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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安
派
与
衰
宏
道
的
文
芸
思
想

張

少

康

明
代
中
期
以
後
、
在
李
賛
思
想
的
影
響
下
、
文
芸
領
域
内
出
現
了

一
股
具
有
啓
蒙
色
彩
的
新
思
潮
、
詩
文
方
面
的
代
表
是
公
安
三

衰
、
戯
曲
方
面
的
代
表
是
湯
顕
祖
、
小
説
方
面
的
代
表
是
漏
夢
龍
。
這
股
文
芸
新
思
潮
在
書
、
画
的
創
作
和
理
論
批
評
方
面
、
也
有
明

顕
的
表
現
。
而
起
作
用
最
大
的
則
是
公
安
派
。

公
安
三
衰
是
湖
北
公
安
県
人
、
長
兄
衰
宗
道

二

五
六
〇
i

一
六
〇
○
)
、
字
伯
修
、
有

『
白
蘇
斎
集
』、
次
兄
衰
宏
道

(
一
五
六

八
「

一
六

一
○
)、
字
中
郎
、
有

『衰
中
郎
集
』
、
弟
衰
中
道

二

五
七
〇
ー

一
六
二
三
)
、
字
少
修
、
有

『
珂
雪
斎
集
』
。
他
椚
三
人
中

以
衰
宏
道
影
響
最
大
。

三
衰
的
思
想
是
承
継
徐
滑

(
一
五
一
=

ー

一
五
九
三
)
、
李
賛

二

五
二
七
ー

一
六
〇
三
)、
湯
顕
祖

(
一
五
五

〇
ー

一
六

一
六
)、
而
又
有
了
進

一
歩
的
発
展
、
他
椚
都
是
李
賛
的
学
生
。
公
安
派
文
芸
思
想
的
核
心
是
提
侶
好
写
真
実
性
霊
、
反
対

復
古
模
擬
。
故
大
家
都
以

「
猫
好
性
霊
、
不
拘
格
套
」
来
概
括
之
。
衰
氏
兄
弟
中
衰
宏
道
貢
献
最
大
、
其
理
論
也
比
較
系
統
、
故
銭
謙

益

『
列
朝
詩
集
小
伝

・
衰
宏
道
』
中
説

:

「
中
郎
之
論
出
、
王
、
李
之
雲
霧

一
掃
、
天
下
之
文
人
才
子
始
知
疏
濡
心
霊
、
捜
別
慧
性
、

以
蕩
濫
摸
擬
塗
沢
之
病
、
其
功
偉
　
。
」
故
本
文
亦
以
論
述
衰
宏
道
的
文
芸
思
想
和
創
作
理
論
為
主
。
這
可
以

「
真
」
、

「変
」
、

「趣
」
、

「奇
」
四
字
來
加
以
概
括
。

真
ー

是
提
侶
詩
文
創
作
必
須
好
写
詩
人
的
真
実
感
情
、
表
現
内
心
的
自
然
天
性
、
反
対
任
何
的
模
擬
因
襲
、
剰
霧
倣
作
。
他
在

『叙

小
修
詩
』

一
文
中
説
、
詩
文
必
須

「
独
拝
性
霊
、
不
拘
格
套
、
非
従
自
己
胸
臆
流
出
、
不
肯
下
筆
。」
方
是
佳
作
。
這
様
的
作
品

由
於

不

「剣
襲
模
擬
、
影
響
歩
趨
」
、
不
走

「
文
準
秦
漢
」
、

「詩
準
盛
唐
」
之
路
、
故
錐
其
疵
処
亦
是

「
本
色
独
造
語
」
。

「
大
概
情

至
之

語
、
自
能
感
人
、
是
謂
真
詩
、
可
伝
也
」。
他
又
説
、

「
今
間
閻
婦
人
濡
子
所
唱

『
壁
破
玉
』
、

『打
草
竿
』
之
類
、
猶
是
無
聞
無

識
真

人
所
作
、
故
多
真
声
、
不
敷
墾
於
漢
魏
、
不
学
歩
於
盛
唐
、
任
性
而
発
、
尚
能
通
於
人
之
喜
怒
哀
楽
嗜
好
情
欲
、
是
可
喜
也
」
。

公
安
派
与
衰
宏
道
的
文
芸
思
想

(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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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就
是
公
安
派
著
名
的
性
霊
説
、
認
為
只
有
出
自

「
性
霊
」
之
作
、
方
是

「
真
詩
」
、

「真
声
」
、
這
種
思
想
顕
然
是
対
李
賛

『童
心
説
』

的
発
揮
。
衰
宏
道
的
朋
友
江
進
之

(
盈
科
)
在
給
衰
宏
道

『
徹
筐
集
』
写
的
序
中
説

:

「
要
以
出
自
性
霊
者
為
真
爾
。
流
自
性
霊
者
、

不
期
新
而
新

;
出
自
模
擬
者
、
力
求
脱
旧
而
転
得
旧
。
由
是
以
観
詩
、
期
於
自
性
霊
出
耳
、
又
何
必
唐
、
何
必
初
与
盛
之
為
沽
沽
也
?
」

衰
宏
道
也
和
李
賛

一
様
、
主
張
思
想
解
放
、
個
性
解
放
、
不
受
道
学
之

「
天
理
」
束
縛
、
他
在

『
識
張
幼
干
箴
銘
後

』

一
文
中
説

:

「
性
之
所
安
、
殆
不
可
強
、
率
性
而
行
、
是
謂
真
人
。
」
主
張
人
要

「
各
任
其
性
」
、
即
是
侶
導

「
人
欲
」
、
使
之
自
由
発
展
、
而
不
受

儒
家
礼
教
之
限
制
○
這
様
的

「
真
人
」
、
吐
露
其

「
真
情
」
、
即
為

「
真
詩
」
也
、
其

「
濁
拝
性
霊
」
之
含
義
和
実
質

正
在
於
此
!
人
椚

的

「
苦

楽
」
、
皆
要
任
其
自
行
発
展
、

「
始
知
人
有
真
苦
、
錐
至
楽
不
能
使
之
不
苦
、
人
有
真
楽
、
難
至
苦
亦
不
能
使
之
不
楽
。
」

(『
王
以
明
』
)
所
以
詩
文
創
作
務
在

「
信
腕
信

口
、
皆
成
律
度
、
其
言
今
人
之
所
不
能
言
、
与
其
所
不
敢
言
者
。」

(『
雪
濤
閣
集
序
』
)

従

這
様

一
個
立
足
点
出
発
、
衰
宏
道
対
前
後
七
子
的
復
古
模
擬
悪
劣
風
気
、
作
了
尖
鋭
有
力
的
厳
属
批
評
。
他
在
給
丘
長
儒
的
書

信
中
説

:

「
大
抵
物
真
則
貴
、
真
則
我
面
不
能
同
君
面
、
而
況
古
人
之
面
貌
乎
?
唐
自
有
詩
也
、
不
必

『選
』
体
也

;
初
、
盛
、
中
、

晩
自
有
詩
也
、
不
必
初
盛
也
。
李
、
杜
、
王
、
寄
、
銭
、
劉
、
下
迫
元
、
白
、
盧
、
鄭
、
各
自
有
詩
也
、
不
必
李
、
杜
也
。
趙
宋
亦
然
。

陳
、
欧
、
蘇
、
黄
諸
人
、
有

一
字
襲
唐
者
乎
?
又
有

一
字
相
襲
者
乎
?
」
所
以

「古
有

不
尽
之
情
、
今
無
不
写
之
景
」
、

「
然
則
古
何

必
高
、

今
何
必
卑
哉
!
」

(『
丘
長
儒
』
)
他
又
在
給
張
幼
干
的
書
信
中
説
:

「
至
於
詩
、
則
不
肖
柳
戯
筆
耳
。
信
心
而
出
、
信

口
而
談
」
、

「
見
従

己
出
、
不
曽
依
傍
半
箇
古
人
、
所
以
他
頂
天
立
地
。
」
如
果
像
那
些
模
擬
者
、

「
記
得
幾
個
欄
熟
故
事
、
便

日
博
識

;
用
得
幾

個
見
成
字
眼
、
亦
日
騒
人
。
計
騙
杜

工
部
、
園
紮
李
空
同
、

↓
個
八
寸
三
分
帽
子
、
人
人
載
得
。
以
是
言
詩
、
安
在
而
不
詩
哉
?
不
肖

悪
之
深
、
所
以
立
言
亦
自
有
矯
柾
之
過
。
」
衰
宏
道
在

『
叙
姜
陸

二
公
同
適
稿
』

一
文
中
対
当
時
的
復
古
模
擬
之
風
、

進
行
了
有
力
的

課
刺
、
説
当
時

「剰
窟
成
風
、
万
口

一
響
、
詩
道
寝
弱
。
至
於
今
市
賞
傭
児
争
為
謳
吟
、
遊
相
臨
模
、
見
人
有

一
語
出
格
、
或
句
法
事

実
非
所
曽
見
者
、
則
極
誕
之
為
野
路
詩
。
其
実

一
字
不
観
、
双
眼
如
漆
、
眼
前
幾
個
欄
熟
故
実
、
雷
同
翻
復
、
殊
可
厭
稜
。
」
衰
宏
道

在

『
叙
梅
子
馬
王
程
稿
』

一
文
中
還
特
別
賛
揚
了
其
対
復
古
思
潮
的
批
評
。
梅
云
:

「詩
道
之
臓
、
未
有
如
今
日
者
、
其
高
者
為
格
套

所
縛
、
如
殺
翻
之
鳥
、
欲
飛
不
得
、
而
其
卑
者
、
剰
霧
影
響
、
若
老
堰
之
傅
粉
、
其
能
独
拝
己
見
、
信
心
而
言
、
寄

口
干
腕
者
、
余
所

見
蓋
無
幾
也
。
」

変
=

在
反
対
後
七
子
復
古
模
擬
文
芸
思
潮
的
過
程
中
、
衰
宏
道
特
別
強
調

一
個

「変
」
字
。
他
指
出
歴
史
是
不
断
発
展
変
化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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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能
認
為
只
有
某

一
個
時
代
的
文
学
才
是
最
好
的
、
不
同
的
時
代
都
有
不
同
的
創
造
、
否
則
就
没
有
文
学
的
歴
史
発
展
了
。
這
個

「
変
」

的
思
想
自
然
也
是
接
受
了
李
賛
的

『童
心
説
』
思
想
而
來
的
、
但
是
在
衰
宏
道
那
児
又
有
了
重
大
的
発
展
。
他
在

『
叙
小
修
詩
』
中
説

:

「
秦
漢
而
学
六
経
、
豊
復
有
秦
漢
之
文
?
盛
唐
而
学
漢
魏
、
豊
復
有
盛
唐
之
詩
?
唯
夫
代
有
升
降
、
而
法
不
相
沿
、
各
極
其
変
、
各
窮

其
趣
、
所
以
可
貴
、
原
不
可
以
優
劣
論
也
。
」
説
明
毎
個
時
代
必
須
有
自
己
的
特
色
、
詩
歌
創
作
的
方
法
也
不
能
簡
単
重
復
、
没
有
新

的
創
造
、
没
有
新
的
時
代
特
点
、
也
就
没
有
文
学
了
、
必
須

コ

代
盛

一
代
」、
方
能
有
奇
有
妙

(『
丘
長
儒
』
)。
時
代
変
了
、
文
学
亦

必
須
変
、
即
或
同

一
時
代
不
同
之
作
家
亦
必
須
有
変
、
有
変
方
能
存
在
、
雷
同
就
没
有
存
在
之
価
値
了
。

「人
各
為
詩
」
、
則
至
多
是

有
欠
点
、
但

「
不
害
其
為
可
伝
」
;

「
共
為

一
詩
」、
則
成

「
詩
家
奴
僕
」、

「
其
可
伝
与
否
、
吾
不
得
而
知
也
。」

(
『
叙
姜
陸

二
公
同

適
稿
』
)
即
使
是

「
時
文
」、
即
八
股
文
、
也
有

一
個

「変
」
的
問
題
。

「
不
窮
新
而
極
変
、
則
不
時
。」

「
不
時
則
不
篤
。」

「
非
独
文

家
之
心
変
、
乃
鑑
文
之
目
、
則
亦
亦
未
始
不
変
也
。
」

(『時
文
叙
』
)

従

「変
」
的
角
度
必
然
要
提
出

一
個
継
承
与
創
新
的
問
題
。
衰
宏
道
在
著
名
的

『
雪
濤
閣
集
序
』
中
就
対
因

「時
」
而

「
変
」
的

文
学
発
展
中
的

「
因
」
和

「
革
」
的
関
係
、
作
了
非
常
深
刻
而
弁
謹
的
分
析
。
這
是
対
劉
鋸
的

「
通
変
」
観
的
進

一
歩
発
展
。
他
説

:

「
文
之

不
能
不
古
而
今
也
、
時
使
之
然
也
。
妊
掻
之
質
、
不
逐
目
而
逐
時
。
是
故
草
木
之
無
情
也
、
而
程
紅
鶴
翔
、

不
能
不
改
観
於
左

紫
渓
緋
。
唯
識
時
之
士
、
為
能
堤
其
陵
而
通
其
所
必
変
。
夫
古
有
古
之
時
、
今
有
今
之
時
、
襲
古
人
語
言
之
迹

、
而
冒
以
為
古
、
是
処

厳
冬
而
襲
夏
之
葛
者
也
。
騒
之
不
襲
雅
也
、
雅
之
体
窮
於
怨
、
不
騒
不
足
以
寄
也
。
後
之
人
有
擬
而
為
之
者
、
終
不
肖
也
。
何
也
?
彼

直
求
騒
於
騒
之
中
也
。

至
蘇
、
李
述
別
及

『
十
九
』
等
篇
、
騒
之
音
節
体
製
皆
変
矣
、
然
不
謂
之
真
騒
不
可
也
。
」
衰

宏
道
在
這
裏
指

出
真
正
的
継
承
、
不
是
模
倣
、
而
応
当
是
新
的
創
造
与
発
展
。

「
時
」
的
変
化
、
必
然
要
引
起

「物
」
的
変
化
、
這
是
自
然
規
律
、
為

此
就
要
有

「
通
変
」
的
観
念
、
而
不
能
剃
襲
伝
統
。
騒
之
継
雅
、
不
是
襲
其
面
目
、
而
是
継
承
其

「
怨
」
的
精
神
.
蘇
李
詩
及
古
詩
十

九
首
表
面
看
來
与
騒
之
音
節
体
製
都
不

一
様
了
、
但
却
是
騒
之
精
神
的
真
正
継
承
者
。
只
有
革
新
才
能
真
正
有
継
承
、
没
有
革
新
就
不

可
能
有

継
承
。
這
是
衰
宏
道
論

「変
」
的

一
個
非
常
有
債
値
的
地
方
。
官
対
後
來
葉
愛
詩
論
有
直
接
影
響
。
衰
宏
道
論

「変
」
的
男

一

個
重
要
思
想
是

「法
因
於
散
而
成
於
過
」
、
也
就
是
説

一
種
傾
向
発
展
到
後
來
、
必
然
会
走
向
自
己
的
反
面
、
而
為
男

一
種
矯
正
此
種

流
弊
的
新
傾
向
所
代
替
。
事
物
往
往
有
両
面
性
、
官
的
優
点
往
往
同
時
掩
蓋
着
弱
点
。

「
矯
六
朝
駐
麗
釘
館
疎
習
者
、
以
流
麗
勝
、
釘

蝕
者
固
流
麗
之
因
也
、
然
其
過
在
軽
繊
。
盛
唐
諸
人
以
闊
大
矯
之
。
已
闊
矣

、
又
因
闊
而
生
葬
。
是
故
続
盛
唐
者
、
以
情
実
矯
之
。
已

公
安
派
与
衰
宏
道
的
文
芸
思
想

(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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実
矣

、
又
因
実
而
生
埋
。
是
故
続
中
唐
者
、
以
奇
僻
矯
之
。
然
奇
則
其
境
必
狭
、
而
僻
則
務
為
不
根
以
相
勝
、
故
詩
之
道
、
至
晩
唐
而

益
小
。
」
由
此
可
見
、

「変
」
乃
是
事
物
発
展
之
必
然
、

一
成
不
変
是
不
符
合
事
物
発
展
規
律
的
、
因
而
也
是
不
符
合
文
芸
創
作
的
発

展
規
律
的
。
這
様

一
種
対

「変
」
的
理
解
、
就
非
常
有
力
地
駁
斥
了
復
古
主
義
的
文
芸
思
想
和
創
作
理
論
。
所
以
当
公
安
派
文
芸
思
想

発
展
起
來
之
後
、
前
後
七
子
的
復
古
主
義
文
芸
思
潮
得
到
比
較
徹
底
的
糾
正
。

趣

ー

公
安
派
正
面
提
侶
的
是
所
謂

「趣
」。

一
講
到
公
安
派
的

「
趣
」
、
有
根
多
研
究
者
、
都
対
官
特
否
定
態
度
。
認
為
官
不
過
是

一
種
士
大
夫
的
閑
情
逸
趣
、
是
欠
乏
社
会
生
活
内
容
的
、
不
過
是

一
種

「
小
梶
設
」
而
已
。
其
実
這
種
評
価
是
不
公
道
的
。
公
安
派
提

侶
的

「
趣
」、
指
的
是

一
種
審
美
的
意
識
、
或
審
美
的
感
受
、
亦
即
審
美
的
趣
味
。
這
種
審
美
趣
味
根
明
顕
地
帯
有
当
時
的
時
代
色
彩
。

衰
宏
道
在

『
叙
陳
正
甫
会
心
集
』

一
文
中
対
此
有
明
確
的
論
述
。
他
説

:

「
世
人
所
難
得
者
唯
趣
。
趣
如
山
上
之
色
、
水
中
之
味
、
花

中
之
光
、
女
中
之
態
、
錐
善
説
者
不
能
下

一
語
、
唯
会
心
者
知
之
。
今
之
人
慕
趣
之
名
、
求
趣
之
似
、
於
是
有
弁
説
書
画
、
渉
猟
古
董

以
為
情
、
寄
意
玄
虚
、
脱
跡
塵
粉
以
為
遠

;
又
其
下
則
有
如
蘇
州
之
焼
香
焼
茶
者
、
此
等
皆
趣
之
皮
毛
、
何
関
神
情
。
夫
趣
得
之
自
然

者
深
、
得
之
学
問
者
浅
。
当
其
為
童
子
也
、
不
知
有
趣
、
然
無
往
而
非
趣
也
。
面
無
端
容
、
目
無
定
晴
、

口
哺
哺
而
欲
語
、
足
跳
躍
而

不
定
、
人
生
之
至
楽
、
真
無
喩
干
此
時
者
。
孟
子
所
謂
不
失
赤
子
、
老
子
所
謂
能
嬰
児
、
蓋
指
此
也
。
趣
之
正
等
正
覚
最
上
乗
也
。
山

林
之
人
、
無
拘
無
縛
、
得
自
在
度

日
、
故
難
不
求
趣
而
趣
近
之
。
愚
不
肖
之
近
趣
也
、
以
無
品
也
、
品
愈
卑
故
所
求
愈
下
、
或
為
酒
肉
、

或
為
声
伎
、
率
心
而
行
、
無
所
忌
琿
、
自
以
為
絶
望
於
世
、
故
挙
世
非
笑
之
不
顧
也
、
此
又

一
趣
也
。
殆
夫
年
漸
長
、
官
漸
高
、
品
漸

大
、

有
身
如
楷
、
有
心
如
棘
、
毛
孔
骨
節
倶
為
聞
見
知
識
所
縛
、
入
理
愈
深
、
然
其
去
趣
愈
遠
矣
。」
衰
宏
道
所
提
侶
的
這
種
自
然
之

趣
、

也
是
従
李
賛

『童
心
説
』
思
想
的
基
礎
上
伸
発
出
來
的
。
他
指
出
不
同
思
想
、
精
神
、
情
操
的
人
有
不
同
的

「
趣
」
、
而
他
認
為

真
正
的

「
趣
」
、
是

「得
之
自
然
者
深
、
得
之
学
問
者
浅
。
」
可
見
、
他
的

「趣
」
、
是
和

一
般
官
僚
道
学
的

「
趣
」
不
同
的
、
官
愈
大
、

「聞

見
知
識
」
愈
多
、
離
真
正
的

「趣
」
愈
遠
。
因
此
、
他
認
為
的
真
正
的

「趣
」
、
是
出
自

「童
心
」
之

「
趣
」
、
愈
是
不
受
理
学
汚

染
就

愈
有

「趣
」、
愈
是

「
率
性
而
行
」
者
愈
有

「趣
」
。
這
説
明
衰
宏
道
提
侶
的

「
趣
」
、
和
李
賛
提
侶
的

「
童
心
」

一
様
、
具
有
反

理
学
、
反
伝
統
的
鮮
明
的
時
代
精
神
、
是
反
映
了
当
時
要
求
思
想
解
放
、
個
性
自
由
色
彩
的
新
的
啓
蒙
思
潮
的
、
是

一
種
有
積
極
意
義

的
健
康
的
審
美
趣
味
。
他
所
説
的

「山
上
之
色
」
等
等
正
是
這
種

「
自
然
之
趣
」
的
具
体
表
現
。
従
這
種
審
美
理
想
出
発
、
他
自
然
会

要
求

文
学
表
現
真
性
霊
、
真
性
情
、
必
須

「情
真
而
語
直
」

(『
陶
孝
若
夢
中
嘆
引
』
)
並
在
芸
術
風
格
上
主
張
要

「淡
」
、

「
淡
」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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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真
成
体
現
自
然
之

「趣
」
的
。
其

『
叙
高
氏
家
縄
集
』

一
文
中
説

「
蘇
子
謄
酷
嗜
陶
令
詩
、
貴
其
淡
而
適
也
。
」

「淡
」
没
有
人
為

造
作
之

処
、
没
有

「
聞
見
知
識
」
之
縛
、
故
是

「文
之
真
性
霊
」、

「
文
之
真
変
態
」
也
。

「
東
野
、
長
江
欲
以
人
力

取
淡
、
刻
露
之

極
、
遂
成
寒
痩
。」
白
居
易

「
累
於
理
」
、
故
難

「
率
」
而
不

「
淡
」。
這
些
均
非

「
淡
之
本
色
」
。
但
是
、
衰
氏
的
文
芸
和
美
学
観
也
有

片
面
性
、
由
於
主
張
要

「
率
性
」
、

「自
然
」、
人
要
任
自
己
的
欲
望
去
行
、
不
受
礼
教
之
類
的
限
制
、
也
容
易
走
上
男

一
個
極
端
、
這

就
是
不
管
什
歴

「
趣
」
、
只
要
自
然
、
任
性
就
好
、
於
是
就
容
易
使
某
種
不
健
康
的
審
美
趣
味
亦
得
以
発
展
。
他
所
説

「
愚
不
肖
」
之

人
或
以
酒
肉
為
趣
、
或
以
声
伎
為
趣
、

「率
心
而
行
」、

「
亦

一
趣
也
」
、
就
有
這
種
流
弊
、
而
他
椚
自
己
唯
以
山
水
游
記
小
品
為
満
足
、

自
然
也
就
使
創
作
流
於
浅
哩
、
欠
乏
有
深
刻
社
会
意
義
的
作
品
。

奇

衰
宏
道
在
文
芸
創
作
上
提
侶
的

「
奇
」
、
並
非
人
為
造
作
之

「奇
」
即
是
指
要
符
合
於
人
之
真
性
情
、
不
模

倣
前
人
而
極
其

自
然
者
為

「奇
」
。
他
在

『
答
李
元
善
』

一
文
中
説

:

「
文
章
新
奇
、
無
定
格
式
、
只
要
発
人
所
不
能
発
、
字
法
句
法

調
法
、

一
一
従

自
己
胸

中
流
出
、
此
真
新
奇
也
。
」
這
種

「新
奇
」
就
在
於
官
不
師
法
前
人
、
而
師
法
自
然
、
愚
心
而
出
、
方
為
真

正
新
奇
之
高
格
。

其

『
叙
竹
林
集
』

一
文
中
云
:

「
往
与
伯
修
過
董
玄
宰
。
伯
修
日
:

「
近
代
画
苑
諸
名
家
、
如
文
徴
仲
、
唐
伯
虎
、
沈
石
田
輩
、
頗
有

古
人
筆
意

不
?
」
玄
宰
日

:

「
近
代
高
手
、
無

一
筆
不
肖
古
人
者
。
夫
無
不
肖
、
即
無
肖
也
、
謂
之
無
画
可
也
。
」
余

聞
之
棟
然
日
:

「
是
見

道
語
也
。
」
故
善
画
者
、
師
物
不
師
人
、
善
学
者
、
師
心
不
師
道

;
善
為
詩
者
、
師
森
羅
万
象
、
不
師
先
輩
。

法
李
唐
者
、
山豆

謂
其
機

格
与
字
句
哉
?
法
其
不
為
漢
、
不
為
魏
、
不
為
六
朝
之
心
而
己
。
是
真
法
者
也
。」

又
説

:

「
今
夫
時
文
、

一
末
技
耳
。
前
有

註
疏
、
後
有
功
令
、
駆
天
下
而
不
為
新
奇
不
可
得
者
、
不
新
則
不
中
程
故
也
。
夫
士
即
以
中
程
為
古
耳
、
平
与
奇
何
暇
論
哉
?
王
以
明

先
生
為
余
業
挙
師
、
其
為
詩
能
以
不
法
為
法
、
不
古
為
古
、
故
余
為
叙
其
意
若
此
。
」
可
見
、
衰
宏
道
提
侶
的

「新
奇
」
、
是

一
種
合
乎

自
然
的

「新
奇
」
、
也
是
対
他

「
性
霊
」
説
的

一
個
補
充
。

以
衰
宏
道
為
代
表
的
公
安
派
的
文
芸
思
想
和
創
作
理
論
、
対
明
代
中
期
以
後
的
文
学
思
想
和
文
学
創
作
、
産
生
了
極
其
深
刻
的
影

響
、
在
中
国
古
代
文
学
思
想
発
展
史
上
、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地
位
、
根
値
得
我
椚
深
入
地
加
以
研
究
和
探
討
。
本
文
是
筆
者
的

一
点
不
成

熟
的
看
法
、
請
大
家
批
評
指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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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
本
文
是
作
者
拠

一
九
九

一
年
八
月
二
十
七
日
在
漢
城
韓
国
中
国
学
会
議
上
的
報
告
改
写
而
成
的
。

公
安
派
与
衰
宏
道
的
文
芸
思
想

(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