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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靈
運
《
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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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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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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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霊
運
《
擬
魏
太
子
　

中
詩
八
首
》
二
題孫

　

　

 

明
　

君

【
内
容
提
要
】
關
於
謝
靈
運
的
《
擬
魏
太
子

中
集
詩
八
首
》
的
寫
作
年
代
歴
來
存
在
不
同
看
法
。
本
文
認
爲
謝
靈
運
《
擬

中
》

完
成
于
烏
衣
之
遊
解
散
數
年
之
後
，
大
約
在
義
熙
十
一
年
前
後
。
學
術
界
對
謝
靈
運
《
擬

中
》
寫
作
動
機
的
探
究
，
主
要
有
模

擬
説
、
隱
喩
説
、
再
現
説
等
。
以
上
説
法
從
不
同
的
角
度
觸
及
了
謝
靈
運
詩
歌
的
内
在
意
蘊―

―

士
族
意
識
。《
擬

中
》
是
謝

靈
運
士
族
意
識
在
模
擬
之
作
中
的
折
射
，
它
透
露
了
士
族
詩
人
對
現
實
的
不
滿
，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再
現
了
中
古
貴
族
生
活
的
場
景
。

與
其
説
謝
靈
運
在
擬
作
中
所
表
現
的

中
生
活
是
一
段
讓
人
心
儀
的
歴
史
追
憶
，
不
如
説
它
是
士
族
心
目
中
的
烏
托
邦
世
界
。

一　

謝
靈
運
《
擬
魏
太
子

中
集
詩
八
首
》
作
年
臆
度

　
　

關
於
謝
靈
運
的
《
擬
魏
太
子

中
集
詩
八
首
》（
以
下
簡
稱
爲
《
擬

中
》）
的
寫
作
年
代
，
目
前
主
要
有
三
種
看
法
。

　
　

第
一
種
看
法
認
爲
《
擬

中
》
的
寫
作
與
謝
靈
運
和
廬
陵
王
劉
義
眞
的
交
遊
相
關
。
其
中
，
有
人
認
爲
創
作
于
劉
義
眞
去
世
之
前
，

有
人
認
爲
完
成
于
劉
義
眞
去
世
之
後
。
清
人
何

説
：
「
當
是
與
廬
陵
周
旋
時
所
擬

）
1
（

」。
永
初
二
年
（
四
二
一
）
正
月
，
劉
義
眞
以
揚
州

刺
史
改
任
司
徒
，
此
時
，
靈
運
任
太
子
左
衛
率
，
顏
延
之
任
太
子
舍
人
。
永
初
三
年
（
四
二
二
）
五
月
宋
武
帝
劉
裕
去
世
，
七
月
謝
靈

運
離
開
京
城
出
守
永
嘉
。
可
見
「
與
廬
陵
周
旋
時
」
當
指
從
永
初
二
年
（
四
二
一
）
正
月
至
永
初
三
年
（
四
二
二
）
夏
天
這
一
段
時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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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人
呉
淇
《
六
朝
選
詩
定
論
》
云
：
「
及
其
擬
子
建
詩
，
…
…
使
人
知
平
原
侯
植
之
爲
廬
陵
王
義
眞
耳
。」
顧
紹
柏
先
生
認
爲
：
「
靈
運

這
一
組
詩
，
大
概
作
於
元
嘉
三
年
至
五
年
（
西
元
四
二
六
〜
四
二
八
）。
時
靈
運
在
京
任
秘
書
監
，
侍
中
。
…
…
如
此
不
受
重
用
，
意

甚
不
平
，
蓋
由
此
而
回
憶
起
永
初
年
間
與
廬
陵
王
劉
義
眞
以
及
顏
延
之
等
朝
夕
相
處
的
一
段
美
好
生
活
，
自
不
免
感
慨
良
多
，
遂
擬

詩
八
首
以
寄
其
意

）
2
（

。」
第
二
種
看
法
認
爲
完
成
于
謝
靈
運
生
命
的
最
後
幾
年
。
方
回
《
顏
鮑
謝
詩
評
》
云
：
「
序
云
：
『
其
主
不
文
』，
又

曰
：
『
雄
才
多
忌
』。
使
宋
武
帝
、
文
帝
見
之
，
皆
必
切
齒
。
蓋
『
不
文
』
明
譏
劉
裕
，『
多
忌
』
亦
誅
徐
、
傅
、
謝
、
檀
之
所
諱
也
。
靈

運
坐
誅
，
此
序
亦
賈
禍
一
端
也
。」
他
認
爲
靈
運
以
「
序
」
反
抗
現
實
，
譏
刺
劉
裕
父
子
，
此
爲
被
殺
害
的
原
因
之
一
。
梅
家
玲
教
授
認

爲
《
擬

中
》
的
寫
作
年
代
未
可
確
考
，
但

同
時
又
説
：
「
則
靈
運
擬
作
總
序
中
的
『
歳
月
如
流
，
零
落
將
盡
，
撰
文
懷
人
，
感
往
增

愴
』，
便
不
僅
是
『
魏
文
』
的
撰
輯
動
機
而
已
，
它
甚
至
還
寄
予
了
靈
運
的
擬
作
動
機
；
其
所
『
懷
』
之
『
人
』，
不
惟
是

下
諸
子
，
亦

且
是
與
其
『
以
文
章
賞
會
，
共
爲
山
澤
之
遊
』
的
親
交
友
朋

）
3
（

。」
據
《
宋
書
・
謝
靈
運
傳
》
可
知
，「
山
澤
之
遊
」
開
始
於
元
嘉
五
年
（
四
二
八
），

到
了
元
嘉
七
年
（
四
三
〇
）
春
天
，「
山
澤
之
遊
」
的
骨
幹
成
員
謝
惠
連
離
開
了
始
寧
，
元
嘉
八
年
（
四
三
一
）
謝
靈
運
赴
京
上
《
自
理
表
》，

「
山
澤
之
遊
」
解
散
。
元
嘉
十
年
（
四
三
三
）
謝
靈
運
在
廣
州
被
殺
。
如
此
看
來
，
懷
念
「
山
澤
之
遊
」
的
詩
作
當
作
於
元
嘉
八
年
（
四
三
一
）

前
後
。
第
三
種
看
法
由
鄧
仕
梁
先
生
提
出
，
他
説
：
「
也
不
能
排
除
作
於
早
歳
模
擬
用
功
於
五
言
詩
的
可
能
性

）
4
（

。」
以
上
三
種
看
法
中
，

第
一
種
看
法
爲
大
多
數
學
者
所
認
同
，
流
傳
最
廣
，
影
響
最
大
。
第
二
種
看
法
無
人
公
開
提
出
，
只
是
本
文
作
者
的
推
導
。
第
三
種
看

法
是
原
文
作
者
的
推
測
之
言
，
響
應
者
寥
寥
。

　
　

自
古
以
來
，
凡
探
討
《
擬

中
》
之
寫
作
年
代
、
寫
作
動
機
者
，
雖
然
最
後
的
結
論
各
不
相
同
，
但
無
不
重
視
《
擬

中
序
》。
呉

淇
《
六
朝
選
詩
定
論
》
就
説
過
：
「
康
樂
隱
情
，
盡
在
此
序
中
。
作
者
依
此
爲
柄
而
作
，
讀
者
依
此
爲
柄
而
讀
，
斯
得
之
矣
。」
如
此
説
來
，

要
探
討
《
擬

中
》
的
撰
寫
年
代
，
我
們
也
只
能
從
《
擬

中
序
》
入
手
去
考
察
。「
序
」
云
：
「
建
安
末
，
余
時
在

宮
，
朝
遊
夕
燕
，

究
歡
愉
之
極
。
天
下
良
辰
美
景
，
賞
心
樂
事
，
四
者
難
並
。
今
昆
弟
友
朋
，
二
三
諸
彦
，
共
盡
之
矣
。
古
來
此
娯
，
書
籍
未
見
，
何
者
？

楚
襄
王
時
有
宋
玉
、
唐
景
，
梁
孝
王
時
有
鄒
、
枚
、
嚴
、
馬
，
遊
者
美
矣
，
而
其
主
不
文
；
漢
武
帝
徐
樂
諸
才
，
備
應
對
之
能
，
而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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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
多
忌
，
豈
獲
晤
言
之
適
？
不
誣
方
將
，
庶
必
賢
於
今
日
爾
。
歳
月
如
流
，
零
落
將
盡
，
撰
文
懷
人
，
感
往
增
愴
。」
這
一
段
話
提
示

我
們
：
一
是
作
者
經
歴
過
一
段
「
朝
遊
夕
燕
」、「
歡
愉
之
極
」
的
享
樂
生
活
，
這
一
段
生
活
已
經
成
爲
過
去
式
，
詩
人
對
這
段
生
活
無

限
懷
戀
；
二
是
當
年
一
起
遊
宴
的
主
要
人
物
中
已
經
有
人
離
世
，
所
以
作
者
才
會
「
撰
文
懷
人
，
感
往
增
愴
」。

　
　

作
爲
高
門
士
族
子
弟
，
謝
靈
運
一
生
都
衣
食
無
憂
、
生
活
奢
侈
。
相
對
來
説
，
與
友
人
「
朝
遊
夕
燕
」、「
歡
愉
之
極
」
的
生
活
主

要
集
中
在
下
面
三
段
時
間
。
一
是
青
少
年
時
代
與
族
叔
謝
混
等
人
的
烏
衣
之
遊
。
謝
靈
運
十
五
歳
時
回
到
了
建
康
城
内
謝
氏
府
邸
烏

衣
巷
，
與
族
叔
謝
混
、
從
弟
謝
瞻
、
謝
晦
、
謝
曜
、
謝
弘
微
等
度
過
了
數
年
遊
樂
生
活
。《
宋
書·

謝
弘
微
傳
》
云
：
「（
謝
）
混
風
格
高

峻
，
少
所
交
納
，
唯
與
族
子
靈
運
、
瞻
、
晦
、
曜
、
弘
微
以
文
義
賞
會
，
常
共
宴
處
，
居
在
烏
衣
巷
，
故
謂
之
烏
衣
之
遊
。
混
詩
所
言

『
昔
爲
烏
衣
遊
，
戚
戚
皆
親
姓
』
者
也
。
其
外
雖
複
高
流
時
譽
，
莫
敢
造
門
。」
二
是
與
廬
陵
王
劉
義
眞
等
人
的
京
師
之
遊
。《
宋
書
・
謝

靈
運
傳
》
云
：
「
廬
陵
王
義
眞
少
好
文
籍
，
與
靈
運
情
款
異
常
。
少
帝
即
位
，
權
在
大
臣
，
靈
運
構
扇
異
同
，
非
毀
執
政
，
司
徒
徐
羨

之
等
患
之
，
出
爲
永
嘉
太
守
。」《
宋
書
・
廬
陵
王
傳
》
云
：
「
義
眞
聰
明
愛
文
義
，
而
輕
動
無
德
業
。
與
陳
郡
謝
靈
運
、
琅
邪
顏
延
之
、

慧
琳
道
人
並
周
旋
異
常
，
云
得
志
之
日
，
以
靈
運
，
延
之
爲
宰
相
，
慧
琳
爲
西
豫
州
都
督
。
徐
羨
之
等
嫌
義
眞
與
靈
運
、
延
之
昵
狎
過

甚
，
故
使
范
晏
從
容
戒
之
。
義
眞
曰
：『
靈
運
空
疏
，
延
之
隘
薄
，
魏
文
帝
云
鮮
能
以
名
節
自
立
者
。
但
性
情
所
得
，
未
能
忘
言
於
悟
賞
，

故
與
之
遊
耳
。』」
三
是
與
從
弟
謝
惠
連
等
人
的
「
山
澤
之
遊
」。《
宋
書
・
謝
靈
運
傳
》
云
：
「
靈
運
以
疾
東
歸
，
而
遊
娯
宴
集
，
以
夜
續

晝
，
複
爲
禦
史
中
丞
傅
隆
所
奏
，
坐
以
免
官
。
是
歳
，
元
嘉
五
年
。
靈
連
既
東
還
，
與
族
弟
惠
連
、
東
海
何
長
瑜
、
潁
川
荀
雍
、
泰
山

羊
之
，
以
文
章
賞
會
，
共
爲
山
澤
之
遊
，
時
人
謂
之
四
友
。
惠
連
幼
有
才
悟
，
而
輕
薄
不
爲
父
方
明
所
知
。
靈
運
去
永
嘉
還
始
甯
，
時

方
明
爲
會
稽
郡
。
靈
運
嘗
自
始
寧
至
會
稽
造
方
明
，
過
視
惠
連
，
大
相
知
賞
。
時
長
瑜
教
惠
連
讀
書
，
亦
在
郡
内
，
靈
運
又
以
爲
絶
倫
，

謂
方
明
曰
：
『
阿
連
才
悟
如
此
，
而
尊
作
常
兒
遇
之
。
何
長
瑜
當
今
仲
宣
，
而
飴
以
下
客
之
食
。
尊
既
不
能
禮
賢
，
宜
以
長
瑜
還
靈
運
。』

靈
運
載
之
而
去
。」

　
　

這
三
個
時
段
的
遊
樂
體
驗
，
都
有
可
能
成
爲
《
擬

中
序
》
中
「
朝
遊
夕
燕
」、「
歡
愉
之
極
」
的
素
材
和
背
景
。「
山
澤
之
遊
」
之
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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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謝
靈
運
爲
核
心
。
那
麼
有
可
能
是
謝
靈
運
自
比
爲
曹
丕
，
以
族
弟
謝
惠
連
、
友
人
何
長
瑜
、
荀
雍
、
羊
之
等
人
比
附

下
文
人
。
但

是
，「
山
澤
之
遊
」
的
成
員
並
没
有
人
離
世
，
不
符
合
「
撰
文
懷
人
，
感
往
增
愴
」
的
條
件
，
應
該
排
除
。
由
於
同
樣
的
原
因
，「
當
是

與
廬
陵
周
旋
時
所
擬
」
的
看
法
也
應
該
否
定
。

　
　

假
設
京
師
之
遊
果
然
是
「
朝
遊
夕
燕
」、「
歡
愉
之
極
」
的
原
型
，
那
麼
，
劉
義
眞
是
當
然
的
領
袖
，
組
詩
應
該
是
以
劉
義
眞
比
附

曹
丕
，
以
謝
靈
運
、
顏
延
之
、
慧
琳
道
人
比
附

下
文
人
。
顧
紹
柏
先
生
即
持
這
種
觀
點
，
他
説
：
「
劉
義
眞
是
靈
運
諸
人
的
領
袖
，

正
如
曹
丕
是

中
文
人
的
領
袖
一
樣
，
因
此
靈
運
一
再
稱
頌
曹
丕
而
無
微
詞
；
如
果
《
平
原
侯
植
》
這
首
詩
是
寫
曹
植
遭
受
曹
丕
迫
害

從
而
影
射
劉
義
眞
無
辜
被
害
，
那
就
會
造
成
主
題
的
分
裂
，
這
不
符
合
靈
運
的
本
意

）
5
（

。」
的
確
，
詩
人
並
没
有
借
曹
植
以
隱
喩
劉
義
眞
。

同
時
，
詩
人
也
並
非
要
借
曹
丕
以
隱
喩
劉
義
眞
。
組
詩
渉
及
到
了
八
人
，
除
了
曹
丕
曹
植
兄
弟
之
外
，

下
文
士
都
已
經
「
零
落
」，

面
對
當
年
「
朝
遊
夕
燕
」
之
時
的
作
品
，
組
織
者
主
持
者
「
魏
太
子
」
寫
序
以
緬
懷
過
去
，
抒
發
感
傷
之
情
。
而
劉
義
眞
早
已
離
世
，
是

詩
人
懷
念
的
對
象
，
並
不
符
合
組
織
者
主
持
者
的
標
準
。
同
樣
的
道
理
，
謝
混
雖
然
是
「
烏
衣
之
遊
」
中
的
領
袖
人
物
，
但
他
在
義
熙

八
年
（
四
一
二
）
下
獄
而
死
，
也
不
能
作
爲
組
詩
的
組
織
者
和
主
持
者
。

　
　

如
此
看
來
，
烏
衣
之
遊
、
京
師
之
遊
和
「
山
澤
之
遊
」
都
不
能
完
全
對
應
《
擬

中
序
》。
長
期
以
來
，
我
們
都
過
分
依
賴
於
《
擬

中
序
》，
過
分
誇
大
了
《
擬

中
序
》
的
作
用
。
以
上
分
析
表
明
，
要
探
討
《
擬

中
》
的
撰
寫
年
代
，
不
能
只
是
膠
著
於
《
擬

中
序
》。

詩
人
在
現
實
中
的
體
驗
和
情
感
只
是
爲
《
擬

中
序
》
的
寫
作
提
供
了
一
個
參
照
背
景
而
已
。
根
據
對
《
擬

中
》
的
寫
作
環
境
，
寫
作

動
機
的
考
察
，
本
文
作
者
推
斷
《
擬

中
》
完
成
于
烏
衣
之
遊
解
散
之
後
，
大
約
在
義
熙
十
一
年
前
後
。
理
由
如
下
：

　
　

六
朝
時
期
，
模
擬
的
風
氣
興
盛
。《
宋
書
・
謝
靈
運
傳
》
云
：
「
靈
運
少
好
學
，
博
覽
群
書
，
文
章
之
美
，
江
左
莫
逮
。」
自
然
不

會
服
氣
古
人
。
謝
靈
運
對
於
同
樣
出
身
于
高
門
士
族
的
西
晉
詩
人
陸
機
非
常
推
重
。
日
本
學
者
藤
井
守
先
生
認
爲
：
「
由
謝
靈
運
樂
府

詩
與
陸
機
樂
府
詩
關
係
之
深
，
完
全
可
以
推
想
謝
靈
運
的
全
部
樂
府
詩
都
是
模
仿
陸
機
作
品
而
創
作
的

）
6
（

。」
包
括
曹
植
詩
歌
在
内
的
建

安
五
言
詩
與
《
古
詩
十
九
首
》
雙
峰
並
峙
，
陸
機
模
擬
了
《
古
詩
十
九
首
》
中
的
十
二
首
，
獲
得
了
極
高
的
聲
譽
。
那
麼
，
模
擬

下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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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靈
運
《
擬
魏
太
子

中
集
詩
八
首
》
二
題

士
之
作
對
于
謝
靈
運
來
説
自
然
具
有
非
同
尋
常
的
吸
引
力
。
一
般
來
説
，
用
功
模
擬
的
情
況
，
大
都
發
生
在
青
少
年
時
代
。

　
　

義
熙
八
年
（
四
一
二
）
八
月
謝
混
死
，
尚
在
劉
毅
軍
中
任
職
的
謝
靈
運
作
有
《
贈
安
成
》
致
謝
瞻
。
義
熙
十
一
年
（
四
一
五
）
至
義

熙
十
二
年
（
四
一
六
），
謝
靈
運
集
中
創
作
了
多
首
給
同
族
兄
弟
的
贈
答
詩
。
義
熙
十
一
年
夏
天
有
《
贈
安
成
》
致
謝
瞻
，
同
年
十
月
有

《
贈
從
弟
弘
元
》
寄
謝
弘
元
。
義
熙
十
二
年
有
《
愁
霖
》
寄
謝
瞻
，
有
《
贈
從
弟
弘
元
時
爲
中
軍
功
曹
住
京
》
寄
謝
弘
元
。
以
上
詩
歌
中

追
憶
當
年
烏
衣
之
遊
，
爲
烏
衣
之
遊
的
風
流
雲
散
而
不
勝
感
慨
。《
答
中
書
》
其
二
云
：
「
伊
昔
昆
弟
，
敦
好
閭
裏
。
我
曁
我
友
，
均
尚

同
恥
。
仰
儀
前
修
，
綢
繆
儒
史
。
亦
有
暇
日
，
嘯
歌
宴
喜
。」《
贈
從
弟
弘
元
時
爲
中
軍
功
曹
住
京
》
其
四
云
：
「
契
闊
群
從
，

綣
遊
娯
。

歴
時
越
歳
，
寒
暑
屢
徂
。
接
席
密
處
，
同
軫
修
衢
。
孰
云
異
對
，
翔
集
無
殊
。」
這
裏
不
僅
有
對
「
朝
遊
夕
燕
」、「
歡
愉
之
極
」
之
生
活

的
無
限
懷
戀
之
情
，
其
中
也
隱
含
著
時
光
飄
忽
的
感
歎
，
此
與
《
擬

中
序
》
中
的
情
感
大
體
吻
合
。
也
許
組
詩
《
擬

中
》
與
以
上
提

及
的
家
族
詩
完
成
於
同
一
時
期
吧
。

　
　

今
天
我
們
把
謝
靈
運
稱
爲
山
水
詩
人
，
但
從
現
存
作
品
看
，
在
謝
靈
運
49
年
的
人
生
中
，
山
水
詩
的
寫
作
開
始
于
永
初
三
年

（
四
二
二
），
這
一
年
詩
人
38
歳
。
在
此
之
前
詩
人
很
少
有
山
水
描
寫
，
也
看
不
出
詩
人
在
山
水
描
寫
方
面
的
才
華
。《
擬

中
》
中
山

水
描
寫
成
分
不
僅
很
少
而
且
質
實
樸
素
，
不
似
後
期
所
作
。
也
許
我
們
會
理
解
爲
詩
人
之
所
以
這
樣
寫
，
是
爲
了
模
仿

下
文
士
詩
歌

的
原
貌
。
但
對
照
後
可
以
發
現
，
謝
靈
運
擬
詩
中
的
山
水
描
寫
遠
遠
少
於

下
遊
宴
詩
。
僅
以
曹
丕
，
曹
植
詩
歌
爲
例
：
曹
丕
《
芙
蓉

池
作
詩
》
中
寫
到
：
「
雙
渠
相
漑
灌
，
嘉
木
繞
通
川
。
卑
枝
拂
羽
蓋
，
修
條
摩
蒼
天
。
驚
風
扶
輪
轂
，
飛
鳥
翔
我
前
。
丹
霞
夾
明
月
，

華
星
出
雲
間
。
上
天
垂
光
彩
，
五
色
一
何
鮮
。」
曹
丕
《
於
玄
武
陂
作
詩
》
云
：
「
野
田
廣
開
闢
，
川
渠
互
相
經
。
黍
稷
何
鬱
鬱
，
流
波

激
悲
聲
。
菱

覆
綠
水
，
芙
蓉
發
丹
榮
。
柳
垂
重
蔭
綠
，
向
我
池
邊
生
。
乘
渚
望
長
洲
，
群
鳥
歡
嘩
鳴
。
萍
藻
氾
濫
浮
，
澹
澹
隨
風
傾
。」

詩
中
描
繪
了
西
園
美
麗
的
夜
景
，
有
動
有
靜
，
有
聲
有
色
，
讓
人
賞
心
悅
目
。
謝
靈
運
《
擬
魏
太
子
》
中
云
：
「
百
川
赴
巨
海
，
衆
星

環
北
辰
。
照
灼
爛
霄
漢
，
遙
裔
起
長
津
。
…
…
澄
觴
滿
金
罍
，
連
榻
設
華
茵
。」
其
中
，「
百
川
」
四
句
是
比
興
手
法
，
不
是
純
粹
寫
景
。

最
後
兩
句
也
不
是
對
具
體
景
色
的
描
繪
。
曹
植
《
公
燕
詩
》
云
：
「
清
夜
遊
西
園
，
飛
蓋
相
追
隨
。
明
月
澄
清
影
，
列
宿
正
參
差
。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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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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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集
詩
八
首
》
二
題

蘭
被
長
阪
，
朱
華
冒
綠
池
。
潛
魚
躍
清
波
，
好
鳥
鳴
高
枝
。
神
飆
接
丹
轂
，
輕
輦
隨
風
移
。」
水
清
木
華
，
美
景
可
畫
。
謝
靈
運
《
擬
平

原
侯
植
》
中
寫
道
：
「
朝
遊
登
鳳
閣
，
日
暮
集
華
沼
。
傾
柯
引
弱
枝
，
攀
條
摘
蕙
草
。
…
…
平
衢
修
且
直
，
白
楊
信
裊
裊
。」
相
比
之
下

下
遊
宴
詩
更
加
清
麗
明
秀
，
而
謝
靈
運
的
擬
作
更
顯
素
樸
質
實
，
這
與
他
後
期
芙
蓉
出
水
般
的
山
水
詩
迥
然
不
同
。
如
此
，
我
們
估

計
《
擬

中
》
應
該
寫
作
于
詩
人
對
山
水
描
寫
還
不
純
熟
的
38
歳
之
前
。

　
　

綜
上
所
述
，
本
文
認
爲
謝
靈
運
《
擬

中
》
完
成
于
烏
衣
之
遊
解
散
數
年
之
後
，
大
約
在
義
熙
十
一
年
前
後
。

二　

《
擬
魏
太
子

中
集
詩
八
首
》
中
的
士
族
意
識

　
　

回
顧
謝
靈
運
詩
歌
研
究
史
，
我
們
會
發
現
學
術
界
對
謝
靈
運
《
擬

中
》
寫
作
動
機
的
探
究
，
主
要
有
三
種
看
法
：
一
、
模
擬

説
；
二
、
隱
喩
説
；
三
、
再
現
説
。
以
上
三
種
説
法
皆
有
一
定
的
道
理
，
而
且
三
種
説
法
從
不
同
的
角
度
觸
及
了
謝
靈
運
詩
歌
的
内
在

意
蘊―

―

士
族
意
識
。
可
以
説
《
擬

中
》
是
謝
靈
運
士
族
意
識
在
模
擬
之
作
中
的
折
射
，
它
透
露
了
士
族
詩
人
對
現
實
的
不
滿
，
它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再
現
了
中
古
貴
族
生
活
的
場
景
。
與
其
説
謝
靈
運
在
擬
作
中
所
表
現
的

中
生
活
是
一
段
讓
人
心
儀
的
歴
史
記
憶
，
不

如
説
它
是
士
族
心
目
中
的
烏
托
邦
世
界
。

　
　

六
朝
時
代
盛
行
擬
作
前
人
作
品
的
風
氣
。
王
瑤
先
生
説
：
「
這
種
風
氣
既
盛
，
作
者
也
想
在
同
一
類
的
題
材
上
，
嘗
試
著
與
前
人

一
較
短
長
，
所
以
擬
作
的
風
氣
便
越
甚
了
。
…
…
因
之
較
量
作
者
們
才
能
的
高
下
，
或
當
作
露
才
揚
己
的
方
法
，
也
常
有
數
人
同
時
就

一
個
題
目
作
文
的
情
形
。
曹
魏
時
的
命
題
共
作
，
就
是
例
子
。
…
…
這
種
風
氣
一
直
爲
後
來
的
文
人
所
景
慕
，
所
以
謝
靈
運
的
集
中
還

有
《
擬
魏
太
子

中
集

）
7
（

》。」
在
那
個
時
代
，
成
功
的
擬
作
不
唯
不
會
受
人
詬
病
，
而
且
會
受
到
評
論
家
的
推
重
。《
文
選
》「
雜
擬
」
類
中

收
録
有
陸
機
《
擬
古
詩
十
二
首
》、
陶
淵
明
《
擬
古
詩
》、
謝
靈
運
《
擬

中
》、
鮑
照
《
擬
古
三
首
》
等
著
名
詩
人
的
擬
作
，
鍾
嶸
在
《
詩

品
序
》
中
，
把
陸
機
的
《
擬
古
詩
》、
謝
靈
運
的
《
擬

中
》
與
曹
植
的
《
贈
白
馬
王
彪
》、
阮
籍
《
詠
懷
詩
》
等
作
品
並
列
，
譽
之
爲
「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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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靈
運
《
擬
魏
太
子

中
集
詩
八
首
》
二
題

言
之
警
策
者
」，「
篇
章
之
珠
澤
，
文
采
之
鄧
林
」。
唐
人
皎
然
在
《
詩
式
》
中
説
：
「
至
於
《
述
祖
德
》
一
章
，《
擬

中
》
八
首
，《
經
廬

陵
王
墓
》，《
臨
池
上
樓
》，
識
度
高
明
，
蓋
詩
中
之
日
月
也
，
安
可
攀
援
哉
！
…
…
故
能
上
躡
《
風
》《
騷
》，
下
超
魏
晉
，
建
安
之
作
，

其
椎
輪
乎
！
」
然
而
，
到
了
後
代
，
包
括
謝
靈
運
《
擬

中
》
在
内
的
擬
古
詩
就
越
來
越
受
到
了
冷
落
。
清
人
方
東
樹
云
：
「
康
樂
《
擬

》
詩
及
擬
古
諸
作
，
不
必
不
佳
，
然
實
無
謂
。」（《
昭
昧
詹
言
》
卷
五
）。
當
代
學
者
説
：
「
近
人
論
文
多
反
對
模
擬
，
有
的
甚
至
認
爲

這
是
没
有
出
息
的
表
現

）
8
（

。」
在
反
對
模
擬
者
看
來
，
謝
靈
運
的
擬
作
只
是
爲
了
模
擬
而
模
擬
，
爲
了
形
式
而
形
式
，
所
以
是
無
謂
之
作
。

　
　

謝
靈
運
爲
什
麼
要
選
擇

下
詩
歌
來
模
仿

？
首
先
由
於

下
文
學
的
成
就
對
謝
靈
運
具
有
強
烈
的
吸
引
力
。
皎
然
《
詩
式
》

曰
：
「

中
七
子
，
陳
王
最
高
。
劉
楨
辭
氣
偏
；
王
得
其
中
。
不
拘
對
屬
，
偶
或
有
之
。
語
與
興
驅
，
勢
逐
情
起
，
不
由
作
意
，
氣
格

自
高
，
與
《
十
九
首
》
其
一
流
也
。」
在
五
言
詩
發
展
史
上
，《
古
詩
十
九
首
》
與
建
安
詩
歌
佔
有
重
要
位
置
，《
古
詩
十
九
首
》
被
鍾
嶸

譽
爲
「
驚
心
動
魄
，
幾
乎
可
謂
一
字
千
金
」（《
詩
品
》），
這
組
詩
中
的
部
分
作
品
已
經
被
西
晉
士
族
詩
人
陸
機
所
模
擬
，
並
獲
得
了
良

好
的
聲
譽
。
爲
了
表
現
其
可
以
與
曹
丕
、
曹
植
兄
弟
及

下
諸
子
對
峙
的
文
學
才
華
，
爲
了
顯
示
自
己
可
以
與
太
康
之
英
陸
機
一
較
身

手
的
本
領
，
謝
靈
運
選
擇
了

下
詩
歌
作
爲
自
己
模
擬
的
對
象
。
較
之
於
模
擬
《
古
詩
十
九
首
》，《

中
集
》
因
爲
是
對
具
體
詩
人
詩

作
的
模
擬
，
所
以
擬
作
的
要
求
更
高
，
難
度
更
大
，
而
這
樣
對
於
一
心
想
要
炫
耀
自
己
才
藻
的
謝
靈
運
來
説
，
更
加
具
有
刺
激
性
和
挑

戰
性
。
雖
然
不
能
説
想
要
露
才
揚
己
，
與
前
人
一
較
短
長
的
必
然
是
士
族
詩
人
，
但
可
以
説
富
有
文
化
優
越
感
的
士
族
詩
人
這
樣
的
願

望
更
加
強
烈
，
陸
機
和
謝
靈
運
就
是
其
中
的
典
型
。

　
　

其
次
，
雖
然
説
曹
丕
兄
弟
所
領
導
的

下
文
學
並
不
等
於
貴
遊
文
學
，
但
它
非
常
接
近
于
貴
遊
文
學
，
這
也
是
士
族
詩
人
謝
靈

運
選
擇
《

中
集
》
作
爲
類
比
物
的
動
機
之
一
吧
。
建
安
文
學
所
形
成
的
「
建
安
風
骨
」，
與
「
盛
唐
氣
象
」
一
起
成
爲
後
世
文
人
心
儀

的
對
象
。
劉
勰
是
這
樣
描
述
建
安
文
學
的
：
「
曁
建
安
之
初
，
五
言
騰
踴
，
文
帝
陳
思
，
縱
轡
以
騁
節
；
王
徐
應
劉
，
望
路
而
爭
驅
；

並
憐
風
月
，
狎
池
苑
，
述
恩
榮
，
敘
酣
宴
，
慷
慨
以
任
氣
，
磊
落
以
使
才
；
造
懷
指
事
，
不
求
纖
密
之
巧
，
驅
辭
逐
貌
，
唯
取
昭
晰
之

能
。」（《
文
心
雕
龍·

明
詩
》）「
自
獻
帝
播
遷
，
文
學
蓬
轉
，
建
安
之
末
，
區
宇
方
輯
。
…
…
傲
雅
觴
豆
之
前
，
雍
容
衽
席
之
上
，
灑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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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靈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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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成
酣
歌
，
和
墨
以
藉
談
笑
。
觀
其
時
文
，
雅
好
慷
慨
，
良
由
世
積
亂
離
，
風
衰
俗
怨
，
並
志
深
而
筆
長
，
故
梗
概
而
多
氣
也
。」（《
文

心
雕
龍·

時
序
》）
我
們
今
天
所
説
的
建
安
時
代
實
際
上
是
三
曹
在
創
作
上
所
活
躍
的
時
代
，
它
不
僅
包
括
了
漢
獻
帝
建
安
年
間
（
一
九
六

〜
二
二
〇
），
還
包
括
了
魏
文
帝
黄
初
年
間
（
二
二
〇
〜
二
二
六
）
和
魏
明
帝
太
和
年
間
（
二
二
七
〜
二
三
二
）。
太
和
六
年
（
二
三
二
）

建
安
之
傑
曹
植
離
開
了
人
世
，
標
誌
著
建
安
文
學
帷
幕
的
最
後
降
落
。
曹
操
與

下
諸
子
先
後
去
世
，
曹
丕
因
爲
政
務
繁
忙
黄
初
年
間

很
少
創
作
，
整
個
黄
初
年
間
和
太
和
年
間
只
有
曹
植
一
個
人
在
偏
僻
處
孤
獨
地
吟
唱
著
。
建
安
年
間
（
一
九
六
〜
二
二
〇
）
的
文
學
創

作
可
以
分
爲
前
後
兩
個
時
期
，
建
安
前
期
「
獻
帝
播
遷
，
文
學
蓬
轉
」，「
世
積
亂
離
，
風
衰
俗
怨
」，
詩
歌
多
寫
社
會
動
亂
和
流
離
飄

零
之
苦
。「
建
安
之
末
，
區
宇
方
輯
」，
諸
子
先
後
聚
集
於

下
，
出
現
了
「
憐
風
月
，
狎
池
苑
，
述
恩
榮
，
敘
酣
宴
」
之
作
。
劉
勰
所

謂
的
「
建
安
之
末
」
具
體
來
説
應
該
是
曹
操
將
大
本
營
建
立
在

下
、
王
粲
等
人
依
附
曹
氏
父
子
之
後
的
一
段
時
光
。
本
文
作
者
認
爲

大
約
是
指
建
安
十
三
年
（
二
〇
八
）
至
建
安
二
十
二
年
（
二
一
七
）
之
間
。
從
建
安
十
三
年
（
二
〇
八
）
至
建
安
二
十
二
年
（
二
一
七
）
十

年
之
間
，
曹
丕
，
曹
植
兄
弟
在

下
時
常
組
織
遊
宴
活
動
。

下
諸
子
的
活
動
記
載
在
各
自
的
遊
宴
詩
中
，
也
保
留
在
曹
丕
的
《
與
呉

質
書
》《
又
與
呉
質
書
》
等
文
獻
中
。
這
樣
一
種
貴
族
生
活
情
景
讓
後
世
的
士
族
詩
人
無
限
嚮
往
。
謝
靈
運
没
有
選
擇
建
安
時
代
的
血
與

火
，
没
有
選
擇
民
生
的
哀
號
，
没
有
選
擇
英
雄
的
吶
喊
，
而
自
覺
地
選
擇
了
「
憐
風
月
，
狎
池
苑
，
述
恩
榮
，
敘
酣
宴
」
之
作
作
爲
自

己
類
比
的
對
象
並
不
是
偶
然
的
現
象
，
而
是
其
士
族
情
感
，
士
族
意
識
所
註
定
的
。

　
　

除
了
模
擬
説
，
另
一
種
流
傳
長
久
的
説
法
是
隱
喩
説
。
方
回
《
顏
鮑
謝
詩
評
》
云
：
「
序
云
：
『
其
主
不
文
』，
又
曰
：
『
雄
才
多
忌
』。

使
宋
武
帝
、
文
帝
見
之
，
皆
必
切
齒
。
蓋
『
不
文
』
明
譏
劉
裕
，『
多
忌
』
亦
誅
徐
、
傅
、
謝
、
檀
之
所
諱
也
。
靈
運
坐
誅
，
此
序
亦
賈

禍
一
端
也
。」
他
認
定
謝
靈
運
以
序
來
譏
刺
劉
裕
父
子
，
最
後
惹
來
殺
身
之
禍
。
呉
淇
《
六
朝
選
詩
定
論
》
認
爲
：
「
諸
子
中
，
唯
仲
宣

才
高
而
望
重
，
故
康
樂
首
取
以
自
況
。
…
…
康
樂
自
視
過
高
，
故
獨
寫
此
意
于
擬
王
詩
者
，
特
借
自
傷
之
情
，
以
表
己
之
爲
王
粲
也
。」

可
以
肯
定
，「《
擬

中
》
並
不
僅
僅
是
簡
單
的
仿
擬
之
作
，
其
中
也
浸
潤
著
詩
人
的
身
世
懷
抱
，
反
應
了
謝
靈
運
複
雜
的
接
受
心
態

）
9
（

。」

其
中
包
含
著
詩
人
不
滿
現
實
的
成
分
，
也
有
反
抗
現
實
的
因
素
，
所
以
説
謝
靈
運
借
前
人
之
境
來
抒
發
自
我
之
情
是
毋
庸
置
疑
的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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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隱
喩
説
當
中
也
有
可
以
商
榷
之
處
，
其
一
是
後
人
在
探
討
隱
喩
之
時
有
穿
鑿
之
處
。
顧
紹
柏
先
生
説
：
「
清
呉
淇
、
呉
汝
綸
以
爲

靈
運
是
借
曹
植
以
隱
喩
廬
陵
王
劉
義
眞
，
不
免
穿
鑿
。
…
…
劉
義
眞
是
靈
運
諸
人
的
領
袖
，
正
如
曹
丕
是

中
文
人
的
領
袖
一
樣
，
因

此
靈
運
一
再
稱
頌
曹
丕
而
無
微
詞

）
10
（

。」
不
僅
曹
植
以
隱
喩
廬
陵
王
劉
義
眞
，
借
王
粲
來
隱
喩
謝
靈
運
自
己
的
觀
點
有
穿
鑿
附
會
之
嫌
，

而
且
將
任
何
一
個
晉
宋
人
物
直
接
比
附
與

下
文
人
的
觀
點
都
有
主
觀
臆
斷
之
嫌
，
通
達
的
看
法
是
：
「
謝
靈
運
可
能
並
没
有
將
自
己

刻
意
比
爲
某
人
，
而
是
在
毎
個
人
的
身
世
遭
遇
中
都
灌
注
了
自
己
的
思
想
情
感
，
從
而
達
到
與
諸
子
相
彌
合
、
相
交
融
的
境
界

）
11
（

。」
同
時
，

我
們
認
爲
謝
靈
運
的
確
對
現
實
有
所
不
滿
，
但
是
在
不
同
的
人
生
階
段
，
他
對
現
實
不
滿
的
程
度
，
應
該
有
所
不
同
，
説
《
擬

中
》

的
序
是
導
致
詩
人
被
殺
的
重
要
原
因
並
没
有
確
鑿
的
證
據
，
只
是
後
人
的
推
斷
。
本
文
認
爲
《
擬

中
》
的
主
旨
比
較
複
雜
，
其
中
有

炫
才
之
意
，
有
不
平
之
氣
，
有
對
昔
日
生
活
的
再
現
，
有
對
理
想
之
境
的
塑
造
，
似
乎
不
能
用
抒
發
自
己
生
不
逢
時
、
懷
才
不
遇
的
不

平
之
氣
來
概
括
。

　
　

周
勛
初
先
生
説
：
「
曹
氏
父
子
和
建
安
七
子
之
作
，
成
了
後
人
學
習
的
典
範
。
…
…
可
見
謝
靈
運
的
撰
寫
此
文
，
實
由
嚮
往

下

風
流
而
起
。
他
想
通
過
系
列
的
擬
作
，
重
現
這
一
文
學
群
體
中
人
的
心
態
和
風
采

）
12
（

。」
梅
家
玲
先
生
説
：
「
當
謝
靈
運
以
魏
文
和

中
諸

子
的
口
吻
各
抒
其
情
時
，

下
歡
會
的
情
景
，
便
融
合
了
靈
運
的
現
時
情
懷
，
在
其
筆
下
宛
然
再
現
。
…
…
而
文
學
的
『
傳
統
』，
遂

不
斷
在
各
代
作
家
對
前
人
作
品
的
回
顧
玩
味
下
，
以
日
形
豐
富
的
内
涵
，
融
入
其
『
再
演
』
的
過
程
，
以
完
成
薪
火
相
繼
的
『
創
新
』。

據
此
，
則
漢
晉
以
來
擬
代
體
的
寫
作
，
其
實
可
以
視
爲
時
人
重
温
過
去
、
參
與
現
時
、
迎
向
未
來
的
一
種
生
命
體
驗

）
13
（

。」
朱
曉
海
先
生

説
：
「
謝
靈
運
《
擬
魏
太
子

中
集
》
的
著
眼
重
心
與
其
説
是
在
擬
詩
，
不
如
説
是
在
重
擬
那

中
遊
本
身

）
14
（

。」
以
上
説
法
都
強
調
了
謝

靈
運
對

下
歡
會
情
景
的
再
現
、
再
演
、
重
擬
，
這
樣
的
看
法
無
疑
是
深
刻
而
有
見
地
的
。

謝
靈
運
《
擬
魏
太
子
詩
並
序
》
云
：

建
安
末
，
余
時
在

宮
，
朝
遊
夕
燕
，
究
歡
愉
之
極
。
天
下
良
辰
美
景
，
賞
心
樂
事
，
四
者
難
並
。
今
昆
弟
友
朋
，
二
三
諸

彦
，
共
盡
之
矣
。
古
來
此
娯
，
書
籍
未
見
，
何
者
？
楚
襄
王
時
有
宋
玉
、
唐
景
，
梁
孝
王
時
有
鄒
、
枚
、
嚴
、
馬
，
遊
者
美
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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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其
主
不
文
；
漢
武
帝
徐
樂
諸
才
，
備
應
對
之
能
，
而
雄
猜
多
忌
，
豈
獲
晤
言
之
適
？
不
誣
方
將
，
庶
必
賢
於
今
日
爾
。
歳
月
如

流
，
零
落
將
盡
，
撰
文
懷
人
，
感
往
增
愴
。
其
辭
曰
：

百
川
赴
巨
海
，
衆
星
環
北
辰
。
照
灼
爛
霄
漢
，
遙
裔
起
長
津
。

天
地
中
橫
潰
，
家
王
拯
生
民
。
區
宇
既
滌
蕩
，
群
英
必
來
臻
。

忝
此
欽
賢
性
，
由
來
常
懷
仁
。
況
値
衆
君
子
，
傾
心
隆
日
新
。

論
物
靡
浮
説
，
析
理
實
敷
陳
。
羅
縷
豈
闕
辭
？
窈
窕
究
天
人
。

澄
觴
滿
金
罍
，
連
榻
設
華
茵
。
急
弦
動
飛
聽
，
清
歌
拂
梁
塵
。

何
言
相
遇
易
，
此
歡
信
可
珍
。

謝
靈
運
所
傳
達
的
情
感
來
源
於
曹
丕
的
《
與
呉
質
書
》、《
又
與
呉
質
書
》
及
其
遊
宴
詩
。《
與
呉
質
書
》
云
：
「
毎
念
昔
日
南
皮
之
遊
，

誠
不
可
忘
。
既
妙
思
六
經
，
逍
遙
百
氏
，
彈
棋
間
設
，
終
以
博
奕
，
高
談
娯
心
，
哀
箏
順
耳
。
弛
騖
北
場
，
旅
食
南
館
，
浮
甘
瓜
于
清

泉
，
沈
朱
李
于
寒
水
。
白
日
既
匿
，
繼
以
朗
月
，
同
乘
並
載
，
以
遊
後
園
。
輿
輪
徐
動
，
賓
從
無
聲
，
清
風
夜
起
，
悲
笳
微
吟
，
樂
往

哀
來
，
愴
然
傷
懷
，
余
顧
而
言
，
斯
樂
難
常
，
足
下
之
徒
，
咸
以
爲
然
。
今
果
分
別
，
各
在
一
方
。
元
瑜
長
逝
，
化
爲
異
物
，
毎
一
念
至
，

何
時
可
言
？
方
今

賓
紀
時
，
景
風
扇
物
，
天
意
和
暖
，
衆
果
具
繁
。
時
駕
而
遊
，
北
遵
河
曲
，
從
者
鳴
笳
以
啓
路
，
文
學
托
乘
于
後

車
，
節
同
時
異
，
物
是
人
非
，
我
勞
如
何
！
」
曹
丕
《
又
與
呉
質
書
》
云
：
「
昔
年
疾
疫
，
親
故
多
離
其
災
，
徐
、
陳
、
應
、
劉
，
一

時
倶
逝
，
痛
可
言
邪
！
昔
日
遊
處
，
行
則
連
輿
，
止
則
接
席
，
何
曾
須
臾
相
失
。
毎
至
觴
酌
流
行
，
絲
竹
並
奏
，
酒
酣
耳
熟
，
仰
而
賦

詩
。
當
此
之
時
，
忽
然
不
自
知
樂
也
。
謂
百
年
已
分
，
可
長
共
相
保
。
何
圖
數
年
之
間
，
零
落
略
盡
，
言
之
傷
心
。
頃
撰
其
遺
文
，
都

爲
一
集
。
觀
其
姓
名
，
已
成
鬼
録
。
追
思
昔
遊
，
猶
在
心
目
，
而
此
諸
子
化
爲
糞
壤
，
可
複
道
哉
！
」
對
照
兩
者
，
可
以
看
到
《
擬
魏

太
子
詩
並
序
》
似
乎
是
在
努
力
再
現
這
種
情
感
、
這
種
場
景
。

　
　

但
是
，
從
另
外
一
個
角
度
看
，
且
不
説

下
歡
會
情
景
的
是
否
可
以
再
現
、
再
演
，
甚
至
連

下
歡
會
的
情
景
是
否
完
全
眞
實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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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値
得
懷
疑
的
。
縱
然
曹
丕
的
記
憶
、
記
述
是
眞
實
的
，
但
其
他
人
未
必
有
與
曹
丕
完
全
吻
合
的
記
憶
。
在
諸
子
的
記
憶
中
，

下
的

天
空
並
不
是
如
此
晴
空
萬
里
、
陽
光
明
媚
。
這
裏
會
有
電
閃
雷
鳴
，
也
有
陰
雨
連
綿
的
日
子
。
王
粲
等
六
子
的
詩
歌
中
既
有
對
曹
操
的

讚
頌
，
與
曹
丕
曹
植
兄
弟
的
友
誼
，
也
有
與
曹
氏
父
子
之
間
的
摩
擦
。

下
諸
子
「
人
人
自
謂
握
靈
蛇
之
珠
，
家
家
自
謂
抱
荊
山
之
玉
」

（
曹
植
《
與
楊
德
祖
書
》），
自
視
甚
高
，
意
欲
建
永
世
之
功
，
他
們
希
望
能

被
委
以
軍
國
重
任
，
所
以
對
最
高
統
治
者
把
他
們
看
作

文
士
並
不
滿
意
，
王
粲
的
《
雜
詩
》「
日
暮
遊
西
園
」
等
顯
示
出
詩
人
在

城
生
活
時
期
亦
有
許
多
無
法
擺
脱
的
煩
惱
，
在
《
雜
詩
》
其

四
中
詩
人
甚
至
説
：
「
邂
逅
見
逼
迫
，
俯
仰
不
得
言
。」
他
們
渇
望
建
功
立
業
，
對
安
排
自
己
作
瑣
碎
的
文
書
工
作
心
懷
不
滿
。
劉
楨
的

《
雜
詩
》表
明
士
人
對
文
墨
翰
籍
工
作
的
煩
惱
。
所
以
，
我
們
認
爲
謝
靈
運《
擬

中
》的
著
眼
重
心
與
其
説
是
在
重
擬
那

中
之
遊
本
身
，

不
如
説
是
在
擬
曹
丕
心
中
的

中
之
遊
。

  

擬
作
中
的
生
活
場
景
對
於
謝
靈
運
而
言
並
不
陌
生
。
早
年
的
謝
靈
運
有
烏
衣
之
遊
，
中
年
後
與
廬
陵
王
等
人
的
京
師
之
遊
，
也
有

與
謝
惠
連
等
人
的
山
澤
之
遊
。
烏
衣
之
遊
見
前
引
之
《
宋
書·

謝
弘
微
傳
》。《
宋
書
・
廬
陵
王
傳
》
載
：
「
義
眞
聰
明
愛
文
義
，
而
輕
動

無
德
業
。
與
陳
郡
謝
靈
運
，
琅
邪
顏
延
之
，
慧
琳
道
人
並
周
旋
異
常
，
雲
得
志
之
日
，
以
靈
運
，
延
之
爲
宰
相
，
慧
琳
爲
西
豫
州
都

督
。
徐
羨
之
等
嫌
義
眞
與
靈
運
、
延
之
昵
狎
過
甚
，
故
使
范
晏
從
容
戒
之
。」
也
有
與
謝
惠
連
等
人
的
山
澤
之
遊
：
《
宋
書
・
謝
靈
運
傳
》

云
：
「
靈
連
既
東
還
，
與
族
弟
惠
連
、
東
海
何
長
瑜
、
潁
川
荀
雍
、
泰
山
羊
之
，
以
文
章
賞
會
，
共
爲
山
澤
之
遊
，
時
人
謂
之
四
友
。」

但
是
，
既
然
是
模
擬
之
作
，
理
應
在
作
者
青
年
時
代
，
不
應
該
在
中
年
之
後
。

  

謝
靈
運
對

中
遊
宴
的
選
擇
，
過
濾
，
重
塑
，
其
實
有
烏
衣
之
遊
的
影
子
。
烏
衣
之
遊
有
助
於
詩
人
更
加
細
緻
親
切
的
去
體
會
和

復
原

下
之
遊
的
貴
族
生
活
場
景
。

  

《
擬

中
》
是
模
擬
之
作
，
但
又
不
是
純
粹
的
模
擬
之
作
；
《
擬

中
》
試
圖
再
現

下
之
遊
，
但
又
不
是

下
之
遊
的
翻
版
；
《
擬

中
》
是
烏
衣
之
遊
的
折
射
，
但
又
不
是
烏
衣
之
遊
的
臨
模
。
作
者
在

下
之
遊
中
加
入
了
很
多
自
己
的
想
像
。
詩
人
所
呈
現
給
我
們

的
世
界
實
際
上
是
一
個
以

下
之
遊
爲
原
型
的
烏
托
邦
世
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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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個
理
想
世
界
自
然
會
讓
我
們
聯
想
到
陶
淵
明
在
《
桃
花
源
記
並
詩
》
中
所
勾
勒
的
桃
花
源
。《
桃
花
源
記
》
云
：
「
晉
太
元
中
，

武
陵
人
捕
魚
爲
業
，
縁
溪
行
，
忘
路
之
遠
近
。
忽
逢
桃
花
林
，
夾
岸
數
百
歩
，
中
無
雜
樹
，
芳
草
鮮
美
，
落
英
繽
紛
；
漁
人
甚
異
之
。

復
前
行
，
欲
窮
其
林
。
林
盡
水
源
，
便
得
一
山
。
山
有
小
口
，
仿
佛
若
有
光
；
便
捨
船
從
口
入
。
初
極
狹
，
才
通
人
；
復
行
數
十
歩
，

豁
然
開
朗
。
土
地
平
曠
，
屋
舍
儼
然
，
有
良
田
、
美
池
、
桑
竹
之
屬
；
阡
陌
交
通
，
雞
犬
相
聞
。
其
中
往
來
種
作
，
男
女
衣
著
，
悉
如

外
人
；
黄
髮
垂
髫
，
並
怡
然
自
樂
。
見
漁
人
，
乃
大
驚
；
問
所
從
來
，
具
答
之
。
便
要
還
家
，
設
酒
，
殺
雞
作
食
；
村
中
聞
有
此
人
，

咸
來
問
訊
。
自
云
先
世
避
秦
時
亂
，
率
妻
子
邑
人
來
此
絶
境
，
不
復
出
焉
；
遂
與
外
人
間
隔
。
問
今
是
何
世
，
乃
不
知
有
漢
，
無
論
魏

晉
。
此
人
一
一
爲
具
言
所
聞
，
皆
歎
惋
。
餘
人
各
復
延
至
其
家
，
皆
出
酒
食
，
停
數
日
，
辭
去
。」

　
　

生
活
在
晉
宋
易
代
之
際
的
陶
淵
明
和
謝
靈
運
，
不
約
而
同
地
創
作
了
表
現
其
各
自
理
想
社
會
的
烏
托
邦
世
界
。
他
們
的
烏
托
邦
世

界
也
有
一
些
相
同
之
處
：

　
　

其
一
，
兩
者
都
有
歴
史
原
型
。
雖
然
有
人
把
《
桃
花
源
記
》
看
作
「
唐
以
前
第
一
篇
小
説
」，
但
是
，
也
有
人
始
終
認
爲
桃
花
源
不

是
作
者
杜
撰
的
地
名
，
而
是
客
觀
的
存
在
。
至
於
桃
花
源
到
底
在
什
麼
位
置
，
有
各
種
各
樣
的
説
法

）
15
（

。
陳
寅
恪
先
生
認
爲
：
「
眞
實
之

桃
花
源
在
北
方
之
弘
農
，
或
上
洛
，
而
不
在
南
方
之
武
陵
。
…
…
《
桃
花
源
》
紀
實
之
部
分
乃
依
據
義
熙
十
三
年
春
夏
間
劉
裕
入
關
時

戴
延
之
等
所
聞
見
之
材
料
而
作
成

）
16
（

。」
我
們
認
爲
，
在
陶
淵
明
時
代
應
該
有
類
似
於
桃
花
源
的
文
字
記
載
或
口
頭
傳
説
，
受
它
的
啓
發
，

糅
合
詩
人
自
己
的
理
想
，
於
是
出
現
了
文
學
作
品
《
桃
花
源
記
》。
其
二
，
兩
者
都
是
詩
人
理
想
社
會
的
化
身
，
這
裏
没
有
戰
爭
，
没

有
動
亂
。
其
中
都
含
有
不
滿
現
實
的
成
分
。
其
三
，
兩
種
世
界
，
一
個
宛
如
仙
境
，
一
個
史
無
前
例
，
皆
是
富
有
詩
情
畫
意
的
理
想
境

界
。「
謝
靈
運
非
常
能
掌
握
曹
丕
的
心
境
，
以
及
對
昔
遊
此
完
美
事
件
的
認
知
：
短
促
、
脆
弱
、
偶
然
、
現
實
經
驗
意
義
的
不
可
重
複
，

但
他
的
巧
思
令
他
領
悟
到
昔
遊
的
另
一
重
要
方
面
：
不
朽

）
17
（

。」《
桃
花
源
記
》
云
：
「
太
守
即
遣
人
隨
其
往
，
尋
向
所
志
，
遂
迷
不
復
得
路
。

南
陽
劉
子
驥
，
高
尚
士
也
；
聞
之
，
欣
然
規
往
。
未
果
，
尋
病
終
。
後
遂
無
問
津
者
。」
進
入
桃
花
源
的
路
是
那
麼
迷
離
神
奇
，
同
樣

具
有
短
促
、
脆
弱
、
偶
然
、
現
實
經
驗
意
義
的
不
可
重
複
的
特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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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者
之
間
的
區
別
也
非
常
明
顯
。
如
果
説
陶
淵
明
的
桃
花
源
所
描
繪
的
是
一
個
平
民
階
層
的
烏
托
邦
，
那
麼
謝
靈
運
的

下
之
遊

則
是
一
個
屬
於
貴
族
階
層
的
烏
托
邦
。

  
其
中
所
出
現
的
人
物
各
不
相
同
。
先
看
陶
淵
明
的
桃
花
源
，
在
典
型
的
自
然
經
濟
状
況
下
，
人
們
日
出
而
作
，
日
落
而
息
，
人
人

耕
作
。
這
裏
的
人
們
，
淳
樸
、
平
和
、
善
良
、
安
逸
，
處
於
自
然
状
態
中
，
没
有
受
到
世
俗
的
汚
染
。
這
裏
没
有
階
級
，
也
没
有
不
同

的
階
層
，
人
與
人
之
間
互
相
平
等
。
與
之
相
反
，《
擬

中
》
中
出
現
的
是
魏
太
子
、
公
子
及
國
家
官
員
、
社
會
名
士
，
他
們
才
華
橫

溢
，
自
視
甚
高
。《
擬

中
》
中
有
君
臣
關
係
，
有
貴
賤
等
級
，
但
是
由
於
主
上
的
仁
厚
，
君
臣
之
間
情
誼
深
厚
。
在
太
子
眼
裏
：
「
古

來
此
娯
，
書
籍
未
見
，
何
者
？
楚
襄
王
時
有
宋
玉
、
唐
景
，
梁
孝
王
時
有
鄒
、
枚
、
嚴
、
馬
，
遊
者
美
矣
，
而
其
主
不
文
；
漢
武
帝
徐

樂
諸
才
，
備
應
對
之
能
，
而
雄
猜
多
忌
，
豈
獲
晤
言
之
適
？
不
誣
方
將
，
庶
必
賢
於
今
日
爾
。」（
《
擬
魏
太
子
詩
並
序
》
）「
天
地
中
橫
潰
，

家
王
拯
生
民
。
區
宇
既
滌
蕩
，
群
英
必
來
臻
。
忝
此
欽
賢
性
，
由
來
常
懷
仁
。
況
値
衆
君
子
，
傾
心
隆
日
新
。」（
《
擬
魏
太
子
詩
》
）
這

樣
的
體
會
並
不
是
太
子
一
個
人
的
自
我
感
覺
，
它
也
是
所
有
文
士
的
共
同
感
受
：
「
上
宰
奉
皇
靈
，
侯
伯
咸
宗
長
。
雲
騎
亂
漢
南
，
紀

郢
皆
掃
蕩
。
排
霧
屬
盛
明
，
披
雲
對
清
朗
。
慶
泰
欲
重
疊
，
公
子
特
先
賞
。
不
謂
息
肩
願
，
一
旦
値
明
兩
。」（
《
擬
王
粲
》
）「
相
公
實

勤
王
，
信
能
定

賊
。
複
覩
東
都
輝
，
重
見
漢
朝
則
。
餘
生
幸
已
多
，
矧
乃
値
明
德
。
愛
客
不
告
疲
，
飲
燕
遺
景
刻
。」（
《
擬
陳
琳
》
）

「
末
塗
幸
休
明
，
棲
集
建
薄
質
。
已
免
負
薪
苦
，
仍
遊
椒
蘭
室
。」（
《
擬
徐
幹
》
）
矧
荷
明
哲
顧
，
知
深
覺
命
輕
。」（
《
擬
劉
楨
》
）「
天
下

昔
未
定
，
托
身
早
得
所
。
官
度
廁
一
卒
，
烏
林
預
艱
阻
。
晩
節
値
衆
賢
，
會
同
庇
天
宇
。」（
《
擬
應

》
）「
自
從
食

來
，
唯
見
今
日
美
。」

（
《
擬
阮

》
）
文
士
們
對
曹
操
非
常
敬
仰
，
與
曹
丕
兄
弟
情
誼
深
厚
。

　
　

人
物
的
生
活
状
態
不
同
。
在
桃
花
源
中
，
人
人
需
要
勞
動
耕
作
，
没
有
剥
削
，
没
有
賦
税
，
人
們
過
著
自
我
享
受
的
農
業
平
均
主

義
生
活
。
在

下
，
文
士
們
也
許
具
有
高
遠
的
理
想
，
也
許
經
歴
過
流
離
之
苦
，
也
許
曾
經
在
敵
方
的
陣
營
，
也
許
生
活
在
饑
寒
交
迫

之
中
，
但
現
在
那
些
往
事
都
已
經
化
爲
淡
淡
的
清
煙
，
消
逝
在
彼
此
眼
前
。
此
時
的
文
士
們
盡
日
遊
戲
飲
酒
，
個
個
都
心
滿
意
足
。《
擬

王
粲
》
云
：
「
並
載
遊

京
，
方
舟
泛
河
廣
。
綢
繆
清
燕
娯
，
寂
寥
梁
棟
響
。
既
作
長
夜
飲
，
豈
顧
乘
日
養
！
」《
擬
陳
琳
》
云
：
「
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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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幸
已
多
，
矧
乃
値
明
德
。
愛
客
不
告
疲
，
飲
燕
遺
景
刻
。
夜
聽
極
星
闌
，
朝
遊
窮

黑
。
哀
哇
動
梁
埃
，
急
觴
蕩
幽
默
。
且
盡
一
日

娯
，
莫
知
古
來
惑
。」《
擬
徐
幹
》
云
：
「
末
塗
幸
休
明
，
棲
集
建
薄
質
。
已
免
負
薪
苦
，
仍
遊
椒
蘭
室
。
清
論
事
究
萬
，
美
話
信
非
一
。

行
觴
奏
悲
歌
，
永
夜
系
白
日
。」《
擬
劉
楨
》
云
：
「
朝
遊
牛
羊
下
，
暮
坐
括
掲
鳴
。
終
歳
非
一
日
，
傳
巵
弄
新
聲
。
辰
事
既
難
諧
，
歡

願
如
今
並
。
唯
羨
肅
肅
翰
，
繽
紛
戻
高
冥
。」《
擬
應

》
云
：
「
晩
節
値
衆
賢
，
會
同
庇
天
宇
。
列
坐
蔭
華
榱
，
金
樽
盈
清

。
始
奏

延
露
曲
，
繼
以
闌
夕
語
。
調
笑
輒
酬
答
，
嘲
謔
無
慚
沮
。
傾
酤
無
遺
慮
，
在
心
良
已
敘
。」《
擬
阮

》
云
：
「
念
昔
渤
海
時
，
南
皮
戲

清
沚
。
今
複
河
曲
遊
，
鳴
葭
泛
蘭
汜
。

歩
陵
丹
梯
，
並
坐
侍
君
子
。
妍
談
既
愉
心
，
哀
弄
信
睦
耳
。
傾
酤
系
芳

，
酌
言
豈
終
始
。」

《
擬
平
原
侯
植
》
云
：
「
副
君
命
飲
宴
，
歡
娯
寫
懷
抱
。
良
遊
匪
晝
夜
，
豈
云
晩
與
早
。
衆
賓
悉
精
妙
，
清
辭
灑
蘭
藻
。
哀
音
下
回
鵠
，

餘
哇
徹
清
昊
。」
這
些
詩
句
中
看
不
出
詩
人
的
理
想
壯
志
，
他
們
似
乎

浸
在
盡
情
享
樂
之
中
，
樂
而
忘
返
。

　
　

本
文
認
爲
：
《
擬

中
》
是
對

下
文
壇
遊
宴
之
作
的
模
仿
，
也
是
對
陸
機
《
擬
古
詩
》
的
攀
比
。《
擬

中
》
雖
然
試
圖
再
現

下
遊
宴
生
活
，
但
與

下
之
遊
的
史
實
有
較
大
出
入
，
詩
中
也
有
對
謝
氏
家
族
烏
衣
之
遊
的
追
憶
，
是
烏
衣
之
遊
的
折
射
。
從
本
質

上
看
，《
擬

中
》
所
表
現
的

下
之
遊
乃
是
一
個
屬
於
貴
族
階
層
的
烏
托
邦
世
界
。

注

（
1
）
何
義
門
，
孫
義
峰
《
評
注
昭
明
文
選
》
卷
七
。

（
2
）
顧
紹
柏
《
謝
靈
運
集
校
注
》
中
州
古
籍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七
年
版
，
第
一
三
七
頁
。

（
3
）
梅
家
鈴
《
漢
魏
六
朝
文
學
新
論―

―

擬
代
與
贈
答
篇
》
北
京
大
學
出
版
社
，
二
〇
〇
四
年
版
，
第
三
〇
頁
。

（
4
）
轉
引
自
梅
家
鈴
《
漢
魏
六
朝
文
學
新
論―

―

擬
代
與
贈
答
篇
》，
第
二
七
頁
。

（
5
）
顧
紹
柏
《
謝
靈
運
集
校
注
》
第
一
五
六
頁
。

（
6
）
藤
井
守
《
謝
靈
運
的
樂
府
詩
》
宋
紅
編
譯
《
日
韓
謝
靈
運
研
究
譯
文
集
》
廣
西
師
範
大
學
出
版
社
，
二
〇
〇
一
年
版
，
第
六
九
頁
。

（
7
）
王
瑤
《
中
古
文
學
史
論
》，
北
京
大
學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六
年
版
，
第
二
〇
三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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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周
勛
初
《
魏
晉
南
北
朝
時
文
壇
上
的
模
擬
之
風
》，《
魏
晉
南
北
朝
文
學
與
文
化
論
文
集
》，
南
開
大
學
出
版
社
，
二
〇
〇
二
年

版
。

（
9
）
尚
永
亮
，
鄧
軼
蘭
《
〈
擬

中
集
詩
八
首
〉
的
詠
懷
性
質
與
謝
靈
運
的
接
受
心
態
》，《
中
國
韻
文
學
刊
》，
二
〇
〇
四
年
一
期
。

（
10
）
顧
紹
柏
《
謝
靈
運
集
校
注
》，
第
一
五
六
頁
。

（
11
）
尚
永
亮
，
鄧
軼
蘭
《
〈
擬

中
集
詩
八
首
〉
的
詠
懷
性
質
與
謝
靈
運
的
接
受
心
態
》。

（
12
）
周
勛
初
《
魏
晉
南
北
朝
時
文
壇
上
的
模
擬
之
風
》。

（
13
）
梅
家
鈴
《
漢
魏
六
朝
文
學
新
論―

―

擬
代
與
贈
答
篇
》，
第
五
九
頁
。

（
14
）
朱
曉
海
《
讀
〈
文
選
〉
之
〈
與
朝
歌
令
呉
質
書
〉
等
三
篇
書
後
》，《
廣
西
師
範
大
學
學
報
》，
二
〇
〇
四
年
一
期
。

（
15
）
參
見
鍾
優
民
《
陶
學
發
展
史
》，
吉
林
教
育
出
版
社
，
二
〇
〇
〇
年
，
第
二
八
三
〜
二
八
五
頁
。

（
16
）
陳
寅
恪
《
〈
桃
花
源
記
〉
旁
證
》，《
陳
寅
恪
史
學
論
文
選
集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二
年
版
，
第
二
三
四
頁
。

（
17
）
朱
曉
海
《
讀
〈
文
選
〉
之
〈
與
朝
歌
令
呉
質
書
〉
等
三
篇
書
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