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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收
藏
的
︿
花
氣
薰

人
帖
﹀
︵
圖
一
︶
是
黃
庭
堅
︵
一○

四
五

∼

一
一○

五
︶
難
得
的
草
書
小
品
，
也
是

黃
庭
堅
存
世
作
品
中
唯
一
一
件
較
規
整
的

草
書
墨
蹟
，
它
有
別
於
黃
氏
其
它
大
開
大

合
、
放
筆
揮
灑
的
狂
草
作
品
。

︿
花
氣
薰
人
帖
﹀
共
二
十
八
字
，
無

款
。
從
﹁
緝
熙
殿
寶
﹂
的
收
藏
印
記
，
知
道

它
在
南
宋
理
宗
時
曾
入
藏
內
府
，
其
餘
收

藏
印
有
明
代
王
世
貞
︵
一
五
二
六∼

一
五 

清
新
典
雅　

藏
巧
於
拙

黃
庭
堅
的
花
氣
薰
人
帖

盧
廷
清

九○

︶
的
﹁
貞
元
﹂
連
珠
半
印
，
以
及
清
代

收
藏
家
安
岐
︵
一
六
八
三∼

一
七
四
六
︶
的

﹁
心
賞
﹂
、
﹁
朝
鮮
人
﹂
、
﹁
安
岐
之
印
﹂
、

﹁
安
儀
周
家
珍
藏
﹂
、
﹁
無
恙
﹂
等
鈐
記
。

雖
然
缺
少
歷
代
清
楚
的
流
傳
脈
絡
，
但
至

今
未
有
人
質
疑
過
這
件
作
品
的
真
實
性
，

只
是
它
的
書
成
年
代
是
早
在
元
祐
年
間
？

還
是
黃
庭
堅
草
書
大
成
的
晚
年
？
學
界
至

今
仍
有
不
同
的
意
見
。
︵
註
一
︶

宋
人
書
法
尚
意
，
重
視
個
性
與
抒
情

的
表
現
，
但
在
審
美
上
仍
以
帖
學
根
源
的

晉
人
之
韻
為
依
歸
，
對
唐
代
張
旭
、
懷
素

所
創
造
出
來
的
狂
草
高
峰
並
不
重
視
。
如

宋
四
家
中
，
蔡
襄
有
言
：
﹁
晉
人
書
，
雖
非

名
家
，
亦
自
奕
奕
，
有
一
種
風
流
蘊
藉
之

氣
。
﹂
︵
註
二
︶
；
蘇
軾
︿
題
王
逸
少
帖
﹀
曾

評
：
﹁
顛
張
醉
素
兩
秃
翁
，
追
逐
世
好
稱
書

工
，
何
曾
夢
見
王
與
鍾
，
妄
自
粉
飾
欺
盲

聾
。
﹂
在
米
芾
︽
書
史
︾
中
亦
言
：
﹁
張

顛
與
柳
頗
同
罪
，
鼓
吹
俗
子
起
亂
離
，
懷

花
氣
薰
人
欲
破
禪
，
心
情
其
實
過
中
年
，

春
來
詩
思
何
所
似
，
八
節
灘
頭
上
水
船
。

　
　
　
　
　
　
　
　

—

黃
庭
堅
︿
花
氣
薰
人
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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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
氣
薰
人
帖
﹀
是
黃
庭
堅
以
草
書

書
寫
自
作
的
一
首
七
言
絕
句
，
全
幅
用
筆

沉
著
穩
實
，
筆
筆
精
到
。
行
距
疏
朗
，
字

與
字
間
幾
乎
不
做
連
筆
，
二
十
八
字
中
僅

﹁
破
禪
﹂
、
﹁
何
所
﹂
兩
處
有
明
顯
的
點
畫

牽
引
。
從
字
裡
行
間
，
可
以
感
受
到
黃
庭

堅
書
寫
時
心
情
是
從
容
緩
和
、
心
閒
意
適

的
，
且
理
性
始
終
主
導
全
局
。

此
帖
亦
有
別
於
一
般
草
書
寫
作
，
幾

乎
字
字
獨
立
，
甚
至
沒
有
﹁
筆
斷
意
連
﹂

的
意
圖
。
書
寫
的
速
度
緩
慢
，
起
筆
、
運

筆
、
收
筆
，
如
同
寫
楷
書
般
的
周
到
，
重

視
全
幅
的
點
畫
安
排
與
空
間
結
構
。
五
行

的
排
列
，
字
的
大
小
差
別
不
大
，
字
數
呈

現
﹁
七
、
六
、
七
、
六
、
二
﹂
的
排
列
。

此
外
，
書
寫
的
軸
線
亦
近
筆
直
，
僅
在
第

三
、
四
行
第
四
字
以
後
往
左
略
偏
，
在
歷

代
諸
多
草
書
作
品
中
，
是
屬
於
比
較
規
整

的
，
其
中
﹁
中
﹂
字
的
長
懸
針
與
﹁
上
﹂

字
下
方
的
餘
白
，
巧
妙
地
打
破
全
幅
布
白

過
於
緊
實
之
虞
。

清
代
大
收
藏
家
安
岐
在
它
的
︽
墨
緣

𢑥
觀
錄
︾
中
曾
評
︿
花
氣
薰
人
帖
﹀
云
：

　

 

此
詩
書
法
精
妙
，
神
氣
煥
發
，
每
見
涪

翁
大
草
書
，
期
間
雖
具
折
釵
股
、
屋
漏
痕

中
舉
行
的
。
從
黃
庭
堅
的
詩
集
考
查
，
元

祐
二
年
是
他
一
生
中
詩
文
量
產
極
多
的
一

年
，
唱
和
的
詩
也
特
別
多
，
尤
其
與
蘇
軾

往
來
次
韻
的
詩
佔
了
極
高
的
比
例
。
黃
庭

堅
用
洛
陽
附
近
的
黃
河
邊
上
險
灘─

八
節

灘
，
來
比
擬
自
己
和
詩
之
難
，
恐
怕
是
推

託
之
辭
吧
！
當
然
詩
的
內
容
是
有
點
玩
笑

性
質
的
，
試
翻
譯
如
下
：

　

 

你
頻
送
花
來
促
我
和
詩
，
濃
郁
的
花
香

己
薰
得
我
坐
立
難
安
！
你
不
想
想
我
已

是
過
了
中
年
的
人
。
春
天
到
來
，
我
作

詩
的
靈
感
像
什
麼
呢
？
真
像
那
八
節
灘

頭
逆
水
難
行
的
船
隻
呀
！ 

詩
的
創
作
時
空
背
景
大
體
上
是
可
信

的
，
但
這
件
墨
跡
作
品
卻
不
一
定
是
當
時

所
寫
的
。
尤
其
黃
庭
堅
對
自
己
﹁
元
祐
年

間
﹂
的
草
書
非
常
不
滿
意
，
甚
至
不
肯
為

人
作
草
書
。
我
們
可
以
從
下
列
的
故
事
及

黃
庭
堅
的
題
跋
中
看
出
端
倪
，
在
宋
代
曾

敏
行
的
︽
獨
醒
雜
志
︾
中
有
一
段
記
錄
：

　

 

元
祐
初
，
山
谷
與
東
坡
、
錢
穆
父
同
遊

京
師
寶
梵
寺
。
飯
罷
，
山
谷
作
草
書

數
紙
，
東
坡
甚
賞
之
，
穆
父
從
旁
曰
：

﹁
魯
直
之
字
近
於
俗
。
﹂
山
谷
曰
：
﹁
何

故
？
﹂
穆
父
曰
：
﹁
無
他
，
但
未
見
懷
素

真
跡
爾
。
﹂
山
谷
頗
疑
之
，
自
後
不
肯
為

人
作
草
書
。
紹
聖
中
，
謫
居
涪
陵
，
始

見
懷
素
︽
自
敘
︾
於
石
揚
休
家
，
因
借

之
以
歸
，
摹
臨
數
日
，
幾
廢
寢
食
，
自

此
頓
悟
草
法
，
下
筆
飛
動
，
與
元
祐
以

前
書
大
異
，
始
信
穆
父
之
言
為
不
誣
，

而
穆
父
死
己
久
矣
。

同
樣
的
故
事
也
出
現
在
宋
代
胡
仔
︽
苕
溪

漁
隱
叢
話
．
後
集
︾
引
山
谷
語
，
內
容
是
：

　

 

元
祐
中
，
與
子
瞻
、
穆
父
飯
寶
梵
僧

舍
，
因
作
草
書
數
紙
。
子
瞻
賞
之
不

已
，
穆
父
無
一
言
，
問
其
所
以
，
但

云
：
﹁
恐
公
未
見
藏
真
真
跡
。
﹂
庭
堅
心

竊
不
平
。
紹
聖
貶
黔
中
，
得
藏
真
︽
自

敘
︾
於
石
揚
休
家
，
諦
視
數
日
，
恍
然

自
得
，
落
筆
便
覺
超
異
，
回
視
前
日
所

作
，
可
笑
也
。
然
後
知
穆
父
之
言
不

誣
，
且
恨
其
不
及
見
矣
。

這
說
明
了
黃
庭
堅
的
草
書
是
大
器
晚
成
，

且
受
懷
素
︿
自
敘
帖
﹀
啟
發
最
多
。
類
似

的
內
容
在
後
人
輯
錄
的
︽
山
谷
題
跋
︾
卷

之
五
︿
跋
與
徐
德
修
草
書
後
﹀
中
亦
有
一

段
文
字
可
供
參
考
：

　

 

錢
穆
父
、
蘇
子
瞻
皆
病
予
草
書
多
俗
筆
，

蓋
予
少
時
學
周
膳
部
︵
越
︶
書
，
初
不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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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然
多
率
意
之
筆
，
殊
不
滿
意
。
此
書

無
一
怠
筆
，
或
因
詩
句
短
少
使
然
。
︙
若

大
草
書
如
此
者
，
不
能
多
睹
也
。

近
人
水
賚
佑
也
曾
提
出
：

　

 

此
卷
風
神
灑
蕩
，
筆
勢
縱
橫
，
肥
筆
有

骨
，
瘦
筆
有
肉
；
神
氣
煥
發
，
無
一
怠

筆
，
作
草
如
正
書
，
一
變
旭
、
素
細
法
，

其
美
韻
不
亞
於
行
楷
書
，
自
是
佳
品
。

給
予
︿
花
氣
薰
人
帖
﹀
極
高
的
評
價
，
但

他
把
黃
庭
堅
書
寫
的
時
間
定
在
元
祐
二
年

︵
一○

八
七
︶
︵
註
五
︶
，
無
論
如
何
是
有
待

商
榷
的
。

詩
文
創
作
背
景

依
據
宋
代
黃
子
耕
的
︽
山
谷
先
生
年

譜
︾
卷
二
十
二
，
元
祐
二
年
乙
卯
下
︿
次

韻
王
定
國
揚
州
見
寄
﹀
後
注
云
：

　

 

此
詩
後
又
書
云
：
王
晉
卿
數
送
詩
來
索

和
，
老
嬾
不
喜
作
，
此
曹
狡
猾
；
又
頻

送
花
來
促
詩
，
戲
答
：
﹃
花
氣
薰
人
欲
破

禪
，
心
情
其
實
過
中
泉
︵
墨
跡
作
年
︶
，

春
來
詩
思
何
所
似
？
八
節
灘
頭
上
水

船
。
﹄
今
集
中
偶
不
載
，
因
附
於
後
。

王
晉
卿
即
王
詵
，
是
當
朝
駙
馬
，
傳
聞
中

著
名
的
﹁
西
園
雅
集
﹂
即
是
在
他
的
宅
院

張
，
如
﹁
大
草
殊
非
古
，
古
人
但
作
小
草

爾
，
故
有
意
學
草
，
當
學
草
小
字
。
﹂
︵
註

四
︶

但
他
在
中
晚
年
持
續
不
斷
的
探
索
草

書
，
是
宋
四
家
中
對
張
旭
、
懷
素
狂
草
體

會
最
深
、
學
習
最
久
的
，
也
是
宋
四
家
中

草
書
成
就
最
為
突
出
的
一
人
。
只
可
惜
，

北
宋
末
期
黨
爭
激
烈
，
黃
庭
堅
的
書
法
作

品
嚴
重
受
到
毀
損
，
流
傳
至
今
的
墨
跡
與

可
靠
的
拓
本
，
已
是
寥
寥
可
數
。

筆
者
有
感
於
黃
庭
堅
︿
花
氣
薰
人

帖
﹀
的
清
新
典
雅
，
加
上
詩
文
寫
作
背
後
的

趣
聞
，
嘗
試
從
宋
人
題
跋
與
黃
庭
堅
的
書

論
、
書
跡
的
理
解
與
比
對
下
，
推
想
出
此
作

最
可
能
的
書
成
時
間
，
也
從
黃
庭
堅
諸
多

草
書
作
品
的
舉
證
評
賞
中
，
喚
起
書
法
的

愛
好
者
對
黃
庭
堅
草
書
成
就
的
再
檢
視
。

書
法
特
色

現
存
的
︿
花
氣
薰
人
帖
﹀
，
篇
幅
有

如
宋
人
尺
牘
大
小
，
但
從
吳
其
貞
的
︽
書

畫
記
︾
卷
四
與
顧
復
的
︽
平
生
壯
觀
︾
卷

二
的
著
錄
中
，
得
知
︿
花
氣
薰
人
帖
﹀
原

為
︿
宋
名
公
二
十
帖
﹀
長
卷
的
一
部
分
，

到
安
岐
收
藏
時
才
將
蔡
襄
、
蘇
軾
、
黃
庭

堅
、
米
芾
四
帖
合
為
一
冊
。

素
獦
獠
小
解
事
，
僅
趨
平
淡
如
盲
醫
。
﹂

︵
註
三
︶
並
主
張
：
﹁
草
書
若
不
入
晉
人
格
，

輒
徒
成
下
品
。
﹂
︵
圖
二
︶
黃
庭
堅
早
期
的

書
論
，
在
時
代
風
潮
下
，
亦
有
類
似
的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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寤
，
以
故
久
不
作
草
，
數
年
來
猶
覺
湔

祓
塵
埃
氣
未
盡
，
故
不
欲
為
人
書
。

從
︿
花
氣
薰
人
帖
﹀
的
作
品
看
來
，
似
非

完
成
於
黃
庭
堅
﹁
不
欲
為
人
書
﹂
的
元
祐

年
間
，
下
一
節
將
從
存
世
的
黃
氏
草
書
考

查
，
並
參
酌
作
者
自
評
的
文
獻
，
推
論
出

︿
花
氣
薰
人
帖
﹀
的
可
能
寫
作
時
間
。

書
成
時
間
的
推
想

黃
庭
堅
留
下
來
的
墨
跡
，
可
推
定
時

間
最
早
的
是
大
字
行
書
︿
發
願
文
﹀
︵
圖

三
︶
，
這
件
作
品
書
於
元
豐
七
年
︵
一○

八
四
︶
，
當
時
黃
庭
堅
已
經
四
十
歲
，
也

就
是
說
，
我
們
今
天
能
看
到
的
黃
氏
書
法

墨
跡
，
都
是
他
在
生
命
最
後
二
十
年
間
寫

成
的
。
傳
世
草
書
多
無
記
年
，
從
書
風
、

文
獻
與
書
寫
內
容
加
以
考
查
，
絕
大
部
分

都
寫
於
紹
聖
元
年
︵
一○

九
四
︶
黃
庭
堅

對
草
書
有
了
大
突
破
之
後
。

黃
庭
堅
早
期
草
書
目
前
存
世
的
墨

跡
，
只
有
書
於
元
祐
三
年
︵
一○

八
八
︶

的
︿
老
杜
浣
花
溪
圖
引
詩
卷
﹀
︵
圖
四
︶

一
件
而
已
，
墨
跡
以
外
的
刻
帖
尚
有
︿
公

以
道
安
帖
﹀
︵
圖
五
︶
、
︿
彼
岸
帖
﹀
︵
圖

六
︶
、
︿
熙
寧
帖
﹀
︵
圖
七
︶
，
還
有
一
件

書
於
元
祐
二
年
︵
一○

八
七
︶
臨
摹
懷
素

的
的
︿
草
書
千
字
文
﹀
︵
圖
八
︶
，
自
書
的

前
四
帖
與
黃
庭
堅
草
書
大
進
之
後
的
作
品

差
異
甚
大
，
︿
花
氣
薰
人
帖
﹀
不
能
放
在
元

祐
年
間
的
理
由
即
是
從
書
法
風
格
和
筆
法

判
斷
的
。

黃
庭
堅
草
書
的
精
進
主
要
是
在
他

五
十
歲
以
後
，
先
是
紹
聖
元
年
，
黃
庭
堅

在
黃
龍
山
︵
今
安
徽
省
貴
池
縣
︶
對
草
書

忽
有
感
悟
。
他
說
：
﹁
紹
聖
甲
戌
，
在
黃

龍
山
，
忽
得
草
書
三
昧
，
覺
前
所
作
，
太

露
芒
角
。
若
得
明
窗
淨
几
，
筆
墨
調
利
，

可
作
數
千
字
不
倦
。
﹂
︵
︽
山
谷
題
跋
︾
卷
之

五
，
︿
書
自
作
草
後
﹀
︶
次
年
即
貶
至
黔
江
︵
今

四
川
省
彭
水
縣
︶
，
書
法
﹁
似
得
江
山
之

助
﹂
︵
註
六
︶

是
他
草
書
漸
入
佳
境
的
體

會
，
︿
廉
頗
藺
相
如
列
傳
卷
﹀
︵
圖
九
︶
是

他
現
存
篇
幅
最
長
的
狂
草
作
品
，
即
書
於

此
一
時
期
，
已
運
用
篆
籀
筆
法
，
唯
收
筆

仍
有
鋒
芒
太
露
的
餘
習
。

紹
聖
五
年
︵
一○

九
八
︶
，
改
元
元

符
元
年
，
黃
庭
堅
再
貶
為
涪
州
別
駕
，
戒

州
︵
今
四
川
省
宜
賓
縣
︶
安
置
，
這
一
年

他
見
到
了
懷
素
︿
自
敘
帖
﹀
真
迹
於
石
揚

休
處
，
﹁
借
之
以
歸
，
摹
臨
累
日
，
幾

廢
寢
食
﹂
，
因
而
自
稱
﹁
得
草
法
於
涪

陵
﹂
。
同
時
，
他
還
見
到
了
多
件
張
旭
、

高
閑
的
墨
跡
，
使
黃
庭
堅
眼
界
大
開
，
對

草
書
的
掌
握
更
精
進
。
他
曾
說
：
﹁
余
在
黔

南
，
未
甚
覺
書
字
綿
弱
，
及
移
戎
州
見
舊

書
多
可
憎
，
大
概
十
字
中
有
三
、
四
差
可

耳
。
今
方
悟
古
人
沉
著
痛
快
之
語
，
但
難

為
知
音
爾
。
﹂
︵
︽
山
谷
題
跋
︾
卷
之
四
，
︿
書
右

軍
文
賦
後
﹀
︶

圖三　北宋　黃庭堅　發願文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北宋　黃庭堅　老杜浣花溪圖引詩卷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北宋　黃庭堅　公以道安帖　局部　
引自《黃庭堅書法全集》第一冊

圖六　 北宋　黃庭堅　彼岸帖　局部　
引自《黃庭堅書法全集》第一冊

圖七　北宋　黃庭堅　熙寧帖　上海圖書館藏圖八　 北宋　黃庭堅　草書千字文　局部　
北京國家圖書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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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外
，
﹁
長
年
蕩
槳
，
群
丁
撥
棹
﹂

的
體
悟
，
也
發
生
在
戎
州
的
僰
道
。
自

言
：
﹁
山
谷
在
黔
中
，
字
多
隨
意
曲
折
，

意
到
筆
不
到
，
及
來
僰
道
舟
中
，
觀
長
年

蕩
槳
、
群
丁
撥
棹
，
乃
覺
少
進
，
意
之
所

到
輒
能
筆
。
﹂
︵
︽
山
谷
題
跋
︾
卷
之
九
，
︿
跋

唐
道
人
編
余
草
稾
﹀
︶
︿
諸
上
座
草
書
卷
﹀
︵
圖

十
︶
寫
成
於
元
符
三
年
︵
一
一○

○

︶
，

而
︿
李
白
憶
舊
遊
詩
草
書
卷
﹀
︵
圖
十
一
︶

寫
於
崇
寧
三
年
︵
一
一○

四
︶
，
在
用
筆
、

結
體
、
章
法
的
表
現
上
都
遠
遠
超
過
︿
廉

頗
藺
相
如
列
傳
卷
﹀
。

黃
庭
堅
晚
年
多
次
提
到
自
己
在
草
書

上
的
成
就
，
甚
至
以
當
代
草
書
第
一
人
自

詡
。
他
曾
說
：

　

 

近
時
士
大
來
罕
得
古
法
，
但
弄
筆
左
右

纏
繞
，
遂
號
為
草
書
耳
，
不
知
與
蝌
蚪

篆
隸
同
法
同
意
，
數
百
年
來
，
惟
張
長

史
、
永
州
狂
僧
懷
素
及
余
三
人
悟
此

法
耳
。
蘇
才
翁
有
悟
處
而
不
能
盡
其
宗

趣
，
其
餘
碌
碌
耳
。
︵
註
七
︶

以
今
日
的
眼
光
看
，
在
唐
代
狂
草
兩
大
家

之
後
，
有
宋
一
代
能
繼
承
發
揚
狂
草
的
書

家
，
黃
庭
堅
實
當
道
之
無
愧
。

再
回
到
︿
花
氣
薰
人
帖
﹀
，
論
線
條

雖
靈
動
不
及
︿
廉
頗
藺
相
如
列
傳
卷
﹀
、

︿
諸
上
座
草
書
卷
﹀
、
︿
李
白
憶
舊
遊
詩

草
書
卷
﹀
三
帖
，
但
此
帖
之
篆
籀
筆
法
，

力
道
藏
而
未
發
，
是
優
於
︿
廉
頗
藺
相
如

列
傳
卷
﹀
的
鋒
芒
畢
露
。
而
︿
諸
上
座
草

書
卷
﹀
、
︿
李
白
憶
舊
遊
詩
草
書
卷
﹀
是

黃
庭
堅
晚
年
狂
草
大
成
的
指
標
，
︿
花
氣

薰
人
帖
﹀
應
寫
於
此
二
帖
之
前
。
也
即
是

在
紹
聖
二
年
︵
一○

九
五
︶
至
元
符
三
年

︵
一
一○

○

︶
這
五
年
間
，
最
有
可
能
。

學
者
何
傳
馨
曾
將
︿
花
氣
薰
人
帖
﹀

與
︿
廉
頗
藺
相
如
列
傳
卷
﹀
做
筆
法
比

較
，
也
找
到
與
懷
素
︿
自
敘
帖
﹀
相
近
的

筆
跡
，
進
一
步
從
黃
庭
堅
書
寫
的
︿
寒
山

子
龐
居
士
詩
﹀
與
跋
蘇
軾
︿
黃
州
寒
食
詩

卷
﹀
的
筆
法
比
較
下
，
認
為
︿
花
氣
薰

人
帖
﹀
的
書
成
時
間
約
在
元
符
三
年
︵
註

八
︶
；
大
陸
學
者
黃
君
則
考
證
出
王
定
國
與

圖九　北宋　黃庭堅　廉頗藺相如列傳卷　局部　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圖十　北宋　黃庭堅　諸上座草書卷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　北宋　黃庭堅　李白憶舊遊詩草書卷　局部　日本有鄰館藏

註
釋

1.  

認
為
書
於
元
祐
二
年
是
黃
庭
堅
早
期
書
法
的
學

者
有
中
田
勇
次
郎
︵
︽
黃
庭
堅
︾
一
九
九
四
︶
、

曹
寶
麟
︵
︽
中
國
書
法
史
．
宋
遼
金
卷
︾
二

○
○
○

︶
、
水
賚
佑
︵
︽
中
國
書
法
全
集
．
黃

庭
堅
︾
二○

○

一
︶
、
陳
志
平
︵
︽
黃
庭
堅
書

學
研
究
︾
二○

○

六
︶
等
；
認
為
書
於
紹
聖
三

年
以
後
的
學
者
有
傅
申
、
何
傳
馨
︵
︽
故
宮
文

物
︾
二
七
二
期
，
二○

○

六
︶
、
張
傳
旭
︵
︽
中

國
書
法
家
全
集
．
黃
庭
堅
︾
二○

○

四
︶
、
黃
君

︵
︽
黃
庭
堅
書
法
全
集
︾
二○

一
二
︶
等
。

2.  

見
清
左
因
生
，
︽
書
式
︾
卷
上
錄
蔡
襄
語
，
日
本

和
刻
本
︽
書
畫
集
成
︾
影
印
康
熙
戊
戌
刊
本
。

3.  

米
芾
，
︽
寶
晉
英
光
集
︾
卷
三
。

4.  

黃
庭
堅
，
︽
山
谷
集
．
別
集
︾
卷
十
三
。

5.  

水
賚
佑
，
︽
中
國
書
法
全
集
三
六
．
黃
庭
堅

二
︾
，
頁
四
二
四
。

6.  

黃
庭
堅
，
︽
山
谷
集
．
別
集
︾
卷
十
。

7.  

黃
庭
堅
，
︽
豫
章
先
生
遺
文
︾
卷
十
一
。

8.  

何
傳
馨
，
︿
黃
庭
堅
草
書
小
品—

花
氣
薰
人

帖
﹀
，
︽
故
宮
文
物
︾
第
二
七
二
期
，
二○

○

五
。

9.  

黃
君
，
︽
黃
庭
堅
書
法
全
集
︾
第
五
冊
，
二○

一
二
，
頁
一
四
二
八—

一
四
三○

。

黃
庭
堅
晚
年
相
見
的
確
切
時
間
，
是
元
符

元
年
，
從
若
干
討
論
詩
書
的
內
容
推
論
，

認
定
黃
庭
堅
重
書
了
元
祐
年
間
的
詩
稿
，

︿
花
氣
薰
人
帖
﹀
即
是
此
時
所
寫
。
︵
註
九
︶

結
語

從
書
法
本
身
看
，
︿
花
氣
薰
人
帖
﹀
確

實
不
可
能
是
元
祐
年
間
的
作
品
，
但
要
準

確
的
研
判
其
書
成
年
代
，
以
目
前
能
做
到

的
筆
法
排
比
、
對
照
或
文
獻
考
據
，
仍
然

缺
乏
直
接
證
據
。
還
有
，
關
於
作
品
審
美

價
值
判
斷
問
題
，
主
張
成
書
於
元
祐
年
間

的
學
者
，
多
認
為
它
帶
有
周
越
書
法
的
習

氣
，
是
黃
庭
堅
草
書
不
佳
時
期
的
作
品
；

主
張
此
作
是
黃
庭
堅
晚
期
作
品
的
學
者
，

都
認
為
此
作
筆
力
雄
厚
、
藏
巧
於
拙
，
是

黃
庭
堅
不
可
多
得
的
草
書
傑
作
。
噫
！
評

書
之
難
，
尤
其
涉
及
主
觀
價
值
判
斷
時
，

即
使
在
書
法
學
者
間
依
然
難
有
共
識
。

一
般
說
來
，
書
家
的
作
品
常
因
環

境
、
身
體
、
心
境
和
工
具
等
因
素
，
作
品

的
品
質
不
免
有
些
起
伏
。
對
於
沒
有
記
年

的
作
品
，
去
推
斷
成
書
時
間
本
非
易
事
，

但
透
過
作
品
排
比
、
文
獻
考
察
再
加
以
推

論
，
常
有
助
於
理
解
一
件
作
品
的
生
成
，

並
增
加
欣
賞
作
品
的
深
度
，
本
文
為
筆
者

近
日
研
讀
黃
庭
堅
草
書
的
一
點
心
得
，
聊

作
芹
獻
。

作
者
為
實
踐
大
學
服
裝
設
計
學
系
副
教
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