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青
年
书
法
家
马
自
平
，
宁
夏
中
卫
市
人
，
现
为
中
国
书
法
家
协
会
会
员
，
宁
夏
书
法
家
协
会
理
事
，
中
卫
市
书
法
家
协
会
副
主
席
。
他
是

一
位
活
跃
在
当
今
书
坛
的
实
力
派
书
家
。

 
 

　
马
自
平
擅
多
种
书
体
，
尤
精
行
草
书
。
他
受
家
庭
影
响
，
自
幼
习
书
，
秉
承
传
统
，
蕴
藉
学
养
，
笔
墨
功
夫
修
养
深
厚
。
他
起
初
取
法
晋

唐
，
临
习
二
王
、
欧
颜
多
年
，
筑
其
基
；
后
又
入
宋
人
诸
家
，
尤
得
苏
米
笔
意
为
多
。
他
对
宋
人
书
风
的
追
摹
，
没
有
走
向
对
一
家
一
派
的
皈

依
，
而
是
转
益
多
师
，
在
学
习
中
根
据
个
人
的
情
况
把
握
取
舍
。
特
别
是
对
米
芾
风
樯
阵
马
，
八
面
出
锋
的
笔
意
的
借
鉴
化
用
，
所
作
行
草
书

中
多
有
体
现
，
因
此
，
下
笔
刚
劲
中
蕴
柔
和
，
婉
转
中
含
力
度
，
刚
柔
相
济
，
翰
逸
神
飞
，
笔
墨
间
流
露
出
对
传
统
的
钟
情
和
对
文
化
的
尊

崇
，
显
示
出
一
种
文
人
书
法
的
情
怀
与
格
调
。
相
信
马
自
平
书
法
作
品
集
的
出
版
，
定
会
给
学
习
研
究
书
法
的
朋
友
们
提
供
参
考
与
借
鉴
，
实

为
一
大
好
事
。

 
 
 
 

书
法
既
是
一
门
独
立
的
艺
术
形
式
，
同
时
又
是
一
门
综
合
性
的
艺
术
，
它
需
要
有
深
厚
的
文
化
功
底
和
多
方
面
的
修
养
为
依
托
，
因
此
，

书
法
创
作
中
自
然
之
境
的
呈
现
，
除
了
要
求
对
传
统
的
继
承
、
理
解
、
把
握
之
外
，
还
必
须
以
学
养
富
、
胸
次
高
作
为
基
础
。

孟 

德 

荣

二
○
○
八
年
十
一
月
十
日
于
天
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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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
演
书
道 

 

悟
求
真
上     

—
—
马
自
平
先
生
书
法
艺
术
大
观

　
　
书
法
艺
术
创
作
是
中
国
文
化
中
一
种
以
有
形
的
汉
字
为
书
写
载
体
的
文
化
事
项
，
大
凡
文
人
雅
士
，
往
往
喜
欢
舞
文
弄
墨
，
借
助
笔
、

墨
、
纸
、
砚
，
把
书
法
创
作
作
为
一
种
客
观
存
在
物
纳
入
自
己
的
视
野
，
并
且
融
入
作
者
的
主
体
精
神
，
这
是
一
种
精
神
化
了
的
客
观
存
在
。

孙
过
庭
说
：
“
心
不
厌
精
，
手
不
忘
熟
。
若
运
用
尽
于
精
熟
，
规
矩
谙
于
胸
襟
，
自
然
容
于
徘
徊
，
意
先
笔
后
，
潇
洒
流
落
，
翰
逸
神

飞
。 

”
观
看
马
自
平
先
生
的
书
法
创
作
，
就
有
这
样
的
感
受
。

　
　
首
先
，
尊
法
古
体
，
还
原
本
色
，
体
现
了
笔
者
的
真
性
情
。
莫
里
斯
指
出
，
“
人
类
文
明
是
依
赖
于
符
号
和
符
号
系
统
的
，
并
且
人
类
的

心
灵
和
符
号
的
作
用
是
不
能
分
离
的
。
”
从
符
号
学
的
理
论
来
讲
，
点
画
是
体
现
书
法
艺
术
的
情
感
符
号
。
很
大
程
度
上
带
有
一
定
的
价
值

取
向
和
泛
化
的
心
理
经
验
特
征
，
同
时
具
有
心
理
活
动
、
心
理
经
验
的
同
一
性
。
书
法
要
能
“
入
其
形
”
、
“
有
可
象
”
。
不
是
对
客
观
事
物

的
仿
形
或
描
摹
之
类
的
“
形
似
”
，
也
不
是
对
文
字
的
二
次
描
摹
与
复
制
，
而
是
把
种
种
难
以
言
传
的
情
感
体
验
、
生
活
阅
历
诉
诸
知
觉
的
书

写
和
审
美
体
验
的
结
果
。
“
物
象
生
动
可
奇
”
的
基
本
原
则
，
要
求
书
法
的
“
形
”
与
“
象
”
均
有
所
本
，
并
最
终
归
结
为
人
与
自
然
的
和

谐
。
“
为
书
之
体
，
须
入
其
形
，
若
坐
若
行
，
若
飞
若
动
，
若
往
若
来
，
若
卧
若
起
，
若
悉
若
喜
，
若
虫
食
木
叶
，
若
利
剑
长
戈
，
若
强
弓
硬

矢
，
若
水
火
，
若
云
雾
，
若
日
月
，
纵
横
有
可
象
者
，
方
得
谓
之
书
矣
。
”
字
中
点
画
是
组
成
书
法
艺
术
的
基
本
元
素
，
通
过
点
画
体
现
“
形

质
”
，
用
挥
写
来
表
达
“
性
情
”
。
先
生
吸
融
颜
、
欧
、
柳
、
赵
诸
体
之
长
，
触
类
旁
通
，
写
得
含
蓄
婉
约
妩
媚
妖
娆
。
字
型
挺
劲
丰
腴
，
清

朗
有
神
，
用
笔
不
激
不
厉
，
体
态
十
分
安
详
，
点
画
疏
密
明
净
，
决
不
似
是
而
非
，
拖
泥
带
水
，
细
处
不
弱
，
粗
处
不
蠢
，
其
意
态
，
其
骨

力
，
具
有
一
种
洵
洵
儒
雅
的
书
卷
气
和
恬
淡
从
容
的
古
典
氛
围
。

　
　
其
次
，
培
植
静
气
于
悬
腕
之
中
，
笔
下
呈
现
了
摇
曳
多
姿
的
万
种
风
情
。
目
下
，
书
坛
上
颇
多
“
巧
丹
青
，
功
亏
翰
墨
”
的
匠
人
，
他
们

往
往
把
一
些
装
饰
性
的
“
美
术
字
”
作
为
创
新
的
书
法
，
很
少
在
运
笔
上
下
真
功
夫
。
余
有
幸
观
先
生
作
书
，
他
执
笔
于
手
，
慎
重
下
笔
，
谋

而
后
动
，
达
到
了
心
手
相
应
的
熟
练
程
度
，
规
矩
法
则
烂
熟
于
胸
，
写
起
字
来
就
从
容
不
迫
，
笔
致
飘
逸
，
神
采
飞
扬
。
其
聚
精
会
神
，
气
定

神
闲
，
拈
笔
，
蘸
墨
，
落
笔
，
一
板
一
眼
，
毫
不
迟
滞
，
目
之
所
至
，
笔
之
所
及
，
烂
熟
于
心
，
“
执
、
使
、
转
、
用
”
起
承
转
合
，
莫
不
合

诸
运
笔
的
技
巧
，
如
同
从
戎
疆
场
，
运
筹
帷
幄
之
中
，
决
胜
千
里
之
外
。
达
到
了
“
智
巧
兼
优
，
心
手
双
畅
”
的
化
境
。

　
　
再
次
，
广
泛
涉
猎
，
撷
珍
采
奇
，
凸
现
出
智
者
的
理
性
色
彩
。
艺
术
是
没
有
边
界
的
。
幽
谷
品
箫
，
寒
潭
抚
琴
，
炎
夏
听
蝉
，
寒
冬
闲

草
，
人
生
四
大
快
事
也
。
西
风
塞
上
马
啸
啸
，
侠
意
江
湖
心
自
平
。
先
生
博
学
多
才
，
书
法
之
外
多
有
涉
猎
，
善
于
运
用
数
学
、
物
理
、
化

学
、
美
学
、
哲
学
、
语
言
学
等
学
科
知
识
妙
理
于
书
法
创
作
之
中
，
在
闲
暇
之
余
，
每
每
畅
谈
，
非
是
离
题
万
里
，
而
是
从
外
围
进
入
书
法
本

体
，
譬
如
以
结
构
论
证
造
型
，
以
逻
辑
构
筑
布
局
，
以
心
境
谋
求
意
趣
。
与
先
生
零
距
离
用
心
交
流
，
耳
提
面
命
，
进
三
步
、
退
三
步
、
瞻
、

仰
、
读
、
品
，
不
禁
莞
尔
，
人
生
得
一
知
己
足
矣
，
斯
当
以
同
袍
视
之
。
马
自
平
先
生
数
十
年
如
一
日
，
有
达
摩
面
壁
之
功
恒
，
厚
积
薄
发
，

功
底
扎
实
，
终
于
把
脉
于
书
道
古
韵
精
髓
之
大
意
识
，
从
绚
丽
归
于
平
淡
，
从
潇
洒
之
余
归
于
天
真
。
诚
演
书
道
，
悟
求
真
上
，
其
人
，
其

书
，
其
法
，
其
境
，
斐
然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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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象
马
自
平

　
　
认
识
马
自
平
先
生
，
全
然
是
因
书
结
缘
、
因
艺
成
友
，
志
趣
相
投
。
每
每
品
味
其
书
法
作
品
，
一
种
敬
重
之
情
便
油
然
而
生
。
先
生
眉

清
目
秀
，
头
发
纷
整
，
言
语
稍
少
，
可
谓
心
定
神
闲
讷
于
言
而
敏
于
行
。
马
自
平
先
生
自
幼
受
父
辈
及
家
兄
马
自
成
书
画
之
影
响
，
耳
濡
目

染
，
酷
爱
书
法
，
初
学
欧
阳
询
，
后
深
学
王
羲
之
、
李
邕
、
颜
真
卿
、
苏
轼
、
米
芾
、
黄
庭
坚
等
诸
家
碑
帖
，
初
具
格
调
。
然
学
海
无
涯
，
书

艺
无
境
。
后
又
追
随
现
代
书
风
，
涉
猎
沙
孟
海
、
启
功
等
名
家
,
书
艺
精
进
，
已
具
特
色
，
自
成
一
貌
。

　
　
中
国
书
法
是
点
线
面
组
合
的
视
觉
艺
术
，
点
线
的
灵
动
与
韵
律
在
马
先
生
笔
下
如
行
云
流
水
，
或
汹
涌
澎
湃
、
或
宁
静
致
远
。
先
生
的
作

品
，
颇
有
特
色
，
其
笔
法
自
如
，
舒
张
有
度
，
字
型
丰
腴
刚
健
似
“
颜
筋
”
，
遒
丽
如
“
柳
骨
”
，
方
直
如
“
欧
体
”
，
神
情
犹
“
二
王
”
。

先
生
也
是
一
位
把
点
线
艺
术
挥
洒
自
如
的
书
法
家
。
其
书
法
艺
术
笔
墨
轻
重
缓
急
、
粗
细
交
映
，
或
对
比
或
衬
托
，
其
变
化
皆
有
法
可
循
。
尤

其
结
构
得
体
，
前
呼
后
应
，
上
钩
下
连
，
将
静
气
凝
于
悬
腕
，
出
笔
似
有
太
极
之
从
容
运
筹
耳
。

　
　
马
先
生
的
书
法
作
品
，
根
植
传
统
，
遵
帖
法
古
，
中
规
入
矩
，
厚
积
薄
发
。
意
先
笔
后
，
一
丝
不
苟
，
刚
柔
并
济
，
翰
意
神
飞
。
赏
读
先

生
的
书
法
作
品
如
品
茗
，
颇
感
其
中
深
藏
禅
宗
智
慧
，
平
静
中
蕴
含
力
度
，
刚
劲
中
糅
合
圆
润
，
含
蓄
中
求
高
古
，
虽
入
木
三
分
,
却
不
显
张

扬
，
体
现
雅
量
胸
怀
，
只
有
雅
才
能
高
古
，
只
有
高
古
才
有
品
味
。
几
乎
达
到
了
“
物
我
两
忘
，
天
人
合
一
”
的
化
境
，
远
观
先
生
的
书
法
作

品
似
江
水
涌
流
，
近
览
如
刀
琢
斧
劈
，
收
放
自
如
，
张
弛
有
度
。
我
想
这
也
算
是
先
生
对
人
生
品
格
追
求
的
一
种
境
界
吧
！

　
　
先
生
的
这
本
《
马
自
平
行
书
》
字
帖
，
一
经
出
版
我
想
肯
定
会
让
更
多
的
书
法
爱
好
者
，
从
中
领
略
到
中
国
书
法
艺
术
在
今
人
的
笔
下
也

能
准
确
表
达
出
传
统
经
典
笔
法
、
笔
势
、
笔
意
的
理
性
内
涵
和
美
妙
境
界
。
并
从
相
互
学
习
中
进
一
步
融
古
扬
今
，
共
同
创
造
出
更
优
秀
的
书

法
作
品
，
从
而
形
成
更
加
浓
厚
的
文
化
氛
围
，
也
将
在
中
国
书
法
艺
术
园
地
再
添
一
朵
瑰
丽
之
花
。刘 

国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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