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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棲
賦
論
探
微

虹

南
京

大串

一
'
徒

｢感
物
｣
到

｢鮭
物
｣

在
中
国
文
学
思
想
史
上
.
某
種
新
的
或
巷
説
劃
時
代
的
文
学
観

的
出
現
I
可
能
都
伴
随
着
若
干
新
概
念
的
出
現
｡
而
有
償
値
的
新
概

念
.
自
然

l
方
面
作
為
某
種
文
学
主
張
的
核
心
而
起
作
用
,
男

1
方

面
也
必
然
能
敏
銀
地
反
映
某

l
時
代
文
学
思
経
的
新
動
襟
｡
邪
魔
I

把
這
様
的
概
念
作
為
封
象
而
加
以
考
察
.
鷹
該
可
以
説
是
文
学
思
想

史
研
究
的

一
種
基
本
方
法
｡

陸
機

《
文
賦
》
中
,
閑
於
文
鰻
,
区
分
篤
詩
､
購
､
碑
､
謙
'
銘
'

蔵
､
頭
､
論
､
奏
､
説
十
種
ー
並
封
各
自
的
特
徴
有
簡
要
的
概
括
｡

其
中
封
賦
這
個
文
鮭
的
説
明
是
‥

｢賦
鰹
物
而
劉
亮
｡
｣
(《文
速
》
奄

十
七
I
中
文
出
版
社
索
引
本
.
1
九
七
一
)
這
裏
的

｢鮭
物
｣

一
詞
,
就

是

一
個
新
概
念
｡
在
陸
機
以
前
的
時
代
.
文
筆
理
論
資
料
中
常
用
常

兄
的
是

｢感
物
｣
的
概
念
｡
如
‥

0
0
0

楽
者
,
音
之
所
由
生
也
…
其
本
在
人
心
之
感
於
物
也
｡
(《燈

記
･
禁
記
･
柴
本
篇
》.
《十
三
経
注
疏
》
本
.
中
華
書
局
影
印
.
一
九

八

〇
)《

俸
》
日
‥

｢
不
歌
而
葡
謂
之
購
.
登
高
能
賦
.
可
以
為
大

0
0

夫
.
｣
言
感
物
造
尚
ー
材
智
深
美
.
可
興
圏
事
ー
故
可
以
列
烏

大
夫
也
｡
(《漢
書
･
重
文
志
･
詩
賦
略
》ー
中
華
書
局
排
印
本
.
一
九

六

二)

tnO

等

･
･詩
人
之
興
.
獣

而
作
O

(《魯
要

覧

》
.
《遠

》

7

巻
十
一
)

然
而
I
督
陸
機
番
賦
下
定
義
時
ー
不
采
用
流
行
己
久
的

｢感
物
｣

1

詞
或
別
的
甚
磨
提
法
I
而
用
了
具
有
新
意
的

｢鮭
物
｣
概
念
.
那
磨
ー

這
種
新
意
鷹
如
何
評
揮
?
其
封
賦
睦
的
認
識
究
責
有
否
深
化
～

轟
略
地
説
I

一
種
新
概
念
的
提
出
ー
其
途
径
恐
棺
不
外
乎
南

保
･･
1
是
徒
以
徒
的
創
作
資
蹟
中
絶
結
或
概
括
而
来
,
男

1
是
徒
某

種
哲
学
的
範
噂
受
到
啓
示
而
産
生
｡
在
中
園
古
代
文
学
思
想
史
上
.

前
者
是
主
要
的
I
但
後
者
也
並
非
砂
不
可
見
｡
尤
其
是
営
哲
学
思
想



襲
生
巨
撃
的
時
代
,
往
往
合
給
文
学
批
評
家
提
供
新
思
路
或
新
角
度
ー

徒
而
啓
費
他
僧
封
文
学
的
本
質
作
進

一
歩
的
認
識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文
学
理
論
相
封
於
常
時
的
創
作
現
蜜
而
言
.
往
往
新
出
某
種
超
越
的

性
格
ー
可
能
更
多
地
表
現
馬
封
創
作
的
要
求
或
指
導
.
而
不
是
封
創

作
的
絶
結
｡

閲
於
陸
機
賦
論
所
具
有
的
某
種
超
越
的
性
格
及
其
意
義
.
後
世

的
評
論
中
封
此
有
所
認
識
的
,
要
教
明
代
謝
榛
輿
胡
慮
鱗
｡
謝
榛
認

爵

･･

陸
機

《
文
賦
》
日
‥

｢詩
緑
情
而
給
廉
.
賦
鰻
物
而
劉
亮
｡｣

夫

｢緑
情
｣
重
六
朝
之
弊
,
｢劉
亮
｣
非
雨
漠
之
鰹
｡
(《詩
家
直

諌
》
竜
一
.
奔
魯
書
祉
I
一
九
八
七
)

胡
鷹
麟
以

一
種
比
較
肯
定
的
態
度
提
到
‥

｢詩
経
情
而
締
廉
｣
I

六
朝
之
詩
所
日
出
也
.

漠
以
前
無
有

也
…
｢賦
鮭
物
而
劉
亮
｣
I
六
朝
之
賦
所
日
出
也
I
漢
以
前
無
有

也
｡
(《詩
薮
》
外
編
撃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
一
九
五
八
)

無
論
其
評
論
是
積
極
或
消
極
I
但
正
如
他
僧
都
意
識
到
的
郡
様
,
陸

機
用

｢鮭
物
而
劉
亮
｣
樺
賦
,
這
輿
其
説
是
封
過
去
的
創
作
的

一
種

穂
首
受
胎
的
節
約
I
不
如
説
是
面
向
現
賓
和
未
来
的

l
種
説
明
或
預

陸
機
賦
論
探
徽

(管
)

期
.
這

l
理
論
配
野
的
形
成
,
是
受
到
来
自
哲
学
方
面
的
啓
示
的
O

二
､
｢鰻
物
｣
｢劉
亮
｣
興
貌
晋
玄
撃

嘩

《
青
書
》
本
俸
記
載
.
陸
機
的
鳥
人
是
‥

伏
贋
儒
術

･
非
薩
勿
動
.
(
中
華
書
局
排
印
本
ー
1
九
七
四
)

即
表
現
馬
具
有
儒
家
教
養
的
人
物
｡

這
看
上
去
興
風
廉
於
西
晋
時
代

的
清
談
､
放
頻
的
風
習
完
全
不
同
｡
竃
無
疑
問
的
是
I
陸
機
是
把
儒

術
作
為
律
身
的
準
則
束
遵
守
的
.
但
這
並
不
意
味
着
他
封
別
家
別
淀

的
思
想
漠
不
関
心
｡
換
言
之
I
他
所

｢伏
贋
｣
的
儒
術
興
共
謀
是
思

想
的
軌
範
I
不
如
説
是
行
為
的
軌
範
｡

l
個
人
立
身
行
事
的
謹
厳
持

重
並
不
等
於
他
思
想
就

一
定
不
能
開
放
活
躍
｡
督
然
I
《
文
賦
》
本

身
有
玄
撃
影
響
的
痕
跡
I

這
己
受
到
研
究
界
的
注
意
｡

這
裏
僅
就

｢鰹
物
而
劉
亮
｣
的
定
義
輿
玄
撃
特
別
是

《
荘
子
》
的
関
係
略
作
推

察
｡

徒
思
想
根
源
上
乗
看

-
所
謂

｢鰻
物
｣
的
認
識
以
及
投
法
ー
可

以
退
潮
到
《
荘
子
》
的

｢鰻
道
｣
説
｡
(《新
編
諸
子
集
成
》
本
I
中
華
書

局
.
一
九
六
一
初
版
)
在

《
荘
子
》

中
I
｢道
｣
是

｢可
俸
而
不
可
失
ー

可
得
而
不
可
見
｣
(《大
宗
師
》)
的
,
困
此
.
封
這
楼
微
妙
的

｢道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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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鐘
I
只
能
采
取
鮭
詔
的
方
式
ー
也
就
是
通
過

｢喪
我
｣
(《斉
物
論
》)～

｢坐
忘
｣
(《大
宗
師
》)'
心
霊
輿

｢道
｣
融
合
馬

1
鮭
.

這
在

《
荘

子
》
,
就
稲
作

｢鰻
道
｣
‥

夫
鰻
遺
著
ー
天
下
之
君
子
所
繋
蔦
｡
(《知
北
遊
》)

能
鰻
純
素
ー
謂
之
虞
人
｡
(《刻
意
》)

這
裏
出
現
的

｢純
素
｣
也
就
是

｢道
｣
的
別
解
｡

然
而
ー

｢道
｣

一

方
面

｢管
然
難
言
｣
(《知
北
遊
》)I

一
方
面
又

｢無
所
不
在
｣
(同
上
)ー

従
這
種
既
空
軍
又
貴
在
的
梓
謹
関
係
来
着
I
｢鮭
物
｣
概
念
的
形
成

能
得
之
於

｢鮭
道
｣
概
念
的
啓
襲
,
也
不
失
其
順
理
成
幸
的
可
能
O

普
然
.
｢遣
｣
興

｢物
｣
不
是
同

一
個
範
噂
｡
更
値
得
閲
注
的
是

｢鮭
｣

這
個
概
念
所
表
蓮
的

一
種
主
客
関
係
｡
漢
賦
的
主
流
在
鋪
陳
措
革
外

在
世
界
方
面
有
顕
著
成
就
,
然
而
作
者
的
生
命
興
括
寓
封
象
之
間
的

距
離
茸
在
是
問
題
所
在
,
｢物
｣
如
何
不
興
主
鮭
晩
節
n･･
如
何
以

1

種
特
殊
的
方
式
興
作
者
的
内
在
心
霊
兼
備
交
融
～

｢鰹
道
｣
説
所
具

有
的
理
論
的
啓
示
性
是
顕
然
的
｡

除
了

｢鰻
｣
所
包
含
的
主
客
関
係
形
態
易
於
使
入
着
出

｢鮭
物
｣

的
捷
法
線
於

｢腹
這
｣
説
之
外
.
観
音
玄
撃
中

｢鰻
｣
輿

｢亮
｣
的

密
切
関
係
.
也
可
進

一
歩
説
明
陸
機
以

｢劉
亮
｣
来
規
定
賦
的
風
格

亦
非
偶
然
｡

本
来
.
在
老
荘
哲
理
中
ー
己
把

｢
明
｣
用
作
封

｢鮭
道
｣
的
高

妙
境
界
的
形
容
‥

○

蹄
板
目
静
ー
是
日
復
命
…
復
命
日
常
ー
知
常
自
明
｡
(《老
子
》

十
六
章
.
《新
編
諸
子
集
成
》
本
.
一
九
八
四
)

O

水
静
猶
明
ー
而
況
精
神
!
聖
人
之
心
静
乎
!
天
地
之
堂
也
I

寓
物
之
鏡
也
o

(

《荘
子
･
天
道
》)

0

0

-
-
辞
則
明
.

明
則
虚
I
虚
則
無
為
而
無
不
薦
也
o

(同
上

《庚
桑
楚
》)

在
老
子
看
釆
I
人
性
封
道
的
蹄
復
I
就
意
味
着
脱
離
愚
闇
,
困
馬
道

雄
然

｢玄
之
又
玄
｣
,
賓
為

｢大
明
｣
之
所
在
.
《
荘
子
》
中
以
水
馬

喰
ー
尤
能
生
動
地
顕
示

｢
明
｣
封
鰻
道
的
過
程
和
結
果
的
意
義
｡

以
老
荘
的
哲
理
為
板
基
的
貌
晋
玄
寧
中
,
心
輿
道
的

1
鮭
化
問

題
得
到
了
更
馬
鹿
淀
的
論
述
o
値
得
注
目
的
是
遠
出
現
了

｢鮭
亮
｣
､

｢亮
達
｣
'
｢鮭
清
｣
等
術
語
｡
這
裏
ー
有
必
要
考
慮
稀
康
的
如
下
的

議
論

‥
夫
束
静
紳
虚
者
.
心
不
存
於
斡
尚
…
鰻
亮
心
達
者
ー
情
不
繋

於
所
欲
｡
-
-
物
情
順
通
.
故
大
道
無
違
…
越
名
任
心
,
故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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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無
措
也
O
(《揮
私
論
》I
戴
明
揚
《稿
喪
集
校
注
》
奄
六
I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赦
ー
一
九
六
二
)

君
子
既
有
其
質
I
又
親
其
堕
…
貴
乎
亮
達
,
布
而
存
之
,
･･･

-
鰻
清
紳
正
ー
而
是
非
允
菅
｡
(同
上
)

志
無
所
備
I
心
無
所
欲
.
達
乎
大
道
之
情
｡
(同
上
)

｢
亮
｣
興

｢清
｣
作
為
封
鮭
遺
著
品
格
的
要
求
ー
其
結
果
必
然
更
易

｢達
乎
大
道
之
情
｣｡
也
就
是

｢明
白
四
連
｣
(同
上
奄
四
《答
向
子
期

難
養
生
論
》)0

輿
栖
康
同
時
的
除
籍
ー
封
於

｢清
｣
的
群
種
近
乎
審
美
的
境
界
,

也
有
如
下
的
描
速
=

微
妙
無
形
I
寂
実
無
聴
.
然
後
乃
可
以
親
窮
死
而
淑
清
｡
-

夫
清
虚
家
廓
ー
別
辞
物
釆
集
…
親
親
機
惚
I
則
洞
幽
貫
冥
…
水

心
玉
質
ー
則
倣
潔
思
存
…
惜
淡
無
欲
,
則
泰
志
遊
惰
｡

(《清
思

賦
》I
陳
伯
君

《
院
籍
集
校
注
》
巻
上
ー
中
華
書
局
ー
一
九
八
七
)

這
横
着
来
.
玄
撃
的

｢腹
這
｣
輿
賦
撃
的

｢鮭
物
｣
固
然
不
是
同

一

個
範
噂
ー
但
存
在
者
雨
個
契
合
鮎
｡
英

一
ー
｢絶
遠
｣
或

｢鰻
物
｣

者
的
心
理
状
態
,
都
要
求
象
鏡
子
那
棟
.
越
是
澄
明
清
空
,
越
能
封

封
象
作
洞
徹
的
観
照
O
《
文
賦
》
中
用
到

｢玄
覚
L

l
詞
-
｢仔
中
匠

陸
機
賦
論
探
微

(管
)

以
玄
覚
｡｣
這
出
自

《
老
子
》
第
十
章
的

｢源
除
玄
覚
,
能
無
庇
乎
｣｡

関
於

《
老
子
》
的
原
文
ー
王
弼
注
目
-

玄
,
物
之
極
也
ー
言
能
瀬
除
邪
飾
,
至
於
極
覚
,
能
不
以
物

○

介
其
明
､
症
其
紳
乎
～

則
経
典
玄
同
也
｡
(《老
子
道
徳
経
注
》.

槙
宇
烈

《
王
弼
集
校
揮
》
上
筋
.
中
華
書
局
ー
1
九
八
〇
)

｢作
中
匝
以
玄
覧
｣
作
為
進
入
文
学
創
作
階
段
的
板
本
性
的
候
件
之

一
.
某
所
要
求
的
性
充
両
全
的
精
神
状
態
ー
普
然
緒
不
限
於
某

一
文

鮭
的
寓
作
ー
但
封

｢鰹
物
而
劉
亮
｣
的
賦
鰻
而
言
,
則
関
係
尤
深
｡

陸
磯
自
己
也
曾
在
男

一
第
文
章
中
I
用
到
鏡
子
的
比
愉
-

鏡
無
蓄
影
,
故
鱗
形
則
照
｡
是
以
虚
己
庶
物
I
必
究
千
襲
之

容
…
挟
情
通
事
ー
不
敬
寓
殊
之
妙
｡

(《演
連
珠
》
三
十
五
.
《文

選
》
巻
五
十
五
)

以

｢髄
物
｣
烏
特
徴
的
購
,
其
蹄
趣
鷹
該
封

｢物
｣
｢究
｣
其

｢容
｣
､

｢観
｣
其

｢妙
｣｡

邪
魔
,
賦
家
選
取
和
虚
理
題
材
時
的

｢虚
己
魔

物
｣
的
精
神
状
態
ー
就
輿
詩
人
的
那
種

｢緑
情
｣
的
即
以
調
動
､
覇

道
内
心
之
情
馬
主
的
美
感
方
式
I
構
成
了
較
馬
明
顕
的
区
別
o

英
二
､
正
如

｢鮭
道
｣
的
過
程
輿
其
結
果
即

｢神
明
｣
的
境
地

相
互
制
約

一
棟
.

｢鮭
物
｣
這
種
虞
理
物
我
関
係
的
特
殊
方
式
典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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賂
在
文
字
上
固
定
下
衆
的

｢劉
亮
｣
風
格
之
間
I
也
有

一
種
必
然
的

関
係
.
開
於

｢劉
亮
｣
.
李
善
帯
之
馬

｢清
明
Lo
這
看
釆
在
含
義
上

興
玄
撃
中

｢清
｣
'
｢亮
｣
等
術
語
頗
接
近
…
而
且
I
這
様
的
詞
費
輿

｢鰻
｣
字
結
合
起
来
使
用
.
也
並
非
出
於
偶
然
,
有
着
玄
学
思
維
方

式
的
影
響
痕
跡
｡

普
然
,

｢鰻
物
而
劉
亮
｣

的
資
現
自
有
其
聾
術
観
照
輿
表
現
的

匠
心
所
在
｡
一
方
面
ー
所
謂

｢鰻
物
｣
.
己
不
停
留
在
馬
着
某
種
致
果

而
作
的
叙
事
性
描
述
.
所
以
.

｢鰻
物
｣
並
不
等
同
於
純
粋
宵
像
式

的

｢寓
寛
｣｡
男

一
方
面
ー
｢劉
亮
｣
的
風
格
又
必
須
在
寓
形
圏
貌
之

中
得
以
呈
現
ー
不
可
能
超
絶
於
具
鮭
的

｢物
｣
｡

郡
磨
.
這
裏
寛
際

上
暗
示
了
由
物
象
形
貌
而
進
入
物
象
紳
理
的
問
題
｡
只
是
在
陸
機
心

日
中
.
似
更
注
垂

｢建
物
｣
所
獲
得
的
理
或
意
｡
這
種
理
或
意
由
於

是
生
動
多
姿
的
物
象
本
身
之
内
在
意
薙
I
所
以
,

｢鮭
物
｣
之
時
便

貴
在
能
窺
破
最
具
意
症
的
部
分
｡
這
不
妨
借
用
陸
磯

《
演
連
珠
》
三

十
六

｢圏
物
恒
審
其
合
｣
'
四
十
五
｢観
物
必
造
其
質
｣
之
語
釆
説
明
｡

炎
文
賦
》
中
論
述

｢其
合
意
也
備
巧
｣
輿
｢憲
司
契
而
馬
匠
｣
I
｢意
｣
的

重
要
性
慮
常
在

｢膿
物
｣
之
賦
的
創
作
中
更
馬
顕
著
O
由
物
之
形
進

窺
物
之
理
ー
就
不
同
於

一
般
的
鋪
陳
所
造
成
的
唯
珠
或
板
帝
的
印
象
,

而
易
於
使
人
有

｢清
明
｣
的
感
受
o
陸
磯
談
到
以
説
理
馬
主
的

｢論
｣

鰻
時
指
出
-
｢論
精
微
而
朗
陽
.｣
這
裏
的

｢朗
暢
｣
輿
賦
鰻
的

｢
劉

亮
｣
.
在
神
明
洞
堂
'
意
得
埋
草
的
意
義
上
.
正
可
資
互
謹
.
陸
磯
従

1
個
新
的
角
度
乗
説
明
賦
鮭
創
作
中
美
感
及
其
表
現
形
態
的
特
徴
I

這

一
理
諭
思
惟
及
蛮
術
観
野
的
獲
得
.
是
受
到
貌
育
玄
撃
的
啓
示
的
｡

三
､
賦
的
特
徴
及
其

｢区
分
｣
法

除
了
考
慮
到

｢鮭
物
｣
之
説
受
到
玄
撃
的
菜
種
啓
示
之
外
,
這

一
投
法
畢
寛
是
虞
在
陸
機
封
文
鮭
加
以
識
別
的
整
鮭
構
想
之
中
.
並

且
也
多
少
鷹
能
徒
費
際
創
作
上
得
到
若
干
験
詔
的
肥
.

封
於
陸
機
的
排
膿
功
夫
ー
黄
侃
先
生
官
有
過

l
個
確
常
的
評

債

-

以
数
字
括
論

一
腹
.
皆
確
不
可
易
｡
(《文
選
平
鮎
》
六
十
二
頁
I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七
)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ー
炎
文
賦
》
在
論
速
了
詩
､
賦
､
碑
'
課
等
十
鰻
之
後
,

接
着
指
出
‥0

0

維
区
分
之
在
葦
ー
亦
禁
邪
而
制
放
～
要
辞
連
而
理
畢
ー
故
無

取
乎
冗
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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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
磨
ー
陸
機
婿
十
種
文
値
的
特
徴

一
一
加
以
確
定
時
,
顕
然
是
垂
在

各
種
文
鰹
的

｢
区
分
｣
上
.
換
言
之
ー
他
馬
了
能
移
説
明
這
種

｢区

分
｣.
勢
必
要
強
調
某

一
文
隆
興
宅
種
文
鰻
相
区
別
的
特
徴
所
在
｡

這

一
鮎
従
輿

《
典
論
論
文
》
的
封
照
中
.
也
許
更
能
看
清
｡

首
先
.
曹
益
是
這
梗
引
出
関
於
文
鮭
的
看
法
的
‥

夫
文
本
同
而
末
異
.
蓋
奏
議
宜
雅
,
書
論
宜
理
I
銘
課
伺
貴
I

詩
賦
欲
寵
｡
此
四
科
不
同
I
故
能
之
者
偏
也
｡
唯
通
才
能
備
其

鮭
.
(《文
選
》
巻
五
十
二
)

管
玉
受
到
劉
助

《
人
物
志
》
思
想
的
影
馨
ー
強
調
能

｢備
其
鮭
｣
的

①

｢適
才
｣
I
所
以
重
在
観
其

｢本
同
｣
之
虞
｡
俵
管
他
也
指
出
了
八
種

文
鰻
有
雅
､
理
､
貴
'
寵
之
分
ー
但
他
並
不
重
在
封
這
些
差
異
的
排

析
ー
故
日
‥
｢能
之
者
偏
也
｣｡
他
欣
賞
的
是

｢適
才
｣
型
的
作
家
｡

而
陸
機
在
此
基
礎
上
談
到
十
種
文
鰻
的
特
徴
.
興
管
玉
的
理
論
相
較

而
言
'
不
僅
是
分
類
更
鵠
細
密
I
而
且
更
重
在
封
文
鮭
風
格
的
本
質

把
撞
｡
如
果
勉
強
可
以
説
管
玉
的
文
鰻
論
遠
有
重
在
観
其
合
的
偏
向
I

都
塵
I
陸
機
則
重
在
観
其
分
.
正
国
鳥
如
此
,
他
封
各
額
文
鰻
審
美

特
徴
的
措
達
也
更
馬
深
入
.

英
次
I
徒

《
文
賦
》
的
内
在
文
理
興
研
優
句
法
来
着
,
封
十
種

陸
放
賦
論
探
徽

(管
)

文
膿
的
特
徴
的
措
速
ー
被
安
排
在

一
種
封
鷹
見
異
的
選
輯
関
係
中
｡

曹
K
j購
八
種
文
鰻
分
為
四
組
ー
各
畢

一
字
加
以
概
括
ー
也
許
後
両
組

｢銘
諌
筒
蜜
'
詩
賦
欲
麗
｣
的

｢資
｣
輿

｢麗
｣
有
封
比
的
意
味
ー

以
琴
不
詩
賦
輿
銘
諌
各
自
猪
特
的
風
格
要
求
.
但
這
種
致
果
遠
不
如

陸
機
封
十
種
文
鮭
特
徴
的
虞
理
来
待
醒
裕
.
陸
機
封
文
鰻
的
排
列
頗

有
深
意
ー
大
要
根
嬢
両
個
標
準
両
横
極
利
用
餅
偶
句
法
在
造
成
封
鷹

輿
対
比
致
果
上
的
長
盛
‥
l
是
着
眼
於
風
格
上
的
強
烈
封
比
,
而
婿

両
種
基
本
上
竃
不
相
千
的
文
鰻
封
鷹
着
論
述
,
以
潰
染
各
自
的
特
異
.

如
賂

｢頭
｣
輿

｢論
｣
､
｢奏
｣
興

｢説
｣
連
属
而
論
ー
｢頭
｣
的

｢優

済
｣
興

｢論
｣
的

｢精
微
｣
可
成
鮮
明
封
照
,
｢奏
｣
的

｢平
徹
以
閑

雅
｣
輿

｢
説
｣
的

｢燥
嘩
而
講
話
｣
有
如
背
造
而
馳
二

一是
清
在
本

質
上
有
可
通
之
虞
的
文
髄

1
起
論
列
ー
以
推
究
其
区
別
所
在
.
上
述

四
鮭
之
外
的
六
鮭
I
幾
乎
都
寵
買
於
這
種
同
中
耕
具
的
限
光
之
下
｡

曹
五
官
渚
詩
興
賦
'
銘
興
謙
並
論
,
陸
機
則
偽
渚
詩
賦
排
作

一
組
I

但
把
銘
諌
折
開
,
而
渚
碑
課
排
在

l
起
,
接
着
渚
銘
歳
排
在

1
起
｡

這

一
調
整
是
有
合
理
性
的
ー
国
鳥
碑
諌
在
文
鮭
功
能
或
用
途
上
更
烏

接
近
,
並
典
同
様
如
此
的
銘
歳
有
所
判
別
｡
都
度
.
碑
輿
諌
'
銘
輿

歳
又
該
如
何
区
分
陀
～

陸
機
所
指
出
的

｢碑
披
文
以
相
質
｣
ー
其
要

43



中
国
文
畢
報

第
四
十
六
筋

鮎
不
僅
在
於

｢文
質
相
牛
｣
(李
善

《文
選
注
》)ー

且
尤
在
於

｢文
其

表
而
質
存
乎
其
里
｣

(《文
選
平
鮎
》
頁
六
十
二
),

這
輿

｢纏
綿
而
凄

恰
｣
之
諌
在
寮
櫨
哀
情
時

1
唱
三
嘆
之
音
ー
可
構
成
某
種
反
差
…
銘

的

｢博
約
而
湿
潤
｣
輿
歳
的

｢頓
挫
而
清
壮
｣
所
給
人
的

一
回
潤

一

痩
硬
之
感
,
也
形
成
封
比
｡
詩
興
賦
的
情
形
也
是
如
此
｡
他
所
論
的

十
腹
中
,
唯
有
這
両
鮭
排
在

l
起
論
述
封

《
典
論

･
論
文
》
後
作
改

動
ー
後
者
僅
是
論
速
其
共
同
的

｢麗
｣
的
特
徴
.
相
対
説
来
,
陸
枚

要
封
這
個
既
有
的
結
論
加
以
賛
展
I
蘭
明
其
匝
別
所
在
.
尤
其
需
要

有
精
深
的
識
力
,
而
他
机
佳

｢緑
情
｣
輿

｢鰻
物
｣
的
不
同
.
直

探
其
在
創
作
過
程
中
美
感
形
成
輿
表
現
的
差
異
.
徒
而
規
定
了

｢給

廉
｣
輿

｢劉
亮
｣
的
風
格
形
態
以
標
示
其

｢匝
分
｣
,
正
是
其
高
明
精

到
之
虞
｡

如
所
周
知
.
炎
文
賦
》
作
為
専
門
的
創
作
論
I
不
足
作
為
純
客
観

的
批
評
.
而
是
帯
着
自
己
在
創
作
上
的

1
伶
性
合
'

1
扮
甘
苦
而
寓

成
的
ー
正
如
他
序
中
節
交
得
的
‥
｢毎
白
魔
文

-
尤
見
其
情
｣
｡
那
磨
I

他
這
様
論
賦
,
在
他
本
人
的
賦
作
中
能
否
得
到

l
定
的
験
謹
泥
-

轟
略
地
看
,
他
的
賦
可
分
作
両
額
,

一
類
出
之
以
｢緑
情
｣
之
筆
,

｢感
時
｣
､
｢嘆
逝
｣
就
直
接
成
島
他
的
賦
題
.
其

《
感
時
賦
》
謂
･･

｢矧
余
情
之
含
棒
,
恒
陪
物
而
槍
酸
.
歴
四
時
之
迭
感
.
悲
此
歳
之

己
寒
.
｣
(四
部
叢
刊
本

《陸
士
衡
文
集
》
巷
1
)
賦
中
所
寓

｢歴
四
時
之

迭
感
｣
興
他
的
詩
中

｢悲
情
解
物
感
｣
是
同

一
情
調
｡
更
可
注
意
的

是
.

｢緑
情
｣

1
詞
除
了
在

炎
文
賦
》
中
論
詩
時
出
現
外
.

遠
有
両

o
O

次
都
出
現
在
英
賦
文
中
I

1
是

《
恩
師
賦
¥
･｢悲
練
情
以
自
誘
ー
憂

解
物
而
生
端
｣
(同
上
巻
二
)､

l
是

《
嘆
逝
賦
3,･･
｢禁
隈
心
其
如
志
I

0
0

京
緑
情
而
来
宅
｣
｡
凡
此
都
可
以
説
明
ー
陸
機
這
類

｢緑
情
｣
之
購
.

是
吸
収
了
詩
的
手
法
和
風
格
而
寓
成
的
.
自
然
不
足
以
在
是
否

｢緑

情
｣
上
興
詩
構
成

｢匝
分
｣｡

男

一
方
面
ー
他
也
創
作
了
相
常
数
量
的

｢鮭
物
｣
之
賦
I
較
馬

出
色
的
有

《
浮
雲
賦
》
､
《
鼓
吹
賦
》
､
《
漏
刻
賦
》
､
《
羽
扇
賦
》
等
ー

炎
文
賦
》
以
及

《
幽
人
賦
》
'
《
暦
嘉
賦
》
､
《
列
儒
賦
》
､
《
凌
宥
賦
》
等

幾
篇
昧
儒
之
作
也
可
婦
人
此
類
.
以
輿

炎
文
賦
》
同
時
所
作
的

《
漏

②

刻
賦
》
馬
例

I

賦
的

l
開
頭
便
寓
道
‥

偉
聖
人
之
制
器
I
妙
高
物
而
馬
基
o
形
岡
隆
而
弗
包
,
理
何

③

遠
而
不
之

｡

他
賦
漏
刻
,
正
是
従
這
種
計
時
之
器
的
形
制
上
,
以
窺
見
其
紳
理
ー

井
使
其

｢形
｣
輿

｢
理
｣
相
得
而
益
彰
I
所
以
ー
賦
的
第
二
段
便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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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事
其
形
御
上
的
特
徴
,
第
三
段
徒
而
挟
襲
其

｢
璽
｣

｢妙
｣
之
所

在

-

考
計
歴
之
潜
慮
,
測
日
月
之
幽
情
.
信
探
蹟
之
妙
術
.
維
無

紳
共
著
震
｡

但
他
並
不
把
形
興
神
､
物
輿
理
分
作
両
戟
ー
因
而
注
重
封
形
態
本
身

的
停
紳
寓
照
.
即
以
封

｢
立
腹
也
簡
｣
､
｢候
物
也
轟
｣
的
漏
刻
形
制

的
描
事
而
言
I
就
非
常
荘
重
在
動
態
効
果
上
運
筆
‥

撃
金
壷
以
南
羅
,
蔵
幽
水
而
北
戟
…
擬
洪
殺
於
編
鋸
,
順
卑

高
而
馬
級
…
激
懸
泉
以
速
射
ー
跨
飛
途
而
造
集
…
伏
陰
轟
以
承

波
ー
香
恒
流
其
如
招
｡

這
裏

一
気
用
了

｢撃
｣
､
｢蔵
｣
､
｢擬
｣
､
｢順
｣
､
｢激
｣
､
｢跨
｣
､
｢伏
｣
､

｢呑
｣
八
個
動
詞
領
頭
的
句
子
.
以
形
容
漏
刻
的

｢来
象
紳
造
.
去

猶
鬼
幻
,
国
勢
相
引
I
乗
蚕
自
薦
ー
口
約
胸
吐
.
水
無
滞
咽
｡
-
-

寵
八
極
於
千
分
,
度
量
夜
乎

一
箭
｣
(同
上
巻
四
)｡

讃
乗
頗
有
亮
達

之
感
｡那

磨
,
結
合
其
理
論
輿
創
作
賓
蹟
看
,
陸
機
之
所
以
用

｢鮭
物

而
劉
亮
｣
揮

｢賦
｣,
大
鮭
上
是
着
眼
於
賦
隆
興
詩
隆
能
移
構
成

｢区

分
｣
的

一
面
而
立
論
的
o

也
許
在
他
心
日
中
ー

｢鰻
物
｣
之
賦
展
於

陸
棲
賦
論
探
微

(管
)

賦
鰻
的
本
色
,
而
緑
情
感
物
之
賦
則
屠
於
某
種
襲
調
ー
即
吸
取
了
詩

鮭
的
感
受
輿
表
現
方
法
I
而
鰻
現
馬
輿
詩
合
流
的
傾
向
O
可
見
.
荏

論
述
文
鰹
的
標
準
風
格
,
尤
其
是
注
垂
排
析
文
鮭
之
異
的
理
論
暦
攻

上
I
陸
機
的

｢鮭
物
而
劉
亮
｣
之
義
I
己
経
較
好
地
完
成
了
英
理
論

使
命
.
如
果
説
後
乗
的
劉
就
以
｢鰻
物
寓
意
｣
乗
説
明
賦
鰹
創
作
的
内

容
特
徴
(《文
心
離
龍
･
詮
賦
》
I
指
文
潤
《文
心
離
龍
注
》I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I
一
九
六
二
)I
在
理
論
上
席
待
更
薦
折
衷
囲
融
的
話
.
郡
磨
.
徒

文
鮭
耕
具
的
角
度
来
着
ー
陸
機
的

｢鮭
物
而
劉
亮
｣
訣
却
正
有

丁
種

｢片
面
的
深
刻
｣
的
教
具
.
也
正
困
篤
如
此
,
後
人
可
以
用

｢鮭
物
｣

④

l
詞
直
接
作
為
賦
的
代
稀

,

而
決
不
能
以

｢寓
志
｣
指
代
購
｡

四
､
承
先
啓
後
的
理
論
地
位

白
浜
代
以
来
I
人
僧
就

一
直
在
探
尋
賦
鮭
的
本
質
.
並
試
固
封

之
作
出
恰
常
的
説
明
I
但
固
於

《
詩
》
教
観
念
.
難
有
理
論
上
的
突

破
o
随
着
創
作
的
襲
展
和
文
学
観
念
的
成
熟
,
閑
於
賦
鰻
的
理
論
舞

識
也
日
益
深
化
｡
陸
機
賦
論
在
這

一
深
化
過
程
中
的
承
先
啓
後
性
是

相
常
突
出
的
｡

就
其
承
先
的

l
面
看
,
他
纏
承
了
曹
基
的
文
学
眼
光
,
進

1
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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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文
鰻
特
徴
的
形
成
置
於
創
作
過
程
之
内
加
以
討
論
I
在
這

一
新
的

文
筆
観
野
中
ー
封
漠
代
賦
論
的
審
美
内
核
也
有
所
提
取
｡
容
易
知
遺
,

徒
表
面
上
看
,
曹
K
i的

｢詩
賦
欲
琵
｣

一
語
似
乎
是
揚
雄

｢節
人
之

賦
麗
以
淫
.
詩
人
之
賦
麗
以
則
｣
(《法
言
'
吾
子
》.
《新
編
諸
子
集
成
》

本
'
一
九
八
七
)
両
句
話
的
縮
略
,
但
資
質
上
却
反
映
了
両
種
不
同
的

思
惟
方
式
和
文
撃
眼
光
｡
揚
雄
的
観
鮎
作
為
漠
代
重
蔵
政
教
功
用
的

代
表
I
強
調
封
文
学
作
経
義
上
的
肯
定
或
規
範
,
困
而
,
他
維
然
提

到
詩
､
賦
之

｢麗
｣
的
特
徴
,
但
更
烏
注
重

｢淫
｣
典

｢則
｣
的
分

析
和
限
定
.
而
曹
益
的

｢詩
賦
欲
麗
｣
課
則
渚

｢麗
｣
親
鳥
詩
賦
的

本
質
展
性
而
加
以
正
面
肯
定
和
提
侶
.
這
確
貴
反
映
了
文
学
観
念
的

一
種
更
新
和
拓
展
,
有
利
於
形
成
建
構
於
文
学
本
位
的
系
統
文
鮭
論
｡

曹
然
ー
自
漠
代
以
来
I
人
間
未
嘗
没
有
渉
及
過
賦
的
創
造
特
徴
ー

這
大
致
可
以
分
雷
雨
類
‥
l
類
是
賦
家
徒
創
作
寛
践
出
額
而
略
有
掲

示
ー
如
揚
雄

｢
以
薦
賦
者
I
帯
以
風
也
O
必
推
類
而
言
ー
極
麗
廉
之

辞
I
閏
修
宜
行
I
競
於
使
人
不
能
加
也
'
既
乃
蹄
之
於
正
｣
(《草
書
》

本
俸
)｡
所
謂

｢
推
額
而
言
｣
,
是
指
封
素
材
和
題
材
的
反
鷹
和
虞
理

方
式
ー
而

｢極
麗
廃
之
辞
｣､
｢問
修
巨
街
｣
就
是
形
式
風
格
上
的
特

徴
｡

男

一
類
是
軽
挙
家
在
解
揮

《
詩
》
｢六
義
｣
中
的

｢賦
｣
時
ー
自

覚
戎
不
日
発
砲
引
入
了
漢
賦
的
創
作
特
徴
ー
例
如
鄭
玄

内
周
穫

･
春

官
宗
伯

･
大
師
》
注
謂
-
｢賦
老
I
直
鋪
陳
今
之
政
教
善
悪
｡
｣
他
封

｢賦
｣
古
義
的
這
種
解
揮
ー
末
嘗
不
是
有
見
於
賦
鰻
的
鋪
陳
性
特
徴
,

而
他
的
這
種
解
揮
反
過
来
也
在

一
定
意
義
上
可
以
反
映
漢
賦
的
某
種

題
材
戎
主
題
傾
向
｡

但
陸
機
的

｢睦
物
｣
之
課
役
有
直
接
接
嗣

｢推
薪
｣
戎

｢鋪
陳
｣

之
説
,
也
許
是
考
慮
到
揚
経
典
鄭
玄
之
説
都
輿

｢政
教
善
悪
｣
結
合

得
大
緊
,
所
以
使
徒

｢鰹
物
｣
這
個
新
角
度
立
論
ー
賓
際
上
也
正
是

受
到
建
安
以
来
文
学
本
身
的
自
発
性
和
猪
立
債
値
的
琴

ボ
ー
構
成
封

｢
推
額
而
言
｣
或

｢鋪
陳
｣
之
義
的
更
為
内
在
的
説
明
.

興
陸
機
差
不
多
同
時
,
西
晋
賦
壇
遠
出
現
了
以
皇
甫
諾
､
肇
虞
､

左
思
馬
代
表
的
男

一
種
傾
向
的
賦
論
｡
他
旧
姓
然
也
反
封
漠
賦
的
過

度
的
香
飾
作
風
,
但
其
理
論
的
出
挙
鮎
却
興
陸
機
大
不
相
同
.
梢
作

比
較
,
便
可
看
出
他
僧
封
賦
鰻
創
作
弊
端
批
判
錐
力
,
但
其
審
美
意

義
上
的
理
論
建
樹
則
遠
不
如
陸
機
充
分
｡
首
先
I
他
僧
大
都
圃
於
漢

代
賦
論
政
教
風
化
的
観
念
,
而
封
賦
鰹
木
身
的
認
識
少
有
突
破
｡
如

皇
甫
諾

雪
面

賦
序
》
謂
-

｢賦
也
者
I
所
以
困
物
造
端
.
敷
弘
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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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ー
欲
人
不
能
加
也
O
‥
-
･昔
之
薦
文
者
I
非
萄
備
辞
而
己
.
賂
以

紐
之
王
教
I
本
乎
勧
戒
也
｡｣
(《文
選
》
巷
四
十
五
)撃
虞
封

｢賦
有
四

過
｣
的
押
撃
(《文
章
流
別
論
》
.
《全
菅
文
》
巻
七
十
七
)
興
左
思
封
賦
的

｢美
物
者
貴
依
其
本
.
讃
事
老
宜
本
其
寛
｣
的
要
求

(《
三
都
賦
序
》
,

⑤

《文
選
》
巻
四
)
相
互
呼
鷹

O

由
於
其
理
論
出
費
鮎
没
有
能
超
越
漢
代

美
刺
勧
戒
的
文
垂
観
I
困
此
I
無
論
是
渉
及
到
賦
的

｢固
辞
｣
特
徴
,

還
是
在

｢徽
章
｣
方
面
倣
文
章
ー
都
不
及
陸
機
的
賦
論
富
於
建
設
性

的
理
論
意
義
｡

就
其
啓
後
的

一
面
看
.
主
要
髄
現
在
理
論
上
絵
予
劉
就
賦
論
和

後
代
昧
物
理
論
的
某
種
啓
辿
,
以
及
賓
抜
上
封
六
朝
賦
鰻
創
作
的
推

動
｡

作
為
封
賦
的
専
論
.
劉
就
《
文
心
願
龍

･
詮
賦
》
篇
綜
理
了
歴
乗

的
各
種
看
法
ー
封
賦
鰻
得
出
了
如
下
的
界
説
-

｢賦
者
I
鋪
也
･-捕

采
拘
文
I
鰻
物
寓
志
也
｡
｣
其
中
直
接
用
到
陸
機
的

｢鮭
物
｣
之
詞
｡

従
劉
鹿
封
歴
代
賦
鮭
代
表
作
品
以
及
典
範
風
格
的
許
適
者
,
他
是
以

曹
基
的

｢麗
｣
輿
陸
機
的

｢
劉
亮
｣
之
義
薦
基
礎
.
而
進

1
歩
候
理

化
了
o
閑
於
賦
鮭
創
作
的
規
範
程
序
,
劉
蕊
認
為
是
這
様
的
‥

0

原
夫
登
高
之
旨
'

蓋
親
物
興
情
｡

情
以
物
興
ー

政
義
必
明

陸
枚
賦
論
探
徹

(管
)

雅
-
物
以
情
親
ー
故
詞
必
巧
麗
o

令

他
把
古
代
蔭
制
中
的

｢登
高
｣
作
了
文
学
性
的
特
化

ー

引
導
出

｢情
｣

輿

｢物
｣
的
関
係
.
也
就
是
蛮
術
主
隆
興
客
鰻
的
関
係
ー
而
封
此
陸

機
的

｢鰹
物
｣
之
義
中
己
有
渉
及
｡
維
然
劉
就
更
注
重
心
物
関
係
中

｢情
｣
的
作
用
,
但
貴
際
上
要
倣
到

｢義
必
明
雅
｣
.
在

｢情
以
物

興
｣
的
同
時
I
還
需
要

｢神
輿
物
遊
｣｡
他
曾
在

《
紳
思
》
貨
車
提

到

｢紳
異
物
遊
｣.
井
提
到

｢物
以
貌
求
,
心
以
理
鷹
｣｡
這
種
封
物

的
貌
理
乗
求
的
方
式
,
正
不
達
陸
機

｢鮭
物
｣
宗
旨
｡
可
見
I
維
然

劉
放
論

｢立
賦
之
大
鰻
｣
時
,
襲

｢鮭
物
｣
而
馬

｢観
物
興
情
｣
ー

但

｢明
雅
｣
興

｢
劉
亮
｣
義
甚
技
近
ー

説
明
其

｢義
必
明
雅
｣
的
要

求
遠
是
受
到
陸
機
定
義
的
影
響
的
｡

従
陸
磯
封
劉
蕊
賦
論
的
影
響
ー
己
可
窺
見
其
中
就
包
含
着
閑
於

昧
物
的

l
些
基
本
原
則
｡
維
然
賦
鮭
在
昧
物
方
面
的
積
累
和
経
験
較

早
'
較
著
I
但
昧
物
題
材
並
非
賦
腹
筋
専
有
I
後
世
詩
､
詞
､
曲
中

均
頗
常
見
｡
那
磨
.
賦
論
中
所
渉
及
到
的
若
干
昧
物
原
則
也
就
可
能

具
有
更
為
普
遍
的
理
論
意
義
.
前
面
己
捷
到
,
陸
機

｢鰻
物
｣
之
説
所

要
求
的
是
封

｢物
｣
之
形
興
理
或
貌
輿
両
的
並
畢
ー
郡
磨
ー
｢鰻
物
｣

的
過
程
就
意
味
着
並
非
只
是
制
作

｢物
｣
的
葦
本
,
而
是
要
在
謄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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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
采
中
有
更
深
的
掲
示
ー
万
能
達
到

｢劉
亮
｣
之
境
｡
這
就
啓
襲
了

後
世
講
究
昧
物
時
不
即
不
離
的
理
論
ー
例
如
ー
南
宋
詞
寧
家
張
炎
談

到
詞
中
晩
物
之
難
時
説
-

｢鮭
認
棺
虞
.
則
拘
而
不
暢
…
模
寓
差
遠
,

則
晦
而
不
明
｡
｣
(《詞
源
･
昧
物
》
ー
夏
東
棄

《詞
源
注
》I
人
民
文
筆
出
版

社
I
l
九
六
三
)
把
明
暢
作
為
昧
物
的
理
想
之
境
乗
提
侶
ー
這
輿

｢鮭

物
而
劉
亮
｣
之
義
就
不
能
不
説
有

一
定
的
構
通
之
虞
｡

陸
機
的

｢緑
情
｣
説
突
破
了
以
徒
的

｢詩
言
志
｣
的
規
範
,
｢鰻

物
｣
諌
摸
落
了
昔
時
の
然
流
行
的
以
諌
成
鳥
宗
旨
的
停
統
辞
賦
観
,

的
確
標
誌
了
文
筆
観
念
的
劃
時
代
的
奨
草
和
遮
韓
,
並
敏
感
地
掲
示

了
貌
晋
以
来
詩
賦
的
新
的
賛
展
趨
勢
.
這

l
理
論
地
位
的
獲
得
.
輿

玄
寧
思
惟
不
馬
無
縁
,
同
時
也
更
是
基
於
他
在
文
学
創
作
上
的
造
詣

和
反
省
力
ー
所
以
是
値
得
接
受
積
極
的
肯
定
的
｡
男
外
遠
慮
指
出
I

｢鰹
物
而
劉
亮
｣
畢
責
是
褒
続
着

｢物
｣
的
.
封
物
態
的
生
動
逼
虞

的
描
給
能
力
,

也
就
是
所
謂

｢寓
物
圏
貌
.
蔚
似
離
宝
｣
(《詮
院
》).

常
是
其
題
中
慮
有
之
義
ー
這
封
晋
宋
以
後
山
水
文
学
的
興
起
以
及
昧

物
賦
的
盛
行
,
是
理
論
上
的
同
時
也
是
賓
践
上
的

一
種
準
備
｡
但
拘

以
形
似
却
不
能
課
是

｢鰹
物
｣
之
課
的
本
指
.
国
此
,
後
世
由

｢巧

橋
形
似
之
言
｣
而
導
敦
的
種
種
流
弊
.
也
就
不
能
完
全
蹄
答
於
陸
機

的
理
論
｡

注

G
)
《人
物
志
》
重
税

｢乗
材
｣
甚
於

｢偏
至
之
材
｣O
参
照
鎖
線

《略
述

劉
郁

(
人
物
志
)》
.
載
其

《中
国
学
術
思
想
史
論
叢
》
(三
)
(東
大
圏

書
公
司
ー
一
九
八
一
)

④

陸
雲

《興
兄
平
原
書
》
之
九
封
陸
機

《文
賦
》ー
《漏
(刻
)賦
》
等
作

品
〓

加
以
評
析
後
指
出
‥
｢兄
頓
作
爾
多
文
ー
而
新
奇
乃
爾
｡｣
(《全

音
文
》
巻
1
百
二
)
可
知
以
上
諸
作
成
於
同
l
時
期
｡

④

此
虚
的

｢妙
高
物
｣
有

｢困
自
然
｣
之
意
｡
陸
鶴

《列
儒
賦
》
日
･･

｢夫
何
列
儒
之
玄
妙
ー
超
蘇
生
乎
世
表
｡
困
自
然
以
為
基
.
仰
造
化
而

間
道
｣
(《陸
士
衡
文
集
》
竜
三
)又
其

《
羽
扇
賦
》
謂
羽
扇
之
用
乃

｢妙

自
然
以
夢
言
.
故
不
積
而
能
散
O
其
執
手
也
安
.
其
魔
物
也
誠
-
･･･憲

塞
僕
於
造
化
.
審
虞
則
而
妙
観
｡｣
(巻
四
)ー
可
賓
互
讃
.
這
里
ー
他
在

｢鰻
物
｣
中
有
意
識
地
追
求

｢玄
妙
｣
之
境
I
蘇
然
有
道
家
自
然
之
旨

的
影
響
｡

④

桃
最

《緯
董
品
》
評
衰
質
墓
云
‥
｢若
方
之
鰻
物
.
則
伯
仁

《龍
馬
》

之
詞
…
比
之
書
翰
ー
則
長
胤

《
狸
骨
》
之
方
o
維
語
跡
異
途
I
而
妙
理

同
蹄

一
致
｡｣
(張
彦
速

《歴
代
名
筆
記
》
奄
玉
.
人
民
美
術
出
版
社
,

1
九
六
三
)這
裏
的

｢鰻
物
｣
削
代
指
賦
鮭
o
黄
章
字
伯
仁
I
撰
有
《龍

馬
賦
》.
見

《初
学
記
》
巻
二
十
九
(中
華
書
局
排
印
本
I
1
九
六
二
)0

⑨

在
撃
虞
之
前
ー
曹
五
官
在

《答
下
蘭
数
》
中
提
出
‥
｢賦
者
.
言
草

斯
之
所
附
也
｡｣
並
認
馬

鹿
倣
到
｢作
者
不
虚
其
詞
.
受
者
必
常
英
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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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
三
園
文
》
巻
六
)
但
他
是
有
特
殊
情
況
才
這
棟
立
説
的
I
郎
下
蘭

作
了

《
賛
述
太
子
賦
》
,
而
作
為
鮭
節
性
答
復
.
他
的
括
詞
意
在
表
示

自
己
的
謙
虚
｡

㊥

｢
登
高
｣

一
詞
詞
義
的
韓
換
出
現
較
早
,
韓
嬰

《
韓
詩
外
俸
》
巻
七

中
己
婿
登
高
揮
爵
登
山

(許
維
藩
校
岸
本
.
中
華
書
局
I

1
九
八
〇
)
.

《
三
園
志

･
武
帝
紀
》
蓑
注
引

《
貌
書
》
更
稀
武
帝

｢
登
高
必
賦
｣
ー
即

従
事
文
学
創
作

(中
華
書
局
排
印
本
I

1
九
五
九
)a

(追
記
)

こ
の
文
章
は
'

一
九
九
二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に
京
都
大
学
中
国
文

学
合
の
主
催
で
行
わ
れ
た
講
演
を
も
と
に
書
か
れ
た
も
の
で
あ
る
｡

陸
棲
賦
論
探
徽

(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