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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体
先
有
篆
，
迄
今
四
千
年
。
源
头
溯
上
古
，
卜
辞
见
革
沿
。
商
器
绘
画
字
，
肥
笔
周
初
延
。

浑
穆
毛
公
鼎
，
奔
逸
散
氏
盘
。
盟
书
蝌
蚪
动
，
越
铭
鸟
虫
蟠
。
猎
碣
出
秦
地
，
楚
简
蔚
大
观
。

分
流
各
演
化
，
时
代
地
域
诠
。
同
文
方
实
现
，
隶
已
开
新
元
。
汉
篆
古
今
杂
，
碑
瓦
印
窥
全
。

唐
人
崇
铁
线
，
阳
冰
迈
众
前
。
宋
明
承
余
绪
，
束
毫
烧
毫
攀
。
邓
琰
敢
独
造
，
宗
唐
习
始
迁
。

写
篆
用
隶
法
，
高
标
启
后
贤
。
继
者
及
踵
武
，
熙
载
之
谦
缘
。
参
酌
金
文
趣
，
濠
叟
肇
其
先
。

缶
庐
变
石
鼓
，
斜
长
势
雄
骞
。
白
石
备
奇
纵
，
汉
碑
挹
波
澜
。
陆
氏
书
蜾
扁
，
横
阔
体
斑
斓
。

初
学
须
择
笔
，
腰
健
柔
且
弹
。
工
稳
节
度
手
，
宜
选
秦
泰
山
。
起
收
严
回
护
，
中
正
运
莫
偏
。

既
得
遒
劲
美
，
岂
惟
仪
态
端
。
沉
凝
山
盘
郁
，
率
真
鹤
舒
翰
。
锋
短
气
排
奡
，
锋
长
神
足
完
。

笔
糅
隶
行
草
，
趣
汇
砖
镜
权
。
形
质
相
生
发
，
博
采
路
径
宽
。
说
文
须
研
读
，
甲
骨
金
文
编
。

无
篆
求
通
假
，
拼
凑
未
便
捐
。
两
汉
诸
器
物
，
入
出
可
其
间
。
错
杂
泯
痕
迹
，
境
臻
自
在
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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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体
先
有
篆
，
迄
今
四
千
年
。

源
头
溯
上
古
，
卜
辞
见
革
沿
。

四
种
书
体
中
最
先
有
篆
书
，
距
今
已
有
四
千
年
的

历
史
。
篆
书
的
源
头
可
以
追
溯
到
上
古
时
期
，
在
甲
骨

文
卜
辞
中
就
可
以
看
到
篆
书
形
体
的
发
展
演
变
。

四
体
：
中
国
书
法
习
惯
上
分
为
『
真
』『
草
』『
隶
』

『
篆
』
四
种
书
体
。

卜
辞
：
殷
人
占
卜
，
常
将
占
卜
人
姓
名
，
占
卜
所

问
之
事
及
占
卜
日
期
、
结
果
等
刻
在
龟
甲
或
兽
骨
上
，

这
类
记
录
文
字
通
称
为
卜
辞
。

商
器
绘
画
字
，
肥
笔
周
初
延
。

浑
穆
毛
公
鼎
，
奔
逸
散
氏
盘
。

商
代
青
铜
器
铭
文
中
有
绘
画
文
字
，
肥
笔
的
特
征

一
直
延
续
到
周
朝
初
年
的
铭
文
。
毛
公
鼎
铭
文
气
象
浑

穆
，
散
氏
盘
铭
文
奔
放
飘
逸
。

商
器
绘
画
字
：
在
商
代
铭
文
中
有
一
类
象
形
性
、

美
术
化
倾
向
都
很
清
楚
的
作
品
，称
之
为『
图
画
文
字
』、

『
绘
画
文
字
』
、
『
族
徽
文
字
』
。
这
类
作
品
主
要
见

于
商
代
后
期
，
西
周
以
后
数
量
明
显
减
少
，
主
要
以
族

名
徽
识
的
形
式
存
在
。

甲骨卜辞

毛公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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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公
鼎
：
道
光
二
十
三
年
（1843

）
出
土
于
陕
西

岐
山
（
今
宝
鸡
市
岐
山
县
）
，
收
藏
于
台
北
故
宫
博
物

院
。
鼎
内
铭
文
四
百
九
十
九
字
，
记
载
了
毛
公
向
周
宣

王
献
策
之
事
，
被
誉
为
『
抵
得
一
篇
尚
书
』
，
是
研
究

西
周
晚
年
政
治
史
的
重
要
史
料
。
其
书
法
乃
成
熟
的
西

周
金
文
风
格
，
奇
逸
飞
动
，
气
象
浑
穆
，
笔
意
圆
劲
茂

隽
，
结
体
方
长
。

散
氏
盘
：
西
周
晚
期
青
铜
器
，
因
铭
文
中
有
『
散

氏
』
字
样
而
得
名
。
清
乾
隆
初
年
出
土
于
陕
西
凤
翔
（
今

宝
鸡
市
凤
翔
县
）
，
现
藏
于
台
北
故
宫
博
物
院
。
盘
内

底
铸
有
铭
文19

行
，
共357

字
，
记
述

人
付
给
散

氏
田
地
之
事
，
是
研
究
西
周
土
地
制
度
的
重
要
史
料
。

盟
书
蝌
蚪
动
，
越
铭
鸟
虫
蟠
。

猎
碣
出
秦
地
，
楚
简
蔚
大
观
。

某
些
盟
书
上
的
文
字
笔
画
像
蝌
蚪
，
越
王
勾
践
剑

上
的
鸟
虫
书
屈
曲
盘
绕
。
石
鼓
文
出
自
秦
地
，
楚
简
出

土
数
量
很
大
，
蔚
为
大
观
。

越王勾践剑铭 散氏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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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
书
：
又
称
『
载
书
』
。
古
代
记
载
盟
誓
各
方
缔

约
内
容
的
文
书
材
料
，
多
为
玉
石
薄
片
制
成
。
春
秋
战

国
时
期
，
天
子
与
诸
侯
之
间
、
诸
侯
互
相
之
间
、
诸
侯

与
卿
大
夫
之
间
，
为
政
治
目
的
常
举
行
盟
誓
活
动
。
盟

书
一
式
二
份
，
一
份
藏
于
盟
府
，
一
份
埋
入
地
下
或
沉

入
河
里
，
以
取
信
于
神
鬼
。

蝌
蚪
：
蝌
蚪
文
，
也
叫
『
蝌
蚪
书
』
、『
蝌
蚪
篆
』
，

为
书
体
的
一
种
，
因
头
粗
尾
细
形
似
蝌
蚪
而
得
名
。
蝌

蚪
名
称
是
汉
代
以
后
才
出
现
的
。
指
是
先
秦
时
期
的
古

文
。

越
铭
：
指
越
王
勾
践
剑
铭
。
为
鸟
虫
篆
体
，
上
刻

『
越
王
鸠
潜
（
勾
践
）
，
自
乍
（
作
）
用
剑
』
，
湖
北

省
博
物
馆
藏
。

鸟
虫
：
指
鸟
虫
书
。
亦
称
『
虫
书
』
、『
鸟
虫
篆
』
。

属
于
金
文
里
的
一
种
特
殊
美
术
字
体
。
它
是
春
秋
中
后

期
至
战
国
时
代
盛
行
于
吴
、
越
、
楚
、
蔡
、
徐
、
宋
等

南
方
诸
国
的
一
种
特
殊
文
字
。
这
种
书
体
常
以
错
金
形

式
出
现
，
高
贵
而
华
丽
，
富
有
装
饰
效
果
，
变
化
莫
测
，

石鼓文蝌蚪文  岣嵝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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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
难
辨
识
。
鸟
书
亦
称
鸟
篆
，
笔
画
作
鸟
形
，
即
文
字

与
鸟
形
融
为
一
体
，
或
在
字
旁
与
字
的
上
下
附
加
鸟
形

作
装
饰
，
如
越
王
勾
践
剑
铭
、
越
王
州
勾
剑
铭
。
多
见

于
兵
器
，
少
数
见
于
容
器
、
玺
印
，
至
汉
代
礼
器
、
汉
印
，

乃
至
唐
代
碑
额
上
仍
可
见
。
虫
书
笔
画
故
作
蜿
蜒
盘
曲

之
状
，
中
部
鼓
起
，
首
尾
出
尖
，
长
脚
下
垂
，
犹
如
虫

类
身
体
之
弯
曲
，
故
名
。
其
名
在
许
慎
《
说
文
解
字
叙
》

中
还
被
列
为
『
秦
书
八
体
』
之
一
，
可
见
亦
行
于
秦
代
。

蟠[p
á
n
]

：
盘
曲
；
盘
结
。

猎
碣[jié

]

：
指
石
鼓
文
，
我
国
现
存
最
早
的
刻

石
文
字
。
因
内
容
为
歌
咏
秦
国
国
君
游
猎
情
况
，
故
也

战国  郭店楚简

（局部）

称
『
猎
碣
』
。

楚
简
：
楚
简
属
战
国
时
期
竹
简
，
其
文
字
具
有
商

周
金
文
大
篆
向
秦
汉
隶
书
过
渡
期
的
风
格
。

蔚
为
大
观
：
形
容
事
物
丰
富
多
彩
，
形
成
盛
大
壮

观
的
景
象
。

分
流
各
演
化
，
时
代
地
域
诠
。

同
文
方
实
现
，
隶
已
开
新
元
。

文
字
的
分
流
演
化
，
可
以
用
时
代
和
地
域
的
不
同

来
诠
释
。
书
同
文
刚
刚
实
现
，
隶
书
已
经
拉
开
新
的
纪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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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
：
说
明
解
释
。

同
文
：
即
『
书
同
文
』
。
在
秦
始
皇
统
一
中
原
之

前
，
列
国
的
文
字
也
很
不
统
一
。
就
是
一
样
的
文
字
，

也
有
好
几
种
写
法
。
这
种
状
况
妨
碍
了
各
地
经
济
、
文

化
的
交
流
，
也
影
响
了
当
时
中
央
政
府
政
策
法
令
的
有

效
推
行
。
于
是
，
秦
统
一
中
原
后
，
秦
始
皇
下
令
李
斯

等
人
进
行
文
字
的
整
理
、
统
一
工
作
。
从
那
时
候
起
，

采
用
了
比
较
方
便
的
书
法
，
规
定
了
统
一
的
文
字
。
此

语
的
最
早
出
处
是
东
周
春
秋
时
期
的
《
礼
记
·
中
庸
》

第
二
十
八
章
：
『
今
天
下
，
车
同
轨
，
书
同
文
，
行
同

伦
。
』

秦诏版

泰山刻石

汉
篆
古
今
杂
，
碑
瓦
印
窥
全
。

唐
人
崇
铁
线
，
阳
冰
迈
众
前
。

汉
代
的
篆
书
杂
取
大
篆
、
小
篆
而
稍
带
隶
意
，
在

当
时
的
碑
、
瓦
、
印
上
都
有
体
现
。
唐
人
崇
尚
铁
线
篆
，

李
阳
冰
的
成
就
走
在
众
人
之
前
。

汉
篆
：
汉
代
的
篆
书
，
字
体
以
小
篆
为
主
，
杂
取

古
今
各
体
，
而
体
格
近
方
，
笔
法
稍
掺
隶
意
。
一
般
在

庄
重
的
场
合
和
金
器
上
使
用
。

铁
线
：
即
铁
线
篆
。
铁
线
篆
为
小
篆
书
体
之
一
，

由
秦
代
《
泰
山
刻
石
》
、
《
琅
琊
台
刻
石
》
等
玉
筯
书

风
中
脱
出
。
其
书
写
方
法
与
玉
箸
篆
的
书
写
方
法
基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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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同
，
因
笔
画
纤
细
如
线
刚
劲
如
铁
而
得
名
。
此
篆
书

用
笔
圆
活
，
细
硬
似
铁
，
整
齐
划
一
，
首
尾
如
线
、
后

世
称
唐
李
阳
冰
书
《
谦
卦
碑
》
为
铁
线
篆
的
代
表
作
。

李
阳
冰
：
约
生
于
唐
玄
宗
开
元
年
间
。
唐
代
文
学

家
、
书
法
家
。
字
少
温
，
汉
族
，
谯
郡
（
今
安
徽
亳
州
）

人
，
一
说
合
州
（
今
重
庆
合
川
）
人
（
见
《
一
统
志
》
）
。

李
白
族
叔
，
为
李
白
作
《
草
堂
集
序
》
。
初
为
缙
云
令
、

当
涂
令
，
后
官
至
国
子
监
丞
、
集
贤
院
学
士
。
世
称
少

监
。
兄
弟
五
人
皆
富
文
词
、
工
篆
书
。
他
善
词
章
，
工

书
法
，
尤
精
小
篆
。
初
师
李
斯
《
峄
山
碑
》
，
以
瘦
劲

取
胜
。
自
诩
『
斯
翁
之
后
，
直
至
小
生
，
曹
喜
、
蔡
邕

不
足
也
』
。
他
所
书
写
的
篆
书
，
『
劲
利
豪
爽
，
风
行

峄山刻石

唐·李阳冰  三坟记

而
集
，
识
者
谓
之
仓
颉
后
身
』
，
甚
至
被
后
人
称
为
『
李

斯
之
后
的
千
古
一
人
』
。

宋
明
承
余
绪
，
束
毫
烧
毫
攀
。

邓
琰
敢
独
造
，
宗
唐
习
初
迁
。

宋
、
明
时
期
篆
书
因
袭
唐
人
，
缺
少
创
新
，
书
写

日
趋
工
艺
化
，
甚
至
发
展
束
毫
烧
毫
，
一
味
追
求
中
锋

效
果
，
因
此
难
以
超
越
前
人
。
邓
石
如
勇
于
独
创
，
唐

人
风
习
开
始
得
到
改
变
。

邓
琰[y

ǎ
n
]

：
邓
石
如
（1743—

1805

）
。
初
名
琰
，

避
仁
宗
讳
，
遂
以
字
行
，
后
更
字
顽
伯
，
别
号
完
白
山

人
、
笈
游
道
人
，
安
徽
怀
宁
人
。
他
生
于
乡
畿
，
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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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祀三公山碑

为
布
衣
，
但
自
幼
即
喜
刻
石
，
仿
汉
印
颇
工
，
曾
客
居

江
宁
梅
家
八
年
，
遍
临
所
藏
金
石
善
本
，
由
此
而
书
、

印
皆
臻
大
成
之
境
。
乾
隆
五
十
五
年
入
京
，
刘
墉
延
为

宾
客
，
声
振
当
代
名
公
。
擅
长
篆
、
隶
、
楷
、
行
书
，

融
合
诸
体
，
独
具
风
格
。
其
篆
书
融
秦
汉
于
一
炉
，
又

出
以
隶
书
笔
意
，
遂
使
篆
法
活
脱
生
动
，
摆
脱
了
铁
线

的
拘
滞
，
不
但
字
形
阔
大
磅
礴
，
而
且
笔
势
丰
富
多
姿
，

墨
色
流
溢
灿
然
，
大
大
拓
展
了
篆
书
的
艺
术
表
现
力
。

其
隶
书
笔
致
健
拔
苍
劲
，
结
体
疏
宕
俊
逸
，
用
墨
苍
古
，

亦
可
谓
自
备
一
体
。
其
楷
书
突
破
唐
人
藩
篱
，
专
以
隋

书
取
径
，
虽
格
调
未
臻
化
境
，
但
却
启
开
了
上
溯
北
碑

的
门
户
。
晚
清
书
论
名
家
包
世
臣
、
康
有
为
、
杨
守
敬

等
对
他
无
不
推
崇
备
至
，
推
其
为
『
国
朝
第
一
』
、
『
集

篆
书
大
成
』
。

写
篆
用
隶
法
，
高
标
启
后
贤
。

继
者
及
踵
武
，
熙
载
之
谦
缘
。

邓
石
如
写
篆
书
用
隶
书
笔
法
，
高
深
的
造
诣
启
示

清·邓石如  篆书帖册 清·赵之谦  许氏说文叙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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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后
世
贤
者
。
后
继
者
效
法
邓
石
如
，
吴
熙
载
、
赵
之

谦
便
循
着
邓
石
如
的
路
子
。

踵[zh
ǒ
n
g
]

武
：
跟
着
别
人
的
脚
步
走
。
比
喻
继

承
前
人
的
事
业
。

熙
载
：
吴
熙
载
（1799—
1870

）
，
字
让
之
，
号

晚
学
居
士
，
堂
号
师
慎
轩
，
江
苏
仪
征
人
。
为
包
世
臣

入
室
弟
子
，
博
学
多
能
，
精
于
小
学
，
擅
长
书
法
，
亦

工
篆
刻
。
其
书
法
兼
善
各
体
，
尤
以
篆
、
隶
著
称
。
篆

刻
、
篆
书
、
隶
书
皆
继
承
邓
石
如
又
能
自
成
面
目
，
为

世
人
所
崇
尚
，
在
清
代
后
期
书
坛
有
较
大
影
响
。

之
谦
：
赵
之
谦
（1829—

1884

）
，
字
益
甫
，
号

冷
君
、
铁
三
、
㧑
叔
、
孺
卿
、
悲
画
、
梅
庵
、
无
闷
、

清·吴让之  崔子玉座右铭

憨
寮
、
思
悲
翁
等
，
会
稽
（
今
浙
江
绍
兴
）
人
。
咸
丰

九
年
（1859

）
举
人
，
官
江
西
鄱
阳
、
奉
新
知
县
。
赵

之
谦
是
一
个
多
能
的
艺
术
家
，
绘
画
、
书
法
、
篆
刻
皆

一
代
大
家
。
他
的
书
法
，
初
从
颜
真
卿
，
后
专
攻
北
碑
，

又
得
邓
石
如
篆
隶
之
法
，
于
是
以
北
碑
之
法
写
篆
隶
，

进
一
步
丰
富
了
篆
隶
的
笔
法
意
趣
，
又
由
北
碑
化
生
行

书
，
熔
铸
贯
通
，
运
用
如
意
，
神
气
飞
动
，
既
饶
有
古

朴
厚
重
之
意
，
更
兼
有
帖
的
温
醇
雅
洁
之
韵
。

参
酌
金
文
趣
，
濠
叟
肇
其
先
。

缶
庐
变
石
鼓
，
斜
长
势
雄
骞
。

杨
沂
孙
篆
书
首
先
开
始
参
照
金
文
的
趣
味
加
以
斟

清·杨沂孙  篆书八言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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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吴昌硕  临石鼓文两条屏

酌
。
吴
昌
硕
篆
书
取
法
石
鼓
文
，
加
以
变
化
，
拉
长
字

势
，
气
象
雄
腾
。

濠
[h
á
o]

叟

：

杨

沂

孙
（1812

或1813—

1881

）
，
字
子
舆
，
号
泳
春
，
晚
自
署
濠
叟
。
江
苏
常

熟
人
。
道
光
二
十
三
年
（1843

）
举
人
，
官
至
凤
阳
知
府
。

少
学
于
李
兆
洛
，
工
书
法
，
以
篆
、
隶
见
长
，
尤
以
钟

鼎
、
石
鼓
篆
书
名
满
天
下
。
杨
沂
孙
的
篆
书
古
朴
严
整
，

自
成
一
家
，
为
当
时
所
推
重
，
崇
拜
者
纷
纷
投
于
门
下
，

影
响
很
大
。

缶[fǒ
u
]

庐
：
吴
昌
硕
（1844—
1927

）
，
初
名
俊
，

后
改
俊
卿
，
字
仓
石
、
昌
硕
，
号
缶
庐
、
老
缶
、
大
聋
、

苦
铁
，
浙
江
安
吉
人
。
五
十
多
岁
时
曾
任
安
东
县
令
，

一
月
余
即
辞
去
，
后
在
上
海
卖
书
画
为
生
，
是
『
海
上

画
派
』
的
重
要
代
表
，
书
法
、
篆
刻
皆
为
一
代
大
家
。

他
于
篆
、
隶
用
功
最
多
，
尤
其
是
《
石
鼓
文
》
，
终
生

浸
淫
，
无
一
日
或
离
，
晚
年
变
化
笔
墨
，
引
入
行
草
意

趣
，
遂
使
笔
情
墨
趣
，
流
溢
行
间
。
篆
书
的
复
兴
，
至

他
而
达
到
一
个
新
高
度
。
行
书
引
入
北
碑
笔
法
，
苍
劲

浑
朴
，
老
辣
生
奇
。
吴
昌
硕
既
是
清
代
书
法
的
殿
军
，

又
是
近
代
书
法
的
开
山
。

骞[q
iā

n
]

：
高
举
；
飞
起
。

白
石
备
奇
纵
，
汉
碑
挹
波
澜
。

陆
氏
书
蜾
扁
，
横
阔
体
斑
斓
。

齐
白
石
篆
书
新
奇
豪
放
，
取
法
于
汉
碑
。
陆
维
钊

创
『
蜾
扁
』
体
，
字
形
横
阔
多
姿
。

白
石
：
齐
白
石
（1864—

1957

）
，
生
于
湖
南
长

沙
府
湘
潭
（
今
湖
南
湘
潭
）
人
。
原
名
纯
芝
，
字
渭
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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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兰
亭
。
后
改
名
璜
，
字
濒
生
，
号
白
石
、
白
石
山
翁
、

老
萍
、
饿
叟
、
借
山
吟
馆
主
者
、
寄
萍
堂
上
老
人
、

三
百
石
印
富
翁
。
是
近
现
代
中
国
绘
画
大
师
，
世
界
文

化
名
人
。
早
年
曾
为
木
工
，
后
以
卖
画
为
生
，
五
十
七

岁
后
定
居
北
京
。
擅
画
花
鸟
、
虫
鱼
、
山
水
、
人
物
，

笔
墨
雄
浑
滋
润
，
色
彩
浓
艳
明
快
，
造
型
简
练
生
动
，

意
境
淳
厚
朴
实
。
所
作
鱼
虾
虫
蟹
，
天
趣
横
生
。
齐
白

石
书
工
篆
隶
，
取
法
于
秦
汉
碑
版
，
行
书
饶
古
拙
之
趣
，

篆
刻
自
成
一
家
，
善
写
诗
文
。
曾
任
中
央
美
术
学
院
名

誉
教
授
、
中
国
美
术
家
协
会
主
席
等
职
。

挹[y
ì
]

：
引
；
牵
引
。

陆
氏
：
陆
维
钊
（1899—

1980

）
，
原
名
子
平
，

字
微
昭
，
晚
年
自
署
劭
翁
。
浙
江
平
湖
人
。
南
京
高
等

师
范
文
史
地
部
毕
业
。
曾
在
圣
约
翰
大
学
、
浙
江
大

学
、
浙
江
师
院
、
杭
州
大
学
任
教
。
曾
任
政
协
浙
江
省

三
、
四
届
委
员
，
中
国
美
术
家
协
会
浙
江
分
会
理
事
。

精
书
法
，
擅
山
水
、
花
卉
、
治
印
。
晚
年
以
书
法
卓
绝
，

驰
名
于
世
，
熔
篆
、
隶
、
草
于
一
炉
，
圆
熟
而
精
湛
，

凝
练
而
流
动
，
晚
年
独
创
非
篆
非
隶
亦
篆
亦
隶
之
新

体—
—

现
代
『
蜾
扁
』
，
人
称
陆
维
钊
体
，
独
步
古
今

书
坛
。
是
我
国
现
代
高
等
书
法
教
育
的
先
驱
者
之
一
。

初
学
需
择
笔
，
腰
健
柔
且
弹
。

工
稳
节
度
手
，
宜
选
秦
泰
山
。

开
始
学
习
篆
书
要
选
择
合
适
的
毛
笔
，
以
笔
腰
健

挺
、
笔
毫
柔
软
弹
性
好
为
宜
。
范
本
宜
选
择
秦
泰
山
刻

齐白石  篆书立轴

陆维钊  篆书条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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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
工
笔
稳
定
规
则
容
易
上
手
。

秦
泰
山
：
泰
山
刻
石
，
立
于
始
皇
二
十
八
年
（
公

元
前219

年
）
，
是
泰
山
最
早
的
刻
石
。
前
半
部
系
公

元
前219
年
秦
始
皇
东
巡
泰
山
时
所
刻
；
后
半
部
为
秦

二
世
胡
亥
即
位
第
一
年
（
公
元
前209

年
）
刻
制
。
刻

石
四
面
广
狭
不
等
。
两
刻
辞
均
为
李
斯
所
书
。
书
法
严

谨
浑
厚
，
平
稳
端
宁
；
字
形
平
正
匀
称
，
修
长
宛
转
；

线
条
圆
健
似
铁
，
刚
劲
有
力
；
结
构
左
右
对
称
，
横
平

竖
直
，
外
拙
内
巧
，
疏
密
适
宜
。
其
具
有
极
高
的
艺
术

价
值
。

起
收
严
回
护
，
中
正
运
莫
偏
。

既
得
遒
劲
美
，
岂
惟
仪
态
端
。

藏
头
护
尾
，
中
锋
行
笔
不
要
偏
离
。
这
样
做
不
仅

使
字
的
仪
态
端
正
，
又
有
遒
劲
之
美
。

沉
凝
山
盘
郁
，
率
真
鹤
舒
翰
。

锋
短
气
排
奡
，
锋
长
神
足
完
。

笔
势
凝
重
就
像
山
一
样
曲
折
幽
深
；
笔
势
率
真
就

像
鹤
一
样
舒
展
。
笔
锋
短
气
势
矫
健
；
笔
锋
长
神
韵
可

以
得
到
足
够
表
现
。

陈介祺手拓  万世不败砖  破禅室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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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
郁
：
曲
折
幽
深
貌
。

排
奡[à

o]

：
矫
健
有
力
。

笔
糅
隶
行
草
，
趣
汇
砖
镜
权
。

形
质
相
生
发
，
博
采
路
径
宽
。

笔
意
掺
杂
隶
书
、
行
书
、
草
书
，
趣
味
汇
集
秦
砖

瓦
、
汉
铜
镜
、
秦
权
量
。
各
种
书
体
互
相
发
生
影
响
，

博
采
众
长
就
会
有
更
宽
广
的
道
路
。

砖
镜
权
：
指
秦
砖
瓦
、
汉
铜
镜
和
秦
权
量
。
秦
代

砖
瓦
，
是
以
其
颜
色
青
灰
、
质
地
坚
硬
、
制
作
规
整
、

浑
厚
朴
实
、
形
制
多
样
而
著
称
于
世
，
有
人
给
予
『
敲

之
有
声
，
断
之
无
孔
』
的
评
价
，
也
有
人
称
之
为
铅
砖
，

都
是
形
容
其
质
量
之
高
。
秦
代
砖
瓦
上
带
有
文
字
，
多

为
戳
印
文
，
刻
文
极
少
。
戳
印
有
阴
文
和
阳
文
两
种
，

其
中
以
阳
文
为
最
多
，
字
体
以
小
篆
为
主
，
有
些
介
于

篆
隶
之
间
。
秦
权
量
，
秦
始
皇
统
一
货
币
的
象
征
。
权

俗
称
秤
砣
、
秤
锤
；
量
是
标
准
衡
器
。
秦
权
量
上
的
文

字
古
朴
生
拙
，
别
有
趣
味
。

说
文
须
研
读
，
甲
骨
金
文
编
。

无
篆
求
通
假
，
拼
凑
未
便
捐
。

《
说
文
解
字
》
和
《
甲
骨
文
编
》
《
金
文
编
》
必

须
要
细
细
研
读
。
篆
书
典
籍
里
没
有
的
字
可
以
寻
求
通

假
字
，
如
果
既
无
篆
也
无
通
假
，
偏
旁
拼
凑
的
方
法
也

不
宜
完
全
放
弃
。

说
文
：
即
《
说
文
解
字
》
，
古
代
文
字
学
著
作
，

东
汉
许
慎
撰
，
是
中
国
第
一
部
系
统
地
分
析
汉
字
字
形

和
考
究
字
源
的
字
书
。
成
于
安
帝
建
光
元
年
（121

）
。

原
书
十
四
篇
，
叙
目
一
篇
，
正
文
以
小
篆
为
主
，
收

9353

字
，
又
古
文
、
籀
文
等
异
体
同
文1163

字
，
解

释
十
三
万
余
字
。
此
书
在
流
传
中
迭
经
窜
乱
，
今
本
与

原
书
颇
有
出
入
。
本
书
首
创
部
首
编
排
法
，
为
后
世
字

书
所
沿
用
。
本
书
对
古
文
字
、
古
文
献
和
古
史
的
研
究

贡
献
极
大
。
在
清
代
研
究
《
说
文
解
字
》
成
为
专
门
学

问
，
给
它
作
注
的
就
有
数
十
家
。

拼
凑
：
唐
兰
《
中
国
文
字
学
》
：
『
清
末
古
文
字

材
料
已
很
多
，
吴
大
澂
之
流
利
用
来
写
古
书
，
依
然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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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与华相宜瓦当  拾华堂藏

够
。
所
以
还
需
要
用
偏
旁
拼
凑
的
办
法
，
这
种
复
古
，

也
总
有
新
的
意
匠
夹
在
里
面
。
』
若
濠
叟
之
濠
，
即
杨

沂
孙
所
拼
凑
。

未
便
：
不
当
，
不
适
宜
。

捐
：
舍
弃
；
抛
弃
。

两
汉
诸
器
物
，
出
入
可
其
间
。

错
杂
泯
痕
迹
，
境
臻
自
在
天
。

两
汉
时
期
的
古
器
物
文
字
，
在
无
篆
且
无
通
假
的

前
提
下
，
也
可
以
选
用
。
不
同
时
代
的
篆
字
错
杂
使
用
，

一
定
要
风
格
一
致
、
浑
融
无
迹
，
要
达
到
自
由
自
在
的

境
界
。错

杂
：
杂
乱
。
吾
丘
衍
《
三
十
五
举
》
：
『
十
二

举
曰
，
以
鼎
、
篆
、
古
文
错
杂
为
用
，
无
迹
为
上
。
』

泯[m
ǐ
n
]

：
消
灭
，
消
失
。

臻[zh
ē
n
]

：
达
到
（
美
好
的
境
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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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
书
条
屏 

篆
书
歌 

240cm×
60cm×

6 
2015

年 

释
文
：
（
略
） 
款
识
：
《
篆
书
歌
》
。
二○

一
五
年
初
，
张
海
于
友
石
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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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体
先
有
篆
，
迄
今
四
千
年
。
源
头
溯
上
古
，
卜
辞
见
革
沿
。
商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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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
画
字
，
肥
笔
周
初
延
。
浑
穆
毛
公
鼎
，
奔
逸
散
氏
盘
。
盟
书
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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蚪
动
，
越
铭
鸟
虫
蟠
。
猎
碣
出
秦
地
，
楚
简
蔚
大
观
。
分
流
各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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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时
代
地
域
诠
。
同
文
方
实
现
，
隶
已
开
新
元
。
汉
篆
古
今
杂
，
碑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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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窥
全
。
唐
人
崇
铁
线
，
阳
水
迈
众
前
。
宋
明
承
余
绪
，
束
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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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
毫
攀
。
邓
琰
敢
独
造
，
宗
唐
习
始
迁
。
写
篆
用
隶
法
，
高
标



⊙  30  ⊙

启
后
贤
。
继
者
及
踵
武
，
熙
载
之
谦
缘
。
参
酌
金
文
趣
，
濠



⊙  31  ⊙

叟
肇
其
先
。
缶
庐
变
石
鼓
，
斜
长
势
雄
骞
。
白
石
备
奇
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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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碑
挹
波
澜
。
陆
氏
书
蜾
扁
，
横
阔
体
斑
斓
。
初
学
须
择
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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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
健
柔
且
弹
。
工
稳
节
度
手
，
宜
选
秦
泰
山
。
起
收
严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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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
中
正
运
莫
偏
。
既
得
遒
劲
美
，
岂
惟
仪
态
端
。
沉
凝
山
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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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
，
率
真
鹤
舒
翰
。
锋
短
气
排
奡
，
锋
长
神
足
完
。
笔
糅
隶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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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
趣
汇
砖
镜
权
。
形
质
相
生
发
，
博
采
路
径
宽
。
说
文
须
研
读
，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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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
金
文
编
。
无
篆
求
通
假
，
拼
凑
未
便
捐
。
两
汉
诸
器
物
，
出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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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其
间
。
错
杂
泯
痕
迹
，
境
臻
自
在
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