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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乾嘉學者對書法風尚的影響—以錢大昕之金石學與隸書為例

專　輯

清
代
乾
嘉
學
者
對
書
法
風
尚
的
影
響

以
錢
大
昕
之
金
石
學
與
隸
書
為
例

陳
暐
仁

清
代
是
中
國
學
術
發
展
的
興
盛
時
期
，
乾
隆
、
嘉
慶
年
間
，
漢
學
大
盛
，
經
學
、
史
學
各
門
研
究
蓬
勃

發
展
，
不
論
在
經
義
、
禮
制
、
名
物
、
文
字
、
聲
韻
、
訓
詁
、
天
文
曆
算
、
地
理
、
金
石
、
版
本
、
目

錄
等
領
域
，
名
家
輩
出
。
其
中
錢
大
昕
通
貫
各
學
，
為
乾
嘉
學
術
重
要
學
者
。
清
代
書
法
發
展
，
至
乾

嘉
年
間
，
重
心
逐
漸
由
帖
學
移
轉
至
碑
學
，
且
篆
書
、
隸
書
興
盛
，
帶
來
前
所
未
有
之
生
命
力
。
本
文

試
從
錢
氏
金
石
學
研
究
，
一
窺
乾
嘉
學
術
對
隸
書
興
盛
之
影
響
。

清
代
書
法
流
變

清
代
在
中
國
書
法
史
上
，
是
發
展
輝

煌
的
時
期
，
風
格
數
變
。
清
代
前
期
承
襲

明
代
書
風
，
董
其
昌
受
到
高
度
推
崇
與
效

仿
。
而
顧
炎
武
、
朱
彝
尊
等
學
者
帶
動
了

金
石
學
研
究
，
也
開
始
影
響
當
時
書
法
風

格
。
乾
隆
皇
帝
熱
愛
趙
孟
頫
書
法
，
書
風

遍
及
科
場
、
官
場
上
所
使
用
的
館
閣
體
，

又
彙
刻
︽
三
希
堂
法
帖
︾
等
，
使
社
會
上

尊
尚
著
法
帖
書
風
。
至
乾
嘉
時
期
，
經
學

考
據
興
起
，
文
字
學
、
金
石
學
大
盛
，
推

動
了
碑
派
書
法
的
興
盛
，
書
法
家
將
眼

兩
段
話
可
以
參
考
：

　

 

唐
人
隸
書
，
昔
人
謂
皆
出
諸
漢
碑
，
非

也
。
漢
人
各
種
碑
碣
，
一
碑
有
一
碑
之

面
貌
，
無
有
同
者
︙
︙
若
唐
人
則
反

是
︙
︙
諸
人
書
，
同
是
一
種
戈
法
，
一

種
面
貌
，
既
不
通
︽
說
文
︾
，
則
別
體

雜
出
，
而
有
意
圭
角
，
擅
用
挑
踢
，
與

漢
人
迥
殊
。

　

 

或
問
漢
人
隸
書
，
碑
碣
具
在
，
何
唐
、

宋
、
元
、
明
人
若
未
見
者
？
余
答
曰
：

猶
之
說
經
，
宋
儒
既
立
，
漢
學
不
行
；

至
本
朝
顧
亭
林
、
江
慎
修
、
毛
西
河
輩

出
，
始
通
漢
學
，
至
今
而
大
盛
也
。

錢
泳
是
乾
嘉
年
間
的
書
法
家
，
尤
擅

長
隸
書
。
他
的
看
法
是
：
前
人
的
隸
書
過
於

雷
同
，
所
以
呆
板
，
且
文
字
學
不
發
達
，
無

法
掌
握
字
形
正
確
架
構
。
隸
書
材
料
來
自
漢

碑
，
各
碑
石
即
使
尚
在
，
前
人
也
不
重
視
，

要
等
到
清
代
學
者
重
視
後
，
隸
書
才
興
盛
，

能
與
前
人
風
格
不
同
。
茲
以
錢
大
昕
的
金
石

學
與
隸
書
為
例
，
以
探
究
乾
嘉
金
石
學
術
的

發
展
對
隸
書
的
影
響
。

錢
大
昕
之
金
石
學
及
其
隸
書

錢
大
昕
︵
一
七
二
八

∼

一
八
○

平
津
孫
氏
、
侯
官
林
氏
、
偃
師
武
氏
、
青

浦
王
氏
、
皆
緝
成
巨
帙
，
遍
布
海
內
。
其

餘
為
︽
金
石
存
︾
、
︽
金
石
契
︾
、
︽
金

石
圖
︾
、
︽
金
石
志
︾
、
︽
金
石
索
︾
、

︽
金
石
聚
︾
、
︽
金
石
續
編
︾
、
︽
金
石

補
編
︾
等
書
，
殆
難
悉
數
。
故
今
南
北
諸

碑
，
多
嘉
、
道
以
後
新
出
土
者
，
即
吾
今

所
見
碑
，
亦
多
︽
金
石
萃
編
︾
所
未
見

者
。
出
土
之
日
，
多
可
證
矣
。
出
碑
既

多
，
考
證
亦
盛
，
於
是
碑
學
蔚
為
大
國
。

適
乘
帖
微
，
入
纘
大
統
，
亦
其
宜
也
。

因
為
乾
嘉
年
間
重
視
金
石
學
，
石
刻

材
料
蒐
集
越
來
越
多
，
研
究
考
證
者
也
相

對
增
加
，
金
石
學
風
行
，
於
是
書
法
亦
重

視
碑
學
了
。
︽
廣
藝
舟
雙
楫
︾
︿
本
漢
第

七
﹀
又
指
出
：

　

 

書
至
漢
末
，
蓋
盛
極
矣
。
其
樸
質
、
高

韻
、
新
意
、
異
態
，
詭
形
、
殊
制
，
融
為

一
爐
而
鑄
之
，
故
自
絕
於
後
世
。
晉
、
魏

人
筆
意
之
高
，
蓋
在
本
師
之
偉
傑
。

將
漢
代
隸
書
置
於
極
高
地
位
，
故
爾

碑
學
特
別
重
視
隸
書
。
至
於
乾
嘉
金
石
學

興
盛
後
，
所
帶
起
的
隸
書
風
氣
，
何
以
能

突
破
前
人
，
別
開
生
面
呢
？
清
錢
泳
︽
履

園
叢
話
︾
卷
十
一
︿
書
學
．
隸
書
﹀
中
有

光
著
重
在
篆
書
與
隸
書
。
道
光
、
咸
豐
以

後
，
碑
派
書
法
家
取
法
金
石
學
所
蒐
羅
的

各
種
文
字
材
料
，
將
筆
法
運
用
擴
大
至
楷

書
、
行
書
、
草
書
等
創
作
，
大
大
創
新
了

書
法
從
來
所
能
呈
現
的
面
貌
。

關
於
清
代
金
石
學
影
響
碑
學
發
展
之

情
形
。
清
末
康
有
為
︽
廣
藝
舟
雙
楫
︾
在

︿
尊
碑
第
二
﹀
說
：

　

 

碑
學
之
興
，
乘
帖
學
之
壞
，
亦
因
金
石
之

大
盛
也
。
乾
嘉
之
後
，
小
學
最
盛
，
談

者
莫
不
藉
金
石
以
為
考
經
證
史
之
資
，

專
門
搜
輯
，
著
述
之
人
既
多
，
出
土
之
碑

亦
盛
，
於
是
山
巖
屋
壁
，
荒
野
窮
郊
，
或

拾
從
耕
父
之
鋤
，
或
搜
自
官
廚
之
石
，
洗

濯
而
發
其
光
采
，
摹
拓
以
廣
其
流
傳
。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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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乾嘉學者對書法風尚的影響—以錢大昕之金石學與隸書為例

專　輯

四
︶
，
字
曉
徵
，
號
辛
楣
，
又
號
竹
汀
。

江
蘇
嘉
定
人
︵
今
屬
上
海
市
︶
。
錢
大
昕

是
乾
嘉
漢
學
的
代
表
學
者
，
一
生
著
作
達

三
十
五
種
之
多
，
主
要
有
︽
十
駕
齋
養

新
錄
︾
、
︽
潛
研
堂
文
集
︾
、
︽
二
十
二

史
考
異
︾
，
其
他
有
︽
三
史
拾
遺
︾
、

︽
潛
研
堂
金
石
文
跋
尾
︾
、
︽
元
史
氏

族
表
︾
、
︽
元
史
藝
文
志
︾
、
︽
疑
年

錄
︾
、
︽
三
統
術
衍
︾
等
等
。
清
代
江
藩

︽
漢
學
師
承
記
︾
卷
三
︿
錢
大
昕
傳
﹀
評

論
錢
氏
說
︰

　

 

不
專
治
一
經
而
無
經
不
通
，
不
專
攻
一

藝
而
無
藝
不
精
。
經
史
之
外
，
如
唐
宋

元
明
詩
文
集
、
小
說
筆
記
、
自
秦
漢
及

宋
元
金
石
文
字
，
皇
朝
典
章
制
度
，
滿

州
蒙
古
氏
族
，
皆
研
精
究
理
，
不
習
盡

功
。阮

元
︿
十
駕
齋
養
新
錄
序
﹀
說
：

　

 

國
初
以
來
，
諸
儒
或
言
道
德
，
或
言
經

術
，
或
言
史
學
，
或
言
天
學
，
或
言
地

理
、
音
韻
，
或
言
金
石
、
詩
文
，
專
精

者
固
多
，
兼
擅
者
尚
少
，
惟
嘉
定
錢
辛

楣
先
生
能
兼
其
成
。

所
謂
﹁
不
專
治
一
經
而
無
經
不
通
，

不
專
攻
一
藝
而
無
藝
不
精
﹂
、
﹁
能
兼
其

成
﹂
者
，
就
直
指
錢
大
昕
學
問
既
精
且

博
，
視
為
通
儒
了
。

錢
大
昕
之
學
術
成
就
，
與
其
一
生
經

歷
交
遊
，
有
密
切
相
關
。
少
年
求
學
時
，

與
王
鳴
盛
、
王
昶
定
交
，
三
人
為
終
身
摯

友
。
王
鳴
盛
後
來
為
史
學
家
，
王
昶
後
來

輯
有
︽
金
石
萃
編
︾
，
為
清
代
金
石
學
重

要
著
作
。
入
學
蘇
州
紫
陽
書
院
時
，
又
結

識
經
學
家
惠
棟
。

二
十
四
歲
上
北
京
出
仕
，
二
十
多

年
官
宦
生
涯
，
歷
官
至
詹
事
府
少
詹
事
。

五
十
一
歲
後
，
出
任
南
京
鍾
山
書
院
、
太

倉
婁
東
書
院
、
蘇
州
紫
陽
書
院
等
院
長
，

在
紫
陽
書
院
達
十
六
年
之
久
年
。
現
在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還
存
有
地
方
官
上
報
錢
大

昕
出
任
紫
陽
書
院
院
長
之
奏
摺
。
嘉
慶
九

年
卒
︵
一
八
○
四
︶
，
享
年
七
十
七
歲
。

錢
大
昕
一
生
二
十
多
年
為
官
，
二
十

多
年
出
掌
書
院
，
除
了
致
力
著
作
之
外
，

其
往
來
之
學
者
、
門
生
，
例
如
紀
昀
、
戴

震
︵
經
學
家
︶
、
朱
筠
、
翁
方
綱
︵
經

學
、
金
石
學
家
︶
、
趙
翼
︵
史
學
家
︶
、

盧
文
弨
︵
校
勘
、
目
錄
學
家
︶
、
段
玉
裁

︵
文
字
學
家
︶
、
阮
元
︵
經
學
家
︶
、
黃

丕
烈
︵
版
本
學
家
︶
、
顧
廣
圻
︵
版
本
、

偏
見
妨
礙
學
術
真
相
。
正
如
其
︽
潛
研
堂

文
集
︾
卷
九
︿
答
問
﹀
六
第
一
條
說
：

　

 

後
儒
之
說
勝
於
古
，
從
其
勝
者
，
不
必

強
從
古
可
也
。
一
儒
之
說
而
先
後
異
，

從
其
是
焉
者
可
也
。

對
錢
大
昕
而
言
，
追
求
學
問
的
真

相
，
遠
比
固
守
學
術
家
法
派
系
更
為
重

要
。
錢
大
昕
在
史
學
研
究
上
，
下
了
極
大

工
夫
，
他
需
要
更
精
確
的
資
料
來
參
證
其

研
究
，
如
其
︿
關
中
金
石
志
序
﹀
所
言
：

　

 

金
石
之
學
，
與
經
史
相
表
裏
︙
︙
手
鈔

板
刻
，
展
轉
失
真
，
獨
金
石
銘
勒
，
出

於
千
百
載
以
前
，
猶
見
古
人
真
面
目
，

其
文
其
事
，
信
而
有
徵
，
故
可
寶
也
。

可
知
金
石
文
字
保
存
了
當
年
直
接
史

料
，
未
經
後
人
傳
鈔
失
誤
，
所
以
值
得
重

視
。

清
人
研
究
金
石
學
，
有
幾
個
方
向
：

蒐
集
、
編
目
、
考
訂
文
字
、
利
用
金
石
文

字
補
正
史
書
之
不
足
或
錯
誤
。
錢
大
昕

在
這
幾
點
都
有
成
果
，
其
一
生
收
集
拓

本
二
千
餘
通
，
數
量
相
當
豐
富
，
後
來
編

成
︽
潛
研
堂
金
石
文
字
目
錄
︾
，
其
中

漢
代
拓
本
一
百
餘
種
，
有
篆
字
與
隸
書
兩

種
字
體
。
乾
隆
五
十
二
年
，
錢
氏
為
著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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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勘
學
家
︶
、
袁
廷
檮
︵
藏
書
家
︶
、

袁
枚
、
王
念
孫
︵
訓
詁
學
家
︶
、
李
銳

︵
天
文
、
數
學
家
︶
、
朱
駿
聲
︵
文
字
學

家
︶
、
孫
星
衍
︵
經
學
、
版
本
、
金
石
學

家
︶
、
鈕
樹
玉
︵
文
字
學
家
︶
、
張
燕
昌

︵
金
石
學
家
︶
、
邵
晉
涵
︵
史
學
家
︶
、

李
文
藻
︵
版
本
、
金
石
學
家
︶
。
可
以
說

乾
嘉
年
間
各
學
界
一
流
的
學
者
，
幾
乎
都

與
錢
大
昕
有
所
往
來
，
並
且
受
各
界
敬

重
。
後
世
評
論
清
代
漢
學
家
者
，
更
將
錢

大
昕
、
戴
震
、
惠
棟
三
家
相
提
並
論
。

乾
嘉
年
間
，
達
官
顯
宦
常
邀
請
學

者
為
其
編
刻
書
籍
。
乾
隆
開
四
庫
全
書
館

時
，
招
致
不
少
學
者
聚
集
北
京
工
作
。
又

江
南
社
會
繁
榮
，
私
家
藏
書
興
盛
，
各
地

書
院
帶
動
求
學
風
氣
，
各
學
門
形
成
研
究

群
體
，
學
者
交
流
密
切
，
地
方
學
風
大

盛
。
錢
大
昕
與
這
些
活
動
都
有
關
連
，
尤

其
出
掌
江
南
地
區
書
院
二
十
多
年
，
其
名

望
學
識
更
受
景
仰
，
對
學
術
風
氣
影
響
力

愈
大
。
例
如
︽
潛
研
堂
文
集
︾
中
，
可
見

他
為
許
多
學
術
名
著
題
序
，
如
畢
沅
︽
關

中
金
石
記
︾
、
阮
元
︽
山
左
金
石
志
︾
、

盧
文
弨
︽
群
書
拾
補
︾
、
惠
棟
︽
古
文
尚

書
考
︾
、
段
玉
裁
︽
詩
經
韻
譜
︾
、
阮
元

︽
經
籍
纂
詁
︾
、
謝
啟
昆
︽
小
學
考
︾
、

梁
玉
繩
︽
史
記
志
疑
︾
等
，
可
知
乾
嘉
時

錢
氏
之
名
望
與
影
響
力
。

錢
大
昕
研
究
學
問
，
一
本
清
代
漢
學

家
的
初
衷
，
從
考
究
精
確
的
文
字
與
音
義

開
始
，
以
求
取
正
確
的
解
讀
，
所
以
費
盡

心
力
，
而
且
有
實
事
求
是
的
精
神
，
不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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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乾嘉學者對書法風尚的影響—以錢大昕之金石學與隸書為例

專　輯

漢　白石神君碑拓片　局部

度
來
觀
察
者
，
以
下
見
︽
潛
研
堂
金
石
文

跋
尾
︾
：

一
、
︿
漢
中
太
守
鄐
君
開
褒
斜
道

碑
﹀
︵
按
：
亦
作
︿
開
通
褒
斜
道
碑
﹀
︶

稱
﹁
文
字
古
朴
，
東
京
分
隸
傳
於
今
者
，

以
此
為
最
先
焉
。
﹂
詳
析
摩
崖
石
刻
，
以

為
東
漢
分
書
現
存
最
早
者
為
此
刻
，
可
知

其
熟
稔
東
漢
隸
書
之
風
格
流
變
。

二
、
︿
敦
煌
長
史
武
斑
碑
﹀
宋
代
歐

陽
脩
時
，
已
稱
此
碑
文
字
殘
滅
，
不
成
文

章
，
錢
氏
親
見
拓
本
後
，
指
碑
陰
有
﹁
武

氏
碑
﹂
三
字
，
﹁
頗
近
六
朝
人
筆
法
。

歐
、
趙
諸
公
所
未
見
也
。
﹂
六
朝
人
隸
分

斬
截
規
整
而
乏
韻
緻
，
錢
氏
由
碑
陰
之
字

體
，
判
斷
此
碑
寫
立
年
代
較
晚
，
而
此
為

歐
陽
脩
、
趙
明
誠
等
前
輩
學
者
所
未
知

也
。

三
、
︿
淮
源
桐
柏
廟
碑
﹀
︵
按
：
亦

作
︿
桐
柏
淮
源
廟
碑
﹀
︶
稱
﹁
元
人
重
書

本
。
︙
︙
漢
刻
久
亡
，
元
至
正
四
年
︙
︙

乃
請
翰
林
待
制
浚
儀
吳
炳
重
書
。
︙
︙
炳

分
隸
頗
有
法
度
，
而
少
漢
人
淳
古
之
氣
。

碑
末
︿
記
﹀
亦
炳
所
述
，
行
書
，
殊
遒

美
。
︙
︙
而
碑
估
之
黠
者
，
往
往
割
去
炳

重
書
字
及
碑
後
︿
記
﹀
，
裝
界
成
冊
。
收

漢
碑
隸
書
尚
少
。
清
代
所
見
隸
書
名
碑
，

如
︽
張
遷
碑
︾
︵
明
初
出
土
︶
、
︽
衡
方

碑
︾
︵
清
雍
正
年
間
出
土
︶
、
︽
曹
全

碑
︾
︵
明
萬
曆
初
出
土
︶
等
，
都
是
晚
近

才
發
現
的
碑
刻
，
大
大
豐
富
了
隸
書
的

文
字
材
料
。
且
清
代
文
字
學
者
、
金
石

學
者
長
期
鑽
研
小
篆
、
隸
書
字
體
，
治
學

較
嚴
謹
者
，
對
各
字
體
結
構
與
筆
法
，
熟

悉
程
度
遠
超
過
一
般
書
法
家
，
實
踐
於
書

法
上
，
亦
較
平
常
書
法
家
有
更
多
心
得
，

所
以
乾
嘉
時
期
有
不
少
學
者
精
於
隸
書
，

前
引
錢
泳
︽
履
園
叢
話
︾
言
乾
嘉
隸
書
名

家
八
人
，
前
三
人
之
翁
方
綱
、
桂
馥
、
錢

大
昕
，
正
是
著
名
的
文
字
學
者
與
金
石
學

者
。
乾
嘉
學
者
促
進
小
篆
與
隸
書
字
體
之

復
興
，
引
起
了
當
代
書
法
界
對
於
碑
刻
文

字
的
興
趣
與
重
視
，
進
而
再
將
小
篆
、
隸

書
書
風
發
揚
光
大
。

從
錢
大
昕
的
﹁
讀
書
心
細
﹂
、
﹁
鍊

句
功
深
﹂
聯
語
，
或
可
想
見
清
代
經
學
家

﹁
讀
書
甚
敬
﹂
、
﹁
作
字
便
佳
﹂
的
特
硃

書
風
之
形
成
。

書
法
資
料
承
蒙
本
院
教
育
展
資
處
游

國
慶
先
生
教
示
，
特
此
申
謝
。

作
者
為
本
院
圖
書
文
獻
處
研
究
助
理

悟
的
。
其
在
學
術
成
就
上
顯
赫
的
名
聲
，

雖
遠
遠
超
過
他
在
書
法
上
的
名
氣
，
但
錢

氏
的
隸
書
，
還
是
極
具
特
色
的
。
錢
泳

︽
履
園
叢
話
︾
卷
十
一
︿
書
學
．
隸
書
﹀

列
舉
乾
嘉
當
時
隸
書
名
家
八
人
，
有
翁
方

綱
、
桂
馥
、
錢
大
昕
、
江
德
量
、
伊
秉

綬
、
巴
慰
祖
、
黃
易
、
江
鳳
彝
。
言
﹁
皆

能
以
漢
法
自
命
者
﹂
，
錢
氏
正
是
其
中
之

一
。
由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錢
大
昕
隸
書

七
言
聯
：
﹁
讀
書
心
細
絲
抽
繭
，
鍊
句
功

深
石
補
天
。
﹂
︵
圖
像
請
參
見
本
期
策
展

人
文
章
︶
。
﹁
書
﹂
字
下
從
﹁
者
﹂
聲
；

﹁
細
﹂
字
右
旁
從
﹁
囟
﹂
︵
音
信
︶
；

﹁
繭
﹂
字
用
︽
說
文
︾
古
文
字
形
，
從
糸

見
聲
；
﹁
深
﹂
字
右
旁
從
穴
從

，
凡
此

皆
可
見
錢
氏
長
於
︽
說
文
解
字
︾
之
學
，

熟
諳
於
古
篆
與
分
隸
字
形
，
方
能
如
此
驅

遣
自
若
。
而
筆
墨
遒
潤
，
氣
息
靜
穆
，
無

張
揚
蹈
厲
之
習
，
或
即
是
﹁
學
問
深
時
意

氣
平
﹂
的
學
者
書
風
寫
照
。

結
語

金
石
學
自
宋
代
發
祥
，
歐
陽
脩
︽
集

古
錄
跋
尾
︾
、
趙
明
誠
︽
金
石
錄
︾
、
洪

适
︽
隸
釋
︾
、
︽
隸
續
︾
等
名
作
，
所
見

藏
書
家
的
四
明
︵
今
寧
波
︶
范
氏
天
一

閣
，
整
理
其
所
藏
拓
本
，
編
成
︽
天
一

閣
碑
目
︾
。
而
錢
氏
將
自
己
的
金
石
文

字
研
究
心
得
，
匯
集
成
︽
潛
研
堂
金
石

文
跋
尾
︾
，
計
八
百
多
篇
，
其
中
漢
代

有
四
十
一
篇
，
另
外
散
見
︽
潛
研
堂
文

集
︾
、
︽
十
駕
齋
養
新
錄
︾
、
︽
竹
汀
日

記
鈔
︾
等
。

錢
大
昕
利
用
碑
刻
的
文
字
來
考
訂
字

形
、
音
韻
，
以
及
史
書
上
所
記
載
職
官
、

地
理
、
氏
族
等
之
不
足
或
錯
誤
，
取
得
了

非
常
高
的
成
就
。
但
亦
有
從
隸
書
書
法
角

藏
家
未
見
全
文
，
遂
以
為
真
漢
刻
矣
。
﹂

言
元
人
吳
炳
的
隸
書
雖
有
法
度
，
然
缺

乏
漢
代
淳
古
氣
息
，
一
般
收
藏
家
不
知
辨

識
，
若
只
見
到
碑
文
時
，
遂
誤
認
為
東
漢

隸
書
。
可
見
錢
氏
於
隸
書
風
格
判
定
之
眼

界
甚
高
。

四
、
︿
淳
于
長
夏
承
碑
﹀
︵
按
：
亦

作
︿
夏
仲
兖
碑
﹀
︶
稱
﹁
字
體
奇
怪
，
王

秋
澗
以
為
蔡
中
郎
書
，
雖
出
臆
揣
，
要
是

漢
隸
之
佳
者
。
今
再
經
翻
刻
，
古
意
盡
失

矣
。
﹂
夏
承
碑
在
明
嘉
靖
年
間
毀
壞
，
之

後
重
刻
。
錢
氏
從
字
體
上
判
別
是
隸
書
的

佳
作
，
但
翻
刻
失
真
，
非
原
作
之
罪
。
所

謂
﹁
字
體
奇
怪
﹂
者
，
乃
書
碑
者
刻
意
加

入
篆
形
結
構
所
致
。

五
、
︿
白
石
神
君
碑
﹀
︵
按
：
亦

作
︿
白
石
山
碑
﹀
︶
稱
﹁
或
疑
此
碑
為
前

燕
重
刻
，
予
觀
其
字
體
方
整
，
已
開
黃
初

之
先
，
漢
隸
遒
逸
之
格
，
至
此
小
變
。
然

慕
容
僭
偽
，
詎
能
辦
此
？
況
字
體
亦
絕
不

類
。
要
為
漢
刻
無
疑
矣
。
﹂
言
此
碑
隸
書

開
魏
黃
初
板
整
習
氣
，
但
仍
不
是
後
代
所

能
重
刻
出
來
的
字
體
。

從
以
上
幾
則
來
看
，
無
疑
地
，
錢
大

昕
對
於
隸
書
是
有
相
當
深
度
的
研
究
與
感

漢　淳于長夏承碑拓片　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