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臨十七帖〉述略

　　董其昌臨〈十七帖〉有九件，文獻著

錄一件，刻帖三件，墨蹟本五件；其中五件

署有年款，四件在萬曆三十五年（1607）至

三十七年（1609）之間，另一件在泰昌元年

（1620）。（表一，推測年代為本文之研究成

果，以下同）〈董臨十七帖〉為綾本、無紀年，

本幅臨寫王羲之書〈十七帖〉，合計二十六

帖一百三十五行，帖序和一般流傳館本如三

井本〈十七帖〉相同，唯其中缺少〈兒女帖〉

五行、〈譙周帖〉三行、〈漢時帖〉二行、〈諸

從帖〉六行，〈逸民帖〉和〈龍保帖〉、〈積

雪凝寒帖〉、〈胡母帖〉還有明顯的空白，似

與所謂的魏道輔本〈十七帖〉有關。
3
（表二）

題跋曰：「新安吳太學（吳廷）以館本十七帖

見貽，復以此卷索書。今日凉風乍至，齋閣蕭

閑，遂臨寫一過以歸之。質之原本，亦可彷

彿耳。董其昌。」（圖 2）鈐印三，「齋（半

印）」、「太史氏」、「董氏玄宰」。明末清

初的流傳脈絡不甚詳悉，文獻著錄首見於《石

渠寶笈》續編，作品上方清乾隆鑑藏寶璽「八

璽全」與書中所載相同，
4
後又加鈐「嘉慶御

覽之寶」、「宣統御覽之寶」內府印記，文

物統一編號為故書 000123。

　　關於〈董臨十七帖〉的研究，今人學者

專家論述頗多，如何傳馨、朱惠良、黃惇、

中村伸夫均給予很高的評價，對其書學淵源、

書風、交友鑑藏、用筆筆法等亦提供了清楚

扼要的說明和看法，有助於觀賞者或研究者

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去認識探索。其中，朱氏

對於編年以及臨帖的手法和特殊現象觀察具

體扼要，曰：「本卷未署年，據所鈐『太史氏』

印推斷，當為六十八歲以前之作。董氏所臨

十七帖多達數十本，此卷亦如其一貫以意臨

錯體珍帖─
明董其昌〈臨十七帖〉卷的形成
▍陳建志

院藏明董其昌（1555-1636）〈臨十七帖〉卷（以下簡稱〈董臨十七帖〉，圖 1）為董氏傳

世書法名品之一，現正在本院正館 206展廳「筆墨見真章—故宮書法導賞」開卷展陳當中。

全篇通臨王羲之（303-361）書〈十七帖〉，內容完整，傳世僅見；卷後題跋敘說當時揮毫

的環境和緣由，連帶譜寫出與餘清齋主人吳廷（1549後∼ 1635前）的一段翰墨情誼。董

氏對於該卷相當自滿，曰：「質之原本，亦可彷彿耳。」然所謂「原本」為何？過去未見

關注。本文以此提問出發，側重探討本幅缺字、漏字、誤字、補字、增字、改字等獨特的

表象特徵，據以研判其所臨本應為《餘清齋法帖》彙刻之館本〈十七帖〉，從而補充編年

之上限。同時也將闡述明末魏道輔本〈十七帖〉1流行的時代背景，與董氏臨古考據並重的

書學態度如何造就出此一「錯體珍帖」，2希冀能為其臨書觀的詮釋提供一個新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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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448

24



錯
體
珍
帖—

明
董
其
昌
︿
臨
十
七
帖
﹀
卷
的
形
成

25

特
展
介
紹

 圖1 明　董其昌　臨十七帖（簡稱〈董臨十七帖〉）　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帖之方式，不盡依照原本，每有誤字漏字現

象。通幅字勢大都拉長，結體亦多自出杼機；

筆法則多變方為圓，變鈍為尖。原帖中因鐵

筆翻搨而成之鈍滯失真處，董氏均以自然流

暢之筆勢，補其不足，故臨本之形貌容或有

出入，右軍之瀟灑優雅，卻未減分毫。」
5
確

實，〈董臨十七帖〉的姿態樣貌與一般常見

的館本〈十七帖〉有所出入，且多遭移行換

位，過去概以「以意臨帖」看待。除了因傷

損造成顯著的字形殘損之外（圖 3），本幅多

處刻意留白，然是否即為所謂的「漏字」，

還是可能混雜著原帖既存的缺行缺字，有待

逐一比對釐清。再者，董氏題跋稱是應吳氏

之請而臨寫了館本〈十七帖〉，只是館本

〈十七帖〉傳世版本眾多複雜，來歷尚待辨

明。年代的考察方面，高明一進一步認為〈董

臨十七帖〉與〈草書論書與臨王羲之十七帖〉

（1607，圖 4）書風相近，6
本文將提出上限

當在《餘清齋法帖》第一冊所收〈十七帖〉

（以下簡稱〈餘本十七帖〉）刻拓之後，該

帖篆題「萬曆丙申 八月初／吉餘清齋模勒上

石。」也就是萬曆二十四年（1596）。7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448

26

表一　董其昌臨〈十七帖〉一覽　　　　　     　　　　 作者整理

品名 形式 編年 推測年代 館藏／出處

1 臨王思延硬黃本十七帖 不詳 不詳
約萬曆二十年

（1592）前
《畫禪室隨筆》卷一

2 董臨十七帖 卷 無紀年
約萬曆二十四年

（1596）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3 書臨十七帖 成扇 無紀年
約萬曆二十四年

（1596）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4 摘臨十七帖 冊 不詳
約萬曆二十四年

（1596）後
《懋勤殿法帖》卷二十二

5
草書論書與臨王羲之

十七帖
卷

萬曆三十五年

（1607）
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藏

6 行書臨十七帖 冊
萬曆三十五年

（1607）
廣東省汕頭市博物館藏

7 行草臨十七帖 冊
萬曆三十六年

（1608）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

8 魏泰本十七帖並跋 不詳
萬曆三十七年

（1609）
《寶鼎齋法書》卷六

9
臨晉右將軍王羲之十七

帖並跋
不詳

泰昌元年

（1620）
《來仲樓法書》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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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董臨十七帖〉書法的特徵　　　　　　　　    　　　     作者整理

　
三井本

十七帖

來 本

十七帖

餘 本

十七帖
董臨十七帖

帖序．帖名 行數 行數 行數 行數 損字 缺字 漏字 誤字 補字 增字 改字

1. 郗司馬帖 3 3 3 3 損字 　 　 誤字 補字 　 　

2. 逸民帖 4 4 4 4 　 缺字 　 　 補字 　 　

3. 龍保帖 3 3 3 3 　 缺字 　 　 補字 　 　

4. 絲布衣帖 2 2 2 2 　 　 　 　 　 　 　

5. 積雪凝寒帖 6 6 6 6 　 缺字 漏字 　 補字 　 　

6. 服食帖 3 3 3 3 　 　 　 　 補字 　 　

7. 知足下帖 3 3 3 3 　 　 　 　 補字 　 　

8. 瞻近帖 7 7 7 7 　 　 　 誤字 補字 　 　

9. 天鼠膏帖 2 2 2 2

10. 朱處仁帖 3 3 3 3 　 　 　 　 　 　 　

11. 七十帖 9 9 9 9 　 　 　 　 　 　 　

12. 邛竹帖 4 4 4 4 　 　 　 　 　 　 　

13. 蜀都帖 11 11 11 11 　 　 　 　 　 　 　

14. 鹽井帖 2 2 2 2 　 　 　 　 　 　 　

15. 省別帖 6 6 6 6 損字 　 　 　 　 　 　

16. 都邑帖 5 5 5 5 　 　 漏字 　 　 　 　

17. 嚴君平帖 2 2 2 2 　 　 　 　 　 　 　

18. 胡母帖 5 5 5 5 　 缺字 　 　 　 　 　

19. 兒女帖 5 缺 5行 缺 5行 缺 5行 　 缺 5行 　 　 　 　 　

20. 譙周帖 3 缺 3行 缺 3行 缺 3行 　 缺 3行 　 　 　 　 　

21. 漢時帖 6 缺 2行 缺 2行 缺 2行 　 缺 2行 漏字 　 　 　 　

22. 諸從帖 6 缺 6行 缺 6行 缺 6行 　 缺 6行 　 　 　 　 　

23. 成都城池帖 5 5 5 5 　 　 漏字 　 　 　 　

24. 旃罽胡桃帖 6 6 6 6 　 　 　 　 　 　 　

25. 藥草帖 2 2 缺 1行 2 　 　 　 　 　 增字 　

26. 來禽帖 4 4 4 4 損字 　 　 　 　 　 　

27. 胡桃帖 6 6 6 6 　 　 　 　 　 　 　

28. 清晏帖 4 4 4 4 　 　 　 　 　 　 改字

29. 虞安吉帖 7 7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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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2 明〈董臨十七帖〉題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吳氏持贈的館本〈十七帖〉為何？與〈董

臨十七帖〉之間的差異從何而來？對於董氏

臨書觀的理解又有何種啟發？以下擬先從其

與〈十七帖〉的書學淵源著手探討。

董其昌〈十七帖〉書法觀的濫觴與

發展

　　董其昌在其學書過程至少八次談到〈十七

帖〉，這些看法散見於文獻著錄、書蹟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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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 明〈董臨十七帖〉損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明　董其昌　草書論書與臨王羲之十七帖　局部　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藏　取自何國慶主編，《董其昌與松江書派精選》，天
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19，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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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董其昌的〈十七帖〉書法觀　　　　　　　    　作者整理

品名 內容 編年 推測年代 館藏／出處

1 臨十七帖書後

十七帖硬黃本，宋元魏泰家藏，淳

熙秘閣續帖亦有刻。予在都下，友

人汝陽王思延得硬黃本，曾借臨一

卷，已于濟南邢子愿卿見所刻石，

即王本也。余以臨卷質之，子愿謬

稱合作。第謂趙吳興臨十七帖流落

人間當不下數十本，請多為之足傳

耳。余自是時寫此帖，以懶故，終

不能多也。

不詳 約 1592後 《畫禪室隨筆》卷一

2 跋鹿脯帖真迹

十七帖，清晏歲豐又所使有豐一

鄉，故自名處。予極不解豐一鄉作

何語。及得高麗刻本。乃云所出有

異產。讀之豁然。因知王著但憑倣

書入石耳。其昌。

不詳 約 1596前 《畫禪室隨筆》卷一

3 董臨十七帖

新安吳太學以館本十七帖見貽，復

以此卷索書。今日涼風乍至，齋閣

蕭閑，遂臨寫一過以歸之。質之原

本，亦可彷彿耳。董其昌。

不詳 約 1596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4
行書臨十七帖

冊題跋

十七帖硬黃，宋時魏泰家藏，淳熙

續帖曾刻石本。予在都下，有王將

軍思延得此摹跡，後為蘭陽相國進

入上方，未幾而兩宮不戒於火，遂

為六丁取歸天上矣。吳氏先屬王中

舍雙鉤，旋刻之餘清齋，濟南邢子

愿亦刻一石，與唐摹無大遠。余臨

寫數過，今猶能想其似臨餘齋刻，

遂能終與。丁未（1607）夏日，董
其昌。

1607 廣東省汕頭市博物館藏

5
臨晉右將軍王

羲之十七帖並

跋

唐摹右軍真跡，以十七帖為致佳，

余臨數十本，皆為好事者取去，亦

復有膺本。如此本差稱意，乃以王

方慶進帖筆法參合用之，所謂萬歲

通天帖者是也。庚申（1620）重陽
日，董其昌。

1620
《來仲樓法書》卷四；

《叢帖目》卷三收

6 論用筆

書楷當以黃庭、懷素為宗，不可

得，則宗女史箴。行書以米元章、

顏魯公為宗。草以十七帖為宗。

不詳 《畫禪室隨筆》卷一

7 不詳
余曾有右軍行帖真跡，十五字，正

是十七帖一種。
不詳 《容臺別集》卷四

8 不詳
今人學懷仁聖教序、十七帖尤謬，

其自信不謬者，去書道轉遠。
不詳 《容臺別集》卷五



或刻帖的題跋之中。（表三）部分內容敘說

學書經歷，例如書體範本的選擇或臨摹與自

運的經驗傳承，部分介紹〈十七帖〉摹本與

刻帖的種類和收藏者身分，甚或提到當時坊

間流傳自己臨寫的〈十七帖〉贗品，從中莫

不顯示董其昌對於〈十七帖〉的重視、熟稔

與其產生的影響力。表三的第一、二則雖未

署年款，從其內容可以推測大概的書寫時間，

且與〈董臨十七帖〉的形成關係至為緊要，

今依先後順序說明如下：

　　第一則〈臨十七帖書後〉云：「十七帖

硬黃本，宋時魏泰家藏，淳熙秘閣續帖亦有

刻。予在都下，友人汝陽王思延得硬黃本，

曾借臨一卷，已于濟南邢子愿卿見所刻石，

即王本也。余以臨卷質之，子愿謬稱合作。

第謂趙吳興臨十七帖流落人間當不下數十本，

請多為之足傳耳。余自是時寫此帖，以懶故，

終不能多也。」
8
首先，文中點出兩個關鍵人

物─王思延（生卒年不詳）和邢侗（1551-

1612）。王氏提供給予董氏臨寫〈十七帖〉

硬黃本，也就是前述魏道輔本〈十七帖〉墨

蹟本的機緣。之後又在邢氏處看到《來禽館

法帖》彙刻〈唐人雙鉤十七帖〉（以下簡稱〈來

本十七帖〉）的原石，
9
並指出摹本來自於王

氏藏本。查〈來本十七帖〉邢氏題跋刻款為

「據章子厚跋，中間缺十六行，必為米元章

割裂無疑，在爾時已珍重如此，況今日乎。

吳中胡太守本差與此同，而鋒穎秀拔不逮十

分之五，徐館本更拜下風矣。帖主人為吳廷。

濟南臨邑邢侗子愿又記。」和「萬曆壬辰

（1592）八月望日來禽館勒石」。奇怪的是，

題跋指出據以上石原帖的主人為吳氏，與董

氏所言有所出入。這段歷史背景，後來董氏

在《行書臨十七帖》冊（廣東省汕頭市博物

館藏）後方題跋中做了進一步的說明，曰：

「十七帖硬黃，宋時魏泰家藏，淳熙續帖曾

刻石本。予在都下，有王將軍思延得此摹跡，

後為蘭陽相國進入上方，未幾而兩宮不戒於

火，遂為六丁取歸天上矣。吳氏先屬王中舍

雙鉤，旋刻之餘清齋。濟南邢子愿亦刻一石，

皆與唐摹無大遠。」（圖 5）由此研判，〈餘

本十七帖〉和〈來本十七帖〉或許出自同一

祖本。只是，今日流傳的〈來本十七帖〉和

〈餘本十七帖〉外觀雖然相似，但不論缺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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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5 明　董其昌　行書臨十七帖　冊　題跋　廣東省汕頭市博物館藏　取自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十四》，北
京：文物出版社，1996，頁184-185。



缺字、流傳印記、敕字跋尾等皆存在著明顯

的差異。（圖 6）到底是董氏誤記，還是吳氏

手中藏有兩本以上的〈十七帖〉，分別為〈來

本十七帖〉和〈餘本十七帖〉的祖本，又或

是邢、王、吳三人在摹刻拓時擅自變動而造

成今日的差異，目前無法得知。但可以確定

的是，〈來本十七帖〉摹勒上石的時間在萬

曆二十年（1592），據此推測第一則的書寫

時間當在此之後，而董氏受〈十七帖〉影響

的時間則在此之前，為目前所查最早的一段

文獻紀錄。

　　第二則〈跋鹿脯帖真迹〉云：「十七帖，

清晏歲豐又所使有豐一鄉，故自名處。予極

不解豐一鄉作何語。及得高麗刻本。乃云所

出有異產。讀之豁然。因知王著但憑倣書入

石耳。其昌。」
10

　　文中提到高麗刻本〈十七帖〉所收〈清

宴帖〉「所使有豐一鄉」一句作「所出有異

產」，董氏閱後豁然開朗，並對北宋王著（?-

990）有所微詞，認為他是以倣書摹刻了《淳

化閣帖》。關於〈清宴帖〉「所出有無乏」

的釋文，歷來眾說紛紜，未有定論。
11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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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6 〈來本十七帖〉和〈餘本十七帖〉的差異　a.明〈來本十七帖〉，邢侗紀念館藏，取自《來禽館帖第一集．唐人雙鉤十七帖》；
b.明〈餘本十七帖〉，歙縣博物館藏，取自宋子龍、馬世雲，《餘清齋法帖》，安徽：安徽美術出版社，1992，頁20。

a b



津田鳳卿（1779-1847）舉出兩件刻帖說明其

中差異。
12
其一為〈唐人雙鉤十七帖〉，「所

出有無鄉」作「所出有奇產」（圖 7），查清

拓本〈悅生堂十七帖〉亦作「所出有奇產」。

（圖 8）其二為〈文徵明釋文本〉，「使有無

一鄉」作「出有異產」，查停雲館刻本〈十七

帖〉確實如此。（圖 9）然而，這樣的解釋並

未獲得後世全面的支持，例如江戸時代書人

澤田鱗（1732-1796）即曰：「使有無一鄉。

五字。文徵明釋作出有異產。四字。雖義當

通，然草法不類。故不取。」
13

　　停雲館刻本〈十七帖〉與高麗刻本〈十七

帖〉的關係尚待釐清，卻也從旁做了輔證，

說明董氏所言是有所依據的。由此看來，第

二則書法觀的書寫時間當在〈董臨十七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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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7 清拓本　唐人雙鉤十七帖　局部　取自點滴拍賣：http://
www.qudiandi.com/auction/item/aid/10005587.html，檢索日
期：2020年4月10日。

 圖8 清拓本　悅生堂十七帖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故
宮博物院編，《王羲之王獻之書法全集．16．法帖》，東
京：科學出版社東京株式會社發行，2015，頁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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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0 明〈董臨十七帖〉缺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  明　文徵明釋文　局部　十七帖　停雲館刻本　©台東區立書道博物館藏 〈文徵明釋文〉局部放大



明董其昌〈書臨十七帖成扇〉、〈行書臨

十七帖冊〉這三件作品之前，〈董臨十七帖〉

編年的考究也愈顯重要。

〈董臨十七帖〉的書法特徵和成書

年代上限

　　除了因傷損造成字形明顯的殘損之外，

〈董臨十七帖〉還有其他書法上的特徵，有

助於確認臨帖的原本及成書年代的上限，以

下逐一檢討說明。

　　缺字：〈董臨十七帖〉中的〈逸民帖〉、〈龍

保帖〉、〈積雪凝寒帖〉、〈胡母帖〉有幾處

明顯的空白，為魏道輔本〈十七帖〉共通的特

色。（圖 10）但〈來本十七帖〉殘損之處遠多

於〈餘本十七帖〉，董氏卻能悉數照臨，顯見

其所臨本應為〈餘本十七帖〉。（圖 11）

　　漏字：〈積雪凝寒帖〉、〈都邑帖〉、

〈兒女帖〉、〈譙周帖〉分別漏寫了「二」、

「將」、「有」、「言」。這些漏字原帖尚存，

應是臨寫過程中不慎產生。（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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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1 〈來本十七帖〉與〈餘本十七帖〉殘損的狀況　a.明〈來本十七帖〉局部，邢侗紀念館藏，取自《來禽館帖第一集．唐人雙鉤
十七帖》；b.明〈餘本十七帖〉局部，歙縣博物館藏，取自宋子龍、馬世雲，《餘清齋法帖》，頁2；c.明〈董臨十七帖〉，國立
故宮博物院藏。

a b c



　　誤字：〈郗司馬帖〉「以」作「已」、〈瞻

近帖〉「避」作「辟」，應為單純的筆誤。（圖

13）

　　補字：〈郗司馬帖〉、〈逸民帖〉、〈龍

保帖〉、〈積雪凝寒帖〉、〈服食帖〉、〈知

足下帖〉、〈瞻近帖〉分別補寫了「馬」、

「復」、「語」、「耶」、「龍」、「計」、

「時」、「後」、「足」、「悵」、「離」、「節」

等字。原帖或已漫漶不見，或僅存部分筆畫，

可知上述文字皆為董氏所補全。（圖 14）

　　增字：〈藥草帖〉有一「致」字，原帖

並無，但為〈三井本十七帖〉、〈來本十七帖〉

所有。（圖 15）或問，「原本」若是〈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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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3 明〈董臨十七帖〉誤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2 明〈董臨十七帖〉漏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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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4 明〈董臨十七帖〉補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5 明〈董臨十七帖〉增字　a. 明〈董臨十七帖〉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b.〈三井本十七帖〉局部，三井紀念美術館藏，取
自渡邊隆男發行，《中國法書選．14．十七帖〈二種〉》，東京：株式會社二玄社，頁39；c.〈來本十七帖〉局部，邢侗紀
念館藏，取自《來禽館帖第一集．唐人雙鉤十七帖》；d.明〈餘本十七帖〉局部，歙縣博物館藏，取自宋子龍、馬世雲，
《餘清齋法帖》，頁2。

a b c d



十七帖〉，如何增寫出「致」字？由於董氏

曾經臨寫過王氏所藏〈十七帖〉硬黃本，又

曾目鑑過〈來本十七帖〉的原石，研判應是

憑藉過去記憶中的印象，背臨添上而來。

　　改字：〈董臨十七帖〉第二十五則〈清

宴帖〉寫作「出有異產」，〈明董其昌書臨

十七帖〉成扇、〈行書臨十七帖〉冊亦都如此，

迥異於其他各種通行的〈十七帖〉刻帖。（圖

16）關於此點，張伯英（1871-1949）曾有

考究，云：「清聖祖嗜臨董書，⋯⋯弘文館

十七帖明時已罕有，香光所臨均依魏道輔本，

魏本無者，臨亦缺焉，寶鼎齋刻者即如是。

清晏帖所出有『無一乏』，文極明晰，而董

臨則所出『有異產』。由自宋以來，皆誤釋『無

一乏』為『豐一鄉』，香光謂不可通，臆改

『異產』，乃曰所見高麗本作此，實托辭也。

至書『慮』為『兼』，『去』為『其』，『出』

為『在』，則行筆偶誤。」
14
以今日眼光來看，

或許是推託之詞，但卻無法抹滅董氏在臨習

古人法帖時具有高度自主的考據和判斷意識，

而非只是形似上的追求。提供董氏接觸高麗

刻本〈十七帖〉的書學環境，尤其值得日後

深入關注。

　　成書年代上限：綜合上述考察，〈董臨

十七帖〉確實如張氏所言與魏道輔本〈十七

帖〉有關，更多資料顯示大可限定「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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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6 明〈董臨十七帖〉改字　a.明〈董臨十七帖〉局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b.明董其昌〈書臨十七帖成扇〉局部，國立故
宮博物院藏；c.〈行書臨十七帖冊〉局部，廣東省汕頭市博物館藏，取自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組編，《中國古代書畫圖
目．十四》，頁184；d.〈三井本十七帖〉局部，三井紀念美術館藏，取自《中國法書選．14．十七帖〈二種〉》；
e.明〈來本十七帖〉局部，邢侗紀念館藏，取自《來禽館帖第一集．唐人雙鉤十七帖》；f.明〈餘本十七帖〉局部，歙縣
博物館藏，取自宋子龍、馬世雲，《餘清齋法帖》，頁18。

a b c d e f



即為〈餘本十七帖〉，成書年代的上限為萬

曆二十四年。若是如此，〈跋鹿脯帖真迹〉

書寫的時間當在此之前。由於《餘清齋法帖》

所收法書除了卷一、卷三之外均有董氏觀款

或題跋，年代最早者為第二冊的〈黃庭經〉，

時間在「戊戌（1598）望日」，或是成書之

下限。

結語

　　〈董臨十七帖〉臨寫友人吳氏彙刻並親

自贈與的〈餘本十七帖〉刻帖，書法純熟脫

俗，為世寶珍。缺字、漏字、誤字因緣於原

帖殘損漫漶而故意留空，以及偶爾行筆不慎

所產生的筆誤；補字、增字、改字的部分則

與過去臨池鑑賞的經驗關係緊密。全篇並非

亦步亦趨、忠實對臨之作，兼具背臨、意臨

的特色與意涵，從中得以管窺董氏書學上的

天分和努力，不僅為其豐厚人脈與至高眼福

的具體展現，臨古考據並重的臨書觀於此更

是顯露無遺，稱作「錯體珍帖」應非過言。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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