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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血
縁
崇
拜
和
宗
法
制
度
的
影
響�
養
成
了
古
代
中
國
人
慎
終
追
遠
的
習
慣
和
傳
統
。
這
種
傳
統
既
體
現
在
求
道
重
本
原
方
面�

也
體
現
在
爲
學
講
出
處
上
。
正
是
由
於
重
本
原�
講
出
處�
所
以
對
先
賢
的
成
説
和
往
古
的
慣
例�
通
常
不
取
全
盤
顛
覆
和
徹
底
解
構

的
態
度�
相
反�
推
尚
之�
尊
崇
之�
即
使
有
所
發
明�
也
注
意
襲
其
大
體��
損
以
存
己
意
。
及
其
末
流�
乃
演
爲
拘
泥
和
復
古
。

談
藝
論
文�
自
然
也
是
如
此
。
以
爲
文
雖
末
技�
卻
有
淵
源��
不
遵
古
法�
是
謂
杜
撰
；
出
意
妄
作�
必
落
野
體
。
所
以
品
評
討
論

之
際�
毎
毎
講
析
師
匠�
辯
究
來
路�
由
此
造
成
傳
統
文
學
一
以
貫
之
的
程
式
化
特
徴
的
張
大
與
凸
現
。
這
種
程
式
化
因
專
意
在
形
式

感
的
賦
予�
自
然
給
文
學
創
作
中
的
情
感
表
達
造
成
了
一
定
的
障
礙�
但
從�
一
方
面
來
説�
卻
也
使
傳
統
文
學
的
本
土
根
性
和
審
美

意
趣�
得
到
了
更
充
分
的
發
揚
和
保
持
。

在
衆
多
的
形
式
講
求
中�｢
圓｣

是
較
早
爲
古
人
認
識�
並
進
而
成
爲
貫
穿
歴
代
文
學
創
作
與
批
評
的
一
個
重
要
法
則�
所
謂

｢

圓
法

(

１)｣

。
在
傳
統
書
法�
繪
畫
和
音
樂
理
論
批
評
領
域�
因
著
各
自
所
稟
有
的
技
藝
依�
和
高
度
程
式
化
的
體
式
特
點�
對
它
的
過
細

討
論
更
是�
見
不
鮮�
且
其
意
義
與
文
學
批
評
相
鈎
連
與
貫
通�
構
成
了
對
這
一
特
殊
的
形
式
趣
尚
的
呼
應
與
回
響
。
有
鑒
於

｢

圓｣

這
一
文
論
範
疇
所
表
徴
的
形
式
意
味�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體
現
了
古
代
中
國
人
文
學
創
造
的
深
在
趣
味
和
持
久
追
求�
所
以
很
有
必
要
對

之
做
出
認
眞
的
梳
理
與
檢
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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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説｢
圓｣
的
追
求
産
生
較
早�
並
進
而
貫
穿
古
代
文
學
創
作
與
理
論
批
評
的
全
過
程�
是
因
爲
自
六
朝
人
用
其
進
行
文
學
批
評
起�

從
創
作
的
準
備
階
段
一
直
到
作
品
的
完
成�｢
圓｣

的
講
求
始
終
爲
歴
代
論
者
所
重
視
。
所
不
同
的
只
在
於�
在
不
同
時
期
不
同
的
論

者
那
裏�
側
重
點
各
有
不
同
而
已
。

首
先
來
看
創
作
的
準
備
階
段�
也
即
構
思
階
段
。
自
魏
晉
文
學
自
覺
開
啓
人
們
對
創
作
内
在
機
理
的
探
討
風
氣
後�
臨
文
構
思
時

所
具
有
的
特
殊
的
突
破
貫
常
思
維
方
式
的
運
思
特
徴�
以
及
馭
情
攬
物
綴
字
屬
文
的
幽
眇
要
妙�
就
成
爲
論
者
窮
極
精
思
探
究
不
休
的

問
題
。
蓋

｢

詩
人
構
思
之
功�
用
心
最
苦｣�
或

｢

遊
於
寥
廓
逍
遙
之
區｣�
或

｢

歸
於
虚
明
自
在
之
域

(

２)｣�
有
時
審
題
所
宜�
如
亂
絲

抽
緒
；
有
時�
置
求
當�
似
死
中
覓
生
。
如
此
沈
思
獨
往�
冥
然
終
日�
取
去
定
奪
之
間�
往
往
寢
食
倶
廢
。
當
此
之
際�
如
何
做
到

統
攝
周
備�
萬
全
無
闕�
是
他
們
十
分
關
注
的
事
情�
由
此
非
常
注
意
突
出
一
個

｢

圓｣

字�
藉
以
強
調
作
者
存
思
廣
大
不
入
偏
詣
的

重
要
性�
此
所
謂

｢

思
圓｣

。

在
這
方
面
劉�
的
論
説
可
謂
精
詳
。
在『
文
心
雕
龍』

各
處�
劉�
多
次
談
及
此
問
題�
結
合
起
來�
可
以
看
出
他
的
系
統
思
考
。

在

《

比
興》

篇
中
他
説
：｢

詩
人
比
興�
觸
物
圓
覽�
物
雖
呉
越�
合
則
肝
膽
。
擬
容
取
心�
斷
辭
必
敢
。�
雜
詠
歌�
如
川
之
渙｣

。

這
段
話
爲
人
所
熟
知�
但
自
來
人
們
的
關
注
重
點�
大
多
集
中
在
他
對
思
維
特
徴
的
掲
示
上�
集
中
在
比
興
與
接
物
上�
而
將｢

圓
覽｣

兩
字
輕
輕
放
過
了
。
其
實�
在
劉�
看
來�
就
創
作
構
思
的
實
際
展
開
而
言�｢
圓
覽｣

是
遠
比

｢

觸
物｣

更
重
要
得
多
的
講
求�
因

爲
對
它
的
把
握�
直
接
關
係
到
此
後

｢

擬
容
取
心｣

的
成
功
。
劉�
深
體
爲
文
之
用
心�
更
關
注
如
何
觸
物
這
類
實
際
的
操
作
問
題�

他
知
道
創
作
者
的
思
維
觸
角
一
旦
墮
入
偏��
不
能
旁
備�
必
將
禍
及
創
作
過
程
的
順
利
開
展�
所
以
要
求
作
者
在
此
準
備
階
段�
運

思
之
初�
就
應
意
存
圓
全
；
攬
接
之
際�
不
至
拈
輕
忽
重
。
至
於
這
個

｢
圓
覽｣

的
具
體
所
指�《
神
思》

與

《

物
色》

兩
篇
説
得
明

白�
就
是

｢

思
接
千
載｣�｢
視
通
萬
里｣�｢
流
連
萬
象
之
際�
沈
吟
視
聽
之
區｣
。

在

《

體
性》

篇
中�
他
又
説
：｢

故
童
子
雕
琢�
必
先
雅
制
。
沿
根
討
葉�
思
轉
自
圓
。
八
體
雖
殊�
會
通
合
數｣�
指
出
在
覽
物

這
個
直
接
經
驗
之
外�
學
習
經
典
這
樣
的
間
接
經
驗�
也
同
樣
應
該
注
意
體

｢

圓｣
和
用

｢

圓｣

。
總
之�
如

《

總
術》

篇
所
指
出
的

論

｢

圓｣

的
形
式
意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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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樣
：｢

才
之
能
通�
必
資
曉
術
。
自
非
圓
鑒
區
域�
大
判
條
例�
豈
能
控
引
情
源�
制
勝
文
苑
哉｣

。
作
者
臨
文
之
際�
只
有
從
整
體

上
萬
全
考
慮�
所
謂

｢

圓
鑒｣�
才
能
完
滿
地
浚
發
情
感�
並
順
利
地
完
成
創
作
。
至
若

《

風
骨》

篇
指
出�
如
一
味
任
才�
易

｢

思

不
環
周｣�《
指
瑕》

篇
指
出�
或
僅
仗
思
密�
必

｢

慮
動
難
圓｣�
是
從
反
面
進
一
歩
對
如
何
做
到

｢

思
圓｣

作
了
限
定
。
這
種
要
求

切
中
肯
綮�
顯
然
是
周
知
創
作
甘
苦
的
深
造
有
得
之
言
。

以
後
明
人
茅
坤
評
點
文
章�
有

｢

文
凡
四
轉
而
結
思�
圓
轉
如
遊
龍�
如
轆
轤�
愈
變
化
而
愈
勁��
此
奇
兵
也

(

３)｣�
正
是
體
會

到
了
思
之

｢

圓｣
之
與
創
作
成
功
的
顯
著
作
用
。
當
然�
由
於
構
思
是
一
個
貫
穿
整
個
創
作
過
程
的
持
續
活
動�
它
不
斷
改
變�
總
在

摸
索�
且
這
種
活
動
在
作
品
完
成
前
一
刻
都
不
會
停
止�
故
又
可
以
説�
在
創
作
展
開
的
毎
個
階
段�
如
何
保
持

｢

思
圓｣�
都
是
作

者
需
要
注
意
和
考
慮
的
問
題
。

思
之

｢

圓｣

要
在
作
品
中
體
現
出
來�
就
必
須
落
實
到
具
體
的
音
聲
字
句�
是
爲

｢

聲
圓｣

、｢

字
圓｣

、｢

辭
圓｣

和

｢

句
圓｣

等

説
的
由
來
。
由
於
文
學
創
作
極
端
依�
語
言
的
運
用�
並
首
先
表
現
爲
對
熨
帖
恰
好
的
精
言
妙
語
的
運
用�
故
歴
代
論
者
在
這
方
面
的

強
調
也
相
對
集
中
。
特
別
是
隨
著
詩
體
的
成
熟
和
詩
法
的
成
型�
在
文
體
學
興
起
後
的
宋
元
以
降�
這
種
強
調
更
是
蔚
成
風
氣�
形
成

傳
統
文
學
批
評
史
上
的
洋
洋
大
觀
。

劉�
由
重
構
思
運
思
之

｢

圓｣�
自
然
強
調
音
聲
字
句
之

｢

圓｣

。
故
不
但

《

聲
律》

篇
專
論

｢

玲
玲
如
振
玉｣�｢
累
累
如
貫
珠｣�

｢

凡
切
音
之
動�
勢
若
轉
圜｣�《
風
骨》

篇
也
言
及

｢
骨
采
未
圓｣�《
封
禪》

篇
又
提
出

｢

骨
掣
靡
密�
辭
貫
圓
通｣

。
謝�
的

｢

好
詩

圓
美
流
轉
如
彈
丸｣

之
喩�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也
是
就
音
聲
字
句
而
言
的
。
以
後�
唐
元�《
善
歌
如
貫
珠
賦》

有

｢

引
妙
囀
而
一
一
皆

圓｣

之
説�
白
居
易

《

江
樓
夜
吟
元
九
律
詩
成
三
十
韻》
有

｢

冰
扣
聲
聲
冷�
珠
排
字
字
圓｣

之
句�《
題
周
家
歌
者》

又
贊
人
以

｢

清
緊
如
敲
玉�
深
圓
似
轉
簧｣�
也
都
如
此
。
所
謂

｢

深
圓｣�
大
抵
是
就

｢

圓｣

所
達
致
的
程
度
而
説
的
。

到
了
宋
元�
這
樣
的
論
説
就
非
常
普
遍
了
。
如
王
邁

《

讀
林
去
華
居
厚
主
簿
省
題》

詩
有

｢

音
韻
最
清
圓｣�
方
嶽

《

次
韻
劉
簿

�
雨
西
峰》

詩
有

｢

句
律
清
圓
蚌
剖
胎｣

。
朱
弁
在

《

風
月
堂
詩
話》
中
也
稱
蘇
軾

｢

和
人
詩
用
韻
圓
成�
無
一
字
不
平
穩｣

。
而
鑒
於

字
句
之

｢

圓｣

與
音
聲
之

｢

圓｣

密
不
可
分�
如
梅
聖
兪

《

依
韻
和
晏
相
公》
之

｢

苦
詞
未
圓
熟�
刺
口
劇
菱�

｣�
蘇
軾

《

送
歐
陽

弼》

之

｢

中
有
清
圓
句�
銅
丸
飛
柘
彈｣�
楊
萬
里

《

和
張
功
父
梅
花》

之

｢
約
齋
句
子
已
清
圓�
更
賦
梅
花
分
外
妍｣

等�
實
際
上

都
是
兼
該
聲
字
兩
方
面
而
言
的
。
其
間

｢

圓
熟｣

是
状

｢

圓｣

聲

｢

圓｣

字
之
滅
盡
人
工
巧
奪
天
然�｢
清
圓｣

是
喩

｢

圓｣

聲

｢

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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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之
完
滿
爽
利
自
然
出
彩
。

由
於
自
江
西
派
盛
行
以
後�
句
法
之
説
大
興�
詩
之
句
法
能
否
克
服
粘
滯
難
轉
的
弊
端�
做
到

｢

圓
活｣

或

｢

圓
熟｣�
一
時
成

了
許
多
人
的
口
實�
如
王
十
朋

《

鄭
遜
志
胡
叔
成
謝
鵬
劉
敦
信
萬
廓�
一
唯
和
詩》

中
就
有

｢

句
法
天
然
自
圓
熟｣

之
句
。
字
法
、
句

法
都
當
活�
是
爲

｢

活
法｣�
這
是
江
西
詩
人
尤
其
強
調
的�
呂
本
中

《

范
均
父
集
序》

對
此
有
具
體
的
説
明
：｢

所
謂
活
法
者�
規
矩

備
具�
而
能
出
於
規
矩
之
外�
變
化
不
測�
而
亦
不
背
於
規
矩
也
。
…
…
謝
元
暉
有
言
：『

好
詩
流
轉
圓
美
如
彈
丸』�
此
眞
活
法
矣｣

。

他
視
自
然
生
動
爲｢
活
法｣

的
要
旨�
實
際
上
同
時
也
掲
出
了
所
謂｢

圓
活｣

的
要
旨
。
雖
然�
江
西
詩
人
在
這
方
面
做
得
並
不
理
想�

但
留
爲
後
人
的
照
鑒�
其
理
論
上
的
合
理
性
是
無
庸
置
疑
的
。
至
嚴
羽《

滄
浪
詩
話》

論｢

活
法｣�
要
求
除
去｢

體｣

、｢

意｣

、｢

句｣

、

｢

字｣

和

｢

韻｣

之
俗�
做
到

｢

下
字
貴
響�
造
語
貴
圓｣�
則
是
結
合
著
具
體
創
作�
度
人
金
針�
將
此
意
説
得
更
著
實
和
明
確
了
。

其
實�
古
人
下
字
求

｢

響｣�
許
多
時
候
都
與
追
求

｢

聲
圓｣

有
關
。
當
日
呂
本
中
就
説
：｢

予
竊
以
爲
字
字
當
活�
活
字
字
字
則
響

(

４)｣�

由
其
好
講｢

圓
活｣�
可
知
這
裏
的｢
響｣

與｢

聲
圓｣

是
一
而
二
二
而
一
的
東
西
。
以
後�
清
人
冒
春
榮
稱｢

下
字
須
清
、
活
、
響

(

５)｣�

也
當
作
如
是
觀
。
而
那
種
聲
有
餘
而
意
不
逮�
或
意
雖
足
而
氣
不
沈
光
太
露
者�
古
人
稱
之
爲

｢

虚
響

(

６)｣�
其
之
不
能
入
人
法
眼�
很

重
要
的
原
因
正
在
於
它
不
能
體

｢

圓｣

。

元
代
以
降�
鑒
於
唐
人
詩
歌
的
巨
大
成
就
和
經
典
示
範�
復
古
成
爲
一
時
之
趣
尚�
於
聲
律
對
偶
方
面
字
模
句
擬
亦
歩
亦
趨
的
人

越
來
越
多�
詩
風
日
下�
以
至
招
來
有
識
者
的
反
對
。
如
李
東
陽
就
明
言
唐
人
不
言
詩
法�
詩
法
多
出
於
宋
。
他
特
別
不
滿
人
死�
成

法�
很
重
要
的
一
個
原
因�
就
是
因
爲
這
種
做
法
在
音
聲
字
句
方
面
違
反
了
文
當
求

｢

圓｣

的
原
則
。《

懷
麓
堂
詩
話》

説
：｢

律
詩
起

承
轉
合
不
爲
無
法�
但
不
可
泥
。
泥
於
法
而
爲
之�
則�
柱
對
待�
四
方
八
角�
無
圓
活
生
動
之
意
。
然
必
待
法
度
既
定�
從
容
閑
習

之
餘�
或
溢
而
爲
波�
或
變
而
爲
奇�
乃
有
自
然
之
妙｣

。
揣
摩
其
意�
不
僅
音
聲
字
句�
即
章
法
似
亦
當
求

｢

圓
活｣

。
這
個
意
思
在

以
後
清
人
那
裏
得
到
了
回
響�
方
世
舉

《

蘭
叢
詩
話》

説
：｢

七
律
八
句�
要
轉
結
完
固�
宛
轉
玲
瓏�
句
中
寓
有
層
疊
乃
妙
。
若
只

是
四
層�
未
見
圓
活�
俗
語
所
謂

『

死
板
貨』｣�
從
反
面
對
此
意
做
了
強
調
。
至
若
清
人
賀
貽
孫

『

詩
筏』

論
及
今
體
詩
創
作�
稱

｢

律
詩
對
偶�
圓
如
連
珠�
渾
如
合
璧
。
連
珠
互
映�
自
然
走
盤
。
合
璧
雙
關�
一
色
無
痕
。
八
句
一
氣
而
氣
逾
老�
一
句
三
折
而
句

逾
遒
。
愈
老
愈
沈�
愈
遒
愈
宕｣�
與
上
述
二
人
同
意�
但
同
時
更
突
出
了
這
種
自
然
生
動
之

｢

圓｣

並
無
害
或
應
無
害
詩
歌
蒼
遒
格

調�
甚
至
它
就
能
造
成
詩
歌
蒼
遒
格
調
的
意
思
。
當
然�
句
圓
而
老
是
基
於
字
圓
而
老�
其
意
無
須
辯
明�
引
元
人
費
經
虞

『

雅
倫』

論

｢

圓｣

的
形
式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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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字》

所
謂

｢

下
字
實
則
格
老�
知
實
而
不
知
圓
活
則
板｣

即
可
證
之
。
而
如
張
謙
宜

『�
齋
詩
談』

卷
二
稱
：｢

格
乃
屋
之
間
架�

欲
其
高
竦
端
正
；
調
如
樂
之
有
曲�
欲
其
圓
亮
精
粹｣�
其
以

｢

亮｣

與

｢

圓｣

綴
合
成
詞�
以

｢

圓
亮
精
粹｣

與

｢

高
竦
端
正｣

並

置�
也
含
示
了
聲
字
之

｢

圓｣

無
害
詩
歌
格
調
的
意
思
。

二

構
思
之

｢

圓｣
與
聲
字
之

｢

圓｣

的
目
的�
自
然
是
要
突
出
作
者
的
意
旨
和
作
品
的
主
旨
。
在
這
方
面�
古
人
認
爲
同
樣
應
該
求

｢

圓｣�
這
種
意
旨
或
主
旨
的
周
恰
完
足�
密
合
無
間�
就
是

｢

意
圓｣

。
對
此�
他
們
有
時
也
用

｢

義
圓｣

或

｢

旨
圓｣

稱
之�
而
諸

如

｢

事
圓｣

、｢

理
圓｣

等
名
言�
大
體
都
可
歸
屬
其
下
。

劉�
『

文
心
雕
龍』

《

論
説》
篇
明
言
：｢

故
義
貴
圓
通�
辭
忌
枝
碎｣�
並
指
出
後
者
是
要
求

｢

辭
共
心
密｣�
前
者
則
要
求

｢

心

與
理
合｣�
這
是

｢

意
圓｣

一
説
的
首
倡
。
他
還
在

《

雜
文》

篇
中
指
出
：｢

夫
文
小
易
周�
思
閑
可
贍�
足
使
義
明
而
詞
淨�
事
圓
而

音
澤�
磊
磊
自
轉�
可
稱
珠
矣｣�《
麗
辭》
篇
又
説
：｢

必
使
理
圓
事
密�
聯
璧
其
章��
用
奇
偶�
節
以
雜
佩�
乃
其
貴
耳｣�
都
是

在
申
説
這
個
意
思
。

後
隋
人
劉
善
經
在《

定
位》

中
提
出｢

言
資
於
順
序｣

、｢

理
貴
於
圓
備｣

的
觀
點�
前
者
是
要
求
文
理
能
先
後
彌
縫�
不
見
其
孤
；

後
者
是
強
調
文
旨
須
上
下
符
契�
不
見
其
隙
。
在
劉
善
經
看
來�｢
若
事
不
圓
周�
功
必
疏
闕
。
與
其
終
將
致
患�
不
若
易
之
于
初｣

。

究
其
本
意�
是
在
強
調

｢

事
圓｣

須
在
創
作
的
開
初
階
段�
即
構
思
階
段
就
應
得
到
妥
善
的
解
決
。
其
實�
如
前
已
指
出�
就
創
作
的

實
際
展
開
而
言�｢
思
圓｣

是
貫
穿
在
創
作
的
整
個
過
程
中
的�｢
事
圓｣

自
然
也
是
如
此�
且
與
其
説
兩
者
可
分
列
先
後�
不
如
説
是

一
體
交
互�
相
始
相
終
的
。
特
別
是
文
章
主
旨
的
表
達
如
何
做
到
圓
合�
是
直
到
創
作
最
終
完
成
之
前
都
讓
人
大
費
躊
躇
的
問
題
。
有

鑒
於
此�
似
不
宜
強
分
其
次
第
之
先
後
。
本
文
分
而
論
之�
不
過
是
格
於
説
理�
不
得
不
依
次
列
説
而
已
。

與
好
講
字
句
音
聲
之

｢

圓｣

一
樣�
宋
人
於

｢

意
圓｣

一
意
也
多
有
論
説
。
如
魏
慶
之

『

詩
人
玉
屑』

卷
四
論｢

詩
有
四
煉｣

煉
字
、
煉
句
、
煉
格
與
煉
意�
除
要
求
字
欲
得
其

｢

清｣�
句
欲
得
其

｢

健｣�
格
欲
得
其

｢

高｣

外�
就
是
意
欲
得
其

｢

圓｣�
並
認

爲

｢

要
在
意
圓
格
高�
纖�
倶
備�
…
…
如
此
之
作�
方
入
風
騷｣

。
羅
大
經

『

鶴
林
玉
露』

卷
五
評
楊
慈
湖
詩�
也
説

｢

句
意
清
圓�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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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覘
其
所
養｣

。
王
廷
相

《

與
郭
價
夫
學
士
論
詩
書》

明
言
：｢

意
者
詩
之
神
氣
也�
貴
圓
融
而
忌
暗
滯｣

。
姜�

《

白
石
道
人
詩
説》

則
説
：｢

説
理
要
簡
切�
説
事
要
圓
活｣

。
後
明
人
李
日
華
稱
其
師
馮
具
區
爲
文

｢

裁
簡
而
趣
博�
貌
古
而
色
夷�
神
酣
而
氣
守�
語
典

而
旨
圓｣�
用
意
與
宋
人
相
同

(

７)

。

處
在
總
結
期
的
清
人
何
紹
基
進
而
對｢

理
圓｣

的
作
了
更
深
切
著
明
的
論
述
。
他
在
提
出｢

落
筆
要
面
面
圓
字
字
圓｣

的
要
求
後�

特
別
強
調
：｢
所
謂
圓
者�
非
專
講
格
調
也�
一
在
理�
一
在
氣
。
理
何
以
圓
？

文
以
載
道�
或
大
悖
於
理�
或
微
礙
於
理�
便
於

理
不
圓
。
讀
書
人
落
筆�
謂
其
悖
理
礙
理�
似
未
必
有
其
事�
豈
知
動
筆
用
心�
稍
偏
即
理
不
圓�
稍
隔
即
理
不
圓�
此
病
作
家
中
尚

時
有
之�
況
初
學
者
乎
？
…
…
以
此
類
推�
要
理
圓
是
極
難
了
。
非
平
日
平
心
積
理�
凡
事
到
前
銖
兩
斟
酌�
下
筆
時
又
銖
兩
斟
酌�

安
得
理
無
滯
礙
乎

(

８)

？｣

這
裏
的

｢

理｣

固
然
與
傳
統
道�
倫
理
有
關�
並
顯
然
可
見
儒
家
詩
教
的
影
響�
但
其
意
也
包
括
一
般
的
人
情

事
態
物
理�
應
該
是
可
以
感
覺
得
出
的
。
所
謂
不

｢

偏｣

不

｢

隔｣�
更
似
就
此
一
般
人
情
、
事
態
和
物
理
而
言
。
至
於
落
筆
要
圓�

但
更
重
要
的
是
要
做
到

｢

理
圓｣�
這
樣
的
遞
進
式
論
述�
是
很
容
易
讓
人
自
然
地
得
出

｢

字
圓｣

須
根
據
於

｢

理
圓｣

的
結
論
的
。

圓
密
的
思
致
只
有
通
過
圓
活
的
聲
字�
方
能
傳
達
圓
合
的
主
旨�
這
一
點
殆
無
疑
問
。
但
實
際
操
作
起
來�
光
有
作
爲
獨
立
意
義

單
位
的
音
聲
字
句
的
圓
活�
並
不
能
保
證
作
品
在
整
體
上
就
一
定
合
乎

｢

圓
法｣�
這
其
間�
還
有
一
個
如
何
調
遣
單
個
的
音
聲
字
句�

使
其
互
相
配
合�
以
攝
形
成
象
並
假
像
出
勢
的
問
題
。
對
這
個
問
題
的
討
論�
成
爲

｢

形
圓｣

、｢

勢
圓｣

和

｢

象
圓｣

之
説
的
由
來
。

顯
然�
形
、
勢
與
象
之

｢

圓｣

是
較
聲
字
之

｢

圓｣
更
能
體
現

｢

思
圓｣

與

｢

意
圓｣�
進
而
體
現
作
品
審
美
屬
性
和
整
體
效
應
的
高

一
級
講
求
。
惟
其
如
此�
它
們
也
更
潛
隱
一
些�
更
難
把
握
一
些
。

還
是
劉��
在

『

文
心
雕
龍』

《

鎔
裁》

篇
中
提
出
：｢
凡
思
緒
初
發�
辭
采
苦
雜
。
心
非
權
衡�
勢
必
輕
重
。
是
以
草
創
鴻
筆�

先
標
三
准｣

。
所
謂

｢

三
准｣

即

｢

設
情
以
位
體｣

、｢

酌
事
以
取
類｣

和

｢

撮
辭
以
舉
要｣�
他
認
爲
在
謀
布
全
局
時�
只
有
以
此
提
領

始
終�
才
能｢

舒
華
布
實�
獻
替
節
文｣�
最
後
使｢

首
尾
圓
合�
條
貫
統
序｣

。
這
裏｢

首
尾
圓
合｣�
状
説
的
就
是
作
品
的｢

形
圓｣

。

後
宋
人
謝
枋
得

『

文
章
軌
範』

主
張

｢

凡
學
文
初
要
膽
大�
終
要
細
心�
由
粗
入
細�
由
俗
入
雅�
由
簡
入
繁�
由
豪
蕩
入
純
粹｣�

又
説
：｢

以
議
論
精
明
而
斷
制�
文
勢
圓
活
而
宛
曲�
有
抑
揚�
有
頓
挫�
有
擒
縱｣�
是
爲
作
品
之

｢

勢
圓｣

。
宋
代
選
評
之
風
盛
行�

時
人
於
古
文
綱
目
關
鍵
、
警
示
句
法�
乃
至
起
承
轉
合
、
波
瀾
關
鎖
等
均
細
加
圈
抹
和
標
評
。
如
果
説
文
章
的
脈
絡
貫
穿
構
成
了
作
品

的

｢

形
圓｣�
那
麼
文
章
躍
如
的
動
態
動
能
就
構
成
了
作
品
的

｢

勢
圓｣

。
以
後
唐
順
之
指

｢

東
坡
作
史
評
必
有
一
段
萬
世
不
可
磨
滅
之

論

｢

圓｣

的
形
式
意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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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使
吾
身
生
其
人
之
時�
居
其
人
之
位�
遇
其
人
之
事
當
如
何
處
置
。
妙
法
從
老
泉
傳
來
…
…
文
勢
亦
圓
活�
義
理
亦
精
微�
意
味

亦
悠
長｣

也
是
如
此

(

９)

。
至
若
茅
坤
評
蘇
軾

《

子
思
論》

一
文�｢
雖
非
知
思
孟
之
學
者�
而
其
文
自
圓｣�
中
引
唐
荊
川
對
該
文

｢

借
客

形
主�
轉
丸
於
千
仞
之
上｣

的
評
語

(�)�
這
裏
的

｢

轉
丸
千
仞｣�
也
就
是
他
對
文
之

｢

勢
圓｣

的
形
象
化
説
明
。

明
陸
時
雍
在

『

詩
鏡
總
論』

説
：｢《

三
百
篇》

賦
物
陳
情�
皆
其
然
而
不
必
然
之
詞�
所
以
意
廣
象
圓�
機
靈
而
感
捷
也｣�
又

説
：｢

古
人
善
於
言
情�
轉
意
象
於
虚
圓
之
中�
故
覺
其
味
之
長
而
言
之
美
也｣

。
清
人
張
謙
宜

『�
齋
詩
談』

説
：｢

詩
家
有
象
外
圓

機�
而
談
理
有
一
定
繩
尺�
發
揮
既
少
蘊
藉��
置
自
露�
徑
。
初
意
怕
人
不
曉�
又
不
欲
使
人
見
其
針
線�
三
回
五
次
修
飾�
已
落

後
天｣�
討
論
的
是
作
品
的

｢

象
圓｣

。
依
古
人
的
認
知�
象
雖
較
之
手
眼
可
實
際
觸
及
的
形
爲
虚�
但
在
人
的
感
覺
世
界
中�
仍
可
以

清
晰
完
整
地
複
現�
是
謂
心
象
。
引
其
入
詩��
太
過
著
實�
不
免
呆
滯�
不
能
給
人
咀
嚼
回
味
之
樂
趣�
故
需
要
作
者
化
實
爲
虚�

化
景
物
爲
情
思�
使
滿
目
意
象�
皆
含
不
盡
之
情
思�
縹
緲
於
言
語
筆
墨
之
外
。
這
就
是
他
們
追
求

｢

象
圓｣

的
原
由
。

三

最
後
就
是
作
品
整
體
之

｢

圓｣

了�
是
謂

｢
氣
圓｣

、｢

體
圓｣

與

｢

境
圓｣

。
依
傳
統
的
審
美
趣
味
與
理
想�
古
人
大
體
將

｢

平

易｣

與

｢

自
然｣

視
爲
作
品
整
體
之

｢

圓｣

的
目
標�
努
力
追
求
形
眞
而
圓
神
和
而
全
境
界
的
實
現
。
故
除
要
求
聲
字

｢

圓
活｣

、｢

圓

熟｣

、｢

清
圓｣

和

｢

圓
妥｣

外�
要
求
作
品
整
體
的
氣
、
體
與
境
也
能
如
此
。
如
羅
大
經
稱
歐
陽
脩
四
六
文

｢

一
洗
昆
體�
圓
活
有
理

致

(�)｣�
舒
嶽
祥
有

｢

早
從
唐
體
入
圓
妥｣

之
詩
句

(�)
。
其
他
相
類
似
的
言
論
不
一
而
足�
都
是
就
作
品
整
體
下
的
判
斷�
是
爲

｢

體
圓｣

。

但
他
們
又
特
別
擔
心
人
們
誤
會
自
己
的
趣
味
僅
偏
在
圓
成
一
路�
甚
至
進
而
將
之
易
爲
平
妥
和
便
利�
特
意
指
出

｢

圓
熟
多
失
之

平
易�
老
硬
多
失
之
乾
枯�
能
不
失
於
二
者
之
間�
則
可
與
古
之
作
者
並
驅
耳

(�)｣
。
劉
克
莊
就
是
如
此�
他
認
識
到
謝�
彈
丸
之
喩�

本
從
精
美
不
失
自
然
的
角
度
置
論�
要
做
到
這
一
點
大
非
易
事�
故
説

｢
以
六
朝
詩
考
之�
如
錦
工
機
錦�
玉
人
琢
玉�
窮
巧
極
妙�

然
後
能
流
轉
圓
美
。
近
時
學
者
誤
認
彈
丸
之
喩
而
趨
於
易�
故
放
翁
詩
云
：『
彈
丸
之
論
方
誤
人

(�)』｣
。
陸
游
性
喜
古
樸
壯
大
如
梅
堯
臣

的
詩
風�
嘗
説｢

歌
詩
復
古�
梅
堯
臣
獨
擅
美

(�)｣�
又
私
淑
呂
本
中�
從
曾
幾
學
詩�
深
知
活
法
之
眞
意
並
非
要
人
滑
利
圓
妥�
故《

答

鄭
虞
任
檢
法
見
贈
詩》

有

｢

文
章
要
須
到
屈
宋�
萬
仞
青
霄
下
鸞
鳳
。
區
區
圓
美
非
絶
倫�
彈
丸
之
評
方
誤
人｣

云
云
。
究
其
本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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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非
是
要
否
定

｢

圓｣�
而
是
想
在
其
中
充
填
進
一
些
古
樸
雅
健
的
内
質
。
沈
作
哲
説
：｢

爲
文
當
存
氣
質�
氣
質
渾
圓�
意
到
辭
答�

便
是
天
下
之
至
文

(�)｣�
是
爲
對

｢

氣
圓｣

直
接
的
強
調
。

當
然�
這
種

｢

氣
圓｣

不
是
一
味
外
示
作
者
志
氣
的
粗
莽�
或
故
意
疏
忽
技
法
的
精
整�
對
此
他
們
也
是
反
對
的
。
如
趙
蕃

《

次

韻
呈
審
知》
稱

｢

舊
來
詩
已
有
老
氣�
近
日
更
覺
加
圓
熟｣�
趙
師
秀

《

寄
薛
景
石》

稱

｢

家
務
貧
多
闕�
詩
篇
老
漸
圓｣�
明
確
分

｢

老
氣｣

與

｢
圓
熟｣

爲
兩
境�
就
是
因
爲
在
他
們
看
來�
大
凡
能
尊
體
並
得
體
之
全�
顯
得
文
法
森
嚴
體
格
高
上
的
就
能
稱

｢

老｣

。

然
體
格
一
老
也
易
頽
唐�
故
如
何
善
加
收
斂�
尤
須
講
究
。
也
所
以�
以
後
清
人
才
提
倡

｢

法
老
而
氣
靜

(�)｣�
賀
貽
孫

『

詩
筏』

才
會

在

｢

律
詩
對
偶�
圓
如
連
珠｣

後�
很
自
然
地
説
到

｢

八
句
一
氣
而
氣
逾
老｣

、｢

逾
老
逾
沈｣

。
總
之�
是

｢

清
老｣

與

｢

清
圓｣

兼

顧�｢
老
成｣

與

｢

圓
成｣
並
重
。
前
及
何
紹
基
論

｢

氣
圓｣�
指
出

｢

用
筆
如
鑄
元
精｣�｢
氣
貫
其
中
則
圓�
如
寫
字
用
中
鋒
然�
一

筆
到
底�
四
面
都
有�
安
得
不
厚�
安
得
不
韻�
安
得
不
雄
渾�
安
得
不
淡
遠｣�
也
可
見

｢

氣
圓｣

並
非
僅
體
現
爲
老
拙�
更
非
粗

莽
。

宋
以
後�
人
們
漸
厭
宋
詩
的
枯
澀�
改
宗
唐
人�
尤
其
是
晩
唐
。
對

｢

清
圓｣

一
路
的
詩
有
更
好
的
評
價
。
當
日�
戴
表
元

《

洪

潛
甫
詩
序》

對
永
嘉
四
靈
矯
梅
聖
兪
之

｢
沖
淡｣

和
黄
庭
堅
之

｢

雄
厚｣�｢
一
變
而
爲
清
圓｣

已
有
肯
定�
一
般
金
元
詩
人
更
以
唐
詩

妙
處
多
半
在
此
。
故
元
好
問
稱
友
人
詩

｢

清
而
圓�
有
晩
唐
以
來
風
調

(�)｣�
戴
良
論
時
人
詩

｢

幽
雅
而
圓
潔｣�
並
將
之
與

｢

宏
麗
而
典

則

(�)｣

相
對�
以
爲
是
取
法
盛
唐
而
成
一
家
之
言�
呉�
稱

｢

近
時
學
詩
者
以
唐
人
格
卑
氣
弱�
不
屑
模��
輒
以
蘇
黄
自
負
者
比
比�

卒
之
不
能
成�
徒
爲
陽
秋
家
一
笑
之
資
而
已
。
吾
友
陳
起
東�
少
喜
吟
詠�
專
以
唐
人
爲
法�
故
其
出
語
清
圓
和
暢�
有
王
、
岑
、
高
、

劉
之
風
。
…
…
自
是
而
柳
而
韋
而
謝
而
陶�
若
升
階
耳

(�)｣�
對
此
風
會
轉
變
有
確
鑿
的
評
説
。

由
此
明
清
以
降�
論
者
對｢

清
圓｣

一
路
的
體
調
風
格
有
更
多
的
推
崇�
相
應
地�
類
似｢

圓
潔｣

、｢

圓
妥｣

、｢

圓
麗｣

、｢

圓
暢｣

、

｢

圓
穩｣

、｢

圓
秀｣

、｢

圓
潤｣

、｢

圓
適｣

、｢

圓
朗｣

、｢

圓
滿｣

、｢

圓
密｣
、｢

精
圓｣

等
名
言�
更
多
地
爲
論
者
所
提
及
。
如
李
東
陽《

馬

石
田
文
集
序》

稱
人
詩

｢

圓
密
清
麗�
無
不
可
傳
者�
信
一
代
之
傑
作
也｣
。
茅
坤

『

唐
宋
八
大
家
詩
鈔』

評
歐
陽
脩

《

論
修
河
第
一

状》
｢

文
字
最
圓
暢�
西
漢
而
下
不
多
見
者｣

。
鍾
惺

『

鍾
伯
敬
先
生
朱
評
詞
府
靈
蛇
二
集』

《

精
集》

稱

｢

杜
審
言
華
藻
整
栗�
小
讓

沈
宋�
而
氣
度
高
逸�
神
情
圓
暢�
自
是
中
興
之
祖｣

。
王
士
禎

《

四
溟
詩
話
序》
稱
謝
榛
詩

｢

聲
律
圓
穩�
持
擇
矜
慎
者�
弘
正
之

遺
響
也｣

。
延
君
壽『

老
生
常
談』

稱
李
白《

夢
遊
天
姥
吟
留
別》

奇
離
恍
惚�
滅
盡
門
徑�
結
尾
尤
勝�｢
試
想
若
不
足『

世
間
行
樂』

論

｢

圓｣

的
形
式
意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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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句�
非
但
喝
題
不
醒�
抑
亦
尚
欠
圓
滿｣

。
朱
庭
珍

『

筱
園
詩
話』

評
浙
派
詩

｢

其
清
俊
生
新�
圓
潤
秀
媚
之
篇�
佳
處
自
不
可
沒�

然
病
亦
坐
此｣�
其
中
有
的

｢

圓
秀
冷
峭�
門
徑
彌
小｣

。

鑒
於
過
求
體
氣
之

｢

圓｣

會
失
去
勁
力�
又
有
識
者
提
出

｢

圓
渾｣

、｢

圓
緊｣

、｢

圓
勁｣

、｢

圓
健｣�
突
出
作
品
渾
全
遒
勁
的
整

體
風
貌
以
爲
補
救
。
前
此
唐
裴
延
翰

《

樊
川
文
集
序》

已
有

｢

高
騁���
旁
紹
曲��
潔
簡
渾
圓�
勁
出�

貫｣

之
説
。
蓋

｢

渾｣

者�
整
一
不
散
之
謂
也�
是
精
神
完
聚
綰
結
的
徴
象�
又
稱

｢

渾
全｣

、｢

渾
成｣

。
此
意
與

｢

圓｣

相
通�
因

｢

圓｣

本
就
有
圓
成
、

圓
全
之
意�
故｢
渾
圓｣

這
一
名
言
經
常
爲
他
們
言
及
。
包
恢《

書
撫
州
呂
通
判
開
詩
稿
略》

論
近
體
詩
創
作�
於｢

語
意
圓
活
悠
長｣

、

｢

有
蘊
藉｣

、｢

氣
脈
貫
通
而
無
破
碎
斷
續
之
病｣

外�
複
要
求｢

有
警
策｣�
方
回『

瀛
奎
律
髓』

評
老
杜
説
病
詩｢

尤
見
圓
活
而
峭
拔｣�

將｢

圓
活｣

與｢

峭
拔｣
相
聯
言�
也
有
此
用
心
。
以
後
王
世
貞『

藝
苑
卮
言』

論
唐
人｢

打
起
黄
鶯
兒｣

詩
不
惟
語
意
之
高
妙
而
已�

｢

其
篇
法
圓
緊�
中
間�
一
字
不
得�
著
一
意
不
得｣�
朱
庭
珍

『

筱
園
詩
話』

稱

｢

有
明
前
七
子
中�
以
何
信
陽
爲
最
。
以
信
陽
秀
骨

天
成�
筆
意
俊
爽�
其
雅
潔
圓
健
處�
非
李
空
同
所
及�
故
信
陽
可
謂
一
代
清
才�
空
同
則
粗
才
也｣���『

詩
義
固
説』

稱
做
詩

｢

若
一
字
不
圓�
便
鬆
散
無
力｣�
都
著
意
突
出
了

｢

圓｣

所
含
帶
的
力
的
内
涵
。

可
能
有
作
者
因
一
味
追
求
整
一
勁
緊�
使
作
品
沾
上
了
火
暴
氣�
落
了
實
相�
故
又
有
論
者
提
出

｢

空
圓｣

一
説�
意
在
盡
顯
圓

相
的
超
逸
安
雅
之
妙
。
如
劉�
就
説
：｢

唐
詩
之
清
麗
空
圓
者�
以
比
興
爲
之
也

(�)｣�
並
認
爲
只
有
調
動
比
興
手
法
而
非
直
陳
敷
衍�
才

能
實
現
這
種
神
妙
。
基
於
這
種
理
想�
他
們
重
新
界
定
了
唐
詩
的
典
範
性�
認
爲
它
意
不
求
暴
露
而
味
厚�
思
不
尚
刻
削
而
氣
渾�
字

句
不
求
奇
譎
而
品
高�
藻
采
不
求
用
繁
瑣
而
色
雅�｢
格
正
調
和�
泰
然
自
得�
雖
平
不
避�
雖
樸
不
雕�
從
容
酣
適�
而
中
通
外
潤｣�

由
此

｢

通
體�
圓｣�
纔

｢

成
一
代
之
冠
冕

(�)｣
。

更
有
甚
者�
進
而
將

｢

圓｣

視
爲
從
創
作
發
動
到
作
品
成
形
都
必
須
遵
循
的
至
高
法
式�
形
式
追
求
的
一
種
終
極
境
界
。
認
爲
爲

文
太
奇
則
凡�
太
巧
則
纖�
太
刻
則
拙�
太
新
則
庸�
太
濃
則
俗�
太
切
則
卑�
太
清
則
薄�
太
深
則
晦�
太
高
則
枯�
太
厚
則
滯�

太
雄
則
粗�
太
快
則
剽�
太
駁
則
冗�
太
收
則
蹙
。
凡
此
種
種�
皆
屬
不

｢
圓｣

之
相
。
語
直
、
意
淺
、
脈
露
和
味
短�
一
切
文
病�

都
與
不
能
體

｢

圓｣

有
關
。
曾
國
藩

《

喩
季
澤》

稱

｢

無
論
古
今
何
等
文
人�
其
下
筆
造
句�
總
以

『

珠
圓
玉
潤』

四
字
爲
主｣

。
又

説
：｢

爾
于
古
人
之
文�
若
能
從
江
、
鮑
、
徐
、�
四
人
之
圓
歩
歩
上
溯�
直
窺
卿
、
雲
、
馬
、
韓
四
人
之
圓�
則
無
不
可
讀
之
古
文

矣｣

。
曾
氏
以
司
馬
遷
、
司
馬
相
如
、
揚
雄
三
人

｢

可
謂
力
趨
險
奧�
不
求
圓
適
矣�
亦
未
始
不
圓｣�
至
於
韓
愈�
其
志
意
欲�
駕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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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之
上
而
戛
戛
獨
造�｢
力
避
圓
熟
矣�
而
久
讀
之�
實
無
一
字
不
圓�
無
一
句
不
圓｣�
實
際
上
就
是
將

｢

圓｣

視
作
可
以
包
容
一
切

成
熟
的
藝
術
風
格
的
至
高
境
界
。
這
就
是

｢

圓
境｣�
古
人
以
爲
有
此

｢

眞
圓�
大
難
大
難

(�)

！｣

四

結
言
之�｢
圓｣
是
魏
晉
以
來�
中
國
古
代
文
學
批
評
史
上
一
個
規
範
力
和
衍
生
力
都
非
常
強
的
重
要
範
疇
。
究
其
大
意�
指
向

文
學
創
作
的
全
過
程�
屬
形
式
論
範
疇
無
疑
。
就
其
字
面
意
義
而
言�
按
之
歴
代
解
釋�
指
周
、
全
或
備
。
運
用
于
文
學
批
評�
指
作

品
體
制
的
圓
周
、
圓
全
和
圓
備
。
但
須
特
別
指
出
的
是�
此
圓
周
、
圓
全
或
圓
備
並
非
僅
限
於
平
面
意
義
上
的
首
尾
環
合�
更
在
於
立

體
空
間
的
飽
滿
和
充
實�
呈
一
自
我
圓
足
的
團
状
結
構
。
這
一
點�
從

『

呂
氏
春
秋』

《

審
時》

的

｢

粟
圓
而
薄
糠｣

之
喩�
到
段
注

《

説
文》

｢

平
圓｣

與

｢

渾
圓｣

的
分
疏
中
都
可
以
見
出
。
對
謝�
彈
丸
之
喩
也
當
做
如
斯
理
解�
而
不
能
僅
重
其
前
半
句
之
喩
旨�
而

忽
視

｢

彈
丸｣

這
個
喩
依
。
後
周
密
引
張
建
語�
稱

｢

做
詩
不
論
長
篇
短
篇�
須
要
詞
理
具
足�
不
欠
不
餘�
如
荷
上
灑
水�
散
爲
露

珠�
大
者
如
豆�
小
者
如
粟�
細
者
如
塵�
一
一
看
之�
無
不
圓
成

(�)｣�
將
此
意
説
得
很
清
楚
。
也
所
以�
它
固
然
有
環
周
的
本
義�

並
因
此
在
一
些
時
候
與

｢

方｣

相
對
待

(

在
書
畫
批
評
中
尤
其
如
此)�
但
更
本
質
的
意
義
指
向
卻
是
渾
圓
一
意�
由
此
衍
伸
出
飽
滿

完
滿
之
意�
讓
人
用
以
作
爲
對
一
種
有
著
内
在
張
力
的
渾
整�
自
足
與
彌
滿
的
指
稱
。
古
人
引
以
爲
文
學
創
作
之
極
詣
的�
更
多
的
就

是
這
種
渾
圓
。

而
究
原
古
人
重
視
這
種
渾
整
與
彌
滿
的
根
底�
可
知
是
得
到
天
的
昭
示�
大
氣
運
轉
的
啓
迪
。
古
人
以
爲
天
圓
地
方�
不
僅
如
此�

｢

天
機
儘
是
圓
活

(�)｣

。
故
他
們
好
稱
天
爲

｢

圓
象｣

、｢

圓
精｣

、｢
圓
蒼｣

和

｢

圓
靈｣

。
人
之
法
天�
其
超
詣
變
化
與
造
化
同
工�
既
順

適
著
天
人
合
一
的
根
本
哲
學
觀�
更
直
接
取
源
于

『

易
經』

《

繋
辭
上》
之

｢

蓍
之�
圓
而
神｣

的
傳
統�
王
弼
注
曰
：｢

圓
者�
運
而

不
窮｣�
故
所
謂

｢

圓
而
神｣�
就
是
通
過
運
而
不
窮�
達
到
近
乎
神
乃
至
神
化
的
境
地
。
當
然�
這
其
間
還
可
以
見
到
莊
子
圓
通
機
變

以
應
無
窮
以
得
環
中
的
影
子�『
莊
子』

《

盜
蹠》

篇
就
有

｢

若
是
若
非�
執
而
圓
機�
獨
成
而
意�
與
道
徘
徊｣

之
説
。
此
外�
還
有

佛
教

｢

性
體
周
遍
曰
圓

(�)｣�
特
別
是
禪
宗

｢

圓
妙
明
心

(�)｣
的
影
響�
包
括
以
後
理
學
家

｢

圓
象
太
極
説｣

的
影
響
。

如
果
説�｢
神｣

是
古
人
視
爲
臻
于
天
工
近
乎
化
境
的
一
種
至
高
境
界�
那
麼
這
個

｢

圓｣

從
很
大
程
度
上�
就
是
達
致
這
個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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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的
途
徑
。
此
所
謂
圓
者
氣
裕�
渾
者
神
全
。
從
這
個
意
義
上�
可
以
説
從
一
開
始�｢

圓｣

範
疇
的
形
式
指
向
就
十
分
分
明
。
本
文

只
就
其
形
式
意
蘊
的
構
成
與
發
展
做
一
初
歩
的
論
列�
有
鑒
於
此
範
疇
的
文
化
淵
源
極
爲
深
廣�
俟�

文
專
門
發
揚
。

注

(

１)

姜�
『

白
石
道
人
詩
説』

。

(

２)

朱
庭
珍

『

筱
園
詩
話』

卷
一
。

(

３)
『

唐
宋
八
大
家
文
鈔』
卷
十
。

(

４)

魏
慶
之

『

詩
人
玉
屑』
卷
三
引

『

童
蒙
詩
訓』

。

(

５)
『�

原
詩
説』

卷
二
。

(

６)

施
補
華

『�
傭
説
詩』

。

(

７)
《

戚
不�
募
捐
刻
竹
簡
編
序》�『
恬
致
堂
集』

卷
一
六
。

(

８)
《

與
汪
菊
士
論
詩》�『
東
洲
草
堂
文
鈔』
卷
五
。

(

９)
『

唐
宋
八
大
家
文
鈔』

卷
一
三
一
。

(

10)
『

稗
編』

卷
七
七
。

(

11)
『

鶴
林
玉
露』

丙
編
卷
二
。

(

12)
《

題
潘
少
白
詩》�『�
風
集』

卷
二
。

(

13)

胡
仔

『�
溪
漁
隱
叢
話』

前
集
卷
三
八
引

《

王
直
方
詩
話》

。

(

14)
《

江
西
詩
派
序》�『
後
村
先
生
大
全
集』

卷
九
五
。

(

15)
《

宣
城
李
虞
部
詩
序》�『
渭
南
文
集』

卷
一
五
。

(

16)
『

寓
簡』

卷
八
。

(

17)

毛
先
舒

『

詩
辯�』
卷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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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清
涼
相
禪
師
墓
銘》�『
遺
山
集』

卷
三
一
。

(
19)

『

九
靈
山
房
集』

卷
首
。

(

20)
《

題
陳
起
東
詩
稿
後》�『
家
藏
集』

卷
五
十
。

(

21)
『

隱
居
通
義』

卷
七
。

(

22)

張
謙
宜

『�
齋
詩
談』

卷
二
。

(

23)
《

與
汪
菊
士
論
詩》�『
東
洲
草
堂
文
鈔』

卷
五
。

(

24)
『

浩
然
齋
雅
談』
卷
上
。

(

25)

唐
順
之

《

與
兩
湖
書》�『
荊
川
集』

卷
四
。

(

26)
『

三
藏
法
數』

卷
四
六
。

(

27)
『

楞
嚴
經』

卷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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