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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丕

「
文
気
説
」
的
来
源
及
其
評
価
問
題

衰

済

喜

関
干
荘
子
思
想
和
曹
丕

『
典
論

・
論
文
』
之
間
的
関
系
、
在
歴
来
的
研
究
者
中
間
論
述
得
根
少
、
或
者
是
根
本
没
有
。
這

一
方
面

是
荘
子
和
曹
丕

的
年
代
遙
距
甚
遠
、
男

一
方
面
是

『
典
論

・
論
文
』
之
中
也
没
有
明
確
地
談
到
老
荘
之
説
的
地
方
。

但
是
如
果
我
椚
不

停
留
在
表
面
現
象
之
上
、
而
仔
細
地
爬
硫
別
理

一
番
、
就
可
以
発
現
、
荘
子
和

『
典
論

・
論
文
』
在
思
想
濯
輯
方
面
、
有

一
定
的
内
在

聯
系
。
掲
示
這
種
聯
系
、
無
疑
会
有
助
子
我
椚
進

一
歩
深
入
地
研
究
和
評
価

『
典
論

・
論
文
』
的
理
論
価
値
。

『
典
論

・
論
文
』
中
最
著
名
的
是
以
下
的

一
段
論
述

:

文
以
気
為
主
、
気
之
清
濁
有
体
、
不
可
力
強
而
致
、
壁
日諸
音
楽
、
曲

(
一
作

「典
」
)
度
錐
均
、
節
奏

(
一
作

「操
」
)
同
検
、

至
干
引
気
不
斉
、
巧
拙
有
素
、
錐
在
父
兄
不
能
以
移
子
弟
。

曹
不
認
為
文
章
当
以

「
気
」
為
主
。
這
種

「
気
」
体
現
在
毎
個
作
家
身
上
、
又
因
人
而
異
、
好
比
吹
奏
音
楽
時
、
楽
器
構
造
難
同
、

由
工」
吹
奏
人
用
気
不
斉
、
巧
拙
有
分
、
所
以
音
調
也
各
不
相
同
。
這
種
先
天
素
質
就
是
父
親
也
不
能
移
給
児
子
、
寄

寄
也
不
能
伝
給
弟

弟
。
根
明
顕
、
曹
丕

在
這
裏
強
調
了
雨
点

:
第

一
、
文
章
是
作
者
之

「
気
」
的
体
現
、
他
以

「
気
」
取
代
了
雨
漢
伝
統
的

「
詩
言
志
」

之
説
。
関
子

「
気
」
的
内
滴
是
什
磨
、
這

一
点
我
椚
在
下
面
再
詳
細
辮
析
。
第

二
、
這
種

「
気
」
為
作
家
所
独
稟
、
他
人
不
能
移
易
改

変
、
即
令
是
有
血
縁
関
係
的
父
子
、
兄
弟
之
間
也
不
能
互
相
授
受
。
恨
顕
然
、
曹
不
強
調
了
創
作
的
個
体
性
和
先
天
稟
賦
性
。
関
干
曹

丕
的
這

一
観
点
、
歴
来
受
到
根
多
批
評
、
比
較
有
代
表
性
的
是
下
面
幾
種

:

①

郭
紹
虞
主
編
的

『
中
国
歴
代
文
論
選
』
、
曽
脛
長
期
作
為
中
国
高
等
院
校
文
科
教
材
。
官
対
曹
不
的
這
段
話
是
這
様
評
論
的

-

「過
分
強
調
作
家
的
材
性
、
而
不
憧
得
作
家
的
風
格
是
社
会
実
践
和
芸
術
修
養
的
結
果
、
観
点
不
鰺
全
面
」
。

②

察
鐘
翔
諸
氏
所
著
的

『
中
国
文
学
理
論
史
』

(共
五
冊
)
是
新
近
出
版
井
受
到
好
評
的

一
部
関
干
中
国
文
学
批
評
与
理
論
史
的

曹
丕

「文
気
説
」
的
来
源
及
其
評
価
問
題

(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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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文
学
論
集

第
二
十
号

専
著
。
其
独
特
之
処
在
干
不
圃
旧
説
、
頗
多
新
解
。
書
中
対
曹
丕
的
這

一
観
点
却
依
旧
認
為
:

「
曹
丕
把
作
品
風
格
的
成
因
単
純
地
帰

結
為

「
気
」、
又
把

「
気
」
的
成
因
単
純
地
帰
結
為
作
家
与
生
倶
来
的
先
天
稟
賦
、
而
抹
殺
後
天
的
培
養
、
這
是
錯
誤
的
。
由
干
把
社

会
因
素
排
除
在
外
、
対
文
気
這
種
複
雑
的
文
学
現
象
必
然
不
能
給
以
正
確
的
説
明
。
」

③
林
田
慎
之
助
氏
的

『
中
国
中
世
文
学
評
論
史
』
是

一
本
較
為
系
統
地
研
究
中
国
魏
晋
南
北
朝
時
代
文
学
創
作
与
文
学
理
論
的
著

作
。
其
中
関
干
曹
不

『
典
論

・
論
文
』
的
評
価
是
這
様
説
的
:

「
曹
丕
的
文
学
創
造
力
理
論
是
基
干

一
種
宿
命
論

・
決
定
論
之
上
的
設

想
。
官
排
除
了
後
天
修
養
和
摸
習
対
干
提
高
文
学
創
造
力
能
力
的
思
想
。
」

以
上
這
些
評
論
都
有

一
定
的
道
理
。
但
是
対

一
種
新
観
点
的
評
価
、
応
該
加
以
全
面
和
充
分
地
考
察
、
既
要
看
到
官
与
前
人
学
説

的
聯
系
、
又
要
把
官
放
到
特
定
的
歴
史
環
境
中
去
解
釈
、
這
様
以
乎
才
能
作
出
更
為
全
面
、
更
有
説
服
力
的
結
論
。

基
子
此
、
筆
者
試
対
作
為
曹
丕

「文
気
説
」
理
論
前
導
的
荘
子
和
曹
丕
当
時
的
文
論
作

一
些
介
紹
和
閲
述
、
以
求
得
対
曹
丕

「
文

気
説
」
作
出
更
為
全
面
的
評
価
。

一8一

在
中
国
古
代
文
芸
思
想
史
上
、
較
早
地
閲
発
和
掲
示
技
芸
創
造
活
動
是

一
種
独
特
的
精
神
治
動
的
是
荘
子
。
荘
子

(約
公
元
前
三

六
九
ー

二
八
六
年
)、
是
先
秦
道
家
学
説
的
重
要
代
表
人
物
。
荘
子
難
不
是
如
曹
丕
那
様
的
文
学
家
和
文
芸
理
論
家
、
但
是
荘
子
思

 想
対
後
世
整
個
中
国
文
芸
創
作
与
思
想
産
生
的
巨
大
而
深
遠
的
影
響
、
却
是
任
何
人
也
無
法
否
認
的
。
荘
子
対
文
芸

思
想
的
影
響
、
井

不
在
子
具
体
的
論
述
上
、
而
在
干
哲
学
観
念
与
方
法
論
上
的
啓
迫
。

首

先
、
荘
子
把

「道
」
作
為
万
事
万
物
、
自
然
也
包
括

一
切
創
造
活
動
的
最
高
範
疇
。
在
荘
子
看
来
、

「道
」
具
有
双
重
的
含
義
、

一
是
世

界
的
本
原
、

二
是
客
観
的
必
然
性
。
荘
子
的
論
述
更
強
調
了
後
者
、
他
説

:

「
天
不
得
不
高
、
地
不
得
不
広
、

日
月
不
得
不
行
、

万
物
不
得
不
易
、
此
其
道
與
?
」
把
道
解
釈
為

「
不
得
不
」
然
、
也
就
是

一
種
必
然
性
。
而
且
他
還
認
為
道

「
無
所

不
在
」
、

「在
蟻

蟻
」
、

「
在
悌
稗
」、

「
在
瓦
壁
己
、
甚
至

「
在
尿
溺
」
…
…
道
存
在
干

一
切
事
物
之
中
。
就
連
野
輪
那
様
的
手
工
技
芸
也

「
有
数
存
焉

其
間
」
、

「
数
」
是
低
級
形
態
的
道
。
因
此
、
道
不
僅
表
現
為
宇
宙
運
行
的
総
規
律
、
也
表
現
為
万
事
万
物
的
各
種
具
体
規
律
、
而
旦
ハ



体
規
律

又
是
受
総
規
律
所
支
配
的
。

荘
子
認
為
道
可
見
而
難
識
。
老
子
曽
経
説
過

「道
可
道
、
非
常
道
」
、
荘
子
更
是
極
言
道
的
不
可
知
、

不
可
言

:

「道
不
可
聞
、

聞
而

非
也

:
道
不
可
見
、
見
而
非
也

:
道
不
可
言
、
言
而
非
也
」
。

「
至
則
不
論
、
論
則
不
至
。
明
見
無
値
、
辮
不
若
黙
。
道
不
可
聞
、

聞
不
若

塞
」。
道
所
以
難
認
難
言
、
就
在
干
官
因
人
而
異
、
因
為
個
人
的
掌
握
、
運
用
而
千
差
万
別
。
特
別
是

一
此
二技
芸
高
超
的
匠
人
、

他
椚

対
道
的
掌
握
巳
経
超
出
所
能
言
伝
身
教
的
技
術
境
界
、
達
到
了
出
神
入
化
的
神
聖
境
域
。
荘
子

『養
生
主
』
中
的
著
名
寓
言
便
説

明
了
這

一
点
。
庖
丁
向
文
恵
君
解
釈
自
己
的
高
妙
技
芸
時
説
道

:

臣
之
所
好
者
道
也
、
進
乎
技
矣

。
始
臣
之
解
牛
之
時
、
所
見
無
非
全
牛
者
、
三
年
之
後
、
未
嘗
見
全
牛
也
。
方
今
之
時
、
臣

以
神
遇
而
不
以
目
視
、
官
知
止
而
神
欲
行
。
依
乎
天
理
、
批
大
御
、
導
大
窯
、
因
其
固
然
、
技
経
肯
繁
之
未
嘗
、
而
況
大
弧
乎
?

良
庖
歳
更
刀
、
割
也

:
族
庖
月
更
刀
、
折
也
。
今
臣
之
刀
十
九
年
矣
、
所
解
数
千
牛
矣

、
而
刀
刃
若
新
発
干
刑
。
彼
節
者
有
間
、

而
刀
刃
者
無
厚

:
以
無
厚
入
有
間
、
恢
恢
乎
其
於
遊
刃
必
有
余
地
矣

!
是
以
十
九
年
而
刀
刃
若
新
発
干
硯
。
錐

然
、
毎
至
干
族
、

吾
見
其
難
為
、
休
然
為
戒
、
視
為
止
、
行
為
遅
。
動
刀
甚
微
、
諜
然
己
解
、
如
土
委
地
。
提
刀
而
立
、
為
之
四
顧
、
為
之
躊
躇
満

志
、
善
刀
而
蔵
之
。

荘
子
的
這
段
寓
言
是
甚
為
有
名
的
。
荘
子
認
為
、
庖
丁
解
牛
所
以
遊
刃
有
余
、
而

一
般
的
庖
丁
時
常
換
刀
、
在
干
庖
丁
掌
握
了
操

作
的
規
律
、
而
這
種
規
律
是
独
特
的
技
芸
、
達
到
了

「
以
神
遇
而
不
以
目
視
、
官
知
止
而
神
欲
行
」
、
也
就
是
不
尭

一
般
的
五
官
感
覚

去
操
作
和
辮
識
、
以
特
殊
的
精
神
状
態
去
創
作
。
這
種
特
殊
的
精
神
状
態
和
技
能
、
也
就
是
庖
丁
通
過
長
期
的
実
践

所
掌
握
的
本
領
。

根
顕
然
、
庖
丁
和
其
官

「
良
庖
」
、

「族
庖
」
的
不
同
之
処
、
就
在
干
有
自
己
独
特
的

一
套
本
領
和
技
芸
。
荘
子
通
過
這
段
寓
言
説
明

了

「
道
」
的
掌
握
是
因
人
而
異
的
。
為
了
突
出
這
種
思
想
、
荘
子
的

『
天
道
篇
』
還
提
出
了
男

一
則
有
名
的
輪
扁
噺
輪
的
故
事

:

桓
公
読
書
子
堂
上
。
輪
扁
断
輪
干
堂
下
、
釈
椎
墾
而
上
、
問
桓
公
日

:
敢
問
公
之
所
読
為
何
言
邪
?
公
日

:
聖
人
之
言
也
。

日
:
聖
人
在
乎
?
公
日
:
巳
死
矣
。
日
:
然
則
君
之
所
読
者
、
古
人
之
糟
魂
已
夫
!
桓
公
日
:
寡
人
読
書
、
輪

人
安
得
議
乎
?
有

説
則
可
、
無
説
則
死
!
輪
扁
日

:
臣
也
、
以
臣
之
事
観
之
:
断
輪
、
徐
則
甘
而
不
固
、
疾
則
苦
而
不
入
:
不
徐

不
疾
、
得
之
於
手

而
応
於
心
、

口
不
能
言
、
有
数
存
焉
子
其
間
、
臣
不
能
以
喩
臣
之
子
、
臣
之
子
亦
不
能
受
之
子
臣
、
是
以
行
年
七
十
而
老
断
輪
、

古
之
人
与
其
不
可
伝
者
死
矣
、
然
則
君
之
所
読
者
、
古
人
之
糟
魂
已
夫
!

曹
丕

「文
気
説
」
的
来
源
及
其
評
価
問
題

(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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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文
学
論
集

第
二
十
号

這

段
話
与

「庖

丁
解
牛
」
的
寓
言
相
比
、
説
得
更
為
明
確
和
具
体
。
第

一
、
宮
反
復
説
明
、
高
超
的
技
芸
要
心
察
黙
会
、

「
不
徐

不
疾
、
得
之
子
手
而
応
干
心
;
口
不
能
言
、
有
数
存
焉
干
其
間
」
輪
扁
断
輪
時
要
掌
握
力
度
与
分
寸
、
太
快
不
行
、
太
慢
也
不
行
、
要

不
緊
不
慢
、
恰
到
好
処
、
但
急
様
恰
到
好
処
、
這
種
手
工
技
芸
与
現
代
機
械
和
電
子
計
算
機
操
縦
不
同
、
官
不
可
定
量
化

・
程
序
化
、

完
全
要
出罪
自
己
随
機
応
変
、
所
以
官
不
可
言
説
、
只
能
心
中
有
数
。
第
二
、
正
因
為
無
法
言
説
、
所
以
也
無
法
向
別
人
伝
授
、
我
椚
知

道
、
任
何
技
術
和
技
能
的
伝
授
都
必
須
依
罪
語
言
和
概
念
来
進
行
。
荘
子
在
這
裏
提
出
的
技
芸
活
動

「
臣
不
能
以
喩

臣
之
子
、
臣
之
子

亦
不
能
受
之
子
臣
」、
同
曹
丕

『
典
論

・
論
文
』
所
説
:

「
難
在
父
兄
、

不
能
以
移
子
弟
」
応
該
説
有

一
定
聯
系
的
、
区
別
在
干
荘
子

用
馨
輪
作
為
例
子
、
而
曹
丕

以
音
楽
作
為
讐
喩
、
但
在
突
出
創
作
活
動
的
個
体
性
和
独
特
性
方
面
、
却
是

一
豚
貫
通
的
。

二

 

曹
丕

一
方
面
継
承
了
荘
子
関
干
技
芸
創
作
的
学
説
、
男

一
方
面
又
用

「文
気
説
」
構
鋳
了
自
己
的
文
学
理
論
大
度
。

「文
気
説
」

的
関
鍵
是

「
気
」
這
個
概
念
如
何
界
定
和
詮
釈
。
歴
来
対
干
曹
丕

「
文
気
説
」
的
解
釈
根
多
。

「
気
」
的
内
酒
究
尭
属
干
什
麿
?
曹
丕

本
人
在

『典
論
』
中
没
有
直
接
予
以
解
釈
。
加
之
在
中
国
古
代
、

「
気
」
又
是

一
個
範
囲
広
潤
、
意
義
含
渾
的
用
語
。
所
以
後
来
的
研

究
者
対
干
曹
丕

的

「気
」
也
衆
説
紛
紙
。
大
致
説
来
、
可
以
分
為
雨
類
。

一
類
認
為
指
創
作
主
体
的
素
質
。
如
才
気

・
才
性

・
才
情

・

個
、

一
類
認
為
指
作
品
本
身
体
現
的
気
勢

・
声
調

・
声
律

・
語
気
等
。
簡
言
之
、
前
者
認
為

「
気
」
属
干
主
体
的
範
時

:
後
者
則
認
為

指
客
体
的
範
時
。
我
認
為
、
対

「
気
」
這
個
概
念
的
探
討
、
応
該
従
雨
個
方
面
着
手
、
既
要
考
察
官
的
歴
史
継
承
性
、
又
要
看
到
官
在

特
定
時
期
的
特
殊
用
法
、
杁
総
体
上
去
把
握
。
為
了
分
析
曹
丕

「気
」
的
内
酒
、
這
裏
有
必
要
追
潮

一
下
先
秦
雨
漢

至
魏
時

「気
」
概

念
的
発
展

・
演
変
。

在
中
国
古
代
哲
学
中
、

「気
」
是

一
個
根
寛
涯
的
概
念
。
大
致
説
来
、
官
是
指

一
種
組
成
宇
宙
万
物
和
人
身
的
物
質
性
元
素
、
官

根
類
似
古
希
臆
哲
学
家
喜
歓
用
的

「
原
子
」
這
個
概
念
。
較
早
把

「気
」
作
為
説
明
天
地
万
物
頼
以
化
生
的
元
素
的
、
当
推

『
周
易
』
。

『
周
易

・
系
辞
上
』
提
出
:

「精
気
為
物
、
游
魂
為
変
」
。
唐
孔
穎
達
疏
日
:

「
謂
陰
陽
精
霊
之
気
、
颪
氣
積
衆
、
而
為
万
物
化
」
。
戦

国
時
代
的
宋
錺

・
サ
文
学
派
也
提
出
:

「凡
物
之
精
、
比
則
為
生
、
下
生
至
容
、
上
為
列
量

;
流
工」
天
地
之
間
、
謂
之
鬼
神
、
藏
干
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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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謂

之
聖
気
、
是
故
名

『
気
』
。
西
漢
劉
安
及
其
門
客
編
纂
的

『
准
南
子
』、
則
用
官
来
説
明
世
界
万
物
的
産
生

:

「
天
墜

(地
)

未
形
、

漏
濤
翼
翼
、
洞
洞
囑
漏
、
故
日
太
始
。
太
始
生
虚
廓
、
虚
廓
生
宇
宙
。
宇
宙
生
元
気
。
元
気
有
涯
堤
、
清
陽
物
薄
靡
而
為
天
、

重
濁
者
凝
滞
而
為
地
。」
後
来
漢
代
的
緯
書
也
用

「
気
」
来
説
明
宇
宙
的
生
成
、
如

『
易
緯

・
乾
墾
度
』
云
:

「太
易
者
、
未
見
気
也

;

太
初
者
、
気
之
始
也
;
太
始
者
、
形
之
始
也
;
太
素
者
、
質
之
始
也
」。

『
春
秋
緯

・
説
題
辞
』
日

:

「
元
気
以
為
天
、
渾
沌
無
形
体
、

言
元
気

之
初
為
此
也
、
渾
沌
未
分
也
」
。
東
漢
唯
物
論
者
王
充
在
其
所
著

『論
衡
』
中
、
更
是
把
元
気
当
作
宇
宙
万
物
生
成
的
基
本
要

素
、
井
拡
展
到
社
会
歴
史
観
和
倫
理
観
領
域
中
。

由

干
古
代
中
国
哲
学
注
重

「
天
人
合

=

、
把
人
和
自
然
視
為

一
体
。
因
此
、
人
椚
也
認
為
人
的
生
理
和
心
理
現
象
是
由
元
気
化

合
而
成

的
。

『
左
伝

・
昭
公

二
十
五
年
』
引
鄭
子
産
之
語
云
:

「
民
有
好
悪

・
喜
怒

・
哀
楽
、
生
干
六
気
」。
杜
預
注
云

:

「
六
気
謂

陰
、
陽

・
風

・
雨

・
晦

・
明
」
。
認
為
人
的
喜
怒
哀
楽
等
情
緒
来
源
子
自
然
界
的

「
六
気
」
。
班
固
在

『
漢
書

.
礼
楽
志
』
中
接
受
了
這

種
説
法
、
提
出
:

「
人
函
天
地
之
気
、
有
喜
怒
哀
楽
之
情
」
。
還
有
的
人
用
気
来
説
明
人
的
思
維
和
意
識
等
高
級

心
理
活
動
現
象
。

『
管
子

・
内
業
篇
』
的
作
者
提
出

:

「
耳
目
聡
明
、

四
肢
堅
固
、
可
以
為
精
舎
。
精
也
者
、
気
之
精
者
也
。
気
道

(
通
?
)
乃
生
、
生

乃
思
、

思
乃
智
、
智
乃
正
矣
。
凡
人
之
形
、
過
智
失
生
。

一
物
能
化
謂
之
神
、

一
事
能
変
謂
之
智
。
化
不
易
気
、
変

不
易
智
。」
這
裏

所
謂
精

・
神

・
思

・
智

・
心
等
等
、
均
指
人
的
意
識
及
其
思
維
活
動
。
王
充

『
論
衡

・
論
死
篇
』
也
提
出

:

「
精
神
本
以
血
気
為
主
、

血
気
常

附
形
体
。
」

在

『
荘
子
』

一
書
中
、
対
干

「
気
」
也
提
出
過
明
確
的
論
述
。
荘
子
認
為

「
気
」
是
宇
宙
発
生
時
最
細
微
的
実
体
。

『
至
楽
篇
』

中
提
出

:
而
本
無
形
。
非
従
無
形
也
、
而
本
無
気
。

雑
乎
芒
笏
之
間
変
而
有
気
、
気
変
而
有
形
。

而
人
身
的
形
成
只
是

「気
」
疑
聚
時
的

一
種
状
態
而
已
。

『
知
北
游
』
中
認
為

:

人
之
生
也
、
気
之
聚
也
、
聚
則
為
生
、
散
而
為
死
。
…
…
故
日
通
天
下

一
気
耳
。

荘
子
把
気
的
分
散
集
合
看
徹
人
的
死
生
大
変
、
這
種
通
達
砿
然
的
人
生
態
度
、
対
後
漢
以
来
的
人
生
哲
学
有
根
大
的
影
響
。
例
如

東
漢
的
崔
暖
在
臨
死
前
対
児
子
椚
説

:

「
人
稟
天
地
之
気
以
生
、
及
其
終
也
、
帰
精
干
天
、
還
骨
干
地
。
」
曹
不
在
与
王
朗
書
中
也
提

曹
丕

「文
気
説
」
的
来
源
及
其
評
価
問
題

(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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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

「
生
有
ヒ
尺
之
形
、
死
唯

一
棺
之
土
」
。
這

一
観
点
与
荘
子
的
肱
達
応
該
説
有

一
定
聯
系
。

荘

子
還
認
為
、
対
具
体
的
個
人
来
説
、

「
気
」
是

一
種
感
受
外
物
的
独
特
能
力
。
在

『
人
間
世
』
中
、
荘
子
提
出

:

「
若

一
志
、

無
聴

之
以
耳
、
而
聴
之
以
心
;
無
聴
之
以
心
、
而
聴
之
以
気
。
聴
止
子
耳
、
心
止
子
符
。
気
也
者
、
虚
而
待
物
也
」
。
耳
目
是
感
知
外

界
的
器
官
、
不
能
用
;
心
是
有
思
考
能
力
的
、
官
要
求
主
観
的
反
映
与
客
観
事
物
相
符
合
、
不
是
真
正
的

「
虚
而
待
物
」
。
荘
子
認
為
、

只
有

用

「気
」
、
才
能
達
到

「
虚
而
待
物
」
的

「
心
斎
」
境
界
。
象
庖
丁
解
牛
、
輪
扁
墾
輪
、
都
是
用
這
種

「
心
斎
」

・

「虚
静
」
的

心
態
才

能
達
到
。

値

得
注
意
的
是
、
到
了
魏
晋
時
代
、
把

「気
」
与
人
的
気
質
、
個
性
及
其
才
能
聯
系
起
来
考
察
、
形
成
了

一
股
哲
学
思
潮
。
当
時

的
銚

信
在

『
士
緯
』
中
提
出

:

「
孔
文
挙
」

(
融
)
金
性
太
多
、
木
性
不
足
、
背
陰
向
陽
、
雄
悼
独
立
。」
他
認
為
建
安
七
子
中
的
孔

融
稟
受

的
金
気
偏
多
、
木
気
過
少
、
以
至
性
格
剛
直
雄
悼
、
桀
驚
不
馴
。
劉
勧

『
人
物
志
』
提
出
:

「
凡
有
血
気
者
、
莫
不
含
元

一
以

為
質
、

稟
陰
陽
以
立
性
。
体
五
行
以
著
形
、
筍
有
形
質
、
猶
可
即
而
求
之
。
」
認
為
人
身
是
来
源
干
血
気
的
組
合
。

但
人
稟
気
各
有
所

偏
、

因
而
性
分
各
異

:

「
温
直
而
擾
毅
、
木
之
徳
也

;
剛
毅
而
弘
毅
、
金
之
徳
也
」
。
人
的
才
能
也
是
由
這
種
独
特

的
気
質
個
性
転
化

而
来
的
。
銚
信
和
劉
勘
都
認
為
人
稟
受
元
気
時
与
五
行
中
某
種
実
体
搭
配
不
同
、
就
会
形
成
独
特
的
性
格
気
質
。
当
時
的
任
蝦
在

『
道

論
』
中

説
得
更
為
明
確

:

「
木
気
人
勇
、
金
気
人
剛
、
火
気
人
強
而
躁
、
土
気
人
智
而
寛
、
水
気
人
急
而
賊
。
」

認
為
人
的
才
能
受
気
質
個
性
影
響
的
観
点
、
在
魏
晋
時
代
也
根
流
行
。
劉
勧

『
人
物
志
』
認
為
人
的
性
情
各
異
、
而
某

一
類
性
情

特
別
適

合
従
事
某

一
項
事
業
。
所
以
、
人
的
才
幹
也
就
与
人
的
気
質
性
格
密
切
相
聯

:

「質
性
平
淡
、
思
心
玄
微
、
能
通
自
然
、
道
理

之
家

也
。
質
性
警
徹
、
権
略
機
捷
、
能
理
煩
速
、
事
理
之
家
也
。
質
性
和
平
、
能
論
礼
教
、
辮
其
得
失
、
義
礼
之
家
也
。
質
性
機
解
、

推
情

原
意
、
能
適
其
変
、
情
理
之
家
也
」
。
劉
勧
強
調
人
的
情
性
与
檀
長
某

一
方
面
的
才
華
相
聯
系
、
重
視
自
然
稟

賦
的
作
用
。
比
劉

勘
稻
晩

一
些
的
稽
康
在

『
明
胆
論
』
中
就
提
出

:

「夫
元
気
陶
鎌
、
衆
生
稟
焉
。
賦
受
有
多
才
、
故
才
性
有
皆
明
、
唯

至
人
特
鐘
鈍
美
、

兼
周
内
外
、
無
不
畢
備
、
降
此
以
往
、
蓋
閾
如
也
、
或
明
干
見
物
、
或
勇
干
決
断
」
。
稽
康
認
為
人
椚
稟
気
有
偏
、
所
以
才
性
不
同
、

有
的
檀

長
観
察
事
物
、
有
的
勇
干
胆
略
、
只
有

「
至
人
」
才
能
兼
通
各
才
。
這
同
劉
勘
的
看
法
是

一
致
的
。

明
白
了

「
元
気
説
」
的
来
源
、
内
酒
、
特
別
是
宣
在
漢
魏
時
期
的
習
慣
用
法
後
、
再
回
過
頭
来
看
曹
丕

的

「
文
気
説
」
就
有
了
足

供
参
考

的
依
据
了
。
首
先
我
椚
可
以
肯
定
、
曹
丕

「文
以
気
為
主
」
的

「
気
」
是
指
作
家
的
個
性
気
質
、
而
不
是
性
行
範
時
或
思
維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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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
因
為
当
時
人
論

「
気
」
主
要
偏
重
従
気
質
着
眼
的
。
曹
丕

、

「
気
」
的
内
滴
統
観
全
文
、
也
主
要
是
指
作
家
創
作
主
体
中
的
気
質
、

個
性
。
其
次
、
這
種

「気
」
也
不
是
早
期

「
元
気
説
」
所
指
的
渾
沌

一
体
的

「
気
」
概
念
、
而
是
経
過
重
新
組
合
、
体
現
在
個
人
身
上

的
独
特
気
質
。
気
質
是
由
稟
受
的
元
気
組
成
的
、
但
重
新
組
合
過
的

「気
」
又
畢
尭
不
是
原
来
意
義
上
的

「気
」
了
。
這
就
猶
如
氷
是

由
水
為
之
的
、
但
氷
又
不
等
同
干
水

一
様
。
再
次
、
這
種

「
気
」
既
是
指
作
家
的
先
天
稟
賦
、
同
時
也
兼
指
作
家
後
天
的
創
作
才
華
在

内
、
二
者
是
内
外
相
符
的
統

一
体
。
因
為
在
曹
丕

的
時
代
、
人
椚
往
往
把
後
天
的
才
能
看
作
先
天
稟
賦
的
転
化
物
。
這

一
点
、
我
椚
在

前
面
論
魏
晋
時

「
気
」
論
的
時
候
已
経
提
到
過
。
曹
丕

説

「徐
幹
時
有
斉
気
」
、

「
孔
融
体
気
高
妙
」
、
這
里
所
説
的

「気
」
都
兼
有
先

天
稟
賦
和
後
天
才
華
的
成
分
在
内
。
所
以
、
曹
丕

「
文
気
説
」
的

「気
」
的
確
切
含
義
是
指
作
家
独
特
的
個
性
気
質
、
包
括
作
家
的
才

能
在
内
。
宮
体
現
在
作
品
中
、
就
是
指
作
品
的
風
格
特
徴
。
把

「
気
」
帰
結
為
作
品
的
外
在
風
貌
、
如
声
調

・
気
勢
和
音
律
等
、
似
有

失
偏
頗
。
此
外
、
将
作
家
的
気
質
与
才
性
分
離
開
来
、
或
者
将
官
椚
完
全
説
成
是

一
回
事
、
或
者
認
為

二
者
難
可
兼
容
、
這
都
没
有
従

総
体
上
把
握
建
安
時
代
用

「
気
」
辮
折
人
物
才
性
時
的
理
論
特
点
。

曹

不
提
出

「
文
以
気
為
主
」
、
創
作
是
作
家
個
性
才
華
的
表
現
、
由
干
作
家
個
性
気
質
相
異
、
作
品
的
風
格
也
不
同
。
我
椚
従
今

天
所
能
見
到
的
建
安
文
人
的
作
品
来
佐
証
曹
丕

的
評
論
、
可
知
曹
丕

「
気
」
論
十
分
推
崇
作
家
的
創
作
個
性
。
在

『
典
論

・
論
文
』
中
、

曹
不
対
建
安
七
子
中
的
孔
融
、
徐
幹
和
劉
禎
等
人
的
主

「気
」
状
況
作
了
如
下
的
分
析
評
価

:

応
場
和
而
不
壮
。

這
是
説
応
場
作
品
気
調
柔
和
而
不
酒
壮
。
応
場
的
作
品
今
天
已
不
可
見
、
所
以
我
椚
対
曹
丕

的
這
句
話
暫
時
還

不
能
加
以
詮
評
。

劉
禎
壮
而
不
密
。

這
是
指
劉
禎
作
品
気
貌
高
爽
動
健
但
不
鰺
細
密
。
我
椚
看
今
天
留
伝
下
来
的
劉
禎

『
贈
従
弟

三
首
』
、
作
者
在
詩

中
以
秋
柏
和
鳳

鳳
比
喩
其
従
弟
的
美
好
品
質
、
同
時
也
持
写
了
自
己
的
高
尚
情
懐
、
深
摯
感
人
。
鍾
蝶

『
詩
品
』
把
他
列
入
上
品
、
称
賛
他

「
侯
気
愛

奇
、
動
多
振
絶
、
真
骨
凌
霜
、
高
風
跨
俗
」
又
説

「
自
陳
思

(曹
値
)
以
下
、
槙
称
独
歩
。」
但
劉
槙
的
作
品
又
訣
少

沈
雄
渾
厚
的
気

息
、
辞
采
也
不
膨
豊
膜
、
所
以
曹
丕

不
無
椀
惜
地
説

:

「
公
幹
有
逸
気
」
但
未
逡
耳
。
其
五
言
詩
之
善
者
、
妙
絶
時
人
」
。
鍾
礫

『
詩

品
』
也
説
他

:

「
気
過
其
文
、
離
潤
恨
少
」。

「
弘
融
体
気
高
妙
、
有
過
人
者
」。
曹
不
在
這
裏
対
孔
融
作
品
的
気
調
風
貌
大
加
称
賛
、
説
他
超
絶
時
人
。
孔
融
性
格
剛
烈
、
被

曹
丕

「文
気
説
」
的
来
源
及
其
評
価
問
題

(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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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称
為

「
雄
悼
独
立
」
兀
傲
不
羅
、
後
来
終
干
被
曹
操
所
殺
。
由
子
這
種
稟
性
所
定
、
他
的
創
作
也

「体
気
高
妙
、
有
過
人
者
」
。
劉

槙
也
称
他

:

「孔
氏
卓
卓
、
信
含
異
気
、
筆
墨
之
性
、
殆
不
可
勝
」
。
他
的

「
雑
言
」
詩
云
:

「
幸
托

不
肖
躯
、
且
当
猛
虎
歩

;
安
能

苦

一
身
、
与
世
同
挙
措
」。
表
現
出
与
其
官
建
安
文
人
的
不
同
風
格
特
点
。
曹
丕

尽
管
対
他
的
政
治
態
度
和
為
人
不
甚
欣
賞
、
但
対
他

骨
気
奇
高
的
文
学
風
格
特
別
嗜
好
、
称
他

「体
気
高
妙
。」
在
孔
融
死
後
、
曹
丕

「
摸
天
下
有
上

(孔
)
融
文
章
者
、
輯
賞
以
金
吊
。
」

「
徐
幹
時
有
斉
気
」。
這
是
説
徐
幹
作
品
風
格
迂
緩
。
在
建
安
七
子
中
、
曹
丕

称
賞
徐
幹
的
人
格
、
在

「与

呉
質
書
」
中
説

:

「
観
古
今
文
人
、
類
不
獲
細
行
、
鮮
皆
能
以
名
節
自
立
。
而
偉
長

(徐
幹
)
独
懐
文
抱
質
、
悟
淡
寡
欲
、
有
箕
山
之
志
、
可
謂
彬
彬
君

子
者

也
」
。
但
曹
丕

対
徐
幹
作
品
中
体
現
出
来
的

「
斉
気
」
則
不
甚
賛
賞
、
説

「徐
幹
時
有
斉
気
」
語
気
裏
頗
有
微
調
。
什
歴
是

「
斉

気
」

呪
?
李
善
注

「
斉
気
」

一
調
日
:

「
言
斉
俗
文
体
静
緩
、
而
徐
幹
亦
有
斯
累
。

『
漢
書

・
朱
博
伝
』
説

:

「斉

部
鎌
緩
養
名
」
。

顔
師

古
注

:

「
言
斉
人
之
俗
、
其
性
遅
緩
、
多
自
高
大
以
養
名
声
」。

『
論
衡

・
率
性
篇
』
云
:

「楚
越
之
人
処
荘
岳
之
間
、
経
歴
歳

月
、

変
為
訂
緩
、
風
俗
移
也
」
。
這
是
説
斉
地
受
儒
風
浸
染

日
久
、
人
民
習
性
迂
緩
、
喜
歓
自
衿

・
誇
奢
、
反
映
到
作
品
中
、
就
是
気

調
沈

滞
迂
緩
、
敏
之
高
昴
的
風
力
.
徐
幹
長
期
生
活
在
斉
地
、

不
菟
浩
染
了
這
種
習
気
、
曹
丕

対
此
是
不
甚
賛
賞

的
。
尽
管
徐
幹
著

『中

論
』

二
十
篇
、

「
辞
義
典
雅
、
足
伝
干
後
」
而
孔
融

「
不
能
持
論
、
理
不
勝
辞
」
、
但
曹
丕

在
主

「
気
」
方
面
、
傍
将
孔
融
置
干

徐
幹

之
上
、
称
賛
孔
融

「体
気
高
妙
、
有
過
人
者
。
」

従

以
上
的
考
証
中
、
我
椚
可
以
看
出
、
曹
丕

提
出

「
文
以
気
為
主
」
的

「
気
」
主
要
是
指
作
家
不
同
的
気
質
個
性
及
其
在
作
品
中

的
体
現

。
其
実
、
曹
氏
父
子
自
己
的
創
作
也
体
現
了
這
種
鮮
明
的
気
質
個
性
、
如
曹
操
的
古
直
悲
涼

;
曹
丕
的
娼
約
娩
麗

;
曹
植
的
情

采
兼
備
。
後
人
曽
評
三
曹
主

「
気
」
之
異
:

此
老

(指
曹
操
)
詩
歌
中
有
霜
気
、
而
不
必
其
王
、
有
菩
薩
気
、
而
不
必
其
佛
。

(鐘
慢
、
諌
元
春

『古
詩
帰
』
巻
ヒ
)

子
桓

(指
曹
丕

)
詩
有
文
士
気
、

一
変
乃
父
悲
壮
習
気
、
要
其
便
娼
娩
約
、
能
移
人
情
。

(沈
徳
潜

『古
詩
源
』
巻
五
)

子
建

(
按
指
曹
植
)
柔
情
麗
質
、
不
減
文
帝
、
而
肝
陽
気
骨
、
時
有
快
石砺
処
、
似
為
過
之
。

(『
古
詩
帰
』
巻
ヒ
)

後

人
評
論
建
安
文
学
也
常
用

「気
」
来
概
括
。
沈
約

『
宋
書

・
謝
霊
運
伝
論
』
説

:

「
子
建

・
仲
宣
以
気
質
為

体
。」
劉
翻

『
文

心
離
龍
』
論
建
安
文
人
為

「慷
概
以
侯
気
、
石扁
落
以
使
才
。」
鐘
礫

『詩
品
』
評
曹
植
創
作

:

「骨
気
奇
高
、
詞
采
華
茂
、
情
兼
雅
怨
、

体
被
文
質
」
。
劉
師
培

『中
国
中
古
文
学
史
』
説

:

「
漢
魏
之
士
、
多
尚
騨
詞
、
或
慷
概
高
歴
、
或
盗
気
盆
涌
」
。
他
椚
的
評
論
、
多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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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了
建

安
文
学
以
個
性
気
質
為
美
、
曹
丕

為
了
突
出
個
体
的
重
要
性
、
用
音
楽
的
吹
奏
作
比
喩
、
提
出

「
難
在
父
兄

不
能
以
移
子
弟
」
、

這

一
方
面
是
継
承
了
荘
子
、
王
充
等
人
関
干
創
作
的
思
想
、
男

一
法
面
也
是
当
時
的
時
代
風
気
使
然
。

三

 

自
曹
丕

提
出

「文
気
説
」
之
後
、
受
到
許
多
研
究
者
批
評
。
我
椚
在
文
章
開
始
就
引
用
了
三
種
批
評
意
見
。
這

三
種
意
見
有

一
定

道
理
、

但
至
少
還
不
鰺
全
面
。
我
椚
認
為
、
評
論
曹
丕

的

「
文
気
説
」
不
能
脱
離
当
時
的
時
代
。
曹
丕

所
以
強
調
作
家
独
特
的
個
性
、

首
先

是
対
雨
漢
時
代
崇
尚
模
倣
的
創
作
風
気
的

一
種
否
定
。

在
爾
漢
時
代
、
文
学
芸
術
被
当
作

「
宗
経
、
征
聖
、
原
道
」
的
工
具
、
評
論
作
品
杁
経
学
尺
度
出
発
、
根
少
顧
及
作
者
的
創
作
苦

心
。

司
馬
遷
自
叙
遭
受
非
刑
後
、

「所
以
隠
忍
苛
活
、
幽
糞
土
之
中
而
不
辞
者
、
恨
私
心
有
所
不
尽
、
鄙
没
世
而
文
采
不
表
干
後
也
」
。

他
撰
成

一
代
名
著

『史
記
』
。
但
是
班
固
却
指
責
官

「是
非
頗
　
干
聖
人
」
、
軽
而
易
挙
地
抹
殺
了
官
的
価
値
。
揚
雄
在

『法
言

・
吾
言
』

中
将
賞
誼

・
司
馬
相
如
和
宋
玉

・
枚
乗
的
辞
賦
之
作
比
較
、
提
出

「
詩
人
之
賦
麗
以
則
、
辞
人
之
賦
麗
以
淫
。」
意
思
是
説
、
象
費
誼

・

司
馬
相
如
依
傍

『
詩
経
』
作
賦
、
恪
守
道
徳
法
度
、
所
以
値
得
称
賛
。
而
景
差

・
宋
玉

・
枚
乗
那
様
的
辞
人
違
背
了
法
度
、
文
辞
煩
濫

華
靡

、
不
足
以
道
。
揚
雄
強
調
作
品
的
道
徳
尺
度
而
抹
殺
了
作
品
的
個
性
特
徴
、
体
現
了
漢
代
儒
者
対
文
学
芸
術
的
狭
阻
功
利
要
求
。

漢
代

的
文
学
創
作
模
擬
之
風
頗
盛
。
揚
雄
的
賦
倣
司
馬
相
如
、

『
太
玄
』
倣

『
易
経
』
、

『
法
言
』
倣

『
論
語
』、

一
生
的
創
作
幾
乎
不

脱
模

擬
二
字
.
東
漢
王
充
在

『
論
衡
』
中
曽
拝
撃
這
種
風
気
説
:

「俗
好
高
古
而
称
所
聞
。
前
人
之
業
、
菜
果
甘
甜
、
後
人
新
造
、
密

酪
辛

苦
。」

「述
事
者
好
高
古
而
不
今
、
貴
所
聞
而
賎
所
見
。」
他
認
為
文
章
是
作
者
志
趣
人
格
的
体
現
、
応
該
表
現
出
自
己
独
特
的
思

想
面
目
、
為
文
不
必
与
古
人
相
同

:

飾
貌
以
強
類
者
失
形
、
調
辞
以
務
似
者
失
情
。
百
夫
之
子
、
不
同
父
母
;
殊
類
而
生
、
不
必
相
似
、
各
以
所
稟
、
自
為
佳
好
、

…
…
謂
文
当
与
前
合
、
是
謂
舜
眉
当
復
八
采
、
禺
目
当
復
重
腫
。

王
充
在
提
出
創
作
要
勇
干
創
新
的
同
時
、
還
提
出

「各
以
所
稟
、
自
為
佳
好
」
的
論
断
。

「
所
稟
」
也
就
是
指

「稟
受
之
気
。
」

王
充
在

『
論
衡

・
率
性
篇
』
中
提
出

:

コ
果
気
有
厚
泊
、
故
性
有
善
悪
也
」、

「
人
之
善
悪
、
共

一
元
気
、
気
有
多
少
、
故
性
有
賢
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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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充
認
為
作
者
応
該
発
揮
自
己
独
特
的
稟
受
気
質
、
騨
詞
創
新
、
不
必
与
前
人
相
同
。
這
種
観
点
、
在
東
漢
沈
悶
的
思
想
界
中
、
確
実

是

一
種
大
胆
的
創
見
。
到
了
曹
丕

的
時
代
、
雨
漢
帝
国
已
経
崩
潰
、
儒
学
日
漸
衰
微
、
出
現
了
思
想
開
放
的
潮
流
。
魯
迅
説
曹
操

:

「
力
侶

通
脱
、
通
脱
即
随
便
之
意
。
此
種
提
侶
影
響
到
文
壇
、
便
産
生
多
量
想
説
甚
麿
便
説
甚
屡
的
文
章
。」
這
也
就
是
説
、
曹
操
和

曹
不
的
時
代
根
盛
行
任
従
個
性
、
自
由
創
作
的
風
気
。
曹
植
在
著
名
的

『
与
揚
徳
祖
書
』
中
、
曽
描
写
建
安
文
人
的
這
種
創
作
情
景

:

昔
仲
宣

(王
緊
)
独
歩
干
漢
南
、
孔
璋

(陳
琳
)
鷹
揚
子
河
朔
、
偉
長

(徐
幹
)
檀
名
干
青
土
、
公
幹

(劉
槙
)
振
藻
干
海

隅
、
徳
漣

(
王
場
)
発
跡
干
此
魏
、
足
下

(指
揚
脩
)
高
視
於
上
京
。
当
比
之
時
、
人
人
自
謂
握
霊
蛇
之
珠
、
家
家
自
謂
抱
刑
山

之

玉
。
吾
王
干
是
設
天
網
以
該
之
、
頓
八
紘
以
掩
之
、
今
悉
集
蔽
国
　
。

由

干
東
漢
末
年
発
生
的
動
乱
、
文
人
椚
流
離
失
所
、
散
在
四
方
。
由
干
飽
受
戦
乱
之
苦
和
瓢
零
之
痛
、
他
椚
的
創
作
有
感
而
発
、

真
切
感

人
、
出
現
了
百
花
斉
放
的
繁
栄
景
象
。
而
曹
丕

和
曹
植
錐
系
帝
王
之
冑
、
但
他
椚
対
這
種
任
従
個
性
的
風
気
却
加
以
宏
揚
。
曹

　
強
調

「
気
之
清
濁
有
体
、
不
可
力
強
而
致
」、
反
対
勉
強
自
己
的
個
性
去
創
作
不
檀
長
的
文
学
体
裁
作
品
。
他
説

:

「
今
之
文
人
、

魯
国
孔
融
文
挙
、
広
陵
陳
琳
孔
璋
、
山
陽
王
緊
仲
宣
、
北
海
徐
幹
偉
長
、
陳
留
院
璃
元
喩
、
汝
南
応
場
徳
瑳
、
東
平
劉
槙
公
幹
。
斯
ヒ

子
者
、

干
学
無
所
遺
、
干
辞
無
所
仮
、
威
以
自
騨
験
騒
干
千
里
、
仰
斉
足
而
井
馳
、
以
此
相
服
、
亦
良
難
　
。」
這
裏

以
賛
美
的
語
気

描
述
了
建
安
文
人
的
創
作
状
況
、
這
此
二文
人

「
干
学
無
所
遺
、
干
辞
無
所
仮
」

(沿
襲
別
人
)
所
以
曹
不
認
為
他
椚
之
問
也
難
以
相
服
、

甚
至
出
現
文
人
相
軽
的
傾
向
。

曹
丕

之
後
、
這
種
崇
尚
作
者
個
人
才
性
気
質
的
学
説
在
六
朝
就
成
為

一
種
風
習
。
西
晋
的
葛
洪
在

『
抱
朴
子

・
尚
博
篇
』
中
指
出

:

「
清
濁
参
差
、
所
稟
有
主
、
朗
昧
不
同
科
、
而
強
弱
各
殊
気
。
」
這
裏
的

「清
濁
」

二
気
、
也
就
是
指
作
家
的
気
質
個

性
体
現
在
作
品

中
的
風
格
特
点
。
西
晋
陸
機
在

『
文
賦
』
中
論
創
作
風
格
的
多
様
化
時
、
也
従
作
家
的
気
質
個
性
来
加
以
考
察
。
他
説

:

「体
有
万
殊
、

物
無

一
量
。
紛
紙
揮
雷
、
形
難
為
状
。
辞
程
才
以
致
伎
、
意
司
契
而
為
匠
。
在
有
無
而
傭
挽
。
当
深
浅
而
不
譲
。
錐
離
方
而
遁
円
、
期

窮
形
而
尽
相
。
故
夫
誇
目
者
尚
奢
、
恢
心
者
貴
当
、
言
窮
者
無
隆
、
論
達
者
唯
肱
。
陸
機
認
為
創
作
風
格
千
姿
百
態
、
由
干
物
象
構
造

的
多
変
性
、
作
者
在
審
美
創
作
時
可
以
離
方
遁
円
、
打
破
規
矩
。
所
以
人
椚
往
往
根
拠
自
己
的
個
性
喜
好
来
進
行
創
作
、
騨
意
使
才
,

喜
歓
誇
奢
的
人
好
為
鋪
陳
、
思
路
厳
密
的
人
則
追
求
精
当
得
体
…
…
到
了
斉
染
時
代
的
劉
劔
、
提
出
了
精
深
完
備
的
文
学
風
格
論
。
首

先
、
他
認
為
文
学
風
貌
是
作
家
創
作
主
体
的
体
現
与
反
映

:

「夫
情
動
而
言
形
、
理
発
而
文
見
、
蓋
沿
隠
以
至
顕
、
因
内
而
符
外
者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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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又
認
為
、
這
種
創
作
主
体
是
由
作
者
的

「
才

・
気

・
学

・
習
」
這
四
種
要
素
組
合
而
成
的
。
這
諸
種
要
素
的
総
合
作
用
、
就
構
成
了

文
学
作

品
的
不
同
風
格
特
徴

:

然
才
有
庸
儒
、
気
有
剛
柔
、
学
有
浅
深
、
習
有
雅
鄭
、
井
情
性
所
錬
、
陶
染
所
凝
。
是
以
筆
区
云
議
、
文
苑
波
誰
者
　
。
・

…
各
師
成
心
、
其
異
如
面
。

劉
総
認
為
作
家
由
干
才
能
有
優
劣
之
分
、
気
有
剛
柔
之
別
、
以
及

「
学
」
和

「
習
」
上
的
差
異
、
因
而
導
致
創
作
風
格
的
不
同
。

作
者

的

「才
」

「
気
」
来
自
先
天
的
稟
賦
、
所
以
叫
倣

「
情
性
所
鎌
」、
而

「
学
」

「習
」
則
是
来
自
後
天
的
、

「
陶
染
所
凝
」
。
他
認

為
作
者

後
天
的

「
学
」

(学
識
)
和

「習
」

(習
染
、
即
芸
術
趣
味
)
対
作
家
的
創
作
成
敗
也
是
有
影
響
的
。
従
這

一
点
来
説
、
劉
鋸

比
曹

不
、
葛
洪
等
人
単
純
従
先
天
稟
賦
出
発
討
論
文
学
創
作
的
観
点
要
更
加
全
面

一
些
。
但
是
、
在

「学
」

「
習
」

「才
」

「気
」
這

四
者

当
中
、
劉
鋸
最
強
調
的
是
前
両
種
先
天
要
素
在
創
作
中
的
作
用
。
他
説

:

「
功
以
学
成
、
才
力
居
中
、
肇
自
血
気
、
気
以
実
志
、

志
以
定
言
、
吐
納
英
華
、
莫
非
情
性
」
。
他
在

『
文
心
雕
龍

・
体
性
篇
』
中
列
挙
了
許
多
作
家
的
創
作
事
例
、
来
説

明
這

一
点
。
比
如

説

:

「質
生
俊
発
、
故
文
潔
而
体
清
」、
賞
誼
由
干
才
華
横
温
、
他
的
文
章
風
格
也
高
潔
清
雅
。
黄
侃

『
文
心
雕
龍
札
記
』
引

『史
記

・

屈
原

列
伝
』
云
:

「
廷
尉
乃
言
頁
生
年
少
、
頗
通
諸
子
百
家
之
書
、
文
帝
召
以
為
博
士
。
是
以
頁
生
年

二
十
余
、
最
為
少
、
毎
議
下
、

諸
老

先
生
不
能
言
、
頁
生
尽
為
之
対
。
此
後
発
之
証
。
」

「長
卿
傲
誕
、
故
理
修
而
辞
温
。」
這
是
説
西
漢
司
馬
相
如
高
傲
放
誕
、
所
以
文
理
誇
修
而
詞
藻
冷
濫
。
稽
康

『
高
士
伝
賛
』
説

:

「長
卿

慢
世
、
越
礼
自
放
。
積
鼻

(売
酒
人
的
衣
服
)
居
市
、
不
恥
其
状
。
托
疾
避
官
、
蔑
此
卿
相
。
乃
賦

『
大
人
』
、
超
然
莫
尚
。」

『
文
心
雕
龍

・
才
略
篇
』
論
及
司
馬
相
如
的
創
作
也
説
:

「
相
如
好
書
、
師
範
屈
宋
、
洞
八
誇
艶
、
致
名
辞
宗
、
然
核
取
精
意
、
理
不

勝
辞
。
」
司
馬
相
如
的

『
子
虚
』

『
上
林
』
諸
賦
、
就
以
誇
張
鋪
陳
而
著
称
。

「仲
宣
躁
鋭
、
故
穎
出
而
才
果
。
」
這
是
説
王
集
性
格
急
躁
、
所
以
他
馳
騎
才
華
凌
属
果
敏
、
文
章
鋒
荘
畢
露
。

『
三
国
志

・
魏

志

・
杜
襲
伝
』
説

:

「
王
集
性
躁
競
。
」

『
程
然
篇
』

云
:

「
仲
宣
盗
才
、
捷
而
能
密
文
多
兼
善
、
辞
少
環
累
、
摘

其
詩
賦
、
則
七
子

之
冠
冤
乎
!
」

『
神
思
篇
』
云
:

「仲
宣
挙
筆
以
宿
構
。」
也
都
説
明
王
緊
創
作
的
特
点
是
才
思
敏
捷
、
文
多
兼
善
。

劉
鋸
挙
出
的
這
些
例
子
、
錐
不

一
定
都
根
確
当
、
但
官
基
本
上
説
明
了
文
学
創
作
風
格
与
作
家
才
性
気
質
的
関
係
是

「
吐
納
英
華
、

莫
非
情

性
」
的
関
係
、
這
些
思
想
、
顕
然
受
曹
不

「
文
気
説
」
的
影
響
。

曹
丕

「文
気
説
」
的
来
源
及
其
評
価
問
題

(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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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文
学
論
集

第
二
十
号

曹
丕

「
文
気
説
」
的
提
出
、
還
標
志
着
人
椚
対
文
学
創
作
特
殊
規
律
的
認
識
。
荘
子
提
出
輪
扁
墾
輪
的
体
会
是

「
不
徐
不
疾
、
得

之
干
手

而
応
子
心
、

口
不
能
言
、
有
数
存
焉
其
間
、
臣
不
能
以
喩
臣
之
子
、
臣
之
子
亦
不
能
受
之
干
臣
」。
曹
丕

『
典
論

・
論
文
』
也

認
為

「気
之
清
濁
有
体
、
不
可
力
強
而
致
」
、
好
比
音
楽
吹
奏
、
巧
拙
有
素

「
錐
在
父
兄
、
不
能
以
移
子
弟
。」
他
椚
都
看
到
了
創
作
活

動
只

可
意
会
、
難
以
言
伝
的
特
点
。
這
種
思
想
、
顕
然
較
之
両
漢
時
代
人
椚
対
文
学
創
作
心
理
状
況
的
認
識
要
深
了

一
歩
。
在
爾
漢
時

代
、
許
多
文
学
家
把
創
作
中
的
過
程
看
得
過
干
簡
単
。
比
如

『
詩
大
序
』
作
者
提
出
:

「詩
者
、
志
之
所
之
也
、
在

心
為
志
、
発
言
為

詩
、
情
動
干
中
而
形
干
言
。
」
認
為
詩
人
的
内
心
情
志
形
諸
詩
歌
是
自
然
而
然
的
過
程
。
王
充

『論
衡

・
超
奇
』
也
提
出

:

「
心
思
為

詩
、
集
札
為
文
、
情
見
干
辞
、
意
験
干
言
。
」
把
意
与
言
、
情
与
辞
当
成
内
外
相
符
的
産
物
。
他
椚
的
理
論
、
忽
略

了
詩
人
和
作
家
在

進
行
審
美
創
作
時
、
内
心
情
思
往
往
難
以
確
切
地
表
達
出
来
、
文
心
的
開
塞
閉
合
非
語
言
和
筆
墨
所
能
尽
述
。
到
了
魏
晋
時
代
、
随
着

老
荘
思
想
的
流
行
和
創
作
活
動
的
繁
栄
、
許
多
有
識
之
士
対
創
作
活
動
的
複
雑
性
開
始
重
視
起
来
。
曹
丕

提
出

「
文
気
説
」
之
後
、
陸

機

『
文
賦
』
進

一
歩
対
這

一
問
題
展
開
論
述
。
在

『
文
賦
』
的
序
文
中
、
陸
機
指
出

:

「
若
夫
随
手
之
変
、
良
難
以
辞
逮
。
」
也
就
是

説
文
章
創
作
中
変
化
無
窮
、
根
難
用
詞
表
現
出
来
。
在

『文
賦
』
正
文
中
、
陸
機
有

一
段
文
字
閲
述
道
:

若
夫
豊
約
之
裁
、
傭
仰
之
形
、
因
宜
造
変
、
曲
有
微
情
。
或
言
拙
而
喩
巧
、
或
理
撲
辞
軽
。
或
襲
故
而
弥

新
、
或
沿
濁
而
更

清
。
或
覧
之
而
必
察
。
或
研
之
而
後
精
。
壁
日猶
舞
者
赴
節
之
投
挟
、
歌
者
応
弦
而
遣
声
。
是
蓋
輪
扁
所
不
得
言
、
亦
非
華
説
之
所

能
精
。

這

一
段
話
進

一
歩
申
言
序
文
中

「随
手
之
変
、
良
難
以
辞
逮
」
的
意
思
。
陸
機
認
為
各
人
構
思
不
同
、
表
現
方

法
不
妨
互
異
。
同

時
運
用
之
妙
又
有
才
情
工
力
的
関
係
、
真
詣
根
難
用
文
字
説
明
、
就
象
荘
子
所
説
輪
扁
墾
輪
的
故
事

一
様
。
劉
総

『
文
心
雕
龍

・
神
思
』

談
到
創

作
過
程
中
那
些
細
賦
入
微
的
意
緒

・
物
情
、
難
以
為
筆
墨
所
伝

:

至
干
思
表
繊
旨
、
文
外
曲
致
、
言
所
不
追
、
筆
固
知
止
。
至
精
而
後
閲
其
妙
、
伊
摯
不
能
言
鼎
、
輪
扁
不
能
語
斤
、
其
微
　
乎
!

可
見
、
荘
子
所
説
的
輪
扁
輪
墾
輪
的
典
故
已
経
成
為
従
曹
丕

到
劉
総
等
人
等
人
創
作
思
想
的
重
要
理
論
来
源
之

一
。

総

上
所
述
、
我
椚
認
為
曹
不
提
出

「
文
気
説
」
、
強
調
作
家
気
質
天
賦
対
創
作
的
決
定
作
用

,決
不
是
尭
空
想
象
的
産
物
。
宮
有

着
深
刻

的
歴
史
淵
源
和
理
実
根
据
、
代
表
了
魏
晋
時
代
人
椚
対
文
学
創
作
現
象
的
新
的
認
識
。
因
此
、
対
官
的
評
価
応
該
慎
重
進
行
。

一18一



注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一
九
七
九
年
第

一
版

北
京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七
年
第

一
版

創
文
社

昭
和
五
四
年
第

一
版

『
荘
子

・
知
北
游
』

『
荘
子

・
知
北
游
』

『
荘
子

・
知
北
游
』

『
全
後
漢
文
』
巻
四
五

『
三
国
志

・
魏
志

・
文
帝
紀
』
注
引

『
魏
書
』

荘
子
還
用
了
許
多
寓
言
来
説
明
這

一
点
。
比
如
何
倭
老
人
承
蠣

(『
達
生
』
)、
梓
慶
削
木
為
削
木
為
鑛

(『
達
生
』
)
和
宋
元

君
受
画

(『
田
子
方
』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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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
漢
書

・
孔
融
伝
』

『
与
呉
質
書
』

『
魏
晋
風
度
及
文
章
与
薬
及
酒
之
関
係
』

一
九
九

一
年
九
月
十
六
日

曹
丕

「文
気
説
」
的
来
源
及
其
評
価
問
題

(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