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
m紛
詩
位
妙
齡
試
試
怒
齡
的

果
台
自
已
占
几
需
丹
侖

詞
唱
叫
告u
p
區

3
4
且
，
4
i
d
t

呵
，
言
口

|
漢
人
在
儒
家
思
想
氛
圍
下
的
重
新
詮
釋

是

-
3
1
.
3
d
i
-
-
2
3
2
-

支
吾

A

主
玩
。
這
的
惡
意
封
給
齡
的
凹
的
話
語
訴
說
謊
話
告
慧
的
研

事
件
的
嚴
重
性
，
抑
或
對
歷
史
的
影
響
性
，
兩
者
業
已
被
歸
併
為
一
，

同
為
秦
始
皇
的
惡
狀
之
一
。
然
而
就
記
載
焚
書
坑
儒
事
件
之
最
早
文
獻

來
說
，
《
史
記
﹒
秦
始
皇
本
紀
》
對
於
發
生
於
秦
始
皇
三
十
四
年
之

「
焚
書
」
及
三
十
五
年
之
「
坑
儒
」
兩
次
事
件
只
是
以
年
代
先
後
次
序

分
別
敘
述
，
並
無
將
兩
者
之
嚴
重
性
與
影
響
性
併
列
為
一
。
(
註

2
)

就
〈
豪
始
皇
本
紀
〉
的
敘
述
內
容
而
言
，
焚
書
與
坑
儒
應
為
兩
件
秦
始

皇
宰
控
人
民
言
論
思
想
的
個
別
事
件
。

隨
著
楚
漢
棺
爭
的
落
幕
與
劉
漢
政
權
的
建
立
，
一
股
思
索
秦
帝
國

瞬
間
敗
亡
原
因
的
「
過
秦
」
思
想
瀰
漫
著
漢
初
文
人
思
想
之
中
;
何
以

虎
視
六
合
的
大
秦
帝
國
卻
於
短
暫
三
世
時
間
內
遲
敗
傾
頹
。
過
秦
思
想

是
政
治
家
陸
賈
在
西
漢
政
權
剛
剛
建
立
時
首
先
提
出
，
賈
誼
及
賈
山
承

其
後
。
一
一
一
賈
等
人
的
過
秦
思
想
不
但
反
映
出
漢
初
人
物
深
刻
的
歷
史
感

和
敏
銳
的
時
代
感
，
亦
呈
現
出
漢
初
君
臣
對
於
記
取
秦
亡
的
教
訓
及
實

施
治
國
政
策
的
轉
變
。
(
註

3
)

過
秦
思
想
乃
一
場
立
足
於
漢
代
政
治

的
現
實
總
結
歷
史
經
驗
、
考
察
盛
衰
之
理
、
審
度
權
勢
之
宜
、
探
討
國

家
長
治
久
安
之
術
的
文
化
反
省
思
潮
。
(
註

4
)
然
而
在
漢
初
過
秦
思

想
中
，
卻
未
見
對
坑
儒
事
件
的
批
判
。
倘
若
坑
儒
一
事
的
嚴
重
性
與
影

響
性
與
焚
書
等
同
，
何
以
在
漢
初
的
過
秦
思
想
中
只
見
焚
書
，
而
未
觸

及
坑
儒
?
以
「
居
馬
上
得
之
，
寧
可
以
馬
上
治
之
乎
?
」
一
語
點
醒
漢

高
祖
，
並
為
其
鉤
陳
秦
朝
之
所
以
得
失
成
敗
者
的
陸
賈
於
《
新
語
》
僅

指
出
秦
朝
「
謀
事
不
誼
仁
義

L

、
「
尚
刑
而
亡
」
、
「
以
刑
罰
為

巢
」
、
「
乃
舉
措
太
眾
、
刑
罰
太
極
故
也
」
及
「
群
黨
合
意
，
以
傾
一

摘

要
長
久
以
來
，
坑
儒
便
與
焚
書
並
列
為
秦
始
皇
暴
政
的
代
表
之
一
。

限
園
於
秦
朝
文
獻
斷
層
及
後
代
撰
寫
前
朝
歷
史
的
主
觀
意
識
影

響
，
使
得
漢
代
文
人
獲
得
重
新
詮
釋
坑
儒
事
件
的
美
機
。
發
生
扎
伊
、

泰
始
皇
三
十
五
年
的
血
腥
屠
殺
知
識
份
子
的
事
件
在
漢
代
儒
家
思

想
氛
圍
下
放
漢
人
簡
化
為
「
坑
儒
」
。
坑
儒
本
與
焚
書
為
兩
件
個

別
的
歷
史
事
件
。
從
坑
儒
名
稱
的
演
變
、
坑
儒
的
原
因
、
被
坑
殺

的
，
對
象
、
被
坑
殺
者
的
反
應
及
事
件
的
影
響
等
面
向
，
皆
可
看
見

漢
代
儒
家
思
想
重
新
詮
釋
的
痕
跡
。
坑
儒
事
件
實
為
漢
人
在
儒
家

思
想
氛
圍
下
的
重
新
註
釋
。
本
文
凡
四
節

•. 

首
節
為
問
題
的
產

生
;
次
節
為
「
坑
儒
」
名
稱
的
演
變
與
漢
代
儒
家
思
想
的
發
展
;

第
三
節
為
漢
代
儒
家
思
想
的
對
坑
儒
事
件
的
重
新
詮
釋
;
最
後
為

結
語
及
徵
引
文
獻
。

關
鍵
詞

•• 
焚
書
、
坑
儒
、
儒
家
、
詮
釋

、
秦
始
皇
、
學
術
史

、
問
題
的
產
生

顧
炎
武
《
日
知
錄
》
卷
十
七
云

.. 

「
秦
坑
儒
士
，
二
代
而
亡
。

(
註
l
)

」
長
久
以
來
，
「
焚
書
坑
儒
」
不
但
是
秦
始
皇
施
政
罪
狀
的

代
名
詞
，
而
且
深
刻
地
烙
印
在
對
秦
始
皇
的
價
值
判
斷
之
中
。
無
論
就

陳
忠
信

秦
始
皇
坑
儒
新
論

國
立
勤
益
科
技
大
學
兼
任
講
師

瞄
怖
中
心
話
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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鵝
湖
月
刊
第
三
四
卷
第
二
期
總
號
第
三
九
八

君
」
等
敗
因
，
並
未
言
及
坑
儒
一
事
。
(
註

5
)
其
次
，
為
後
代
抨
擊

秦
始
皇
為
「
暴
君
」
形
象
藍
本
的
賈
誼
〈
過
秦
論
〉
亦
未
論
及
坑
儒
事

件
。
(
註

6
)
同
為
漢
初
過
秦
思
想
代
表
之
穎
川
博
士
弟
子
賈
山
雖
云

「
殺
直
隸
之
士
」
，
(
註

7
)

但
根
據
《
說
苑
》
及
《
史
記
﹒
秦
始
皇

本
紀
》
的
記
載
，
賈
山
所
云
之
「
殺
直
隸
之
士
」
者
應
指
勸
諜
因
繆
毒

作
亂
而
遭
秦
始
皇
遷
移
出
宮
之
太
后
者
及
秦
二
世
時
進
課
之
左
右
丞
相

將
軍
等
人
，
非
指
坑
儒
事
件
之
受
害
者
。
(
註

8
)
綜
合
陸
賈
、
賈
誼

及
賈
山
等
漢
初
過
秦
思
想
之
重
要
代
表
之
相
關
言
論
，
並
未
見
其
論
及

坑
儒
一
事
。
假
如
坑
儒
事
件
的
嚴
重
性
與
影
響
性
與
焚
書
相
當
，
何
以

在
漢
初
過
秦
思
想
中
只
有
焚
書
被
探
討
，
而
不
見
坑
儒
之
相
關
敘
述
?

由
此
可
知
坑
儒
事
件
在
當
時
被
重
視
的
程
度
似
乎
遠
不
及
焚
書
事
件
。

坑
儒
事
件
在
當
時
的
嚴
重
性
與
影
響
性
應
與
後
世
之
所
謂
把
「
焚
書
坑

儒
」
有
著
某
種
程
度
的
落
差
。

除
此
之
外
，
根
據
坑
儒
一
詞
在
秦
漢
時
期
的
演
變
而
論
，
其
名
稱

由
坑
殺
諸
生
事
件
衍
化
為
坑
儒
的
發
展
與
儒
家
思
想
在
漢
代
發
展
的
脈

絡
頗
為
契
合
;
亦
即
兩
者
的
發
展
皆
以
漢
武
帝
為
分
水
嶺
而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前
者
在
太
史
公
之
前

並
無
史
籍
文
獻
的
記
載
或
文
人
的
探
討
。

關
於
坑
儒
的
記
載
與
討
論
不
但
出
現
在
漢
武
帝
以
後
的
史
籍
之
中
，
而

且
此
事
件
的
記
錄
者
或
關
注
者
大
抵
多
為
儒
者
或
崇
尚
儒
術
之
人
。
就

坑
儒
事
件
在
秦
朝
以
後
的
演
變
及
儒
者
的
關
注
而
言
，
漢
代
對
於
秦
始

皇
一
二
十
五
年
坑
儒
事
件
的
詮
釋
明
顯
地
與
儒
家
思
想
在
漢
代
的
發
展
有

著
密
切
的
關
係

σ

關
於
發
生
在
秦
始
皇
三
十
五
年
坑
儒
事
件
之
原
始
面

貌
、
坑
儒
與
儒
家
兩
者
之
間
的
微
妙
關
係
應
有
進
一
步
探
究
的
空
間
。

秦
朝
由
於
立
國
時
間
短
暫
，
再
加
上
原
有
秦
朝
的
歷
史
文
獻
又
因

兵
焚
戰
禍
而
亡
候
，
致
使
有
關
秦
朝
歷
史
撰
寫
的
發
言
權
悉
由
後
代
主

導
，
特
別
是
漢
代
的
文
人
。
在
歷
史
記
載
主
導
權
旁
落
漢
人
與
國
詐
短

暫
的
背
景
下
，
關
於
秦
朝
史
實
的
相
關
記
載
便
被
披
上
「
勝
者
為
王
，

• 

敗
者
為
寇
」
的
主
觀
歷
史
評
價
外
衣
。
大
陸
秦
漢
史
學
者
林
劍
鳴
即
認

為
應
當
把
秦
始
皇
置
於
當
時
的
歷
史
條
件
下
，
歷
史
地
去
看
待
問
題
與

分
析
他
的
功
過
是
非
。
此
外
，
在
研
究
秦
始
皇
所
處
的
歷
史
環
境
的
時

候
，
更
要
注
意
戰
國
末
期
歷
史
發
展
的
一
般
趨
勢
、
秦
國
自
建
國
以
來

所
形
成
的
歷
史
特
點
及
它
們
對
秦
始
皇
的
影
響
。
(
註

0
)
隨
著
漢
武

帝
獨
尊
儒
術
'
走
紅
的
儒
家
的
理
論
也
成
了
統
治
者
及
文
人
們
所
奉
之

為
圭
辜
的
指
導
思
想
。
他
們
評
價
始
皇
帝
的
理
論
標
尺
便
是
儒
家
的
核

心
思
想
價
值
。
在
儒
家
的
理
論
氛
圍
及
過
秦
思
想
主
控
下
，
其
中
的
評

價
自
難
公
允
。
(
註
間
)
從
漢
代
對
坑
儒
事
件
的
詮
解
與
儒
家
思
想
的

發
展
關
係
而
論
，
前
者
史
實
的
記
載
與
詮
釋
明
顯
地
受
到
漢
武
帝
以
主

宰
漢
代
學
術
思
想
主
流
的
儒
家
影
響
。
以
儒
者
為
主
的
漢
代
文
人
對
於

坑
儒
事
件
的
詮
解
非
但
染
上
濃
厚
的
儒
家
色
彩
，
而
且
深
深
地
影
響
到

後
代
對
於
該
事
件
真
象
的
認
知
。

職
是
之
故
，
筆
者
首
先
從
坑
儒
名
稱
在
漢
代
的
演
變
與
儒
家
思
想

的
發
展
關
係
切
入
，
探
討
漢
代
儒
家
對
於
坑
儒
事
件
詮
釋
的
主
導
權
。

其
次
，
面
對
坑
儒
事
件
的
歷
史
真
象
，
除
了
前
述
發
展
的
微
妙
關
係
之

外
，
另
就
以
《
史
記
》
為
主
的
漢
代
文
獻
深
入
剖
析
坑
儒
事
件
的
史

實
。
藉
由
坑
儒
事
件
的
理
論
溯
源
、
事
件
原
因
、
坑
殺
對
象
、
被
坑
殺

者
的
反
應
、
坑
殺
的
理
論
溯
源
及
影
響
等
面
向
的
探
究
與
漢
代
儒
者
之

相
關
詮
釋
進
行
對
話
，
讓
坑
儒
的
史
實
在
比
較
與
對
話
的
過
程
中
還
原

其
原
貌
，
並
探
究
漢
代
儒
者
對
於
坑
儒
事
件
詮
解
背
後
的
思
維
。

40 

→
一
、

「
坑
儒
」
名
稍
的
演
變
與
漢
代
儒
家
思
想
的
發
展

(
一
〉
坑
儒
一
詞
在
漢
代
的
演
變

接
腫
於
焚
書
之
後
的
坑
儒
事
件
為
後
代
歷
史
評
斷
泰
始
皇
暴
虐
殘

庚
的
代
表
之
一
。
受
限
於
素
朝
、
項
羽
焚
書
及
楚
漢
相
爭
的
兵
變
等
影

響
，
致
使
秦
代
史
料
殘
闕
亡
仗
。
相
較
於
歷
代
學
者
為
了
跨
越
因
秦
火



所
造
成
對
古
代
聖
道
的
「
歷
史
斷
層
」
所
做
出
的
「
學
術
想
像
」

(
註
刊
)
坑
儒
事
件
因
為
距
離
西
漢
初
年
不
久
，
相
關
史
實
在
口
語
式

及
書
面
式
記
錄
上
的
斷
層
則
不
若
前
者
嚴
重
。
然
而
在
上
述
諸
多
不
利

的
時
空
背
景
之
下
，
不
但
使
得
後
代
對
於
秦
始
皇
三
十
五
年
所
發
生
坑

儒
事
件
的
瞭
解
產
生
認
知
上
的
斷
層
，
更
讓
代
秦
之
後
的
漢
代
文
人
對

於
坑
儒
事
件
有
了
新
的
詮
釋
發
展
空
間
。

受
限
於
秦
朝
歷
史
文
獻
殘
缺
不
全
，
關
於
「
坑
儒
」
一
詞
的
演
變

大
抵
以
漢
人
掌
握
敘
述
的
主
導
權
。
在
漢
代
有
關
坑
儒
事
件
的
文
獻
記

載
中
，
司
馬
遷
的
《
史
記
》
不
僅
是
最
旱
的
傳
世
文
本
，
亦
為
最
為
主

要
的
文
本
。
儘
管
〈
秦
始
皇
本
紀
〉
對
發
生
於
秦
始
皇
三
十
五
年
坑
儒

事
件
的
原
因
、
被
坑
殺
的
對
象
及
反
應
有
詳
細
的
記
錄
，
但
其
中
並
無

「
坑
儒
」
一
詞
。
對
於
秦
始
皇
坑
殺
的
對
象
，
太
史
公
只
云
具
有
儒
者

指
涉
的
「
諸
生
」
。
除
了
〈
秦
始
皇
本
紀
〉
之
外
，
〈
封
禪
書
〉

〈
儒
林
列
傳
〉
及
〈
准
南
衡
山
列
傳
〉
等
與
坑
儒
相
關
史
實
記
載
的
篇

章
亦
僅
真
有
儒
者
意
義
的
坑
殺
「
術
士
」
及
「
誅
慘
文
學
」
，
(
註

口
)
主
(
云.. 

昔
者
秦
絕
聖
人
之
道
，
殺
術
士
，
培
詩
書
，
棄
禮
義
，
尚
詐
力
，

任
刑
罰
，
轉
負
海
之
栗
，
致
之
西
河
。
(
川
在
日
)
(
《
史
記
﹒
准

南
衡
山
列
傳
》
)

及
至
泰
之
季
世
，
焚
詩
書
，
吭
術
士
;
一
川
藝
從
此
缺
焉
。
(
註

H
)
(

《
史
記
﹒
儒
林
列
傳
》
)

始
皇
封
禪
之
後
十
二
歲
，
秦
亡
。
諸
儒
生
疾
秦
焚
詩
書
，
誰
愕
文

學
，
百
姓
怨
其
法
，
天
下
畔
之
，
皆
議
曰
:
「
始
皇
上
泰
山
，
為

暴
風
雨
所
擊
，
不
得
封
禪
。
」
此
豈
所
謂
無
其
德
而
用
事
者
邪
?

(
川
在r
o
)
(
《
史
記
﹒
封
禪
書
》
)

從
上
述
《
史
記
》
之
相
關
敘
述
中
，
可
以
發
現
雖
然
在
漢
武
帝
時
仍
無

「
坑
儒
」
一
詞
，
但
在
太
史
公
撰
寫
《
史
記
》
時
，
西
漢
已
有
與
焚
書

陳
忠
信

秦
始
皇
坑
儒
新
論

並
列
之
發
展
現
象
。
繼
鍾
《
史
記
》
之
後
，
出
身
漢
室
貴
族
書
香
世

家
，
統
整
漢
代
大
規
模
圖
書
校
餓
整
理
的
劉
向
則
於
〈
戰
國
策
書
錄
〉

中
首
揭
「
坑
殺
儒
士
」
。
劉
向
除
了
延
續
《
史
記
》
將
焚
書
與
坑
殺
諸

生
或
術
士
並
列
的
發
展
特
徵
之
外
，
更
進
一
步
地
將
坑
殺
諸
生
或
術
士

正
名
為
「
坑
殺
儒
士
」
'
並
成
為
後
代
「
坑
儒
」
一
詞
的
重
要
淵
源
。

至
於
劉
散
於
〈
移
太
常
博
士
書
〉
則
受
其
父
的
影
響
，
亦
以
「
殺
儒

土
」
與
「
矯
經
書
」
並
舉
。
劉
向
父
子
分
別
云
:

是
故
錯
皇
因
臼
塞
之
固
，

... 

任
刑
罰
以
為
治
，
信
小
術
以
為
道
。

逗
地
燒
詩
書
，
坑
殺
儒
士
，
上
小
堯
、
舜
，
下
進
三
玉
。

(
H萃

的
)
(
劉
向
〈
戰
國
策
書
錄
〉
)

陵
夷
至
于
暴
秦
，
培
經
書
，
投
儒
士
，
設
技
書
之
法
，
行
是
古
之

罪
，
道
術
由
是
進
滅
。
(
註
口
)
(
《
漢
書
﹒
楚
，
凡
王
傳
》
〉

經
由
上
述
西
漢
《
史
記
》
、
劉
向
〈
戰
國
策
書
錄
〉
及
劉
散
〈
移
太
常

博
士
書
〉
的
記
載
，
原
本
發
生
於
秦
始
皇
三
十
五
年
的
坑
儒
事
件
由
坑

殺
諸
生
、
術
士
轉
變
為
坑
殺
儒
士
。
劉
向
父
子
「
坑
殺
儒
士
」
的
說
法

不
僅
打
破
因
文
獻
斷
層
所
造
成
坑
儒
名
稱
的
模
糊
性
，
其
說
亦
成
為
東

漢
文
人
對
於
坑
儒
事
件
的
認
知
藍
本
，
坑
儒
之
名
漸
漸
為
後
代
所
承

襲
。
班
固
《
漢
書
》
之
〈
制
伍
江
息
夫
傳
〉
、
〈
儒
林
傳
〉
、
〈
五
行

志
〉
與
〈
郊
把
志
〉
在
紹
承
《
史
記
》
之
「
坑
殺
術
士
」
「
誅
滅
文

學
」
與
劉
向
父
子
之
「
坑
殺
儒
士
」
外
，
更
於
〈
地
理
志
〉
表
舉
「
矯

書
院
儒
」
一
詞
，
成
為
後
代
焚
書
坑
儒
說
法
的
重
要
來
源
。
班
回
云

.. 

往
者
秦
為
無
道
，
殘
賊
天
下
，
殺
術
士
，
培
詩
書
，
減
聖
跡
，
棄

禮
義
，
任
刑
法
，
轉
海
潰
之
束
，
致
于
西
河
。
(
註
站
)
(
《
漢

書
﹒
制
伍
江
息
夫
傳
》
)

及
至
始
皇
兼
天
下
，
播
詩
書
，
殺
術
士
，
六
學
從
此
缺
矣
。
(
註

的
)
(
《
漢
書
﹒
儒
林
傳
》
)

是
歲
始
皇
初
并
六
圈
，
反
喜
以
為
瑞
'
銷
天
下
兵
器
，
作
金
人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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鵝
湖
月
刊
第
三
四
卷
第
二
期
總
號
第
三
九
八

二
以
象
之
。
進
自
賢
聖
，
培
詩
書
，
院
儒
士
;
奢
淫
暴
虐
，
務
欲

廣
地
。
守
在
加
)
(
《
漢
書
﹒
五
行
志
》
)

昭
王
曾
孫
政
并
六
圈
，
稱
皇
帝
，
負
力
恰
成
，
培
書
院
儒
，
自
任

私
智
。
至
于
胡
玄
，
天
下
畔
之
。
(
刊
注
訂
)
(
《
漢
書
﹒
地
理

士
心
》
)

始
皇
封
禪
之
後
十
二
年
而
秦
亡
。
諸
儒
生
疾
秦
焚
詩
書
，
誰
滅
文

學
，
百
姓
怨
其
法
，
天
下
叛
之
，
皆
說
曰

.. 

「
始
皇
上
泰
山
，
為

風
雨
所
擊
，
不
得
封
禪
云
。
」
此
豈
所
謂
無
其
德
而
用
其
事
者

邪
?
(
註

2
)
(

《
漢
書
﹒
郊
把
志
》
)

經
過
上
述
《
史
記
》
、
劉
向
父
子
及
《
漢
書
》
詮
解
之
後
，
「
坑
儒
」

一
詞
業
已
成
為
東
漢
認
知
秦
始
皇
三
十
五
年
咸
陽
坑
殺
事
件
的
價
值
判

斷
。
無
論
是
王
符
之
「
坑
術
士
」
、
趙
岐
之
「
坑
戮
儒
生
」
'
抑
或
應

的
與
王
充
之
「
坑
儒
」
等
詞
彙
'
東
漢
文
人
大
抵
紹
承
上
述
坑
儒
相
關

的
敘
述
。
王
充
雖
於
《
論
衡
》
之
〈
語
增
〉
〈
死
僑
〉
等
篇
對
坑
儒
事

件
提
出
質
疑
，
但
在
他
的
論
述
中
也
接
受
「
坑
儒
」
或
「
坑
殺
儒
士
」

的
概
念
。
坑
儒
一
詞
發
展
至
此
不
但
成
為
秦
始
皇
坑
殺
諸
生
事
件
的
普

遍
性
語
彙
'
並
與
焚
書
事
件
結
合
，
同
列
為
後
世
論
及
秦
始
皇
暴
虐
施

政
的
代
表
。
王
符
、
趙
岐
、
應
的
及
王
充
等
文
人
分
別
云

.. 

處
士
不
得
直
其
行
，
朝
臣
不
得
直
其
言
，
此
俗
化
之
所
以
敗
，
閩

君
之
所
以
弧
也
。
齊
侯
之
以
奪
圓
，
魯
公
之
以
放
逞
，
皆
敗
績
厭

覆
於
不
暇
，
而
用
及
治
手
?
故
德
薄
者
惡
閣
美
行
，
政
亂
者
惡
治

言
，
此
亡
秦
之
所
以
“
誰
偶
語
而
坑
術
士
也
。
(
玉
符
《
潛
夫
論
﹒

賢
難
》
)
(
刊
在
泊
)

逮
至
已
泰
，
焚
滅
經
街
，
坑
我
儒
生
，
孟
子
徒
賞
，
盡
矣
。
其
書
號

為
諸
子
，
故
篇
籍
得
不
浪
絕
。
(
川
在
俐
的
)
(
趙
岐
〈
孟
子
題

辭
〉
)

始
皇
自
以
閥
、
之
固
，
金
城
千
里
，
子
孫
帝
王
萬
世
之
業
也
，
進
恣

唯
舊
習
，
矯
任
其
私
知
，
坑
儒
培
書
，
以
愚
其
鳥
首
，
窮
奢
肆

欲
，
力
投
無
麼
，
毒
流
諸
夏
，
亂
延
蠻
箱
，
由
是
-
一
世
絕
耗
，
以

成
大
漢
之
資
。
(
川
在
自
)
(
應
劫
《
風
俗
通
義
﹒
皇
霸
》
)

秦
始
皇
用
李
斯
之
議
，
培
燒
詩
、
書
，
後
又
坑
儒
。

(
h在
加
)

(
《
論
街
﹒
死
偽
》
)

傳
語
曰
:
「
秦
始
皇
帝
矯
燒
詩
書
，
坑
殺
儒
士
。
」
言
矯
燒
詩

書
，
減
去
五
經
文
書
也
;
坑
殺
儒
士
者
，
言
其
皆
挾
經
傳
文
書
之

人
也
。
燒
其
書
，
坑
其
人
，
詩
書
絕
矣
。
言
培
燒
詩
書
，

J坑
殺
儒

士
，
實
也
;
言
其
欲
減
詩
書
，
故
坑
殺
其
人
，
非
其
誠
，
又
增

也
。
(
註
訂
)
(
《
論
衡
﹒
語
增
》
〉

就
坑
儒
一
詞
的
發
展
而
言
，
劉
向
父
子
、
班
固
及
東
漢
文
人
的
相
關
敘

述
不
僅
使
坑
儒
之
詞
進
一
步
由
模
糊
的
儒
者
指
涉
轉
化
正
名
為
坑
儒
，

更
使
得
坑
儒
與
焚
書
緊
密
地
聯
結
成
後
世
對
秦
始
皇
暴
政
的
重
要
象

徵
。
漢
代
坑
儒
一
祠
的
演
變
以
漢
武
帝
為
發
展
的
伊
始
，
由
《
史
記
》

首
先
保
存
模
糊
性
的
坑
殺
儒
者
指
涉
，
再
由
西
漢
後
期
的
劉
向
父
子
打

破
其
模
糊
特
徵
'
正
名
為
坑
儒

.• 

最
後
則
由
東
漢
文
人
加
以
普
遍
化
與

定
型
化
，
並
臻
於
發
展
的
高
峰
。
經
由
上
述
的
發
展
，
焚
書
坑
儒
一
詞

便
成
為
後
代
對
秦
始
皇
的
印
象
式
論
斷
。
(
註
油
)
此
外
，
從
坑
儒
一

詞
在
漢
代
的
演
變
而
言
，
其
發
展
的
曲
線
似
乎
與
儒
家
思
想
在
漢
代
的

軌
跡
頗
為
相
似
。
兩
者
皆
以
漢
武
帝
為
發
展
的
重
要
分
水
嶺
，
並
由
此

而
向
上
蓬
勃
發
展
。
兩
者
在
發
展
的
曲
線
上
不
約
而
同
地
呈
現
極
為
契

合
的
模
式
。
漢
代
對
坑
儒
一
詞
的
詮
釋
與
儒
家
思
想
潛
蟄
著
徵
妙
的
關

革
小
。

(
二
)
漢
代
對
坑
儒
一
詞
詮
釋
者
之
分
析

綜
合
上
述
相
關
文
獻
記
載
，
兩
漠
對
於
坑
儒
一
詞
的
詮
釋
是
後
代

對
於
坑
儒
事
件
理
解
的
重
要
藍
本
，
在
「
坑
儒
」
概
念
的
形
成
上
具
有

重
要
的
地
位
。
此
外
，
在
探
討
古
代
歷
史
事
件
時
，
相
關
文
獻
的
記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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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與
詮
釋
者
亦
與
文
本
同
為
剖
析
的
重
要
面
向
。
在
漢
代
有
關
坑
儒
文

獻
記
錄
者
中
，
筆
者
發
現
此
事
件
的
記
錄
者
或
關
注
者
大
多
為
儒
者
或

崇
尚
儒
術
之
人
。
除
了
東
漢
《
風
俗
通
義
》
的
應
的
之
外
，
《
史
記
》

之
太
史
公
、
劉
向
劉
散
父
子
、
《
漢
書
》
之
班
固
、
《
潛
夫
論
》
之
王

符
、
《
論
衡
》
之
王
充
及
〈
孟
子
題
辭
〉
之
趙
岐
等
皆
與
儒
家
有
著
密

切
的
關
係
。
面
對
著
與
焚
書
同
等
位
階
的
坑
儒
事
件
，
何
以
關
注
者
或

記
錄
者
多
為
與
儒
家
有
深
厚
關
係
之
人
?
兩
者
背
後
似
乎
潛
藏
著
微
妙

的
關
係
。身

處
漢
帝
時
的
太
史
公
為
古
代
首
位
坑
儒
事
件
的
起
錄
者
，
其

《
史
記
﹒
秦
始
皇
本
紀
》
更
成
為
後
代
探
討
秦
始
皇
坑
儒
時
的
重
要
援

引
文
本
。
太
史
公
修
撰
《
史
記
》
之
時
正
為
儒
家
思
想
獨
尊
之
際
。
至

於
太
史
公
與
儒
家
思
想
的
關
係
'
徐
復
觀
認
為
太
史
公
思
想
重
要
的
特

性
是
以
儒
家
思
想
為
主
，
同
時
網
羅
百
家
，
絕
無
門
戶
之
見
。
(
註

的
)
周
虎
林
則
根
據
太
史
公
對
於
「
孔
子
/
老
子
」
、
「
儒
者
/
道

者
」
在
敘
述
篇
幅
的
長
短
與
評
論
的
輕
重
、
《
史
記
》
之
春
秋
筆
法
、

游
文
於
六
經
之
中
、
王
道
精
神
、
仁
義
思
想
、
反
功
利
思
想
及
罵
，
行
君

子
等
面
向
的
分
析
，
認
為
《
史
記
》
所
表
現
的
儒
家
思
想
實
已
超
過
道

家
，
成
為
全
書
之
基
本
精
神
。
(
註
油
)
雖
然
太
史
公
之
儒
家
色
彩
不

及
董
仲
舒
等
輩
之
純
全
，
但
是
在
太
史
公
涵
攝
各
家
思
想
中
，
儒
家
思

想
仍
為
其
主
要
的
地
位
。

在
漢
代
坑
儒
一
祠
的
正
名
上
，
出
身
漢
室
皇
家
貴
族
、
肩
負
中
國

古
代
首
次
文
獻
蒐
集
與
校
鱷
重
任
的
劉
向
劉
散
父
子
具
有
重
要
的
指
標

意
義
。
經
過
秦
朝
與
項
羽
的
焚
書
、
楚
漢
兵
寰
的
破
壞
，
中
國
古
代
典

籍
受
到
空
前
的
摧
殘
。
自
漢
惠
帝
廢
除
挾
書
令
之
後
，
大
量
的
圖
書
便

陸
續
進
入
官
方
的
典
藏
之
中
，
而
皇
族
書
香
世
家
出
身
的
劉
向
與
劉
敢

父
子
則
躬
逢
中
國
古
代
文
獻
典
籍
蒐
羅
之
盛
，
成
為
西
漢
後
期
統
籌
古

代
圖
書
收
集
、
校
正
、
整
理
的
「
文
化
鉅
子
」
。
(
註
訂
)
經
過
分
工

陳
忠
信

秦
始
皇
坑
儒
新
論

校
臨
後
的
古
籍
皆
由
至
劉
向
完
成
其
定
本
，
並
由
劉
向
據
書
撰
寫
該
書

之
訂
正
過
程
、
篇
目
名
稱
、
文
字
訛
誤
、
簡
策
脫
編
、
訛
本
異
同
、
辨

別
真
偽
、
作
者
生
平
與
學
術
思
想
及
該
書
之
提
綱
擎
領
等
書
錄
，
上
述

〈
戰
國
策
書
錄
〉
便
是
其
中
之
一
。
而
在
校
害
的
過
程
中
，
熟
聽
儒
家

經
典
，
其
思
想
以
儒
家
思
想
為
主
，
並
綜
採
涵
攝
各
家
思
想
的
劉
向
無

可
避
免
地
以
當
時
主
流
思
潮
|
儒
家
思
想
作
為
其
校
書
的
指
導
思
想
。

(
註
物
品
)
劉
向
之
子
劉
散
推
崇
經
學
，
褒
揚
儒
家
，
仍
以
儒
家
其
思
想

的
主
流
。
(
註
泊
)

至
於
東
漢
言
及
坑
儒
事
件
之
文
人
，
除
了
應
的
之
外
，
大
多
亦
與

儒
家
思
想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撰
寫
《
漢
書
》
的
班
回
即
與
賈
遠
、
鄭
興

父
子
等
經
學
大
師
同
被
譽
為
「
通
儒
達
士
」
、
「
通
儒
上
才
」
及
「
通

儒
」
，
其
與
儒
家
的
關
係
頗
為
密
切
。
(
註
抽
)
《
潛
夫
論
》
之
玉
符

雖
為
被
汪
繼
培
《
潛
夫
論
筆
》
稱
為
「
未
為
醇
儒
」
'
(
註
品
)
但
在

漢
代
經
學
的
傳
統
下
，
王
符
的
思
想
主
體
仍
屬
儒
家
。
(
註
品
)
黃
盛

雄
指
出
主
符
之
政
治
論
、
天
人
思
想
及
教
育
論
等
頗
受
儒
家
思
想
的
影

響
。
(
註
訂
)
主
充
在
思
想
上
大
抵
上
承
儒
家
學
說
，
並
以
「
鴻
儒
」

自
許
，
(
註
泊
)
其
尊
儒
的
思
想
頗
受
孔
學
的
影
響
。
(
註
油
)
至
於

「
少
明
經
」
的
東
漢
趙
岐
亦
有
感
於
儒
家
經
典
之
一
的
《
孟
子
》
「
閩

遠
微
妙
，
組
奧
難
見
」
，
特
為
其
撰
寫
《
孟
子
章
句
》
一
書
，
趙
岐
與

儒
家
思
想
的
關
係
則
遠
勝
於
前
述
主
符
王
充
。
(
註
的
)

根
據
上
述
漢
代
坑
儒
名
稱
的
演
變
與
該
事
件
文
獻
的
記
錄
者
及
詮

釋
者
與
儒
家
思
想
微
妙
關
係
的
論
述
，
可
以
歸
結
下
列
出
數
項
特
徵
。

首
先
是
坑
儒
一
詞
在
漢
代
的
演
變
歷
程
為
:
有
坑
儒
之
實
而
無
坑
儒
之

名
之
模
糊
期
/
漢
武
帝
↓
坑
儒
之
正
名
期
/
西
漢
後
期
↓
坑
儒
之
名
的

定
型
期
/
東
漠
。
原
本
有
坑
儒
之
實
而
無
坑
儒
之
名
的
模
糊
指
涉
開
始

被
拉
抬
至
焚
書
同
等
的
地
位

•• 

至
劉
向
劉
散
父
子
班
回
之
時
則
打
破
模

糊
性
而
正
名
為
坑
儒
之
實
，
並
於
東
漠
之
時
大
為
普
遍
而
盛
行
，
成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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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代
對
坑
儒
的
定
型
式
價
值
判
斷
。

至
於
就
漢
代
坑
儒
一
詞
的
文
獻
記
錄
者
與
詮
釋
者
而
一
一
一
一
口
，
筆
者
發

現
除
了
《
風
俗
通
義
》
的
應
的
之
外
，
無
論
是
太
史
公
、
劉
向
劉
故
父

子
、
班
固
，
抑
或
王
符
、
王
充
、
趙
岐
'
漢
代
對
於
坑
儒
事
件
的
記
錄

者
及
詮
釋
者
與
儒
家
思
想
有
著
密
切
而
微
妙
的
關
係
。
上
述
諸
人
不
是

本
身
為
通
儒
之
人
，
便
是
在
汲
取
其
他
諸
子
思
想
之
外
以
儒
家
思
想
為

其
主
導
思
維
或
尊
儒
之
人
。
兩
漢
坑
儒
一
詞
的
演
變
似
乎
與
儒
家
思
想

發
展
的
主
導
性
潛
蟄
著
微
妙
關
係

三
、
漢
代
儒
家
思
想
的
對
坑
儒
事
件
的
重
新
詮
釋

肇
端
於
戰
火
所
導
致
的
文
獻
斷
層
與
秦
朝
國
祥
的
短
暫
，
關
於
秦

朝
史
事
記
載
與
評
論
的
主
導
權
便
落
在
「
勝
者
爵
王
」
的
漢
人
身
上
。

甚
者
，
這
些
評
論
與
記
載
更
深
深
地
左
右
後
代
對
秦
朝
歷
史
的
認
知
。

大
陸
秦
史
學
者
張
文
立
認
為
雖
然
漢
初
以
賈
誼
〈
過
秦
論
〉
為
主
的
政

治
家
、
思
想
家
對
秦
始
皇
幾
乎
是
一
片
咒
罵
，
但
也
不
能
否
認
其
在
當

時
有
一
定
「
宣
傳
」
目
的
。
在
延
續
中
國
古
代
文
人
「
文
人
之
筆
，
勸

善
懲
惡
也
」
的
功
利
主
義
傳
統
下
，
代
秦
而
興
之
西
漢
只
有
徹
底
否
定

前
朝
君
主
才
能
證
明
本
朝
君
主
之
英
明
與
合
理
性
。
(
註
的
)
就
宣
傳

的
視
野
而
言
，
本
身
即
帶
有
強
烈
的
主
觀
意
識
。
經
由
主
觀
意
識
的

「
簡
化
」
與
「
加
工
」
，
許
多
事
件
便
因
此
而
失
去
其
原
貌
，
事
件
的

詮
釋
進
而
轉
向
對
宣
傳
者
有
利
的
觀
點
。
(
註
泊
位
)
對
漢
人
來
說
，
儒

家
思
想
正
是
評
斷
秦
朝
功
過
的
重
要
主
觀
意
識
。

關
於
坑
儒
事
件
與
儒
家
思
想
的
關
係
'
大
陸
學
者
黃
中
業
認
為
把

焚
書
坑
儒
作
為
秦
始
皇
的
首
條
罪
狀
，
並
以
此
來
製
造
秦
始
皇
的
「
暴

君
」
形
象
，
這
完
全
是
干
百
年
來
儒
家
學
者
宣
揚
的
結
果
。
(
註
的
)

作
者
雖
已
指
出
坑
儒
一
事
肇
端
於
儒
家
學
者
千
百
年
來
之
宣
傳
，
但
並

未
細
察
坑
儒
一
事
如
何
在
儒
家
長

期
宣
傳
下
產
生
與
原
來
史
實
不
同
的

簡
化
與
放
大
。
而
且
其
說
乃
受
到
傳
統
焚
書
坑
儒
的
限
園
，
把
兩
者
的

嚴
重
性
與
影
響
性
並
列
為
一
。
雖
然
漢
代
有
關
坑
儒
事
件
的
相
關
文
獻

頗
受
漢
代
時
空
背
景
的
影
響
而
帶
有
主
觀
性
的
詮
解
，
但
是
歷
史
的
真

象
並
非
完
全
灰
飛
煙
滅
。
藉
由
僅
存
的
漢
代
文
獻
記
載
，
仍
可
從
中
覓

得
坑
儒
事
件
的
蛛
絲
馬
跡
。
職
是
之
故
，
筆
者
擬
根
據
漢
代
相
關
文

獻
，
分
別
就
坑
儒
事
件
之
起
因
、
被
坑
殺
的
對
象
、
被
坑
殺
者
的
反
應

及
事
件
在
當
時
的
影
響
等
面
向
切
入
，
深
入
剖
析
坑
儒
事
件
與
儒
家
思

想
兩
者
之
間
的
微
妙
關
係
。

(
一
)
坑
殺
之
原
因
|

欺
哄
與
謗
議

關
於
發
生
在
秦
始
皇
三
十
五
年
咸
陽
集
體
坑
殺
事
件
的
原
因
，
大

抵
可
歸
結
為
「
欺
哄
」
與
「
謗
議
」
兩
項
。
據
《
史
記
﹒
秦
始
皇
本

紀
》
與
《
論
衡
﹒
語
增
》
的
記
載
，
前
者
肇
因
於
秦
始
皇
崇
拜
長
生
不

死
的
神
仙
思
想
。
經
過
數
次
派
遣
方
士
霓
尋
長
生
不
老
藥
而
未
見
其
物

後
，
任
務
主
要
籌
學
者
侯
生
與
盧
生
兩
方
士
眼
見
對
始
皇
的
承
諾
無
法

兌
現
，
加
上
秦
法
「
不
驗
輒
死
」
的
規
定
，
便
在
批
評
始
皇
貪
於
權
勢

後
亡
去
;
而
咸
陽
諸
生
亦
「
諱
謗
」
、
「
妖
言
」
始
皇
之
不
德
。
(
註

村
)
錢
穆
亦
認
為
此
次
諸
生
見
坑
之
罪
為
誰
謗
上
與
訣
言
以
亂
無
首
。

所
謂
「
自
除
犯
禁
」
者
，
即
犯
說
謗
上
及
訣
言
亂
無
首
之
禁
。
(
註

品
)
坑
儒
事
件
應
與
始
皇
的
牽
怒
不
滿
及
專
斷
多
疑
性
格
較
無
關
聯
，

(
註
刊
物
)
而
是
在
方
士
欺
哄
始
皇
於
先
、
諸
生
詳
謗
在
後
的
情
況
下
所

發
生
的
血
腥
鎮
壓
。
關
於
坑
儒
的
原
由
背
景
，
太
史
公
一
反
當
時
「
過

秦
」
的
思
維
，
悉
以
秦
始
皇
的
敘
述
作
為
其
撰
寫
的
主
要
基
調
。
(
註

的
引
)
當
太
史
公
在
撰
寫
坑
儒
事
件
時
，
必
定
參
考
許
多
相
關
的
文
獻
，

但
最
後
的
文
字
定
調
卻
是
以
坑
殺
命
令
發
號
者
秦
始
皇
的
陳
述
作
為
事

件
原
由
撰
寫
的
主
要
根
據
。
(
註
刊
物
)
就
《
史
記
》
記
載
坑
儒
事
件
原

由
的
內
容
來
說
，
太
史
公
以
秦
始
皇
作
為
事
件
原
由
主
要
說
明
者
的
筆

法
反
而
更
能
凸
顯
事
件
的
真
實
面
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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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了
〈
秦
始
皇
本
紀
〉
之
外
，
漢
代
有
關
坑
儒
事
件
的
文
獻
不
但

未
針
對
事
件
原
因
加
以
著
墨
，
更
無
類
似
上
述
太
史
公
的
筆
法
。
其
說

大
抵
皆
直
接
標
舉
焚
書
坑
儒
及
鋪
陳
其
影
響
，
至
於
事
件
的
原
由
則
略

而
不
談
。

〈
二
)
被
坑
殼
的
對
象
|
部
分
儒
生
，
部
分
非
偏
生

由
於
受
到
秦
代
文
獻
斷
層
的
影
響
，
關
於
坑
儒
事
件
中
被
坑
殺
對

象
身
份
的
探
討
不
一
。
綜
採
諸
說
，
大
抵
可
歸
結
為
「
儒
生
」
、
「
非

儒
生
」
及
「
部
分
儒
生
，
部
分
非
儒
生
」
等
三
種
說
法
。
主
張
見
坑
者

為
儒
生
的
說
法
主
要
受
到
〈
秦
始
皇
本
紀
〉
「
諸
生
」
與
扶
蘇
「
諸
生

皆
諦
法
孔
子
」
諜
言
的
影
響
，
由
此
推
論
受
難
者
為
儒
生
。
(
註
的
)

其
次
，
劉
向
〈
戰
國
策
書
錄
〉
之
「
坑
殺
儒
士
」
、
劉
故
〈
移
太
常
博

士
書
〉
之
「
殺
儒
士
」
、
《
漢
書

﹒

五
行
志
》
之
「
坑
儒
士
」
、
〈
地

理
志
〉
之
「
坑
儒
」
、
趙
岐
〈
孟
子
題
辭
〉
之
「
坑
戮
儒
生
」
、
應
的

《
風
俗
通
義
﹒
皇
霸
》
之
「
坑
儒
」
及
東
漢
王
充
《
論
衡
》
〈
語
增
〉

之
「
坑
儒
」
、
〈
死
偽
〉
之
「
坑
殺
儒
士
」
等
篇
章
亦
認
為
坑
殺
的
對

象
蓋
指
儒
生
。
至
於
《
史
記
》
〈
封
禪
書
〉
之
「
殺
術
士
」
、
〈
儒
林

列
傳
〉
之
「
阮
術
士
」
、
〈
准
南
衡
山
列
傳
〉
之
「
誅
繆
文
學
」

《
漢
書
》
〈
創
伍
江
息
夫
傳
〉
〈
儒
林
傳
〉
之
「
殺
術
士
」
、
〈
郊
把

士
心
〉
之
「
誅
滅
文
學
」
、
主
符
《
潛
夫
論
﹒
賢
難
》
之
「
坑
術
士
」
亦

指
出
見
殺
對
象
為
真
有
儒
者
指
涉
的
「
術
士
」
或
「
誅
繆
文
學
」
。

(
註M
)受

到
〈
秦
始
皇
本
紀
〉
坑
儒
事
件
中
方
士
相
關
記
載
的
影
響
，
亦

有
主
張
見
殺
者
為
非
儒
生
與
部
分
儒
生
、
部
分
非
儒
生
之
說
。
傅
斯
年

即
認
為
秦
始
皇
坑
的
是
盧
生
這
此
一
一
方
士
，
決
非
鄒
魯
之
所
謂
儒
。
肇
端

於
扶
蘇
「
皆
誦
法
孔
子
」
之
語
而
使
得
坑
方
士
變
做
了
坑
儒
。
(
註

訂
)
彭
友
生
亦
指
出
始
皇
坑
儒
之
原
委
實
為
方
士
所
引
起
，
其
所
航
者

乃
方
士

。

當
時
所
稱
「
諸
生
」
即
指
「
方
士
」
而
言
，
至
於
後
人
誤
為

陳
忠
信

秦
始
皇
坑
儒
新
論

「
誦
法
孔
子
」
之
「
儒
者
」
，
實
皆
方
術
士
。
(
註
的
此
)

除
了
上
述
兩
種
觀
點
之
外
，
另
有
主
張
見
坑
者
並
非
全
為
儒
生
的

看
法
。
梁
玉
繩
指
出
「
其
所
阮
者
大
抵
方
使
之
流
與
諸
生
一
時
議
論
不

合
者
耳
。
」
及
「
扶
蘇
日
諸
生
皆
誦
法
孔
子
，
豈
真
識
孔
子
之
儒

哉
?
」
(
註
日
)
的
質
疑
。
灑
川
龜
太
郎
列
舉
儒
生
在
秦
朝
的
發
展
，

認
為
秦
始
皇
並
無
廢
儒
之
心
，
但
關
於
見
坑
者
，
仍
言
「
蓋
一
時
議
論

不
合
者
耳
」
'
並
未
明
指
為
儒
生
。
(
註

M
)

由
於
坑
儒
之
事
的
導
火

線
為
方
士
所
燃
，
對
於
被
坑
殺
的
對
象
便
產
生
不
全
然
為
儒
生
的
看

法
。
甚
者
，
更
認
為
扶
蘇
諜
辭
為
後
人
所
附
會
。
(
註
凶
)
勞
縣
認
為

秦
始
皇
任
命
御
使
案
悶
的
對
象
諸
儒
生
及
方
士
，
被
坑
埋
了
四
百
六
十

多
人
中
即
包
含
儒
生
及
方
士
兩
者
。
(
註
泊
)
大
陸
秦
史
學
者
林
劍
鳴

以
為
秦
始
皇
不
但
對
儒
生
持
仇
視
態
度
，
也
對
方
士
產
生
反
感
。
在
四

百
六
十
餘
人
被
坑
戮
的
「
諸
生
」
中
有
方
士
，
也
有
儒
生
。
(
註
訂
)

坑
儒
是
繼
焚
書
之
後
對
儒
家
學
派
的
重
點
鎮
壓
，
其
中
主
要
還
是
誦
法

孔
子
的
儒
生
，
亦
包
括
部
分
方
士
。
(
註
協
)

綜
採
上
述
三
種
觀
點
，
可
以
發
現
三
種
看
法
的
關
鍵
在
於
〈
秦
始

皇
本
紀
〉
之
相
關
記
載
，
特
別
是
公
子
扶
蘇
對
始
皇
的
諜
語
，
無
論
是

主
張
見
坑
者
為
儒
生
，
抑
或
方
士
，
兩
者
皆
肇
端
於
扶
蘇
「
皆
誦
法
孔

子
」
之
語
。
然
而
後
者
誤
把
方
士
等
問
於
諸
生
，
且
無
法
證
明
扶
蘇

「
皆
誦
法
孔
子
」
之
語
為
誤
傳
。
至
於
持
第
三
種
說
法
者
則
是
把
事
件

欺
哄
始
皇
的
方
士
與
見
坑
之
四
百
四
十
餘
人
的
諸
生
混
而
為
一
。
限
固

於
相
關
文
獻
的
不
足
，
上
述
說
法
各
有
其
成
立
的
優
勢
，
卻
也
有
其
局

限
性
。
歸
結
其
因
，
主
要
關
鍵
點
大
抵
為

.. 

四
百
六
十
餘
位
「
諸
生
」

是
否
即
「
儒
生
」
?
事
件
的
受
害
者
是
否
全
為
儒
者
?

關
於
被
坑
殺
的
諸
生
身
份
的
探
討
主
要
受
〈
秦
始
皇
本
紀
〉
的
影

響
，
因
此
回
歸
太
史
公
對
於
諸
生

-
4祠
的
運
用
便
是
判
斷
其
是
否
為
儒

者
的
重
要
依
據
之
一
。
綜
觀
《
史
記
》
通
書
對
於
諸
生
一
詞
的
使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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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抵
仍
以
具
有
儒
者
意
義
為
主
(
參
見
附
表
一
)
。
〈
秦
始
皇
本
紀
〉

扶
蘇
為
諸
生
請
命
之
「
皆
誦
法
孔
子
」
亦
證
實
其
儒
者
的
身
份
。
除
此

之
外
，
《
史
記
》
〈
封
禪
書
〉
之
「
殺
術
士
」
、
〈
儒
林
列
傳
〉
之

「
阮
術
士
」
、
〈
准
南
衡
山
列
傳
〉
之
「
誅
侈
文
學
」
亦
指
出
見
殺
對

象
為
真
有
儒
者
指
涉
的
「
術
士
」
或
「
誅
繆
文
學
」
。
綜
合
上
述
，
可

以
證
明
坑
殺
事
件
中
的
四
百
六
十
餘
位
罹
難
者
確
為
儒
家
之
人
。
關
於

事
件
引
發
坑
儒
事
件
的
導
火
線
|
方
士
，
《
史
記
》
並
未
將
其
列
入
四

百
六
十
餘
人
名
單
之
中
;
至
少
晚
於
太
史
公
的
《
說
苑
》
仍
有
始
皇
對

侯
生
釋
而
不
誅
的
記
載
。
(
註
叩
)

其
次

，
關
於
坑
儒
事
件
的

受
害
者
是
否
全
為
儒
者
的
問
題
，
仍
應

回
歸
至
〈
秦
始
皇
本
紀
〉
的
記
載
。
就
〈
秦
始
皇
本
紀
〉
坑
儒
事
件
的

記
載
而
言
，
四
百
六
十
餘
儒
者
被
坑
殺
的
殘
虐
似
乎
掩
蓋
住
太
史
公
對

於
該
事
件
受
害
者
之
完
整
敘
述

;
亦
即
四
百
六
十
餘
見
坑
之
儒
者
及
為

數
不
詳
之
「
永
成
」
發
徙
邊
疆
者
。
(
註

ω
)
對
威
權
者
而
言
，
鎮
壓

其
所
謂
反
動
事
件
的
方
式
除
了
直
接
訴
諸
於
武
力
屠
殺
之
外
，
隨
之
而

來
的
各
種
形
式
箱
制
與
恐
怖
統
治
更
是
其
慣
用
的
護
權
模
式
。
從
太
史

公
「
益
發
諦
徙
邊
」
的
記
載
來
說
，
可
以
發
現
坑
儒
事
件
的
受
害
者
不

僅
局
限
於
四
百
六
十
餘
被
坑
殺
的
儒
者
，
更
包
括
為
數
不
詳
的
知
識
份

子
被
永
久
發
配
邊
疆
。
然
而
根
據
〈
秦
始
皇
本
紀
〉
的
記
載
，
這
批

「
益
發
諦
徙
邊
」
的
知
識
份
子
並
非
悉
為
儒
者
。

總
結
上
述
，
可
以
發
現
坑
儒
事
件
的
受
害
者
除
了
四
百
六
十
餘
位

儒
者
之
外
，
另
有
一
批
遭
受
「
益
發
誦
徒
邊
」
而
非
悉
為
儒
者
的
知
識

份
子
。
從
漢
人
對
於
坑
儒
事
件
受
害
者
的
詮
解
來
說

，
四
百
六
十
餘
位

被
坑
殺
的
儒
者
明
顯
地
被
切
割
與
凸
顯

，
致
使
掩
蓋
住
事
件

受
害
者
的

全
貌
。附

表
一
•. 

《
史
記
》

「
諸
生
」
運
用
一
覽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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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被
坑
殺
者
的
反
賠
?
傳
相
告
引

《
孟
子
﹒
勝
文
公
下
》
一
五.. 

「
富
貴
不
能
淫
，
貧
賤
不
能
移
，
威



武
不
能
屈
，
此
之
謂
大
丈
夫
。
」
(
註
向
)
面
對
始
皇
「
或
為
訣
言
以

亂
時
首
」
的
指
控
，
諸
生
並
未
據
理
抗
辯
，
反
而
以
輾
轉
告
發
他
人
的

「
傳
相
告
引
」
方
式
以
白
兔
己
罪
。
沈
剛
伯
即
指
出
這
些
以
「
傳
相
告

引
」
方
式
自
除
己
罪
的
四
百
多
位
諸
生
雖
然
罪
不
至
於
死
，
卻
也
不
能

認
為
他
們
全
無
自
取
其
咎
之
處
。
(
註
何
)
相
較
於
《
史
記
﹒
劉
敬
叔

孫
通
列
傳
》
中
那
三
十
餘
位
在
秦
末
粉
飾
太
平
的
氛
圍
下
仍
直
言
進
謙

而
遭
秦
二
世
下
交
御
史
查
辦
的
諸
生
，
(
註
向
)
被
坑
殺
於
咸
陽
的
四

百
六
十
餘
位
諸
生
的
表
現
似
乎
沒
有
表
現
出
儒
者
威
武
不
能
屈
的
大
丈

夫
精
神
。
除
了
〈
秦
始
皇
本
紀
〉
之
外
，
漢
人
對
於
諸
生
「
傳
相
告

引
」
的
反
應
記
載
則
是
略
而
弗
談
。
就
秦
始
皇
三
十
五
年
坑
殺
之
四
百

六
十
餘
位
諸
生
與
秦
二
世
時
直
言
進
諜
的
三
十
餘
位
諸
生
比
較
而
論
，

後
者
似
乎
應
比
前
者
更
值
得
漢
代
文
人
加
以
著
墨
闡
揚
。

(
四
)
坑
殺
思
想
的
溯
源
|
《
茍
子
﹒
有
坐
》

就
坑
儒
的
思
想
溯
源
視
野
而
言
，
秦
始
皇
三
十
五
年
的
坑
殺
事
件

並
非
偶
發
行
為
，
而
是
有
其
思
想
上
的
淵
源
。
對
古
代
君
王
而
言
，
殺

戮
是
其
掌
控
人
民
異
言
思
想
的
主
要
方
式
之
一
。
坑
儒
行
為
看
似
為
法

家
宰
制
人
民
言
論
的
極
端
手
段
，
但
在
坑
儒
事
件
之
前
的
《
茍
子
》
即

有
類
似
的
主
張
，
《
苟
子
》
即

-
E.. 

居
處
足
以
聚
徒
成
群
，
言
談
足
以
飾
邪
營
眾
，
強
足
以
反
是
獨

立
，
此
小
人
之
裝
雄
也
，
不

可
不
誅
也
。
(
「
証
叩
)
(
《
苗
子
. 

. 
有
坐
》
)

除
了
法
家
之
外
，
儒
家
亦
有
類
似
坑
殺
異
言
思
想
的
理
論
。
但
漢
代
文

人
對
於
《
茍
子
，
有
坐
》
與
坑
儒
事
件
的
關
係

，
則
是
略
而
弗
談
。

(
五
)
坑
儒
的
影
響

|
|
公
子
扶
聽
這
離
權

力
核
心
，
導
致
秦
朝
加
速
覆
滅

對
秦
始
皇
與
知
識
份
子
而
言
，
坑
儒
著
實
為
秦
朝
短
暫
國
祥
中
的

重
大
事
件
。
關
於
坑
儒
的
影
響
，
〈
秦
始
皇
本
紀
〉
僅
以
扶
蘇
因
為
諸

陳
忠
信

秦
始
皇
坑
儒
新
論

生
請
命
而
見
徒
長
城
之
事
作
終
，
並
無
其
他
相
關
影
響
的
敘
述
。
至
於

漢
人
對
於
坑
儒
事
件
影
響
的
探
討
，
大
抵
可
以
分
為

•• 

導
致
秦
朝
覆

滅
、
文
化
典
籍
思
想
的
淪
喪
等
兩
大
類
。

漢
人
對
於
坑
儒
影
響
的
詮
釋
主
要
分
為
政
治
與
文
化
兩
種
視
野
。

雖
然
〈
秦
始
皇
本
紀
〉
並
未
把
坑
儒
事
件
視
為
秦
朝
覆
滅
的
原
因
，
但

在
《
史
記
》
其
他
篇
章
及
漢
代
文
人
眼
中
，
坑
儒
事
件
則
被
認
為
是
導

致
秦
朝
國
符
短
暫
的
原
因
之
一
。
《
史
記
﹒
准
南
衡
山
列
傳
》
、
《
漢

書
》
之
〈
制
伍
江
息
夫
傳
〉
〈
五
行
志

V
與
《
風
俗
通
義
﹒
皇
霸
》
等

即
把
坑
儒
視
作
秦
朝
傾
覆
的
重
要
因
素
之
一
。
《
史
記
﹒
封
禪
書
》
與

《
漢
書
》
之
〈
地
理
志
〉
〈
郊
把
志
〉
亦
記
載
坑
儒
事
件
導
致
知
識
份

子
不
但
對
秦
朝
失
望
，
更
投
身
反
抗
行
列
之
中
。
至
於
劉
向
〈
戰
國
策

書
錄
〉
與
王
符
《
潛
夫
論
﹒
賢
難
》
則
是
從
儒
家
「
道
之
以
政
，
齊
之

以
刑
，
民
兔
而
無
恥
;
道
之
以
德
，
齊
之
以
禮
，
有
恥
且
格
」
與
賣
誼

〈
過
秦
論
〉
「
仁
義
不
施
，
攻
守
之
勢
異
」
仁
義
德
治
的
立
場
切
入
，

視
之
為
秦
朝
亡
國
原
因
之
一
。
大
陸
秦
史
學
者
張
立
指
出
始
皇
三
十
六

年
發
生
的
「
始
皇
帝
死
而
地
分
」
與
「
今
年
祖
龍
死
」
為
倖
存
儒
生
的

消
極
反
抗
，
而
加
入
陳
勝
起
義
後
的
各
路
義
軍
不
能
不
說
是
對
焚
書
坑

儒
的
一
種
反
動
。
(
註
朋
)
坑
儒
使
大
量
優
秀
的
知
識
份
子
對
秦
王
朝

產
生
巨
大
的
離
心
力
，
對
加
速
秦
皇
朝
的
滅
亡
起
了
重
要
的
作
用
。

(
註
別
)

除
了
秦
朝
覆
亡
的
政
治
層
面
之
外
，
漢
人
亦
從
文
化
典
籍
思
想
淪

喪
的
面
向
來
探
討
坑
儒
的
影
響
。
《
史
記
﹒
儒
林
列
傳
》
、
《
漢
書
》

之
〈
楚
元
王
傳
〉
、
〈
儒
林
傳
〉
與
趙
岐
〈
孟
子
題
辭
〉
皆
把
坑
儒
與

焚
書
並
列
為
「
六
藝
從
此
缺
焉
」
、
「
道
術
由
是
遂
滅
」
、
「
六
學
從

此
缺
矣
」
及
篇
籍
汲
絕
的
重
要
原
因
。
(
註
位
)
大
陸
學
者
趙
宗
正
、

劉
蔚
華
即
指
出
焚
書
坑
儒
不
但
沉
重
打
擊
了
儒
家
的
力
量
，
更
是
中
國

文
化
史
上
的
一
場
大
浩
劫
。
先
秦
許
多
重
要
的
文
獻
典
籍
不
僅
被
焚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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鵝
湖
月
刊
第
三
四
卷
第
二
期
總
號
第
三
九
八

的
大
火
付
之
一
炬
，
更
造
成
了
中
國
思
想
領
域
內
第
一
次
「
萬
馬
齊

闇
」
的
局
面
。
(
註
的
)

綜
合
上
述
，
可
以
發
現
漢
人
對
於
坑
儒
的
影
響
大
揖
受
儒
家
「
道

之
以
德
，
齊
之
以
禮
」
仁
義
德
治
視
野
的
左
右
，
把
坑
儒
與
秦
朝
其
他

不
施
仁
義
的
舉
措
並
列
為
亡
國
的
原
囡
。
但
就
秦
朝
傾
覆
的
原
因
來

說
，
坑
儒
並
非
占
有
主
要
的
地
位
。
錢
穆
指
出
秦
代
政
治
的
失
敗
，
最

主
要
在
其
役
使
民
力
之
逾
量
。
(
註
叫
)
秦
人
致
敗
之
由
在
於
在
施
政

嚴
酷
淫
侈
、
用
法
刻
深
及
拓
土
不
量
民
力
。
(
註
的
)
其
次
，
漢
人
亦

從
文
化
思
想
的
層
面
切
入
，
認
為
坑
儒
之
舉
亦
造
成
後
代
文
化
典
籍
的

浩
劫
。
然
而
無
論
是
亡
國
覆
滅
的
政
治
層
面
，
抑
或
六
藝
道
術
缺
滅
的

文
化
典
籍
淪
喪
視
野
，
兩
者
皆
立
於
儒
家
的
角
度
而
忽
略
〈
秦
始
皇
本

紀
〉
有
關
扶
蘇
見
誦
戌
邊
記
載
的
重
要
性
。
肝
衡
坑
儒
事
件
的
發
展
與

影
響
，
太
史
公
業
已
洞
悉
扶
蘇
北
監
上
郡
對
秦
朝
國
祥
的
致
命
影
響
，

亦
即
極
有
可
能
紹
承
大
位
的
公
子
扶
蘇
因
替
諸
生
請
命
而
觸
怒
始
皇
，

進
而
遠
離
權
力
的
核
心
，
最
後
導
致
好
任
刑
法
的
公
子
胡
亥
因
趙
高
李

斯
等
人
的
竄
改
遺
詔
而
繼
位
，
加
速
秦
朝
國
祥
的
覆
亡
。
(
註
前
)
徐

半
遠
嘗
曰
:
「
秦
之
亡
，
以
扶
蘇
在
邊
郡
'
繼
立
不
明
故
也
。
扶
蘇
之

譴
外
以
直
諦
，
則
坑
儒
乃
所
以
亡
秦
也
。
(
註
盯
)
」
大
陸
奏
漢
史
學

者
孟
祥
才
亦
指
出
沒
有
選
好
皇
位
繼
承
人
及
安
排
好
一
個
失
志
忠
貞

、

威
望
服
人
的
顧
命
班
子
是
秦
朝
亡
國
的
重
要
原
因
。
(
註

ω
∞
)
倘
若
好

行
仁
義
的
扶
蘇
繼
承
大
位
，
則
歷
史
的
演
變
將
如
同
《
史
記

﹒
都
生
陸

賈
列
傳
》
陸
賈
對
漢
高
祖
所
云
「
鄉
使
秦
己
井
天
下
，
行
仁
義
，
法
先

聖
，
陸
下
安
得
而
有
之
?
」

根
據
上
述
有
關
坑
儒
的
發
生
原
因
、
坑
殺
對
象
、
被
坑
殺
者
的
反

應
、
坑
殺
的
理
論
溯
源
及
坑
殺
的
影
響
等
角
度
的
剖
析
，
可
以
發
現
漢

人
對
於
坑
儒
的
詮
釋
明
顯
地
受
到
儒
家
思
想
的
影
響
。
在
漢
代
儒
家
思

想
的
詮
解
之
下
，
原
本
發
生
於
秦
始
皇
三
十
五
年
因
方
士
的
欺
哄
與
知

識
份
子
的
謗
議
所
導
致
的
坑
儒
便
被
簡
化
為
針
對
儒
家
所
為
的
血
腥
鎮

壓
事
件
。
坑
儒
實
為
漢
人
在
儒
家
思
想
氛
圍
下
的
重
新
詮
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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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結
語

歷
來
對
於
焚
書
坑
儒
有
種
種
的
否
定
與
抨
擊
，
但
是
歷
史
條
件
和

文
化
背
景
的
複
雜
程
度
是
不
可
以
簡
單
論
定
的
，
(
註
的
)
錢
穆
即
從

秦
人
對
東
土
三
晉
法
制
功
利
之
學
及
鄒
魯
之
儒
學
態
度
差
異
的
角
度
來

看
焚
書
坑
儒
。
(
註
叩
)
上
述
針
對
坑
儒
的
「
大
作
文
章
」
與
「
探
玄

鉤
沉
」
並
非
學
究
氣
息
，
(
註
引
)
而
是
想
廓
清
長
期
被
儒
家
思
想
影

響
的
坑
儒
原
型
。
雖
然
受
到
焚
書
所
造
成
的
文
獻
斷
層
影
響
，
但
仍
可

以
根
據
《
史
記
》
及
漢
代
其
他
文
獻
的
記
載
中
剖
析
坑
儒
史
實
原
貌
。

根
據
上
述
論
述
，
坑
儒
的
原
型
大
抵
為
發
生
於
秦
始
皇
三
十
五
年
因
方

士
的
欺
哄
與
知
識
份
子
的
謗
議
所
導
致
的
血
腥
鎮
壓
事
件
。
事
件
的
受

難
者
除
了
四
百
六
十
餘
位
儒
者
之
外
，
更
包
括
許
多
「
益
發
誦
徙
邊
」

的
知
識
份
子
。
仁
義
的
公
子
扶
蘇
更
因
為
諸
生
請
命
而
觸
怒
龍
顏
，
進

而
為
始
皇
北
誦
長
城
。
遠
離
權
力
核
心
的
扶
蘇
最
終
未
能
延
續
秦
朝
國

絆
，
而
由
好
刑
法
的
胡
亥
加
速
終
結
秦
朝
。

隨
著
儒
家
思
想
在
漢
代
取
得
獨
尊
的
地
位
，
坑
儒
之
名
亦
由
模
糊

轉
為
正
名
，
進
而
與
焚
書
結
合
為
秦
朝
覆
亡
的
因
素
之
一
。
坑
儒
一
詞

在
漢
代
演
變
的
曲
線
與
儒
家
思
想
在
漢
代
的
發
展
軌
跡
頗
為
相
似
，
亦

即
兩
者
皆
以
漢
武
帝
為
發
展
的
重
要
分
水
嶺
，
並
由
此
而
向
上
蓬
勃
發

展
。
此
外
，
從
坑
儒
的
發
生
原
因
、
坑
殺
對
象
、
被
坑
殺
者
的
反
應
、

坑
殺
的
理
論
溯
源
及
坑
殺
的
影
響
等
角
度
的
剖
析
，
皆
可
發
現
漢
代
儒

家
思
想
對
於
漢
人
詮
釋
坑
儒
的
重
要
影
響
。
綜
合
上
述
，
漢
人
對
於
坑

儒
的
理
解
實
為
在
漢
代
儒
家
思
想
氛
圍
下
的
重
新
詮
釋
。
經
由
漢
代
儒

家
思
想
的
影
響
，
坑
儒
事
件
由
原
本
因
文
獻
斷
層
而
致
的
模
糊
性
轉
為

以
儒
家
思
想
的
詮
釋
，
進
而
形
成
後
代
焚
書
坑
儒
印
象
式
價
值
判
斷
的



原
型
。

註
釋

•• 

註
l

.. 

顧
炎
武
撰
'
黃
汝
成
校
記

.. 

《
日
知
錄
集
釋
》
(
台
北

.. 

國
泰

文
化
事
業
公
司
，
一
九
八

0
年
一
月
)
，
頁
三
九
五
。

註
2

.. 

《
史
記
》
之
坑
儒
敘
述
除
〈
秦
始
皇
本
紀
〉
之
外
，
另
散
見
於

〈
封
禪
書
〉
、
〈
儒
林
列
傳
〉
及
〈
准
南
衡
山
列
傳
〉
之
中
。

《
史
記
》
雖
無
坑
儒
之
名
稱
，
卻
有
坑
儒
史
實
的
記
載
，
故
本

文
針
對
秦
始
皇
三
十
五
年
咸
陽
坑
殺
事
件
仍
延
用
傳
統
所
云
之

坑
儒
。
上
述
《
史
記
》
相
關
篇
章
將
於
文
後
進
一
步
詳
論
。

註
3

.. 

陳
其
泰
.. 

《
史
學
與
中
國
文
化
傳
統
》
(
北
京

.. 

書
日
文
獻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三
年
九
月
)
，
頁
六
(
丫
二
。

註
4

•• 
吳
雁
南
、
秦
學
顧
、
李
禹
階
主
編

.. 

《
中
國
經
學
史
》
(
台

北
:
五
南
圖
書
公
司
，
二

O
O
五
年
八
月
)
，
頁
三
二
|
四
。

註
5

.. 
陸
賈
著
，
王
利
器
校
注
:
《
新
語
校
注
》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一
九
九
七
年
十
月
)
，
頁
三
九
、
頁
五
一
、
頁
六
三
及
頁

七
五
i

八
。

註
G

.• 

賈
誼
.. 

《
新
書
》
(
台
北
.. 

台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四
部
叢
刊
初
編

縮
本
，
一
九
七
五
年
)
，
卷
一
，
頁
六
及
卷
一

-
7
頁
二
三
。

註
7

•. 

班
固
撰
'
顏
師
古
注

:

《
漢
書
》
(
台
北
.. 

宏
業
書
局
，
一
九

八
四
年
三
月
再
版
)
，
頁
二
三
三
三
。

註
8

.. 
劉
向
.. 

《
說
苑
》
(
台
北
.. 

台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四
部
叢
刊
初
編

縮
本
，
一
九
七
五
年
)
，
卷
九
〈
正
謙
〉
'
頁
囚
。
。
〔
日
〕

嚨
川
龜
太
郎
.. 

《
史
記
會
注
考
證
》
(
台
北
... 

中
新
書
局
，
一

九
八
三
年
十
月
)
，
頁
三

-
0。

註
9

•. 

林
劍
鳴
.. 

《
秦
史
》
(
台
北
.. 

五
南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
一
九
九

二
年
二
月
)
，
頁
六
一
四
。

陳
忠
信

秦
始
皇
坑
儒
新
論

註
凹
.. 

張
文
立
.. 

《
秦
始
皇
評
傳
》
(
台
北
:
里
仁
書
局
，
二

O
O
O

年
十
一
月
)
，
頁
四

O
四
|
五
。

註
H

.• 
林
啟
屏
.. 

〈
中
國
古
代
學
術
史
上
的
關
鍵
事
件
及
其
意
義
|
以

「
秦
火
焚
書
」
為
討
論
的
核
心
〉
'
《
清
華
學
報
》
'
新
三
十

六
卷
，
第
一
期
，
二

O
O
六
年
六
月
，
頁
二
工
?

註
口
.. 

關
於
〈
秦
始
皇
本
紀
〉
、
〈
封
禪
書
〉
、
〈
儒
林
列
傳
〉
及

〈
准
南
衡
山
列
傳
〉
所
云
坑
殺
之
諸
生
、
「
術
士
」
及
「
誅
繆

文
學
」
與
儒
生
的
關
係
'
筆
者
於
本
文
第
三
節
之
坑
儒
的
對
象

中
有
詳
細
的
論
述
。

註
曰
:
〔
日
〕
攏
川
龜
太
郎

.. 

《
史
記
會
注
考
到
孽
，
頁
一
二
七

0
。

註
M

、
阿

.. 
同
上
註
，
頁
一
二
八
六
。

註
的
.. 

〔
日
〕
攏
川
龜
太
郎
.. 

《
史
記
會
注
考
證
》
'
頁
五

O
二
。

註
問
.. 

劉
向
集
錄
.. 

《
戰
國
策
》
下
冊
(
台
北
.. 
里
仁
書
局
，
一
九
八

二
年
一
月
)
，
頁
二
九
七
。

註
口
.. 

班
固
撰
'
顏
師
古
注

.. 

《
漢
書
》
'
頁
一
九
六
八
。

註
問
.. 

班
固
撰
'
顏
師
古
注
:
《
漢
書
》
'
頁
三
一
七
一

註
凹
.. 

班
固
撰
'
顏
師
古
注
:
《
漢
韋
思
，
頁
三
五
九
二
。

註
叩
.. 

班
固
撰
'
顏
師
古
注
:
《
漢
書
》
'
百
三
四
七
二
。

註
訓
.. 

班
回
撰
'
顏
師
古
注

.. 

《
漢
書
》
'
頁
一
六
四
一

註
位
.. 

班
回
撰
'
顏
師
古
注

.. 

《
漢
書
》
'
盲
三
二
五
。
。

註
臼
.. 

王
符
著
，
汪
繼
培
護

.. 

《
潛
夫
論
筆
》
(
台
北
.. 
漢
京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一
九
八
四
年
五
月
)
，
頁
四

0
。

註
M
M
.
-
阮
元
校
刊
.. 

《
十
三
經
注
疏
﹒
孟
子
》
(
台
北

.. 
藝
文
印
書

館
二
九
九
七
年
八
月
初
版
十
三
刷
)
，
頁
七
。

註
自
.. 
應
的
著
，
王
利
器
校
注

.. 

《
風
俗
通
義
校
注
》
(
台
北
.. 
漢
京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一
九
八
四
年
五
月
)
，
頁
四
九
。

註
m
m
.-
黃
暉
.. 

《
論
衡
校
釋
》
第
三
冊
(
北
京
.. 
中
華
書
局
，
一
九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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鵝
湖
月
刊
第
三
四
卷
第
二
期
總
號
第
三
九
八

六
年
十
一
月
)
，
頁
八
八
九
。

註
盯
.. 

黃
暉
.. 

《
論
衡
校
釋
》
第
二
冊
，
頁
三
五
四
|
五
。

註
泊
.. 

范
嘩
撰
'
李
賢
等
注
.. 

《
後
漢
書
》
(
台
北
.. 

宏
業
書
局
，
一

九
八
四
年
三
月
再
版
)
，
頁
一
七
五
二
、
頁
二

O

一
五
|
六
及

頁
二
一
六
六
。

註
的.. 

徐
復
觀
.. 

〈
太
史
公
的
思
想
背
景
及
其
史
學
精
神
〉
'
收
錄
於

黃
沛
榮
編
.. 

《
史
記
論
文
選
集
》
(
台
北
.. 

長
安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三
年
九
月
)
，
頁
一
八
。

註
油
.. 

周
虎
林
•. 

《
司
馬
遷
與
其
史
學
》
(
台
北
.. 

文
史
哲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0
年
十
月
再
版
)
，
頁
二
九
七
|
三

O
四
。

註
況
.. 

楊
育
坤
.. 

〈
西
漢
後
期
文
化
鉅
子
|
劉
向
、
劉
散
〉
'
《
西
安

教
育
學
院
學
報
》
第
四
期
，
二

O
O
0
年
十
三
月
，
頁
四
一

註
泣
.. 

熊
鐵
基

.• 

〈
劉
向
校
書
詳
析
〉
'
《
史
學
月
刊
》
，
第
七
期
，

二
0
0
0
年
，
頁
七
九
。

註
羽
.. 

吳
全
蘭
.. 

〈
中
和.. 

劉
散
哲
學
思
想
的
核
心
〉
'
《
江
准
論

壇
》
，
第
四
期
，
二

O
O
六
年
，
頁
二
二

O
o

註
M
.. 
范
嘩
撰
，
李
賢
等
注

.. 

《
後
漢
書
》
'
頁
一
一
一
一
六
、
頁
二
二

二
九
及
頁
三
六
二
三
。

註
泊
.. 

玉
符
著
，
汪
擋
培
這

.. 

《
潛
夫
論
筆
》
'
頁
四
八
七
。

註
抽
f

劉
文
英
.. 

〈
《
潛
夫
論
》
與
漢
代
經
學
〉
'
《
孔
子
研
究
》

第
三
期
，
一
九
九
四
年
，
頁
六

O
及
《
王
符
評
傳
》
(
南
京

.. 

南
京
大
學
出
版
社
二
九
九
七
年
三
月
)
，
頁
三
四
|
四
八
。

註
盯
.. 

黃
盛
雄
:
《
王
符
思
想
研
究
》
(
台
北

.. 

文
史
哲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二
年
四
月
)
，
頁
七
一
、
頁
一
五
五
及
頁
二
七
一
。

註
拈
.. 

黃
宛
峰
.• 

〈
《
論
衡
》.. 

一
代
鴻
儒
的
自
荐
韋
思
，
《
史
學
月

刊
》
'
第
五
期
，
二

O
O
四
年
，
頁
三
七
。

註
羽
.. 

林
麗
雪
.. 

《
王
充
》
(
台
北
:
東
大
圖
書
公
司
二
九
九
一
年

九
月
)
，
頁

-
O
三
|
七
。

註
叫
.. 

范
嘩
撰
，
李
賢
等
注

.. 

《
後
漢
章
旱
，
頁
二
三
二
。
至
於
趙

岐
著
作
《
孟
子
章
旬
》
的
動
機
，
則
見
於
〈
孟
子
題
辭
〉
，
參

見
阮
元
校
刊

.. 

《
十
三
經
注
疏
，
孟
子
》
'
頁
八
。

註
的
.. 

張
文
立
.. 

《
秦
始
皇
評
傳
》
'
頁
二
及
頁
四

O
四
。

註
的
“.. 

參
見
拙
文
:
〈
試
析
《
左
傳
》
呂
相
絕
秦
之
政
治
文
官
一
〉
'
《

中
國
語
文
月
刊
》
'
第
五
六
五
期
，
二

O
O
四
年
七
月
，
頁
六

八
|
九
及
〈
文
宣
寫
作
|
以
修
辭
在
電
視
競
選
廣
告
中
的
運
用

為
例
〉
，
發
表
於
成
功
大
學
中
文
系
主
辦
之
「
實
用
中
文
與
寫

作
策
略
學
術
研
討
會
」
'
二

O
O
四
年
五
月
卅
日
，
論
文
集
由

台
北
里
仁
書
局
出
版
(
同
年
十
二
月
)
，
頁
四
五
一

1
|

七
八
。

註
日
:
黃
中
業
.. 

〈
重
評
秦
始
皇
帝
〉
'
《
社
會
科
學
戰
線
》
'
第
五

期
，
二

O
O

一
年
，
頁
三
八
四
。

註
叫
.. 

黃
暉
.. 

《
論
衡
校
釋
》
第
二
冊
，
頁
三
五
六
。

註
的
.. 

錢
穆
.. 

《
秦
漢
史
》
'
收
錄
於
《
錢
賓
四
先
生
全
集
》
第
二
十

六
冊
(
台
北
:
聯
經
文
化
事
業
出
版
有
限
公
司
，
一
九
九
八

年
)
，
頁
二
四
|
五
。

註
刊
物.. 

郭
沫
若

•. 

《
十
批
判
書
》
'
收
錄
於
《
中
國
古
代
社
會
研
究
外

三
種
》
下
冊
(
石
家
莊
.. 

河
北
教
育
出
版
社
，
二
千
年
)
，
頁

-
O
二
二
。
張
文
立
.. 

《
秦
始
皇
評
傳
》
'
頁
二
八
。

註
們
圳
、M

、
倪
.. 

問
註
凹
，
頁
一
一
一
五
。

註
拍
.. 

薯
伯
贊
.. 

《
秦
漢
史
》
(
北
京
:
北
京
大
學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九
年
〉
'
頁
八
三
。
然
而
根
據
〈
秦
始
皇
本
紀
〉
的
記
載
，
主

張
坑
儒
者
實
為
秦
始
皇
。

註
的
•. 

王
志
躍
:
《
先
秦
儒
學
史
概
論
》
(
台
北
:
文
津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四
年
)
，
頁
三
二
七
。

註
叩
.. 

根
據
王
叔
峨
《
史
記
剝
削
證
》
與
《
史
記
考
證
》
的
考
證
'
上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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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云
之
「
術
士
」
亦
即
「
儒
士
」
o
參
見
王
叔
眠
.. 

《
史
記
斟

證
》
第
九
冊
(
台
北
:
中
央
研
究
院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
一
九

八
三
年
)
，
頁
三
→
二
四
及
頁
三
二
五
二
。
《
史
記
考
證
》
引

周
壽
昌
云

.. 

「
經
術
之
士
稱
術
士
，
猶
有
道
之
人
稱
道
人

也
。
」
參
見
〔
日
)
攏
川
龜
太
郎
:
《
史
記
會
注
考
到
孽
，
頁

一
三
八
六
。
此
外
，
根
據
儒
生
對
於
始
皇
的
疾
怨
，
《
史
記
﹒

准
南
衡
山
列
傳
》
之
「
誅
慘
文
學
」
與
《
漢
書
﹒
郊
把
志
》
之

「
誅
滅
文
學
」
亦
應
指
儒
家
而
言
。
《
漢
書
》
〈
酬
伍
江
息
夫

傳
〉
〈
儒
林
傳
〉
之
「
殺
術
士
」
、
〈
郊
把
志
〉
之
「
誅
滅
文

學
」
、
王
符
《
潛
夫
論
﹒
賢
難
》
之
「
坑
術
士
」
大
抵
亦
承
襲

《
史
記
》

註
曰
:
傅
斯
年
:
〈
戰
國
子
家
敘
論
〉
'
收
錄
於
韓
復
智
編

.. 

《
中
國

通
史
論
文
選
輯
》
上
冊
(
台
北
:
東
昇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
一
九

八
二
年
十
月
增
訂
再
版
)
，
頁
二
七
一
。

註
曰
:
彭
友
生
:
《
秦
史
》
(
台
北

.. 

帕
米
爾
書
店
，
一
九
七

0
年
三

月
再
版
)
，
頁
三
三
于

註
曰
:
梁
玉
繩
.. 

《
史
記
志
疑
》
(
台
北
:
學
生
書
局
，
一
九
七

0
年

七
月
)
，
百
九
九
八
|
九
。

註
泊
.. 

本
店
編
譯
部
.. 

《
秦
漢
史
》
(
台
北
.. 

台
灣
開
明
書
店
，
一
九

七
三
年
十
月
台
三
版
)
，
頁
一
四
。

註
m
m
.
-勞
韓
.. 

《
泰
漢
史
》
(
台
北
.. 

中
國
文
化
學
院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0
年
四
月
新
一
版
)
，
頁
一
O
o

註
盯
f

林
劍
鳴
.. 

《
秦
史
》
'
頁
六
三
一
及
《
秦
漢
，
史
》
(
上
海..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
二
O
O
三
年
四
月
)
，
頁
一
七
五
。

註
M
.• 

趙
宗
正
、
劉
蔚
華
主
編
:
《
中
國
儒
家
學
術
思
想
史
》

南.. 

山
東
教
育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六
年
)
，
頁
三
一
九
。

註
的
.. 

劉
向
:
《
說
苑
》
'
卷
二
十
〈
反
質
〉
'
頁
九
六
。

陳
忠
信

秦
始
皇
坑
儒
新
論

濟

註
ω.. 
《
史
記
考
證
》
認
為
這
些
「
益
發
諦
邊
」
實
乃
「
永
戌
」
。
參

見
〔
日
〕
攏
川
龜
太
郎
.. 

《
史
記
會
注
考
證
》
'
頁
一
一
一
五
。

註
的
.. 

〔
日
〕
攏
川
龜
太
郎
.. 

《
史
記
會
注
考
證
》
'
頁
三
三
一
。

註
臼
.• 

〔
日
〕
灑
川
龜
太
郎
:
《
史
記
會
注
考
證
》
，
頁
二
一
九
。

註
制
.. 

〔
日
〕
嚨
川
龜
太
郎
.• 

《
史
記
會
注
考
證
》
'
頁
四
五
二
。

註
的
.. 

〔
目
〕
攏
川
龜
太
郎
.. 

《
史
記
會
注
考
證
》
'
頁
五
O
六
。
至

於
儒
者
與
改
曆
服
色
辜
的
關
係
'
〈
孝
武
帝
本
紀
〉
云
:
「
而

上
鄉
儒
術
'
招
賢
良
，
趙
箱
、
王
喊
等
以
文
學
為
公
卿
，
欲
議

古
立
明
堂
城
南
，
以
朝
諸
侯
。
草
巡
持
封
禪
改
曆
服
色
事
末

就
o
」
參
見
頁
一
一
二

註
的
:
同
上
註
'
頁
五
三
千
|
囚
。

註
盯
.. 

〔
日
〕
攏
川
龜
太
郎
:
《
史
記
會
注
考
胡
琴
，
頁
七
六
五
。

註
的
.. 

〔
日
〕
攏
川
龜
太
郎.. 

《
史
記
會
注
考
報
導
，
頁
八
O
一
。

註
的
.. 

〔
日
)
攏
川
龜
太
郎
.. 

《
史
記
會
注
考
胡
思
，
頁
八
二
O
e

註
叩
.• 

〔
日
)
攏
川
龜
太
郎
:
《
史
記
會
注
考
證
》
'
頁
一
O
一
四
。

註
η
.. 
同
上
註
'
頁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五
。

註
口
.. 

〔
日
〕
攏
川
龜
太
郎
.. 

《
史
記
會
注
考
胡
琴
，
頁
三
二
六
。

註
口
.. 

〔
日
)
灑
川
龜
太
郎
.. 

《
史
記
會
注
考
胡
琴
，
頁
一
二
三
八
。

註
曰
:
間
上
註
'
頁
一
二
九
一
|
二
。

註
祐
.. 

阮
元
校
刊
:
《
十
三
經
注
疏
﹒
孟
子
》
'
買
一
O
八
。

註
行
.. 

沈
剛
伯
.• 

〈
秦
漢
的
儒
〉
，
原
發
表
於
《
大
陸
雜
誌
》
第
三
十

八
卷
第
九
期
，
今
收
錄
於
韓
復
智
編
:
《
中
國
通
史
論
文
選

輯
》
上
冊
，
頁
三
三
四
|
五
。

註
咕
:
同
註
口
，
頁
一
一
一
一
一

-
l四
。

註
m.. 
李
樵
生
.. 

《
苟
子
集
釋
》
(
台
北
.. 

學
生
書
局
，
一
九
八
八
年

十
月
)
，
頁
六
四

0
。

註
別
:
張
文
立
:
《
秦
始
皇
評
傳
》
'
頁
五
三
O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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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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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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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總
號
第
三
九
八

註
別
.. 

孟
祥
才
.. 

《
先
秦
秦
漢
史
論
》
(
濟
南
:
山
東
大
學
出
版
社
，

二
O
O
三
年
八
月
)

，
頁
二
二
七
及
二
三
三

;
《
秦
漢
人
物
散

論
》
(
上
海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
二

O
O
五
年
十
二
月
)
，

頁
五
六
i

七
及
頁
六
三
;
田
昌
五
二
女
作
璋

.. 

《
秦
漢
史
》

(
北
京
:
人
民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三
年
)
，
頁
五
五
。

註
位
.. 

由
於
上
述
相
關
漢
代
文
獻
引
文
多
與
本
文
第
二
節
之
引
文
相

同
，
故
不
予
重
新
註
解
。

註
也
.. 

郭
沫
若
:
《
十
批
判
重
忌
，
收
錄
於
《
中
國
古
代
社
會
研
究
外

二
種
》
下
冊
，
頁
一

(
1
)
二
二
。

註
制
.. 

錢
穆
.. 

《
國
史
大
綱
》
上
冊
(
台
北
.. 

台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
一

九
八
八
年
十
二
月
修
訂
十
六
版
)
，
頁
九
二
。

註
的
.. 

本
店
編
譯
部
.. 

《
秦
漢
史
》
'
頁
一
一
。

註
制
.. 

陳
舜
臣
言
認
為
始
皇
放
逐
扶
蘇
乃
另
有
其
磨
鍊
用
意
，
但
仍
無

法
改
變
扶
蘇
遠
離
權
力
核
心
的
現
狀
。
作
者
認
為
在
當
時
有
資

格
做
「
與
喪
會
咸
陽
而
葬
」
之
主
祭
宮
者
便
是
王
位
的
繼
承
人

。
扶
蘇
是
一
個
仁
慈
優
秀
的
青
年
。
其
因
坑
儒
而
與
始
皇
意
見

不
合
，
甚
者
始
皇
命
他
同
蒙
恬
駐
守
長
城
。
始
皇
此
舉
與
其
看

作
放
逐
，
不
如
看
成
是
為
了
栽
培
他
成
為
繼
承
人
所
給
的
功
課

。
參
見
〔
日
〕
陳
舜
臣
著
，
張
玲
玲
譯
.. 

《
時
代
之
子
秦
始
皇

》
(
台
北.. 

遠
流
出
版
社
，
二

O
O
四
年
二
版
)
，

頁
一
六

0
。

註
盯
.. 

凌
稚
陸
輯
校
•. 

《
史
記
評
林
》
第
一
個
(
台
北
.. 

地
球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二
年
三
月
)
，
頁
一
一
一
-
-
l
i
l
-
-

二
。

註
別
.. 

孟
祥
才
.. 

《
先
秦
秦
漢
史
論
》
'
頁
二
二
五
及
《
秦
漢
人
物
散

論
》
'
頁
五
五
。

註
的
.. 

王
子
令
，
方
光
華

.. 

《
秦
漢
魏
晉
南
北
朝
史
》
(
台
北
.. 

五
南

圖
書
有
限
公
司
，
二

O
O

二
年
六
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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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八
。

註
叩
.. 

同
註
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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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八
!
九
。

註
引
.. 

張
文
立
.. 

《
秦
始
皇
評
傳
》
'
頁

一
一四
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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