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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幾
餘
暇　

怡
情
翰
墨

從
三
件
院
藏
品
看
康
熙
皇
帝
書
法
及
其
書
學

何
炎
泉

翰
墨
因
緣

從
年
幼
時
期
開
始
，
康
熙
即
受
其

父
順
治
︵
一
六
三
八

∼

一
六
六
一
︶
的
影

響
，
十
分
仰
慕
漢
文
化
，
積
極
學
習
漢
人

禮
儀
習
俗
，
在
書
法
的
學
習
上
也
表
現
出

濃
厚
的
興
趣
。
康
熙
回
憶
道
：
﹁
朕
自
幼

好
臨
池
，
每
日
寫
千
餘
字
，
從
無
間
斷
。

凡
古
名
人
墨
跡
、
石
刻
，
無
不
用
心
臨

摹
，
積
今
三
十
餘
年
，
實
亦
性
之
所
好
。

即
朕
清
字
，
亦
素
敏
速
，
從
無
錯
誤
。
﹂

︵
︽
聖
祖
仁
皇
帝
聖
訓
︾
︶
顯
然
，
他
從

小
就
對
書
法
藝
術
抱
著
極
大
的
熱
忱
，
且

堅
持
了
一
輩
子
，
絲
毫
不
減
書
史
上
的
專

業
書
家
。
他
經
常
提
到
自
己
日
日
揮
毫
的

習
慣
：
﹁
無
一
日
不
寫
字
，
無
一
日
不
讀

清
聖
祖
愛
新
覺
羅
．
玄
燁
，
在
歷
史
上
不
僅
是
位
有
為
的
君
主
，
更
是
文
武
雙
全
。
日
理
萬

幾
之
餘
，
康
熙
皇
帝
尤
其
醉
心
於
翰
墨
，
他
自
己
提
到
：
﹁
聽
政
之
暇
，
無
間
寒
暑
，
惟
有

讀
書
寫
字
而
已
。
﹂
康
熙
的
書
法
嗜
好
也
因
為
其
君
主
地
位
而
顯
不
凡
。
本
文
藉
由
探
討
他

的
書
學
歷
程
與
書
論
，
試
圖
理
解
書
法
對
康
熙
的
意
義
，
兼
及
清
初
書
法
史
的
發
展
概
況
。

書
，
義
理
自
然
貫
通
。
﹂
︵
︽
聖
祖
仁
皇

帝
御
制
文
︾
︶
他
還
以
自
身
的
終
身
習
書

為
例
，
訓
誡
子
孫
持
之
以
恆
對
於
學
習
的

重
要
性
：
﹁
善
書
法
者
雖
多
出
天
性
，
大

半
尤
恃
勤
學
。
朕
自
幼
好
書
，
今
年
老
，

雖
極
匆
忙
時
，
必
書
幾
行
字
，
一
日
亦
未

間
斷
，
是
故
猶
未
至
於
荒
廢
。
人
勤
習

一
事
，
則
身
增
一
藝
，
若
荒
疏
即
廢
棄

也
。
﹂
︵
︽
庭
訓
格
言
︾
︶

除
了
天
生
的
喜
好
外
，
康
熙
還
提
到

書
法
的
一
個
重
要
功
用
：

書
法
為
六
藝
之
一
，
而
遊
藝
為
聖
學
之

成
功
，
以
其
為
心
、
體
所
寓
也
。
朕
自

幼
嗜
書
法
，
凡
見
古
人
墨
跡
，
必
臨
一

過
，
所
臨
之
條
幅
手
卷
將
及
萬
餘
，
賞

賜
人
者
不
下
數
千
。
天
下
有
名
廟
宇
禪

林
，
無
一
處
無
朕
御
書
匾
額
，
約
計
其

數
，
亦
有
千
餘
。
大
概
書
法
，
心
正
則

筆
正
，
書
大
字
如
小
字
。
此
正
古
人
所

謂
心
正
氣
和
，
掌
虛
指
實
，
得
之
於
心

而
應
之
於
手
也
。
︵
︽
庭
訓
格
言
︾
︶

不
斷
地
臨
摹
與
學
習
後
，
康
熙
不
僅
建
立

了
個
人
的
書
法
風
格
，
同
時
也
開
始
大
量

賜
書
臣
屬
與
題
匾
，
將
書
法
運
用
於
實
際

政
治
運
作
中
，
康
熙
自
己
更
是
得
意
地
指

出
：
﹁
賞
賜
人
者
不
下
數
千
。
天
下
有
名

廟
宇
禪
林
，
無
一
處
無
朕
御
書
匾
額
。
﹂

對
於
書
法
，
康
熙
認
為
書
寫
者
的
心
、
體

都
可
以
寄
寓
於
其
中
，
也
就
是
書
法
在
某

種
意
義
上
可
以
代
表
書
家
本
人
，
這
其
實

也
跟
書
法
史
上
根
深
蒂
固
的
﹁
字
如
其

人
﹂
觀
念
有
關
。
此
外
，
清
初
雖
然
在
武

功
上
完
全
統
治
中
國
，
但
是
在
文
化
上
想

要
折
服
漢
人
卻
非
易
事
。
位
居
中
華
文
化

核
心
的
書
法
藝
術
，
長
久
以
來
就
是
古
今

文
人
必
爭
之
主
要
文
化
戰
場
，
自
然
成
為

康
熙
積
極
投
入
的
文
化
領
域
。
將
書
法
比

喻
為
戰
場
的
歷
史
很
早
，
傳
王
羲
之
︿
題

衛
夫
人
筆
陣
圖
﹀
：

夫
紙
者
陣
也
，
筆
者
刀
矟
也
，
墨
者
鍪

甲
也
，
水
硯
者
城
池
也
，
心
意
者
將
軍

也
，
本
領
者
副
將
也
，
結
構
者
謀
略

也
，
颺
筆
者
吉
凶
也
，
出
入
者
號
令

也
，
屈
折
者
殺
戮
也
，
著
筆
者
調
和

也
，
頓
角
者
是
蹙
捺
也
。

傳
神
地
將
書
法
創
作
比
喻
為
沙
場
上
的
征

戰
。
除
了
書
寫
時
如
臨
大
敵
外
，
每
件
完

成
的
作
品
更
是
書
家
精
心
佈
置
的
陣
仗
與

看
家
本
領
的
呈
現
，
靜
待
著
對
手
入
陣
來

比
試
。
每
一
次
的
遭
遇
與
邂
逅
，
莫
不
包

圖一　明董其昌書栖真志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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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明張瑞圖　書後赤壁賦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愛新覺羅玄燁　行書衡永進字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史
︾
的
觀
點
當
然
可
以
成
為
當
時
官
方
態

度
的
參
考
，
所
以
康
熙
所
認
知
的
晚
明
書

壇
，
還
是
以
傳
統
書
風
為
主
，
除
了
張
瑞

圖
的
特
異
風
格
外
︵
圖
二
︶
，
其
餘
三
家

皆
離
不
開
傳
統
的
藩
籬
。
傳
統
書
法
的
學

習
模
式
，
長
久
以
來
就
是
以
臨
摹
歷
代
名

家
為
主
要
手
段
，
這
當
然
也
成
為
康
熙
早

年
學
書
的
主
要
方
式
。

康
熙
數
次
提
到
自
己
早
年
的
學
書
是

透
過
臨
摹
古
代
名
蹟
的
方
式
：

朕
自
幼
嗜
書
法
，
凡
見
古
人
墨
跡
，
必

臨
一
過
，
所
臨
之
條
幅
手
卷
將
及
萬

餘
。

熙
口
中
的
明
時
善
書
之
人
，
其
實
不
難
推

想
。
清
初
編
纂
的
︽
明
史
︾
中
稱
晚
明
四

家
為
﹁
邢
︵
侗
︶
、
張
︵
瑞
圖
︶
、
米

︵
萬
鐘
︶
、
董
︵
其
昌
︶
﹂
，
對
於
理

解
當
時
的
書
壇
有
相
當
的
幫
助
，
但
也
不

無
偏
頗
之
處
。
例
如
，
張
瑞
圖
︵
一
五
七

○

∼

一
六
四
一
︶
在
晚
明
所
有
書
學
論
著

中
，
皆
與
所
謂
﹁
晚
明
四
家
﹂
無
緣
，
然

在
︽
明
史
︾
編
纂
過
程
中
，
無
端
涉
入
魏

忠
賢
︵
一
五
六
八

∼

一
六
二
七
︶
逆
案
的

張
瑞
圖
，
卻
因
魏
忠
賢
喜
愛
其
書
，
使
得

張
的
奸
臣
形
象
與
善
書
形
象
同
時
不
斷
地

被
強
化
，
終
至
擠
身
四
家
之
列
。
︽
明

暇
，
復
講
論
琢
磨
。
竟
至
過
勞
，
痰
中

帶
血
，
亦
未
少
輟
。
朕
少
年
好
學
如

此
，
更
耽
好
筆
墨
。
有
翰
林
沈
荃
素
學

明
時
董
其
昌
字
體
，
曾
教
我
書
法
。

張
、
林
二
內
侍
俱
及
見
明
時
善
於
書
法

之
人
，
亦
常
指
示
。
故
朕
之
書
法
有

異
於
尋
常
人
者
，
以
此
。
︵
︽
庭
訓
格

言
︾
︶

可
知
他
早
歲
是
由
其
身
邊
張
、
林
二
位
太

監
負
責
教
授
漢
文
化
。
此
二
人
也
是
前
明

的
宮
廷
內
侍
，
且
﹁
俱
及
見
明
時
善
于
書

法
之
人
﹂
，
因
此
常
常
指
導
康
熙
的
書

法
，
算
是
他
最
早
的
書
法
啟
蒙
老
師
。
康

含
著
觀
者
與
創
作
者
的
一
番
較
量
，
從
書

寫
技
巧
到
文
化
涵
養
，
無
一
不
是
競
爭
之

處
。
事
實
上
，
整
個
書
法
史
也
猶
如
一
個

融
合
古
今
的
大
戰
場
，
每
個
書
家
莫
不
希

望
自
己
可
以
過
關
斬
將
，
除
了
超
越
同
時

期
書
家
，
更
能
與
古
人
爭
雄
。
因
此
，
若

能
在
書
法
上
有
番
作
為
，
必
然
有
助
於
康

熙
的
聖
王
形
象
，
在
文
化
上
才
有
獲
得
認

同
的
機
會
，
這
一
點
康
熙
皇
帝
顯
然
是
深

有
體
會
，
否
則
他
也
不
會
如
此
孜
孜
不
倦

地
習
書
，
甚
至
還
把
書
法
的
﹁
藝
﹂
跟
古

代
聖
王
治
國
之
道
的
﹁
聖
學
﹂
放
在
一
起

理
解
。
對
康
熙
而
言
，
書
法
除
了
單
純
的

興
趣
喜
好
外
，
顯
然
有
更
加
積
極
的
實
用

目
的
。

師
古
法
今

根
據
康
熙
學
書
經
歷
及
傳
世
書
蹟
，

可
約
略
將
其
書
風
分
為
早
晚
二
期
，
早
期

是
以
臨
摹
唐
宋
名
家
法
書
為
主
，
並
無
明

顯
董
其
昌
︵
一
五
五
五

∼

一
六
三
六
︶
書

風
︵
圖
一
︶
，
四
十
歲
以
後
屬
於
晚
期
，

開
始
帶
明
確
的
董
書
面
貌
。
︵
楊
丹
霞

︿
試
論
清
康
熙
帝
書
法
的
淵
源
、
分
期
與

影
響
﹀
︶

關
於
康
熙
的
書
法
啟
蒙
，
他
自
己
回

憶
：朕

八
歲
登
極
，
即
知
黽
勉
學
問
。
彼
時

教
我
句
讀
者
，
有
張
、
林
二
內
侍
，
俱

系
明
時
多
讀
書
人
。
其
教
學
惟
以
經
書

為
要
，
至
於
詩
文
則
在
所
後
。
及
至

十
七
八
，
更
篤
於
學
。
逐
日
未
理
事

前
，
五
更
即
起
誦
讀
；
日
暮
理
事
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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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
幼
習
書
，
毫
素
在
側
，
寒
暑
靡
間
。

歷
年
以
來
，
手
書
敕
諭
、
詩
文
、
跋
語

以
及
臨
摹
昔
人
名
跡
，
屢
盈
笥
篋
。

︵
︽
懋
勤
殿
法
帖
︾
序
︶

學
書
須
臨
古
人
法
帖
，
其
用
筆
時
輕
重

疏
密
，
或
疾
或
徐
，
各
有
體
勢
。
宮
中

古
法
帖
甚
多
，
朕
皆
臨
閱
。
︵
︽
聖
祖

仁
皇
帝
聖
訓
︾
︶

他
在
書
法
學
習
上
所
下
的
功
夫
，
即
使
放

在
專
業
書
家
中
也
是
一
點
都
不
遜
色
。
然

而
，
康
熙
如
此
勤
奮
臨
摹
是
否
就
能
成
為

一
流
的
書
家
？
從
其
早
年
的
作
品
看
來
，

答
案
似
乎
是
否
定
的
。

此
次
展
出
的
︿
衡
永
進
字
屏
﹀
立

軸
：
﹁
書
閣
山
雲
起
，
琴
齋
澗
月
流
﹂

︵
圖
三
︶
，
文
出
自
唐
崔
翹
︿
鄭
郎
中
山

亭
﹀
，
惟
易
﹁
留
﹂
為
﹁
流
﹂
，
未
紀

年
。
︽
山
西
通
志
︾
卷
一
八
二
：
﹁
賜

編
修
臣
陳
壯
履
。
雲
裏
帝
城
雙
鳳
闕
，
雨

中
春
樹
萬
人
家
。
傳
家
惟
力
學
，
報
國
在

持
忠
。
書
閣
山
雲
起
，
琴
齋
澗
月
留
。
﹂

另
︽
皇
朝
通
志
︾
卷
一
二
一
：
﹁
御
書
書

閣
山
雲
起
，
琴
齋
澗
月
流
十
字
。
康
熙

四
十
一
年
︵
一
七○

二
︶
行
書
。
﹂
顯
見

康
熙
對
此
聯
句
情
有
獨
鍾
，
因
此
多
次
書

寫
，
也
曾
寫
賜
臣
下
。
此
作
線
條
圓
轉
流

暢
，
用
筆
紮
實
而
一
絲
不
茍
，
顯
示
出
康

熙
對
傳
統
筆
法
掌
握
的
精
熟
度
，
然
而
卻

稍
嫌
變
化
不
足
。
此
作
雖
無
紀
年
，
但
因

無
明
顯
的
董
其
昌
風
格
，
字
裡
行
間
多
顯

趙
孟
頫
︵
一
二
五
四

∼

一
三
二
二
︶
之
圓

勁
流
美
︵
圖
四
︶
，
結
字
體
勢
亦
偶
參
米

芾
︵
一○

五
二

∼

一
一○

七
︶
之
法
︵
圖

五
︶
，
推
測
應
屬
早
期
作
品
。
康
熙
︿
跋

趙
孟
頫
墨
跡
後
﹀
：
﹁
朕
於
古
人
諸
法

書
，
無
不
展
玩
臨
摹
，
而
於
米
、
趙
墨
跡

尤
珍
愛
，
不
忍
釋
手
。
仿
成
卷
軸
，
動

輒
盈
千
。
﹂
︵
︽
佩
文
齋
書
畫
譜
︾
卷

六
七
︶
明
確
提
到
他
對
米
芾
與
趙
孟
頫
兩

家
的
鍾
愛
，
恰
可
與
其
早
年
書
蹟
相
互
印

證
。

以
康
熙
對
書
法
的
熱
愛
與
投
入
，

他
顯
然
體
認
到
臨
摹
習
書
的
不
足
。
書

法
藝
術
的
精
微
處
還
是
需
要
名
師
從
旁

指
點
，
方
容
易
掌
握
其
訣
竅
。
康
熙
九

年
︵
一
六
七
一
︶
，
沈
荃
︵
一
六
二
四

∼

一
六
八
六
︶
因
善
書
被
召
入
宮
中
，
後
又

入
直
南
書
房
，
專
門
指
導
康
熙
帝
寫
字
。

康
熙
十
六
年
︵
一
六
七
七
︶
十
月
，
康
熙

帝
諭
大
學
士
勒
德
洪
、
明
珠
：
﹁
朕
不
時

觀
書
寫
字
，
近
侍
並
無
博
學
善
書
者
，
以

致
講
論
不
能
應
對
。
今
欲
于
翰
林
內
選
擇

博
學
善
書
者
二
員
，
常
侍
左
右
，
講
究
文

義
。
但
伊
等
各
供
其
職
，
若
令
仍
住
城

外
，
則
不
時
宣
召
，
難
以
即
至
。
今
著
於

城
內
撥
給
房
屋
，
停
其
升
轉
， 

在
內
侍
從

幾
年
之
後
，
酌
量
優
用
。
﹂︵
︽
康
熙
起
居

注
︾
︶
據
︿
沈
荃
傳
﹀
：
﹁
九
年
，
授
浙
江
寧

波
同
知
。
未
上
官
，
特
旨
召
對
，
命
作
各

體
書
，
稱
旨
，
詔
以
原
品
內
用
。
十
年
，

授
侍
講
，
值
南
書
房
。
﹂︵
︽
清
史
稿
︾
卷

二
七
九
︶
可
推
知
南
書
房
設
置
時
間
可
以

早
到
康
熙
十
年
，
而
沈
荃
︵
圖
六
︶
與
勵

杜
訥
︵
一
六
二
八

∼

一
七○
三
︶
︵
圖
七
︶

則
是
最
早
入
值
的
兩
位
善
書
官
員
。
從
兩

人
書
蹟
看
來
，
此
二
人
亦
是
董
其
昌
書
風

的
擁
護
者
。

苦
於
無
人
指
導
的
康
熙
，
為
了
讓

圖六　 沈荃　書雞鳴紫陌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七　 勵杜訥　書七言律詩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元趙孟頫書趵突泉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五　宋米芾蜀素帖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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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己
的
書
藝
可
以
更
上
一
層
，
直
接
安
排

了
兩
名
善
書
官
員
隨
侍
於
南
書
房
內
。
深

得
晚
明
大
家
董
其
昌
真
傳
的
沈
荃
，
成
了

康
熙
皇
帝
的
首
位
書
法
導
師
。
沈
荃
與
董

其
昌
是
同
鄉
，
自
幼
即
傾
慕
董
書
，
並
以

之
為
典
範
，
極
得
董
書
的
筆
法
與
風
神
。

康
熙
皇
帝
向
沈
荃
學
習
書
法
時
，
沈
荃
每

每
能
﹁
下
筆
即
指
其
弊
，
兼
析
其
由
﹂
，

康
熙
還
曾
對
李
光
地
︵
一
六
四
二

∼

一
七
一
八
︶
說
：
﹁
朕
初
學
書
，
宗
敬

︵
沈
宗
敬
︶
之
父
荃
實
侍
，
屢
指
陳
得

失
，
至
今
每
作
書
，
未
嘗
不
思
荃
之
勤

也
。
﹂
︵
︽
郎
潛
紀
聞
三
筆
︾
卷
九
︶
在

沈
荃
的
指
導
下
，
康
熙
也
開
始
追
隨
董
其

昌
的
風
格
，
他
︿
跋
董
其
昌
墨
蹟
後
﹀
：

﹁
華
亭
董
其
昌
書
法
，
天
姿
迥
異
。
其
高

秀
圓
潤
之
致
，
流
行
於
楮
墨
間
，
非
諸
家

所
能
及
也
。
每
于
若
不
經
意
處
，
風
神
獨

絕
，
如
微
雲
卷
舒
，
清
風
飄
拂
，
尤
得
天

然
之
趣
。
﹂
︵
︽
佩
文
齋
書
畫
譜
︾
卷

六
七
︶
語
氣
中
洋
溢
者
推
崇
愛
慕
之
情
。

展
覽
中
的
另
外
兩
件
扇
面
︿
行
書

七
言
絕
句
﹀
︵
圖
八
︶
、
︿
行
書
七
言
律

詩
﹀
︵
圖
九
︶
，
則
明
顯
帶
有
董
其
昌
風

格
，
可
推
知
為
晚
期
作
品
。

︿
行
書
七
言
絕
句
﹀
抄
寫
唐
郎
士

元
︵
？

∼

七
八
六
︶
︿
柏
林
寺
南
望
﹀

七
絕
：
﹁
溪
上
遙
聞
精
舍
鐘
，
泊
舟
微
徑

度
深
松
。
青
山
霽
後
雲
猶
在
，
畫
出
西

南
四
五
峰
。
﹂
康
熙
喜
讀
唐
詩
，
下
令

詞
臣
匯
編
唐
詩
，
依
時
代
次
第
，
共
得
四

萬
八
千
九
百
餘
首
，
於
康
熙
四
十
二
年

︵
一
七○

三
︶
編
定
成
︽
全
唐
詩
︾
，

︿
柏
林
寺
南
望
﹀
即
收
於
此
。
全
作
字
句

與
行
距
皆
較
寬
鬆
，
透
露
出
空
靈
秀
逸
的

氣
息
。
用
筆
上
強
調
提
按
與
筆
鋒
使
轉
，

線
條
講
究
輕
重
變
化
，
結
體
也
受
到
董
其

昌
攲
側
取
勢
之
影
響
，
然
全
作
仍
以
平
正

為
主
。︿

行
書
七
言
律
詩
﹀
內
容
為
康
熙

御
製
詩
︿
船
窻
對
月
小
飲
﹀
：
﹁
皎
潔
朧

朧
向
晚
明
，
鮮
雲
細
雨
過
帆
輕
。
上
樽
空

設
原
非
飲
，
梅
賦
無
花
句
亦
成
。
媚
景

依
然
鋪
錦
甸
，
晴
光
更
與
助
桃
笙
。
隔
溪

酒
市
迎
流
近
，
轉
岸
遙
聞
咲
語
聲
。
﹂

此
詩
作
於
康
熙
四
十
四
年
仲
春
，
第
五
次

南
巡
乘
舟
途
中
。
此
行
有
皇
太
子
胤
礽

︵
一
六
七
四

∼

一
七
二
五
︶
、
皇
十
三
子

胤
祥
︵
一
六
八
六

∼

一
七
三○

︶
隨
行
，

窗
前
對
月
飲
酒
，
因
作
此
詩
。
此
作
為
康

熙
習
董
後
的
成
熟
面
貌
，
用
筆
稍
加
遲

澀
，
全
作
的
線
條
更
富
變
化
，
對
於
董
書

結
體
的
掌
握
也
更
加
嫻
熟
。

此
二
作
無
論
在
用
筆
的
輕
重
虛
實
，

或
是
結
字
的
安
排
與
佈
局
，
可
以
說
是
深

得
董
書
三
昧
，
迥
異
於
早
年
平
正
的
結
體

與
缺
乏
變
化
的
線
條
。
康
熙
書
法
的
發
展

無
疑
體
現
了
董
其
昌
強
調
﹁
字
須
熟
而
後

生
﹂
的
書
法
觀
。
他
早
年
的
作
品
雖
富
有

臨
摹
功
力
，
但
是
用
筆
稍
嫌
過
實
，
雖
然

筆
筆
講
究
，
卻
反
生
靈
動
不
足
的
缺
點
。

不
過
，
在
沈
荃
的
指
導
下
，
逐
漸
吸
收
董

書
中
靈
活
的
用
筆
技
巧
，
使
得
作
品
生
動

許
多
。
康
熙
不
僅
在
用
筆
上
吸
收
董
書
優

點
，
在
結
字
上
也
採
用
董
書
慣
用
的
攲
側

取
勢
，
一
改
早
年
單
調
的
平
正
印
象
。
所

幸
，
康
熙
深
厚
的
臨
摹
功
底
，
讓
他
的
書

法
在
追
求
靈
秀
變
動
之
餘
，
線
條
不
失

厚
實
之
品
質
，
仍
舊
保
有
圓
潤
用
筆
的
特

色
，
結
體
也
能
在
平
正
中
帶
有
姿
態
。

董
其
昌
強
調
擺
脫
過
於
熟
練
所
產

生
的
俗
態
，
才
能
書
寫
出
生
秀
靈
動
的
書

風
：
﹁
趙
書
因
熟
得
俗
態
，
吾
書
因
生
得

秀
氣
；
趙
書
無
不
作
意
，
吾
書
往
往
率

意
。
﹂
︵
︽
容
台
別
集
︾
卷
四
︶
然
而
清

圖八　愛新覺羅玄燁　行書七言絕句　吉星福張振芳夫婦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愛新覺羅玄燁　行書七言律句　吉星福張振芳夫婦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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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
書
懋
勤
殿
法
帖
︾
八
卷
，
收
錄
順

治
、
康
熙
二
帝
墨
蹟
。
除
了
自
身
的
書
法

學
習
外
，
重
視
教
育
的
康
熙
皇
帝
對
於
皇

子
的
書
法
要
求
也
很
嚴
格
，
因
此
雍
正

︵
一
六
七
八

∼

一
七
三
五
︶
︵
圖
十
︶
、

乾
隆
︵
一
七
一
一

∼

一
七
九
九
︶
︵
圖

十
一
︶
都
能
寫
一
手
好
字
。
乾
隆
皇
帝
更

是
將
康
熙
的
﹁
怡
情
翰
墨
﹂
發
揮
到
極

致
，
成
就
有
清
一
代
書
法
文
化
事
業
的
繁

榮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書
畫
處

挾
怨
叫
唆
的
尋
釁
事
件
，
讓
當
時
怨
聲
載

道
的
董
其
昌
得
以
在
後
世
維
持
良
好
的
形

象
。
由
於
整
起
事
件
涉
及
的
人
數
眾
多
，

影
響
層
面
也
很
廣
，
凸
顯
出
事
發
時
的
民

情
激
憤
與
士
心
不
平
，
明
顯
與
︽
明
史
︾

中
輕
描
淡
寫
不
符
。
當
時
甚
至
還
有
人
將

之
編
寫
成
︽
黑
白
傳
︾
、
︽
五
精
八
魂
︾

等
小
說
，
以
諷
喻
其
事
。
不
過
，
隨
著
康

熙
對
其
書
法
的
推
崇
與
︽
明
史
︾
的
完

成
，
董
其
昌
也
順
利
被
塑
造
成
晚
明
文
人

的
典
範
與
第
一
大
書
家
。

小
結

康
熙
雖
然
謙
遜
地
以
﹁
萬
幾
餘
暇
，

怡
情
翰
墨
﹂
來
形
容
自
己
對
書
法
的
態

度
，
然
而
從
他
實
際
上
學
書
的
勤
奮
看

來
，
書
法
顯
然
佔
據
很
重
要
的
地
位
。

康
熙
在
位
期
間
，
還
刊
刻
了
兩
部
以
懋

勤
殿
命
名
的
法
帖
。
一
為
康
熙
二
十
九

年
︵
一
六
九○

︶
的
︽
欽
定
懋
勤
殿
法

帖
︾
二
十
六
卷
，
以
︽
淳
化
閣
帖
︾
為
基

礎
增
刪
編
次
，
增
錄
清
帝
及
大
臣
書
蹟
。

一
為
康
熙
三
十
八
年
︵
一
六
九
九
︶
的

就
是
說
他
並
非
盲
目
地
接
受
董
其
昌
書

風
。
事
實
上
，
康
熙
當
初
會
以
沈
荃
為
師

的
最
大
考
量
點
，
很
清
楚
地
就
是
被
董
其

昌
的
風
格
所
吸
引
，
而
非
沈
荃
的
書
風
，

可
知
康
熙
是
有
意
識
地
學
習
董
其
昌
的
書

寫
技
巧
與
風
格
。
喜
歡
臨
古
的
康
熙
顯
然

揚
棄
了
以
張
瑞
圖
、
王
鐸
︵
一
五
九
二

∼

一
六
五
二
︶
等
較
前
衛
的
書
風
，
將
目
光

轉
向
董
其
昌
這
位
代
表
傳
統
派
的
書
法
盟

主
。
沈
荃
則
是
扮
演
著
將
董
其
昌
風
格
傳

遞
到
康
熙
手
上
的
角
色
，
使
董
其
昌
的
書

法
順
勢
成
為
當
時
的
正
統
書
風
，
這
對
董

其
昌
的
書
史
地
位
無
疑
具
有
推
波
助
瀾
的

效
果
，
當
時
更
出
現
一
批
學
董
名
家
，
如

姜
宸
英
︵
一
六
二
八

∼

一
六
九
九
︶
、
何

焯
︵
一
六
六
一

∼

一
七
二
二
︶
、
汪
士
鋐

︵
一
六
五
八

∼

一
七
二
三
︶
、
陳
邦
彥

︵
一
六
七
八

∼

一
七
五
二
︶
等
。

除
了
書
史
地
位
的
確
立
外
，
︿
民

抄
董
宦
事
實
﹀
︵
︽
明
武
宗
外
紀
︾
︶

中
搶
奪
民
女
且
形
象
負
面
的
董
其
昌
，
或

許
也
是
基
於
康
熙
皇
帝
的
厚
愛
，
在
︽
明

史
︾
被
淡
化
成
：
﹁
督
湖
廣
學
政
，
不
徇

請
囑
，
為
勢
家
所
怨
，
嗾
生
儒
數
百
人
鼓

噪
，
毀
其
公
署
。
﹂
改
編
成
不
同
家
族
間

圖十　清三可汗手蹟（雍正）第三開　吉星福張振芳夫婦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　清高宗御臨蘇軾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初
學
董
者
，
由
於
不
斷
演
練
并
重
複
董

書
特
色
，
反
而
將
原
先
董
書
中
的
﹁
生
﹂

與
﹁
率
意
﹂
推
往
﹁
熟
﹂
與
﹁
作
意
﹂
的

相
反
路
子
，
各
自
染
上
程
度
不
一
的
習
氣

與
俗
態
。
相
較
沈
荃
等
其
他
學
董
書
家
的

學
書
歷
程
，
康
熙
學
習
書
法
的
過
程
恰
恰

相
反
。
一
般
書
家
學
習
書
法
都
是
從
距
離

自
己
最
近
的
書
家
開
始
，
例
如
父
執
輩
、

老
師
或
鄉
先
輩
等
，
待
年
紀
稍
長
或
登
科

進
士
後
，
才
有
機
會
見
到
古
代
名
蹟
。
康

熙
卻
是
從
宮
中
收
藏
的
歷
代
名
蹟
入
手
，

基
礎
穩
固
之
後
才
開
始
吸
收
時
人
書
風
，

所
以
他
的
書
法
與
當
時
習
董
者
的
氣
息
不

同
。
學
習
董
書
為
康
熙
書
法
注
入
靈
秀
與

生
動
，
其
他
習
董
書
家
則
是
先
以
董
書
為

基
礎
，
再
逐
漸
吸
收
歷
代
名
家
的
優
點
。

因
此
，
康
熙
早
年
所
累
積
的
臨
摹
功
底
，

讓
他
在
吸
收
董
書
用
筆
結
字
時
，
不
至
於

落
入
當
時
學
董
著
所
容
易
出
現
的
習
氣
，

可
謂
清
初
董
其
昌
書
派
中
的
一
股
清
流
。

獨
尊
香
光

沈
荃
為
康
熙
賞
識
之
時
，
康
熙
已

十
八
、
九
歲
，
且
已
遍
臨
古
代
名
家
，

他
對
於
書
法
必
然
有
一
定
的
見
解
，
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