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諭
王
漁
洋

《秋
柳
》
詩
之
膿
胞
美

臣
叩

暁

地

京
都

大
学

讃
王
漁
洋
的

《
秋
柳
》
-
看
護
李
義
山

《
錦
玄
》

的
感
覚
｡

曽

年
梁
任
公
講
過

《
錦
宏
》
､
《
碧
城
》
諸
篇
之
後

-
曾
説
道
-
〃
這
些

請

-
他
講
甚
慶
事
我
埋
骨
不
着

-
折
開

l
句

l
句
叫
我
解
帯

-
我
達

文
義
也
解
不
出
来

-
但
我
覚
得
他
美

-
讃
起
釆
令
我
精
神
上
得
到

一

①

種
新
鮮
的
愉
快

o
〃

《
秋
柳
》
給
我
僧
的
感
覚
大
約
也
正
是
這
棟
把
o

講

《
秋
柳
》
首

先
議
人
感
到
的
是
詩
義
的
膝
臆
｡

其
賓
何
止
我

那

-
就
是
古
人
也
是

一
様
的
括
不
清
楚
｡

干
是
自

《
秋
柳
》
出
世

-

注
家
僧
便
馬

《
秋
柳
》
到
底
講
的
是
甚
盤
面
争
論
個
不
休

･
屈
復
説

《
秋
柳
》
四
章
皆
刺
南
渡
之
亡

-
並
引
了
蘇
東
牧
的

〝
作
詩
定
此

請

-
必
非
作
詩
人
〃

的
話
来
作
讃

-
断
言

〃

漁
洋
山豆
徒
賦
秋
柳
者

②哉
～

〃

租
後

l
些
的
李
兆
元
也
持
這
種
親
鮎

-
還
進

l
歩
把
《
秋
柳
》

各
旬
所

指

一
一
坐
蜜
｡

他
講

《
秋
柳
》
第

一
首
追
憶
大
観
開
園
時
事

論
王
漁
洋
風
秋
柳
Ⅴ

詩
之
膿
脱
糞

(局
)

-
第
二
首
為
幅
王
作

-
第
三
首
深
戒
諸
退
老

-
皆
識
天
命

-
第
四
首

③

則
是
尊
重
帽
王
政
妃
董
氏
作
的

｡
又
有

一
位
高
丙
謀
公
作
了

l
篇

《
漁
洋
秋
柳
詩
揮
》
-
其
中
更
提
出

一
種
解
揮
｡

高
謂
福
王
府
中
歌

妓
鄭
愛
娘
鼎
革
之
後

-
流
落
済
南

二

日
名
士
結
政
明
湖

-
愛
娘
偶

在
座
中

-
詩
人
見
到

-
忽
然
動
了
盛
衰
今
昔
之
感

-
干
是
有
賦

《
秋

柳
》
四
章
云
云
｡

以
上
諸
公
都
是
主
張

《
秋
柳
》
是
有
寄
托
的

｡
曹

然

-
也
有
人
完
全
反
封
這
種
意
見

-
革
詠
柳
就
是
詠
柳

-
干
甚
療
南

渡
鼎
草
之
事
!
比
如
管
世
銘
的

《
観
山
堂
集
》
里
有

《
追
記
善
事
》

請

-
其
云
‥
〝
詩
無
連
詩
最
宜
詳

-
詠
物
懐
人
取
断
章

-
穿
整

一
篇

秋
柳
注

-
幾
因
而
食
禍
漁
洋

｡
〃
並
注
道

-
〝
秦
人
屈
復
注
王
漁
洋

《
秋
柳
》
詩

-
泥
日
下

､
洛
陽

､
帝
子
公
孫
等
字

-
妄
擬
馬
莞
吊
勝

朝

-
長
鳥
穿
整
O
〃

晩
清
愈
腿

､
恩
錫
等
人
完
全
模
伐

《
秋
柳
》
的

形
式
和
讃
脚

-
作
了

《
秋
蘭
詩
抄
》
-
也
只
把

《
秋
柳
》
皆
既
是
純

粋
的
詠
物
詩

-
並
不
認
馬
其
中
有
甚
療
微
言
大
義

･
一
篇

《
秋
柳
》

引
出
如
此
紛
転
的
解
樺

-
究
其
原
因

-
全
是
由
子
詩
意
表
現
的
腰
既

不
清
所
致

｡
不
遇
我
倒
是
覚
得
如
果
只
是
就
詩
論
詩

-
都
塵
《
秋
柳
》

之
意
大
概
永
遠
也
課
不
満

｡
還
是
按
知
人
論
杜
的
方
法

-
柿
清
詩
人

作

《
秋
柳
》
前
後
的
全
部
生
活
及
思
想
情
況

-
再
参
照
詩
人
同
時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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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的
其
他
詩
作

7
起
考
察

-
這
才
是
解
決
問
題
的
解
法
｡

這
模
作
的

結
果
是
使
我
大
致
指
溝
了
漁
洋
到
作

《
秋
柳
》
的
二
十
四
歳
馬
止

-

一
直
在
積
極
地
参
加
清
延
的
科
挙

-
尋
求
人
仕
的
機
倉

,
其
閉
所
作

詩
文
中
多
有
封
清
延
的
溢
美
之
詞
｡

而
封
依
然
存
在
者
的
南
明
政
横

梶

,
則
採
取
了

l
穐
冷
漠
的
態
度

･
甚
至
在

丁
些
詩
中
竜
表
現
出
希

望
清
廷
義
侠
平
定
南
明
軍
隊

-
結
束
戦
乱
這
横

丁
種
情
緒

｡
依
摸
詩

人
這
様
的
思
想
感
情
傾
向

-
如
果
説

《
秋
柳
》

一
詩
全
是
馬
了
悼
明

亡

-
恐
伯
情
理
上
終
難
説
得
通

｡
至
干
像
李

､
三
二
公
都
棟

-
把

《
秋
柳
》
詩
句

二

坐
茸

･
就
更
譲
人
感
覚
有
牽
合
附
合
之
嫌

｡
所

以
就
我
的
感
覚
釆
説

-
《
秋
柳
》
大
約
只
走
行
婆
了

一
種
人
生
短
暫

-

良
辰
易
逝
的
感
慨
而
己

｡
然
而
〝
詩
無
達
話
〃

-
我
也
不
敢
就
断
言

-

其
中
絶
没
有
包
滴

一
瓢
封
明
亡
的
感
嘆

-畢

竜

-
《
秋
柳
》
詩
足
腰

臓
的

｡《
秋
柳
》
維
是
膜
騰

-
但
清
適
li]的
人
役
石
不
栴
質
や
]美
的

｡

④

陳
伯
磯
説

《
秋
柳
》

〝
如
初
霜
黄
塵

-
恰
到
好
虞
｡
〃

朱
竹
増
設
-

〝
其
干

《
秋
柳
》
寄
情
之
篇

-
香
薩
唱
和
之
集

-
典
夫

歳
暮
懐
人
之

⑤

作

-
吟
詠
性
情

二

皆
風
人
之
過

｡
〃

高
丙
謀
亦
貿
道
-

〝
章
法
井

然

･
格
律
句
碑

-
而
整
調
流
美

-
風
韻

絶
佳

-
僻
仰
宛
稗

-
無
限
低

⑥

個

-
令
人
玩
味
不
義

｡
〃

日
本
著
名
的
漢
尊
家
吉
川
幸
次
郎
先
生
在

《
関
於
王
漁
洋
的
秋
柳
詩

》

一
文
中

-
更
徒
詩
之
語
言
輿
撃
調
両
方

面
詳
細
地
分
析
了

《
秋
柳
》
之
美

-
他
銅
管
遺

-
〝
作
品
通
過

一
系

列
精
心
選
樺
的
詞
粂
之
連
梧
流
動

-
表
現
出

一
種
生
動
的
観
念
之
波

⑦

動
興
音
調
之
波
動
｡

-
･〃

這
横
着
釆

･
《
秋
柳
》
又
不
能
只
説
是
腰

粍
約

-で
同
時
還
具
有
美

的
特
質

｡
而
膜
臓
興
業
這
両
種
特
質
的
同

時
存
在
並
有
機
的
結
合
在

一
起

-
便
使

《
秋
柳
》
詩
星
現
出

1
種
特

殊
的
蛮
術
境
界

･
即
牒
臓
之
美

｡
這
正
是
本
文
打
算
着
垂
論
述
的

｡

1
般
説

･
美
徒
可
感
程
度
上
可
分
成
清
噺
之
美
輿
牒
穐
之
美

｡

打
個
比
方

-
清
噺
之
美
就
如
同
初
春
燦
燭
陽
光
下

1
釆
近
在
間
尺
的

鮮
花

-
不
僅
花
的
顔
色

､
形
態
清
噺
可
見

･
就
是
花
船
上
的
露
珠

-

嫌
葉
上
的
紋
路
也
歴
歴
在
日

｡
両
膝
臓
之
美
堀

-
則
如
同
深
秋
涼
濠

細
雨
中
的

一
位
仙
女

-
全
身
瞭
続
着
薄
霧
煙
霞

-
休
甚
至
看
不
清
他

的
明
酵
購
歯

-
但
是

一
番
手
姿
紳
駒
早
己
惨
透
了
休
的
心
田
｡
清
噺

之
美
園
然
有
巨
大
的
聾
術
魅
力

-
但
腰
騰
之
美
却
困
馬
具
有
苦
節
若

隠

-
似
有
若
無

-
可
捉
摸
又
難
以
提
携
這
様
的
特
鮎

-
所
以
額
得
乗

的
更
紳
密

-
更
富
有
除
苛

O

牒
騰
之
美
是
頂
粍
輿
美
的
有
機
結
合

-
首
先
や
]必
須
是
美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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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是
醜
的
東
西

-
郡
泰
郎
便
再
膝
騰
也
不
合
引
起
人
僧
的
美
感

｡

我
僧
既
然
説

《
秋
柳
》
具
有
膝
腕
之
美

q
郡
褒
我
僧
就
必
須
首
先
説

清
楚
ii]実
在
何
底
泥
-

閲
於

《
秋
柳
》
之
美

-
我
僧
前
面
引
過
不
少
詩
家
的
評
論
了

｡

但
郡
其
中
農
正
徒
文
学

､
美
学
理
論
的
高
度
予
以
損
密
精
常
分
析
的

-
大
約
只
有
吉
川
先
生

一
家

｡
我
僧
打
算
偽
就
循
着
吉
川
先
生
的
路

千

-
但
換

一
個
角
度

-
不
再
説
詩
之
語
言
及
整
調

-
而
徒
意
象
入

辛

-
来
進
行
分
析

｡
其
蜜

-
詩
歌
中
的
語
言
詞
柔
和
意
象
是

一
個
物

鰻
的
両
面

-
他
僧
是

一
種
互
馬
表
裏
的
関
係

｡
詞
粂
是
物
質
外
殻

-

意
象
則
是
薙
滴
在
這
其
中
的

､
再
由
我
僧
的
聯
想
予
以
展
開
的

一
種

生
動
具
鮭
的
蛮
術
書
面

｡
北
京
大
学
的
衰
行
霧
先
生
曾
這
横
解
樺
詩

中
的
語
言
詞
柔
和
意
象
的
関
係
‥

〝

在
詩
人
的
構
思
過
程
中

-
意
象

浮
現
於
詩
人
的
膳
海
里

-
由
模
糊
漸
漸
趨
向
清
噺

-
由
瓢
忽
漸
漸
趨

向
定
型

-
同
時
借
助
詞
藻
固
定
下
乗

｡
而
講
者
在
欣
質
詩
歌
的
時

候

-
則
運
用
自
己
的
垂
術
聯
想
和
想
象

-
把
這
些
詞
藻
遠
原
成

7
個

⑧

個
生
動
的
意
象

･
進
而
鰹
骨
詩
人
的
思
想
感
情

｡
〃

由
此
看
凍

-
読

語
言
詞
粂
是
偏
重
於
修
辞
学
技
巧

-
諾
意
象
則
更
着

眼
於
詩
歌
表
現

的
聾
術
特
質
-

形
象
思
経

｡

論
王
漁
洋
風
秋
柳
>,

詩
之
膿
粍
美

(属
)

意
象
於
詩
之
蛮
術
表
現
起
着
十
分
重
要
的
作
用

｡
詩
人
在
感
情

極
端
衝
動
的
時
候

･
直
言
其
情

-
憤
慨
成
歌

-
這
種
情
況
固
然
有

之

-
但
是
更
多
的
時
候

-
詩
人
則
是
通
過
詩
中

一
個
個
生
動
鮮
明
的

意
象

-
把
自
己
的
思
想
感
情
委
碗
地
顕
現
出
来

｡
而
我
僧
欣
賞
詩

-

也
往
往
是
在
推
蔽
詞
藻
是
否
精
嘗

-
音
調
是
否
合
諸
之
前

-
首
先
感

到
詩
中
部

一
個
個
形
象
的
書
面

-
而
受
到
情
緒
上
的
感
染

｡
困
此

-

一
首
詩
譲
人
感
覚
美
遁
走
不
美

-
恐
伯
興
其
詩
的
意
象
有
絶
大
的
関

係

｡
《
秋
柳
》
的
意
象
大
約
可
以
蹄
馬
両
類

-
l
類
是
極
端
的
無
娼

妖
嬉

-
具
有

一
種
女
性
美

.
如
‥

〃
娼
娼
涼
露
欲
馬
霜

-
千
種
寓
候

沸
玉
塘
〃
-
〝
涼
露

〃這
個
意
象
被
〝
娼
婦
〃
雨
字
形
容

-
頓
時
新
得
軽

盈

､
柔
娼
-

〃
千
線
高
儀
〃

本
是
言
柳
的

-
但
詩
人
用
了
〃

排
″
這
個

動
詞

-
就
使
柳
的
意
象
人

格

化
了

.
馬
上
使
我
僧
聯
想
到
少
女
郡
柔

軟
備
長
的
手
管

｡
所
以
我
僧
讃
這
句
詩

-
便
伐
悌
看
見
這
桂

一
副
書

面

I
l
群
羊
姿
窮
死
的
少
女

-
在

一
個
布
藩
露
珠
的
晶
登
的
世
界
里

-
用
地
消
長
長
的
手
簡
軽
軽
地

-
軽
重
地
沸
動
着
清
激
的
湖
水

｡
詩

人
在
男

一
些
詩
句
里

-
直
接
加
上
表
現
女
性
的
字
眼

-
或
是
使
用
輿

女
性
有
閑
的
典
故

-
以
此
来
智
加
詩
歌
意
象
的
女
性
美

｡
像

〝
浦
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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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荷
中
婦
鏡

-
江
干
黄
竹
女
鬼
箱
〃
-
〃
浦
裏
青
荷
〃
､
〝江
干
責
竹
〃

-
本
己
是
十
分
清
露
的
意
象
了

-
詩

人
又
績
之

〝
中
編
鏡
〃

､
〃
女
兄

箱
〃

･
便
誘
登
我
僧
想
到
少
婦
以
荷
馬
鏡

-
願
影
自
燐
的
美

麗
形
態

及
少
女
臨
池
硫
放

-
蓑
潰
病
絹
的
紳
情

O
《
秋
柳
》
之
四
云
･
･

〝
秋

色
向
人
猶
鰭
旋
〃
-
〝
楯
旋
〃

一
詞

-
l
般
也
多
用
於
形
容
女
子

-
請

人
這
里
用
了
や
]
-
賂
秋
柳
直

興
女
子
作
比
.

〟

春
閏
曾
輿
致
纏
綿
″
I

l
句
則
又
暗
用
了
王
昌
齢

〟
間
中
少
婦
不
知
愁

-
春
日
擬
装
上
翠
模

-
忽
見
隔
頭
楊
柳
色

-
悔
教
夫
婿
寛
封
侯
〃

的
詩

-
賂
秋
柳
輿
少
婦

的
哀
怨
連
接
起
来

｡
此
外
-

〟
桃
葉
桃
根
〃
､
〝
洛
陽
永
豊
坊
〃

等
意

象
也
推
定
譲
我
僧
聯
想
起
桃
菓
姐
妹

-
契
素

､
小
轡
這
様

一
些

美
麗

女
性
的
形
象

｡
綬
之
以
上
這
類
意
象

･
似
是
霧
柳

-
又
像
寓
人

-
秩

柳
和
美
人
的
形
象
溶
合
交
織
在

一
起

-
極
壷
女
性
撫
嫡
橋
柔
之
態

｡

《
秋
柳
》
詩
中
又
有
男

l
難
的
意
象

O
這
類
意
象
帯
有
撮
濃
重

的
哀
怨
恨
個
的
情
調
色
彩

-
如

《
秋
柳
》
之

一
的
首
聯

〃
秋
来
何
虞

長
治
魂

-
残
照
西
風
日
下
門
〃

-
即
是
如
此

･
〝
残
照
西
風
〃

T
組

意
象

-
顕
然
走
査
用
了
李
白

〝
西
風
残
照

-
漢
家
陵
闘
〃

而
奨
化
乗

的

･
但

〝
漠
家
陵
闘
〃

的
意
象

･
馬
上
使
我
僧
想
到
的
是

中
華
帝
国

的
千
年
興
表

･
無
数
英

雄
的
起
浮
滑
況

-
其
境
界
是
牡
閲
宏
大
的

｡

所
以
王
国
維
賛
造

･･
〝太
白
純
以
気
象
勝
-

ー

西
風
残
照

-
漠
家
陵

⑨

闘
ー
-
家
家
八
字

-
藩
閥
千
古
登
臨
之
口

｡

〃
漁
洋
改
〝

摸
家
陵
関
〃

馬
〟

日
下
門
〃

-
意
在
暗
合
秋
柳
之
事

-
可
気
象
就
衰
弱
的
多
了
｡

然
而
却
也
形
象

地
構
霊
出
夕
陽
之
下

-
西
風
之
中

-
自
門
的
青
宏
凄

涼
的
景
象

-
馬
以
下
的
秋
柳
的
描
寓
鋪
塾
下
十
分
合
適
的
場
景

｡
悲

壮
雄
是
不
足

-
凄
涼
哀
怨
的
情
調
却
是
移

濃
重
的
了

｡
再
比
如

〝
愁

生
階
上
黄
駿
曲

-
夢
遠
江
南
烏
夜
村
〃

､
〃
相
達
南
雁
皆
愁
侶

-
好
語

西
島
莫
夜
飛
〃

､
〟
扶
嘉
宮
中
花
事
壷

-
英
和
殿
裏
昔
人
稀
〃

-
在
這

些
詩
句
中

-
詩

人
使
用
了

〃
愁
″

､
〝
夢
〃
這
様
的
字
眼

-以

及

〃
南

雁
愁
侶

〃
､〝
西
島
夜
飛

〃
､〝花
事

轟
〃

､
〝

昔
人
稀
〃

這
様
的
意
象

-

也
是
意

在壷
力
漬
染
哀

怨憎
憶
的
情
調

｡
這
数
意
象

輿
我
僧
前
面
講

過
的
極
端
撫
裾
妖
境
的
意
象
同
時
出
現
在

《
秋
柳
》
之
中

-
上
下
接

逮

-
互
相
影
響

-
就
使

《
秋
柳
》
全
篇
皇
現
出

一
種
女
性
的
凄
腕
之

美
｡

這
種
美
是
哀
怨
的
内
容
情
調
興
美
麗
的
外
形
的
結
合

.
因
島
JP

具
有
哀
怨
的
内
滴

-
所
以
読
了
頗
能
感
動
人
心

-
又
困
馬
ii]具
有
美

麗
的
外
形

-
所
以

l
見
之
中
根
能
引
出
人
僧
的
美
感

.
打
個
比
方

-

就
像
西
施
撫
胸

､
黛
玉
聾
眉

-
愁
是
愁

-
苦
是
苦

-
但
仇
奮
是
美

的

-
這
種
凄
腕
之
美
有
時
候
甚
至
更
能
引
起
人
僧
格
外
的
愛
憐

｡
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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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
秋
柳
》
〝

他
日
差
池
春
燕
影

-
砥
今
惟
棒
晩
姻
痕
〃

一
句

-
諺

能
不
徒
心
底
泣
出

l
種
紅
顔
易
老

-
美
人
遅
碁
的
感
傷
梶
～
所
以
我

説
女
性
的
凄
腕
之
美
是

《
秋
柳
》
意
象
的
第

一
種
美
感

｡

《
秋
柳
》
意
象
又
有

一
種
色
彩
之
美
｡

在
詩
歌
中
使
用
有
色
彩

感
的
詞
藻

-
是
埼
加
意
象
美
感
的
重
要
途
樫
之

一
｡
鮮
明
的
彩
色
不

住
能
加
強
意
象
的
生
動
可
感
性

-
遠
可
以
制
造
焼
托
出
某
種
蛮
術
乗

義

-
進
以
暗
示
詩
人
的
内
心
感
情

｡
所
以
大
凡
優
秀
的
詩
人
無

一
不

講
求
詩
中
彩
色
的
運
用

｡
杜
甫

〝
霜
黄
碧
梧
白
鶴
棲
″

一
句
詩

丁
直

馬
後
代
入
所
激
賞
…
王
経
的
詩
被
説
成
是
詩
中
有
蓋
-
同
様
也
是
離

不
開
詩
中
色
彩
的
巧
妙
使
用

｡
我
僧
看

《
秋
柳
》
-
也
覚
得
や
]的
色

彩
使
用
是
狽
有
特
鮎
的

｡
《
秋
柳
》
中
有
直
接
使
用
顔
色
字
的
例
子

-

比
如

-
〝
清
里
青
荷
車
婦
鏡

-
江
干
黄
竹
女
兄
箱
〃
-
由
子

〟
青
〃

､

〝
黄
〃

両
個
顔
色
字
的
出
現

-
使
這
両
組
意
象
蘇
得
格
外
生
動
｡

而

更
多
的

地
方

-
詩
人
則
是
借
用
顔
色
字
或
是
韓
用
輿
顔
色
有
閑
的
字

(或
着
意
象
)
来
達
到
表
現
色
彩
之
目
的

｡
像

〝
愁
生
階
上
黄
駿
曲
″

T
句

-
黄
駿
曲
本
是
歌
曲
的
名
字

-
但
由
子

〝黄
〃

這
個
顔
色
字
緊

践
着

〃
階
上
〃

這

三
息
象

-
便
狽
容
易
使
讃
老
産
生

錯
覚

-
婿

〝
階

上
〃

同

〝
黄
〃

色
連
合
起
来

-
不
由
地
聯
想
出
那
黄
塵
溶
漠
的
漫
長

論
王
漁

洋
風
秋
柳
V

詩
之
膜
耽
美

(局
)

放
逸
｡

〝

夢
速
江
南
烏
夜
村
〃

也
是
這
様

-
〝
烏
夜
〃
興

〝夢
〃
前

後
呼
庶

-
譲
人
感
到
這
組
意
象

禰
漫
着
漆
黒
如
墨
的

,tS
況
夜
色

.

《
秋
柳
》
的
色
彩
表
現
中
又
有
特
用
的
例
子
｡
所
謂
車
用

-
是
説
某

些
意
象
本
来
井
没
有
顔
色
字
去
直
接
修
飾
や
]胴

-
可
是
由
子
這
類
意

象
本
身
同
顔
色
極
右
関
係

-
一
提
及
此
物
狽
容
易
使
我
僧
想
起
某
種

色
彩

O
比
如
〝

娼
娼
涼
露
欲
馬
霜

-
千
緯
寓
傑
排
玉
塘
〃

-
初
看
並

無
色
彩

-
但
若
相
加
想
象

-
便
可
徒

〝
露
″
､

〝
霜
〃

､

〝
玉
塘
〃
這
些

意
象
感
覚
到
白
色

-
干
是

一
個
晶
登
潔
白
的

世
界
躍

在
目
前
了
｡
又

像

〝
桃
板
桃
菓
鎮
相
憐

-
眺
壷
平
蕪
欲
化
個
″

一
句

-
詩
人
借
〝
桃
〃

取
其
紅

-
由

〟
平
蕪
〃
時
化
出
緑

-
委
碗
地
暗

示
了
意
象
的
色
彩
｡

以
上
幾
種
色
彩
表
現
的
方
法

-
都
被
詩
人
巧
妙
地
運
用
干
詩
中

-
大

大
加
強
了
意
象
的
生
動
可
感
性

｡
遠
有
的
時
候

-
詩
人
使
用
具
有
色

彩
感
的
意
象
焼
托
出
菜
種
気
象

-
従
車
暗
暗
停
達
自
己
的
感
情

O
比

如

‥
〝
残
照
西
風
日
下
門
〃
l
句

-
〃
蔑
照
〃
-

夕
陽

-
顔
色
血

紅
-

〝
日
下
門
〃

則
借
了

一
個
日
宇

･
紅
白
相
映

-
形
成
了
強
烈
的

色
彩
対
比

-
而
詩

人
胸
中
無
限
的
哀
怨
興
愁
慣
也
就
在
英
中
義
博
地

潰
潟
出
来
了

｡

《
秋
柳
》
意
象
的
再

一
個
特
鮎
是
具
有
飴
情
之
美

｡
詩
歌
講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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飴
情
飴
寵

-
1
覚
無
飴
的
作
品
大
約
算
不
得
最
上
乗
.

漁
洋
自
己
高

侶
神
韻
之
説

-
其
中
根
重
要
的

一
個
内
容
便
是
要
求
詩
有

〝
味
外

味
″
･

要

〝
含
不
義
之
意
干
言
外
〃
｡
飴
情

,
飴
韻
何
以
得
之

･
営
然

聾
術

手
段
有
種
種

-
但
我
感
覚
興
詩
之
結
句
関
係
極
大
｡

一
般
講
結

句
以
虚

一
些
為
好

-
全
部
説
壷

-
便
失
去
了
聯
憩
的
除
地

-
護
入
党

得
興
味
索
然
｡

所
以
古
人
有
含
思
落
句
的
説
法
｡

所
謂

〝
毎
至
落

⑲

句

-
常
須
含
思

-
不
得
令
語
義
思
窮

〃

｡
而
要
作
到
虚

-
最
好
走
不

再
騰
績
言
情

-
因
島
前
面
己
賂
感
情
轟
豊
野
モ

ー
如
再
騰
梧

-
勢
必

造
成
重
複

-
也
易
願
得
直
露

｡
比
如

《
欄
荘
漫
記
》
中
便
這
楼
批
評

浬
飛
脚

歪
ダ
江
南
》
的
末
句

-
〝
飛
卿
此
詞
末
句

-
県
鳥
毒
蛇
添

足

｡
′
過
壷
′

二
字
極
情
帳
之
情

-
′
腸
断
白
頭
洲
′

一
語
鮎
寛

-

便
無
飴
苛
〃

｡

而
比
較
経
常
為
詩
人
僧
使
用
的
結
尾
方
法
則
是
溶
情

人
景

-
以
景

作
結
｡

沈
義
父
《
楽
府
指
迷
》
道

-
〝
結
句
須
要
放
開

-

含
有
不
義
之
意

-
以
景
結
最
好
〃

｡

漁
洋
的

《
秋
柳
》

正
是
使
用
了

這

一
手
法

｡
〃
記
否
青
門
珠
絡
鼓

-
松
枝
相
映
夕
陽
連
〃
-
詩
人
在

末
句
中
没
有
直
接
回
答
初
句
的
設
問

-
而
是
勾
書
出

丁
副
色
彩
濃

重

,
情
調
悲
涼
的
固
象

-
講
読
者
自
己
去
渡
合
感
受

｡
而
我
僧
讃
了

〃
松
枝
相
映
夕
陽
蓮
〃
這

一
組
意
象

-
大
約
不
僅
可
以
感
受
到
其
中

薙
職
者

《
秋
柳
》
四
首
反
復
吟
詠
的
部
華
易
逝

､
勝
事
不
長
的
全
部

感
慨

-
還
可
以
依
接
自
己
的
審
美
鰻
験
去
登
揮
更
多
的
聯
想

-
徒
而

享
受
到

一
種
悠
悠
不
意
的
飴
情
之
美
｡

我
党
得

《
秋
柳
》
意
勢
至
少
有
以
上
三
種
美
感
･

這
大
約
便
是

我
僧
維
然
不
能
完
全
明
白

内
秋
柳
》
的
詩
意

-
但
仇
啓
感
覚
宅
美
的

重
要
原
因

｡
下
面
我
僧
再
討
論

《
秋
柳
》
之
膜
焼

｡

所
謂
除
塵

-
大
約
有
両
種

二

是
詩
之
意
象
本
身
之
標
旅

-
一

是
整
首
詩
意
之
腰
臓

.
像
韓
愈
的

〝
天
街
小
雨
潤
如
酢

-
草
色
逢
着

⑪

近
却
無

〃

､
張
若
虚
的

〝
江
流
宛
韓
続
芳
旬

-
月
照
花
林
皆
似
買

･

⑫

空
襲
流
霜

不
覚
飛

-
汀
上
白
沙
看
不
見

〃

-
這
様
的
詩
用

一
連
串
腰

瀧
親
砂
的
意
象
為
我
僧
造
成

一
種
霧
裏
看

花
的
感
覚

-
膝
騰
在
意
象

本
身

-
是
第

l
種

o
而
所
謂
詩
意
腰
既
着

-
其
詩
早
着
毎

l
組
意

餐

-
都
是
清
噺
明
箆
的

･
但
放
在

一
起
却
不
暁
得
Jti]到
底
要
表
現
甚

盤
意
思

-
李
義
山
的

《
無
題
》
､
《
磐
城
》
､
《
錦
恋
》
郎
是
這
類
詩
的

代
表

｡
《
秋
柳
》
伯
也
是
屠
於
這

l
額

o
《
秋
柳
》
的
這
種
膝
頗
是

忠
横
造
成
的
泥
～
我
想
大
約
是
由
詩
中
多
種
方
式
的
用
典
所
至

.

《
秋
柳
》
用
典
狽
多

-
這
同
詠
物
詩
的
題
材
有
関
係

･
但
同
時

我
僧
也
必
須
考
慮
到
作

《
秋
柳
》
時
漁
洋
所
持
的
文
学
思
想

｡
一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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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
洋

-
絶
想
到
神
韻

夕
絶
以
馬
是

一
種
清
秀
潅
遠
的
境
界

｡
其
茸
並

非
完
全
如
此
｡

漁
洋
講
他

l
生
論
詩
有
三
愛

-
作

《
秋
柳
》
的
前

後

-
詩
人
正
虞
在

〝
博
綜
該
沿

-
以
求
乗
長
〃

的
階
段

-
輿
晩
年
之

平
淡
是
有
不
同
的

.
這
時
的
作
詩
要
旨
倒
是
在

《
些
争
詩
選
》
的
自

序
中
講
得
清
楚
｡

這
部
書
是
漁
洋
自
選
的
自
丙
申

(順
治
十
三
年
)
至

辛
丑

(順
治
十
八
年
)
的
少
年
之
作

｡
《
秋
柳
》
作
於
丁
酉

(順
治
十
四

午
)
-
正
在
此
期
間
o
其
序
云
-
〝
六
経
甘

丁
史

-
其
言
有
近
於
詩

者

-
有
連
子
詩
者

-
然
皆
詩
之
淵
寂
也

.
節
而
取
之
十
之
七

-
稗
官

野
乗

-
揮
其
尤
雅
者
十
之
三

,
魅
結
謹
詣
之
習

-
吾
知
免
臭

二

日

典

｡
董
蒲
湘
洞
庭
不
必
感
山
給
水

-
善
書
花
竹
者
乃
滞
在
荒
寒
風
等

之
中

-
李
龍
眠
作
陽
開
園

-
意
不
在
澗
城
車
馬

-
而
設
釣
者
於
水

演

-
忘
形
塊
坐

-
哀
楽
塔
然

-
此
詩
旨
也

-
次
日
蓮
｡

詩
三
百
五

質

-
吾
夫
子
皆
嘗
絃
而
歌
之

-
故
古
無
栗
経

-
而
由
庚
華
黍
皆
有
聾

無
詞

-
土
鼓
稗
鐸
非
所
以
被
管
絃
叶
櫓
肉
也

-
次
日
詰
音
律

｡
昔
人

云
-
楚
辞
世
説

-
詩
中
佳
料

-
馬
其
風
藻
神
韻

-
去
風
雅
未
造

-
翠

者
由
此
意
而
通
之

-
措
蕩
勝
情

-
曙
麗
寓
有

-
皆
是
物
也

-
次
日
麗

以
則
〃

｡
漁
洋
此
虚
描
出
的

〝
典
〃

､

〃

遠
〃
､

〝
藷
音
律
〃

､
〝
麗
以
則
〃

正
是

《
秋
柳
》
的
要
衝
特
徴

-而

若
以
這

四
候
馬
標
準

作
詩

-
郡
多

論
王
漁
洋
風
秋
柳
V

詩
之
膿
陳
美

(局
)

用
典
故
則
是
再
自
然
不
遇
的
事
了

｡

《
秋
柳
》
詩
中
最
常
鬼
的
是
用
明
典

｡
比
如
〟

空
憐
板
渚
階
鼻

水

-
不
見
放
郡
大
道
王
〃

T
句

-
我
僧

l
看
就
知
道
這
是
用
了
防
爆

帝
開
御
河

-
河
岸
遍
植
柳

樹

-
以
及
桓
海
北
征
撫
柳
大
息
的
故
事

-

詩
人
用
此
乗
表
現
昔
入
日
去
楊
柳
空
存
的
感
傷

｡
再
如

〝
扶
蓑
宮
中

花
事
壷

-
蛋
和
殿
裏
昔
人
稀
〃

也
是

一
着
便
能
明
白
的
明
用
典
故

o

這
様
的
明
典

-
本
不
慮
有
甚
顔

誤
解

-
可
牽
合
附
合

一
生

-
便
使
ii]

也
襲
生
了
混
乱

.
比
如

〝
残
照
西
風
日
下
門
〃

一
句

二
言
日
下
門
無

非
是
国
中
]関
係
到
柳

-
這

l
鮎
注
家
早
己
注
清

楚
了

.
漁
洋
自
己
的

其
他
詩
中
也
常
常
是
自
門
興
柳
色
同
時
出
現
的

｡
《
迭
高
閲
釆
副
使

之
江
寧
》
詩
云
-
〃
明
年
楊
柳
色

-
先
憶
自
門
島
〃

-
《
登
鶏
鳴
寺
》

詩
云
-
〝
自
門
柳
色
残
秋
雨

-
元
武
潮
波
潅
夕
陽
〃

O

可
是
李
兆
元

,

王
租
源
等
人
非
説
這
是
在
追
憶
明
太
組
-

〃
太
組

定
鼎
金
陵

-
故
人

⑬

手
先
以
日
下
門
三
字
鮎
明
其
地

-
用
意
可
謂
微
而
節
夫

〃

｡

不
僅
如

此

-
李

､
王
二
公
更
循
着
這
個
判
定

-
封
以
下
語
句

1
1

比
附

-
甚

塵

〝
第
五
句
以
磨
太
宗
比
明
太
租
〃

､

〝
烏
夜
村
者

-
后
之
所
思

-
以

長
孫
皇
后
比
明
徳
馬
皇
后
〃

云
云
-

更
是
譲
人
感
到
訣
少
根
嬢

｡
這

是

l
種
人
馬
造
成
的
詩
意
混

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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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
柳
》
詩
中
又
有
活
用
典
故
的
例
子
｡

所
謂
活
用
是
説
詩
人

用
典
時

-
不
拘
泥
原
典

-
而
根
接
自
己
拝
情
的
需
要

-
加
以
塞
活
的

⑭

襲
通

｡
《
秋
柳
》
的
変
通
大
都
是

〃
借
古
人
語

-
而
不
用
其
意
〃
.
這

種
方
法
用
現
代
的
術
語
解
揮

-
便
是
只
用
了
原
典
的
意
象
而
不
用

原
典
的
内
滴

｡
原
来
詩
中
的
典
故
在
英
構
造
上
有
両
個
暦
次

二

是

や
]的
意
義
内
滴

-
這
往
往
是

一
段
故
事

-
其
中
表
現
着
某
種
思
想
或

是
感
情
傾
向

O
而
要
把
這

丁
段
故
事
表
現
在
詩
中

-
又
要
借
助
経
過

凝
練
魔
桁
的
幾
個
詞
曇

-
即
意
象

-
所
以
典
故
又
有
や
]的
意
象
外

殻
｡

詩
中
典
故
的
這
種
構
造
上
的
二
重
性

-
馬
詩
人
的
活
用
提
供
了

方
便
O

詩
人
可
以
只
取
了
典
故
的
象

-
而
不
沙
及
宅
的
滴
意

O
在
這

個
時
候
我
僧
如
果
不
能
根
接
詩
歌
的
整
個
情
調

-
及
上
下
文
意
去
蛋

活
地
封
這
些
活
典
加
以
理
解

-
而
是

一
味
地
尋
求
原
典
的
意
義

-
那

勢
必
要
階
入
迷
惑
不
解
的
困
境
｡

李
義
山

《
錦
宏
》
詩
中
的
両
句
‥

〝
治
海
月
明
珠
有
泊

-
藍
田
日
暖
玉
生
個
〃

之
所
以
引
出
注
家
的
許

多
肇
論

-
我
想
就
是
困
為
注
家
都
太
拘
泥
原

典
了

･
其
茸
義
山
用
這

両
個
典
並
未
開
係
到
J.i]僧
的
内
滴

･
只
是
括
取
了
や
]僧
懐
旧
凄
涼
的

意
象

-
構
成

一
種
迷
離
悦
惚
的
乗
気

-
来
表
現
自
己
封
如
夢
如
迷
五

十
年
妖
珂
生
活
的
感
慨

｡
《
秋
柳
》
詩
中
的
用
典
有
些
也
是
這
様

｡

其
云
‥
〝

愁
生
階
上
黄
塵
曲

-
夢
遠
江
南
島
夜
村
″

-
這
雨
句
詩
如

果
検
査
原
典

-
便
合
着
到
唐
太
宗

､
晋
穆
帝
皇
后
的

一
大
段
故
事

-

放
在
詩
中
是
無
論
如
何
不
能
同
前
後
詩
義
衝
接
的
上
的

｡
但
仮
如
我

僧
理
解
漁
洋
在
這
里
只
是
取
了
〝

階
上
黄
駿
曲
〃

和

〃
江
南
烏
夜

村
〃

的
意
象

,
郡
就
輿
整
個
詩
所
表
現
的
情
調
十

分
語
合
了

｡
黄
駿

曲
是

唐
太
宗
哀
悼
自
己
愛
馬
的
曲
子

-
悲
傷
凄
側
是
無
疑
的
了

｡

〝
江
南
鳥
夜
村
〃
這

一
意
象

-
以
其
濃
重
的
色
彩
感
給
人
以
迷
荘
愁
帳

的
感
覚
｡

南
組

意
象
桑
加
在

一
起

-
更
制
造
出

一
種
況
重
的
哀
怨
東

玩

-
詩
人
的
情
緒
也
就
暗
陪
地
徒
中
惨
露
出
来

｡
《
秋
柳
》
中
的

〝
莫
聴
臨
風
三
弄
笛
〃
也
是
活
用
的
例
子

二
二
罪
笛
的
故
事
出
自
《
世

説
新
語

･
任
誕
》
‥

〝
王
子
創
出
都

-
筒
在
渚
下

-
啓
開
桓
子
野
善

吹
笛

-
而
不
相
識
｡

遇
桓
干
岸
上
過

-
王
在
船
中

｡
客
有
識
之
者

-

云
-
是
恒
子
野

｡
王
便
令
人
輿
相
聞
云
-
聞
君
善
吹
笛

-
試
馬
我

一

奏

｡
桓
時
己
貴
顕

-
素
聞
王
名

-
即
便
回

-
下
車

-
据
胡
床
馬
作
三

調

-
弄
畢

-
便
上
車
去

-
主
客
不
交

一
言
〃
｡
這
段
故
事
是
講
君
子

交
誼
的

-
放
在
《
秋
柳
》
之
中
節
得
不
知
所
云

-
我
想
漁
洋
也
只
是
取

了
柳
下
関
笛
的
意
象

-
干
原
典
的
内
容
無
渉
｡

ロ刀
外
之
四
所
云

〃
新

愁
帝
子
悲
今
日

-
書
目
王
孫
憶
往
年
〃

-
共
用
典
方
法
也
是

一
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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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
柳
》
詩
中
速
有

l
種
用
典
方
法

-
我
僧
姑
且
稀
li]作
〃
暗

用
〃

｡

這
数
典
故
初
看
似
興
秋
柳
無
閲

-
但
細
細
想
釆

-
合
頚
覚
続

了
幾

個
圏
子
以
後
遠
是
同
秋
柳
暗
暗
街
接
了

｡
如
詩
云

〃
若
過
洛
陽

風
景
地

-
含
情
重
間
永
豊
坊
〃

｡

洛
陽
永
豊
坊
同
秋
柳
有
何
開
聯
～

一
眼
難
以
判
明

-
無
怪
乎
有
人

立
刻
便
由
洛
陽
聯
想
到
宿
主
郡
裏
去

了

｡
但
若
仔
細
検
査

一
下

-
便
合
着
到
自
居
易
居
洛
陽
時
馬
英
二
妾

作
歌
有
云
‥
〃
永
豊
西
角
荒
園
里

-
轟
日
無
人
層
何
誰
～
〃
這
顕
然

是

《
秋
柳
》
詩
句
所
木

｡
再

一
着
自
詩
的
題
目
正
是

《
柳
枝
詞
》
｡

干
是
我
僧
才
桃
然

-
永
豊
坊
是
困
馬
曾
在

《
柳
枝
詞
》
的
詩
里
出
現

過

-
才
同
柳
硬
生
了
閲
聯
｡

《
秋
柳
》
詩
中
又
有

l
句

〃
桃
根
桃
葉

鎮
相
憐

-
眺
泰
平
蕪
欲
化
燈
〃

-
這
也
是
需
要
費
些
胸
筋
才
能
明
白

li]輿

〝
秋
柳
〃

的
関
係
的

｡
狽
明
額

《
秋
柳
》
的
這

一
句
是
鮎
化
了

王
子
敬
的

〃桃
葉
復
桃
葉

-
桃
樹
蓮
桃
板
〃
而
衆
的

｡
而
王
子
敬
的

詩
原
是
馬
送
別
桃
葉
姐
妹
而
作
的

-
漁
洋
借
用
了
王
子
敬
的
成
句

-

我
想
大
約
伍
就
意
在
誘
導
我
僧
聯
想
到
迭
別
美
女
的
場
面

-
所
以
下

面
又
有
〝
眺
壷
卒
蕪
欲
化
燈
〃
-
1

因
島
壷
量
目
迭
遠
去
的
美
人

-

才
産
生
了
遠
方
平
原
如
燈
的
感
覚

｡
敢
然
是
遠
別

-
就
又
開
聯
到
柳

了
｡

〃
柳
〟

同
留
別
的
留
字
音
相
同

-
古
人
送
別
多
有
折
柳
迭
客
的

論
王

漁
洋
風
秋
柳
V

詩
之
膿
耽
美

(局
)

習
慣

-
漁
洋
自
己
的
詩
里
也
有
〃
箇
橋
両
岸
千
候
柳

-
迭
轟
東
西
渡

⑮

水
人
〃
之
句

-
到
此
我
僧
才
護
覚

〝
桃
菓
桃
根
〃

這
個
典
故

-
続
了

這
歯
大
園
子

-
在
迭
別
這
個
意
思
上
岡
〃

柳
〃
暗

接
了

｡
ロ刀
外

《
秋

柳
》
之
三
石
云
-

〝
相
逢
南
雁
皆
愁
侶

-
好
語
酉
島
莫
夜
飛
〃
｡
其

宴

〝
南
雁
〃
､
〝
西
烏
〃

不

一
定
完
全
是
用
典

-
但
這
爾
組
意
象
興
秋

柳
的
関
係
也
是
似
有
若

無

-
所
以
干
此

一
併
解
揮

一
下

｡
詩
之
六
嚢

中
有

〃
興
〃

之

l
法

-
即
是
講
詩
人
由
某
些
物
象
的
誘
章
而
感
讃
出

感
情

｡
某
些

感
情
的
誘
塗
物
馬
詩
人
僧
敵
襲
使
用
久
了

-
便
漸
漸
同

所
誘
登
的
情
感
産
生
了
定
型
的
封
鷹

o
比
如

〃
雁
〃

這
個
意
象
便
是

l
例

｡
古
来
詩
家
言
雁
者

-
似
以
拷
讃
懐
郷
思
蹄
的

為
多

｡
如
杜
甫

《
蹄
雁
》
云
-

〝
東
来
千
里
客

-
乳
空
幾
年
蹄

-
腸
断
江
城
雁

-
高

高
壷
北
飛
″
o
李
益

炎
春
夜
間
笛
》
云
‥
〝
寒
山
吹
笛
喚
春
野

-
騒
客

相
願
浜
滞
衣

-
洞
庭

一
夜
無
窮
雁

-
不
待
天
明
壷
北
飛
″

｡
而
北
方

的
雁
是
秋
天
向
南
飛
的

-
所
以
封
身
居
北
方
的
詩
人
来
説

-
由
南
雁

聯
想
到
秋
又
是
十
分
自
然
的
事
了

｡
如
漠
武
帝

《
秋
風
鮮
》
云

-

〝
秋
風
起
今
白
雲
飛

-
草
木
黄
落
今

雁
南
野
″
｡
我
想

《
秋
柳
》

中

使
用

〝
南
雁
〃

這

l
意
象
正
是
要
引
出
人
僧
的

以
上
両
鮎
聯
想

二

是
要
引
出

一
段

郷
愁

,
更
加
重
詩
之
愁
帳
情
調

･
二
是
借
雁
暗
鮎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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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
〃
｡
〝
烏
〃

輿

〝
夜
〃

的
連
用
似
也
是

一
種
定
型
的
習
慣
｡

比
如

曹
孟
徳

《
短
歌

行
》
云
‥

〝
月
明
星
稀

-
烏
鵠
南
飛
〃

｡

張
鰹
的

《
楓

橋
夜
泊
》

云
-
〝
月
落

烏
輝
霜

満
天

-
江

楓
漁
火
封
愁

眠
〃
｡
這
類
意

象

1
般
都
是
色
調
侭

抗
重
-

情
調
狽
憤
慨
的

o

《
秋

柳》
西
烏
夜
飛

的
意
象
正
是
要
取
這
種
気
象
｡

同

時
-古

楽
府
有
云
-

〝暫
出
自
門

前

-
楊
柳
可
蔵
烏
″

･
李
白

《
揚
板
兄
》
有
云
-

〝
何
虞
最
開
情

-

烏
時
日
門
柳
〃

-
所

以
烏
又
有
閑
於
柳
.

這
横
着
来
-

〟
相
逢
南
雁

皆
愁
侶

-
好
語
西
烏
莫
夜
飛
〃

南
句

-
既
起
了
焼
托
全
詩
濃
重
的
感

傷
気
象
的
作
用

-
又
是

〃
雁
〃

鮎

〝
秋
〃
-
〃
烏
〃

聯

〝
柳
〃

-
輿
秋

柳
暗
暗
呼
鷹
了

｡

《
秋
柳
》
詩
中
不
同
方
式
的
用
典

･
推
有
加
重
雅
典
嘉
辰

-
使

詩
之
表
現
更
加
滴
巷

､
委
腕
的
功
用

-
但
用
典
畢
寛
是
借
他
物
言
己

悼

-
同
直
接
拝
借
的
満
噺
程
度
頗
有
差
距

-
更
加
上
封
同

一
典
故

-

作
者
所
取
之
虞
困
文
而
異

-
讃
者
理
解
的
角
度
又
不

一
-
所
以

《
秋

柳
》
的
用
典
過
多
及
通
子
繊
巧
便
造
成
了
整
個
詩
意
的
膜
腕
不
清

-

甚
至
是
晦
深
難
憤

｡

単
是
膝
粍
未
見
待
是
好
詩

-
然
而
漁
洋
畢
菟
有
才
筆

-
他
利
用

精
敵
的
語
言

-
美
麗
的
意
象

-
流
暢
的
音
節

-
馬

《
秋
柳
》
造
制
出

一
種
迷
入
的
女
性
美
感

･
這
種
美
感
輿
牒
粍
結
合

-
便
形
成
了

一

種
特
殊
的
聾
術
童
界
-

腰
焼
之
美

｡
這
種
牒
粍
之
美
的
坑
界
是

篤
歴
代
詩
家
所
提
侶
管
掌
的
｡

如
菓
焚
云

･･
〝
詩
之
至
虞

-
妙
在
含

蓄
無
根

､
思
致
微
砂

-
其
寄
托
在
可
言
不
可
言
之
間

-
其
指
節
在⑯

可
解
不
可
解
之
骨

｡
言
在
此
而
意
在
彼
-
-
引
入
於
冥
漠
悦
惚
之
境

･･････
｡
〃

謝
榛
云
-

〝
凡
作
詩
不
宜
逼
県

-
如
朝
行
遠
望

-
青
山
佳

色
隠
然
可

愛

-
其
煙
霞
襲
幻
難
以
名
状

-
-
･-
妙
在
含
糊

-
方
見
作

⑰手
〃
｡
這
種
豚
騰
之
実
子
詩
之
蛮
術
表
現
確
寛
有
特
殊
的
致
果

｡
首

党
官
僚
詩
之
内
滴
無
形
中
大
大
境
張
了

o
由
子
詩
之
膝
腕

-
使
詩
嵩

之
表
現
没
有

一
個
明
確
的
界
隈

-
毎
個
人
都
可
以
板
据
自
己
的
生

活
経
験

､
審
美
経
験
去
想
象
顎
揮

･
建
立
自
己
的
解
揮

o
所
以

l
首

《
秋
柳
》
-
遺
老
議
了
也
説
好

･
達
官
讃
了
也
説
好

-
詞
人
墨
客

､
大

家
閏
秀
部
課
好

-
稚
然
毎
人
的
理
解
各
不
相
同

-
却
是
都
徒
詩
中
城

到
了
自
己
的

一
紛
理
想
的
世
界

｡
其
次

-
由
子
実
在
膝
既
之
中

-
所

以

一
下
子
要
捕
捉
到
ii]是
困
難
的

-
干
是
便
誘
輩
出
人
僧
的
想
象

｡

通
過
憩
象

-
人
僧
合
獲
得

一
種
更
潤
大
更
完
美
的
蛮
術
境
界

-
飽
食

到
更
多
的
美
感
｡

在
這
裏
我
僧
感
覚
腰
騰
之
美
興
諦
観
説
不
期
而
遇

了

｡
関
於
漁
洋
的
紳
諸
説

,
専
門
論
述
的
人
己
経
根
多

-
無
需
我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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賛
言

｡
按
郭
絡
虞
先
生
的
説
法

-
神
韻
是
講

一
種
聾
術
境
界

∴
這
軽

重
術
境
界
的
重
要
特
徴
之

一
便
是
具
有
味
外
之
味

-
要
含
不
義
之
意

於
言
外

｡
這

一
鮎
就
同
我
僧
剛
講
到
的
膜
臆
美
的
聾
術
数
果
十
分
相

似
了

.
所
以
郭
先
生
又
這
様
解
揮
膜
騰
美
輿
神
童
的
関
係

‥
〝
紳
苛

和
格
調
都
是
給
人
以
膝
臓
的
印
象

三

･-
資
則
格
調
説
給
人
以
腰
臓

⑬

的
印
象
是
風
格

-
神
韻
説
給
人
以
腰
腕
的
印
象
是
意
境

〃

｡
英
資
漁

洋
自
己
也
是
根
知
這
在
詩
中
制
造
出

l
種
豚
臓
的
美
感
是

連
到
紳
苛

境
界
的
重
要
途
径
這

l
鮎
的

｡
干
是
他
講
究
詩
要
作
的
含
蓄
腰
騰

-

要
像
剰
浩
論
山
水

-
所
謂
〝
達
人
無
目

-
速
水
無
波

-
遠
山
無
数
〃
O

我
僧
看
漁
洋
許
多
自
命
紳
龍
的
作
品
中

-
都
是
成
功
地
使
用
了
這
一

方
法
的

｡

乍
疏
乍
密
秩
針
雨

-
時
来
時
去
舶
連
風

｡
五
月
行
人
株
陵
去

-

1
江
風
雨
童
濠
濠
｡

《金
陵
道
上
》

呉
頭
楚
尾
路
如
何

-
煙
雨
秋
深
暗
白
波

｡
晩
来
賓
潮
波
江
去

･

瀬
林
黄
葉
雁
馨
多
｡

《江
上
》

日
暮
東
塘
正
落
潮

-
孤
蓬
泊
虞
雨
備
滞

｡
疏
鍾
夜
火
寒
山
寺

-

記
過
呉
楓
第
幾
橋

.
《夜
雨
題
寒
山
寺
寄
西
樵
蔭
書
》

以
上
詩
句
維
多
是
膝
粍
在
意
象

-
但
讃
着
ii]僧

-
伯
也
能
生
輩
出

論
王
漁
洋
風
秋
柳
∀

詩
之
腰
臓
美

(局
)

如
讃

《
秋
柳
》
郡
棟
的
美
感
眠

.

注

揮

①

梁
啓
超

《中
開
韻
文
裏
頭
所
表
現
的
情
感
》
《飲
水
重
文
集
》
第
十

三
筋

④

屈
復

《
王
漁
洋
秋
柳
詩
解
》

④

王
税
源
輯

《漁
洋
山
人
秋
柳
詩
筆
》
引
李
兆
元
襲

④

王
土
蔵

《漁
洋
詩
話
･巻
上
》

⑨

朱
黍
奪

《
曝
書
亭
集
金
三
十
七
･王
薩
部
詩
序
》

⑥

高
丙
謀

《秋
柳
詩
樺
》

⑦

吉
川
幸
次
郎

《閣
於
王
漁
洋
秋
柳
詩
》

吉
川
幸
次
郎
全
集
巻
十
六

㊥

衰
行
帯

《中
国
古
典
詩
歌
的
意
象
》

⑨

王
国
維

《
人
間
詞
話
》

⑲

遍
照
金
剛

《文
鏡
秘
府
論
･地
毛
》

⑪

韓
愈

《早
春
呈
水
部
張
十
八
員
外
》

㊥

張
若
虚

《春
江
花
月
夜
》

㊥

同
④

⑭

貌
慶
之

《詩
人
玉
屑
･巻
七
》

⑯

壬
士
顧

《鮪
橋
寄
内
》

⑯

菓
壁

《原
詩
･内
篇
》

㊥

謝
榛

《
四
浜
詩
話
》

㊥

郭
紹
虞

《中
国
文
学
批
評
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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