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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铎
书
前
后
出
师
表
》
序

李
铎
，
号
青
槐
，
一
九
三
〇
年
四
月
出
生
于
湖
南
醴
陵
。
他
自
幼
喜
爱
书
法
，
勤

于
耕
耘
，
力
求
进
取
。
苏
东
坡
云
：
﹃
笔
成
冢
、
墨
成
池
，
不
及
羲
之
即
献
之
；
笔
秃

千
管
，
墨
磨
万
铤
，
不
作
张
芝
作
索
靖
。
﹄
这
段
名
言
一
向
被
人
认
为
只
是
勉
励
人
们

在
书
法
上
勤
学
苦
练
的
格
言
，
其
实
这
段
话
对
各
项
工
作
和
学
习
都
有
普
遍
意
义
的
。

一
切
艺
术
，
如
真
经
过
刻
苦
用
功
，
深
思
熟
虑
，
无
不
各
有
其
特
殊
境
界
出
现
。
我
对

这
个
道
理
的
认
识
，
是
从
我
的
朋
友
李
铎
同
志
学
习
书
法
过
程
中
得
到
显
著
的
证
明
。

李
铎
同
志
五
岁
即
发
蒙
读
私
塾
，
在
乡
间
一
位
老
教
师
的
熏
陶
下
，
爱
上
了
书
法
艺
术
，

但
因
家
境
不
济
，
中
途
辍
学
。
他
年
轻
时
投
身
了
革
命
，
在
艰
苦
紧
张
的
军
旅
生
活
中
，

不
仅
没
有
机
会
接
触
古
碑
古
帖
，
连
正
规
的
练
字
时
间
都
不
易
得
。
我
听
他
说
：
﹃
进

城
之
初
看
到
郭
沫
若
同
志
的
字
，
感
到
新
颖
可
喜
，
就
刻
苦
地
临
习
。
﹄
我
觉
得
他
学

得
果
然
十
分
相
似
，
这
在
二
十
年
前
见
过
他
的
书
法
的
人
，
都
会
有
这
样
深
刻
的
印
象
。

﹃
文
革
﹄
后
，
见
到
他
的
字
突
然
变
了
。
所
谓
﹃
变
﹄
，
就
是
不
像
﹃
郭
沫
若
体
﹄
了
。

这
在
我
们
学
习
书
法
具
有
一
些
经
验
体
会
的
人
中
都
知
道
，
要
脱
出
积
久
而
成
的
习
惯
，

□

启  

功



是
非
有
大
勇
不
成
的
。
而
脱
落
旧
习
，
只
有
两
条
办
法
：
一
是
临
古
帖
，
学
习
古
代
某

一
体
；
二
是
学
一
位
今
人
。
实
际
这
两
者
相
通
，
都
是
用
另
一
体
替
换
已
有
的
一
体
。

看
起
李
铎
同
志
这
时
的
字
，
我
竟
找
不
着
他
是
用
哪
一
体
来
换
旧
有
一
体
的
。

渐
后
，
得
知
他
博
搜
碑
帖
，
什
么
都
看
，
我
虽
然
没
见
他
具
体
怎
么
去
临
习
，
但

从
他
的
字
迹
中
见
到
他
﹃
志
之
所
向
﹄
，
看
到
他
有
想
学
晋
人
唐
人
处
，
有
想
学
宋
人
处
，

有
想
学
明
人
处
。
例
如
：
晋
之
二
王
、
唐
之
颜
褚
、
宋
之
苏
黄
米
蔡
、
明
末
清
初
人
王
铎
、

傅
山
的
行
草
书
，
无
疑
他
必
然
琢
磨
玩
味
过
。
有
时
他
以
隶
魏
笔
意
入
行
，
独
具
风
格
。

但
绝
对
无
法
说
出
他
哪
些
笔
法
是
专
学
哪
个
人
的
，
只
看
他
用
笔
不
拘
束
，
结
字
求
紧
密
，

行
气
要
连
贯
，
章
法
则
是
在
左
伸
右
缩
间
取
得
行
距
的
平
衡
。
足
见
他
是
在
一
向
放
胆

落
笔
中
渐
疏
渐
密
的
。
回
过
头
来
，
平
心
而
论
，
前
一
段
学
﹃
郭
﹄
体
，
未
尝
没
有
鼓

舞
气
势
的
好
处
。

从
前
人
论
学
书
法
，
都
主
张
先
能
入
，
后
能
出
，
但
这
﹃
入
出
﹄
之
间
，
能
保
持

自
己
的
根
本
性
格
，
而
不
致
有
所
偏
颇
，
那
便
可
称
豪
杰
之
士
了
。
这
次
看
到
李
铎
同

志
写
的
《
前
后
出
师
表
》
等
厂
卷
正
是
如
此
。
他
在
精
神
饱
满
、
挥
洒
自
如
中
，
并
没

有
毫
无
理
由
、
不
合
逻
辑
的
扭
泥
和
纠
绕
，
在
我
们
这
些
曾
经
对
面
探
讨
过
书
法
艺
术

的
朋
友
间
亲
眼
看
到
他
的
书
法
发
展
过
程
的
人
，
欣
喜
钦
佩
的
心
情
，
是
不
言
而
喻
的
。

读
者
对
文
学
艺
术
作
品
，
阅
读
欣
赏
，
当
然
不
只
是
专
门
看
看
作
品
的
表
面
现
象
，

谁
都
愿
意
更
深
一
步
探
索
作
者
的
意
图
和
创
作
的
经
验
等
等
，
我
在
这
里
拉
拉
杂
杂
写

了
许
多
未
必
中
肯
的
介
绍
，
是
想
把
个
人
的
感
受
向
读
者
谈
出
，
以
供
读
者
看
他
这
册

作
品
时
，
理
解
他
创
作
的
甘
苦
而
有
所
启
发
。
这
个
意
图
恐
怕
也
正
是
作
者
发
表
这
些

作
品
的
目
的
，
也
是
出
版
者
把
它
付
印
的
目
的
吧
！

我
还
有
不
能
不
谈
的
一
件
事
，
即
是
李
铎
同
志
不
但
书
法
功
底
好
，
还
擅
长
作

古
典
体
的
诗
词
。
从
前
有
什
么
﹃
笔
会
﹄
﹃
祝
贺
﹄
之
类
的
活
动
，
他
常
临
时
起
草

一
首
韵
语
，
虚
心
地
和
在
场
的
同
志
商
榷
。
近
几
年
来
，
我
读
他
许
多
诗
作
，
用
旧

术
语
说
，
都
极
其
﹃
有
诗
才
﹄
，
既
﹃
无
失
律
﹄
，
又
有
意
蕴
。
在
这
册
书
法
作
品

的
册
后
谈
作
诗
，
未
免
有
些
离
了
题
，
但
谈
谈
这
件
事
，
也
是
从
旁
更
加
证
明
李
铎

同
志
用
功
的
勤
恳
，
也
证
明
了
墨
池
笔
冢
的
精
神
，
是
不
仅
在
书
法
一
个
方
面
有
效
的
。

启
功
一
九
八
六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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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如
金

隶
书 

 

挪
云
挽
索
联

草
书 

 

自
作
诗
《
赞
孙
子
兵
法
》

榜
书 

 

只
争
朝
夕

篆
书 

 

福
寿
康
宁

行
书 

 

绝
世
奇
观

行
楷 

 

厚
德
载
福

行
书 

 

自
古
华
山

行
书 

 

拓
片 

 

新
修
滕
王
阁
记

行
书 

 

复
观

李
铎
常
用
印



14



书
法
集

李
铎

15

李
铎
，
号
青
槐
，
字
仕
龙
，
毕
业
于
信
阳
步
兵
学
校
，
一
九
三
〇
年
四
月
十
九
日
生
，
湖
南
醴
陵
市
新
阳
乡
易
家
渡
人
。

著
名
书
法
大
家
，
中
国
文
联
荣
誉
委
员
，
中
国
人
民
革
命
军
事
博
物
馆
研
究
馆
员
，
解
放
军
书
法
创
作
院
院
长
，
中
国
艺
术
研
究
院
博
士
生
导
师
，

中
国
书
法
家
协
会
顾
问
。

专
业
技
术
一
级
，
文
职
一
级
，
后
由
文
职
一
级
晋
升
为
特
级
。
曾
多
次
立
功
受
奖
。
李
铎
先
生
德
艺
双
馨
，
他
既
专
心
书
艺
，
又
热
心
公
益
，

经
常
为
社
会
捐
款
捐
物
，
救
灾
济
困
，
无
私
奉
献
；
还
成
立
李
铎
奖
学
助
学
基
金
，
帮
助
学
生
学
习
。
历
任
第
九
届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
第
六
届
全

国
文
联
委
员
，
第
三
届
中
国
书
法
家
协
会
副
主
席
并
连
任
十
年
，
第
四
、
五
、
六
届
中
国
书
协
顾
问
，
享
受
国
务
院
特
殊
津
贴
。
二
〇
〇
一
年
获

中
国
书
法
艺
术
特
别
贡
献
奖
，
二
〇
〇
六
年
十
二
月
被
中
宣
部
评
为
第
二
届
中
国
书
法
兰
亭
奖
·
终
身
成
就
奖
，
二
〇
〇
九
年
十
一
月
被
评
为
中

国
文
联
第
八
届
造
型
艺
术
成
就
奖
。

时
任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委
员
、
中
央
书
记
处
书
记
、
中
宣
部
部
长
刘
云
山
二
〇
一
一
年
八
月
十
六
日
在
致
﹃
李
铎
诗
词
书
法
展
﹄
的
贺
信
中
指
出
，

李
铎
先
生
是
享
誉
海
内
外
的
书
法
大
家
。
从
艺
七
十
年
来
，
为
书
法
事
业
繁
荣
和
发
展
、
书
法
艺
术
创
做
和
教
育
作
出
了
重
要
贡
献
。
李
铎
先
生

大
力
提
倡
继
承
和
发
展
，
在
继
承
的
基
础
上
讲
发
展
，
在
发
展
的
前
提
下
讲
继
承
。
其
形
成
了
以
﹃
临
、
立
、
变
、
创
﹄
为
代
表
的
书
法
理
论
体

系
和
艺
术
风
格
。

李
铎
自
幼
习
书
，
曾
遍
临
历
代
名
家
碑
帖
，
广
集
博
采
，
兼
收
并
蓄
，
创
出
古
拙
沉
雄
、
苍
劲
挺
拔
、
雍
容
大
度
而
又
舒
展
流
畅
的
独
特
书
风
，

形
成
了
李
铎
书
体
。
其
作
品
于
平
淡
朴
素
中
见
俊
美
，
于
端
庄
凝
重
中
显
功
力
，
气
度
不
凡
，
雅
俗
共
赏
，
深
受
国
内
外
人
士
喜
爱
。 

几
十
年
来
，
其
作
品
除
见
诸
主
流
报
刊
和
大
型
展
出
外
，
被
重
要
博
物
馆
收
藏
，
为
许
多
著
名
风
景
区
题
字
制
匾
刻
石
，
供
游
人
欣
赏
，
同

时
他
多
次
应
邀
到
日
本
、
东
南
亚
国
家
参
展
和
讲
学
，
其
作
品
流
传
到
联
合
国
、
欧
、
美
等
二
十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
影
响
甚
大
。
二
〇 

〇
三
年
，

李
铎
陪
同
时
任
中
共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委
、
全
国
政
协
主
席
李
瑞
环
出
访
非
洲
，
他
的
书
法
作
品
作
为
国
礼
赠
送
非
洲
领
导
人
，
同
时
还
进
行
国
际

文
化
交
流
。

一
九
九
五
年
初
，
李
铎
第
二
次
完
成
《
孙
子
兵
法
》
书
写
任
务
，
总
长
二
百
二
十
余
米
，
并
于
一
九
九
五
年
七
月
四
日
在
军
事
博
物
馆
展
出
，

气
势
雄
浑
，
效
果
极
佳
，
得
到
时
任
中
共
中
央
总
书
记
、
国
家
主
席
、
中
央
军
委
主
席
江
泽
民
等
党
和
国
家
领
导
人
的
很
高
评
价
和
鼓
励
，
国
内

外
影
响
很
大
。
二
〇
一
一
年
八
月
十
六
日
至
九
月
一
日
，
﹃
我
爱
我
的
祖
国—

—
李
铎
诗
词
书
法
展
﹄
在
京
举
行
，
党
和
国
家
领
导
人
、
中
央
军

委
领
导
与
三
十
多
万
观
众
参
观
展
览
，
好
评
如
潮
，
盛
赞
﹃
极
其
震
撼
﹄
﹃
大
气
磅
礴
，
大
家
风
范
﹄
。

近
年
来
，
李
铎
不
仅
在
书
艺
上
刻
意
求
新
，
而
且
在
书
法
理
论
、
书
法
教
育
等
方
面
做
出
了
许
多
有
益
的
工
作
。
曾
多
次
以
团
长
身
份
率
书

法
代
表
团
赴
日
本
、
马
来
西
亚
等
国
家
和
地
区
参
加
书
展
和
书
艺
交
流
，
探
讨
书
法
理
论
和
讲
学
。

二
〇
一
一
年
以
来
，
李
年
以
来
，
李
铎
积
极
响
应
中
央
﹃
走
基
层
、
转
作
风
、
改
文
风
﹄
活
动
的
号
召
，
身
体
力
行
带
领
解
放
军
书
法
创
作

院
和
学
生
开
展
了
﹃
走
基
层
、
送
书
法
﹄
系
列
活
动
三
十
余
次
。
李
铎
先
后
到
奥
运
村
社
区
、
进
课
堂
，
向
社
区
居
民
和
学
生
赠
送
书
籍
和
书
法
作
品
，

为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朝
阳
附
属
中
学
的
学
生
授
课
，
赴
京
郊
昌
平
南
邵
镇
金
家
坟
村
，
义
务
向
农
民
赠
送
书
法
作
品
，
并
与
农
民
书
法
爱
好
者
交
流

书
法
知
识
，
他
赴
部
队
，
慰
问
基
层
战
士
并
现
场
题
字
，
激
励
部
队
的
战
斗
力
，
宏
扬
部
队
文
化
，
李
铎
还
专
程
到
革
命
胜
地
西
柏
坡
为
老
区
人

民
题
字
留
下
墨
宝
。

李
铎
著
有
《
书
法
入
门
》
出
版
有
《
青
槐
吟
草—

—

李
铎
诗
词
选
》
《
积
健
为
雄
》
《
笔
伴
戎
马
行
》
《
论
书
断
语
》
《
李
铎
和
他
的
艺
术
》
《
李

铎
书
前
后
出
师
表
》
《
李
铎
题
画
集
》
《
李
铎
书<

孙
子
兵
法>

碑
拓
全
集
》
《
李
铎
行
书
千
字
文
》
《
李
铎
书<

舞
鹤
赋>
》
《
李
铎
书
画
集
》

《
李
铎
图
片
集
》
《
我
爱
我
的
祖
国—

—

李
铎
诗
词
书
法
集
》
《
李
铎
藏
石
》
等
字
帖
和
专
集
。
二
〇
一
五
年
三
月
，
由
国
家
典
藏
图
书
馆
典
藏
、

河
北
出
版
社
出
版
《
李
铎
书
法
集
》
《
李
铎
诗
文
集
》
《
李
铎
影
像
集
》
三
册
套
书
。

李
铎
简
介



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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