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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巡禮

龔
賢
是
十
七
世
紀
南
京
的
主
要
山
水
畫
家
。
他
的
作
品
有

很
強
烈
的
個
人
風
格
與
獨
創
性
。
在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藏
品
及
展
覽
中
，
能
見
到
龔
賢
的
畫
作
是
非
常
難
得
的
。

主
要
原
因
在
於
故
宮
承
續
了
清
代
宮
廷
收
藏
，
而
有
清
以

來
藝
術
品
味
以
董
其
昌
及
其
嫡
傳
的
四
王
：
王
時
敏
、
王

鑑
、
王
翬
、
王
原
祁
和
吳
歷
等
﹁
正
統
派
﹂
畫
家
，
以
及

宋
元
明
各
代
被
董
其
昌
認
可
的
文
人
畫
作
為
主
，
對
於
特

立
獨
行
龔
賢
的
作
品
並
不
重
視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舊
藏

的
龔
賢
作
品
，
還
是
由
於
被
收
在
周
亮
工
輯
的
︿
名
家
山

水
冊
﹀
裏
，
才
得
以
進
入
清
宮
︵
圖
一
︶
；
有
一
幅
清
宮

流
傳
下
來
的
元
朝
戴
淳
︿
匡
廬
圖
﹀
軸
，
根
據
傅
申
教
授

的
研
究
，
其
實
是
龔
賢
的
作
品
︵
註
一
︶

。
目
前
在
﹁
典
藏
新

紀
元—

歷
年
入
藏
書
畫
精
品
展
﹂
展
出
傅
申
教
授
捐
贈
的

︿
春
山
如
沐
圖
﹀
是
故
宮
新
入
藏
的
龔
賢
精
品
立
軸
，
最

難
能
可
貴
的
是
這
幅
山
水
畫
上
並
有
畫
家
手
書
詩
作
，
實

可
視
為
龔
賢
詩
書
畫
三
絕
之
文
人
藝
術
修
養
的
代
表
作
。

半
畝
園
的
春
天

龔
賢
︿
春
山
如
沐
圖
﹀

王
仲
蘭

龔
賢
生
平

在
明
代
末
年
出
生
於
江
蘇
崑
山

一
個
書
宦
家
庭
，
龔
賢
︵
一
六
一
九—

一
六
八
九
︶
受
有
良
好
的
啟
蒙
教
育
。
大

約
在
崇
禎
初
年
舉
家
遷
往
南
京
，
龔
賢
的

祖
父
亦
在
此
時
出
仕
王
府
長
史
於
四
川
。

圖一　 龔賢畫與題識（1669）均收入〈周亮工集名家山水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之
前
的
南
京
是
一
個
文
化
與
政
治
中
心
，

提
供
富
庶
家
庭
繽
紛
的
社
交
生
活
與
知
識

分
子
多
彩
的
藝
文
活
動
。
因
緣
際
會
，
龔

賢
得
以
在
十
四
歲
左
右
︵
一
六
三
二
︶
跟

隨
董
其
昌
︵
一
五
五
五—

一
六
三
六
︶
學

畫
，
同
學
者
包
括
楊
文
驄
︵
一
五
九
六—

可
惜
上
任
途
中
遇
流
賊
被
害
，
家
道
由
此

中
落
︵
註
二
︶

。
儘
管
如
此
，
在
龔
賢
成

長
過
程
中
，
古
文
詩
書
的
教
育
並
沒
有

中
斷
。
在
南
京
，
龔
家
住
處
位
於
秦
淮
河

和
清
溪
之
間
，
靠
近
東
邊
的
秦
淮
最
繁
華

地
區
，
居
民
多
是
官
宦
人
家
。
明
代
覆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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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六
四
六
︶
。
龔
賢
與
董
的
師
生
關
係
其

實
非
常
短
暫
，
然
而
董
其
昌
的
藝
術
觀
卻

影
響
了
他
一
生
。

龔
賢
很
早
就
決
定
不
進
取
功
名
，

弱
冠
時
即
以
詩
畫
與
南
京
文
士
交
遊
，

並
參
加
秦
淮
詩
畫
社
，
結
交
范
鳳
翼

︵
一
五
七
五—

一
六
五
五
︶
、
黃
居
中

︵
一
五
六
二—

一
六
四
四
︶
、
顧
夢
游

︵
一
五
九
九—

一
六
六○

︶
等
名
士
。
好

景
不
常
，
明
亡
後
清
軍
進
入
南
京
城
，
大

約
在
順
治
四
年
︵
一
六
四
七
︶
，
龔
賢
和

許
多
同
時
代
的
知
識
分
子
一
樣
，
開
始

了
一
段
長
達
二
十
年
的
離
鄉
生
涯
，
此

時
他
的
妻
子
似
乎
已
經
過
世
。
他
先
到

江
北
的
揚
州
，
再
往
泰
州
海
安
鎮
的
徐

逸
家
當
家
庭
教
師
五
年
，
於
順
治
九
年

︵
一
六
五
二
︶
回
到
揚
州
，
往
來
南
京
，

仍
定
居
在
揚
州
，
一
直
到
康
熙
初
年
才
遷

返
南
京
。
在
揚
州
時
，
龔
賢
鬻
字
畫
並
開

門
授
徒
以
維
生
計
，
朋
友
圈
中
有
文
士
、

詩
人
、
畫
家
、
佛
僧
等
，
許
多
人
還
有
遺

民
意
識
，
因
而
言
語
交
流
中
常
有
感
念
故

國
之
思
。
這
時
期
的
龔
賢
以
詩
文
為
主
要

創
作
，
詩
人
心
胸
充
溢
著
抑
鬱
的
遺
民
情

懷
。
寫
詩
之
餘
，
還
編
輯
了
數
本
︽
中
晚

唐
詩
︾
詩
集
，
不
時
由
友
人
贊
助
出
版
。

他
也
是
個
認
真
的
老
師
，
為
了
教
學
創
作

出
多
本
課
徒
畫
說
與
畫
稿
；
課
徒
稿
從

三
、
四
十
歲
的
中
壯
年
一
直
寫
到
六
十
多

歲
的
晚
年
。

在
揚
州
時
期
，
龔
賢
的
繪
畫
創
作

由
早
期
﹁
師
造
化
﹂
的
基
礎
，
進
行
到

文
人
減
筆
畫
和
巨
嶂
山
水
畫
的
轉
變
發
展

期
。
他
基
本
上
接
受
董
其
昌
的
文
人
畫

﹁
南
北
宗
﹂
的
觀
點
，
確
認
五
代
北
宋
間

的
董
源
與
巨
然
為
山
水
畫
南
宗
鼻
祖
，
自

范
寬
、
李
成
、
米
芾
、
米
友
仁
、
倪
瓚
、

黃
公
望
，
到
明
代
的
沈
周
、
文
徵
明
、
董

其
昌
、
惲
向
、
楊
文
驄
等
畫
家
，
都
是
他

師
法
的
對
象
。
揚
州
在
清
初
是
繁
榮
的
商

業
和
轉
運
中
心
，
也
是
許
多
富
商
落
腳
之

地
，
他
們
通
常
都
擁
有
價
值
連
城
的
古
董

書
畫
， 

龔
賢
在
這
些
商
賈
收
藏
家
中
看

了
不
少
古
畫
，
他
的
注
意
力
也
就
從
原
先

的
元
明
文
人
名
家
擴
展
到
五
代
北
宋
的
董

源
與
巨
然
。
目
前
在
美
國
克
利
夫
蘭
美
術

館
的
︿
仿
董
巨
山
水
圖
﹀
軸
︵
圖
三
︶
，

就
是
龔
賢
流
寓
揚
州
時
所
作
，
崇
山
峻
嶺

層
疊
而
上
，
頗
有
北
宋
巨
嶂
山
水
架
勢
，

是
龔
賢
早
期
的
里
程
碑
式
作
品
。
這
幅
長

達
二
一
六
公
分
的
大
立
軸
畫
完
成
後
，
尚

圖二　 龔賢〈春山如沐圖〉，絹本墨筆，153.8×50.6公分， 
傅申教授捐贈，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局部

圖六　 龔賢〈山水圖〉軸，墨筆絹本，1668年作品，158×54.5公分，
The Roy and Marilyn Papp Collection, Phoenix Art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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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題
識
即
被
安
徽
吳
晉
明
寶
藏
，
二
十
年

後
︵
一
六
七○

︶
才
由
吳
氏
帶
自
新
安
請

龔
賢
題
跋
，
當
時
龔
已
遷
返
南
京
，
見
到

舊
作
非
常
興
奮
，
除
了
與
吳
晉
明
大
談
董

源
、
巨
然
之
畫
﹁
幾
乎
道
矣
﹂
，
還
寫
下

長
跋
記
之
。
可
見
龔
賢
的
山
水
畫
在
當
時

很
有
市
場
。
生
活
情
況
稍
好
後
，
中
年
的

龔
賢
在
揚
州
繼
娶
成
家
，
喜
獲
一
子
龔
柱

︵
字
礎
安
︶
，
亦
能
畫
。
錢
塘
名
士
諸
九

鼎
筆
下
的
龔
賢
是
﹁
能
詩
能
書
能
畫
，
其

近
作
七
律
可
與
翁
山
︵
屈
大
均
，
一
六
三

○
—

一
六
九
六
︶
頡
頏
，
畫
筆
遂
稱
獨

步
，
然
非
所
至
好
，
不
輕
為
提
筆⋯

嘗
指

冊
內
第
十
幅
示
余
曰
：
作
畫
一
年
，
政

得
此
幅
。
其
自
重
之
如
此
。
﹂
︵
見
諸
九

鼎
一
六
六
四
年
跋
龔
賢
︿
墨
筆
山
水
冊
﹀
，
現
藏
蘇

州
博
物
館
︶
︵
圖
版
請
參
閱
︽
中
國
古
代
書
畫
圖
目

︵
六
︶
︾
，
蘇1-269 (13 )

， 

頁
七
九
。
︶

由
此
略

知
龔
賢
在
揚
州
的
概
況
。

康
熙
初
年
的
南
京
，
正
逐
漸
從

戰
亂
的
破
敗
中
興
起
，
自
康
熙
三
年

︵
一
六
六
四
︶
起
，
即
有
佛
界
人
士
陸
續

修
建
報
恩
寺
及
天
界
寺
等
重
要
佛
門
古

寺 
︵
註
三
︶

。
地
方
官
也
推
動
一
連
串
振

興
計
畫
：
江
寧
知
府
陳
開
虞
先
在
康
熙

五
年
︵
一
六
六
六
︶
整
建
牛
首
山
的
弘

覺
寺
，
次
年
又
修
葺
鳳
台
山
鳳
遊
寺
；

康
熙
七
年
︵
一
六
六
八
︶
清
廷
下
旨
祭

孝
陵
且
許
郡
人
縱
觀
︵
註
四
︶

，
同
年
出

版
的
官
修
︽
江
寧
府
志
︾
更
是
這
座
歷

史
文
化
古
城
復
興
的
指
標
。
仕
清
為
官
並

與
遺
民
保
持
密
切
關
係
的
南
京
重
要
人
物

周
亮
工
︵
一
六
一
二—

一
六
七
二
︶ 

，

在
順
治
十
七
年
︵
一
六
六
一
︶
從
北
京
返

回
金
陵
，
直
到
康
熙
二
年
︵
一
六
六
三
︶

赴
任
青
州
海
防
道
於
山
東
。
就
在
他
居
停

南
京
的
這
二
、
三
年
間
，
周
亮
工
首
先
以

﹁
金
陵
八
大
家
﹂
稱
呼
一
群
在
當
地
活
躍

的
職
業
畫
家
，
包
括
鄒
喆
︵
一
六
二
六
年

生
︶
、
樊
圻
︵
一
六
一
六—

一
六
九
四

後
︶
、
樊
沂
、
高
岑
︵
約
一
六
一
八—

一
六
八
九
後
︶
、
吳
宏
︵
一
六
一
五—

一
六
八○

︶
、
胡
慥
︵
約
一
六○

五—

一
六
六
四
︶
、
謝
成
︵
一
六
一
二—

一
六
六
六
︶
、
張
修
等
八
人
︵
註
五
︶

。

今
日
最
常
見
的
十
七
世
紀
南
京
山
水
畫
代

表
作—

金
陵
勝
景
圖—

很
多
都
是
這
些
畫

家
的
作
品
。
從
他
在
揚
州
任
兩
淮
鹽
運

使
︵
一
六
四
五
︶
及
淮
揚
海
防
兵
備
道

︵
一
六
四
六
︶
任
上
，
周
亮
工
即
提
筆
寫

︽
讀
畫
錄
︾
︵
註
六
︶

，
時
斷
時
續
一
直

寫
到
晚
年
，
終
於
在
他
去
世
後
第
二
年

︵
一
六
七
三
︶
印
行
出
版
，
八
大
家
均
有

小
傳
。
今
人
所
言
以
龔
賢
為
首
的
﹁
金
陵

八
家
﹂
之
說
，
最
早
見
於
張
庚
︽
國
朝
畫

徵
錄
︾
︵
一
七
三
五
年
出
版
︶
，
並
非
周

亮
工
所
推
舉
的
八
大
家
，
然
而
就
十
七
世

紀
金
陵
繪
畫
發
展
的
重
要
性
而
言
，
龔
賢

列
為
八
家
領
袖
實
當
之
無
愧
。

龔
賢
在
康
熙
三
年
︵
一
六
六
四
︶

自
揚
州
還
南
京
，
暫
居
石
城
︵
註
七
︶

。

老
友
方
文
有
︿
喜
龔
半
千
還
金
陵
﹀
五
言

古
詩
，
其
中
﹁
今
年
君
忽
歸
，
閭
里
息
塵

鞅
；
我
聞
則
私
喜
，
從
此
獲
親
傍
。
汲
汲

訪
君
盧
，
握
手
道
無
恙
﹂
︵
方
文
︽
嵞
山
續

集
︾
卷
一
頁
十
七
︶

數
句
，
喜
形
於
色
的
真
情

自
然
流
露
，
難
怪
龔
賢
在
回
到
南
京
的
前

幾
年
，
常
有
與
摯
友
出
遊
近
郊
名
勝
、
飲

酒
作
詩
的
活
動
。
周
亮
工
在
︽
讀
畫
錄
︾

中
，
寫
龔
賢
﹁
性
孤
僻
，
與
人
落
落
難

合
﹂
；
方
文
也
有
詩
指
出
龔
賢
不
喜
城
市

雜
沓
，
﹁
俗
客
來
多
應
接
難
﹂
︵
註
八
︶

，

為
了
一
個
理
想
住
所
一
再
移
居
。
康
熙
六

年
︵
一
六
六
七
︶
夏
天
，
他
終
於
搬
遷
至

城
西
清
涼
山
下
虎
踞
關
一
帶
，
以
百
金
購

瓦
屋
四
五
間
，
所
餘
半
畝
地
種
花
栽
竹
，

名
之
﹁
半
畝
園
﹂
，
從
此
﹁
饑
死
不
再

出
﹂
見
龔
賢
︿
半
畝
園
詩
﹀
，
收
入
魏
憲
評
選
︽
詩

持
二
集
︾
卷
二
︶
，
專
心
創
作
山
水
畫
，
造
就

他
藝
術
發
展
的
最
高
峰
。
︿
春
山
如
沐
圖
﹀

就
是
龔
賢
在
半
畝
園
定
居
後
的
作
品
。

春
山
如
沐
圖

這
幅
無
年
款
的
︿
春
山
如
沐
圖
﹀
描

繪
初
春
山
野
園
居
的
景
象
：
前
景
的
溪
岸

與
石
塊
堆
砌
成
的
牆
基
平
行
，
石
牆
內
繁

密
的
竹
林
順
沿
向
右
上
斜
，
圈
帶
出
一
戶

人
家
的
樓
臺
與
孤
松
挺
立
的
院
落
角
隅
；

山
溪
中
，
水
落
石
出
，
鬱
黑
苔
石
和
白
描

的
石
牆
充
滿
對
比
的
趣
味
。
左
側
板
橋
是

向
外
聯
繫
的
通
道
，
觀
者
由
此
走
進
圖
中

世
界
，
居
者
由
此
跨
步
對
岸
小
徑
，
訪
鄰

或
入
山
。
中
景
包
括
了
迤
行
的
山
徑
與
兩

側
傍
山
坡
而
築
的
樓
與
房
；
屋
角
濃
葉
叢

柏
對
映
著
彼
岸
的
落
葉
疏
林
。
背
景
山
脈

幾
乎
占
據
二
分
之
一
的
畫
面
，
走
勢
和
山

徑
相
類
，
從
中
景
樓
臺
曲
折
向
上
到
達
最

高
頂
峰
，
與
右
上
角
的
畫
家
題
識
相
對

望
。
龔
賢
詩
云
︵
圖
二
局
部
︶
：

   

春
山
如
沐
雨
新
晴
，
處
處
溪
流
解
凍
聲
；

   

多
少
樓
臺
迎
曉
日
，
白
頭
齊
照
萬
花
明
。

這
是
一
首
七
言
絕
句
，
詩
尾
畫
家
自
署

圖四　 龔賢〈自藏山水冊〉，共十二開頁，此為第二頁，1668-1669年作品，上海博物館藏。

圖三　 龔賢〈仿董巨山水圖〉，約1650年作品，絹本墨筆 
設色，216.4×57.5公分，現藏美國克利夫蘭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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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例
子
。
龔
賢
還
畫
有
一
種
類
似
的
石
砌

牆
，
排
列
劃
一
而
切
面
工
整
，
多
用
做
圍

牆
基
部
或
亭
臺
地
基
，
和
這
裏
天
然
無
修

飾
的
石
塊
組
合
不
同
。
︿
山
水
圖
﹀
的
石

牆
之
上
另
有
柴
蘺
，
用
以
圈
圍
村
落
的
位

置
，
入
口
處
不
設
門
；
一
模
一
樣
的
無
門

柴
蘺
，
也
出
現
在
︿
春
山
如
沐
圖
﹀
中
左

側
邊
的
山
徑
下
方
。
諸
多
相
似
之
處
，
或

許
是
巧
合
，
然
而
更
有
可
能
是
畫
家
在
特

一
時
段
內
對
這
些
物
象
的
探
索
與
創
造
。

龔
賢
創
作
這
兩
幅
畫
的
時
間
極
可
能
相
距

不
太
遠
，
︿
春
山
如
沐
圖
﹀
應
可
推
論
為

一
六
六
八
或
一
六
六
九
年
左
右
的
作
品
。

半
畝
園
時
期
：
龔
賢
創
作
旺
盛
期

歷
經
憂
患
的
龔
賢
終
於
在
四
十
九

歲
那
年
定
居
清
涼
山
下
的
半
畝
園
，
從

此
到
七
十
一
歲
過
世
，
他
一
共
有
二
十
二

年
的
穩
定
生
活
，
專
心
致
力
於
繪
畫
。
從

現
存
的
龔
賢
畫
作
來
看
，
絕
大
多
數
是
半

畝
園
時
期
完
成
的
，
因
此
可
見
這
所
謂
的

生
命
晚
年
卻
是
他
藝
術
創
作
最
旺
盛
的
時

期
。
龔
賢
在
︿
自
藏
山
水
冊
﹀
最
後
一
頁

跋
云
：
﹁
此
冊
自
戊
申
年
︵
一
六
六
八
︶

初
夏
發
軔
，
至
己
酉
︵
一
六
六
九
︶
暮
春

卒
業
，
留
為
笥
中
之
藏
，
勿
似
米
家
石
出

諸
袖
中
，
為
人
攫
去
也
。
清
涼
山
下
半
畝

居
人
龔
賢
誌
計
十
二
幅
。
﹂
畫
家
的
語
氣

透
露
出
他
對
此
畫
冊
的
重
視
，
歷
時
近
一

年
的
潛
心
作
畫
，
完
成
十
二
幅
筆
墨
構
圖

各
有
特
色
的
精
心
創
作
，
難
怪
龔
賢
覺
有

不
捨
也
頗
得
意
。
研
究
並
收
藏
龔
賢
書
畫

的
蕭
平
先
生
認
為
這
本
畫
冊
代
表
了
龔
氏

積
墨
法
︵
黑
龔
︶
的
成
熟
期
，
也
是
他
追

求
章
法
境
界
的
突
破
時
期
︵
註
十
︶

。
畫

圖五　 龔賢〈山水圖〉軸，墨筆絹本，1669年作品， 
157.5×50.5公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龔賢〈山水冊〉共二十四開頁，此為第四頁，1676年作品，紙本墨筆，36.5×27.7公分，上海博物館藏。

﹁
半
畝
居
人
龔
賢
﹂
。
詩
意
明
顯
地
點
出

畫
境
：
雨
後
的
春
山
，
表
現
在
渾
潤
的
山

石
，
以
披
麻
密
筆
短
皴
，
點
染
層
次
有
淡

有
濃
，
突
顯
初
春
的
溫
潤
與
雨
過
天
青
的

鮮
澤
。
雨
後
的
春
山
，
也
表
現
在
圖
中
左

側
的
湲
湲
溪
水
，
遇
雨
化
冰
順
勢
而
下
，

動
態
的
水
流
似
帶
出
潺
潺
水
聲
，
與
山
間

鳥
語
齊
鳴
；
﹁
枝
柔
弱
而
潤
澤
者
為
春

林
，
稍
著
點
者
為
新
綠
﹂
︵
註
九
︶

，
山
徑

兩
側
的
疏
林
，
春
雨
過
後
正
蓄
芽
待
發
。

成
畫
年
代
：
約
一
六
六
八—

一
六 

六
九
年

︿
春
山
如
沐
圖
﹀
的
確
切
年
代
可

以
從
龔
賢
的
題
款
和
他
個
人
畫
風
的
演

變
兩
方
面
來
討
論
。
首
先
，
﹁
半
畝
居

人
﹂
是
龔
賢
入
住
半
畝
園
後
才
使
用
的

號
，
從
康
熙
七
年
︵
一
六
六
八
︶
到
康
熙

十
五
年
︵
一
六
七
六
︶
都
有
跡
可
尋
；
在

一
六
六
八
年
到
一
六
七
一
年
之
間
更
是
密

集
出
現
，
此
圖
因
而
很
有
可
能
亦
是
在
半

畝
園
時
期
的
初
期
完
成
。
就
繪
畫
風
格
而

言
，
上
海
博
物
館
的
龔
賢
︿
自
藏
山
水

冊
﹀
︵
一
六
六
八—

一
六
六
九
之
間
完

成
︶
︵
圖
四
︶
，
北
京
故
宮
的
︿
山
水

圖
﹀
軸
︵
一
六
六
九
︶
︵
圖
五
︶
，
和
美

國R
oy &

 M
arilyn

 Papp

私
人
收
藏
︵
現

藏
於
鳳
凰
城
美
術
館
︶
的
︿
山
水
圖
﹀
軸

︵
一
六
六
八
︶
︵
圖
六
︶
，
都
有
︿
春
山

如
沐
圖
﹀
的
影
子
，
但
以
後
者
的
題
材
、

構
圖
、
和
母
題
與
︿
春
山
如
沐
圖
﹀
特
別

相
似
。Papp

收
藏
的
山
水
畫
不
僅
尺
幅
接

近
，
也
同
樣
採
用
三
段
式
構
圖
；
前
景
溪

岸
的
垂
直
切
面
，
和
白
水
黑
石
的
對
比
亦

如
出
一
轍
。
叢
樹
前
後
煙
霧
朦
朧
，
三
五

村
舍
隱
約
可
見
；
尤
其
令
人
驚
喜
的
是
溪

石
砌
壘
成
的
地
基
牆
，
簡
直
就
是
︿
春

山
如
沐
圖
﹀
的
翻
版
，
這
樣
的
母
題
在

目
前
所
知
龔
賢
的
作
品
中
，
僅
見
到
這
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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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
第
二
頁
︵
圖
四
︶
的
層
疊
山
巒
由
米
氏

雲
山
而
來
，
結
構
及
層
次
較
米
家
山
繁
複

但
清
晰
，
雖
然
雲
山
造
型
尚
未
達
到
如
他

在
一
六
七○

年
中
期
的
純
煉
獨
特
︵
見
上

海
博
物
館
藏
龔
賢
一
六
七
六
年
︿
山
水

冊
﹀
︶
︵
圖
七
︶
；
在
此
他
用
北
宋
大
山

堂
堂
的
正
峰
引
領
﹁
群
山
一
叢
，
如
列
辟

朝
君
之
象
﹂
︵
圖
版
見
︽
龔
半
千
課
徒
畫
說
︾
，

誤
題
為
︽
奚
鐵
生
樹
木
山
石
畫
法
冊
︾
，
天
津
市
古

籍
書
店
，
一
九
九○

，
頁
一
三
︶

，
平
頂
的
高
峰

像
極
了
︿
春
山
如
沐
圖
﹀
的
主
峰
，
平
行

排
列
由
大
而
小
的
錐
形
山
脈
亦
和
後
者
類

似
，
兩
圖
中
的
山
巒
也
都
呈
現
雲
霧
環
繞

的
山
根
。

前

文

提

及P
a

p
p

收

藏

的

龔

賢

︿
山
水
圖
﹀
軸
︵
圖
六
︶
作
於
戊
申

︵
一
六
六
八
︶
重
九
︵
陰
曆
九
月
初

九
︶
，
應
是
他
在
寫
︿
自
藏
山
水
冊
﹀
的

餘
暇
所
作
，
筆
墨
風
格
之
相
近
自
不
待

言
，
︿
山
水
圖
﹀
上
的
畫
家
題
識
更
是
了

解
龔
賢
此
時
對
藝
術
的
探
求
與
內
心
想
法

的
重
要
線
索
。
龔
賢
識
曰
：

　

 

董
源
、
僧
巨
然
、
范
寬
三
人
皆
同
時
。

余
所
見
僧
巨
然
真
蹟
甚
夥
。
此
幅
成
，

類
巨
者
半
，
類
董
者
半
。
乃
由
平
日
喜

董
之
墨
法
、
巨
之
筆
，
是
以
俱
來
也
。

董
巨
畫
家
之
楷
體
，
范
寬
、
米
芾
、
吳

仲
圭
、
高
房
山□

近
行
草
也
。
前
此
則

以
董
源
畫
之
鼻
祖
，
後
此
則
以
沈
周
為

集
大
成
。
石
田
臨
黃
則
勝
黃
、
師
倪
則

過
倪
，
然
終
感
董
巨
如
天
之
不
可
階
而

升
也
。
余
之
學
董
巨
不
亦
之
如
石
田
之

學
董
巨
，
粗
得
其
形
似
已
耳
。

龔
賢
仔
細
論
述
董
源
在
畫
史
上
的
定
位
，

以
及
從
董
源
到
沈
周
之
間
的
大
師
們
和
董

巨
的
關
係
，
可
知
董
源
在
他
心
目
中
的
份

量
。
他
指
出
這
幅
︿
山
水
圖
﹀
一
半
像

董
，
一
半
像
巨
然
，
又
謙
虛
地
說
自
己
學

董
巨
只
是
粗
得
形
式
而
已
。
事
實
上
，
龔

賢
從
一
六
五○

年
代
初
期
在
創
作
︿
仿
董

巨
山
水
圖
﹀
軸
時
，
已
矢
志
為
他
心
目
中

理
想
的
山
水
畫—

董
源
和
巨
然
風
格—

而

努
力
。
經
過
揚
州
時
期
的
醞
釀
，
觀
看
名

畫
真
蹟
和
不
斷
地
探
索
，
這
個
藝
術
理
想

與
目
標
終
於
在
半
畝
園
時
期
開
花
結
果
。

自
一
六
六
八
到
一
六
七○

年
之
間
，
龔
賢

在
畫
上
寫
了
很
多
題
識
，
記
錄
他
的
心
路

歷
程
。
上
述
的
畫
跋
就
是
這
樣
的
一
個
例

子
。

類
似
的
長
跋
還
見
於
一
幅
識
有
﹁
半

畝
居
人
﹂
的
龔
賢
︿
叢
林
雲
壑
圖
﹀
軸

︵
現
藏
廣
東
省
博
物
館
︶
︵
圖
八
︶
。
題

識
如
下
：

　

 

畫
家
董
巨
同
時
，
而
巨
然
真
蹟
不
少
，

概
見
於
世
，
至
北
苑
︵
董
源
︶
竟
成
廣

陵
散
矣
。
余
所
用
墨
法
，
識
者
皆
謂
出

自
董
元
︵
源
︶
，
余
不
自
矜
，
余
之
實

有
得
於
北
苑
者
，
不
堪
舉
似
世
人
，
恐

人
反
笑
余
癡
人
說
夢
耳
。
要
知
董
巨
同

異
，
董
濕
而
巨
燥
，
董
渾
而
巨
圓
，
董

見
墨
而
不
見
筆
，
巨
見
筆
而
不
見
墨⋯

此
作
成
徵
近
董
，
故
並
紀
之
。

龔
賢
指
出
他
的
墨
法
學
自
董
源
。
從
實
際

的
畫
法
來
看
，
他
領
悟
到
董
源
畫
的
濕
潤

渾
厚
乃
在
於
用
墨
，
然
而
要
明
確
地
解
釋

如
何
用
墨
並
不
容
易
，
龔
賢
便
經
常
藉
著

畫
樹
與
林
的
方
法
來
解
說
如
何
用
墨
。
他

強
調
﹁
濃
樹
有
加
七
遍
墨
者⋯

一
遍
點
、

二
遍
加
、
三
遍
皴
便
歇
了
，
待
乾
又
加
濃

點
，
又
加
淡
點
，
一
道
連
總
染
是
為
七

遍
。
濃
樹
不
染
不
潤
，
然
染
正
難⋯

近
視

之
卻
一
點
是
一
點
，
遠
望
之
卻
亦
渾
淪
。

必
乾
筆
濃
淡
加
點
，
而
渾
淪
處
皴
染
之

力
。
﹂
︵
註
十
一
︶

這
樣
的
多
遍
皴
染
、
層

層
積
墨
的
煙
樹
雲
山
，
正
是
︿
春
山
如
沐

圖
﹀
的
特
色
之
一
。

︿
春
山
如
沐
圖
﹀
裡
的
石
牆

此
新
入
藏
︿
春
山
如
沐
圖
﹀
的
另
一

特
色
，
就
是
前
面
討
論
過
的
石
牆
。
石
牆

的
作
用
在
於
圈
地
劃
界
，
標
示
土
地
的
界

限
與
所
有
權
。
龔
賢
約
在
一
六
六
七
年
夏

為
新
購
土
地
寫
了
︿
乞
竹
詩
﹀
，
詩
云
：

﹁
吾
儕
真
小
人
，
畏
熱
如
焚
首
；
新
買
山

下
宅
，
荒
園
才
半
畝
。
不
敢
種
青
松
，

松
前
人
易
朽
；
願
移
竹
數
竿
，
急
掩
貧

家
醜
。
﹂
︵
見
魏
憲
評
選
︽
詩
持
二
集
︾
卷
二
︶

他
的
努
力
有
了
收
穫
，
因
為
在
之
後
約

一
六
六
七
到
一
六
六
八
年
間
所
寫
的
︿
半

畝
園
詩
﹀
中
，
較
和
緩
的
語
氣
見
於
起
首

的
﹁
瓦
屋
四
五
間
，
購
之
將
百
金
。
餘

地
才
半
畝
，
新
竹
乍
成
蔭
﹂
︵
見
魏
憲
評
選

︽
詩
持
二
集
︾
卷
二
︶

兩
對
句
。
這
兩
首
詩
都

強
調
了
﹁
買
﹂
與
﹁
購
﹂
這
兩
個
動
詞
。

經
由
購
買
的
過
程
，
龔
賢
成
了
土
地
的
擁

有
人
，
他
和
這
塊
地
開
始
有
了
依
附
的
密

切
關
係
。
兩
首
詩
中
也
都
著
重
龔
賢
築
園

與
美
化
的
行
動
；
新
篁
成
蔭
的
景
象
，
代

表
著
半
畝
園
主
人
的
氣
質
與
理
想
。
龔
賢

藉
著
長
篇
的
︿
半
畝
園
詩
﹀
回
顧
了
一
生

重
要
的
事
蹟
，
詩
中
段
寫
道
﹁
壯
歲
始
有

家
，
兒
童
已
森
森
。
避
賊
還
避
兵
，
奔

圖八　 龔賢〈叢林雲壑圖〉，紙本墨筆，173×48.3公分，廣東省博
物館藏。

騰
如
驚
禽
。
因
而
賦
歸
來
，
莫
辨
家
山

岑
﹂
。
擁
有
一
塊
私
人
土
地
，
提
供
了
龔

賢
自
省
過
去
與
展
望
未
來
的
機
會
。
如
同

東
晉
詩
人
陶
潜
︵
三
六
五—

四
二
七
︶
作

︿
歸
去
來
辭
﹀
以
明
志
，
︿
半
畝
園
詩
﹀

告
知
一
個
人
生
階
段
的
結
束
與
居
家
生
活

的
一
個
新
開
始
。
而
圍
牆
築
地
的
家
園
提

供
給
龔
賢
的
，
如
果
不
是
有
形
的
物
質
上

的
保
障
，
至
少
是
一
個
心
理
上
的
避
風

港
。

︿
半
畝
園
詩
﹀
結
尾
有
﹁
今
年
旱

已
甚
，
旋
復
施
甘
霖
。
榖
價
不
及
騰
，

豈
憂
虛
釜
鬲
。
荷
鋤
答
成
功
，
戮
力
補
高

吟
﹂
句
。
龔
賢
在
山
野
的
家
園
內
與
大
自

然
對
話
，
正
像
園
中
新
長
的
竹
叢
，
他
的

生
活
開
始
有
了
新
的
、
樂
觀
的
展
望
。
因

此
，
和
︿
半
畝
園
詩
﹀
大
約
同
時
作
於

一
六
六
八
年
的
︿
山
水
圖
﹀
中
出
現
的
牆

蘺
，
還
有
︿
春
山
如
沐
圖
﹀
的
石
牆
︵
以

及
牆
上
新
篁
︶
，
均
可
視
為
龔
賢
的
心
境

反
映—

是
半
畝
居
人
﹁
壯
歲
始
有
家
﹂
的

自
覺
、
自
傲
與
滿
足—

石
牆
內
是
家
，
也

是
龔
賢
的
桃
花
源
。

屈
大
均
曾
經
寫
有
一
信
表
達
他
對

龔
賢
園
居
生
活
的
嚮
往
：
﹁
聞
足
下
新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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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涼
山
曲
，
有
園
半
畝
，
種
名
花
異
草
，

水
周
堂
下
，
鳥
弄
林
端
，
日
長
無
事
，
讀

書
寫
山
之
餘
，
高
枕
而
已
，
此
真
神
仙
中

人
。
﹂
︵
註
十
二
︶

龔
賢
應
該
不
會
對
屈
信

中
所
述
有
任
何
異
議
。
事
實
上
，
︿
春
山

如
沐
圖
﹀
所
呈
現
的
也
就
是
﹁
水
周
堂

下
，
鳥
弄
林
端
﹂
的
山
野
園
林
景
色
。
畫

中
世
界
煙
嵐
環
繞
山
腰
，
溪
水
潺
湲
過
板

橋
，
是
龔
賢
題
畫
詩
描
寫
春
雨
初
晴
的
貼

切
詮
釋
。
樓
臺
三
處
，
屋
頂
均
以
淺
淡
墨

色
印
証
著
畫
家
﹁
上
承
日
光
照
臨
，
故

白
﹂
︵
註
十
三
︶

的
畫
論
，
表
現
曉
日
初
升

的
景
象
。
周
亮
工
之
子
周
在
浚
︵
一
六
四

○

年
生
︶
寫
詩
︿
過
龔
半
千
半
畝
園
﹀
，

有
句
﹁
柴
丈
︵
龔
賢
號
︶
幽
棲
處
，
春
來

花
木
繁
﹂
︵
註
十
四
︶

。
春
天
的
半
畝
園
花

木
繁
盛
，
詩
人
畫
家
對
生
命
的
感
懷
油
然

而
興
，
﹁
白
頭
齊
照
萬
花
明
﹂
，
縱
使
曾

經
大
風
大
浪
，
春
天
帶
來
新
生
的
喜
悅
仍

感
染
著
身
屆
知
命
之
年
的
龔
賢
。

︵
本
文
初
稿
承
蒙
傅
申
教
授
指
正
，
及
盧
素
芬
女
士
的
熱
心
協

助
，
謹
此
深
表
謝
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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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豐富的收藏，遠非一日之功。有感於社會各界熱心人士慷慨捐贈，近

年來於本院書畫展區開闢專室，輪流展出受贈、寄存的新典藏。本次「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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