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云
麾
将
军
李
秀
碑
》
探
析

张
云
燕

一
本
赠
予
北
平
翁
方
纲
。
嘉
庆
四
年
，
时
任
宛
平
县
令
的
胡
逊

以
钱
泳
双
钩
本
摹
刻
上
石
，
甃
于
署
壁
，
循
李
荫
旧
题
曰
『
古

墨
斋
』
。
可
惜
刻
石
今
天
已
难
觅
踪
迹
，
《
宛
平
县
志
》
等
书

上
也
没
有
相
关
记
载
。
翁
方
纲
曾
有
一
长
跋
略
记
其
文
，
称
有

董
其
昌
等
人
跋
文
称
其
为
唐
拓
，
并
判
断
此
本
即
董
其
昌
刻
入

《
戏
鸿
堂
帖
》
者
。
但
将
翁
方
纲
的
录
文
与
《
戏
鸿
堂
帖
》
本

对
照
可
知
二
者
恐
非
同
源
。

（
五
）
《
戏
鸿
堂
帖
》
所
刻
本

此
本
存
三
百
二
十
八
字
，
另
有
六
十
五
字
与
碑
文
不
相

连
属
。
董
将
其
合
刻
于
同
一
条
目
下
，
记
为
『
李
北
海
书
』
，

没
有
指
明
具
体
碑
版
。
董
其
昌
有
跋
称
其
为
唐
拓
，
然
从
存
字

量
和
内
容
连
缀
等
来
看
，
是
唐
拓
的
可
能
性
甚
微
。
董
曾
数
次

称
见
过
《
李
秀
碑
》
全
本
，
如
『
所
收
宋
人
重
刻
本
，
全
文
可

读
』
，
『
曾
于
海
上
顾
氏
得
全
本
』
云
云
，
然
而
刻
本
的
文
字

顺
序
与
今
存
的
两
枚
柱
础
石
相
差
很
大
，
可
知
董
其
昌
应
不
曾

见
过
『
全
文
可
读
』
的
墨
本
。
将
帖
中
文
字
与
残
础
和
其
他
拓

本
相
对
照
，
尚
有
不
相
符
合
之
处
，
如
以
『
曰
』
代
『
日
』
；

故
宫
本
、
蒋
氏
本
等
均
作
『
草
树
萧
条
』
，
此
本
作
『
草
树
萧

（
萧
萧
）
』
。
是
所
据
底
本
不
同
，
还
是
刻
帖
时
的
讹
误
，
今

天
已
经
很
难
考
证
了
。

碑
文
中
反
映
的
几
个
问
题

（
一
）
关
于
《
李
秀
碑
》
的
创
作
时
间

读
《
李
秀
碑
》
时
会
发
现
，
碑
文
的
写
作
时
间
与
撰
书

人
结
衔
之
间
存
在
矛
盾
。
《
旧
唐
书
》
记
载
，
天
宝
元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丙
申
，
『
天
下
诸
州
改
为
郡
，
刺
史
改
为
太
守
』
[3]

。

碑
文
中
李
邕
自
称
『
灵
昌
郡
太
守
』
、
称
李
偃
『
守
景
城
郡
太

守
』
，
以
理
推
之
，
《
李
秀
碑
》
应
撰
写
于
朝
廷
改
制
命
令
推
行

之
后
，
即
至
早
在
天
宝
元
年
二
月
底
方
才
完
成
。
这
就
与
碑
文

中
『
天
宝
元
载
岁
在
壬
午
正
月
丁
未
朔
、
十□

日
建
』
的
叙
述

不
合
。
这
样
的
『
时
间
差
』
是
怎
样
产
生
的
呢
？
我
们
不
妨
做

一
推
测
。
碑
文
中
记
载
李
秀
卒
于
开
元
四
年
四
月
一
日
，
此
碑

为
天
宝
元
年
合
葬
夫
人
班
氏
时
所
立
。
从
范
阳
（
今
北
京
）
至

《
唐
故
云
麾
将
军
李
秀
碑
》
（
以
下
简
称
《
李
秀
碑
》
）

由
盛
唐
时
期
著
名
的
文
学
家
、
书
法
家
李
邕
撰
文
并
手
书
，
太

原
郭
卓
然
篆
额
并
摹
写
上
石
。
李
邕
撰
文
并
行
书
的
《
云
麾
将

军
碑
》
有
两
通
流
传
至
今
，
一
通
是
现
在
仍
竖
立
在
陕
西
蒲
城

县
桥
陵
陵
园
内
的
《
唐
故
右
武
卫
大
将
军
李
思
训
碑
》
，
以
碑

文
首
题
第
一
个
官
称
『
唐
故
云
麾
将
军
』
而
衍
称
为
《
云
麾
将

军
碑
》
，
古
今
相
沿
，
亦
称
『
南
云
麾
』
；
一
通
即
本
文
介
绍

的
《
云
麾
将
军
李
秀
碑
》
，
史
称
『
北
云
麾
』
。
《
李
秀
碑
》

作
为
北
京
现
存
为
数
不
多
的
唐
碑
之
一
，
不
仅
碑
文
极
具
历
史

价
值
，
且
以
骨
丰
肉
润
、
端
庄
肃
穆
的
书
风
在
传
世
的
李
邕
书

法
作
品
中
独
树
一
帜
，
对
后
世
书
家
产
生
了
深
远
的
影
响
。

《
李
秀
碑
》
原
石
的
流
传

《
李
秀
碑
》
至
迟
在
明
代
就
已
残
毁
，
又
经
历
了
数
度

迁
徙
，
今
天
仅
余
下
两
枚
柱
础
石
嵌
于
文
天
祥
祠
后
堂
壁
间
，

文
字
不
足
两
百
。
碑
石
的
流
传
过
程
颇
具
传
奇
色
彩
，
古
人
也

有
不
少
记
述
，
但
仍
有
几
个
问
题
尚
未
厘
清
。
此
处
笔
者
便
通

过
文
献
记
载
和
几
种
传
世
拓
本
的
情
况
，
对
李
秀
碑
『
颠
沛
流

离
』
的
过
往
做
一
梳
理
。

（
一
）
唐
天
宝
元
年—

明
万
历
六
年 

碑
石
所
在
地
：
良
乡

在
这
一
阶
段
，
李
秀
碑
经
历
了
刻
立
、
存
续
、
迁
址
、
损

毁
、
改
制
、
废
弃
的
坎
坷
命
运
。

李
秀
与
夫
人
『
天
宝
元
载
合
葬
于
范
阳
福
禄
乡
原
』
，
然

明
清
文
献
多
将
『
良
乡
县
学
』
作
为
它
的
出
处
。
古
时
公
学
往

往
亦
是
古
碑
名
刻
的
集
中
之
地
，
李
秀
碑
大
概
在
五
代
至
金
元

之
间
完
成
了
第
一
次
迁
徙
，
即
从
李
氏
墓
园
移
至
县
学
以
供

好
古
者
追
慕
瞻
赏
。
然
而
好
景
不
长
，
李
秀
碑
『
不
知
何
时

为
校
官
裂
为
柱
础
』
。
后
因
重
修
学
舍
，
柱
础
残
石
被
更
换

下
来
，
与
其
余
石
块
瓦
砾
等
『
建
筑
垃
圾
』
堆
在
一
起
，
无

人
关
心
了
。

故
宫
藏
《
李
秀
碑
》
全
拓
本
卷
首
有
俞
希
鲁
题
记
，
其
中

提
到
『
数
年
前
有
客
自
范
阳
来
，
尝
持
此
碑
见
赠
，
…
…
恐
岁

久
漫
灭
，
重
加
锼
剔
』
，
当
时
是
龙
凤
五
年
（
一
三
五
九
年
）

十
月
，
可
知
至
少
在
此
之
前
不
久
，
碑
石
仍
没
有
被
改
制
为
建

筑
构
件
。
当
然
，
这
并
不
意
味
着
当
时
的
李
秀
碑
仍
然
完
好
无

损
。
从
传
世
拓
本
的
情
况
来
看
，
碑
石
很
可
能
至
迟
在
元
明

之
际
就
已
有
相
当
程
度
的
毁
损
，
随
后
才
被
改
制
成
柱
础
等

石
料
。
《
良
乡
县
志
》
记
有
万
历
五
、
六
年
间
知
县
洪
一
谟

重
修
学
宫
事
，
埋
入
大
殿
的
柱
础
石
正
是
在
这
次
改
建
时
重

见
天
日
的
。

（
二
）
明
万
历
六
年—

清
康
熙
三
十
一
年 

 

碑
石
所
在

地
：
古
墨
斋
、
顺
天
府
衙
署

李
秀
碑
石
在
此
期
间
经
历
了
两
次
迁
徙
，
原
石
的
大
部
分

都
已
佚
失
，
仅
剩
下
两
枚
柱
础
。

关
于
李
秀
碑
是
如
何
从
良
乡
迁
到
宛
平
的
，
《
宛
署
杂

记
》
中
所
录
《
古
墨
斋
记
》
的
记
述
较
为
可
信
。
宛
平
县
令
李

荫
得
知
李
秀
碑
残
柱
础
被
『
推
之
瓦
砾
中
』
仍
『
规
如
铁
鉴
，

字
尚
未
泐
』
的
情
况
后
，
派
车
将
残
石
运
进
城
内
，
甃
于
署

壁
，
请
王
世
懋
题
之
曰
『
古
墨
斋
』
。
[1]

另
一
方
面
，
《
帝
京

景
物
略
》
等
书
记
载
李
荫
在
『
署
中
掘
地
得
柱
础
六
枚
』
，
[2]

应
系
误
传
。

（
三
）
清
康
熙
三
十
一
年—

今  

碑
石
所
在
地
：
文
天
祥
祠

时
任
顺
天
府
丞
的
吴
涵
在
庭
院
荒
草
间
发
现
柱
础
两
枚
，

甃
于
文
天
祥
祠
壁
间
，
并
做
《
云
麾
将
军
断
碑
记
》
叙
述
古
碑

失
而
复
得
的
经
过
。
文
字
甚
为
详
备
，
此
处
不
再
赘
述
。

《
李
秀
碑
》
的
几
种
拓
本

由
于
碑
石
的
残
损
十
分
严
重
，
今
天
我
们
对
《
李
秀
碑
》

的
认
识
、
欣
赏
和
研
究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需
要
依
赖
流
传
下
来
的

各
种
拓
本
。
现
将
几
种
主
要
拓
本
的
情
况
介
绍
如
下
：

（
一
）
故
宫
藏
《
李
秀
碑
》
全
拓

这
是
目
前
所
知
《
李
秀
碑
》
拓
本
中
最
完
整
、
历
史
价

值
与
书
法
艺
术
价
值
最
高
的
一
部
。
对
它
年
代
的
判
定
说
法
不

一
。
清
代
朱
为
弼
、
蒋
策
等
人
鉴
定
为
『
宋
末
元
初
遗
迹
』
，

叶
昌
炽
在
《
语
石
》
、
《
缘
督
庐
日
记
抄
》
等
书
中
称
之
为
金

拓
；
岑
仲
勉
认
为
它
是
宋
人
翻
刻
碑
文
的
拓
本
。
追
寻
其
流
传

的
痕
迹
，
可
知
拓
本
龙
凤
五
年
时
为
甘
露
无
二
长
老
购
得
，
京

口
顾
观
、
俞
希
鲁
皆
有
题
跋
。
它
初
次
进
入
京
畿
金
石
藏
家
的

视
野
是
在
嘉
庆
二
十
五
年
，
琉
璃
厂
书
画
楼
老
板
陈
万
璋
从
汴

梁
一
郭
姓
人
士
手
中
购
得
。
购
入
时
拓
本
业
已
破
碎
，
次
序
颠

倒
混
乱
无
法
成
读
，
陈
君
『
就
五
石
分
裂
之
痕
，
追
其
连
属
之

迹
』
（
以
翁
方
纲
摹
刻
于
法
源
寺
悯
忠
阁
的
拓
本
为
依
据
）
连

缀
成
文
，
终
能
『
天
衣
无
缝
』
，
得
一
千
五
百
二
十
九
字
，
仅

剥
蚀
廿
余
字
，
基
本
还
原
了
千
年
前
碑
文
的
原
貌
。
朱
为
弼
、

蒋
策
等
人
以
之
为
底
本
于
法
源
寺
重
刻
一
碑
。

陈
万
璋
去
世
后
，
李
宗
瀚
从
陈
家
购
入
此
本
，
后
归
于
仁

和
王
存
善
。
历
经
辗
转
，
这
份
珍
贵
的
拓
本
最
终
被
故
宫
博
物

院
收
藏
。

（
二
）
莫
氏
藏
宝
墨
斋
本

这
份
拓
本
亦
为
李
宗
瀚
购
得
，
后
归
潘
德
舆
，
同
治
六
年

为
孔
广
陶
收
藏
，
宣
统
时
期
归
于
辛
仿
苏
。
有
王
世
贞
明
神
宗

六
年
手
跋
（
当
年
李
荫
自
良
乡
觅
得
残
存
碑
石
、
建
筑
古
墨
斋
）
，

另
有
董
其
昌
、
孔
广
陶
、
翁
方
纲
等
人
跋
文
。
李
宗
瀚
记
存

五
百
七
十
余
字
。
董
其
昌
等
皆
称
其
为
唐
拓
，
然
存
字
过
少
，

且
文
字
多
颠
倒
混
乱
之
处
，
无
法
连
缀
。
若
为
唐
拓
，
应
不
致

脱
漏
如
此
之
多
，
因
此
更
可
能
是
原
碑
残
毁
碎
裂
之
后
的
集
拓
。

（
三
）
杨
怿
曾
家
藏
明
拓

翁方纲摹李秀碑残石拓片  石在北京法源寺

李秀碑残石柱础拓片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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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份
拓
本
年
代
不
是
最
古
，
文
献
记
载
也
极
少
。
但
因

嘉
庆
十
年
（
一
八○

五
）
由
翁
方
纲
摹
写
、
胡
逊
刻
石
甃
于
法

源
寺
之
悯
忠
阁
，
自
此
知
名
。
共
存
残
石
五
块
，
计
额
一
、
横

石
一
、
圆
础
二
、
半
础
一
，
三
百
四
十
七
字
。

这
份
拓
本
也
是
在
内
容
上
与
《
宛
署
杂
记
》
中
古
墨
斋
存

石
录
文
最
为
相
近
的
一
种
，
可
以
由
此
推
测
万
历
年
间
残
碑
出

土
时
的
面
貌
。
《
宛
署
杂
记
》
中
的
录
文
共
一
百
八
十
六
字
，

经
比
较
可
知
篆
额
、
横
石
的
字
迹
完
全
相
同
，
其
余
三
枚
柱
础

的
文
字
也
多
有
重
合
之
处
，
且
没
有
超
出
翁
摹
本
的
内
容
。
可

见
杨
氏
藏
拓
很
有
可
能
便
是
『
古
墨
斋
初
期
』
的
拓
本
。
因
此

可
以
推
知
，
万
历
年
间
李
荫
发
现
的
李
秀
碑
残
石
不
仅
有
或
完

整
或
残
损
的
柱
础
石
，
也
包
括
了
一
部
分
从
碑
上
斫
下
的
碎
石

料
。
而
年
深
日
久
，
碑
石
再
度
迁
徙
时
，
其
他
碎
石
终
湮
灭
不

知
所
踪
，
只
有
两
枚
完
整
的
石
础
得
以
存
留
。

（
四
）
吴
门
蒋
春
皋
家
藏
本

钱
泳
自
蒋
春
皋
家
得
见
此
本
，
于
嘉
庆
元
年
六
月
双
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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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
麾
将
军
李
秀
碑
》
探
析

张
云
燕

一
本
赠
予
北
平
翁
方
纲
。
嘉
庆
四
年
，
时
任
宛
平
县
令
的
胡
逊

以
钱
泳
双
钩
本
摹
刻
上
石
，
甃
于
署
壁
，
循
李
荫
旧
题
曰
『
古

墨
斋
』
。
可
惜
刻
石
今
天
已
难
觅
踪
迹
，
《
宛
平
县
志
》
等
书

上
也
没
有
相
关
记
载
。
翁
方
纲
曾
有
一
长
跋
略
记
其
文
，
称
有

董
其
昌
等
人
跋
文
称
其
为
唐
拓
，
并
判
断
此
本
即
董
其
昌
刻
入

《
戏
鸿
堂
帖
》
者
。
但
将
翁
方
纲
的
录
文
与
《
戏
鸿
堂
帖
》
本

对
照
可
知
二
者
恐
非
同
源
。

（
五
）
《
戏
鸿
堂
帖
》
所
刻
本

此
本
存
三
百
二
十
八
字
，
另
有
六
十
五
字
与
碑
文
不
相

连
属
。
董
将
其
合
刻
于
同
一
条
目
下
，
记
为
『
李
北
海
书
』
，

没
有
指
明
具
体
碑
版
。
董
其
昌
有
跋
称
其
为
唐
拓
，
然
从
存
字

量
和
内
容
连
缀
等
来
看
，
是
唐
拓
的
可
能
性
甚
微
。
董
曾
数
次

称
见
过
《
李
秀
碑
》
全
本
，
如
『
所
收
宋
人
重
刻
本
，
全
文
可

读
』
，
『
曾
于
海
上
顾
氏
得
全
本
』
云
云
，
然
而
刻
本
的
文
字

顺
序
与
今
存
的
两
枚
柱
础
石
相
差
很
大
，
可
知
董
其
昌
应
不
曾

见
过
『
全
文
可
读
』
的
墨
本
。
将
帖
中
文
字
与
残
础
和
其
他
拓

本
相
对
照
，
尚
有
不
相
符
合
之
处
，
如
以
『
曰
』
代
『
日
』
；

故
宫
本
、
蒋
氏
本
等
均
作
『
草
树
萧
条
』
，
此
本
作
『
草
树
萧

（
萧
萧
）
』
。
是
所
据
底
本
不
同
，
还
是
刻
帖
时
的
讹
误
，
今

天
已
经
很
难
考
证
了
。

碑
文
中
反
映
的
几
个
问
题

（
一
）
关
于
《
李
秀
碑
》
的
创
作
时
间

读
《
李
秀
碑
》
时
会
发
现
，
碑
文
的
写
作
时
间
与
撰
书

人
结
衔
之
间
存
在
矛
盾
。
《
旧
唐
书
》
记
载
，
天
宝
元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丙
申
，
『
天
下
诸
州
改
为
郡
，
刺
史
改
为
太
守
』
[3]

。

碑
文
中
李
邕
自
称
『
灵
昌
郡
太
守
』
、
称
李
偃
『
守
景
城
郡
太

守
』
，
以
理
推
之
，
《
李
秀
碑
》
应
撰
写
于
朝
廷
改
制
命
令
推
行

之
后
，
即
至
早
在
天
宝
元
年
二
月
底
方
才
完
成
。
这
就
与
碑
文

中
『
天
宝
元
载
岁
在
壬
午
正
月
丁
未
朔
、
十□

日
建
』
的
叙
述

不
合
。
这
样
的
『
时
间
差
』
是
怎
样
产
生
的
呢
？
我
们
不
妨
做

一
推
测
。
碑
文
中
记
载
李
秀
卒
于
开
元
四
年
四
月
一
日
，
此
碑

为
天
宝
元
年
合
葬
夫
人
班
氏
时
所
立
。
从
范
阳
（
今
北
京
）
至

《
唐
故
云
麾
将
军
李
秀
碑
》
（
以
下
简
称
《
李
秀
碑
》
）

由
盛
唐
时
期
著
名
的
文
学
家
、
书
法
家
李
邕
撰
文
并
手
书
，
太

原
郭
卓
然
篆
额
并
摹
写
上
石
。
李
邕
撰
文
并
行
书
的
《
云
麾
将

军
碑
》
有
两
通
流
传
至
今
，
一
通
是
现
在
仍
竖
立
在
陕
西
蒲
城

县
桥
陵
陵
园
内
的
《
唐
故
右
武
卫
大
将
军
李
思
训
碑
》
，
以
碑

文
首
题
第
一
个
官
称
『
唐
故
云
麾
将
军
』
而
衍
称
为
《
云
麾
将

军
碑
》
，
古
今
相
沿
，
亦
称
『
南
云
麾
』
；
一
通
即
本
文
介
绍

的
《
云
麾
将
军
李
秀
碑
》
，
史
称
『
北
云
麾
』
。
《
李
秀
碑
》

作
为
北
京
现
存
为
数
不
多
的
唐
碑
之
一
，
不
仅
碑
文
极
具
历
史

价
值
，
且
以
骨
丰
肉
润
、
端
庄
肃
穆
的
书
风
在
传
世
的
李
邕
书

法
作
品
中
独
树
一
帜
，
对
后
世
书
家
产
生
了
深
远
的
影
响
。

《
李
秀
碑
》
原
石
的
流
传

《
李
秀
碑
》
至
迟
在
明
代
就
已
残
毁
，
又
经
历
了
数
度

迁
徙
，
今
天
仅
余
下
两
枚
柱
础
石
嵌
于
文
天
祥
祠
后
堂
壁
间
，

文
字
不
足
两
百
。
碑
石
的
流
传
过
程
颇
具
传
奇
色
彩
，
古
人
也

有
不
少
记
述
，
但
仍
有
几
个
问
题
尚
未
厘
清
。
此
处
笔
者
便
通

过
文
献
记
载
和
几
种
传
世
拓
本
的
情
况
，
对
李
秀
碑
『
颠
沛
流

离
』
的
过
往
做
一
梳
理
。

（
一
）
唐
天
宝
元
年—

明
万
历
六
年 

碑
石
所
在
地
：
良
乡

在
这
一
阶
段
，
李
秀
碑
经
历
了
刻
立
、
存
续
、
迁
址
、
损

毁
、
改
制
、
废
弃
的
坎
坷
命
运
。

李
秀
与
夫
人
『
天
宝
元
载
合
葬
于
范
阳
福
禄
乡
原
』
，
然

明
清
文
献
多
将
『
良
乡
县
学
』
作
为
它
的
出
处
。
古
时
公
学
往

往
亦
是
古
碑
名
刻
的
集
中
之
地
，
李
秀
碑
大
概
在
五
代
至
金
元

之
间
完
成
了
第
一
次
迁
徙
，
即
从
李
氏
墓
园
移
至
县
学
以
供

好
古
者
追
慕
瞻
赏
。
然
而
好
景
不
长
，
李
秀
碑
『
不
知
何
时

为
校
官
裂
为
柱
础
』
。
后
因
重
修
学
舍
，
柱
础
残
石
被
更
换

下
来
，
与
其
余
石
块
瓦
砾
等
『
建
筑
垃
圾
』
堆
在
一
起
，
无

人
关
心
了
。

故
宫
藏
《
李
秀
碑
》
全
拓
本
卷
首
有
俞
希
鲁
题
记
，
其
中

提
到
『
数
年
前
有
客
自
范
阳
来
，
尝
持
此
碑
见
赠
，
…
…
恐
岁

久
漫
灭
，
重
加
锼
剔
』
，
当
时
是
龙
凤
五
年
（
一
三
五
九
年
）

十
月
，
可
知
至
少
在
此
之
前
不
久
，
碑
石
仍
没
有
被
改
制
为
建

筑
构
件
。
当
然
，
这
并
不
意
味
着
当
时
的
李
秀
碑
仍
然
完
好
无

损
。
从
传
世
拓
本
的
情
况
来
看
，
碑
石
很
可
能
至
迟
在
元
明

之
际
就
已
有
相
当
程
度
的
毁
损
，
随
后
才
被
改
制
成
柱
础
等

石
料
。
《
良
乡
县
志
》
记
有
万
历
五
、
六
年
间
知
县
洪
一
谟

重
修
学
宫
事
，
埋
入
大
殿
的
柱
础
石
正
是
在
这
次
改
建
时
重

见
天
日
的
。

（
二
）
明
万
历
六
年—

清
康
熙
三
十
一
年 

 

碑
石
所
在

地
：
古
墨
斋
、
顺
天
府
衙
署

李
秀
碑
石
在
此
期
间
经
历
了
两
次
迁
徙
，
原
石
的
大
部
分

都
已
佚
失
，
仅
剩
下
两
枚
柱
础
。

关
于
李
秀
碑
是
如
何
从
良
乡
迁
到
宛
平
的
，
《
宛
署
杂

记
》
中
所
录
《
古
墨
斋
记
》
的
记
述
较
为
可
信
。
宛
平
县
令
李

荫
得
知
李
秀
碑
残
柱
础
被
『
推
之
瓦
砾
中
』
仍
『
规
如
铁
鉴
，

字
尚
未
泐
』
的
情
况
后
，
派
车
将
残
石
运
进
城
内
，
甃
于
署

壁
，
请
王
世
懋
题
之
曰
『
古
墨
斋
』
。
[1]

另
一
方
面
，
《
帝
京

景
物
略
》
等
书
记
载
李
荫
在
『
署
中
掘
地
得
柱
础
六
枚
』
，
[2]

应
系
误
传
。

（
三
）
清
康
熙
三
十
一
年—

今  

碑
石
所
在
地
：
文
天
祥
祠

时
任
顺
天
府
丞
的
吴
涵
在
庭
院
荒
草
间
发
现
柱
础
两
枚
，

甃
于
文
天
祥
祠
壁
间
，
并
做
《
云
麾
将
军
断
碑
记
》
叙
述
古
碑

失
而
复
得
的
经
过
。
文
字
甚
为
详
备
，
此
处
不
再
赘
述
。

《
李
秀
碑
》
的
几
种
拓
本

由
于
碑
石
的
残
损
十
分
严
重
，
今
天
我
们
对
《
李
秀
碑
》

的
认
识
、
欣
赏
和
研
究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需
要
依
赖
流
传
下
来
的

各
种
拓
本
。
现
将
几
种
主
要
拓
本
的
情
况
介
绍
如
下
：

（
一
）
故
宫
藏
《
李
秀
碑
》
全
拓

这
是
目
前
所
知
《
李
秀
碑
》
拓
本
中
最
完
整
、
历
史
价

值
与
书
法
艺
术
价
值
最
高
的
一
部
。
对
它
年
代
的
判
定
说
法
不

一
。
清
代
朱
为
弼
、
蒋
策
等
人
鉴
定
为
『
宋
末
元
初
遗
迹
』
，

叶
昌
炽
在
《
语
石
》
、
《
缘
督
庐
日
记
抄
》
等
书
中
称
之
为
金

拓
；
岑
仲
勉
认
为
它
是
宋
人
翻
刻
碑
文
的
拓
本
。
追
寻
其
流
传

的
痕
迹
，
可
知
拓
本
龙
凤
五
年
时
为
甘
露
无
二
长
老
购
得
，
京

口
顾
观
、
俞
希
鲁
皆
有
题
跋
。
它
初
次
进
入
京
畿
金
石
藏
家
的

视
野
是
在
嘉
庆
二
十
五
年
，
琉
璃
厂
书
画
楼
老
板
陈
万
璋
从
汴

梁
一
郭
姓
人
士
手
中
购
得
。
购
入
时
拓
本
业
已
破
碎
，
次
序
颠

倒
混
乱
无
法
成
读
，
陈
君
『
就
五
石
分
裂
之
痕
，
追
其
连
属
之

迹
』
（
以
翁
方
纲
摹
刻
于
法
源
寺
悯
忠
阁
的
拓
本
为
依
据
）
连

缀
成
文
，
终
能
『
天
衣
无
缝
』
，
得
一
千
五
百
二
十
九
字
，
仅

剥
蚀
廿
余
字
，
基
本
还
原
了
千
年
前
碑
文
的
原
貌
。
朱
为
弼
、

蒋
策
等
人
以
之
为
底
本
于
法
源
寺
重
刻
一
碑
。

陈
万
璋
去
世
后
，
李
宗
瀚
从
陈
家
购
入
此
本
，
后
归
于
仁

和
王
存
善
。
历
经
辗
转
，
这
份
珍
贵
的
拓
本
最
终
被
故
宫
博
物

院
收
藏
。

（
二
）
莫
氏
藏
宝
墨
斋
本

这
份
拓
本
亦
为
李
宗
瀚
购
得
，
后
归
潘
德
舆
，
同
治
六
年

为
孔
广
陶
收
藏
，
宣
统
时
期
归
于
辛
仿
苏
。
有
王
世
贞
明
神
宗

六
年
手
跋
（
当
年
李
荫
自
良
乡
觅
得
残
存
碑
石
、
建
筑
古
墨
斋
）
，

另
有
董
其
昌
、
孔
广
陶
、
翁
方
纲
等
人
跋
文
。
李
宗
瀚
记
存

五
百
七
十
余
字
。
董
其
昌
等
皆
称
其
为
唐
拓
，
然
存
字
过
少
，

且
文
字
多
颠
倒
混
乱
之
处
，
无
法
连
缀
。
若
为
唐
拓
，
应
不
致

脱
漏
如
此
之
多
，
因
此
更
可
能
是
原
碑
残
毁
碎
裂
之
后
的
集
拓
。

（
三
）
杨
怿
曾
家
藏
明
拓

翁方纲摹李秀碑残石拓片  石在北京法源寺

李秀碑残石柱础拓片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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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份
拓
本
年
代
不
是
最
古
，
文
献
记
载
也
极
少
。
但
因

嘉
庆
十
年
（
一
八○

五
）
由
翁
方
纲
摹
写
、
胡
逊
刻
石
甃
于
法

源
寺
之
悯
忠
阁
，
自
此
知
名
。
共
存
残
石
五
块
，
计
额
一
、
横

石
一
、
圆
础
二
、
半
础
一
，
三
百
四
十
七
字
。

这
份
拓
本
也
是
在
内
容
上
与
《
宛
署
杂
记
》
中
古
墨
斋
存

石
录
文
最
为
相
近
的
一
种
，
可
以
由
此
推
测
万
历
年
间
残
碑
出

土
时
的
面
貌
。
《
宛
署
杂
记
》
中
的
录
文
共
一
百
八
十
六
字
，

经
比
较
可
知
篆
额
、
横
石
的
字
迹
完
全
相
同
，
其
余
三
枚
柱
础

的
文
字
也
多
有
重
合
之
处
，
且
没
有
超
出
翁
摹
本
的
内
容
。
可

见
杨
氏
藏
拓
很
有
可
能
便
是
『
古
墨
斋
初
期
』
的
拓
本
。
因
此

可
以
推
知
，
万
历
年
间
李
荫
发
现
的
李
秀
碑
残
石
不
仅
有
或
完

整
或
残
损
的
柱
础
石
，
也
包
括
了
一
部
分
从
碑
上
斫
下
的
碎
石

料
。
而
年
深
日
久
，
碑
石
再
度
迁
徙
时
，
其
他
碎
石
终
湮
灭
不

知
所
踪
，
只
有
两
枚
完
整
的
石
础
得
以
存
留
。

（
四
）
吴
门
蒋
春
皋
家
藏
本

钱
泳
自
蒋
春
皋
家
得
见
此
本
，
于
嘉
庆
元
年
六
月
双
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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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李
邕  

行
书
李
秀
碑
（
部
分
） 

天
宝
元
年
（742
）

宋
拓
本  

故
宫
博
物
院
藏  

原
石
在
北
京
良
乡  

今
佚

破
行
、
楷
两
种
书
体
的
界
限
，
通
过
大
胆
的
探
索
创
新
和
身
体

力
行
的
高
水
平
艺
术
实
践
，
开
创
了
一
种
兼
具
风
流
轻
便
与
严

谨
缜
密
的
铭
石
书
体—

『
行
楷
』
，
打
破
庄
严
凝
重
的
成
规
，

赋
予
刻
石
书
法
较
多
的
自
由
。
启
功
先
生
曾
赞
叹
道
：
『
行
押

书
碑
，
…
…
李
泰
和
出
，
始
称
登
峰
造
极
。
』 

[7]

《
李
秀
碑
》
通
篇
碑
文
奇
而
不
险
，
美
而
不
媚
，
是
其

『
行
楷
』
书
体
的
绝
佳
体
现
。
碑
文
的
用
笔
方
圆
并
施
，
以
方

折
劲
挺
为
主
，
落
笔
沉
着
坚
实
且
富
于
变
化
。
横
、
竖
笔
画
多

用
方
笔
，
圭
角
明
显
，
厚
重
稳
健
，
楷
书
意
味
更
浓
，
形
成
峻

峭
而
有
骨
力
的
风
格
，
如
有
、
明
、
年
、
山
等
字
。
撇
、
捺
用

笔
则
多
连
绵
曲
折
，
流
畅
舒
缓
，
含
蓄
中
蕴
含
坚
劲
，
颇
得
二

王
神
韵
，
如
多
、
天
、
文
、
敌
等
字
。
一
字
中
笔
画
粗
细
不

一
，
也
有
的
字
虽
相
同
，
但
写
法
各
异
。
通
篇
兼
得
楷
书
的
方

整
规
矩
与
行
书
的
妩
媚
圆
转
，
『
势
方
而
韵
圆
，
笔
骏
而
度

缓
』
，
[8]

产
生
了
时
圆
时
方
、
时
滑
时
涩
的
韵
律
般
的
效
果
。

在
结
体
方
面
，
《
李
秀
碑
》
沿
袭
了
李
邕
书
法
欹
侧
奇
崛

的
特
点
，
结
体
左
低
右
高
，
特
别
是
横
笔
的
倾
斜
尤
其
明
显
，

观
之
极
富
动
感
。

（
二
）
刚
柔
并
济
、
文
质
相
得

从
书
法
风
格
上
看
，
《
李
秀
碑
》
豪
放
与
隽
秀
并
举
，
将

二
王
秀
美
儒
雅
的
风
格
与
初
唐
严
谨
刚
健
的
气
质
完
美
地
融
为

一
炉
。《

李
秀
碑
》
通
篇
点
画
流
畅
，
结
字
生
动
，
稳
而
不
平
，

保
留
了
行
书
中
精
美
的
笔
致
与
玲
珑
剔
透
的
体
式
，
字
里
行

间
流
露
出
风
神
爽
朗
、
潇
洒
明
快
的
特
质
。
然
而
李
邕
的
可
贵

之
处
在
于
打
破
前
贤
成
法
，
『
放
笔
差
增
其
豪
，
丰
体
使
其
益

媚
』
，
[9]

兼
纳
北
碑
笔
意
，
并
师
法
初
唐
虞
、
欧
诸
家
，
使
魏

晋
行
书
敛
入
规
矩
，
形
成
了
笔
方
架
圆
、
峻
峭
豪
劲
的
风
格
。

通
过
将
《
李
秀
碑
》
与
初
唐
最
为
盛
行
的
王
羲
之
法
书
《
怀
仁

集<

圣
教
序>

》
对
照
比
较
，
不
难
看
出
其
中
对
王
羲
之
书
风

的
模
仿
、
继
承
与
创
新
。
《
续
书
断
》
中
评
价
：
『
邕
书
如
宽

大
长
者
，
逶
迤
恣
肆
，
而
终
归
于
法
度
』
，
[10]

杨
士
奇
赞
曰
：

北
海
『
矩
度
森
严
，
筋
骨
雄
健
，
沉
着
飞
动
，
引
笔
有
千
钧

之
力
，
故
可
宝
也
』
，
[11]

正
是
赞
颂
这
种
华
美
与
刚
健
并
重
、

风
流
与
法
度
兼
得
的
独
特
书
风
。
（
表
一
）

（
三
）
沉
静
端
肃
，
遒
劲
雍
容

作
为
一
代
书
坛
名
家
，
李
邕
书
法
的
风
格
无
疑
是
绚
丽
多

彩
的
。
综
观
其
传
世
的
各
种
碑
帖
，
有
《
李
思
训
碑
》
的
刚
劲

挺
秀
，
《
法
华
寺
碑
》
的
温
润
清
丽
，
《
卢
正
道
碑
》
的
精
丽

华
贵
，
《
麓
山
寺
碑
》
则
骨
力
内
蕴
，
沉
稳
豪
迈
。
李
邕
书
写

《
李
秀
碑
》
时
已
六
十
有
余
，
落
笔
圆
熟
精
到
，
挥
洒
自
如
。

此
碑
以
雍
容
大
度
、
肃
静
沉
着
的
气
质
独
树
一
帜
，
成
为
李
邕

书
法
风
格
研
究
中
不
容
忽
视
的
一
环
。

表
二
是
《
李
秀
碑
》
与
『
南
云
麾
』
《
李
思
训
碑
》
的
对

照
。
《
李
思
训
碑
》
用
笔
瘦
硬
，
线
条
轻
细
，
以
筋
骨
为
胜
。

结
体
上
近
乎
夸
张
地
取
势
，
横
笔
极
力
向
右
上
方
伸
展
，
将
李

邕
『
劲
险
』
的
书
风
挥
洒
得
淋
漓
尽
致
。
《
李
秀
碑
》
笔
力
沉

着
扎
实
，
使
转
自
然
流
畅
，
笔
势
劲
遒
，
骨
丰
肉
润
。
单
个
文

字
的
结
体
虽
也
有
欹
侧
倾
斜
之
势
，
但
胜
在
宽
博
沉
厚
，
奇
而

能
稳
。
通
篇
多
玲
珑
剔
透
的
畅
达
，
少
奇
崛
凌
厉
的
险
绝
。
风

格
气
质
平
和
宁
静
，
端
庄
秀
丽
，
内
含
坚
劲
而
流
美
于
外
。
李

宗
瀚
赞
其
『
倜
傥
沉
雄
』
，
姚
茫
父
曰
『
肥
中
藏
秀
』
，
顾
观

跋
文
谓
『
沉
着
痛
快
，
中
有
含
蓄
浑
融
之
妙
』
，
正
道
出
《
李

秀
碑
》
书
风
的
独
特
之
处
。
（
表
二
）

从
北
宋
中
后
期
开
始
，
文
人
士
大
夫
的
美
学
观
念
发
生
了

较
大
的
变
化
，
人
们
开
始
重
新
审
视
和
评
价
前
代
的
艺
术
。
李

邕
书
法
的
历
史
价
值
也
在
这
场
变
革
中
得
到
了
重
新
的
阐
释
和

确
立
，
影
响
日
益
扩
大
。
苏
轼
『
直
到
晚
年
师
北
海
，
更
于
平

淡
见
天
真
』
。
[12]

以
赵
孟
頫
为
首
的
一
批
元
代
优
秀
书
家
对
李

邕
书
法
的
取
法
，
在
相
当
大
程
度
上
推
动
了
元
代
上
追
晋
唐
、

复
古
求
新
的
书
风
的
形
成
。
在
李
邕
的
传
世
碑
帖
中
，
《
李
秀

碑
》
因
其
雄
浑
的
气
势
和
秀
逸
的
风
骨
为
众
多
书
家
注
目
。
董

其
昌
曾
赞
誉
它
『
雄
秀
异
常
』
，
并
以
其
笔
意
书
写
了
《
乐
志

论
》
。
[13]

清
代
书
法
家
翁
方
纲
对
《
李
秀
碑
》
极
为
重
视
，
心

摹
手
追
，
毕
生
不
辍
。
至
民
国
五
年
（
一
九
一
六
）
，
时
藏
于

王
存
善
之
手
的
《
云
麾
李
秀
碑
》
完
本
由
上
海
文
明
书
局
影
印

出
版
，
从
此
这
通
古
老
的
著
名
碑
版
在
广
大
书
者
的
欣
赏
和
临

习
之
中
焕
发
出
全
新
的
光
彩
。

（
本
文
写
作
中
承
蒙
故
宫
尹
一
梅
老
师
代
为
查
阅
核
对
拓

片
，
在
此
谨
致
谢
意
！
）

注
释
：

[1]
（
明
）
沈
榜
编
《
宛
署
杂
记
》
，
北
京
古
籍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〇
年
，
一
七
页
。
《
古
墨
斋
记
》
是
万
历
六
年
李
荫
修
亭
完
毕

时
所
刻
，
《
宛
署
杂
记
》
的
作
者
沈
榜
万
历
十
八
年
时
任
宛
平
知
县
，

为
李
荫
后
进
，
他
对
这
篇
记
文
的
引
录
也
不
会
有
大
的
出
入
。
《
燕
都

游
览
志
》
、
《
云
麾
将
军
断
碑
记
》
、
《
钦
定
日
下
旧
闻
考
》
、
《
观

妙
斋
藏
金
石
文
考
略
》
等
均
采
此
说
。

[2] 

（
明
）
刘
侗
、
于
奕
正
著
《
帝
京
景
物
略
》
，
北
京
古
籍
出

版
社
，
二
〇
〇
〇
年
，
三
六
页
。
《
春
明
梦
余
录
》
、
《
金
石
文
字

记
》
、
民
国
《
宛
平
县
志
》
等
书
都
采
纳
这
一
观
点
。

[3]
（
后
晋
）
刘
昫
等
撰
《
旧
唐
书
》
，
中
华
书
局
，
一
九
七
五

年
，
二
一
五
页
。

[4]
《
旧
唐
书
》
，
五
〇
四
三
页
。

[5]
（
宋
）
乐
史
撰
、
王
文
楚
等
点
校
《
太
平
寰
宇
記
·
卷

六
十
九
》
引
《
郡
国
县
道
记
》
，
中
华
书
局
，
二
〇
〇
七
年
，

一
四
〇
一
页
。

[6]
（
清
）
钱
泳
撰
、
张
伟
校
点
《
履
园
丛
话
·
书
学
》
，
中
华
书

局
，
一
九
七
九
年
，
二
九
三
页
。

[7] 

启
功
《
论
书
绝
句
》，
台
湾
三
联
书
店
，
一
九
九
七
年
，
九
八
页
。

[8] 

朱
关
田
《
李
邕
书
法
评
传
》
，
《
中
国
书
法
全
集
·
李
邕

卷
》
，
荣
宝
斋
，
一
九
九
六
年
，
一
四
页
。

[9]
（
明
）
杨
慎
撰
：
《
墨
池
琐
录
》
卷
二
，
见
崔
尔
平
选
编
点

校
《
明
清
书
法
论
文
选
》
，
上
海
书
店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四
年
，
八
四

页
。
其
中
记
『
李
北
海
书
云
麾
将
军
碑
为
第
一
。
…
…
云
麾
碑
刻
在
长

安
良
乡
县
，
石
拓
本
远
不
如
也
。
今
长
安
碑
已
亡
，
惜
哉
！
』 

将
南

云
麾
和
北
云
麾
二
碑
混
淆
。

[10]
（
宋
）
朱
长
文
《
续
书
断
》
，
见
《
历
代
书
法
论
文
选
》
，
上

海
书
画
出
版
社
，
一
九
七
九
年
，
三
四
一
页
。

[11]
（
明
）
杨
士
奇
撰
《
东
里
续
集
卷
二
十
题
李
北
海
岳
麓
寺

碑
》
，
见
《
文
渊
阁
四
库
全
书
·
集
部
》
第
六
。

[12]
（
清
）
王
文
治
《
论
书
绝
句
》
，
转
引
自
王
鼐
《
宋
明
美
学

观
念
衍
变
与
李
邕
行
书
价
值
确
立
》
，
《
书
法
世
界
》
二
〇
〇
四
年
第

十
二
期
，
一
六
页
。

[13]
（
明
）
董
其
昌
《
书
乐
志
论
跋
》
，
（
清
）
李
光
映
《
金
石
文

考
略
》
，
《
石
刻
史
料
新
编
》
第
三
辑
三
四
册
，
新
文
丰
出
版
公
司
，

一
九
八
六
年
，
三
五
二
页
。

（
作
者
单
位
：
北
京
石
刻
艺
术
博
物
馆
）

（
本
文
责
编
：
张
永
强
）

滑
州
（
今
河
南
滑
县
）
不
止
千
里
（
今
日
从
北
京
到
滑
县
走
大

广
高
速
约
五
七
七
公
里
，
走
京
珠
高
速
约
五
九
一
公
里
）
，
而

骑
马
行
进
的
速
度
大
多
数
情
况
下
日
行
不
过
百
里
，
要
完
成
合

葬
事
宜
，
赴
滑
州
求
取
李
邕
撰
写
并
手
书
的
碑
文
，
再
赶
回
范

阳
摹
勒
上
石
，
必
然
需
要
耗
费
相
当
长
的
时
间
。
而
当
时
向
李

邕
求
取
碑
文
的
人
又
非
常
之
多
，
李
邕
传
中
记
载
『
邕
早
擅
才

名
，
尤
长
碑
颂
。
虽
贬
职
在
外
，
中
朝
衣
冠
及
天
下
寺
观
，
多

赍
持
金
帛
，
往
求
其
文
。
前
后
所
制
，
凡
数
百
首
。
』
[4]

既
然

李
邕
的
应
酬
如
此
忙
碌
，
只
怕
也
不
大
会
专
门
赶
写
李
秀
夫
妇

碑
文
这
样
的
『
急
件
』
，
甚
至
很
可
能
出
现
赶
制
不
及
不
得
不

延
后
的
状
况
。
虽
然
李
邕
完
成
碑
文
时
已
经
至
少
是
天
宝
元
年

的
二
月
下
旬
，
但
立
石
月
日
是
李
秀
家
人
为
其
提
供
的
，
应
当

也
经
过
了
星
家
的
占
卜
，
甚
至
可
能
在
合
祔
时
已
择
吉
日
立
好

石
碑
，
只
待
求
得
碑
文
摹
刻
上
石
，
因
此
李
邕
也
不
好
代
为
更

改
。
如
此
解
释
尽
管
只
是
建
立
在
推
测
的
基
础
上
，
但
在
情
理

上
也
能
说
得
通
。
不
过
《
李
秀
碑
》
的
书
撰
时
间
应
不
会
相
差

天
宝
元
年
正
月
过
远
，
且
肯
定
在
其
后
，
应
是
毋
庸
置
疑
的
。

（
二
）
李
秀
的
家
族
世
系

李
秀
的
祖
父
李
稽
和
父
亲
李
谨
行
都
是
唐
初
名
臣
，
旧
、

新
《
唐
书
》
皆
有
传
可
查
。
李
稽
原
名
突
地
稽
（
一
作
度
地

稽
）
，
是
粟
末
靺
鞨
一
族
的
酋
长
，
内
附
后
因
军
功
被
赐
姓
李

氏
。
李
谨
行
更
是
战
绩
卓
越
，
是
陪
葬
乾
陵
的
十
七
位
宗
亲
、

功
臣
中
唯
一
的
蕃
将
。

突
地
稽
率
部
归
唐
后
，
唐
一
力
优
待
，
以
隋
安
置
其
部

众
之
地
为
燕
州
，
任
命
突
地
稽
为
总
管
，
直
到
建
中
初
燕
州

為
朱
滔
所
破
为
止
，
其
家
『
累
代
袭
燕
州
刺
史
』
。
[5]

故
碑

文
中
有
『
地
雄
一
方
，
鼎
贵
百
代
』
、
『
良
将
之
子
，
名
公

之
家
』
等
语
。

然
而
李
秀
碑
文
中
却
完
全
看
不
到
出
身
靺
鞨
的
痕
迹
，
反

而
伪
冒
士
籍
，
攀
附
陇
西
李
氏
，
将
世
系
追
溯
至
前
燕
时
期
。

这
是
一
个
很
有
意
思
的
现
象
。
李
秀
是
靺
鞨
该
部
内
附
的
第
三

代
，
且
以
兵
法
武
艺
传
家
，
世
守
燕
州
、
辽
东
等
地
，
在
当
时

其
归
化
人
的
身
份
应
是
众
人
皆
知
的
。
从
李
秀
碑
对
郡
望
和
士

族
身
份
的
伪
冒
，
可
以
看
到
归
化
的
少
数
民
族
受
唐
风
汉
俗
影

响
的
过
程
；
另
一
方
面
，
也
能
反
映
出
唐
代
谱
系
、
郡
望
观
念

的
虚
化
。

《
李
秀
碑
》
书
法
赏
析

 

《
李
秀
碑
》
属
于
李
邕
晚
年
的
作
品
，
在
诸
多
北
海
传

世
书
作
中
独
树
一
帜
，
骨
肉
丰
润
，
笔
势
劲
遒
，
具
有
鲜
明
的

个
性
和
独
特
的
审
美
意
趣
。

（
一
）
行
、
楷
一
体
，
相
互
交
融

『
古
来
书
碑
者
，
在
汉
魏
必
以
隶
书
，
在
晋
宋
六
朝
必
以

真
书
』
，
[6]

意
在
庄
重
典
雅
。
李
邕
却
能
从
书
体
上
独
辟
蹊
径
，

在
魏
晋
行
书
风
格
的
基
础
上
兼
及
北
碑
笔
法
与
初
唐
楷
书
，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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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李
邕  

行
书
李
秀
碑
（
部
分
） 

天
宝
元
年
（742

）

宋
拓
本  

故
宫
博
物
院
藏  

原
石
在
北
京
良
乡  

今
佚

破
行
、
楷
两
种
书
体
的
界
限
，
通
过
大
胆
的
探
索
创
新
和
身
体

力
行
的
高
水
平
艺
术
实
践
，
开
创
了
一
种
兼
具
风
流
轻
便
与
严

谨
缜
密
的
铭
石
书
体—

『
行
楷
』
，
打
破
庄
严
凝
重
的
成
规
，

赋
予
刻
石
书
法
较
多
的
自
由
。
启
功
先
生
曾
赞
叹
道
：
『
行
押

书
碑
，
…
…
李
泰
和
出
，
始
称
登
峰
造
极
。
』 

[7]

《
李
秀
碑
》
通
篇
碑
文
奇
而
不
险
，
美
而
不
媚
，
是
其

『
行
楷
』
书
体
的
绝
佳
体
现
。
碑
文
的
用
笔
方
圆
并
施
，
以
方

折
劲
挺
为
主
，
落
笔
沉
着
坚
实
且
富
于
变
化
。
横
、
竖
笔
画
多

用
方
笔
，
圭
角
明
显
，
厚
重
稳
健
，
楷
书
意
味
更
浓
，
形
成
峻

峭
而
有
骨
力
的
风
格
，
如
有
、
明
、
年
、
山
等
字
。
撇
、
捺
用

笔
则
多
连
绵
曲
折
，
流
畅
舒
缓
，
含
蓄
中
蕴
含
坚
劲
，
颇
得
二

王
神
韵
，
如
多
、
天
、
文
、
敌
等
字
。
一
字
中
笔
画
粗
细
不

一
，
也
有
的
字
虽
相
同
，
但
写
法
各
异
。
通
篇
兼
得
楷
书
的
方

整
规
矩
与
行
书
的
妩
媚
圆
转
，
『
势
方
而
韵
圆
，
笔
骏
而
度

缓
』
，
[8]

产
生
了
时
圆
时
方
、
时
滑
时
涩
的
韵
律
般
的
效
果
。

在
结
体
方
面
，
《
李
秀
碑
》
沿
袭
了
李
邕
书
法
欹
侧
奇
崛

的
特
点
，
结
体
左
低
右
高
，
特
别
是
横
笔
的
倾
斜
尤
其
明
显
，

观
之
极
富
动
感
。

（
二
）
刚
柔
并
济
、
文
质
相
得

从
书
法
风
格
上
看
，
《
李
秀
碑
》
豪
放
与
隽
秀
并
举
，
将

二
王
秀
美
儒
雅
的
风
格
与
初
唐
严
谨
刚
健
的
气
质
完
美
地
融
为

一
炉
。《

李
秀
碑
》
通
篇
点
画
流
畅
，
结
字
生
动
，
稳
而
不
平
，

保
留
了
行
书
中
精
美
的
笔
致
与
玲
珑
剔
透
的
体
式
，
字
里
行

间
流
露
出
风
神
爽
朗
、
潇
洒
明
快
的
特
质
。
然
而
李
邕
的
可
贵

之
处
在
于
打
破
前
贤
成
法
，
『
放
笔
差
增
其
豪
，
丰
体
使
其
益

媚
』
，
[9]

兼
纳
北
碑
笔
意
，
并
师
法
初
唐
虞
、
欧
诸
家
，
使
魏

晋
行
书
敛
入
规
矩
，
形
成
了
笔
方
架
圆
、
峻
峭
豪
劲
的
风
格
。

通
过
将
《
李
秀
碑
》
与
初
唐
最
为
盛
行
的
王
羲
之
法
书
《
怀
仁

集<

圣
教
序>

》
对
照
比
较
，
不
难
看
出
其
中
对
王
羲
之
书
风

的
模
仿
、
继
承
与
创
新
。
《
续
书
断
》
中
评
价
：
『
邕
书
如
宽

大
长
者
，
逶
迤
恣
肆
，
而
终
归
于
法
度
』
，
[10]

杨
士
奇
赞
曰
：

北
海
『
矩
度
森
严
，
筋
骨
雄
健
，
沉
着
飞
动
，
引
笔
有
千
钧

之
力
，
故
可
宝
也
』
，
[11]

正
是
赞
颂
这
种
华
美
与
刚
健
并
重
、

风
流
与
法
度
兼
得
的
独
特
书
风
。
（
表
一
）

（
三
）
沉
静
端
肃
，
遒
劲
雍
容

作
为
一
代
书
坛
名
家
，
李
邕
书
法
的
风
格
无
疑
是
绚
丽
多

彩
的
。
综
观
其
传
世
的
各
种
碑
帖
，
有
《
李
思
训
碑
》
的
刚
劲

挺
秀
，
《
法
华
寺
碑
》
的
温
润
清
丽
，
《
卢
正
道
碑
》
的
精
丽

华
贵
，
《
麓
山
寺
碑
》
则
骨
力
内
蕴
，
沉
稳
豪
迈
。
李
邕
书
写

《
李
秀
碑
》
时
已
六
十
有
余
，
落
笔
圆
熟
精
到
，
挥
洒
自
如
。

此
碑
以
雍
容
大
度
、
肃
静
沉
着
的
气
质
独
树
一
帜
，
成
为
李
邕

书
法
风
格
研
究
中
不
容
忽
视
的
一
环
。

表
二
是
《
李
秀
碑
》
与
『
南
云
麾
』
《
李
思
训
碑
》
的
对

照
。
《
李
思
训
碑
》
用
笔
瘦
硬
，
线
条
轻
细
，
以
筋
骨
为
胜
。

结
体
上
近
乎
夸
张
地
取
势
，
横
笔
极
力
向
右
上
方
伸
展
，
将
李

邕
『
劲
险
』
的
书
风
挥
洒
得
淋
漓
尽
致
。
《
李
秀
碑
》
笔
力
沉

着
扎
实
，
使
转
自
然
流
畅
，
笔
势
劲
遒
，
骨
丰
肉
润
。
单
个
文

字
的
结
体
虽
也
有
欹
侧
倾
斜
之
势
，
但
胜
在
宽
博
沉
厚
，
奇
而

能
稳
。
通
篇
多
玲
珑
剔
透
的
畅
达
，
少
奇
崛
凌
厉
的
险
绝
。
风

格
气
质
平
和
宁
静
，
端
庄
秀
丽
，
内
含
坚
劲
而
流
美
于
外
。
李

宗
瀚
赞
其
『
倜
傥
沉
雄
』
，
姚
茫
父
曰
『
肥
中
藏
秀
』
，
顾
观

跋
文
谓
『
沉
着
痛
快
，
中
有
含
蓄
浑
融
之
妙
』
，
正
道
出
《
李

秀
碑
》
书
风
的
独
特
之
处
。
（
表
二
）

从
北
宋
中
后
期
开
始
，
文
人
士
大
夫
的
美
学
观
念
发
生
了

较
大
的
变
化
，
人
们
开
始
重
新
审
视
和
评
价
前
代
的
艺
术
。
李

邕
书
法
的
历
史
价
值
也
在
这
场
变
革
中
得
到
了
重
新
的
阐
释
和

确
立
，
影
响
日
益
扩
大
。
苏
轼
『
直
到
晚
年
师
北
海
，
更
于
平

淡
见
天
真
』
。
[12]

以
赵
孟
頫
为
首
的
一
批
元
代
优
秀
书
家
对
李

邕
书
法
的
取
法
，
在
相
当
大
程
度
上
推
动
了
元
代
上
追
晋
唐
、

复
古
求
新
的
书
风
的
形
成
。
在
李
邕
的
传
世
碑
帖
中
，
《
李
秀

碑
》
因
其
雄
浑
的
气
势
和
秀
逸
的
风
骨
为
众
多
书
家
注
目
。
董

其
昌
曾
赞
誉
它
『
雄
秀
异
常
』
，
并
以
其
笔
意
书
写
了
《
乐
志

论
》
。
[13]

清
代
书
法
家
翁
方
纲
对
《
李
秀
碑
》
极
为
重
视
，
心

摹
手
追
，
毕
生
不
辍
。
至
民
国
五
年
（
一
九
一
六
）
，
时
藏
于

王
存
善
之
手
的
《
云
麾
李
秀
碑
》
完
本
由
上
海
文
明
书
局
影
印

出
版
，
从
此
这
通
古
老
的
著
名
碑
版
在
广
大
书
者
的
欣
赏
和
临

习
之
中
焕
发
出
全
新
的
光
彩
。

（
本
文
写
作
中
承
蒙
故
宫
尹
一
梅
老
师
代
为
查
阅
核
对
拓

片
，
在
此
谨
致
谢
意
！
）

注
释
：

[1]
（
明
）
沈
榜
编
《
宛
署
杂
记
》
，
北
京
古
籍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〇
年
，
一
七
页
。
《
古
墨
斋
记
》
是
万
历
六
年
李
荫
修
亭
完
毕

时
所
刻
，
《
宛
署
杂
记
》
的
作
者
沈
榜
万
历
十
八
年
时
任
宛
平
知
县
，

为
李
荫
后
进
，
他
对
这
篇
记
文
的
引
录
也
不
会
有
大
的
出
入
。
《
燕
都

游
览
志
》
、
《
云
麾
将
军
断
碑
记
》
、
《
钦
定
日
下
旧
闻
考
》
、
《
观

妙
斋
藏
金
石
文
考
略
》
等
均
采
此
说
。

[2] 

（
明
）
刘
侗
、
于
奕
正
著
《
帝
京
景
物
略
》
，
北
京
古
籍
出

版
社
，
二
〇
〇
〇
年
，
三
六
页
。
《
春
明
梦
余
录
》
、
《
金
石
文
字

记
》
、
民
国
《
宛
平
县
志
》
等
书
都
采
纳
这
一
观
点
。

[3]
（
后
晋
）
刘
昫
等
撰
《
旧
唐
书
》
，
中
华
书
局
，
一
九
七
五

年
，
二
一
五
页
。

[4]
《
旧
唐
书
》
，
五
〇
四
三
页
。

[5]
（
宋
）
乐
史
撰
、
王
文
楚
等
点
校
《
太
平
寰
宇
記
·
卷

六
十
九
》
引
《
郡
国
县
道
记
》
，
中
华
书
局
，
二
〇
〇
七
年
，

一
四
〇
一
页
。

[6]
（
清
）
钱
泳
撰
、
张
伟
校
点
《
履
园
丛
话
·
书
学
》
，
中
华
书

局
，
一
九
七
九
年
，
二
九
三
页
。

[7] 

启
功
《
论
书
绝
句
》，
台
湾
三
联
书
店
，
一
九
九
七
年
，
九
八
页
。

[8] 

朱
关
田
《
李
邕
书
法
评
传
》
，
《
中
国
书
法
全
集
·
李
邕

卷
》
，
荣
宝
斋
，
一
九
九
六
年
，
一
四
页
。

[9]
（
明
）
杨
慎
撰
：
《
墨
池
琐
录
》
卷
二
，
见
崔
尔
平
选
编
点

校
《
明
清
书
法
论
文
选
》
，
上
海
书
店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四
年
，
八
四

页
。
其
中
记
『
李
北
海
书
云
麾
将
军
碑
为
第
一
。
…
…
云
麾
碑
刻
在
长

安
良
乡
县
，
石
拓
本
远
不
如
也
。
今
长
安
碑
已
亡
，
惜
哉
！
』 

将
南

云
麾
和
北
云
麾
二
碑
混
淆
。

[10]
（
宋
）
朱
长
文
《
续
书
断
》
，
见
《
历
代
书
法
论
文
选
》
，
上

海
书
画
出
版
社
，
一
九
七
九
年
，
三
四
一
页
。

[11]
（
明
）
杨
士
奇
撰
《
东
里
续
集
卷
二
十
题
李
北
海
岳
麓
寺

碑
》
，
见
《
文
渊
阁
四
库
全
书
·
集
部
》
第
六
。

[12]
（
清
）
王
文
治
《
论
书
绝
句
》
，
转
引
自
王
鼐
《
宋
明
美
学

观
念
衍
变
与
李
邕
行
书
价
值
确
立
》
，
《
书
法
世
界
》
二
〇
〇
四
年
第

十
二
期
，
一
六
页
。

[13]
（
明
）
董
其
昌
《
书
乐
志
论
跋
》
，
（
清
）
李
光
映
《
金
石
文

考
略
》
，
《
石
刻
史
料
新
编
》
第
三
辑
三
四
册
，
新
文
丰
出
版
公
司
，

一
九
八
六
年
，
三
五
二
页
。

（
作
者
单
位
：
北
京
石
刻
艺
术
博
物
馆
）

（
本
文
责
编
：
张
永
强
）

滑
州
（
今
河
南
滑
县
）
不
止
千
里
（
今
日
从
北
京
到
滑
县
走
大

广
高
速
约
五
七
七
公
里
，
走
京
珠
高
速
约
五
九
一
公
里
）
，
而

骑
马
行
进
的
速
度
大
多
数
情
况
下
日
行
不
过
百
里
，
要
完
成
合

葬
事
宜
，
赴
滑
州
求
取
李
邕
撰
写
并
手
书
的
碑
文
，
再
赶
回
范

阳
摹
勒
上
石
，
必
然
需
要
耗
费
相
当
长
的
时
间
。
而
当
时
向
李

邕
求
取
碑
文
的
人
又
非
常
之
多
，
李
邕
传
中
记
载
『
邕
早
擅
才

名
，
尤
长
碑
颂
。
虽
贬
职
在
外
，
中
朝
衣
冠
及
天
下
寺
观
，
多

赍
持
金
帛
，
往
求
其
文
。
前
后
所
制
，
凡
数
百
首
。
』
[4]

既
然

李
邕
的
应
酬
如
此
忙
碌
，
只
怕
也
不
大
会
专
门
赶
写
李
秀
夫
妇

碑
文
这
样
的
『
急
件
』
，
甚
至
很
可
能
出
现
赶
制
不
及
不
得
不

延
后
的
状
况
。
虽
然
李
邕
完
成
碑
文
时
已
经
至
少
是
天
宝
元
年

的
二
月
下
旬
，
但
立
石
月
日
是
李
秀
家
人
为
其
提
供
的
，
应
当

也
经
过
了
星
家
的
占
卜
，
甚
至
可
能
在
合
祔
时
已
择
吉
日
立
好

石
碑
，
只
待
求
得
碑
文
摹
刻
上
石
，
因
此
李
邕
也
不
好
代
为
更

改
。
如
此
解
释
尽
管
只
是
建
立
在
推
测
的
基
础
上
，
但
在
情
理

上
也
能
说
得
通
。
不
过
《
李
秀
碑
》
的
书
撰
时
间
应
不
会
相
差

天
宝
元
年
正
月
过
远
，
且
肯
定
在
其
后
，
应
是
毋
庸
置
疑
的
。

（
二
）
李
秀
的
家
族
世
系

李
秀
的
祖
父
李
稽
和
父
亲
李
谨
行
都
是
唐
初
名
臣
，
旧
、

新
《
唐
书
》
皆
有
传
可
查
。
李
稽
原
名
突
地
稽
（
一
作
度
地

稽
）
，
是
粟
末
靺
鞨
一
族
的
酋
长
，
内
附
后
因
军
功
被
赐
姓
李

氏
。
李
谨
行
更
是
战
绩
卓
越
，
是
陪
葬
乾
陵
的
十
七
位
宗
亲
、

功
臣
中
唯
一
的
蕃
将
。

突
地
稽
率
部
归
唐
后
，
唐
一
力
优
待
，
以
隋
安
置
其
部

众
之
地
为
燕
州
，
任
命
突
地
稽
为
总
管
，
直
到
建
中
初
燕
州

為
朱
滔
所
破
为
止
，
其
家
『
累
代
袭
燕
州
刺
史
』
。
[5]

故
碑

文
中
有
『
地
雄
一
方
，
鼎
贵
百
代
』
、
『
良
将
之
子
，
名
公

之
家
』
等
语
。

然
而
李
秀
碑
文
中
却
完
全
看
不
到
出
身
靺
鞨
的
痕
迹
，
反

而
伪
冒
士
籍
，
攀
附
陇
西
李
氏
，
将
世
系
追
溯
至
前
燕
时
期
。

这
是
一
个
很
有
意
思
的
现
象
。
李
秀
是
靺
鞨
该
部
内
附
的
第
三

代
，
且
以
兵
法
武
艺
传
家
，
世
守
燕
州
、
辽
东
等
地
，
在
当
时

其
归
化
人
的
身
份
应
是
众
人
皆
知
的
。
从
李
秀
碑
对
郡
望
和
士

族
身
份
的
伪
冒
，
可
以
看
到
归
化
的
少
数
民
族
受
唐
风
汉
俗
影

响
的
过
程
；
另
一
方
面
，
也
能
反
映
出
唐
代
谱
系
、
郡
望
观
念

的
虚
化
。

《
李
秀
碑
》
书
法
赏
析

 

《
李
秀
碑
》
属
于
李
邕
晚
年
的
作
品
，
在
诸
多
北
海
传

世
书
作
中
独
树
一
帜
，
骨
肉
丰
润
，
笔
势
劲
遒
，
具
有
鲜
明
的

个
性
和
独
特
的
审
美
意
趣
。

（
一
）
行
、
楷
一
体
，
相
互
交
融

『
古
来
书
碑
者
，
在
汉
魏
必
以
隶
书
，
在
晋
宋
六
朝
必
以

真
书
』
，
[6]

意
在
庄
重
典
雅
。
李
邕
却
能
从
书
体
上
独
辟
蹊
径
，

在
魏
晋
行
书
风
格
的
基
础
上
兼
及
北
碑
笔
法
与
初
唐
楷
书
，
打

圣教序

李秀碑

表
一

李思训碑

李秀碑

表
二

170

2012.11 总235期

学术

171

2012.11 总235期

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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