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
之
於
書
法
之
於
我
︵
接
上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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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與
樂   

     

漢
光
︵
書
道
︶
曾
在2

0
0
3

年
春
，
作
了
一
次
以
書
法
的
筆
和
墨
描
寫
人
間
喜

怒
哀
樂
的
實
驗
。
在
此
主
場
的
前
後
，
又
加
入
兩
段
用
筆
墨
描
述
音
樂
的
嘗
試
，

作
為
暖
身
和
結
束
。
對
比
兩
段
書
法
與
音
樂
的
結
合
，
沒
有
任
何
規
範
，
以
期
取

得
最
佳
效
果
。
故
進
行
時
或
抓
節
奏
、
或
描
強
弱
、
或
擬
曲
調
，
不
一
而
足
。
由

於
音
樂
屬
時
間
藝
術
，
有
其
連
續
性
，
老
師
看
後
指
出
，
多
是
一
張
張
的
心
電
圖

。
雖
再
重
作
，
但
仍
多
重
蹈
覆
轍
，
算
取
得
一
次
寶
貴
的
歷
練
︵
惜
後
來
沒
有
再

作
進
一
步
的
探
討
︶
。

     

其
實
書
法
在
創
作
階
段
也
屬
於
時
間
藝
術
：
筆
在
運
行
時
有
疾
徐
、
提
按
、

輕
重
，
墨
韻
有
淡
濃
，
字
有
疏
密
，
點
畫
有
呼
應
，
其
繁
複
較
之
單
項
樂
器
︵
除

鋼
琴
類
等
多
弦
者
外
︶
的
演
奏
，
尤
有
過
之
。
不
過
，
聲
音
的
無
所
不
在
及
其
感

染
力
，
較
之
毛
筆
，
則
相
去
不
可
以
道
理
計
了
。

 
 
 
 

倒
是
中
國
樂
器
的
結
構
比
較
簡
單
，
音
色
也
更
純
淨
，
作
為
描
摹
對
象
，
值

得
嘗
試
。
歷
來
︵
近
期
更
勝
︶
已
有
書
法
界
人
士
推
動
將
音
樂
引
入
書
法
的
創
作

中
,
即
以
音
樂
的
感
染
力
來
誘
發
、
輔
引
、
推
助
書
寫
者
的
感
性
，
以
期
作
品
獲

得
超
水
準
的
成
績
。

     

 
 
 
 

我
很
喜
歡
西
洋
古
典
音
樂
，
也
有
一
次
感
受
到
音
樂
與
書
法
遇
合
時
那
種
融

洽
與
美
好
。
我
常
在
午
飯
後
斜
靠
在
一
張
頗
寬
大
的
辦
公
椅
上
休
息
，
打
開
電
腦

，
連
上W

Q
X
R

電
台
︵
這
是
美
國
紐
約
地
區
唯
一
一
家
24
小
時
播
放
古
典
音
樂
的

調
頻
廣
播
電
台
，
也
可
以
在
網
路
上
同
步
聽
到
︶
。
那
是2

0
1
0

年4

月6

日
的
下

午
兩
點
，
也
是
紐
約
同
日
的
凌
晨
兩
點
，
由
於
仍
在
夜
間
，
音
樂
也
屬
輕
柔
優
美

的
曲
調
，
甚
有
催
眠
作
用
，
所
以
我
睡
著
了
。

   

 
 
 
 

在
一
片
美
好
的
鋼
琴
聲
中
醒
來
時
，
已
近
四
點
。
不
久
，
我
已
聽
出
這
是
蕭

邦
的
第
一
號
鋼
琴
協
奏
曲
，
隨
之
就
進
入
其
第
二
樂
章
，
所
謂
天
籟
，
就
是
這
樣

吧
！
意
識
迷
濛
中
似
有
大
珠
小
珠
落
玉
盤
的
清
脆
，
再
有
雨
打
芭
蕉
的
低
沉
，
又

漸
漸
轉
而
為
雨
灑
殘
荷
的
溫
柔
、
繁
複
。

   

 
 
 
 

就
在
此
刻
，
明
一
的
書
法
竟
然
鬩
入
我
的
意
識
，
并
隨
着
音
樂
的
旋
律
、
節

拍
、
強
弱
、
快
快
慢
慢
進
行
着
側
、
勒
、
努
、
趯
和
策
、
掠
、
啄
、
磔
的
揮
灑
轉

頓
，
輕
盈
而
流
暢
。
就
這
樣
直
到
新
聞
報
導
，
我
才
﹁
醒
﹂
來
，
並
很
珍
視
這
一

段
書
法
與
音
樂
的
奇
幻
之
旅
。
因
此
，
我
總
存
有
以
書
法
摹
擬
音
樂
的
﹃
妄
想
﹄

，
也
興
起
對
﹁
現
代
書
法
﹂
的
﹃
厚
望
﹄
。

我
的
字

  
 
 

前
人
論
書
的
篇
章
中
，
詳
究
執
筆
法
者
偏
少
，
大
概
是
因
為
蘇
軾
那
句
﹁
把

筆
無
定
法
，
要
使
虛
而
寬
﹂
所
造
成
的
後
遺
症
。
那
句
話
似
乎
暗
示
：
執
筆
沒
有

特
別
要
求
，
只
要
手
如
握
卵
︵
指
實
掌
虛
︶
，
寫
出
來
的
字
都
差
不
多
，
其
實
不

然
。

            

     

老
梅
綠
石
槽
，
位
於
台
灣
北
海
岸
的
石
門
富
貴
角
，
一
條
條
的
溝
槽

，
是
大
自
然
以
上
億
年
的
工
夫
慢
慢
精
雕
細
琢
出
來
的
。
每
年
三
月
，

綠
藻
滋
生
，
爬
上
岩
面
，
充
滿
著
生
命
力
！

之
一                                                        

謝
葆
真

 
 
 

中
國
數
百
甚
至
上
千
年
的
碑
文
，
感
動
了
無
數
世
人
，
紛
紛
臨
摹
，

給
予
無
數
的
讚
嘆
珍
藏
；
大
自
然
也
不
甘
示
弱
，
以
其
鬼
斧
神
工
深
深

的
刻
畫
了
這
個
大
地
，
其
鑿
痕
之
深
，
就
像
老
梅
綠
石
槽
一
條
條
的
溝

槽
，
時
而
顯
露
青
苔
如
茵
的
小
品
，
更
多
的
是
以
霸
氣
之
姿
，
鑿
劃
出

大
山
大
河
無
人
能
比
的
巨
作
。

之
二                                                        

湯
以
德

 
 
 

老
梅
綠
石
槽
，
傳
唱
著
千
古
美
麗
的
奇
跡
，
岩
石
群
質
地
粗
獷
堅
硬

，
方
圓
不
一
，
綿
延
一
公
里
餘
，
遠
望
如
一
塊
塊
碑
林
橫
臥
，
古
樸
而

厚
重
。
暮
春
三
月
，
綠
藻
滋
生
，
絲
絲
縷
縷
，
迎
風
如
草
書
輕
揚
，
虛

虛
實
實
，
靈
動
而
有
神
！
茂
盛
時
期
，
岩
面
如
被
碧
毯
覆
蓋
，
軟
厚
濃

密
，
當
海
水
翻
浪
湧
來
，
波
折
跌
宕
，
酣
暢
暈
染
，
成
為
海
岸
上
最
具

神
釆
的
﹁
石
門
頌
﹂
，
令
人
悸
動
。

之
三                                                        
齊
海
娟

 
 
 

綠
石
槽
，
讓
我
聯
想
到
古
樸
厚
重
的
﹁
瘞
鶴
銘
﹂
，
原
石
刻
因
山
崩

也
墜
入
江
水
中
。
這
裡
的
綠
石
槽
大
致
上
排
列
規
則
，
不
時
有
波
浪
前

來
撞
擊
起
舞
，
使
質
樸
的
石
槽
增
添
了
隸
書
與
行
書
的
趣
味
。
當
我
們

一
次
次
的
臨
摹
碑
刻
，
總
會
想
起
如
何
賦
予
石
刻
碑
文
新
的
故
事
與
生

命
！

︽
本
會
訊
︾

2
0
2
0
.0
2
.2
2
 

主
題
揮
毫
現
場
記
錄
／
秘
書
處

一﹑
︽
易
象
書
法
︾

 
 
 

易
經
是
中
國
最
古
老
的
智
慧
，
藉
由
陰
爻
與
陽
爻
的
不
同
排
列
，
體
現
大
自

然
的
不
同
現
象
。
從
書
法
抽
象
的
角
度
思
維
，
則
可
體
現
不
同
長
短
的
線
條
，

構
成
大
自
然
的
變
化
。
因
此
，
如
何
將
極
簡
的
線
條
賦
予
生
命
，
開
發
看
似
抽

象
又
能
連
結
到
不
同
卦
象
意
義
，
這
對
於
啟
發
書
法
抽
象
表
現
有
很
大
的
開
展

作
用
。
在
這
次
集
體
揮
毫
中
只
採
用
八
卦
的
形
象
，
依
著
自
己
對
線
條
不
同
處

理
的
認
知
，
重
新
做
出
更
大
的
變
化
；
希
冀
，
經
由
不
同
的
處
理
後
，
再
拼
構

成
一
幅
具
中
國
形
式
的
書
法
抽
象
作
品
。

           

二﹑
︽
運
動
的
線
︾

 
 
 

藉
由
不
同
材
質
的
線
，
在
紙
面
擦
撞
、
碰
觸
、
拉
扯
所
能
產
生
的
感
覺
體
認

，
是
這
項
集
體
創
作
要
主
要
表
現
重
點
，
在
過
程
中
會
出
現
很
多
的
可
能
性
：

1.
由
於
線
接
觸
壓
克
力
的
量
不
一
，
所
以
打
出
來
的
線
變
化
不
同
，
可
能
出
現

   

點
狀
，
或
是
滴
墨
狀
或
是
像
線
又
像
不
規
則
的
點
。

2.
如
果
用
拉
的
線
，
或
者
說
類
似
輕
輕
的
拉
動
時
產
生
的
線
，
彼
此
的
不
同
。

3.
如
果
用
力
甩
擊
時
，
可
能
會
出
現
較
完
整
的
線
及
噴
灑
的
點
狀
連
結
。

4.
如
果
將
線
直
接
放
在
紙
上
，
然
後
用
外
物
拍
打
它
所
產
生
的
線
。

5.
將
線
放
在
紙
上
，
然
後
在
粗
繩
上
滴
水
讓
它
局
部
暈
染
、
產
生
的
變
化
。

6.
適
當
的
加
些
壓
克
力
，
然
後
不
規
則
的
亂
打
，
產
生
的
點
線
變
化
後
，
再
單

   

獨
做
線
的
形
狀
增
加
它
的
變
化
。

7.
將
兩
邊
拉
緊
，
用
竹
竿
拉
起
，
然
後
再
放
下
彈
出
線
來
，
有
如
墨
線
作
法
所

   

產
生
的
線
條
。

 
 
 
 

依
我
的
驗
證
，
筆
桿
與
紙
面
所
成
的
角
度
愈
垂
直
，
愈
易

得
到
中
鋒
運
筆
的
效
果
，
且
尤
以
橫
畫
為
然
。
筆
桿
愈
偏
離
垂

直
，
側
鋒
的
效
果
也
愈
明
顯
。
我
執
筆
時
手
與
下
臂
的
角
度
比

一
般
人
小
，
故
筆
較
垂
直
紙
面
；
此
外
，
我
食
指
高
離
中
指
約

四
公
分
︵
一
般
人
併
在
一
起
︶
，
如
比
照
槓
桿
的
圖
來
說
明
，

我
的
中
指
︵
力
點
︶
經
由
食
指
︵
支
點
︶
對
筆
尖
︵
重
點
︶
的

移
動
有
較
精
微
的
控
制
。

   

 
 
 
 

以
上
個
世
紀
二
○
年
代
，
大
陸
雖
有
鉛
筆
，
但
因
其
易
斷

難
削
，
致
小
學
一
年
級
即
以
毛
筆
寫
字
。
記
得
初
中
低
年
級
時

，
仍
以
毛
筆
寫
英
文
和
數
學
作
業
。
直
到
高
中
自
來
水
筆
才
漸

達
普
遍
擁
有
的
情
形
︵
想
不
到
，
如
今
它
竟
已
被
鋼
珠
筆
淘
汰

了
︶
。
也
就
是
說
，
相
對
於
台
灣
較
偏
用
硬
筆
的
情
形
，
我
對

毛
筆
的
掌
控
能
力
，
多
了
十
二
年
的
童
子
功
，
甚
至
於
已
有
了

某
種
習
慣
性
︵
所
謂
的
﹁
風
格
﹂
?
︶
也
不
自
知
。

 
 
 
 

投
身
書
法
以
來
，
臨
習
最
多
的
是
鄭
板
橋
、
胡
小
石
、
何

紹
基
。
鄭
板
橋
將
篆
、
隸
、
草
的
筆
法
融
入
楷
、
行
之
中
，
並

配
合
結
字
的
移
位
變
化
，
讓
每
個
字
都
產
生
新
的
面
貌
和
姿
態

，
再
以
﹁
亂
石
舖
街
﹂
方
式
布
局
，
使
整
個
書
法
作
品
有
讓
人

目
不
暇
接
的
視
覺
效
果
。
何
紹
基
則
以
近
乎
自
殘
的
迴
腕
用
筆

，
廢
了
寫
字
時
特
別
得
力
的
手
、
腕
的
武
功
，
顛
覆
了
﹁
永
字

八
法
﹂
的
基
本
準
則
，
讓
所
謂
的
筆
法
只
剩
下
﹁
點
﹂
和
﹁
線

﹂
兩
項
。
他
讓
書
法
的
字
，
在
結
體
及
布
局
上
產
生
了
無
與
倫

比
的
視
覺
革
命
，
一
種
新
的
認
知
。
至
於
胡
小
石
，
他
的
執
筆

更
接
近
垂
直
，
以
我
這
見
識
不
廣
、
書
法
未
精
的
人
所
見
，
認

為
他
中
鋒
的
運
用
效
果
，
自
古
至
今
，
無
出
其
右
者
，
令
人
驚

歎
︵
不
幸
的
是
，
有
人
欲
埋
葬
中
鋒
︶
。
他
們
三
位
前
賢
的
共

同
點
奇
和
巧
，
是
吸
引
我
的
最
大
因
素
。
然
而
，
願
高
手
低
，

對
三
賢
只
貼
近
十
年
的
習
練
，
加
上
黃
師
廿
載
的
口
授
手
示
，

看
了
我
的
字
，
必
有
我
顛
覆
了
﹁
名
師
出
高
徒
﹂
成
語
的
感
歎

吧
！

老
人
願 

   

*
現
在
空
前
地
重
視
著
作
權
，
但
我
們
常
寫
了
古
人
的
詩
詞

，
却
忘
了
與
他
共
享
此
詩
詞
與
書
法
合
成
作
品
呈
現
的
殊
緣    

，
是
不
願
屈
居
於
杜
甫
、
蘇
軾
的
名
字
之
下
?

   

*
你
能
在
一
秒
內
回
答
十
年
前
是
什
麼
﹁
干
支
年
﹂
嗎
?
但

卻
可
以
一
秒
內
回
答
公
元
多
少
年
?

 
 
 

返
台
至
今
二
十
年
的
創
作
歷
程
中
，
常
思
索
著
如
何
透
過
繪
畫
的

語
言
形
式
，
使
筆
觸
、
線
條
、
顏
色
等
形
與
色
之
間
的
關
係
不
僅
相
互

依
存
，
更
可
以
獨
立
存
在
；
更
嘗
試
著
讓
繪
畫
的
元
素
能
與
所
在
的
空

間
產
生
對
話
，
探
討
平
面
繪
畫
與
立
體
雕
塑
之
間
的
另
一
種
可
能
性
。

除
了
呼
應
西
方
抽
象
表
現
主
義
中
，
行
動
繪
畫
、
幾
何
表
現
、
單
色
表

現
的
思
維
外
，
並
對
材
料
本
身
與
基
底
材
的
物
質
性
空
間
進
行
一
連
串

實
驗
與
提
問
。

   

 
 
 
 

如
何
將
傳
統
書
法
中
各
書
體
的
﹁
線
性
﹂
與
﹁
線
質
﹂
，
與
傳
統

繪
畫
中
的
﹁
筆
法
﹂
與
﹁
皴
法
﹂
等
元
素
，
獨
立
而
成
為
個
人
創
作
的

呈
現
，
是
筆
者
一
直
關
切
的
。
近
期
更
以
直
觀
的
書
寫
形
式
介
入
繪
畫

的
形
式
，
使
書
寫
行
為
的
﹁
書
意
﹂
介
入
繪
畫
的
﹁
畫
意
﹂
行
為
。

 
 
 

中
國
山
水
畫
，
除
了
體
現
了
傳
統
中
國
人
對
天
地
自
然
萬
物
的
崇

敬
，
更
展
現
了
獨
特
的
東
方
藝
術
美
學
的
精
神
涵
養
，
其
中
﹁
筆
法
﹂

與
﹁
皴
法
﹂
的
展
現
與
運
用
，
更
是
架
構
這
精
神
的
基
石
。
傳
統
的
中

國
繪
畫
強
調
﹁
書
畫
同
源
﹂
，
意
指
書
法
與
繪
畫
相
輔
相
成
的
關
係
，

尤
其
書
畫
在
筆
墨
的
運
用
上
，
具
有
共
同
的
規
律
。
﹁
皴
法
﹂
源
自
於

畫
家
對
自
然
的
觀
察
與
體
悟
，
傳
承
千
百
年
至
今
，
﹁
筆
法
﹂
除
了
是

東
方
特
有
的
書
寫
與
書
畫
藝
術
的
呈
現
方
式
，
更
是
書
畫
家
體
現
內
在

修
為
的
一
種
方
式
。

 
 
 
 

面
臨
當
代
藝
術
創
作
的
百
家
爭
鳴
，
筆
者
只
想
回
歸
本
質
，
追
本

溯
源
，
期
望
作
品
能
突
破
﹁
東
、
西
﹂
的
藩
籬
，
呈
現
屬
於
自
己
的
面

貌
與
風
格
。
最
後
引
丁
衍
庸
的
一
句
話
做
為
結
語
｜

﹁
我
的
一
筆
畫
並
非
只
追
求
事
務
的
逼
真
寫
實
，
而
是
要
賦
予
它
們
屬

於
自
己
的
生
命
。
﹂

沒
有
球
賽
看
的
日
子

竟
也
習
慣
了
每
天
晚
上
寫
點
小
字 

電
視
裡
不
斷
攀
升
的
數
字 

著
實
令
人
焦
慮
恐
慌 

慶
幸
此
時
有
筆
有
墨 

臨
帖
習
字 

靜
心
也
練
功

創
作
心
得
分
享

文
�
圖
/
黃
舜
星

沒
有
球
賽
看
的
日
子

楊
瑞
蓉

    

     

 

一
戴
二
噴
三
踏
踩
、
防
疫
共
好
一
齊
來
／
秘
書
處

綠
大
地
的
聯
想 

｜ 

老
梅
綠
石
槽

   
 
 

庚
子
春
季
揮
毫
活
動
之
日
，
新
冠
肺
炎
的
疫
情
已
經
在
城
市
間
無
聲

四
竄
。
在
活
動
展
開
之
際
，
最
想
拒
絕
的
，
不
是
承
擔
的
勇
氣
，
而
是

被
頂
著
皇
冠
假
冒
的
威
儀
，
重
重
拍
下
你
我
的
雙
肩
。

 
 
 
 

於
是
！
75
%
消
毒
酒
精
伺
候
；
於
是
！
各
式
洗
手
乳
站
立
列
隊
；
於

是
！
稀
釋
的
漂
白
水
也
加
入
迎
接
夥
伴
報
到
的
行
列
。

 
 
 

我
們
戴
上
口
罩
，
雙
手
噴
上
酒
精
搓
揉
；
雙
腳
踩
踏
進
門
的
殺
菌
地

墊
，
則
是
最
後
的
通
關
密
語
。 

     

超
前
部
署
、
確
實
防
疫
，
是
書
會
堅
持
共
好
的
默
契
。

畫布 墨200×200cm

畫布 墨120×90cm

畫布 墨160×160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