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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末
清
初
的
画
坛
，
是
比
较
繁
荣
的
。
这
其
中
很
大
一
部
分
原
因
，
是
因
为
明

末
书
画
的
一
代
宗
师
董
其
昌
的
引
领
裹
挟
。
可
以
说
，
受
其
沾
溉
，
在
其
谢
世
不
久

画
坛
出
现
的
『
四
王
』
、
『
四
僧
』
，
不
仅
代
表
了
当
时
画
坛
的
最
高
水
平
，
而
且

对
后
世
影
响
巨
大
。

髡
残
（
一
六
一
二
至
一
六
七
三
）
，
与
八
大
山
人
、
石
涛
、
弘
仁
一
起
，
被
后

世
并
称
为
『
四
僧
』
。

『
四
僧
』
与
行
走
庙
堂
号
称
画
学
正
宗
的
『
四
王
』
（
王
时
敏
、
王
鉴
、
王
翬
、

王
原
祁
）
相
较
，
属
于
在
野
的
，
但
就
艺
术
成
就
而
言
，
『
四
僧
』
由
于
不
像
『
四
王
』

那
样
拘
挛
于
古
人
绳
墨
，
在
明
遗
民
反
叛
思
想
的
左
右
下
，
图
山
川
以
寄
慨
，
援
笔

墨
以
兴
怀
，
各
各
花
开
，
创
造
出
了
独
具
一
格
的
画
风
，
其
成
就
之
大
，
高
山
仰
止
，

景
行
行
止
，
应
该
说
，
迄
今
都
是
令
人
膜
拜
的
典
型
懿
范
。

髡
残
，
俗
姓
刘
，
武
陵
（
今
湖
南
省
常
德
市
）
人
，
居
南
京
。
幼
年
丧
母
，
后

出
家
为
僧
。
法
名
髡
残
，
字
石
谿
，
一
字
介
丘
，
他
的
号
较
多
，
如
白
秃
，
残
道
者
、

电
住
道
人
、
石
道
人
等
等
。
与
程
正
揆
（
号
青
谿
道
人
）
交
善
，
时
称
二
谿
，
艺
术

上
又
与
石
涛
并
称
二
石
。
髡
残
存
世
的
画
迹
较
少
，
其
生
平
事
迹
，
大
多
见
之
于
他

好
友
的
一
些
记
述
，
所
以
，
后
世
关
于
他
的
研
究
，
与
『
四
僧
』
的
其
他
三
人
相
比
，

是
比
较
少
的
。
但
正
因
为
少
，
才
给
我
们
留
下
了
很
多
谜
团
，
平
添
了
许
多
传
奇
色
彩
。

一
个
敢
于
说
不
的
高
僧

髡
残
首
先
应
该
说
他
是
一
个
僧
人
，
而
且
是
一
个
高
僧
。

钱
澄
之
是
髡
残
很
谈
得
来
的
文
友
，
他
根
据
髡
残
弟
子
山
足
斧
为
其
师
所
写
的

行
状
撰
写
了
《
髡
残
石
谿
小
传
》
。
记
载
他
乃
其
母
梦
到
僧
人
入
室
而
生
，
一
〇
岁

左
右
时
『
自
知
前
身
是
僧
，
遂
出
就
外
传
，
且
喜
读
佛
书
』
。
对
这
段
奇
事
，
肯
定

是
源
于
髡
残
的
自
述
，
其
真
实
性
我
们
姑
且
不
论
，
起
码
表
明
了
髡
残
从
小
就
已
萌

生
了
向
佛
出
家
的
意
愿
。
他
大
约
在
二
十
岁
时
，
引
刀
自
剃
其
头
，
在
故
里
落
髮
为

僧
。
在
『
四
僧
』
中
，
八
大
山
人
、
石
涛
是
明
皇
室
后
裔
，
出
家
，
是
为
了
逃
避
追
杀
；

弘
仁
曾
参
加
反
清
复
明
的
斗
争
，
而
后
才
归
隐
武
夷
山
落
发
为
僧
；
唯
髡
残
一
人
，

出
家
是
发
自
内
心
的
。

他
出
家
之
始
的
很
多
年
，
得
到
了
龙
人
俨
的
支
持
和
帮
助
，
但
基
本
上
是
自
修

自
悟
。
后
来
游
学
到
了
南
京
，
遇
到
一
位
云
栖
派
的
老
僧
，
便
请
云
栖
遗
像
，
拈
香

为
师
。
清
顺
治
十
一
年
（
一
六
五
四
年
）
，
四
三
岁
的
石
谿
在
南
京
大
报
恩
寺
遇
到

了
主
持
觉
浪
道
盛
，
马
上
受
到
了
道
盛
的
赏
识
。
周
亮
工
说
『
受
钵
于
浪
杖
人
。
杖

人
深
器
之
，
以
为
其
慧
解
处
，
莫
能
及
也
。
』
觉
浪
道
盛
又
称
『
杖
人
』
，
为
东
苑

镜
禅
师
法
嗣
，
在
当
时
的
佛
学
界
，
声
名
卓
著
。
应
该
是
因
为
道
盛
的
器
重
，
石
谿

在
大
报
恩
寺
修
藏
社
参
与
并
一
度
主
持
了
《
大
藏
经
》
的
校
刊
工
作
。
由
此
足
见
当

时
石
谿
卓
荦
的
佛
学
修
为
，
而
且
可
以
肯
定
，
石
谿
由
此
建
立
了
自
己
在
禅
林
的
地

位
。
钱
澄
之
在
《
髡
残
石
谿
小
传
》
中
载
：
『
戊
戌
，
往
谒
浪
杖
人
于
皋
亭
，
一
见

皈
依
，
易
名
大
杲
。
明
年
，
杖
人
示
寂
于
天
界
，
师
自
祖
堂
奔
赴
，
诸
弟
子
以
杖
人

亲
书
法
偈
及
竹
如
意
，
遵
遗
命
于
龛
前
付
授
。
师
拜
而
藏
之
不
启
，
已
纳
归
青
原
，

终
不
受
。
』
这
表
明
石
谿
乃
道
盛
的
正
宗
法
嗣
，
是
曹
洞
宗
青
原
系
的
传
人
。

儘
管
髡
残
对
佛
学
有
着
超
乎
常
人
的
领
悟
力
，
并
得
到
了
道
盛
等
高
僧
大
德
的

青
睐
，
但
他
的
行
世
理
念
与
作
为
实
在
大
异
于
寻
常
僧
众
。
程
正
揆
在
《
石
谿
小
传
》

里
说
：
『
性
鲠
直
若
五
石
弓
。
寡
交
识
，
辄
终
日
不
语
。
』
『
报
恩
觉
浪
、
灵
岩
继

起
两
长
老
，
尤
契
合
有
年
，
升
堂
入
室
，
每
多
机
缘
，
多
不
令
行
世
。
或
付
拂
子
源
流
，

俱
不
受
。
盖
自
证
自
悟
，
如
狮
子
独
行
，
不
求
伴
侣
者
也
。
』
『
辄
终
日
不
语
』
『
俱

不
受
』『
不
求
伴
侣
者
也
』
，
加
上
上
面
所
述
，
对
道
盛
的
『
亲
书
法
偈
及
竹
如
意
』『
终

不
受
』
。
通
过
这
一
连
串
的
『
不
』
，
我
们
就
可
以
想
见
髡
残
是
如
何
的
独
立
特
行
了
。

这
种
倔
强
而
率
直
的
性
格
，
不
仅
使
他
在
社
会
上
的
朋
友
圈
很
小
很
小
，
而
且
即
便

在
寺
庙
的
僧
众
中
，
也
罕
有
知
己
。
个
中
原
委
，
当
然
与
他
到
南
京
大
报
国
寺
之
前

多
年
形
成
的
自
我
参
悟
有
关
，
但
更
重
要
的
，
应
该
是
发
乎
他
的
天
性
。
而
正
是
这

种
独
往
独
来
、
我
行
我
素
的
天
性
，
才
成
就
了
他
风
神
独
具
的
书
画
艺
术
。

虽
不
及
古
人
，
亦
不
必
古
人

对
髡
残
绘
画
艺
术
的
成
就
，
无
论
当
时
还
是
现
代
，
人
们
都
给
予
了
极
高
的
评

价
。
如
：
程
正
揆
不
仅
是
髡
残
的
密
友
，
同
时
也
是
当
时
金
陵
声
名
最
为
卓
著
的
画

家
，
出
名
也
比
石
谿
要
早
很
多
，
而
他
对
石
谿
的
画
，
却
最
为
折
服
。
他
们
的
订
交
，

应
该
说
，
首
先
缘
于
艺
术
上
的
相
互
倾
慕
。
他
评
价
石
谿
：
『
深
得
元
人
大
家
之
旨
，

生
辣
幽
雅
，
直
逼
古
风
』
。
清
人
张
庚
《
国
朝
画
征
录
》
谓
『
石
谿
山
水
，
奥
境
奇
僻
，

绵
邈
幽
深
，
引
人
入
胜
，
笔
墨
高
古
，
设
色
精
湛
，
诚
元
人
之
胜
慨
也
』
。
现
代
国

画
大
师
黄
宾
虹
对
石
谿
也
是
十
分
服
膺
，
说
他
『
从
元
人
入
手
，
力
追
北
宋
，
气
尚

遒
炼
』
。

确
如
如
上
诸
家
所
论
，
石
谿
山
水
画
的
特
点
就
是
高
古
、
生
辣
、
幽
雅
。
其
实

这
三
者
对
石
谿
风
格
而
言
，
是
一
个
有
机
的
统
一
。
因
为
古
来
画
史
臻
于
高
古
之
境

者
，
何
啻
一
人
，
而
以
生
辣
之
笔
，
幽
雅
之
调
，
达
此
境
者
，
却
是
唯
石
道
人
一
人

耳
。
他
的
生
辣
，
很
大
程
度
上
借
助
于
他
的
善
用
秃
笔
。
毛
颖
一
管
，
笔
锋
的
展
露
，

意
味
着
潇
洒
爽
利
、
生
机
郁
勃
；
而
秃
笔
呈
现
的
，
则
是
高
古
圆
浑
、
生
涩
苍
茫
。

但
秃
笔
的
操
控
却
并
非
易
事
，
稍
不
留
意
，
便
致
枯
梗
苍
白
，
故
非
砚
池
高
手
不
能

为
。
即
便
如
此
，
过
多
的
秃
笔
也
会
减
少
线
条
的
含
蓄
并
使
结
构
组
织
显
得
单
一
。

话
说
髡
残

李
俊
邑



石
谿
的
高
妙
在
于
，
他
能
于
生
拙
的
勾
皴
之
上
，
通
过
水
墨
的
层
层
积
染
，
使
古
奥

的
物
象
陡
然
变
得
缅
邈
幽
深
起
来
。
这
一
点
，
和
黄
宾
虹
山
水
的
表
现
手
法
极
为
仿

佛
，
只
是
黄
的
用
笔
枯
润
一
任
自
然
，
更
加
丰
富
而
已
。
石
谿
亦
极
善
用
色
，
如
《
松

岩
楼
阁
图
》
，
在
此
画
中
，
他
几
乎
未
用
他
平
素
拿
手
的
皴
法
，
而
是
用
类
似
于
西

画
水
彩
的
手
段
，
让
大
面
积
的
色
块
主
导
了
画
面
。
这
种
以
色
块
为
主
营
构
画
面
的

画
法
是
之
前
历
代
画
家
所
未
曾
尝
试
的
。
近
世
张
大
千
发
明
泼
彩
，
是
否
由
此
悱
发
，

亦
未
可
知
。
我
们
看
一
个
画
家
所
居
的
高
度
，
最
重
要
的
有
两
点
：
首
先
是
看
他
画

境
高
低
，
其
次
是
看
他
是
否
具
有
独
特
的
成
熟
的
笔
墨
语
言
。
这
两
点
，
石
谿
无
疑

已
然
具
足
。
而
一
个
伟
大
的
画
家
，
对
这
两
点
的
自
我
要
求
绝
不
会
仅
仅
与
彼
时
同

侪
相
衡
而
自
矜
，
他
会
将
自
己
放
诸
整
个
绘
画
史
的
长
河
来
审
视
自
己
的
轨
迹
。
对

自
己
的
绘
画
，
髡
残
是
有
着
清
晰
的
认
识
的
，
他
在
《
溪
桥
策
杖
图
》
的
题
跋
中
自

谓
『
拙
画
虽
不
及
古
人
，
亦
不
必
古
人
可
也
。
每
作
以
自
娱
，
亦
不
愿
示
人
…
…
』

其
言
外
之
意
为
：
我
的
画
虽
然
不
如
古
人
，
但
我
有
我
法
，
又
何
必
画
成
古
人
那
样

呢
？
如
果
说
这
种
自
信
在
此
尚
以
自
谦
的
方
式
道
出
，
则
在
他
另
一
题
《
晴
霞
蓝
天

图
》
的
诗
中
，
其
登
岱
而
小
天
下
的
信
心
满
满
就
展
露
无
遗
了
：
『
年
来
学
得
巨
公
禅
，

草
树
湖
山
信
手
拈
。
最
是
一
峰
孤
绝
处
，
晴
霞
齐
映
蔚
蓝
天
。
』

他
究
竟
通
过
怎
样
的
学
习
历
程
方
有
如
此
的
成
就
？
迄
今
还
是
一
个
谜
。
石
谿

的
传
世
之
作
，
不
过
六
十
余
件
，
是
否
是
因
为
他
『
每
作
以
自
娱
，
亦
不
愿
示
人
』

造
成
的
？
不
得
而
知
。
我
们
目
前
所
见
他
最
早
的
一
幅
画
是
一
六
五
七
年
他
四
三
岁

时
所
作
的
《
仿
大
痴
山
水
图
》
，
而
此
图
的
画
风
，
已
是
相
当
成
熟
了
。
因
此
，
他

画
风
的
源
头
，
即
他
在
长
期
的
学
习
阶
段
究
竟
取
法
过
何
人
，
既
无
文
字
记
载
，
亦

无
实
物
佐
证
，
目
下
，
我
们
只
能
从
他
成
熟
的
画
风
所
显
示
的
诸
般
信
息
去
蠡
测
了
。

诚
如
前
面
诸
家
所
论
，
他
得
元
人
意
趣
最
多
，
而
其
中
黄
鹤
山
樵
王
蒙
的
影
子
尤
重
。

不
过
，
张
大
千
认
为
这
只
是
表
面
，
『
殊
不
知
玄
宰
空
灵
。
石
谿
变
之
以
沉
郁
，
不

期
与
山
樵
比
迹
，
若
必
谓
其
出
于
山
樵
，
则
形
相
之
论
也
』
。
不
过
，
书
画
家
从
何

处
入
门
，
又
肆
力
于
何
家
，
和
其
最
终
成
熟
面
目
迥
异
的
现
象
，
也
不
是
少
数
。
所
以
，

如
上
各
家
揣
测
，
充
其
量
也
只
能
说
明
最
终
影
响
石
谿
画
风
的
主
要
因
素
而
已
。

归
到
禅
身
对
画
图
，
别
有
一
番
难
造
报

和
其
他
画
家
相
比
，
题
跋
较
多
、
较
长
，
是
髡
残
绘
画
的
一
大
特
色
。
在
他
的

画
作
中
，
有
题
跋
者
，
占
绝
大
多
数
，
而
字
数
之
多
，
有
的
甚
至
长
逾
二
三
百
字
。
据
载
，

髡
残
曾
有
诗
文
集
行
世
，
但
今
已
无
传
，
因
此
，
其
题
跋
自
然
就
成
了
我
们
了
解
他

艺
术
思
想
的
唯
一
门
径
。

他
的
题
跋
，
依
内
容
大
体
可
分
为
三
类
：
一
是
题
画
诗
，
二
是
画
论
，
三
是
参

禅
心
得
。
不
过
，
这
只
是
就
其
外
在
形
式
而
言
，
若
论
及
其
题
跋
的
本
质
，
则
皆
可

视
为
其
参
禅
的
心
语
。
因
为
他
的
诗
是
参
禅
，
他
的
画
论
是
参
禅
，
他
写
景
状
物
的

手
段
亦
是
参
禅
。
他
自
己
曾
说
：
『
残
僧
不
知
画
，
偶
然
坐
禅
后
悟
此
六
法
，
随
笔

所
止
，
未
知
妥
当
处
，
见
者
棒
喝
。
』
这
段
话
应
该
说
并
非
故
意
自
谦
，
对
佛
学
领

悟
超
迈
群
伦
的
髡
残
来
说
，
成
佛
悟
道
的
法
门
，
多
如
恒
河
沙
数
，
绘
画
自
其
一
也
，

而
六
法
画
理
又
与
妙
谛
禅
机
何
曾
有
二
？
所
以
他
说
『
归
到
禅
身
对
画
图
，
别
有
一

番
难
造
报
』
，
确
是
他
对
画
与
禅
之
关
係
的
真
实
心
解
。

我
们
这
里
且
拈
出
他
的
几
则
诗
文
题
跋
，
从
中
大
体
可
以
窥
到
他
以
画
参
禅
的

心
迹
。『

从
来
泼
墨
是
抛
空
，
唾
落
成
花
默
默
中
。
堪
笑
时
师
涂
抹
手
，
口
龛
何
处
觅

颠
翁
。
』—

—

题
《
山
水
图
册
》

『
每
谓
不
读
几
卷
书
，
不
行
几
里
路
，
皆
眼
目
之
见
，
安
足
论
哉
！
古
德
云
尔
，

当
亲
授
受
，
得
彼
破
了
蒲
团
诀
时
。
』—

—

题
《
天
都
溪
河
图
》
卷

『
一
峰
道
人
从
笔
墨
三
昧
证
阿
罗
汉
者
，
今
欲
效
颦
，
只
不
一
行
脚
僧
耳
。
予

因
学
道
，
偶
以
笔
墨
为
游
戏
，
原
非
以
此
博
名
，
然
亦
不
知
不
觉
堕
其
中
。
笑
不
知

禅
者
为
门
外
汉
，
予
复
何
辞
。
』—

—

题
《
山
水
册
》

『
游
山
忘
岁
月
，
屐
写
自
相
过
。
风
露
零
虚
意
，
禅
机
静
里
磨
。
同
年
扣
梵
宇
，

遂
比
老
烟
萝
。
岂
向
人
间
说
，
林
丘
自
在
多
。
画
必
师
古
，
书
亦
如
之
，
观
人
亦
然
，

况
六
法
乎
？
石
谿
残
道
人
。
』—

—

题
《
四
季
山
水
册
》

『
对
石
谿
的
画
，
也
有
人
作
如
是
问
：
他
的
画
，
算
是
禅
画
吗
？

因
为
石
谿
的
线
条
是
生
辣
而
苍
茫
的
，
其
意
境
是
古
奥
而
其
奇
僻
的
，
其
画
面

是
浑
厚
而
华
滋
的
。
他
既
没
有
八
大
山
人
的
荒
寒
苦
涩
，
也
没
有
弘
仁
那
样
的
疏
简

纯
净
，
与
我
们
印
象
的
禅
画
的
空
灵
虚
静
差
之
甚
远
。
此
种
诘
问
，
虽
不
无
道
理
，

但
终
是
拘
于
习
见
，
殊
不
知
禅
境
的
表
达
并
不
意
味
着
笔
墨
的
减
省
和
虚
无
，
而
禅

意
的
内
涵
又
焉
与
丰
富
和
浑
厚
相
左
？
譬
如
髡
残
所
心
仪
的
宋
代
僧
巨
然
的
山
水
，

其
画
面
之
繁
複
，
其
刻
画
之
精
到
，
其
意
境
之
幽
深
，
就
与
同
时
代
僧
法
常
的
清
幽

枯
淡
形
成
了
鲜
明
的
对
比
。
对
于
一
个
全
心
全
意
修
行
的
高
僧
而
言
，
绘
画
终
归
只

是
其
抵
达
彼
岸
的
桴
筏
，
其
选
择
的
途
径
与
方
式
方
法
，
自
然
如
恒
河
沙
数
，
不
可

胜
计
了
。

由
此
，
我
们
是
否
也
可
以
悟
到
这
样
一
个
禅
理
：
任
何
纯
净
都
是
建
立
在
丰
富

的
基
础
之
上
的
，
而
任
何
丰
富
又
都
终
归
于
寂
。
这
一
点
，
对
于
当
代
致
力
于
禅
境

绘
画
创
作
的
人
来
说
，
也
许
不
无
裨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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髡
残
（
一
六
一
二
至
一
六
七
三
）
，
字
介
丘
，
号
石
谿
、
白
秃
、
石
道
人
、
残
道
者
，
原
籍
武
陵
（
今

湖
南
常
德
）
人
。
俗
性
刘
，
年
轻
时
弃
举
，
廿
岁
削
髪
为
僧
，
云
游
名
山
，
后
住
南
京
牛
首
山
幽
栖
寺
。

由
于
多
病
，
闭
关
掩
门
，
过
着
一
灯
一
几
，
偃
仰
寂
然
的
生
活
。
曾
自
谓
平
生
有
『
三
惭
愧
』
：
『
我

尝
惭
愧
这
雙
脚
不
曾
阅
历
天
下
名
山
，
又
尝
惭
此
两
眼
鈍
置
，
不
能
读
万
卷
书
，
阅
遍
世
间
广
大

境
界
，
又
惭
两
耳
未
尝
亲
聆
智
人
教
诲
。
』
所
画
山
水
，
专
以
乾
笔
皴
擦
，
墨
气
沉
着
。
黄
宾
虹

以
为
他
的
特
点
是
：
『
坠
石
枯
藤
，
锥
沙
漏
痕
，
能
以
书
家
之
妙
，
通
于
画
法
。
』
所
作
《
苍
山

结
茅
图
》
《
江
上
垂
钓
图
》
《
秋
山
红
树
图
》
《
苍
翠
凌
天
图
》
《
层
岩
叠
壑
图
》
以
及
《
茂
林

楸
树
图
》
卷
等
，
取
元
人
王
蒙
、
吴
镇
遗
意
，
平
中
见
奇
。
与
当
时
某
些
刻
板
、
枯
燥
的
作
品
比

较
，
他
在
墨
法
上
有
一
定
的
创
造
。
现
存
辛
丑
（
顺
治
十
八
年
）
所
作
《
水
墨
山
水
》
，
尤
为
精
妙
。

所
作
《
溪
山
幽
居
图
》
，
用
笔
精
炼
，
写
溪
山
苍
翠
、
瓦
屋
数
间
、
泉
石
清
幽
，
为
其
晚
年
难
得
之
作
。



二

六
法
在
心
图
轴

纵
九
五
·
六
厘
米 

横
五
八
·
三
厘
米

一
六
六
〇
年

纸
本
设
色

故
宫
博
物
院
藏





四

华
亭
仙
掌
图

纵
七
三
·
二
厘
米 

横
四
四
·
九
厘
米

一
六
六
七
年

纸
本
墨
笔

上
海
市
文
物
商
店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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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山
水

纵
八
九
·
八
厘
米 

横
三
三
·
八
厘
米

纸
本
设
色

上
海
博
物
馆
藏





八

秋
山
幽
静
图
轴

纵
三
〇
一
厘
米 

横
一
二
七
·
八
厘
米

一
六
六
〇
年

设
色
纸
本

故
宫
博
物
院
藏





一
〇

仿
王
蒙
山
水
图

纵
七
四
厘
米 

横
四
二
厘
米

一
六
六
三
年

纸
本
设
色

北
京
市
文
物
局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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