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颉
林
，
字
春
林
，
又
字
长
林
，
室
称
二
为
草

堂
，
一
九
六
一
年
出
生
，
山
西
省
祁
县
人
。

一
九
八
七
年
毕
业
于
首
都
师
范
大
学
书
法
专

业
，
师
从
欧
阳
中
石
先
生
。
现
为
中
国
书
法
家

协
会
会
员
、
中
国
书
法
家
协
会
硬
笔
委
员
会
委

员
、
山
西
省
书
法
家
协
会
副
主
席
、
山
西
省
青

年
书
法
家
协
会
艺
术
指
导
委
员
会
专
家
、
吕
梁

市
青
年
书
法
家
协
会
名
誉
主
席
、
吕
梁
市
硬
笔

书
法
协
会
名
誉
主
席
、
山
西
晋
商
书
画
院
常
务

副
院
长
、
山
西
开
明
画
院
副
院
长
、
山
西
八
一

书
画
院
副
院
长
，
现
任
山
西
艺
术
研
究
创
作
中

心
创
研
部
长
、
研
究
馆
员
。

正
式
出
版
有
《
颉
林
书
法
集
》
《
颉
林
书
法
》
。



序
　

孟
子
说
：
“
尽
信
书
不
如
无
书
。
”

“
纸
上
得
来
终
觉
浅
，
绝
知
此
事
要
躬
行
。
”
陆
游
训
子
强
调
做
人
实
践
的
态
度
与
孟
子
略
同 

。

“
读
书
十
年
，
世
上
无
不
治
之
病
；
治
病
十
年
，
人
间
无
全
信
之
书
。
”
知
行
的
难
易
探
索
千
秋
，

二
者
实
不
可
分
开
。
不
知
而
行
，
难
免
盲
目
。
停
留
在
岸
上
议
论
，
永
远
难
成
优
秀
游
泳
家
。

虚
无
之
主
义
者
否
定
一
切
遗
产
与
经
典
。
他
们
当
中
不
乏
爱
国
者
，
过
头
的
批
判
，
往
往
助
长
了
殖

民
地
意
识
的
增
长
。
“
月
亮
是
西
方
的
亮
”
之
类
教
训
发
人
深
思
。
经
过
否
定
，
纠
正
矫
枉
过
正
等
偏
颇
，

还
历
史
以
真
实
面
目
，
是
长
期
思
想
建
设
工
作
的
目
标
。
回
潮
与
摇
摆
反
映
功
利
的
必
需
，
前
后
矛
盾
，

总
有
漏
洞
。
谎
言
须
要
成
串
诞
生
来
证
明
前
面
所
说
不
虚
，
最
后
不
攻
自
破
，
逃
不
脱
真
理
与
时
间
最
公

正
的
裁
判
。

拜
金
潮
的
猛
涨
，
使
严
肃
的
传
统
道
德
与
文
明
受
到
粗
俗
低
俗
恶
俗
甜
俗
流
行
色
的
冲
击
，
原
创
力

强
大
作
品
罕
见
。
即
使
在
海
外
获
奖
之
作
，
其
中
遗
产
的
养
料
过
少
，
书
香
之
美
道
德
力
量
的
高
扬
，
总

让
有
修
养
的
读
书
家
们
不
满
足
。
国
学
院
建
了
若
干
座
，
师
资
学
望
不
尽
如
人
意
，
毕
业
生
就
业
出
路
不

及
时
髦
的
金
融
电
脑
吃
香
。
画
院
林
立
，
大
师
难
产
，
推
陈
出
新
，
尚
需
岁
月
。

孩
子
们
作
业
多
，
课
程
烦
，
补
习
班
此
伏
彼
起
，
读
课
外
书
和
玩
的
机
会
很
少
。
如
何
减
负
，
减
中
有
增
。

利
用
好
孩
子
们
的
记
忆
力
，
强
化
理
解
力
，
打
下
治
学
基
础
，
为
明
天
的
学
术
研
究
输
送
新
血
液
，
关
系

到
国
家
在
世
界
上
学
术
地
位
的
确
立
。
从
东
邻
及
我
国
港
台
传
播
过
来
的
书
籍
设
计
意
识
以
小
字
为
“
美
”
，

孩
子
们
戴
眼
镜
的
日
益
增
多
，
而
百
多
年
前
近
视
患
者
甚
少
，
原
因
可
以
总
结
。

《
弟
子
规
》
作
者
李
毓
秀
，
字
子
潜
，
山
西
绛
州
人
，
康
熙
年
间
秀
才
。
终
生
任
塾
师
，
据
教
学
经

验
写
成
此
书
，
初
名
《
训
学
文
》
，
后
经
贾
存
仁
修
订
改
名
《
弟
子
规
》
，
风
行
二
百
年
。
五
四
新
文
化

运
动
勃
兴
，
只
在
私
塾
流
通
。
抗
日
战
争
开
始
，
儿
童
读
者
减
少
。
近
七
十
年
，
书
店
中
绝
迹
。

当
下
儿
童
伦
理
品
德
教
材
未
受
出
版
界
重
视
。两
次
新
编
过
的《
三
字
经
》热
销
几
年
，渐
为
读
者
忘
却
。

编
写
此
类
书
籍
要
深
入
浅
出
，
大
学
者
儿
手
无
人
问
津
。

鸦
片
战
争
之
后
，
帝
国
主
义
入
侵
，
封
建
统
治
衰
败
腐
朽
，
洋
货
倾
销
冲
击
农
产
品
与
手
工
业
产
品

乃
至
民
族
工
业
，
不
能
归
过
于
启
蒙
教
材
泛
滥
，
那
样
说
太
不
公
正
。
但
儿
童
及
年
轻
家
长
们
不
具
备
分

析
能
力
，
要
求
这
本
小
册
子
完
全
适
用
于
今
天
的
社
会
，
同
样
不
实
际
。
道
德
文
明
的
传
承
是
复
杂
的
学
问
，

当
今
中
国
的
现
实
是
“
前
无
古
人
，
后
无
来
者
”
的
特
殊
历
史
时
期
，
读
古
书
的
作
用
不
宜
夸
大
或
缩
小
，

更
客
观
地
对
待
或
收
到
较
理
想
的
效
果
。
老
师
家
长
的
一
言
一
行
对
儿
童
是
明
镜
高
悬
，
身
教
大
于
言
教
，

空
谈
无
用
。

赵
朴
初
先
生
去
世
前
不
久
说
过
：
构
成
我
们
民
族
文
化
的
这
一
方
面
，
是
我
们
的
民
族
智
慧
，
民
族

心
灵
的
庞
大
载
体
，
是
我
们
民
族
生
存
发
展
的
根
基
，
也
是
几
千
年
来
维
护
我
民
族
屡
经
重
大
灾
难
而
始

终
不
解
体
的
坚
强
纽
带
。
如
果
不
及
时
采
取
措
施
，
听
任
文
化
遗
产
在
下
一
代
消
失
，
我
们
将
成
为
历
史

的
罪
人
，
民
族
的
罪
人
。

我
们
以
风
烛
之
年
，
未
敢
忘
记
继
承
民
族
的
文
化
，
希
望
你
们
能
让
我
们
在
有
生
之
年
重
听
弦
歌
，

到
古
典
学
校
中
去
走
一
走
，
看
看
后
继
之
人
。

这
是
发
自
肺
腑
的
诚
挚
之
言
！

谁
也
不
想
做
历
史
与
民
族
的
罪
人
！

山
西
书
法
家
颉
林
，
敏
而
好
学
，
原
攻
行
草
书
，
怕
行
草
重
录
古
文
青
少
年
多
不
认
识
，
达
不
到
普

及
与
提
高
的
统
一
，
辜
负
先
民
及
惠
助
者
雅
意
，
妨
害
流
通
。
好
在
他
在
往
昔
练
过
隶
书
，
旨
在
打
好
楷

行
草
书
墙
基
，
领
悟
汉
隶
作
者
甘
苦
，
为
习
书
史
补
课
，
未
放
到
有
位
珍
视
。
这
次
放
弃
安
排
，
秉
笔
稳

打
稳
扎
，
方
圆
进
退
随
心
，
健
中
求
辣
，
稍
带
装
饰
趣
味
，
传
承
启
蒙
要
旨
，
力
减
懈
笔
，
做
到
全
神
贯

注
，
风
神
统
一
，
在
个
人
习
书
历
程
中
尚
无
先
例
。
耿
耿
寸
心
，
请
教
师
与
少
年
学
子
鉴
察
。
过
头
之
誉
，

不
敢
奢
求
。

我
尊
重
书
家
的
真
挚
，
于
《
弟
子
规
》
无
所
发
明
，
勉
书
小
引
，
就
教
专
家
读
者
。

 

柯
文
辉  

蛇
年
仲
夏  

首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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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
子
规

总
叙

弟
子
规

圣
人
训

首
孝
弟

次
谨
信

泛
爱
众

○
○

一



○
○

二

而
亲
仁

有
余
力

则
学
文

入
则
孝

父
母
呼

应
勿
缓

父
母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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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

行
勿
懒

父
母
教

须
敬
听

父
母
责

须
顺
承

冬
则
温

夏
则
凊



○
○

四

晨
则
省

昏
则
定

出
必
告

反
必
面

居
有
常

业
无
变

事
虽
小



○
○

五

勿
擅
为

苟
擅
为

子
道
亏

物
虽
小

勿
私
藏

苟
私
藏

亲
心
伤



○
○

六

亲
所
好

力
为
具

亲
所
恶

谨
为
去

身
有
伤

贻
亲
忧

德
有
伤



○
○

七

贻
亲
羞

亲
爱
我

孝
何
难

亲
憎
我

孝
方
贤

亲
有
过

谏
使
更



○
○

八

怡
吾
色

柔
吾
声

谏
不
入

悦
复
谏

号
泣
随

挞
无
怨

亲
有
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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