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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巡禮

壯
公
簡
歷

王
壯
為
，
本
名
沅
禮
，
以
字
號
行
，

晚
號
漸
齋
、
漸
翁
、
忘
漸
老
人
等
。
一
九

○

九
年
元
月
廿
八
日
︵
農
曆
正
月
初
七
︶

生
於
河
北
易
縣
，
一
九
九
八
年
二
月
廿
日

逝
世
於
臺
北
。
幼
隨
塾
師
觀
覽
歷
代
畫

冊
、
碑
帖
、
文
玩
；
隨
父
親
參
與
雅
集
，

故
於
文
人
書
畫
夙
有
感
悟
，
此
樂
好
遂
伴

跌
宕
文
史
．
鐵
筆
交
輝

王
壯
為
先
生
的
書
法
與
篆
刻

游
國
慶

其
一
生
，
翫
而
老
焉
。
︵
圖
一
︶

十
二
歲
，
父
教
刻
印
，
模
仿
︽
小
石

山
房
印
譜
︾
、
︽
趙
之
謙
印
譜
︾
，
中
學
時

雅
好
西
方
藝
術
，
唯
父
母
相
繼
過
世
，
遂

返
家
服
喪
，
期
間
研
讀
古
籍
，
臨
帖
治
印
。

二
十
歲
，
入
北
平
京
華
美
專
西
畫
科
。
三

年
後
因
家
道
中
落
，
返
鄉
協
辦
小
學
，
推

動
女
子
教
育
。
一
九
三
五
年
考
入
北
平
市

政
府
社
會
局
科
員
，
重
習
書
法
，
︽
淳
化
閣

帖
︾
二
王
書
跡
，
勤
臨
﹁
蘭
亭
序
﹂
。

一
九
三
七
年
日
本
侵
華
，
投
身
軍

旅
，
隨
軍
遠
征
印
度
、
復
返
重
慶
，
任
中

校
秘
書
，
以
待
遇
菲
薄
，
在
小
梁
子
街
﹁
鑿

山
骨
齋
﹂
處
用
﹁
王
壯
為
﹂
名
掛
牌
刻
印
，

以
補
家
用
。
西
漢
揚
雄
稱
﹁
童
子
雕
蟲
篆

刻
﹂
、
﹁
壯
夫
不
為
也
﹂
，
先
生
反
用
其

﹁
其
為
人
也
，
發
憤
忘
食
，
樂
以
忘
憂
，
不
知
老
之
將
至
云
爾
﹂
︵
︽
論
語
·
述
而
︾
︶
。
這
是

孔
夫
子
自
謂
之
語
，
也
可
當
作
王
壯
為
先
生
藝
事
耕
耘
、
處
世
為
人
的
一
生
寫
照
。
民
國
一○

四

年
十
一
月
廿
一
日
至
翌
年
元
月
廿
四
日
，
在
中
華
文
化
總
會
文
化
空
間
展
出
﹁
跌
宕
文
史
，
鐵
筆

交
輝—

王
壯
為
書
篆
展
及
其
傳
承
﹂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作
為
協
辦
單
位
，
精
選
壯
公
具
代
表
性

的
篆
刻
作
品
十
四
件
，
計
石
印
十
三
方
︵
一
件
為
兩
面
印
︶
參
展
，
以
壯
公
在
書
法
篆
刻
之
鉅
大

成
就
，
及
其
於
臺
灣
印
壇
之
深
遠
影
響
，
自
當
藉
此
篇
幅
略
作
推
介
，
以
饗
讀
者
，
並
期
踴
躍
前

往
觀
展
。

71歲　紙本「嘉樂永寧」、「吉語四字集侯馬盟書。漸齋老學七十一歲」　1979　篆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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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吾
乃
壯
夫
，
偏
要
為
之
。
時
重
慶
人

文
薈
萃
，
明
眼
人
多
，
故
索
刻
者
甚
夥
。

一
九
四
五
年
抗
戰
勝
利
後
，
移
任
廣

州
省
政
府
，
廣
州
乃
通
商
口
岸
，
人
才
薈

萃
，
流
傳
之
古
文
物
亦
豐
，
先
生
始
大
量
收

集
研
究
，
並
結
識
當
時
廣
東
重
要
藝
文
人

士
如
關
山
月
、
丁
衍
庸
、
馮
康
侯
等
，
胸
襟

為
之
開
闊
，
印
風
亦
受
黃
牧
甫
影
響
。

一
九
四
九
年
來
臺
，
於
教
育
廳
服

務
。
次
年
陳
誠
任
行
政
院
長
，
需
才
孔

亟
，
先
生
受
薦
至
行
政
院
長
秘
書
處
，
兼

總
統
府
官
印
篆
鑄
審
核
。
一
九
五
四
年
陳

誠
任
副
總
統
，
先
生
轉
任
副
總
統
室
機
要

秘
書
。
陳
誠
逝
世
︵
一
九
六
五
︶
後
，
復

轉
交
通
銀
行
總
行
管
理
處
任
秘
書
，
直
至

退
休
︵
一
九
七
六
︶
。

初
住
臺
北
牯
嶺
街
，
因
有
戰
後
日
人

遺
留
之
大
批
新
舊
書
籍
、
書
畫
、
碑
帖
，

散
見
書
肆
，
公
餘
之
暇
，
流
連
蒐
求
，
嘗

得
日
本
平
凡
社
︽
書
道
全
集
︾
、
︽
書
範
︾

雜
誌
，
先
秦
金
文
、
漢
魏
六
朝
碑
刻
珂
羅

版
印
本
等
，
於
了
解
漢
字
書
法
發
展
史
與

漢
字
文
化
圈
︵
中
、
日
、
韓
︶
之
文
字
特

色
及
其
演
變
助
益
甚
大
。

是
以
接
連
許
多
大
學
聘
其
教
授
書

印
：
省
立
臺
灣
師
範
學
院
美
術
系
專
修
科

︵
一
九
五
一
︶
、
臺
灣
藝
術
學
校
教
授
篆
刻

︵
一
九
五
八
︶
，
中
國
文
化
學
院
藝
術
研

究
所
教
授
書
法
史
研
究
︵
一
九
六
二
︶
，

一
九
六
七
年
復
擔
任
中
華
學
術
院
書
學
研

究
所
所
長
，
作
育
英
才
無
數
。
又
歷
任
各

美
展
、
文
藝
獎
及
中
山
文
藝
獎
之
書
法
篆

壯
公
與
書

書
，
一
指
讀
書
之
書
，
一
指
書
法
之
書
。

壯
公
好
讀
書
，
幾
近
無
所
不
讀
、

無
時
不
讀
，
晚
年
病
忘
，
亦
持
卷
不
輟
。

博
聞
強
記
，
故
於
歷
代
詩
文
、
書
畫
、
印

壇
、
文
房
用
具
、
近
人
軼
聞
，
無
不
熟

稔
。
又
因
讀
書
識
古
，
嫻
習
於
歷
來
漢
字

各
種
形
體
之
遞
嬗
演
變
，
儼
然
一
漢
字
大

玩
家
！
︵
註
二
︶
︵
圖
二
︶

壯
公
以
能
書
名
，
楷
行
草
、
籀
篆
、
漢

金
文
，
均
盛
傳
於
世
，
唯
分
隸
創
作
較
少
，

晚
年
留
意
新
出
土
文
字
，
則
更
有
東
周
晉

系
、
楚
系
之
古
文
奇
字
，
與
西
漢
簡
帛
古
隸

之
作
。
書
體
書
風
之
多
，
非
僅
為
渡
海
來
臺

書
家
之
冠
，
亦
恐
為
百
年
來
書
家
之
翹
楚
。

書
法
之
作
以
筆
、
墨
，
其
驅
遣
之
文

字
則
為
漢
字
形
體
之
詩
文
，
故
不
讀
古
今

書
，
無
以
識
漢
字
形
體
之
豐
富
；
不
習
古

典
詩
文
，
無
以
撰
聯
和
詩
、
題
跋
志
記
，

此
兩
種
﹁
書
﹂
之
交
融
生
發
，
乃
成
就
一

大
書
家
不
可
或
缺
之
必
要
條
件
，
吾
人
但

觀
被
評
為
天
下
第
一
、
二
、
三
之
行
書─

王
羲
之
︿
蘭
亭
集
敘
﹀
、
顏
真
卿
︿
祭
姪

文
稿
﹀
、
蘇
東
坡
︿
寒
食
詩
﹀
，
皆
以
至

佳
至
妙
之
筆
墨
書
跡
，
錄
下
至
性
至
美
之

詩
文
辭
章
，
即
可
知
﹁
讀
書
﹂
與
﹁
作

書
﹂
之
密
切
關
聯
性
。

故
壯
為
先
生
以
書
、
印
、
詩
、
文
，

聞
名
於
世
；
又
以
人
品
之
真
率
、
酒
品
之

淳
厚
、
學
品
之
孜
孜
不
倦
，
為
其
藝
事
之

最
佳
支
撐
，
亦
最
為
師
友
後
生
所
稱
道
。

其
書
法
，
早
歲
自
顏
柳
入
手
，
後

學
晉
人
行
楷
，
於
二
王
蘭
亭
、
十
七
帖
、

褚
遂
良
用
力
極
深
，
後
參
漢
魏
碑
刻
、
趙

孟
頫
、
文
徵
明
、
王
鐸
，
並
喜
沈
尹
默
筆

勢
，
融
會
轉
化
，
自
成
一
格
。
︵
圖
三
︶

六
十
歲
後
，
留
意
新
出
土
之
先
秦
兩

漢
文
字
：
山
西
侯
馬─

春
秋
晉
國
玉
石
盟

誓
書
、
河
北
平
山─

戰
國
中
山
國
銅
器
刻

銘
、
安
徽
壽
縣─

戰
國
︿
鄂
君
啟
節
﹀
、
湖

南
長
沙
子
彈
庫─

戰
國
楚
繒
︵
帛
︶
書
、
湖

南
長
沙
馬
王
堆─

西
漢
帛
書
老
子
與
竹
簡

遣
策
，
深
入
探
究
筆
法
、
集
為
聯
句
、
吉

語
、
箴
言
，
以
展
現
於
其
書
法
、
篆
刻
中
。

清
末
民
初
因
新
發
現
之
文
字
資
料
，

而
開
啟
﹁
甲
骨
文
﹂
、
﹁
漢
簡
﹂
新
書
風
，

壯
公
所
為
，
則
引
領
藝
壇
開
出
﹁
侯
馬
古

文
︵
科
斗
書
︶
﹂
、
﹁
楚
系
簡
帛
﹂
、
﹁
中
山

銅
銘
﹂
、
﹁
秦
漢
簡
帛
﹂
等
新
書
寫
風
潮
，

至
今
仍
方
興
未
艾
。
︵
圖
四
︶

圖一　王壯為71歲小照 李義弘攝 引自鄭芳和，《雄健．醇
美：王壯為》，臺中：國立臺灣美術館，2014年12月，頁6。

圖二　77歲　「中國文字一大玩家」印 
引自《雄健．醇美：王壯為》，頁100。 
款云：「懷碩謂我為『中國文字的大玩
家』，八字未經人道過，而環顧古今，此
類玩家竟不易得，亦奇已。第二乙丑白露
後日，漸翁七十七歲」

圖三　 52歲　日月潭教師會館興建記　楷書  
引自王壯為，《日月潭教師會館興建記》，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84年12月。

刻
評
審
委
員
，
篆
刻
學
會
常
務
理
事
，
及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臺
北
︶
顧
問
。
︵
註

一
︶
︵
另
參
後
附
藝
事
年
表
︶

圖四　王壯為留意新出土之文字的創作

圖四-1　 臨西漢馬王堆帛書老子甲乙本：
「昔之得一者⋯昔得一者⋯」  
私人收藏

圖四-2　 71歲　「守之于為」印　「集春秋《侯馬盟書》
原跡字，刻宋賢程伊川《四箴‧動箴》中句，己未
（1979）白露，漸翁壯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3　 71歲　紙本「嘉樂永寧」、
「吉語四字集侯馬盟書。漸
齋老學七十一歲」　1979　
篆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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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於
書
學
之
推
廣
，
一
九
五
九
年

與
陳
定
山
、
陳
子
和
、
李
超
哉
、
朱
雲
、

丁
念
先
、
張
隆
延
、
傅
狷
夫
、
曾
紹
杰
、

丁
翼
諸
君
組
成
﹁
十
人
書
展
﹂
︵
後
丁
念

先
逝
世
，
加
入
丁
治
磐
︶
，
定
期
展
覽
，

以
收
切
磋
砥
礪
之
效
，
更
有
為
社
會
大
眾

示
範
之
教
育
推
廣
意
涵
，
是
臺
灣
五○

年

代
後
段
至
七○

年
代
最
具
分
量
的
書
法
團

體
。
︵
註
三
︶

一
九
六
二
年
十
人
書
展
第
四
次
聯

展
，
先
生
展
出
﹁
亂
影
書
﹂—

在
紙
幅
上

用
濃
淡
墨
多
次
書
寫
，
不
避
重
疊
交
錯
，

作
品
一
出
，
引
發
熱
烈
討
論
。
同
道
持
否

定
意
見
者
多
：
﹁
自
找
麻
煩
﹂
、
﹁
多
此

一
舉
﹂
、
﹁
就
作
畫
觀
點
，
應
屬
墨
藝
一

類
遊
戲
之
作
﹂
，
而
先
生
自
視
為
大
膽
嘗

試
，
認
為
寫
字
也
當
像
繪
畫
一
樣
，
拿
出

勇
氣
去
開
拓
，
去
﹁
推
陳
出
新
﹂
，
以
突

破
前
人
藩
籬
。
這
二
幅
創
新
書
作
，
從
其

用
筆
線
條
之
敷
設
，
用
墨
濃
淡
之
安
排
，

不
難
窺
見
先
生
植
基
於
傳
統
再
尋
出
發
之

負
責
態
度
。
確
實
使
書
法
藝
術
有
了
更
多

的
﹁
自
由
意
境
﹂
︵
曾
約
農
語
︵
註
四
︶
︶
。

︵
圖
五
︶
與
此
同
時
，
先
生
也
在
︽
暢
流

書
苑
︾
撰
︿
毫
墨
樂
章
﹀
一
文
，
表
達
其

創
作
理
念
：
﹁
我
想
作
為
一
個
藝
術
工
作

者
，
其
最
終
極
的
目
的
，
如
果
竟
是
﹃
學

似
他
人
﹄
，
這
種
情
形
，
無
論
如
何
，
總

不
應
是
自
己
所
甘
願
的
﹂
。

讓
現
代
書
法
界
詫
異
的
是
，
先
生

往
後
的
書
法
作
品
中
類
此
創
變
之
作
卻
極

少
再
見
，
或
歸
因
於
其
體
會
到
米
芾
論
書

﹁
貴
自
然
異
，
不
貴
故
作
異
﹂
的
傳
統
書

藝
本
質
，
故
求
於
漸
悟
的
量
變
中
冥
契
頓

悟
的
質
變
，
茲
以
米
顛
與
鮮
于
樞
的
草
書

論
書
帖
語
，
可
以
回
證
米
氏
所
把
握
的
書

法
本
質
：

 

草
書
若
不
入
晉
人
格
轍
，
徒
成
下
品
。

張
顛
俗
子
，
變
亂
古
法
，
驚
諸
凡
夫
，

自
有
識
者
。
懷
素
少
加
平
淡
，
稍
到
天

成
，
而
時
代
壓
之
，
不
能
高
古
。
高
閑

而
下
，
但
可
懸
之
酒
肆
，
鞏
光
尤
可
憎

惡
也
。
︵
米
芾
草
書
︿
書
論
書
﹀
︶
︵
圖
六
︶

 

張
長
史
、
懷
素
、
高
閑
，
皆
名
善
草

書
。
長
史
顛
逸
，
時
出
法
度
之
外
；
懷

素
守
法
，
特
多
古
意
；
高
閒
用
筆
粗
，

十
得
六
七
耳
。
至
山
谷
乃
大
壞
，
不
可

復
理
。
︵
鮮
于
樞
草
書
︿
論
張
旭
懷
素
高
閒
草

書
﹀
︶
︵
圖
七
︶

﹁
古
法
﹂
、
﹁
平
淡
﹂
、
﹁
天
成
﹂
、

﹁
高
古
﹂
、
﹁
法
度
﹂
、
﹁
守
法
﹂
、
﹁
古

意
﹂
這
些
辭
彙
用
在
一
個
在
當
時
最
具
開

創
性
的
懷
素
身
上
，
乍
看
來
是
何
等
的
不

協
調
，
但
它
卻
意
味
著
傳
統
書
法
的
本
質

精
神
，
亦
即
唐
僧
懷
素
在
其
極
其
誇
張
的

形
式
之
下
，
最
重
要
是
契
合
了
晉
人
﹁
高

古
法
度
﹂
中
所
蘊
涵
的
﹁
平
淡
天
成
﹂
，

而
不
是
張
旭
的
﹁
變
亂
古
法
﹂
、
﹁
時
出
法

度
之
外
﹂
。
米
芾
論
書
﹁
貴
自
然
異
﹂
，

即
﹁
平
淡
天
成
﹂
；
﹁
故
作
異
﹂
，
即
﹁
變

亂
古
法
﹂
、
﹁
時
出
法
度
之
外
﹂
。

壯
為
先
生
幼
習
西
畫
，
對
西
洋
近

現
代
畫
派
的
創
變
自
甚
為
熟
悉
；
後
觀
日

本
每
日
新
聞
社
自
一
九
四
九
年
以
來
所
辦

書
法
大
展
之
各
種
書
寫
形
式
變
化
，
故
有

五
十
四
歲
時
﹁
亂
影
書
﹂
之
嘗
試
創
作
，

厥
後
雖
罕
動
念
於
形
式
之
開
新
尋
異
，
然

一
旦
與
日
本
書
道
界
交
流
，
又
不
免
觸
動

其
創
新
之
念
。
在
其
退
休
日
記
︽
石
陣
鐵

書
室
丙
辰
日
誌
摘
鈔
︾
︵
時
六
十
八
歲
︶

中
可
以
見
知
箇
中
心
跡
。

 

青
山
衫
雨
寄
贈
書
道
二
十
人
展
及
日
展

特
刊
，
閱
之
使
人
再
動
作
書
創
新
之

意
。
︵
︽
摘
鈔
︾
一
月
廿
二
日
︶

 

看
沈
尚
賢
書
法
展
覽
︙
尚
賢
之
書
極
力

擺
脫
時
貌
，
大
有
筆
不
驚
人
死
不
休
之

概
︙
為
人
狂
而
可
取
，
為
題
八
字
云
：

﹁
神
出
古
異
，
力
戰
俗
淫
﹂
。
︵
︽
摘
鈔
︾

十
月
十
五
日
︶

 

定
公
懷
友
詩
︙
謂
我
﹁
著
意
狂
﹂
，
真

知
我
者
也
。
︙
戲
答
二
首
：
﹁
米
家
書

貴
自
然
異
，
陳
公
詩
判
著
意
狂
，
是
異

是
狂
俱
可
味
，
莫
論
橄
欖
或
檳
榔
﹂
，

︵
自
註
︶
米
老
論
書
貴
自
然
異
，
不
貴

故
作
異
，
著
意
狂
殆
故
作
異
之
類
也
。

︵
︽
摘
鈔
︾
十
一
月
十
六
日
︶

先
生
慣
用
狼
毫
硬
筆
，
早
期
行
草

以
帶
側
筆
勢
，
作
鐮
利
峻
峭
風
格
，
以
傳

統
二
王
帖
學
一
路
為
基
，
在
清
健
流
麗
形

貌
中
，
奔
瀉
出
一
股
北
碑
雄
強
氣
息
。
晚

年
漸
趨
樸
茂
，
參
以
篆
刻
鐵
筆
之
錯
落
斑

斕
，
形
成
蒼
莽
遒
逸
的
書
風
。
在
用
墨
的

乾
濕
、
濃
淡
、
潤
燥
對
比
；
用
筆
的
疾
遲

澀
進
與
中
側
鋒
轉
換
；
以
及
在
間
架
、
結

勢
、
章
法
上
之
屈
伸
避
讓
、
對
比
呼
應
，

均
極
其
自
然
老
到
、
渾
然
天
成
，
信
所
謂

﹁
自
然
異
﹂
、
非
﹁
故
作
異
﹂
之
造
作
所

可
企
及
也
！

其
對
壯
年
老
年
書
風
之
差
異
，
︽
摘

鈔
︾
九
月
十
四
日
記
有
段
精
彩
的
自
評
：

 

上
午
作
字
，
總
不
如
意
，
年
老
無
復
壯
時

精
力
，
是
為
主
因
。
老
筆
含
蓄
，
為
壯
歲

所
不
能
；
壯
筆
驃
悍
，
亦
非
復
老
手
所
可

致
。
今
日
欲
求
橫
霸
，
竟
不
可
得
，
非
橫

霸
之
可
貴
，
乃
不
能
橫
霸
之
可
怨
也
。
自

圖五　54歲　亂影書　二件 引自《雄健．醇美：王壯為》，頁125。

圖六　宋　米芾　書論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元　鮮于樞　論張旭懷素高閒草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2015年12月　4445　故宮文物月刊·第393期

跌宕文史．鐵筆交輝—王壯為先生的書法與篆刻

展場巡禮

求
醉
帖
，
入
山
呼
嬾
雲
﹂
，
﹁
辛
丑
仲
冬
﹂

︵
一
九
六
一
︶
，
五
十
三
歲
書
，
瓊
峰
得

之
以
示
先
生
，
﹁
又
贈
熊
毫
筆
，
即
用
以

再
為
書
之
。
時
易
具
殊
聊
堪
覽
味
耳
。

再
庚
午
︙
王
壯
為
八
十
二
歲
﹂
︵
一
九
九

○

︶
，
故
知
二
作
相
差
廿
九
年
︵
題
款
誤

記
為
﹁
卅
九
年
前
書
﹂
︶
，
兩
相
比
較
，
可

證
前
言
也
。
︵
圖
八
︶

壯
為
先
生
一
生
理
論
和
創
作
兼
長
，

書
法
與
篆
刻
相
發
，
傳
承
古
賢
、
啟
迪
後

人
，
在
當
時
貧
瘠
的
書
學
環
境
中
，
其
大

量
的
書
史
、
書
論
文
章
，
是
書
印
界
研
習

的
重
要
參
佐
資
料
。
舉
其
犖
犖
大
者
，
如

一
九
五
八
至
一
九
六
五
年
於
大
華
晚
報
副

刊
連
載
﹁
墨
談
﹂
廿
餘
篇
。
一
九
五
九

至
一
九
六
三
年
於
︽
暢
流
︾
半
月
刊
連
載

﹁
暢
流
書
苑
﹂
凡
七
七
篇
。
一
九
六
五

年
︽
書
法
叢
談
︾
出
版
、
一
九
六
七
年

︽
書
法
研
究
︾
出
版
︵
再
版
多
次
︶
。

一
九
六
八
年
一
月
起
至
翌
年
十
二
月
，
於

︽
暢
流
︾
半
月
刊
連
載
書
論
﹁
書
林
﹂
。

一
九
七
三
年
四
月
至
一
九
七
五
年
十
二
月

為
︽
中
央
月
刊
︾
撰
寫
﹁
書
法
講
座
﹂
。

尤
以
︽
書
法
研
究
︾
、
︽
書
法
叢
談
︾
二

書
具
現
其
對
書
法
全
方
位
的
掌
握
與
觀
照

之
深
微
，
其
中
如
︿
中
國
書
法
文
字
的
合

一
與
分
離
及
其
藝
術
性
質
﹀
一
文
，
首
次

對
書
法
體
勢
與
內
容
︵
文
字
︶
之
互
動
關

係
，
作
出
細
膩
探
討
。

另
發
表
於
國
際
漢
學
會
議
之
︿
漢

唐
間
書
法
藝
術
理
論
的
發
展
﹀
︵
一
九
八

○

︶
、
中
國
書
法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之

︿
書
法
中
之
筆
法
源
流
﹀
︵
一
九
八 

一
︶
，
亦
頗
能
為
書
論
研
究
樹
立
標
竿
。

先
生
書
論
往
往
洞
見
肯
綮
，
執
要
不
繁
，

﹁
致
廣
大
而
盡
精
微
，
極
高
明
而
道
中

庸
﹂
，
故
夙
為
藝
術
界
所
欽
仰
。

壯
公
與
印

先
生
長
年
習
印
、
治
印
、
玩
印
，
又

因
鬻
印
而
有
﹁
壯
為
﹂
之
號─

乃
反
用
揚

雄
︽
法
言
．
吾
子
︾
之
典
：
﹁
或
問
﹃
吾

子
少
而
好
賦
﹄
？
曰
﹃
然
，
童
子
雕
蟲
篆

刻
﹄
，
俄
而
曰
﹃
壯
夫
不
為
也
﹄
﹂
。
︽
摘

鈔
︾
五
月
六
日
記
：

 

得
十
之
︵
張
隆
延
︶
函
，
謂
﹁
日
下

治
印
，
弟
以
為
百
年
前
後
，
唯
兄
獨

尊
﹂
，
語
恐
誇
大
，
唯
論
百
年
中
印

人
，
亦
不
應
外
王
壯
為
也
。

可
知
先
生
亦
頗
自
負
於
治
印
一
道
，
厥
後

終
其
一
生
即
以
此
﹁
壯
為
﹂
名
號
行
世
，

不
為
無
因
。

先
生
早
年
取
法
皖
浙
諸
家
、
古
璽
秦
漢

印
，
深
植
根
基
。
後
於
趙
之
謙
、
黃
士
陵
追

擬
較
多
，
復
兼
取
吳
昌
碩
之
樸
茂
，
晚
年
更

加
入
上
述
新
出
古
文
字
，
故
所
刻
印
風
，
面

貌
豐
富
，
甲
骨
、
金
文
、
簡
帛
均
能
入
印
，

或
潔
淨
典
雅
，
或
雄
渾
蒼
莽
，
極
富
筆
情
墨

趣
。
其
以
漢
金
文
、
草
書
於
印
側
作
長
篇
邊

款
，
使
刀
如
筆
，
尤
令
人
稱
絕
。
︵
圖
九
︶

圖八-2　 82歲　行草書五言聯　1990　26×93×2公分　林瓊峰收藏
「敲門求醉帖，入山呼嬾雲」、「瓊峰得余卅九年前書此五言小聯，
又贈熊毫筆，即用以再為書之。時易具殊，聊堪覽味耳。再庚午驚
蟄。易水王壯為八十又二歲。」與前作相差29年，題款誤記為「卅九
年前書」
此二聯為書家闊別二十九年的時空對話，82老人看著53歲壯年的勁峭
鐮利、橫霸開張，淡然以老拙樸茂、渾厚生辣應之，真堪翫味也！

圖八-1　 53歲　行草書五言聯　1961　23×96×2公分　
1990，82歲加題　林瓊峰收藏

「敲門求醉帖，入山嘑嬾雲」、「祝定公生日。壯為辛丑仲冬
初吉」、「此三（按：當為二之誤）十九年前為定公書。上為
成句，下則予撰以耦之。公僊遊亦數年矣，頃瓊峰得之市肆，
持以見示，因題數語，感誌歲月。再庚午仲春。漸叟。八十有
二歲」

評
壯
時
書
風
為
﹁
驃
悍
﹂
、
為
﹁
橫
霸
﹂
；

老
筆
則
趨
於
﹁
含
蓄
﹂
，
而
﹁
年
老
無
復

壯
時
精
力
﹂
，
頗
堪
玩
味
。
︵
註
五
︶

又
先
生
嘗
書
一
行
草
對
聯
：
﹁
敲
門

圖九-1　64歲　「取諸象外象證以心中心」印　漢篆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2　69歲　「多讀補多忘」印　草書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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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喜年小冊》之「鐵石朱墨心情」 引自薛忠揚編，《喜年小冊》，個人自行印製出版，1985年。

範
學
院
教
﹁
篆
刻
﹂
、
五
十
歲
兼
課
國
立

藝
專
、
五
十
三
歲
與
同
好
組
成
﹁
海
嶠
印

集
﹂
、
篆
刻
專
輯
的
出
版
則
有
：
五
十
五

歲
︽
玉
照
山
房
輯
印
︾
、
六
十
歲
︽
玉
照

山
房
印
選
︾
、
七
十
三
歲
︽
石
陣
鐵
書
室

印
拓
選
存
︾
、
八
十
六
歲
︽
石
陣
鐵
書
室

壬
戌
朱
墨
印
拓
︾
。

當
代
印
人
作
圓
朱
文
、
工
整
漢
印

者
，
往
往
不
能
為
樸
茂
爽
利
若
昌
碩
、
白

石
風
；
而
作
大
寫
意
奔
縱
雄
渾
者
，
又
多

無
作
工
細
謹
嚴
印
貌
之
沈
靜
功
力
，
唯
獨

先
生
能
工
致
、
能
縱
放
；
能
婉
秀
、
能
蒼

雄
，
創
作
既
精
且
豐
，
非
但
﹁
論
百
年
中

印
人
，
不
應
外
王
壯
為
﹂
實
則
﹁
百
年
前

後
﹂
，
﹁
唯
﹂
先
生
﹁
獨
尊
﹂
也
！

一
九
六
一
年
十
月
五
日
，
王
北

岳
、
李
大
木
拜
訪
王
壯
為
和
曾
紹
杰
兩

先
生
，
商
量
籌
組
印
社
。
王
壯
為
提
議

社
名
為
﹁
海
嶠
印
集
﹂
，
十
餘
年
間

籌
辦
許
多
活
動
，
篆
刻
遂
逐
漸
成
為
顯

學
，
直
至
一
九
七
五
年
九
月
成
立
﹁
中

華
民
國
篆
刻
學
會
﹂
，
並
於
學
會
年
刊

陸
續
撰
寫
文
章
：
第
一
期
︿
印
章‧

篆

刻‧

金
石‧

書
法
﹀
︵
一
九
七
七
︶
、

第
二
期
︿
石
陣
鐵
書
室
篆
刻
邊
跋
錄
﹀

︵
一
九
七
八
︶
、
第
三
期
︿
讀
飛
鴻
堂
印

譜
筆
記
﹀
︵
一
九
八
一
︶
、
第
四
期
︿
齊

白
石
早
期
刻
石
及
家
藏
印
譜
之
研
究
﹀

︵
一
九
八
二
︶
，
以
引
導
後
輩
進
入
篆
刻

世
界
，
從
而
帶
動
臺
員
地
區
書
印
風
潮
，

居
功
厥
偉
。

篆
刻
與
書
法
密
不
可
分
，
故
先
生
嘗

撰
聯
云
：
﹁
紫
玉
書
裠
金
樽
醉
客
；
丹
砂
照

席
鐵
畫
驚
人
﹂
︵
︽
摘
鈔
︾
三
月
廿
日
︶
、
﹁
書

品
未
定
，
聿
臘
已
久
﹂
︵
︽
摘
鈔
︾
八
月
十
六

日
︶
。
刻
自
用
齋
名
印
曰
：
﹁
石
陣
鐵
書
之

室
﹂
，
印
側
加
草
書
跋
語
云
：

 

右
軍
謂
紙
為
陣
，
印
人
以
石
為
紙
，
是

﹁
石
陣
﹂
也
。
書
家
以
筆
作
書
，
印
人

以
刀
作
書
，
是
﹁
鐵
書
﹂
也
。
毫
楮
之

外
，
寄
之
鐵
石
。
又
覺
﹁
鐵
畫
﹂
成

語
，
微
隔
一
間
，
丙
辰
秋
月
命
此
室

名
。
︵
︽
摘
鈔
︾
九
月
十
六
日
︶

又
為
長
詩
六
十
四
韻
，
結
尾
四
句

云
：
﹁
入
老
迂
徐
值
退
休
，
高
吟
健
啖
更

何
求
？
鐵
書
紙
陣
還
多
暇
，
樂
事
惟
當
付

臥
遊
﹂
︵
︽
摘
鈔
︾
十
月
廿
四
日
︶

。
凡
此
，

皆
可
見
出
一
位
高
明
的
書
家
，
如
何
使
刀

如
筆
，
在
方
寸
印
面
裡
，
盡
情
縱
橫
馳

騁
，
又
在
印
側
邊
幅
上
，
恣
意
施
展
其
奔

逸
草
勢
與
典
麗
漢
篆
，
而
詩
、
文
寄
興
，

亦
娓
娓
道
敘
於
其
間
，
極
致
其
迴
環
深
情

與
人
生
感
懷
，
是
印
、
實
書
、
復
兼
詩
、

文
，
而
人
品
之
真
率
、
酒
品
之
淳
厚
、
學

品
之
孜
孜
不
倦
皆
在
焉
，
此
乃
古
今
書
家

所
未
曾
，
亦
歷
來
印
人
所
無
有
也
！

壯
為
先
生
七
十
七
歲
時
曾
刊
印
﹁
喜

年
小
冊
﹂
一
書
，
收
錄
昔
年
摹
古
小
畫
，

復
以
蠅
頭
小
字
加
題
，
今
我
與
舊
我
對

話
，
往
事
如
煙
，
恍
然
一
夢
！
又
自
署

﹁
鐵
石
朱
墨
心
情
﹂
：

 

漸
齋
年
十
二
始
識
篆
刻
，
先
君
林
若
公

實
獎
勵
之
，
及
今
六
十
五
年
，
仍
日
與

鐵
石
朱
墨
為
伍
。
近
廿
年
來
，
年
輒
刻

得
百
餘
石
，
應
人
者
多
，
自
娛
者
亦
不

少
，
此
事
與
書
畫
略
同
，
每
輒
成
癖
，
所

謂
﹁
一
日
不
書
，
便
覺
思
滯
﹂
者
是
也
。

 

老
來
機
能
精
力
俱
退
，
書
筆
印
心
偕
之

遷
易
，
非
故
作
老
，
乃
自
然
老
，
亦
猶

米
老
所
謂
自
然
異
，
非
故
作
異
也
。
顧

老
相
老
境
皆
有
可
玩
，
而
其
最
堪
玩
者

為
一
﹁
忘
﹂
字
，
蓋
可
惡
者
忘
之
，
固

是
一
得
；
可
喜
者
忘
之
，
亦
詎
非
一
得

乎
？
空
默
之
義
，
脫
或
尤
高
爾
。

 

近
年
右
目
眸
子
中
破
一
洞
，
不
能
聚

光
，
似
盲
而
非
全
盲
，
左
目
賴
有
老
花

玻
瓈
，
仍
能
刻
治
細
字
。
世
之
篆
刻
家

自
詡
聲
價
，
非
青
田
、
壽
山
、
佳
凍
不
下

刀
者
多
矣
，
余
則
以
偶
獲
之
暹
羅
雞
林

石
腳
之
不
材
非
品
者
，
磨
平
一
面
，
因

其
自
然
，
以
施
寸
鐵
，
似
此
又
詎
非
一

得
乎
？
余
故
久
已
病
忘
，
無
復
復
理
，

然
忘
固
不
妨
於
讀
，
讀
亦
不
計
其
忘
，

故
又
日
與
書
偕
，
且
頗
得
片
時
之
樂
，

遇
佳
句
雋
語
之
可
為
印
文
者
，
持
文
擇

石
，
布
白
剗
蠫
，
浩
然
自
賞
，
不
覺
又

忘
其
老
矣
。
茲
略
選
半
年
來
自
遣
自
藏

之
作
，
先
以
著
之
此
小
冊
中
。
︵
圖
十
︶

壯
公
與
酒

壯
為
先
生
好
飲
酒
，
云
：
﹁
酒
可
以

滌
愁
，
可
以
發
興
，
令
人
清
，
令
人
豪
，

皆
書
人
所
喜
也
﹂
。
又
云
：
﹁
平
生
最
樂

千
場
醉
﹂
、
﹁
一
富
在
傾
卮
﹂
、
﹁
酒
驅

神
遇
筆
無
端
﹂
，
可
知
其
飲
酒
與
書
法
、

篆
刻
，
密
不
可
分
。
﹁
喜
年
小
冊
﹂
書
末

附
﹁
自
題
第
二
乙
丑
春
間
小
照
﹂
詩
有
句

云
：
﹁
耽
書
略
有
詩
幾
首
，
覓
句
每
憑
酒

半
壺
﹂
，
可
以
為
證
。

其
酒
印
亦
多
：
如
﹁
腸
腹
經
年
酒

洗
淘
﹂
︵
一
九
七
二
︶
、
﹁
酕
醄
之
神
﹂
、

﹁
以
交
酒
茗
﹂
︵
一
九
七
四
︶
、
﹁
非

書
不
坐
唯
酒
為
涯
﹂
︵
一
九
七
五
︶
、

﹁

蓬

壺

歗

︵

嘯

︶

傲

﹂
、
﹁

酒

抵

墨

濃

﹂
︵
一

九

八

一
︶
、
﹁

酒

券

﹂

︵
一
九
八
二
︶
、
﹁
放
浪
麴
櫱
﹂
︵
一
九 

八
三
︶
、
﹁
醉
筆
得
天
全
﹂
，
﹁
酒
驅
神

遇
﹂
、
﹁
醒
則
天
真
天
全
﹂
、
﹁
醉
後
安

知
草
聖
傳
﹂
︵
一
九
八
五
︶
、
﹁
對
酒
含

情
﹂
、
﹁
一
觴
一
詠
﹂
、
﹁
醉
醒
離
合
存
好

寓
留
﹂
︵
一
九
八
七
︶
、
﹁
醉
醒
嗔
喜
之

間
﹂
、
﹁
八
三
被
酒
﹂
︵
一
九
九
一
︶
等
。

先
生
好
飲
酒
，
卻
不
縱
酒
。
︽
摘

鈔
︾
一
月
初
八
日
，
記
與
莊
嚴
、
莊
伯

和
、
臺
靜
農
、
夏
德
儀
晚
宴
，
諸
公
﹁
鬧

酒
之
興
不
減
，
我
以
﹃
飯
時
飲
酒
宜
從

容
﹄
之
言
微
制
之
﹂
︵
六
十
八
歲
︶
。

酒
宜
友
朋
歡
讌
，
也
能
助
興
覓
句
，

書
印
創
作
。
故
先
生
從
不
諱
言
貪
酒
，
幾

則
﹁
公
告
﹂
文
字
，
具
見
其
率
真
之
至
性

︵
註
六
︶

，
與
鄭
板
橋
書
畫
潤
例
，
頗
有
異

曲
同
工
之
妙
。
而
其
人
品
、
酒
品
、
學
品

皆
寓
焉
。

壯
公
戊
辰
︵
一
九
八
八
︶
八
十
歲

時
又
有
﹁
行
草
書
七
言
聯
﹂
云
：
﹁
少
便

先
生
以
善
治
印
聞
名
，
緣
於
三
十
五

歲
時
在
重
慶
掛
牌
鬻
印
、
四
十
三
歲
在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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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壯公篆刻作品

精選參展之壯公篆刻作品十四件（一件為兩面印），計石印十三方，均見於《王壯為書法篆刻圖錄》

（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九十年初版），其目為：

一笑遺世人（兩面印）
5.8×4.2公分，53歲刻

頁32

飛雲當面化龍蛇夭矯轉空碧（兩面印）
6.9×6.9公分，53歲刻

頁32

願與梅花俱自新
4×4公分，60歲刻

頁37 

作靜觀得靜習
2.65×2.65公分，66歲刻

頁39

老好嬉
3.3×2.1公分，67歲刻

頁39 

多讀補多忘
4.9×1.8公分，69歲刻

頁40 

不參悲喜不可榮辱
3.7×3.3公分，70歲刻

頁41

奇出日恢今高攀不輸古
3.7×4.6公分，76歲刻

頁45

似即不是不似又不是
2.5×2.5公分，77歲刻

頁46 

不負壯夫償老學
4.8×4.8公分，77歲刻

頁47

八旬機趣
7.5×2.9公分，80歲刻

頁49

老來每覺古如今
7.8×4.2公分，82歲刻

頁50 

醒後卻書書不得
4.1×2.6公分，未署年款，疑在80

歲左右刻
頁51 

肖形印
3.8×3.9公分，未署年款，

收入《玉照山房印選》卷四，故當在60歲以前刻
頁51

耽
書
嫻
啜
墨
，
老
唯
謀
酒
總
貪
錢
﹂
，
款

曰
：
﹁
再
戊
辰
清
明
次
日
漸
叟
王
壯
為

八
十
自
撰
並
書
﹂
，
以
﹁
謀
酒
貪
錢
﹂
對

應
﹁
耽
書
啜
墨
﹂
，
何
其
真
率
坦
白
，
復

何
其
雅
馴
無
稍
矯
情
也
！
︵
圖
十
一
︶

圖十二　 「兩作居」印  
2.1×2.1×4.9公分， 
1990　82歲 私人收藏

邊款：「操作創作，俱吾所喜，
以名吾居，作之不已。再庚午歲
暮，壯為八十二。」

圖十一　 80歲 「行草書七言聯」：「少便耽書嫻啜墨，老唯謀酒總貪錢」  
引自《雄健．醇美：王壯為》，頁146。

註
釋

1.  

︽
王
壯
為
先
生
八
十
八
上
壽
祝
賀
集
︾
中
有

諸
多
師
友
、
晚
輩
與
先
生
過
從
的
感
念
記

述
，
足
以
窺
知
其
對
書
法
篆
刻
等
藝
壇
活
動

之
熱
心
參
與
和
關
注
，
而
於
後
進
之
提
攜
協

助
，
尤
多
至
情
感
人
之
事
蹟
，
讀
之
令
人
動

容
。
崑
崗
印
書
館
，
一
九
九
六
。

2.  

按
：
壯
公
七
十
七
歲
自
刻
﹁
中
國
文
字
一
大

玩
家
﹂
印
，
款
云
：
﹁
懷
碩
謂
我
為
﹃
中

國
文
字
的
大
玩
家
﹄
，
八
字
未
經
人
道
過
，

而
環
顧
古
今
，
此
類
玩
家
竟
不
易
得
，
亦
奇

已
。
第
二
乙
丑
白
露
後
日
，
漸
翁
七
十
七

歲
﹂
，
可
見
其
自
得
亦
自
標
期
之
情
，
唯

﹁
中
國
文
字
﹂
涵
括
滿
文
、
藏
文
等
，
不
若

﹁
漢
字
大
玩
家
﹂
一
名
之
精
確
，
故
改
之
。

3.  

十
人
書
會
為
戰
後
臺
灣
第
一
個
書
法
雅
集
團

體
，
書
會
主
要
活
動
時
間
為
一
九
五
九
年
至

一
九
七
五
年
，
期
間
舉
辦
過
十
屆
聯
展
。

4.  

參
陳
其
銓
，
︿
中
國
書
法
的
新
與
變
﹀
，

一
九
六
二
。

5.  

按
：
壯
為
先
生
於
丙
辰
歲
︵
一
九
七
六
︶
退

食
自
公
，
翌
年
，
整
理
日
記
，
刊
為
︽
石
陣

鐵
書
室
丙
辰
日
誌
摘
鈔
︾
︵
以
下
簡
稱
︽
摘

鈔
︾
︶
，
全
書
娓
娓
自
敘
一
位
六
八
老
人
的

生
活
種
種─

學
問
藝
術
達
於
顛
峰
、
人
情
世

故
瞭
然
於
胸
，
所
思
所
為
，
渾
成
老
練
。
有

參
觀
書
畫
展
覽
、
書
法
篆
刻
題
畫
授
課
、
比

賽
評
審
、
鑑
定
書
畫
、
賦
詩
唱
和
、
撰
聯
題

記
、
得
句
治
印
、
濡
墨
作
字
、
購
藏
書
畫
文

房
珍
玩
、
裁
裝
夫
妻
舊
鈔
石
書
、
起
念
招
收

弟
子
、
提
契
晚
輩
、
獎
掖
後
進
、
知
交
遙

問
、
友
朋
歡
讌
、
以
春
秋
筆
法
針
砭
同
時
人

物
、
學
術
研
究
交
流
、
讀
書
雜
記
等
等
，
如

此
豐
富
多
彩
的
生
命
形
式
，
正
是
壯
為
先
生

一
生
的
縮
影
！

6.  

辛
丑
年
︵
五
十
三
歲
︶
，
刊
登
﹁
以
交
酒

茗
﹂
廣
告
；
丁
巳
年
︵
六
十
九
歲
︶
，
立
一

﹁
易
酒
書
例
﹂
；
己
未
年
︵
七
十
一
歲
︶
，

撰
﹁
王
壯
為
歲
闌
募
酒
疏
﹂
。

結
語

壯
公
一
生
好
學
，
優
遊
於
書
畫
、
篆

印
、
紙
墨
、
詩
文
。
既
樂
於
治
石
雕
紐
、

裝
潢
圖
書
之
工
藝
操
作
，
亦
樂
於
書
印
之

藝
術
創
作
，
是
真
能
得
夫
子
﹁
樂
之
﹂
之

精
髓
者
也
︵
子
曰
：
﹁
知
之
者
不
如
好
之

者
，
好
之
者
不
如
樂
之
者
﹂
︶
。

人
或
以
耽
於
諸
務
不
得
休
息
為
累
，

壯
公
則
曰
：
﹁
換
工
作
即
是
休
息
﹂
，

足
證
其
厭
飫
其
間
之
大
樂
也
。
︵
先
生

八
十
二
歲
時
刻
﹁
兩
作
居
﹂
印
，
邊
款

云
：
﹁
操
作
創
作
，
俱
吾
所
喜
，
以
名
吾

居
，
作
之
不
已
﹂
︶
︵
圖
十
二
︶

壯
公
又
以
求
知
若
渴
之
心
投
諸
書

印
，
故
其
！ 

﹁
懷
新
尋
異
﹂
︵
謝
宣
城

語
︶
之
餘
，
復
能
﹁
博
涉
多
優
﹂
，
將
漢

字
各
種
書
體
映
現
於
書
法
與
篆
刻
的
創
作

之
中
，
使
其
作
品
所
用
字
體
與
書
風
、

印
風
，
俱
得
有
多
元
紛
呈
之
鮮
活
面
貌
，

直
是
﹁
獨
尊
﹂
於
中
國
﹁
百
年
﹂
來
之
書

壇
、
印
壇
，
而
﹁
漢
字
大
玩
家
﹂
之
名
，

先
生
實
當
之
無
愧
也

文
末
，
謹
撰
乙
聯
，
聊
表
對
壯
公
之

崇
仰
。

 

四
方
戎
馬
鏤
文
心
，
覓
句
酒
半
壺
，
信

知
多
忘
還
多
讀
，

 

一
代
雕
龍
鑄
篆
手
，
耽
書
詩
幾
首
，
益

喜
漸
老
得
漸
全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教
育
展
資
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