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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千
一
百
二
十
年
前
，
唐
昭
宗
乾
寧

元
年
︵
八
九
四
︶
日
本
正
式
中
止
了
長
達

約
二
百
六
十
年
期
間
的
遣
唐
使
派
遣
。
但

是
，
中
日
雙
方
的
文
化
互
動
亦
已
啟
動
、

逐
漸
融
會
，
此
前
傳
入
的
唐
朝
文
化
已
在

日
本
生
根
，
甚
而
成
為
日
本
國
風
文
化
的

醞
釀
養
分
。
經
過
九
十
年
之
後
，
北
宋
雍

會
心
．
共
賞

神
品
至
寶
展
書
畫
類
展
品
選
介

陳
韻
如

金　武元直　赤壁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熙
元
年
︵
九
八
四
︶
東
大
寺
的
僧
人
奝
然

到
達
汴
京
，
得
入
宮
廷
並
獲
宋
太
宗
賞

賜
，
開
始
新
一
階
段
的
交
流
活
動
。
宋
元

時
期
，
日
本
方
面
雖
不
再
有
類
似
遣
唐
使

的
大
規
模
官
方
派
遣
，
但
透
過
這
類
隨
海

商
往
來
的
僧
侶
們
，
新
一
波
的
文
化
交
流

仍
可
說
是
日
本
中
世
文
化
的
新
活
源
。
無

論
是
隋
唐
或
宋
元
，
日
本
透
過
交
流
所
吸

收
的
文
化
養
分
，
早
為
一
海
之
隔
的
中
日

兩
地
，
建
立
起
得
以
跨
越
國
境
的
會
心
共

賞
機
緣
。

今
年
六
月
本
院
書
畫
文
物
赴
日
展

出
，
所
擘
畫
出
的
文
化
時
空
恰
能
跨
越
唐

宋
元
至
明
初
。
此
次
展
出
一
百
餘
件
書
畫

﹁
會
心
處
，
不
必
在
遠
。
﹂
這
是
魏
晉
人
的
智
慧
與
美
學
，
宣
揚
以
﹁
心
﹂
領
略
，
掬
手
咫
尺
皆

可
為
悅
目
樂
事
。
而
這
一
體
悟
，
雖
是
用
來
強
調
日
常
的
生
活
近
景
也
能
怡
人
，
但
更
關
鍵
的
前

提
卻
是
觀
賞
者
能
否
﹁
會
心
﹂
掌
握
。
唐
人
杜
甫
就
以
﹁
惟
有
會
心
侶
，
數
能
同
釣
船
。
﹂
讚
揚

著
會
心
同
伴
的
重
要
，
這
一
體
悟
顯
然
無
關
乎
空
間
實
質
的
距
離
，
而
在
於
心
靈
層
次
的
交
流
。

本
年
院
藏
文
物
赴
日
展
出
，
其
中
書
畫
部
分
以
宋
元
作
品
為
主
要
，
對
於
同
樣
熟
知
筆
墨
藝
術
的

日
本
觀
眾
們
，
或
許
正
是
這
些
文
物
的
最
佳
﹁
會
心
侶
﹂
。
如
此
初
次
見
面
又
彷
彿
熟
識
已
久
的

共
賞
觀
眾
，
幸
運
地
，
就
在
不
遠
之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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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品
，
多
是
歷
經
皇
家
內
府
收
藏
之
作
，

其
與
日
本
舊
藏
中
國
書
畫
風
格
面
貌
之
對

照
亦
成
學
界
焦
點
。
日
本
學
界
曾
以
﹁
請

來
繪
畫
﹂
、
﹁
宋
元
畫
﹂
、
﹁
渡
來
繪

畫
﹂
等
用
詞
，
凸
顯
一
些
江
戶
時
代
以
前

即
已
傳
入
日
本
的
中
國
繪
畫
舊
藏
，
與
清

宮
舊
藏
之
繪
畫
風
格
間
存
有
差
異
。
︵
註

一
︶
或
許
是
鑑
藏
品
味
的
選
擇
，
或
許
是
傳

佈
管
道
的
結
果
，
無
論
何
者
，
在
本
院
所

藏
歷
朝
內
府
書
畫
赴
日
展
出
之
際
，
就
如

隔
海
仍
得
以
心
相
會
的
觀
眾
一
般
，
都
值

得
吾
人
重
新
檢
視
這
批
中
國
原
有
舊
藏
書

畫
作
品
中
的
新
意
。
︵
註
二
︶

山
水
之
正
經

針
對
北
宋
山
水
畫
的
評
估
，
北
宋

中
期
郭
若
虛
︽
圖
畫
見
聞
志
︾
曾
以
﹁
三

家
山
水
﹂
為
論
，
將
﹁
營
丘
李
成
、
長
安

關
仝
、
華
原
范
寬
﹂
比
擬
為
有
如
正
經
古

籍
的
三
家
學
派
一
般
，
強
調
他
們
的
重
要

代
表
性
。
不
過
，
雖
然
許
多
學
者
著
眼
於

三
家
山
水
的
地
域
特
色
，
從
﹁
營
丘
、
長

安
、
華
原
﹂
等
畫
家
籍
貫
地
名
，
試
圖
聯

繫
山
東
丘
陵
、
華
北
高
原
等
不
同
地
貌
的

寫
照
，
近
期
也
有
研
究
關
注
山
水
畫
發
展

歷
程
中
的
﹁
觀
者
﹂
作
用
，
強
調
山
水
畫

風
如
何
因
觀
者
的
評
論
文
字
而
有
演
變
。

除
了
地
域
風
貌
的
影
響
，
山
水
畫
風
發
展

的
作
用
力
仍
十
分
複
雜
，
而
其
中
的
畫
風

流
派
也
不
適
合
過
度
簡
化
。
赴
日
展
出
的

關
仝
︿
秋
山
晚
翠
圖
﹀
︵
圖
一
︶
就
是
被

忽
視
的
重
要
作
品
之
一
。
關
仝
是
五
代
山

水
名
家
荊
浩
的
學
生
，
有
﹁
晚
年
筆
力
過

︵
荊
︶
浩
﹂
之
美
譽
。
關
於
荊
浩
的
山
水

面
貌
，
本
院
雖
收
藏
有
︿
匡
廬
圖
﹀
，
但

顯
然
與
近
年
發
現
的
十
世
紀
前
後
之
考
古

資
料
，
例
如
富
平
唐
墓
山
水
屏
風
、
王
處

直
墓
的
山
水
屏
風
等
畫
風
有
相
當
距
離
。

相
較
之
下
，
延
續
了
荊
浩
部
分
風
格
的
關

仝
，
在
其
︿
秋
山
晚
翠
圖
﹀
中
反
而
更
保

有
許
多
北
宋
前
中
期
山
水
特
色
。
由
此
而

言
，
關
仝
︿
秋
山
晚
翠
圖
﹀
也
可
說
是
北

宋
山
水
中
有
待
重
新
認
識
的
重
要
作
品
。

︿
秋
山
晚
翠
圖
﹀
此
幅
畫
面
主
要

表
現
群
峰
間
澗
谷
的
景
致
，
除
了
畫
面
上

段
的
嶺
峰
高
低
環
圍
外
，
畫
面
中
段
也
在

表
現
山
嶺
。
就
在
跨
溪
木
橋
的
下
方
，
幾

道
留
白
所
代
表
的
澗
水
一
再
於
兩
山
之
間

分
層
折
轉
，
既
描
述
了
山
谷
溪
流
，
也

凸
顯
著
畫
中
不
同
山
峰
的
高
聳
。
其
中
，

︿
秋
山
晚
翠
﹀
最
引
人
注
目
者
，
莫
過
於

畫
面
中
下
方
的
突
出
巨
岩
，
此
一
奇
特

的
構
圖
安
排
與
文
獻
所
記
錄
的
關
仝
構
圖

成
、
郭
熙
之
合
稱
︶
畫
風
所
掩
蓋
，
但
實

質
上
卻
是
一
項
當
時
能
與
李
成
並
立
的
名

蹟
類
型
，
猶
如
山
水
的
正
式
經
典
之
一
。

相
較
於
郭
若
虛
眼
中
的
山
水
經
典
，

畫
僧
巨
然
山
水
被
視
為
﹁
筆
墨
秀
潤
﹂
，

則
應
可
視
為
北
宋
山
水
的
另
一
種
重
要

面
貌
。
曾
有
學
者
將
董
源
、
巨
然
山
水

畫
風
以
﹁
江
南
畫
﹂
為
名
，
目
的
就
在
區

別
或
強
調
此
類
與
華
北
山
水
畫
風
不
同

的
特
色
，
赴
日
展
出
巨
然
︿
蕭
翼
賺
蘭
亭

圖
軸
﹀
︵
圖
二
︶
恰
可
為
代
表
。
此
畫
軸

現
今
雖
不
若
郭
熙
︿
早
春
圖
﹀
知
名
，
但

是
畫
中
群
峰
環
繞
，
高
低
造
型
秀
麗
的
山

特
色
也
有
相
符
。
北
宋
中
期
劉
道
醇
︽
聖

朝
名
畫
評
︾
稱
﹁
其
竦
擢
之
狀
，
突
如
湧

出
﹂
，
北
宋
晚
期
李
薦
︽
德
隅
齋
畫
品
︾

則
記
錄
一
件
關
仝
︿
仙
游
圖
﹀
：
﹁
大
石

叢
立
，
屹
然
萬
仞
，
色
若
精
鐵
。
上
無
塵

埃
，
下
無
糞
壤
，
四
面
斬
絕
，
不
通
人

跡
。
而
深
岩
委
澗
，
有
樓
觀
洞
府
鸞
鶴
花

竹
之
勝
。
﹂
無
論
此
段
描
述
與
︿
秋
山
晚

翠
圖
﹀
是
否
直
接
有
關
，
都
已
經
能
夠
說

明
北
宋
晚
期
所
認
識
的
關
仝
，
與
現
今
傳

世
之
作
風
非
常
相
近
。
關
仝
的
風
格
，
雖

自
中
國
繪
畫
史
學
科
於
現
代
成
立
以
來
，

多
被
學
界
論
述
所
強
調
的
﹁
李
郭
﹂
︵
李

圖一　五代梁　關仝　秋山晚翠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二　五代南唐　巨然　蕭翼賺蘭亭圖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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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
，
加
以
樹
叢
與
層
疊
圓
石
營
造
出
的
峰

頂
光
影
效
果
，
都
能
一
再
顯
示
出
畫
中
對

於
大
氣
感
與
光
影
的
講
究
，
與
郭
熙
所
追

求
者
雖
有
不
同
卻
各
有
所
成
。
據
載
，

北
宋
學
士
院
中
曾
有
巨
然
畫
﹁
煙
嵐
曉

景
﹂
，
或
許
正
是
能
表
達
此
類
山
中
煙
嵐

氣
象
的
﹁
山
川
高
曠
之
景
﹂
。
︵
註
三
︶

文
人
與
書
畫

宋
元
時
代
的
精
采
書
畫
成
就
，
除

有
技
藝
超
絕
的
畫
家
之
外
，
文
人
群
體
從

觀
賞
、
評
鑑
到
參
與
書
畫
創
作
活
動
也
扮

演
著
重
要
助
力
。
北
宋
文
人
對
於
書
法

名
蹟
的
推
崇
，
當
仍
包
括
對
二
王
書
蹟
拓

本
的
搜
羅
。
赴
日
展
出
的
︿
定
武
蘭
亭

真
本
卷
﹀
可
說
是
一
在
北
宋
流
傳
的
石
刻

拓
本
，
藉
此
卷
後
存
的
宋
元
人
題
跋
︵
圖

三
︶
，
也
能
鋪
陳
當
時
文
人
蒐
集
二
王
書

蹟
之
景
況
。
王
羲
之
蘭
亭
序
名
蹟
雖
早
已

不
存
，
但
北
宋
人
追
求
各
種
刻
摹
本
風
氣

更
盛
。
據
載
，
宋
神
宗
熙
寧
年
間
︵
一○

六
八∼

一○

七
七
︶
薛
紹
彭
曾
在
定
州
得

︿
定
武
蘭
亭
﹀
刻
石
，
攜
至
汴
京
，
後
為

宋
徽
宗
取
入
宣
和
殿
中
。
現
存
此
卷
，
學

圖三　定武蘭亭真本卷　宋人題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傳）晉王羲之　大道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者
據
卷
後
題
跋
推
測
為
王
黻
得
自
宋
徽
宗

內
府
之
拓
本
，
搨
墨
呈
現
濃
淡
之
別
，
其

中
﹁
湍
、
帶
、
右
、
流
、
天
﹂
五
字
有
缺

損
。
當
時
士
人
除
收
藏
前
人
書
蹟
外
，
摹

寫
者
也
多
，
例
如
︵
傳
︶
王
羲
之
︿
大
道

帖
﹀
︵
圖
四
︶
已
經
前
人
指
出
是
北
宋
晚

期
書
法
名
家
米
芾
所
摹
。
︿
大
道
帖
﹀
書

風
筆
畫
飽
滿
圓
潤
，
﹁
耶
﹂
字
的
最
後
一

筆
拉
長
、
收
筆
增
粗
，
與
流
傳
王
羲
之
書

風
並
不
相
近
，
應
是
王
羲
之
傳
統
在
北
宋

透
過
當
時
士
人
︵
如
米
芾
︶
所
產
生
的
新

面
貌
。除

了
鑑
藏
、
品
題
前
人
書
蹟
之
外
，

北
宋
時
期
的
士
人
書
法
亦
有
非
凡
成
就
。

院
藏
就
有
多
套
以
﹁
宋
四
家
﹂
稱
﹁
蔡

襄
、
蘇
軾
、
黃
庭
堅
、
米
芾
﹂
的
書
法

合
冊
作
品
，
舉
如
︽
宋
四
家
真
蹟
冊
︾
中

的
蔡
襄
︿
尺
牘
︵
澄
心
堂
帖
︶
﹀
︵
圖

五
︶
、
黃
庭
堅
︿
致
景
道
十
七
使
君
尺
牘

圖五　 宋四家真蹟　冊　蔡襄　尺牘　澄心堂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六　宋四家真蹟　冊　黃庭堅　致景道十七使君尺牘並詩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北宋　蘇軾　寒食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八　北宋　蘇軾　寒食帖　黃庭堅題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並
詩
﹀
︵
圖
六
︶
、
米
芾
︿
書
論
書
﹀
、

︿
論
景
文
隰
公
﹀
等
都
是
此
次
赴
日
展

品
。
蔡
襄
對
於
澄
心
堂
紙
的
描
述
記
錄
，

更
為
其
書
法
藝
術
增
添
價
值
。
而
黃
庭
堅

寫
給
景
道
十
七
使
君
︵
即
宗
室
趙
令
率
︶

的
書
信
與
詩
文
，
被
學
者
評
為
其
書
風
最

顯
﹁
平
和
優
雅
情
態
﹂
之
作
；
此
件
作
品

共
三
開
，
寫
成
於
黃
庭
堅
仕
途
平
順
的
元

祐
年
間
，
用
以
回
覆
景
道
求
書
為
作
模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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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要
求
。
其
中
書
寫
內
容
提
及
對
蘇
軾
書

法
的
看
法
，
稱
﹁
翰
林
蘇
子
瞻
書
法
娟

秀
，
雖
用
墨
太
豐
而
韻
有
餘
﹂
，
後
所
抄

錄
的
三
則
詩
文
也
顯
然
是
其
得
意
作
品
。

黃
庭
堅
此
作
整
體
書
風
秀
雅
，
存
有
蘇
軾

影
響
，
但
又
可
見
二
王
行
楷
與
唐
楷
風
範

之
作
。
這
類
秀
雅
書
風
，
若
與
另
一
件
名

蹟
蘇
軾
︿
寒
食
帖
﹀
︵
圖
七
︶
卷
後
黃
庭

堅
縱
逸
瀟
灑
的
題
跋
︵
圖
八
︶
相
比
，
確

實
能
感
受
到
黃
庭
堅
在
蘇
軾
寒
食
詩
後
的

較
勁
力
作
，
多
少
能
呼
應
著
他
於
卷
末
所

稱
：
﹁
它
日
東
坡
或
見
此
書
，
應
笑
我
於

無
佛
處
稱
尊
。
﹂
蘇
軾
所
書
寒
食
詩
二

首
，
曾
經
元
明
清
內
府
收
藏
，
卻
也
於
清

末
流
入
日
本
，
後
又
因
緣
際
會
成
為
本
院

藏
品
。
此
次
展
覽
，
是
其
再
度
赴
日
機

緣
。
︵
註
四
︶

徽
宗
朝
新
製

除
了
士
人
參
與
之
外
，
北
宋
晚
期
的

書
畫
藝
術
活
動
，
更
因
宋
徽
宗
朝
廷
的
多

項
舉
措
而
益
顯
突
出
。
其
中
又
以
記
錄
祥

瑞
的
︿
宣
和
睿
覽
冊
﹀
，
專
門
將
動
植
異

產
圖
繪
成
冊
。
如
宋
徽
宗
︿
書
牡
丹
詩
﹀

所
稱
﹁
牡
丹
一
本
同
幹
二
花
，
其
紅
深
淺

不
同
，
名
品
實
是
兩
種
也
。
﹂
應
該
也
屬

此
製
作
成
果
。
另
外
，
現
今
仍
有
︽
宣
和

畫
譜
︾
、
︽
宣
和
書
譜
︾
等
文
獻
資
料
，

可
從
中
推
想
內
府
書
畫
收
藏
之
盛
況
，
或

由
現
今
存
世
作
品
增
補
具
體
形
貌
，
院
藏

傳
為
韓
幹
名
下
的
︿
牧
馬
圖
﹀
︵
圖
九
︶

可
為
一
例
。
此
開
方
幅
為
絹
本
，
現
屬

︽
名
繪
集
珍
︾
冊
之
一
開
，
從
該
冊
每
開

均
見
梁
清
標
藏
印
看
，
或
是
清
代
梁
清
標

圖九　名繪集珍　冊　韓幹　牧馬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所
收
整
之
畫
冊
。
︿
牧
馬
圖
﹀
畫
幅
左
側

有
宋
徽
宗
瘦
金
書
風
題
寫
﹁
韓
幹
真
蹟
，

丁
亥
︵
一
一○

七
︶
御
筆
﹂
，
並
鈐
蓋
御

書
印
。
此
畫
右
下
有
一
方
﹁
集
賢
院
御
書

院
﹂
墨
印
，
原
稱
為
南
唐
內
府
藏
印
，
但

也
有
學
者
據
米
芾
記
錄
，
推
測
可
能
為
趙

令
穰
取
古
印
鈐
蓋
所
致
。
此
開
畫
風
因
此

有
被
認
為
是
保
有
唐
代
特
色
，
但
也
學
者

指
為
與
李
公
麟
畫
馬
線
條
有
關
，
其
創
作

年
代
意
見
分
歧
。
但
所
保
有
的
畫
面
鈐
印

御
書
等
形
制
，
即
非
徽
宗
朝
一
手
真
蹟
，

也
是
延
續
著
徽
宗
朝
新
制
畫
作
之
樣
式
。

關
於
院
畫
家
的
臨
摹
，
鄧
椿
︽
畫
繼
︾
指

出
徽
宗
朝
院
畫
家
﹁
在
院
時
，
每
旬
日
蒙

恩
初
御
府
圖
軸
兩
匣
，
命
中
貴
押
送
院
，

以
示
學
人
。
﹂
徽
宗
朝
新
制
前
代
畫
蹟
的

典
型
之
作
，
應
以
美
國
波
士
頓
美
術
館
所

藏
︿
摹
張
萱
搗
練
圖
﹀
為
代
表
，
畫
中
既

保
有
古
畫
的
人
物
型
態
與
衣
紋
類
型
，
於

藝
術
表
現
上
則
充
分
展
現
出
徽
宗
朝
的
精

細
描
繪
傾
向
。

北
宋
晚
期
對
於
古
風
的
再
製
興
趣
，

並
不
僅
止
於
宮
廷
。
原
有
題
籤
﹁
宋
人
關

山
行
旅
圖
﹂
的
︵
傳
︶
唐
人
︿
明
皇
幸
蜀

圖
﹀
︵
圖
十
︶
，
學
者
據
畫
中
紅
衣
騎
者

圖十　（傳）唐人　明皇幸蜀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之
馬
為
三
鬃
，
符
合
蘇
軾
詩
文
︿
書
李

將
軍
三
鬃
馬
圖
﹀
詩
句
﹁
初
見
平
陸
，

馬
皆
若
驚
，
而
帝
馬
見
小
橋
作
徘
徊
不
進

狀
。
﹂
而
又
考
證
此
詩
所
稱
李
思
訓
摘
瓜

圖
，
正
是
明
皇
幸
蜀
圖
，
並
因
畫
中
山

水
造
型
接
近
唐
代
古
風
山
水
形
貌
，
而
改

稱
今
名
。
學
者
們
雖
多
同
意
此
件
作
品
為

摹
唐
代
山
水
之
作
，
至
於
何
時
所
摹
作
卻

仍
未
有
定
論
。
其
摹
作
時
間
曾
有
宋
人
、

元
人
、
明
人
之
說
，
而
從
其
青
綠
設
色
與

晚
明
仿
古
作
風
不
同
，
亦
非
元
代
可
見
之

青
綠
手
法
，
刪
除
相
關
可
能
性
後
，
目
前

有
推
測
或
出
自
宋
人
。
若
再
由
北
宋
晚
期

的
摹
製
改
造
風
氣
論
，
這
件
︿
明
皇
幸
蜀

圖
﹀
或
如
米
芾
所
記
錄
，
是
一
件
被
當
時

人
如
劉
涇
，
加
以
刮
題
改
稱
為
李
思
訓
的

山
水
作
品
。
蘇
軾
與
劉
涇
相
識
，
所
見
的

﹁
李
將
軍
﹂
畫
作
或
許
已
經
改
題
。
以
畫

藝
聞
名
的
同
時
士
人
李
公
麟
，
則
﹁
凡

古
今
名
畫
，
得
之
則
必
摹
臨
，
續
其
副

本
。
﹂
可
謂
當
時
風
尚
。
︿
明
皇
幸
蜀

圖
﹀
山
體
構
造
的
唐
人
古
風
，
與
經
過
後

人
筆
意
線
條
描
繪
而
成
的
人
、
馬
、
植
栽

等
，
新
舊
融
會
之
後
，
確
實
已
成
功
營
造

一
個
有
如
古
代
卻
又
別
具
新
意
的
新
古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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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紈扇畫冊　冊　宋　李嵩　月夜觀潮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樣
式
。
︵
註
五
︶

南
宋
寫
逸
韻

北
宋
南
宋
之
際
，
政
治
上
的
政
權

更
替
對
書
畫
藝
術
也
造
成
相
當
影
響
。
經

過
北
宋
徽
宗
朝
的
推
動
摹
古
之
後
，
曾
於

宋
神
宗
朝
盛
極
一
時
的
郭
熙
山
水
雖
仍
有

傳
人
，
但
已
少
有
名
家
。
南
宋
初
期
山
水

的
面
貌
，
是
由
李
唐
扮
演
著
轉
承
延
續
的

角
色
。
︵
傳
︶
燕
文
貴
︿
奇
峰
萬
木
﹀
、

︵
傳
︶
李
唐
︿
坐
石
看
雲
﹀
等
小
幅
山
水

作
品
，
都
可
說
是
在
北
宋
李
唐
畫
風
影
響

下
於
南
宋
新
貌
。
︿
坐
石
看
雲
﹀
畫
中

物
象
仍
多
，
尚
未
如
南
宋
山
水
半
邊
留
白

的
模
式
。
但
隱
約
可
見
斜
向
對
角
的
構
圖

手
法
，
就
在
畫
面
右
上
角
有
瀑
布
流
泉
隱

沒
雲
氣
之
後
，
順
著
對
角
方
向
，
是
以
留

白
表
現
的
雲
氣
。
而
依
此
斜
向
虛
線
，
左

上
與
右
下
半
兩
部
呈
現
出
有
趣
的
對
照
關

係
。
右
下
是
兩
位
人
物
背
向
觀
景
，
左
上

則
是
充
滿
著
奇
石
、
藤
花
、
湧
雲
與
流
水

的
優
雅
景
致
所
在
。
畫
中
人
物
坐
石
濯
足

觀
佳
景
，
有
研
究
指
與
唐
代
王
維
︿
終
南

別
業
﹀
詩
句
﹁
行
到
水
窮
處
，
坐
看
雲
起

時
。
﹂
詩
意
相
近
。
而
其
源
頭
樣
式
，
或

是
與
︽
宣
和
畫
譜
︾
記
載
李
公
麟
﹁
寫
王

維
看
雲
圖
﹂
這
類
畫
作
有
關
，
應
是
參
考

了
北
宋
晚
期
可
見
的
圖
式
構
圖
。
畫
家
摻

用
李
唐
︿
萬
壑
松
風
圖
﹀
山
石
質
面
的
表

現
，
將
著
色
岩
塊
與
白
雲
、
松
樹
、
流
水

並
呈
，
此
畫
冊
原
稱
李
唐
，
推
測
是
其
後

繼
者
之
佳
作
，
畫
中
造
景
預
示
著
南
宋
山

水
與
詩
意
的
結
合
新
取
向
。
︵
註
六
︶

這
一
取
向
在
南
宋
製
作
的
宮
苑
山

水
，
於
寧
宗
、
理
宗
時
期
成
為
最
突
出
品

類
。
馬
遠
︿
華
燈
侍
宴
圖
﹀
︵
圖
十
一
︶

畫
面
中
段
有
南
宋
常
見
的
一
抹
遠
山
痕

跡
，
畫
軸
的
焦
點
在
下
半
處
，
描
繪
著
一

處
在
山
水
雲
霧
之
間
的
宮
殿
樓
閣
，
殿
閣

之
前
有
樂
舞
宮
女
列
隊
起
舞
。
畫
幅
上
方

留
白
處
題
寫
七
言
律
詩
，
書
風
近
似
宋
寧

宗
與
其
皇
后
楊
妹
子
。
學
者
依
詩
句
﹁
父

子
同
班
侍
宴
榮
﹂
，
推
測
畫
中
景
象
或
是

描
寫
楊
皇
后
父
親
楊
次
山
，
以
及
兩
位
兄

弟
楊
谷
、
楊
石
，
同
朝
受
到
皇
帝
賞
賜
陪

同
參
與
某
次
宴
會
的
際
遇
。
實
際
上
，
此

軸
畫
中
人
物
不
及
半
吋
，
畫
家
顯
然
無
意

讓
觀
者
辨
識
其
中
人
物
身
分
，
而
是
要
透

圖十三　歷代集繪　冊　無款　桃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過
畫
面
整
體
造
景
觸
動
超
越
宮
苑
實
體
的

心
靈
感
知
。
畫
中
瀰
漫
的
雲
氣
、
精
緻
筆

法
畫
出
的
拖
枝
松
樹
、
巧
妙
筆
墨
下
的
遠

山
輪
廓
等
，
都
為
畫
面
營
造
出
一
股
獨
特

的
細
膩
又
沈
靜
，
一
種
溫
婉
隱
約
的
詩
意

情
趣
。這

種
情
調
，
也
同
樣
可
見
於
李
嵩

︿
月
夜
看
潮
圖
﹀
︵
圖
十
二
︶
。
錢
塘
觀

潮
是
杭
州
入
秋
后
盛
事
，
農
曆
八
月
中
旬

的
大
潮
景
觀
，
至
今
仍
能
吸
引
眾
人
爭

覩
。
南
宋
宮
廷
內
也
有
觀
潮
行
事
，
此
開

小
畫
描
繪
宮
中
天
開
圖
畫
臺
之
觀
潮
景

象
。
李
嵩
一
方
面
以
其
精
湛
筆
法
描
繪
華

美
繁
複
的
建
築
結
構
，
一
方
面
仍
延
續
著

宮
苑
山
水
所
追
求
的
詩
意
氣
氛
。
畫
中
雖

圖十一　宋　馬遠　華燈侍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十四　 宋　吳琚　書七言絕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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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　金　武元直　赤壁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也
描
繪
直
逼
而
來
的
江
潮
，
但
畫
家
並
不

經
營
人
人
爭
覩
動
魄
大
潮
的
熱
鬧
時
刻
，

反
而
挑
選
著
一
抹
夕
陽
映
照
的
黃
昏
近
晚

時
刻
，
似
乎
選
擇
了
一
種
不
同
於
世
俗
的

靜
謐
方
式
，
品
味
著
大
潮
景
觀
。
這
一
有

別
眾
俗
的
選
擇
，
正
能
呼
應
著
畫
上
引
用

的
蘇
軾
詩
句
﹁
寄
語
重
門
休
上
鑰
，
夜
潮

留
向
月
中
看
﹂
，
以
圖
繪
為
宮
中
游
賞
增

添
文
雅
情
思
。
︵
註
七
︶

此
一
書
題
與
無

款
︿
桃
花
﹀
︵
圖
十
三
︶
上
﹁
千
年
傳
得

種
，
二
月
始
敷
華
﹂
風
格
相
近
，
皆
有
坤

卦
印
，
推
測
皆
是
楊
皇
后
所
題
，
是
為
南

圖十七　元　趙孟頫　行書赤壁二賦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十八　元　趙孟頫　行書赤壁二賦　
趙孟頫畫蘇軾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九　 元　高克恭　雲橫秀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宋
藝
術
活
動
不
容
忽
視
的
重
要
推
手
。
皇

家
成
員
已
然
與
文
人
群
體
共
享
文
藝
傳

統
，
並
促
成
內
斂
雅
緻
的
新
流
風
。
吳
琚

父
親
為
高
宗
吳
皇
后
之
弟
，
身
為
外
戚
之

後
卻
不
驕
矜
，
能
詩
詞
、
善
書
法
，
吳
琚

︿
七
言
絕
句
軸
﹀
︵
圖
十
四
︶
詩
文
出
自

北
宋
蔡
襄
詩
句
，
而
風
格
則
是
北
宋
米
芾

的
行
書
特
色
，
與
同
時
的
南
宋
士
人
陸

游
、
范
成
大
等
人
書
風
都
有
類
似
表
現
，

也
能
說
明
當
時
風
尚
。

精
緻
宮
廷
畫
風
，
不
僅
見
於
宮
苑
山

水
，
甚
至
可
見
於
宗
教
人
物
畫
作
，
如
劉

松
年
︿
畫
羅
漢
﹀
︵
圖
十
五
︶
。
紀
年
開

禧
丁
卯
︵
一
二○

七
︶
的
︿
畫
羅
漢
﹀
院

藏
有
三
軸
，
學
者
認
為
是
成
組
羅
漢
軸
的

部
分
存
世
品
。
此
軸
畫
一
尊
者
拄
杖
坐
於

屏
風
之
前
，
屏
風
隱
約
可
見
汀
渚
水
鳥
圖

繪
，
一
位
在
家
弟
子
正
雙
手
執
經
問
義
。

羅
漢
本
應
是
高
鼻
濃
眉
的
非
世
間
形
貌
，

此
尊
身
著
袈
裟
，
已
如
修
行
高
僧
。
而
畫

圖十五　宋　劉松年　畫羅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
藤
椅
與
屏
風
，
乃
至
所
在
的
庭
園
一
角

等
表
現
，
既
都
是
精
細
描
繪
的
成
果
，
也

能
用
以
說
明
親
近
俗
世
的
傾
向
。

金
元
創
新
貌

相
對
於
南
宋
的
雅
緻
文
藝
風
尚
，

與
北
方
金
朝
所
見
的
差
別
，
確
實
值
得
深

予
考
究
。
金
武
元
直
︿
赤
壁
圖
卷
﹀
︵
圖

十
六
︶
原
被
歸
為
﹁
北
宋
朱
銳
﹂
名
下

之
作
，
現
今
可
見
其
項
元
汴
所
寫
籤
題

﹁
北
宋
朱
銳
畫
赤
壁
圖
趙
閒
閒
追
和
坡
仙

詞
真
蹟
﹂
。
經
學
者
據
趙
秉
文
跋
、
元
好

問
文
集
等
資
料
，
才
考
訂
歸
入
金
代
畫
家

武
元
直
名
下
。
此
圖
雖
曾
被
視
為
針
對
蘇

軾
︿
赤
壁
賦
﹀
的
圖
繪
之
作
，
而
武
元
直

採
用
單
一
場
景
，
且
更
加
塑
造
了
山
體
的

高
聳
效
果
，
畫
中
描
繪
被
認
為
不
再
一
一

遷
就
蘇
軾
原
有
赤
壁
賦
的
文
字
情
節
，
僅

以
舟
遊
赤
壁
之
下
的
高
潮
段
落
作
為
表
達

的
模
式
。
但
也
有
學
者
主
張
此
圖
與
前
後

赤
壁
賦
較
無
關
係
，
而
是
蘇
軾
稱
﹁
大
江

東
去
浪
濤
盡
﹂
的
赤
壁
懷
古
詞
。
無
論
何

者
，
武
元
直
在
畫
卷
上
營
造
出
垂
直
巨
大

的
峭
壁
，
與
江
中
小
舟
的
懸
殊
比
例
，
再

與
向
遠
方
流
去
的
滾
滾
江
水
，
確
實
能
引

發
觀
者
懷
古
情
思
。
這
一
圖
繪
與
卷
後
趙

秉
文
所
書
追
和
坡
仙
赤
壁
詞
，
應
可
視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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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輯

一
︶
是
盛
年
之
作
，
用
筆
細
膩
講
究
，
結

體
優
雅
自
然
，
行
氣
流
暢
圓
轉
，
流
露
著

晉
人
古
風
。
畫
冊
前
，
並
有
趙
孟
頫
以
白

描
筆
法
所
繪
蘇
東
坡
像
︵
圖
十
八
︶
，
更

增
添
文
人
相
惜
，
追
慕
前
哲
的
用
心
。
趙

孟
頫
在
文
化
傳
承
上
的
成
就
，
或
許
是
以

復
古
的
追
求
最
能
彰
顯
。
在
類
似
的
目
標

下
，
高
克
恭
︿
雲
橫
秀
嶺
﹀
︵
圖
十
九
︶

轉
換
的
米
氏
山
水
樣
式
則
提
供
了
不
同
的

成
果
。
高
克
恭
︵
一
二
四
八∼

一
三
一

○

︶
，
字
彥
敬
，
西
域
回
回
人
，
他
的
父

親
是
著
名
的
儒
者
，
早
受
到
忽
必
烈
的
重

視
，
可
說
是
具
有
西
域
與
儒
學
雙
重
文
化

背
景
的
士
人
。
高
克
恭
的
繪
畫
活
動
，
在

四
十
多
歲
到
南
方
任
官
后
因
為
結
識
南
方

書
畫
家
、
收
藏
家
才
開
始
。
在
︿
雲
橫
秀

嶺
﹀
上
，
高
克
恭
把
山
體
的
量
感
凸
顯
，

更
加
增
量
了
山
體
的
渾
厚
效
果
，
幾
乎
也

達
到
了
有
如
北
宋
大
觀
山
水
的
氣
勢
，
獨

特
地
創
造
了
一
種
融
合
南
北
風
格
的
山
水

新
風
貌
。
︵
註
八
︶

而
除
了
不
同
族
屬
的
文
藝
參
與
者
，

在
江
南
地
區
的
文
士
們
也
在
累
積
另
一
股

能
量
。
這
些
不
再
是
政
治
中
心
角
色
的
漢

族
文
士
，
或
隱
山
林
或
遁
跡
江
湖
，
但
在

書
畫
藝
術
上
，
卻
成
為
開
啟
明
代
畫
藝
的

重
要
養
分
。
隱
士
吳
鎮
︿
漁
父
圖
﹀
、

︿
中
山
圖
﹀
︵
圖
二
十
︶
漁
隱
山
水
都
能

自
古
人
形
象
中
，
化
出
一
份
屬
於
個
人
的

自
適
恬
靜
。
︿
中
山
圖
﹀
的
低
矮
緩
和
山

丘
，
展
現
出
極
為
優
雅
的
靜
謐
氣
氛
，
正

呼
應
著
江
南
隱
逸
生
活
的
魅
力
。
而
倪
瓚

︿
容
膝
齋
﹀
︵
圖
二
一
︶
更
是
以
乾
筆
皴

跨
越
時
空
、
朝
代
，
與
蘇
軾
的
共
同
唱
和

之
作
。
文
化
的
傳
承
，
顯
然
跨
越
了
王
朝

之
更
替
阻
斷
。

蒙
元
帝
國
新
局
建
立
之
後
，
以
宗

註
釋

1.  

關
於
日
本
舊
傳
中
國
書
畫
課
題
研
究
甚
豐
，
其
概
要
可
參
考
湊
信
幸
，
︿
宋
元
繪
畫
在
日
本
的
融
入
及
與
東
亞

的
關
係
﹀
，
收
入
上
海
博
物
館
編
，
︽
千
年
丹
青
︾
，
北
京
：
北
大
出
版
社
，
二○

一○

，
頁
三
七—

五○

。

2.  

本
文
關
於
院
藏
宋
代
書
畫
作
品
之
討
論
意
見
，
主
要
參
引
自
以
下
三
本
相
關
圖
錄
各
篇
，
限
於
篇
幅
不
再
分
篇

詳
錄
。
︽
大
觀
：
北
宋
書
畫
特
展
︾
，
臺
北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二○

○

六
、
︽
文
藝
紹
興
：
南
宋
藝
術
與

文
化
．
書
畫
卷
︾
，
臺
北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二○

一○

、
︽
晉
唐
法
書
名
蹟
︾
，
臺
北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二○

○

八
。
相
關
作
者
除
筆
者
本
人
外
，
另
有
王
耀
庭
、
何
傳
馨
、
李
玉
珉
、
何
炎
泉
、
林
莉
娜
、
劉
芳

如
、
許
文
美
、
王
競
雄
等
。

3.  

關
於
日
本
學
者
小
川
裕
充
對
﹁
學
士
院
﹂
與
北
宋
山
水
研
究
，
其
中
譯
可
見
小
川
裕
充
，
︿
院
中
名
畫—

從
董

羽
、
巨
然
、
燕
肅
到
郭
熙
﹀
，
︽
藝
術
學
︾
二
三
期
，
二○

○

七
，
頁
二
二
九—

三○

八
。

4.  

關
於
︿
寒
食
帖
﹀
之
蘇
軾
黃
庭
堅
書
風
問
題
，
可
參
見
石
守
謙
，
︿
無
佛
處
稱
尊—

談
黃
庭
堅
跋
寒
食
帖
的
心

理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八
卷
一
期
，
一
九
九○

，
頁
一
八—

二
六
。
此
書
卷
自
日
傳
回
故
宮
經
歷
，
見

陳
階
晉
，
︿
自
我
來
江
戶
，
已
過
六
十
五
寒
食
﹀
，
︽
典
藏
古
美
術
︾
二
二
九
期
，
二○

一
一
年
十
月
，
頁

二
一
六—

二
二
一
。

5.  

北
宋
徽
宗
宮
廷
藝
術
收
藏
問
題
，
參
見
伊
沛
霞
，
︿
宮
廷
收
藏
對
宮
廷
繪
畫
的
影
響
：
宋
徽
宗
的
個
案
研

究
﹀
，
︽
故
宮
博
物
院
院
刊
︾
二○

○

四
年
三
期
，
頁
一○

五—

一
一
三
。

6.  

板
倉
聖
哲
，
︿
南
宋
．
︵
傳
︶
李
唐
︿
坐
石
看
雲
圖
冊
頁
﹀
的
歷
史
位
置 

﹀
，
︽
故
宮
文
物
月
刊 

︾
第
二
七
四

期
，
二○

○

六
，
頁
六
二—

七
九
。

7.  

關
於
南
宋
宮
苑
山
水
的
討
論
，
參
見
石
守
謙
，
︿
山
水
之
史
：
由
畫
家
與
觀
眾
互
動
角
度
考
察
中
國
山
水
畫
至

十
三
世
紀
的
發
展
﹀
，
收
入
顏
娟
英
主
編
，
︽
中
國
史
新
論
．
美
術
考
古
分
冊
︾
，
臺
北
：
中
央
研
究
院
、
聯

經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
二○

一○

，
頁
三
七
九—

四
七
五
。

8.  

關
於
元
代
書
畫
與
多
族
士
人
互
動
，
參
見
︽
大
汗
的
世
紀
：
蒙
元
時
代
的
多
元
文
化
與
藝
術
︾
，
臺
北
：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二○

○

一
。

圖二十　元人集錦　卷　元　吳鎮　中山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一　 元　倪瓚　容膝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二二　 元　王蒙　具區林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室
身
分
入
仕
元
朝
的
趙
孟
頫
，
常
被
視

為
傳
統
文
化
的
護
衛
、
宣
揚
者
。
趙
孟

頫
兼
善
書
畫
，
︿
行
書
赤
壁
二
賦
﹀
冊

︵
圖
十
七
︶
冊
寫
於
大
德
五
年
︵
一
三○

擦
坡
石
，
在
枯
淡
簡
略
之
中
，
構
築
一
個

超
越
世
俗
的
理
想
所
在
。
王
蒙
︿
具
區
林

屋
﹀
︵
圖
二
二
︶
畫
奇
矯
山
岩
環
繞
，
其

中
隱
藏
著
王
蒙
在
現
實
與
理
想
間
掙
扎
的

矛
盾
情
緒
，
在
江
南
動
亂
之
際
，
成
為
王

蒙
山
水
中
的
充
沛
力
量
，
猶
如
對
理
想
仙

境
之
殷
殷
企
盼
。

作
者
任
職
於
本
院
書
畫
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