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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院
藏
四
十
一
歲
的
︿
廬
山
高
﹀
是

沈
周
︵
一
四
二
七∼

一
五○

九
︶
難
得

早
期
大
幅
作
品
，
一
派
王
蒙
︵
一
三○

八

∼

一
三
八
五
︶
風
格
，
於
所
謂
﹁
初
得

法
於
父
、
叔
﹂
相
符
；
成
畫
同
時
期
約

略
稍
晚
的
︿
畫
山
水
﹀
︵
圖
一
︶
則
參
雜

了
黃
公
望
︵
一
二
六
九∼

一
三
五
四
︶
的

筆
調
和
倪
瓚
︵
一
三○

一∼

一
三
七
四
︶

疎
曠
的
作
風
，
也
切
合
﹁
於
諸
家
無
不
漫

高
致
絕
人　

和
易
近
物

論
沈
周
山
水
畫

許
郭
璜

明　沈周　夜坐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爛
，
中
年
以
子
久
為
宗
﹂
的
敘
述
。
而
技

法
與
︿
畫
山
水
﹀
相
近
的
︿
崇
山
修
竹
﹀

則
是
以
別
於
一
般
比
例
的
狹
長
尺
幅
來
經

營
，
但
結
構
理
念
卻
與
︿
廬
山
高
﹀
同
一

脈
絡
。
沈
周
的
構
圖
遵
循
元
人
路
數
者
，

簡
約
平
實
，
調
理
順
暢
；
而
崇
山
峻
嶺
、

求
真
求
實
如
宋
人
巨
製
則
非
其
所
擅
。
有

趣
的
是
，
︿
廬
﹀
圖
等
這
種
高
而
不
深
、

聳
突
崒
兀
的
章
法
，
反
而
開
展
出
沈
周
獨

特
的
空
間
概
念
，
其
實
是
一
種
結
構
上
的

變
革
。
以
傳
世
作
品
看
，
這
類
佈
局
的
畫

作
並
不
多
，
所
知
有
弘
治
庚
戌
︵
一
四
九

○

︶
六
十
四
歲
為
吳
寬
︵
一
四
三
五∼

一
五○

四
︶
作
︿
層
巒
疊
嶂
﹀
亦
復
如
是

鋪
陳
。
畫
酬
摯
友
，
若
︿
廬
山
高
﹀
圖
之

為
恭
賀
乃
師
陳
寬
七
十
壽
辰
，
精
心
製

作
，
筆
調
也
同
屬
﹁
細
沈
﹂
一
路
。

現
存
沈
周
三
十
五
歲
︿
為
碧
天
山

關
於
沈
周
的
山
水
畫
，
明
人
李
日
華
︵
一
五
六
五∼

一
六
三
五
︶
以
早
、
中
、
晚
期
所
宗
法
對
象

分
述
：
﹁
石
田
繪
事
初
得
法
於
父
、
叔
，
於
諸
家
無
不
漫
爛
，
中
年
以
子
久
為
宗
，
晚
乃
醉
心
梅

道
人
。
﹂
︵
︽
六
研
齋
筆
記
︾
︶
其
中
，
不
能
忽
略
的
是
，
將
﹁
於
諸
家
無
不
漫
爛
﹂
列
於
始
受

學
於
父
叔
、
中
歲
以
黃
公
望
為
師
的
用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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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
時
期
的
沈
周
體
貌
多
變
。
作
於
成
化
己

丑
︵
一
四
六
九
︶
四
十
三
歲
的
︿
魏
園
雅

集
﹀
︵
圖
四
︶
︵
遼
寧
省
博
物
館
藏
︶
，

山
石
仍
是
披
麻
系
統
，
然
用
筆
方
折
，
皴

線
交
相
疊
錯
，
將
折
帶
皴
側
筆
與
披
麻
皴

融
合
運
用
，
而
方
硬
的
筆
法
顯
然
與
前
述

之
柔
緩
細
緻
有
別
；
畫
樹
之
枯
枝
、
點
介

子
葉
筆
亦
方
直
，
石
樹
筆
調
趨
於
一
致
。

其
餘
如
圓
筆
點
苔
、
散
落
於
山
石
間
點
畫

樹
葉
等
，
綿
密
的
筆
意
與
劉
玨
︵
一
四
一

○
∼

一
四
七
二
︶
︿
清
白
軒
圖
﹀
暗

合
，
而
硬
拙
側
勢
的
運
筆
則
更
近
王
紱

︵
一
三
六
二∼

一
四
一
六
︶
的
︿
山
亭
文

會
﹀
，
尤
與
︿
鳳
城
餞
詠
﹀
︵
圖
五
︶
上

濃
淡
墨
層
疊
畫
介
子
葉
更
為
逼
似
。
沈

周
父
、
伯
受
學
於
杜
瓊
︵
一
三
九
六∼

一
四
七
四
︶
，
杜
瓊
步
驟
王
紱
，
畫
風
最

為
貼
近
，
沈
周
承
襲
此
風
亦
屬
確
然
。

沈
周
嘗
論
倪
瓚
畫
﹁
筆
簡
思
清
﹂
，

而
﹁
後
雖
有
王
舍
人
孟
端
學
為
之
，
力

不
能
就
簡
而
致
繁
勁
，
亦
自
可
愛
。
﹂

︵
︽
寓
意
編
︾
︶
論
說
倪
擅
用
側
筆
得
勢
，

並
以
清
簡
之
筆
取
勝
；
而
王
紱
學
其
筆
法

並
累
添
以
繁
，
並
將
倪
瓚
折
帶
皴
之
﹁
起

筆
尖
細
、
偃
筆
重
壓
﹂
的
充
滿
側
鋒
情
趣

人
作
山
水
圖
﹀
︵
瑞
士
蘇
黎
世
萊
特
堡
博

物
館
藏
︶
當
然
也
是
標
準
王
蒙
影
響
，
畫

蹟
具
在
，
不
須
詳
述
。
稍
後
，
成
化
丙

戌
︵
一
四
六
六
︶
四
十
歲
的
︿
采
菱
圖
﹀

︵
日
本
京
都
國
立
博
物
館
藏
︶
，
推
本

溯
源
董
、
巨
，
清
潤
疏
秀
的
披
麻
皴
法
，

與
陳
汝
言
︿
荊
溪
圖
﹀
︵
圖
二
︶
有
相
通

處
，
皴
線
穿
錯
類
近
吳
鎮
︵
一
二
八○

∼

一
三
五
四
︶
︿
漁
父
圖
﹀
，
而
皴
多
染
少

的
畫
法
則
與
盛
懋
︿
山
水
軸
﹀
同
是
清

麗
。
往
上
尋
索
可
舉
趙
孟
頫
︵
一
二
五
四

∼

一
三
二
二
︶
︿
洞
庭
東
山
圖
﹀
︵
上
海

博
物
館
藏
︶
、
趙
雍
︵
一
二
八
九
生
︶

︿
採
菱
圖
﹀
︵
圖
三
︶
、
王
蒙
︿
夏
日
山

居
﹀
︵
美
國
華
府
佛
利
爾
美
術
館
藏
︶

等
圖
引
證
，
皆
相
關
連
，
只
是
山
形
略

異
、
筆
墨
稍
簡
。
雍
畫
出
於
其
父
趙
孟

頫
、
王
蒙
亦
是
本
家
，
陳
汝
言
亦
師
趙
孟

頫
，
同
一
血
脈
，
世
代
傳
習
。
王
世
貞

︵
一
五
二
六∼

一
五
九○

︶
云
沈
周
：

﹁
於
古
諸
名
家
，
無
所
不
擬
，
即
所
擬
無

論
董
巨
、
乃
梅
道
人
、
松
雪
、
房
山
、
大

癡
、
黃
鶴
︙
。
﹂
︵
︽
弇
州
四
部
稿
︾
︶
是

有
所
本
。

﹁
無
所
不
擬
﹂
拓
展
了
畫
路
，
使
青

圖一　明　沈周　畫山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二　明　陳汝言　荊溪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三　元　趙雍　採菱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四　明　沈周　魏園雅集　遼寧省博物館藏圖五　明　王紱　鳳城餞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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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
法
，
易
以
筆
僅
略
傾
斜
的
披
麻
皴
線
，

而
更
加
雄
勁
，
自
成
一
種
格
局
。
若
以
筆

法
造
型
論
，
沈
周
此
圖
似
是
深
受
王
紱
啟

發
。

另
外
，
弘
治
七
年
甲
寅
︵
一
四
九 

四
︶
六
十
八
歲
的
︿
仿
大
癡
山
水
圖
﹀

︵
圖
六
︶
︵
上
海
博
物
館
藏
︶
，
筆
意
荒

率
，
鉤
皴
紋
理
是
披
麻
皴
的
變
體
，
線
條

糾
繆
如
繩
索
分
披
，
為
解
索
皴
、
荷
葉
皴

的
混
合
，
含
有
趙
孟
頫
與
王
紱
影
響
。

趙
筆
流
暢
婉
約
，
如
︿
鵲
華
秋
色
﹀
，
中

鋒
圓
潤
；
王
紱
雄
勁
硬
挺
，
如
︿
山
亭
文

會
﹀
，
側
筆
取
勢
。
此
圖
鉤
皴
穿
梭
交

錯
，
有
別
於
趙
孟
頫
、
亦
有
出
於
王
紱
之

外
的
風
韻
，
層
層
疊
疊
，
鋪
陳
篇
章
，
自

有
其
特
殊
的
節
奏
與
調
性
，
展
現
其
獨
樹

一
幟
的
綜
合
性
作
風
。

至
於
沈
周
獨
特
的
個
人
風
格
，
大

都
研
究
者
如
艾
瑞
慈
教
授
咸
皆
認
為
成
於

五
十
歲
間
。
具
體
的
從
畫
法
來
看
，
即
是

變
化
披
麻
皴
和
婉
的
線
條
，
融
以
小
斧

劈
皴
雄
強
的
勁
道
，
剛
柔
相
濟
，
骨
肉
停

勻
。
此
法
開
前
人
所
未
有
。
院
藏
作
品

中
，
不
妨
援
引
︿
杏
林
書
館
﹀
︵
五
十
五

歲
作
︶
、
︿
松
巖
聽
泉
﹀
︵
約
五
十
五
︶

二
圖
闡
述
。

︿
杏
林
書
館
﹀
︵
圖
七
︶
遠
山
近
石

造
型
圓
渾
，
一
皆
出
以
披
麻
皴
法
，
然
運

筆
由
中
鋒
轉
側
，
力
道
逐
漸
增
強
；
由
於

筆
端
含
水
少
，
順
筆
逆
筆
在
半
生
熟
的
紙

上
皴
點
山
石
，
顯
露
出
渴
筆
特
有
銳
勁
的

筆
趣
。
此
法
已
然
脫
離
原
創
披
麻
皴
中
所

蘊
含
以
柔
順
的
筆
法
、
溫
潤
的
墨
韻
所
形

容
土
質
的
山
巒
。

相
近
的
畫
法
也
在
︿
松
巖
聽
泉
﹀

︵
圖
八
︶
呈
現
，
此
圖
尺
幅
長
，
作
一

河
兩
岸
，
前
景
二
松
一
夾
葉
樹
，
筆
法
中

鋒
細
緻
，
而
坡
石
短
筆
，
層
疊
皴
染
，

圖八　 明　沈周　松巖聽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明　沈周　溪橋訪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明　沈周　仿大癡山水圖　上海博物館藏

圖七　明　沈周　杏林書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乾
濕
筆
並
用
，
則
是
勁
道
十
足
；
隔
岸

山
峰
聳
峙
，
土
石
兼
雜
，
線
條
稍
長
時
略

呈
起
伏
，
挺
捷
有
力
。
隔
岸
隆
起
石
峰
之

上
方
三
分
之
一
處
，
筆
法
與
前
景
之
畫
石

同
；
下
方
三
之
二
處
，
則
皴
線
長
拖
如
長

披
麻
，
筆
勢
仍
見
雄
強
。
畫
中
二
松
之
松

針
層
層
疊
疊
，
造
型
呈
扇
面
狀
圖
式
化
地

開
展
，
與
隔
岸
堆
壘
石
塊
之
留
白
處
，
鉤

﹁
Y
﹂
字
型
之
規
則
造
型
相
映
成
趣
，
頗

富
變
形
意
涵
，
而
不
追
求
生
動
活
潑
之
變

化
。
然
而
尖
細
的
筆
法
、
松
樹
枝
幹
的
布

列
與
︿
廬
山
高
﹀
仍
有
諸
多
相
通
處
，
只

是
︿
松
巖
聽
泉
﹀
圖
筆
較
方
硬
挺
拔
。
規

則
化
的
排
列
不
妨
也
可
與
︿
崇
山
修
竹
﹀

等
結
構
上
的
巧
變
來
看
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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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畫
法
觀
察
，
︿
溪
橋
訪
友
﹀
︵
圖

九
︶
、
︿
松
巖
聽
泉
﹀
二
圖
也
可
擬
相
對

比
論
述
。
︿
溪
橋
訪
友
﹀
濕
筆
淡
墨
，
重

疊
渲
染
，
旋
旋
取
之
，
皴
紋
略
而
長
短
並

施
，
墨
色
滋
潤
勻
厚
近
於
吳
鎮
；
而
︿
松

巖
聽
泉
﹀
重
筆
法
是
出
於
王
蒙
，
工
整
結

體
強
調
的
是
物
體
形
態
。
一
重
筆
一
重

墨
，
表
象
雖
不
盡
相
似
，
畫
意
則
出
同

源
，
內
涵
一
致
，
息
息
相
通
。
兩
幅
都
無

署
年
款
，
但
書
風
近
，
約
成
於
成
化
庚
子

︵
一
四
八○

︶
年
間
，
時
五
十
四
歲
。

如
是
，
李
日
華
所
謂
﹁
晚
乃
醉
心
梅

道
人
，
酣
肆
融
洽
。
﹂
不
能
斷
然
以
年
歲

早
晚
劃
分
，
期
間
應
保
留
較
寬
容
的
伸
縮

性
或
較
為
客
觀
。
王
世
貞
所
云
﹁
於
古
諸

名
家
，
無
所
不
擬
﹂
的
時
間
也
可
往
前
推

移
，
至
少
中
壯
時
期
已
經
兼
容
並
包
，
純

熟
靈
活
地
同
時
並
施
王
蒙
、
吳
鎮
、
王
紱

等
於
腕
底
。

所
謂
﹁
粗
文
﹂
，
︿
扁
舟
詩
思
﹀

︵
圖
十
︶
是
極
佳
的
一
個
圖
例
，
標
準
沈

周
風
格
至
此
已
完
全
建
立
。
通
幅
皴
山
石

勾
平
台
、
畫
林
葉
點
枯
枝
等
皆
出
以
禿

筆
；
濃
墨
渴
筆
攢
聚
點
苔
，
雖
覺
觸
目
，

但
自
有
一
種
蒼
茫
渾
厚
凝
重
感
。
而
最

具
特
色
的
當
是
皴
法
，
通
幅
運
筆
皆
用
側

筆
中
鋒
，
起
手
即
頓
壓
是
為
短
皴
，
長
皴

時
筆
勢
起
伏
，
酣
暢
有
韻
致
。
由
於
筆
帶

斜
傾
，
故
線
條
隨
之
寬
粗
，
逆
筆
亦
如
是

遒
健
。
此
法
融
和
了
小
斧
劈
皴
的
勁
銳
、

批
麻
皴
的
和
婉
，
發
展
出
流
利
側
鋒
的
情

趣
，
毫
端
充
滿
了
飽
滿
丰
實
的
渾
厚
力

感
。
如
此
圖
雖
多
用
淡
墨
濕
筆
，
仍
是
腕

勁
十
足
。

金
箋
質
地
的
︿
秋
景
山
水
﹀
︵
圖

十
一
︶
堅
硬
光
滑
，
枯
筆
多
，
小
斧
劈

畫
巖
塊
，
筆
調
遲
澀
勁
拔
；
︿
扁
舟
詩

思
﹀
則
是
生
宣
，
紙
性
吸
水
，
筆
之
起

伏
舒
暢
。
一
斧
劈
一
披
麻
，
造
型
不
同
，

紙
質
相
異
；
然
勾
勒
筆
法
相
近
、
皴
筆
勁

道
以
及
用
意
則
似
，
其
中
某
些
逆
筆
短
皴

幾
乎
完
全
一
致
。
︿
扁
舟
詩
思
﹀
並
不
紀

年
，
然
從
款
題
書
法
來
看
，
與
︿
秋
景
山

水
﹀
扇
之
書
寫
如
出
一
轍
，
所
鈐
朱
文
印

﹁
啟
南
﹂
亦
同
。
約
略
可
於
同
時─

弘
治

二
年
己
酉
︵
一
四
八
九
︶
當
可
接
受
，
時

六
十
三
歲
。

北
宋
強
調
的
寫
實
，
是
畫
家
對
物
理

的
領
悟
、
物
象
的
觀
察
，
透
過
技
法
表
現

其
實
質
感
，
所
以
斧
劈
皴
再
現
石
質
堅
硬

如
鐵
鑄
的
鑿
痕
、
披
麻
柔
順
的
線
條
結
組

則
傳
達
蒙
茸
鬆
軟
的
土
質
，
兩
不
相
混
；

元
代
畫
家
承
繼
宋
人
的
寫
實
，
卻
旁
轉
寫

意
的
方
向
發
展
，
起
了
關
鍵
的
﹁
緩
衝
﹂

作
用
。
及
至
沈
周
，
則
盡
去
此
觀
念
，
捨

棄
外
在
形
象
，
關
注
的
焦
點
集
中
在
筆

墨
，
披
麻
斧
劈
只
是
畫
家
運
用
的
符
號
，

於
是
可
石
可
土
，
如
何
取
捨
變
化
之
道
，

存
乎
畫
家
一
心
。

沈
周
自
云
：
﹁
山
水
無
有
定
形
，

隨
筆
之
及
而
已
耳
，
然
亦
在
人
之
運
致

也
。
﹂
︵
︽
式
古
堂
書
畫
彙
考
︾
︶
講
求
的

是
﹁
理
﹂
與
﹁
意
﹂
的
契
合
。

︿
蒼
崖
高
話
﹀
︵
圖
十
二
︶
是
所
謂

﹁
晚
乃
醉
心
梅
道
人
﹂
的
吳
鎮
風
格
之
作

圖十　明　沈周　扁舟詩思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　明　沈周　秋景山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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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與
院
藏
吳
鎮
︿
秋
江
漁
隱
﹀
構
圖
上

有
相
通
處
。
二
圖
前
景
的
三
松
、
松
下
斧

劈
巖
塊
，
占
據
半
邊
的
是
各
偏
左
右
的
石

壁
。
由
於
構
景
一
近
一
遠
，
除
卻
山
石
堆

壘
、
皴
法
繁
略
相
異
外
，
大
抵
近
似
。
此

圖
構
景
簡
，
畫
家
刻
意
將
松
樹
、
石
壁
拉

長
，
款
書
結
體
亦
隨
之
延
伸
，
似
是
有
意

將
書
、
畫
調
合
成
一
致
性
。
沈
周
書
早
年

偏
方
，
即
使
是
後
來
字
形
稍
微
伸
長
，
但

如
此
幅
之
狹
長
者
則
屬
少
見
。

此
外
，
︿
蒼
崖
高
話
﹀
石
壁
二
疊
之

右
方
，
逆
筆
隨
意
橫
鈎
石
紋
，
竟
與
︿
銅

官
秋
色
圖
﹀
︵
美
國
波
士
頓
博
物
館
藏
︶

學
倪
瓚
之
畫
法
中
，
也
有
完
全
相
同
的
勾

筆
蹤
跡
。
大
都
數
人
往
往
受
限
於
習
慣
的

制
約
，
畫
家
亦
如
是
。
繪
畫
技
巧
的
養
成

需
經
過
長
時
間
陶
鑄
，
繪
畫
觀
乃
蘊
運
而

生
，
於
是
，
慣
常
性
的
技
法
每
每
於
同
一

時
期
不
經
意
湧
現
，
而
運
筆
揮
灑
時
總
不

加
思
索
地
於
腕
底
悄
然
流
露
。
從
這
個
角

度
觀
察
，
學
吳
學
倪
僅
是
表
相
，
﹁
神
情

于
散
落
處
作
生
活
，
其
筆
意
于
不
經
意
處

作
腠
理
。
其
用
古
也
，
全
以
己
意
而
化

之
。
﹂
︵
︽
甌
香
館
集
︾
︶
重
點
是
在
畫
家

自
我
。
︿
銅
官
秋
色
圖
﹀
成
於
弘
治
十
二

圖十二　明　沈周　蒼崖高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十三　明　沈周　夜坐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十四　 明　沈周　秋林讀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年
己
未
︵
一
四
九
九
︶
，
時
七
十
三
歲
。

︿
蒼
崖
高
話
﹀
無
紀
年
，
以
畫
論
約
可
置

於
此
際
。

類
似
情
況
，
在
兩
幅
作
品
亦
出

現
過
，
︿
夜
坐
圖
﹀
︵
圖
十
三
︶
作

於
壬
子
︵
一
四
九
二
︶
七
月
既
望
，

︿
秋
林
讀
書
﹀
︵
圖
十
四
︶
作
於
辛
亥

︵
一
四
九
一
︶
孟
秋
，
成
畫
相
距
僅
一

年
。
︿
夜
坐
圖
﹀
的
披
麻
皴
法
與
︿
秋
林

讀
書
﹀
的
倪
瓚
作
風
，
體
式
各
異
，
而
兩

幅
山
頭
造
型
卻
頗
神
似
，
顯
示
同
一
時
間

畫
家
興
隨
筆
使
，
或
是
筆
法
、
或
是
造

型
，
皆
可
慣
性
地
運
腕
自
然
生
成
。
例

此
，
時
可
見
之
，
不
待
繁
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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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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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編

，

︽

吳

派

畫

九

十

年

展

︾

，

臺

北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一
九
七
五
。

4.  

許
郭
璜
，
︿
水
墨
微
蹤
認
始
真─

沈
周
崇
山
修
竹

畫
風
檢
討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
第
三
一
三

期
，
二○

○

九
年
四
月
，
頁
一○

二—

一
一
五
。

5.  

王
耀
庭
，
︿
沈
周
畫
馬
夏
情
﹀
，
︽
中
華
文
物

學
會
二○

一
二
特
刊
︾
，
頁
四
四—

五
七
。

6.  

許
郭
璜
，
︿
巃
巃
崔
巍
．
崇
山
矗
矗─

從
沈
周

廬
山
高
談
起
﹀
，
︽
中
華
文
物
學
會
二
〇
一
二

年
刊
︾
，
頁
一
九
六—

二
一
三
。

也
由
於
不
刻
意
雕
琢
，
一
些
畫
法
反

開
風
氣
之
先
，
如
︿
夜
坐
圖
﹀
前
景
雙
樹

中
，
以
毫
端
飽
含
水
墨
落
筆
畫
混
點
樹
葉
，

運
用
墨
中
含
膠
，
並
配
合
水
份
的
控
制
令
其

擴
散
，
淡
墨
層
疊
，
渾
融
如
霧
露
，
竟
是

恰
到
好
處
。
沈
周
此
漬
染
的
方
法
，
在
姚

綬
︵
一
四
二
三∼

一
四
九
五
︶
成
化
十
二

年
丙
申
︵
一
四
七
六
︶
五
十
四
歲
的
︿
秋

江
漁
隱
﹀
︵
圖
十
五
︶
︵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
圖
有
類
似
者
，
畫
中
遠
山
以
大
筆

塗
染
，
濕
潤
華
滋
，
頗
有
韻
味
。
或
許
沈

周
受
到
啟
發
，
並
巧
為
借
取
轉
化
。
而
這

種
水
墨
的
點
擢
漬
染
表
現
方
式
，
在
文
嘉

︵
一
五○

一∼

一
五
八
三
︶
的
︿
畫
石
湖
秋

色
﹀
︵
圖
十
六
︶
則
充
分
的
發
揮
出
來
。

︿
夜
坐
圖
﹀
為
學
界
肯
定
是
沈
周

重
要
的
代
表
作
品
，
且
有
不
少
精
闢
的
論

述
。
此
處
毋
庸
贅
述
。

本
幅
書
法
隨
興
，
畫
法
簡
易
，
單
獨

審
視
，
但
見
平
平
，
細
細
品
思
，
便
覺
雋

永
。
外
在
的
體
式
重
於
筆
法
的
奇
麗
，
通

幅
所
散
發
整
體
的
藝
術
氛
圍
實
則
凌
駕
筆

墨
技
法
之
上
。

回
溯
此
幅
之
成
畫
，
依
序
或
先
有
思

緒
再
化
為
文
辭
，
後
有
書
畫
之
合
璧
。
設

若
沈
周
無
純
熟
的
繪
畫
技
巧
，
畫
面
無
法

如
此
勻
整
，
無
文
翰
的
學
養
則
此
記
難
以

成
篇
，
而
最
終
匯
歸
之
於
其
豐
富
人
生
的

閱
歷
，
使
書
畫
文
章
更
具
深
刻
的
意
義
。

是
故
，
盡
管
﹁
興
與
戲
﹂
是
沈
周
的

繪
畫
美
學
觀
，
然
而
如
何
將
心
中
所
感
化

為
書
文
、
圖
象
，
重
點
仍
在
畫
者
恰
如
其

分
的
闡
發
。
﹁
然
畫
本
予
漫
興
，
文
亦
漫

興
。
天
下
事
專
志
則
精
，
豈
以
漫
浪
而
能

致
人
之
重
乎
？
﹂
︵
︽
石
田
先
生
集
︾
︶

︿
夜
坐
圖
﹀
文
才
、
書
才
、
畫
才
三
者
神

妙
的
融
揉
聚
合
，
詮
證
只
有
想
法
是
仍
嫌

不
足
的
。

究
竟
是
何
種
因
緣
促
成
此
畫
生
成
？

縱
然
此
作
仍
存
在
一
些
疑
惑
須
待
釋
疑
。

但
是
，
有
些
藝
術
作
品
註
定
傳
誦
千
古
，

而
︿
夜
坐
圖
﹀
正
是
具
備
了
這
個
殊
異
的

條
件
。品

味
沈
周
繪
畫
之
道
，
至
情
至
性
。

不
求
標
新
而
自
有
一
番
面
貌
、
不
求
立
異

然
自
具
巧
思
，
依
順
賦
性
的
節
奏
發
展
，

平
實
中
蘊
含
有
一
波
三
折
之
逸
趣
。
其
筆

墨
的
建
立
與
個
人
涵
養
是
不
能
分
割
的
，

若
唇
齒
相
依
般
的
天
然
生
就
。
可
貴
的

是
，
這
種
自
然
是
出
於
秉
性
率
真
而
誠
的

渾
朴
自
然
。

王
鏊
︵
一
四
五○
∼

一
五
二
四
︶

︿
石
田
先
生
墓
誌
銘
﹀
：

﹁
每
黎
明
，
門
未
辟
，
舟
已
塞
乎
其

港
矣
。
先
生
固
喜
客
，
至
則
相
與
燕
笑
咏

歌
，
出
古
圖
書
、
器
物
，
摸
撫
品
題
，
酬
對

終
日
不
厭
。
︙
先
生
高
致
絕
人
，
而
和
易
近

物
。
販
夫
牧
豎
，
持
紙
來
索
，
不
見
難
色
。

或
為
贗
作
，
求
題
以
售
，
亦
欣
然
應
。
﹂

這
是
令
人
嚮
往
的
生
活
、
令
人
感
佩

的
胸
懷
！

作
者
為
本
院
書
畫
處
退
休
人
員

圖十五　明　沈周　秋江漁隱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六　文嘉　畫石湖秋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