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9　故宮文物月刊·第414期 2017年9月　78

文物脈絡

引
子―

進
入
書
法
的
世
界

大
概
，
在
漢
字
文
化
圈
裡
學
習
、
讀
書
的

人
，
都
拿
過
毛
筆
、
寫
過
毛
筆
字
，
這
得
感
謝

中
小
學
裡
設
立
的
書
法
課
，
讓
大
家
有
個
共
同

記
憶
，
可
是
這
記
憶
大
多
停
留
在
描
紅
，
或
顏

真
卿
、
柳
公
權
、
歐
陽
詢
等
楷
書
範
例
的
摹
寫
，

對
浩
瀚
的
書
道
天
地
總
還
是
陌
生
的
。

中
小
學
歷
史
課
本
還
給
了
我
們
一
些
書
體

的
知
識
：
如
篆
、
隸
、
草
、
行
、
楷
的
區
別
；

著
名
書
法
家
的
大
名
和
名
帖
：
如
晉
王
羲
之
︿
蘭

亭
敘
﹀
、
唐
顏
真
卿
︿
祭
姪
稿
﹀
、
唐
懷
素
︿
自

敘
帖
﹀
、
宋
蘇
東
坡
︿
寒
食
帖
﹀
、
元
趙
孟
頫

︿
前
後
赤
壁
賦
﹀
、
還
有
明
董
其
昌
、
清
何
紹

基
的
許
多
書
跡
︙
︙
。
這
些
﹁
名
﹂
稱
的
背
後
，

是
以
﹁
實
﹂
質
的
書
法
藝
術
作
品
為
支
撐
，
不

了
解
書
法
藝
術
的
實
質
，
在
看
書
法
作
品
時
，

便
不
免
人
云
亦
云
，
乃
至
嚮
聲
背
實
，
進
入
不

了
箇
中
三
昧
！

﹁
書
法
﹂
，
主
要
是
以
一
管
圓
錐
形
毛
筆
，

﹁
書
寫
﹂
漢
字
的
一
種
線
條
空
間
藝
術
。
其
表

現
，
在
於
透
過
濡
墨
後
行
筆
的
提
按
頓
挫
、
疾

遲
澀
滑
、
與
轉
筆
的
圓
轉
方
折
所
營
造
的
各
種

不
同
﹁
線
條
﹂
，
建
構
出
漢
字
書
體
的
獨
特
﹁
空

間
﹂
。
行
筆
，
有
節
奏
、
韻
律
，
是
﹁
時
間
﹂

書
法
，
是
一
門
既
親
切
又
不
易
了
解
的
藝
術
。
人
們
自
幼
寫
字
，
與
漢
字
自
然
親
近
，
也
多
曾
濡
墨
臨
帖
，
填
描

過
幾
個
九
宮
格
子
，
但
到
故
宮
看
展
，
目
睹
歷
代
法
書
，
卻
往
往
不
知
如
何
欣
賞
箇
中
之
美
，
即
便
是
故
宮
的
資

深
志
工
、
導
覽
員
，
會
帶
團
去
看
書
法
、
闡
述
書
道
奧
妙
的
，
也
寥
寥
無
幾
。
此
何
故
？
本
文
藉
由
故
宮
﹁
自
然

生
姿
態—

于
右
任
書
法
特
展
﹂
考
察
此
現
象
，
並
從
書
法
藝
術
的
呈
現
與
欣
賞
，
探
討
其
作
品
與
標
準
草
書
，
嘗

試
追
尋
右
老
想
要
﹁
傳
付
﹂
的
﹁
秘
訣
﹂
究
竟
是
甚
麼
？
︵
圖
一
︶

游
國
慶

貼
近
書
者
的
書
寫
心
境
，
並
重
建
其
創
作
過
程

的
種
種
情
境
！

書
道
之
美
，
不
能
單
憑
直
覺
的
喜
好
，
如

何
真
正
了
解
作
品
的
好
？
好
在
哪
裡
？
茲
綜
合

于
右
任
、
劉
延
濤
等
前
輩
說
法
，
歸
納
如
下
。

多
看

多
看
古
今
的
名
家
書
法
，
熟
諳
諸
家
作
品

的
優
點
。
古
人
作
品
經
過
歷
史
淘
洗
，
總
有
一

些
可
取
之
處
，
需
仔
細
斟
別
。
有
些
人
單
臨
一

碑
或
一
帖
，
勤
習
三
年
五
載
，
卻
從
不
看
書
法

史
上
各
家
、
各
時
期
的
作
品
，
及
其
學
習
演
變

的
軌
跡
，
所
見
太
少
、
格
局
褊
狹
，
自
然
無
法

區
別
好
壞
，
沒
有
眼
界
，
就
沒
有
境
界─

只

有
﹁
眼
高
手
低
﹂
的
人
，
絕
無
﹁
眼
低
手
高
﹂

之
事
！
眼
中
認
不
得
好
字
、
壞
字
，
必
然
腕
下

也
就
寫
不
出
甚
麼
好
字
了
！

多
讀

多
看
古
今
名
家
書
作
的
內
容
文
句
，
甚
麼

內
容
用
甚
麼
字
體
、
甚
麼
書
風
去
寫
，
都
有
時

代
的
意
義
。
而
且
，
仔
細
對
照
釋
文
、
詳
看
點

畫
，
也
會
對
書
跡
有
更
深
的
感
受
。
現
在
許
多

人
臨
帖
而
不
讀
帖
，
常
常
不
知
其
為
何
字
、
為

何
如
此
結
構
，
往
往
隨
意
看
到
一
個
字
、
一
個

形
樣
，
便
埋
首
漫
寫
︵
俗
稱
﹁
抄
書
﹂
，
而
非
﹁
臨

書
﹂
︶
，
不
細
查
點
畫
、
提
按
、
轉
折
與
節
奏
、

韻
律
之
妙
，
所
以
常
常
寫
得
不
像
，
又
時
見
錯

字
連
篇
，
就
是
這
個
緣
故
。

多
臨

尋
訪
歷
代
著
名
碑
帖
，
仔
細
臨
寫
，
以
熟

習
箇
中
筆
畫
與
結
構
的
精
微
奧
妙
。
以
筆
、
墨

巧
妙
搭
配
，
揮
運
書
寫
出
動
感
，
重
現
古
人
書

跡
。
如
同
看
樂
譜
，
而
能
從
容
演
奏
：
輕
重
、

快
慢
、
疾
遲
、
滑
澀
，
都
能
細
膩
掌
握
，
方
稱
﹁
入

的
表
現
。
用
筆
鋒
勢
︵
中
鋒
、
側
鋒
、
偏
鋒
︶
，

所
產
生
深
淺
遠
近
厚
薄
的
線
條
，
則
是
在
書
寫

平
面
上
搭
起
立
體
﹁
空
間
﹂
的
要
素
。
所
以
，

書
法
，
實
在
是
一
個
﹁
四
度
元
空
間
與
時
間
﹂

結
合
的
絕
妙
藝
術
︵
張
隆
延
語
︶
。
而
草
書
，

更
是
各
體
書
法
中
，
最
能
展
現
時
空
變
化
的
書

體
！

觀
賞
書
法
時
，
若
能
掌
握
上
述
原
則
，
在

展
場
裡
細
細
觀
察
、
慢
慢
體
會
作
品
筆
墨
間
的

動
態
美
與
綜
合
美
︵
劉
延
濤
語
︶
，
便
能
逐
漸

圖1　于右任肖像　作者提供

符
號
神
奇
，
髯
翁
發
見
，
秘
訣
思
傳
付
，
敬
招
同
志
，
來
為
學
術
開
路
。

─
─

于
右
任
《
百
字
令‧

題
標
準
草
書
》

秘
訣
思
傳
付

于
右
任
書
法
展
觀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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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
﹂
。
真
能
﹁
入
帖
﹂
的
人
即
使
不
看
帖
也
可

以
臨
寫
得
很
像
，
稱
為
﹁
背
臨
﹂
。

臨
帖
有
幾
個
重
點
︵
參
啟
功
語
︶
：
一
是

﹁
靜
﹂
：
心
靈
要
沉
靜
，
千
萬
不
可
急
忙
慌
亂
，

否
則
，
見
不
著
帖
中
的
精
微
處
。
二
是
﹁
近
﹂
：

把
字
帖
放
接
近
欲
寫
字
的
位
置
，
才
能
看
清
楚

每
一
筆
畫
粗
細
與
間
架
位
置
。
三
是
﹁
慢
﹂
：

初
寫
須
放
慢
速
度
，
不
可
急
躁
求
快
，
待
熟
習

筆
畫
位
置
與
運
筆
節
奏
後
，
再
逐
漸
加
快
。
四

是
﹁
像
︵
準
︶
﹂
：
初
學
臨
帖
一
定
先
追
求
盡

量
地
逼
似
︵
點
畫
位
置
與
線
條
粗
細
準
確
︶
，

先
﹁
像
其
形
﹂
，
再
求
﹁
形
神
兼
像
﹂
，
當
與

之
十
分
熟
稔
後
，
﹁
遺
形
取
神
﹂
的
﹁
像
﹂
，

更
是
臨
習
古
人
的
高
段
！
舉
例
如
清
何
紹
基
所

臨
的
各
種
漢
碑
、
于
右
老
早
期
所
臨
魏
碑
，
都

是
善
於
此
道
的
。

多
寫

有
些
﹁
書
家
﹂
，
寫
﹁
歐
﹂
像
歐
、
寫
﹁
顏
﹂

像
顏
、
寫
﹁
趙
﹂
像
趙
、
寫
﹁
董
﹂
像
董
︙
︙
，

這
樣
的
傳
移
模
摹
寫
工
夫
當
然
也
不
簡
單
，
但

要
達
到
﹁
自
成
一
家
風
格
﹂
的
真
正
書
家
境
界
，

則
猶
缺
一
間
。
因
為
，
要
﹁
自
成
一
家
風
格
﹂
，

還
得
多
寫
。
﹁
多
寫
﹂
，
是
指
自
行
書
寫
，
自

運─

用
自
己
的
書
風
，
寫
自
己
喜
歡
的
句
子
；

則
開
張
縱
逸
以
成
﹁
狂
草
﹂
。

依
據
草
寫
程
度
的
不
同
，
或
將
草
寫
程
度

較
小
、
表
達
較
含
蓄
的
稱
﹁
小
草
﹂
，
反
之
則

為
﹁
大
草
︵
狂
草
︶
﹂
。
其
實
，
草
書
的
減
筆
畫
、

省
偏
旁
、
連
筆
簡
化
等
現
象
，
早
在
商
周
卜
辭

與
銅
器
銘
文
︵
如
︿
散
氏
盤
﹀
的
﹁
草
篆
﹂
︶

裡
出
現
。
卻
遲
至
晚
周
秦
漢
之
際
的
籀
古
篆
隸

大
變
革
中
，
搭
上
﹁
隸
變
﹂
特
快
車
，
在
主
流

規
整
簡
化
的
﹁
古
隸
﹂
﹁
八
分
﹂
之
外
，
另
成

一
個
從
﹁
隸
草
﹂
到
﹁
章
草
﹂
程
式
化
的
草
書

專
屬
變
化
之
路
，
別
枝
蔓
衍
，
古
行
書
、
古
楷

書
也
隨
之
產
生
，
經
魏
晉
到
隋
唐
而
集
其
大
成
。

草
書
的
歷
史
流
變
、
是
一
種
漫
長
的
書
寫

衍
化
。
在
諸
多
書
手
減
省
、
迅
捷
、
簡
化
的
運

作
中
，
因
個
人
、
地
域
、
習
慣
之
異
，
導
致
字

形
難
以
統
一
而
乏
標
準
，
這
也
是
草
書
難
認
之

處
。

右
老
認
為
文
字
的
運
用
，
關
係
到
國
家
的

進
步
、
民
族
的
興
盛
，
並
觀
察
到
﹁
歐
美
國
家

印
刷
用
楷
、
書
寫
用
草
﹂
，
遂
成
立
標
準
草
書

社
，
大
量
蒐
集
各
種
草
書
碑
帖
、
資
料
，
以
﹁
易

識
、
易
寫
、
準
確
、
美
麗
﹂
四
大
原
則
來
編
撰

與
推
廣
標
準
草
書
。
標
準
草
書
從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
一
九
三
六
︶
的
首
版
，
歷
經
約
三
十
年
的

整
理
、
修
正
及
出
版
，
到
民
國
五
十
一
年
第
九

次
修
訂
出
版
後
，
病
中
的
右
老
仍
然
囑
咐
為
第

十
次
整
理
︵
第
十
次
本
，
於
右
老
仙
逝
後
三
年

的
民
國
五
十
六
年
出
版
︶
。
右
老
對
標
準
草
書

之
投
入
與
貢
獻
甚
大
，
被
譽
為
當
今
﹁
草
聖
﹂
，

而
他
的
草
書
創
作
也
與
標
準
草
書
發
展
息
息
相

關
！

因
此
欣
賞
右
老
草
書
，
必
須
掌
握
右
老
的

一
生
經
歷
、
理
念
與
書
風
，
包
括
標
草
的
成
立

及
修
正
過
程
，
始
能
真
正
進
入
右
老
的
書
法
世

界
。
右
老
文
學
造
詣
甚
深
，
個
性
風
格
明
顯
，

始
終
以
愛
國
為
中
心
主
題
、
創
作
許
多
感
人
至

深
的
詩
篇
，
被
譽
為
愛
國
詩
人
。
如
︽
自
然
生

姿
態—

于
右
任
書
法
特
展
圖
錄
︾
︵
下
文
簡
稱

︽
圖
錄
︾
︶
序
號
二
十
、
二
六
︿
謁
黃
花
岡
詩
﹀
；

三
三
、
三
八
︿
中
呂
醉
高
歌
﹀
；
五
五
︿
弔
屈

原
詩
﹀
等
。

右
老
詩
、
書
雙
璧
，
常
以
草
書
抄
錄
其
自

作
詩
詞
贈
送
親
友
，
文
采
之
美
與
書
藝
巧
妙
融

合
，
從
展
出
作
品
之
詩
詞
、
序
跋
、
對
聯
等
，

可
以
具
見
其
文
學
和
書
法
之
深
厚
素
養
。
如
︽
圖

錄
︾
序
號
二
五
︿
辭
斗
口
農
場
詩
﹀
；
二
八
︿
題

明
來
復
墨
跡
﹀
；
三
十
︿
過
臺
灣
海
峽
詩
聯
﹀
；

四
一
︿
當
盛
怒
時
／
遇
極
難
事
聯
﹀
等
。

以
下
簡
介
幾
本
要
籍
，
以
供
深
入
右
老
及

其
草
書
世
界
。
︵
圖
二—

一
、
二—

二
︶

︽
自
然
生
姿
態―

于
右
任
書
法
特
展
圖
錄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二○

一
七
年
出
版
，
收

錄
右
老
各
期
楷
行
草
書
作
品
六
十
五
組
件
。
基

在
多
臨
古
人
作
品
，
深
入
體
會
前
人
用
筆
與
結

字
造
形
後
，
當
然
就
要
試
著
自
己
寫
些
句
子
，

自
己
設
法
構
形
、
組
織
，
從
一
個
字
、
到
一
行
、

到
全
篇
的
謀
畫
構
思
，
這
樣
的
試
驗
，
讓
自
己

透
過
多
家
古
人
作
品
的
﹁
背
臨
﹂
，
慢
慢
醞
釀

出
屬
於
自
己
風
格
的
﹁
一
家
之
形
﹂
，
當
這
﹁
風

格
﹂
﹁
形
體
﹂
被
懂
書
藝
的
專
家
普
遍
認
可
時
，

你
便
成
為
﹁
名
副
其
實
﹂
的
書
家
了
！

多
比
較
研
究

在
上
述
的
﹁
多
看
﹂
、
﹁
多
讀
﹂
、
﹁
多

臨
﹂
、
﹁
多
寫
﹂
各
項
裡
，
﹁
比
較
﹂
的
念
頭

是
須
臾
不
能
離
開
的
，
看
一
帖
，
要
前
後
比
較

字
形
；
讀
一
碑
，
要
反
覆
比
較
文
義
；
臨
一
家
，

要
廣
泛
比
較
其
不
同
時
期
的
作
品
、
體
察
其
風

格
的
轉
變
，
以
及
與
別
家
用
筆
使
轉
的
不
同
特

色
，
而
多
寫
、
自
運
，
更
需
比
較
自
己
作
品
和

古
今
人
創
作
的
差
異
、
優
缺
點
，
從
而
改
善
自

己
的
用
筆
方
式
、
章
法
布
局
，
乃
至
作
品
風
格

的
呈
顯
。
所
謂
﹁
研
究
﹂
，
則
是
透
過
更
多
的

資
料
收
集
、
排
比
，
去
深
入
了
解
一
個
書
家
的

藝
術
特
色
，
及
其
一
生
早
中
晚
期
的
轉
變
之
由
。

總
而
言
之
，
唯
有
透
過
﹁
多
看
﹂
、
﹁
多

讀
﹂
、
﹁
多
臨
﹂
、
﹁
多
寫
﹂
、
﹁
多
比
較
研
究
﹂
，

加
上
前
人
所
說
﹁
博
學
、
審
問
、
慎
思
、
明
辨
、

篤
行
﹂
，
持
之
以
恆
，
長
期
累
積
，
方
是
了
解

書
法
的
不
二
法
門
。

進
入
右
老
與
草
書
世
界

一
般
民
眾
對
于
右
任
先
生
的
印
象
，
也
許

停
留
在
黨
國
大
老
、
監
察
院
院
長
，
或
開
國
元

勳
。
眼
尖
的
朋
友
應
該
早
已
察
覺
右
老
的
字
﹁
無

所
不
在
﹂
！
從
文
化
建
構
的
角
度
，
右
老
的
最

大
貢
獻
實
為
﹁
標
準
草
書
﹂
的
訂
定
與
流
傳
！

︵
劉
延
濤
語
︶
。
然
而
，
一
旦
進
入
于
右
任
書

法
展
間
後
，
或
許
又
發
現
右
老
是
﹁
最
熟
悉
的

陌
生
人
﹂
！

陌
生
的
是─

觀
賞
書
畫
時
，
對
草
書
作

品
賞
析
的
極
度
困
難─

無
論
是
書
寫
的
內
容
，

或
是
書
法
藝
術
的
欣
賞
。
前
者
是
文
字
障
，
後

者
是
書
藝
障
！

如
何
破
除
文
字
障
與
書
藝
障
？
得
從
何
謂

草
書
、
為
何
草
書
要
標
準
、
怎
樣
欣
賞
標
準
草

書
說
起
。

草
書
，
可
理
解
為
快
速
書
寫
的
簡
化
潦
草

書
體
，
﹁
草
﹂
，
本
有
草
稿
、
草
率
、
急
就
等
義
，

始
於
秦
漢
簡
帛
書
中
的
隸
書
草
寫─

﹁
隸
草
﹂
，

經
兩
漢
演
變
成
漸
具
法
度
的
﹁
章
草
﹂
，
至
東

晉
二
王
而
創
為
﹁
今
草
﹂
，
到
唐
代
張
旭
、
懷
素
，

圖2-1　 故宮「自然生姿態—于右任書法特展」
海報，墨跡經美編修飾，反而失去自然
的飛白。　作者提供

圖2-2　原作品墨跡上的飛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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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按
創
作
年
代
先
後
編
排
，
前
期
的
﹁
于
式
碑

體
﹂
與
後
期
的
﹁
于
式
草
體
﹂
粲
然
並
陳
，
清

楚
呈
顯
了
右
老
畢
生
書
法
的
兩
大
風
格
。
諸
作

除
全
幅
照
片
外
，
更
附
有
局
部
放
大
，
令
觀
者

得
見
其
行
筆
之
疾
、
遲
、
翻
、
轉
，
以
及
用
墨

之
乾
、
濕
、
燥
、
潤
，
﹁
致
廣
大
而
盡
精
微
﹂
︵
︽
中

庸
︾
語
︶
，
就
圖
版
之
呈
現
原
作
書
藝
一
事
，
可

稱
是
歷
來
海
內
外
右
老
書
法
展
出
圖
錄
之
最
善

本
！

白
璧
微
瑕
有
二
：
一
是
各
作
品
的
定
名
不

統
一
，
有
些
簡
略
到
無
法
分
辨
差
異
，
如
︽
圖

錄
︾
序
號
五
七
︿
民
國
于
右
任
草
書
滿
江
紅
六

屏
﹀
，
是
﹁
序
號
＋
時
代
＋
作
者
＋
書
體
＋
內

容
＋
作
品
形
式
﹂
，
讀
者
一
望
可
知
書
寫
內
文

以
及
形
式
：
為
直
條
、
或
橫
幅
、
或
冊
頁
、
或

對
聯
、
或
聯
屏
，
以
利
檢
索
。
但
是
，
如
序
號

二
七
、
四
七
、
五
十
、
五
三
，
皆
名
為
︿
民
國

于
右
任
草
書
﹀
，
既
不
詳
內
容
、
亦
不
知
形
式

為
何
？
二
是
本
書
在
晚
年
未
署
年
作
品
部
分
，

似
乎
時
序
凌
亂
了
些
。
茲
參
考
︽
千
古
一
草
聖—

于
右
任
書
法
展
︾
︵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二○

○

六
年
出
版
︶
一
書
，
整
理
右
老
有
署
年
作
品
的

簽
名
，
排
比
成
表
，
讀
者
仔
細
對
照
作
品
上
的

落
款
字
形
，
便
可
約
略
把
握
作
品
書
寫
的
年
代
，

不
亦
快
哉
！
︵
圖
三
︶

七
十
一
歲
︵
一
九
四
六

∼

一
九
四
九
︶
。

六
、 

在
臺
定
居─

七
十
二
歲
至
八
十
六
歲

︵
一
九
五○

∼

一
九
六
四
︶
。

敘
史
、
說
詩
而
附
以
書
法
原
作
，
綜
括
右
老
的

生
平
事
蹟
、
重
要
詩
作
，
及
其
最
具
特
色
的
書

法
作
品
︵
自
書
詩
作
︶
。
並
為
其
詩
注
釋
，
或

加
語
譯
，
務
期
觀
者
捧
讀
此
編
，
可
以
對
右
老

的
輝
煌
一
生
及
其
詩
文
書
藝
的
形
成
，
有
一
完

整
的
全
盤
掌
握
。

另
外
，
筆
者
也
嘗
試
依
上
述
編
年
六
期
與

其
不
同
階
段
之
署
名
形
式
，
將
故
宮
院
藏
六
十
五

件
作
品
重
新
分
期
，
並
略
加
申
說
，
名
曰
︽
故

宮
院
藏
六
十
五
件
于
右
任
作
品
重
編
︾
，
由
於

篇
幅
過
大
，
在
此
就
從
略
了
。

︽
標
準
草
書
︾
︵
圖
五
︶
于
右
任
、
劉
延
濤
等
編

于
右
任
的
草
書
成
就
，
與
其
編
訂
︽
標
準

草
書
︾
的
工
作
密
不
可
分
！

于
右
任
︵
一
八
七
九

∼

一
九
六
四
︶
與

劉
延
濤
︵
一
九○

八

∼

一
九
九
八
︶
是
標
準

草
書
推
動
的
兩
大
人
物
。
右
老
在
民
國
二
十
年

︵
一
九
三
一
︶
︵
註
一
︶

創
立
﹁
草
書
社
﹂
，

民
國
二
十
一
年
更
名
﹁
標
準
草
書
社
﹂
，
民
國

二
十
三
年
延
攬
劉
入
監
察
院
協
編
︽
標
準
草

書
︾
，
復
更
名
﹁
標
準
草
書
研
究
會
﹂
。
編
輯

︽
于
右
任
詩
書
編
年
釋
譯
︾
︵
圖
四
︶ 

張
壽
平
釋
譯
，
紫
辰
園
出
版
社
，
二○

○

七
。

本
書
的
編
寫
是
以
歷
史
編
年
的
方
式
，
分

作
六
期
：

一
、 

成
長
亡
命
辦
報
至
民
國
成
立─

一
歲
至

三
十
四
歲
︵
一
八
七
九

∼

一
九
一
二
︶
。

二
、 

繼
續
革
命
領
導
靖
國
軍
至
國
府
成
立─

三
十
五
歲
至
四
十
九
歲
︵
一
九
一
三

∼圖4　《于右任詩書編年釋譯》片葉　作者提供

圖5　《標準草書》第十次本　作者提供

一
九
二
七
︶
。

三
、 

自
初
入
中
樞
至
對
日
抗
戰─

五
十
歲
至

五
十
九
歲
︵
一
九
二
八

∼

一
九
三
七
︶
。

四
、 

抗
戰
八
年
間─

六
十
歲
至
六
十
七
歲

︵
一
九
三
八

∼

一
九
四
五
︶
。

五
、 

自
勝
利
還
都
至
揮
淚
離
大
陸─

六
十
八
歲
至

41-47歲 48-50歲 51-54歲

八年 十年 十一年 十四年 十五年 十六年 十七年 十八年 十九年 廿一年

56-67歲 70歲 71-73歲

廿三年 廿六年 三十年 卅一年 卅四年 卅七年 卅八年 卅九年 四十年

  

77-80歲 81-82歲 83-86歲

四十四年 四十五年 四十六年 四十七年 四十八年 四十九年 五十年 五十一年 五十二年 五十三年

圖3　右老署年作品簽名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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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
標
準
草
書
︾
，
推
廣
草
字
，
遍
及
全
球
，

影
響
至
為
深
遠
。

提
倡
標
準
草
書
之
因
是
為
了
﹁
愛
日
省

時
﹂
、
﹁
復
興
文
化
﹂
。
右
老
曾
於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臨
︽
標
準
草
書
︾
自
敘
云
：
﹁
吾
國
文
字
，

書
寫
困
難
︙
︙
就
時
間
論
，
大
禹
惜
寸
陰
，
陶

侃
惜
分
陰
，
﹃
時
乎
！
時
乎
！
﹄
其
為
聖
哲
之

所
寶
貴
也
如
此
。
︙
︙
人
與
人
，
國
與
國
之
強

弱
成
敗
，
即
決
於
其
獲
時
間
之
長
短
多
寡
，
文

字
改
良
雖
為
節
省
時
間
之
一
事
，
然
以
其
使
用

之
廣
，
總
吾
全
民
將
來
無
窮
之
日
月
計
之
，
豈

細
故
哉
！
﹂

︽
標
準
草
書
︾
編
輯
之
初
主
張
採
用
章
草
，

以
期
編
成
一
部
完
善
的
急
就
章
，
但
章
草
存
在

的
問
題
很
多
，
字
形
也
不
美
，
遂
改
收
二
王
法

帖
字
，
不
久
，
覺
王
字
重
妍
美
而
乏
規
範
，
不

便
初
學
。
於
是
改
以
︽
千
字
文
︾
為
文
本
，
訂

出
﹁
易
識
、
易
寫
、
準
確
、
美
麗
﹂
四
大
原
則
，

擷
取
歷
代
草
書
家
的
千
字
文
字
形
，
逐
一
鉤
摹
，

然
後
集
中
檢
討
選
字
。
此
後
三
十
餘
年
間
不
斷

反
覆
修
正
，
﹁
每
次
修
正
，
皆
有
換
字
，
或
修

改
釋
例
。
因
為
每
次
印
本
，
于
先
生
均
都
要
親

自
臨
寫
，
以
為
實
驗
。
﹂
︵
參
劉
延
濤
︽
草
書
通
論
︾
︶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完
成
︽
標
準
草
書
︾
範
本
，

由
上
海
漢
文
正
楷
印
書
局
刊
行
。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第
二
次
修
正
本
完
成
，
因
抗
戰
軍
興
未
付
印
。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第
三
、
民
國
三
十
年
第
四
次
修

正
本
完
成
，
皆
由
上
海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
民
國

三
十
二
年
第
五
次
修
正
本
完
成
，
由
重
慶
說
文

社
印
行
。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第
六
次
修
正
本
完
成
，

由
上
海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
輾
轉
來
臺
後
，
民
國

四
十
年
第
七
次
修
正
本
完
成
，
由
臺
北
中
國
公

學
校
友
會
印
行
。
民
國
四
十
二
年
第
八
、
民
國

五
十
一
年
第
九
次
修
正
本
完
成
。
民
國
五
十
三

年
十
一
月
右
老
仙
逝
。
劉
延
濤
承
右
老
遺
願
再

完
成
第
十
次
本
於
民
國
五
十
六
年
三
月
，
皆
由

臺
北
中
央
文
物
供
應
社
印
行
。
這
十
次
編
輯
全

程
參
與
者
，
唯
有
劉
延
濤
一
人
。
而
標
準
草
書

封
面
則
一
貫
由
右
老
敬
重
的
吳
敬
恆
先
生
題
署
。

常
見
的
︽
標
準
草
書
︾
重
刊
，
有
上
海
書

店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三
年
印
行
的
︽
標
準
草
書
︾
，

為
第
六
次
修
正
本
。
臺
北
中
央
文
物
供
應
社
民

國
五
十
六
年
印
行
的
第
十
次
本
，
臺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二○

一
六
年
十
一
月
刊
行
︽
于
右
任
書
法

選
萃
暨
標
準
草
書
修
訂
一
版
︾
收
錄
的
也
是
第

十
次
本
，
但
套
色
多
有
異
位
，
甚
為
可
惜
！

第
六
次
修
正
本
有
右
老
所
書
《
百
字
令‧

題
標
準
草
書
》
﹁
三
十
七
年
﹂
三
月
：
草
書
文

學
，
是
中
華
民
族
自
強
工
具
。
甲
骨
而
還
增 

隸
，
各
有
懸
針
垂
露
。
漢
簡
流
沙
，
唐
經
石
窟
，

演
進
尤
無
數
，
章
今
狂
在
，
沉
埋
久
矣
，
誰
顧
？

試
問
世
界
人
民
，
寸
陰
能
惜
，
急
急
緣
何
故
？

同
此
時
間
同
此
手
，
効
率
誰
臻
高
度
。
符
號
神

奇
，
髯
翁
發
見
，
秘
訣
思
傳
付
，
敬
招
同
志
，

來
為
學
術
開
路
。
︵
圖
六
︶

這
內
容
右
老
時
常
書
寫
，
但
文
句
偶
有
改

易
，
如
﹁
四
十
九
年
﹂
所
書
：
改
﹁
自
強
﹂
作
﹁
圖

強
﹂
；
﹁
寸
陰
﹂
作
﹁
光
陰
﹂
。
︵
圖
七
︶

第
十
次
本
也
有
右
老
所
書
︽
百
字
令‧

題

標
準
草
書
︾
，
五
十
年
二
月
，
文
字
調
整
更
多
：

草
書
重
整
，
是
中
華
文
化
復
興
先
務
。
古
昔
無

窮
之
作
者
，
多
少
精
神
貫
注
。
漢
簡
流
沙
，
唐

經
石
窟
，
實
用
臻
高
度
，
元
明
而
後
，
沉
荒
久

矣
，
誰
顧
？
試
問
世
界
人
民
，
超
音
爭
速
，
急

急
緣
何
故
？
同
此
時
間
同
此
手
，
且
莫
遲
遲
相

誤
。
符
號
神
奇
，
髯
翁
發
見
，
標
準
思
傳
付
，

敬
招
同
志
，
來
為
學
術
開
路
。
︵
圖
八
︶
︵
表
一
︶

仔
細
比
較
這
三
件
分
別
寫
民
國
三
七
、
四

七
、
四
九
、
五
十
年
的
︽
百
字
令‧

題
標
準
草

書
︾
，
可
以
清
楚
察
覺
右
老
草
字
的
線
條
與
結

構
，
在
七
十
到
八
十
二
、
八
十
三
歲
間
的
變
化

︵
圖
九
︶
：
線
條
從
秀
潤
流
美
趨
向
老
辣
樸
厚
，

圖6　民國37年70歲第六次修正本右老所書《百字令‧題標準草書》　作者提供

圖7　民國49年82歲右老所書《百字令‧題標準草書》　作者提供

圖8　民國50年83歲第十次本右老所書《百字令‧題標準草書》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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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次
本
︽
標
準
草
書‧

凡
例
︾
，
經
重
新

打
字
，
標
有
：
﹁
于
右
任
述
意
，
劉
延
濤
筆
錄
﹂
。

︵
圖
十
五
︶
十
次
本
則
有
右
老
用
毛
筆
小
字
標

示
：
﹁
于
右
任
，
劉
延
濤
同
編
﹂
︵
圖
十
六
︶
︵
商

務
版
翻
印
時
略
去
這
幾
字
恐
怕
是
不
妥
的
︶
。

輕
重—

漲
墨
與
飛
白
都
變
多
；
結
構
的
大
小
錯

落
增
加
，
字
形
從
頎
長
趨
於
橫
扁
；
行
款
更
茂

密
而
隨
意
自
然
。
這
些
變
化
特
徵
，
正
可
作
為

院
藏
右
老
晚
年
諸
草
跡
之
風
格
驗
證
！
︵
參
見

︽
圖
錄
︾
二
四
︿
第
二
次
大
戰
回
憶
歌
﹀
六
十
九

歲
書
、
二
八
︿
跋
明
來
復
墨
跡
﹀
七
十
三
歲
書
、

三
四
︿
跋
聖
教
序
拓
本
﹀
七
十
五
歲
書
、
四
六

︿
李
儀
祉
先
生
全
集
序
﹀
七
十
八
歲
書
、
五
一

︿
題
民
元
照
片
﹀
八
十
二
歲
以
後
書
，
可
證
。
︶

︵
圖
十

∼

十
四
︶

︽
百
字
令‧

題
標
準
草
書
︾
中
所
提
﹁
符

號
神
奇
，
髯
翁
發
見
，
秘
訣
︵
標
準
︶
思
傳
付
﹂

的
﹁
符
號
﹂
，
附
於
︽
標
準
草
書
千
字
文
︾
之

後
。
右
老
認
為
，
草
書
省
時
，
具
現
代
時
間
觀
。

但
歷
來
推
之
不
行
，
因
為
寫
出
的
字
跡
必
須
要

自
己
和
別
人
都
要
能
看
得
懂
，
否
則
便
如
孫
過

庭
說
的
：
﹁
草
乖
使
轉
，
不
能
成
字
﹂
。
因
此
，

經
彙
集
數
十
家
之
書
，
整
理
出
凡
例
︵
通
例
四

則
、
分
例
六
十
四
則
、
雜
例
八
則
、
附
錄
四
則
︶
，

掌
握
﹁
方
便
辨
識
、
記
憶
書
寫
﹂
法
則
，
完
成

此
一
史
無
前
例
的
學
習
草
書
工
具
書
。

︽
標
準
草
書‧

凡
例
︾
與
代
表
字
符

︽
標
準
草
書
︾
右
老
自
序
：
﹁
代
表
符
號

之
建
立
，
經
歷
來
聖
哲
之
演
進
，
偶
加
排
比
，

遂
成
大
觀
；
所
謂
草
書
妙
理
，
世
人
求
之
畢
生

而
不
能
者
，
至
今
乃
於
平
易
中
得
之
，
真
快
事

也
！
﹂

圖9　右老草字的線條與結構，在70到82、83歲間的變化。　作者提供

圖10　 民國36年69歲書〈第二次大戰回憶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1　 民國40年73歲書〈跋明來復墨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2　 民國42年75歲書〈跋聖教序拓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3　 民國45年78歲書〈李儀祉先生全集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4　民國49年82歲以後書〈題民元照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內
容
有
：
甲
、
通
例
。
乙
、
分
例
。
丙
、
雜
例
。

附
錄
。

甲
、
通
例
。
一
、
凡
部
首
皆
依
草
書
之
組
織
，

不
僅
限
於
︽
說
文
︾
，
亦
不
盡
同
於
楷
書
。
二
、

凡
主
部
首
，
同
一
部
位
，
不
得
異
式
。
三
、
凡

主
部
首
，
必
須
準
確
。
四
、
凡
代
表
二
個
以
上

部
首
之
符
號
曰
代
表
符
號
。
乙
、
分
例
。
列
左

旁
二
十
七
字
符
、
右
旁
二
十
三
字
符
、
字
上
七

字
符
、
字
下
七
字
符
，
共
六
十
四
字
符
。
︵
圖

十
七
︶
丙
、
雜
例
。
列
八
則
：
一
、
對
稱
符
。

表一　右老所書《百字令•題標準草書》第六次修正本與第十次本比較

第六次修正本 草書文學 是中華民族自強工具 甲骨而還增蒃隸 各有懸針垂露

第十次本 草書重整 是中華文化復興先務 古昔無窮之作者 多少精神貫注

第六次修正本 漢簡流沙 唐經石窟 演進尤無數 章今狂在

第十次本 漢簡流沙 唐經石窟 實用臻高度 元明而後

第六次修正本 沉埋久矣，誰顧 試問世界人民 寸陰能惜 急急緣何故

第十次本 沉荒久矣，誰顧 試問世界人民 超音爭速 急急緣何故

第六次修正本 同此時間同此手 効率誰臻高度 符號神奇 髯翁發見

第十次本 同此時間同此手 且莫遲遲相誤 符號神奇 髯翁發見

第六次修正本 秘訣思傳付 敬招同志 來為學術開路

第十次本 標準思傳付 敬招同志 來為學術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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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分例：（各字符前之阿拉伯序號為筆者所加，俾總計有多少代表字符）

左旁符：01人 02手 03享 04示 05心 06走 07阜 08足 09齒 10朱 11牙 12扁 13音 14良 15子

16酉 17豕 18骨 19豸 20角 21桑 22虎 23首 24月（左）25武（左）26日（左）27七（左）。

右旁符：28刀 29又 30頁 31屬 32公 33帚 34兩 35彔 36豆 37瓜 38辛 39易 40中 41司 42既

43民 44冬 45尤 46夆 47芻 48七（右）49武（右）50月（右）。字上符：51艸 52門 53雨 54厂

55林 56北 57日（上）。字下符：58木 59辵 60二 61寸 62巾 63大 64日（下）。

丙、雜例：

對稱符：字左右表：65行（左右）；字上表：66竹（字上）。字中表：67 从（字中）、68 吅（字中）。

字下表：69水（字下）、70火（字下）。品字式下部：71 吅（品下）。右上符：72殳；左上符：73匕。

交筆符：74戈（字上）；75戈（字中）。補筆符：76「、」。共 12 字符。

二
、
右
上
符
。
三
、
左
上
符
。
四
、
交
筆
符
。
五
、

補
筆
符
。
六
、
凡
簡
字
之
草
體
亦
可
采
用
。
七
、

凡
過
於
簡
單
之
字
不
必
作
草
。
八
、
凡
過
於
冷

僻
之
字
，
可
不
作
草
。

清
楚
歸
納
了
草
字
的
通
則
，
極
便
初
學
。

唯
在
雜
例
的
前
五
則
，
未
像
分
例
列
出
代
表
字

符
，
分
類
也
略
顯
蕪
雜
。
後
人
或
重
新
整
理
分

例
、
雜
例
共
為
七
十
二
字
符
︵
見
藤
原
楚
水
︽
書

道
六
體
大
字
典
︾
、
或
增
益
為
八
十
七
字
符
︵
見

胡
石
公
︽
標
準
草
書
字
匯
︾
︶
，
但
也
未
臻
完
整
。

茲
依
標
草
原
則
董
理
為
七
十
六
字
符
。

﹁
乙
、
分
例
﹂
原
標
舉
之
左
右
上
下
共
六
十
四

字
符
，
諸
家
無
異
說
。
﹁
丙
、
雜
例
﹂
則
依
分

例
之
字
符
標
示
重
新
訂
名
分
類
出
十
二
字
符
。

附
錄
部
分
：
有
︵
一
︶
符
號
之
互
借
與
習

慣
、
︵
二
︶
詞
聯
︵
減
易
、
符
號
︶
、
︵
三
︶

略
論
書
理
︵
1
意
在
筆
先
、
2
萬
毫
齊
力
、
3

變
化
、
4
應
接
、
5
忌
交
、
6
忌
觸
、
7
忌
眼

多
、
8
忌
平
行
：
甲
、
線
的
平
行
；
乙
、
部
的

平
行
︶
。
︵
四
︶
﹁
疑
似
字
表
﹂
列
出
草
書
容

易
混
淆
的
字
形
凡
六
十
六
例
，
十
分
詳
盡
！
讀

者
細
細
品
味
其
凡
例
之
種
種
用
心
，
可
以
深
入

草
書
三
昧
也
！

握
，
再
參
比
標
準
草
書
部
首
字
符
，
則
會
愈
加

理
解
漢
字
在
草
化
系
統
中
的
各
種
現
象
。
可
惜

此
書
編
成
之
時
代
所
限
，
使
用
之
出
土
古
文
字

與
秦
漢
簡
帛
資
料
仍
嫌
偏
少
，
近
年
新
出
古
文

隸
草
資
料
尤
多
，
當
有
大
志
青
年
投
入
研
究
，

則
可
補
苴
前
賢
，
健
全
草
法
的
歷
史
脈
絡
！

︽
草
書
通
論
︾
︵
圖
十
九
︶
劉
延
濤
著
，
陜
西
人
民

美
術
出
版
社
，
二○

一
三
。

此
書
精
義
迭
出
，
於
歷
代
草
書
、
草
書
家

及
草
書
理
論
，
剖
析
詳
明
。
作
者
北
大
中
文
系

出
身
，
熟
諳
典
籍
，
長
期
耕
耘
草
書
，
於
前
賢

草
法
，
能
窺
見
其
細
微
奧
妙
處
；
又
因
多
年
參

與
標
準
草
書
編
輯
工
作
，
其
所
見
所
論
所
悉
，

除
于
右
任
先
生
外
，
實
無
出
其
右
者
！
故
史
紫

忱
跋
曰
：
﹁
︽
草
書
通
論
︾
是
我
國
書
法
史
上

第
一
部
對
單
體
書
法
的
系
統
著
述
。
﹂
于
右
任

於
民
國
四
十
四
年
元
旦
︽
題
劉
延
濤
草
書
通
論
︾

︵
圖
二
十
︶
：

 

草
聖
聯
輝
事
已
奇
，
多
君
十
載
共
艱
危
。

春
風
海
上
讎
書
日
，
夜
雨
渝
中
避
亂
時
。

 

理
有
相
通
期
必
至
，
史
無
前
例
費
深
思
。

定
知
再
造
河
山
後
，
珍
重
光
陰
或
賴
之
。

︽
智
永
草
書
千
字
文
草
法
解
說
︾
︵
圖
十
八
︶

馬
國
權
編
述
，
香
港
翰
墨
軒
出
版
公
司
，
一
九
九
五
。

此
書
以
智
永
真
草
千
字
文
的
墨
跡
與
刻
本

字
形
為
基
礎
，
援
引
篆
書
、
隸
書
、
漢
簡
隸
草
、

魏
晉
章
草
、
今
草
，
乃
至
唐
宋
人
草
法
，
以
證

草
書
字
形
演
變
之
由
。

讀
此
，
可
以
將
草
字
得
形
之
因
更
清
楚
掌

圖15　 《標準草書‧凡例》第六次修正本
凡例下，標示「于右任述意、劉延
濤筆錄」。　作者提供

圖16　 《標準草書‧凡例》第十次本凡例下有
右老所書「于右任、劉延濤同編」。　
作者提供

圖17　 《標準草書‧凡例》與代表字符：上海書店出版第六次本
從新打字。中央文物供應社出版第十次本仍為原手寫稿。
作者提供

圖18　馬國權編述《智永草書千字文草法解說》　作者提供

圖19　 劉延濤著《草書通論》，右老題署。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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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知
相
惜
、
倚
賴
推
重
之
深
意
，
可
以
清
楚
概

見
。

書
分
六
章
：
中
國
文
字
之
演
進
：
篆
隸

草
；
章
草
篇
；
今
草
篇
；
狂
草
篇
；
標
準
草
書

篇
；
餘
論
：
前
賢
論
草
書
、
歷
代
提
倡
草
書
的

帝
王
、
尺
牘
與
草
書
、
草
書
不
普
及
的
原
因
與

推
廣
之
道
。
劉
延
濤
於
︽
標
準
草
書
後
敘
一
︾

曾
說
：
﹁
於
極
紊
亂
複
雜
之
中
，
求
出
其
極
清

晰
嚴
整
之
演
變
規
徑
︙
︙
發
千
餘
年
不
傳
之
秘
，

為
過
去
草
書
作
一
總
結
賬
，
為
將
來
文
字
開
一

新
道
路
。
﹂
移
來
稱
許
︽
草
書
通
論
︾
之
卓
越

貢
獻
，
也
是
極
恰
當
的
！

以
下
略
引
一
段
文
字
以
為
徵
驗
。

 

草
書
不
普
及
的
原
因
與
推
廣
之
道
︵
劉
延
濤
，

︽
草
書
通
論
︾
，
頁
二○

○

︶

 

草
書
不
普
及
之
因─

內
因
有
二
：
一
、
不

統
一
︵
來
源
不
同
、
方
法
不
同
、
組
織
改
進
、

個
體
的
發
展
、
符
號
的
濫
用
︶
、
二
、
不
易

識
︵
神
化
、
潦
草
︶
。
外
因
有
二
：
一
、
提

倡
者
觀
念
或
方
法
錯
誤
︵
提
倡
者
為
美
藝
而

不
為
實
用
、
務
博
變
而
忽
系
統
、
喜
自
我
作

師
、
喜
作
神
秘
渲
染
、
有
提
倡
之
形
勢
而
無

推
進
之
制
度
︶
。
二
、
社
會
心
理
的
錯
誤
︵
以

草
書
為
不
敬
、
以
草
書
為
不
古
、
以
草
書
為

不
正
確
︶
。

 

歸
結
草
書
推
廣
之
道─
一
、
推
廣
標
準
草

書
：
解
決
內
因
之
不
統
一
與
不
易
識
問
題
。

二
、
改
正
社
會
以
草
書
為
不
敬
、
為
不
古
、

為
不
正
確
之
心
理
。
三
、
改
正
提
倡
者
的
觀

念
與
方
法
：
須
為
實
用
、
務
法
則
謹
嚴
、
博

采
眾
長
、
對
法
理
詳
實
說
明
、
建
立
有
效
推

廣
制
度
︶
。

甚
麼
是
有
效
的
推
廣
草
書
制
度
？

 

一
、
由
教
育
部
明
令
提
倡
草
書
。
二
、
初
中

學
生
畢
業
，
必
須
會
使
用
草
書
。
三
、
國
語

學
生
字
典
，
每
字
備
一
草
體
。
四
、
小
學
教

科
書
，
每
隔
幾
課
，
選
擇
習
用
的
字
，
將
它

的
草
體
印
在
上
邊
；
中
學
教
科
書
，
每
隔
幾

課
，
選
一
課
印
成
草
書
︵
最
好
是
尺
牘
引
起

學
生
寫
信
用
草
的
興
趣
︶
。
五
、
設
立
標
準

草
書
師
資
訓
練
班
。

本
書
原
稿
成
於
民
國
四
十
三
年
，
距
今
已

經
六
十
多
年
，
超
過
一
甲
子
的
言
論
，
至
今
看

來
仍
然
是
鏗
鏘
有
力
、
擲
地
有
聲
，
前
賢
立
論

能
如
此
歷
久
彌
新
，
保
有
恆
常
價
值
，
實
令
人

深
深
感
佩
︵
此
書
臺
灣
版
絕
版
已
久
，
承
劉
彬

彬
女
士
寄
贈
陜
西
新
版
，
特
此
致
謝
︶
。

結
語

右
老
書
法
，
早
期
學
二
王
、
趙
子
昂
；
中

期
廣
習
魏
碑
︵
石
門
銘
、
龍
門
二
十
品
、
廣
武

將
軍
碑
等
。
自
作
詩
云
：
朝
寫
石
門
銘
，
暮
臨

二
十
品
，
竟
夜
集
詩
聯
，
不
知
淚
濕
枕
。
︶
；

晚
期
創
立
標
準
草
書
並
以
此
名
家
，
頡
頏
古
人

︵
或
謂
﹁
三
百
年
來
一
草
聖
﹂
︶
，
這
是
大
家

所
熟
知
的
事
了
。

劉
太
希
︵
一
八
九
九

∼

一
九
八
九
︶
︽
懷

右
老
︾
：
每
誦
東
坡
西
江
月
詞
：
﹁
三
年
不
見

老
翁
，
壁
上
龍
蛇
飛
動
。
﹂
便
會
聯
想
到
右

老
︙
︙
右
老
一
生
，
人
們
不
可
及
的
，
是
博
大

二
字
。
先
看
他
的
儀
表
，
長
髯
過
腹
，
廣
顙
豎

頤
，
一
望
而
知
是
大
人
氣
象
。
再
看
他
的
書
法
，

落
筆
厚
重
，
如
神
龍
夭
矯
，
變
化
無
窮
。
舉
重

若
輕
，
愈
大
愈
好
。
再
看
他
的
作
品
，
無
論
為

文
為
詩
為
詞
為
曲
，
吐
屬
的
博
大
，
有
時
令
人

想
像
不
到
。
比
如
︙
︙
題
張
大
千
畫
云
：
﹁
龍

興
大
野
鳳
鳴
岡
，
一
池
硯
水
太
平
洋
。
﹂
︙
︙

總
之
他
的
為
人
和
詩
文
，
只
有
以
﹁
博
大
雄
奇
﹂

四
個
字
來
概
括
，
這
是
人
們
學
不
到
的
。
羅
家

倫
︵
一
八
九
七

∼

一
九
六
九
︶
有
詩
詠
右
老
：

拂
鬚
捲
袖
畫
中
身
，
取
墨
頻
呼
更
入
神
。
此
是

生
前
歡
喜
債
，
行
藏
圍
滿
索
書
人
。
自
註
：
先

生
作
書
常
以
紙
煙
罐
貯
墨
，
每
罄
一
罐
，
輒
大

呼
：
﹁
取
墨
來
﹂
，
此
乃
興
到
神
來
時
也
。

右
老
曾
作
︽
寫
字
歌
︾
：
﹁
起
筆
不
停
滯
，

落
筆
不
作
勢
，
純
任
自
然
，
自
迅
速
、
自
輕
快
、

註
釋

1.  

于
、
劉
二
氏
在
作
品
上
的
紀
年
習
慣
是
﹁
民
國
若
干

年
﹂
，
身
為
中
華
民
國
監
察
院
一
員
，
自
應
使
用
本
國

的
紀
年
，
唯
近
年
西
風
東
漸
，
通
用
公
元
以
利
閱
讀
計

年
，
已
然
成
為
趨
勢
，
故
本
文
偶
亦
從
眾
。

自
美
麗
。
吾
有
志
焉
而
未
逮
。
﹂
要
﹁
純
任
自
然
﹂

而
落
筆
即
成
﹁
輕
快
美
麗
﹂
，
當
然
是
要
厚
扎

根
基
，
廣
泛
而
長
期
的
閱
讀
、
臨
習
、
嘗
試
、

調
整
，
才
能
達
到
心
手
相
應
，
自
自
然
然
地
﹁
翰

不
虛
動
，
下
必
有
由
﹂
，
乃
至
筆
歌
墨
舞
，
翰

逸
神
飛
，
這
是
多
麼
高
明
的
境
界
啊
！

劉
延
濤
先
生
又
曾
總
結
學
于
右
老
書
草
的

重
點
，
曰
：
﹁
沈
雄
之
氣
、
事
功
學
問
、
活—

無
死
筆
﹂
，
右
老
生
在
北
方
，
加
以
飽
經
歷
練
、

廣
習
北
碑
，
自
然
孕
育
有
沈
雄
氣
息
。
事
功
是

生
命
的
格
局
；
學
問
是
心
靈
的
深
度
與
廣
度
；

用
筆
活
而
無
死
筆
，
則
是
運
筆
熟
練
以
後
的
生

命
活
力
的
貫
注
。
到
達
如
此
境
界
方
可
以
﹁
純

任
自
然
﹂
︵
同
自
然
之
妙
有—

自
然
不
造
作
；

精
熟
生
妙
有
，
精
熟
至
極
，
乃
能
妙
有
餘
姿
︶
，

孔
夫
子
所
謂
﹁
從
心
所
欲
不
逾
矩
﹂
，
也
是
這

個
意
思
。

文
末
引
用
劉
老
的
挽
右
公
聯
作
結
：
﹁
開

國
元
老
，
柏
臺
清
風
，
振
臂
高
呼
，
以
王
道
干

城
相
期
許
；
藝
林
宗
師
，
記
者
前
輩
，
千
軍
橫

掃
，
為
中
華
民
族
吐
光
芒
。
﹂
而
低
調
內
斂
，

於
標
準
草
書
貢
獻
極
深
的
劉
延
濤
先
生
，
我
們

也
附
記
一
筆
：
﹁
右
老
草
書
，
在
臺
灣
、
大
陸
、

日
本
、
韓
國
均
不
乏
追
隨
者
，
但
能
在
寫
標
草

時
，
參
以
二
王
今
草
的
秀
潤
線
質
，
並
以
曖
曖

內
含
光
的
個
人
真
性
情
，
獨
出
於
于
書
之
外
，

則
唯
劉
延
濤
一
人
而
已
。
其
意
境
之
高
，
當
代

無
人
能
及
。
﹂
︵
麥
青
龠
語
︶

右
老
﹁
思
傳
付
﹂
的
﹁
秘
訣
﹂
，
當
即
在

此
了
！

初
稿
成
於
二○

一
七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劉
延
濤
先
生
逝
世
九

周
年
紀
念
日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教
育
展
資
處

圖20　《草書通論》，右老題詩。　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