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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意—從寒食帖看蘇軾受楊凝式的影響

文物脈絡

﹁
筆
意
﹂
一
詞
的
內
涵

臺
靜
農
︵
一
九○

二∼

一
九
九○

︶

︿
書
道
由
唐
入
宋
的
樞
紐
人
物
楊
凝
式
﹀

一
文
中
︵
一
九
七
六
︶
，
以
楊
凝
式
生

平
、
黃
庭
堅
的
評
論
、
楊
凝
式
書
對
於
蘇

軾
、
黃
庭
堅
的
影
響
、
楊
凝
式
書
多
在
寺

觀
壁
上
、
楊
凝
式
書
蹟
流
傳
至
今
者
等
五

節
，
討
論
楊
凝
式
對
北
宋
的
影
響
。
文
中

說
到
﹁
今
存
凝
式
真
蹟
最
可
信
的
是
盧
鴻

︿
草
堂
十
志
圖
﹀
跋
﹂
，
又
楊
凝
式
書
對

於
蘇
軾
、
黃
庭
堅
的
影
響
一
節
，
引
用

黃
庭
堅
跋
蘇
軾
︿
寒
食
帖
﹀
，
說
：
﹁
至

山
谷
云
中
有
楊
凝
式
筆
意
，
已
不
是
吾
人

所
能
看
出
的
。
﹂
黃
庭
堅
︵
一○

四
五∼

一
一○

五
︶
的
題
跋
在
元
符
三
年
︵
一
一

○
○

︶
七
月
，
云
：

 

東
坡
此
詩
似
李
太
白
，
猶
恐
太
白
有
未

到
處
。
此
書
兼
顏
魯
公
、
楊
少
師
、
李

西
臺
筆
意
。
試
使
東
坡
復
為
之
，
未
必

及
此
。
它
日
東
坡
或
見
此
書
，
應
笑
我

於
無
佛
處
稱
尊
也
。

題
跋
說
到
蘇
軾
的
書
法
承
襲
了
唐

代
顏
真
卿
︵
七○

九∼

七
八
五
︶
、
五

代
楊
凝
式
︵
八
七
三∼

九
五
四
︶
、
北

宋
李
建
中
︵
九
四
五∼

一○

一
三
︶
的

﹁
筆
意
﹂
。
臺
氏
撰
寫
此
文
時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尚
未
收
藏
︿
寒
食
帖
﹀
，
斷
盧

筆
意

從
寒
食
帖
看
蘇
軾
受
楊
凝
式
的
影
響

高
明
一

蘇
軾
、
黃
庭
堅
推
崇
五
代
書
家
楊
凝
式
，
視
他
為
顏
真
卿
之
後
一
人
。
然
而
傳
世
的
楊
凝
式
書

蹟
，
風
格
不
一
致
。
又
黃
庭
堅
跋
蘇
軾
︿
寒
食
帖
﹀
，
說
此
蹟
有
楊
凝
式
的
﹁
筆
意
﹂
，
究
指
為

何
，
歷
來
研
究
也
無
明
確
論
述
。
本
文
從
蘇
軾
︿
寒
食
帖
﹀
的
結
字
特
色
，
推
論
楊
凝
式
書
法
的

樣
貌
，
並
論
述
︿
寒
食
帖
﹀
書
風
對
黃
庭
堅
大
字
行
書
的
影
響
。

北宋　蘇軾　寒食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唐　楊凝式　盧鴻草堂十志圖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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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
︿
草
堂
十
志
圖
﹀
跋
為
楊
凝
式
可
信
真

跡
，
以
及
探
求
楊
凝
式
與
蘇
軾
的
傳
承
關

係
，
實
屬
創
見
。
﹁
筆
意
﹂
一
詞
，
就
書

法
史
的
文
獻
來
看
，
唐
代
有
顏
真
卿
︿
述

︵
一
八
五
四∼

一
九
二
四
︶
所
論
，
斷
為

元
豐
七
年
︵
一○

八
四
︶
四
月
離
開
黃
州

後
所
書
；B

or-hua W
an

g, Su Shih’s A
rt 

of W
riting and H

is H
an-shih T

’ieh,

︵Ph.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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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ertation
, C

olum
bia U

n
iversity, 

19
9

7

︶
一
文
，
斷
為
元
祐
二
、
三
年
間

︵
一○

八
七∼

一○

八
八
︶
。
何
傳
馨
在

︽
大
觀—

北
宋
書
畫
特
展
︾
圖
錄
五
七

︿
寒
食
帖
﹀
解
說
中
，
從
後
者
，
依
據
專

刻
蘇
軾
書
跡
的
︿
成
都
西
樓
帖
﹀
與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元
祐
二
年
︵
一○

八
七
︶

所
書
︿
次
韻
三
舍
人
詩
帖
﹀
來
和
︿
寒
食

帖
﹀
比
較
，
將
︿
寒
食
帖
﹀
視
為
﹁
元
祐

以
後
幾
件
自
書
詩
帖
所
展
現
新
書
風
的
前

驅
之
作
﹂
。

清
代
阮
元
︵
一
七
六
四∼

一
八
四 

九
︶
︽
石
渠
隨
筆
︾
卷
二
．
蘇
軾
︿
武

昌
西
山
詩
帖
﹀
條
提
到
：
﹁
蘇
蹟
極
多
，

正
當
以
此
與
︿
黃
州
寒
食
詩
﹀
為
無
上

妙
品
。
﹂
︿
武
昌
西
山
詩
帖
﹀
刻
於

︽
三
希
堂
法
帖
︾
第
十
冊
︵
圖
二
︶
，
書

寫
的
原
由
，
在
查
慎
行
︵
一
六
五○

∼

一
七
二
七
︶
所
編
︽
蘇
詩
補
註
︾
卷

二
十
七
︿
武
昌
西
山
并
引
﹀
，
蘇
軾
自

述
：

 

嘉
祐
中
，
翰
林
學
士
承
旨
鄧
公
聖
求
為

武
昌
令
，
常
遊
寒
溪
西
山
，
山
中
人
至

今
能
言
之
。
軾
謫
居
黃
岡
，
與
武
昌
相

望
，
亦
常
往
來
溪
山
間
。
元
祐
元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
考
試
館
職
，
與
聖

求
會
宿
玉
堂
，
偶
話
舊
事
。
聖
求
嘗
作

元
次
山
窪
樽
銘
刻
之
岩
石
，
因
為
此

詩
，
請
聖
求
同
賦
，
當
以
遺
邑
人
，
使

刻
之
銘
側
。

可
知
蘇
軾
在
元
祐
元
年
十
一
月
寫
︿
武
昌

西
山
詩
帖
﹀
贈
鄧
聖
求
，
時
在
湖
北
。
刻

入
︽
三
希
堂
法
帖
︾
的
︿
武
昌
西
山
詩

帖
﹀
，
受
贈
者
為
為
岑
象
求
，
寫
於
元

祐
二
年
，
蘇
軾
時
在
河
南
汴
京
，
故
有

書
蹟
寫
在
詩
作
之
後
的
情
況
。
︿
武
昌

西
山
詩
帖
﹀
款
書
題
為
﹁
右
武
昌
西
山
贈

鄧
聖
求
一
首
﹂
，
落
款
方
式
同
於
︿
寒
食

帖
﹀
﹁
右
黃
州
寒
食
二
首
﹂
。
︿
武
昌
西

山
詩
帖
﹀
字
型
大
小
錯
落
，
有
些
直
畫
長

出
鋒
，
這
些
特
色
同
於
︿
寒
食
帖
﹀
。

此
外
，
︿
寒
食
帖
﹀
與
︿
武
昌
西
山
詩

帖
﹀
中
相
同
的
字
，
寫
相
同
寫
法
，
如

﹁
來
﹂
、
﹁
春
﹂
、
﹁
江
﹂
、
﹁
臥
﹂
、

﹁
燒
﹂
、
﹁
雲
﹂
、
﹁
空
﹂
、
﹁
水
﹂
等

字
。
︵
圖
三
︶
從
︿
武
昌
西
山
詩
帖
﹀
和

南朝．蕭衍
〈觀鍾繇書法十二意〉

唐．顏真卿
〈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

張旭問 顏真卿答

平謂橫也 平謂橫 每為一平畫，皆須縱橫有象。

直謂縱也 直謂縱 直者必縱之，不令邪曲。

均謂間也 均謂間 間不容光。

密謂際也 密謂際 築鋒下筆，皆令完成，不令其疏。

鋒謂格也 鋒謂末 末以成畫，使其鋒健。

力謂體也 力謂骨體 趯筆則點畫皆有筋骨，字體自然雄媚。

輕謂屈也 輕謂曲折 筆轉角，折鋒輕過，亦謂轉角為暗過。

決謂牽掣也 決謂牽掣
牽掣為撇，銳意挫鋒，使不怯滯，令險
峻而成，以謂之決。

補謂不足也 補謂不足
結構點畫或有失趣者，則以別點畫旁
救。

損謂有餘也 損謂有餘 趣長筆短，長使意氣有餘，畫若不足。

巧謂佈置也 巧謂佈置
欲書先預想字形佈置，令其平穩，或意
外生體，令有異勢，是之謂巧。

稱謂大小也 稱謂大小
大字促之令小，小字展之使大，兼令茂
密，所以為稱。

表一　 蕭衍〈觀鍾繇書法十二意〉與顏真卿〈述張長史筆法十二意〉關係

圖一　北宋　蘇軾　寒食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張
長
史
筆
法
十
二
意
﹀
一
文
，
此
文
應
是

繼
承
南
朝
蕭
衍
︵
四
六
四∼

五
四
九
︶

︿
觀
鍾
繇
書
法
十
二
意
﹀
而
加
以
闡
述
。

兩
者
關
係
如
表
一
：

表
一
可
知
，
所
謂
﹁
筆
法
十
二
意
﹂

的
內
涵
前
八
項
是
筆
畫
的
講
求
，
後
四

項
是
字
形
結
構
的
處
理
。
元
代
趙
孟
頫

︵
一
二
五
四∼

一
三
二
二
︶
寫
於
至
大
三

年
︵
一
三
一○

︶
的
︿
定
武
蘭
亭
十
三

跋
﹀
說
到
：
﹁
書
法
以
用
筆
為
上
，
而
結

字
亦
須
用
工
。
蓋
結
字
因
時
相
沿
，
用
筆

千
古
不
易
。
﹂
說
明
書
法
學
習
的
內
涵
，

主
要
是
用
筆
與
結
字
，
用
筆
先
於
結
字
，

呼
應
了
前
述
先
用
筆
、
後
結
字
的
編
排
順

序
，
而
﹁
結
字
因
時
相
沿
﹂
一
詞
指
出
書

法
結
字
有
時
代
性
。
可
就
蘇
軾
︿
寒
食

帖
﹀
和
楊
凝
式
之
盧
鴻
︿
草
堂
十
志
圖
﹀

跋
結
字
來
比
較
，
解
釋
其
承
襲
關
係
。

︿
寒
食
帖
﹀
的
書
寫
年
代

蘇
軾
︿
寒
食
帖
﹀
一
卷
，
紙
本
，

縱
三
十
五
．
九
公
分
、
橫
一
百
八
十
八
．

六
公
分
。
︵
圖
一
︶
元
豐
二
年
，
蘇
軾

四
十
三
歲
時
，
因
﹁
烏
臺
詩
案
﹂
於
元
豐

三
年
︵
一○

八○

︶
貶
至
黃
州
，
三
年

後
作
寒
食
詩
二
首
。
關
於
︿
寒
食
帖
﹀
定

年
，
傅
申
︿
天
下
第
一
蘇
東
坡—

寒
食

帖
﹀
一
文
︵
一
九
八
四
︶
，
依
據
裴
景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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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
食
帖
﹀
書
風
相
似
，
可
斷
︿
寒
食

帖
﹀
為
元
祐
二
年
︵
一○

八
七
︶
左
右
所

書
。
︿
武
昌
西
山
詩
帖
﹀
、
︿
寒
食
帖
﹀

的
書
風
，
就
傳
世
的
書
跡
與
刻
帖
來
看
，

在
此
之
前
並
未
出
現
，
印
證
何
傳
馨
所
說

為
展
現
新
書
風
的
前
驅
之
作
。
然
而
，

︿
寒
食
帖
﹀
的
新
書
風
是
否
受
到
楊
凝
式

的
影
響
，
以
下
討
論
。

蘇
軾
學
習
楊
凝
式
書
法

關
於
蘇
軾
的
書
學
歷
程
，
黃
庭
堅

︽
豫
章
黃
先
生
文
集
︾
卷
二
十
九
︿
跋
東

坡
墨
跡
﹀
提
到
：

 

東
坡
道
人
，
少
日
學
︿
蘭
亭
﹀
，
故
其

書
姿
媚
似
徐
季
海
。
至
酒
酣
放
浪
，
意

忘
工
拙
，
字
特
瘦
勁
，
迺
似
柳
誠
懸
。

中
歲
喜
學
顏
魯
公
、
楊
風
子
書
，
其
合

處
不
減
李
北
海
。

︿
寒
食
帖
﹀
寫
於
元
祐
二
年
，
蘇
軾
時

五
十
一
歲
，
正
是
中
歲
學
顏
真
卿
、
楊
凝

式
的
時
期
。
查
慎
行
︽
蘇
詩
補
註
︾
卷

十
，
收
有
蘇
軾
在
宋
神
宗
熙
寧
六
年
︵
一

○

七
三
︶
三
十
七
歲
擔
任
杭
州
通
判
時
的

詩
作
，
有
︿
金
門
寺
中
見
李
西
臺
與
二
錢

︵
公
自
註
：
惟
演
、
易
︶
唱
和
四
絕
句
，
戲

用
其
韻
跋
之
﹀
，
其
中
一
首
﹁
西
臺
妙
跡

繼
楊
風
︵
公
自
註
：
凝
式
︶
，
無
限
龍
蛇

洛
寺
中
。
一
紙
清
詩
吊
興
廢
，
塵
埃
零
落

梵
王
宮
。
﹂
，
可
知
蘇
軾
早
年
曾
在
河
南
洛

陽
的
寺
廟
見
過
楊
凝
式
與
李
建
中
的
書
跡
。

明
代
汪
珂
玉
︵
一
五
八
七∼

？
︶

︽
珊
瑚
網
︾
卷
二
十
四
上
︿
蘇
玉
局
辨

法
帖
及
諸
家
書
﹀
有
﹁
荊
公
書
得
無
法
之

法
，
然
不
可
學
，
學
之
則
無
法
。
故
僕

書
盡
意
作
之
似
蔡
君
謨
，
稍
得
意
似
楊

風
子
，
更
放
似
言
法
華
。
﹂
黃
緯
中
︿
略

說
言
法
華
其
人
其
事
﹀
一
文
︵
二○

○

三
︶
，
引
用
︽
僧
寶
傳
︾
卷
二
十
提
到
言

法
華
︵
？∼

一○

四
八
︶
此
人
專
誦
︽
法

華
經
︾
，
行
為
上
﹁
時
獨
語
笑
，
多
行
市

里
，
褰
裳
而
趨
。
或
舉
手
畫
空
，
佇
立
良

久
，
從
屠
沽
遊
，
飲
啖
無
所
擇
，
道
俗

共
目
為
狂
僧
﹂
、
﹁
慶
曆
戌
子
十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將
化
︙
右
脇
而
寂
﹂
。
可
知
蘇

軾
將
自
己
的
書
法
，
以
疏
放
的
不
同
程
度

分
成
作
意
、
得
意
、
放
意
三
類
，
而
類
似

楊
凝
式
為
其
得
意
書
。
傳
世
法
帖
中
，
現

藏
於
天
津
藝
術
博
物
館
的
︿
成
都
西
樓

帖
﹀
，
內
有
蘇
軾
︿
郭
熙
秋
山
平
遠
二
首

詩
帖
﹀
︵
圖
四—

1
︶
款
書
提
到
﹁
此
帋

圖二　武昌西山詩帖　局部　清三希堂法帖第10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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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
有
楊
風
子
也
﹂
，
據
劉
正
成
主
編
︽
中

國
書
法
全
集
︾
︿
郭
熙
秋
山
平
遠
二
首
詩

帖
﹀
的
說
明
﹁
在
蘇
詩
編
年
為
元
祐
二
年

下
半
年
中
﹂
，
而
該
詩
帖
的
風
格
，
和
現

藏
日
本
大
阪
市
立
美
術
館
，
蘇
軾
五
十
七

歲
書
於
元
祐
八
年
︵
一○
九
三
︶
的
︿
李

太
白
仙
詩
卷
﹀
非
常
接
近
，
行
書
為
主
，

稍
夾
數
字
草
書
，
筆
畫
牽
帶
圓
轉
，
字
字

圖四-1　 北宋　蘇軾　郭熙秋山平遠二首詩帖　引自《中國法帖全集》

圖四-2　北宋　蘇軾　李太白仙詩卷　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藏　引自《大阪市立美術館藏、上海博物館藏：中國書畫名品圖錄》

分
離
，
字
形
明
顯
地
向
右
上
方
傾
斜
。

︵
圖
四—

2
︶
。
可
知
︿
郭
熙
秋
山
平
遠

二
首
詩
帖
﹀
與
︿
李
太
白
仙
詩
卷
﹀
這
一

類
書
風
是
蘇
軾
學
習
楊
凝
式
風
格
。

現
今
傳
世
的
楊
凝
式
書
法
，
有
清

末
羅
振
玉
︵
一
八
六
六∼

一
九
四○

︶

舊
藏
行
楷
書
︿
韮
花
帖
﹀
；
草
書
︿
神
仙

起
居
法
﹀
、
︿
夏
熱
帖
﹀
二
帖
，
現
均

藏
於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
明
代
董
其
昌

︵
一
五
五
五∼

一
六
三
六
︶
刻
在
︿
戲
鴻

堂
法
帖
﹀
的
行
草
書
︿
步
虛
詞
﹀
，
以
及

現
藏
於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行
書
盧
鴻

︿
草
堂
十
志
圖
﹀
跋
；
以
及
刻
於
北
宋
大

觀
三
年
︵
一
一○

九
︶
︽
汝
帖
︾
的
︿
雲

駛
帖
﹀
等
︵
圖
五
︶
，
各
書
蹟
風
格
不
一

致
，
哪
一
件
才
能
代
表
蘇
軾
所
說
﹁
此
帋

頗
有
楊
風
子
也
﹂
。
徐
邦
達
︽
古
書
畫
偽

訛
考
辨
︾
︵
一
九
八
四
︶
一
書
中
，
考
訂

盧
鴻
︿
草
堂
十
志
圖
﹀
，
認
為
該
畫
為
南

宋
之
作
。
對
於
楊
凝
式
的
題
跋
，
說
：

﹁
細
看
楊
氏
跋
字
雖
然
寫
得
不
錯
，
但
具

有
北
宋
人
李
建
中
、
蘇
軾
的
筆
意
，
應
是

元
祐
以
後
人
偽
造
，
與
楊
書
真
蹟
如
︿
神

仙
起
居
法
﹀
、
︿
夏
熱
帖
﹀
二
本
毫
無
相

通
之
處
。
﹂
徐
邦
達
有
此
看
法
，
主
要
是

從
作
品
後
面
較
為
早
期
的
題
跋
來
接
受
書

跡
為
真
，
︿
神
仙
起
居
法
﹀
最
早
有
南
宋

米
友
仁
︵
一○

七
四∼

一
一
五
三
︶
的
鑑

跋
，
︿
夏
熱
帖
﹀
最
早
有
北
宋
王
欽
若

︵
九
六
二∼

一○

二
五
︶
的
題
跋
。
由

於
︿
草
堂
十
志
圖
﹀
被
徐
邦
達
訂
為
南

宋
，
並
引
用
南
宋
劉
克
莊
︵
一
一
八
七∼

一
二
六
九
︶
的
意
見
，
認
為
楊
凝
式
的
題

跋
為
偽
。
此
跋
頗
受
︿
草
堂
十
志
圖
﹀
牽

累
之
嫌
，
因
為
作
品
與
題
跋
若
非
在
同
一

紙
上
，
其
年
代
要
分
別
判
斷
。
與
徐
邦
達

意
見
相
反
，
傅
申
︿
顏
書
影
響
與
分
期
﹀

︵
一
九
八
四
︶
一
文
說
到
﹁
︿
步
虛
詞
﹀

與
︿
神
仙
起
居
法
﹀
皆
有
纖
弱
之
病
；

︿
夏
熱
帖
﹀
體
格
近
顏
而
筆
法
生
硬
粗

鄙
；
︿
雲
駛
帖
﹀
鬆
弛
；
︿
韮
花
帖
﹀
的

氣
格
，
雖
然
最
為
清
新
邁
俗
，
可
是
不
能

代
表
唐
末
五
代
繼
承
顏
真
卿
一
派
的
時
代

風
格
；
諸
書
中
，
筆
者
認
為
最
與
顏
書
相

近
的
，
要
數
臺
北
故
宮
楊
氏
跋
盧
鴻
︿
草

堂
十
志
圖
﹀
﹂
，
以
盧
鴻
︿
草
堂
十
志

圖
﹀
跋
作
為
楊
凝
式
的
真
跡
，
理
由
為
書

風
上
呈
現
顏
真
卿
的
樣
貌
。

︿
寒
食
帖
﹀
與
盧
鴻
︿
草
堂
十
志

圖
﹀
跋
結
字
分
析

楊
凝
式
之
盧
鴻
︿
草
堂
十
志
圖
﹀

跋
，
行
書
，
八
行
、
七
十
七
字
，
文
云
：

﹁
右
覽
前
晉
昌
書
記
左
郎
中
家
，
舊
傳
盧

浩
然
隱
君
嵩
山
十
志
。
盧
本
名
鴻
，
高

士
也
。
能
八
分
書
，
善
製
山
水
樹
石
。
隱

圖三　〈寒食帖〉與〈武昌西山詩帖〉的字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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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嵩
山
。
唐
開
元
初
，
徵
拜
諫
議
大
夫

不
受
。
此
畫
可
珍
重
也
。
丁
未
歲
前
七

月
十
八
日
老
少
傅
弘
農
人
題
﹂
，
下
鈐

﹁
凝
式
﹂
朱
文
方
印
。
︵
圖
六
︶
黃
緯
中

︽
楊
凝
式
︾
︵
二○

○

五
︶
一
書
中
，
有

所
考
證
，
﹁
丁
未
歲
﹂
為
天
福
十
二
年

︵
九
四
七
︶
，
楊
凝
式
七
十
五
歲
，
此
年

閏
七
月
，
所
以
有
﹁
前
七
月
﹂
的
題
識
。

﹁
晉
昌
﹂
為
﹁
晉
昌
軍
節
度
使
﹂
，
設
於

後
晉
高
祖
天
福
三
年
︵
九
三
八
︶
，
後
漢

隱
帝
乾
祐
元
年
︵
九
四
八
︶
改
為
永
興
軍

路
節
度
使
。
﹁
左
郎
中
﹂
確
有
其
人
，
楊

凝
式
之
盧
鴻
︿
草
堂
十
志
圖
﹀
跋
書
寫
之

年
，
有
︿
寄
惠
才
大
師
左
郎
中
三
首
﹀
。

楊
凝
式
款
書
提
到
﹁
老
少
傅
﹂
，
依
︽
舊

五
代
史
︾
本
紀
的
記
載
，
楊
凝
式
在
開
運

圖六　唐　楊凝式　盧鴻草堂十志圖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三
年
︵
九
四
六
︶
任
太
子
少
傅
，
後
周
太

祖
廣
順
元
年
︵
九
五
一
︶
改
任
太
子
少

師
，
符
合
盧
鴻
︿
草
堂
十
志
圖
﹀
跋
的
時

間
。
種
種
的
細
節
來
看
，
作
偽
者
很
難
有

如
此
精
確
且
豐
富
的
歷
史
知
識
。
再
從

文
獻
對
於
楊
凝
式
書
風
的
陳
述
，
清
代

︽
佩
文
齋
書
畫
譜
︾
卷
十
有
︿
宋
蘇
軾
評

書
﹀
一
節
，
說
到
﹁
楊
凝
式
書
，
頗
類
顏

行
﹂
，
米
芾
︽
書
史
︾
更
明
確
說
﹁
楊
凝

式
，
字
景
度
。
天
真
爛
熳
，
縱
逸
類
顏
魯

公
︿
爭
座
位
帖
﹀
﹂
。
︽
山
谷
集
︾
卷

二
十
八
︿
跋
法
帖
﹀
﹁
由
晉
以
來
，
難
得

脫
然
都
無
風
塵
氣
，
似
二
王
者
。
惟
顏
魯

公
、
楊
少
師
，
仿
佛
大
令
爾
﹂
，
﹁
大

令
﹂
即
是
王
獻
之
，
即
黃
庭
堅
說
顏
真

卿
、
楊
凝
式
的
書
風
像
王
獻
之
。
以
蘇

軾
、
黃
庭
堅
、
米
芾
的
陳
述
來
看
現
今
傳

世
的
楊
凝
式
書
跡
，
還
是
以
盧
鴻
︿
草
堂

十
志
圖
﹀
跋
最
為
符
合
。

蘇
軾
︿
郭
熙
秋
山
平
遠
二
首
詩
帖
﹀

與
楊
凝
式
跋
盧
鴻
︿
草
堂
十
志
圖
﹀
比

較
：
一
、
同
為
行
書
；
二
、
字
形
是
圓
轉

而
非
方
折
；
三
、
就
章
法
來
看
，
明
顯
有

字
形
大
小
對
比
鮮
明
的
差
異
。
再
者
，
蘇

軾
的
︿
郭
熙
秋
山
平
遠
二
首
詩
帖
﹀
和

︿
李
太
白
仙
詩
卷
﹀
這
二
件
作
品
的
共
同

處
是
由
二
首
詩
作
組
成
，
前
一
首
詩
書
風

平
穩
，
後
一
首
詩
書
風
奔
放
不
羈
。
細
看

︿
李
太
白
仙
詩
卷
﹀
是
二
紙
接
成
，
前
一

首
詩
一
百
一
十
字
，
後
一
首
詩
八
十
字
，

每
詩
也
是
前
面
平
穩
，
後
面
奔
放
，
從
這

字
數
來
看
，
在
書
寫
形
式
上
是
可
以
視
為

二
首
五
言
律
詩
的
組
合
。
以
二
首
詩
作
為

書
法
作
品
的
特
色
，
也
出
現
在
蘇
軾
︿
寒

食
帖
﹀
中
。
蘇
軾
︿
寒
食
帖
﹀
的
字
型
雖

然
異
於
楊
凝
式
盧
鴻
︿
草
堂
十
志
圖
﹀

跋
，
但
可
從
結
字
的
空
間
處
理
來
解
釋
兩

者
相
通
之
處
。

︿
寒
食
帖
﹀
的
第
一
個
特
色
是
字

形
大
小
不
一
，
依
結
構
自
成
寬
窄
，
這
樣

的
書
風
，
何
傳
馨
︿
黃
庭
堅
小
楷
氣
象─

︿
致
景
道
十
七
使
君
尺
牘
並
詩
﹀
解
讀
﹀

︵
以
下
簡
稱
︿
黃
庭
堅
小
楷
氣
象
︶
︵
二

○
○

五
︶
一
文
中
引
黃
庭
堅
跋
東
坡
︿
書

遠
景
樓
賦
﹀
後
說
到
﹁
東
坡
書
，
隨
大
小

真
行
，
皆
有
嫵
媚
可
喜
處
。
今
俗
子
喜
譏

評
東
坡
，
彼
蓋
用
翰
林
侍
書
之
繩
墨
尺

度
，
是
豈
知
法
之
意
哉
！
﹂
，
此
話
的
意

思
是
當
時
的
翰
林
侍
書
以
︿
集
王
羲
之
行

圖五　楊凝式傳世諸帖

〈韮花帖〉 〈神仙起居法〉 〈夏熱帖〉

〈步虛詞〉 〈雲駛帖〉 〈草堂十志圖〉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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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食帖〉 〈草堂十志圖〉跋

圖八-1　〈寒食帖〉和〈草堂十志圖〉跋的上下字互為穿插

〈寒食帖〉

〈草堂十志圖〉跋

圖八-2　〈寒食帖〉和〈草堂十志圖〉跋的上下字重心不在中軸線

書
聖
教
序
﹀
的
字
字
分
離
，
字
型
大
小
均

等
書
風
為
標
準
來
批
評
蘇
軾
不
守
格
法
，

而
蘇
軾
活
動
時
期
的
翰
林
侍
書
作
品
，
以

現
藏
於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元
祐
元
年

︵
一○

八
六
︶
︿
司
馬
光
拜
左
僕
射
告

身
﹀
為
代
表
。
︵
圖
七
︶
︿
寒
食
帖
﹀
字

形
大
小
不
一
的
特
色
，
在
楊
凝
式
跋
盧
鴻

︿
草
堂
十
志
圖
﹀
中
，
可
見
到
相
通
處
。

例
如
︿
草
堂
十
志
圖
﹀
跋
第
四
行
﹁
善
製

山
水
﹂
的
﹁
製
﹂
字
，
相
當
於
兩
個
字

的
大
小
；
第
五
行
的
﹁
隱
于
嵩
山
﹂
，

﹁
隱
﹂
、
﹁
嵩
﹂
二
字
，
明
顯
大
於

﹁
于
﹂
、
﹁
山
﹂
，
即
是
隨
筆
畫
多
寡
，

自
然
就
呈
現
字
型
大
小
。

︿
寒
食
帖
﹀
的
第
二
個
特
色
是
，

獨
字
來
看
，
字
型
不
平
衡
，
若
將
數
字
整

體
觀
之
，
上
下
字
互
為
穿
插
，
就
有
呼
應

的
平
衡
感
，
如
第
一
行
﹁
我
來
﹂
、
第

二
行
﹁
惜
今
﹂
、
十
三
行
﹁
門
深
﹂
、

十
五
行
﹁
死
灰
﹂
等
。
︿
草
堂
十
志
圖
﹀

跋
中
，
第
五
行
的
﹁
唐
開
元
初
﹂
四
字
為

一
組
的
平
衡
結
構
，
獨
字
觀
之
並
不
平

衡
，
而
且
每
字
的
左
右
部
分
都
有
誇
張
的

大
小
對
比
，
所
留
出
的
空
白
，
作
為
下
一

字
的
穿
插
。
︵
圖
八—

1
︶
︿
寒
食
帖
﹀

的
第
三
個
特
色
是
，
下
一
字
的
重
心
有
時

候
會
在
上
一
字
重
心
的
右
半
邊
或
左
半

邊
，
如
第
一
行
﹁
我
來
﹂
、
第
三
行
﹁
兩

月
﹂
、
第
四
行
﹁
花
泥
﹂
、
十
三
行
﹁
君

門
﹂
、
十
四
行
﹁
墳
墓
﹂
。
︿
草
堂
十
志

圖
﹀
跋
中
，
如
第
二
行
﹁
君
嵩
﹂
、
第
四

行
﹁
善
製
山
﹂
、
第
五
行
﹁
徵
拜
﹂
、
第

七
行
﹁
重
也
﹂
、
﹁
老
少
﹂
。
︵
圖
八—

2
︶
不
過
，
︿
寒
食
帖
﹀
中
﹁
年
﹂
、

﹁
中
﹂
、
﹁
葦
﹂
、
﹁
紙
﹂
的
一
筆
直

下
，
在
上
下
字
所
形
成
疏
密
鮮
明
的
空
間

感
，
是
︿
草
堂
十
志
圖
﹀
跋
所
沒
有
的
。

從
︿
草
堂
十
志
圖
﹀
跋
的
歷
史
考

證
，
北
宋
文
獻
對
楊
凝
式
書
風
的
描
述
，

以
及
︿
寒
食
帖
﹀
與
盧
鴻
︿
草
堂
十
志

圖
﹀
跋
結
字
的
相
關
聯
，
將
盧
鴻
︿
草
堂

十
志
圖
﹀
跋
視
為
的
楊
凝
式
真
跡
，
應
無

可
疑
。

︿
寒
食
帖
﹀
對
黃
庭
堅
的
影
響

︿
寒
食
帖
﹀
後
的
黃
庭
堅
大
字
行

書
跋
，
提
到
︿
寒
食
帖
﹀
有
楊
凝
式
筆

意
，
那
黃
庭
堅
的
書
法
也
有
受
到
楊
凝
式

的
影
響
嗎
？
從
黃
庭
堅
︿
寒
食
帖
﹀
題
跋

來
看
，
第
一
行
﹁
似
李
﹂
、
第
二
行
﹁
未

圖七　宋人書司馬光拜左僕射告身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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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度
評
價
，
一
直
遇
到
蘇
軾
，
才
得
到
認

可
。
何
傳
馨
文
亦
提
到
，
蘇
軾
在
元
祐
四

年
︵
一○

八
九
︶
五
十
二
歲
時
說
：
﹁
黃

魯
直
學
吾
書
，
輒
以
書
名
于
時
，
好
事
者

爭
以
精
紙
妙
墨
求
之
，
常
攜
古
錦
囊
，
滿

中
皆
是
物
也
。
﹂
當
時
的
黃
庭
堅
四
十
五

歲
，
其
尺
牘
書
﹁
率
皆
東
坡
體
段
﹂
，
何

傳
馨
以
黃
庭
堅
寫
於
元
祐
四
年
︿
至
景
道

十
七
使
君
尺
牘
並
詩
﹀
和
蘇
軾
寫
於
元
祐

五
年
︿
次
辯
才
韻
詩
﹀
這
兩
件
現
藏
於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行
楷
書
來
比
較
，
指

出
：
﹁
黃
庭
堅
元
祐
時
期
書
法
結
體
略
扁

闊
，
體
勢
傾
側
，
與
蘇
軾
相
似
﹂
，
不
同

處
則
是
﹁
蘇
軾
筆
畫
豐
腴
﹂
而
﹁
黃
庭
堅

筆
畫
疏
瘦
﹂
；
在
體
勢
上
，
﹁
蘇
軾
沉

穩
，
黃
庭
堅
則
多
靈
動
，
這
些
特
色
形
成

兩
人
書
風
明
顯
的
差
異
之
處
。
﹂

關
於
蘇
軾
元
祐
時
期
的
大
字
行
書
，

黃
庭
堅
曾
經
寓
目
，
蘇
軾
的
︿
武
昌
西
山

詩
帖
﹀
，
在
︽
山
谷
年
譜
︾
卷
二
十
有

︿
次
韻
子
瞻
武
昌
西
山
詩
帖
﹀
，
說
到

﹁
︽
東
坡
集
︾
此
詩
序
云
：
元
祐
元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作
﹂
，
書
寫
的
年
代
正

同
蘇
軾
所
說
。
黃
庭
堅
早
期
的
大
字
行

書
，
筆
者
所
知
有
三
件
：
蘭
千
山
館
寄

圖十　北宋　黃庭堅　發願文　局部　縱30、橫678公分　蘭千山館寄存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十一　北宋　黃庭堅　跋蘇軾馬券帖　局部　引自明陳繼儒輯刻，《晚香堂蘇帖（上）》

到
﹂
、
第
五
行
﹁
筆
意
﹂
、
﹁
試
使
﹂
、

第
六
行
﹁
復
為
之
﹂
、
第
八
行
﹁
笑
我
於

無
﹂
等
獨
字
並
不
均
衡
，
但
數
字
觀
之
有

呼
應
平
衡
感
，
每
字
重
心
都
未
必
在
中
軸

線
上
。
︵
圖
九
︶
這
些
特
徵
，
同
於
蘇
軾

與
楊
凝
式
，
這
是
黃
庭
堅
自
己
從
楊
凝
式

學
得
，
還
是
透
過
蘇
軾
來
學
習
？

〈草堂十志圖〉跋 〈雲駛帖〉 〈步虛詞〉

圖九　黃庭堅〈寒食帖〉題跋的結字特色

黃
庭
堅
曾
見
過
楊
凝
式
書
跡
，
︽
山

谷
集
︾
卷
二
十
八
︿
跋
王
立
之
諸
家
書
﹀

說
：
﹁
余
曩
至
京
師
，
遍
觀
僧
壁
間
楊
少

師
書
，
無
一
不
造
妙
入
神
。
﹂
至
於
黃
庭

堅
見
到
楊
凝
式
書
跡
的
時
間
，
︽
山
谷

集
︾
卷
二
十
八
︿
題
楊
凝
式
詩
碑
﹀
云
：

 

余
嘗
評
近
世
三
家
書
：
楊
少
師
如
散
僧

入
聖
，
李
西
臺
如
法
師
參
禪
，
王
著
如

小
僧
縛
律
。
恐
來
者
不
能
易
予
此
論

也
。
少
師
此
詩
草
，
余
二
十
五
年
前
嘗

得
之
，
日
臨
數
紙
，
未
嘗
不
嘆
其
妙
。

黃
庭
堅
說
二
十
五
年
前
得
到
楊
凝
式
詩

草
，
黃
氏
在
宋
徽
宗
崇
寧
四
年
︵
一
一○

五
︶
六
十
一
歲
逝
世
，
假
設
︿
題
楊
凝
式

詩
碑
﹀
為
其
最
晚
年
，
上
推
二
十
五
年
，

應
在
宋
神
宗
元
豐
三
年
︵
一○

八○

︶

三
十
六
歲
之
際
。
黃
庭
堅
和
蘇
軾
相
識
於

元
祐
元
年
︵
一○

八
六
︶
，
︽
山
谷
集
︾

卷
二
十
八
︿
跋
東
坡
書
﹀
云
：

 

余
嘗
論
右
軍
父
子
以
來
，
筆
法
超
逸
絕

塵
惟
顏
魯
公
、
楊
少
師
二
人
。
立
論
者

十
餘
年
，
聞
者
瞠
若
。
晚
識
子
瞻
，
獨

謂
為
然
。

若
從
元
祐
年
間
上
推
十
餘
年
，
則
是
宋
神

宗
熙
寧
年
間
，
何
傳
馨
︿
黃
庭
堅
小
楷
氣

象
﹀
文
中
說
到
，
黃
庭
堅
在
熙
寧
五
年

︵
一○

七
二
︶
由
葉
縣
入
京
，
參
加
詔
舉

四
京
學
官
考
試
，
在
京
師
停
留
期
間
，
與

王
孫
趙
令
畤
、
趙
令
享
等
宴
飲
遊
樂
，
此

時
黃
庭
堅
二
十
八
歲
，
就
已
經
見
過
楊
凝

式
書
跡
。
而
黃
庭
堅
對
於
楊
凝
式
書
法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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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在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約
書
於
元
豐
七

年
︵
一○

八
四
︶
︿
發
願
文
﹀
，
紙
本
。

六
十
九
行
、
三
百
二
十
七
字
︵
重
三
字
︶

︵
圖
十
︶
；
明
代
陳
繼
儒
︵
一
五
五
八∼

一
六
三
九
︶
刊
行
的
︽
晚
香
堂
蘇
帖
︾
，

收
有
蘇
軾
元
祐
四
年
︵
一○

八
九
︶
四
月

十
五
日
所
書
的
︿
馬
券
帖
﹀
，
後
有
同
年

十
二
月
甲
寅
日
黃
庭
堅
跋
蘇
軾
︿
馬
券

帖
﹀
，
四
十
一
行
，
每
行
四
至
六
字
之

間
，
一
百
七
十
八
字
︵
圖
十
一
︶
；
以
及

現
藏
上
海
博
物
館
，
書
於
元
祐
七
年
︵
一

○

九
二
︶
一
說
的
︿
華
嚴
疏
﹀
，
綾
本
。

十
九
行
，
一
百
一
十
二
字
。
︵
圖
十
二
︶

若
以
黃
庭
堅
︿
寒
食
帖
﹀
題
跋
符
合

楊
凝
式
、
蘇
軾
的
結
字
特
色
來
看
，
︿
發

願
文
﹀
和
蘇
軾
︿
馬
券
帖
﹀
題
跋
結
字
尚

稱
規
矩
，
雖
然
有
上
下
字
不
在
中
軸
線
的

雛
型
，
但
每
一
個
字
大
體
區
分
清
楚
，
沒

有
上
下
字
明
顯
穿
插
的
現
象
，
而
在
︿
華

嚴
疏
﹀
中
，
上
下
字
不
在
中
軸
線
的
特
質

更
為
明
顯
，
也
有
像
蘇
軾
︿
寒
食
帖
﹀
中

直
畫
特
別
拉
長
的
現
象
，
如
﹁
聲
﹂
、

﹁
郎
﹂
等
字
。
可
見
，
蘇
軾
對
於
楊
凝
式

特
點
的
發
揮
早
於
黃
庭
堅
。
所
以
筆
者
推

測
，
雖
然
黃
庭
堅
和
蘇
軾
早
就
見
過
楊
凝

式
的
書
跡
，
但
是
，
蘇
軾
將
楊
凝
式
特
點

的
發
揮
，
在
元
祐
時
期
影
響
了
黃
庭
堅
，

元
祐
之
後
，
黃
庭
堅
在
行
書
表
現
上
加
以

誇
大
，
形
成
自
己
的
風
格
，
而
使
後
人
不

知
其
所
由
來
。

結
論

︽
豫
章
黃
先
生
文
集
︾
卷
二
十 

九
，

黃
庭
堅
︿
跋
李
康
年
篆
﹀
云
：
﹁
晚
識

子
瞻
，
評
子
瞻
行
書
，
當
在
顏
、
楊
鴻

雁
行
，
子
瞻
極
辭
謝
不
敢
。
雖
然
，
子
瞻

知
我
不
以
勢
利
交
之
，
而
為
此
論
。
﹂

這
段
話
即
是
將
蘇
軾
和
顏
真
卿
、
楊
凝

式
並
列
，
而
蘇
軾
對
於
黃
庭
堅
這
樣
的
高

度
評
價
，
則
是
﹁
極
辭
謝
不
敢
﹂
。
可
理

解
黃
庭
堅
在
元
符
三
年
見
到
蘇
軾
的
︿
寒

食
帖
﹀
，
勾
起
了
十
餘
年
前
的
回
憶
，

在
︿
寒
食
帖
﹀
的
題
跋
中
說
到
這
件
作

品
﹁
兼
顏
魯
公
、
楊
少
師
、
李
西
臺
筆

意
﹂
，
可
說
是
集
大
成
了
，
最
後
黃
庭
堅

想
像
，
哪
一
天
蘇
軾
見
到
黃
庭
堅
這
則
題

跋
，
應
該
會
笑
著
對
黃
庭
堅
說
﹁
於
無
佛

處
稱
尊
也
。
﹂
，
而
乾
隆
皇
帝
在
黃
庭
堅

題
跋
後
寫
下
自
己
的
看
法
，
說
到
﹁
書
後

註
釋

1.  

石
守
謙
，
︿
無
佛
處
稱
尊—

談
黃
庭
堅
跋
寒
食
帖

的
心
理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八
卷
第
一

期
，
一
九
九
〇
年
四
月
，
頁
一
八—

二
六
。

2.  

江
兆
申
，
︿
蘇
東
坡
寒
食
帖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八
卷
第
一
期
，
一
九
九
〇
年
四
月
，
頁

一
〇—

一
七
。

3.  

何
傳
馨
，
︿
黃
庭
堅
小
楷
氣
象─

︿
至
景
道
十
七

使
君
尺
牘
並
詩
﹀
解
讀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二
三
卷
第
五
期
，
二
〇
〇
五
年
八
月
，
頁

一
六—

二
九
。

4.  

林
柏
亭
，
︿
東
坡
先
生
寒
食
帖
特
展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五
卷
第
一
期
，
一
九
八
七
年
四

月
，
一
八—

二
四
。

5.  

高
明
一
，
︿
沒
落
的
典
範
：
﹁
集
王
行
書
﹂
在
北

宋
的
流
傳
與
改
變
﹀
，
︽
臺
灣
大
學
美
術
史
研
究

所
集
刊
︾
第
二
三
期
，
二
〇
〇
七
年
九
月
，
頁

八
一—

一
一
五
。

6.  

徐
邦
達
，
︽
古
書
畫
偽
訛
考
辯
︾
，
江
蘇
古
籍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四
。

7.  

傅
申
，
︿
顏
書
影
響
與
分
期
﹀
，
原
載
︽
中
國

書
法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紀
念
顏
真
卿
逝
世

一
千
二
百
年
︾
，
臺
北
：
行
政
院
文
化
建
設
委
員

會
，
一
九
八
四
，
後
收
於
︽
書
史
與
書
蹟
－
傅
申

書
法
論
文
集
︵
一
︶
︾
，
臺
北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一
九
九
六
，
頁
一
一—

六
〇
；
︿
天
下
第
一

蘇
東
坡—

寒
食
帖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二
卷
第
七
期
，
一
九
八
四
年
十
月
，
頁
七
六—

八
五
。

8.  

黃
緯
中
，
︿
略
說
言
法
華
其
人
其
事
﹀
，
︽
史

學
彙
刊
︾
第
一
八
期
，
二
〇
〇
三
年
四
月
，
頁

一
四
五
、
一
四
七—

一
五
四
；
︽
楊
凝
式
︾
，
收

於
︽
書
藝
珍
品
賞
析‧

晉
隋
唐
五
代
系
列
︾
，
臺

北
：
石
頭
出
版
社
，
二
〇
〇
五
。

9.  

臺
靜
農
，
︿
書
道
由
唐
入
宋
的
樞
紐
人
物
楊
凝

式
﹀
，
︽
沈
剛
伯
先
生
八
秩
榮
慶
論
文
集
︾
，
臺

北
：
聯
經
，
一
九
七
六
，
頁
五
一
九—

五
四
一
。

10.  

盧
廷
清
，
︿
寒
食
帖
與
蘇
軾
黃
州
時
期
書
法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一
四
卷
第
五
期
，

一
九
九
六
年
八
月
，
頁
一
〇
〇—

一
二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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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山
谷
跋
，
傾
倒
已
極
﹂
。

以
上
對
﹁
筆
意
﹂
一
詞
的
內
涵
理

解
，
從
結
字
來
看
楊
凝
式
︿
草
堂
十
志

圖
﹀
跋
與
蘇
軾
︿
寒
食
帖
﹀
的
相
通
處
，

相
較
過
去
只
從
文
獻
來
說
明
蘇
軾
學
習
楊

凝
式
，
進
而
提
出
蘇
軾
學
習
楊
凝
式
的
視

覺
證
據
，
也
藉
此
證
明
楊
凝
式
︿
草
堂

十
志
圖
﹀
跋
作
為
真
跡
的
可
信
。
黃
庭
堅

的
結
字
，
特
色
鮮
明
，
容
易
被
視
為
他
的

獨
創
，
但
從
楊
凝
式
、
蘇
軾
、
黃
庭
堅
結

字
的
共
通
性
，
可
以
發
現
﹁
結
字
因
時
相

沿
﹂
的
特
性
。
蘇
軾
作
為
樞
紐
，
在
元
祐

年
間
對
於
楊
凝
式
風
格
的
掌
握
與
發
揮
，

影
響
了
黃
庭
堅
在
元
祐
之
後
行
書
結
字
誇

張
的
表
現
。
而
︿
草
堂
十
志
圖
﹀
跋
與

︿
寒
食
帖
﹀
的
傳
世
，
為
這
風
格
譜
系
，

留
下
了
一
絲
命
脈
的
傳
承
。 

作
者
為
國
立
交
通
大
學
人
文
社
會
學
系
博
士
後
研
究
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