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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国
具
有
五
千
年
的
历
史
，
在
长
时
间
的
发
展
中
形
成
了
独
特
的
文
化
内
涵
，
其
中
书
法
在
我
国
的
历
史
文
化
中
具
有
重
要
的
地
位
，
也
是
我
国
艺
术
精
神
的
主
要
载
体
之
一
。

在
我
国
的
历
史
中
，
不
少
书
法
大
家
如
王
羲
之
、
颜
真
卿
、
柳
公
权
等
对
后
人
的
书
法
影
响
颇
深
。
何
绍
基
的
书
法
深
受
前
代
书
法
大
家
的
影
响
，
并
推
动
了
我
国
书
法
的
进
一

步
发
展
。

何
绍
基
的
书
法
被
誉
为
清
代
第
一
。
他
的
书
法
在
他
生
前
即
享
有
盛
誉
，
曾
国
藩
曾
说
何
绍
基
的
字
『
必
传
千
古
无
疑
矣
』
。
但
他
的
诗
名
被
书
名
所
掩
。
其
实
，
他
在
晚

清
宋
诗
派
中
也
是
一
位
健
将
，
擅
于
描
绘
山
川
。

一
、
家
世
生
平 

何
绍
基
（
一
七
九
九
至
一
八
七
三
）
，
晚
清
诗
人
、
画
家
、
书
法
家
。
字
子
贞
，
号
东
洲
，
别
号
东
洲
居
士
，
晚
号
蝯
叟
。
道
州
（
今
湖
南
道
县
）
人
。
清
末
碑
学
大
家
。

出
身
于
书
香
门
第
，
其
父
何
凌
汉
曾
任
户
部
尚
书
，
是
知
名
的
书
法
家
、
教
育
家
、
学
者
、
藏
书
家
。
何
绍
基
兄
弟
四
人
均
习
文
善
书
，
人
称
『
何
氏
四
杰
』
。
道
光
十
五
年
（
一
八
三
五
）

中
举
人
，
次
年
中
进
士
，
授
编
修
。
历
任
文
渊
阁
校
理
、
国
史
馆
提
调
、
提
督
四
川
学
政
，
因
谤
卸
官
，
主
讲
济
南
、
长
沙
等
地
书
院
，
晚
年
主
持
苏
州
书
局
、
扬
州
书
局
。
何

绍
基
出
入
于
阮
元
、
程
恩
泽
之
门
，
博
学
多
才
，
通
经
史
、
律
算
，
尤
精
小
学
，
旁
及
金
石
碑
版
文
字
。
他
是
近
代
提
倡
宋
诗
的
重
要
人
物
之
一
。
论
诗
主
张
『
人
与
文
一
』
『
先

学
为
人
』
，
而
后
直
抒
性
情
，
『
说
自
家
的
话
』
（
《
使
黔
草
自
序
》
《
与
汪
菊
士
论
诗
》
）
。
他
作
诗
『
宋
李
、
杜
、
韩
、
苏
诸
大
家
』
，
不
名
一
体
，
随
境
触
发
，
是
『
宋

诗
派
』
重
要
倡
导
者
之
一
。
他
有
过
讥
讽
时
政
的
诗
作
，
如
《
沪
上
杂
书
》
『
愁
风
闷
雨
人
无
寐
，
海
国
平
分
鬼
气
多
』
，
表
达
了
诗
人
对
外
国
侵
略
者
盘
踞
租
界
的
愤
慨
。
但

由
于
仕
途
挫
折
，
性
情
拘
谨
，
他
说
『
一
切
豪
诞
语
、
牢
骚
语
、
绮
艳
语
、
疵
贬
语
，
皆
所
不
喜
，
亦
不
敢
也
』
（
《
东
洲
草
堂
诗
钞
自
序
》
）
，
强
调
『
温
柔
敦
厚
』
的
诗
教
。

所
以
诗
作
大
都
是
登
临
唱
和
、
书
画
题
跋
及
抒
写
个
人
生
活
感
受
，
很
少
涉
及
社
会
政
治
内
容
。
他
的
山
水
诗
善
于
以
平
实
自
然
的
语
言
白
描
客
观
景
物
，
颇
有
特
色
，
如
《
山
雨
》

《
望
飞
云
洞
》
等
。
校
刊
《
十
三
经
注
疏
》
，
主
讲
浙
江
孝
廉
堂
，
往
来
吴
越
，
教
授
生
徒
。
探
源
篆
隶
，
著
《
东
洲
草
堂
诗
钞
·
文
钞
》
《
惜
真
味
斋
经
说
》
《
说
文
段
注
驳
正
》

《
史
汉
地
理
合
证
》
等
。
晚
年
尤
以
篆
隶
法
写
兰
蕙
竹
石
，
寥
寥
数
笔
，
金
石
书
卷
之
气
盎
然
。

何
绍
基
书
法
擅
真
、
草
、
隶
、
篆
，
由
颜
真
卿
入
手
，
转
师
秦
汉
魏
晋
南
北
朝
，
其
书
注
重
碑
学
，
笔
意
纵
逸
超
迈
，
醇
厚
有
味
。
书
自
秦
汉
篆
籀
，
至
南
北
碑
，
皆
心
摹

手
追
，
生
动
圆
熟
，
遂
自
成
一
家
。
继
邓
石
如
后
，
极
力
推
崇
碑
学
。
主
张
『
书
家
须
自
立
门
户
』
。
执
笔
用
回
腕
法
。
这
种
执
笔
法
远
离
正
常
生
理
习
惯
，
故
每
次
写
字
须
『
通

身
力
到
』
，
每
次
写
完
『
汗
湿
襦
衣
』
，
别
有
趣
味
。
晚
年
尤
自
课
甚
勤
，
摹
《
衡
兴
祖
》
《
张
公
方
》
多
本
，
神
与
迹
化
，
数
百
年
书
法
于
斯
一
振
。
平
生
作
书
，
对
联
颇
多
，

而
不
是
一
般
应
酬
之
作
，
书
作
着
力
，
书
艺
很
高
，
被
誉
为
『
书
联
圣
手
』
。
何
氏
晚
年
寓
沪
，
卒
于
吴
县
，
归
葬
长
沙
南
郊
石
人
冲
。

二
、
书
法
艺
术

何
绍
基
书
法
成
就
很
高
。
他
是
一
位
十
分
勤
奋
的
书
法
家
。
他
说
：
『
余
学
书
四
十
余
年
，
溯
源
篆
分
。
楷
法
则
由
北
朝
求
篆
分
入
真
楷
之
绪
。
』
他
精
通
金
石
书
画
，
四
体
皆
工
，

大
小
兼
能
，
各
体
书
熔
铸
古
人
，
自
成
一
家
，
亦
善
篆
刻
。
何
绍
基
书
法
，
早
年
秀
润
畅
达
，
徘
徊
于
颜
真
卿
、
李
邕
、
王
羲
之
和
北
朝
碑
刻
之
间
，
有
一
种
清
刚
之
气
，
书
法

作
品
多
为
楷
书
。
中
年
博
习
南
北
朝
书
，
笔
法
刚
健
，
渐
趋
老
成
，
笔
意
纵
逸
超
迈
，
时
有
颤
笔
，
醇
厚
有
味
，
书
法
作
品
以
行
书
居
多
，
多
参
篆
意
，
于
纵
横
歪
斜
中
见
规
矩
，

恣
肆
中
透
秀
逸
之
气
，
此
期
作
品
传
世
甚
少
。
晚
年
人
书
俱
老
，
已
臻
炉
火
纯
青
阶
段
，
致
力
分
隶
，
汉
魏
名
刻
，
无
不
深
研
熟
密
，
临
摹
多
至
百
本
。
偶
为
小
篆
，
不
顾
及
俗
形
，

必
以
顿
挫
出
之
，
宁
拙
毋
巧
。
暮
年
因
眼
疾
，
作
书
以
意
为
之
，
笔
轻
墨
燥
，
不
若
中
年
之
沉
着
俊
爽
，
但
书
法
风
貌
独
具
，
每
有
笔
未
至
而
意
到
之
妙
，
将
草
书
、
篆
书
、
隶
书
、

行
草
融
为
一
体
，
浑
厚
雄
重
、
恣
肆
老
辣
、
醇
厚
深
沉
。
他
并
不
刻
意
追
求
墨
色
的
变
化
，
但
涨
墨
法
的
自
然
运
用
，
使
得
他
的
作
品
满
纸
烟
云
，
独
创
一
格
，
颇
具
成
就
。
年
尊
望
重
，

求
书
反
多
，
故
晚
年
作
品
传
世
较
多
。
在
晚
清
书
坛
上
，
光
彩
耀
眼
。

何
绍
基
主
张
『
欲
习
鲁
公
书
，
当
从
楷
法
起
』
，
他
在
题
《
争
座
位
帖
》
上
面
有
一
首
诗
：
『
模
楷
得
精
详
，
传
自
张
长
史
。
莫
信
墨
濡
头
，
颠
草
特
戏
耳
。
欲
习
鲁
公
书
，

当
从
楷
法
起
。
先
习
《
争
坐
帖
》
，
便
坠
云
雾
里
。
未
能
坐
与
立
，
趋
走
伤
厥
趾
。
呜
呼
宋
元
来
，
几
人
解
此
道
』
。
其
实
，
何
绍
基
书
法
根
植
于
颜
真
卿
的
《
争
座
位
帖
》
，

这
是
他
的
书
法
基
础
所
在
，
同
时
他
也
重
视
《
兰
亭
序
》
，
这
显
示
了
他
没
有
太
多
的
门
派
之
见
。
他
根
植
于
经
典
的
同
时
，
还
把
书
法
中
的
『
基
本
原
则
』
即
正
反
、
开
合
、

阴
阳
、
嚮
背
等
基
本
概
念
在
书
法
作
品
中
极
力
运
用
，
有
速
度
、
有
动
感
，
且
美
。
他
的
书
法
作
品
很
多
是
对
联
，
基
本
都
是
集
颜
真
卿
《
争
座
位
帖
》
和
王
羲
之
《
兰
亭
序
》

里
面
的
文
字
。

何
绍
基
书
法
影
响
最
大
的
莫
过
于
他
的
行
草
书
。
他
主
张
『
书
家
须
自
立
门
户
』
『
学
书
重
骨
不
重
姿
』
，
自
颜
真
卿
开
创
有
别
于
王
羲
之
的
行
书
体
系
后
，
历
代
承
其
衣

钵
、
成
就
卓
著
的
书
家
并
不
多
见
，
学
颜
者
多
只
在
颜
真
卿
的
楷
书
中
讨
生
计
。
自
颜
真
卿
以
降
一
千
余
年
，
唯
何
绍
基
成
功
地
将
其
颜
体
楷
书
的
气
质
融
化
到
行
草
书
当
中
，

不
见
其
形
却
深
得
其
神
，
故
成
自
家
面
目
，
世
称
『
何
体
』
。
《
清
稗
类
钞
》
称
之
为
：
『
往
往
一
行
之
中
，
忽
而
似
壮
士
斗
牛
，
筋
骨
毕
现
；
忽
而
又
如
含
环
勒
马
，
意
态
超
群
，

非
精
究
四
体
，
熟
谙
八
法
，
无
以
领
其
妙
也
。
』
行
草
则
取
法
颜
真
卿
的
《
争
座
位
帖
》
和
《
裴
将
军
诗
》
，
得
颜
真
卿
的
笔
法
。

何
绍
基
楷
书
取
颜
字
结
体
的
宽
博
而
无
疏
阔
之
气
，
还
掺
入
北
碑
及
欧
阳
询
、
欧
阳
通
的
险
峻
茂
密
的
特
点
，
追
求
《
张
黑
女
墓
志
》
和
《
道
因
碑
》
的
神
气
，
使
他
的
书

法
不
同
凡
响
，
这
两
块
碑
无
论
用
笔
、
结
字
还
是
章
法
，
无
不
逼
肖
颜
真
卿
在
西
安
碑
林
的
原
作
。
小
楷
又
兼
取
晋
法
，
笔
意
含
蕴
；
篆
书
，
中
锋
用
笔
，
并
能
掺
入
隶
笔
，
而

序



带
行
草
笔
势
，
亦
自
成
一
格
。
小
楷
《
黄
庭
内
景
玉
经
册
》
可
谓
精
品
，
其
结
体
中
有
较
浓
的
颜
体
味
，
饱
满
圆
润
，
每
个
字
、
每
一
笔
画
都
一
丝
不
苟
，
无
不
从
横
平
竖
直
中
来
。

当
代
的
杨
瀚
评
道
：
『
人
间
不
能
有
第
二
本
。
』
由
此
可
知
此
册
于
书
坛
上
的
历
史
地
位
。

何
绍
基
隶
书
方
面
具
有
汉
隶
的
神
韵
。
其
所
临
《
张
迁
碑
》
既
能
不
失
其
精
神
而
又
能
自
成
面
目
，
充
分
体
现
了
其
在
书
法
上
的
融
会
贯
通
的
本
领
，
为
清
代
碑
派
书
家
取

法
汉
隶
开
辟
了
一
种
崭
新
气
象
。

《
张
迁
碑
》
为
汉
末
名
碑
，
篆
额
题
《
汉
故
榖
城
长
荡
阴
令
张
君
表
颂
》
，
亦
称
《
张
迁
表
颂
》
。
汉
灵
帝
中
平
三
年
（
一
八
六
）
立
碑
于
山
东
东
平
县
，
现
存
山
东
泰
安
岱
庙
。

碑
文
记
载
了
张
迁
的
政
绩
，
是
张
迁
故
吏
韦
萌
等
人
为
表
扬
他
而
刻
立
的
。
书
体
结
构
严
整
、
端
正
朴
茂
。
此
碑
用
笔
以
方
笔
为
主
，
于
方
直
中
寓
圆
巧
，
笔
画
粗
细
相
间
，
生
动
自
然
。

结
构
组
合
，
端
正
中
见
揖
让
错
综
，
灵
活
变
化
，
殊
多
生
趣
，
而
又
沉
着
方
劲
。

何
绍
基
所
临
《
张
迁
碑
》
既
不
失
精
神
而
又
能
自
成
面
目
，
用
墨
浓
湿
丰
腴
，
线
条
雍
容
，
气
息
淳
古
。
具
体
说
来
，
何
氏
临
写
的
《
张
迁
碑
》
有
以
下
艺
术
特
点
：

（
一
）
何
绍
基
临
写
的
《
张
迁
碑
》
摒
弃
了
世
俗
隶
书
中
的
装
饰
华
美
成
分
，
重
其
神
韵
，
全
力
以
己
意
为
之
，
一
反
汉
隶
方
扁
横
势
的
旧
习
，
以
纵
势
为
主
，
布
局
疏
朗
开
阔
，

气
脉
贯
通
。
如
『
对
』
『
於
』
『
啬
』
『
夫
』
四
字
。

（
二
）
何
氏
临
写
《
张
迁
碑
》
运
笔
浑
圆
，
婉
和
韵
雅
，
古
拙
朴
厚
，
具
有
浓
厚
的
金
石
味
。
起
笔
回
锋
藏
头
，
致
使
多
处
出
现
涨
墨
现
象
。
改
原
碑
中
『
左
低
右
高
』
的
横
画
为
『
左

高
右
低
』
，
如
『
有
』
『
在
』
等
字
；
且
所
临
写
的
『
口
』
字
的
横
折
笔
画
，
几
乎
都
是
在
横
画
结
束
时
再
另
提
笔
藏
锋
行
笔
，
竖
画
高
出
横
画
些
许
，
如
『
里
』
『
昆
』
『
用
』

『
高
』
等
字
。

（
三
）
何
氏
结
字
大
胆
随
意
，
几
乎
字
字
不
平
稳
，
但
整
体
和
谐
统
一
，
并
把
行
草
书
的
笔
意
渗
入
到
他
的
隶
书
中
去
，
笔
毫
铺
开
，
行
笔
速
度
较
慢
，
运
笔
迟
涩
，
欲
行
还
止
，

并
不
时
加
入
颤
笔
的
动
作
，
如
『
年
』
『
功
』
等
字
，
从
中
可
以
感
受
到
他
的
这
种
行
草
书
的
笔
意
，
充
分
体
现
了
何
氏
在
书
法
学
习
上
融
会
贯
通
的
本
领
。

何
绍
基
曾
说
：
『
悬
臂
临
摹
，
要
使
腰
股
之
力
，
悉
到
指
尖
。
』
他
身
体
力
行
着
这
一
学
书
主
张
。
何
氏
所
临
《
张
迁
碑
》
，
字
如
屈
铁
枯
藤
，
以
篆
法
写
来
，
是
该
临
作

的
第
一
特
色
。
字
的
外
貌
不
似
原
作
粗
重
厚
实
，
却
另
有
灵
动
之
姿
，
不
失
其
朴
拙
之
态
，
是
其
第
二
特
色
。
是
作
结
字
重
心
偏
上
，
又
不
同
于
原
作
，
也
可
视
为
又
一
特
色
。

学
习
碑
刻
诚
如
启
功
先
生
所
言
：
『
透
过
刀
锋
看
笔
锋
。
』
何
绍
基
的
临
作
笔
法
简
单
，
写
得
相
当
生
动
自
然
，
使
人
明
白
汉
碑
的
用
笔
、
结
体
原
由
之
所
在
。
看
似
不
像
原
作
，

其
实
汉
碑
的
道
理
都
明
明
白
白
蕴
含
其
中
，
此
即
『
遗
貌
取
神
』
。

临
摹
只
是
一
种
手
段
、
一
种
方
法
、
一
种
途
径
，
它
的
目
的
并
不
是
为
了
临
摹
而
临
摹
。
临
摹
本
身
分
为
多
种
方
法
，
有
实
临
、
意
临
、
通
临
、
节
临
等
等
，
无
论
哪
种
方
法
，

它
们
之
间
只
是
存
在
着
方
法
的
不
同
，
而
无
孰
优
孰
劣
的
区
分
。
对
于
临
习
，
何
绍
基
的
终
极
目
的
是
要
自
成
一
家
，
而
自
成
一
家
必
须
通
过
创
作
纔
能
体
现
。
因
此
，
如
何
从

临
摹
自
然
过
渡
、
升
华
到
创
作
是
一
个
必
须
攻
克
的
技
术
性
问
题
。
临
创
之
间
，
并
非
简
单
或
绝
对
的
因
果
关
係
或
前
后
关
係
，
自
古
以
来
卓
有
成
就
的
书
法
家
，
在
处
理
上
均

有
适
合
自
己
的
妙
招
。
何
绍
基
也
不
例
外
，
他
成
功
地
化
解
了
临
创
之
间
的
转
换
性
难
题
，
为
后
人
留
下
了
精
彩
的
范
例
。

从
临
摹
的
起
始
，
何
绍
基
就
植
入
了
自
我
的
因
子
，
他
是
有
选
取
地
临
摹
，
是
主
动
地
临
摹
，
而
非
为
临
摹
而
临
摹
。

在
临
摹
的
过
程
中
，
何
绍
基
重
点
用
功
易
于
转
化
成
自
我
的
契
合
点
，
而
非
泛
泛
而
临
。
这
个
契
合
点
，
就
是
篆
分
自
意
。
篆
分
古
意
是
何
绍
基
一
生
秉
持
的
自
我
审
美
立
场
，

同
时
，
又
是
他
所
要
选
择
的
临
摹
范
本
中
的
必
备
的
审
美
要
素
。
因
此
，
何
绍
基
在
临
摹
取
法
某
帖
中
篆
分
古
意
的
同
时
，
其
实
也
是
在
运
用
着
既
属
于
自
己
也
属
于
某
帖
的
篆

分
古
意
。
因
而
，
其
临
习
的
过
程
包
含
了
创
作
的
成
分
，
学
习
与
运
用
、
临
习
与
创
作
也
就
自
然
融
为
一
体
了
。

何
绍
基
虽
临
古
精
勤
，
但
并
非
盲
目
地
死
临
，
他
特
别
注
重
为
何
而
临
，
从
临
摹
中
要
得
到
什
么
。
马
宗
霍
评
其
临
汉
碑
曰
：
『
东
京
诸
石
，
临
写
殆
遍
，
多
或
百
餘
通
，

少
亦
数
十
通
。
每
临
一
通
，
意
必
有
所
专
属
，
故
一
通
有
一
通
之
独
到
处
。
』
又
曰
，
『
每
临
一
碑
，
多
至
若
干
通
，
或
取
其
神
，
或
取
其
韵
，
或
取
其
度
，
或
取
其
势
，
或
取

其
用
笔
，
或
取
其
行
气
，
或
取
其
结
构
分
布
。
当
其
有
所
取
，
则
临
写
时
之
精
神
，
专
注
于
某
一
端
。
故
看
来
无
一
通
与
原
碑
全
似
者
，
昧
者
遂
谓
蝯
叟
以
己
法
临
古
。
不
知
蝯

叟
欲
先
分
之
以
究
其
极
，
然
后
合
之
以
彙
其
归
也
。
』
用
此
法
临
古
，
看
似
临
古
，
看
似
与
原
作
大
相
径
庭
，
得
之
甚
少
，
其
实
这
正
是
何
绍
基
的
高
明
之
处
。
如
此
临
摹
当
然

要
比
囫
囵
吞
枣
似
的
什
么
都
似
像
非
像
要
深
刻
得
多
，
它
有
助
于
提
高
分
析
作
品
的
能
力
，
有
助
于
深
入
地
领
会
原
作
的
真
谛
，
也
有
助
于
更
好
地
消
化
吸
收
。

何
绍
基
篆
书
出
入
周
秦
籀
篆
，
古
拙
而
奇
趣
。
何
绍
基
对
篆
书
的
书
法
创
作
上
，
作
品
数
量
不
多
，
但
品
味
很
高
。
笔
道
上
，
方
笔
圆
笔
、
粗
笔
细
笔
浑
然
一
体
，
呈
现
出

独
具
一
格
的
篆
书
风
貌
。
凡
能
体
现
其
风
格
的
楷
书
、
行
书
、
草
书
及
隶
书
作
品
中
，
均
渗
有
篆
意
，
形
成
各
种
书
体
都
呈
现
出
古
拙
朴
茂
之
趣
，
也
是
他
书
法
最
具
有
特
色
的
一
环
。

何
绍
基
的
书
法
风
格
特
点
在
于
『
朴
』
，
与
姿
媚
相
反
，
为
融
会
贯
通
，
自
最
朴
质
之
横
平
竖
直
、
正
锋
运
笔
出
发
，
笔
锋
内
敛
而
不
外
放
顿
折
，
却
能
贯
之
气
力
圆
活
自
如
运
用
，

化
出
极
丰
富
的
变
化
，
强
调
古
劲
厚
远
之
气
，
一
如
厚
实
之
碑
版
篆
隶
，
字
间
表
现
力
道
，
且
参
差
错
落
，
劲
伟
中
表
达
缓
绰
、
疏
散
，
则
添
增
古
意
之
趣
味
。

何
绍
基
是
碑
派
书
法
创
作
中
最
先
成
功
的
书
家
，
他
在
取
法
北
碑
、
变
革
楷
书
和
行
草
书
笔
法
方
面
的
成
就
，
标
志
着
碑
派
书
法
的
审
美
原
则
在
各
种
书
体
领
域
的
全
面
落
实
，

对
晚
清
书
风
产
生
了
深
远
的
影
响
，
堪
称
为
清
光
、
宣
以
来
开
一
代
宗
风
，
为
百
世
师
。
在
清
代
所
有
隶
书
书
家
中
，
何
绍
基
确
实
可
以
说
是
最
具
广
度
和
深
度
的
，
他
非
常
典

型
地
体
现
了
清
代
书
家
在
艺
术
上
大
力
开
拓
的
精
神
。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说
，
其
『
无
能
过
者
』
，
是
完
全
立
得
住
脚
的
。
何
绍
基
这
种
各
个
突
破
的
学
习
书
法
方
法
，
对
于
我
们

今
天
师
法
古
人
仍
不
无
意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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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为
乐
去
古
八
言
联

169cm
×

41cm
×

2

纸
本

释
文
：

为
乐
及
时
令
德
无
极

去
古
不
远
直
道
在
斯





六

四
面
一
庭
七
言
联

121cm
×

30cm
×

2

纸
本

释
文
：

四
面
云
山
供
点
笔

一
庭
花
鸟
助
吟
诗





八

藤
杖
风
炉
七
言
联

165.5cm
×

39.5cm
×

2

纸
本

释
文
：

藤
杖
有
时
缘
石
磴

风
炉
随
处
置
茶
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
〇

题
华
燕
郭
尚
父
图
轴

156.2cm
×

81.7cm

纸
本

释
文
：

凡
书
画
当
观
韵
。
往
时
，
李

伯
时
为
余
作
李
广
夺
胡
儿

马
。
挟
儿
南
驰
，
取
胡
儿
弓
，

引
满
以
拟
追
骑
。
观
箭
锋
所

直
发
之
，
人
马
皆
应
弦
也
。

伯
时
笑
曰
：
『
使
俗
子
为
之
，

当
作
中
箭
追
骑
矣
。
』
余
因

此
深
悟
画
格
与
文
章
同
一
关

纽
，
但
难
得
入
人
神
会
耳
。





一
二

三
月
三
日
华
林
园
马
射
赋

并
序
（
节
选
）

126.3cm
×

31.5cm
×

4

纸
本

释
文
：

皇
帝
以
上
圣
之
姿
，
膺
下

武
之
运
，
通
乾
象
之
灵
，

启
神
明
之
德
。
夷
典
秩
宗
，

见
之
三
礼
；
夔
为
乐
正
，

闻
之
九
成
。





一
四

驾
言
游
好
隶
书
五
言
联

106cm
×

28.5cm
×

2

纸
本

释
文
：

驾
言
登
五
岳

游
好
在
六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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