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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端萬象—祝允明書法特展

展場巡禮

毫
端
萬
象

祝
允
明
書
法
特
展

何
炎
泉

祝
允
明
︵
一
四
六
一

∼

一
五
二
七
︶
，

長
洲
︵
今
蘇
州
︶
人
，
字
希
哲
，
號
枝

山
，
因
右
手
有
六
指
，
自
號
枝
指
生
，

又
署
枝
山
老
樵
、
枝
指
山
人
等
。
自
幼

聰
穎
過
人
，
五
歲
能
書
一
尺
大
字
，
九

歲
作
詩
，
後
博
覽
群
書
。
明
弘
治
五
年

︵
一
四
九 

二
︶
中
舉
，
後
久
試
不
第
，

正
德
九
年
︵
一
五
一
四
︶
授
為
廣
東
興
寧

縣
知
縣
，
正
德
十
六
年
︵
一
五
二
一
︶
任

﹁
五
歲
作
徑
尺
字
﹂
，
可
知
他
學
習
書
法

甚
早
，
所
以
自
然
受
到
徐
有
貞
的
影
響
。

祝
允
明
年
約
十
九
時
，
著
名
書
家
李
應
禎

︵
一
四
三
一

∼

一
四
九
三
︶
將
女
兒
許
配
給

他
︵
註
一
︶
，
從
此
便
在
岳
丈
指
導
下
學
習
書

法
。
關
於
早
年
的
書
法
學
習
，
他
提
到
：

　

 

僕
學
書
苦
無
積
累
功
，
所
幸
獨
蒙
先

人
之
教
，
自
髫
丱
以
來
，
絕
不
令
學

近
時
人
書
，
目
所
接
皆
晉
唐
帖
也
。

然
不
肖
頑
懶
，
畧
無
十
日
力
，
今
效
諸

家
裁
製
，
皆
臨
書
以
意
搆
之
爾
。
知
者

乃
或
妄
許
為
能
書
，
殊
用
愧
恨
而
已
。

︵
︽
懷
星
堂
集
︾
︶

　

 

吾
性
疏
體
倦
，
筆
墨
素
懶
，
雖
幼
承
內

外
二
祖
懷
膝
，
長
侍
婦
翁
几
杖
，
俱
令

習
晉
唐
法
書
，
而
宋
元
時
帖
殊
不
令
學

也
。
︵
註
二
︶

可
知
他
在
祝
顥
︵
一
四○

五

∼

一
四
八 

三
︶
、
徐
有
貞
及
李
應
禎
影
響
下
，
主
要

以
晉
唐
法
書
為
學
習
對
象
，
宋
元
及
近
時

人
的
書
法
都
在
禁
絕
之
列
。
儘
管
祝
允
明

如
此
陳
述
，
不
過
宋
元
名
家
也
成
為
他
書

風
的
主
要
來
源
。
王
寵
︵
一
四
九
五

∼

一
五
三
三
︶
︿
明
故
承
直
郎
應
天
府
通
判

祝
公
行
狀
﹀
形
容
他
的
書
法
：
﹁
上
軌

浮
生
只
說
潛
居
易
，
隱
比
求
名
事
更
艱
。

　
　
　
　
　
　
　

—
祝
允
明
︿
閒
居
秋
日
﹀

圖一　明　祝允明　臨王羲之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命
為
應
天
府
︵
南
京
︶
通
判
，
未
滿
一
年

即
稱
病
還
鄉
。
他
的
仕
途
並
不
順
遂
，
這

也
使
得
他
潛
心
為
文
，
並
與
文
徵
明
、
唐

寅
、
徐
禎
卿
並
稱
﹁
吳
中
四
才
子
﹂
。

祝
允
明
書
法
造
詣
尤
深
，
兼
善
各

體
，
王
世
貞
評
：
﹁
天
下
書
法
歸
吾
吳
，

祝
京
兆
允
明
為
最
。
﹂
與
文
徵
明
、
王
寵

並
稱
﹁
吳
中
三
家
﹂
，
亦
有
評
其
為
﹁
國

朝
第
一
﹂
。
傳
世
書
蹟
中
，
可
以
發
現
多

種
風
格
並
存
，
比
較
明
顯
的
有
鍾
繇
、
王

羲
之
、
虞
世
南
、
歐
陽
詢
、
褚
遂
良
、
張

旭
、
顏
真
卿
、
懷
素
、
柳
公
權
、
蘇
軾
、
黃

庭
堅
、
米
芾
、
趙
孟
頫
等
，
取
法
對
象
廣

泛
。
除
了
仿
效
各
家
風
格
外
，
祝
允
明
也

以
融
會
貫
通
的
方
式
開
創
出
獨
特
面
貌
，

其
中
最
為
人
稱
道
就
是
小
楷
與
草
書
，
同

時
也
為
蘇
州
書
壇
開
啟
新
的
風
尚
，
王

寵
、
陳
淳
、
文
彭
等
都
是
其
追
隨
者
。

學
書
經
歷

祝
允
明
的
外
祖
父
徐
有
貞
︵
一
四○

七

∼

一
四
七
二
︶
以
書
法
聞
名
於
蘇
州
，

雖
然
徐
有
貞
去
世
時
，
他
僅
十
三
歲
，
但

從
陸
粲
︿
祝
先
生
墓
誌
銘
﹀
中
提
到
他

鍾
王
，
下
視
近
代
。
晚
歲
益
出
入
變
化
，

莫
可
端
倪
。
﹂
從
鍾
繇
︵
一
五
一

∼

二
三

○

︶
到
近
人
，
可
說
是
忠
實
地
反
映
了
他

書
風
的
多
樣
性
︵
註
三
︶

，
晚
年
別
出
心
裁

的
草
書
更
是
成
就
非
凡
。
︵
註
四
︶

摹
古
書
蹟

祝
允
明
留
下
為
數
不
少
的
摹
古
作

品
，
從
晉
唐
到
宋
元
諸
家
，
幾
乎
無
所
不

臨
。
︿
臨
王
羲
之
帖
﹀
︵
圖
一
︶
乃
祝
允
明

應
姻
親
沈
津
︵
字
潤
卿
︶
所
寫
，
前
後
歷

時
一
年
三
個
月
方
完
成
。
跋
中
提
到
沈
津

喜
臨
王
羲
之
︵
三○

三

∼

三
六
一
︶
書
，

故
出
佳
紙
索
書
，
他
則
是
閑
暇
之
餘
，
待

窗
明
几
淨
之
際
，
逐
一
臨
寫
，
慢
慢
累

積
而
成
。
所
臨
諸
帖
，
無
不
規
模
右
軍

法
度
，
用
筆
的
起
收
轉
承
，
鋒
勢
的
使
轉

變
化
，
都
賦
予
拓
本
生
硬
線
條
生
命
力
。

上
海
博
物
館
另
藏
他
一
臨
古
冊
，
內
有
臨

鍾
繇
、
王
獻
之
︵
三
四
四

∼

三
八
六
︶
、

歐
陽
詢
︵
五
五
七

∼

六
四
一
︶
、
虞
世
南

︵
五
五
八

∼

六
三
八
︶
、
褚
遂
良
︵
五
九 

六

∼

六
五
八
︶
、
蔡
襄
︵
一○

一
三

∼

一

○

六
七
︶
、
蘇
軾
︵
一○

三
七

∼

一
一○

一
︶
、
米
芾
︵
一○

五
二

∼

一
一○

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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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庭
堅
︵
一○

四
五

∼

一
一○

五
︶
等
，

所
臨
諸
家
都
能
掌
握
其
書
風
的
特
色
，
顯

示
出
他
臨
摹
古
人
的
能
力
甚
強
。

除
直
接
臨
摹
外
，
也
有
他
觀
賞
真

跡
後
有
感
而
憶
臨
的
作
品
。
例
如
祝
允

明
四
十
八
歲
時
，
與
東
樓
老
先
生
同
訪
錫

山
錢
氏
家
藏
書
畫
卷
時
，
看
到
趙
孟
頫

︵
一
二
五
四

∼

一
三
二
二
︶
︿
書
唐
集
百

首
﹀
，
認
為
﹁
書
法
俊
秀
，
用
筆
得
羲
獻
之

妙
﹂
，
因
此
在
船
上
憶
摹
此
卷
，
很
得
趙

氏
韻
味
。
︵
註
五
︶

雖
然
他
曾
提
到
：
﹁
不

專
師
趙
，
素
無
三
日
積
功
。
﹂
︵
︽
懷
星

堂
集
︾
︶
，
表
明
自
己
從
未
刻
意
學
習
趙

書
，
不
過
他
卻
能
寫
出
一
手
微
妙
微
肖
的

趙
體
行
書
。

自
唐
以
後
，
中
國
書
法
基
本
上
就

是
圍
繞
著
復
古
與
創
新
的
議
題
，
主
要
的

基
本
筆
法
在
晉
、
唐
多
以
發
展
完
備
，
即

使
宋
元
時
期
稍
有
擴
充
，
也
是
少
數
。
因

此
，
祝
允
明
早
年
在
長
輩
指
導
下
所
臨
習

的
晉
唐
諸
帖
，
讓
他
可
以
完
全
掌
握
中
國

書
法
最
核
心
的
基
本
筆
法
。
對
於
這
樣
一

位
基
礎
深
厚
的
書
家
而
言
，
要
學
習
從
晉

唐
發
展
出
來
的
宋
元
書
法
當
然
不
難
，
而

且
也
毋
需
日
夜
臨
習
。
以
他
自
身
所
具

備
的
能
力
，
透
過
心
摹
一
樣
可
以
學
習
到

這
些
書
家
的
筆
法
與
風
格
，
也
能
更
自
由

地
與
自
己
的
筆
法
融
為
一
體
，
寫
出
帶
有

個
人
面
貌
的
作
品
。
關
於
這
一
點
，
祝
允

明
言
：
﹁
予
舊
草
書
不
甚
慕
山
谷
︵
黃
庭

堅
︶
，
比
入
廣
，
諸
書
帖
皆
不
挈
，
獨
︿
甲

秀
堂
﹀
一
卷
在
，
日
夕
相
對
，
甚
熟
略
，
不

曾
舉
筆
效
之
也
。
昨
歸
吳
，
知
友
多
索
書
，

因
戲
用
其
法
。
﹂︵
︽
懷
星
堂
集
︾
︶
清
楚
指

出
他
學
習
黃
庭
堅
草
書
並
非
透
過
臨
摹
的

方
式
，
而
是
以
讀
帖
的
方
式
先
熟
悉
其
筆

法
，
接
著
就
能
夠
自
由
地
運
用
於
實
際
書

寫
中
。
這
種
透
過
眼
睛
來
學
習
，
並
轉
換

為
手
底
功
夫
的
能
力
，
自
然
是
從
他
早
年

紮
實
的
晉
唐
臨
摹
訓
練
而
來
。

晉
唐
楷
書

祝
允
明
傳
世
作
品
中
最
穩
定
的
風
格

應
該
算
是
鍾
繇
體
的
小
楷
，
他
三
十
一
歲

時
題
︿
倪
瓚
秋
林
遠
岫
﹀
︵
圖
二
︶
，
以
鍾

繇
體
小
楷
書
寫
，
結
體
寬
博
綽
約
，
唯
筆

致
稍
加
輕
靈
，
略
顯
清
秀
。

六
十
六
歲
時
所
作
︿
和
陶
飲
酒
詩
﹀

︵
圖
三
︶
，
同
樣
也
是
鍾
體
小
楷
，
詩
作

圖二　明　祝允明　題倪瓚秋林遠岫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明　祝允明　和陶飲酒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明　祝允明　臨黃庭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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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明　祝允明　跋　歐陽脩付書局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潤
，
結
體
穩
妥
，
頗
得
趙
書
神
髓
。
另
外

一
件
同
為
趙
體
的
︿
在
山
記
﹀
︵
圖
九
︶
，

則
呈
現
出
另
一
番
風
貌
。
這
篇
文
字
是
祝

允
明
三
十
六
歲
時
，
為
琴
師
張
文
瑞
取
號

﹁
在
山
﹂
的
記
文
，
引
經
據
典
地
闡
述
山

川
、
琴
音
與
心
志
間
的
關
係
，
並
期
許
他

將
來
可
以
不
斷
精
進
。
書
風
帶
有
明
顯
的

趙
孟
頫
影
響
，
筆
法
與
結
字
多
參
趙
法
，

充
分
掌
握
趙
體
精
美
流
麗
的
特
色
。
不
過

此
作
並
非
亦
步
亦
趨
趙
孟
頫
，
加
入
了
些

鉤
、
捺
及
部
分
結
構
，
也
可
以
關
聯
到

顏
真
卿
︵
七○

九

∼

七
八
五
︶
、
柳
公
權

︵
七
七
八

∼

八
六
五
︶
的
書
法
特
徵
，
顯
示

出
祝
允
明
對
於
唐
代
書
家
的
廣
泛
涉
獵
。

宋
元
行
書

院
藏
最
早
紀
年
書
蹟
︿
祖
允
暉
慶
誕

記
﹀
︵
圖
七
︶
，
書
於
三
十
一
歲
，
乃
祝
賀

友
人
祖
允
暉
三
十
歲
生
日
之
作
，
楷
書
之

中
摻
用
行
書
筆
意
，
筆
致
輕
鬆
自
如
，
有

圓
潤
秀
逸
的
韻
致
。
運
筆
由
規
矩
漸
趨
放

逸
，
書
風
中
帶
有
晉
唐
人
氣
息
，
其
間
也

融
合
蘇
軾
與
黃
庭
堅
之
用
筆
結
字
，
字
裡

行
間
透
露
出
他
對
於
宋
代
書
家
筆
法
的
熟

悉
。
傳
世
祝
允
明
書
蹟
中
少
見
立
軸
，
其

中
也
多
以
表
現
性
強
的
狂
草
書
寫
，
此
作

怡
然
悠
閒
的
楷
行
書
風
亦
數
難
得
。

︿
可
竹
記
﹀
︵
圖
八
︶
書
於
三
十
八

歲
時
，
應
何
約
之
所
書
，
為
典
型
的
趙
體

書
風
。
全
作
用
筆
流
暢
精
到
，
點
畫
秀

於
四
十
歲
，
當
為
祝
允
明
得
意
之
作
，
故

曾
多
次
抄
寫
。
整
體
結
構
寬
扁
，
點
畫
圓

潤
，
行
筆
短
促
，
淵
源
於
鍾
繇
楷
體
，
反

映
出
他
對
鍾
繇
小
楷
的
理
解
與
詮
釋
。
鍾

繇
名
蹟
︿
薦
季
直
表
﹀
當
時
也
在
蘇
州
地

區
流
傳
，
直
接
影
響
該
地
的
鍾
體
書
風
，

祝
允
明
年
輕
時
不
僅
見
過
，
還
曾
經
題
跋

過
此
墨
跡
。︵
註
六
︶

除
了
鍾
繇
外
，
王
羲
之
的
︿
黃
庭

經
﹀
也
是
影
響
祝
允
明
小
楷
很
重
要
的
經

典
作
品
，
據
考
從
他
二
十
七
歲
開
始
到
去

世
前
，
每
一
時
期
都
有
臨
本
。
此
臨
︿
黃

庭
經
﹀
卷
︵
圖
四
︶
用
筆
圓
潤
，
結
字
扁

方
，
間
架
寬
闊
。
︿
黃
庭
經
﹀
中
與
鍾
繇

接
近
的
方
闊
結
體
，
以
及
圓
轉
肥
短
的
線

條
，
在
此
卷
中
都
被
強
調
，
透
露
出
祝
允

明
對
寬
博
古
雅
的
喜
好
，
這
也
成
為
他
小

楷
書
的
一
大
特
色
。
︵
註
七
︶

祝
允
明
五
十

歲
時
跋
︿
歐
陽
脩
付
書
局
帖
﹀
︵
圖
五
︶
，

用
筆
精
巧
細
麗
，
結
字
端
正
優
雅
，
風
格

偏
向
王
羲
之
小
楷
，
然
而
柔
媚
處
又
有
趙

孟
頫
的
韻
味
。

唐
代
名
家
的
影
響
在
祝
允
明
︿
宋

儒
六
賢
傳
志
﹀
︵
圖
六
︶
中
也
很
明
顯
，

此
小
楷
卷
帶
有
濃
厚
唐
人
楷
書
意
味
，
結

構
方
整
，
行
筆
剛
健
清
勁
，
兼
有
歐
陽
詢

的
瘦
勁
，
與
虞
世
南
的
秀
潤
。
其
中
的

圖六　明　祝允明　宋儒六賢傳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明　祝允明　祖允暉慶誕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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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米
芾
行
書
意
趣
，
因
此
顯
得
益
加
活
潑

生
動
。
晚
一
年
所
書
的
︿
北
邙
行
﹀
︵
圖

十
︶
同
樣
也
是
趙
體
風
格
，
但
是
用
筆
較

厚
重
方
折
，
結
體
安
穩
。

三
件
書
蹟
整
體
上
雖
然
反
映
出
趙

孟
頫
風
格
，
但
是
趣
味
與
面
貌
都
不
盡
相

同
，
字
裡
行
間
的
差
異
透
露
出
他
不
拘
一

格
與
豪
放
不
羈
的
天
性
。

祝
允
明
行
書
風
格
中
，
除
了
前
述

蘇
、
黃
、
趙
以
外
，
最
為
明
顯
應
該
是
米

芾
書
風
，
除
了
兩
人
狂
放
不
拘
的
個
性
相

近
外
，
米
書
中
豐
富
多
變
的
書
寫
技
巧
應

該
也
深
深
吸
引
著
祝
允
明
。
在
他
寫
給
沈

與
文
的
︿
詩
翰
卷
﹀
中
，
︿
丹
陽
曉
發
﹀

︵
圖
十
一
︶
、
︿
楊
柳
花
、
春
暮
曲
﹀
、
︿
雪

姬
曲
﹀
、
︿
秣
陵
山
館
喜
辨
之
至
夜
坐
漫

成
二
首
﹀
、
︿
眼
兒
媚
﹀
中
皆
可
見
到
米

芾
結
字
與
筆
法
，
寫
來
沉
著
痛
快
，
富

有
姿
態
。
︿
致
廷
璧
兄
契
丈
尺
牘
﹀
︵
圖

十
二
︶
，
用
筆
跌
宕
縱
逸
，
筆
勢
佻
達
飛

揚
，
字
形
變
化
豐
富
，
姿
態
橫
溢
，
字
行

間
也
能
相
呼
應
。
不
僅
外
觀
上
十
分
接
近

米
芾
書
風
，
細
究
其
用
筆
使
轉
，
更
是

深
得
米
書
精
髓
。
祝
允
明
跋
︿
米
芾
蜀

素
帖
﹀
︵
圖
十
三
︶
提
到
﹁
余
比
有
意
學

米
﹂
，
可
知
他
確
實
對
米
芾
下
過
一
番
功

夫
。
這
幾
件
帶
有
米
風
的
書
蹟
，
面
貌
也

都
略
有
不
同
，
有
形
神
相
似
，
也
有
表
現

圖八　明　祝允明　可竹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明　祝允明　在山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　明　祝允明　北邙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　明　祝允明　丹陽曉發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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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明　祝允明　跋　米芾蜀素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二　 明　祝允明　致廷璧兄契丈尺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個
人
情
性
，
展
現
出
祝
允
明
善
於
吸
收
古

人
的
能
力
。

自
家
風
貌

除
臨
古
與
仿
古
外
，
祝
允
明
在
楷
、

行
、
草
也
都
發
展
出
獨
特
的
個
人
面
貌
。

對
於
小
楷
用
功
甚
深
的
祝
允
明
，
除

了
單
獨
運
用
魏
晉
的
風
格
外
，
融
會
貫
通

的
個
人
特
色
。

祝
允
明
的
行
書
也
發
展
出
一
種
獨
特

不
受
拘
束
的
風
格
，
如
題
︿
文
伯
仁
畫
楊

季
靜
小
像
﹀
。
︵
圖
十
六
︶
他
約
六
十
四
歲

作
此
贊
，
原
為
題
唐
寅
︿
琴
士
圖
卷
﹀
，

後
為
人
移
至
此
。
︵
註
八
︶
此
作
用
筆
放
縱

自
然
，
線
條
遒
勁
老
辣
。
運
筆
雖
狂
而
能

收
，
無
論
提
按
頓
挫
，
或
轉
折
迴
旋
，
都
不

踰
矩
。
結
體
雖
多
橫
向
伸
展
，
亦
自
有
法

度
，
寫
來
得
心
應
手
，
為
其
本
色
行
書
。

諸
體
中
最
為
人
所
稱
道
的
就
是
草

書
，
他
的
草
書
也
呈
現
出
多
樣
的
風
格
，

無
論
是
章
草
、
今
草
或
狂
草
，
都
達
到
很

高
的
成
就
。

祝
允
明
傳
世
章
草
較
少
，
︿
和
陶
飲

酒
詩
﹀
冊
中
有
一
段
寫
得
相
當
精
彩
。
︵
圖

十
七
︶
他
以
流
暢
行
書
筆
意
融
合
楷
書
與

章
草
，
克
服
明
初
以
來
章
草
寫
作
的
生
硬

突
兀
感
。
用
筆
則
是
沉
穩
俐
落
，
節
體
疏

密
有
致
，
字
形
變
化
錯
落
，
行
氣
搖
曳
，

堪
稱
明
代
章
草
之
傑
作
。

︿
書
千
文
﹀
︵
圖
十
八
︶
則
為
字
字

獨
立
的
今
草
，
寫
於
質
地
堅
韌
緊
密
的
金

粟
山
藏
經
紙
上
。
金
粟
山
在
浙
江
海
鹽
，

山
下
金
粟
寺
藏
此
宋
代
質
優
大
藏
經
紙
，

深
受
明
代
書
家
喜
愛
。
草
書
中
參
雜
行

體
，
用
筆
單
純
自
然
，
下
筆
緩
重
，
筆
畫

豐
厚
，
結
體
安
穩
，
字
距
行
間
緊
湊
。
全

作
不
講
求
狂
放
縱
意
，
以
點
畫
取
態
，
使

轉
取
勢
，
行
氣
連
貫
，
有
著
沉
穩
內
斂
的

氣
息
，
為
其
晚
年
規
距
草
書
之
佳
作
。

同
樣
書
寫
於
藏
經
紙
上
的
︿
詩
帖
﹀

︵
圖
十
九
︶
，
草
書
七
言
律
詩
九
首
，
內

容
大
致
描
寫
蘇
州
近
郊
名
勝
。
縱
筆
揮

寫
，
毫
鋩
畢
現
，
墨
色
也
呈
現
豐
富
變

化
，
凸
顯
出
強
勁
飛
揚
的
筆
勢
。
無
論
在

空
間
安
排
，
或
用
筆
的
輕
重
急
徐
，
莫
不

蘊
含
著
豐
富
的
變
化
。
運
筆
流
暢
圓
轉
，

抑
揚
頓
挫
的
書
寫
節
奏
，
搭
配
筆
勢
的
縱

橫
變
化
，
將
草
書
藝
術
發
揮
得
淋
漓
盡

圖十四　明　祝允明　陶淵明閑情賦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五　 明　祝允明　先母陳夫人手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的
部
份
莫
過
於
撇
、
捺
、
長
橫
與
長
豎
的

表
現
，
縱
橫
屈
伸
，
貫
穿
於
全
作
並
具
統

整
效
果
。
此
小
楷
冊
風
格
獨
特
，
個
性
鮮

明
，
迥
異
於
祝
允
明
常
見
鍾
、
王
體
小
楷

書
風
，
完
全
表
現
出
不
羈
的
個
人
情
性
，

更
代
表
著
他
在
小
楷
上
別
出
心
裁
的
創
新

成
就
。︿

先
母
陳
夫
人
手
狀
﹀
︵
圖
十
五
︶

為
小
行
楷
作
品
，
寫
於
六
十
五
歲
。
單
字

結
體
緊
結
，
大
小
相
間
，
字
形
接
近
褚

遂
良
小
行
楷
，
兼
有
米
芾
筆
意
，
字
勢
攲

側
，
行
氣
錯
落
婀
娜
，
生
動
活
潑
。
用

筆
圓
熟
而
精
到
，
線
條
豐
潤
，
融
會
鍾
、

王
、
歐
、
顏
、
趙
等
筆
法
，
無
所
不
備
，

已
達
隨
心
所
欲
的
書
寫
境
界
，
帶
有
明
確

則
成
為
他
創
作
的
方
法
，
︿
陶
淵
明
閑
情

賦
﹀
︵
圖
十
四
︶
就
是
這
樣
的
一
件
書
蹟
。

此
作
融
合
了
鍾
繇
的
圓
厚
與
王
羲
之
的
清

雅
，
用
筆
俐
落
精
緻
，
線
條
潤
澤
凝
練
。

單
字
結
構
嚴
謹
而
富
變
化
巧
思
，
經
常
出

現
令
人
稱
奇
的
異
體
結
構
。
全
作
最
突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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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學
習
對
象
相
當
廣
泛
，
歷
代
草
聖
如
張

芝
、
二
王
、
張
旭
、
懷
素
、
黃
庭
堅
等
，

都
在
他
取
法
對
象
中
。
︵
註
九
︶

天
份
加
上

後
天
努
力
，
他
不
僅
自
身
達
到
極
高
的
藝

術
成
就
，
也
為
明
代
草
書
書
寫
樹
立
起
新

的
典
範
。

汲
古
創
新

明

代

初

期

，

由

於

朱

元

璋

︵
一
三
二
八

∼

一
三
九
八
︶
與
朱
棣

︵
一
三
六○

∼

一
四
二
四
︶
的
喜
好
，
蘇

州
宋
克
︵
一
三
二
七

∼

一
三
八
七
︶
和
松

江
沈
度
︵
一
三
五
七

∼

一
四
三
四
︶
、
沈

粲
︵
一
三
七
九

∼

一
四
五
三
︶
先
後
主
盟

書
壇
，
造
成
一
股
學
習
風
潮
，
產
生
了
所

謂
的
館
閣
體
。
此
外
，
最
初
由
善
書
進

士
中
選
拔
而
來
的
中
書
舍
人
，
在
劉
瑾

︵
一
四
五
一

∼

一
五
一○

︶
等
宦
官
弄
權

之
下
，
淪
為
鬻
賣
變
財
工
具
，
閣
中
更
是

充
斥
著
不
學
無
術
之
輩
。
曾
任
中
書
舍
人

的
李
應
禎
，
對
於
當
時
書
壇
上
區
節
逢
迎

的
風
氣
相
當
不
以
為
然
，
因
而
提
出
﹁
奴

書
論
﹂
，
倡
導
創
新
與
改
革
，
反
對
一
味

的
抄
襲
與
模
仿
。

由
於
當
時
弊
習
已
深
，
因
此
﹁
奴

書
論
﹂
不
得
不
採
取
矯
枉
過
縱
的
激
烈
手

圖十七　 明　祝允明　和陶飲酒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八　明　祝允明　書千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六　明　祝允明　題文伯仁畫楊季靜小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致
。
雖
與
︿
書
千
文
﹀
同
為
今
草
書
蹟
，

但
用
筆
與
章
法
的
變
化
都
更
豐
富
，
表
現

性
更
強
。
祝
允
明
在
︿
書
千
文
﹀
中
雖
未

刻
意
強
化
﹁
點
﹂
的
運
用
，
但
已
經
可
以

發
現
他
對
於
點
的
偏
好
，
︿
詩
帖
﹀
中
此
一

傾
向
就
愈
加
明
顯
，
很
多
筆
畫
都
被
點
或

是
短
線
條
取
代
，
結
字
變
得
更
加
簡
潔
，

書
寫
節
奏
也
較
富
變
化
。
時
而
搭
配
縱
向

或
斜
向
的
長
筆
畫
，
大
大
增
添
畫
面
的
變

化
與
趣
味
。

屬
於
狂
草
的
︿
書
七
言
律
詩
﹀
︵
圖

二
十
︶
，
書
於
祝
允
明
六
十
六
歲
時
，
共

寫
四
首
七
言
律
詩
，
詩
文
收
於
︽
懷
星

堂
集
︾
，
其
中
︿
閒
居
秋
日
﹀
曾
多
次
抄

寫
，
為
其
得
意
之
詩
。
全
卷
落
筆
迅
速
，

縱
橫
跌
宕
，
點
的
使
用
在
此
作
中
大
量
減

少
，
佈
滿
畫
面
是
連
綿
不
絕
與
提
按
頓
挫

的
用
筆
變
化
，
兼
有
密
不
通
風
與
疏
可
走

馬
的
強
烈
視
覺
效
果
，
為
其
狂
草
書
之
傑

作
。
此
作
寫
來
雖
然
狂
放
，
卻
能
不
亂
，

點
畫
間
合
乎
規
矩
法
度
，
展
現
出
高
超
的

用
筆
技
巧
與
深
厚
的
書
學
涵
養
。

祝
允
明
︿
雜
書
詩
帖
﹀
︵
圖
二
一
︶

則
是
綜
合
短
、
長
書
寫
節
奏
，
既
有
化
線

為
點
，
也
有
連
綿
紆
迴
。
此
卷
抄
錄
曹

植
古
詩
四
首
，
雖
然
寫
於
﹁
冬
日
烈
風
﹂

下
，
祝
允
明
對
自
己
的
表
現
卻
很
滿
意
，

認
為
可
追
一
千
五
百
年
前
的
﹁
草
聖
﹂
張

芝
。
通
篇
用
筆
俐
落
，
鋒
勢
勁
銳
，
輕
重

徐
急
變
化
大
，
結
體
攲
正
疏
密
，
有
著
豐

富
的
變
化
性
與
節
奏
感
。
全
卷
寫
來
率
意

自
然
，
用
筆
也
不
刻
意
修
飾
，
狂
放
的
外

觀
下
仍
舊
維
持
高
度
的
控
制
力
，
完
全
達

到
了
神
融
筆
暢
的
書
寫
境
界
。

祝
允
明
的
草
書
成
就
除
了
個
人
才
氣

外
，
傳
統
的
涵
養
也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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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
對
於
當
時
明
初
館
閣
體
的
源
頭
趙
孟

頫
，
李
應
禎
也
直
斥
為
﹁
奴
書
﹂
。
王
世

貞
︵
一
五
二
六

∼

一
五
九○

︶
︽
弇
州
續

稿
︾
中
也
提
到
這
件
事
：

　

 

先
生
以
書
開
吳
中
墨
池
，
其
腕
法
甚

勁
，
結
體
甚
密
，
而
不
取
師
古
。
往
往

誚
趙
吳
興
以
為
奴
書
，
故
其
玉
潤
亦
不

盡
滿
之
。

﹁
玉
潤
﹂
當
指
祝
允
明
，
他
確
實
寫
了
篇

︿
奴
書
訂
﹀
加
以
解
釋
奴
書
論
的
相
關
問

題
。
不
過
，
奴
書
論
還
是
對
於
後
世
造
成

負
面
影
響
，
清
馮
班
︵
一
六○

二

∼

一
六 

七
一
︶
︽
鈍
吟
雜
錄
︾
：

　

 

趙
松
雪
書
出
入
古
人
，
無
所
不
學
，
貫

穿
斟
酌
，
自
成
一
家
，
當
時
誠
為
獨
絕

也
。
自
近
代
李
禎
伯
創
奴
書
之
論
，
後

生
恥
以
為
師
，
甫
習
執
筆
，
便
羞
言
模

倣
古
人
，
晉
唐
舊
法
於
今
掃
地
矣
。
松

雪
正
是
子
孫
之
守
家
法
者
耳
，
詆
之
以

奴
，
不
已
過
乎
。
但
其
立
論
，
欲
使
字

形
流
美
，
又
功
夫
過
於
天
資
，
於
古
人

蕭
散
廉
斷
處
，
微
為
不
足
耳
。
如
禎
伯

書
，
用
盡
心
力
，
視
古
人
何
如
哉
。

認
為
李
應
禎
將
恪
守
傳
統
的
趙
書
批
評
為

奴
書
確
實
太
過
分
。
奴
書
論
受
到
歡
迎
也

是
可
以
想
見
的
，
有
心
人
士
可
以
任
意
地

無
限
擴
充
，
使
得
學
書
者
甚
至
以
臨
摹
古

人
為
恥
。
事
實
上
，
李
應
禎
本
身
並
非
反

對
臨
習
古
人
，
因
為
他
自
己
就
是
一
個
實

踐
者
，
否
則
他
也
不
會
教
導
祝
允
明
以
晉

唐
入
手
。
文
徵
明
︽
甫
田
集
︾
云
：
﹁
公

既
多
閱
古
帖
，
又
深
詣
三
昧
，
遂
自
成

家
，
而
古
法
不
亡
。
﹂
又
云
：
﹁
凡
韻
指

凝
思
，
吮
毫
濡
墨
，
與
字
之
起
落
轉
換
、

小
大
相
背
、
長
短
疏
密
、
高
下
疾
徐
，
莫

不
有
法
，
蓋
公
雖
潛
心
古
法
，
而
所
自
得

為
多
。
﹂
可
知
他
本
身
確
實
是
以
古
代

傳
統
做
為
創
作
的
根
源
，
但
是
最
終
目
的

是
要
成
就
一
家
面
目
。
文
徵
明
曾
提
到
：

﹁
嘗
一
日
閱
某
書
，
有
涉
玉
局
筆
意
，
因

大
咤
曰
：
破
卻
工
夫
，
何
至
隨
人
腳
踵
。

就
令
學
成
王
羲
之
，
只
是
他
人
書
耳
。
﹂

︵
︽
甫
田
集
︾
︶
李
應
禎
認
為
即
使
寫
出

與
王
羲
之
一
樣
的
書
法
，
終
究
還
是
別
人

的
面
貌
。
不
僅
針
對
文
徵
明
，
祝
允
明
也

被
李
應
禎
評
為
﹁
嚴
整
而
少
姿
態
﹂
︵
註

十
︶
，
反
映
出
李
應
禎
對
於
祝
允
明
早
年
臨

古
書
風
的
看
法
。

儘
管
批
評
趙
孟
頫
，
李
應
禎
還
是
視

之
為
學
習
對
象
，
王
世
貞
對
於
這
種
現
象

十
分
不
解
：

　

 

第
四
冊
，
李
太
僕
貞
伯
，
凡
二
紙
。
一

紙
臨
蘭
亭
記
，
而
行
筆
皆
趙
吳
興
。

圖十九　明　祝允明　詩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十　明　祝允明　書七言律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一　明　祝允明　雜書詩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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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生
平
以
奴
書
誚
吳
興
，
此
何
也
。

︵
︽
弇
州
續
稿
︾
︶

對
於
趙
孟
頫
﹁
奴
書
﹂
的
說
法
，
祝
允
明

在
︿
書
述
﹀
中
指
出
：
﹁
吳
興
獨
振
國
手
，

徧
友
歷
代
，
歸
宿
晉
唐
，
良
是
獨
步
，
然

亦
不
免
奴
書
之
眩
。
自
列
門
閥
，
亦
為
盡

善
，
小
累
固
盡
美
矣
。
﹂
祝
允
明
認
為
趙
孟

頫
雖
然
以
晉
唐
為
本
，
但
是
所
表
現
出
來

的
風
格
過
於
接
近
二
王
，
因
此
容
易
被
誤

認
為
奴
書
。

對
於
祝
允
明
與
文
徵
明
而
言
，
李
應

禎
這
種
強
烈
反
對
﹁
隨
人
腳
踵
﹂
的
主
張

是
不
會
被
扭
曲
或
是
過
度
解
釋
。
李
應
禎

過
世
後
，
祝
允
明
寫
下
︿
奴
書
訂
﹀
加
以

澄
清
，
反
對
當
時
人
﹁
奴
書
﹂
的
妄
加
解

釋
，
因
此
提
出
﹁
沿
晉
游
唐
，
守
而
勿
失
﹂

的
看
法
。
他
在
︿
書
述
﹀
：
﹁
太
僕
資
力
故

高
，
乃
特
違
眾
。
既
遠
群
從
宋
人
，
並
去

根
源
。
或
從
孫
枝
飜
出
己
性
，
離
立
筋
骨

別
安
眉
目
，
蓋
其
所
發
奴
書
之
論
，
乃
其

胸
懷
自
憙
者
也
。
﹂
指
出
奴
書
的
批
評
只
是

強
調
要
能
寫
出
己
書
，
以
成
一
家
面
貌
，

且
這
完
全
是
出
於
李
應
禎
自
己
的
意
見
與

喜
好
。李

應
禎
這
種
汲
古
創
新
的
態
度
，
深

註
釋

1.  

何
傳
馨
，
︿
祝
允
明
及
其
書
法
藝
術
︵
上
︶
﹀
，

︽
故
宮
學
術
季
刊
︾
第
九
卷
第
四
期
，
頁
一
五
。

陳
麥
青
，
︽
祝
允
明
年
譜
︾
，
上
海
：
復
旦
大
學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六
，
頁
二
四
。

2.  
祝
允
明
，
︿
跋
自
書
千
字
文
、
常
清
靜
經
﹀
，

見
︽
書
法
叢
刊
︾
第
一
輯
，
文
物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一
，
頁
三
八
。

3.  

祝
允
明
書
風
的
多
樣
性
與
複
雜
度
，
參
閱Sh

e
n

 
C

.Y.Fu
, e

t a
l, Tra

c
e

s o
f th

e
 Bru

sh
: Stu

d
ie

s 
in

 C
h

in
e

se
 C

a
llig

ra
p

h
y (N

e
w

 H
a

v
e

n
: 

Ya
le

 U
n

iv
e

rsity A
rt G

a
lle

ry, 1
9

7
7

), p
p

. 
205-236.

4.  

劉
九
庵
，
︿
祝
允
明
草
書
自
詩
與
偽
書
辨
析
﹀
，

︽
劉
九
庵
書
畫
鑒
定
集
︾
，
鄭
州
：
河
南
美
術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九
，
頁
九
〇—

九
四
。

5.  

題
記
及
圖
版
請
參
見
劉
正
成
主
編
，
︽
中
國
書
法

全
集
．
四
九
．
明
代
祝
允
明
︾
，
北
京
：
榮
寶

齋
，
一
九
九
三
，
頁
七
六—

八
一
、
三
三
八—

三
三
九
。

6.  

何
傳
馨
，
︿
小
楷
模
範—

鍾
繇
薦
關
內
侯
季

直
表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五
卷
第
十
期

︵
一
九
八
八
年
一
月
︶
，
頁
五
四
。

7.  

何
傳
馨
，
︿
祝
允
明
及
其
書
法
藝
術
︵
下
︶
﹀
，

︽
故
宮
學
術
季
刊
︾
第
十
卷
第
一
期
︵
一
九
九
二

年
秋
︶
，
頁
一
一—

一
五
。

8.  

江
兆
申
，
︿
吳
派
畫
家
筆
下
的
楊
季
靜
﹀
，
︽
故
宮

季
刊
︾
第
八
卷
第
一
期
︵
一
九
七
三
年
秋
︶
，
頁

五
七—

七
〇
。

9.  

何
傳
馨
，
︿
祝
允
明
的
草
書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七
卷
第
十
一
期
︵
一
九
九
〇
年
二
月
︶
，

頁
一
二
四—

一
三
一
。

10.  

清
卞
永
譽
，
︿
祝
希
哲
書
月
賦
卷
草
書
﹀
，
︽
書
畫

彙
考
︾
，
書
卷
二
五
，
頁
四
一
一
。

深
影
響
著
祝
允
明
日
後
的
書
法
創
作
，
讓

他
無
論
在
擬
古
或
是
自
運
的
作
品
中
都
能

保
有
獨
特
面
貌
。
最
重
要
的
是
，
祝
允
明

最
後
不
負
岳
丈
所
望
，
發
展
出
﹁
嚴
整
﹂

而
富
有
﹁
姿
態
﹂
的
風
格
，
成
為
有
明
一

代
的
書
法
大
家
。

結
語

祝
允
明
在
書
法
史
上
成
就
斐
然
，
除

了
獨
具
面
貌
的
書
風
外
，
對
於
歷
代
名
家

風
格
莫
不
如
數
家
珍
，
游
刃
有
餘
。
他
摹

古
能
力
堪
稱
書
法
史
上
的
﹁
大
摹
王
﹂
，

他
所
留
下
的
書
蹟
更
是
猶
如
一
部
中
國
書

法
史
，
著
實
令
人
稱
奇
。
像
祝
允
明
這
樣

的
天
才
，
在
書
史
上
並
不
多
見
，
多
數
書

家
都
本
著
特
定
風
格
發
展
，
涉
獵
很
少
如

此
廣
泛
，
成
就
如
此
傑
出
。
本
院
所
藏

祝
允
明
書
法
質
量
均
佳
，
且
未
曾
單
獨
展

出
過
，
此
次
特
別
從
中
精
選
二
十
四
組

件
於
本
院
二○

二
、
二○

四
、
二○

六
、

二
一
二
室
展
出
，
盡
可
能
涵
蓋
其
各
種
面

貌
，
俾
使
觀
者
能
對
祝
允
明
的
精
采
書
藝

與
書
學
成
就
有
所
瞭
解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書
畫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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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
　
期
︼
二
〇
一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至
三
月
廿
五
日

︻
陳
列
室
︼
二
〇
二
、
二
〇
四
、
二
〇
六
、
二
一
二

祝
允
明
書
法
特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