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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尹
默
书
学
浅
析 

 

周
鸿
图

沈
尹
默
先
生
（
一
八
八
三—

一
九
七
一
）
是
二
十
世
纪
最
杰
出
的
书
法
大
家
。
之
所
以
这
样
说
，
是
因
为
与
同
时
代
的
诸
多
书
家
相
较
，
沈
尹
默
是
紧
紧
把

握
书
法
史
上
的
主
脉
，
最
核
心
、
最
精
良
的
二
王
一
系
『
法
脉
』
，
而
尽
一
生
努
力
参
究
实
践
的
书
家
。
这
条
『
法
脉
』
自
魏
晋
锺
王
至
唐
宋
元
诸
大
家
传
承
以

来
，
至
二
十
世
纪
初
，
基
本
上
湮
没
失
传
，
因
沈
尹
默
得
以
恢
复
，
并
进
而
总
结
提
高
。
所
谓
『
法
』
，
即
书
法
之
灵
魂
，
最
核
心
的
技
艺
法
则—

—

笔
法
！
沈

先
生
毕
生
通
过
自
学
实
践
能
透
出
此
关
，
并
将
其
科
学
笔
法
理
论
无
私
奉
献
于
世
人
，
实
在
是
对
中
国
书
法
史
的
重
大
贡
献
！

自
古
以
来
，
书
法
家
与
善
书
者
是
不
易
辨
别
的
。
前
人
虽
有
『
古
之
善
书
，
往
往
不
知
笔
法
』
之
语
，
对
于
一
般
学
者
仍
是
懵
懂
难
晓
。
沈
先
生
云
：
书
家

必
须
是
『
谨
守
笔
法
』
者
，
而
善
书
者
虽
能
写
出
丰
神
逸
趣
的
好
字
，
但
以
笔
法
较
之
，
多
有
未
合
，
即
是
善
书
而
非
书
家
。
说
明
前
人
能
写
一
笔
好
字
者
未
必

属
于
书
家
眷
属
。
所
谓
『
合
』
指
内
在
手
法
的
一
致
性
、
规
律
性
，
不
关
形
貌
之
远
近
，
书
史
上
诸
大
家
虽
然
书
风
迥
异
，
却
有
其
永
不
变
易
的
『
共
法
』
，
这

就
是
赵
松
雪
所
说
的
『
用
笔
千
古
不
易
』
。
善
书
者
的
书
法
，
如
岳
飞
的
《
前
后
出
师
表
》
草
书
，
激
昂
振
迅
，
若
与
怀
素
《
苦
笋
帖
》
相
较
，
其
用
笔
手
法
就

显
得
粗
糙
了
不
少
，
情
性
多
而
法
度
不
『
合
』
，
即
属
善
书
。

笔
法
之
难
，
前
人
早
有
慨
叹
！
王
羲
之
云
：
『
书
法
玄
妙
之
伎
也
，
若
非
通
人
志
士
学
无
及
之
。
』
所
谓
笔
法
的
『
玄
奥
』
，
不
是
指
初
步
技
艺
，
而
是
指

『
造
极
』
的
难
度
、
『
技
进
乎
道
』
的
高
度
。
学
者
首
先
得
具
备
一
定
基
础
，
如
永
字
八
法
等
等
，
有
了
这
种
基
础
，
再
勤
学
苦
练
加
资
质
通
敏
，
才
有
可
能
触

到
关
注
『
笔
法
』
的
层
次
。
而
要
笔
法
『
合
』
于
前
人
，
一
般
说
来
必
须
要
寻
找
『
得
法
』
的
师
承
。
历
史
上
某
一
时
期
的
传
承
序
列
，
如
智
永
传
虞
世
南
、
虞

传
褚
遂
良
、
褚
传
陆
彦
远
、
陆
传
张
旭
、
张
传
颜
真
卿
、
颜
传
怀
素
等
，
所
传
的
正
是
颜
真
卿
《
述
张
长
史
笔
法
十
二
意
》
中
所
表
述
的
点
画
书
写
『
共
法
』
的

核
心
规
律
。
其
中
张
旭
说
：
『
然
，
子
言
颇
皆
近
之
矣
。
工
若
精
勤
，
悉
自
当
为
妙
笔
。
』
等
于
说
：
你
理
解
的
已
经
很
接
近
了
，
只
要
用
功
精
勤
，
自
然
能
达

到
妙
笔
的
境
界
。
如
果
寡
于
实
践
，
还
是
不
能
得
之
。
历
史
上
的
书
法
大
家
多
数
都
有
各
自
的
师
承
传
授
（
惟
有
极
少
数
禀
赋
出
众
者
能
自
力
参
究
）
，
应
该
说

懂
了
笔
法
书
写
规
律
，
自
觉
地
会
再
铸
根
基
，
要
消
磨
几
年
甚
至
十
几
年
的
时
间
，
铲
除
执
用
中
不
『
合
』
于
笔
法
的
书
写
习
惯
，
所
以
得
笔
难
，
在
于
此
也
。

由
此
书
迹
渐
与
前
人
暗
合
，
遂
得
攻
书
之
妙
。
沈
尹
默
一
生
实
践
，
全
凭
自
学
，
能
自
悟
得
『
下
』
笔
之
法
，
在
书
法
史
上
是
很
少
见
的
。

前
人
很
重
视
师
承
的
传
授
，
因
为
得
笔
法
惟
有
来
自
口
传
手
授
，
才
能
尽
晓
此
中
消
息
。
自
学
虽
因
人
而
异
，
但
基
本
上
无
有
这
种
可
能
性
，
极
难
通
晓
。
所

以
说
沈
尹
默
先
生
资
质
禀
赋
迥
异
于
常
人
，
他
的
科
学
笔
法
理
论
对
学
习
书
法
者
是
莫
大
的
贡
献
。
如
果
能
以
其
笔
法
理
论
为
指
导
，
切
实
从
其
执
笔
法
入
手
，
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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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録
《
宋
史
·
張
栻
》 

纵
三○

厘
米 

横
一
八
厘
米 

六
开

循
其
中
锋
用
笔
法
则
，
痛
改
积
习
，
自
会
事
半
功
倍
，
省
去
不
少
自
学
探
索
的
时
日
，
渐
渐
得
以
『
入

帖
』
，
即
能
不
负
宝
贵
年
华
。
我
们
知
道
二
王
一
系
的
笔
法
可
以
说
自
元
代
以
后
，
几
近
湮
没
。
清
代

帖
学
凋
零
以
来
，
更
无
大
书
家
出
世
。
二
王
一
系
书
迹
存
世
有
限
，
又
深
藏
不
出
，
世
人
无
由
得
见
，

碑
版
久
经
翻
刻
面
目
皆
非
，
所
以
清
人
由
阮
元
至
康
有
为
等
人
力
倡
学
碑
，
书
学
两
汉
及
六
朝
新
出
碑

志
，
取
其
体
势
，
上
求
六
朝
以
前
古
意
，
下
救
馆
阁
之
偏
，
即
所
谓
『
碑
学
』
。
沈
先
生
早
岁
正
是
身

处
清
末
这
样
一
个
帖
学
式
微
、
碑
学
兴
盛
的
时
代
环
境
，
早
岁
虽
走
过
不
少
弯
路
，
终
能
锲
而
不
舍
，

于
近
花
甲
之
年
对
二
王
以
来
的
笔
法
正
源
得
以
真
正
领
悟
。

沈
老
晚
年
对
前
人
部
分
笔
法
经
典
著
述
作
了
精
闢
的
阐
释
，
如
《
执
笔
五
字
法
》
《
二
王
法
书

管
窥
》
《
历
代
名
家
学
书
经
验
谈
辑
要
释
义
》
等
，
均
收
入
在
《
沈
尹
默
论
书
丛
稿
》
一
书
中
。
我

一
直
认
为
《
沈
尹
默
论
书
丛
稿
》
《
学
书
有
法
》
为
近
五
十
年
来
最
好
的
、
最
有
价
值
的
书
法
理
论

著
述
，
所
论
皆
为
真
知
灼
见
，
始
终
围
绕
书
法
本
体
而
谈
，
又
能
深
入
浅
出
，
以
行
云
流
水
般
的
通

俗
语
言
广
被
不
同
层
次
的
读
者
。

笔
者
不
揣
浅
陋
，
试
着
将
沈
老
关
于
笔
法
的
几
个
要
点
浅
析
如
下
：

    

一
、
执
笔
法

五
字
执
笔
法
，
是
唐
陆
希
声
所
得
的
，
传
自
二
王
的
擫
、
押
、
钩
、
格
（
亦
作
揭
）
、
抵
五
字

法
，
是
运
腕
法
。
四
字
拨
镫
法
是
推
、
拖
、
捻
、
拽
，
是
转
指
法
。
历
史
上
常
将
五
字
执
笔
法
与
四
字

拨
镫
法
混
为
一
谈
，
如
南
唐
李
煜
《
书
述
》
云
：
所
谓
法
者
，
擫
、
押
、
钩
、
揭
、
抵
、
导
、
送
是

也
。
依
沈
先
生
所
说
，
导
、
送
是
李
煜
妄
加
上
去
的
，
因
为
导
、
送
二
字
是
主
运
的
，
和
执
法
无
关
，

属
转
指
法
，
同
五
字
执
笔
法
意
思
相
背
，
故
沈
先
生
特
别
拈
出
以
正
前
人
讹
误
。

沈
先
生
云
：
拨
镫
法
是
晚
唐
卢
肇
依
托
韩
吏
部
所
传
授
而
秘
守
着
，
后
来
才
传
给
林
蕴
的
。
它

是
推
、
拖
、
捻
、
拽
四
字
诀
，
实
是
转
指
法
。
沈
先
生
认
为
卢
肇
所
云
为
破
坏
向
来
的
笔
力
之
说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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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为
林
蕴
对
于
这
位
老
师
的
传
授
『
不
能
益
其
要
妙
』
，
也
就
是
事
倍
功
半
的
意
思
，
并
未
学
习
成

功
，
所
以
不
可
信
。
沈
先
生
反
对
转
指
，
主
张
：
指
是
专
管
执
笔
的
，
它
须
是
常
静
的
，
腕
是
专
管

运
笔
的
，
它
须
是
常
动
的
，
必
须
指
静
而
腕
动
地
配
合
着
，
才
好
随
时
随
处
将
笔
锋
运
用
到
每
一
点

一
画
中
间
去
。

由
于
近
年
来
持
续
深
化
的
书
法
热
潮
，
使
相
当
数
量
的
学
书
者
急
于
事
功
，
认
为
转
笔
是
笔

法
『
窍
门
』
，
一
旦
得
之
便
可
一
蹴
而
就
，
这
是
普
遍
的
错
误
观
点
。
转
指
如
果
成
为
积
习
，
就

很
难
改
正
，
很
容
易
形
成
用
笔
流
滑
的
毛
病
。
前
人
说
：
下
笔
点
画
波
撇
屈
曲
，
皆
须
尽
一
身
之

力
而
送
之
，
及
多
力
丰
筋
者
胜
等
等
笔
力
之
说
，
正
合
沈
老
主
张
的
五
字
执
笔
法
及
以
腕
运
笔
，

所
以
说
沈
尹
默
的
笔
法
理
论
，
对
当
下
学
书
者
正
确
理
解
前
人
法
书
，
是
极
其
重
要
的
启
示
。

我
们
在
理
解
沈
先
生
五
字
执
笔
法
时
，
还
要
对
指
实
掌
虚
、
掌
竖
腕
平
、
腕
肘
并
起
、
五
指
齐

力
这
几
点
，
下
一
番
切
实
的
实
践
工
夫
，
因
为
这
几
点
非
常
重
要
，
同
属
于
执
笔
范
畴
。

指
实
掌
虚
：
必
须
名
指
格
小
指
抵
，
手
掌
始
空
虚
，
五
指
向
着
齐
力
练
习
。

掌
竖
腕
平
：
掌
不
竖
，
笔
不
圆
正
，
锋
亦
不
能
正
；
腕
不
平
，
气
力
不
能
匀
平
，
点
画
自
不

沉
厚
。腕

肘
并
起
：
手
臂
横
撑
，
肘
不
悬
，
腕
等
于
不
悬
；
臂
不
横
，
无
由
得
纵
势
运
肘
。

这
些
都
是
执
笔
的
关
键
内
容
，
不
能
忽
略
。
不
知
执
笔
，
遑
论
用
笔
！
张
旭
说
：
妙
在
执
笔
，

勿
使
拘
挛
。
世
人
有
不
信
执
笔
有
法
者
，
大
都
受
世
间
善
书
之
言
论
影
响
。

二
、
运
腕
法

书
法
运
笔
，
先
要
懂
得
运
腕
的
手
法
。
只
有
正
确
使
用
腕
法
书
写
的
点
画
，
方
能
与
前
人
法
书

点
画
相
合
。
我
们
看
宋
米
芾
尺
札
中
点
画
的
质
地
，
细
密
润
泽
，
筋
骨
血
脉
充
盈
，
遒
劲
饱
满
之
力

跃
然
纸
上
，
即
能
看
出
是
运
腕
书
写
的
。
一
般
学
者
知
其
然
不
知
其
所
以
然
，
不
能
意
会
其
手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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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作
詞
《
西
江
月
》
奉
題
張
魯
庵
集
印
圖

纵
二
七
·
六
厘
米 

横
三
九
·
三
厘
米

和
馬
一
浮
《
玉
樓
春
》
詞

纵
三○

·
三
厘
米 

横
五
三
厘
米

自
作
詞
《
沁
園
春
》 

纵
二
五
·
三
厘
米 

横
四
五
厘
米

沈
先
生
书
法
深
得
米
芾
运
腕
妙
法
，
是
宋
以
后
学
米
真
有
心
得
的
人
。

运
腕
总
的
原
则
即
『
腕
随
己
左
右
』
，
并
带
动
臂
肘
同
时
运
动
。
运
腕
法
练
习
久
了
，
腕
力
即
能
强
劲
，
先
有
腕
法
，
后
出
腕
力
。
一
般
学
者
往
往
以
为

用
腕
臂
之
力
，
而
不
知
腕
关
节
的
运
动
方
法
。
沈
先
生
云
：
『
落
笔
纷
披
薛
道
祖
，
稍
加
峻
丽
米
南
宫
。
休
问
臣
法
二
王
法
，
腕
力
遒
时
字
始
工
。
』
实
在
是
先

得
了
用
腕
手
法
，
用
功
几
十
年
的
心
得
感
受
。
如
按
沈
先
生
于
《
论
书
丛
稿
》
中
对
用
腕
法
的
表
述
，
又
易
错
会
。
其
中
『
只
要
将
两
个
骨
尖
之
一
，
交
替
着
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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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换
去
地
切
近
案
面
』
等
语
，
易
生
错
解
，
因
为
表
述
得
有
些
简
略
了
。
用
腕
之
法
也
只
有
手
把
手
演
示
才
不
会
有
流
弊
，
语
言
实
在
难
以
表
达
。
沈
先
生
书
法

之
所
以
有
他
人
所
不
及
的
妙
处
，
实
在
是
有
特
殊
的
运
腕
手
法
。
这
个
运
腕
手
法
是
腕
关
节
的
运
动
，
有
上
下
提
按
、
左
右
平
行
运
动
，
顺
时
、
逆
时
的
旋
转
运

动
。
腕
法
最
不
易
练
成
，
非
十
几
二
十
几
年
如
法
练
习
不
能
成
功
。

三
、
中
锋
提
按
用
笔

沈
先
生
通
过
看
米
芾
草
书
七
札
墨
迹
照
片
，
读
到
帖
中
『
下
笔
处
』
三
字
，
方
晓
得
『
下
笔
处
』
大
有
玄
旨
，
从
此
笔
法
大
进
，
这
不
是
一
般
学
书
者
轻
易

能
瞭
解
的
，
这
就
是
『
形
潜
莫
睹
』
。
因
为
一
般
学
者
不
能
通
过
表
面
形
态
判
断
出
前
人
手
法
动
作
。
历
史
上
承
前
启
后
的
书
家
，
不
一
定
非
有
直
接
的
传
承
，

而
能
通
过
力
学
参
破
前
人
的
下
笔
手
法
。
如
赵
松
雪
能
恢
复
晋
唐
人
体
势
，
一
洗
南
宋
积
习
，
沈
先
生
也
是
如
此
。

这
个
『
下
笔
处
』
就
是
中
锋
下
笔
手
法
，
是
晋
唐
以
来
书
家
所
共
守
的
下
笔
手
法
，
被
沈
先
生
一
眼
识
破
，
这
是
很
不
容
易
的
事
！
多
少
学
书
人
不
得
用

笔
，
纵
使
字
写
得
潇
洒
出
尘
，
丰
神
隽
永
，
也
不
识
此
『
下
笔
处
』
！
这
是
沈
先
生
的
本
事
。
依
笔
者
所
解
：
这
即
是
下
笔
即
中
即
正
，
下
去
即
能
迅
速
衄
挫
打

开
笔
锋
，
成
中
锋
铺
毫
，
并
非
全
由
侧
转
中
的
手
法
。
知
晓
下
笔
必
知
收
笔
，
中
锋
收
拢
牵
丝
方
对
头
，
如
此
笔
笔
如
此
，
即
笔
笔
中
锋
。

世
人
论
中
锋
用
笔
多
属
于
望
文
生
义
之
解
，
你
看
沈
老
告
诉
我
们
『
笔
笔
中
锋
』
此
乃
根
本
大
法
！
因
为
他
也
走
过
我
们
的
弯
路
，
几
十
年
的
弯
路
，
最
后

明
白
了
。
最
核
心
的
东
西
，
方
称
为
根
本
法
！
这
个
『
笔
笔
中
锋
』
也
易
生
误
解
。
一
般
会
认
为
小
篆
用
笔
为
『
笔
笔
中
锋
』
，
小
篆
的
中
锋
并
不
是
真
行
草
隶

讲
的
中
锋
，
后
者
讲
的
中
锋
是
书
写
时
通
过
提
按
使
转
，
在
动
势
中
，
中
侧
锋
互
易
转
换
运
动
，
侧
少
中
多
，
辩
证
形
成
的
『
笔
笔
中
锋
』
。
虽
然
不
乏
『
侧
锋

取
妍
』
，
仍
是
要
向
着
中
锋
铺
毫
运
笔
。
至
于
收
束
提
笔
，
更
要
中
锋
用
力
收
起
。
中
锋
侧
锋
的
转
换
如
同
骑
自
行
车
的
原
理
，
始
终
是S

形
左
右
调
整
着
使
之
平

衡
，
平
衡
即
是
『
辩
证
中
锋
』
。
我
们
不
能
因
运
动
中
局
部
侧
锋
，
而
忽
略
必
然
是
中
锋
使
然
的
饱
满
呈
立
体
感
的
点
画
实
质
（
前
人
法
书
中
点
画
基
本
上
都
呈

现
珠
圆
玉
润
的
饱
满
形
态
）
，
令
笔
心
常
在
点
画
中
行
，
就
是
『
笔
笔
中
锋
』
。
如
果
认
为
『
笔
笔
中
锋
』
说
得
太
绝
对
了
，
只
能
说
我
们
对
中
锋
用
笔
的
实
践

不
深
，
对
前
人
法
书
墨
迹
解
读
的
『
眼
力
』
不
够
。

提
按
手
法
，
实
是
用
腕
提
按
，
不
用
腕
提
按
则
不
得
用
笔
细
密
处
，
此
是
微
妙
调
锋
手
法
。
用
腕
提
按
有
如
鸡
啄
米
的
动
作
，
既
快
且
准
，
手
法
细
微
，

这
是
腕
法
之
一
。
中
锋
提
按
用
笔
手
法
是
古
人
不
传
之
手
法
，
被
沈
先
生
挖
掘
出
来
了
！
今
人
不
应
简
单
地
去
理
解
，
在
二
十
世
纪
，
只
有
沈
先
生
独
得
这
个
手

法
，
识
者
自
识
。
前
人
于
笔
法
之
缄
秘
，
虽
有
不
欲
他
人
得
之
心
理
，
若
实
在
说
应
属
非
其
人
，
所
以
不
传
；
若
是
其
人
，
岂
有
不
传
之
理
。
沈
先
生
虽
然
和
盘

托
出
，
世
人
多
不
能
解
。



八

用
笔
要
避
免
偃
笔
、
拖
笔
、
抹
笔
，
要
不
断
提
按
、
一
起
一
伏
地

一
一
化
解
，
沈
先
生
在
提
按
行
笔
上
解
释
得
很
清
楚
。
沈
先
生
云
：
前
人

往
往
说
行
笔
，
这
个
行
字
，
用
来
形
容
笔
毫
的
动
作
是
很
妙
的
。
笔
毫
在

点
画
中
移
动
，
好
比
人
在
道
路
上
行
走
一
样
，
人
行
路
时
，
两
脚
必
然
一

起
一
落
，
笔
毫
在
点
画
中
移
动
，
也
得
要
一
起
一
落
才
行
。
落
就
是
将
笔

锋
按
到
纸
上
去
，
起
就
是
将
笔
锋
提
起
来
，
这
正
是
腕
的
惟
一
工
作
。
但

提
和
按
必
须
随
时
随
处
相
结
合
着
：
才
按
便
提
，
才
提
便
按
，
才
会
发
生

笔
锋
永
远
居
中
的
作
用
。
正
如
行
路
，
脚
才
踏
下
，
便
须
抬
起
，
才
抬
起

行
，
已
要
按
下
，
如
此
动
作
，
不
得
停
止
。

四
、
笔
法
、
笔
势
、
笔
意

沈
先
生
对
笔
法
、
笔
势
、
笔
意
之
妙
解
，
说
明
他
既
慎
思
，
又

明
辨
。沈

先
生
云
：
笔
法
是
任
何
一
种
点
画
都
要
运
用
着
它
，
即
所
谓
『
笔

笔
中
锋
』
，
是
必
须
共
守
的
根
本
方
法
（
关
于
『
笔
笔
中
锋
』
，
前
有
所

论
，
此
处
不
再
赘
述
） 

；
笔
势
乃
是
一
种
单
行
规
则
，
是
每
一
种
点
画

各
自
顺
从
着
各
具
的
特
殊
姿
势
的
写
法
。
又
云
：
要
离
开
笔
法
和
笔
势
去

讲
究
笔
意
，
是
不
可
能
的
一
件
事
情
。
从
结
字
整
体
上
来
看
，
笔
势
是
在

笔
法
运
用
纯
熟
的
基
础
上
逐
渐
演
生
出
来
的
；
笔
意
是
在
笔
势
进
一
步
相

互
联
係
、
活
动
往
来
的
基
础
上
显
现
出
来
的
，
三
者
分
而
不
分
地
具
备
在

一
体
中
，
才
能
称
之
为
书
法
。

笔
法
、
笔
势
、
笔
意
是
书
法
中
极
重
要
的
概
念
，
如
果
不
能
辨
析
，

自
作
詩
《
缺
一
原
無
法
》 

纵
三
三
厘
米 

横
四
六
厘
米



九

就
会
混
淆
前
人
论
书
中
的
具
体
所
指
。
如
永
字
八
法
，
点
为
侧
、
横
为
勒
、
竖
为
努
等
等
，
实
在
是
说
的
笔
势
，
是
指
具
体
点
画
写
法
的
动
势
，
这
是
前
人
妙
于

比
喻
。
笔
势
区
别
于
体
势
与
力
势
，
体
势
大
抵
指
字
形
结
构
的
趋
势
，
力
势
则
指
由
笔
力
形
成
的
趋
势
。

沈
尹
默
先
生
一
生
学
书
涉
猎
极
广
，
在
遗
存
的
大
量
书
法
作
品
中
，
真
行
二
体
的
作
品
为
数
最
多
。
今
由
浙
江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
策
划
、
精
印
出
版
《
沈
尹

默
法
书
墨
迹
系
列
》
，
对
今
人
重
新
认
识
沈
尹
默
先
生
的
书
学
成
就
具
有
重
大
意
义
。

纵
其
一
生
，
沈
先
生
既
身
体
力
行
书
法
实
践
也
注
重
法
书
研
究
，
特
别
是
在
上
世
纪
六
十
年
代
为
宏
扬
书
法
艺
术
，
不
仅
亲
自
向
中
央
领
导
嘑
籲
，
还
不
遗

余
力
普
及
书
法
教
育
。
笔
者
对
沈
先
生
书
法
一
直
钦
佩
至
今
，
长
期
以
来
深
感
当
代
学
者
对
沈
尹
默
书
法
的
贡
献
认
识
不
足
，
其
中
原
因
之
一
，
也
在
于
已
出
版

的
沈
先
生
书
法
作
品
，
多
为
图
录
式
的
全
景
缩
印
，
影
响
学
者
忽
略
了
对
其
笔
法
细
节
的
认
识
，
这
是
令
人
深
深
遗
憾
的
！
笔
者
学
书
深
受
沈
先
生
书
学
影
响
，

《
论
书
手
稿
·
张
旭
、
姚
思
廉
》 

纵
三
六
·
四
厘
米 

横
四○

·
二
厘
米 

三
开



一
〇

董
其
昌
《
書
論
二
則
》 

纵
二
一
厘
米 

横
八
七
厘
米

自
以
为
所
言
所
论
皆
为
由
衷
之
言
，
惟
水
平
有
限
，
今
不
揣
浅
陋
之
说
，
忝
为
前
言
，
徒
增

感
愧
而
已
！

此
次
出
版
的
《
沈
尹
默
法
书
墨
迹
系
列
》
，
係
沈
尹
默
各
个
时
期
的
以
小
楷
及
行
书
为

主
的
自
运
作
品
。
书
写
内
容
为
前
人
语
录
、
诗
词
、
论
书
及
自
作
诗
稿
等
，
多
数
为
尺
翰
形

式
，
基
本
上
代
表
了
沈
尹
默
书
学
最
高
水
平
。
在
这
些
作
品
中
，
可
以
获
窥
其
于
不
同
时
期

受
历
史
上
不
同
书
家
影
响
的
轨
迹
。
总
的
来
看
，
沈
尹
默
于
历
史
上
的
书
家
无
所
不
学
，
二

王
一
系
书
家
中
，
于
褚
遂
良
、
米
芾
浸
淫
最
久
，
得
力
最
深
。
自
从
领
悟
了
五
字
执
笔
法
及

中
锋
提
按
笔
法
之
后
，
沈
尹
默
书
法
即
开
始
了
本
质
的
转
变
，
沈
先
生
所
谓
『
信
手
画
去
』

而
无
不
合
乎
前
人
法
度
，
于
是
进
入
了
随
心
所
欲
而
不
逾
距
的
高
境
界
。

在
此
系
列
作
品
中
，
或
有
王
、
或
有
褚
、
或
有
米
等
等
法
帖
的
影
子
，
无
不
点
画
沉

厚
，
深
合
前
人
用
笔
之
法
，
既
古
意
盎
然
又
无
不
处
处
体
现
着
中
和
冲
融
的
沈
氏
面
目
，
此

即
是
『
新
』
，
是
水
到
渠
成
的
『
新
』
，
是
齐
于
古
人
的
『
新
』
。
他
是
真
实
传
承
了
二
王

一
系
法
书
中
最
核
心
的
那
一
部
分
『
永
恒
的
价
值
』
的
书
法
家
，
因
此
，
沈
尹
默
书
法
足
为

有
志
于
传
统
书
法
者
学
习
借
鉴
，
是
接
引
有
志
探
求
前
人
法
书
奥
妙
者
的
指
路
明
灯
。

节
录
《
宋
史
·
张
栻
》
，
此
作
体
势
近
似
集
王
《
圣
教
序
》
。
自
作
词
《
西
江
月
》
奉

题
张
鲁
庵
集
印
图
、
和
马
一
浮
《
玉
楼
春
》
词
及
自
作
诗
《
缺
一
原
无
法
》
三
件
书
作
，
前

两
件
用
笔
绝
似
米
襄
阳
，
体
势
较
米
略
为
端
正
，
而
用
笔
绝
不
减
米
。
自
作
诗
《
沁
园
春
》

为
沈
老
暮
年
所
作
，
此
时
沈
老
双
目
已
近
失
明
，
已
经
不
是
靠
视
力
而
是
凭
深
厚
的
功
底
用

心
在
写
字
，
作
品
如
此
娴
熟
，
令
人
叹
爲
观
止
，
古
往
今
来
，
恐
无
二
人
。
董
其
昌
《
书
论

二
则
》
，
精
妙
无
比
，
为
沈
老
精
彩
杰
作
，
已
将
唐
宋
大
家
手
法
演
绎
无
遗
。
《
论
书
手
稿
·
张

旭
、
姚
思
廉
》
为
文
章
草
稿
，
用
笔
虽
不
经
意
，
却
笔
笔
能
中
锋
，
处
处
印
证
其
随
心
所
欲
而
不
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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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矩
的
境
界
。

我
们
学
习
沈
老
书
法
，
首
先
应
尝
试
学
习
五
字
执
笔
法
，
悬
腕
肘
练
习
。
在
初
始
时
，

腕
臂
之
酸
累
是
难
免
的
，
一
般
说
经
过
三
个
月
左
右
的
实
践
，
手
臂
会
渐
得
轻
松
之
感
，
这

是
经
前
人
所
验
证
过
的
经
验
。
沈
老
说
悬
腕
不
悬
肘
，
腕
等
于
未
悬
，
必
须
腕
肘
并
起
，
还

要
做
到
手
臂
横
撑
，
学
习
书
法
非
如
此
不
可
。
沈
老
此
一
法
书
墨
迹
系
列
，
完
全
可
以
作
为

范
本
学
习
，
因
为
沈
老
墨
迹
，
在
用
笔
上
更
为
有
据
可
循
，
起
笔
、
行
笔
、
收
笔
都
已
演
绎

得
无
可
挑
剔
。
学
习
书
法
，
取
法
的
高
下
是
最
重
要
的
事
情
，
有
识
见
、
有
眼
光
的
人
必
定

会
牢
牢
把
握
中
锋
用
笔
这
个
根
本
法
则
，
练
习
手
腕
的
提
按
顿
挫
，
使
笔
锋
常
在
点
画
中

行
。
认
识
到
中
锋
的
重
要
就
是
有
识
见
。

如
果
只
是
将
字
写
像
，
却
毫
无
用
笔
的
手
法
，
即
是
依
样
画
葫
芦
，
前
人
说
：
『
夫
未

解
书
意
者
，
一
点
一
画
皆
求
像
本
，
乃
转
自
取
拙
，
岂
成
书
邪
！
』
所
以
学
书
应
具
备
理
解

能
力
，
要
通
过
静
态
的
点
画
领
悟
其
看
不
到
的
活
泼
泼
往
来
的
动
『
势
』
，
这
样
就
能
够
透

过
现
象
看
本
质
。
对
点
画
用
笔
有
所
体
会
后
，
再
去
体
会
字
形
结
构
的
体
势
之
美
。
第
一
步

是
掌
握
执
笔
用
笔
之
法
，
第
二
步
是
字
形
结
构
，
进
行
有
先
有
后
、
有
次
第
的
按
部
就
班
式

的
学
习
。
欲

解
沈
尹
默
书
学
成
就
，
学
者
可
参
习
《
沈
尹
默
论
书
丛
稿
》
一
书
或
沈
尹
默

《
学
书
有
法
》
一
书
。

 

二○

一
一
年
八
月
于
杭
州



一
二

内
贊
密
謀
外
參
庶
務
其
所
綜 

畫
幕
府
諸
人
皆
自
以
为
不
及
也 

間
以
軍
事
入
奏
因
進
言
曰
陛
下 

上
念
宗
社
之
仇
耻
下
閔
中
原
之



一
三

塗
炭
惕
然
于
中
而
思
有
以
振
之 

臣
謂
此
心
之
發
即
天
理
之
所
存
也 

願
益
加
省
察
而
稽
古
親
賢
以
自 

輔
無
使
其
或
少
息
則
今
日
之
功



一
四

可
以
必
成
而
因
循
之
弊
可
革
矣 

孝
宗
异
其
言
于
是
遂
定
君
臣 

之
契
浚
去
位
湯
思
退
用
事
遂 

罷
兵
講
和
金
人
乘
間
縱
兵
入



一
五

淮
甸
中
外
大
震
廟
堂
猶
主
和
議 

至
敕
諸
將
無
得
輒
稱
兵
時
浚
已 

殁
栻
營
葬
甫
畢
即
拜
疏
言
吾 

與
金
人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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