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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近
悉
王
庆
民
先
生
将
要
出
一
本
自
书
篆
书
千
字
文
的
书
，
着
实
让
我
感
慨
。
记
得
二○

○

九
年
我
区
著
名

书
法
篆
刻
家
王
文
钧
先
生
也
印
了
一
本
自
书
小
篆
千
字
文
的
书
。
今
年
王
庆
民
先
生
的
篆
书
千
字
文
出
版
，
可

谓
我
们
宁
夏
书
坛
的
一
大
幸
事
。

我
认
识
王
庆
民
先
生
，
还
是
由
他
的
小
篆
书
法
作
品
开
始
。
去
年
银
川
搞
了
一
次“

虎
虎
生
威”

的
书

画
赛
事
，
王
庆
民
先
生
的
一
副
篆
书
对
联
获
奖
，
登
在
︽
银
川
晚
报
︾
上
。
在
︽
创
意
银
川201

0

︾
设
计
大

赛
中
他
的
篆
书
作
品
再
次
获
奖
。
至
此
，
我
以
前
对
王
庆
民
先
生
及
其
书
法
作
品
较
为
模
糊
的
认
识
开
始
清
晰

起
来
。王

庆
民
先
生
是
宁
夏
书
法
家
协
会
会
员
，
一
九
三
七
年
出
生
于
西
安
郊
区
，
他
是
在
西
安
碑
林
古
贤
名
迹

和
家
乡
前
辈
的
翰
墨
氛
围
的
熏
陶
与
耳
濡
目
染
中
与
书
法
结
下
了
不
解
之
缘
。
来
宁
后
，
工
作
之
余
，
写
字
成

了
他
既
业
余
又
专
业
的
事
情
。
退
休
后
更
是
全
身
心
地
投
入
到
书
法
中
，
以
继
承
和
弘
扬
祖
国
传
统
书
法
为
乐

事
。
宁
夏
书
法
爱
好
者
很
多
，
但
致
力
于
篆
书
的
人
不
多
，
而
把
篆
书
作
为
研
究
并
想
有
作
为
的
人
更
少
。
王

庆
民
先
生
就
是
一
个
总
想
把
事
情
搞
出
个
眉
目
的
人
，
篆
书
千
字
文
便
是
他
确
定
的
目
标
。

出
版
自
己
的
篆
书
千
字
文
作
品
集
，
自
然
是
有
目
的
的
，
或
是
对
自
己
学
术
的
总
结
，
或
是
以
此
告
知

同
仁
学
书
的
体
会
心
得
，
或
是
对
后
人
表
示
一
点
心
意
，
或
是
互
相
交
流
切
磋
共
同
提
高
，
或
是
…
…
此
本
自

书
篆
书
千
字
文
凝
聚
了
王
庆
民
先
生
对
篆
书
的
情
结
，
反
映
了
他
对
篆
书
的
认
知
度
，
更
是
体
现
了
他
勤
奋
钻

研
，
执
着
追
求
的
精
神
。

写
在
王
庆
民
篆
书
千
字
文
出
版
之
际



篆
书
自
秦
以
后
由
秦
统
一
成
官
方
标
准
体
，
也
即
国
内
通
行
文
字
。
然
汉
以
后
由
于
隶
、
楷
、
行
、
草
书

体
的
完
善
，
篆
字
运
用
范
围
缩
小
，
使
用
功
能
逐
渐
势
衰
。
清
以
后
，
其
艺
术
性
又
在
邓
石
如
、
吴
让
之
等
书

法
家
的
推
动
下
，
呈
现
了
豪
迈
的
气
魄
，
大
开
篆
书
之
风
，
以
全
新
的
面
貌
展
现
在
人
们
面
前
。
到
了
今
天
，

篆
书
更
是
以
甲
骨
文
、
金
文
、
石
鼓
文
、
小
篆
等
书
体
竞
向
争
艳
，
一
片
生
动
气
象
。
王
庆
民
先
生
顺
应
了
时

尚
而
选
择
小
篆
为
主
攻
方
向
，
特
别
是
近
十
年
来
更
是
痴
迷
，
案
头
、
床
头
布
满
了
历
朝
历
代
各
家
的
篆
书
碑

帖
，
潜
心
整
理
研
究
书
写
。
王
庆
民
先
生
的
小
篆
综
合
了
邓
石
如
、
吴
让
之
等
书
法
家
的
一
些
字
的
写
法
，
其

结
构
仍
是
小
篆
偏
长
的
传
统
特
点
，
但
改
变
了
李
斯
小
篆
的
庄
重
的
直
线
的
态
势
，
在
部
分
字
的
垂
线
处
理

上
用
了
相
向
相
背
的
原
则
，
使
其
篆
法
显
得
多
样
丰
富
。
其
篆
书
用
笔
上
同
样
也
不
失
传
统
。
孙
过
庭
书
谱
云

“

篆
尚
婉
而
通”

，
即
婉
转
而
求
匀
，
通
顺
而
无
滞
，
秀
润
而
又
刚
劲
。
王
庆
民
先
生
的
篆
书
作
品
，
用
笔
匀

圆
、
齐
整
而
快
慢
有
节
奏
，
以
中
锋
行
笔
，
遵
循
藏
锋
垂
露
的
基
本
法
则
，
同
时
也
有
直
接
切
入
的
时
尚
用

笔
，
透
露
出
书
者
篆
书
书
写
与
结
构
的
个
人
趣
向
。
但
又
并
非
聚
墨
成
形
，
随
意
而
为
的
标
新
立
异
。

出
版
篆
书
千
字
文
仍
具
有
现
实
意
义
。
在
当
今
思
想
活
跃
的
书
坛
，
王
庆
民
先
生
能
以
守
住
秦
小
篆
线
条

化
、
符
号
化
和
偏
旁
简
单
化
的
传
统
经
典
为
已
任
，
从
某
种
意
义
上
讲
绝
非
易
事
，
特
别
是
此
书
篆
书
平
稳
圆

直
的
书
写
技
巧
可
供
初
学
书
法
者
参
考
。

总
之
，
王
庆
民
先
生
为
之
付
出
的
辛
勤
努
力
是
有
的
放
矢
的
，
是
感
情
的
产
物
，
他
的
努
力
一
定
会
得
到

同
仁
的
认
可
。  

马
学
智

二○

一○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於
心
印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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