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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宮
藏
有
清
阮
元
︵
一
七
六
四

∼

一
八 

四
九
︶
贈
予
著
名
經
學
家
焦
循
︵
一
七
六
三

∼

一
八
二○

︶
的
一
幅
隸
書
七
言
聯
，
聯
文
內
容

為
：
﹁
劉
光
伯
六
經
兼
學
，
李
如
圭
三
禮
皆

圖
﹂
，
上
款
為
﹁
里
堂
老
姊
丈
﹂
，
下
款
為
﹁
愚

弟
阮
元
贈
句
并
書
﹂
，
鈐
印
：
﹁
芸
臺
﹂
、
﹁
阮

元
私
印
﹂
。
︵
圖
一
︶

阮
元
在
他
的
一
系
列
書
論
與
訪
碑
筆
記
中

對
漢
隸
推
崇
備
至
，
自
身
也
頗
為
擅
長
書
寫
隸

書
，
有
許
多
隸
書
作
品
傳
世
。
此
聯
的
書
寫
風

格
在
阮
元
的
傳
世
隸
書
作
品
中
顯
得
較
為
特
別
，

他
的
隸
書
作
品
有
許
多
為
工
整
一
路
，
用
筆
相

對
嚴
謹
周
到
︵
圖
二
︶
，
同
時
亦
有
一
些
帶
較

多
率
意
之
筆
的
隸
書
傳
世
︵
圖
三
︶
，
但
如
這

幅
作
品
一
般
大
量
使
用
﹁
刷
筆
﹂
、
顯
示
出
禿

毫
效
果
、
多
處
出
現
用
筆
率
意
所
造
成
的
線
條

波
動
變
化
的
隸
書
，
尚
不
多
見
。

此
聯
是
否
為
阮
元
草
草
應
酬
之
作
？

此
聯
的
贈
予
對
象
﹁
里
堂
老
姊
丈
﹂
為
阮

元
之
至
交
焦
循
。
焦
循
字
理
堂
、
或
作
里
堂
，

為
清
代
著
名
經
學
家
，
娶
阮
元
族
姐
為
妻
，
與

阮
元
自
幼
相
識
、
切
磋
學
問
。
在
阮
元
督
學
山

東
、
浙
江
之
時
，
焦
循
曾
在
幕
中
襄
助
，
參
與

處
理
諸
多
政
事
。
阮
元
丁
艱
在
籍
之
時
，
兩
人

更
是
時
相
過
從
，
探
討
治
學
心
得
。
兩
人
的
密

切
情
誼
實
為
乾
嘉
學
術
史
上
的
一
段
佳
話
。
從

焦
循
去
世
後
阮
元
所
作
的
︽
通
儒
揚
州
焦
君
傳
︾

中
可
看
出
，
兩
人
情
誼
深
厚
，
且
阮
元
對
焦
循

之
學
術
成
就
十
分
敬
佩
。

由
款
識
可
知
，
此
聯
聯
句
是
阮
元
為
焦
循

而
撰
，
不
難
看
出
其
意
在
以
﹁
劉
光
伯
﹂
、
﹁
李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以
下
簡
稱
故
宮
︶
所
藏
的
清
阮
元
贈
予
著
名
經
學
家
焦
循
的
﹁
劉
光
伯
六
經
兼
學
，
李
如
圭

三
禮
皆
圖
﹂
一
聯
與
阮
元
常
見
的
隸
書
風
格
有
所
不
同
，
本
文
擬
探
討
此
聯
的
內
容
、
撰
寫
時
間
及
該
聯
在
阮
元

隸
書
實
踐
中
可
能
具
有
的
地
位
。

劉
光
伯
六
經
兼
學
，
李
如
圭
三
禮
皆
圖

阮
元
的
一
幅
隸
書
七
言
聯

姚
靈

圖1　清　阮元　隸書七言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清　阮元　書歷朝名人雜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如
圭
﹂
二
位
前
賢
比
擬
焦
循
的
經
學
成
就
。
劉

炫
︵
五
四
六

∼

六
一
三
︶
字
光
伯
，
隋
代
大
儒
，

諸
經
兼
治
，
自
稱
：
﹁
周
禮
、
禮
記
、
毛
詩
、

尚
書
、
公
羊
、
左
傳
、
孝
經
、
論
語
孔
、
鄭
、
王
、

何
、
服
、
杜
等
注
，
凡
十
三
家
，
雖
義
有
精
粗
，

並
堪
講
授
。
﹂
︵
註
一
︶
︽
隋
書‧

儒
林
傳
︾
稱

其
﹁
學
實
通
儒
，
才
堪
成
務
，
九
流
、
七
略
、

無
不
該
覽
﹂
，
其
治
學
博
通
之
理
路
與
乾
嘉
漢

學
學
者
頗
相
契
合
，
阮
元
在
其
經
學
著
作
中
曾

多
次
徵
引
過
劉
炫
的
見
解
。

李
如
圭
︵
生
卒
不
詳
︶
，
南
宋
紹
熙
四
年

︵
一
一
九
三
︶
進
士
，
字
寶
之
，
︽
四
庫
全
書

總
目
提
要
︾
載
其
撰
有
︽
儀
禮
集
釋
︾
三
十
卷
、

︽
儀
禮
釋
宮
︾
一
卷
。
若
說
阮
元
在
上
聯
中
稱

讚
焦
循
遍
治
群
經
，
則
下
聯
意
在
以
李
如
圭
比

擬
焦
循
之
禮
學
成
就
。
在
探
討
宮
室
禮
制
、
繪

製
禮
圖
方
面
，
李
如
圭
的
︽
儀
禮
釋
宮
︾
為
清

人
重
要
之
參
考
書
目
，
而
焦
循
有
︽
群
經
宮
室

圖
︾
之
作
，
以
圖
解
說
宮
室
禮
制
，
確
為
﹁
三

禮
皆
圖
﹂
。
因
此
，
下
聯
內
容
實
為
阮
元
針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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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
夫—

半
九
書
塾
八
詠
，
兼
示
琥
甥
﹀
的
詩
作

中
寫
道
：
﹁
密
室
括
圖
書
，
先
生
獨
注
易
，
妙

司
契
天
元
，
數
如
正
負
積
﹂
︵
註
三
︶
，
未
再
提

及
禮
學
。
焦
循
去
世
後
，
阮
元
在
︽
通
儒
揚
州

焦
君
傳
︾
中
長
篇
稱
讚
了
焦
循
的
易
學
、
孟
學

等
成
就
，
於
禮
圖
僅
提
及
一
句
。

由
此
可
見
，
阮
元
最
可
能
撰
聯
稱
讚
焦
循

禮
學
成
就
的
時
間
，
在
焦
循
︽
群
經
宮
室
圖
︾

成
書
之
後
、
易
學
成
就
突
出
之
前
，
大
略
言
之
，

即
阮
元
三
十
歲
至
五
十
歲
之
間
。

此
聯
的
撰
聯
時
間
與
書
寫
時
間
是
否
一

致
？
由
常
理
推
之
，
此
聯
撰
與
寫
之
時
間
當
不

會
間
隔
太
遠
，
畢
竟
此
聯
帶
有
特
定
款
識
，
是

為
贈
送
給
特
定
對
象
而
作
。

阮
元
中
年
時
期
的
隸
書
面
貌

目
前
常
見
的
阮
元
三
十
歲
至
五
十
歲
的
隸

書
多
為
工
整
面
目
。
如
阮
元
三
十
歲
前
後
所
書

的
︽
乾
隆
御
製
南
苑
雙
柳
樹
賦
︾
︵
圖
四
︶
為

其
應
詔
而
作
，
書
寫
工
穩
，
勻
整
端
莊
，
實
為

隸
書
中
之
﹁
館
閣
體
﹂
。
他
所
書
寫
的
︽
御
製

續
纂
秘
殿
珠
林
石
渠
寶
笈
序
︾
亦
為
同
一
風
格
。

此
時
阮
元
的
日
常
應
酬
作
品
雖
與
應
詔
書
寫
有

所
區
別
，
亦
常
寫
得
小
心
謹
慎
，
力
求
周
到
，

如
﹁
白
沙
翠
竹
霜
荺
古
，
黃
海
蒼
松
壽
節
高
﹂

一
聯
。
︵
圖
五
︶

然
而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阮
元
的
隸
書
作
品

有
他
人
代
筆
者
，
如
在
浙
江
巡
撫
上
任
︵
四
十

歲
前
後
︶
時
，
錢
泳
便
曾
替
阮
元
書
寫
碑
銘
、

題
跋
、
應
付
筆
墨
索
請
。
立
於
浙
江
紹
興
之

︽
大
禹
陵
廟
碑
︾
︵
圖
六
︶
雖
題
為
﹁
阮
元
撰

並
書
﹂
，
而
實
為
錢
泳
代
筆
。
此
碑
書
於
嘉
慶

五
年
︵
一
八○

○

︶
，
阮
元
時
任
浙
江
巡
撫
，

三
十
八
歲
。
此
碑
之
代
筆
事
宜
有
錢
泳
︽
寫
經

樓
金
石
目
︾
中
的
記
載
為
據
︵
註
四
︶
，
而
觀

其
書
風
，
亦
為
典
型
之
錢
泳
書
風
，
與
阮
元
書

風
不
同
。
錢
泳
字
立
群
，
號
梅
溪
，
生
於
乾
隆

二
十
四
年
︵
一
七
五
九
︶
，
卒
於
道
光
二
十
四

年
︵
一
八
四
四
︶
，
雖
於
科
舉
功
名
上
無
有
成

就
，
但
書
藝
精
熟
，
隸
書
在
當
時
尤
有
名
聲
。

阮
元
此
時
雖
有
一
定
之
隸
書
功
底
，
但
在
結
體

用
筆
等
項
上
遠
不
及
錢
泳
精
嚴
，
因
而
在
需
要

以
官
員
身
份
書
寫
隸
書
的
場
合
，
他
便
求
助
於

錢
泳
。
在
一
封
嘉
慶
十
二
年
︵
一
八○

七
︶
給

錢
泳
的
信
中
，
阮
元
寫
道
：
﹁
拙
書
不
但
不
工
，

並
不
能
橫
平
豎
直
，
務
乞
大
筆
大
加
潤
色
規
正

之
，
庶
不
有
傷
妙
刻
面
目
也
。
再
有
焦
山
仰
止

軒
記
，
奉
乞
大
筆
作
隸
，
以
便
刻
石
。
﹂
︵
註

五
︶
，
可
見
阮
元
此
時
對
於
自
己
的
隸
書
並
無
足

焦
循
的
具
體
經
學
著
作
而
撰
寫
，
並
非
虛
指
。

既
然
聯
文
為
精
心
撰
寫
，
焦
循
與
阮
元
又

為
至
交
，
此
聯
自
然
不
會
是
阮
元
草
草
應
酬
之

作
。

此
聯
撰
於
何
時
？

此
聯
並
無
年
款
，
但
從
聯
文
內
容
來
看
，

可
大
致
推
測
出
此
聯
的
撰
寫
年
代
。
從
二
人
的

生
卒
年
份
來
看
，
焦
循
生
於
乾
隆
二
十
八
年

︵
一
七
六
三
︶
、
卒
於
嘉
慶
二
十
五
年
︵
一
八
二

○

︶
，
阮
元
生
於
乾
隆
二
十
九
年
︵
一
七
六
四
︶
、

卒
于
道
光
二
十
九
年
︵
一
八
四
九
︶
，
因
而
此

聯
必
然
撰
於
焦
循
去
世
之
前
，
即
阮
元
五
十
七

歲
之
前
。
焦
循
大
約
於
乾
隆
五
十
五
年
︵
一
七
九

○
︶
前
後
致
力
於
︽
群
經
宮
室
圖
︾
的
撰
寫
，

阮
元
於
乾
隆
五
十
六
年
︵
一
七
九
一
︶
六
月
與

十
一
月
分
別
致
函
焦
循
關
心
︽
群
經
宮
室
圖
︾

的
成
書
︵
註
二
︶
，
乾
隆
五
十
八
年
︵
一
七
九
三
︶
，

阮
元
為
此
書
撰
寫
了
︿
焦
里
堂
循
群
經
宮
室
圖

序
﹀
。焦

循
自
嘉
慶
八
年
︵
一
八○

三
︶
後
歸
家

著
述
，
閉
門
不
出
，
專
心
治
︽
易
︾
，
最
終
取

得
極
大
成
就
，
他
在
經
學
史
上
的
盛
名
最
終
來

自
其
易
學
及
孟
學
造
詣
。
阮
元
於
嘉
慶
十
六
年

︵
一
八
一
一
︶
為
焦
循
所
作
之
︿
寄
題
焦
里
堂 圖3　 清　阮元　隸書五言聯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引自金丹，

《阮元書學研究》，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12。

圖4　清　阮元　書乾隆御製南苑雙柳樹賦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93　故宮文物月刊·第416期 2017年11月　92

劉光伯六經兼學，李如圭三禮皆圖—阮元的一幅隸書七言聯

文物脈絡

一
個
人
的
書
寫
面
貌
會
呈
現
不
同
的
變
化
。
對

於
阮
元
這
樣
一
個
封
疆
大
吏
來
說
更
是
如
此
，

他
的
許
多
書
法
作
品
與
他
的
官
員
身
份
和
人
際

網
絡
聯
繫
在
一
起
，
雖
是
隻
字
片
楮
，
在
﹁
書

為
心
畫
﹂
的
傳
統
觀
念
支
配
下
，
書
法
作
品
的

觀
看
對
象
也
期
待
著
從
中
看
出
與
他
的
身
份
、

學
問
、
品
行
相
匹
配
的
筆
墨
品
質
。
這
也
是
為

何
阮
元
曾
令
隸
書
水
平
高
於
他
的
錢
泳
代
筆
的

原
因
。
即
使
在
應
當
親
自
動
筆
書
寫
的
一
些
應

酬
場
合
，
應
酬
對
象
的
不
同
也
要
求
書
寫
者
拿

出
不
同
的
態
度
，
展
現
出
不
同
的
書
寫
形
象
。

阮
元
為
人
穩
重
，
在
他
的
仕
宦
生
涯
中
一

直
小
心
謹
慎
，
他
奉
詔
而
作
的
圖
二
與
圖
四
兩

件
書
法
自
然
要
力
求
工
整
端
莊
，
與
當
時
其
他

大
臣
奉
詔
書
寫
的
同
類
作
品
保
持
同
一
風
格
。

圖
五
是
祝
壽
之
聯
，
款
識
為
﹁
恭
祝
江
母
金
太

夫
人
節
壽
，
愚
表
侄
阮
元
頓
首
﹂
，
鈐
有
﹁
文

淵
閣
直
閣
事
﹂
之
印
表
明
官
職
，
其
書
寫
之
周

到
工
穩
亦
符
合
他
此
時
三
十
歲
上
下
向
長
輩
祝

壽
時
所
應
有
的
謙
恭
莊
敬
。
圖
八
之
聯
書
於
阮
元

中
年
，
上
款
為
﹁
南
池
二
內
弟
雅
鑒
﹂
，
此
人
為

阮
元
繼
室
孔
璐
華
︵
一
七
七
七

∼

一
八
三
二
︶

之
二
弟
孔
慶
鑾
︵
生
卒
不
詳
︶
，
而
孔
璐
華
的

大
弟
孔
慶
镕
︵
一
七
八
七

∼

一
八
四
一
︶
襲
封

衍
聖
公
，
因
此
這
並
非
普
通
親
戚
之
間
的
筆
墨

圖5　 清　阮元　隸書七言聯　
揚州博物館藏　引自揚州博物館編，
《大雅芸臺—紀念阮元誕辰250週年文
物聯展》，揚州：廣陵書社，2015，
頁37。

圖6　 清　《大禹陵廟碑》拓本　南京圖書館藏　引自金丹，《阮元書學
研究》，北京：榮寶齋出版社，2012。

夠
信
心
︵
註
六
︶
，
亦
認
為
錢
泳
之
端
莊
精
雅
的

書
風
更
為
符
合
自
己
封
疆
儒
臣
身
份
的
需
要
，

故
而
才
會
有
諸
如
︽
大
禹
陵
廟
碑
︾
這
類
代
筆

現
象
的
出
現
。
因
此
，
目
前
可
見
的
一
些
署
名

阮
元
，
但
結
體
用
筆
之
精
熟
程
度
超
過
阮
元
其

它
作
品
的
隸
書
，
應
予
以
謹
慎
對
待
，
不
可
驟

然
視
之
為
阮
元
此
時
的
隸
書
水
平
，
如
刻
石
於

乾
隆
六
十
年
︵
一
七
九
五
︶
、
現
存
山
東
濟
南

鐵
公
祠
的
︽
小
滄
浪
亭
雅
集
詩
序
︾
便
很
可
能

是
代
筆
或
經
人
﹁
潤
色
﹂
過
的
。

鈐
有
﹁
文
淵
閣
直
閣
事
﹂
之
印
的
﹁
白
沙

翠
竹
霜
荺
古
，
黃
海
蒼
松
壽
節
高
﹂
一
聯
及
鈐

有
﹁
詔
勘
石
經
﹂
之
印
、
書
贈
黃
易
的
﹁
家
藏

拓
石
三
千
卷
，
自
寫
觀
碑
十
二
圖
﹂
一
聯
︵
圖

七
︶
為
阮
元
三
十
歲
前
後
之
作
。
鈐
有
﹁
文
選

樓
﹂
、
﹁
雷
塘
庵
主
﹂
兩
印
的
﹁
名
題
列
宿
郎

官
壁
，
家
搨
櫺
星
禮
器
碑
﹂
一
聯
︵
圖
八
︶
為

阮
元
四
十
三
歲
或
之
後
所
作
，
不
會
晚
於
六
十

歲
。
︵
註
七
︶

通
過
對
比
，
可
以
看
出
，
阮
元
在

這
十
數
年
間
的
隸
書
書
寫
有
著
一
個
發
展
變
化

的
過
程
，
體
勢
從
拘
謹
變
為
開
張
，
對
於
漢
隸

風
格
更
加
熟
稔
，
因
而
在
筆
致
上
也
更
加
輕
鬆

自
信
，
但
總
體
來
說
，
它
們
都
是
工
穩
之
作
。

而
現
存
阮
元
六
十
歲
之
後
的
隸
書
作
品
則
多
有

率
意
之
筆
出
現
，
如
圖
三
一
聯
︵
鈐
印
﹁
節
性

齋
﹂
︶
︵
註
八
︶
，
此
時
阮
元
於
隸
書
已
有
自
己

的
心
得
，
結
體
上
更
加
自
由
，
用
筆
亦
不
拘
小

節
，
筆
力
較
之
前
更
加
沉
穩
。
阮
元
八
十
歲
後

之
作
多
有
明
顯
的
石
門
頌
風
格
，
線
條
波
折
生

動
自
然
，
融
率
意
與
規
範
於
一
體
。
︵
圖
九
︶

有
鑒
於
此
，
因
而
有
學
者
以
為
：
﹁
阮
元
早
期

的
隸
書
風
格
︙
︙
在
︽
史
晨
︾
、
︽
乙
瑛
︾
之

間
︙
︙
而
到
晚
年
，
由
於
目
力
甚
衰
，
故
發
生

了
變
化
，
他
難
以
用
那
種
嚴
整
工
整
的
風
格
完

成
創
作
，
而
更
傾
向
於
︽
石
門
頌
︾
一
類
的
風

格
，
自
由
、
輕
鬆
、
率
意
、
質
樸
。
﹂
︵
註
九
︶

阮
元
是
否
純
因
目
力
原
因
而
導
致
了
由
工
整
走

向
率
意
暫
且
不
談
，
但
是
阮
元
前
後
期
之
隸
書

風
格
有
一
個
從
工
整
到
率
意
的
階
段
是
大
體
不

差
的
。
然
而
，
這
是
否
意
味
著
阮
元
前
期
便
沒

有
率
意
風
格
的
嘗
試
呢
？
﹁
劉
光
伯
六
經
兼
學
，

李
如
圭
三
禮
皆
圖
﹂
一
聯
的
存
在
，
或
可
解
答

這
一
問
題
。

書
寫
與
場
合

在
清
代
，
書
法
並
不
完
全
由
書
寫
者
的
個

人
藝
術
理
念
來
支
配
。
由
於
書
寫
在
不
同
場
合

所
承
載
的
不
同
禮
儀
、
情
感
、
實
用
功
能
，
同

圖7　 清　阮元　隸書七言聯　引自啟功、村上
三島圖版監修，文物出版社編集，《中國
真蹟大觀‧清》，京都：同朋舍，1995，
頁81。

圖8　 清　阮元　隸書七言聯　山東博物館藏　引自揚州博
物館編，《大雅芸臺—紀念阮元誕辰250週年文物聯
展》，揚州：廣陵書社，2015，頁12。

圖9　 清　阮元　隸書八言聯　山西博物院藏　引自
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編，《中國法書全集17‧
清2》，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頁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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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脈絡

應
酬
，
而
是
一
份
與
衍
聖
公
府
聯
絡
情
誼
的
禮

物
，
這
一
點
從
﹁
名
題
列
宿
郎
官
壁
，
家
搨
櫺

星
禮
器
碑
﹂
的
聯
文
內
容
也
可
看
出
。
這
幅
以

頂
級
文
化
家
族
核
心
成
員
為
贈
送
對
象
的
對
聯

作
品
，
自
然
需
要
阮
元
的
審
慎
對
待
，
故
而
他

精
心
書
寫
，
無
一
懈
筆
。

反
觀
圖
七
一
聯
，
這
是
阮
元
贈
送
給
著
名

金
石
家
黃
易
︵
一
七
四
四

∼

一
八○

二
︶
的
書

法
作
品
，
由
聯
文
內
容
﹁
家
藏
拓
石
三
千
卷
、

自
寫
觀
碑
十
二
圖
﹂
、
鈐
印
﹁
臣
元
﹂
、
﹁
詔

勘
石
經
﹂
並
聯
繫
阮
元
的
生
平
經
歷
可
推
斷
出
，

這
是
阮
元
三
十
歲
出
任
山
東
學
政
之
後
、
與
黃

易
密
切
交
往
時
所
作
之
聯
。
阮
元
在
山
東
任
職

之
時
開
始
了
此
生
第
一
次
與
秦
漢
碑
刻
的
大
規

模
接
觸
，
在
此
過
程
中
得
益
於
長
他
二
十
歲
的

黃
易
良
多
，
兩
人
的
政
治
身
份
雖
相
隔
懸
殊
，

而
實
為
金
石
之
友
。
細
觀
此
聯
，
其
結
體
雖
然

依
舊
工
穩
，
但
筆
致
已
略
顯
輕
鬆
，
如
﹁
寫
﹂

字
上
部
的
四
個
小
橫
畫
與
下
部
的
四
點
便
頗
有

隨
意
之
致
，
而
﹁
圖
﹂
字
的
線
條
已
經
出
現
用

筆
自
由
而
顯
現
的
粗
細
波
動
變
化
，
只
是
還
沒

有
﹁
劉
光
伯
六
經
兼
學
，
李
如
圭
三
禮
皆
圖
﹂

一
聯
中
的
﹁
圖
﹂
字
表
現
得
那
樣
明
顯
。

再
看
阮
元
贈
給
焦
循
的
這
幅
對
聯
，
此
聯

結
體
仍
屬
緊
密
，
尚
未
達
到
晚
年
那
樣
開
張
疏

朗
的
程
度
，
但
他
對
於
隸
書
的
結
體
方
式
已
較

為
熟
悉
，
因
而
書
寫
自
如
，
不
復
有
拘
謹
之
態
，

從
中
亦
可
看
出
其
在
臨
習
漢
隸
經
典
上
所
下
的

功
力
。
由
此
可
推
測
，
此
聯
當
書
於
圖
七
一
聯

之
後
。
聯
中
的
﹁
經
﹂
字
與
﹁
李
﹂
字
又
含
有

明
顯
的
篆
書
意
趣
，
反
映
出
阮
元
在
篆
隸
皆
習

的
情
況
下
，
融
篆
入
隸
的
一
點
嘗
試
。
這
種
隸

書
中
含
有
篆
書
結
體
元
素
的
情
況
，
在
翁
方
綱

︵
一
七
三
三

∼

一
八
一
八
︶
及
當
時
其
他
一
些

書
家
的
隸
書
中
亦
可
看
到
。
整
幅
對
聯
最
突
出

的
便
是
阮
元
此
時
的
用
筆
方
式
，
雖
然
筆
畫
的

起
止
部
位
基
本
上
遵
照
了
漢
隸
的
法
度
做
出
了

應
有
的
藏
頭
、
回
鋒
、
雁
尾
等
動
作
，
但
在
完

成
時
顯
然
較
為
隨
意
，
出
現
了
飛
白
、
禿
毫
等

效
果
，
在
線
條
上
也
未
刻
意
控
制
其
質
量
，
而

是
任
其
高
低
起
伏
，
顯
示
出
對
於
碑
刻
風
化
剝

蝕
效
果
的
模
仿
意
圖
。

以
阮
元
與
焦
循
之
親
密
關
係
，
他
書
寫
此

聯
自
然
無
需
太
過
端
敬
，
而
更
可
以
自
由
地
在

筆
墨
上
有
所
表
現
。
如
同
阮
元
給
焦
循
的
其
它

信
件
一
樣
︵
圖
十
︶
，
此
聯
之
輕
鬆
率
意
是
他

們
之
間
親
密
友
情
的
一
種
表
現
。

阮
元
的
書
法
審
美
取
向

﹁
劉
光
伯
六
經
兼
學
，
李
如
圭
三
禮
皆
圖
﹂

一
聯
的
書
風
是
否
反
映
了
阮
元
真
正
的
書
藝
追

求
呢
？
阮
元
四
十
八
歲
時
在
︽
南
北
書
派
論
︾

中
推
崇
﹁
拘
謹
拙
陋
﹂
的
北
朝
碑
版
，
這
一
審

美
取
向
早
為
世
人
所
熟
知
，
而
他
早
年
參
與
編

修
︽
石
渠
寶
笈
︾
時
，
便
已
流
露
出
了
不
尚
妍

美
的
傾
向
。
他
在
︽
石
渠
隨
筆
︾
中
寫
道
：
﹁
林

藻
深
慰
帖
，
墨
蹟
十
八
行
，
紙
有
簾
紋
，
故
乾

筆
所
到
之
處
，
皆
露
白
痕
，
如
粗
絹
孔
然
，
其

筆
墨
濃
淡
輕
重
悉
見
，
愈
顯
其
精
神
魄
力
﹂
︵
註

十
︶
，
﹁
米
芾
尺
牘
卷
︙
︙
王
孟
津
跋
︙
︙
王
跋

亦
用
敗
筆
淡
墨
塗
抹
，
乾
濕
不
勻
，
而
極
有
生

氣
。
﹂
︵
註
十
一
︶
此
外
，
他
對
於
使
用
﹁
禿
筆
﹂

的
書
法
也
有
特
別
關
注
。
︽
石
渠
隨
筆
︾
中
對

於
書
法
進
行
品
評
讚
揚
的
文
字
，
遠
不
如
敘
述

源
流
、
考
訂
真
偽
的
文
字
多
，
可
見
阮
元
對
於

這
種
﹁
乾
筆
﹂
、
﹁
敗
筆
﹂
、
﹁
禿
筆
﹂
︵
註

十
二
︶

所
造
成
的
筆
墨
意
趣
極
為
欣
賞
，
由
此
可

見
，
嚴
謹
端
莊
、
工
整
規
矩
的
書
法
風
格
並
非

他
所
激
賞
的
對
象
。

阮
元
督
學
山
東
之
後
，
親
自
訪
碑
並
與
當

地
學
人
密
切
互
動
、
探
討
金
石
，
從
阮
元
的
︽
小

滄
浪
筆
談
︾
及
其
它
材
料
可
知
，
他
不
僅
關
注

︽
乙
瑛
︾
、
︽
禮
器
︾
、
︽
史
晨
︾
等
具
有
廟

堂
氣
象
的
碑
刻
，
更
見
過
︽
衡
方
︾
等
古
拙
一

派
且
剝
蝕
較
多
的
漢
碑
，
同
時
，
他
也
關
注
漢

畫
像
磚
上
﹁
夭
斜
不
工
﹂
的
隸
書
。
漢
碑
自
由

古
樸
的
氣
息
及
筆
畫
剝
蝕
所
導
致
的
﹁
金
石
韻

味
﹂
，
對
他
產
生
了
深
刻
的
影
響
。
從
他
六
十

歲
之
後
存
世
的
隸
書
作
品
中
可
以
看
出
，
他
的

確
是
有
意
向
天
真
率
意
的
書
風
靠
攏
，
而
同
樣

的
筆
墨
情
調
在
他
的
一
些
金
文
書
法
中
，
亦
可

看
到—
—

這
類
書
法
在
晚
年
的
大
量
存
在
，
一

方
面
自
然
與
他
目
力
不
濟
有
關
，
另
一
方
面
也

與
他
有
更
多
書
寫
自
由
有
關
，
隨
著
年
齡
及
官

階
地
位
的
提
升
，
需
要
﹁
莊
謹
恭
敬
﹂
、
﹁
一

絲
不
茍
﹂
去
書
寫
的
場
合
大
為
減
少
。
正
如
他

在
︽
顏
魯
公
爭
座
位
帖
跋
︾
中
所
宣
稱
的
﹁
夫

不
復
以
姿
媚
為
念
者
，
其
品
乃
高
。
﹂
︵
註
十
三
︶

因
而
﹁
劉
光
伯
六
經
兼
學
，
李
如
圭
三
禮
皆
圖
﹂

一
聯
既
可
說
是
他
晚
年
書
風
的
先
導
，
亦
可
說

是
他
中
年
時
期
在
自
己
的
書
藝
理
想
下
，
對
於

隸
書
筆
墨
所
作
的
打
破
嚴
整
規
矩
的
嘗
試
。

作
者
為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藝
術
系
博
士
生

註
釋

1.  

︹
唐
︺
魏
徵
等
，
︽
隋
書•

卷
七
十
五
︾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一
九
七
三
，
頁
一
七
二○

。

2.  

見
劉
謹
輝
︿
焦
循
年
譜
﹀
，
︽
焦
循
評
傳
︾
，
揚
州
：
廣
陵

書
社
，
二○

○

五
，
頁
一
八
七
。

3.  

︹
清
︺
阮
元
，
︽
揅
經
室
集•

四
集•

卷
九
︾
，
四
部
叢

刊
景
清
道
光
本
，
愛
如
生
中
國
基
本
古
籍
庫
。

4.  

﹁
嘉
慶
五
年
浙
江
巡
撫
阮
元
公
奉
命
修
大
禹
陵
，
作
記
立

石
，
泳
為
書
碑
。
﹂
見
︹
清
︺
錢
泳
，
︽
寫
經
樓
金
石
目
︾

卷
二
，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藏
清
刻
本
，
無
頁
數
。

5.  

陶
湘
輯
，︽
昭
代
名
人
尺
牘
續
集
︾
卷
三
，
收
入
周
駿
富
輯
，

︽
清
代
傳
記
叢
刊
︾
第
三
十
二
冊
，
臺
北
：
臺
北
明
文
書
局
，

一
九
八
五
，
頁
二
一
七
。
信
中
未
有
年
款
，
但
依
據
︽
焦
山

仰
止
軒
記
︾
一
事
，
考
察
阮
元
年
表
，
可
知
為
嘉
慶
十
二
年
。

6.  

信
中
雖
未
明
說
﹁
不
工
﹂
的
是
隸
書
，
但
從
﹁
橫
平
豎
直
﹂

的
特
徵
及
阮
元
一
貫
因
隸
書
事
宜
求
助
於
錢
泳
的
慣
例
來

看
，
此
處
所
論
應
為
隸
書
。

7.  

關
於
阮
元
印
章
及
任
職
履
歷
，
參
見
王
章
濤
，
︽
阮
元
年

譜
︾
，
合
肥
：
黃
山
書
社
，
二○

○

三
；
金
丹
，
︿
阮
元
書

法
金
石
年
表
﹀
，
︽
阮
元
書
學
研
究
︾
，
北
京
：
榮
寶
齋
出

版
社
，
二○

一
二
。

8.  

阮
元
啟
用
﹁
節
性
齋
﹂
之
號
當
在
六
十
歲
左
右
，
並
自
號
﹁
節

性
齋
老
人
﹂
，
至
八
十
歲
時
改
號
﹁
頤
性
老
人
﹂
。
相
關
史

料
證
據
參
見
王
章
濤
，︽
阮
元
年
譜
︾
，
合
肥
：
黃
山
書
社
，

二○
○

三
，
頁
九
九
二
。
由
此
印
章
及
對
聯
之
書
風
推
測
，

此
聯
應
當
作
於
阮
元
六
、
七
十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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