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国
历
代
书
画
名
家
经
典
大
系

当
代
卷

霍
春
阳 

著

cs5.5 内文.indd   1 12-10-9   下午4:5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代书画名家经典大系. 当代卷. 霍春阳 / 霍

春阳著. -- 南昌 :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12

    ISBN 978-7-5480-1627-4

 

    Ⅰ. ①中⋯ Ⅱ. ①霍⋯ Ⅲ. ①中国画－作品集－中国

－现代 Ⅳ. ①J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30544号

中国历代书画名家经典大系  当代卷  霍春阳

著  者：霍春阳

出 品 人：陈 政

出版发行：江西美术出版社

企  划：北京江美长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济南黄氏印务有限公司

制    版：北京杰诚雅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2012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889毫米×1194毫米  1/16  

印  张：5

书  号：ISBN 978-7-5480-1627-4

定  价：120.00元

本书由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江西豫章律师事务所  晏辉律师

赣版权登字-06-2012-694

责任编辑：王国栋

助理编辑：徐 丹

cs5.5 内文.indd   80 12-10-9   下午5:11



1946年出生于河北清苑县，1969年毕业于天津

美术学院并留校任教至今。历任天津美术学院中国画

系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天津美术学院

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

会员，天津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大中华校区专家委员

会委员，天津文史馆馆员，天津画院院外画师，天津

青年美协顾问。荣获“天津高校名师”称号。兼任清

华大学美术学院、天津音乐学院、天津中医药大学、

山西师范大学、烟台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中国国家

画院高研班教授，中国画学会创会理事，担任北京大

学国学社专家顾问。1992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待遇。

1997年被中国文联评为“中国画坛百杰”之一。出版

有《新文人画家作品选集·霍春阳专集》、《霍春阳

的花鸟》、《中国当代名家画集·霍春阳》、《名校

名师·霍春阳写意花鸟》等；2010年出版霍春阳书法

集《昭远堂书迹》等多部著作及作品集。

霍春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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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

春

阳

序
文/

陈
传
席

现
在
的
艺
术
界
有
三
股
势
力
最
强
大
，
一
是
传
统
派
，
二
是
『
现
代
派
』
，
三
是
中
西
中
古
结
合
派
。
『
现

代
派
』
是
西
方
的
艺
术
思
潮
和
流
派
传
入
中
国
后
的
结
果
。
『
中
西
古
今
结
合
派
』
既
有
中
国
传
统
的
形
式
（
包
括

笔
墨
）
，
有
西
方
的
各
种
形
式
（
比
如
借
鉴
素
描
油
画
等
表
现
形
式
）
，
有
中
国
古
代
的
传
统
，
也
有
『
现
代
派
』

的
诸
多
因
素
。
（
据
说
『
观
念
艺
术
』
又
是
一
个
独
立
的
流
派
。
）
各
种
势
力
流
派
，
纷
现
画
坛
，
好
不
热
闹
。

现
在
需
要
深
入
。
你
是
传
统
派
，
但
你
的
传
统
不
如
古
人
，
十
分
对
不
起
，
要
叫
我
说
，
你
根
本
不
懂
传

统
。
我
是
『
现
代
派
』
吗
，
你
的
『
现
代
派
』
不
过
是
外
国
人
的
『
现
代
派
』
的
皮
毛
、
流
弊
，
也
十
分
对
不
起
，

你
似
乎
不
懂
现
代
派
。
既
不
懂
『
传
统
』
，
又
不
懂
『
现
代
』
，
那
么
，
中
西
古
今
结
合
，
就
失
去
根
基
，
那
也
就

谈
不
上
结
合
，
更
严
重
的
是
，
『
观
念
艺
术
』
中
最
缺
少
的
就
是
观
念
。

所
以
，
目
前
最
重
要
的
任
务
，
『
传
统
派
』
要
弄
通
（
了
解
，
研
究
）
什
么
是
传
统
，
『
现
代
派
』
要
了
解

研
究
好
什
么
是
『
现
代
』
。
首
先
要
把
真
正
的
『
传
统
』
作
品
，
真
正
的
『
现
代
』
作
品
昭
示
出
来
，
然
后
再
加
以

研
究
，
研
究
好
再
借
鉴
。
那
时
候
，
你
才
可
以
谈
传
统
，
谈
『
现
代
』
。

我
们
这
一
套
书
是
专
谈
传
统
的
，
确
切
地
说
，
是
让
传
统
出
来
讲
话
。
什
么
是
传
统
？
且
不
做
理
论
上
的
阐

述
和
总
结
，
先
把
传
统
大
家
的
作
品
集
中
起
来
，
让
大
家
了
解
，
这
就
是
传
统
。

沈
周
、
文
徵
明
、
唐
寅
、
仇
英
、
董
其
昌
、
徐
渭
、
陈
洪
绶
、
八
大
山
人
、
石
涛
、
石
溪
、
渐
江
、
『
四

王
』
、
龚
贤
等
一
直
到
海
派
，
每
位
画
家
一
至
两
本
，
集
中
起
来
便
于
欣
赏
研
究
，
不
看
到
作
品
，
或
看
不
到
全
部

或
大
部
分
的
作
品
，
就
无
法
研
究
，
更
谈
不
上
学
习
和
借
鉴
。

汉
魏
晋
南
北
朝
隋
唐
元
的
画
家
作
品
太
少
，
不
便
一
一
出
版
专
集
，
待
我
们
第
一
批
的
明
清
画
家
作
品
出
版

后
，
根
据
情
况
，
再
考
虑
出
版
合
集
。
明
清
以
后
的
画
家
，
也
就
是
近
现
代
画
家
的
作
品
，
也
等
待
下
一
步
考
虑
。

因
为
历
史
上
的
大
画
家
，
『
元
四
家
』
、
『
明
四
家
』
、
『
南
陈
北
崔
』
、
『
白
阳
青
藤
』
、
『
松
江
派
』
、
『
清

四
家
（
四
王
）
』
、
『
清
六
家
』
、
『
四
僧
』
、
『
金
陵
八
家
』
、
『
海
派
』
等
在
画
史
上
皆
有
定
论
。
近
现
代

画
家
有
的
名
震
天
下
，
实
则
并
无
真
工
实
能
，
有
的
是
靠
媒
体
金
钱
吹
嘘
出
来
的
，
有
的
是
靠
政
治
力
量
硬
抬
出
来

的
。
有
的
画
家
声
名
并
不
太
大
，
这
些
画
家
不
投
靠
政
治
势
力
，
不
求
助
媒
体
商
家
，
因
而
传
播
不
广
，
但
却
有
真

工
实
能
，
值
得
研
究
和
学
习
。
哪
些
人
有
名
无
实
，
哪
些
人
有
实
无
大
名
，
还
要
等
待
一
段
时
间
，
时
间
久
了
，
外

力
渐
渐
失
去
，
是
沉
是
浮
，
就
自
然
地
显
现
出
来
了
。
所
以
，
近
现
代
画
家
的
作
品
等
到
下
一
步
再
考
虑
出
版
。

英
雄
创
造
历
史
，
天
才
创
造
艺
术
。
大
概
是
康
德
说
的
，
天
才
为
艺
术
立
法
，
天
才
确
立
规
范
，
后
人
模

仿
；
然
后
下
一
个
天
才
打
破
规
范
，
重
新
立
法
；
因
而
艺
术
史
是
天
才
的
接
力
赛
（
大
意
）
。
历
史
上
的
画
画
人

（
也
被
人
称
为
画
家
）
千
计
、
万
计
，
不
计
其
数
，
沉
淀
后
，
留
下
来
的
也
就
是
这
几
个
，
这
就
是
天
才
。
明
清
以

降
，
地
方
画
派
兴
起
，
皆
由
某
地
一
位
天
才
型
画
家
确
立
了
规
范
或
样
式
后
，
其
他
一
群
人
跟
着
学
。
亚
天
才
、
聪

明
人
学
得
出
色
，
成
为
这
一
派
中
出
色
画
家
。
大
天
才
则
成
为
一
代
领
袖
。
明
清
之
前
的
中
国
艺
术
更
是
由
少
数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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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人
物
创
造
的
。
这
些
天
才
人
物
有
的
痴
，
有
的
疯
，
有
的
癫
，
有
的
迂
，
有
的
懒
，
有
的
呆
。
比
如
顾
恺
之
被
人

称
为
『
痴
绝
』
，
梁
楷
人
称
『
梁
疯
子
』
，
黄
公
望
被
人
称
为
『
黄
大
痴
』
，
米
芾
被
人
称
为
米
颠
，
倪
云
林
人
称

为
倪
迂
，
石

人
称
懒
道
人
，
查
士
标
人
称
懒
标
。
懒
者
，
非
学
习
思
考
懒
也
，
乃
懒
于
奔
走
于
权
势
之
门
，
懒

于
与
奸
商
勾
结
，
懒
于
投
机
钻
营
，
而
三
思
于
画
、
专
心
于
画
、
醉
心
于
画
，
以
画
为
寄
，
故
痴
、
疯
、
癫
、
迂
、

懒
。
今
之
画
人
则
勤
甚
，
勤
于
交
结
权
贵
，
勤
于
商
量
于
画
商
，
勤
于
投
机
钻
营
，
勤
于
生
产
商
品
，
呜
呼
哀
哉
。

我
们
出
版
这
套
丛
书
，
希
望
画
人
们
复
起
传
统
痴
、
迂
之
心
，
痴
于
传
统
，
迂
于
大
师
，
再
造
艺
术
之
辉

煌
。

前
面
说
过
，
艺
术
史
是
天
才
的
接
力
赛
，
我
们
不
是
天
才
，
怎
么
办
呢
？
不
是
天
才
，
你
欣
赏
天
才
，
学
习

天
才
，
这
过
程
不
也
十
分
快
乐
吗
？
当
球
星
上
场
比
赛
时
，
你
虽
然
不
能
上
场
，
在
旁
观
看
，
或
者
当
当
拉
拉
队
，

不
也
需
要
吗
，
不
也
快
乐
吗
？
当
天
才
歌
唱
家
在
台
上
演
唱
时
，
大
家
虽
不
上
台
，
也
跟
着
唱
和
，
不
也
很
需
要

吗
？
即
使
我
就
是
天
才
，
还
需
要
了
解
其
他
天
才
吗
？
回
答
是
：
『
那
是
必
须
的
』
。
你
要
打
破
原
来
天
才
的
规

范
，
你
就
必
须
了
解
原
来
天
才
的
规
范
之
内
涵
，
知
己
知
彼
，
百
战
不
殆
。
你
不
知
原
有
规
范
，
你
怎
么
打
破
？
也

许
你
『
独
创
』
的
规
范
正
是
前
人
的
规
范
，
你
的
天
才
『
独
创
』
也
许
会
被
别
人
称
为
庸
才
的
效
法
，
世
界
上
没
有

一
个
天
才
不
对
前
人
的
成
就
了
如
指
掌
的
。

在
艺
术
的
天
地
里
，
你
要
附
和
，
你
要
保
守
，
你
要
打
破
，
你
要
接
力
，
你
要
欣
赏
，
你
要
研
究
，
我
们
这

套
丛
书
就
是
你
必
要
的
工
具
。

我
们
还
有
一
个
想
法
，
就
是
为
真
正
要
研
究
学
习
传
统
的
人
出
版
一
套
丛
书
。
目
前
，
市
场
上
不
乏
豪
华
精

装
的
画
册
，
动
辄
数
千
、
上
万
元
一
本
，
少
则
数
百
元
，
这
是
供
少
数
有
钱
人
买
去
送
礼
或
装
点
门
面
的
，
当
然

也
有
少
数
已
成
名
的
有
钱
画
家
可
以
购
买
。
太
便
宜
、
质
量
太
差
的
画
册
，
又
不
便
于
学
习
和
研
究
。
我
们
则
取
其

中
，
质
量
并
不
差
，
又
比
较
全
，
价
钱
并
不
贵
，
学
习
研
究
的
人
也
买
得
起
。
我
们
的
想
法
都
是
比
较
好
的
，
切
合

实
际
的
，
不
知
是
否
能
达
到
这
一
目
的
，
还
望
读
者
批
评
指
教
。

《
中
国
历
代
书
画
名
家
经
典
大
系
》
古
代
卷
的
出
版
已
逾
三
载
，
此
套
丛
书
得
到
了
很
多
读
者
的
认
可
。
昔

日
有
昔
日
的
英
雄
，
今
朝
有
今
朝
的
豪
杰
，
『
艺
术
当
随
时
代
』
的
旧
训
提
示
着
我
们
：
在
重
视
文
化
传
承
的
同

时
也
不
要
无
视
当
代
艺
术
。
鉴
于
此
，
该
丛
书
当
代
卷
的
出
版
也
已
有
了
充
足
的
理
由
和
必
要
。
我
们
经
过
多
次
论

证
，
遴
选
出
了
几
十
位
中
国
当
代
画
坛
颇
有
建
树
和
影
响
力
的
国
画
家
，
入
选
的
诸
位
名
家
虽
有
年
岁
之
别
，
但
均

有
很
强
的
艺
术
创
造
力
，
各
具
自
家
的
面
貌
。
艺
术
既
是
多
元
的
，
又
是
其
高
下
优
劣
的
共
性
审
美
标
准
。
倘
依
次

而
言
，
这
些
画
家
的
作
品
虽
不
能
说
已
是
尽
善
尽
美
，
但
位
居
『
高
』
和
『
优
』
之
列
是
毫
无
疑
义
的
。
他
们
的
作

品
的
境
界
和
气
象
，
让
人
们
对
国
画
大
家
甚
至
国
画
大
师
诞
生
充
满
期
许
。

愿
此
套
画
册
当
代
卷
的
出
版
对
艺
术
同
侪
的
学
习
研
究
有
些
许
的
裨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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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
者
，
文
之
极
，
画
品
的
高
下
，
直
接
取
决
于
画

家
素
养
的
多
寡
。
学
习
中
国
画
不
能
单
纯
地
为
学
画
而
学

画
，
一
定
要
注
重
对
人
的
综
合
素
质
的
培
养
。
日
积
月

累
，
通
过
对
我
们
中
国
优
秀
的
文
化
遗
产
进
行
认
真
的
学

习
和
深
刻
的
体
验
，
提
高
自
己
的
认
识
以
及
审
美
能
力
。

因
为
人
的
各
方
面
能
力
的
提
高
，
有
一
个
由
『
自
发
』
走

向
『
自
觉
』
的
过
程
，
而
这
个
过
程
，
就
是
一
个
全
面
系

统
学
习
的
过
程
。

学
画
之
人
，
第
一
步
要
解
决
的
是
绘
画
语
言
问
题
，

如
笔
墨
技
巧
等
。
对
用
笔
中
的
刚
柔
、
虚
实
、
强
弱
等
问

题
，
是
画
家
所
必
须
掌
握
的
，
这
是
表
达
性
情
的
手
段
。

『
取
法
乎
上
，
仅
得
其
中
；
取
法
乎
中
，
仅
得
其
下
。
』

『
取
法
乎
上
』
就
是
要
临
摹
严
谨
而
有
法
度
的
作
品
，
不

能
拿
那
些
『
无
法
而
法
』
及
过
分
强
调
个
人
性
情
的
作
品

当
作
学
习
临
摹
的
第
一
步
。
形
象
以
外
流
露
的
精
神
状

态
是
无
法
可
教
的
，
教
学
理
应
是
严
谨
的
，
有
规
律
可
寻

的
。
由
『
有
法
』
走
向
『
无
法
』
，
这
是
一
个
需
要
付
出

艰
辛
劳
动
的
过
程
。
不
断
地
开
发
自
己
的
性
灵
，
养
育
自

己
的
精
、
气
、
神
，
这
是
每
一
个
学
画
的
人
理
应
具
备
的

另
一
『
境
界
』
。

传
统
的
中
国
画
是
讲
究
共
性
的
。
所
谓
『
求
大
同
、

存
小
异
』
『
平
常
心
是
道
』
等
，
都
可
以
看
作
针
对
共
性

而
言
的
。
如
果
将
其
引
到
中
国
绘
画
上
，
就
要
要
求
画
家

尊
重
人
人
共
有
的
客
观
规
律
和
艺
术
规
律
。
因
为
『
大

同
』
的
境
界
是
一
个
能
够
包
容
万
千
、
博
大
宽
广
的
艺
术

境
界
，
而
平
常
心
则
是
一
颗
大
心
，
是
人
人
共
有
的
。
在

绘
画
上
，
我
们
要
追
求
的
是
一
种
大
风
格
，
而
不
是
狭
窄

的
个
性
。

衡
量
一
个
人
学
问
的
高
低
，
并
不
是
仅
看
他
知
道

了
多
少
，
而
是
要
看
他
用
思
辨
的
精
神
提
炼
和
概
括
了
多

少
，
容
纳
了
多
少
。
绘
画
上
亦
然
，
一
幅
作
品
不
仅
仅
看

抱
瓮
谭
思

文/

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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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的
笔
墨
技
巧
如
何
，
而
是
要
看
作
品
中
是
否
体
现
出
一
种
民
族
的
『
大
气
』
。
我
认
为
，
个
人

的
个
性
太
强
了
，
是
学
养
不
足
的
表
现
，
艺
术
作
品
也
是
如
此
，
惟
有
共
性
才
是
永
恒
的
。

艺
术
家
的
心
态
，
应
是
养
育
生
生
不
息
的
生
命
。
中
国
绘
画
应
该
表
现
生
命
，
与
众
生
同

体
。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说
，
绘
画
（
我
仅
指
传
统
的
中
国
绘
画
）
不
是
『
革
命
』
。
绘
画
和
革
命
是

两
条
永
远
都
不
能
相
交
的
平
行
线
。
艺
术
不
属
于
政
治
的
范
畴
，
不
受
阶
级
、
地
域
等
因
素
的
制

约
，
它
是
超
阶
级
、
超
时
空
的
，
是
人
类
精
神
生
活
的
中
心
。
从
事
艺
术
，
不
能
搞
运
动
，
更
不

能
搞
比
赛
，
也
不
能
讲
有
为
，
它
是
一
种
自
然
而
然
的
流
露
，
像
『
文
如
春
花
，
诗
若
泉
涌
』
一

样
，
因
此
，
才
能
生
机
无
限
。

艺
术
能
够
净
化
人
的
心
灵
，
首
先
要
净
化
自
己
。
从
事
艺
术
创
作
的
同
时
，
要
去
掉
一
切

的
私
心
杂
念
及
浮
躁
气
，
进
入
一
种
『
去
留
无
意
，
宠
辱
不
惊
』
的
忘
我
境
界
，
才
能
创
作
出
真

正
好
的
作
品
。
我
是
追
求
『
无
异
言
而
生
清
净
心
』
的
。
只
有
不
求
异
言
者
，
才
能
清
净
下
来
。

似
断
似
连
、
松
快
洒
脱
的
线
条
组
成
的
牡
丹
花
和
厚
重
、
率
性
的
叶
子
之
间
所
形
成
的
视

觉
冲
击
力
，
让
人
仿
佛
聆
听
到
花
的
低
喃
，
叶
的
高
亢
。
『
不
需
千
万
朵
，
一
朵
足
春
风
』
，
尽

量
地
体
现
出
『
以
一
当
十
』
的
用
心
所
在
。
为
了
追
求
画
面
中
的
矛
盾
转
换
，
并
从
技
法
和
形
象

上
加
以
区
分
，
在
处
理
某
些
画
面
上
需
要
常
常
考
虑
到
诸
多
因
素
，
如
花
是
点
的
，
叶
子
可
用
双

钩
；
花
是
线
的
，
叶
子
可
用
面
的
；
花
瓣
是
虚
的
，
花
蕊
可
用
实
的
；
花
瓣
是
淡
的
，
花
蕊
可
用

浓
的
；
花
瓣
是
长
的
，
花
蕊
可
用
短
的
等
。
不
管
采
用
何
种
手
段
，
最
终
都
要
达
到
画
面
的
统
一

和
谐
。为

了
丰
富
画
面
的
视
觉
效
果
，
我
在
画
荷
叶
时
，
充
分
发
挥
了
用
笔
的
情
势
，
抛
开
了
前

人
画
荷
叶
以
墨
为
主
的
方
法
，
而
是
用
点
、
线
结
合
的
方
法
取
势
造
境
。
古
人
曰
：
『
笔
以
立
情

致
，
墨
以
分
阴
阳
。
』
在
用
笔
的
提
按
、
转
折
中
，
将
自
己
的
性
情
和
神
韵
自
然
地
融
入
其
中
。

所
谓
『
弱
其
志
而
强
其
骨
』
，
就
是
要
求
在
画
面
中
体
现
出
一
种
『
风
骨
』
，
一
种
根
本
的
精

神
。
『
荒
寒
一
点
香
，
足
以
酬
天
地
。
』
虚
实
相
生
的
画
面
，
尽
可
能
地
给
人
留
下
联
想
的
余

地
。
我
认
为
，
在
画
面
的
虚
实
处
理
上
，
万
万
不
可
平
均
对
待
，
『
疏
可
走
马
，
密
不
容
针
』
的

深
奥
之
处
，
应
是
每
一
个
画
家
需
要
认
真
体
悟
的
。

中
国
绘
画
如
同
中
国
诗
词
一
般
，
讲
究
『
言
简
意
赅
』
『
以
少
胜
多
』
等
，
要
求
每
一

笔
、
每
一
线
条
、
每
一
个
点
都
要
表
现
出
丰
富
的
内
涵
。

曾
见
清
代
画
家
李
复
堂
题
画
水
仙
有
句
：
『
同
是
蒜
也
，
有
雅
俗
之
分
焉
，
水
仙
一
名
雅

蒜
，
故
云
。
』
所
谓
意
临
，
就
是
不
拘
泥
于
原
作
，
用
自
己
的
方
法
进
行
再
创
作
，
我
常
谓
此
为

『
借
题
发
挥
』
。
这
需
要
画
家
有
深
厚
的
笔
墨
功
底
，
以
及
对
传
统
绘
画
有
深
刻
的
认
识
。
否

则
，
只
能
照
搬
照
抄
，
『
泥
古
不
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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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虑
了
清
与
混
的
关
系
，
并
注
意
到
整
个
气
势
上
的
变
化
。
大
局
上
的
纵
横
、
开
合
、
争

让
、
向
背
、
回
拢
，
在
用
笔
上
粗
细
、
虚
实
，
轻
重
缓
急
的
变
化
有
机
地
结
合
着
。
所
谓
『
画
画

难
画
三
』
，
因
为
『
三
』
代
表
一
切
，
代
表
了
丰
富
，
古
人
也
有
『
三
生
万
物
』
之
说
。

画
不
应
以
题
材
的
新
旧
来
定
论
，
古
人
云
：
『
澄
怀
观
道
，
静
处
求
之
，
』
『
品
位
』
是

体
现
中
国
文
化
内
涵
最
首
要
的
因
素
。
兰
花
、
石
块
、
荆
棘
的
组
合
已
是
司
空
见
惯
的
题
材
，
历

代
画
家
为
何
不
厌
其
烦
地
在
其
中
抒
发
情
怀
，
造
出
自
己
的
『
大
象
』
，
皆
因
为
兰
花
在
人
们
心

目
中
有
着
崇
高
的
象
征
和
寓
意
。

『
芭
蕉
伴
梅
花
，
此
是
王
维
画
』
，
徐
青
藤
把
画
此
的
缘
故
又
推
到
了
唐
代
，
可
见
这
题

材
古
已
有
之
。
然
一
幅
好
的
作
品
，
应
赋
予
笔
墨
以
生
机
。
我
不
赞
成
所
谓
的
『
大
泼
墨
』
『
大

泼
彩
』
，
我
认
为
笔
墨
是
不
应
该
分
家
的
。
墨
不
能
离
开
用
笔
，
因
为
笔
是
有
力
度
的
，
是
靠
人

的
学
识
修
养
和
功
力
控
制
的
，
有
力
度
才
能
表
达
出
神
韵
，
正
所
谓
『
瘦
劲
方
通
神
』
。
在
作
画

时
，
应
避
免
古
人
批
评
的
『
浮
笔
涨
墨
』
这
是
一
种
脬
、
软
、
没
有
『
骨
气
』
、
没
有
神
韵
的

墨
，
是
死
墨
。
我
们
应
追
求
『
活
墨
』
，
即
墨
到
纸
上
是
见
笔
见
性
的
、
游
动
的
、
透
气
的
。

『
干
而
不
燥
，
湿
而
不
脬
』
，
要
有
光
彩
，
有
活
力
。

墨
法
实
际
上
就
是
水
法
，
怎
样
控
制
水
分
，
要
凭
感
觉
，
靠
经
验
。
古
人
所
谓
『
渴
笔
』

『
渴
墨
』
，
就
是
指
笔
上
的
水
分
要
恰
到
好
处
；
当
然
，
重
要
的
还
需
有
行
笔
的
力
度
和
速
度
的

不
断
变
化
。
此
外
，
用
墨
要
有
体
积
和
厚
度
。
我
在
画
芭
蕉
叶
时
，
墨
色
的
厚
度
是
揉
出
、
点
出

来
的
，
而
不
是
平
涂
、
平
拉
出
来
的
。

中
国
传
统
绘
画
中
的
『
逸
笔
草
草
』
是
一
个
『
看
似
寻
常
却
崎
岖
』
的
『
漫
不
经
心
』
之

举
，
要
求
画
家
有
着
全
面
的
修
养
。
在
我
看
来
，
『
逸
『
离
不
开
松
快
和
洒
脱
的
心
境
，
而
松
快

则
是
在
运
笔
时
要
『
顺
气
』
『
顺
势
』
。
惟
有
这
样
，
才
能
做
到
松
而
不
散
，
气
韵
生
动
。

表
现
兰
叶
的
丰
姿
在
于
用
笔
。
写
意
画
的
『
双
钩
』
不
同
于
工
笔
画
，
它
更
强
调
用
笔
的

跳
跃
、
提
按
和
书
卷
气
；
干
湿
浓
淡
也
要
有
变
化
，
尤
其
兰
叶
的
穿
插
，
用
笔
若
断
若
连
、
貌
离

神
合
，
『
意
到
笔
不
到
』
，
似
急
似
缓
，
有
种
『
举
重
若
轻
』
的
感
觉
。

古
人
所
云
『
刚
柔
相
济
』
，
其
中
包
蕴
着
丰
富
的
内
涵
和
深
刻
的
体
验
。
在
绘
画
中
的

『
骨
法
用
笔
』
关
乎
画
家
的
表
达
能
力
。
笔
能
传
达
力
量
，
也
能
传
达
性
情
，
线
条
中
轻
重
缓
急

的
变
化
，
更
能
呈
现
出
一
个
人
的
思
想
、
乃
至
学
识
修
养
。
我
爱
画
兰
花
，
无
疑
是
受
到
传
统
文

化
和
绘
画
的
影
响
。
在
画
兰
花
时
，
我
常
把
作
为
辅
助
的
石
块
画
得
磊
落
、
苍
劲
、
灵
透
，
并
注

意
石
头
外
轮
廓
的
处
理
，
用
笔
不
能
浮
躁
、
光
滑
、
外
露
，
这
就
和
兰
花
的
纤
弱
、
舒
展
、
摇

曳
、
淡
雅
形
成
了
对
比
、
呼
应
，
使
之
更
加
突
出
其
优
雅
的
性
格
。
在
花
叶
子
的
互
相
关
系
中
，

水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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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留
意
让
花
处
在
得
势
的
位
置
，
千
万
不
可
在
乱
叶
杂
密
的
地
方
添
花
。

俗
话
说
：
『
画
兰
如
画
美
人
态
』
，
一
定
要
将
兰
花
清
婉
柔
和
的
情
态
表

现
出
来
。

所
谓
生
活
写
照
，
是
经
画
家
『
眼
中
』
『
心
中
』
『
手
中
』
三
个
阶

段
转
换
之
后
的
真
情
再
现
。
『
一
花
一
世
界
，
一
叶
一
如
来
』
。
即
使
是

最
简
单
的
一
花
一
草
，
都
能
融
入
人
类
特
有
的
思
想
和
人
文
情
怀
。
中
国

人
的
思
维
特
征
是
整
体
的
、
综
合
性
的
思
维
，
要
求
用
所
有
的
感
官
去
感

悟
自
然
界
中
的
一
切
活
生
生
的
生
命
，
然
后
再
在
『
圆
』
的
体
系
中
宏
观

地
把
握
最
本
质
的
东
西
。
所
谓
『
珍
珠
虽
小
，
鉴
包
六
合
；
镜
子
再
大
，

所
照
必
偏
』
，
就
是
针
对
中
国
人
以
『
圆
』
为
象
而
言
的
。
因
为
只
有

『
圆
』
，
才
能
『
通
』
；
只
有
『
通
』
，
才
能
『
久
』
；
又
如
『
不
中
不

正
，
不
正
不
大
。
不
大
则
不
能
久
』
。
这
也
注
定
了
中
国
人
在
绘
画
上
的

整
体
性
观
念
的
体
现
。

与
西
方
绘
画
的
用
色
比
起
来
，
中
国
绘
画
不
是
太
强
调
用
色
。
所
谓

『
意
足
不
求
颜
色
似
』
『
随
类
赋
彩
』
即
是
。
传
统
的
绘
画
讲
究
水
墨
为

主
，
用
色
上
相
对
的
单
纯
、
简
约
、
概
括
和
提
炼
，
主
要
看
画
面
上
笔
墨

传
达
出
来
的
精
神
状
态
和
文
化
气
息
。
不
仅
中
国
绘
画
如
此
，
中
国
的
雕

塑
亦
然
，
突
出
的
应
是
内
在
精
神
。
我
非
常
赞
同
『
中
国
画
是
凭
经
验
』

这
句
话
，
因
为
经
验
中
包
含
着
作
者
对
事
物
的
体
验
和
感
悟
。

有
道
是
『
虚
而
灵
，
空
而
妙
』
，
只
有
在
用
笔
上
的
虚
虚
实
实
以
及

恰
到
好
处
的
『
知
白
守
黑
』
，
才
能
给
人
一
种
空
灵
透
澈
的
感
觉
。

中
国
绘
画
讲
究
『
大
胆
落
墨
，
细
心
收
拾
』
，
就
是
说
，
落
笔
时

一
定
要
磊
落
，
收
拾
时
一
定
要
尊
重
些
理
性
，
不
要
『
轻
举
妄
动
』
，
局

部
不
要
破
坏
整
体
。
作
画
时
不
仅
要
注
意
画
面
物
体
之
间
的
顾
盼
、
照

应
，
还
需
要
注
意
题
款
和
印
章
的
位
置
，
因
为
这
也
是
画
面
整
个
布
局
的

一
部
分
。
有
些
画
适
合
于
长
题
，
有
些
画
面
适
合
短
题
，
题
款
的
字
体
选

择
等
，
都
应
该
切
合
画
面
的
动
静
关
系
、
浓
淡
关
系
等
详
加
考
虑
。
比
如

说
，
画
面
动
一
些
，
题
款
相
对
就
静
一
些
；
画
面
碎
一
些
，
题
款
相
对
就

得
整
一
些
；
反
之
亦
然
。
此
外
，
盖
图
章
也
是
丰
富
画
面
的
一
个
重
要
手

段
，
印
的
多
少
，
应
根
据
画
面
的
需
要
来
安
排
。
总
之
，
不
管
如
何
安

排
，
最
终
应
归
于
运
用
之
妙
，
存
乎
一
心
。

玉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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