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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董源〈洞天山堂〉的畫風、成畫時代與製作脈絡

專　輯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
五
代
南
唐
董
源
洞
天
山
堂
﹀
︵
圖
一
︶
，

畫
幅
無
款
印
，
詩
塘
有
明
代
書
家
王
鐸
題
﹁
神
理
氣
韻
。
古
秀
靈

通
。
入
於□

微
。
董
源
此
圖
。
當
屬
元
化
。
丙
戌
端
陽
後
三
日
題

于
琅
華
館
。
孟
津
王
鐸
為
二
弟
仲
和
憲
副
。
﹂
雖
然
王
耀
庭
先
生

已
對
此
畫
圖
像
內
容
做
了
初
步
的
探
究
，
推
論
︿
洞
天
山
堂
﹀
可

能
與
道
教
﹁
洞
天
福
地
﹂
有
關
，
畫
中
主
山
即
是
道
教
聖
山─

茅

山
。
︵
註
一
︶

然
而
，
關
於
此
畫
的
風
格
與
製
作
年
代
還
未
有
專
文

討
論
，
許
多
基
本
問
題
尚
待
釐
清
：
︿
洞
天
山
堂
﹀
作
於
何
時
？

其
與
董
源
又
有
何
關
？
更
重
要
的
是
，
我
們
該
如
何
將
︿
洞
天
山

堂
﹀
置
入
恰
當
的
畫
史
脈
絡
中
？
長
久
以
來
學
界
多
關
注
此
作
與

董
源
江
南
畫
風
和
元
初
高
克
恭
的
關
聯
，
︵
註
二
︶

反
而
忽
略
此
畫

與
唐
代
、
北
宋
的
松
石
畫
傳
統
、
甚
至
是
其
他
北
宋
山
水
畫
風
的

可
能
關
係
。
本
文
不
僅
要
探
討
此
作
的
畫
風
源
流
與
製
作
年
代
，

更
要
追
索
畫
史
脈
絡
，
重
建
其
製
作
背
景
，
最
後
論
及
︿
洞
天
山

堂
﹀
可
能
的
畫
史
定
位
與
意
義
。

傳
董
源
︿
洞
天
山
堂
﹀
的 

  
畫
風
、
成
畫
時
代
與
製
作
脈
絡

陳
昱
全

︿
洞
天
山
堂
﹀
中
的
董
巨
風
格
及

其
他
畫
風
元
素

相
較
存
世
傳
為
五
代
董
源
︵
？—

九
六
二
︶
的
作
品
，
如
日
本
黑
川
古
文

化
研
究
所
︿
寒
林
重
汀
圖
﹀
︵
圖
二
︶
、

北
京
故
宮
︿
瀟
湘
圖
﹀
、
遼
寧
省
博
物
館

︿
夏
景
山
口
待
渡
圖
﹀
等
，
︿
洞
天
山

堂
﹀
的
風
格
反
而
與
院
藏
︿
秋
山
問
道
﹀

︵
圖
三
︶
、
︿
蕭
翼
賺
蘭
亭
﹀
︵
圖
四
︶

與
︿
層
巖
叢
樹
圖
﹀
等
傳
為
巨
然
︵
活
動

於
十
世
紀
後
半
︶
的
作
品
相
似
。
︵
註
三
︶

特
別
是
主
山
造
型
方
面
，
︿
洞
天
山
堂
﹀

圖一　 傳董源　洞天山堂　絹本設色　縱183.2、橫121.2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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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的
畫
家
以
長
線
條
披
麻
皴
描
寫
層
層
堆
疊

的
半
橢
圓
形
主
山
，
其
造
形
令
人
想
到
院

藏
巨
然
的
︿
秋
山
問
道
圖
﹀
︵
圖
三
︶
。

兩
件
作
品
的
山
體
皆
呈
圓
弧
狀
，
以
披
麻

皴
層
層
描
繪
而
出
，
峰
頂
是
以
卵
石
堆
積

加
以
墨
點
、
樹
叢
點
綴
成
的
礬
頭
，
符
合

米
芾
︵
一○

五
一—

一
一○

七
︶
︽
畫

史
︾
中
對
巨
然
畫
風
﹁
多
作
礬
頭
﹂
的
描

述
。
特
別
是
︿
洞
天
山
堂
﹀
中
巨
大
高
聳

的
主
山
，
符
合
劉
道
醇
︽
聖
朝
名
畫
評
︾

︵
約
一○

五
九
︶
中
記
載
巨
然
山
水
﹁
古

峰
峭
拔
，
宛
立
風
骨
﹂
的
特
色
。
但
︿
洞

天
山
堂
﹀
峰
頂
的
苔
點
不
同
於
傳
為
巨
然

的
︿
蕭
翼
賺
蘭
亭
﹀
與
︿
層
巖
叢
樹
圖
﹀

的
圓
點
造
型
，
亦
不
接
近
︿
秋
山
問
道

圖
﹀
的
半
弧
形
點
苔
，
反
而
與
米
友
仁

︵
一○

七
四—

一
一
五
一
︶
︿
雲
山
圖
﹀

︵
圖
五
︶
中
扁
長
形
的
點
苔
接
近
︵
表

一
︶
。
不
僅
如
此
，
︿
洞
天
山
堂
﹀
的
畫

家
更
以
濃
厚
雲
層
環
繞
山
腰
使
山
體
忽
隱

忽
現
。
這
樣
的
表
現
亦
與
米
友
仁
︿
雲
山

圖
﹀
相
彷
彿
，
都
是
用
大
量
且
厚
重
的
雲

氣
遮
掩
山
腰
，
使
得
山
體
各
區
塊
的
距

離
關
係
較
為
曖
昧
。
符
合
北
宋
米
芾
對
董

源
畫
風
的
記
載
：
﹁
峰
巒
出
沒
，
雲
霧
顯

晦
，
不
裝
巧
趣
，
皆
得
天
真
。
﹂
這
麼
看

來
，
︿
洞
天
山
堂
﹀
與
現
存
董
源
畫
作
較

無
直
接
關
聯
，
反
與
傳
為
巨
然
的
作
品
、

米
友
仁
︿
雲
山
圖
﹀
及
米
芾
︽
畫
史
︾
記

載
的
董
源
畫
風
相
關
。

從

整

體

構

圖

和

母

題

造

型

來

看
，
︿
洞
天
山
堂
﹀
與
元
初
高
克
恭

︵
一
二
四
八—

一
三
一○

︶
的
︿
雲
橫
秀

嶺
﹀
︵
圖
六
︶
和
︿
春
山
晴
雨
﹀
︵
圖

七
︶
也
有
不
少
相
近
之
處
。
近
景
描
繪
寬

闊
的
水
景
、
中
景
則
是
高
大
主
山
，
近
中

景
間
隔
著
濃
厚
的
雲
層
，
並
在
主
山
兩
側

以
墨
染
稍
微
暗
示
遠
方
的
山
峰
。
相
較
於

宋
代
米
友
仁
以
墨
點
形
塑
山
體
，
高
克
恭

與
︿
洞
天
山
堂
﹀
的
作
者
相
同
，
都
是
先

勾
勒
、
擦
染
出
山
體
後
才
點
上
墨
點
，
苔

圖二　傳董源　寒林重汀　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藏

圖三　傳巨然　秋山問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四　傳巨然　蕭翼賺蘭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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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點
主
要
是
用
來
點
綴
畫
面
之
用
。
而
扁
長

形
的
苔
點
也
是
兩
件
作
品
相
近
之
處
。

除
了
相
似
處
外
，
︿
洞
天
山
堂
﹀

實
存
在
著
與
高
氏
風
格
不
同
的
地
方
。

︿
洞
天
山
堂
﹀
是
以
線
描
為
主
，
搭
配
青

綠
、
墨
染
、
苔
點
繪
製
成
宏
大
主
山
，
可

謂
米
氏
雲
山
系
統
中
的
變
異
體
，
不
同
於

明
初
的
李
在
︿
米
氏
雲
山
圖
﹀
︵
圖
八
︶

與
謝
環
︿
雲
山
小
景
圖
﹀
的
雲
山
系
統
。

明
代
作
品
更
忠
於
米
家
作
風
，
透
過
大

﹁
塊
面
﹂
點
染
手
法
來
形
塑
山
體
，
並
以

留
白
手
法
呈
現
大
片
﹁
虛
﹂
的
雲
氣
與
水

域
。
相
較
之
下
，
︿
洞
天
山
堂
﹀
樹
石
繁

密
、
山
岳
高
聳
峭
峙
，
是
以
山
岳
﹁
實
﹂

景
為
畫
面
主
體
，
並
依
賴
輪
廓
線
與
皴

擦
，
﹁
線
﹂
的
概
念
更
為
強
烈
。
︿
洞
天

山
堂
﹀
的
筆
法
與
輪
廓
線
是
更
為
繁
複
細

密
，
而
不
同
於
高
克
恭
疏
簡
的
筆
法
。
根

據
元
人
李
衎
︵
一
二
四
五—

一
三
二○

︶

題
於
高
氏
晚
年
之
︿
雲
橫
秀
嶺
﹀
的
文
字

﹁
予
謂
彥
敬
畫
山
水
。
秀
潤
有
餘
。
而
頗

乏
筆
力
。
常
欲
以
此
告
之
。
宦
游
南
北
。

不
得
會
面
者
。
今
十
年
矣
。
此
軸
樹
老
石

蒼
。
明
麗
洒
落
。
古
所
謂
有
筆
有
墨
者
。

使
人
心
降
氣
下
。
絕
無
可
議
者
。
其
當

寶
之
。
至
大
己
酉
夏
六
月
。
薊
丘
李
衎

題
。
﹂
李
衎
認
為
高
克
恭
早
年
作
畫
缺
乏

筆
力
，
但
經
多
年
努
力
，
此
畫
一
改
過
往

之
弊
，
可
視
為
高
氏
﹁
有
筆
有
墨
﹂
之

作
。
若
就
現
存
高
克
恭
的
作
品
來
看
確
實

如
此
，
院
藏
︿
春
山
晴
雨
﹀
︵
圖
七
︶
和

︿
群
峰
秋
色
﹀
多
側
重
設
色
墨
染
，
而

缺
乏
肯
定
輪
廓
線
描
與
繁
複
皴
擦
。
若

說
︿
雲
橫
秀
嶺
﹀
已
算
是
高
克
恭
晚
年
用

筆
較
多
較
繁
的
一
件
作
品
，
這
麼
一
來
自

然
降
低
高
克
恭
創
作
︿
洞
天
山
堂
﹀─

這

種
用
筆
繁
複
精
細
作
品
的
可
能
性
。
除
此

之
外
，
︿
洞
天
山
堂
﹀
的
雲
氣
處
理
方
式

也
稍
不
同
︿
雲
橫
秀
嶺
﹀
，
高
克
恭
基
本

上
還
是
忠
實
於
米
家
傳
統
，
用
墨
線
勾
畫

出
平
面
化
、
裝
飾
化
，
但
具
有
古
意
的
雲

氣
。
相
形
之
下
，
︿
洞
天
山
堂
﹀
中
未
用

淡
墨
勾
勒
雲
朵
，
使
白
雲
在
主
山
厚
實
的

山
體
襯
托
之
下
顯
得
更
有
立
體
感
、
更
為

厚
重
。還

需
注
意
的
是
，
從
︿
洞
天
山
堂
﹀

主
山
厚
重
的
量
感
與
豐
富
的
層
次
來
看
，

此
作
並
非
單
純
對
北
宋
董
巨
與
二
米
傳
統

的
因
襲
。
通
觀
今
日
所
存
董
源
、
巨
然
畫

作
，
巨
大
的
山
體
與
堅
實
的
量
感
並
非
此

類
畫
作
的
表
現
重
點
。
傳
為
董
源
的
︿
寒

林
重
汀
﹀
︵
圖
二
︶
描
寫
一
片
平
遠
展
開

的
構
圖
下
，
夕
陽
餘
暉
中
江
南
水
鄉
的
低

緩
土
丘
，
符
合
米
芾
所
說
董
源
畫
風
﹁
平

淡
天
真
﹂
、
﹁
多
寫
江
南
真
山
，
不
為
奇

峭
之
筆
﹂
的
特
色
。
此
外
，
傳
為
巨
然
的

︿
蕭
翼
賺
蘭
亭
﹀
︵
圖
四
︶
與
︿
層
巖
叢

樹
圖
﹀
，
主
山
雖
然
較
為
高
聳
，
但
多
是

處
於
煙
霧
迷
茫
一
片
江
南
的
水
氣
之
中
，

山
體
質
面
的
皴
擦
與
墨
染
亦
是
點
到
為

止
。
相
較
之
下
，
︿
洞
天
山
堂
﹀
的
主
山

是
以
較
為
肯
定
的
輪
廓
線
界
定
而
成
，
結

合
水
墨
與
設
色
層
層
擦
染
，
具
有
厚
重
堅

實
的
量
感
。
單
從
墨
染
、
皴
法
、
筆
描
等

方
面
來
看
，
︿
洞
天
山
堂
﹀
的
繪
製
概
念

又
不
同
於
米
氏
雲
山
的
傳
統
，
反
而
讓
人

想
起
范
寬
︿
谿
山
行
旅
圖
﹀
︵
圖
九
︶
中

堅
實
雄
厚
的
山
岳
表
現
。

表一：江南畫系相關作品苔點比較表

作品名稱 苔　　　點　　　表　　　現

洞天山堂  

雲橫秀嶺  

雲山圖  

蕭翼賺蘭亭  

層巖叢樹圖  

秋山問道  

圖五　米友仁　雲山圖　局部　1130　美國Nelson-Atkins Museum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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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從
山
石
造
型
、
筆
法
模
式
與
描
繪
內

容
來
看
，
︿
洞
天
山
堂
﹀
畫
面
﹁
上
半
﹂

的
風
格
較
接
近
巨
然
與
二
米
風
格
，
而
構

圖
與
點
苔
造
型
與
元
初
高
克
恭
關
係
密

切
。
然
從
用
筆
與
設
色
手
法
來
看
，
︿
洞

天
山
堂
﹀
透
露
出
試
圖
跳
脫
江
南
山
水
畫

脈
絡
、
欲
重
建
范
寬
式
雄
強
剛
健
的
華
北

山
水
特
色
之
意
圖
，
而
稍
不
同
於
元
代
高

克
恭
的
米
家
山
水
風
格
。

洞
天
山
堂

中
的
李
郭
畫
風
元
素

從
以
上
討
論
可
知
，
︿
洞
天
山
堂
﹀

的
畫
風
面
貌
並
非
從
董
源
、
巨
然
的
江
南

畫
風
脈
絡
即
能
概
括
而
論
，
其
中
還
混
合

米
家
山
水
、
高
克
恭
的
風
格
因
子
。
經
筆

者
研
究
發
現
，
此
畫
更
蘊
含
唐
宋
以
來
華

北
松
石
畫
的
圖
繪
傳
統
。
吳
保
合
曾
簡
要

提
及
︿
洞
天
山
堂
﹀
中
蟹
爪
樹
枝
的
造
型

是
受
到
李
郭
風
格
之
影
響
，
︵
註
四
︶

然

而
，
單
從
松
林
蟹
爪
就
將
此
畫
歸
為
李
郭

畫
派
的
推
論
方
式
稍
嫌
快
速
。
重
點
在
於

是
否
可
以
更
細
膩
地
分
析
︿
洞
天
山
堂
﹀

之
畫
面
描
寫
與
風
格
來
源
，
並
比
較
此
作

與
其
他
李
郭
派
畫
作
的
異
同
，
才
是
深
入

理
解
其
內
涵
的
關
鍵
。

︿
洞
天
山
堂
﹀
畫
面
下
半
繪
有
巨

大
崢
嶸
、
斜
向
堆
積
而
成
的
石
塊
，
其

上
畫
枝
枒
扭
轉
、
姿
態
蒼
勁
的
松
樹
，
佔

據
整
體
畫
面
高
度
的
五
分
之
二
；
右
側
描

繪
溪
澗
從
山
側
澗
撲
而
出
。
這
樣
的
構
圖

與
圖
繪
內
容
令
人
想
起
唐
代
懿
德
太
子

︵
圖
十
︶
、
節
愍
太
子
墓
室
壁
畫
︵
圖

十
一
︶
，
以
及
傳
為
李
成
︵
約
九
一
六—

九
六
七
︶
的
︿
喬
松
平
遠
﹀
和
郭
熙
︵
約

一○

二
三—

一○

八
五
︶
的
︿
早
春
圖
﹀

︵
圖
十
二
︶
等
唐
宋
松
石
圖
像
。
學
者
竹

浪
遠
已
就
唐
代
松
石
圖
做
了
詳
盡
的
研

究
，
透
過
文
獻
考
證
與
圖
像
比
對
，
推
論

﹁
雙
松
﹂
是
唐
代
畫
家
慣
用
的
圖
式
模

組
。
︵
註
五
︶

例
如
初
唐
的
懿
德
太
子
墓

室
壁
畫
，
在
墓
道
西
壁
繪
有
生
長
於
山
岳

岩
塊
上
的
雙
松
，
兩
棵
松
樹
緊
密
並
排
，

一
旁
另
配
有
一
幹
松
樹
︵
圖
十
︶
。
盛
唐

杜
甫
︵
七
一
二—

七
七○

︶
也
有
題
韋
偃

︿
戲
為
雙
松
圖
歌
﹀
：
﹁
天
下
幾
人
畫
古

松
。
畢
宏
已
老
韋
偃
少
。
絕
筆
長
風
起
纖

末
。
滿
堂
動
色
嗟
神
妙
。
兩
株
慘
裂
苔

癬
皮
。
屈
鐵
交
錯
廻
高
枝⋯

⋯

。
﹂
︵
註

六
︶

除
此
之
外
，
在
節
愍
太
子
墓
室
壁
畫

圖九　宋　范寬　谿山行旅圖　約100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元　高克恭　雲橫秀嶺　約130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七　元　高克恭　春山晴雨　1299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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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中
亦
有
﹁
雙
松
﹂
的
表
現
。
畫
家
在
巨

大
、
從
左
下
往
右
上
隆
起
的
岩
塊
上
的
平

頂
，
描
繪
了
兩
株
糾
結
纏
繞
的
老
松
︵
圖

十
一
︶
。
特
別
是
這
種
將
雙
松
描
繪
在
斜

向
布
排
的
土
石
平
臺
上
之
作
法
，
確
實
與

︿
洞
天
山
堂
﹀
相
當
接
近
，
顯
示
︿
洞
天

山
堂
﹀
依
舊
保
有
唐
代
繪
畫
的
古
老
元

素
。

唐
代
繪
作
結
合
土
丘
平
臺
與
雙
松
的

圖
繪
模
組
，
到
了
北
宋
持
續
被
複
製
在
傳

為
李
成
的
︿
喬
松
平
遠
﹀
與
郭
熙
的
︿
早

春
圖
﹀
︵
圖
十
二
︶
中
。
︿
洞
天
山
堂
﹀

與
︿
早
春
圖
﹀
的
構
圖
相
當
接
近
，
畫
面

中
央
主
山
堂
堂
，
近
中
景
間
雲
霧
繚
繞
，

雙
松
描
繪
於
近
景
巨
石
上
，
兩
側
有
溪
澗

泉
水
與
高
大
的
樓
閣
建
築
。
這
兩
件
作
品

的
松
樹
皆
採
取
俯
瞰
視
點
，
表
現
松
樹
枝

幹
﹁
向
下
﹂
綿
延
生
長
的
旺
盛
生
命
力
，

其
松
幹
枝
枒
扭
轉
、
展
延
的
樣
貌
，
或
許

接
近
杜
甫
︿
題
李
尊
師
松
樹
障
子
歌
﹀
中

所
說
﹁
偃
蓋
反
走
虬
龍
形
﹂
，
︵
註
七
︶ 

枝
葉
有
如
斗
笠
般
向
下
覆
蓋
、
松
幹
造
形

曲
折
多
變
有
如
虬
龍
一
般
。
此
外
，
︿
洞

天
山
堂
﹀
中
由
右
下
往
左
上
綿
延
堆
疊
而

成
的
岩
塊
，
也
與
︿
早
春
圖
﹀
中
從
左
下

往
右
上
延
伸
扭
轉
的
山
體
有
異
曲
同
工
之

妙
。

從
畫
面
構
圖
、
松
樹
向
下
生
長
的

造
型
與
雙
松
、
巨
石
、
瀑
布
流
泉
的
圖

繪
組
合
看
來
，
︿
洞
天
山
堂
﹀
忠
實
地

沿
襲
了
北
宋
松
石
畫
模
式
，
並
保
留
部

份
唐
代
圖
繪
傳
統
。
然
在
中
央
的
雙
松

之
外
，
此
圖
雙
松
左
側
另
加
上
一
幹
高

大
松
樹
，
給
人
畫
蛇
添
足
、
擾
亂
主
題

之
感
。
這
種
雙
松
主
題
繁
複
化
的
特
徵

亦
見
於
許
多
元
代
李
郭
派
畫
作
中
，
例

如
朱
德
潤
︵
一
二
九
四—

一
三
六
五
︶

的
︿
林
下
鳴
琴
﹀
︵
圖
十
三
︶
、
唐
棣

︵
約
一
二
八
七—

一
三
五
五
︶
︿
霜

浦
歸
漁
圖
﹀
︵
圖
十
四
︶
、
曹
知
白

︵
一
二
七
二—

一
三
五
五
︶
︿
群
峰
雪

霽
﹀
等
作
。
除
了
兩
株
巨
大
的
松
樹
外
，

畫
家
會
於
兩
側
另
外
添
加
幾
棵
松
樹
、
枯

木
、
甚
至
是
闊
葉
樹
，
使
畫
面
變
得
更
為

豐
富
、
熱
鬧
。
這
麼
一
來
，
反
而
稀
釋
了

早
期
李
郭
畫
派
強
調
畫
中
雙
松
與
寒
林
，

以
傳
達
北
方
大
地
﹁
氣
象
蕭
疏
，
煙
林
清

曠
﹂
之
地
域
特
色
的
畫
意
。
此
外
，
︿
洞

天
山
堂
﹀
的
空
間
也
趨
於
平
面
：
在
本
幅

前
景
松
樹
與
其
他
雜
樹
之
間
缺
乏
前
後
層

次
的
布
排
，
而
且
在
右
側
溪
澗
方
面
，
亦

未
能
用
墨
染
作
出
右
側
幽
泉
從
山
谷
潺
潺

流
出
的
深
度
，
使
得
泉
水
描
寫
趨
於
平

板
。
最
後
，
松
樹
與
後
方
建
築
物
的
距
離

感
也
稍
嫌
模
糊
。
此
作
畫
家
捨
棄
郭
熙

︿
早
春
圖
﹀
中
多
層
次
的
淡
墨
渲
染
技
術

與
概
念
，
只
簡
單
暗
示
位
於
松
樹
後
方
的

建
築
群
，
並
未
交
代
諸
多
樓
閣
間
的
前
後

距
離
與
層
次
關
係
。
︿
洞
天
山
堂
﹀
空
間

結
構
的
拼
湊
特
性
，
接
近
唐
棣
另
一
件
巨

幅
山
水
︿
倣
郭
熙
秋
山
行
旅
圖
﹀
︵
圖

十
五
︶
。
此
作
與
其
他
元
代
李
郭
派
繪
作

相
近
，
畫
者
亦
割
捨
郭
熙
︿
早
春
圖
﹀
中

以
精
微
淡
墨
渲
染
光
線
與
空
氣
的
技
法
。

唐
棣
雖
複
製
了
李
郭
派
的
山
石
與
松
樹
，

卻
不
這
麼
在
乎
以
墨
染
表
現
主
山
左
右
兩

側
遠
山
的
距
離
感
。
此
外
，
各
個
山
石
塊

面
的
組
合
與
結
構
，
乃
至
於
各
景
單
元
之

間
亦
缺
乏
明
確
的
層
次
與
空
間
關
係
，
使

畫
面
的
構
成
流
於
概
念
性
。
大
體
看
來
，

元
代
的
李
郭
畫
家
重
視
對
早
期
畫
作
母
題

與
筆
法
的
掌
握
，
雖
能
概
念
性
地
以
較
濃

重
的
墨
色
描
繪
近
景
山
石
，
並
以
淡
墨
做

出
遠
山
深
遠
的
距
離
。
然
而
，
不
論
是

前
、
中
、
後
三
景
之
間
，
或
是
畫
面
各
區

塊
間
的
距
離
關
係
與
深
度
，
卻
往
往
是
曖

昧
且
割
裂
的
。

總
括
以
上
，
︿
洞
天
山
堂
﹀
一
方

面
傳
承
唐
宋
松
石
畫
傳
統
的
同
時
，
在
圖

繪
模
組
與
空
間
描
繪
上
有
了
不
同
的
更
動

與
見
解
，
而
與
元
代
李
郭
派
畫
作
相
近
：

淡
化
了
﹁
雙
松
﹂
的
圖
式
，
畫
面
深
度
趨

於
平
面
且
割
裂
。
這
麼
看
來
，
此
畫
已
不

類
宋
人
對
於
整
體
畫
面
的
融
會
與
掌
握
，

而
較
有
可
能
屬
元
代
之
後
的
作
品
。
若
考

量
前
述
︿
洞
天
山
堂
﹀
與
高
克
恭
畫
風
的

相
關
之
處
，
再
加
上
畫
上
蓋
有
明
初
﹁
司

印
﹂
半
印
來
看
，
此
畫
最
有
可
能
創
作
於

元
代
。

圖十　唐　懿德太子墓室壁畫　706圖十一　唐　節愍太子墓室壁畫　710

圖十二　宋　郭熙　早春圖　1072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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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立
與
融
合
：
︿
洞
天
山
堂
﹀
的

多
元
畫
風
與
製
作
脈
絡

以
上
討
論
︿
洞
天
山
堂
﹀
的
畫
風

來
源
與
可
能
的
製
作
時
代
，
畫
家
﹁
選
擇

性
﹂
擷
取
李
郭
、
董
巨
畫
風
的
代
表
性
母

題
與
筆
法
：
一
方
面
捨
棄
北
宋
文
人
米

芾
、
沈
括
所
推
崇
江
南
畫
派
﹁
不
為
奇
峭

之
筆
﹂
的
特
色
，
而
選
用
李
成
與
郭
熙
一

派
精
細
畫
法
描
繪
山
石
、
松
樹
、
泉
水
；

又
忽
略
李
郭
派
︿
早
春
圖
﹀
中
大
氣
氤
氳

的
表
現
，
改
以
米
家
山
水
的
雲
氣
與
墨

點
，
搭
配
巨
然
式
的
山
體
。
除
此
之
外
，

畫
家
亦
偏
好
范
寬
一
類
的
北
宋
巨
幅
式
山

水
，
賦
與
龐
然
主
山
堅
實
厚
重
的
量
感
，

而
拋
除
江
南
畫
派
平
遠
式
的
水
鄉
景
色
描

寫
。
這
麼
看
來
，
此
畫
作
者
當
是
有
意

識
、
概
念
性
地
揀
選
各
種
山
水
畫
風
格
，

將
其
置
入
一
個
北
宋
山
水
的
大
框
架
中
，

但
較
不
重
視
北
宋
山
水
對
光
線
、
大
氣
、

季
節
、
時
辰
、
地
域
、
空
間
等
細
節
的
觀

察
，
使
︿
洞
天
山
堂
﹀
成
為
一
個
超
脫
時

間
與
空
間
的
概
念
性
繪
畫
。
此
畫
背
後
透

露
出
作
者
具
備
相
當
的
古
畫
知
識
、
旺
盛

的
創
作
想
像
力
，
且
不
被
既
有
繪
畫
傳
統

所
囿
。
有
趣
的
是
，
米
芾
在
︽
畫
史
︾
中

筆
者
以
為
，
︿
洞
天
山
堂
﹀
複
合

多
元
畫
風
的
創
作
特
性
可
能
與
高
克
恭

及
其
所
處
的
元
代
山
水
畫
復
古
脈
絡
相

關
。
透
過
前
文
分
析
，
畫
家
有
意
識
地

統
合
宋
代
二
米
對
董
源
江
南
畫
系
的
理

解
與
李
郭
的
樹
石
畫
傳
統
，
這
與
鄧
文
原

︵
一
二
五
八—

一
三
二
八
︶
所
說
高
克
恭

﹁
畫
山
水
，
初
學
米
氏
父
子
，
後
用
李

成
、
董
元
、
巨
然
法
﹂
，
或
夏
文
彥
︽
圖

繪
寶
鑒
︾
記
載
，
高
克
恭
初
學
二
米
、
後

入
董
源
與
李
成
的
特
性
不
謀
而
合
。
可
惜

的
是
，
現
存
高
克
恭
畫
作
並
不
足
以
讓
我

們
重
建
﹁
李
郭
﹂
加
﹁
董
巨
﹂
畫
風
的
可

能
面
貌
。
但
透
過
年
代
稍
晚
於
高
克
恭
的

朱
德
潤
及
曹
知
白
等
人
的
畫
作
，
可
知
元

代
確
有
綜
合
南
北
畫
風
的
畫
作
。
從
朱
德

潤
的
︿
林
下
鳴
琴
﹀
︵
圖
十
三
︶
和
︿
松

溪
釣
艇
圖
﹀
，
畫
中
松
樹
跳
躍
的
蟹
爪
枝

與
以
靈
動
的
雲
頭
皴
筆
法
表
現
的
山
石
可

知
，
朱
氏
乃
元
代
忠
實
的
李
郭
派
畫
家
。

然
其
過
世
前
一
年
所
作
的
︿
秀
野
軒
圖
﹀

︵
圖
十
六
︶
，
明
顯
可
見
董
源
江
南
式
平

遠
構
圖
與
大
量
點
苔
。
但
安
排
在
卷
首

生
長
於
巨
石
上
的
松
樹
，
與
多
層
墨
色

暈
染
的
手
法
，
依
然
有
著
李
郭
派
的
影

響
。
不
僅
如
此
，
元
人
︿
春
山
圖
﹀
︵
圖

十
七
︶
、
曹
知
白
︿
山
水
﹀
以
及
陸
廣

︵
活
動
於
十
四
世
紀
中
︶
︿
仙
山
樓
觀
﹀

︵
圖
十
八
︶
等
，
亦
可
視
為
元
代
統
合
南

北
畫
風
的
作
例
。
︿
春
山
圖
﹀
依
舊
在
近

景
描
繪
著
李
郭
派
的
松
樹
與
以
雲
頭
皴
做

出
的
山
石
，
但
使
用
大
量
苔
點
的
特
性
或

推
崇
董
巨
派
﹁
天
真
自
然
﹂
畫
風
的
同

時
，
同
時
是
貶
抑
李
郭
派
﹁
奇
峭
之
筆
﹂

的
精
細
描
寫
風
格
。
那
麼
，
︿
洞
天
山

堂
﹀
如
何
將
這
兩
種
概
念
上
衝
突
的
畫
風

整
合
在
同
一
畫
面
中
？
我
們
又
該
如
何
解

釋
這
種
融
合
不
同
畫
風
於
一
體
的
畫
史
現

象
呢
？

圖十五　元　唐棣　倣郭熙秋山行旅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三　元　朱德潤　林下鳴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十四　元　唐棣　霜浦歸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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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江
南
系
的
米
家
山
水
有
關
。
此
外
，
陸

廣
在
︿
仙
山
樓
觀
﹀
之
近
景
，
用
的
是
李

郭
派
的
松
石
與
以
提
按
較
為
劇
烈
的
捲
雲

皴
來
表
現
山
石
，
遠
景
山
體
則
交
雜
著
董

巨
的
披
麻
皴
與
大
量
苔
點
來
構
成
主
山
。

這
麼
看
來
，
這
些
元
代
晚
期
畫
家
的
復
古

手
段
是
講
究
宋
畫
母
題
與
筆
墨
的
複
製
，

並
不
像
明
清
畫
家
那
般
介
意
不
同
畫
派
風

格
間
的
歧
異
。
根
據
石
守
謙
教
授
的
研

究
，
元
代
李
郭
畫
派
在
十
四
世
紀
中
葉
前

後
，
因
政
治
動
亂
失
去
北
方
的
權
宦
贊
助

者
而
逐
漸
衰
微
。
許
多
李
郭
派
畫
家
如
朱

德
潤
、
姚
彥
卿
等
不
得
不
改
變
既
有
的
風

格
，
融
入
江
南
流
行
的
董
巨
畫
風
來
迎
合

當
時
在
政
治
與
經
濟
上
相
對
穩
定
富
庶
的

南
方
文
化
圈
。
︵
註
八
︶

這
麼
看
來
，
︿
洞

圖十六　元　朱德潤　秀野軒圖　局部　1364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天
山
堂
﹀
採
取
北
宋
巨
幅
山
水
的
結
構
，

以
董
巨
畫
風
描
寫
山
岳
主
景
並
搭
配
李
郭

派
松
石
圖
式
的
作
法
，
可
視
為
一
件
匯
通

南
北
山
水
畫
風
的
作
品
。
或
許
是
件
十
四

世
紀
中
葉
前
後
的
北
方
畫
家
，
保
留
了
北

宋
大
畫
面
構
圖
與
李
郭
派
樹
石
圖
式
，
並

嘗
試
融
合
南
方
董
巨
筆
法
的
創
作
成
果
。

︵
註
九
︶

整
體
看
來
，
不
同
於
宋
代
山
水
畫

家
對
地
域
、
時
間
與
季
節
的
關
切
，
元
人

對
宋
畫
的
學
習
較
偏
重
概
念
性
與
審
美
上

的
考
量
。

石
守
謙
先
生
在
談
論
元
代
非
漢
族
書

畫
藝
術
家
時
提
出
﹁
他
們
︵
非
漢
族
書
畫

家
︶
雖
學
習
以
中
國
傳
統
的
方
式
作
畫
，

但
其
切
入
點
卻
與
漢
族
畫
家
不
同
。
他
們

的
這
種
作
法
，
尤
其
顯
示
著
一
種
對
原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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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典
典
範
運
用
的
自
由
開
放
態
度
，
而
不

似
趙
孟
頫
等
人
﹃
復
古
﹄
理
念
上
所
表
現

的
嚴
肅
與
執
著
。
﹂
︵
註
十
︶

如
今
雖
無

法
確
定
︿
洞
天
山
堂
﹀
作
者
是
否
為
元
代

非
漢
族
人
士
，
然
此
作
嘗
試
統
合
多
種
繪

畫
傳
統
的
企
圖
，
確
實
與
元
朝
的
大
時
代

氛
圍
契
合
。
好
比
康
里
巙
巙
在
二
王
典
範

之
外
融
合
了
不
同
書
家
的
狂
草
、
章
草
風

格
，
成
就
其
﹁
混
用
﹂
的
特
殊
的
藝
術
樣

貌
。
或
許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
︿
洞
天
山

堂
﹀
體
現
了
元
代
多
元
文
化
與
種
族
並
陳

的
時
代
背
景
，
反
應
元
代
是
個
提
供
藝
術

家
許
多
學
習
傳
統
、
融
會
不
同
傳
統
、
甚

至
顛
覆
傳
統
養
份
的
時
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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