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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士
充
︿
郊
園
十
二
景
圖
﹀

兼
論
陳
廉
︿
郊
園
小
景
圖
﹀
冊

侯
米
玲

沈
士
充
在
畫
史
上
的
名
氣
並
不
大
，

他
與
董
其
昌
同
為
太
倉
人
，
師
趙
左
與

宋
懋
晉
，
相
傳
因
畫
術
精
湛
曾
為
董
其

昌
代
筆
。
但
依
照
筆
者
對
其
生
平
的
研

究
，
其
與
董
其
昌
的
畫
風
實
有
一
段
不
小

的
差
距
，
代
筆
之
說
並
不
可
信
。
其
傳
世

畫
蹟
中
最
早
的
紀
年
為
一
六○

二
年
，
止

有
一○

一
一‧

六
公
分
；
圖
冊
作
品
約
有

十
二
冊
，
最
多
的
冊
頁
有
二
十
開
。
圖
冊

以
仿
古
代
名
家
筆
法
居
多
，
如
米
芾
、
馬

遠
、
王
蒙
、
倪
瓚
、
黃
公
望
等
，
再
參
以

松
江
畫
派
特
有
的
畫
風
而
成
。
其
中
只
有

一
個
園
林
寫
生
圖
冊
，
名
為
︿
郊
園
十
二

景
圖
﹀
冊
，
目
前
為
臺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所

珍
藏
。
此
冊
作
於
一
六
二
五
年
，
是
沈
士

充
目
前
唯
一
存
世
的
園
林
實
景
寫
生
圖

冊
，
也
是
其
跳
脫
前
人
畫
法
、
最
具
個
人

色
彩
的
圖
冊
。
又
因
其
完
成
於
沈
士
充
繪

畫
生
涯
中
的
中
後
期
，
其
時
繪
畫
技
巧
已

達
於
顛
峰
，
故
亦
可
謂
為
其
圖
冊
繪
畫
的

經
典
之
作
。

︿
郊
園
十
二
景
圖
﹀
冊
共
有
十
二

幅
，
分
別
描
繪
十
二
個
景
點
，
每
幅
皆
由

沈
士
充
本
人
用
篆
書
題
上
景
名
。
沈
士
充

在
此
冊
的
最
後
一
幅
的
落
款
為
：
﹁
乙

丑
春
仲
沈
士
充
為
煙
客
先
生
寫
郊
園
十
二

景
﹂
，
點
出
此
冊
乃
為
﹁
煙
客
先
生
﹂

的
﹁
郊
園
﹂
所
畫
，
﹁
煙
客
先
生
﹂
即
王

時
敏
，
﹁
郊
園
﹂
則
是
王
時
敏
花
了
十
四

年
才
建
造
完
成
的
﹁
樂
郊
園
﹂
。
︵
但
在

圖
冊
完
成
時
並
未
正
式
命
名
為
﹁
樂
郊

園
﹂
，
見
後
文
之
分
析
。
︶

在
研
究
此
圖
冊
的
過
程
中
發
現
王

本
文
主
要
在
探
討
沈
士
充
唯
一
一
件
園
林
圖
冊
，
也
是
其
圖
冊
繪
畫
藝
術
達
到
最
高
峰
的
代
表

作—

︿
郊
園
十
二
景
圖
﹀
冊
，
此
冊
作
於
一
六
二
五
年
，
乃
為
太
倉
名
人
王
時
敏
的
樂
郊
園
的
實

景
寫
生
而
成
。
在
一
六
二
二
年
時
王
時
敏
即
已
請
另
外
一
位
同
為
松
江
派
畫
家
陳
廉
為
同
一
個
園

林
作
畫
，
本
文
將
一
併
作
介
紹
，
並
比
較
兩
個
圖
冊
的
異
同
。

於
西
元
一
六
三
三
年
，
故
推
測
卒
年
應
於

一
六
三
三
年
左
右
，
或
其
於
一
六
三
三
年

之
後
即
封
筆
。
︵
註
一
︶

身
為
松
江
畫
派
的
大
將
，
沈
士
充

的
繪
畫
藝
術
在
當
時
評
價
頗
高
：
清
人

徐
沁
在
︽
明
畫
錄
︾
中
稱
許
其
繪
畫
特
色

為
；
﹁
清
蔚
華
古
、
運
筆
流
暢
、
格
韻
兼

勝
﹂
；
︽
松
江
志
︾
中
稱
其
﹁
出
於
宋
懋

晉
之
門
，
亦
學
趙
左
，
兼
得
兩
家
法
，
時

名
最
盛
，
郡
人
能
畫
者
多
師
之
﹂
。
其
師

宋
懋
晉
曾
稱
許
他
：
﹁
子
居
雖
出
吾
門
，

而
自
能
直
造
古
人
，
即
欲
尋
其
藍
水
，

不
可
得
矣
。
﹂
陳
繼
儒
則
稱
許
他
：
﹁
子

居
深
心
畫
學
，
自
五
代
宋
元
，
皆
掇
其
精

華
。
即
馬
夏
子
昭
輩
，
皆
吐
棄
之
。
﹂
且

在
沈
士
充
早
期
仿
古
畫
卷
︿
仿
宋
元
十
四

家
筆
意
﹀
中
稱
讚
他
：
﹁
︙
︙
此
十
四
幅

為
喬
谷
侯
作
于
官
署
，
過
庭
謂
徇
知
是
一

合
，
信
哉
，
吳
門
有
石
田
翁
，
今
吾
松
有

子
居
矣
。
陳
繼
儒
題
。
﹂

沈
士
充
擅
長
長
卷
及
圖
冊
，
目
前
所

見
長
卷
有
二
十
二
卷
之
多
，
長
度
最
長
的

時
敏
在
請
沈
士
充
繪
製
圖
冊
之
前
三
年
，

即
一
六
二
二
年
時
就
曾
請
同
為
松
江
畫
派

畫
家
陳
廉
為
此
園
作
畫
，
陳
廉
同
樣
以
圖

冊
形
式
呈
現
，
共
有
十
幅
，
繪
出
十
個
景

致
，
名
為
︿
郊
園
小
景
圖
﹀
，
目
前
為
上

海
博
物
館
所
收
藏
。
由
於
資
料
有
限
，
目

前
尚
無
法
了
解
為
何
王
時
敏
會
於
短
短
三

年
內
請
兩
位
風
格
相
近
的
畫
家
為
同
一
園

林
繪
製
圖
冊
？
但
這
兩
件
圖
冊
確
實
為
王

時
敏
的
郊
園
留
下
珍
貴
的
歷
史
記
錄
。

樂
郊
園
的
演
變

在
探
討
︿
郊
園
十
二
景
圖
﹀
冊
之

前
，
擬
先
對
此
園
林
作
詳
細
介
紹
。

此
園
原
是
王
時
敏
祖
父
王
錫
爵

︵
一
五
三
四

∼

一
六
一○

︶
用
來
種
芍

藥
之
處
，
因
位
於
太
倉
州
城
外
半
里
許
，

亦
稱
﹁
東
園
﹂
，
王
錫
爵
另
有
一
處
用
來

種
梅
花
的
地
方
，
位
於
太
倉
南
方
，
名
為

﹁
南
園
﹂
。
由
於
王
錫
爵
之
子
，
即
王
時

敏
之
父
王
衡
，
比
王
錫
爵
早
一
年
過
世

︵
一
六○

九
︶
，
王
錫
爵
在
生
前
即
把
東

園
及
南
園
傳
給
疼
愛
的
孫
子
王
時
敏
繼

承
。
︵
圖
一
︶

王
時
敏
雖
然
自
王
錫
爵
過
世
後
即

繼
承
東
園
，
但
因
為
當
時
才
十
九
歲
，
且

圖一　兩園的地理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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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
未
承
襲
官
位
，
並
未
拓
建
此
園
，
一
直

到
十
年
後
，
即
二
十
九
歲
那
年
︵
一
六
二

○

︶
方
請
雲
間
最
擅
長
園
林
設
計
的
張
南

垣
︵
張
漣
︶
先
生
幫
他
設
計
、
建
造
東

園
，
將
原
來
只
供
種
植
芍
藥
之
處
改
建
成

一
個
具
有
亭
臺
樓
閣
、
饒
富
逸
趣
的
園

林
。
此
園
前
前
後
後
做
了
許
多
設
計
的
變

更
，
花
了
十
四
年
︵
直
到
一
六
三
四
年
︶

才
峻
工
，
並
正
式
命
名
為
﹁
樂
郊
園
﹂
。

︵
註
二
︶﹁

樂
郊
園
﹂
在
開
始
建
造
的
第
三

年
，
即
一
六
二
二
年
，
王
時
敏
請
趙
左
的

弟
子
陳
廉
將
此
園
之
各
景
畫
成
冊
，
是
為

︿
郊
園
小
景
圖
﹀
冊
。
根
據
陳
廉
的
落

款
得
知
圖
冊
完
成
於
壬
戌
年
菊
月
，
即

一
六
二
二
年
的
秋
天
。
兩
、
三
年
後
，
王

時
敏
又
請
同
為
趙
左
的
弟
子
沈
士
充
為
其

園
林
作
畫
，
沈
士
充
完
成
圖
冊
的
時
間
是

一
六
二
五
年
的
仲
春
，
共
有
十
二
幅
、
圖

繪
園
林
裡
的
十
二
景
，
是
為
︿
郊
園
十
二

景
圖
﹀
冊
，
也
就
是
臺
北
故
宮
所
收
藏
的

圖
冊
。此

圖
冊
中
每
幅
都
用
篆
書
寫
上
景

名
，
分
別
為
﹁
雪
齋
﹂
、
﹁
穠
閣
﹂
、
﹁
霞

外
﹂
、
﹁
就
花
亭
﹂
、
﹁
浣
香
榭
﹂
、
﹁
藻

野
堂
﹂
、
﹁
晴
綺
樓
﹂
、
﹁
竹
屋
﹂
、
﹁
掃

花
菴
﹂
、
﹁
涼
心
堂
﹂
、
﹁
颿
影
閣
﹂
、

﹁
田
舍
﹂
。
雖
然
此
時
各
景
似
乎
已
經
取

好
了
景
名
，
但
因
為
此
園
後
來
又
經
過

十
多
年
的
修
改
與
建
造
，
所
以
在
竣
工
之

後
的
景
名
稍
有
不
同
，
分
別
為
﹁
藻
野

堂
﹂
、
﹁
揖
山
樓
﹂
、
﹁
涼
心
閣
﹂
、
﹁
期

仙
廬
﹂
、
﹁
掃
花
菴
﹂
、
﹁
春
曉
臺
﹂
、

﹁
香
綠
步
﹂
、
﹁
梅
花
廊
﹂
、
﹁
翦
鑑

亭
﹂
、
﹁
鏡
上
舫
﹂
、
﹁
清
聽
閣
﹂
、
﹁
遠

風
閣
﹂
、
﹁
密
圓
閣
﹂
等
十
四
景
︵
同
註

二
︶

，
不
僅
增
加
了
兩
個
景
，
且
與
沈
士

充
圖
冊
上
的
景
名
有
諸
多
差
異
。
又
根
據

稍
晚
的
︽
鎮
洋
縣
志
︾
︵
雍
正
三
年
始
置

鎮
洋
縣
︶
裡
所
記
載
，
﹁
樂
郊
園
﹂
的
各

景
為
﹁
藻
野
堂
﹂
、
﹁
揖
山
樓
﹂
、
﹁
涼
心

閣
﹂
、
﹁
期
仙
廬
﹂
、
﹁
掃
花
菴
﹂
、
﹁
春

曉
臺
﹂
、
﹁
香
綠
步
﹂
、
﹁
梅
花
廊
﹂
、

﹁
翦
鑑
亭
﹂
、
﹁
鏡
上
舫
﹂
、
﹁
峭
蒨
﹂
，

景
名
又
有
不
同
，
其
中
原
來
的
﹁
清
聽

閣
﹂
、
﹁
遠
風
閣
﹂
、
﹁
密
圓
閣
﹂
消
失
，

但
增
加
了
﹁
峭
蒨
﹂
一
景
。
在
︽
鎮
洋
縣

志
︾
編
寫
之
時
王
時
敏
已
經
過
世
四
、

五
十
年
，
所
以
應
該
是
由
其
後
人
做
的
更

動
。
︵
註
三
︶

那
麼
到
了
雍
正
之
後
的
乾
隆
時
，

﹁
樂
郊
園
﹂
還
存
在
否
？

王
時
敏
的
家
族
在
入
清
後
因
為
家
道

中
落
，
家
園
或
任
其
荒
廢
，
或
被
野
人
、

僧
人
所
佔
據
、
或
被
典
當
。
乾
隆
年
間
家

族
人
將
家
園
售
給
同
為
太
倉
人
的
封
疆
大

吏
畢
沅
。
︵
註
四
︶

畢
沅
︵
一
七
三○

∼

一
七
九
七
︶
字
纕
蘅
，
號
秋
颿
、
靈
岩
山

人
，
江
蘇
鎮
洋
縣
︵
太
倉
州
︶
人
。
畢
沅

與
王
時
敏
同
為
太
倉
人
，
官
至
陜
西
廵
撫

與
湖
廣
總
督
，
喜
歡
金
石
書
畫
，
亦
喜
收

藏
。
畢
沅
在
乾
隆
時
與
王
家
後
代
交
往
密

切
，
包
括
族
人
王
恭
與
王
時
敏
六
代
孫
王

宸
︵
即
王
原
祁
之
曾
孫
︶
。
當
時
南
園
有

一
部
份
不
知
何
時
已
歸
於
問
梅
禪
院
，
王

恭
則
繼
承
王
家
南
園
之
東
房
。
王
恭
居
於

南
園
期
間
時
常
招
來
好
友
觴
詠
其
中
，
且

集
其
詩
為
︽
南
園
風
雅
︾
；
畢
沅
也
曾
在

某
年
初
夏
與
數
位
友
人
、
弟
畢
瀧
、
延
青

拜
訪
了
王
恭
的
南
園
，
小
集
後
並
作
︽
潭

影
軒
四
十
五
韻
︾
。
王
恭
過
世
後
族
人
又

將
南
園
之
東
房
售
予
畢
沅
。

至
於
樂
郊
園
，
在
乾
隆
時
，
也
就

是
畢
沅
接
手
王
家
家
園
時
已
經
荒
廢
不

成
園
。
畢
沅
在
其
︽
靈
岩
山
人
詩
集
︾
裡

收
錄
了
︿
靜
寄
園
雜
詩
十
二
首
﹀
，
其

中
一
首
﹁
紙
窗
竹
屋
﹂
提
到
﹁
我
鄉
樂

郊
園
廢
犁
為
田
﹂
，
並
在
附
註
中
提
到
：

﹁
婁
東
樂
郊
園
為
王
奉
常
別
墅
，
亦
名
東

園
，
園
內
有
紙
窗
竹
屋
，
予
童
子
時
游
釣

處
也
。
﹂
此
處
的
﹁
紙
窗
竹
屋
﹂
應
是
沈

士
充
圖
冊
中
的
﹁
竹
屋
﹂
一
景
所
在
。
畢

沅
後
來
應
在
樂
郊
園
原
址
重
新
建
了
﹁
靜

寄
園
﹂
，
並
且
同
樣
建
了
十
二
景
：
﹁
終

南
仙
館
﹂
、
﹁
環
香
堂
﹂
、
﹁
海
棠
塢
﹂
、

﹁
鏡
舫
﹂
、
﹁
綠
窗
竹
屋
﹂
、
﹁
絢
雲

閣
﹂
、
﹁
石
供
軒
﹂
、
﹁
貯
月
廊
﹂
、
﹁
退

思
齋
﹂
、
﹁
小
方
壺
﹂
、
﹁
澄
觀
臺
﹂
、

﹁
雪
濤
峰
﹂
。
︵
註
五
︶

根
據
史
善
長
所
作

的
畢
沅
的
年
譜
︽
兗
山
畢
公
年
譜
︾
中
乾

隆
三
十
七
年
條
裡
有
﹁
命
護
理
巡
撫
印
務

按
西
安
使
署
，
靜
寄
園
諸
詩
、
題
梅
花
道

人
殘
竹
畫
卷
皆
署
篆
時
作
。
﹂
若
畢
沅
在

乾
隆
三
十
七
年
時
作
了
靜
寄
園
諸
詩
，
則

購
入
王
時
敏
家
園
以
及
建
靜
寄
園
的
時
間

不
晚
於
此
年
。

︿
郊
園
十
二
景
圖
﹀
冊
之
繪
畫
特
色

此
冊
縱
三○

‧

一
公
分
，
橫
四
七‧

五
公
分
，
為
長
方
形
推
篷
裝
，
紙
本
設

色
，
共
十
二
幅
，
每
一
幅
皆
由
沈
士
充
自

己
以
篆
書
題
景
名
，
並
鈐
上
其
字
﹁
子

居
﹂
的
小
章
。
此
冊
雖
為
王
時
敏
所
有
，

但
上
面
無
任
何
王
時
敏
的
收
藏
印
。
圖
冊

上
有
畢
沅
的
多
方
收
藏
印
：
﹁
婁
東
畢
沅

鑑
藏
﹂
、
﹁
靈
嚴
山
人
書
畫
記
﹂
、
﹁
畢
沅

審
定
﹂
、
﹁
秋
颿
珍
賞
﹂
，
進
清
宮
後
收
錄

於
︽
石
渠
寶
笈
︾
三
編
。

此
冊
的
繪
畫
藝
術
相
當
高
，
可
說

是
沈
士
充
生
平
所
繪
圖
冊
中
最
出
色
的
一

冊
，
特
色
如
下
：

一
、
對
角
線
構
圖

沈
士
充
不
僅
詳
細
描
繪
每
幅
中
的

景
物
，
包
括
花
草
樹
木
、
亭
台
樓
閣
，
使

之
各
具
特
色
，
且
就
像
實
地
寫
生
一
樣
生

動
自
然
；
對
於
每
幅
的
﹁
構
圖
﹂
也
都
是

經
過
許
多
巧
思
以
及
精
心
設
計
，
其
中
最

特
別
的
當
屬
對
角
線
構
圖
，
同
時
也
是
此

圖
冊
中
最
主
要
的
構
圖
方
式
，
計
有
﹁
穠

閣
﹂
︵
圖
二
︶
、
﹁
就
花
亭
﹂
︵
圖
三
︶
、

圖二　「穠閣」松林與樓閣形成對角線

圖三　「就花亭」，亭位於對角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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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颿
影
閣
﹂
︵
圖
四
︶
、
﹁
晴
綺
樓
﹂
附
圖

五
︶
、
﹁
涼
心
堂
﹂
︵
圖
六
︶
。

所
謂
對
角
線
構
圖
就
是
以
對
角
線
將

畫
面
切
割
成
兩
半
，
然
後
將
主
景
置
於
對

角
線
上
，
表
現
出
傾
斜
的
地
平
線
，
因
為

傾
斜
，
就
有
﹁
動
勢
﹂
效
果
，
而
且
因
為

沈
士
充
所
採
用
的
是
長
方
型
畫
幅
，
使
對

角
線
加
長
，
造
成
的
地
平
線
傾
斜
度
也
增

大
，
其
中
又
以
﹁
穠
閣
﹂
最
為
明
顯
。
這

種
對
角
線
構
圖
可
說
是
沈
士
充
的
創
新
，

在
其
他
畫
家
的
圖
冊
作
品
上
極
為
少
見
，

即
使
在
沈
士
充
的
諸
多
圖
冊
中
有
此
構
圖

的
也
不
多
。
特
別
的
是
，
在
其
有
紀
年
的

圖
冊
中
除
了
此
圖
冊
外
多
屬
仿
古
圖
冊
︵
註

六
︶
，
而
所
有
仿
古
圖
冊
也
幾
乎
多
為
滿
幅

構
圖
，
未
見
對
角
線
構
圖
，
可
以
說
從
此

冊
開
始
方
出
現
對
角
線
構
圖
，
再
加
上
雲

間
畫
派
特
有
的
煙
雲
，
交
織
出
美
麗
的
畫

面
。

二
、
建
築
物
多
以
側
面
呈
現

此
特
點
往
往
伴
隨
著
上
述
的
﹁
對
角

線
構
圖
﹂
一
同
出
現
，
似
乎
是
為
了
畫
面
上

的
﹁
取
勢
﹂
而
設
計
的
特
殊
畫
法
。
在
十
二

幅
中
只
有
﹁
晴
綺
樓
﹂
、
﹁
掃
花
菴
﹂
、

﹁
雪
齋
﹂
、
﹁
藻
野
堂
﹂
的
建
物
是
正
面
呈

現
，
其
他
建
物
多
﹁
依
山
傍
水
﹂
，
配
合
景

中
蜿
蜒
的
山
勢
、
圓
弧
的
池
水
，
抑
或
羊
腸

小
徑
而
建
，
﹁
側
面
﹂
反
成
了
主
角
。
以

﹁
穠
閣
﹂
︵
圖
二
︶
為
例
，
畫
面
上
兩
三
間

閣
樓
側
著
坐
落
在
畫
面
的
對
角
線
上
，
並
隱

於
松
林
與
桃
林
中
。

同
樣
的
，
在
沈
士
充
的
其
他
作
品
，

不
論
是
長
卷
、
軸
或
圖
冊
皆
鮮
少
見
到
建

築
物
以
側
面
呈
現
，
可
見
這
是
專
為
﹁
郊

園
﹂
而
設
計
的
特
殊
畫
法
。

三
、
十
二
幅
共
呈
現
春
夏
秋
冬
四
個
季
節

這
在
許
多
園
林
圖
冊
中
常
見
之
手

法
，
沈
士
充
也
不
例
外
，
雖
然
不
是
每
幅

都
能
兩
相
配
合
得
天
衣
無
縫
，
但
契
合
度

已
經
非
常
高
。
以
夏
景
為
例
：
﹁
晴
綺

樓
﹂
、
﹁
颿
影
閣
﹂
、
﹁
竹
屋
﹂
︵
圖
七
︶

為
夏
季
景
致
，
其
中
﹁
晴
綺
樓
﹂
以
荷
葉

點
點
來
表
現
出
夏
天
的
景
致
最
為
貼
切
。

﹁
竹
屋
﹂
則
讓
觀
者
似
乎
可
以
感
覺
到
夏

日
炎
炎
身
處
竹
林
的
清
涼
。
又
秋
景
有
：

﹁
掃
花
菴
﹂
︵
圖
八
︶
、
﹁
涼
心
堂
﹂
、

﹁
田
舍
﹂
。
其
中
﹁
掃
花
菴
﹂
中
的
﹁
掃

花
﹂
點
出
是
落
花
時
節
，
再
加
上
遠
處
的

紅
樹
更
襯
托
出
秋
天
的
氣
息
。

四
、
雲
間
畫
派
特
有
的
雲
霧
氤
氳

雲
霧
、
暈
染
的
大
量
使
用
自
趙
左
開

始
，
是
雲
間
畫
派
的
特
色
。
沈
士
充
此
圖

冊
充
滿
雲
霧
氤
氳
，
不
只
將
雲
間
畫
派
的

繪
畫
特
色
充
分
展
現
，
且
每
一
幅
中
雲
霧

幾
乎
都
占
畫
面
的
一
半
以
上
，
﹁
雲
霧
﹂

不
再
只
是
景
的
配
角
，
儼
然
成
了
主
角
之

一
，
也
藉
以
表
現
出
山
水
畫
的
﹁
空
靈
之

氣
﹂
。
雲
霧
是
﹁
虛
﹂
也
是
﹁
實
﹂
，
有

了
它
，
不
但
襯
托
出
園
林
的
美
景
，
也

帶
出
了
中
國
畫
裡
最
重
要
的
﹁
氣
韻
生

動
﹂
。 

陳
廉
的
︿
郊
園
小
景
圖
﹀
冊

陳
廉
，
嘉
興
人
，
生
卒
年
不
詳
，
據

載
早
逝
。
他
曾
從
趙
左
學
畫
，
也
是
松
江

畫
派
之
一
員
，
但
傳
世
畫
蹟
不
多
。
陳
廉

所
畫
的
︿
郊
園
小
景
圖
﹀
冊
早
於
沈
士
充

的
︿
郊
園
十
二
景
圖
﹀
冊
，
而
事
實
上
其

與
王
時
敏
的
關
係
也
較
為
密
切
。
從
傳
世

畫
蹟
中
可
知
其
為
王
時
敏
所
畫
的
作
品
除

了
︿
郊
園
小
景
圖
﹀
冊
之
外
，
尚
有
作
於

一
六
二
四
年
正
月
的
︿
山
水
圖
﹀
卷
。
而

王
時
敏
則
曾
為
陳
廉
的
︿
仿
子
久
卷
﹀
與

︿
雪
卷
﹀
兩
幅
畫
題
跋
，
可
見
王
時
敏
與

陳
廉
應
較
與
沈
士
充
更
有
互
動
。
若
比
較

沈
士
充
與
陳
廉
的
畫
風
，
兩
人
因
同
為
趙

左
的
弟
子
所
以
畫
風
相
近
，
但
陳
廉
的
用

筆
較
為
拘
謹
，
沈
士
充
的
則
較
為
嫻
熟
而

灑
脫
。
至
於
兩
人
的
交
情
如
何
？
因
為
資

料
不
足
無
從
知
悉
，
只
能
推
測
兩
人
的
朋

友
有
所
重
疊
，
除
了
王
時
敏
之
外
，
陳
繼

儒
也
與
兩
人
熟
識
：
沈
士
充
與
陳
繼
儒
、

陳
廉
三
人
曾
在
一
六
二○

年
初
為
偶
萍
禪

圖五　「晴綺樓」樓轉向正面，迴廊形成對角線

圖四　「颿影閣」對角線上是草地與雲霧

圖六　「涼心堂」堂與迴廊形成對角線

圖七　「竹屋」

圖八　「掃花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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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畫
過
小
品
，
後
被
收
入
︿
雲
間
十
一
家

山
水
﹀
卷
，
目
前
亦
收
藏
於
臺
北
故
宮
。

陳
廉
作
於
一
六
二
二
年
的
︿
郊
園

小
景
圖
﹀
冊
同
樣
是
為
﹁
郊
園
﹂
實
地
寫

生
，
但
為
正
方
形
畫
幅
，
縱
三
五‧

三
公

分
，
橫
三
三‧

四
公
分
，
紙
本
設
色
，
共

有
十
幅
，
以
描
繪
出
郊
園
裡
的
十
個
景
。

十
幅
上
皆
未
題
景
名
，
只
在
最
後
的
一
幅

有
陳
廉
的
落
款
云
﹁
壬
戌
菊
月 

郊
園
小

景 

陳
廉
﹂
，
每
一
幅
也
都
有
陳
廉
自
己
的

姓
名
小
章
。
與
沈
士
充
的
︿
郊
園
十
二
景

圖
﹀
冊
一
樣
，
並
無
王
時
敏
的
收
藏
印
，

只
有
晚
清
收
藏
家
嚴
筱
舫
︵
一
八
五○

∼

一
九
一
九
，
名
信
厚
，
以
字
行
，
浙
江
慈

溪
人
︶
的
﹁
小
書
畫
舫
珍
藏
書
畫
印
﹂
、

﹁
嚴
氏
小
舫
收
藏
金
石
書
畫
之
印
﹂
及

﹁
曾
在
慈
谿
嚴
筱
舫
處
﹂
收
藏
印
。

兩
人
的
圖
冊
雖
然
畫
幅
不
同
、
裝

裱
方
式
不
同
，
但
所
繪
的
亭
台
樓
閣
或

用
筆
設
色
上
其
實
非
常
相
近
，
可
以
說

都
是
實
地
寫
生
的
結
果
，
但
沈
士
充
在

﹁
構
圖
﹂
上
喜
作
奇
巧
的
設
計
，
讓
十
二

幅
有
十
二
種
不
同
的
面
貌
。
此
外
此
兩
圖

冊
對
於
同
一
地
點
的
﹁
取
景
角
度
﹂
會
有

所
不
同
，
所
選
取
作
為
描
繪
主
題
的
﹁
季

節
﹂
也
有
別
。
例
如
，
在
描
繪
﹁
穠
閣
﹂

景
物
時
，
沈
士
充
的
畫
幅
裡
﹁
城
牆
﹂
位

於
右
下
方
，
且
只
有
一
小
段
在
雲
霧
中
忽

隱
忽
現
，
穠
閣
與
桃
樹
及
松
樹
位
在
對
角

線
上
；
在
陳
廉
的
畫
中
︵
圖
九
︶
﹁
城

牆
﹂
則
是
位
在
畫
面
的
右
上
方
，
並
畫
出

城
樓
，
穠
閣
與
松
樹
及
柳
樹
位
在
畫
的
中

間
，
兩
冊
的
﹁
取
景
角
度
﹂
幾
乎
相
反
。

在
描
繪
︿
浣
香
榭
﹀
︵
圖
十
︶
景
物
時
，

沈
士
充
的
﹁
浣
香
榭
﹂
位
於
畫
面
的
左
上

方
，
旁
邊
的
小
木
橋
延
伸
至
左
側
畫
幅
邊

緣
，
小
徑
上
有
成
排
桃
樹
，
選
取
的
季
節

是
春
天
。
在
陳
廉
的
畫
中
︵
圖
十
一
︶
，

﹁
浣
香
榭
﹂
與
小
木
橋
位
於
畫
面
的
右
邊

的
中
間
位
置
，
小
徑
上
種
的
是
楊
柳
，
季

節
是
在
夏
天
。

整
體
而
言
，
陳
廉
在
構
圖
的
變
化
以

及
氣
氛
的
營
造
上
都
遠
遠
不
及
沈
士
充
，

相
信
王
時
敏
在
拿
到
沈
士
充
的
圖
冊
後
必

定
相
當
滿
意
。

小
結

兩
個
郊
園
圖
冊
不
僅
是
明
末
重
要

的
園
林
繪
畫
作
品
，
對
所
有
者
王
時
敏
、

畫
者
沈
士
充
及
陳
廉
都
具
有
相
當
的
重
要

性
。

王
時
敏
在
家
世
顯
赫
時
擁
有
三
個
較

大
的
園
林
，
即
樂
郊
園
、
南
園
與
西
田
，

且
都
花
費
千
金
與
許
多
心
力
建
造
，
然
而

獨
獨
只
有
樂
郊
園
有
實
景
寫
生
冊
，
且
兩

冊
同
出
自
兩
位
松
江
畫
派
大
師
之
手
，
可

見
﹁
樂
郊
園
﹂
對
王
時
敏
的
重
要
性
，
此

兩
圖
冊
對
其
而
言
亦
別
具
意
義
。
且
在
王

時
敏
一
生
的
收
藏
品
中
絕
少
收
藏
園
林
圖

冊
，
這
兩
冊
可
說
是
絕
無
僅
有
，
更
何
況

是
自
己
的
園
林
寫
生
冊
。
又
此
兩
冊
完
成

之
年
正
是
王
時
敏
家
運
昌
盛
的
時
候
，
也

是
當
時
園
林
建
築
最
蓬
勃
發
展
的
時
期
，

所
以
它
們
不
僅
標
誌
著
王
家
家
運
的
榮

盛
，
也
記
錄
了
十
七
世
紀
初
江
南
園
林
的

面
貌
。
再
者
，
明
末
的
園
林
圖
冊
數
量
本

來
就
不
多
，
此
兩
冊
畫
蹟
無
疑
成
為
研
究

明
末
園
林
圖
冊
非
常
重
要
的
史
料
，
後
人

不
僅
能
藉
此
增
進
對
明
末
﹁
園
林
繪
畫
﹂

的
了
解
︵
註
八
︶

，
也
能
從
中
領
略
明
末
的

郊
園
之
美
。

對
於
沈
士
充
而
言
，
圖
冊
雖
是
其
所

擅
長
，
但
在
諸
多
圖
冊
中
，
︿
郊
園
十
二

景
圖
﹀
冊
是
其
僅
有
的
園
林
圖
冊
，
也
是

其
傾
全
力
的
巨
作
。
他
在
此
冊
中
做
了
較

多
的
構
圖
及
畫
法
的
創
新
，
表
現
出
特
有

的
﹁
奇
勢
﹂
及
﹁
空
靈
﹂
，
可
說
是
其
最

具
﹁
實
驗
性
﹂
與
﹁
創
造
性
﹂
的
作
品
，

當
然
效
果
是
非
常
好
，
於
是
又
有
同
期
的

另
外
三
冊
類
似
的
作
品
出
現
︵
即
北
京
故

圖九　 陳廉圖冊中與沈士充「穠閣」（圖二）相似的景，城牆
位置不同。　上海博物館藏

圖十　沈士充之「浣香榭」圖十一　 陳廉圖冊中與沈士充之「浣香榭」相似的景，
「浣香榭」的位置與所取季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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