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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古
代
叙
事
文
学(

尤
其
是
白
話
作
品)

的
故
事
形
態
�
常
有
程
式
化
現
象
。
一
个
故
事
流
傳
之
後
�
逐
歩
定
型
為
一
个
格
式
�

以
後
編
故
事
的
人
�
可
以
在
這
个
格
式
之
中
｢

填｣

上
不
同
的
主
人
公
的
故
事
。
人
物
的
名
字
不
同
�
故
事
産
生
的
時
代
不
同
�
事
件

中
的
細
節
也
不
同
�
但
故
事
的
展
開
方
式
却
大
致
相
近
。
于
是
�
出
現
了
若
干
个
故
事
共
用
一
个
叙
事
程
式
的
現
象
。
這
種
現
象
的
出

現
�
与
宋
代
説
書
中

｢

小
説｣

故
事
的
類
型
化
、
程
式
化
有
関
。

宋
代
的
説
書
�
除
講
史
、
説
経
外
�｢

小
説｣
也
是
当
時
的
一
个
重
要
節
目
。｢

小
説｣

講
街
談
巷
議
的
故
事
�
不
像
講
史
、
説
経

那
様
受
到
某
些
歴
史
的
或
宗
教
的
規
定
性
的
制
約
�
于
是
�｢

如
有
小
説
者
�
但
随
意
据
事
演
説｣

(『

酔
翁
談
録』

巻
一)

�
所
謂

｢

随

意
据
事
演
説｣

�
正
説
明
了

｢

小
説｣

的
特
性
�
它
一
方
面
要

｢
据
事｣

�
即
有
所
依
傍
�
有
一
定
的
故
事
模
型
；�

一
方
面
可
以

｢

随

意｣

�
即
在
有
所
依
傍
的
前
提
下
自
行
在
固
有
的
故
事
框
架
之
内
編
造
情
節
、
補
充
細
節
。
問
題
是
�
当
時
的
説
書
藝
人
�
文
化
水
平

不
一
定
高
�
他
們
所
依
傍
的
故
事
従
何
而
来
？
我
們
不
能
聴
信

『
酔
翁
談
録』

所
標
榜
的

｢

幼
習

『

太
平
広
記』

�
長
攻
歴
代
史
書｣

�

｢『

夷
堅
志』

無
有
不
覧
�『

�

瑩
集』

所
載
皆
通｣

(

巻
一)

�
因
為

『
太
平
広
記』

与

『

夷
堅
志』

都
是
大
部
頭
的
書
�
不
要
説
在
刊

本
十
分
珍
貴
的
宋
代
�
就
是
今
天
�
要
購
置
這
様
的
書
�
也
不
是
容
易
的
事
�
所
以
�｢

幼
習

『

太
平
広
記』｣

的
藝
人
�
大
概
不
多
�

而
更
多
的
是
文
化
水
平
不
高
的
藝
人
�
他
們
読
書
不
多
�
往
往
只
是
粗
通
文
墨
而
已
�
只
能
読
浅
顕
簡
短
的
文
字
；
他
們
演
説
的
故
事

一
般
有
所
師
承
�
這
種
情
形
在
民
間
説
唱
藝
術
中
普
遍
存
在
�
一
直
到
近
現
代
也
是
如
此

(

１)

。
従

『

酔
翁
談
録』

可
知
�
宋
代

｢

小
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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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緑
窓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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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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酔
翁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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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目
繁
多
�
紛
紜
的
故
事
対
于
以

｢

舌
耕｣

謀
生
的

｢

小
説｣

藝
人
而
言
顕
得
頭
緒
雑
乱
�
于
是
�
為
了
便
于
藝
人
掌
握

｢

小
説｣

類

型
�
也
為
了
備
忘
�
宋
代
出
現
了
専
供
説
書
藝
人
使
用
、
具
有
提
要
性
質
的
小
説
故
事
書
�
我
們
現
在
能
知
道
的
有
両
部
：

『

緑
窓
新

話』
与

『
酔
翁
談
録』

。
這
両
部
書
都
向
人
提
供
一
批
故
事
藍
本
�
文
字
簡
易
�
篇
幅
短
小
�
方
便
記
憶
�
而
題
材
則
以
男
女
風
情
為

主
。
這
些
男
女
風
情
故
事
大
致
有
若
干
類
型
�
呈
現
出
若
干
程
式
�
実
在
是
開
了
後
世
文
学
程
式
化
叙
事
的
先
河
。

一

『

緑
窓
新
話』

�｢

皇
都
風
月
主
人｣

編
。
編
者
的
真
実
姓
名
、
生
平
均
不
詳
�
但
編
于
南
宋
的

『

酔
翁
談
録』

提
到
它

(

見
該
書

巻
一)

�
因
而
可
知
其
成
書
早
于

『
酔
翁
談
録』

�
当
是
南
宋
流
傳
于
民
間
的
通
俗
読
物
。
書
中
所
收
録
的
作
品
�
有
的
注
明
出
處
�
有

的
則
無
�
不
過
�
大
抵
都
有
所
本
�
尤
以
前
人
的
筆
記
小
説
、
傳
奇
小
説
為
多
�
并
非
編
者
的
創
作
。

此
書
在
中
国
久
已
失
傳
�
近
人
董
康
先
生
于
一
九
二
六
年
底
至
一
九
二
七
年
四
月
底
旅
居
日
本
�
一
九
二
七
年
四
月
十
五
日
在
細

川
書
店

｢

見
旧
抄
本

『

緑
窓
新
語』

二
巨
册
�
題
皇
都
風
月
主
人
撰
�
所
録
純
渉
麗
情
�
強
半
出

『

太
平
広
記』

�
毎
条
倣

『

青
鎖
高

議』

目
録
�
用
章
回
式
�
亦
頗
新
異

(

２)｣

。
学
術
界
始
知
世
間
尚
有

『

緑
窓
新
語』

其
書
�
并
認
為
此

『

緑
窓
新
語』

即

『

酔
翁
談
録』

所
載
之

『

緑
窓
新
話

(

３)』

。
不
過
�
董
氏
所
見
之

｢『
緑
窓
新
語』｣

并
非
足
本
�
近
人
黄
公
渚
先
生
向
嘉
業
堂
借
抄
之

『

緑
窓
新
話』

比

董
氏
経
眼
之
本
多
出
三
十
五
篇
�
黄
氏
抄
本
于
一
九
三
五
年
由
上
海

『

藝
文
雑
志』

分
両
期
刊
出
。
後
周
楞
伽
先
生
据

『

藝
文
雑
志』

本
加
以
校
補
整
理
�
出
版
排
印
本

(

先
由
古
典
文
学
出
版
社
于
一
九
五
七
年
八
月
刊
行
初
版
本
�
後
由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于
一
九
九
一

年
二
月
出
版

｢

重
加
整
理｣

本)

。

『

緑
窓
新
話』

上
下
両
巻
�
凡
一
百
五
十
四
篇
。
編
者
大
致
将
故
事
結
構
相
近
者
編
在
一
起
�
而
且
其
標
題
所
用
動
詞
常
常
相
同
�

這
是
一
个
非
常
値
得
研
究
的
現
象
。
有
的
論
者
已
経
留
意
到
此
書

｢
用
了
七
字
回
目
和
両
回
成
一
対
偶
的
形
式

(

４)｣

�
可
是
�
我
們
不
僅

看
到
書
中
標
題
的
両
両
相
対
�
而
且
還
注
意
到
相
隣
的
若
干
標
題
共
用
同
一
个
動
詞
�
如
上
巻
前
四
篇
�
其
標
題
依
次
為
：
劉
阮
遇
天

台
女
仙
�
裴
航
遇
藍
橋
雲
英
�
王
子
高
遇
芙
蓉
仙
�
賢
鶏
君
遇
西
真
仙
。
我
們
姑
且
将
這
些
標
題
看
作
是
四
个
叙
事
句
式
�
其
間
�
都

以

｢

遇｣
(

艶
遇)

做
為

｢

叙
事
語
法｣

上
的

｢

謂
語｣

(

即
故
事
的
基
本

｢

関
目｣)
；
又
如
�
上
巻
第
二
七
―
三
〇
篇
�
其
篇
目
依

程
式
化
叙
事
的
濫
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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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為
：
楊
生
私
通
孫
玉
娘
�
張
浩
私
通
李
鶯
鶯
�
華
春
娘
通
徐
君
亮
�
何
会
娘
通
張
彦
卿
；
其
間
�
都
以

｢

通｣
(

私
通)

做
為
故
事

的
基
本

｢

関
目｣

。
就
算
題
目
没
有
出
現
相
同
的
字
眼
�
而
其
動
詞
的
修
辞
色
彩
也
是
相
同
或
相
近
的
�
如
下
巻
第
四
九
―
五
二
篇
�

其
篇
目
依
次
為
：
李
生
悟
盧
妓
箜
篌
�
趙
象
慕
非
烟�

秦
�
崔
宝�

薛
瓊
弾
筝
�
文
君
窺
長
卿
撫
琴
。
這
四
篇
作
品
都
与
音
楽
有
関
�

所
謂

｢

悟｣
、｢
慕｣

、｢
�
｣

、｢

窺｣

、
都
是
表
現
男
女
之
間
一
方
対�

一
方
的
技
藝
的
賞
識
。
再
如
�
下
巻
第
六
四
―
六
七
篇
�
其
篇

目
依
次
為
：
盛
小
叢
最
号
善
歌
�
永
新
娘
最
号
善
歌
�
韓
娥
有
繞
梁
之
声
�
秦
青
有
遏
雲
之
音
。
其
間
�
所
謂

｢

最
号
善
歌｣

、｢

繞
梁

之
声｣

、｢

遏
雲
之
音｣
�
都
是
表
彰
藝
人
歌
唱
藝
術
的
非
凡
高
超
�
顕
然
是
同
一
類
型
的
故
事
。

若
干
標
題
共
用
一
个
動
詞
�
其
叙
事
的

｢

謂
語｣

相
同
。
而
在
一
个
叙
事
句
式
中
�｢

謂
語｣

具
有
関
鍵
意
義
�
决
定
着
這
个
叙

事
句
式
的
叙
事
格
局
。
若
干
故
事
共
用
一
个

｢

叙
事
謂
語｣

�
説
明
這
些
故
事
的
叙
事
格
局
有
内
在
的
類
同
性
。
即
以
上
巻
前
四
篇
為

例
：

『

劉
阮
遇
天
台
女
仙』

略
謂
：
男
主
人
公
劉
晨
、
阮
肇
入
天
台
山
采
薬
�
迷
失
道
路
�
遇
見
両
位
女
子
�｢

容
貌
絶
妙｣

；
二
女

知
道
劉
、
阮
的
姓
名
�
有
如
熟
人
�
即
邀
至
其
家
�｢

行
夫
婦
之
道｣

。

『

裴
航
遇
藍
橋
雲
英』

略
謂
：
男
主
人
公
裴
航
在
舟
中
結
識
樊
夫
人
�
夫
人
給
他
一
首
詩
�
預
示
其
日
後
的
婚
姻
：

｢

一
飲
瓊
漿

百
感
生
�
玄
霜
搗
尽
見
雲
英
。
藍
橋
便
是
神
仙
宅
�
何
必
区
区
上
玉
京
？｣

果
然
�
此
詩
即
為
讖
語
�
裴
航
于
藍
橋
遇
見｢

艶
麗
過
人｣

的
雲
英
�
終
于
娶
其
為
妻
。

『

王
子
高
遇
芙
蓉
仙』

略
謂
：
男
主
人
公
王
子
高
于
家
宴
後

｢

見
一
女
子
�
華
冠
盛
服｣

�
主
動
親
近
�
自
称

｢

我
以
冥
契
�
当

侍
巾
櫛｣

；
子
高
初
拒
而
後
迎
�
終
于
成
其
夫
婦
。

『

賢
鶏
君
遇
西
真
仙』

略
謂
：
男
主
人
公
魯
敢

(

賢
鶏
君)
外
出
帰
家
�
見
一
女
子

｢

弄
蕊
花
陰｣

�
当
時

｢

正
色
遠
之｣

�
女
子

離
去
；
月
餘
�
女
子
又
来
�
自
称

｢

奴
西
王
母
之
裔
�
家
于
瑶
池
西
真
閣｣

�
与
魯
敢
同
跨
彩
鸞
�｢

四
顧
瓊
林｣

�
飽
覧
瑶
池
風
光
；

｢

復
入
一
洞｣

�｢

同
宿
于
五
雲
帳
中｣

。

通
覧
四
篇
作
品
�
所
謂

｢

遇｣

�
包
含
如
下
意
思
：
其
一
�
男
主
人
公
必
遇
美
女
；
其
二
�
男
主
人
公
不
必
相
思
和
苦
恋
�
凭

｢

奇
遇｣

即
得
美
妻
；
其
三
�
男
女
結
合
必
有｢

冥
契｣

�
命
中
注
定
�
美
妻
或
不
請
自
来
、
或
不
期
而
遇
�
這
様
的
艶
遇
�
也
�
不
住
�

是
一
種
無
法
拒
絶
的
幸
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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顕
然
�
這
是
男
権
社
会
中
未
婚
男
子
的

｢

白
日
夢｣

。
這
是
男
性
性
別
優
越
感
的
一
種
美
妙
虚
擬
。
在
這
種
虚
擬
的

｢

奇
遇｣

中
�

男
子
没
有
択
偶
的
麻
煩
�
省
却
了
追
求
異
性
的
曲
折
経
歴
�
免
除
了
多
少
情
海
波
涛
�
減
去
了
無
数
苦
恋
中
的
煩
悩
�
而
且
遇
美
女
�

得
美
妻
�
是
一
種
極
為
方
便
的

｢

快
捷
方
式｣

。
這
就
是
以
上
四
篇
作
品
叙
事
句
式
中
的

｢

謂
語｣

(｢

遇｣)

的
共
同
内
涵
�
可
謂
無
一

例
外
。我

們
在
這
里
考
慮
的
問
題
是
�
為
什�

『

緑
窓
新
話』

的
編
者
要
将
這
種
叙
事
格
局
有
内
在
類
同
性
的
故
事
放
在
一
起
？
固
然
�

我
們
可
以
視
之
為
編
者
対
故
事
的
分
類
。
但
是
�
若
従
分
類
的
眼
光
看
�
這
四
篇
作
品
与『

金
彦
游
春
遇
会
娘』

、『

崔
護
覓
水
逢
女
子』

、

『

郭
華
買
脂
慕
粉
郎』
等

(
巻
上)

是
同
一
个
大
類
�
可
以
称
之
為

｢

艶
情
類｣

�
排
在
一
起
亦
無
不
可
�
為
何
編
者
要
将
它
們
分
隔
編

排� (

５)

？
其
実
�
只
要
再
研
究
一
下

『

金
彦
游
春
遇
会
娘』

等
篇
的
故
事
模
式
�
就
可
発
現
它
們
与

『

劉
阮
天
台
遇
女
仙』

等
篇
存
在

着
程
式
上
的
差
異
�
説
明
編
者
不
僅
為
故
事
分
類
�
而
且
還
要
区
分
同
一
大
類
故
事
中
的
不
同
程
式
�
其
用
心
是
頗
為
別
致
的
。

『

金
彦
游
春
遇
会
娘』

略
謂
：
男
主
人
公
金
彦
与
朋
友
何
兪
于
清
明
時
節
出
城
西
游
春
�
在
王
太
尉
的
錦
庄
里
弾
奏
音
楽
�
忽
見

一
女
子
�
自
称
李
会
娘
�
愛
好
音
楽
�
并
向
金
�
何
二
人
勧
酒
；
次
日
�
金
、
何
再
去
錦
庄
�
会
娘
又
出
来
相
会
�
并
属
意
于
金
彦
�

忽
報
太
尉
至
�
会
娘

｢

驚
忙
而
去｣

；
次
年
�
清
明
又
到
�
金
彦
重
游
錦
庄
�
意
欲
再
遇
会
娘
�
果
然
相
見
。
二
人

｢

入
花
陰
間｣

�

行
夫
婦
之
道
�
会
娘
即
随
金
彦
而
帰
。
月
餘
�
何
兪
往
訪
錦
庄
�
得
知
会
娘
于
去
年
同
飲
後
因
相
思
得
疾
而
死
。
金
彦
詰
問
会
娘
�
会

娘
亦
不
諱
言
已
成
女
鬼
�
并
希
望
金
彦

｢

不
以
生
死
為
間｣

。
『

崔
護
覓
水
逢
女
子』

略
謂
：
男
主
人
公
崔
護
于
清
明
日
游
都
城
南
�
口
渇
而
叩
門
覓
水
�
有
女
子
開
門
相
迎
�
女
子
対
崔

｢

意

属
殊
厚｣

�
崔
解
渇
而
去
。
次
年
清
明
�
崔
重
来
故
地
�
欲
覓
女
子
�
得
知
女
子
于
去
年
相
会
後
即
病
死
�
尚
在
床
�
未
安
葬
�
崔
在

其
身
旁
�
以

｢

某
在
斯｣

相
呼
喚
�
女
子
遂
開
目
而
復
活
。
二
人
終
于
成
親
。

『

郭
華
買
脂
慕
粉
郎』

略
謂
：
男
主
人
公
郭
華
游
京
城
�
在
市
肆
中
見
一
売
臙
脂
女
子
�
貌
美
出
衆
�
郭
暗
恋
不
已
�
毎
日
以
買

臙
脂
為
名
接
近
女
子
�
経
半
年
�
銭
用
尽
�
始
対
女
子
傾
吐
心
事
�
女
子
亦
為
其
真
誠
所
動
�
遂
趁
其
父
母
外
出
飲
宴
�
与
之
約
会
家

中
後
花
園
。
女
子
依
時
而
至
；
郭
華
因
路
遇
親
友
�
交
談
多
時
�
遅
遅
未
到
。
女
子
久
候
�
不
見
郭
来
�
恐
行
迹
外
露
�
留
下
一
鞋
而

入
内
。
郭
其
後�

来
�
不
見
女
子
�
于
門
扉
覓
得
一
鞋
�
回
到
客
店
�
呑
鞋
而
尽
。
次
日
�
客
店
主
人
見
郭
華
尚
有
餘
息
�
于
其
喉
中

得
鞋
�
郭
漸
漸
蘇
醒
；
後
終
与
女
子
結
為
夫
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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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些
故
事
的
内
在
結
構
剛
好
与

『

劉
阮
遇
天
台
女
仙』

等
形
成
対
比
。
它
們
突
顕
男
女
之
愛
来
之
不
易
�
其
中
的
一
方
要
経
歴

｢
死
去
活
来｣

的
過
程
�
而�

一
方
為
了
得
到
意
中
人
�
起
碼
要
歴
経
一
年
半
載
的
苦
恋
�
愛
情
絶
非
唾
手
可
得
。
如
果
説
�『

劉
阮
遇

天
台
女
仙』

等
故
事
是
古
代
男
性
的
甜
美
之
夢
�
那�

�『

金
彦
游
春
遇
会
娘』

等
故
事
則
是
古
代
男
女
情
人
痛
切
入
心
的
愛
情
経
歴

的
文
学
写
照
。
前
者
具
有
明
顕
的
男
性

(

単
性)

色
彩
�
後
者
則
具
有
双
性
色
彩
；
前
者
是
男
性
一
廂
情
愿
的
精
神

｢

自
慰｣

�
而
後

者
是
男
女
双
方
超
越
礼
教
、
追
求
情
愛
的
共
同
経
験
�
這
類
経
験
帯
血
帯
泪
�
具
有
沈
重
的
悲
劇
意
味

(

６)

。

表
面
上
�｢
劉
阮
遇
天
台
女
仙｣

与

｢

金
彦
游
春
遇
会
娘｣

�
其
叙
事
句
法
中
的
謂
語
都
是

｢

遇｣

�
但
是
�
此

｢

遇｣

不
同
彼

｢

遇｣

�
所
以
�
編
者
没
有
将
它
們
緊
挨
着
編
在
一
起
�
而
是
彼
此
分
開
�
説
明
就
是
一
个

｢

遇｣

字
�
也
有
不
同
的
程
式
。
這
是

｢

皇

都
風
月
主
人｣

的
一
个
重
要
発
現
。

二

『

酔
翁
談
録』

�
南
宋
羅�

編
撰
�
二
十
巻
。
此
書
在
中
国
久
已
不
見
著
録
�
一
九
四
一
年
�
日
本
影
印
観
瀾
閣
所
藏
旧
刻
孤
本
�

并
公
之
于
世
。
中
国
学
術
界
対

『

酔
翁
談
録』
的
研
究
�
是
随
着
其
書
重
現
人
間
而
展
開
的
。
一
九
四
一
年
�
趙
景
深
先
生
撰
写

『

因

醉
翁
談
録
的
発
現
重
估
話
本
的
時
代』

一
文

(

７)

�
着
眼
于
書
中

｢

小
説
開
辟｣

所
收
録
的
一
○
七
種
話
本
目
録
�
従
小
説
史
、
戯
曲
史
的

角
度
肯
定
這
个
話
本
目
録
的
特
殊
意
義
。
一
九
四
五
年
�
譚
正
璧
先
生
撰
写『

緑
窓
新
話
与
酔
翁
談
録』

一
文

(

８)

�
其
中
対『

酔
翁
談
録』

其
書
做
了
介
紹
�
并
列
出
書
中
傳
奇
文
部
分
的
目
録
�
認
為
這
部
書
是

｢

傳
奇
集
兼
雑
纂
集｣

。
到
二
十
世
紀
八
、
九
十
年
代
�
人
們

対

『

酔
翁
談
録』

的
認
識
、
判
断
�
尚
不
大
一
致
�
如

『

中
国
大
百
科
全
書
・
中
国
文
学』

｢

醉
翁
談
録｣

詞
条
称
此
書
為

｢

宋
代
筆

記｣

�
并
指
出

｢

它
転
述
了

『

太
平
広
記』

和
唐
宋
其
他
傳
奇
小
説
書
籍
里
面
的
故
事
��

外
還
采
録
了
一
些
詩
詞
雑
俎
之
類

(

９)｣

。
而

『

中
国
古
代
小
説
百
科
全
書』

｢

醉
翁
談
録｣

詞
条
却
認
為
此
書
是

｢
筆
記
傳
奇
話
本
集

(

�)｣

。
筆
者
曾
撰
写

『

論
酔
翁
談
録
的
性
質
与
旨

趣』

一
文
�
認
為
該
書
不
是

｢

筆
記｣

�
説
它
是

｢

筆
記
傳
奇
話
本
集｣
也
欠
准
確
�
它
是
一
部
専
供

｢

小
説｣

与

｢

合
生｣

藝
人
参

考
使
用
的
、
以
男
女
風
情
為
旨
趣
的
故
事
類
編

(

�)

。『

酔
翁
談
録』

有
古
典
文
学
出
版
社
排
印
本
�
今
頗
不
易
得
；
近
年
較
為
流
行
的
是

遼
寧
教
育
出
版
社
排
印
本

(

与
金
盈
之
八
巻
本

『

酔
翁
談
録』

合
刊
�
一
九
九
八
年
十
二
月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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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酔
翁
談
録』

甲
集
巻
一
総
題
為

｢

舌
耕
序
引｣

�
下
有
両
个
分
目
：

｢

小
説
引
子｣

、｢

小
説
開
辟｣

。
這
一
巻
向
為
治
小
説
史
者

所
重
視
�
毎
多
称
引
。｢

小
説
引
子｣

下
有
一
行
小
字
：｢

演
史
講
経
并
可
通
用｣

。
由
此
可
見
�
南
宋
民
間
説
書
以｢

小
説｣

、｢

演
史｣

、

｢

講
経｣
為
主
要

｢

家
数｣

。
所
謂

｢

引
子｣

�
観
其
要
旨
�
大
致
指
出
説
書
活
動
的
根
本
旨
趣
在
于

｢

言
其
上
世
之
賢
者
可
為
師
�
排

其
近
世
之
愚
者
可
為
戒｣

；
就
説
書
藝
人
而
言
�
要
做
到

｢

言
非
無
根｣

�
其
職
責
是

｢

講
論
只
凭
三
寸
舌
�
秤
評
天
下
浅
和
深｣

；

対
入
勾
欄
瓦
舍
的
観
衆
来
説
�
説
書
活
動
応
使
他
們

｢

聴
之
有
益｣

。
所
以
�｢

引
子｣

可
視
為

｢

説
書
藝
術
総
論

(

�)｣

。
而

｢

小
説
開
辟｣

似
可
理
解
為

｢

小
説
家｣

之

｢

宣
言｣

�
這�

｢

宣
言｣

口
气
很
大
�
頗
有�

耀
之
意
�
如
説

｢

夫
小
説
者
�
雖
為
末
学
�
尤
務
多
聞
。

非
庸
常
浅
識
之
流
�
有
博
覧
該
通
之
理
。
…
…
論
才
詞
有
欧
、
蘇
、
黄
、
陳
佳
句
�
説
古
詩
是
李
、
杜
、
韓
、
柳
篇
章
。
挙
断
模
按
�

師
表
規
模
�
靠
敷
演
令
看
官
清
耳
。
只
凭
三
寸
舌
�
褒
貶
是
非
；
略
傳
万
餘
言
�
講
論
古
今
。
説
收
拾
尋
常
有
百
万
套
�
談
話
頭
動
輒

是
数
千
回

(

�)

。｣

筆
者
懐
疑
這
是
当
時
的

｢

広
告｣

�｢

小
説
家｣

在
開
講
前
向
聴
衆
夸
耀
一
番
�
并
歴
数

｢

小
説
家｣

各
類
故
事
的
名
目
�

期
望
獲
致
聴
衆
的
信
任
和
好
感
�
這
是�

江
湖
��

碼
頭
的
民
間
藝
人
売
藝
謀
生
的
必
要
做
法
。
明
乎
此
�
我
們
就
可
以
知
道
�｢

小

説
開
辟｣

所
列
出
的
一
○
七
種
故
事
名
目
�
其
実
是
広
告
詞
�
是
一�

故
事

｢

菜
単｣

；
聴
衆
可
能
有
権
点
節
目
�
所
以
�
藝
人
要
先

開
列
可
供

｢

点
選｣

的
故
事

(

�)

。
背
誦
故
事

｢
菜
単｣

�
也
是
他
們
的
基
本
功
夫
。｢

小
説
開
辟｣

似
是
専
為
此
而
作
。

尽
管

｢

談
話
頭
動
輒
是
数
千
回｣

是
一
種
広
告
口
吻
�
但
不
能
忽
視
的
事
実
是
�
故
事
越
積
越
多
�
而
衆
多
的
故
事
�
如
果
不
加

以
分
類
�
民
間
藝
人
是
不
容
易
記
住
的
�
况
且
他
們
的
文
化
水
平
一
般
不
高
�
因
此
�｢

小
説
開
辟｣

将
故
事
分
為

｢

霊
怪
、
烟
紛
、

傳
奇
、
公
案
、
朴
刀
、
捍
棒
、
妖
術
、
神
仙｣

等
類
�
其
最
原
始
的
出
発
点
就
是
便
于
藝
人
分
門
別
類
地
記
憶
�
其
意
義
原
在
于
実
用
。

『

酔
翁
談
録』

従
甲
集
巻
二
開
始
�
連
用
十
九
巻
的
篇
幅
收
録
已
然
分
類
的
故
事
�
此
与

『

緑
窓
新
話』

相
倣
。
它
比

『

緑
窓
新

話』

更
進
一
歩
�
就
是
為
各
个
類
別
標
出
類
名
�
如

｢

私
情
公
案｣
、｢

烟
粉
歓
合｣

、｢

宝
窗
妙
語｣

、｢

遇
仙
奇
会｣

、｢

重
圓
故
事｣

、

｢

負
心
類｣

、｢

不
負
心
類｣

等
。
細
味
其
同
類
的
故
事
�
亦
可
発
現
�
它
們
有
相
同
或
相
近
的
程
式
。

如

｢

烟
粉
歓
合｣

類

(

乙
集
巻
一)

�
有

『

林
叔
茂
私
挈
楚
娘』
和

『
静
女
私
通
陳
彦
臣』

両
篇
。

前
者
略
謂
：
女
主
人
公
楚
娘
�
為

｢

皇
都
名
娼｣

�
擅
長
詩
詞
�
頗
以
此
自
負
。
男
主
人
公
林
叔
茂
�
赴
考
皇
都
�
与
楚
娘
相
愛
�

并
許
諾
言
：

｢

登
第
則
私
挈
汝
去｣

。
隔
年
�
果
登
第
�
携
楚
娘
逃
出
妓
院
。
及
到
家
�
林
妻
李
氏
初
不
容
楚
娘
�
楚
娘
常
遭
排
擠
；

後
楚
娘
填『

生
査
子』

詞
一
首
�
表
達
自
己
千
里
随
林
叔
茂
而
帰
之
深
情
�
李
氏
読
後
�
為
之
感
動
�
終
与
楚
娘
和
好
�
成
為
一
家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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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者
略
謂
：
女
主
人
公
静
女
�
喜
読
書
�
能
作
詩
。
其
隣
居
陳
彦
臣
�
為
一
年
軽
書
生
�
与
静
女
互
以
詩
詞
酬
和
�
両
情
相
悦
。

其
事
後
被
静
女
母
親
発
覚
�
告
至
官
府
。
主
審
官
員
王
剛
中
知
悉
両
人
相
愛
経
過
�
命
二
人
各
作
詩
一
首
�
其
詩
均
得
王
之
賞
識
�
遂

判
二
人
為
夫
婦

(

�)

。

以
上
両
个
故
事
�
同
様
描
述
了
男
女
主
人
公
遭
遇
到
其
関
系
不
被
他
人
確
認
的�

�

局
面
�
也
均
突
顕
了
他
們
的
詩
詞
創
作
在
其

関
系
的
被

｢
確
認｣

過
程
中
起
着
十
分
関
鍵
的
作
用
。
如
果
没
有
詩
詞
創
作
這
一

｢

程
式｣

�
這
些
故
事
的
結
局
将
会
是�

外
一
種
情

形
�
其
傳
奇
色
彩
也
大
為
降
低
。

又
如
癸
集
巻
一
的

『
楽
昌
公
主
破
鏡
重
圓』

、『

無
双
王
仙
客
終
諧』

�
以
及
癸
集
巻
二
的

『

韓
翊
柳
氏
遠
離
再
会』

�
都
標
明
是

｢

重
圓
故
事｣

�
其
共
同
的

｢
程
式｣

是
：
男
女
主
人
公
都
有
夫
妻
之
縁
�
但
命
中
注
定
要
経
歴
重
大
的
劫
難
�
尤
其
是
女
主
人
公
更
其

悲
惨
�
或
因
国
破
而
被
迫
入
権
豪
之
家

(

如

『

楽
昌
公
主
破
鏡
重
圓』

之
楽
昌
公
主)

�
或
因
家
亡
而
被
迫
入
深
宮
禁
苑

(

如

『

無
双

王
仙
客
終
諧』

之
劉
無
双)

�
或
因
寇
乱
而
被
劫
作
蕃
将
之
妻

(

如

『

韓
翊
柳
氏
遠
離
再
会』

之
柳
氏)

；
其
後
�
男
女
主
人
公
的
重

圓
再
会
必
得
到
第
三
者
的
幇
助
�
始
得
成
功
(

這
第
三
者
在

『

楽
昌
公
主
破
鏡
重
圓』

中
是
楊
素
�
在

『

無
双
王
仙
客
終
諧』

中
是
侠

客
古
生
�
在

『

韓
翊
柳
氏
遠
離
再
会』

中
是
許
俊)

。

羅�

是
一
位
分
類
意
識
十
分
明
確
的
故
事
研
究
者
。
他
熟
識
勾
欄
瓦
舍
�
深
諳
説
書
之
道
�
也
了
解
一
般
説
書
藝
人
的
文
化
水
平
�

出
于
方
便
説
書
藝
人
掌
握
故
事
的
考
慮
�
他
編
写
了

『
酔
翁
談
録』

�
此
書
対
于
初
通
文
墨
的
説
書
藝
人
而
言
�
具
有
指
示
門
径
的
作

用
。
我
們
対
書
中
的

｢

程
式
化
叙
事｣

�
可
作
如
是
観
。

三

『

緑
窓
新
話』

与

『

酔
翁
談
録』

都
是
為
了
適
応
説
書
藝
人
的
需
要
而
編
写
的
。
書
中
的

｢

程
式
化
叙
事｣

�
当
初
并
非
出
自
両

書
編
者
的
自
覚
意
識
。
他
們
不
会
先
有
所
謂

｢

程
式
化
叙
事｣

的
概
念
。
但
是
�
由
于
他
們
対
于
民
間
流
傳
的
故
事
相
当
熟
識
�
知
道

�

些
故
事
会
受
到
聴
衆
的
歓
迎
��

些
故
事
適
合
用
来
説
書
��

些
故
事
是
属
于
同
一
个
類
型
的
�
于
是
�
在
編
書
時
�
按
類
編
排
�

便
于
閲
読
�
易
于
検
索
�
其
初
衷
似
乎
与
唐
宋
人
編
類
書
等
工
具
書
有
些
相
近

(

�)

。
由
于
要
分
類
�
就
必
須
通
覧
所
要
收
編
的
故
事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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閲
読
過
程
中
自
不
免
対
故
事
做
比
較
研
究
�
求
其
相
近
者
編
為
一
類
。
而
此
項
工
作
促
使
他
們
在
分
類
時
要
細
心
留
意
一
个
故
事
的
叙

事
框
架
�
因
為
�
就
是
同
一
大
類
的
故
事
�
如

｢

男
女
艶
遇｣

類
�
存
在
着
若
干
種
不
大
相
同
的
叙
事
框
架
�
有
一
遇
即
合
型
�
也
有

遇
而
難
合
型
�
更
有
離
合
多
変
型
�
等
等
�
為
了
使
分
類
更
為
妥
当
精
確
�
他
們
自
然
会
将
具
有
相
近
的
故
事
框
架
的
作
品
組
編
在
一

起
�
于
是
就
出
現
一
組
一
組
的
具
有
相
同
或
相
近
的
叙
事
程
式
的
故
事
�『

緑
窓
新
話』

之
所
以
出
現
相
隣
的
若
干
故
事
為
一
組
的
現

象
�『

酔
翁
談
録』
之
所
以
出
現
不
同
名
目
的
故
事
組
別
�
蓋
源
于
此
。

就
文
学
創
作
而
言
�
程
式
化
是
一
大
禁
忌
。
程
式
化
的
作
品
総
是
給
人
似
曾
相
識
的
印
象
�
它
們
往
往
因
為
缺
乏
独
創
性
而
受
到

軽
視
。
但
是
�
程
式
化
叙
事
在
中
国
古
代
的
叙
事
文
学

(

尤
其
是
白
話
叙
事
文
学)

中
是
并
不
少
見
的
�
比
如
�
英
雄
家
族
傳
奇
有
英

雄
家
族
傳
奇
的
程
式
�
総
是
父
而
子
、
子
而
孫
地
写
下
去
�
也
不
出

｢

老
子
英
雄
儿
好
漢｣

的
格
套
�
如

『

楊
家
将』

、『

説
呼
全
傳』

、

『

説
岳
全
傳』

等
�
概
莫
能
外
；
才
子
佳
人
小
説
有
才
子
佳
人
小
説
的
程
式
�
無
非
是
男
女
主
人
公
花
園
幽
会
�
中
経
波
折
�
終
成
眷

属
�
也
就
是
通
常
人
們
所
説
的

｢
私
訂
終
身
後
花
園
�
多
情
公
子
中
状
元
�
奉
旨
完
婚
大
団
圓｣

�
難
怪

『

紅
楼
夢』

中
的
賈
母
批
評

道
：

｢

這
些
書
就
是
一
套
子
�
左
不
過
是
一
些
佳
人
才
子
�
…
…
父
親
不
是
尚
書
�
就
是
宰
相
。
一
个
小
姐
�
必
是
愛
如
珍
宝
。
這
小

姐
必
是
通
文
知
礼
�
無
所
不
暁
�
竟
是
絶
代
佳
人
�
只
見
了
一
个
清
俊
男
人
�
不
管
是
親
是
友
�
想
起
他
的
終
身
大
事
来
�
父
母
也
忘

了
�
書
也
忘
了
�
…
…｣

(

第
五
四
回)

産
生
這
種
程
式
化
叙
事
現
象
的
原
因
�
恐
怕
是
多
方
面
的
�
而
其
中
一
个
原
因
�
与
白
話
小

説
源
于
説
書
、
説
書
藝
人
又
喜
愛
講
述
類
型
化
的
故
事
有
不
可
忽
視
的
関
系
。

白
話
小
説
源
于
説
書
�
是
一
个
不
争
的
事
実
。
問
題
是
�
為
什�

説
書
藝
人
喜
歓
講
類
型
化
的
故
事
？

這
个
問
題
大
概
可
以
従
両
个
方
面
来
探
討
。

従
説
書
藝
人
這
一
方
来
説
�
他
們
是
職
業
化
的
藝
人
。
職
業
藝
人
在
江
湖
上
売
藝
�
最
是
講
究
名
声
�
有
名
声
才
会
有
号
召
力
�

才
能
吸
引
衆
多
的
聴
衆
�
因
而
才
能
賺
取

｢

入
場
費｣

。
而
営
造
一
个
名
声
�
非
一
朝
一
夕
之
功
所
能
�
�
他
們
要
発
現
自
己
的
長
處
�

揚
其
所
長
�
避
其
所
短
；
而
揚
其
所
長
�
必
要
有
所
専
攻
�
這
是｢

出
名｣
的
方
便
法
門
。
所
以
�
有
人
専
攻
講
史
�
有
人
専
攻
説
経
�

有
人
専
攻

｢

小
説｣

。
就
是
専
攻
講
史
的
�
据

『

東
京
夢
華
録』

的
記
載
�
有
的
以

｢

説
三
分｣

(

講
三
国
故
事)

見
長
�
有
的
以
講

｢

五
代
史｣

取
勝
；
而
専
攻

｢

小
説｣

的
�
有
的
擅
長
講

｢

朴
刀｣

、｢

公
案｣

�
有
的
長
于
説

｢

烟
粉｣

｢

傳
奇｣

�
如
此
等
等
�
不
一
而

足
；
呉
自
牧『

夢
粱
録』

巻
二
○｢

小
説
講
経
史｣

条
記
載｢

小
説｣

的
名
目
有｢
烟
粉
、
霊
怪
、
傳
奇
、
公
案
、
朴
刀
、
杆
棒｣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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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後
列
出

｢

譚
淡
子
、
翁
二
郎
、
雍
燕
、
王
保
義
、
陳
良
甫
、
陳
郎
婦
棗
儿
、
徐
二
郎
等｣

名
単
�
估
計
這
里
提
及
的
藝
人
�
不
会
対

上
列
題
材
類
型
有
較
大
差
異
的
所
有
名
目
都
通
暁
擅
長
�
各
有
所
長
的
可
能
性
更
大
。
此
外
�『

西
湖
老
人
繁
勝
録』

｢

瓦
市｣

条
記
載
�

有
一
位
説
書
藝
人
小
張
四
郎
�｢

一
世
只
在
北
瓦
�
占
一
座
勾
欄
説
話
�
不
曾
去
別
瓦
作
場
�
人
叫
做
小
張
四
郎
勾
欄
。｣

可
以
想
見
�

這
位
小
張
四
郎
�
是
特
別
有
専
長
的
説
書
家
�
因
而
才
会
有
長
久
的
号
召
力
。�

据

『

武
林
旧
事』

巻
六
所
載
�
当
時
的

｢

小
説｣

藝

人
中
有
一
位

｢
張
小
四
郎｣

�
疑
即
上
述
之

｢

小
張
四
郎｣

；
若
是
�
則
可
知

｢

占
一
座
勾
欄
説
話｣

的
小
張
四
郎
就
是
藝
有
専
攻
的

｢

小
説｣

家
。
総
之
�
説
書
這
一
行
当
的
分
工
起
碼
到
南
宋
時
已
経
比
較
細
致
�
這
細
致
的
分
工
�
催
化
出

｢

故
事
分
類
学｣

�
具
有

｢

類
書｣

性
質
的
故
事
書

『
緑
窓
新
話』

和

『

酔
翁
談
録』

正
是
在
這
様
的
文
藝
環
境
中
応
運
而
生
的
。

故
事
類
型
化
�
其
最
大
的
好
處
是
便
于
記
憶
�
易
于
領
会
�
尤
其
是
対
于
文
化
水
平
不
高
的
民
間
藝
人
而
言
�
這
無
疑
幇
了
他
們

的
大
忙
。
他
們
可
以
依
据
一
定
的
故
事
程
式
�
借
助
他
們
自
身
的
人
生
閲
歴
和
道
聴
途
説
的
事
件
�
将
故
事
豊
富
起
来
�
説
得
絵
声
絵

形
�
有
枝
有
叶
�
不
需
死
記
硬
背
�
不
必
一
成
不
変
�
臨
場
発
揮
�
揮
洒
自
如
�
這
自
然
就
能
贏
得
聴
衆
的
賛
賞
�
而
藝
人
的
説
書
技

藝
也
就
在
這
様
的
説
書
語
境
中
鍛
煉
出
来
了
。
有
了
故
事
框
架
�
怎�

説
都
不
会
走
様
�
而
在
故
事
框
架
之
中
随
意
点
染�

益
�
説
書

藝
人
的
藝
術
個
性
会
比
較
容
易
地
顕
露
出
来
。
這
也
就
是
為
何
同
一
个
故
事
�
在

『

緑
窓
新
話』

和

『

酔
翁
談
録』

之
中
会
有
不
同
説

法
的
原
因

(

�)

。
這
也
就
是

『

酔
翁
談
録』

甲
集
巻
一

｢
小
説
引
子｣

所
説
的

｢

如
有
小
説
者
�
但
随
意
据
事
演
説｣

一
語
的
内
涵
。

再
従
欣
賞
説
書
的
聴
衆
這
一
方
来
看
�
他
們
往
往
是
帯
着
消
遣
的
目
的
進
入
勾
欄
瓦
舍
。
他
們
多
為
一
般
的
市
井
百
姓
�
文
化
水

平
也
不
高
�
没
有
文
学
創
作
的
観
念
�
他
們
関
心
的
是
�
故
事
是
否
有
趣
�
能
否
動
聴
�
而
不
会
留
意
這
个
故
事
是
否
具
有
独
創
性
。

而
且
�
有
如
後
世
人
們
欣
賞
折
子
戯
�
故
事
早
就
熟
悉
了
�
還
要
去
看
�
是
要
観
賞
演
員
的
演
技
一
様
�
在
勾
欄
瓦
舍
聴
説
書
的
聴
衆
�

他
們
同
様
要
欣
賞
藝
人
的
説
書
技
藝
�
這
本
身
就
是
一
種
藝
術
享
受
。
况
且
�
不
同
的
人
対
故
事
題
材
会
有
不
同
的
偏
好
�
有
人
喜
聴

｢

公
案
故
事｣

�
有
人
愛
聴

｢

男
女
艶
情｣

�
猶
如
当
今
的
人
們
�
有
的
喜
歓
看
武
侠
題
材
的
小
説
或
電
視
劇
�
有
的
喜
歓
看

｢

言
情｣

的
小
説
或
電
視
劇
一
様
�
古
代
進
勾
欄
瓦
舍
的
聴
衆
対
于
他
們
所
喜
好
的
題
材
�
会
有
百
聴
不
厭
的
情
形
�
這
也
是
説
書
藝
人
会
有
所

専
攻
的
原
因
；
没
有
聴
衆
的
支
持
�
藝
人
們
早
就
改
行
了
。
正
是
不
同
的
聴
衆
群
�
培
育
了
専
長
不
同
的
説
書
藝
人
。

在

｢

説
書｣

語
境
中
産
生
的
白
話
小
説
�
自
不
免
受
到
説
書
藝
術
的
種
種
規
定
性
的
制
約
�
程
式
化
叙
事
就
是
這
衆
多
規
定
性
中

的
一
種
。
這
些
規
定
性
�
不
僅
培
育
了
藝
人
或
故
事
的
写
作
者
�
也
培
育
了

｢

受
衆｣

(
或
是
面
対
説
書
藝
人
的
聴
衆
�
或
是
面
対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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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小
説
文
本
的
読
者)

�
形
成
一
定
的
欣
賞
習
慣
。
我
們
不
能
従
文
学
創
作
的
角
度
去
理
解
這
種
現
象
�
或
許
�
従
文
化
心
理
的
角
度

去
読
解
�
会
有
比
較
貼
切
的
領
悟
。

中
国
人
向
来
喜
歓

｢

故
事｣

�｢

故｣

与

｢

新｣

互
相
対
待
�｢

故｣

者
�
旧
也
。
而
且
�｢

故｣

也
有

｢

熟�
｣

的
含
義
。
喜
歓

｢

故
事｣
的
中
国
人
�
在
対
叙
事
文
学
的
欣
賞
方
面
�
有
喜

｢

旧｣

而
不
厭

｢

新｣

的
文
化
心
理
�
而

｢

喜
旧｣

更
為
普
遍
。
対
于

｢

旧｣

故
事
的
程
式
�
特
別
有
所
偏
愛
�
不
厭
重
複

(

�)

。
就
是
到
了
今
天
�
人
們
的
這
種
習
慣
也
没
有
改
変
�
比
如
説
�
中
国
的
電
視
劇

制
作
�
如
今
尚
有
一
股
拍
撮
金
庸
武
侠
小
説
的
熱
潮
�
金
庸
的
小
説
�
大
家
已
経
十
分
熟
悉
�
是

｢

旧｣

小
説
�
人
物
与
故
事
已
然
爛

熟
于
心
�
但
是
�
電
視
劇
制
作
者
還
要
一
部
一
部
地
拍
�
観
衆
也
等
待
着
一
部
一
部
地
看
；
我
們
也
知
道
�
金
庸
小
説
其
実
也
有
程
式
�

男
女
主
人
公
的
相
愛
与
磨
難
�
往
往
大
同
小
異
�
但
人
們
不
在
乎
這
些
�
只
要

｢

故
事
曲
折
�
生
動
感
人｣

就
行
了
�
這
与
南
宋
時
人

們
喜
愛
聴
類
型
化
、
程
式
化
的
故
事
�
其
文
化
心
理
是
一
脉
相
承
的
。
明
乎
此
�
我
們
対
中
国
叙
事
文
学
的
独
特
格
局
�
会
有
進
一
歩

的
理
解
。

二
〇
〇
二
年
六
月
十
八
日
写
于
九
州
大
学

二
〇
〇
二
年
七
月
二
日
増
補
修
訂

注

(

１)

如
最
近
去
世
的
老
藝
人
駱
玉
笙
先
生
�
一
九
三
四
年
拜
韓
永
禄
為
師
�
学
唱
劉
派
大
鼓
曲
目
�
這
種
師
徒
授
受
的
情
形
�
是
中
国
説
唱
藝

術
的
傳
統
。(

据
二
○
○
二
年
五
月
六
日

『

広
州
日
報』
有
関
駱
玉
笙
辞
世
的
訃
告)

(

２)

董
康

『

書
舶
庸
譚』

巻
四
�
遼
寧
教
育
出
版
社
版
�
第
九
九
頁
�
一
九
九
八
年
三
月
。

(

３)

参
譚
正
璧『

話
本
与
古
劇』

第
一
○
三
頁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五
年
四
月
版
。
案
：
筆
者
同
意『

緑
窓
新
語』

即『

緑
窓
新
話』

�

但
不
同
意
譚
氏
所
説｢『

話』

与『

語』

僅
一
字
之
差
�
当
因
字
体
相
近
、
意
義
相
近
而
誤｣

�
而
認
為
二
者
是
同
書
異
名
；『

緑
窓
新
語』

可
能
倣

『

世
説
新
語』

而
命
名
。

(

４)

参
周
楞
伽

『

緑
窗
新
話
・
前
言』

�
第
三
頁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一
年
二
月
版
。
案
：
此
書
上
巻
的
題
目
大
致
是
両
両
対
偶
�

而
下
巻
則
未
必
�
有
的
対
偶
�
有
的
失
対
�
但
上
下
巻
均
用
以
類
相
従
的
編
排
方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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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

金
彦
游
春
遇
会
娘』

等
篇
与

『

劉
阮
遇
天
台
女
仙』

等
相
隔
十
数
篇
。

(
６)

在

『

金
彦
游
春
遇
会
娘』

与

『

崔
護
覓
水
逢
女
子』

之
間
�
有
一
篇

『

張
�
游
春
得
佳
偶』

�
略
謂
：
張
�
与
朋
友
春
天
游
西
湖
�
因
困

倦
�
借
宿
于
王
員
外
茶
肆
�
員
外
問
張
之
随
従
�
始
知
這
位

｢

張
小
官
人｣

正
是
自
己
已
然
訂
親
之
女
婿
�
其
後
�
張
与
王
員
外
之
女

｢
花
不
如
小
娘
子｣

結
為
夫
婦
。
此
篇
与
前
後
篇
似
不
相
類
�
疑
是
編
者
在
編
書
時
一
時
大
意
�
偶
有
疏
忽
所
致
。

(

７)

此
文
收
入
趙
著

『

中
国
小
説
叢
考』

(

斉
魯
書
社
�
一
九
八
〇
年
十
月
版)

�
改
題
為

『

重
估
話
本
的
時
代』

。

(

８)

此
文
收
入
譚
著

『

話
本
与
古
劇』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五
年
四
月
版)

。

(

９)
『

中
国
大
百
科
全
書
・
中
国
文
学』

第
一
三
一
六
頁
�
中
国
大
百
科
全
書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六
年
十
一
月
版
。

(

10)
『

中
国
古
代
小
説
百
科
全
書』

第
七
七
九
頁
�
中
国
大
百
科
全
書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三
年
四
月
版
。

(

11)

拙
文
刊
于

『

学
術
研
究』

(
広
州)

二
〇
〇
一
年
第
三
期
。

(

12)

当
然
�｢

小
説
引
子｣

除
了
道
出
説
書
活
動
的
宗
旨
外
�
也
表
達
了
其
它
一
些
意
思
�
如
説

｢

世
上
是
非
難
入
耳
�
人
間
名
利
不
関
心｣

�

似
是
失
意
文
人
的
口
吻
；
如
説

｢
編
成
風
月
三
千
巻
�
散
与
知
音
論
古
今｣

�
則
顕
然
指
出

｢

小
説
家｣

以
談

｢

風
月｣

為
務
。
這
与

｢

小
説
引
子｣

末
尾
所
説
的

｢

破
尽
詩
書
泣
鬼
神
�
発
揚
義
士
顕
忠
臣｣

的
意
思
不
尽
吻
合
。
要
之
�｢

小
説
引
子｣

作
為
文
章
而
言
�
頭

緒
多
�
欠
条
理
。

(

13)

遼
寧
教
育
出
版
社
版
�
第
三
頁
。
下
文
引

『
酔
翁
談
録』

者
�
亦
据
此
書
。
不�

出
注
。

(

14)
｢

小
説
開
辟｣

所
開
列
的
故
事
�
不
僅
有

｢

小
説｣
�
也
有

｢

演
史｣

�
如

『

劉
項
争
雄』

、『

孫
�
闘
智』

等
。
估
計
当
時
的
説
書
藝
人
既

有
自
己
専
攻
的
書
目
�
也
不
排
除
兼
学
其
它
節
目
。
這
或
許
是
謀
生
的
需
要
。
但
有
所
専
攻
是
主
流
。

(

15)
『

静
女
私
通
陳
彦
臣』

後
有

『

憲
台
王
剛
中
花
判』

一
題
�
後
者
実
与
前
者
為
同
一
故
事
的
前
後
部
分
。

(

16)

唐
宋
人
喜
歓
編
類
書
�
僅
据

『

四
庫
全
書
総
目
提
要』

子
部

｢
類
書
類
一｣

的
著
録
�
唐
代
類
書
七
種
�
宋
代
類
書
二
九
種
。

(

17)

如

『

緑
窓
新
話』

上
巻
的

『

華
春
娘
通
徐
君
亮』

与

『

酔
翁
談
録』
壬
集
巻
二
的

『

華
春
娘
題
詩
遇
君
亮
成
親』

�
二
者
是
同
一
故
事
�

但
頗
有
出
入
。
又
如
�『

緑
窓
新
話』

上
巻
的

『

沙�

利
奪
韓
翊
妻』

与

『
酔
翁
談
録』

癸
集
巻
二
的

『

韓
翊
柳
氏
遠
離
再
会』

�
也
是
同

一
故
事
�
但
亦
有
明
顕
差
異
。
故
事
框
架
是
相
同
的
�
框
架
之
内
的
細
節
處
理
不
尽
一
致
�
反
映
出
不
同
的
人
対
同
一
故
事
有
不
同
的
着

眼
点
�
也
有
不
同
的
改
動
。
以
上
両
書
的
編
者
頗
有
文
化
水
平
�
他
們
尚
且
如
此
�
不
同
的
民
間
藝
人
対
同
一
故
事
有
不
同
的
處
理
手
法
�

中
国
文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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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就
可
想
而
知
了
。
又
�
明
張
岱

『

陶
庵
夢
憶』

巻
五
記
著
名
藝
人
柳
敬
亭
説

『

武
松
打
虎』

的
情
形
：

｢

余
聴
其
説

『

景
陽
岡
武
松
打

虎』

白
文
�
与
本
傳
大
異
�
其
描
写
刻
画
�
微
入
毫
発
。｣(『

柳
敬
亭
説
書』)

所
謂｢

与
本
傳
大
異｣

�
当
指
細
節
描
写
因｢

微
入
毫
発｣

�

多
有�

益
之
處
�
与
小
説
原
著
有
明
顕
出
入
�
而
藝
人
正
是
在
這
些
地
方
顕
示
自
身
的
藝
術
個
性
。
清
石
玉
昆
説
唱
本

『

龍
図
耳
録』

第

九
四
回
称
説
書
藝
術

｢

叙
事
難
�
闘�

尤
難
�
必
須
将
通
身
縷
清
��

里
挨
着�

里
�
是
絲
毫
錯
不
得
的
�
稍
一
疏
神
�
便
説
得
驢
唇
不

対
馬
嘴
�
那
還
有
什�

趣
味�

？｣
(『

龍
図
耳
録』

第
一
〇
一
五
―
一
〇
一
六
頁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一
年
二
月
版)

這
也
道

出
説
書
藝
人
為
何
講
究

｢

微
入
毫
発｣

的
原
因
。

(

18)

中
国
人
不
討
厭
程
式
化
的
故
事
�
反
而
還
相
当
喜
歓
�
例
子
甚
多
。
如
鄭
振
鐸
先
生
曾
対
明
丘�

『

投
筆
記』

傳
奇
做
如
下
評
論
：

｢(

此
劇)

叙
的
是
班
超
投
筆
従
戎
的
事
。
其
中
也
免
不
了
英
雄
失
志
�
義
士
贈
金
�
奸
人
誣
陷
�
封
贈
団
圓
的

『

傳
奇
套
子』

。
好
像
明

人
的
傳
奇
�
除
了
這
様
的
写
法
以
外
�
便
不
易
得
到
読
者
、
演
者
的
同
情
似
的
。
其
布
局
的

『

爛
調』

�
有
似
于

『

才
子
書』

的

『

平
山

冷
燕』

、『

玉
嬌
梨』

諸
小
説
。｣

(『

投
筆
記』

�
見
鄭
氏

『

中
国
文
学
研
究』

上
册
第
六
六
二
頁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
二
〇
〇
〇
年
一
月

版)

其
中
�｢

好
像
明
人
的
傳
奇
�
除
了
這
様
的
写
法
以
外
�
便
不
易
得
到
読
者
、
演
者
的
同
情
似
的｣

�
此
語
可
圈
可
点
�
渉
及
中
国
人

的
文
化
心
理
問
題
。
又
如
�
金
文
京
先
生
指
出
�
広
東
的
木
魚
書
有
一
批
以

｢

太
子
走
国｣

為
題
材
的
故
事
�
其
一
般
情
節
結
構
是
：

｢

某
一
朝
代
宮
廷
中
発
生
政
治
闘
争
�
后
妃
外
戚
或
皇
帝
的
兄
弟
簒
位
�
太
子
被
迫
出
外
逃
走
�
生
母
后
妃
被
打
進
冷
宮
或
与
太
子
一
起

逃
外
�
在
逃
走
過
程
中
�
太
子
往
往
隠
姓
没
名
�
甚
至
淪
為
仆
夫
乞
丐
�
屡
経
艱
険
�
却
遇
到
美
女
娶
為
后
妃
�
最
後
得
到
妻
子
和
忠
臣

的
協
助
�
終
于
打
倒
偽
皇
和
奸
臣
�
回
帰
宮
廷
�
自
登
宝
位
。｣

(『

有
関
木
魚
書
的
几
个
問
題』

�
載
金
文
京
等
編

『

木
魚
書
目
録』

�
東

京
：
好
文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五
年
七
月
版)

這
也
是
程
式
化
叙
事
的
顕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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