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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派
第
二
代
的
書
法
篆
刻
家—

許

初

許
初
，
字
復
初
，
一
字
元
復
，
號

高
陽
，
以
縣
學
生
序
貢
授
教
職
，
擢
南

京
太
僕
寺
主
簿
，
後
改
任
安
徽
滁
州
，

遷
漢
陽
府
通
判
。
︵
註
一
︶

其
生
卒
年
未

詳
，
依
據
文
獻
及
存
世
作
品
判
斷
，
主
要

活
動
於
一
五
三○

至
六○

年
代
，
去
世
的

時
間
可
能
與
其
好
友
文
彭
︵
一
四
九
八

∼

許
初
竹
岡
阡
表
介
述

邱
士
華

一
五
七
三
︶
相
近
。
︵
註
二
︶

本
院
所
藏

許
初
書
蹟
除
了
︿
竹
岡
阡
表
﹀
︵
圖
一
︶

外
，
還
有
數
件
作
品
，
包
括
︿
陸
治
蔡
羽

書
畫
合
璧
冊
﹀
前
副
葉
的
﹁
歷
示
遊
言
﹂

引
首
︵
圖
二
︶
，
為
其
一
五
三
八
年
早
期

大
字
行
楷
書
；
一
五
六
九
年
的
︿
杜
甫
秋

興
八
首
﹀
，
以
及
︿
錢
穀
白
嶽
遊
圖
冊
﹀

前
副
葉
﹁
白
岳
遊
﹂
引
首
︵
圖
三
︶
，
為

晚
年
篆
書
佳
作
。

今
日
許
初
的
名
氣
不
若
文
彭
響
亮
，

存
世
作
品
亦
較
少
；
但
他
不
但
與
文
彭
交

好
，
也
是
當
時
與
文
彭
齊
名
的
書
法
篆

刻
家
，
一
同
振
興
篆
刻
藝
術
。
周
應
愿

︵
一
五
五
九

∼

一
五
九
七
︶
︽
印
說
︾
對

許
初
的
介
紹
為
﹁
喜
篆
扁
額
，
作
徑
寸

外
字
，
篆
印
手
鐫
，
彷
彿
文
博
士
﹂
。
董

其
昌
︵
一
五
五
五

∼

一
六
三
六
︶
也
肯
定

他
們
兩
位
在
治
印
方
面
的
貢
獻
，
提
到
印

︿
竹
岡
阡
表
﹀
為
蘇
州
文
士
許
初
︵
活
躍
於
十
六
世
紀
中
期
︶
應
松
江
隱
士
董
宜
陽
之
請
，
抄
錄

江
西
理
學
家
鄒
守
益
所
撰
的
阡
表
原
文
而
成
。
這
三
位
各
自
擁
有
不
同
志
業
、
才
能
的
明
代
中
期

文
士
，
由
於
董
宜
陽
表
彰
祖
德
的
堅
定
決
心
，
跨
地
域
、
大
費
周
章
地
完
成
這
件
端
麗
的
阡
表

冊
。

圖一　明　許初　竹岡阡表　第一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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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之
道
﹁
復
振
於
文
壽
承
、
許
元
復
有
以

矣
﹂
。
朱
謀
垔
︽
畫
史
會
要
︾
提
到
揚
州

畫
家
楊
一
洲
時
，
亦
特
別
標
榜
其
所
用
印

章
﹁
皆
五
色
古
玉
及
水
碧
真
犀
，
文
三

橋
、
許
高
陽
諸
名
人
為
之
篆
刻
﹂
。
由
上

述
資
料
可
看
出
許
初
所
刻
圖
章
評
價
頗

高
，
名
滿
江
南
。

許
初
的
楷
書
亦
為
人
所
重
。
王
世
貞

︵
一
五
二
六

∼

一
五
九○

︶
在
︿
有
明
三

吳
楷
法
序
﹀
，
列
出
明
初
至
隆
慶
年
間
蘇

州
、
松
江
、
無
錫
七
十
名
楷
書
名
家
，
許

初
即
側
身
其
中
。
﹁
天
下
之
灼
然
名
書
家

者
，
無
能
捨
毋
郡
之
允
明
，
若
徵
明
，
若

寵
次
之
，
而
克
、
而
有
貞
、
而
應
禎
又
次

之
。
而
初
、
而
彭
、
而
嘉
諸
君
子
，
而
皆

無
下
駟
也
。
故
曰
吳
郡
以
書
著
也
。
﹂
︵
註

三
︶
將
許
初
與
文
彭
、
文
嘉
同
列
繼
承
蘇
州

楷
書
書
學
下
一
代
的
重
要
書
家
。
同
時
徽

州
汪
道
昆
︵
一
五
二
五

∼
一
五
九
三
︶
曾

於
致
︿
吳
鴻
臚
叔
美
﹀
信
中
提
到
：
﹁
吳

中
工
書
者
，
為
文
壽
承
、
許
元
復
、
周
公

瑕
，
此
外
則
唯
陳
方
伯
雨
泉
工
大
楷
書
，

金
陵
邢
太
史
雉
山
工
古
篆
。
︙
如
力
能
致

之
。
東
南
之
美
，
盡
於
此
矣
。
﹂
︵
註
四
︶

亦
可
見
其
對
許
初
書
作
的
高
度
評
價
。
豐

坊
︵
一
四
九
二

∼

？
︶
︽
書
訣
︾
將
許
初

標
為
長
於
小
楷
，
說
他
﹁
書
學
二
王
、
率

更
，
清
潤
俊
逸
﹂
。
孫
鑛
︵
一
五
四
三

∼

一
六
一
三
︶
︽
書
畫
跋
跋
︾
則
稱
其
法

﹁
亦
出
顏
而
微
帶
肉
﹂
，
認
為
他
學
過
顏

體
。

︿
竹
岡
阡
表
﹀
標
題
以
篆
字
寫

成
，
延
續
著
明
代
以
楷
書
筆
法
入
篆
的

特
色
，
起
筆
、
收
筆
常
作
方
折
狀
。
與
文

徵
明
︿
四
體
千
文
﹀
篆
字
部
分
相
比
︵
圖

四
︶
，
許
初
追
求
更
修
長
的
弧
狀
線
條
，

結
字
亦
拉
長
。
這
樣
的
特
色
，
到
他
晚

期
以
篆
書
寫
︿
杜
甫
秋
興
八
首
﹀
︵
圖

五
︶
，
依
然
持
續
不
變
。

正
文
的
部
分
則
以
參
酌
行
書
筆
法

的
楷
書
寫
成
，
為
許
初
頗
受
稱
道
的
特

長
。
筆
畫
結
字
圓
潤
秀
健
，
如
﹁
郎
﹂
、

﹁
其
﹂
、
﹁
介
﹂
諸
字
，
可
見
承
自
歐
陽

詢
如
︿
九
成
宮
醴
泉
銘
﹀
的
影
響
︵
圖

圖二　許初題寫〈陸治蔡羽書畫合璧冊〉前副葉之引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許初書〈錢穀白嶽遊圖冊〉前副葉「白岳遊」引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五　明　許初　杜甫秋興八首　第一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許初與文徵明篆字比較

許初〈竹岡阡表〉 文徵明〈四體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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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桑
土
齋
﹂
。
根
據
他
鈐
於
︿
杜
甫
秋
興

八
首
﹀
的
﹁
吳
中
三
讓
里
居
﹂
一
印
︵
圖

十
︶
，
可
知
為
其
蘇
州
寓
所
。

雲
間
四
賢—

董
宜
陽

許
初
款
識
中
的
﹁
董
子
子
元
甫
﹂
，

即
是
號
稱
﹁
雲
間
四
賢
﹂
之
一
的
董
宜
陽

︵
一
五
一○

∼

一
五
七
二
︶
。
﹁
四
賢
﹂

為
活
動
於
嘉
靖
、
隆
慶
年
間
四
位
博
雅
多

聞
的
松
江
名
士
，
除
董
宜
陽
外
，
尚
有
徐

獻
忠
︵
一
四
九
三

∼

一
五
六
九
︶
、
張
之

象
︵
一
四
九
六

∼

一
五
七
七
︶
以
及
何
良

俊
︵
一
五○

六

∼

一
五
七
三
︶
。

董
宜
陽
，
字
子
元
，
號
紫
岡
、
七

休
居
士
。
他
曾
為
國
子
監
生
，
但
屢
試
不

第
，
遂
放
棄
舉
業
。
﹁
于
書
無
所
不
窺
，

而
獨
究
心
當
代
典
故
、
郡
中
文
獻
﹂
，

﹁
生
平
所
嗜
好
者
，
惟
書
史
、
石
刻
、
名

帖
。
日
坐
一
室
，
手
丹
鉛
校
戡
至
丙
夜

不
休
﹂
。
︵
註
五
︶

他
對
文
獻
典
籍
的
熟

六
︶
；
﹁
國
﹂
、
﹁
監
﹂
、
﹁
寺
﹂
諸
字

亦
可
看
出
顏
真
卿
楷
書
寬
博
平
正
的
影

響
。
︵
圖
七
︶
通
篇
點
畫
敬
謹
，
但
結
字

並
無
習
氣
，
常
融
入
行
書
牽
連
的
筆
畫
，

少
部
分
似
乎
參
用
篆
隸
的
偏
旁
或
寫
法
，

如
﹁
越
﹂
的
走
字
旁
上
半
部
作
﹁
夭
﹂

字
、
﹁
正
﹂
字
豎
畫
旁
的
橫
點
作
轉
折

狀
。
又
如
﹁
景
﹂
字
，
亦
非
通
行
寫
法
，

似
出
自
魏
晉
古
體
。
︵
圖
八
︶
上
述
這
些

字
形
微
妙
的
選
擇
變
化
，
反
應
許
初
對
篆

隸
等
古
文
字
的
浸
淫
與
應
用
，
也
應
與
他

對
篆
印
的
興
趣
有
關
。

阡
文
錄
畢
後
，
許
初
以
小
字
雙
行

落
款
：
﹁
嘉
靖
壬
子
︵
一
五
五
二
︶
夏
六

月
廿
有
四
日
。
為
董
子
子
元
甫
書
于
三
讓

里
之
桑
土
齋
。
吳
郡
許
初
。
﹂
︵
圖
九
︶

用
筆
清
腴
，
結
字
寬
綽
，
向
左
拉
長
突
出

的
橫
畫
，
可
見
來
自
文
徵
明
小
楷
書
的
影

響
。
許
初
此
作
的
書
寫
地
點
於
﹁
三
讓
里

圖九　許初款識圖十　 許初於〈杜甫秋興八首〉所鈐之「吳中三讓里
居」一印。

圖七　許初〈竹岡阡表〉第九開局部與顏真卿書蹟比較

圖八　 許初書「景」、「越」、
「止」字局部

許初〈竹岡阡表〉 顏真卿書蹟   

圖六　「郎」、「其」、「不」諸字與歐陽詢書蹟的比較

悉
，
名
著
一
時
，
曾
編
輯
許
多
松
江
掌
故

書
，
如
︽
名
臣
琬
琰
錄
︾
、
︽
雲
間
詩

文
選
︾
、
︽
近
代
人
物
志
︾
、
︽
松
志

補
遺
︾
等
。
松
江
著
名
的
藏
書
家
陸
深

︵
一
四
七
七

∼

一
五
四
四
︶
，
或
是
蘇
州

文
彭
均
曾
在
典
校
編
輯
書
籍
時
，
去
信

請
教
於
他
。
︵
註
六
︶

徐
獻
忠
、
孫
承
恩

︵
一
四
八
五

∼

一
五
六
五
︶
等
華
亭
名
人

文
集
，
亦
多
有
董
宜
陽
參
與
編
輯
，
或
請

其
作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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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明　許初　竹岡阡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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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文
名
之
外
，
董
宜
陽
還
因
孝
悌

稱
頌
鄉
里
。
最
為
人
稱
道
者
，
莫
過
於
分

家
產
時
，
他
﹁
為
文
泣
告
先
祠
，
而
擇
田

之
膏
腴
、
屋
之
軒
敞
者
，
悉
以
讓
弟
﹂
，

自
己
則
因
﹁
日
事
文
史
，
絕
不
問
生
業
，

蕭
然
貧
也
。
﹂
他
對
顯
揚
先
世
及
親
族
相

關
的
喪
葬
祭
祀
事
相
當
重
視
。
在
其
親
過

世
之
際
，
他
特
別
請
託
徐
獻
忠
代
辦
雙
親

遺
像
。
嘉
靖
年
間
倭
寇
侵
擾
，
董
氏
數
代

藏
書
的
西
齋
受
焚
，
他
不
畏
烈
焰
、
﹁
不

避
鋒
刃
，
夜
半
身
犯
賊
中
。
取
其
先
世
恩

誥
、
遺
像
及
書
數
篋
馳
出
﹂
。
之
後
還
請

孫
承
恩
為
父
親
遺
像
作
贊
。
︵
註
七
︶

可

見
他
對
這
些
家
族
榮
光
代
表
物
的
重
視
。

此
外
，
他
還
委
請
許
多
名
人
為
其
親
族
撰

寫
墓
志
銘
記
。
就
筆
者
所
知
，
便
有
莫
如

忠
︵
一
五○

八

∼

一
五
八
八
︶
撰
寫
︿
董

氏
世
墓
記
﹀
、
朱
希
周
︵
一
四
七
三

∼

一
五
五
七
︶
為
其
父
撰
墓
碑
、
黃
佐

︵
一
四
九○

∼

一
五
六
六
︶
為
其
父
撰

︿
董
大
理
怡
傳
﹀
、
唐
錦
為
其
母
作
︿
誥

贈
宜
人
喬
氏
墓
誌
銘
﹀
、
何
良
傅
為
其
生

母
作
︿
唐
宜
人
誄
﹀
、
何
良
俊
為
其
妻
作

︿
董
生
妻
楊
氏
傳
﹀
、
袁
袠
︵
一
五○

二

∼

一
五
四
七
︶
另
為
其
妻
作
︿
太
學
生

董
宜
陽
妻
楊
氏
墓
志
銘
﹀
等
。
為
親
人
請

製
墓
志
銘
記
的
例
子
亟
多
，
但
能
收
錄
在

文
集
中
流
傳
者
則
相
對
稀
少
。
董
宜
陽
親

族
相
關
的
墓
志
銘
記
至
今
數
量
仍
多
，
反

映
無
顯
赫
功
名
的
他
，
在
松
江
、
蘇
州
、

南
京
等
地
，
確
是
高
名
廣
播
，
人
脈
豐

厚
，
﹁
所
交
盡
海
內
名
碩
﹂
，
才
有
機
會

延
請
許
多
名
人
為
先
祖
親
族
撰
文
，
流
傳

至
今
。

江
西
理
學
大
師—

鄒
守
益

︿
竹
岡
阡
表
﹀
亦
為
一
例
。
︵
圖

十
一
︶
根
據
阡
表
及
相
關
文
獻
，
董
宜
陽

在
一
五
五
一
年
前
後
，
父
親
過
世
二
十
四

年
後
始
為
安
葬
其
祖
父
和
父
親
的
竹
岡

之
阡
樹
碑
墓
道
，
同
時
請
朱
希
周
為
父

親
作
墓
碑
文
、
唐
錦
為
母
親
作
墓
誌
銘

外
，
並
遣
僕
役
遠
赴
江
西
請
鄒
守
益

︵
一
四
九
一

∼

一
五
六
二
︶
為
其
祖
父
董

綸
作
此
阡
表
。

鄒
守
益
為
江
西
安
福
縣
人
，
早
年

即
登
進
士
，
曾
任
﹁
太
常
寺
少
卿
兼
翰
林

院
侍
讀
學
士
、
經
筵
講
官
同
修
國
史
﹂
。

後
拜
王
陽
明
為
師
，
為
王
學
第
一
代
的
代

註
釋

1.  

文
彭
，
︿
送
許
太
僕
元
復
之
任
滁
州
﹀
，

︽
文
氏
五
家
集
︾
，
卷
七
，
頁
二
六
。

2.  

張
鳳
翼
，
︿
題
孫
過
庭
帖
﹀
，
︽
處
實
堂

集
︾
，
後
集
，
卷
五
，
頁
一
八—

一
九
。

3.  

王
世
貞
，
︿
有
明
三
吳
楷
法
序
﹀
，
︽
弇
州

山
人
四
部
續
稿
︾
，
卷
五
〇
，
頁
一
八—

二
二
。

4.  

汪
道
昆
，
︿
吳
鴻
臚
叔
美
﹀
，
︽
太
函

集
︾
，
卷
九
七
，
頁
一
三—

一
四
。

5.  

何
三
畏
，
︿
董
太
學
紫
岡
先
生
傳
﹀
，
︽
雲

間
志
略
︾
，
卷
一
九
，
頁
二
六—

二
七
。

6.  

劉
東
芹
，
︿
文
彭
六
札
合
考
﹀
，
︽
昆
侖

堂
︾
，
第
三
六
期
，
頁
一
五—

一
六
。

7.  

孫
承
恩
，
︿
董
大
理
中
岡
像
贊
﹀
，
︽
文
簡

集
︾
，
卷
四
二
，
頁
六—

八
。

8.  

徐
階
，
︿
董
大
理
合
葬
錄
序
﹀
，
︽
世
經
堂

集
︾
，
卷
一
二
，
頁
八—

九
。

9.  

何
良
俊
，
︿
與
叔
皮
書
﹀
，
︽
何
翰
林

集
︾
，
卷
一
八
，
頁
一
四—

一
五
。

10.  

何
良
俊
，
︽
四
友
齋
叢
說
︾
︵
筆
記
小
說
大

觀
本
︶
，
卷
一
五
，
頁
一
二
八
。

表
學
者
。
因
大
禮
議
事
件
罷
官
後
，
於
各

地
會
講
，
傳
播
王
學
。
徐
階
︿
董
大
理
合

葬
錄
序
﹀
提
到
董
宜
陽
﹁
嘗
從
東
郭
鄒
先

生
︵
鄒
守
益
︶
遊
習
，
聞
良
心
之
說
者

也
﹂
。
︵
註
八
︶

︿
竹
岡
阡
表
﹀
中
，
鄒
守

益
亦
提
到
之
所
以
應
允
撰
文
的
理
由
，
除

兩
人
父
親
均
為
弘
治
九
年
︵
一
五
九
六
︶

進
士
外
，
亦
因
﹁
宜
陽
復
游
門
墙
﹂
，
曾

從
學
於
他
的
緣
故
。

阡
表
中
引
︿
瀧
岡
阡
表
﹀
故
事
為

典
，
澄
清
董
氏
子
孫
之
所
以
在
董
綸
過
世

七
十
餘
年
後
，
方
請
人
作
阡
表
的
原
因
亦

如
北
宋
歐
陽
修
﹁
非
敢
緩
，
而
有
以
待

也
﹂—

期
待
在
更
有
成
就
的
時
候
，
再
製

銘
記
榮
耀
祖
先
。
文
中
記
述
董
綸
生
平

及
為
宦
功
績
，
並
勉
勵
董
氏
子
孫
克
守
祖

訓
，
競
競
光
大
。

鄒
守
益
此
文
未
收
錄
於
其
文
集
、
年

譜
中
，
似
亦
無
涉
良
知
性
理
之
學
。
倒
是

前
述
徐
階
︿
董
大
理
合
葬
錄
序
﹀
一
文
，

將
董
宜
陽
厚
葬
祖
先
、
請
士
大
夫
撰
志
碑

傳
誄
以
傳
後
世
的
行
徑
，
視
為
﹁
良
心
﹂

的
體
現
。
該
序
引
有
董
宜
陽
之
語
：
﹁
吾

父
母
之
言
與
行
，
將
託
是
不
朽
焉
。
﹂

透
過
文
字
輯
錄
先
祖
親
族
行
誼
，
傳
之
後

世
，
使
永
有
聞
，
應
為
董
宜
陽
所
冀
望
實

現
者
，
從
今
日
保
存
在
文
集
中
的
資
料
，

以
及
︿
竹
岡
阡
表
﹀
一
作
看
來
，
他
所
作

的
這
些
努
力
頗
為
成
功
。

蘇
松
士
人
往
來
一
例

董
宜
陽
和
許
初
直
接
往
來
的
資
料
，

目
前
未
見
，
但
董
宜
陽
的
好
友
，
雲
間

﹁
四
賢
﹂
之
一
的
何
良
俊
，
在
致
其
弟

何
良
傅
的
信
札
中
曾
提
到
許
初
：
﹁
許

高
陽
來
都
前
見
示
云
，
此
行
當
首
謁
令

弟
。
此
公
名
士
，
兼
是
舊
知
，
須
優
與
之

為
佳
。
﹂
︵
註
九
︶

這
並
非
意
謂
董
宜
陽

是
透
過
何
良
俊
才
結
識
許
初
。
最
晚
在

一
五
三
一
年
，
董
宜
陽
已
與
蘇
州
重
要
的

文
士
王
寵
︵
一
四
七
一

∼

一
五
五
三
︶
定

交
。
何
良
俊
兄
弟
即
是
透
過
董
宜
陽
、
張

之
象
的
聯
繫
，
方
至
石
湖
一
訪
王
寵
。
︵
註

十
︶
是
故
董
宜
陽
與
蘇
州
文
士
圈
的
交
往
可

能
頗
為
深
切
廣
泛
。
而
文
派
第
二
代
的
許

初
不
但
與
文
彭
友
好
，
其
父
許
國
用
亦
是

與
沈
周
、
李
應
禎
、
文
徵
明
唱
籌
往
來
的

友
朋
，
於
弘
治
初
年
曾
以
所
收
倪
瓚
︿
江

南
春
﹀
詩
稿
，
引
發
蘇
州
地
區
文
人
群
起

唱
和
的
一
時
之
勝
。
躋
身
於
蘇
州
文
士
交

遊
核
心
圈
的
許
初
，
與
松
江
董
宜
陽
直
接

有
所
來
往
是
可
以
想
像
的
。
許
初
為
董
宜

陽
精
心
抄
寫
的
經
摺
裝
︿
竹
岡
阡
表
﹀
，

正
為
體
現
嘉
靖
時
期
蘇
州
與
松
江
地
區
士

人
彼
此
熟
悉
往
來
的
一
件
歷
史
結
晶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書
畫
處

圖十一　明　許初　竹岡阡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