。
後
來
我
在
普
林
斯
頓
大
學
美
術

館
的
收
藏
中
，
又
見
到
王
逢
墨
蹟
冊
頁
，

書
法
、
題
跋
、
印
章
均
與
以
上
作
品
符

合
。

在
四
件
王
逢
書
法
中
，
其
字
體
大

小
、
行
氣
等
等
，
以
題
朱
德
潤
及
黃
公
望

這
二
幅
山
水
者
為
最
近
似
；
一
方
面
也
因

為
一
是
絹
一
是
綾
，
而
其
他
二
者
都
是
紙

本
的
關
係
；
此
外
也
可
能
是
時
間
相
近
。

題
黃
公
望
的
山
水
雖
無
紀
年
，
但
楊
維
禎

從
一
三
六
三
年
後
才
有
草
玄
道
人
的
號
，

且
題
於
楊
氏
在
世
之
後
，
故
可
肯
定
此
題

在
一
三
六
三
年
至
一
三
七○

年
間
。
他
題

朱
德
潤
的
山
水
最
後
一
句
為
﹁
朱
翁
在
天

吾
在
棷
﹂
，
故
當
在
一
三
六
五
年
朱
氏
卒

後
；
折
衷
二
者
，
可
能
都
是
在
一
三
六
八

年
前
後
。
至
於
這
兩
個
題
跋
，
除
了
款
印

可
以
很
容
易
看
出
相
同
之
外
，
二
者
均
有

﹁
人
﹂
、
﹁
不
﹂
、
﹁
下
﹂
三
字
，
其

造
型
用
筆
均
同
；
又
題
朱
畫
的
第
一
字

﹁
霜
﹂
字
，
與
題
黃
畫
第
二
行
的
﹁
露
﹂

字
及
第
三
行
的
﹁
相
﹂
字
也
可
以
比
證

為
同
出
一
手
。
至
於
他
題
宋
人
︿
問
喘

圖
﹀
，
說
明
他
﹁
時
年
六
十
有
四
﹂
，
則

當
為
一
三
八
二
年
的
作
品
，
從
第
一
行
看

已
經
有
元
末
明
初
的
章
草
作
風
，
但
比
較

其
他
幾
行
和
款
印
，
雖
然
字
體
較
大
，
但

用
筆
和
造
型
，
無
不
極
似
。
而
他
的
︿
五

言
古
詩
﹀
，
書
風
似
較
早
於
一
三
八
二
，

可
能
在
一
三
七
五
前
後
。
總
之
，
由
這
一

連
串
的
連
鎖
證
據
，
王
逢
題
︿
九
珠
峰

翠
﹀
及
其
他
三
件
都
是
可
以
肯
定
的
真

蹟
，
是
無
可
疑
惑
的
。

楊
維
禎
、
王
逢
和
黃
公
望
三
人
間
的
關
係

此
畫
之
所
以
定
為
黃
公
望
，
其
證
據

除
了
畫
風
的
現
身
說
法
之
外
，
是
因
為
王

逢
的
題
款
中
說
明
這
是
黃
公
望
的
畫
。

查
王
逢
題
此
畫
時
︵
一
三
六
三∼

一
三
七○

︶
，
雖
然
黃
公
望
已
經
下
世

︵
黃
氏
卒
於
一
三
五
四
︶
，
但
也
最
多
不

過
是
十
幾
年
的
時
間
，
而
且
中
間
還
多
了

一
層
楊
維
禎
的
關
係
。
黃
公
望
去
世
時
，

楊
氏
已
經
五
十
九
歲
，
難
道
楊
氏
還
會
認

錯
嗎
？
何
況
此
畫
大
有
可
能
就
是
黃
公
望

畫
了
送
給
楊
氏
的
。

再
者
，
王
逢
雖
較
黃
公
望
年
輕
五
十

歲
，
但
是
黃
公
望
去
世
時
王
逢
也
已
經

三
十
六
歲
，
而
且
兩
人
生
前
也
有
一
層
密

切
的
關
係
。
在
王
氏
︽
梧
溪
集
︾
卷
四
有

︿
黃
大
痴
山
水
﹀
一
首
，
有
句
云
：

﹁
十
年
不
見
黃
大
癡
，⋯

大
癡
與
我

忘
年
交⋯

大
癡
真
是
人
中
豪
。
﹂
︵
︽
梧

溪
集
︾
卷
四
頁
六
六
︶

可
見
他
們
之
間
也
不
是
泛
泛
之
交
。

有
這
麼
一
層
關
係
在
，
只
要
證
明
王
逢
的

題
字
是
真
蹟
，
也
該
足
夠
證
明
此
畫
是
真

蹟
了
。至

於
王
逢
雖
也
較
楊
氏
年
輕
廿
四

歲
，
但
從
王
氏
︽
梧
溪
集
︾
中
來
看
；
卷

一
有
︿
寄
楊
鐵
崖
司
令
﹀
、
︿
寄
楊
太

史
﹀
二
首
，
卷
三
有
︿
同
楊
鐵
崖
坐
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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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首
，
卷
四
有
︿
漪
南
堂
辭
﹀
小
引
中
述

及
楊
氏
，
又
有
︿
楊
女
貞
為
楊
鐵
崖
提
學

作
﹀
一
首
，
卷
五
有
︿
哀
尹
伯
奇
一
首
寄

楊
鐵
崖
﹀
，
其
序
中
云
：
﹁
鐵
崖
楊
先
生

嘗
擬
古
操
十
首
見
寄
，
且
徵
同
賦
，
逢
豈

敢
當
，
故
擬
哀
尹
伯
奇
一
首
答
之
。
﹂

︵
頁
一
︶
，
同
卷
︿
張
氏
通
波
阡
表
﹀
辭

的
序
中
也
述
及
楊
氏
所
作
的
︿
張
氏
通

波
阡
表
﹀
，
卷
六
有
︿
邊
至
愚
竹
雉
圖

歌
﹀
，
其
小
引
中
云
：

﹁
至
愚⋯

嘗
為
鐵
崖
提
學
寫
此
圖
，

後
至
愚
竟
以
不
屈
死
，
朝
廷
追
贈
南
台
管

勾
，
鐵
崖
既
序
其
事
，
復
徵
予
為
之
歌

曰
。
﹂
︵
頁
三
十
三
︶

可
見
兩
人
之
間
雖
也
有
年
齡
差
異
，

但
楊
氏
屢
徵
王
氏
唱
和
，
自
然
也
是
因
為

楊
氏
欣
賞
王
氏
的
才
情
文
學
的
關
係
；
所

以
此
處
楊
氏
請
王
逢
在
他
們
共
同
的
一
位

前
輩
朋
友
的
畫
上
題
詩
，
絕
不
是
很
偶
然

的
事
了
。

而
楊
氏
和
黃
公
望
的
關
係
，
應
該
較

之
王
逢
更
為
密
切
，
是
毫
無
疑
問
的
；
在

文
字
資
料
上
，
有
傳
世
著
名
的
黃
公
望
為

楊
氏
所
作
的
︿
鐵
崖
圖
﹀
︵
台
北
故
宮
藏

有
偽
本
，
圖
二
十
九
︶
。
據
︽
式
古
堂
畫

考
︾
有
至
正
十
年
︵
一
三
五○

︶
﹁
大
癡

為
廉
夫
畫
﹂
的
所
謂
︿
鐵
崖
圖
﹀
，
以
及

楊
氏
在
辛
丑
年
︵
一
三
六
一
︶
題
黃
大
癡

畫
等
。
故
不
論
︿
九
珠
峰
翠
﹀
圖
是
否
黃

公
望
為
楊
氏
所
畫
，
而
楊
氏
必
不
至
於
錯

認
黃
公
望
的
畫
是
可
以
肯
定
的
。

 

因
此
，
認
識
此
畫
上
的
楊
維
禎
和
王

逢
二
則
題
跋
之
為
真
蹟
，
對
於
肯
定
︿
九

珠
峰
翠
圖
﹀
為
黃
公
望
真
蹟
，
各
有
其
獨

立
的
證
據
價
值
。
二
者
交
証
，
更
是
鐵
證

如
山
。

從
印
章
和
著
錄
看
本
畫
的
流
傳
歷
史

印
章
和
著
錄
不
是
鑑
別
書
畫
的
主

要
依
據
，
但
多
一
份
研
究
，
我
們
就
對
該

畫
多
一
層
了
解
和
肯
定
。
以
下
是
從
收
藏

印
配
合
題
跋
和
著
錄
來
看
此
畫
的
流
傳
經

過
。

一
、
在
一
三
六○

年
前
後
，
此
畫
為

楊
維
禎
藏
並
題
。

二
、
在
一
三
六
三
年
至
一
三
七○

年

間
，
王
逢
為
楊
氏
題
此
畫
。

三
、
右
下
角
畫
上
，
有
﹁
造
玄

齋
﹂
、
﹁
造
玄
道
人
﹂
、
﹁
禮
用
﹂
三
印

︵
圖
三
十
︶
，
這
些
印
都
是
屬
於
趙
禮

用
的
。
造
玄
齋
和
造
玄
道
人
遍
查
各
種

別
號
、
齋
館
索
引
，
都
查
不
到
，
但
是

在
故
宮
所
藏
的
趙
孟
頫
︿
書
禊
帖
源
流

圖三十　九珠峰翠　右下角收藏印

卷
﹀
的
題
跋
中
，
有
一
條
是
：
﹁
雲
間
造

玄
道
人
趙
禮
用
拜
觀
﹂
︵
︽
故
宮
歷
代
法

書
全
集
︵
三
︶
︾
︶
，
其
下
鈐
二
印
曰
：

﹁
趙
生
印
﹂
、
﹁
禮
用
﹂
，
可
見
︿
九
珠

峰
翠
﹀
圖
上
的
﹁
造
玄
齋
﹂
、
﹁
造
玄
道

人
﹂
、
﹁
禮
用
﹂
三
印
，
同
屬
一
人
。
而

且
趙
禮
用
在
︿
書
禊
帖
源
流
卷
﹀
題
記
的

位
置
緊
接
在
至
正
乙
酉
︵
至
正
五
年
，

一
三
四
五
︶
的
夏
文
彥
，
書
法
的
作
風
猶

具
元
末
人
風
格
，
再
配
合
這
樣
的
名
號
和

印
章
風
格
，
我
認
為
他
一
定
是
元
末
明
初

的
人
。

 

四
、
在
畫
幅
的
左
下
角
，
有
兩
方

印
擠
在
一
起
。
上
面
一
方
是
白
文
印
，
只

能
隱
約
讀
出
一
個
﹁
趙
﹂
字
，
下
面
一
方

是
朱
文
印
，
勉
強
可
以
讀
出
是
﹁
天
水
郡

圖
書
印
﹂
。
本
來
以
為
他
可
能
是
上
述

趙
禮
用
的
後
人
，
因
為
印
色
很
相
近
，
都

很
淡
。
可
是
後
來
發
現
了
在
故
宮
收
藏

的
周
文
矩
︿
蘇
李
別
意
圖
卷
﹀
李
孟
的
題

跋
右
下
角
，
也
有
﹁
天
水
郡
圖
書
印
﹂
一

方
，
其
上
並
有
﹁
趙
彥
和
﹂
白
文
印
一

方
，
顯
然
是
屬
於
同
一
人
的
。
經
過
比

較
，
︿
九
珠
峰
翠
﹀
上
的
﹁
天
水
郡
圖
書

印
﹂
與
此
相
同
，
所
以
上
述
的
﹁
趙
﹂
字

印
，
應
當
也
是
趙
彥
和
用
印
。
彥
和
是
明

初
趙
友
同
︵
一
三
六
四∼
一
四
一
八
︶
的

字
，
﹁
自
少
篤
學
，
嘗
從
宋
濂
游
。
洪
武

︵
一
三
六
八∼

一
三
九
八
︶
末
任
華
亭
間

訓
導
，
永
樂
初
︵
一
四○

三∼

︶
用
薦
授

御
醫
，
與
修
︽
永
樂
大
典
︾
、
︽
五
經
大

全
︾
諸
書
，
有
︽
存
軒
集
︾
。
﹂
而
且
有

楊
士
奇
為
他
作
的
墓
誌
銘
。
趙
禮
用
是
雲

間
人
，
而
趙
彥
和
曾
經
做
過
華
亭
訓
導
；

所
以
我
認
為
很
可
能
是
趙
彥
和
在
華
亭
的

時
候
，
直
接
或
間
接
地
從
趙
禮
用
那
兒
得

來
的
，
時
間
大
約
是
在
一
四○

○

年
前

後
。
可
見
其
時
此
畫
都
在
雲
間
一
帶
。

五
、
左
下
角
有
﹁
冰
壺
秋
月
﹂
白
文

方
印
，
這
是
一
個
閒
文
印
，
要
斷
定
誰
屬

更
是
困
難
，
從
印
文
及
印
風
看
當
屬
明
代

中
期
人
物
。

六
、
右
下
角
有
﹁
邵
氏
容
春
堂

書
畫
印
﹂
，
明
代
邵
寶
︵
一
四
六○

∼

一
五
二
七
︶
有
︽
容
春
堂
集
︾
，
他
題
跋

故
宮
的
倪
瓚
名
蹟
︿
容
膝
齋
圖
﹀
，
也
是

題
於
﹁
容
春
堂
﹂
，
所
以
此
印
當
屬
邵
寳

不
疑
。
而
且
，
在
︽
四
庫
全
書
︾
所
收
的

︽
容
春
堂
集
︾ 

的
︽
後
集
︾
卷
一
，
有

關
於
此
畫
的
記
載
。
﹁
黃
大
癡
畫
一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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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雙
行
自
注
︶
上
有
王
梧
溪
、
楊
鐵
篴

二
詩
，
先
曾
祖
存
一
府
君
藏
篋
中
，
天

順
壬
午
棄
諸
孫
時
失
之
，
吾
母
太
淑
人
言

常
及
焉
。
正
德
戊
寅
蠡
溪
鄒
光
懋
氏
訪
以

歸
我
。
賛
曰
：
有
帛
一
方
，
山
木
蒼
蒼
，

畫
者
癡
黃
，
我
篋
以
藏
，
而
逸
于
荒
，

六
十
七
年
，
還
於
我
堂
，
於
乎
光
澤
，
其

何
敢
忘
。
﹂
可
見
此
畫
原
為
邵
寶
曾
祖
的

藏
品
，
於
天
順
壬
午
︵
一
四
六
二
︶
時
散

失
，
一
直
到
正
德
戊
寅
︵
一
五
一
八
︶
始

由
鄒
氏
覓
得
復
歸
於
邵
寳
，
一
共
離
開
邵

氏
五
十
七
年
。
︵
賛
中
云
﹁
六
十
七
年
﹂

者
，
或
為
誤
算
，
或
為
誤
書
誤
抄
，
不
足

為
病
。
︶
而
此
賛
開
頭
第
一
句
即
云
：

﹁
有
帛
一
方
﹂
，
即
是
指
我
們
所
謂
的

﹁
花
綾
﹂
。
至
於
此
畫
究
竟
從
何
時
開
始

入
了
邵
氏
曾
祖
的
家
藏
，
則
不
得
而
知
。

但
在
前
述
趙
彥
和
的
︿
墓
誌
銘
﹀
裡
，
楊

士
奇
述
及
他
所
娶
的
為
﹁
邵
氏
﹂
。
那

麼
，
也
有
可
能
此
畫
是
由
於
趙
、
邵
二
氏

的
親
屬
關
係
，
直
接
從
趙
家
轉
入
邵
家

的
。
那
麼
上
述
﹁
冰
壺
秋
月
﹂
、
﹁
清
如

許
﹂
等
不
知
所
屬
的
印
，
也
可
能
是
邵
氏

先
祖
所
鈐
的
了
。

七
、
吳
其
貞
︽
書
畫
記
︾
卷
四
頁

四
三
二
，
記
他
在
庚
子
五
月
廿
七
日
，

在
顧
維
岳
家
中
見
到
此
畫
，
也
就
是
說
在

一
六
六○

年
前
後
，
此
畫
曾
為
顧
氏
收

藏
。
吳
氏
記
此
畫
云
：
﹁
黃
大
癡
︿
鐵
崖

圖
﹀
小
畫
一
幅
，
畫
於
綾
上
，
氣
色
如

新
，
畫
法
瀟
灑
，
有
古
雅
氣
味
。
上
有
鐵

崖
題
詠
，
王
元
題
曰
為
草
玄
老
人
題
大
癡

尊
師
畫
，
因
以
鐵
崖
名
圖
也
。
﹂
吳
氏
將

此
圖
更
名
為
︿
鐵
崖
圖
﹀
並
不
正
確
。

八
、
顧
復
︽
平
生
壯
觀
︾
卷
九
頁

三
十
三
，
亦
記
有
此
畫
：
﹁
鐵
崖
山
，
花

綾
，
蘆
扉
片
，
中
幅
無
款
。
王
席
帽
、
楊

亷
夫
詩
。
跋
出
亷
夫
，
詩
末
有
﹃
相
對
鐵

崖
山
﹄
句
，
故
名
之
。
聞
大
癡
為
亷
夫
作

︿
鐵
崖
圖
﹀
甚
佳
，
詩
題
亦
勝
。
﹂
雖
然

他
根
據
楊
詩
也
將
此
畫
更
定
為
︿
鐵
崖

圖
﹀
，
但
從
質
地
、
題
跋
、
無
款
等
各
項

看
來
，
無
疑
是
指
的
這
一
幅
。
所
謂
﹁
花

綾
、
蘆
扉
片
﹂
者
，
乃
指
雲
鳳
紋
的
背

景
織
紋
，
有
如
﹁
蘆
扉
﹂
一
般
。
綜
合
以

上
二
則
所
得
此
畫
的
特
點
是
：
花
綾
、
蘆

扉
片
、
無
款
、
有
楊
維
禎
及
王
逢
二
題
，

一
一
與
︿
九
珠
峰
翠
﹀
相
合
。

九
、
此
畫
右
下
角
押
縫
有
﹁
九
如
清

玩
﹂
，
畫
上
有
﹁
也
園
珍
賞
﹂
，
這
兩
方

印
是
屬
於
重
要
的
滿
州
貴
族
收
藏
家
康
熙

帝
叔
父
索
額
圖
︵
？∼

一
七○

三
︶
的
收

藏
印
。
索
氏
字
九
如
，
號
愚
庵
，
其
藏
品

既
豐
，
又
多
名
蹟
。
如
台
北
故
宮
的
唐
人

︿
明
皇
幸
蜀
圖
﹀
、
五
代
人
︿
丹
楓
呦
鹿

圖
﹀
、
郭
熙
︿
早
春
圖
﹀
、
宋
徽
宗
︿
文

會
圖
﹀
、
曹
知
白
︿
群
峰
雪
霽
圖
﹀
、
倪

瓚
︿
容
膝
齋
圖
﹀
、
方
從
義
︿
神
嶽
瓊
林

圖
﹀
等
，
以
及
遼
寧
省
博
物
館
的
董
源

︿
夏
景
山
口
待
渡
﹀
等
等
，
足
見
他
不
是

一
位
尋
常
的
鑑
賞
家
。
至
於
索
氏
確
實
的

時
間
和
活
動
地
點
並
不
太
清
楚
，
可
能
是

在
康
熙
朝
，
然
後
他
的
收
藏
傳
到
了
阿
爾

喜
普
手
中
。

十
、
此
畫
左
方
裱
綾
上
有
二
印
：

﹁
阿
爾
喜
普
之
印
﹂
及
﹁
東
平
﹂
，
這
也

是
滿
州
貴
族
收
藏
家
。
關
於
阿
爾
喜
普
的

真
實
身
分
雖
不
能
確
定
，
但
他
可
能
就
是

前
述
索
額
圖
的
兒
子
。
因
為
索
氏
史
料

中
有
子
﹁
阿
爾
吉
普
﹂
︵
？∼

一
七○

八
︶
，
可
能
就
是
同
一
人
，
或
其
兄
弟
。

同
時
此
二
印
常
與
索
氏
的
收
藏
印
同
時
出

現
在
書
畫
上
，
似
有
傳
承
的
關
係
。
︵
請

參
閱
武
佩
聖
，
︿
阿
爾
喜
普
和
他
的
繪
畫

收
藏
﹀
︶

十

一

、

乾

隆

︵

一

七

三

六

∼

一

七

九

五

在

位

︶

在

丁

酉

年

︵
一
七
七
七
︶
題
詩
有
句
云
﹁
九
珠
之
峰

在
何
所
，
老
鐵
分
明
為
我
語
，
弁
藏
已
久

始
拈
題⋯

﹂
由
此
知
乾
隆
題
時
，
此
畫
已

久
在
其
收
藏
了
。
此
外
，
他
在
詩
塘
寫
了

﹁
鶴
紋
逸
寄
﹂
四
大
字
，
也
許
是
指
黃
公

望
寄
其
高
逸
之
情
於
有
雲
鳳
紋
的
綾
上
之

意
。
藏
印
尚
有
：
﹁
乾
隆
御
覽
之
寶
﹂
、

﹁
乾
隆
鑑
賞
﹂
、
﹁
石
渠
寶
笈
﹂
、
﹁
養

心
殿
鑑
藏
寶
﹂
、
﹁
三
希
堂
精
鑒
璽
﹂
、

﹁
宜
子
孫
﹂
、
﹁
石
渠
繼
鑑
﹂
等
七
印
。

此
畫
並
載
於
一
七
四
五
年
編
成
的
︽
石
渠

寶
笈
初
編
︾
中
。

十
二
、
嘉
慶
︵
一
七
九
六∼

一
八
三

○

︶
皇
帝
繼
承
了
乾
隆
的
藏
品
，
在
畫
上

鈐
了
﹁
嘉
慶
御
覽
之
寶
﹂
。

十

三

、

宣

統

︵

一

九○

九∼

一
九
一
一
︶
之
前
並
無
其
他
藏
印
，
此

畫
當
一
直
在
清
宮
，
鈐
有
﹁
宣
統
御
覽
之

寶
﹂
。十

四
、
民
國
十
三
年
溥
儀
出
宮
，

中
華
民
國
接
收
清
宮
，
民
國
十
四
年
成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至
民
國
二
十
一
年
，
因
日

本
在
瀋
陽
發
動
九
一
八
事
變
，
為
謀
文
物

安
全
乃
將
之
南
運
。
自
民
國
二
十
三
年
至

二
十
六
年
間
，
在
上
海
進
行
文
物
點
收
工

作
，
並
逐
件
在
書
畫
上
加
蓋
﹁
教
育
部
點

驗
之
章
﹂
，
該
印
即
在
此
畫
左
下
角
裱
綾

上
。

由
以
上
的
考
察
，
使
我
們
對
此
畫
的

流
傳
有
了
一
個
輪
廓
。
茲
再
將
此
畫
已
知

的
流
傳
過
程
列
表
如
下
：

黃
公
望
︵
一
二
六
九∼

一
三
五
四
︶

↓
楊
維
禎
︵
一
二
九
六∼

一
三
七○

︶
↓

王
逢
︵
一
三
一
九∼

一
三
八
八
︶
題
詩
在

一
三
六
三
以
後
↓
趙
禮
用
︵
約
一
三
八

○

︶
↓
趙
彥
和
︵
約
一
四○

○

︶
↓
邵
寶

曾
祖
︵
約
一
四
五○

∼

一
四
六
二
︶
↓
鄒

光
懋
︵
一
五
一
八
︶
↓
邵
寶
︵
一
五
一
八

∼

︶
顧
維
岳
↓
︵
吳
其
貞
一
六
六○

在
顧

寓
見
，
顧
復
在
一
六
九
二
曾
見
此
畫
︶

↓
長
白
山
索
額
圖
︵
？∼

一
七○

三
︶

↓
阿
爾
喜
普
︵
？∼

一
七○

八
︶
↓
乾
隆

︵
一
七
七
七
題
︶
↓
嘉
慶
↓
宣
統
↓
故
宮

︵
一
九
二
四∼

︶

結
論

在
以
上
的
論
證
裡
，
首
先
以
畫
論

畫
，
說
明
了
此
畫
為
黃
公
望
真
跡
。
此
畫

雖
然
沒
有
畫
家
黃
公
望
的
款
印
，
但
是
與

一
般
的
無
款
畫
不
同
，
因
為
畫
面
上
有
黃

公
望
的
同
時
友
人
：
楊
維
禎
與
王
逢
的

真
跡
題
字
，
代
為
說
明
了
這
是
﹁
大
癡
尊

師
﹂
的
畫
，
比
起
任
何
其
他
黃
公
望
的
畫

跡
，
具
有
最
充
分
的
真
跡
證
據
。
並
且
進

一
步
說
明
了
以
下
各
點
：

一
、
與
此
真
蹟
之
臨
本
的
比
證
，
顯

然
品
質
懸
殊
而
且
非
出
一
手
。

二
、
此
畫
能
解
釋
依
據
此
畫
作
成
之

臨
本
，
並
由
臨
本
反
證
此
畫
為
祖
本
。

三
、
此
畫
之
構
圖
模
式
能
解
釋
該
一

畫
家
其
他
相
關
立
軸
畫
之
存
世
臨
本
。

四
、
比
起
其
他
公
認
為
黃
公
望
的
立

軸
真
跡
，
此
畫
更
能
解
釋
後
期
摹
仿
該
一

畫
家
畫
風
之
作
品
。

由
以
上
的
討
論
，
不
僅
從
畫
家
個

人
風
格
的
筆
跡
比
較
，
而
且
從
畫
史
的
分

析
，
證
明
了
此
畫
在
繪
畫
史
上
應
有
的
地

位
，
及
其
為
該
一
畫
家
之
真
蹟
。

此
一
方
法
程
序
的
運
用
，
起
先
只
是

作
者
對
於
莊
先
生
論
文
中
所
提
出
的
有
關

作
品
，
有
重
新
論
證
它
們
與
︿
九
珠
峰
翠

圖
﹀
可
能
關
係
的
必
要
。
然
後
在
不
同
的

角
度
下
，
比
較
了
這
些
作
品
與
︿
九
珠
峰

翠
圖
﹀
的
關
係
之
後
，
更
能
使
我
們
肯
定

︿
九
珠
圖
﹀
之
為
真
蹟
。 

並
在
此
一
過
程

中
，
建
立
了
吾
人
對
已
經
失
傳
的
相
關
黃

公
望
立
軸
畫
跡
，
至
於
對
失
傳
的
其
他
黃

公
望
立
軸
，
將
待
另
文
討
論
。

作
者
為
台
大
藝
術
史
研
究
所
退
休
兼
任
教
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