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僕
本
拙
訥　

繆
干
時
名

祝
允
明
生
平
際
遇
與
鍾
繇
書
風

朱
惠
良

僕
本
拙
訥
，
繆
干
時
名
。
兩
年
之
間
，
三
謁
京
國
。
遊
趣
既
勌
，
風
埃
黯
然
。
舟
中
有
二
蘇
和
陶

詩
，
夜
燈
獨
酌
，
讀
其
飲
酒
二
十
篇
不
勝
悵
慨
，
聊
復
倚
和
。　

—

祝
允
明
︿
和
陶
飲
酒
詩
﹀
序

明
孝
宗
弘
治
十
二
年
，
被
後
世
尊

為
明
朝
第
一
大
書
法
家
的
祝
允
明
剛
滿

四
十
歲
，
第
二
次
赴
京
參
加
會
試
，
不
幸

再
度
落
第
，
在
回
程
舟
中
讀
二
蘇
和
陶
詩

深
有
感
觸
，
於
是
追
和
了
二
十
首
，
並
於

序
文
中
謂
：
﹁
僕
本
拙
訥
，
繆
干
時
名
。

兩
年
之
間
，
三
謁
京
國
。
遊
趣
既
勌
，
風

埃
黯
然
。
舟
中
有
二
蘇
和
陶
詩
，
夜
燈

獨
酌
，
讀
其
飲
酒
二
十
篇
不
勝
悵
慨
，

聊
復
倚
和
。
﹂
︵
圖
一
︶
廿
年
中
，
五
度

鄉
試
，
兩
度
會
試
，
連
年
考
場
失
利
的
祝

允
明
於
和
陶
詩
中
自
我
安
慰
道
：
﹁
此
生

幸
長
存
，
得
失
何
復
驚
。
陶
公
但
飲
酒
，

千
載
名
自
成
。
﹂
︵
參
見
附
錄
︶
廿
六
年

後
，
六
十
六
歲
的
祝
允
明
，
自
應
天
府
通

判
退
休
已
三
年
，
脫
離
了
官
場
繁
瑣
庶

務
，
充
分
享
受
退
隱
山
林
，
悠
遊
自
在
的

生
活
，
這
年
秋
天
他
取
出
珍
藏
已
久
的
舊

紙
，
乘
興
逐
段
寫
下
四
十
歲
舊
作
︿
和
陶

飲
酒
二
十
首
﹀
︵
圖
二
︶
，
書
畢
於
後
記

中
寫
道
：
﹁
向
得
舊
紙
，
久
藏
笥
中
，
興

至
則
隨
意
作
數
行
，
乃
生
平
之
戲
耳
，
觀

者
勿
謂
老
翁
更
多
兒
態
也
。
﹂
這
廿
首
和

陶
飲
酒
詩
見
證
了
祝
允
明
仕
進
之
坎
坷
與

心
情
的
轉
折
，
書
蹟
現
藏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除
第
十
六
首
與
第
十
七
首
以
章
草
書

寫
外
，
其
餘
均
以
鍾
繇
︵
一
五
一

∼

二
三

○

︶
風
格
的
小
楷
書
寫
，
本
文
即
由
此
冊

書
蹟
切
入
，
一
探
祝
允
明
的
生
平
際
遇
及

其
鍾
繇
風
格
之
書
風
。

卅
四
載
困
羈
科
場

中
國
科
舉
是
由
政
府
舉
辦
考
試
以

選
拔
官
吏
的
一
種
制
度
，
源
於
七
世
紀
初

的
隋
朝
，
唐
時
逐
漸
完
備
。
宋
朝
加
以
改

革
，
確
立
三
年
一
次
的
三
級
考
試
制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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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朝
開
始
以
四
書
試
士
。
明
代
雖
承
襲
宋

以
來
鄉
試
、
會
試
與
殿
試
之
三
級
考
試
傳

統
，
但
考
試
內
容
則
由
宋
朝
的
經
義
、
策

問
與
詩
賦
，
簡
化
為
儒
家
經
義
，
以
四
書

文
句
為
題
，
以
朱
熹
︵
一
一
三○

∼

一
二

○
○

︶
︽
四
書
集
注
︾
為
闡
述
義
理
準
則
，

文
章
格
式
為
結
構
固
定
、
字
數
限
制
，
且

句
法
平
仄
對
仗
的
﹁
八
股
文
﹂
。
明
代
鄉
試

與
會
試
之
首
場
均
考
八
股
文
，
因
此
八
股

文
的
優
劣
決
定
了
舉
子
的
命
運
，
一
般
士

人
為
求
中
試
，
多
集
中
精
力
背
誦
可
以
出

題
之
篇
與
此
數
十
題
之
文
而
已
，
八
股
文

一
時
蔚
為
風
潮
，
故
亦
稱
之
為
﹁
時
文
﹂
。

明
朝
以
科
舉
為
取
士
主
要
管
道
，
舉
子
專

攻
時
文
，
棄
經
籍
與
經
世
致
用
之
學
，
士

風
日
益
頹
靡
。
復
因
奸
佞
當
道
，
把
持
科

場
，
援
引
私
人
，
投
機
取
巧
者
攀
附
援

引
，
排
斥
異
己
，
致
使
政
治
益
形
敗
壞
。

明
末
清
初
大
儒
顧
炎
武
︵
一
六
一
三

∼

一 

六
八
二
︶
痛
陳
科
舉
之
弊
曰
：
﹁
時
文
敗

壞
天
下
之
才
，
而
至
於
士
不
成
士
，
官
不

成
官
，
兵
不
成
兵
，
將
不
成
將
，
夫
然
後

寇
賊
奸
勼
得
而
乘
之
，
敵
國
外
侮
得
而
勝

之
！
﹂
千
百
年
來
，
多
少
菁
英
困
羈
科

場
，
虛
耗
光
陰
，
心
灰
意
冷
終
致
逃
脫
科

舉
藩
籬
，
祝
允
明
︵
一
四
六
一

∼

一
五
二 

七
︶
︵
註
一
︶
實
此
中
代
表
。

︽
明
史
文
苑
傳
︾
載
：
﹁
祝
允
明
生

而
枝
指
，
故
自
號
枝
山
，
又
號
枝
指
生
。

五
歲
作
徑
尺
字
，
九
歲
能
詩
。
稍
長
，
博

覽
群
集
，
文
章
有
奇
氣
。
當
筵
疾
書
，
思

若
湧
泉
。
尤
工
書
法
，
名
動
海
內
。
﹂
祝

枝
山
廿
歲
時
，
即
以
文
采
風
流
而
名
聲
大

譟
，
廿
一
歲
開
始
投
身
科
舉
，
然
雖
博
學

多
識
，
卻
屢
屢
落
第
，
或
許
閱
慣
八
股
文

之
考
官
們
，
對
枝
山
不
同
凡
俗
的
文
章

並
不
欣
賞
，
歷
經
五
次
鄉
試
，
終
於
在

三
十
三
歲
時
得
中
舉
人
。

枝
山
外
祖
父
徐
有
貞
︵
一
四○

七

∼

一
四
七
二
︶
為
宣
德
八
年
︵
一
四
三
三
︶

進
士
，
官
至
兵
部
尚
書
、
華
蓋
殿
大
學

士
，
封
武
功
伯
；
祖
父
祝
顥
於
明
正
統
四

年
︵
一
四
三
九
︶
登
進
士
，
官
至
刑
科
給

事
中
、
山
西
布
政
司
右
參
政
；
岳
父
李
應

禎
︵
一
四
三
一

∼

一
四
九
三
︶
則
是
明
景

泰
四
年
︵
一
四
五
三
︶
舉
人
，
官
至
中
書

舍
人
、
兵
部
郎
中
、
太
僕
寺
少
卿
。
尊
長

的
成
就
是
枝
山
科
舉
仕
進
的
榜
樣
，
也
是

巨
大
的
壓
力
。
而
明
代
﹁
非
進
士
不
進
翰

林
，
非
翰
林
不
入
內
閣
﹂
之
慣
例
，
迫
使

他
奮
力
前
進
，
孜
孜
恪
恪
於
科
舉
之
路
，

準
備
繼
續
參
加
會
試
乃
至
殿
試
，
以
取
得

進
士
，
從
而
光
耀
門
楣
不
愧
對
祖
宗
。

祝
枝
山
四
十
歲
二
度
會
試
落
第
後
，

於
︽
和
陶
飲
酒
詩
二
十
首
︾
︵
註
二
︶

中

曾
慨
歎
：
﹁
四
十
不
擬
老
，
老
狀
日
已

至
。
飲
量
復
減
昔
，
三
飲
己
復
醉
。
詩
來

亦
信
口
，
甲
乙
懶
排
次
。
遐
覽
天
地
間
，

何
物
如
我
貴
。
所
恨
每
自
喪
，
長
失
木
然

味
。
﹂
雖
云
﹁
何
物
如
我
貴
﹂
，
但
擺
脫

不
了
士
人
宿
命
的
他
，
在
寫
作
︽
和
陶
飲

酒
二
十
首
︾
之
後
，
又
五
度
赴
京
會
試
，

屢
戰
屢
敗
，
屢
仆
屢
起
。
自
廿
一
歲
初
次

參
加
鄉
試
，
到
五
十
五
歲
第
七
次
會
試
，

在
科
場
中
消
磨
了
卅
四
年
的
祝
枝
山
身
心

俱
疲
，
終
於
決
定
離
開
由
科
考
晉
身
清
要

高
官
之
途
。

仕
宦
生
涯
僅
七
年

會
試
七
度
落
第
，
枝
山
決
定
棄
科
舉

而
屈
就
謁
選
，
由
地
方
官
吏
幹
起
，
遂
赴

京
等
候
吏
部
選
派
授
官
。
明
武
宗
正
德
九

年
︵
一
五
一
四
︶
，
枝
山
經
謁
選
授
廣
東

惠
州
府
興
寧
知
縣
，
十
年
︵
一
五
一
五
︶

赴
任
，
次
年
冬
暮
，
因
催
徵
秋
稅
誤
期
，

被
奪
俸
；
十
一
年
︵
一
五
一
六
︶
冬
，
巡

按
御
史
召
修
︽
廣
省
通
志
︾
，
枝
山
婉
辭

未
獲
准
；
十
六
年
︵
一
五
二
一
︶
四
月
，

枝
山
在
京
察
考
，
因
於
興
寧
縣
令
任
內
勤

於
政
事
，
為
官
清
廉
，
政
績
卓
著
，
同
年

六
月
考
畢
，
轉
遷
應
天
府
通
判
，
然
通
判

專
督
財
賦
，
雖
悉
力
而
為
，
但
非
志
趣
所

在
，
明
世
宗
嘉
靖
元
年
︵
一
五
二
二
︶

六
十
三
歲
的
枝
山
棄
官
歸
里
，
由
於
任
職

應
天
府
通
判
，
世
人
稱
之
﹁
祝
京
兆
﹂
。

由
興
寧
知
縣
到
應
天
府
通
判
，
祝

枝
山
的
仕
宦
生
涯
雖
僅
七
年
，
但
治
績

有
目
共
睹
，
他
勤
政
愛
民
，
於
興
寧
縣
令

任
內
，
移
風
易
俗
，
教
化
縣
民
，
陸
粲

︵
一
四
九
四

∼

一
五
五
一
︶
︿
祝
京
兆
允
明

墓
誌
銘
﹀
記
載
：
﹁
初
，
仕
興
寧
令
，
地

介
嶺
海
，
民
尚
譁
訐
，
惑
於
禨
祥
。
先
生

示
之
禮
，
簡
進
秀
異
，
授
以
經
學
，
親
為

講
解
，
遂
一
變
其
俗
。
群
盜
竄
處
山
谷
，

時
出
焚
敓
，
為
設
方
略
，
一
旦
捕
得
三
十

餘
輩
，
邑
以
無
警
。
﹂
︵
註
三
︶

主
政
興
寧

縣
第
二
年
，
枝
山
於
公
餘
之
暇
，
尚
完
成

興
寧
縣
最
早
的
縣
志 

︽
正
德
興
寧
縣
志
︾

的
撰
修
工
作
。

回
顧
卅
餘
年
的
科
場
生
涯
祝
枝
山
以

詩
言
志
：
﹁
素
無
經
世
懷
，
學
仕
本
先
訓
。

終
然
拙
枘
鑿
，
株
木
臀
尻
困
。
﹂︵
︿
述
行

言
情
詩
﹀
︶
，
坦
承
自
己
對
仕
進
經
世
興

趣
不
大
，
然
為
順
從
庭
訓
，
只
好
困
坐
場

屋
，
但
他
並
無
怨
言
，
在
興
寧
縣
令
任
內

曾
上
狀
自
述
：
﹁
五
應
鄉
薦
，
材
忝
一
名
，

七
試
禮
部
，
竟
不
見
錄
，
曾
未
有
毫
髮
忿

懟
之
氣
。
﹂︵
︿
上
巡
按
陳
公
辭
召
修
廣
省

通
志
狀
﹀
︶
由
於
科
舉
的
挫
折
以
及
官
場
與

性
情
志
趣
的
落
差
，
枝
山
對
於
仕
宦
生
涯

並
無
太
多
期
待
，
上
任
為
官
只
是
身
為
祝

家
子
弟
該
履
行
的
義
務
與
責
任
，
所
以
，

在
五
十
五
歲
赴
興
寧
縣
任
前
曾
作
詩
道
：

﹁
五
十
服
官
政
，
六
十
方
熟
仕
。
七
十
乃

致
政
，
古
今
固
一
致
。
吾
年
五
十
五
，
始
受

一
縣
寄
。
七
里
劇
彈
丸
，
亦
有
社
稷
置
。
夙

懷
同
劉
君
︵
後
漢
劉
梁
︶
，
今
此
幸
諧
志
。

圖三　明　沈度　不自棄說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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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憂
腳
本
短
，
時
雕
虞
易
躓
。
秪
應
盡
素

衷
，
玄
鑒
不
可
悖
。
一
區
石
湖
水
，
漁
舟
早

相
伺
。
﹂︵
︿
五
十
服
官
政
效
白
公
﹀
︶
剛
踏

上
仕
途
的
祝
枝
山
，
已
流
露
歸
隱
之
意
。

對
科
場
雖
無
忿
懟
，
但
對
仕
途
卻
不

無
遺
憾
，
枝
山
在
唱
和
友
人
之
詩
中
慨
然

喟
嘆
：
﹁
道
拙
才
空
志
不
成
，
錯
將
言
語
占

時
名
。
無
端
拋
卻
山
林
樂
，
換
得
軒
裳
底

事
榮
。
﹂
︵
︿
賀
王
太
學
見
贈
﹀
︶
以
功
名
換

取
優
游
山
林
之
樂
，
值
得
嗎
？
﹁
遠
人
羈

客
古
今
悲
，
昔
日
慵
看
惜
別
詩
。
六
口
一

家
分
五
處
，
爭
教
不
作
斷
腸
詞
。
﹂
︵
︿
戲

為
口
號
﹀
︶
為
了
功
名
，
闔
家
聚
少
離
多
，

值
得
嗎
？
在
興
寧
縣
最
後
一
年
︵
一
五
二

○

︶
，
陷
身
海
隅
的
枝
山
，
望
天
興
嘆
不
如

歸
去
：
﹁
世
途
開
步
即
危
機
，
魚
解
深
潛
鳥

解
飛
。
欲
免
虞
羅
惟
一
字
，
靈
方
千
首
不

如
歸
。
﹂
︵
︿
危
機
﹀
︶
次
年
枝
山
進
京
察

考
，
轉
遷
應
天
府
通
判
。

個
性
與
仕
進
的
衝
突
矛
盾
，
在
內

心
煎
熬
不
斷
，
終
而
形
之
於
文
，
枝
山

晚
年
曾
作
︿
悲
道
、
悲
志
、
悲
學
、
悲
時

命
、
悲
余
先
、
悲
黨
、
悲
文
章
﹀
七
篇
古

體
文
，
名
曰
︿
七
悲
文
﹀
。
在
︿
悲
余

先
﹀
中
，
枝
山
吶
喊
道
：
﹁
昔
先
公
以
政

事
言
語
擅
由
求
宰
木
之
科
，
外
祖
以
裁
成

輔
相
躅
伊
周
房
杜
之
運
，
勳
充
社
稷
，
績

振
班
序
。
暨
以
家
室
，
重
獲
蘿
松
，
乃
事

丈
人
，
人
倫
型
範
，
誰
有
幸
者
，
雲
集
於

斯
。
悲
夫
！
肖
邪
！
弗
肖
邪
！
振
邪
！
弗

振
邪
！
﹂
︵
︿
七
悲
文
﹀
︶
仕
宦
之
於
祝
枝

山
，
正
是
﹁
悲
夫
！
肖
邪
！
弗
肖
邪
！
振

邪
！
弗
振
邪
！
﹂

退
隱
山
林 

在
祝
枝
山
的
墓
誌
銘
中
，
陸
粲
形
容

其
性
格
：
﹁
簡
易
高
曠
，
不
樂
拘
撿
，
︙

喜
獎
掖
後
進
，
終
身
不
言
人
過
，
其
為

家
，
未
嘗
問
有
無
，
得
俸
祿
及
四
方
餉

遺
，
輒
召
所
善
客
，
與
醵
飲
歌
呼
，
費
盡

乃
已
。
或
分
與
持
去
，
不
遺
一
錢
，
故
其

沒
也
幾
無
以
斂
云
。
﹂
︽
明
史
文
苑
傳
︾

對
枝
山
作
如
下
描
述
：
﹁
好
酒
色
六
博
，

善
新
聲
，
求
文
及
書
者
踵
至
，
多
賄
妓
掩

得
之
。
惡
禮
法
士
，
亦
不
問
生
產
，
︙
晚

益
困
，
每
出
，
追
呼
索
逋
者
相
隨
於
後
，

允
明
益
自
喜
。
﹂

除
文
采
縱
橫
開
闔
，
學
問
茹
涵
古

今
外
，
枝
山
本
就
性
情
中
人
，
雖
性
好

酒
、
色
、
博
、
戲
，
但
樂
善
好
施
，
提
攜

後
進
，
豪
放
好
客
，
視
金
錢
為
糞
土
。
年

輕
時
為
求
仕
進
，
雖
風
流
倜
儻
，
尚
適
度

遵
循
禮
法
。
退
隱
後
，
脫
去
一
切
束
縛
，

一
無
所
求
，
益
發
任
性
放
誕
，
不
為
名
教

所
牢
籠
。
平
日
耕
田
載
酒
，
臨
帖
吟
詩
：

﹁
荷
鉏
欣
種
淵
明
田
，
坦
腹
還
如
懶
孝

先
。
登
山
自
躐
平
生
屐
，
載
酒
時
過
遠
近

船
。
忙
是
揮
毫
靜
奕
棋
，
雕
闌
日
轉
夢
回

遲
。
時
從
王
右
軍
臨
帖
，
戲
學
張
京
兆
畫

眉
。
﹂
恬
適
靜
處
時
，
﹁
病
閑
身
懶
趣
偏

長
，
書
策
縱
橫
擲
滿
床
。
醫
業
探
尋
勝
士

業
，
閨
房
清
寂
似
禪
房
。
青
春
總
誤
今
何

及
，
白
晝
長
閑
夢
始
忙
。
此
境
可
留
終
歲

月
，
豈
湏
重
覓
引
年
方
。
﹂
︵
︿
次
韻
表

弟
蔣
煜
及
門
生
翁
敏
見
贈
喜
予
歸
田
之
作

四
首
﹀
︶
快
意
放
蕩
時
，
則
﹁
不
裳
不
袂

不
梳
頭
，
百
遍
徊
廊
獨
步
遊
。
步
到
中
庭

仰
天
臥
，
便
如
魚
子
轉
瀛
洲
。
蓬
頭
赤
腳

勘
書
忙
，
頂
不
籠
巾
腿
不
裳
。
日
日
飲
酒

聊
弄
婦
，
登
床
步
入
大
槐
鄉
。
﹂
︵
︿
口

號
三
首
﹀
︶

枝
山
六
十
三
歲
棄
官
歸
里
，
不
到
一

年
，
和
祝
允
明
、
文
徵
明
︵
一
四
七○

∼

一
五
五
九
︶
與
徐
禎
卿
︵
一
四
七
九

∼

一
五
一
一
︶
並
稱
﹁
吳
中
四
才
子
﹂
的
畫

家
唐
寅
︵
一
四
七○

∼

一
五
二
三
︶
潦
倒

病
逝
。
唐
寅
才
氣
橫
溢
玩
世
不
恭
，
憤
世

嫉
俗
狂
傲
不
羈
，
曾
謂
：
﹁
但
願
老
死
花

圖五　明　鍾繇　薦季直表　真賞齋帖本

圖四　明　鍾繇　薦季直表　墨跡本

圖六　 明　祝允明　題倪瓚幽林遠岫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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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
治
帝
更
是
酷
愛
沈
度
筆
跡
，
日
臨
沈
字

一
百
以
自
課
，
又
令
左
右
侍
習
之
。
沈
度

因
書
而
貴
，
由
翰
林
典
籍
擢
檢
討
，
後
遷

侍
講
學
士
，
官
位
顯
赫
。
傳
世
書
蹟
多
為

小
楷
書
，
由
趙
孟
頫
書
風
入
手
，
結
體
端

莊
婉
麗
，
筆
致
遒
逸
圓
潤
︵
圖
三
︶
，
當

時
的
中
書
舍
人
與
科
舉
之
士
多
效
其
法
，

為
迎
合
朝
廷
需
要
，
皆
以
用
筆
工
穩
，
端

秀
勻
稱
為
尚
，
卻
缺
乏
個
性
創
意
，
﹁
臺

閣
體
﹂
書
風
由
沈
度
發
其
端
一
直
影
響
到

清
代
。明

代
成
化
、
弘
治
至
嘉
靖
年
間
，

江
南
蘇
州
一
帶
書
家
崛
起
，
主
張
回
歸
魏

晉
，
取
法
唐
宋
，
明
初
受
元
人
影
響
的
臺

閣
體
，
逐
漸
被
表
現
書
家
個
性
的
書
風

取
代
。
祝
枝
山
岳
父
李
應
禎
將
當
時
只
會

﹁
隨
人
腳
踵
﹂
臨
習
模
仿
而
缺
乏
個
性
才

情
之
書
斥
為
﹁
奴
書
﹂
，
主
張
書
法
創
作

應
抒
發
情
性
，
他
的
學
生
祝
枝
山
與
文
徵

明
受
其
薰
陶
，
各
自
發
展
出
本
色
面
貌
的

書
法
風
格
。

明
代
文
壇
盟
主
、
書
畫
鑑
藏
家
王

世
貞
︵
一
五
二
六

∼

一
五
九○

︶
評
論
當

代
書
家
道
：
﹁
天
下
書
法
歸
吾
吳
，
祝
京

兆
允
明
為
最
，
文
待
詔
徵
明
、
王
貢
士
寵

酒
間
，
不
願
鞠
躬
車
馬
前
﹂
，
與
枝
山
個

性
相
近
，
聲
氣
相
投
。
枝
山
為
唐
寅
作
墓

誌
銘
並
作
輓
詩
數
首
，
其
中
︽
哭
子
畏
二

首
︾
讀
之
令
人
心
酸
：

　

 

天
道
難
公
也
不
私
，
茫
茫
聚
散
底
須
知
。

水
衡
於
此
都
無
準
，
月
鑒
由
來
最
易
虧
。

不
泯
人
間
聊
墨
草
，
化
生
何
處
產
靈
芝
。

知
君
含
笑
歸
兠
率
，
秪
為
斯
文
世
事
悲
。

萬
妄
安
能
滅
一
真
，
六
如
今
日
已
無
身
。

周
山
既
不
容
神
鳳
，
魯
野
何
須
哭
死
麟
。

顏
氏
道
存
非
謂
夭
，
子
雲
玄
在
豈
稱
貧
。

高
才
剩
買
紅
塵
妬
，
身
後
猶
聞
樂
禍
人
。

痛
失
好
友
唐
寅
對
枝
山
打
擊
甚
大
，
三
年

後
，
枝
山
因
病
逝
世
，
享
年
六
十
七
歲
。

枝
山
之
鍾
繇
書
風

明
初
書
壇
受
元
代
趙
孟
頫
︵
一
二
五 

四

∼

一
三
二
二
︶
影
響
甚
鉅
，
明
成
祖
朱

棣
︵
一
三
六○

∼

一
四
二
四
︶
即
位
後
，

詔
示
四
方
善
書
之
士
為
朝
廷
寫
外
制
，
又

詔
令
其
中
佼
佼
者
至
翰
林
寫
內
制
。
凡

寫
內
制
者
，
皆
授
以
中
書
舍
人
之
職
，

專
為
宮
廷
寫
誥
敕
、
詔
命
、
玉
牒
、
冊
寶

及
宮
殿
城
坊
匾
額
等
。
內
外
制
須
以
矩

度
雍
容
，
富
廟
堂
氣
象
枝
端
楷
書
寫
，

圖七　明　祝允明　祖允暉慶誕記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八　 明　祝允明　書先母陳夫人手狀　冊　元明書翰第十冊　第8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因
皇
室
之
喜
好
，
遂
成
為
明
初
流
行
的
楷

書
風
格
，
世
稱
﹁
臺
閣
體
﹂
，
最
具
代

表
性
之
書
家
首
推
沈
度
︵
一
三
五
七

∼

一
四
三
四
︶
，
其
書
風
備
受
明
初
帝
王
喜

愛
，
成
祖
永
樂
帝
稱
之
為
﹁
我
朝
王
羲

之
﹂
，
凡
金
片
玉
冊
等
必
命
度
書
；
孝
宗



2013年3月　6667　故宮文物月刊·第360期

僕本拙訥　繆干時名—祝允明生平際遇與鍾繇書風

展場巡禮

次
之
。
﹂
被
推
為
第
一
的
祝
允
明
，
以
及

居
次
的
文
徵
明
與
王
寵
︵
一
四
九
四

∼

一
五
三
三
︶
正
是
明
代
中
葉
書
壇
新
興
風

貌
之
代
表
。
枝
山
書
風
時
而
清
勁
古
秀
，

時
而
縱
橫
恣
肆
，
時
而
爛
漫
天
真
，
時
而

豪
邁
狂
逸
，
變
化
出
入
，
不
可
端
倪
，
故

居
首
位
。

枝
山
長
於
楷
、
行
、
草
，
其
中
小
楷

與
狂
草
尤
為
世
人
稱
道
，
他
的
小
楷
書
打

破
﹁
臺
閣
體
﹂
的
桎
棝
，
於
鍾
、
王
、
智

永
、
歐
、
虞
、
褚
、
顏
、
蘇
、
黃
、
米
、

趙
無
所
不
學
，
然
別
有
一
種
古
拙
渾
遒
意

趣
貫
穿
其
間
，
細
究
此
意
趣
之
源
，
實
出

於
鍾
繇
。
枝
山
自
謂
本
性
﹁
拙
訥
﹂
，
與

鍾
繇
古
拙
天
然
的
書
風
正
合
，
故
枝
山
書

蹟
常
呈
現
鍾
繇
古
風
。

鍾
繇
傳
世
書
蹟
不
多
，
著
名
者
如

︿
宣
示
表
﹀
、
︿
還
示
表
﹀
、
︿
力
命
表
﹀
、

︿
墓
田
丙
舍
帖
﹀
、
︿
賀
捷
表
﹀
和
︿
薦
季

直
表
﹀
︙
等
，
除
︿
薦
季
直
表
﹀
外
，
餘

皆
王
羲
之
︵
三○

三

∼

三
六
一
︶
與
晉

唐
以
後
臨
摹
本
，
於
北
宋
時
刊
入
法
帖
。

︿
薦
季
直
表
﹀
墨
蹟
本
︵
圖
四
︶
於
元

代
始
出
現
，
流
傳
至
明
弘
治
初
，
好
事

者
曾
持
該
表
墨
跡
給
祝
枝
山
查
驗
真
偽
，

枝
山
時
年
廿
九
︵
一
四
八
八
︶
，
未
敢
定

真
假
。
後
因
岳
父
李
應
禎
曾
於
內
府
見

過
二
王
書
蹟
，
認
為
︿
薦
季
直
表
﹀
是

千
二
百
年
之
真
蹟
，
眾
論
乃
定
。
該
表
最

後
由
號
稱
﹁
江
東
巨
眼
﹂
的
文
物
收
藏
家

華
夏
︵
活
動
於
十
六
世
紀
前
葉
︶
所
收
，

並
請
文
徵
明
父
子
鉤
摹
，
於
嘉
靖
元
年

︵
一
五
二
二
︶
刻
成
﹁
真
賞
齋
帖
﹂
，
將

︿
薦
季
直
表
﹀
︵
圖
五
︶
置
於
諸
帖
之
首
。

鍾
繇
書
被
唐
朝
書
法
理
論
家
張
懷

瓘
︵
活
動
於
八
世
紀
中
葉
︶
贊
為
﹁
真
書

絕
世
，
剛
柔
備
焉
，
點
畫
之
間
，
多
有
異

趣
，
可
謂
幽
深
無
際
，
古
雅
有
餘
。
秦
漢

以
來
，
一
人
而
已
。
﹂
其
用
筆
仍
存
隸
書

筆
意
，
點
畫
俯
仰
多
變
化
，
結
字
扁
闊
不

對
稱
，
章
法
錯
落
，
自
然
質
樸
，
書
風
古

拙
富
天
趣
。

枝
山
鍾
繇
風
格
書
蹟
可
大
分
為
顯

性
與
隱
性
兩
類
，
顯
性
者
結
字
筆
法
均
呈

現
鍾
體
特
色
，
如
卅
一
歲
︵
一
四
九○

︶

︿
題
倪
瓚
幽
林
遠
岫
軸
﹀
︵
圖
六
︶
與

六
十
六
歲
︵
一
五
二
五
︶
重
書
︿
和
陶
飲

酒
詩
﹀
︵
圖
二
︶
，
只
是
前
者
完
全
效
法

鍾
繇
筆
法
之
古
，
結
構
之
拙
；
後
者
則
已

將
鍾
法
化
為
祝
法
，
古
樸
中
含
厚
重
，
沉

著
間
透
秀
逸
，
鍾
中
蘊
王
藏
歐
帶
顏
，
經

圖九　明　祝允明　臨王羲之帖冊　自題　明賢翰墨冊　第13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十　 明　祝允明　臨王羲之六月十九日帖　明賢翰墨冊　第12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二　 明　祝允明　書洛神賦　平遠山房法帖　洛神賦　第5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　東晉　王獻之　洛神賦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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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祝
允
明
生
於
明
英
宗
天
順
四
年
臘
月
初
六
，

天
順
四
年
為
西
元
一
四
六
〇
年
，
然
臘
月
初

六
已
是
西
元
一
四
六
一
年
一
月
十
七
日
；
卒

於
明
世
宗
嘉
靖
五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
按

西
曆
應
為
一
一
五
二
七
年
一
月
廿
八
日
。

有
關
祝
允
明
之
研
究
，
標
註
其
生
卒
年
有

一
四
六
〇

∼

一
五
二
六
，
亦
有
一
四
六
一

∼

一
五
二
七
，
今
從
後
者
。

2.  

︿
和
陶
淵
明
飲
酒
︵
二
十
首
︶
﹀
、
︿
述
行
言

情
詩
﹀
、
︿
上
巡
按
陳
公
辭
召
修
廣
省
通
志

狀
﹀
、
︿
五
十
服
官
政
效
白
公
﹀
、
︿
戲
為
口

號
﹀
、
︿
危
機
﹀
、
︿
七
悲
文
﹀
、
︿
次
韻
表
弟

蔣
煜
及
門
生
翁
敏
見
贈
喜
予
歸
田
之
作
四

首
﹀
、
︿
口
號
三
首
﹀
、
︿
寶
劍
篇
﹀
，
均
引

自
︽
懷
星
堂
集
︾
，
文
淵
閣
四
庫
全
書
本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

3.  

陸
粲
︿
祝
京
兆
允
明
墓
誌
銘
﹀
，
︽
陸
子
餘

集
︾
，
文
淵
閣
四
庫
全
書
本
，
一
二
七
四

冊
，
卷
三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
頁

六
〇
五—

六
〇
六
。

附錄

陶淵明　飲酒詩二十首 祝允明　和陶飲酒詩二十首

1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
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
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
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
忽與一樽酒，日夕歡相持。

1

昔者病斯世。庸人常擾之。
百物安大化。甚似垂裳時。
吾生託於茲。學道三十年。
今辰聊寡疑。願言戒迷塗。
□□□□□，靈臺亦有持。

2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
善惡苟不應，何事立空言。
九十行帶索，饑寒況當年。
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

2

明時恥韞玉。抱策下丘山。
所獻幾何許。腐蒙數千言。
有司繆甄錄。一出踰十年。
身世無一補。何物期自傳。

3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
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
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
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
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

3

士生三代後。干名本其情。
所欲少可知。科版獵空名。
二者齊亡之。何以為此生。
此生幸長存。得失何復驚。
陶公但飲酒。千載名自成。

4

栖栖失群鳥，日暮猶獨飛。
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
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
因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
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
托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

4

大鯤本淵潛。化形亦天飛。
截鶴續鳬脛。二物均為悲。
日月繞玄度。萬象各有依。
天地會有終。修短同一歸。
吾生向妍華。何惜此日衰。
有酒不解飲。而問彼從違。

5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己忘言。

5

大道本一致。無問寂與喧。
每有希夷時。不見耳目偏。
逝水喜東流。浮雲忘故山。
美人隔秋風。涉江耻空還。
旦暮或遇之。莊周有遺言。

6

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
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毀。
三季多此事，達士似不爾。
咄咄俗中愚，且當從黃綺。

6

客來相話言。言多非與是。
問我誰適從。我不識譽毀。
幸客來相過。惟能默飲爾。
隨意飜瓦盆。不解彈綠綺。

7

秋菊有佳色，浥露掇其英。
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
一觴雖獨盡，杯盡壺自傾。
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
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7

龝霜瘁榮木。春露華稿英。
逝者不能已。愛憎誰為情。
吾生三十年。彊半居欹傾。
不知誰為之。孰為相號鳴。
局促百年內。安足稱達生。

8

青松在東園，眾草沒其姿；
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
連林人不覺，獨樹眾乃奇。
提壺掛寒柯，遠望時複為。
吾生夢幻間，何事絏塵羈！

8

鳳鳥有五文。不共群禽姿。
言欲覽德輝。來下梧桐枝。
文彩眾愛惜。云是應世奇。
廷無簫韶儀。好文空言為。
恐終返天山。逝難風塵羈。

9

清晨聞扣門，倒裳往自開。
問子為誰與？田父有好懷。
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
繿縷茅簷下，未足為高棲。
一世皆尚同，願君汩其泥。
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
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
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9

世事不可極。遇酒意自開。
寬然處百年。亦有幾好懷。
吾駕無廻轅。何適亦何乖。
夫子唯天行。微生病栖栖。
孺子濯以清。屈公淈其泥。
幸此盃中物。與我多合諧。
醉中態多亂。真抱自不迷。
皇唐事悠然。古意蹔可回。

10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
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途。
此行誰使然？似為饑所驅。
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
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閒居。

10

回首望鄉林。窗在東南隅。
倦鳥不出林。胡為涉川塗。
冬半多北風。瘦馬不耐驅。
昔行氣長健。茲來感有餘。
園田茍可治。豈不懷安居。

11

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
屢空不蕕年，長饑至於老。
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
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為好。
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
裸葬何足惡，人當解意表

11

長愧先師言。憂貧不憂道。
勞辛救寒飢。容體易枯老。
自從彊年來。頗不患衰槁。
翕翕電影間。英好亦何好。
澹然無得喪。恐有身外寶。
靈龜不朵頤。乃活歲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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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長公曾一仕，壯節忽失時；
杜門不復出，終身與世辭。
仲理歸大澤，高風始在茲。
一往便當已，何為複狐疑！
去去當奚道，世俗久相欺。
擺落悠悠談，請從餘所之。

12

吾足如轉蓬。遇風無停時。
節候迭代般。常與家室辭。
三歲凡五出。別離復在茲。
行止豈有津。誰為我稽疑。
不若巢巾余。乃免霜雪（點
去）霰期。天運實為爾。
通塞任所之。

13

有客常同止，取捨邈異境。
一士常獨醉，一夫終年醒。
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
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
寄言酣中客，日沒燭當秉。

13

嘗喜陳圖南。託世在夢境。
亦有阮步兵。六旬且一醒。
神解與辟世。此意在各飲。
汩汩糟醨間。少復此冥頴。
哀哉羊皮人。方彼燿虎炳。

14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
班荊坐松下，數斟已複醉。
父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
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14

四十不擬老。老狀日已至。
飲量復減昔。三飲己復醉。
詩來亦信口。甲乙懶排次。
遐覽天地間。何物如我貴。
所恨每自喪。長失木然味。

15

貧居乏人工，灌木荒餘宅。
班班有翔鳥，寂寂無行跡。
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
歲月相催逼，鬢邊早已白。
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

15

所乏百畝田。亦須五畝宅。
居食少給躬。何復世上跡。
一身自賓主。一日足抵百。
知我不蹔舎。舉眼天日白。
默然便歸化。亦復何之惜。

16

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
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
竟抱固窮節，饑寒飽所更。
弊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
披褐守長夜，晨雞不肯鳴。
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

16

安世至此日。世紛亦已經。
莊周不畏煩。為人校虧成。
五嶽屹常居。四序乃遷更。
微子為之奴。箕子出門庭。
誰能外闔蘇。妄動樞機鳴。
密雲自西郊。蕩蕩周文情。
（草書）。

17

幽蘭生前庭，含熏待清風。
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
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
覺悟當念還，鳥盡廢良弓。

17

然燭能為月。搖翣能為風。
手有造化能。身在造化中。
順時以道用。天人乃相通。
如何負折昇。而欲求張弓。

（草書）。

18

子雲性嗜酒，家貧無由得。
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惑。
觴來為之盡，是諮無不塞。
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
仁者用其心，何嘗失顯默。

18

青天恆高高。欲上不可得。
文成食馬軒。漢武知復惑。
狂念如推瀾。滔天不冥塞。
坐此弊其軀。亦復幾喪國。
吾有升天方。難言姑緘默。

19

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
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
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
遂盡介然分，拂衣歸田裡，
冉冉星氣流，亭亭復一紀。
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以止。
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恃。

19

卜商有遺言。學而優則仕。
學既非為人。仕復寧為己。
有玉求賈姑。無道榖亦耻。
仰藏夔龍朝。俯媿蓬蒿里。
駸駸饒二毛。行行入四紀。
馬逸駕可覂。風回檝須止。
爾無操御中。煩覆何所恃。

20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複真。
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
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
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
詩書復何罪，一朝成灰塵。
區區諸老翁，為事誠殷勤。
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
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
若復不快飲，恐負頭上巾。
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

20

二儀不飜覆。萬生豈無真。
物情雖馮時。中亦含元存。
楊子本清淨。啣垢作美新。
賈生抗高志。慷慨為過秦。
其君或唐虞。彷彿泉契塵。
詘己狥一時。哀哉遘其勤。
因知紜紜內。心與身自親。
會須直躬行。大道無迷津。
提壺掛舟傍。還戴漉酒巾。
何必訪巢許。今古皆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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