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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
江
釣
艇

︿
寒
江
釣
艇
﹀
的
主
題
︵
圖
一
︶
，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是
來
自
唐
代
著
名
詩
人
柳

宗
元
︵
七
七
三

∼

八
一
九
︶
的
四
言
絕
句

詩
︿
江
雪
﹀
。 

柳
宗
元
是
影
響
中
國
山
水

圖
像
的
主
要
人
物
之
一
。

異
代
宗
師

探
尋
兩
幅
宋
元
畫
的
風
格
與
意
義

班
宗
華　

(R
ichard M

. B
arnhart)　

著

王
仲
蘭　

譯

千
山
鳥
飛
絕
，
萬
徑
人
蹤
滅
；

孤
舟
蓑
笠
翁
，
獨
釣
寒
江
雪
。
︵
註
一
︶

在
許
多
類
似
主
題
的
宋
元
繪
畫
中
，

這
幅
顯
得
特
別
生
動
有
力
：
瀑
布
從
高
處

直
衝
而
下
，
在
跌
入
畫
面
中
心
時
似
乎
凝

結
成
冰
，
水
天
一
片
黑
暗
；
似
魔
似
龍
的

松
樹
激
起
邪
惡
與
暴
力
的
聯
想
。
漁
翁
獨

處
險
境
，
幾
乎
被
趕
出
畫
面
的
左
下
角
。

顯
然
，
這
個
戲
劇
性
構
圖
的
作
者

是
個
有
技
巧
的
專
業
畫
家
，
他
有
意
地
創

造
出
視
覺
上
的
激
人
氣
氛
，
來
描
寫
一
個

極
其
弱
勢
且
孤
立
的
人
，
在
這
個
苦
寒
又

︵
傳
︶
李
成
︿
寒
江
釣
艇
圖
﹀
曾
在
一
九
六
一
至
六
二
年
影
響
深
遠
的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美
國
巡

迴
展
覽
中
展
出
。
我
當
年
在
舊
金
山
看
到
這
幅
畫
時
，
還
是
個
大
學
生
。
那
是
我
第
一
次
看
到
如

此
高
水
準
的
中
國
藝
術
。
︿
寒
江
釣
艇
﹀
因
而
成
為
我
心
目
中
的
中
國
繪
畫
的
原
型
印
象
之
一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目
前
︵
一
九
九
六
︶
的
展
覽
並
沒
有
包
括
︿
寒
江
釣
艇
﹀
，
但
似
乎
是
為
了
填

補
它
留
下
的
空
隙
，
展
出
了
早
期
山
水
的
另
一
瑰
寶—

︿
臨
流
獨
坐
圖
﹀
。
這
是
一
幅
宋
代
巨
嶂

山
水
畫
，
曾
傳
為
范
寬
的
作
品
。
︿
寒
江
釣
艇
﹀
和
︿
臨
流
獨
坐
﹀
被
認
為
是
宋
代
山
水
畫
兩
大

宗
師
的
作
品
。
這
兩
幅
除
了
畫
名
和
主
題
有
奇
特
的
一
致
性
之
外
，
還
有
許
多
相
似
處
，
把
它
們

放
在
一
起
討
論
應
是
很
有
用
的
。
開
宗
明
義
，
兩
幅
畫
和
它
們
所
傳
說
的
作
者
都
沒
有
非
常
密
切

關
係
。

（傳）宋　李成　寒江釣艇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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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
悶
的
冬
季
，
置
身
於
冰
涷
世
界
的
威
脋

中
。

︿
寒
江
釣
艇
﹀
的
風
格
直
屬
於
宋

代
山
水
畫
傳
統
的
﹁
百
代
宗
師
﹂
李
成

︵
九
一
九

∼

九
六
七
︶
。
把
它
和
李
成
著

名
的
︿
讀
碑
圖
﹀
相
比
較
，
可
以
最
直
接

地
印
証
如
此
的
觀
察
。
︿
讀
碑
圖
﹀
的
一

件
早
期
摹
本
現
藏
於
大
阪
市
立
美
術
館
。

至
於
臺
北
︿
寒
江
釣
艇
圖
﹀
的
製
作
年

代
，
一
九
六
一
年
特
展
目
錄
的
作
者
提
供

萬
仞
之
山
高
插
天
，
瀑
布
飛
流
千
尺
泉
；

山
高
仰
見
三
峽
近
，
白
晝
但
見
雲
連
煙
。

岧
嶤
直
下
幾
百
里
，
巖
上
有
松
巖
下
水
；

老
松
偃
蓋
走
虯
龍
，
六
月
簫
簫
寒
風
起
。

江
間
浪
靜
一
漁
舟
，
怡
然
獨
釣
披
羊
裘
；

長
竿
掣
得□

鰲
上
，
不
帶
紅
塵
半
點
愁
。

 

此
翁
佳
趣
誰
能
若
，
呂
望
嚴
陵
擬
斟
酌
；

江
山
可
易
心
不
移
，
樂
山
樂
水
有
真
樂
。

 

畫
師
好
手
良
難
逢
，
萬
物
收
拾
歸
圖
中
；

便
將
風
月
等
閒
看
，
不
出
門
庭
要
令
生
意

終
無
窮
。

此
詩
的
最
後
一
行
有
十
一
個
字
︵
第

二
首
詩
亦
如
此
︶
。
題
款
為
﹁
文
山
復
心

為
戴
氏□

□

書
﹂
。

第
二
首
詩
有
一
百
四
十
字
︵
有
若

干
字
脫
落
或
模
糊
難
辨
，
可
能
原
先
也
有

一
百
四
十
四
字
，
和
第
一
首
詩
相
同
︶
。

如
上
指
出
，
它
一
共
有
二
十
句
，
其
中
有

十
五
句
的
尾
字
是
根
據
第
一
首
詩
所
用
的

相
同
字
而
來
：

青
山
崔
嵬
勢
接
天
，
山
中
白
雪
飛
岩
泉
；

山
耶
水
耶
倚
空
壁
，
蒼
蒼
萬
頃
和
雲
煙
。

初
疑
蓬
萊
三
萬
里
，
無
波
無
濤
隔
弱
水
；

又
疑
帝
子
撒
瓊
瑤
，
破
肉
寒
商
揚
石
起
。

悠
悠
一
叟
棹
輕
舟
，
四
時
穿
着
如
狐
裘
；

︵
註
三
︶

這
樣
的
觀
察
雖
然
大
致
上
正
確
，

但
是
這
幅
畫
的
年
代
應
該
可
以
比
朱
德
潤

︵
一
二
九
四

∼

一
三
六
五
︶
更
早
些
。
我

會
再
回
過
來
討
論
有
關
年
代
的
問
題
。

在
︿
寒
江
釣
艇
﹀
的
右
上
角
有
兩

長
條
詩
跋
，
作
者
難
以
辨
認
。
如
此
的
巨

幅
山
水
畫
有
這
樣
的
長
詩
題
跋
相
當
少
見

︵
雖
然
，
我
們
將
很
驚
異
地
看
到
︿
臨
流

獨
坐
圖
﹀
也
有
許
多
詩
跋
︶
，
最
令
人
費

解
的
是
，
這
些
作
者
的
身
分
難
以
辨
識
。

經
歷
了
這
麼
多
年
的
隱
晦
不
明
，
我
們
或

許
應
該
開
始
懷
疑
是
否
這
些
作
者
不
想
被

指
認
出
來
。
這
些
題
跋
沒
有
任
何
戮
印
，

可
能
的
原
因
是
這
些
作
者
在
寫
跋
文
時
，

印
章
不
在
身
邊
。
這
兩
首
詩
亦
有
獨
特
之

處
：
它
們
都
是
二
十
句
的
七
言
詩
，
都
是

最
後
的
一
句
有
十
一
個
字
。
而
且
第
一
首

詩
的
二
十
句
中
，
有
十
五
句
的
最
後
一
字

和
第
二
首
詩
完
全
相
同
。
兩
首
詩
都
有
相

當
的
戲
劇
性
、
隱
密
性
的
內
容
，
以
及
奇

特
的
作
者
名
款
。
︵
譯
者
按
：
全
部
詩
跋
收
錄
在

︽
故
宮
書
畫
錄
︾
第
三
冊
︶

第
一
首
詩
共
有
一
百
四
十
四
字
。
讀

者
可
以
參
考
照
片
局
部
︵
圖
二
︶
和
︽
故

宮
書
畫
錄
︾
上
的
題
跋
本
文
。

了
一
個
大
略
的
說
明
：

 

寬
濕
的
輪
廓
綫
條
，
混
雜
的
石
塊
質

地
，
﹁
巴
羅
克
﹂
式
樹
榦
旋
鈕
和
節

結
，
豆
點
形
狀
的
結
實
苔
點
在
樹
身
出

現
，
樹
枝
和
灌
木
的
尾
鉤 —

 

所
有
的
特

點
似
乎
都
指
向
元
朝
的
斷
代
。
︵
註
二
︶

高
居
翰
在
他
的
︽
中
國
古
畫
索
引
︾

中
肯
定
地
指
出
：
﹁
這
幅
畫
所
呈
現
的
年

代
是
元
朝
；
參
見
朱
德
潤
的
作
品
。
﹂

圖一　（傳）宋　李成　寒江釣艇　軸　縱170，橫 101.9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傳）宋　李成　寒江釣艇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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龎
眉
白
髮
天
下
老
，
寸
心
炯
炯
無
閑
愁
。

嗟
哉
子
陵
未
似
若
，
錦
鱗
白
酒
恣
傾
酌
；

十
二
時
中
風
雨
來
，
兩
耳
不
聞
自
歡
樂
。

好
山
好
水
真
難
逢
，
誰
能
置
我
乎
岩
中
；

還
君
此
畫
更
歎
息
，□

□
□
□

茅
屋
可
歲

終
何
窮
。

詩
尾
題
款
為
﹁
文
江
默
庵
﹂
。

這
兩
首
雄
心
勃
勃
的
詩
同
屬
於
宋

末
元
初
時
期
的
詠
物
詩
，
它
們
都
有
精
緻

描
寫
的
主
題
，
只
是
主
題
從
未
直
接
被
寫

出
。
雖
然
沒
有
確
認
的
主
題
，
這
兩
首

詩
都
有
引
人
注
目
的
典
故
，
肯
定
指
向
某

種
具
體
而
特
定
的
主
題
、
對
象
、
或
相

關
事
件
；
而
這
樣
的
主
題
也
許
就
隱
藏
在

如 

﹁
江
山
可
易
心
不
移
﹂
的
詩
句
中
。

呼
嘯
的
風
，
狂
掃
的
雨
，
還
有
足
以
消

滅
世
界
的
寒
冬
，
全
都
指
向
非
常
暴
力
的

背
景
。
在
如
此
危
險
時
刻
，
﹁
帝
子
﹂
的

﹁
破
肉
﹂
推
土
而
起
。
這
首
詩
暗
示
著
可

怖
事
件
已
經
發
生
了
，
但
隱
者
漁
翁
在
寒

河
上
，
就
像
這
兩
首
詩
的
作
者
和
畫
的
主

人
一
樣
，
逃
離
了
險
境
並
且
生
存
下
來
。

我
相
信
他
們
所
逃
離
的
是
蒙
古
入
侵
和
宋

朝
覆
滅
。
一
二
七
八
年
，
宋
朝
皇
帝
和
皇

后
的
陵
墓
被
西
藏
教
士
楊
璉
真
伽
盜
挖
，

屍
骨
亂
丟
。
一
二
七
九
年
，
宋
朝
末
代
宰

相
和
軍
事
將
領
文
天
祥
︵
一
二
三
六

∼

一
二
八
三
︶
被
擒
獲
拘
往
北
京
，
四
年
之

後
被
處
死
；
這
事
件
象
徵
性
地
代
表
宋
朝

對
抗
蒙
古
的
慘
痛
結
局
。

這
兩
位
作
者
隱
名
埋
姓
的
原
因
，

或
許
是
因
為
他
們
的
簽
名
都
影
射
了
象
徵

宋
朝
滅
亡
的
文
天
祥
。
文
天
祥
一
直
被
關

在
北
京
直
到
一
二
八
三
年
被
處
死
。
自
他

被
捕
後
到
他
的
紀
念
祠
在
他
的
出
生
地
建

立
的
一
三
二
三
年
之
前
，
他
的
名
字
都

沒
有
被
公
開
提
到
過
。
在
一
三
二
三
年
之

前
，
想
要
悼
念
他
的
人
只
有
隱
藏
他
們
自

己
的
身
份
，
或
是
文
天
祥
的
身
份
，
或
是

兩
者
都
隱
去
。
舉
例
而
言
，
宋
遺
民
謝
翱

︵
一
二
四
九

∼

一
二
九
五
︶
在
一
二
九○

到
一
二
九
一
的
冬
季
，
曾
旅
行
到
漢
代
漁

隱
的
政
治
家
嚴
光
︵
又
名
嚴
子
陵
︶
的
釣

魚
台
，
寫
下
著
名
的
︿
哭
文
丞
相
﹀
，
詩

中
仍
未
能
直
稱
其
名
。
︵
註
四
︶

嚴
子
陵
之
名
在
兩
首
詩
中
均
可
明
顯

地
見
到
，
就
如
畫
中
老
漁
夫
圖
像
所
影
射

的
主
題
一
樣
。
而
且
因
為
嚴
陵
釣
台
是
謝

翱
和
其
他
人
前
往
追
悼
宋
末
宰
相
之
地
，

嚴
的
名
字
似
乎
亦
有
喚
起
遺
民
團
體
貫
徹

文
天
祥
之
理
想
的
作
用
。
然
而
，
這
兩
個

詩
跋
的
名
款
和
一
些
次
要
的
符
號
，
竟
是

最
接
近
有
關
主
題
的
線
索
。
第
一
首
詩
的

簽
名
是
﹁
文
山
﹂
，
正
是
文
天
祥
最
常
用

的
名
號
。
﹁
文
山
﹂
之
後
接
著
的
兩
字
，

可
大
致
解
釋
為
﹁
收
復
他
的
心
﹂
︵
復

心
︶
。第

二
首
詩
的
簽
名
是
﹁
文
江
﹂
，
應

和
江
蘇
省
吉
水
縣
有
關
，
是
文
天
祥
的
出

生
地
。
此
名
之
後
隔
著
一
長
空
白
處
再
接

上
﹁
默
庵
﹂
兩
字
，
或
可
解
釋
成
﹁
沉
默

的
草
庵
﹂
，
或
是
﹁
空
白
的
草
堂
﹂
，
有

著
一
個
無
人
居
住
的
空
屋
的
影
像
。
儘
管

默
庵
是
個
普
通
的
名
號
或
室
名
，
沒
有
一

個
所
知
的
默
庵
來
自
文
江
。
所
以
這
個
名

號
可
能
也
是
虛
構
的
，
是
一
個
不
願
露
名

的
人
用
來
喚
起
對
文
天
祥
的
回
憶
。

一
旦
這
些
身
份
鑑
定
落
實
後
，
所
有

的
有
關
詩
的
戲
劇
性
典
故
、
滅
亡
的
宋
朝

和
它
最
後
的
防
衛
者
的
象
徵
、
以
及
寒
河

上
老
漁
翁
的
影
像
，
都
將
有
更
深
刻
的
共

鳴
。

第
一
首
詩
中
另
一
個
奇
怪
之
處
，
在

詩
的
第
八
行
，
﹁
六
月
簫
簫
寒
風
起
﹂
，

描
寫
這
個
顯
然
冰
涷
的
冬
景
山
水
。
這
張

畫
不
可
能
是
描
寫
農
曆
六
月
︵
夏
天
︶
，

我
們
應
該
問
：
為
什
麼
這
幅
厚
雪
寒
冬
的

山
水
圖
會
被
如
此
毫
無
懷
疑
地
辨
認
為
是

六
月
？
或
許
僅
是
因
為
詩
的
作
者
在
六
月

看
到
了
這
張
畫
︵
既
使
詩
中
並
沒
告
訴
我

們
︶
，
而
且
描
寫
它
像
﹁
冷
風
﹂
一
樣
地

讓
人
心
寒
。
然
而
，
另
一
個
可
能
的
解
釋

是
當
時
正
是
一
二
八
一
年
的
第
六
個
月
，

文
天
祥
被
關
在
獄
中
等
待
死
刑
，
並
寫
下

他
最
著
名
的
一
首
詩
︿
正
氣
歌
﹀
。
︵
黃
玉

笙
編
，
︽
文
天
祥
評
傳
︾
︶

從
那
時
起
，
﹁
第

六
個
月
﹂
可
能
比
夏
天
的
第
一
個
月
更
能

喚
起
忠
貞
人
士
的
向
心
力
。

如
果
我
對
這
些
詩
和
名
款
的
解
讀
是

正
確
的—

我
也
可
能
是
完
全
錯
誤
的—

我

們
可
以
下
結
論
說
這
些
詩
是
在
一
二
七
九

和
一
三
二
三
年
之
間
寫
成
的
。
在
這
期
間

這
兩
首
詩
所
涉
及
的
內
容
與
事
件
，
均
不

可
能
被
公
開
討
論
。
這
些
詩
和
此
畫
有
關

的
任
何
事
件
還
不
十
分
明
朗
，
但
是
我
相

信
這
幅
畫
極
可
能
是
在
這
期
間
所
作
，
而

且
是
畫
作
擁
有
者
戴
先
生
特
別
要
求
的
。

無
論
如
何
，
這
兩
首
詩
是
不
可
能
被
題
寫

在
普
通
的
山
水
畫
上
。
最
合
理
的
說
法

是
，
這
幅
畫
就
是
為
此
目
的
而
作
。
第
一

首
詩
中
，
提
到
的
畫
家
是
﹁
畫
詩
好
手
﹂

亦
或
﹁
技
巧
大
師
﹂
，
似
乎
是
在
影
射
當

時
的
一
位
職
業
畫
家
，
而
且
也
可
以
間
接

地
解
讀
為
承
認
畫
家
的
技
巧
。

這
些
相
互
關
連
和
意
義
交
織
的
多

重
元
素
之
間
，
有
著
驚
人
的
連
續
性
和
緊

密
性
。
柳
宗
元
的
︿
江
雪
﹀
喚
起
持
續
的

困
苦
和
流
放
，
確
實
是
柳
宗
元
所
經
歷
的

流
放
，
而
他
也
因
此
而
死
。
而
且
可
能
就

是
這
首
詩
，
以
及
它
和
柳
宗
元
的
密
切
關

係
，
提
供
了
畫
家
和
贊
助
者
的
第
一
層
意

義
。
但
是
這
畫
的
形
式
和
風
格
，
是
屬
於

李
成
原
創
類
型
。
這
幅
被
傳
為
李
成
作
品

的
無
名
氏
圖
頗
恰
當
的
反
應
了
這
樣
的
事

實
。
反
而
言
之
，
李
成
所
創
作
的
原
型
山

水
圖
像
象
徵
了
持
久
刻
苦
和
流
放
；
進
而

言
之
，
李
成
也
創
作
出
代
表
宋
王
朝
︵
後

來
成
為
宋
政
府
的
同
義
字
︶
和
宋
皇
室
的

自
我
形
象
。
因
此
，
︿
寒
江
釣
艇
﹀
可
說

是
代
表
了
宋
王
朝
和
它
的
遺
民
，
假
借
一

個
漁
夫
在
冰
涷
的
河
上—

處
在
李
成
三
百

年
前
所
設
計
的
世
界
中
，
而
且
首
先
被
一

位
晚
唐
流
放
詩
人
所
描
寫
出
。

十
三
世
紀
晚
期
的
宋
遺
民
群
體
和

過
去
之
間
的
明
顯
關
連
，
在
於
適
切
地
體

現
各
種
形
式
的
流
放
、
苦
難
、
和
失
去
的

痛
苦
。
我
設
想
類
似
︿
寒
江
釣
艇
﹀
這
樣

的
畫
，
在
遺
民
之
間
應
有
一
定
的
市
場
。

遺
民
文
化
與
群
體
的
主
要
標
誌
，
經
由
詩

與
畫
創
造
出
了
自
我
形
象
。
舉
例
而
言
，

多
年
前
何
惠
鑑
寫
了
一
篇
論
文
，
論
述
龔

開
︿
瘦
馬
圖
﹀
的
重
要
性
。
他
指
出
︿
瘦

馬
圖
﹀
代
表
了
一
個
遺
民
的
基
本
自
我
形

象—

即
是
報
廢
和
飢
渴
，
但
仍
﹁
像
山
一

樣
﹂
投
影
在
對
面
沙
岸
。
︵
註
五
︶

這
個
在

積
雪
河
上
的
孤
獨
漁
夫
，
正
是
另
一
個
基

本
的
遺
民
自
我
形
象
。

高
居
翰
注
意
到
︿
寒
江
釣
艇
﹀
和

朱
德
潤
的
畫
有
很
多
相
似
的
特
色
，
因

此
它
們
畫
成
的
時
間
和
地
點
應
不
會
差
距

太
大
。
但
是
，
我
想
提
出
另
一
個
類
似

的
糾
結
例
子—

羅
稚
川
︵
歿
於
一
三
三

○

前
︶
和
他
的
︿
寒
鴉
老
樹
圖
﹀
︵
圖

三
︶—

和
李
成
傳
統
惟
一
的
大
師
以
及
宋

遺
民
群
體
也
有
特
別
關
連
。
前
面
所
討
論

的
︿
寒
江
釣
艇
﹀
和
其
題
跋
相
似
的
情

圖三　 元　羅稚川　古木寒鴉圖　軸　縱131.5，
橫 80公分　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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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
幾
乎
一
模
一
樣
地
影
射
在
這
個
趙
文

︵
一
二
三
八

∼

一
三
一
五
︶
和
羅
稚
川
兄

弟
的
例
子
。
羅
稚
川
的
兄
長
是
個
頗
負
聲

名
的
詩
人
︵
名
字
尚
未
確
定
︶
，
住
在
江

西
臨
川
，
該
地
也
是
對
抗
蒙
古
的
主
要
基

地
之
一
。
趙
文
是
個
宋
遺
民
和
學
者
，
在

離
世
的
那
年
︵
一
三
一
五
︶
探
訪
了
羅
氏

兄
弟
。
趙
曾
和
文
天
祥
為
對
抗
蒙
古
勢
力

並
肩
作
戰
，
並
在
蒙
古
勝
利
之
後
退
休
回

到
吳
興
老
家
。
我
曾
在
別
處
翻
譯
了
趙
的

長
詩
，
此
詩
乃
是
他
為
紀
念
探
望
羅
氏
兄

弟
之
事
而
作
，
很
明
顯
地
同
情
趙
文
和
遺

民
群
體
。
此
為
其
長
詩
的
前
面
數
行
：

 

吾
觀
天
地
間
，
一
一
皆
是
畫
與
詩
。

渝
川
有
二
羅
，
畫
得
天
地
之
英
奇
。

 

大
羅
詩
名
撼
湖
海
，
小
羅
天
機
勃
鬱
不

得
已
而
水
墨
之
。
搖
毫
造
化
已
破
碎
，

灑
墨
元
氣
為
淋
漓
。
︵
註
六
︶

身
為
文
天
祥
的
助
手
和
朋
友
，
本

身
也
是
著
名
的
宋
朝
忠
貞
份
子
，
趙
文
顯

然
不
會
輕
易
地
贊
揚
如
羅
稚
川
之
類
的
無

辜
年
輕
畫
家
，
除
非
後
者
為
了
某
種
因
素

被
捲
入
趙
的
自
我
理
想
和
記
憶
範
圍
。
的

確
，
那
一
定
是
趙
氏
讚
賞
羅
氏
兄
弟
的
原

因
之
一
，
因
為
這
個
遺
民
並
非
漫
無
目
的

地
到
處
旅
行
，
而
且
表
揚
他
所
遇
到
任
何

人
的
志
向
，
相
反
地
，
他
積
極
地
進
行
有

選
擇
性
的
交
往
。

許
多
這
樣
的
遺
民
聚
會
都
有
詩
畫

創
作
。
事
實
上
，
詩
和
畫
是
塑
造
遺
民
文

化
與
特
性
不
可
或
缺
的
工
具
。
文
天
祥
被

關
在
北
京
三
年
，
仍
不
斷
地
寫
詩
。
謝
翱

在
︿
哭
文
丞
相
﹀
詩
中
指
出
，
為
了
追
悼

文
天
祥
，
他
和
朋
友
們
壯
遊
至
嚴
子
陵
釣

魚
台
︵
在
富
春
江
上
︶
，
在
那
裏
遇
到
多

位
志
趣
相
投
者
，
每
到
傍
晚
時
分
，
或
在

佛
寺
中
，
他
們
作
詩
懷
念
往
日
，
也
悲
憫

苦
痛
的
當
下
。
顯
然
地
，
在
趙
文
來
訪
臨

川
之
時
，
羅
稚
川
曾
經
為
趙
作
︵
數
幅
︶

畫
。
有
充
分
的
証
據
指
出
，
在
遺
民
的
持

續
交
往
中
，
視
覺
和
語
言
文
化
扮
演
著
重

要
角
色
。

我
認
為
在
一
二
七
九
和
一
三
二
三

年
之
間
，
就
在
這
樣
的
忠
貞
遺
民
份
子

聚
會
中
，
一
位
可
能
就
是
羅
稚
川
的
遺
民

大
畫
家
，
為
這
些
哀
悼
宋
朝
而
聚
集
的

人
創
作
了
︵
或
是
帶
來
了
︶
︿
寒
江
釣

艇
圖
﹀
。
其
中
的
兩
位
出
席
者
︵
我
們
可

能
永
遠
不
會
知
道
他
們
的
身
份
︶
在
畫
上

題
詩
，
表
達
了
他
們
對
文
天
祥
之
死
的
情

緒
化
反
應
和
亡
國
之
痛
，
以
及
一
個
孤
獨

老
漁
夫
在
冰
凍
河
川
的
象
徵
。
羅
稚
川
曾

經
畫
過
類
似
的
圖
；
詩
人
胡
助
︵
活
躍
於

一
三
四
一

∼

一
三
六
七
︶
曾
作
一
首
詩
，

題
為
︿
羅
稚
川
雪
圖
﹀
：

 

獨
釣
寒
江
似
凍
蠅
，
五
樓
千
古
掛
枯

藤
。
山
陰
道
上
無
行
迹
，
林
外
人
家
雪

滿
罾
。
︵
胡
助
︽
純
白
齋
類
稿
︾
︵
四
部
叢
書

編
︶
卷
十
五
之
四
︶

把
藝
術
史
建
構
在
數
件
名
畫
上
的

一
個
後
果
是
：
在
這
樣
的
批
評
性
骨
架

內
，
絕
大
部
分
的
畫
變
成
毫
不
相
干
。
在

一
九
六
一

∼

六
二
的
展
覽
中
，
︿
寒
江
釣

艇
﹀
被
認
為
是
頗
合
宜
的
選
擇
。
若
引
展

覽
目
錄
作
者
的
文
字
而
言
，
﹁
在
所
有
傳

為
大
師
︵
李
成
︶
畫
作
的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品
中
，
我
們
認
為
這
個
極
有
繪
畫
性
的
作

品
最
佳
。
﹂
︵
見
註
二
︶
但
是
此
畫
並
沒

有
包
括
在
目
前
的
大
型
展
覽
中
，
因
為
我

們
現
在
非
常
確
定
︵
之
前
在
當
時
也
很
確

定
︶
，
它
是
在
李
成
死
後
的
若
干
世
紀
畫

的
，
而
且
我
們
還
無
法
為
它
在
藝
術
史
上

定
位
。
此
文
即
是
為
了
呼
應
這
第
二
種
考

慮
，
亦
即
想
為
它
和
它
同
類
的
畫
找
出
一

個
在
時
代
和
精
神
上
的
定
位
。

臨
流
獨
坐

︿
臨
流
獨
坐
圖
﹀
︵
圖
四
︶
曾
傳
為

圖四　（傳）宋　范寬　臨流獨坐圖　軸　縱156.1，橫106.3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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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寬
︵
活
躍
於
九
九○

∼

一○

三○

︶
所

作
，
它
雖
然
和
︿
寒
江
釣
艇
﹀
分
屬
不
同

時
代
，
卻
是
這
類
型
的
畫
另
一
個
例
子
。

圖
的
上
方
總
共
有
十
一
個
題
跋
；
其
中
年

代
最
晚
的
是
乾
隆
皇
帝
︵
一
七
三
六

∼

九
五
在
位
︶
寫
的
。
在
十
個
較
早
的
跋
文

中
，
只
有
少
數
幾
個
的
作
者
被
確
認
，
這

樣
的
情
況
可
能
延
緩
了
我
們
對
此
畫
及
其

歷
史
的
全
面
瞭
解
。
無
論
如
何
，
這
些
題

跋
是
呼
應
這
類
古
老
巨
幅
山
水
畫
的
引
人

入
勝
的
例
子
， 

既
使
它
的
極
盛
時
代
早
已

消
逝
。︿

臨
流
獨
坐
圖
﹀
的
斷
代
是
有
些

爭
議
的
，
因
為
討
論
過
這
幅
畫
的
兩
位
權

威
學
者
對
它
的
年
代
沒
有
一
致
的
見
解
；

一
位
認
為
是
十
二
世
紀
早
期
的
作
品
，

另
一
位
認
定
是
十
三
世
紀
。 

既
然
所
有

早
於
乾
隆
皇
帝
的
十
個
題
跋
似
乎
都
是
在

十
四
世
紀
寫
的
︵
其
中
惟
一
的
年
款
是

一
三
七
六
，
而
這
個
日
期
因
其
跋
文
在
圖

上
的
位
置
，
我
認
為
是
這
畫
和
它
的
題
跋

最
晚
的
可
能
年
代
︶
，
而
且
沒
有
一
個
提

到
畫
家
或
日
期
，
我
傾
向
於
判
斷
此
畫
的

年
代
不
會
早
於
十
三
世
紀
晚
期
到
十
四
世

紀
早
期
。
它
的
風
格
大
致
和
宋
末
元
初
的

風
格
相
符
合
，
我
將
在
下
文
建
議
並
且
討

論
：
︿
臨
流
獨
坐
圖
﹀
之
於
范
寬
，
正
如

︿
寒
江
釣
艇
﹀
之
於
李
成 —

 

這
是
對
宋
畫

大
師
在
不
同
時
代
的
一
個
重
新
建
構
。

由
於
所
有
題
跋
已
被C

aron
 S

m
ith 

在
她
的
博
士
論
文
中
翻
譯
了
，
在
此
就
不

再
重
覆
。
︵
註
八
︶

但
是
有
幾
個
跋
文
將
在

此
文
中
提
出
來
，
以
檢
視
它
們
的
特
殊
文

字
︵
其
餘
詩
跋
請
見
附
錄
︶
。
首
先
，
作

一
個
粗
略
的
分
析
。
乾
隆
皇
帝
的
題
款
在

圖
中
心
分
界
的
略
右
上
方
。
在
中
心
分
界

的
略
左
有
一
個
長
跋
，
字
跡
一
絲
不
苟
，

而
且
仔
細
註
明
了
日
期
與
名
款
：
﹁
洪

武
丙
辰
︵
一
三
七
六
︶
五
月
既
望
︵
十
六

日
︶
太
末
︵
在
浙
江
省
︶
徐
克
諧
。
﹂

徐
詩
所
表
達
的
是
頗
為
俗
套
的
想
法
，
亦

即
他
希
望
能
在
一
個
像
這
畫
中
的
地
方
退

休
。

在
徐
題
詩
的
左
方
有
一
個
類
似
的

長
跋
，
作
者
是
蘇
伯
衡
︵
一
三
二
九

∼

一
三
九
二
或
之
後
︶
，
浙
江
金
華
人
，
是

著
名
的
作
家
、
學
者
、
和
官
員
，
曾
在

一
三
六
三
年
加
入
明
太
祖
朱
元
璋
的
南
京

陣
營
。
一
三
六
八
年
朱
元
璋
登
基
後
，
他

追
隨
朱
到
南
京
，
成
為
國
子
監
教
授
，
一

直
到
一
三
七
一
年
左
右
退
休
為
止
。
蘇
的

退
休
期
持
續
到
一
三
八
五
年
，
也
就
是
在

這
十
四
年
之
間
，
他
寫
了
這
首
詩
跋 

：

大
山
合
遝
橫
陣
雲
，
小
山
窈
窕
瓜
文
分
。

大
山
小
山
誰
鑿
斷
，
迴
溪
中
有
波
沄
沄
。

扁
舟
長
繋
太
古
石
，
略
彴
遙
通
何
處
村
。

數
間
茅
屋
少
人
住
，
萬
壑
松
風
多
畫
聞
。

臨
流
獨
坐
者
誰
子
，
嗒
然
已
似
忘
昏
昕
，

逍
遙
時
詠
池
上
作
，
酩
酊
自
倒
林
下
尊
。

時
來
好
作
東
山
起
，
麋
鹿
焉
可
同
其
群
。

眉
山
蘇
伯
衡
。

或
許
我
們
可
以
從
蘇
伯
衡
在
金
華
老
家
的

退
休
生
活
心
態
來
瞭
解
這
首
詩
。
他
在
將

近
六
十
歲
時
被
勸
進
，
回
到
南
京
任
官

職
。
最
後
竟
然
因
上
呈
文
件
觸
犯
了
朱
元

璋
，
終
死
獄
中
。
他
的
兩
個
兒
子
均
因
試

圖
救
他
而
死
。
蘇
伯
衡
的
一
生
有
種
英
雄

的
氣
質
，
正
和
這
幅
范
寬
手
法
的
英
雄
式

山
水
畫
相
符
合
。
蘇
心
目
中
的
英
雄
是
蘇

軾
︵
一○

三
七

∼

一
一○

一
︶
，
因
而
他

自
署
﹁
眉
山
蘇
伯
衡
﹂
，
眉
山
是
他
引
以

為
傲
的
老
家
，
也
是
蘇
軾
的
老
家
。

正
因
為
徐
克
諧
和
蘇
伯
衡
的
長
跋

都
是
擠
在
圖
上
方
近
中
央
原
本
已
很
小
的

空
間
，
而
不
是
在
圖
上
方
靠
兩
側
邊
的
位

置
，
那
些
大
膽
地
寫
在
右
上
側
的
跋
文
，

似
乎
在
一
三
七
六
年
徐
和
蘇
題
詩
時
早
已

存
在
。
我
懷
疑
右
上
側
的
三
個
題
詩
是
在

較
一
三
七
六
年
早
些
時
候
寫
的
，
但
因
為

無
法
確
認
這
三
篇
的
作
者
，
這
個
解
釋
仍

然
是
個
假
設
。
它
們
的
大
膽
寫
作
風
格
和

畫
頗
相
應
。
第
一
首
詩
署
名
何
權
：

茆
堂
結
構
背
江
干
，
日
日
愛
看
江
上
山
；

箕
踞
盤
陀
吟
未
穩
，
不
知
身
在
畫
圖
間
。

何
權

第
二
首
詩
有
個
奇
怪
的
名
款
：
昇
楊

牖
。

亦
有
名
賢
遠
市
朝
，
蕭
然
環
堵
住
山
椒
；

虛
亭
未
足
容
清
氣
，
據
石
臨
流
興
自
饒
。

昇
楊
牖這

組
的
第
三
首
詩
署
名
：
王
閑
。

藐
石
林
兮
熹
微
，
望
佳
人
兮
不
歸
；

目
眇
眇
兮
愁
絕
，
悵
青
山
兮
夕
霏
。
王
閑

相
較
於
他
人
覺
得
畫
中
是
遙
遠
的
樂

園
或
不
可
及
的
勝
地
，
這
些
詩
的
確
呈
現

奇
特
又
驚
人
的
讀
畫
內
容
。
詩
中
的
﹁
佳

人
﹂
︵
或
﹁
特
好
的
人
﹂
︶
，
在
此
解
釋

成
﹁
他
的
愛
﹂
，
當
然
可
以
比
喻
為
一
個

君
王
或
王
子
，
甚
或
愛
人
，
而
且
可
能
總

是
有
此
種
的
暗
示
。
此
詩
讓
人
驚
異
的
一

點
，
在
於
這
個
名
為
王
閑
的
作
者
，
指
認

︿
臨
流
獨
坐
︾
中
的
孤
單
的
人
，
是
忠
實

的
愛
人
或
官
員
，
在
逐
漸
增
強
的
失
望
和

憂
鬱
中
，
終
日
等
待
他
沒
有
出
現
的
愛
人

或
王
子
。

這
三
首
詩
其
實
都
是
相
當
個
人
的
，

而
且
容
許
讀
者
在
讀
詩
的
時
候
聯
想
到
這

畫
家—

他
住
在
河
畔
的
簡
陋
草
寮
中
，
吟

唱
著
他
的
詩
歌
，
畫
著
他
的
圖
，
不
自
覺

地
成
為
他
自
己
的
畫
。
他
懷
想
著
那
沒
出

現
的
王
子
，
而
且
在
傍
晚
，
他
像
一
個
失

望
的
戀
人
，
日
復
一
日
悲
悼
著
。
在
一
共

十
一
個
畫
跋
中
，
只
有
這
三
個
題
跋
沒
有

鈐
印
。所

有
其
他
已
知
的
作
者
，
包
括
以

地
名
辨
別
自
已
的
作
者
，
都
是
住
在
浙
江

︵
當
時
稱
為
浙
東
︶
的
當
地
人
士
。
其
中

兩
位
住
在
金
華
︵
蘇
伯
衡
和
劉
伯
善
︶
，

另
一
位
住
在
太
末
，
還
有
一
位
住
在
海

鹽
。
至
少
有
兩
位
是
政
府
官
員
。
金
華
是

元
初
著
名
的
遺
民
活
動
中
心
，
而
且
在
蒙

古
人
被
推
翻
後
和
明
朝
建
立
時
，
成
為
強

力
擁
護
朱
元
璋
之
地
。
︵
註
九
︶

這
樣
的
事

實
和
十
四
世
紀
的
范
寬
傳
統
的
關
連
尤
其

值
得
留
意
。

根
據
夏
文
彥
︵
活
躍
於
十
四
世
紀

中
期
︶
，
在
十
四
世
紀
只
有
一
位
畫
家

專
注
於
范
寬
風
格
，
那
就
是
曾
瑞
，
又

名
曾
瑞
卿
。
︵
註
十
︶

曾
是
杭
州
居
民
，

和
所
有
的
題
跋
作
者
同
屬
一
樣
的
區
域
。

曾
瑞
的
最
有
趣
的
傳
記
是
他
的
朋
友
鍾
嗣

成
︵
約
一
二
七
九

∼

一
三
六○

︶
寫
的
。

鍾
的
一
三
三○

年
︽
錄
鬼
簿
︾
收
集
了

一
百
五
十
二
位
歌
曲
和
戲
曲
作
者
，
編
者

本
人
也
是
劇
作
家
，
和
許
多
收
錄
的
作
家

都
熟
識
。
他
的
作
家
朋
友
中
，
有
一
位
是

曾
瑞
，
鍾
記
註
他
歿
於
一
三
三○

年
之

前
。
鍾
的
﹁
曾
瑞
小
傳
﹂
值
得
全
部
引
錄

於
此
：

 

曾
瑞
卿
，
名
瑞
，
大
興
人
。
自
北
來

南
，
喜
江
浙
人
才
之
多
，
羨
銭
塘
景
物

之
盛
，
因
而
家
焉
。
神
來
卓
異
，
衣
冠

整
肅
，
優
游
於
市
井
，
灑
然
如
神
仙
中

人
。
志
不
屈
物
，
故
不
願
仕
，
自
號
褐

夫
。
江
淮
之
逹
者
，
歲
時
饋
送
不
絶
，

遂
得
以
徜
徉
卒
歲
。
臨
終
之
日
，
詣
門

吊
者
以
千
數
。
余
嘗
接
見
音
容
，
獲
承

言
話
，
勉
勵
之
語
，
潤
益
良
多
。
公
善

丹
青
，
能
隱
語
，
小
曲
有
︽
詩
酒
餘

音
︾
行
於
世
。

 

江
湖
儒
士
慕
高
名
，
市
井
兒
童
誦
瑞

卿
。
衣
冠
濟
楚
人
欽
敬
，
更
心
無
寵
辱

驚
。
樂
幽
閒
不
解
趨
承
。
身
如
在
，
死

若
生
，
想
音
容
猶
見
丹
青
。
︵
鍾
嗣
成
，

︽
錄
鬼
簿
︾
︶

有
關
曾
瑞
的
一
生
和
個
性
的
第
二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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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資
料
來
源
，
見
於
另
一
位
英
雄
及
遺

民
史
學
家
林
景
熙
︵
一
二
四
二

∼

一
三
一

○

︶
的
文
集
。
林
雖
然
貧
困
，
在
宋
高
宗

和
孝
宗
的
陵
墓
被
盜
時
，
他
仍
資
助
購
回

他
們
的
屍
骨
以
適
當
地
埋
葬
並
紀
念
他

們
。
林
是
個
堅
定
的
忠
貞
份
子
，
他
的
朋

友
群
中
就
包
括
了
身
為
畫
家
和
作
家
的
曾

瑞
。
他
為
曾
寫
了
︿
孤
竹
軒
記
﹀
用
以
紀

念
曾
瑞
在
杭
州
的
家
的
齋
名
。
林
告
訴

我
們
，
曾
的
先
祖
源
自
古
北
方
名
為
﹁
孤

竹
﹂
之
地
，
此
地
亦
是
忠
貞
的
殉
道
者
伯

夷
和
叔
齊
的
家
鄉
；
兩
人
寧
可
餓
死
也
不

願
為
征
服
他
們
的
朝
代
服
務
。
他
以
這
兩

人
的
形
象
來
描
寫
曾 —

 

純
淨
的
外
貌
、
言

詞
犀
利
而
有
智
識
、
固
執
卻
有
謙
虛
的
舉

止
，
他
退
隱
江
湖
因
為
﹁
就
不
為
隨
，
西

山
﹃
伯
夷
與
叔
齊
死
處
﹄
之
餓
。
﹂
︵
林
景

熙
，
︽
霽
山
文
集
︾
︶

從
這
些
憐
愛
和
欽
佩
曾
瑞
的
生
平
的

敘
述
可
知
，
他
是
一
個
足
以
詮
釋
忠
貞
群

體
本
質
的
人—

從
官
場
退
出
成
為
隱
士
、

創
作
戲
曲
詩
歌
與
畫
圖
、
過
著
簡
樸
生

活
、
遠
離
富
貴
權
勢 

︵
雖
然
這
些
人
尊
敬

他
，
並
且
提
供
他
充
足
的
各
種
支
援
，
使

他
得
以
過
著
有
尊
嚴
的
生
活
︶
。

我
見
過
的
惟
一
題
款
為
曾
瑞
的
畫
，

是
現
藏
在
普
林
斯
頓
大
學
美
術
館
的
一
幅

︿
鴝
鵒
竹
石
圖
﹀
︵
圖
五
︶
，
上
有
祝
允

明
︵
一
四
六
一

∼

一
五
二
七
︶
的
跋
。
此

圖
需
要
更
進
一
步
的
研
究
，
因
為
它
展
現

一
個
有
趣
的
圖
象
，
似
乎
預
告
了
八
大
山

人
︵
一
六
二
六

∼

一
七○

五
︶
的
自
傳
性

圖
畫
；
圖
中
一
隻
孤
單
的
黑
鳥
倒
掛
在
庭

石
邊
上
的
竹
枝
，
似
乎
正
是
畫
家
齋
名

﹁
孤
竹
﹂
的
寫
照
。
無
論
這
幅
普
林
斯
頓

所
藏
之
畫
的
性
格
如
何
，
︿
臨
流
獨
坐

圖
﹀
與
曾
瑞
的
正
面
關
係
，
應
建
立
在
對

於
這
畫
和
它
所
有
關
係
的
瞭
解
上
。
曾
瑞

是
惟
一
被
確
認
在
元
初
活
動
的
承
繼
范
寬

傳
統
的
大
師
；
他
住
在
浙
江
，
所
有
此
圖

上
能
被
辨
認
的
元
明
時
期
題
跋
都
在
此
地

寫
成
；
況
且
圖
上
年
代
最
早
的
題
詩
，
可

解
讀
為
描
寫
一
個
所
知
的
、
被
其
它
資
料

所
証
實
的
人
。
無
論
如
何
，
這
是
我
想
要

提
出
的
一
個
假
設
。
王
閑
的
怪
異
的
詩
，

幾
乎
可
以
是
為
這
頑
固
而
有
著
理
想
主
義

個
性
的
曾
瑞
所
寫
的
：
黎
明
即
起
等
待
著

他
心
愛
的
人
，
耐
心
地
坐
著
一
整
天
，
直

到
暮
色
才
失
望
地
覺
悟
無
人
會
來
。
我
相

信
進
一
步
研
究
︿
臨
流
獨
坐
圖
﹀
以
辨
識

所
有
在
圖
上
題
跋
的
人
，
終
究
會
有
成

果
，
而
且
關
於
曾
瑞
的
更
多
資
料
，
將
會

在
與
他
同
時
的
學
者
文
集
中
被
發
現
。

我
們
應
該
注
意
的
是
︿
臨
流
獨
坐

圖
﹀
極
特
殊
的
風
格
與
技
巧
，
因
為
它
們

也
將
會
呈
現
一
個
特
立
獨
行
的
大
膽
藝
術

家
，
擁
有
從
范
寬—

李
成
慣
用
語
所
提

煉
出
的
挑
戰
性
技
巧
。
樹
幹
和
枝
椏
以
折

角
式
的
快
速
轉
換
的
斜
尖
筆
觸
畫
出
，

葉
片
叢
點
隨
意
散
佈
，
斧
劈
皴
法
和
水
墨

輕
快
融
和
以
畫
出
尖
銳
岩
石
。
而
且
，
在

畫
中
一
種
既
深
又
廣
的
山
水
視
野
，
似
乎

是
自
動
而
不
著
一
力
地
被
包
容
而
湧
現
。

︿
臨
流
獨
坐
圖
﹀
的
畫
家
創
造
了
一
個
書

法
式
的
自
由
而
鬆
弛
的
作
風
，
來
喚
起
這

些
深
邃
巨
大
、
充
滿
氤
嵐
的
古
老
山
嶺
。

而
他
在
此
採
用
一
種
豐
富
地
提
示
性
的
自

傳
式
角
度
，
小
心
翼
翼
地
孤
立
這
個
惟
一

人
物
，
以
致
幾
乎
要
消
失
似
地
﹁
獨
坐
溪

畔
﹂—

這
畫
更
像
是
范
寬
在
另
一
時
代
所

作
。 

從
另
一
個
立
足
點
來
考
慮
這
問
題
，

類
似
這
風
格
特
徵
的
最
接
近
的
例
子
，
可

以
在
南
宋
末
的
李
東
︵
十
三
世
紀
中
期
︶

以
及
梁
楷
︵
活
躍
於
十
三
世
紀
前
半
期
︶

相
關
的
作
品
中
看
到
。
但
是
南
宋
作
品
很

少
具
備
︿
臨
流
獨
坐
圖
﹀
的
不
羈
與
開
放

的
龎
大
性
；
和
此
性
質
相
近
的
，
或
許
最

接
近
的
回
音
，
是
高
克
恭
︵
一
二
四
八

∼

一
三
一○

︶
約
一
三○

九
年
畫
的
︿
雲
橫

秀
嶺
圖
﹀
。
高
和
曾
瑞
同
是
十
四
世
紀
早

期
流
寓
杭
州
的
北
方
人
，
這
兩
個
事
實
可

能
並
不
是
完
全
無
關
或
純
屬
意
外
。

一
旦
我
們
超
越
了
目
前
傾
向
於
認
同

︿
臨
流
獨
坐
圖
﹀
代
表
一
個
古
老
理
想
的

沒
落
，
我
們
也
許
可
以
看
出
這
幅
故
宮
的

畫
是
相
當
現
代
的
作
品
，
可
以
和
一
些
確

定
的
當
代
作
品
相
提
並
論
，
譬
如
趙
孟
頫

︵
一
二
五
四

∼

一
三
二
二
︶
、
高
克
恭
、

李
衎
︵
一
二
四
五

∼

一
三
二○

︶
和
其

他
元
代
早
期
的
文
人
傳
統
。
︿
臨
流
獨
坐

圖
﹀
似
乎
也
是
一
個
回
歸
巨
幅
山
水
的
重

要
例
子
；
它
把
宋
末
山
水
轉
變
成
如
元
末

大
師
黃
公
望
︵
一
二
六
九

∼

一
三
五
四
︶

和
王
蒙
︵
一
三
八
五
歿
︶
的
引
人
注
目
的

視
覺
表
現
。
在
這
決
定
性
的
宋
元
過
渡
時

期
，
︿
臨
流
獨
坐
圖
﹀
之
巨
嶂
山
水
的
再

現
，
無
疑
地
是
和
紀
念
的
想
法
有
關
連
，

就
如
同
︿
寒
江
獨
釣
﹀
一
樣
，
兩
幅
圖
似

乎
都
是
為
了
宋
朝
和
它
的
理
想
所
畫
的
哀

悼
紀
念
碑
。

現
存
的
畫
中
，
毫
無
疑
問
地
有
︿
臨

流
獨
坐
圖
﹀
作
者—

就
稱
他
為
曾
瑞—

的

作
品
，
其
中
一
張
是
著
名
的
︿
仿
范
寬
山

水
圖
﹀
，
普
林
斯
頓
大
學
美
術
館
藏
。

︵
圖
六
︶
篇
幅
所
限
，
此
處
無
法
作
詳
盡

分
析
，
然
而
這
兩
張
畫
構
圖
的
明
顯
地
相

似
性
因
時
間
而
更
強
化
，
即
使
任
意
地
比

較
兩
圖
的
細
部
，
我
們
幾
乎
無
法
忽
視
許

多
可
以
互
換
的
特
點
。
兩
圖
形
體
上
亦
很

相
似
，
每
張
畫
都
是
兩
個
絲
條
幅
連
接
在

畫
中
央
所
組
成
，
而
且
兩
圖
的
寬
度
都
接

近
四
一
．
五
英
寸
。
普
林
斯
頓
軸
稍
高
了

七
．
五
英
寸
。
若
比
較
一
些
顯
明
的
次
要

細
節
，
諸
如
：
奇
特
造
型
的
峭
壁
輪
廓
、

水
中
小
且
黑
的
蒼
老
岩
塊
、
在
霧
中
飄
搖

的
遠
方
屋
頂
、
勾
畫
出
枝
幹
和
葉
叢
的
潦

草
如
飛
的
筆
觸—

這
兩
幅
畫
極
端
相
似
。

無
論
如
何
，
它
們
是
否
有
共
同
的
作

者
，
甚
或
有
關
它
本
身
作
者
的
疑
問
，
都

不
是
最
重
要
的
課
題
也
無
需
強
調
。
我
的

圖五　 元　曾瑞　鴝鵒竹石圖　軸　縱126，
橫45.5公分　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藏

圖六　 仿范寬　山水圖　軸　縱175.2，橫105.4公分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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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巡禮

附錄：〈臨流獨坐圖〉詩跋

1

年來深媿竊時名，爭似無官去就輕；李渤自干居少室，謝安應不念蒼生。小橋曲徑孤

村遠，茂樹青泉一雨晴；何日風流成二老，青 布襪遂幽情。時洪武丙辰五月既望。

太末徐克諧題於邑庠之論堂。

2
峯巒兮嶄岩，溪穀兮潺湲。樂哉幽居兮，夐隔乎塵寰。吾將抱琴兮，相從乎泉石之

間。伯善。

3

畫工能畫山，不識山之真。泉石阿誰曾著身，天機精到若有神。高低遠近隨所置，心

與造化工無二。點布衆翻墨浪勻，迅掃尖排筆鋒利。翠嵐紅樹滿秋山，斷崖水落當松

關。松下丈人坐不去，似訝此境非人間。君不見李將軍王摩詰，一幅千尋妙難述。崩

石驚濤聳觀目，瀟灑充君眠中物。廬山五老雁蕩峯，芒履杖藜何日同。佳境滿堂秋色

動，山要隱隱來清風。池裀。

4 輕綃水墨橫秋色，一曲溪山似輞川；柳浪欹湖俱在眼，何時花落醉猶眠。呂熒。

5

自西南兮遐觀，江漫漫兮峯 。雲冥冥兮上覆，奚紆迴兮中盤。吾不知其為何所

兮，抑池陽之羣山。九華崒嵂以前列兮，浮圖依約乎崇巒。望謫仙兮不見，覺天宇之

空閒。青松白日以晦昧兮，碧巘倒浸乎蒼灣。石慘慘兮玉潤，楓簫簫兮霜殷。路崎嶇

兮直上，欲南接乎荊蠻。渺夫人兮獨處，超逍遙兮盤桓。人間豈不有異境兮，嗟身紆

兮青綸。安得羽翼極八表之外兮，駕黃鵠兮徠還。張彝。

6

曹君手持山水圖，黑色暗淡雲糢糊；請我試作山水歌，對之神思馳八區。憶昔薄遊齊

楚間，不見好畫常見山；匡盧巫峽千萬仞，江水下注聲潺潺。泰山三峯倚天碧，徂徠

龜蒙皆辟易；上登絕頂俯日月，元氣鴻濛闔且闢。此圖恍惚欲相似，更有高閣清江

裏；何人最得隱者趣，行到水窮望雲起。千林高樹動寒風，半崖飛瀑走玉虹；輕舟長

向渡泊，小逕自與仙源通。曹君愛畫意無極，此畫千金未可得；明朝肯作鹿門期，布

襪青鞋踏秋色。桑以時。

7 御題行書（乾隆癸巳御題。詩文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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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
想
法
是
：
曾
瑞
和
他
的
藝
術
有
許
多

未
知
之
處
，
我
們
將
會
發
現
和
曾
瑞
有
關

的
其
它
作
品
和
文
獻
，
屆
時
許
多
這
些
問

題
會
有
解
釋
。
在
此
刻
，
我
僅
希
望
重
新

引
介
普
林
斯
頓
山
水
軸
，
點
出
它
在
這
樣

背
景
中
的
固
有
的
重
要
性
。

或
許
更
基
本
的
醒
目
特
點
，
即
是
讓

作
家
們
仔
細
題
字
的
這
些
獨
特
圖
像—

臨

流
獨
坐
和
寒
江
獨
釣
。
在
蒙
古
統
治
下
的

多
變
化
、
不
確
定
與
不
安
的
時
代
，
李
成

和
范
寬—

有
時
被
視
為
兩
位
最
偉
大
的
宋

代
山
水
畫
家—

所
創
造
的
山
水
畫
風
格
，

被
有
些
人
明
顯
地
認
為
它
適
當
地
代
表
了

古
代
理
想
和
亙
久
的
人
類
價
值
，
尤
其
當

理
想
與
價
值
受
到
了
挑
戰
與
重
新
定
義
。

經
由
元
初
的
羅
稚
川
和
其
他
人
重
新
建
立

形
象
，
﹁
李
成
﹂
可
以
被
悼
念
失
去
宋
朝

的
人
用
來
表
達
哀
傷
。
經
由
曾
瑞
的
重
新

塑
造
，
﹁
范
寬
﹂
提
供
了
一
個
視
野
，
讓

那
些
忍
受
蒙
古
統
治
直
到
回
到
中
國
之
手

的
人
，
得
以
適
切
地
傳
達
他
們
的
生
命
與

希
望
。
在
異
族
統
治
的
時
代
，
兩
位
大
宗

師
持
續
地
提
供
靈
感
與
鼓
舞
給
那
些
處
在

人
事
不
安
掙
扎
中
的
人
們
。

特
此
感
謝
盧
素
芬
女
士
協
助
查
詢
中
文
著
錄
資
料
。

原
文
載
於
一
九
九
六
年
在
美
國
大
都
會
博
物
館
舉
辦
的

宋
元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另
附
班
宗
華
之
論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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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為
耶
魯
大
學
名
譽
教
授

譯
者
為
耶
魯
大
學
藝
術
史
博
士

現
為
美
國
哈
特
福
大
學
兼
任
助
教
授

錄自《故宮書畫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