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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代
是
中
國
古
代
封
建
社
會
中
最
為
繁
榮
昌
盛
的
時
代
。
唐
王
朝
是
在
隋
末
農
民
大
起
義
和
徹
底
推
毀
六
朝
門
閥
世
族
統
治
的
基
礎

上
建
立
起
来
的
。
『
奮
時
王
謝
堂
前
燕
、
飛
入
尋
常
百
姓
家
。
』
特
別
是
唐
太
宗
李
世
民
的
『
貞
観
之
治
』
、
政
治
上
比
較
清
明
、
経
清
上

登
展
恨
快
、
人
民
生
活
比
較
安
定
。
従
文
化
思
想
方
面
説
、
初
唐
的
特
貼
是
要
改
嬰
齊
梁
遺
風
、
建
立
一
種
輿
唐
王
朝
的
政
治
、
経
清
発

展
相
適
應
的
新
的
文
化
思
想
。
唐
初
文
學
思
想
的
主
流
正
是
這
種
新
文
化
思
想
的
重
要
組
成
部
分
。
現
在
、
一
般
的
文
學
史
輿
批
評
史
著

作
、
都
認
為
唐
初
新
文
學
思
想
以
及
在
其
影
響
下
的
文
學
創
作
、
是
在
反
齊
梁
文
風
中
登
展
起
来
的
。
但
是
、
這
種
説
法
其
賓
是
過
於
籠

統
、
鋏
少
分
析
、
而
不
完
全
確
切
的
。
唐
初
新
文
學
思
想
不
僅
是
在
充
分
継
承
齊
梁
文
學
的
優
秀
成
果
、
批
評
齊
梁
文
學
的
錯
誤
傾
向
中

登
展
起
来
的
、
而
且
是
在
反
封
封
齊
梁
文
學
全
盤
否
定
的
錯
誤
文
藝
思
潮
中
逐
漸
形
成
的
。
本
文
擬
封
此
作
一
些
具
麓
深
入
的
分
析
輿
論
証
。

唐
初
文
學
思
想
的
登
展
、
面
臨
的
一
個
主
要
問
題
是
如
何
正
確
地
封
待
齊
梁
文
學
。
従
隋
代
到
唐
初
的
許
多
思
想
家
和
文
學
家
封
齊

論
唐
初
文
學
思
想
発
展
的
特
黙

論
唐
初
文
學
思
想
骰
展
的
特
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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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文
學
的
評
債
是
恨
不
相
同
的
。
為
了
科
學
地
評
債
唐
初
封
齊
梁
文
學
的
各
種
不
同
態
度
、
首
先
要
封
齊
梁
文
學
的
功
過
作
出
一
個
合
乎

賓
際
的
歴
史
評
憤
。
過
去
人
側
封
唐
初
文
學
思
想
登
展
之
所
以
不
能
給
以
正
確
的
分
析
、
其
原
因
即
在
於
封
齊
梁
文
學
的
簡
箪
否
定
、
認

為
齊
梁
文
學
就
是
一
種
形
式
主
義
的
淫
靡
華
艶
文
學
。
従
文
學
骰
展
的
賓
際
束
看
、
六
朝
文
學
在
中
醒
古
代
文
學
骰
展
中
具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地
位
和
作
用
、
宅
的
成
就
和
貢
獣
是
恨
大
的
。
齊
梁
文
學
是
六
朝
文
學
発
展
中
的
重
要
階
段
、
宅
従
文
學
理
論
和
文
學
創
作
雨
方
面
穂

結
了
自
魏
晉
以
来
将
近
四
百
年
中
文
學
藝
術
登
展
中
的
新
成
果
和
新
経
瞼
、
初
歩
形
成
了
近
骰
詩
的
格
式
和
雛
形
、
使
中
國
古
代
文
學
的

許
多
藝
術
表
現
技
巧
漸
趨
成
熟
。
嘗
然
、
齊
梁
文
學
也
有
許
多
明
顕
的
不
良
傾
向
、
但
絶
不
能
封
宅
作
簡
箪
的
否
定
。
重
視
文
學
的
『
縁

情
」
本
質
、
講
究
藝
術
形
式
的
華
麗
、
注
意
運
用
多
様
化
的
表
現
方
法
、
細
致
地
探
討
詩
歌
的
格
律
、
這
些
嘔
無
疑
問
封
文
學
登
展
是
起

了
積
極
促
進
作
用
的
。
従
這
個
意
義
上
説
、
没
有
齊
梁
文
學
的
登
展
、
也
就
不
會
有
唐
詩
的
繁
榮
。
齊
梁
文
學
封
文
學
的
健
康
登
展
不
利

的
錯
誤
傾
向
、
我
何
認
為
主
要
有
以
下
雨
個
方
面
：
第
一
、
在
相
嘗
一
部
分
作
家
中
有
此
較
片
面
地
追
求
形
式
美
、
而
不
注
意
内
容
充
賓

的
鋏
黙
。
有
些
作
品
思
想
内
容
貧
乏
、
不
健
康
、
情
調
低
下
、
風
格
柔
靡
。
第
二
、
在
藝
術
上
偏
重
詞
藻
、
典
故
、
磐
律
等
具
憫
技
巧
、

而
慰
番
美
意
象
的
整
憫
塑
造
方
面
較
為
忽
視
。
南
宋
厳
羽
在
愴
浪
詩
話
中
曽
経
概
括
地
指
出
：
『
詩
有
詞
理
意
興
。
南
朝
人
尚
詞
而
病
於

、

ノ

埋
，
本
朝
人
尚
理
而
病
於
意
興
．
，
唐
人
尚
意
興
而
理
在
其
中
．
，
漢
魏
之
詩
、
詞
理
意
興
、
無
迦
可
求
。
』
這
裡
、
『
意
興
』
正
是
指
詩
的

審
美
意
象
而
言
的
。
唐
詩
之
所
以
不
可
企
及
、
正
是
由
於
宅
『
尚
意
興
而
理
在
其
中
』
、
這
是
符
合
藝
術
審
美
規
律
的
一
種
追
求
。
厳
羽

批
評
『
南
朝
人
尚
詞
而
病
於
理
』
、
非
常
精
確
而
切
中
要
害
地
指
出
了
齊
梁
文
學
上
述
雨
方
面
的
鋏
貼
。
但
是
、
近
人
研
究
齊
梁
文
學
的

弊
病
、
往
往
只
看
到
上
述
第
一
方
面
的
問
題
、
而
根
少
重
視
上
述
第
二
方
面
的
問
題
。
其
賓
、
劉
腿
的
文
心
離
龍
和
鍾
蝶
詩
品
的
重
要
意

9

、ノ‘ノJ‘$

義
之
一
、
正
是
在
封
嘗
時
文
學
登
展
中
這
雨
方
面
的
訣
黙
、
都
作
了
尖
鋭
的
批
評
。
他
側
所
提
侶
的
『
風
骨
』
或
『
風
力
』
、
正
是
為
了

克
服
逼
雨
方
面
的
弊
病
。
既
講
究
文
學
作
品
的
深
刻
社
會
内
容
、
要
求
宅
表
現
真
摯
而
強
烈
的
感
情
、
又
十
分
重
視
藝
術
意
象
的
生
動
、

形
象
、
要
求
塑
造
出
鮮
明
的
完
整
的
藝
術
意
象
。
所
以
劉
認
特
別
強
調
要
正
確
封
待
『
風
骨
』
輿
『
繁
采
j

的
開
係
、
認
為
應
嘗
以
『
風

骨
j

為
主
、
「
繁
采
」
為
輔
、
『
豊
藻
克
贈
、
風
骨
不
飛
、
則
振
采
失
鮮
、
負
盤
無
力
。
是
以
綴
慮
裁
篇
、
務
盈
守
氣
、
剛
建
既
賓
、
輝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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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
新
、
其
為
文
用
、
警
征
鳥
之
使
翼
也
。
』
（
文
心
離
龍
・
風
骨
）
只
有
『
藻
耀
而
高
翔
』
、
方
是
『
文
筆
之
鳴
鳳
』
。
（
同
上
）
鍾
繰
在
詩

ー

品
序
中
提
侶
『
建
安
風
力
』
、
認
為
優
秀
的
詩
歌
應
似
曹
植
的
作
品
那
様
、
既
要
『
情
兼
雅
怨
」
、
又
要
『
罷
被
文
質
』
。
他
主
張
文
學
創

ヽ作
應
嘗
是
有
感
而
発
的
産
物
、
『
嘉
會
寄
詩
以
親
、
離
群
托
詩
以
怨
。
』
種
種
生
動
豊
富
的
社
會
生
活
、
感
蕩
了
作
家
的
心
震
、
『
非
陳
詩

何
以
展
其
義
、
非
長
歌
何
以
聘
其
情
？
』
而
不
應
営
只
是
窮
些
内
容
空
虚
、
貧
乏
、
無
病
呻
吟
之
作
。
従
藝
術
上
看
、
鍾
鰈
指
出
詩
歌
之

美
即
在
其
『
指
事
造
形
、
窮
情
窮
物
、
最
為
詳
切
』
上
、
也
就
是
説
詩
歌
藝
術
的
開
鍵
是
要
創
造
審
美
意
象
、
象
玄
言
詩
那
様
『
理
過
其

辞
、
淡
乎
寡
味
』
、
就
喪
失
了
詩
歌
作
為
藝
術
的
美
學
憤
値
、
但
是
、
片
面
追
求
瑣
砕
的
格
律
、
大
量
堆
硼
枯
燥
的
典
故
、
喪
失
『
自
然

英
旨
」
、
也
同
様
不
能
創
造
出
含
蓄
隼
乃
永
的
有
『
滋
味
」
的
審
美
意
象
。
只
有
封
齊
梁
文
學
的
功
過
作
出
合
乎
賓
際
的
科
學
評
債
、
オ
有

可
能
正
確
地
認
識
唐
初
文
學
思
想
登
展
的
特
黙
。

従
隋
到
唐
初
反
齊
梁
文
風
的
過
程
中
、
賓
際
上
存
在
着
雨
種
恨
不
相
同
的
傾
向
。
一
種
是
封
齊
梁
乃
至
整
個
六
朝
文
學
持
根
本
否
定

的
態
度
、
甚
至
把
産
生
華
靡
淫
麗
文
風
的
根
源
一
直
追
潮
到
以
屈
原
作
品
為
主
的
楚
僻
、
這
一
派
可
以
李
誇
、
王
通
、
王
勃
等
為
主
要
代

、
ノ

表
。
男
一
種
則
是
在
批
評
齊
梁
文
風
過
於
追
求
形
式
華
艶
的
同
時
、
充
分
肯
定
其
成
就
輿
積
極
影
響
、
主
張
封
齊
梁
文
風
採
取
具
罷
分

析
的
態
度
。
這
一
派
可
以
唐
初
的
史
學
家
魏
徴
、
令
孤
徳
菜
等
為
代
表
。
封
唐
代
文
學
思
想
登
展
来
説
、
前
一
種
傾
向
顕
然
是
不
利
的
、

宅
只
能
使
唐
代
文
學
由
反
齊
梁
文
風
而
走
上
男
一
個
極
端
、
重
新
成
為
経
學
的
附
庸
。
而
後
一
種
傾
向
オ
是
唐
代
文
學
健
康
登
展
的
正

路
。
因
此
、
唐
初
文
學
思
想
的
登
展
、
在
批
評
齊
梁
文
風
錯
誤
的
同
時
、
還
必
須
反
封
封
齊
梁
文
風
的
簡
箪
否
定
。
従
某
種
意
義
上
説
、

這
後
一
方
面
是
更
為
銀
巨
的
。
因
為
従
隋
到
唐
初
、
雖
然
創
作
上
還
是
沿
襲
齊
梁
的
奮
路
、
剛
建
清
新
、
内
容
充
賓
的
作
品
還
不
多
、
但

是
、
従
文
學
思
想
上
看
、
齊
梁
文
風
巳
虞
於
被
否
定
的
地
位
、
而
封
李
誇
、
王
通
、
王
勃
等
人
的
錯
誤
輿
片
面
性
、
却
還
没
有
足
蒻
的
認

識
。
如
果
唐
代
文
學
按
李
誇
、
王
通
、
王
勃
等
所
主
張
的
方
向
骰
展
下
去
、
必
然
要
走
進
一
條
更
為
狭
窄
的
死
胡
同
。
有
些
文
學
史
或
批

評
史
著
作
不
僅
没
有
看
到
李
誇
、
王
通
、
王
勃
等
人
和
唐
初
史
學
家
在
文
學
思
想
上
的
原
則
匿
別
、
而
且
籠
統
地
把
他
側
都
看
作
是
唐
代

文
學
和
文
學
思
想
登
展
的
先
駆
、
這
是
完
全
錯
誤
的
。
為
此
、
我
側
必
須
射
這
種
混
滑
歴
史
真
相
的
状
況
予
以
澄
清
。

論
唐
初
文
學
思
想
登
展
的
特
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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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
代
統
一
中
國
之
後
、
比
較
側
重
在
継
承
和
登
揚
北
方
的
文
化
思
想
、
従
儒
家
的
政
教
観
貼
出
骰
、
提
但
質
撲
崇
賓
、
大
力
反
封
南

方
的
淫
麗
浮
華
゜
嘗
時
隋
文
帝
曽
十
分
強
調
要
『
屏
出
軽
浮
、
過
止
華
偽
』
、
開
皇
四
年
下
詔
曰
：
『
公
私
文
翰
、
並
宜
賓
録
。
』
（
見
隋

書
・
李
誇
停
）
在
這
種
思
想
影
響
之
下
、
遂
有
李
誇
上
隋
高
祖
革
文
華
書
的
提
出
。
李
誇
主
張
一
切
文
章
（
指
廣
義
的
文
章
、
亦
包
括
文

ー
學
在
内
）
、
都
要
以
『
教
化
』
為
本
、
認
為
『
詩
、
書
、
證
、
築
』
乃
『
道
義
之
門
』
、
學
習
六
経
以
為
文
、
可
以
賓
現
『
家
復
孝
慈
、
人

知
證
義
』
的
目
的
。
為
此
、
他
提
出
『
上
書
献
賦
、
制
誅
獣
銘
、
皆
以
褒
徳
序
賢
、
明
勲
証
理
、
荀
非
懲
勧
、
義
不
徒
然
。
』
李
誇
把
文

學
作
品
和
一
般
的
公
文
、
應
用
文
、
政
論
文
等
理
論
文
章
等
同
起
来
、
抹
熟
了
文
學
作
品
作
為
藝
術
不
同
於
這
些
一
般
文
章
的
特
貼
、
否

定
了
文
學
的
審
美
特
性
、
因
此
、
他
射
魏
晉
以
後
講
究
藝
術
美
的
文
學
大
加
指
責
。
他
在
上
書
中
説
：

降
及
後
代
、
風
教
漸
落
。
魏
之
三
祖
、
更
尚
文
詞
、
忽
君
人
之
大
道
、
好
離
晶
之
小
藝
、
下
之
従
上
、
有
同
影
響
、
競
聘
文
華
、

遂
成
風
俗
。
江
左
齊
梁
、
其
弊
禰
甚
、
貴
賎
賢
愚
、
唯
務
吟
詠
。
遂
復
遺
理
存
異
、
尋
虚
逐
微
、
競
一
韻
之
奇
、
争
一
字
之
巧
゜

連
篇
累
贖
、
不
出
月
露
之
形
．
，
積
案
盈
箱
、
唯
是
風
雲
之
状
。

李
誇
的
這
一
段
論
述
曽
経
被
許
多
文
學
史
、
批
評
史
的
研
究
者
所
肯
定
、
作
為
批
評
六
朝
形
式
主
義
文
學
的
経
典
性
論
断
、
其
賓
是
十

分
錯
誤
的
。
李
誇
在
這
裡
雖
然
也
指
出
了
六
朝
文
學
中
片
面
追
求
形
式
美
、
忽
視
文
學
作
品
思
想
内
容
的
鋏
貼
、
但
是
、
従
穂
的
方
面
束

看
、
他
的
持
論
極
端
偏
激
、
不
能
正
確
反
映
六
朝
文
學
登
展
的
賓
際
。
首
先
、
他
以
儒
家
教
化
為
『
正
道
』
、
不
僅
無
視
建
安
、
正
始
等

時
期
文
學
作
品
的
進
歩
社
會
内
容
、
而
且
置
陶
淵
明
、
鮪
照
等
許
多
優
秀
詩
人
於
不
顧
、
封
六
朝
文
學
作
了
全
面
的
否
定
評
債
、
這
顕
然

是
極
不
公
允
的
。
六
朝
文
學
従
曹
氏
父
子
到
桔
康
、
玩
籍
、
左
思
、
劉
現
、
到
陶
淵
明
、
謝
震
運
、
飽
照
、
謝
眺
、
沈
約
、
庚
信
等
著
名

詩
人
、
他
佃
在
文
學
創
作
上
的
重
要
特
黙
之
一
、
正
是
封
儒
家
『
風
教
』
的
突
破
、
従
而
自
由
地
、
不
受
拘
束
地
唱
出
了
自
己
的
心
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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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達
了
真
賓
的
感
情
、
使
文
學
創
作
得
到
健
康
的
骰
展
。
否
定
了
他
側
賓
際
上
也
就
是
否
定
了
文
學
発
展
的
歴
史
。
其
次
、
李
誇
在
這
段

論
述
中
厳
重
地
混
滑
了
文
學
輿
非
文
學
的
界
限
、
否
定
了
文
學
作
品
的
審
美
特
性
、
因
而
也
就
否
定
了
文
學
本
身
。
在
他
看
束
、
注
重
於

藝
術
美
的
文
學
、
都
不
過
是
『
離
轟
小
技
』
、
根
本
没
有
窮
作
的
必
要
。
六
朝
文
人
重
視
文
學
的
審
美
特
性
、
注
意
厘
別
文
學
輿
非
文
學

界
限
、
従
文
學
観
念
的
登
展
上
説
是
一
大
進
歩
。
李
誇
取
消
文
學
作
為
藝
術
的
特
貼
、
把
宅
和
非
文
學
的
文
章
混
同
為
一
、
従
文
學
思
想

的
発
展
上
説
、
是
一
種
厳
重
的
反
動
輿
倒
退
。
第
三
、
李
誇
従
上
述
錯
誤
思
想
出
骰
、
也
就
不
能
正
確
匿
分
重
視
藝
術
的
形
式
技
巧
和
片

面
追
求
形
式
美
的
形
式
主
義
傾
向
的
不
同
、
完
全
抹
照
了
六
朝
文
學
在
藝
術
形
式
技
巧
方
面
的
重
大
成
就
輿
不
朽
的
貢
猷
。
他
従
漢
儒
迂

腐
、
保
守
的
『
言
志
彰
教
』
、
『
質
撲
尚
用
』
的
観
貼
去
看
待
六
朝
文
學
、
把
宅
説
得
一
無
是
慮
、
甚
至
認
為
政
治
的
腐
敗
也
是
這
種
文
風

影
響
的
結
果
、
這
就
更
加
荒
謬
了
。
他
説
六
朝
文
學
是
『
以
傲
誕
為
清
虚
、
以
縁
情
為
勲
績
、
指
儒
素
為
古
拙
、
用
詞
賦
為
君
子
。
故
文

筆
日
繁
、
其
政
遂
胤
。
良
由
棄
大
聖
之
軌
模
、
構
無
用
以
為
用
也
。
損
本
逐
末
、
流
偏
華
壌
、
逓
相
師
祖
、
久
而
愈
扇
。
』
他
在
這
裡
所

批
評
的
六
朝
文
學
之
重
縁
情
、
重
藝
術
、
恰
恰
正
是
六
朝
文
學
登
展
中
的
優
黙
和
有
憤
値
的
貢
獣
、
所
以
真
正
顛
倒
是
非
黒
白
的
、
不
是

六
朝
的
文
人
、
而
正
是
李
誇
自
己
。
李
誇
這
種
儒
家
復
古
主
義
的
文
學
思
潮
、
在
六
朝
時
期
也
是
存
在
着
的
、
但
不
占
主
要
地
位
。
例
如

裳
子
野
的
離
轟
論
就
是
李
誇
上
書
之
先
磐
、
但
在
嘗
時
没
有
登
生
多
少
影
響
、
簾
綱
就
曽
嘲
笑
他
説
：
『
裳
乃
良
史
之
オ
、
了
無
篇
什

ノヽヽノ‘ノ‘ノ
J
$

之
美
。
』
到
了
隋
代
、
這
種
文
學
思
潮
才
借
助
於
隋
代
在
政
治
上
封
六
朝
的
批
判
、
而
占
撮
文
壇
的
統
治
地
位
。
宅
直
接
影
響
到
隋
末
唐

初
的
王
通
、
並
且
封
中
唐
以
後
的
文
藝
思
想
登
展
有
較
大
開
係
。

王
通
（
五
八
四
ー
六
一
八
）
、
字
仲
滝
、
撮
新
藷
唐
書
中
王
勃
、
王
績
侮
的
記
載
、
他
是
『
隋
末
大
儒
』
。
他
現
存
的
著
作
有
中
説
、

ヽ

ヽ

／

ヽ

／

ヽ

＄

骰
例
模
倣
論
語
、
大
約
是
他
弟
子
所
輯
録
編
成
的
。
他
死
後
、
其
門
人
私
溢
『
文
中
子
』
、
故
其
書
又
稲
文
中
子
。
王
通
的
文
學
思
想
是

封
李
誇
思
想
的
進
一
歩
登
揮
。
従
文
學
観
念
上
説
、
他
不
是
象
六
朝
一
様
逐
歩
分
辮
文
學
輿
非
文
學
文
章
之
間
謳
別
、
而
是
承
襲
先
秦
極

為
寛
乏
的
廣
義
文
學
観
念
、
他
所
説
的
『
文
」
大
罷
上
相
営
於
『
文
化
』
的
概
念
、
従
文
章
的
角
度
看
、
則
是
包
括
了
一
切
用
語
言
文
字

束
表
達
的
著
作
、
所
以
比
李
誇
説
的
『
文
』
的
範
園
還
要
廣
、
這
様
就
模
糊
和
取
消
了
文
學
特
黙
。
王
通
強
調
『
文
』
必
須
『
貫
乎
道
』
、

論
唐
初
文
學
思
想
登
展
的
特
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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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州
謝
眺
棲
餞
別
校
書
叔
云

ー
全
陵
城
西
棲
月
下
吟

ー

蓬
莱
文
章
建
安
骨
、
中
間
小
謝
又
清
登
゜

送
舎
弟

ノヽ
J
J
,
‘

ノ
し
、
r
ヽ
＄

解
道
『
澄
江
浮
如
練
』
、
令
人
長
憶
謝
玄
暉
゜

『
清
乎
義
』
（
沖
湿
い
丘
虚
心
渭
）
、
合
於
『
雅
』
而
『
及
理
』

(II)、
而
詩
歌
也
必
須
『
上
明
三
綱
、
下
達
五
常
』
（
沖
湿
し

天
地
篇
）
、
和
漠
儒
一
様
、
把
文
學
嘗
作
経
學
的
附
庸
、
輿
李
誇
之
強
調
『
風
教
』
、
如
出
一
轍
。
従
這
個
標
準
出
発
、
他
射
南
朝
的
詩
人

従
人
品
到
創
作
、
都
給
以
了
否
定
的
評
債
。
其
中
説
・
事
君
篇
説
：

子
謂
文
士
之
行
可
見
：
謝
霊
運
小
人
哉
！
其
文
傲
、
君
子
則
謹
。
沈
休
文
小
人
哉
！
其
文
冶
、
君
子
則
典
。
飽
照
、
江
滝
、
古

之
狙
者
也
、
其
文
急
以
怨
．
，
呉
笥
、
孔
珪
（
按
：
呉
笏
嘗
為
呉
均
或
王
笥
之
誤
、
孔
珪
即
孔
稚
珪
）
、
古
之
狂
者
也
、
其
文
怪

以
怒
．
，
謝
荘
、
王
融
、
古
之
織
人
也
、
其
文
砕
．
，
徐
陵
、
庚
信
、
古
之
考
人
也
、
其
文
誕
。
或
問
孝
綽
兄
弟
。
子
曰
：
郡
人

也
、
其
文
淫
。
或
問
湘
東
王
兄
弟
。
子
曰
：
貪
人
也
、
其
文
繁
。
謝
臆
、
浅
人
也
、
其
文
捷
．
，
江
継
、
詭
人
也
、
其
文
虚
゜

皆
古
之
不
利
人
也
。
子
謂
顔
延
之
、
王
倹
、
任
眈
、
有
君
子
之
心
焉
、
其
文
約
以
則
。

王
通
這
裡
封
南
朝
許
多
著
名
詩
人
的
貶
斥
、
都
是
従
儒
家
的
倫
理
道
徳
標
準
和
『
温
柔
敦
厚
』
的
『
詩
教
』
観
黙
出
登
的
。
他
所
批
評
的

這
些
南
朝
詩
人
中
、
確
賓
也
有
一
些
人
的
創
作
中
有
不
良
的
傾
向
、
但
是
、
即
使
是
封
這
些
人
、
王
通
也
並
没
有
撃
中
要
害
。
更
主
要
的

是
、
他
這
種
簡
輩
的
論
断
完
全
抹
熟
了
象
謝
霊
運
、
沈
約
、
鮪
照
、
謝
眺
、
庚
信
等
重
要
詩
人
封
文
學
骰
展
所
作
出
的
傑
出
貢
猷
。
射
這

種
貢
猷
、
我
側
無
需
贅
述
各
種
文
學
史
上
已
有
的
分
析
、
只
従
李
白
、
杜
甫
詩
中
封
他
佃
的
欽
侃
輿
賛
揚
即
可
以
看
得
恨
清
楚
。
李
白
封

謝
震
運
、
謝
眺
、
謝
恵
連
、
飽
照
、
江
滝
都
十
分
崇
拝
、
他
曽
説
：

他
日
相
思
一
夢
君
、
應
得
『
池
塘
生
春
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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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悶

ノヽ
JJ・

、ノ
J
／̀

庚
信
文
章
老
更
成
、
凌
雲
健
筆
意
縦
横
。

熟
知
二
謝
将
能
事
、
頗
學
陰
何
苦
用
心
。

|
—
江
上
値
水
如
海
勢
聯
短
述

春
日
憶
李
白

ー

安
得
思
如
陶
謝
手
、
令
渠
述
作
輿
同
遊
゜

書
情
寄
従
弟
邪
州
長
史
昭

覧
君
荊
山
作
、
江
飽
堪
動
色
。
清
水
出
芙
蓉
、
天
然
去
離
飾
。

贈
江
夏
章
太
守
良
宰

杜
甫
在
他
的
詩
中
也
屡
屡
封
南
朝
詩
人
賛
揚
備
至
、
他
曽
説
：

李
侯
有
佳
句
、
往
往
似
陰
鰹
゜

輿
李
十
二
白
同
尋
苑
十
隠
居

白
也
詩
無
敵
、
瓢
然
獨
不
郡
。
清
新
庚
開
府
、
俊
逸
鮪
参
軍
。

戯
為
六
絶
句

ー

由
比
可
見
、
王
通
射
這
些
南
朝
著
名
詩
人
的
否
定
賓
在
是
非
常
不
應
該
的
。

至
於
王
通
所
賛
揚
的
顔
延
之
、
王
倹
、
任
眈
三
人
、
均
檀
長
於
非
藝
術
文
學
之
一
般
應
用
文
章
、
而
在
詩
歌
方
面
或
成
就
一
般
或
無

所
成
就
。
鍾
蝶
在
詩
品
中
評
顔
延
之
云
：

ノヽ‘ノ‘、

5

其
源
出
於
陸
機
、
尚
巧
似
、
憫
栽
綺
密
、
情
喩
淵
深
、
動
無
虚
散
、

論
唐
初
文
學
思
想
登
展
的
特
黙

昨
夢
見
恵
連
、
朝
吟
謝
公
詩
。
東
風
引
碧
草
、
不
覺
生
華
池
。

一
字
一
句
、
皆
致
意
焉
。
又
喜
用
古
事
、
禰
見
拘
束
、
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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顔
延
之
的
詩
歌
創
作
注
重
僻
藻
華
艶
、
典
故
堆
醐
、
而
鋏
少
『
秀
逸
』
的
審
美
意
象
、
故
湯
恵
休
説
：
『
謝
詩
如
芙
蓉
出
水
、
顔
如
錯
采

鍍
金
。
」
（
見
鍾
練
詩
品
所
引
）
所
以
他
雖
『
輿
陳
郡
謝
震
運
、
倶
以
詞
彩
齊
名
』
（
宋
書
・
顔
延
之
停
）
、
但
藝
術
成
就
遠
不
如
謝
震
運
、

ノヽJ
ノ

‘

/

‘

/

1

誠
如
鍾
蝶
所
説
、
不
過
是
『
経
綸
文
雅
オ
』
。
至
於
南
齊
王
倹
、
詩
品
中
列
在
下
品
、
説
他
『
既
経
國
圏
遠
、
或
忽
是
離
晶
』
。
也
同
様
是

以
篤
作
政
論
文
之
類
出
名
、
於
詩
歌
則
無
所
成
就
。
宋
人
葛
立
方
韻
語
陽
秋
巻
六
中
曽
説
：
『
王
倹
少
年
以
宰
相
自
命
。
嘗
有
詩
云
：

ー

「
稜
契
康
虞
夏
、
伊
呂
翼
商
周
」
。
』
由
此
可
見
其
一
般
。
梁
代
任
眈
、
鍾
蝶
詩
品
中
列
為
中
品
詩
人
。
説
他
：
『
彦
昇
少
年
為
詩
不
エ
、

ノヽ‘ノ
J
`
$

故
世
稲
沈
詩
任
筆
。
』
又
説
：
『
晩
節
愛
好
既
篤
、
文
亦
遁
髪
、
若
鈴
事
理
、
拓
罷
淵
雅
、
得
國
士
之
風
、
故
擢
居
中
品
。
但
肪
既
博
物
、

動
輔
用
事
、
所
以
詩
不
得
奇
。
』
可
見
、
任
肪
也
是
以
善
窮
非
文
學
的
一
般
文
章
著
名
的
。
故
梁
書
・
任
眈
偉
也
説
：
『
眈
雅
善
隔
文
、

ー

尤
長
載
筆
、
オ
思
無
窮
。
常
世
公
王
表
奏
、
莫
不
請
焉
。
眈
起
草
即
成
、
不
加
黙
窟
。
』
而
且
他
側
三
人
的
文
章
都
合
乎
儒
家
政
教
要

求
、
而
具
有
典
雅
的
特
黙
。

道
：

封
六
朝
文
學
発
展
中
在
藝
術
的
形
式
技
巧
格
律
等
方
面
的
重
大
貢
猷
、
王
通
也
視
為
『
末
流
」
而
加
以
否
定
。
中
説
・
天
地
篇
記
載

李
百
薬
見
子
而
論
詩
、
子
不
答
。
百
薬
退
、
謂
臨
牧
曰
：
『
吾
上
陳
應
、
劉
、
下
達
沈
、
謝
、
分
四
磐
八
病
、
剛
柔
清
濁
、
各

有
端
序
、
音
若
填
篤
、
而
夫
子
不
應
、
我
其
未
達
欺
？
』
辞
牧
曰
：
『
吾
嘗
聞
夫
子
之
論
詩
突
、
上
明
三
綱
、
下
達
五
常
、
於

是
徴
存
亡
、
辮
得
失
、
故
小
人
歌
之
以
貢
其
俗
、
君
子
賦
之
以
見
其
志
、
聖
人
采
之
以
観
其
髪
。
今
子
螢
螢
馳
聘
乎
末
流
、
是

夫
子
之
所
痛
也
、
不
答
則
有
由
突
。
』

李
百
薬
是
唐
初
著
名
的
史
學
家
、
曽
撰
北
齊
書
、
其
文
學
観
貼
和
王
通
顕
然
不
同
。
王
通
在
上
述
引
文
中
所
表
現
的
態
度
輿
観
貼
、
封
應

ノヽ‘ノし、
/JJJ̀
r／ヽ

瑶
、
劉
棋
等
建
安
七
子
和
沈
約
、
謝
震
運
的
詩
歌
創
作
、
以
及
齊
梁
詩
人
封
詩
歌
格
律
的
貢
猷
、
完
全
持
否
定
意
見
、
十
分
痛
恨
而
置
之

不
顧
、
這
輿
李
誘
上
書
中
所
説
『
忽
人
君
之
大
道
、
好
雌
晶
之
小
藝
』
、
是
一
致
的
。

乖
秀
逸
、
是
経
綸
文
雅
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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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勃
（
六
四
九
ー
六
七
六
）
、
字
子
安
、
是
王
通
的
孫
子
。
作
為
初
唐
四
傑
之
一
、
王
勃
在
詩
歌
創
作
上
曽
経
為
唐
詩
的
発
展
作
出

了
貢
獣
、
他
的
名
詩
送
杜
少
府
之
任
蜀
川
等
都
己
初
歩
髄
現
了
後
来
盛
唐
詩
歌
所
具
有
的
感
情
真
摯
、
熱
烈
、
風
格
自
然
、
流
暢
的
特
黙
、

誠
如
聞
一
多
先
生
所
説
：
『
五
律
到
王
、
楊
的
時
代
是
従
台
閣
移
至
江
山
輿
塞
漠
。
』
（
唐
詩
雑
論
・
四
傑
）
但
是
正
像
許
多
文
學
家
的
文

學
理
論
輿
創
作
賓
賤
有
明
顕
的
矛
盾
一
様
、
王
勃
在
文
藝
思
想
上
承
緞
其
祖
父
王
通
的
観
黙
、
是
相
常
保
守
的
。
在
平
台
秘
略
論
・
藝
文

中
、
他
雖
也
肯
定
『
文
章
経
國
之
大
業
、
不
朽
之
能
事
」
、
但
賓
際
所
指
和
曹
杢
典
論
論
文
中
所
説
的
含
義
不
同
、
主
要
是
説
的
一
般
政

ヽ
ノ
、
ノ

治
倫
理
道
徳
方
面
的
應
用
文
章
、
而
封
『
縁
情
憫
物
』
的
詩
賦
作
品
、
則
斥
之
為
『
離
晶
小
技
』
。
特
別
是
他
在
上
吏
部
斐
侍
郎
啓
一
文

ー

中
封
六
朝
文
學
曽
進
行
了
猛
烈
的
攻
撃
。
他
説
：

自
微
言
既
絶
、
斯
文
不
振
。
屈
宋
導
源
於
前
、
枚
馬
張
淫
風
於
後
、
談
人
主
者
以
宮
室
苑
囲
為
雄
、
叙
名
流
者
以
況
副
騎
奢
為

達
。
故
魏
文
用
之
而
中
國
衰
、
宋
武
貴
之
而
江
東
胤
、
雖
沈
謝
争
鷲
、
適
先
兆
齊
梁
之
危
、
徐
庚
井
馳
、
不
能
免
周
陳
之
禍
゜

王
勃
従
儒
家
正
統
文
學
観
出
登
、
把
淫
靡
文
風
的
淵
源
一
直
追
潮
到
屈
原
和
宋
玉
、
這
和
梁
代
斐
子
野
離
晶
論
中
的
観
貼
是
相
同
的
。

ノヽ‘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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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把
崇
尚
詞
章
、
文
采
看
作
是
導
致
國
家
動
胤
敗
亡
的
根
源
、
和
李
誇
上
書
中
所
説
『
文
筆
日
繁
、
其
政
遂
胤
』
的
観
黙
、
也
是
一
致
的
。

其
賓
、
王
勃
在
創
作
中
並
没
有
完
全
撮
脱
齊
梁
文
風
的
影
響
、
同
時
也
是
吸
収
和
継
承
了
齊
梁
文
學
的
藝
術
成
就
的
、
在
此
基
礎
上
又
有

了
新
的
登
展
、
使
秀
麗
輿
牡
大
相
結
合
。
例
如
他
的
膝
王
閣
序
中
『
落
霞
輿
弧
驚
齊
飛
、
秋
水
共
天
長
一
色
』
、
成
為
腑
炎
人
口
的
名
句
、

、

ノ

即
是
明
證
。
王
勃
這
種
文
學
思
想
和
文
學
創
作
上
的
矛
盾
、
他
封
六
朝
文
學
的
激
烈
否
定
、
可
能
輿
他
封
嘗
時
文
學
創
作
状
況
的
不
満
有

開
。
楊
爛
王
勃
集
序
中
曽
説
：
『
嘗
以
龍
朔
（
六
六
一
ー
六
六
三
）
初
載
、
文
場
髪
骰
、
争
構
繊
微
、
競
為
離
刻
。
鞣
之
金
玉
龍
鳳
、
胤

ノヽヽノ‘ノ‘ノ‘ノ
Jノ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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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朱
紫
青
黄
、
影
帯
以
狗
其
功
、
俣
時
以
稲
其
美
、
骨
氣
都
盪
、
剛
健
不
聞
。
（
王
勃
）
思
革
其
弊
、
用
光
志
業
。
』
（
括
琥
内
為
引
者
所

加
。
）
但
是
、
王
勃
封
六
朝
文
學
的
這
種
全
盤
否
定
的
偏
激
之
見
、
無
論
如
何
、
封
文
學
的
健
康
骰
展
、
尤
其
是
唐
代
新
文
學
的
建
設
、

是
不
利
的
。

従
李
誇
到
王
通
、
王
勃
這
一
派
的
観
黙
、
雖
然
封
掲
露
齊
梁
文
學
的
訣
黙
、
有
一
定
的
積
極
意
義
、
可
是
由
於
他
側
封
齊
梁
文
學
的

論
唐
初
文
學
思
想
登
展
的
特
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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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貢
猷
輿
功
績
一
筆
抹
熟
、
又
提
偶
復
古
、
主
張
回
到
漠
儒
経
學
文
藝
観
的
立
場
上
去
、
這
顕
然
只
能
是
一
種
歴
史
的
倒
退
。
概
括
起

来
説
、
這
一
派
在
理
論
上
的
失
誤
、
至
少
有
以
下
三
貼
、
第
一
、
他
何
以
『
言
志
彰
教
』
来
反
封
『
縁
情
罷
物
』
、
是
違
背
文
學
本
身
的

特
黙
輿
規
律
的
、
其
結
果
只
能
是
使
文
學
喪
失
自
己
的
獨
立
性
、
而
成
為
儒
家
證
義
的
説
教
工
具
。
第
二
、
他
側
以
『
質
木
無
文
』
来
反

射
華
美
艶
麗
、
否
認
文
學
形
式
輿
技
巧
的
重
要
意
義
輿
作
用
、
看
不
到
也
不
憧
得
文
學
的
審
美
特
性
。
第
三
、
他
何
違
背
了
文
學
登
展
的

基
本
事
賓
、
粗
暴
簡
箪
地
否
定
了
屈
原
、
三
曹
七
子
、
陶
謝
、
江
鮪
等
一
大
批
射
文
學
疲
展
作
出
了
巨
大
貢
獣
的
著
名
詩
人
輿
作
家
、
拒

絶
接
受
自
楚
僻
以
来
文
學
発
展
過
程
中
的
豊
富
藝
術
経
験
。
因
此
、
他
何
所
代
表
的
文
藝
思
潮
、
不
是
健
康
的
進
歩
的
文
藝
思
潮
、
而
是

ノヽ
J
ノ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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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藝
思
想
発
展
中
一
股
陳
腐
的
復
古
主
義
暗
流
。

反
齊
梁
文
風
中
以
唐
初
的
史
學
家
為
代
表
這
一
派
観
貼
、
輿
李
誇
、
王
通
、
王
勃
這
一
派
恨
不
相
同
。
唐
初
修
史
風
氣
恨
盛
、
這
正

是
為
了
練
結
歴
史
経
験
，
探
討
建
設
繁
榮
昌
盛
的
大
唐
帝
國
之
新
路
。
房
玄
齢
（
五
七
八
ー
六
四
八
）
等
編
了
晉
書
、
李
百
薬
（
五
六
五

ヽ

ー
六
四
八
）
編
了
北
齊
書
、
令
狐
徳
菜
（
五
八
―
―
―
ー
六
六
六
）
編
了
周
書
、
眺
思
廉
（
五
五
七
ー
六
三
七
）
編
了
梁
書
、
陳
書
、
魏
徴

等
編
了
隋
書
、
李
延
壽
編
了
南
史
、
北
史
。
他
側
編
著
史
書
的
過
程
中
、
必
然
要
渉
及
到
封
南
朝
（
包
括
整
個
六
朝
）
文
學
的
評
債
問
題
、

因
為
文
化
建
設
也
是
大
唐
帝
園
的
一
個
重
要
方
面
。
他
側
中
間
有
一
些
人
是
輔
助
李
世
民
的
重
要
政
治
家
、
思
想
比
較
開
明
、
具
有
遠
見

卓
識
。
他
側
看
問
題
比
較
全
面
、
所
以
、
雖
然
也
批
評
六
朝
文
風
、
但
是
極
有
分
寸
、
而
不
過
激
。
他
側
的
基
本
思
想
是
要
兼
取
南
北
之

長
、
而
避
其
所
短
、
主
張
文
學
作
品
既
要
有
充
賓
的
社
會
内
容
、
又
應
常
有
華
美
的
文
采
。
従
文
學
登
展
的
角
度
来
看
、
他
何
認
為
屈
宋

之
辟
賦
、
建
安
之
詩
歌
、
都
是
那
個
時
代
文
學
的
騒
傲
、
是
應
嘗
充
分
肯
定
的
。
而
西
晉
之
陸
機
、
張
華
、
左
思
、
晉
宋
之
交
的
陶
淵
明
、

以
及
梢
後
的
謝
霊
運
、
顔
延
之
、
鮪
照
、
也
都
是
継
承
了
這
個
優
秀
博
統
的
。
他
側
認
為
六
朝
文
學
之
出
現
傾
斜
、
登
生
偏
差
、
主
要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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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唐
初
文
學
思
想
発
展
的
特
黙

在
梁
大
同
（
五
三
五
ー
五
四
六
）
以
後
、
梁
簡
文
帝
癖
綱
和
梁
元
帝
蒲
繹
提
偶
宮
罷
、
而
徐
陵
、
庚
信
等
又
大
力
加
以
登
展
。
但
是
、
他

何
封
癖
氏
兄
弟
、
徐
陵
、
庚
信
等
也
不
簡
箪
地
全
部
否
定
、
尤
其
封
庚
信
在
入
北
朝
後
的
作
品
還
給
了
根
高
的
評
憤
。
現
在
、
我
佃
来
分

魏
徴
是
唐
初
史
學
家
中
政
治
上
威
望
最
高
、
井
野
大
唐
帝
國
的
建
立
起
過
重
大
歴
史
作
用
的
著
名
人
物
。
魏
徴
在
隋
書
的
経
籍
志
和

文
學
偉
序
等
篇
中
封
文
學
的
歴
史
発
展
曽
経
作
了
全
面
的
論
述
輿
評
債
。
首
先
、
他
指
出
文
學
的
功
用
是
恨
大
的
：
『
上
所
以
敷
徳
教
於

下
、
下
所
以
達
情
志
於
上
，
大
則
経
緯
天
地
、
作
訓
垂
範
，
次
則
風
謡
歌
頌
、
匡
主
和
民
。
』
在
強
調
文
學
的
社
會
教
育
作
用
同
時
、
又

充
分
注
意
到
了
文
學
是
暢
達
情
志
、
風
謡
歌
頌
的
特
黙
、
不
象
李
誇
等
人
那
様
、
把
文
學
輿
非
文
學
的
文
章
完
全
等
同
起
束
、
斥
責
縁
情

憫
物
為
末
流
、
歪
風
。
他
十
分
重
視
文
學
縁
情
罷
物
、
表
現
人
的
心
震
世
界
之
特
黙
。
他
在
隋
書
経
籍
志
中
解
繹
『
別
集
』
之
名
時
説
：

ー

『
自
霊
均
巳
降
、
隔
文
之
士
衆
突
。
然
其
志
尚
不
同
、
風
流
殊
別
、
後
之
君
子
欲
観
其
聘
勢
而
見
其
心
霊
、
故
別
緊
焉
、
名
之
為
集
。
』

在
集
部
練
論
中
又
説
：
『
文
者
、
所
以
明
言
也
。
古
者
登
高
能
賦
、
山
川
能
祭
、
師
旅
能
誓
、
喪
紀
能
誅
、
作
器
能
銘
、
則
可
以
為
大
夫
。

言
其
因
物
聘
僻
、
情
霊
無
擁
者
也
。
』
這
些
精
彩
的
論
述
、
我
側
可
以
看
作
是
封
六
朝
研
究
文
學
特
貼
成
就
的
継
承
輿
登
展
。
更
為
可
貴

的
是
、
他
封
登
憤
著
作
的
偉
統
給
予
了
充
分
肯
定
輿
高
度
評
債
。
文
學
博
序
中
説
：
『
或
離
識
放
逐
之
臣
、
塗
窮
後
門
之
士
、
道
轄
朝
而

未
遇
、
志
郁
抑
而
不
申
、
憤
激
委
約
之
中
、
飛
文
魏
問
之
下
、
奮
迅
泥
滓
、
自
致
青
雲
、
振
沈
溺
於
一
朝
、
流
風
磐
於
千
載
、
往
往
而

有
。
』
這
確
賓
是
難
能
可
貴
的
、
宅
封
唐
代
文
學
的
健
康
登
展
影
響
極
為
深
遠
。

其
次
、
魏
徴
在
封
文
學
歴
史
骰
展
過
程
的
論
述
中
、
也
表
現
了
和
李
誇
、
王
通
等
人
完
全
不
同
的
観
黙
。
第
一
、
他
封
被
王
勃
視
為

淫
靡
文
風
之
源
的
屈
原
和
宋
玉
以
及
極
大
地
骰
展
了
『
淫
風
』
的
枚
乗
、
司
馬
相
如
等
、
都
給
了
恨
高
的
肯
定
評
憤
。
在
隋
書
経
籍
志
中

／ヽ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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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説
：

楚
辟
者
、
屈
原
之
所
作
也
。
自
周
室
衰
胤
、
詩
人
寝
息
、
詔
候
之
道
興
、
諷
剌
之
僻
駿
。
楚
有
賢
臣
屈
原
、
被
識
放
逐
、
乃
著

離
騒
八
篇
。
言
己
離
別
愁
思
、
申
抒
其
心
、
自
明
無
罪
、
因
以
諷
諌
、
翼
君
覺
悟
、
卒
不
省
察
、
遂
赴
泊
羅
死
焉
。
弟
子
宋
玉
、

別
研
究
他
側
的
論
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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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
惜
其
師
、
傷
而
和
之
。
其
後
買
誼
、
東
方
朔
、
劉
向
、
揚
雄
嘉
其
文
彩
、
擬
之
而
作
。
蓋
以
原
楚
人
也
、
謂
之
楚
辟
。
然
其

氣
質
高
麗
、
雅
致
清
遠
、
後
之
文
人
、
咸
不
能
逮
。

宋
玉
屈
原
激
清
風
於
南
楚
、
厳
郷
枚
馬
陳
盛
藻
於
西
京
、
平
子
艶
骰
於
東
都
、
王
簗
獨
歩
於
滝
澄
゜

由
此
可
見
、
魏
徴
封
楚
僻
輿
漢
賦
是
十
分
讃
賞
的
、
井
封
楚
僻
輿
漢
賦
在
中
國
文
學
登
展
中
的
地
位
給
予
了
充
分
的
、
足
睛
的
伯
債
。
第

／ヽヽ
r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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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ヽ
／

二
、
魏
徴
射
六
朝
文
學
登
展
的
論
述
也
輿
李
誇
等
人
完
全
不
同
、
他
封
六
朝
文
學
的
評
債
是
恨
高
的
。
隋
書
経
籍
志
的
集
部
穂
論
中
他

ー

妥
逮
晉
氏
、
見
稲
涌
陸
、
並
紬
藻
相
輝
、
宮
商
間
起
、
清
僻
潤
乎
金
石
、
精
義
薄
乎
雲
天
。
永
嘉
已
後
、
玄
風
既
扇
、
僻
多
平

淡
、
文
寡
風
力
。
降
及
江
東
、
不
勝
其
弊
。
宋
齊
之
世
、
下
逮
梁
初
、
震
運
高
致
之
奇
、
延
年
錯
綜
之
美
、
謝
玄
暉
之
藻
麗
、

沈
休
文
之
富
溢
、
頬
喚
斌
蔚
、
僻
義
可
観
。

這
裡
封
玄
言
詩
的
批
評
採
用
了
鍾
蝶
詩
品
序
中
的
観
黙
、
而
封
播
岳
、
陸
機
、
謝
霊
運
、
顔
延
之
、
謝
臆
、
沈
約
的
評
債
、
則
都
相
嘗
高
、

／ヽ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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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来
亦
是
吸
収
了
鍾
繰
詩
品
序
中
的
見
解
。
鍾
蝶
曽
説
：
『
陸
機
為
太
康
之
英
、
安
仁
、
景
陽
為
輔
．
，
謝
客
為
元
嘉
之
雄
、
顔
延
之
為

ノ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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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
』
同
時
他
顕
然
也
参
考
了
沈
約
在
宋
書
謝
霊
運
博
論
中
封
六
朝
文
學
的
評
債
。
他
在
隋
書
文
學
偉
論
中
説
：
『
自
漠
魏
以
来
、
迄
子

I

I

 

晉
宋
、
其
憫
暖
嬰
、
前
哲
論
之
詳
突
。
』
所
謂
『
前
哲
』
嘗
指
沈
約
。
第
三
、
他
封
齊
梁
文
學
的
評
論
可
以
説
是
沈
約
宋
書
謝
霊
運
博
論

的
継
績
。
文
學
偉
序
中
説
：

／ヽヽ
ノ‘ノ‘ノヽ
ノ
J

ノJ
ノJ
J

聾
永
明
、
天
監
之
際
、
太
和
、
天
保
之
間
、
洛
陽
江
左
、
文
雅
尤
盛
。
子
時
作
者
、
潜
陽
江
滝
、
呉
郡
沈
約
、
築
安
任
時
、

澄
陰
温
子
昇
、
河
間
邪
子
オ
、
鉗
鹿
魏
伯
起
等
、
並
學
窮
書
圃
、
思
極
人
文
。
褥
彩
郁
於
雲
霞
、
逸
響
振
於
金
石
、
英
華
秀
登
、

波
瀾
浩
蕩
、
筆
有
餘
力
、
詞
無
謁
源
。
方
諸
張
、
察
、
曹
、
王
、
亦
各
一
時
之
選
也
。
聞
其
風
者
、
磐
馳
景
慕
゜

這
段
論
述
中
、
魏
徴
在
用
詞
方
面
也
是
輿
沈
約
接
近
的
。
他
封
齊
梁
時
代
的
大
部
分
作
家
也
是
充
分
肯
定
的
、
這
就
和
李
誇
等
人
的
観
貼

兒
1¥11

ロ 其
集
部
穂
論
中
又
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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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去
甚
遠
了
。
特
別
應
常
指
出
的
是
、
魏
徴
射
六
朝
文
人
在
藝
術
形
式
技
巧
方
面
的
貢
獣
是
給
予
了
熱
烈
賛
揚
的
、
絲
憂
也
没
有
~
宅
看

作
是
『
離
晶
小
技
』
而
加
以
貶
斥
。
包
括
封
整
律
論
的
看
法
也
是
如
比
。
在
這
一
黙
上
他
和
鍾
蝶
也
不
一
様
。

但
是
、
魏
徴
封
齊
梁
文
學
也
有
恨
尖
鋭
的
批
評
。
他
在
文
學
博
序
中
説
：

ヽ
／
ヽ
ノ
‘
ノ
J
ノ
J
ノ
J
ノ
J
ノ
J
ノ．

梁
自
大
同
之
後
、
雅
道
浦
鋏
、
漸
乖
典
則
、
争
馳
新
法
。
簡
文
、
湘
東
、
啓
其
淫
放
，
徐
陵
、
庚
信
、
分
路
揚
鑢
。
其
意
浅
而

繁
、
其
文
匿
而
彩
、
詞
尚
軽
険
、
情
多
哀
思
。
格
以
延
陵
之
聰
、
蓋
亦
亡
國
之
音
乎
！

魏
徴
把
封
齊
梁
文
學
的
批
評
厳
格
地
限
制
在
梁
大
同
之
後
以
癖
綱
、
簾
繹
、
徐
陵
、
庚
信
為
代
表
的
宮
罷
詩
一
類
創
作
的
範
園
之
内
、
是

恨
有
見
地
的
、
也
是
符
合
齊
梁
文
學
登
展
的
賓
際
的
。
常
然
、
宮
罷
詩
一
類
的
作
品
、
雖
有
『
淫
放
』
、
『
轄
険
』
之
弊
、
在
藝
術
上
也
並

不
是
没
有
値
得
肯
定
的
地
方
、
特
別
是
射
中
圃
古
代
詠
物
詩
的
登
展
、
描
窮
的
細
脈
等
、
也
都
有
過
貢
猷
、
然
而
、
宅
穂
的
発
展
方
向
是

不
健
康
的
、
走
上
邪
道
了
。
魏
徴
在
隋
書
経
籍
志
的
集
部
練
論
中
説
：
『
梁
簡
文
之
在
東
宮
、
亦
好
篇
什
。
清
辟
巧
製
、
止
乎
托
席
之

ー

間
，
彫
琢
蔓
藻
、
思
極
閏
閣
之
内
。
』
可
見
、
他
封
簡
文
帝
的
『
清
辞
巧
製
』
、
『
彫
琢
蔓
藻
』
本
身
也
並
不
否
定
、
只
是
批
評
其
内
容
格

調
之
低
下
而
已
゜

魏
徴
不
僅
封
文
學
登
展
作
了
縦
向
的
歴
史
評
述
、
而
且
封
文
學
如
何
正
確
地
向
前
骰
展
、
也
提
出
了
極
為
重
要
的
見
解
。
他
在
文
學

ヽ
ノ
‘
ノ

J
$

偉
序
中
説
：

ヽ
ノ
ヽ
ノ
ヽ
＄

江
左
宮
商
登
越
、
貴
於
清
綺
．
，
河
朔
詞
義
貞
剛
、
重
乎
氣
質
。
氣
質
則
理
勝
其
詞
、
清
綺
則
文
過
其
意
。
理
深
者
便
於
時
用
、

文
華
者
宜
於
詠
歌
。
此
其
南
北
詞
人
得
失
之
大
較
也
。
若
能
扱
彼
清
音
、
簡
絃
累
句
、
各
去
所
短
、
合
其
雨
長
、
則
文
質
斌
斌
、

盛
善
盛
美
突
。

魏
徴
這
種
文
質
兼
備
、
南
北
融
和
的
文
學
観
黙
、
賓
際
上
成
了
唐
代
文
學
登
展
的
重
要
指
導
思
想
、
取
南
朝
之
華
美
清
麗
、
而
加
之
以
北

朝
的
意
理
氣
質
、
在
一
個
更
高
的
層
次
上
統
一
起
来
、
也
就
是
説
、
要
在
継
承
南
朝
文
學
藝
術
成
就
的
基
礎
上
、
吸
収
北
朝
文
學
重
視
作

品
的
社
會
内
容
的
長
虞
、
使
内
容
和
形
式
完
美
地
統
一
、
剛
健
清
新
、
形
象
鮮
明
、
従
而
創
造
出
一
種
輿
唐
代
政
治
、
経
清
登
展
相
適
應

論
唐
初
文
學
思
想
骰
展
的
特
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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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狐
徳
菜
也
是
唐
初
的
重
要
政
治
家
。
早
在
武
徳
四
年
（
六
ニ
―
)
他
就
建
議
修
梁
、
陳
、
北
齊
、
北
周
、
隋
史
。
他
的
周
書
王

褒
庚
信
偉
論
賓
際
是
一
篇
間
述
文
學
的
歴
史
骰
展
状
況
輿
如
何
創
造
唐
代
新
文
學
的
専
論
、
可
輿
魏
徴
隋
書
中
的
有
閥
論
述
互
相
登
明
。

I

i

 

在
論
述
前
代
作
家
方
面
、
他
給
予
了
屈
原
、
宋
玉
、
荀
況
、
買
誼
等
以
極
高
的
評
債
、
認
為
屈
原
『
宏
才
艶
登
、
有
憫
隠
之
美
』
、
宋
玉

綱
他
之
後
、
『
追
逸
轡
而
亜
其
跡
』
、
荀
況
『
含
章
鬱
起
、
有
諷
論
之
義
」
、
買
誼
是
『
洛
陽
才
子
」
、
能
『
綱
清
景
而
備
其
暉
」
。
他
側
都

善
於
『
陶
錆
性
震
、
組
織
風
雅
、
詞
賦
之
作
、
賓
為
其
冠
。
」
封
於
漠
賦
的
作
家
他
也
給
予
了
充
分
的
肯
定
：
『
孝
武
之
後
、
雅
尚
斯
文
。

揚
尭
振
藻
者
如
林
、
而
二
馬
（
司
馬
遷
、
司
馬
相
如
）
、
王
（
褒
）
、
揚
（
雄
）
為
之
傑
。
東
京
之
朝
、
絃
道
愈
扇
、
咀
徴
含
商
者
成
市
、

而
班
（
固
）
博
（
毅
）
、
張
（
衡
）
、
i

祭
（
畠
）
為
之
雄
。
』
到
了
魏
晉
時
代
、
詩
歌
創
作
達
到
了
一
個
新
的
高
峯
。
『
曹
（
植
）
、
王
（
菜
）
、

陳
（
琳
）
、
玩
（
璃
）
負
宏
術
之
思
、
挺
棟
幹
於
鄭
林
．
，
播
（
岳
）
、
陸
（
機
）
、
張
（
華
）
、
左
（
思
）
、
檀
修
麗
之
オ
、
飾
羽
儀
於
鳳
穴
。

斯
並
高
視
嘗
世
、
連
衡
孔
門
。
』
這
様
的
評
債
輿
李
誇
、
王
通
之
論
、
顕
然
是
鮮
明
地
封
立
的
。
令
狐
徳
菜
認
為
従
屈
宋
以
来
的
這
些
作

家
都
是
孔
子
以
後
各
朝
的
佼
佼
者
、
而
従
根
本
上
説
是
輿
『
孔
門
』
一
致
的
。
可
見
、
唐
初
的
史
學
家
雖
然
也
講
儒
家
政
教
、
但
他
何
理

解
的
内
容
和
範
園
都
恨
廣
、
更
多
是
指
現
賓
的
社
會
政
治
、
而
和
漢
儒
和
李
誇
、
王
通
之
把
儒
家
政
教
看
作
為
狭
陰
的
復
古
主
義
教
條
、

是
恨
不
相
同
的
。

値
得
我
側
注
意
的
、
是
令
狐
徳
菜
封
北
朝
文
學
的
評
論
。
他
在
周
書
王
褒
庚
信
偲
論
中
説
：

既
而
中
州
版
蕩
、
戎
秋
交
侵
、
僭
偽
相
隔
、
士
民
塗
炭
、
故
文
章
闘
焉
。
其
潜
思
於
戦
争
之
間
、
揮
翰
於
鋒
鏑
之
下
、
亦
往
往

而
間
出
芙
。
若
乃
魯
徽
、
杜
廣
、
徐
光
、
手
弼
之
疇
、
知
名
於
二
趙
．
，
宋
諺
、
封
突
、
朱
形
、
梁
謹
之
屡
、
見
重
於
燕
秦
゜

然
皆
迫
於
倉
卒
、
牽
於
戦
争
、
競
奏
符
檄
、
則
菜
然
可
観
、
罷
物
縁
情
、
則
寂
蓼
於
世
。
非
其
才
有
優
劣
、
時
運
然
也
。
…
…

泊
乎
有
魏
、
定
鼎
沙
朔
、
南
包
河
准
、
西
呑
開
瀧
。
嘗
時
之
士
、
有
許
謙
、
雀
宏
、
崖
浩
、
高
允
、
高
閻
、
湘
雅
等
、
先
後
之

間
、
磐
賓
倶
茂
、
詞
義
典
正
、
有
永
嘉
之
遺
烈
焉
。
及
太
和
之
辰
、
雖
復
崇
尚
文
雅
、
方
謬
並
路
、
多
乖
往
轍
、
渉
海
登
山
竿

的
、
前
所
未
有
的
新
文
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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値
良
賓
。
其
後
哀
翻
オ
稲
潅
雅
、
常
景
思
標
汎
鬱
、
彬
彬
焉
蓋
一
時
之
俊
秀
也
。
周
氏
創
業
、
運
隔
陵
夷
、
纂
遺
文
於
既
喪
、

聘
奇
士
如
弗
及
。
是
以
蘇
亮
、
蘇
綽
、
慮
柔
、
唐
瑾
、
元
偉
、
李
剥
之
徒
、
咸
奮
鱗
翼
、
自
致
青
紫
。
然
綽
建
言
、
務
存
質
朴
、

遂
糖
粘
魏
晉
、
憲
章
虞
夏
、
雖
隔
詞
有
師
古
之
美
、
矯
柾
非
適
時
之
用
、
故
莫
能
常
行
焉
。

在
這
段
論
述
中
、
令
狐
徳
菜
既
明
確
指
出
北
朝
文
學
不
登
達
的
状
況
及
其
原
因
、
説
明
『
憫
物
縁
情
』
之
所
以
『
寂
蓼
於
世
』
、
乃
『
時

運
然
也
』
。
同
時
、
令
狐
徳
菜
也
充
分
肯
定
了
北
朝
文
學
登
展
中
具
有
剛
健
、
俊
逸
風
格
、
内
容
較
為
充
賓
的
作
品
。
所
謂
『
潜
思
於
戦

争
之
間
、
揮
翰
於
鋒
鏑
之
下
』
的
作
品
、
正
是
就
此
而
言
的
。
他
還
指
出
北
魏
那
些
『
磐
賓
倶
茂
、
詞
義
典
正
』
之
作
、
具
有
所
謂
『
永

嘉
之
遺
烈
』
。
應
嘗
特
別
注
意
的
是
、
令
狐
徳
菜
封
北
周
蘇
綽
等
人
的
評
債
、
他
認
為
蘇
綽
那
種
復
古
、
保
守
的
文
學
観
是
恨
不
可
取
的
、

説
他
『
建
言
務
存
質
朴
、
遂
糖
枇
魏
晉
、
憲
章
虞
夏
。
雖
隔
詞
有
師
古
之
美
、
矯
柾
非
適
時
之
用
』
。
可
見
、
令
狐
徳
~
封
魏
晉
以
来
的

文
學
偉
統
是
充
分
肯
定
的
、
封
北
朝
文
學
忽
視
文
學
藝
術
的
審
美
特
性
是
恨
不
満
意
的
。
在
封
由
南
朝
到
北
朝
的
著
名
作
家
王
褒
、
庚
信

的
評
論
中
、
可
以
更
清
楚
地
看
到
令
狐
徳
菜
持
論
公
正
、
全
面
的
特
貼
。
他
指
出
王
褒
、
庚
信
是
北
朝
最
為
出
類
抜
幸
的
人
物
、
『
奇
才

秀
出
、
牢
籠
於
一
代
。
」
但
是
也
尖
鋭
地
批
評
了
庚
信
在
南
朝
時
創
作
上
的
一
些
錯
誤
傾
向
、
説
他
的
文
章
、
『
登
源
於
宋
末
、
盛
行
於
梁

季
、
其
罷
以
淫
放
為
本
、
其
詞
以
軽
険
為
宗
、
故
能
誇
目
修
於
紅
紫
、
蕩
心
途
於
鄭
衛
。
昔
揚
子
雲
有
言
：
「
詩
人
之
賦
麗
以
則
、
詞
人

之
賦
麗
以
淫
。
」
若
以
庚
氏
方
之
、
斯
又
詞
賦
之
罪
人
也
。
』

令
狐
徳
菜
提
出
文
學
創
作
的
正
確
途
径
應
常
是
『
以
氣
為
主
、
以
文
偲
意
。
』
這
是
和
曹
不
一
、
陸
機
等
的
主
張
一
致
的
。
並
且
在
此

基
礎
上
、
又
進
一
歩
提
出
『
其
調
也
尚
遠
、
其
旨
也
在
深
、
其
理
也
貴
常
、
其
僻
也
欲
巧
。
」
這
『
調
遠
』
、
『
旨
深
」
的
主
張
正
是
後
束

盛
唐
文
學
的
重
要
特
貼
。
殷
瑶
在
論
述
唐
詩
登
展
時
就
曽
指
出
：
『
景
雲
中
、
頗
通
遠
調
。
」
（
河
獄
英
霊
集
叙
）
他
還
説
文
學
創
作
要
倣

到
：
『
文
質
因
其
宜
、
繁
約
適
其
髪
、
櫂
衡
軽
重
、
掛
酌
古
今
、
和
而
能
牡
、
麗
而
能
典
。
』
這
些
可
輿
魏
徴
所
説
：
『
文
質
斌
斌
、
盛

善
憲
美
』
、
互
相
骰
明
、
也
是
後
束
唐
詩
登
展
所
走
的
道
路
。

唐
初
其
他
的
史
學
家
也
大
都
和
魏
徴
、
令
狐
徳
~
持
相
同
的
観
黙
。
李
百
薬
在
北
齊
書
文
苑
偉
中
也
十
分
重
視
文
詞
之
美
。
他

ー

論
唐
初
文
學
思
想
登
展
的
特
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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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見
輿
湘
東
王
書
。

ー

（
二
）
景
雲
為
唐
容
宗
李
旦
的
年
琥
、
公
元
七
一
〇
至
七
―
一
年
。

註
繹

説
：
『
夫
玄
象
著
明
、
以
察
時
髪
、
天
文
也
。
聖
達
立
言
、
化
成
天
下
、
人
文
也
。
達
幽
顕
之
情
、
明
天
人
之
際
、
其
在
文
乎
？
逸
聰
一
―
―

古
、
禰
綸
百
代
、
制
幌
作
築
、
騰
賓
飛
磐
、
若
或
言
之
不
文
、
登
能
行
之
遠
乎
？
』
為
此
他
封
屈
原
、
宋
玉
、
司
馬
相
如
、
揚
雄
等
作
家

也
是
充
分
肯
定
的
。
他
説
：
『
至
夫
湘
夏
以
文
詞
檀
美
、
顔
回
則
庶
幾
将
聖
、
屈
宋
所
以
後
塵
、
卿
雲
未
能
畷
簡
、
於
是
辞
人
オ
子
、
波

駿
雲
蜀
、
振
航
鷺
之
羽
儀
、
縦
離
龍
之
符
采
、
…
…
』
他
認
為
文
學
初
是
人
内
心
真
賓
感
情
之
流
露
、
『
文
之
所
起
、
情
登
於
中
』
、
『
斯

固
感
英
震
以
特
達
、
非
勢
心
所
能
致
也
。
』
他
封
魏
文
帝
曹
杢
的
典
論
論
文
及
沈
約
的
宋
書
謝
震
運
博
論
都
給
以
了
高
度
的
賛
揚
。
只
是

、/‘/、

I

封
齊
梁
的
宮
憫
詩
給
予
了
批
評
、
指
出
：
『
江
左
梁
末
、
禰
尚
轄
険
、
始
自
儲
宮
、
刑
乎
流
俗
、
雑
徳
滞
以
成
音
、
故
雖
悲
而
不
雅
。
』

此
外
、
眺
思
廉
在
梁
書
文
學
偉
中
也
指
出
：
『
夫
文
者
、
妙
登
性
震
、
獨
抜
懐
抱
。
』
強
調
文
學
是
人
心
霙
的
真
賓
表
露
、
十
分
重
視
文

學
的
抒
情
本
質
、
顕
然
也
是
和
李
誇
之
斥
責
『
縁
情
』
相
射
立
的
。
他
封
梁
武
帝
愛
好
文
學
、
重
視
文
人
、
十
分
賛
賞
。
他
説
：
『
高
祖

聰
明
文
思
、
光
宅
厘
宇
、
労
求
儒
雅
、
詔
採
異
人
。
文
章
之
盛
、
換
乎
倶
集
。
毎
所
御
幸
、
輛
命
塁
．
臣
賦
詩
。
其
文
善
者
、
賜
以
金
吊
、

詣
庭
而
猷
賦
頌
者
、
或
引
見
焉
。
其
在
位
者
、
則
沈
約
、
江
滝
、
任
眈
、
並
以
文
采
妙
絶
嘗
時
。
」
這
也
可
見
他
封
齊
梁
的
許
多
重
要
詩

人
都
是
肯
定
的
。

唐
初
史
學
家
上
述
封
文
學
歴
史
発
展
的
評
述
及
射
新
文
學
創
作
提
出
的
要
求
、
為
唐
代
建
國
後
文
學
的
繁
榮
骰
展
指
明
了
方
向
輿
道

路
、
同
時
也
可
以
看
出
唐
初
史
學
家
在
思
想
上
並
不
格
守
儒
家
薔
偲
統
、
是
重
視
吸
取
魏
晉
以
来
文
學
登
展
、
尤
其
是
藝
術
技
巧
方
面
的

新
成
果
、
而
富
有
開
創
精
神
的
。
因
比
、
他
側
的
文
學
思
想
之
重
要
特
黙
、
是
反
封
封
齊
梁
文
學
的
全
盤
否
定
、
反
射
李
誇
ゞ
王
通
等
人

的
復
古
、
保
守
文
學
思
想
、
所
以
是
比
較
活
澄
、
自
由
、
而
具
有
新
的
蓬
勃
生
氣
的
文
學
思
想
。
他
何
的
這
種
積
極
、
進
取
的
文
學
思
想
、

後
来
在
陳
子
昂
、
李
白
、
杜
甫
等
的
詩
論
中
得
到
了
継
承
輿
登
展
、
並
在
唐
詩
的
繁
榮
登
展
過
程
中
起
了
重
大
的
促
進
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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