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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
辨
黃
公
望
︿
雨
巖
仙
觀
﹀
應
是
謝
時
臣
所
畫

傅  

申

在
傳
世
所
謂
黃
公
望
︵
字
子
久
，
一
二
六
九—

一
三
五
四
︶
的
作
品

中
，
偽
者
大
半
，
但
是
許
多
偽
作
，
無
從
查
考
，
不
能
從
畫
風
上

鑒
定
出
於
何
時
何
人
之
手
；
而
現
在
討
論
的
這
一
幅
著
名
的
︿
雨

巖
仙
觀
﹀
，
根
據
筆
者
的
鑑
定
，
可
以
肯
定
是
出
於
明
代
謝
時
臣

︵
一
四
八
七—

一
五
六
一
後
︶
之
手
。
這
在
鑑
定
個
案
中
，
屬
於
千

不
遇
一
的
罕
例
，
故
願
與
讀
者
分
享
。

︿
雨
巖
仙
觀
﹀
圖
簡
介

此
一
︿
雨
巖
仙
觀
﹀
︵
圖
一
︶
的

圖
名
是
根
據
原
畫
的
籤
題
，
見
於
︽
石
渠

寶
笈
續
編
︾
乾
清
宮
著
錄
，
為
享
有
盛
譽

的
︿
名
畫
琳
瑯
冊
﹀
中
第
五
幅
，
此
冊
以

有
梁
楷
的
︿
潑
墨
仙
人
﹀
︵
圖
二
︶
等
名

世
。
茲
將
全
冊
各
畫
圖
名
錄
於
後
：

圖一　傳黃公望　雨巖仙觀　名畫琳瑯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一
、
范
寬
︿
群
峰
雪
霽
﹀

二
、
梁
楷
︿
潑
墨
仙
人
﹀

三
、
顧
安
︿
拳
石
新
篁
﹀

四
、
朱
德
潤
︿
松
岡
雲
瀑
﹀

五
、
黃
公
望
︿
雨
巖
仙
觀
﹀

六
、
吳
鎮
︿
溪
流
歸
艇
﹀

七
、
姚
綬
︿
竹
樹
春
鶯
﹀

八
、
仇
英
︿
竹
下
聽
泉
﹀

九
、
文
徵
明
︿
蘭
竹
﹀

十
、
文
嘉
︿
石
湖
秋
色
﹀

十
一
、
陸
治
︿
雪
後
訪
梅
﹀

十
二
、
項
元
汴
︿
墨
蘭
﹀

此
冊
名
作
不
少
，
在
民
初
即
有
珂
羅

版
單
行
本
傳
世
；
又
在
一
九
六
六
年
被
選

印
入
︽
故
宮
名
畫
︾
第
五
輯
︵
由
王
世
杰

主
編
，
實
際
編
纂
者
則
為
莊
尚
嚴
與
那
志

良
先
生
︶
，
在
黃
公
望
名
下
僅
有
兩
幅
，

此
畫
與
︿
九
珠
峰
翠
圖
﹀
同
列
。
故
對
早

期
的
研
究
者
如
筆
者
而
言
，
有
先
入
為

主
的
障
礙
，
因
此
筆
者
初
入
門
時
也
以
為

有
黃
公
望
真
跡
的
可
能
。
此
畫
著
錄
云
：

﹁
標
籤
元
黃
公
望
雨
巖
仙
觀
，
水
墨
畫
山

腰
雲
氣
，
微
見
樓
閣
。
自
題
：
積
雨
紫
山

深
，
樓
閣
結
沈
陰
，
道
書
攤
未
讀
，
坐
看

鳥
爭
林
。
子
久
。
﹂

畫
上
並
有
乾
隆
題
七
絕
一
首
：
﹁
層

層
仙
觀
倚
嶢
峯
，
烟
意
雲
容
汗
漫
濃
；
自

是
地
靈
當
致
雨
，
非
聞
羽
士
善
驅
龍
﹂
，

並
未
述
及
畫
家
姓
氏
。
但
是
在
此
畫
的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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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
圖
三
︶
，
共
有
七
則
乾
隆
時
代
的
詞

臣
題
詩
，
在
他
們
的
詩
句
中
多
半
有
指
向

畫
家
黃
公
望
的
詩
句
。
茲
依
從
上
而
下
，

從
右
至
左
順
序
列
出
各
人
相
關
的
詩
句
：

一
、
尹
繼
善
：
無
相
關
句
。

二
、 

劉
綸
：
不
辨
礬
頭
淺
絳
鋪
，
本
家
法

溯
富
春
圖
。

　
　

   

按
：
詩
中
既
說
富
春
圖
是
其
本
家
法
，
當
然
是

指
黃
公
望
。

三
、 

王
際
華
：
小
李
仙
居
樓
閣
，
南
宮
墨

戲
雲
山
；
一
峯
老
人
具
美
，
兩
家
伯

仲
之
間
。

　
　

   

按
：
此
畫
中
既
有
樓
閣
，
又
有
米
家
雲
山
，
所

以
說
黃
公
望
︵
一
峯
老
人
︶
此
畫
具
此
二
美
。

四
、 

錢
維
城
：
虞
山
老
人
墨
花
舞
，
老
人

自
言
性
最
懶
；
晚
年
愛
作
富
春
遊
，

富
春
長
卷
晴
光
浮
。 

　
　

   

按
：
詩
中
已
明
確
指
出
此
畫
是
富
春
長
卷
的
作

者
﹁
虞
山
老
人
﹂
︵
黃
公
望
號
︶
所
畫
。

五
、 

曹
文
植
：
無
相
關
句
。

六
、 

彭
元
瑞
：
問
誰
寫
此
奇
境
兮
？
山
中

之
人
富
春
住
。

　
　

   

按
：
詩
中
明
白
指
出
此
畫
乃
出
於
住
在
富
春
山

中
的
人
所
寫
。
當
然
是
指
黃
公
望
。

七
、 

陳
孝
泳
：
贏
得
洞
天
清
祿
，
大
癡
豈

山
。
在
山
腰
而
下
的
雲
煙
中
，
露
出
矗
立

的
松
林
，
又
在
左
右
水
岸
上
的
叢
樹
中
畫

有
村
舍
四
五
。
全
畫
筆
墨
甚
為
渾
厚
，
著

意
渲
染
，
雲
煙
氤
氳
，
實
為
佳
作
。
但
是

在
畫
風
上
，
與
黃
公
望
筆
墨
存
有
距
離
。

所
題
五
絕
一
首
，
書
風
雖
老
，
書
格
不
甚

高
；
若
與
黃
公
望
各
真
跡
細
細
比
觀
，
不

圖三 〈雨巖仙觀〉乾隆朝詞臣對題　過半指名黃公望 圖二　 梁楷　潑墨仙人　名畫琳瑯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是
頑
仙
。

　
　

   

按
：
詩
中
直
接
指
出
此
畫
作
者
是
黃
公
望
︵
號

大
癡
︶
。

以
上
諸
詩
中
，
雖
然
乾
隆
及
二
詞
臣
的
詩

句
中
並
不
明
確
指
出
此
畫
的
作
者
，
但
仍

然
可
以
從
右
角
籤
題
及
其
中
五
詩
清
楚
知

道
當
時
乾
隆
及
諸
詞
臣
都
一
致
認
同
此
畫

是
出
於
黃
公
望
之
手
。

此
畫
為
紙
本
，
大
抵
用
禿
筆
，
描

繪
的
主
景
是
：
半
山
中
杉
林
圍
繞
的
神
仙

道
觀
，
聳
立
於
雲
霧
中
，
其
上
有
纍
疊
平

台
的
危
峰
屹
立
，
層
岩
及
山
頂
有
粗
重
的

直
立
苔
點
。
此
峰
右
側
有
更
高
的
圓
錐
形

雨
峰
，
純
以
米
家
橫
點
表
現
迷
濛
的
雲
中

圖四　謝時臣　林巒秋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比觀山勢寺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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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
顯
示
出
於
兩
手
。
而
且
在
真
跡
的
款
題

中
，
絕
無
自
署
為
﹁
子
久
﹂
者
。
實
際

上
，
此
畫
此
題
，
皆
出
於
明
代
謝
時
臣

︵
一
四
八
七—

約
一
五
六○

︶
之
手
。
茲

舉
謝
氏
書
畫
若
干
以
茲
比
証
。

繪
畫
比
較

先
舉
台
北
故
宮
所
藏
謝
時
臣
四
幅
可

靠
之
大
立
軸
來
與
︿
雨
巖
仙
觀
﹀
相
比
：

一
、 

謝
時
臣
︿
林
巒
秋
霽
圖
﹀
軸
︵
圖
四
︶

之
上
半
軸
中
雲
氣
的
鉤
勒
法
、
山
峰

之
組
合
，
前
山
有
傾
斜
的
平
台
，
苔

點
雖
非
直
立
，
但
位
置
相
同
；
後
方

一
峰
斜
出
、
亦
作
米
家
橫
點
。

二
、 

謝
時
臣
︿
山
陰
歸
棹
圖
﹀
軸
︵
圖

五
︶
，
其
左
方
之
松
林
；
下
方
及
遠

方
的
村
居
都
可
見
同
出
一
手
。

三
、 

︿
山
水
軸
﹀
︵
圖
六
︶
，
此
圖
謝
時

臣
自
題
為
︿
夏
木
垂
陰
﹀
。
此
圖
上

半
幅
之
鉤
勒
雲
氣
，
中
上
方
的
平

台
，
橫
點
杉
林
並
突
出
一
叢
松
樹
，

山
頭
的
米
家
橫
點
，
都
可
看
出
同
一

手
筆
。

四
、 

︿
四
皓
圖
﹀
︵
圖
七
︶
的
上
半
幅
，

其
鉤
勒
雲
氣
與
米
家
橫
點
的
主
峰
，

都
與
︿
雨
巖
仙
觀
﹀
明
顯
同
出
一

手
。

海
外
的
藏
品
中
，
在
東
京
國
立
博

物
館
收
藏
的
︿
輞
川
積
雨
圖
﹀
軸
︵
圖

八
︶
。
此
無
紀
年
畫
以
米
法
為
宗
，
以
積

墨
及
渲
染
法
為
主
，
墨
氣
之
濃
厚
朦
朧
雖

遠
過
於
︿
雨
巖
仙
觀
﹀
，
但
是
若
將
此
畫

只
看
其
上
部
的
三
分
之
二
，
我
們
就
可
以

看
出
這
兩
幅
畫
之
間
共
同
的
特
點
：
近
樹

的
積
墨
點
法
，
兩
層
雲
氣
，
在
雲
氣
中
間

露
出
聳
立
在
半
山
腰
密
林
中
的
樓
觀
，
以

及
圓
頂
的
米
點
山
頭
等
等
。

第
二
幅
是
橋
本
氏
收
藏
的
︿
山
齋

雅
集
﹀
︵
圖
九
︶
。
此
幅
亦
無
紀
年
，
山

峰
聳
立
在
雲
氣
之
上
，
雲
氣
作
勾
勒
渲
染

法
，
瀑
布
左
上
方
一
峰
先
畫
層
層
平
坡
，

然
後
一
峰
斜
出
，
峰
頂
苔
點
茂
密
。
在
此

峰
右
肩
部
的
後
方
又
畫
一
尖
峰
遠
山
，
這

些
山
峰
的
形
勢
和
山
與
山
之
間
的
結
構
也

不
難
看
出
與
︿
雨
巖
仙
觀
﹀
圖
為
同
一
手

眼
。

以
上
比
較
的
六
畫
都
是
大
幅
並
畫

於
絹
上
的
立
軸
，
尚
且
如
此
相
似
，
再

舉
謝
時
臣
的
紙
本
小
冊
頁
來
相
比
：
︽
山

水
人
物
冊
︾
︵
藏
於
普
林
斯
頓
大
學
美
術

館
︶
，
更
可
看
出
︿
雨
巖
仙
觀
﹀
的
原
作

者
。
如
︿
雪
山
圖
﹀
一
頁
︵
圖
十
︶
，
季

節
雖
然
不
同
，
但
是
請
比
較
：
山
石
雲
氣

的
勾
勒
用
筆
、
山
寺
的
造
型
和
筆
法
、
松

林
的
畫
法
、
山
谷
間
的
叢
樹
以
及
房
舍
。

再
比
另
一
幅
︿
江
寺
遠
帆
﹀
︵
圖

圖六　謝時臣　山水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比觀山勢雲氣松林

圖五　謝時臣　山陰歸棹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比觀左幅松林村居

圖七　謝時臣　四皓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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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
中
的
松
林
、
樓
觀
以
及
樹
頂
及
下

方
的
勾
勒
雲
氣
，
山
頭
和
小
島
上
的
直
立

苔
法
等
等
，
都
可
看
出
與
︿
雨
巖
仙
觀
﹀

同
出
一
手
。
以
及
此
冊
其
他
各
頁
，
都
能

見
出
相
通
處
。
因
此
，
不
論
大
軸
小
冊
，

絹
本
紙
本
，
從
基
本
的
筆
墨
和
造
型
，
都

可
明
確
辨
認
出
︿
雨
巖
仙
觀
﹀
圖
是
謝
時

臣
所
畫
。

書
法
比
較

再
來
比
較
署
名
子
久
的
題
詩
︵
圖

十
二
︶
與
謝
時
臣
這
一
本
冊
頁
中
對
開

的
題
詩
︵
圖
十
三
、
十
四
︶
，
從
書
法
上

作
進
一
步
的
肯
定
。
首
先
在
全
體
的
布
局

看
，
大
體
來
說
二
者
都
是
行
氣
分
明
，
但

行
間
及
字
距
並
不
太
寬
，
而
且
二
者
時
有

伸
出
的
橫
畫
侵
入
隔
行
的
空
間
。
可
以
說

二
者
完
全
一
致
。

再
來
比
較
若
干
單
字
的
字
形
和
用

筆
，
請
見
以
上
二
者
的
剪
字
比
較
表
︵
圖

十
五
︶
中
﹁
紫
、
山
、
鳥
﹂
、
﹁
雨
﹂
與

﹁
爾
﹂
以
及
﹁
門
﹂
、
﹁
水
﹂
、
﹁
木
﹂

及
﹁
手
﹂
及
﹁
辵
﹂
等
的
偏
旁
用
筆
和
字

形
都
有
相
同
習
慣
性
的
寫
法
，
又
︿
雨
巖

仙
觀
﹀
第
三
行
的
﹁
看
﹂
字
與
謝
時
臣
寫

的
﹁
和
﹂
字
，
均
有
長
伸
的
橫
畫
，
並
有

顫
筆
的
特
徵
。

再
看
黃
公
望
與
謝
時
臣
書
法
的
比

對
表
︵
圖
十
六
︶
，
從
兩
人
書
寫
﹁
辵
、

山
、
門
﹂
的
筆
法
和
結
字
，
我
們
都
可
清

楚
看
出
這
首
︿
雨
巖
仙
觀
﹀
的
題
詩
，
不

是
出
於
黃
公
望
而
是
謝
時
臣
的
手
筆
無

疑
。

圖九　謝時臣　山齋雅集　日本橋本氏藏 圖八　謝時臣　輞川積雨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
雨
巖
仙
觀
﹀
小
結

綜
上
所
論
，
我
對
︿
雨
巖
仙
觀
﹀

圖
的
結
論
是
：
畫
與
題
詩
的
書
法
皆
出
明

代
謝
時
臣
的
手
筆
。
但
他
本
人
並
無
意
作

偽
，
是
乾
隆
之
前
的
畫
賈
，
將
全
冊
拆
開

分
賣
；
或
將
左
邊
謝
時
臣
的
原
款
切
去
，

最
後
竟
成
了
今
日
所
謂
元
黃
公
望
的
︿
雨

巖
仙
觀
﹀
圖
了
。

另
外
，
此
畫
左
下
角
有
一
被
解
讀

為
收
傳
印
記
的
殘
印
：
﹁□

弼
﹂
，
此

印
在
一
九
六
五
年
︽
故
宮
書
畫
錄
︾
的

編
者
按
語
云
：
﹁
似
為
汝
弼
﹂
。
﹁
汝

弼
﹂
乃
明
代
中
前
期
松
江
草
書
名
家
張
弼

︵
一
四
二
五—

一
四
八
七
︶
的
字
號
，
而

本
文
已
確
證
此
畫
乃
出
於
稍
後
的
謝
時
臣

之
手
，
故
此
印
即
使
真
是
﹁
汝
弼
﹂
之

印
，
也
絕
不
可
能
是
張
弼
親
手
鈐
蓋
。
而

且
筆
者
的
初
步
辨
認
，
很
像
是
﹁
樗
仙
﹂

二
字
，
這
可
能
是
筆
者
先
已
認
定
此
畫
出

於
謝
時
臣
︵
號
樗
仙
︶
之
手
，
所
以
如
此

的
辨
讀
；
但
此
印
也
不
見
於
謝
氏
常
用
印

之
中
。
如
此
印
果
真
是
謝
氏
所
鈐
，
那
就

更
不
是
謝
氏
有
意
偽
作
。
然
則
該
作
如
何

解
釋
呢
？
我
認
為
此
畫
原
來
是
謝
時
臣
仿

各
家
山
水
冊
中
的
一
開
，
此
開
是
倣
黃
子

圖十一　謝時臣　山水人物冊之一　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藏

圖十　謝時臣　山水人物冊之一　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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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
的
，
可
能
原
來
就
沒
有
逐
開
題
款
，
如

上
述
普
林
斯
頓
︿
山
水
人
物
冊
﹀
，
畫
上

均
有
印
無
款
，
對
開
題
詩
也
是
無
款
有
款

各
半
，
或
只
在
冊
頁
的
末
頁
作
總
跋
。
這

是
一
個
合
理
的
推
測
，
但
是
也
有
可
能

是
：
謝
時
臣
的
款
原
在
第
四
行
，
後
來
被

畫
賈
切
去
，
以
此
冒
充
黃
子
久
的
真
跡
。

這
也
可
以
從
此
題
左
方
直
逼
紙
邊
來
說

明
。
特
別
是
﹁
看
﹂
字
的
橫
劃
左
端
已
靠

紙
邊
。
因
此
，
我
們
可
以
肯
定
此
畫
的
左

方
已
非
原
畫
的
全
貌
，
則
謝
時
臣
的
款
被

切
也
是
有
相
當
的
可
能
。

至
於
︿
雨
巖
仙
觀
﹀
是
謝
時
臣
何
時

所
作
，
由
於
與
︿
山
水
人
物
冊
﹀
相
近
。

這
一
冊
的
末
開
有
謝
氏
題
記
：

　

 

嘉
靖
廿
五
載
七
月
，
姑
蘇
六
十
翁
謝
時

臣
山
窗
遣
興
，
課
成
雜
畫
十
二
方
，
益

以
蕪
句
，
潦
草
愧
不
足
為
名
家
賞
識
。

則
知
此
冊
作
於
一
五
四
六
年
，
當
謝
氏

六
十
歲
時
，
是
他
中
晚
年
的
作
品
。
在
高

居
翰
氏
收
藏
中
有
原
為
冊
頁
所
改
裝
成
軸

的
︿
溪
山
霽
靄
﹀
︵
圖
十
七
︶
一
小
幅
，

雖
為
絹
本
，
但
其
松
林
、
勾
勒
雲
氣
、
山

頂
平
坡
及
直
立
苔
點
等
等
，
也
與
︿
雨
巖

仙
觀
﹀
不
甚
相
遠
。

此
畫
紀
年
為
﹁
嘉
靖
己
未
除
夕
﹂
，

嘉
靖
己
未
為
一
五
五
九
年
，
但
是
陰
曆
的

除
夕
已
經
是
一
五
六○

年
的
一
月
了
。
這

時
謝
氏
年
七
十
三
歲
，
比
較
起
來
，
他
晚

年
後
期
的
個
人
畫
風
越
來
越
強
，
漸
漸
地

千
篇
一
律
起
來
，
因
此
我
目
前
的
看
法
，

︿
雨
巖
仙
觀
﹀
與
一
五
四
六
年
的
︿
山
水

人
物
冊
﹀
更
接
近
，
當
是
謝
時
臣
六
十
歲

前
後
的
作
品
。

謝
時
臣
及
其
生
卒

謝
時
臣
︵
一
四
八
七—

約
一
五
六 

一
後
︶
是
沈
周
︵
一
四
二
七—
一
五○

 

九
︶
、
文
徵
明
︵
一
四
七○

—
一
五
五 

九
︶
的
晚
輩
，
他
們
先
後
同
時
也
同
是
蘇

州
地
區
的
畫
家
。
他
較
沈
周
小
六
十
歲
，

但
沈
周
去
世
時
，
謝
時
臣
已
經
二
十
三

歲
，
加
之
天
生
筆
性
相
近
，
所
以
山
水
筆

圖十五 〈雨巖仙觀〉題詩與謝時臣書法同出一手（此二圖乃筆者1980年以手工剪貼而成）

圖十四　謝時臣　山水人物冊之題字　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藏
　　　　與黃公望自題富春山居圖風格不同

圖十二　 傳黃公望　雨巖仙觀　
子久款題詩

圖十三　謝時臣　山水人物冊之題字　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藏

圖十六　謝時臣與黃公望書跡比較可證〈雨巖仙觀〉題字出於謝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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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頗
受
沈
周
影
響
。
他
小
文
徵
明
十
七

歲
，
去
世
也
稍
晚
。
在
台
北
故
宮
的
藏
品

中
有
謝
氏
︿
仿
李
成
寒
林
平
野
文
徵
明

題
長
歌
合
卷
﹀
︵
︽
故
宮
書
畫
錄
︾
卷
四
，
頁

二
九
八
︶

，
其
後
有
文
徵
明
大
行
書
︿
題

李
成
寒
林
平
野
﹀
長
詩
︵
長
一
七
二
二
公

分
，
高
四
二‧

五
公
分
，
為
高
頭
大
卷
︶

跋
云
：
﹁
謝
思
忠
以
此
紙
索
書
二
年
矣⋯

⋯

思
忠
妙
於
畫
，
必
能
賞
此
言
也
。
丙

申
︵
一
五
三
六
︶
二
月
﹂
，
可
見
謝
氏

出
紙
向
文
氏
索
書
在
先
，
徵
明
並
說
謝

氏
﹁
妙
於
畫
﹂
，
故
於
第
二
年
的
丁
末

︵
一
五
三
七
︶
五
十
一
歲
的
謝
氏
傚
營
丘

畫
了
一
幅
︿
寒
林
平
野
﹀
，
是
為
謝
氏

盛
年
的
力
作
，
足
稱
﹁
書
畫
雙
絕
﹂
！

十
五
年
後
，
文
徵
明
︵
號
衡
山
︶
長
子
文

彭
有
題
跋
，
同
時
有
周
天
球
同
觀
。
謝
氏

又
曾
畫
︿
衡
山
圖
﹀
祝
壽
表
示
敬
意
。
文

氏
題
謝
氏
畫
常
多
讚
揚
。
又
在
謝
時
臣
嘉

靖
甲
申
︵
一
五
二
四
︶
︿
仿
盧
鴻
草
堂
十

志
圖
卷
﹀
︽
石
渠
寶
笈
續
編
︾
中
，
每
一

段
有
同
時
書
畫
家
如
：
陳
淳
、
文
彭
、
文

伯
仁
、
王
穀
祥
、
文
嘉
等
各
題
一
、
二
草

堂
志
，
可
知
他
與
文
徵
明
及
其
子
弟
門
生

都
屬
與
同
一
文
人
詩
、
書
、
畫
家
集
團
。

在
︽
畫
史
會
要
︾
中
也
說
他
﹁
蒼
古
有
氣

概
，
亦
能
詩
﹂
。

再
觀
謝
氏
的
許
多
小
畫
，
諸
如
冊
頁

或
手
卷
，
在
畫
風
上
類
似
和
他
同
鄉
的
沈

周
、
文
徵
明
的
吳
派
，
但
是
到
他
四
十
歲

以
後
所
作
天
下
名
山
的
大
軸
畫
，
又
大
多

畫
在
絹
上
，
其
畫
風
就
兼
具
浙
派
的
狂
縱

筆
勢
。
故
稍
後
的
藝
評
家
王
世
貞
在
他
的

︽
弇
州
四
部
稿
︾
中
評
其
﹁
頗
能
畫
屏
障

大
幅
，
有
氣
概
而
不
無
絲
理
之
病
，
此
亦

外
兼
戴
吳
二
家
派
者
也
。
﹂
︵
參
閱
：
傅
立

萃
，
︿
謝
時
臣
的
名
勝
四
景
圖—

兼
談
明
代
中
期
的

壯
遊
﹀
，
︽
台
大
美
術
史
研
究
集
刊
︾
，
第
四
期
，

一
九
九
七
。
︶

這
可
能
也
是
他
性
格
中
的
一

部
份
，
因
為
從
他
有
勁
利
折
衝
習
慣
的
書

法
風
格
中
也
透
露
一
二
，
比
較
少
蘊
藉
的

韻
味
，
所
以
雖
然
他
筆
法
精
能
純
熟
，
但

終
不
能
進
入
一
流
大
家
之
林
。　

謝
時
臣
的
生
卒
年
由
於
沒
有
墓
誌

銘
之
類
的
文
字
，
所
以
不
詳
。
但
是
他

題
畫
時
，
特
別
是
手
卷
有
詩
文
的
，
往
往

有
紀
年
的
習
慣
，
並
且
附
註
自
己
當
年
是

幾
歲
，
如
台
北
故
宮
收
藏
的
兩
卷
謝
氏
真

蹟
：

︿
松
陰
清
話
圖
卷
﹀
﹁
嘉
靖
辛
亥
︵
一
五 

五
一
︶
時
年
六
十
有
五
。
﹂

︿
醉
翁
亭
記
書
畫
合
璧
﹀
﹁
嘉
靖
己
未

︵
一
五
五
九
︶
時
臣
年
七
十
有
三
。
﹂

︵
以
上
二
畫
見
︽
故
宮
書
畫
錄
︾
卷
四
，
頁
二○

一
、
二
一
一
︶

依
中
國
傳
統
計
算
年
歲
的
習
慣
，

出
生
之
年
即
一
歲
，
則
據
以
上
二
則
，

及
其
它
許
多
謝
氏
自
紀
年
歲
的
可
靠
作

品
，
因
此
我
們
可
以
肯
定
他
生
於
成
化

二
十
三
年
丁
末
︵
一
四
八
七
︶
，
故
︽
疑

年
錄 

三
︾
續
卷
七
，
及
︽
歷
代
人
名
年

譜
︾
、
︽
中
國
美
術
家
人
名
辭
典
︾
等
所

定
弘
治
元
年
戊
申
︵
一
四
八
八
︶
為
謝
氏

生
年
，
都
推
晚
一
年
，
不
確
。
謝
氏
卒

年
，
︽
歷
代
人
名
年
譜
︾
作
嘉
靖
二
十
六

年
︵
一
五
四
七
︶
，
卒
年
六
十
。
那
更
是

不
正
確
的
。
因
為
在
傳
世
謝
氏
作
品
真
蹟

中
，
紀
年
在
該
年
之
後
的
作
品
不
少
。

謝
氏
的
確
實
卒
年
，
目
前
尚
未
發
現

他
友
人
在
他
身
後
的
相
關
記
載
，
只
能
就

目
前
所
知
見
他
最
晚
年
的
作
品
來
推
算
。

如
本
文
所
舉
嘉
靖
己
未
除
夕
︵
一
五
六

○

︶
年
︿
溪
山
霽
靄
﹀
一
小
幅
。
又
︽
唐

宋
元
明
名
畫
大
觀
︾
下
冊
二○

三
圖
︿
山

水
卷
﹀
，
紀
年
嘉
靖
庚
申
五
月
，
自
稱

七
十
四
翁
，
故
知
其
卒
年
在
一
五
六○

年

後
。
再
加
上
在
︽
石
渠
寶
笈
︾
卷
四
的

︿
明
人
畫
扇
冊
﹀
中
有
謝
氏
︿
山
水
﹀
，

紀
年
﹁
嘉
靖
四
十
載
辛
酉
︵
一
五
六
一
︶

正
月⋯

⋯

七
十
五
翁
謝
時
臣
記
﹂
。
此

畫
極
可
能
是
真
蹟
，
故
知
其
享
壽
當
在

七
十
五
以
上
。
誌
此
以
待
證
驗
。

至
於
︽
故
宮
書
畫
圖
錄
︾
第
七
冊

三
二
七
頁
之
︿
山
水
軸
﹀
紀
年
﹁
丁
卯

秋
仲
﹂
，
丁
卯
為
一
五
六
七
年
，
謝
氏
當

為
八
十
一
歲
，
然
而
此
畫
乃
偽
作
，
故
不

可
根
據
此
畫
而
定
其
卒
年
在
隆
慶
元
年
丁

卯
︵
一
五
六
七
︶
之
後
。
︵
或
云
此
丁
卯

乃
六
十
年
前
之
一
五○

七
，
其
時
謝
時
臣

二
十
一
歲
，
然
題
字
書
法
甚
野
，
不
似

少
年
書
，
而
且
畫
風
的
時
代
較
謝
氏
為

晚
，
故
定
為
偽
作
。
︶
而
在
辛
酉
之
後
尚

未
見
可
靠
真
蹟
，
故
將
其
卒
年
暫
定
為

一
五
六
一
年
為
妥
。

鑑
賞
餘
論

這
一
個
鑑
定
個
案
，
各
有
它
的
難
易

度
。
茲
先
將
個
人
對
此
畫
的
認
知
經
過
簡

述
如
下
：

記
得
一
九
六
六
年
，
筆
者
與
江
兆
申

兄
在
故
宮
書
畫
處
每
天
上
午
例
行
調
閱
庫

藏
作
品
時
，
當
時
對
此
畫
的
簡
單
筆
記
是

﹁
疑
似
，
畫
好
﹂
四
字
，
意
思
是
對
此
畫

真
偽
不
能
有
把
握
的
判
斷
，
但
好
像
是
真

跡
。
其
原
因
是
畫
的
品
質
甚
好
，
卻
與
標

準
的
黃
公
望
如
無
用
師
本
︿
富
春
山
居
﹀

在
畫
風
上
有
距
離
。

待
一
九
七
四
年
代
徐
復
觀
先
生
為
乾

隆
掀
起
翻
案
大
浪
的
時
後
，
筆
者
也
捲
入

了
兩
卷
︿
富
春
山
居
﹀
卷
的
真
偽
辯
論
，

於
是
對
黃
公
望
名
下
的
書
法
與
繪
畫
作
品

進
行
了
全
面
的
比
證
，
才
十
足
否
定
了

︿
雨
巖
仙
觀
﹀
的
真
實
性
；
但
當
時
仍
不

知
是
謝
時
臣
所
畫
。

所
以
，
要
否
定
此
畫
是
黃
公
望
的

真
跡
，
相
對
來
說
，
是
比
較
容
易
的
。
當

然
，
這
要
建
立
在
兩
個
基
礎
上
：
一
是
對

元
人
書
畫
時
代
風
格
的
掌
握
，
二
是
對
黃

公
望
個
人
書
、
畫
風
格
的
真
實
認
知
。
黃

公
望
畫
風
多
變
，
較
難
掌
控
，
但
其
書
風

比
較
一
貫
，
與
︿
雨
巖
仙
觀
﹀
有
子
久
款

的
題
字
顯
然
不
同
，
所
以
較
為
容
易
地
否

定
了
此
畫
為
黃
公
望
所
作
。

雖
然
筆
者
已
有
充
分
的
證
據
，
證
明

︿
雨
巖
仙
觀
﹀
的
字
與
畫
均
出
於
謝
時
臣

之
手
︵
圖
十
五
、
十
六
︶
，
但
即
使
對
見

過
不
少
謝
氏
作
品
的
讀
者
，
也
不
是
立
刻

能
洞
察
這
就
是
謝
氏
手
筆
。
其
原
因
是
：

一
、 

謝
氏
作
品
多
長
幀
巨
軸
，
且
多
絹

本
，
所
以
用
筆
均
粗
獷
辛
辣
，
墨
色

的
渲
染
感
覺
不
同
。

二
、 

謝
氏
雖
是
吳
人
，
作
品
風
格
初
近
吳

派
大
老
的
沈
周
，
也
曾
獲
文
徵
明
讚

賞
，
但
大
幅
寫
景
之
作
的
風
格
介
於

吳
浙
兩
派
之
間
。
而
此
圖
是
紙
本

的
小
幅
，
又
是
他
較
少
模
仿
的
黃
公

望
，
所
以
不
同
於
一
般
的
謝
氏
作

品
。

圖十七　謝時臣　溪山霽靄　高居翰藏　
　　　　與雨巖仙觀畫法相同



2011年8月　102

三
、 

謝
氏
雖
亦
擅
於
詩
與
書
，
但
大
幀
作

品
往
往
只
寫
畫
名
及
題
款
，
故
一
般

人
對
其
書
法
風
格
不
熟
悉
。
又
此
畫

上
的
﹁
積
雨
紫
山⋯

⋯

﹂
詩
，
因
黃

公
望
與
謝
時
臣
均
無
詩
集
傳
世
，
不

知
是
黃
詩
或
謝
詩
？
若
查
得
此
詩
實

出
謝
氏
，
則
結
論
更
是
完
美
！
︵
按

莊
申
一
九
七
三
年
編
︽
元
季
四
畫
家

詩
校
輯
︾
據
︽
故
宮
書
畫
錄
︾
將
此

詩
輯
入
黃
公
望
名
下
，
因
為
他
誤
將

此
畫
以
真
蹟
看
待
，
故
不
能
據
此
書

定
為
黃
氏
詩
。
︶

在
一
九
七
五
年
時
，
筆
者
仍
在
普

林
斯
頓
大
學
研
究
黃
公
望
，
正
巧
見
到
大

學
美
術
館
中
的
謝
時
臣
六
十
歲
作
︿
山
水

人
物
冊
﹀
十
二
開
，
紙
本
水
墨
，
每
幅
對

開
均
有
謝
氏
親
筆
題
詩
，
其
書
法
不
論
用

筆
結
字
與
行
款
均
與
︿
雨
巖
仙
觀
﹀
上
子

久
款
的
題
詩
極
為
近
似
，
再
加
上
以
禿
筆

所
畫
小
景
中
的
松
林
、
寺
觀
、
村
屋
、
叢

樹
、
山
石
、
雲
氣
、
苔
點
等
等
，
無
一
不

與
︿
雨
巖
仙
觀
﹀
圖
相
合
！
此
後
再
見
到

高
居
翰
收
藏
的
謝
氏
晚
年
︿
溪
山
霽
靄
﹀

︵
圖
十
七
︶
小
幅
，
雖
是
絹
本
，
但
山
頭

的
直
苔
、
平
坡
，
山
腰
的
松
林
雲
氣
，
以

及
書
法
，
無
不
兩
相
形
神
並
似
！
自
此
再

看
台
北
故
宮
及
世
界
各
地
的
謝
氏
畫
蹟
，

不
論
巨
幀
小
冊
或
手
卷
，
都
可
以
找
出
兩

者
相
似
的
用
筆
及
意
趣
。

︿
雨
巖
仙
觀
﹀
的
另
一
個
特
點
是
：

上
方
的
兩
座
山
頭
，
不
但
畫
法
不
同
，
而

且
山
勢
略
略
相
背
，
這
是
畫
家
在
布
局
結

構
上
的
經
營
手
法
，
筆
者
發
現
在
許
多
謝

時
臣
的
大
軸
畫
中
的
主
峰
竟
然
常
有
類
似

的
經
營
布
排
，
這
顯
然
也
說
明
了
︿
雨
巖

仙
觀
﹀
與
謝
時
臣
大
軸
都
是
出
於
同
一
手

筆
的
關
係
。

由
於
此
畫
是
謝
時
臣
創
作
時
依
傍

著
黃
公
望
的
風
格
和
筆
墨
標
準
，
將
自
己

努
力
提
升
的
作
品
，
所
以
在
吾
人
眼
中
，

其
氣
韻
和
筆
墨
都
要
超
過
他
一
般
寫
景
應

世
略
帶
習
氣
的
水
準
，
是
屬
於
謝
時
臣
的

超
水
準
作
品
。
因
此
，
即
使
擁
有
或
熟
悉

謝
氏
作
品
的
學
者
，
如
果
不
明
其
書
風
，

又
不
見
其
紙
本
小
卷
冊
的
話
，
仍
然
不
悟

此
︿
雨
巖
仙
觀
﹀
乃
是
謝
時
臣
所
作
！
因

此
筆
者
在
一
九
八○

年
澳
洲
雪
梨
市
的
東

亞
美
術
館
舉
辦
的
明
清
繪
畫
研
討
會
上
，

以
幻
燈
片
口
頭
報
告
了
此
一
研
究
，
即
得

到
與
會
學
者
徐
邦
達
先
生
等
的
首
肯
。
今

借
此
故
宮
黃
公
望
大
展
將
此
畫
展
出
的
機

會
，
首
次
以
書
面
發
表
。

謝
時
臣
諸
多
大
幅
寫
景
的
作
品
，
固

然
在
畫
境
上
也
許
可
以
吸
引
當
時
代
的
欣

賞
目
光
，
然
而
其
介
於
吳
浙
兩
派
間
的
粗

獷
且
多
圭
角
鋒
芒
的
筆
墨
，
具
有
較
濃
的

職
業
畫
氣
息
，
雖
甚
精
能
，
但
減
少
了
吳

派
蘊
藉
的
文
人
韻
味
，
降
低
了
他
作
品
的

格
調
。
由
︿
雨
巖
仙
觀
﹀
圖
的
筆
墨
風
韻

來
看
，
他
是
有
能
力
畫
出
渾
厚
含
蓄
畫
作

的
，
筆
者
惋
惜
他
未
曾
在
這
種
風
格
上
多

所
致
力
，
將
有
助
於
其
繪
畫
境
界
上
的
更

高
成
就
。
或
者
從
另
一
個
角
度
來
看
，
正

是
由
於
他
畫
此
幅
時
，
將
自
己
的
精
神
及

筆
墨
境
界
藉
由
仰
望
黃
公
望
這
棵
大
樹
而

向
上
提
昇
至
其
個
人
的
高
峰
了
！

作
者
為
台
大
藝
術
史
研
究
所
退
休
兼
任
教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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