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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草
书
书
法
，
始
于
唐
而
颓
于
宋
。

本
文
通
过
对
文
献
的
分
析
、
书
法
作
品
图

像
的
统
计
，
及
内
容
特
点
对
比
，
揭
示
了

这
一
历
史
进
程
中
所
呈
现
的
从
张
旭
、
怀

素
到
黄
庭
坚
由
形
而
下
的
注
重
观
照
世
界

（
外
师
造
化
）
之
理
，
到
形
而
上
的
更
多

的
观
照
自
在
（
中
得
心
源
）
的
心
性
的
转

换
。
这
一
审
美
心
性
的
转
换
，
揭
示
了
大

草
书
独
特
形
式
的
审
美
规
律
对
真
实
生
命

体
现
的
不
同
表
现
途
径
。

当
然
，
这
样
的
对
书
法
的
诠
释
，
在

没
有
定
量
的
图
像
数
据
支  

持
下
，
往
往
流

于
空
泛
。
书
法
中
视
觉
之
像
直
接
反
映
人

对
自
然
、
人
文
以
及
自
身
心
性
等
生
命
本

性
的
观
照
。
①
用
空
间
或
图
像
的
定
量
分

析
来
解
析
经
典
书
法
作
品
，
始
于
邱
振
中

《
章
法
的
构
成
》
②
一
文
。
书
法
图
像
的
解

析
和
定
量
分
析
，
已
经
被
运
用
于
研
究
书

法
的
审
美
特
质
，
甚
至
书
法
名
作
的
辨
伪

鉴
真
。
选
用
不
同
的
可
测
参
数
，
李
跃
林

对
传
统
苏
轼
的
作
品
进
行
分
析
，
辩
证
了

一
些
名
作
的
真
伪
。
③
④
赵
华
运
用
定
量

对
印
章
的
分
析
，
将
赵
孟

与
俞
和
伪
作

一
一
甄
别
。
⑤
在
定
性
的
层
面
上
，
具
体

到
宋
代
大
草
书
的
代
表
人
物
黄
庭
坚
。
陈

志
平
在
《
黄
庭
坚
书
学
研
究
》
中
将
黄
庭

坚
常
用
禅
语
与
黄
庭
坚
的
书
法
图
像
进
行

了
对
比
分
析
。
⑥
本
文
通
过
书
法
图
像
的

某
一
特
征
，
即
连
字
书
写
的
定
量
分
析
，

来
诠
释
唐
宋
大
草
书
法
中
所
反
映
的
对
大

千
、
人
文
和
心
性
的
不
同
观
照
方
式
。

董
香
光
区
别
唐
宋
书
法
，
言
唐
人
尚

法
，
宋
人
尚
意
。
唐
人
尚
法
之
“
法
”
，
是

论
其
百
变
而
森
严
的
楷
书
；
而
宋
人
尚
意

之
“
意
”
，
则
颇
费
猜
详
。
若
认
为
这
是

一
种
具
有
深
沉
自
我
观
照
而
揭
示
出
来
人

心
本
性
的
有
“
理
”
之
“
意
”
，
则
唐
、
宋

大
草
书
法
的
径
流
，
可
以
用
盛
唐
诗
与
宋

诗
的
区
别
来
相
较
。
严
羽
《
沧
浪
诗
话
》

云
：
“
本
朝
人
尚
理
，
唐
人
尚
意
兴
。
”
钱

锺
书
也
在
《
谈
艺
录
》
中
重
述
了
类
似
的

观
点
：
“
唐
诗
多
以
风
神
情
韵
擅
长
，
宋

诗
多
以
筋
骨
思
理
见
胜
。
”
所
谓
的
尚
意

兴
，
是
直
觉
的
对
自
然
、
人
文
的
观
照
。

而
思
理
，
则
更
多
的
是
一
种
近
乎
禅
修
的

理
性
的
对
自
然
、
人
文
自
身
的
观
照
，
是

把
心
中
的
念
想
，
投
射
于
大
千
、
人
文
而

证
其
人
身
生
命
真
性
。

观
照
，
是
对
客
观
世
界
和
人
自
身
的
认

识
和
理
解
。
人
对
世
界
的
观
照
，
无
非
是

感
性
和
理
性
两
种
方
式
。
感
性
的
观
照
，

李
跃
林

观
世
界
与
观
自
在

—
张
旭
、
怀
素
与
黄
庭
坚
大
草
书
风
的
比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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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艺
术
和
宗
教
的
根
源
；
而

理
性
的
认
识
，
是
科
学
发
展

的
动
力
。
在
书
法
所
产
生
的

高
度
抽
象
而
复
杂
的
视
觉
相

中
，
是
否
也
反
映
了
艺
术
家

在
观
照
世
界
和
人
生
时
采

用
的
不
同
方
法
、
不
同
角
度

呢
？
唐
宋
大
草
书
法
的
图
像

分
析
表
明
，
对
这
一
假
想
至

少
可
以
定
性
的
做
出
肯
定

的
答
复
。
与
文
献
记
载
相
对

照
，
也
初
步
证
实
了
唐
宋
诗

的
分
流
，
正
好
概
述
了
唐
代

大
草
书
与
宋
代
唯
一
草
书
大

家
黄
庭
坚
之
间
在
书
法
体
悟

上
的
分
野
。

唐
代
张
旭
、
怀
素
与
大

草
书
法
的
兴
起
和
衰
落

大
草
或
狂
草
书
法
在

中
国
书
法
中
无
疑
最
具
神

秘
色
彩
，
是
书
法
中
自
由
、

浪
漫
、
癫
狂
的
表
征
。
盛
唐

的
张
旭
、
怀
素
一
向
被
认
为
是
大
草
书
法

的
代
表
人
物
。
他
们
的
书
法
在
“
颠
”
和

“
狂
”
的
旗
帜
下
，
更
在
中
国
书
法
史
、
中

国
传
统
美
学
哲
学
，
甚
至
是
民
间
野
史
中

留
下
各
样
的
传
奇
式
的
光
芒
。

张
旭
和
怀
素
是
艺
术
家
，
他
们
在
历

史
上
留
下
痕
迹
完
全
是
因
书
法
和
一
批

浪
漫
的
诗
人
墨
客
对
他
们
的
人
生
传
奇

似
的
描
述
。
从
这
些
描
述
中
，
可
以
看
到

张
旭
、
怀
素
人
生
的
大
致
轮
廓
和
艺
术
特

色
。
一
者
，
二
人
都
是
职
业
艺
术
家
。
张

旭
“
初
，
仕
为
常
熟
尉
”
⑦
，
“
善
草
书
，

不
治
他
技
”
⑧
。
“
皓
首
穷
草
隶
”
，
且

“
问
家
何
所
有
，
生  

事
如
浮
萍
”
，
“
微
禄

心
不
屑
”
⑨
，
似
乎
对
做
官
兴
趣
不
高
，

怀
素
则
是
一
个
艺
术
僧
人
，
“
释
子
吾
家

宝
…
…
能
翻
梵
王
字
，
妙
尽
伯
英
书
”
⑩
。

他
们
在
社
会
上
是
“
另
类
”
。
二
者
，
作
为

专
业
的
艺
术
家
，
自
然
要
有
粉
丝
。
在
书

法
这
样
高
深
的
艺
术
领
域
要
有
粉
丝
，
即

使
是
已
经
非
常
独
立
特
出
的
大
草
书
法
，

也
不
能
不
在
书
法
中
加
上
通
俗
易
懂
、
眩

人
耳
目
的
成
分
。
这
一
成
分
，
往
往
不
在

书
法
之
内
，
而
在
书
法
之
外
。
旭
、
素
的
手

唐 张旭 古诗四首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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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
就
是
加
重
表
演
的
成
分
。
张
旭
的
表

演
手
段
之
一
是
“
挥
笔
而
大
叫
，
以
头
揾

水
墨
中
而
书
之
”

；
怀
素
则
“
忽
然
绝
叫

三
五
声
，
满
壁
纵
横
千
万
字
”

，
“
大
叫

一
声
起
攘
臂
。
挥
毫
倏
忽
千
万
字
，
有
时

一
字
两
字
长
丈
二
”

，
致
使
“
满
坐
失
声

看
不
及
”

。
这
些
显
然
都
是
非
常
吸
引
眼

球
的
。张

旭
的
书
法
体
悟
，
来
自
对
人
文
的

强
烈
观
照
。

如
“
旭
自
言
，
始
见
公
主
担

夫
争
道
，
又
闻
鼓
吹
，
而
得
笔
法
意
，
观
倡

公
孙
舞
《
剑
器
》
，
得
其
神
”
，
“
昔
者
吴

唐 怀素 苦笋帖

怒
窘
穷
，
忧
悲
、
愉
佚
、
怨
恨
、
思
慕
、
酣

醉
、
无
聊
、
不
平
，
有
动
于
心
，
必
于
草
书

焉
发
之
。
观
于
物
，
见
山
水
崖
谷
，
鸟
兽
虫

鱼
、
草
木
之
花
实
，
日
月
列
星
，
风
雨
水

火
，
雷
霆
霹
雳
，
歌
舞
战
斗
，
天
地
事
物
之

变
，
可
喜
可
愕
，
一
寓
于
书
。
故
旭
之
书
，

变
动
犹
鬼
神
，
不
可
端
倪
，
以
此
终
其
身

而
名
后
世
。
”

虽
然
史
书
上
未
有
对
张
旭
、
怀
素
生

活
的
详
细
记
载
，
但
是
他
们
得
意
时
，
在

名
公
贵
族
间
如
鱼
得
水
。
杜
甫
的
《
饮
中

八
仙
歌
》
中
，
张
旭
从
容
与
皇
族
名
公
浪

迹
，
而
“
脱
帽
露
顶
王
公
前
”

。
而
怀
素

也
是
“
朝
骑
王
公
大
人
马
，
暮
宿
王
公
大

人
家
…
…
不
因
礼
部
张
公
将
尔
来
，
如
何

得
声
名
一
旦
喧
九
垓
”

，
“
长
幼
集
，
贤

豪
至
”

，
“
今
日
华
堂
看
洒
落
，
四
座
喧

呼
叹
佳
作
”

。 

旭
、
素
是
如
何
在
一
个
错
综
复
杂
的

社
会
中
得
以
优
游
裕
如
，
或
者
是
因
其
人

格
的
魅
力
，
或
因
其
对
人
生
的
实
相
参
悟

而
至
于
毫
无
凝
滞
。
而
在
书
法
艺
术
中
达

到
这
一
毫
无
凝
滞
的
境
界
，
则
是
通
过
酒

的
胜
力
。
张
旭
是
“
张
公
性
嗜
酒
”

，

人
张
旭
，
善
草
书
帖
，
数
常
于
邺
县
见
公

孙
大
娘
舞
西
河
剑
器
，
自
此
草
书
长
进
，

豪
荡
感
激
”
。

如
果
承
认
颜
真
卿
是
张
旭

的
传
人

，
则
令
怀
素
折
服
的
“
屋
漏
痕
”

也
是
张
旭
的
真
实
追
求
。
怀
素
对
自
己
的

描
述
则
是
“
贫
道
现
夏
云
多
奇
峰
，
辄
常

师
之
，
夏
云
因
风
变
化
，
乃
无
常
势
，
其
痛

快
处
如
飞
鸟
出
林
，
惊
蛇
入
草
，
又
遇
坼

壁
之
路
，
一
一
自
然
。
”
从
这
一
角
度
来

说
，
旭
、
素
对
书
法
的
认
识
，
多
在
于
对
自

然
和
人
文
“
相
”
的
基
本
观
照
。
正
如
韩
愈

所
说
“
往
时
张
旭
善
草
书
，
不
治
他
技
。
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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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饮
酒
辄
草
书
”

，
“
三
杯
草
圣
传
”

，
怀

素
则
“
醉
来
为
我
挥
健
笔
”

，
“
醉
后
耳
热

心
更
凶
”

，
“
十
杯
五
杯
不
解
意
，
百
杯
已

后
始
颠
狂
”

。
酒
的
各
种
的
可
能
结
果
之

一
，
是
让
人
心
地
澄
净
，
思
行
无
碍
，
进
入
可

称
为
催
眠
的
一
种
忘
我
的
状
态
，
即
所
谓
的

“
醉
里
的
真
如
”
。
在
这
种
状
态
下
，
使
旭
、

素
对
大
千
和
人
文
的
观
照
，
毫
无
凝
滞
的
从

笔
端
流
露
出
，
以
至
于
张
旭
“
醒
后
自
视
，
以

为
神
异
，
不
可
复
得
”

，
怀
素
则
“
人
人
细

问
此
中
妙
，
怀
素
自
言
初
不
知
”

，
“
醒
后

却
书
书
不
得
”

。

在
旭
、
素
的
书
法
中
，
一
个
观
照
世
界

的
清
晰
脉
络
，
就
是
对
所
观
照
感
性
世
界

的
再
创
造
。
通
过
狂
草
所
记
录
的
，
不
再

是
文
字
本
身
，
而
是
观
照
于
心
事
物
的
真

实
相
，
我
们
不
妨
称
之
为
真
实
之
“
影
”
。

这
一
以
“
影
”
达
于
“
真
”
的
过
程
，
对
正

常
人
说
来
，
是
“
观
”
“
思
”
和
“
写
”
的
综

合
过
程
。
而
酒
精
的
作
用
，
将
旭
、
素
置
于

一
个
催
眠
的
状
态
，
移
去
心
性
中
的
“
思
”

的
执
念
，
将
观
与
影
直
接
连
接
起
来
，
成

为
一
个
无
障
碍
的
通
道
。
这
样
才
有
“
天

地
事
物
之
变
，
可
喜
可
愕
，
一
寓
于
书
”
的

可
能
性
，
才
会
有
“
醒
后
却
书
书
不
得
”
的

尴
尬
。这

一
过
程
可
以
用
镜
与
相
的
关
系
来

比
喻
。
自
然
、
世
间
万
象
，
本
为
自
在
之

体
，
人
目
所
见
本
同
。
而
万
象
之
影
，
在

旭
、
素
的
笔
下
，
就
是
他
们
的
书
法
。
只

有
把
镜
中
滞
碍
移
去
，
才
能
在
书
法
这
一

“
影
”
中
重
写
大
千
的
妙
相
之
“
真
”
。
这唐 怀素 自叙帖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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霆
霹
雳
”
。
图
像
上
毫
无
凝
滞
的
特
色
，

在
张
旭
的
《
古
诗
四
帖
》
《
肚
痛
帖
》

，
及

怀
素
的
《
自
叙
帖
》

《
苦
笋
帖
》
中
，
都

可
以
得
到
一
一
印
证
。

遗
憾
的
是
，
唐
代
的
书
论
家
在
旭
、
素

爆
炸
式
震
撼
下
，
并
未
能
达
到
一
个
理
性

一
过
程
，
就
决
定
了
旭
、
素
的
书
法
是
流
畅

而
清
澈
的
，
所
以
韩
愈
能
从
张
旭
的
书
法
中

于
人
文
解
读
出
“
窘
穷
，
忧
悲
、
愉
佚
、
怨

恨
、
思
慕
、
酣
醉
、
无
聊
、
不
平
”
；
为
大

千
世
界
解
读
出
“
山
水
崖
谷
，
鸟
兽
虫
鱼
、

草
木
之
花
实
，
日
月
列
星
，
风
雨
水
火
，
雷

的
认
识
，
没
有
超
过
感
性
描
述
：
“
张
长
史

则
酒
酣
不
羁
，
逸
轨
神
澄
。
回
眸
而
壁
无

全
粉
，
挥
笔
而
气
有
余
兴
。
若
遗
能
于
学

知
，
遂
独
荷
其
颠
称
。
虽
宜
官
售
酒
，
子
敬

运
帚
。
遐
想
迩
观
，
莫
能
假
手
。
拘
素
屏
及

黄
卷
，
则
多
胜
而
寡
负
。
犹
庄
周
之
寓
言
，

于
从
政
乎
何
有
。
”

“
张
旭
草
书
，
立
性

颠
逸
，
超
绝
古
今
。
”

“
怀
素
草
书
，
援

毫
掣
电
，
随
手
万
变
。
”

这
种
对
旭
、
素
认
识
的
缺
乏
，
催
生

了
一
代
代
新
的
草
书
僧
的
出
现
，
更
使
大

草
书
成
为
僧
人
“
邀
宠
”
的
工
具
。

如
亚

栖
、
高
闲
、

光
、
景
云
、
贯
休
、
梦
龟
、
文

楚
等
，
多
有
获
赐
紫
袍
者
。
诗
人
们
也
似

乎
穷
尽
了
词
汇
的
奇
幻
。
僧
皎
然
《
陈
氏

童
子
草
书
歌
》
云
：
“
飙
挥
电
洒
眼
不
及
，

但
觉
毫
端
鸣
飒
飒
。
有
时
作
点
险
且
能
，

太
行
片
石
看
欲
崩
。
”
几
乎
可
以
用
来
描

述
任
何
的
草
书
家
了
。

这
些
书
僧
的
出
现
实
际
代
表
了
大
草

书
的
衰
退
，
也
导
致
了
宋
人
对
旭
、
素
书

法
的
重
新
认
识
。
这
一
重
新
认
识
，
始
于

对
旭
、
素
的
批
判
。
如
苏
轼
云
：
“
颠
张
醉

素
两
秃
翁
，
追
逐
世
好
称
书
工
…
…
有
如

宋 黄庭坚 廉颇蔺相如列传 局部

宋 黄庭坚 诸上座帖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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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倡
抹
青
红
，
妖
歌
嫚
舞
眩
儿
童
。
”

米

芾
云
：
“
张
颠
俗
子
。
变
乱
古
法
。
惊
诸
凡

夫
。
自
有
识
者
。
怀
素
少
加
平
淡
。
稍
到
天

成
。
而
时
代
压
之
。
不
能
高
古
。
高
闲
而

下
。
但
可
悬
之
酒
肆
。

光
尤
可
憎
恶

也
。
”

黄
庭
坚
更
批
评
了
时
人
的
大
草
书

法
，
“
近
时
士
大
夫
罕
得
古
法
，
但
弄
笔
左

右
缠
绕
遂
号
为
草
书
耳
，
不
知
与
科
斗
、

篆
、
隶
同
法
同
意
”
。

而
在
对
旭
、
素
的
书
法
的
解
读
中
，

开
始
强
调
的
是
旭
、
素
书
法
中
的
理
性
、

规
矩
的
成
分
：
“
旭
以
草
书
出
名
，
而
郎

官
石
记
，
真
楷
可
爱
。
”

“
张
长
史
草

书
，
颓
然
天
放
，
略
有
点
画
处
，
而
意
态
自

足
，
号
称
神
逸
…
…
今
长
安
犹
有
长
史
真

书
《
郎
官
石
柱
记
》
，
作
字
简
远
，
如
晋
、

宋
间
人
。
”

“
颜
太
师
言
张
长
史
虽
恣
性

颠
佚
，
而
书
法
极
入
规
矩
也
。
”

“
张
长

史
行
草
与
王
子
敬
不
甚
相
远
，
其
书
极
端

正
，
字
字
入
古
法
。
”

“
旭
名
本
以
颠
草

着
，
而
至
于
小
楷
行
书
又
复
不
减
草
字
之

妙
。
其
草
字
虽
奇
怪
百
出
，
而
其
源
流
无

一
点
不
该
规
矩
者
。
或
谓
张
颠
不
颠
者
是

也
。
”

“
怀
素
书
如
壮
士
拔
剑
，
神
采
动

人
，
而
回
旋
进
退
，
莫
不
中
节
。
”

一
旦
重
视
规
矩
理
性
，
则
大
草
书
法

的
另
一
未
被
全
部
开
发
的
层
次
，
就

可
能
被
揭
示
了
。

宋
代
大
草
书
的
复
兴
：
黄
庭
坚

的
人
生
态
度

姜
夔
在
《
续
书
谱
》
中
清
醒
地

认
识
到
了
山
谷
草
书
与
张
颠
、
怀

素
的
不
同
：
“
张
颠
、
怀
素
规
矩
最

号
野
逸
，
而
不
失
此
法
。
近
代
山
谷

老
人
，
自
谓
得
长
沙
三
味
，
草
书
之

法
，
至
是
又
一
变
矣
。
”

那
么
这
个
不
同
在
哪
里
？
与

颠
张
、
狂
素
富
于
传
奇
色
彩
而
十
分

专
一
的
人
生
相
比
，
黄
庭
坚
除
了
超

人
的
文
学
才
华
之
外
，
其
生
活
经
历

完
全
是
倍
经
生
活
磨
难
的
知
识
分
子

的
普
通
生
活
。
除
了
早
年
难
免
的
一

些
倚
红
偎
翠
、
声
色
放
浪
的
生
活
，

《
宋
史
·
黄
庭
坚
传
》
记
述
了
他
一

生
升
迁
流
放
简
历
外
，
对
他
个
人
的

资
质
、
人
品
评
论
只
有
这
样
几
句
话

张旭《古诗四帖》、怀素《自叙帖》与黄庭坚《廉颇蔺相如列传》《诸上座帖》局部比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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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
警
悟
”
“
性
笃
孝
”
；
文
章
诗
文
因
苏

轼
的
赏
识
而
“  

声
名
始
震
”
。
这
些
评
论
记

述
，
几
乎
可
以
应
用
于
任
何
时
代
信
奉
儒

家
正
统
哲
学
的
知
识
分
子
。
重
要
的
是
，
山

谷
对
生
活
中
的
种
种
磨
难
的
态
度
，
并
非
我

们
后
人
所
想
象
的
超
然
透
脱
，
而
是
完
全
的

“
黏
皮
带
骨
”
，
认
真
刻
意
，
步
步
为
营
。

从
生
活
上
看
，
山
谷
一
生
都
没
有
能

够
摆
脱
经
济
上
的
拮
据
，
且
为
此
忧
心
忡

忡
。
在
中
举
之
前
，
山
谷
曾
经
谋
划
过
创

办
药
店
以
解
决
一
家
人
的
生
计
：
“
老
夫

往
在
江
南
贫
甚
，
有
于
日
中
而
空
甑
无
米

炊
时
。
尝
念
贫
士
不
能
相
活
，
富
子
不
足

与
语
，
唯
作
药
肆
，
不
饥
寒
之
术
也
。
”

（
《
药
说
遗
族
弟
友
谅
》
）
在
入
馆
职
后
，

山
谷
也
向
朋
友
抱
怨
：
“
又
众
口
食
贫
，

思
得
一
江
湖
差
遣
，
使
老
幼
温
饱
耳
。
”

（
《
答
曹
苟
龙
》
）

贬
谪
之
后
，
山
谷
所
忧
的
第
一
件
事
是

一
家
人
的
衣
食
：
“
但
愧
拙
于
谋
生
，
一
失

官
财
，
以
口
腹
累
人
，
愧
不
可
言
。
某
兄
弟

同
庖
四
十
口
，
得
罪
以
来
，
势
不
可
扶
携
，

皆
寓
太
平
州
之
芜
湖
县
，
粗
营
柴
米
之
资
，

令
可
卒
岁
。
乃
来
伯
氏
授
越
州
司
理
，
小
姪

朴
授
抗
州
盐
官
尉
，
皆
腊
月
阙
，
可
分
骨
肉

相
养
也
。
”

(

《
答
泸
州
安
抚
王
补
之
》)

在
去
往
贬
所
的
路
上
，
也
刻
刻
不
忘
对

家
人
的
各
样
叮
嘱
：
“
三
人
轮
管
家
事
，
勿

废
规
矩
。
三
学
生
不
要
令
推
病
在
家(

一)

，

依
时
节
送
饭
，
及
取
归
书
院
常
整
龊
文
字
，

勿
借
出
也
。
知
命
且
掉
下
泼
药
草
，
读
书

看
经
，
求
清
静
之
乐
为
上
。
大
主
簿
读
《
汉

书
》
必
有
功
矣
。
十
月
十
四
日
。
押
报
：
诸

妳
子
以
下
，
各
小
心
照
管
孩
见
门
，
莫
作

炒
，
切
切
。
”

(

《
谪
赴
黔
州
时
家
书
》)

这
种
黏
皮
带
骨
的
心
性
，
也
体
现
在

对
饮
酒
这
一
在
颠
张
狂
素
的
书
法
生
命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元
素
的
态
度
上
。
山
谷
少
年

时
曾
纵
酒
，
直
到
元
丰
七
年
（
一○

八
四
）

山
谷
作
著
名
的
《
发
愿
文
》
云
：
“
愿
从

今
日
尽
未
来
世
，
不
复
饮
酒
…
…
设
复
饮

酒
，
当
堕
地
狱
，
饮
洋
铜
汁
，
经
无
量
劫
；

一
切
众
生
，
为
酒
颠
倒
故
，
应
受
苦
报
，
我

皆
代
受
。
”
且
与
淫
欲
、
食
肉
共
举
，
这
是

一
个
纯
粹
的
宗
教
式
宣
言
，
而
不
是
一
个

智
者
对
自
身
观
照
达
到
的
觉
悟
。
到
了
晚

年
，
山
谷
又
自
称
戒
酒
乃
是
因
病
而
起
，

“
中
年
畏
病
不
举
酒
”
（
崇
宁
元
年(

一
一

○

二)

《
新
喻
道
中
寄
元
明
用
觞
字
韵
》
）
，

“
我
病
二
十
年
，
大
斗
久
不
覆
”
（
《
次
苏

子
瞻
和
太
白
浔
阳
紫
极
宫
感
秋
诗
韵
》
，

崇
宁
元
年
，
一
一○

二
年
）
，
完
全
不
是
一

个
虔
诚
禅
徒
的
口
吻
。

山
谷
的
感
情
生
活
也
颇
多
磨
难
，
二
妻

先
后
的
病
逝
，
无
疑
是
对
他
感
情
生
活
的
最

深
打
击
，
使
得
他
痛
戒
淫
欲
。
但
为
了
要
有

子
嗣
，
又
必
须
纳
妾
。
山
谷
的
黏
皮
带
骨
的

秉
性
，
就
是
在
多
种
磨
难
和
忧
虑
中
形
成
。

这
种
生
活
态
度
，
或
许
是
黄
庭
坚
的
诗
学
取

得
其
成
就
的
根
本
原
因
。
山
谷
诗
是
用
思
多

于
抒
情
的
的
创
作
，
是
建
立
在
“
读
书
万
卷

始
通
神
”
的
基
础
之
上
的
，
要
“
观
古
人
用

意
曲
折
处
学
之
”
，
重
于
用
典
，
也
用
意
于

炼
字
，
称
“
拾
遗
句
中
有
眼
”
“
安
排
一
字

有
神
”
。
这
样
的
态
度
，
显
然
不
会
是
李
白

“
斗
酒
诗
百
篇
”
般
的
潇
洒
，
而
只
能
是
黏

皮
带
骨
式
的
推
敲
。

山
谷
在
心
灵
中
追
求
他
理
想
的
人

生
，
也
只
能
通
过
对
自
身
的
观
照
来
求
其

人
生
境
界
的
澄
澈
清
明
。

在
《
黄
庭
坚

评
传
》
中
，
黄
宝
华
总
结
道
：
“
中
国
古

代
哲
学
与
道
德
伦
理
问
题
有
着
先
天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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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之
缘
，
从
本
质
上
说
，
这
是

一
种
道
德
伦
理
哲
学
，
这
在
黄

庭
坚
的
思
想
中
表
现
得
也
十
分

典
型
。
综
观
黄
庭
坚
的
作
品
，

可
以
发
现
他
始
终
热
切
地
关
注

着
道
德
伦
理
问
题
，
而
这
种
关

注
又
集
中
在
心
性
问
题
上
。
”

在
晚
年
流
放
黔
、
戎
、
宜
，
山

谷
更
多
对
自
身
的
内
观
以
解
脱

困
苦
流
落
中
的
烦
恼
，
正
是
在

这
心
性
二
字
。
在
心
性
自
证
之

外
，
这
些
艰
苦
曲
折
的
生
活
造

就
的
人
生
态
度
或
理
想
追
求
，

都
一
一
在
他
的
书
法
论
，
尤
其

是
大
草
书
法
的
实
践
中
得
到
了

体
现
。山

谷
的
学
书
历
程
，
多
有

学
者
论
及

，
此
处
不
再
赘
述
。

而
对
其
书
法
的
理
想
，
山
谷
多

次
有
不
自
觉
地
表
达
：
“
老
夫

之
书
，
本
无
法
也
。
但
观
世
间
万

缘
如
蚊
纳
聚
散
，
未
尝
一
事
横

于
胸
中
，
故
不
择
笔
墨
，
遇
纸

则
书
，
纸
尽
则
已
，
亦
不
计
较

晋 王羲之 得示帖 晋 王羲之 初月帖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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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拙
与
人
之
品
藻
讥
弹
。
譬
如
木
人
舞
中

节
拍
，
人
叹
其
工
，
舞
罢
则
双
萧
然
矣
。
”

（
《
书
家
弟
幼
安
作
草
后
》
）

然
而
，
除
了
他
黏
皮
带
骨
的
生
活
哲

学
之
外
，
山
谷
的
另
外
一
个
书
法
理
想
，

也
使
他
永
远
不
能
达
到
这
样
一
个
“
未
尝

一
事
横
于
胸
中
”
的
心
地
澄
明
的
境
界
，

“
学
书
要
须
胸
中
有
道
义
，
又
广
之
以

圣
哲
之
学
，
书
乃
可
贵
。
若
其
灵
府
无
程

政
，
使
笔
墨
不
减
元
常
、
逸
少
，
只
是
俗
人

耳
。
”
（
《
书
增
卷
后
》
）

俗
与
不
俗
，
由
天
性
、
读
书
而
发
，

一
旦
着
力
求
之
，
则
归
于
自
省
。
而
且
，

山
谷
对
别
人
对
自
己
书
法
的
批
评
刻
骨
铭

心
，
如  

“
往
时
王
定
国
道
余
书
不
工
”
“
惟

钱
穆
父
以
为
俗
”
，
等
等
。
又
每
每
对
自
己

的
进
步
自
矜
自
喜
：
“
绍
圣
五
年
五
月
戊

午
上
荔
支
滩
，
极
热
…
…
此
字
极
似
蔡
君

谟
简
札
，
所
恨
未
能
与
颜
、
杨
比
肩
耳
。
”

“
…
…
若
持
到
淮
南
，
见
余
故
旧
，
可
示

之
，
何
如
元
佑
中
黄
鲁
直
书
也
？
建
中
靖

国
元
年
五
月
乙
亥
。
”
“
建
中
靖
国
元
年
十

月
，
沙
市
舟
中
，
晚
日
入
窗
，
松
花
泛
研
，

爱
此
金
屑
铣
泽
，
因
为
邦
直
作
草
，
颇
觉

去
古
人
不
远
。
”
“
近
时
士
大
夫
罕
得
古

法
，
但
弄
笔
左
右
缠
绕
遂
号
为
草
书
耳
，

不
知
与
科
斗
、
篆
、
隶
同
法
同
意
。
数
百
年

来
惟
张
长
史
、
永
州
狂
僧
怀
素
及
余
三
人

悟
此
法
耳
。
”
“
星
家
言
予
六
十
不
死
，
当

至
八
十
。
苟
如
其
言
，
当
以
善
书
名
天
下
。

是
可
喜
也
。
”

这
些
记
载
，
都
表
现
出
山
谷
不
仅
没

有
达
到
“
未
尝
一
事
横
于
胸
中
”
，
却
更

多
的
是
“
下
笔
不
浏
离
，
如
禅
家
黏
皮
带

骨
语
”
，
参
入
强
烈
的
对
其
人
生
、
书
法
的

不
断
观
照
。
韩
愈
的
《
送
高
闲
上
人
序
》

却
正
好
为
这
么
一
种
并
不
超
脱
的
艺
术
精

神
作
了
总
结
，
并
以
为
是
旭
、
素
成
功
的

秘
诀
：
“
今
闲
师
浮
屠
氏
，
一
死
生
，
解
外

胶
。
是
其
为
心
，
必
泊
然
无
所
起
，
其
于

世
，
必
淡
然
无
所
嗜
。
泊
与
淡
相
遭
，
颓
堕

委
靡
，
溃
败
不
可
收
拾
，
则
其
于
书
得
无

象
之
然
乎
！
”

也
就
是
说
，
如
果
没
有
了
对
人
生
各

种
观
照
自
省
，
狂
草
书
法
也
就
“
颓
堕
委

靡
，
溃
败
不
可
收
拾
”
了
。
且
真
正
动
人

的
草
书
，
也
不
能
缺
乏
各
样
对
世
俗
的
情

感
、
琐
事
的
观
照
。

山
谷
晚
年
，
在
酒
精
的
影
响
下
，
似

乎
也
偶
然
有
心
地
澄
明
的
书
法
体
验
，
他

自
己
记
载
了
两
次
醉
后
作
草
书
：
“
书
尾

小
字
唯
余
与
永
州
醉
僧
能
之
。
若
亚
栖
辈

见
当
羞
死
。
元
符
三
年
二
月
己
西
夜
，
沐

浴
罢
，
连
饮
数
杯
，
为
成
都
李
致
尧
作
行
。

耳
热
眼
花
，
忽
然
龙
蛇
入
笔
。
学
书
四
十

年
，
今
名
所
谓
鳌
山
悟
道
书
也
。
（
《
李

致
尧
乞
书
书
卷
后
》
，
元
符
三
年
，
一
一

○
○

）
”
“
崇
宁
四
年
二
月
庚
戌
夜
，
余

尝
重
酝
一
杯
，
遂
至
沉
醉
，
视
架
上
有
凡

子
乞
书
纸
，
因
以
作
草
。
方
眼
花
耳
热
，

既
作
草
十
数
行
，
于
是
耳
目
聪
明
，
细
阅

此
书
，
端
不
可
与
凡
子 

…
…
山
谷
老
人

年
六
十
一
， 

书
成
颇
自
喜
，
似
杨
少
师
书

耳
。
（
《
书
自
作
草
后
赠
曾
公
卷
》
，
崇
宁

四
年
，
一
一○

五
）
”

“
书
尾
小
字
唯
余
与
永
州
醉
僧
能

之
”
“
书
成
颇
自
喜
”
都
写
出
了
微
醺
下
截

然
不
同
的
书
写
状
态
。
遗
憾
的
是
，
这
两

件
山
谷
得
意
书
作
都
没
有
流
传
下
来
。

在
对
自
然
的
观
照
心
得
上
，
也
有
以

下
记
载
。
最
著
名
的
是
元
符
年
间
“
观
长

年
荡
桨
，
群
丁
拔
棹
、
乃
觉
少
进
，
喜
之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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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
辄
得
用
笔
”
又
“
余
寓
居
开
元
寺
夕
怡

思
堂
，
坐
见
江
山
。
每
于
此
中
作
草
，
似

得
江
山
之
助
”
。
前
一
则
，
学
界
多
以
为
就

是
对
笔
法
的
体
悟
；
后
一
则
，
则
多
是
对

心
境
的
影
响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近
世
研
究
黄
庭
坚

的
大
草
书
法
，
往
往
将
黄
庭
坚
的
好
禅
与

怀
素
的
僧
人
身
份
联
系
起
来
。
但
山
谷
的

“
但
观
世
间
万
缘
如
蚊
聚
散
，
未
尝
一
事

横
于
胸
中
”
不
过
是
一
个
理
想
，
他
在
书

法
中
自
然
也
不
能
忘
记
“
字
中
有
笔
，
如

禅
家
句
中
有
眼
”
中
对
禅
的
智
慧
的
义
理

的
诠
释
。
这
样
，
大
千
人
文
的
万
象
之
影
，

被
山
谷
写
到
他
的
书
法
中
时
，
就
多
加
了

他
对
自
身
心
性
的
观
照
。

所
以
山
谷
心
性
的
这
面
镜
子
，
因
其
黏

皮
带
骨
的
生
活
态
度
，
将
自
然
的
观
照
反
射

于
书
法
之
中
，
就
不
再
是
澄
澈
了
一
，
而
是

为
他
的
心
性
所
致
的
思
所
主
导
。
而
这
些
执

念
，
自
然
在
他
的
草
书
书
法
中
一
再
流
出
，

就
是
苏
轼
说
的
“
以
平
等
观
作
欹
侧
字
，

以
真
实
相
出
游
戏
法
，
以
磊
落
人
书
细
碎

事
”
。
（
《
东
坡
题
跋
》
）
他
的
大
草
书
，
就

不
再
像
旭
、
素
那
样
无
拘
无
束
。

黄
庭
坚
与
张
旭
、
怀
素
传
世
作
品

图
像
比
较

对
旭
、
素
和
黄
庭
坚
本
心
的
不  

同
，

和
对
书
法
中
相
的
理
解
，
最
终
需
要
落
实

到
具
体
书
法
作
品
的
比
较
上
。
在
此
，
对
张

旭
、
怀
素
和
黄
庭
坚
草
书
的
代
表
作
《
古

诗
四
帖
》
《
自
叙
帖
》
《
廉
颇
蔺
相
如
列

传
》
和
《
诸
上
座
帖
》
中
的
几
个
局
部
做
以

下
比
较
。
山
谷
的
两
件
作
品
《
廉
颇
蔺
相

如
列
传
》
和
《
诸
上
座
帖
》
中
，
点
画
的

曲
直
、
长
短
、
轻
重
等
相
对
变
化
最
为
明

显
。
显
然
，
怀
素
《
自
叙
帖
》
中
点
画
的
变

化
相
对
不
大
，
大
部
分
的
线
条
都
是
平
滑

的
曲
线
。
而
张
旭
《
古
诗
四
帖
》
则
在
枯
湿

之
外
，
更
加
上
了
折
笔
，
加
大
提
按
的
幅

度
，
起
笔
的
姿
势
也
更
为
丰
富
，
但
仍
然

是
以
连
续
的
弧
线
为
主
。
而
《
廉
颇
蔺
相

如
列
传
》
和
《
诸
上
座
帖
》
，
则
体
现
了
更

多
的
用
笔
上
的
繁
复
，
如
一
笔
画
中
就
有

强
烈
的
提
按
（
廉
、
当
、
所
等
字
）
，
一
条

弧
线
中
更
有
小
范
围
的
曲
笔
（
上
、
位
的

横
，
座
的
撇
）
，
很
多
与
上
下
笔
全
无
草
意

联
系
的
直
画
（
上
、
位
、
在
、
右
、
所
、
十

等
字
中
的
横
、
竖
、
点
）
。
整
体
效
果
，
相

对
说
来
《
古
诗
四
帖
》
和
《
自
叙
帖
》
二
者

笔
势
略
无
凝
滞
，
气
势
连
贯
，
笔
致
圆
畅
。

两
件
杰
作
，
都
是
孙
过
庭
所
云
“
草
以
点

画
为
情
性
，
使
转
为
形
质
。
草
乖
使
转
，
不

能
成
字
”
的
妙
例
。
反
观
山
谷
的
两
件
作

品
，
则
几
乎
是
反
其
道
而
行
之
，
而
气
势

的
关
联
，
完
全
通
过
字
与
字
之
间
的
位
置

形
式
相
连
。
这
些
都
可
见
山
谷
在
书
写
中

步
步
为
营
，
而
不
得
自
由
的
实
境
。

进
行
图
像
比
较
的
焦
点
，
是
二
字
或

多
字
的
连
笔
书
写
。
二
字
或
多
字
的
连
续

书
写
，
古
已
有
之
，
如
王
羲
之
的
行
草
中
，

就
传
本
墨
迹
来
看
，
二
字
和
三
、
四
字
连

写
的
比
比
皆
是
。
姜
夔
《
续
书
谱
·
草
书
》

云
：
“
自
唐
以
前
多
是
独
草
，
不
过
两
字

属
连
。
累
数
十
字
而
不
断
，
号
日
连
绵
、
游

丝
，
此
虽
出
于
古
人
，
不
足
为
奇
，
更
成

大
病
。
古
人
作
草
，
如
今
人
作
真
，
何
尝
苟

且
。
其
相
连
处
，
特
是
引
带
。
尝
考
其
字
，

是
点
画
处
皆
重
，
非
点
画
处
偶
相
引
带
，

其
笔
皆
轻
。
虽
复
变
化
多
端
，
而
未
尝
乱

其
法
度
。
”

张
旭
、
怀
素
与
黄
庭
坚
作
品
中
连
字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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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的
几
个
局
部
中
，
《
诸
上
座
帖
》
中
这
个

局
部
“
谛
着
些
子
精
”
是
全
卷
中
字
数
最
多

的
连
写
，
而
又
全
然
没
有
连
写
的
顺
畅
。
相

对
张
旭
的
“
空
香
万
里
闻
”
、
怀
素
的
“
心

手
相
师
势
转
奇
”
等
类
似
连
写
而
言
，
这
个

连
写
，
完
全
是
“
八
节
滩
头
上
水
船
”
，
断

断
续
续
，
琐
琐
碎
碎
，
黏
皮
带
骨
。

在
两
件
传
为
张
旭
的
作
品
《
肚
痛
帖
》

和
《
古
诗
四
帖
》
中
，
连
写
最
多
至
七
字
，

而
以
四
五
字
连
写
居
多
，
分
别
达
总
字
数
的

百
分
之
二
十
六
和
百
分
之
十
五
。
而
各
种
连

写
的
总
字
数
达
全
部
字
数
的
百
分
之
八
十
。

怀
素
的
两
件
作
品
《
苦
笋
帖
》
和
《
自
叙

帖
》
，
情
况
也
类
似
，
总
连
字
数
也
高
达
总

字
数
的
百
分
之
六
十
和
百
分
之
七
十
。
这
些

旭
、
素
的
书
法
，
虽
然
其
书
写
状
态
场
景
都

不
可
实
考
，
从
这
些
分
析
的
结
果
来
看
，
则

是
和
前
面
所
引
用
的
诗
文
中
所
描
述
意
态

飞
扬
甚
至
是
半
催
眠
的
、
酣
畅
淋
漓
的
忘
我

境
况
是
相
符
合
的
。
短
简
的
连
写
字
数
，
又

高
于
长
篇
，
也
是
书
家
的
生
活
与
书
写
同
一

脉
博
的
另
一
个
反
映
。

而
通
过
对
黄
庭
坚
作
品
的
统
计
，
则
得

出
全
然
不
同
的
结
果
。
无
论
是
长
篇
的
《
廉

颇
蔺
相
如
列
传
》
《
诸
上
座
帖
》
，
还
是
短

章
如
《
贺
兰
诗
帖
》
，
其
连
写
最
多
不
过
三

字
，
占
总
字
数
的
百
分
之
十
五
到
百
分
之

三
十
之
间
，
四
、
五
字
连
写
非
常
稀
少
。
总

的
连
写
字
数
，
《
廉
颇
蔺
相
如
列
传
》
中
仅

占
百
分
之
二
十
，
《
诸
上
座
》
和
《
贺
兰
诗

帖
》
中
只
有
百
分
之
四
十
，
远
远
小
于
旭
、

素
大
草
作
品
中
的
百
分
之
八
十
和
百
分
之

六
十
。
仅
从
这
些
数
据
来
看
，
黄
庭
坚
对
大

草
书
法
不
同
于
旭
、
素
的
理
解
和
创
作
方

式
，
则
是
毫
无
疑
问
的
。

这
种
低
连
笔
字
概
率
的
大
草
书
，
在

创
作
方
式
上
，
不
再
是
意
态
飞
扬
、
酣
畅
淋

漓
，
也
不
再
是
全
然
的
心
手
相
忘
，
而
是
步

步
为
营
，
左
规
右
矩
。
对
书
法
的
理
解
和
创

作
落
实
到
这
一
层
次
上
，
正
好
印
证
了
儒

者
黄
庭
坚
生
活
严
谨
、
黏
皮
带
骨
的
思
想
，

是
他
在
书
写
过
程
中
不
断
的
观
照
自
己
和

人
生
的
直
接
表
现
。
黄
庭
坚
是
在
什
么
时

候
、
什
么
状
态
下
书
写
的
《
廉
颇
蔺
相
如
列

传
》
，
已
经
失
记
。
水
赉
佑
先
生
在
《
中
国

书
法
全
集
·
黄
庭
坚
卷
》
中
认
为
是
书
于
绍

圣
二
年
。
而
《
诸
上
座
帖
》
则
完
全
是
不
同

的
内
容
。
但
是
上
面
对
连
写
字
数
的
分
析
，

似
乎
还
是
可
以
窥
见
书
写
时
流
变
的
“
思
”

与
观
照
痕
迹
几
乎
是
完
全
一
样
的
。

山
谷
的
《
廉
颇
蔺
相
如
列
传
》
，
文
字

较
原
文
有
所
节
略
，
其
重
心
更
是
在
蔺
相

如
而
非
廉
颇
。
水
赉
佑
先
生
以
为
书
写
这
件

作
品
是
山
谷
为
自
己
无
端
卷
入
新
旧
党
派

斗
争
而
心
中
不
平
，
固
为
解
人
。
而
笔
者
以

为
，
更
能
为
此
卷
所
表
达
的
意
思
作
一
锁

钥
的
，
是
山
谷
的
关
于
“
不
俗
”
的
议
论
：

“
学
书
要
须
胸
中
有
道
义
，
又
广
之
以
圣

哲
之
学
，
书
乃
可
贵
。
若
其
灵
府
无
程
政
，

使
笔
墨
不
减
元
常
、
逸
少
，
只
是
俗
人
耳
。

余
尝
为
少
年
言
，
士
大
夫
处
世
可
以
百
为
，

唯
不
可
俗
，
俗
便
不
可
医
也
。
或
问
不
俗
之

状
，
老
夫
曰
：
‘
难
言
也
。
视
其
平
居
无
以

异
于
俗
人
，
临
大
节
而
不
可
夺
，
此
不
俗
人

也
。
平
居
终
日
，
如
含  

瓦
石
，
临
事
一
筹
不

画
，
此
俗
人
也
。
’
”
（
《
书
增
卷
后
》
）

另
外
一
位
山
谷
所
敬
重
的
不
俗
书

生
，
是
颜
真
卿
，
“
余
观
颜
尚
书
死
李
希

烈
时
壁
间
所
题
字
，
泫
然
流
涕
。
鲁
公
文

昭
武
烈
，
与
日
月
争
光
可
也
。
正
色
奉
身
，

出
入
四
十
年
，
蹈
九
死
而
不
悔
。
禄
山
纵

火
猎
九
州
，
文
武
成
禽
。
鲁
公
以
平
原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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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下
之
半
，
朝
廷
势
重
，
赖
以

复
立
。
书
生
真
能
立
事
，
忠
孝

满
四
海
，
不
轻
用
人
。
国
史
载

之
行
事
如
此
，
足
以
间
执
谗
匿

之
口
矣
。
汝
蔡
之
间
，
所
谓
建

诸
天
地
而
不
悸
，
质
诸
鬼
神
而

无
疑
，
使
万
世
臣
子
有
所
劝

勉
，
观
其
言
，
岂
全
躯
保
妻
子

者
哉
！
廉
颇
、
蔺
相
如
死
向
千

载
，
凛
凛
常
有
生
气
。
”
（
《
跋

颜
鲁
公
壁
间
题
》
）

而
《
廉
颇
蔺
相
如
列
传
》

所
记
载
的
正
是
廉
颇
、
蔺
相

如
，
尤
其
是
蔺
相
如
所
为
的
不

俗
之
事
。
蔺
相
如
面
折
秦
王
、

完
璧
归
赵
，
又
为
国
折
节
礼
让

廉
颇
。
与
这
些
记
载
可
以
相
较

的
是
山
谷
在
因
《
神
宗
实
录
》

事
被
责
问
时
“
凡
有
问
，
皆
直

辞
以
对
，
闻
者
壮
之
”
和
受
贬

时
“
不
以
迁
谪
介
意
”
。
两
相

比
照
，
可
以
推
想
，
山
谷
是
怀

着
怎
样
的
心
情
来
观
照
廉
、

蔺
的
“
死
向
千
载
，
凛
凛
常
有

生
气
”
，
怎
样
来
书
写
《
廉
颇
蔺
相
如
列

传
》
。
这
样
的
感
情
，
自
然
不
可
能
是
在

酒
精
影
响
下
的
高
度
的
亢
奋
状
态
下
得
的

“
醒
后
却
书
书
不
得
”
情
况
下
可
以
达
到
。

《
廉
颇
蔺
相
如
列
传
》
所
统
计
出
来
的

仅
达
百
分
之
二
十
的
连
写
字
数
，
可
能
正

是
这
一
复
杂
的
思
想
感
情
过
程
从
思
想
到

笔
底
的
行
为
的
体
现
。
对
山
谷
说
来
，
文

字
内
容
，
是
这
件
作
品
的
灵
魂
，
代
表
了

山
谷
对
自
身
心
性
的
观
照
，
是
千
古
以
来

儒
生
心
性
的
真
实
之
相
。

具
有
同
样
统
计
特
点
的
《
诸
上
座

帖
》
的
内
容
是
完
全
的
禅
语
，
是
充
满
了

反
逻
辑
的
智
慧
。
尽
管
在
山
谷
的
心
中
，

各
种
的
禅
是
见
心
明
性
的
妙
道
。
当
这
一

过
程
成
为
一
种
刻
意
的
生
活
，
如
山
谷
在

跋
中
所
云
“
此
是
大
丈
夫
出
生
死
事
”
，
就

不
可
能
再
是
轻
松
自
如
的
了
。
这
一
点
也

可
以
从
误
写
的
“
处
还
有
无
处
…
…
莫
道

总
是
”
被
及
时
点
去
而
后
重
新
书
写
这
一

事
实
中
看
出
。
其
“
草
法
欲
左
规
右
矩
”
正

是
儒
家
处
世
为
人
精
神
的
具
体
而
微
者
，

更
是
一
个
饱
经
磨
难
的
儒
者
希
望
通
过
禅

的
心
性
之
学
，
来
达
达
对
生
命
真
实
的
领

张旭《古诗四帖》、怀素《自叙帖》与黄庭坚《廉颇蔺相如列传》《诸上座帖》局部比较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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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
和
思
的
描
写
。

在
一
般
的
印
刷
品
中
，
《
廉
颇
蔺
相

如
列
传
》
和
《
诸
上
座
帖
》
大
都
是
被
裁

割
成
书
。
全
卷
展
示
的
作
品
可
以
清
晰
的

体
味
到
山
谷
有
意
无
意
对
全
卷
的
节
奏
控

制
，
时
慢
时
快
。
这
与
分
页
书
时
的
行
行

内
观
，
突
然
成
了
一
支
绵
渺
的
河
流
，
移

步
换
景
。
用
笔
在
严
格
控
制
和
随
意
扫
荡

中
的
变
幻
，
层
层
叠
叠
。
加
上
对
用
笔
的
控

制
和
各
样
的
变
化
，
是
山
谷
书
写
中
并
未

放
弃
的
思
索
，
是
他
心
中
源
源
不
断
的
自

性
真
实
在
文
字
内
容
的
催
生
下
的
流
露
。

而
《
古
诗
四
贴
》
中
的
游
仙
诗
，
和

《
自
叙
帖
》
中
华
丽
的
词
藻
，
只
是
一
个

契
机
，
旭
、
素
为
了
达
成
表
现
自
己
对
大

千
世
界
和
人
文
真
实
世
界
的
观
照
的
媒

介
，
这
一
过
程
必
须
澄
净
忘
我
。
相
反
，

黄
庭
坚
的
大
草
书
中
，
文
字
的
内
容
则
是

一
个
不
同
的
契
机
，
这
个
契
机
让
山
谷
通

过
观
照
人
生
和
自
己
的
心
性
，
将
自
己
的

真
实
心
性
与
文
字
的
故
事
在
书
写
中
重

新
揭
示
，
这
个
过
程
必
须
要
有
自
性
的
执

着
。
所
以
，
可
以
说
张
旭
、
怀
素
的  

狂
草

书
法
是
外
师
造
化
，
而
黄
庭
坚
的
大
草
书

法
是
中
得
心
源
。

结
语

这
里
仅
用
了
一
个
易
于
定
量
化
的
参

数
，
即
连
写
字
数
的
比
率
，
将
盛
唐
和
宋
代

的
大
草
书
法
进
行
了
比
较
。
这
一
比
较
与
文

献
和
图
像
的
对
照
，
揭
示
了
对
张
旭
、
怀
素

和
黄
庭
坚
大
草
书
法
的
像
之
后
所
隐
藏
的

书
法
理
想
、
人
生
和
世
界
的
观
照
等
基
本
的

生
命
的
问
题
。
反
映
了
盛
唐
草
书
更
为
空
明

的
对
自
然
的
观
照
和
宋
代
大
草
书
对
书
者

的
自
在
观
照
。
这
一
区
别
，
与
唐
宋
诗
中
唐

诗
重
意
兴
而
宋
诗
重
思
理
的
分
流
是
一
致

的
，
也
反
映
了
唐
代
大
草
书
侧
重
“
外
师
造

化
”
和
黄
庭
坚
更
重
在
“
中  

得
心
源
”
的
不

同
审
美
特
点
。
从
这
一
角
度
来
说
，
宋
人
尚

意
的
“
意
”
，
还
有
更
深
层
次
的
意
义
。

这
一
方
法
是
否
可
以
推
广
到
别
的
书

写
特
征
的
定
量
分
析
，
并
提
供
更
丰
富
的
对

书
法
的
认
识
，
是
一
个
值
得
思
考
和
探
索
的

课
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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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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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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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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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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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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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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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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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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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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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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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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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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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里
的
相
传
张
旭
的
二
件
作
品
，
并
无
确
为
张
旭
所
作

的
铁
证
，
但
可
以
确
信
为
五
代
前
大
草
书
。
《
古
诗
四
贴
》
直

到
明
代
始
由
董
其
昌
归
在
张
旭
的
名
下
。
《
肚
痛
帖
》
存
《
兰

亭
序
帖
》
中
，
又
刻
在
《
僧
彦
修
草
书
帖
》
碑
阴
，
或
有
以
为

是
僧
彦
修
的
临
本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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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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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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