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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現古章草—祝允明的章草書

文物脈絡

故
宮
於
年
初
所
展
出
的
﹁
毫
端
萬

象—

祝
允
明
書
法
特
展
﹂
不
僅
是
首
度
將

院
藏
祝
允
明
︵
一
四
六
一

∼

一
五
二
七
︶

的
書
蹟
單
獨
展
出
，
在
精
選
的
二
十
五
組

件
中
，
更
是
涵
蓋
了
祝
氏
書
法
的
各
種
面

貌
。
祝
允
明
個
人
的
書
學
歷
程
猶
如
一
部

書
法
史
的
縮
影
廣
取
於
魏
晉
古
風
、
唐
人

楷
法
、
宋
元
名
家
。
不
僅
有
楷
、
行
、

草
字
體
，
甚
至
還
包
括
了
一
小
段
夾
雜

在
︿
和
陶
飲
酒
詩
﹀
冊
︵
圖
一
︶
中
的
章

草
古
字
體
。
在
過
去
的
研
究
中
，
以
狂
草

和
其
鍾
繇
風
格
的
楷
書
為
多
；
而
關
於
其

章
草
作
品
的
論
述
，
相
對
而
言
較
少
。
然

而
，
值
得
關
注
的
是
，
祝
允
明
最
重
要
書

學
論
著
︽
書
述
︾
︵
圖
二
︶
卻
以
章
草
書

寫
，
為
何
晚
年
的
祝
允
明
，
在
闡
揚
其
一

生
書
學
理
念
的
書
作
上
，
選
擇
以
章
草
古

字
體
書
之
？
而
且
在
幾
件
晚
年
重
要
的
書

蹟
，
也
見
在
行
草
中
參
用
章
草
，
或
在

楷
、
行
體
的
篇
章
中
穿
插
一
段
章
草
書
。

重
現
章
草
的
傳
承

祝
允
明
的
章
草
書
，
在
章
草
發
展
史

上
有
什
麼
樣
的
定
位
呢
？
這
必
須
略
加
回

溯
，
章
草
在
書
史
上
的
沉
浮
。
﹁
章
草
﹂

在
東
晉
﹁
今
草
﹂
出
現
後
，
就
沉
寂
下

來
，
經
隋
唐
至
宋
而
沒
落
。
雖
有
研
究
指

出
，
北
宋
末
曾
有
三
次
章
草
漢
簡
出
土
。

不
過
，
當
時
能
見
到
這
些
章
草
簡
牘
墨
蹟

的
人
並
不
多
，
兩
宋
間
偶
見
摻
雜
章
草
作

品
，
可
能
還
是
取
之
於
刻
帖
。
而
這
些
偶

重
現
古
章
草

祝
允
明
的
章
草
書

盧
素
芬

在
祝
允
明
書
法
多
樣
的
面
貌
中
，
章
草
只
是
其
中
之
一
，
較
少
被
提
及
。
然
而
，
明
代
文
壇
領

袖
王
世
貞
評
論
明
初
以
章
草
顯
名
的
宋
克
為
﹁
波
險
太
過
，
筋
距
溢
出
，
遂
成
兆
卞
﹂
。
而
給

予
百
餘
年
後
崛
起
的
祝
允
明
評
價
卻
是
，
﹁
祝
京
兆
草
隸
奕
奕
絕
世
﹂
、
﹁
京
兆
遂
無
有
能
踰
之

者
﹂
。
本
院
收
藏
中
即
有
作
品
，
見
證
了
祝
允
明
在
章
草
上
的
表
現
，
確
實
在
元
、
明
兩
代
，
復

甦
章
草
古
字
體
的
脈
絡
中
別
具
意
義
。

 明　祝允明　和陶飲酒詩　第八、九開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釋文： （第十六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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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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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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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開

第八開 
第二行第二個「畝」字加重波磔，是章草的特徵，也預告了下一首將以章
草書之。

第九開  
第十六、十七首改以流暢的行書筆意融合章草。

第十一開 
祝允明自識此冊為隨興所作，觀者勿謂老翁更多兒態。

圖一　明　祝允明　和陶飲酒詩 （全冊十一開，選刊其中六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第三開  
此冊前五首書風圓潤厚實，但至此開的「美人隔秋風」句起，筆劃明顯
較細，使之與前面幾首有所區隔。

第五開  
第一、二行有「幸此盃中物。與我多合諧」句，正是其晚年生活的寫照。

這
種
運
用
章
草
特
有
的
雁
尾
波
磔

於
行
草
之
中
，
在
元
代
、
明
初
也
都
不
乏

其
例
。
例
如
，
趙
孟
頫
之
後
的
元
代
書
家

有
鄧
文
原
︵
一
二
五
八

∼

一
三
二
八
︶
、

康
里
巎
巎
︵
一
二
九
五

∼

一
三
四
五
︶
、

楊
維
禎 (

一
二
九
六

∼

一
三
七○

)

、
饒
介

︵
一
三○

○

∼

一
三
六
七
︶
、
俞
和
︵
一
三

○

七

∼

一
三
八
二
︶
，
明
初
繼
之
而
起
的

有
宋
克
︵
一
三
二
七

∼

一
三
八
七
︶
、
沈
度

︵
一
三
五
七

∼

一
四
三
四
︶
、
沈
粲
︵
一
三 

七
九

∼

一
四
五
三
︶
等
。
祝
允
明
以
流
暢

行
書
筆
意
融
合
楷
、
行
書
與
章
草
，
或
在

楷
、
行
體
的
篇
章
中
穿
插
一
段
章
草
書
，

正
是
趙
孟
頫
復
興
古
章
草
的
延
續
。
甚
至

可
說
，
祝
允
明
以
﹁
古
意
﹂
為
尚
的
章

草
，
在
元
明
諸
家
中
，
最
是
接
近
趙
孟
頫

復
興
古
章
草
的
本
意
，
誠
如
明
代
文
壇
領

袖
王
世
貞
︵
一
五
二
六

∼

一
五
九○

︶
所

言
，
祝
允
明
比
以
章
草
顯
名
的
明
初
書
家

宋
克
︵
圖
三
︶
，
有
著
更
卓
越
的
表
現
。

　

 

祝
京
兆
草
隸
奕
奕
絕
世
，
︙
而
京
兆
遂

無
有
能
踰
之
者
。

　

 

歎
章
草
自
二
王
之
後
，
︙
國
初
宋
南
宮

仲
溫
可
備
述
者
，
然
波
險
太
過
，
筋
距

溢
出
，
遂
成
兆
卞
。
︵
註
一
︶

圖二　 明　祝允明　書述　停雲館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祝允明以章草古字體，寫其一生的書學理念。

見
章
草
筆
意
的
書
作
，
也
都
只
是
些
零
星

的
例
子
，
章
草
真
正
新
的
復
甦
，
還
是
要

到
趙
孟
頫
︵
一
二
五
四

∼

一
三
二
二
︶
的

出
現
。
雖
說
在
趙
孟
頫
傳
世
書
蹟
中
，
並

無
可
靠
的
純
粹
章
草
作
品
，
但
在
有
些
行

草
作
品
中
，
也
有
參
用
章
草
的
情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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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
允
明
的
章
草
作
品

王
世
貞
讚
譽
祝
允
明
的
章
草
為
奕

奕
絕
世
、
甚
至
認
為
無
有
能
踰
之
者
。

王
世
貞
的
評
論
絕
非
溢
美
之
辭
，
而
此
語

同
時
也
透
露
出
的
訊
息
是
，
在
王
世
貞

的
時
代
︵
祝
允
明
的
年
紀
約
長
於
王
世

貞
半
個
世
紀
︶
，
祝
允
明
的
章
草
書
還
有

相
當
數
量
的
流
傳
。
不
過
，
存
世
祝
允
明

的
章
草
作
品
並
不
多
，
大
都
集
中
在
最
後

幾
年
，
約
在
一
五
二
二
至
一
五
二
六
年
之

間
。
︵
表
一
︶
唯
一
早
於
此
時
期
的
︿
墨

林
藻
海
﹀
卷
︵
圖
四
︶
︵
註
二
︶
，
依
其
上

的
署
款
是
一
五
一
六
年
，
正
值
擔
任
廣
東

惠
州
知
縣
時
期
；
其
餘
大
致
是
書
於
辭
官

還
鄉
之
後
，
書
藝
最
為
爐
火
純
青
之
時
。

︵
註
三
︶

然
而
事
實
上
，
存
世
的
章
草
書

蹟
比
表
一
所
列
更
少
，
因
為
拙
見
以
為

︿
墨
林
藻
海
﹀
卷
之
真
偽
，
還
有
討
論
的

空
間
。
而
有
研
究
也
指
出
，
藏
於
上
海

博
物
館
的
︿
懷
知
識
詩
﹀
卷
︵
註
四
︶

是

偽
蹟
。
此
作
為
組
詩
，
緬
懷
平
生
知
己

一
十
八
人
。
但
據
蕭
燕
翼
先
生
的
考
證
，

後
半
段
﹁
先
露
八
人
﹂
中
王
鏊
︵
一
四
五

○

∼

一
五
二
四
︶
與
陸
完
︵
一
四
五
八

∼

一
五
二
六
︶
，
於
署
款
的
﹁
癸
未
﹂
年

︵
一
五
二
三
︶
之
時
都
還
在
世
，
繼
之

戴
立
強
先
生
又
發
表
一
文
補
充
了
﹁
先

露
八
人
﹂
中
的
韓
文
︵
一
四
四
一

∼

一
五
二
六
︶
在
此
時
亦
尚
存
，
這
些
文
獻

資
料
都
指
向
此
卷
並
非
真
蹟
。
︵
註
五
︶

而

上
卻
各
有
所
異
。
北
京
故
宮
的
︿
六
體
詩

賦
﹀
卷
︵
註
六
︶

從
第
一
至
第
三
首
分
別
是

仿
魏
鍾
繇
︵
一
五
一

∼

二
三○

︶
、
仿
唐

張
旭
︵
約
七
世
紀
中
至
八
世
紀
前
期
︶
、

仿
宋
蘇
軾
︵
一○

三
七

∼

一
一○

一
︶
都

以
時
代
為
序
，
而
第
五
首
仿
黃
庭
堅
︵
一

○

四
五

∼
一
一○

五
︶
與
第
六
首
仿
趙
孟

頫
排
序
上
也
有
時
代
上
的
先
後
。
若
順
此

古
詩
十
九
首
之
後
的
︿
榜
枻
歌
﹀
︵
圖
五
︶

以
及
︿
書
述
﹀
，
雖
都
是
優
秀
的
作
品
，

但
墨
蹟
皆
不
存
，
僅
見
之
於
︿
停
雲
館

帖
﹀
。
因
此
，
分
藏
海
峽
兩
岸
的
︿
六
體

詩
賦
﹀
卷
與
︿
和
陶
飲
酒
詩
﹀
冊
，
是
傳

世
僅
存
兩
件
可
靠
的
章
草
墨
蹟
本
。

穿
插
章
草
字
體
可
增
加
整
體
視
覺

上
的
變
化
，
但
這
幾
件
作
品
呈
現
的
方
式

序
，
章
草
字
體
在
書
史
發
展
上
，
理
應
列

在
本
卷
第
二
的
位
置
，
為
何
至
第
四
首
司

馬
相
如
︿
長
門
賦
﹀
始
用
章
草
書
之
？
應

是
行
筆
至
第
四
首
時
，
忽
覺
得
有
必
要
以

更
明
顯
不
同
的
字
體
區
隔
，
使
全
篇
不
流

於
千
篇
一
律
。
這
也
是
祝
允
明
在
博
取
眾

家
之
長
後
，
始
能
在
信
手
拈
來
之
間
才
有

的
集
大
成
之
變
化
。
以
其
早
期
作
品
︿
唐

表一　祝允明的章草作品

創作年代 作　　　品 藏　地 備註

正德十一年

1516年
墨林藻海卷

三十餘首中第13首
國立故宮

博物院
存疑

嘉靖元年3月
1522年

六體詩賦卷

六首中第4首  長門賦
北京故宮

博物院

嘉靖二年閏4月
1523年

懷知識詩卷

十九首中後半段

上海博物

館
偽作

嘉靖四年秋

1525年
和陶飲酒詩 
二十首中第16、17首

國立故宮

博物院

嘉靖四年9月
1525年

榜枻歌

古詩十九首之後餘紙
停雲館帖

嘉靖五年10月
1526年

書述

全篇
停雲館帖

圖四　 明　祝允明　墨林藻海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第六行「老大且『偃息』。『偃息』安『此生』」『此生』須有成。」「偃息」、「此生」皆有遺
漏重覆記號的現象。

圖五　 明　祝允明　榜枻歌　停雲館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附於〈古詩十九首〉後，以不同字體書之，自稱有餘紙聊試筆爾。

圖三　 明　宋克　書公讌詩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混合行書、今草、章草、狂草於一件作品，書風迅急潑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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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四
家
文
卷
﹀
︵
註
七
︶

為
例
相
較
，
同
樣

是
抄
錄
四
篇
不
同
名
家
的
古
文
，
但
並
未

能
像
︿
六
體
詩
賦
﹀
這
樣
逐
篇
在
字
體
上

求
變
。
在
整
體
佈
局
排
列
上
，
︿
六
體
詩
賦

卷
﹀
中
六
體
佔
有
相
同
的
比
重
，
而
古
詩

十
九
首
之
後
的
︿
榜
枻
歌
﹀
僅
書
於
末
尾

的
一
小
段
餘
紙
，
︿
書
述
﹀
則
是
全
篇
以
章

草
來
寫
。

至
於
，
︿
墨
林
藻
海
﹀
卷
意
在
將
章
草

列
入
以
呈
現
書
史
的
完
整
面
貌
，
而
︿
懷

知
識
詩
﹀
卷
的
內
容
則
是
憶
其
生
平
知
己

共
十
九
首
詩
，
其
中
八
首
章
草
書
都
集
中

在
後
半
段
。
二
者
雖
或
存
疑
、
或
偽
作
，

也
一
併
列
此
排
比
，
以
供
參
考
。
綜
上
所

述
，
在
這
幾
件
中
最
值
得
關
注
的
還
是
院

藏
︿
和
陶
飲
酒
詩
﹀
冊
︵
圖
一
，
第
八
、
九

開
︶
，
因
其
章
草
書
的
排
列
佈
局
最
為
特

殊
，
是
夾
雜
在
二
十
首
中
間
的
插
曲
，
既
有

異
於
與
幅
中
前
後
的
楷
體
，
又
與
楷
體
的

書
風
有
著
前
呼
後
應
的
關
係
，
而
其
他
五

件
穿
插
有
章
草
書
作
品
與
同
幅
的
字
體
較

無
此
緊
密
呼
應
關
係
，
因
而
值
得
探
討
。

︿
和
陶
飲
酒
詩
﹀
冊

︿
和
陶
飲
酒
詩
﹀
冊
︵
圖
一
︶
，

是
一
套
十
一
開
、
二
十
二
幅
的
摺
裝
冊

頁
，
每
幅
尺
寸
一
七
．
四×

一○

．
五
公

分
，
詩
文
見
於
祝
允
明
︽
懷
星
堂
集‧

卷

三
︾
，
但
全
冊
一
千
餘
字
，
約
有
十
幾
個

字
略
有
出
入
，
例
如
第
七
首
中
的
﹁
吾
生

﹃
三
﹄
十
年
﹂
一
句
，
文
集
卻
是
﹁
吾

生
﹃
四
﹄
十
年
﹂
，
﹁
三
﹂
與
﹁
四
﹂
一

字
之
差
。
據
陳
麥
青
︽
祝
允
明
年
譜
︾
的

考
證
，
︿
和
陶
飲
酒
詩
﹀
作
於
正
德
元
年

︵
一
五○

六
︶
前
後
，
而
此
冊
則
書
於

一
五
二
五
年
，
辭
官
歸
隱
﹁
懷
星
堂
﹂
的

歲
月
。
相
隔
二
十
年
舊
作
重
書
，
此
時
此

刻
這
篇
希
冀
陶
淵
明
田
園
生
活
的
詩
作
，

更
加
撫
慰
了
一
生
仕
途
坎
坷
的
傷
痕
。
此

作
中
有
﹁
幸
此
盃
中
物
，
與
我
多
合
諧
﹂

句
︵
圖
一
，
第
五
開
︶
，
也
如
同
祝
允
明
晚

年
生
活
的
側
影
。
末
幅
自
識
﹁
觀
者
勿
謂

老
翁
更
多
兒
態
也
。
﹂
︵
圖
一
，
第
十
一

開
︶
相
當
忠
實
地
反
映
了
祝
氏
晚
年
，
歸

於
天
真
質
樸
的
書
風
。

︿
和
陶
飲
酒
詩
﹀
冊
的
楷
書
，
結

構
寬
扁
，
點
畫
圓
潤
，
行
筆
短
促
，
淵

源
於
鍾
繇
楷
體
。
祝
氏
早
在
一
四
八
八
至

一
四
九
一
年
間
，
約
二
十
七
至
三
十
歲

時
，
即
有
機
會
見
到
鍾
繇
︿
薦
季
直
表
﹀

墨
蹟
本
，
他
也
成
為
明
代
首
先
留
意
並

積
極
運
用
鍾
繇
風
格
的
書
家
︵
註
八
︶

，

終
其
一
生
各
階
段
皆
有
作
品
對
鍾
繇
小
楷

獨
到
的
詮
釋
。
而
︿
和
陶
飲
酒
詩
﹀
的
重

要
性
，
不
僅
是
對
楷
書
未
臻
成
熟
前
的
古

字
體
重
新
的
詮
釋
，
更
夾
雜
了
一
段
古
章

草
。
兩
種
古
體
新
風
的
並
呈
，
是
難
得
兼

具
雙
美
的
傑
作
。
為
說
明
此
冊
中
插
入
二

則
章
草
書
的
作
用
，
得
先
縱
覽
全
冊
的
版

面
安
排
，
二
十
首
詩
中
，
每
幾
則
上
下
天

地
會
有
些
許
高
低
的
變
化
，
而
其
他
更
明

顯
的
變
化
還
有
二
處
：

一
、 

從
第
一
開
至
第
三
開
，
全
冊
最
前
的

五
首
書
風
圓
潤
厚
實
、
飽
含
筋
力
，

但
到
了
第
三
開
後
半
的
第
六
、
七
首

不
僅
降
低
一
格
來
寫
，
而
且
筆
劃
明

顯
地
較
細
，
使
之
與
前
面
幾
首
有
所

區
隔
。
︵
圖
一
，
第
三
開
︶

二
、 

此
冊
鍾
繇
楷
體
的
主
體
風
格
，

由
首
頁
貫
穿
至
末
幅
，
唯
獨
第

十
六
、
十
七
首
改
以
章
草
來
寫
。
為

何
在
第
十
六
、
十
七
首
，
會
乘
興
寫

上
一
段
章
草
？
檢
視
第
十
五
首
，
就

會
發
現
其
實
已
有
其
前
奏
，
在
第

十
五
首
起
首
兩
句
﹁
所
乏
百
畝
田
。

亦
須
五
畝
宅
。
﹂
句
中
有
兩
個
﹁
畝
﹂

字
，
為
避
免
和
前
一
﹁
畝
﹂
字
重
覆
，

第
二
個
﹁
畝
﹂
字
便
加
重
波
磔
。
行

筆
至
第
十
六
、
十
七
首
即
以
流
暢
的

行
書
筆
意
，
全
面
展
開
融
合
章
草

︵
圖
一
，
第
八
、
九
開
︶
的
插
曲
。

而
此
處
以
不
同
字
體
變
化
，
也
比
前

文
提
及
在
第
三
開
中
僅
是
由
粗
轉
細

的
變
化
，
更
加
高
潮
迭
起
。
這
種
在

整
套
冊
葉
中
夾
雜
一
小
段
章
草
的
作

法
，
猶
如
戲
曲
中
採
用
不
同
的
曲

調
，
在
調
式
、
節
奏
、
表
現
形
式
等

方
面
與
基
本
唱
腔
區
別
開
來
，
但
也

還
能
顧
及
到
彼
此
之
間
的
協
調
性
。

類
似
這
種
轉
換
字
體
以
求
變
化
，
有
前
例

可
循
的
是
明
初
沈
粲
的
︿
書
應
制
詩
﹀
軸

︵
圖
六
︶
，
此
作
始
於
精
整
的
行
楷
書
、
繼

之
又
以
突
兀
不
協
調
的
章
草
書
之
、
最
後

再
轉
為
今
草
。
兩
相
比
較
，
︿
和
陶
飲
酒

詩
﹀
雖
然
結
體
疏
密
有
致
、
字
形
變
化
錯

落
，
卻
沉
穩
而
俐
落
。
而
︿
書
應
制
詩
﹀

中
的
章
草
生
硬
突
兀
，
如
﹁
翠
﹂
、
﹁
浮
﹂
、

﹁
千
﹂
、
﹁
木
﹂
四
字
的
雁
尾
波
磔
雖
有
變

化
，
但
卻
脫
卻
了
章
草
古
樸
、
厚
重
的
氣

息
，
反
觀
︿
和
陶
飲
酒
詩
﹀
中
相
同
的
一

個
﹁
能
﹂
字
，
字
字
不
同
卻
溫
潤
含
蓄
。

︵
表
二
︶
或
許
這
就
是
祝
允
明
在
其
︽
書

述
︾
曾
談
到
沈
粲
的
行
草
﹁
傷
輕
﹂
：

　

 

棘
寺
︵
沈
粲
︶
正
書
傷
媚
，
行
草
傷

輕
，
因
成
儇
浮
，
自
遠
大
雅
。
危
帽
輕

衫
，
少
年
毬
鞠
，
又
如
艷
質
明
妝
，
倩

笑
相
對
。

︿
墨
林
藻
海
﹀
卷

言
及
祝
允
明
的
章
草
以
古
意
為
尚
，

順
帶
也
略
加
述
介
前
文
提
及
的
另
一
件
有

穿
插
章
草
作
品
︿
墨
林
藻
海
﹀
卷
︵
圖

四
︶
，
此
作
的
圖
版
在
年
初
甫
出
版
的 

﹁
毫
端
萬
象—

祝
允
明
書
法
特
展
﹂
圖

錄
，
才
首
度
公
諸
於
世
，
因
此
過
去
的
研

究
中
從
未
提
及
。
其
款
署
的
年
代
比
祝

氏
其
他
章
草
作
品
早
了
六
至
十
年
︵
表

一
︶
，
而
相
較
於
︿
和
陶
飲
酒
詩
﹀
冊
的

端
凝
醇
厚
，
也
似
乎
很
難
將
︿
墨
林
藻

海
﹀
同
視
為
祝
允
明
之
書
蹟
。
此
巨
製
手

卷
，
僅
本
幅
的
尺
寸
即
有
三
四
．
六×

一
四
三
五
．
八
公
分
，
多
達
三
十
餘
首
的

詩
，
其
書
風
廣
取
各
家
，
展
現
了
集
大
成

的
企
圖
，
前
面
一
段
五
首
詩
大
致
以
米
芾

為
主
體
風
格
書
之
，
接
著
是
依
時
代
排
序

的
集
錦
之
作
，
臨
自
王
羲
之
、
王
獻
之
、

歐
陽
詢
、
虞
世
南
、
顏
真
卿
、
蘇
軾
、
黃

庭
堅
、
米
芾
、
趙
孟
頫
等
書
家
。
然
而
，

在
兩
位
唐
代
的
大
書
家
虞
世
南
、
顏
真
卿

之
中
，
忽
然
插
上
一
段
鍾
繇
體
與
章
草

書
，
似
乎
是
書
至
此
時
，
突
來
的
興
致
，

期
待
以
更
不
一
樣
的
字
體
書
之
。

全
卷
三
十
首
詩
，
大
都
分
載
於
祝
允

表二　祝允明〈和陶飲酒詩〉與 
沈粲〈書應制詩〉章草波磔的比較

祝允明
〈和陶飲酒詩〉

沈粲
〈書應制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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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現古章草—祝允明的章草書

文物脈絡

明
︽
懷
星
堂
集
︾
的
卷
三
、
四
、
六
、
七
等

幾
個
不
同
的
卷
中
︵
其
中
幾
首
詩
亦
見
之

於
其
他
書
作
︶
，
僅
少
數
幾
首
未
見
之
於
文

集
，
而
以
章
草
書
所
抄
錄
的
一
首
，
見
之

於
︽
懷
星
堂
集
︾
卷
三
。
詩
中
有
一
句
﹁
老

大
且
﹃
偃
息
﹄
，
﹃
偃
息
﹄
安
此
生
﹂
中

﹁
偃
息
﹂
重
覆
語
詞
，
應
有
重
覆
記
號
卻
遺

漏
，
接
著
同
一
行
中
，
﹁
偃
息
安
﹃
此
生
﹄
。

﹃
此
生
﹄
須
有
成
。
﹂
又
再
次
漏
掉
﹁
此

生
﹂
旁
的
重
覆
記
號
。
所
幸
此
三
句
文
集
有

載
，
否
則
難
以
理
解
。
如
此
連
續
兩
次
遺
漏

的
現
象
，
都
令
人
質
疑
是
否
為
他
人
抄
錄

自
其
文
集
的
偽
作
。
不
過
，
僅
以
此
來
斷
真

偽
證
據
恐
證
據
不
足
，
還
是
回
到
︿
墨
林

藻
海
﹀
卷
的
章
草
書
風
來
看
，
此
作
與
其

他
書
蹟
的
風
格
迥
異
，
極
度
加
重
波
磔
，

如
第
二
、
三
行
的
﹁
長
﹂
、
﹁
陵
﹂
等
字
。

再
者
，
第
四
、
五
、
六
行
的
﹁
俶
﹂
、
﹁
少
﹂
、

﹁
安
﹂
三
字
出
現
於
相
鄰
的
三
行
，
節
奏

激
昂
活
躍
、
誇
飾
的
最
後
一
筆
很
顯
眼
，

卻
又
重
覆
無
變
化
，
種
種
現
象
都
令
人
起

疑
。
不
過
，
如
此
波
險
稍
過
的
風
格
，
不

知
有
無
可
能
是
祝
允
明
初
習
章
草
時
的
作

品
？
此
卷
多
樣
性
的
面
貌
，
若
要
論
其
真

偽
，
需
涉
及
的
層
面
太
廣
，
因
此
僅
就
章

草
部
份
提
出
一
點
初
步
觀
察
，
聊
記
於

此
，
期
藉
拙
文
就
教
於
方
家
。

參
用
章
草
的
行
草
書

如
前
所
述
，
存
世
祝
允
明
的
章
草
作

品
，
大
都
集
中
在
一
五
二
二
至
一
五
二
六

年
之
間
。
而
檢
視
書
於
此
一
時
期
的
行

草
、
狂
草
作
品
，
也
偶
有
參
用
章
草
的
情

形
。
院
藏
晚
年
的
精
品
︿
題
楊
季
靜
小
像

贊
﹀︵
圖
七
︶
，
即
為
一
例
。
此
作
附
於
文

伯
仁
︿
楊
季
靜
小
像
﹀
之
後
，
雖
有
研
究
指

出
，
此
跋
原
在
︿
琴
士
圖
卷
﹀
，
乃
移
花
接

木
而
來
，
然
而
畫
作
與
題
識
之
真
偽
卻
都

無
庸
置
疑
。
觀
其
運
筆
雖
狂
而
能
收
，
無
論

提
按
頓
挫
，
或
轉
折
迴
旋
，
都
有
法
度
。

第
二
行
的
﹁
工
﹂
字
、
第
七
、
八
行
﹁
比
、

咎
﹂
、
第
十
行
﹁
適
﹂
字
，
都
運
用
了
章
草

特
有
的
雁
尾
波
磔
於
行
草
之
中
。
尤
其
第

七
行
的
﹁
比
﹂
字
，
特
別
加
重
最
後
一
捺

筆
，
在
整
體
效
果
中
頗
有
畫
龍
點
睛
之
效
。

另
一
件
院
藏
︿
雜
書
詩
帖
﹀
卷
︵
圖

八
︶
︵
註
九
︶
，
更
是
祝
允
明
狂
草
作
品
中
，

偶
參
章
草
的
佳
例
。
此
作
抄
錄
曹
植
古
詩

四
首
︿
箜
篌
引
﹀
、
︿
美
女
篇
﹀
、
︿
白
馬

篇
﹀
、
︿
名
都
篇
﹀
，
全
卷
率
意
自
然
，
在

狂
放
的
外
觀
下
，
其
實
有
著
嚴
謹
的
法
度

與
高
度
的
掌
控
。
這
卷
國
寶
級
的
︿
雜
書

詩
帖
﹀
用
筆
輕
重
徐
急
變
化
大
，
筆
勢
縱

橫
使
轉
，
而
之
所
以
讓
人
看
之
不
盡
，
更

是
因
為
全
卷
仿
若
有
著
春
、
夏
、
秋
、
冬

四
季
的
交
替
，
興
衰
榮
枯
豐
富
的
變
化
深

深
打
動
觀
者
的
心
弦
。
以
下
針
對
本
文
的

議
題
僅
聚
焦
於
如
何
參
用
章
草
，
而
造
成

其
視
覺
上
的
變
幻
莫
測
，
加
以
說
明
。
以

︿
箜
篌
引
﹀
中
﹁
謙
謙
君
子
德
。
磬
折
欲
何

求
。
驚
風
飄
白
日
。
光
景
馳
西
流
。
盛
時

不
可
再
。
﹂
句
為
例
︵
圖
八–

a
︶
，
同
一

行
中
的
﹁
謙
﹂
與
﹁
德
﹂
的
雁
尾
波
磔
呈

現
出
剛
柔
的
對
比
，
﹁
謙
﹂
字
的
鋒
勢
勁

銳
、
﹁
德
﹂
字
則
圓
鈍
內
斂
。
而
相
隔
兩

行
﹁
馳
﹂
與
﹁
不
﹂
字
，
最
後
的
一
筆
的

波
磔
，
﹁
馳
﹂
字
如
初
春
剛
發
的
新
芽
、
而

﹁
不
﹂
字
則
如
秋
天
的
落
葉
，
歎
息
了
一
聲

飄
落
在
地
，
兩
兩
強
烈
對
映
。
最
末
一
首

的
︿
名
都
篇
﹀
，
在
﹁
雙
兔
過
我
前
。
攬
弓

捷
鳴
鏑
。
﹂
︵
圖
八–

b
︶
句
中
，
﹁
雙
﹂
字

第
一
筆
橫
畫
即
做
出
昂
首
闊
姿
、
剛
健
雄

強
的
雁
尾
，
好
比
四
季
中
的
盛
夏
；
而
相

鄰
一
行
中
的
﹁
捷
﹂
字
，
雁
尾
則
呈
現
出
蒼

勁
老
辣
，
仿
若
殘
冬
的
蕭
瑟
景
象
。
以
上

略
舉
數
例
即
可
見
，
在
迅
急
的
行
筆
中
，
隨

手
拈
來
皆
能
巧
妙
地
運
用
章
草
波
磔
於
狂

草
，
將
此
作
的
藝
術
性
推
向
登
峰
造
極
。

具
史
觀
意
識
的
書
家

前
文
曾
述
及
祝
允
明
如
何
在
︿
和
陶

飲
酒
詩
﹀
冊
，
轉
換
字
體
以
求
變
化
的
軌

跡
，
看
似
一
精
心
安
排
的
版
面
。
然
而
在

此
冊
末
尾
，
卻
有
識
語
說
明
這
實
是
隨
意

之
作
﹁
向
得
舊
紙
。
久
藏
笥
中
。
興
至
則

隨
意
作
數
行
。
乃
生
平
之
戲
耳
。
﹂
︵
圖

一
，
第
十
一
開
︶
︿
六
體
詩
賦
卷
﹀
卷
末

則
自
識
，
因
有
人
強
索
，
故
乘
酒
漫
為
書

之
。
古
詩
十
九
首
之
後
的
︿
榜
枻
歌
﹀

後
，
又
云
﹁
作
行
草
後
，
尚
餘
一
紙
，
因

為
此
二
章
，
聊
試
筆
耳
，
不
足
存
也
。
﹂

也
交
待
了
是
因
為
有
餘
紙
，
才
乘
興
寫
上

了
這
一
小
段
章
草
。
至
於
，
全
文
一
千
餘

字
皆
以
章
草
書
寫
的
︽
書
述
︾
，
更
是
開

宗
明
義
就
說
是
遊
戲
之
作
﹁
檢
故
草
中
有

︽
書
述
︾
一
段
。
不
記
誰
作
。
或
自
作
戲

錄
之
。
﹂
祝
允
明
寫
章
草
，
每
每
自
稱
是

其
遊
戲
之
作
。
然
而
，
祝
允
明
晚
年
偶
乘

興
寫
上
一
段
章
草
的
舉
動
，
看
似
戲
作
而

已
，
卻
是
因
其
充
滿
史
觀
意
識
使
然
。

事
實
上
，
祝
允
明
也
比
起
史
上
其

他
書
家
，
來
得
更
具
有
史
觀
意
識
。
祝
允

圖七　 明　祝允明　題文伯仁楊季靜小像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第二行「工」、第七、八行「比、咎」、第十行「適」，運用章草特有的雁尾波磔於行草之中。

圖六　 明　沈粲　書應制詩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此作以行楷書、章草及今草三體書之，是明初
多體並置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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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現古章草—祝允明的章草書

文物脈絡

註
釋

1.  

參
閱
王
世
貞
︽
弇
州
山
人
四
部
稿
︾
，
卷
一
三
一
、
一
三
二
。

2.  

全
圖
參
閱
何
炎
泉
，
︽
毫
端
萬
象—

祝
允
明
書
法
特
展
圖

錄
︾
，
頁
二
三
八—

二
五
一
。

3.  

祝
允
明
任
應
天
府
通
判
時
間
有
二
說
，
葛
鴻
楨
認
為
祝
允

明
任
應
天
府
通
判
是
嘉
靖
元
年
︵
一
五
二
二
︶
，
參
閱
葛
鴻

楨
︿
祝
允
明
書
法
評
傳
﹀
，
︽
中
國
書
法
全
集
49—

明
代
祝

允
明
︾
，
頁
五
。
何
傳
馨
認
為
祝
氏
任
此
職
是
在
正
德
十
五

年
︵
一
五
二
〇
︶
，
參
閱
何
傳
馨
，
︿
祝
允
明
及
其
書
法
藝
術

︵
上
︶
﹀
，
︽
故
宮
學
術
季
刊
︾
第
九
卷
第
四
期
，
頁
一
八
。

4.  

全
圖
參
閱
劉
正
成
主
編
，
︽
中
國
書
法
全
集
49—

明
代
祝
允

明
︾
，
圖
版
四
十
四
，
頁
一
九
三—

二
〇
〇
。

5.  

參
閱
蕭
燕
翼
︿
祝
允
明
贗
書
的
再
發
現
﹀
，
頁
一
〇—

一
六
；

戴
立
強
，
︿
祝
允
明
書
法
作
品
之
文
獻
學
辨
偽
九
例
﹀
，
頁

七
二—

七
三
。

6.  

圖
版
參
閱
劉
九
庵
，
︽
劉
九
庵
書
畫
鑒
定
文
集
︾
，
頁

二
七
九—

二
九
五
。

7.  

同
上
註
，
頁
二
九
六—

二
九
七
。

8.  

參
閱
杜
裕
明
，
︽
祝
允
明
書
學
之
﹁
功
﹂
與
﹁
性
﹂
：
論
其
法
古

與
創
新
︾
，
頁
六
四—

七
二
。

9.  

同
註
二
，
頁
二
〇
六—

二
一
六
。

10.  

參
閱
倪
濤
，
︽
六
藝
之
一
錄
︾
，
卷
一
七
二
。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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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何
傳
馨
，
︿
祝
允
明
及
其
書
法
藝
術
︵
上
︶
︵
下
︶
﹀，
︽
故
宮
學

術
季
刊
︾
第
九
卷
第
四
期
、
第
十
卷
第
一
期
，
一
九
九
二
。

3.  

杜
裕
明
，
︽
祝
允
明
書
學
之
﹁
功
﹂
與
﹁
性
﹂
：
論
其
法
古

與
創
新
︾
，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藝
術
史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一
九
九
二
。

4.  

劉
正
成
主
編
，
︽
中
國
書
法
全
集
49—

明
代
祝
允
明
︾
，
北

京
：
榮
寶
齋
，
一
九
九
三
。

5.  

陳
麥
青
，
︽
祝
允
明
年
譜
︾
，
上
海
：
復
旦
大
學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六
。

6.  

蕭
燕
翼
，
︿
祝
允
明
贗
書
的
再
發
現
﹀
，
︽
故
宮
博
物
院
院

刊
︾
一
九
九
七
年
第
一
期
，
頁
七—

一
六
。

7.  

劉
九
庵
，
︿
祝
允
明
和
他
的
︽
六
體
詩
賦
卷
︾
﹀
，
︽
書
法
叢

刊
︾
，
第
一
輯
，
一
九
八
一
年
二
月
，
頁
三
六—

四
四
。
收

入
劉
九
庵
，
︽
劉
九
庵
書
畫
鑒
定
文
集
︾
，
香
港
：
翰
墨
軒
， 

二
〇
〇
七
，
頁
二
七
九—

二
九
五
。

8.  

戴
立
強
，
︿
祝
允
明
書
法
作
品
之
文
獻
學
辨
偽
九
例
﹀，
︽
書
法

研
究
︾
二
〇
〇
六
年
第
四
期
，
總
一
三
二
期
，
頁
六
〇—

八
一
。

9.  

何
炎
泉
，
︽
毫
端
萬
象—

祝
允
明
書
法
特
展
圖
錄
︾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二
〇
一
三
。

10.  

朱
惠
良
，
︿
僕
本
拙
訥
，
繆
干
時
名—

祝
允
明
生
平
際
遇
與

鍾
繇
書
風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三
六
〇
期
，
二
〇
一
三
年

十
二
月
，
頁
五
六—

六
九
。

明
書
學
史
觀
的
建
立
，
乃
因
其
早
年
即
有

機
會
親
睹
名
蹟
，
而
他
的
學
習
過
程
也

與
書
法
史
緊
緊
相
扣
。
祝
允
明
從
廣
習
晉

唐
名
家
墨
蹟
開
始
，
鍾
繇
、
王
羲
之
、

歐
陽
詢
、
虞
世
南
、
褚
遂
良
、
張
旭
、
顏

真
卿
、
懷
素
、
柳
公
權
等
皆
有
涉
獵
。
爾

後
，
亦
習
趙
孟
頫
，
雖
然
在
其
︽
懷
星

堂
集
︾
曾
提
到
：
﹁
不
專
師
趙
，
素
無

三
日
積
功
。
﹂
表
明
自
己
從
未
刻
意
學

習
趙
書
。
然
而
，
此
次
﹁
毫
端
萬
象—

祝
允
明
書
法
特
展
﹂
中
即
有
三
件
仿
趙

孟
頫
的
作
品
，
都
集
中
在
一
四
九
五
至

一
四
九
七
年
之
間
，
可
能
是
他
比
較
密
集

學
習
的
年
代
。
此
外
，
蘇
州
特
殊
的
文
人

圈
氛
圍
，
也
啟
發
了
這
位
書
壇
巨
匠
。
明

代
前
期
保
守
拘
謹
的
書
風
中
，
蘇
州
是

最
早
復
甦
宋
人
尚
意
之
風
的
地
區
。
例

如
前
輩
中
有
，
外
祖
父
徐
有
貞
︵
一
四

○

七

∼

一
四
七
二
︶
師
法
米
芾
、
沈
周

︵
一
四
二
七

∼

一
五○

九
︶
學
自
黃
庭

堅
、
吳
寬
︵
一
四
三
五

∼

一
五○

四
︶
規

模
於
蘇
東
坡
。
祝
允
明
取
之
於
趙
孟
頫
是

在
學
宋
人
尚
意
書
風
之
前
，
這
與
書
史
的

發
展
順
序
是
反
向
的
。
趙
孟
頫
的
復
古
，

是
要
將
宋
人
尚
意
書
風
回
歸
到
二
王
的
典

雅
俊
美
。
然
而
，
不
論
孰
先
孰
後
，
祝
允

明
的
書
學
歷
程
，
仍
是
一
部
濃
縮
書
法
史

的
呈
現
。

雖
說
祝
允
明
在
鑑
藏
風
氣
很
盛
的

蘇
州
，
又
出
身
書
香
世
家
，
比
其
他
書
家

更
早
有
機
會
見
到
名
蹟
，
但
從
刻
帖
學
習

還
是
祝
允
明
的
重
要
來
源
。
刻
帖
中
收
錄

不
少
章
草
作
品
，
而
祝
允
明
論
及
章
草
，

亦
提
及
應
以
索
靖
︵
約
二
三
九

∼

三○

三
︶
︿
月
儀
帖
﹀
、
張
芝
︵
？

∼

一
九○

或

一
九
三
？
︶
︿
八
月
帖
﹀
、
皇
象
︵
約
二
二

○

∼

二
七
九
︶
︿
急
就
章
﹀
、
韋
誕
︵
一
七 

六

∼

二
三
五
︶
等
人
的
章
草
作
為
典
範
：

　

 

章
草
須
有
古
意
乃
佳
，
下
筆
要
重
。
亦

如
真
書
，
點
畫
明
淨
、
有
墻
壁
、
有
間

架
。
學
者
當
以
索
靖
、
張
芝
、
皇
象
、

韋
誕
：
︿
月
儀
﹀
、
︿
八
月
帖
﹀
、
︿
急
就

章
﹀
為
模
範
也
。
︵
註
十
︶

再
看
北
宋
初
年
刊
刻
的
︽
淳
化
閣

帖
︾
︵
九
九
二
︶
和
繼
其
後
的
︽
大
觀
帖
︾

︵
一
一○

九
︶
，
開
卷
第
一
帖
都
是
漢
章
帝

的
︿
章
草
千
文
殘
卷
﹀
。
雖
語
句
脫
落
，
也

非
漢
章
帝
︵
七
六

∼

八
八
在
位
︶
真
蹟
，

而
且
祝
允
明
引
為
典
範
的
以
索
靖
︿
月
儀

帖
﹀
、
皇
象
︿
急
就
章
﹀
均
未
收
入
。
然

而
，
前
後
兩
位
編
纂
者
心
目
中
，
﹁
章
草
﹂

在
書
史
上
都
有
著
源
遠
流
長
的
角
色
。
刻

帖
中
所
呈
現
的
書
史
，
自
會
影
響
到
祝
允

明
晚
年
對
章
草
的
嘗
試
。

最
後
再
將
以
祝
允
明
最
重
要
書
學
論

著
︽
書
述
︾
來
證
實
，
祝
允
明
是
一
具
史
觀

意
識
的
書
家
，
︽
書
述
︾
中
不
僅
有
對
自

魏
晉
以
降
書
家
的
評
述
，
關
於
明
代
前
期

書
家
的
論
述
，
更
為
詳
盡
。
這
件
書
於
去

世
前
兩
個
月
的
作
品
，
也
是
存
世
最
晚
的

書
蹟
。
字
裡
行
間
反
映
了
晚
年
的
他
，
仿

如
站
在
一
代
的
高
峰
，
俯
瞰
同
一
代
的
書

家
。
然
而
，
頗
堪
玩
味
的
是
，
當
祝
允
明

述
及
致
力
於
章
今
融
合
的
蘇
州
前
賢
宋
克

時
，
僅
是
以
﹁
在
國
初
，
故
當
最
勝
。
﹂
一

語
帶
過
而
已
。
宋
克
書
風
迅
急
而
豪
放
，

而
在
狂
草
表
現
上
奔
放
不
羈
的
祝
允
明
，

在
章
草
的
表
現
上
卻
沒
有
步
入
宋
克
的
後

塵
，
也
未
表
示
太
多
意
見
。
或
許
他
對
宋
克

書
風
的
回
應
，
就
在
本
文
所
述
介
的
這
些

作
品
中
默
默
地
述
說
著
。

結
語

祝
允
明
在
章
草
上
的
成
就
不
是
偶

然
的
，
是
他
充
滿
史
觀
意
識
的
思
想
主
導

下
、
與
廣
泛
吸
取
傳
統
的
結
果
。
他
在
章

草
上
的
表
現
，
確
實
在
元
、
明
兩
代
，
復

甦
章
草
古
字
體
的
脈
絡
中
別
具
意
義
。
明

初
諸
家
宋
克
、
沈
度
、
沈
粲
混
融
章
今
草

於
一
體
的
變
革
，
已
顯
出
強
弩
之
末
的
式

微
之
勢
，
格
調
難
以
高
古
。
而
祝
允
明
的

章
草
則
以
有
古
意
為
尚
，
可
說
是
趙
孟
頫

復
興
古
章
草
的
最
後
一
筆
，
下
一
波
的
復

興
則
要
到
清
末
民
初
了
！

作
者
為
東
吳
大
學
歷
史
系
兼
任
講
師

圖八-b　 明　祝允明　雜書詩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第四行「雙」、第五行「捷」，巧妙地運用章草的雁尾波磔於狂草。

圖八-a　 明　祝允明　雜書詩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第二行「謙」、「德」第五行「馳」、「不」，各以不同的變化運用了章草的波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