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趙孟頫〈鵲華秋色〉

每月一寶

元
貞
元
年
︵
一
二
九
五
︶
十
二
月
，
趙
孟
頫
為

周
密
作
︿
鵲
華
秋
色
﹀
。
畫
題
：

　
　

 

公
謹
父
，
齊
人
也
。
余
通
守
齊
州
，
罷
官

來
歸
，
為
公
謹
說
齊
之
山
川
。
獨
華
不
注

最
知
名
，
見
於
︽
左
氏
︾
，
而
其
狀
又
峻

峭
特
立
，
有
足
奇
者
，
乃
為
作
此
圖
。
其

東
則
鵲
山
也
。
命
之
曰
鵲
華
秋
色
云
。
元

貞
元
年
十
有
二
月
。
吳
興
趙
孟
頫
製
。

這
件
山
水
短
卷
，
是
趙
孟
頫
為
從
未
親
見
祖
籍

鄉
里
風
貌
的
周
密
，
所
描
繪
的
山
東
濟
南
一
帶

山
水
景
致
。
在
沒
有
電
子
通
訊
的
年
代
裡
，
這

一
畫
卷
既
見
證
著
兩
人
相
知
情
誼
，
更
是
一
融

彙
自
然
景
貌
的
新
山
水
樣
式
。

趙
孟
頫
︿
鵲
華
秋
色
﹀

陳
韻
如

周
密
與
趙
孟
頫

周
密
︵
一
二
三
二∼

一
二
九
八
︶

字
公
謹
，
祖
籍
山
東
歷
城
華
不
注
山
附

近
，
別
號
稱
華
不
注
山
人
。
北
宋
末
家
族

南
移
至
吳
興
地
區
︵
浙
江
湖
州
︶
，
周
密

雖
因
隨
父
親
宦
旅
而
出
生
於
富
陽
，
但
後

則
以
湖
州
為
家
，
終
生
未
曾
到
過
祖
籍
故

里
濟
南
。
南
宋
寶
祐
年
間
︵
一
二
五
三∼

一
二
五
八
︶
周
密
以
門
蔭
進
入
仕
途
，
南

宋
滅
亡
之
後
隱
居
，
入
元
移
居
杭
州
，
以

讀
書
寫
作
終
老
。
周
密
不
僅
有
詩
詞
作

品
，
其
以
筆
記
題
材
著
述
的
南
宋
歷
史
更

具
有
獨
特
價
值
。 

趙
孟
頫
︵
一
二
五
四∼

一
三
二
二
︶

字
子
昂
，
號
松
雪
道
人
，
是
宋
太
祖
子
秦

王
德
芳
一
系
後
代
，
南
宋
以
後
世
居
湖

州
。
趙
孟
頫
雖
試
中
國
子
監
，
但
不
久

宋
朝
覆
滅
，
並
未
出
仕
。
至
元
二
十
三
年

︵
一
二
八
六
︶
程
鉅
夫
︵
一
二
四
九∼

一
三
一
八
︶
奉
派
南
下
訪
求
名
士
，
趙
孟

頫
於
是
以
南
宋
宗
室
身
分
入
仕
元
朝
，
期

間
歷
任
兵
部
郎
中
、
集
賢
直
學
士
，
濟
南

府
同
知
；
元
成
宗
元
貞
年
間
︵
一
二
九
五

∼

一
二
九
六
︶
與
修
︽
世
祖
實
錄
︾
，

書
寫
藏
經
，
事
畢
辭
歸
。
大
德
三
年

︵
一
二
九
九
︶
仍
授
集
賢
直
學
士
，
提
舉

江
浙
儒
學
，
至
大
三
年
︵
一
三
一○

︶
拜

翰
林
侍
讀
，
辭
歸
。
元
仁
宗
即
位
，
除
集

賢
侍
講
，
累
遷
翰
林
學
士
承
旨
，
延
祐
六

年
︵
一
三
一
九
︶
請
歸
，
卒
於
至
治
二
年

︵
一
三
二
二
︶
，
年
六
十
九
。
追
封
魏
國

公
，
諡
號
文
敏
。

至
元
二
十
九
年
︵
一
二
九
二
︶
趙

孟
頫
離
開
大
都
朝
廷
到
山
東
出
任
濟
南
路

總
管
府
同
知
，
一
直
到
至
元
三
十
一
年

︵
一
二
九
四
︶
六
月
元
成
宗
下
令
編
修

︽
世
祖
實
錄
︾
以
後
，
趙
孟
頫
才
離
開
山

東
返
回
大
都
，
但
不
久
稱
病
辭
官
返
回
吳

興
。
︿
鵲
華
秋
色
﹀
︵
圖
一
︶
正
是
趙
孟

頫
描
繪
任
官
所
在
山
東
濟
南
地
景
，
贈
予

家
鄉
長
輩
周
密
的
一
件
作
品
。
︵
註
一
︶

趙
孟
頫
在
︽
松
雪
齋
集
︾
仍
收
錄
著
一
首

趙
孟
頫
入
仕
元
朝
初
期
，
於
兵
部
任
官
期

間
寫
贈
周
密
的
詩
作
，
顯
示
二
人
早
已
結

識
。

周
密
自
移
居
杭
州
後
，
更
積
極
參
與

文
物
鑑
賞
的
活
動
。
在
他
的
︽
雲
煙
過
眼

錄
︾
書
中
條
列
許
多
收
藏
內
容
，
堪
稱
是

南
宋
、
元
代
文
物
收
藏
的
重
要
文
獻
。
︵
註

二
︶

周
密
在
乙
亥
年
︵
一
二
七
五
︶
見
到

圖一　元　趙孟頫　鵲華秋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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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寶

南
宋
祕
閣
部
分
收
藏
，
詳
細
記
載
南
宋
內

府
收
藏
裝
裱
手
法
。
而
周
密
本
人
亦
有
收

藏
，
為
文
藝
鑒
藏
活
動
核
心
人
物
，
戴
表

元
︵
一
二
四
四∼

一
三
一○

︶
記
述
丙
戌

年
︵
一
二
八
六
︶
舉
行
的
﹁
楊
氏
池
堂
讌

集
﹂
，
說
明
周
密
家
藏
文
物
之
盛
。
︵
戴

表
元
︽
剡
源
文
集
︾
卷
十
︶
張
先
︿
十
詠

圖
﹀
曾
屬
其
家
藏
；
另
外
，
元
初
龔
開
也

曾
為
之
作
︿
江
磯
圖
卷
﹀
。
趙
孟
頫
與
周

密
都
喜
好
書
畫
，
趙
孟
頫
也
十
分
清
楚
周

︿
鵲
華
秋
色
﹀
的
古
風
與
新
樣

︿
鵲
華
秋
色
﹀
畫
幅
橫
寬
不
到
一
公

尺
，
縱
高
約
二
十
八
公
分
，
是
一
件
不
算

大
的
手
卷
。
畫
面
構
圖
分
為
三
個
段
落
安

排
，
畫
卷
由
右
向
左
分
別
是
尖
聳
的
華
不

注
山
︵
圖
二
︶
，
中
段
叢
樹
生
長
的
坡
岸

︵
圖
三
︶
，
最
左
側
則
是
有
如
圓
鼓
狀
的

鵲
山
︵
圖
四
︶
。
若
將
畫
卷
全
幅
展
開
，

畫
中
是
一
遼
闊
的
水
澤
坡
岸
，
約
在
畫
幅

三
分
之
二
高
處
為
地
平
高
度
，
一
左
一

右
、
一
圓
一
尖
的
兩
座
山
分
別
從
地
面
而

起
。
雖
然
李
鑄
晉
教
授
曾
指
出
，
此
畫
乍

看
之
下
似
乎
是
依
真
景
畫
成
，
但
他
更
進

一
步
強
調
，
畫
中
安
排
已
經
畫
家
將
眼
見

景
象
融
入
心
中
所
想
的
山
水
之
中
。

山
水
卷
的
表
現
，
在
宋
代
已
經
有

許
多
成
功
作
品
。
北
宋
王
詵
︿
煙
江
疊

嶂
﹀
、
王
希
孟
︿
千
里
江
山
﹀
、
南
宋
舒

城
李
氏
︿
瀟
湘
臥
遊
﹀
、
米
友
仁
︿
雲
山

圖
﹀
等
，
其
構
圖
方
式
都
是
在
全
幅
畫
卷

中
，
呈
現
出
一
個
具
有
固
定
高
度
的
地
平

線
。
︵
註
三
︶
︿
鵲
華
秋
色
﹀ 

雖
與
這
些
山

水
橫
卷
結
構
模
式
相
關
，
但
藉
著
構
圖
的

精
鍊
、
設
色
的
創
意
、
筆
墨
的
調
整
，
以

及
畫
中
活
動
細
節
的
安
排
等
，
已
然
調
整

圖二　元　趙孟頫　鵲華秋色　華不注山局部

圖三　元　趙孟頫　鵲華秋色　中段局部圖四　元　趙孟頫　鵲華秋色　鵲山局部

密
對
於
書
畫
傳
統
的
掌
握
精
熟
。
就
在
趙

孟
頫
為
周
密
所
作
︿
鵲
華
秋
色
﹀
當
年

︵
一
二
九
五
︶
，
周
密
即
針
對
趙
孟
頫
自

大
都
帶
回
吳
興
之
收
藏
品
加
以
描
述
記

錄
。
︵
周
密
︽
雲
煙
過
眼
錄
︾
卷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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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寶

的
活
力
。
仔
細
觀
察
︿
鵲
華
秋
色
﹀
畫
中

兩
座
山
體
，
其
山
腳
下
有
樹
叢
環
繞
，
再

又
有
留
白
雲
氣
瀰
漫
當
中
；
讓
人
不
禁
察

覺
出
，
這
兩
座
沒
有
清
晰
山
腳
實
體
描
繪

的
山
頭
，
竟
如
同
兩
塊
璧
玉
一
般
浮
在
畫

幅
之
上
。
兩
山
之
間
的
平
緩
水
岸
，
雖
沒

有
太
濃
重
的
設
色
，
但
坡
岸
質
面
透
過
和

緩
、
圓
弧
的
墨
筆
線
條
一
層
一
層
地
重
疊

交
錯
︵
圖
六
︶
，
使
其
流
露
著
更
多
舒
朗

氣
氛
。
正
因
如
此
，
原
本
青
綠
傳
統
所
具

有
的
古
老
山
水
風
情
，
在
此
反
而
展
現
出

圖七　元　趙孟頫　鵲華秋色　人物活動局部

出
一
個
屬
於
元
代
的
新
成
就
。

在
︿
鵲
華
秋
色
﹀
中
，
趙
孟
頫
在

構
圖
上
捨
棄
過
多
細
節
，
只
保
留
了
精
鍊

後
的
幾
何
造
型
山
頭
，
將
華
不
注
山
的
三

角
形
與
鵲
山
的
半
橢
圓
形
兩
相
比
對
。
這

兩
個
簡
練
後
的
山
頭
以
濃
重
設
色
呈
現
出

藍
綠
色
調
。
青
綠
設
色
手
法
在
山
水
圖
繪

傳
統
中
，
通
常
用
以
營
造
古
意
的
成
效
，

例
如
錢
選
的
設
色
山
水
︿
煙
江
待
渡
﹀

︵
圖
五
︶
就
很
能
說
明
這
個
傾
向
。
不

過
，
趙
孟
頫
的
古
意
之
中
顯
然
還
帶
有
新

圖六　元　趙孟頫　鵲華秋色　筆墨局部

圖五　元　錢選　煙江待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舒
朗
溫
潤
的
氣
氛
。

特
別
值
得
注
意
︿
鵲
華
秋
色
﹀
的
筆

墨
線
條
，
多
是
簡
樸
的
橫
向
用
筆
，
並
沒

有
太
多
矯
造
的
技
巧
。
也
正
因
此
，
畫
面

上
顯
示
著
自
然
平
靜
的
效
果
。
而
穿
插
在

畫
中
的
人
物
活
動
︵
圖
七
︶
，
不
論
是
行

舟
水
上
、
捕
魚
河
岸
，
或
者
守
望
著
屋
舍

等
，
都
是
以
微
小
的
比
例
加
以
描
繪
。
讓

這
件
山
水
乍
看
平
靜
似
無
人
煙
，
但
實
際

上
仔
細
觀
察
，
就
能
發
現
穿
梭
之
中
的
豐

富
活
動
細
節
，
在
畫
中
山
水
之
間
醞
釀
著

豐
富
的
生
命
動
能
。

雖
然
，
現
無
資
料
可
說
明
周
密
收
到

此
畫
的
反
應
。
但
是
，
從
具
有
書
畫
鑑
賞

能
力
的
周
密
角
度
而
言
，
趙
孟
頫
如
此
調

整
古
代
風
格
、
構
圖
面
貌
的
企
圖
，
理
當

有
了
解
與
認
識
的
基
礎
。

地
景
面
貌
與
風
格
的
融
塑

依
據
周
密
︽
雲
煙
過
眼
錄
︾
的
記

載
，
趙
孟
頫
當
年
從
大
都
帶
回
的
古
畫

中
，
有
一
件
﹁
董
源
山
水
﹂
的
描
述
與
現

存
︵
傳
︶
董
源
︿
瀟
湘
圖
卷
﹀
︵
圖
八
︶

相
近
。
︿
瀟
湘
圖
卷
﹀
所
設
定
出
的
地
平

線
高
度
約
在
畫
卷
三
分
之
二
高
處
，
畫
中

圖八　元　董源　瀟湘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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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構
圖
的
表
現
而
言
，
在
平
緩
水
岸

之
間
強
調
獨
立
的
兩
座
山
形
，
是
一
種
承

襲
自
描
繪
仙
山
的
手
法
。
例
如
王
詵
︿
煙

江
疊
嶂
﹀
︵
上
海
博
物
館
藏
︶
後
段
獨
立

於
水
澤
之
中
的
山
體
，
就
充
滿
著
描
繪
海

中
仙
山
的
意
圖
。
相
對
於
王
詵
以
郭
熙
傳

統
來
表
現
山
體
本
身
的
特
色
，
趙
孟
頫
則

借
用
董
源
傳
統
作
為
風
格
表
現
手
段
。
他

讓
講
究
平
緩
的
坡
岸
成
為
畫
面
背
景
，
再

藉
以
突
出
主
要
山
體
的
個
別
特
色
，
將
實

景
地
貌
與
風
格
傳
統
巧
妙
融
合
於
同
一
畫

面
之
中
。

如
此
融
塑
地
景
與
董
源
風
格
傳
統
的

手
法
，
自
︿
鵲
華
秋
色
﹀
以
後
，
仍
可
見

於
大
德
六
年
︵
一
三○

二
︶
趙
孟
頫
為
另

一
位
朋
友
錢
德
鈞
所
作
︿
水
村
圖
﹀
︵
圖

十
︶
。
︵
註
四
︶

︿
水
村
圖
﹀
與
︿
鵲
華

秋
色
﹀
不
同
，
此
畫
原
非
針
對
實
景
的
描

繪
作
品
。
但
根
據
畫
後
題
跋
，
錢
氏
後
於

延
祐
四
年
︵
一
三
一
七
︶
的
隱
居
所
在
，

竟
然
與
︿
水
村
圖
﹀
景
致
相
似
。
這
也
說

明
，
趙
孟
頫
融
塑
實
景
於
傳
統
畫
風
之
中

的
手
法
，
確
實
對
當
時
有
著
影
響
力
。
董

源
風
格
在
趙
孟
頫
的
推
動
下
，
成
為
元
代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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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家
心
目
中
的
古
老
山
水
傳
統
，
是
畫
家

抒
發
心
境
、
懷
古
超
俗
的
憑
藉
。
此
一
融

塑
自
然
與
畫
風
傳
統
的
手
法
，
不
僅
建
立

後
世
﹁
齋
室
山
水
﹂
圖
繪
傳
統
的
表
現
形

式
，
更
是
開
啟
黃
公
望
︿
富
春
山
居
圖
﹀

化
自
然
景
致
為
理
想
山
水
的
最
佳
前
例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書
畫
處

山
體
與
人
物
的
比
例
與
︿
鵲
華
秋
色
﹀
的

運
用
亦
接
近
。
經
過
更
多
畫
中
細
節
表
現

的
比
較
，
李
鑄
晉
早
已
指
出
︿
鵲
華
秋

色
﹀
，
確
實
是
與
︿
瀟
湘
圖
卷
﹀
、
︿
夏

景
山
口
待
渡
圖
﹀
這
類
傳
為
董
源
作
品
的

風
格
有
密
切
關
係
。

在
元
代
山
水
畫
風
發
展
中
，
董
源

傳
統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養
分
。
此
外
，
︿
鵲

華
秋
色
﹀
也
因
描
繪
山
東
華
不
注
山
與
鵲

山
，
藉
由
實
景
地
貌
而
增
加
了
風
格
表
現

的
層
次
。
把
山
水
畫
從
風
格
的
傳
統
中
，

因
顧
慮
著
寫
景
的
需
要
後
，
反
而
調
和
出

一
個
全
新
的
繪
畫
發
展
途
徑
。

華
不
注
山
自
古
就
是
濟
南
地
區
名

山
，
位
於
濟
南
城
東
北
十
里
處
；
而
鵲
山

則
如
一
座
屏
障
，
位
在
城
北
二
十
里
處
。

兩
山
的
實
際
關
係
，
因
為
觀
察
的
角
度
不

同
，
取
得
的
對
照
關
係
未
必
能
與
畫
中
所

繪
模
式
相
近
。
透
過
一
張
濟
南
舊
照
片

︵
齊
魯
大
學
鳥
瞰
風
貌
︶
，
仍
能
觀
察
一

些
可
能
面
貌
。
︵
圖
九
︶
︿
鵲
華
秋
色
﹀

二
山
的
位
置
關
係
確
實
引
人
注
目
。
清
代

乾
隆
皇
帝
就
對
︿
鵲
華
秋
色
﹀
畫
中
兩
山

關
係
有
深
厚
興
趣
，
甚
至
在
他
巡
經
濟
南

之
時
，
特
意
差
人
快
遞
從
北
京
取
來
此

畫
，
用
為
比
對
畫
中
景
色
的
地
理
關
係
。

為
此
，
乾
隆
皇
帝
在
︿
鵲
華
秋
色
﹀
上
留

下
數
段
題
跋
都
屬
環
繞
此
事
。
乾
隆
皇
帝

比
對
實
景
的
態
度
與
清
院
畫
山
水
發
展
有

關
，
是
一
有
待
深
入
研
究
的
有
趣
課
題
。

至
於
趙
孟
頫
在
︿
鵲
華
秋
色
﹀
中
，
綜
合

融
塑
畫
風
與
地
景
的
手
法
，
則
是
不
容
忽

視
的
重
要
成
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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