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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梧
桐
雨
』

最
先
明
確
提
出
白
撲
名
作
『
梧
桐
雨
』
里
「
明
皇
撃
梧
桐
」
故
事
的
重
要
性
的
是
日
本
青
木
正
兒
博
士
。
這
里
的
「
明
皇
撃
梧
桐
」
是

指
盛
唐
天
賓
某
日
宮
中
宴
築
時
、
在
梨
園
弟
子
側
的
伴
奏
下
、
楊
貴
妃
舞
起
覚
裳
羽
衣
曲
、
明
皇
（
唐
玄
宗
）
手
持
筏
子
敲
撃
梧
桐
、
即

興
伴
奏
的
歓
築
場
面
。
『
梧
桐
雨
』
里
「
明
皇
撃
梧
桐
」
這
一
故
事
、
在
第
二
折
宮
中
宴
築
、
第
三
折
馬
鬼
兵
乱
、
第
四
折
追
憶
楊
妃
各

場
面
曾
反
復
出
現
。
青
木
博
士
在
封
『
元
人
雑
劇
』
中
的
『
梧
桐
雨
』
進
行
解
繹
時
指
出
：
「
明
皇
撃
梧
桐
」
的
故
事
是
貫
穿
劇
中
歓
築

輿
悲
傷
的
主
要
綬
索
、
井
強
調
「
這
一
劇
作
的
動
機
、
可
以
説
就
在
子
撃
梧
桐
故
事
上
」
。
此
外
、
博
士
還
従
考
索
故
事
由
来
的
角
度
、

列
學
了
宋
代
徽
宗
『
宜
和
書
＿
譜
』
著
録
的
唐
代
甕
家
張
萱
的
「
｛
鳥
明
皇
撃
梧
桐
圏
」
、
元
代
陶
宗
儀
的
『
綴
耕
録
』
中
所
記
院
本
「
撃
梧
桐
」
。

封
子
元
曲
研
究
、
本
人
完
全
是
外
行
、
只
不
過
是
出
子
封
楊
貴
妃
故
事
的
演
愛
有
所
開
心
、
在
青
木
博
士
所
論
的
引
導
下
、
我
封
『
梧

桐
雨
』
中
「
明
皇
撃
梧
桐
」
故
事
的
由
来
進
行
了
一
些
資
料
性
的
調
査
。
其
結
果
、
使
我
明
確
了
：
作
者
白
撲
之
父
白
華
及
其
周
園
的
友

人
之
間
流
行
的
「
明
皇
撃
梧
桐
圏
」
的
題
書
一
詩
、
輿
其
有
着
極
為
密
切
的
闘
係
。
在
此
、
請
允
許
我
利
用
本
次
機
會
、
登
表
這
一
調
査
結

果
、
井
仰
望
得
到
各
位
的
高
見
。

『
梧
桐
雨
』
里
「
明
皇
撃
梧
桐
」
故
事
探
源

里

「
明
皇
撃
梧
桐
」

竹

故
事
探
源

村

則

子
Jノ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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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
閑
中

（
巻
七
）

陳
閉

窮
明
皇
撃
梧
桐
圏
ニ

一
般
認
為
白
撲
的
『
梧
桐
雨
』
是
根
撼
白
居
易
的
「
長
恨
歌
」
而
作
的
。
的
確
、
従
其
正
題
「
唐
明
皇
秋
夜
梧
桐
雨
」
酷
似
「
長
恨

歌
」
中
「
秋
雨
梧
桐
葉
落
時
」
詩
句
、
以
及
明
皇
輿
楊
貴
妃
愛
情
骰
展
方
式
等
方
面
来
看
、
確
賓
如
此
。
但
是
、
題
目
暫
且
不
論
、
我
想

聯
系
内
容
来
論
、
表
現
『
梧
桐
雨
』
主
題
的
「
明
皇
撃
梧
桐
」
這
一
情
節
、
「
長
恨
歌
」
中
没
有
出
現
。
不
僅
如
此
、
陳
鴻
的
「
長
恨
歌

偲
」
、
鄭
隅
的
「
津
陽
門
詩
」
、
築
史
的
「
楊
太
憤
愚
野
偉
」
等
豊
富
穿
括
楊
貴
妃
故
事
的
中
晩
唐
五
代
的
任
何
作
品
中
、
都
技
不
出
「
明
皇

撃
梧
桐
」
這
一
故
事
。
究
覚
如
何
看
待
這
一
現
像
咆
？
這
一
現
象
可
以
使
我
何
推
測
「
明
皇
撃
梧
桐
」
故
事
井
非
根
撼
文
字
性
文
猷
資
料
、

而
是
根
拠
其
宅
某
種
資
料
納
入
『
梧
桐
雨
』
中
的
。

其
賓
「
明
皇
撃
梧
桐
」
的
主
題
、
原
為
盛
唐
玄
宗
以
来
、
特
別
是
愛
好
綸
畳
的
宋
金
元
歴
代
文
人
所
着
意
描
鎗
的
壷
題
。
這
里
我
想
就

「
明
皇
撃
梧
桐
圏
」
的
髪
遷
概
況
加
以
闇
述
。

「
明
皇
撃
梧
桐
圏
」
、
現
存
作
品
未
見
。
因
此
、
這
些
畳
的
慎
賓
面
貌
、
是
否
隔
同
一
種
類
型
、
作
者
如
何
等
々
、
我
何
只
有
根
撼
書
一

題
来
想
像
。
但
是
、
既
然
這
里
運
用
了
「
明
皇
」
輿
「
撃
梧
桐
」
這
些
字
様
、
按
照
中
國
典
故
的
常
規
来
看
、
這
無
疑
是
具
有
某
種
寓
意
、

才
描
綸
出
如
前
所
述
的
「
明
皇
撃
梧
桐
」
故
事
束
的
。
子
是
、
在
遺
留
下
来
的
衆
多
描
綸
明
皇
故
事
的
鸞
中
、
我
只
局
限
子
開
注
那
些
包

含
「
明
皇
」
輿
「
撃
梧
桐
」
這
一
開
鍵
内
容
的
綸
蜜
、
来
作
進
一
歩
考
察
。

在
北
宋
徽
宗
的
内
府
所
蔵
名
璽
目
録
『
宣
和
甕
譜
』
中
、
有
三
例
隅
子
「
明
皇
撃
梧
桐
圏
」
的
記
録
：

（
巻
五
）

明
皇
撃
梧
桐
圏
一

明
皇
撃
梧
桐
圏
四

（
巻
五
）

張
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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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
、
開
手
陳
閑
有
如
下
注
繹
、

開
元
中
、
明
皇
召
入
供
奉
、
毎
令
寓
御
容
、
妙
絶
嘗
時
。

由
此
可
知
、
是
陳
閑
作
為
明
皇
的
宮
廷
書
＿
師
、
描
絢
出
「
明
皇
撃
梧
桐
」
這
一
主
題
的
。

那
以
後
、
在
杭
州
復
興
後
的
南
宋
輯
録
的
名
書
＿
目
録
『
宋
中
興
館
閣
儲
蔵
圏
書

l

記
』
中
、
初
有
明
皇
撃
梧
桐
的
記
録
。
如
：

明
皇
按
築
圏
ニ

賦
帖
後
」
中
云
：

明
皇
撃
梧
桐
一

這
也
許
就
是
北
宋
『
宣
和
聾
譜
』
三
例
記
録
之
一
。

兄
外
、
宋
代
周
密
『
雲
姻
過
眼
録
』
巻
二
所
記
「
荘
蓼
塘
粛
所
蔵
」
賓
物
中
有
：

顧
閉
中
蜜
明
皇
撃
梧
桐
一
本

井
附
有
「
元
（
喬
）
仲
山
家
物
」
一
注
。
這
也
許
就
是
『
宣
和
聾
譜
』
記
載
的
顧
閑
中
「
明
皇
撃
梧
桐
圏
」
中
的
一
幅
咆
？

荘
需
、
弛
蓼
塘
、
是
宋
元
時
期
的
蔵
書
家
。
撮
陶
宗
儀
的
『
報
耕
録
』
巻
二
十
七
所
記
、
荘
粛
是
一
位
十
分
有
名
的
蔵
書
家
。
他
死
後
、

其
財
産
為
不
孝
子
孫
所
蕩
盛
。
喬
仲
山
亦
為
嘗
時
聞
名
的
蔵
書
家
。
輯
録
同
時
代
人
言
行
的
鮮
子
櫃
『
困
學
齋
雑
録
』
中
有
「
秘
書
郎
喬

仲
山
云
…
」
的
記
載
、
似
可
説
明
喬
仲
山
輿
鮮
子
櫃
是
同
一
時
代
的
人
物
。
王
憚
的
『
秋
澗
先
生
大
全
文
集
』
巻
七
十
二
「
題
山
谷
苦
荀

臨
安
漕
副
喬
仲
山
、
予
為
御
史
時
憂
小
吏
也
。
庚
寅
（
―
二
九
0
、
世
祖
中
統
二
七
年
）
冬
南
行
遺
杭
。
仲
山
以
是
帖
睦
予
、
或
有

以
慎
贋
為
問
者
…
。

(
7
)
 

可
見
、
喬
仲
山
乃
為
嘗
時
有
名
文
人
、
井
輿
為
「
明
皇
按
築
圏
」
留
詩
的
王
憚
有
過
交
往
゜

此
外
、
記
録
有
賜
「
明
皇
撃
梧
桐
圏
」
論
述
的
尚
有
：

(
8
)
 

明
・
階
景
鳳
『
東
圏
玄
覧
』

(
9
)
 

明
・
陳
継
儒
『
書
書
史
』

「
梧
桐
雨
』
里
「
明
皇
撃
梧
桐
」
故
事
探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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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④ ③ ② ① 

(10) 

明
・
楊
憧
『
名
豊
神
品
目
』

明
・
祝
允
明
『
祝
氏
集
暑
』

等
書
。
但
這
些
終
究
都
封
作
者
、
作
品
的
虚
賓
存
有
疑
念
。
然
而
、
這
一
事
賓
却
従
ロ
カ
一
方
面
足
以
使
我
側
窺
測
到
有
開
「
明
皇
撃
梧

桐
圏
」
的
論
述
在
明
代
曾
流
行
一
時
。
清
朝
康
熙
皇
帝
的
『
侃
文
齋
書
甕
譜
』
最
全
面
地
輯
録
了
各
方
面
的
論
点
。
然
而
『
倶
文
韻
府
』

中
的
「
撃
桐
圏
」
里
却
標
明
、

一
名
書
一
神
品
一
明
皇

撃
桐
圏

—
ー
王
維
作

這
似
乎
是
楊
懺
的
『
名
豊
神
品
目
」
的
誤
引
。
王
維
本
人
井
無
此
類
記
録
。

継
括
上
述
、
従
盛
唐
玄
宗
（
明
皇
）
開
始
、
「
明
皇
撃
梧
桐
」
就
已
成
為
宮
廷
壷
家
描
鎗
的
著
名
甕
題
、
而
後
経
宋
金
元
三
箇
朝
代
廣

為
流
偉
、
「
明
皇
撃
梧
桐
圏
」
遂
成
為
一
幅
頗
有
来
歴
的
名
書
1
0

金
元
代
時
、
「
明
皇
撃
梧
桐
圏
」
的
題
豊
詩
、
有
以
下
八
例
（
類
似
異
題
者
除
外
）
：

(12) 

喝
璧
「
明
皇
撃
梧
桐
圏
」

(13) 

李
俊
民
「
明
皇
撃
梧
圏
」

(14) 

眺
櫃
「
被
顧
問
題
張
萱
畳
明
皇
撃
梧
按
築
圏
」

(
5
)
 

衷
栴
「
撃
梧
圏
」

同
「
題
明
皇
撃
梧
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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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
重
開
日
月
光

四
海
蒼
生
半
魚
肉

咸
陽
行
色
馬
鬼
塵

開
元
無
逸
致
太
平

個
月
堂
近
幽
前
遠

天
賓
奢
風
生
五
兵

③
 
被
顧
問
題
張
萱
書
＿
明
皇
撃
梧
按
築
圏

阿
萱
五
季
名
甕
師

君
王
滸
蕩
堕
磐
色

尤
工
粉
墨
含
春
姿

不
知
磐
色
傾
人
國

潜
謀
不
入
芙
蓉
苑

萱
筆
雖
工
恐
未
慎

蹄
束
登
為
香
嚢
哭

黄
金
却
鎧
郭
扮
陽

『
梧
桐
雨
」
里
「
明
皇
撃
梧
桐
」
故
事
探
源

眺
櫃

①
 

二
郎
耳
譜
超
花
奴

渇
璧

這
些
以
「
明
皇
撃
梧
桐
圏
」
為
封
象
的
題
壷
詩
、
究
覚
是
根
撮
誰
的
書
＿
束
窟
的
？
尚
待
進
一
歩
査
証
。
不
過
、
眺
櫃
輿
呉
師
道
的
題
甕

詩
里
、
明
載
着
作
者
張
萱
輿
陳
宏
的
名
字
、
這
會
不
會
就
是
剛
才
提
到
的
『
宣
和
書
＿
譜
」
中
所
見
張
萱
輿
陳
閑
泥
？

在
此
、
我
側
先
看
看
鳩
璧
、
眺
櫃
、
哀
栴
三
人
的
題
書
＿
詩
。

明
皇
撃
梧
桐
圏

天
賓
錯
来
非
一
拍

這
首
詩
的
―
二
句
、

風
調
才
情
信
有
餘

寛
裳
中
節
亦
謳
匿

描
窮
三
郎
（
明
皇
）
伴
着
舞
妓
花
奴
的
舞
姿
、
敲
打
鼓
点
的
情
形
。
這
輿
「
明
皇
撃
梧
桐
圏
」
的
内
容
説
明

相
符
。
第
三
四
句
封
子
撥
胤
政
治
節
奏
的
明
皇
是
一
種
辛
辣
的
諷
刺
゜

⑧ ⑦ ⑥ 

(19) 

呉
師
道
「
唐
陳
宏
甕
明
皇
撃
桐
圏
」

(17) 

薩
都
剌
「
明
皇
撃
梧
圏
」

(18) 

劉
雲
震
「
題
明
皇
撃
梧
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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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
思
康
衛
撃
壌
斐

此
詩
的
三
、
四
句
「
宮
中
秋
葉
奏
清
商

彩。

胡
兒
手
持
玉
環
侍
君
側

宮
中
秋
葉
奏
清
商

牌
脱
阿
環
非
一
タ

笑
撃
孫
枝
工
按
抑

能
使
薫
風
生
衆
緑

闇
紫
妖
紅
看
不
足

浪
瑞
檀
板
悲
蹂
鈴

帯
索
行
歌
不
知
老

笑
撃
孫
枝
工
按
抑
」
描
寓
了
明
皇
合
着
宴
築
郎
興
撃
梧
桐
的
情
形
。
詩
的
整
体
含
有
説
教
色

兄
外
、
李
俊
民
、
薩
都
剌
、
劉
雲
震
、
呉
師
道
等
人
的
題
「
明
皇
撃
梧
桐
圏
」
詩
、
雖
表
達
的
内
容
各
不
相
同
、
但
均
為
「
明
皇
撃
梧

馬
鬼
跛
下
催
進
程

如
何
促
召
翔
鼓
催

繹
陽
之
材
雲
門
曲

⑤
 

萬
樹
梨
園
已
失
春

君
王
獨
立
梧
桐
下

秋
磐
颯
颯
起
胡
塵

不
見
常
年
鎖
諌
人

此
詩
描
述
了
楊
貴
妃
死
後
、
明
皇
蹄
返
長
安
、
只
身
仲
立
子
秋
風
颯
々
、
落
葉
瓢
零
的
梧
桐
樹
下
的
悲
惨
情
景
。
這
輿
白
撲
『
梧
桐

雨
』
第
四
折
中
描
寓
的
明
皇
蓼
寂
的
身
影
極
為
相
近
。
射
此
本
人
頗
感
興
趣
。
「
明
皇
撃
梧
桐
圏
」
如
本
文
開
頭
所
述
、
是
一
幅
以
宮
中

宴
築
為
主
体
的
籠
書
一
。
但
其
中
也
包
含
着
明
皇
孤
件
梨
圏
的
蓼
寂
身
姿
場
面
的
描
綸
゜

題
明
皇
撃
梧
圏

衷
梢

④

撃

梧

圏

哀
栴

眺
櫃
是
一
位
嘗
過
元
世
祖
顧
問
的
人
物
。
詩
題
「
被
顧
問
」
即
指
世
祖
的
下
問
。
反
映
了
眺
櫃
常
時
的
虐
境
、
詩
意
明
顕
地
勧
戒
君
王

世
祖
勿
迷
溺
女
色
、
否
則
會
毀
家
亡
園
。
書
一
的
内
容
未
明
、
但
既
標
明
為
元
朝
宮
廷
皇
帝
的
下
問
、
那
麿
詩
題
里
張
萱
的
「
明
皇
撃
梧
按

築
圏
」
是
否
就
是
『
宣
和
覺
譜
』
記
載
的
那
幅
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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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材
的
大
致
状
況
。

以
上
就
金
元
時
代
流
行
的
「
明
皇
撃
梧
桐
圏
」
題
壷
詩
、
進
行
了
若
干
分
析
。
頗
感
興
趣
的
是
：
可
以
肯
定
留
下
這
些
題
書

l

詩
的
大
部

分
作
者
、
都
通
過
白
撲
之
父
白
華
、
養
父
元
好
問
、
井
輿
白
撲
本
人
有
着
某
種
直
接
或
間
接
的
闘
係
。

以
下
我
想
就
喝
璧
、
眺
櫃
、
哀
栴
三
人
、
選
摺
一
些
突
出
的
例
証
来
説
明
上
述
情
況
。

渇
璧
、
字
叔
猷
、
箕
定
人
也
。
郡
輿
白
撲
同
郷
。
可
以
肯
定
其
輿
年
少
二
十
八
歳
的
元
好
問
（
字
裕
之
）
有
過
顕
著
的
交
往
。
従
以
下

(20) 

元
好
問
『
遺
山
先
生
集
』
中
的
詩
文
例
、
足
以
証
賓
這
一
点
。

同
内
翰
喝
丈
叔
猷
、
雷
兄
希
顔

賦
詩
、
分
韻
得
賓
字

。
緞
山
置
酒

。
追
用
座
王
閑
閑
公
韻
、
上
致
政
喝
内
翰
二
首

注
云
、
渇
内
翰
丈
贈
御
史
詩

。

別

張

御

史

有

鴻

冥

雉

媒

之

句

。
贈
渇
内
翰
二
首

注
云
、
往
在
根
山
時
、
陪
鳩
内
翰
雷
御
史

。
奉
酬
子
京
輝
師
見
贈
之
什
三
首
湘
戒
壇
。
詩
中
所
道
蓋
常
時
事
也
。

。
内
翰
喝
公
神
道
碑
銘

(21) 

兄
一
方
面
、
喝
璧
有
「
同
裕
之
再
過
會
善
、
有
懐
希
顔
」
詩
。
元
好
問
編
纂
的
『
中
州
集
』
中
、
輯
録
了
包
括
此
詩
等
十
五
首
喝
璧

作
的
詩
。
金
朝
劉
祁
的
『
蹄
潜
志
』
巻
八
記
録
了
其
輿
同
時
代
人
的
交
友
、
井
記
述
了
趙
閑
閑
曾
推
崇
過
元
好
問
的
詩
文
和
喝
璧
的

(22) 

字
聾
゜

『
梧
桐
雨
』
里
「
明
皇
撃
梧
桐
」
故
事
探
源

四

（
巻
十
二
）

（
巻
十
九
）

（
巻
十
）

（
巻
九

（
巻
八
）

（
巻
一
）

桐
圏
」
的
題
書
＿
詩
。
由
此
可
見
、
這
一
題
材
的
聾
経
過
種
々
愛
化
、
是
如
何
在
文
人
中
間
廣
為
流
行
、
又
如
何
成
為
文
人
一
般
題
書
＿
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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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

題

眺

雪

齋

左

丞

草

書

（

哀

栴

『

清

容

居

土

集

』

巻

四

十

九

）

等
諸
如
此
類
。
男
外
、
還
有
元
好
問
的
『
遺
山
先
生
集
』
中
「
答
公
茂
」
（
巻
九
）
、
「
同
眺
公
茂
徐
溝
道
中
聯
句
」
（
巻
七
）
。
楊
奥
寓
的

『
還
山
遺
稿
』
記
載
了
同
為
「
明
皇
撃
梧
桐
圏
」
留
詩
的
李
俊
民
偉
記
、
其
巻
上
有
「
輿
眺
公
茂
書
」
一
文
。
還
有
、
撮
明
代
黄
宗
義
的

『
宋
元
學
案
』
巻
九
十
所
記
、
這
位
眺
櫃
及
其
弟
子
眺
隧
、
楊
奥
、
加
上
元
好
問
的
弟
子
祁
経
、
統
々
包
括
在
許
衡
魯
齋
學
案
中
的
人
物

。
壽
眺
相

。
水
調
歌
頭
其
六
、
和
眺
雪
齋
韻

。
同
其
七
、
壽
雪
齋

誂
櫃
、
字
公
茂
。
受
元
世
祖
所
賞
識
、
是
世
祖
顧
問
人
物
。
曾
歴
任
中
書
左
丞
、
昭
文
館
大
學
士
、
翰
林
學
士
承
旨
等
要
職
。
由
子
他

擁
有
這
些
顕
耀
的
職
街
、
因
而
在
嘗
時
著
名
文
人
中
交
友
甚
廣
。
如
：

。
中
書
左
丞
眺
文
猷
公
神
道
碑

。
三
賢
堂
記

。
壽
眺
宣
撫

。
壽
眺
雪
齋

。
祭
中
書
左
丞
眺
公
文

。
中
書
左
丞
眺
公
制

。
上
眺
敬
齋
啓

。
中
堂
事
記

。
學
左
丞
眺
公
充
経
筵
等
職
状

（
眺
隧
『
牧
庵
集
』
巻
十
五
）

（
同
巻
七
）

（
王
憚
『
秋
澗
大
全
集
』
巻
十
四
）

（
同
巻
十
七
）

（
同
巻
七
十
四
）

（
同
巻
八
十
七
）

（
胡
祇
這
『
紫
山
大
全
集
』
巻
五
）

（
同
巻
七
十
四
）

（
同
巻
八
十
一
、
八
十
二
）

（
同
巻
六
十
八
）

（
同
巻
六
十
八
）

（
同
巻
六
十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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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
栴
、
字
伯
長
、
至
翰
林
院
侍
講
學
士
為
止
、

博
治
之
儒
」
這
一
頌
詞
開
頭
的
。

(24) 

在
談
論
衷
栴
偲
記
時
、
絶
不
可
忽
視
輿
白
撲
一
家
人
的
深
交
。
其
『
清
容
居
土
集
』
巻
四
十
八
中
「
書
白
敬
甫
大
字
巻
後
」
一
文
、
歌

(25) 

詠
了
白
撲
弟
白
敬
甫
幼
年
時
期
的
聡
明
オ
智
。
巻
二
十
七
中
的
「
朝
列
大
夫
同
餃
太
常
證
儀
院
事
白
公
神
道
碑
銘
」
、
即
是
為
白
敬
甫
窮

的
神
道
碑
。
碑
文
中
有
這
様
的
記
載
：

白
文
畢
父
子
兄
弟
、
倶
有
文
名
。

這
些
是
証
賓
哀
栴
輿
白
華
（
字
文
畢
）
、
白
仁
甫
（
即
白
撲
）
、
白
敬
甫
父
子
交
往
密
切
的
賓
貴
資
料
。

以
上
封
金
元
時
代
題
「
明
皇
撃
梧
桐
圏
」
詩
的
作
者
進
行
了
分
析
。
無
論
従
那
一
方
面
都
可
看
出
、
園
続
着
元
好
問
、
眺
櫃
、
衷
栴
、

作
者
側
相
互
結
下
了
密
切
的
聯
係
。
那
麿
作
為
其
中
人
物
之
一
的
白
撲
、
在
撰
窮
『
梧
桐
雨
」
劇
中
「
明
皇
撃
梧
桐
圃
」
這
一
主
要
場
面

時
、
究
覚
以
何
為
其
構
思
的
源
泉
、
在
考
慮
這
箇
問
題
時
、
前
述
事
賓
、
給
予
了
我
極
大
啓
登
゜

元
白
通
家
薔

元
好
問
的
元
家
輿
白
撲
的
白
家
、
輿
中
唐
時
期
的
元
種
和
白
居
易
之
間
的
交
往
相
比
、
有
過
之
而
無
不
及
。
他
何
之
間
為
交
情
深
厚
的

(26) 

中
州
名
門
開
係
。
正
如
給
白
撲
『
天
籟
集
』
賦
序
的
同
時
代
人
王
博
文
所
描
述
那
様
：

元
白
為
中
州
世
契
、
雨
家
子
弟
毎
畢
長
慶
故
事
、
以
詩
文
相
往
来
。

撼
述
、
元
好
問
曾
贈
詩
子
白
撲
、
井
賛
賞
：

(26) 

諸
郎
獨
汝
賢

此
外
、
『
遺
山
先
生
集
』
巻
一
所
収
録
的
「
送
欽
叔
内
翰
、
井
寄
劉
達
卿
郎
中
、
白
文
學
編
修
」
五
首
詩
、
就
是
意
識
到
唐
朝
元
積
、

『
梧
桐
雨
」
里
「
明
皇
撃
梧
桐
」
故
事
探
源

五

(23) 

一
直
為
元
朝
文
壇
的
代
表
性
文
人
。
蘇
天
爵
為
哀
栴
撰
鴬
的
墓
誌
銘
是
以
「
國
家
文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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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
白
誠
甫

（
巻
十
）

（
巻
八
）

（
巻
八
）

（
巻
七
）

。
常
山
峡
生
四
十
月
能
据
管
作
字
・

（
巻
四
）

白
居
易
、
劉
萬
錫
之
間
的
交
往
而
作
。
進
一
歩
翻
閲
元
好
問
的
『
遺
山
先
生
集
』
、
可
登
現
元
好
問
所
作
渉
及
白
家
的
詩
文
如
下
所
示
為

敷
衆
多
。。

示
程
孫
四
首

。
同
白
兄
賦
瓶
中
玉
管

。
園
城
病
中
、
文
畢
相
過

。
鎮
州
輿
文
攀
百
一
飲

。
和
白
櫃
判

。
善
人
白
公
墓
表

（
巻
二
）

（
巻
二
）

（
巻
二
十
四
）

。

輿

櫃

判

白

兄

書

（

巻

三

十

九

）

其
他
、
如
同
時
代
金
朝
劉
祁
的
『
蹄
潜
志
』
巻
十
四
牧
集
了
白
華
輿
元
好
問
的
詩
句
。
晃
外
、
撼
王
揮
的
『
秋
澗
先
生
大
全
文
集
』

(27) 

巻
四
十
八
牧
録
的
史
天
澤
偉
所
記
、
在
載
胤
的
旋
渦
中
到
慎
定
武
将
史
天
澤
家
寄
寓
的
人
士
中
、
也
有
元
遺
山
、
白
櫃
判
（
華
）
的
名
字
。

再
有
、
白
撲
『
天
籟
集
』
所
牧
的
詞
「
水
調
歌
頭
」
附
有
序
云
：

予
兒
時
在
遺
山
家
、
阿
姉
嘗
教
誦
先
叔
「
放
言
」
、
”
古
今
忽
白
首
“
、
感
念
之
餘
、
賦
賦
此
詞
云
。

(26) 

根
撼
『
天
籟
集
』
的
王
博
文
序
言
、
白
撲
父
白
華
載
乱
期
間
下
落
不
明
、
出
子
愛
好
交
友
、
白
撲
被
元
好
問
牧
留
、
如
親
生
兒
子
般
地

受
到
撫
養
。
就
這
様
、
白
撲
受
到
営
代
首
屈
一
指
的
大
文
人
元
好
問
的
牧
養
。
這
可
謂
文
學
史
上
一
件
竿
見
的
幸
事
。
峯
無
疑
問
、
元
好

問
是
横
貫
金
元
雨
箇
朝
代
的
文
壇
中
櫃
人
物
、
這
也
正
是
由
子
其
輿
包
括
衷
栴
、
眺
櫃
這
些
嘗
時
具
有
代
表
性
文
人
側
廣
乏
交
遊
的
縁
故
。

。
送
欽
叔
内
翰
、
井
寄
劉
達
卿
郎
中
、
白
文
學
編
修
五
首

（
巻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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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清
朝
朱
葬
尊
在
其
「
白
蘭
谷
天
籟
集
序
」
一
文
中
、
封
白
華
白
撲
父
子
輿
這
些
文
人
佃
的
深
交
、
倣
出
過
如
下
説
明
：

予
因
考
元
人
諸
集
、
則
匪
獨
遺
山
元
氏
輿
（
白
）
櫃
判
衿
契
、
若
秋
澗
王
氏
、
雪
棲
程
氏
、
皆
有
輿
白
氏
父
子
往
来
贈
送
之
詩
。

(29) 

日
本
吉
川
幸
次
郎
先
生
也
在
其
著
作
『
元
雑
劇
研
究
」
(
-
四
六
頁
）
）
中
、
封
白
撲
（
字
仁
甫
）
進
行
了
如
下
的
論
述
：

晃
従
其
交
遊
而
言
、
首
先
是
得
到
元
遺
山
如
待
愛
子
般
的
寵
愛
、
這
是
其
中
一
大
重
要
背
景
。
元
初
的
北
方
名
士
、
多
半
以
遺
山

倣
葬
山
、
這
些
人
士
輿
仁
甫
之
間
結
下
了
世
交
。

然
而
、
深
感
興
趣
的
乃
是
：
如
前
所
述
、
這
些
文
人
多
敷
都
為
「
明
皇
撃
梧
桐
圏
」
留
過
題
書
＿
詩
、
被
元
好
問
牧
養
的
白
撲
将
「
明
皇

撃
梧
桐
」
這
一
主
題
采
納
子
『
梧
桐
雨
」
中
、
可
以
説
是
理
所
嘗
然
的
。

(30) 

在
輿
白
撲
大
致
同
時
代
人
王
伯
成
的
『
天
賓
遺
事
諸
宮
調
』
里
、
有
這
様
一
節
闘
子
「
明
皇
撃
梧
桐
」
的
描
篤
：

。
遺
事
引
玄
邑
…
…
…
…
切
記
得
廣
寒
宮
曲
、
羽
衣
標
紺
、
仙
颯
訂
瑞
、
笑
携
玉
筋
撃
梧
桐
、
巧
稲
彫
盤
按
覚
裳
゜

。
楊
妃
椀
粧
冨
i

竺
…
…
・
：
況
香
亭
上
歌
金
棲
、
花
尊
棲
前
撃
翠
梧
、
按
舞
覚
裳
羽
衣
曲
。

。
明
皇
撃
梧
桐
図
璽
…
…
動
一
派
癖
詔
飲
玉
鍾
、
把
貴
妃
撞
断
在
翠
盤
中
。
仙
音
院
一
班
兒
甚
謹
朗
、
寧
王
玉
笛
、
花
奴
翔
鼓
、

天
子
撃
梧
桐
゜

(31) 

鄭
振
鐸
先
生
在
其
所
著
『
宋
金
元
諸
宮
調
考
』
中
指
出
：

伯
成
的
「
疏
雨
梧
桐
」
的
節
目
、
或
甚
得
白
仁
甫
的
那
一
部
『
梧
桐
雨
』
的
雑
劇
的
暗
示
的
罷
。

由
子
鋏
乏
説
明
王
伯
成
輿
白
仁
甫
直
接
開
係
的
資
料
、
目
前
尚
未
撮
脱
推
測
的
苑
園
。
我
以
為
在
評
談
天
賓
遺
事
諸
宮
調
過
程
時
、
莫

如
同
白
撲
一
様
、
将
嘗
時
文
壇
流
行
的
明
皇
撃
梧
桐
的
故
事
巧
妙
地
納
入
諸
宮
調
中
為
宜
゜

「
梧
桐
雨
』
里
「
明
皇
撃
梧
桐
」
故
事
探
源

--'-
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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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如
青
木
博
士
所
言
、
元
朝
陶
宗
儀
的
『
南
村
報
耕
録
』
巻
二
十
五
里
可
見
「
撃
梧
桐
」
的
院
本
。
従
文
學
史
登
展
的
角
度
来
分
析
、

也
許
正
如
青
木
博
士
所
指
出
的
那
様
、
「
可
以
想
像
得
出
」
白
撲
的
『
梧
桐
雨
』
可
能
就
是
継
承
了
金
代
院
本
「
梧
桐
雨
」
的
系
統
。
但

此
論
包
括
院
本
「
梧
桐
雨
」
的
内
容
、
常
今
都
鋏
少
直
接
資
料
、
我
門
只
能
依
葬
「
想
像
」
而
已
。

天
賓
遺
事
諸
宮
調
、
院
本
撃
梧
桐
之
類
的
存
在
、
向
我
側
述
説
了
「
明
皇
撃
梧
桐
」
的
故
事
在
嘗
時
曾
衆
周
知
、
廣
乏
流
停
這
一
事
賓
。

而
封
子
白
撲
『
梧
桐
雨
』
中
「
明
皇
撃
梧
桐
」
的
故
事
由
来
、
却
最
終
只
能
先
借
現
有
間
接
証
撮
来
推
測
、
至
少
従
以
往
的
文
獣
中
峯
無

確
竪
証
撮
這
一
点
来
看
、
恨
難
肯
定
是
根
披
文
獣
記
録
加
以
論
迩
的
。

最
後
、
我
想
穂
結
一
下
以
上
所
述
。
従
嘗
時
園
饒
在
白
撲
周
園
的
文
人
中
、
「
明
皇
撃
梧
桐
圏
」
題
豊
詩
衆
多
這
一
事
賓
分
析
、
我
認

為
白
撲
正
是
由
此
直
接
得
到
啓
迪
、
而
構
思
出
『
梧
桐
雨
』
中
「
明
皇
撃
梧
桐
」
這
一
故
事
主
題
的
。

（
周
龍
梅
繹
）

（
↓
[
古
鮪
老
]
屹
剌
剌
撒
開
紫
壇
、
黄
翻
綽
向
前
手
拮
板
。
低
低
的
叫
聟
玉
環
、
太
真
妃
笑
時
花
近
眼
。
紅
牙
筋
超
五
音
撃
着
梧
桐
按
、
漱
枝
阿

猶

未

乾

、

更

帯

着

瑶

琴

音

乏

。

卿

呵

、

作

則

索

出

幾

貼

瑣

珠

汗

。

（

『

梧

桐

雨

』

第

二

折

）

(

2

)

[

風
入
松
]
止
不
過
鳳
篤
翔
鼓
間
琵
琶
、
忽
剌
剌
板
撒
紅
牙
。
仮
若
更
添
箇
玄
花
十
八
、
那
些
兒
是
敗
國
亡
家
。
可
知
道
陳
後
主
遭
着
殺
伐
、

皆

因

唱

後

庭

花

。

（

『

梧

桐

雨

』

第

三

折

）

(
3
)

（
帯
云
）
常
初
妃
子
舞
翠
盤
時
、
在
此
樹
下
、
寡
人
輿
妃
子
盟
誓
時
、
亦
封
此
樹
。
今
日
夢
境
相
尋
、
又
被
他
驚
覺
了
。

[
i

浪
繍
毬
]
長
生
殿
那
一
宵
、
韓
廻
廊
、
説
誓
約
、
不
合
射
梧
桐
並
肩
斜
謀
、
儘
言
詞
如
糸
如
糸
切
叩
。
沈
香
亭
那
一
朝
、
按
覚
裳
、
舞
六
名
、
紅

牙
筋
撃
成
腔
調
、
胤
宮
商
蘭
間
炒
炒
。
是
冗
那
嘗
時
歓
會
栽
排
下
、
今
日
凄
涼
廊
較
着
、
暗
地
量
度
。
（
「
梧
桐
雨
』
第
四
折
）

(
4
)
青
木
正
兒
全
集
第
四
巻
（
春
秋
社
、
昭
和
四
十
八
年
）
所
収
。

(
5
)
荘
蓼
塘
、
住
松
江
府
上
海
縣
青
龍
鎮
、
嘗
為
宋
秘
書
小
史
。
其
家
蓄
書
敷
萬
巻
、
且
多
手
紗
者
。
経
史
子
集
、
山
経
地
志
、
醤
卜
方
伎
、
稗
官

小
説
、
靡
所
不
具
。
…
…
蓼
塘
既
没
、
子
孫
不
知
保
惜
、
或
為
晶
鼠
蝕
喘
、
或
為
都
識
盗
窺
、
或
供
飲
博
之
需
、
或
應
糊
覆
之
用
、
編
峡
散
胤
所

存
無
幾
゜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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緑
桐
撃
去
朝
陽
鳳

笑
喚
三
郎
作
供
奉

錦
菌
蹴
踏
雙
鴛
鉤

一
葉
忽
諷
天
下
秋

三
十
六
宮
散
秋
雨

零
胤
瑶
階
逐
風
舞

杖
頭
白
雨
超
花
奴

一
曲
覚
裳
救
得
無

手
菱
青
桐
舞
節
催

曲
成
那
得
鳳
皇
束

（
呉
師
道
『
證
部
集
』
巻
九
）

（
元
・
鮮
子
櫃
『
困
學
齋
雑
録
」
）

(
6
)
秘
書
郎
喬
仲
山
云
、
至
元
十
年
(
―
二
七
三
）
自
以
東
曹
橡
出
使
延
安
道
。
出
鄭
州
、
土
人
偉
有
杜
少
陵
骨
在
石
中
者
。
因
往
観
之
、
石
出
州

市
、
色
青
質
堅
、
樹
於
道
傍
、
中
有
人
骨
一
具
鉄
坐
若
生
而
成
者
、
輿
石
倶
化
、
以
侃
刀
削
之
、
慎
人
骨
也
。

(
7
)
逸
圏
零
落
御
前
塀
心
酔
華
清
按
築
整

撃
損
碧
梧
縁
底
事
促
教
秋
雨
靱
闊
行
（
元
・
王
憚
『
秋
澗
先
生
大
全
文
集
』
巻
二
十
七
「
明
皇
按
築
圏
」
）

(
8
)
明
皇
撃
梧
圏
一
巻
、
今
在
歓
呉
司
成
遠
虐
、
長
幾
一
丈
。
前
四
五
寸
絹
砕
甚
、
無
款
。
後
有
虞
伯
生
跛
、
為
李
唐
、
然
簡
古
勁
峻
似
馬
遠
一
巻
。

(
9
)
前
註

(
8
)

に
同
じ
。

(10)
巻
一
。

(11)

元
錢
選
明
皇
撃
梧
桐
圏
…
…
趙
飛
燕
舞
在
掌
中
、
楊
玉
環
比
昭
陽
微
有
肌
、
為
盤
中
舞
宜
也
。
謝
阿
蟹
等
奏
築
其
労
、
而
混
州
別
駕
（
玄
宗
）
所

按
輿
之
諧
、
則
其
素
習
可
知
。
雖
微
楊
玉
環
、
獨
無
一
盤
中
之
人
哉
。
来
漁
陽
之
贅
鼓
不
専
在
羽
衣
一
婆
娑
也
。
吾
惜
楊
玉
環
受
匪
已
久
、
漫
因

錢
呉
興
（
選
）
為
一
學
末
滅
之
。

(12)
金
・
元
好
問
輯
「
中
州
集
』
己
集
第
六
゜

(13)

不
使
梨
園
弟
子
知
太
平
音
在
鳳
凰
枝

一
朝
野
鹿
街
花
去
長
恨
秋
風
落
葉
時

(14)

明
・
孫
原
理
輯
「
元
音
』
巻
一
。

(15)
哀
栴
「
清
容
居
士
集
」
巻
十
三
。

(16)
同
巻
七
゜

(17)
華
清
池
頭
涼
思
動

阿
環
起
學
飛
燕
軽

翔
腔
打
徹
西
涼
州

彩
鸞
吟
細
朱
櫻
破

愁
磐
換
出
鐸
鈴
語

曲
江
宮
暁
清
露
寒

(18)
宮
殿
癖
森
蔭
碧
梧

還
留
飛
下
漁
陽
鼓

(19)
三
郎
半
酔
玉
顔
開

老
樹
無
情
應
解
笑

『
梧
桐
雨
』
里
「
明
皇
撃
梧
桐
」
故
事
探
源 （

薩
都
剌
『
雁
門
集
』
巻
四
）

（
李
俊
民
『
荘
靖
先
生
遺
集
」
巻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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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元
好
問
還
有
叫
喝
内
翰
的
詩
友
、
即
准
延
登
字
子
駿
。
参
看
『
遺
山
先
生
集
』
巻
十
九
凋
延
登
神
道
碑
銘
゜

(21)
金
・
元
好
問
輯
「
中
州
集
』
己
集
第
六
゜

(22)
趙
閑
閑
…
…
詩
頗
許
麻
知
幾
、
元
裕
之
（
好
問
）
、
字
書
＿
頗
許
麻
知
幾
、
渇
叔
猷
（
璧
）
也
。

(23)
陸
家
有
文
學
博
治
之
儒
、
翰
林
侍
講
學
士
哀
公
、
詭
栴
、
字
伯
長
、
慶
元
郭
縣
人
也
。
（
蘇
天
爵
『
滋
渓
文
稿
』
巻
九
所
収
衷
梢
墓
誌
銘
）

(24)
衷
栴
『
清
容
居
土
集
」
巻
四
十
八
゜

(25)
白
於
太
原
為
令
族
、
至
金
源
氏
興
太
原
衣
冠
為
最
盛
、
而
白
氏
兄
弟
相
績
踵
儒
科
、
…
…
詭
華
、
字
文
攀
其
季
也
。
…
…
白
文
學
父
子
兄
弟
倶

有
文
名
。

(26)

元
白
為
中
州
世
契
、
雨
家
子
弟
毎
學
長
慶
故
事
以
詩
文
相
往
来
。
太
素
（
白
撲
）
．
即
寓
斎
（
白
華
）
仲
子
、
於
遺
山
為
通
家
姪
。
甫
七
歳
遭
壬

辰
之
難
、
寓
斎
以
事
遠
適
、
明
年
春
京
城
愛
、
遺
山
遂
契
以
北
渡
。
…
…
遺
山
毎
過
之
、
必
問
為
學
次
第
。
常
贈
之
詩
曰
：
元
白
通
家
薔
、
諸
郎

獨
汝
賢
゜

(
2
7
)
北
渡
後
、
名
士
多
流
寓
失
所
、
知
公
好
賢
築
善
、
偕
束
遊
依
。
若
王
溝
南
、
元
遺
山
、
李
敬
齋
、
白
櫃
判
（
華
）
、
曹
南
湖
、
劉
房
山
、
段
継

昌
、
徒
箪
顕
軒
為
料
其
生
理
、
賓
覗
甚
厚
゜

(28)

『
曝
書
亭
集
』
巻
三
十
六
。

(29)
岩
波
書
店
、
昭
和
二
十
三
年
。

(30)
凌
景
涎
・
謝
伯
陽
校
注
「
諸
宮
調
雨
種
』
（
齊
魯
書
社
、
一
九
八
八
年
）
所
収
。

(
3
1
)
『
鄭
振
鐸
文
集
』
第
六
巻
（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八
年
）
所
収
。

※
本
稿
的
原
型
為
一
九
九

0
年
七
月
在
韓
園
漢
城
大
學
召
開
的
第
三
届
漠
城
大
學
ー
九
州
大
學
中
國
學
學
術
交
流
會
議
上
登
表
的
研
究
報
告
。
本

文
的
漢
謁
得
到
周
龍
梅
女
士
的
協
助
、
井
得
到
張
少
康
老
師
的
校
閲
指
導
。
特
此
致
謝
。

（
一
九
九

0
年
十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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