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
书
为
心
画
』
肇
始
到
王
阳
明
心
学

伍
强
胜

美 

学
王
阳
明
曰
：
『
书
法
重
在
心
而
不
在
书
。
』
这
清
晰
地
表

达
了
王
阳
明
的
书
法
美
学
观
点
。
为
了
进
一
步
理
清
王
阳
明
书

法
美
学
思
想
，
本
文
将
对
王
阳
明
书
法
美
学
及
相
关
学
术
思
想

作
一
解
读
。

『
书
为
心
画
』
之
心
学
是
书
法
本
体
观
演
变
发

展
的
历
史
必
然

从
字
面
看
，
最
早
提
出
『
书
为
心
画
』
一
说
的
是
西
汉
扬
雄
。

扬
雄
，
字
子
云
，
蜀
郡
成
都
人
。
西
汉
著
名
学
者
、
辞
赋

家
。
在
其
《
扬
子
法
言
·
问
神
》
中
提
出
『
书
，
心
画
也
』
的

观
点
：面

相
之
，
辞
相
适
，
捈
中
心
之
所
欲
，
通
诸
人
之
嚍
嚍

者
，
莫
如
言
；
弥
纶
天
下
之
事
，
记
久
明
远
，
著
古
昔
之
昏

昏
，
传
千
里
之
忞
忞
者
，
莫
如
书
。
故
言
，
心
声
也
；
书
，
心

【
摘 

要
】
继
『
道
合
自
然
』
艺
术
本
体
观
之
后
，
『
书
为
心
画
』
本
体
观
进
入
世
人
视

野
。
经
历
魏
晋
唐
宋
元
几
朝
的
变
化
，
迎
来
了
以
王
阳
明
为
代
表
的
『
书
为
心
画
』
之
心
学
阶

段
。
在
王
阳
明
看
来
，
书
法
艺
术
彰
显
了
主
体
的
生
命
意
识
，
是
对
道
的
把
握
方
式
。
在
道—

艺
的
模
式
中
，
王
阳
明
的
『
书
为
心
画
』
之
心
学
是
对
宋
代
『
道
』
抑
制
『
艺
』
的
书
法
理
论
的

突
破
，
从
而
将
『
道
艺
合
一
』
提
升
到
了
更
高
的
境
界
。

【
关
键
词
】
书
为
心
画 

 

王
阳
明 

 

心
学 

 
书
法
美
学
思
想

画
也
。
声
画
形
，
君
子
小
人
见
矣
。
声
画
者
，
君
子
小
人
之
所

以
动
情
乎
？
[1]

在
扬
雄
看
来
，
最
能
表
达
和
抒
发
心
意
的
是
语
言
，
最

能
记
录
并
传
递
心
意
的
是
文
字
。
『
心
声
』
『
心
画
』
显
现
出

的
是
君
子
、
小
人
的
人
品
、
情
感
特
质
。
这
里
，
扬
雄
所
言

『
书
』
并
非
书
法
，
因
此
，
扬
雄
所
谓
『
书
，
心
画
也
』
，
实

际
上
是
一
种
文
字
观
而
绝
非
艺
术
观
。
扬
雄
以
『
书
为
心
画
』

的
形
象
走
向
书
坛
与
宋
朝
一
个
叫
朱
长
文
的
书
法
家
有
关
。

朱
长
文
（
一
〇
三
九—

一
〇
九
八
）
，
字
伯
原
，
自
号

潜
溪
隐
夫
。
吴
县
（
今
属
江
苏
）
人
，
宋
代
书
法
家
。
未
冠
举

进
士
，
著
书
不
仕
，
名
动
京
师
。
元
祐
中
召
为
太
学
博
士
，
迁

秘
书
省
正
字
。
书
学
著
作
《
续
书
断
》
，
继
张
怀
瓘
《
书
断
》

之
后
，
仿
其
体
例
，
将
唐
宋
时
期
的
书
家
，
按
上
、
中
、
下

（
神
、
妙
、
能
）
三
品
，
一
一
评
骘
，
每
有
新
出
。

呜
呼
！
鲁
公
可
谓
忠
烈
之
臣
也
，
而
不
居
庙
堂
宰
天
下
，

唐
之
中
叶
卒
多
故
而
不
克
兴
，
惜
哉
！
其
发
于
笔
翰
，
则
刚
毅

雄
特
，
体
严
法
备
，
如
忠
臣
义
士
，
正
色
立
朝
，
临
大
节
而
不

可
夺
也
。
扬
子
云
以
书
为
心
画
，
于
鲁
公
信
矣
。
[2]

这
段
文
字
有
两
点
值
得
注
意
。
一
是
书
法
艺
术
『
书
为
心

画
』
『
书
如
其
人
』
的
品
评
方
式
的
凸
显
；
这
种
联
系
着
其
人

的
总
体
精
神
风
貌
品
藻
其
书
的
总
体
风
格
特
征
的
批
评
方
式
，

在
唐
代
尚
不
见
踪
迹
，
只
是
到
了
宋
代
才
逐
渐
形
成
潮
流
。
另

一
是
朱
长
文
将
扬
雄
的
原
本
语
言
、
文
字
性
质
的
书
为
心
画
观

念
直
接
引
申
出
书
法
理
论
的
『
书
为
心
画
』
观
，
在
中
国
书
法

美
学
史
上
是
首
创
。

汉
末
至
魏
晋
南
北
朝
时
期
的
中
国
书
法
，
主
要
笼
罩
在

『
道
法
自
然
』
性
质
的
艺
术
本
体
观
念
下
。
从
这
个
时
候
起
，

到
王
阳
明
提
出
『
书
为
心
画
』
之
心
学
，
大
致
经
历
了
一
个
否

定
之
否
定
的
过
程
，
分
为
以
下
几
个
阶
段
。

一
、
『
书
为
心
画
』
观
之
『
意
在
笔
先
』
说

『
意
在
笔
先
』
说
是
王
羲
之
提
出
的
。
我
们
注
意
到
魏
晋

时
期
卫
夫
人
有
篇
《
笔
阵
图
》
。
在
该
文
中
，
她
明
确
清
晰
地

提
出
各
种
点
画
的
形
态
比
附
说
：

一
如
千
里
阵
云
，
隐
隐
然
其
实
有
形
；
丶
如
高
峰
坠
石
，

磕
磕
然
实
如
崩
也
；
丿
陆
断
犀
象
、

百
钧
弩
发
、
丨
万
岁
枯

藤
、
⺄
崩
浪
雷
奔
、
𠃌
劲
弩
筋
节
。
[3]

这
些
都
是
经
典
的
『
道
法
自
然
』
之
表
述
。
王
羲
之
在

《
题
卫
夫
人
〈
笔
阵
图
〉
后
》
，
重
述
了
他
的
老
师
的
观
点
。

之
后
，
王
氏
在
他
的
《
书
论
》
一
文
中
话
锋
一
转
，
提
出
『
意

在
笔
先
』
说
：
『
凡
书
贵
乎
沉
静
，
令
意
在
笔
前
，
字
居
心

后
。
未
作
之
始
，
结
思
成
矣
。
』
[4]

这
里
，
依
照
《
说
文
》
。
『
意
』
，
志
也
，
从
心
察
言
而

知
意
也
。
经
察
卫
夫
人
之
言
，
主
体
意
识
就
凸
显
出
来
了
。
书

法
不
再
是
对
单
纯
自
然
界
的
自
然
的
简
单
模
仿
，
是
可
以
领
悟

的
、
延
伸
的
。
它
虽
然
带
有
『
道
法
自
然
』
的
痕
迹
，
却
是
对

自
然
界
的
自
然
驾
驭
。

据
张
天
弓
先
生
考
证
，
这
几
篇
论
文
真
实
性
存
疑
。
但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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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
以
王
氏
家
族
的
法
帖
，
毋
庸
置
疑
，
即
使
这
些
篇
章
不
是
出

自
两
位
伟
大
书
法
家
的
亲
笔
，
也
是
属
于
魏
晋
那
个
时
代
的
，

值
得
我
们
后
人
顶
礼
膜
拜
。

二
、
『
书
为
心
画
』
观
之
如
性
情
哀
乐

中
国
书
法
进
入
唐
代
之
后
，
『
道
合
自
然
』
艺
术
本
体

观
已
不
能
满
足
艺
术
发
展
的
需
要
，
『
书
为
心
画
』
观
逐
渐
浮

出
水
面
。
而
第
一
个
将
书
为
心
画
的
基
本
理
念
阐
释
得
清
晰
明

确
、
淋
漓
尽
致
的
就
是
孙
过
庭
。

孙
过
庭
，
生
卒
年
不
详
，
字
虔
礼
，
吴
郡
（
今
江
苏
苏
州

一
带
）
人
，
或
谓
富
阳
人
，
或
谓
陈
留
人
。
唐
垂
拱
年
间
书
法

家
、
书
学
理
论
家
。
官
率
府
录
事
参
军
。
工
行
草
书
，
得
王
羲

之
体
，
作
《
书
谱
》
。

总
览
《
书
谱
》
，
孙
过
庭
『
书
为
心
画
』
理
论
从
两
个
方

面
展
开
，
即
『
达
其
情
性
，
形
其
哀
乐
』
。

所
谓
『
达
其
情
性
』
，
强
调
的
是
如
何
表
现
人
的
性
格
、

气
质
特
征
。
在
孙
过
庭
看
来
，
书
家
的
风
格
特
征
与
书
家
的
性

格
、
气
质
有
直
接
关
系
，
这
就
是
人
们
『
虽
学
宗
一
家
，
而
变

成
多
体
』
的
根
本
原
因
所
在
。

虽
学
宗
一
家
，
而
变
成
多
体
，
莫
不
随
其
性
欲
，
便
以
为

姿
。
质
直
者
则

侹
不
遒
，
刚
佷
者
又
掘
强
无
润
，
矜
敛
者
弊

于
拘
束
，
脱
易
者
失
于
规
矩
，
温
柔
者
伤
于
软
缓
，
躁
勇
者
过

于
剽
迫
，
狐
疑
者
溺
于
滞
涩
，
迟
重
者
终
于
蹇
钝
，
轻
琐
者
染

于
俗
吏
。
斯
皆
独
行
之
士
，
偏
玩
所
乖
。
[5]

在
这
里
，
孙
过
庭
从
偏
颇
与
不
足
的
九
个
层
面
，
明
确
无

误
地
指
出
性
格
气
质
和
风
格
特
色
之
间
的
对
应
关
系
。

所
谓
『
形
其
哀
乐
』
是
指
如
何
表
现
人
的
情
感
世
界
。

但
右
军
之
书
，
代
多
称
习
，
良
可
据
为
宗
匠
，
取
立
指
归
。

岂
唯
会
古
通
今
，
亦
乃
情
深
调
和
。
…
…
写
《
乐
毅
》
则
情
多

怫
郁
，
书
《
画
赞
》
则
意
涉
瑰
奇
，《
黄
庭
经
》
则
怡
怿
虚
无
，《
太

师
箴
》
又
纵
横
争
折
。
及
乎
兰
亭
兴
集
，
思
逸
神
超
；
私
门
诫

誓
，
情
拘
志
惨
。
所
谓
涉
乐
方
笑
，
言
哀
已
叹
。
岂
唯
驻
想
流

波
，
将
贻
啴
喛
之
奏
；
驰
神
雎
涣
，
方
思
藻
绘
之
文
。
虽
其
目

击
道
存
，
尚
或
心
迷
义
舛
。
莫
不
强
名
为
体
，
共
习
分
区
。
岂

知
情
动
形
言
，
取
会
风
骚
之
意
；
阳
舒
阴
惨
，
本
乎
天
地
之
心
。

既
失
其
情
，
理
乖
其
实
，
原
夫
所
致
，
安
有
体
哉
！
[6]

这
段
文
字
，
孙
过
庭
自
王
羲
之
书
法
评
论
着
手
，
指
出
王

羲
之
之
所
以
被
人
们
『
据
为
宗
匠
，
取
立
指
归
』
，
其
原
因
是

王
羲
之
的
作
品
『
情
深
调
和
』
，
即
作
品
充
分
地
表
现
出
了
王

羲
之
的
情
感
世
界
。
不
同
的
作
品
表
现
着
不
同
的
情
感
内
涵
，

提
请
人
们
在
欣
赏
与
学
习
王
羲
之
书
法
的
时
候
，
不
能
忽
视
这

种
特
征
。

孙
过
庭
将
书
法
艺
术
作
为
一
种
表
现
人
的
性
格
、
气
质

和
情
感
世
界
的
艺
术
形
式
来
看
待
，
揭
示
出
蕴
藏
在
王
羲
之
诸

作
品
中
的
表
情
性
质
的
内
在
根
据
有
两
个
。
第
一
，
书
法
作
品

所
表
现
的
书
家
的
情
感
世
界
，
就
是
书
家
对
相
应
的
文
字
内
容

的
情
感
反
应
；
第
二
，
借
书
家
的
情
感
反
应
，
相
应
的
文
字
内

容
在
书
法
作
品
中
得
到
相
应
的
表
现
。
这
里
的
内
在
机
制
在
于

笔
法
有
提
按
、
转
使
，
而
书
写
内
容
会
引
起
书
写
者
的
情
绪
变

化
。
书
写
者
用
笔
法
表
现
感
受
，
书
写
必
然
伴
随
着
轻
重
缓
急

节
奏
的
变
化
。
因
此
，
书
写
就
犹
如
演
奏
一
首
优
美
的
乐
曲
或

者
什
么
形
式
的
乐
曲
。
伴
随
着
旋
律
的
起
承
转
合
、
抑
扬
顿

挫
，
书
写
者
的
意
识
不
断
流
淌
，
情
感
喷
薄
而
出
，
人
品
、
学

养
得
到
充
分
展
示
，
观
者
视
觉
、
听
觉
、
知
觉
、
情
绪
达
到
高

度
统
一
。
这
就
是
书
法
美
的
境
界
。
本
文
前
后
几
个
阶
段
都
涉

及
这
一
机
制
，
不
赘
述
。

三
、
『
书
为
心
画
』
观
之
如
其
人

进
入
宋
代
，
『
书
为
心
画
』
观
趋
以
成
熟
。
但
是
宋
人

钟
情
的
不
是
唐
人
所
看
重
的
性
情
哀
乐
，
而
是
道
义
、
学
养
、

人
品
。
如
欧
阳
修
赞
颜
真
卿
『
忠
义
之
节
皎
如
日
月
，
其
为
人

尊
严
刚
劲
，
象
其
笔
画
』
[7]

，
『
忠
义
出
于
天
性
，
故
字
画
刚

劲
，
独
立
不
袭
前
迹
，
挺
然
奇
伟
，
有
似
其
为
人
。
』
[8]

欧
阳

修
之
书
评
方
式
开
时
代
风
气
之
先
。
自
此
。
这
种
评
价
方
式
和

思
维
模
式
大
行
其
道
。

如
苏
轼
的
『
象
其
为
人
』
说
：
『
凡
书
象
其
为
人
，
率

更
貌
寒
寝
，
敏
悟
绝
人
。
今
观
其
书
劲
险
刻
厉
，
正
称
其
貌

耳
。
』
[9]

如
黄
庭
坚
的
『
胸
次
』
说
：
『
王
著
临
《
兰
亭
序
》

《
乐
毅
》
，
补
永
禅
师
周
散
骑
《
千
字
》
皆
绝
妙
，
同
时
极
善

用
笔
。
若
使
胸
中
有
书
数
千
卷
，
不
随
世
碌
碌
，
则
书
不
病

韵
，
自
胜
李
西
台
、
林
和
靖
矣
。
盖
美
而
病
韵
者
王
著
，
劲
而

病
韵
者
周
越
，
皆
渠
侬
胸
次
之
罪
，
非
学
者
不
尽
功
也
。
』
[10]

另
晁
补
之
『
其
妙
在
人
』
观
、
朱
熹
的
『
书
如
其
人
』
说
、
岳

珂
的
『
心
即
其
物
』
论
，
等
等
，
不
一
而
足
。
宋
朝
名
家
各
说

强
调
的
侧
面
层
次
虽
不
同
，
但
是
讲
道
义
、
修
养
、
人
品
的

『
书
为
心
画
』
的
宗
旨
始
终
不
变
。

既
然
书
法
是
『
意
在
笔
先
』
『
达
其
性
情
』
『
形
其
哀

乐
』
，
取
决
于
主
观
书
写
的
人
，
那
么
，
在
宋
人
看
来
，
通
过

道
义
的
教
化
，
通
过
修
养
的
提
升
、
人
品
的
完
善
，
则
必
然
引

起
书
法
实
践
上
的
成
功
。

四
、
『
书
为
心
画
』
观
之
寓
性
情
见
为
人

进
入
元
朝
，
郝
经
将
唐
宋
时
期
的
『
书
为
心
画
』
观
合
二

为
一
，
是
比
较
突
出
的
。

道
不
足
则
技
，
始
以
书
为
工
，
始
寓
性
情
、
襟
度
、
风
格

其
中
，
而
见
其
为
人
，
专
门
名
家
，
始
有
书
学
矣
。
[11]

正
是
在
这
段
文
字
里
，
郝
经
提
出
『
寓
性
情
、
襟
度
、
风

格
其
中
，
而
见
其
为
人
』
，
并
以
这
种
纯
正
的
『
书
为
心
画
』

艺
术
本
体
观
的
标
准
品
评
书
家
，
独
具
匠
心
地
提
出
了
『
书
法

即
心
法
』
的
著
名
论
断
：

故
古
之
篆
法
之
存
者
，
唯
见
秦
丞
相
斯
。
斯
刻
薄
寡
恩
人

也
，
故
其
书
如
屈
铁
琢
玉
，
瘦
劲
无
情
，
其
法
精
尽
。
汉
之
隶

法
，
蔡
郎
中
不
可
得
而
见
矣
，
存
者
唯
锺
太
傅
锺
繇
。
繇
沉
鸷

威
重
人
也
，
故
其
书
劲
利
方
重
，
如
画
剑
累
鼎
，
斩
绝
深
险
；

又
变
而
为
楷
，
后
世
亦
不
可
及
。
楷
草
之
法
，
晋
人
所
尚
，
然

至
右
军
将
军
羲
之
则
造
其
极
。
羲
之
正
直
有
识
鉴
，
风
度
高
远
，

观
其
遗
殷
浩
及
道
子
诸
人
书
，
不
附
桓
温
，
自
放
山
水
间
，
与

物
无
竞
赛
，
江
左
高
人
胜
士
鲜
能
及
之
，
故
其
书
法
韵
胜
遒
婉
，

出
奇
入
神
，
不
失
其
正
，
高
风
绝
迹
，
邈
不
可
及
，
为
古
今
第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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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后
颜
鲁
公
以
忠
义
大
节
极
古
今
之
正
，
援
篆
入
楷
；
苏
东
坡

以
雄
文
大
笔
极
古
今
之
变
，
以
楷
用
隶
，
于
是
书
备
极
无
余
蕴

矣
。
盖
皆
以
人
品
为
本
，
其
书
法
即
其
心
法
也
。
故
柳
公
权
谓

心
正
则
笔
正
，
虽
一
时
讽
谏
，
亦
书
法
之
本
也
。
苟
其
人
品
凡
下
，

颇
僻
侧
媚
，
纵
其
书
工
，
其
中
心
蕴
蓄
着
亦
不
能
掩
，
有
诸
内
者
，

必
形
诸
外
也
。
若
二
王
、
颜
、
坡
之
忠
正
高
古
，
纵
其
书
不
工
，

亦
无
凡
下
之
笔
矣
，
况
于
工
乎
？
[12]

盖
皆
以
人
品
为
本
，
其
书
法
即
其
心
法
也
。
这
昭
示
了

『
书
为
心
画
』
观
向
纵
深
方
向
的
新
的
发
展
。

五
、
『
书
为
心
画
』
观
之
心
学

进
入
明
朝
，
『
书
为
心
画
』
观
又
有
了
新
的
变
化
。

在
王
阳
明
心
学
视
阈
中
，
书
法
艺
术
彰
显
了
主
体
的
生
命
意

识
，
而
不
仅
仅
是
个
人
的
人
品
、
学
识
、
修
养
问
题
，
不
仅

仅
反
映
人
的
性
情
哀
乐
，
书
法
艺
术
是
对
道
的
把
握
方
式
。

在
道—

艺
的
模
式
中
，
王
阳
明
的
『
书
为
心
画
』
之
心
学

是
对
宋
代
『
道
』
抑
制
『
艺
』
的
书
法
理
论
的
突
破
，
从
而

将
『
道
艺
合
一
』
提
升
到
了
更
高
境
界
。
王
阳
明
后
学
高
扬

良
知
主
体
，
王
阳
明
道
艺
合
一
的
书
法
艺
术
，
不
可
避
免
地

将
被
推
向
个
性
的
极
端
建
构
，
个
性
解
放
的
思
潮
风
暴
终
于

拉
开
序
幕
了
。

王
阳
明
『
书
为
心
画
』
观
之
心
学
的
主
要
内
容

王
阳
明
『
书
为
心
画
』
观
之
心
学
是
书
法
艺
术
本
体
观
演

变
发
展
的
必
然
结
果
。
其
内
涵
极
其
丰
富
，
有
待
深
入
挖
掘
。

主
要
体
现
在
以
下
三
个
方
面
：

一
、
心
学
对
传
统
书
法
理
论
的
准
确
把
握

毫
无
疑
问
，
王
阳
明
对
书
法
艺
术
的
深
刻
理
解
，
是
建

立
在
对
前
人
书
法
实
践
、
书
法
理
论
的
准
确
把
握
之
上
的
。

『
元
代
法
书
，
推
赵
文
敏
公
为
第
一
。
闻
公
学
书
十
年
，

不
下
楼
。
观
此
《
乐
志
论
》
，
书
法
精
妙
，
洵
堪
为
宝
。
正
德

元
年
八
月
，
阳
明
山
人
守
仁
识
。
』
[13]

这
则
题
跋
，
王
阳
明
写

于
正
德
元
年(

一
五
〇
六)

。
王
阳
明
盛
赞
元
代
法
书
，
首
推
赵

孟
頫
为
第
一
。
他
充
分
肯
定
赵
孟
頫
书
学
功
夫
深
，
曾
学
书
十

年
不
下
楼
。
在
观
赏
赵
孟
頫
帖
《
乐
志
论
》
之
余
，
称
该
帖
书

法
精
妙
，
堪
为
一
宝
。

凡
悬
针
笔
居
右
，
垂
露
笔
居
左
。
闲
似
惊
蛇
出
草
，
潦
如

美
美
出
闺
。
横
则
贵
乎
清
轻
，
竖
不
妨
于
重
浊
。
桓
玄
书
如
快

马
入
阵
，
随
人
屈
曲
，
作
字
（
豈
）
须
文
谱
？
范
怀
约
真
书
有

分
，
草
书
无
功
，
故
知
非
易
。
书
之
法
以
用
笔
为
上
，
而
结
字

亦
须
用
功
；
虽
有
用
笔
，
亦
当□

□

字
势
。
其
雄
秀
之
气
，
出

于
天
然
。
王
守
仁
。
[14]

这
则
题
跋
王
阳
明
大
约
写
于
正
德
元
年(

一
五
〇
六)

。
题

跋
大
致
六
层
意
思
。
一
例
举
『
悬
针
竖
』
『
垂
露
竖
』
，
论
及

书
法
结
体
问
题
；
二
描
述
书
写
时
的
心
境
，
辩
证
地
说
明
高
水

平
书
写
的
状
态
；
三
描
述
富
有
力
度
的
横
细
竖
粗
状
态
；
四
说

明
书
家
兼
善
各
体
之
不
易
；
五
合
赵
孟
頫
之
意
，
结
体
因
时
而

变
，
用
笔
千
古
不
易
；
六
书
法
作
品
雄
伟
秀
丽
的
气
概
出
自
于

『
天
然
』
。

赵
松
雪
《
游
天
冠
山
诗
卷
》
，
诗
法
、
字
法
真
奇
，
二
绝

之
妙
，
出
入
右
军
，
兼
李
北
海
之
秀
润
。
书
家
得
此
，
宗
学

之
有
传
也
。
正
德
十
三
年
四
月
十
六
日
，
王
守
仁
识
。
[15]

这
则
题
跋
王
阳
明
写
于
正
德
十
三
年(

一
五
一
八)

。
王
阳

明
赞
赵
孟
頫
诗
书
俱
绝
妙
。
又
云
赵
孟
頫
书
法
得
兼
王
羲
之
、

李
邕
之
旨
。
『
右
军
如
龙
，
北
海
如
象
』
[16]

，
王
、
李
书
法
是

书
学
正
宗
。

综
上
所
述
，
王
阳
明
认
为
书
法
的
精
髓
在
于
结
体
、
用

笔
；
天
然
、
工
夫
是
书
学
的
成
功
捷
径
；
自
赵
孟
頫
入
门
兼
学

王
羲
之
、
李
邕
是
学
习
书
法
之
不
二
法
门
。

二
、
心
学
论
书
学
重
在
『
行
』
，
强
调
知
行
合
一

王
阳
明
看
来
，
实
际
行
动
是
心
学
的
一
个
重
要
维
度
。

夫
学
、
问
、
思
、
辨
、
行
皆
所
以
为
学
，
未
有
学
而
不

行
者
也
。
如
言
学
孝
，
则
必
服
劳
奉
养
，
躬
行
孝
道
，
然
后
谓

之
学
，
岂
徒
悬
空
口
耳
讲
说
，
而
逐
可
以
谓
之
学
孝
乎
？
学
射

则
必
张
弓
挟
矢
，
引
满
中
的
；
学
书
则
必
伸
纸
执
笔
，
操
觚
染

翰
。
尽
天
下
之
学
，
无
有
不
行
则
可
以
言
学
者
，
则
学
之
始
，

固
已
即
是
行
矣
。
[17]

这
里
，
王
阳
明
强
调
学
就
是
行
，
学
不
是
口
头
空
喊
，
要

有
实
际
的
行
动
，
是
知
行
合
一
。
行
孝
道
如
此
，
射
箭
如
此
，

学
书
法
也
是
如
此
。

三
、
心
学
是
道
与
技
的
高
度
融
合
体

『
唐
摹
本
』
王
羲
之
初
月
帖 

辽
宁
省
博
物
馆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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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阳
明
作
为
心
学
集
大
成
者
，
从
良
知
出
发
，
以
心
体
涵

摄
万
物
是
其
理
论
逻
辑
的
必
然
。
下
面
一
则
题
跋
是
王
阳
明
流

传
下
来
不
多
的
几
则
关
于
书
法
问
题
的
题
跋
之
一
。

吾
始
学
书
，
对
模
古
帖
，
止
得
字
形
。
后
举
笔
不
轻
落

纸
，
凝
思
静
虑
，
拟
形
于
心
，
久
之
始
通
其
法
。
既
后
读
明
道

先
生
书
曰
：
『
吾
作
字
甚
敬
，
非
是
要
字
好
，
只
此
是
学
。
』

既
非
要
字
好
，
又
何
学
也
？
乃
知
古
人
随
时
随
事
只
在
心
上

学
，
此
心
精
明
，
字
好
亦
在
其
中
矣
。
[18]

这
则
题
跋
王
阳
明
大
约
写
于
正
德
十
三
年(

一
五
一
八)

。

在
这
则
题
跋
中
，
王
阳
明
认
为
『
书
法
重
在
心
而
不
在
书
』
。

王
阳
明
从
心
学
出
发
，
坚
持
认
为
学
书
只
是
为
学
的
一
方
面
，

为
学
要
在
心
上
做
。
只
有
心
存
诚
敬
，
拟
形
于
心
，
久
而
久
之

则
心
通
其
法
，
才
能
最
终
超
越
字
形
，
弃
绝
对
古
帖
的
形
似
，

而
达
到
与
主
体
精
神
一
致
的
神
似
。

结
合
上
述
王
阳
明
关
于
技
法
问
题
把
握
的
精
确
阐
述
，
王

阳
明
关
于
『
书
为
心
学
』
观
之
心
学
是
学
书
在
道
这
个
层
面
的

超
越
！

王
阳
明
书
法
美
学
论
断
的
哲
学
意
蕴

书
法
艺
术
本
体
观
从
『
道
法
自
然
』
，
步
履
蹒
跚
，
经

历
了
否
定
之
否
定
之
历
程
，
走
到
王
阳
明
之
『
书
为
心
画
』

之
心
学
是
历
史
的
必
然
。
我
们
可
以
清
晰
地
看
到
，
在
这

一
演
变
过
程
中
，
主
体
从
自
然
中
分
离
出
来
，
即
人
这
个
主

体
从
自
然
中
分
离
出
来
，
从
自
然
界
的
自
然
中
分
离
出
来
，

从
人
的
自
然
中
逐
步
分
离
出
来
。
这
种
分
离
是
以
书
法
艺
术

家
对
主
体
自
身
所
起
作
用
的
认
识
而
开
始
的
，
主
体
意
识
凸

显
，
并
逐
步
得
到
强
化
。
自
然
界
的
自
然
、
人
的
自
然
、
主

体—

人
创
造
的
自
然
成
为
我
们
认
识
的
对
象
即
客
体
。
书

法
艺
术
家
以
手
中
的
笔
作
为
中
介
，
将
主
体
、
客
体
相
互
联

系
起
来
，
嫁
接
起
来
。
因
此
，
它
就
是
书
法
美
的
质
点
，
并

爆
炸
，
膨
胀
成
为
书
法
美
的
宇
宙
世
界
。
整
个
过
程
中
，
主

体
、
客
体
相
互
交
织
、
相
互
影
响
，
甚
至
转
化
。
书
法
美
被

书
写
、
被
发
现
、
被
认
识
、
被
重
新
认
识
，
被
重
新
发
现
，

又
被
重
新
书
写
，
手
段—

目
标
相
互
转
化
，
书
法
美
得
以

提
升
，
不
断
展
示
、
升
华
。
与
此
同
时
，
主
体
的
性
情
被
书

写
，
性
情
反
过
来
影
响
主
体
的
书
写
，
主
体
的
为
人
被
书

写
，
反
过
来
，
为
人
影
响
主
体
的
书
写
，
直
到
最
后
主
体
多

赵
孟
頫 

致
林
道
人
尺
牍 

日
本
东
京
国
立
博
物
馆
藏

方
面
的
潜
质
发
挥
出
来
，
又
被
格
式
化
，
这
就
是
心
学
，
这

就
是
王
阳
明
对
书
法
美
学
的
体
悟
，
对
书
法
美
学
做
出
的
重

大
贡
献
。

注
释
：

[1]
韩
敬
译
注
，
《
法
言
》
，
中
华
书
局
，
二
〇
一
二
年
，
第

一
二
六
页
。

[2] 

[3] 

[4] 

[5] 

[6]
《
历
代
书
法
论
文
选
》
，
上
海
书
画
出
版

社
，
二
〇
〇
三
年
，
第
三
二
三—

三
二
四
、
二
十
二
、
二
十
九
、

一
三
〇
、
一
二
八—

一
二
九
页
。

[7] 

[8]
邓
宝
剑
、
王
怡
琳
笺
注
，
《
集
古
录
跋
尾
》
，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
，
二
〇
一
〇
年
，
第
一
六
〇
、
一
七
七
页
。

[9]
屠
友
祥
，
《
东
坡
题
跋
校
注
》
，
上
海
远
东
出
版
社
，

二
〇
一
一
年
，
第
二
四
五
页
。

[10]
黄
庭
坚
，
《
山
谷
题
跋
》
，
浙
江
人
民
美
术
出
版
社
，

二
〇
一
六
年
，
第
九
十
二
页
。

[11] 

[12]
崔
尔
平
，
《
历
代
书
法
论
文
选
续
编
》
，
上
海
书
画
出

版
社
，
二
〇
〇
三
年
，
第
一
七
四
、
一
七
四—

一
七
五
页
。

[13] 

[14] 

[15] 

[18]
束
景
南
、
查
明
昊
，
《
王
阳
明
全
集
补
编
》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
二
〇
一
六
年
，
第
一
〇
一
、
一
〇
二—

一
〇
三
、
一
六
四
、
一
六
四—

一
六
五
页
。

[16]
朱
关
田
，
《
中
国
书
法
史
·
隋
唐
五
代
卷
》
，
江
苏
教
育

出
版
社
，
二
〇
一
五
年
，
第
九
十
八
页
。

[17]
吴
光
等
，
《
王
阳
明
全
集
》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

二
〇
一
四
年
，
第
五
十
一
页
。

作
者
单
位
：
东
南
大
学
人
文
学
院
中
国
哲
学
方
向

（
二
〇
一
五
级
在
读
博
士
研
究
生
）

本
文
责
编
：
孟
小
拂

102

2018.08 总336期

· 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