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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說
明

◎

　

本
書
為
作
者
一
九
八
四
（
甲
子
）
年
至
二○

一
四
（
甲
午
）
年
的
篆
刻
作
品
自
選
集
，
計
九
十
九
方
。
按
創
作
年
代
排
序
。

◎

　

本
書
內
文
左
頁
為
印
蛻
和
邊
款
。
右
頁
為
原
石
印
面
照
片
（
或
墨
搨
）
。
飾
欄
左
側
文
字
依
次
為
印
面
釋
文
和
邊
款
釋
文
。
飾
欄
右
側

文
字
依
次
為
原
印
材
質
、
规
格
（
分
別
為
長
、
寬
、
高
，
單
位
為
釐
米
）
及
創
作
年
代
（
採
用
公
元
紀
年
）
。

◎

　

本
書
釋
文
部
分
和
資
料
信
息
未
使
用
標
點
，
均
以
空
格
示
意
。
凡
有
多
面
邊
款
，
均
對
應
并
列
釋
譯
。

◎

　

本
書
所
刊
印
蛻
、
邊
款
和
原
石
印
面
照
片
，
均
為
原
大
。

◎

　

本
書
為
更
好
表
現
篆
刻
藝
術
特
點
及
內
涵
，
採
用
繁
體
豎
排
方
式
，
釋
文
亦
依
原
作
錄
之
。



春
風
如
貴
客  

一
到
便
繁
華

中
華
傳
統
文
化
所
涵
養
造
就
的
各
類
民
族
藝
術
，
之
所
以
綿
延
數
千
年
繁
盛
而
不
衰
，
其
根
本
在
於
文
藝
所
承
載
的
人
文
精
神
與
文
人
情
懷

始
終
都
在
傳
播
著
人
類
文
明
與
美
好
，
傳
輸
著
藝
術
家
的
情
感
與
思
想
，
宣
瀉
並
張
揚
著
東
方
民
族
的
正
大
與
正
氣
，
都
在
追
逐
著
人
類
的

陽
光
，
刻
劃
著
人
類
的
進
步
，
表
述
著
人
類
自
身
的
生
命
活
力
與
夢
想
。

各
種
門
類
藝
術
，
皆
以
自
身
所
特
有
的
技
巧
、
手
段
與
形
式
，
表
現
著
民
族
的
精
神
、
理
念
、
意
識
和
風
尚
，
詮
釋
著
蘊
於
生
活
中
的
至
美
。

故
爾
，
藝
術
源
於
生
活
但
高
於
生
活
，
應
用
技
巧
但
表
達
著
精
神
。
因
為
人
類
生
活
中
的
各
種
高
級
、
高
雅
、
高
尚
的
行
為
，
都
是
源
於
人

的
思
想
、
情
感
、
知
識
、
修
養
、
性
格
和
審
美
趣
味
，
都
屬
於
精
神
生
活
範
疇
。

大
凡
有
過
藝
術
生
活
經
歷
和
經
驗
的
藝
術
參
與
者
，
對
藝
術
的
濃
濃
情
愫
，
無
論
經
過
多
少
時
日
，
藝
術
在
其
生
命
歷
程
中
留
下
的
烙
印
幾

乎
無
法
抹
去
。
許
多
從
事
書
法
篆
刻
藝
術
者
，
可
能
從
事
著
其
他
社
會
工
作
，
對
藝
術
的
探
索
需
要
擠
出
時
間
去
做
。
這
樣
的
人
對
藝
術
的

依
戀
與
付
出
，
往
往
更
多
於
專
業
作
者
。
他
們
不
僅
感
受
著
生
活
，
用
藝
術
點
綴
著
生
活
，
更
是
在
創
造
著
炫
麗
的
生
活
。
他
們
對
藝
術
的

終
生
不
捨
或
堅
守
，
不
僅
樹
立
了
藝
術
風
格
，
享
受
了
藝
術
趣
味
，
更
創
造
了
當
代
的
文
人
形
象
。
他
們
視
藝
術
為
生
命
，
在
藝
術
的
陶
養

中
，
化
藝
術
為
精
神
食
糧
，
滋
養
教
化
著
自
己
，
洗
滌
著
靈
魂
，
啟
迪
著
心
智
，
用
自
己
的
作
品
記
錄
著
人
生
經
歷
，
更
把
美
感
、
美
意
、

美
好
、
美
妙
最
真
實
的
奉
獻
給
了
社
會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春
風
先
生
幾
十
年
來
對
書
法
和
篆
刻
的
眷
戀
與
執
著
，
正
是
如
此
走
過
來
的
。
無
論
是
青
年
時
期
的
孜
孜
以
求
，
抑
或
中
年
步
入
商
海
後

的
依
依
不
捨
，
藝
術
始
終
都
是
他
生
活
裏
精
神
的
支
撑
與
快
樂
的
主
宰
。
在
大
半
生
的
生
活
體
驗
中
，
是
藝
術
將
他
打
造
成
了
外
剛
內
柔
、

外
粗
內
細
、
外
動
內
靜
、
外
樸
內
文
的
商
人
中
並
不
多
見
的
儒
雅
形
象
。
藝
術
的
情
感
讓
他
笑
對
商
海
的
艱
辛
，
藝
術
的
素
養
更
讓
他
遇

困
難
而
從
容
，
藝
術
的
清
正
讓
他
恪
守
誠
信
…
…
與
其
說
他
在
商
海
中
演
繹
著
藝
術
，
不
如
說
他
的
藝
術
海
洋
比
其
他
藝
術
家
更
寬
闊
。

春
風
先
生
對
藝
術
的
認
知
與
把
握
，
嚴
格
說
是
很
專
業
並
有
著
相
當
水
準
的
。
這
樣
評
論
他
，
在
某
種
意
義
上
講
，
是
因
為
受
著
他
一
貫

低
調
的
做
事
風
格
與
謙
遜
做
人
態
度
的
影
響
，
不
意
違
背
他
的
意
志
而
論
的
。
雖
然
經
商
使
他
表
面
上
與
藝
術
若
即
若
離
，
而
藝
術
的
情

懷
讓
他
對
曾
經
每
日
相
對
的
藝
術
根
本
無
法
揮
散
，
反
而
愈
發
對
其
鍾
情
。
他
深
諳
藝
術
帶
給
人
的
高
尚
是
其
他
事
物
所
不
能
相
比
的
，

更
明
白
藝
術
對
心
靈
的
洗
滌
是
其
他
事
物
所
不
能
替
代
的
，
尤
其
懂
得
藝
術
所
賦
予
的
精
神
力
量
是
最
强
大
的
。
因
此
，
藝
術
生
活
象
他

的
名
字—

—

春
風
一
樣
吹
拂
著
他
的
生
命
。
他
不
僅
是
藝
術
的
實
踐
者
，
是
離
不
開
藝
術
生
活
的
堅
守
者
，
是
視
藝
術
為
生
命
的
擁
有
者
，

更
是
有
著
豐
碩
果
實
的
收
穫
者
。

春
風
先
生
集
結
作
品
成
書
，
完
全
是
對
藝
術
生
活
在
自
己
生
命
中
所
佔
據
的
份
量
與
付
出
給
個
交
待
，
更
有
意
在
即
將
步
入
老
年
生
活
之

前
，
給
自
己
的
生
活
以
一
種
新
的
力
量
和
新
的
起
點
，
給
自
己
的
心
靈
尋
找
歸
宿
。
因
為
他
要
讓
自
己
完
全
囬
歸
到
純
粹
的
藝
術
生
活
當
中
，

並
讓
心
靈
在
新
的
生
活
狀
態
中
超
越
，
在
超
越
中
得
到
最
大
的
享
受
與
慰
藉
。
本
集
所
收
錄
的
篆
刻
作
品
，
最
真
實
的
記
錄
了
春
風
先
生

四
十
年
來
的
藝
術
發
展
軌
迹
。
這
些
從
上
個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到
近
期
所
有
篆
刻
作
品
中
精
心
挑
選
出
來
的
佳
作
，
基
本
反
映
了
他
在
各
個

不
同
時
期
的
創
作
狀
態
和
藝
術
風
格
，
也
記
錄
了
他
的
藝
術
思
想
不
斷
完
善
和
不
斷
升
華
的
變
化
過
程
。
從
中
我
們
可
以
看
到
，
他
那
種

建
立
在
藝
術
理
性
原
則
和
審
美
定
位
基
礎
上
的
探
索
，
更
多
地
表
現
為
刻
意
借
助
於
方
寸
之
地
，
去
充
分
地
張
揚
屬
於
自
己
的
强
烈
的
藝

術
性
格
，
或
者
說
由
被
誇
張
的
藝
術
動
態
美
感
所
構
建
的
那
種
帶
著
濃
鬱
情
感
色
彩
的
感
動
性
。
在
他
的
作
品
中
，
所
有
的
技
巧
只
是
手



段
，
隨
心
而
運
的
刻
刀
，
最
大
限
度
的
將
思
想
與
情
感
注
入
到
印
面
上
，
記
錄
在
形
式
與
綫
條
中
。
所
有
的
藝
術
家
都
明
白
在
藝
術
創
作

中
做
到
這
一
點
是
十
分
不
易
的
。
以
表
現
技
巧
為
主
的
創
作
，
不
僅
需
要
準
確
與
細
膩
，
更
需
要
完
整
地
守
護
傳
統
與
再
現
傳
統
。
而
著

意
表
現
神
采
、
營
造
意
境
、
追
求
個
性
的
藝
術
家
，
不
僅
要
做
到
技
巧
嫺
熟
，
更
要
具
備
極
强
的
用
法
與
化
法
能
力
，
以
及
建
立
在
提
煉

古
法
基
礎
上
的
整
合
能
力
與
多
方
面
的
知
識
素
養
等
。
當
然
，
一
個
人
藝
術
風
格
的
確
立
，
往
往
取
决
於
個
體
性
格
類
型
與
興
趣
點
的
差

異
。
春
風
先
生
的
藝
術
實
踐
，
正
是
在
摸
索
中
找
到
了
自
己
。
在
幾
十
年
的
藝
術
生
涯
中
，
他
善
於
貼
近
古
典
，
恪
守
傳
統
，
深
知
傳
統

即
是
血
統
的
道
理
，
取
法
於
秦
漢
，
旁
涉
明
清
流
派
，
更
關
注
現
當
代
篆
刻
發
展
狀
况
。
並
在
研
究
、
判
斷
、
深
化
、
理
解
的
苦
澀
勞
動
中
，

發
現
自
己
，
完
善
自
己
，
塑
造
自
己
，
最
終
走
出
一
條
有
著
鮮
明
性
格
的
藝
術
道
路
。

從
春
風
先
生
的
藝
術
實
踐
中
我
們
也
進
一
步
理
解
並
感
受
到
，
成
熟
的
藝
術
家
所
走
過
的
道
路
，
不
僅
僅
是
靠
著
努
力
和
天
賦
，
更
重
要

的
是
靠
著
才
學
、
才
識
、
才
思
、
才
略
、
才
能
的
長
期
不
斷
積
纍
纔
可
能
實
現
。
春
風
先
生
的
藝
術
道
路
，
正
是
求
藝
歷
四
十
個
寒
暑
不

衰
而
建
構
的
。

與
春
風
先
生
交
往
三
十
多
年
。
他
做
人
誠
實
樸
厚
，
坦
蕩
豁
達
，
樂
仁
尚
義
，
和
以
待
人
。
他
做
事
認
真
，
執
著
熱
忱
，
善
於
思
考
，
嚴
己
厚
人
。

做
人
的
準
則
與
性
格
的
率
直
，
成
就
了
他
的
事
業
，
拓
展
了
他
藝
術
。
當
然
也
讓
他
認
識
和
明
白
了
許
多
的
許
多
…
…

與
春
風
相
識
相
知
多
年
，
我
常
以
有
此
大
哥
為
榮
。
值
此
印
集
出
版
之
前
，
兄
付
印
稿
與
我
預
覽
並
屬
余
寫
些
想
法
。
遂
應
約
述
隨
想
如
上
，

並
以
為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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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七
九

夢
斷
江
湖	

	
	

一
八
一

把
酒
臨
風	

	
	

一
八
三

秦
漢
流
風	

	
	

一
八
五

石
破
天
驚	

	
	

一
八
七

上
善
若
水	

	
	

一
八
九

胸
中
海
嶽	

	
	

一
九
一

踏
雪
尋
梅	

	
	

一
九
三

哀
莫
大
于
心
不
死	

	

一
九
五

得
天
道
封
藏
寶
子
孫
壽	

	

一
九
七

大
吉	

	
	

	

九
七

意
與
古
會	

	
	

九
九

花
開
見
佛	

	
	

一○

一

朝
聞
道
夕
死
可
矣	

	

一○

三

和
廬	

	
	

	

一○

五

長
樂
未
央	

	
	

一○

七

悵
望
千
秋	

	
	

一○

九

成
如
容
易
卻
艱
辛	

	

一
一
一

乘
長
風
破
萬
里
浪	

	

一
一
三

從
來
多
古
意		
可
以
賦
新
詩	

一
一
五

丹
青
不
知
老
將
至	

	

一
一
七

獨
立
蒼
茫
自
詠
詩	
	

一
一
九

大
吉
大
安	

	
	

一
二
一

浮
生
若
夢	
	

	

一
二
三

富
貴
在
天
為
仁
由
己	

	

一
二
五

不
知
老
之
將
至	

	
	

一
二
七

見
賢
思
齊	

	
	

一
二
九

仁
者
長
壽	

	
	

一
三
一

千
秋
萬
歲	

	
	

一
三
三

浪
淘
盡
千
古
風
流
人
物	

	
一
三
五

不
與
時
賢
論
短
長	

	

一
三
七

仁
者
心
動	

	
	

一
三
九

遺
世
獨
立
與
古
為
徒	

	

一
四
一

詩
到
無
人
愛
處
工	

	

一
四
三

十
面
埋
伏	

	
	

一
四
五

謂
我
心
憂	

	
	

一
四
七



一

青
田　

  2
.5×

2
.5×

7　

 

一
九
八
四 

出
入
大
吉

歲
在
甲
子　

風
人
刻
甲
骨
文
印



風
人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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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青
田　

  3×
3×

12　

 

一
九
八
四 

美
意
延
年

美
意
延
年　

漢
瓦
當
吉
語　

甲
子　

風
人
製　



風
人
印
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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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青
田　

  4×
4×

4.5　

 

一
九
八
四 

秦
始
皇

千
古
一
帝　

歲
次
甲
子　

風
人
刊
於
煮
石
軒　



風
人
印
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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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青
田　

 3×
3×

3.5　

 

一
九
八
五 

無
上
清
涼

無
上
清
涼　

風
人
製　



風
人
印
痕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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