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は
じ
め
に

　

こ
こ
に
は
、
曾
燦
輯
『
過
日
集
』
の
序
跋
・
凡
例
・
過
日
集
諸
体
評
論
を
収
載
し

た
。
す
で
に
謝
正
光
・
余
汝
豊
編
著
『
清
初
人
選
清
初
詩
彙
考
』（
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八
）
に
、
序
跋
・
凡
例
ま
で
が
掲
載
さ
れ
て
い
る
。『
過
日
集
』
は
清

初
に
編
纂
さ
れ
た
詩
の
総
集
で
あ
り
、
日
本
で
は
内
閣
文
庫
の
み
に
二
セ
ッ
ト
所
蔵

さ
れ
る
。
も
と
も
と
康
煕
年
十
二
年
（
一
六
七
三
）
に
公
刊
さ
れ
た
も
の
で
、
人
名

の
出
身
地
や
忌
避
に
触
れ
る
表
現
な
ど
に
、
墨
で
黒
塗
り
を
し
て
何
と
か
発
刊
に
こ

ぎ
着
け
た
の
で
は
な
い
か
と
推
測
さ
れ
る
。
紅
葉
山
文
庫
と
佐
伯
藩
旧
蔵
と
二
セ
ッ

ト
で
あ
る
。
一
つ
の
方
は
、
特
に
墨
塗
り
が
か
な
り
激
し
く
、
も
う
一
方
で
そ
の
部

分
が
判
明
で
き
る
場
合
も
少
な
く
な
い
。

　

日
本
で
は
『
過
日
集
』
に
つ
い
て
言
及
さ
れ
た
こ
と
が
な
く
、「『
過
日
集
』
に
お

け
る
銭
謙
益　

其
の
一
」「
清
初
の
詩
総
集
『
過
日
集
』
に
お
け
る
僧
詩
」
の
二
つ

の
拙
稿
が
あ
る
の
み
。『
過
日
集
』
に
収
載
さ
れ
る
も
の
は
、
こ
の
激
烈
の
時
代
の

文
学
の
第
一
次
史
料
で
あ
り
、
全
面
的
に
研
究
を
深
め
る
こ
と
が
必
須
で
あ
る
と
思

わ
れ
る
の
で
、
こ
れ
ま
で
江
湖
に
知
ら
れ
る
こ
と
の
な
い
『
過
日
集
』
の
文
学
を
公

開
す
る
。
前
述
の
序
跋
・
凡
例
に
加
え
て
こ
の
た
び
は
、「
過
日
集
諸
体
評
論
」
を

点
検
し
て
活
字
化
し
た
。
こ
の
評
論
に
は
、
凡
例
中
と
同
じ
よ
う
に
立
論
の
根
拠
と

し
て
方
以
智
・
魏
禮
・
李
本
寧
・
王
敬
美
・
周
亮
工
な
ど
の
発
言
を
引
用
し
て
お

り
、
参
照
価
値
が
あ
る
も
の
で
あ
る
。

　

尚
、「
五
古
」（
卷
三
～
卷
五
）「
七
古
」（
卷
六
～
卷
八
）
以
前
の
「　

」
は
詩
題

で
あ
り
、「
五
律
」
以
後
に
附
し
た
「　

」
は
詩
句
の
一
聯
を
示
し
、（　

）
が
詩
題

を
示
す
。
ま
た
「
五
七
排
律
」（
卷
十
七
・
十
八
）・「
五
七
絶
」（
卷
十
九
・
卷
二
十
）

は
、「　

」
が
詩
題
を
示
す
場
合
と
引
用
詩
句
を
示
す
場
合
が
あ
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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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日
集
序
文

　

龔
鼎
孳
（
一
六
一
五
～
一
六
七
三
）
序
。 

康
煕
十
二
年
（
一
六
七
三
）

　

今
天
下
詩
極
盛
矣
。
自
學
士
大
夫
、
以
至
山
林
高
蹈
之
士
、
以
詩
名
家
者
、
指
不

勝
屈
。
而
選
詩
者
、
亦
亡
慮
數
十
百
家
。
於
以
鼓
吹
風
雅
、
表
章
文
治
、
甚
盛
業

也
。
然
選
者
大
抵
采
聲
譽
、
廣
交
游
、
標
榜
逸
士
及
一
時
名
位
之
通
顯
者
。
其
初

也
、
取
天
下
人
之
聲
詩
以
役
己
。
其
既
也
、
驅
在
我
之
性
情
以
從
人
、
而
要
非
古
人

作
詩
之
意
指
。
此
其
弊
亦
終
於
徇
人
而
已
矣
。
故
選
日
盛
、
而
詩
日
衰
。
吾
同
年
曾

二
濂
都
諌
仲
子
青
藜
、
肆
力
詩
道
、
蓋
已
有
年
。
近
余
延
致
賓
幕
、
飲
酒
論
詩
、
不

欲
苟
同
於
古
人
、
而
并
不
欲
苟
異
於
今
人
。
其
爲
詩
也
、
清
真
微
婉
、
遠
追
韋
柳
。

其
選
詩
也
、
旁
捜
博
購
、
以
己
意
毅
然
去
取
之
。
雖
聲
譽
交
游
與
當
時
名
位
之
通
顯

者
、
未
之
或
遺
、
然
惟
論
其
詩
而
已
、
無
所
爲
徇
人
之
具
也
。
或
謂
青
藜
是
選
、
惟

取
其
性
情
之
所
近
、
猶
是
青
藜
之
詩
也
。
不
知
詩
本
性
情
、
選
詩
而
違
其
性
情
、
亦

豈
可
以
爲
選
乎
？
即
近
代
歴
下
之
選
、
取
其
近
於
歴
下
者
而
已
。
竟
陵
之
選
、
取
其

近
於
竟
陵
者
而
已
。
二
者
雖
或
失
之
隘
、
或
失
之
泛
、
而
皆
得
其
性
情
之
所
近
。
夫

萬
篇
麕
集
、
苟
不
獨
持
己
見
、
去
取
一
斷
於
心
、
而
徒
隨
聲
附
和
、
以
能
自
成
一
書

者
、
無
有
也
。
且
夫
性
情
之
間
、
烏
可
以
強
同
也
。
以
杜
子
美
詩
擅
三
唐
、
而
不
爲

歐
陽
永
叔
所
悦
。
永
叔
好
梅
聖
兪
詩
、
嘗
自
謂
「
知
聖
兪
者
莫
如
修
。」
然
聖
兪
所

自
負
者
、
皆
修
所
不
好
。
而
所
自
爲
不
足
者
、
則
修
所
甚
稱
。
甚
矣
、
詩
之
難
知

也
。
青
藜
以
『
過
日
』
名
其
選
、
蓋
自
爲
其
性
情
謀
也
。
子
美
「
贈
鄭
鍊
赴
襄
陽
」

詩
有
曰
、「
把
君
詩
過
日
。」
夫
錬
不
以
詩
名
、
而
子
美
爲
是
語
、
意
必
有
所
取
於

鍊
、
而
不
在
詩
之
名
與
不
名
也
。
然
則
青
藜
持
此
意
以
選
詩
、
固
有
以
正
天
下
之
性

情
、
而
天
下
之
人
得
此
意
以
讀
青
藜
之
選
詩
、
宜
有
以
感
發
其
性
情
、
而
一
歸
之
於

正
。
是
則
青
藜
有
異
於
世
之
選
詩
者
矣
。

 

康
煕
癸
丑
秋
七
月
既
望
淮
南
龔
鼎
孳
撰
。

沈
荃
（
一
六
二
四
～
一
六
八
四
）
序
。 

康
煕
十
二
年
（
一
六
七
三
）

　

詩
之
盛
、
未
有
盛
於
今
日
者
也
。
古
人
之
體
、
與
其
能
事
、
則
既
皆
有
之
。
人
之

於
詩
、
若
衣
冠
拱
揖
之
不
可
去
。
能
者
見
其
工
、
而
不
能
者
、
亦
覃
思
績
學
、
竭
蹶

以
從
事
。
爲
之
者
衆
、
故
工
者
益
多
。
工
者
多
、
則
爲
者
益
衆
、
而
詩
道
亦
以
日

雜
。
嗚
呼
、
去
其
雜
、
存
其
工
、
使
天
下
後
世
見
今
日
能
詩
者
之
多
、
爲
唐
宋
以
來

所
未
有
、
則
亦
選
之
者
之
責
也
。
天
下
選
詩
、
無
慮
數
十
家
、
有
名
於
時
者
不
少
。

寧
都
曾
子
青
藜
所
選
『
過
日
集
』
稱
最
善
。
往
余
與
青
藜
游
長
安
時
、
知
其
十
許
歳

便
工
爲
詩
、
三
十
則
名
已
動
天
下
。
既
游
歴
呉
・
越
・
燕
・
楚
間
、
士
之
能
詩
者
、

毎
挾
冊
投
贈
、

帙
日
多
。
青
藜
芟
繁
就
簡
、
嚴
於
去
取
。
而
貧
走
衣
食
、
歴
五
年

未
成
。
洎
余
典
試
兩
浙
士
、
返
過
毘
陵
、
與
青
藜
相
遇
、
則
其
刻
已
裒
然
成
帙
矣
。

取
而
讀
之
、
抑
何
精
而
備
、
準
於
古
人
而
宜
於
今
也
。
近
世
詩
貴
菁
華
、
不
無
傷
於

浮
濫
、
有
識
者
恒
欲
反
之
以
質
、
於
是
尊
尚
宋
詩
以
救
弊
。
夫
田
夫
游
女
之
言
、
可

登
風
雅
、
詩
之
貴
質
似
巳
。
不
知
田
夫
游
女
之
言
、
十
五
國
中
何
限
、
而
見
於
三
百

篇
者
、
僅
僅
若
是
。
則
詩
之
不
専
以
質
傅
可
知
也
。
況
釆
風
之
君
子
、
或
掇
拾
其

辭
、
假
托
其
義
、
欲
使
民
間
之
情
、
得
上
通
於
天
子
。
而
顧
謂
三
百
篇
所
載
、
盡
由

於
田
夫
游
女
之
言
、
豈
通
論
乎
。
且
今
之
號
爲
宋
詩
者
、
皆
村
野
學
究
膚
淺
鄙
俚
之

辭
。
求
其
如
歐
陽
永
叔
所
云
「
哆
兮
其
似
春
、
凄
兮
其
似
秋
、
使
人
讀
之
可
以
喜
、

可
以
悲
者
、
百
不
得
一
焉
。」
此
不
過
學
宋
人
之
糟
粕
、
而
非
欲
得
宋
人
之
精
神
也
。

故
善
學
詩
者
、
當
先
審
其
趨
向
。
趨
向
不
正
、
是
舎
周
孔
而
謀
管
商
矣
。
青
藜
是

選
、
既
本
以
質
、
而
出
之
沈
雄
典
雅
、
要
使
天
下
學
詩
之
人
、
皆
彬
彬
乎
質
有
其

文
。
是
則
青
藜
之
意
也
。
余
叨
竊
侍
従
之
班
、
見
今
天
子
鋭
意
文
學
、
一
時
公
卿
大

夫
、
以
及
韋
布
之
士
、
莫
不
崇
尚
風
雅
、
以
成
一
代
之
文
獻
。
則
斯
集
也
、
誠
足
以

正
風
尚
、
而
敦
世
教
也
巳
。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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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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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閏
章
（
一
六
一
八
～
一
六
八
三
）
序
。 

康
煕
十
二
年
（
一
六
七
三
）

　

以
今
人
而
論
今
人
詩
、
雖
有
能
者
、
吾
見
其
難
矣
。
蓋
夫
人
而
能
詩
也
夫
。
夫
人

而
能
詩
、
闕
其
一
焉
則
不
歡
。
而
天
之
生
才
、
大
不
齊
也
。
虞
廷
典
樂
、
禹
皋
不
攝

后
夔
。
孔
氏
列
科
、
顔
閔
不
長
文
學
。
今
必
叙
交
遊
、
侈
門
閥
、
將
使
董
賈
駢
肩
、

曹
劉
接
堵
。
即
盛
世
生
才
獨
異
、
而
家
握
隋
珠
、
昔
人
弗
之
貴
矣
。
李
唐
取
士
以

詩
、
其
多
不
可
勝
載
。
而
唐
人
之
以
選
詩
名
者
、
如
芮
挺
・
元
結
・
殷
璠
輩
、
約
有

六
家
、
篇
帙
皆
少
。
其
最
善
莫
如
『
河
嶽
英
靈
集
』。
殷
璠
之
自
序
其
書
也
、
謂
若

名
不
副
實
、
才
不
合
道
。
雖
權
壓
梁
竇
、
終
無
取
焉
。
其
衿
慎
如
此
、
而
當
時
不
以

爲
罪
、
至
今
傳
其
書
不
衰
。
夫
必
有
特
立
獨
行
之
心
、
而
後
有
知
人
知
言
之
識
。
詩

與
樂
同
源
、
與
世
運
相
上
下
、
六
季
三
唐
、
可
考
也
。
明
之
弘
・
正
・
隆
・
萬
、
各

標
一
二
先
生
之
言
、
驅
天
下
能
言
之
士
、
並
軌
一
塗
、
其
失
也
踵
隨
。
而
膚
附
輕
俊

之
士
、
從
而
矯
之
、
遂
讎
選
體
而
偽
初
盛
、
號
爲
通
人
篤
論
、
而
流
尚
空
疏
、
寖
就

卑
薄
。
至
於
子
美
之
作
、
天
下
靡
然
風
從
。
余
觀
杜
詩
、
無
所
不
有
。
近
世
専
取
發

揚
蹈
厲
者
爲
杜
體
、
於
是
温
柔
敦
厚
之
教
、
変
爲
金
戈
鐵
騎
之
聲
。
君
子
有
憂
之

矣
。
夫
論
詩
之
難
、
以
鍾
記
室
之
品
目
、
人
別
源
流
、
所
言
不
無
得
失
。
大
抵
采
風

謠
、
則
征
夫
遊
女
、
時
有
所
長
、
窮
正
變
、
則
鴻
筆
鉅
工
、
間
有
所
短
。
稱
詩
家
莫

盛
今
日
、
要
使
書
不
備
人
、
人
不
備
體
、
用
其
長
、
而
抜
其
最
、
亦
庶
乎
正
始
之
敷

華
、
河
嶽
之
振
秀
矣
。
青
藜
曾
氏
、
西
江
之
能
言
者
也
。
其
學
與
寧
都
易
堂
諸
君
子

相
砥
礪
、
與
人
不
苟
同
。
挾
其
藝
遊
京
師
、
四
方
所
交
彌
衆
。
而
論
詩
、
特
擇
以
真

気
爲
正
始
、
不
襲
浮
格
。
卒
之
原
本
古
學
、
波
瀾
閎
闊
、
包
納
細
流
。
間
録
海
内
詞

人
所
作
、
用
以
自
娯
、
謂
之
『
過
日
集
』。
蓋
向
所
稱
諸
家
之
病
、
庶
幾
免
焉
。
余

不
幸
少
有
聲
詩
之
癖
、
長
而
旁
交
泛
覧
、
讀
當
世
名
人
之
詩
、
意
有
獨
愜
、
輒
自
牘

記
、
竊
比
殷
璠
之
義
。
辭
多
擷
少
、
目
爲
『
藏
山
集
』、
惴
惴
乎
不
敢
出
也
。
於
論

青
藜
之
選
而
及
之
、
亦
以
見
斯
事
之
難
也
。

 

康
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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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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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煕
十
二
年
（
一
六
七
三
）

　

詩
者
何
、
經
是
也
。
古
人
詩
即
爲
經
、
後
人
詩
非
惟
不
可
爲
經
、
漸
且
不
可
爲

詩
。
譬
之
江
河
之
流
、
愈
趨
愈
下
、
亦
勢
所
必
至
。
愚
嘗
謂
後
人
之
詩
、
即
深
當
乎

古
人
、
必
不
能
列
之
於
經
、
此
詩
之
不
幸
也
。
然
後
人
之
詩
、
非
但
漢
魏
而
後
不
敢

語
於
三
百
篇
、
即
十
九
首
最
爲
近
古
、
而
亦
不
可
謂
之
經
。
古
人
視
經
重
、
故
視
詩

彌
重
。
夫
詩
之
所
以
爲
經
者
何
哉
。
古
人
立
言
、
皆
思
有
益
於
天
下
後
世
、
大
而
君

父
之
大
倫
、
細
至
昆
蟲
草
木
、
莫
不
旁
引
曲
譬
、
使
人
觀
感
有
悟
、
足
以
爲
戒
、
足

以
師
。
故
曰
、
温
柔
敦
厚
、
詩
教
也
。
今
人
不
知
所
以
立
教
之
本
、
徒
雕
繪
於
語
言

文
字
、
固
已
失
之
。
而
又
以
三
百
篇
爲
不
可
學
、
上
者
遠
宗
漢
魏
、
次
法
初
盛
唐
。

嗚
呼
、
昔
人
由
三
百
篇
出
而
爲
漢
魏
、
由
漢
魏
出
而
爲
唐
。
今
人
乃
欲
由
漢
魏
唐
以

出
其
流
、
將
不
得
爲
漢
魏
爲
唐
。
嗟
乎
、
非
三
百
篇
果
不
可
學
也
。
古
人
十
三
學
詩

誦
勺
、
十
五
成
童
舞
象
、
春
誦
夏
絃
、
秋
學
禮
、
冬
學
書
、
其
於
詩
也
、
殆
終
身

焉
。
今
人
甫
解
聲
律
、
即
以
爲
出
語
驚
其
長
老
、
高
自
標
置
、
爲
人
訕
笑
、
而
莫
之

耻
、
苟
亦
終
身
焉
。
藏
修
遊
息
、
服
習
久
而
變
化
生
、
縦
不
能
果
至
乎
三
百
篇
、
亦

何
至
爲
漢
魏
唐
人
所
拘
繋
、
而
不
克
獨
行
以
成
一
家
言
也
。
余
向
爲
『
文
統
』
之

選
、
旋
事
『
詩
統
』、
持
是
論
以
求
天
下
之
詩
、
而
曾
子
青
藜
『
過
日
集
』
先
成
。

近
客
昌
亭
、
翻
閲
累
日
夜
、
歎
其
獲
我
心
。
大
約
取
體
必
高
以
渾
、
取
詞
必
正
以

則
。
寧
簡
毋
濫
、
寧
樸
毋
華
、
而
其
意
一
主
三
百
篇
。
柳
子
厚
傅
梓
人
曰
、「
群
材

畢
聚
、
群
工
畢
會
、
執
斧
斤
刀
鋸
者
環
立
、
梓
人
左
持
引
、
右
執
杖
、
量
宇
度
木
、

群
工
悉
視
其
色
以
爲
指
嚮
。」
是
群
工
之
能
、
梓
人
之
能
也
。
今
天
下
詩
家
之
能
、

可
不
謂
青
藜
之
能
乎
哉
！
青
藜
固
貧
士
也
、
彈
鋏
走
四
方
、
雖
達
官
鉅
公
、
爭
相
折

節
而
贈
饋
、
蓋
亦
無
幾
。
青
藜
恒
節
其
旅
食
餘
羨
、
銖
累
以
付
剞
劂
、
凡
閲
数
歳
而

訖
工
。
青
藜
豈
籍
是
以
弋
取
聲
稱
鳴
得
意
。
誠
見
夫
詩
道
波
靡
、
非
此
不
可
云
救
。

故
青
藜
嘗
語
余
曰
、「
余
見
近
世
詩
人
、
裒
然
有
集
、
中
無
有
關
於
倫
理
教
化
者
、

則
笑
之
、
何
也
。
以
其
無
本
也
。」
是
可
以
観
青
藜
之
用
心
矣
。
余
十
年
以
来
、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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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落
落
、
拮
据
爲
『
文
統
』
一
書
、
亦
有
鑒
於
前
代
古
文
之
失
、
思
欲
以
一
髪
引
千

鈞
。
用
心
雖
與
青
藜
略
同
、
而
才
識
疏
短
、
取
舎
無
當
、
其
不
及
青
藜
也
遠
甚
。
當

世
士
君
子
、
倘
因
『
過
日
集
』
一
集
、
以
爲
昭
代
詩
文
、
不
可
偏
廢
、
亦
羅
致
余

選
、
孝
其
得
失
、
辨
其
指
歸
、
有
詩
教
之
入
人
深
、
而
於
此
又
稍
補
於
世
之
學
者
、

余
與
青
藜
交
快
之
、
三
復
斯
編
、
余
其
能
已
於
深
望
也
哉
。
是
爲
序
。

 

時
康
煕
歳
次
癸
丑
陽
月
毘
陵
陳
玉

椒
峰
氏
拜
撰
於
姑
蘇
客
館

過
日
集
凡
例

１
、
集
名
『
過
日
』、
取
少
陵
「
把
君
詩
過
日
」
之
義
。
或
謂
過
日
本
作
過
目
、
爲

傷
神
属
對
。
然
過
日　

意
義
甚
長
、
易
以
過
目
、
便
索
然
老
學
究
語
矣
。

２
、
余
以
病
廢
之
後
、
出
遊
呉
・
越
・
燕
・
齊
間
、
同
人
胎
贈
不
下
千
巻
、
遂
編
次

以
娯
耳
目
、
非
敢
告
世
也
。
既
以
坊
人
請
授
剞
劂
、
而
顧
茂
倫
・
程
杓
石
諸
子
復
廣

捜
他
本
、
以
備
採
録
。
然
有
佳
詩
甚
多
、
限
于
巻
帙
。
不
能
悉
登
者
、
有
全
稿
不
及

捜
致
。
僅
從
偶
見
録
其
一
二
者
、
又
頻
年
飢
驅
道
路
、
水
陸
頓
徒
、
舊
稿
有
散
失

者
。
茲
欲
暫
畢
初
集
。
以
應
坊
人
之
求
、
其
他
名
篇
、
嗣
登
二
集
。

３
、
茲
集
人
始
乙
酉
、
詩
終
癸
丑
、
共
二
十
巻
、
外
附
名
媛
一
巻
。
啓
・
禎
以
前
鉅

公
名
篇
、
備
載
『
列
朝
詩
選
』
中
、
不
復
籍
表
章
也
。
至
死
義
諸
公
、
不
登
選
帙

者
、
亦
王
介
甫
不
欲
列
孔
子
于
世
家
之
意
。

４
、
選
中
原
無
次
第
、
而
巻
首
取
冠
群
才
。
然
有
余
素
所
心
折
、
而
未
冠
于
巻
首

者
、
是
巻
首
有
限
爾
。
余
才
短
學
疎
、
謬
司
丹
黄
去
取
既
嚴
、
出
處
不
問
。
有
仕
籍

通
顕
而
僅
録
一
二
首
者
、
有
從
未
知
名
、
未
識
面
録
至
数
十
首
者
。
雖
採
訪
未
遍
、

鑑
別
未
精
、
亦
不
敢

阿
愛
憎
、
取
辱
賢
者
耳
。
昔
劉
後
村
選
元
白
絶
句
、
白
取

二
三
首
、
元
止
五
言
一
首
。
而
劉

虚
平
生
竟
以
十
四
首
傅
。
彼
詩
窖
子
之
萬
篇
、

豈
能
勝
乎
。
是
詩
之
傳
以
工
、
不
以
多
也
。
周
櫟
園
語
人
曰
、「
今
之
操
詩
選
者
、

于
風
雅
一
道
、
本
無
所
窺
。
不
過
籍
以
媚
時
貴
耳
。
某
也
貴
、
宜
首
宜
多
。
某
也
貴

不
某
若
、
宜
次
宜
减
。
某
也
昔
卑
而
今
貴
、
逓
増
之
。
某
也
昔
貴
而
今
賤
、
遂
驟
减

之
。
非
仕
籍
也
而
仕
籍
矣
。
非
履
歴
也
而
履
歴
矣
。
故
觀
近
人
所
選
。
不
必
細
讀
其

中
去
取
若
何
。
閉
其
書
而
暗
射
之
。
則
其
人
歴
歴
可
敷
矣
」。
余
服
膺
此
言
、
謂
如

呉
道
子
畫
地
獄
変
相
、
又
如
温
太
眞
燃
犀
炤
牛
、
渚
中
牛
鬼
蛇
神
各
呈
其
状
。
眞
操

選
政
者
薬
石
、
生
我
之
言
也
。
余
念
風
雅
一
道
一
世
風
氣
所
關
。
不
敢
視
爲
木
魚
漆

鴨
、
酬
献
賓
客
、
漁
猟
衣
食
。
故
凡
登
選
詩
、
皆
自
損
資
剞
劂
。
雖
集
中
不
無
情

面
、
然
傷
於
風
雅
、
即
骨
肉
知
交
、
不
敢
聴
命
。
知
我
罪
我
、
謝
之
而
已
。

５
、
集
中
不
加
圏
点
評
語
者
、
遵
古
也
。『
文
選
』
一
書
、
家
傳
戸
誦
、
垂
千
百
年

不
変
。
要
略
示
其
的
、
隨
後
人
所
領
取
耳
。
評
点
切
當
者
、
不
無
稗
益
後
學
、
而
古

人
之
精
神
、
或
反
沈
泥
于
句
下
。
況
仁
者
見
仁
、
智
者
見
智
、
亦
何
必
執
一
法
以
例

天
下
之
學
者
乎
。

６
、
詩
有
不
必
衆
體
備
者
。
一
體
苟
長
、
便
可
頡
頏
古
人
。
如
孟
襄
陽
、
止
以
五
言

獨
擅
、
遂
称
王
孟
。
少
陵
無
樂
府
、
未
嘗
以
此
减
價
。
今
人
刻
集
、
必
欲
諸
體
畢

備
、
珠
不
足
而
益
以
魚
目
、
使
人
并
真
珠
而
疑
之
。
集
中
有
一
體
佳
者
、
選
至
数
十

首
、
餘
或
一
首
不
録
。

７
、
詩
可
被
之
金
石
管
絃
、
乃
名
樂
府
古
篇
。
題
雖
存
、
而
其
法
自
漢
後
亡
已
久

矣
。
後
人
沿
習
爲
之
、
問
其
命
題
之
義
、
則
不
知
。
問
其
可
入
樂
與
否
、
則
不
知
。

作
者
昧
昧
而
作
、
選
者
昧
昧
而
選
。
然
則
今
人
用
古
樂
府
題
者
雖
極
工
、
但
可
言
古

詩
、
不
可
言
樂
府
也
。
故
茲
選
不
立
樂
府
一
體
、
統
以
雑
言
古
詩
概
之
、
以
別
于
五

言
七
言
古
詩
耳
。
聖
人
曰
、
多
聞
闕
疑
。
又
曰
、
不
知
為
不
知
。
予
自
安
愚
陋
、
以

待
能
者
、
不
敢
逐
聲
循
例
、
重
誣
古
人
也
。

８
、
六
言
詩
、
必
毎
句
増
損
一
字
不
得
、
然
後
稱
體
。
唐
張
継
以
六
言
詩
寄
皇
甫

冉
、
冉
酬
以
七
言
。
洪
容
齋
編
『
唐
絶
萬
首
』、
而
六
言
不
満
四
十
。
高
廷
禮
《
品

彙
》、
所
選
不
滿
三
十
。
蓋
非
獨
工
者
難
、
而
作
者
亦
鮮
矣
。
今
人
間
有
作
六
言
詩

者
、
毎
句
中
増
入
一
宇
不
爲
多
、
損
去
一
宇
不
爲
少
。

攢
簇
、
都
無
情
致
、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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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體
不
録
。

９
、
今
人
論
詩
、
必
宗
漢
唐
、
至
以
道
理
議
論
勝
者
、
斥
為
宋
詩
、
雖
佳
不
録
。
此

亦
過
也
。
宋
詩
到
至
處
、
雖
格
調
不
及
、
亦
自
天
地
間
不
可
磨
滅
。
且
如
李
山
甫

「
尭
将
道
徳
終
無
敵
、
秦
把
金
湯
可
自
由
」、
是
道
理
也
。
杜
牧
之
「
江
東
子
弟
皆
豪

俊　

捲
土
重
來
未
可
知
」、
是
議
論
也
。
何
嘗
非
唐
人
詩
耶
。
至
方
外
詩
、
東
坡
所

謂
蔬
筍
氣
、
固
属
可
厭
。
而
一
切
禅
悦
參
悟
之
言
、
僅
可
載
于
語
録
。
即
儒
者
詩
、

如
邵
子
「
天
向
一
中
生
造
化
、
人
從
心
上
起
経
綸
」、
豈
不
精
微
。
亦
是
語
録
當
存
、

何
可
登
之
風
雅
也
。
近
日
僧
詩
、
如
無
可
（
弘
智
）、
月
函
（
南
潜
）、
石
潮
（
大

寧
）、
蒲
菴
（
大
健
）、

士
（
宗
渭
）、
梵
林
（
弘
脩
）
諸
詩
、
浮
錬
衿
貴
、
可
謂

脱
盡
宗
門
蹊
径
矣
。

10
、
集
中
有
素
交
如

修
年
、
高
雲
客
、
徐
昭
法
、
顧
茂
倫
、
應
嗣
寅
、
陸
麗
京
諸

子
、
或
僅
録
一
二
首
、
或
一
首
未
存
。
因
索
稿
不
得
、
而
他
選
中
去
取
復
有
異
同
、

故
不
敢
以
一
臠
概
全
體
、
寧
闕
之
以
侯
他
日
。

11
、
詩
以
道
性
情
、
音
韻
相
近
、
聲
律
自
諧
。
三
百
篇
至
漢
魏
六
朝
初
、
無
一
定
之

韻
。
自
沈
約
『
韻
譜
』
一
出
、
唐
人
稍
加
增
損
、
取
以
設
科
、
名
曰
『
禮
部
韻
略
』。

遂
使
千
餘
年
間
学
詩
者
奉
爲
刑
書
。
余
考
沈
韻
東
鍾
・
真
文
・
支
微
・
魚
模
・
寒

刪
・
蕭
豪
・
庚
青
・
覃
鹽
、
應
分
也
、
今
不
分
。
東
鍾
・
魚
模
而
以
東
冬
・
魚
虞
分

二
韻
。
支
微
・
真
文
・
寒
刪
・
蕭
豪
・
庚
青
・
覃
塩
数
韻
雖
分
、
而
微
韻
之
惟
危
眉

悲
、
刪
韻
之
残
闌
餐
珊
。
文
韻
之
春
純
屯
輪
、
青
韻
之
清
情
精
鶯
、
混
入
支
寒
真
庚

諸
韻
。
真
文
又
分
爲
真
文
元
、
庚
青
分
為
庚
青
蒸
、
蕭
肴
分
為
蕭
肴
豪
、
覃
鹽
分
爲

覃
鹽
咸
。
江
陽
本
一
音
也
、
分
而
爲
二
。
麻
遮
本
二
音
也
、
合
而
為
一
。
種
種
舛

謬
、
不
可
殫
述
。
明
初
宋
文
憲
等
正
訛
訂
謬
、
定
爲
『
正
韻
』。
雖
東
鍾
支
齊
庚
青

真
文
諸
韻
間
有
混
淆
、
然
尚
不
失
中
原
音
韻
之
正
。
至
『
韻
譜
』
之
舛
、
則
在
唐
李

涪
已
極
言
之
矣
。
況
唐
時
多
有
不
拘
沈
韻
者
。
又
或
謂
古
風
不
拘
、
律
則
未
有
不
嚴

者
。
不
知
少
陵
五
律
「
雨
晴
」「
従
西
萬
里
風　

久
雨
不
妨
農
」、
摩
詰
五
排
（
禊
飲

憶
制
）「
宜
春
小
苑
東　

灞
滻
亦
朝
宗
」、（
扈
從
温
湯
）「
旌
旗
渭
水
東　

詞
賦
属
文

宗
」、
襄
陽
（
元
日
）「
今
朝
歳
起
東　

無
禄
尚
憂
農
」、
豈
非
東
冬
二
韻
乎
。
襄
陽

五
律
（
省
覲
）「
勞
歌
渉
海
涯　

親
望
老
萊
歸
」、
豈
非
支
微
二
韻
乎
。
少
陵
七
律

（
崔
氏
東
山
草
堂
）「
落
日
更
見
漁
樵
人　

飯
煮
青
泥
坊
底
芹
」、
豈
非
真
文
二
韻
乎
。

善
夫
、
夏
洪
基
曰
「
學
唐
者
宜
學
其
品
格
之
高
古
、
気
韻
之
渾
厚
。
學
李
杜
者
又
宜

學
其
才
情
識
力
、
學
其
清
新
俊
逸
、
卓
鍊
沉
雄
、
不
徒
拘
拘
於
「
韻
譜
」
也
。
若
必

「
韻
譜
」
之
拘
、
則
三
唐
悉
用
沈
韻
而
詩
如
李
杜
者
有
幾
。
今
人
知
依
唐
韻
而
詩
如

唐
者
復
有
幾
。
其
所
重
、
概
可
知
已
。
況
音
有
古
今
異
讀
、
蓋
運
會
使
然
、
不
可
強

合
。
縦
使
孔
子
復
生
、
恐
不
能
以
三
百
之
韻
比
今
人
而
同
之
。
以
故
沈
韻
之
不
合
古

者
多
矣
。
今
韻
之
不
合
沈
者
又
多
矣
。
豈
沈
不
用
古
則
是
、
而
今
不
用
沈
則
非
哉
。

宋
濂
溪
曰
「
國
風
雅
頌
四
詩
、
以
位
言
之
、
則
上
自
王
公
、
下
逮
小
夫
賤
隷
、
莫
不

有
作
。
以
人
言
之
、
其
所
居
有
東
西
南
北
之
殊
。
故
所
發
有
剽
疾
重
遅
之
異
、
四
方

之
音
、
萬
有
不
同
。
孔
子
刪
「
詩
」
皆
堪
被
之
管
絃
者
、
取
其
音
之
協
也
。
楚
漠
以

来
、「
離
騷
」
之
辞
、「
郊
祀
」「
安
世
」
之
歌
、
以
及
於
魏
晋
諸
作
、
曷
嘗
拘
於
一

律
。
亦
不
過
協
比
其
音
而
已
。
明
末
雲
間
陳
大
樽
選
近
詩
、
凡
用
正
韻
者
、
詩
雖
佳

弗
録
。
甚
矣
、
夫
其
舎
父
而
廟
別
祖
也
。
今
余
所
選
率
多
唐
韻
、
習
尚
既
久
、
不
能

釐
正
。
而
用
正
韻
者
。
亦
並
存
之
。
若
一
律
兼
用
兩
韻
、
則
不
敢
収
人
也
。

12
、
近
世
率
攻
鍾
・
譚
、
虞
山
比
之
爲
詩
妖
。
然
鍾
・
譚
既
貶
王
、
李
太
過
。
今
人

又
既
貶
鍾
、
譚
太
過
。
頃
見
施
愚
山
論
、
頗
為
持
平
。
予
謂
作
詩
選
詩
、
不
必
横
拠

二
家
于
胸
中
。
如
學
道
家
、
不
必
横
據
朱
・
陸
于
胸
中
。
此
軒
彼
輊
、
此
異
彼
同
、

只
求
一
是
而
已
。
余
所
選
詩
、
去
繊
巧
、
歸
于
古
僕
。
去
膚
浅
、
歸
于
深
厚
。
去
滞

澀
、
歸
于
宛
轉
。
去
冗
雑
、
歸
于
純
雅
。
不
論
其
為
漢
魏
六
朝
、
初
盛
中
晩
、
宋
元

明
之
詩
、
而
要
歸
于
沈
雄
典
雅
。
黄
魯
直
曰
「
子
弟
凡
病
皆
可
醫
、
惟
俗
不
可
醫
」。

曹
能
始
序
胡
白
叔
詩
曰
「
作
詩
先
辨
雅
俗
二
字
」。
孫
北
海
曰
「
詩
文
之
事
・
莫
妙

于
易
、
莫
難
于
老
」。
又
曰
「
吾
輩
讀
書
、
即
不
能
窮
及
理
奥
、
決
不
可
事
禅
悦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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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波
瀾
。
吾
輩
作
詩
文
、
即
不
能
力
追
大
雅
、
決
不
可
襲
噍
聱
以
堕
悪
道
」。
銭
虞

山
論
詩
曰
「
寧
質
而
無
佻
、
寧
正
而
無
傾
、
寧
貧
而
無
僦
、
寧
弱
而
無
剽
、
寧
爲
長

天
晴
日
、
無
爲
盲
風
澀
雨
、
寧
爲
清
渠
細
流
、
無
爲
濁
沙
悪
潦
＠
、
寧
爲
鶉
衣
短
褐

之
蕭
條
、
無
爲
天
呉
紫
鳳
之
補
坼
、
寧
爲
書
生
之
歩
趨
、
無
爲
巫
師
之
鼓
舞
。
寧
病

而
呻
吟
、
無

而
厭

。
寧
人
而
寝
貌
、
無
鬼
而
假
面
。
余
曰
、
寧
爲
鍾
・
譚
之
木

客
吟
嘯
、
無
爲
王
・
李
之
優
孟
衣
冠
也
。

13
、
和
韻
詩
最
不
宜
作
。
詩
貴
自
然
。
若
限
定
韻
脚
、
必
至
牽
率
傅
會
。
是
未
有

意
、
先
有
詩
也
。
盛
唐
和
詩
、
和
意
而
不
和
韻
。
至
元
・
白
・
皮
・
陸
、
乃
次
原

韻
。
明
初
遙
和
唐
人
、
起
於
閩
人
林
鴻
・
高

、
遂
至
張
楷
和
李
・
杜
詩
、
各
十
餘

巻
。
捧
心
學
歩
、
祇
供
噦
嘔
。
集
中
和
詩
、
惟
合
肥
龔
芝
麓
無
用
意
之
跡
。
且
能
各

肖
體
裁
、
如
和
少
陵
則
似
少
陵
、
和
康
楽
則
似
康
楽
。
余
周
旋
左
右
有
年
、
毎
見
即

席
畳
韻
、
信
手
連
篇
、
都
成
妙
麗
、
蓋
天
才
之
獨
絶
也
。
歐
陽
文
忠
公
曰
「
薛
苹
唱

和
詩
馮
宿
、
馮
宿
・
馮
定
・
李
紳
皆
唐
顯
人
靈
澈
、
亦
以
詩
名
後
世
、
而
皆
不
及

苹
。
豈
唱
者
得
於
自
然
、
和
者
牽
於
強
作
耶
。

14
、
徐
巨
源
曰
「
詩
文
之
傳
、
有
幸
有
不
幸
焉
。
幸
而
出
於
童
子
、
則
傳
者
十
九
。

又
幸
而
出
於
婦
人
女
子
、
則
一
脱
口
、
蔑
不
傳
矣
。
然
今
婦
人
之
能
詩
傳
者
亦
鮮
。

豈
習
之
者
少
、
抑
隠
而
不
出
耶
。
近
見
櫟
園
老
人
載
其
家
姫
王
氏
諸
句
、
皆
清
婉
多

致
、
不
肯
付
諸
梓
人
。
曰
「
吾
懼
他
日
列
狡
獪
瞿
曇
後
、
穢
跡
女
士
中
也
」。
茲
集

名
媛
、
另
爲
一
卷
而
方
外
附
人
正
集
。
但
名
媛
詩
、
叙
寫
情
致
、
多
傷
流
蕩
。
余
特

以
節
婦
貞
女
冠
其
篇
首
。
如
方
維
儀
之
清
深
貞
靜
、
朱
中
楯
之
秀
整
幽
閒
、
張
昊
之

詞
格
委
蛇
、
吳
山
之
意
旨
高
遠
。
其
他
亦
取
其
性
情
之
正
、
不
背
於
關
雎
哀
樂
之
旨

者
。
若
媟
嫚
之
詞
則
竹
枝
棗
竿
、
已
饒
有
之
。
何
當
於
風
雅
也
。

15
、
詩
須
有
謂
而
發
。
古
人
登
高
作
賦
、
遇
物
成
詩
、
亦
興
會
所
到
。
今
人
毎
故
命

一
題
、
強
人
作
詩
、
或
擬
楽
府
、
或
次
古
韻
、
或
一
飲
酒
必
索
句
、
或
一
登
臨
必
分

題
。
唱
者
既
無
意
味
、
和
者
更
覚
索
然
。
且
驪
珠
已
獲
、
麟
爪
安
施
。
李
西
涯
曰

「
夏
正
夫
・
劉
欽
謨
同
在
南
曹
、
有
詩
名
。
劉
有
俊
思
、
名
差
勝
。
夏
毎
見
巻
中
有

劉
詩
、
累
月
不
下
筆
」。
陳
眉
公
少
時
見
王
元
美
云
、「
往
者
燕
都
之
會
、
于
鱗
詩
必

晩
出
。
見
他
人
有
工
者
、
即
廃
己
作
。
大
約
人
能
衿
名
者
、
必
虚
心
。
君
苗
焚
研
、

太
白
閣
筆
」。
只
是
古
人
見
地
高
、
能
自
重
。
余
選
中
讌
集
諸
詩
、
雖
亦
不
少
、
然

必
取
其
寄
託
高
遠
、
意
味
深
長
者
。
若
第
點
綴
夫
春
花
秋
月
、
暁
風
夜
露
、
而
無
性

情
以
流
行
其
間
、
吾
無
取
焉
耳
。

16
、
選
中
不
書
官
爵
、
不
稱
先
生
、
亦
古
人
臨
文
不
諱
之
義
。
昌
黎
之
送
李
愿
、
不

及
其
家
世
。
頴
濱
之
作
傳
引
、
直
呼
爲
子
瞻
。
至
於
周
公
作
詩
、
誕
生
后
稷
。
子
路

問
津
、
答
以
孔
丘
。
此
其
尤
彰
明
較
著
者
。
吾
輩
既
以
文
字
相
交
、
自
無
世
俗
之

見
。
倘
或
以
過
分
爲
罪
、
則
余
又
何
敢
辭
。

17
、
古
詩
一
首
中
有
一
二
句
佳
者
、
便
可
擅
場
。
如
「
池
塘
生
春
草　

微
雲
澹
河

漢
」
之
類
是
也
。
古
人
原
不
逐
句
求
工
、
而
警
句
亦
不
多
得
。
但
古
人
之
詩
、
必
通

首
匀
稱
、
無
鄙
弱
淺
澀
之
病
。
故
余
於
是
選
、
苟
遇
一
二
佳
句
、
如
饑
之
得
食
、
寒

之
得
衣
、
雖
通
首
未
稱
、
亦
不
敢
避
狂
瞽
、
以
曲
全
其
美
。
余
才
不
逮
作
者
、
而
好

為
劉
季
緒
之
掎
摭
自
属
非
分
。
然
明
鏡
嫌
於
塵
垢
、
瑾
瑜
畏
其
疵
瑕
。
深
心
學
古

者
、
當
知
我
也
。

18
、
余
選
銭
虞
山
詩
、
皆
其
晩
年
所
作
。
蓋
『
初
學
集
』
久
膾
炙
人
口
、
不
必
余
選

而
已
知
其
工
。
虞
山
才
大
學
優
、
作
宋
詩
而
能
不
蹈
宋
人
鄙
俚
淺
陋
之
習
。
然
喜
摭

拾
故
實
、
刻
畫
古
人
、
又
未
免
爲
學
府
書
厨
所
累
。
至
其
七
言
絶
句
、
風
流
蘊
藉
、

一
唱
三
歎
。
則
純
乎
其
爲
唐
人
詩
矣
。

19
、
近
代
文
人
、
詩
品
漸
貴
、
隆
・
萬
以
来
所
不
及
也
。
蓋
當
承
平
之
時
、
不
過
登

臨
宴
饗
、
酬
贈
問
答
、
初
無
関
於
安
危
治
乱
之
故
。
若
歴
滄
桑
、
遭
変
難
、
徘
徊
於

黍
離
麥
秀
、
坎
坷
於
人
散
家
亡
、
則
其
爲
詩
、
定
有
以
感
天
地
而
泣
鬼
神
者
。
昌
黎

有
云
「
和
平
之
音
澹
薄
、
而
愁
思
之
聲
要
妙
。
歡
愉
之
辞
難
工
、
而
窮
苦
之
言
易
好

也
」。
近
日
如
呉
梅
村
・
襲
芝
麓
・
趙
韞
退
・
梁
玉
立
・
施
尚
白
・
曹
澹
餘
・
銭
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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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
王
阮
亭
・
陳
説
巌
・
徐
方
虎
・
魏
和
公
・
陳
元
孝
・
程
周
量
諸
詩
、
怨
而
不

誹
、
哀
而
不
傷
、
或
肖
摩
詰
之
幽
閒
、
或
寫
杜
陵
之
悲
壮
、
此
永
嘉
正
始
之
音
、
不

可
概
見
者
。
他
如
魏
冰
叔
・
錢
開
少
・
蔡
大
敬
之
雑
言
、
彭
駿
孫
・
彭
躬
菴
・
林
確

斉
之
五
古
、
李
武
曽
・
王
蓼
航
・
顔
修
來
之
七
古
、
高
蒼
巌
・
宋
茘
裳
・
姜
鐵
夫
之

五
律
、
周
元
亮
・
呉
孟
舉
之
七
律
、
杜
于
皇
五
古
・
五
律
、
周
伯
衡
・
魏
善
伯
・
丁

雁
水
・
郭
快
菴
・
田
子
綸
・
趙
天
羽
・
陳
賡
明
之
五
七
律
、
董
文
友
之
雑
言
・
七

絶
、
毛
大
可
之
七
律
・
五
排
、
呉
六
益
之
七
律
・
七
絶
、
彭
萬
峰
之
七
排
、
錢
虞

山
、
嚴
蓀
友
之
七
絶
、
或
標
唐
人
之
詞
、
或
擬
宋
人
之
調
、
而
要
皆
渾
厚
博
暢
、
歸

於
雅
馴
。
余
讀
其
全
稿
、
因
得
而
輪
列
之
。
若
鄴
下
應
劉
、
著
述
原
富
、
唐
時
姚

宋
、
詩
篇
不
傳
。
如
今
日
之
曹
秋
岳
・
嚴
顥
亭
・
閻
古
古
・
徐
健
菴
・
汪
蛟
門
・
申

鳧
盟
・
曹
顧
菴
・
朱
錫
鬯
、
雖
在
盛
名
之
下
、
未
窺
全
豹
、
不
敢
輕
爲
評
論
也
。
方

密
之
曰
「
今
人
有
唐
人
無
詩
、
詩
在
宋
元
之
説
、
總
由
學
疏
而
自
便
、
好
異
而
力

薄
、
故
遷
就
遮
掩
耳
」。
徐
崧
之
曰
「
唐
詩
尚
風
華
、
故
多
浮
而
不
實
。
宋
詩
貴
尖

刻
、
未
免
顯
而
近
粗
。
余
所
選
者
、
雖
不
敢
云
藻
鑑
之
至
精
、
然
準
之
古
人
之
詩
、

唐
宋
兩
病
、
吾
知
免
夫
。

20
、
此
集
計
十
年
而
後
成
、
非
惟
剞
劂
之
云
難
、
良
亦
輯
較
之
不
易
。
将
伯
之
助
、

幸
有
其
人
。
麗
句
或
藏
篋
笥
、
佳
篇
偶
寄
郫
筒
。
捜
輯
之
功
、
則
顧
茂
倫
・
徐
崧

之
・
程
杓
石
・
袁
重
其
也
。
嘉
樹
成
陰
、
能
植
者
芟
其
繁
冗
。
清
泉
人
戸
、
疏
流
者

汰
其
汚
泥
。
參
訂
之
功
、
則
魏
冰
叔
・
彭
躬
菴
・
徐
貫
時
・
蔡
九
霞
・
魏
和
公
、
呉

子
政
也
。
字
畫
既
多
亥
豕
、
文
章
難
辨
魯
魚
、
校
閲
之
功
、
則
張
無
澤
・
徐
禎
起
・

楊
震
百
・
王
勤
中
・
華
子
三
也
。
成
千
仞
者
虧
一
簣
、
行
百
里
者
半
九
十
。
捐
資
玉

汝
之
功
、
則
呉
伯
成
・
姚
六
康
・
呉
孟
舉
也
。
斯
集
也
、（
顧
）
茂
倫
・（
徐
）
貫

時
、
開
之
於
先
、（
呉
）
伯
成
・（
姚
）
六
康
継
之
於
後
。
竭
十
数
人
之
精
神
、
乃
得

完
余
十
年
未
竟
之
業
。
古
語
云
「
専
絃
難
聴
、　

水
一
難
食
」。
験
之
斯
集
、
豈
不
信

然
。

 

六
松
主
人

燦
止
山
題
於
金
閶
之
寓
齋
。

過
日
集
諸
體
評
論

　
　
　
雑
言

四
言
詩
惟
三
百
篇
最
難
摹
擬
、
亦
最
不
可
摹
擬
。
次
則
陶
詩
四
言
亦
然
。
蓋
無
古
人

之
性
情
深
厚
神
骨
簡
貴
而
徒
習
其
音
句
、
未
有
不
庸
濫
、
浅
滑
者
、
余
毎
見
人
擬

三
百
篇
、
擬
陶
之
作
、
便
讀
不
終
行
。
魏
武
短
歌
雖
全
用
三
百
篇
成
句
、
究
竟
一
毫

不
似
古
人
。
所
以
妙
也
集
中
似
三
百
篇
者
惟
録
魏
冰
叔
「
秋
蟲
」
一
章
。
又
以
其
極

似
而
絶
非
摹
倣
他
、
如
錢
虞
山
「
題
高
士
冊
」
徐
季
重
「
崇
禎
皇
帝
誄
」
李
坦
「
園

後
雨
謠
」
陳
元
孝
「
黄
河
謠
」
申
鳬
盟
「
插
稻
謠
」
魏
和
公
「
上
灘
謠
」
李
力
負

「
伊
耆
歌
」
黎
媿
曾
「
短
歌
」
李
艾
山
「
北
山
李
」
季
子
禽
言
或
似
漢
魏
或
似
古
謠

或
似
易
林
、
可
謂
脱
出
蹊
徑
矣
。
魏
冰
叔
嘗
謂
余
曰
「
工
四
言
詩
須
於
未
立
局
時
鍊

意
未
成
文
時
鍊
筆
先
將
作
詩
之
情
、
醞
釀
沈
黙
左
旋
右
折
如
不
忍
遽
出
手
口
、
及
不

得
已
而
後
下
筆
則
臨
下
筆
時
自
然
深
厚
、
樸
婉
義
味
無
窮
。」
余
最
服
膺
其
言
、
故

冰
叔
詩
四
言
最
高
而
陳
貞
倩
以
爲
近
代
絶
唱
、
良
不
誣
也
。
余
所
録
者
十
之
一
二

耳
。

　

四
言
詩
貴
語
樸
而
意
婉
、
古
樂
府
貴
意
曲
而
語
直
。
三
百
篇
而
下
不
失
比
興
之
旨

者
唯
樂
府
近
之
。
樂
府
之
妙
乍
去
乍
來
若
斷
若
続
、
忽
而
飲
酒
忽
而
談
仙
、
忽
而
富

貴
忽
而
衰
落
、
忽
而
旖
旎
忽
而
慷
慨
、
忽
感
恩
忽
報
讐
、
忽
好
色
忽
悟
道
、
忽
喜
歡

快
樂
忽
幽
憂
怫
鬱
、
言
近
而
托
旨
遠
、
法
嚴
而
格
不
羈
、
要
不
失
三
百
篇
温
厚
和
平

之
意
。
蓋
古
人
胸
中
原
有
一
段
至
情
至
理
不
可
解
喩
處
、
正
語
不
得
則
反
言
之
、
莊

語
不
得
則
寓
言
之
。
不
以
抉
擿
洗
削
爲
致
、 

不
以
尖
新
割
剥
為
能
。
自
後
人
有
擬
樂

府
之
作
、
不
悲
而
啼
、
不
喜
而
笑
、
已
屬
無
謂
。
及
李
于
鱗
創
爲
擬
議
變
化
之
説
、

遂
至
句
櫛
字
比
全
體
踏
襲
如
童
蒙
入
塾
、
依
本
畫
字
。（
錢
）
虞
山
起
而
力
排
之
、

詆
爲
下
劣
。
詩
魔
入
其
肺
腑
、
豈
不
信
哉
。
余
於
此
等
悉
擯
不
録
、
寧
取
其
自
我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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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決
不
欲
其
倣
古
太
似
。
集
中
如
周
元
亮
「
悲
歌
來
日
大
難
」
李
元
仲
「
善
哉
行
」

董
閬
石
「
子
夜
歌
」「
烏
棲
曲
」
施
愚
山
「
當
空
倉
雀
采
麥
詞
」、
陳
確
菴
（
瑚
）

「
反
行
路
難
」「
日
出
入
行
」
徐
方
虎
「
獨
漉
篇
」「
行
路
難
」
張
朗
屋
「
獨
漉
篇
」

楊
起
文
「
短
歌
行
」
董
文
友
（
以
寧
）「
行
路
難
」
魏
善
伯
「
古
相
思
」
魏
貞
菴

（
裔
介
）「
韮
露
行
」
梁
玉
立
（
清
標
）・
錢
開
少
（
邦
芭
）
咏
古
諸
作
、
葛
瑞
五

「
短
歌
行
」
章
雲
李
（
金
牧
）「
大
木
行
」
皆
自
出
機
軸
、
自
具
手
眼
、
自
諧
音
節
、

豈
拾
古
人
咳
唾
、
自
稱
珠
玉
者
哉
。

　
　
　
五
古

詩
惟
五
言
古
格
最
變
化
。
凡
經
史
諸
子
百
家
之
書
皆
可
運
用
學
問
最
大
。
蓋
寫
性

情
、
敘
事
實
、
其
體
莫
宜
於
五
古
、
正
如
史
家
列
傳
足
供
発
揮
也
。
詩
以
堅
老
古
樸

如
杜
甫
元
結
者
爲
上
、
清
逸
婉
秀
、
學
王
孟
者
次
之
。
高
邁
蘊
籍
、
學
蘇
李
者
次

之
。
近
日
五
古
風
尚
漢
魏
、
然
聲
調
篇
篇
一
律
、
影
響
恍
惚
似
有
指
歸
、
細
而
求

之
、
終
不
見
用
意
所
在
。
多
讀
之
、
反
生
人
厭
。
故
余
嘗
謂
假
漢
魏
不
如
眞
唐
人

也
。
集
中
如
龔
芝
麓
「
過
饑
鳳
軒
」「
咏
懐
詩
」（
選
十
一
）「
十
八
灘
」（
選
二
）
古

雅
修
整
。
呉
梅
村
「
臨
江
参
軍
南
廂
園
叟
」「
礬
清
湖
」
諸
詩
蒼
老
高
涼
。
施
愚
山

「
望
叔
父
不
至
「
爲
先
祖
母
生
辰
」
堅
響
樸
奥
。
王
貽
上
（
士
禎
）「
五
日
龍
溪
」

「
自
石
橋
尋
黛
溪
」「
由
檞
山
入
几
山
」
諸
作
、
清
眞
秀
逸
。
魏
和
公
「
偶
然
作
」

「
再
到
嶺
南
」「
梁
烈
婦
述
」
沉
鬱
悲
壯
、
皆
極
古
人
用
意
用
詞
之
妙
而
無
一
字
不
經

錘
鍊
者
。
又
申
鳬
盟
「
詠
古
」
錢
幼
光
「
南
徙
紀
事
」
周
伯
衡
「
再
渡
峽
口
補
童

謠
」
宋
玉
叔
「
感
懐
」
周
元
亮
「
庚
子
重
九
」
趙
韞
退
（
進
美
）「
田
家
冬
日
」
呉

六
益
（
懋
謙
）「
西
園
古
離
別
」
陳
説
巌
「
屋
後
閑
眺
」
魏
冰
叔
（
禧
）「
賣
薪
諸

行
」、
彭
躬
菴
（
士
望
）「
冬
心
詩
」
袁
二
游
「
浙
西
」
潘
蜀
藻
（
江
）「
出
門
」
諸

詩
、
李
武
曾
「
九
嶺
」
秦
留
仙
「
冬
日
詩
」
王
蓼
航
「
山
中
夕
雨
」
曹
澹
餘
「
武
陵

雜
詩
」「
早
發
桃
源
」
陳
元
孝
「
擬
古
」「
雜
詩
」
李
力
負
「
雨
後
移
梅
」
金
精
「
懷

古
」
魏
石
牀
「
家
政
」
楊
商
賢
「
游
爰
園
」
魏
善
伯
「
猛
虎
將
軍
兩
行
」
孫
風
山

「
山
中
夜
坐
」、
沈
繹
堂
（
荃
）「
繁
臺
懐
古
」
彭
駿
孫
「
抵
英
徳
縣
」
方
爾
止
（
文
）

「
石
埭
」
汪
蛟
門
「
進
山
」
韓
君
望
「
言
懷
」
程
周
量
「
舟
夜
」
徐
健
菴
「
入
晉
」、

杜
于
皇
（
濬
）「
寓
園
即
事
」「
贈
孫
無
言
」
屈
翁
山
「
贈
朱
廿
二
」
孫
仲
愚
「
竹
林

寺
」
陳
鶴
客
「
贈
姜
大
行
苕
溪
道
上
」
曹
秋
岳
「
武
林
遇
何
芝
函
」
嚴
顥
亭
「
喜

雨
」
錢
開
少
「
歸
田
」
陳
賡
明
（
玉

）「
詠
懐
冬
至
」
毛
卓
人
「
黄
河
」「
虎
丘
」

張
無
擇
・
錢
馭
少
「
雜
詩
」
蔡
雪
餘
「
擬
杜
」
徐
方
虎
「
苦
寒
行
」
蔡
九
霞
「
述
先

烈
詩
」
諸
詩
皆
縁
情
随
事
、
因
物
賦
形
、
贈
答
宴
游
別
具
風
概
、
渢
渢
乎
大
雅
之
音

也
。
無
可
師
（
方
以
智
）
嘗
言
余
、「
易
堂
諸
子
五
言
古
長
於
叙
事
、
爲
同
時
獨
歩
」。

余
以
爲
間
傷
細
瑣
、
惟
魏
和
公
（
禮
）
比
興
最
多
、
不
失
古
意
、
別
成
一
調
。

　
　
　
七
古

七
言
古
以
趺
蕩
頓
挫
、
起
伏
超
忽
蒼
雄
沈
鷙
爲
最
上
乗
。
章
法
妙
者
如
百
金
戦
馬
駐

坡
驀
澗
蹄
跡
不
羈
。
余
謂
樂
府
七
古
之
妙
全
在
一
斷
字
。
樂
府
斷
而
不
連
合
之
、
自

成
章
法
。
七
古
連
而
能
斷
尋
之
、
自
具
脈
理
。
今
人
七
言
整
麗
風
華
大
約
祖
初
唐
爲

多
而
呉
梅
村
獨
能
以
骨
力
行
其
才
気
如
「
永
昌
宮
詞
」「
琵
琶
行
」「
聽
女
道
士
弾

琴
」「
松
山
哀
」「
臨
淮
老
妓
行
」
諸
篇
気
魄
沈
雄
、
詞
調
鏗
鏘
、
有
龍
跳
天
門
虎
臥

鳳
闕
之
妙
。
其
他
名
作
如
龔
芝
麓
「
金
陵
篇
」「
樟
樹
」
諸
行
、
鄭
次
公
「
父
老
歎
」

趙
韞
退
（
進
美
）「
芻
豆
行
」
周
宿
來
「
秣
陵
行
」
施
愚
山
「
烟
火
行
」
尤
展
成

「
憂
盗
行
」「
長
安
道
」
彭
駿
孫
「
秦
箏
歌
」
薛
行
屋
（
所
蘊
）「
汴
中
曲
」
申
鳬
盟

「
邯
鄲
行
」
呉
漢
槎
「
白
頭
宮
女
行
」
錢
幼
光
「
鶏
鳴
泥
鰍
催
糧
」
諸
行
、
胡
星
卿

「
茆
屋
湖
」「
孰
種
菜
」
諸
歌
、
宋
荔
裳
（
琬
）「
詔
獄
行
」
曹
顧
菴
「
滄
海
行
」
王

蓼
航
「
大
梁
宮
人
」「
柳
園
」
兩
行
或
感
慨
嗚
咽
或
嘻
笑
怒
罵
、
所
謂
借
他
人
之
酒

杯
澆
自
己
之
磈
礧
者
、
豈
白
香
山
元
微
之
辛
稼
軒
楊
鐵
崖
所
能
頡
頏
哉
。
又
王
貽
上

（
士
禎
）「
枇
杷
圖
歌
」「
春
不
雨
」「
石
亀
行
」
范
覲
公
（
承
謨
）「
冬
猟
篇
」
彭
躬



過日集史料（序跋・凡例・諸体評論）（ 9 ）

菴
（
士
望
）「
敗
茅
行
」
陳
元
孝
「
赤
壁
舟
中
」
方
爾
止
（
文
）「
文
徳
橋
」
楊
嘉
樹

「
題
沈
師
鴻
萬
軸
樓
」「
七
月
十
三
日
夜
坐
書
懐
」
魏
冰
叔
（
禧
）「
金
精
行
」
彭
禹

峰
（
而
述
）「
贈
呉
六
益
」
孫
仲
愚
「
柘
溝
山
」
譚
維
石
「
早
謠
」
魏
和
公
「
乗
月

渡
海
歌
」「
黄
河
舟
中
」
方
素
伯
「
霧
中
驢
背
詩
」
梁
玉
立
「
潭
園
歌
」「
郊
猟
篇
」

曹
澹
餘
「
大
理
石
屏
歌
」
呉
野
人
「
白
墖
河
」
杜
于
皇
（
濬
）「
椰
冠
歌
」
唐
港

「
耕
田
歌
」
王
惟
夏
「
兵
船
行
」
高
雲
客
「
湯
御
史
行
」
李
武
曾
（
良
年
）「
官
馬

行
」「
見
盆
中
水
仙
」
毛
大
可
（
甡
）「
逢
姜
九
飲
」「
別
戴
大
黄
大
」
邵
子
湘
（
長

衡
）「
京
口
行
」「
隋
宮
篇
」、
有
似
李
杜
者
有
似
高
岑
者
有
似
王
季
友
者
有
似
韓
昌

黎
李
長
吉
曹
鄴
之
者
、
唐
人
七
古
最
推
李
杜
、
然
李
詩
豪
逸
、
毎
傷
滑
放
、
若
不
善

學
不
爲
信
口
油
腔
則
如
醉
人
狂
舞
矣
。
王
元
美
稱
杜
五
律
七
古
皆
入
神
境
、
余
謂
七

古
眞
足
掩
抑
三
唐
、
無
一
首
不
佳
者
。
學
之
縦
不
能
似
亦
斷
不
受
病
他
體
奇
作
、
雖

多
疵
病
。
亦
時
有
也
。

　
　
　
五
律

五
律
以
閒
遠
高
秀
爲
上
、
事
外
景
外
別
具
風
概
使
人
悠
然
得
之
言
外
。
次
則
老
健
典

雅
、
王
孟
高
岑
未
嘗
遜
工
部
也
。
然
亦
各
有
體
裁
如
王
摩
詰
「
秋
宵
寓
直
」「
觀
猟
」

等
篇
則
綺
麗
精
工
、「
輞
川
閒
居
」「
送
孟
六
歸
襄
陽
」
諸
篇
則
幽
閒
古
澹
、
題
有
不

同
體
自
各
別
。
李
本
寧
（
維
禎
）
曰
、
山
林
宴
遊
則
興
寄
清
遠
、
朝
饗
侍
従
則
制
存

莊
麗
、
邊
塞
征
伐
則
悽
惋
悲
壯
、
睽
離
艱
難
則
沈
痛
感
慨
。
今
懼
其
格
之
卑
而
必
求

之
清
遠
閒
適
則
又
過
矣
。
今
日
名
作
不
越
二
種
而
必
以
學
杜
爲
中
的
非
通
論
也
。
集

中
閒
遠
高
秀
者
、
如
宋
荔
裳
（
琬
）「
側
看
巖
際
屋　

直
似
畫
中
村
」（
丁
未
春
遊
僻

園
漫
成
）、「
秋
氣
歸
残
菊　

山
空
補
落
霞
」（
虹
橋
分
韻
）、
周
元
亮
「
雲
過
茅
屋
去

　

水
望
板
橋
來
」（
飲
宋
雨
恭
先
生
湖
上
齋
同
呉
讓
伯
延
仲
）「
萬
山
連
夜
雨　

孤
客

五
更
心
」（
獨
臥
験
夢
菴
永
夜
不
寐
覓
歸
無
計
便
寄
靖
公
弟
）、
嚴
就
思
（
我
斯
）

「
一
聞
孤
磬
響　

如
入
萬
山
空
」（
終
夜
宿
準
提
菴
）、
兪
無
殊
（
南
史
）「
忽
逢
明
月

照　

如
見
故
人
心
」（
月
夜
懐
于
息
菴
僉
憲
）、
計
甫
草
（
東
）「
可
惜
春
光
盡　

方

爲
客
路
初
」（
道
傍
見
落
花
）、
周
伯
衡
（
體
觀
）「
夜
雨
洗
山
月　

残
春
落
礀
花
」

（
大
報
恩
寺
逢
友
蒼
言
別
）「
灘
路
三
千
里　

鶯
花
二
月
時
」（
送
呉
六
益
入
粤
）、
施

愚
山
（
閏
章
）「
江
青
秋
雨
後　

山
紫
夕
陽
斜
」（
北
固
）、
高
阮
懐
（
詠
）「
路
轉
遙

聞
水　

峰
廻
直
到
門
」（
遊
青
原
山
）、
程
周
量
（
可
則
）「
木
様
一
時
下　

霜
鴻
千

里
來
」（
他
郷
）、
余
孺
子
（
恂
）「
山
腰
喧
暗
水　

樹
杪
出
田
地
」（
金
山
庵
）、
王

貽
上
（
士
禎
）「
落
日
眺
平
楚　

青
山
生
暮
寒
」（
叢
林
寺
閣
上
望
雲
門
山
）「
獨
坐

寒
林
静　

故
人
相
見
稀
」（
題
徐
半
山
山
居
圖
）、
金
亦
陶
（
侃
）「
雲
深
難
辨
寺　

林
盡
始
聞
鐘
」（
遊
包
山
寺
）、
程
崑
崙
「
晩
渡
潮
爭
上　

寒
塘
人
獨
歸
」、
呉
梅
村

「
正
爾
出
門
夜　

忽
逢
山
雨
深
」「
家
貧
残
雪
裏　

門
閉
亂
山
中
」（
病
中
別
孚
令
弟
）、

盛
珍
示
「
風
輕
江
路
近　

雨
細
早
潮
平
」（
瓜
州
早
發
）、
朱
近
修
「
山
容
初
過
雨　

水
気
忽
生
秋
」（
自
杜
泛
溪
至
奉
化
県
）、
胡
怡
齋
「
雲
山
萬
里
外　

寒
雨
一
燈
深
」

（
嬾
石
歸
蜀
因
寄
丈
雪
上
人
）、
奚
蘇
嶺
「
泉
當
孤
嶼
出　

山
與
隔
江
青
」（
登
慧
山
）

沈
馨
聞
「
林
疎
齊
落
葉　

山
遠
忽
當
窗
」（
八
咏
楼
）、
曹
顧
菴
「
山
容
昏
作
雨　

灘

響
晝
疑
風
」
楊
明
遠
「
但
自
能
眞
隠　

何
妨
在
近
郊
」　

陳
説
巌
「
濤
聲
春
晝
外　

寺
影
夕
陽
西
」（
三
月
三
日
同
楊
松
谷
泛
舟
沁
水
）
秦
留
仙
「
方
知
千
里
曲　

知
是

衆
山
來
」
呉
伯
成
「
島
臥
千
林
月　

漁
歸
両
岸
燈
」（
半
塘
夜
泊
）、
林
確
齋
「
人
行

古
細
路　

路
屋
在
高
峰
」（
自
寧
都
城
陟
峴
）「
秋
高
多
在
野　

江
遠
半
于
烟
」（
八

字
脳
登
舟
還
山
別
舒
懋
士
）、
龔
芝
麓
「
秋
光
先
到
水　

樹
色
欲
浮
城
」（
水
月
菴
和

壁
間
韻
）「
青
燈
疎
落
木　

微
雨
報
秋
鐘
」（
秋
夜
東
友
沂
選
一
）「
白
日
此
高
臥　

涼
秋
昨
漸
生
」
嚴
絜
菴
「
石
橋
雙
澗
水　

板
屋
數
家
烟
」（
次
瓦
亭
驛
）、
張
祖
望

「
落
日
流
水
外　

遠
山
都
在
西
」（
舟
楫
）、
申
鳬
盟
「
水
駱
村
沙
暮　

人
烟
郡
堞
西
」

（
遣
興
）
章
雲
李
「
白
日
流
何
靜　

晴
江
去
渺
然
」（
慈
相
禪
院
散
暑
）、
方
連
珵

（
光
瑀
）「
閒
看
波
影
裏　

時
有
白
雲
流
」、
王
時
大
「
幾
經
行
樹
杪　

仍
在
此
雲
端
」

（
柳
家
潭
）、
沈
芳
鄴
「
人
従
淺
水
渡　

山
向
夕
陽
看
」（
琴
溪
同
枝
生
作
）、
黄
穉
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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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色
遙
連
樹　

湖
光
欲
上
樓
」（
遊
徐
氏
南
園
）、
呉
六
益
（
懋
謙
）「
一
徑
雁
南
下

　

孤
村
人
語
闌
」、
顧
樵
水
「
白
鷗
村
徑
裏　

紅
葉
寺
門
前
」（
同
茅
天
石
沈
伯
虞
遊

長
超
山
）「
高
人
臥
雲
谷　

溪
路
入
桃
花
」（
酬
周
青
士
）、
周
計
伯
「
窗
闊
難
留
月

　

林
疎
不
受
鶯
」（
飲
李
梅
公
司
馬
園
）、
楊
商
賢
「
疎
雨
不
成
滴　

寒
空
吹
作
花
」

（
雪
）、
丁
景
呂
（
弘
誨
）「
樹
多
全
隠
月　

灘
響
不
因
風
」
陳
胤
倩
（
祚
明
）「
月
出

光
于
水　

蟲
鳴
響
似
秋
」（
北
征
雑
詩
）、
謝
獻
菴
（
良
琦
）「
野
花
開
竹
徑　

茅
屋

枕
渓
流
」（
江
村
）、
王
敬
哉
（
崇
簡
）「
夕
陽
孤
鳥
下　

雪
霽
亂
山
來
」（
和
米
吉
土

歳
暮
感
懐
）、
趙
韞
退
（
進
美
）「
客
路
烟
中
出　

人
家
樹
杪
明
」（
仁
義
驛
）「
鳥
喧

過
林
雨　

人
語
上
灘
舟
」（
雨
中
暁
行
）
杜
于
皇
（
濬
）「
残
陽
何
處
盡　

落
木
下
方

聞
」（
上
半
塘
寺
閣
）「
人
共
中
天
月　

江
分
両
岸
燈
」（
遊
山
前
後
作
）、
屈
翁
山

（
大
均
）「
一
夜
疑
風
雨　

不
知
山
月
生
」（
攝
山
秋
夕
）「
可
憐
霊
谷
寺　

猶
有
景
陽

鐘
」（
弔
陳
宮
）、
李
斯
年
（
縄
遠
）「
昨
夜
空
山
雨　

高
齋
秋
夢
長
」（
寄
方
十
三
）、

陳
鶴
客
（
三
島
）「
自
看
湖
上
月　

但
有
水
揚
波
」（
玄
武
湖
）、
姚
六
康
（
子
荘
）

「
燭
影
空
遙
夜　

邊
聲
入
早
秋
」（
與
屈
賁
子
徐
聖
甫
夜
話
）
徐
松
之
（
崧
）「
青
春

慙
白
髪　

老
樹
惜
斜
陽
」（
雪
灘
花
朝
）、
毛
大
可
（
甡
）「
年
華
看
又
過　

秋
色
到

依
然
」（
章
江
道
中
）「
誰
人
夜
吹
笛　

獨
上
最
高
樓
」（
聞
笛
）
錢
去
病
（
霍
）「
夾

城
楊
樹
下　

忽
見
故
人
來
」（
獨
行
淮
上
遇
朱
仲
軼
度
太
行
而
至
）、
顧
子
超
（
超
）

「
雲
氣
半
居
下　

波
光
全
在
西
」（
碧
螺
峰
）、
曹
實
菴
（
貞
吉
）「
病
隨
残
暑
去　

秋

似
故
人
來
」（
病
起
）「
歸
路
蒼
烟
外　

人
家
亂
葉
中
」（
同
沈
康
臣
夏
鄰
湘
張
夢

喬
石
林
遊
黒
龍
譚
）、
魏
興
士
「
桃
花
天
半
落　

春
樹
雨
中
深
」（
山
閣
贈
涂
雲
石
）、

鮑
子
韶
「
雷
聲
初
動
樹　

雨
勢
欲
沈
山
」、
姜
鐵
夫
「
霜
笳
吹
不
斷　

白
髪
自
然
生
」

（
登
北
城
）「
紅
樹
林
中
寺　

人
家
江
上
山
」（
江
上
）、
徐
立
齋
（
元
文
）「
花
霑
三

徑
雨　

石
護
半
溪
雲
」（
新
嘉
驛
次
壁
間
韻
）、
高
蒼
巗
晫
「
江
雲
不
斷
處　

山
色
正

飛
來
」、
王
端
士
（
揆
）「
宿
鳥
下
僧
磬　

孤
燈
背
客
牀
」（
呉
門
寓
中
偶
成
）、
魏
善

伯
「
故
友
今
何
處　

門
前
寒
月
斜
」（
梅
村
月
夜
）、
趙
錦
帆
「
老
樹
高
天
黒　

空
廊

夜
雨
鳴
」（
雨
後
訪
萇
光
碧
天
壇
）、沈
繹
堂
（
荃
）「
人
家
依
竹
樹　

秋
水
汎
菰
浦
」、

朱
錫
鬯
（
彛
＠
村
）「
晴
川
疎
樹
遠　

落
日
亂
山
多
」（
送
嚴
伯
玉
之
恵
陽
）、
張
子

藝
「
岸
偪
風
無
語　

河
流
月
有
聲
」（
河
橋
夜
歩
偕
方
受
斯
）、
楊
嘉
樹
（
森
）「
酒

帘
紅
樹
底　

魚
網
綠
楊
西
」（
江
邨
）、
譚
維
石
「
秋
風
茫
履
店　

夜
雨
木
棉
車
」

（
小
築
）、
姜
學
在
（
實
節
）「
野
寺
何
人
到　

寒
山
空
鳥
音
」（
山
行
同
呉
子
仁
作
）、

曹
澹
餘
（
申
吉
）「
帆
影
遙
侵
樹　

山
光
暗
入
舟
」（
雪
中
抵
黄
州
府
）、
陳
其
年

（
維
崧
）「
城
郭
廻
丹
嶂　

閭
閻
入
翠
微
」（
舟
次
虞
山
呈
錢
宗
伯
牧
齋
先
生
并
示
令

子
孺
飴
）、
張
無
擇
（
掄
）「
白
日
荒
山
道　

秋
風
古
寺
門
」（
旌
徳
道
中
）、
孫
豹
人

（
枝
蔚
）「
索
燈
喧
稚
子　

聽
雨
愛
寒
天
」（
元
夜
索
火
不
得
作
此
自
傷
）、
周
越
石

（
珂
）「
疎
鐘
向
寺
近　

寒
鳥
背
人
飛
」、
沈
去
衿
（
謙
）「
湖
晴
常
抱
雨　

山
翠
不
關

雲
」（
同
遊
丈
臨
平
湖
眺
望
）、
陳
伯
璣
（
允
衡
）「
山
色
高
低
没　

江
痕
遠
近
移
」、

方
位
白
（
中
通
）「
山
連
雲
影
外　

人
坐
雨
聲
中
」（
友
人
携
尊
看
雨
）、
徐
方
虎

（
倬
）「
早
潮
千
澗
白　

夜
雨
一
燈
青
」（
送
隣
音
還
語
溪
）、
彭
駿
孫
「
幾
家
茅
屋
在

　

同
住
石
橋
西
」（
西
江
道
中
雑
詠
）、
魏
冰
叔
（
禧
）「
寒
月
不
肯
落　

遠
山
時
有

音
」（
勺
庭
冬
夜
聞
林
舟
之
弾
琴
）、魏
和
公
（
禮
）「
何
處
人
吹
笛　

坐
來
月
到
門
」、

「
自
來
同
路
客　

只
似
住
寒
山
」（
路
中
別
呉
子
政
）、
陳
賡
明
（
玉

）「
沙
痕
喧
細

水　

日
氣
射
孤
城
」（
荏
平
）「
可
憐
中
夜
月　

猶
照
故
山
梅
」（
甲
寅
秋
暮
遊
虎
丘

同
撝
謙
用
少
陵
何
將
軍
山
林
韻
）、
王
蓼
航
（
紫
綬
）「
秋
鐘
寺
藏
少　

月
笛
倚
樓

多
」（
送
張
坦
公
前
輩
之
官
徽
寧
）、
周
青
士
（
篔
）「
風
波
初
定
後
、
雨
雪
未
歸
人
」

（
歳
暮
旅
懐
）、
李
分
虎
（
符
）「
飛
來
數
峰
雨　

遙
落
一
谿
荷
」（
秋
雨
）、「
正
憶
故

人
別　

流
澌
渡
馬
難
」（
答
李
亦
臨
考
廉
途
次
見
懐
）、
秦
樂
天
（
仔
寅
）「
日
色
不

到
地　

竹
聲
多
傍
樓
」（
韜
光
庵
）。

　

老
健
典
雅
者
、
如
錢
幼
光
（
秉
鐙
）「
日
月
當
門
出　

江
山
抱
屋
來
」（
田
間
草
廬

初
成
）、
嚴
就
思
（
我
斯
）「
馬
蹄
疎
柳
外　

人
影
落
花
中
」（
同
長
庚
金
魚
池
讌
別
）、

葛
星
巌
（
震
）「
雲
生
滄
海
樹　

月
走
太
江
沙
」（
重
陽
前
五
日
送
朱
漁
公
金
陵
）、
梁



過日集史料（序跋・凡例・諸体評論）（ 11 ）

玉
立
（
清
標
）「
燈
火
明
林
屋　

星
河
落
酒
尊
」（
方
伯
喜
而
作
）、
章
雲
李
（
金
牧
）

「
海
色
浮
齊
動　

河
聲
マ
マ
（
光
）
挾
嶽
來
」（
光
嶽
樓　
在
聊
城
）、
惠
元
龍
（
周
惕
）

「
乾
坤
横
一
望　

南
北
竟
中
開
」（
金
山
）、
紀
伯
紫
（
映
鍾
）「
送
君
歸
故
里　

大
火

正
西
流
」（
曹
縣
送
陳
宗
來
）、
魏
貞
菴
（
裔
介
）「
輕
鰷
浮
淺
渚　

高
鳥
下
平
蕪
」

（
送
友
南
歸
）「
地
連
關
陝
近　

山
入
太
行
多
」（
送
楊
冬
可
守
潞
安
）、
龔
芝
麓
「
人

壓
樓
臺
外　

天
浮
鼓
吹
中
」（
上
元
後
二
夕
奉
陪
栢
郷
閣
老
飲
雲
園
亭
）、彭
駿
孫
（
孫

遹
）「
白
日
頻
西
下　

滄
江
自
北
流
」（
早
秋
即
事
）、
王
古
直
（
豸
來
）「
江
漢
故
人

遠　

谿
山
落
日
微
」（
苹
堂
雑
興
詩
）、嚴
顥
亭
（
沆
）「
歸
雲
雙
闕
廻　

初
日
萬
家
漢
」

呉
六
益
（
懋
謙
）「
乾
坤
此
尊
酒　

秋
色
上
樓
臺
」、
舒
魯
直
（
忠
讜
）「
英
雄
消
馬

跡　

天
地
感
鶏
聲
」（
滁
州
遇
避
寇
人
過
江
）、
杜
于
皇
（
濬
）「
江
聲
催
白
髪　

天

影
落
空
盃
」（
妙
高
臺
無
月
）「
歳
月
荒
龍
窟　

乾
坤
此
鸛
河
」（
登
金
山
塔
）「
石
壁

憑
空
下　

江
天
挿
水
生
」（
北
固
）、
毛
大
可
（
甡
）「
城
郭
千
重
起　

江
山
萬
里
來
」

（
同
諸
公
登
雨
花
臺
）、
薛
林
屋
（
所
蘊
）「
乾
坤
揮
涕
日　

河
岳
欲
歸
人
」（
守
歳
）、

汪
晉
賢
（
森
）「
田
疇
多
猟
火　

井
邑
自
人
烟
」（
呉
山
道
院
）、
華
龍
岡
（
袞
）「
日

月
生
江
底　

黿
鼉
拂
釣
竿
」（
憶
金
山
）、
胡
怡
齋
「
水
流
西
向
少　

山
色
北
來
多
」

（
送
張
篆
沙
業
師
至
褒
江
宿
別
）、
嚴
蓀
友
（
縄
孫
）「
岸
知
沿
海
闊　

山
自
渡
江
稀
」

（
發
維
陽
）、
陳
賡
明
（
玉

）「
乾
坤
都
在
眼　

齊
魯
只
如
凡
」（
登
岱
）、
徐
綏
祉

「
峡
勢
倒
流
闊　

山
光
揺
晩
晴
」（
自
浦
城
下
建
河
）、
徐
式
四
（
正
國
）「
日
月
到
來

盡　

雲
霞
看
處
生
」（
魚
龍
洞
題
壁
）
諸
詩
、
閑
整
各
殊
、
工
力
悉
敵
、
擬
之
王
孟

常
杜
、
豈
復
有
間
。

又
王
覚
斯
（
鐸
）（
鞏
華
城
）「
野
火
頽
荒
屋　

殘
更
出
驛
樓
」、（
正
學
祠
）「
荒
山

無
死
氣　

白
日
有
寒
風
」、（
期
友
）「
明
月
無
心
上　

故
人
何
日
來
」、（
萬
年
寺
）

「
疎
磬
雲
中
樹
高
簾
雪
外
山
」、（
清
心
）「
牛
睡
斜
陽
隠　

鶏
鳴
僻
巷
深
」、（
舟
中
）

「
開
窗
湖
盡
白　

一
路
柳
先
青
」、（
圓
津
寺
）「
香
烟
流
遠
磬　

秋
色
満
空
山
」、（
洪

修
寺
）「
秋
風
連
日
雨　

古
寺
異
郷
心
」。
又
周
櫟
園
家
姫
（
宛
丘
）
王
氏
（
渓
上
）

「
小
雨
匀
渓
穀
閒
花
落
釣
絲
」、（
咏
侍
児
繊
指
）「
剔
花
春
影
膩　

浣
硯
墨
痕
鮮
」、

（
夜
坐
）「
秋
心
増
半
夜　

雨
氣
満
孤
燈
」、（
聞
警
）「
薄
命
憐
蟲
臂　

全
身
＊
在
虎

牙
」
諸
聯
得
之
。
櫟
園
老
人
書
影
中
、
皆
清
新
卓
錬
、
雅
飭
修
整
、
故
並
存
之
。

 

「
身
」
＊
『
書
影
』
巻
一
作
「
家
」。

　
　
　
七
律

七
律
難
於
五
律
。
前
人
論
之
備
矣
。
既
増
二
字
、
體
格
氣
色
便
大
不
同
則
不
得
不
首

推
沈
壯
典
麗
而
次
清
逸
之
作
、
工
部
其
正
的
也
。
今
人
力
量
不
能
壮
闊
専
靠
用
事
爲

工
。
如
「
虚
庭
寥
寥
必
欲
旅
」
百
以
實
之
則
肉
兀
魚
笱
亦
陳
階
堂
即
有
博
贍
之
家
誇

多
鬭
靡
。
又
如
賈
肆
列
貨
金
玉
錦
繍
填
塞
几
巷
令
人
無
行
坐
處
。
王
敬
美
曰
「
善
使

故
事
者
勿
爲
故
事
所
使
。
妙
在
有
而
若
無
、
實
而
若
虚
、
可
意
悟
不
可
言
傳
、
可
力

學
得
不
可
倉
卒
得
。」（『
藝
補
擷
餘
』）
斯
言
得
之
矣
。

集
中
沈
麗
之
作
、
如
周
元
亮
「
深
秋
梁
苑
新
沙
磧　

明
月
清
溪
舊
板
橋
」（
江
行
雑

感
）「
江
邊
見
墖
知
城
近　

郡
裏
看
山
覺
寺
深
」「
長
風
送
客
江
村
暮　

細
雨
留
人
草

閣
閑
」（
雨
中
招
同
里
諸
子
社
集
徐
園
李
遂
臣
適
視
師
江
上
）、
龔
芝
麓
「
雲
霞
横
吹

曾
千
騎　

今
古
憑
闌
只
遠
山
」（
和
秋
岳
登
滕
王
閣
兼
美
蔡
中
丞
四
首
）「
羸
馬
マ
マ

短
裘
僮
僕
散　

秋
燈
残
葉
道
途
長
」（
送
曾
庭
聞
下
第
歸
贛
江
）、
梁
玉
立
（
清
標
）

「
霜
落
兼
葭
河
朔
早　

風
高
禾
黍
太
行
秋
」（
寄
諸
兄
弟
）、
周
伯
衡
（
體
観
）「
渡
頭

寒
雨
連
江
急　

城
角
秋
陰
向
暮
催
」（
九
日
答
方
爾
止
）、
宋
茘
裳
（
琬
）「
古
木
十

圍
遮
鳥
道　

大
江
千
里
見
龍
蟠
」（
丁
未
閏
月
姜
及
生
封
翁
招
同
孫
魯
山
遊
牛
首
従

獻
花
巌
至
祖
堂
信
宿
乃
還
）、
程
周
量
（
可
則
）「
殘
星
欲
盡
雁
飛
急　

寒
笛
一
聲
鳥

起
愁
」（
寶
安
旅
懐
）、
汪
苕
文
（
琬
）「
野
寺
半
臨
荒
嶼
北　

亂
山
多
在
廃
臺
西
」

（
湖
上
感
懐
）、
王
貽
上
（
士
禛
）「
呉
楚
青
蒼
分
極
浦　

江
山
平
遠
入
深
秋
」（
暁
雨

複
登
燕
子
磯
絶
頂
）、
呉
梅
村
（
偉
業
）「
日
表
土
中
通
極
北　

河
源
天
上
接
安
西
」

（
雑
感
）「
鶏
豚
絶
壁
人
烟
少　

珠
玉
空
江
鬼
哭
高
」（　

）「
最
高
尚
有
魚
龍
氣　

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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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
全
無
鳥
雀
聲
」（
登
縹
渺
峰
）、
曹
秋
岳
（
溶
）「
寺
門
松
幹
排
雲
入　

仗
慈
雨
壇

陰
接
雨
寒
」（
簡
汪

城
）、
周
雪
客
（
在
浚
）「
幾
處
荻
花
霜
後
渚　

一
林
紅
樹
霧

中
山
」（
浦
口
晩
眺
）、
曹
實
菴
（
貞
吉
）「
急
電
穿
林
喧
去
鳥　

老
蛟
拖
雨
過
高
城
」

（
夏
日
漫
興
）、
呂
添
字
（
師
濂
）「
百
戦
關
門
屯
虎
豹　

一
天
殿
瓦
冷
鴛
鴦
」（
九
日

登
昆
明
城
樓
）、
丁
飛
濤
（
澎
）「
雪
盡
嘉
陵
春
漲
合　

鳥
啼
横
嶺
夕
陽
多
」（
送
呉

瑤
如
之
閬
中
）、
孫
枚
先
（
廷
銓
）「
豺
虎
空
村
聞
急
析　

魚
龍
深
夜
下
高
灘
」（
次

貴
溪
界
）、
孫
仲
愚
（
寶
侗
）、「
風
雲
北
護
明
堂
位　

精
爽
南
通
少
昊
陵
」（
後
秋
懐

八
首
是
日
發
闕
里
）、
李
梅
公
（
元
鼎
）「
萬
里
雲
霄
燕
市
月　

三
山
風
雨
秣
陵
秋
」、

王
虹
友
（
攄
）「
秋
草
客
來
官
道
改　

夕
陽
人
向
戰
場
稀
」、
施
愚
山
「
秋
色
一
年
今

夜
好　

郷
心
萬
里
九
霄
看
」（
中
秋
和
張
友
鴻
呉
六
益
園
次
）「
筵
前
積
靄
青
徐
出　

座
上
飛
帆
呉
楚
來
」（
太
白
酒
樓
）、
周
宿
來
（
茂
原
）「
諸
天
花
雨
霑
衣
近　

下
界

鐘
聲
入
座
低
」（
登
報
國
寺
毘
盧
閣
）、
宋
既
庭
「
笠
澤
風
催
秋
雁
少　

洞
庭
霜
老
遠

山
多
」（
松
陵
）、
鄒
訏
士
（
祗
謨
）「
聲
廻
蘆
管
三
千
戌　

影
落
霜
砧
十
萬
家
」（
中

秋
和
米
紫
來
韻
）、
沈
繹
堂
（
荃
）「
廣
武
秋
陰
迷
舊
壘　

太
行
晴
色
下
長
河
」（
仝

徐
寧
菴
憲
副

笠
來
太
守
滎
河
秋
望
）「
三
部
右
連
馮
翊
郡　

中
條
高
對
芷
陽
城
」

（
送
楊
汝
州
陞
西
安
刺
史
）、
姜
勉
中
（
安
節
）「
平
沙
雁
落
邊
峰
影　

古
堞
鴉
翻
戰

血
痕
」（
越
州
秋
興
）、
陳
胤
倩
「
丹
禁
啼
鳥
西
日
落　

白
沙
走
馬
北
風
高
」（
九
日

同
固
菴
劒
威
顥
亭
同
集
偶
作
）、
嚴
顥
亭
（
沆
）「
六
蜚
雲
擁
旌
旗
合　

七
萃
風
驅
虎

豹
來
」（
冬
狩
甘
泉
應
制
）「
鴨
綠
流
澌
春
水
下　

醫
閭
積
雪
暮
寒
餘
」（
懷
季
天
中

遼
左
）、楊
猶
龍
（
思
聖
）「
落
日
人
歸
京
口
雨　

孤
帆
風
打
廣
陵
潮
」（
瓜
州
守
風
）、

姜
晦
思
（
圖
南
）「
越
國
潮
聲
廻
島
嶼　

胥
山
樹
杪
出
樓
臺
」（
和
張
祖
望
登
寶
石

峰
）、彭
禹
峰
（
而
述
）「
隔
岸
春
城
來
檻
外　

亂
帆
斜
日
到
尊
前
」（
再
登
黄
鶴
樓
）、

王
敬
哉
（
崇
簡
）「
風
吹
落
木
秋
聲
壮　

雲
散
高
天
雁
影
來
」（
九
日
和
李
吉
津
）、

兪
右
吉
（
汝
言
）「
山
色
欲
開
疎
雨
外　

夕
陽
忽
在
亂
峰
西
」（
進
艇
）、
金
天
石

（
是
瀛
）「
千
樹
花
遲
寒
雪
後　

萬
家
春
在
夕
陽
中
」（
春
興
）、
陳
鶴
客
（
三
島
）

「
匹
馬
關
山
何
處
月　

二
陵
風
雨
未
歸
人
」（
憶
舊
客
秦
中
）、「
閒
門
繋
馬
梨
花
落　

空
戸
無
人
燕
子
飛
」（
過
張
曾
故
居
）、
陸
孝
山
（
世
楷
）「
試
馬
直
窮
陰
館
地　

呼

鷹
還
上
李
陵
臺
」（
奉
懷
曹
潔
躬
憲
副
）、
王
介
石
（
光
承
）「
袞
衣
甲
第
頻
開
墅　

錦
纜
春
江
議
築
壇
」（
詠
史
）、
董
得
仲
（
黄
）「
両
岸
青
山
京
口
路　

片
帆
明
月
海

門
秋
」（
夜
泛
）、
陶
苦
子
（
璜
）「
城
中
霢
霂
千
家
雨　

座
上
東
南
萬
里
人
」（
冒
雨

集
和
公
旅
舎
）、
徐
健
菴
（
乾
學
）「
四
圍
高
嶂
連
青
袞　

千
里
悲
風
下
雁
鴻
」（
青

駞
寺
）「
寒
風
城
角
鐘
吾
國　

細
雨
湖
邊
項
羽
祠
」（
宿
遷
）、
李
雲
田
（
以
篤
）「
千

邨
細
雨
魚
蝦
亂　

一
郡
秋
陰
鴻
雁
來
」（
過
日
湖
酒
壚
）、
張
南
士
（
杉
）「
北
望
雲

中
連
紫
塞　

西
來
天
上
瀉
黄
河
」（
蒲
坂
道
中
作
）、
湯
卿
謀
（
傳
楹
）「
日
月
盡
従

潮
落
出　

帆
檣
多
向
雨
中
遲
」（
登
高
望
大
江
）、
王
于
一
（
猷
定
）「
特
地
冷
風
吹

鼠
竄　

高
天
鴻
雪
下
鐘
聲
」（
送
弟
歸
南
州
）、
朱
錫
鬯
（
彝
尊
）「
萬
里
星
霜
沙
塞

雁　

五
更
風
雨
掖
門
松
」（
秣
陵
感
懐
）、
王
端
士
（
揆
）「
風
吹
急
柝
祠
門
火　

人

靜
荒
鐘
寺
角
霜
」（
半
塘
夜
泊
）、
萬
年
少
（
壽
祺
）「
升
沈
日
月
此
茅
屋　

俯
仰
乾

坤
今
布
衣
」（
濕
西
草
堂
）、
許
九
日
（
旭
）「
三
更
驛
火
猶
吹
角　

八
月
江
聲
正
落

潮
」（
送
嬾
雲
道
人
還
滇
二
首
）、
盧
文
子
（
元
昌
）「
三
更
人
醉
樓
頭
雨　

五
月
帆

開
天
際
潮
」、
劉
客
生
「
高
楼
萬
里
三
人
醉　

叢
桂
雙
江
九
月
開
」、
顧
樵
水
（
樵
）

「
山
河
百
戦
多
京
観　

郡
閣
千
家
半
戌
樓
」（
送
顧
茂
倫
遊
越
州
）、
汪
舟
次
（
楫
）

「
過
樹
鐘
聲
鄰
寺
出　

入
門
山
色
隔
江
來
」（
登
観
音
閣
）、
趙
韞
退
（
進
美
）「
夜
移

江
水
従
雷
雨　

春
入
山
烟
山
薜
蘿
」（
雨
後
泛
大
別
湖
）「
大
漠
風
雲
乗
塞
入　

危
檐

星
斗
落
尊
明
」（
冬
日
集
梁
睂
居
先
生
水
堂
）「
晴
日
烟
波
縣
睥
睨　

秋
風
楼
閣
入
虚

無
」（
同
徐
莘
叟
太
史
林
玉
礎
中
丞
登
黄
鶴
樓
）、
范
覲
公
（
承
謨
）「
朔
氣
地
中
生

虎
豹　

黄
雲
天
上
戰
蛇
龍
」（
九
日
大
風
）、
張
坦
公
「
樹
裏
河
聲
還
北
向　

雨
中
山

色
自
東
來
」、
林
若
撫
（
雲
鳳
）「
草
木
正
逢
黄
落
後　

樓
臺
多
在
翠
微
中
」（
暮
秋

同
姜
如
須
林
衡
者
顧
茂
倫
登
虎
丘
）、
葉
聖
野
「
斜
日
樓
臺
千
嶂
合　

西
風
鴻
雁
白

雲
多
」、
薛
固
菴
（
耳
）「
九
派
黄
河
天
上
落　

二
陵
風
雨
北
來
多
」（
送
楊
生
由
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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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秦
兼
訊
許
青
嶼
侍
御
）、
陳
其
年
（
維
崧
）「
前
朝
殿
閣
斜
陽
裏　

近
海
人
家
野
焼

中
」（
廣
陵
秋
暮
）、
陳
元
孝
（
恭
尹
）「
新
虹
映
日
収
残
雨　

積
水
浮
天
出
斷
山
」

（
雨
後
登
樓
遲
梁
器
圃
不
至
）、「
舊
郷
一
路
天
連
水　

孤
館
無
人
鳥
語
風
」（
虎
頭
早

春
）、
嚴
方
貽
（
曾
榘
）「
天
清
雁
向
城
頭
過　

日
落
人
従
江
上
來
」（
趙
友
沂
同
年

席
上
和
段
長
益
韻
贈
紀
伯
紫
）、徐
伯
調
「
山
村
九
月
猶
紅
樹　

溪
水
千
年
自
白
鷗
」、

姜
鐵
夫
「
日
落
潮
生
京
口
驛　

雲
開
月
上
射
陽
湖
」、
方
爾
止
（
文
）「
窓
間
獨
樹
梅

花
發　

郭
外
千
峰
雨
氣
浮
」（
羅
鏡
菴
招
同
曾
止
山
諸
子
夜
集
有
贈
）「
孤
城
隱
隱
寒

原
外　

三
戸
蕭
蕭
秋
水
中
」（
宿
遷
晩
泊
）、
陳
説
巌
（
延
敬
）「
鼓
鐘
白
堕
荒
城
社

　

風
雨
黄
昏
舊
寺
樓
」（
歳
暮
雑
感
）、
王
惟
夏
（
昊
）「
關
勢
已
將
連
倒
馬　

河
聲

直
欲
到
桑
乾
」（
雄
縣
）、
董
文
友
（
以
寧
）「
明
月
依
然
楊
柳
岸　

好
風
不
渡
木
欄

橈
」（
揚
州
）、
呉
平
露
（
廷
禎
）「
翠
巌
花
雨
當
窗
盡　

白
竹
湖
光
繞
郡
流
」（
登
伏

波
山
楼
懐
王
心
古
）、
奚
蘇
嶺
（
祿
詒
）「
晉
嶺
馬
嘶
葱
嶺
雪　

穆
陵
風
渡
灞
陵
春
」

（
除
歳
同
張
拙
庵
楊
石
林
赴
陸
念
斎
招
飲
）、
李
天
生
（
因
篤
）「
征
西
盡
撤
三
千
戌

　

鎭
朔
遙
歸
十
萬
軍
」（
諸
將
五
首
）、
趙
山
子
（
澐
）「
楼
船
絡
繹
交
河
北　

藩
邸

荒
涼
落
日
西
」（
德
州
道
中
）、
孫
説
厓
（
郁
）「
黄
河
倒
挂
千
峰
雪　

翠
嶂
平
分
六

郡
青
」（
登
岱
）、
王
説
作
「
不
信
長
淮
終
不
返　

有
時
明
月
自
當
空
」、
魏
善
伯

（
際
瑞
）「
風
高
落
日
雙
歸
雁　

水
淺
圍
城
亂
泊
船
」（
贛
州
九
日
）「
風
吹
桃
李
沾
裘

帯　

影
動
旌
旄
落
硯
池
」
毛
大
可
（
甡
）「
樹
裏
星
河
三
楚
盡　

楼
前
章
貢
一
江
分
」

（
白
鷺
州
施
湖
西
席
送
呉
百
朋
之
任
湞
州
即
席
用
陸
圻
韻
）「
幾
重
高
峡
穿
天
下　

萬

里
平
江
入
漢
流
」（
送
友
人
渡
湖
之
耒
陽
）「
萬
頃
波
濤
連
地
湧　

一
時
檣
櫓
自
天

廻
」（
風
雨
渡
鄱
陽
湖
）、
魏
永
叔
（
禧
）「
玄
黄
半
合
江
湖
水　

髻
履
雙
浮
大
小
孤
」

（
登
五
老
峰
）、
魏
和
公
（
禮
）「
林
樹
竟
従
天
外
出　

陰
晴
忽
在
望
中
分
」（
路
上
）、

章
湘
御
（
靜
宜
）「
六
宮
夜
雨
棠
梨
落　

萬
里
秋
江
葦
荻
多
」（
金
陵
）、
呉
六
益

「
落
日
千
家
低
渤
海　

西
風
萬
里
下
臨
淄
」（
春
日
雑
感
）「
一
池
春
漲
棠
梨
雨　

半

夜
寒
生
マ
マ
（
深
）
薜
茘
風
」（
暮
春
咏
懐
）、
戴
無
忝
「
塞
雁
分
行
侵
雨
脚　

江
豚

吹
浪
拜
潮
頭
」（
買
舟
）、
沈
方
鄴
「
浴
鷺
伺
魚
沙
上
草　

居
人
収
犢
水
邊
村
」（
舟

行
即
事
）、
周
計
伯
「
千
尋
墖
影
烟
中
出　

萬
里
河
聲
天
上
流
」、
徐
立
齋
（
元
文
）

「
千
里
雲
マ
マ
（
齊
）
山
青
似
黛　

三
秋
江
水
白
于
銀
」（
送
矦
大
年
由
莱
蕪
縣
南

歸
）、
錢
馭
少
（
邦
寅
）「
山
色
至
今
還
向
嶺　

江
流
何
日
不
通
潮
」（
秋
日
登
謝
客

巖
）「
属
國
久
通
高
麗
使　

邊
牆
直
界
朶
顔
山
」（
登
山
海
關
戌
樓
）、
華
龍
岡
「
遙

天
日
出
中
峰
樹　

半
夜
寒
生
古
殿
鐘
」、
曹
澹
餘
（
申
吉
）「
雲
際
青
山
湘
女
廟　

天

邊
黄
鶴
楚
王
城
」、
王
蓼
航
「
漢
使
龍
駒
隨
首
蓿　

秦
天
春
雨
過
桜
桃
」（
送
許
蘭
凌

備
兵
鄜
廷
）、
陳
賡
明
（
玉

）「
一
帯
潮
聲
高
渤
海　

萬
家
春
色
斷
滹
沱
」（
再
過

滄
州
便
寄
黄
雲
孫
）、
胡
心
仲
（
映
日
）「
永
夜
霜
鐘
聞
古
寺　

高
秋
燈
火
閉
孤
城
」

（
寄

尚
士
）、
王
汾
仲
（
楫
）「
白
鷺
蒼
葭
秋
水
岸　

青
山
紅
樹
夕
陽
樓
」、
張
虞
山

（
養
重
）「
春
風
舊
苑
遊
麋
鹿　

夜
雨
荒
臺
哭
水
犀
」（
姑
蘇
懐
古
）「
従
来
瘴
癘
難
開

眼　

到
此
乾
坤
欲
盡
頭
」（
白
鴿
寨
登
岸
至
雷
州
）、
丘
季
貞
（
象
隨
）「
夜
深
明
月

還
高
出　

潮
満
空
江
却
倒
廻
」（
新
豐
晩
酌
）、
沈
融
谷
（
皞
日
）「
佛
廊
雉
堞
運
江

樹　

戰
艦
旌
旗
接
寺
樓
」（
日
暮
遊
海
珠
寺
次
壁
上
韻
）「
人
家
寒
樹
烟
高
下　

江
水

南
天
路
有
無
」（
同
孝
山
登
帽
子
峰
）、
李
武
曾
（
良
年
）「
河
注
黄
花
銜
二
口　

天

低
白
草
見
諸
陵
」（
八
達
嶺
）、
嚴
蓀
友
（
縄
孫
）「
蔓
草
尚
沾
亡
國
涙　

遠
山
長
對

美
人
家
」（
西
施
荘
）、
王
覺
斯
（
鐸
）「
畫
依
縣
處
燈
揺
樹　

險
壑
飛
來
水
上
樓
」

（
定
陵
夜
祀
）「
鐘
磬
不
關
興
廃
事　

藤
蘿
猶
挂
古
今
秋
」（
近
望
牛
頭
寺
）、
徐
禎
起

（
倬
）「
日
月
晴
縣
江
浦
上　

龍
蛇
春
壓
海
門
遲
」、
蔣
荊
名
「
六
席
主
賓
三
父
子　

千
秋
呉
楚
一
江
淮
」、
張
子
藝
（
茂
稷
）「
望
眼
極
天
無
盡
處　

濤
聲
何
日
有
回
頭
」

（
庾
楼
）、
楊
嘉
樹
（
森
）「
夜
雨
棠
梨
寒
食
後　

春
風
楊
柳
落
花
初
」（
訪
蘇
凝
之
留

贈
）、
譚
維
石
（
巌
）「
塔
影
半
塘
春
草
合　

松
聲
一
塢
寺
門
深
」（
春
日
載
酒
尋
烏

臼
山
寺
松
下
獨
酌
）、
方
位
白
（
中
通
）「
林
木
扶
疎
花
上
下　

樓
臺
層
析
水
東
西
」

（
雨
中
過
陶
菴
）。

清
逸
之
作
、
如
李
湘
北
（
天
馥
）「
二
載
家
山
人
未
老　

一
紅
春
水
客
初
歸
」（
送
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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錦
來
假
歸
新
昌
）、
周
伯
衡
（
體
觀
）「
殘
月
遠
從
林
際
出　

秋
山
疑
向
夢
中
看
」

（
宿
生
米
潭
）、
舒
魯
直
（
忠
讜
）「
野
花
數
點
落
微
雨　

沙
島
一
聲
飛
破
烟
」（
出

郭
）「
千
家
雨
過
涼
添
水　

一
郡
秋
生
遠
見
山
」（
雨
後
）、
錢
虞
山
「
夕
陽
多
處
暮

山
好　

秋
水
波
時
木
葉
聞
」、
汪
苕
文
（
琬
）「
客
路
自
臨
秋
水
外　

雁
聲
常
在
夕
陽

中
」（
雲
間
登
藏
經
閣
）、
劉
民
長
（
祖
昆
）「
斜
陽
欲
散
城
南
客　

新
月
初
沈
寺
後

山
」（
曾
止
山
招
同
諸
子
集
飲
寓
齋
得
山
字
）、
邢
孟
貞
（
昉
）「
穿
林
路
仄
逢
僧
到

　

盡
日
門
開
見
鳥
飛
」（
過
金
度
城
南
新
居
）、
楊
明
遠
（
炤
）「
山
田
秋
斂
家
蔵
米

　

園
戸
春
深
人
采
茶
」（
寄
徐
昭
法
）、
曹
顧
菴
「
春
塘
燕
子
愁
相
並　

江
店
桃
花
濕

更
飛
」（
寒
食
村
墅
）、
王
時
大
（
仁
灝
）「
數
樹
秋
聲
紅
葉
徑　

一
天
寒
露
綠
楊
谿
」

（
度
嶺
）、
周
玉
鳬
（
之
璵
）「
時
雨
漫
隄
罾
戸
集　

晩
鴉
喧
樹
傍
人
歸
」（
夏
日
閑

居
）、
范
小
范
（
又
蠡
）「
湖
船
釣
入
草
迷
路　

山
店
沽
來
花
滿
谿
」、
蔣
庶
來
「
背

郭
孤
城
生
暮
雨　

遠
山
落
葉
見
秋
燈
」、
彭
駿
孫
（
孫
遹
）「
僧
舎
半
開
紅
雨
外　

女

牆
長
在
翠
微
中
」（
春
暮
遊
虞
山
）、
丁
景
呂
（
弘
誨
）「
春
痕
入
焼
青
迎
眼　

暁
氣

添
寒
白
上
鬚
」（
歴
山
道
中
）、
孫
風
山
（
自
式
）「
雨
聲
不
耐
愁
中
聽　

秋
色
偏
從

枕
上
過
」（
病
中
聴
雨
）、
尤
展
成
（
侗
）「
塞
上
雲
山
新
夢
裏　

江
南
風
雲
暮
寒
餘
」

（
得
家
大
人
書
并
示
園
居
十
詠
）、
魏
貞
菴
（
裔
介
）「
路
過
嶺
嶠
梅
花
外　

話
盡
春

燈
細
雨
中
」（
奉
送
朱
嵩
菴
都
諫
謫
閩
）、
王
敬
哉
（
崇
簡
）「
茅
屋
雲
深
松
葉
亂　

疎
籬
風
細
菜
花
香
」（
夏
日
閑
居
）、
高
念
祖
（
佑
鈀
）「
秋
深
葉
落
樹
陰
薄　

日
暮

雨
微
山
色
新
」（
九
日
戯
和
杜
甫
）、
葉
訊
菴
（
方
藹
）「
志
士
飄
零
閑
處
老　

名
花

顦
顇
雨
中
看
」（
睡
起
）、
范
羽
玄
（
雲
威
）「
穿
林
正
許
迎
楓
葉　

問
菊
翻
來
到
竹

林
」（
湖
浦
）、
李
雲
田
「
雲
陰
半
入
遠
天
雨　

溪
暗
忽
生
高
樹
風
」、
董
旡
休
（
瑒
）

「
魚
愛
涼
生
銜
藻
出　

鶴
聞
鐘
動
繞
林
飛
」（
書
事
投
所
知
次
韻
唐
人
韻
）、
王
端
士

（
揆
）「
月
黒
烏
啼
漁
網
集　

燈
紅
人
語
鷺
行
齊
」（
舟
行
）、
顧
與
治
（
夢
游
）「
江

上
數
峰
遙
隔
雨　

山
中
六
月
早
驚
秋
」（
新
秋
集
晦
公
房
）、
申
鳬
盟
（
涵
光
）「
鷗

鳬
白
汎
晴
沙
闊　

薜
茘
青
圍
野
榻
寒
」（
行
藏
）、
彭
躬
菴
（
士
望
）「
班
荊
松
下

二
三
子　

隔
水
桃
花
八
九
村
」（
春
宇
）「
一
身
長
向
秋
風
老　

百
感
多
従
夜
気
生
」

（
江
楼
聞
笛
有
懷
易
堂
諸
子
）、
楊
御
李
（
晟
）「
山
從
十
里
西
偏
出　

人
在
千
峰
頂

上
居
」（
魏
和
公
先
生
新
築
吾
廬
）「
雲
深
雨
落
桃
花
暗　

日
暮
溪
寒
春
水
生
」（
送

魏
興
士
遊
学
黎
水
）、
魏
善
伯
「
天
高
空
谷
落
餘
響　

石
偃
流
泉
揺
亂
藤
」（
重
過
集

賢
厓
）、
毛
大
可
（
甡
）「
幾
年
客
臥
山
陰
市　

七
日
入
歸
江
上
村
」（
人
日
書
懷
寄

大
敬
）、
林
確
齋
（
時
益
）「
両
岸
人
家
齊
種
樹　

一
溪
流
水
曲
依
山
」（
下
橋
）「
微

風
入
戸
當
良
宴　

新
雨
留
人
出
好
山
」（
飲
有
竹
園
因
悼
許
雋
萬
竹
意
諸
公
）、
董
蒼

水
（
兪
）「
満
院
落
花
春
雨
後　

半
江
疎
柳
晩
烟
餘
」（
答
沈
弘
済
）、
顧
伊
人
（
湄
）

「
杏
花
村
店
清
明
雨　

楊
柳
溪
橋
寒
食
烟
」（
春
日
遊
望
）、
梅
杓
司
（
磊
）「
廿
載
亂

離
爲
客
過　

半
生
懐
抱
見
山
開
」（
終
日
龔
芝
麓
總
憲
招
集
孝
侯
臺
限
韻
）、
嚴
絜
菴

「
渓
響
柴
門
千
萬
壑　

松
圍
茅
屋
両
三
間
」、
董
雨
若
（
檉
）「
山
堂
客
去
初
聞
雨　

破
寺
僧
稀
只
閉
門
」、
胡
心
仲
（
映
日
）「
數
家
茅
屋
出
高
竹　

一
路
烟
霜
來
遠
樵
」

（
自
城
入
冠
古
）「
柴
門
近
竹
疑
無
屋　

澗
水
侵
籬
却
到
城
」（
東
巖
即
事
懷
丘
邦
士

先
生
）、
紀
伯
紫
（
映
鍾
）「
饒
有
路
通
三
礀
雪　

絶
無
人
處
一
聲
鐘
」（
史
遠
公
以

黄
山
遊
紀
相
示
奉
答
）、
徐
方
虎
「
人
情
最
苦
他
郷
雨　

病
客
還
登
何
處
樓
」、
李
武

曾
（
良
年
）「
湘
竹
自
寒
秋
浦
外　

嶺
雲
欲
落
寺
鐘
邊
」（
江
上
）、
邵
子
湘
（
長
蘅
）

「
清
磬
一
聲
松
子
落　

白
雲
千
里
太
湖
來
」（
登
太
湖
西
峰
）、
汪
晋
賢
（
森
）「
花
事

一
春
看
欲
盡　

歸
心
千
里
送
將
行
」（
暮
春
送
孫
雪
厓
明
府
帰
天
雄
）、
呉
孟
舉
（
之

振
）「
鎖
甲
半
迷
荒
草
路　

旗
槍
初
試
綠
磁
杯
」（
過
靜
容
閣
有
感
）、
劉
映
藜
「
有

客
獨
來
青
嶂
裏　

好
天
只
到
綠
陰
中
」、
宗
定
九
（
元
鼎
）「
亂
世
幾
逢
花
下
坐　

好

春
多
在
病
中
看
」（
春
飲
友
人
宅
）「
亂
雲
欲
断
橋
邊
路　

清
磬
忽
傳
松
下
菴
」、
曹

澹
餘
「
九
秋
自
昔
宐
高
眺　

雙
樹
重
看
似
故
人
」（
重
陽
後
二
日
同
芝

重
宿
城
北

小
庵
）、
陳
確
菴
（
瑚
）「
遮
門
犬
立
迎
藜
杖　

隔
水
人
過
話
板
橋
」（
同
人

酒
過

白
菴
草
堂
和
白
菴
韻
）「
碧
浪
似
雲
翻
白
晝　

青
燈
如
夢
照
黄
昏
」（
次
韻
劉
文
成
夏

日
雜
興
）、
陳
賡
明
（
玉

）「
山
當
断
處
烟
初
合　

日
欲
斜
時
鳥
未
歸
」（
四
照
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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晩
眺
）「
古
寺
門
容
春
水
到　

天
涯
愁
許
暮
鐘
知
」（
夜
泊
聞
鐘
）、
張
子
藝
（
茂
稷
）

「
黄
茅
曳
火
焼
寒
嶺　

落
照
屯
霞
補
斷
山
」（
再
登
石
門
山
頂
）「
新
愁
只
是
開
双
眼

　

細
雨
偏
多
在
五
更
」（
春
夜
）
皆
可
雄
視
、
潘
張
平
揖
沈
謝
矣
。

又
王
覺
斯
（
鐸
）
摘
句
、如
（
烟
雨
楼
）「
誰
家
園
榭
青
霞
外　

幾
樹
梧
桐
白
露
中
」、

（
送
張
子
入
蜀
）「
人
行
古
嶂
楓
千
點　

月
照
平
沙
雁
一
聲
」、（
華
岳
）「
泉
音
夢
断

偏
隨
枕　

岳
色
秋
深
不
礙
牆
」、（
送
郭
監
軍
）「
春
深
馬
散
桃
花
外　

戌
老
人
歸
燧

火
中
」、（
終
南
山
）「
好
山
當
牖
日
初
上　

芳
草
満
園
人
未
歸
」、（
馬
祖
姑
）「
疎
燈

獨
夜
聞
孤
雁　

明
月
空
山
泣
子
規
」、（
京
南
遠
望
）「
薊
門
古
戌
三
邊
接 

碣
石
孤
雲

萬
里
來
」、（
野
寺
）「
衆
壑
爭
迎
雲
屐
響　

一
牀
默
坐
雨
燈
深
」、（
送
絅
存
）「
江
波

萬
里
孤
舟
駐　

柳
葉
千
峰
暮
雨
収
」、（
欒
城
）「
野
橋
流
水
侵
官
道　

古
戌
閑
雲
隠

驛
楼
」。

又
周
櫟
園
家
姫
王
氏
、（
避
暑
柳
下
）「
半
榻
閑
隨
高
樹
葉　

一
林
忽
聽
晩
蟬
聲
」、

（
哭
父
）「
脈
望
生
前
寧
作
蠧　

蒼
松
化
後
不
爲
樗
」、
皆
極
追
琢
之
工
、
恨
未
見
其

全
篇
也
。
今
備
録
之
。（『
書
影
』
卷
一
）

　
　
　
五
七
排
律

排
律
作
者
既
少
。
佳
者
復
難
。
然
其
體
不
可
廃
也
。
楊
仲
弘
（
載
）
曰
「
長
律
妙
在

鋪
敘
。
時
將
一
聯
挑
轉
、
又
平
平
説
去
、
如
此
轉
換
數
匝
、
却
將
數
語
収
拾
。」
此

言
已
入
奥
室
、
余
不
能
益
也
。
余
於
唐
人
排
律
最
喜
銭
劉
脱
洗
排
儷
堆
砌
之
習
而
出

以
澹
宕
清
雋
。
次
則
少
陵
長
篇
典
則
藻
麗
、
雖
間
有
湊
句
而
不
傷
於
繁
縟
。
此
非
力

厚
思
深
者
不
能
。
集
中
如
毛
大
可
（
甡
）「
夜
到
眞
州
」「
河
橋
驛
（
遇
阿
眞
詩
）」

「
經
姑
蘇
作
」「
少
與
包
二
秉
徳
」、
王
貽
上
（
士
禛
）「（
賦
得
）
蟬
鳴
秋
城
夕
」「
送

楊
集
虚
（
歸
旴
江
）」、
施
愚
山
（
閏
章
）「
焦
石
虹
侍
御
園
林
」、
曹
徴
之
（
鑑
徴
）

「
送
輝
六
之
安
慶
（
兼
訊
文
葭
）」、
李
武
曾
（
良
年
）「
飲
繆
歌
起
（
修
撰
寓
齋
十
二

韻
）」、
方
爾
止
（
文
）「
七
夕
書
懷
」、
剪
刻
省
靜
是
文
房
佳
境
。
又
如
呉
梅
村
「
思

陵
長
公
主
（
輓
詩
）」、
龔
鼎
孳
（
芝
麓
）「
廣
陵
元
夜
」、
范
樹
鍭
（
彤
弧
）「
謁
閩

王
無
諸
廟
」、
葉
聖
野
（
襄
）「
禹
陵
」
黄
頊
傳
（
祖
顓
）「
王
（
烟
客
）
太
常

（
八
十
）
壽
言
」
則
又
似
杜
少
陵
諸
作
。

至
七
言
排
律
古
人
罕
見
。
即
杜
少
陵
亦
不
過
六
首
。
今
人
欲
以
此
爭
勝
、
恐
未
能

也
。
然
如
彭
禹
峰
（
而
述
）「
再
マ
マ
發
全
州
」
長
篇
「
連
旬
陰
雨
江
身
濶　

一
夜

順
風
山
脚
晴
…
…
冬
天
雨
作
夏
天
漲　

一
日
水
兼
二
日
程
」、
龔
芝
麓
「
國
難
神
州

雞
唱
後　

客
心
孤
枕
雁
來
時
」（
寒
夜
不
寐
）、
孫
衣
月
マ
マ
（
自
式
）「
人
在
輞
川

山
色
裏　

舟
行
罨
畫
碧
溪
中
」、
周
伯
衡
（
體
觀
）「
青
草
不
知
何
處
早　

白
頭
轉
覺

一
身
輕
」
方
素
伯
（
中
履
）「
蠮
螉
塞
下
無
青
草　

鴻
鵠
山
前
盡
白
楊
」（
古
意
）、

戴
無
忝
（
迻
孝
）「
天
子
留
爲
車
府
令　

孤
児
不
愛
羽
林
郎
…
…
羣
山
暁
帯
燕
支
色

　

曠
野
風
吹
首
蓿
香
」（
送
故
人
従
車
）、
毛
大
可
「
到
家
祠
廟
開
山
麓　

望
去
人
家

倚
墓
田
」（
春
行
自
東
城
迤
北
郭
到
北
幹
山
脚
悵
然
有
述
）、
奇
語
雋
語
、
雖
少
陵
亦

拜
下
風
矣
。

　
　
　
五
七
絶

謝
茂
秦
（
榛
）
曰
「
作
七
言
絶
、
起
句
如
爆
竹
斬
然
而
斷
結
如
撞
鐘
餘
響
不
輟
」、

可
謂
善
言
矣
。
余
謂
五
言
絶
反
是
起
句
如
枝
頭
、
落
花
飄
然
而
來
結
。
如
空
山
落
石

固
然
而
住
。
律
則
七
難
於
五
律
、
絶
則
五
難
於
七
、
所
以
然
者
詩
只
四
句
又
減
二

字
、
情
景
意
思
都
無
展
布
處
也
。
唐
人
七
絶
用
意
之
妙
合
於
化
工
。
如
「
秋
來
見
月

多
歸
思　

自
起
開
籠
放
白
鷴
」（
雍
陶
「
和
孫
明
府
懷
舊
山
」）
之
類
。
不
用
意
之
妙

合
於
化
工
。
如
「
故
人
家
在
桃
花
岸　

直
到
門
前
溪
水
流
」（
常
建
「
三
日
尋
李
九

荘
」）
之
類
皆
是
。

超
聖
入
神
之
作
、
近
日
五
絶
如
王
貽
上
（
士
禛
）「
青
山
惠
山
下
」
諸
詩
、
気
味
似

裴
廸
賈
島
而
婉
秀
過
之
。
屈
翁
山
「
可
憐
三
月
草　

看
盡
六
朝
人
」（
寒
食
）、
周
青

士
「
長
因
歸
信
誤　

翻
使
寄
衣
遲
」（
閨
思
）、
魏
興
士
「
月
光
不
得
下　

只
是
挂
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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蘿
」（
宿
金
精
洞
）、
邵
子
湘
「
落
葉
不
曾
掃　

空
階
作
雨
聲
」（
津
署
話
舊
）、
毛
大

可
（
甡
）「
采
花
入
林
中　

始
信
有
人
住
」（
山
居
雑
詩
）「
帆
檣
巖
寺
外　

知
在
夕

陽
中
」（
題
畫
爲
櫟
園
）
語
直
意
遠
、
眞
是
足
刻
畫
唐
人
矣
。

七
絶
如
錢
虞
山
「
霞
老
累
夕
置
酒
」「
金
壇
逢
水
榭
故
妓
」「
贈
歌
者
王
郎
」、
王
貽

上
「
雑
憶
」「
夜
雨
」「
滸
山
雑
詩
」「
雨
夜
」、
董
文
友
（
以
寧
）「
楚
宮
詞
」「
秋

暮
」「
涼
州
詞
」「
送
訏
士
初
挙
孝
廉
之
江
寧
」「
呉
錦
雯
席
上
」
李
武
曾
（
良
年
）

「
晩
晴
即
事
」「
金
陵
雑
詩
六
首
」「
聞
鷓
鴣
」
嚴
蓀
友
（
縄
孫
）「
寒
食
」「
中
秋
雨

泊
口
號
」、
毛
大
可
（
甡
）「
題
仇
英
畫
障
」「
九
日
飲
雲
間
朱
司
馬
使
者
君
官
署
」

「
西
湖
竹
枝
詞
」。

婉
轉
流
麗
最
得
唐
人
風
調
者
、
他
如
李
梅
公
「
孤
帆
欲
泊
知
何
處　

鼓
打
寒
城
已
二

更
」（
江
行
漫
興
）、
施
愚
山
「
欲
問
水
源
還
隔
嶺　

不
知
身
坐
白
雲
根
」（
尋
西
山

水
盡
頭
）、
彭
禹
峰
「
異
日
并
州
回
首
處　

故
郷
多
在
曲
陽
西
」（
楊
林
別
友
）、
方

爾
止
「
溪
上
重
尋
仙
女
廟　

門
前
依
舊
碧
桃
花
」（
舒
谿
）、
周
伯
衡
「
送
君
欲
趁
桃

花
水　

直
到
陶
潜
五
柳
家
」（
送
羅
繍
銘
先
歸
）、
魏
貞
菴
「
舊
時
歌
舞
諸
年
少　

也

向
深
山
學
力
耕
」、
舒
魯
正
「
三
勺
清
波
魚
可
數　

計
程
知
到
子
陵
灘
」（
七
里
灘
）

孫
古
喤
（

）「
黄
楡
白
草
連
天
末　

繋
得
生
獐
夜
半
回
」（
塞
下
曲
）
魏
卜
臣
「
自

従
収
得
金
人
後　

不
見
單
于
秋
祭
來
」（
従
軍
行
）
呉
聞
瑋
（
鏘
）「
明
月
一
輪
花
千

里　

扁
舟
夜
夜
段
家
橋
」（
錦
塘
歩
月
）、
徐
伯
調
（
緘
）「
美
人
暁
起
搴
珠
箔　

無

限
白
雲
飛
出
溪
」（
南
湖
）、
王
仲
昭
「
忽
見
桃
花
溪
口
落　

無
心
更
上
半
山
樓
」

（
半
山
）、
魏
善
伯
「
亡
國
自
應
今
更
恨　

并
無
人
唱
う
後
庭
歌
」（
秦
淮
曲
）、
龔
芝

麓
「
恫
悵
巴
陵
明
月
夜　

萬
山
烟
樹
亂
猿
啼
」（
粲
玉
同
子
雲
之
粤
西
臨
別
口
占
）、

陳
玉

（
賡
明
）「
依
稀
昨
夜
殘
更
夢　

夢
到
江
頭
春
已
歸
」（
絶
句
）、
陳
説
巌

（
廷
敬
）「
如
今
見
雪
長
相
憶　

旅
館
寒
燈
十
六
年
」（
雪
夜
懐
旧
）、
李
湘
北
「
漸
聽

歌
聲
門
外
近　

不
知
誰
泊
綠
楊
東
」
呉
子
政
「
環
佩
聲
従
花
落
去　

遊
人
尚
自
駐
情

看
」
曹
澹
餘
「
霜
薄
星
稀
何
處
去　

教
人
無
奈
五
更
鐘
」
陳
確
菴
「
輕
舟
載
得
故
人

酒　

趁
此
月
明
還
夜
還
」（
訪
江
俊
求
口
占
二
首
）、
王
覚
斯
（
鐸
）「
公
然
一
派
西

山
來　

流
到
沙
場
便
不
同
」（
白
溝
河
）、
此
不
用
意
之
妙
也
。

彭
駿
孫
（
孫
遹
）「
相
思
比
似
凌
江
水　

日
夕
南
流
不
肯
歸
」、
呉
伯
其
（
淇
）「
眼

前
只
有
家
郷
月　

萬
里
隨
人
此
地
來
」、
兪
無
殊
（
南
史
）「
君
王
那
得
如
明
鏡　

日

向
妝
臺
照
涙
痕
」（
長
門
怨
）、
李
斯
年
（
縄
遠
）「
君
恩
一
似
銅
溝
水　

盡
日
東
流

不
向
西
」（
宮
詞
）、
楊
明
遠
（
炤
）「
不
及
虎
丘
山
下
月　

送
君
千
里
到
江
西
」（
送

曾
止
山
還
寧
都
）、
李
屺
瞻
（
念
慈
）「
春
來
多
少
傷
心
樹　

不
獨
垂
楊
管
別
離
」、

孫
風
山
（
自
式
）「
關
心
震
澤
湖
邊
水　

郷
夢
隨
君
夜
入
呉
」、
呉
六
益
（
懋
謙
）

「
無
情
只
有
鄰
鷄
悪　

不
管
愁
人
夜
半
啼
」（
客
舎
）「
侍
児
夜
報
溪
流
急　

對
對
鴛

鴦
巧
傍
門
」（
無
題
）、
嚴
蓀
友
（
縄
孫
）「
腸
斷
玉
樓
閑
處
望　

秋
千
多
在
綠
楊
中
」

（
寒
食
）、
呉
崧
三
「
艱
難
舊
地
休
回
首　

舟
過
鄱
陽
只
閉
窗
」、
計
九
日
（
旭
）「
六

宮
盡
道
江
南
好　

無
那
君
王
不
肯
行
」（
崇
禎
宮
詞
）、
周
子
俶
（
肇
）「
燕
子
潮
聲

不
解
意　

隔
江
猶
送
景
陽
鐘
」（
南
京
歌
）、
龔
芝
麓
「
不
須
更
下
葳
蕤
鎖　

遮
斷
春

風
是
白
頭
」（
春
日
観
胡
氏
家
伎
席
中
作
）、
曹
顧
菴
（
爾
堪
）「
花
影
清
溪
人
影
散

　

畫
船
停
處
水
平
橋
」（
漁
陽
立
春
日
書
寄
里
中
遊
好
）、
程
周
量
（
可
則
）「
不
知

後
夜
樓
頭
月　

多
少
離
思
向
洞
庭
」（
淮
上
別
沈
大
）、
梁
玉
立
（
清
標
）「
澹
烟
古

寺
臨
春
水　

一
半
人
家
在
畫
橋
」（
春
郊
即
事
）、
此
用
意
之
妙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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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付
記
］
本
稿
は
平
成
二
四
～
二
六
年
度
科
学
研
究
費
補
助
金
（
基
礎
研
究
Ｃ
）「
内

閣
文
庫
蔵
『
過
日
集
』
の
総
合
的
研
究
」
に
よ
る
研
究
成
果
の
一
部
で
あ
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