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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元 

赵

孟

倘
若
以
现
代
的
阐
述
方
式
，
我
们
可
以
这
样
界
定
中
国
书
法
：
它
是
以
汉
字
形
态
为
基
础
单
元
，
以
文
辞
内
容
为
创
作
素
材
，
以
毛
笔
为
书
写
工
具
，
以

点
画
线
条
为
构
造
的
抽
象
艺
术
表
现
形
式
。
它
是
中
华
民
族
在
历
史
的
长
河
中
所
找
寻
到
的
，
对
我
们
身
处
的
外
在
自
然
世
界
，
以
及
内
在
的
精
神
世
界
所
进

行
的
高
度
抽
象
的
概
括
。
汉
字
本
生
于
象
形
，
因
方
便
实
用
的
需
要
，
逐
渐
演
化
为
符
号
以
利
于
记
述
之
功
。
但
方
块
字
的
整
体
形
态
却
从
未
脱
离
对
客
观
世

界
的
模
拟
转
述
，
只
不
过
文
字
从
诸
种
篆
体
的
线
型
构
字
形
态
，
发
展
到
隶
书
及
其
后
各
种
字
体
的
点
画
构
字
形
态
，
在
离
开
对
物
象
的
较
直
观
描
摹
后
，
逐

渐
生
发
成
为
对
外
在
的
客
观
自
然
环
境
，
及
内
在
生
命
的
本
质
节
奏
的
抽
象
模
拟
。
中
国
古
人
正
是
在
这
种
由
外
而
内
地
全
面
观
照
中
，
将
书
法
内
炼
成
为
他

们
对
世
界
综
合
认
识
体
验
下
的
一
种
视
觉
表
达
形
式
。
看
似
抽
象
，
但
它
对
情
感
的
转
述
又
很
具
体
；
看
似
单
色
，
但
它
却
又
饱
含
着
生
命
的
色
彩
。

伴
随
着
时
代
的
发
展
，
文
字
的
演
变
，
以
魏
晋
时
期
字
体
演
化
的
定
型
为
分
水
岭
，
一
部
中
国
书
法
史
，
简
直
就
是
一
部
关
于
汉
字
书
写
创
造
的
造
型
艺

术
史
。
那
些
历
史
上
流
传
至
今
的
书
写
杰
作
，
无
论
具
不
具
姓
名
者
，
均
以
其
鲜
明
的
书
法
面
貌
，
堪
称
造
型
艺
术
领
域
内
的
经
典
佳
构
。
魏
晋
之
前
，
书
法

的
造
型
变
化
因
字
体
演
化
的
发
展
顺
势
生
形
，
潜
在
的
艺
术
表
达
不
期
变
而
自
变
，
其
间
尤
以
每
一
种
新
字
体
生
成
前
字
形
变
化
最
为
剧
烈
，
也
最
为
丰
富
，

奇
形
迭
出
，
诡
异
万
千
；
魏
晋
之
后
，
篆
、
隶
、
楷
、
行
、
草
五
种
基
本
汉
字
字
体
发
展
定
型
，
书
法
的
造
型
之
变
，
经
由
唐
人
对
书
写
规
律
的
整
理
总
结
而

纳
进
一
定
的
规
则
之
内
，
书
写
中
对
个
性
的
强
调
，
造
型
中
的
求
异
求
变
随
之
凸
显
为
更
加
主
动
的
选
择
。

殷
商
的
简
拙
神
秘
，
西
周
的
古
穆
典
重
，
春
秋
战
国
的
诡
谲
奇
变
，
秦
汉
的
劲
厚
浑
朴
，
魏
晋
的
散
朗
超
逸
，
唐
人
的
法
度
精
整
，
宋
人
的
放
意
抒
怀
，

元
人
的
淡
然
隐
逸
，
明
清
的
重
势
尚
气
。
虽
为
粗
略
的
归
类
，
却
也
暗
示
出
一
时
之
人
写
一
时
之
书
，
时
代
风
气
使
然
也
。
具
体
到
书
家
，
有
名
可
考
者
，
自
李
斯
、

史
游
、
蔡
邕
、
张
芝
、
索
靖
、
钟
繇
、
王
羲
之
、
王
献
之
、
欧
阳
询
、
虞
世
南
、
褚
遂
良
、
颜
真
卿
、
柳
公
权
、
张
旭
、
怀
素
…
…
直
至
近
现
代
的
康
有
为
、

沈
增
植
、
于
右
任
等
，
我
们
不
能
不
赞
叹
这
些
前
贤
的
杰
出
创
造
。
赏
读
他
们
的
字
迹
，
感
受
他
们
的
文
辞
，
那
笔
锋
间
的
纤
毫
震
颤
，
点
线
间
的
提
按
律
动

为
我
们
展
现
了
前
人
精
神
生
活
的
广
阔
图
卷
，
显
示
了
人
类
心
灵
在
摆
脱
现
实
羁
绊
的
同
时
，
借
助
书
写
的
表
达
所
升
华
到
的
高
度
自
由
的
精
神
状
态
。

在
传
统
文
化
人
的
生
活
中
，
书
法
不
仅
仅
作
为
对
外
示
人
以
形
象
的
体
面
形
式
，
更
可
作
为
不
断
充
实
完
善
心
灵
境
界
的
有
效
途
径
。
在
这
样
的
修
炼
过

程
中
，
前
人
早
已
将
他
们
的
生
活
在
不
期
然
间
艺
术
化
了
，
同
时
也
在
不
经
意
间
将
他
们
的
字
迹
人
格
化
了
。
刘
熙
载
所
谓
『
书
，
如
也
，
如
其
学
，
如
其
才
，

如
其
志
，
总
之
曰
如
其
人
而
已
。
』
古
人
言
及
书
信
以
为
『
尺
牍
疏
书
，
千
里
面
目
也
』
，
每
个
人
字
迹
的
独
特
性
和
不
可
重
复
性
，
正
是
通
过
他
构
字
造
型

的
不
同
，
运
笔
速
度
与
落
笔
分
量
的
差
异
，
个
人
文
化
素
养
、
性
格
气
质
的
区
别
等
细
微
的
变
化
，
一
一
寓
之
于
书
的
。
张
怀
瓘
所
说
的
『
文
则
数
言
乃
成
其
意
，

书
则
一
字
已
见
其
心
』
，
更
是
深
刻
地
道
出
了
书
法
艺
术
对
人
的
内
在
精
神
、
个
性
特
征
的
揭
示
。

汉
字
的
独
特
性
，
毛
笔
的
独
特
性
，
中
国
人
观
照
世
界
的
独
特
思
考
方
式
，
最
终
构
成
了
书
法
艺
术
在
世
界
艺
术
之
林
中
的
独
特
性
。
因
此
，
从
某
种
角

度
来
说
，
中
国
书
法
是
最
具
有
中
国
特
色
的
视
觉
艺
术
表
达
形
式
。

时
至
今
日
，
随
着
中
国
在
世
界
政
治
、
经
济
格
局
中
占
有
越
来
越
重
要
的
位
置
，
更
多
的
人
开
始
意
识
到
西
方
现
代
文
明
在
对
我
们
产
生
巨
大
影
响
，
带

给
我
们
快
速
进
步
的
同
时
，
我
们
的
传
统
文
化
已
逐
渐
呈
现
出
衰
微
的
趋
势
。
当
全
社
会
都
强
调
向
传
统
文
化
回
归
，
提
倡
民
族
文
化
伟
大
复
兴
的
时
候
，
书

刘
明
才
，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艺
术
学
院
副
教
授
、
硕
士
生
导
师
、
中
国
美
术
家
协
会
会
员
、
中
央
美
术
学
院
造
型
艺
术
研
究
所
博
士
。

历
代
碑
帖
经
典—

序

作
者
简
介

法
作
为
传
统
文
化
中
的
核
心
成
员
之
一
，
对
它
的
研
究
发
掘
必
将
呈
现
出
蓬
勃
兴
盛
之
势
。
这
也
说
明
了
一
个
民
族
的
文
化
真
正
的
强
大
显
然
来
自
于
它
坚
强

的
文
化
自
觉
与
自
信
，
深
具
民
族
气
派
的
文
艺
才
是
每
个
文
明
多
元
发
展
的
前
提
。
自
五
四
新
文
化
运
动
以
来
，
中
华
文
明
经
受
了
史
上
从
未
有
过
的
外
来
文

化
的
冲
击
，
西
学
东
渐
之
风
日
甚
一
日
。
在
中
西
文
明
交
融
百
年
之
后
，
我
们
回
顾
历
史
，
不
难
看
出
西
方
文
化
重
理
性
、
尚
分
析
的
特
征
，
与
中
华
文
化
重

感
性
、
尚
体
验
特
点
的
差
异
。
研
究
和
借
鉴
其
他
民
族
的
文
化
其
目
的
正
是
丰
富
和
完
善
我
们
原
有
文
化
认
知
世
界
的
方
式
，
在
交
流
碰
撞
中
将
我
们
的
文
化

引
向
更
深
入
的
思
考
，
从
而
更
准
确
地
把
握
我
们
民
族
文
化
对
时
世
人
生
、
自
然
万
象
独
有
的
价
值
判
断
，
也
才
可
能
令
我
们
的
文
化
在
精
神
领
域
里
，
新
的

攀
升
中
呈
现
出
更
加
辉
煌
灿
烂
的
神
采
。
当
我
们
更
清
晰
、
更
准
确
地
认
识
到
自
身
文
化
的
价
值
与
意
义
，
并
以
此
为
根
本
立
足
点
时
，
我
们
才
可
能
在
吸
纳

任
何
外
来
营
养
的
同
时
依
然
保
持
自
身
的
特
质
，
呈
现
出
更
加
开
放
活
跃
的
状
态
。

作
为
传
统
文
化
最
根
本
的
视
觉
艺
术
表
现
形
式
，
对
书
法
经
典
的
重
读
与
再
认
识
，
其
意
义
是
不
言
而
喻
的
。
书
法
在
新
时
期
文
艺
中
，
由
于
传
统
文
化

语
境
的
缺
失
，
使
它
越
来
越
呈
现
出
专
业
化
的
倾
向
。
这
种
转
型
之
变
，
如
何
能
在
精
研
技
巧
、
发
掘
毛
笔
书
写
的
潜
力
中
，
在
视
觉
图
式
的
竭
力
突
围
中
，

在
章
法
布
局
的
苦
心
经
营
中
依
然
保
持
书
法
原
有
的
朴
素
而
正
大
的
气
质
，
避
免
身
处
展
览
时
代
的
当
今
书
法
流
于
辗
转
腾
挪
、
眩
人
耳
目
的
手
技
式
表
达
，

显
然
是
当
代
书
法
所
面
临
的
最
重
要
课
题
。
『
言
为
心
声
，
书
为
心
画
』
『
心
不
若
人
，
而
欲
书
之
过
人
，
其
勤
而
无
所
也
宜
矣
』
。
艺
术
是
心
灵
的
迹
化
，

迹
化
的
手
段
不
过
是
手
段
而
已
，
对
手
段
的
掌
控
终
究
是
第
二
位
的
事
，
而
对
心
灵
的
修
持
，
对
人
格
的
锤
炼
，
才
是
第
一
位
的
根
本
之
要
，
也
才
是
书
艺
求

索
的
根
本
大
道
吧
！

无
论
是
对
于
专
业
人
员
还
是
业
余
爱
好
者
，
经
典
的
碑
帖
就
静
静
地
等
候
在
那
里
，
等
待
着
我
们
去
发
现
。
在
谈
及
古
代
佛
教
造
像
时
，
笔
者
曾
有
这
样

的
诗
句
：
『
…
…
或
隐
深
山
藏
古
寺
，
或
埋
古
墓
与
荒
林
。
逾
越
千
载
寂
无
语
，
有
声
只
待
来
者
听
…
…
』
我
想
，
将
它
转
用
于
那
些
史
上
的
书
法
杰
作
也
同

样
合
适
吧
。
对
它
们
的
认
知
得
由
从
艺
者
不
断
地
深
入
领
悟
，
才
可
能
揭
去
蒙
在
其
上
的
面
纱
，
一
步
步
接
近
这
些
经
典
书
法
所
展
现
的
精
神
面
貌
，
或
高
古
、

或
奇
肆
、
或
典
雅
、
或
秀
丽
的
艺
术
境
界
也
才
可
能
为
人
们
所
感
知
。
共
鸣
从
来
都
是
双
方
的
，
它
首
先
源
于
自
身
本
有
。
如
果
我
们
想
感
受
这
一
切
，
我
们

就
应
该
朝
这
个
方
向
努
力
修
为
。
因
此
，
借
助
这
一
系
列
的
经
典
碑
帖
的
展
现
，
希
望
读
者
能
不
断
重
识
其
中
的
魅
力
，
一
方
面
以
新
鲜
的
视
角
来
赏
读
那
一

点
一
画
间
所
蕴
含
的
人
生
精
义
，
一
方
面
借
助
对
书
法
的
研
习
，
在
具
体
的
书
写
实
践
中
潜
移
默
化
间
变
化
我
们
的
气
质
，
陶
冶
我
们
的
性
灵
，
进
而
提
升
我

们
的
生
命
境
界
。

中
国
书
法
史
上
的
碑
帖
之
作
，
直
可
用
浩
如
烟
海
来
形
容
，
在
考
虑
到
书
家
及
其
作
品
的
影
响
力
的
同
时
，
特
别
是
兼
顾
广
大
读
者
的
一
般
喜
好
，
我
们

最
终
确
定
出
本
套
《
历
代
碑
帖
经
典
》
所
包
含
的
书
目
。
虽
所
选
书
家
书
作
有
限
，
但
墨
迹
与
碑
刻
兼
重
，
篆
、
隶
、
楷
、
行
、
草
诸
体
兼
备
，
配
合
每
件
书

作
的
赏
析
文
字
，
也
足
可
令
学
书
者
窥
一
斑
而
见
全
豹
，
遍
览
书
史
之
概
况
，
了
解
书
法
技
巧
的
发
展
变
化
了
。
笔
者
始
终
认
为
，
对
于
书
艺
的
学
习
，
要
尽

可
能
篆
、
隶
、
楷
、
行
、
草
诸
体
兼
修
。
无
论
学
艺
者
最
终
选
取
何
种
书
体
作
为
自
身
书
艺
追
求
的
最
终
方
向
，
诸
体
兼
修
的
基
础
，
一
则
可
以
帮
助
我
们
明

了
文
字
及
书
艺
发
展
的
源
流
正
变
，
一
则
也
能
使
我
们
对
书
法
技
巧
的
丰
富
性
有
较
全
面
的
认
识
与
理
解
。
在
这
样
的
前
提
下
，
我
们
对
书
法
的
研
究
学
习
才

可
能
站
在
一
个
较
高
的
层
面
，
为
我
们
未
来
的
书
法
创
作
打
下
较
好
的
基
础
。
基
于
此
，
篆
书
方
面
我
们
选
取
了
《
峄
山
碑
》
《
三
坟
记
》
《
吴
昌
硕
临
石
鼓
文
》

作
为
典
型
，
在
篆
书
书
写
的
收
放
之
间
，
为
读
者
提
供
了
精
工
与
写
意
的
比
较
研
究
。
隶
书
以
汉
人
碑
刻
为
重
，
遴
选
出
《
礼
器
碑
》
《
张
迁
碑
》
《
石
门
颂
》

《
西
狭
颂
》
《
乙
瑛
碑
》
，
引
导
读
者
去
体
验
汉
碑
名
品
整
体
所
传
达
出
的
雄
浑
朴
茂
的
时
代
气
象
。
同
时
也
明
晰
出
《
曹
全
碑
》
作
为
精
谨
秀
丽
的
风
格
特
例
，

在
时
代
背
景
下
所
呈
现
出
的
特
殊
意
义
。
楷
书
则
分
别
以
晋
楷
如
『
二
王
』
父
子
小
楷
、
魏
碑
如
《
石
门
铭
》
《
张
猛
龙
碑
》
、
唐
楷
如
欧
、
褚
、
颜
三
家
之
作
，

兼
及
元
人
赵
孟

，
明
人
文
徵
明
的
小
楷
等
，
希
望
通
过
对
这
些
楷
书
名
作
的
再
次
认
读
，
引
领
读
者
更
好
地
把
握
楷
书
在
共
性
规
则
之
下
，
历
代
书
家
各
尽

其
态
的
创
造
。
行
草
书
的
领
域
更
是
蔚
为
大
观
，
整
个
书
法
史
从
某
种
程
度
上
说
，
几
乎
可
以
概
称
为
行
草
书
法
史
。
因
此
，
本
丛
书
在
首
选
东
晋
王
羲
之
、

王
献
之
父
子
的
行
草
书
杰
作
后
，
隋
、
唐
、
五
代
、
宋
、
元
、
明
诸
时
代
皆
有
重
点
书
家
书
作
选
入
，
笔
者
希
望
通
过
较
完
整
的
作
品
图
片
介
绍
及
赏
析
文
字

的
引
领
，
帮
助
读
者
理
清
行
草
书
学
习
过
程
中
，
将
面
对
的
从
技
术
到
风
格
嬗
变
的
内
在
规
律
。
相
信
这
种
图
文
结
合
的
形
式
，
一
定
会
为
广
大
书
法
爱
好
者

提
供
有
益
的
帮
助
。
想
来
，
这
样
的
努
力
，
也
算
是
笔
者
为
传
统
文
化
在
当
代
的
伟
大
复
兴
所
尽
的
绵
薄
之
力
吧
！

—

刘
明
才

小

楷

道

德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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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赵

孟

倘
若
以
现
代
的
阐
述
方
式
，
我
们
可
以
这
样
界
定
中
国
书
法
：
它
是
以
汉
字
形
态
为
基
础
单
元
，
以
文
辞
内
容
为
创
作
素
材
，
以
毛
笔
为
书
写
工
具
，
以

点
画
线
条
为
构
造
的
抽
象
艺
术
表
现
形
式
。
它
是
中
华
民
族
在
历
史
的
长
河
中
所
找
寻
到
的
，
对
我
们
身
处
的
外
在
自
然
世
界
，
以
及
内
在
的
精
神
世
界
所
进

行
的
高
度
抽
象
的
概
括
。
汉
字
本
生
于
象
形
，
因
方
便
实
用
的
需
要
，
逐
渐
演
化
为
符
号
以
利
于
记
述
之
功
。
但
方
块
字
的
整
体
形
态
却
从
未
脱
离
对
客
观
世

界
的
模
拟
转
述
，
只
不
过
文
字
从
诸
种
篆
体
的
线
型
构
字
形
态
，
发
展
到
隶
书
及
其
后
各
种
字
体
的
点
画
构
字
形
态
，
在
离
开
对
物
象
的
较
直
观
描
摹
后
，
逐

渐
生
发
成
为
对
外
在
的
客
观
自
然
环
境
，
及
内
在
生
命
的
本
质
节
奏
的
抽
象
模
拟
。
中
国
古
人
正
是
在
这
种
由
外
而
内
地
全
面
观
照
中
，
将
书
法
内
炼
成
为
他

们
对
世
界
综
合
认
识
体
验
下
的
一
种
视
觉
表
达
形
式
。
看
似
抽
象
，
但
它
对
情
感
的
转
述
又
很
具
体
；
看
似
单
色
，
但
它
却
又
饱
含
着
生
命
的
色
彩
。

伴
随
着
时
代
的
发
展
，
文
字
的
演
变
，
以
魏
晋
时
期
字
体
演
化
的
定
型
为
分
水
岭
，
一
部
中
国
书
法
史
，
简
直
就
是
一
部
关
于
汉
字
书
写
创
造
的
造
型
艺

术
史
。
那
些
历
史
上
流
传
至
今
的
书
写
杰
作
，
无
论
具
不
具
姓
名
者
，
均
以
其
鲜
明
的
书
法
面
貌
，
堪
称
造
型
艺
术
领
域
内
的
经
典
佳
构
。
魏
晋
之
前
，
书
法

的
造
型
变
化
因
字
体
演
化
的
发
展
顺
势
生
形
，
潜
在
的
艺
术
表
达
不
期
变
而
自
变
，
其
间
尤
以
每
一
种
新
字
体
生
成
前
字
形
变
化
最
为
剧
烈
，
也
最
为
丰
富
，

奇
形
迭
出
，
诡
异
万
千
；
魏
晋
之
后
，
篆
、
隶
、
楷
、
行
、
草
五
种
基
本
汉
字
字
体
发
展
定
型
，
书
法
的
造
型
之
变
，
经
由
唐
人
对
书
写
规
律
的
整
理
总
结
而

纳
进
一
定
的
规
则
之
内
，
书
写
中
对
个
性
的
强
调
，
造
型
中
的
求
异
求
变
随
之
凸
显
为
更
加
主
动
的
选
择
。

殷
商
的
简
拙
神
秘
，
西
周
的
古
穆
典
重
，
春
秋
战
国
的
诡
谲
奇
变
，
秦
汉
的
劲
厚
浑
朴
，
魏
晋
的
散
朗
超
逸
，
唐
人
的
法
度
精
整
，
宋
人
的
放
意
抒
怀
，

元
人
的
淡
然
隐
逸
，
明
清
的
重
势
尚
气
。
虽
为
粗
略
的
归
类
，
却
也
暗
示
出
一
时
之
人
写
一
时
之
书
，
时
代
风
气
使
然
也
。
具
体
到
书
家
，
有
名
可
考
者
，
自
李
斯
、

史
游
、
蔡
邕
、
张
芝
、
索
靖
、
钟
繇
、
王
羲
之
、
王
献
之
、
欧
阳
询
、
虞
世
南
、
褚
遂
良
、
颜
真
卿
、
柳
公
权
、
张
旭
、
怀
素
…
…
直
至
近
现
代
的
康
有
为
、

沈
增
植
、
于
右
任
等
，
我
们
不
能
不
赞
叹
这
些
前
贤
的
杰
出
创
造
。
赏
读
他
们
的
字
迹
，
感
受
他
们
的
文
辞
，
那
笔
锋
间
的
纤
毫
震
颤
，
点
线
间
的
提
按
律
动

为
我
们
展
现
了
前
人
精
神
生
活
的
广
阔
图
卷
，
显
示
了
人
类
心
灵
在
摆
脱
现
实
羁
绊
的
同
时
，
借
助
书
写
的
表
达
所
升
华
到
的
高
度
自
由
的
精
神
状
态
。

在
传
统
文
化
人
的
生
活
中
，
书
法
不
仅
仅
作
为
对
外
示
人
以
形
象
的
体
面
形
式
，
更
可
作
为
不
断
充
实
完
善
心
灵
境
界
的
有
效
途
径
。
在
这
样
的
修
炼
过

程
中
，
前
人
早
已
将
他
们
的
生
活
在
不
期
然
间
艺
术
化
了
，
同
时
也
在
不
经
意
间
将
他
们
的
字
迹
人
格
化
了
。
刘
熙
载
所
谓
『
书
，
如
也
，
如
其
学
，
如
其
才
，

如
其
志
，
总
之
曰
如
其
人
而
已
。
』
古
人
言
及
书
信
以
为
『
尺
牍
疏
书
，
千
里
面
目
也
』
，
每
个
人
字
迹
的
独
特
性
和
不
可
重
复
性
，
正
是
通
过
他
构
字
造
型

的
不
同
，
运
笔
速
度
与
落
笔
分
量
的
差
异
，
个
人
文
化
素
养
、
性
格
气
质
的
区
别
等
细
微
的
变
化
，
一
一
寓
之
于
书
的
。
张
怀
瓘
所
说
的
『
文
则
数
言
乃
成
其
意
，

书
则
一
字
已
见
其
心
』
，
更
是
深
刻
地
道
出
了
书
法
艺
术
对
人
的
内
在
精
神
、
个
性
特
征
的
揭
示
。

汉
字
的
独
特
性
，
毛
笔
的
独
特
性
，
中
国
人
观
照
世
界
的
独
特
思
考
方
式
，
最
终
构
成
了
书
法
艺
术
在
世
界
艺
术
之
林
中
的
独
特
性
。
因
此
，
从
某
种
角

度
来
说
，
中
国
书
法
是
最
具
有
中
国
特
色
的
视
觉
艺
术
表
达
形
式
。

时
至
今
日
，
随
着
中
国
在
世
界
政
治
、
经
济
格
局
中
占
有
越
来
越
重
要
的
位
置
，
更
多
的
人
开
始
意
识
到
西
方
现
代
文
明
在
对
我
们
产
生
巨
大
影
响
，
带

给
我
们
快
速
进
步
的
同
时
，
我
们
的
传
统
文
化
已
逐
渐
呈
现
出
衰
微
的
趋
势
。
当
全
社
会
都
强
调
向
传
统
文
化
回
归
，
提
倡
民
族
文
化
伟
大
复
兴
的
时
候
，
书

刘
明
才
，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艺
术
学
院
副
教
授
、
硕
士
生
导
师
、
中
国
美
术
家
协
会
会
员
、
中
央
美
术
学
院
造
型
艺
术
研
究
所
博
士
。

历
代
碑
帖
经
典—

序

作
者
简
介

法
作
为
传
统
文
化
中
的
核
心
成
员
之
一
，
对
它
的
研
究
发
掘
必
将
呈
现
出
蓬
勃
兴
盛
之
势
。
这
也
说
明
了
一
个
民
族
的
文
化
真
正
的
强
大
显
然
来
自
于
它
坚
强

的
文
化
自
觉
与
自
信
，
深
具
民
族
气
派
的
文
艺
才
是
每
个
文
明
多
元
发
展
的
前
提
。
自
五
四
新
文
化
运
动
以
来
，
中
华
文
明
经
受
了
史
上
从
未
有
过
的
外
来
文

化
的
冲
击
，
西
学
东
渐
之
风
日
甚
一
日
。
在
中
西
文
明
交
融
百
年
之
后
，
我
们
回
顾
历
史
，
不
难
看
出
西
方
文
化
重
理
性
、
尚
分
析
的
特
征
，
与
中
华
文
化
重

感
性
、
尚
体
验
特
点
的
差
异
。
研
究
和
借
鉴
其
他
民
族
的
文
化
其
目
的
正
是
丰
富
和
完
善
我
们
原
有
文
化
认
知
世
界
的
方
式
，
在
交
流
碰
撞
中
将
我
们
的
文
化

引
向
更
深
入
的
思
考
，
从
而
更
准
确
地
把
握
我
们
民
族
文
化
对
时
世
人
生
、
自
然
万
象
独
有
的
价
值
判
断
，
也
才
可
能
令
我
们
的
文
化
在
精
神
领
域
里
，
新
的

攀
升
中
呈
现
出
更
加
辉
煌
灿
烂
的
神
采
。
当
我
们
更
清
晰
、
更
准
确
地
认
识
到
自
身
文
化
的
价
值
与
意
义
，
并
以
此
为
根
本
立
足
点
时
，
我
们
才
可
能
在
吸
纳

任
何
外
来
营
养
的
同
时
依
然
保
持
自
身
的
特
质
，
呈
现
出
更
加
开
放
活
跃
的
状
态
。

作
为
传
统
文
化
最
根
本
的
视
觉
艺
术
表
现
形
式
，
对
书
法
经
典
的
重
读
与
再
认
识
，
其
意
义
是
不
言
而
喻
的
。
书
法
在
新
时
期
文
艺
中
，
由
于
传
统
文
化

语
境
的
缺
失
，
使
它
越
来
越
呈
现
出
专
业
化
的
倾
向
。
这
种
转
型
之
变
，
如
何
能
在
精
研
技
巧
、
发
掘
毛
笔
书
写
的
潜
力
中
，
在
视
觉
图
式
的
竭
力
突
围
中
，

在
章
法
布
局
的
苦
心
经
营
中
依
然
保
持
书
法
原
有
的
朴
素
而
正
大
的
气
质
，
避
免
身
处
展
览
时
代
的
当
今
书
法
流
于
辗
转
腾
挪
、
眩
人
耳
目
的
手
技
式
表
达
，

显
然
是
当
代
书
法
所
面
临
的
最
重
要
课
题
。
『
言
为
心
声
，
书
为
心
画
』
『
心
不
若
人
，
而
欲
书
之
过
人
，
其
勤
而
无
所
也
宜
矣
』
。
艺
术
是
心
灵
的
迹
化
，

迹
化
的
手
段
不
过
是
手
段
而
已
，
对
手
段
的
掌
控
终
究
是
第
二
位
的
事
，
而
对
心
灵
的
修
持
，
对
人
格
的
锤
炼
，
才
是
第
一
位
的
根
本
之
要
，
也
才
是
书
艺
求

索
的
根
本
大
道
吧
！

无
论
是
对
于
专
业
人
员
还
是
业
余
爱
好
者
，
经
典
的
碑
帖
就
静
静
地
等
候
在
那
里
，
等
待
着
我
们
去
发
现
。
在
谈
及
古
代
佛
教
造
像
时
，
笔
者
曾
有
这
样

的
诗
句
：
『
…
…
或
隐
深
山
藏
古
寺
，
或
埋
古
墓
与
荒
林
。
逾
越
千
载
寂
无
语
，
有
声
只
待
来
者
听
…
…
』
我
想
，
将
它
转
用
于
那
些
史
上
的
书
法
杰
作
也
同

样
合
适
吧
。
对
它
们
的
认
知
得
由
从
艺
者
不
断
地
深
入
领
悟
，
才
可
能
揭
去
蒙
在
其
上
的
面
纱
，
一
步
步
接
近
这
些
经
典
书
法
所
展
现
的
精
神
面
貌
，
或
高
古
、

或
奇
肆
、
或
典
雅
、
或
秀
丽
的
艺
术
境
界
也
才
可
能
为
人
们
所
感
知
。
共
鸣
从
来
都
是
双
方
的
，
它
首
先
源
于
自
身
本
有
。
如
果
我
们
想
感
受
这
一
切
，
我
们

就
应
该
朝
这
个
方
向
努
力
修
为
。
因
此
，
借
助
这
一
系
列
的
经
典
碑
帖
的
展
现
，
希
望
读
者
能
不
断
重
识
其
中
的
魅
力
，
一
方
面
以
新
鲜
的
视
角
来
赏
读
那
一

点
一
画
间
所
蕴
含
的
人
生
精
义
，
一
方
面
借
助
对
书
法
的
研
习
，
在
具
体
的
书
写
实
践
中
潜
移
默
化
间
变
化
我
们
的
气
质
，
陶
冶
我
们
的
性
灵
，
进
而
提
升
我

们
的
生
命
境
界
。

中
国
书
法
史
上
的
碑
帖
之
作
，
直
可
用
浩
如
烟
海
来
形
容
，
在
考
虑
到
书
家
及
其
作
品
的
影
响
力
的
同
时
，
特
别
是
兼
顾
广
大
读
者
的
一
般
喜
好
，
我
们

最
终
确
定
出
本
套
《
历
代
碑
帖
经
典
》
所
包
含
的
书
目
。
虽
所
选
书
家
书
作
有
限
，
但
墨
迹
与
碑
刻
兼
重
，
篆
、
隶
、
楷
、
行
、
草
诸
体
兼
备
，
配
合
每
件
书

作
的
赏
析
文
字
，
也
足
可
令
学
书
者
窥
一
斑
而
见
全
豹
，
遍
览
书
史
之
概
况
，
了
解
书
法
技
巧
的
发
展
变
化
了
。
笔
者
始
终
认
为
，
对
于
书
艺
的
学
习
，
要
尽

可
能
篆
、
隶
、
楷
、
行
、
草
诸
体
兼
修
。
无
论
学
艺
者
最
终
选
取
何
种
书
体
作
为
自
身
书
艺
追
求
的
最
终
方
向
，
诸
体
兼
修
的
基
础
，
一
则
可
以
帮
助
我
们
明

了
文
字
及
书
艺
发
展
的
源
流
正
变
，
一
则
也
能
使
我
们
对
书
法
技
巧
的
丰
富
性
有
较
全
面
的
认
识
与
理
解
。
在
这
样
的
前
提
下
，
我
们
对
书
法
的
研
究
学
习
才

可
能
站
在
一
个
较
高
的
层
面
，
为
我
们
未
来
的
书
法
创
作
打
下
较
好
的
基
础
。
基
于
此
，
篆
书
方
面
我
们
选
取
了
《
峄
山
碑
》
《
三
坟
记
》
《
吴
昌
硕
临
石
鼓
文
》

作
为
典
型
，
在
篆
书
书
写
的
收
放
之
间
，
为
读
者
提
供
了
精
工
与
写
意
的
比
较
研
究
。
隶
书
以
汉
人
碑
刻
为
重
，
遴
选
出
《
礼
器
碑
》
《
张
迁
碑
》
《
石
门
颂
》

《
西
狭
颂
》
《
乙
瑛
碑
》
，
引
导
读
者
去
体
验
汉
碑
名
品
整
体
所
传
达
出
的
雄
浑
朴
茂
的
时
代
气
象
。
同
时
也
明
晰
出
《
曹
全
碑
》
作
为
精
谨
秀
丽
的
风
格
特
例
，

在
时
代
背
景
下
所
呈
现
出
的
特
殊
意
义
。
楷
书
则
分
别
以
晋
楷
如
『
二
王
』
父
子
小
楷
、
魏
碑
如
《
石
门
铭
》
《
张
猛
龙
碑
》
、
唐
楷
如
欧
、
褚
、
颜
三
家
之
作
，

兼
及
元
人
赵
孟

，
明
人
文
徵
明
的
小
楷
等
，
希
望
通
过
对
这
些
楷
书
名
作
的
再
次
认
读
，
引
领
读
者
更
好
地
把
握
楷
书
在
共
性
规
则
之
下
，
历
代
书
家
各
尽

其
态
的
创
造
。
行
草
书
的
领
域
更
是
蔚
为
大
观
，
整
个
书
法
史
从
某
种
程
度
上
说
，
几
乎
可
以
概
称
为
行
草
书
法
史
。
因
此
，
本
丛
书
在
首
选
东
晋
王
羲
之
、

王
献
之
父
子
的
行
草
书
杰
作
后
，
隋
、
唐
、
五
代
、
宋
、
元
、
明
诸
时
代
皆
有
重
点
书
家
书
作
选
入
，
笔
者
希
望
通
过
较
完
整
的
作
品
图
片
介
绍
及
赏
析
文
字

的
引
领
，
帮
助
读
者
理
清
行
草
书
学
习
过
程
中
，
将
面
对
的
从
技
术
到
风
格
嬗
变
的
内
在
规
律
。
相
信
这
种
图
文
结
合
的
形
式
，
一
定
会
为
广
大
书
法
爱
好
者

提
供
有
益
的
帮
助
。
想
来
，
这
样
的
努
力
，
也
算
是
笔
者
为
传
统
文
化
在
当
代
的
伟
大
复
兴
所
尽
的
绵
薄
之
力
吧
！

—

刘
明
才

小

楷

道

德

经

第

1

段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元赵孟 小楷道德经 / 刘明才主编. -- 合肥 : 安

徽美术出版社, 2016.2

（历代碑帖经典）

  ISBN 978-7-5398-6457-0

  Ⅰ. ①元… Ⅱ. ①刘… Ⅲ. ①楷书－碑帖－中国－元

代 Ⅳ. ①J29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4533号

历 代 碑 帖 经 典

元 赵 孟 小 楷 道 德 经
LIDAI BEITIE JINGDIAN 
YUAN ZHAO MENGFU XIAOKAI DAODEJING 
主编  刘明才

出  版  人：陈龙银  选题策划：谢育智  曹彦伟

责任编辑：朱阜燕  毛春林

          刘  园  丁  馨

责任校对：司开江  陈芳芳

装帧设计：北京艺美联艺术文化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徐海燕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美术出版社（http://www.ahmscbs.com）

地    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

                     传媒广场14F     邮编：230071

营  销  部：0551-63533604（省内）

                    0551-63533607（省外）

编辑出版热线：0551-63533611　13965059340

印    制：北京市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8    印  张：12.5

版    次：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978-7-5398-6457-0

定    价：12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社法律顾问：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孙卫东律师

历

代

碑

帖

经

典

主
编 

刘
明
才

元 

赵

孟

倘
若
以
现
代
的
阐
述
方
式
，
我
们
可
以
这
样
界
定
中
国
书
法
：
它
是
以
汉
字
形
态
为
基
础
单
元
，
以
文
辞
内
容
为
创
作
素
材
，
以
毛
笔
为
书
写
工
具
，
以

点
画
线
条
为
构
造
的
抽
象
艺
术
表
现
形
式
。
它
是
中
华
民
族
在
历
史
的
长
河
中
所
找
寻
到
的
，
对
我
们
身
处
的
外
在
自
然
世
界
，
以
及
内
在
的
精
神
世
界
所
进

行
的
高
度
抽
象
的
概
括
。
汉
字
本
生
于
象
形
，
因
方
便
实
用
的
需
要
，
逐
渐
演
化
为
符
号
以
利
于
记
述
之
功
。
但
方
块
字
的
整
体
形
态
却
从
未
脱
离
对
客
观
世

界
的
模
拟
转
述
，
只
不
过
文
字
从
诸
种
篆
体
的
线
型
构
字
形
态
，
发
展
到
隶
书
及
其
后
各
种
字
体
的
点
画
构
字
形
态
，
在
离
开
对
物
象
的
较
直
观
描
摹
后
，
逐

渐
生
发
成
为
对
外
在
的
客
观
自
然
环
境
，
及
内
在
生
命
的
本
质
节
奏
的
抽
象
模
拟
。
中
国
古
人
正
是
在
这
种
由
外
而
内
地
全
面
观
照
中
，
将
书
法
内
炼
成
为
他

们
对
世
界
综
合
认
识
体
验
下
的
一
种
视
觉
表
达
形
式
。
看
似
抽
象
，
但
它
对
情
感
的
转
述
又
很
具
体
；
看
似
单
色
，
但
它
却
又
饱
含
着
生
命
的
色
彩
。

伴
随
着
时
代
的
发
展
，
文
字
的
演
变
，
以
魏
晋
时
期
字
体
演
化
的
定
型
为
分
水
岭
，
一
部
中
国
书
法
史
，
简
直
就
是
一
部
关
于
汉
字
书
写
创
造
的
造
型
艺

术
史
。
那
些
历
史
上
流
传
至
今
的
书
写
杰
作
，
无
论
具
不
具
姓
名
者
，
均
以
其
鲜
明
的
书
法
面
貌
，
堪
称
造
型
艺
术
领
域
内
的
经
典
佳
构
。
魏
晋
之
前
，
书
法

的
造
型
变
化
因
字
体
演
化
的
发
展
顺
势
生
形
，
潜
在
的
艺
术
表
达
不
期
变
而
自
变
，
其
间
尤
以
每
一
种
新
字
体
生
成
前
字
形
变
化
最
为
剧
烈
，
也
最
为
丰
富
，

奇
形
迭
出
，
诡
异
万
千
；
魏
晋
之
后
，
篆
、
隶
、
楷
、
行
、
草
五
种
基
本
汉
字
字
体
发
展
定
型
，
书
法
的
造
型
之
变
，
经
由
唐
人
对
书
写
规
律
的
整
理
总
结
而

纳
进
一
定
的
规
则
之
内
，
书
写
中
对
个
性
的
强
调
，
造
型
中
的
求
异
求
变
随
之
凸
显
为
更
加
主
动
的
选
择
。

殷
商
的
简
拙
神
秘
，
西
周
的
古
穆
典
重
，
春
秋
战
国
的
诡
谲
奇
变
，
秦
汉
的
劲
厚
浑
朴
，
魏
晋
的
散
朗
超
逸
，
唐
人
的
法
度
精
整
，
宋
人
的
放
意
抒
怀
，

元
人
的
淡
然
隐
逸
，
明
清
的
重
势
尚
气
。
虽
为
粗
略
的
归
类
，
却
也
暗
示
出
一
时
之
人
写
一
时
之
书
，
时
代
风
气
使
然
也
。
具
体
到
书
家
，
有
名
可
考
者
，
自
李
斯
、

史
游
、
蔡
邕
、
张
芝
、
索
靖
、
钟
繇
、
王
羲
之
、
王
献
之
、
欧
阳
询
、
虞
世
南
、
褚
遂
良
、
颜
真
卿
、
柳
公
权
、
张
旭
、
怀
素
…
…
直
至
近
现
代
的
康
有
为
、

沈
增
植
、
于
右
任
等
，
我
们
不
能
不
赞
叹
这
些
前
贤
的
杰
出
创
造
。
赏
读
他
们
的
字
迹
，
感
受
他
们
的
文
辞
，
那
笔
锋
间
的
纤
毫
震
颤
，
点
线
间
的
提
按
律
动

为
我
们
展
现
了
前
人
精
神
生
活
的
广
阔
图
卷
，
显
示
了
人
类
心
灵
在
摆
脱
现
实
羁
绊
的
同
时
，
借
助
书
写
的
表
达
所
升
华
到
的
高
度
自
由
的
精
神
状
态
。

在
传
统
文
化
人
的
生
活
中
，
书
法
不
仅
仅
作
为
对
外
示
人
以
形
象
的
体
面
形
式
，
更
可
作
为
不
断
充
实
完
善
心
灵
境
界
的
有
效
途
径
。
在
这
样
的
修
炼
过

程
中
，
前
人
早
已
将
他
们
的
生
活
在
不
期
然
间
艺
术
化
了
，
同
时
也
在
不
经
意
间
将
他
们
的
字
迹
人
格
化
了
。
刘
熙
载
所
谓
『
书
，
如
也
，
如
其
学
，
如
其
才
，

如
其
志
，
总
之
曰
如
其
人
而
已
。
』
古
人
言
及
书
信
以
为
『
尺
牍
疏
书
，
千
里
面
目
也
』
，
每
个
人
字
迹
的
独
特
性
和
不
可
重
复
性
，
正
是
通
过
他
构
字
造
型

的
不
同
，
运
笔
速
度
与
落
笔
分
量
的
差
异
，
个
人
文
化
素
养
、
性
格
气
质
的
区
别
等
细
微
的
变
化
，
一
一
寓
之
于
书
的
。
张
怀
瓘
所
说
的
『
文
则
数
言
乃
成
其
意
，

书
则
一
字
已
见
其
心
』
，
更
是
深
刻
地
道
出
了
书
法
艺
术
对
人
的
内
在
精
神
、
个
性
特
征
的
揭
示
。

汉
字
的
独
特
性
，
毛
笔
的
独
特
性
，
中
国
人
观
照
世
界
的
独
特
思
考
方
式
，
最
终
构
成
了
书
法
艺
术
在
世
界
艺
术
之
林
中
的
独
特
性
。
因
此
，
从
某
种
角

度
来
说
，
中
国
书
法
是
最
具
有
中
国
特
色
的
视
觉
艺
术
表
达
形
式
。

时
至
今
日
，
随
着
中
国
在
世
界
政
治
、
经
济
格
局
中
占
有
越
来
越
重
要
的
位
置
，
更
多
的
人
开
始
意
识
到
西
方
现
代
文
明
在
对
我
们
产
生
巨
大
影
响
，
带

给
我
们
快
速
进
步
的
同
时
，
我
们
的
传
统
文
化
已
逐
渐
呈
现
出
衰
微
的
趋
势
。
当
全
社
会
都
强
调
向
传
统
文
化
回
归
，
提
倡
民
族
文
化
伟
大
复
兴
的
时
候
，
书

刘
明
才
，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艺
术
学
院
副
教
授
、
硕
士
生
导
师
、
中
国
美
术
家
协
会
会
员
、
中
央
美
术
学
院
造
型
艺
术
研
究
所
博
士
。

历
代
碑
帖
经
典—

序

作
者
简
介

法
作
为
传
统
文
化
中
的
核
心
成
员
之
一
，
对
它
的
研
究
发
掘
必
将
呈
现
出
蓬
勃
兴
盛
之
势
。
这
也
说
明
了
一
个
民
族
的
文
化
真
正
的
强
大
显
然
来
自
于
它
坚
强

的
文
化
自
觉
与
自
信
，
深
具
民
族
气
派
的
文
艺
才
是
每
个
文
明
多
元
发
展
的
前
提
。
自
五
四
新
文
化
运
动
以
来
，
中
华
文
明
经
受
了
史
上
从
未
有
过
的
外
来
文

化
的
冲
击
，
西
学
东
渐
之
风
日
甚
一
日
。
在
中
西
文
明
交
融
百
年
之
后
，
我
们
回
顾
历
史
，
不
难
看
出
西
方
文
化
重
理
性
、
尚
分
析
的
特
征
，
与
中
华
文
化
重

感
性
、
尚
体
验
特
点
的
差
异
。
研
究
和
借
鉴
其
他
民
族
的
文
化
其
目
的
正
是
丰
富
和
完
善
我
们
原
有
文
化
认
知
世
界
的
方
式
，
在
交
流
碰
撞
中
将
我
们
的
文
化

引
向
更
深
入
的
思
考
，
从
而
更
准
确
地
把
握
我
们
民
族
文
化
对
时
世
人
生
、
自
然
万
象
独
有
的
价
值
判
断
，
也
才
可
能
令
我
们
的
文
化
在
精
神
领
域
里
，
新
的

攀
升
中
呈
现
出
更
加
辉
煌
灿
烂
的
神
采
。
当
我
们
更
清
晰
、
更
准
确
地
认
识
到
自
身
文
化
的
价
值
与
意
义
，
并
以
此
为
根
本
立
足
点
时
，
我
们
才
可
能
在
吸
纳

任
何
外
来
营
养
的
同
时
依
然
保
持
自
身
的
特
质
，
呈
现
出
更
加
开
放
活
跃
的
状
态
。

作
为
传
统
文
化
最
根
本
的
视
觉
艺
术
表
现
形
式
，
对
书
法
经
典
的
重
读
与
再
认
识
，
其
意
义
是
不
言
而
喻
的
。
书
法
在
新
时
期
文
艺
中
，
由
于
传
统
文
化

语
境
的
缺
失
，
使
它
越
来
越
呈
现
出
专
业
化
的
倾
向
。
这
种
转
型
之
变
，
如
何
能
在
精
研
技
巧
、
发
掘
毛
笔
书
写
的
潜
力
中
，
在
视
觉
图
式
的
竭
力
突
围
中
，

在
章
法
布
局
的
苦
心
经
营
中
依
然
保
持
书
法
原
有
的
朴
素
而
正
大
的
气
质
，
避
免
身
处
展
览
时
代
的
当
今
书
法
流
于
辗
转
腾
挪
、
眩
人
耳
目
的
手
技
式
表
达
，

显
然
是
当
代
书
法
所
面
临
的
最
重
要
课
题
。
『
言
为
心
声
，
书
为
心
画
』
『
心
不
若
人
，
而
欲
书
之
过
人
，
其
勤
而
无
所
也
宜
矣
』
。
艺
术
是
心
灵
的
迹
化
，

迹
化
的
手
段
不
过
是
手
段
而
已
，
对
手
段
的
掌
控
终
究
是
第
二
位
的
事
，
而
对
心
灵
的
修
持
，
对
人
格
的
锤
炼
，
才
是
第
一
位
的
根
本
之
要
，
也
才
是
书
艺
求

索
的
根
本
大
道
吧
！

无
论
是
对
于
专
业
人
员
还
是
业
余
爱
好
者
，
经
典
的
碑
帖
就
静
静
地
等
候
在
那
里
，
等
待
着
我
们
去
发
现
。
在
谈
及
古
代
佛
教
造
像
时
，
笔
者
曾
有
这
样

的
诗
句
：
『
…
…
或
隐
深
山
藏
古
寺
，
或
埋
古
墓
与
荒
林
。
逾
越
千
载
寂
无
语
，
有
声
只
待
来
者
听
…
…
』
我
想
，
将
它
转
用
于
那
些
史
上
的
书
法
杰
作
也
同

样
合
适
吧
。
对
它
们
的
认
知
得
由
从
艺
者
不
断
地
深
入
领
悟
，
才
可
能
揭
去
蒙
在
其
上
的
面
纱
，
一
步
步
接
近
这
些
经
典
书
法
所
展
现
的
精
神
面
貌
，
或
高
古
、

或
奇
肆
、
或
典
雅
、
或
秀
丽
的
艺
术
境
界
也
才
可
能
为
人
们
所
感
知
。
共
鸣
从
来
都
是
双
方
的
，
它
首
先
源
于
自
身
本
有
。
如
果
我
们
想
感
受
这
一
切
，
我
们

就
应
该
朝
这
个
方
向
努
力
修
为
。
因
此
，
借
助
这
一
系
列
的
经
典
碑
帖
的
展
现
，
希
望
读
者
能
不
断
重
识
其
中
的
魅
力
，
一
方
面
以
新
鲜
的
视
角
来
赏
读
那
一

点
一
画
间
所
蕴
含
的
人
生
精
义
，
一
方
面
借
助
对
书
法
的
研
习
，
在
具
体
的
书
写
实
践
中
潜
移
默
化
间
变
化
我
们
的
气
质
，
陶
冶
我
们
的
性
灵
，
进
而
提
升
我

们
的
生
命
境
界
。

中
国
书
法
史
上
的
碑
帖
之
作
，
直
可
用
浩
如
烟
海
来
形
容
，
在
考
虑
到
书
家
及
其
作
品
的
影
响
力
的
同
时
，
特
别
是
兼
顾
广
大
读
者
的
一
般
喜
好
，
我
们

最
终
确
定
出
本
套
《
历
代
碑
帖
经
典
》
所
包
含
的
书
目
。
虽
所
选
书
家
书
作
有
限
，
但
墨
迹
与
碑
刻
兼
重
，
篆
、
隶
、
楷
、
行
、
草
诸
体
兼
备
，
配
合
每
件
书

作
的
赏
析
文
字
，
也
足
可
令
学
书
者
窥
一
斑
而
见
全
豹
，
遍
览
书
史
之
概
况
，
了
解
书
法
技
巧
的
发
展
变
化
了
。
笔
者
始
终
认
为
，
对
于
书
艺
的
学
习
，
要
尽

可
能
篆
、
隶
、
楷
、
行
、
草
诸
体
兼
修
。
无
论
学
艺
者
最
终
选
取
何
种
书
体
作
为
自
身
书
艺
追
求
的
最
终
方
向
，
诸
体
兼
修
的
基
础
，
一
则
可
以
帮
助
我
们
明

了
文
字
及
书
艺
发
展
的
源
流
正
变
，
一
则
也
能
使
我
们
对
书
法
技
巧
的
丰
富
性
有
较
全
面
的
认
识
与
理
解
。
在
这
样
的
前
提
下
，
我
们
对
书
法
的
研
究
学
习
才

可
能
站
在
一
个
较
高
的
层
面
，
为
我
们
未
来
的
书
法
创
作
打
下
较
好
的
基
础
。
基
于
此
，
篆
书
方
面
我
们
选
取
了
《
峄
山
碑
》
《
三
坟
记
》
《
吴
昌
硕
临
石
鼓
文
》

作
为
典
型
，
在
篆
书
书
写
的
收
放
之
间
，
为
读
者
提
供
了
精
工
与
写
意
的
比
较
研
究
。
隶
书
以
汉
人
碑
刻
为
重
，
遴
选
出
《
礼
器
碑
》
《
张
迁
碑
》
《
石
门
颂
》

《
西
狭
颂
》
《
乙
瑛
碑
》
，
引
导
读
者
去
体
验
汉
碑
名
品
整
体
所
传
达
出
的
雄
浑
朴
茂
的
时
代
气
象
。
同
时
也
明
晰
出
《
曹
全
碑
》
作
为
精
谨
秀
丽
的
风
格
特
例
，

在
时
代
背
景
下
所
呈
现
出
的
特
殊
意
义
。
楷
书
则
分
别
以
晋
楷
如
『
二
王
』
父
子
小
楷
、
魏
碑
如
《
石
门
铭
》
《
张
猛
龙
碑
》
、
唐
楷
如
欧
、
褚
、
颜
三
家
之
作
，

兼
及
元
人
赵
孟

，
明
人
文
徵
明
的
小
楷
等
，
希
望
通
过
对
这
些
楷
书
名
作
的
再
次
认
读
，
引
领
读
者
更
好
地
把
握
楷
书
在
共
性
规
则
之
下
，
历
代
书
家
各
尽

其
态
的
创
造
。
行
草
书
的
领
域
更
是
蔚
为
大
观
，
整
个
书
法
史
从
某
种
程
度
上
说
，
几
乎
可
以
概
称
为
行
草
书
法
史
。
因
此
，
本
丛
书
在
首
选
东
晋
王
羲
之
、

王
献
之
父
子
的
行
草
书
杰
作
后
，
隋
、
唐
、
五
代
、
宋
、
元
、
明
诸
时
代
皆
有
重
点
书
家
书
作
选
入
，
笔
者
希
望
通
过
较
完
整
的
作
品
图
片
介
绍
及
赏
析
文
字

的
引
领
，
帮
助
读
者
理
清
行
草
书
学
习
过
程
中
，
将
面
对
的
从
技
术
到
风
格
嬗
变
的
内
在
规
律
。
相
信
这
种
图
文
结
合
的
形
式
，
一
定
会
为
广
大
书
法
爱
好
者

提
供
有
益
的
帮
助
。
想
来
，
这
样
的
努
力
，
也
算
是
笔
者
为
传
统
文
化
在
当
代
的
伟
大
复
兴
所
尽
的
绵
薄
之
力
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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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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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
若
以
现
代
的
阐
述
方
式
，
我
们
可
以
这
样
界
定
中
国
书
法
：
它
是
以
汉
字
形
态
为
基
础
单
元
，
以
文
辞
内
容
为
创
作
素
材
，
以
毛
笔
为
书
写
工
具
，
以

点
画
线
条
为
构
造
的
抽
象
艺
术
表
现
形
式
。
它
是
中
华
民
族
在
历
史
的
长
河
中
所
找
寻
到
的
，
对
我
们
身
处
的
外
在
自
然
世
界
，
以
及
内
在
的
精
神
世
界
所
进

行
的
高
度
抽
象
的
概
括
。
汉
字
本
生
于
象
形
，
因
方
便
实
用
的
需
要
，
逐
渐
演
化
为
符
号
以
利
于
记
述
之
功
。
但
方
块
字
的
整
体
形
态
却
从
未
脱
离
对
客
观
世

界
的
模
拟
转
述
，
只
不
过
文
字
从
诸
种
篆
体
的
线
型
构
字
形
态
，
发
展
到
隶
书
及
其
后
各
种
字
体
的
点
画
构
字
形
态
，
在
离
开
对
物
象
的
较
直
观
描
摹
后
，
逐

渐
生
发
成
为
对
外
在
的
客
观
自
然
环
境
，
及
内
在
生
命
的
本
质
节
奏
的
抽
象
模
拟
。
中
国
古
人
正
是
在
这
种
由
外
而
内
地
全
面
观
照
中
，
将
书
法
内
炼
成
为
他

们
对
世
界
综
合
认
识
体
验
下
的
一
种
视
觉
表
达
形
式
。
看
似
抽
象
，
但
它
对
情
感
的
转
述
又
很
具
体
；
看
似
单
色
，
但
它
却
又
饱
含
着
生
命
的
色
彩
。

伴
随
着
时
代
的
发
展
，
文
字
的
演
变
，
以
魏
晋
时
期
字
体
演
化
的
定
型
为
分
水
岭
，
一
部
中
国
书
法
史
，
简
直
就
是
一
部
关
于
汉
字
书
写
创
造
的
造
型
艺

术
史
。
那
些
历
史
上
流
传
至
今
的
书
写
杰
作
，
无
论
具
不
具
姓
名
者
，
均
以
其
鲜
明
的
书
法
面
貌
，
堪
称
造
型
艺
术
领
域
内
的
经
典
佳
构
。
魏
晋
之
前
，
书
法

的
造
型
变
化
因
字
体
演
化
的
发
展
顺
势
生
形
，
潜
在
的
艺
术
表
达
不
期
变
而
自
变
，
其
间
尤
以
每
一
种
新
字
体
生
成
前
字
形
变
化
最
为
剧
烈
，
也
最
为
丰
富
，

奇
形
迭
出
，
诡
异
万
千
；
魏
晋
之
后
，
篆
、
隶
、
楷
、
行
、
草
五
种
基
本
汉
字
字
体
发
展
定
型
，
书
法
的
造
型
之
变
，
经
由
唐
人
对
书
写
规
律
的
整
理
总
结
而

纳
进
一
定
的
规
则
之
内
，
书
写
中
对
个
性
的
强
调
，
造
型
中
的
求
异
求
变
随
之
凸
显
为
更
加
主
动
的
选
择
。

殷
商
的
简
拙
神
秘
，
西
周
的
古
穆
典
重
，
春
秋
战
国
的
诡
谲
奇
变
，
秦
汉
的
劲
厚
浑
朴
，
魏
晋
的
散
朗
超
逸
，
唐
人
的
法
度
精
整
，
宋
人
的
放
意
抒
怀
，

元
人
的
淡
然
隐
逸
，
明
清
的
重
势
尚
气
。
虽
为
粗
略
的
归
类
，
却
也
暗
示
出
一
时
之
人
写
一
时
之
书
，
时
代
风
气
使
然
也
。
具
体
到
书
家
，
有
名
可
考
者
，
自
李
斯
、

史
游
、
蔡
邕
、
张
芝
、
索
靖
、
钟
繇
、
王
羲
之
、
王
献
之
、
欧
阳
询
、
虞
世
南
、
褚
遂
良
、
颜
真
卿
、
柳
公
权
、
张
旭
、
怀
素
…
…
直
至
近
现
代
的
康
有
为
、

沈
增
植
、
于
右
任
等
，
我
们
不
能
不
赞
叹
这
些
前
贤
的
杰
出
创
造
。
赏
读
他
们
的
字
迹
，
感
受
他
们
的
文
辞
，
那
笔
锋
间
的
纤
毫
震
颤
，
点
线
间
的
提
按
律
动

为
我
们
展
现
了
前
人
精
神
生
活
的
广
阔
图
卷
，
显
示
了
人
类
心
灵
在
摆
脱
现
实
羁
绊
的
同
时
，
借
助
书
写
的
表
达
所
升
华
到
的
高
度
自
由
的
精
神
状
态
。

在
传
统
文
化
人
的
生
活
中
，
书
法
不
仅
仅
作
为
对
外
示
人
以
形
象
的
体
面
形
式
，
更
可
作
为
不
断
充
实
完
善
心
灵
境
界
的
有
效
途
径
。
在
这
样
的
修
炼
过

程
中
，
前
人
早
已
将
他
们
的
生
活
在
不
期
然
间
艺
术
化
了
，
同
时
也
在
不
经
意
间
将
他
们
的
字
迹
人
格
化
了
。
刘
熙
载
所
谓
『
书
，
如
也
，
如
其
学
，
如
其
才
，

如
其
志
，
总
之
曰
如
其
人
而
已
。
』
古
人
言
及
书
信
以
为
『
尺
牍
疏
书
，
千
里
面
目
也
』
，
每
个
人
字
迹
的
独
特
性
和
不
可
重
复
性
，
正
是
通
过
他
构
字
造
型

的
不
同
，
运
笔
速
度
与
落
笔
分
量
的
差
异
，
个
人
文
化
素
养
、
性
格
气
质
的
区
别
等
细
微
的
变
化
，
一
一
寓
之
于
书
的
。
张
怀
瓘
所
说
的
『
文
则
数
言
乃
成
其
意
，

书
则
一
字
已
见
其
心
』
，
更
是
深
刻
地
道
出
了
书
法
艺
术
对
人
的
内
在
精
神
、
个
性
特
征
的
揭
示
。

汉
字
的
独
特
性
，
毛
笔
的
独
特
性
，
中
国
人
观
照
世
界
的
独
特
思
考
方
式
，
最
终
构
成
了
书
法
艺
术
在
世
界
艺
术
之
林
中
的
独
特
性
。
因
此
，
从
某
种
角

度
来
说
，
中
国
书
法
是
最
具
有
中
国
特
色
的
视
觉
艺
术
表
达
形
式
。

时
至
今
日
，
随
着
中
国
在
世
界
政
治
、
经
济
格
局
中
占
有
越
来
越
重
要
的
位
置
，
更
多
的
人
开
始
意
识
到
西
方
现
代
文
明
在
对
我
们
产
生
巨
大
影
响
，
带

给
我
们
快
速
进
步
的
同
时
，
我
们
的
传
统
文
化
已
逐
渐
呈
现
出
衰
微
的
趋
势
。
当
全
社
会
都
强
调
向
传
统
文
化
回
归
，
提
倡
民
族
文
化
伟
大
复
兴
的
时
候
，
书

刘
明
才
，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艺
术
学
院
副
教
授
、
硕
士
生
导
师
、
中
国
美
术
家
协
会
会
员
、
中
央
美
术
学
院
造
型
艺
术
研
究
所
博
士
。

历
代
碑
帖
经
典—

序

作
者
简
介

法
作
为
传
统
文
化
中
的
核
心
成
员
之
一
，
对
它
的
研
究
发
掘
必
将
呈
现
出
蓬
勃
兴
盛
之
势
。
这
也
说
明
了
一
个
民
族
的
文
化
真
正
的
强
大
显
然
来
自
于
它
坚
强

的
文
化
自
觉
与
自
信
，
深
具
民
族
气
派
的
文
艺
才
是
每
个
文
明
多
元
发
展
的
前
提
。
自
五
四
新
文
化
运
动
以
来
，
中
华
文
明
经
受
了
史
上
从
未
有
过
的
外
来
文

化
的
冲
击
，
西
学
东
渐
之
风
日
甚
一
日
。
在
中
西
文
明
交
融
百
年
之
后
，
我
们
回
顾
历
史
，
不
难
看
出
西
方
文
化
重
理
性
、
尚
分
析
的
特
征
，
与
中
华
文
化
重

感
性
、
尚
体
验
特
点
的
差
异
。
研
究
和
借
鉴
其
他
民
族
的
文
化
其
目
的
正
是
丰
富
和
完
善
我
们
原
有
文
化
认
知
世
界
的
方
式
，
在
交
流
碰
撞
中
将
我
们
的
文
化

引
向
更
深
入
的
思
考
，
从
而
更
准
确
地
把
握
我
们
民
族
文
化
对
时
世
人
生
、
自
然
万
象
独
有
的
价
值
判
断
，
也
才
可
能
令
我
们
的
文
化
在
精
神
领
域
里
，
新
的

攀
升
中
呈
现
出
更
加
辉
煌
灿
烂
的
神
采
。
当
我
们
更
清
晰
、
更
准
确
地
认
识
到
自
身
文
化
的
价
值
与
意
义
，
并
以
此
为
根
本
立
足
点
时
，
我
们
才
可
能
在
吸
纳

任
何
外
来
营
养
的
同
时
依
然
保
持
自
身
的
特
质
，
呈
现
出
更
加
开
放
活
跃
的
状
态
。

作
为
传
统
文
化
最
根
本
的
视
觉
艺
术
表
现
形
式
，
对
书
法
经
典
的
重
读
与
再
认
识
，
其
意
义
是
不
言
而
喻
的
。
书
法
在
新
时
期
文
艺
中
，
由
于
传
统
文
化

语
境
的
缺
失
，
使
它
越
来
越
呈
现
出
专
业
化
的
倾
向
。
这
种
转
型
之
变
，
如
何
能
在
精
研
技
巧
、
发
掘
毛
笔
书
写
的
潜
力
中
，
在
视
觉
图
式
的
竭
力
突
围
中
，

在
章
法
布
局
的
苦
心
经
营
中
依
然
保
持
书
法
原
有
的
朴
素
而
正
大
的
气
质
，
避
免
身
处
展
览
时
代
的
当
今
书
法
流
于
辗
转
腾
挪
、
眩
人
耳
目
的
手
技
式
表
达
，

显
然
是
当
代
书
法
所
面
临
的
最
重
要
课
题
。
『
言
为
心
声
，
书
为
心
画
』
『
心
不
若
人
，
而
欲
书
之
过
人
，
其
勤
而
无
所
也
宜
矣
』
。
艺
术
是
心
灵
的
迹
化
，

迹
化
的
手
段
不
过
是
手
段
而
已
，
对
手
段
的
掌
控
终
究
是
第
二
位
的
事
，
而
对
心
灵
的
修
持
，
对
人
格
的
锤
炼
，
才
是
第
一
位
的
根
本
之
要
，
也
才
是
书
艺
求

索
的
根
本
大
道
吧
！

无
论
是
对
于
专
业
人
员
还
是
业
余
爱
好
者
，
经
典
的
碑
帖
就
静
静
地
等
候
在
那
里
，
等
待
着
我
们
去
发
现
。
在
谈
及
古
代
佛
教
造
像
时
，
笔
者
曾
有
这
样

的
诗
句
：
『
…
…
或
隐
深
山
藏
古
寺
，
或
埋
古
墓
与
荒
林
。
逾
越
千
载
寂
无
语
，
有
声
只
待
来
者
听
…
…
』
我
想
，
将
它
转
用
于
那
些
史
上
的
书
法
杰
作
也
同

样
合
适
吧
。
对
它
们
的
认
知
得
由
从
艺
者
不
断
地
深
入
领
悟
，
才
可
能
揭
去
蒙
在
其
上
的
面
纱
，
一
步
步
接
近
这
些
经
典
书
法
所
展
现
的
精
神
面
貌
，
或
高
古
、

或
奇
肆
、
或
典
雅
、
或
秀
丽
的
艺
术
境
界
也
才
可
能
为
人
们
所
感
知
。
共
鸣
从
来
都
是
双
方
的
，
它
首
先
源
于
自
身
本
有
。
如
果
我
们
想
感
受
这
一
切
，
我
们

就
应
该
朝
这
个
方
向
努
力
修
为
。
因
此
，
借
助
这
一
系
列
的
经
典
碑
帖
的
展
现
，
希
望
读
者
能
不
断
重
识
其
中
的
魅
力
，
一
方
面
以
新
鲜
的
视
角
来
赏
读
那
一

点
一
画
间
所
蕴
含
的
人
生
精
义
，
一
方
面
借
助
对
书
法
的
研
习
，
在
具
体
的
书
写
实
践
中
潜
移
默
化
间
变
化
我
们
的
气
质
，
陶
冶
我
们
的
性
灵
，
进
而
提
升
我

们
的
生
命
境
界
。

中
国
书
法
史
上
的
碑
帖
之
作
，
直
可
用
浩
如
烟
海
来
形
容
，
在
考
虑
到
书
家
及
其
作
品
的
影
响
力
的
同
时
，
特
别
是
兼
顾
广
大
读
者
的
一
般
喜
好
，
我
们

最
终
确
定
出
本
套
《
历
代
碑
帖
经
典
》
所
包
含
的
书
目
。
虽
所
选
书
家
书
作
有
限
，
但
墨
迹
与
碑
刻
兼
重
，
篆
、
隶
、
楷
、
行
、
草
诸
体
兼
备
，
配
合
每
件
书

作
的
赏
析
文
字
，
也
足
可
令
学
书
者
窥
一
斑
而
见
全
豹
，
遍
览
书
史
之
概
况
，
了
解
书
法
技
巧
的
发
展
变
化
了
。
笔
者
始
终
认
为
，
对
于
书
艺
的
学
习
，
要
尽

可
能
篆
、
隶
、
楷
、
行
、
草
诸
体
兼
修
。
无
论
学
艺
者
最
终
选
取
何
种
书
体
作
为
自
身
书
艺
追
求
的
最
终
方
向
，
诸
体
兼
修
的
基
础
，
一
则
可
以
帮
助
我
们
明

了
文
字
及
书
艺
发
展
的
源
流
正
变
，
一
则
也
能
使
我
们
对
书
法
技
巧
的
丰
富
性
有
较
全
面
的
认
识
与
理
解
。
在
这
样
的
前
提
下
，
我
们
对
书
法
的
研
究
学
习
才

可
能
站
在
一
个
较
高
的
层
面
，
为
我
们
未
来
的
书
法
创
作
打
下
较
好
的
基
础
。
基
于
此
，
篆
书
方
面
我
们
选
取
了
《
峄
山
碑
》
《
三
坟
记
》
《
吴
昌
硕
临
石
鼓
文
》

作
为
典
型
，
在
篆
书
书
写
的
收
放
之
间
，
为
读
者
提
供
了
精
工
与
写
意
的
比
较
研
究
。
隶
书
以
汉
人
碑
刻
为
重
，
遴
选
出
《
礼
器
碑
》
《
张
迁
碑
》
《
石
门
颂
》

《
西
狭
颂
》
《
乙
瑛
碑
》
，
引
导
读
者
去
体
验
汉
碑
名
品
整
体
所
传
达
出
的
雄
浑
朴
茂
的
时
代
气
象
。
同
时
也
明
晰
出
《
曹
全
碑
》
作
为
精
谨
秀
丽
的
风
格
特
例
，

在
时
代
背
景
下
所
呈
现
出
的
特
殊
意
义
。
楷
书
则
分
别
以
晋
楷
如
『
二
王
』
父
子
小
楷
、
魏
碑
如
《
石
门
铭
》
《
张
猛
龙
碑
》
、
唐
楷
如
欧
、
褚
、
颜
三
家
之
作
，

兼
及
元
人
赵
孟

，
明
人
文
徵
明
的
小
楷
等
，
希
望
通
过
对
这
些
楷
书
名
作
的
再
次
认
读
，
引
领
读
者
更
好
地
把
握
楷
书
在
共
性
规
则
之
下
，
历
代
书
家
各
尽

其
态
的
创
造
。
行
草
书
的
领
域
更
是
蔚
为
大
观
，
整
个
书
法
史
从
某
种
程
度
上
说
，
几
乎
可
以
概
称
为
行
草
书
法
史
。
因
此
，
本
丛
书
在
首
选
东
晋
王
羲
之
、

王
献
之
父
子
的
行
草
书
杰
作
后
，
隋
、
唐
、
五
代
、
宋
、
元
、
明
诸
时
代
皆
有
重
点
书
家
书
作
选
入
，
笔
者
希
望
通
过
较
完
整
的
作
品
图
片
介
绍
及
赏
析
文
字

的
引
领
，
帮
助
读
者
理
清
行
草
书
学
习
过
程
中
，
将
面
对
的
从
技
术
到
风
格
嬗
变
的
内
在
规
律
。
相
信
这
种
图
文
结
合
的
形
式
，
一
定
会
为
广
大
书
法
爱
好
者

提
供
有
益
的
帮
助
。
想
来
，
这
样
的
努
力
，
也
算
是
笔
者
为
传
统
文
化
在
当
代
的
伟
大
复
兴
所
尽
的
绵
薄
之
力
吧
！

—

刘
明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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