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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
　
　
　
東

開

　頭

　
明
清
的
文
學
評
點
，附
之
於
原
著
加
以
刊
佈
，是
常
見
的
出
版
現
象
。
戲
曲
小
説
的
評
點
，甚
至
可
以
説
蔚
爲
風
氣
。
金
聖
嘆
評
『
西

廂
記
』『
水
滸
傳
』，
呉
人
評
『
牡
丹
亭
』『
長
生
殿
』，
脂
硯
齋
評
『
紅
樓
夢
』
等
，
乃
衆
所
周
知
的
。
這
些
評
點
，
有
些
人
喜
歡
，
有

些
人
不
喜
歡
。
比
如
胡
適
就
不
那
麼
喜
歡
評
點
，
他
主
張
讀
者
自
己
去
看
原
著（

１
）。

不
過
，
民
國
以
下
，
人
們
對
評
點
多
不
重
視
，
正
如

胡
適
那
樣
。『
長
生
殿
傳
奇
』
最
初
刊
刻
的
評
點
，
也
多
爲
後
世
出
版
家
刪
去
。
這
種
現
象
上
世
紀
中
頁
以
後
，
更
加
明
顯
。

　
就
『
長
生
殿
傳
奇
』
來
説
，最
初
的
呉
人
「
論
文
」、徐
麟
「
樂
句
」
對
重
新
讀
解
『
長
生
殿
』
難
道
沒
有
意
義
嗎
？
經
過
重
新
考
察
，

本
文
認
爲
研
究
『
長
生
殿
傳
奇
』
的
主
題
立
意
、
人
物
心
理
、
文
章
藝
術
、
時
代
風
氣
以
及
樂
律
匠
心
，
皆
有
非
常
重
要
的
意
義
。
本

文
秪
就
呉
人
的
「
論
文
」，
説
明
今
天
研
究
『
長
生
殿
』
時
，
除
了
考
證
洪
昇
自
己
的
文
字
之
外
，
呉
人
的
評
點
不
可
忽
視
，
才
有
可

能
對
『
長
生
殿
』
作
品
的
研
究
有
所
超
越
。
今
試
述
研
究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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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材
料
與
問
題

　
洪
昇
稗
畦
草
堂
本
『
長
生
殿（

２
）』，

版
本
較
早
，
書
首
原
有
「
錢
唐
洪
昇
昉
思
填
詞
、
同
里
呉
人
舒
鳧
論
文
、
長
洲
徐
麟
靈
昭
樂
句
」

的
題
署
。
書
中
的
内
容
，
可
以
看
見
劇
本
正
文
之
上
呉
人
、
徐
麟
的
眉
批
。
也
即
是
説
，
就
洪
昇
寫
劇
本
『
長
生
殿
』
研
讀
，
文
本
的

原
始
材
料
，
至
少
有
三
：
一
是
劇
本
，
二
是
呉
人
的
「
論
文
」（
對
文
詞
的
評
論
），
三
是
徐
麟
的
「
樂
句
」（
對
樂
律
的
評
論
）。

　
對
於
『
長
生
殿
』
劇
本
的
研
究
，
在
劇
本
的
文
本
上
比
較
多
，
而
在
評
點
方
面
，
研
究
則
尚
未
能
説
是
充
分
的
。
本
文
試
圖
並
不
把

視
線
集
中
在
呉
人
的
評
點
本
身
，
而
就
呉
人
的
評
點
，
對
『
長
生
殿
』
劇
作
研
究
取
新
的
視
角
，
作
重
新
評
價
和
認
識
，
或
作
新
的
審

美
與
觀
照
。
而
這
可
能
是
歴
年
來
我
們
研
究
『
長
生
殿
』
時
，
曾
經
忽
略
的
重
要
問
題
。

　
就
清
代
、
民
國
時
期
刊
印
的
『
長
生
殿
』
版
本
來
看
，
大
致
有
兩
類
，
一
是
像
稗
畦
草
堂
本
中
呉
、
徐
二
家
評
點
共
存
的
版
本
，
一

是
像
道
光
十
五
年
本
只
錄
呉
人
一
家
評
點
的
版
本
。
今
舉
例
如
下
：

版

　

本

論

文

樂

句

形

式

稗

畦

草

堂

本

〇

〇

眉

批

暖

紅

室

本

〇

〇

眉

批

掃

葉

山

房

本

〇

〇

眉

批

道

光

十

五

年

本

〇

×

夾

注

小

嫏

嬛

山

館

本

〇

×

夾

注

光

緒

十

六

年

本

〇

×

夾

注

　
上
表
雖
只
是
一
個
簡
單
的
例
舉
，
但
也
可
以
看
出
，
洪
昇
稗
畦
草
堂
本
『
長
生
殿
』
一
開
始
是
兼
顧
到
文
詞
與
音
樂
的
，
後
來
在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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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的
過
程
中
，
有
的
版
本
保
留
了
洪
昇
的
初
衷
，
有
的
則
不
注
重
音
樂
方
面
的
問
題
，
而
更
專
門
注
重
文
詞
的
欣
賞
。
換
句
話
説
，
刪

去
了
徐
麟
「
樂
句
」
的
評
點
，
弱
化
了
劇
本
的
演
出
特
質
，
突
出
了
文
本
的
閱
讀
特
性
，
是
該
劇
走
向
案
頭
的
標
誌
之
一
。

　
當
然
，
這
不
是
本
文
要
討
論
的
，
本
文
只
不
過
根
據
這
兩
種
形
式
的
版
本
，
對
其
中
收
錄
的
呉
人
評
點
，
提
出
一
些
大
家
不
太
注
意

的
問
題
。

　
此
前
，
學
界
對
於
呉
人
及
其
『
長
生
殿
』
評
點
的
研
究
，
有
幾
篇
文
章
，
必
須
述
及
。
一
是
劉
輝
的
『
論
呉
舒
鳧
』
一
文
，
刊
載
於

一
九
八
七
年
『
戲
劇
藝
術
』
雜
誌
（
上
海
）
第
一
期
，
這
篇
文
章
主
要
討
論
了
呉
舒
鳧
的
生
平（

３
），

並
認
爲
對
『
長
生
殿
』
的
評
點
，
突

出
一
個
「
情
」
字
，
而
且
很
注
意
著
眼
在
戲
曲
的
表
演
性
。
二
是
江
興
祐
『
論
呉
人
評
點
長
生
殿
』，
載
於
『
浙
江
學
刊
』
二
〇
〇
三

年
第
三
期
，
該
文
著
重
研
究
了
呉
人
的
生
平
與
戲
曲
理
論（

４
）。

三
是
江
興
祐
的
『
呉
人
的
戲
劇
理
論
』，
文
章
載
於
『
文
史
知
識
』
雜
誌

二
〇
〇
五
年
，
該
文
專
門
討
論
呉
人
評
點
『
長
生
殿
』
中
的
戲
劇
理
論（

５
）。

以
上
三
文
，
都
是
以
呉
人
爲
中
心
的
研
究
論
文
。
其
他
相
關

的
研
究
成
果
，
則
是
評
點
與
接
受
史
的
研
究
，
也
多
是
站
在
呉
人
的
角
度
來
討
論
問
題
。

　
呉
人
既
然
是
洪
昇
之
通
門
、
友
執
，
又
對
於
『
牡
丹
亭
』
相
當
有
研
究
，
則
其
評
論
『
長
生
殿
』，
是
對
洪
昇
創
作
情
況
最
爲
知
音

的
評
賞
。
洪
昇
在
『
長
生
殿·

例
言
』
中
，
充
分
肯
定
呉
人
的
評
點
，
他
的
原
話
是
：
「
曩
作
『
鬧
高
唐
』、『
節
孝
坊
』
諸
劇
，
皆
友

人
呉
子
舒
鳧
爲
予
評
點
。
今
『
長
生
殿
』
行
世
，
伶
人
苦
於
繁
長
難
演
，
竟
爲
傖
輩
妄
加
節
改
，
關
目
都
廢
。
呉
子
憤
之
，
效
『
墨
憨

四
十
種
』，
更
定
二
十
八
折
，
而
以
虢
國
、
梅
妃
別
爲
饒
戲
兩
劇
，
確
當
不
易
。
且
全
本
得
其
論
文
，
發
予
意
所
涵
蓋
者
實
多
。
分
兩

日
唱
演
殊
快
，
取
簡
便
，
當
覓
呉
本
教
習
，
毋
爲
傖
誤
可
耳
。」

　
其
中
的
一
句
話
：
「
全
本
得
其
論
文
，
發
予
意
所
涵
蘊
者
實
多
」，
就
是
説
『
長
生
殿
』
劇
作
的
言
外
之
意
，
是
通
過
呉
人
的
評
點

可
以
得
到
的
。
換
言
之
，
呉
人
的
評
點
，
是
我
們
理
解
洪
昇
與
『
長
生
殿
』
劇
作
的
一
把
鑰
匙
。

　
呉
人
舒
鳧
爲
清
初
戲
曲
作
家
洪
昇
的
同
里
，
對
洪
昇
戲
曲
劇
作
《
長
生
殿
傳
奇
》
全
劇
做
過
評
點
。
學
界
對
於
呉
人
所
作
評
點
，
一

般
是
概
述
呉
人
的
戲
曲
理
論
，
有
戲
曲
本
體
與
戲
曲
藝
術
等
内
容
。
然
而
，
以
洪
昇
同
呉
人
的
同
里
友
朋
關
係
，
這
些
評
點
應
當
視
爲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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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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呉
人
對
於
洪
昇
劇
作
的
知
音
之
賞
。
也
即
是
説
，
呉
人
爲
什
麼
會
有
現
在
的
評
點
？
這
些
評
點
與
原
作
者
洪
昇
的
劇
作
是
什
麼
關
係
？

這
些
都
與
洪
昇
《
長
生
殿
》
密
切
相
關
。
本
文
主
要
從
以
下
幾
個
方
面
，
從
洪
昇
的
作
意
、
劇
中
的
情
理
、
文
詞
的
精
妙
、
時
代
風
氣

幾
個
視
角
，
對
現
存
呉
人
評
點
加
以
敘
述
與
討
論
，
從
而
説
明
洪
昇
劇
作
，
知
音
難
得
，
呉
人
評
點
之
於
洪
昇
劇
作
，
不
可
或
缺
；
呉

人
的
評
點
，
是
研
究
《
長
生
殿
傳
奇
》
必
須
參
考
的
文
獻
。
概
言
之
，
呉
人
評
點
《
長
生
殿
傳
奇
》，
爲
作
者
洪
昇
的
知
音
妙
賞
。

　
本
文
試
圖
討
論
以
下
問
題
：
一
是
『
長
生
殿
』
言
情
主
旨
是
否
有
多
層
意
味
？
二
是
『
長
生
殿
』
人
物
故
事
有
怎
樣
的
世
情
心
理
？

三
是
『
長
生
殿
』
文
學
創
作
時
有
什
麼
樣
的
文
心
文
法
？
洪
昇
劇
作
的
時
代
風
氣
與
歴
時
繼
承
是
怎
樣
的
？
而
這
些
，
全
是
憑
借
呉
人

的
「
論
文
」
來
進
行
的
。

二

　對
洪
昇
『
長
生
殿
』
主
題
的
揭
示
―
―
我
們
曾
經
忽
略
了
複
意
重
旨

　
由
於
當
代
整
理
的
版
本
，
都
不
錄
呉
人
的
評
點
，
使
幾
代
學
者
，
都
忽
視
了
呉
人
這
個
重
要
的
人
物
，
所
以
研
究
《
長
生
殿
》
的
成

果
中
，
缺
少
了
呉
人
這
個
角
色
。
長
期
以
來
，
我
們
研
究
古
典
文
學
的
時
候
，
除
了
簡
單
的
社
會
批
評
，
還
曾
經
受
到
西
方
文
藝
思
潮

的
影
響
，
而
忘
記
了
中
國
本
土
原
有
的
文
學
評
點
。

　
實
際
上
，
如
果
我
們
根
據
呉
人
的
「
論
文
」，
對
《
長
生
殿
》
重
新
審
視
，
可
以
得
到
一
些
新
穎
的
看
法
。
先
説
呉
人
對
『
長
生
殿
』

意
旨
的
揭
示
。

　
在
呉
人
看
來
，『
長
生
殿
』
的
故
事
，
是
屬
於
「
才
子
」
與
「
佳
人
」
的
文
學
内
容
，
他
在
『
長
生
殿
序
』
中
説
：
「
漢
以
後
竹
葉

羊
車
，
帝
非
才
子
；
『
後
庭
玉
樹
』，
美
人
不
專
。
兩
擅
者
，
豈
惟
明
皇
、
貴
妃
乎
？
」
所
以
，
呉
人
是
深
知
洪
昇
之
作
意
的
。
可
是

人
們
經
常
不
顧
洪
昇
自
己
在
作
品
的
自
序
、
例
言
中
的
聲
明
，
也
不
顧
呉
人
的
論
文
，
喜
歡
對
洪
昇
的
『
長
生
殿
』
作
主
觀
的
誤
讀
，

這
是
很
可
惜
的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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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種
誤
讀
，
在
洪
昇
的
當
代
，
就
已
經
存
在
，
呉
人
是
看
在
眼
中
的
。
呉
人
在
『
長
生
殿·

序
』
的
末
尾
説
：
「
是
劇
雖
傳
情
艷
，

而
其
間
本
之
溫
柔
，
不
忘
勸
懲
，
或
未
深
窺
厥
旨
，
疑
其
誨
淫
，
忌
口
滕
説
，
余
故
於
暇
日
評
論
之
，
並
爲
之
序（

６
）。」

顯
然
，
呉
人
認

爲
題
材
雖
屬
才
子
與
佳
人
，
但
立
意
在
於
勸
懲
，
並
無
誨
淫
之
意
。

　
呉
人
甚
至
認
爲
『
長
生
殿
』
之
劇
作
是
複
雜
的
，
他
在
第
二
十
八
齣
『
罵
賊
』
的
起
首
評
論
説
：
「
世
有
義
是
劇
爲
勸
淫
者
，
正
未

識
旁
見
側
出
之
意
耳
。」
就
這
一
齣
而
言
，
他
認
爲
就
是
宣
揚
「
忠
義
」
爲
主
旨
的
，
就
憑
此
可
以
斷
定
當
時
人
們
以
爲
『
長
生
殿
』

是
誨
淫
之
作
，
就
是
嚴
重
的
誤
讀
。
呉
人
既
説
世
人
「
未
深
窺
厥
旨
」，
此
處
又
説
「
未
識
旁
見
側
出
之
意
」，
可
見
，
他
認
爲
『
長
生

殿
』
劇
作
，
有
著
複
意
重
旨
。
呉
人
的
評
點
，
正
是
對
這
部
巨
作
的
複
意
重
旨
揭
示
了
出
來
。
這
裡
，
只
討
論
一
個
例
子
，
就
是
洪
昇

對
於
情
的
宣
揚
與
對
情
的
否
定
，
只
有
結
合
呉
人
的
評
點
，
才
能
深
明
『
長
生
殿
』
劇
作
主
題
的
這
般
貌
似
悖
論
式
的
表
達
。

　
早
在
二
〇
〇
一
年
，
筆
者
曾
經
撰
文
『
道
教
文
化
與
「
長
生
殿
」』，
刊
載
於
『
中
山
大
學
學
報
』
當
年
第
三
期
，
拙
文
認
爲
『
長
生

殿
』
有
著
道
教
仙
話
的
故
事
形
式
與
情
節
結
構
。
過
了
幾
年
，
筆
者
的
恩
師
黃
天
驥
先
生
也
撰
文
『「
長
生
殿
」
結
構
的
道
教
内
涵
』，

刊
載
於
『
文
學
遺
產
』
二
〇
〇
九
年
第
二
期
，
該
文
也
認
爲
『
長
生
殿
』
的
故
事
與
關
目
與
道
教
文
化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當
時
，
我
們

都
沒
有
注
意
到
佛
教
方
面
的
内
容
。

　
研
究
『
長
生
殿
』
衆
多
的
成
果
中
，
只
有
一
篇
文
章
涉
及
到
佛
教
的
問
題
，
這
就
是
劉
繼
保
『
補
恨
與
悟
道
：
談
「
長
生
殿
」
的
宗

教
意
味
』，
刊
載
於
『
天
中
學
刊
』（
河
南
駐
馬
店
黃
淮
學
院
）
一
九
九
八
年
年
第
六
期
，
這
篇
文
章
提
到
三
個
關
鍵
詞
：
懺
悔
、
色
空
、

悟
道（

７
），

可
惜
沒
有
引
用
呉
人
的
評
點
作
爲
論
證
的
依
據
，
有
不
足
之
感
。

　
情
的
肯
定
與
否
定
，
佛
教
的
懺
悔
與
覺
悟
，
的
確
是
在
『
長
生
殿
』
的
作
品
中
有
出
現
的
，
而
這
正
是
我
們
注
意
得
不
夠
的
地
方
。

這
一
點
，
在
『
長
生
殿
』
洪
昇
的
劇
作
與
呉
人
的
評
點
中
，
是
十
分
清
楚
的
。

　『
長
生
殿
』
劇
作
「
家
門
引
子
」
的
『
傳
概
』
一
出
中
，
第
一
支
曲
【
滿
江
紅
】
言
作
品
意
旨
，
提
出
關
鍵
詞
是
「
情
」
與
「
緣
」

二
字
，
作
者
一
方
面
宣
揚
「
情
」
之
真
心
到
底
，
精
誠
不
散
，
但
他
是
要
説
一
個
道
理
，
如
何
才
能
「
終
成
連
理
」，
而
成
就
了
「
連
理
」

對
『
長
生
殿
傳
奇
』
呉
人
評
點
的
新
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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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能
怎
麼
樣
。
所
以
，
作
者
又
提
出
一
個
「
緣
」
字
，
這
個
字
則
是
從
佛
法
中
來
，
佛
法
講
因
緣
和
合
，
又
講
緣
起
性
空
，
所
謂
諸
法

無
常
、
諸
法
無
我
、
終
不
可
得
。
萬
法
之
形
成
，
皆
有
因
緣
，
而
後
果
熟
，
自
然
有
象
。
呉
人
評
點
此
詞
，
非
常
明
白
「
情
緣
」
這
個

語
典
的
意
思
，
所
以
他
特
別
注
意
在
這
兒
強
調
洪
昇
對
於
「
情
」
的
肯
定
，
在
全
劇
的
最
末
尾
，
則
強
調
洪
昇
對
於
「
情
」
的
否
定
。

在
這
一
齣
中
，
呉
人
的
評
點
是
：
「
情
場
恨
事
，
有
情
而
無
緣
者
，
不
可
勝
數
。
惟
合
生
死
而
論
之
，
則
情
自
相
牽
引
，
故
以
青
陵
塚

樹
爲
征
也
。」
他
説
「
合
生
死
論
之
」，
又
説
「
青
陵
塚
樹
」，
講
的
是
有
無
真
情
，
可
以
用
韓
憑
妻
子
在
青
陵
殉
情
而
死
（
干
寶
『
搜

神
記
』
卷
十
一
），
季
札
守
信
、
解
劍
系
於
塚
樹
（『
史
記·

呉
太
伯
世
家
』）
作
爲
證
驗
的
標
準
。

　
對
於
『
傳
概
』
一
出
的
第
二
首
詞
【
沁
園
春
】，
洪
昇
講
唐
明
皇
與
楊
貴
妃
的
情
緣
故
事
，「
宿
緣
正
當
」。
呉
人
對
這
一
點
故
事
的

眼
目
與
綱
領
，
非
常
肯
定
。
評
曰
：
「
提
明
『
宿
緣
』
二
字
，
爲
證
仙
串
合
，
首
尾
皆
動
。」
宿
緣
，
與
前
一
曲
的
「
緣
」，
都
是
佛
家

語
。
佛
家
謂
前
生
的
因
緣
爲
宿
緣
，
南
朝
宋
宗
炳
的
『
明
佛
論
』
説
：
「
況
須
彌
之
大
，
佛
國
之
偉
，
精
神
不
滅
，
人
可
成
佛
，
心
作

萬
有
，
諸
法
皆
空
，
宿
緣
綿
綿
，
億
劫
乃
報
乎
！
」
所
以
，「
宿
緣
」
在
『
長
生
殿
』
全
劇
的
故
事
結
構
中
，
顯
然
有
著
如
下
的
基
本

含
意
：
第
一
是
悔
罪
才
可
以
成
仙
作
佛
，
第
二
是
生
死
時
空
億
劫
萬
千
，
第
三
是
因
果
殊
世
報
應
不
爽
。
如
果
以
佛
法
觀
照
世
情
來
看
，

這
三
點
分
別
有
如
下
意
味
：
第
一
點
講
的
是
邏
輯
關
係
，
第
二
層
講
的
是
時
空
關
係
，
第
三
點
則
講
的
是
佛
法
真
諦
。

　
如
果
在
開
宗
明
義
的
第
一
齣
中
，
看
不
出
佛
教
的
思
想
，
那
麼
，
我
們
在
全
劇
的
最
後
一
齣
『
重
圓
』
的
曲
詞
與
呉
人
的
評
點
，
則

可
以
明
顯
地
看
到
洪
昇
對
明
皇
、
貴
妃
故
事
，
有
著
明
顯
的
佛
理
禪
機
。

【
雙
調
引
子
・
謁
金
門
】［
淨
扮
道
士
上
］
情
一
片
，
幻
出
人
在
煙
眷
。
但
使
有
情
終
不
變
，
定
能
償
夙
願
。

【
黃
鐘
過
曲
】【
永
團
圓
】［
天
女
］
神
仙
本
是
多
情
種
，
蓬
山
遠
，
有
情
通
。
情
根
歴
劫
無
生
死
，
看
到
底
終
相
共
。
塵
緣

倥
偬
，
忉
利
有
天
情
更
永
。
不
比
凡
間
夢
，
悲
歡
和
哄
。
恩
與
愛
，
總
成
空
。
跳
出
痴
迷
洞
，
割
斷
相
思
鞚
。
金
枷
脫
，
玉
鎖
鬆
，

笑
騎
雙
飛
鳳
，
瀟
灑
到
天
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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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
聲
】
舊
霓
裳
，
新
翻
弄
，
唱
與
知
音
心
自
懂
，
要
使
情
留
萬
古
無
窮
。

下
場
詩
：

　
１

　
誰
令
醉
舞
佛
賓
筵
，
上
界
群
仙
待
謫
仙
。
一
曲
霓
裳
聽
不
盡
，
香
風
引
到
大
羅
天
。

　
２

　
看
修
永
殿
號
長
生
，
天
路
悠
悠
接
上
清
。
從
此
玉
皇
須
破
例
，
神
仙
有
分
不
關
情
。

　
呉
人
的
評
點
是
：
「
無
情
者
欲
其
有
情
，
有
情
者
欲
其
忘
情
。
情
之
根
性
者
理
也
，
不
可
無
；
情
之
縱
理
者
欲
也
，
不
可
有
。
此
曲

明
示
生
天
之
路
，
痴
迷
者
庶
知
勇
猛
懺
悔
矣
乎
。」「『
中
庸
』
一
篇
，
末
章
與
首
章
廻
環
相
應
，
此
折
【
謁
金
門
】
及
此
二
曲
皆
發
首

折
【
滿
江
紅
】
之
意
，
作
法
正
同
。
再
變
之
『
鄭
』『
衛
』，
固
無
傷
於
名
教
也
。」
對
第
一
首
下
場
詩
，
呉
人
評
「
此
詩
結
本
折
」，
第

二
首
則
評
爲
「
此
詩
結
通
本
意
，
又
翻
倒
情
字
，
喚
醒
痴
人
，
婆
心
娓
娓
。」

　
呉
人
的
評
點
中
，
除
了
突
出
第
五
十
齣
與
第
一
齣
的
呼
應
關
係
之
外
，
更
主
要
的
是
把
第
五
十
齣
的
幾
支
子
的
唱
詞
與
第
一
齣
結
合

起
來
，
指
出
了
洪
昇
的
立
意
，
既
在
於
對
「
情
」
的
肯
定
，
也
在
於
對
「
情
」
的
否
定
。
對
情
的
肯
定
，
是
洪
昇
希
望
無
情
者
使
其
有

情
，
這
是
人
的
合
理
性
；
對
情
的
否
定
，
是
洪
昇
要
讓
有
情
者
使
其
忘
情
，
這
是
人
的
覺
悟
性
。
這
就
是
明
皇
、
貴
妃
情
緣
一
場
，
而

又
需
要
懺
悔
，
最
終
升
到
忉
利
天
宮
中
去
，
内
在
的
邏
輯
是
佛
教
的
覺
悟
。

　
這
種
覺
悟
，
在
洪
昇
的
『
自
序
』
一
文
末
尾
，
説
得
非
常
清
楚
：
「
雙
星
作
合
，
生
忉
利
天
，
情
緣
總
歸
虛
幻
。
清
夜
聞
鐘
，
夫
亦

可
以
蘧
然
夢
覺
矣
。」
這
層
意
思
，
則
在
『
重
圓
』
一
齣
的
曲
詞
中
，
加
以
演
唱
：
「
恩
與
愛
，
總
成
空
。
跳
出
痴
迷
洞
，
割
斷
相
思
鞚
。

金
枷
脫
，
玉
鎖
鬆
，
笑
騎
雙
飛
鳳
，
瀟
灑
到
天
宮
。」
而
下
場
詩
中
，
第
二
首
最
後
一
句
：
「
神
仙
有
分
不
關
情
」
顯
然
是
對
情
的
否
定
。

　
我
認
爲
，
前
揭
劉
繼
保
的
文
章
，
説
洪
昇
用
佛
教
色
空
的
思
想
，
來
否
定
俗
世
中
的
愛
情
，
這
是
對
的
。
通
觀
『
長
生
殿
』
全
劇
，

可
見
洪
昇
認
爲
李
、
楊
的
愛
情
先
是
在
迷
痴
中
產
生
的
，
有
種
種
的
貪
瞋
痴
慢
疾
妒
疑
恨
，
所
以
是
造
業
的
，
這
種
愛
情
也
是
不
能
長

久
的
。
到
了
後
半
部
，
通
過
楊
貴
妃
的
懺
悔
，
讓
俗
世
的
愛
情
變
成
爲
去
除
了
貪
著
的
神
仙
式
乾
淨
的
愛
情
，
這
種
愛
情
是
在
理
性
中

對
『
長
生
殿
傳
奇
』
呉
人
評
點
的
新
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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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帶
慾
望
的
神
仙
眷
侶
關
係
，
互
相
之
間
不
再
是
慾
念
的
牽
引
，
而
是
法
理
的
共
處
。
用
竹
村
則
行
、
康
保
成
之
『
長
生
殿
箋
注
』
的

箋
釋
，
引
用
『
六
十
種
曲
』
湯
顯
祖
『
南
柯
記
』
第
四
十
四
出
『
情
盡
』
的
旦
白
：
「
忉
利
天
夫
妻
，
就
是
人
間
，
則
是
空
來
，
並
無

雲
雨
。
若
到
此
上
幾
層
天
上
去
，
那
夫
妻
就
不
交
體
了
。
情
起
之
時
，
或
是
抱
一
抱
兒
，
或
是
笑
一
笑
兒
，
或
是
嗅
一
嗅
兒（

８
）。」

簡
言
之
，

忉
利
天
，
就
是
無
情
天
，
是
欲
界
之
外
的
世
界
。

　
對
情
的
宣
揚
，
又
對
情
的
否
定
，「
情
緣
總
歸
虛
幻
」
這
一
層
意
味
，
是
純
粹
佛
家
的
觀
念
，
在
『
長
生
殿
』
劇
作
中
的
體
現
，
與

道
教
文
化
，
不
是
一
回
事
。
而
這
一
點
，
洪
昇
非
常
清
楚
，
他
的
朋
友
呉
人
舒
鳧
則
更
是
清
楚
。
呉
人
除
了
在
全
劇
的
首
尾
二
齣
有
這

類
評
點
，
他
在
『
長
生
殿
』
劇
作
的
關
目
，
作
因
果
方
面
的
評
點
之
處
，
例
子
非
常
多
。

　
現
在
看
來
，
據
呉
人
的
評
點
來
看
『
長
生
殿
』
劇
作
，
這
是
一
個
用
道
教
的
故
事
形
式
，
表
達
佛
教
的
深
層
意
旨
的
作
品
。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
洪
昇
這
樣
運
用
道
教
仙
話
故
事
的
外
形
，
寫
作
明
皇
貴
妃
的
色
空
情
結
，
他
的
目
的
不
是
停
留
在
對
情
的
肯
定
與
否
定
，
而

是
超
越
了
這
個
兩
元
對
立
的
命
題
，
他
是
一
個
旁
觀
者
，
用
清
醒
的
眼
睛
，
去
審
視
唐
王
朝
衰
亡
的
歴
史
，
他
在
作
品
中
的
「
夢
覺
」，

無
非
是
他
的
「
詞
人
忠
厚
之
旨
」，
是
他
的
「
微
諷
」
之
處
。
於
是
他
的
立
意
，
就
有
了
興
亡
也
有
了
離
合
、
有
了
愛
情
的
肯
定
也
有

了
愛
情
的
否
定
這
樣
多
層
的
含
意
，
也
即
有
了
主
題
的
複
意
重
旨
。

三

　對
洪
昇
『
長
生
殿
』
人
物
的
分
析
―
―
我
們
曾
經
忽
略
了
人
情
心
理

　
呉
人
評
點
『
長
生
殿
』，
不
像
明
代
人
李
贄
、
金
聖
嘆
評
『
水
滸
傳
』
那
樣
有
理
論
的
系
統
，
沒
有
「
童
心
説
」
與
「
史
筆
」，
但
是

也
是
有
自
始
至
終
的
思
想
和
做
法
的
。
這
一
點
，
我
們
可
以
借
用
呉
人
在
『
長
生
殿·

傳
概
』
一
齣
中
的
評
語
來
加
以
説
明
：
「
家
門

引
子
，
須
縷
悉
情
事
，
又
須
一
氣
貫
穿
。
今
人
不
講
此
法
久
矣
，『
廣
陵
散
』
於
斯
復
見
。」
這
話
當
然
是
呉
人
對
於
洪
昇
的
欣
賞
，
但

如
果
我
們
再
把
視
點
集
中
到
呉
人
的
評
點
，
就
會
發
現
，
呉
人
實
際
上
是
在
發
掘
洪
昇
寫
作
的
「
縷
悉
情
事
」
與
「
一
氣
貫
穿
」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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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認
爲
洪
昇
實
在
是
一
位
世
事
洞
明
、
文
章
通
達
二
兼
一
之
人
，
而
且
洪
昇
的
文
章
得
自
古
法
。
呉
人
的
「
縷
悉
情
事
」
與
「
一
氣
貫

穿
」
這
兩
句
話
，
也
可
以
目
爲
他
自
己
評
點
『
長
生
殿
』
的
總
綱
。
事
實
上
，
呉
人
對
於
劇
作
中
毎
一
個
細
節
，
都
能
揭
示
其
在
故
事

的
情
勢
、
人
物
的
心
理
之
意
義
，
讀
呉
人
的
評
點
，
很
能
讓
人
想
起
「
世
事
洞
明
皆
學
問
，
人
情
練
達
即
文
章
」
的
聯
語
，
呉
人
正
是

對
歴
史
、
文
學
深
有
洞
明
，
而
對
於
人
情
、
世
故
非
常
練
達
之
人
，
也
是
洪
昇
劇
作
的
第
一
解
人
。
以
下
試
舉
例
説
明
。

　『
長
生
殿·

定
情
』（
第
二
齣
）
是
生
、
旦
同
場
戲
，
敘
述
唐
明
皇
、
楊
貴
妃
正
式
確
定
夫
妻
關
係
的
關
目
，
對
於
這
個
這
兩
個
主
要

人
物
以
及
場
上
的
次
要
人
物
，在
事
情
與
心
理
兩
個
方
面
，呉
人
都
有
極
爲
精
彩
的
評
點
。
對
唐
明
皇
【
東
風
第
一
枝
】
唱
詞
中
的
「
願

此
生
終
老
溫
柔
，
白
雲
不
羨
仙
鄉
」
評
點
直
指
其
内
心
的
「
一
念
」
所
帶
來
的
因
果
：
「
明
皇
，
英
主
也
，
非
漢
成
昏
庸
之
比
。
只
因

行
樂
一
念
，
便
自
願
終
老
溫
柔
，
釀
成
天
寶
之
禍
，
末
路
猶
不
若
漢
成
。
昇
平
數
語
，
足
爲
晏
安
之
樂
。」
這
種
評
價
，
當
然
是
建
立

在
呉
人
對
於
佛
禪
的
認
識
上
的
，
他
對
洪
昇
創
作
的
整
個
劇
作
故
事
，
用
兩
個
字
來
概
括
，
就
是
「
因
果
」，
具
體
來
説
，
就
是
情
緣

相
牽
引
，
而
因
此
「
釀
成
天
寶
之
禍
」，
生
角
唱
【
念
奴
嬌
】
序
中
的
「
思
想
，
擅
寵
瑤
宮
，
褒
封
玉
冊
」
的
詞
後
，
呉
評
爲
「
只
此

一
封
，
已
見
教
猱
陞
木
。」
此
評
用
的
是
『
詩
經·
小
雅·

角
弓
』「
毋
教
猱
陞
木
，
如
涂
涂
附
」
的
典
故
，
比
喻
教
壞
人
做
壞
事
。
這

兩
處
的
評
點
，
都
可
見
到
呉
人
對
歴
史
、
人
生
與
文
學
的
故
事
都
有
著
透
徹
的
了
解
，
所
以
評
點
關
目
情
節
，
能
夠
見
機
在
先
。
當
然
，

「
教
猱
陞
木
」
的
評
論
，
也
隱
含
著
「
因
果
」
的
觀
念
，
也
就
是
説
唐
明
皇
與
楊
貴
妃
共
同
釀
成
了
天
寶
之
禍
，
自
他
們
定
時
起
，
使

種
下
了
禍
機
。

　
如
果
説
呉
人
喜
歡
用
佛
理
禪
機
去
看
天
寶
故
事
，
那
麼
洪
昇
則
把
它
化
入
到
了
『
長
生
殿
』
的
故
事
寫
作
之
中
去
了
，
而
呉
人
正
是

擅
長
把
這
種
化
藏
於
故
事
中
的
意
（
道
理
）
揭
示
出
來
的
人
。
比
如
，
我
們
可
以
在
劇
作
的
第
二
十
七
出
『
冥
追
』
中
明
顯
地
看
到
作

品
與
論
文
這
種
相
得
益
彰
的
關
係
。
一
方
面
，
肯
定
魂
旦
的
「
只
癡
情
一
點
、
一
點
無
摧
折
」，
是
「
一
靈
不
放
，
望
夫
尚
能
化
石
，

情
死
豈
不
證
仙
？
」
另
一
方
面
，
又
認
爲
故
事
的
邏
輯
，
與
佛
教
的
因
果
正
相
符
合
。
所
以
，
呉
人
認
爲
，
洪
昇
在
『
傳
概
』
中
提
出

的
「
宿
緣
」，
正
是
全
劇
一
氣
貫
串
的
佛
教
時
空
故
事
，
正
好
可
借
以
説
因
果
。
本
齣
中
與
魂
旦
的
可
以
證
仙
相
映
照
，
本
齣
專
寫
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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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忠
等
人
的
變
成
厲
鬼
，
一
個
都
沒
有
好
下
場
。
虢
國
去
了
枉
死
城
受
怨
恨
之
苦
，
呉
人
説
：
「
姊
妹
兄
弟
鬼
魂
，
點
綴
一
二
，
用
彰

業
報
，
並
引
出
貴
妃
悔
罪
真
誠
，
以
入
仙
果
。」
他
用
因
果
的
觀
念
，
來
解
釋
劇
作
中
故
事
人
物
的
必
然
。
因
此
又
説
：
「
未
見
魂
靈

受
苦
，
猶
抱
一
腔
怨
恨
。
及
後
見
國
忠
形
狀
，
惟
有
俯
首
懺
悔
矣
。
常
人
於
風
月
之
下
，
無
所
不
爲
，
一
值
陰
雨
雷
霆
，
悚
然
生
畏
，

亦
是
此
意
。」
楊
國
忠
成
爲
鬼
也
不
能
自
悟
有
罪
，
在
這
折
戲
中
楊
國
忠
鬼
説
：
「
我
是
當
朝
宰
相
，
你
們
做
什
麼
攔
我
？
」
結
果
被

送
去
了
酆
都
城
受
劍
樹
、
刀
山
之
苦
。
呉
人
評
論
説
：
「
虢
國
入
枉
死
城
，
國
忠
遂
入
酆
都
獄
，
罪
有
差
等
。」
與
此
同
時
，
對
洪
昇

所
寫
楊
妃
自
覺
「
怕
形
消
骨
立
，
懺
不
了
舊
情
魔
」
的
唱
詞
，
是
很
肯
定
她
能
懂
得
懺
悔
的
。
呉
人
評
曰
：
「
最
旖
旎
人
，
才
能
作
極

醒
豁
語
，
總
是
夙
根
。」
像
這
樣
的
例
子
，
在
呉
人
論
文
之
中
，
比
比
皆
是
，
他
都
能
從
故
事
的
前
因
後
果
中
，
來
評
論
故
事
發
展
的

必
然
性
與
合
理
性
，
也
即
把
劇
中
的
人
情
世
故
，
窺
透
得
明
明
白
白
，
把
洪
昇
爲
什
麼
要
這
樣
寫
故
事
，
揭
示
得
非
常
清
楚
。

　
此
外
，
呉
人
還
非
常
擅
長
把
洪
昇
劇
作
中
的
唱
詞
、
科
介
和
關
目
中
表
現
出
來
的
人
物
心
理
，
最
微
妙
、
最
隱
蔽
、
最
複
雜
、
最
豐

富
的
内
容
揭
示
出
來
，
這
一
點
此
前
的
研
究
者
都
沒
有
加
以
探
討
，
對
洪
昇
劇
作
的
理
解
自
然
很
有
局
限
。
比
如
劇
作
的
第
九
齣
『
復

召
』，
就
很
有
代
表
性
。
這
一
齣
的
腳
色
和
人
物
是
：
生
演
唐
明
皇
、
旦
演
楊
貴
妃
、
丑
演
高
力
士
、
淨
與
副
淨
演
内
侍
。
唐
明
皇
因

爲
嬌
嗔
嫉
妒
被
唐
明
皇
放
出
宮
外
回
去
楊
府
，
離
開
宮
廷
之
後
，
唐
明
皇
開
始
有
悔
意
，
但
又
在
面
子
上
放
不
下
來
，【
虞
美
人
】
曲

詞
唱
道
：
「
無
端
惹
起
閒
煩
惱
，
有
話
將
誰
告
？
此
情
已
自
費
支
持
，
怪
殺
鸚
哥
不
住
向
人
提
。」
呉
人
的
評
語
説
：
「
言
無
可
告
，

情
不
能
支
，
力
士
早
有
以
窺
之
矣
。」
他
指
出
只
有
高
力
士
才
知
道
唐
明
皇
此
時
此
刻
的
心
事
。
而
唐
明
皇
「
對
景
無
非
若
恨
」，
楊
國

忠
入
朝
謝
罪
，
想
加
以
挽
回
，
但
是
唐
明
皇
説
：
「
寡
人
也
無
顏
見
他
」，
這
種
愚
癡
的
愛
戀
，
呉
人
又
從
佛
法
的
角
度
，
加
以
挑

明
：
「
此
種
愛
戀
，
要
是
前
因
，
慧
男
子
到
此
愈
益
癡
迷
，
非
關
殢
色
也
。」
也
就
是
不
僅
是
對
女
色
的
沉
溺
，
更
是
在
情
愛
之
中
的

愚
癡
造
成
的
偏
執
。
這
種
評
論
，
是
對
洪
昇
寫
人
物
的
筆
力
充
分
地
肯
定
，
因
爲
洪
昇
能
把
人
物
的
愛
情
執
著
寫
了
出
來
，
呉
人
才
可

以
用
評
論
把
它
點
出
來
。
唐
明
皇
遣
出
楊
貴
妃
之
後
，
獨
自
面
對
宮
廷
景
物
有
特
別
複
雜
的
心
情
，
呉
人
也
用
評
點
揭
示
出
來
，
他
評

論
【
十
樣
錦
】
一
曲
的
時
候
説
：
「
風
定
日
遲
，
鳥
聲
花
影
，
純
寫
寂
寥
光
景
，
與
貴
妃
在
宮
繁
艷
之
狀
不
同
。
而
又
以
愁
憤
引
起
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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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
轉
到
追
悔
之
意
，
無
限
轉
折
。」
寂
寥
、
憂
愁
、
歡
情
、
追
悔
、
無
限
轉
折
，
此
類
心
理
分
析
，
是
我
們
欣
賞
劇
作
的
時
候
，
非

常
重
要
的
參
考
。

　
唐
明
皇
孤
獨
寂
寞
的
時
候
，
内
侍
説
：
「
萬
歲
爺
自
清
晨
不
曾
進
膳
，
後
宮
傳
催
排
膳
伺
候
。」
唐
明
皇
立
即
喝
斥
：
「
唗
！
什
麼

後
宮
？
」
呉
人
此
處
的
心
理
揭
示
是
：
「
意
中
人
去
，
事
事
俱
非
，
何
況
提
起
後
宮
，
宜
乎
觸
怒
。
寫
有
心
事
人
如
畫
。」
兩
個
内
侍
，

一
前
一
後
都
只
知
道
唐
明
皇
在
生
氣
，
先
提
起
内
宮
，
後
又
提
起
梨
園
，
當
唐
明
皇
怒
喝
：
「
好
打
！
」
的
時
候
，
内
侍
還
非
常
笨
拙

地
説
「
不
干
我
們
的
事
，
是
太
子
諸
王
，
説
萬
歲
爺
心
緒
不
快
，
特
請
消
遣
。」
呉
人
把
唐
明
皇
微
妙
的
心
理
作
了
一
番
解
釋
，
原
文

如
下
：
「
稍
黠
慧
人
心
事
被
人
道
著
，
便
欲
遁
詞
轉
變
，
況
官
家
思
示
人
以
不
測
乎
？
觀
此
二
監
措
言
莽
戇
，
合
之
力
士
善
於
婉
轉
，

故
知
逢
迎
君
側
，
大
非
易
事
也
。」
唐
明
皇
「
看
一
帶
瑤
街
依
然
芳
草
齊
，
不
見
蹴
裙
珠
履
追
隨
。」
呉
人
説
：
此
時
的
明
皇
「
睹
物
懷

人
，
即
無
情
草
色
，
亦
關
情
如
此
。」
唐
明
皇
見
到
貴
妃
的
頭
髮
，
先
笑
而
後
哭
，
拿
在
手
中
哭
道
：
「
哎
喲
！
我
那
妃
子
呵
！
」
呉

人
評
其
心
理
：
「
前
此
或
嗟
或
惱
或
悲
，皆
爲
無
妃
子
消
息
也
。
故
一
見
髪
而
輒
笑
，再
睹
髪
而
忽
哭
，寫
盡
一
時
沉
亂
。」
此
齣
最
末
，

唐
明
皇
唱
：
「
從
今
識
破
愁
滋
味
，
這
恩
情
更
添
十
倍
。
妃
子
，
我
且
把
這
一
日
相
思
訴
與
伊
！
」
呉
人
評
論
爲
唐
明
皇
對
楊
貴
妃
有

真
情
，
這
是
證
仙
的
資
本
：
「
男
歡
不
敝
輪
，
女
歡
不
敝
席
，
王
侯
愛
棄
不
常
，
能
識
相
思
味
者
，
鮮
矣
！
況
天
子
乎
？
明
皇
能
於
離

合
之
際
，
領
會
悲
歎
，
宜
後
爲
雙
星
所
取
也
。」

　
呉
人
説
高
力
士
「
善
於
婉
轉
」，
你
看
他
一
邊
唱
著
：
「
離
別
悲
，
相
思
意
，
兩
下
裡
抹
媚
誰
知
？
我
從
旁
參
透
個
中
機
，
要
打
合

鸞
鳳
在
一
處
飛
。」
一
邊
肩
搭
著
貴
妃
頭
髮
上
場
。
呉
人
評
説
道
：
「
此
時
力
士
窺
破
上
意
，
正
欲
其
見
而
問
之
，
故
不
爲
函
藏
，
亦

不
嫌
唐
突
。」
又
説
：
「『
從
旁
參
透
』
二
語
，
如
見
小
人
得
意
之
狀
。」
可
想
而
知
，
當
時
高
力
士
真
的
是
摸
透
了
唐
明
皇
的
心
理
了
。

當
唐
明
皇
見
到
高
力
士
搭
髪
上
，
就
問
：
「
你
肩
上
的
是
什
麼
東
西
？
」
力
士
直
接
説
：
「
是
楊
娘
娘
的
頭
髪
。」
呉
人
評
説
：
「
凡

事
總
不
可
無
機
會
」「
沖
口
答
出
楊
娘
娘
，
此
力
士
迎
機
之
妙
也
。」
後
來
高
力
士
獻
策
把
放
出
的
楊
娘
娘
召
回
來
，
呉
人
評
説
其
中
的

曲
折
隱
微
之
處
：
「
力
士
之
言
，
看
得
反
汗
（
翻
悔
食
言
）
甚
易
，
亦
自
娓
娓
可
聽
，
足
以
煬
蔽
（
遮
瞞
蒙
蔽
）。」「
佞
人
欺
瞞
君
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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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以
人
不
知
爲
辭
，
作
掩
耳
盜
鈴
之
事
，
真
可
嘆
也
。」「
一
笑
解
圍
，
與
參
透
個
中
相
應
，
力
士
成
竹
在
胸
，
直
弄
明
皇
於
股
掌
之
上
。」

力
士
與
主
子
的
關
係
，
呉
人
評
論
得
多
麼
透
辟
啊
。

　
至
於
楊
貴
妃
復
召
回
宮
，
失
寵
而
復
得
寵
，
呉
人
感
嘆
世
事
之
無
常
不
定
，
以
及
楊
妃
之
出
其
不
意
。
曰
：
「
貴
妃
寵
冠
六
宮
，
豈

意
忽
遭
擯
斥
。
及
其
出
居
私
第
，
又
豈
意
即
奉
賜
還
。
一
日
之
間
，
一
宮
之
中
，
一
人
之
身
，
而
菀
枯
頓
易
。
凡
世
間
一
切
陞
沉
，
禍

生
於
不
察
，
譽
出
於
不
虞
，
俱
是
如
此
。」
呉
人
是
同
情
此
女
子
的
命
運
，
所
謂
哀
其
不
幸
。
同
時
，
又
怒
其
不
爭
，
因
爲
復
召
見
到

明
皇
之
後
，
貴
妃
説
：
「
臣
妾
無
狀
，
上
干
天
譴
。」「
今
自
艾
，
願
承
魚
貫
，
敢
妒
娥
眉
。」
呉
人
認
爲
這
種
人
的
心
理
，
不
是
吉
人

自
處
之
道
：
「
吉
人
居
安
則
思
危
，
履
險
則
如
夷
。
若
遇
急
難
而
悔
艾
者
，
及
處
晏
安
，
未
有
不
更
恣
也
。」
最
後
，
明
皇
貴
妃
在
西

宮
宴
會
，
重
新
和
好
，
呉
人
説
：
「
點
明
西
宮
，
前
了
望
春
舊
妒
，
後
啟
翠
閣
新
爭
。」
也
是
見
事
之
深
，
明
白
前
因
後
果
，
在
評
點

中
把
洪
昇
的
寫
作
思
路
勾
畫
得
清
清
楚
楚
。

　
總
之
，
呉
人
十
分
善
於
把
劇
作
中
的
人
事
、
物
理
、
心
情
、
氣
氛
，
揭
示
給
讀
者
，
讓
人
明
白
洪
昇
的
寫
作
意
圖
與
構
思
的
微
妙
。

四

　對
洪
昇
『
長
生
殿
』
文
采
的
評
價
―
―
我
們
曾
經
忽
略
了
文
心
文
法

　
明
清
時
興
文
學
的
評
點
，
這
些
評
點
之
作
，
有
什
麼
必
要
、
有
什
麼
意
趣
呢
？
我
們
舉
出
金
聖
嘆
評
『
水
滸
傳
』，
用
文
學
的
眼
光

看
作
品
：
「
古
人
著
書
，
毎
毎
若
干
年
布
想
，
若
干
年
儲
材
，
又
復
若
干
年
經
營
點
竄
，
而
後
得
脫
於
稿
，
裒
然
成
爲
一
書
也
。
今
人

不
會
看
書
，
往
往
將
書
容
易
混
帳
過
去
。
於
是
古
人
書
中
所
有
得
意
處
，
不
得
意
處
，
轉
筆
處
，
難
轉
筆
處
，
趁
水
生
波
處
，
翻
空
出

奇
處
，
不
得
不
補
處
，
不
得
不
省
處
，
順
添
在
後
處
，
倒
插
在
前
處
，
無
數
方
法
，
無
數
筋
節
，
悉
付
之
於
茫
然
不
知
，
而
僅
僅
粗
記

前
後
事
蹟
，
是
否
成
敗
，
以
助
其
酒
前
茶
後
，
雄
譚
快
笑
之
旗
鼓（

９
）。」

文
學
書
就
是
應
當
去
玩
味
，
才
知
好
的
文
學
創
作
，
的
確
是
「
不

朽
之
盛
事
、
千
古
之
大
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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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如
上
文
所
説
，
洪
昇
『
長
生
殿
』
之
作
，
乃
是
依
人
情
而
作
文
章
，
如
此
則
能
懂
得
呉
人
的
評
點
在
於
「
情
事
周
密
，
文
章
更
有

針
線
」（
第
十
九
齣
評
語
）「
情
生
文
，
文
生
情
，
神
矣
化
矣
！
」（
第
二
十
二
齣
）
可
以
説
，
評
點
洪
昇
如
何
結
撰
『
長
生
殿
』
這
部

巨
著
，
把
洪
昇
爲
文
的
匠
心
獨
運
揭
示
給
讀
者
看
，
是
呉
人
「
論
文
」
的
重
要
内
容
。

　
前
揭
各
學
者
的
研
究
，
就
呉
人
在
『
長
生
殿
』
評
點
來
討
論
呉
人
的
戲
劇
理
論
，
現
在
通
觀
全
書
，
所
謂
戲
劇
理
論
是
不
明
顯
的
。

一
方
面
沒
有
系
統
地
論
述
戲
劇
問
題
，另
一
方
面
在
全
部
評
點
中
佔
的
比
例
極
小
。
其
實
，就
文
學
而
言
，呉
人
對
『
長
生
殿
』
的
「
論

文
」，
更
多
的
是
「
賞
其
文
詞

）
（1
（

」，
否
則
如
果
是
戲
劇
理
論
，
就
應
當
標
題
爲
「
論
劇
」
了
。
換
句
話
説
，
他
論
文
的
重
點
在
文
本
，
不

在
舞
台
；
對
於
舞
台
，
他
另
有
對
『
長
生
殿
』
的
改
編
本
二
十
八
折
，
得
到
洪
昇
的
肯
定

）
（（
（

。

　
不
過
，
必
須
説
明
的
是
，
呉
人
的
「
論
文
」，
是
結
合
戲
曲
文
學
的
特
點
來
進
行
的
，
概
括
來
説
有
以
下
幾
個
方
面
，
一
是
關
於
全

劇
的
思
想
（
類
似
李
漁
的
立
主
腦
之
説
），
二
是
關
於
全
劇
的
結
構
（
類
似
李
漁
的
密
針
線
之
説
），
三
是
文
詞
的
情
景
（
所
謂
情
文
相

生
之
類
），
四
是
文
筆
的
巧
妙
（
所
謂
虛
實
詳
略
、
輕
重
主
次
、
勾
連
照
應
、
映
襯
烘
托
之
類
），
五
是
淵
源
典
故
（
點
明
寫
作
的
出
處
）。

　
全
劇
的
思
想
，
在
本
文
的
第
一
大
段
已
經
述
及
，
今
就
其
他
方
面
，
舉
例
一
二
，
略
作
説
明
。
先
説
全
劇
的
結
構
，
次
説
文
詞
的
情

景
。
因
文
章
篇
幅
的
平
衡
，
不
能
面
面
俱
到
，
只
能
窺
豹
一
斑
了
。

　
在
『
傳
概
』
第
一
齣
中
的
【
沁
園
春
】
曲
文
中
，
副
末
唱
道
：
「
天
寶
明
皇
，
玉
環
妃
子
，
宿
緣
正
當
。」
呉
人
深
諳
家
門
的
第
二

曲
一
般
是
把
本
劇
要
演
的
故
事
作
梗
概
式
介
紹
，所
以
他
的
評
點
是
「
提
明
『
宿
緣
』
二
字
，爲
證
仙
串
合
，首
尾
皆
動
。」
他
的
意
思
，

顯
然
是
認
爲
全
劇
放
在
一
個
佛
教
的
時
空
中
，
來
結
構
故
事
的
。
宿
緣
在
佛
家
的
觀
念
中
是
前
世
注
定
的
因
緣
，
是
三
世
因
果
的
時
空

觀
中
的
故
事
模
式
，
所
以
，『
長
生
殿
』
安
排
李
、
楊
二
主
角
本
來
就
是
神
仙
，
此
生
到
唐
朝
乃
是
從
上
界
（
仙
界
）
謫
落
到
了
人
間
，

經
過
一
番
帝
妃
的
戀
愛
之
悲
歎
離
合
，
甚
至
經
歴
人
鬼
殊
途
，
最
終
因
爲
前
世
的
情
緣
與
仙
緣
，
因
爲
内
心
一
貫
不
變
有
愛
情
至
真
，

感
動
了
天
上
的
牛
郎
織
女
二
位
神
仙
，
最
後
在
月
宮
中
嫦
娥
仙
子
面
前
，
保
奏
和
證
明
李
、
楊
二
人
回
復
仙
班
，
這
個
故
事
，
就
是
洪

昇
借
用
佛
家
的
語
彚
「
宿
緣
」
來
概
括
的
，
而
呉
人
將
此
層
意
味
點
明
，
誠
可
謂
發
洪
昇
之
文
筆
含
意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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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實
上
，
從
結
構
來
説
，
五
十
齣
的
『
長
生
殿
』
傳
奇
，
在
明
清
的
作
品
中
，
從
長
度
來
説
就
是
一
部
巨
著
，
如
何
把
人
間
的
故
事

和
鬼
魂
、
神
仙
串
合
，
是
頗
費
心
思
的
；
洪
昇
的
針
線
在
於
釵
、
盒
。
第
二
齣
『
定
情
』，
唐
明
皇
與
楊
貴
妃
作
偕
老
之
盟
，
給
楊
貴

妃
定
情
的
信
物
是
金
釵
、
鈿
盒
，
所
以
，
呉
人
評
此
齣
戲
中
後
兩
支
曲
子
曰
：
「
釵
、
盒
乃
本
傳
始
終
作
合
處
，
故
於
進
宮
更
衣
後
特

寫
二
曲
，
以
致
珍
重
之
意
，
非
止
文
情
盡
致
，
場
上
並
有
關
目
。」
呉
人
的
評
點
，
就
是
從
始
致
終
扣
住
「
文
」「
情
」
二
字
來
著
眼
的
。

　
在
第
十
九
齣
『
絮
閣
』
的
時
候
，
楊
妃
因
爲
吃
梅
妃
的
醋
（
原
因
是
明
皇
與
梅
妃
在
翠
華
西
閣
住
了
一
宿
），
把
定
情
的
釵
、
盒
交

回
給
唐
明
皇
，
弄
得
明
皇
連
連
道
歉
認
錯
，
最
後
叫
楊
妃
將
釵
、
盒
依
舊
收
好
。
呉
人
從
心
理
的
角
度
評
楊
妃
：
「
交
收
釵
、
盒
，
結

出
固
寵
本
意
。」「
一
語
回
心
，
急
作
收
科
，
仍
是
狡
獪
。」
當
然
，
也
是
點
明
此
處
出
現
了
釵
、
盒
。
在
第
二
十
五
齣
『
埋
玉
』
中
，

楊
妃
叮
囑
高
力
士
一
定
要
把
金
釵
一
對
、
釵
、
盒
一
枚
，
給
她
殉
葬
。
呉
人
評
曰
：
「
收
拾
釵
、
盒
因
緣
，
並
爲
後
證
仙
信
物
。」
第

三
十
齣
『
情
悔
』
中
作
爲
鬼
魂
的
楊
妃
帶
著
釵
、
盒
，
向
月
下
把
玩
，
訴
説
離
別
的
傷
心
。
呉
人
評
曰
：
「
從
此
直
至
仙
山
征
信
，
總

不
暫
忘
釵
、
盒
。」
的
確
，
魂
旦
的
唱
詞
，
釵
、
盒
出
現
率
很
高
。
到
第
三
十
七
齣
『
尸
解
』，
楊
妃
讓
錦
褥
飛
去
，
香
囊
留
下
，
而
釵
、

盒
則
緊
隨
身
帶
。
呉
人
評
曰
：
「
如
此
寫
香
囊
方
才
有
情
，
而
釵
、
盒
在
仙
山
卻
寄
，
亦
有
根
蒂
。」
第
四
十
七
齣
『
補
恨
』，
把
釵
、

盒
給
織
女
看
，
表
示
思
量
再
續
前
緣
。
第
四
十
八
齣
『
寄
情
』
楊
妃
在
蓬
萊
仙
境
「
分
釵
一
股
、
擘
盒
一
扇
」，
讓
前
來
覓
魂
的
道
士

楊
通
幽
帶
去
見
人
間
的
唐
明
皇
。
呉
人
把
此
處
的
釵
、
盒
與
『
密
誓
』（
第
二
十
二
齣
）
結
合
起
來
評
論
，
點
明
線
索
：
「
劇
中
釵
、

盒
定
情
，
長
生
盟
誓
，
是
兩
在
關
節
。
釵
、
盒
自
殉
葬
一
結
，
又
攜
歸
仙
院
，
分
擘
寄
情
，
月
宮
復
合
。
盟
誓
則
是
證
仙
張
本
，
尤
爲

吃
緊
。
以
此
二
者
傳
信
，
已
足
收
束
全
劇
。
下
二
折
，
特
申
衍
其
義
耳
。」

　
上
面
各
齣
的
釵
、
盒
，
前
此
的
研
究
者
一
律
忽
略
不
計
，
這
是
不
妥
當
的
。
又
人
們
習
慣
於
引
用
第
五
十
齣
『
重
圓
』
齣
中
呉
人
對

釵
、
盒
的
評
語
，
來
説
明
呉
人
在
關
目
上
面
的
看
法
。
我
認
爲
這
個
角
度
是
不
太
準
確
的
，
因
爲
呉
人
的
目
的
在
於
讓
人
們
欣
賞
做
這

整
部
劇
作
的
針
線
是
多
麼
的
縝
密
的
，
所
以
呉
人
的
著
眼
點
是
洪
昇
如
何
結
撰
一
部
戲
曲
巨
著
的
。
他
在
最
後
一
齣
的
評
語
，
不
妨
重

新
認
識
：
「
釵
、
盒
自
定
情
後
凡
六
見
：
翠
閣
交
收
，
固
寵
也
；
馬
嵬
殉
葬
，
志
恨
也
；
墓
門
夜
玩
，
寫
怨
也
；
仙
山
攜
帶
，
守
情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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璇
宮
呈
示
，
求
緣
也
；
道
士
寄
將
，
征
信
也
。
至
此
重
圓
結
案
。
大
抵
此
劇
以
釵
、
盒
爲
經
，
盟
言
爲
緯
，
而
借
織
女
之
機
杼
以
織
成

之
，
嗚
呼
巧
矣
！
」

　
從
上
面
評
論
結
構
的
例
子
可
以
看
到
，
呉
人
非
常
注
意
洪
昇
作
品
寫
作
的
文
脈
，
就
像
『
文
心
雕
龍
』
所
説
「
外
文
綺
交
，
内
義
脈

注
」
那
樣
。

　
我
們
再
説
呉
人
評
點
中
，
評
説
情
文
相
生
的
例
子
。
在
呉
人
看
來
，
洪
昇
是
依
情
而
爲
文
，
文
生
於
情
，
或
情
生
於
文
。
情
與
文
互

爲
内
外
、
互
爲
主
次
、
互
相
生
發
。
比
如
『
定
情
』
一
齣
中
，【
念
奴
嬌
】
套
曲
中
，
次
曲
換
頭
，
旦
唱
：
「
受
寵
承
恩
，
一
霎
裡
身

判
人
間
天
上
。」
呉
評
曰
：
「
驚
喜
逼
肖
。」
有
什
麼
情
，
就
有
什
麼
文
。
第
三
曲
換
頭
是
宮
女
唱
：
「
金
屋
妝
成
，
玉
樓
歌
徹
，
千
秋

萬
歲
捧
霞
觴
。」
第
四
曲
換
頭
内
侍
唱
：
「
頻
進
酒
，
合
殿
春
風
飄
香
。」
呉
評
：
「
此
二
句
『
捧
霞
觴
』『
頻
進
酒
』
句
方
合
筵
上
語
，

宮
娥
口
中
微
含
妒
意
，
更
得
神
理
。」
可
見
，
定
情
的
場
景
，
洪
昇
把
握
得
很
準
確
，
又
能
夠
把
宮
女
的
心
理
活
動
描
繪
出
來
，
而
呉

人
則
幫
助
把
這
一
層
情
、
一
層
文
揭
示
出
來
。
洪
昇
又
在
本
齣
的
【
中
呂·

古
輪
台
】
一
曲
中
寫
道
：
「
籠
燈
就
月
細
端
相
」「
笑
他

夢
雨
暗
高
唐
」，
呉
評
爲
：
「
月
華
寫
艷
，
夢
雨
翻
新
，
俱
是
絶
妙
好
詞
。」
實
在
是
深
明
情
與
文
之
關
係
，
才
能
如
此
欣
賞
的
。

　
必
須
説
明
的
是
，
我
這
兒
所
説
的
情
，
是
前
文
講
的
廣
義
的
情
理
、
情
勢
、
人
事
、
物
理
，
不
徒
爲
情
感
、
情
緒
。

　
洪
昇
的
寫
作
，
匠
心
獨
運
，
如
此
情
則
如
此
文
，
在
毎
一
齣
中
，
都
能
見
到
筆
精
墨
妙
之
處
，
而
這
種
精
妙
，
如
果
沒
有
呉
人
的
評

點
，
是
很
難
讓
今
天
的
人
們
憑
空
領
悟
的
。
比
如
『
禊
遊
』
一
齣
的
描
寫
場
面
，
在
起
首
四
支
曲
子
，
呉
人
分
析
了
洪
昇
在
此
處
的
安

排
次
第
、
與
前
後
出
的
關
係
、
當
場
的
藝
術
效
果
，
以
及
各
色
人
物
的
身
份
與
劇
中
的
作
用
，
凡
此
，
呉
人
都
逐
一
作
了
評
點
，
並
概

括
地
説
：
「
雖
滿
紙
春
光
繚
亂
，
而
渲
花
染
柳
，
分
晰
不
爽
，
真
覺
筆
有
化
工
。」
又
説
：
「
行
文
之
妙
，
更
在
用
側
筆
襯
寫
。
如
以

遊
人
盛
麗
，
映
出
明
皇
貴
妃
之
縱
佚
；
以
遺
鈿
附
舃
，
映
出
三
國
夫
人
之
奢
淫
，
並
祿
山
之
無
狀
、
國
忠
之
蕩
檢
。
皆
於
虛
處
傳
神
，

觀
者
當
思
其
經
營
慘
淡
，
莫
徒
賞
絶
妙
好
辭
也
。」
可
見
，
在
呉
人
看
來
，「
絶
妙
好
辭
」
是
作
品
中
的
成
就
，
而
「
經
營
慘
淡
」
則
是

洪
昇
的
文
心
文
法
。
未
有
文
心
之
真
誠
，
何
有
文
辭
之
絶
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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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如
在
第
二
十
五
齣
『
埋
玉
』
寫
楊
國
忠
與
楊
貴
妃
之
死
，
洪
昇
的
寫
法
，
在
呉
人
看
來
是
有
極
有
講
究
的
：
國
忠
用
的
是
「
直
殺
」

法
，
貴
妃
用
的
是
「
逼
殺
」
法
；
國
忠
快
死
，
貴
妃
慢
死
。
之
所
以
要
寫
貴
妃
慢
死
，
是
爲
了
展
示
男
女
主
角
的
心
理
與
性
格
等
方
面

的
矛
盾
衝
突
，
所
以
，
用
層
層
頓
跌
的
方
法
，
讓
明
皇
、
貴
妃
非
常
複
雜
的
内
心
外
露
，
從
而
刻
畫
明
皇
、
貴
妃
之
爲
情
種
、
情
根
。

如
此
評
點
，
才
讓
我
們
更
加
明
白
洪
昇
的
確
是
匠
心
獨
運
。

　
故
知
，
洪
昇
是
爲
文
的
高
手
，
而
呉
人
是
賞
文
的
知
己
。
洪
文
、
呉
論
，
相
得
益
彰
。

五

　對
『
長
生
殿
』
成
就
的
衡
量
―
―
我
們
忽
略
了
時
代
風
氣
與
歴
史
因
變

　
本
文
在
日
本
佐
賀
二
〇
一
七
年
度
九
州
中
國
學
會
年
會
發
表
時
，
得
到
竹
村
則
行
教
授
的
指
教
，
問
及
兩
個
問
題
，
一
個
是
『
長
生

殿
』
與
『
牡
丹
亭
』、『
紅
樓
夢
』
以
情
爲
主
題
很
相
像
，
它
們
有
什
麼
關
係
？
二
是
中
國
神
話
傳
説
的
牛
郎
織
女
愛
情
，
與
劇
中
的
明

皇
貴
妃
愛
情
，
試
比
較
説
明
。

　
如
今
想
來
，
竹
村
先
生
的
問
題
非
常
深
刻
，
因
爲
觸
及
到
兩
個
方
面
，
一
是
『
長
生
殿
』
同
時
代
文
學
的
共
同
風
氣
是
什
麼
，
二
是

『
長
生
殿
』
如
何
在
一
些
關
目
上
對
以
前
的
故
事
有
所
繼
續
和
改
造
。
而
這
兩
個
問
題
，
實
際
上
呉
人
的
論
文
，
都
已
經
有
著
明
確
的

解
釋
和
説
明
。
在
此
，
我
把
對
於
竹
村
先
生
的
提
問
，
思
考
之
後
的
結
果
，
放
在
此
處
，
供
研
究
者
一
同
參
詳
。

　
首
先
，『
牡
丹
亭
』、『
長
生
殿
、『
紅
樓
夢
』
都
是
以
情
爲
主
題
，「
呉
山
三
婦
」
已
有
『
牡
丹
亭
』
批
點
，『
長
生
殿
』
序
「
情
緣
總

歸
虛
幻
」
仿
佛
紅
樓
夢
，
那
麼
這
三
作
之
間
有
沒
有
互
相
影
響
關
係
？
筆
者
認
爲
，
三
部
作
品
，
互
相
有
關
係
，
是
肯
定
的
，
但
也
各

有
獨
創
。

　
在
洪
昇
的
『
長
生
殿·

例
言
』
中
，
曾
經
説
：
「
棠
村
相
國
嘗
稱
予
是
劇
乃
一
部
鬧
熱
『
牡
丹
亭
』，
世
以
爲
知
言
。
予
自
惟
文
采

不
逮
臨
川
，
而
恪
守
韻
調
，
罔
敢
稍
有
逾
越
。」
洪
昇
認
同
別
人
把
他
的
劇
作
比
之
於
『
牡
丹
亭
』，
也
就
是
以
才
子
、
佳
人
的
故
事
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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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材
，
以
生
死
不
渝
的
愛
情
爲
主
題
的
作
品
。

　
在
『
長
生
殿
』
第
一
齣
『
傳
概
』
第
一
支
曲[

滿
江
紅]

詞
中
唱
道
「
借
太
真
外
傳
譜
新
詞
，
情
而
已
」，
而
在
『
牡
丹
亭
』
第
一
齣

『
標
目
』
的
第
一
曲
中
也
唱
道
：
「
世
間
只
有
情
難
訴
」「
牡
丹
亭
上
三
生
路
」，
主
題
皆
是
「
情
」
字
。
在
『
紅
樓
夢
』
中
，
寶
、
黛
、

釵
三
人
之
間
的
愛
情
，
也
是
作
品
中
著
力
描
寫
的
内
容
，
從
題
材
與
主
題
來
説
，
與
『
牡
丹
亭
』『
長
生
殿
』
都
有
相
同
的
地
方
，
也

即
是
才
子
、
佳
人
、
真
情
。

　
不
過
，
對
於
『
長
生
殿
』
中
的
愛
情
，
作
者
洪
昇
與
評
者
呉
人
，
都
認
爲
有
「
虛
幻
」
的
特
性
。
這
在
喜
歡
用
佛
理
評
文
學
的
呉
人

看
來
，
是
苦
，
正
所
謂
怨
憎
會
、
愛
別
離
、
求
不
得
、
五
陰
盛
，
更
不
出
生
、
死
。
而
這
生
、
死
之
苦
，
三
部
作
品
也
是
一
樣
的
，
沒

有
區
別
。

　
借
用
呉
人
的
説
法
，
就
是
從
緣
起
來
説
，
皆
起
於
「
心
念
」。『
牡
丹
亭
』
的
第
一
齣
『
標
目
』
的[

漢
宮
春]

曲
：
「
麗
娘
小
姐
，

愛
踏
春
陽
。」
呉
人
評
：
「
有
婦
懷
春
，
吉
士
誘
之
。」
呉
山
三
婦
評
：
「
世
境
本
空
，
凡
事
多
從
愛
起
，
如
麗
娘
因
遊
春
而
感
夢
，
因

夢
而
寫
夫
，
而
死
、
而
復
生
，
許
多
公
案
皆
『
踏
春
陽
』
一
念
誤
之
也
。」
就
用
緣
起
性
空
之
説
來
評
情
愛
的
虛
無
：
一
念
起
即
有
，

一
念
滅
則
無
。

　
在
『
長
生
殿
』
中
，洪
昇
也
宣
揚
「
情
緣
總
歸
虛
幻
」
的
道
理
，呉
人
的
評
點
也
説
故
事
起
緣
於
唐
明
皇
的
一
念
之
差
，也
即
是
「
終

老
溫
柔
」。
在
作
品
中
，
洪
昇
又
通
過
魂
旦
的
情
悔
而
讓
她
由
鬼
而
仙
，
最
終
在
忉
利
天
宮
與
唐
明
皇
結
爲
夫
妻
。
忉
利
天
夫
妻
是
沒

有
慾
望
的
夫
妻
，
這
個
歸
宿
，
表
現
了
洪
昇
對
於
世
俗
愛
情
的
否
定
，
張
揚
的
是
無
情
：
「
神
仙
有
分
不
關
情
。」（
全
劇
末
齣
最
後
一

句
下
場
詩
）。

　『
紅
樓
夢
』
也
用
「
宿
緣
」
的
結
構
來
寫
作
，
賈
寶
玉
本
來
前
身
是
無
材
補
天
的
石
頭
，
曾
到
警
幻
仙
子
處
做
神
瑛
侍
者
，
毎
天
爲

絳
珠
仙
草
灌
溉
甘
露
（
這
就
是
林
黛
玉
的
前
身
）。
後
來
被
一
僧
一
道
帶
石
下
凡
，
絳
珠
仙
草
也
跟
著
下
凡
去
了
，
於
是
有
『
紅
樓
夢
』

小
説
中
的
情
緣
故
事
。
這
種
「
木
石
前
盟
」
的
結
構
方
法
，
顯
然
是
學
習
了
『
長
生
殿
』。
他
們
共
同
採
用
了
佛
教
的
三
生
緣
的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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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念
來
寫
愛
情
的
故
事
。

　
對
於
愛
情
的
評
判
，『
牡
丹
亭
』
沒
有
明
顯
的
幻
滅
感
，『
長
生
殿
』
與
『
紅
樓
夢
』
二
部
作
品
都
是
認
爲
是
「
幻
滅
」
的
，
也
即
是

最
終
還
歸
爲
「
空
」，
這
種
結
構
與
這
種
意
蘊
，
使
有
的
人
認
爲
『
紅
樓
夢
』
的
作
者
就
是
洪
昇
。
我
們
不
能
武
斷
地
就
這
樣
下
結
論
，

但
『
紅
樓
夢
』
向
『
長
生
殿
』
學
習
了
，
那
是
明
顯
的
，
也
是
肯
定
的
。

　『
牡
丹
亭
』
成
書
於
十
六
世
紀
末
，『
長
生
殿
』
成
書
於
十
七
世
紀
末
，『
紅
樓
夢
』
成
書
於
十
八
世
紀
中
，
時
代
相
差
不
遠
，
其
時

的
社
會
思
潮
，
對
天
理
的
反
叛
，
對
人
欲
的
宣
揚
，
在
文
學
作
品
中
，
表
現
爲
對
「
情
」
的
歌
頌
。
但
是
作
家
，
對
愛
情
，
同
時
也
保

持
「
虛
幻
」
的
評
價
，
又
從
另
一
方
面
，
看
出
佛
教
的
世
界
觀
，
對
於
文
學
作
品
寫
愛
情
的
深
刻
影
響
。
情
之
宣
揚
與
情
之
幻
滅
，
是

洪
昇
時
代
的
共
同
主
題
。
他
們
對
於
愛
情
始
而
歌
頌
，
終
而
否
定
，
也
就
成
爲
了
共
同
的
時
代
風
氣
。

　
其
次
，『
長
生
殿
』
裏
的
織
女
牽
牛
愛
情
，
比
楊
妃
玄
宗
愛
情
如
何
？
文
學
效
果
怎
樣
？

　『
長
生
殿
』
中
「
牛
郎
織
女
」，
是
作
者
洪
昇
有
意
安
排
的
「
雙
星
作
合
」，
這
在
他
的
『
自
序
』
中
可
見
證
仙
的
設
定
：
「
茍
非
怨

艾
之
深
，
尚
何
證
仙
之
與
有
」。
也
就
是
説
，
寫
楊
妃
的
情
悔
，
讓
她
得
到
雙
星
的
肯
定
，
證
明
她
的
愛
情
是
真
摯
的
。
這
個
「
證
仙
」

（
由
雙
星
織
女
與
牛
郞
二
位
神
仙
加
以
證
明
）
的
情
節
，
是
洪
昇
特
別
安
排
的
。

　
衆
所
周
知
，
牽
牛
、
織
女
，
本
來
是
中
國
古
代
天
象
觀
測
的
時
候
，
對
位
於
銀
河
兩
邊
的
兩
個
星
宿
的
稱
呼
，
在
中
國
的
文
學
作
品

中
，
便
衍
化
出
了
牛
郞
、
織
女
的
愛
情
故
事
。
牛
、
女
故
事
的
文
學
體
裁
形
式
，
可
能
會
有
詩
、
文
、
詞
、
曲
、
小
説
，
甚
至
電
影
，

但
都
有
共
同
的
願
望
和
主
題
：
有
情
人
終
成
眷
屬
，
真
愛
情
永
不
變
色
。
所
以
，
牛
、
女
是
愛
情
忠
貞
不
渝
、
時
間
與
空
間
隔
離
不
斷
、

經
得
起
考
驗
的
真
情
典
範
。

　
七
夕
是
中
國
的
古
來
節
日
，
也
即
是
七
月
七
日
乞
巧
節
，
這
一
天
晩
上
傳
説
已
經
被
玉
帝
同
意
結
婚
的
牛
郎
和
織
女
，
一
年
一
度
地

渡
河
相
會
。
洪
昇
化
用
了
白
居
易
『
長
恨
歌
』
中
的
句
子
「
七
月
七
日
長
生
殿
，夜
半
無
人
私
語
時
」，在
『
長
生
殿
』
中
，寫
了
是
『
密

誓
』
一
齣
（
二
十
二
齣
），
也
就
是
帝
、
妃
在
七
夕
私
盟
，
而
在
天
上
有
牛
、
女
雙
星
，
俯
看
到
了
帝
、
妃
的
私
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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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夕
、
雙
星
，
在
洪
昇
的
作
品
中
，
有
特
別
的
意
味
，
是
他
充
滿
感
情
的
神
來
之
筆
。
這
一
齣
的
情
形
，
有
著
天
上
人
間
，
互
相
映

襯
的
效
果
，
旦
説
：
「
妾
想
牛
郎
織
女
，
雖
則
一
年
一
見
，
卻
是
地
久
天
長
。」
這
是
人
間
羨
慕
天
上
。
生
唱
：
「
問
雙
星
，
款
朝
朝

暮
暮
，
爭
似
我
和
卿
！
」（
此
處
，
呉
人
評
點
説
「
願
作
鴛
鴦
不
羨
仙
，
是
此
曲
注
腳
」），
也
就
是
説
，
人
間
賽
過
天
上
。

　
因
爲
在
天
上
的
牛
、
女
二
星
，
看
見
了
人
間
的
帝
、
妃
恩
愛
，
所
以
有
「
牛
女
證
盟
」，
用
天
上
重
情
的
牛
女
雙
星
，
來
證
明
人
間

帝
妃
的
恩
愛
。
雙
星
甚
至
還
表
示
「
須
索
與
他
保
護
」，「
戀
比
翼
，
慕
並
枝
，
願
生
生
世
世
情
真
至
也
」。

　
另
一
方
面
，
洪
昇
借
帝
妃
合
唱
「
令
他
長
作
人
間
風
月
司
」，
就
是
把
人
間
的
愛
情
，
交
給
牛
郎
、
織
女
雙
星
來
掌
管
、
來
保
護
。

這
在
全
劇
的
故
事
安
排
上
，
是
非
常
細
緻
和
周
密
的
，
讓
後
半
部
的
故
事
，
有
邏
輯
的
依
據
。
可
見
，
雙
星
證
仙
的
重
要
性
，
非
常
突

出
。

　
實
際
上
，
洪
昇
與
表
妹
黃
蕙
，
同
年
同
月
同
日
生
，
自
小
青
梅
竹
馬
，
終
於
結
成
夫
妻
。
蜜
月
時
候
，
洪
昇
寫
詩
『
七
夕
閨
中
作
四

首
』，
其
中
有
句
：
「
從
今
閨
閣
長
攜
手
，
翻
笑
雙
星
慣
別
離
。」
洪
昇
的
『
稗
畦
集
』
中
，
寫
七
夕
的
詩
作
，
還
有
不
少
。
所
以
，
洪

昇
在
『
長
生
殿
』
中
寫
七
夕
密
誓
，
乃
是
洪
昇
自
己
生
活
體
驗
，
融
合
了
歴
史
和
文
學
故
事
的
寫
作
，
這
一
齣
，
可
謂
是
飽
含
真
情
的

重
要
關
目
。
因
此
，
劇
中
「
盟
誓
」
關
目
，
藝
術
效
果
神
奇
而
獨
特
，
令
人
賞
心
悅
目
，
甚
至
驚
喜
。

　
由
此
看
來
，『
密
誓
』
與
『
證
仙
』，
是
牛
女
故
事
、
帝
妃
情
緣
、
作
者
夫
妻
三
疊
加
的
藝
術
寫
作
，
意
味
深
長
。
如
果
再
結
合
、
參

看
呉
人
的
評
點
，
應
當
更
能
理
解
洪
昇
的
這
種
安
排
。

　
顯
然
，
時
代
風
氣
與
關
目
因
變
兩
方
面
，
既
可
以
看
出
『
長
生
殿
』
作
者
洪
昇
對
於
作
品
創
作
的
高
度
敏
感
、
對
於
經
典
關
目
的
精

心
安
排
，
也
可
以
看
出
呉
人
的
評
點
對
於
洪
昇
的
深
刻
理
解
和
詳
盡
揭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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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尾

　
評
點
家
的
出
發
點
，
大
體
上
都
與
金
聖
嘆
同
：
「
吾
特
悲
讀
者
之
精
神
不
生
，
將
作
者
之
意
思
盡
沒
，
不
知
心
苦
，
實
負
良
工
，
故

不
辭
不
敏
，
而
有
此
批
也

）
（1
（

。」
呉
人
也
是
恨
讀
者
對
『
長
生
殿
』「
未
能
深
窺
厥
旨
」，
故
爲
洪
昇
之
作
加
以
「
論
文
」。
呉
人
與
洪
昇
爲

摯
友
，
其
「
論
文
」
必
定
有
互
相
討
論
，
而
且
也
得
到
洪
昇
的
認
可
。
另
一
方
面
，
作
家
必
求
含
蓄
，
惟
恐
人
一
眼
看
到
底
，
而
失
去

了
深
刻
與
雋
永
；
讀
者
方
面
，
樂
於
玩
味
作
家
的
深
永
。
評
點
家
則
是
試
圖
幫
助
作
者
提
示
出
寫
作
的
匠
心
和
獨
妙
，
幫
助
讀
者
對
作

品
作
深
層
閱
讀
。
就
洪
昇
與
呉
人
來
説
，
各
自
著
眼
於
作
品
的
情
與
理
，
在
作
品
向
讀
者
傳
達
文
學
意
旨
的
時
候
，
他
們
所
起
的
作
用

是
互
爲
表
裡
、
互
補
虛
實
的
。

　
本
文
的
基
本
觀
點
是
，
呉
人
對
『
長
生
殿
』
的
「
論
文
」，
是
從
「
作
意
」、「
情
理
」、「
文
采
」、「
時
代
」
幾
個
方
面
著
手
的
，
此

前
研
究
者
討
論
呉
人
的
戲
劇
理
論
，
僅
得
呉
人
「
論
文
」
之
末
。
概
括
地
説
，
呉
人
的
評
點
，
在
作
意
方
面
揭
示
了
『
長
生
殿
』
的
複

意
重
旨
，
在
情
理
方
面
則
是
分
析
了
劇
作
各
情
節
中
的
人
事
物
理
，
在
文
采
方
面
則
是
特
別
揭
示
出
了
洪
昇
的
文
心
文
法
，
在
宣
揚
情

與
情
之
幻
滅
方
面
有
著
時
代
的
共
同
氣
息
。

　
本
文
認
爲
呉
人
的
論
文
，
不
在
於
表
達
或
者
建
立
什
麼
戲
劇
理
論
，
而
在
於
對
『
長
生
殿
』
劇
作
的
文
章
佳
構
做
了
詳
細
地
鑑
賞
，

這
種
鑑
賞
式
的
評
點
，
是
完
全
依
托
於
『
長
生
殿
』
原
文
的
，
而
不
另
立
一
套
理
論
系
統
，
所
以
不
會
游
離
在
『
長
生
殿
』
劇
作
之
外

獨
立
存
在
一
種
對
戲
劇
的
理
論
看
法
。

　
對
待
呉
人
評
點
，
筆
者
持
肯
定
的
態
度
，
不
同
於
胡
適
那
種
大
學
問
家
主
張
直
接
看
原
著
；
相
反
，
筆
者
認
爲
，
想
對
『
長
生
殿
』

作
較
深
入
的
研
究
與
探
討
，
必
須
去
結
合
研
究
呉
人
對
『
長
生
殿
』
的
「
論
文
」。
呉
人
見
解
的
深
刻
與
獨
到
，
是
後
世
論
文
中
，
還

並
沒
有
達
到
的
，
其
價
值
便
在
此
中
，
誠
如
洪
昇
自
己
的
評
價
「
發
予
意
所
含
蘊
者
實
多
」。
由
於
當
代
出
版
的
『
長
生
殿
』
整
理
本
，

多
數
刪
去
了
呉
人
的
「
論
文
」，
又
由
於
研
究
方
法
曾
經
經
歴
過
種
種
外
來
思
潮
的
影
響
，
因
而
讓
我
們
的
研
究
者
忽
略
了
呉
人
對
『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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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殿
』
的
「
論
文
」，
原
本
有
助
於
我
們
深
入
細
緻
地
閱
讀
、
準
確
完
整
地
理
解
『
長
生
殿
』
作
爲
傳
統
戲
曲
文
學
之
佳
妙
。
本
文
無

非
舉
了
幾
個
方
面
曾
經
忽
略
的
例
子
，
希
望
我
們
對
『
長
生
殿
』
的
研
究
，
重
新
回
歸
到
傳
統
文
人
文
學
的
視
野
，
去
欣
賞
其
作
意
、

情
理
、
文
采
、
因
變
的
美
妙
。

注

（
１
）
胡
適
『
水
滸
傳
考
證
』，
載
其
所
著
『
中
國
章
回
小
説
考
證
』，
第
一
至
八
頁
。
上
海
書
店
一
九
八
〇
年
出
版
。

（
２
）
稗
畦
草
堂
本
，
有
鄭
振
鐸
藏
本
，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四
年
影
印
本
。

（
３
）
劉
輝
文
中
稱
：
呉
舒
鳧
，
名
儀
一
，
亦
名
逸
，
別
名
呉
人
，
字
瑹
符
，
更
字
舒
鳧
，
號
呉
山
，
行
四
，
呼
爲
呉
山
四
郎
，
晩
署
芝
塢
居
士
，

錢
塘
人
。
生
於
順
治
十
四
年
（
一
六
五
七
），
與
洪
昇
同
年
，
小
洪
昇
一
月
。
曾
經
評
論
『
牡
丹
亭
』，
而
借
名
於
三
婦
。
康
熙
三
十
一
年
，

開
始
評
『
長
生
殿
』。
而
洪
昇
稗
畦
草
堂
於
康
熙
三
十
三
至
三
十
四
年
之
間
刻
印
『
長
生
殿
』
上
卷
，
五
年
後
刻
下
卷
。
呉
人
與
洪
昇
爲

通
門
，
友
執
。

（
４
）
江
興
祐
之
文
，
認
爲
不
同
於
金
聖
嘆
的
隔
代
批
評
『
西
廂
記
』，
呉
人
是
知
人
論
世
的
典
型
；
不
同
於
金
聖
嘆
注
重
於
文
字
賞
析
，
呉
人

著
眼
於
戲
劇
特
徵
。
呉
人
不
僅
注
意
分
析
作
品
結
構
，
還
指
出
了
舞
台
表
演
。
還
認
爲
呉
人
的
評
點
指
出
了
『
長
生
殿
』
是
言
情
主
旨
，

也
表
達
了
自
己
的
戲
曲
理
論
（
結
構
、
細
節
、
表
現
力
、
化
用
詩
詞
、
演
出
）
等
。

（
５
）
江
興
祐
該
文
，
認
爲
呉
人
的
評
點
，
表
現
出
了
：
一
是
情
節
結
構
論
，
二
是
戲
劇
創
作
論
，
三
是
舞
台
演
出
論
。

（
６
）
小
嫏
嬛
山
館
本
『
長
生
殿
』
卷
首
。
竹
村
則
行
、
康
保
成
『
長
生
殿
箋
注
』
書
後
附
錄
。

（
７
）
劉
繼
保
文
，
有
三
個
標
題
：
由
補
恨
而
懺
悔
、
用
色
空
觀
否
定
人
的
情
慾
，
由
歴
情
而
悟
道
。

（
８
）
忉
利
天
，
音
譯
多
羅
夜
登
陵
舍
、
怛
唎
耶
怛
唎
奢
等
，
意
譯
爲
三
十
三
天
，
是
佛
教
世
界
中
欲
界
的
第
二
層
天
，
因
有
三
十
三
個
天
國

而
得
名
。《
俱
舍
論
》
：
「
三
十
三
天
、住
在
何
處
？
論
曰
：
三
十
三
天
、住
迷
盧
頂
。
其
頂
四
面
，各
八
十
千
。
與
下
四
邊
，其
量
無
別
。」

《
雜
阿
含
經
》
：
「
一
時
，
佛
住
三
十
三
天
驄
色
虛
軟
石
上
，
去
波
梨
耶
多
羅
、
拘
毘
陀
羅
香
樹
不
遠
夏
安
居
，
爲
母
及
三
十
三
天
説
法
。」

（
９
）『
金
聖
嘆
全
集
』（
貫
華
堂
藏
第
五
才
子
書
），
第
二
十
八
頁
，
江
蘇
古
籍
出
版
社
，
二
〇
〇
八
年
。

（
10
）『
長
生
殿
呉
序
』
有
言
：
「
稗
畦
取
而
演
之
，
爲
詞
場
一
新
耳
目
。
其
詞
之
工
，
與
『
西
廂
』、『
琵
琶
』
相
掩
映
矣
。」
又
説
：
「
愛
文

者
喜
其
詞
，知
音
者
賞
其
律
。」
洪
昇
的
另
一
朋
友
徐
麟
（
靈
昭
）
是
「
知
音
者
賞
其
律
」，爲
『
長
生
殿
』
做
「
樂
句
」（
賞
鑒
詞
曲
音
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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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呉
人
則
是
屬
於
「
愛
文
者
喜
其
詞
」，
他
主
要
是
把
洪
昇
劇
作
中
文
詞
之
妙
，
與
讀
者
共
同
欣
賞
，
至
於
戲
曲
的
場
上
表
演
、
關
目
的

安
排
、
演
員
的
表
現
等
，
都
應
當
能
夠
以
傳
達
出
洪
昇
文
詞
之
韻
味
爲
原
則
，
所
以
戲
曲
表
演
在
他
的
論
文
中
，
相
比
起
文
詞
，
反
而
是

次
要
的
位
置
。

（
11
）
見
洪
昇
在
『
長
生
殿
・
例
言
』
對
徐
麟
靈
昭
的
評
價
：
「
姑
蘇
徐
靈
昭
氏
爲
今
之
周
郎
，
嘗
論
撰
『
九
宮
新
譜
』，
予
與
之
審
音
協
律
，

無
一
字
不
慎
也
。」
又
肯
定
呉
人
更
定
二
十
八
折
是
「
確
當
不
易
」。

（
12
）
同
前
揭
『
金
聖
嘆
全
集
』，
可
見
評
點
都
在
於
發
明
作
者
之
意
，
使
讀
者
有
以
知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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