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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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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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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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代

碑

帖

经

典

主
编 

刘
明
才

唐 

怀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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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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明
才

唐 

怀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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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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怀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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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

王

羲

之

圣

教

序

第

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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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明
才

唐 

怀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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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唐
三
藏
圣
教
序 

太
宗
文
皇
帝
制 

弘
福
寺
沙
门
怀
仁
集
晋
右 

将
军
王
羲
之
书 

盖
闻
二
仪
有
像
显
覆
载
以
含 

生
四
时
无
形
潜
寒
暑
以
化
物 

是
以
窥
天
鉴
地
庸
愚
皆
识
其 

端
明
阴
洞
阳
贤
哲
罕
穷
其
数 

然
而
天
地
苞
乎
阴
阳
而
易
识 

者
以
其
有
像
也
阴
阳
处
乎
天 

地
而
难
穷
者
以
其
无
形
也
故 

知
像
显
可
征
虽
愚
不
感
形
潜 

莫
睹
在
智
犹
迷
况
乎
佛
道
崇 

虚
乘
幽
控
寂
弘
济
万
品
典
御 

十
方
举
威
灵
而
无
上
抑
神
力 

而
无
下
大
之
则
弥
于
宇
宙
细 

之
则
摄
于
毫
厘
无
灭
无
生
历 

千
劫
而
不
古
若
隐
若
显
运
百 

福
而
长
今
妙
道
凝
玄
遵
之
莫 

知
其
际
法
流
湛
寂
挹
之
莫
测 

其
源
故
知
蠢
蠢
凡
愚
区
区
庸 

鄙
投
其
旨
趣
能
无
疑
或
者
哉 

然
则
大
教
之
兴
基
乎
西
土
腾 

汉
庭
而
皎
梦
照
东
域
而
流
慈 

昔
者
分
形
分
迹
之
时
言
未
驰 

1



大
唐
三
藏
圣
教
序 

太
宗
文
皇
帝
制 

弘
福
寺
沙
门
怀
仁
集
晋
右 

将
军
王
羲
之
书 

盖
闻
二
仪
有
像
显
覆
载
以
含 

生
四
时
无
形
潜
寒
暑
以
化
物 

是
以
窥
天
鉴
地
庸
愚
皆
识
其 

端
明
阴
洞
阳
贤
哲
罕
穷
其
数 

然
而
天
地
苞
乎
阴
阳
而
易
识 

者
以
其
有
像
也
阴
阳
处
乎
天 

地
而
难
穷
者
以
其
无
形
也
故 

知
像
显
可
征
虽
愚
不
感
形
潜 

莫
睹
在
智
犹
迷
况
乎
佛
道
崇 

虚
乘
幽
控
寂
弘
济
万
品
典
御 

十
方
举
威
灵
而
无
上
抑
神
力 

而
无
下
大
之
则
弥
于
宇
宙
细 

之
则
摄
于
毫
厘
无
灭
无
生
历 

千
劫
而
不
古
若
隐
若
显
运
百 

福
而
长
今
妙
道
凝
玄
遵
之
莫 

知
其
际
法
流
湛
寂
挹
之
莫
测 

其
源
故
知
蠢
蠢
凡
愚
区
区
庸 

鄙
投
其
旨
趣
能
无
疑
或
者
哉 

然
则
大
教
之
兴
基
乎
西
土
腾 

汉
庭
而
皎
梦
照
东
域
而
流
慈 

昔
者
分
形
分
迹
之
时
言
未
驰 

集

王

羲

之

圣

教

序

第

2

段

2



大
唐
三
藏
圣
教
序 

太
宗
文
皇
帝
制 

弘
福
寺
沙
门
怀
仁
集
晋
右 

将
军
王
羲
之
书 

盖
闻
二
仪
有
像
显
覆
载
以
含 

生
四
时
无
形
潜
寒
暑
以
化
物 

是
以
窥
天
鉴
地
庸
愚
皆
识
其 

端
明
阴
洞
阳
贤
哲
罕
穷
其
数 

然
而
天
地
苞
乎
阴
阳
而
易
识 

者
以
其
有
像
也
阴
阳
处
乎
天 

地
而
难
穷
者
以
其
无
形
也
故 

知
像
显
可
征
虽
愚
不
感
形
潜 

莫
睹
在
智
犹
迷
况
乎
佛
道
崇 

虚
乘
幽
控
寂
弘
济
万
品
典
御 

十
方
举
威
灵
而
无
上
抑
神
力 

而
无
下
大
之
则
弥
于
宇
宙
细 

之
则
摄
于
毫
厘
无
灭
无
生
历 

千
劫
而
不
古
若
隐
若
显
运
百 

福
而
长
今
妙
道
凝
玄
遵
之
莫 

知
其
际
法
流
湛
寂
挹
之
莫
测 

其
源
故
知
蠢
蠢
凡
愚
区
区
庸 

鄙
投
其
旨
趣
能
无
疑
或
者
哉 

然
则
大
教
之
兴
基
乎
西
土
腾 

汉
庭
而
皎
梦
照
东
域
而
流
慈 

昔
者
分
形
分
迹
之
时
言
未
驰 

集

王

羲

之

圣

教

序

第

2

段

3



大
唐
三
藏
圣
教
序 

太
宗
文
皇
帝
制 

弘
福
寺
沙
门
怀
仁
集
晋
右 

将
军
王
羲
之
书 

盖
闻
二
仪
有
像
显
覆
载
以
含 

生
四
时
无
形
潜
寒
暑
以
化
物 

是
以
窥
天
鉴
地
庸
愚
皆
识
其 
端
明
阴
洞
阳
贤
哲
罕
穷
其
数 

然
而
天
地
苞
乎
阴
阳
而
易
识 

者
以
其
有
像
也
阴
阳
处
乎
天 

地
而
难
穷
者
以
其
无
形
也
故 

知
像
显
可
征
虽
愚
不
感
形
潜 

莫
睹
在
智
犹
迷
况
乎
佛
道
崇 

虚
乘
幽
控
寂
弘
济
万
品
典
御 

十
方
举
威
灵
而
无
上
抑
神
力 

而
无
下
大
之
则
弥
于
宇
宙
细 

之
则
摄
于
毫
厘
无
灭
无
生
历 

千
劫
而
不
古
若
隐
若
显
运
百 

福
而
长
今
妙
道
凝
玄
遵
之
莫 

知
其
际
法
流
湛
寂
挹
之
莫
测 

其
源
故
知
蠢
蠢
凡
愚
区
区
庸 

鄙
投
其
旨
趣
能
无
疑
或
者
哉 

然
则
大
教
之
兴
基
乎
西
土
腾 

汉
庭
而
皎
梦
照
东
域
而
流
慈 

昔
者
分
形
分
迹
之
时
言
未
驰 

集

王

羲

之

圣

教

序

第

2

段

4



大
唐
三
藏
圣
教
序 

太
宗
文
皇
帝
制 

弘
福
寺
沙
门
怀
仁
集
晋
右 

将
军
王
羲
之
书 

盖
闻
二
仪
有
像
显
覆
载
以
含 

生
四
时
无
形
潜
寒
暑
以
化
物 

是
以
窥
天
鉴
地
庸
愚
皆
识
其 

端
明
阴
洞
阳
贤
哲
罕
穷
其
数 

然
而
天
地
苞
乎
阴
阳
而
易
识 

者
以
其
有
像
也
阴
阳
处
乎
天 

地
而
难
穷
者
以
其
无
形
也
故 

知
像
显
可
征
虽
愚
不
感
形
潜 

莫
睹
在
智
犹
迷
况
乎
佛
道
崇 

虚
乘
幽
控
寂
弘
济
万
品
典
御 

十
方
举
威
灵
而
无
上
抑
神
力 

而
无
下
大
之
则
弥
于
宇
宙
细 

之
则
摄
于
毫
厘
无
灭
无
生
历 

千
劫
而
不
古
若
隐
若
显
运
百 

福
而
长
今
妙
道
凝
玄
遵
之
莫 

知
其
际
法
流
湛
寂
挹
之
莫
测 

其
源
故
知
蠢
蠢
凡
愚
区
区
庸 

鄙
投
其
旨
趣
能
无
疑
或
者
哉 

然
则
大
教
之
兴
基
乎
西
土
腾 

汉
庭
而
皎
梦
照
东
域
而
流
慈 

昔
者
分
形
分
迹
之
时
言
未
驰 

集

王

羲

之

圣

教

序

第

2

段

5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而
成
化
当
常
现
常
之
世
民
仰 

德
而
知
遵
及
乎
晦
影
归
真
迁 

仪
越
世
金
容
掩
色
不
镜
三
千 

之
光
丽
象
开
图
空
端
四
八
之 

相
于
是
微
言
广
被
拯
含
类
于  

三
途
遗
训
遐
宣
导
群
生
于
十 

地
然
而
真
教
难
仰
莫
能
一
其 

旨
归
曲
学
易
遵
耶
正
于
焉
纷 

纠
所
以
空
有
之
论
或
习
俗
而 

是
非
大
小
之
乘
乍
沿
时
而
隆 

替
有
玄
奘
法
师
者
法
门
之
领 

袖
也
幼
怀
贞
敏
早
悟
三
空
之 

心
长
契
神
情
先
苞
四
忍
之
行 

松
风
水
月
未
足
比
其
清
华
仙 

露
明
珠
讵
能
方
其
朗
润
故
以 

智
通
无
累
神
测
未
形
超
六
尘 

而
迥
出
只
千
古
而
无
对
凝
心 

内
境
悲
正
法
之
陵
迟
栖
虑
玄 

门
慨
深
文
之
讹
谬
思
欲
分
条
析 

理
广
彼
前
闻
截
伪
续
真
开
兹 

后
学
是
以
翘
心
净
土
往
游
西 

域
乘
危
远
迈
杖
策
孤
征
积
雪 

晨
飞
途
间
失
地
惊
砂
夕
起
空 

外
迷
天
万
里
山
川
拨
烟
霞
而 

进
影
百
重
寒
暑
蹑
霜
雨
而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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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
诚
重
劳
轻
求
深
愿
达
周
游 

西
宇
十
有
七
年
穷
历
道
邦
询 

求
正
教
双
林
八
水
味
道
餐
风 

鹿
苑
鹫
峰
瞻
奇
仰
异
承
至 

言
于
先
圣
受
真
教
于
上
贤
探 

赜
妙
门
精
穷
奥
业
一
乘
五
律 

之
道
驰
骤
于
心
田
八
藏
三
箧 

之
文
波
涛
于
口
海
爰
自
所
历 

之
国
总
将
三
藏
要
文
凡
六
百 

五
十
七
部
译
布
中
夏
宣
扬
胜 

业
引
慈
云
于
西
极
注
法
雨
于 

东
垂
圣
教
缺
而
复
全
苍
生
罪 

而
还
福
湿
火
宅
之
干
焰
共
拔 

迷
途
朗
爱
水
之
昏
波
同
臻
彼 

岸
是
知
恶
因
业
坠
善
以
缘
升 

升
坠
之
端
惟
人
所
托
譬
夫
桂
生 

高
岭
云
露
方
得
泫
其
花
莲 

出
渌
波
飞
尘
不
能
污
其
叶
非 

莲
性
自
洁
而
桂
质
本
贞
良
由 

所
附
者
高
则
微
物
不
能
累
所 

凭
者
净
则
浊
类
不
能
沾
夫
以 

卉
木
无
知
犹
资
善
而
成
善
况 

乎
人
伦
有
识
不
缘
庆
而
求
庆 

方
冀
兹
经
流
施
将
日
月
而
无 

穷
斯
福
遐
敷
与
乾
坤
而
永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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