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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重
點
在
於
如
何
藉
由
差
距
甚
大
的
兩
種
漢
碑
，
經
由

用
筆
的
不
同
形
式
與
產
生
的
視
覺
美
感
中
，
思
考
如
何
在
這

近
乎
兩
極
的
範
例
中
，
充
份
體
會
與
運
用
，
而
能
幫
助
我
們

逐
漸
達
到
運
用
自
如
的
創
作
模
式
。

從
禮
器
碑
的
特
色
技
法
到
創
作
思
維

   

    

    

在
漢
碑
風
格
中
，
禮
器
可
以
歸
入
瘦
硬
一
路
，
結
體
嚴
謹

中
卻
充
滿
奇
氣
和
獨
有
的
特
色
，
與
其
他
漢
碑
相
比
，
此
碑

線
條
較
細
，
鐵
畫
銀
鈎
變
化
多
端
。
書
法
的
粗
細
、
方
圓
、

動
靜
、
相
向
、
相
背
統
一
起
來
，
挺
健
灑
脫
非
一
般
隸
書
可

比
擬
。

      

從
實
踐
來
看
，
臨
習
隸
書
若
從
乙
瑛
、
華
山
、
史
晨
、

曹
全
等
入
手
皆
易
入
俗
，
這
是
一
個
令
人
迷
惑
的
現
象
，
儘

管
這
些
碑
本
身
不
能
歸
入
俗
書
之
列
，
但
無
疑
充
滿
世
俗
之

氣
的
唐
隸
皆
濫
觴
於
此
，
而
以
禮
器
碑
、
張
遷
碑
、
石
門
頌

範
本
很
能
得
高
古
之
氣
、
儒
雅
之
風 

。
︹ 

周
俊
傑
語
︺

     

就
以
上
論
述
，
本
人
就
以
禮
器
碑
與
石
門
頌
加
以
比
較
說

明
，
並
就
從
這
兩
碑
的
學
習
中
找
出
可
供
探
討
的
問
題
說
明

於
下
：

禮
器
碑
運
筆
介
紹

    

△左挑之變化

△雁尾之變化

從
禮
器
碑
到
石
門
頌
啟
發
我
們
什
麼

黃
一
鳴

我
之
於
書
法
之
於
我

郭 
 

蘅

墨
醇
色
揚

林
倩
華

 
 
 

﹁
墨
醇
色
揚
﹂
，
是
我
這
次
個
展
的
主
題
。
是
我

想
實
現
一
個
夢
想
和
兌
現
一
項
承
諾
。

記
得
有
一
年
我
對
著
母
親
許
下
承
諾
，
說
有
一
天
我
要

為
自
己
舉
辦
個
展
。
從
小
我
對
很
多
事
物
都
很
好
奇
、

有
興
趣
、
總
是
想
知
道
其
原
理
或
其
更
深
的
意
義
。
但

也
因
為
時
間
不
足
，
導
致
很
多
探
索
都
只
有
一
半
的
成

果
，
可
以
說
是
看
似
什
麼
都
會
，
但
其
實
是
懂
那
麼
一

點
點
。
以
廣
東
話
來
說
，
我
正
是
俗
稱
的
﹁
半
桶
水
﹂

。
聽
完
我
的
陳
述
後
母
親
回
答
說
：
﹁
半
桶
水
不
是
不

好
，
至
少
讓
你
知
道
，
桶
子
裡
還
有
一
半
的
空
間
等
著

你
去
加
滿
﹂
。
聽
完
後
我
頓
時
恍
然
大
悟
。
母
親
生
前

的
許
多
話
語
對
我
來
說
，
一
直
是
種
鼓
勵
。
勉
勵
我
朝

著
目
標
勇
敢
前
進
，
不
要
退
縮
，
更
不
要
給
自
己
太
多

藉
口
。

      

當
我
正
在
擔
憂
甚
至
對
於
個
展
感
到
有
點
徬
徨
時

，
恰
巧
在
某
次
的
出
國
旅
行
中
，
在
妹
妹
家
裡
的
花
園

裡
遇
到
了
一
群
飛
舞
的
蜂
鳥
。
蜂
鳥
，
是
世
界
上
最
小

的
鳥
類
生
物
。
每
天
往
來
叢
林
世
界
，
在
花
的
堅
韌
，

苦
澀
的
部
分
深
處
發
現
美
味
的
花
蜜
。
它
們
看
似
無
憂

無
慮
、
快
樂
的
飛
行
，
提
醒
了
我
要
活
在
當
下
，
體
會

生
命
甜
蜜
的
重
要
養
分
，
要
記
得
享
受
生
活
裡
的
簡
單

和
純
粹
。
人
生
可
以
像
蜂
鳥
一
樣
的
信
任
直
覺
，
憑
著

直
覺
與
靈
感
，
做
出
自
己
。
做
出
心
目
中
那
份
，
連
結

永
恆
性
與
無
限
性
的
藝
術
價
值
。 

      

偉
大
的
哲
學
家
亞
里
士
多
德
曾
經
說
過
：
﹁
藝
術

的
目
的
，
不
是
重
現
事
物
的
外
在
，
而
是
表
現
它
內
在

        

書
、
人
、
我

     

清
朝
道
光
年
間
在
上
海
龍
門
書
院
講
學
的
劉
熙
載
著
有
︽
藝
概
︾
一
書

，
其
中
一
卷
︽
書
概
︾
專
論
書
法
；
在
綜
論
了
書
體
、
書
家
及
筆
法
、
碑
帖

之
後
，
最
後
有
幾
段
話
指
出
：

     

﹁
書
為
心
畫
，
書
也
者
，
心
學
也
﹂
。
﹁
筆
性
墨
情
，
皆
以
其
人
之
性

情
為
本
﹂
。
﹁
書
，
如
也
；
如
其
學
，
如
其
才
，
如
其
志
，
總
之
曰
，
如
其

人
而
已
﹂
。
﹁
書
可
觀
識
，
筆
法
字
體
，
彼
此
取
捨
各
殊
，
識
之
高
下
存
焉

矣
﹂
。
並
再
具
體
指
出
：
賢
哲
之
書
溫
醇
，
駿
雄
之
書
沉
毅
，
畸
士
之
書
俐

落
，
才
子
之
書
秀
穎
。

     

這
跟
他
在
詩
品
指
出
，
詩
品
出
於
人
品
的
說
法
遙
相
呼
應
。
也
是
我
國

自
古
以
來
對
藝
術
家
的
期
待
吧
。       

      

近
世
則
有
學
貫
中
西
博
學
多
才
的
梁
啟
超
更
淺
白
的
說
法
：

     

﹁
美
術
︵
指
藝
術
︶
有
一
種
要
素
，
就
是
表
現
個
性
，
個
性
的
表
現
，

各
種
美
術
都
可
以
，
即
如
圖
畫
、
雕
刻
、
建
築
無
不
有
個
性
存
乎
其
中
但
表

現
得
最
親
切
、
最
真
實
，
莫
如
寫
字
。
前
人
曾
說
：
言
為
心
聲
，
字
為
心
畫

﹂
。
﹁
旁
的
可
假
，
字
不
可
假
。
一
個
人
有
一
個
人
的
筆
跡
，
旁
的
人
無
論

如
何
模
仿
不
來
﹂
。

      

並
突
出
的
宣
稱
：
﹁
‧
‧
‧
‧
‧
‧
，
如
果
說
能
夠
表
現
個
性
就
是
最

高
美
術
，
那
麼
各
種
美
術
以
寫
字
為
最
高
﹂
。

      

姑
不
論
這
些
觀
點
是
否
周
延
，
但
證
之
歐
美
自
古
至
今
仍
以
簽
名
來
辨

識
人
的
真
實
身
分
，
也
說
明
﹁
字
可
以
代
表
人
﹂
。

      

但
說
來
好
笑
更
可
嘆
；
上
面
劉
、
梁
兩
賢
的
論
點
，
我
是
八
十
一
年
初

從
所
購
︽
中
國
美
學
巨
擘
︾
讀
到
的
，
認
為
是
至
理
名
言
。
次
年
才
開
始
學

習
寫
字
。
歷
經
十
多
年
之
後
，
有
一
回
，
老
師
在
上
課
時
說
我
的
字
骨
頭
很

多
，
強
勢
而
外
露
，
和
我
的
個
性
沉
靜
、
謙
和
有
很
大
的
落
差
；
才
發
現
自

己
的
迷
糊
︵
從
未
覺
察
到
本
身
心
和
筆
間
的
差
異
︶
；
當
時
我
還
曾
自
嘲
的

說
：
﹁
我
自
己
也
認
為
似
乎
有
雙
重
人
格
﹂
。
引
來
教
室
一
片
笑
聲
。
是
耶

？
非
耶
？ 

      

雙
重
人
格
？
我
的
話
也
許
是
真
的
。
這
種
雙
重
的
反
差
，
卻
也
不
是
真

與
假
、
善
與
惡
、
是
與
非
的
相
對
。
該
是
一
種
想
補
償
、
追
求
完
滿
、
甚
至

想
克
服
缺
失
的
行
動
表
現
？
也
許
得
留
待
專
家
去
思
考
。
但
是
，
我
認
為
劉

、
梁
兩
賢
的
論
點
，
在
根
本
上
還
是
正
確
的
。
所
以
：
人
好
通
書
好
。

         

外
一
章

      

所
謂
外
，
因
它
不
算
書
法
；
但
對
我
而
言
，
應
頗
值
一
談
。
它
是
：
工

程
字
。

      

工
程
師
的
想
法
先
變
為
一
張
張
的
藍
圖
，
然
後
再
根
據
這
些
圖
造
成
橋

梁
、
房
舍
、
機
械
，
以
及
家
電
用
品
。
藍
圖
上
面
除
產
品
的
圖
形
及
尺
寸
之

外
，
還
有
說
明
文
字
。
這
些
字
有
統
一
標
準
以
免
錯
誤
。
在
我
們
那
個
年
代

，
這
種
工
程
字
經
選
定
為
南
宋
時
期
臨
安
陳
起
書
籍
出
版
之
書
籍
的
字
體
，

故
稱
為
仿
宋
體
。
字
之
長
寬
比
例
基
本
上
是
三
比
二
。
它
等
於
是
用
蘸
水
鋼

筆
寫
出
的
硬
體
書
法
。
按
中
國
公
家
標
準
，
工
學
院
的
學
生
應
能
隨
手
寫
出

這
種
仿
宋
字
。

      

教
我
們
製
圖
的
老
師
是
早
期
畢
業
的
學
長
；
他
在
第
二
次
上
課
時
將
上

堂
課
同
學
們
所
交
的
作
業
改
正
後
發
還
時
說
，
有
幾
個
同
學
所
交
的
作
業
被

他
扣
留
了
，
因
為
圖
和
字
都
比
較
好
，
他
準
備
用
來
作
為
範
本
以
示
後
期
的

同
學
；
這
些
作
業
將
﹁
留
芳
後
世
﹂
。
這
一
招
激
發
了
同
學
們
練
字
的
興
致

△漢禮器碑東和永壽二年﹙156﹚立

結
構
之
變
化

  

石
門
頌
簡
介
及
特
徵
介
紹

      

石
門
頌
東
漢
建
和
二
年
1
4
8
年
刻
，
縱
橫
勁
挺
極
為
世
人
所
推
崇
。
渾

古
蒼
茫
、
跌
宕
奔
放
，
其
用
筆
以
中
鋒
篆
書
筆
法
書
寫
，
粗
細
差
距
甚
微
，
左

挑
與
燕
尾
變
化
不
大
，
有
別
於
漢
隸
八
分
的
用
筆
。
然
而
就
因
為
在
線
條
的
運

動
中
那
種
藉
由
抖
動
、
曲
幅
產
生
的
變
化
，
卻
構
成
了
飄
逸
與
灑
脫
的
美
感
，

這
一
點
是
它
最
為
精
到
的
地
方
，
也
是
學
習
者
最
難
做
到
的
地
方
。
整
體
而
言

，
它
不
像
禮
器
碑
那
樣
集
合
了
粗
細
、
方
圓
、
大
小
、
移
位
之
能
事
，
然
而
它

在
整
個
漢
隸
中
卻
擁
有
高
渾
秀
逸
的
美
稱
，
甚
至
流
傳
此
碑
雄
厚
奔
放
之
氣
，

膽
怯
者
不
敢
學
力
弱
者
不
能
學
的
說
法
。

問
題

   

一
、
禮
器
碑
與
石
門
頌
最
大
的
不
同
：

    

禮
器
方
筆
與
石
門
圓
筆
。

    

筋
骨
血
肉
中
禮
器
偏
骨
，
石
門
用
筆
偏
筋
。

    

瘦
硬
通
神
︵
禮
器
︶
與
筋
健
灑
脫
︵
石
門
︶
。
森
嚴
整
肅
的
廟
堂
︵
禮
器
︶

    

與
疏
朗
野
逸
的
山
林
情
趣
︵
石
門
︶
。

    

變
化
多
端
︵
禮
器
︶
與
藉
由
曲
動
產
生
力
學
變
化
︵
石
門
︶
的
不
同
瀟
灑
。

    

撇
捺
的
多
元
變
化
︵
禮
器
︶
到
極
小
︵
石
門
︶
的
變
化
中
的
不
同
。

    

粗
細
差
距
極
小
︵
石
門
︶
到
差
距
極
大
︵
禮
器
︶
的
不
同
。

    

開
闊
︵
石
門
︶
與
細
緻
︵
禮
器
︶
的
不
同
。     

   

二
、
啟
發
了
我
們
什
麼
?

        

近
乎
古
隸
到
八
分
隸
書
的
不
同
表
現
方
法
。

           

石
門
頌
用
筆
中
左
挑
與
燕
尾
表
現
不
明
顯
，
因
此
感
覺
渾
厚
樸
拙
，
近

乎
古
隸
法
。
而
禮
器
碑
與
其
相
反
，
極
盡
變
化
之
能
事
灑
脫
靈
妙
飄
逸
自
然

。

   

從
燕
尾
的
誇
大
運
用
到
極
簡
的
燕
尾
運
用
中
間
的
跨
距
極
大
，
那
中
間
調
有

多
少
變
化
可
能
就
由
自
己
去
發
展
。

       
禮
器
碑
燕
尾
的
多
元
變
化
動
力
感
強
大
，
因
此
，
即
使
線
條
較
為
纖
細
亦

能
有
傲
人
的
視
覺
張
力
。
反
觀
石
門
頌
在
燕
尾
處
理
上
渾
圓
而
不
做
太
多
變

化
，
因
此
有
種
憨
厚
樸
拙
之
美
，
從
彼
此
差
異
中
我
們
可
以
就
不
同
隸
書
中

的
燕
尾
處
理
，
大
約
不
會
超
越
兩
者
。
因
此
燕
尾
的
可
大
可
小
也
就
構
成
不

同
隸
書
的
不
同
情
趣
。

   

石
門
頌
的
橫
線
始
終
都
具
有
明
確
的
平
衡
作
用
，
那
禮
器
碑
的
橫
畫
線
又
是

如
何
產
生
作
用
呢
?

       

理
論
而
言
，
橫
線
都
有
維
持
整
個
造
型
的
平
衡
作
用
，
以
及
結
構
的
空
間

需
要
。
石
門
頌
的
橫
畫
在
微
曲
的
運
動
中
，
對
於
整
體
的
平
衡
有
如
走
在
鋼

索
上
的
人
，
是
非
常
需
要
藉
由
橫
桿
來
平
衡
自
己
。
石
門
頌
在
這
方
面
我
覺

得
表
現
最
為
明
確
。
那
禮
器
碑
呢
?
大
致
上
也
如
此
，
但
部
分
的
燕
尾
考
慮

到
整
個
畫
面
的
需
要
，
而
非
單
字
平
衡
的
需
要
，
因
此
有
些
單
字
的
燕
尾
誇

大
之
處
甚
多
。

   

從
方
筆
到
圓
筆
、
犀
利
與
古
樸
之
間
，
我
們
該
如
何
運
用
才
能
產
生
適
當
的

變
化
?

       

禮
器
的
方
筆
與
變
化
多
端
造
成
犀
利
果
決
中
的
一
種
灑
脫
，
即
使
線
條
內

鐵
畫
銀
鈎
的
力
道
無
形
中
也
會
被
粗
細
、
移
位
、
寬
扁
等
造
型
改
變
了
視
覺

感
知
，
讓
它
的
整
體
性
更
趨
向
纖
細
中
的
飄
逸
與
秀
美
，
而
不
容
易
聯
想
到

寬
厚
樸
拙
，
因
此
用
禮
器
碑
的
精
神
較
難
表
現
在
大
字
的
書
寫
。
反
之
，
石

門
頌
不
太
在
意
粗
細
的
變
化
，
對
於
左
挑
與
燕
尾
也
差
距
不
大
，
反
而
適
合

開
闊
的
筆
意
揮
灑
，
因
此
兩
者
幾
乎
處
在
兩
個
極
端
，
如
果
在
這
兩
極
能
夠

充
分
練
習
體
會
，
就
容
易
從
纖
細
硬
挺
到
寬
大
樸
拙
中
的
改
變
。
因
此
，
如

果
將
石
門
頌
從
圓
筆
改
成
方
筆
，
從
粗
細
不
變
改
成
些
許
的
變
化
，
則
整
個

精
神
將
隨
之
改
變
。
這
就
很
容
易
體
會
其
他
不
同
漢
碑
的
書
寫
型
式
或
者
說

就
能
重
新
闡
述
不
同
的
韻
味
。

   

如
果
將
禮
器
碑
的
瘦
硬
改
成
雄
健
中
帶
著
較
粗
的
線
條
時
，
它
的
情
性
會
變

成
甚
麼
?

       

這
個
問
題
其
實
是
上
一
個
問
題
的
延
續
，
只
要
對
方
圓
、
粗
細
、
筋
、
骨

、
血
、
肉
的
分
配
有
所
關
注
，
就
不
難
體
會
。
因
此
，
從
乙
瑛
、
史
晨
、
張

遷
、
衡
方
、
郙
閣
中
我
們
可
以
藉
由
提
按
中
澀
筆
的
多
寡
、
快
慢
、
粗
細
變

化
的
多
寡
、
撇
捺
出
鋒
的
長
短
等
稍
加
改
變
，
就
可
產
生
新
意
。

   

橫
折
用
筆
的
中
方
折
與
稍
有
垂
肩
用
筆
的
古
樸
性
與
犀
利
的
關
係
是
如
何
呢

?

       

方
折
在
視
覺
上
有
種
積
極
進
取
以
及
強
烈
的
保
護
色
彩
，
它
讓
字
體
產
生

嚴
謹
不
易
親
近
的
感
覺
。
而
垂
肩
的
用
筆
，
張
力
自
然
削
弱
，
給
人
寬
和
、

雍
容
的
感
覺
。
禮
器
碑
用
筆
較
多
方
折
，
理
論
當
該
嚴
肅
，
但
它
又
適
當
在

燕
尾
處
誇
張
的
舒
展
，
而
抵
消
一
些
緊
促
的
感
覺
。
石
門
頌
用
筆
在
轉
折
處

以
垂
肩
的
形
式
表
現
，
有
雍
容
的
感
覺
，
再
加
上
線
條
些
微
的
提
按
與
曲
動

也
讓
它
多
了
飄
逸
灑
脫
的
內
韻
，
所
以
說
，
傑
出
的
書
家
表
現
，
總
是
在
不

同
的
可
能
用
筆
中
呈
現
不
同
的
意
味
，
多
元
的
意
味
組
合
構
成
了
更
多
的
﹁

味
道
﹂
，
這
種
﹁
味
道
﹂
也
就
是
讓
人
回
味
無
窮
的
重
點
。

   

不
同
的
臨
摹
中
產
生
不
同
調
性
又
是
為
什
麼
? 

       

按
照
字
帖
原
樣
的
臨
摩
，
當
然
容
易
產
生
該
書
法
的
外
觀
形
式
，
但
往
往

對
於
筋
骨
血
肉
用
筆
的
體
會
較
難
理
解
，
對
於
線
質
中
所
要
展
現
的
意
味
與

整
體
結
構
要
產
生
的
感
覺
則
不
見
得
搭
配
。
好
比
說
寫
禮
器
碑
，
樣
子
像
了

，
但
線
條
的
挺
拔
、
果
決
與
速
度
變
化
等
所
產
生
的
內
涵
精
神
，
這
些
屬
於

線
條
內
在
運
動
產
生
的
變
化
就
會
因
認
知
而
差
之
甚
矣
！
這
裡
面
筋
、
骨
、

血
、
肉
的
質
地
訓
練
與
認
知
是
書
法
精
神
的
重
要
條
件
，
以
及
在
藉
由
思
想

與
情
性
搭
配
的
節
奏
表
現
，
都
將
產
生
不
同
的
調
性
，
這
也
是
一
幅
作
品
好

壞
的
評
論
依
據
。

橫
線
的
變
化

看
似
平
和
但
幾

乎
沒
有
一
條
線

是
直
的
，
甚
至

極
盡
平
衡
的
需

要
，
做
出
幅
度

非
常
大
的
變
化

。

    燕
尾
的
變
化

燕
尾
的
走
勢
包
括
平
、
曲
、
挑
、
垂

    

正
與
扁
的
搭
配

從
橫
長
、
寬
扁
、
到
方
正
都
有
。

平
、
直
、
斜
與
曲
線
的
搭
配

。
一
年
下
來
，
我
被
扣
留
的
作
業
是
第
二
多
。
所
練
的
字
雖
未
超
出
一
萬
，

大
概
也
超
過
五
千
吧
。

       

用
蘸
水
鋼
筆
寫
仿
宋
字
、
很
費
工
夫
，
非
認
真
不
可
。
但
仿
宋
體
秀
而

美
，
我
喜
歡
。
所
以
現
在
我
的
毛
筆
字
也
仍
多
橫
平
豎
直
。

      

此
外
，
我
也
曾
在
市
立
美
術
館
上
過
由
莊
普
先
生
指
導
的
素
描
課
。
一

次
，
下
課
前
十
分
鐘
，
他
讓
一
位
男
生
坐
在
圓
凳
上
，
擺
一P

O
S
E

，
要
大

家
對
他
作
張
速
寫
。
然
後
他
到
各
自
的
位
子
上
，
擇
優
者
︵
我
也
在
其
中
︶

之
作
予
以
講
評
。 

下
課
時
，
一
位
看
似
仍
是
在
校
生
的
女
同
學
走
來
，
笑
著

對
我
說
：
﹁
那
張
畫
可
以
送
我
嗎
？
﹂ 

讓
我
受
寵
若
驚
，
把
圖
遞
她
，
她
又

將
圖
攤
回
桌
上
，
﹁
簽
個
名
，
好
吧
？
﹂
寫
名
字
時
，
不
禁
想
：
她
在
日
行

一
善
？

       

有
兩
年
，
我
曾
對
着
報
紙
或
將
電
視
停
格
作
速
寫
。
所
以
，
圖
和
字
讓

我
體
會
到
：
﹁
工
﹂
不
唐
捐
。

         

老
與
筆

     

孫
過
庭
的
︽
書
譜
︾
有
一
段
話
常
被
引
用
，
即
﹁
至
如
初
學
分
布
，
但
求

平
正
；
即
知
平
正
，
務
追
險
絕
；
既
能
險
絕
，
復
歸
平
正
。
初
謂
未
及
，
中
則

過
之
，
後
乃
通
會
，
通
會
之
際
，
人
書
俱
老
。
﹂
接
著
，
並
引
論
語
學
而
篇
孔

子
那
段
極
有
名
的
說
話
：
﹁
三
十
而
立
、
、
、
六
十
而
耳
順
，
七
十
而
從
心
所

欲
，
不
踰
矩
。
﹂
再
簡
化
而
加
解
釋
：
﹁
五
十
知
命
，
七
十
從
心
，
故
以
達
夷

險
之
情
，
體
權
變
之
道
。
亦
猶
謀
而
後
動
，
動
不
失
宜
；
時
然
後
言
，
言
必
中

理
矣
。
﹂
本
來
從
心
所
欲
的
意
思
是
什
麼
都
可
以
作
，
但
經
過
達
情
體
道
之
後

，
一
切
都
合
宜
合
理
，
等
於
沒
有
做
什
麼
；
也
就
不
踰
矩
了
。
深
究
起
來
，
孔

、
孫
都
把
﹁
隨
心
所
欲
﹂
架
空
了
。

　 

古
時
的
書
法
家
，
很
少
能
活
到
七
十
歲
，
隨
興
查
閱
典
籍
，
熟
知
的
有
：

顏
真
卿
、
傅
山
、
徐
渭
、
祝
允
明
、
何
紹
基
活
過
七
十
歲
，
歐
陽
詢
、
董
其
昌

、
柳
公
權
、
虞
世
南
超
過
八
十
歲
，
可
說
甚
少
。
似
乎
都
沒
有
特
別
出
現
顯
著

的
老
筆
。
倒
是
近
代
的
書
家
吳
昌
碩
，
尤
其
是
齊
白
石
及
黃
賓
虹
，
真
的
在
老

年
出
現
些
改
變
。

     

老
師
在
課
堂
上
常
提
到
老
筆
，
通
常
都
是
對
我
而
言
。
稍
早
時
期
，
他
說

我
較
少
出
現
老
筆
，
他
對
﹁
老
筆
﹂
一
詞
所
賦
與
的
含
意
，
是
真
正
﹁
從
心
所

欲
﹂
的
意
思
，
再
白
一
點
：
﹁
自
由
自
在
﹂
之
意
。
他
認
為
我
的
筆
不
夠
開
放

，
並
語
重
心
長
的
說
：
﹁
八
十
歲
還
不
能
自
由
自
在
，
要
到
什
麼
時
候
才
放
開

胸
懷
呢
？
﹂

     

我
自
己
覺
得
很
慚
愧
，
並
認
為
關
係
到
審
美
觀
點
。
有
很
多
我
認
為
寫
得

不
好
的
字
，
甚
至
於
不
想
帶
到
教
室
掛
在
牆
壁
上
。
老
師
卻
點
出
那
些
字
特
別

精
采
。
我
也
常
為
此
一
狀
況
感
到
困
惑
，
帶
回
來
研
究
一
番
，
通
常
的
結
論
：

﹁
自
在
﹂
而
已
。
也
就
是
：
從
心
所
欲
。

      

近
幾
年
來
，
老
師
已
常
會
指
出
我
作
業
上
某
些
筆
劃
是
老
筆
；
卻
又
告
誡

同
學
不
要
出
現
這
種
筆
法
，
也
不
宜
摹
仿
這
種
筆
法
。
言
下
之
意
，
那
種
筆
法

是
我
的
專
利
，
他
人
不
能
仿
作
。

      

何
謂
老
筆
，
依
從
心
所
欲
思
考
，
為
：
﹁
樸
筆
﹂
，
從
原
來
之
狂
狷
而
歸

平
正
；
﹁
拙
筆
﹂
，
力
不
從
心
；
﹁
童
趣
﹂
，
﹁
狂
筆
﹂
，
意
在
筆
先
的
放
肆

；
﹁
顛
筆
﹂
，
筆
在
意
先
的
放
肆
；
﹁
逸
筆
﹂
，
神
來
筆
劃
；
﹁
失
筆
﹂
，
畫

虎
不
成
；
﹁
錯
筆
﹂
，
不
知
所
之
之
筆
。
︵
待
續
︶

    

的
意
義
。
﹂
正
因
為
藝
術
是
對
現
實
的
提
取
，
是
否
虛
構
或
真
實
，

其
實
並
不
重
要
。
因
為
重
要
的
是
，
藝
術
呈
現
了
現
實
中
的
美
好
。

我
相
信
藝
術
就
像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所
說
的
，
是
一
種
生
命
美
好
經
驗

的
分
享
，
藝
術
在
生
命
中
的
作
用
是
正
面
和
美
好
的
。
也
正
是
這
點

，
對
於
創
作
的
品
質
上
，
我
沒
有
太
多
的
恐
懼
。
就
像
西
班
牙
畫
家

達
利
所
說
的
：
﹁
不
要
害
怕
完
美
，
因
為
你
永
遠
達
不
到
它
。
﹂
展

出
的
作
品
能
不
能
完
美
並
不
重
要
，
重
要
的
是
，
我
用
完
美
的
心
去

創
作
以
及
無
懼
的
態
度
去
嘗
試
，
去
實
驗
，
去
展
現
自
己
心
中
的
真

善
美
。

    

對
我
而
言
人
生
的
七
十
歲
是
一
個
逗
號
，
準
備
再
往
另
一
個
目
標

前
進
。
也
代
表
著
一
份
希
望
，
希
望
今
後
的
人
生
有
著
更
多
的
期
待

、
活
力
去
延
伸
人
生
，
去
實
現
人
生
。
﹁
墨
醇
色
揚
﹂
是
我
在
這
段

人
生
中
的
一
個
記
錄
和
小
逗
點
。
就
像
我
的
屏
風
作
品
：
﹁
人
生
四

步
曲
﹂
裏
，
最
後
一
屏
中
採
用
不
同
性
質
的
線
條
，
去
刻
劃
從
平
靜

安
逸
，
走
入
多
采
多
姿
的
醇
墨
人
生
！

    

在
﹁
墨
醇
色
揚
﹂
展
出
的
有
傳
統
書
法
，
現
代
書
法
創
作
，
國
畫

等
。
誠
摯
地
邀
請
各
位
老
師
以
及
同
好
們
來
參
觀
與
不
吝
嗇
地
給
予

指
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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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高低

△移位

△高挑

△扁平

△粗細

△疏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