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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館
多
處

揮
毫
題
字
。

⚴

⚴
  

正
式
入
道
於
雲
泉
仙
館
︐
專
心
創
作
。

1

9

8

4

⚴
  

於
香
港
仙
遊
︐
享
年
八
十
。

2
0
0
5

⚴
  

於
大
會
堂
高
座
八
樓
辦
個
人
書
畫
展
。

1

9

8

5

⚴
  

於
香
港
雲
泉
仙
館
辦
卓
少
衡
書
畫
回
顧
展
。

2
0
0
8

1

9

7

6

⚴
  

雲
泉
仙
館
出
版
《
卓
少
衡
書
畫
集
》
。

2
0
1

2



3
0
9

3

1
0

第
四
章

仙
風
道
骨
：
卓
少
衡

⚴
�

天
賦
異
稟

卓
少
衡
先
生
︵19

2
3

–2
0

0
5

︶
︐
活
躍
於
香
港

上
世
紀
中
後
期
的
書
法
家
︐
為
南
海
縣
商
家
卓
氏

之
後
︐
是
家
中
唯
一
男
丁
。
卓
父
從
小
就
為
兒
子

打
點
學
習
︐
安
排
家
庭
教
師
到
家
中
授
課
；
唯
卓

先
生
天
資
聰
穎
︐
不
喜
管
束
︐
十
四
歲
就
離
鄉
別

井
︐
希
望
闖
一
番
事
業
。
卓
氏
憑
著
其
過
人
天
賦
︐

透
過
官
宦
親
友
找
到
了
一
份
政
府
文
書
職
務
︐
一

做
便
是
四
年
。19

4
2

年
︐
卓
先
生
隻
身
從
廣
東
來

港
︐
從
事
印
刷
相
關
工
作
︐
因
而
接
觸
了
很
多
廣

告
業
和
美
術
界
的
朋
友
。
正
因
如
此
︐
卓
先
生
開

展
了
他
前
半
生
商
業
字
的
事
業
。

卓
先
生
自
小
就
對
書
法
深
感
興
趣
︐
那
年
代
資
源

匱
乏
︐
即
使
是
商
家
子
弟
︐
要
持
續
以
正
式
的
文

房
四
寶
練
習
︐
也
算
奢
侈
。
卓
氏
兒
時
以
樹
枝
沾

水
︐
於
青
磚
上
練
習
寫
字
︐
用
後
既
不
用
清
洗
︐

乾
透
則
可
以
重
新
練
習
︐
實
在
是
一
個
好
方
法
︐

有
點
像
現
代
流
行
練
習
用
的
「
沾
水
毛
氈
」
。
據

說
︐
通
過
此
等
青
磚
的
練
習
︐
日
子
有
功
的
卓
先

生
十
三
歲
時
已
經
勝
任
對
聯
書
寫
︐
成
為
鄉
中
薄

有
名
氣
的
「
小
書
法
家
」
。

卓
少
衡
書
房
舊
照

卓
少
衡 19

6
6

年
作 

魏
楷
對
聯 

立
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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鬻
書
隨
緣

卓
少
衡
先
生
育
有
兒
女
五
名
︐
是
一
名
單
親
父
親
。

養
育
兒
女
的
重
任
︐
卓
先
生
選
擇
以
「
鬻
書
」
擔

起
；
話
雖
如
此
︐
不
少
前
輩
書
法
家
均
需
書
僮
或

助
理
幫
忙
處
理
事
務
︐
換
言
之
卓
先
生
不
需
要
假

手
於
人
︐
就
已
經
擁
有
幾
位
至
親
助
手
。
卓
先
生

一
生
淡
泊
名
利
︐
不
喜
宣
傳
︐
也
不
沽
名
釣
譽
。

他
把
「
書
法
藝
術
」
和
「
商
業
字
」
分
割
清
晰
︐

因
商
業
字
的
本
質
包
含
了
商
家
各
自
的
喜
好
及
商

號
的
個
性
︐
卓
先
生
認
為
商
業
字
的
藝
術
性
不
能

完
整
地
展
現
自
己
的
個
性
︐
未
能
完
全
應
用
自
己

的
書
法
見
解
。
故
此
︐
雖
然
卓
先
生
以
鬻
書
為
生
︐

但
卻
是
隨
緣
而
書
︐
並
不
是
每
個
客
戶
都
有
緣
得

到
墨
稿
︐
也
沒
有
既
定
的
索
稿
時
間
及
安
排
。

卓
少
衡 

魏
楷
「
鑽
石
冰
室
」
招
牌 

拓
本

卓
少
衡
自
題
行
書
「
卓
少
衡
書
法
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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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8

5

年
卓
少
衡
大
會
堂
個
人
書
畫
展
合
影
。

卓
老
師
及
學
生
曾
玉
蓮
合
影
。

19
8

5

年
卓
少
衡
大
會
堂
個
人
書
畫
展
合
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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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江
招
牌
：
唯
我
獨
尊

因
其
愛
恨
分
明
的
性
格
︐
卓
先
生
鮮
少
於
招
牌
書

法
落
款
︐
現
存
者
更
寥
寥
可
數
。
當
中
︐
最
為
人

熟
悉
的
可
說
是
佐
敦
「
澳
洲
牛
奶
公
司
」
。
「
澳

牛
」
創
業
於7

0
年
代
︐
座
落
佐
敦
白
加
士
街
︐
而

該
街
當
年
霓
虹
招
牌
林
立
︐
是
遊
客
的
「
打
卡
」

聖
地
︐
卓
少
衡
為
「
澳
牛
」
而
寫
的
霓
虹
招
牌
亦

因
而
見
於
很
多
老
香
港
照
片
。
據
聞
︐
澳
牛
創
辦

人
為
卓
先
生
好
友
︐
同
為
書
法
愛
好
者
︐
開
業
時

獲
卓
氏
以
其
拿
手
的
行
書
「
卓
體
」
書
寫
招
牌
︐

成
為
香
港
少
有
的
行
書
體
招
牌
之
一
。
招
牌
每
字

逾
二
尺
︐
六
字
雖
為
行
書
︐
但
感
覺
溫
潤
粗
壯
︐

筋
骨
力
兼
︐
是
招
牌
中
較
為
少
見
的
行
書
例
子
。

霓
虹
招
牌
於2

0
18

年
遭
清
拆
︐
相
對
香
港
其
他

多
以
魏
體
或
隸
體
寫
成
的
招
牌
︐
行
書
招
牌
更
顯

獨
特
。
除
招
牌
外
︐
店
內
更
掛
有
當
年
開
張
誌
慶
︐

卓
氏
贈
與
「
澳
牛
」
的
橫
幅
鏡
架
︐
同
樣
以
卓
體

寫
成
「
唯
我
獨
尊
」
四
字
︐
描
述
店
家
舉
世
無
雙

的
奶
製
品
︐
足
見
其
友
情
之
深
。

澳
洲
牛
奶
公
司
櫥
窗
行
書
「
飲
和
食
德
」
廣
告
。

澳
洲
牛
奶
公
司
櫥
窗
行
書
「
物
精
必
貴
」
廣
告
。

卓
少
衡 

行
書
「
澳
洲
牛
奶
公
司
」
招
牌 

拓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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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行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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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
我
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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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鏡
芯
︐19

8
5

年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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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
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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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洲
牛
奶
公
司
」
霓
虹
招
牌 

︵
已
拆
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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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過
幾
條
街
︐
柯
士
甸
道
上
有
一
棟
商
業
大
廈
名
為

「
創
德
樓
」
︐
大
廈
低
層
掛
有
「
莊
業
文
建
築
裝
飾

公
司
」
大
字
︐
是
卓
先
生
早
期
的
作
品
︐
相
對
不
為

人
熟
知
︐
字
體
尺
寸
與
大
榮
華
酒
樓
相
若
。
創
德
樓

入
口
處
︐
牆
上
掛
有
四
塊
由
卓
氏
所
書
的
小
字
黃
銅

牌
︐
分
別
屬
於
莊
氏
擁
有
的
四
家
公
司
︐
頗
具
復
古

質
感
。
至
於
「
創
德
樓
」
三
個
隸
書
字
是
否
同
出
自

卓
先
生
之
手
︐
則
無
從
考
證
。

「
莊
業
文
建
築
裝
飾
公
司 

政
府
註
冊
」
門
牌 

拓
本

「
莊
德
茂
發
展
有
限
公
司
」
門
牌 

拓
本

卓
少
衡 

魏
楷
「
莊
德
茂
建
築
裝
飾
公
司
」
招
牌 

拓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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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江
招
牌
：
德
記
印
務

曾
於
印
刷
業
打
滾
的
卓
氏
︐
招
牌
作
品
當
然
也
見

於
同
行
商
家
。
位
於
上
環
的
活
字
印
刷
七
十
年
老

字
號
「
德
記
印
務
」
︐
與
「
澳
牛
」
同
屬
有
落
款

的
招
牌
︐
可
算
是
卓
少
衡
最
有
名
的
招
牌
書
法
之

一
。
關
於
「
德
記
」
的
故
事
可
謂
相
當
有
趣
：
首

先
︐
德
記
創
辦
人
任
老
闆
與
卓
先
生
相
知
相
交
︐

招
牌
由
卓
氏
免
費
題
寫
；
其
次
︐
德
記
擁
有
店
內

外
兩
個
「
德
記
印
務
」
招
牌
︐
兩
個
招
牌
一
大
一

小
︐
顯
現
不
同
的
結
體
與
型
態
；
最
後
︐
德
記
的

招
牌
以
魏
體
寫
成
︐
唯
字
體
參
入
了
卓
氏
行
書
的

筆
意
︐
更
顯
節
奏
、
力
度
與
筆
勢
。
坊
間
很
多
朋

友
因
此
將
卓
先
生
概
況
為
另
一
位
「
北
魏
書
家
」
︐

實
在
是
以
偏
概
全
；
事
實
上
︐
不
論
是
招
牌
還
是

機
構
內
的
書
法
︐
作
品
均
多
以
「
卓
體
」
寫
成
︐

北
魏
體
僅
佔
其
作
品
的
少
數
︐
相
信
除
非
客
戶
偏

好
魏
體
︐
卓
氏
基
本
都
會
按
照
自
己
的
風
格
完
成

作
品
。卓

少
衡 

魏
楷
「
德
記
印
務
」
橫
梁
招
牌 

拓
本

卓
少
衡 

魏
楷
「
德
記
印
務
」
店
面
招
牌 

拓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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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家
讚
賞

「
榮
華
富
貴
伴
你
一
世
」
和
「
榮
華
臘
腸
家
家 

讚
賞
」
均
是
很
多
老
香
港
津
津
樂
道
的
廣
告
語
句
︐

但
很
多
人
不
知
道
︐
原
來
在
榮
華
產
品
包
裝
上
的

書
法
字
︐
很
多
都
是
卓
氏
所
書
。
「
榮
華
」
早
於

創
業
之
初
便
與
卓
先
生
結
緣
︐
從
元
朗
大
馬
路
的

鼻
祖
「
榮
華
大
酒
家
茶
樓
」
︐
後
來
原
址
改
建
成

「
榮
華
餅
家
」
︐
到
後
來
譽
滿
港
九
的
「
大
榮
華
酒

家
」
︐
以
上
全
部
榮
華
集
團
旗
下
的
招
牌
︐
均
由

卓
先
生
一
手
包
辦
。
其
他
作
品
包
括
「
榮
華
月
餅
」

及
「
榮
華
臘
味
」
等
。
「
榮
華
系
列
」
之
招
牌
多

以
魏
楷
寫
成
︐
氣
勢
磅
礡
。
然
而
︐
魏
楷
只
佔
其

招
牌
作
品
少
數
︐
實
際
上
卓
先
生
的
書
法
作
品
鮮

少
以
魏
楷
寫
成
︐
當
中
大
部
分
以
行
楷
或
行
草
作

書
︐
體
現
「
卓
體
」
鮮
明
的
字
體
風
格
。
聖
安
娜

中
秋
月
餅
曾
沿
用
的
行
書
設
計
︐
也
是
「
卓
體
」

之
一
。卓

少
衡 

魏
楷
「
榮
華
月
餅
」
鐵
盒
字 

拓
本

卓
少
衡 

魏
楷
「
元
朗
榮
華
」
鐵
盒
字 

拓
本

卓
少
衡 

魏
楷
「
大
榮
華
」
招
牌 

拓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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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朗
「
大
榮
華
酒
樓
」
招
牌
。

19
7
9

年
榮
華
大
酒
樓
月
餅
價
單
︐
卓
少
衡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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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朗
「
榮
華
餅
家
」
總
店
霓
虹
招
牌
︐
「
榮
華
」
二
字
由
小
字
放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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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江
招
牌
：
行
雲
流
水

上
文
提
及
︐
卓
少
衡
雖
能
書
北
魏
風
格
︐
卻
不
常

應
用
於
招
牌
之
上
。
當
看
到
卓
氏
之
魏
楷
︐
幾
乎

可
以
斷
定
是
他
閉
關
前
的
作
品
︐
「
德
記
、
榮
華
、

鳳
凰
、
莊
業
文
、
文
生
、
同
鄉
會
」
等
均
符
合

此
例
。
閉
關
後
︐
卓
氏
進
一
步
確
立
了
自
己
行
草

的
筆
法
︐
風
格
變
得
更
為
清
晰
︐
此
後
鮮
少
再
接 

商
稿
。

卓
少
衡 

魏
楷
「
文
生
美
術
工
藝
社
」
招
牌 

拓
本

卓
少
衡 

魏
楷
「
南
海
僑
港
沙
頭
鎮
同
鄉
會
」
招
牌 

殘
拓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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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
牛
屬
卓
氏
後
期
作
品
︐
所
以
澳
洲
牛
奶
公
司
的

招
牌
、
廣
告
等
均
以
卓
體
書
寫
。
例
如
「
源
吉
林
」

的
兩
個
縱
書
廣
告
木
牌
︐
雖
不
知
年
份
︐
但
從
其

楷
書
風
格
我
們
也
可
以
臆
測
是
卓
少
衡
後
期
作
品

之
一
。
前
文
我
們
述
及
區
建
公
先
生
不
少
招
牌
例

子
︐
均
被
東
主
削
去
撇
捺
之
延
伸
︐
以
減
少
玄
學

上
之
「
銳
氣
」
；
除
了
區
體
魏
楷
︐
此
例
亦
可
見

同
樣
情
況
︐
「
源
、
茶
、
廣
、
石
、
店
」
幾
字
的

撇
之
延
伸
全
被
削
去
︐
雖
為
楷
書
︐
亦
足
正
當
時

不
少
商
家
對
玄
學
之
確
信
。

源
吉
林
舊
址
木
雕
行
書
廣
告
。

卓
少
衡 

魏
楷
「
鳳
凰
酒
樓
」
招
牌 

拓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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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際
大
酒
樓
」
是
當
年
書
畫
界
九
龍
區
雅
集
之

地
︐
其
招
牌
先
後
出
自
謝
熙
及
卓
少
衡
。
謝
熙
為

國
際
大
酒
樓
以
拿
手
漢
隸
寫
大
字
招
牌
︐
曾
是
彌

敦
道
的
一
個
指
標
。
後
至
七
、
八
十
年
代
︐
卓
少

衡
為
「
國
際
」
寫
篆
書
及
行
草
招
牌
︐
在
「
國
際
」

19
8

7

的
月
餅
價
單
中
︐
看
到
混
合
書
體
的
廣
告
及

招
牌
︐
非
常
引
人
入
勝
。

19
8

7

年
國
際
酒
樓
隸
書
月
餅
價
單
︐
卓
少
衡
書

卓
少
衡 19

8
7

年
作 

行
書
「
國
際
酒
樓
」
招
牌 

印
刷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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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熙 

隸
書
「
國
際
大
酒
樓
」
招
牌 

拓
本

卓
少
衡 

楷
書
「
宴
」
及
篆
書
「
國
際
大
酒
樓
」
印
刷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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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海
如
龍

「
亞
洲
書
畫
院
」
是
卓
少
衡
先
生
書
齋
之
名
︐
唯
寶

號
大
名
並
不
常
見
︐
因
卓
氏
實
在
把
書
法
藝
術
與

商
業
字
分
得
很
清
楚
︐
退
休
後
亦
絕
少
提
起
往
事
；

「
亞
洲
書
畫
院
」
之
大
名
︐
只
可
見
於
卓
先
生
中
期

的
商
業
書
稿
之
稿
紙
上
。
據
筆
者
所
知
︐
「
亞
洲

書
畫
院
」
稿
紙
大
體
可
分
為
三
版
︐
三
版
均
為
印

刷
紙
︐
而
非
書
法
用
紙
。
初
版
稿
紙
纖
維
較
粗
︐

狀
似
棉
麻
紙
︐
並
沒
有
預
印
格
線
︐
全
部
格
線
均

為
先
生
自
己
以
鉛
筆
畫
上
。
次
版
稿
紙
帶
裝
飾
圖

案
︐
並
印
有
「
南
海
如
龍
」
篆
刻
印
章
作
水
印
︐

那
是
卓
先
生
年
少
時
的
一
個
稱
號
︐
紀
錄
了
他
離

鄉
前
以
書
法
名
震
南
海
的
故
事
；
在
第
二
版
的
稿

紙
上
︐
也
隱
約
可
以
看
出
卓
先
生
以
壓
線
痕
取
代

鉛
筆
線
︐
以
成
就
更
好
的
印
刷
成
品
︐
每
張
壓
線

都
獨
一
無
二
。
最
後
一
版
稿
紙
︐
則
是
「
亞
洲
書

畫
院
」
一
版
︐
箋
上
印
有
淺
綠
色
格
線
及
書
齋
名

字
︐
而
第
三
版
箋
也
可
分
成
兩
種
：
兩
字
人
名
及

三
字
人
名
︐
字
數
不
一
︐
但
兩
者
都
是
劃
一
排
版

方
式
的
格
線
系
統
。

卓
少
衡
與
學
生
羅
威
強
合
影
。

卓
少
衡 19

8
9

年
作 

行
書
《
鷓
鴣
天
》
立
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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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到
印
刷
業
︐
除
了
商
業
卡
片
的
應
用
︐
卓
少
衡

書
法
在
香
港
集
體
回
憶
中
也
有
另
一
個
重
要
的
席

位
：
燙
金
揮
春
。
每
逢
新
春
前
夕
︐
港
九
各
大
香

燭
衣
紙
舖
都
會
放
出
一
套
紅
底
金
字
揮
春
︐
「
龍

馬
精
神
、
老
少
平
安
、
恭
賀
新
喜
」
︐
祝
福
語
句

一
應
俱
全
︐
全
套
以
正
楷
書
寫
成
︐
正
是
卓
氏
手

筆
。
據
後
人
分
享
︐
卓
氏
曾
為
藝
昌
印
刷
周
氏
書

寫
祝
福
語
︐
藝
昌
將
之
印
上
揮
春
︐
並
選
用
鏡
面

燙
金
箔
︐
配
合
多
種
賀
年
年
畫
背
景
︐
成
為
半 

世
紀
的
經
典
。

周
氏
早
年
移
居
他
國
︐
藝
昌
的
卓
氏
揮
春
早
已
停

產
︐
卻
也
無
阻
此
套
揮
春
在
市
面
上
繼
續
盛
行
︐

不
少
老
一
輩
仍
堅
持
每
年
選
用
。
「
墨
跡
」
曾
向

多
家
香
燭
店
求
證
︐
現
時
至
少
有
三
間
印
刷
公
司

沿
用
卓
氏
書
稿
印
刷
揮
春
︐
唯
各
廠
的
燙
金
顏
色
、

圖
案
設
計
略
有
出
入
︐
因
此
每
家
香
燭
店
出
售 

的
揮
春
字
體
可
能
一
樣
︐
但
比
較
之
下
樣
式
均
有

出
入
。

⚴
�

恭
賀
新
禧

卓
少
衡
楷
書
揮
春
選
。

卓
少
衡
楷
書
「
招
財
進
寶
」
合
體
字
揮
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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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
棋
書
畫

卓
少
衡
先
生
熱
衷
藝
術
交
流
︐
是
文
人
雅
集
的
常

客
︐
在
趙
少
昂
、
呂
壽
琨
等
先
生
創
立
的
香
港
中

國
美
術
會
︐
卓
氏
是
「
永
遠
名
譽
會
長
」
之
一
；

名
家
羅
叔
重
、
陳
仲
文
︐
劉
秉
衡
等
均
是
座
上
客
。

琴
棋
書
畫
︐
乃
文
人
之
四
藝
︐
除
了
書
畫
︐
卓
先

生
的
書
法
也
見
於
不
少
唱
片
封
套
。
「
卓
體
」
常

見
於
黑
膠
、
卡
式
帶
及C

D

封
套
之
上
︐
字
體
的

風
格
與
封
套
的
設
計
搭
配
︐
是
很
多
粵
劇
名
曲
的

最
佳
選
擇
。

新
馬
師
曾
「
舞
台
名
曲
」
系
列
唱
片
封
套
︐
卓
少
衡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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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多
人
認
識
鄧
永
祥
︵
新
馬
師
曾
︶
是
通
過
其
作

品
︐
也
可
能
是
他
「
慈
善
伶
王
」
之
地
位
︐
甚
至

是
他
的
私
人
家
庭
生
活
︐
但
鄧
先
生
其
實
也
是
一

位
對
於
書
法
素
有
心
得
的
愛
好
者
。
在
留
存
的
舊

照
中
︐
不
時
出
現
他
家
中
或
辦
公
室
掛
有
的
名
家

書
法
︐
比
如
説
區
建
公
的
賀
屏
︐
又
或
者
同
樣
是

區
建
公
題
的
「
孚
佑
帝
君
」
呂
洞
賓
神
位
︐
配
合

岑
光樾
太
史
所
書
的
對
聯
︐
兩
位
書
法
家
的
配
合

與
保
良
局
關
帝
供
像
如
出
一
轍
。
位
於
灣
仔
摩
利

臣
山
永
祥
大
廈
的
「
永
祥
唱
片
有
限
公
司
」
︐
是

由
新
馬
師
曾19

7
9

年
所
創
立
︐
專
門
出
版
粵
劇

唱
片
的
公
司
。
相
傳
︐
「
永
祥
」
出
版
唱
片
︐
對

封
面
之
書
法
字
要
求
極
高
︐
找
來
多
個
書
法
家
試

寫
不
果
︐
最
後
方
找
來
卓
少
衡
題
寫
封
面
字
︐
多

以
扇
面
排
布
。
「
舞
台
名
曲
」
系
列
全
部
封
面
字

由
卓
少
衡
揮
筆
處
理
︐
多
以
隸
體
配
合
魏
楷
︐
字

體
及
祥
龍
圖
配
搭
奪
目
的
色
彩
︐
全
以
絲
網
形
式 

印
刷
︐
時
至
今
天
看
來
仍
毫
不
過
時
。

「
萬
里
琵
琶
關
山
月
」
及
「
穿
金
寶
線
」
唱
片
封
套
︐
卓
少
衡
書
。

新
馬
師
曾
舊
照
︐
背
景
賀
屏
為
區
建
公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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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
畫
有
聯
」
是
卓
少
衡
先
生
的
藝
術
主
張
︐
觀

者
不
難
發
現
卓
氏
的
作
品
書
中
有
畫
︐
線
條
的
表

現
與
筆
勢
之
變
化
︐
別
具
節
奏
︐
引
人
入
勝
；
而

在
畫
中
題
詩
︐
書
法
也
要
配
合
意
境
。
與
很
多
書

法
先
生
不
一
樣
︐
卓
先
生
課
堂
旨
於
分
享
自
己
對

碑
帖
之
思
考
及
分
析
︐
鼓
勵
學
生
通
過
練
習
找
得 

要
訣
︐
發
展
出
具
個
人
特
色
的
字
體
風
格
。

卓
先
生
授
課
基
本
不
收
幼
童
孩
︐
不
少
新
生
更
具

備
書
法
底
子
︐
具
「
深
造
」
之
感
。
其
課
堂
並
沒

有
時
間
限
制
︐
初
學
者
以
臨
帖
、
摹
帖
為
主
︐
臨

寫
由
卓
先
生
編
寫
的
字
帖
。
卓
氏
教
學
特
別
之
處

在
於
他
從
不
主
張
用
九
宮
格
或
米
字
格
︐
反
而
是

通
過
多
次
臨
寫
養
成
肌
肉
記
憶
︐
使
得
學
生
記
住

每
種
點
畫
的
特
定
位
置
︐
刻
印
在
腦
海
之
中
；
過

分
依
賴
九
宮
格
︐
反
而
會
讓
學
生
忽
略
筆
畫
和
字

句
之
間
的
筆
意
連
結
︐
字
體
容
易
變
得
生
硬
而
不

連
貫
。
據
後
人
所
述
︐
一
張
字
稿
需
要
臨
寫
至
少

三
十
遍
︐
始
得
理
解
︐
一
篇
完
整
的
碑
帖
︐
一
般

需
要
練
習
四
年
︐
方
得
圓
滿
。

⚴
�

書
畫
有
聯

卓
少
衡
書
房
舊
照
。

卓
少
衡 

行
書 

鏡
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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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至
中
階
︐
卓
先
生
會
因
應
學
生
各
自
的
特
性
︐

要
求
他
們
作
寫
詩
詞
︐
並
根
據
內
容
感
悟
︐
寫
出

書
法
作
品
。
卓
氏
教
學
側
重
於
筆
法
運
用
及
字
型

結
構
︐
乃
至
如
何
兼
顧
字
體
的
筋
、
骨
、
血
、
肉
︐

從
而
表
達
出
書
者
之
情
感
。
卓
先
生
強
調
需
要
內

化
碑
帖
︐
熟
習
古
碑
帖
尤
為
重
要
︐
故
卓
先
生
在

課
堂
上
一
般
會
親
自
示
範
︐
以
讓
學
生
看
清
運
筆
。

據
後
人
所
述
︐
先
生
示
範
非
常
認
真
︐
示
範
稿
一

般
與
作
品
無
異
︐
甚
至
經
常
蓋
章
讓
學
生
練
習
後

收
藏
。卓

少
衡 19

9
5

年
作 

楷
書
《
滕
王
閣
序
》
冊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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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
泉
仙
館
屬
全
真
教
︐
原
設
於
廣
東
南
海
西
樵
山
︐

19
3

8

年
抗
戰
期
間
西
樵
淪
陷
︐
吳
禮
和
道
長
等
道

因
而
南
下
香
港
。19

4
4

年
︐
香
港
雲
泉
仙
館
創
立

於
德
輔
道
西
一
座
大
廈
。
早
在
粉
嶺
雲
泉
仙
館
落

成
之
前
︐
卓
少
衡
先
生
與
吳
道
長
後
人
吳
耀
東
館

長
已
識
於
微
時
。
據
說
︐
卓
先
生
一
直
鼓
勵
吳
館

長
在
香
港
根
據
舊
址
原
貌
重
建
︐
對
於
各
種
亭
臺

樓
閣
的
建
築
︐
卓
氏
也
給
予
了
不
少
意
見
；
館
內

眾
多
經
文
、
匾
額
及
楹
聯
︐
均
出
自
卓
先
生
之
手

筆
︐
為
奉
獻
祖
師
︐
不
受
分
毫
。
吳
館
長
曾
說
道
︐

有
雲
泉
︐
就
有
卓
氏
的
書
法
︐
可
見
兩
人
交
情 

之
深
。

2
0

0
2

年
︐
粉
嶺
雲
泉
仙
館
兩
期
工
程
竣
工
︐
仙

館
正
式
落
成
︐
形
成
一
個
道
教
古
式
建
築
群
。
其

中
︐
館
內
的
《
太
上
老
君
道
德
經
碑
》
及
《
太
上

老
君
說
常
清
靜
碑
》
是
卓
氏
全
以
楷
體
寫
成
尺
寸

最
大
︐
字
數
最
多
的
碑
記
。
仙
館
建
成
時
︐
卓
先

生
更
被
委
以
抬
祖
師
爺
之
重
任
。
卓
氏
晚
年
多
留

仙
館
書
齋
進
行
書
法
創
作
︐
及
後
在
雲
泉
仙
館
正

式
入
道
︐
道
號
「
靈
蔭
」
。
後
來
西
樵
山
雲
泉
仙

館
重
建
︐
館
內
亦
存
有
卓
氏
之
書
畫
作
品
。

卓
少
衡 2

0
0

1

年
作 

楷
書
《
呂
祖
仙
師
寶
誥
》
木
刻 

拓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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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衡 19

9
7

年
作 

楷
書
《
太
上
老
君
說
常
清
淨
經
》
石
刻 

拓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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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葉
歸
根

廣
東
有
台
山
、
新
會
、
開
平
、
恩
平
「
四
邑
」
︐

但
很
多
人
不
知
道
另
有
「
三
邑
」
南
海
、
番
禺
、

順
德
。
卓
先
生
是
南
海
人
︐
想
必
年
少
時
常
到
西

樵
山
參
學
︐
因
而
結
緣
雲
泉
仙
館
︐
繼
而
發
展
出

後
來
的
故
事
。
前
文
再
續
︐
卓
先
生19

3
8

年
離

家
︐
此
前
就
以
「
書
法
神
童
」
聞
名
於
鄉
族
︐
南

海
宗
祠
也
保
留
了
不
少
卓
氏
墨
寶
︐
須
知
南
海
歷

代
人
才
輩
出
︐
得
此
榮
耀
︐
實
屬
不
易
。
無
獨
有

偶
︐
區
建
公
先
生
的
「
師
公
」
、
教
育
家
康
有
為

也
是
南
海
人
。
八
十
年
代
末
︐
政
府
撥
款
於
康
有

為
故
居
附
近
設
立
康
有
為
紀
念
館
︐
並
於
對
岸
重

建
「
康
氏
宗
祠
」
。
康
氏
後
人
當
年
曾
明
言
︐
宗

祠
是
一
個
氏
族
最
重
要
的
標
誌
︐
希
望
找
來
南
海

當
代
最
好
的
書
法
家
題
寫
匾
額
「
康
氏
宗
祠
」
以

及
祠
堂
內
相
關
的
楹
聯
書
法
︐
而
那
不
二
之
選
︐

正
是
卓
少
衡
。
時
至
今
天
︐
「
南
海
衣
冠
西
樵
閥

閱
」
的
門
聯
伴
隨
左
右
門
神
︐
歷
久
彌
新
。
南
海

名
門
康
氏
人
才
濟
濟
︐
甚
至
康
有
為
本
人
也
是
一

位
書
法
家
；
重
建
祠
堂
後
卻
找
來
卓
先
生
書
寫
重

要
的
祠
堂
書
法
︐
足
見
鄉
親
對
卓
氏
書
藝
的
肯
定

與
尊
重
。

卓
少
衡 19

9
1

年
作 

行
書
《
寓
居
合
江
樓
》
立
軸

南
海
「
康
氏
宗
祠
」
楷
書
匾
額
及
門
聯
︐
卓
少
衡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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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風
道
骨
：
卓
少
衡

⚴
�

書
法
卡
片

如
果
說
區
建
公
是
招
牌
王
︐
那
麼
卓
少
衡
和
黎
一

鳴
兩
位
肯
定
就
是
「
卡
片
王
」
了
。
兩
位
先
生
出

道
在5

0

年
代
︐
大
概
到
了7

0

年
代
︐
放
大
縮
小

及
影
印
技
術
開
始
成
熟
︐
大
大
打
擊
商
業
書
法
家

的
生
計
︐
東
西
方
亦
如
是
；
大
概
世
界
上
僅
有
只

有
兩
位
書
法
家
︐
能
夠
像
滑
浪
選
手
般
︐
不
僅
順

應
潮
流
︐
還
利
用
這
股
助
力
使
自
己
達
到
毗
岸
︐

他
們
就
是
卓
黎
二
人
。

據
説
︐
卓
黎
兩
位
先
生
到
了
好
友
的
印
刷
廠
參
觀
︐

認
識
了
海
德
堡
印
刷
機
的
原
理
︐
忽
覺
可
以
利
用

「
照
鏡
機
」
的
印
刷
原
理
︐
計
算
出
一
個
理
想
的
原

稿
尺
寸
︐
以
大
概
三
倍
的
比
例
縮
小
做
電
版
︐
再

印
刷
卡
片
。
日
本
曾
短
暫
出
現
過
手
寫
體
卡
片
︐

不
過
因
為
日
本
常
用
漢
字
不
多
︐
配
合
平
、
片
假

名
很
快
就
出
現
了
活
版
印
刷
及
後
來
的
其
他
印
刷

技
術
︐
所
以
戰
後
基
本
上
不
流
行
手
寫
體
書
法
。

反
觀
其
他
華
文
地
區
︐
包
括
中
國
大
陸
︐
台
灣
及

南
洋
︐
戰
後
商
業
未
及
繁
盛
︐
到
發
展
之
時
已
經

是
印
刷
體
的
時
代
。
卓
少
衡
和
黎
一
鳴
實
驗
及
修

正
「
書
法
印
刷
」
的
技
術
︐
與
經
濟
起
飛
無
縫
接

合
︐
讓
香
港
成
為
了
唯
一
流
通
過
手
寫
漢
字
書
法

卡
片
的
城
市
。

「
張
記
石
廠
」
商
業
卡
片
原
稿
︐
卓
少
衡
書
。

「
聯
昌
塑
膠
原
料
」
賀
年
卡
原
稿
︐
卓
少
衡
書
。

卓
少
衡
與
黎
一
鳴
合
影
於
「
卓
少
衡
書
畫
展
覽
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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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
卷
闡
秘
」
展
覽
中
︐
其
中
一
個
引
人
入
勝
的
展

區
︐
正
是
書
法
卡
片
系
列
。
云
云
卡
片
之
中
︐
我

們
可
以
看
到
幾
種
不
同
的
書
法
風
格
︐
包
括
楷
書
、

行
書
、
魏
體
等
︐
策
展
團
隊
亦
特
意
展
示
了
幾
款

隸
書
卡
片
。
為
什
麼
會
用
「
特
意
」
一
詞
？
原
因

是
隸
書
只
佔
已
發
現
的
書
法
卡
片
不
足
百
分
之
五
︐

這
個
現
象
在
研
究
初
期
曾
令
團
隊
費
解
。

後
來
得
香
港
視
覺
傳
意
資
料
館
借
出
卡
片
原
稿
作

研
究
︐
在
其
中
一
張
原
稿
紙
上
面
發
現
以
鉛
筆
備

注
的
「
隸
書
加
五
」
字
樣
︐
再
與
印
務
前
輩
對
證
︐

才
終
釋
疑
。
原
來
︐
卓
黎
二
位
與
多
家
卡
片
印
務

合
作
︐
印
務
接
單
後
將
資
料
轉
交
至
書
法
家
完
成

書
稿
︐
再
收
回
書
稿
製
作
印
版
。
代
書
卡
片
收
費

劃
一
︐
均
有
價
目
訂
明
︐
變
數
不
外
乎
字
數
及
大

小
。
然
而
︐
因
寫
隸
書
需
時
較
長
︐
難
度
更
見
於

蠅
頭
小
字
︐
故
有
「
隸
書
加
五
」
的
不
明
文
規
定
。

因
為
此
一
規
定
︐
令
很
多
客
戶
對
隸
書
卻
步
︐
畢

竟
還
有
很
多
其
他
不
需
加
錢
的
書
體
可
以
選
擇
。

兩
位
老
師
的
隸
書
不
僅
在
卡
片
方
面
存
世
量
少
︐

綜
觀
其
商
業
書
法
作
品
︐
隸
書
作
品
也
只
佔
少
數
。

魏
楷
風
格
商
業
卡
片
原
稿
︐
卓
少
衡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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