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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
锦
章



秦
锦
章
先
生
艺
术
简
历

秦
锦
章
，
原
名
为
进
，
字
绍
久
，
居
弗
闲
斋
，
祖
籍
安
徽
省
无
为
县
，
一
九
四
七
年
生
于
安
徽
省
全
椒
县
。

曾
就
读
于
南
京
艺
术
学
院
和
北
京
大
学
。
其
书
法
作
品
多
年
来
分
别
在
《
人
民
日
报
》
（
海
外
版
）
、
《
参
考
消

息
》
《
人
民
政
协
报
》
《
中
国
文
化
报
》
《
中
国
书
法
》
等
几
十
家
报
刊
发
表
，
被
黄
河
碑
林
刻
碑
，
并
被
孙
中

山
纪
念
馆
等
机
构
收
藏
。
曾
多
次
参
加
国
内
外
大
型
书
法
展
览
，
并
从
一
九
八
七
年
起
先
后
数
十
次
分
别
赴
中
国

上
海
、
广
州
、
深
圳
、
北
京
、
香
港
以
及
日
本
、
泰
国
、
加
拿
大
等
地
举
办
个
人
书
法
展
览
。
一
九
九○

年
出
版

发
行
了
《
秦
锦
章
书
法
选
》
专
辑
，
其
作
品
和
个
人
简
历
入
编
《
中
国
当
代
书
法
艺
术
大
成
》
等
数
十
部
辞
书
。

一
九
九
三
年
应
邀
去
加
拿
大
参
加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第
二
十
八
届
艺
术
教
育
大
会
，
一
九
九
四
年
访
问
日
本

进
行
书
法
交
流
，
并
曾
两
度
应
邀
去
香
港
进
行
书
法
交
流
活
动
。
曾
被
评
为
一
九
九
八
年 

全
国
百
杰
书
画
家 

。

二○
○

五
年
赴
欧
洲
八
国
访
问
并
在
巴
黎
举
办
展
览
，
二○

一
一
年
赴
俄
罗
斯
访
问
并
在
圣
彼
得
堡
举
办
展
览
，

二○

一
二
年
赴
美
国
访
问
并
在
华
盛
顿
举
办
展
览
，
二○

一
三
年
赴
英
国
访
问
并
在
剑
桥
大
学
举
办
展
览
，
二○

一
四
年
赴
奥
地
利
访
问
并
在
维
也
纳
参
加
中
国
书
画
名
家
展
览
。

现
为
中
国
书
法
家
协
会
会
员
，
安
徽
省
书
法
家
协
会
第
一
、
四
届
理
事
，
高
级
美
术
师
，
安
徽
省
第
九
届
政

协
委
员
，
安
徽
省
文
史
研
究
馆
馆
员
，
中
国
国
家
博
物
馆
艺
委
会
客
座
教
授
，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艺
术
教
育
学

会
会
员
，
世
界
华
人
书
法
艺
术
交
流
协
会
副
会
长
兼
秘
书
长
，
日
本
国
艺
书
道
院
顾
问
，
香
港
中
华
成
功
者
研
究

会
顾
问
。
曾
任
安
徽
省
全
椒
县
人
大
常
委
会
副
主
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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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
我
书
法
尚
未
启
蒙
之
时
，
秦
锦
章
老
师
的
书
名
已
经
蜚
声
全
国
了
。
今
天
我
有
幸
拜
读
其
所
书
七
绝
古
诗
四
十
六
首
，

并
受
邀
为
此
集
作
序
，
这
对
我
来
说
不
仅
是
一
种
鼓
励
，
更
是
一
次
认
真
学
习
的
机
会
，
即
学
习
秦
老
师
为
人
为
艺
的
奋
斗

精
神
。秦

老
师
祖
籍
安
徽
无
为
，
出
生
于
全
椒
，
两
地
均
文
化
深
厚
、
人
文
荟
萃
。
『
宋
四
家
』
之
一
的
米
芾
曾
为
官
无
为
，
留

下 

米
颠
拜
石 

的
传
奇
，
此
地
至
今
仍
有
米
公
祠
、
宝
晋
斋
等
名
胜
；
明
代
高
僧
憨
山
大
师
传
法
全
椒
，
书
法
宗
唐
人
笔
法
，
尤

擅
行
草
书
，
其
书
融
佛
法
思
想
，
影
响
广
远
。
秦
老
师
自
小
受
此
熏
陶
，
播
下
书
法
艺
术
的
种
子
，
因
家
境
贫
寒
而
克
服
各
种
困

难
，
创
造
条
件
学
习
书
法
，
打
下
较
为
扎
实
的
基
础
。
其
后
又
在
书
写
大
字
报
的
实
践
中
得
到
锻
炼
，
并
加
深
了
对
书
法
艺
术
的

热
爱
。机

会
总
是
会
留
给
有
准
备
的
人
。
改
革
开
放
的
大
潮
带
来
书
法
艺
术
的
热
潮
，
秦
老
师
如
鱼
得
水
，
焕
发
神
采
，
成
果
频

出
。
然
而
，
秦
老
师
并
不
囿
于
其
书
法
艺
术
所
产
生
的
影
响
，
毅
然
于
一
九
八
三
年
和
一
九
九○

年
先
后
入
南
京
艺
术
学
院
和
北

京
大
学
专
攻
书
法
，
师
从
名
家
，
结
交
同
道
，
开
阔
眼
界
，
曾
得
到
刘
海
粟
、
陈
大
羽
、
袁
行
霈
、
叶
朗
等
先
生
的
教
诲
，
不
仅

加
强
了
对
书
法
艺
术
的
实
践
，
形
成
自
我
风
貌
，
而
且
不
断
思
考
书
法
与
人
生
的
关
系
，
受
益
终
生
。
此
后
，
秦
老
师
在
上
海
美

笔
从
曲
处
还
求
直
，
意
到
圆
时
更
觉
方

—
—

读
《
秦
锦
章
书
七
绝
古
诗
四
十
六
首
》

秦
金
根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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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术
馆
、
广
东
博
物
馆
等
地
举
办
个
展
，
求
教
名
家
，
又
得
到
了
周
谷
城
、
胡
问
遂
、
赵
冷
月
、
商
承
祚
、
秦
咢
生
、
赖
少
其
等
先

生
的
鼓
励
和
指
教
，
产
生
了
广
泛
的
社
会
影
响
。
从
此
，
秦
老
师
以
书
法
艺
术
为
媒
介
，
展
开
游
学
，
行
万
里
路
，
饱
览
祖
国
山

川
之
美
好
，
感
受
文
化
之
深
厚
，
极
大
地
开
阔
了
艺
术
视
野
，
丰
富
了
书
法
艺
术
审
美
思
想
。
同
时
，
秦
老
师
走
出
国
门
，
先
后

到
日
本
、
泰
国
、
加
拿
大
等
国
访
问
，
举
办
展
览
，
传
播
传
统
书
法
艺
术
。

秦
老
师
的
书
法
艺
术
从
写
大
字
报
和
钢
笔
书
法
的
实
践
中
得
到
锻
炼
，
立
足
于
实
用
，
此
后
游
学
南
京
艺
术
学
院
和
北
京

大
学
，
从
传
统
书
法
和
文
化
中
汲
取
营
养
，
不
断
摸
索
，
形
成
了
独
具
特
色
而
又
雅
俗
共
赏
的
特
征
。
其
书
法
用
笔
直
截
，
结

构
、
章
法
活
泼
多
变
，
风
格
洒
脱
流
丽
，
富
于
时
代
性
，
深
受
人
们
的
喜
爱
。
一
九
九○

年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为
秦
老
师
出

版
了
《
秦
锦
章
书
法
选
》
，
书
名
由
启
功
先
生
题
签
。
此
后
长
城
出
版
社
又
于
二○

○
○

年
出
版
了
《
中
国
书
法
家
丛
书
·
秦
锦

章
辑
》
，
中
国
社
会
出
版
社
二○

○

五
年
出
版
了
《
秦
锦
章
书
法
艺
术
》
宣
纸
挂
历
，
均
产
生
了
极
大
的
社
会
影
响
，
对
当
代
书

法
艺
术
的
发
展
起
到
了
推
动
作
用
。
《
人
民
日
报
》
（
海
外
版
）
、
《
参
考
消
息
》
《
人
民
政
协
报
》
《
中
国
文
化
报
》
《
中
国

书
法
》
等
对
其
书
法
艺
术
成
就
均
有
专
题
报
道
。
著
名
学
者
穆
孝
天
在
《
秦
锦
章
书
法
选
》
的
序
言
中
对
其
锐
意
创
新
的
书
法
艺

术
探
索
精
神
做
了
总
结
：

他
努
力
于
创
新
，
但
同
时
也
注
意
坚
持
传
统
的
基
本
法
则
。
所
以
他
的
书
法
既
非
随
笔
所
之
的
浪
漫
主
义
，
亦
非
不
折
不

扣
的
古
典
主
义
，
即
既
非
任
意
放
纵
、
无
所
拘
滞
，
又
非
严
守
传
统
、
陈
陈
相
因
，
而
是
要
求
在
传
统
规
矩
中
得
到
严
格
锻
炼
，

做
到
不
舍
传
统
、
渊
源
有
自
，
同
时
更
在
对
传
统
法
则
的
突
破
中
做
到
放
纵
自
如
、
任
情
恣
性
，
而
又
放
则
能
收
、
纵
则
能
驭
，

不
失
规
矩
。
在
书
法
艺
术
的
体
制
风
格
中
注
入
时
代
的
节
拍
与
个
人
的
思
想
感
情
，
从
传
统
与
创
新
的
糅
合
中
形
成
了
秦
锦
章
个

人
独
有
的
风
格
。



三

本
次
结
集
出
版
的
七
绝
古
诗
四
十
六
首
的
书
法
作
品
是
继
秦
老
师
第
一
本
书
法
集
出
版
二
十
六
年
之
后
的
新
作
，
反
映
了

其
一
贯
的
创
新
精
神
和
艺
术
风
采
，
尤
其
是
以
朗
朗
上
口
的
七
绝
古
诗
为
书
写
内
容
，
书
诗
结
合
，
书
诗
双
美
。

书
家
抄
写
前
人
的
诗
作
在
宋
时
就
已
有
之
。
黄
庭
坚
诗
宗
杜
甫
，
故
亦
喜
以
书
法
抄
其
诗
，
如
其
书
《
杜
甫
〈
寄
诗
贺
兰

铦
〉
诗
帖
》
就
是
代
表
性
作
品
。
其
后
张
即
之
、
赵
孟 

、
康
里
子
山
、
鲜
于
枢
、
董
其
昌
等
也
多
有
这
样
的
佳
作
存
世
，
使
之

成
书
法
创
作
的
经
典
方
式
。
秦
老
师
以
独
立
的
书
法
作
品
形
式
呈
现
其
创
作
风
格
，
一
首
诗
就
是
一
幅
完
整
的
书
法
作
品
，
既
可

独
立
欣
赏
，
也
可
合
集
品
味
，
其
体
例
统
一
，
风
格
和
谐
，
是
实
用
性
和
艺
术
性
充
分
结
合
的
佳
作
。

本
次
结
集
的
书
法
艺
术
作
品
更
加
老
辣
精
熟
，
其
笔
画
瘦
劲
圆
润
，
结
构
颀
长
，
章
法
变
化
，
故
个
性
风
格
更
为
突
出
。

具
体
地
说
，
其
用
锋
杀
纸
，
直
截
果
断
，
笔
线
瘦
而
腴
，
如
曲
铁
一
般
富
于
弹
性
，
反
映
出
其
极
强
的
控
笔
能
力
，
所
谓
心
之
所

欲
，
笔
则
随
之
。
其
又
时
而
加
入
屈
曲
变
化
，
使
得
笔
线
直
截
而
非
简
单
，
瘦
劲
而
非
硬
直
；
又
时
用
放
笔
，
纵
放
而
不
失
规
矩

笔
法
，
故
能
出
之
变
化
。
又
加
之
墨
色
不
同
，
润
枯
相
兼
，
使
得
线
质
更
富
于
审
美
意
涵
。
其
书
行
草
互
用
，
结
构
时
入
时
代
审

美
特
征
，
洋
溢
着
时
代
气
息
，
极
为
秀
美
，
此
为
其
书
作
深
受
人
们
喜
爱
之
原
因
。
这
亦
得
益
于
其
长
期
坚
持
实
用
和
审
美
相
结

合
的
创
作
态
度
。
其
章
法
亦
富
有
时
代
感
，
行
气
贯
畅
，
如
有
一
引
绳
，
串
起
珠
玉
，
大
小
悬
殊
，
气
势
照
应
，
活
泼
生
动
。

『
笔
从
曲
处
还
求
直
，
意
到
圆
时
更
觉
方
』
，
是
著
名
书
家
林
散
之
先
生
自
作
诗
句
，
不
仅
写
出
了
书
法
审
美
的
精
髓
，

更
写
出
了
书
人
的
人
生
哲
学
。
这
里
引
用
作
为
标
题
，
祝
愿
秦
老
师
的
书
法
取
得
更
高
成
就
，
书
法
人
生
更
为
精
彩
！

是
为
序
。

                                                                       

二○

一
七
年
元
旦
于
耕
之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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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〇
〇
二
】
贺
知
章
《
咏
柳
》

【
〇
〇
三
】
朱
熹
《
观
书
有
感
》

【
〇
〇
四
】
韩
愈
《
晚
春
》

【
〇
〇
五
】
李
白
《
下
江
陵
》

【
〇
〇
六
】
杨
万
里
《
晓
出
净
慈
寺
送
林
子
方
》

【
〇
〇
七
】
韦
应
物
《
滁
州
西
涧
》

【
〇
〇
八
】
王
维
《
九
月
九
日
》

【
〇
〇
九
】
李
白
《
送
孟
浩
然
》

【
〇
一
〇
】
王
昌
龄
《
芙
蓉
楼
送
辛
渐
》

【
〇
一
一
】
陆
游
《
冬
夜
读
书
示
子
聿
》

【
〇
一
二
】
徐
元
杰
《
湖
上
》

【
〇
一
三
】
王
安
石
《
泊
船
瓜
洲
》

【
〇
一
四
】
龚
自
珍
《
己
亥
杂
诗
》

【
〇
一
五
】
李
白
《
客
中
行
》

【
〇
一
六
】
苏
轼
《
题
西
林
壁
》

【
〇
一
七
】
卢
梅
坡
《
雪
梅
·
其
一
》

【
〇
一
八
】
杜
甫
《
赠
花
卿
》

【
〇
一
九
】
高
适
《
别
董
大
》

【
〇
二
〇
】
杜
甫
《
绝
句
》

【
〇
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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