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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改
琴
，
甘
肃
庆
阳
人
，
现
任
中
国
书
法
家
协
会
副
主
席
，
中
国
书

法
家
协
会
隶
书
专
业
委
员
会
主
任
，
中
国
书
法
家
协
会
妇
女
工
作
委
员
会

主
任
，
政
协
甘
肃
省
委
员
会
常
委
，
政
协
甘
肃
省
委
员
会
科
教
文
体
卫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
中
国
美
术
家
协
会
会
员
，
甘
肃
省
文
史
研
究
馆
馆
员
。
获

『
甘
肃
省
优
秀
专
家
』
『
全
国
三
八
红
旗
手
』
荣
誉
称
号
。

书
法
作
品
多
次
参
加
国
际
国
内
大
展
，
并
有
获
奖
；
被
中
国
美
术

馆
、
毛
主
席
纪
念
堂
等
单
位
收
藏
。
出
版
有
个
人
专
著
《
中
国
书
法·

当

代
著
名
书
法
家
张
改
琴
卷
》
《
中
国
美
术
馆
当
代
名
家
系
列
作
品
集
书
法

卷·

张
改
琴
》
《
中
国
美
术
家
张
改
琴
》
《
塬
上
风·

张
改
琴
书
画
集
》

《
当
代
楷
书
名
家
作
品
集·

张
改
琴
》
《
道
德
经·

老
子
著·

张
改
琴
书
》

等
。
主
编
《
全
国
第
二
届
行
草
书
大
展
作
品
集
》
《
守
望
敦
煌·

敦
煌
写
经

作
品
选
》
《
守
望
敦
煌·

武
威
汉
简
作
品
选
》
《
守
望
敦
煌·

甘
肃
书
法
作

品
集
》
《
敦
煌
风·

甘
肃
省
书
法
作
品
集
》
《
敦
煌
风·

甘
肃
省
摄
影
作
品

集
》
等
多
部
大
型
作
品
集
。
曾
在
中
国
美
术
馆
、
西
安
、
广
州
、
兰
州
等

地
举
办
个
人
书
法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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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价
女
书
法
家
的
作
品
，
往
往
有
两
种
视
角
。
一
是
认
为
娟
秀
婀
娜
合
乎
女
性
特
征
；
再
是
认
为
雄
强
刚
毅
显
示
男
子
气
更
可
贵
。

我
却
以
为
大
可
不
必
作
如
是
观
。
书
法
写
各
人
性
情
，
又
只
反
映
性
情
某
个
侧
面
，
融
入
作
品
之
中
。
所
以
『
书
如
其
人
』
要
解
释
得
正

确
深
刻
不
那
么
容
易
。
无
论
男
女
又
无
论
何
种
风
格
，
作
品
只
有
优
劣
高
下
之
分
，
一
般
说
不
在
风
格
，
更
不
以
性
别
拘
限
。
记
得
鲁
迅

谈
到
翻
译
外
国
人
名
姓
时
说
『
周
家
女
子
不
姓
绸
』
。

谈
到
女
性
书
法
，
我
倒
以
为
当
前
书
法
虽
然
很
热
，
女
性
书
法
家
出
人
头
地
者
很
少
，
太
难
，
不
得
不
承
认
社
会
还
是
男
权
为
重
。

当
然
这
状
况
远
不
止
书
法
，
但
是
如
果
我
们
在
本
行
范
围
内
把
事
情
做
得
好
些
，
哪
怕
较
小
的
改
进
，
也
会
对
事
业
产
生
有
益
的
影
响
。

这
里
并
不
要
求
对
女
性
『
放
宽
』
尺
度
，
只
希
望
将
她
们
放
在
与
男
子
同
一
个
起
点
，
同
等
水
平
上
发
挥
她
们
的
才
智
。
果
然
如
此
，
我

们
会
发
现
有
许
多
不
必
要
的
障
碍
，
有
的
是
偏
见
，
或
比
偏
见
更
远
。

张
改
琴
同
志
担
任
甘
肃
书
法
界
领
头
人
，
继
林
岫
之
后
作
为
唯
一
的
女
性
进
入
全
国
书
协
领
导
者
行
列
。
她
从
古
代
张
芝
、
梁
鹄
、

索
靖
的
辉
煌
，
从
敦
煌
写
经
、
武
威
医
简
的
文
脉
，
激
发
本
人
乃
至
西
部
书
法
家
群
体
的
历
史
使
命
，
达
到
可
贵
的
自
觉
，
推
动
书
法
进

步
。
她
的
书
法
有
中
国
西
部
大
气
磅
礴
的
风
尚
，
并
且
比
较
质
朴
。
行
书
因
有
魏
碑
功
底
而
下
笔
沉
着
，
方
圆
并
用
。
小
楷
《
道
德
经
》

不
失
生
动
灵
活
之
趣
。
我
曾
说
，
探
索
的
持
续
性
与
多
向
性
也
是
成
熟
的
表
现
。
不
能
把
『
成
熟
』
误
解
为
定
型
不
变
。
张
改
琴
有
篇
文

章
《
在
黄
土
深
处
培
植
艺
术
之
根
》
，
题
目
就
有
深
意
，
文
章
写
道
：
『
我
一
直
想
用
笔
墨
传
达
出
一
份
既
属
于
生
于
斯
、
长
于
斯
的
那

一
方
土
地
，
也
属
于
我
个
人
胸
臆
间
的
那
一
份
特
有
的
情
愫
。
』
张
改
琴
有
此
志
向
，
必
定
能
够
进
一
步
发
掘
源
头
，
面
向
时
代
！

序
一

张
改
琴
书
法
集
小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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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改
琴
女
士
相
识
已
久
，
她
以
书
法
著
称
于
当
今
书
界
，
并
荣
膺
中
国
书
法
家
协
会
副
主
席
。
难
得
的
是
，
她
在
潜
心
于
书
法
艺
术

的
同
时
，
还
钟
情
于
山
水
画
创
作
。
尽
管
我
们
总
在
说
书
画
同
源
，
但
毕
竟
分
属
两
个
行
业
，
而
像
她
这
样
在
书
、
画
两
个
领
域
都
能
有

所
建
树
，
则
令
人
钦
佩
。
欣
闻
她
的
新
作
结
集
出
版
，
确
实
值
得
为
之
祝
贺
。

张
改
琴
的
画
作
为
我
们
描
绘
了
一
幅
幅
生
动
的
西
部
黄
土
丘
陵
画
卷
。
把
黄
土
地
作
为
创
作
素
材
在
西
部
画
家
当
中
并
不
是
新
鲜
的

选
择
，
或
许
是
对
黄
土
地
上
一
切
景
观
的
稔
熟
，
或
许
是
女
性
画
家
特
有
的
情
感
特
征
，
或
许
是
得
益
于
长
年
苦
心
于
书
画
两
个
艺
术
门

类
的
融
会
贯
通
，
张
改
琴
呈
现
的
艺
术
世
界
是
独
特
的
，
是
她
对
生
于
斯
、
长
于
斯
的
那
一
方
土
地
特
有
的
情
愫
的
艺
术
传
达
。

张
改
琴
笔
下
的
黄
土
丘
陵
少
有
人
们
常
见
的
那
种
苍
凉
与
萧
索
之
感
，
而
是
一
种
敦
厚
、
温
润
、
和
谐
之
美
。
她
在
黄
土
地
上
发
现

的
不
是
尚
未
脱
离
贫
困
的
那
一
种
悲
苦
与
滞
重
的
生
存
氛
围
，
以
及
由
于
闭
塞
而
带
来
的
精
神
滞
涩
的
感
觉
，
她
在
努
力
探
寻
与
这
方
土

地
气
质
、
禀
赋
相
吻
合
的
人
们
的
一
种
达
观
与
温
馨
、
宁
静
的
生
活
态
度
和
价
值
取
向
。
对
于
黄
土
地
的
阐
释
，
历
来
是
多
种
多
样
的
，

但
张
改
琴
的
选
择
，
来
自
她
对
这
片
土
地
的
特
有
感
悟
。
她
所
描
绘
的
山
原
、
树
木
、
流
泉
、
窑
洞
、
人
家
、
梯
田
、
炊
烟
、
云
朵
、
小

径
等
这
些
黄
土
地
上
的
常
见
景
观
，
变
成
了
细
节
和
叙
事
元
素
，
她
所
刻
意
营
造
的
那
份
恬
润
、
安
详
的
意
境
，
实
际
上
是
在
传
达
着
这

方
土
地
上
的
人
们
与
自
然
的
顺
应
与
和
谐
，
特
别
是
在
巨
大
生
命
抗
力
之
中
所
蕴
藏
的
平
和
之
美
。
这
是
深
藏
在
黄
土
层
中
的
深
层
审
美

内
涵
。
黄
土
地
所
呈
现
的
这
种
质
朴
之
美
，
与
它
所
承
载
的
种
种
艰
难
和
抗
力
存
在
着
巨
大
的
反
差
，
存
在
着
深
沉
而
厚
重
的
文
化
特

质
，
这
也
就
是
它
特
有
魅
力
。
张
改
琴
表
现
的
黄
土
地
是
蕴
藏
在
平
静
表
象
之
下
的
生
命
激
流
，
渗
透
着
艺
术
的
张
力
，
她
用
曲
折
的
笔

法
传
达
着
黄
土
地
的
历
史
厚
度
和
时
代
质
感
，
她
用
一
种
富
于
理
想
色
彩
的
主
观
体
验
，
在
揭
示
和
勾
勒
黄
土
地
的
现
状
与
未
来
的
理
想

境
界
。
或
许
，
这
就
是
张
改
琴
以
一
个
女
性
画
家
的
眼
光
所
开
掘
出
的
黄
土
地
的
情
感
价
值
，
以
及
她
通
过
黄
土
地
所
传
达
出
的
道
德
立

场
和
价
值
取
向
。

    

郭
熙
说
：
『
山
以
水
为
血
脉
，
以
草
木
为
毛
发
，
以
烟
云
为
神
采
，
故
山
得
水
而
活
，
得
木
而
华
，
得
烟
云
而
秀
媚
。
』
这
实
际

是
在
说
，
画
家
在
表
现
山
水
、
天
地
时
应
当
把
每
一
个
个
体
元
素
都
看
成
一
个
有
机
的
生
命
整
体
，
并
在
众
多
的
物
象
生
成
之
中
，
构
建

多
姿
多
彩
的
统
一
与
和
谐
。
张
改
琴
的
画
作
所
选
取
的
素
材
并
不
具
有
标
新
立
异
的
感
觉
，
但
她
十
分
注
重
每
一
个
元
素
和
细
节
的
刻

序
二

用
深
情
的
笔
墨
抒
写
黄
土
高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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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
，
无
论
是
在
透
视
关
系
中
对
势
的
营
造
，
还
是
对
质
的
描
摹
，
都
巧
于
经
营
，
从
容
落
笔
，
或
洒
脱
，
或
细
致
，
从
而
实
现
了
『
远
望

之
以
取
其
势
，
近
看
之
以
取
其
质
』
的
统
一
，
在
细
节
的
把
握
上
，
张
改
琴
的
画
作
十
分
注
意
在
势
与
质
刻
画
的
同
时
，
强
调
细
节
的
趣

与
理
，
这
里
所
说
的
趣
，
是
指
她
通
过
一
些
细
小
元
素
所
传
达
出
的
生
活
气
息
和
田
野
乡
土
之
味
，
她
在
窑
洞
、
院
落
、
劳
作
生
息
的
人

们
的
表
现
中
，
往
往
并
不
将
其
放
在
显
著
的
位
置
上
，
但
或
在
一
种
写
意
变
形
中
，
或
在
一
种
简
单
勾
勒
中
，
完
成
她
对
田
园
生
活
的
点

染
，
并
使
这
些
细
节
成
为
画
作
的
『
眼
』
，
陡
添
许
多
情
趣
，
洋
溢
着
浓
烈
的
生
活
之
乐
和
劳
作
之
美
。
而
这
里
所
说
的
理
，
则
是
指
她

所
传
达
出
的
价
值
判
断
，
她
所
寄
托
的
审
美
情
愫
，
这
就
是
对
黄
土
地
上
芸
芸
众
生
生
活
状
态
的
赞
美
，
一
种
对
和
谐
、
宁
静
、
安
闲
生

活
态
度
的
认
定
。

    

张
改
琴
在
她
的
从
艺
之
旅
中
，
始
终
注
意
吸
收
、
消
化
与
追
求
。
阅
读
她
的
画
作
，
既
有
传
统
的
浸
染
，
也
有
赋
予
新
意
的
的
创

造
，
她
在
追
求
表
现
黄
土
地
那
份
厚
重
、
质
朴
、
雄
奇
、
博
大
的
意
境
时
，
手
法
是
丰
富
和
独
特
的
。
尤
其
是
一
些
纵
向
的
笔
墨
线
条
的

使
用
，
不
仅
保
持
了
画
面
的
灵
动
之
感
，
更
让
人
感
受
到
了
西
部
远
古
绘
画
中
的
某
些
信
息
，
使
人
联
想
起
远
古
文
明
中
的
那
些
『
有
意

味
的
符
号
』
，
这
种
近
似
于
率
真
和
稚
趣
笔
墨
风
格
契
合
了
与
黄
土
地
气
质
相
和
的
精
神
要
素
，
更
在
一
种
对
远
古
的
追
溯
中
为
画
面
增

添
了
诸
多
的
神
韵
和
律
动
感
，
赋
予
了
黄
土
地
一
种
新
的
哲
思
，
以
及
历
史
与
现
代
的
对
接
关
系
，
从
而
为
黄
土
地
的
雄
奇
厚
重
以
及
阳

刚
之
美
寻
找
新
的
注
脚
和
阐
释
依
据
。
这
些
执
著
而
又
大
胆
的
艺
术
尝
试
和
笔
墨
探
索
，
展
示
并
丰
富
着
张
改
琴
的
世
界
，
尤
其
是
她
立

足
西
部
文
化
资
源
寻
找
可
资
利
用
的
素
材
，
作
为
自
己
笔
墨
世
界
的
养
料
，
更
显
得
十
分
可
贵
。
这
似
乎
也
在
提
醒
我
们
利
用
西
部
文
化

资
源
，
绝
不
能
成
为
一
句
口
号
式
的
空
话
，
它
需
要
实
实
在
在
的
感
悟
与
呈
现
，
而
一
旦
这
种
感
悟
和
呈
现
作
为
艺
术
家
创
作
手
段
的
载

体
，
那
么
，
就
可
能
真
正
地
化
为
自
己
独
特
的
风
格
标
示
。

    

张
改
琴
笔
下
的
画
作
在
刻
意
描
述
土
地
与
人
的
关
系
，
在
当
今
人
们
与
自
然
的
关
系
不
再
亲
切
、
亲
密
、
亲
和
，
而
是
紧
张
、
浮

躁
的
时
候
，
在
画
家
的
心
中
存
在
的
一
个
很
珍
贵
的
价
值
空
间
，
这
便
是
存
在
于
记
忆
中
的
那
一
份
对
黄
土
地
所
拥
有
温
情
与
美
好
，
这

与
我
们
每
一
个
人
所
处
都
市
的
固
有
的
各
种
精
神
畸
变
，
产
生
着
巨
大
的
反
差
与
冲
突
，
这
为
她
传
达
自
己
的
价
值
判
断
找
到
了
比
照
的

标
尺
。
我
常
想
，
现
代
文
明
的
渗
透
，
早
已
不
再
有
纯
粹
的
『
自
然
』
和
『
田
园
』
，
也
许
也
不
再
可
能
有
人
们
追
求
的
那
种
不
变
的
永

恒
、
和
谐
与
共
触
，
远
离
人
们
生
活
环
境
的
所
谓
『
田
园
』
与
『
自
然
』
，
只
是
一
种
精
神
的
情
感
寄
托
和
『
记
忆
』
，
当
人
们
真
正
地

脱
离
了
一
切
物
质
的
羁
绊
，
独
自
面
对
『
自
然
』
的
时
候
，
获
得
的
可
能
不
是
慰
藉
而
是
恐
惧
，
人
们
对
『
自
然
』
『
田
园
』
『
山
水
』

的
情
感
只
能
是
一
种
类
似
宗
教
的
敬
仰
，
一
种
畏
惧
和
一
种
失
而
复
得
的
欣
慰
，
所
以
对
『
自
然
』
『
田
园
』
『
山
水
』
的
向
往
更
多
的

是
一
种
精
神
需
要
，
是
一
种
精
神
缺
失
的
反
向
需
求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张
改
琴
只
能
用
自
己
编
织
再
造
的
理
想
为
『
自
然
』
『
田
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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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水
』
和
黄
土
地
涂
抹
上
一
层
神
圣
的
色
彩
，
它
仅
仅
是
一
种
人
化
的
『
田
园
』
与
『
自
然
』
乃
至
是
一
种
记
忆
，
是
作
者
心
中
的
艺

术
幻
象
，
这
样
就
使
得
她
笔
下
的
价
值
空
间
，
显
得
多
少
有
些
『
虚
拟
』
，
才
令
人
更
加
感
动
和
具
有
震
撼
力
。
她
在
自
己
主
观
世
界
的

刻
意
营
造
笔
墨
经
营
中
，
实
现
着
『
造
化
』
与
『
心
源
』
的
统
一
。
艺
术
创
作
，
说
到
底
就
是
心
灵
的
『
幻
象
』
的
创
造
过
程
，
这
一
幻

象
的
营
造
价
值
，
关
键
在
于
体
现
作
者
的
特
有
感
受
和
深
层
思
索
，
体
现
题
材
的
当
代
意
义
，
体
现
作
者
的
价
值
取
向
和
技
术
语
言
的
表

述
呈
现
。
张
改
琴
的
黄
土
世
界
，
是
一
种
以
和
谐
、
宁
静
、
生
机
盎
然
的
生
命
之
美
唤
起
人
们
的
精
神
向
往
，
艺
术
地
构
建
起
人
们
理
想

中
的
精
神
家
园
，
她
的
作
品
所
具
有
的
思
想
内
涵
和
主
题
空
间
，
带
给
人
们
丰
富
的
思
索
和
回
味
的
余
地
，
这
可
能
就
是
她
苦
心
孤
诣
营

造
的
笔
墨
世
界
的
当
代
价
值
。

祝
贺
改
琴
女
士
取
得
的
业
绩
，
并
祝
她
在
艺
术
之
旅
上
不
断
有
新
的
收
获
。

�



目  

录

二 
 

序 

二  

冯 

远

二 
 

温
庭
筠
词 

更
漏
子

三 
 

刘
禹
锡
词 

浪
淘
沙

四 
 

王
维
诗 

一
首

五 
 

王
维
诗 

一
首

六 
 

王
勃
《
滕
王
阁
序
》 

七 
 

柳
永
词·

苏
东
坡
诗·

陆
游
词

八 
 

落
花
微
雨
联

九 
 

王
维
诗
一
首

一○
 

 

老
子
《
道
德
经
》(

局
部)

一
二 

 

千
字
文  

刘
禹
锡
《
陋
室
铭
》

                                        

诸
葛
亮
《
诫
子
书
》

一
四 

 

《
金
刚
经
》(

局
部)

一
六 

 

李
商
隐 

诗
二
首

道
法
自
然(

手
札
部
分)

一
八

 
自
作
诗
六
首

二
四 

 

《
荆
浩
六
要
》

境
由
心
造(

国
画
部
分)

二
六 

 

画
图
恰
似
归
家
梦

二
八 

 

土
窑
数
孔
凿
山
坳

二○
 

 

自
作
诗
六
首

二
二 

 

自
作
诗
三
首

二
九 

 

陇
原
山
色
雨
中
深

三○
 

 

陇
上
亦
有
如
烟
树

三
二 

 

陇
上
人
家

三
三 

 

霜
醉
层
林
秋
色
好

三
四 

 

陇
上
绿
初
齐

三
六 

 

西
风
雄

三
七 

 

极
目
无
穷
思

三
八 

 

高
岭
横
天
阔

四○
 

 

幽
幽
黄
河
溯
千
年

四
一 

 

陇
头
吟

四
二 

 

塬
上
秋
意
浓

四
四 

 

悠
悠
古
塬
上

四
五 

  

塬
上
春
色
迟

四
六 

 

陇
山
亦
清
幽

四
七 

 

霜
积
秋
山
万
树
红

四
八 

 

陇
原
小
景

四
九 

 

陇
头
远
行
图

五○
 

 

陇
东
人
家

一

 

序 

一   

沈 

鹏 

五
二 

 

牧
归

五
三 

 

云
气
接
天

五
四 

 

陇
上
人
家

五
五 

 

丰
收
年
景

�



五
六 

 

原
上
风

五
七 

 

山
家

五
八 

 

陇
上
秋
意
浓

五
九 

 

乡
情
入
画
里

六○
 

苍
茫
云
海
间

六
一 

 

陇
上
烟
雾

六
二 

 

高
山
仰
止

依
仁
游
艺(

隶
书
部
分)

六
四 

  

杜
甫
诗
一
首

六
五 

 

王
维
诗
一
首

六
六 

 

精
神
学
问
联

六
七 

 

柳
色
山
光
联

七○
 

 

王
维
诗
《
过
香
积
寺
》

快
然
自
足(

行
草
部
分)

七
二 

  

杜
甫
诗
《
秋
兴
》
之
三

七
三 

 

苏
东
坡
诗
一
首

六
八 

 

杜
牧
诗
《
秋
夕
》

六
九 

 

杜
牧
诗
一
首

七
四 

 

暮
云
月
影
自
作
联

七
五 

 

一
生
半
是
自
作
联

七
六 

 

毛
泽
东
词
《
沁
园
春·

雪
》

七
八 

 

琴
临
客
至
联

七
九 

 

赏
白
塔
听
五
泉
自
作
联

八○
 

 

高
翔
诗
一
首

八
一 

 

王
冕
诗
《
墨
梅
》

八
二 

 

围
坐
高
歌
联

八
四 

 

稼
菽
群
峰
自
作
联

八
五 

 

朝
观
暮
写
联

八
六 

 

偶
然
再
来
联

八
七 

 

杜
甫
诗
《
望
岳
》

八
八 

  

韩
翃
诗
一
首

八
九 

 

王
昌
龄
诗
《
出
塞
》

九○
 

 

王
维
诗
《
山
居
秋
暝
》

八
三 

 

水
暖
山
临
联

温
故
知
新(

临
帖
部
分)

九
二 

  

临
《
张
黑
女
墓
志
》

九
四 

  

临
《
张
猛
龙
碑
》

九
六 

  

临
王
羲
之
《
兰
亭
序
》

九
八 

  

临
颜
真
卿
《
祭
侄
稿
》

一○  

二 
 

附 

录      

名
家
集
评

一○  ○
 

  

张
改
琴
常
用
印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释
文
：

玉
炉
香 

红
蜡
泪 

偏
照
画
堂
秋
思 

眉
翠
薄    

鬓
云
残 

夜
长
衾
枕
寒

梧
桐
树 

三
更
雨 

不
道
离
情
正
苦 

一
叶
叶 

一
声
声  

空
阶
滴
到
明

温
庭
筠
词 

更
漏
子

138cm
×

69cm
2010



�

刘
禹
锡
词 

浪
淘
沙

138cm
×

69cm
2010

释
文
：

八
月
涛
声
吼
地
来                       

头
高                                                                                                                                                   

数
丈
触
山  

回

须 

臾
却
入
海
门
去          

卷
起
沙
堆
似
雪
堆



�

王
维 

诗
一
首

35cm
×

35cm
     2010



�

35cm
×

35cm
      2010

王
维 

诗
一
首



�

180cm
×

33cm
     2010

王
勃 

滕
王
阁
序



�

35cm
×

35cm
×

4    2010

柳
永
词 

苏
东
坡
诗 

陆
游
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