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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
経

・
國
風
』
言
情
詩
風
格
簡
論

盧

益

中

『詩
経
』
是
中
國
古
代
第

一
部
詩
歌
総
集
,
距
今
已
有
三
千
多
年
的
歴
史
。
詩
集
中
的
國
風
,
多
是
時
人
的

口
頭
創
作
,
内
容
多

爲
男
女
之
間
表
情
達
意
的
歌
唱
,
誠
如
朱
烹
所
言

:

「
凡
詩
之
所
謂
風
者
,
多
出
於
里
巷
歌
謡
之
作
,
所
謂
男
女
相
與
詠
歌
,
各
言
其

情
者
也
。
」

百
六
十
篇
國
風
,
言
情
詩
究
寛
有
多
少
?
依
朱
子
之
言
,
大
抵
有
八
十
多
首
。
聞

一
多
先
生
掲
辟
蹟
脛
,
其

『
風
類
詩
紗
』
所
選

之
言
情
詩
寛
有
百
首
之
多
。
在
前
人
研
究
的
基
礎
上
,
我
從
國
風
中
初
歩
整
理
出

一
百

二
十
四
首
言
情
詩
,
拉
大
致
概
括
爲
五
大
類
。

(男

撰
文
閲
述
)
通
過
分
析
,
我
椚
不
難
看
到
,
國
風
言
情
詩
不
僅
在
歴
史
、
文
學
史
、
美
學
史
、
文
藝
批
評
史
的

研
究
上
有
着
重
要

的
債
値
,
而
且
給
民
俗
學
、
民
族
學
、
婚
姻
史
、
家
庭
史
的
研
究
也
提
供
了
重
要
依
擦
,
同
時
,
國
風
言
情
詩
在
藝
術
風
格
上
也
掲
樹

一
幟
,
封
中
國
文
學
的
褒
展
,
有
着
重
大
而
深
遠
的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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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鮮
明
的
時
代
感

國
風
言
情
詩
是

一
幅
風
俗
書
,
從
中
,
我
椚
可
以
看
到
距
今
已
経
久
遠
的
那
個
時
代
的
各
種
生
活
習
俗
。
然
而
,
風
俗
童
畳
以
不
是

百
樂
圖
。
這
是
因
爲
,
情
愛
,
作
爲
人
的
生
活
的

一
個
側
面
,
拉
不
是
孤
立
的
存
在
,
必
然
與
其
他
社
會
生
活
相
交
織
,
烙
上
時
代
的

印
記
。嚴

酷
的
禮
教
,
是
束
縛
青
年
男
女
自
由
懲
愛
的
枷
鎖
,
給
人
椚
帯
來
了
深
深
的
苦
痛
。
無
疑
,
這
是
時
代
的
折
光
,
從
中
反
映
了

那
痛

不
欲
生
的
年
代
,
而
國
風
中
的
征
夫
、
思
婦
詞
,
時
代
的
脈
搏
尤
加
清
晰
,
氣
息
尤
加
濃
郁
。

「郡
風

・
撃
鼓
」
里
的
衛
人
或
役

『
詩
経

・
國
風
』
言
情
詩

風
格

簡
論

(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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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功
於
國
,
或
筑
城
於
漕
,
或
從
軍
南
行
,
整
日
有
鋒
鏑
死
亡
之
憂
,
危
苦
萬
分
。
而
當
想
起
與
妻
訣
別
的
情
景

:

「
死
生
契
闊
,
與

子
成
説
。
執
子
之
手
,
與
子
階
老
。
」
更
是
心
如
刀
絞
,
痛
苦
難
當
。

「
王
風

・
揚
之
水
」
里
的
征
夫
有
妻
不
能
聚
,
有
家
不
能
回
,

「
懐
哉
懐
哉
,
易
月
予
還
臨
哉
η
=」

一
唱
三
嘆
,
語
眞
情
苦
。

「
幽
風

・
東
山
」
里
的
戌
士
回
蹄
,
見
沿
路

一
片
荒
蕪
,
百
感
交
加
,

由
此
聯
想
到
新
婚
之
妻
莫
非
也
像
路
邊
之
草
,
枯
萎
凋
零
?
愁
膓
瀟
腹
,
不
可
言
状
。

「
周
南

・
巻
耳
」
里
的
思
婦
無
心
勢
作
,
冥
思

苦
索

:

「釆
采
巻
耳
,
不
盈
頃
筥
。
嵯
我
懐
人
,
寅
彼
周
行
。
一
「
召
南

・
股
其
雷
」
中
的
女
子
只
身
孤
居
,
聞
雷
驚
怖
,
望
夫
遠
締
,

以
慰

己
心
。
怨
恨
之
情
,
隠
於
其
中
。

「
衡
風

・
伯
号
」
里
的
女
子

「
自
伯
之
東
,
首
如
飛
蓬
。
」
「
願
言
思
伯
,

甘
心
首
疾
。
」
身
心

之
苦
,
無
以
復
加
。

「
王
風

・
君
子
於
役
」
里
的
女
子
在
日
暮
黄
昏
,
賭
物
生
情
,

「
君
子
於
役
,
如
之
何
勿
思
!
」
眞
是

「
天
常
地

久
有
時
蓋
,
此
恨
綿
綿
無
絶
期
」
。
…
…
如
此
等
等
,
正
眞
實
地
再
現
了
那
個
時
代
的
歴
史
特
鮎
:
列
國
攻
伐
兼
井
,

公
族
侵
掠
慕
奪
;

封
下
横
徴
暴
敏
,
群
衆
誕
而
走
瞼
;
整
個
社
會
擾
嬢
紛
齪
,
動
蕩
不
安
.、
正
如
典
籍
所
載
,
孟
子
云
:

「
争
地
以
戦
,
殺
人
盈
野
。
争

城
以
戦
,
殺
人
盈
城
。
」
墨
子
云
:

「
攻
其
鄭
國
,
殺
其
人
民
,
取
其
牛
馬
粟
米
財
貨
。
」
『
漢
書

・
食
貨
志
』
云

:

「
周
室
既
衰
,
暴

君
汚

吏
慢
其
経
界
,
倦
役
横
作
,
政
令
不
信
,
上
下
相
詐
,
公
田
不
治
…
…
,
干
是
上
貧
民
怨
,
災
禍
生
而
禍
齪
作
。
」
周
初
分
封
的

数
百
諸
侯
國
,
経
過
這
様
的
弱
肉
強
食
,
到
戦
國
時
所
剰
無
幾
。
在
春
秋
所
記
的

二
百
四
十
二
年
中
,

一
共
獲
生
了

三
百
七
十
多
次
職

争
,
其
中
楚
文
王
兼
國
三
十
九
;
齊
桓
公
拉
國
三
十
五
;
巫日
献
公
拉
國
十
七
,
服
國
三
十
八
;
秦
穆
公
拉
國

二
十
。

戦
争
給
人
民
帯
來

了
多
屡
深
重
的
災
難
。
這

一
類
作
品
,
不
止
見
於
國
風
言
情
詩
,
在
漢
魏
南
北
朝
,
在
唐
宋
,
在
元
明
清
等
各
代
的
文
藝
作
品
中
,
傭

拾
階
是
。
這
是
貫
穿
整
個
封
建
社
會
的
主
題
。
這
個
主
題
的
誕
生
是
封
建
社
會
長
期
兼
井
戦
争
的
結
果
,
是
封
建
的

政
治
経
濟
制
度
的

反
映
,
因
而
,
從

一
個
側
面
掲
示
了
封
建
社
會
的
本
質
。

同
様
是
民
歌
,
同
様
是
言
情
詩
,
由
干
歴
史
獲
展
階
段
的
不
同
,
社
會
生
活
的
不

一
様
,
表
現
也
各
異
。
就
漢

樂
府
中
的
言
情
詩

與
國

風
言
情
詩
比
較
而
論
,
前
者
較
後
者
情
調
要
低
沈
,
色
澤
要
暗
淡
,
氣
氣
要
悲
牡
。
例
如
,
同
是
愛
情
的
剖
白
,
却
少
國
風
中
的

歓
快
氣
氣

:

「
上
邪
!
我
欲
與
君
相
知
,
長
命
無
絶
衰
。
山
無
陵
,
江
水
爲
端
,
冬
雷
震
震
,
夏
雨
雪
,
天
地
合
,
乃
敢
與
君
絶
!
」

(
「
上
邪
」
)
同
是
奔
婦
,
却
無

「
眠
」
的
嬉
笑
怒
罵
,
勇
於
訣
絶
的
精
神

:

「
上
山
釆
簾
蕪
,
下
山
遇
故
夫
。
長
脆
問
故
夫
,
新
人

復
如
何
?
」
(
「上
山
釆
簾
蕪
」
)
長
詩

「
孔
雀
東
南
飛
」
把
漢
樂
府
言
情
詩
的
悲
劇
氣
氣
推
向
了
頂
峯
。

一
封
年
輕
的
情
愛
篤
厚
的
夫

妻
,
寛
身
不
由
己
,
活
活
被
折
散

;
相
聚
不
能
,
走
投
無
路
,
只
好

「墨
身
赴
清
池
」
「
自
桂
東
南
枝
」。
鳴
呼
哀
哉
,
封
建
禮
教
居
然

一26一



置
人
於
死
地
。

國
風
言
情
詩
與
漢
樂
府
言
情
詩
的
上
述
不
同
表
現
,
考
其
原
因
,
正
是
形
勢
護
展
攣
化
的
結
果
。
到
了
漢
代
,

由
干
封
建
樫
濟
的

不
断
褒
展
,
地
主
專
政
代
替
了
領
主
專
政
,
宗
法
制
度
更
加
輩
固
。

「
七
出
」
「
女
誠
」
等
條
文
的
産
生
,
使
封
建
禮
教
愈
加
完
備
,

加
深
了
女
子
封
男
子
的
人
身
依
附
關
係
,
女
子
動
轍
得
替
。
婦
女
的
這
種
被
堅
迫
的
血
淋
淋
的
現
實
必
然
爲
言
情
詩
蒙
上

一
層
悲
劇
色

彩
。

到
了
南
朝
,
男
女
的
相
與
詠
歌
或
是

「
郎
寄
妙
意
曲
,
儂
亦
吐
芳
詞
」
(
「
子
夜
歌
」
)
的
男
女
贈
苔
,
或
是

「執
手
與
漱
別
,

痛
切
當
奈
何
」
(
「鳥
夜
喘
」
)
相
思
離
別
的
歌
詠
,
或
是

「鶏
亭
故
儂
去
,
九
里
新
儂
還
。
送

一
卸
迎
雨
,
無
有
暫
時
閑
。
」
(
「
嚢
陽

樂
」
)
迎
新
送
奮
,
冒
夜
往
來
的
吟
唱
。
慢
語
輕
歌
,
情
調
綿
綿
,
散
護
着
濃
厚
的
世
俗
氣
味
。
這
些
,
亦
正
是

六
朝
風
貌
的
眞
實
爲

照
。

原
來
,
六
朝
時
期
,
由
干
長
江
流
域
経
濟
的
獲
展
,
商
業
的
通
暢
,
城
市
日
漸
繁
榮
,
市
民
大
増
,
加
之
統
治
階
級
的
縦
情
聲

(
4

>

(
ハ
。
)

色
,

形
成
了
城
市
歌
舞
盛
行
,

一
派
升
平
景
象
,
梁
斐
子
野

『
宋
略
』
概
括
當
時
的
情
形
是

:

「
王
侯
將
相
,
歌
伎
填
室
。
鴻
商
富

頁
,

舞
女
成
群
,
寛
相
奄
大
,
互
有
争
奪
。」
在
這
種
環
境
之
中
滋
生
成
長
起
來
的

「
呉
歌
」
「
西
曲
」
,
當
然
與
世

俗
相
投
,
氣
味
相

同
了
。李

唐
王
朝

一
度
繁
榮
昌
盛
,
成
了
中
國
封
建
社
會
的
黄
金
時
期
,
然
而
,
在
這
強
盛
繁
華
的
背
後
却
潜
伏
着

衰
落
的
危
機
。
所

以
,

這
個
時
期
的
言
情
詩

一
方
面
表
現
的
是

「
半
欲
天
明
半
未
明
,
酔
聞
花
氣
睡
聞
鶯
」
。

(元
積

「春
曉
」
)
「
唱
蓋
新
詞
激
不
見
,

紅
霞

映
樹
鶴
鵡
鳴
。
」
(劉
禺
錫

「踏
歌
詞
」
)
的
花
紅
柳
緑
的
生
活

;
男

一
方
面
則
是

「更
吹
莞
笛

『
關
山
月
』
,
無

那
金
閨
萬
里
愁
。
」

(
王
昌
齢

「
邊
愁
」
)
的
低
吟
,

「
宿
空
房
,
秋
夜
長
。
」
「
唯
向
深
宮
望
明
月
,
東
西
四
五
百
回
圓
。」
(
白
居
易

「
上
陽
人
」
)
的
泣

訴
,

「
爲
人
莫
作
婦
人
身
,
百
年
苦
樂
由
他
人
。」
(白
居
易

「
太
行
路
」
)
的
悲
怨
,
以
及

「
莫
板
我
,
抜
我
太
心
偏
。
我
是
曲
江
臨

池
柳
,
者

(
這
)
人
折
去
那
人
板
,
恩
愛

一
時
間
。
」
(
「
望
江
南
」
)
的
哀
嘆
。

到
了
明
清
,
由
干
生
産
的
不
断
獲
展
,
手
工
業
和
商
業
空
前
襲
達
,
市
民
階
層
更
爲
接
大
,
資
本
主
義
開
始

萌
芽
,
拉
有
所
褒

展
,

婦
女
椚
要
求
自
由
、
平
等
、
互
愛
的
呼
聲
日
高
。
所
以
,
這
個
時
期
的
言
情
詩
表
現
出
了
與
封
建
禮
教
極
大
的

不
協
調
和
反
抗
精

神
。

且
看
以
下
諸
詩
:

乞
娘
打
子
好
心
焦
,
鳥
封
情
書
寄
在
我
郎
標

;
有
舎
徒
流
,
遷
配
、
埣
剛
、
凌
遅
,
天
大
罪
名
阿
奴
自
去
認
,
教
郎
千
萬
再

『詩
脛

・
國
風
』
言
情
詩
風
格
簡
論

(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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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遭
!

i

-
明

「
呉
歌

・
甘
認
」

手
拉
手
見
把
黄
河
下
,
就
到
了
黄
河
也
不
把
手
見
撒
。
喧
二
人
就
死
在

一
慮
肥
,
免
的
喧
思
思
念
念
常
想
桂
。
輔
世
爲
人
還

是
喧
禰
,
長
大
時
侮
不
嬰
來
我
不
嫁
,
到
那
時
方
構
休
我
心
中
話
。

ー

清

「
手
拉
手
」

這
種
強
烈
的
向
往
、
追
求
,
全
然
不
畏
人
言
的
果
敢
態
度
,
以
及
置
封
建
刑
罰
而
不
顧
的
反
抗
精
神
甚
是
空
前
,
這
是
不
折
不
拍

的
時

代
精
神
,
正
反
映
了
歴
史
獲
展
的
必
然
趨
勢
。

鰺
了
,
不
必
再
進
行
歴
史
的
比
較
,
我
椚
便
完
全
可
以
結
論
,
國
風
言
情
詩
是
時
代
激
流
的
浪
花
,
由
此
,
我
個
不
僅

可
以
看
到

波
涛
翻
譲
的
時
代
巨
浪
,
而
且
也
可
以
看
到
奔
騰
不
息
的
歴
史
長
河
。

二
、
矛
盾
統
合
中
的
審
美
道
徳
観

國
風
言
情
詩
是
男
女
的
言
情
之
作
,
其
中
浸
透
着
時
人
的
審
美
理
想
和
道
徳
情
操
,
膣
現
了
時
人
封
愛
情
的
熱
烈
追
求
和
向
往
。

愛
情
,
作
爲

一
種
基
干
政
治
経
濟
基
礎
之
上
的
観
念
形
態
,
心
理
現
象
,
必
然
因
社
會
中
人
椚
所
庭
地
位
的
不
同
而
有
着
不
同
的
表
現

内
容
。
這
是
因
爲
,
人
椚
総
是
自
毘
不
自
豊
地
要
從
他
椚
進
行
生
産
和
交
換
的
経
濟
關
係
中
汲
取
自
己
的
審
美
、
道
徳
観
念
。

國
風
言
情
詩
中
有

一
組
賛
美
詩
。
在
這

一
組
詩
里
,
人
個
通
過
封
所
愛
慕
的
異
性
膿
態
容
貌
的
賛
讐
,
表
達
了

不
同
的
審
美
理
想
。

試
看

「
唐
風

・
椒
柳
」

:

微
柳
之
實
,
蕃
衛
盈
升
。
彼
其
之
子
,
碩
大
無
朋
。
微
柳
且
,
遠
條
且
。

椒
柳
之
實
,
蕃
術
盈
菊
。
彼
其
之
子
,
碩
大
且
篤
.、
微
柳
且
,
遠
條
且
。

再
看

「
衛
風

・
碩
人
」

:

…
手
如
柔
夷
。
膚
如
凝
脂
。
領
如
猶
蜻
。
歯
如
瓠
犀
。
蝶
首
蛾
眉
。
巧
笑
情
号
。
美
目
紛
号
。
・

雨
相
封
照
,
浬
滑
分
明
。
前
者
身
強
膿
壮
,
篤
厚
忠
誠
,
就
象
椒
樹
上
密
瀟
紅
透
的
花
椒
子
那
様
惹
人
愛
。
後
者
肩
不
能
澹
澹
,

手
不
能
提
藍
,
弱
不
禁
風
。
前
者
是
農
家
婦
,
後
者
是
貴
婦
人

;
前
者
爲
勢
苦
大
衆
所
賛
美
,
喜
愛
。
後
者
爲
封
建
士
大
夫
所
構
道
,

欣
賞

:

「
『
衛
風
』
之
詠
碩
人
也
,
日

『
手
如
柔
黄
』
云
云
,
猶
是
以
物
比
物
,
未
見
其
神
,
至
日

『
巧
笑
情
号
,

美
目
腸
今
』
則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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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鳥

照
,
正
在
阿
堵
,
直
把
介
絶
世
美
人
活
活
地
請
出
來
在
書
本
上
滉
濠
。
千
載
而
下
,
猶
如
親
其
笑
貌
。
」

再
比
如

「魏
風

・
扮
沮
灘
」

・

彼
扮
沮
測
,
言
釆
其
莫
。
彼
其
之
子
,
美
無
度
。
美
無
度
,
殊
異
乎
公
路
。
彼
扮

一
方
,
言
釆
其
桑
。
彼
其
之
子
,
美
如
英
。

美
如
英
,
殊
異
乎
公
行
。
彼
扮

一
曲
,
言
采
其
贅
。
彼
其
之
子
,
美
如
玉
。
美
如
玉
,
殊
異
乎
公
族
。

,

「衛

風

・
漠
奥
」

:

謄
彼
棋
奥
,
緑
竹
狩
狩
。
有
匪
君
子
,
如
切
如
蹉
,
如
琢
如
磨
。
念
号
個
号
,
赫
号
喧
号
。
有
匪
君
子
,

終
不
可
護
号
。
謄

彼
棋
奥
,
緑
竹
青
青
。
有
匪
君
子
,
充
耳
琢
螢
,
會
弁
如
星
,
念
分
燗
号
,
赫
分
嘔
号
。
有
匪
君
子
,
終
不
可
護
号
。
謄
彼
棋

奥
,
緑
竹
如
賓
。
有
匪
君
子
,
如
金
如
錫
,
如
珪
如
壁
。
寛
今
緯
号
,
狩
重
較
号
。
善
戯
誰
号
,
不
爲
虐
分
。

這
雨
首
是
女
子
誇
賛
情
人
的
歌
。
前
者
詩
中
的
女
子
,
在

「
彼
扮
沮
灘
」
,

「
彼
扮

一
方
」
,

「
彼
扮

一
曲
」,

「
釆
莫
」
,

「采

桑
」,

「
釆
責
」
,
顯
然
,
其
身
分
是
農
家
女
,
此
詩
該
爲
農
家
女
的
歌
唱
。

「
殊
異
乎
公
路
」
,

「殊
異
乎
公
行
」
,

「殊
異
乎
公

族
」
,
在
始
椚
心
中
,
勤
勢
撲
實
的
男
子
最
美
好
,
勝
過
那
王
公
貴
族
子
弟
。

後
者
詩
中
的
女
子
謄
望
漠
奥
,
望
青
青
緑
竹
而
生
憂
思
。
姻
心
中
的
君
子
是
那
様
玲
朧
別
透
,

「如
金
如
錫
,
如
珪
如
壁
」,
招

惹
人
愛
,
令
人
難
忘
。

「善
戯
誰
今
,
不
爲
虐
号
」,

一
語
泄
露
天
機
,
猶
可
翫
味
。

既
然
同
是
愛
情
的
歌
唱
,
爲
什
屡
會
有
如
此
戴
然
相
反
的
追
求
呪
?
這
正
如
本
段
開
頭
所
言
,
愛
情
,
作
爲

一
種
観
念
形
態
,
拉

非
只
是
生
理
上
的
要
求
,
而
且
有
着
美
感
的
重
要
内
容
。
美
感
,
作
爲
人
的
審
美
理
想
的
核
心
,
又
有
着
雨
重
性
。
這
里
,
既
包
含
封

異
性
容
貌
膿
態
性
格
氣
質
等
所
引
起
的
審
美
快
感
,
又
包
含
着
人
的
政
治
経
濟
地
位
等
社
會
的
内
容
。
這
就
是
説
,
愛
情
是
與
人
的
社

會
内
容
休
戚
相
關
的
。
魯
迅
先
生
説
得
好

:

「自
然
,

『喜
怒
哀
樂
,
人
之
情
也
』
,
然
而
窮
人
決
無
開
交
易
所
折
本
的
懊
悩
,
煤
油

大
王
螂
會
知
道
北
京
棟
煤
渣
老
婆
子
身
受
的
酸
辛
,
磯
匠
的
災
民
,
大
約
総
不
去
種
蘭
花
,
像
闊
人
的
老
太
爺

一
様
,
賞
府
上
的
焦

大
,
也
不
愛
林
妹
妹
的
。
」
焦
大
爲
什
曝
不
愛
林
妹
妹
?
俄
羅
斯
著
名
文
藝
批
評
家
車
ホ
尼
雪
夫
斯
基
在
其

『
生
活

與
美
學
』

一
書
中

將
農
村
少
女
與
貴
族
美
人
的
雨
種
不
同
美
作
了
封
比
。
他
説
,
農
家
女
因
爲
要
勢
動
,
所
以
旺
盛
的
,
健
康
和
均
衡
的
膿
力
就
成
了
他

椚
美
的
標
記
;
貴
族
美
人
,
因
爲
姑
椚
歴
代
祖
先
都
是
不
用
手
工
作
而
生
活
過
來
的
,
姫
椚
自
己
也
終
日
無
所
事
事
,
便
自
然
長
成
了

繊
細
的
手
足
,
而
且
以
此
爲
美
了
。
麺
椚
又
因
爲
無
所
事
事
和
没
有
物
質
的
憂
慮
,
而
反
感
到
了
生
活
的
空
虚
,
干
是
便
尋
戎
刺
激
和

『
詩

経

・
國

風
』
言
情

詩

風
格
簡

論

(
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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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
情
,
籍
以
來
消
磨
自
己
,
因
此
,
美
人
的
疲
倦
和
蒼
白
就
被
當
作
了
飽

「
生
活
了
許
多
」
的
明
謹
,
而
偏
頭
痛

(憂
諺
病
)
也
成
爲

有
趣
味
的
疾
病
了
。
由
此
看
來
,
焦
大
不
愛
林
妹
妹
,
事
出
有
因
,
理
所
當
然
,
國
風
言
情
詩
中
表
現
了
封
異
性
美
的
戴
然
不
同
的
追

求
,

也
就
無
可
非
議
了
。

與
此
相
呼
鷹
的
是
,
由
干
人
椚
的
社
會
政
治
経
濟
地
位
的
不
同
,
所
持
的
道
徳
観
也
不

一
様
。
在
國
風
言
情
詩
中
,
爲
数
最
多
的

是
懸
愛
篇
。
這
里
有
求
偶
不
得
,
輻
韓
反
側
的
欄
恨
。

(
「
周
南

・
關
錐
」
「
周
南

・
漢
廣
」
「秦
風

・
兼
葭
」
)
有

一
日
不
見
,
度
日

如
年

的
相
思
。

(
「
王
風

・
釆
葛
」
「
陳
風

・
澤
肢
」
「
鄭
風

・
子
衿
」
)
有
懐
人

不
得
,
冥
思
苦
索
的
懊
憶
。

(
「衛
風

・
考
繋
」

「
鄭

風

・
東
門
之
琿
」
)
有
男
女
唱
和
,
雨
無
嫌
積
的
漱
樂
。

(
「
鄭
風

・
葎
号
」
)
有
互
贈
信
物
,
男
女
幽
會

的
情
趣
。

(
「
郡

風

.
静
女
」
)
有
該
譜
戯
誰
,
打
情
罵
消
的
調
笑
。

(
「
鄭
風

・
簑
裳
」
「
鄭
風

・
山
有
扶
蘇
」
)
有
男
女
失
懲
,
愁
腸
百
結
的
苦
痛
。

(
「
鄭
風

・
狡
童
」
「
召
南

・
江
有
氾
」
「
衛
風

・
竹
竿
」
)
有
相
思
已
見
,
心
病
忽
愈
的
喜
悦
。

(
「
鄭
風

・
風
雨
」
)
有
夫
恩
婦
愛
,

夫
唱
婦
随
的
贈
答
。

(
「
鄭
風

・
女
日
鶏
鳴
」
)
有
情
人
夫
亡
,
痛

不
欲
生
的
哀
傷
。

(
「
郡
風

・
緑
衣
」
「唐
風

・
葛
生
」
「
桧
風

・

素
冠
」
)
…
…
百
態
千
姿
,
形
形
色
色
。
此
類
作
品
,
聴
其
音
,
賞
心
悦
目
,
観
其
形
,
和
樂
健
康
,
無
疑
,
這
大
多
是
庶
民
的
歌
唱
。

與
此
相
反
,
在
國
風
言
情
詩
里
,

一
些
公
子
貴
族
的
歌
唱
格
調
低
下
,
氣
味
比
較
庸
俗
,
當
時
,
難
然
還
没
有
出
現
後
世
那
種

「淡
句

牧
,
周
旋
妙
。
只
爲

五
陵
正
砂
激
。
胸
上
雪
,
從
君
咬
,
空
把
千
金
買
笑
.」
(
「
漁
歌
子
」
)
的
赤
裸
裸
的
靡
靡
小

調
,
但
是
,
在

一

些
封

女
性
美
的
描
鳥
里
,
我
個
已
経
嗅
到
了
濃
厚
的
脂
粉
氣
,
而
統
治
者
自
身
的
行
脛
則
完
全
暴
露
了
他
椚
腐
朽
庸
俗
的
道
徳
観
。

ー

「
培
有
茨
,
不
可
婦
也
。
中
葦
之
言
,
不
可
道
也
。
所
可
道
也
,
言
之
醜
也
。
」
(
「
鄭
風

・
培
有
茨
」
)

以
上
所
論
,
只
是
倣
爲
社
會
主
膣
的
人
的
審
美
、
道
徳
観
矛
盾
的

一
個
方
面
。
作
爲
事
物
矛
盾
的
男

一
個
方
面
,
官
還
有
其
統
合

的

一
面
。
人
,
作
爲
社
會
生
活
的
主
膿
,
其
本
身
就
有
許
多
共
同
之
庭
。
生
老
病
死
,
這
是
自
然
法
則
,
爲
人
所
共
通

;
飲
食
男
女
,

則
是
人
之
本
性
,
爲
人
之
所
共
有
。
所
以
,
在
人
類
社
會
獲
展
的
歴
史
上
,
侭
管
護
展
階
段
不
同
,
但
因
其
歴
史
背
景
的

一
様
,
而
有

着
許

多
共
同
之
庭
。
原
始
社
會
,
人
椚
以
尊
老
扶
幼
爲
己
任
,
以
怯
儒
獺
惰
爲
恥
辱
,
以
勤
螢
勇
敢
爲
美
徳

;
從
動
産
的
私
有
制
護
展

起
來

的
時
候
起
,
在

一
切
存
在
着
這
種
私
有
制
的
社
會
里
,

「切
勿
楡
盗
」
便
成
了
共
同
的
道
徳
戒
律
。
愛
情
,
這
個
以
人
類
的
藩
術

生
息
爲
神
聖
使
命
,
以
人
的
共
同
生
理
要
求
爲
前
提
的
感
情
,
相
同
或
相
通
之
庭
亦
就
更
不
在
少
数
了
。
例
如
,
人
個
常
説
的

「
愛
美

之
心
,
人
皆
有
之
」,
這
就
是
説
,
人
椚
封
美
的
追
求
是
共
同
的
,

只
不
過
由
干
社
會
政
治
経
濟
關
係
的
制
約
而
所
欣
賞
的
角
度
不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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様
,
這
正
如
朱
喜
…
『
詩
集
傳
』
序
所
言

:

「
…
…
人
生
而
静
,
天
之
性
也
,
感
於
物
而
動
,
性
之
欲
也
。
夫
既
有
欲
也
,
則
不
能
無
思
。

-
-
心
之
所
感
有
邪
正
,
故
言
之
所
形
有
是
非
.、」
「
周
南

・
關
錐
」
里
的
女
子

「参
差
弗行
菜
,
左
右
流
之
」
,

「
参
差
行
菜
,
左
右
釆

之
」,

「参
差
行
菜
,
左
右
毛
之
」。
在
河
中
不
停
地
采
摘
水
生
野
菜
,
明
明
是
勢
動
婦
女
,
因
爲

"窃
究
"
且

"淑
"
,
故

「
君
子
好

速
」。

(
君
子
:
古
代

一
般
指
士
以
上
的
統
治
者
,

『
孟
子

・
縢
文
公
上
』

:

「
無
君
子
莫
治
野
人
,
無
野
人
莫
養

君
子
」
是
也
。
)
可

見
,

品
貌
兼
備
的
女
子
是
人
人
所
鐘
愛
的
配
偶
。
後
來
,
出
干
封
建
教
化
的
需
要
,
経
後
代
経
學
家
的
曲
解
,
這
首
詩
才
成
了
典
型
的

風
化
詩
。
漢
康
衡
注

「
窃
究
淑
女
,
君
子
好
逮
」
雨
句
詩

日
:

「
言
能
致
其
貞
淑
,
不
武
其
操
,
情
欲
之
感
無
介
乎
容
儀
,
宴
私
之
意

不
形
乎
動
静
。
夫
然
後
可
以
配
至
尊
而
爲
宗
廟
主
。
此
綱
紀
之
首
,
王
教
之
端
也
。
」
康
氏
之
説
純
屡
穿
墾
附
金
『

其
目
的
顯
而
易
見
。

再
比
如
,
自
母
椹
制
顛
覆
以
來
,
女
子

一
直
庭
於
被
奴
役
的
地
位
。
也
就
是
從
那
個
時
候
起
,
女
子

一
直
在
爲
争
取
自
身
的
掲
立

而
門
争
着
。
這

一
鮎
,
無
論
貴
族
婦
女
或
者
螢
動
婦
女
都
是
相
同
的
。
貴
族
婦
女
侭
管
物
質
生
活
優
裕
,
但
精
神
生
活
空
虚
。
有
時
可

能

一
時
得
寵
,
亦
是
強
顔
激
笑
。
飽
椚
只
不
過
是
達
官
貴
人
身
上
的
衣
裳
,
掌
中
的
玩
物
,

一
旦
年
老
珠
黄
,
便
遭
遺
棄
,
結
局
猶
加

可
悲
。
因
此
,
要
求
平
等
互
愛
,
愛
情
專

一
便
成
了
女
性
的
共
同
呼
聲
。
這
種
呼
聲
,
無
論
是
在
周
代
,
或
是
在
以
後
的
年
代
,
我
椚

是
可
以
経
常
聴
到
的
。
就
男
子
而
言
,
勢
苦
大
衆
由
其
経
濟
地
位
所
決
定
,

一
般
來
説
,
封
愛
情
是
專

一
的
,
封
女
性
是
相
封
尊
敬
的
;

而
統
治
者
中
的
某
些
成
員
,
或
受
社
會
思
潮
的
影
響
,
或
爲
妻
子
誠
摯
的
愛
情
所
感
動
,
或
因
傳
統
文
化
的
教
育
,

或
因
個
人
品
徳
的

修
養
,
封
愛
情
也
保
持
嚴
粛
認
眞
的
態
度
,
以
平
等
互
愛
的
精
神
封
待
女
性
。
在
封
建
統
治
者
内
部
,
歴
史
上
湧
現
過
不
少
値
得
歌
頬

的
愛
情
故
事
,

(如
趙
明
誠
與
李
清
照
,
陸
游
與
唐
碗
等
)
以
及
歌
頬
這
種
愛
情
的
詩
章
。
這
類
詩
章
,
不
僅
能
引
起
女
性
的
共
鳴
,

亦
能
得
到
廣
大
男
子
的
賛
美
與
欣
賞

;
詩
中
細
賦
的
刻
書
,
精
到
的
描
爲
,
濃
郁
的
情
感
,
封
剥
削
者
來
説
,
也
能
満
足
他
椚
官
能
的

需
要
。
這
正
是
國
風
中
的
大
小

「
叔
干
田
」
等
篇
章
爲
什
墜
那
様
威
武
雄
肚
,
優
美
動
人
,
経
久
不
衰
的
原
因
,
而
白
居
易
的

「
長
恨

歌
」
之
所
以
那
様
動
人
心
扉
,
傳
頬
至
今
,
大
概
亦
縁
於
此
。

還
比
如
,
在
國
風
言
情
詩
思
婦
詞

一
類
作
品
里
,
我
椚
時
常
會
看
到
這
種
情
景
,
侭
管
妻
子
封
丈
夫
有
着
刻
骨

的
思
念
,
但

一
想

到
丈
夫
在
爲
國
出
征
,
便
樂
而
忘
憂
,
油
然
而
生
驕
傲
。

「
衛
風

・
伯
分
」
里
的
女
子
,
思
念
丈
夫
把
頭
都
想
痛
了
,

可

一
想
到
丈
夫

執
几又
,
爲
王
前
駆
,
又
感
到
無
比
自
豪
。

「秦
風

・
小
戎
」
里
的
女
子
既
思
念
遠
征
的
丈
夫
,
又
衿
誇
秦
師
的
強
盛
,
頬
美
着
國
家
的

威
力
,
思
念
寓
於
頒
美
之
中
。
這
就
是
説
,
在
外
敵
入
侵
,
民
族
危
亡
的
時
刻
,
人
椚
是
把
個
人
的
情
愛
與
國
家
的
命
運
緊
緊
聯
系
在

『
詩
経

・
國
風
』
言
情
詩
風
格
簡
論

(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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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起
的
,
除
費
國
求
榮
者
外
,
人
個
的
心
是
相
通
的
。

諸
如
此
類
的
相
同
或
相
通
之
盧
説
明
,
國
風
言
情
詩
所
表
現
出
來
的
審
美
、
道
徳
観
是
封
立
統
合
的
矛
盾
統

一
膿
,
具
有
人
民
性

的
内
容
,
這
也
正
是
國
風
言
情
詩
的
風
格
特
鮎
之

一
。

三
、
濁
特
的
藝
術
表
現
手
法

國
風
言
情
詩
是
塊
麗
的
藝
術
之
花
,
宮
植
根
於
民
間
,
眈
吸
着
民
間
藝
術
的
養
料
而
萬
肚
成
長
,
吐
芳
争
妊
。
宣
掲
特
的
藝
術
手

法
爲
歴
代
詩
歌
,
尤
其
是
言
情
詩
所
襲
用
,
形
成
了
具
有
民
族
特
鮎
的
傳
統
藝
術
表
現
方
法
。

首
先
,
國
風
言
情
詩
大
量
使
用
了
民
間
庚
語
。
何
爲
庚
?
庚
語
即
隠
語
。
隠
與
喩
相
封
,
喩
是
比
喩
、
曉
示
,

隠
是
象
徴
、
暗
示
。

観
國
風
言
情
詩
,
主
要
使
用
了
下
列
隠
語

:

1
、
魚
。
國
風
言
情
詩
中
有
七
庭
言
魚
,
其
中
六
庭
喩
男
,

一
慮
喩
女
。

喩
男
的
有

:

筋
魚
頽
尾
,
王
室
如
綴
。

錐
則
如
綴
,
父
母
孔
迩
。

「
周
南

・
汝
墳
」

魚
網
之
設
,
鴻
則
離
之
。

燕
娩
之
求
,

河
水
洋
洋
,

施
皿瓜
減
激
,

徹
筍
在
梁
,

齊
子
蹄
止
,

誰
能
亨
魚
,

誰
將
西
蹄
,

得
此
戚
施
。

北
流
活
活
。

鰭
鮪
護
護
。

其
魚
紡
鰹
。

其
從
如
雲
。

瀧
之
釜
鷲
。

懐
之
好
音
。

「
郡

風

・
新

毫

」

「
衛

風

・
碩

人

」

「
齊

風

・
徹

筍

」

「
桧

風

・
匪

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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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或
之
魚
,
鱒
鮪
。

我
観
之
子
,
衰
衣
繍
裳
。

ー
ー

「
幽
風

・
九
罵
」

喩
女
有

一
庭
:

豊
其
食
魚
,
必
河
之
鯉
。

豊
其
嬰
妻
,
必
宋
之
子
。

ー
-

「
陳
風

・
衡
門
」

尋
釋
詩
義
,
詩
中
的
魚
懸
爲
男
性
器
的
象
徴
,
以
後
逐
漸
演
化
成
爲
愛
情
蔓
方
的
象
徴
。
封
此
,
聞

一
多
先
生
在
其

「
説
魚
」

一

文
中
巳
有
詳
細
考
定
。
按
照
這
様
的
解
釋
,
我
椚
也
就
理
解
了
爲
什
歴

『
禮
記
』
所
載
女
子
出
嫁
前
祭
於
宗
廟
,
牲

要
用
魚
,
拉
宅
以

頻
藻

了
;
時
至
今
日
,

一
些
少
数
民
族
還
有
崇
拝
魚
神
之
俗
,
糠
説
西
藏
即
有
不
吃
魚
的
習
慣
。

2
、
山
有
×
,
限
有
×
。

山
有
榛
,
限
有
苓
。

云
誰
之
思
,
西
方
美
人
。

ー

「
郡
風

・
簡
分
」

山

有

扶

蘇

,

限

有

荷

花

。

不

見

子

都

,

乃

見

狂

且
。

…
ー

「
鄭

風

・
山

有

扶

蘇

」

山

有

苞

櫟

,

限

有

六
駁

。

未

見

君

子

,

憂

心

靡

樂

。

ー

-

「
秦

風

・
農

風

」

山

有

椹

,

限

有

楡

。

子
有
衣
裳
,
弗
曳
弗
婁
。

i

「
唐
風

・
山
有
櫃
」

注

:
隠
,
低
窪
之
地
。
集
傳
云

:

「
下
漏
日
限
。」
詩
中
的

「
山
有

×
」
喩
男
,

「限
有
×
」
喩
女
。
民
俗
學
者
以
爲
,
古
代
社

會
人

類
從
生
殖
機
能
出
護
,
封
男
性
崇
拝
大
於
封
女
性
的
崇
拝
,
例
如
非
尼
基
人
稻
男
根
爲

「
亜
色
」
,
意

云
直

立
,
強
力
,
開
放

者
,
而
封
上
帝
也
同
様
構
之
。
据
此
推
之
,
可
知
,

「
山
有

×
」
爲
男
性
器
,

「限
有

×
」
爲
女
性
器
的
象
徴
,
以
後
方
演
進
爲
男
女

之
象
徴
。

3
、
畷
煉『

詩

経

・
國
風
』
言
情

詩

風
格
簡

論

(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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畷
錬
在
東
,
莫
之
敢
指
。

女
子
有
行
,
遠
父
母
兄
弟
。

-

「
邸
風

・
畷
錬
」

朱
子
云
:

「畷
煉
,
虹
也
。

日
與
雨
交
,
條
然
成
質
,
似
有
血
氣
之
類
,
乃
陰
陽
之
氣
不
當
交
而
交
者
,
蓋

天
地
之
淫
氣
也
。
」

『
藝
文
類
聚
』

二
引
察
　邑

『
月
令
章
句
』
云
:

「虹
,
畷
煉
也
,
陰
陽
交
接
之
氣
。
」
綜
上
所
言
,
畷
煉
乃
男
女
交
購
的
象
徴
,
這
與

下
文

「
女
子
有
行
,
遠
父
母
兄
弟
。
」
正
相
呼
礁
,
所
以
無
人
敢
指
。
這
是
古
代
性
行
爲
崇
拝
的
鐵
謹
。

4
、
析
薪
、
束
薪
、
栗
薪
、
束
楚
、
刈
楚
。

翅
翻
錯
薪
,
言
刈
其
楚
.、

之
子
干
蹄
,
言
秣
其
馬
。

ー
-

「
周
南

・
漢
廣
」

揚
之
水
,
不
流
束
薪
。

彼
其
之
子
,
不
與
我
戌
申
。

ー
i

「
王
風

・
揚
之
水
」

揚
之
水
,
不
流
束
楚
。

終
鮮
兄
弟
,
維
予
與
女
。

ー
-

「鄭
風

・
揚
之
水
」

析
薪
如
之
何
,
匪
斧
不
克
..

取
妻
如
之
何
,
匪
媒
不
得
、一

「
齊
風

・
南
山
」

稠
膠
束
薪
,
三
星
在
天
。

今
夕
何
夕
?
見
此
良
人
。

!

「唐
風

・
綱
　
」

有
敦
瓜
苦
,
蒸
在
栗
薪
。

自
我
不
見
,
干
今
三
年
。

=

「幽
風

・
東
山
」

注
:
栗
,
韓
詩
作
蓼
。
蓼
,
聚
合
之
意
。
因
此
栗
薪
即
束
薪
..

與
以
上
詩
句
相
關
的
,
還
有

一
首

「小
雅

・
車
婁
ご

詩
,
這

里

一
井
引
爲
左
謹
。

陽
彼
高
岡
,
析
其
柞
薪
。

析
其
柞
薪
,
其
葉
清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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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
我
襯
爾
,
我
心
爲
号
。

馬
瑞
辰
云

:

「詩
人
多
以
薪
喩
婚
姻
.)」
的
確
,
詩
中
所
言
,
均
與
婚
姻
有
關
.、
其
中
薪
喩
女
。
析
、
束
、
栗
、
刈
無
疑
是

一
種

暗
示
。
考
欧
洲
人
結
婚
時
戴
戒
指
的
儀
式
,
中
國
人
行
婚
禮
時
飲
合
盾
酒
等
實
爲
性
行
爲
的
象
徴
,
故
上
述
庚
語
亦
當
是
性
行
爲
豪
拝

的
遺

風
。

5
、
磯
,
食

遵
彼
汝
墳
,
伐
其
條
枚
。

未
見
君
子
,
怒
如
調
磯
。

i
-

「
周
南

・
汝
墳
」

衡
門
之
下
,
可
以
懐
遅
。

泌
之
洋
洋
,
可
以
樂
磯
。

「
陳
風

・
衡
門
」

蕾
号
慰
分
,
南
山
朝
隣
。

碗
号
攣
号
,
季
女
斯
飢
。

「
曹
風

・
候
人
」

丘
中
有
変
,
彼
留
子
國
。

彼
留
子
國
,
將
其
來
食
。

ー

「
王
風

・
丘
中
有
麻
」

彼
狡
童
号
,
不
與
我
食
号
。

維
子
之
故
,
使
我
不
能
息
号
。

-1

-
「鄭
風

・
狡
童
」

有
杁
之
杜
,
生
干
道
左
。

彼
君
子
号
,
嘘
肯
適
我
。

中
心
好
之
,
易
飲
食
之
。

ー
ー

「
唐
風

・
有
扶
之
杜
」

駕
我
乗
馬
,
説
干
株
野
。

乗
我
乗
駒
,
朝
食
干
株
。

ー
-

「
陳
風

・
株
林
」

古
代
以
磯
象
徴
性
之
欲
求
,
以
食
象
徴
性
之
行
爲
。

『
南
部
煙
花
録
』

:

「
晴
蝪
帝
毎
視
御
女
呉
経
仙
,
謂
内
侍
日
:

『
古
人
謂

秀
色

可
餐
,
若
降
仙
者
,

可
以
療
磯
丕
。
』
」
『漢
書

・
外
戚
傳
』

:

「
房
與
宮
封
食
。
」
注
載
鷹
勧
説
日
:

「宮
人
自
相
與
爲
夫
婦
名

『
詩
脛

・
國
風
』
言

情
詩

風
格

簡
論

(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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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食
。」
均
可
謹
。
若
按
此
意
解
詩
,
方
合
詩
意
。

國
風
言
情
詩
中
的
隠
語
,
爲
什
歴
大
都
幣
有
性
崇
拝
的
印
記
?
這
是
因
爲
,
在
生
産
力
十
分
低
下
的
原
始
社
盒
『

人
類
過
着
本
能

的
生
活
,

「
食
色
,
性
也
」
,
這
是
孟
子
早
已
説
過
的
。
此
時
,
人
椚
除
封
自
然
現
象
感
到
恐
怖
敬
畏
之
外
,
最
足
以
喚
起
其
好
奇
心

的
,

唯
有
他
椚
自
身
的
現
象
了
。
他
椚
偶
爾
看
到
生
育
的
母
獣
,
再
謹
以
自
己
的
性
作
用
,
心
中
略
有
所
悟
,
推
定
其
自
身
的
來
源
,

必
與
鳥
獣
同
其
出
庭
,
干
是
,
好
奇
心
爲
恐
濯
感
謝
之
枕
所
代
替
,
性
的
器
官
,
在
原
始
人
的
思
想
中
,
便
蒙
上
了
神
聖
的
色
彩
。

随
着
人
類
智
力
的
開
褒
,
粗
随
的
印
象
攣
成
了
較
高
深
的
意
像
,
性
器
官
的
崇
拝
又
演
進
爲
性
機
能
的
崇
拝
。

由
干
封
性
及
其
機
能
的
崇
拝
,
干
是
産
生
了
代
表
性
器
及
性
行
爲
的
符
號
,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

一
些
類
似
的
暗
指
便
鷹
運
而
生
,

象
徴
庚
語
亦
因
此
活
躍
在
人
椚
的

口
頭
上
,
出
現
於
里
巷
歌
謡
之
中
。
國
風
言
情
詩
,
作
爲
男
女
間
的
言
情
之
作
,
所
用
庚
語
,
當
然

要
帯
有
性
崇
拝
的
色
彩
了
。

人
類
進
入
文
明
以
後
,
男
女
間
表
情
達
意
的
方
式
日
趨
委
娩
,
内
容
愈
加
隠
講
,
文
群
日
漸
高
雅
,
庚
語
的
運

用
更
加
廣
涯
。
因

爲
這
不
僅
僅
是
傳
逓
感
情
的
手
段
,
而
且
也
是
測
験
封
方
智
力
的
工
具
。
該
譜
戯
誰
,
情
趣
倍
増
。
人
椚
所
熟
知
的
中
國
古
典
詩
歌
,

尤
其
是
民
歌
中
常
用
的
隻
關
語
,
便
是
由
庚
語
演
攣
成
的
男

一
種
表
達
方
式
,
且
看
下
面
的
幾
個
例
子

:

高
山
種
芙
蓉
,
復
経
黄
藁
鳩
。

果
得

一
蓮
時
,
流
離
嬰
辛
苦
。

ー
ー
南
朝
樂
府

「
子
夜
歌
」

楊
柳
青
青
江
水
平
,

聞
郎
江
上
唱
歌
聲
。

東
邊
日
出
西
邊
雨
,

道
是
無
晴
還
有
晴
。

…

唐

・
劉
禺
錫

「
竹
枝
詞
」

不
鳥
情
詞
不
爲
詩
,

一
方
素
柏
寄
心
知
。

心
知
接
了
顛
倒
看
,

横
也
続
來
竪
也
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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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般
心
事
有
誰
知
。

ー
-
明

・

「
山
歌
」

第

一
首
南
朝
民
歌
,
以

"蓮
"
譜

"憐
"

(
即
愛
),

"
芙
蓉
"
即
蓮
,
故
亦
暗
指

"憐
"。
黄
藁
即
黄
柏
,

其
皮
入
藥
,
味
極

苦
,
此
庭
暗
指
辛
苦
。
第
二
首
唐
代

「
竹
枝
詞
」
,
以

"晴
"
諸

"情
"。
第
三
首
明
代

「
山
歌
」
,
以

"綜
"
蔓
關

"
思
"。
這
些
蔓
關

語
的
鷹
用
,

不
僅
増
加
了
表
情
的
委
碗
含
蓄
,
而
且
也
顯
示
了
歌
者
豊
富
的
想
像
力
。
所
以
,
從

一
定
意
義
上
説
,
國
風
言
情
詩
大
量

使
用
庚
語
,
亦
是
文
明
的
標
志
。

其
次
,
起
興
是
國
風
言
情
詩
的
主
要
表
現
方
法
。
通
過
封
庚
語
的
引
用
與
分
析
,
我
椚
可
以
看
到
,
庚
語
在
詩
中
有
興
的
作
用
;

但
拉

不
是
説
,
庚
語
就
等
干
興
。
關
於
興
,
古
人
有
許
多
論
述
,
這
里
徴
引
幾
條
備
考
:

鄭
衆
鄭
玄

『
周
禮
注
』
引
鄭
衆
説

:

「興
者
,
托
事
干
物
。」
摯
虞

『
文
章
流
別
論
』

:

「
興
者
,
有
感
之
辞
也
。
」
劉
劔

『
文
心

雛
龍
』
云

:

「
興
者
,
起
也
…
…
起
情
者
,
依
微
以
擬
議
。
」
孔
穎
達

『
毛
詩
疏
』

:

「興
者
,
托
事
於
物
則
興
者
,
起
也
,
取
讐
引

類
,
起
護
己
心
。
詩
文
諸
墾
草
木
鳥
獣
以
見
意
者
,
皆
興
群
也
。
」
朱
烹

『
詩
集
傳
』
云
:

「
興
者
,
先
言
他
物
以
引
起
所
味
之
群
也
。」

方
玉
潤

『詩
経
原
始
』
云
:

「詩
非
興
不
能
作
,
或
因
物
以
起
興
,
或
因
時
而
感
興
,
皆
興
也
。
」

蹄
納
以
上
諸
説
,
興
大
概
就
是
托
物
言
情
。

國
風
言
情
詩
爲
什
磨
要
用
起
興
?
考
其
原
因
,
大
概
與
古
代
情
歌
來
源
於
民
間
有
關
。
古
代
人
民
在
耕
転
漁
猟
勢
動
過
程
中
,
身

膿
力
行
,
耳
聞
目
撃
,
積
累
了
豊
富
的
感
性
経
験
,
加
上
青
年
男
女
激
聚
的
場
所
又
多
是
森
林
草
地
,
原
田
暇
野
,
公
房
社
前
,
所

以
,
青
年
男
女
在
表
達
自
己
的
感
情
的
時
候
,
往
往
通
過
聯
想
,
從
習
見
拉
熟
知
的
生
活
現
象
中
捕
捉
具
有
本
質
特
徴
的
事
物
,
來
寄

托
自
己
心
中
熾
熱
的
情
感
,
使
風
雨
花
草
,
贔
魚
鳥
獣
,
山
川
木
石
都
成
了
有
生
命
的
存
在
,
久
而
久
之
,
便
逐
漸
形
成
了
自
己
掲
特

的
表
現
方
法
。

『詩
経
』
中
的

「
興
」,
擦
清
人
謝
榛
統
計
,
有
三
百
七
十
虜
..
毛
傳
把

『
詩
脛
』
中
屡
干

「
興
」

一
類
的
詩
都
加
以
注
明
,
共

有

一
百

一
十
六
條
,
但
封

「
賦
」
和

「
比
」
都
浸
有
注
,
可
見
経
學
家
封

「
興
」
也
特
別
注
意
。
國
風
言
情
詩
中

有
多
少

「
興
」
,
錐

未
作
統
計
,
恐
亦
不
在
少
数
。

「
興
」

一
般
用
於
句
首
,
拗
傳
引
玉
。
例
如
,

「
周
南

・
關
誰
一
:

「
關
關
雅
鳩
,
在
河
之
洲
。
窃
究
淑
女
,
君
子
好
逮
。
」
以

雌
鳩
鳴
春
求
偶
,
興
歌
者
封
愛
情
的
追
求
。

「
周
南

・
桃
夫
」

:

「
桃
之
夫
夫
・,均
均
其
華
。
之
子
干
蹄
,
宜
其

室
家
。
」
這
里
用
鮮

『詩
脛

・
國
風
』
言
情
詩
風
格
簡
論

(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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艶
的
桃
花
象
徴
新
嫁
娘
的
美
好
,
同
時
也
供
托
出
了
婚
嫁
時
的
喜
慶
氣
氣
。

「
鄭
風

・
湊
清
」

:

「
榛
與
浦
,
方
漢
漢
号
。
士
與
女
,

方
乗
藺
号
.
」
這
里
的
興
,
重
在
供
托

;
春
水
的
涯
波
與
士
女
的
歓
會
交
相
輝
映
,
氣
第
尤
加
濃
烈
。
用
於
詩
中
的

興
句
也
有
,
其
作

用
亦
在
引
出
下
文
。

在
國
風
言
情
詩
中
,
我
個
脛
常
遇
見
這
様
的
情
形
,
同
是

一
首
言
情
詩
,
有
人
説
是

「
比
」
,
有
人
説
是

「興
」
,
有
人
説
是

「
比

而
興
」,
有
人
説
是

「
興
而
比
」
,
還
有
人
乾
脆
比
興
蚊
構
。
其
實
,
這
拉
不
足
怪
。
因
爲
既
然
興
是
托
物
言
志
,
所
以
有
的
時
候
興
比

融
合
,
不
能
戴
然
分
開
。
例
如
,

「曹
風

・
候
人
」

:

「
維
鵜
在
梁
,
不
濡
其
味
,
彼
其
之
子
,

不
遂
其
購
。」
前
雨
句
既
是
興
,

又

是
比
。
用
魚
鳥
的
咀
不
沽
水
,
比
喩
情
人
的
不
解
風
情
。

又
如

「陳
風

・
東
門
之
池
」

:

「東
門
之
池
,
可
以
湛
麻
,
彼
美
淑
姫
,
可

與
曙
歌
。」
前
面
的
興
句
,
過
去
説
詩
者
多
以
爲
與
正
文
無
關
。
其
實
,
這
不
僅
是
興
,
而
且
是
比
,
歌
者
借
湛
麻
紡
織
之
事
喩
男
女

相
悦

而
結
合
。

國
風
言
情
詩
運
用
起
興
,
可
以
使
濃
厚
純
正
的
情
感
不
必
直
説
而
更
加
委
碗
深
切
,
動
人
心
弦
,
從
而
喚
起
封

方
的
情
感
,
引
起

共
鳴
,
達
到
以
情
感
人
的
敷
果
。
所
以
,
自
國
風
言
情
詩
産
生
以
來
,
起
興
便
成
了
歴
代
言
情
詩
的
傳
統
表
現
方
法

(當
然
也
是
其
宣

好
情
詩
的
表
現
方
法
)。
這
在
屈
原
以
女
性
爲
中
心
的

『
離
騒
』
里
,
在
表
現
人
神
懲
愛
的

「
九
歌
」
里
,
在
漢
魏
樂
府
詩
里
,
在
唐

敦
煙
曲
子
詞
里
,
在
明
清
的
情
歌
里
,
都
歴
歴
在
目
。
直
至
今
日
,
此
風
猶
熾
。

還
有
,
國
風
言
情
詩
採
用
了
封
唱
、
復
唱
的
表
現
形
式
..
從
國
風
言
情
詩
中
,
我
偲
了
解
到
,
歌
舞
集
會
是
古
代
民
間
婚
姻
的
主

要
婚
配
方
式
之

一
。
集
會
之
時
,
人
椚
載
歌
載
舞
,
伴
之
以
器
樂
。
歌
爲
性
愛
而
歌
,
舞
爲
性
愛
而
舞
。
歌
有
男
女
的
封
唱
,
亦
有
集

膿
的
合
唱
。
舞
有
衆
人
的
群
舞
,
亦
有
男
女
之
樹
舞
。
中
國
古
代
的
憲
歌
以
及
後
來
的
國
風
言
情
詩
大
都
誕
生
在
這
歌
舞
歓
會
之
中
,

這
正
如
法
國
格
拉
浬
在
其
所
著

『
中
國
古
代
的
祭
彊
與
歌
謡
』
中
所
説
的
那
様
,
形
成

「
國
風

「
的
大
部
分
的
懸
愛
詩
,
是
在
古
代
農

民
社
會
的
季
節
祭
時
,
青
年
男
女
椚
競
相
喧
嘩
,
交
互
合
唱
時
所
作
成
的
。
封
唱
、
復
唱
的
表
現
形
式
正
是
交
互
合

唱
的
必
然
産
物
。

國
風
言
情
詩
的
封
唱
,
主
要
表
現
爲
通
篇
封
唱
以
及
篇
中
的
封
唱
。
國
風
中
的
言
情
詩
從
内
容
上
看
大
都
可
劃
分
爲
男
詞
、
女
詞
。

例
如

「
周
南

.
關
雌
」
「
周
南

.
漢
廣
」
「秦
風

・
兼
葭
」
「
王
風

・
釆
葛
」
「郡
風

・
静
女
」
「
齊
風

・
東
方
之

日
」
「
唐
風

・
敬
柳
」

「
鄭
風

.
出
其
東
門
」
「
王
風

・
葛
苗
㎜」
…
…
等
爲
男
詞
;
而

「
鄭
風

・
子
衿
」
「
曹
風

・
候
人
」
「
唐
風

・
有
枇
之
杜
」
「衛
風

・
有
狐
」

「
王
風

・
丘
中
有
麻
」
「
鄭
風

・
狡
童
」
「
秦
風

・
農
風
」
…
…
等
爲
女
詞
。
顯
然
,
這
與
歌
舞
婚
配
集
會
男
女
的
封
歌
密
切
相
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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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中
封
唱
即

一
篇
之
中
男
女
的
封
唱
。
詩
中
則
表
現
爲
男
女
封
話
的
形
式
。
例
如

「鄭
風

・
女
日
鶏
鳴
」
「
齊
風

・
鶏
鳴
」
「唐
風

・

綱
膠

」
「鄭
風

・
榛
浦
」
等
。
這
種
封
話
形
式
,
若
追
本
湖
源
,
也
來
源
於
歌
舞
婚
配
時
的
男
女
唱
和
。

復
唱
的
形
式
在
國
風
言
情
詩
中
尤
顯
得
突
出
。
諸
如
有
的
詩
同
環
往
復
,
蓋
興
書
意
。
且
看

「衛
風

・
木
瓜
」

:

投
我
以
木
瓜
,
報
之
以
填
鋸
。

匪
報
也
,
永
以
爲
好
也
。

投
我
以
木
桃
,
報
之
以
項
瑠
。

匪
報
也
,
永
以
爲
好
也
。

投
我
以
木
李
,
報
之
以
項
玖
,

匪
報
也
,
永
以
爲
好
也
。

顯
然
,

「
匪
報
也
,
永
以
爲
好
也
」
是
這
首
歌
的
主
題
。
爲
了
強
調
這
個
主
題
,
故
反
復
歌
唱
,
使
感
情
達
到
淋
鴻
蓋
至

;
護
人

聴
起
來
也
痛
快
淋
潤
。
其
ウ
」像

「鄭
風

・
葎
号
」
「鄭
風

・
狡
童
」
「
鄭
風

・
裏
裳
」
「
鄭
風

・
風
雨
」
「秦
風

・
兼
葭
」
等
也
驕
工J
這
種

類
型
。有

的
詩
畳
章
畳
句
,
層
層
遽
進
。

「
周
南

・
茉
百
」
「
召
南

・
標
有
梅
」
「鄭
風

・
將
仲
子
」
「鄭
風

・
野
有
蔓
草
」
「衡
風

・
有
狐
」

等
屡

干
這

一
類
。
例
如

「
周
南

・
茉
芭
」
全
詩
三
章
,
毎
章
只
換
雨
個
字

(
釆
、
有
、
綴
、
将
、
桔
、
纈
)
,
反
復
論
唱
,
字
字
遽

進
,

拍
人
心
扉
,
沁
人
騙
肺
。
把
全
婦
女
采
禾
百
的
情
状
維
妙
維
肖
地
刻
書
出
來
了
。
難
怪
千
古
以
來
,
這
首
詩
是

那
様
深
深
地
感
動

着
讃
者
。
清
人
方
玉
潤
説
:

「
護
者
試
平
心
静
氣
地
酒
詠
此
詩
,
胱
聴
田
家
婦
女
三
三
五
五
,
於
平
原
誘
野
,
風
和

旦
麗
中
,
群
歌
互

答
,
余
音
髪
髪
,
若
遠
若
近
,
忽
断
忽
續
,
不
知
其
情
之
何
以
移
而
神
之
何
以
畷
,
則
此
詩
可
不
必
細
繹
而
自
得
其
妙
也
。」

還
有
的
詩
半
章
攣
化
,
半
章
復
唱
。

「郡

風

・
北
風
」
「
周
南

・
漢
廣
」
「
邸
風

・
桑
中
」
「
幽
風

・
東
山
」
等
屡
干
這

一
類
。
例

如

「
鄭
風

・
桑
中
」,
全
詩

三
章
,
毎
章
前

一
部
分
唱
的
是
不
同
的
地
鮎
與
人
物
,
而
後

一
部
分

(
「
期
我
乎
桑
中
,
要
我
乎
上
宮
,

送
我
互
棋
上
　
。」
)
則
是
復
唱
。
無
疑
,
這
復
唱
部
分
即
來
源
於
歌
舞
婚
配
集
會
群
聲
合
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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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
裁
爲
膣
親
風
雅
,
韓
益
多
師
是
汝
師
。
」
國
風
言
情
詩
以
其
濁
有
的
風
格
,
繍
得
了
歴
代
詩
人
的
稻
頒

;
官
有
如
滑
渦
細

『
詩
脛

・
國
風
』
言
情
詩
風
格
簡
論

(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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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
,

滋
潤
了
詩
人
的
心
田
,
使
中
國
詩
壇
開
放
出
萬
千
奇
卉
異
蕗
,

注
釋

朱
嘉

『
詩
集
傳
序
』

参
看

『
聞

一
多
全
集
』

参
看
楊
公
駿

『
中
國
文
學
』

李
延
壽

『
南
史

・
循
吏
列
傳
』
云
:

「凡
百
戸
之
郷
,
有
市
之
邑
,
歌
謡
舞
題
,
鰯
慮
成
璽
。
」

同
上

:

「
都
邑
之
盛
,
士
女
昌
逸
,
歌
聲
舞
節
,
絃
服
華
牧

;
桃
花
緑
水
之
間
,
秋
月
春
風
之
下
,

参
看
清
人
孫
聯
奎

『詩
品
臆
説
』

魯
迅

「
「硬
譯
」
與

「
文
學
」
的
階
級
性
」
参
看

『魯
迅
全
集
』
第

四
巻

参
看
朱
烹

『
詩
集
傳
』
「關
誰
」
注

参
看
馬
瑞
辰

『
毛
詩
傳
箋
通
釋
』

擦
謝
榛

『
四
漠
詩
話
』
巻

二
統
計

参
看
游
國
恩

『
楚
辞
論
文
集
』

轄
引
自
衰
枚

『
詩
経
譯
注
』
(
國
風
部
分
)
引
言

参
看
方
玉
潤

『
詩
樫
原
始
』

参
看
杜
甫

「
戯
爲
六
絶
句
」
之
六

無
往
非
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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