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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明　

劉
珏　

︿
與
啟
南
賢
親
書
﹀

︵
圖
一
︶

 

昨
以
愛
日
堂
圖
，
求
一
揮
灑
，
以
酬
索

者
。
因
知
吉
禮
，
匆
匆
，
未
可
催
促
。

今
已
得
暇
，
望
一
揮
幸
甚
。
聞
閤
下
與

武
功
處
往
覆
剳
子
其
善
，
乞
擲
付
去
，

手
一
觀
尤
幸
。
啟
南
賢
親
閤
下
。
珏

奉
。

四
件
沈
周
相
關
書
札

陳
階
晉

作
者
劉
珏
︵
一
四
一○

∼

一
四
七 

二
︶
，
字
廷
美
，
號
元
庵
，
江
蘇
長
洲

人
。
能
詩
工
書
，
善
山
水
，
得
元
代
文
人

畫
家
吳
鎮
諸
人
遺
意
，
是
明
初
甚
具
影
響

的
山
水
畫
家
。
劉
珏
年
長
沈
周
十
七
歲
，

其
子
娶
沈
周
之
姐
為
妻
，
二
人
是
為
姻

親
，
故
札
末
稱
沈
為
﹁
啟
南
賢
親
﹂
。
此

幅
出
自
明
代
文
徵
明
所
選
集
，
子
文
彭
、

文
嘉
摹
勒
的
︽
停
雲
館
法
帖
︾
，
原
書
蹟

雖
下
落
不
明
，
但
見
結
體
正
欹
大
小
錯

落
，
運
筆
馳
緩
隨
意
，
佈
局
疏
密
互
見
，

書
風
自
然
奔
放
。 

在
此
尺
牘
中
，
劉
珏
想
請
沈
周
為

之
作
畫
︿
愛
日
堂
圖
﹀
，
然
因
是
日
逢

吉
禮
，
不
好
意
思
催
促
。
隔
天
，
即
迫
不

及
待
地
說
：
﹁
今
已
得
暇
，
望
一
揮
幸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本
年
度
規
劃
的
書
畫
特
展
為
﹁
明
四
大
家
﹂
，
依
季
分
別
推
出
沈
周
、
文
徵

明
、
唐
寅
、
仇
英
等
四
人
書
畫
名
蹟
；
沈
周
名
列
四
家
之
首
，
一
直
以
來
被
視
為
吳
派
領
袖
。
家

學
淵
源
深
厚
的
沈
周
，
自
小
生
長
於
充
滿
文
藝
氣
息
的
家
庭
，
沈
氏
家
族
幾
代
雅
好
文
藝
，
廣
交

賢
能
達
識
之
輩
，
家
中
經
常
高
朋
滿
座
，
沈
周
生
平
亦
與
吳
越
知
名
人
士
多
所
交
遊
。
文
人
之
間

的
書
信
往
來
內
容
，
向
來
被
視
為
探
求
其
交
遊
生
活
的
絕
佳
史
料
，
此
次
特
展
中
選
有
四
件
相
關

沈
周
的
書
法
尺
牘
，
作
者
除
了
沈
周
本
人
以
外
，
另
有
劉
珏
、
吳
寬
、
李
應
禎
三
人
，
本
文
擬
藉

由
四
封
信
札
作
品
的
介
紹
，
約
略
勾
勒
出
其
彼
此
之
間
交
遊
脈
絡
與
師
友
情
誼
的
概
貌
。

明　沈周　畫芝蘭玉樹　沈周題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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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
。
﹂
據
說
劉
極
愛
沈
畫
，
每
與
之
晤

面
，
皆
強
之
作
畫
，
展
件
中
尚
見
︿
畫
山

水
﹀
一
幅
，
即
沈
周
為
劉
珏
所
作
，
沈
周

題
跋
言
：
﹁
廷
美
不
以
予
拙
惡
見
鄙
，
每

一
相
覩
，
輒
牽
挽
需
索
，
不
問
醒
醉
冗

暇
、
風
雨
寒
暑
，
甚
至
張
燈
亦
強
之
。
﹂

︵
圖
二
︶
兩
件
作
品
對
照
之
下
，
更
可
印

證
渴
求
之
說
，
所
傳
不
虛
。

位
，
亦
擅
長
詩
文
書
畫
，
因
此
甚
得
蘇
州

文
士
景
仰
，
他
常
發
起
雅
集
酬
唱
、
遊
歷

山
水
，
對
於
當
時
蘇
州
藝
文
團
體
的
形

成
，
有
所
貢
獻
。
劉
珏
與
徐
有
貞
交
情
深

厚
，
天
順
八
年
︵
一
四
六
四
︶
，
劉
珏
致

仕
歸
居
相
城
，
據
吳
寬
︿
完
庵
詩
集
序
﹀

稱
﹁
當
時
所
與
倡
和
者
，
武
功
徐
公
︵
有

貞
︶
，
參
政
祝
公
︵
顥
，
祝
允
明
祖
父
︶

及
隱
士
沈
石
田
數
人
而
已
。
﹂
︵
註
一
︶

劉

珏
與
沈
周
介
乎
亦
師
亦
友
，
又
為
姻
親
，

以
輩
分
論
，
劉
珏
當
屬
父
執
輩
，
然
兩
人

卻
為
忘
年
之
交
，
過
往
甚
密
，
經
常
相
約

出
遊
，
互
贈
題
畫
詩
，
沈
周
畫
學
深
受
其

影
響
。
成
化
八
年
︵
一
四
七
二
︶
劉
珏
病

故
，
沈
周
作
︿
哭
劉
完
庵
詩
﹀
，
︵
註
二
︶

痛
悼
知
己
之
失
，
交
情
之
深
，
可
見
一

斑
。

明　

沈
周　

︿
致
應
龍
先
生
親

誼
﹀
︵
圖
三
︶

 

兩
辱
枉
顧
，
足
仞
雅
愛
。
又
辱
佳
章
繼

至
。
別
來
多
在
病
鄉
寥
落
，
無
以
為
懷

得
歡
。
且
半
年
三
病
，
詩
未
能
請
教
，

并
酬
勤
勤
耳
。
大
參
張
先
生
聞
小
恙
，

不
識
平
復
否
？
中
吳
紀
聞
，
曾
檢
得
出

否
？
薛
公
所
得
山
谷
書
無
恙
否
？
于
林

行
促
，
草
草
奉
問
，
不
宣
。
眷
末
沈
周

再
拜
。
應
龍
先
生
親
誼
足
下
。

此
為
沈
周
寫
予
黃
雲
的
信
札
。
黃

雲
，
字
應
龍
，
蘇
州
府
崑
山
人
，
約
活

動
於
明
成
化
、
正
德
年
間
，
弘
治
中
以
歲

貢
授
瑞
州
訓
導
，
詩
文
書
藝
皆
爲
時
所

重
，
嘗
與
沈
周
、
文
徵
明
等
吟
詠
酬
唱
，

︵
一
五○

二
︶
夏
五
月
曾
為
薛
氏
作
︿
一

塢
楊
梅
圖
﹀
︵
安
徽
省
博
物
館
藏
︶
。

︽
石
田
詩
選
︾
中
亦
錄
有
︿
薛
堯
卿
場
中

卷
短
策
長
莫
錄
被
枉
黜
﹀
、
︿
送
薛
堯
卿

漫
遊
言
登
泰
山
謁
孔
林
而
迤
邐
求
仙
海

上
﹀
等
詩
作
，
二
人
交
誼
可
見
。
而
﹁
山

谷
書
﹂
，
則
是
深
受
沈
周
、
黃
雲
推
崇
之

北
宋
黃
庭
堅
書
法
，
此
二
人
均
力
學
山
谷

書
風
，
算
是
同
好
，
因
有
是
語
。
黃
雲
其

實
也
是
明
代
著
名
書
畫
收
藏
家
之
一
，
曾

藏
有
五
代
巨
然
︿
廬
山
圖
﹀
、
︵
註
三
︶

宋

吳
說
︿
游
絲
書
﹀
︵
註
四
︶

及
宋
高
宗
︿
敕

岳
飛
殺
賊
手
詔
﹀
等
，
後
者
為
賊
所
盜
，

沈
周
還
為
之
作
詩
安
慰
。
︵
註
五
︶

又
，

沈
周
書
畫
上
常
見
鈐
﹁
白
石
翁
﹂
一
印
，

據
稱
黃
雲
於
成
化
二
十
年
︵
一
四
八
四
︶

造
訪
沈
周
居
所
時
，
曾
於
其
畫
竹
題
詩
一

首
，
云
﹁
千
畝
何
嘗
貯
在
胸
，
出
塵
標
格

有
仙
風
。
疏
髯
短
鬢
俱
成
雪
，
消
得
人
稱

白
石
翁
。
﹂
︵
註
六
︶

沈
周
見
之
欣
然
，

遂
改
號
﹁
白
石
翁
﹂
，
由
是
知
之
﹁
白
石

翁
﹂
之
稱
呼
與
黃
雲
有
所
關
聯
。
此
︿
致

應
龍
先
生
親
誼
﹀
尺
牘
雖
無
年
款
，
前
述

之
張
穆
亡
於
一
四
八
七
年
，
可
知
此
札
為

沈
周
六
十
歲
以
前
的
所
書
，
書
風
在
兼
具

文
章
宗
蘇
軾
，
書
法
得
黃
山
谷
筆
意
。
由

書
札
中
所
言
可
以
得
知
，
沈
、
黃
二
人
經

常
有
詩
文
往
來
，
而
當
時
沈
周
半
載
之
間

即
患
疾
三
次
，
心
情
鬱
悶
寥
落
，
然
仍
不

忘
關
心
其
他
友
人
近
況
。
先
是
關
心
﹁
大

參
張
先
生
﹂
的
病
況
，
此
人
應
是
指
張
穆

︵
一
四
一
五∼

一
四
八
七
︶
。
張
穆
，
字

敬
之
，
正
統
四
年
︵
一
四
三
九
︶
進
士
，

與
兄
和
同
登
進
士
，
授
行
在
工
部
主
事
，

改
刑
部
，
歷
員
外
郎
、
郎
中
。
天
順
元

年
︵
一
四
五
七
︶
擢
山
東
副
使
兼
理
學

政
，
成
化
初
進
浙
江
參
政
，
因
稱
之
﹁
大

參
﹂
。
沈
周
︽
石
田
集
先
生
︾
中
亦
錄
有

︿
贈
張
大
參
敬
之
﹀
七
言
律
詩
一
首
，
可

茲
二
人
交
遊
憑
藉
。
據
朱
存
理
︽
珊
瑚
木

難
︾
所
記
：
﹁
經
伏
波
神
祠
。
︙
此
巻
昆

山
張
大
參
敬
之
物
，
今
歸
沈
石
田
氏
。
﹂ 

可
知
張
穆
曾
收
藏
過
書
蹟
名
品—

北
宋
黃

庭
堅
書
︿
經
伏
波
神
祠
﹀
︵
今
藏
於
日
本

東
京
永
青
文
庫
，
被
日
本
政
府
指
定
為
重

要
文
化
財
。
︶
該
作
後
來
歸
沈
周
所
有
。

此
外
，
尺
牘
中
還
提
及
﹁
薛
公
所
得

山
谷
書
﹂
一
語
，
﹁
薛
公
﹂
者
當
是
指
時

人
薛
章
憲
。
薛
氏
，
字
堯
卿
，
自
號
浮
休

居
士
，
江
陰
人
。
沈
周
曾
於
弘
治
十
五
年

圖一　 明　劉珏　與啟南賢親書　明停雲館法帖第10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明　沈周　畫山水　局部　沈周題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明　沈周　致應龍先生親誼　元明書翰第62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另
，
札
中
﹁
武
功
﹂
所
指
，
當
是

蘇
州
文
壇
前
輩
之
徐
有
貞
︵
一
四○

七

∼

一
四
七
二
︶
，
乃
祝
允
明
︵
一
四
六

○
∼

一
五
二
六
︶
外
祖
父
，
其
侄
孫
女

則
嫁
沈
周
之
子
沈
雲
鴻
，
與
沈
周
屬
姻
親

關
係
。
徐
為
進
士
出
身
，
在
英
宗
復
辟
中

有
其
地
位
，
官
至
內
閣
首
輔
，
著
有
︽
武

功
集
︾
，
人
稱
徐
武
功
。
徐
有
貞
曾
居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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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札
為
吳
寬
︵
一
四
三
五∼

一
五

○

四
︶
寫
給
沈
周
的
書
信
，
內
容
述
及
沈

周
患
病
﹁
苦
於
丹
毒
﹂
，
吳
寬
希
望
他
好

好
調
理
身
體
，
並
入
城
以
便
就
醫
。
沈

周
身
體
或
許
不
甚
康
健
，
經
常
為
疾
所

苦
，
可
與
上
封
尺
牘
兩
相
呼
應
。
吳
寬
，

字
原
博
，
號
匏
庵
，
長
洲
︵
今
江
蘇
蘇

州
︶
人
。
吳
寬
小
沈
周
八
歲
，
二
人
交

情
最
為
深
厚
，
彼
此
視
為
知
己
，
文
末
以

﹁
契
兄
﹂
、
﹁
契
弟
﹂
互
稱
。
成
化
壬
辰

︵
一
四
七
二
︶
年
吳
寬
進
士
及
第
，
狀

元
，
會
試
、
廷
試
皆
第
一
，
沈
周
有
詩

︿
喜
吳
原
博
及
第
﹀
為
賀
。
其
後
官
位
日

顯
，
嘗
為
禮
部
尚
書
，
卒
贈
太
子
太
保
，

諡
文
定
。
吳
寬
為
人
溫
厚
篤
實
，
甚
得
人

望
，
博
學
擅
詩
文
，
富
收
藏
且
精
鑑
賞
。

其
亦
工
書
法
，
清
顧
復
︽
平
生
壯
觀
︾

云
：
﹁
明
初
書
學
沈
︵
度
︶
、
宋
︵
克
︶

遞
相
祖
述
，
遂
成
濫
殤
。
匏
菴
矯
其
弊

而
師
子
瞻
，
始
終
不
易
。
可
云
耐
久
交

矣
。
﹂
即
言
吳
寬
︵
匏
菴
︶
書
一
味
私
淑

蘇
軾
︵
子
瞻
︶
。
明
人
稱
讚
吳
寬
書
法

﹁
貴
在
起
雅
去
俗
﹂
︵
註
七
︶

，
可
見
吳

寬
書
法
在
當
時
不
流
於
俗
。
此
件
書
札
書

風
端
莊
淳
樸
，
凝
重
厚
實
，
明
顯
師
承
東

坡
筆
意
，
與
摯
友
沈
周
晚
年
致
力
山
谷
行

楷
，
二
人
一
蘇
一
黃
，
各
擅
風
流
雅
趣
。

吳
寬
雖
長
年
在
朝
為
官
，
但
與
蘇

州
文
士
往
來
不
斷
，
或
因
官
居
高
位
，

常
有
人
將
蘇
州
知
名
藏
品
或
沈
周
新
作

等
帶
至
北
京
，
請
其
題
識
以
抬
身
價
，

︽
家
藏
集
︾
中
近
三
百
篇
的
題
跋
，
可
見

其
擅
長
於
書
畫
賞
鑒
。
沈
周
最
珍
愛
的
林

逋
︿
手
札
二
帖
﹀
不
但
請
其
於
成
化
十
四

年
︵
一
四
七
八
︶
題
識
︵
圖
五
︶
，
之
後

並
讓
他
帶
至
京
中
，
轉
求
諸
名
公
題
跋
。

沈
周
、
吳
寬
二
人
唱
酬
頻
頻
，
詩
文
見
於

秀
麗
、
寬
綽
中
又
帶
點
拙
意
。
黃
雲
題
跋

書
法
，
尚
見
於
此
次
展
件
中
的
︿
明
人
釣

月
亭
圖
卷
﹀
。

明　

吳
寬　

︿
致
啟
南
契
兄
先

生
﹀
︵
圖
四
︶

 

雅
愛
所
及
，
感
感
。
座
間
道
吾
兄
苦
於

丹
毒
，
不
覺
為
之
惘
然
。
計
此
時
已
好

未
，
幸
善
調
理
將
息
，
勿
為
過
勞
也
。

詩
社
寥
寥
，
專
俟
入
城
。
貴
體
倘
未
全

愈
，
就
醫
亦
便
。
望
照
諒
。
契
弟
吳
寬

頓
首
。
啟
南
契
兄
先
生
執
事
。

吳
之
︽
家
藏
集
︾
和
沈
之
︽
石
田
詩
選
︾

者
甚
多
。
展
件
之
明
沈
周
︿
畫
芝
蘭
玉

樹
﹀
︵
圖
六
︶
、
︿
崇
山
修
竹
﹀
上
亦
見

吳
寬
題
跋
；
︿
畫
杏
林
飛
燕
﹀
扇
面
︵
圖

七
︶
，
款
署
﹁
沈
周
戲
墨
﹂
，
另
有
題
識

﹁
胡
師
閔
為
匏
菴
老
先
生
書
﹂
，
可
知
此

畫
扇
曾
為
吳
寬
所
藏
。

明　

李
應
禎　

︿
致
秋
堂
學
諭
先

生
﹀
︵
圖
八
︶

 

伏
承
︵
二
字
半
缺
︶
寵
惠
春
風
樓
高

作
，
病
中
未
得
拜
謝
，
悚
息
悚
息
。
奉

去
薄
禮
，
少
旌
微
意
。
不
罪
浼
瀆
，
笑

留
是
幸
。
京
中
倡
和
二
卷
，
幷
近
日
啟

南
贈
行
詩
畫
，
都
借
一
閱
。
至
叩
。
應

禎
再
拜
。
秋
堂
學
諭
先
生
執
事
。

李
應
禎
︵
一
四
三
一∼

一
四
九 

三
︶
，
名
甡
，
字
應
禎
，
以
字
行
，
晚

字
貞
伯
，
長
洲
人
，
景
泰
癸
酉
︵
一
四 

五
二
︶
年
舉
人
，
授
中
書
舍
人
，
官
至
太

僕
寺
少
卿
。
據
︽
明
史
︾
載
：
﹁
一
日
帝

命
書
佛
經
，
辭
不
應
，
且
上
章
曰
：
臣
聞

為
天
下
國
家
有
九
經
，
未
聞
有
佛
經
也
。

帝
大
怒
，
撻
于
廷
，
因
罷
殿
直
。
﹂
可
知

其
性
格
剛
峻
，
不
畏
權
勢
，
為
人
耿
直
。

圖四　明　吳寬　致啟南契兄先生　元明書翰第61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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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李
應
禎
在
信
札
中
有
意
借
閱
的
﹁
近

日
啟
南
贈
行
詩
畫
﹂
，
啟
南
即
為
沈
周
。

他
小
沈
周
四
歲
，
好
古
博
學
，
精
通
書

法
，
明
王
世
貞
︵
一
五
二
六∼

一
五
九

○

︶
於
其
︽
弇
州
續
稿
︾
云
：
﹁
先
生

︵
李
應
禎
︶
以
書
開
吳
中
墨
池
，
其
脕
法

甚
勁
，
結
體
甚
密
，
而
不
取
師
古
，
往
往

誚
吳
興
已
為
奴
書
。
﹂
指
李
氏
不
喜
仿
習

古
人
，
曾
譏
評
趙
孟
頫
︵
一
二
五
四∼

一
三
二
二
︶
為
奴
書
，
可
謂
批
評
趙
書
之

先
驅
。
不
過
，
觀
此
尺
牘
通
篇
揮
灑
自

如
，
雍
容
大
度
，
但
書
風
卻
仍
見
帶
有
些

許
子
昂
筆
意
，
可
見
時
代
流
風
所
及
，
人

所
不
免
，
倒
是
令
人
莞
爾
。
李
應
禎
之

真
、
行
、
草
、
隸
皆
入
品
格
，
前
述
林
逋

︿
手
札
二
帖
﹀
之
前
附
葉
篆
書
﹁
和
靖
處

士
真
跡
﹂
︵
圖
九
︶
，
亦
李
應
禎
所
題
，

力
感
遒
勁
，
別
具
面
貌
。
書
家
祝
允
明

︵
一
四
六○

∼

一
五
二
六
︶
為
其
女
婿
，

文
徵
明
︵
一
四
七○

∼

一
五
五
九
︶
則
是

其
書
法
學
生
。
李
應
禎
與
沈
周
、
吳
寬
等

並
為
引
導
蘇
州
書
壇
隆
盛
之
先
驅
。

此
外
，
李
應
禎
癡
迷
鑒
藏
，
名
聞

蘇
州
，
其
所
寓
目
之
書
蹟
名
品
者
，
據

稱
有
鍾
繇
︿
薦
季
直
表
﹀
、
顏
真
卿
︿
劉

中
使
帖
﹀
︵
本
院
藏
︶
、
黃
庭
堅
︿
經

伏
波
神
祠
﹀
等
。
文
徵
明
的
父
親
文
林

︵
一
四
四
五∼

一
四
九
九
︶
說
他
：
﹁
精

識
古
書
畫
、
購
榻
名
賢
畫
像
及
金
石
書

刻
，
不
厭
勤
劇
。
官
歷
三
十
年
家
無
餘

貲
。
死
之
日
，
惟
書
數
千
卷
而
已
。
﹂
︵
註

八
︶

李
氏
任
官
多
年
，
亡
故
後
卻
身
無
恆

產
，
僅
存
書
數
千
卷
留
存
身
邊
，
喪
葬
之

事
還
是
靠
沈
周
、
史
鑑
︵
沈
周
親
家
︶
、

文
林
、
文
徵
明
等
蘇
州
文
友
為
之
經
紀
。

又
，
此
札
之
收
信
人
﹁
秋
堂
學
諭
先

生
﹂
為
何
者
？
以
往
少
見
論
及
。
觀
得
沈

周
︽
石
田
先
生
集
︾
中
也
錄
有
︿
題
畫
與

陳
秋
堂
別
﹀
、
︿
陳
秋
堂
寄
翫
月
登
樓
二

作
與
史
西
村
﹀
等
詩
作
。
按
︽
乾
隆
寧
德

縣
志
︾
記
載
，
陳
震
︵
生
卒
年
不
詳
︶
，

字
起
東
，
號
秋
堂
。
江
蘇
長
洲
︵
今
蘇

州
︶
舉
人
，
授
山
東
濟
陽
訓
導
任
，
成
化

五
年
︵
一
五
六
九
︶
陞
任
福
建
寧
德
教

諭
，
長
於
詩
，
為
文
健
而
有
體
，
與
同

郡
狀
元
吳
寬
友
善
，
著
有
︽
秋
堂
集
︾
行

世
。
︵
註
九
︶

明
代
縣
設
﹁
縣
儒
學
﹂
，
乃

一
縣
之
最
高
教
育
機
關
，
內
僅
設
教
諭
一

人
，
另
設
訓
導
數
人
。
陳
震
聲
譽
頗
嘉
，

縣
志
因
載
之
。
吳
寬
︽
家
藏
集
︾
中
也
有

多
首
記
陳
震
之
詩
或
詩
序
，
如
︿
送
陳
起

東 

諭
寧
德
詩
序
﹀
、
︿
陳
起
東
赴
官
閩

中
為
題
松
圖
﹀
等
，
由
是
知
之
二
人
是
幼

年
好
友
且
為
同
學
，
年
齡
應
是
相
仿
。
而

﹁
秋
堂
學
諭
先
生
﹂
當
即
陳
震
。
︽
石
田

先
生
集
︾
中
尚
見
︿
送
陳
啟
東
諭
學
衢
之

江
山
﹀
︿
送
陳
啟
東
司
訓
濟
陽
﹀
、
︿
和

陳
起
東
司
訓
見
寄
韻
﹀
、
︿
陳
啟
東
校
文

浙
省
仍
還
濟
陽
﹀
、
︿
中
秋
對
月
懷
陳
起

東
﹀
、
︿
送
陳
啟
東
諭
學
衢
之
江
山
﹀
、

︿
題
陳
啟
東
竹
卷
﹀
等
多
首
，
﹁
起
﹂
與

註
釋

1.   

︵
明
︶
吳
寬
，
︿
完
菴
詩
集
序
﹀
，
︽
家
藏

集
︾
︵
文
淵
閣
四
庫
全
書
本
︶
，
卷
四
四
，

頁
十
七
。

2.  

︵
明
︶
沈
周
，
︿
哭
劉
完
庵
﹀
，
︽
石
田

先
生
集
︵
二
︶
︾
，
收
錄
於
︽
明
代
藝
術

家
彙
刊
︾
，
臺
北
：
國
立
中
央
圖
書
館
，

一
九
六
八
， 

頁
六
五
八—

六
五
九
。

3.  

︵
明
︶
文
徵
明
，
︿
題
黃
應
龍
所
藏
巨
然
廬

山
圖
﹀
，
︽
甫
田
集
︾
︵
文
淵
閣
四
庫
全
書

本
︶
，
卷
三
，
頁
六
。

4.  

︵
明
︶
都
穆
，
︿
崑
山
黃
應
龍
藏
吳
傅
朋
游

絲
書
﹀
，
︽
寓
意
編
︾
︵
文
淵
閣
四
庫
全
書

本
︶
，
頁
三—

四
。

5.  

︵
明
︶
沈
周
，
︿
黃
應
龍
失
去
思
陵
勑
岳
飛
殺

賊
手
詔
﹀
，
︽
石
田
詩
選
︾
︵
文
淵
閣
四
庫

全
書
本
︶
，
卷
八
，
頁
三
四—

三
五
。

6.  

︵
清
︶
錢
謙
益
撰
，
︽
石
田
先
生
事
略
︾
，

收
錄
於
︽
筆
記
小
說
大
觀
四
十
二
編
︾
，
臺

北
：
新
興
書
局
，
一
九
八
六
，
頁
二
八
九
。

7.  

︵
明
︶
王
世
貞
：
﹁
吳
文
定
公
寛
。
真
行
體
全

法
眉
山
書
。
述
稱
不
以
書
名
。
貴
在
起
雅
去

俗
。
遇
合
作
處
真
可
嘉
尚
。
唯
不
能
作
醉
翁

表
忠
觀
體
耳
。
﹂
，
︽
弇
州
四
部
稿
︾
，
卷

一
五
四
，
頁
十
九
。

8.  

︵
明
︶
文
林
撰
，
︿
南
京
太
僕
少
卿
李
公
墓

志
銘
﹀
，
收
錄
於
︽
吳
都
文
粹
續
集
︾
︵
文

淵
閣
四
庫
全
書
本
︶
，
卷
四
十
二
，
頁
八
－

十
二
。

9.  

傳
記
見
於
︽
乾
隆
寧
德
縣
志
︾
，
收
錄
於

︽
中
國
地
方
志
集
成—

福
建
府
縣
志
輯
︾
，

上
海
出
版
社
，
二○

○
○

，
頁
七
一
四
。

﹁
啓
﹂
雖
異
字
，
應
是
同
人
，
由
此
可
推

知
沈
周
與
陳
震
之
交
情
匪
淺
。

明
代
蘇
州
文
人
嚮
往
風
雅
，
深
具

文
化
藝
術
涵
養
的
吳
門
文
士
如
沈
周
、
吳

寬
、
黃
雲
、
李
應
禎
、
史
鑑
、
祝
允
明
、

文
徵
明
等
等
，
經
常
招
朋
呼
友
詩
畫
酬

唱
、
讌
集
出
遊
，
時
而
品
賞
鑑
藏
、
談
藝

論
文
，
各
種
文
化
活
動
非
常
活
躍
。
他
們

彼
此
或
為
師
生
、
姻
親
、
世
交
、
文
友
，

形
成
錯
綜
複
雜
的
人
際
網
絡
與
團
體
，
構

築
了
成
化
、
弘
治
年
間
的
蘇
州
特
殊
人
文

環
境
。
明
人
馮
夢
禎
︵
一
五
四
八∼

一
六

○

五
︶
道
：
﹁
原
夫
尺
牘
之
為
道
，
敘
情

最
真
而
致
用
甚
博
。
本
無
師
匠
，
瑩
自
心

神
；
語
不
費
飾
，
片
辭
可
寶
；
意
不
涉

泛
，
千
言
足
述
。
﹂
尺
牘
為
人
與
人
之
間

在
思
想
、
感
情
與
訊
息
上
傳
達
溝
通
的
主

要
憑
藉
。
在
書
寫
時
意
在
抒
發
心
境
，
直

接
表
達
，
不
像
在
寫
碑
版
、
卷
軸
、
扇
面

等
作
品
般
拘
謹
慎
重
；
所
以
不
必
刻
意
於

書
法
上
之
線
條
雕
琢
、
行
氣
結
構
等
藝
術

表
現
，
寫
來
較
為
隨
性
適
意
，
自
然
呈
現

具
有
個
人
特
質
的
真
率
性
情
。
透
過
上
述

幾
件
尺
牘
作
品
，
不
但
可
以
得
見
明
代
士

人
真
率
自
然
的
書
法
之
美
，
亦
可
窺
見
圍

繞
在
沈
周
身
邊
之
明
代
文
士
們
的
社
會
生

活
樣
貌
，
與
其
交
游
的
網
絡
與
情
誼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書
畫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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