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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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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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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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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
甫
「
鄭
駙
馬
池
臺
喜
遇
鄭
廣
文
同
飮
」
考
論

 

杜
甫
「
鄭
駙
馬
池
臺
喜
遇
鄭
廣
文
同
飮
」
曰

：

 

不
謂
生
戎
馬
︐
何
知
共
酒
杯
。
燃
臍
郿
塢
敗
︐
握
節
漢
臣
回
。
白
髮
千
莖
雪
︐
丹
心
一
寸
灰
。

 

別
離
經
死
地
︐
披
寫
忽
登
臺
。
重
對
秦
簫
發
︐
俱
過
阮
宅
來
。
留
連
春
夜
舞
︐
淚
落
強
徘
徊
。

關
於
本
詩
的
解
讀
︐
諸
家
少
有
疑
義
︐
但
細
疏
前
說
︐
疑
點
實
有
不
少
︐
有
必
要
重
新
考
索
。

一
、
寫
作
時
間
的
問
題

 

這
個
問
題
︐
一
直
未
有
定
論
。
郭
知
達
︽
九
家
注
︾
卷
十
九
置
於
︽
得
舍
弟
消
息
︾
與
︽
蠟
日
︾
之
間
︐
斷
爲
至
德
二
年
年
底
作
︐

即
在
唐
軍
收
復
長
安
、
東
京
後
︐
並
引
趙
次
公
注
認
爲
「
燃
臍
」
指
祿
山
死
︐「
漢
臣
」
指
鄭
虔
歸
︐
但
與
相
關
史
料
對
照
︐
唐
軍
收
復

長
安
是
在
九
月
底
︐
肅
宗
入
長
安
在
十
月
下
旬
︐
其
時
是
冬
天
︐
而
詩
中
明
言
「
春
夜
」︐
這
說
明
杜
與
鄭
的
會
面
以
及
詩
的
寫
作
時
間

當
是
春
季
︐
不
是
年
底
之
時
。

 

鄭
虔
在
叛
軍
占
領
長
安
後
曾
被
授
與
僞
職
︐
杜
甫
能
與
之
見
面
於
鄭
駙
馬
處
︐
表
明
他
已
獲
得
自
由
。
關
於
唐
軍
收
復
長
安
以
及

降
官
受
罰
之
事
︐
史
書
有
明
確
記
載
；
︽
舊
唐
書
・
肅
宗
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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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卯
（
二
十
三
日
）︐（
肅
宗
）
入
長
安
。
士
庶
涕
泣
拜
忭
曰

：「
不
圖
復
見
吾
君
！
」
︙
︙
己
巳
（
二
十
五
日
）︐
文
武
脅
從
官
免
冠
徒
跣
︐
朝
堂
待
罪
︐
禁

之
府
獄
︐
命
中
丞
崔
器
劾
之
。

 

諸
史
記
載
唐
軍
於
至
德
二
載
九
月
二
十
八
日
收
復
長
安
︐
十
月
十
八
日
收
復
東
京
。
肅
宗
於
十
月
二
十
三
日
入
長
安
︐
並
於
十
月

二
十
五
日
收
押
降
官
。
其
時
降
官
多
集
中
於
東
京
︐︽
通
鑒
︾
記

：「
祿
山
命
搜
捕
百
官
、
宦
者
、
宮
女
等
︐
每
獲
數
百
人
︐
輒
以
兵
衛

送
洛
陽
。」
唐
軍
在
十
月
十
八
日
收
洛
陽
後
即
將
降
官
押
送
到
長
安
。
兩
地
路
距
約
有
五
、
六
天
行
程
︐
可
以
推
斷
肅
宗
二
十
五
日
在
長

安
所
見
降
官
應
是
由
洛
陽
押
解
過
來
的
︐
鄭
虔
應
在
其
中
。
此
時
鄭
虔
應
處
在
被
羈
押
中
︐
杜
甫
似
不
可
能
與
之
相
見
並
登
臺
。
肅
宗

在
收
復
東
京
後
就
開
始
表
彰
不
降
者
︐
處
置
接
受
僞
職
者
。
如
︽
通
鑒
︾
卷
二
百
二
十
「
至
德
二
載
」
記

：

廣
平
王
俶
遣
將
堅
決
不
降

者
甄
濟
送
到
京
師
︐

 

上
命
館
之
於
三
司
︐
令
受
賊
官
爵
者
列
拜
以
愧
其
心
︐
以
濟
爲
秘
書
郎
。
國
子
司
業
蘇
源
明
稱
病
不
受
祿
山
官
︐
上
擢
爲
考
功
郎
中
、
知
制
誥
。
壬
申
︐
上

禦
丹
鳳
門
︐
下
制

：「
士
庶
受
賊
官
祿
︐
爲
賊
用
者
︐
令
三
司
條
件
聞
奏
；
其
因
戰
被
虜
︐
或
所
居
密
近
︐
因
與
賊
往
來
者
︐
皆
聽
自
首
除
罪
；
其
子
女
爲
賊
所

汚
者
︐
勿
問
。」
︙
︙
以
六
等
定
罪
︐
重
者
刑
之
於
市
︐
次
賜
自
盡
︐
次
重
杖
一
百
︐
次
三
等
流
、
貶
。
壬
申
︐
斬
達
奚
珣
等
十
八
人
於
城
西
南
獨
柳
樹
下
︐
陳

希
烈
等
七
人
賜
自
盡
於
大
理
寺
；
應
受
杖
者
於
京
兆
府
門
。

 

鄭
虔
被
貶
爲
台
州
司
戶
︐
所
受
是
最
輕
一
級
的
處
罰
。︽
通
鑒
︾
把
處
罰
降
官
的
事
系
於
至
德
二
載
年
底
。
三
司
審
査
︐
需
要
時

間
︐
最
輕
者
應
是
放
在
最
後
處
理
︐
從
十
月
底
延
至
來
年
春
得
到
處
罰
結
果
︐
是
完
全
有
可
能
的
事
。
故
本
詩
當
作
於
乾
元
元
年
春
。

錢
謙
益
︽
錢
注
杜
詩
︾
將
詩
置
於
︽
送
賈
閣
老
出
汝
州
︾、︽
送
鄭
十
八
虔
貶
台
州
司
戶
傷
其
臨
老
陷
賊
之
故
闕
爲
面
別
情
見
於
詩
︾
之

間
︐
亦
定
爲
乾
元
元
年
︐
這
是
比
較
符
合
實
情
推
斷
。

 

黃
希
原
、
黃
鶴
︽
補
注
杜
詩
︾
之
︽
年
譜
辨
疑
︾︐
又
提
出
一
說
。
他
將
本
詩
寫
作
時
間
定
在
至
德
二
載
春
︐
認
爲
杜
甫
亦
爲
叛
軍

虜
至
東
京
︐
才
與
鄭
虔
相
會
︐
其
理
由
有
二
︐
一
是
「
燃
臍
」
是
指
安
祿
山
死
︐
安
祿
山
即
死
於
至
德
二
載
正
月
；
二
是
鄭
駙
馬
池
臺

在
河
南
新
安
縣
。
他
反
對
乾
元
元
年
春
之
說
︐
以
爲
上
一
年
至
德
二
載
十
二
月
已
定
罪
被
貶
︐
杜
甫
在
諫
省
不
當
與
之
同
飮
。
仇
兆
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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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意
此
說
︐
並
作
了
一
些
修
正

：「
想
此
時
賊
黨
稍
縱
降
官
︐
鄭
得
回
京
也
。
黃
鶴
疑
公
與
虔
皆
被
拘
東
都
︐
因
飮
駙
馬
池
臺
。
按
公
在

長
安
未
嘗
至
東
都
︐
恐
長
安
別
有
鄭
駙
馬
池
臺
︐
不
必
指
河
南
新
安
之
池
臺
。
又
是
年
九
月
克
復
西
京
︐
十
二
月
詔
定
從
僞
者
之
罪
︐

虔
貶
台
州
司
戶
。
若
乾
元
二
年
春
︐
公
在
諫
省
不
應
與
之
同
飮
流
連
矣
。」

 

將
詩
中
內
容
與
安
祿
山
相
聯
系
︐
應
是
一
種
頗
富
想
像
力
的
推
斷
︐
但
未
必
確
切
。
首
先
︐︽
新
唐
書
・
安
祿
山
傳
︾
記

：

 

至
德
二
載
正
月
朔
︐
祿
山
朝
群
臣
︐
創
甚
︐
罷
。
是
夜
︐
莊
、
慶
緒
持
兵
扈
門
︐
猪
兒
入
帳
下
︐
以
大
刀
斫
其
腹
。
祿
山
盲
︐
捫
佩
刀
不
得
︐
振
幄
柱
呼

曰

：「
是
家
賊
！
」
俄
而
腸
潰
於
床
︐
即
死
︐
年
五
十
餘
︐
包
以
氈
罽
︐
埋
牀
下
。
因
傳
疾
甚
︐
僞
詔
立
慶
緒
爲
皇
太
子
︐
又
矯
稱
祿
山
傳
位
慶
緒
︐
乃
僞
尊
太

上
皇
。
︙
︙
二
月
︐
肅
宗
南
幸
鳳
翔
郡
︐
始
知
祿
山
死
。

安
慶
緒
正
月
六
日
即
位
︐
二
月
才
傳
出
安
祿
山
死
的
消
息
︐
之
前
都
是
絕
密
之
事
。
杜
甫
在
當
時
應
無
法
獲
知
這
一
消
息
。
而
得
知
這

一
事
時
︐
叛
軍
傳
位
已
定
︐
難
有
初
聞
之
興
奮
。
其
次
︐
關
於
「
燃
臍
」
一
典
︐
洪
邁
︽
容
齋
隨
筆
︾
之
︽
續
筆
︾
卷
七
言

：「
僭
亂
的

對
︐
王
莽
竊
位
稱
新
室
︐
公
孫
述
稱
成
家
︐
袁
術
稱
仲
家
︐
董
卓
郿
塢
︐
公
孫
攢
易
京
︐
皆
自
然
的
對
也
。」
以
郿
塢
代
指
僭
亂
之
賊
︐

是
通
行
的
表
達
方
式
︐「
燃
臍
郿
塢
敗
」︐
應
指
安
祿
山
叛
軍
的
失
敗
︐
而
不
僅
是
指
安
祿
山
之
死
。
再
者
︐
在
陷
賊
期
間
相
見
︐
說
鄭

虔
是
「
握
節
漢
臣
回
」︐
也
不
合
適
。
這
句
意
思
應
是

：

叛
軍
失
敗
了
︐
你
象
蘇
武
一
樣
︐
身
陷
敵
中
而
又
及
能
保
全
氣
節
而
歸
。

 

至
於
說
杜
甫
在
諌
省
︐
鄭
虔
被
三
司
收
押
︐
兩
人
無
緣
相
見
︐
也
是
一
種
想
當
然
的
推
斷
。
唐
軍
占
東
京
初
︐
爲
分
化
敵
軍
︐
對

降
官
采
取
了
寬
大
政
策
。︽
新
唐
書
・
安
祿
山
傳
︾：

王
入
洛
陽
︐
大
陳
兵
天
津
橋
。
僞
侍
中
陳
希
烈
等
三
百
人
素
服
叩
頭
待
罪
︐
王
勞

曰

：「
公
等
脅
汙
︐
非
反
也
︐
天
子
有
詔
赦
罪
︐
皆
復
而
官
。」
衆
大
喜
。
於
是
陳
留
殺
賊
將
尹
子
奇
以
降
。
莊
妻
薛
舍
獲
嘉
︐
紿
言
永

王
女
︐
詣
營
︐
及
見
王
︐
辭
曰

：「
莊
欲
降
︐
願
得
一
信
。」
王
與
子
儀
謀
︐
莊
若
至
者
︐
餘
黨
可
諭
而
下
︐
乃
約
莊
賜
鐵
券
。
莊
乃
降
︐

乘
馹
至
京
師
︐
肅
宗
引
見
︐
釋
其
死
︐
授
司
農
卿
。

 

據
此
看
來
︐
其
時
叛
官
降
者
多
獲
原
官
職
︐
鄭
虔
在
回
到
長
安
之
初
︐
未
定
罪
之
前
︐
也
應
有
亂
前
官
職
身
份
︐
杜
甫
與
之
相
見
︐

仍
可
稱
其
爲
「
鄭
廣
文
」。
況
且
︐
有
文
獻
記
錄
（
下
文
將
引
）
鄭
虔
在
羈
押
期
間
曾
爲
崔
圓
作
畫
。
既
然
可
以
爲
崔
圓
作
壁
畫
︐
當
時
可

能
還
有
一
定
的
行
動
自
由
︐
故
有
可
能
與
杜
甫
會
有
飮
酒
作
樂
之
事
。
杜
甫
︽
題
鄭
十
八
著
作
虔
故
居
︾
一
詩
也
追
憶
了
當
時
的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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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
後
故
人
雙
別
淚
︐
春
深
逐
客
一
浮
萍
。
酒
酣
懶
舞
誰
相
拽
︐
詩
罷
能
吟
不
復
聽
。
第
五
橋
東
流
恨
水
︐
皇
陂
岸
北
結
愁
亭
。
賈
生
對
鵩
傷
王
傅
︐
蘇
武
看
羊
陷

賊
庭
。
可
念
此
翁
懷
直
道
︐
也
沾
新
國
用
輕
刑
。

詩
中
敘
述
了
亂
後
重
逢
情
況
︐
與
︽
鄭
駙
馬
池
臺
喜
遇
鄭
廣
文
︾
一
詩
情
景
非
常
契
合
︐
可
印
證
杜
甫
與
鄭
氏
在
亂
的
重
逢
與
分
別
確

實
是
在
春
季
︐
而
且
他
將
鄭
虔
視
爲
蘇
武
的
說
法
也
是
一
直
未
變
。

二
、
詩
題
中
稱
呼
問
題   

 

本
詩
題
作
︽
鄭
駙
馬
池
臺
喜
遇
鄭
廣
文
同
飮
︾︐
這
與
鄭
虔
實
際
官
職
並
不
相
符
。︽
新
唐
書
・
鄭
虔
傳
︾
記

：「（
鄭
虔
）
嘗
自
寫

其
詩
並
畫
以
獻
︐
帝
大
署
其
尾
曰
『
鄭
虔
三
絕
』︐
遷
著
作
郎
。」
本
詩
稱
「
鄭
廣
文
」︐
而
不
稱
「
鄭
著
作
」。︽
新
唐
書
・
百
官
志
二
︾：

著
作
郎
從
五
品
上
階
︐
弘
文
館
博
士
與
太
學
博
士
同
︐
屬
正
六
品
上
階
。
官
階
正
好
差
一
品
。
杜
甫
約
在
天
寶
九
載
與
鄭
虔
交
往
︐
其

詩
中
對
鄭
虔
的
稱
呼
與
鄭
虔
的
實
際
職
務
一
直
是
一
致
的
。
安
史
之
亂
前
只
稱
「
鄭
廣
文
」︐
安
史
之
亂
後
︐
鄭
虔
被
貶
爲
台
州
司
戶
參

軍
︐
在
其
就
任
前
︐
稱
其
爲
「
鄭
十
八
」︐
就
任
後
稱
其
爲
「
鄭
司
戶
」︐
如
︽
送
鄭
十
八
虔
貶
台
州
司
戶
︐
傷
其
臨
老
陷
賊
之
故
闕
爲

面
別
情
見
於
詩
︾。
其
它
如

：︽
陪
鄭
廣
文
遊
何
將
軍
山
林
十
首
︾、︽
醉
時
歌
︾（
原
注

：「
贈
廣
文
館
博
士
鄭
虔
。」）、︽
戲
簡
鄭
廣
文
虔
兼
呈
蘇

司
業
源
明
︾、︽
鄭
駙
馬
池
臺
喜
遇
鄭
廣
文
同
飮
︾、︽
有
懐
台
州
鄭
十
八
司
戶
︾、︽
所
思
得
台
州
鄭
司
戶
消
息
︾、︽
哭
台
州
鄭
司
戶
蘇
少

監
︾。
杜
甫
在
詩
題
中
也
有
稱
「
鄭
著
作
」
的
︐
共
有
二
首
︐
即
︽
題
鄭
十
八
著
作
虔
故
居
︾、︽
哀
故
著
作
郎
貶
台
州
司
戶
滎
陽
鄭
公

虔
︾。
那
麽
︐
在
這
一
首
詩
中
︐
杜
甫
爲
什
麽
不
稱
他
最
高
官
職
呢
？
對
於
這
一
問
題
諸
家
都
未
發
現
。
顯
然
︐
這
也
是
需
要
解
釋
的
事
。

 

仇
注
引
舊
注
云

：「
盧
注

：

題
曰
『
廣
文
』
稱
舊
官
表
其
志
也
。」
這
一
說
法
有
一
定
的
道
理
︐
因
爲
廣
文
博
士
一
職
︐
是
唐
玄
宗

專
爲
鄭
虔
設
置
的
。

 

︽
唐
會
要
︾
卷
六
十
六

：

廣
文
館
︐
天
寳
九
年
七
月
十
三
日
置
︐
領
國
子
監
進
士
業
者
︐
博
士
助
教
各
一
人
︐
品
秩
同
太
學
︐
以
鄭
虔
爲
博
士
︐
至
今
呼
鄭

虔
爲
鄭
廣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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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
語
林
︾
卷
二

：

天
寳
中
國
學
増
置
廣
文
館
︐
以
領
詞
藻
之
士
︐
滎
陽
鄭
虔
久
被
貶
謫
︐
是
歲
始
還
京
師
參
選
︐
除
廣
文
館
博
士
︐
虔
茫
然
曰
不
知
廣
文

曹
司
何
在
︐
執
政
謂
曰

：

廣
文
館
新
置
︐
總
領
文
詞
︐
故
以
公
名
賢
處
之
︐
且
令
後
代
稱
廣
文
博
士
自
鄭
虔
始
︐
不
亦
美
乎
。
遂
拜
職
。

廣
文
一
職
是
鄭
虔
比
較
光
榮
的
事
情
。
但
言
「
表
其
舊
志
」
也
較
勉
強
︐
因
爲
稱
「
著
作
」
也
可
表
志
。
新
近
出
土
的
︽
鄭
虔
墓
志
︾

可
爲
解
答
這
一
疑
難
提
供
一
些
線
索
︐
它
詳
敘
了
鄭
虔
仕
宦
經
歷

：

 

弱
冠
舉
秀
才
︐
進
士
高
第
。
主
司
拔
其
秀
逸
︐
翰
林
推
其
獨
步
。
又
工
於
草
隸
︐
善
於
丹
青
︐
明
於
陰
陽
︐
邃
於
算
術
︐
百
家
諸
子
︐
如
指
掌
焉
。
家
國
以

爲
一
寶
︐
朝
野
謂
之
三
絕
。
解
褐
補
率
更
司
主
簿
︐
二
轉
監
門
衛
錄
事
參
軍
︐
三
改
尚
乘
直
長
︐
四
除
太
常
寺
協
律
郎
︐
五
授
左
青
道
率
府
長
史
︐
六
移
廣
文
館

博
士
︐
七
遷
著
作
郎
。
無
何
︐
狂
寇
憑
陵
︐
二
京
失
守
︐
公
奔
竄
不
暇
︐
遂
陷
身
戎
虜
。
初
脅
授
兵
部
郎
中
︐
次
國
子
司
業
。
國
家
克
復
日
︐
貶
公
台
州
司
戶
。

非
其
罪
也
︐
國
之
憲
也
。
經
一
考
︐
遘
疾
於
台
州
官
舍
︐
終
於
官
舍
︐
享
年
六
十
有
九
︐
時
乾
元
二
年
九
月
廿
日
也
（
１
）。

墓
志
既
明
言
鄭
虔
在
安
史
之
亂
前
任
職
是
「
著
作
郎
」︐
又
言

：「
無
何
︐
狂
寇
憑
陵
︐
二
京
失
守
。」
這
表
明
鄭
虔
是
在
天
寶
十
五
載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
長
安
失
守
前
不
久
得
到
這
一
職
位
的
。
這
一
分
析
與
推
斷
︐
與
杜
甫
其
它
詩
中
所
敘
也
是
一
致
的
︐
如
︽
八
哀
詩
・
故

著
作
郎
貶
台
州
司
戶
滎
陽
鄭
公
虔
︾
中
言

：

 

滎
陽
冠
衆
儒
︐
早
聞
名
公
賞
。
地
崇
士
大
夫
︐
況
乃
氣
精
爽
。
天
然
生
知
資
︐
學
立
遊
夏
上
。
神
農
或
闕
漏
︐
黃
石
愧
師
長
。
藥
纂
西
極
名
︐
兵
流
指
諸

掌
。
貫
穿
無
遺
恨
︐
薈
蕞
何
技
癢
。
圭
臬
星
經
奧
︐
蟲
篆
丹
青
廣
。
子
雲
窺
未
遍
︐
方
朔
諧
太
枉
。
神
翰
顧
不
一
︐
體
變
鍾
兼
兩
。
文
傳
天
下
口
︐
大
字
猶
在

榜
。
昔
獻
書
畫
圖
︐
新
詩
亦
俱
往
。
滄
洲
動
玉
陛
︐
寡
鶴
誤
一
響
。
三
絕
自
禦
題
︐
四
方
尤
所
仰
。
嗜
酒
益
疏
放
︐
彈
琴
視
天
壤
。
形
骸
實
土
木
︐
親
近
唯
几

杖
。
未
曾
寄
官
曹
︐
突
兀
倚
書
幌
。
晚
就
芸
香
閣
︐
胡
塵
昏
坱
莽
。
反
覆
歸
聖
朝
︐
點
染
無
滌
蕩
。
老
蒙
台
州
掾
︐
泛
泛
浙
江
槳
。

詩
中
敘
述
了
鄭
虔
一
生
的
仕
宦
經
歷
與
詩
書
畫
學
多
才
華
︐
敘
及
「
台
州
掾
」
一
職
前
言

：「
晚
就
芸
香
閣
︐
胡
塵
昏
央
莽
。」
他
指
出

鄭
虔
任
著
作
郎
就
在
安
祿
山
叛
軍
攻
入
長
安
之
前
。
這
與
墓
志
所
敘
相
同
。
這
些
情
況
是
杜
甫
事
後
的
回
憶
︐
估
計
在
當
時
他
是
不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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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的
鄭
虔
任
著
作
郎
一
事
。

 
這
段
期
間
裏
︐
杜
甫
在
做
什
麽
呢
？
︽
由
京
赴
奉
先
詠
懷
五
百
字
︾
一
詩
表
明
天
寶
十
四
載
十
一
月
他
離
京
到
奉
先
探
親
。
十
一

月
中
旬
安
祿
山
叛
亂
消
息
傳
來
︐
返
回
京
城
︐
由
︽
晦
日
尋
崔
戢
李
封
︾、︽
送
率
府
程
錄
還
鄉
︾
等
詩
看
︐
天
寶
十
五
載
正
月
、
二
月
︐

詩
人
一
直
在
右
衛
率
府
胄
曹
任
參
軍
職
。
由
︽
白
水
縣
崔
少
府
十
九
翁
高
齋
三
十
韻
︾
看
︐
約
在
五
月
間
︐
詩
人
又
一
次
北
上
奉
先
探

親
。
直
六
月
二
十
三
日
︐
叛
軍
入
長
安
︐
詩
人
倉
皇
北
上
接
上
妻
兒
一
家
向
白
水
、
三
川
一
帶
逃
難
。
可
見
從
戰
亂
之
初
︐
杜
甫
或
忙

於
職
務
︐
或
行
色
匆
匆
︐
未
有
與
鄭
虔
會
面
的
機
會
。
如
果
鄭
虔
由
廣
文
博
士
升
職
爲
著
作
郎
一
事
發
生
在
天
寶
十
五
載
五
月
後
︐
詩

人
完
全
有
可
能
不
知
道
。
戰
亂
後
重
逢
︐
雖
然
已
是
相
隔
一
年
多
了
︐
杜
甫
仍
以
先
前
所
知
的
職
位
稱
呼
他
。
杜
甫
對
鄭
虔
的
這
一
稱

呼
︐
又
可
證
明
本
詩
應
寫
於
戰
亂
後
他
們
重
逢
之
初
︐
其
時
杜
甫
對
鄭
虔
戰
亂
前
任
職
情
況
仍
不
了
解
︐
故
仍
沿
用
戰
亂
前
所
知
道
的

鄭
虔
最
高
的
職
位
稱
呼
︐
而
不
稱
其
爲
「
鄭
著
作
」。
鄭
虔
身
爲
帶
罪
之
人
︐
自
然
也
難
以
啓
齒
解
釋
亂
前
升
遷
的
光
榮
。
這
是
一
個
細

節
問
題
︐
似
乎
無
關
宏
旨
︐
但
是
︐
一
當
可
以
坐
實
這
個
細
節
︐
則
可
拉
近
讀
者
與
原
者
距
離
︐
也
可
更
真
切
地
感
受
詩
人
的
亂
世
心

態
︐
想
像
到
杜
甫
與
鄭
虔
在
亂
後
會
面
時
那
一
絲
的
尲
尬
。

三
、
杜
甫
與
鄭
氏
家
族
關
係

 

關
於
上
詩
在
理
解
上
還
有
一
個
問
題

：

鄭
虔
既
爲
叛
官
︐
杜
甫
以
蘇
武
之
事
稱
贊
他
︐
似
乎
不
合
常
情
。
這
可
能
鄭
虔
在
陷
賊
期

間
的
特
殊
表
現
相
關
。︽
新
唐
書
・
鄭
虔
傳
︾
記

：「
安
祿
山
反
︐
遣
張
通
儒
劫
百
官
置
東
都
︐
僞
授
虔
水
部
郎
中
︐
因
稱
風
緩
︐
求
攝

市
令
︐
潛
以
密
章
達
靈
武
。」
鄭
虔
在
陷
賊
期
間
︐
既
有
稱
病
不
就
職
之
事
︐
又
有
以
密
章
與
肅
宗
朝
廷
通
報
的
表
現
︐
杜
甫
以
蘇
武
之

事
稱
贊
他
︐
也
應
是
爲
他
陷
賊
之
事
的
辯
解
。
這
些
降
官
在
收
押
期
間
︐
爲
減
罪
都
作
過
不
同
程
度
的
努
力
。
宋
郭
若
虛
︽
圖
畫
見
聞

志
︾
卷
五
記

：

 

唐
安
祿
山
之
陥
兩
京
也
︐
王
維
、
鄭
虔
、
張
通
皆
處
賊
庭
︐
咱
克
復
之
後
︐
朝
廷
未
決
其
罪
︐
俱
囚
於
楊
國
忠
之
舊
第
。
崔
圓
相
國
素
好
畫
︐
因
召
於
私

第
︐
令
畫
數
壁
︐
當
時
皆
以
圓
勲
貴
莫
二
︐
望
其
救
解
︐
故
運
思
精
深
︐
頗
極
能
事
。
後
皆
從
寛
典
︐
至
於
貶
竄
必
獲
善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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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鄭
氏
作
畫
脫
罪
一
事
看
︐
杜
甫
爲
之
辯
解
也
是
對
他
的
一
種
幫
助
與
安
慰
。
杜
甫
如
此
稱
贊
他
︐
也
是
基
於
在
長
期
交
往
中
形
成
的

對
鄭
氏
人
格
的
信
任
。
但
是
︐
杜
甫
全
詩
的
格
調
是
悲
劇
性
的
︐
對
鄭
虔
前
景
並
不
看
好
︐
以
至
「
淚
落
強
徘
徊
」
？
這
種
憂
愁
感
傷

後
的
真
實
內
容
是
什
麽
呢
？
與
鄭
氏
的
見
面
︐
爲
什
麽
讓
他
如
此
傷
感
？

 

杜
甫
與
滎
陽
鄭
氏
家
族
多
人
有
着
密
切
的
聯
系
︐
其
中
最
密
切
的
就
是
鄭
宏
之
。
杜
甫
︽
祭
外
祖
祖
母
文
︾
言

：

 

維
年
月
日
︐
外
孫
滎
陽
鄭
宏
之
、
京
兆
杜
甫
︐
謹
以
寒
食
庶
羞
之
奠
︐
敢
昭
告
於
外
王
父
母
之
靈
︙
︙
宏
之
等
從
母
昆
弟
︐
兩
家
因
依
。
弱
歲
俱
苦
︐
慈
顔

永
違
。
豈
無
世
親
︐
不
如
所
愛
？
豈
無
舅
氏
︐
不
知
所
歸
？
誓
以
偏
往
︐
測
戀
光
輝
。
漸
漬
相
勖
︐
居
諸
造
微
。
幸
遇
聖
主
︐
願
發
清
機
。
以
顯
內
外
。

杜
甫
的
外
祖
母
︐
爲
唐
太
宗
李
世
民
第
十
子
紀
王
李
慎
之
孫
女
︐
義
陽
王
李
悰
之
女
兒
︐
又
是
唐
高
祖
李
淵
第
十
八
子
舒
王
李
元
名
之

外
孫
女
。
李
慎
、
李
悰
、
李
元
名
在
武
後
朝
都
遭
陷
被
害
。
杜
甫
後
來
在
夔
州
曾
與
高
祖
第
十
七
子
道
王
李
元
慶
之
曾
孫
李
義
有
交
往
︐

其
︽
別
李
義
︾
言

：「
神
堯
（
高
祖
）
十
八
子
︐
十
七
王
其
門
。
道
國
（
元
慶
）
與
舒
國
（
元
名
）︐
實
維
親
弟
昆
。
中
外
貴
賤
殊
︐
余

亦
忝
諸
孫
。」
杜
甫
與
鄭
宏
之
是
同
外
祖
母
的
姨
表
親
兄
弟
︐
鄭
宏
之
與
杜
甫
在
當
時
都
會
因
爲
有
了
這
樣
一
個
外
祖
母
而
連
成
一
個
整

體
︐
如
杜
文
言

：「
宏
之
等
從
母
昆
弟
︐
兩
家
因
依
」。
鄭
宏
之
在
當
時
還
頗
有
名
氣
︐︽
太
平
廣
記
︾
中
卷
四
百
四
十
九
收
有
一
則
關
於

他
的
故
事

：

鄭
不
怕
鬼
︐
而
且
還
降
伏
了
黃
狗
變
成
的
鬼
神

：

 

宏
之
掌
寇
盜
︐
忽
有
刼
賊
數
十
人
入
界
︐
止
逆
旅
︐
黃
撅
神
來
告
宏
之
曰

：

某
處
有
刼
將
行
盜
︐
擒
之
可
遷
官
。
宏
之
掩
之
︐
果
得
遂
遷
秩
焉
。
後
宏
之
累

任
將
遷
︐
神
必
預
告
︐
至
如
殃
咎
常
令
回
避
︐
罔
有
不
中
。
宏
之
大
獲
其
報
。
宏
之
自
寜
州
刺
史
改
定
州
︐
神
與
宏
之
訣
去
︐
以
是
人
謂
宏
之
祿
盡
矣
︐
宏
之
至

州
兩
歲
︐
風
疾
去
官
。

事
雖
小
說
家
言
︐
所
官
秩
與
史
實
相
近
。︽
全
唐
文
補
編
︾
卷
八
所
收
鄭
宏
之
作
︽
大
唐
故
特
進
右
監
門
衛
大
將
軍
兼
靜
邊
州
都
督
靈
州

都
督
西
平
郡
開
國
公
拓
拔
公
（
寂
）
墓
志
︾
所
署
職
爲

：「
朝
散
大
夫
、
使
持
節
都
督
夏
州
諸
軍
事
︐
守
夏
州
刺
史
、
上
柱
國
。」
時
間

是
開
元
二
十
五
年
八
月
一
日
。
小
說
言
甯
州
、
定
州
︐
與
夏
州
相
近
︐
或
許
小
說
傳
聞
之
誤
︐
抑
或
是
甯
州
前
又
有
夏
州
之
任
。
他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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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
甫
合
祭
外
祖
母
時
︐
他
應
已
任
州
刺
史
一
類
的
高
官
了
。
杜
甫
寫
作
此
文
應
在
開
元
二
十
五
年
前
後
︐
而
非
在
天
寶
年
間
。

 
杜
甫
詩
題
中
提
及
的
鄭
駙
馬
︐
在
杜
詩
中
還
有
兩
處
︐
他
也
是
當
時
的
有
名
的
孝
子
。︽
新
唐
書
・
孝
友
傳
︾
中
有
傳

：

 
鄭
潛
曜
者
︐
父
萬
鈞
︐
駙
馬
都
尉
、
滎
陽
郡
公
。
母
︐
代
國
長
公
主
。
開
元
中
︐
主
寢
疾
︐
潛
曜
侍
左
右
︐
造
次
不
去
︐
累
三
月
不
靧
面
。
主
疾
侵
︐
刺
血

爲
書
請
諸
神
︐
丐
以
身
代
。
火
書
︐
而
「
神
許
」
二
字
獨
不
化
。
翌
日
主
愈
︐
戒
左
右
無
敢
言
。
後
尚
臨
晉
長
公
主
︐
歷
太
僕
光
祿
卿
。

這
個
故
事
可
能
是
由
獨
孤
及
︽
鄭
駙
馬
孝
行
記
︾
最
先
記
載
下
來
的
︐
鄭
潛
曜
是
鄭
萬
鈞
之
子
︐
鄭
萬
鈞
是
唐
睿
宗
女
婿
︐
他
還
是
當

時
有
名
的
書
法
家
︐
曾
得
到
開
元
文
宗
張
說
的
稱
贊
︐︽
張
燕
公
集
︾
卷
十
二
︽
般
若
心
經
序
︾

：「
秘
書
少
監
駙
馬
都
尉
滎
陽
鄭
萬
鈞

深
藝
之
士
也
︐
學
有
傳
︐
癖
書
成
草
聖
︐
乃
揮
灑
手
翰
︐
鐫
刻
心
經
︐
樹
聖
善
之
寳
坊
︐
啓
未
來
之
華
葉
。」
鄭
虔
以
書
法
、
繪
畫
、
詩

歌
爲
當
時
「
三
絕
」︐
這
也
是
傳
承
了
鄭
氏
家
族
的
家
學
。
關
於
鄭
萬
鈞
、
鄭
潛
耀
父
子
還
有
以
下
傳
說
︐︽
太
平
廣
記
︾
卷
九
十
七

：
 

唐
代
國
公
主
適
滎
陽
鄭
萬
鈞
︐
數
年
無
子
。
時
有
僧
和
和
者
︐
如
狂
如
愚
︐
衆
號
爲
聖
︐
言
事
多
中
︐
住
大
安
寺
修
營
殿
閣
。
和
和
常
至
公
主
家
︐
萬
鈞
請

曰

：

吾
無
嗣
︐
願
得
一
子
︐
惟
師
降
恩
可
得
乎
？
師
曰

：

遺
我
三
千
疋
絹
︐
主
當
誕
兩
男
。
鈞
如
言
施
之
︐
和
和
取
絹
付
寺
云

：

修
功
德
。
乃
謂
鈞
曰

：

主
有
娠

矣
。
吾
令
二
天
人
下
爲
公
主
作
兒
。
又
曰

：

公
主
腹
小
︐
能
並
娠
二
男
乎
？
吾
當
使
同
年
而
前
後
耳
。
公
主
遂
娠
︐
年
初
歲
終
各
誕
一
子
︐
長
曰
潛
耀
︐
少
曰
晦

明
︐
皆
美
丈
夫
︐
博
通
有
識
焉
。

這
傳
說
也
顯
示
鄭
氏
家
族
佛
教
信
仰
的
傳
統
。
他
們
都
是
李
慎
的
侄
孫
女
婿
︐
在
這
一
層
關
係
上
︐
杜
甫
與
他
們
也
算
是
親
戚
。
杜
甫

另
外
兩
首
提
及
鄭
駙
馬
的
詩
爲
︽
鄭
駙
馬
宅
宴
洞
中
︾、︽
奉
陪
鄭
駙
馬
韋
曲
二
首
︾︐
其
中
提
到

：「
主
家
陰
洞
細
煙
霧
︐
留
客
夏
簟
青

琅
玕
。」「
誰
能
共
公
子
︐
薄
暮
欲
俱
還
。」
可
見
杜
甫
是
鄭
駙
馬
家
的
常
客
。
這
種
關
係
的
形
成
應
緣
於
杜
家
與
鄭
家
的
特
殊
關
係
︐
詳

見
下
表
。

 

鄭
家
是
皇
室
的
外
戚
︐
杜
甫
因
鄭
家
與
皇
室
有
了
更
近
的
關
係
︐
杜
甫
與
鄭
駙
馬
也
屬
姨
婊
親
︐
鄭
宏
之
︐
身
世
不
明（
２
）。

杜
甫
與

鄭
虔
等
鄭
氏
成
員
交
往
密
切
︐
可
能
也
不
只
是
藝
術
趣
味
相
同
︐
而
在
於
杜
家
與
鄭
家
這
種
複
雜
的
姻
親
關
係
。
這
種
親
屬
關
係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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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
甫
距
離
權
力
中
心
最
近
的
地
方
︐
也
是
他
可
以
依
賴
的
權
力
資
源
。
其
︽
八
哀
詩
・
故
著
作
郎

貶
台
州
司
戶
滎
陽
鄭
公
虔
︾
中
言

：「
詞
場
竟
疏
闊
︐
平
昔
濫
吹
獎
。」
即
言
自
己
在
科
場
失
利
︐

卻
得
到
鄭
虔
的
欣
賞
。
杜
甫
天
寶
四
載
作
︽
唐
故
德
儀
贈
淑
妃
皇
甫
氏
神
道
碑
︾︐
即
爲
爲
臨
晉
公

主
生
母
所
作
︐
他
自
言

：「
甫
忝
鄭
莊
之
賓
客
︐
遊
竇
主
之
園
林
︐
以
白
頭
之
嵇
阮
︐
豈
獨
步
於
崔

蔡
。
而
野
老
何
知
︐
斯
文
見
托
︐
公
子
泛
愛
︐
壯
心
未
已
。
不
論
官
閥
︐
遊
夏
入
文
學
之
科
；
兼

敘
哀
傷
︐
顔
謝
有
后
妃
之
誄
。」
他
認
爲
自
己
是
出
入
公
主
府
第
的
常
客
︐
能
作
此
文
是
緣
於
公
子

「
泛
愛
」。
顯
然
︐
鄭
潛
耀
對
他
的
文
才
已
比
較
看
重
了
。
杜
甫
在
制
舉
考
試
失
敗
後
︐
又
以
獻
賦

獲
得
玄
宗
的
注
意
︐
終
於
跨
入
仕
宦
門
內
︐
其
中
原
因
︐
我
們
不
能
不
考
據
到
鄭
家
叔
侄
所
起
的

作
用
。

 

杜
甫
與
鄭
氏
家
族
這
種
複
雜
的
關
係
︐
決
定
了
其
詩
中
的
情
感
內
容
也
是
相
當
複
雜
的
。
安

史
之
亂
前
︐
鄭
潛
曜
、
鄭
虔
都
是
王
親
貴
族
︐
風
光
無
限
︐
杜
甫
也
借
著
與
鄭
氏
諸
子
的
關
係
而

與
王
室
高
貴
血
統
攀
上
的
關
係
。
但
是
︐
僅
經
歷
了
一
年
多
一
點
的
時
間
︐
國
家
破
碎
︐
盛
世
已

逝
。
他
們
自
己
也
陷
入
困
境
之
中
。
玄
宗
奔
亡
時
︐
僅
帶
有
公
主
王
子
少
數
人
︐
留
在
長
安
者
多

數
被
害
︐
鄭
駙
馬
可
能
是
隨
玄
宗
逃
離
的
︐
史
載
至
德
二
載
十
二
月
玄
宗
回
長
安
︐
鄭
駙
馬
可
能

也
在
此
時
回
到
長
安
。
鄭
駙
馬
雖
是
玄
宗
女
婿
︐
但
肅
宗
此
刻
正
堤
防
並
冷
落
玄
宗
朝
舊
人
。
鄭

虔
雖
是
玄
宗
特
命
的
廣
文
博
士
︐
此
時
又
因
有
陷
賊
之
事
而
惶
惶
不
安
。
杜
甫
已
經
因
爲
替
玄
宗
舊
臣
房
琯
求
情
而
受
到
打
擊
。
三
人

面
對
亂
後
新
朝
︐
都
應
有
辛
酸
之
痛
。
杜
甫
在
此
前
好
用
「
阮
氏
子
弟
」
的
典
故
比
作
鄭
家（
３
）︐

本
詩
也
一
樣
︐
只
是
他
們
都
沒
有
了
阮

藉
那
樣
的
名
士
傲
氣
了
。
因
此
可
以
說
本
詩
中
︐
既
有
戰
亂
後
初
逢
時
的
驚
喜
︐
劫
後
餘
生
的
慶
幸
︐
還
有
對
時
代
巨
變
的
感
傷
以
及

對
前
途
未
蔔
之
未
來
的
憂
懼
︐
詩
中
交
織
了
喜
慶
與
憂
傷
雙
重
對
立
的
因
素
。

 

實
證
是
我
們
研
究
與
解
讀
古
典
文
學
作
品
必
不
可
少
的
一
個
方
法
︐
它
需
要
研
究
者
盡
可
能
搜
集
相
關
文
獻
材
料
︐
爲
理
解
作
品

搭
建
比
較
充
實
的
歷
史
空
間
︐
了
解
作
者
真
實
的
處
境
與
心
理
︐
從
而
對
作
品
的
構
思
與
情
感
作
出
合
理
的
判
斷
。
同
時
︐
我
們
還
須

認
識
到
求
解
本
事
不
是
解
讀
文
學
作
品
最
終
目
的
︐
引
導
讀
者
借
助
原
作
文
本
體
味
其
中
的
情
感
要
素
︐
産
生
共
鳴
︐
這
才
是
文
學
研

高祖李淵
太宗李世民

高宗李治 李慎
睿宗 李悰（娶李元名女）

李悰女（嫁與崔氏，
爲杜甫、鄭宏之外
祖母）

李隆基 代國長公主
（嫁鄭萬鈞）

臨晉公主 鄭潜曜 崔氏（杜甫母）
鄭宏之母某
杜甫、鄭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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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的
功
能
。
爲
達
到
這
一
目
的
︐
實
證
法
固
不
可
少
︐
但
有
時
在
材
料
的
有
限
的
情
況
下
︐
讀
者
對
作
品
的
解
讀
並
不
會
止
步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也
不
能
排
除
憑
虛
擬
構
的
作
用
︐
即
利
用
僅
限
的
信
息
︐
作
出
最
符
合
文
本
的
推
想
︐
也
應
一
種
有
效
的
研
究
方
法
。
以

下
筆
者
即
以
解
讀
杜
甫
一
詩
爲
例
說
明
在
作
品
研
究
中
實
證
與
推
論
擬
構
的
不
同
作
用
。
對
史
實
、
文
本
及
人
物
生
平
的
考
證
︐
爲
我

們
把
握
詩
中
情
感
與
心
理
建
立
堅
實
的
歴
史
空
間
︐
但
是
︐
面
詩
題
與
墓
志
的
矛
盾
︐
現
有
材
料
已
無
法
說
明
︐
這
則
需
要
我
們
作
出

大
致
合
理
的
推
斷
︐
擬
構
出
具
體
的
藝
術
空
間
。
實
證
工
作
做
得
越
仔
細
︐
越
具
體
︐
擬
構
的
空
間
也
就
越
充
實
︐
越
真
實
；
同
樣
︐

擬
構
的
思
維
若
符
合
歴
史
邏
輯
︐
也
能
將
零
散
的
實
證
材
料
組
合
起
來
︐
枯
燥
的
實
證
也
越
顯
得
有
生
氣
︐
並
越
具
有
歴
史
的
活
力
與

藝
術
的
生
命
力
。
兩
者
結
合
可
使
古
典
文
學
研
究
既
可
保
持
科
學
的
客
觀
性
與
規
範
性
︐
又
不
失
藝
術
的
靈
性
與
透
脫
感
。

注

（
１
）　

見
︽
全
唐
文•

千
唐
誌
齋
新
藏
專
輯
︾︐
吳
剛
主
編
︐
三
秦
出
版
社
二
〇
〇
六
年
版
︐
249
頁
。

（
２
）　
︽
鄭
虔
墓
志
︾
言

：「
公
諱
虔
︐
字
趍
庭
︐
滎
陽
人
也
。
本
枝
自
周
︐
因
國
氏
鄭
︐
爾
來
千
有
餘
年
︐
世
爲
著
族
。
曾
父
道
援
︐
隋
朗
州

司
法
參
軍
。
大
父
懷
節
︐
皇
澧
州
司
馬
︐
贈
衛
州
刺
史
。
父
鏡
思
︐
皇
秘
書
郎
︐
贈
主
客
郎
中
、
秘
書
少
監
。
公
則
秘
書
之
次
子
。」
世
系

排
列
很
清
楚
︐
很
遺
憾
的
是
鄭
宏
之
、
鄭
萬
鈞
的
世
系
情
況
不
明
︐
在
︽
新
唐
書
宰
相
世
系
表
︾
與
︽
元
和
姓
纂
︾
中
都
查
不
到
相
應
的

信
息
。

（
３
）　

杜
甫
與
鄭
家
子
弟
交
往
頻
繁
︐
他
在
寫
給
這
些
表
兄
弟
的
詩
中
已
形
成
了
固
定
的
稱
呼
︐
他
常
將
他
們
與
自
己
一
起
比
作
阮
籍
及
阮
氏

子
弟
。
如

：「
君
見
窮
途
哭
︐
宜
憂
阮
歩
兵
。︽
敬
贈
鄭
諫
議
十
韻
︾」「
夫
子
嵇
阮
流
︐
更
被
時
俗
惡
。︽
有
懐
台
州
鄭
十
八
司
戶
︾」「
班
揚

名
甚
盛
︐
嵇
阮
逸
相
須
。︽
哭
台
州
鄭
司
戸
蘇
少
監
︾」「
蕭
條
阮
鹹
在
︐
出
處
同
世
網
。︽
故
著
作
郎
貶
台
州
司
戶
滎
陽
鄭
公
虔
︾」「
途
中

非
阮
籍
︐
査
上
似
張
騫
。︽
秋
日
夔
府
詠
懐
奉
寄
鄭
監
審
李
賓
客
之
芳
一
百
韻
︾」
本
詩
言

：「
俱
過
阮
宅
來
。」
也
都
表
達
相
同
的
意
思
︐

他
已
視
鄭
家
子
弟
在
人
格
上
屬
于
自
己
的
同
類
。

︻
編
集
者
付
記
︼
本
論
文
は
、
二
〇
一
〇
年
十
一
月
十
三
日
、
第
二
五
〇
回
文
藝
座
談
会
に
お
い
て
ご
発
表
い
た
だ
い
た
も
の
で
あ
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