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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术
简
介

杜
振
迎
，
一
九
四
八
年
出
生
，
河
北
省
衡
水
市
王
许
庄
人
，
擅
画
墨

竹
，
宗
法
板
桥
。
自
建
杜
氏
草
堂
书
画
院
，
号
板
桥
门
下
，
草
堂
主
人
。

自
二
十
世
纪
六
十
年
代
习
画
墨
竹
，
直
追
元
明
，
尤
喜
板
桥
墨
竹
，
至
今

研
习
板
桥
竹
画
法
四
十
余
载
，
寄
于
毫
楮
，
笔
耕
不
辍
，
志
在
传
承
板
桥

墨
竹
艺
术
。
其
画
风
秀
劲
简
远
，
气
韵
飘
举
，
豪
迈
凌
云
。
著
名
书
法
家

尹
海
金
先
生
称
之
为
：
『
山
东
郑
板
桥
，
河
北
板
桥
杜
。
』
曾
在
国
内
和

美
国
西
雅
图
举
办
个
展
，
作
品
多
次
在
国
内
美
展
获
奖
、
报
刊
发
表
，
被

国
内
外
友
人
收
藏
。
二
〇
〇
六
年
创
作
巨
幅
《
墨
竹
十
景
图
》
，
单
卷
长

一
百
一
十
四
米
，
宽
六
十
五
厘
米
，
集
风
、
晴
、
雨
、
雪
墨
竹
各
种
姿
态

于
一
卷
，
还
有
出
版
的
《
杜
振
迎
墨
竹
集
》
，
均
获
业
内
人
士
好
评
。



一

自

自
自

自

自 
 

序
《
杜
氏
草
堂
竹
谱
》
是
一
部
以
郑
板
桥
墨
竹
艺
术
风
格
为
特
点
，
集
板
桥
竹
、
风
竹
、
晴
竹
、
雨
竹
、
雪
竹
为
一
体
的
墨
竹
绘
画

技
法
资
料
。

编
撰
此
谱
遵
循
了
古
人
『
谱
专
以
法
传
』
的
原
则
，
专
门
介
绍
绘
竹
技
法
。
主
要
有
三
点
。
一
是
为
初
学
者
明
确
墨
竹
绘
画
的
基

本
规
则
与
图
式
，
有
谱
有
图
，
便
于
入
门
摹
写
。
大
家
知
道
，
墨
竹
是
一
门
悠
久
的
中
国
传
统
绘
画
艺
术
，
既
然
是
艺
术
就
应
有
其
内

在
规
则
。
据
记
载
，
这
个
规
则
自
唐
宋
以
降
，
千
百
年
来
古
已
有
之
。
宋
代
《
宣
和
画
谱
》
中
的
《
墨
竹
叙
论
》
，
元
代
李
衎
的
《
竹

谱
详
录
》
，
元
代
吴
镇
的
《
墨
竹
谱
》
，
清
代
《
芥
子
园
画
传
》
中
的
《
竹
谱
》
等
，
均
为
绘
习
墨
竹
之
典
籍
。
由
于
历
史
所
限
，
纵

观
古
谱
似
有
文
字
表
达
多
，
具
象
图
形
少
；
风
晴
雨
雪
各
竹
虽
有
分
类
，
但
不
够
详
尽
；
或
名
曰
为
谱
，
尽
弃
古
法
专
求
化
境
，
使
后

人
可
望
不
可
及
；
古
之
印
刷
板
滞
，
极
具
笔
墨
表
现
不
佳
之
嫌
。
凡
此
，
皆
不
易
为
后
人
传
习
。
本
谱
结
合
传
统
墨
竹
绘
画
技
法
，
进

一
步
明
确
了
其
内
在
规
则
，
自
一
叶
、
一
枝
、
一
竿
起
，
至
整
段
排
叶
、
生
枝
、
发
竿
乃
至
出
梢
、
结
顶
等
，
由
简
入
繁
地
介
绍
其
结
构
、

用
笔
、
疏
密
、
浓
淡
等
基
本
技
法
，
力
争
图
文
并
茂
，
以
便
于
初
学
者
较
为
全
面
地
掌
握
绘
竹
技
法
。
二
是
全
谱
突
出
郑
板
桥
的
墨
竹

艺
术
风
格
。
『
扬
州
八
怪
』
之
一
郑
板
桥
的
墨
竹
，
枝
枝
傲
雪
、
摇
风
弄
雨
、
瘦
劲
孤
高
、
豪
迈
凌
云
的
艺
术
风
格
，
自
近
代
两
百
多

年
以
来
至
今
仍
为
画
坛
所
公
认
，
无
出
其
右
者
，
并
为
国
内
外
人
士
所
喜
爱
。
其
『
咬
定
青
山
不
放
松
，
立
根
原
在
破
岩
中
。
千
磨
万

击
还
坚
劲
，
任
尔
东
西
南
北
风
』
『
衙
斋
卧
听
萧
萧
竹
，
疑
是
民
间
疾
苦
声
。
些
小
吾
曹
州
县
吏
，
一
枝
一
叶
总
关
情
』
的
诗
画
人
文

情
怀
，
更
为
人
们
所
推
崇
、
关
爱
。
余
画
竹
宗
法
板
桥
，
非
常
喜
爱
和
崇
敬
郑
板
桥
高
超
的
墨
竹
艺
术
，
决
心
以
竹
谱
的
形
式
予
以
弘
扬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二

杜
氏
草
堂
竹
谱
【
一
】
板
桥
竹
谱

传
承
。
因
此
，
本
谱
所
有
图
式
大
都
按
照
板
桥
竹
风
格
予
以
编
排
，
突
出
其
秀
劲
简
远
、
颇
具
清
刚
之
气
、
不
为
俗
屈
的
独
特
画
风
，

为
绘
习
者
借
竹
抒
情
、
励
志
、
倡
廉
、
怀
远
等
提
供
艺
术
形
象
参
考
。
三
是
按
照
墨
竹
的
不
同
艺
术
形
式
，
分
类
而
制
。
墨
竹
分
类
是

按
竹
子
在
不
同
季
节
、
气
候
、
生
长
变
化
的
形
态
而
划
分
的
。
古
人
把
墨
竹
大
体
上
分
为
风
竹
、
晴
竹
、
雨
竹
、
雪
竹
四
类
。
客
观
地
讲
，

虽
统
称
为
墨
竹
，
实
际
上
各
类
都
有
自
己
的
独
特
艺
术
形
式
，
如
同
戏
曲
中
有
不
同
行
当
一
样
，
因
而
其
绘
画
技
法
亦
有
区
别
。
古
谱
云
：

『
晴
竹
重
人
一
川
风
，
雨
竹
原
来
叶
写
分
。
风
竹
顶
风
枝
借
雨
，
雨
垂
低
覆
也
重
人
。
其
间
晴
竹
原
无
借
，
鹊
爪
多
排
人
少
重
。
』
其

间
虽
未
提
及
雪
竹
，
但
也
表
明
了
风
竹
、
晴
竹
、
雨
竹
的
枝
叶
排
列
规
则
。
然
而
，
在
郑
板
桥
的
墨
竹
作
品
中
这
种
分
类
尚
不
十
分
明
确
，

为
此
本
谱
在
认
真
研
习
古
竹
谱
传
统
技
法
基
础
上
，
借
鉴
了
古
代
文
同
、
李
衎
、
吴
镇
、
郭
畀
、
夏
昶
、
冯
起
震
、
诸
升
等
诸
家
有
关

画
法
，
融
入
板
桥
竹
风
格
元
素
，
尝
试
形
成
具
有
板
桥
竹
特
点
的
风
竹
、
晴
竹
、
雨
竹
、
雪
竹
绘
画
技
法
。

至
此
，
历
时
近
两
年
编
绘
的
《
杜
氏
草
堂
竹
谱
》
，
希
望
能
为
广
大
墨
竹
艺
术
爱
好
者
及
同
仁
提
供
一
个
迤
逦
前
行
的
工
具
。
这

可
能
只
是
一
个
期
许
，
即
便
不
是
，
也
许
是
打
开
了
通
往
这
条
路
上
的
一
扇
门
。
同
时
，
初
学
者
须
知
：
任
何
规
则
都
不
是
僵
化
、
死
板
的
，

而
是
灵
活
的
、
可
以
批
判
改
进
的
，
这
可
能
是
您
使
用
本
谱
的
前
提
吧
。
这
也
是
我
抛
砖
引
玉
编
撰
此
谱
的
初
心
，
祝
您
能
继
续
前
行
，

努
力
登
上
中
国
墨
竹
艺
术
之
殿
堂
。

《
杜
氏
草
堂
竹
谱
》
共
分
五
册
：
第
一
册
，
板
桥
竹
谱
；
第
二
册
，
风
竹
谱
；
第
三
册
，
晴
竹
谱
；
第
四
册
，
雨
竹
谱
；
第
五
册
，

雪
竹
谱
。

由
于
本
人
水
平
所
限
，
错
误
难
免
，
不
足
之
处
，
敬
请
批
评
指
正
。



三

自

序
盖
绘
板
桥
竹
，
须
知
板
桥
竹
之
精
略
，
仿
其
形
，
写
其
神
，
度
其
气
韵
，
以
窥
其
妙
，
方
可
用
笔
。
板
桥
作
《
竹
石
图
轴
》
题
云
：
『
盖

竹
之
体
，
瘦
劲
孤
高
，
枝
枝
傲
雪
，
节
节
干
霄
，
有
似
乎
君
子
豪
气
凌
云
，
不
为
俗
屈
。
』
故
板
桥
画
竹
，
不
特
为
竹
写
神
，
亦
为
竹

写
生
。
瘦
劲
孤
高
，
是
其
神
也
；
豪
迈
凌
云
，
是
其
生
也
；
依
于
石
而
不
囿
于
石
，
是
其
节
也
；
落
于
色
相
而
不
滞
于
梗
概
是
其
品
也
。

虽
自
喻
竹
石
之
品
德
，
亦
示
其
画
竹
之
品
格
。
试
推
究
其
画
竹
之
神
妙
，
在
于
立
竿
发
枝
孤
高
瘦
劲
，
突
显
凌
空
出
世
，
傲
岸
不
屈
，

冲
天
拔
地
之
气
概
；
布
叶
垛
叠
参
差
错
落
，
欹
侧
有
致
，
犹
如
乱
石
铺
街
，
势
如
飞
舞
，
更
显
豪
迈
洒
脱
；
画
格
清
新
，
浓
淡
疏
密
，

笔
笔
劲
利
，
直
抒
胸
臆
，
随
手
写
去
，
自
尔
成
局
，
其
神
理
具
足
，
极
具
消
散
、
坚
实
、
不
为
俗
屈
之
意
；
鲁
直
用
笔
『
瘦
而
腴
，
秀

而
拔
，
欹
侧
而
有
准
绳
』
，
聚
散
开
合
，
纵
横
跌
宕
，
彰
显
其
『
书
之
关
纽
，
透
入
于
画
』
，
画
中
有
书
，
书
中
有
画
之
妙
；
删
繁
就
简
，

标
新
立
异
，
正
如
《
宣
和
画
谱
》
墨
竹
叙
论
：
疏
枝
秀
叶
，
初
不
在
多
，
下
笔
纵
横
，
更
无
凝
滞
，
竹
之
佳
思
笔
简
而
意
已
足
矣
。
画

者
务
为
疏
放
，
而
意
尝
有
馀
，
愈
略
愈
精
。
板
桥
题
联
『
删
繁
就
简
三
秋
树
，
领
异
标
新
二
月
花
』
，
画
竹
以
『
少
少
许
』
胜
『
多
多
许
』
，

既
胸
有
成
竹
又
施
法
外
之
竹
。
明
其
大
意
，
专
一
寄
于
毫
楮
，
不
专
于
形
似
而
独
及
于
象
外
，
绘
习
板
桥
竹
可
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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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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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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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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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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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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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杜
氏
草
堂
竹
谱
【
一
】
板
桥
竹
谱

板
桥
竹
画
法
步
骤
图

第
一
章 

叶
法

《
芥
子
园
画
传
》
竹
谱
云
：
『
画
竹
之
诀
，
唯
叶
最
难
。
』
竹
之
法
度
，
全
在
乎
叶
。
可
见
画
叶
是
墨
竹
成
败
的
关
键
。
板
桥
竹

画
叶
亦
应
是
由
传
统
法
度
而
来
。
他
虽
自
称
画
竹
无
所
师
承
，
多
得
于
纸
窗
粉
壁
日
光
月
影
中
耳
。
但
从
其
艺
术
实
践
看
，
他
认
真
临

摹
过
文
同
、
苏
轼
、
倪
瓒
、
吴
镇
、
石
涛
等
古
人
作
品
，
研
习
过
古
竹
谱
，
其
画
作
仍
保
留
了
传
统
墨
竹
如
『
人
』
『
个
』
『
重
人
』
『
分
』

字
等
不
同
叠
叶
法
的
基
本
元
素
，
先
由
规
矩
进
入
化
境
，
形
成
独
特
的
板
桥
风
格
的
。
本
谱
就
此
入
手
，
从
板
桥
竹
风
格
的
基
本
组
叶

为
起
点
，
由
简
入
繁
，
做
了
较
为
详
细
的
图
式
分
解
，
介
绍
了
不
同
的
叠
叶
方
法
，
以
供
绘
习
（
详
见
图
式
）
。

墨
竹
叶
法
初
略
有
三
：
通
晓
叶
之
构
成
及
组
合
规
律
。
所
画
之
叶
有
阴
阳
向
背
、
偃
仰
正
反
及
远
近
之
分
；
叠
叶
欹
侧
有
致
，
参

差
错
落
如
乱
石
铺
街
；
依
枝
严
守
法
度
，
『
枝
先
承
叶
，
叶
必
掩
竿
，
笔
笔
有
生
意
，
面
面
得
自
然
，
枝
叶
活
动
，
方
可
成
竹
』
。
须

知
书
法
用
笔
，
画
叶
全
用
写
出
。
古
谱
云
：
『
竿
篆
文
，
节
邈
隶
，
枝
草
书
，
叶
楷
锐
。
』
『
下
笔
要
劲
利
，
实
按
虚
起
，
一
抹
便
过
，

少
迟
留
，
则
钝
厚
不
铦
利
矣
。
』
楷
法
用
笔
，
中
锋
取
其
遒
劲
，
侧
锋
取
其
灵
动
。
切
忌
东
涂
西
抹
，
邋
遢
臃
肿
，
恣
意
放
肆
。
走
进
自
然
，

物
我
造
化
。
写
生
与
观
察
自
然
之
竹
，
明
其
生
长
结
构
，
枝
叶
具
象
，
由
眼
中
之
竹
到
胸
中
之
竹
，
进
而
达
手
中
之
竹
，
既
为
竹
写
生
，

亦
为
竹
写
神
，
神
完
气
足
，
升
华
为
艺
术
之
竹
。
简
言
之
，
绘
习
此
法
须
守
规
矩
，
笔
耕
不
辍
，
真
积
力
久
，
自
信
『
胸
有
成
竹
』
，

而
后
振
笔
直
遂
，
追
其
所
见
，
墨
竹
成
矣
。



三

板
桥
竹
画
法
步
骤
图

第
一
节 

墨
竹
绘
叶
八
法

（竹叶八法：一挑，竹之攒叶，左上细笔挑出，多为引笔；二侧，竹之侧叶，左逆右顺用笔

平出；三斜，竹之倾斜之叶，具左顾右盼、开张之势；四垂，竹之下垂之叶，多为重叶，中

锋用笔，以求遒劲；五交，竹之两叶相交，互为破；六搭，竹之一叶搭在另一叶之上，搭叶

亦分为左右，可为垛为接；七飞，竹之右上之叶，顺势撇出，有回翔飞扬之势，结顶出梢多

用之；八迎面，竹之迎面之叶，用笔点出，多作点剔衬笔。另有卷叶、枯叶、反叶等，为叶

之变化，亦不赘述。 ） 

（挑）
（交）

（搭）

（飞）

（迎面）

（侧）

（斜）

（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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