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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宏
先
生
在
临
习
历
代
草
书
经
典
法
帖
的
过
程
中
，
潜
心
研
究
前
贤
们
草
书
运
笔
、
结
字
、
谋
篇
的
规
律
，
努
力
在
草
书
大
家
鬼

神
莫
测
的
变
化
中
，
探
寻
不
变
的
宗
旨
。
他
从
草
书
快
写
，
连
笔
、
连
字
的
特
点
出
发
，
提
出
了
欣
赏
和
临
写
草
书
，
应
以
竖
行
为
单

位
的
理
论
。
根
据
这
一
理
论
，
王
宏
先
生
原
创
设
计
了
三
米
字
格
草
书
行
定
位
法
，
并
运
用
这
个
方
法
，
分
析
演
绎
历
代
草
书
经
典
的

结
字
规
律
，
艺
术
特
色
，
临
写
方
法
，
编
著
了
《
三
米
格
草
书
习
字
帖
》
一
书
，
由
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
尽
收
草
书
经
典
。
为
草

书
爱
好
者
提
供
了
学
习
草
书
的
新
方
法
。
可
以
使
每
位
读
者
以
新
的
视
角
和
方
法
解
读
与
预
习
精
典
法
书
，
先
易
后
难
，
由
浅
入
深
，

简
便
易
行
。

在
本
书
即
将
出
版
的
时
候
，
王
宏
先
生
嘱
我
为
序
，
我
希
望
并
相
信
，
每
位
草
书
爱
好
者
都
可
以
从
这
套
书
中
有
所
获
益
。

(

作
者
为
中
国
书
协
副
主
席
、
中
国
书
协
草
书
专
业
委
员
会
主
任
委
员
，
国
家
一
级
美
术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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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习
书
法
，
注
定
要
与
碑
帖
终
生
为
伴
，
书
家
和
画
家
不
同
，
画
家
可
以
写
生
，
书
家
则
必
须
从
临
摹
法
帖
入
门
，
正
所
谓
『
囊
括
万
珠
，

裁
成
一
相
』
。
学
习
草
书
更
是
如
此
。
而
历
代
草
书
经
典
碑
帖
，
一
方
面
让
人
震
憾
，
让
人
痴
狂
入
迷
，
另
一
方
面
，
动
手
来
写
，
又
不
知
从
何

入
手
。
本
人
编
的
这
本
书
，
向
您
推
荐
临
习
草
书
经
典
名
帖
的
新
工
具
和
欣
赏
草
书
经
典
名
帖
的
新
方
法
。
为
了
便
于
大
家
学
习
使
用
这
一
新
型

实
用
专
利
三
米
字
格
草
书
定
位
工
具
，
我
想
先
与
各
位
读
者
朋
友
们
谈
三
点
看
法
：

一
、
关
于
草
书

文
字
是
思
想
的
符
号
，
文
字
的
书
写
方
法
，
是
『
书
法
』
二
字
的
原
始
含
义
。
在
文
字
书
写
方
法
的
演
变
过
程
中
，
形
成
了
二
极
：
一
极

是
法
度
谨
严
的
正
书(

秦
篆
、
汉
隶
、
唐
楷)

，
一
极
是
正
书
的
快
写—

草
书(

章
草
、
今
草
、
狂
草)

；
行
书
是
介
乎
二
者
之
间
的
过
渡
状
态(

行

楷
、
行
草)

。
这
种
分
化
与
演
变
形
成
了
书
法
的
字
体
与
书
体
分
类
。
正
书
是
规
范
的
字
体
，
正
书
字
体
的
快
写—

草
书
就
成
为
书
体
。
传
统
书
法

作
品
，
兼
有
实
用
和
审
美
两
种
功
能
。
而
草
书
由
于
书
写
的
快
捷
，
使
正
书
的
点
画
连
成
了
线
条
，
加
之
笔
画
简
省
，
使
转
连
带
，
运
笔
提
按
徐

疾
，
用
墨
枯
湿
浓
淡
，
选
纸
滑
涩
生
熟
，
作
者
书
写
时
的
性
情
擒
纵
，
使
草
书
作
品
的
审
美
功
能
凸
显
，
呈
现
出
千
变
万
化
，
鬼
神
莫
测
的
艺
术

魅
力
。
这
就
是
古
人
为
什
么
把
草
书
作
品
称
为
『
神
品
』
的
道
理
所
在
。
可
以
说
，
草
书
天
然
具
备
了
以
线
条
质
感
表
现
情
感
的
艺
术
气
质
。
随

着
电
脑
时
代
的
到
来
，
书
法
的
实
用
功
能
彻
底
移
交
给
了
电
脑
的
文
字
处
理
系
统
，
书
法
向
纯
审
美
功
能
发
展
，
草
书
就
成
了
现
代
书
法
以
线
条

质
感
，
分
割
黑
白
空
间
，
展
示
书
家
个
性
，
燃
烧
激
情
的
选
择
，
这
正
是
为
什
么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
钟
情
草
书
的
理
由
。

尽
管
人
们
钟
爱
草
书
，
但
要
写
好
草
书
却
不
是
一
件
易
事
。
草
书
的
纵
横
恣
肆
，
使
人
认
为
是
任
意
为
之
，
无
法
可
依
，
这
是
误
区
。
于
右

任
先
生
总
结
前
人
草
书
字
范
，
探
讨
草
书
的
标
准
书
体
，
为
学
习
草
书
者
，
走
出
误
区
指
明
了
方
向
。
但
由
于
不
同
时
代
，
不
同
的
作
者
，
不
同

的
情
绪
状
态
下
写
出
的
草
书
经
典
，
千
恣
百
态
，
使
人
们
在
欣
赏
惊
叹
之
余
，
把
临
习
草
书
经
典
作
品
视
为
畏
途
，
不
知
如
何
下
手
。
本
人
在
长

期
的
草
书
研
究
、
法
帖
临
写
、
书
法
教
学
过
程
中
，
发
明
了
三
米
字
格
草
书
行
定
位
法(

见
附
图)

，
为
初
学
草
书
者
提
供
了
一
个
化
繁
为
简
，
以

简
驭
繁
的
工
具
。
好
比
用
红
外
线
夜
视
仪
观
察
庐
山
夜
色
，
使
隐
藏
在
暮
色
苍
茫
中
的
山
光
水
色
尽
收
眼
底
。

二
、
关
于
三
米
字
格
草
书
行
定
位
法

三
米
字
格
草
书
行
定
位
法
，
有
如
下
几
个
特
点
：

(

一)

以
行
定
位
，
突
破
了
以
单
个
字
为
书
写
单
位
的
框
框
。

关
于
三
米
格
行
定
位
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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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文
》
、
王
铎
的
《
唐
诗
九
首
》
、
黄
庭
坚
的
《
诸
上
座
帖
》(

残
卷)

。
通
过
对
于
右
任
的
标
准
草
书
的
欣
赏
和
临
写
，
可
以
让
我
们
熟
悉
、
掌

握
约
定
俗
成
的
草
书
标
准
写
法
，
了
解
草
书
的
结
字
规
律
，
草
书
的
演
变
过
程
，
王
铎
、
黄
庭
坚
的
草
书
让
我
们
熟
悉
草
书
简
省
、
缠
绕
、
摆

荡
、
快
捷
的
书
写
规
律
，
体
验
宋
、
明
两
代
草
书
代
表
书
家
沉
着
痛
快
的
审
美
情
趣
。
《
三
米
格
草
书
习
字
帖
》
之
二
，
选
的
是
初
唐
代
表
书
家

欧
阳
询
的
《
草
书
千
字
文
》(

残
卷)

和
盛
唐
狂
草
代
表
书
家
怀
素
的
《
自
叙
帖
》
、
《
小
草
千
字
文
》(

本
人
另
一
拙
著
《
张
旭
草
书
〈
古
诗
四

首
〉
习
字
帖
》
已
由
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单
行
本
，
不
再
收
录)

。
展
示
唐
代
代
表
书
家
草
书
代
表
作
品
的
神
韵
和
浪
漫
气
质
。
《
三
米
格
草
书

习
字
帖
》
之
三
，
选
的
是
陈
隋
年
间
代
表
书
家
智
永
的
《
真
草
千
字
文
》
中
的
草
书
部
分
和
东
晋
代
表
书
家
，
『
书
圣
』
王
羲
之
的
草
书
代
表
作

《
十
七
帖
》
、
王
献
之
《
草
书
帖
》
，
让
读
者
欣
赏
和
感
受
王
羲
之
及
衣
钵
传
人
智
永
草
书
平
和
淡
雅
的
自
然
美
。
这
一
套
书
按
照
草
书
艺
术
发

展
的
脉
络
，
溯
源
而
上
，
可
以
让
读
者
系
统
地
掌
握
草
书
发
展
的
历
史
轨
迹
，
不
同
时
代
的
艺
术
特
点
，
尊
重
艺
术
发
展
规
律
，
循
序
渐
进
，
体

现
了
编
者
的
良
苦
用
心
。
我
认
为
，
在
学
习
临
写
草
书
经
典
的
过
程
中
，
可
以
让
你
充
分
感
悟
到
前
辈
大
师
的
书
法
如
公
孙
舞
剑
的
潇
洒
，
关
公

捋
髯
的
沉
着
，
嫦
娥
奔
月
的
浪
漫
，
惊
蛇
出
草
的
灵
动
，
进
入
如
痴
如
醉
的
化
境
。

四
、
临
写
草
书
经
典
的
方
法

学
习
草
书
选
对
了
帖
，
选
对
了
工
具
，
还
要
讲
究
方
法
。
一
是
通
读
全
帖
，
认
识
文
字
，
熟
悉
文
字
所
表
达
的
内
容
，
书
法
是
以
文
字
为
基

础
的
，
不
认
识
所
写
的
文
字
，
好
比
盲
人
骑
瞎
马
，
找
不
着
方
向
。
本
书
所
选
帖
均
附
了
释
文
，
有
些
原
帖
局
部
漫
患
不
清
的
也
作
了
补
正
，
帮

助
读
者
解
决
了
断
文
认
字
的
问
题
。
更
深
层
次
的
读
帖
是
揣
摩
笔
意
，
把
整
个
帖
完
整
地
印
在
脑
海
里
。
二
是
用
三
米
格
专
用
草
书
书
写
纸(

文
具

店
有
售)

，
对
照
习
字
帖
临
写
，
边
临
写
边
熟
悉
掌
握
每
个
字
的
笔
顺
，
作
者
的
运
笔
特
点
。
要
多
写
勤
练
，
这
是
笨
功
夫
、
苦
功
夫
，
也
是
真
功

夫
。
也
可
以
买
本
人
编
的
草
书
经
典
三
米
格
描
红
本
写
。
三
是
要
记
住
草
字
部
首
的
常
见
写
法
。
可
以
看
传
为
王
羲
之
所
书
的
《
草
诀
歌
》
总
结

了
历
代
书
法
家
约
定
俗
成
的
草
字
的
写
法
。
还
可
参
看
于
右
任
的
《
标
准
草
书
》
，
在
前
人
的
基
础
上
，
进
一
步
总
结
了
草
字
结
字
规
律
。
完
成

一
个
知
识
积
累
的
过
程
。
四
是
要
欣
赏
经
典
法
帖
，
用
线
条
分
割
黑
白
空
间
的
节
奏
美
、
韵
律
美
，
感
悟
作
者
所
要
的
艺
术
境
界
。
与
作
者
产
生

艺
术
上
的
共
鸣
。
如
此
几
步
交
替
反
复
，
会
收
到
立
竿
见
影
的
效
果
。

草
书
线
条
，
既
抽
象
又
形
象
，
既
简
单
又
深
沉
，
既
浪
漫
又
理
性
，
既
传
统
又
新
潮
，
暗
合
了
现
代
艺
术
审
美
元
素
的
玄
机
。
从
传
统
草
书

经
典
中
寻
找
灵
感
，
完
全
可
以
生
发
出
现
代
书
法
艺
术
的
奇
葩
。

如
果
我
推
荐
的
方
法
，
能
够
给
朋
友
们
欣
赏
、
学
习
草
书
带
来
帮
助
，
我
将
感
到
莫
大
的
快
慰
，
同
时
也
期
盼
各
位
方
家
的
批
评
指
教
。

 
 
 
 
 
 
 
 
 
 
 
 
 
 
 
 
 
 
 
 
 
 
 
 
 
 
 
 
 
 
 
 
 
 
 
 
 
 
 
 
 
 
 
 
 
 
 
 
 
 
 
 
 
 
 
 
 
 
 
 
 
 
 
 
 
 
 
 
 
 
 
 
 
 
 
 
 
 

丁
亥
初
秋
于
长
沙
七
松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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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泽
东
草
书
赏
析

王 

宏

毛
泽
东
（
一
八
九
三—

 

一
九
七
六
年
）
，
字
润
之
，
笔
名
子
任
。
湖
南
湘
潭
人
。
中
国
共
产
党
、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和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的

主
要
缔
造
者
和
领
袖
，
毛
泽
东
思
想
的
主
要
创
立
者
，
独
领
风
骚
的
诗
人
和
书
法
家
。
一
九
四
九
年
到
一
九
七
六
年
，
毛
泽
东
是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的
最
高
领
导
人
。
毛
泽
东
的
书
法
成
就
主
要
是
草
书
，
特
别
是
狂
草
，
为
他
赢
得
了
二
十
世
纪
中
国
十
大
书
法
家
的
殊
荣
。

狂
草
出
现
于
唐
代
，
是
一
种
不
脱
离
汉
字
字
形
而
又
最
大
限
度
地
超
越
汉
字
实
用
性
的
一
种
书
体
，
以
恣
肆
、
开
张
、
超
迈
的
书
法
意
象
，

表
现
出
更
加
真
实
的
自
我
个
性
。
以
张
旭
、
怀
素
为
代
表
的
狂
草
书
法
家
，
将
书
法
的
艺
术
魅
力
演
绎
得
淋
漓
尽
致
，
使
狂
草
书
法
成
了
大
唐
盛

世
的
图
腾
，
领
千
年
风
骚
而
不
衰
。
唐
以
后
几
无
狂
草
书
家
。
宋
代
虽
然
书
家
辈
出
，
但
草
书
艺
术
创
作
成
就
远
逊
于
魏
、
晋
、
唐
。
最
有
个
性

的
黄
庭
坚
，
也
以
理
智
和
学
养
营
造
狂
草
的
形
式
感
，
被
称
为
『
理
性
的
草
书
』
。
元
、
明
时
代
，
书
法
艺
术
以
复
古
为
创
新
，
对
草
书
的
发
展

产
生
相
当
大
的
反
作
用
力
。
元
代
的
几
位
大
草
书
家
，
大
都
来
自
晋
法
，
缺
少
时
代
性
的
突
破
。
明
朝
张
瑞
图
、
董
其
昌
、
祝
允
明
、
王
铎
、
傅

山
等
几
位
大
书
法
家
，
打
破
传
统
，
开
宗
立
派
，
对
明
清
两
代
书
法
的
发
展
产
生
了
极
大
的
影
响
，
但
于
狂
草
尚
无
突
破
。
清
乾
、
嘉
始
，
考
据

学
风
大
起
，
帖
学
式
微
衰
落
，
帖
学
一
脉
之
草
书
也
一
蹶
不
振
。
此
后
逾
百
年
间
，
没
有
出
过
真
正
的
草
书
大
家
，
草
书
几
成
绝
学
。 

 

辛
亥
革
命
以
后
，
中
国
出
现
了
三
位
对
草
书
艺
术
做
出
巨
大
贡
献
的
伟
大
书
法
家
：
一
是
于
右
任
，
他
规
范
了
草
书
的
字
型
；
二
是
林
散

之
，
他
刷
新
了
草
书
的
面
貌
；
三
是
毛
泽
东
，
他
由
于
特
殊
的
政
治
地
位
，
极
高
的
个
人
天
赋
，
突
出
的
实
践
成
就
，
重
兴
了
草
书
艺
术
，
使
草

书
及
其
狂
草
艺
术
回
到
了
春
天
。

毛
泽
东
的
书
法
大
致
可
以
分
为
三
个
阶
段
：
奠
基
期
，
成
熟
期
，
辉
煌
期
。
奠
基
期
指
毛
泽
东
求
学
时
期
，
那
时
与
大
多
数
中
国
读
书
人

一
样
，
毛
笔
是
基
本
的
书
写
工
具
，
写
字
是
人
生
奋
斗
的
基
本
技
能
，
毛
氏
得
力
于
钟
、
王
，
在
汉
魏
、
隋
碑
、
章
草
、
晋
唐
楷
书
等
前
人
碑
帖

上
皆
深
得
裨
益
，
为
自
己
的
书
法
艺
术
打
下
了
坚
实
的
基
础
。
成
熟
期
主
要
是
指
延
安
时
期
，
长
征
到
延
安
后
，
相
对
安
定
的
环
境
，
毛
泽
东
发

起
了
学
习
整
风
运
动
，
他
的
诗
词
和
书
法
，
形
成
了
风
格
独
具
的
毛
氏
面
目
。
辉
煌
期
是
指
毛
泽
东
进
京
以
后
，
和
平
年
代
，
披
览
碑
帖
，
挥
笔

习
书
成
了
毛
泽
东
日
理
万
机
之
后
的
一
种
积
极
的
休
息
方
式
，
这
一
时
期
，
毛
泽
东
书
写
大
量
的
古
诗
文
和
自
作
诗
词
。
形
成
了
鲜
明
的
个
人
风

格
：
汪
洋
恣
肆
，
跌
宕
起
伏
，
结
字
神
奇
，
俏
俊
飘
逸
，
洋
溢
着
无
与
伦
比
的
才
气
、
豪
气
、
灵
气
、
霸
气
、
神
气
，
具
有
强
烈
的
视
觉
美
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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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泽
东
书
法
不
拘
成
规
，
有
着
极
其
鲜
明
的
创
新
意
识
和
鲜
明
的
个
性
特
征
，
师
古
人
而
不
拘
成
法
，
出
新
意
于
法
度
之
中
，
根
植
传
统
，
博
大

精
深
；
推
陈
出
新
，
独
领
风
骚
，
可
以
说
是
书
法
史
上
的
一
座
丰
碑
，
被
誉
为
『
毛
字
』
、
『
毛
体
』
。
欣
赏
毛
泽
东
书
法
，
我
们
能
感
受
到
龙

蛇
飞
舞
、
大
气
磅
礴
、
豪
放
酣
畅
的
书
法
艺
术
之
美
，
更
能
感
受
到
指
点
江
山
、
激
扬
文
字
、
睥
睨
天
地
、
独
领
风
骚
的
伟
人
风
范
。 

毛
泽
东
一
生
著
作
颇
丰
，
但
是
并
未
专
门
涉
及
书
法
，
更
没
有
评
价
过
自
己
的
字
。
谦
虚
地
认
为
自
己
的
字
『
与
诗
相
称
，
似
乎
适
宜
』
。

美
国
人
R•

特
里
尔
写
过
《
毛
泽
东
传
》
，
在
这
本
被
誉
为
『
世
界
关
于
毛
泽
东
的
最
重
要
的
著
作
』
中
，
特
里
尔
写
道
：
『
他(

指
毛
泽
东)

，
更

是
一
个
诗
人
和
艺
术
家
。
他
的
诗
词
想
象
丰
富
、
气
魄
宏
大
、
寓
意
深
刻
；
他
的
书
法
汪
洋
恣
肆
、
任
意
挥
洒
、
自
成
妙
趣
，
将
他
列
到
中
国
最

杰
出
的
诗
人
和
艺
术
家
行
列
是
毫
不
逊
色
的
。
』 

就
书
法
艺
术
而
言
，
最
能
代
表
一
个
人
艺
术
成
就
，
并
能
最
好
表
达
艺
术
家
个
性
的
，
莫
过
于
草
书
。
作
为
一
位
雄
才
大
略
的
政
治
家
，

纵
横
捭
阖
的
军
事
家
，
一
位
久
经
考
验
的
革
命
家
，
一
位
文
采
风
流
的
诗
人
，
在
各
种
书
体
中
，
毛
泽
东
很
自
然
地
选
择
了
最
能
『
达
其
性
情
，

形
其
哀
乐
』
的
草
书
。
而
且
，
从
毛
泽
东
的
大
量
墨
迹
中
可
以
看
出
，
他
尤
其
喜
欢
怀
素
的
狂
草
，
于
怀
素
草
书
取
法
尤
多
。
他
甚
至
将
影
印
本

《
怀
素
自
叙
帖
》
作
为
珍
贵
礼
物
赠
给
日
本
前
首
相
大
平
正
芳
。
可
以
推
测
，
毛
泽
东
对
于
草
书
法
帖
不
可
能
有
太
多
的
时
间
临
摹
，
学
习
书
法

的
一
个
最
重
要
方
法
是
『
读
帖
』
，
据
曾
在
毛
泽
东
身
边
工
作
过
的
同
志
回
忆
，
毛
泽
东
爱
读
帖
，
像
读
书
一
样
认
真
，
靠
特
殊
的
记
忆
力
将
读

帖
所
得
化
为
自
己
的
笔
墨
语
言
。
超
凡
的
胸
襟
，
特
殊
的
颖
悟
、
深
厚
的
学
养
，
使
毛
泽
东
真
正
做
到
了
『
苟
能
通
其
意
，
常
谓
不
学
可
』(

苏
东

坡)

。
本
书
所
选
的
主
要
是
毛
泽
东
草
书
古
诗
文
，
共
五
十
三
篇
，
多
选
取
笔
走
龙
蛇
，
豪
迈
奔
放
，
劲
健
的
篇
章
，
用
笔
与
墨
色
的
燥
润
相
得
益

彰
，
布
局
上
有
开
有
阖
，
有
藏
有
露
，
大
气
磅
礴
，
一
气
呵
成
。
『
草
书
以
使
转
为
形
质
，
以
点
画
为
性
情
』
，
这
些
作
品
，
使
转
纵
横
，
气
吞

江
海
，
刚
劲
雄
健
的
用
笔
力
透
纸
背
；
而
破
空
落
笔
，
洒
脱
飞
动
的
点
画
又
使
这
幅
幅
作
品
风
采
翩
然
，
神
情
横
溢
。

在
毛
泽
东
波
澜
壮
阔
的
革
命
生
涯
中
，
读
帖
、
写
字
，
也
许
是
余
事
的
余
事
了
。
但
可
以
肯
定
，
像
喜
爱
古
典
文
学
、
诗
词
一
样
，
书
法
，

也
是
毛
泽
东
寄
托
情
思
的
一
种
重
要
载
体
。
毛
泽
东
无
心
作
书
家
，
但
他
的
书
法
由
于
其
独
具
的
人
格
魅
力
与
书
法
本
身
的
艺
术
魅
力
，
将
流
传

千
古
。 
 
 
 
 
 
 
 
 
 
 
 
 
 
 
 
 
 
 
 
 
 
 
 
 
 
 
 
 
 
 
 
 
 
 
 
 
 
 
 
 
 
 
 
 
 
 
 
 
 
 
 
 
 
 
 
 
 
 
 
 
 
 
 
 
 
 
 
 
 
 

（
壬
辰
春
月
于
长
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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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操
·
龟
虽
寿    

神
龟
虽（
虽
）
寿（
寿
）
，/

犹（
犹
）
有
竟
时（
时
）
。
腾/

蛇
成
雾（
雾
）
，
终（
终
）
为（
为
）
死(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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