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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寶

此
作
為
蘇
軾
︵
一○

三
七

～

一
一○

一
︶
寫
給
友
人
趙
夢
得
的
信
札
，
目
前
裝

裱
成
立
軸
，
在
本
院
的
文
物
編
號
為
﹁
故

書○
○
○
○
○

一
﹂
。
︵
圖
一
︶
︿
渡
海

帖
﹀
被
授
予
故
書
第
一
號
之
前
，
清
室
善

後
委
員
會
曾
將
此
軸
編
為
﹁
調
二
三○

八
七
﹂
，
﹁
調
﹂
從
︿
千
字
文
﹀
來
，
當

時
的
點
查
工
作
是
依
據
文
物
所
在
宮
殿
分

配
不
同
字
，
而
﹁
調
﹂
字
則
顯
示
出
該
作

收
藏
於
鍾
粹
宮
後
殿
。
現
行
的
﹁
故
書
﹂

號
碼
是
按
照
軸
、
卷
、
冊
的
先
後
，
依
據

︽
故
宮
書
畫
錄
︾
中
的
作
品
次
序
，
重
新

將
這
批
帶
有
千
文
編
號
的
書
法
作
品
編
上

﹁
故
書
﹂
號
。
翻
開
︽
故
宮
書
畫
錄
︾
可

以
發
現
，
此
作
因
為
立
軸
的
裝
裱
形
式
而

被
排
在
歷
代
書
法
軸
的
第
一
件
，
理
所
當

然
就
成
為
故
書○

○

一
。

︿
渡
海
帖
﹀
又
稱
為
︿
致
夢
得
秘
校

尺
牘
﹀
，
尺
牘
上
方
是
左
右
拼
接
而
成
的

橫
書
小
紙
條
，
為
此
信
札
的
鈐
封
。
封
緘

方
式
是
將
書
信
左
捲
，
沿
合
縫
線
糊
上
後

就
騎
縫
上
直
書
受
信
人
姓
名
與
﹁
謹
封
﹂

字
樣
，
這
種
捲
封
的
方
式
多
流
行
於
唐
以

後
，
現
代
信
封
可
能
要
晚
到
明
以
後
。
蘇

軾
提
到
自
己
﹁
怱
怱
留
此
紙
令
子
處
，
更

不
重
封
﹂
，
並
且
希
望
對
方
不
要
怪
罪
。

顯
然
，
宋
人
捲
封
之
外
還
有
更
加
盛
重
的

重
封
︵
外
封
︶
作
法
，
︿
西
樓
蘇
帖
﹀
中

收
錄
了
蘇
軾
︿
與
寶
月
和
尚
書
﹀
的
內
外

封
題
︵
圖
二
︶
，
內
封
：
﹁
手
啟
上
寶
月

故
書○

○

一

蘇
軾
渡
海
帖

何
炎
泉

軾
將
渡
海
，
宿
澄
邁
。
承
令
子
見
訪
，
知
從
者
未
歸
，
又
云
恐
已
到
桂
府
。
若
果
尔
，
庶
幾
得
於

海
康
相
遇
。
不
尔
，
則
未
知
後
會
之
期
也
！
區
區
無
他
禱
，
惟
晚
景
宜
倍
万
自
愛
耳
！
怱
怱
留
此

紙
令
子
處
，
更
不
重
封
，
不
罪
不
罪
。
軾
頓
首
。
夢
得
祕
校
閣
下
。
六
月
十
三
日
。

圖一　宋　蘇軾　渡海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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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一寶

大
師
老
兄
。
軾
謹
封
﹂
，
外
封
：
﹁
書
上

成
都
府
大
慈
寺
中
和
院
寶
月
大
師
。
眉
山

蘇
軾
謹
外
封
﹂
，
可
知
外
封
主
要
供
書
寫

地
名
之
用
。
︵
註
一
︶

多
數
宋
元
時
期
的
鈐

封
都
未
能
保
存
下
來
，
故
此
北
宋
墨
蹟
例

證
就
更
顯
得
珍
貴
。

尺
牘
左
側
與
鈐
封
上
方
被
切
開
的

項
元
汴
︵
一
五
二
五

～

一
五
九○

︶
與

笪
重
光
︵
一
六
二
三

～

一
六
九
二
︶
騎

縫
印
，
顯
示
此
封
之
前
是
附
在
信
後
，

可
參
考
︿
停
雲
館
帖
﹀
。
︵
圖
三
︶
內

封
之
上
尚
有
乾
隆
皇
帝
︵
一
七
一
一

～

一
七
九
九
︶
御
書
﹁
見
真
率
﹂
三
大
字
，

鈐
有
﹁
乾
﹂
、
﹁
隆
﹂
、
﹁
三
希
堂
﹂
。

乾
隆
皇
帝
到
了
七
十
歲
時
又
蓋
上
﹁
古
希

天
子
﹂
，
八
十
歲
時
又
補
上
﹁
五
福
五
代

堂
寶
﹂
、
﹁
八
徵
耄
念
之
寶
﹂
、
﹁
太
上

皇
帝
之
寶
﹂
三
方
大
璽
，
足
見
對
此
作
之

鍾
愛
。
從
目
前
裝
裱
狀
況
看
來
，
此
作
被

改
裝
成
軸
的
時
間
應
該
就
是
乾
隆
年
間
，

這
種
裱
法
不
僅
相
當
有
創
意
，
還
意
外
地

讓
此
作
榮
登
故
書
第
一
號
。

關
於
蘇
軾
此
札
，
詹
景
鳳
︵
一
五
三
二

～

一
六○

二
︶
︽
東
圖
玄
覽
編
︾
：

蘇
長
公
劉
夢
得
帖
，
是
竹
紙
寫
。
前
有

蔡
君
謨
，
後
有
黃
、
米
，
合
為
一
卷
，

即
吳
門
所
刻
四
大
家
書
是
也
。
今
在
項

元
汴
處
。

趙
夢
得
被
詹
景
鳳
誤
認
為
劉
夢
得
，
不

過
他
指
出
當
時
前
面
尚
有
蔡
襄
︵
一○

一
二

～

一○

六
七
︶
作
品
，
後
則
是
黃
庭

堅
︵
一○

四
五

～

一
一○

五
︶
與
米
芾
︵
一

○

五
二

～

一
一○

七
︶
，
四
家
書
蹟
合
為

一
卷
，
且
收
藏
在
項
元
汴
手
中
，
同
時
也

收
入
吳
門
刻
帖
中
。
此
札
右
下
方
有
項
元

汴
﹁
具
﹂
字
千
文
編
，
若
是
前
面
如
詹
景

鳳
所
載
還
有
蔡
襄
作
品
就
顯
得
不
合
理
，

因
為
項
元
汴
不
可
能
在
同
一
卷
的
每
件
作

品
前
都
寫
上
不
同
千
文
編
號
，
目
前
也
尚

圖二　宋　蘇軾　與寶月和尚書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

圖三　宋　蘇軾　停雲館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宋　蔡襄　澄心堂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宋　蔡襄　腳氣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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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發
現
類
似
例
子
。
最
可
能
的
狀
況
就

是
，
此
卷
後
來
為
項
元
汴
所
分
拆
，
﹁
具
﹂

字
號
則
是
︿
渡
海
帖
﹀
重
新
裝
好
後
才
寫

上
去
，
與
蔡
、
黃
、
米
的
作
品
無
關
。

至
於
其
他
三
家
作
品
的
情
況
為
何
？

詹
景
鳳
明
確
指
出
同
卷
上
的
其
他
三
家
與

︿
渡
海
帖
﹀
都
被
收
錄
進
一
部
吳
門
所
刻

的
法
帖
中
。
儘
管
未
明
言
帖
名
，
不
過
很

可
能
就
是
指
︿
停
雲
館
帖
﹀
。
首
先
，

︿
停
雲
館
帖
﹀
中
不
僅
收
錄
蘇
軾
︿
渡
海

帖
﹀
，
還
收
錄
了
蔡
、
黃
、
米
三
家
的
書

蹟
數
件
，
符
合
詹
景
鳳
的
四
大
家
書
的
描

述
。
再
者
，
停
雲
館
本
︿
渡
海
帖
﹀
的
筆

畫
刻
劃
精
細
，
與
現
存
墨
蹟
十
分
吻
合
，

顯
然
是
根
據
墨
蹟
所
製
作
。
由
於
︿
停
雲

館
帖
﹀
中
︿
渡
海
帖
﹀
後
緊
接
著
蘇
軾

︿
與
子
明
通
直
書
﹀
，
顯
示
此
帖
在
製
作

時
可
能
將
此
四
家
合
卷
的
作
品
拆
散
，
並

與
其
他
的
四
家
作
品
混
合
收
入
。
因
此
，

要
復
原
此
四
家
合
卷
，
必
須
對
墨
蹟
本
與

︿
停
雲
館
帖
﹀
進
行
詳
細
考
察
。

墨
蹟
本
︿
渡
海
帖
﹀
上
鈐
有
黃
琳

藏
印
，
可
知
此
札
在
項
元
汴
之
前
即
是
在

南
京
大
收
藏
家
黃
琳
手
中
，
故
黃
琳
或
許

是
還
原
此
四
家
書
法
卷
的
重
要
關
鍵
。
由

於
合
卷
遭
分
裝
是
在
項
元
汴
手
中
發
生
，

因
此
考
察
︿
停
雲
館
帖
﹀
中
所
有
宋
四
家

書
蹟
的
黃
、
項
收
藏
狀
況
或
許
可
以
拼
湊

出
此
卷
的
樣
貌
。
帖
中
收
錄
蔡
襄
書
法

︿
澄
心
堂
帖
﹀
︵
圖
四
︶
與
︿
腳
氣
帖
﹀

︵
圖
五
︶
，
兩
件
目
前
都
收
藏
在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也
都
有
項
元
汴
鈐
印
，
不
過

僅
︿
澄
心
堂
帖
﹀
上
有
黃
琳
藏
印
。
由
於

收
藏
家
在
同
卷
上
的
不
同
作
品
同
時
蓋
上

印
章
是
很
常
見
的
鈐
蓋
模
式
，
所
以
︿
渡

海
帖
﹀
前
面
很
可
能
就
是
接
蔡
襄
︿
澄
心

堂
帖
﹀
。
︿
停
雲
館
帖
﹀
收
有
黃
庭
堅
兩

帖
，
僅
有
︿
與
立
之
承
奉
書
﹀
︵
圖
六
︶

傳
世
，
幅
上
同
時
有
項
、
黃
收
藏
印
，
故

推
測
此
作
應
該
是
在
︿
渡
海
帖
﹀
後
。

米
芾
的
部
份
比
較
複
雜
。
︿
停
雲
館

帖
﹀
中
收
錄
米
芾
︿
草
書
九
帖
﹀
︵
︿
德

忱
帖
﹀
、
︿
家
計
帖
﹀
、
︿
元
日
帖
﹀
、

︿
吾
友
帖
﹀
、
︿
草
書
帖
﹀
、
︿
中
秋
詩

帖
﹀
、
︿
目
窮
帖
﹀
、
︿
奉
議
帖
﹀
、

︿
海
岱
帖
﹀
︶
，
原
為
宋
高
宗
︵
一
一

○

七

～

一
一
八
七
︶
內
府
御
藏
，
米
友
仁

︵
一○

七
四

～

一
一
五
三
︶
跋
：
﹁
右

草
書
九
帖
先
臣
芾
真
跡
。
臣
米
友
仁
鑒

定
恭
跋
。
﹂
清
初
吳
升
︽
大
觀
錄
︾
中
猶

見
九
帖
之
名
，
至
乾
隆
時
期
，
安
岐
︽
墨

緣
彙
觀
︾
已
稱
四
帖
冊
，
現
藏
於
日
本
大

阪
市
立
美
術
館
，
計
有
有
︿
元
日
帖
﹀
、

︿
吾
友
帖
﹀
、
︿
海
岱
帖
﹀
、
︿
中
秋
詩

帖
﹀
、
︿
目
窮
帖
﹀
，
裱
裝
成
一
卷
，
稱

︿
草
書
四
帖
﹀
︵
︿
中
秋
詩
帖
﹀
、
︿
目

窮
帖
﹀
計
為
一
帖
︶
。
︿
草
書
帖
﹀
︵
論

書
帖
︶
︵
圖
七
︶
與
︿
德
忱
帖
﹀
︵
致
葛

君
德
忱
尺
牘
︶
︵
圖
八
︶
墨
蹟
則
是
收
藏

於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除
了
︿
家
計
帖
﹀

與
︿
奉
議
帖
﹀
不
明
外
，
其
餘
七
件
作
品

的
邊
緣
都
鈐
有
宋
高
宗
內
府
收
藏
印
，
可

以
完
整
銜
接
起
來
，
且
中
間
無
空
隙
。
由

於
黃
琳
的
藏
印
也
能
接
起
來
，
顯
示
這
九

帖
在
黃
琳
手
中
時
確
實
還
裱
裝
在
一
起
。

雖
然
這
七
件
墨
蹟
都
缺
乏
項
元
汴
收
藏

印
，
但
︿
停
雲
館
帖
﹀
除
米
芾
︿
草
書
九

帖
﹀
外
，
並
無
收
錄
其
它
米
芾
作
品
，
若

是
詹
景
鳳
的
說
法
屬
實
，
那
︿
草
書
九

帖
﹀
應
該
就
是
接
在
黃
庭
堅
︿
與
立
之
承

奉
書
﹀
後
面
的
米
芾
作
品
。

黃
琳
所
收
藏
的
宋
四
家
合
卷
︵
︿
澄

心
堂
帖
﹀
、
︿
渡
海
帖
﹀
、
︿
與
立
之
承

奉
書
﹀
、
︿
草
書
九
帖
﹀
︶
被
摹
刻
進

︿
停
雲
館
帖
﹀
中
，
後
來
流
傳
到
項
元
汴

手
上
。
蘇
軾
︿
渡
海
帖
﹀
則
是
從
此
卷
被

分
拆
出
來
，
並
編
上
﹁
具
﹂
字
號
，
其

餘
三
家
墨
蹟
上
則
未
見
編
號
。
不
過
，
從

︿
澄
心
堂
帖
﹀
與
︿
與
立
之
承
奉
書
﹀
右

側
項
元
汴
印
章
被
裁
切
的
狀
況
看
來
，
或

許
原
先
有
編
號
也
說
不
定
。

排
在
故
書
第
一
號
的
︿
渡
海
帖
﹀
除

了
裝
裱
形
式
與
收
藏
流
傳
值
得
介
紹
外
，

圖六　宋　黃庭堅　與立之承奉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宋　米芾　草書帖　論書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宋　米芾　德忱帖　致葛君德忱尺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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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內
容
與
書
法
更
是
相
當
具
有
文
獻
與
藝

術
價
值
，
使
得
該
札
能
在
書
法
史
上
受
到

重
視
與
肯
定
。

紹
聖
四
年
︵
一○

九
七
︶
蘇
軾
以
罪

貶
往
海
南
，
至
元
符
三
年
︵
一
一○

○

︶

五
月
才
詔
徙
廉
州
，
此
札
書
於
六
月
十
三

日
，
也
就
是
渡
海
前
七
日
︵
︿
六
月
二
十
日

夜
渡
海
﹀
詩
︶
，
當
時
他
在
澄
邁
︵
海
南
島

北
面
︶
準
備
渡
海
北
上
，
也
作
了
︿
澄
邁

驛
通
潮
閣
二
首
﹀
等
詩
。
帖
中
﹁
夢
得
﹂

乃
是
趙
夢
得
，
他
對
流
落
海
南
的
蘇
軾
相

當
照
顧
，
還
曾
經
為
蘇
軾
奔
走
中
州
探
望

家
屬
。
蘇
軾
與
這
位
友
人
交
往
甚
密
，
不

僅
曾
題
其
澄
邁
住
所
二
亭
﹁
清
斯
﹂
、

﹁
舞
琴
﹂
，
還
書
寫
陶
淵
明
、
杜
甫
詩
及

舊
作
數
十
紙
贈
之
。
︵
註
二
︶

由
於
蘇
軾
路

過
澄
邁
時
，
趙
夢
得
正
好
北
行
，
才
會
留

下
此
札
交
給
他
的
兒
子
，
期
許
能
在
海
康

︵
廣
東
雷
州
市
︶
相
遇
，
否
則
﹁
未
知
後

會
之
期
﹂
。
蘇
軾
此
語
露
出
些
許
無
奈
，

似
乎
也
預
示
他
隔
年
七
月
的
過
世
。
雖
然

短
短
數
語
，
字
裡
行
間
卻
充
分
流
露
出
兩

人
深
厚
情
誼
，
可
說
是
一
件
情
意
真
摯
的

書
蹟
。除

了
真
情
的
流
露
，
此
作
的
外
觀
與

書
法
都
與
蘇
軾
其
他
墨
蹟
不
同
，
有
著
極

明
顯
的
差
異
。
︵
註
三
︶

由
於
毛
筆
工
具

的
因
素
，
使
得
︿
渡
海
帖
﹀
的
線
條
周
圍

出
現
較
多
破
鋒
與
分
岔
，
起
收
筆
與
轉
折

處
更
是
帶
有
許
多
尖
細
渣
點
，
讓
線
條
質

感
更
加
粗
曠
質
樸
。
除
了
毛
筆
上
的
不
講

究
，
全
作
用
筆
也
是
率
意
而
不
加
修
飾
，

故
而
線
條
益
顯
蒼
勁
老
辣
，
結
字
上
則
是

隨
心
所
欲
，
為
其
平
生
灑
脫
之
作
。
乾
隆

皇
帝
大
字
﹁
見
真
率
﹂
，
雖
然
與
本
幅
不

甚
搭
配
，
不
過
卻
是
蘇
軾
此
札
的
完
美
註

記
，
完
全
道
出
此
札
的
特
色
。

此
帖
儘
管
風
格
獨
特
，
不
過
很
多
細

微
處
還
是
可
以
與
蘇
軾
其
他
作
品
連
貫
起

來
，
甚
至
是
早
年
書
蹟
。
︵
表
一
︶
表
中

的
﹁
下
﹂
、
﹁
万
﹂
、
﹁
重
﹂
、
﹁
不
﹂

字
的
結
字
方
式
與
書
寫
角
度
。
﹁
尉
﹂
與

﹁
府
﹂
的
豎
鉤
寫
法
，
豎
畫
的
藏
鋒
起
筆

與
從
底
部
圓
弧
鉤
出
的
用
筆
。
﹁
念
﹂
與

﹁
會
﹂
的
撇
、
捺
姿
態
，
﹁
心
﹂
字
橫
鉤

的
寫
法
，
及
﹁
見
﹂
字
末
筆
的
書
寫
習

慣
。
從
對
比
中
可
以
發
現
蘇
軾
在
書
寫
時

有
許
多
獨
特
的
慣
性
，
而
且
從
年
輕
到
老

都
沒
有
改
變
。

蘇
軾
書
風
的
發
展
可
以
黃
州
時
期
為

註
釋

1. 

朱
惠
良
，
︿
宋
代
冊
頁
中
的
尺
牘
書

法
﹀
，
收
於
李
玉
珉
、
許
郭
璜
，
︽
宋
代

書
畫
冊
頁
名
品
特
展
︾
，
臺
北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一
九
九
五
，
頁
一
四
；
彭
礪

志
，
︿
尺
牘
書
法—

從
形
制
到
藝
術
﹀
，

吉
林
大
學
博
士
論
文
，
二○

○

六
，
頁

六
二—

六
三
。

2. 

︵
宋
︶
周
必
大
︿
記
趙
夢
得
事
﹀
，
︽
二
老

堂
詩
話
︾
，
百
部
叢
書
集
成
，
臺
北
：
藝

文
印
書
館
，
一
九
六
六
，
冊
一
六
二
，
頁

一
五
。

3. 

亦
有
學
者
將
此
作
特
殊
風
格
誤
判
為
偽

作
，
且
將
﹁
夢
得
﹂
誤
訂
為
葉
夢
得
，
詳

見
佘
城
，
︿
從
個
人
風
格
來
探
討
一
件
偽

蘇
軾
法
書
﹀
，
︽
中
華
民
國
建
國
八
十
年

中
國
藝
術
文
物
討
論
會
論
文
集
．
書
畫

︵
下
︶
︾
，
臺
北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一
九
九
二
，
頁
六
二
七—

六
六○

。

分
水
嶺
，
時
間
上
恰
好
與
其
生
涯
的
重
大

打
擊
相
吻
合
。
早
年
學
習
︿
蘭
亭
序
﹀
與
徐

浩
，
故
而
導
致
其
書
風
﹁
姿
媚
﹂
。
︵
︽
豫

章
黃
先
生
文
集
︾
卷
二
九
︶
不
過
，
他
本
人
並

不
喜
歡
被
關
聯
到
﹁
姿
媚
﹂
的
徐
浩
，
他
指

出
：
﹁
歐
陽
叔
弼
謂
：
﹃
余
書
大
似
李
北

海
。
﹄
余
亦
自
覺
其
然
！
世
或
以
余
書
似

徐
浩
者
，
非
也
！
﹂︵
︽
珊
瑚
網
︾
卷
二
四
︶
強

調
自
己
與
李
邕
比
較
接
近
的
。
蘇
軾
黃
州

時
期
以
後
的
書
法
，
黃
庭
堅
認
為
不
易
模

仿
，
除
了
﹁
掣
筆
極
有
力
﹂
，
更
因
為
﹁
老

重
下
筆
，
沉
著
痛
快
似
顏
魯
公
、
李
北
海

處
，
遂
無
一
筆
可
尋
﹂
。
︵
︽
山
谷
別
集
︾

卷
十
︶為

了
擺
脫
﹁
姿
媚
﹂
的
問
題
，
蘇
軾

在
書
法
上
做
了
相
當
大
改
變
，
才
形
成
自

己
的
特
殊
面
貌
。
最
明
顯
就
是
運
筆
的
動

作
，
一
改
平
順
流
暢
的
行
筆
，
採
用
抑
揚

頓
挫
的
節
奏
，
完
全
將
運
筆
用
力
的
狀
態

表
現
於
線
條
上
。
如
此
所
書
寫
出
的
筆
畫

線
條
質
感
豐
厚
且
韻
律
分
明
，
可
以
說
是

蘇
軾
成
熟
書
風
的
重
要
特
色
。
早
年
善
用

筆
鋒
，
運
用
筆
尖
的
輕
靈
起
筆
方
式
也
逐

漸
轉
變
成
藏
鋒
或
是
勁
利
落
筆
，
這
兩
種

方
式
都
大
大
地
加
強
了
線
條
力
度
。
撇
、

捺
、
鉤
等
容
易
流
於
俗
媚
的
側
鋒
用
筆
，

蘇
軾
也
都
加
以
改
進
。
撇
筆
末
端
的
出

鋒
，
不
採
傳
統
寫
法
，
而
是
將
力
量
貫
穿

至
底
，
甚
至
有
時
還
會
再
加
重
力
量
，
如

﹁
今
﹂
、
﹁
夢
﹂
、
﹁
万
﹂
、
﹁
禱
﹂
。

﹁
封
﹂
、
﹁
挍
﹂
等
字
刻
意
加
強
的
豎

鉤
，
都
讓
觀
者
感
受
到
一
股
勁
道
。

﹁
我
書
意
造
本
無
法
，
點
畫
信
手
煩

推
求
﹂
︵
︿
石
蒼
舒
醉
墨
堂
﹀
︶
可
說
是
蘇

軾
書
法
創
作
理
念
的
總
結
。
面
對
自
己
書

風
的
發
展
變
化
與
呈
現
，
蘇
軾
並
非
渾
然

不
知
，
他
指
出
：
﹁
吾
書
雖
不
甚
精
，
然

自
出
新
意
，
不
踐
古
人
，
是
一
快
也
！
﹂

︵
︽
蘇
軾
文
集
︾
卷
六
九
︶
而
︿
渡
海
帖
﹀

正
是
一
件
能
夠
完
全
體
現
蘇
軾
創
作
觀
的

重
要
作
品
。

風
格
殊
異
的
︿
渡
海
帖
﹀
，
不
僅

完
整
封
存
著
蘇
軾
真
摯
的
情
性
，
也
完

美
演
示
著
他
對
書
法
創
作
的
理
念
與
成

就
。
當
然
，
此
軸
獨
特
的
收
藏
史
與
裝

裱
歷
程
也
很
耐
人
尋
味
。
一
紙
寫
給
趙
夢

得
的
日
常
書
信
，
在
趙
家
呵
護
下
成
為
珍

貴
書
法
墨
蹟
。
到
了
明
代
，
此
札
成
為
黃

琳
的
收
藏
，
而
且
與
其
他
三
家
書
蹟
裱
裝

成
一
卷
。
稍
後
，
項
元
汴
又
將
此
札
獨
立

出
來
，
並
編
上
﹁
具
﹂
字
號
，
使
此
作
成

為
傳
世
不
多
的
項
氏
千
文
編
號
中
一
員
。

進
入
清
宮
後
，
此
札
由
於
受
到
乾
隆
皇
帝

的
寶
愛
，
被
改
裝
成
目
前
的
立
軸
形
式
，

並
題
上
﹁
見
真
率
﹂
三
字
。
最
終
，
︿
渡

海
帖
﹀
軸
與
其
它
珍
貴
文
物
一
同
渡
海
來

臺
，
並
且
在
重
新
編
號
的
過
程
中
跋
得
頭

籌
，
成
為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中
的
﹁
故
書

○
○
○
○
○

一
﹂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書
畫
處

〈北游帖〉

〈渡海帖〉

〈北游帖〉

〈渡海帖〉

表一　蘇軾早晚期書寫習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