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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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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
明

︽
石
渠
隨
筆
︾
八
卷
是
清
嘉
’道
年
間
名
臣
阮
元
有
關
書
畫
著
録
類
的
著
作
、

阮
元
︵
一
七
六
四—

一
八
四
九
︶
字
伯
元
︐
號
雲
臺
’
雷
塘
庵
主
︐
晚
號
怡
性
老
人
︐
揚
州

儀
徵
人
、
乾
隆
五
十
四
年

︵
一
七
八
九
︶
舉
進
士
︐
改
翰
林
院
庶
吉
士
︐
次
年
授
編
修
、
不

久
因
受
高
宗
賞
識
升
任
少
詹
事
︐
入
值
南
書
房
’
懋
勤
殿
︐
遷
任
詹
事
、
乾
’
嘉
之
交
︐
提
督
山

東
學
政
︐
後
任
浙
江
學
政
、
嘉
慶
三
年

︵
一
七
九
八
︶
返
京
︐
任
户
部
左
侍
郎
︐
會
試
同
考

官
、
未
幾
又
赴
浙
江
任
巡
撫
︐
撫
浙
約
十
年
、
在
任
期
間
︐
除
吏
治
軍
政
之
外
︐
又
彙
聚
两
浙

文
士
學
人
︐
編
書
撰
著
不
輟
︐
建
立
詁
經
精
舍
︐
作
育
英
才
、
返
京
任
職
兵
部
︐
又
先
後
出
爲

湖
南
’
浙
江
巡
撫
、
十
九
年

︵
一
八
一
三
︶
調
任
江
西
巡
撫
︐
二
十
一
年

︵
一
八
一
五
︶
改

河
南
︐
升
湖
廣
總
督
、
二
十
二
年

︵
一
八
一
六
︶
調
任
两
廣
總
督
︐
在
粵
期
間
︐
對
英
商
採
用

較
嚴
厲
的
政
策
︐
建
議
禁
絶
鴉
片
︐
并
創
立
學
海
堂
書
院
︐
培
養
人
才
、
道
光
六
年

︵
一
八
二

一



石
渠
隨
筆

六
︶
遷
雲
貴
總
督
︐
在
任
期
間
︐
治
績
卓
越
、
十
五
年

︵
一
八
三
五
︶
回
朝
︐
拜
體
仁
閣
大
學

士
︐
晋
太
傅
銜
︐
管
理
刑
部
︐
調
兵
部
、
十
八
年

︵
一
八
三
八
︶
因
老
病
︐
加
太
子
太
保
銜
致

仕
︐
返
揚
州
故
宅
定
居
、
二
十
九
年

︵
一
八
四
九
︶
卒
於
揚
州
康
山
私
第
︐
享
年
八
十
六
歲
、

優
詔
賜
恤
︐
追
謚

﹁
文
達
﹂、

阮
元
不
但
是
嘉
’道
時
期
的
名
臣
︐
而
且
還
是
清
代
學
術
史
上
舉
足
輕
重
的
人
物
、
他
一

生
博
學
多
能
︐在
經
史
’輿
地
’編
纂
’金
石
’音
韻
’訓
詁
’校
勘
’數
學
’
天
算
等
方
面
都
有
着
非

常
高
的
造
詣
︐
﹁
主
持
風
會
數
十
年
︐海
内
學
者
奉
爲
山
斗
焉
﹂
︵
︽
清
史
稿
︾
本
傳
︶、
他
被
譽

爲
是
乾
嘉
學
派
的
殿
軍
和
集
大
成
者
︐
是
揚
州
學
派
的
代
表
人
物
、
其
著
作
等
身
︐
撰
有

︽
十

三
經
校
勘
記
︾’
︽
曾
子
注
釋
︾’
︽
浙
江
圖
考
︾’
︽
儒
林
傳
稿
︾’
︽
疇
人
傳
︾’
︽
揅
經
室
集
︾

等
數
十
種
著
述
︐并
重
修

︽
浙
江
通
志
︾’
︽
廣
東
通
志
︾︐編
纂

︽
皇
清
經
解
︾’
︽
經
籍
籑
詁
︾’

︽
山
左
金
石
志
︾’
︽
两
浙
金
石
志
︾’
︽
積
古
齋
鐘
鼎
款
識
︾’
︽
两
浙
輶
軒
録
︾’
︽
淮
海
英
靈

集
︾
等
書
、
錢
穆
稱
其

﹁
弁
冕
羣
材
︐領
袖
一
世
︐實
清
代
經
學
名
臣
最
後
一
重
鎮
﹂
︵
︽
中
國

近
三
百
年
學
術
史
︾
︶︐洵
非
虛
譽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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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
元
一
生
主
要
致
力
於
經
史
學
術
的
研
究
︐
但
對
書
畫
藝
術
等

﹁
末
技
﹂
也
獨
有
會
解
︐

功
力
深
湛
、
他

﹁
持
論
則
獨
有
千
古
︐所
作
書
鬰
盤
飛
動
﹂︐
﹁
法
度
存
也
︐
不
常
作
畫
︐
而
獨
精

畫
理
﹂
︵
伍
崇
曜

︽
石
渠
隨
筆
跋
︾
︶、
其
書
風
淳
雅
清
古
︐
搖
曳
灑
落
︐
深
得
顏
魯
公
三
昧
、

而
他
論
書

﹁
至
爲
精
審
︐
不
肯
人
云
亦
云
﹂
︵
葉
啟
勳

︽
提
要
︾
︶︐
其
中

︽
南
北
書
派
論
︾’

︽
北
碑
南
帖
論
︾
是
他
論
書
的
代
表
作
、
在
這
两
篇
文
章
中
︐阮
元
論
述
了
書
法
’
書
派
的
源
流

及
其
演
變
︐第
一
次
將
書
法
分
爲
南
北
两
派
︐
并
對
两
派
的
書
法
特
徵
及
其
不
同
的
功
能
作
了

分
析
和
概
括
︐認
爲
南
派
爲
帖
學
︐北
派
爲
碑
學
︐各
有
所
長
︐各
盡
其
用
、
更
具
意
義
的
是
︐
阮

元
首
次
對
碑
學
思
想
作
出
了
客
觀
的
考
察
︐
進
行
了
邏
輯
上
的
梳
理
︐
建
立
起
碑
學
的
概
念
和

框
架
、
也
正
是
有
了
阮
元
的
這
個
起
點
︐才
使
後
來
碑
學
藝
術
得
到
空
前
的
發
展
︐
可
以
説
︐
阮

元
是
連
接
從
反
叛
帖
學
流
弊
到
尚
碑
思
想
興
起
的
關
捩
所
在
、
阮
元
的
畫
學
理
論
也
與
其
書

論
相
近
︐
﹁
要
其
大
旨
︐以
藝
術
必
與
學
問
相
通
﹂
︵
︽
提
要
︾
︶︐
反
對
向
壁
虛
造
的

﹁
蕭
疏
散

淡
﹂︐講
求

﹁
一
門
一
逕
︐皆
有
考
證
﹂
︵
︽
石
渠
隨
筆
︾
卷
二
︶、
而
他
的
這
些
藝
術
思
想
較
集

中
地
體
現
在
他
的
名
作

︽
石
渠
隨
筆
︾
中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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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筆

︽
石
渠
隨
筆
︾
是
阮
元

﹁
官
詹
事
時
︐
入
直
南
齋
︐
與
王
杰
’
董
誥
’
金
士
松
’
沈
初
’
彭
元

瑞
’玉
保
等
︐於
乾
隆
辛
亥
奉
敕
續
編
内
府
儲
藏
書
畫
爲

︽
石
渠
寶
笈
︾
時
︐隨
筆
所
記
﹂
︵
︽
提

要
︾
︶、
考

︽
南
雷
庵
主
弟
子
記
︾︐乾
隆
五
十
六
年

︵
一
七
九
一
︶
﹁
二
月
十
三
日
︐
︵
阮
元
︶

奉
旨
升
授
詹
事
府
少
詹
事
︐旋
奉
旨
南
書
房
行
走
︐
修
纂
内
府
書
畫
爲

︽
石
渠
寶
笈
︾
﹂︐
至
五

十
八
年

︵
一
七
九
三
︶
﹁
六
月
︐
︽
石
渠
寶
笈
︾
修
成
﹂、
此
處
的

︽
石
渠
寶
笈
︾
指
八
十
八
卷

的

︽
石
渠
寶
笈
續
編
︾︐是
乾
隆
十
年
成
書
的
内
府
書
畫
著
録
巨
著

︽
石
渠
寶
笈
︾
的
續
編
︐
阮

元
是
當
時
委
命
的
十
位
編
纂
人
員
中
的
一
員
、
在
歷
時
两
年
多
的
編
纂
過
程
中
︐
阮
元
遍
覽
内

府
秘
藏
︐選
其
菁
華
︐札
記
筆
録
爲

︽
隨
筆
︾
一
書
、
︽
隨
筆
︾
中
的
許
多
精
要
考
證
︐
後
多
爲

︽
石
渠
寶
笈
續
編
︾
所
吸
收
、
雖
然

︽
隨
筆
︾
中
著
録
的
書
畫
作
品
基
本
都
見
於

︽
續
編
︾︐
但

︽
隨
筆
︾
的
重
要
意
義
仍
不
容
忽
視
、
具
體
而
言
︐
表
現
在
以
下
幾
個
方
面
。第
一
︐
與
鴻
篇
巨

制
的

︽
續
編
︾
相
比
而
言
︐
︽
隨
筆
︾
篇
幅
短
小
︐便
於
檢
閲
︐
︽
續
編
︾
菁
華
所
在
又
多
萃
於

此
書
、
而
且

︽
隨
筆
︾
雖
小
︐體
例
卻
甚
爲
完
備
︐
每
幅
書
畫
之
題
詠
’
跋
語
’
年
月
’
姓
名
’
箋

素
’尺
寸
’印
記
等
︐多
加
著
録
︐足
資
考
證
、
第
二
︐
︽
隨
筆
︾
考
據
精
審
︐
明
辨
真
贗
︐
多
能
訂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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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謬
誤
︐從
文
史
的
角
度
詳
細
著
録
了
有
關
文
學
’
歷
史
’
典
制
等
方
面
的
資
料
︐
具
有
豐
富
的

文
獻
價
值
和
史
料
價
值
、
如
卷
二
評
南
宋

︽
鹵
簿
玉
輅
圖
︾
時
︐將
畫
中
内
容
與

︽
宋
史
·
輿

服
志
︾
︽
儀
衛
志
︾
中
的
制
度
進
行
比
較
考
證
︐
畫
史
相
發
︐
明
辨
無
疑
、
尤
其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
隨
筆
︾
中
一
些
内
容
爲

︽
續
編
︾
所
無
︐
有
更
爲
珍
貴
的
價
值
、
如
卷
六
董
其
昌
行
書

所
用
朝
鮮
進
表
︐
︽
隨
筆
︾
詳
録
朝
鮮
國
王
李
倧
進
表
内
容
︐此
表
不
僅

︽
續
編
︾
不
載
︐
明
代

諸
史
籍
及
朝
鮮

︽
實
録
︾
中
皆
不
録
︐
而
此
表
可
證
補

︽
明
史
︾
之
缺
︐
及
與

︽
李
朝
實
録
︾

的
相
關
記
載
相
生
發
︐史
料
價
值
極
爲
珍
貴
、
第
三
︐
︽
隨
筆
︾
較
集
中
地
反
映
了
阮
元
的
藝

術
觀
︐爲
相
關
研
究
提
供
了
直
接
的
材
料
、
如
評
宋
人

︽
司
馬
温
公
獨
樂
園
圖
︾
時
他
認
爲

﹁
唐
以
前
人
畫
宫
室
︐一
門
一
徑
︐
皆
有
考
證
、
至
宋
︐
此
風
漸
替
︐
至
明
更
微
︐
於
此
二
畫
可
見

也
﹂︐就
明
確
地
反
映
了
他

﹁
藝
術
必
與
學
問
相
通
﹂
的
觀
點
、

︽
石
渠
隨
筆
︾
最
通
行
的
版
本
是

︽
文
選
樓
叢
書
︾
本
、
︽
文
選
樓
叢
書
︾
是
道
光
二

十
二
年
正
月
︐
阮
元
命
從
弟
阮
亨
收
檢
文
選
樓
’
積
古
齋
等
處
所
貯
書
板
彙
刻
刊
印
的
一
套

叢
書
、
該
叢
書
多
用
舊
板
印
刷
︐
所
以
版
式
并
不
統
一
、
︽
石
渠
隨
筆
︾
用
的
即
是

﹁
揚
州

五



石
渠
隨
筆

珠
湖
草
堂
﹂
原
板
︐
因
此

﹁
珠
湖
草
堂
﹂
本
應
該
就
是

︽
隨
筆
︾
的
早
期
刊
本
︐
刊
刻
時
間

不
詳
︐
大
約
在
嘉
慶
年
間
、
在

﹁
文
選
樓
﹂
本
之
後
︐
咸
豐
四
年
︐
伍
崇
曜
對
此
書
詳
加
校

勘
︐
并
收
入

︽
粵
雅
堂
叢
書
︾
印
行
︐
是
爲

﹁
粵
雅
堂
﹂
本
、
後

︽
叢
書
集
成
初
編
︾
又
據

﹁
粵
雅
堂
﹂
本
排
印
刊
行
、
另
有
清
鈔
本
两
種
︐
一
種
有

﹁
何
元
錫
印
﹂’
﹁
夢
華
館
藏
書
﹂

二
印
︐
藏
南
京
圖
書
館
︐
一
種
有
王
宗
炎
校
︐
藏
北
京
圖
書
館
︐
均
未
見
、
事
實
上
︐
﹁
文
選

樓
﹂
本
’
﹁
粵
雅
堂
﹂
本
’
︽
叢
書
集
成
︾
本
出
自
同
一
底
本
︐
所
以
其
中
差
異
甚
少
、
本
次

整
理
以

︽
文
選
樓
叢
書
︾
的

﹁
珠
湖
草
堂
﹂
本
爲
底
本
︐
校
以

﹁
粵
雅
堂
﹂
本
︐
并
參
校
了

︽
石
渠
寶
笈
︾’
︽
石
渠
寶
笈
續
編
︾’
︽
歷
代
名
畫
記
︾’
︽
宣
和
畫
譜
︾’
︽
郁
氏
書
畫
題
跋

記
︾’
︽
珊
瑚
網
︾’
︽
趙
氏
鐵
網
珊
瑚
︾’
︽
式
古
堂
書
畫
彙
考
︾’
︽
大
觀
録
︾’
︽
泊
宅
編
︾’

︽
水
東
日
記
︾’
︽
傳
家
集
︾’
︽
趙
孟
頫
集
︾’
︽
句
曲
外
史
集
︾’
︽
文
毅
集
︾’
︽
家
藏
集
︾’

︽
甫
田
集
︾’
︽
文
氏
五
家
集
︾’
︽
鳴
盛
集
︾’
︽
大
雅
集
︾’
︽
草
堂
雅
集
︾’
︽
元
詩
選
︾’
︽
御

定
歷
代
題
畫
詩
類
︾’
︽
御
定
佩
文
齋
詠
物
詩
選
︾’
︽
御
選
明
詩
︾’
︽
明
詩
綜
︾’
︽
詞
綜
︾’

︽
石
倉
歷
代
詩
選
︾’
︽
粵
西
詩
載
︾’
︽
閩
中
十
子
詩
︾
等
書
、
本
次
校
勘
︐
凡
遇
避
諱
字
均

六



徑
改
不
出
校
記
︐
其
餘
則
詳
列
諸
書
之
異
同
︐
以
考
鏡

︽
隨
筆
︾
著
録
之
源
流
︐
遇
書
中
史
實

失
考
處
︐
亦
均
出
校
記
説
明
、
底
本
目
録
與
正
文
不
合
處
︐
據
正
文
徑
改
、

筆
者
學
識
隅
陋
︐誠
有
不
逮
︐望
讀
者
不
吝
賜
正
、

錢
偉
彊
　
顧
大
朋

辛
卯
七
月
︐於
畬
經
室
、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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