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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淳
化
阁
帖
》
全
名
《
淳
化
秘
阁
法
帖
》
，
亦
称
《
宫
帖
》
，
简
称
《
阁
帖
》
，
为
丛
刊
帖
始
祖
，
于
北
宋
淳
化
年
间
刻
于
『
秘

阁
』
，
是
中
国
最
早
的
一
部
汇
集
各
家
书
法
墨
迹
的
法
帖
。
元
赵
孟

《
松
雪
斋
文
集
·
阁
帖
跋
》
曰
：
『
宋
太
宗
…
…
淳
化
中
，
诏
翰

林
侍
书
王
著
，
以
所
购
书
，
由
三
代
至
唐
，
厘
为
十
卷
，
摹
刻
秘
阁
。
赐
宗
室
、
大
臣
人
一
本
，
遇
大
臣
进
二
府
辄
墨
本
赐
焉
。
后
乃
止

不
赐
，
故
世
尤
贵
之
。
』
宋
代
记
录
此
帖
为
木
版
刻
，
初
拓
用
『
澄
心
堂
纸
』
、
『
李
廷
珪
墨
』
，
但
未
见
此
种
拓
本
流
传
。
该
帖
由
于

王
著
识
鉴
不
精
，
致
使
法
帖
真
伪
杂
糅
，
错
乱
失
序
。
然
因
其
『
镌
集
尤
为
美
富
』
，
摹
勒
逼
真
，
使
得
自
秦
汉
至
隋
唐
一
千
多
年
的
先

人
书
法
四
百
二
十
篇
赖
以
流
传
。
用
元
代
赵
孟

的
话
来
说
，
『
书
法
之
不
丧
，
此
帖
之
泽
也
』
。
可
以
说
，
自
它
之
后
的
历
代
书
帖
刻

本
，
都
是
在
其
基
础
上
增
删
而
成
、
流
传
至
今
的
。
因
而
《
淳
化
阁
帖
》
有
『
法
帖
之
祖
』
之
誉
，
对
后
世
影
响
深
远
。

自
宋
太
宗
淳
化
三
年
（
九
九
二
年
）
摹
勒
《
淳
化
阁
帖
》
后
，
各
地
辗
转
传
刻
。
时
著
名
者
有
『
二
王
府
本
』
、
『
绍
兴
国
子
监

本
』
、
《
大
观
太
清
楼
帖
》
、
『
淳
熙
修
内
史
本
』
、
『
泉
州
本
』
、
『
北
方
印
成
本
』
、
『
乌
镇
张
氏
本
』
、
『
福
清
李
氏
本
』
、

『
世
堂
本
』
、
《
临
江
戏
鱼
堂
帖
》
、
《
利
州
帖
》
、
《
黔
江
帖
》
等
等
，
但
以
上
诸
宋
代
《
淳
化
阁
帖
》
原
石
均
已
佚
失
。
现
存
《
淳

化
阁
帖
》
刻
石
仅
有
三
种
：
其
一
，
明
万
历
四
十
三
年
（
一
六
一
五
年
）
『
肃
王
府
遵
训
阁
本
』
，
俗
称
『
肃
府
本
』
；
其
二
，
清
顺
治

三
年
（
一
六
四
六
年
）
陕
西
费
甲
铸
按
肃
府
初
拓
本
摹
刻
的
一
部
，
俗
称
『
西
安
本
』
或
『
关
中
本
』
；
其
三
，
清
初
虞
氏
据
『
肃
府

本
』
早
期
拓
本
重
摹
上
石
，
现
存
于
江
苏
溧
阳
县
甓
桥
镇
虞
氏
宗
祠
的
一
部
，
俗
称
『
溧
阳
本
』
。

本
次
出
版
的
为
『
肃
府
本
』
。

『
肃
府
本
』
是
我
国
现
存
《
淳
化
阁
帖
》
中
最
早
和
最
完
整
的
一
部
刻
石
。
石
高
二
十
七
点
八
至
三
十
四
厘
米
，
宽
三
十
六
点
五
至

四
十
点
五
厘
米
，
厚
六
至
八
点
七
厘
米
，
大
都
两
面
刻
文
。
各
卷
除
照
摹
宋
本
款
识
外
，
新
刻
『
万
历
四
十
三
年
乙
卯
岁
秋
八
月
九
日
，

草
莽
温
如
玉
，
张
应
召
奉
肃
藩
令
旨
重
摹
上
石
』
隶
书
三
行
，
并
附
有
二
十
八
人
的
题
跋
。
迄
今
为
止
，
『
肃
府
本
』
已
发
现
三
种
子

本
，
其
中
两
本
有
帖
石
存
在
，
分
别
是
存
于
西
安
碑
林
的
『
西
安
本
』
刻
石
及
存
于
溧
阳
县
的
『
溧
阳
本
』
刻
石
，
可
见
『
肃
府
本
』
影

响
深
远
。



关
于
『
肃
府
本
』
的
祖
本
问
题
前
人
多
有
评
论
，
『
肃
府
本
之
祖
本
，
丰
腴
方
正
，
遒
劲
奔
放
，
潭
绛
则
太
瘦
，
临
江
则
太
媚
』
的

说
法
古
已
有
之
。
前
八
卷
摹
自
宋
拓
原
本
，
清
代
金
石
学
家
、
书
法
家
翁
方
纲
因
其
『
肥
而
方
』
，
而
有
『
肃
本
近
古
』
的
结
论
，
故
前

八
卷
可
谓
原
本
《
淳
化
阁
帖
》
真
传
。
第
九
卷
据
判
断
是
摹
刻
于
南
宋
别
本
，
第
十
卷
摹
自
《
修
内
司
帖
》
。

此
次
出
版
的
《
淳
化
阁
帖
》
共
十
卷
。
第
一
卷
为
历
代
帝
王
书
，
二
、
三
、
四
卷
为
历
代
名
臣
书
，
第
五
卷
是
诸
家
古
法
帖
，
六
、

七
、
八
卷
为
王
羲
之
书
，
九
、
十
卷
为
王
献
之
书
。
全
书
采
用
高
仿
真
技
术
复
制
，
画
面
清
晰
，
精
细
入
微
，
是
书
法
研
究
者
必
备
的
学

习
资
料
。

本
卷
为
其
中
第
一
卷
，
共
收
录
先
秦
至
唐
十
九
位
帝
王
的
书
法
，
其
中
包
括
：
汉
章
帝
刘
炟
《
辰
宿
帖
》
、
晋
武
帝
司
马
炎
《
省
启

帖
》
、
晋
宣
帝
司
马
懿
《
阿
史
帖
》
、
晋
元
帝
司
马
睿
《
安
军
帖
》
、
《
中
秋
帖
》
等
。
其
中
也
包
含
了
大
量
唐
太
宗
李
世
民
的
书
法
作

品
，
如
：
《
江
叙
帖
》
、
《
两
度
帖
》
、
《
怀
让
帖
》
、
《
辱
书
帖
》
、
《
比
者
帖
》
。

汉
章
帝
刘
炟
在
书
法
上
的
造
诣
很
高
，
尤
擅
草
书
，
后
世
流
行
的
『
章
草
』
，
据
说
就
是
由
于
汉
章
帝
的
爱
好
而
形
成
的
一
种
书

体
。
章
草
是
早
期
的
草
书
，
始
于
汉
代
，
是
『
今
草
』
的
前
身
。

晋
武
帝
司
马
炎
酷
爱
书
法
，
师
法
钟
繇
，
隶
楷
行
草
皆
能
。
晋
武
帝
曾
在
洛
阳
十
项
工
程
的
宫
观
殿
堂
上
题
字
，
引
得
书
法
家
争
相

追
捧
，
一
时
书
法
大
热
，
以
致
洛
阳
纸
贵
。
我
国
之
书
法
，
晋
唐
成
就
最
高
，
晋
武
帝
有
推
动
之
功
，
一
国
之
风
唯
国
君
是
瞻
耳
！

唐
太
宗
李
世
民
为
唐
朝
第
二
任
皇
帝
，
父
李
渊
曾
为
隋
将
。
隋
末
天
下
纷
乱
，
豪
杰
并
起
。
李
世
民
洞
明
天
下
大
势
，
力
助
其
父
反

隋
易
帜
，
协
力
攻
克
长
安
，
扫
平
天
下
。
大
唐
开
国
，
励
精
图
治
，
国
泰
民
安
，
臻
于
盛
世
，
史
称
『
贞
观
之
治
』
。
文
武
兼
备
是
唐
太

宗
的
品
格
，
也
是
他
的
人
生
追
求
。
其
说
『
戡
乱
以
武
，
守
成
以
文
，
文
武
之
用
，
各
随
其
时
』
。
『
下
马
治
天
下
』
，
大
唐
王
朝
自
开

国
之
初
便
重
视
罗
致
人
才
和
文
化
教
育
。
许
多
大
书
法
家
，
如
虞
世
南
、
冯
承
素
、
褚
遂
良
等
被
诏
请
到
他
的
身
边
研
习
书
法
。
显
然
，

唐
太
宗
是
把
提
高
书
写
水
平
作
为
个
人
素
养
，
乃
至
国
家
文
化
建
设
和
治
国
方
略
看
待
的
。
从
本
卷
中
可
以
看
出
，
唐
太
宗
的
二
十
三
通

手
书
多
为
行
草
，
字
体
略
长
，
刚
劲
内
敛
，
行
云
流
水
，
迄
无
滞
碍
，
居
中
守
正
，
大
气
磅
礴
。

 

李
毅
峰

 
 

二○

一
二
年
六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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