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
印

ISBN  978-986-04-5516-8

GPN:1010401197
定價：新台幣250元



編
印



作　　者：粘文意

中華民國104年8月



縣
長
序 

臺
灣
以
諺
語
﹁
一
府
二
鹿
三
艋
舺
﹂
，
形
容
古
時
鹿
港
位
居
貿
易
、
商
務
往
來
繁
華
，
充
滿
人
文
氣
息
的
光

榮
歷
史
，
這
樣
的
氣
息
同
時
也
孕
育
出
了
許
多
傑
出
的
藝
文
人
士
。

書
法
大
師
粘
文
意
老
師
字
彧
，
生
長
於
鹿
港
，
師
承
鹿
港
書
法
名
家
黃
祖
輝
先
生
。
黃
祖
輝
先
生
是
首
位
獲

得
日
本
泰
東
書
道
院
所
舉
辦
日
本
書
道
展
最
高
榮
譽
﹁
總
裁
宮
賞
﹂
的
台
灣
人
，
載
譽
返
鄉
後
並
未
汲
汲
營
營
於

名
利
，
一
直
默
默
從
事
書
法
教
學
的
工
作
，
提
攜
後
進
。

粘
老
師
在
祖
輝
先
生
門
下
，
不
僅
學
習
書
法
，
更
得
以
遍
覽
先
生
珍
貴
的
藏
帖
，
跟
隨
先
生
的
好
友─

民
初

鹿
港
鴻
儒
周
定
山
先
生
，
學
習
國
學
及
書
法
理
論
。
因
天
資
聰
穎
且
學
習
態
度
積
極
，
在
祖
輝
先
生
去
世
後
，
以

古
人
為
師
潛
心
研
究
學
習
，
行
、
草
、
隸
、
楷
各
體
及
硬
筆
書
︵
含
鋼
筆
、
板
書
等
︶
皆
有
深
厚
功
力
。

粘
老
師
受
到
師
長
們
的
啟
發
，
致
力
於
國
學
研
究
及
推
廣
教
學
，
五
十
餘
年
如
一
日
，
學
生
遍
佈
全
台
，
目

前
已
有
十
多
位
追
隨
粘
老
師
學
習
的
學
子
，
取
得
書
法
相
關
研
究
碩
、
博
士
學
位
。

去(

103)

年
底
在
縣
立
圖
書
館
籌
設
之
際
，
他
更
將
大
量
珍
貴
的
書
法
書
籍
資
料
提
供
給
文
化
局
，
成
立
了
全

台
唯
一
典
藏
書
法
資
料
的
﹁
書
道
館
﹂
，
希
望
藉
此
提
昇
書
法
學
習
者
對
於
書
帖
及
典
籍
的
研
究
風
氣
，
豐
富
其

內
涵
，
粘
文
意
老
師
對
於
書
法
傳
承
的
無
私
奉
獻
與
堅
持
，
令
人
感
佩
。

此
次
的
展
覽
眾
所
期
待
，
特
別
在
展
覽
專
輯
付
梓
之
際
，
謹
綴
數
語
以
為
序
，
並
誠
摯
祝
福
展
覽
圓
滿

成
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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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法
是
中
華
文
化
的
美
學
代
表
之
一
，
書
寫
者
透
過
書
法
來
訴
說
心
境
，
並
呈
現
一
幅
充
滿
意
涵
的
作
品
。

鹿
港
書
法
家
粘
文
意
老
師
的
生
活
寫
照
亦
由
寫
書
法
、
教
書
法
、
與
人
談
論
書
法
、
蒐
集
書
法
字
帖
、
研
究
書
法

資
料
、
整
理
書
法
教
材
，
這
一
連
串
與
書
法
相
關
的
事
項
所
建
構
而
成
，
若
說
五
十
多
年
來
有
甚
麼
改
變
，
應
該

是
七
十
歲
皈
依
佛
法
後
，
以
書
法
修
習
佛
法
，
以
佛
法
領
悟
書
法
的
新
境
界
。

除
學
習
民
初
鹿
港
名
家
黃
祖
輝
先
生
，
承
襲
日
本
明
治
時
期
的
重
要
書
法
家
西
川
春
洞
一
脈
流
派
書
跡
，

民
國
50
年
祖
輝
先
生
仙
逝
後
，
粘
老
師
廣
蒐
書
法
資
料
、
以
古
人
為
師
，
潛
心
研
究
二
王
及
孫
過
庭
、
唐
太
宗

高
宗
、
日
本
遣
唐
僧
空
海
等
一
系
名
帖
書
跡
，
於
賞
析
與
書
寫
間
反
覆
驗
證
歷
代
書
法
理
論
，
領
悟
出
獨
到
的
執

筆
法
及
運
筆
法
，
進
而
創
立
彰
化
縣
崇
晉
書
道
學
會
，
編
印
教
材
、
出
版
刊
物
，
以
﹁
疏
密
濃
淡
、
輕
重
緩
急
﹂

八
字
訣
為
依
皈
，
傳
承
魏
晉
書
法
道
統
。

年
近
八
十
的
粘
老
師
，
對
書
法
有
份
永
不
退
散
的
熱
情
，
至
今
仍
每
天
不
間
斷
地
練
習
，
曾
經
以
一
筆
書
、

連
綿
草
、
閉
目
書
等
方
式
自
我
訓
練
、
自
我
突
破
。
去
年
在
住
院
期
間
於
病
榻
反
覆
思
索
，
找
到
書
法
與
佛
法
開

悟
契
機
的
相
關
性
，
出
院
後
立
即
以
豁
然
開
朗
的
心
境
，
寫
下
新
作
﹁
藝
悟
契
境
﹂
。

古
人
常
云
﹁
字
如
其
人
﹂
，
粘
老
師
的
書
法
從
早
期
追
求
完
美
、
登
峰
造
極
，
到
近
年
崇
尚
由
內
心
自
然
流

露
的
書
寫
方
式
，
漸
趨
於
平
正
、
疏
朗
、
古
樸
，
藉
此
可
看
出
他
與
生
命
歷
程
緊
緊
相
扣
的
書
法
閱
歷
。

本
次
展
出
主
要
為
其
書
法
研
究
所
得
理
論
的
印
證
與
實
踐
，
作
品
依
學
習
次
第
，
首
先
為
臨
習
古
帖
，
汲
取

前
人
的
書
跡
之
優
點
，
轉
換
為
自
身
之
養
份
，
其
次
透
過
竹
筆
、
竹
絲
筆
、
稻
草
筆
、
茅
草
筆
、
雞
毛
筆
、
雞
絨

筆
等
不
同
材
質
寫
工
具
及
內
擫
、
外
拓
、
蘭
葉
分
批
等
運
筆
法
，
寫
出
臨
帖
、
臨
運(

臨
書
後
自
運
仿
帖)

的
學
習

作
品
及
同
體
多
韻
的
實
驗
作
品
，
以
至
於
朝
向
強
調
由
心
書
寫
、
同
詩
多
韻
的
創
作
性
作
品
，
充
分
表
達
筆
法
巧

妙
結
構
多
變
的
書
法
專
業
、
學
養
豐
富
的
人
文
氣
息
以
及
揮
灑
自
如
的
不
羈
性
格
，
展
覽
精
彩
可
期
，
值
得
推
薦

藝
術
同
好
蒞
臨
欣
賞
，
專
輯
付
梓
之
際
，
謹
祝
福
展
覽
圓
滿
成
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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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
晉
成
派
、
枝
開
葉
散
　
粘
文
意
　
逃
禪
虐
穎
個
展
　
感
言 

台
灣
大
學
藝
術
史
博
士 

 

高
明
一

欣
聞
粘
文
意
老
師
於
彰
化
縣
立
美
術
館
舉
辦
﹁
粘
彧
逃
禪
虐
穎
個
展
﹂
，
粘
老
師
在
書
法
的
成
就
與
對
後
進
的
提
攜
，
已
為
大
家
所
見
。
作
為
學

生
的
我
，
僅
將
這
二
十
餘
年
間
片
片
段
段
從
老
師
那
裡
聽
到
故
事
與
教
誨
，
整
理
出
來
與
大
家
分
享
。

尊
貴
的
師
門

粘
文
意
老
師
，
字
彧
，
號
達
人
，
晚
號
虛
約
、
守
拙
、
聲
希
。
曾
說
他
二
十
歲
時
，
於
黃
祖
輝
︵1896~1961

︶
先
生
逝
世
前
一
年
，
入
其
門

下
。
黃
祖
輝
是
台
灣
首
位
得
到
泰
東
書
道
院
所
舉
辦
的
第
十
三
屆
︵1943

︶
日
本
書
道
展
最
高
榮
譽
﹁
總
裁
宮
賞
﹂
，
第
三
名
是
日
本
現
代
書
法
之

父
阿
部
翠
竹
︵1902~1998

︶
，
第
十
一
屆
﹁
總
裁
宮
賞
﹂
即
是
大
家
所
熟
知
的
青
山
杉
雨
︵1912~1993

︶
。
泰
東
書
道
院
是
日
本
明
治
到
大
正

時
期
，
以
東
京
為
中
心
最
重
要
的
全
國
性
書
法
組
織
，
﹁
總
裁
宮
賞
﹂
的
頒
獎
者
是
東
久
邇
宮
稔
彥
親
王
︵1887~1990

︶
，
昭
和
天
皇
的
皇
后
是
他
的

姪
女
，
他
也
是
日
本
唯
一
皇
室
成
員
擔
任
過
內
閣
總
理
大
臣
之
人
。
﹁
總
裁
宮
賞
﹂
的
榮
耀
，
鹿
港
著
名
文
人
施
讓
甫
︵1900~1967

︶
對
黃
祖
輝
獲
得

泰
東
書
道
院
書
道
展
首
獎
有
︿
黃
祖
輝
兄
以
其
揮
毫
出
品
於
泰
東
書
道
院
全
國
展
覽
會
，
獲
得
首
選
，
榮
受
總
裁
東
久
邇
宮
殿
下
金
牌
賞
﹀
的
讚
詩
。

黃
祖
輝
師
承
林
祖
洞
︵1899~1649
︶
學
習
草
書
，
林
祖
洞
於1920

年
師
事
武
田
霞
洞
︵1865~1935

︶
，
後
來
擔
任
宮
廷
書
法
家
，
擔
任
從
九

品
的
官
職
，
書
寫
國
家
頒
佈
的
詔
書
。
武
田
霞
洞
師
承
日
本
明
治
時
期
的
重
要
書
法
家
西
川
春
洞
︵1847~1915

︶
，
現
今
大
家
所
熟
知
的
二
十
世
紀

日
本
代
表
書
法
家
西
川
寧
︵1902~1989

︶
，
即
是
西
川
春
洞
的
第
三
子
，
所
以
粘
老
師
師
出
名
門
。
粘
老
師
早
期
以
祖
輝
先
生
為
學
習
的
範
本
，
常

常
重
覆
對
我
說
：
祖
輝
先
生
說
林
祖
洞
的
草
書
非
常
氣
派
。
林
祖
洞
追
隨
武
田
霞
洞
十
年
後
，
建
立
自
家
風
格
，
書
風
始
取
唐
楷
正
法
，
繼
而
醉
心
文

徵
明
，
後
追
踪
二
王
、
孫
過
庭
草
法
，
以
至
於
明
清
連
綿
草
書
之
風
。
粘
老
師
在
近
二
十
年
之
內
，
很
努
力
蒐
集
林
祖
洞
的
書
法
集
，
這
些
都
是
珍
本
。

在
親
眼
目
睹
林
祖
洞
的
書
法
後
，
粘
老
師
的
後
期
作
品
，
格
調
上
往
奔
放
氣
派
的
一
路
走
去
，
同
時
又
求
多
樣
的
變
化
性
，
在
基
本
的
筆
法
與
結
構

上
，
不
失
魏
晉
法
度
。

用
心
的
傳
承

黃
祖
輝
先
生
在1945

年
之
後
曾
發
起
﹁
鹿
港
書
畫
會
﹂
，
也
在
鹿
港
中
學
義
務
擔
任
書
法
教
學
，
並
未
積
極
投
入
當
時
的
書
壇
活
動
。
粘
老
師

雖
然
跟
祖
輝
先
生
的
時
間
不
長
，
但
是
祖
輝
先
生
將
粘
老
師
的
用
功
看
在
眼
裡
，
說
到
將
來
鹿
港
的
書
法
，
粘
老
師
必
能
成
功
，
這
也
讓
粘
老
師
心
中

背
負
著
要
將
鹿
港
傳
統
優
秀
的
書
法
風
氣
加
以
傳
承
，
更
有
光
大
的
使
命
。
一
頭
栽
入
書
法
世
界
數
十
年
，
更
在
民
國
六
十
九
年
創
辦
崇
晉
書
法
社
，

讓
書
法
喜
愛
人
士
可
以
互
相
切
磋
。
﹁
崇
晉
﹂
二
字
，
是
由
粘
老
師
的
詩
學
老
師
鹿
港
詩
人
葉
融
頤
所
贈
，
有
雙
關
意
，
﹁
晉
﹂
字
本
意
是
日
出
而
萬

物
進
，
包
含
對
於
﹁
晉
﹂
代
書
法
之
復
古
及
獎
掖
後
﹁
進
﹂
雙
重
意
義
。
此
外
，
粘
老
師
還
在
中
原
大
學
、
台
北
致
理
商
專
、
彰
師
大
、
雲
林
工
專
等

大
專
院
校
擔
任
書
法
社
的
指
導
老
師
，
將
書
法
的
推
廣
不
限
於
彰
化
一
地
，
至
今
不
少
持
續
跟
隨
的
學
生
，
都
是
大
學
書
法
社
所
結
下
的
緣
分
。
當
粘

老
師
的
學
生
是
很
幸
福
，
凡
是
教
材
的
編
纂
、
注
釋
、
印
刷
、
裝
訂
，
一
手
包
辦
。
上
課
時
，
講
解
字
帖
的
含
意
之
外
，
更
提
及
背
後
的
古
時
文
人
的

故
實
，
作
為
啟
發
。
初
期
，
粘
老
師
著
重
書
法
的
養
成
；
後
期
，
兼
重
國
學
與
母
語
的
推
廣
，
使
得
崇
晉
社
員
能
寫
上
一
手
好
字
外
，
更
能
詩
文
兼

善
，
不
讓
傳
統
文
化
消
失
於
這
一
世
代
。

有
一
項
優
良
傳
統
，
是
粘
老
師
承
襲
祖
輝
先
生
從
日
本
帶
來
的
﹁
肉
書
﹂
習
慣
，
就
是
親
自
示
範
，
將
作
品
讓
學
生
帶
回
去
學
習
，
悟
得
筆
法

後
，
轉
學
字
帖
，
即
不
被
遮
障
。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
在
崇
晉
書
法
社
基
礎
上
，
成
立
崇
晉
書
道
學
會
，
因
為
唐
用
﹁
書
道
﹂
，
標
舉
晉
唐
正
格
之
外
，

希
望
門
下
弟
子
以
求
道
的
精
神
﹁
性
命
盡
之
﹂
。
其
下
分
會
有
：
茂
漪
、
半
閒
、
快
雪
、
瑞
靄
、
優
遊
等
書
法
分
枝
，
其
宗
旨
是
使
﹁
崇
晉
﹂
成
為
一

個
以
魏
晉
風
神
為
本
的
書
法
﹁
流
派
﹂
。
民
國
九
十
四
年
四
月
，
︽
崇
晉
季
刊
︾
創
刊
，
除
了
闡
述
書
法
理
念
，
有
學
員
的
書
法
見
解
、
文
學
創
作
、

作
品
觀
摩
，
作
為
彼
此
砥
礪
的
園
地
，
增
加
向
心
力
。
除
了
將
所
出
版
的
教
材
集
結
成
冊
，
亦
將
難
得
的
︽
黃
祖
輝
先
生
墨
蹟
︾
與
︽
林
祖
洞
先
生
遺

墨
帖
︾
刊
行
，
嘉
惠
門
下
弟
子
，
使
其
不
忘
本
門
源
流
。
數
十
年
來
對
彰
化
書
壇
的
努
力
，
獲
得
縣
政
府
的
認
同
，
粘
老
師
將
其
藏
書
的
三
分
之
二
捐

給
文
化
局
來
設
立
碑
帖
圖
書
室
，
並
要
求
門
下
弟
子
每
年
捐
贈
一
本
書
法
相
關
圖
書
，
充
實
館
藏
。
深
遠
的
目
標
是
設
立
碑
林
，
使
之
成
為
一
座
彰
化

有
名
的
文
化
地
標
，
流
澤
後
世
。

出
新
的
實
踐

書
法
上
，
筆
法
與
結
構
是
一
體
，
有
怎
樣
的
筆
法
就
產
生
出
怎
樣
的
結
構
。
粘
老
師
在
技
法
上
，
特
重
指
法
，
所
以
在
轉
折
巧
妙
以
及
結
構
多

變
，
是
一
般
書
法
家
所
不
及
。
粘
老
師
的
書
法
，
以
﹁
疏
密
濃
淡
、
輕
重
緩
急
﹂
八
字
訣
為
依
歸
，
傳
承
魏
晉
道
統
，
其
中
的
﹁
疏
密
濃
淡
﹂
是
指
章

法
的
佈
局
；
﹁
輕
重
緩
急
﹂
是
指
運
筆
節
奏
，
這
是
從
晉
唐
行
草
所
歸
納
的
書
訣
。
粘
老
師
長
期
從
事
教
學
，
極
能
歸
納
出
學
習
的
次
第
，
標
舉
︿
崇

晉
書
法
層
次
臨
習
﹀
：

一
、
八
字
訣
：
輕
重
緩
急
︵
運
筆
訣
︶
、
疏
密
濃
淡
︵
佈
局
行
氣
︶
。 

二
、
坐
姿
宜
正
宜
自
然
，
絕
不
可
歪
。

三
、
執
筆
運
筆
宜
正
確
，
不
流
入
描
字
、
塗
字
、
拖
字
、
造
字
。 

四
、
運
筆
先
習
速
而
後
習
遲
，
然
速
而
不
草
率
，
練
心
控
制
。

005 004



五
、
控
制
毛
筆
：
由
一
筆
書
、
一
字
、
二
字
、
三
字
至
二
十
八
字
，
一
筆
書
次
第
練
習
一
首
詩
二
十
八
字
兩
分
鐘
完
成
。

六
、
一
筆
書
完
成
後
練
閉
目
書
，
此
時
由
心
直
控
制
手
書
，
暫
不
計
其
佈
局
扭
曲
。 

七
、
過
此
關
即
心
手
相
應
矣
。

對
粘
老
師
來
說
，
寫
字
就
是
寫
字
，
凡
是
不
出
於
自
然
的
造
作
，
就
不
能
稱
作
寫
字
，
由
於
自
然
是
最
難
達
到
的
境
界
，
所
以
粘
老
師
的
書
格
和

當
今
的
主
流
，
就
顯
得
曲
高
和
寡
。
粘
老
師
對
書
法
學
習
的
理
解
，
嚴
守
魏
晉
古
法
，
所
謂
的
先
楷
、
再
行
、
後
草
，
這
是
宋
代
的
曲
解
。
在
魏
晉

時
，
楷
、
行
、
草
三
體
的
學
習
次
第
，
可
依
個
人
的
筆
性
來
加
以
調
整
。
由
於
宋
代
以
後
，
先
學
楷
在
學
草
的
觀
念
根
深
蒂
固
，
以
致
將
草
書
視
為
遙

不
可
及
的
境
界
。
粘
老
師
為
矯
此
弊
，
強
調
運
筆
先
習
速
而
後
習
遲
，
快
速
進
入
草
書
的
節
奏
感
。
一
筆
書
是
粘
老
師
後
期
常
常
對
我
提
及
的
訓
練
方

式
，
特
別
是
閉
目
一
筆
書
，
但
這
前
提
是
規
矩
已
經
嫻
熟
於
心
，
進
而
要
破
規
矩
的
法
門
，
已
達
到
心
手
相
應
，
不
被
前
人
的
框
架
所
約
束
，
自
家
風

格
在
無
相
之
中
，
自
然
地
流
露
出
來
。

粘
老
師
早
年
涉
獵
各
種
書
體
，
印
象
中
，
隸
書
曹
全
碑
的
筆
勢
開
張
之
意
，
是
粘
老
師
某
一
時
期
常
提
及
。
後
來
從
實
入
虛
、
由
博
反
約
，
歸
納

於
魏
晉
真
書
，
章
草
、
草
書
、
行
書
，
並
開
列
︿
崇
晉
學
員
應
習
字
帖
﹀
：

 

一
、
正
書
：
鍾
繇
正
書
集
︵
本
會
自
編
︶
，
衞
夫
人
書
札
，
王
羲
之
黃
庭
經
、
孝
女
曹
娥
碑
、
東
方
朔
畫
讚
、
樂
毅
論
、
告
誓
文
等
，
王
獻
之
洛

神
賦
十
三
行
，
南
朝
正
書
︵
本
會
自
編
︶
，
唐
太
宗
秋
日
詩
及
南
朝
前
正
書
。

二
、
章
草
：
急
就
章
，
月
儀
帖
，
出
師
頌
，
章
草
草
訣
歌
及
章
草
集
冊
︵
本
會
自
編
︶
。 

三
、
草
書
：
十
七
帖
及
王
羲
之
所
有
信
札
，
王
獻
之
所
有
信
札
，
懷
素
草
書
集
︵
本
會
自
編
︶
，
孫
過
庭
書
譜
、
景
福
殿
賦
。

四
、
行
書
：
蘭
亭
序
及
詩
，
聖
教
序
，
文
賦
，
二
王
所
有
行
書
帖
。

這
開
列
的
學
習
書
帖
，
很
清
楚
是
二
王
法
帖
一
系
，
記
得
粘
老
師
說
過
，
王
羲
之
結
構
符
合
黃
金
分
割
比
例
，
非
常
有
形
式
美
。
草
書
中
，
特
重

章
草
的
基
礎
，
章
草
的
結
構
與
筆
勢
嫻
熟
，
才
有
辦
法
寫
出
真
正
的
王
羲
之
草
書
。
粘
老
師
重
視
格
調
，
凡
是
怒
怪
張
狂
，
不
入
本
派
，
所
以
在
懷
素

的
草
書
中
，
並
未
收
入
︿
自
敘
帖
﹀
。
同
時
，
粘
老
師
是
有
很
強
實
驗
性
格
的
書
法
家
，
他
運
用
竹
筆
、
竹
絲
筆
、
稻
草
筆
、
茅
草
筆
、
雞
毛
筆
、
雞

絨
筆
等
不
同
材
質
來
實
驗
出
不
同
的
風
格
調
性
，
同
時
以
筆
當
劍
，
寫
出
氣
勢
無
當
的
大
派
家
風
。

以
上
拉
雜
地
講
一
下
這
二
十
年
間
的
記
憶
，
粘
老
師
晚
年
漸
趨
歸
隱
，
棲
心
修
行
，
在
無
求
之
中
，
相
信
更
會
有
一
種
蛻
變
，
這
是
歷
來
足
以
傳

世
的
大
家
，
最
終
的
必
經
之
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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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
古
人  

1　

137×
34.5 cm

老
僧
在
長
沙
食
魚　

及
來
長
安
城
中
多
食
肉　

又
為
常
流
所
笑

深
為
不
便　

故
久
病  

不
能
多
書　

實
疏
還
報　

諸
公
欲
興
善
之
會

當
得
扶
羸
也　

即
日
懷
素
藏
真
白　

懷
素　

食
魚
帖

目
　
錄

縣
長 

序 

002

局
長 

序 

003

高
明
一 

博
士  

序 

004

自
序 

007

臨
書 

009

臨
運 

028

臨
帖
與
讀
帖 

036

009



臨
古
人  

2　

137×
34.5 cm

佐
理
謹
言　

離
洛
之
後　

未
承
動
靜　

恐
鬱
鬱
甚　

異
於
在
都
之
日
者
也　

就
中
殿
下
何
等
事

御
坐
哉　

進
發
以
前　

不
參
之
勘
責　

無
方
避
逃　

伏
也　

優
顧
幸
甚
幸
甚　

抑
佐
理
今
月
十
六
日

來
到
長
門
赤
馬
泊
入
境
之
日
未
有
一
定　

著
府
之
後
追
可
聞　

子
細
恐
惶　

頓
首　

佐
理
謹
言

五
月
十
九
日
旅
士
佐
理
謹
上　

春
宮
權
大
夫
殿
政
所　

日
本
藤
原
佐
理
書
蹟

臨
古
人  

3　

137×
34.5 cm

已
言
早
春
夜
宴　

九
春
開
上
節　

千
門
敞
夜
扉　

蘭
燈
吐
新
燄　

桂
魄
朗
圓
輝

送
酒
惟
須
滿　

流
杯
不
用
稀　

務
使
霞
漿
興　

方
乘
逕
路
歸　

武
則
天　

早
春
夜
宴

011 010



臨
古
人  

5　

137×
34.5 cm

行
住
坐
臥
處　

手
摩
脅
與
肚　

肚
腹
通
快
時　

兩
手
腸
下
踞　

踞
之
徹
膀
腰　

背
拳
摩
腎
部　

才
覺
力
倦
來

即
使
家
人
助　

行
之
不
厭
頻　

晝
夜
無
窮
數　

歲
久
積
功
成　

漸
入
神
仙
路　

楊
凝
式　

神
仙
起
居
法

臨
古
人  

4　

137×
34.5 cm

013 012



臨
古
人  

6　

137×
34.5 cm

臨
古
人  

7　

137×
34.5 cm

015 014



臨
古
人  

8　

137×
34.5 cm

彥
先
羸
瘵　

恐
難
平
復　

往
屬
初
病　

慮
不
止
此　

此
已
爲
慶　

承
使
惟
男

幸
爲
復
失
前
憂
耳　

吳
子
楊
往
初
來
至　

吾
不
能
盡　

臨
西
復
來　

威
儀
詳
跱

舉
動
成
觀　

自
軀
體
之
美
也　

思
識
量
之
邁
前　

執
所
恆
有　

宣
稱
之　

陸
機　

平
復
帖

臨
古
人  

9　

137×
34.5 cm

017 016



臨
古
人  

10　

137×
34.5 cm

臨
古
人  

11　

137×
34.5 cm

節
臨
宮
本
武
藏
書 (

按  

原
帖
日
本
無
釋
文　

會
悉
其
法
耳)019 018



臨
古
人  

12　

137×
36 cm

臨
古
人  

13　

137×
36 cm

021 020



臨
古
人  

15　

137×
36 cm

九
月
具
書　

君
白　

無
射
改
卦　

廣
莫
布
氣　

氣
度
涼
和　

宜
時
順
節　

路
乖
人
隔

邈
若
天
踰　

翹
首
延
思　

遠
莫
致
之　

君
子
篤
好　

想
齊
往
分　

不
勝
佇
企

饑
渴
之
懷　

故
遣
表
問　

不
能
暢
情　

君
白　

索
靖　

月
儀
帖

臨
古
人  

14　

137×
36 cm

023 022



臨
古
人  

16  137×
36 cm

不
識
南
塘
路　

今
知
第
五
橋　

名
園
依
綠
水　

野
竹
上
青
霄

谷
口
舊
相
得　

濠
梁
同
見
招　

平
生
為
幽
興　

未
惜
馬
蹄
遙

史
可
法
書　

杜
甫
詩

臨
古
人  

17　

137×
36 cm

第
六　

褚
回
池　

蘭
偉
房　

減
罷
軍　

橋
竇
陽　

原
輔
福　

宣
棄
奴　

殷
滿
息

充
申
屠　

夏
修
俠　

公
孫
都　

慈
仁
他　

郭
破
胡　

虞
荀
偃　

憲
義
渠　

蔡
遊
威

左
地
餘　

譚
平
定　

孟
伯
徐　

葛
咸
軻　

敦
錡
蘇　

耿
潘
扈　

急
就
章

025 024



臨
古
人  

18　

137×
36 cm

紫
巗
隈
兮
清
谿
側　

雲
松
烟
蔦
兮
千
古
色　

芳
靃
靡
兮
蔭
蒙
籠

幽
人
構
館
兮
在
其
中　

雷
靡
蒙
龍
兮
開
樾
館　

臥
風
霄
兮
坐
霞
旦　

粵
有
賓
兮
暗
戾
止

樵
蘇
不
爨
兮
清
談
已　

永
歲
終
朝
兮
常
若
此　

八
大
山
人
書　

盧
鴻
一
詩　

樾
館

臨
古
人  

　

137×
36 cm

臨
古
人  

19　

137×
36 cm

027 026



臨
運  

1-1　

135×
34 cm

臨
運  

1-2　

135×
34 cm

牛
渚
西
江
夜　

青
天
無
片
雲　

登
舟
望
秋
月　

空
憶
謝
將
軍　

余
亦
能
高
詠

斯
人
不
可
聞　

明
朝
掛
帆
席　

楓
葉
落
紛
紛　

李
白　

夜
泊
牛
渚
懷
古

029 028



臨
運  

2-1　

135×
34 cm

臨
運  

2-2　

135×
34 cm

涉
江
采
芙
蓉　

蘭
澤
多
芳
草　

采
之
欲
遺
誰　

所
思
在
遠
道　

還
顧
望
舊
鄉

長
路
漫
浩
浩　

同
心
而
離
居　

憂
傷
以
終
老　

古
詩
十
九
首
其
六

臨
運  

3-2　

135×
34 cm

臨
運  

3-1　

135×
34 cm

031 030



臨
運  

4-1　

135×
34 cm

臨
運  

4-2　

135×
34 cm

033 032



臨
運  

5-1　

135×
34 cm

臨
運  

5-2　

135×
34 cm

035 034



同
詩
不
同
韻  

1　

135×
34 cm

客
到
無
心
去
送
迎　

多
年
面
壁
萬
緣
輕　

山
僧
怕
受
人
間
供

願
守
清
貧
過
此
生　

斌
宗
法
師
山
居
詩

037 036



同
詩
不
同
韻  

2　

135×
34 cm

同
詩
不
同
韻  

3　

135×
34 cm

039 038



同
詩
不
同
韻  

4　

135×
34 cm

同
詩
不
同
韻  

5　

135×
34 cm

041 040



同
詩
不
同
韻  

6　

135×
34 cm

同
詩
不
同
韻  

7　

135×
34 cm

043 042



同
詩
不
同
韻  

8　

135×
34 cm

同
詩
不
同
韻  

9　

135×
34 cm

同
體
不
同
韻 

 1-1　

137×
36 cm

045 044



同
體
不
同
韻  

1-2　

137×
36 cm

同
體
不
同
韻  

1-3　

137×
36 cm

047 046



同
體
不
同
韻  

1-4　

137×
36 cm

同
體
不
同
韻  

2-1　

137×
36 cm

049 048



同
體
不
同
韻  

2-2　

137×
36 cm

同
體
不
同
韻  

2-3　

137×
36 cm

051 050



同
體
不
同
韻  

2-4　

137×
36 cm

同
體
不
同
韻  

3-1　

137×
36 cm

出
林
休
問
我
西
東　

去
去
惟
尋
萬
竹
翁　

幽
趣
翠
華
相
得
處

忽
逢
明
月
與
清
風　

黃
裳　

萬
竹
軒

053 052



同
體
不
同
韻  

3-2　

137×
36 cm

基
構
於
今
政
十
年　

不
容
山
竹
暗
行
鞭　

森
然
五
筝
自
何
出

盛
矣
父
邦
相
與
傳　

鄭
浩　

詠
竹

同
體
不
同
韻  

3-3　

137×
36 cm

和
氣
潛
通
無
間
斷　

佛
光
迎
照
有
因
緣　

恩
書
不
遠
歸
期
近

已
覺
斑
衣
色
倍
鮮　

鄭
浩　

佛
前
竹

055 054



同
體
不
同
韻  

3-4　

137×
36 cm

舊
山
修
竹
半
塵
埃　

誰
種
南
林
待
我
來　

新
笋
出
墻
秋
雨
足　

閑
門
長
與
護

蒼
臺　

蘇
轍　

南
齋
竹

同
體
不
同
韻  

4-1　

135×
34 cm

良
時
不
再
至　

離
別
在
須
臾　

屏
營
衢
路
側　

執
手
野
踟
躕　

仰
視
浮
雲
飛

奄
忽
互
相
踰　

風
波
一
失
所　

各
在
天
一
隅　

長
當
從
此
別　

且
復
立
斯
須

欲
因
晨
風
發　

送
子
以
賤
軀　

李
陵
與
蘇
武

057 056



同
體
不
同
韻  

4-2　

135×
34 cm

河
湯
湯
兮
激
潺　

湲
北
渡
迴
兮
迅
流　

難
搴
長
箋
兮
湛
美
玉

河
伯
許
兮
薪
不
屬　

薪
不
屬
兮
衛
人
罪　

燒
蕭
條
兮
噫
乎
何
以
潔
水

談
林
升
兮
楗
石
菑　

宣
防
塞
兮
萬
福
來　

漢
歌
謠

同
體
不
同
韻  

4-3　

135×
34 cm

秋
風
起
兮
白
雲
飛　

草
木
黃
落
兮
鴈
南
歸　

蘭
有
秀
兮
菊
有
芳

懷
佳
人
兮
不
能
忘　

汎
樓
船
兮
濟
汾
河　

橫
中
流
兮
揚
素
波　

簫
鼓
鳴
兮
發
櫂
歌

歡
樂
極
兮
哀
情
多　

少
壯
幾
時
兮
奈
老
何　

漢
武
帝
秋
風
辭

059 058



同
體
不
同
韻  

4-4　

135×
34 cm

今
日
良
宴
會　

歡
樂
難
具
陳　

彈
箏
奮
逸
響　

新
聲
妙
入
神

令
德
唱
高
音　

識
曲
聽
天
真　

齊
心
同
所
願　

含
意
語
未
申

人
生
寄
一
世　

奄
忽
若
颷
塵　

何
不
策
高
足　

先
據
要
路
津

無
為
守
窮
賤　

轗
軻
長
苦
辛　

古
詩
十
九
首
之
四

同
體
不
同
韻  

5-1　

137×
36 cm

061 060



同
體
不
同
韻  

5-2　

137×
36 cm

同
體
不
同
韻  

5-3　

137×
36 cm

063 062



同
體
不
同
韻  

5-4　

137×
36 cm

大
中  
2　

136×
70 cm

077 064



065066

橫
批
小
字  

1

122×
34 cm

有
大
人
先
生
者

以
天
地
為
一
朝

萬
朝
為
須
臾

日
月
為
扁
牖

八
荒
為
庭
衢

行
無
轍
迹

居
無
室
廬

暮
天
席
地

縱
意
所
如

止
則
操
卮
執
觚

動
則
挈
榼
提
壺

唯
酒
是
務

焉
知
其
餘

有
貴
介
公
子

縉
紳
處
士

聞
吾
風
聲

議
其
所
以

乃
奮
袂
攘
襟

怒
目
切
齒

陳
說
禮
法

是
非
鋒
起

先
生
於
是
方
捧
罌
承
槽  

銜
杯
漱
醪

奮
髯
踑
踞  

枕
麴
籍
糟 

無
思
無
慮  

其
樂
陶
陶   

兀
然
而
醉  

豁
爾
而
醒  

靜
聽
不
聞
雷
霆
之
聲

熟
視
不
覩
泰
山
之
形  

不
覺
寒
暑
之
切
肌 

利
欲
之
感
情  

俯
觀
萬
物  

擾
擾
焉
如
江
漢
之
載
浮
萍

一
一
豪
侍
側
焉
如

蜾
蠃
之
與
螟
蛉  

劉
伶　

酒
德
頌

橫
批
小
字  

2

122×
34 cm

子
猶
瓶
矣

觀
瓶
之
居

居
井
之
湄

處
高
臨
深

動
常
近
危

酒
醪
不
入
口

藏
水
滿
懷

不
得
左
右

千
於
纏
徽

一
旦
叀
礙

為
瓽
所
轠

身
提
黃
泉

骨
肉
為
泥

自
用
如
此

不
如
鴟
夷

鴟
夷
滑
稽

腹
大
如
壺

盡
日
盛
酒

人
復
借
酤

常
為
國
器

託
於
屬
車

出
入
兩
宮

經
營
公
家

繇
是
言
之

酒
何
過
乎

楊
雄　

酒
箴



070 069

橫
批
大
字  

1

136×
34 cm

橫
批
大
字  

2

136×
34 cm



074 073

橫
批
大
字  

3

136×
34 cm

靜
觀
寂
聽

橫
批
大
字  

4

136×
34 cm

逃
禪
虐
穎



075

大
中  

1　

136×
70 cm

076



大
中  

3　

136×
70 cm

露
葉
煙
叢
長
澗
陰　

雲
根
月
斧
漫
凌
侵　

含
光
翠
穎
寒
光
閃

戰
雨
青
芒
銳
氣
森　

只
合
搖
鞭
如
握
玉　

未
應
束
帶
當
腰
金

草
萊
肝
膽
能
相
照　

白
石
清
泉
結
契
深　

莊
太
岳　

蒲
劍

大
中  

4　

136×
70 cm

紫
殿
肅
陰
陰　

彤
庭
赫
弘
敞　

風
動
萬
年
枝　

日
華
承
露
掌

玲
瓏
結
綺
錢　

深
沈
映
朱
網　

紅
藥
當
階
翻　

蒼
苔
依
砌
上

茲
言
翔
鳳
池　

鳴
佩
多
清
響　

信
美
非
吾
室　

中
園
思
偃
仰

朋
情
以
鬱
陶　

春
物
方
駘
蕩　

安
得
凌
風
翰　

聊
恣
山
泉
賞　

謝
朓　

直
中
書
省079 078



14
字
句_

1　

135×
34 cm

似
訥
始
平
分
別
路　

如
愚
方
塞
是
非
門　

永
明
句

14
字
句_

2　

135×
34 cm

不
許
白
雲
輕
出
谷　

好
隨
明
月
護
紫
關　

憨
山
句

14
字
句_

3　

135×
34 cm

閑
為
水
竹
雲
山
主　

靜
得
風
花
雪
月
權　

邵
康
節
句

14
字
句_

4　

135×
34 cm

身
閑
好
是
雲
棲
岫　

心
淨
渾
如
月
印
池　

斌
宗
法
師
句081 080



字_

1　

135×
34 cm

神
遊
物
外

字_

2　

135×
34 cm

無
始
無
終

字_

3　

135×
34 cm

志
託
毫
素

字_

4　

135×
34 cm

海
天
放
懷

083 082



大
字
配
文_

1　

135×
34 cm

大
字
配
文_

2　

135×
34 cm

大
字
配
文_

4　

135×
34 cm

大
字
配
文_

5　

135×
34 cm

085 084



對
聯  

1　

135×
34 cm

對
聯  

2　

135×
34 cm

087 086



對
聯  

3　

135×
34 cm

我
奉
雪
山
為
贈
品　

君
收
雲
海
作
詩
聲

對
聯  

4　

135×
34 cm

新
水
亂
侵
青
草
路　

寒
山
半
出
白
雲
層089 088



對
聯  

5　

135×
34 cm

對
聯  

6　

135×
34 cm

吟
詩
作
賦
晴
窻
理　

問
柳
尋
花
野
水
邊091 090



對
聯  

8　

135×
34 cm

庭
竹
攲
斜
春
雪
重　

嶺
梅
消
瘦
夜
寒
多

對
聯  

7　

135×
34 cm

山
水
之
間
有
清
契　

林
亭
以
外
無
世
情093 092



對
聯  

9　

135×
34 cm

海
到
無
邊
天
作
岸　

山
登
絕
頂
我
為
峯

對
聯  

10　

135×
34 cm

095 094



對
聯  

12　

135×
34 cm

對
聯  

11　

135×
34 cm

097 096



行  

1-1　

68×
23 cm

行  

1-2　

68×
23 cm

099 098



行  

1-3　

68×
23 cm

行  

1-4　

68×
23 cm

101 100



行  

2-1　

68×
23 cm

行  

2-2　

68×
23 cm

103 102



行  

2-3　

68×
23 cm

行  

2-4　

68×
23 cm

105 104



行  

3-1　

68×
23 cm

行  

3-2　

68×
23 cm

107 106



行  

3-1　

68×
23 cm

行  

3-4　

68×
23 cm

109 108



行  

4-4　

68×
23 cm

行  

4-3　

68×
23 cm

行  

4-2　

68×
23 cm

行  

4-1　

68×
23 cm

111 110



行  

5-4　

68×
23 cm

行  
5-3　

68×
23 cm

行  

5-2　

68×
23 cm

行  

5-1　

68×
23 cm

113 112



行  

6-4　

68×
23 cm

行  

6-3　

68×
23 cm

行  

6-2　

68×
23 cm

行  

6-1　

68×
23 cm

115 114



行  

7-4　

68×
23 cm

行  

7-3　

68×
23 cm

行  

7-2　

68×
23 cm

行  

7-1　

68×
23 cm

117 116



行  

8-4　

68×
23 cm

行  

8-3　

68×
23 cm

行  

8-2　

68×
23 cm

行  

8-1　

68×
23 cm

119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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