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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薛
元
明

书
法
强
调
『
取
法
乎
上
』
，
故
而
历
代
书
家
追
慕
和
取
法
的
对
象
，
自
然
是
书
法
史
中
那
些
灿

若
星
辰
的
经
典
。
临
摹
经
典
之
前
要
解
读
经
典
，
解
读
经
典
之
初
先
要
整
理
经
典
，
做
到
有
点
有
面
，

在
充
分
吸
收
其
中
菁
华
的
基
础
上
，
创
造
经
典
。
临
摹
的
目
的
不
仅
仅
是
为
了
临
摹
，
而
是
为
过
渡

到
个
人
书
写
做
好
铺
垫
。

通
过
对
经
典
的
整
理
，
确
立
临
摹
的
系
统
性
。
临
摹
切
忌
三
天
打
鱼
，
两
天
晒
网
，
或
东
一
榔
头
、

西
一
棒
子
，
必
须
细
致
化
到
具
体
碑
帖
，
才
有
可
行
性
。
碑
帖
选
择
是
相
互
的
，
书
家
选
碑
帖
，
碑

帖
也
选
书
家
。
很
多
人
遇
到
某
种
碑
帖
，
就
像
久
违
的
老
朋
友
，
甚
至
感
觉
是
为
自
己
而
生
。
所
以
，

选
碑
帖
犹
如
选
朋
友
，
一
定
要
能
够
产
生
交
流
和
共
鸣
。
选
碑
帖
亦
如
选
衣
服
，
一
定
要
合
身
得
体
。

同
样
的
衣
服
，
穿
在
不
同
的
人
身
上
，
感
觉
不
同
，
有
的
人
凸
显
气
质
，
有
的
让
人
觉
得
别
扭
。
碑

帖
与
书
家
之
间
也
存
在
一
种
互
动
性
和
适
应
性
，
不
必
完
全
因
为
他
人
喜
好
来
影
响
自
己
的
判
断
。

一
种
碑
帖
总
是
写
不
上
手
，
有
两
种
可
能
：
一
是
不
适
合
自
己
；
一
是
难
度
太
大
，
暂
时
不
适
合
自

己
。
反
过
来
说
，
一
本
碑
帖
太
容
易
上
手
也
未
必
就
好
，
很
容
易
变
俗
。
但
凡
取
法
经
典
，
高
山
仰
止
，

总
要
有
一
定
的
难
度
。
对
照
经
典
，
乃
知
个
人
落
差
，
不
断
缩
小
差
距
，
就
意
味
着
书
家
的
进
步
。

在
临
摹
系
统
性
构
建
的
过
程
中
，
对
比
无
疑
是
获
取
第
一
手
信
息
的
主
要
方
法
之
一
。
通
过
比
较
，

掌
握
碑
帖
在
书
体
、
风
格
、
形
制
、
审
美
等
诸
多
方
面
所
存
在
的
不
同
特
点
，
加
深
印
象
。
但
另
一

方
面
，
真
草
篆
隶
行
虽
是
五
种
不
同
书
体
，
字
形
变
异
只
是
一
种
外
在
区
别
，
更
主
要
是
依
据
书
体

渐
变
的
轨
迹
，
寻
找
内
在
的
、
共
通
的
审
美
价
值
。
傅
山
说
：
『
楷
书
不
知
篆
隶
之
变
，
任
写
到
妙
境
，

终
是
俗
格
。
』
这
就
说
明
，
学
楷
书
、
行
书
乃
至
草
书
，
突
破
口
其
实
在
于
篆
隶
，
此
即
是
对
于
相



关
性
的
关
注
。
只
有
通
过
反
复
揣
摩
，
才
能
不
被
表
象
所
蒙
蔽
，
在
多
本
碑
帖
之
间
找
到
某
种
关
联
性
，

从
而
将
看
似
不
相
关
的
碑
帖
结
合
起
来
，
具
备
新
的
思
路
。
在
临
摹
过
程
中
，
打
开
一
种
碑
帖
奥
秘

的
钥
匙
很
可
能
是
另
一
本
碑
帖
。
随
意
地
临
摹
，
只
会
事
倍
功
半
，
甚
至
一
事
无
成
。
从
具
体
碑
帖

到
整
个
书
法
史
的
梳
理
，
都
非
常
必
要
，
从
微
观
到
宏
观
，
由
宏
观
至
微
观
，
如
此
反
复
，
不
断
地

比
较
和
积
累
，
『
聚
沙
成
塔
，
集
腋
成
裘
』
。
久
之
，
就
有
了
临
摹
的
系
统
性
。
在
这
一
系
统
当
中
，

涵
盖
多
层
次
的
要
求
：
书
体
的
先
后
选
择
，
不
同
书
体
之
间
的
转
换
，
同
一
书
家
不
同
时
期
作
品
的

比
较
，
碑
帖
之
间
的
差
异
等
。
由
此
而
言
，
书
家
必
须
处
理
好
博
取
和
专
攻
的
关
系
，
进
而
由
临
摹

的
系
统
性
提
升
至
风
格
构
建
的
系
统
性
。

当
然
，
对
于
经
典
的
解
读
不
可
能
一
蹴
而
就
，
需
要
逐
步
深
入
，
循
序
渐
进
，
心
静
方
成
。
临

帖
之
初
需
要
读
帖
，
读
帖
则
先
要
选
帖
、
藏
帖
。
有
些
阅
读
是
与
临
摹
同
步
的
，
有
些
则
是
在
临
摹

之
外
的
时
间
完
成
，
两
者
结
合
互
补
，
往
往
会
有
一
些
新
的
发
现
。
面
对
历
代
经
典
范
本
，
后
世
书

家
可
能
会
面
临
这
样
一
个
问
题
，
很
多
探
索
方
向
已
为
前
人
所
踏
遍
，
后
人
能
够
演
绎
的
空
间
愈
来

愈
小
。
这
是
需
要
直
面
的
现
实
困
境
。
问
题
的
解
决
还
是
要
回
到
问
题
本
身
。
要
想
突
破
，
关
键
取

决
于
书
家
的
修
养
和
功
力
积
累
，
以
及
理
解
思
路
和
理
解
角
度
的
个
性
化
，
避
免
从
俗
和
随
大
流
。

对
于
经
典
碑
帖
的
理
解
往
往
与
钻
研
的
深
度
成
正
比
，
知
之
愈
少
，
愈
觉
得
简
单
，
只
能
得
到
皮
相
，

或
者
先
入
为
主
的
成
见
，
也
可
能
导
致
程
式
化
的
判
断
。
哈
耶
克
说
：
『
一
种
文
明
停
滞
不
前
，
并

不
是
因
为
进
一
步
发
展
的
可
能
性
被
试
尽
，
而
是
因
为
人
们
根
据
其
现
有
的
知
识
，
成
功
地
扼
杀
了

促
使
新
知
识
出
现
的
机
会
。
』
有
鉴
于
此
，
一
是
要
回
到
经
典
本
身
，
经
典
之
所
以
为
经
典
，
就
在

于
其
独
特
性
甚
至
唯
一
性
。
二
是
要
具
备
个
人
化
视
角
。
在
书
法
研
习
的
领
域
，
没
有
放
之
四
海
皆

准
的
真
理
，
只
有
切
实
真
诚
的
个
人
体
悟
。
书
法
要
的
就
是
一
些
个
人
心
得
，
重
视
的
就
是
一
些
独

到
经
验
，
因
为
书
法
是
一
种
非
常
内
化
的
文
化
形
式
，
所
以
才
会
一
再
强
调
碑
帖
选
择
要
从
个
人
的

感
受
出
发
，
回
到
内
心
，
有
真
实
的
感
受
，
所
带
给
书
家
的
启
示
必
定
是
真
实
的
，
真
实
才
能
有
效
。

在
这
当
中
，
有
一
条
很
重
要
的
律
令
：
『
熟
悉
的
陌
生
化
，
陌
生
的
熟
悉
化
。
』
对
于
众
所
周
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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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典
，
要
尝
试
以
不
同
角
度
来
理
解
，
学
会
『
不
断
地
重
新
问
题
化
』
，
能
够
独
辟
蹊
径
，
对
于
不

了
解
的
经
典
要
努
力
尽
快
熟
悉
，
有
了
新
的
启
发
，
往
往
能
够
豁
然
开
朗
，
开
拓
出
新
的
天
地
。

如
前
所
述
，
临
摹
必
须
定
位
在
经
典
范
本
上
，
对
经
典
范
本
的
定
位
，
最
终
归
结
到
点
画
和
结

体
的
具
体
分
析
上
。
既
要
注
意
通
过
微
观
分
析
掌
握
细
节
，
细
节
乃
风
格
之
关
键
，
失
之
毫
厘
、
谬

以
千
里
，
但
细
节
不
是
琐
碎
，
更
不
是
习
气
；
也
要
避
免
只
谈
技
法
导
致
的
琐
碎
化
。
在
对
范
本
的

细
节
有
充
分
的
了
解
之
后
，
学
会
从
少
数
单
个
字
例
回
归
整
个
经
典
范
本
本
身
，
举
一
反
三
。
单
纯

的
字
例
通
过
对
临
可
以
把
握
，
针
对
范
本
整
体
的
审
美
体
验
则
必
须
通
过
反
复
研
读
来
完
成
。
更
重

要
的
是
，
必
须
在
大
的
历
史
时
代
背
景
下
关
注
碑
帖
风
格
形
成
的
影
响
因
素
，
结
合
书
家
一
生
的
行

迹
变
化
来
理
解
范
本
。
大
至
宏
观
，
小
至
微
观
，
缺
一
不
可
，
避
免
只
关
注
字
例
而
忽
视
对
书
家
的

整
体
性
研
究
，
同
时
避
免
对
书
家
的
回
顾
变
成
日
常
资
料
的
堆
砌
。

书
法
史
本
身
就
是
一
部
不
断
比
较
的
历
史
。历
史
总
在
最
合
适
的
时
候
成
为
澄
清
池
，淘
汰
渣
滓
，

留
下
真
正
的
经
典
。
虽
说
个
人
有
个
人
心
目
中
的
经
典
，
但
凡
临
摹
，
总
是
立
足
于
取
法
那
些
公
认

的
经
典
，
而
不
是
刻
意
寻
求
一
些
冷
门
奇
异
者
，
嗜
痂
成
癖
。
书
法
要
走
康
庄
大
道
，
乃
是
所
有
历

代
经
典
串
联
起
来
的
一
条
正
脉
。
有
两
大
特
征
：
一
是
正
统
，
有
正
大
气
象
；
二
是
传
承
有
序
，
正

本
清
源
。
书
法
史
看
似
纷
繁
芜
杂
，
实
质
有
严
格
的
序
列
性
。
历
史
本
身
是
理
性
的
，
一
定
会
有
最

后
的
选
择
。
书
法
家
通
过
个
人
的
努
力
，
创
造
出
经
典
，
最
终
被
书
法
史
接
纳
，
成
为
其
中
的
一
环
。

从
整
理
经
典
到
解
读
经
典
，
从
临
摹
经
典
到
创
造
经
典
，
归
结
为
一
句
话
，
书
家
要
有
经
典
意
识
。

永
恒
经
典
，
经
典
永
恒
。



1

魏
故
持
节 

龙
骧
将
军



督
营
州
诸 

军
事
营
州

2



刺
史
征
虏 

将
军
太
中

3



4

大
夫
临
青 

男
崔
公
之



5

墓
志
铭 

祖
秀
才
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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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殊
字
敬
异 

夫
人
从
事



7

中
郎
赵
国 

李
休
女
父



8

双
护
中
书 

侍
郎
冠
军



9

将
军
豫
州 

刺
史
安
平



10

敬
侯
夫
人 

中
书
赵
国



11

李
诜
女
君 

讳
敬
邕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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