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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山
大
川
的
展
覽
發
想

故
宮
典
藏
的
書
畫
當
中
，
有
將
近
一
百
件

作
品
，
尺
寸
明
顯
偏
大
，
並
不
適
合
放
在
一
般

展
櫃
內
陳
列
。
因
此
長
期
以
來
，
均
以
﹁
巨
幅

書
畫
展
﹂
為
名
，
輪
流
展
出
這
批
作
品
。

古
來
書
畫
家
濡
墨
揮
毫
，
或
為
宮
廷
畫
院

應
制
，
或
為
抒
發
個
人
情
感
，
抑
或
為
了
豐
富

藝
術
贊
助
家
的
庋
藏
，
創
作
的
動
機
固
然
互
不

相
侔
，
但
製
作
大
幅
巨
製
對
於
書
畫
家
來
說
，

無
疑
都
是
經
營
佈
局
與
技
藝
表
現
的
莫
大
考
驗
。

而
故
宮
所
展
示
的
巨
幅
書
畫
，
也
每
能
贏
得
觀

眾
的
駐
足
與
驚
嘆
。

本
次
規
劃
巨
幅
展
出
的
同
期
，
剛
好
遇
上

故
宮
的
年
度
大
展
﹁
國
寶
的
形
成—

書
畫
菁
華

特
展
﹂
，
為
了
尋
找
展
覽
的
吸
睛
亮
點
，
並
且

民
國
一○

六
年
十
月
一
日
至
十
二
月
廿
五
日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在
二○

二
陳
列
室
展
出
張
大
千
︵
一
八
九
九

∼

一
九
八
三
︶
︿
廬
山
圖
﹀
與
呂
佛
庭
︵
一
九
一
一

∼

二○
○

五
︶
︿
黃
河
萬
里
圖
﹀
兩
件
鉅
作
，
展
覽
以
﹁
名
山

大
川—

巨
幅
名
畫
展
﹂
為
題
，
與
同
時
段
推
出
的
﹁
國
寶
的
形
成—

書
畫
菁
華
特
展
﹂
互
成
交
相
輝
映
的
盛
況
。

這
是
故
宮
首
度
將
兩
件
作
品
合
璧
展
出
，
本
文
擬
述
介
二
作
的
創
作
淵
源
與
描
繪
內
容
，
期
望
觀
眾
於
臥
遊
名
畫

之
餘
，
也
能
對
兩
位
畫
家
的
藝
術
理
念
有
更
深
刻
的
認
識
。

名
山
與
大
川

張
大
千
呂
佛
庭
巨
幅
雙
璧

劉
芳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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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國
寶
展
做
出
明
顯
區
隔
，
乃
決
定
不
從
宋
元

明
清
的
古
代
書
畫
中
挑
選
展
件
，
轉
而
拉
大
時

空
距
離
，
將
選
件
主
軸
對
焦
於
近
代
書
畫
，
期

待
能
締
造
出
迥
異
的
視
覺
感
受
。

張
大
千
︿
廬
山
圖
﹀
為
絹
本
橫
幅
，
畫

心
縱
一
七
八‧
五
公
分
，
橫
九
九
四‧

六
公

分
。
呂
佛
庭
︿
黃
河
萬
里
圖
﹀
為
絹
本
長
卷
，

畫
心
縱
六
六‧

七
公
分
，
橫
五
一○

六‧

七

公
分
。
無
論
就
尺
幅
或
題
材
，
兩
件
作
品
都
屬

俱
是
以
立
軸
形
式
，
擷
取
山
體
的
奇
偉
片
段
，

形
象
地
傳
寫
出
廬
山
崇
高
與
幽
邃
的
景
境
。
荊

浩
︿
匡
盧
圖
﹀
，
縱
一
八
五‧
八
公
分
、
橫
一

○

六‧

八
公
分
，
畫
中
雖
無
作
者
題
署
，
但
上

方
另
有
宋
代
以
後
的
六
則
跋
語
，
其
中
柯
九
思

︵
一
二
九○

∼

一
三
四
三
︶
詠
畫
詩
云
：
﹁
嵐

漬
晴
薰
滴
翠
濃
，
蒼
松
絕
壁
影
重
重
；
瀑
流
飛

下
三
千
尺
，
寫
出
廬
山
五
老
峰
。
﹂
此
畫
之
名

即
緣
此
而
來
。
沈
周
︿
廬
山
高
﹀
︵
一
四
六
七
︶
，

縱
一
九
三‧

八
公
分
、
橫
九
八‧

一
公
分
，

右
上
方
沈
周
自
題
了
一
篇
長
文
，
透
過
對
廬
山

的
讚
頌
，
來
比
擬
師
恩
浩
蕩
，
並
以
此
作
向
老

師
陳
寬
賀
壽
。
畫
成
時
，
沈
周
年
四
十
一
，
尚

屬
他
私
淑
王
蒙
︵
一
三○

八

∼

一
三
八
五
︶
的

早
期
面
貌
。

有
別
於
立
軸
形
式
的
廬
山
圖
，
張
大
千
的

︿
廬
山
圖
﹀
︵
圖
五
︶
為
橫
幅
形
式
，
山
勢
的

走
向
採
取
由
東
向
西
佈
排
，
特
別
能
顯
現
出
幅

員
寬
闊
的
視
野
。
這
幅
畫
是
他
傳
世
最
大
的
作

品
，
也
是
晚
年
在
摩
耶
精
舍
畫
室
中
，
致
力
最

深
的
傑
作
，
主
題
雖
接
續
自
傳
統
，
筆
墨
內
涵

則
全
然
是
大
千
的
自
家
面
貌
。

張
大
千
，
名
爰
，
號
大
千
居
士
，
四
川
內

江
人
。
早
年
從
學
於
曾
熙
︵
一
八
六
一

∼

一
九 

三○

︶
和
李
瑞
清
︵
一
八
六
七

∼

一
九
二○

︶
，

於
典
型
的
巨
製
。
︿
廬
山
圖
﹀
為
張
大
千
夫
人

張
徐
雯
波
女
士
以
及
張
府
子
弟
於
民
國
八
十
二

年
︵
一
九
九
三
︶
捐
贈
給
故
宮
，
︿
黃
河
萬
里

圖
﹀
則
是
由
呂
佛
庭
門
生
遵
照
老
師
生
前
夙
願
，

於
民
國
九
十
五
年
︵
二○

○

六
︶
完
成
入
藏
手

續
。
雖
然
受
限
於
二○

二
室
大
手
卷
櫃
的
長
度
，

本
次
︿
黃
河
萬
里
圖
﹀
只
能
展
開
中
間
一
段
約

一
千
四
百
公
分
的
景
致
，
但
與
另
一
面
立
櫃
的

︿
廬
山
圖
﹀
並
列
展
陳
，
同
樣
顯
現
出
無
比
壯

闊
雄
偉
的
氣
勢
，
堪
稱
當
代
巨
幅
繪
畫
的
雙
璧
。

下
文
即
分
別
述
介
兩
作
的
創
作
原
委
與
藝
術
特

質
。
︵
圖
一
、
二
︶

廬
山
圖
與
張
大
千

廬
山
位
於
江
西
省
九
江
市
南
方
，
又
名
匡

廬
。
最
高
峰
海
拔
一
四
七
四
公
尺
，
總
體
地
形

特
徵
極
富
多
樣
性
，
飽
含
瀑
布
、
流
泉
、
峰
巒
，

與
坡
地
等
不
同
的
景
致
，
揉
合
雄
、
奇
、
險
、

秀
於
一
爐
，
致
有
﹁
匡
盧
奇
秀
甲
天
下
﹂
的
美

譽
。

從
東
晉
以
降
，
歷
代
諸
多
名
人
均
曾
到
此

留
下
詠
贊
的
文
學
作
品
。
譬
如
唐
代
李
白
︵
七

○

一

∼

七
六
二
︶
的
︿
望
廬
山
瀑
布
﹀
即
謂
：

﹁
日
照
香
爐
生
紫
煙
，
遙
看
瀑
布
掛
前
川
；
飛

流
直
下
三
千
尺
，
疑
是
銀
河
落
九
天
。
﹂
北
宋

蘇
東
坡
︵
一○

三
七

∼

一
一○

一
︶
的
︿
廬
山

詩
偈
﹀
則
曰
：
﹁
橫
看
成
嶺
側
成
峰
，
遠
近
高

低
各
不
同
；
未
識
廬
山
真
面
目
，
只
緣
身
在
此

山
中
。
﹂
堪
稱
此
中
最
為
膾
炙
人
口
的
佳
句
。

至
於
院
藏
以
廬
山
為
題
的
古
代
作
品
，
首

推
傳
為
荊
浩
︵
九
至
十
世
紀
間
︶
的
︿
匡
廬
圖
﹀

︵
圖
三
︶
，
與
沈
周
︵
一
四
二
七

∼

一
五○

九
︶

的
︿
廬
山
高
﹀
︵
圖
四
︶
最
具
代
表
性
。
兩
畫

圖1　民國　張大千　廬山圖　名山大川展覽現場　劉榮盛攝

圖2　民國　呂佛庭　黃河萬里圖　名山大川展覽現場　劉榮盛攝圖3　傳五代　荊浩　匡廬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4　明　沈周　廬山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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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
定
了
紮
實
的
書
畫
根
柢
。
抗
戰
期
間
，
復
前

往
敦
煌
莫
高
窟
、
榆
林
窟
，
潛
心
臨
摹
壁
畫
，

前
後
長
達
兩
年
又
七
個
月
，
藝
事
益
趨
精
進
。

六
十
歲
以
後
，
更
融
會
中
西
，
在
傳
統
筆
墨
的

基
礎
上
，
另
闢
潑
墨
、
潑
彩
新
格
局
。
民
國

六
十
六
年
︵
一
九
七
七
︶
，
他
結
束
異
國
的
寄

寓
遠
遊
，
卜
居
士
林
外
雙
溪
，
築
室
曰
﹁
摩
耶

精
舍
﹂
。
七
十
二
年
︵
一
九
八
三
︶
辭
世
後
，

家
屬
奉
遺
命
將
寓
所
捐
出
，
交
歸
故
宮
負
責
管

理
，
﹁
張
大
千
先
生
紀
念
館
﹂
於
焉
成
立
，
並

開
放
供
民
眾
預
約
參
觀
。

民
國
六
十
九
年
︵
一
九
八○

︶
，
旅
居
日

本
的
好
友
李
海
天
︵
一
九
二
三

∼

二○

一
三
︶

向
張
大
千
求
畫
，
希
望
能
為
他
在
橫
濱
的
旅
館

覓
得
足
以
光
耀
門
面
的
鉅
作
。
大
千
幾
經
思
量
，

最
終
決
定
選
擇
未
曾
親
身
遊
歷
的
廬
山
作
為
主

題
，
援
以
挑
戰
自
己
創
作
的
極
限
。
民
國
七
十

年
︵
一
九
八
一
︶
七
月
，
大
千
在
摩
耶
精
舍
的

大
畫
室
裡
為
此
作
開
筆
，
前
後
畫
了
一
年
七
個

月
，
期
間
數
度
因
病
住
院
，
故
只
能
時
斷
時
續

地
勉
力
為
之
。
民
國
七
十
二
年
一
月
，
應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的
邀
請
，
將
這
件
未
完
全
竣
事
的

鉅
作
提
前
展
出
，
展
畢
之
後
，
他
原
本
還
想
繼

續
地
潤
色
添
筆
，
無
奈
卻
壯
志
難
酬
而
於
四
月

辭
世
。
爾
後
，
家
屬
徵
得
原
先
訂
畫
者
的
支
持
，

決
定
讓
大
千
晚
年
傾
盡
全
力
製
作
的
︿
廬
山
圖
﹀

長
留
臺
灣
，
並
且
選
在
張
大
千
逝
世
十
周
年
紀

念
前
夕
︵
一
九
九
三
︶
，
捐
贈
給
故
宮
。
︿
廬

山
圖
﹀
成
為
故
宮
典
藏
之
後
，
曾
經
數
度
展
示

此
作
，
每
回
均
規
劃
以
獨
立
的
展
櫃
陳
列
，
因

為
作
品
氣
勢
撼
人
，
每
能
成
為
展
場
內
最
為
吸

睛
的
亮
點
。 

︿
廬
山
圖
﹀
在
幾
近
一
丈
的
遼
闊
幅
面
中
，

除
了
左
側
以
遠
方
的
鄱
陽
湖
作
收
尾
外
，
其
餘

盡
屬
群
峰
連
綿
、
瀑
布
流
洩
與
煙
嵐
繚
繞
之
景
，

布
局
雄
奇
而
賦
彩
瑰
麗
。
全
畫
中
起
伏
的
山
勢
，

可
約
略
區
隔
為
三
大
塊
量
體
，
相
互
間
則
透
過

潑
墨
與
青
綠
潑
彩
的
手
法
作
統
合
。
色
、
墨
的

聚
積
和
布
排
，
處
處
盈
溢
著
輕
重
、
疏
密
與
濃

淡
的
層
次
變
化
。

﹁
名
山
大
川
﹂
開
展
後
，
筆
者
數
度
於
展

櫃
前
欣
賞
此
作
，
仔
細
觀
察
了
畫
中
尚
未
完
成

的
片
段
︵
圖
六
︶
，
譬
如
部
分
屋
宇
、
峰
巒
等
，

有
些
僅
空
鉤
出
大
致
輪
廓
，
有
些
則
已
略
施
微

染
，
但
當
站
立
在
遠
處
總
覽
全
局
時
，
山
中
屋

宇
、
小
樹
，
和
遠
景
微
微
露
出
的
山
頭
，
俱
都

被
大
面
積
的
深
淺
色
墨
所
籠
罩
，
就
彷
彿
煙
雲

縹
緲
時
所
見
到
的
山
中
景
象
。
以
是
，
這
些
未

完
成
的
小
細
節
即
便
有
﹁
瑕
﹂
，
亦
不
足
掩
瑜

了
。

圖5　民國　張大千　廬山圖　橫幅　張大千家屬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6　〈廬山圖〉仍有未畫完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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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大
千
在
世
時
雖
然
未
及
在
︿
廬
山
圖
﹀

上
落
款
鈐
印
，
但
左
上
方
已
題
有
兩
首
七
絕
︵
圖

七
︶
，
詩
曰
：
﹁
從
君
側
看
與
橫
看
，
疊
壑
層

巒
杳
靄
間
；
彷
彿
坡
仙
開
笑
口
，
汝
真
胸
次
有

廬
山
。
遠
公
已
遠
無
蓮
社
，
陶
令
肩
輿
去
不
還
；

待
洗
瘴
烟
橫
霧
盡
，
過
溪
亭
坐
我
看
山
。
﹂

其
實
，
張
大
千
的
︿
廬
山
詩
﹀
總
共
作
了

三
首
，
除
當
中
的
兩
首
題
在
畫
上
，
另
外
也
用

兩
紙
書
寫
，
合
裝
成
單
片
的
上
、
下
幅
，
這
次

千
畫
藝
的
仰
慕
，
特
別
將
︿
廬
山
圖
﹀
用
數
位

噴
繪
的
方
式
複
製
，
張
貼
於
大
千
畫
室
的
牆
面

︵
圖
九
︶
，
雖
然
尺
幅
略
小
於
原
作
，
但
可
以

長
年
提
供
賞
覽
，
彌
補
展
覽
僅
有
三
個
月
的
缺

憾
，
相
信
必
然
會
蔚
成
參
觀
摩
耶
精
舍
的
一
大

亮
點
。

黃
河
萬
里
圖
與
呂
佛
庭

黃
河
是
中
國
第
二
大
河
，
全
長
五
千
四
百

餘
公
里
，
發
源
自
青
海
巴
顏
喀
拉
山
，
由
西
向

東
，
途
經
青
藏
高
原
、
黃
土
高
原
、
內
蒙
古
高

原
、
華
北
平
原
，
最
後
在
山
東
省
注
入
渤
海
。

由
於
流
經
黃
土
高
原
時
，
注
入
了
大
量
泥
沙
，

成
為
全
世
界
含
沙
量
最
高
的
河
流
，
故
名
。

歷
來
詠
嘆
黃
河
的
詩
文
，
諸
如
李
白
︿
將

進
酒
﹀
的
﹁
黃
河
之
水
天
上
來
，
奔
流
到
海
不

復
回
﹂
，
王
之
渙
︵
六
八
八

∼

七
四
二
︶
︿
登

鸛
雀
樓
﹀
的
﹁
白
日
依
山
盡
，
黃
河
入
海
流
﹂
，

︿
涼
州
詞
﹀
裡
的
﹁
黃
河
遠
上
白
雲
間
，
一
片

孤
城
萬
仞
山
﹂
等
，
都
備
受
稱
頌
。
不
過
因
為

幅
員
廣
闊
，
能
將
黃
河
全
貌
盡
納
入
畫
幅
的
，
卻

並
不
多
見
。
院
藏
呂
佛
庭
的
︿
黃
河
萬
里
圖
﹀
，

堪
稱
是
當
代
以
傳
統
國
畫
技
法
描
寫
黃
河
全
景
，

最
為
典
型
的
代
表
。

亦
在
﹁
筆
墨
見
真
章—

歷
代
書
法
選
萃
﹂
的
陳

列
室
中
同
步
展
出
。
︵
圖
八
︶

︿
廬
山
詩
﹀
的
上
幅
云
：
﹁
題
畫
廬
山
幛

子
，
予
故
未
嘗
游
茲
山
也
。
不
師
董
巨
不
荊
関
，

潑
墨
飜
盆
自
笑
頑
；
欲
起
坡
翁
橫
側
看
，
信
知

胸
次
有
廬
山
。
﹂
詩
後
另
有
李
猷
︵
一
九
一
五

∼

一
九
九
七
︶
跋
語
：
﹁
平
生
不
識
廬
山
面
，
却

與
廬
山
夢
寐
通
；
艱
苦
圖
成
心
血
盡
，
已
無
餘

力
署
爰
翁
。
看
盡
名
山
歷
九
州
，
等
閒
殘
稿
幸

能
留
；
延
津
劍
合
知
何
日
，
似
此
球
琳
不
易
求
。

此
大
千
寫
廬
山
圖
後
自
詠
之
詩
，
又
題
圖
二

絕
，
寫
與
恕
人
兄
者
。
原
圖
未
及
署
名
，
此
幅

不
知
何
年
復
合
。
勱
夫
吾
兄
屬
題
乞
政
，
壬
申

︵
一
九
九
二
︶
冬
。
李
猷
。
﹂
下
幅
的
內
容
與

︿
廬
山
圖
﹀
題
句
幾
乎
一
致
，
惟
圖
中
題
作
﹁
坡

翁
﹂
，
而
此
處
寫
成
﹁
坡
仙
﹂
，
略
有
不
同
耳
。

詩
後
款
署
：
﹁
廬
山
圖
二
首
，
乞
恕
人
吾
兄
削

改
待
題
，
十
二
月
朔
二
日
。
弟
爰
。
﹂

閱
讀
︿
廬
山
詩
﹀
中
大
千
的
自
述
和
李
猷

跋
語
，
無
疑
更
加
印
證
，
儘
管
大
千
未
曾
跡
履

廬
山
，
暮
年
卻
能
迸
發
超
強
的
魄
力
，
一
任
彩

墨
隨
興
潑
灑
，
筆
端
妙
造
新
境
，
締
造
前
所
未

見
的
勝
景
，
實
可
謂
堪
與
真
境
夢
寐
相
合
。

本
次
故
宮
推
出
﹁
名
山
大
川
﹂
展
的
同
時
，

張
大
千
先
生
紀
念
館
為
了
滿
足
參
觀
者
對
張
大

圖7　〈廬山圖〉局部　張大千題

圖8　民國　張大千　行草書廬山詩三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　摩耶精舍畫室　牆面有廬山圖的數位噴繪縮圖　李源泉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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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民國　呂佛庭　黃河萬里圖　卷　呂佛庭遺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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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
佛
庭
，
河
南
泌
陽
人
。
原
名
天
賜
，

字
福
亭
，
後
因
喜
研
佛
理
，
改
名
佛
庭
，
號

半
僧
，
又
名
迂
翁
，
齋
名
半
僧
草
堂
。
他
受

父
親
啟
蒙
，
八
歲
開
始
學
習
書
畫
，
民
國
廿

年
︵
一
九
三
一
︶
，
考
入
北
平
美
術
專
科
學

校
，
初
習
西
畫
，
後
又
轉
攻
國
畫
。
廿
二
年

︵
一
九
三
三
︶
即
舉
辦
首
次
個
展
。
對
日
抗
戰

期
間
，
由
河
南
輾
轉
入
川
，
途
中
遊
歷
所
見
，

多
數
轉
化
為
他
日
後
創
作
的
藍
本
。

民
國
卅
七
年
︵
一
九
四
八
︶
夏
季
，
呂
佛

庭
渡
海
來
臺
，
翌
年
起
任
教
於
臺
中
師
範
學
院
，

直
至
退
休
。
期
間
，
並
短
期
兼
任
教
於
中
國
文

化
學
院
藝
術
研
究
所
、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美

術
系
、
國
立
臺
灣
藝
專
美
術
科
。
現
今
活
躍
於

藝
壇
的
書
畫
家
，
頗
多
曾
經
受
業
其
門
下
。
為

了
輔
佐
美
育
教
學
，
他
亦
勤
於
著
書
立
說
，
代

表
作
有
︽
中
國
書
畫
源
流
︾
、
︽
中
國
畫
史
評

傳
︾
、
︽
中
國
繪
畫
思
想
︾
、
︽
文
字
畫
研
究
︾

等
多
種
。
由
於
對
美
術
教
育
貢
獻
卓
著
，
先
後

獲
頒
國
家
文
藝
獎
、
一
等
教
育
部
文
化
獎
章
、

行
政
院
文
化
獎
章
等
肯
定
。 

呂
佛
庭
鍾
愛
山
水
長
卷
，
畢
生
所
繪
，
包

含
︿
蜀
道
萬
里
圖
﹀
︵
一
九
四
六
︶
、
︿
長
城

萬
里
圖
﹀
︵
一
九
六
二

∼

一
九
六
三
︶
、
︿
長

江
萬
里
圖
﹀
︵
一
九
六
三

∼

一
九
六
五
︶
、
︿
橫

貫
公
路
圖
﹀
︵
一
九
六
九
︶
、
︿
黃
河
萬
里
圖
﹀

︵
一
九
八
三

∼

一
九
八
五
︶
等
五
幀
超
級
大
卷
。

其
中
除
了
︿
蜀
道
萬
里
圖
﹀
作
於
大
陸
外
，
其

餘
四
件
均
為
定
居
臺
中
之
後
，
憑
藉
畫
稿
與
記

憶
所
作
，
目
前
分
屬
國
立
歷
史
博
物
館
、
文
化

左
向
右
的
方
向
依
序
移
轉
。
誠
如
他
自
題
中
所

言
：
﹁
黃
河
︙
︙
上
源
藏
胞
稱
馬
楚
河
，
出
青

海
巴
顏
喀
拉
山
，
噶
達
素
齊
老
峯
之
天
池
。
東

南
流
至
古
星
宿
海
，
千
泓
並
湧
，
望
若
列
星
。

東
流
瀦
為
札
陵
鄂
陵
二
湖
，
繞
大
積
石
山
，
經

甘
肅
、
寧
夏
、
綏
遠
、
山
西
、
陜
西
、
河
南
、

圖11　〈黃河萬里圖〉引首　呂佛庭自題圖12　〈黃河萬里圖〉局部　呂佛庭題

河
北
、
山
東
而
入
渤
海
。
﹂

此
作
儘
管
不
同
於
輿
地
圖
的
功
能
，
但
針

對
黃
河
所
流
經
之
處
，
呂
佛
庭
還
是
刻
意
描
繪

出
地
形
的
特
點
，
並
屢
以
端
楷
註
記
重
要
地
名
，

諸
如
：
河
源
、
齊
老
峰
、
天
池
、
扎
陵
湖
、
大

積
石
山
、
白
塔
山
、
桑
園
峽
、
砥
柱
石
等
。
廿

大
學
華
岡
藝
術
館
、
國
立
臺
灣
美
術
館
和
本
院

典
藏
。
呂
佛
庭
曾
自
述
：
﹁
我
生
在
大
陸
，
年

輕
時
成
長
在
大
陸
，
對
大
陸
的
山
山
水
水
我
都

有
說
不
盡
的
感
情
。
居
臺
後
，
我
更
加
懷
念
大

陸
，
思
念
家
鄉
。
﹂
這
份
情
感
，
透
過
以
丹
青

之
筆
圖
寫
故
國
山
川
，
無
疑
可
以
獲
得
心
靈
上

的
撫
慰
。

故
宮
所
庋
藏
的
呂
佛
庭
︿
黃
河
萬
里
圖
﹀

︵
圖
十
、
十
一
︶
，
是
五
卷
中
尺
幅
最
長
，
完

成
時
間
最
晚
的
一
件
。
通
幅
以
凝
歛
細
膩
的
用

筆
，
與
古
樸
典
雅
的
設
色
，
詳
細
描
繪
黃
河
綿

延
數
千
公
里
的
壯
闊
景
致
，
前
後
共
費
時
兩
年

四
個
月
。
手
卷
舒
展
的
開
端
，
首
先
寓
目
的
是

黃
河
河
口
的
寬
闊
景
象
。
而
最
右
方
留
白
處
，

呂
佛
庭
以
端
楷
書
寫
創
作
經
緯
，
文
長
共
八
百

廿
二
字
，
娓
娓
道
出
黃
河
的
源
起
，
與
所
流
經

之
地
的
景
觀
特
色
。
︵
圖
十
二
︶
文
末
提
及
，

此
卷
從
民
國
七
十
二
年
夏
季
開
始
畫
起
，
到

七
十
四
年
︵
一
九
八
五
︶
中
秋
節
始
完
成
，
花

了
兩
年
又
四
個
月
的
時
間
，
同
年
季
秋
再
寫
成

此
跋
，
時
已
屆
七
十
五
歲
。

傳
統
觀
賞
手
卷
的
方
式
，
多
採
由
右
向
左

延
展
，
與
黃
河
的
走
向
正
好
相
反
。
倘
依
據
︿
黃

河
萬
里
圖
﹀
的
整
體
布
局
研
判
，
呂
佛
庭
此
卷

應
是
從
左
緣
畫
起
，
觀
賞
時
視
線
亦
宜
順
著
從圖13　〈黃河萬里圖〉局部　炳靈寺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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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世
紀
考
察
記
錄
自
然
地
貌
的
方
式
，
可
憑
藉

的
工
具
已
非
常
多
元
，
上
世
紀
八○

年
代
呂
佛

庭
畫
此
卷
時
，
所
能
參
照
的
地
理
圖
像
資
料
，

當
然
不
及
現
今
之
便
利
，
事
實
上
，
他
的
︿
黃

河
萬
里
圖
﹀
雖
然
在
經
營
布
局
時
，
融
入
了
近

大
遠
小
與
從
高
處
俯
視
的
透
視
概
念
，
但
絕
不

等
同
空
拍
攝
影
的
如
實
再
現
。
由
於
傳
統
筆
墨

基
礎
扎
實
，
他
大
量
擷
取
披
麻
、
馬
牙
、
解
索

皴
等
筆
法
來
表
現
山
石
，
畫
樹
葉
則
兼
用
平
頭

點
、
攢
三
聚
五
點
、
夾
葉
加
彩
等
方
式
，
畫
河

面
水
紋
，
鉤
描
細
密
而
規
矩
合
度
，
致
令
全
卷

除
了
寫
景
之
外
，
更
在
畫
家
沉
穩
凝
鍊
的
筆
墨

特
質
當
中
，
營
造
出
一
派
律
動
又
不
失
和
諧
的

氛
圍
。透

過
畫
家
的
細
心
演
繹
，
在
此
作
中
，
可

以
看
得
到
極
多
黃
河
流
域
特
有
的
地
理
與
人
文

景
觀
，
諸
如
萬
里
長
城
、
炳
靈
寺
大
佛
，
跨
河

大
橋
、
截
水
大
壩
、
大
盤
水
車
、
羊
皮
筏
子
等
，

相
當
引
人
注
目
。
︵
圖
十
三

∼

十
五
︶
尤
其
是

當
黃
河
流
經
崇
山
峻
嶺
，
水
道
變
得
迂
迴
曲
折
，

時
而
由
高
處
奔
瀉
，
形
成
重
重
瀑
布
，
時
而
驚

濤
拍
岸
、
渦
流
迴
旋
，
更
是
高
潮
迭
起
、
變
化

莫
測
，
令
觀
畫
者
的
心
緒
亦
不
自
主
地
隨
之
跌

宕
起
伏
。

另
外
，
為
了
表
現
既
幽
邃
又
闊
遠
的
視
覺

意
象
，
畫
中
還
藉
助
大
量
的
雲
靄
、
煙
嵐
，
穿

插
於
各
段
景
物
之
間
，
畫
法
有
空
鉤
、
烘
染
、

鉤
勒
倒
暈
等
不
同
的
方
式
，
雲
霧
的
造
型
亦
形

圖14　〈黃河萬里圖〉局部　勇渡黃河的羊皮筏子

圖15　〈黃河萬里圖〉局部　萬里長城與黃河交會處

形
色
色
，
致
讓
山
與
山
的
交
疊
處
更
顯
自
然
，

空
氣
中
彷
彿
流
漾
著
潤
澤
的
水
氣
，
更
拉
遠
了

遠
景
與
近
景
的
距
離
，
除
了
橫
向
的
延
伸
，
更

饒
有
縱
向
的
空
間
深
度
。
所
以
，
設
若
將
本
卷

與
半
僧
其
他
的
幾
幀
長
卷
相
比
擬
，
︿
黃
河
萬

里
圖
﹀
所
涵
容
的
豐
富
元
素
，
顯
然
更
見
用
心
，

藝
術
成
就
也
更
超
卓
。

小
結

張
大
千
︿
廬
山
圖
﹀
和
呂
佛
庭
︿
黃
河
萬

里
圖
﹀
均
創
作
於
畫
家
寓
臺
時
期
，
或
出
於
意

造
，
或
取
諸
遊
蹤
。
其
間
，
固
然
蘊
含
了
渡
臺

畫
家
對
於
故
鄉
風
物
的
遙
想
與
再
現
，
但
是
以

如
此
碩
大
的
畫
幅
，
來
凸
顯
名
山
與
大
川
的
憾

人
氣
勢
，
無
疑
更
富
有
勇
於
挑
戰
自
我
的
強
烈

企
圖
。︿

廬
山
圖
﹀
的
潑
灑
隨
意
、
形
神
合
一
，

與
︿
黃
河
萬
里
圖
﹀
的
精
謹
細
膩
、
古
樸
典
雅
，

我
們
在
賞
畫
讀
畫
之
餘
，
除
了
讚
嘆
兩
位
畫
家

老
而
彌
健
、
強
韌
過
人
的
創
作
毅
力
之
外
，
更

對
藝
術
命
題
恆
久
擁
有
供
想
像
奔
馳
的
無
垠
天

地
，
不
會
因
畫
家
的
時
空
異
地
而
受
到
侷
限
，

充
滿
了
信
心
與
期
待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書
畫
處

名山大川展覽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