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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風滿面此心微—沈周的寫生冊與其花鳥畫風

專  輯

一
四
九
四
年
，
六
十
八
歲
的
沈
周

曾
在
︿
窗
下
獨
坐
﹀
詩
中
自
稱
﹁
漸
覺
年

捱
七
十
傍
，
聰
明
視
舊
已
茫
茫
。
﹂
感
嘆

著
自
己
年
歲
漸
增
。
但
是
，
沈
周
卻
非
自

憐
落
寞
之
人
。
同
一
年
，
沈
周
畫
成
︿
寫

生
冊
﹀
，
就
在
其
後
，
他
寫
下
﹁
我
於
蠢

春
風
滿
面
此
心
微

沈
周
的
寫
生
冊
與
其
花
鳥
畫
風

陳
韻
如

動
兼
生
植
，
弄
筆
還
能
竊
化
機
；
明
日
小

窗
孤
坐
處
，
春
風
滿
面
此
心
微
。
﹂
藉
著

這
些
畫
作
的
完
成
，
就
如
同
得
到
春
風
拂

面
，
而
於
內
心
微
微
觸
動
感
知
、
體
察
那

造
化
的
生
機
無
限
。

沈
周
︵
一
四
二
七∼

一
五○
九
︶

於
詩
書
畫
三
方
面
各
有
成
就
，
雖
未
曾
任

官
，
卻
是
當
時
蘇
州
的
文
化
名
人
。
他
的

學
生
文
徵
明
︵
一
四
七○

∼

一
五
五
九
︶

就
曾
指
出
﹁
內
自
京
師
，
遠
而
閩
浙
川

廣
，
莫
不
知
有
沈
周
先
生
也
。
﹂
︵
文
徵
明

︽
甫
田
集
︾
卷
二
八
︶

可
見
當
時
沈
周
聲
名
傳

一
四
九
四
年
，
六
十
八
歲
的
沈
周
曾
在
︿
窗
下
獨
坐
﹀
詩
中
自
稱
﹁
漸
覺
年
捱
七
十
傍
，
聰
明
視

舊
已
茫
茫
。
﹂
感
嘆
著
自
己
年
歲
漸
增
。
但
是
，
沈
周
卻
非
自
憐
落
寞
之
人
。
同
一
年
，
沈
周
畫

成
︿
寫
生
冊
﹀
，
就
在
其
後
，
他
寫
下
﹁
我
於
蠢
動
兼
生
植
，
弄
筆
還
能
竊
化
機
；
明
日
小
窗
孤

坐
處
，
春
風
滿
面
此
心
微
。
﹂
藉
著
這
些
畫
作
的
完
成
，
就
如
同
得
到
春
風
拂
面
，
而
於
內
心
微

微
觸
動
感
知
、
體
察
那
造
化
的
生
機
無
限
。

明　沈周　寫生冊　第十五開　貓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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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
之
廣
。
而
在
︽
明
史
︾
雖
將
沈
周
收
入

﹁
列
傳
．
隱
逸
﹂
，
仍
提
到
他
﹁
尤
工
於

畫
﹂
，
顯
然
沈
周
的
繪
畫
成
就
在
後
世
評

價
之
高
、
影
響
之
鉅
。
為
沈
周
撰
寫
墓
誌

銘
的
王
鏊
︵
一
四
五○

∼

一
五
二
四
︶
曾

形
容
沈
周
處
世
平
易
近
人
，
﹁
販
夫
牧
豎

持
紙
來
索
，
不
見
難
色
。
或
為
贗
作
求
題

以
售
，
亦
樂
然
應
之
。
﹂
無
論
何
種
人
都

能
來
向
他
求
畫
，
甚
至
還
有
人
拿
沈
周
偽

作
來
求
題
字
，
沈
周
也
不
回
絕
。
據
說
，

他
的
訪
客
們
早
在
天
色
未
明
，
就
已
經
絡

繹
前
來
，
﹁
每
黎
明
，
門
未
闢
，
舟
已
塞

乎
其
港
矣
。
﹂
︵
王
鏊
︽
震
澤
集
︾
卷
二
九
︶

而
沈
周
的
畫
作
亦
不
侷
限
於
山
水
，
舉
凡

﹁
峰
巒
、
煙
雲
、
波
濤
、
花
卉
、
鳥
獸
、

蟲
魚
，
莫
不
各
極
其
態
。
﹂

現
今
對
沈
周
的
山
水
畫
成
就
似

乎
掌
握
較
多
，
其
實
他
的
花
鳥
畫
風
影

響
後
世
也
十
分
深
遠
。
至
晚
明
董
其
昌

︵
一
五
五
五∼

一
六
三
六
︶
認
為
﹁
寫
生

與
山
水
不
能
兼
長⋯

我
朝
則
沈
啟
南
一
人

而
已
。
﹂
對
於
沈
周
的
這
方
面
成
就
也
讚

譽
有
加
。
在
本
院
所
藏
沈
周
︿
寫
生
冊
﹀

正
是
其
此
方
面
成
就
的
重
要
例
證
，
現
於

正
館
二○

八
陳
列
室
全
數
展
出
，
是
一
難

得
認
識
沈
周
花
鳥
畫
風
的
絕
佳
作
品
。

觀
物
之
生

沈
周
此
套
︿
寫
生
冊
﹀
計
十
六
開
，

分
別
描
繪
花
果
、
海
物
、
家
禽
、
貓
、
驢

等
日
常
所
見
之
物
，
各
開
紙
幅
高
度
相

近
︵
約
在
三
十
四
．
五
公
分
上
下
︶
，

但
寬
幅
尺
寸
略
有
不
同
︵
約
五
十
至
六
十

公
分
之
間
︶
。
每
開
畫
面
之
上
雖
無
沈

周
自
題
，
但
都
有
﹁
啟
南
﹂
鈐
印
，
現
存

畫
上
可
見
題
詩
均
為
乾
隆
皇
帝
所
題
。
畫

冊
之
前
有
副
葉
兩
開
，
以
篆
書
題
寫
﹁
觀

物
之
生
﹂
︵
圖
一
︶
四
字
。
此
一
題
書
處

雖
無
書
寫
者
款
印
，
但
有
學
者
依
據
書
風

特
色
觀
察
，
推
測
是
與
沈
周
的
好
友
李
應

禎
︵
一
四
三
一∼

一
四
九
三
︶
的
篆
書
特

色
非
常
相
近
。
︵
註
一
︶

畫
冊
後
有
副
葉

兩
開
，
一
開
為
沈
周
自
題
於
弘
治
七
年

︵
甲
寅
，
一
四
九
四
年
︶
﹁
我
於
蠢
動
兼

生
植
，
弄
筆
還
能
竊
化
機
；
明
日
小
窗
孤

坐
處
，
春
風
滿
面
此
心
微
。
戲
筆
此
冊
，

隨
物
賦
形
，
聊
自
適
閒
居
飽
食
之
興
。
若

以
畫
求
我
，
我
則
在
丹
青
之
外
矣
。
弘
治

圖一　明　沈周　寫生冊　李應禎題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明　沈周　寫生冊　沈周自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明　沈周　寫生冊　第二開　蝴蝶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明　沈周　寫生冊　第四開　荷蛙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明　沈周　寫生冊　第七開　雞冠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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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說
，
此
冊
原
為
嘉
禾
李
日
華
家
族
所

藏
，
畫
冊
上
仍
可
見
李
日
華
之
子
李
肇
亨

的
收
藏
印
。
或
許
正
是
李
日
華
在
︽
六
研

齋
筆
記
︾
︵
二
筆
卷
三
︶

提
到
﹁
客
攜
示
沈

石
田
寫
生
二
卷
，
其
一
最
妙
，
乃
晚
年
率

意
神
化
之
筆
。
﹂
的
作
品
。

無
論
李
日
華
、
董
其
昌
所
說
的
﹁
寫

甲
寅
︵
一
四
九
四
︶
。
沈
周
題
。
﹂
︵
圖

二
︶
此
段
跋
語
用
筆
灑
脫
不
羈
，
是
以
黃

庭
堅
書
風
為
基
調
而
自
創
個
人
面
目
的
沈

周
標
準
書
風
。
後
副
葉
另
一
開
則
是
高
士

奇
︵
一
六
四
五∼

一
七○

四
︶
題
於
康
熙

三
十
三
年
︵
甲
戌
，
一
六
九
四
︶
，
恰
好

是
沈
周
畫
成
之
後
兩
百
年
。
依
據
高
士
奇

生
﹂
，
與
現
代
人
比
較
熟
悉
的
靜
物
寫
生
、

戶
外
寫
生
的
涵
意
略
有
區
別
。
沈
周
自

己
就
說
他
是
﹁
戲
筆
﹂
而
成
，
﹁
隨
物
賦

形
，
聊
自
適
閒
居
飽
食
之
興
﹂
。
這
件
被
讚

為
﹁
最
妙
之
筆
﹂
是
沈
周
以
畫
筆
﹁
隨
物

賦
形
﹂
的
成
果
，
亦
即
是
他
描
繪
生
物
形

貌
的
作
品
。
在
後
人
眼
中
，
無
論
是
晚
明

的
李
日
華
，
或
者
清
初
的
高
士
奇
也
都
指

出
，
沈
周
本
人
對
此
畫
冊
的
表
現
當
十
分

滿
意
，
﹁
亦
自
以
為
不
可
復
得
﹂
。
或
許
正

因
如
此
才
會
說
出
﹁
若
以
畫
求
我
，
我
則

在
丹
青
之
外
矣
﹂
，
畫
中
物
象
雖
由
﹁
我
﹂

所
畫
，
卻
因
各
具
神
態
、
富
有
生
機
，

﹁
我
﹂
雖
說
是
已
在
丹
青
之
外
，
但
其
所

成
就
者
仍
在
﹁
我
﹂
矣
。

實
際
上
，
︿
寫
生
冊
﹀
無
論
在
構

圖
、
造
型
、
描
繪
手
法
等
，
都
有
別
出
心

裁
的
創
意
巧
思
。
畫
冊
十
六
開
依
據
題
材

可
分
為
三
類
，
第
一
開
到
第
八
開
是
水

墨
花
卉
，
第
九
開
到
第
十
一
開
為
蝦
蟹
海

物
，
第
十
二
開
至
十
六
開
則
是
家
中
禽

畜
等
。
從
水
墨
技
法
而
言
，
最
為
獨
特
之

處
在
於
沈
周
對
墨
染
效
果
的
熟
練
掌
握
。

其
中
最
為
精
采
者
，
就
是
讓
墨
色
暈
染
痕

跡
自
然
成
為
物
象
的
輪
廓
，
例
如
第
二
開

﹁
蝴
蝶
花
﹂
︵
亦
稱
鳶
尾
花
，
圖
三
︶
如

絨
毛
般
卷
曲
的
花
瓣
，
就
以
深
淺
墨
染
與

用
筆
表
現
而
出
。
在
第
四
開
﹁
荷
蛙
﹂
︵
圖

四
︶
則
改
以
水
墨
大
肆
暈
染
，
再
藉
墨
筆

之
間
的
細
微
留
白
，
巧
妙
地
形
塑
出
生
動

的
青
蛙
身
影
，
讓
跳
躍
於
荷
葉
之
上
的
水

蛙
，
似
有
若
無
地
與
荷
葉
相
依
相
生
。
這

樣
透
過
墨
染
之
間
的
布
局
配
置
而
造
成
的

留
白
，
就
如
同
一
道
道
白
色
線
條
一
般
，

完
成
了
對
物
象
的
造
型
。
在
第
七
開
﹁
雞

冠
花
﹂
︵
圖
五
︶
的
花
朵
部
分
，
以
及
第

十
一
開
﹁
蝤
蛑
﹂
︵
音
﹁
由
牟
﹂
即
海
蟹
或

蟳
，
圖
六
︶
的
蟹
螯
部
分
等
，
都
有
著
十

分
精
采
的
處
理
；
畫
家
藉
著
墨
染
之
間
的

空
隙
白
邊
即
可
有
生
動
造
型
，
將
水
墨
沒

骨
筆
法
發
揮
至
絕
佳
境
界
。
至
於
第
一
開

﹁
玉
蘭
﹂
︵
圖
七
︶
則
是
全
幅
淡
染
花
青
，

以
墨
線
勾
出
花
瓣
留
白
，
藉
而
襯
出
玉
蘭

花
朵
的
白
皙
潔
淨
；
第
十
二
開
﹁
白
鴿
﹂

︵
圖
八
︶
也
採
同
樣
的
手
法
，
將
背
景
染

色
，
再
留
白
出
白
色
羽
毛
的
鴿
子
形
象
。

圖六　明　沈周　寫生冊　第十一開　蝤蛑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明　沈周　寫生冊　第一開　玉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明　沈周　寫生冊　第十二開　白鴿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明　沈周　寫生冊　第五開　葡萄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傳宋　牧谿　寫生　卷　蘿蔔、蕃茄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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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外
又
如
第
五
開
﹁
葡
萄
﹂
︵
圖
九
︶
上
藤

蔓
的
提
頓
轉
折
猶
如
書
法
運
筆
，
而
葡
萄

則
採
深
淺
紫
色
墨
染
成
形
，
濃
淡
之
間
盡

得
葡
萄
果
實
的
渾
圓
意
趣
。

水
墨
寫
形

沈
周
的
寫
意
花
卉
全
憑
水
墨
濃
淡
的

處
理
，
無
需
施
彩
就
可
掌
握
物
象
形
貌
。

他
所
採
行
的
畫
風
淵
源
，
實
際
上
整
合
著

南
宋
以
來
的
傑
出
水
墨
墨
戲
傳
統
，
最
為

關
鍵
的
源
頭
就
是
南
宋
牧
谿
︵
法
常
︶
的

水
墨
蔬
果
畫
風
。
牧
谿
雖
在
日
本
收
藏
赫

赫
有
名
，
卻
少
為
中
國
畫
史
重
視
。
本
院

藏
一
件
︵
傳
︶
牧
谿
︿
寫
生
卷
﹀
︵
圖
十
︶

後
有
項
元
汴
題
﹁
宋
僧
法
常
，
別
號
牧

谿
。⋯

其
狀
物
寫
生
，
殆
出
天
巧
，
不
惟

肖
似
形
類
，
併
得
其
意
。
﹂
是
少
數
看
重

牧
谿
的
見
解
。
就
在
此
卷
畫
上
有
吳
寬
藏

印
，
說
明
在
項
元
汴
收
藏
之
前
曾
為
吳
寬

所
藏
。
而
北
京
故
宮
另
藏
有
一
長
卷
，
畫

偽
跋
真
，
卷
後
有
沈
周
題
跋
表
明
曾
於
吳

寬
家
中
見
過
此
卷
，
當
時
沈
周
且
稱
﹁
近

見
牧
溪
一
卷
於
匏
庵
吴
公
家
，⋯

不
施
采

色
，
任
意
潑
墨
瀋
，
儼
然
若
生
。
回
視
黃

筌
、
舜
舉
之
流
，
風
斯
下
矣
。
﹂
充
分
顯
示

對
於
牧
谿
潑
墨
筆
法
的
推
崇
。
︵
註
二
︶

實
際
上
，
不
僅
北
京
所
藏
的
牧
谿
長

卷
不
真
，
即
使
是
本
院
所
藏
的
此
件
牧
谿

︿
寫
生
卷
﹀
也
難
判
定
為
真
。
其
中
的
水

墨
筆
法
都
多
見
明
人
筆
意
，
應
屬
摹
本
而

非
南
宋
之
作
。
︵
註
三
︶

而
無
論
牧
谿
水
墨

花
鳥
真
實
面
貌
為
何
，
沈
周
所
能
掌
握
的

應
是
這
類
流
傳
當
時
的
牧
谿
︿
寫
生
卷
﹀

畫
風
。
然
而
沈
周
並
未
受
到
牧
谿
畫
風
的

侷
限
，
而
能
夠
在
宋
元
之
間
的
水
墨
花
卉

傳
統
中
尋
求
更
多
養
分
。
此
類
水
墨
花
卉

在
元
代
有
王
淵
、
陳
琳
等
人
的
發
揮
，
沈

周
︿
寫
生
冊
﹀
中
第
十
四
開
﹁
鴨
﹂
︵
圖

十
一
︶
以
正
側
面
姿
態
的
表
現
，
就
讓

人
不
免
聯
想
到
本
院
藏
陳
琳
︿
溪
鳧
圖
﹀

︵
圖
十
二
︶
，
兩
者
都
採
略
具
拙
趣
的
站

姿
，
而
尾
部
羽
毛
稍
稍
捲
起
的
處
理
，
更

可
見
其
關
連
。
雖
尚
無
證
據
可
資
進
一
步

推
測
，
但
不
能
排
除
沈
周
參
酌
這
類
元
代

圖
繪
的
可
能
性
。

沈
周
的
︿
寫
生
冊
﹀
除
有
水
墨
用
筆

的
絕
佳
展
現
之
外
，
更
值
得
注
意
其
對
於

物
象
造
型
的
新
意
。
換
句
話
說
，
沈
周
的
水

墨
寫
意
畫
風
的
影
響
深
遠
，
但
並
非
僅
是

畫
風
或
內
容
題
材
而
已
，
更
重
要
的
還
在

於
沈
周
對
於
物
象
的
觀
察
詮
釋
。
或
許
，

其
中
有
可
能
與
南
宋
禪
僧
法
常
的
影
響
有

關
，
然
而
若
以
︿
寫
生
冊
﹀
的
表
現
而
論
，

沈
周
個
人
的
詮
釋
創
意
才
是
重
要
關
鍵
。

沈
周
對
物
象
的
形
貌
詮
釋
獨
具
慧

眼
，
經
常
採
取
出
人
意
外
的
視
點
、
別
出

心
裁
的
選
擇
，
進
而
塑
造
出
深
具
創
意
的

圖十一　明　沈周　寫生冊　第十四開　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二　元　陳琳　溪鳧圖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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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物
姿
態
。
︿
寫
生
冊
﹀
中
對
於
蝦
、
蟹

等
的
描
繪
，
比
較
不
讓
人
意
外
。
但
是
，

將
已
食
畢
的
空
蚌
殼
畫
成
第
十
開
﹁
蚌
﹂

︵
圖
十
三
︶
的
處
理
，
確
實
出
人
意
表
。

沈
周
僅
藉
幾
筆
線
條
圈
成
，
就
畫
出
大
小

貝
類
，
甚
至
食
後
空
殼
，
其
隨
意
擺
置
的

安
排
構
圖
，
就
如
日
常
食
桌
上
觸
目
所
見

之
景
。
此
外
，
沈
周
筆
下
描
繪
的
鳥
禽
，

如
第
十
二
開
﹁
鴿
﹂
、
第
十
三
開
﹁
雞
﹂

︵
圖
十
四
︶
、
第
十
四
開
﹁
鴨
﹂
都
是
採

正
側
向
的
立
姿
，
加
上
睜
大
的
圓
眼
，
充

滿
著
拙
趣
。
︿
寫
生
冊
﹀
中
鴨
的
嘴
部
微

張
，
似
乎
還
在
生
動
地
啼
叫
一
般
。
這
樣

的
生
動
姿
態
，
應
該
是
沈
周
精
心
設
計
而

成
。
第
十
六
開
﹁
驢
﹂
的
頭
部
也
有
類
似

的
處
理
，
沈
周
特
意
描
繪
出
正
在
進
行
的

動
作
姿
態
，
讓
這
些
紙
上
之
物
，
都
栩
栩

如
生
、
歷
歷
在
目
。

邊
，
眼
睛
似
乎
正
朝
上
張
望
。
畫
貓
傳
統

在
中
國
發
展
已
久
，
自
南
宋
起
就
有
描
繪

宮
苑
寵
貓
的
例
子
。
原
有
的
畫
貓
多
追
求

細
膩
表
現
貓
的
毛
色
，
畫
中
貓
的
姿
態
或

是
站
立
、
或
是
相
互
打
鬧
，
幾
乎
不
曾
見

過
沈
周
筆
下
的
這
種
渾
圓
造
型
。
這
一
少

見
於
畫
貓
模
式
的
處
理
手
法
，
或
許
就
是

畫
家
剛
好
望
向
腳
邊
的
烏
圓
小
貓
，
而
小

貓
也
同
時
以
眼
神
回
應
，
正
好
形
成
此
一

有
趣
的
姿
態
。
這
樣
的
觀
看
角
度
，
恰
能

流
露
沈
周
對
家
中
寵
物
的
親
暱
情
感
，
以

及
他
那
獨
到
又
具
創
意
的
造
型
能
力
。

依
據
一
首
沈
周
的
詩
文
︿
失
貓
行
﹀

稱
﹁
君
不
見
有
貓
無
鼠
初
不
知
，
失
貓
招

鼠
知
貓
福
。
憶
昔
烏
圓
狀
雖
小
，
爪
牙
稜

稜
威
比
屋
。
堆
床
圖
籍
任
縱
橫
，
所
貯
殽

核
無
不
足
。
勞
多
飼
缺
忽
他
走
，
渾
舍
驚

呼
巨
能
復
。
公
然
黠
輩
無
忌
憚
，
啃
案
翻

盆
恣
相
逐
。
擁
衾
夜
半
憎
嘐
聱
，
令
我
不

眠
百
感
續
。
伍
胥
刔
目
吳
終
泯
，
九
齡
見

癈
唐
中
覆
。
古
來
世
事
無
不
然
，
攲
枕
西

風
落
高
木
。
﹂
︵
註
四
︶

可
知
他
在
家
中
確

實
曾
經
養
貓
，
但
是
後
來
離
家
未
返
，
沈

周
遂
感
嘆
道
﹁
失
貓
招
鼠
知
貓
福
﹂
。
當
他

回
憶
這
隻
貓
的
外
型
，
則
說
﹁
憶
昔
烏
圓

狀
雖
小
，
爪
牙
稜
稜
威
比
屋
﹂
；
在
他
的

印
象
中
，
這
隻
貓
是
﹁
烏
圓
﹂
的
圓
滾
滾

黑
貓
，
但
爪
牙
卻
十
分
銳
利
。
﹁
堆
床
圖
籍

任
縱
橫
，
所
貯
殽
核
無
不
足
﹂
堆
滿
屋
子

的
圖
書
典
籍
也
都
任
牠
奔
來
跑
去
，
毫
不

加
阻
擋
，
即
使
家
裡
儲
藏
的
食
物
也
未
有

禁
止
，
盡
量
供
給
。
但
後
來
﹁
勞
多
飼
缺

忽
他
走
﹂
，
沈
周
自
嘲
說
或
是
因
家
中
鼠
輩

太
多
，
此
貓
﹁
勞
多
飼
缺
﹂
而
離
去
。
而

就
在
貓
離
去
之
後
，
鼠
輩
猖
獗
，
使
得
沈

周
夜
半
仍
不
得
入
眠
，
至
此
才
因
﹁
失
貓

招
鼠
知
貓
福
﹂
。
沈
周
這
般
對
貓
的
寵
暱
，

似
乎
也
投
射
在
︿
寫
生
冊
﹀
畫
中
的
烏
圓

貓
上
。
只
是
在
此
畫
中
，
他
所
憶
起
的
寵

貓
，
其
實
並
不
盡
然
是
能
除
鼠
害
的
捕
鼠

角
色
，
反
是
當
牠
蜷
曲
著
圓
滾
身
體
、
彎

著
尾
巴
地
暱
在
腳
邊
地
上
，
那
偶
然
慵
懶

地
微
抬
著
望
著
主
人
的
可
愛
模
樣
。

除
了
貓
的
姿
態
與
神
情
特
別
具
有

感
染
力
之
外
，
沈
周
對
於
雞
、
鴨
、
驢

等
生
物
姿
態
也
都
有
其
講
究
。
第
十
三

開
﹁
雞
﹂
︵
圖
十
四
︶
雖
也
有
其
描
繪
傳

統
，
但
相
較
於
一
般
常
見
的
氣
宇
軒
昂
的

雄
雞
模
樣
，
這
裡
沈
周
卻
僅
描
繪
了
有
如

正
要
啄
食
的
前
傾
姿
態
，
還
有
那
似
乎
正

圖十六　明　沈周　臥遊冊　小雞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三　明　沈周　寫生冊　第十開　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四　明　沈周　寫生冊　第十三開　雞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五　明　沈周　寫生冊　第十五開　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烏
圓
小
貓

沈
周
此
套
︿
寫
生
冊
﹀
最
讓
人

注
意
的
莫
過
於
第
十
五
開
﹁
貓
﹂
︵
圖

十
五
︶
。
這
隻
貓
圈
曲
著
身
體
，
連
尾
巴

都
繞
在
渾
圓
的
身
體
中
，
頭
微
微
側
向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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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對
此
書
風
作
者
的
辨
識
，
感
謝
何
炎
泉
博
士
不

吝
賜
教
。
其
論
依
據
李
應
禎
相
關
書
風
比
對
，

如
沈
周
︿
為
孫
氏
作
安
老
亭
圖
卷
﹀
︵
私
人
收

藏
︶
、
︿
東
莊
圖
﹀
等
篆
題
亦
屬
李
應
禎
所
書
。

2.  

此
卷
題
跋
與
畫
幅
問
題
，
參
見
徐
邦
達
，
︽
古

書
畫
偽
訛
考
辨
︾
，
蘇
州
：
江
蘇
古
籍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四
，
頁
三
二—

三
四
。

3.  

本
卷
的
最
後
描
繪
山
石
段
落
顯
得
十
分
平
面

化
，
部
分
用
筆
可
與
沈
周
︿
策
杖
圖
﹀
山
頭
表

現
比
較
，
顯
非
宋
元
之
作
。
另
有
學
者
鈴
木
敬

持
相
同
意
見
，
認
為
是
一
件
後
人
摹
本
。
鈴
木

敬
，
︽
中
國
繪
畫
史
．
中
之
二
︾
，
東
京
：
吉
川

弘
文
館
，
一
九
八
四
，
頁
二
一
六
。

4.  

︵
明
︶
沈
周
，
︿
失
貓
行
﹀
，
︽
石
田
稿
︾
，
收

錄
於
︽
續
修
四
庫
全
書
︾
，
冊
一
三
三
三
，
頁

三
〇
〇
。

5.  

何
傳
馨
，
︽
沈
周—

中
國
巨
匠
美
術
週
刊
︾
，
臺

北
：
錦
繡
出
版
公
司
，
一
九
九
四
，
頁
二
六
。

圖十七　明　沈周　辛夷墨菜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在
望
向
觀
眾
的
眼
神
；
與
在
目
前
藏
於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
臥
遊
冊
﹀
中
對
小
雞

的
描
繪
︵
圖
十
六
︶
亦
有
呼
應
。
沈
周
對

於
物
象
的
詮
釋
，
已
然
捨
棄
了
原
有
的
定

型
格
套
，
而
更
能
別
具
巧
思
地
採
納
一
些

隨
時
所
見
的
日
常
細
節
。
此
外
，
對
於
新

的
描
繪
題
材
之
開
發
，
亦
有
所
挹
注
。
就

在
另
一
套
︿
寫
意
冊
﹀
中
的
一
開
畫
雪
中

慈
烏
，
畫
中
以
皚
皚
白
雪
覆
蓋
著
慈
烏
頭

頂
，
詩
題
﹁
君
家
有
喬
木
，
慈
烏
來
上

樓
。
家
中
生
孝
子
，
啞
啞
為
人
啼
。
﹂
正

是
企
圖
藉
慈
烏
讚
揚
孝
道
。

沈
周
從
日
常
瑣
物
掌
握
生
機
，
以
獨

特
造
型
傳
達
意
趣
。
不
論
是
花
草
蔬
果
，

或
是
禽
鳥
走
獸
，
有
時
乍
看
用
筆
草
草
，

但
其
中
物
象
形
貌
情
趣
卻
已
十
足
。
或
許

就
如
學
者
所
言
，
沈
周
自
稱
﹁
我
在
丹
青

之
外
﹂
，
可
能
是
指
其
作
品
在
完
成
之
後
，

便
具
備
了
自
我
獨
立
的
生
命
。
︵
註
五
︶

過

去
，
學
者
多
透
過
北
京
故
宮
所
藏
的
︿
辛

夷
墨
菜
﹀
︵
圖
十
七
︶
掌
握
沈
周
水
墨
與

設
色
的
花
卉
表
現
，
次
此
，
藉
由
︿
寫
生

冊
﹀
則
促
使
吾
人
不
僅
有
機
會
掌
握
其
筆

墨
的
成
就
，
更
可
貼
近
沈
周
觀
察
物
象
、

構
思
作
畫
的
過
程
。
或
許
，
恰
能
回
到
沈

周
為
︿
寫
生
冊
﹀
寫
下
的
詩
句
﹁
明
日
小

窗
孤
坐
處
，
春
風
滿
面
此
心
微
﹂
，
當
再
次

小
窗
下
獨
坐
賞
畫
，
依
舊
能
如
得
春
風
拂

面
，
此
心
仍
能
因
造
物
生
機
而
微
微
有
所

觸
動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書
畫
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