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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序言

序
言我

從
幼
小
識
字
時
，
即
由
我
的
祖
父
自
己
寫
出
字
樣
，
教
我
學
寫
。
先
用
一
張
紙
寫
上
幾
個

字
，
教
我
另
用
一
張
較
薄
的
紙
蒙
在
上
邊
，
按
著
筆
畫
去
寫
。
稍
後
，
便
用
間
隔
的
辦
法
去
寫
，
這

個
方
法
是
一
行
四
個
字
，
第
一
、
第
三
處
由
我
祖
父
寫
出
，
第
二
、
第
四
處
空
著
。
我
用
薄
紙
摹
寫

時
，
一
三
字
是
照
著
描
，
二
四
字
是
仿
著
寫
。
從
此
逐
步
加
繁
，
臨
帖
、
摹
帖
、
背
臨
、
仿
寫
，
直

到
二
十
多
歲
，
仍
然
不
能
自
己
寫
出
一
個
略
可
看
得
過
的
樣
子
。

在
十
八
九
歲
時
，
羨
慕
畫
法
，
也
希
望
將
來
做
個
﹁
畫
家
﹂
。
拜
師
學
畫
，
描
個
框
子
，

還
可
算
得
一
張
圖
畫
。
但
往
上
一
寫
款
字
，
就
糟
了
，
帶
累
得
那
勉
強
叫
做
畫
的
部
分
也
都
破

壞
了
。
於
是
發
憤
練
字
，
這
個
練
字
的
過
程
，
可
比
用
鑽
鑽
木
頭
，
螺
旋
式
地
往
裡
鑽
，
木
質

緊
，
鑽
的
鋼
刃
鈍
，
有
時
想
往
裡
鑽
，
結
果
還
在
原
處
盤
旋
。
這
種
酸
甜
苦
辣
，
可
說
一
言
難

盡
。
請
教
別
人
，
常
是
各
說
一
套
，
無
所
適
從
。
遇
到
熱
心
的
前
輩
，
把
某
一
種
帖
、
某
一
方

法
，
當
作
金
科
玉
律
，
瞪
著
眼
睛
教
我
寫
，
這
種
盛
意
，
既
可
感
，
又
可
怕
。

及
至
瞎
摸
著
學
，
臨
這
一
家
，
仿
那
一
體
，
略
微
可
以
題
在
畫
上
對
付
得
過
去
一
些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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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不
過
是
自
己
杜
撰
的
一
些
應
付
之
法
，
畫
上
的
東
西
向
左
歪
些
，
題
字
就
向
右
斜
些
。
如
此

之
類
，
寫
了
些
時
，
但
離
開
畫
面
，
就
不
能
獨
立
。

又
遇
到
﹁
體
﹂
的
問
題
，
甚
麼
﹁
顏
體
是
根
本
﹂
，
﹁
趙
體
最
俗
氣
﹂
之
類
的
說
法
；
﹁
古
﹂

的
問
題
，
甚
麼
﹁
篆
隸
是
來
源
﹂
，
﹁
北
碑
勝
唐
碑
﹂
之
類
的
說
法
；
﹁
方
圓
﹂
筆
法
的
問
題
，

甚
麼
﹁
方
筆
雅
﹂
、
﹁
圓
筆
俗
﹂
之
類
的
說
法
，
等
等
。
及
至
我
去
如
此
實
踐
，
有
的
並
不
是
那
麼

一
回
事
，
甚
至
所
說
與
客
觀
事
理
完
全
相
反
。
舉
一
極
簡
單
的
例
，
如
：
用
圓
椎
形
的
毛
筆
，
不

許
重
描
，
來
寫
出
︽
龍
門
造
像
題
記
︾
那
樣
方
筆
，
又
要
筆
筆
中
鋒
。
試
問
即
使
提
出
這
個
說
法

的
本
人
，
恐
怕
也
沒
有
解
決
的
辦
法
吧
！
我
在
誤
信
種
種
﹁
高
論
﹂
之
後
，
從
實
踐
中
證
明
它
們

全
屬
﹁
謬
論
﹂
，
至
少
是
說
者
對
那
些
現
象
的
誤
解
。
此
後
，
我
的
思
想
才
從
﹁
迷
魂
陣
﹂
中
解
放

出
來
。再

後
，
陸
續
看
到
歷
代
的
墨
跡
，
再
和
刻
本
相
比
較
，
才
理
解
古
代
人
寫
的
墨
跡
是
甚
麼

情
況
，
用
刀
刻
出
後
的
效
果
又
是
甚
麼
情
形
。
好
比
台
下
的
某
位
戲
劇
演
員
是
甚
麼
面
貌
，
化
了

妝
後
在
台
上
又
是
甚
麼
面
貌
。
他
在
台
上
身
量
高
是
因
靴
底
厚
，
肩
膀
寬
是
﹁
墊
肩
﹂
高
，
原
來

台
上
的
黑
臉
包
公
即
是
台
下
的
演
員
某
人
，
從
此
﹁
豁
然
心
胸
﹂
，
我
寫
我
自
己
的
字
了
。
中
間

又
幾
次
看
到
出
土
的
和
日
本
保
存
的
古
筆
實
物
，
更
得
知
有
的
點
畫
是
工
具
決
定
的
，
沒
有
那
樣

製
法
的
工
具
，
即
屬
同
是
不
加
刀
刻
的
墨
跡
，
也
寫
不
出
用
那
樣
工
具
所
寫
出
的
點
畫
。
於
是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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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筆
畫
之
間
的
關
係
，
注
意
全
字
的
結
構
，
注
意
字
與
字
之
間
的
關
係
，
注
意
行
與
行
之
間
的
關

係
。
臨
帖
時
，
經
過
四
層
試
驗
，
一
是
對
著
帖
仿
那
個
字
；
二
是
用
透
明
紙
蒙
著
那
個
字
，
在
筆

畫
中
間
劃
出
一
個
細
線
，
這
個
字
完
全
成
了
一
個
骨
骼
；
三
是
在
這
骨
骼
上
用
筆
按
粗
細
肥
瘦
加
肉

去
寫
；
四
是
再
按
第
一
法
去
寫
。
經
過
這
樣
一
段
工
夫
，
才
明
白
自
己
一
眼
初
看
的
感
覺
和
經
過
仔

細
調
查
研
究
後
的
實
際
有
多
麼
大
的
距
離
，
因
而
又
證
明
了
結
構
比
用
筆
更
為
重
要
。
當
然
沒
有
用

筆
，
或
說
筆
沒
落
紙
時
，
又
怎
有
結
構
呢
？
但
筆
向
何
處
落
，
又
是
先
得
有
軌
道
位
置
。
所
以
，
用

筆
與
結
構
是
辯
證
的
關
係
。
趙
孟
頫
說
：﹁
書
法
以
用
筆
為
上
，
而
結
字
亦
須
用
功
。
﹂
我
曾
對
他

這
﹁
為
上
﹂
和
﹁
亦
須
﹂

四
字
大
有
意
見
，
以
為
宜

以
結
構
為
先
，
至
今
還
沒

發
現
這
個
見
解
的
錯
誤
，

但
向
人
說
起
來
時
，
總

有
爭
議
，
後
來
了
然
： 

 ﹁
結
字
為
先
﹂
，
是
對
初

學
的
人
為
宜
，
老
師
教
小

孩
拿
鉛
筆
在
練
習
本
上
抄

晚年啟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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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文
，
只
是
要
他
記
住
字
的
筆
畫
，
並
無
﹁
用
筆
﹂
可
言
；
已
會
寫
字
，
有
了
基
礎
，
所
缺
乏
的
是

點
畫
風
神
，
這
時
便
宜
考
究
用
筆
。
趙
孟
頫
說
這
話
時
，
是
中
年
時
期
，
是
題
︽
蘭
亭
帖
︾
後
，
這

時
他
注
意
的
全
在
用
筆
。
譬
如
中
國
餐
的
習
慣
是
吃
飯
之
後
，
喝
一
碗
湯
；
外
國
餐
的
習
慣
是
先
喝

湯
，
後
吃
主
食
。
但
誰
也
知
道
，
只
喝
湯
是
不
會
飽
的
。
於
是
我
對
先
喝
後
喝
的
問
題
，
也
就
不
再

和
人
爭
辯
了
。

至
於
實
踐
，
從
題
畫
上
的
字
稍
能
﹁
了
事
﹂
之
後
，
如
寫
甚
麼
條
幅
、
對
聯
等
等
，
又
無

不
出
醜
。
解
放
後
有
了
新
興
的
練
字
機
會
，
抄
大
字
報
，
抄
大
字
標
語
。
這
時
的
要
求
，
並
不

在
甚
麼
筆
法
、
字
體
，
而
是
一
要
清
楚
、
二
要
快
，
有
時
紙
已
貼
上
，
補
著
往
上
去
抄
。
大
約

前
後
三
十
年
，
把
手
腕
、
膽
子
都
練
出
一
些
了
，
才
使
我
懂
得
，
不
管
學
甚
麼
，
都
要
有
一
種

動
力
，
無
論
這
動
力
從
哪
方
來
，
從
下
往
上
冒
、
從
上
往
下
壓
、
從
四
面
往
中
間
衝
，
都
有
助

於
熟
練
提
高
。
大
字
報
現
在
已
有
明
文
廢
止
，
也
不
能
為
練
字
而
人
人
去
寫
大
字
報
，
這
裡
所

說
，
只
是
我
的
一
段
經
過
，
並
且
說
明
放
膽
動
筆
的
好
作
用
罷
了
。

練
書
法
要
不
要
臨
帖
？
如
果
要
，
為
甚
麼
？
這
是
常
聽
到
的
問
題
。
我
個
人
認
為
，
彈
鋼

琴
要
練
名
家
的
譜
，
誰
也
知
道
，
不
是
為
將
來
演
出
時
，
只
彈
這
個
譜
子
，
而
是
為
了
練
習
基

本
功
，
從
前
人
的
創
作
中
吸
取
經
驗
，
自
己
少
走
些
彎
路
。
又
有
人
提
出
說
為
甚
麼
臨
帖
總
不

能
像
？
我
的
回
答
是
永
遠
也
不
能
像
，
誰
也
不
能
絕
對
像
誰
，
如
果
一
臨
就
像
，
還
都
一
絲
不



15 序言

差
，
那
麼
簽
字
就
不
會
在
法
律
上
生
效
了
。
推
而
至
於
參
考
前
人
的
論
說
，
即
使
是
自
己
認
為

可
取
的
論
點
，
最
好
也
通
過
實
踐
試
驗
，
不
宜
盲
從
傻
信
。

我
個
人
在
練
字
過
程
中
，
也
曾
向
書
本
請
教
，
甚
麼
︽
書
法
正
傳
︾
，
甚
麼
︽
藝
舟
雙
楫
︾
、 

 ︽
廣
藝
舟
雙
楫
︾
等
等
，
愈
看
愈
不
懂
，
所
得
的
了
解
，
是
明
白
了
從
前
聽
到
別
人
給
我
講
寫

字
方
法
的
那
些
論
點
，
原
來
大
都
是
從
這
類
書
裡
來
的
。
不
過
有
些
更
加
玄
虛
，
有
些
引
申
創

造
罷
了
。
於
是
我
便
常
向
朋
友
勸
告
：
要
學
書
法
，
有
錢
多
買
字
帖
，
少
買
論
書
法
的
書
；
有

時
間
多
看
帖
、
臨
帖
，
少
看
論
書
法
的
書
。
要
加
聲
明
：
這
裡
所
說
﹁
論
書
法
的
書
﹂
，
當
然

是
指
古
代
的
，
因
為
它
絕
大
多
數
玄
虛
難
懂
。
如
果
擴
大
一
些
範
圍
，
凡
是
玄
虛
難
懂
的
都
可

以
暫
時
節
省
些
眼
力
！

近
十
年
來
，
書
法
又
被
提
倡
，
更
加
為
廣
大
群
眾
所
喜
聞
樂
見
了
。
於
是
作
為
常
識
讀
物

的
參
考
書
和
提
供
借
鑒
欣
賞
的
碑
帖
，
也
紛
紛
出
版
，
愛
好
書
法
的
同
志
找
我
們
來
討
論
門
徑
、

切
磋
技
法
的
也
日
見
其
多
。
因
此
浙
江
古
籍
出
版
社
要
求
我
們
編
寫
一
本
小
冊
子
來
補
這
個
空

白
︵
當
然
在
這
本
小
冊
子
編
寫
、
出
版
以
前
已
經
有
了
好
幾
本
這
類
著
作
，
已
是
珠
玉
在
前
了
。

我
們
這
本
不
過
是
拾
遺
補
缺
，
只
算
補
珠
玉
之
間
的
小
空
隙
罷
了
︶
。

秦
永
龍
同
志
是
我
們
同
校
、
同
系
、
宿
舍
毗
鄰
、
日
常
相
見
的
同
好
、
同
志
，
他
是
教
古

代
漢
語
、
古
代
文
字
的
，
他
對
書
法
的
研
究
，
一
方
由
於
愛
好
，
一
方
無
疑
的
是
從
研
究
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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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遷
而
來
。
他
平
時
治
學
不
苟
，
寫
起
字
來
也
筆
筆
認
真
，
一
字
一
行
以
至
一
幅
，
也
都
各
具

匠
心
，
絕
不
隨
便
。
起
草
這
本
稿
子
，
也
是
極
費
推
敲
，
多
次
修
改
的
。
他
還
非
常
謙
虛
，
因

為
稿
中
所
寫
的
有
些
問
題
，
是
我
們
平
常
議
論
過
的
，
所
以
一
定
把
我
的
名
字
列
在
前
邊
。
這

篇
序
言
，
也
有
借
紙
答
覆
讀
者
的
意
圖
，
因
為
許
多
同
好
，
常
問
我
學
書
法
的
﹁
經
驗
﹂
，
﹁
經

驗
﹂
哪
裡
敢
說
，
只
說
﹁
經
過
﹂
，
也
是
﹁
甘
苦
﹂
而
已
。
因
此
我
也
順
便
想
起
，
如
果
當
代

的
各
位
老
前
輩
、
大
書
家
，
肯
於
各
自
談
些
﹁
甘
苦
﹂
，
哪
怕
是
小
故
事
、
碎
評
論
，
集
在
一
起
，

也
是
我
們
後
學
借
鑒
的
財
富
。
拋
磚
引
玉
，
借
地
呼
籲
，
我
想
一
定
會
有
人
起
而
做
搜
集
編
排

工
作
的
。

本
稿
所
用
插
圖
和
圖
版
，
一
部
分
借
自
朋
友
所
存
，
另
外
大
部
分
是
賈
鴻
年
同
志
所
拍
攝
，

謹
在
這
裡
一
併
致
謝
！

一
九
八
七
年
九
月
二
日
寫
於
北
京
師
範
大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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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執
筆

1
執
筆
方
法

毛
筆
是
我
國
傳
統
書
法
的
主
要
書
寫
工
具
。
拿
毛
筆
寫
字
跟
拿
筷
子
吃
飯
、
用
鐵
鍬
鏟
土

一
樣
，
如
果
方
法
不
對
，
是
費
力
而
又
難
於
達
到
目
的
的
。
所
以
，
初
學
書
法
宜
先
學
會
正
確

執
筆
。
關
於
執
筆
的
方
法
，
歷
來
有
很
多
的
名
目
，
書
家
的
意
見
也
不
盡
相
同
。
這
裡
主
要
向

大
家
介
紹
一
種
我
們
認
為
比
較
科
學
，
為
多
數
書
家
普
遍
使
用
的
方
法
，
這
就
是
前
人
稱
之
為 

 ﹁
撥
鐙
法
﹂
的
傳
統
執
筆
法
。
唐
代
陸
希
聲
曾
將
這
種
執
筆
法
的
要
領
歸
結
為
五
個
字
：
擫
、
押
、

勾
、
揭
、
抵
。
下
面
依
次
分
別
作
簡
要
的
說
明
：

擫
，
就
是
按
的
意
思
，
即
以
大
拇
指
羅
紋

處
按
住
筆
管
，
向
右
前
方
與
食
指
相
對
用
力
。

押
，
食
指
彎
屈
下
傾
，
用
第
一
關
節
靠
大
拇

指
的
邊
側
押
束
筆
管
，
與
大
拇
指
相
對
用
力
。
大
拇

指
的
擫
與
食
指
的
押
主
要
是
對
筆
起
固
定
的
作
用
。

五字撥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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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特
別
注
意
的
是
，
不
可
用
食
指
的
中
節
著
筆
管
，
那
樣
牢
是
牢
固
了
，
但
是
不
能
靈
活
運
轉
。

勾
，
中
指
彎
曲
，
指
尖
斜
下
向
內
，
以
羅
紋
心
著
筆
管
，
勾
住
筆
管
的
外
側
向
手
心
方
向

用
力
。揭

，
也
叫
格
，
是
無
名
指
彎
屈
，
用
指
甲
與
肉
交
際
處
抵
住
筆
管
，
向
外
向
上
用
力
，
即

與
中
指
的
用
力
方
向
相
反
。
勾
與
揭
主
要
是
在
運
筆
時
能
對
筆
起
回
環
使
轉
的
作
用
。

抵
，
小
指
彎
屈
如
無
名
指
並
緊
貼
無
名
指
。
抵
是
對
揭
的
輔
助
。

這
種
執
筆
法
的
優
點
是
，
五
指
屈
伸
自
然
得
當
，
用
力
齊
均
；
筆
在
手
中
不
僅
穩
當
，
而

且
還
便
於
書
寫
時
前
後
左
右
迴
旋
運
轉
。
執
筆
有
兩
點
需
要
特
別
注
意
：
第
一
，
各
個
手
指
不

要
死
聚
在
一
起
，
無
名
指
和
小
指
的
指
尖
不
要
扣
入
掌
心
窩
內
，
否
則
在
運
筆
時
就
不
能
靈
活

自
如
，
古
人
講
執
筆
要
﹁
指
實
掌
虛
﹂
，
所
謂
﹁
指
實
﹂
，
是
手
指
的
著
筆
用
力
都
落
到
實
處
，

讓
它
們
弟
兄
五
個
能
齊
心
協
力
，
切
切
實
實
地
各
司
其
責
，
各
盡
其
力
；
所
謂
﹁
掌
虛
﹂
，
就

是
不
要
緊
攥
五
指
，
讓
手
指
和
筆
管
與
手
心
之
間
自
然
地
保
持
一
定
的
距
離
，
形
成
一
定
的
空

檔
。
﹁
指
實
﹂
與
﹁
掌
虛
﹂
都
是
為
了
保
證
運
筆
的
﹁
靈
活
勁
兒
﹂
的
。
有
人
把
﹁
指
實
﹂
理

解
為
用
力
死
捏
筆
管
，
把
﹁
掌
虛
﹂
說
成
是
寫
字
時
掌
心
處
要
能
攥
住
一
個
雞
蛋
︵
就
是
說
寫

字
時
手
指
要
始
終
保
持
一
定
的
姿
態
，
不
能
有
所
屈
伸
，
否
則
雞
蛋
落
地
︶
，
這
是
附
會
之
談
，

不
可
相
信
。
第
二
，
不
要
握
筆
過
緊
。
不
知
甚
麼
人
從
甚
麼
時
候
開
始
傳
起
一
個
故
事
，
說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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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
之
六
七
歲
時
練
寫
字
，
他
的
父
親
王
羲
之
從
後
邊
拔
他
的
筆
，
竟
然
沒
有
拔
掉
，
因
而
王
獻

之
也
成
了
大
書
法
家
。
一
個
壯
年
男
子
居
然
拔
不
動
小
孩
子
手
中
的
一
支
筆
，
除
非
這
孩
子
是

個
天
才
的
大
力
士
！
這
個
故
事
即
便
當
年
真
有
，
也
不
過
說
明
兒
時
的
王
獻
之
不
僅
注
意
力
集

中
，
而
且
警
覺
性
很
靈
，
他
父
親
來
﹁
偷
襲
﹂
拔
筆
，
立
刻
被
他
發
覺
，
有
意
緊
攥
筆
管
而
沒

被
拔
成
罷
了
。
後
來
的
人
誤
解
為
王
獻
之
寫
字
時
就
是
死
攥
筆
管
的
，
於
是
根
據
這
個
故
事
演

繹
出
這
樣
一
句
話
，
說
是
執
筆
時
要
意
欲
﹁
捏
碎
此
管
﹂
。
要
把
筆
管
捏
碎
，
非
使
出
吃
奶
的

力
量
來
不
可
。
這
樣
過
緊
地
握
筆
，
腕
也
就
死
了
，
臂
也
就
死
了
，
全
僵
了
，
怎
麼
能
使
筆
在

手
中
揮
運
自
如
而
把
筆
道
寫
活
呢
？
如
果
我
們
吃
飯
時
，
也
意
欲
﹁
捏
碎
此
筷
﹂
，
花
生
豆
就

必
定
夾
不
到
嘴
裡
；
騎
自
行
車
要
是
也
意
欲
﹁
捏
碎
此
把
﹂
，
就
勢
必
會
摔
下
馬
路
溝
。
拿
筆

寫
字
難
道
不
也
是
﹁
情
同
此
理
﹂
嗎
？
當
然
，
執
筆
是
要
用
一
定
力
氣
的
，
但
用
力
大
小
要
適

度
，
既
要
拿
穩
，
又
要
拿
鬆
，
時
鬆
時
緊
，
要
隨
寫
字
大
小
的
不
同
和
筆
畫
用
力
輕
重
的
不
同

而
自
然
變
化
，
千
萬
不
可
一
味
地
為
緊
而
緊
。
王
羲
之
拔
筆
的
故
事
，
歷
代
都
有
人
傳
播
，
流

傳
至
今
，
不
但
家
喻
戶
曉
，
而
且
成
了
許
多
家
長
和
教
師
啟
蒙
第
一
課
必
說
的
﹁
佳
話
﹂
，
可

謂
流
毒
甚
廣
，
這
樣
的
謬
誤
是
早
就
應
該
駁
正
的
。

關
於
執
筆
，
歷
來
還
有
許
多
神
奇
玄
虛
的
說
法
，
比
如
用
三
指
執
筆
，
以
食
指
、
中
指
的

指
尖
放
在
筆
管
前
面
，
拇
指
壓
在
筆
管
的
裡
面
，
而
皆
作
弧
形
捏
住
筆
管
，
使
虎
口
成
圓
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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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就
叫
做
﹁
龍
睛
法
﹂
；
要
是
虎
口
成
扁
圓
形
，
就
稱
之
為
﹁
鳳
眼
法
﹂
；
還
有
手
腕
向
裡
扭

著
，
又
美
其
名
為
﹁
回
腕
法
﹂
，
等
等
。
這
樣
執
筆
，
書
寫
起
來
，
既
吃
力
又
不
靈
便
，
實
在

是
自
找
彆
扭
。
﹁
執
筆
無
定
法
﹂
︵
蘇
東
坡
語
︶
，
筆
有
大
小
輕
重
和
形
制
的
不
同
，
字
也
有

大
小
、
書
體
和
書
寫
處
所
的
差
異
，
書
家
自
然
可
以
根
據
不
同
的
情
況
與
自
己
的
習
慣
而
採
用

不
同
的
執
筆
法
，
不
必
拘
泥
於
一
種
，
但
是
總
要
以
運
筆
靈
活
，
便
於
表
現
其
點
畫
的
藝
術
效

果
為
準
。

2
運
腕

與
執
筆
相
關
的
，
還
有
一
個
所
謂
懸
腕
、
懸
肘
的
問
題
。
大
約
在
北
宋
以
前
，
還
沒
有
高

桌
椅
，
人
們
席
地
而
坐
，
左
手
拿
紙
卷
︵
無
紙
之
前
是
簡
冊
︶
，
右
手
拿
筆
，
紙
卷
和
地
平
面

約
成
三
十
餘
度
角
，
筆
和
紙
面
垂
直
，
右
手
拿
筆
當
然
只
能
像
今
天
拿
鋼
筆
那
樣
才
合
適
，
這

就
是
被
稱
為
﹁
單
勾
﹂
的
執
筆
法
。
這
樣
寫
字
時
，
腕
和
肘
都
是
無
所
依
憑
的
，
不
想
懸
也
得

懸
，
因
為
無
處
安
放
它
們
。
這
樣
寫
出
的
字
跡
，
筆
畫
容
易
不
穩
，
而
書
家
在
這
樣
條
件
下
寫

好
了
的
字
，
筆
畫
一
定
是
在
不
穩
中
達
到
穩
，
效
果
是
靈
活
中
的
恰
當
，
比
起
手
腕
死
貼
桌
面

寫
出
的
字
來
要
活
脫
得
多
。
從
宋
以
後
，
有
了
高
桌
椅
，
人
們
坐
著
寫
字
，
桌
面
托
住
了
腕
肘
，

這
時
如
再
用
﹁
單
勾
﹂
執
筆
法
，
筆
管
就
不
能
與
平
鋪
於
桌
面
的
紙
垂
直
了
，
於
是
只
有
把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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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放
到
管
外
，
筆
管
才
便
於
直
立
起
來
，
與
紙
面
呈
垂
直
，
即
是
今
天
一
般
的
執
筆
方
法
︵
撥

鐙
法
︶
。
腕
肘
有
了
依
憑
，
寫
起
字
來
，
穩
是
穩
當
了
，
可
是
很
不
靈
活
，
尤
其
是
要
寫
比
較

大
的
字
，
簡
直
就
揮
灑
不
開
，
為
了
求
得
舒
展
靈
活
，
只
好
主
動
地
、
有
意
識
地
將
腕
以
至
肘

抬
起
來
。
至
於
在
甚
麼
情
況
下
該
提
腕
懸
肘
，
懸
到
甚
麼
程
度
，
並
無
固
定
標
準
，
應
該
隨
著

字
的
大
小
和
墨
氣
需
要
而
定
。
這
好
比
用
筷
子
，
夾
自
己
碗
邊
的
小
豆
，
夾
桌
面
中
心
處
的
一

塊
肉
，
還
是
夾
對
面
桌
邊
處
的
大
饅
頭
，
當
時
的
辦
法
必
然
會
有
不
同
。
拿
筷
時
手
指
的
活
動
，

夾
菜
時
腕
肘
的
抬
法
，
從
來
沒
有
用
筷
夾
菜
的
譜
式
而
人
人
都
會
把
食
物
吃
到
口
中
。
書
法
上

關
於
指
、
腕
、
肘
、
臂
等
等
問
題
，
道
理
不
過
如
此
，
按
照
各
人
的
生
理
條
件
、
使
用
習
慣
，

講
求
些
也
無
妨
礙
，
但
如
果
講
得
太
死
，
太
絕
對
，
就
不
合
實
際
了
。

3
書
寫
的
姿
勢

對
於
經
常
練
字
的
年
輕
人
來
說
，
養
成
一
個
好
的
書
寫
姿
勢
是
很
重
要
的
。
姿
勢
不
對
，

久
而
成
習
，
不
但
不
雅
觀
，
影
響
書
法
的
藝
術
效
果
，
而
且
對
身
體
還
有
妨
害
。
現
在
許
多
青

年
學
生
在
用
鋼
筆
寫
字
時
，
不
是
扭
著
身
子
就
是
用
左
手
托
著
半
邊
臉
腮
歪
在
一
邊
，
把
本
或

紙
斜
放
在
桌
面
上
寫
；
更
有
甚
者
，
把
半
邊
臉
枕
在
彎
屈
的
左
臂
肘
上
，
側
著
臉
伏
在
桌
面
上

寫
。
這
樣
的
書
寫
姿
勢
，
對
視
力
、
對
脊
椎
妨
害
極
大
，
字
也
不
可
能
寫
好
。
如
果
練
習
毛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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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法
也
這
樣
，
那
是
絕
對
不
行
的
。
書
法
藝
術
最
講
究
結
體
、
用
筆
、
行
氣
和
章
法
，
而
這
些

只
有
直
身
正
視
才
能
諦
審
、
把
握
；
如
果
偏
身
斜
視
，
勢
必
產
生
錯
覺
，
欲
正
而
斜
、
欲
左
而

右
，
那
就
白
費
勁
兒
了
。
下
面
說
說
正
確
的
書
寫
姿
勢
。

如
果
是
坐
著
寫
字
，
頭
要
正
，
身
要
直
︵
但
不
必
刻
意
挺
得
筆
直
，
可
稍
稍
自
然
前
傾
︶
，

兩
手
自
然
據
案
，
把
筆
正
立
在
正
前
方
，
兩
腳
自
然
分
開
著
地
，
使
整
個
身
體
保
持
平
衡
端
正
，

讓
每
個
部
位
都
感
到
舒
適
和
輕
鬆
。

坐
著
只
適
合
於
寫
小
字
、
中
字
，
倘
若
要
寫
大
字
，
坐
著
就
不
適
宜
了
。
因
為
坐
著
不
僅

視
野
受
限
制
，
難
於
統
觀
全
幅
，
而
且
由
於
下
身
不
動
，
運
筆
時
就
不
能
調
動
全
身
之
力
，
而

寫
大
字
不
調
動
全
身
之
力
︵
主
要
是
腕
、
臂
、
腰
力
的
協
和
︶
則
不
能
盡
勢
。
所
以
寫
大
字
最

好
是
站
著
寫
，
立
書
也
必
須
頭
正
肩
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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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用
筆

漢
字
︵
特
別
是
隸
變
之
後
的
漢
字
︶
都
是
由
不
同
形
狀
的
基
本
筆
畫
組
合
成
的
，
我
們
把

這
些
基
本
筆
畫
統
稱
為
點
畫
。
點
畫
的
種
類
雖
然
不
多
，
但
是
變
化
卻
很
多
。
從
書
法
藝
術
的

角
度
說
，
在
不
同
書
體
或
相
同
書
體
而
風
格
不
同
的
作
品
中
，
每
一
種
點
畫
的
形
態
和
寫
法
都

不
完
全
相
同
，
也
不
應
該
相
同
。
如
果
完
全
相
同
，
形
同
孿
生
，
就
無
藝
術
可
言
了
。
點
畫
的

不
同
形
態
是
由
筆
毫
帶
墨
在
紙
上
作
不
同
方
式
的
運
行
而
形
成
的
。
如
何
運
用
筆
毫
寫
出
各
種

不
同
形
狀
、
不
同
情
態
的
點
畫
，
書
學
上
通
常
稱
之
為
用
筆
︵
或
筆
法
︶
，
它
包
含
具
體
點
畫

形
態
的
寫
法
和
這
種
點
畫
形
態
的
藝
術
效
果
兩
個
方
面
的
內
容
。

用
筆
在
書
法
中
很
重
要
，
它
是
構
成
書
法
藝
術
的
要
素
之
一
。
元
代
大
書
法
家
趙
孟
頫
曾

說
：
﹁
書
法
以
用
筆
為
上
，
而
結
字
亦
須
用
功
。
蓋
結
字
因
時
相
傳
，
用
筆
千
古
不
易
。
﹂︵
︽
蘭

亭
十
三
跋
︾
︶
趙
氏
將
用
筆
置
於
結
字
之
上
，
在
我
們
看
來
似
乎
不
甚
適
當
︵
詳
見
下
章
︽
結

字
︾
︶
，
但
他
強
調
用
筆
的
重
要
是
十
分
正
確
的
。
他
所
說
的
用
筆
千
古
不
易
，
不
是
說
具
體

的
點
畫
在
書
法
實
踐
中
要
千
篇
一
律
，
不
要
有
變
化
，
而
是
說
各
種
不
同
書
體
的
不
同
用
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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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來
都
有
一
定
的
規
範
，
造
就
各
種
點
畫
形
態
的
運
筆
方
法
和
技
巧
也
有
其
常
規
，
不
是
書
手

隨
心
所
欲
地
聚
墨
成
形
就
能
奏
效
的
。
這
正
如
篆
刻
，
不
同
時
代
的
不
同
篆
刻
家
，
他
們
作
品

的
風
格
各
有
千
秋
，
但
所
使
用
的
幾
種
基
本
刀
法
則
是
大
體
一
致
的
。
書
法
也
有
若
干
種
基
本

的
用
筆
，
初
學
者
宜
有
所
了
解
並
學
會
運
用
。
這
些
基
本
的
用
筆
是
：
中
鋒
和
偏
鋒
，
露
鋒
和

藏
鋒
，
方
筆
和
圓
筆
，
懸
針
和
垂
露
，
還
有
遲
速
、
肥
瘦
、
濃
淡
，
等
等
，
下
面
分
別
加
以
說
明
。

1
中
鋒
和
偏
鋒

這
主
要
是
就
行
筆
過
程
中
尖
鋒
主
毫
的
軌
跡
所
處
點
畫
中
的
位
置
而
言
的
。
中
鋒
也
叫
正

鋒
，
是
指
行
筆
過
程
中
尖
鋒
主
毫
始
終
走
在
筆
畫
的
正
中
。
這
樣
墨
汁
可
以
順
著
筆
毫
比
較
均
勻

地
注
入
紙
中
，
寫
出
的
點
畫
邊
緣
光
滑
，
飽
滿
圓
渾
。
中
鋒
用
筆
，
執
筆
要
正
，
筆
毫
要
順
，
筆

毫
屈
折
平
鋪
的
方
向
正
好
與
運
行
的
方
向
相
反
。
偏
鋒
也
叫
側
鋒
，
指
行
筆
過
程
中
尖
鋒
主
毫
偏

在
點
畫
的
一
側
，
這
樣
寫
出
的
點
畫
顯
得
輕
捷
飄
逸
、
活
潑
灑
脫
。
偏
鋒
用
筆
一
般
要
使
筆
管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傾
斜
，
所
以
︽
書
法
正
傳
·
八
法
解
︾
中
說
：
﹁
偏
鋒
者
不
可
使
其
筆
正
，
正
鋒
者

不
可
使
其
筆
偏
。
﹂
由
於
中
鋒
和
偏
鋒
兩
種
用
筆
各
有
特
點
，
在
書
寫
中
宜
結
合
使
用
，
可
有
所

偏
重
，
但
不
宜
偏
廢
：
專
事
中
鋒
，
易
陷
入
拘
謹
板
滯
；
只
用
偏
鋒
，
則
易
導
致
輕
佻
飄
浮
。
有

一
種
主
張
，
說
是
寫
字
﹁
要
筆
筆
中
鋒
﹂
，
這
在
實
踐
中
不
僅
很
難
做
到
，
也
完
全
沒
有
必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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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露
鋒
和
藏
鋒

這
指
的
是
行
筆
的
起
止
如
何
處
理
筆
的
鋒
芒
。
起
筆
和
收
筆
時
，
有
意
順
勢
將
筆
的
鋒
芒

顯
露
在
點
畫
之
外
，
叫
做
露
鋒
；
設
法
將
筆
的
鋒
芒
隱
藏
在
點
畫
之
中
，
叫
做
藏
鋒
。
露
鋒
是

順
勢
出
入
，
比
較
易
為
；
藏
鋒
則
需
反
向
施
筆
，
做
些
﹁
手
腳
﹂
：
起
筆
的
藏
鋒
，
要
在
下
筆

之
時
使
筆
的
尖
鋒
在
點
畫
之
內
處
著
紙
而
逆
向
輕
輕
用
力
，
然
後
再
返
回
運
行
，
這
就
是
人
們

平
常
所
說
的
欲
右
先
左
，
欲
下
先
上
的
起
筆
方
法
︵
請
注
意
：
所
謂
﹁
先
左
﹂
、
﹁
先
上
﹂
，

意
在
隱
藏
筆
鋒
，
並
非
真
要
朝
這
個
方
向
運
行
一
段
多
長
的
距
離
︶
；
收
筆
的
藏
鋒
，
是
在
點

畫
即
將
收
結
時
，
順
勢
或
駐
或
頓
，
而
後
將
筆
提
起
，
也
可

以
向
運
行
的
相
反
方
向
稍
稍
回
筆
再
抽
筆
。
簡
言
之
：
露
鋒

須
順
鋒
起
筆
，
順
鋒
收
筆
；
藏
鋒
則
須
逆
鋒
起
筆
，
逆
鋒
收

筆
。
藏
鋒
用
筆
，
內
包
其
氣
，
含
蓄
深
沉
；
露
鋒
用
筆
，
外

縱
其
神
，
意
氣
飛
揚
，
各
具
不
同
的
藝
術
效
果
。
兩
種
用
筆

不
宜
偏
廢
，
否
則
﹁
用
筆
太
露
鋒
芒
，
則
意
不
持
重
；
深
藏

圭
角
，
則
體
不
精
神
。
﹂
初
學
者
宜
根
據
字
體
的
需
要
兼
而

習
用
之
。

露鋒藏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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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方
筆
和
圓
筆

造
就
筆
畫
的
起
止
處
和
轉
折
處
的
不
同
形
狀
，
其
方
法
有
二
種
：
在
行
筆
過
程
中
，
如
果

用
提
、
頓
、
折
、
挫
的
辦
法
突
然
改
變
運
行
的
方
向
，
令
筆
畫
的
起
止
處
或
拐
彎
處
的
外
側
呈

現
出
方
割
或
棱
角
之
形
的
是
方
筆
；
如
果
充
分
利
用
圓
椎
體
筆
頭
的
外
表
︵
圓
弧
形
︶
作
起
收
，

或
在
拐
彎
處
作
圓
轉
運
行
，
沒
有
提
、
頓
、
折
、
挫
的
動
作
和
節
奏
，
令
其
無
棱
角
而
呈
圓
弧

之
形
即
為
圓
筆
。
簡
言
之
，
折
以
成
方
，
轉
以
成
圓
。
方
筆
方
正
遒
勁
，
骨
力
外
露
，
所
以
又

稱
外
拓
筆
；
圓
筆
圓
活
柔
潤
，
骨
力
內
含
，
所
以
又
稱
內
擫
筆
。
在
書
法
實
踐
中
，
方
圓
之
用
，

宜
﹁
方
者
參
之
以
圓
，
圓
者
應
之
以
方
﹂︵
姜
夔
語
︶，
方
中
有
圓
，
圓
中
有
方
；
多
方
而
不
失
於

險
惡
，
多
圓
而
不
流
於
圓
滑
。

圓筆

方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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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懸
針
和
垂
露

如
何
處
理
垂
直
竪
畫
的
收
結
？
一
般
來
說
，
如
果
竪
畫
在

結
末
時
用
露
鋒
，
隨
著
筆
的
提
起
讓
鋒
芒
垂
直
順
勢
而
出
，
筆

道
挺
拔
，
鋒
尖
駿
利
，
有
如
鋼
針
之
懸
，
便
是
懸
針
；
如
果
結

末
時
不
提
筆
出
鋒
，
而
用
藏
鋒
頓
駐
作
收
，
令
其
狀
如
露
珠
欲

下
墜
而
上
縮
，
便
是
垂
露
。
在
楷
書
、
行
書
中
，
竪
畫
居
中
而

又
突
出
者
多
用
懸
針
，
也
可
以
用
垂
露
；
竪
畫
居
於
邊
側
，
雖

突
出
也
不
用
懸
針
而
用
垂
露
。
懸
針
顯
得
剛
直
暢
快
，
垂
露
顯

得
穩
重
含
蓄
。
遇
到
可
以
用
懸
針
也
可
以
用
垂
露
的
場
合
，
如

何
選
擇
，
宜
根
據
章
法
的
需
要
而
定
。

5
遲
速
、
肥
瘦
、
濃
淡

以
上
所
講
的
幾
種
用
筆
，
主
要
是
說
點
畫
的
起
止
、
轉
折
如
何
使
用
筆
鋒
與
如
何
處
理
鋒

芒
。
除
此
而
外
，
運
筆
的
快
慢
、
筆
道
的
肥
瘦
、
用
墨
的
濃
淡
等
，
也
屬
於
用
筆
的
範
疇
，
對

書
法
的
藝
術
效
果
影
響
也
很
大
，
似
乎
有
必
要
在
這
裡
略
加
說
明
。

遲
速　

書
法
中
行
筆
的
遲
速
快
慢
沒
有
一
定
的
標
準
，
大
致
是
因
書
體
而
異
，
因
用
墨
的 懸針 垂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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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
淡
而
異
，
也
因
人
而
異
。
我
們
應
該
明
白
的
是
，
行
筆
快
慢
遲
速
的
不
同
，
所
造
成
的
藝
術

效
果
是
有
明
顯
區
別
的
。
用
同
樣
濃
淡
的
墨
，
行
筆
快
慢
適
當
，
可
以
使
點
畫
乾
淨
利
落
；
行

筆
過
快
，
筆
跡
淺
薄
飄
浮
，
方
向
位
置
也
不
易
掌
握
；
行
筆
過
慢
，
則
會
拖
泥
帶
水
，
致
使
氣

血
淤
滯
而
無
力
。
一
般
地
說
，
寫
隸
書
、
楷
書
宜
稍
慢
，
寫
行
書
、
草
書
宜
稍
快
；
用
墨
較
濃

宜
稍
慢
，
用
墨
較
淡
宜
稍
快
；
點
畫
的
起
收
與
轉
折
宜
稍
慢
，
中
途
正
常
運
行
宜
稍
快
。
初
學

者
宜
依
據
各
方
面
的
條
件
細
心
摸
索
、
體
會
，
靈
活
把
握
快
慢
的
節
奏
，
以
求
取
最
佳
的
藝
術

效
果
。肥

瘦　

是
指
運
筆
時
筆
毫
下
按
深
淺
不
同
而
形
成
的
筆
道
的
粗
細
。
一
個
點
畫
之
中
可
有

粗
細
的
變
化
，
一
個
字
裡
也
有
筆
畫
輕
重
的
不
同
。
用
筆
的
肥
瘦
可
以
體
現
風
格
的
差
異
，
一

般
地
說
，
趨
肥
者
顯
得
厚
實
沉
穩
︵
如
顏
字
︶
，
趨
瘦
者
顯
得
剛
勁
有
力
︵
如
柳
字
︶
。
然
而

不
可
過
肥
或
過
瘦
，
過
瘦
則
形
枯
，
過
肥
則
質
濁
。
這
好
比
一
個
人
，
肥
碩
臃
腫
或
清
癯
乾
瘦

都
不
可
能
有
雄
健
壯
實
的
英
姿
；
只
有
筋
骨
強
勁
而
又
體
膚
飽
滿
才
最
顯
精
神
。
古
人
說
： 

 ﹁
善
用
筆
力
者
多
骨
，
不
善
用
筆
力
者
多
肉
。
多
骨
微
肉
者
謂
之
筋
書
，
多
肉
少
骨
者
謂
之
墨

豬
。
﹂
又
說
：
﹁
有
骨
有
肉
者
聖
，
多
肉
少
骨
者
病
。
﹂
這
是
很
有
道
理
的
。

濃
淡　

用
墨
的
濃
淡
對
書
法
的
效
果
也
頗
有
關
係
。
濃
淡
適
宜
，
寫
出
的
點
畫
流
利
酣
暢
。

如
果
過
濃
則
枯
澀
無
潤
，
過
淡
則
輕
浮
單
薄
。
如
何
才
能
濃
淡
適
中
，
宜
根
據
紙
張
的
質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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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體
和
書
寫
速
度
來
決
定
。
在
寫
字
之
前
，
最
好
先
試
一
試
，
待
調
劑
到
濃
淡
適
中
時
再
正
式

下
筆
。總

而
言
之
，
書
法
的
用
筆
是
多
種
多
樣
的
，
以
上
我
們
只
是
擇
其
主
要
者
作
了
簡
單
的
介

紹
。
在
用
筆
問
題
上
，
我
們
認
為
有
兩
點
值
得
注
意
：
第
一
，
各
種
用
筆
是
互
相
聯
繫
又
互
相

制
約
的
，
是
一
個
對
立
統
一
的
有
機
的
整
體
。
它
們
可
以
彼
此
滲
透
，
相
互
生
發
。
在
實
際
運

用
中
，
不
宜
把
它
們
絕
對
化
，
孤
立
地
對
待
它
們
。
第
二
，
每
一
種
用
筆
都
是
多
變
的
。
我
們

在
講
解
時
為
明
了
起
見
，
在
點
畫
形
態
︵
如
方
圓
︶
上
只
講
了
它
們
的
﹁
正
體
﹂
，
實
際
上
，

同
一
種
用
筆
，
往
往
因
書
體
的
不
同
、
字
的
體
勢
的
不
同
、
章
法
的
不
同
和
書
家
風
格
習
慣
的

不
同
等
等
，
還
有
許
多
的
﹁
變
體
﹂
。
所
以
，
在
學
習
用
筆
時
，
宜
在
掌
握
基
本
方
法
的
基
礎

上
進
一
步
學
會
變
通
，
靈
活
地
使
用
各
種
用
筆
，
即
對
每
一
種
點
畫
既
能
寫
出
其
﹁
正
體
﹂
，

又
能
寫
出
其
﹁
變
體
﹂
。
下
筆
之
際
，
明
於
審
時
度
勢
，
隨
機
應
變
，
使
筆
鋒
下
的
點
畫
形
態

隨
時
為
適
應
結
字
和
章
法
的
需
要
而
變
化
，
做
到
﹁
翰
不
虛
動
，
下
必
有
由
。
一
畫
之
間
，
變

起
伏
於
峰
杪
；
一
點
之
內
，
殊
衄
挫
於
毫
芒
﹂
︵
孫
過
庭
︽
書
譜
︾
︶
。
只
有
這
樣
，
用
筆
才

能
生
動
活
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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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結
字

1
結
字
是
書
法
藝
術
的
首
要
問
題

字
是
用
許
多
筆
畫
構
成
的
，
筆
畫
又
具
有
各
種
不
同
的
形
狀
，
如
﹁
丶
一
丨
丿

﹂

所
謂
點
、
橫
、
竪
、
撇
、
捺
、
鈎
等
，
隨
著
字
形
的
需
要
，
有
多
種
排
列
組
合
的
方
式
，
成
為 

﹁
字
形
﹂
，
這
是
字
的
基
本
構
造
問
題
。
每
個
字
形
的
姿
態
，
又
與
字
中
每
個
筆
畫
的
形
狀
和
筆

畫
安
排
有
關
。
如
筆
與
筆
之
間
的
疏
密
、
斜
正
、
高
矮
、
方
圓
等
等
，
都
影
響
著
字
的
姿
態
，

這
是
書
法
美
術
的
問
題
。
這
裡
所
說
的
﹁
結
字
﹂
，
是
指
後
者
。﹁
結
字
﹂
，
習
慣
上
也
稱
﹁
結

構
﹂
、﹁
結
體
﹂
，
或
稱
﹁
間
架
﹂
。

元
代
書
法
家
趙
孟
頫
認
為
，
用
筆
與
結
字
，
以
用
筆
為
上
。
用
筆
無
疑
是
指
每
個
筆
畫
的

寫
法
，
即
筆
毛
在
紙
上
活
動
所
表
現
出
的
效
果
。

究
竟
他
所
指
的
﹁
用
筆
﹂
和
﹁
結
字
﹂
哪
個
重
要
呢
？
以
次
序
論
，
當
然
先
有
筆
畫
，
例

如
先
有
﹁
一
﹂
，
後
有
﹁
丨
﹂
，
才
成
﹁
十
﹂
字
，
﹁
十
﹂
字
的
形
成
，
後
於
﹁
一
﹂
的
寫
出
。

但
如
果
沒
有
十
字
的
構
想
或
設
計
方
案
，
把
﹁
一
﹂
﹁
丨
﹂
排
錯
，
寫
成
﹁

﹂
﹁

﹂
，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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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不
行
的
。
從
書
法
藝
術
上
講
，
用
筆
和
結
字
是
辯
證
的
關
係
。
但
從
學
習
書
法
的
深
淺
階
段

講
，
則
恰
恰
與
趙
氏
所
說
的
相
反
。

舉
例
來
說
，
假
如
我
們
把
古
代
書
法
家
寫
得
很
好
看
的
一
個
﹁
二
﹂
字
，
從
碑
帖
上
把
兩

橫
分
剪
下
來
，
它
的
用
筆
可
說
是
﹁
原
封
未
動
﹂
，
然
後
拿
起
來
往
桌
上
一
扔
，
這
二
橫
的
位

置
可
以
千
變
萬
化
，
甚
至
能
夠
變
成
另
一
個
字
，
即
使
仍
然
是
短
橫
在
上
，
長
橫
在
下
，
但
由

於
它
們
的
距
離
小
有
移
動
，
這
個
字
的
藝
術
效
果
就
非
常
不
同
了
。
倒
過
來
講
，
一
個
碑
帖
上

的
好
字
，
我
們
用
透
明
紙
罩
在
上
邊
，
用
鋼
筆
或
鉛
筆
在
每
一
筆
畫
中
間
劃
上
一
個
細
線
，
再

把
這
張
透
明
紙
拿
起
單
看
，
也
不
失
為
一
個
好
的
硬
筆
字
。
不
待
言
，
鋼
筆
或
鉛
筆
是
沒
有
毛

筆
那
樣
粗
細
、
方
圓
、
尖
禿
、
強
弱
的
效
果
，
只
是
一
條
條
的
勻
稱
的
細
道
，
這
種
細
道
也
能

組
成
篆
、
隸
、
草
、
真
、
行
各
類
字
形
。
甚
至
李
邕
的
欹
斜
姿
態
，
歐
陽
詢
的
方
直
姿
態
，
也

能
從
各
筆
畫
的
中
線
上
抓
住
而
表
現
出
來
。

練
寫
字
的
人
手
下
已
經
熟
習
了
某
個
字
中
每
個
筆
畫
直
、
斜
、
彎
、
平
的
確
切
軌
道
，
再

熟
習
各
筆
畫
間
距
離
、
角
度
、
比
例
、
顧
盼
的
各
項
關
係
，
然
後
用
某
種
姿
態
的
點
畫
在
它
們

的
骨
架
上
加
﹁
肉
﹂
，
逐
漸
由
生
到
熟
，
由
試
探
到
成
就
這
個
工
程
，
當
然
是
軌
道
居
先
，
裝

飾
居
次
。
前
人
講
書
法
有
﹁
某
底
某
面
﹂
之
說
，
例
如
講
﹁
歐
底
趙
面
﹂
，
即
是
指
用
歐
的
結
字
，

用
趙
的
筆
姿
，
也
是
先
有
底
後
有
面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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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漢
字
藝
術
結
構
的
規
律

漢
字
書
法
的
藝
術
結
構
問
題
，
從
來
不
斷
地
有
人
探
索
。
例
如
隋
僧
智
果
撰
︽
心
成
頌
︾ 

 ︵
或
作
︽
成
心
頌
︾
︶，
主
要
是
講
結
字
的
。
後
世
流
傳
一
種
︽
楷
書
九
十
二
法
︾
，
說
是
歐
陽

詢
所
作
，
實
屬
偽
託
。
書
中
的
辦
法
，
是
找
每
四
個
字
排
比
並
觀
，
或
偏
旁
相
同
相
類
，
或
字

中
主
要
筆
畫
相
近
，
或
這
四
個
字
的
輪
廓
相
近
，
或
解
剖
字
是
由
幾
大
塊
拼
成
的
。
希
望
收
到

舉
一
反
三
之
效
，
用
意
未
嘗
不
好
，
但
是
不
見
得
便
能
收
到
﹁
觸
類
旁
通
﹂
的
作
用
。
習
者
照

它
作
去
，
還
不
能
抓
住
每
字
各
筆
的
內
在
關
係
。
其
他
在
文
章
中
提
到
結
字
的
問
題
的
，
歷
代

論
書
作
品
中
隨
處
都
有
，
不
詳
舉
了
。

一
次
在
解
剖
書
法
藝
術
結
字
時
，
無
意
中
發
現
了
幾
個
問
題
，
姑
且
列
舉
出
來
，
向
讀
者

請
教
：發

現
經
過
是
這
樣
的
，
因
為
臨
帖
總
不
像
，
就
把
透
明
紙
蒙
在
帖
上
一
筆
一
劃
地
去
寫
。

當
筆
者
只
注
意
用
筆
姿
態
時
，
每
覺
得
一
下
子
總
寫
不
出
帖
上
點
畫
的
那
樣
姿
態
，
因
只
琢
磨

每
筆
的
方
圓
肥
瘦
種
種
方
面
，
以
為
古
人
渺
不
可
及
。
一
次
想
專
在
結
構
上
探
索
一
下
，
竟
使

自
己
大
吃
一
驚
。
原
只
知
橫
平
竪
直
，
筆
在
透
明
紙
上
按
著
帖
上
筆
畫
軌
道
走
起
來
，
卻
沒
有

一
筆
是
絕
對
平
直
的
。
以
前
腦
中
或
習
慣
中
某
兩
筆
或
某
兩
偏
旁
距
離
多
麼
遠
近
，
及
至
體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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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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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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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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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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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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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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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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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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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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