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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
煌
講
唱
文
學�
大
量
運
用
了
韻
散
結
合
形
式
進
行
講
唱
。
講
唱
中
的
韻
文�
葉�
均
先
生
第
一
次
在

《

宋
元
明
講
唱
文
學》

中�

明
確
將
其
歸
入

『

詩
贊
系』
系
統�
以
與
樂
曲
系
形
成
分
別
。
葉�
均
指
出
敦
煌
講
唱
中
的
詩
贊�
以
七
言
為
主�
但
又
並
不
同
於

『

正
式』

的
詩�
因
為

『

用
韻
較��
平
仄
不
嚴�
接
近
口
語』 (

１)

。
目
前
學
界
關
於
詩
贊
講
唱
的
研
究�
有
許
多
充
實
的
成
果�
但
詩
贊

體
講
唱
文
學
作
為
一
種
音
樂
文
體�
是
如
何
處
理
文
體
與
樂
體
之
間
的
關
係
的
？
同
以
詩
贊
體
為
講
唱
方
式
的
敦
煌
講
經
文
與
變
文
之

間�
存
在
什
麼
樣
的
聯�
？
詩
贊
體
的
講
唱�
其
源
頭
究
竟
是
在
本
土
的
詩
歌
傳
統�
還
是
一
種
外
來�
品
？
學
界
尚
存
分�

。
此
外�

本
文
還
將
探
討
詩
贊
體
講
唱
與
説
話
、
戲
劇
的
關
係�
講
唱�
本
的
文
體
劃
分
等
問
題
。

一

敦
煌
文
學
以
韻
散
結
合
的
詩
贊
體
的
形
式
進
行
講
唱�
主
要
保
留
在
講
經
文
、
變
文
兩
種
文
學
形
式
中
。

第
一
位
根
據
敦
煌
卷
子
提
出

『

變
文』

這
一
概
念
的
鄭
振
鐸
先
生�
在

《
中
國
俗
文
學
史》

中
提
出
：『

所
謂
變
文
之

｢

變｣�
當

是
指

｢

變
更｣

了
佛
經
的
本
文
而
成
為

｢

俗
講｣

之
意
。』

(

２)

此
中
的

『

變
更』�
有
文
體
上
的
變
更
、
内
容
上
的
變
更�
也
有
随
文
體
變

更
而
引
發
的
講
唱
方
式
的
變
更
。
以
往
對
變
文
文
體
之
變
、
内
容
之
變
的
關
注
較
多�
而
講
唱
方
式
的
變
化
則
尚
未
引
起
足�
注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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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
伯
勤
先
生
從
隋
吉
藏

《

中
觀
論
疏》

卷
一
中
檢
出

『

釋
此
八
不
變
文
易
體�
方
言
甚
多』

一
語�
指
出
從
對
正
式
的
經
文
文
體

加
以
變
通
的
角
度
看�
早
期
的
唱
導
文
、
講
經
文
等
可
視
為
廣
義
的
變
文

(

３)

。
這
一
觀
點�

示
我
們�
對
正
式
的
經
文
文
體
加
以
變
通�

也
存
在
一
個
逐�
變
化
的
過
程�
從
文
體
上
説�
便
是
從
唱
導
文

講
經
文

變
文

(

狹
義)

的
變
化
過
程
；
從
講
唱
形
態
上
説�

則
有
一
個
從
講
經
中
的
唱
導

俗
講

轉
變
的
逐�
脱
離
其
宗
教
母
體
的
過
程
。
後
世
變
文
概
念�

見
甚
夥�
或
以
為
這
一
概
念

既
包
括
通
俗
故
事
又
包
括
講
經
文�
或
以
為
這
兩
種
文
體
必
須
嚴
格
分
開�
只
有
用
於
俗
講
的
文
獻
方
可
稱
為
變
文�
其
中
一
個
原
因

便
是
沒
有
注
意
到
變
文
文
體
也
有
一
個
動
態
的
發
展
過
程�
把
變
文
視
為
一
種
固
定
的
文
體�
也
把
變
文�

以
存
在
的
講
唱
體
制
視
為

一
種
固
定
的
形
態
。

從
對
正
式
的
經
文
文
體
的
變
更
的
角
度
而
言�
從
六
朝
時
期
寺
廟
流
行
的

『

唱
導』

就
已
開
始
了
。《

高
僧
傳》

卷
十
三

《

唱
導》

傳
論
稱
：

唱
導
者�
蓋
以
宣
唱
法
理�
開
導�
心
也
。
昔
佛
法
初
傳�
于
時
齊
集�
止
宣
唱
佛
名�
依
文
致
禮
。
至
中
宵
疲
極�
事
資

�
悟
；
乃
別
請
宿��
升
座
説
法
。
或
雜
序
因��
或
傍
引
譬
喩
。
其
後
廬
山
釋
慧
遠
道
業
貞
華�
風
才
秀���

至
齋
集�
輒

自
升
高
座�
躬
為
導
首�
先
明
三
世
因
果�
卻
辯
一
齋
大
意
。
後
代
傳
受�
遂
成
永
則
。

又
説
：

如
為
出
家
五��
則
須
切
語
無
常�
苦
陳
懺
悔
。
若
為
君
王
長
者�
則
須
兼
引
俗
典�
綺
綜
成
辭
。
若
為
悠
悠
凡
庶�
則
須

指
事
造
形�
直
談
聞
見
。
若
為
山
民
野
處�
則
須
近
局
言
辭�
陳
斥
罪
目
。
凡
此
變
態�
與
事
而
興
。
可
謂
知
時
知��
又
能
善

説
。
雖
然
故
以
懇
切
感
人�
傾
城
動
物�
此
其
上
也
。

至
如
八
關
初
夕�
旋
繞
行
周�
煙
蓋
停
氛�
燈
惟
靖
耀�
四�
專
心�
叉
指
緘
默
。
爾
時
導
師
則�
爐
慷
慨�
含
吐
抑
揚�

辯
出
不
窮�
言
應
無
盡
。
談
無
常�
則
令
心
形
戰
慄
；
語
地
獄�
則
使
怖�
交
零
。
征
昔
因�
則
如
見
往
業
；
核
當
果�
則
已
示

來
報
。
談
怡
樂�
則
情
抱
暢�
；
敘
哀
戚�
則
灑
泪
含
酸
。
於
是
闔�
傾
心�
舉
堂
惻
愴
。
五
體
輸
席�
碎
首
陳
哀�
各
各
彈
指�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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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人
唱
佛

(

４)

可
見�
從
變
文
的
早
期
先
驅
唱
導
開
始�
已
改
變
了
佛
典
緊
依
經
律
的
做
法�
根
據
説
法
的
對
象
而

『

與
事
而
興』�
包
括

『

雜
序
因

�
』

和
『

傍
引
譬
喩』�
其
中
不
乏
複
雜
生
動
的
情
節
故
事�
吸
引
了
大
批
受�

。
同
時�
在
講
唱
音
樂
上�
我
們
也
因
而
看
到
不
少

唱
導
師
無
所
依
傍
、
自
我
發
揮
的
例
子
：

釋
道
儒

『
言
無
預
撰�
發
向
成
制』

。

釋
法
願

『

及
依
經
説
法�
率
自
心
抱�
無
事
宮
商�
言
語
訛
雜�
唯
以
適
機
為
要
。』

釋
曇
宗

『

辯
口
適
時�
應
變
無
盡
。』

(

５)

不
過�
唱
導
作
為
講
經
世
俗
化
的
第
一��
當
仍
與
佛
典
相
距
不
遠
。
實
際
上�
因�
與
譬
喩
也
是
佛
經
原
有
内
容
的
一
部
分�
只
不

過
並
沒
有
受
到
特
別
的
重
視
。
由
於

『
宣
唱
佛
名�
依
文
致
禮』

的
傳
教
方
式
顯
示
出
自
身
的
缺
陷�『
雜
序
因��
傍
引
譬
喩』

才

登
堂
入
室�
更

『

遂
成
永
則』

。
但
那
些
『
應
變
無
盡』

『

無
事
宮
商』

的
做
法�
仍
受
到
了
指
摘�
如

《

高
僧
傳
・
唱
導》

傳
論
云
：

『

若
夫
綜
習
未
廣�
諳
究
不
長
。
既
無
臨
時
捷
辯�
必
應
遵
用
舊
本
。
然
才
非
己
出�
制
自
他
成
。
吐
納
宮
商�
動
見
紕
繆
。』

(

６)

周
叔
迦

先
生
云
：『

既
云
遵
用
舊
本�
可
見
到
了
齊
梁
之
世
唱
導
已
有
專
文
。
又
云
吐
納
宮
商�
可
見
唱
導
也
是
有
聲
調
的
。』

(

７)

這
一
有
聲
調
的

唱
導
文�
便
成
為
後
世
變
文
的
先
聲
。

『

雜
序
因��
傍
引
譬
喩』

的
唱
導
及
唱
導
文�
原
本
只
是
宣
唱
法
理

『

中
宵
疲
極』

之
際
的
一
種
調
劑�
然
自
唐
代
以
來�
卻

成
為
俗
講
儀
式
中
的
組
成
部
分
。
按��3849
號

《

俗
講
儀
式》
所
云
：

夫
為
俗
講�
先
作
梵
了�
次
念
菩
薩
兩
聲�
説
押
座
了�
素
舊

《�
室
經》�
法
師
唱
釋
經
題
了�
念
佛
一
聲
了�
便
説
開

經
了�
便
説
莊
嚴
了�
念
佛
一
聲�
便
一
一
説
其
經
題
字
了�
便
説
經
本
文
了�
便
説
十
波
羅
蜜
等
了�
便
念
念
佛
贊
了�
便
發

願
了�
便
又
念
佛
一
會
了�
便
回[

向]

發
願
取
散
云
云
。

已
後
便
開

《

維
摩
經》

。
講
維
摩�
先
作
梵�
次
念
觀
世
音
菩
薩
三
兩
聲�
便
説
押
座
了�
便
素
唱
經
文
了�
唱
日
法
師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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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
經
題
了�
便
説
開
贊
了�
便
莊
嚴
了�
便
念
佛
一
兩
聲
了�
法
師
科
三
分
經
文
了�
念
佛
一
、
兩
聲
了�
便
一
一
説
其
經
題
名

字
了�
便
入
經
説�
喩
了�
便
説
念
佛
贊
了�
便
施
主
各
發
願
了�
便
回
向
發
願
取
散
。

姜
伯
勤
先
生
指
出�
這
裏
的

『

更
説
經
本
文
了』�
已
不
是
唱
誦

《�
室
經》�
而
是
講
唱

《�

室
經
講
經
文》

；
而

『

入
經
説�

喩
了』�

便
是
敦
煌
講
唱
中
署
名
為
變
文
的�
本
了

(

８)

。
可
見�
講
經
文
與
變
文
的
區
別�
在
於
對
佛
經
的
依�

程
度
。
然
無
論
如
何�
俗
講
中
的

講
經
文
與
變
文�
仍
體
現
出
依
附
於
佛
經
的
文
體
特
點�
並
未
開
説
世
俗
故
事�
也
就
是
説�
俗
講
中
無
論

『

本
文』

還
是

『

説�

喩』�

都
仍
未
脱

『

入
經』
二
字
。
唐
人
筆
記
中�
被
提
及
的
文�
(

淑)

法
師�
雖
然

『

愚
夫
冶
婦�
樂
聞
其
説』�
但
被
斥

『

假
託
經
論

所
言�
無
非
淫
穢
鄙�
之
事』 (

９)�
可
見
合
于
正
道
的
俗
講�
仍
是
要
不
離

『

經
論』

的
。

至
於
説
中
土
故
事
的
變
文�
有
如

《

伍
子
胥
變
文》

、《

孟
姜
女
變
文》

、《

王
昭
君
變
文》

、《

董
永
變
文》

等�
並
未
進
入
俗
講�

而
是
民
間

『

轉
變』

的
内
容
。

因
此�
講
説
内
容
是
否
與
佛
經
有
關�
就
將
俗
講
與
轉
變
區
分
了
開
來
。
如
唐
人
所
記
民
間
轉
變
如
：

吉
師
老

《

看
蜀
女
轉
昭
君
變》

：『

翠
眉
顰
處
楚
邊
月�
畫
卷
開
時
塞
外
雲
。
説
盡
綺
羅
當
日
恨�
昭
君
傳
意
向
文
君
。』

李
賀

《

許
公
子
鄭
姫
歌》

：『

長
翻
蜀
紙
卷
明
君�
轉
角
含
商
破
碧
雲
。』

王
建

《

觀
蠻
妓》

：『

欲
説
昭
君
斂
翠
蛾�
清
聲
委
曲
怨
於
歌
。
誰
家
年
少
春
風
裏��
與
金
錢
唱
好
多
。』

操
於
女
性
之
手�
且
都
是
講
説
與
佛
經
完
全
沒
有
關
係
的
昭
君
故
事�
已
完
全
世
俗
化
了
。

二

以
韻
散
結
合
的
詩
贊
體
的
形
式
來
講
唱�
顯
然
受
到
佛
經
偈
贊
的
直
接
影
響
。
陳
寅
恪
先
生
指
出

『

佛
典
制
裁
長
行
與
偈
頌
相
間』

的
特
點

(�)�
偈
頌
作
為
一
種
音
樂
文
體�
有
唄
贊
之
法
。
鳩
摩
羅
什
論
西
方
辭
體
説
：『
天
竺
國
俗�
甚
重
文
制
。
其
宮
商
體
韻�
以
入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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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弦
為
善
。
凡
覲
國
王�
必
有
贊�
；
見
佛
之
儀�
以
歌
歎
為
貴
。
經
中
偈
頌�
皆
其
式
也
。』

(�)《

高
僧
傳
・
經
師
篇》

亦
云
：『

然
天
竺

方
俗�
凡
是
歌
詠
法
言�
皆
稱
為
唄
。
至
於
此
土�
詠
經
則
稱
為
轉
讀�
歌
贊
則
號
為
梵
唄』 (�)

可
見
至
於
中
土�
梵
唄
主
要
是
經
中
合

樂
的
偈
頌�
即
運
用
於
詩
贊
部
分
。
在

《

十
誦
律》

中�
佛
陀
贊
許
跋
提
比
丘
：『

聽
汝
作
聲
唄
。
唄
有
五
利
益
。
身
體
不
疲
不
忘
。

所
憶
。
心
不
疲
労
。
聲
音
不
壞
。
語
言
易
解
。』

(�)

又

《

大
智
度
論》

卷
九
三
説
：

菩
薩
欲
淨
佛
土�
故
求
好
音
聲
。
欲
使
國
土
中�
生
聞
好
音
聲�
其
心
柔
軟
。
心
柔
軟
故
易
可
受
化
。
是
故
以
音
聲
因�

而

供
養
佛

(�)
。

從
上
述
文
獻
可
以
看
出�
經
論
利
用
偈
頌�
並

『

奏
之
管
弦』�
要
達
到
使�
生

『

聞
好
音
聲』

『

心
柔
軟
故
易
可
受
化』

的
效
果
。

然
而�
偈
頌
轉
譯
為
漢
語�
如
何
既
不
失
原
意�
還
可
奏
之
管
弦�
便
成
為
需
要
很
高
技
巧
的
一
件
事
。
故
鳩
摩
羅
什
又
説
：

但
改
梵
為
秦�
失
其
藻
蔚�
雖
得
大
意�
殊
隔
文
體
。
有
似
嚼
飯
與
人�
非
徒
失
味�
乃
令
嘔
穢
也

(�)

。

就
文
體
而
言�
當
時
的
譯
者
採
取
的
方
法
是
：
借
用
當
時
流
行
詩
的
形
式�
並
使
之
通
俗
化
。
要
借
用
中
國
詩
的
形
式�
所
以
偈
頌
主

要
是
五
言�
也
有
四
言
、
六
言
、
七
言�
與
漢
代
以
後
五
言
詩
在
詩
壇
上
的
流
行
之
勢
相
應
；
保
持
詩
風
的
通
俗
化�
反
映
在
偈
頌
多

為
接
近
口
語
的
通
俗
詩�
並
無
嚴
格
聲
韻
規
則
。
竺
法
護
所
譯

《

生
經》

卷
一

《

佛
説
野�
經》

中
野�
引
誘
野�
：『

意
寂
相
異
殊�

食
魚
若
好
服
。
從
樹
來
下
地�
當
為
汝
作
妻
。』

野�
則
云
：『

仁
者
有
四��
我
身
有
兩
足
。
計
鳥
與
野��
不
宜
為
夫
妻』 (�)

。
這
種

通
俗
詩
體�
見
於
後
來
晩
唐
詩
僧
的
創
作
中
。
如
寒
山
詩
説
：『

有
人
笑
我
詩�
我
詩
合
典
雅
。
不
煩
鄭
氏
箋�
豈
用
毛
公
解
。
不
恨

會
人
稀�
只
為
知
音
寡
。
若
遣
趁
宮
商�
余
病
莫
能
罷
。
忽
遇
明
眼
人�
即
自
流
天
下
。』

(�)
自
言
自
己
的
詩
作
是

『

不
識
蜂
腰』

『

不
會

鶴
膝』

『

平
側
不
解
壓』

『

凡
言
取
次
出』�
也
不
能

『

遣
趁
宮
商』

。
這
也
從
側
面
反
映
出
偈
贊
的
文
體
特
點�
不
同
于
文
人
詩
講
求
嚴

格
的
聲
韻
規
則
。

佛
典
作
為
宗
教
宣
傳
品�
主
要
靠
口
頭
宣
講�
務
使
受�
明
白
易
解�
這
既
反
映
在
詩
體
上�
也
反
映
在
唱
誦
方
式
上
。
譯
後
之

佛
典�
如
何
亦
能

『

入
弦』

成
為

『

好
音
聲』�
使
其
成
為
聲
文
兩
得
的
音
樂
文
體�
成
為
當
時
的
一
個
難
題
。
按

《

高
僧
傳
・
經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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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總
論》

的
説
法
：『

自
大
教
東
流�
乃
譯
文
者��
而
傳
聲
蓋
寡
。
良
由
梵
音
重
複�
漢
語
單
奇
。
若
用
梵
音
以
詠
漢
語�
則
聲
繁

而
偈
迫
；
若
用
漢
曲
以
詠
梵
文�
則
韻
短
而
辭
長
。
是
故
金
言
有
譯�
梵
響
無
授
。』

(�)

正
反
映
出
樂
與
文
重
新
結
合
的
困
難
。
這
種
情

況
在
唄
贊
與
轉
讀
中
同
樣
存
在�
如

《

高
僧
傳》

所
言
：

但
轉
讀
之
為
懿�
貴
在
聲
文
兩
得
。
若
唯
聲
而
不
文�
則
道
心
無
以
得
生
；
若
唯
文
而
不
聲�
則
俗
情
無
以
得
入
。
故
經
言�

以
微
妙
音
歌
歎
佛��
斯
之
謂
也
。
而
頃
世
學
者�
裁
得
首
尾
餘
聲�
便
言
擅
名
當
世
。
經
文
起
盡�
曾
不
措
懷
。
或
破
句
以
合

聲�
或
分
文
以
足
韻
。
豈
唯
聲
之
不
足�
亦
乃
文
不
成
詮
。
聽
者
唯
増
恍
惚�
聞
之
但
益
睡
眠
。
使
夫
八
真
明
珠�
未
掩
而
藏
曜
；

百
味
淳
乳�
不
澆
而
自
薄
。
哀
哉

(�)
。

可
見
其
解
決
之
道�
或

『

破
句
以
合
聲』

或

『

分
文
以
足
韻』�
如

《

法
苑
珠
林》

『

唄
贊
篇
三
十
四
／
讚
歎
部
第
三』

云
：

漢
地
流
行
好
為
刪
略�
所
以
處�
作
唄�
多
為
半
偈
。
故

《�
尼
母
論》

云
：『

不
得
作
半
唄�
得
突
吉
羅
罪
。』

然
此
梵
唄

文
詞�
未
審
依
如
西
方
出
何
典
誥
？
答
：
但
聖
開
作
唄�
依
經
贊
偈�
取
用
無
妨
。
然
關
内
關
外�
蜀
唄
辭�
各
隨
所
好
。
唄
贊

多
種�
但
梵
漢
既
殊�
音
韻
不
可
互
用

(�)
。

指
出

『

梵
漢
既
殊�
音
韻
不
可
互
用』�『
多
為
半
偈』

則
是
破
句
以
就
聲
之
例
。

為
解
決
梵
音
與
漢
字
之
間
的
矛
盾�
中
土
文
人
開
始
別
制
唄
贊
的
嘗
試�
向
有
魏
陳
思
王
曹
植

『

感
魚
山
之
神
制』

始
造

『

漁
梵』

的
傳
説�
但
此
事
真
偽�
學
界
説
法
不
一
。《

高
僧
傳
・
經
師
篇
總
論》

稱
：『

始
有
魏
陳
思
王
曹
植�
深
愛
聲
律�
屬
意
經
音�
既
通

般
遮
之
瑞
響�
又
感
魚
山
之
神
制�
於
是
刪
治
瑞
應
本
起�
以
為
學
者
之
宗
。
傳
聲
則
三
千
有
餘�
在
契
則
四
十
有
二
。』

(�)

可
見
與
所
有
翻
譯
歌
曲
的
配
詞
工
作
所
遇
到
的
困
難
一
樣

(�)�
由
於
梵
文
是�
音
文
字�
漢
語
是
一
字
一
音�
如
果
用
梵
音
來
配
合

譯
成
漢
語
的
文
字�
則
會
出
現
音
符
太
多
而
唱
字
太
少
的
情
況�
而
如
果
用
中
國
傳
統
曲
調
來
配
合
梵
音�
則
又
音
符
太
少
而
歌
詞
太

多
。
無
論
陳
思
王
曹
植
制

『

漁
梵』

之
説
是
否
屬
實�
在
經
偈
初
入
中
土
之
際�
迫
切
需
要
解
決
音
樂
與
文
字
之
間
的
矛
盾
。
梵
偈
譯

為
漢
文�
則
無
法
以
梵
音
演
唱�
必
須�
制
新
聲
。
若
否�
則
無
須
出
以

『

制
聲』
之
語
了
。
因
此�
在
演
唱
文
字
經
贊
的
時
候�
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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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一
定
會
對
梵
音
加
以
改
造
。
如

《

高
僧
傳》

所
言
：『

其
後
帛
橋
、
支
籥
亦
云
祖
述
陳
思�
而
愛
好
通
靈�
別
感
神
制�
裁
變
古
聲�

所
存
止
一
十
而
已
。』

『

逮
宋
齊
之
間�
有
曇
遷
、
僧
辯
、
太
傅
、
文
宣
等
…
…
曲
意
音
律�
撰
集
異
同�
斟
酌
科
例
。
存�

舊
法�
正

可
三
百
餘
聲
。』

《

南
史
・
竟
陵
文
宣
王
子
良
傳》

載
蕭
子
良
組
織
創
作

『

經
唄
新
聲』

：『

移
居�

籠
山
西
邸�
集
學
士
抄
五
經
、
百
家
。

依

《

皇
覽》
例�
為

《

四
部
要
略》

千
卷
。
招
致
名
僧�
講
論
僧
法�
造
經
唄
新
聲
。
道
俗
之
盛�
江
左
未
有
。』

(�)

從
上
述
史
料
中

『

裁
變
古
聲』

『
師
師
異
法』

『

家
家
各
制』

『

造
經
唄
新
聲』

之
語�
正
可
見
出
音
樂
的
變
化
。
可
見�
如
何
以
最
好
的
文
體
形
式
及
相

應
的
音
樂
形
式�
來
吸
引
受��
這
是
問
題
的
關
鍵
所
在
。
那
麼�
所
謂
陳
思
王
等
人
造
經
唄
新
聲
的
原
則
究
竟
是
什
麼�
其
文
體
與

樂
體
的
關
係
如
何
？
敦
煌
詩
贊
體
講
唱
的
相
關
情
形�
或
可�
助
我
們
瞭
解
一
二
。

就
詩
體
而
言�
與
佛
典
偈
頌
主
要
以
五
言
為
主
不
同�
敦
煌
講
唱
中
的
詩
贊�
五
言
、
六
言
、
七
言�
三
七
句
式
均
有�
而
以
七

言
為
多
。
王
運
熙
先
生
在

《

七
言
詩
形
式
的
發
展
和
完
成》

一
文
中�
將
漢
魏
時
代
的
七
言
詩
歸
納
為
三
種
形
式
：
一
是
押
腰
韻
的
七

言
；
二
是
逐
句
押
韻
的
七
言
；
三
是
隔
句
用
韻
的
七
言�
後
來
成
為
七
言
詩
的
正
規
格
式

(�)

。
陳
允
吉
先
生
又
指
出
：『

早
期
漢
譯
佛
典

中
數
量�
多
的
七
言
偈
在
中
土
流
布�
對
於
我
中
國
中
古
時
代
七
言
詩
形
式
結
構
上
的
臻
於
成
熟�
做
為
一
種
旁
助
力
量
也
確
曾
起
過

一
定
的
促
進
作
用
。』

陳
文
還
談
到
南
齊
王
融
的

《
淨
住
子
頌》�
已
是
通
體
七
言
、
並
採
用
詩
意
之
間
遞
進
之
兩
句
兩
句
轉
送
及
隔
句

押
韻
的
方
法�
認
為
像
王
融

《

淨
住
子
頌》

這
類
文
人�
照
歌
贊
新
偈
所
寫
的
七
言
佛
理
詩
歌�『
做
為
佛
偈
譯
文
與
中
國
美
化
文
七

言
詩
之
間
的
仲
介
傳
媒�
確
曾
在
一
個
關
鍵
性
時
刻
介
入
了
鮑
照
以
還
本
土
七
言
詩
的
變
革
過
程�
並
在
顯
著
程
度
上
牽
制
著
此
後
七

言
詩
歌
形
式
上
演
進
的
流
向
。』

(�)

然
而�
一
方
面
是
成
熟
的
七
言
詩
的
形
成
所
可
能
受
到
的
佛
經
偈
贊
的
影
響
；�
一
方
面�
在
隔
句
押
韻
的
七
言
詩
已
成
熟
之
際�

敦
煌
講
唱
文
學
中
的
詩
贊
仍
保
持

『

用
韻
較��
平
仄
不
嚴』

的
詩
體
結
構
。
講
經
文
以
七
言
為
主�
間
用
三
三
七
七
七
體�
兼
以
六

言
、
五
言
、
雜
言�
詩
贊
部
分
以
偶
句
韻
為
主�
少
數
押
頭
韻
、
間
韻
、
暗
韻
等�
唱
詞
轉
韻
。
變
文
等
也
是
主
要
以
七
言
間
用
三
三

七
七
七
體�
部
分
用
五
言
、
六
言
以
至
雜
言�
其
韻
有�
段
一
韻
到
底
者�
有
一
段
轉
若
干
韻
者�
一
般
總
是
偶
句
用
韻�
個
別
句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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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奇
偶
句
都
用
韻
的
情
形�
加
上
頭
韻
、
間
隔
韻
、
交
叉
韻
、
句
中
韻

(

暗
韻)

。

可
見�
變
文
與
講
經
文
雖
已
運
用
隔
句
押
韻
及
轉
韻
之
法�
但
也
有
所
變
通�
它
反
映
出
敦
煌
詩
贊
既
受
到
新
詩
體
的
影
響�
又

與
民
間
歌
謠
緊
密
相
關
的
文
體
特
色
。
而
三
三
七
句
式
的
運
用�
更
使
得
這
些
韻
文
具
有
明
顯
的
民
間
特
徴
。『

三
三
七
七
七』

的
歌

辭
形
式�
在
北
朝
以
至
於
唐
代
的
民
歌
中
最
為
常
見�
敦
煌

『

曲
子
辭』
《

孟
姜
女》

二
組
十
首�
便
作

『

三
三
七
七
七』

平
韻
體

(�)

。

除
此
之
外�
這
些
講
唱
體
的
詩
贊
部
分�
不
少
注
有
統
一
的
音
曲
符
號�
包
括

『

吟』
『

偈』
『

韻』
『

平』
『

側』
『

斷』
『

側
吟』

『

吟
上
下』

『

古
吟
上
下』

『

吟
斷』

『(

偈)

詩』
『

偈
平
詩』
『

偈
斷』

『

斷
詩』

『

斷
側』

『

詩』
『

平
詩』

『

平
側』

『

經
平』

『

經』

等
二

十
種
名
目�
在

『

十
三
篇
作
品
中�
出
現
了
一
八
〇
次』

。『

這
些
音
符
是
曲
調
標
記�
同
時
兼
有
聲
法
標
記
的
意
義
。
…
…｢

平｣
｢

側｣

｢

斷｣

等
音
曲
符
號
和
清
商
調
名
、
聲
明
律
名
的
同
名
關
係�
還
證
明
它
們
使
用
了
固
定
律
調�
以
致
成
為
後
者
命
名
的
基
礎

(�)

。』

�
得
注
意
的
是�
上
述
音
符�
可
運
用
於
同
一
詩
體�
而
不
同
的
詩
體�
也
可
用
同
一
音
符
來
引
導
。
如
七
言
八
句
體
的
平
韻
辭�

可
用

『

平』
『

側
吟』

『

經』
『

詩』
『

經
平』
『(

偈)

平
詩』

『(

偈)

詩』
『

斷
詩』

『

吟
斷』

『(

偈)

斷』
『

偈』

等
諸
音
符
來
引
導�

而

『

平』
『

斷』
『

側
吟』

等
音
符�
既
可
引
導
七
言
八
句
體
的
平
韻
辭
、
七
言
四
句
體
的
仄
韻
辭�
又
可
以
引
導

『

三
三
七
七
七』

體

的
平
韻
辭
。
如

『

側
吟』�
在

《

維
摩
詰
講
經
文》

(
斯4517)

中
引
導
七
言
八
句
接
三
三
七
七
七
的
仄
韻
體�
又
在

《

敦
煌
零
拾
本》

之

《

維
摩
詰
講
經
文》

中
引
導
了
七
言
四
句
體
平
韻
體�
接

『

三
三
七
七
七』

仄
韻
十
二
段
。

從
這
一
現
象
來
看�
這
些
詩
贊
體
的
講
唱
作
品
作
為

『
文』

(

文
體
結
構)

與

『

樂』
(

樂
體
結
構)

相
結
合
的
一
種
藝
術
形
態�

當
屬
於
以
樂
傳
辭
的
演
唱
形
式

(�)�
即
以
穩
定
的
旋
律
傳
唱
文
辭�
文
辭
不
拘
其
平
仄
調
聲�
都
以
這
二
十
種
基
本
定
腔
演
唱
。
同
時�

這
種
演
唱
方
式
也
並
不
要
求
文
體
有
無
格
律�
只
要
在
其
樂
、
其
腔
的
容
量
範
圍
内�
即
可
以
容
納
不
同
文
句
的
句
數
和
句
式
。�
一

方
面�
相
同
字
數
、
句
式
的
曲
子
也
可
以
用
不
同
的
方
式
演
唱�
這
就
是
敦
煌
詩
贊
中
音
樂
與
文
體
配
合
的
方
式
。

因
此�
敦
煌
詩
贊
的
文
與
樂
之
間
的
關
係�
是
一
種
以
樂
為
主�
以
文
為
輔�
以
樂
體
支
配
文
體
的
構
成
方
式�
始
終
保
持
其
音

樂
獨
立
性
。
究
其
原
因�
仍
是
這
些
詩
贊
體
講
唱
作
品
的
宗
教
性
質
決
定
的
。
王
昆
吾
先
生
指
出
此
類
音
符
的
講
經
文
達
七
篇
之
多�

�
�

��

�

敦
煌
詩
賛
体
講
唱
文
学
探
論

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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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便
是
一
個
極
有
力
的
證
據�
説
明

｢

平｣

、｢

側｣

、｢

斷｣

等
是
唄
贊
音
樂
的
符
號�
而
非
辭
律
符
號
或
俗
樂
宮
調
的
符
號

(�)

。』

從
這
二

十
種
音
符
的
分�
情
況
來
看�
講
經
文
為
七
篇�
包
括

《

維
摩
詰
講
經
文》

的
斯4571

本
、
斯3872

本
、
伯2292

本
、
伯2292

與
伯

3097
及
光
字94

號
合
校
本
、《

敦
煌
零
拾》

本
、《

佛
報
恩
經
講
經
文》
(

Ф96

本)

、《

維
摩
碎
金》

(

Ф101

本)

。
變
文
為
五
篇�
計
為

《

太
子
成
道
變
文》

、《

八
相
變》

、《

難
陀
出
家�
起》

、《

太
子
成
道
經》

、《

歡
喜
國
王�

》

。
詞
文
一
篇�
為

《

秋
吟》

。
這
十
三
篇
講

唱
作
品
全
為
佛
經
故
事�《
秋
吟》

也
是
僧
侶
募
化
時
所
唱
。
從
這
些
音
樂
符
號
不
見
於
中
土
世
俗
故
事
的
情
況�
也
從�

一
方
面
證

實
了
：
這
二
十
種
音
符
是
作
為
程
式
化
的
宗
教
説
法
活
動

『

俗
講』

中
的
音
樂
符
號�
不
僅
它
的
講
唱
活
動
是
程
式
化
的�
其
講
唱
音

樂
也
有
穩
固
的
音
樂
表
達
方
式�
這
無
疑
更
有
利
於
傳
教
説
法
。
可
見�
敦
煌
講
唱
詩
贊
平
仄
不
嚴�
用
韻
較�

、
接
近
口
語
的
文
體

特
徴�
是
與
它
樂
體
為
主
、
以
樂
傳
辭
的
音
樂
特
徴
密
不
可
分
的
。
它
對
文
辭
沒
有
嚴
格
的
格
律
與
規
範
的
要
求�
是
因
為
它
主
要
靠

音
聲
的
力
量
來
達
到
感
化
人
心
的
作
用
。
因
此�
雖
然
如
前
述
學
者
們
所
説
：
早
期
的
成
熟
的
七
言
詩
出
現
在
佛
理
詩
頌
之
中
。
但
據

此
推
導
出
翻
譯
佛
偈
乃
至
文
人
的
佛
理
詩
歌
導
致
了
七
言
詩
的
成
熟�
仍
須
再
推
敲
。
原
因
很
簡
單
：
文
人
七
言
詩
要
形
成
最
終
的
格

律
形
式�
本
是
為
了
便
於
入
樂
歌
唱
時
的
字
與
聲
的
配
合
。
佛
典
乃
至
變
文
的
講
唱�
卻
沒
有
足�
的
音
樂
動
力�
去
推
究
詩
體
的
格

律
問
題
。

以
樂
傳
辭
的
講
唱
方
式�
也
使
得
在
實
際
的
講
唱
過
程
中�
講
唱
者
所
持
語
言
稍
有
不
同�
在
風
格
上
就
有
了
很
大
差
異
。
隋
代

的
情
況�
據
道
宣

《

續
高
僧
傳》

卷
三
十

《

雜
科
聲�
篇》�
已
是

『

經
師
為��
本
實
以
聲
糅
文�
將
使
聽
者
神
開�
因
聲
以
從
回

向
。
傾
世
皆
捐
其
旨�
鄭
衛
珍
流�
以
哀
婉
為
入
神�
用
騰
擲
為
清
舉�
致
使
淫
音
婉��
嬌
弄
頻
繁
。』

『

地
分
鄭
魏�
聲
亦
參
差』

。

『�
越
志
揚�
俗
好
浮
綺�
致
使
音
頌
所
尚�
唯
以
纖
婉
為
工
。
秦
壤
雍
冀�
音
詞
雄
遠�
至
於
詠
歌
所
被�
皆
用
深
高
為
勝
。』

(《

續

修
四
庫
全
書》

子
部
・
宗
教
類�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五
年�
三
七
七
頁
。)《

宋
高
僧
傳》

也
説
：『

二
王

(

魏
陳
思
王
曹
植
、
齊

竟
陵
王
蕭
子
良)

先
已
熟
天
竺
曲
韻�
故
聞
山
響
及
經
偈�
乃
有
傳
授
之
説
也
。
今
之
歌
贊�
附
麗
淫
哇
之
曲���
之
音�
加
釀�

辭�
包
藏
密
咒�
敷
為
梵
奏�
此
實
新
聲
也

(�)

。』
《

宋
高
僧
傳》

還
記
載
了
唐
貞
元
時
僧
人
少
康
利

『

所
述

《

偈
贊》�
皆
附
會
鄭
衛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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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變
體
而
作
。
非
哀
非
樂�
不
怨
不
怒�
得
處
中
曲
韻
。
譬
猶
善
醫
以�

蜜
塗
逆
口
之
藥�
誘
嬰
兒
入
口
耳

(�)

。』

從
上
述
文
獻�
我
們
可
以
看
出
：

一
、
由
於
講
唱
詩
贊
是
一
種
以
樂
傳
辭
的
音
樂
文
體�
在
不
同
的
方
言
區�
語
音
稍
有
差
異�
調
子
馬
上
就
有
了
反
映�
這
就
是

所
謂
的

『
地
分
鄭
魏�
聲
亦
參
差』

。

二
、
以

『
變
體
而
作』

評
價
少
康
利
的

『

附
會
鄭
衛
之
聲』�
可
見
在
時
人
觀
念
中�
詩
贊
的
文
字
内
容
與
音
樂
形
式
是
二
位
元

一
體
的�『
變
體』
所

『

變』

的
不
僅
是
文
體
、
内
容�
也
是
音
樂
形
式
的
改
變
。

三

從
上
述
對
敦
煌
詩
贊
講
唱
方
式
的
分
析�
我
們
認
為�
陳
思
王
所
造
的
經
唄
新
聲�
所
着
眼
的
只
是
如
何
改
造
梵
音
以
適
應
譯
經�

但
並
沒
有
注
意
到�
漢
語
本
身
也
存
在
聲
調
語
言
與
音
樂
之
間
的
配
合
問
題
。

以
往
對
詩
贊
體
敦
煌
講
唱
的
研
究
中�
爭
議
較
大
的
一
個
問
題
是�
這
種
韻
散
交
錯
、
有
説
有
唱
的
文
體�
究
竟
是
一
種
外
來�

品�
亦
或
仍
是
在
中
國
本
土
的
詩
歌
文
學
傳
統
的
影
響
成
長
起
來
的
？
鄭
振
鐸
先
生
在

《

中
國
俗
文
學
史》

中
指
出

『｢

變
文｣

的
來

源�
絶
對
不
能
在
本
土
的
文
籍
裏
來
找
到

(�)』�
認
為
韻
散
相
間
是
由
佛
經
傳
入
的
新
文
體
。
而
亦
有
學
者
認
為

『

中
國
文
體
原
來
已
有

鋪
采�
文
體
物
敍
事
的
漢
賦�
也
有
樂
府
民
歌
的
敍
事
詩�
用
散
文
和
韻
文
來
敍
事
都
具
有
很
穩
固
的
基
礎

(�)

。』

兩
者
雖
結
論
不
同�

但
思
路
卻
是
一
致
的�
即
均
以
不
同
藝
術
形
式
中�
有
無
出
現
相
同
的
文
體
形
態�
來
作
為
判
斷
其
源
流
影
響
的
依
據
。
但
這
樣
一
種

方
法
顯
然
不
足
以
解
決
問
題
。
因
此�
不
妨
換
一
種
思
路
來
考
察
這
一
問
題
。

學
者
曾
研
究
指
出�
我
國
上
古
講
唱
文
學
並
不
發
達�
其
原
因
就
在
於
漢
語
是
一
種
聲
調
語
言�
進
入
樂
曲
後�
為
適
應
樂
曲
的

音
調�
很
難
保
持
其
原
有
的
調�
。『

我
們
通
常
是
根
據
習
慣
用
法
、
上
下
文
以
及
其
他
語
景
來
猜
想
出
詞
的
意
義
。
漢
語
唱
詞
如
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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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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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脱
離
了
熟
悉
的
語
言
環
境
與
文
化
背
景�
就
變
得
相
當
難
於
理
解

(�)

。』

這
就
可
以
解
釋
為
什
麼
我
們
生
活
在
漢
語
環
境
下�
聽
京
戲
、

昆
曲
或
期
其
他
地
方
戲�
如
果
不
熟
悉
故
事
情
節�
仍
需
要
字
幕
以�
助
理
解
。
這
也
可
以
解
釋
梵
劇
進
入
漢
語
地
區
後�
卻
未
能
在

中
土
開
花
結
果�
由
過
去
利
用
戲
劇
形
式
轉
而
運
用
梵
唄
説
唱
方
法
來
宣
揚
佛
法
。
比
較
不
同
文
本
的

《

彌
勒
會
見
記》�
會
發
現
當

《

彌
勒
會
見
記》

從
吐
火
羅
文
譯
為
回
鶻
文
時�
它
的
戲
劇
特
徴
已
經
減
弱�
變
得
類
似
講
唱
了

(�)

。
而
從
講
經
到
俗
講�
其
中
的
韻
文

成�
也
呈
現
出
愈
趨
減
少
的
趨
勢

(�)
。

關
於
變
文
文
體
的
性
質�
學
界
向
有
底
本
與
書�
本
兩
種
意
見
。
梅
維
恒
曾
指
出
變
文
中
常
常
誤
用
同
音
字
的
現
象�『

常
常
誤

用
同
音
字
意
味
着
寫
變
文
的
人
深
受
故
事
口
頭
表
演
而
不
是
文
字
的
影
響
。』

『

大
量
同
音
訛
用
多
於
錯
字
的
情
況
意
味
着
某
些
變
文
與

口
頭
文
學
而
不
是
書
面
文
學
更
近

(�)
。』

因
此�
他
認
為

『｢

變｣

之
演
藝
人
很
可
能
並
不
依
據
文
字
。
寫�

文
字
的
往
往
是
聽��
那
些

寫�
口
述
文
學
而
開
始
使
之
轉
為
書
面
通
俗
文
學
的
人
很
少
是
口
頭
文
學
的
演
述
者
自
己
…
…

(�)』

變
文
中
同
音
誤
用
的
情
況�
如

《

舜

子
變》

中
：姚

王
裏
化
之
時�
日
洛
千
般
祥
瑞
。

姚
當
作
堯�
裏
當
作
理�
洛
當
作
落

苦
嗽
取
得
計
阿
娘
。

苦
嗽
當
作
瞽
人
叟�
取
當
作
娶�
計
當
作
繼

三
載
不
歸
宅
李
。

李
當
作
裏

兒
逆
阿
耶
長
段
。

長
段
當
作
腸
斷

學
得
甚
愧
禍
述
靡
。

愧
當
作
鬼�
述
靡
當
作
術
魅

從
變
文
同
音
訛
用
多
於
錯
字
的
情
況
來
看�
變
文
的
聽
講
者

(

這
些
抄�
者
當
是
有
一
定
文
化
水
準
者)

未
必
完
全
理
解
了
講
説
的
内

容
。
這
再
一
次
説
明�
敦
煌
講
唱
文
學
的
詩
贊
部
分�
其
音
樂
的
感
動
人
心
的
作
用�
遠
大
於
傳
授
經
文
的
作
用
。
内
容
的
理
解�
主

要
由
散
説
的
部
分
完
成�
加
之
圖
像

(

變
相)

的
配
合
。

詩
贊
體
講
唱
的
文
體
本
質�
在
於
對
佛
經
的
文
體
變
易�
它
是
在
佛
經
的
講
説
實
踐
中
成
長
起
來
的
口
頭
講
唱
文
體
。
它
的
文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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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質

韻
散
結
合�
它
的
樂
體
本
質

以
樂
傳
辭�
都
來
自
於
其
母
體
佛
經
經
典
。
周
叔
迦
先
生
説
：『

從
文
體
上
來
説�
佛
經

為
了
反
復
説
明
真
理�
多
半
是
長
行
和
重
頌
兼
用
的

(�)

。』

可
見
佛
經
韻
散
相
間
的
敍
述
方
式�
也
是
一
個
便
於
接
受
的
文
體
選
擇

傳
道
主
要
靠
師
徒
口
傳
心
授�
便
於
記
誦
與
傳
播
的
韻
文
體
便
成
為
經
典
的
主
要
形
式
。
而
時
過
境
遷�
韻
文
費
解�
便
有
了
散
文
部

分
的
注
釋�
後
世
講
唱

『

説
了
又
唱�
唱
了
又
説』

的
表
述
方
式�
其
源
頭
正
在
於
此
。
可
見�
如
何
根
據
傳
教
的
需
要�
而
採
用
恰

當
的
文
體
形
式
進
行
表
述�
這
是
一
個
自
然
的
文
體
選
擇
過
程
。
因
此�
敦
煌
講
唱
作
為
一
種
文
樂
結
合
的
文
體�
我
們
在
考
慮
其
藝

術
形
態
的
源
流
影
響
時�
不
僅
要
考
慮

『

文』
(

文
體)

的
因
素�
也
要
考
慮

『

樂』
(

樂
體)

的
因
素
。

四

以
樂
傳
辭
的
樂
體
結
構
與
韻
散
相
間
的
文
體
結
構
的
結
合�
解
決
了
中
國
傳
統
文
藝
以
樂
傳
辭
一
類
樂
體
結
構
所
遇
到
的
困
難
。

宋
代
以
後
典
籍
中
不
再
有
僧
人
俗
講
的
明
確
記
述

(�)�
但
這
種
以
詩
贊
講
唱
的
藝
術
形
式�
卻
在
民
間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延
續
了
下
來
。

如
宋
代
的
涯
詞
與
陶
真�
南
宋
臨
安
瓦
舍
伎
藝
裏
就
有
涯
詞
和
陶
真
的
名
目
：『

唱
涯
詞
只
引
子
弟�
聽
陶
真
儘
是
村
人

(�)』�
這
兩

者
都
沒
有
遺
留
下
任
何
本
子�
但
在
元
明
人
記
載
中
卻��
提
到

『

陶
真』

這
一
説
唱
伎
藝
。
如
：

閭
閻
陶
真
之
本
之
起�
亦
曰
：『

太
祖
太
宗
真
宗
帝�
四
祖
仁
宗
有
道
君

(�)』
。

那
陶
真
的
本
子
上
道
：『

太
平
之
時
嫌
官
小�
離
亂
之
時
怕
出
征

(�)』
。

直
至
清
末
的
兪�
在

《

茶
香
室
續
鈔》

卷
十
三

『

閭
閻
淘
真』
引

《

七
修
類
稿》

記
淘
真
的
文
字
時
也
説
：『

淘
真
不
知
何
書�

以
七
字
為
句�
殆
即
今
之
彈
詞
。
明
代
當
尚
有
其
書�
故
郎
氏
得
見
之
也

(�)』
。
可
見
淘
真
就
是
七
言
敍
事
體
詩
贊
。

此
外�
在
元
明
兩
代
的
典
籍
之
中�
還
常
出
現

『

詞
話』

一
詞
。
如

《
元
史
・
刑
法
志》

載
有
禁
止
詞
話
的
禁
令
：『

諸
民
間
子

弟�
不
務
正
業�
輒
於
城
市
坊
鎮�
演
唱
詞
話�
教
習
雜
戲�
聚�
淫
謔�
並
禁
治
之
。』

本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初
孫
楷
第
先
生
作

《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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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話
考

(�)》
、
葉�
均
的

《

説
詞
話

(�)》
都
曾
對
詞
話
的
涵
義
和
體
制
加
以
疏
證�
但
當
時
還
沒
有
發
現
可
靠
的
元
明
詞
話
作
品
。
直
至
一
九

六
七
年
上
海
嘉
定
縣
明
代
宣
姓
墓
出
土
了
一
批
北
京
永
順
堂
竹
紙
刻
印
的
書
籍�
内
有
十
六
種

『

説
唱
詞
話』�
詞
話
的
體
制
更
清
晰

地
呈
現
在
人
們
面
前�
這
就
是
七
言

(

以
及
少
量
十
言)

的
詩
贊
講
唱
。

學
者
們
進
一�
發
現�
許
多
白
話
小
説
作
品�
都
曾
出
現
在
在
詞
話
講
唱
的
名
目
。
以
致
於
人
們
認
為�
大
部
分
白
話
小
説
在
案

頭
化
之
前�
都
存
在
一
個

『

詞
話
體』

的
階
段
。

郎
瑛

《

七
修
類
稿》

中
有
這
樣
一
段
話
：『

若
夫
近
時
蘇
刻
幾
十
家
小
説
者�
乃
文
章
家
之
一
體�
詩
話
、
傳
記
之
流
也�
又
非

如
此
之
小
説

(�)』
。
可
見�
從
成
化
至
嘉
靖
前�
蘇
州
刻
印
的
小
説�
與
後
來
的
章
回
小
説
不
同�
屬
於

『

詩
話
、
傳
記
之
流』�
可
能
就

是
用
韻
文
或
韻
散
相
間
方
式
編
寫
的
人
物
傳
記
故
事�
也
就
是
説
唱
詞
話
。
如

《

水
滸
傳》

故
事�
徐
渭

《

呂
布
宅》

詩
序
云
：『

始

村
瞎
子
習
極
俚
小
説�
本

《

三
國
志》�
與
今

《

水
滸
傳》

一
轍�
為
彈
唱
詞
話
耳

(�)』

。
胡
應
麟
于
萬�
間
至
徽
州
歙
縣
訪
汪
道
昆�
遇

道
昆
弟
仲
嘉�
劇
談
水
滸
故
事�
奚
童
彈
箏
佐
之�
聽
客
為
傾
。
胡
氏
為
此
賦
詩�
有

『

象
牙
版
籌
説
宋
江』

之
句�
看
來
當
時
劇
談

的
水
滸
故
事
是
有
音
樂
伴
奏
的
詞
話
本
。
胡
應
麟
又
云
：『

此
書
所
載
四
六
語
甚
厭
觀
。
蓋
主
為
俗
人
説�
不
得
不
爾
。
餘
二
十
年
前

所
見

《

水
滸》

本�
尚
極
足
尋
味�
十
數
載
來�
為�
中
書
賈
刊
落
。
止�
事
實�
中
間
游
詞
餘
韻�
神
情
寄
寓
處�
一
概
刪
之�
遂

幾
不
堪
覆� (�)』

。
李�
《

戒
庵
老
人
漫
筆》

説
：『

道
家
所
唱
有
道
情�
僧
家
所
唱
有�
頌�
詞
説
如

《

西
遊
記》

、《

藍
關
記》�
實
匹

休
耳』 (�)

。
明
刊
本

《

封
神
演
義
序》

：『

俗
有
姜
子
牙
斬
將
封
神
之
説�
從
未
有
繕
本�
不
過
傳
聞
於
説
詞
者
之
口

(�)』

。
天
都
外
臣

(

汪
道

昆)

為

《

水
滸
全
傳》

所
作
的
序
中
説
：『

故
老
傳
聞�
洪
武
初
越
人
羅
氏�
詼
詭
多
智�
為
此
書
共
一
百
回�
各
以
妖
異
之
語
引
於

其
首�
以
為
之�
。
嘉
靖
時�
郭
武
定
勳
重
刊
其
書
削
去
致
語�
獨
存
本
傳�
予
猶
及
見

《

燈
花
婆
婆》

數
種�
極
其
蒜
酪

(�)』

。《

初
刻

拍
案
驚
奇》

凡
例
云
：『

小
説
中
詩
詞
等
類�
謂
之
蒜
酪

(�)』�
可
見�
小
説
中
的
詩
詞
保
留
了
民
間
詩
贊
通
俗
順
口
的
特
性�
被
稱
為

『

蒜
酪』

。
小
説
研
究
者
亦
指
出�
明
刊
大
滌
餘
人
序
百
回
本

《

忠
義
水
滸
傳》
第
四
十
八
回
有
一
段
韻
文
的
詩
贊
：

獨
龍
山
有
獨
龍
崗�
獨
龍
崗
上
祝
家
莊
。
繞
崗
一
帶
長
流
水�
周
遭
環
匝
皆
垂
楊
。
牆
内
森
森
羅
劍
戟�
門
前
密
密
排
刀
槍
。

敦
煌
詩
賛
体
講
唱
文
学
探
論

81



對
敵
盡
皆
雄
壯
士�
當
鋒
都
是
少
年
郎
。
祝
龍
出
陣
真
難
敵�
祝
虎
交
鋒
莫
可
當
。
更
有
祝
彪
多
武
藝�
叱�

暗
嗚
比
霸
王
。
朝

奉
祝
公
謀
略
廣�
金
銀
羅
綺
有
千
箱
。
白
旗
一
對
門
前
立�
上
面
明
書
字
兩
行
：『

填
平
水
泊
擒
晁
蓋�
踏
破
梁
山
捉
宋
江
。』

這
一
段
贊
詩
是
和
上
下
的
散
文
連
用
以
敍
述
宋
江
所
見
祝
家
莊
的
情
形�
是
無
法
隨
便
刪
落
的�
孫
楷
第
先
生
認
為
原
書
必
是
詞
話
本�

保
留
的
一
段
正
是
刪
改
未
盡
的
遺
跡

(�)
。

實
際
上�
明
代
田
汝
成
在

《

西
湖
遊
覽
志
餘》

卷
二
十
記�
明
代

『

陶
真』

的
情
況
時�
就
説
：『

杭
州
男
女
瞽
者�
多
學
琵
琶�

唱
古
今
小
説
、
平
話�
以
覓
衣
食�
謂
之
陶
真
…
…
若

《

紅
蓮》

、《

柳
翠》

、《

濟
顛》

、《

雷
峰
塔》

、《

雙
魚
扇
墜》

等
記�
皆
杭
州
異

事�
或
近
世
所
擬
作
者
也

(�)』
。

從
這
些
故
事
名
目
看�
大
部
分
故
事
也
都
有
散
説
的
平
話
體
小
説
流
傳�
既
然
曾
作
為
陶
真
或
詞
話
演
唱�
那
麼
是
否
是
今
存
平

話
本
是
經
過
文
人
由
唱
本
改
編
為
散
説
本
的�
因
而
唱
本
不
流
行
了
？�
來
的
研
究
者
往
往
持
這
種
看
法
。
但
究
竟
是
唱
本
在
先�
還

是
散
説
在
先�
還
是
二
者
並
行�
還
是
一
個�
得
進
一�
考
察
的
問
題
。

在�
史
文
獻
中�
使
用

『

詞
話』

這
一
概
念
時�
上
述

《

元
史
／
刑
法
志》

用
了

『

演
唱
詞
話』

一
語�
完
顏
納
丹
編
纂
的

《

通

制
條
格》

卷
二
十
七

『

雜
令』

條�
則
將

『

演
唱
詞
話』

作

『

搬
唱
詞
話』

。《

元
典
章》

卷
五
十
七
刑
部
十
九

『

雜
禁』

條�
記
載
了

發
生
在
至
元
十
一
年

(

一
二
七
四)

十
一
月
的
事
件
：『
順
天
路
束
鹿
縣
頭
店�
見
人
家
内
聚
約
百
人�
自
搬
詞
傳�
動
樂
飲
酒�
為

此
本
縣
官
司
取
訖
社
長
田
秀
井
、
田
拗
驢
等
各
人
招
伏�
不
合
縱
令�
男
等�
錢
置
面
戲
等
物�
量
情
斷
罪
外�
本
司
看
詳�
除
系
籍

正
色
樂
人
外�
其
餘
農
民
市
戸
、
良
家
子
弟�
若
有
不
務
本
業
、
習
學
散
樂
、
搬
説
詞
話
人
等�
並
行
禁
約�
是
為
長
便

(�)』

。

『

搬
唱』

與

『

演
唱』

的
之
間�
是
否
存
在
差
別
？
這
裏
的

『
搬
説
詞
話』

或

『

搬
唱
詞
話』�
究
竟
是
一
種
戲
劇
表
演
形
式��

還
是
也
只
是
一
人
講
説
故
事
的
説
唱
藝
術
？

田
仲
一
成
先
生
在

《

中
國
戲
劇
史》

中
指
出�
現
今
江
西
的
萍
郷
縣
、
萬
載
縣
、
南
豐
縣
、�
源
縣
等
地
流
傳
著
一
種
追
儺
舞
蹈�

農
民
戴
著
假
面�
伴
隨
著
銅
鑼
大
鼓
的
打
奏�
伴
奏
者
和
演
出
者
都
不
加
演
唱�
因
而
也
是
不
演
故
事
的
、
單
純
的
假
面
舞
蹈�
只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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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關
索
和
鮑
三
娘�
表
演
者
進
行
演
唱
。
其
歌
詞
如
下
：

鮑
三
娘

(

唱)

三
娘
到
處
較
試
馬�
紅
毛
小
鬼
是
新
人
。
…
…

一
拳
打
倒
三
五
裏�
一��
在
九
霄
人
。
…
…

關
索

(
唱)

關
索
聽
得
心
歡
喜�
連
聲
且
住
做
將
軍
。

我
身
三
十
六
合
花
槍
法��
有
二
十
四
重
大
門
開
。

便
把
花
槍
殺
一
路
。

田
仲
一
成
先
生
認
為
：『

鮑
三
娘
稱
自
己
為
三
娘�
花
關
索
也
稱
自
己
為
關
索
。
這
説
明�
這
個
劇
本
不
是
以
表
演
者
的
立
場�

而
是
以
故
事
講
述
者
的
立
場
來
寫
的
。
質
言
之�
是
把
演
唱
的
、
講
述
的
文
本
沿
用
為
戲
劇
的
文
本
。
可
以
看
出�
元
典
章
中
所
説
的

｢

搬
説
詞
傳｣�
指
的
就
是
這
種
情
況

(�)
。』

田
仲
一
成
先
生
此
處
的
發
現�
並
不
是
一
個
單
獨
的
特
例
。
我
們
可
以
從
近
年
來
陸
續
面
世
的
北
方
賽
社�
本
中�
發
現
更
多
這

樣
的
情
形
。
如
上
黨
賽
社�
本

(『

抄
立』

于

『

咸
豐
八
年
六
月
初
九』�
由
平
順
縣
西
社
村
樂
戸
藝
術
人
保
存)

《

三
捉
孟
良》

孟
良

角
單
為
：

蓋
世
功
名
我
為
強�
宣
花
斧
上
崩
寒
光
。

頭
戴
金�
雙
鳳
翅�
黄
金
鎧
甲
八
寶�
。

跨
騎
一
頭
火
騾
子�
殺
的
英
雄
拱
手
降
。

杏
黄
旗
上
書
大
字�
護
國
縱
横
勇
孟
良
。

我
乃
姓
孟
名
良�
字
是
火
星�
號
曰
萬
倉
。
祖
住
山
西
平
定
曲
陽
縣
人
氏
。
…
…
我
也
鎮
守
角
山
寨�
打
劫
的
不
義
之
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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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娥
美
女�
論
盆
飲
酒�
整
秤
分
金
。
有
詩
為
證
：

蓋
世
功
名
為
我
通�
征
元
跨
下
火
蛟
龍
。

蓬
蒿
愛
放
連
天
火�
月
裏
提
刀
敢
殺
人
。

角
山
寨
上
呼
太
保�
碗

(

宛)

子
城
中
作
先
鋒
。

杏
黄
旗
上
書
大
字�
獨
坐
角
山
孟
火
星
。

…
…
今
日
搜
山�
這
些�
羅
們�
頭
兒
睡
覺
？
果
然
殺
了
我
半
萬�
羅
！
既
為
大
將�
就
該
留
下
真
名
姓
字
才
為
好
漢
。
講

話
中
間�
有
詩
張
一
首�
待
我
觀
看
：

山
前
當
野
路�
山
后
捉
強
徒�

殺
壞�
家
奴�
專
捉
孟
太
甫
。

這
是
怎
麼
説
？
我
不
尋
人�
人
還
尋
我
？
這
是
個
假
好
漢
。
講
話
中
間�
又
有
詩
張
一
首�
待
我
上
前
看
過
：

是
我
是
我
真
是
我��
來
尋
我
我
不�
。

要
知
我
是
那
一
個�
六
郎
手
下
那
一
夥
。

…
…

最
終�
楊
六
郎
上
山
三
捉
孟
良�
孟
良
歸
順
了
楊
六
郎�
又
引
到
至
宛
子
城
讓
焦
贊
歸
順
了�
最
後
同
上
金
殿
受
封
。
全
劇
結
束
時
又

有
四
句
詩
贊
：

宋
真
宗
扶
正
朝
綱�
王
蘇
愛
撥
亂
家
邦
。

碗

(

宛)

子
城
焦
贊
作
反�
角
山
寨
三
捉
孟
良
。

此
劇
見
於

《

唐
樂
星
圖》

『

雜
劇』

類�
名

《

楊
六
郎
三
捉
孟
良》�
但
由
上
述
摘
引
來
看�
卻
與
我
們
熟
悉
的
元
雜
劇
的
體
制
絶

不
相
類�
既
沒
有
套
曲
的
規
制�
也
沒
有
曲
牌
的
選
用
。
全
篇
以
七
言
詩
贊
講
唱
為
構
成
因
素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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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
北
武
安
縣
固
義
村
的
大
型
儺
戲
節
目

《

捉
黄
鬼》�
以
捉
黄
鬼
為
主�
配
合
演
出
的
戲
劇
類
表
演
有
臉
戲
、
賽
戲
。
臉
戲

(

即

面
具
戲)

裏�
面
具
角
色
一
般
只
舞
不
唱�
所
以
又
稱

『�
隊
戲』

。
唱
詞
由
一
個
叫

『

長

(

掌)

竹』

的
在
台
口
一
側
吟
唱�
長
竹

用
第
三
人
稱
敍
述
故
事�
比
如
臉
戲

《

吊
掠
馬》�
關
公
一
直
坐
在
高
處
騎
子
上�
由
探
神
在�

前
表
演�
長
竹
敍
述
關
公
生
平�
唱

詞
中
稱
關
公
為

『

這
位
老
爺』�『
這
老
爺
家
住
蒲
州
卸
涼

(

解
良)

人
氏�
姓
關
名
某
字
雲
昌

(

長)

。
老
爺
生
來
好
報
不
平�
一
怒

殺
死
巡
虎

(

雄
護)
元

(

員)

外
一
十
八
口
家
眷
。
老
爺
雲
遊
天
下
逃
命
…
…』

。
賽
戲
則
角
色
不
戴
面
具�
演
出
時
邊
舞
蹈
邊
吟
唱�

但
仍
是
用
的
第
三
人
稱
敍
述
體
。
如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

一
九
三
五
年)

抄
本
的
賽
戲

《

岑
彭
馬
武
奪�

元》�
演
岑
彭
與
馬
武
在
王
莽

面
前
爭
奪
武�
元
的
故
事�
岑
彭
唱
詞
有
：『

昔
日
有
個
臨
潼
會�
出
了
好
漢
子
胥
能�
力
舉
千
斤
王
害
怕
。
一
十
八
國
膽
戰
驚
。
雖

然
不
比
子
胥
勇�
岑
老
爺
今
科
壯

(�
)

公
。
左
手
撩
衣
右
手
舉�
千
斤
銅
鼎
晃
太
陽
。
左
轉
三
遭
氣
不
斷

(

短)�
右
轉
三
遭
不
當

忙
。
銅
鼎
落
在
教
武
場�
岑
老
爺
今
科
壯
(�
)

元
郎
！

(�)』
這
種
以
詩
贊
講
唱
為
主
的
戲
劇
樣
式�
也
廣
泛
流
存
於
南
方
地
區
。
除
上
述
的
江
西
面
具
戲
而
外�
貴
州
地
戲
也
屬
詩
贊
系
的
詞

話
講
唱
。
如

《

羅
成
擒
五
王》

：

(

白)

煬
帝
無
道
亂
朝
綱�
殘
害
忠
良
已
滅
亡
。

孤
家
今
把
洛
陽
困�
剿
平
反
叛
定
安
邦
。

孤
乃
高
祖
次
子
秦
王
李
世
民
是
也
。

(

白)

赫
赫
威
名
震
四
方�
揚
州
奪
印
逞
高
強
。

定
國
安
邦
棟�
將�
扶
保
真
主
興
大
唐
。

�
乃
勇
將
羅
成
是
也
。

(

白)

隋
朝
已
滅
世
亂
荒�
四
路
英
雄
各
逞
王�

五
王
今
日
齊
上
陣�
要
與
唐
營
定
弱
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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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
家
洛
陽
東
鎮
王�
王
世
充
是
也
。

孤
家
乃
明
州
夏
明
王�
竇
建�
是
也
。

孤
乃
曹
州
宋
義
王�
孟
海
公
是
也
。

孤
乃
相
州
白
禦
王�
高
聖
談
是
也
。

孤
乃
楚
州
趙
王�
朱
燦
是
也
。

(

唱)
不
唱
五
王
敗
逃
走�
且
表
唐
營
議
軍
情
。

�
將
排
列
左
右�
茂
公
便
令
小
羅
成
：

�
帶
三
千
人
和
馬�
家
鎖
山
下
埋
伏
兵
。

只
等
五
王
從
此
過��
把
五
王
盡
活
攜
。

限
定
五
時
就
交
令�
帶
領
人
馬
就
起
身
。

不
表
羅
成
埋
伏
等�
又
表
五
王�
路
行
。

(

白)

五
王
帶
領
殘
兵
敗
走�
回
頭
不
見
追
兵�
心
下
放
安
…
…

(�)

地
戲
在
表
演
時�
是
人
物
一
齊
上
場�
分
別
吟
誦
通
報
姓
名
之
後�
開
始
講
唱
搬
演
。
凡
代
言
處�
均
由
本
角
色
或
説
或
唱
。
凡
敍
事

交
代
部
分�
臨
時
由
某
一
角
色

『

跳
出』

所
扮
人
物�
像
局
外
人
似
地
做
旁
唱
或
旁
白
。
演
員
進
出
角
色
靈
活
自
由�
全
部
故
事
由
在

場
角
色
亦
説
亦
唱
地
加
以
表
演�
基
本
為
七
言
體
詩
贊
吟
唱��
句
結
尾
及
動
作
表
演
時
加
以
鑼
鼓
簡
單
伴
奏
。

我
們
再
看
安
徽
貴
池
儺
戲�
據
王
兆
乾
先
生
考
察�
至
今
發
現
的
七
個
貴
池
儺
戲
劇
碼�
有
五
個
與
上
海
嘉
定
縣
發
現
的
明
成
化

刊
本

《

説
唱
詞
話》

關
係
密
切�
有
的
則
完
全
相
同�
如
池
州
儺
戲
本

《
陳
州
糶
米
記》

與
成
化
刊
本

《

新
刊
全
相
包
龍
圖
陳
州
糶
米

記》

的
前
半
部
分

《

打
鸞
駕》�
唱
詞
、
説
白
就
幾
乎
完
全
相
同
。
王
兆
乾
説
：『
這
種
戲
曲�
唱
詞
不
必
盡
用
第
一
人
稱�
演
員
可
以

隨
時
跳
出
角
色�
用
第
三
人
稱
對
情
節
和
人
物
進
行
解
説
和
描
述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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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還
可
以
作
為
比
較
參
考
的�
是
藏
戲
。
藏
戲
仍
留
著
説
唱
文
學
的
特
徴
。
如
收
入

《

少
數
民
族
戲
劇
選》

的
藏
劇

《

卓
瓦
桑
姆》�

便
是
以
説
一
段�
唱
一
段
的
方
式�
敍
述
卓
瓦
桑
姆
一
生
中
的
三
次
磨
難�《

中
國
戲
曲
志
・
西
藏
卷》

介
紹
説
：『

喇
嘛
瑪
尼
這
種
説

唱
藝
術
對
藏
戲
的
影
響
是
非
常
大
的�
藏
戲
的�
本
就
是
喇
嘛
瑪
尼
藝
人
的
説
唱
故
事�

本�
説
唱
藝
術
的
特
點
還
清
楚
地
反
映
在
藏

戲
演
出
中

(�)』
。

不
論
是
貴
州
地
戲�
池
州
儺
戲�
還
是
前
引
的
上
黨
賽
社
雜
劇�
以
及
相
類
的
晉
南
鑼
鼓
雜
戲�
晉
北
賽
戲
以
及
南
方
其
他
省
域

的
儺
戲�
都
有
以
詩
贊
體
的
吟
唱
為
特
徴�
間
以
鑼
鼓
伴
奏
的
表
演
形
態�(
這
不
排
除
受
戲
劇
影
響�
如
貴
州
的
一
些
儺
壇
戲
、
山

西
曲
沃
的
扇
鼓
儺
戲
不
是
説
唱
敍
述
體�
而
是
代
言
體
。)

可
見
其
流
行
程
度
。
而
且�
據
學
者
們
的
考
證�
北
方
賽
戲
的
形
成
時
間�

正
是
宋
元
之
際

(�)
。

詩
贊
體
戲
劇
既
然
是
從
與
詩
贊
體
説
唱
脱
胎
而
來�
二
者
之
間
存
在
一
個
很
難
區
分
彼
此
的
過
渡
階
段�
如
池
州
儺
戲
與
貴
州
地

戲�
即
直
接
搬
用
説
唱
底
本�《
陳
州
糶
米
記》

『

全
劇
不
分
出�
只
分
五

｢

斷｣�
全
部
為
敍
述
體�
七
言
唱
詞�
夾
有
説
白
。
與
其

説
它
是
劇
本�
不
如
説
是
地
道
的
唱
本

(�)』
。
其
不
同
是
一
為
演
員
坐
唱�
一
為
搬
上
舞
臺
扮
演
。
然
後�
隨
著
説
唱
底
本
的
被
搬
上
舞

臺�
代
言
體
的
使
用
量
越
來
越
大�
最
終�
第
三
人
稱
的
敍
述
體
消
失�
代
言
體
完
全�
領
舞
臺�
戲
劇
與
説
唱
正
式
分
野

(

後
世
有

些
講
唱
文
學
因
受
戲
劇
影
響�
也
有
引
入
代
言
體
的�
稱
為

『

起
角
色』�
如
蘇
州
彈
詞
。)

可
見�
由
詩
贊
體
説
唱
到
詩
贊
體
戲
劇�

經�
過
一
個
逐�
變
化
的
過
程
。

已
發
現
的
賽
社
雜
劇�
有
不
少
劇
目
的
劇
名
或
劇
情�
與
元
雜
劇
相
近
或
相
同�
如
賽
社
劇
本
中
有

《

十
樣
錦
諸
葛
論
功》

一
目�

《

輟
耕�
》
『

諸
雜
大
小
院
本』

類
中
也
記
有

《

十
樣
錦》

一
目�《
孤
本
元
明
雜
劇》

中
也
有

《

十
樣
錦
諸
葛
論
功》

一
劇�
而
且�

據
學
者
研
究�
不
僅
劇
名
相
同�
而
且
故
事
情
節
、
主
要
人
物�
乃
至
其
中
的
詩
贊�
也
都
基
本
相
同
或
近
似

(�)

。
曾
有
學
者
認
為
這
是

元
雜
劇
流
布
民
間
以
後
的
體
現�
但
賽
社
劇
本
中�
並
沒
有
曲
牌
連
套
體
式�
而
詩
贊
體

『

有
詩
為
證』

的
體
式
則
大
體
相
同�
它
與

元
雜
劇
在
劇
碼
上
的
相
近
或
相
同�
實
際
上
正
説
明
了
詩
贊
講
唱
在
題
材
上
對
元
雜
劇
的
影
響
。
葉�
鈞
在

《

宋
元
明
講
唱
文
學》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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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做
過
統
計

『

姑
以
通
行
的

《

元
曲
選》

為
例�
一
百
種
中
有
詞
話
的
計
九
十
二
種

(

未
用
的
只
有
八
種)�
占
百
分
之
九
十
以
上
。

九
十
二
種
内�
種
都
不
只
一
見��
折
也
不
只
一
處�
共
計
有
一
百
八
十
八
處

(�)

。』

這
些
加
在
其
中
的
詞
話�
多
是
七
言
或
十
言
詩
贊�

亦
或
見
五
言
八
言�
且�
用

『

詞
云』

『

詩
云』

『

斷
云』

之
類
起
念�
有
明
顯
的
詩
贊
講
唱
痕
跡
。
葉�

鈞
據
此
認
為
詞
話
與
元
雜
劇

『

兩
者
必
然
是
有
傳
承
和
發
展
的
關
係
存
在
着』�
這
一
問
題
尚
可
進
一�
研
究
。

由
於
元
雜
劇
是
中
國
戲
曲
史
上
較
早
成
熟
的
戲
劇
形
態�
文
學
成
就
較
高�
劇
本
大
量
保
存�
加
之�

來
學
者
不
斷
整
理
研
究�

得
到
了
文
學
史
與
戲
劇
史
的
重
章
抒
寫
。
而
真
正
廣
泛
流
布
於
民
間�
一
直
由
民
間
發
生
並
發
展
的�
以
詩
贊
吟
唱
為
主
的
戲
劇
表
演

形
態
反
倒
湮
沒
不
聞
了
。
戲
劇
史
上
的
一
些
誤
斷
也
就
由
此�
生
。
比
如�
山
西
洪
洞
縣
明
應
王
殿
的
元
代
戲
劇
壁
畫�『

堯
都
見
愛

大
行
散
樂
忠
都
秀
在
此
作
場』
圖�
明
確
題
記

『

大
行
散
樂』�
顯
指
大
行
院
的
散
樂
藝
人

(

即
樂
戸)

表
演

(�)

。

明
代
范
濂
的

《

雲
間
據
目
抄》
卷
二

『

記
風
俗』

條
載
上
海
地
區
的
酬
神
戲
活
動
：『

倭
亂
後��
年
郷
鎮
二
三
月
間
迎
神
賽
會�

地
方
惡
少
喜
事
之
人�
先
期
聚
五�
搬
演
雜
劇
故
事�
如

《

曹
大
本
收
租》

、《

小
秦
王
跳
澗》

之
類�
皆
野
史
所
載�
俚
鄙
可
笑
者
。』

這
則
材
料
記�
的
都
是
萬�
時
候
的
江
南
地
區�
為
迎
神
賽
社
而
演
出

『

雜
劇』

的
情
況
。
這
裏
的

『

雜
劇』�
本
人
也
曾
將
之
理
解

為
元
雜
劇
的
藝
術
形
式

(�)�
現
在
看
來�
這
裏
的

『
雜
劇』

不
一
定
就
是

『

一
人
主
唱』

的
北
雜
劇�
也
有
可
能
是
承
襲
了
宋
金
雜
劇
的

『

詩
贊
體』

雜
劇
。

五

在
戲
劇
史
的
研
究
中�
很
早
就
有
學
者
注
意
到
敦
煌
講
唱
文
學
與
戲
劇
的
關
係
。
如
董�
戡
先
生
以
為
從
唐
變
文
中
可
看
出
唐
戲

之
文
學
性

(�)

。
任
半
塘
先
生
認
為
變
文
與
戲
劇
之
間

『

在
代
言
與
敍
述
雖
不
同�
在
演
故
事
及
唱
白
兼
用
之
兩
點
則
相
同

(�)』

。
唐
文
標
説
：

『(

變
文)

這
些
作
品
大
半
以�
本
方
式
出
現
的
…
…
它
的
流
變
由
單
純
講
唱
到
有
背
景�
已
漸
進
戲
劇
的
形
式
了

(�)
。』

周
育�

『

不
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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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把
唐
末
流
傳
下
來
的
那
些
俗
講
底
本

｢

變
文｣

式
的
説
唱
本
稱
作

｢

准
劇
本｣

。』
『

它
們
在
本
質
上
是
屬
於
敍
述
體
的
説
唱
曲
本�
但

這
種
曲
本
提
供
了
舞
臺
戲
劇
表
演
的
可
能
性�
可
作
戲
劇
表
演
的
根
據
。
它
相
當
於
後
世
戲
曲
表
演
的

｢

總
綱｣

、｢

總
講｣

或

｢

幕
表｣

。

它
體
現
了
敍
事
講
唱
文
學
和
戲
曲
文
學
的
雙
重
品
格�
是
由
説
唱
向
戲
曲
過
渡
的
橋� (�)

。』
學
者
們
進
一�
指
出�
某
些
變
文�
就
是
戲
劇
劇
本
。
如��2440(7)
寫
卷
敘
述
釋
迦
牟
尼
出
生
及
出
家
的
故
事�
任
半
塘
先

生
將
其
校�
于

《
唐
戲
弄》

中�
稱
其
為

『

關
於
劇
本
之
資
料』�
並
指
出

『

開
端�
置�
儼
然
已
接
近
劇
本

(�)』

。
饒
宗
頤
先
生
也
稱

其
為

『

表
演

《

太
子
修
道》

之
歌
舞
劇�
文
中
所
言
吟
之
人
物
有
大
王
、
夫
人
、
吟
生
、
新
婦�
可
知

｢

吟｣

即
唱
詞

(�)』

。
石
路
先
生

《

釋
熊
踏》

也
説

『

被
英
國
人
斯
坦
因
劫
往
倫
敦
的
敦
煌
卷
斯2440

號�
是
一
部
難
得
的
唐
代
佛
教
劇
本
存
件
。
按
王
國
維
先
生
的

｢

歌
、
舞
、
劇
、
代
言
體
兼
備
即
謂
戲
曲
形
式｣

的
主
張�
則
該
卷
足
可
證
實
：
中
國
戲
曲
在
唐
代
即
已�

生
。』

並
説
：『

以
上
載
歌

載
舞
的
場
面
之
中�
出
現
了
取
代
言
體
的
戲
劇
人
物
的

｢

吟｣
(

唱)�
因
此�
可
斷
定
其
為
戲
劇
形
式
無
疑

(�)

。』

一
九
八
七
年
李
正
宇

先
生
刊
發

《

晩
唐
敦
煌
本

〈

釋
迦
因
因�
劇
本〉》�
徑
直
定
其
為
劇
本

(�)
。
一
九
九
一
年
歐
陽
友
徽
先
生
又
撰
文�
再
次
肯
定
該
卷
為
劇

本�
並
説
明
理
由
有
三
：『

第
一�
按
角
色
分
詞�
第
二
按
角
色
分
段�
第
三
按
角
色
提
示

(�)

。』

但
也
有
反
對
該
寫
卷
為
劇
本
的
如
曲
金

良
先
生�
黄
征
及
張
湧
泉
先
生

(�)
。

此
外�
敦
煌
遺
書
中
尚
有
被
任
半
塘
先
生
疑
其
為

『
在
和
尚
俗
講
中�
插
入
貧
家
夫
婦
互
訴
困
苦
之
一
幕
戲
劇
。』

的��3128

號

抄
卷

(�)���1497
及��6923
號
寫
卷

任
半
塘
先
生
在

《
敦
煌
歌
辭
總
編》

中
擬
題
為

《

須
大
拏
太
子
度
男
女》�
並
指
出
該
曲
辭
作

『

代
言
、
問
答
、
對
唱�
戲
劇
性
甚
強�
為
目
前
所
見
敦
煌
歌
辭
中
最
接
近
戲
曲
者』

『

惟
體
屬
分
人
對
唱�
又
全
演
故
事�
用
戲
文�

非
偈
贊

(�)』

；《

維
摩
詰
經
變
文》

任
半
塘
認
為

『

唐
變
文
與
唐
戲
之
關
係
最
為
顯
著
者�
從
現
有
資
料
言�
莫
過
於

《

維
摩
詰
經
變

文》

唱
白
分
清�
且
即
用

｢

白｣

字
為
説
白
部
分
之
標
識
一
點

(�)』
等
。

然
而�
上
述
的
這
些
敦
煌
寫
卷�
雖
然
在
文
體
上
與
劇
本
高
度
類
似�
但
仍
然
是
旨
在
配
合
變
相
以
講
唱
的
本
子�
而
不
是
代
言

體
的
劇
本
。
如
曲
金
良
以��2440(7)
寫
卷
與

《

太
子
成
道
經》

比
較�
論
證
了
文
中
的

『

吟
生』

『

老
相
吟』

『

死
吟』

『

相
吟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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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
吟
別』

『

臨
險
別』

『

修
行
吟』�
並
非
角
色
分
詞�
而
指
所
吟
内
容
而
已

(�)

。
此
問
題
本
人
有�

文
詳
述�
茲
不
贅

(�)

。
其
原
因
仍
要
歸

結
到
我
們
前
面
曾
探
討
的�
漢
語
作
為
一
種
聲
調
語
言�
進
入
樂
曲
後
如
何
讓
人
理
解
的
困
難
。
在
文
體
的
自
然
選
擇
過
程
中�
講
唱

與
戲
劇
相
比�
是
一
個
更
好
的
傳
教
方
式
：
韻
文
便
於
口
傳
心
授�
便
於
記
誦
與
傳
播
。
而
時
過
境
遷�
韻
文
費
解�
便
有
了
散
文
部

分
的
注
釋
。
可
見
以
韻
散
相
間
的
方
式
傳
教�
是
文
體
自
然
選
擇
的
結
果
。

但
是�
雖
然
現
存
敦
煌
寫
卷
中
並
無
劇
本�
我
們
仍
不
可
忽
視
敦
煌
詩
贊
體
講
唱
對
戲
劇
所
有
的
影
響
。
講
唱
與
戲
劇
是
兩
種
非

常
接
近
的
表
演
藝
術�
一
個
是
在
説
法
中
現
身�
以
敍
述
為
主�
輔
以
代
言
。
一
個
是
在
現
身
中
説
法�
主
要
為
代
言
。
表
演
形
態
既

有
交
叉
之
處�
在
各
類
文
體
中�
講
唱
與
戲
劇
是
血
因�
關
係
最
為
親
近
的
二
支�
也
是
最
易
相
互
轉
化
的
。

韻
散
結
合�
有
人
物
情
節
這
樣
的
講
唱
因
數�
在
佛
經
中
業
已
存
在
。
如

《

法
華
經》

就
是
長
行
和
偈
頌
整
齊
交
錯
、
平
分
秋
色�

其
基
本
内
容
是
佛
與
弟
子
之
間
的
互
相
問
答�
而
且
還
有
藝
術
性
很
強
的
對
話
講
詩�
這
樣
的
對
話
形
式�
既
適
於
吟
唱�
也
適
於
表

演
。《

維
摩
詰
經》

《

佛
所
行
贊》

也
同
樣
具
有
戲
劇
色
彩
。
英
國
學
者
渥�
爾
認
為
：『

有
證
據
説
明
其
中
某
些
戲
劇
情
節�
尤
其
在

雜
阿
含
裏
面�
在
節
日
集
會
時
曾
在
舞
臺
表
演

(�)
。』

但
也
有
學
者
認
為�『
與
其
把

《

法
華
經》

視
為
戲
劇�
不
如
看
做
一
部
以
對
話
為

主
的
小
説

(�)

。』

而
陳
寅
恪
先
生
在
談
及

《

維
摩
詰
經
講
經
文》

時
説
：『

今
取
此
篇
與
鳩
摩
羅
什
譯

《

維
摩
詰
所
説
經》

原
文
互
勘
之�

益
可
推
見
演
義
小
説
文
體
原
始
之
形
式�
及
其�
變
之
流
別�
故
為
中
國
文
學
史
絶
佳
資
料

(�)

。』

我
們
尚
可
補
充
的�
是
成
化
刊
本
的

《

説
唱
詞
話》

不
僅
被
直
接
搬
上
了
儺
戲
舞
臺�
也
影
響
到
後
來
的
白
話
小
説�
明
代
小
説

《

全
補
包
龍
圖
判
百
家
公
案》�
多
個
情
節

即
直
接
移
植
于
成
化
唱
本
。

這
就�
示
我
們�
戲
劇
、
小
説
與
講
唱
之
間�
並
不
具
備
不
可
跨
越
的
鴻
溝�
當
它
施
于
講
唱
時�
便
是
講
唱
文
學�
如
果
施
於

戲
劇
表
演�
便
是
戲
劇
作
品�
作
為
案
頭
讀
物
時�
也
可
以
視
為
對
話
體
的
小
説
。
在
詩
贊
體
講
唱
的
源
流
及
形
態
的
問
題
上�
不
妨

在
俗
文
學
這
一
視
野
下�
將
小
説
戲
劇
同
視
為
俗
文
學
的
一
部
分
來
研
究�
這
樣
也
許
更
容
易
看
清
楚
事
情
的
本
來
面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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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１)

《

宋
元
明
講
唱
文
學》

古
典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七
年�
一
頁
。

(
２)

《

中
國
俗
文
學
史》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四
年�
一
九
○
頁
。

(

３)
《

變
文
的
南
方
源
頭
與
敦
煌
的
唱
導
法
匠》�《
華
學》

第
一
期�
中
山
大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五
年
。

(

４)
《

高
僧
傳》

卷
十
三�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九
二
版�
第
五
二
二
頁
。

(

５)

參
見

《
高
僧
傳》

卷
十
三
相
關
資
料�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九
二
年
。

(

６)
《

高
僧
傳》
卷
十
三�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九
二
年�
第
五
二
一
頁
。

(

７)
《

漫
談
變
文
的
起
源》�
原
載
一
九
五
四
年

《

現
代
佛
學》

二
月
號�
收
入

《

敦
煌
變
文
論
文�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二
年�
第
二
五
二
頁
。

(

８)

參
見

《

變
文
的
南
方
源
頭
與
敦
煌
的
唱
導
法
匠》�《
華
學》

第
一
期�
中
山
大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五
年
。

(

９)

趙�《
因
話�

》

卷
四�
古
典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七
年�
第
九
四
至
九
五
頁
。

(

10)
《

敦
煌
本
維
摩
詰
經
文
殊
師
利
問
疾
品
演
義
跋》�《
金
明
館
叢
稿
二
編》�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
年�
第
一
八
○
頁
。

(

11)
《

高
僧
傳》

卷
二

《

晉
長
安
鳩
摩
羅
什
傳》�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九
二
年�
第
五
三
頁
。

(

12)
《

高
僧
傳》

卷
十
三�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九
二
年�
第
五
○
八
頁
。

(

13)
《

十
誦
律》

卷
三
七�《
大
正
藏》

册
二
十
三�
第
二
六
九
頁
下
。

(

14)
《

大
正
藏》

册
二
十
五�
第
七
一
○
頁
下
。

(

15)
《

高
僧
傳》

卷
二�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九
二
年�
第
五
三
頁
。

(

16)
《

大
正
藏》

册
三�
第
七
四
頁
上
。

(

17)
《

全
唐
詩》

卷
八
○
六�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六
年�
第
九
○
九
九
頁
。

(

18)
《

高
僧
傳》

卷
十
三�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九
二
年�
第
五
○
七
頁
。

(

19)
《

高
僧
傳》

卷
十
三�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九
二
年�
第
五
○
八
頁
。

(

20)

周
叔
迦
、
蘇
晉
仁

《

法
苑
珠
林
校
注》

卷
三
十
六�
中
華
書
局
二
○
○
三
年�
第
一
一
七
○
至
一
一
七
一
頁
。

(

21)
《

高
僧
傳》

卷
十
三�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九
二
年�
第
五
〇
七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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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在
研
究
胡
樂
入
華
問
題
上�
李
昌
集
先
生
提
出

『

要
使
所
歌
漢
語
仍
是
地
道
的
漢
語�
唱
出
來
的

｢

字
聲｣

是
漢
語
的

｢

永

言｣

而
不
使
之
走
腔
走
調�
就
並
不
是
所
有
的
胡
樂
皆
能
直
接

｢

轉
換｣

為
漢
語
歌
曲
音
樂
了
。
唐
宋
時
期
胡
樂
之
器
樂
、

舞
樂
皆
盛�
而
胡
曲
詞
調
極
少�
説
明
能�

｢

轉
換｣

為
漢
語
歌
曲
音
樂
的
胡
曲
畢
竟
不
多
。』

參
看
李
昌
集

《『

蘇
幕
遮』

的
樂
與
辭》�《
中
國
文
化
研
究》

二
○
○
四
年
第
二
期
。

(

23)
參
見

《

南
史》

卷
四
十
四
列
傳
第
三
十
四�
又
見

《

南
齊
書》

卷
四
十
列
傳
第
二
十
一�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七
五
年
。

(

24)

文
見

《
樂
府
詩
述
論》�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六
年
。

(

25)
《

中
古
七
言
詩
體
的
發
展
與
佛
偈
翻
譯》�《
中
華
文
史
論
叢》

五
二
輯�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三
年
。

(

26)

關
於

『

三
三
七
七
七』

體�
王
昆
吾
著

《

隋
唐
五
代
燕
樂
雜
言
歌
辭
研
究》

有
詳
細
討
論
。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九
六
年
。

(

27)
《

佛
教
唄
贊
音
樂
與
敦
煌
講
唱
辭
中

『

平』
『

側』
『

斷』

諸
音
曲
符
號》�
王
昆
吾
著

《

中
國
早
期
藝
術
與
宗
教》�
東
方
出

版
中
心
一
九
八
八
年�
四
○
六
、
四
○
九
頁
。
文
後
注
釋
八
描
述
了
二
十
種
音
符
在
十
三
篇
作
品
中
的
應
用
情
況
。

(

28)

洛
地
先
生
在

《

詞
樂
曲
唱》

一
書
中�
詳
細
論
述
了

『

以
樂
傳
辭』

與

『

以
字
聲
行
腔』

這
兩
種
音
樂
結
構
的
異
同
。
人
民

音
樂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五
年
。

(

29)
《

敦
煌
唄
贊
音
樂
與
敦
煌
講
唱
辭
中

『

平』
『

側』
『

斷』

諸
音
曲
符
號》�《
中
國
早
期
藝
術
與
宗
教》�
東
方
出
版
中
心
一
九

九
八
年�
第
四
○
六
頁
。

(

30)
《

宋
高
僧
傳》

二
五
卷�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八
七
年�
第
六
四
七
頁
。

(

31)
《

宋
高
僧
傳》

二
五
卷
第
六
三
二
頁
。

(

32)
《

中
國
俗
文
學
史》�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四
年�
一
九
一
頁
。

(

33)

參
王
慶
淑

《

試
談

『

變
文』

的�
生
和
影
響》�
原
載

《

新
建
設》

一
九
五
七
年
三
月
號�
收
入

《

敦
煌
變
文
論
文�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二
年�
第
二
六
六
頁
。

(

34)

參
王
青

《

上
古
漢
族
講
唱
不
發
達
原
因
新
探

論
聲
調
語
言
對
敍
事
長
詩
的
制
約》�《
民
族
文
學
研
究》

二
○
○
五
年
第

二
期
。

(

35)

參
見
姚
寶�《
試
析
古
代
西
域
的
五
種
戲
劇

兼
論
古
代
西
域
戲
劇
與
中
國
戲
曲
的
關
係》�《
文
學
遺�

》

一
九
八
六
年

第
五
期�
及
廖
奔

《

從
梵
劇
到
俗
講

對
一
種
文
化
轉
型
現
象
的
剖
析》�《
文
學
遺�

》

一
九
九
五
年
第
一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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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參
見
王
重
民

《

敦
煌
變
文�

》�《
中
華
文
史
論
叢》

一
九
八
一
年
第
二
輯
。
又
見

《

敦
煌
變
文
論
文�

》
(

文
字
略
有
不
同)�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二
年�
及

《

敦
煌
遺
書
論
文
集》�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八
四
年
。

(
37)

[

美]

梅
維
恒
著�
楊
繼
東
、
陳
引
馳
譯

《

唐
代
變
文》�
中
國
佛
教
文
化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

香
港)

一
九
九
九
年�
第
二

三
九
、
二
四
二
至
二
四
三
頁
。

(

38)

梅
維
恒

《

唐
代
變
文》

二
二
六
頁
。

(

39)
《

漫
談
變
文
的
起
源》�《
敦
煌
變
文
論
文�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二
年�
二
四
九
頁
。

(

40)

鄭
振
鐸
在

《
中
國
俗
文
學
史》

中
説
：『

變
文
在
實
際
上
銷
聲
匿
跡
的
時
候�
是
在
宋
真
宗
時
代

(

西
元998�1022

年)�
在

那
時
期�
一
切
異
教�
除
了
道
、
釋
之
外�
竟
完
全
被
禁
止
了�
而
僧
侶
們
的
講
唱
變
文�
也
連
帶
明
令
申
禁
。』

《

中
國
俗

文
學
史》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四
年�
二
六
九
頁
。
但
鄭
氏
並
未
提
出
文
獻
依
據�
變
文
何
時
被
明
確
禁
止
及
原
因�
仍
待

具
體
考
察
。

(

41)

見

《

西
湖
老
人
繁
勝�

》�《
東
京
夢
華�

(

外
四
種)》�
上
海
古
典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年�
一
二
○
頁
。

(

42)

郎
瑛

《

七
修
類
稿》

卷
二
十
二
『

辯
證
類
・
小
説』

條�
上
海
書
店
二
○
○
一
年�
二
二
九
頁
。

(

43)

明
周
楫

《

西
湖
二
集》

卷
十
七

《
劉
伯�
薦
賢
平
浙》

入
話�
見

《

古
本
小
説
集
成
・
西
湖
二
集》�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一
年�
六
八
八
頁
。

(

44)
《

茶
香
室
續
鈔》

又
説
：『

國
朝
黄
士�

《
北
隅
掌�

》

引

《

西
湖
志
餘》

云
古
今
小
説
評
話�
以
覓
衣
食�
謂
之

｢

陶
真｣�

大
抵
説
宋
時
事�
蓋�
京
遺
俗
也
。』

可
見

『
淘
真』

又
作

『

陶
真』�
參
見

《

茶
香
室
叢
鈔
・
茶
香
室
續
鈔》

卷
十
三�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九
五
年�
七
三
二
至
七
三
三
頁
。

(

45)

原
載
一
九
三
三
年

《

師
大
月
報》

十
期�
收
入

《

俗
講
、
説
話
與
白
話
小
説》�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年
。

(

46)
《

東
方
雜
誌》

第
四
十
三
卷
四
號�
一
九
四
七
年
二
月
。

(

47)

郎
瑛

《

七
修
類
稿》

卷
二
十
二

『

辯
證
類
・
小
説』

條�
上
海
書
店
二
○
○
一
年�
二
二
九
頁
。

(

48)
《

呂
布
宅
有
序》�《
徐
文
長
佚
稿》

卷
四�
載

《

徐
渭
集》�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八
三
年�
七
八
五
頁
。

(

49)
《

少
室
山
房
筆
叢》

卷
四
十
一

『

辛
部』

《

莊
岳
委
談》

下�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五
八
年�
五
七
三
頁
。

(

50)
《

戒
庵
老
人
漫
筆》

卷
五

《

禪
玄
二
門
唱》

條�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八
二
年�
一
七
三
頁
。

敦
煌
詩
賛
体
講
唱
文
学
探
論

93



(

51)

李
雲
翔

《

鐘
伯
敬
評
封
神
演
義
序》�
引
自
丁
錫
根

《

中
國�

代
小
説
序
跋
集》�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六
年
版�
一
四

○
一
頁
。

(
52)

《

水
滸
傳
敘》�
引
自
丁
錫
根

《

中
國�
代
小
説
序
跋
集》�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六
年�
一
四
六
二
頁
。

(
53)

《
拍
案
驚
奇
凡
例》�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一
年�
二
頁
。

(

54)
參
見
孫
楷
第

《

俗
講
、
説
話
與
白
話
小
説》�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年
。

(

55)
《

西
湖
遊
覽
志
餘》

卷
二
十�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五
八
年�
三
六
八
頁
。

(

56)
《

元
典
章》
卷
五
十
七

《

刑
部》

十
九

《

雜
禁》�
又
見

《

通
制
條
格》

卷
二
十
七

『

雜
令』

。

(

57)
《

中
國
戲
劇
史》�
北
京
廣
播
學
院
出
版
社
二
○
○
二
年�
八
一
頁
。

(

58)

此
處
參
考
了
杜
學�

《

固
義
大
型
儺
戲＜

捉
黄
鬼＞

考
述》

一
文�《
中
華
戲
曲》

第
十
八
輯
。

(

59)

劇
本
轉
引
自
喬
健
、
劉
貫
文
、
李
天
生

《

樂
戸
：
田
野
調
査
與�
史
追
蹤》�
江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二
○
○
二
年�
三
○
一
至

三
○
二
頁
。

(

60)
《

池
州
儺
戲
與
成
化
本

〈

説
唱
詞
話〉》�《
中
華
戲
曲》

一
九
八
八
年
六
期
。

(

61)
《

中
國
戲
曲
志
・
西
藏
卷》�
文
化
藝
術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三
年�
一
一
至
一
二
頁
。

(

62)

參
李
金
泉

《

固
義
隊
戲
確
系
宋
元
孑
遺》�《
祭
禮
・
儺
俗
與
民
間
戲
劇》�
中
國
戲
劇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九
年
。

(

63)
《

池
州
儺
戲
與
明
成
化
本
説
唱
詞
話

兼
論
肉
傀
儡》�《
戲
史
辨》

第
一
輯�
中
國
戲
劇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九
年
。

(

64)

參
見
喬
健
、
劉
貫
文
、
李
天
生
著

《

樂
戸
：
田
野
調
査
與�
史
追
蹤》�
江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二
○
○
二
年�
二
八
九
頁
。

(

65)

葉�
均

《

宋
元
明
講
唱
文
學》�
古
典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七
年�
四
五
頁
。

(

66)

參
見
喬
健
、
劉
貫
文
、
李
天
生
著

《

樂
戸
：
田
野
調
査
與�
史
追
蹤》

第
二
七
五
頁�
江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二
○
○
二
年
。

(

67)

參
拙
著

《

明
代
雜
劇
研
究》�
廣
東
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
二
○
○
○
年
。

(

68)

參
見
董�
戡

《

中
國
戲
劇
簡
史》�
商
務
印
書
館
一
九
四
九
年
。

(

69)

任
半
塘

《

唐
戲
弄》�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四
年�
九
○
五
頁
。

(

70)

唐
文
標

《

中
國
古
代
戲
劇
史》�
中
國
戲
劇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五
年�
九
六
頁
。
(

71)

周
育�

《

中
國
戲
曲
文
化》�
中
國
友
誼
出
版
公
司
一
九
九
五
年�
五
八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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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任
半
塘

《

唐
戲
弄》�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四
年�
一
○
○
○
至
一
○
○
一
頁
。

(
73)

饒
宗
頤

《

敦
煌
曲
與
樂
舞
及
龜
茲
樂》�《
新
疆
藝
術》

一
九
八
六
年
第
一
期
。

(
74)

《

新
疆
藝
術》

一
九
八
五
年
五
期
。

(

75)
《

敦
煌
研
究》

一
九
八
七
年
一
期
。

(

76)

歐
陽
友
徽

《

敦
煌��24407
寫
卷
是
歌
舞
戲
角
本》�《
西
域
研
究》

一
九
九
一
年
創
刊
號
。

(

77)

參
見
曲
金
良

《

敦
煌��24407
寫
卷
考
辨》�《
敦
煌
研
究》

一
九
八
九
年
三
期
；
黄
征
、
張
湧
泉

《

敦
煌
變
文
校
注》�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九
七
年�
四
八
二
頁
。

(

78)
《

唐
戲
弄》�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四
年�
九
○
八
至
九
○
九
頁
。

(

79)
《

敦
煌
歌
辭
總
編》�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七
年�
七
八
八
頁
。

(

80)

任
半
塘

《

唐
戲
弄》�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四
年�
九
○
四
頁
。

(

81)

曲
金
良

《

敦
煌
佛
教
文
學
研
究》�
臺
北
文
津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五
年
版�
二
七
六
頁
。

(

82)

拙
文

《

對
敦
煌
寫
卷
中
劇
本
資
料
的
檢
討》�《
文
化
遺�

》

二
〇
〇
九
年
一
期
。

(

83)

渥�
爾

《

印
度
佛
教
史》�
王
世
安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一
九
八
七
年�
二
一
九
頁
。

(

84)

侯
傳
文

《

佛
經
的
文
學
性
解
讀》�
中
華
書
局
二
○
○
四
年�
二
六
頁
。

(

85)

陳
寅
恪

《

敦
煌
本
〈
維
摩
詰
經
・
文
殊
師
利
問
疾
品
演
義
〉
跋》�《
金
明
館
叢
稿
二
編》�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
年�

一
八
○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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