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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
芾
︿
草
書
九
帖
﹀
的
流
傳

宋
高
宗
趙
構
推
崇
米
芾
的
書
法
，
在
紹
興

十
一
年
︵
一
一
四
一
︶
刊
行
了
︿
紹
興
米
帖
﹀
，

此
歷
史
意
義
是
唐
太
宗
刊
行
王
羲
之
草
書
︿
十
七

帖
﹀
、
唐
高
宗
刊
行
︿
集
王
羲
之
行
書
聖
教
序
﹀

以
來
，
再
次
出
現
皇
帝
下
旨
刊
行
單
一
書
家
的

法
帖
。
同
時
，
趙
構
︿
翰
墨
志
﹀
一
文
對
米
芾

擅
長
的
書
體
，
有
如
此
記
載
：

 

米
芾
得
能
書
之
名
，
似
無
負
於
海
內
。
芾
於

真
楷
、
篆
、
隸
不
甚
工
，
惟
於
行
、
草
誠
入

能
品
。

除
了
大
家
認
同
的
行
書
外
，
宋
高
宗
還
推

崇
米
芾
的
草
書
，
米
芾
草
書
的
傳
世
，
以
︿
草

書
九
帖
﹀
為
代
表
，
主
要
是
明
代
文
徵
明
刻
入

︽
停
雲
館
法
帖
︾
卷
五
﹁
宋
名
人
書
﹂
，
依
序

草
書
在
北
宋
，
除
了
傳
統
二
王
今
草
外
，
以
張
旭
、
懷
素
的
狂
草
為
主
流
，
米
芾
處
於
這
樣
的
氛
圍
中
，
卻
將
眼

光
轉
至
比
二
王
今
草
更
早
的
章
草
。
米
芾
受
到
具
有
章
草
樣
貌
的
漢
簡
與
西
晉
武
帝
︿
大
水
帖
﹀
的
啟
發
而
長
期

關
注
章
草
，
這
種
現
象
，
可
以
放
到
北
宋
後
期
的
漢
簡
出
土
而
對
章
草
關
注
的
脈
絡
來
看
。

取
法
高
古

北
宋
米
芾
對
章
草
的
學
習
與
理
解

高
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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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葛
君
德
忱
帖
﹀
、
︿
葛
州
枕
家
計
帖
﹀
、

︿
元
日
帖
﹀
、
︿
吾
友
帖
﹀
、
︿
書
論
書
﹀
、

︿
中
秋
登
海
岱
帖
﹀
、
︿
目
窮
帖
﹀
、
︿
奉
議

帖
﹀
、
︿
焚
香
帖
﹀
，
刻
帖
保
留
﹁
右
草
書
九

帖
，
先
臣
芾
真
跡
，
臣
米
友
仁
鑒
定
恭
跋
﹂
字

中
晚
唐
一
直
到
五
代
，
被
理
解
成
由
鬼
神
相
助
、

神
機
充
滿
的
天
縱
之
書
。
到
了
北
宋
，
在
文
人

書
家
的
手
下
轉
化
成
為
一
種
講
求
紀
律
、
穩
定

與
高
度
自
覺
的
藝
術
實
踐
。
︵
註
三
︶
︿
書
論
書
﹀

於
是
將
字
寫
小
，
希
望
將
意
思
表
達
完
足
。
末

三
行
運
筆
雖
然
流
快
，
也
出
現
上
下
筆
斷
意
連

的
表
現
，
但
字
形
沒
有
刻
意
拉
長
，
相
較
於
孫

過
庭
︿
書
譜
﹀
，
更
呈
現
一
種
橫
張
的
現
象
。

米
芾
的
行
為
在
當
時
雖
然
被
稱
為
顛
，
但
是
︿
書

論
書
﹀
並
無
任
何
的
顛
態
，
看
來
米
芾
似
乎
是

有
一
種
特
定
的
風
格
觀
念
在
運
作
，
而
不
是
隨

意
書
之
。

漢
簡
與
晉
武
帝
︿
大
水
帖
﹀
對
米
芾
的

啟
發

米
芾
重
視
王
羲
之
的
書
蹟
，
王
羲
之
的
今

草
是
獨
草
，
據
此
類
推
米
芾
的
草
書
應
屬
今
草
。

但
是
，
從
米
芾
的
論
著
與
所
見
到
的
古
代
書
蹟

來
看
，
章
草
似
乎
為
米
芾
所
注
意
。
米
芾
︽
書

史
︾
提
到
﹁
河
間
古
簡
，
為
法
書
祖
﹂
，
語
意
看

來
像
是
漢
簡
，
在
米
芾
成
書
於
元
祐
元
年
︵
一

○

八
六
︶
三
十
六
歲
的
︽
寶
章
待
訪
錄
︾
紀
錄
提

到
﹁
漢
河
間
憲
王
購
書
，
必
錄
古
簡
﹂
，
所
用

的
典
故
是
漢
景
帝
第
三
子
劉
德
，
在
前
元
二
年

︵
前
一
五
五
︶
受
封
為
河
間
獻
王
，
他
曾
從
民
間

古
宅
舊
宅
，
找
尋
到
一
些
古
文
經
，
這
些
古
文

經
是
寫
於
竹
簡
之
上
。
關
於
米
芾
與
漢
簡
的
關

係
，
元
代
陸
友
仁
有
條
紀
錄
﹁
竹
簡
之
法
，
絕

句
，
可
知
為
宋
高
宗
內
府
收
藏
，
刻
帖
中
有
﹁
鮮

于
﹂
圓
朱
文
印
、
﹁
困
學
齋
﹂
朱
文
方
印
，
可

知
在
元
代
為
鮮
于
樞
的
收
藏
。
︿
草
書
九
帖
﹀

在
明
末
清
初
著
錄
於
汪
珂
玉
︵
一
五
八
七

∼

？
︶

︽
珊
瑚
網
書
跋
︾
卷
六
、
卞
永
譽
︵
一
六
四
五

∼

一
七
一
二
︶
︽
式
古
堂
書
畫
彙
考
書
考
︾
卷

十
一
、
顧
復
︽
平
生
壯
觀
︾
卷
二
、
吳
升
︽
大

觀
錄
︾
卷
六
等
，
原
有
明
代
蔣
惠
、
祝
允
明
、

都
穆
、
董
其
昌
的
題
跋
。
︵
註
一
︶

清
代
安
岐
︵
一
六
八
三

∼

一
六
四
五
尚
在

世
︶
成
書
於
乾
隆
七
年
︵
一
七
四
二
︶
︽
墨
緣

彙
觀
法
書
︾
卷
上
才
出
現
︿
四
帖
冊
﹀
的
紀
錄
，

此
時
︿
草
書
九
帖
﹀
被
割
裂
外
，
原
來
的
明
代

題
跋
也
被
割
去
。
安
岐
所
紀
錄
的
︿
四
帖
冊
﹀

即
是
現
今
︿
吾
友
帖
﹀
、
︿
元
日
帖
﹀
、
︿
焚

香
帖
﹀
、
︿
中
秋
登
海
岱
帖
﹀
，
刻
於
︿
三
希

堂
法
帖
﹀
第
十
四
冊
，
後
流
到
日
本
為
武
居
巧

氏
藏
，
現
寄
贈
於
日
本
大
阪
市
立
美
術
館
，
定

名
為
︿
草
書
四
帖
﹀
。
︵
註
二
︶
︿
草
書
九
帖
﹀

中
的
︿
葛
君
德
忱
帖
﹀
、
︿
書
論
書
﹀
分
別
逸

出
，
︿
葛
君
德
忱
帖
﹀
與
蔡
襄
︿
上
資
政
諫
議

明
公
尺
牘
﹀
、
蘇
軾
︿
次
韵
三
舍
人
省
上
詩
﹀
、

黃
庭
堅
︿
致
明
叔
同
年
尺
牘
﹀
裱
於
一
卷
，
定

名
為
︿
宋
四
家
法
書
卷
﹀
；
︿
書
論
書
﹀
與
︿
致

景
文
隰
公
尺
牘
﹀
、
︿
致
希
聲
吾
英
友
尺
牘
並

七
言
詩
﹀
，
蘇
軾
︿
致
知
縣
朝
奉
尺
牘
﹀
、
︿
次

辯
才
韻
詩
﹀
，
黃
庭
堅
︿
致
景
道
十
七
使
君
尺

牘
並
和
王
仲
至
少
監
詠
姚
花
詩
四
首
﹀
彙
為
一

冊
，
定
名
為
︿
宋
四
家
真
跡
冊
﹀
，
現
均
藏
於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
書
論
書
﹀
的
﹁
獨
草
﹂
樣
貌

原
︿
草
書
九
帖
﹀
中
的
︿
書
論
書
﹀
，
寫

於
宋
哲
宗
紹
聖
四
、
五
年
間
︵
一○

九
七

∼

一

○

九
八
︶
，
米
芾
四
十
七
至
四
十
八
歲
，
此
帖

傳
達
了
米
芾
對
唐
代
狂
草
的
看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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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䛒
光
尤
可
憎
惡
也
。
︵
圖
一
︶

文
中
標
舉
草
書
要
入
﹁
晉
人
格
轍
﹂
，
盡
數
品

評
唐
代
的
狂
草
書
家
張
旭
、
懷
素
、
高
閑
、
䛒

光
等
人
，
從
字
面
來
看
，
懷
素
稍
好
外
，
其
他

都
傾
向
負
面
。
活
動
於
唐
玄
宗
時
期
的
張
旭
、

懷
素
所
發
展
的
草
書
，
歷
來
稱
為
狂
草
，
但
此

一
名
稱
最
早
出
現
於
南
宋
陸
游
︿
胸
次
鬱
鬱
偶

取
枯
筆
作
狂
草
遂
成
長
句
﹀
，
而
在
北
宋
︽
宣

和
書
譜
︾
稱
為
﹁
顛
草
﹂
，
此
類
草
書
從
盛
唐
、

圖1　宋　米芾　書論書　紙本　本幅縱24.7，橫37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評
斷
唐
代
狂
草
書
家
，
或
許
是
借
古
諷
今
來
批

評
北
宋
狂
草
的
盛
行
。

︿
書
論
書
﹀
整
體
來
說
，
是
字
字
獨
立
的

草
書
，
在
南
宋
姜
夔
的
︽
續
書
譜
︾
︿
草
書
﹀

有
此
定
義
：
﹁
自
唐
以
前
，
多
是
獨
草
，
不
過

兩
字
屬
連
。
累
數
十
字
而
不
斷
者
，
號
曰
﹃
連

綿
﹄
、
﹃
遊
絲
﹄
，
此
雖
出
於
古
人
，
不
足
為
奇

⋯
⋯

﹂
，
從
﹁
獨
草
﹂
的
定
義
來
看
，
字
字
獨
立
，

今
草
與
章
草
皆
屬
之
，
二
字
相
連
狀
況
出
現
的

話
，
只
能
歸
於
今
草
。
章
草
的
最
末
一
筆
有
挑

出
的
筆
畫
，
今
草
被
視
為
王
羲
之
的
創
體
，
則

是
將
章
草
最
末
一
筆
挑
出
的
筆
畫
省
略
，
以
利

將
筆
勢
連
貫
到
下
一
個
字
。
︿
書
論
書
﹀
從
姜

夔
的
定
義
來
看
，
是
獨
草
，
又
從
﹁
自
唐
以
前
，

多
是
獨
草
﹂
的
角
度
來
看
，
現
藏
於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的
唐
代
孫
過
庭
︿
書
譜
﹀
，
是
其
代
表
。

︿
書
譜
﹀
整
體
而
言
，
字
字
獨
立
，
偶
有
二
字

相
連
，
但
是
出
現
三
字
相
連
、
四
字
相
連
的
情

況
也
是
有
的
，
而
這
數
個
字
相
連
的
字
型
，
由

於
筆
勢
快
速
的
上
下
連
筆
牽
帶
，
字
型
有
上
下

狹
長
的
表
現
。
︵
圖
二
︶
和
孫
過
庭
︿
書
譜
﹀

比
較
起
來
，
米
芾
︿
書
論
書
﹀
的
整
體
書
風
，

行
距
寬
於
字
距
，
全
文
九
行
，
每
行
七
至
八
字
，

後
三
行
字
型
縮
小
，
每
行
九
字
，
推
測
米
芾
發

現
所
要
表
達
的
意
思
未
完
，
但
所
留
餘
紙
不
足
，

圖2　唐代孫過庭〈書譜〉中三字以上的連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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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不
傳
。
米
元
章
得
古
簡
，
始
更
制
法
﹂
︵
︽
硯

北
雜
誌
︾
︶
，
頗
為
可
貴
，
這
可
以
和
米
芾
晚
年
的

︿
自
敘
學
書
﹀
提
到
﹁
悟
竹
簡
以
竹
聿
行
漆
﹂

來
相
互
理
解
，
可
見
米
芾
確
實
有
見
過
漢
簡
。

︽
寶
章
待
訪
錄
︾
與
︽
書
史
︾
所
記
載
的
書
蹟
，

行
草
書
為
多
，
因
此
可
推
測
米
芾
所
見
到
的
漢

簡
，
應
屬
草
書
，
漢
簡
上
所
承
載
的
草
書
，
即

屬
章
草
。
南
宋
孝
宗
隆
興
元
年
︵
一
一
六
三
︶
進

士
趙
彥
衛
有
這
樣
的
紀
錄
﹁
米
元
章
︿
淮
麟
帖
﹀

卷
內
稱
：
﹃
章
草
乃
章
奏
之
草
﹄
﹂
︵
︽
雲
麓
漫

鈔
︾
卷
七
︶
，
所
以
米
芾
並
未
執
著
章
草
是
東
漢
初

年
的
漢
章
帝
才
出
現
，
可
見
其
深
入
的
研
究
。

另
一
條
米
芾
可
見
章
草
的
管
道
是
在
元
祐

二
年
︵
一○

八
七
︶
，
三
十
七
歲
的
米
芾
在
河

南
汴
京
於
宋
仁
宗
的
駙
馬
、
太
師
李
瑋
家
觀
看

所
藏
︿
晉
賢
十
四
帖
﹀
，
此
帖
是
李
瑋
從
宋
太

宗
駙
馬
王
貽
永
的
家
藏
購
得
，
所
涵
蓋
的
書
家

計
有
：
張
華
、
王
濬
、
王
戎
、
陸
機
、
郗
鑒
、

陸
統
、
謝
安
、
王
衍
、
王
羲
之
、
謝
萬
、
王
珣
、

臣
詹
、
晉
武
帝
、
郗
愔
、
郗
愔
、
謝
尚
等
人
。

米
芾
對
此
帖
異
常
重
視
，
︿
寄
薛
紹
彭
﹀
序
文

說
到
﹁
薛
書
來
云
：
﹃
購
得
錢
氏
王
帖
﹄
，
余

答
以
李
公
炤
︵
瑋
︶
家
二
王
以
前
帖
，
宜
傾
囊

購
取
。
﹂
︵
︽
寶
晉
英
光
集
︾
卷
三
︶

米
芾
在
李
瑋
家

觀
賞
完
後
，
寫
下
了
︿
好
事
家
帖
﹀
：

 

好
事
家
所
收
帖
，
有
若
篆
籀
者
，
回
視
二
王
，

頓
有
塵
意
，
晉
武
帝
帖
是
也
。
謝
奕
之
流
，

混
然
天
成
，
謝
安
清
邁
，
真
宜
批
子
敬
尾
也
。

其
帖
首
尾
印
記
多
與
敝
笥
所
收
同
，
君
倩
、

唐
氏
、
陳
氏
之
類
印
，
玉
軸
古
錦
，
皆
故
物
。

希
世
之
珍
，
不
可
盡
言
，
恨
不
能
同
賞
。
歸

則
追
寫
數
十
幅
，
頓
失
故
步
，
可
笑
可
笑
。

︵
圖
三
︶

米
芾
用
﹁
追
寫
﹂
二
字
，
也
就
是
憑
看
過

的
印
象
來
臨
寫
︿
晉
賢
十
四
帖
﹀
數
十
幅
，
就

常
理
來
判
斷
，
應
不
如
背
臨
來
得
肖
似
原
蹟
。

︿
晉
賢
十
四
帖
﹀
中
，
米
芾
對
西
晉
武
帝
︿
大
水

帖
﹀
的
印
象
深
刻
，
︿
大
水
帖
﹀
原
跡
與
米
芾

的
臨
本
，
皆
無
傳
。
︵
註
四
︶
晉
武
帝
︵
二
三
六

∼

二
九
五
︶
的
年
代
與
章
草
名
家
索
靖
︵
二
三
九

∼

三○

三
︶
同
時
，
故
從
時
代
風
格
來
判
斷
，
︿
大

水
帖
﹀
也
應
是
章
草
，
那
麼
米
芾
在
追
寫
︿
大

水
帖
﹀
時
，
是
否
也
殘
留
了
章
草
遺
蹤
，
不
得

而
知
。
︿
好
事
家
帖
﹀
通
篇
是
獨
草
，
是
追
寫
︿
大

水
帖
﹀
後
的
心
得
語
，
可
以
不
用
遵
循
追
寫
時

參
造
原
本
的
風
貌
，
可
以
自
家
的
書
風
來
表
現
，

但
是
其
中
第
四
行
﹁
是
﹂
、
第
六
行
﹁
邁
﹂
、

第
七
行
的
﹁
其
﹂
等
字
，
幾
乎
是
章
草
的
結
字
，

可
以
推
想
追
寫
︿
大
水
帖
﹀
時
，
會
保
留
更
多

章
草
的
樣
貌
。

 

吾
友
何
不
易
草
體
？
想
便
到
古
人
也
。
蓋
其

體
已
近
古
，
但
少
為
蔡
君
謨
腳
手
爾
！
餘
無

可
道
也
。
以
稍
用
意
，
若
得
大
年
︿
千
文
﹀
，

必
能
頓
長
，
愛
其
有
偏
側
之
勢
，
出
二
王
外

也
。
又
無
索
靖
真
跡
，
看
其
下
筆
處
。
︿
月
儀
﹀

不
能
佳
，
恐
他
人
為
之
，
只
唐
人
爾
，
無
晉

人
古
氣
。
︵
圖
四
︶

︿
吾
友
帖
﹀
通
篇
而
言
是
獨
草
，
行
距
較

字
距
來
得
寬
，
顯
得
章
法
疏
朗
。
此
帖
主
旨
，

米
芾
勸
告
友
人
改
變
草
書
的
風
格
，
先
推
崇
對

方
的
草
書
，
但
受
到
蔡
襄
的
影
響
︵
註
五
︶
，
勸

其
轉
學
他
帖
，
建
議
觀
看
宗
室
趙
令
穰
︵
大
年
︶

所
收
的
草
書
︿
千
字
文
﹀
，
會
有
很
大
的
進
步
，

接
著
提
到
當
時
傳
世
的
索
靖
章
草
︿
月
儀
帖
﹀
，

米
芾
斷
為
唐
人
本
。
由
於
︿
吾
友
帖
﹀
是
一
封

主
題
性
明
顯
的
尺
牘
，
不
是
家
常
語
，
所
以
不

易
有
雜
湊
的
文
脈
，
這
時
就
出
現
了
一
個
問
題
：

米
芾
為
何
將
草
書
︿
千
字
文
﹀
和
索
靖
章
草
︿
月

儀
帖
﹀
放
在
同
一
脈
絡
之
下
來
討
論
？

關
於
米
芾
所
提
到
趙
令
穰
收
藏
的
草
書
︿
千

字
文
﹀
，
有
如
下
的
記
載
：

 

右
楮
紙
書
，
唐
人
臨
寫
，
在
宣
德
郎
陳
幵
處
。

恭
公
︵
陳
執
中
︶
侄
作
梵
夾
冊
，
雖
非
真
跡
，

秀
潤
圓
活
逼
真
，
今
已
罕
得
。
某
嘗
三
閱
。
︵
米

芾
︽
寶
章
待
訪
錄
︾
︶

 

唐
越
國
公
鍾
紹
京
書
︿
千
文
﹀
，
筆
勢
圓
勁
，

在
丞
相
恭
公
孫
陳
幵
處
，
今
為
宗
室
令
穰
所

購
。
諸
貴
人
皆
題
作
智
永
。
余
驗
出
唐
諱
闕

筆
，
及
以
遍
舉
寺
碑
對
之
，
更
無
少
異
。
大

年
於
是
盡
剪
去
諸
人
跋
，
余
始
跋
之
。
︵
米
芾

︽
書
史
︾
︶

從
這
二
條
紀
錄
得
知
趙
令
穰
所
收
︿
千
字

文
﹀
原
為
宋
仁
宗
慶
曆
四
年
︵
一○

四
四
︶
召

拜
參
知
政
事
，
次
年
任
同
平
章
事
兼
樞
密
使
的

陳
執
中
︵
九
九○

∼

一○

五
九
︶
收
藏
，
後
來

其
姪
子
改
作
﹁
梵
夾
冊
﹂
，
米
芾
在
元
祐
元
年

之
前
就
斷
為
唐
人
臨
本
。
此
本
︿
千
字
文
﹀
應

無
書
寫
者
的
款
題
，
米
芾
依
據
避
諱
來
斷
為
唐

代
，
再
依
據
筆
法
特
色
斷
為
唐
玄
宗
前
期
，
至

於
定
名
為
鐘
紹
京
︵
六
五
九

∼

七
四
六
︶
，
或

許
是
要
給
一
個
名
頭
，
來
增
加
此
︿
千
字
文
﹀

的
價
值
。
趙
令
穰
是
宗
室
，
宋
代
禁
止
宗
室
出

游
，
所
以
米
芾
是
在
河
南
汴
京
對
趙
令
穰
所
收

藏
的
︿
千
字
文
﹀
作
鑑
定
，
但
在
元
祐
元
年
︽
寶

章
待
訪
錄
︾
中
所
紀
錄
的
收
藏
者
為
陳
幵
。
於

是
另
一
個
可
能
的
時
間
是
宋
徽
宗
崇
寧
五
年
至

大
觀
元
年
︵
一
一○

六

∼

一
一○

七
︶
，
米
芾

五
十
六
歲
左
近
在
河
南
汴
京
擔
任
書
畫
學
博
士

時
期
。米

芾
見
過
其
他
的
︿
千
字
文
﹀
有
數
本
，

圖3　 宋　米芾　好事家帖　高島菊次郎舊藏　引自《書跡名品叢刊：宋米元章群玉堂帖》，東京：二玄社，1974年9月，頁3-6。

米
芾
對
章
草
脈
絡
的
理
解

漢
簡
的
啟
發
與
晉
武
帝
︿
大
水
帖
﹀
的
深

刻
印
象
，
這
些
都
是
米
芾
在
元
祐
初
年
的
事
；

這
算
是
某
一
時
期
的
特
例
，
還
是
長
期
的
關
注
，

則
要
參
看
米
芾
的
其
他
書
蹟
。
原
︿
草
書
九
帖
﹀

中
的
︿
吾
友
帖
﹀
，
其
內
容
的
分
析
，
可
見
米

芾
對
於
章
草
脈
絡
的
理
解
：

圖4　 宋　米芾　吾友帖　紙本　本幅縱25.2，橫39公分　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藏　引自大阪市立
美術館編，《大阪市立美術館藏、上海博物館藏中國書畫名品圖錄》，大阪：大阪市立美術
館，平成4年（1994）6月，頁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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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脈絡

從
︽
寶
章
待
訪
錄
︾
、
︽
書
史
︾
、
︽
海
嶽
名
言
︾

的
紀
錄
中
整
理
如
下
：

然
︽
宣
和
書
譜
︾
未
紀
錄
北
宋
有
擅
長
章
草
的

名
家
，
但
在
卷
六‧

正
書
四‧

蔡
襄
條
說
到

﹁
科
斗
、
篆
籀
、
正
隸
、
飛
白
、
行
草
、
章
草
、

顛
草
，
靡
不
臻
妙
﹂
，
可
見
蔡
襄
有
章
草
的
書

寫
。
北
宋
書
寫
章
草
的
書
法
家
，
黃
伯
思
提
到

﹁
唐
人
更
不
作
章
草
，
近
來
有
濟
及
洪
府
人
強

學
之
，
所
謂
﹃
不
堪
位
置
，
舉
止
羞
澀
﹄
，
終

不
似
真
﹂
。
︵
︽
東
觀
餘
論
︾
卷
上
︿
論
書
六
條
﹀
之
一
︶

這
所
說
的
﹁
濟
及
洪
府
人
﹂
，
以
籍
貫
代
稱
本

人
，
晁
補
之
︵
一○

五
三

∼

一
一
一○

︶
是
濟

州
巨
野
人
，
黃
庭
堅
︵
一○

四
五

∼

一
一○

五
︶

是
洪
州
分
寧
人
，
所
以
是
指
此
二
人
，
可
惜
目

前
沒
有
他
們
的
章
草
書
蹟
傳
世
。
︵
註
九
︶

黃
伯

思
︵
一○

七
九

∼

一
一
一
八
︶
本
身
也
是
章
草

名
家
，
元
符
三
年
︵
一
一○

○

︶
進
士
，
政
和

中
︵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八
︶
官
至
秘
書
郎
，

隴
西
郡
開
國
公
李
綱
︵
一○

八
三

∼

一
一
四○

︶

所
撰
的
︿
黃
伯
思
墓
誌
銘
﹀
，
對
於
他
的
書
法

提
到
﹁
字
畫
之
妙
，
晚
臻
老
成
。
有
正
有
隸
，

有
章
有
行
﹂
，
可
見
黃
伯
思
的
章
草
是
其
代
表
。

從
︽
東
觀
餘
論
︾
的
記
載
來
看
黃
伯
思
有
紀
年

的
章
草
活
動
：
大
觀
四
年
︵
一
一
一○

︶
︿
跋

蘇
顯
道
求
章
草
卷
後
﹀
，
提
到
﹁
字
勢
筆
迹
雖

愧
晉
人
，
然
不
知
魏
晉
以
先
書
法
者
，
願
勿
示

之
﹂
，
︿
跋
章
草
仙
真
詩
卷
後
﹀
提
到
﹁
徐
君

這
些
米
芾
所
鑑
定
的
︿
千
字
文
﹀
，
唐
垌

所
收
藏
斷
為
智
永
真
蹟
，
理
由
是
﹁
與
︿
歸
田

賦
﹀
同
意
﹂
，
︽
寶
章
待
訪
錄
︾
有
﹁
陳
僧
智

永
真
草
書
︿
歸
田
賦
﹀
﹂
的
記
載
，
從
標
題
來
看
，

是
一
行
真
書
、
一
行
草
書
所
書
寫
，
也
就
是
米

芾
有
基
準
的
智
永
風
貌
來
對
在
北
宋
傳
世
的
︿
千

字
文
﹀
做
鑑
定
。

︿
千
字
文
﹀
的
由
來
，
相
傳
是
南
朝
梁
武

帝
︵
四
六
四

∼

五
四
九
︶
為
了
讓
他
小
孩
學
習

書
法
，
特
別
令
殷
鐵
石
從
內
府
收
藏
的
王
羲
之

書
蹟
中
，
挑
出
來
不
重
複
的
一
千
個
字
來
複
製
，

並
命
周
興
嗣
︵
四
七○

∼

五
二
一
︶
次
韻
成
︿
千

字
文
﹀
。
更
由
於
智
永
寫
八
百
本
︿
真
草
千
字

文
﹀
分
施
浙
東
各
寺
︵
註
六
︶
，
成
為
千
字
文
的

代
表
。
由
於
周
興
嗣
次
韻
成
︿
千
字
文
﹀
的
時

間
在
王
羲
之
之
後
，
所
謂
的
草
書
︿
千
字
文
﹀

常
理
上
應
以
今
草
為
主
。
米
芾
將
草
書
︿
千
字

文
﹀
和
索
靖
章
草
︿
月
儀
帖
﹀
放
在
同
一
文
脈

下
來
談
，
似
乎
令
人
不
解
，
但
是
和
米
芾
同
時

的
黃
伯
思
也
有
相
同
的
觀
點
，
且
提
出
清
楚
的

解
釋
：

 

章
草
惟
漢
、
魏
、
西
晉
人
最
妙
。
至
逸
少
變

索
靖
法
，
稍
以
華
勝
，
世
傳
︿
書
諸
葛
武
侯

對
蜀
昭
烈
語
﹀
、
︿
豹
奴
﹀
等
章
帖
，
皆
逸

少
書
也
。
蕭
景
喬
︿
出
師
頌
﹀
雖
不
逮
魏
、

晉
人
，
然
高
古
尚
有
遺
風
，
自
其
書
中
觀
之
，

過
正
隸
遠
矣
。
隋
智
永
又
變
此
法
，
至
唐
人

絕
罕
為
之
，
近
世
遂
窈
然
無
聞
。
︵
︽
東
觀
餘
論
︾

卷
上
︿
論
書
八
篇
示
蘇
顯
道
﹀
之
一
︶

文
中
所
提
的
︿
書
諸
葛
武
侯
對
蜀
昭
烈

語
﹀
，
即
是
︽
淳
化
閣
帖
︾
卷
五
的
︿
孤
不
度

德
帖
﹀
與
︿
亮
白
帖
﹀
。
黃
伯
思
在
︽
東
觀
餘
論
︾

卷
上
︿
法
帖
刊
誤
卷
上
．
第
五
雜
帖
﹀
中
，
斷

為
王
羲
之
章
草
。
黃
伯
思
將
智
永
的
草
書
置
於

章
草
的
脈
絡
，
其
譜
系
是
索
靖
、
王
羲
之
、
蕭

子
雲
、
智
永
，
這
比
較
合
理
的
解
釋
是
，
智
永

草
書
雖
然
沒
有
章
草
的
最
末
一
筆
雁
尾
的
表
現
，

對
黃
伯
思
來
說
是
種
變
法
，
但
字
字
獨
立
，
沒

有
上
下
牽
絲
帶
筆
的
特
色
，
可
視
為
章
草
遺
意
。

米
芾
提
到
的
索
靖
︿
月
儀
帖
﹀
，
黃
伯
思

有
此
紀
錄
﹁
索
將
軍
章
草
，
下
筆
妙
古
。
今
︿
七

月
二
十
六
日
帖
﹀
、
︿
月
儀
﹀
、
︿
急
就
篇
﹀
，

此
著
名
書
也
。
﹂
︵
︽
東
觀
餘
論
︾
卷
下
︿
跋
索
靖
章
草

後
﹀
︶
，
黃
伯
思
曾
任
秘
書
省
秘
書
郎
，
有
機
會

看
到
秘
閣
的
收
藏
，
其
所
提
到
的
書
蹟
，
應
該

就
是
內
府
的
收
藏
，
因
為
索
靖
作
品
的
名
稱
亦

見
於
︽
宣
和
書
譜
︾
卷
十
四‧

草
書
二‧

索

靖
條
。
索
靖
︿
月
儀
帖
﹀
，
目
前
可
見
刻
於
︿
元

祐
秘
閣
續
帖
﹀
，
此
叢
帖
從
北
宋
元
祐
五
年
︵
一

○

九○

︶
奉
敕
摹
勒
，
以
︽
淳
化
閣
帖
︾
未
收

編號 斷代 米芾審定 用紙 收藏者 出處

1 陳 智永 唐垌 《海嶽》

2 唐板 智永 劉涇 《書史》

3 唐榻 智永 粉臘紙 王安國 -楊褒 -葉濤 《寶章》、《書史》

4 唐臨 黃麻紙 蘇頌 《寶章》、《書史》

5 唐 辯才 黃麻紙 滕元發 《寶章》

6 唐 歐陽詢 呂夏卿 -呂通直 《書史》

7 唐 鍾紹京 楮紙 陳執中 -陳幵 《寶章》、《書史》

的
前
人
墨
蹟
上
石
，
至
建
中
靖
國
元
年
︵
一
一

○

一
︶
刻
成
。
︵
註
七
︶
︿
月
儀
帖
﹀
是
書
儀
的

一
種
，
按
十
二
月
令
所
編
成
的
書
信
應
酬
格
式
，

北
宋
時
，
索
靖
︿
月
儀
帖
﹀
已
經
缺
少
四
到
六

月
這
三
個
月
份
。
宋
徽
宗
大
觀
三
年
︵
一
一○

九
︶
，
汝
州
知
州
王
采
刻
成
︿
汝
帖
﹀
︵
註
八
︶
，

索
靖
︿
月
儀
帖
﹀
亦
在
其
中
，
黃
伯
思
有
如
此

觀
察
﹁
頃
在
洛
中
，
聞
汝
州
新
鐫
諸
帖
，
謂
之

汝
刻
，
其
名
已
弗
典
矣
。
意
謂
其
彙
擇
必
佳
，

及
見
之
，
乃
大
不
然
，
雜
取
︿
灋
帖
﹀
、
︿
續

帖
﹀
中
所
有
者
時
載
之
，
又
珉
玉
間
簉
，
不
能

辨
也
。
﹂
︵
︽
東
觀
餘
論
︾
卷
上
︿
汝
州
新
刻
諸
帖
辨
﹀
條
︶

可
知
︿
汝
帖
﹀
從
︽
淳
化
閣
帖
︾
、
︿
元
祐
秘

閣
續
帖
﹀
選
出
彙
刻
，
黃
伯
思
認
為
品
質
不
佳
。

所
以
，
︿
元
祐
秘
閣
續
帖
﹀
所
收
的
︿
月
儀
帖
﹀
，

應
該
是
北
宋
普
遍
所
理
解
的
版
本
。
︵
圖
五
︶

︿
吾
友
帖
﹀
中
米
芾
提
到
趙
令
穰
所
收
草

書
︿
千
字
文
﹀
，
米
芾
重
斷
此
本
的
時
間
在
宋

徽
宗
崇
寧
五
年
至
大
觀
元
年
間
，
距
離
︿
元
祐

秘
閣
續
帖
﹀
刻
成
的
時
間
，
晚
上
五
年
左
近
，

所
以
米
芾
所
評
的
索
靖
︿
月
儀
帖
﹀
，
或
是
此

本
，
認
為
﹁
只
唐
人
爾
，
無
晉
人
古
氣
﹂
，
然

而
黃
伯
思
則
視
為
索
靖
的
﹁
著
名
書
﹂
。
於
是

可
以
理
解
，
米
芾
︿
吾
友
帖
﹀
的
主
旨
是
規
勸

友
人
在
草
書
上
擺
脫
蔡
襄
的
影
響
，
能
夠
參
照

章
草
一
路
來
加
以
學
習
。

北
宋
中
後
期
章
草
書
寫
與
漢
簡
的
出

土
米
芾
對
於
章
草
的
關
注
，
並
非
特
例
，
雖

圖5　晉　索靖　月儀帖
　　  左： 〈元祐續帖刻本〉　引自

《書蹟名品叢刊‧第一五零
配本‧月儀帖三種》，東
京：二玄社，1989年12月10
刷，頁15。

　　  右： 〈汝帖〉　北京故宮博物院
藏本　引自汝州市政協編，
《汝帖》，北京：文物出版
社，2008年12月，頁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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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法高古—北宋米芾對章草的學習與理解

文物脈絡

求
余
書
仙
真
詩
︙
︙
不
應
以
世
俗
書
書
之
，
遂

為
作
章
草
﹂
，
政
和
六
年
︵
一
一
一
六
︶
︿
跋

章
草
彌
陀
經
﹀
、
政
和
七
年
︵
一
一
一
七
︶
︿
跋

章
草
雞
林
紙
卷
後
﹀
︵
註
十
︶
，
從
︿
跋
蘇
顯
道

求
章
草
卷
後
﹀
、
︿
跋
章
草
仙
真
詩
卷
後
﹀
內

文
來
看
，
反
映
出
章
草
在
北
宋
並
不
盛
行
，
黃

伯
思
對
自
己
的
章
草
甚
為
自
負
，
可
惜
無
書
蹟

傳
世
。米

芾
得
到
古
簡
而
改
變
寫
法
，
北
宋
有
關

於
漢
簡
出
土
的
記
載
，
宋
徽
宗
崇
寧
五
年
天
都

得
木
簡
︵
註
十
一
︶
，
但
是
最
著
名
的
漢
簡
，
是
宋

徽
宗
政
和
年
間
出
土
的
︿
永
初
二
年
討
羌
符
﹀
，

黃
伯
思
有
此
記
載
：

 

劉
憲
御
史
燾
無
言
來
，
予
與
論
書
，
劉
因
言
：

政
和
初
，
人
於
陝
西
發
地
，
得
木
竹
簡
一
瓮
，

皆
漢
世
討
羌
戎
馳
檄
文
書
，
若
今
吏
案
行
遣
，

至
大
觀
元
年
間
寫
成
的
︿
吾
友
帖
﹀
，
配
合
與

米
芾
同
時
的
黃
伯
思
對
於
章
草
的
看
法
，
發
現

將
智
永
草
書
︿
千
字
文
﹀
視
為
章
草
的
脈
絡
，

這
種
見
解
已
經
為
後
人
所
遺
忘
了
。
同
時
，
刻

成
於
宋
徽
宗
建
中
靖
國
元
年
的
︿
元
祐
秘
閣
續

皆
章
草
書
。
然
斷
續
不
綴
屬
，
惟
﹁
鄧
騭
永

初
二
年
六
月
﹂
一
篇
成
文
爾
。
今
宗
室
仲
忽

及
梁
師
成
家
尚
多
，
得
之
石
本
乃
就
者
。
︵
︽
東

觀
餘
論
︾
卷
上
︿
記
與
劉
無
言
論
書
﹀
︶

︿
永
初
二
年
討
羌
符
﹀
的
抄
文
見
於
︽
東

觀
餘
論
︾
卷
上
︿
漢
簡
辨
﹀
，
同
時
提
到
﹁
近

歲
關
右
人
發
地
，
得
古
甕
，
中
有
東
漢
時
竹
簡

甚
多
﹂
、
﹁
皆
章
草
書
﹂
，
︿
永
初
二
年
討
羌

符
﹀
之
所
以
有
名
，
是
因
為
年
代
清
楚
，
黃
伯

思
又
考
出
可
以
和
范
曄
︽
後
漢
書
︾
所
記
載
鄧

騭
︵
？

∼

一
二
一
︶
漢
安
帝
永
初
年
間
討
羌
的

史
實
相
檢
證
，
如
同
黃
伯
思
在
︿
漢
簡
辨
﹀
中

所
說
﹁
幸
是
簡
偶
存
，
得
以
攷
正
范
史
所
書
之

誤
﹂
。
在
北
宋
由
於
沒
有
很
好
的
保
存
條
件
，

簡
牘
必
須
透
過
刻
石
而
流
傳
，
︿
永
初
二
年
討

羌
符
﹀
有
刻
石
的
傳
世
，
且
收
在
宗
室
趙
仲
忽

與
梁
師
成
的
手
中
。

黃
伯
思
︿
漢
簡
辨
﹀
的
原
文
抄
錄
不
全
，

在
南
宋
趙
彥
衛
有
完
整
的
抄
錄
：

 

永
初
二
年
六
月
丁
未
朔
，
廿
日
丙
寅
，
得
車

騎
將
軍
莫
府
文
書
，
上
郡
屬
國
都
尉
，
二
千

石
守
丞
，
廷
義
縣
令
三
水
，
十
月
丁
未
到
府

受
印
綬
，
發
夫
討
畔
羌
，
急
急
如
律
令
，
馬

四
十
匹
，
驢
二
百
頭
，
日
給
。
︵
︽
雲
麓
漫
鈔
︾

卷
七
︶
︵
圖
六
︶

趙
彥
衛
隨
後
有
此
陳
述
：
︿
永
初
二
年
討

羌
符
﹀
簡
與
刻
石
不
久
消
失
，
雖
然
沒
有
紀
錄

緣
由
，
或
許
是
和
靖
康
之
難
有
關
，
但
有
模
本

傳
世
，
趙
彥
衛
親
見
之
。
︵
註
十
二
︶
︿
永
初
二

年
討
羌
符
﹀
原
來
是
一
條
條
的
簡
牘
，
摹
刻
成

石
本
，
則
變
成
通
篇
的
形
式
，
其
中
的
﹁
年
﹂
、

﹁
文
﹂
、
﹁
義
﹂
、
﹁
受
﹂
、
﹁
綬
﹂
、
﹁
發
﹂
、

﹁
夫
﹂
、
﹁
羌
﹂
、
﹁
驢
﹂
，
都
可
看
到
屬
於

章
草
最
末
一
筆
捺
筆
的
特
殊
筆
法
。
政
和
年
間

出
土
的
大
批
漢
簡
，
馬
上
就
被
宗
室
趙
仲
忽
與

梁
師
成
所
收
藏
，
理
應
形
成
一
股
章
草
學
習
的

風
潮
，
但
隨
即
不
久
北
宋
覆
滅
，
並
未
在
北
宋

的
書
法
史
上
留
下
深
刻
的
紀
錄
。

小
結

米
芾
的
草
書
學
習
，
除
了
以
二
王
的
今
草

為
主
之
外
，
也
將
眼
光
轉
移
至
章
草
，
這
關
注

的
時
間
，
從
文
獻
來
判
斷
，
約
在
宋
哲
宗
元
祐

初
年
。
這
時
，
米
芾
看
到
出
土
漢
簡
而
改
變
寫

法
，
以
及
在
李
瑋
家
看
到
︿
晉
賢
十
四
帖
﹀
，

其
中
和
章
草
名
家
索
靖
同
時
的
西
晉
武
帝
︿
大

水
帖
﹀
章
草
書
，
米
芾
的
印
象
深
刻
，
認
為
超

越
了
王
羲
之
、
王
獻
之
父
子
。
對
於
章
草
的
關

注
，
米
芾
是
持
續
的
。
約
在
宋
徽
宗
崇
寧
五
年

註
釋

1.  

關
於
︿
草
書
九
帖
﹀
的
流
傳
，
見
徐
邦
達
，
︽
古
書
畫
過
眼

要
錄
︾
，
長
沙
﹕
湖
南
美
術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七
年
六
月
，

頁
三
四
七―

三
五
二
。

2.  

︿
草
書
四
帖
﹀
流
傳
到
日
本
的
記
載
，
見
松
井
如
流
，
︿
宋

米
元
章
群
玉
堂
帖
﹀
，
︽
書
跡
名
品
叢
刊
：
宋
米
元
章
群
玉

堂
帖
︾
，
東
京
：
二
玄
社
，
一
九
七
四
年
九
月
初
版
十
一
刷
，

頁
六
五
。

3.  

盧
慧
紋
，
︿
從
神
機
到
人
文
：
盛
唐
到
北
宋
的
草
書
之
變
﹀
，

︽
故
宮
學
術
季
刊
︾
第
二
十
八
卷
第
四
期
，
二○

一
一
年
夏
，

頁
一―

五
八
。

4.  

晉
武
帝
的
︿
大
水
帖
﹀
，
見
岳
珂
︽
寶
真
齋
法
書
贊
︾
卷

二
十
宋
名
人
真
蹟
︿
米
元
間
臨
晉
武
帝
大
水
帖
﹀
﹁
草
書
四

行
，
尾
記
一
行
，
云
：
去
歲
大
水
，
城
中
大
饑
，
撫
別
君
便

常
分
南
諸
軍
耳
。
此
奈
卒
無
所
復
。
箭
已
送
。
右
晉
武
帝
書
，

李
太
師
瑋
本
。
右
晉
武
帝
大
水
帖
。
先
臣
米
芾
手
臨
真
蹟
。

臣
米
友
仁
鑒
定
恭
跋
。
二
行
。
﹂
，
收
在
︽
文
津
閣
四
庫
全

書
︾
，
北
京
：
商
務
印
書
館
，
二○

○

六
，
子
部
藝
術
類

八
一
六
，
頁
二
三
二
。

5.  

關
於
蔡
襄
的
草
書
，
傳
世
以
︿
陶
生
帖
﹀
為
代
表
，
通
篇
獨

草
為
主
，
內
容
提
及
當
時
書
家
所
推
崇
的
散
卓
筆
，
為
北

宋
重
要
的
文
房
文
獻
資
料
。
關
於
此
書
蹟
的
重
要
討
論
，

見
何
炎
泉
，
︿
尺
牘
陶
生
帖
﹀
，
︽
大
觀
：
北
宋
書
畫
特

展
︾
，
臺
北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二○

○

六
年
十
二
月
，

頁
四
三
四―

四
四
一
。

6.  

何
炎
泉
，
︿
千
字
文
概
論
﹀
，
︽
五
體
千
字
文
選
輯
︾
，
臺

北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二○

一○

年
六
月
，
頁
一
七
六―

一
八
八
。

7.  

關
於
︿
元
祐
秘
閣
續
帖
﹀
的
歷
史
，
見
杏
林
，
︽
中
國
法
帖

史
︾
，
濟
南
：
山
東
美
術
出
版
社
，
二○

一○

年
一
月
，
頁

五
七
。

8.  

關
於
︿
汝
帖
﹀
的
歷
史
與
相
關
考
證
，
見
林
志
鈞
，︽
帖
考
︾
，

臺
北
：
華
正
書
局
，
一
九
八
五
，
頁
一
一
五―

一
一
八
。
杏

林
，
︽
中
國
法
帖
史
︾
，
頁
七○

―

七
一
。

9.  

趙
彥
國
注
評
，
︽
黃
伯
思
．
東
觀
餘
論
︾
，
南
京
：
鳳
凰
出

版
傳
媒
集
團
．
江
蘇
美
術
出
版
社
，
二○

○

九
年
二
月
，
頁

一
八
八
。

10.  

李
綱
︿
黃
伯
思
墓
誌
銘
﹀
與
黃
伯
思
的
章
草
書
寫
活
動
，
見

黃
伯
思
著
、
李
萍
點
校
，
︽
東
觀
餘
論
︾
，
北
京
：
人
民
美

術
出
版
社
，
二○

一○

年
七
月
，
頁
一
九
五
、
一
一○

、

一
一
一
、
一
五○

、
一
五
五
。

11.  

葉
國
良
，
︽
宋
代
金
石
學
研
究
︾
，
臺
北
：
臺
灣
書
房
，
二

○

一
一
，
頁
二
七
五
。

12.  

本
文
所
舉
的
︿
永
初
二
年
討
羌
符
﹀
收
在
︿
絳
帖
﹀
卷

一
，
為
中
國
首
都
博
物
館
所
藏
的
︿
絳
帖
﹀
十
二
卷
，
於

一
九
九
六
年
由
北
京
古
籍
出
版
社
所
出
版
，
在
前
言
說
道

﹁
清
代
翁
方
綱
推
斷
﹃
蓋
是
明
時
鬻
帖
者
綴
輯
宋
時
諸
帖

重
摹
而
成
，
別
裝
首
尾
以
名
之
耳
﹄
﹂
，
筆
者
接
受
此
說

法
，
陳
述
如
下
。
︿
絳
帖
﹀
於
北
宋
仁
宗
皇
祐
、
嘉
祐
年
間

︵
一○

四
九―

一○

六
三
︶
由
潘
師
旦
摹
刻
於
山
西
絳
州
，

︿
永
初
二
年
討
羌
符
﹀
出
土
於
宋
徽
宗
時
期
，
不
能
預
刻
於

宋
仁
宗
時
期
的
︿
絳
帖
﹀
。
中
國
首
都
博
物
館
所
藏
的
︿
絳

帖
﹀
每
卷
之
後
有
﹁
淳
化
五
年
，
歲
在
甲
午
春
王
正
月
，
潘

師
旦
奉
聖
旨
摹
勒
上
石
﹂
字
句
，
︿
絳
帖
﹀
是
私
刻
本
，
不

應
有
﹁
奉
聖
旨
﹂
的
字
句
，
淳
化
是
宋
太
宗
的
年
號
，
時
間

也
不
對
。
︿
絳
帖
﹀
在
潘
師
旦
去
世
後
，
帖
石
分
成
兩
半
，

前
十
卷
歸
長
子
，
後
十
卷
歸
幼
子
。
長
子
積
欠
官
方
債
務
，

帖
石
被
沒
入
充
公
，
絳
州
太
守
補
刻
後
十
卷
，
稱
為
﹁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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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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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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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
初
二
年
討
羌
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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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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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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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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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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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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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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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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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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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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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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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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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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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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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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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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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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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永初二年討羌符〉拓本　中國首都博物館藏　收於
《絳帖》卷一，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