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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
成   

字
古
扬
，
号
山
父
，
斋
号
﹃
后
飞
庐
﹄
，
工
作
室
号
﹃
无
涯
山
房
﹄
。
中
国
画
学
会
理
事
，
国
家
一
级
美
术

师
，
中
国
美
术
家
协
会
会
员
，
中
华
诗
词
学
会
会
员
，
江
苏
省
艺
术
研
究
院
研
究
员
，
江
苏
省
国
画
院
人
物
画
创
研
所
原
所

长
，
江
苏
省
艺
术
专
业
高
级
职
称
评
审
委
员
，
江
苏
省
美
术
家
协
会
、
人
物
画
艺
术
研
究
会
名
誉
会
长
、
江
苏
省
国
际
文
化

交
流
中
心
理
事
，
江
苏
省
红
十
字
基
金
会
理
事
，
江
苏
省
残
联
理
事
，
江
苏
省
华
侨
书
画
院
常
务
副
院
长
，
南
京
市
劳
模
。

二
〇
〇
二
年
被
全
国
政
协
选
为
﹃
江
苏
十
大
优
秀
画
家
﹄
。

艺
术
以
中
国
画
人
物
画
为
主
，
兼
工
山
水
、
花
鸟
、
书
法
。
作
品
多
次
参
加
全
国
美
展
和
国
际
、
省
内
外
大
型
画
展
并
获
奖
。

《
支
农
列
车
到
山
村
》
在
一
九
七
五
年
全
国
美
展
中
作
为
优
秀
作
品
评
介
，
《
民
间
疮
痍
，
笔
底
波
澜
》
获
全
国
第
二
届
青

年
美
展
三
等
奖
，
《
马
背
上
的
歌
》
获
一
九
九
三
年
中
国
画
大
展
一
等
奖
，
《
前
夜
》
获
首
届
江
苏
美
术
节
金
奖
，
并
参
加

全
国
第
九
届
美
展
，
《
欢
乐
望
果
节
》
获
江
苏
省
﹃523

﹄
美
展
金
奖
、
全
国
优
秀
奖
，
参
加
全
国
第
十
届
美
展
。
大
幅
作

品
《
竹
林
七
贤
》
《
渭
城
曲
意
》
悬
挂
于
北
京
人
民
大
会
堂
，
《
唐
人
马
球
图
》
悬
挂
于
香
港
特
首
办
公
楼
，
《
共
和
之
光
》

获
二
〇
〇
七
年
中
国
百
家
金
陵
画
展
（
中
国
画
）
金
奖
。
二
〇
一
〇
年
创
作
《
欲
与
江
山
共
娇
》
参
加
江
苏
美
术
精
品
工
程
，

评
为
精
品
。

贺
成
先
后
在
南
京
、
北
京
、
中
国
香
港
、
中
国
澳
门
、
中
国
台
湾
及
澳
大
利
亚
、
美
国
、
日
本
、
韩
国
举
办
个
展
、
联
展
。

二
〇
〇
五
年
在
北
京
中
国
美
术
馆
举
办
﹃
贺
成
画
展
﹄
。 

中
国
美
术
馆
、中
国
画
研
究
院
、中
南
海
、人
民
大
会
堂
、毛
主
席
纪
念
堂
及
日
本
名
古
屋
博
物
馆
等
机
构
均
收
藏
其
作
品
。

传
记
载
入
《
中
国
现
代
书
画
界
名
人
大
观
》
《
中
国
美
术
家
辞
典
》
《
中
国
美
术
年
鉴
》
《
中
国
现
代
美
术
全
集
》
《
东

方
之
子
》
等
辞
书
。
出
版
有
《
贺
成
画
集
》
多
部
、
《
访
欧
画
集
》
《
怎
样
画
仕
女
》
《
飞
庐
片
羽
》
诗
文
集
及
《
贺
成
自

书
诗
词
选
粹
》
。
注
重
艺
品
、
人
品
及
诗
书
画
的
全
面
修
养
，
致
力
于
现
代
人
物
画
探
索
和
风
格
的
升
华
。
为
弘
扬
﹃
新
金

陵
画
派
﹄
作
出
了
贡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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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
回
首
，
吾
已
七
十
初
度
。
虚
度
乎
？
无
愧
乎
？

值
此
年
龄
，
常
思
：
我
是
谁
？
我
从
哪
儿
来
？
到
哪
儿
去
？

这
是
个
生
命
学
、
哲
学
的
命
题
，
看
来
很
玄
。
拉
到
艺
术
范
畴
去
，
帮
你
思
考
升
华
整
理
，
倒
也
有
益
。
这
大
半
辈
子
都
干
了
些
啥
？

我
坚
信
﹃
人
之
初
，
性
懵
懂
﹄
的
观
点
。
教
之
善
、
纵
之
恶
。
没
有
教
好
纵
其
本
性
的
另
一
面
，
才
有
同
这
美
好
人
间
不
和
谐
的
种
种
丑
陋
现
象
，
才
组
成
万
花
筒
般
的
大
千
世
界
。

﹃
成
教
化
，
助
人
伦
﹄
的
功
能
，
唐
代
的
张
彦
远
早
就
说
过
。
艺
术
树
立
正
确
标
准
后
，
实
际
上
我
们
就
是
这
样
干
过
来
的
。

艺
术
家
要
有
真
、
善
、
美
的
怀
抱
和
高
尚
人
品
的
追
求
，
方
能
产
生
好
的
正
派
的
艺
术
。

我
出
生
在
一
个
小
山
村
，
满
月
后
进
城
、
长
大
、
学
艺
，
是
新
中
国
培
养
出
来
的
一
代
画
家
。
儿
时
接
受
的
中
国
传
统
绘
画
教
育
，
到
了
南
京
艺
术
学
院
才
开
始
认
识
并
喜
欢
上
西
方
的
写
实
绘
画
，
在
校
浸
淫
了
近
十
载
，

打
下
了
一
定
的
基
本
功
。
在
同
唱
一
首
歌
、
共
画
一
种
风
格
的
那
个
年
代
，
受
时
代
和
个
人
因
素
局
限
，
加
上
本
人
个
性
纯
真
，
悟
道
亦
晚
，
近
不
惑
之
年
才
举
办
第
一
次
画
展
，
出
第
一
本
画
集
。

进
入
江
苏
省
国
画
院
后
，
确
定
以
中
国
画
为
主
的
奋
斗
目
标
。﹃
新
金
陵
画
派
﹄
先
师
们
言
传
身
教
，
笔
墨
、
生
活
、
创
新
，
沿
着
这
古
老
的
中
国
画
发
展
的
纯
真
之
路
，
行
走
亦
艰
难
。
绘
画
风
格
形
成
得
很
晚
，
也
不
突
出
。

即
不
怪
不
邪
太
正
统
，
在
当
下
百
花
争
先
开
放
的
时
代
，
难
道
歪
瓜
裂
枣
式
的
风
格
好
吗
？
苦
苦
思
索
而
无
果
亦
无
悔
。

天
命
之
年
曾
写
文
学
自
画
像

北
人
南
相
，
外
秀
内
直
。
自
幼
爱
画
，
后
入
艺
院
学
西
画
，
学
工
艺
，
杂
七
杂
八
。
而
立
之
年
转
学
中
国
画
，
有
幸
拜
识
李
可
染
、
王
学
仲
、
亚
明
、
陈
大
羽
诸
名
师
。
属
相
鸡
，
鸡
者
笨
鸟
也
，
悟
道
晚
，
故
斋
号
后
飞
庐
。

自
刻
一
印
：
﹃
文
武
生
﹄
，
儒
雅
中
兼
豪
放
。
美
女
丑
男
，
闺
阁
边
塞
，
巨
幅
尺
牍
皆
画
。
新
诗
格
律
诗
乱
写
，
大
俗
难
，
大
雅
难
，
大
俗
大
雅
更
难
。
常
愧
先
天
不
足
，
再
补
无
功
，
其
人
其
学
，
碧
水
望
穿
，
无
玄
无
邪
。

常
言
道
：
人
不
怪
，
画
岂
邪
乎
？ 

思
新
求
变
， 

乐
此
不
疲
。

逝
水
流
年
夏
复
冬
，
魂
行
艺
胆
路
无
穷
；
瞻
前
想
后
飞
花
影
，
暑
去
寒
来
运
渺
踪
。
皓
月
荒
禽
凭
儒
雅
，
随
云
野
鹤
望
潇
风
；
红
尘
滚
滚
痴
心
在
，
笑
看
沧
桑
又
几
重
。

花
甲
之
年
搬
入
﹃
无
涯
山
房
﹄
画
室
，
自
庆
撰
一
联

隐
不
避
尘
，
笔
逐
神
驰
，
天
风
云
起
。
雅
能
纳
俗
，
笔
邃
道
远
，
空
海
月
圆
。

人
生
七
十
古
来
稀
，
思
来
则
是
另
番
境
界
也
。

回
首
往
事
履
程
，
可
分
为
三
阶
段
：
一
为
选
择
，
二
为
深
化
，
三
为
创
迹
。
古
人
云
：
士
先
器
识
而
后
文
艺
。
而
立
之
年
我
认
识
提
高
确
立
了
目
标
。
戴
着
镣
铐
跳
舞
，
我
称
为
铁
索
舞
者
，
知
难
而
上
，
深
研
笔
墨
。

以
知
性
的
情
怀
表
达
对
自
然
美
的
诗
意
和
自
身
的
互
化
，
诠
释
生
命
的
意
义
，
回
归
本
性
的
自
我
。

故
编
此
书
为
三
个
部
分
，
加
入
自
己
的
艺
术
见
解
。

时
代
的
缩
影
：
美
我
心
灵
，
悦
我
耳
目
，
壮
我
国
魂
，
写
我
胸
怀
，
拥
抱
时
代
，
回
报
人
民
。

国
学
的
崇
拜
：
诗
韵
文
心
，
风
正
养
气
，
儒
善
侪
美
，
锤
意
炼
境
，
创
新
精
神
，
八
阕
添
瓦
。

多
彩
的
世
纪
：
中
西
合
璧
，
异
趣
同
归
，
东
方
既
白
，
墨
彩
交
融
，
以
墨
壮
彩
，
以
彩
醒
墨
。

在
早
已
确
认
的
﹃
老
井
﹄
内
再
深
挖
下
去
，
可
惜
井
口
太
大
，
不
易
挖
深
。
值
此
年
迈
之
际
，
井
口
要
缩
小
，
艺
术
涉
猎
面
要
缩
小
，
方
能
成
就
出
自
己
的
一
片
天
地
，
找
到
属
于
自
己
的
秦
砖
汉
瓦
。

七
十
抒
怀

穿
越
艺
林
经
何
年
，
兼
程
还
仗
自
加
鞭
。
惊
回
首
处
身
尤
健
，
应
觉
秋
高
意
更
酣
。

二
〇
一
五
年
七
月
于
无
涯
山
房

自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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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世
纪
末
，
我
曾
以
﹃
雄
魂
秀
魄
，
诗
韵
文
心
﹄
为
题
，
评
论
贺
成
人
物
画
的
艺
术
特
质
。
时
过
数
载
，
再
读
他
的
画
，
觉
得
又
有
新
突
破
，
令
人
荡
气
回
肠
，
感
慨
良
多
。
贺
成
的
艺
术
攀
升
，
在
当
代
金
陵
和
江

苏
人
物
画
主
流
画
风
中
已
是
独
占
鳖
头
。

贺
成
的
人
物
画
创
作
，
走
的
是
一
条
﹃
直
面
人
生
，
拥
抱
时
代
，
转
换
观
念
。
创
新
笔
墨
﹄
的
道
路
。
其
间
，
经
历
了
﹃
三
寻
﹄(

寻
找
传
统
、
生
活
、
自
我)

，
而
后
，
痛
苦
思
变
，
兼
收
并
蓄
：
继
而
﹃
扬
我
风
貌
，
壮
我
国
魂
﹄
，

终
于
开
拓
出
个
性
化
的
艺
术
语
式
，
实
现
艺
术
的
升
华
，
进
入
﹃
大
成
﹄
之
境
。
巧
合
的
是
，
贺
成
原
名
贺
承
，
昔
年
前
辈
名
家
陈
大
羽
建
议
改
名
，
以
资
鼓
励
，
现
今
果
然
如
愿
。

贺
成
人
物
画
的
特
色
可
以
从
四
个
方
面
考
量
。

其
一  

视
野
深
广  

力
写
精
神

贺
成
坚
持
与
时
俱
进
，
讲
究
作
品
内
涵
的
精
神
性
，
总
是
以
昂
扬
的
激
情
，
关
注
社
会
人
生
。
其
审
美
视
野
远
远
超
过
时
下
众
多
徒
有
形
式
不
重
精
神
的
、
符
号
式
的
人
物
画
作
品
。
而
且
他
以
诗
人
的
情
怀
去
感
悟
生
活
，

为
人
物
传
神
造
境
，
一
展
胸
中
诗
情
。
在
日
见
深
广
的
审
美
追
求
中
，
竟
自
开
拓
出
五
个
系
列
，
简
称
﹃
五
风
﹄—

—

雄
风
、
古
风
、
民
风
、
欧
风
、
市
风
。
所
谓
雄
风
，
即
主
旋
律
军
事
画
，
以
《
青
青
河
边
草
》《
马
背
上
的
歌
》《
前

夜
》
为
代
表
，
此
类
作
品
笔
墨
浓
重
厚
实
，
以
雄
浑
博
大
的
气
势
撼
人
。
古
风
即
唐
风
宋
韵
古
代
人
物
画
，
以
《
贵
妃
醉
洒
》
《
琵
琶
行
诗
意
》
《
灯
火
阑
珊
处
》
为
代
表
，
此
类
作
品
笔
墨
洒
脱
明
快
，
以
简
约
灵
动
的
韵

味
动
人
。
民
风
即
少
数
民
族
人
物
画
，
以
西
藏
组
画
中
《
天
边
的
云
》
《
喜
悦
》
《
欢
乐
望
果
节
》
为
代
表
，
笔
墨
欢
畅
淋
漓
，
以
健
康
开
朗
的
情
调
感
人
。
欧
风
即
欧
洲
之
行
人
物
画
，
以
《
街
头
即
景
》
《
意
大
利
骑
警
》
《
湖

畔
迎
婚
人
》
为
代
表
，
此
类
笔
墨
更
为
醇
厚
老
到
，
以
特
有
的
异
国
风
情
夺
人
。
市
风
即
都
市
人
物
画
，
以
《
开
往
春
天
的
地
铁
》
《
市
民
广
场
》
为
代
表
，
笔
墨
灵
动
自
如
，
以
新
式
笔
墨
和
现
代
审
美
情
趣
魅
人
。
由
此

我
们
看
到
，
贺
成
笔
下
丰
富
多
彩
的
人
物
画
，
艺
术
追
求
各
有
侧
重
，
同
时
又
都
突
出
了
对
时
代
人
物
精
神
气
质
、
内
在
人
格
的
挖
掘
与
表
现
，
当
下
许
多
人
物
画
家
特
别
欠
缺
之
时
，
他
却
高
举
创
造
人
物
画
精
神
的
火
把
，

其
影
响
是
远
大
的
。

其
二  

借
古
开
今  

雅
俗
共
赏

贺
成
曾
沉
潜
于
中
国
文
化
传
统
海
洋
之
中
，
历
代
人
物
画
大
师
的
经
典
之
作
，
他
都
曾
心
摩
手
追
。
从
顾
恺
之
的
高
古
雅
致
，
周
昉
的
华
美
艳
丽
，
梁
楷
的
泼
墨
写
意
，
到
陈
老
莲
、
任
伯
年
、
傅
抱
石
的
得
意
之
作
，

无
不
了
然
于
胸
。
而
且
对
山
水
画
、
花
鸟
画
和
书
法
艺
术
，
他
也
下
过
苦
功
。
由
此
，
他
继
承
了
文
人
画
传
统
笔
墨
的
高
雅
品
格
，
同
时
，
他
又
深
受
楚
汉
文
化
、
民
间
艺
术
的
熏
陶
，
孕
育
了
阳
刚
大
气
，
雄
风
豪
情
。
于
是
，

在
借
古
开
今
、
铸
造
自
我
的
探
索
中
，
贺
成
创
造
出
雄
秀
兼
备
、
雅
俗
共
赏
的
新
格
局
。
细
细
品
味
起
来
，
他
的
军
史
画
语
言
多
借
鉴
传
统
山
水
画
的
皴
擦
笔
法
，
显
得
苍
劲
厚
拙
，
凸
显
坚
实
的
体
量
感
：
他
的
古
装
人
物

画
语
言
多
移
用
传
统
花
鸟
画
的
勾
点
泼
染
，
笔
法
灵
动
，
凸
显
水
墨
写
意
的
生
动
气
韵
；
而
在
他
的
现
代
人
物
画
中
，
则
将
这
两
种
借
鉴
综
合
运
用
，
﹃
没
骨
﹄
画
法
和
勾
勒
相
结
合
，
浑
然
天
成
，
清
新
感
人
。
这
也
就
是

我
们
在
他
近
几
年
创
作
的
欧
风
系
列
、
西
藏
系
列
和
现
代
都
市
系
列
中
所
看
到
的
艺
术
风
貌
。
在
这
些
作
品
中
，
固
有
的
写
实
功
力
与
水
墨
写
意
技
巧
融
为
一
体
，
激
情
洋
溢
的
线
条
、
水
墨
、
色
彩
、
块
面
，
交
融
互
动
，

微
妙
地
传
达
出
人
物
形
象
的
形
、
神
、
气
、
韵
，
一
个
个
喜
怒
哀
乐
呼
之
欲
出
，
予
人
以
人
生
的
感
悟
、
审
美
的
震
撼
和
愉
悦
。

拥
抱
时
代  

大
承
大
成

—
—

再
论
贺
成
的
人
物
画

文 \

马
鸿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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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三  

借
洋
兴
中  

墨
彩
交
融

贺
成
在
锻
铸
艺
术
个
性
的
历
程
中
，
眼
光
也
投
向
了
国
外
。
由
于
他
兼
长
油
画
、
水
粉
画
，
对
中
西
绘
画
语
言
都
有
自
己
的
理
解
，
因
而
能
够
将
西
画
的
光
、
彩
、
点
、
面
等
意
趣
引
入
到
中
国
画
笔
墨
体
系
之
中
，
从

而
形
成
新
的
语
式
。
泼
墨
时
，
﹃
大
处
着
笔
，
整
中
求
奇
﹄
，
讲
究
节
奏
韵
律
；
泼
彩
上
，
他
主
张
﹃
以
彩
壮
墨
，
不
失
本
色
﹄
，
﹃
彩
墨
相
佐
，
千
变
万
化
﹄
。
中
国
传
统
美
学
强
调
化
灿
烂
为
平
淡
，
强
调
墨
分
五
色
，

但
画
家
面
对
缤
纷
的
世
界
，
也
会
感
到
只
用
两
种
墨
色
表
现
的
苍
白
无
力
。
其
实
中
国
古
代
也
有
重
彩
画
，
但
多
偏
于
单
线
平
涂
；
而
当
今
一
些
彩
墨
画
又
未
免
﹃
以
西
代
中
﹄
，
变
成
在
宣
纸
上
追
求
油
画
效
果
。
对
此
，

贺
成
都
不
以
为
然
，
他
从
自
身
素
养
和
情
感
出
发
，
创
造
出
一
套
﹃
以
墨
醒
彩
，
以
彩
亮
墨
﹄
的
交
融
互
补
画
法
，
将
墨
、
彩
混
用
、
代
用
、
互
破
、
互
衬
，
相
映
生
辉
。
作
品
中
用
彩
如
用
墨
，
见
笔
见
性
，
而
又
惜
彩
如
金
，

可
谓
独
具
一
格
。
这
在
异
国
风
情
之
作
和
古
代
仕
女
画
中
表
现
尤
为
充
分
。
草
书
式
的
线
条
、
滋
润
的
泼
墨
、
鲜
亮
的
泼
彩
，
相
互
辉
映
，
融
为
一
体
，
构
成
一
种
对
比
而
又
和
谐
的
美
，
于
豪
放
中
见
奇
崛
，
于
丰
富
中
见
单
纯
，

于
微
妙
中
见
果
断
。
贺
成
的
彩
墨
人
物
画
，
既
不
同
于
传
统
中
的
单
线
平
涂
，
又
不
同
于
写
实
主
义
的
素
描
加
笔
墨
，
也
不
同
于
写
意
式
的
线
描
加
墨
彩
，
而
是
建
立
在
饱
含
中
华
文
化
精
神
的
笔
墨
体
系
之
上
，
充
分
发
挥
水
、

笔
、
墨
、
彩
交
融
互
补
功
能
的
、
刚
柔
相
济
的
新
型
人
物
画
语
式
。

其
四  

修
养
广
博  

厚
积
薄
发

贺
成
的
人
物
画
语
式
之
所
以
独
具
风
神
，实
是
出
于
全
面
的
修
养
和
敏
悟
的
卓
识
。就
绘
画
而
言
，他
兼
长
中
西
画
法
；
就
中
国
画
而
言
，他
兼
长
人
物
、山
水
、花
鸟
。因
此
，他
能
在
人
物
画
创
作
中
自
如
地
糅
合
各
种
画
法
，

不
仅
将
山
水
、
花
鸟
的
构
图
法
则
引
入
其
中
，
使
画
面
虚
实
相
生
，
繁
而
不
乱
：
甚
至
将
人
物
当
成
花
卉
、
枝
叶
、
石
头
等
加
以
艺
术
处
理
，
弱
化
其
再
现
功
能
而
强
化
其
审
美
功
能
，
使
作
品
更
为
耐
品
耐
读
。
他
钻
研
文
学
，

能
写
一
手
好
诗
；
他
又
能
撰
写
散
文
和
评
论
，
文
情
并
茂
，
娓
娓
动
人
；
他
又
写
得
一
手
好
字
，
篆
、
隶
、
草
、
行
、
楷
无
不
涉
猎
，
故
而
绘
画
行
笔
有
古
拙
劲
拔
之
气
；
他
还
坚
持
治
印
。
贺
成
正
在
坚
韧
地
走
着
诗
、
书
、

画
、
印
四
者
合
璧
的
艺
术
道
路
，
这
就
保
证
了
他
的
绘
画
创
作
能
够
不
断
攀
升
新
的
高
度
。
决
定
性
的
还
有
他
的
理
论
思
考
。
没
有
思
想
的
画
家
决
然
成
不
了
大
家
。
贺
成
恰
恰
具
备
了
洞
察
传
统
、
瞻
望
未
来
的
理
念
和
见
识
，

他
始
终
坚
守
继
承
创
新
的
正
道
，
近
年
提
出
两
警
句
：
﹃
强
魂
魄
﹄—

—

东
方
文
化
之
内
核
；
﹃
舒
双
臂
﹄—

—

世
界
东
方
、
中
部
、
西
方
文
化
相
互
碰
撞
，
我
们
决
不
全
盘
西
化
，
而
是
通
过
我
们
的
双
手
构
架
文
化
的
立
交
桥
。

潜
力
巨
大
的
贺
成
，
给
自
己
的
艺
术
追
求
确
立
了
高
标
尺
，
他
正
稳
健
地
、
扎
扎
实
实
地
跨
越
着
，
期
以
时
日
，
既
有
的
﹃
大
成
﹄
必
将
演
化
、
累
积
为
他
日
的
﹃
巨
成
﹄
。

二
〇
〇
五
年
五
月
于
金
陵
十
门
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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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故道果香万里    设色纸本    1973 年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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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与江山共娇 ——为新金陵画派小记 ( 贺成、贺兰山合作 )    设色纸本    2011 年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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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与江山共娇 ——为新金陵画派小记（局部）



10 

马背上的歌    设色纸本    1993 年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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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川
宏
图
在
胸
中    

设
色
纸
本    2

0
1

6

年  

作



12 

期
盼    

设
色
纸
本    2

0
1

1

年  

作



13 

召唤    设色纸本    2004 年  作



14 

春
江
花
月
夜    

设
色
纸
本    2

0
1

5

年  

作



15 

马
球
图    

设
色
纸
本    2

0
1

6

年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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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词意    设色纸本    2005 年  作崔护诗意    设色纸本    2005 年  作 陆游词意    设色纸本    2005 年  作李清照词意    设色纸本    2005 年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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