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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
兴
华
，
一
九
五
八
年
生
于
河
北
沧
州
市
。
一
九
八
二
年
毕
业
于
河
北
师
范
学
院
美
术
系
并
留
校
任
教
，

一
九
九○

年
在
北
京
中
国
画
研
究
院
第
三
期
研
修
班
学
习
，
得
叶
浅
予
、
何
海
霞
、
刘
凌
沧
、
潘
絮
兹
、
秦
岭
云
、

白
雪
石
等
前
辈
亲
授
。
现
为
河
北
师
范
大
学
美
术
与
设
计
学
院
教
授
、
硕
士
研
究
生
导
师
，
中
国
美
术
家
协
会
会
员
，

河
北
省
美
术
家
协
会
中
国
画
艺
术
委
员
会
主
任
，
省
管
优
秀
专
家
。
曾
任
河
北
师
范
大
学
美
术
与
设
计
学
院
院
长
。

其
作
品
参
加
过
第
七
、
八
、
十
、
十
一
届
全
国
美
术
展
，
其
中
第
八
届
全
国
美
术
展
获
优
秀
奖
，
第
十
届
全
国
美
术

展
获
铜
奖
，
作
品
被
中
国
美
术
馆
收
藏
。
获
第
二
届
全
国
体
育
美
术
作
品
展
银
奖
，
获
首
届
全
国
中
国
画
人
物
画
大

展
优
秀
奖
，
作
品
参
加
第
一
、
二
、
四
届
全
国
画
院
双
年
展
。

作
品
《
高
原
盛
会
》
入
选
第
七
届
全
国
美
展

作
品
《
沧
州
四
侠
》
获
『
第
二
届
全
国
体
育
美
展
暨
第
十
一
届
北
京
亚
运
会
美
展
』
银
牌
奖

作
品
《
群
仙
观
云
图
》
获
『
首
届
中
国
年
鉴
杯
美
术
大
展
』
金
奖

作
品
《
九
老
会
》
获
『
第
二
届
北
京
国
际
水
墨
画
大
展
』
二
等
奖

作
品
《
十
叟
长
寿
图
》
入
选
『
第
三
届
全
国
体
育
美
展
』
，
作
品
被
中
国
奥
委
会
收
藏

作
品
《
武
乡
晨
曲
》
获
『
第
八
届
全
国
美
展
』
优
秀
作
品
奖

作
品
《
古
今
奇
观
》
入
选
『
第
八
届
全
国
美
展
』

作
品
《
梁
山
三
十
六
将
图
》
获
『
首
届
全
国
中
国
画
人
物
画
大
展
』
优
秀
奖

作
品
《
文
会
图
》
入
选
『
首
届
全
国
画
院
双
年
展
』

作
品
《
兰
亭
雅
集
图
》
获
『
第
十
届
全
国
美
展
』
铜
奖
，
作
品
被
中
国
美
术
馆
收
藏

作
品
《
商
山
四
皓
》
入
选
『
第
二
届
全
国
画
院
双
年
展
』

作
品
《
孔
子
行
教
图
》
入
选
『
第
四
届
全
国
画
院
双
年
展
』

作
品
《
华
佗
五
禽
戏
》
获
二○

○

八
国
际
奥
林
匹
克
美
术
大
会
金
奖

作
品
《
大
观
图
》
入
选
第
十
一
届
全
国
美
展

作
品
《
精
武
图
》
入
选
『
纪
念
毛
泽
东
同
志
《
在
延
安
文
艺
座
谈
会
上
的
讲
话
》
发
表
七
十
周
年
全
国
美
展
』

作
品
《
梁
山
演
武
图
》
入
选
二○

一
二
伦
敦
奥
运
会
美
术
大
会

出
版
专
著
有
《
工
笔
人
物
画
》
《
当
代
名
家
线
描
精
品—

—

朱
兴
华
》
《
当
代
名
家
工
笔
人
物
精
品—

—

朱
兴
华
》

《
朱
兴
华
画
集
》
《
朱
兴
华
精
品
集
》
等
。

作
品
发
表
于
《
美
术
观
察
》
《
美
术
研
究
》
《
美
术
》
《
江
苏
画
刊
》
《
国
画
家
》
《
艺
术
界
》
等
多
种
刊
物
。

艺
术
简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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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华
经
》
曰
：
『
苦
恼
众
生
，
一
心
称
名
，
菩
萨
即
时
观
其
音
声
，
皆
得
解
脱
，
以
是
名
观
世
音
。
』
观

世
音
者
，
亦
称
『
光
世
音
』
『
观
世
自
在
』
『
观
自
在
』
，
在
古
印
度
佛
教
中
，
原
为
阿
弥
陀
佛
的
左
胁
侍
，
是

西
方
三
圣
之
一
。
观
世
音
者
，
观
众
生
音
声
应
机
以
种
种
化
生
普
救
众
生
苦
难
，
故
有
很
多
观
世
音
，
或
曰
观
世

音
有
无
数
变
相
：
如
大
悲
观
音
能
破
地
狱
道
三
障
，
大
慈
观
音
破
饿
鬼
道
三
障
，
师
子
无
畏
观
音
破
畜
生
道
三
障
，

大
光
普
照
观
音
破
阿
修
罗
道
三
障
，
天
人
丈
夫
观
音
破
人
道
三
障
，
大
梵
至
圣
观
音
破
天
道
三
障
。
还
有
密
宗
所

传
最
有
意
思
的
千
手
千
眼
观
音
，
据
说
观
世
音
在
过
去
无
量
劫
，
听
千
光
王
静
住
如
来
说
《
广
大
圆
满
无
碍
大
悲

心
陀
罗
尼
经
》
后
，
发
誓
要
利
益
一
切
众
生
，
于
是
长
出
千
手
千
眼
。

如
是
说
来
，
观
世
音
本
是
古
印
度
佛
教
中
的
菩
萨
，
本
是
男
相
。
王
世
贞
《
观
音
本
纪
》
有
『
皆
谓
古
时
无

作
妇
人
像
者
』
云
。
最
起
码
我
们
见
到
从
敦
煌
藏
经
洞
流
到
英
国
的
唐
代
绢
画
中
的
观
音
像
就
是
男
相
，
还
有
明

显
的
鬍
鬚
，
而
宋
以
后
则
所
见
观
音
像
皆
为
妇
人
以
至
于
今
。
这
个
转
变
至
少
真
切
地
说
明
了
一
个
问
题
，
那
就

是
中
国
人
对
观
世
音
这
个
神
祇
的
认
知
与
古
印
度
佛
教
原
本
的
定
义
产
生
了
很
大
的
不
同
。

我
们
知
道
西
汉
时
的
中
土
，
通
向
西
域
诸
国
的
丝
绸
之
路
已
经
开
通
，
政
治
、
经
济
、
文
化
的
交
往
日
益
频

繁
，
而
佛
教
的
势
力
则
已
经
扩
张
到
大
夏
和
安
息
，
佛
教
就
是
在
这
时
传
入
中
国
的
。
佛
教
进
入
中
国
后
，
由
于

其
教
义
有
益
于
维
护
统
治
者
权
威
，
在
其
兴
盛
的
光
影
下
具
有
强
烈
的
国
家
政
治
色
彩
，
但
如
果
深
入
人
心
，
还

需
经
过
艰
苦
的
本
土
化
过
程
。
我
们
看
北
魏
时
期
的
云
冈
石
窟
的
佛
造
像
，
保
留
着
浓
厚
的
印
度
犍
陀
罗
风
格
，

笈
多
佛
教
艺
术
特
点
。
至
龙
门
石
窟
的
唐
代
奉
先
大
寺
时
，
高
逾
十
七
米
的
卢
舍
那
佛
像
就
是
按
照
大
唐
皇
后
武

则
天
的
形
象
雕
刻
的
，
俨
然
是
彻
头
彻
尾
的
中
国
气
派
。
文
献
记
载
，
武
则
天
曾
以
皇
后
身
份
『
助
脂
粉
钱
两
万

贯
』
，
并
亲
率
群
臣
参
加
卢
舍
那
大
佛
的
『
开
光
』
仪
式
。
自
此
以
后
卢
舍
那
大
佛
造
像
样
式
，
这
种
完
全
中
国

化
、
世
俗
化
的
审
美
形
象
影
响
天
下
，
风
靡
当
时
。
可
以
说
至
唐
代
，
随
着
佛
教
的
迅
速
而
深
入
地
传
播
，
已
和

中
国
文
化
有
了
如
胶
似
漆
的
融
合
，
形
成
了
中
国
式
佛
教
。
而
禅
宗
的
兴
盛
则
更
有
力
地
证
明
了
这
一
点
。

中
国
有
观
世
音
菩
萨
的
道
场
，
一
在
浙
江
普
陀
山
，
一
在
布
达
拉
宫
。
西
藏
我
没
有
去
过
，
但
我
到
过
几
次

普
陀
山
。
普
陀
山
远
离
尘
嚣
，
气
候
润
和
，
层
峦
叠
嶂
，
秀
峰
峻
崖
，
奇
花
异
草
，
灵
石
仙
洞
，
园
林
宝
所
，
梵

宇
宫
殿
，
大
与
《
华
严
经
》
中
所
载
印
度
南
海
观
音
胜
境
极
其
相
似
，
因
而
有
『
震
旦
第
一
佛
国
』
『
观
音
圣
地
』

『
海
天
佛
国
』
的
殊
誉
，
名
满
天
下
。
站
在
高
耸
入
云
，
沐
浴
在
阳
光
里
的
观
音
圣
像
前
，
后
面
是
辽
阔
的
大
海
，

袅
袅
的
香
烟
缭
绕
消
失
于
湛
蓝
的
海
天
里
。
我
仿
佛
感
到
观
世
音
是
从
那
不
可
名
状
的
彼
岸
飘
然
而
至
，
是
那
样

的
伟
岸
，
又
是
那
样
的
慈
祥
，
刹
那
间
，
她
主
宰
了
我
的
精
神
世
界
，
成
为
了
我
生
命
的
依
靠
。
一
阵
阵
的
海
浪

声
和
各
色
香
客
的
喧
哗
声
不
时
把
我
拽
回
现
实
，
环
顾
如
此
的
山
海
形
胜
，
气
度
恢
宏
，
惊
叹
好
一
道
独
特
的
海

洋
观
音
文
化
景
观
。

谈
谈
我
画
观
世
音



是
的
，
在
中
国
历
史
上
，
历
代
帝
王
将
相
、
高
僧
大
德
、
文
人
雅
士
、
商
贾
名
流
、
贩
夫
走
卒
，
无
有
不
崇

敬
礼
拜
供
养
观
音
者
，
即
便
处
在
天
涯
海
角
之
普
陀
，
也
是
『
自
晋
之
太
康
…
…
岁
奔
走
赤
县
神
州
之
民
，
至
于

梯
山
万
里
，
逾
溟
渤
，
犯
惊
涛
，
扶
老
携
幼
而
至
者
不
衰
』
。
皆
因
观
音
的
世
界
是
『
琉
璃
世
界
』
，
能
利
益
众

生
，
普
济
群
灵
，
大
慈
大
悲
，
观
世
间
众
生
之
音
声
，
救
苦
救
难
，
有
求
必
应
。
这
一
切
与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中
『
民

为
贵
』
『
济
苍
生
』
的
思
想
相
一
致
，
故
而
最
受
上
至
皇
胄
，
下
至
小
民
在
思
想
上
的
认
同
和
情
感
上
的
接
受
，

把
观
世
音
作
为
最
亲
近
自
己
的
神
来
供
奉
。
千
百
年
来
，
香
火
非
但
不
衰
，
反
而
愈
来
愈
盛
。
因
为
观
世
音
以
慈

悲
名
世
，
乾
脆
把
他
的
形
象
也
按
照
中
国
人
的
情
愿
来
改
造
成
秀
美
少
妇
模
样
。
时
至
今
日
，
如
果
我
们
把
观
世

音
说
成
中
国
宗
教
里
固
有
的
神
，
恐
怕
会
有
大
多
数
人
附
和
赞
同
，
可
见
观
世
音
在
中
国
深
入
人
心
，
俨
然
已
超

越
了
作
为
宗
教
、
作
为
神
祇
的
含
义
，
甚
至
也
不
是
简
单
的
偶
像
，
而
成
为
了
很
多
中
国
人
心
灵
的
慰
藉
和
精
神

寄
托
。
我
不
信
佛
，
但
我
常
印
证
我
的
心
，
似
亦
作
如
是
观
。
千
年
花
雨
，
四
海
尊
崇
，
观
音
文
化
随
着
社
会
的

发
展
也
在
不
断
提
升
其
内
涵
。
在
此
基
础
上
形
成
以
表
现
观
音
形
象
为
主
的
观
世
音
艺
术
，
千
年
不
衰
。
既
产
生

过
伟
大
的
画
家
，
也
产
生
了
无
数
惊
世
的
不
朽
画
卷
，
给
中
国
绘
画
史
的
辉
煌
抹
上
一
笔
婧
丽
的
重
彩
。

佛
教
艺
术
传
入
中
国
，
对
中
国
艺
术
的
发
展
有
很
大
的
促
动
，
特
别
是
观
音
形
象
，
是
在
众
多
神
祇
中
被
塑

造
最
多
的
。
这
从
敦
煌
石
窟
、
云
冈
石
窟
、
麦
积
山
石
窟
、
龙
门
石
窟
早
期
雕
塑
壁
画
表
现
得
非
常
明
显
，
而
且

成
为
一
种
传
统
，
一
直
沿
袭
至
今
天
。
早
期
观
音
像
的
造
型
大
都
取
雍
容
大
度
、
庄
重
安
详
之
态
，
或
面
容
丰
满
、

或
清
雅
娟
秀
、
或
温
婉
柔
媚
、
或
风
度
潇
洒
。
至
唐
代
则
体
硕
圆
润
、
典
雅
大
方
、
五
官
阔
朗
、
富
贵
华
丽
。
宋

以
后
多
有
面
容
娇
美
、
姿
态
娴
适
、
神
情
恬
静
、
体
形
婀
娜
、
秀
骨
细
腻
、
婉
转
自
然
，
更
有
女
性
的
温
柔
慈
祥
，

恰
如
世
间
少
女
。
伴
随
着
观
音
信
仰
的
深
入
人
心
，
慈
悲
祥
瑞
和
蔼
可
亲
的
熟
妇
形
象
就
成
为
绘
画
里
的
固
定
样

式
。

我
画
观
音
，
全
从
心
出
，
我
以
为
观
音
信
仰
遍
于
海
宇
，
普
及
到
人
们
的
思
想
中
，
是
生
活
的
主
要
组
成
部

分
，
观
音
信
仰
已
融
入
民
族
情
感
和
记
忆
中
，
成
为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组
成
部
分
。
因
此
，
我
画
观
音
，
并
不
刻

意
从
宗
教
信
仰
出
发
，
也
不
突
出
观
音
的
神
性
，
淡
化
所
谓
的
端
正
庄
严
和
高
大
神
圣
，
甚
至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减

弱
偶
像
感
，
从
慈
悲
、
和
蔼
、
利
世
、
济
民
的
角
度
，
刻
画
观
音
的
形
象
使
其
更
贴
近
现
实
，
更
贴
近
生
活
，
更

贴
近
大
众
的
情
感
和
审
美
，
让
更
多
的
人
感
到
观
音
真
的
就
在
我
们
身
边
，
真
实
可
信
，
有
求
必
应
，
无
处
不
在
。

在
手
法
处
理
上
，
多
以
清
晰
流
畅
的
线
条
，
製
造
出
柔
和
、
含
蓄
、
圆
润
而
优
美
的
效
果
。
施
以
淡
彩
以
求
不
火

不
躁
，
总
体
追
求
一
种
娇
美
和
阴
柔
的
感
觉
。
潇
洒
、
飘
逸
、
清
亮
娟
秀
、
落
落
大
方
，
观
音
既
是
信
仰
中
的
大

神
，
又
是
沟
通
人
世
间
的
天
使
，
是
我
们
每
一
个
人
都
可
以
信
赖
和
依
靠
的
精
神
家
园
。

朱
兴
华 

二○

一
七
年
十
二
月
夜
于
观
化
堂



六

观
世
音
菩
萨
像

138cm
×

69cm

2012

年

设
色
纸
本





八

观
世
音
菩
萨
造
像

197cm
×

95cm

2015

年

设
色
纸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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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〇

杨
枝
遊
空
图

197cm
×

95cm

2014

年

设
色
纸
本





一
二

大
慈
大
悲
观
世
音
菩
萨
宝
像

197cm
×

95cm

2012

年

设
色
纸
本





一
四

戳
臻
要
玅
图

97cm
×

197cm

2015

年

设
色
纸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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