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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古出新─院藏陸遠另一冊摹古之作

學與思

化
古
出
新

院
藏
陸
遠
另
一
冊
摹
古
之
作

張
華
芝

陸
遠
︿
摹
古
冊
﹀
，
︽
石
渠
寶
笈
初

編
︾
重
華
宮
著
錄
，
內
含
十
開
山
水
冊

頁
，
除
兩
幅
水
墨
，
餘
皆
設
色
畫
，
春
、

夏
、
秋
、
冬
四
景
俱
備
。
全
冊
雖
在
筆
意

上
，
追
仿
宋
元
名
家
，
但
構
圖
、
施
彩
均

表
現
出
畫
家
鮮
明
的
個
人
本
色
，
雖
名

﹁
摹
古
﹂
，
實
乃
呈
現
陸
遠
個
人
畫
風
之

集
冊
。由

於
通
冊
山
水
景
致
清
朗
、
色
調
雅

潤
明
麗
，
讓
人
過
眼
印
象
深
刻
外
，
還
不

由
得
興
起
悠
閒
坐
臥
、
居
留
其
間
之
感
。

本
院
在
民
國
七
十
六
年
籌
辦
的
﹁
春
景
山

水
﹂
特
展
中
，
即
選
介
第
二
開
展
出
；
同

年
本
刊
也
在
第
五
一
期
﹁
名
畫
薈
珍
﹂
單

元
中
，
以
整
版
全
彩
刊
載
此
冊
；
八
十
四

年
第
一
季
﹁
冊
頁
名
品
展
﹂
，
選
展
全

冊
。
在
此
之
前
，
本
處
同
仁
也
已
在
編
目

工
作
中
發
現
院
藏
另
一
套
無
名
款
冊
頁
，

舊
著
錄
為
︿
明
人
仿
宋
元
諸
家
山
水
﹀
，

無
論
在
構
圖
佈
景
、
色
彩
敷
染
、
用
筆
習

慣
上
，
皆
與
陸
遠
︿
摹
古
冊
﹀
極
為
相

似
，
此
冊
同
樣
收
錄
在
︽
石
渠
寶
笈
︾
重

華
宮
卷
之
三
，
同
列
次
等
，
應
該
也
是
陸

遠
之
作
。

文
獻
所
載
，
畫
史
上
有
兩
位
陸
遠
，

俱
明
末
清
初
人
士
。
依
︿
摹
古
冊
﹀
末
幅

陸
遠
款
題
下
，
鈐
印
﹁
靜
致
﹂
，
確
認
此

為
善
畫
山
水
，
宗
法
米
氏
的
靜
致
︵
字
︶

陸
遠
，
而
非
效
法
陸
治
畫
山
水
及
花
鳥
的

清
寰
︵
字
︶
陸
遠 (

見
院
藏
︿
明
人
便
面

畫
冊
三
﹀
第
十
開
︿
芙
蓉
水
鳥
﹀)

。
儘
管

已
知
靜
致
陸
遠
活
動
於
康
熙
朝
，
但
對
其

確
切
生
卒
年
，
始
終
未
明
。
年
初
，
喜
見

傅
申
教
授
為
文
，
利
用
院
藏
王
翬
畫
作
上

的
跋
文
和
貴
州
博
物
館
的
藏
品
，
不
但
追

索
出
陸
遠
出
生
年
，
並
且
以
畫
風
重
新
釐

清
、
還
原
了
多
幅
被
偽
改
的
陸
遠
傳
世
畫

作
︵
詳
見
本
刊
第
三
四
七
期
︶
。
藉
著
傅

教
授
此
文
的
引
導
，
陸
遠
︵
一
六
三
一

∼

一
七
一
五
？
︶
畫
風
也
更
加
的
確
立
，
筆

者
因
而
試
著
以
排
比
的
方
式
，
簡
介
院
藏

此
套
︿
明
人
仿
宋
元
諸
家
山
水
﹀
冊
，
作

圖一a　明　陸遠　摹古冊　第四幅水閣觀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一c　明人仿宋元諸家山水　冊　第六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溪水沿著礁石分流。

圖一d　明人仿宋元諸家山水　冊　第十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逶迤而下、層次分明的水流。

圖一b　明人仿宋元諸家山水　冊　第二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山勢呈「之」型走向，山腳下置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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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
宋
人
的
重
理
客
觀
、
寫
實
自
然
。
在

其
畫
作
中
，
最
具
特
色
的
莫
過
於
他
在
構

圖
佈
局
中
追
求
景
深
的
一
貫
性
。
藉
由
傳

統
﹁
之
﹂
型
走
向
的
山
勢
，
在
有
限
的
尺

幅
中
，
拓
展
出
既
遠
又
闊
的
空
間
深
度
。

隨
著
層
層
堆
疊
的
山
石
，
穿
插
相
互
錯

落
、
掩
映
的
樹
木
，
觀
者
視
點
自
然
引
往

高
處
延
展
，
這
在
︿
摹
古
冊
﹀
中
第
四

幅
、
︿
仿
古
冊
﹀
第
二
幅
，
皆
可
看
到
同

樣
的
山
脈
佈
局
。
︵
圖
一
︶

又
如
︿
摹
古
冊
﹀
第
十
幅
，
近
景
坡

岸
、
中
景
高
拔
的
峰
巒
，
遠
景
連
緜
的
山

嶽
，
是
以
鼎
足
三
立
點
形
式
舖
展
，
在
這

三
主
景
坡
腳
下
相
間
著
以
淡
墨
和
靛
青
渲

染
的
江
面
，
同
樣
構
組
出
遼
闊
的
空
間
深

度
，
這
樣
的
構
圖
方
法
，
︿
仿
古
冊
﹀
第

十
一
幅
與
之
類
似
。
︵
圖
二
︶

在
陸
遠
的
山
水
畫
中
，
水
岸
地
形

是
描
繪
的
另
一
重
點
。
山
岩
坡
腳
延
伸
出

的
低
地
，
沿
水
中
延
展
，
形
成
一
條
條
的

坡
陀
水
岸
，
參
差
隱
現
；
而
水
岸
邊
皆
以

魚
鱗
形
浪
法
形
繪
水
波
粼
粼
美
景
；
以
及

水
道
中
的
洲
渚
礁
石
，
讓
水
流
分
路
，
波

紋
漣
漪
，
作
品
中
皆
有
細
緻
形
繪
。
︿
摹

圖二a　明　陸遠　摹古冊　第十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b　明人仿宋元諸家山水　冊　第十一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鼎足三點式構圖。

圖二c　明人仿宋元諸家山水　冊　第十八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蟹爪枯枝，山頂密林。

為
傅
教
授
宏
文
的
補
充
。

︿
仿
宋
元
諸
家
山
水
﹀
冊
︵
以
下

以
︿
仿
古
冊
﹀
代
稱
︶
，
內
計
二
十
開
山

水
冊
頁
，
均
為
絹
本
設
色
畫
，
其
中
十
五

幅
青
綠
著
色
，
而
大
青
綠
就
佔
了
七
幅
；

尺
寸
也
比
紙
本
作
畫
的
︿
摹
古
冊
﹀
，
橫

寬
多
五
公
分
，
縱
長
更
多
出
十
五
公
分
左

右
。
︿
摹
古
冊
﹀
內
第
五
幅
重
巒
煙
雨
景

和
第
七
幅
墨
繪
隔
江
山
色
，
皆
可
明
顯
看

出
作
者
追
摹
高
克
恭
︵
一
二
四
八

∼

一
三 

一○

︶
的
米
氏
雲
山
風
格
和
倪
瓚
︵
一
三

○

一

∼

一
三
七
四
︶
疏
簡
的
皴
法
構
圖
。

︿
仿
古
冊
﹀
中
雖
然
沒
有
如
上
述
二
開
如

此
全
然
忠
實
臨
摹
的
作
品
，
但
陸
遠
在

︿
摹
古
冊
﹀
所
表
現
的
個
人
繪
畫
風
格
、

皴
筆
習
慣
、
著
色
特
點
及
佈
局
喜
好
，
皆

再
再
的
迴
盪
、
映
現
在
此
套
畫
冊
中
。
可

以
說
這
兩
套
畫
冊
都
是
陸
遠
累
積
前
人
的

經
驗
，
將
宋
人
的
空
間
觀
念
和
元
人
的
筆

法
，
予
以
融
合
運
用
，
在
仿
古
的
基
底

下
，
展
現
出
其
個
人
風
格
的
繪
畫
成
就
。

陸
遠
擅
於
圖
繪
全
景
山
水
，
對
於
宋

人
﹁
三
遠
﹂
的
視
覺
觀
察
、
取
景
技
法
，

力
行
實
踐
，
因
此
他
筆
下
的
山
川
風
貌
，

圖三c　明人仿宋元諸家山水　冊　第七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以枯渴的解索皴形容王蒙郁茂蒼茫的筆墨。

圖三b　明人仿宋元諸家山水　冊　第八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交錯的坡陀河岸。

圖三a　明　陸遠　摹古冊　第八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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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冊
﹀
第
八
幅
以
王
蒙
︵
一
三○
八

∼

一
三
八
五
︶
筆
意
皴
擦
出
密
實
蒼
老
的
坡

石
高
松
，
幅
右
藉
由
虛
實
相
錯
的
洲
岸
，

將
江
面
迂
迴
拉
向
遙
遠
的
山
腳
下
，
這
樣

的
表
現
手
法
，
︿
仿
古
冊
﹀
第
八
幅
亦

見
。
︵
圖
三
︶

︿
仿
古
冊
﹀
第
六
幅
，
以
渲
染
過
後

的
留
白
及
隱
約
而
現
的
枝
椏
樹
頂
，
交
待

遠
方
的
雲
氣
水
霧
，
河
水
由
此
呈
﹁
之
﹂

型
走
向
，
一
路
流
淌
而
來
，
愈
行
愈
寬
。

在
水
岸
草
地
上
放
牧
的
牛
犢
背
後
，
兩
塊

河
道
中
的
礁
石
份
外
突
出
，
河
水
至
此
沿

石
分
流
，
畫
家
以
輕
重
有
別
且
上
下
徐
緩

波
動
的
墨
線
，
並
稍
加
渲
染
予
以
形
繪
。

水
岸
邊
河
水
滺
滺
擺
盪
，
伴
隨
著
水
流
聲

潺
潺
，
觀
畫
如
身
歷
其
境
、
如
耳
聞
聲
響
。

一
如
︿
摹
古
冊
﹀
第
四
幅
，
士
人
端
坐
水

閣
，
憑
欄
觀
流
聽
泉
，
一
派
悠
閒
，
令
人

神
往
！
幅
中
左
下
角
的
水
道
中
，
見
到
的

是
相
同
的
礁
石
筆
墨
處
理
。
︵
圖
一
︶

陸
遠
除
了
以
山
巒
的
推
移
，
來
拓

展
構
圖
景
深
外
，
對
水
路
有
條
理
的
交

待
，
也
是
其
作
品
中
呈
現
空
間
感
的
一
大

利
器
。
在
︿
水
閣
觀
流
﹀
這
幅
畫
裡
，
溪

流
從
高
處
山
谷
間
，
一
路
迴
瀉
而
下
，
水

路
逶
迤
，
層
次
分
明
，
藉
由
一
道
道
湍

泉
、
流
瀑
的
串
連
，
強
調
出
自
然
景
觀
所

存
在
的
高
度
落
差
。
由
此
看
出
畫
家
對
山

水
佈
局
的
態
度
是
十
分
嚴
謹
，
構
圖
也
別

出
心
裁
。
在
︿
仿
古
冊
﹀
第
十
幅
，
白
雲

繚
繞
的
青
山
綠
嶂
間
，
逶
迤
曲
折
的
急
流

湧
澗
，
同
樣
傳
達
出
空
間
的
深
度
，
因
為

水
路
出
自
於
窮
目
也
無
法
望
見
的
山
林
深

處
。
︵
圖
一
︶

留
白
是
中
國
繪
畫
中
非
常
獨
有
的

空
間
美
學
，
陸
遠
在
山
腳
、
坡
底
、
林
木

間
常
以
色
墨
淡
染
漸
至
無
筆
的
空
白
，
表

現
遠
距
的
視
覺
迷
茫
感
和
空
氣
中
濃
厚

的
雲
霧
水
氣
，
讓
山
重
水
複
的
畫
面
，
因

烟
雲
穿
斷
而
多
了
份
空
靈
的
氛
圍
，
在

︿
摹
古
冊
﹀
第
六
幅
、
︿
仿
古
冊
﹀
第

十
二
、
十
五
幅
有
著
異
曲
同
工
的
表
現
手

法
。
︵
圖
四
︶

但
在
這
樣
虛
渺
的
氛
圍
下
，
陸
遠

又
往
往
配
置
了
亭
臺
屋
舍
，
讓
賞
覽
者

體
認
這
樣
的
景
色
，
並
非
雲
霧
繚
繞
的
天

界
仙
境
，
而
是
人
間
大
地
。
除
了
樓
觀

屋
舍
，
甚
至
拱
橋
舟
帆
等
建
物
、
交
通

工
具
，
都
是
陸
遠
畫
境
中
與
山
水
共
存
的

景
觀
，
畫
家
筆
下
營
造
得
是
個
可
賞
、
可

遊
、
可
行
、
可
居
的
鄉
間
美
境
、
山
水
世

界
，
所
以
生
活
在
此
的
居
民
也
都
是
平
常

百
姓
、
市
井
鄉
民
，
舉
凡
持
杖
、
挑
擔
、

灑
掃
、
垂
釣
、
擺
渡
、
採
芝
者
，
乃
至
行

旅
、
船
夫
、
高
士
和
家
畜
馬
牛
等
，
皆
具

體
而
微
的
生
活
其
間
，
體
現
了
北
宋
山
水

風
俗
畫
中
的
市
民
風
情
。
不
論
畫
中
的
點

景
人
物
主
從
大
小
，
建
物
的
繁
簡
遠
近
，

陸
遠
用
筆
皆
為
精
細
，
即
使
人
面
小
而
口

目
俱
備
。
形
繪
建
物
，
不
用
界
，
也
工
整

圖五c　明人仿宋元諸家山水　冊　第十九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不論色墨塊點葉或夾葉著色，皆應景配置；除了青、綠、赭色，

再以白粉罩染，使積雪冬景明麗。

圖五b　明人仿宋元諸家山水　冊　第九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畫家營造的是鄉間美境，細寫的是市民風情。

圖五a　明　陸遠　摹古冊　第九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a　明陸遠　摹古冊　第六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b　明人仿宋元諸家山水　冊　第十二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留白的雲氣，增添畫面空靈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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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
圖
五
、
二
︶

整
體
而
言
，
︿
摹
古
冊
﹀
的
施
彩

明
淨
而
澹
雅
，
不
論
以
黃
赭
染
山
著
幹
的

淺
絳
山
水
、
用
淡
石
青
、
石
綠
薄
罩
山
面

的
小
青
綠
，
還
是
草
綠
敷
地
染
葉
的
淺
設

色
，
都
在
單
純
統
一
的
藍
綠
色
調
中
予
以

層
次
變
化
，
加
上
赭
色
為
襯
，
呈
現
得

是
虛
實
得
體
、
濃
淡
相
宜
，
麗
而
不
火
。

︿
仿
古
冊
﹀
中
除
了
有
相
近
的
色
調
氛
圍

外
，
更
多
了
大
青
綠
和
金
碧
山
水
。
山
面

在
濃
重
的
石
青
、
石
綠
敷
染
下
，
部
份
山

頭
或
石
面
、
山
坳
處
，
再
舖
罩
赭
石
，
三

種
色
塊
協
調
並
置
，
不
似
唐
人
的
厚
重
華

麗
，
青
綠
呈
現
出
淳
厚
鮮
亮
之
感
，
而
畫

面
的
光
照
亮
點
也
更
加
突
顯
。
第
十
九
幅

雪
景
山
水
除
了
石
青
、
石
綠
、
赭
石
的
塗

染
外
，
不
多
加
皴
斫
，
而
以
白
粉
罩
染
部

份
山
頭
和
坡
面
，
由
於
色
彩
純
淨
、
分
明

而
不
擾
，
使
積
雪
冬
景
少
了
蕭
索
，
多
了

明
麗
。
︵
圖
七
、
五
︶

不
苟
，
這
在
兩
套
畫
冊
中
，
處
處
得
以
應

證
。
︵
圖
五
︶

對
於
山
石
脈
胳
肌
理
的
描
繪
，
︿
摹

古
冊
﹀
裡
可
明
顯
看
出
追
仿
了
米
家
的
米

點
皴
、
倪
瓚
的
折
帶
皴
、
劉
松
年
︵
活

動
於
一
一
七
四

∼

一
二
二
四
︶
的
小
斧

劈
皴
。
第
一
及
第
八
幅
，
則
是
同
樣
以
解

索
皴
法
，
追
摹
黃
公
望
︵
一
二
六
九

∼

一
三
五
四
︶
、
王
蒙
二
家
的
皴
山
。
而

︿
仿
古
冊
﹀
除
了
以
荷
葉
皴
、
馬
牙
皴
、

馬
牙
鉤
來
追
摹
趙
孟
頫
︵
一
二
五
四

∼

一
三
二
二
︶
、
李
思
訓
︵
六
五
一

∼

七
一
六
︶
、
趙
伯
駒
︵
一
一
二○

∼

一
一
八
二
︶
等
名
家
的
青
綠
山
水
外
，
在

第
一
第
七
幅
，
也
以
同
樣
解
索
皴
法
追
仿

黃
、
王
二
家
。
並
且
二
者
皆
以
溼
潤
的
墨

筆
線
條
、
濃
重
的
墨
點
，
皴
山
點
葉
立

苔
，
形
繪
黃
公
望
率
真
雄
秀
的
山
水
筆

意
；
而
以
枯
渴
卻
緊
密
細
碎
的
線
條
用

筆
，
皴
山
造
林
簇
葉
，
形
容
郁
茂
蒼
茫
的

王
蒙
筆
墨
。
︵
圖
三
、
六
︶

儘
管
以
筆
墨
意
仿
黃
王
二
家
，
但

在
構
景
、
風
格
上
，
陸
遠
仍
加
入
了
南
宋

小
品
畫
所
習
見
的
元
素
，
如
以
筆
尖
醮
花

青
直
接
下
筆
染
抹
山
峰
，
使
得
層
層
遠
山

的
山
崚
線
輪
廓
呈
現
一
抹
抹
的
藍
，
這
也

形
成
了
陸
遠
畫
作
中
常
見
的
一
項
特
色
。

︵
圖
六
︶

除
了
對
山
體
採
用
遠
取
其
勢
、
近
取

其
質
的
描
畫
原
則
外
，
對
樹
葉
的
鉤
畫
，

亦
見
其
精
謹
。
︿
摹
古
冊
﹀
第
九
幅
畫
秋

景
山
水
，
中
景
山
頭
紅
綠
葉
交
雜
林
，
葉

法
交
待
細
微
，
施
色
沈
穩
。
在
︿
仿
古

冊
﹀
第
十
九
幅
，
枝
幹
上
積
著
白
雪
的
紅

葉
樹
，
可
以
看
到
如
出
一
轍
的
造
型
和
筆

墨
。
綜
觀
二
冊
中
任
一
幅
作
品
，
無
論
承

自
李
成
︵
九
一
九

∼

約
九
六
七
︶
、
郭
熙

︵
十
一
世
紀
︶
的
枯
枝
、
蟹
爪
或
採
色
墨

塊
點
葉
、
夾
葉
著
色
等
，
皆
應
景
配
置
，

既
未
拘
泥
於
某
一
葉
法
，
也
不
單
一
、
重

覆
而
乏
變
化
。
這
種
共
通
性
顯
示
作
者

繪
畫
技
巧
紮
實
以
及
追
求
嚴
謹
章
法
的
態

圖八　明　陸遠　倣黃公望谿山雨過圖　名人畫扇貳冊（下）　第十二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紀年乙未，應為一七一五年，時年八十五。

圖七　明人仿宋元諸家山水　冊　第十七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以赭石為襯，石青、石綠呈現出淳厚鮮亮之感。

圖六a　明　陸遠　摹古冊　第一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b　明人仿宋元諸家山水　冊　第一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以溼潤的解索皴形繪黃公望率真雄秀的筆意；一抹抹花青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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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於
陸
遠
的
畫
作
施
赭
清
雅
，
畫

水
染
雲
又
有
獨
到
處
，
二
十
多
年
前
筆

者
參
與
編
目
工
作
時
初
見
，
立
即
從
陸
遠

的
摹
古
山
水
聯
想
到
近
代
畫
家
黃
君
璧

︵
一
八
九
八

∼

一
九
九
一
︶
的
行
雲
流
水

山
水
畫
。
︵
圖
九
︶
也
曾
就
此
探
詢
過
黃

大
師
本
人
，
當
時
黃
教
授
已
年
過
九
十
，

對
陸
遠
並
無
印
象
，
當
下
大
師
只
希
望
我

能
找
到
圖
片
，
供
他
想
想
。
然
而
當
年
印

刷
品
不
多
，
此
疑
問
也
就
止
住
了
。
其

實
黃
君
璧
師
學
李
瑤
屏
︵
一
八
八
三

∼

一
九
三
七
︶
，
李
氏
早
年
則
師
承
寄
寓
上

海
吳
石
僊
︵
一
八
四
五

∼

一
九
一
六
︶
，

雖
然
吳
氏
早
期
也
從
米
芾
、
高
克
恭
兩
家

取
法
，
進
而
長
於
描
寫
烟
雨
出
沒
的
自
然

景
色
。
但
黃
君
璧
畢
竟
和
陸
遠
存
在
兩
百

多
年
的
時
空
差
距
，
在
師
承
上
非
要
有
所

牽
連
，
太
過
勉
強
。
黃
氏
早
年
的
畫
風
和

後
轉
師
法
四
王
傳
統
的
李
師
近
似
，
但
在

受
過
西
畫
學
習
的
基
礎
下
，
黃
君
璧
從
臨

摹
傳
統
出
發
，
繼
以
寫
生
為
手
段
，
進
而

創
新
，
加
上
探
訪
自
然
奇
景
，
開
拓
視

野
，
因
而
創
造
出
在
寫
雲
畫
水
上
獨
步
的

畫
藝
。
這
種
累
積
前
人
經
驗
技
法
，
重
理

寫
實
客
觀
的
繪
畫
取
向
，
和
陸
遠
的
化
古

出
新
，
不
有
其
一
致
性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書
畫
處

經
由
比
照
，
院
藏
︿
明
人
仿
宋
元

諸
家
山
水
﹀
冊
和
陸
遠
︿
摹
古
﹀
冊
，

同
樣
呈
現
出
繪
畫
技
法
精
謹
；
擅
於
青
、

綠
、
赭
色
的
用
彩
；
對
畫
面
空
間
景
深

佈
局
的
一
致
性
及
善
於
佈
水
路
、
烘
雲

霧
等
特
點
，
其
作
者
同
出
一
手
，
當
無
庸

置
疑
。
就
以
兩
冊
的
首
開
而
言
，
以
同
樣

的
筆
法
、
色
調
追
仿
黃
公
望
，
兩
冊
成
畫

時
間
應
互
為
左
右
。
只
是
︿
摹
古
冊
﹀
的

首
開
，
下
筆
較
顯
疏
放
、
老
練
，
墨
色
輕

重
對
比
強
，
個
人
用
墨
偏
好
較
突
顯
，
相

對
的
，
︿
仿
古
冊
﹀
成
畫
之
年
恐
就
早
於

︿
摹
古
冊
﹀
的
一
六
九
四
年
。

院
藏
尚
有
一
幅
扇
面
︿
明
陸
遠
倣
黃

公
望
谿
山
雨
過
圖
﹀
，
收
錄
在
︽
名
人
畫

扇
貳
冊
︵
下
︶
︾
第
十
二
幅
，
金
箋
紙
上

墨
畫
近
木
遠
山
，
行
筆
簡
略
，
夾
葉
、
介

字
葉
下
筆
快
速
，
確
如
溥
教
授
推
測
為
老

年
之
作
。
其
款
題
小
楷
結
字
與
貴
州
省
博

物
館
藏
︿
江
邨
煙
雨
圖
﹀
相
似
，
紀
年
乙

未
，
應
為
一
七
一
五
年
，
時
年
八
十
五
。

︵
圖
八
︶
由
此
端
整
小
楷
，
筆
劃
規
矩
鋒

利
，
亦
可
應
證
陸
遠
為
長
壽
畫
家
，
其
生

性
應
嚴
謹
不
苟
，
即
使
年
過
八
十
，
仍
不

見
懈
怠
。

圖九　民國　黃君璧　水色煙光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展開台灣之行  從中華航空開始
想到台灣，就想到故宮、101大樓、日月潭、阿里山⋯，選擇中華航空，
不僅提供舒適座艙和貼心服務，還用最熱情的心，帶您一遊台灣！

詳情請上官方網站  www.ch ina-a i r l ines .com

搭 乘 中 華 航 空

      發 現 美 麗 台 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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