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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識
：	

冬
者
歲
之
餘
夜
者
日
之
餘
陰
雨
者
晴
之
餘
此
語
乃
三
國
董
遇
勉
勵
學
子
善
用
空
閒

進
修
學
問
也
我
輩
日
常
事
務
雜
繁
酬
酢
亦
多
欲
期
書
藝
進
步
自
當
仿
效
古
人
善
用

三
餘
之
暇
勤
作
練
習
此
亦
本
書
學
社
取
名
之
意
也
願
諸
子
勉
之

1



劉
學
清
老
師
題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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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界
，
希
望
有
朝
一
日
自
己
的
書
藝
也
能
達
到
他
們
的
水
平
。
第
二
次
於
二
零
壹
六
年
有
幸
能
參
與
委
員
會
的

籌
備
工
作
，
明
白
到
書
法
展
覽
能
否
成
功
舉
辦
很
大
程
度
有
賴
社
員
的
支
持
、
參
與
和
展
現
團
隊
精
神
。
這

次
在
疫
情
下
籌
備
書
法
展
覽
，
遇
到
很
多
不
確
定
因
素
，
感
覺
成
功
不
是
必
然
的
。
需
要
天
時
、
地
利
、
人

和
的
配
合
。

　
　
書
法
展
覽
為
我
帶
來
最
大
的
得
益
是
能
夠
和
一
些
平
時
很
少
機
會
見
面
的
社
員
相
遇
和
問
好
，
欣
賞
他

們
的
作
品
和
見
証
他
們
的
進
步
，
從
而
為
自
己
帶
來
額
外
的
動
力
繼
續
提
升
書
法
水
平
。
每
次
參
加
書
法
展

覽
的
社
員
都
有
新
舊
交
替
，
營
造
了
生
生
不
息
的
氣
象
。

　
　
轉
眼
間
巳
跟
隨
劉
學
清
老
師
學
習
書
法
十
一
年
，
漸
漸
明
白
雖
然
學
習
書
法
是
沒
有
盡
頭
，
但
相
信
只

要
我
們
用
心
和
持
之
以
恆
一
定
會
成
功
。
在
此
，
希
望
我
們
每
位
都
能
將
學
習
書
法
變
成
生
活
的
一
部
分
，

並
享
受
從
中
帶
來
的
樂
趣
和
提
升
自
己
的
藝
術
修
養
。

序
　
　
　
　
　
　
　
三
餘
書
學
社
主
席
　
林
志
榮

　
　
籌
備
接
近
一
年
的
「
三
餘
書
學
社
書
法
展
覽
」
在
劉
學
清
老
師
帶
領
和
社
員
們
齊
心
參
與
和
支
持
下
順
利

完
成
。
這
次
書
法
展
覽
和
對
上
一
次
相
隔
六
年
，
由
上
屆
委
員
會
申
辦
，
現
屆
委
員
會
籌
備
，
期
間
曾
遇
上

不
同
的
情
況
致
令
一
次
又
一
次
延
期
舉
辦
。

　
　
過
往
接
近
三
年
新
冠
疫
情
期
間
曾
遇
上
很
多
不
確
定
因
素
，
例
如
：
展
覽
場
館
臨
時
關
閉
、
社
員
們
上

堂
學
習
時
間
不
穩
定
、
裝
裱
時
間
延
長
等
等
。
雖
然
以
上
因
素
對
書
法
展
覽
的
籌
備
工
作
帶
來
極
大
挑
戰
，

但
在
老
師
的
鼓
勵
和
引
領
、
社
員
們
和
委
員
會
齊
心
協
力
下
將
困
難
一
一
解
決
，
並
交
出
亮
麗
成
績
而
感
到

莫
大
滿
足
。
這
次
書
法
展
覽
展
出
作
品
為
歷
屆
最
多
，
共
有
四
百
多
份
。
這
樣
的
成
績
很
值
得
我
們
自
豪
和

珍
惜
。

　
　
本
人
曾
參
與
三
次
「
三
餘
書
學
社
書
法
展
覽
」，
每
一
次
參
加
都
有
不
同
的
感
受
。
第
一
次
於
二
零
壹
三

年
以
一
個
初
學
者
戰
戰
競
競
的
心
情
參
加
。
見
到
各
位
師
兄
師
姐
的
大
作
就
如
劉
姥
姥
入
大
觀
園
般
大
開
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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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學
清
老
師

蘇
軾	

題
刁
景
純
藏
春
塢

行
草

文
志
芬

李
白	

宣
州
謝
朓
樓
餞
別
校
書
叔
雲

行
草



1011

王
碧
思

篆
書	(

奇
字
篆)

釋
文
：
甞
聞
以
父
母
之
心
為
心
者
，
天
下
無
不
友 

之
兄
弟
；
以
祖
宗
之
心
為
心
者
，
天
下
無
不 

睦
之
族
人
；
以
天
地
之
心
為
心
者
，
天
下
無 

不
愛
之
民
物
。
斯
言
也
，
人
盡
宜
勉
，
而
所
繫

于
為
人
君
者
尤
重
。

王
愛
蘭

詩
篇
第
一
百
篇

隸
書

節
錄
御
製
盛
京
賦



1213

江
耀
昌

楷
書
聯
句

池
麗
明

臨
錢
南
園
庠
序
帖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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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
麗
華

隸
書

伍
月
敏

隸
書



1617

安
嘉
敏

隸
書

節
臨
王
禔
書
文
心
雕
龍
樂
府
篇

安
嘉
婷

楷
書



1819

何
文
娟

古
詩
　
迴
車
駕
言
邁

隸
書

何
寶
珠

楷
書



2021

李
玉
珍

大
才
用
得
百
年
木	

每
歲
唯
求
十
月
禾

金
文
聯
句

李
國
雄

臨
錢
南
園
大
楷

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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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綺
梅

行
書

林
斷
山
明
竹
隱
牆
，
亂
蟬
衰
草
小
池
塘
。
翻
空
白
鳥
時

時
見
，
照
水
紅
蕖
細
細
香
。
村
舍
外
，
古
城
旁
，
杖
藜

徐
步
轉
斜
陽
。
慇
勤
昨
夜
三
更
雨
，
又
得
浮
生
一
日
涼
。

李
麗
霞

臨
趙
孟
頫
之
蘭
亭
序

行
書

蘇
軾	

鷓
鴣
天
·
林
斷
山
明
竹
隱
牆



2425

京 
 

珊

臨
文
徵
明
雜
花
詩
五
首

行
草

林
志
榮

葉
夢
得	

鷓
鴣
天
·
一
曲
青
山
映
小
池

行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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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敏
玲

隸
書
對
聯

胡
坤
瑩

鄭
板
橋	

竹
石

行
書

少
言
不
生
閑
氣		

靜
修
可
以
永
年



2829

胡
品
懿

李
翱	

贈
藥
山
高
僧
惟
儼
二
首
·
其
一

行
書

唐
雅
儀

楷
書



3031

區
金
瑤

楷
書

庾
潤
華

臨
黄
山
谷
松
風
閣
詩
卷

行
書



3233

許 
 

戈

以
馬
內
利

隸
書

張
紫
婷

心
無
掛
礙

楷
書



3435

張
淑
凝

隸
書
聯
句

陳
立
衡

楷
書

尊
酒
行
歌
相
樂
終
日	

著
書
養
氣
克
享
長
年



3637

陳
秀
蓮

隸
書
聯
句

陳
美
嘉

杜
甫	

江
南
逢
李
龜
年

楷
書

君
子
修
德
無
不
獲
報		

儒
者
明
理
奚
為
費
辭



3839

陳
郁
俊

臨
文
徵
明
遊
虎
邱
詩
卷

行
書

陳
敏
斯

箴
言
十
七
章
廿
二
節

楷
書



4041

陳
嘉
寶

臨
柳
公
權
玄
秘
塔
碑

楷
書

陳
淑
芳

方
孝
孺	

畫
梅

隸
書



4243

陳
藹
恩

辛
棄
疾	

破
陣
子
·
為
陳
同
甫
賦
壯
詞
以
寄
之

行
書

梁
艷
霞

元
結	

右
溪
記

行
書



4445

陸
鑑
明

釋
文
：
《
易
》曰
：
「
觀
乎
天
文
，
以
察
時
變
；
觀
乎
人
文
，
以
化
成
天
下
。
」
況
書
之
為
妙
，

近
取
諸
身
。
假
令
運
用
未
周
，
尚
虧
工
于
秘
奧
；
而
波
瀾
之
際
，
已
浚
發
於
靈
臺
。

必
能
傍
通
點
畫
之
情
，
博
究
始
終
之
理
，
鎔
鑄
蟲
篆
，
陶
均
草
隸
。
體
五
材
之
並

用
，
儀
形
不
極
；
象
八
音
之
迭
起
，
感
會
無
方
。
至
若
數
畫
並
施
，
其
形
各
異
；
眾

點
齊
列
，
為
體
互
乖
。
一
點
成
一
字
之
規
，
一
字
乃
終
篇
之
准
。
違
而
不
犯
，
和
而

不
同
；
留
不
常
遲
，
遣
不
恒
疾
；
帶
燥
方
潤
，
將
濃
遂
枯
；
泯
規
矩
於
方
圓
，
遁
鉤

繩
之
曲
直
；
乍
顯
乍
晦
，
若
行
若
藏
；
窮
變
態
於
毫
端
，
合
情
調
於
紙
上
；
無
間
心

手
，
忘
懷
楷
則
；
自
可
背
羲
獻
而
無
失
，
違
鍾
張
而
尚
工
。
譬
夫
絳
樹
青
琴
，
殊
姿

共
豔
；
隋
殊
和
璧
，
異
質
同
妍
。
何
必
刻
鶴
圖
龍
，
竟
慚
真
體
；
得
魚
獲
兔
，
猶
恡

筌
蹄
。
聞
夫
家
有
南
威
之
容
，
乃
可
論
於
淑
媛
；
有
龍
泉
之
利
，
然
後
議
於
斷
割
。

草
書

黃
秀
容

行
草

釋
文
：
林
下
仙
姿
縞
袂
輕 

水
邊
高
韻
玉
盈
盈 

細
香
撩

鬢
風
無
賴 

疎
影
涵
窗
月
有
情 

夢
斷
羅
浮
春
信

遠 

雪
消
姑
射
曉
寒
清 

飄
零
自
避
芳
菲
節 

不
為

高
樓
笛
裏
聲
。

節
臨
孫
過
庭
書
譜

臨
文
徵
明
雜
花
詩
十
二
首
其
一
：
梅
花



4647

曾
蕙
蓮

李
白	

口
號
贈
征
君
鴻

楷
書

楊
麗
玲

楷
書



4849

趙
舒
邁

陸
放
翁
　
臨
安
春
雨
初
霽

隸
書

黎
元
淑

淵
默
雷
聲

行
書



5051

劉
小
茹

臨
趙
孟
頫
歸
去
來
辭

行
書

劉
倩
名

楷
書



5253

鄭
淑
娟

隸
書
聯
句

文
比
韓
公
能
識
字	

詩
追
杜
老
轉
多
師

鄭
紫
玲

楷
書
對
聯



5455

蔡
芍
茵

李
白	

春
夜
宴
從
弟
桃
花
園
序

楷
書

霍
順
卿

臨
黃
庭
堅
寒
食
帖
跋

行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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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
家
琼

節
臨
禮
器
碑

隸
書

鍾
寶
強

隸
書



5859

謝
志
祥

崔
子
玉
座
右
銘

隸
書

謝
智
剛

李
白	

送
友
人

行
書

青
山
橫
北
郭
，
白
水
繞
東
城
。
此
地
一
為
別
，
孤
蓬
萬
里
徵
。 

浮
雲
遊
子
意
，
落
日
故
人
情
。
揮
手
自
茲
去
，
蕭
蕭
班
馬
鳴
。



6061

羅
哲
偉

辛
棄
疾	

永
遇
樂
·
京
口
北
固
亭
懷
古

楷
書

譚
　
明

行
書
聯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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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立
佐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心
經

隸
書



6465 　
　
回
憶
起
數
十
年
前
讀
書
時
代
，
成
績
不
好
，
家
課
派
回
來
後
，
除
一
個
不
高
的
評
分
外
，
往
往
都
有
一
個
評

語
：
「
字
潦
草
」
、
「poor handw

riting

」。
見
慣
了
，
也
不
覺
得
什
麼
，
天
生
手
拙
，
有
什
麼
辦
法
！
後
來
下
定
決

心
練
習
寫
字
，
用
了
多
年
的
時
間
，
才
由
「
潦
草
」
變
為
「
不
太
潦
草
」。
不
過
仍
只
是
硬
筆
字
而
已
。
至
於
毛
筆

書
法
，
雖
然
有
些
認
識(

知
之)

，
但
寫
出
來
的
，
十
分
嚇
人
。
最
後
由
朋
友
介
紹
，
跟
從
劉
學
清
老
師
學
習
書

法
，
才
慢
慢
真
正
的
認
識
書
法
是
什
麼
。
經
老
師
的
鞭
策
，
加
上
不
懈
的
努
力
，
字
終
於
可
見
人
了
，
其
中
老
師

的
耐
心
、
容
忍
，
還
有
堅
持(

很
多
人
早
已
忍
受
不
住
挫
折
和
失
敗
而
放
棄
了—

—

包
括
老
師
和
學
生)

，
就
此
向

老
師
致
衷
心
謝
意
：
沒
有
劉
老
師
的
指
導
，
也
沒
有
今
天
我
的
展
品
；
沒
有
劉
老
師
的
影
響
，
也
不
會
有
我
難
捨

的
喜
好(

好
之)

。
今
天
﹐
雖
然
再
沒
有
跟
老
師
上
課
，
我
仍
不
時
自
己
在
家
寫
些
什
麼
，
孤
芳
自
賞
，
自
娛
一
番

(

樂
之)

。
寫
多
了
，
敝
帚
自
珍
，
好
些
作
品
不
想
丟
掉
，
但
留
下
又
會
佔
地
方
，
實
在
煩
惱
。

　
　
最
後
以
孔
子
的
一
句
話
和
大
家
共
勉
：
「
知
之
者
不
如
好
之
者
，
好
之
者
不
如
樂
之
者
」
。
希
望
大
家
都
能

從
書
法
中
找
到
可
樂
之
趣
。

鍾
寶
強
　
三
餘
書
學
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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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之
、
好
之
、
樂
之

　
　
不
經
不
覺
，
三
餘
的
書
法
展
覽
已
舉
辦
了
逾
十
屆
。
回
想
我
第
一
次
參
展
，
是
在
文
化
中
心
四
樓
的
展
覽

館
，
地
方
不
大
也
不
高
，
不
少
作
品
張
掛
起
來
要
捲
起
下
段
展
出
，
實
在
不
好
看
。
當
年
參
展
的
同
學
只
有
十
多

位
。
之
後
曾
到
過
沙
田
大
會
堂
、
屯
門
大
會
堂
等
地
舉
行
；
後
來
中
央
圖
書
館
開
幕
，
我
們
便
轉
到
這
裏
來
。
到

今
天
，
參
展
的
同
學
有
五
十
多
位
，
除
小
部
份
外
，
多
是
我
不
認
識
的
年
青
同
學
。
未
能
逐
一
認
識
他
們
，
將
作

品
和
人
結
合
，
實
在
有
點
遺
憾
。



6667 我
學
習
中
國
書
法
的
初
心
是
：

1  

中
國
書
法
成
為
一
個
民
族
符
號
，
代
表
了
中
國
文
化
博
大
精
深
和
漢
民
族
文
化
的
永
恆
魅
力
。
祖
祖
輩
輩
，

它
一
直
是
一
個
民
族
的
記
憶
，
現
已
成
為
「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無
形
文
化
遺
產
」 

之
一
。

2
  

書
法
在
中
國
文
化
裡
產
生
和
發
展
起
來
的
，
乃
藝
中
之
藝
，
就
是
用
毛
筆
書
寫
漢
字
的
方
法
，
是
一
門
古
老

的
漢
字
書
寫
藝
術
。
漢
字
是
漢
族
文
化
的
基
本
要
素
之
一
，
具
有
四
維
特
徵
的
抽
象
符
號
藝
術
，
它
體
現
了

萬
事
萬
物
的
「
對
立
統
一
」。
這
個
基
本
規
律
又
反
映
了
人
作
為
主
體
的
精
神
、
氣
質
、
學
識
和
修
養
。
漢
字

書
法
一
直
散
發
著
藝
術
的
魅
力
，
是
一
種
很
獨
特
的
視
覺
藝
術
，
為
漢
族
獨
創
的
表
現
藝
術
，
被
譽
為
：
無

言
的
詩
，
無
行
的
舞
；
無
圖
的
畫
，
無
聲
的
樂
。

3
  

書
寫
漢
字
使
我
們
比
較
全
面
理
解
漢
字
的
內
涵
，
是
從
更
高
層
次
領
悟
傳
統
文
化
源
頭
的
一
條
捷
徑
。
通
過

臨
習
古
人
碑
帖
，
從
甲
骨
文
、
石
鼓
文
、
金
文
（
鐘
鼎
文
）
演
變
而
為
大
篆
、
小
篆
、
隸
書
，
至
定
型
於
東

漢
、
魏
、
晉
的
草
書
、
楷
書
、
行
書
等
，
使
我
們
透
過
歷
經
五
六
千
年
而
傳
承
至
今
的
一
個
個
漢
字
外
象
，

可
以
領
略
到
優
秀
傳
統
文
化
思
維
模
式
，
這
種
原
始
洪
荒
時
代
積
諚
下
來
的
思
維
精
華
正
是
華
夏
文
明
之
源
。

　
　
當
前
，
三
餘
書
學
社
的
發
展
已
具
規
模
。
祈
望
通
過
本
次
題
材
豐
富
多
樣
的
書
法
展
覽
能
吸
引
更
多
人
對
中

國
書
法
的
認
識
和
興
趣
。
並
祝
愿
各
位
參
展
者
繼
續
以
三
餘
之
暇
努
力
為
弘
揚
中
國
書
法
，
作
出
更
多
的
力
量
和

新
的
貢
獻
。

余
立
佐
　
三
餘
書
學
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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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眼
間
，
我
在
三
餘
書
學
社
的
日
子
已
近
三
十
年
了
。
我
還
記
得
從
參
加
我
社
第
一
次
在
沙
田
大
會
堂
到
後

來
在
中
央
圖
書
館
的
書
法
展
覽
，
我
每
次
都
有
幸
參
與
其
中
並
可
分
享
社
員
的
努
力
成
果
的
喜
悦
。
今
天
正
好
在

書
法
展
覽
開
幕
盛
會
談
幾
點
感
想
。

　
　
三
餘
的
成
長
至
今
，
在
劉
老
師
循
序
漸
進
的
悉
心
教
導
下
和
我
社
一
貫
保
持
務
實
和
融
洽
的
作
風
，
凝
聚
了

來
自
社
會
各
方
面
的
社
員
，
為
了
一
個
共
同
目
標
，
就
是
寫
出
滿
意
的
作
品
，
走
到
一
起
來
了
。
三
餘
每
一
位
社

員
在
學
習
過
程
中
必
定
有
先
苦
後
甜
經
歷
。
他
們
經
過
艱
苦
練
習
和
完
成
作
品
後
，
就
有
機
會
利
用
我
社
定
期
舉

辦
的
書
法
展
覽
，
讓
大
家
能
夠
分
工
合
作
，
享
受
展
覽
籌
備
至
結
束
的
全
過
程
。
我
從
本
次
書
法
展
覽
的
開
幕
前

工
作
看
到
新
舊
社
員
組
成
的
隊
伍
表
現
團
結
和
高
效
，
比
美
我
們
的
世
紀
大
型
基
建
港
珠
澳
大
橋
工
程
的
建
造
管

理
水
平
，
彰
顯
三
餘
的
一
貫
作
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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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書 法 展 覽

2022年 書 法 展 覽

三 餘 書 學 社 兩 屆 書 法 展 覽



三
餘
書
學
社

名
譽
會
長
：
劉
學
清
老
師

主
席
：
林
志
榮
先
生

司
庫
：
陳
嘉
寶
小
姐

秘
書
：
趙
舒
邁
小
姐

通
訊
處
：
香
港
灣
仔
軒
尼
詩
道167

至169

號
台
山
商
會
大
廈5

樓

電
郵
：sam

yu.calligraphy@
gm

ail.com

二
零
二
二
年
書
法
展
覽

(

排
名
不
分
先
後)

開
幕
儀
式
分
享
：
鍾
寶
強
先
生
、
余
立
佐
先
生

開
幕
儀
式
司
儀
：
黃
秀
容
小
姐

即
席
揮
毫
：
劉
學
清
老
師
、
鄧
國
輝
先
生
、
文
志
芬
小
姐
、
黃
秀
容
小
姐
、
黎
元
淑
小
姐

攝
影
：
劉
令
名
先
生 (Trail Studio)
、
劉
効
國
先
生
、
王
碧
思
小
姐

總
務
：
京
珊
小
姐
、
文
志
芬
小
姐
、
劉
倩
名
小
姐
、
鍾
寶
強
先
生
、
謝
智
剛
先
生

展
覽
工
作
組
：
文
志
芬
小
姐
、
京
珊
小
姐
、
陳
秀
蓮
小
姐
、
黎
元
淑
小
姐
、
劉
小
茹
小
姐
、
鄭
淑
娟
小
姐

接
待
處
：
何
文
娟
小
姐
、
李
綺
梅
小
姐
、
陳
美
嘉
小
姐

鳴
謝
：
藝
雅
文
房
用
品
公
司
、
藝
雅
陳
文
鳳
小
姐

裝
幀
設
計
：
源
·
創
作
室

出
版
：
三
餘
書
學
社

非
賣
品 

版
權
所
有 

不
得
翻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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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餘
書
學
社

二
零
二
二
年
書
法
展
覽

日
期
：
二
零
二
二
年
九
月
十
六
日
至
九
月
十
八
日

地
點
：
香
港
中
央
圖
書
館
展
覽
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