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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秦
両
漢
文
学
思
想
発
展
的
特
点

兼
論
文
学
的
独
立
与
自
覚
非
自
魏
晋
始
ー

張

少

康

中
国
古
代
有
歴
史
悠
久
、
塊
麗
豊
富
的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遺
産
、
其
独
特
的
内
在
結
構
与
相
応
的
概
念
範
疇
、
形
成
了
和
西
方
週
異

的
完
整
体
系
。
宮
像

一
穎
枝
葉
繁
茂
的
大
樹
、
植
根
於
中
国
民
族
文
化
的
肥
沃
土
壌
之
中
。
官
的
内
容
、
特
点
及
発
展
過
程
、
是
和
中

国
古
代
文
化
発
展
的
歴
史
軌
跡
互
相
契
合
的
。

一

「21一

先
秦
時
期
、
文
学
思
想
和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正
処
於
萌
芽
和
生
長
時
期
。
那
時
人
椚
的
文
学
観
念
和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大
都
薙
含
於
対

総
体

文
化
的
論
述
之
中
。
而
不
是
以
純
粋
的
、
単

一
的
方
式
表
達
出
来
的
。
当
時
文
化
本
身
的
発
展
還
不
充
分
、
意
識
形
態
和
文
化
領

域
内
各
個
不
同
部
門
還
没
有
清
晰
的
界
限
。

『詩
経
』
作
為

一
部
詩
歌
総
集
、
自
然
是
純
粋
的
文
学
作
品
、
然
而
在
先
秦
時
期
、
尤
其

是
春

秋
以
前
、
在
人
椚
的
心
目
中
、
並
不
把
官
看
作
是

一
部
以
審
美
為
主
的
芸
術
品
、
而
是
把
官
作
為

一
部
政
治
、
倫
理
、
道
徳
、
文

化
修

養
的
百
科
全
書
来
対
待
的
。

「『
詩
』
、

『
書
』
、
義
之
府
也
;

『
禮
』
、

『
楽
』
、
徳
之
則
也
」
。

(『
左
伝
』
僖

公
二
十
七
年
趙
衰

之
語
。
)
人
椚
的
立
身
行
事
、
言
語
動
作
、
都
要
以

『
詩
経
』
作
為
準
則
、
所
以
孔
子
曽
対
他
的
児
子
説
:

「
不
學

『
詩
』
、
無
以
言
。」

(『
論
語

.
季
氏
』
)
拠

『
左
伝
』
記
載
、
在
当
時
的
政
治
、
軍
事
、
外
交
活
動
中
、
都

必
須

「
賦

『詩
』
言
志
」
、
誠
如
孔
子
所
説
:

「諦
詩

三
百
、
授
之
以
政
、
不
達
;
使
子
四
方
、
不
能
専
対
;
錐
多
、
亦
異
以
為
?
」

(『
論
語

・
子
路
』
)
為
了
従
政
的
需
要
、
人

椚
必
須
熟
練
地
掌
握

『
詩
経
』
、
並
且
要
善
於
霊
活
地
運
用

『詩
経
』
的
内
容
、
作
各
種
引
申
発
揮
、
以
期
在
政
治
、
軍
事
、
外
交
活

先
秦
両
漢
文
学
思
想
発
展
的
特
点

(張
)



中
国
文
学
論
集

第
十
九
号

動
中
取
得
主
動
権
。

『
詩
経
』
是
配
楽
的
、
而
音
楽
在
当
時
也
和
詩
歌

一
様
、
首
先
不
是
審
美
的
芸
術
品
、
而
是
人
椚
学
習
礼
儀
、
陶

冶
情
操
的
道
徳
修
養
之
必
要
組
成
部
分
。
故
孔
子
説
:

「興
於

『
詩
』
、
立
於

『禮
』
、
成
於

『
樂
』。
」
因
此
、

『詩

経
』
在
先
秦
是
有

非
常
特
殊
的
地
位
与
作
用
的
、
官
遠
遠
地
超
出
了
作
為

一
部
文
学
作
品
的
意
義
。
所
以
、
対

『
詩
経
』
的
批
評
、
並
不
是

一
種
単
純
的

文
学

批
評
、
而
首
先
是

一
種
政
治
的
、
倫
理
的
、
道
徳
的
批
評
。
対
音
楽
的
批
評
也
同
様
是
如
此
。
如
果
我
椚
把
先
秦
時
期
人
椚
対

『
詩
経
』
与
音
楽
的
批
評
看
作
是
与
後
代
的
純
粋
的
文
学
批
評
与
芸
術
批
評

一
様
的
批
評
活
動
、
就
不
能
正
確
地
認
識
官
的
意
義
、
也

不
可
能
真
正
理
解
当
時
人
椚
的
文
学
観
念
。

従
男

一
方
面
看
、
当
時
人
椚
在
対
総
体
文
化
的

一
般
性
論
述
中
、
也
包
含
了
対
文
学
芸
術
的
許
多
重
要
看
法
与

認
識
、
或
者
対
後

来
的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給
予
了
直
接
啓
示
、
並
産
生
了
重
大
影
響
。
例
如
、

『
論
語
』
中
有
関

「
文
質
彬
彬
」
的
論
述
、
並
非
針
対
文
学

而
言
、
而
是
指
人
的
思
想
品
徳
与
文
化
修
養
之
間
関
係
、
但
這
裏
渉
及
到
対
内
在
本
質
与
外
在
形
式
之
間
関
係
的
看

法
、
因
而
直
接
影

響
到
対
文
学
創
作
内
容
与
形
式
関
係
的
理
解
、
形
成
為
論
文
学
創
作
内
容
与
形
式
的
重
要
理
論
、
同
時
也
指
文
学
創

作
質
撲
与
華
麗
的

不
同
風
貌
。
又
讐
如
、
先
秦
関
於

「
言
」
与

「辮
」
的
論
述
、
就
其
本
意
来
説
、
是
指

一
般
性
的
語
言
表
達
与
辮
説

才
能
問
題
。
能
言

与
善

辮
、
是
説
人
的
思
維
敏
捷
、
学
識
淵
博
、
又
有
根
強
的
語
言
表
達
能
力
、
超
乎
常
人
之
上
、
原
也
無
関
於
文
学
。
提
出
這
個
問
題
、

也
往
往
是
為
了
政
治
、
外
交
等
方
面
的
需
要
、
作
為
衡
量

一
個
人
才
能
高
下
的
標
誌
、
並
没
有
和
文
学
創
作
聯
繋
起

来
。

然
而
、
文

学
是
語
言
的
芸
術
、
是
以
語
言
文
字
為

工
具
和
媒
介
的
、
而
当
時
人
椚
又
不
把
文
学
看
作
純
粋
的
芸
術
品
、
因
此
、

文
学
也
是
被
包
括

在

「
言
」
、

「辮
」
的
範
囲
之
内
的
。
対

「
言
」、

「
辮
」
的
看
法
、
実
際
上
也
包
含
了
対
文
学
的
看
法

;
対

「
言
」
、

「辮
」
的
要
求
、

也
包
含
了
対
文
学
創
作
的
要
求
。
所
以
、
像
墨
子
、
荘
子
、
筍
子
、
韓
非
等
対

「
言
」
、

「辮
」
的
論
述
、
其
中
就
体
現
了
他
椚
十
分

重
要
的
文
学
思
想
与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見
解
。

意
識
形
態
和
文
化
領
域
内
各
部
門
界
限
不
清
楚
、
文
史
哲
混
而
不
分
、
在

一
定
的
歴
史
階
段
、
是

一
種
必
然
的
現
象
。
但
是
、
随

着
社
会
的
発
展
与
進
歩
、
経
済
、
文
化
的
繁
栄
、
意
識
形
態
和
文
化
領
域
内
各
不
同
部
門
的
特
点
、
勢
必
会
愈
来
愈
鮮
明
、
官
椚
必
然

要
逐
歩
地
独
立
出
来
、
形
成
為
各
個
特
殊
門
類
。
這
個
過
程
在
先
秦
両
漢
時
期
表
現
得
非
常
清
楚
、
官
比
較
明
顕
地
開
始
於
戦
国
中
期
、

而
到
西
漢
末
年
已
大
体
完
成
。
当
然
、
這
是
就
其
基
本
状
況
来
説
的
、
実
際
上
這
個
過
程
是
従
有
文
字
記
載
開
始
、

一
直
到
今
天
傍
在

不
断
変
化
発
展
着
的
。
意
識
形
態
和
文
化
領
域
各
部
門
的
逐
漸
分
離
、
首
先
是
従
対
伝
統

「
六
経
」
之
不
同
特
点
的
認
識
開
始
的
。

「盟「



『
詩
』
、

『
書
』
、

『禮
』
、

『
樂
』
、

『
易
』、

『
春
秋
』
、
包
括
了
哲
学
、
政
治
、
歴
史
、
文
学
、
芸
術
等
不
同
的
科
学
部
門
。
戦
国
以

前
、
人
椚
還
没
有
注
意
到
官
椚
之
間
的
区
別
。
到
筍
子
才
開
始
研
究
分
析

「
六
経
」
的
不
同
特
点
。

『
荷
子

・
儒
敷
』
篇
中
説

:

「
聖

人
也
者
、
道
之
管
也
。
天
下
之
道
管
是
　
。
百
王
之
道

一
是
　
。
故

『
詩
』
、

『書
』
、

『
禮
』
、

『
樂
』
、
之

(道
〉
帰
是
　
。

『
詩
』

言
是
其
志
也
、

『書
』
言
是
其
事
也
、

『禮
』
言
是
其
行
也
、

『
樂
』
言
是
其
和
也
、

『春
秋
』
言
是
其
微
也
。」

筍
子
指
出
這

「
五

経
」
都
是
明
道
的
、
是
官
椚
的
共
性
、
但

「
五
経
」
在
如
何
明
道
方
面
又
是
不
同
的
、
各
有
自
己
的
不
同
角
度
、
不
同
方
法
、
這
是
官

椚
的
個
性
。
筍
子
所
説
錐
然
還
不
是
対

「
五
経
」
所
属
的
不
同
学
科
特
徴
的
十
分
科
学
的
概
括
、
但
已
経
清
楚
地
説
明
了
官
椚
在
具
体

内
容
上
是
各
不
相
同
的
。
這
個
問
題
的
提
出
、
反
映
了
当
時
意
識
形
態
与
文
化
領
域
内
各
部
門
独
立
性
已
大
大
加
強

的
歴
史
現
状
。
従

文
史
哲
的
関
係
来
看
、
戦
国
中
後
期
和
春
秋
末
期
相
比
、
已
経
有
了
根
大
変
化
。
像

『
荷
子
』
、

『
商
君
書
』
、

『
韓

非
子
』
這
些
書
、

文
学
性
顕
然
已
大
為
減
弱
、
再
晩

一
些
、
像

『
呂
氏
春
秋
』
就
根
少
有
人
把
官
当
作
文
学
作
品
来
看
待
了
。
然
而
、

這
個
過
程
也
不
是

直
線
発
展
、
而
是
相
当
曲
折
的
。
不
過
総
的
趨
向
則
是
根
清
楚
的
。

西
漢
前
期
、
文
史
哲
不
分
的
情
況
依
然
還
是
存
在
的
、
但
官
椚
之
間
的
区
別
畢
寛
是
更
為
鮮
明
了
。
司
馬
遷

『史
記
』
中
的
人
物

伝
記
有
相
当

一
部
分
是
文
学
性
根
強
的
、
極
為
優
秀
的
伝
記
文
学
、
其
水
平
遠
遠
超
過
了

『
左
伝
』
、
並
対
後
来
小

説
創
作
也
産
生
了

深
遠
的
影
響
、
然
而
、
司
馬
遷
的
目
的
是
為
了
継

『春
秋
』
而
撰
史
記
、
並
非
是
創
作
文
学
作
品
。

『史
記
』
中
的
表
、
書
和
相
当
多

的

一
部
分
本
紀
、
世
家
、
列
伝
、
実
際
上
也
不
能
被
認
為
是
文
学
作
品
。
至
於
漢
代
的
子
書
、
可
以
説
基
本
上
已
没
有
什
麿
文
学
性
、

像
董
仲
紆
的

『春
秋
繁
露
』
、
劉
安
主
編
的

『准
南
子
』
、
是
不
会
有
人
把
官
椚
当
作
文
学
作
品
的
。
自
従

『楚
辞
』
代
替

『
詩
経
』
而

雄
鋸
文
壇
之
後
、
由
於
其
中
大
部
分
作
品
是
不
合
楽
的
、
因
此
、
詩
、
楽
、
舞
三
位

一
体
的
状
況
也
従
根
本
上
被
打
破
了
。
意
識
形
態

和
文
化
領
域
中
各
主
要
部
門
的
独
立
、
在
劉
向
的

『
別
録
』
、
劉
散
的

『
七
略
』
及
班
固
的

『
漢
書
芸
文
志
』
中
得

到
了
更
加
鮮
明
的

反
映
、
並
在
図
書
分
類
上
被
確
認
了
。

『
別
録
』
中
区
分
了
経
伝
、
諸
子
、
詩
賦
、
兵
書
、
術
数
、
方
伎
等
類
、

『
七
略
』
則
修
訂
而

為

『
輯
略
』
、

『
六
芸
略
』
、

『
諸
子
略
』
、

『
詩
賦
略
』
、

『
六
書
略
』
、

『
術
数
略
』
、

『
方
伎
略
』。
東
漢
班
固
的

『
漢
書
芸
文
志
』

即
依

『
七
略
』
而
剛
其
要
。
当
然
這
種
分
類
還
有
不
科
学
的
地
方
、
如

『
六
芸
略
』
中
即
包
含
有
不
同
門
類
、
不
過
、
把

「
六
経
」
作

為
専
門
的

一
類
有
其
歴
史
的
原
因
、
由
於
其
経
典
性
的
崇
高
地
位
、
和
研
究

「
六
経
」
著
作
之
衆
多
、
勢
必
造
成
官
与
其
他
書
籍
極
不

相
同
的
特
殊
性
、
要
把
官
分
散
帰
入
不
同
学
科
、
実
際
上
是
不
可
能
的
、
所
以
不
能
因
此
而
認
為
対
文
史
哲
等
不
同
学
科
的
認
識
傍
和

先
秦
両
漢
文
学
思
想
発
展
的
特
点

(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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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文
学
論
集

第
十
九
号

春
秋

時

一
様
。
重
要
的
是
、
除

「
六
経
」
之
外
、
対
其
他
的
図
書
分
類
上
已
清
楚
地
表
現
出
了
対
不
同
学
科
特
点
的

明
晰
認
識
。
特
別

是
詩

賦
作
為
専
門

一
類
独
立
出
来
、
説
明
文
学
的
特
点
已
経
為
人
椚
所
充
分
注
意
。
並
且
已
経
従
学
術
文
化
中
分
離
出
来
、
有
了
自
己

独
立
的
地
位
。
到
了
東
漢
、
文
史
哲
的
界
限
就
更
加
清
楚
了
。
班
固
的

『
漢
書
』
中
、
有
文
学
性
的
篇
章
就
已
経
根
少
、
此
後
的
史
書

則
与
文
学
完
全
分
開
了
、
子
書
也
極
少
和
文
学
作
品
相
混
的
了
。
即
使
如
王
充
的

『論
衡
』
、
也
不
会
有
人
把
官
当
文
学
作
品
了
。
由

於
先
秦
両
漢
正
処
於
各
個
意
識
形
態
与
文
化
領
域
部
門
従
混
同
不
分
到
逐
漸
分
離
的
過
程
、
因
此
、
我
椚
研
究
這

一
時
期
文
芸
思
想
及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状
況
、
也
必
須
従
這

一
実
際
出
発
、
不
能
把
範
囲
局
限
在
単
純
的
有
関
純
文
学
的
論
述
之
内
。

与
此
相
聯
繋
的
是
、
先
秦
両
漢
時
期
人
椚
的
文
学
観
念
也
有

一
個
演
進
過
程
。

『
説
文
』
中
説
:

「
文
、
錯
書
也
、
像
交
文
。
」

認
為

「文
」
的
含
義
是
指
由

「錯
書
」
而
形
成
的

一
種
帯
有
修
飾
性
的
形
式
。
這
大
約
正
是
中
国
古
代
最
初
的

「文
」
之
本
義
。
這
種

観
念

大
約
是
与
原
始
社
会
陶
器
上
的
編
織
紋
有
関
。
由
於
物
質
生
産
水
平
的
提
高
、
社
会
生
活
的
発
展
、
人
的
認
識
能
力
、
想
像
能
力

的
加
強
、

「
文
」
的
含
義
逐
漸
拡
大
、
内
容
也
更
豊
富
了
。
在
春
秋
時
代
、
任
何
事
物
的
形
式
只
要
有
某
種

「錯
書
」
性
、
或
修
飾
性
、

均
可
称
之
為

「
文
」。
反
之
、
如
果
是

一
種
単

一
的
形
式
、
就
没
有

「文
」
。
所
以
、

『
国
語

・
鄭
語
』
中
記
載
、
史
伯
曽
説
:

「物

一

無
文
。」
従
這
個
意
義
上
説
、

「
文
」
的
概
念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是
与

「
美
」
的
概
念
接
近
的
。
如
後
来
劉
櫨
在

『
文
心
雕
龍

・
原
道
』

篇
中

所
説
、
有

「
日
月
畳
壁
」
之

「
天
文
」
、
有

「
山
川
換
綺
」
之

「
地
文
」
、
有
表
現
人

「
性
霊
」
之
美
的

「
人
文
」
。
如
果
説

「動

植
皆

文
」
為

「
形
文
」
的
話
、
那
屡
、

「
林
籟
結
響
」
、

「泉
石
激
韻
」
、
則
為

「聲
文
」、
而

「
人
文
」
亦
即

「情

文
」
。
這
種
極
広
義

的

「
文
」
、
也
正
是
早
期
人
椚
対

『美
』
的
認
識
。

従

「
人
文
」
的
角
度
来
説
、
先
秦
時
期
指
的
実
際
即
是
文
化
之
文
。
孔
子
所
説
的

「
文
」
、
或
是
指
文
化
、
或
是
指
文
化
修
養
、

含
義
都
是
根
広
的
。
這
種

「文
」
的
概
念
自
然
是
包
括
了
純
文
学
在
内
的
、
但
不
能
等
同
於
純
粋
的
文
学
。
郭
紹
虞
先
生
説
先
秦
時
期

的

「
文
」
包
含
了
博
学
与
文
章
両
個
方
面
、
這
就
文
化
之

「
文
」
的
含
義
来
説
、
有

一
定
道
理
。
但
実
際
上

「文
章
」
的
含
義
所
占
比

重
是
根
小
的
。
到
戦
国
以
後
、
由
於
私
家
著
述
的
繁
栄
与
発
展
、
百
家
争
鳴
的
熱
烈
展
開
、
文
章
写
作
的
地
位
才
顕
著
地
提
高
了
、
文

章
的
含
義
在

「
文
」
的
概
念
中
之
比
重
、
才
有
了
較
大
的
分
量
。
在
此
之
前
、
主
要
還
是
指
博
学
。
所
以
、
到
呂
不
章
主
持
編
輯

『
呂

氏
春
秋
』
、
文
章
写
作
已
得
到
相
当
的
重
視
、
故
将

『
呂
氏
春
秋
』

「
布
威
陽
市
門
、
懸
千
金
其
上
、
延
諸
侯
遊
士
賓
客
有
能
増
損

一

字
者
、
予
千
金
。
」

(『
史
記

.
呂
不
章
伝
』
)
這
応
該
説
已
経
鮮
明
地
表
現
了
学
術
与
文
章
相
分
離
的
徴
兆
、
可
以
看
出
当
時
已
経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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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不
是
以
研
究
学
術
為
主
、
而
是
以
檀
長
詞
章
写
作
為
主
的
文
人
。

漢
代
的
文
人
中
、
或
向
講
解
、
注
釈
経
書
方
向
発
展
、
或
向
文
章
写
作
方
向
発
展
、
学
術
与
文
章
的
分
野
就
更
為
明
朗
了
。
這
就

是
郭
紹
虞
先
生
所
指
出
的

「文
学
之
士
」
与

「文
章
之
士
」
的
不
同
。
然
而
、
我
椚
必
須
看
到
、

「文
学
」
即
指
学
術
、
主
要
是
儒
学
、

「文
学
之
士
」
即
是
指
研
究
儒
学
経
典
的
儒
生
。
所
謂

「
文
章
之
士
」
、
非
僅
指
檀
長
純
文
学
写
作
的
文
人
、
同
時

也
包
括
了
子
書
及

史
書
的
作
者
。
也
就
是
説
、
漢
代

「
文
章
」
的
概
念
中
傍
包
括
了
某
種
学
術
的
因
素
、
因
此
、
簡
単
地
説
漢
人
的
文
学
観
念
中
已
将
学

術
排
除
出
去
了
、
是
不
確
切
的
、
不
科
学
的
。
只
能
説
漢
人
対
以
研
究
為
主
和
以
写
作
為
主
的
不
同
、
是
区
分
得
根
清
楚
的
。
他
椚
的

「文
章
」
概
念
中
是
以
詩
歌
辞
賦
等
純
文
学
為
主
的
、
但
也
包
括
了
非
文
学
的

一
般
公
文
、
応
用
文
、
同
時
也
包
括
了
史
伝
、
諸
子
的

詞
章

写
作
在
内
。
這
種

「文
章
」
的
観
念

一
直
延
続
到
魏
晋
六
朝
。
薫
統
編

『
昭
明
文
選
』
提
出
要
以
符
合

「
事
出
於
沈
思
、
義
帰
乎

翰
藻
」
為
選
文
標
準
、
而
不
選

「
姫
公
之
籍
、
孔
父
之
書
」、

「
老
荘
之
作
、
管
孟
之
流
」
、
「
賢
人
之
美
僻
、
忠
臣
之
抗
直
」
、

「記
事

之
史
、
繋
年
之
書
」
、
這
対
先
秦
文
史
哲
不
分
情
況
錐
有
考
慮
不
周
之
処
、
而
従
文
学
観
念
的
発
展
演
進
来
説
、
実

是

一
大
進
歩
。
漢

人
的

「
文
章
」
概
念
錐
然
包
括
還
比
較
広
、
然
其
重
心
已
転
到
詞
章
写
作
方
面
、
這
不
能
不
説
是

一
個
帯
有
根
本
性
的
重
大
変
化
。
而

在
漢

以
後
的

一
千
多
年
中
、

「
文
」
的
内
函
錐
有
恨
多
人
企
図
作
進

一
歩
的
界
定
、
但
並
没
有
起
到
根
本
改
変
文
学
観
念
的
作
用
、

「文
章
」
的
含
義
大
体
還
是
和
漢
代

一
致
的
、
也
就
是
近
人
所
称
的
雑
文
学
観
念
。

先
秦
時
期
文
芸
思
想
与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発
展
的

一
個
重
要
特
点
、
是
与
哲
学
、
政
治
思
想
有
非
常
直
接
的
密
切
関
係
。
先
秦
時
期

各
種
有
代
表
性
的
文
芸
思
想
派
別
、
都
是
従
著
名
的
哲
学
、
政
治
思
想
派
別
中
派
生
出
来
的
、
有
些
重
要
思
想
甚
至
是
纏
含
於
哲
学
、

政
治

思
想
体
系
之
中
、
而
不
是
以
論
文
芸
的
形
式
表
現
出
来
的
。
先
秦
是
中
国
古
代
思
想
史
上

一
個
最
為
繁
栄
的
時
期
、
百
家
争
鳴
的

深
入
、
為
中
国
両
千
多
年
思
想
文
化
的
発
展
璽
定
了
基
礎
、
而
其
中
幾
個
主
要
学
派
像
儒
、
道
、
墨
、
法
等
、
在
他
椚
的
理
論
体
系
中

都
包

含
着
比
較
完
整
的
対
文
学
芸
術
的
看
法
。
他
椚
除
対
文
学
芸
術
有
許
多
直
接
的
論
述
外
、
還
有
不
少
錐
非
直
接
論
述
文
学
芸
術
、

而
是

属
於
対
哲
学
、
政
治
等
問
題
的
論
述
、
但
対
文
芸
創
作
和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都
発
生
了
直
接
的
重
大
的
影
響
与
作
用
。
例
如
儒
家
的

「
仁
政
」
学
説
不
僅
直
接
導
致

「
与
民
同
楽
」
的
美
学
思
想
之
産
生
、
而
且
成
為
後
代
提
侶

「
風
雅
比
興
」
与

「
實
録
」
原
則
的
思
想

基
礎

。
荘
子
関
於

「
虚
静
」
、

「物
化
」
的
論
述
、
関
於

「
有
無
」、

「
形
神
」
的
論
述
、
関
於
言
意
関
係
的
論
述
、
都
成
為
後
代
文
芸

創
作
理
論
的
主
要
依
拠
。

『
管
子
』
中
対
思
維
器
管

ー

「
心
」
的
作
用
及

「虚
静
」
的
重
要
性
的
論
述
、
対
道
、
気
、
神
関
係
的
論

先
秦
両
漢
文
学
思
想
発
展
的
特
点

(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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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文
学
論
集

第
十
九
号

述
、
都
直
接
渉
及
到
文
芸
創
作
中
的
構
思
以
及
対

一
些
重
要
文
学
批
評
術
語
的
理
解
。
由
於
這
種
原
因
、
先
秦
時
期

一
些
表
面
看
来
並

非
論
文
芸
的
内
容
、
実
際
上
都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美
学
和
文
芸
的
理
論
批
評
、
離
開
了
這
此
二内
容
、
就
不
能
全
面
地
、
確
切
地
了
解
先
秦

文
芸

思
想
和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的
真
実
面
貌
。

与
上
述
情
況
相
類
似
的
、
先
秦
時
期
的
文
学
思
想
和
芸
術
思
想
、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和
芸
術
理
論
批
評
之
間
、
也

是
難
於
裁
然
分
開

的
。

早
在
還
没
有
文
字
載
的
時
代
、
我
椚
先
民
的
原
始
芸
術
中
、
詩
、
楽
、
舞
是
緊
密
結
合
的
。
這
種
情
況

一
直
持
続

到
彼
晩
。
因
此
、

許
多
関
於
音
楽
、
舞
踏
的
理
論
批
評
、
実
質
上
也
都
是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
讐
如
、

「季
札
観
楽
」
表
面
上
是
音
楽
批
評
、
然
而
奏
楽
的

同
時
配
有
詩
与
舞
、
又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文
学
批
評
。
孔
子
、
孟
子
対
音
楽
的
許
多
批
評
、
也
都
是
対

『詩
経
』
的
批
評
。
墨
子
的

『
非

楽
』
、

筍
子
的

『
楽
論
』
自
然
是
有
関
音
楽
的
重
要
論
争
、
然
而
、
毫
無
疑
問
、
這
也
是
他
椚
対
詩
、
対
文
学
作
用
的
不
同
看
法
之
争

論
。

一
直
到

『礼
記

・
楽
記
』
、
宮
錐
是
儒
家
音
楽
美
学
思
想
的
経
典
文
献
、
又
何
嘗
不
是
儒
家
文
学
思
想
与
文
学
理
論
的
代
表
作
呪
?

可
以
説
、
排
除
了
音
楽
理
論
、
就
無
法
弄
清
楚
先
秦
両
漢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的
全
貌
。

従
文
学
与
書
法
理
論
之
間
的
関
係
来
説
、
也
是
如
此
。
中
国
早
期
在
文
字
創
造
中
就
包
含
了
豊
富
的
文
学
思
想
。
因
為
中
国
文
字

的
特
点
是
由
象
形
発
展
到
指
事
、
会
意
、
発
展
到
形
声
、
転
注
、
仮
借
。
直
至
今
天
、
漢
字
傍
是
声
意
並
重
的
。
文
字
的
創
造
是
由
模

倣
客

観
物
象
而
来
的
。
古
人
把
八
卦
看
作
最
早
的
文
字
、
這
種
看
法
当
然
是
錯
誤
的
、
但
是
他
椚
認
為
八
卦
之
産
生

乃
是

「
観
物
取
象
」

的
結
果
、
伏
義
氏

「
仰
則
観
象
於
天
、
傭
則
観
法
於
地
、
観
鳥
獣
之
　
与
地
之
宜
」
、
乃
作
八
卦

;
黄
帝
之
吏
倉
頷

「
見
鳥
獣
踊
逃
之

　
、

知
分
理
之
可
相
異
也
、
初
造
書
契
。」

這
都
是
和
文
学
創
作
之
描
写
客
観
物
象
相
通
的
、
故
許
慎
説

:

「
文
者

、
物
象
之
本
。」

(以

上
均
見

『
説
文
解
字
叙
』
)
文
字
創
造
過
程
中
的
所
謂

「
六
書
」、
其
中
就
包
含
了
文
学
創
作
中
的
賦
、
比
、
興
方
法
在
内
。
象
形

是

一
種
直
書

(賦
)
的
方
法
、
指
事
是

一
種
比
喩

(比
)
的
方
法
、
而
会
意
則
具
有
象
徴

(興
)
的
意
義
。
易
象
与
文
学
創
造
相
類
似
、

也
是

一
種
比
喩
、
象
徴
、
不
過
更
為
抽
象
、
並
且
符
号
化
了
。
所
以
清
代
的
章
学
誠

一
再
指
出
:

「易
象
通
於
詩
之

比
興
。」

(『
文
史

通
義

・
易
教
』
)
書
法
理
論
和
文
学
理
論
不
僅
是
相
通
的
、
而
且
在
早
期
也
是
根
難
戴
然
分
開
的
。
許
慎
的

『説
文
解
字
叙
』
、
崔
暖
的

『
草
書
勢
』
、
票
昌
的

『笈
勢
』
等
論
文
字
与
書
法
的
著
作
中
都
包
含
了
与
文
学
理
論
相
通
的
重
要
内
容
。
書
法
理
論
中
所
講
的

「勢
」
、

後
来
就
成
為
十
分
重
要
的
文
学
理
論
概
念
、
劉
槙
、
陸
雲
、
劉
総
等
講
的
文
学
創
作
中
的

「勢
」、
就
正
是
従
漢
代

書
法
理
論
中
移
植

過
来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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従
絵
画
理
論
批
評
来
説
也
是
如
此
。
由
於
中
国
有

「
書
画
同
源
」
的
伝
統
、
書
法
和
絵
画
始
終
是
緊
密
聯
繋
在

一
起
的
。
先
秦
広

義
的

「
文
」
的
概
念
中
就
包
括
了
絵
画
、
甚
至

「
文
」
的
概
念
最
早
也
是
由
絵
画

(如
陶
器
上
的
編
織
紋
図
飾
)
的
啓
発
而
産
生
的
。

所
以
、
中
国
最
早
那
些
有
関
絵
画
的
重
要
論
述
、
也
都
是
与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相
通
的
、
孔
子
以

「
絵
事
後
素
」
論
詩
即
是
根
好
的
説
明
。

一
些
重
要
的
絵
画
理
論
、
直
接
啓
発
了
重
要
文
芸
理
論
的
出
現
。
不
僅
荘
子
的

「解
衣
般
礪
」
主
張
和
韓
非
的

「
画
犬
馬
難
、
画
鬼
魅

易
」
的
思
想
、
曽
深
刻
地
影
響
了
文
学
創
作
思
想
、
而
且
像

『
准
南
子
』
中
関
於
画
西
施
与
孟
責
応
重
在
伝
神
、
以
神
為
形
之
君
的
思
想
、

更
成
為
後
来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中
的
重
要
指
導
原
則
。
劉
龍
在

『
文
心
雕
龍
』
中
就
直
接
把

『
准
南
子
』
中

「
画
者
謹
毛
而
失
貌
」
的
思

想
用
於
論
文
学
創
作
、
在

『
附
会
』
篇
中
以
此
来
説
明
文
学
創
作
中
重
視
整
体
美
之
重
要
意
義
。
韓
非
画
論
所
包
含
的
現
実
主
義
精
神
、

対
司
馬
遷
的

「
実
録
」
創
作
思
想
也
有
重
要
啓
発
。
早
期
的
画
論
実
際
上
也
是
文
学
理
論
的
組
成
部
分
之

一
、
是
先
秦
両
漢
文
芸
思
想

中
不
可
欠
少
的
方
面
、
対
後
代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影
響
十
分
深
遠
。
総
之
、
対
這
個
時
期
文
学
思
想
的
研
究
、
必
須
放
眼
於
整
個
文
化
、

放
眼
於
整
個
文
学
芸
術
領
域
、
這
也
是
先
秦
両
漢
的
歴
史
特
点
決
定
了
必
須
這
様
倣
的
。

下
面
、
我
椚
来
研
究
和
探
討
先
秦
両
漢
時
期
文
芸
思
想
与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発
展
的
基
本
線
索
。

先
秦
時
期
的
文
芸
思
想
発
展
及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状
況
、
可
以
春
秋
末
期
孔
子
為
界
分
為
両
個
階
段
。
孔
子
以
前
、
厳
格
地
説
、
還

没
有
什
磨
正
式
的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
但
是
従
文
芸
思
想
発
展
上
看
、
又
是

一
個
重
要
時
期
、
官
為
孔
子
和
孔
子
以
後
文
芸
思
想
及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的
発
展
準
備
了
条
件
。
這

一
階
段
從
人
類
的
野
蛮
時
期
到
文
明
時
期
、
経
歴
了
漫
長
的
歳
月
、
芸
術
的
産
生
与
発
展
、
已
経

為
中
国
具
有
民
族
特
色
的
文
芸
伝
統
展
示
了
最
初
的
雛
形
、
並
且
在
文
学
芸
術
的
創
作
実
践
中
体
現
了

一
些
基
本
的
文
芸
思
想
、
有
了

処
於
萌
芽
状
態
的
有
関
文
芸
的
論
述
。
中
国
原
始
的
舞
踏
、
絵
画
、
音
楽
、
歌
謡
中
、
青
銅
時
代
的
離
塑
芸
術
中
、
都
可
以
看
出
当
時

人
椚
対
文
芸
与
労
動
、
文
芸
与
宗
教
、
文
芸
和
自
然
、
文
芸
和
社
会
政
治
等
許
多
方
面
的
重
要
認
識
、
這
些
和
後
来
有
文
字
記
載
的
対

文
芸
的
論
述
、
有
極
為
密
切
的
関
係
。

『
周
易
』
、

『詩
経
』、

『
尚
書
』
、

『
左
伝
』、

『
国
語
』
中
有
関
早
期
文
芸
問
題
的
論
述
、
正

是
在
長
期
文
芸
発
展
的
実
践
中
出
現
的
。
如
果
要
追
湖
在
先
秦
影
響
最
大
的
儒
道
両
家
文
芸
思
想
之
歴
史
淵
源
、
也
正
是
在
這
裏
。

先
秦
両
漢
文
学
思
想
発
展
的
特
点

(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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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経
』
中
関
於
作
詩
目
的
的
論
述
、
錐
然
是
根
簡
単
的
、
但
從
文
芸
思
想
発
展
上
看
、
却
有
着

一
種
承
上
啓

下
的
作
用
。
中
国

原
始
文
芸
最
初
以
表
現
人
椚
簡
易
的
生
活
与
労
動
為
主
、
作
為
他
椚
向
自
然
作
闘
争
、
以
獲
得
必
需
的
生
活
資
料
後
、
在
業
余
時
間
的

一
種
娯
楽
。
或
是
展
示
他
椚
労
動
生
活
的
場
景
、
或
是
表
現
他
椚
企
図
提
高
与
自
然
闘
争
的
能
力
、
提
高
生
活
水
平
的
願
望
与
要
求
、

具
有
十
分
淳
撲
的
特
点
。
後
来
随
着
原
始
宗
教
的
興
盛
、
文
芸
和
宗
教
之
間
的
関
係
愈
来
愈
密
切
了
、
不
少
作
品
是
適
応
図
騰
崇
拝
之

需
要

而
出
現
的
。
人
椚
把
文
芸
看
作
是
可
以
講
通
人
与
神
的

一
種
方
式
。
由
表
現
簡
単
的
労
動
生
活
到
表
現
宗
教
感
情
、
這
是

一
個
根

大
的
変
化
、
這
種
変
化
本
身
又
促
進
了
芸
術
的
繁
栄
、
大
大
拡
展
了
芸
術
表
現
的
範
囲
、
官
在
青
銅
器
離
塑
芸
術
中
表
現
得
相
当
突
出
。

商
周
之
際
、
文
明
程
度
進

一
歩
提
高
、
神
的
権
威
逐
漸
淡
化
、
人
的
地
位
受
到
重
視
、
上
帝
主
宰

一
切
的
思
想
開
始

動
揺
、
神
的
作
用

一
歩

歩
被
人
的
作
用
所
取
代
、
這
時
文
芸
思
想
発
展
又
有
了

一
個
新
的
重
大
変
化
、
即
由
表
現
宗
教
感
情
、
進
而
発

展
為
表
現
社
会
政

治
内

容
、
描
写
人
的
現
実
遭
遇
和
命
運
。

『
詩
経
』
中
所
表
現
的
重
要
文
芸
思
想
特
点
、
便
是
強
調
文
芸
創
作
要
表
現
広
闊
的
社
会
生

活
内

容
、
並
且
対
官
作
出
評
価
、
頬
揚
賛
美
或
是
調
刺
批
評
。
後
来

『
左
伝
』、

『
国
語
』
中
有
関
文
芸
与
政
治
関

係
的
論
述
、
象
季

札
観

楽
時
所
発
表
的
評
論
、
正
是
対

『詩
経
』
中
這
種
文
芸
思
想
的
進

一
歩
発
展
、
並
且
直
接
導
致
了
以
孔
子
為
代

表
的
儒
家
文
芸
思

想
的
産
出
。

『
周
易
』
中

『
経
』
的
部
分
早
於

『
詩
経
』、
大
約
産
生
於
股
周
之
交
。
伏
義
画
八
卦
之
説
錐
不
可
罪
、
但

八
卦
的
創
造
当
是
比

較
早
的
、
総
在
文
王
演

『
易
』
之
前
。

八
卦
是

「
観
物
取
象
」
而
産
出
的
八
種
基
本
符
号
、
文
王
演

『
易
』
、
使

八
卦
演
変
為
六
十
四

卦
、

三
百
八
十
四
交
、
対
官
作
了
進

一
歩
発
展
、
使
之
成
為

一
個
完
整
的
符
号
体
系
、
用
来
象
徴
複
雑
的
自
然
事
物

、
這
無
論
如
何
是

一
個
偉
大
的
創
造
、
対
文
学
創
作
也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啓
発
。
語
言
文
字
也
是

一
種
符
号
、
也
是
用
来
表
現
自
然
事
物

和
社
会
生
活
的
。

文
学
作
為
語
言
的
芸
術
、
自
然
与
易
象
有
某
種
相
通
之
処
。
不
過
、
文
学
作
品
是

一
種
語
言
文
字
所
組
成
的
更
為
複

雑
的
符
号
体
系
罷

了
。

用
符
号
組
成
的

「象
」
来
象
徴
宇
宙
万
物
、
是

『
周
易
』
中

『
経
』
的
部
分
的
重
要
思
想
、
官
対
後
来
道
家
文
芸
思
想
有
十
分
深

刻
的
影
響
。
老
荘
以
自
然
為
最
高
的
美
、
認
為
真
正
美
的
文
芸
応
当
和
自
然
同
体
、
完
全
合
乎
自
然
之
道
、
這
大
約
也
与

『
周
易
』
的

啓
発
有
関
。
老
荘
主
張
言
不
尽
意
、

『
荘
子

・
外
物
』
篇
中
把

「
言
」
看
作
是

「得
意
」
之
笙
蹄
、
這
実
際
上
正
是
把

「言
」
看
作
是

一
種
工
具
和
手
段
、

一
種
象
徴
性
的
符
号
。
他
椚
所
侶
導
的

「
大
音
希
声
」、

「
大
象
無
形
」
的
境
界
、
認
為
用
具
体
的

「声
」
、

「象
」

来
表
現
自
然
、
総
不
如
自
然
本
身
更
為
生
動
豊
富
、
則
是
在

『
易
経
』
美
学
思
想
基
礎
上
的
進

一
歩
発
展
。
同
時
、
我
椚
還
可
以
看
到

「一



老
子
所
提
出
的

「
象
」
的
概
念
、
顕
然
也
是
受
到

「易
象
」
的
啓
発
的
。
羅
根
沢
先
生
在
他
的

『
中
国
文
学
批
評
史

(
一
)』
中
指
出
、

模
擬

自
然
的
意
向
早
在
八
卦
及
文
字
画
中
已
経
有
了
、
而
後
来

『
易
伝
』
中
這
種
鮮
明
主
張
、
則
多
少
是
受
道
家
影

響
的
結
果
。
這
個

看
法

是
根
有
道
理
的
。
從

『
易
経
』
到
老
荘
、
從
老
荘
到

『
易
伝
』

(主
要
是

『繋
辞
』
)、
在
美
学
和
文
芸
思
想
上
是
有
根
深
刻
的
内

在
聯
繋
的
。

従
春
秋
末
期
的
孔
子
開
始
、
中
国
古
代
文
芸
思
想
与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的
発
展
進
入
了

一
個
極
為
重
要
的
歴
史
階

段
、
宮
対
中
国
両

千
多
年
文
芸
思
想
和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的
発
展
、
具
有
璽
基
作
用
。
這
時
文
芸
思
想
上
出
現
了
明
顕
的
不
同
派
別
、
互
相
之
間
也
有
激
烈

的
論
争
。
然
而
、
從
総
的
方
面
来
看
、
傍
是
以
儒
道
両
家
為
中
心
、
其
他
各
個
派
別
錐
各
有
所
長
、
具
備
自
己
的
特
殊
形
態
、
也
往
往

免
不
了
俳
徊
於
儒
道
之
間
、
不
象
儒
道
両
家
那
様
完
整
系
統
、
又
有
広
浸
深
入
的
影
響
。

儒
家
文
芸
思
想
及
其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的
特
点
是
着
眼
於
文
芸
的
社
会
政
治
与
倫
理
道
徳
価
値
。
因
此
、
他
椚
対
文
芸
的
論
述
注
重

於
其
外
部
規
律
的
探
討
、
即
較
多
地
關
述
了
文
芸
与
政
治
教
化
的
関
係
、
他
椚
的
文
芸
批
評
主
要
是

一
種
社
会
学
的

批
評
、
而
較
少
属

於
審
美
方
面
的
批
評
。
儒
家
所
理
想
的
文
芸
都
是
直
接
与
徳
治
、
仁
政
聯
繋
在

一
起
的
。
從
孔
子
的

「興
観
群
怨
」
説
到
孟
子
的

「与

民
同
楽
」
説
、

一
直
到
荷
子
的
明
道
宗
経
説
、
都
貫
穿
了
這
様

一
条
基
本
線
索
。
他
椚
的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核
心
是
強
調
文
芸
可
以
影
響

人
心
善
悪
、
從
而
決
定
政
治
的
良
窟
。
這
在
孔
子
的
文
学
批
評
中
已
経
十
分
清
楚
、
経
過
孟
子
的
発
揮
、
到
筍
子
的

『
楽
論
』
得
以
系

統
化
、
形
成
了

一
個

「
文
芸
↓
人
心
↓
治
道
」
的
基
本
模
式
、
後
来
経
過

『
呂
氏
春
秋
』
的
補
充
、
在

『
禮
記

・
楽
記
』
中
以

「
治
世

之
音
安
以
楽
、
其
政
和
、
乱
世
之
音
怨
以
怒
、
其
政
乖
、
亡
国
之
立旦
尿
以
思
、
其
民
困
」
的
概
括
而
定
型
。
他
椚
的

一
切
有
関
文
芸
問

題
的
論
述
、
包
括
対
文
芸
形
式
方
面
的

一
些
論
述
、
也
都
是
囲
続
這

一
中
心
而
展
開
的
。
儒
家
文
芸
思
想
中
也
接
触
到
了

一
些
文
芸
的

特
徴

及
其
審
美
作
用
方
面
的
問
題
、
例
如
孔
子
講
的

「
『
詩
』
可
以
興
」
与

「
興
於

『
詩
』
」
、
葡
子
論
音
楽
是
人
的
感
情
之
表
現
等
、

但
都

比
較
簡
略
、
没
有
作
進

一
歩
的
発
揮
。
孔
子
論

「
辞
達
」
及

「
言
之
不
文
、
行
而
不
遠
」
、
也
都
在
強
調
形
式
要
為
内
容
服
務
、

並
未

対
形
式
本
身
進
行
深
入
的
審
美
的
探
討
。
因
此
、
儒
家
文
芸
思
想
中
明
顕
地
表
現
了
対
芸
術
本
身
規
律
不
重
視

的
欠
点
。

先
秦
儒
家
文
芸
思
想
在
発
展
過
程
中
也
是
有
変
化
的
。
孔
子
文
芸
思
想
中
的

一
些
復
古
的
、
保
守
的
方
面
、
到
孟
子
、
筍
子
的
時

代
就

逐
漸
有
所
克
服
。
孔
子
主
張

「述
而
不
作
、
信
而
好
古
」
、
妨
碍
了
文
芸
創
作
中
独
創
性
之
発
揮
。
他
反
対
新
声
新
楽
、
斥
責
鄭

声
、

也
不
利
於
新
文
芸
的
健
康
成
長
。
但
是
、
孟
子
就
不
簡
単
地

一
概
反
対
今
楽
、
他
認
為

:

「今
之
楽
由
古
之
楽

也
。」

(『
孟
子

・

先
秦
両
漢
文
学
思
想
発
展
的
特
点

(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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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恵

王
下
』
)
只
要
能
倣
到

「
与
民
同
楽
」
、
那
磨
今
楽
亦
即
古
楽
、
都
是
有
価
値
的
好
音
楽
。
荷
子
主
張

「
法
後

王
」
、
而
不
提

「
法

先
王
」
、
因
為
他
認
為
事
物
是
発
展
変
化
的
、
歴
史
在
不
断
前
進
、

「
後
王
」
是
継
承
了

「
先
王
」
伝
統
又
適
応
新
的
歴
史
条
件
而
有

所
発
展
的
。
為
此
、
他
大
胆
地
批
評
了

『
詩
』
、

『
書
』
、

『
禮
』、

『
楽
』
等
儒
家
経
典
、
認
為
宜
椚
錐
是
聖
人
之
作
、
但
不

一
定
合

乎
今

天
已
経
変
化
了
的
現
実

:

「『
禮
』
、

『楽
』
法
而
不
説
、

『
詩
』
、

『
書
』
故
而
不
切
。
」

(『
苞
子

・
勧
学
』
)
筍
子
強
調
文
学
要

「
明
道
」
、
但
是
他
所
説
的

「
道
」
和
孔
孟
之

「道
」
相
比
、
已
不

一
様
了
。
荷
子
的

「道
」
、
不
僅
包
含
了
道
家
自
然
之
道
的
含
義
、

而
且
從
社
会
政
治
之
道
的
角
度
説
、
不
只
是
先
王
之
道
、
而
更
主
要
的
是
後
王
之
道
。
与
荷
子
時
代
接
近
的

『
易
伝

・
繋
辞
』
也
是
標

榜
遵
循
儒
家
思
想
的
、
但
官
比
荷
子
更
多
地
接
受
了
其
他
各
家
思
想
的
影
響
、
特
別
是
道
家
、
法
家
、
陰
陽
五
行
家
思
想
的
影
響
。
因

而
対
儒
家
文
芸
思
想
有
了
更
大
的
発
展
。

『繋
辞
』
從
哲
学
的
高
度
、
肯
定
了
変
的
必
然
性
、
認
為

『
易
』
就
是
講
変
的
、
這
対
後
代

重
視

文
学
的
発
展
変
化
、
提
供
了
哲
学
理
論
根
拠
。

『繋
辞
』
受
陰
陽
五
行
思
想
影
響
、
以
天
道
解
釈
人
事
。
以
自
然
現
象
来
説
明
社

会
現
象
、
表
現
了
明
顕
的

「
天
人
合

=

観
念
、
並
依
此
来
解
釈
文
学
的
起
源
、
這
対
漢
代
儒
学
与
陰
陽
五
行
学
説
的
合
流
、
儒
家
文

芸
思
想
在
漢
代
新
発
展
、
具
有
先
導
作
用
。

道
家
文
芸
思
想
在
先
秦
是
与
儒
家
並
行
的

一
個
大
派
別
。
在
中
国
両
千
多
年
文
芸
発
展
史
上
、
従
対
中
国
文
芸
的
民
族
伝
統
特
点

的
形

成
方
面
説
、
其
実
際
作
用
也
許
是
比
儒
家
要
更
為
巨
大
、
更
為
深
刻
的
。
道
家
文
芸
思
想
的
基
本
特
点
是
着
眼
於
文
芸
的
審
美
特

性
以
及
文
芸
的
創
造
過
程
。
特
別
是
対
文
芸
創
造
者
的
主
体
修
養
問
題
、
従
心
理
、
生
理
等
角
度
作
了
多
側
面
、
多
角
度
的
聞
述
、
把

理
想

的
審
美
境
界
和
道
的
境
界
統

一
了
起
来
、
所
以
、
道
家
文
芸
思
想
更
多
的
是
研
究
芸
術
的
内
部
規
律
問
題
。
他

椚
的
文
芸
批
評
主

要
是

一
種
審
美
的
、
心
理
的
批
評
。
道
家
文
芸
思
想
従
其
源
流
上
看
、
是
由
老
子
璽
定
基
礎
的
。
老
子
的
時
代
与
孔
子
差
不
多
、
但
年

歳
比
孔
子
稽
大
。
所
以
孔
子
還
曽
専
門
去
向
老
子
問

「
禮
」。
応
該
説
、
老
子
的
文
芸
美
学
思
想
形
成
比
孔
子
要
早
、
但
是
従
実
際
情

況
看
、
儒
家
文
芸
思
想
的
発
展
与
影
響
又
顕
然
早
於
道
家
。
這
是
因
為
孔
子
以
前
、
従

『詩
経
』
到

『
左
伝
』
記
載

的
季
札
観
楽
、
已

経
為

儒
家
文
芸
思
想
的
形
成
与
発
展
莫
定
了
基
礎
、
一
些
基
本
思
想
已
経
提
出
、

而
孔
子
則
是
対
比
起
着

一
種
総
結
与
発
展
的
歴
史
作

用
。
然
而
、
『
易
経
』
封
老
子
的
文
芸
美
学
思
想
只
有
某
種
間
接
的
啓
発
、
道
家
的
基
本
文
芸
思
想
在
『
易
経
』
中
是
看

不
到
的
。
同
時
、

中
国
的
私
学
和
私
家
著
述
、
是
従
孔
子
才
開
始
的
、
老
子

一
書
的
成
書
時
間
、
決
不
会
早
於

『
論
語
』
。
学
術
界
対
老
子

一
書
的
写
定

時
代
、
頗
多
争
議
、
但
其
書
中
雑
有
戦
国
時
思
想
、
則
是
顕
而
易
見
的
。

『
論
語
』、

『
老
子
』
都
是
孔
子
、
老
子
的
後
学
所
編
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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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老
子
』

一
書
的
影
響
与
作
用
亦
顕
然
在

『
論
語
』
之
後
。
並
且
我
椚
還
応
当
看
到
、
道
家
思
想
之
真
正
成
為

文
芸
思
想
発
展
上
之

一
大
派
別
、
主
要
還
在
荘
子
。
如
無
荘
子
対
道
家
学
説
及
其
文
芸
美
学
思
想
的
発
展
、
老
子
恐
伯
也
不
会
有
後
来

那
磨
大
的
影
響
。
従

整
個
文
芸
思
想
的
発
展
来
看
、
由
儒
家
的
社
会
的
、
政
治
的
、
倫
理
的
批
評
、
而
逐
漸
発
展
到
道
家
的
心
理
的
、
審

美
的
、
芸
術
的
批

評
、

恐
伯
也
是
符
合
於
文
芸
批
評
本
身
的
発
展
規
律
的
。
因
此
、
我
椚
不
賛
成
把
老
子
作
為
中
国
美
学
史
与
文
芸

思
想
史
的
起
点
的
説

法
。

因
為
那
是
不
符
合
中
国
古
代
文
芸
和
美
学
発
展
的
実
際
的
、
也
是
欠
乏
科
学
根
拠
的
。

『
老
子
』

一
書
中
有
関
文
芸
美
学
方
面
的
思
想
主
要
有
二
;

一
是
対

「象
」
的
論
述
、

二
是
対

「虚
静
」
的
論
述
。
前
者
是
従
審

美
的
角
度
対
芸
術
創
造
的
客
体
所
要
達
到
的
標
準
的
描
述

;
後
者
是
従
心
理
的
角
度
対
審
美
主
体
所
提
出
的
要
求
。

而
這
両
方
面
又
都

是
建

立
在
以

「自
然
之
道
」
為
中
心
的
哲
学
本
体
論
基
礎
之
上
的
。

『
老
子
』
中
提
出
的

「
大
音
希
声
、
大
象
無
形
」
的
境
界
、
主
要

是
強
調

「
象
」
的
棄
絶
人
工
、
委
任
自
然
的
審
美
特
徴
、
把
官
看
作
是

一
個
有
無
相
生
、
虚
実
相
成
的
天
生
化
成
的
審
美
整
体
。
官
含

有
無
窮
的
妙
趣
。
使
人
体
会
不
尽
、
給
人
以
豊
富
的
想
像
余
地
、
而
其
中
又
包
含
着
審
美
客
体
的
高
度
真
実
感
。

『老
子
』
中
対
審
美

主
体
的

「
致
虚
極
、
守
静
篤
」
要
求
、
使
主
体
的
審
美
心
胸
達
到

「
濫
除
玄
覧
」
的
境
界
、
進
入
到

一
種
能
包
容
整

個
宇
宙
、
而
没
有

任
何

主
客
観
因
素
干
擾
的
心
理
状
態
。
這
些
在

『
管
子
』
的

『
心
術
』
、

『内
業
』
等
篇
中
得
到
了
進

一
歩
発
展
、

並
且
接
触
到
了
心

的
虚
静
対
思
維
与
語
言
的
影
響
、
這
在
道
家
思
想
由
老
子
到
荘
子
的
発
展
過
程
中
、
起
着

一
種
重
要
的
橋
梁
作
用
。

『
荘
子
』

一
書
対
道
家
文
芸
美
学
思
想
作
了
全
面
的
、
系
統
的
発
揮
、
従
而
建
立
了
完
整
的
理
論
体
系
。
従
表
面
上
看
、
荘
子
似

乎
是
更
激
烈
地
反
対
文
芸
的
、
他
比

『老
子
』
所
説
的

「
五
色
令
人
目
盲
、

五
音
令
人
耳
聾
、

五
味
令
人

口
爽
」
、

更
為
片
面
、
甚
至

提
出

:

「
擢
乱
六
律
、
鎌
絶
竿
琶
、
塞
啓
暖
之
耳
、
而
天
下
始
人
含
其
聡
　
。
滅
文
章
、
散
五
采
、
膠
離
朱
之
目
、
而
天
下
始
人
含
其

明
　
。
鍛
絶
釣
縄
、
而
棄
規
矩
、
櫨
工
唾
之
指
、
而
天
下
始
人
有
其
巧
　
。」

(『
荘
子

・
朕
簾
』
)
但
是
、
実
質
上
他
是
為
了
反
対
人

為
的
文
芸
、
而
提
侶
天
然
的
文
芸
。
然
而
文
芸
都
是
人
為
創
造
的
、
否
定
了
人
為
的
文
芸
、
還
有
什
贋
文
芸
呪
?
荘
子
認
為
人
只
要
能

従
精
神
上
達
到

「道
」
的
境
界
、
実
現
心
与
道
的
統

一
、
能

「猫
与
天
地
精
神
往
来
」
、
使

「
天
地
与
我
井
生
、
而
万
物
与
我
為

一
」、

那
磨
他
的
所
作
所
為
也
就
能

「
以
天
合
天
」
、
難
是
人
為
的
文
芸
亦
即
天
然
的
文
芸
。
為
此
、
他
借
助
干

一
系
列
技
芸
故
事
、
關
明
了

以

「
心
斎
」、

「
坐
忘
」
為
特
徴
的
虚
静
的
心
理
状
態
与
精
神
境
界
、
可
以
使
人
在
審
美
地
把
握
宇
宙
時
達
到

「
大

明
」
的
高
度
、
使

審
美
主
体
与
審
美
客
体
高
度
統

一
、
進
入
物
我
両
忘
的

「物
化
」
境
界
。

『
荘
子
』

一
書
従
有
無
相
生
、
以
無
為
本
的
哲
学
本
体
論
出

先
秦
両
漢
文
学
思
想
発
展
的
特
点

(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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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文
学
論
集

第
十
九
号

発
、

論
述
了
形
神
関
係
問
題
、
表
現
了
明
顕
的
重
神
軽
形
的
観
点

:

「形
固
可
使
如
槁
木
、
而
心
固
可
使
如
死
灰
乎
。
」

(『
斉
物
論
』
)

『荘

子
』
中
所
提
出
的

:

「
指
窮
於
為
薪
、
火
傳
也
、

不
如
其
尽
也
。
」

(『
養
生
主
』
)
成
為
後
来
斉
梁
之
交
形
神
関
係
大
弁
論
中
説

明
形
滅
神
不
滅
的
著
名
課
題
。
官
為
後
来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中
的
形
神
論
奨
定
了
哲
学
和
美
学
思
想
的
基
礎
。
同
時
也
啓
発
了
虚
実
結
合
、

以
虚

為
主
的
芸
術
表
現
方
法
的
形
成
。
与
形
神
関
係
相
聯
繋
的
是
、

『
荘
子
』

一
書
在

『
老
子
』
提
出
的

「
知
者
不
言
、
言
者
不
知
」

的
基

礎
上
、
進

一
歩
聞
述
了

「
言
不
尽
意
」
的
思
想
、
以

「
言
」
為

「
得
意
」
之
笙
蹄
、
主
張
要

「
得
意
忘
言
」。

這
種
対
語
言
和
思

維
関
係
的
看
法
、
対
文
学
創
作
理
論
産
了
不
可
佑
量
的
巨
大
影
響
。
因
為
文
学
作
為
語
言
的
芸
術
、
和
語
言
的
能
否
尽
意
、
関
係
極
大
。

対
言
意
之
間
関
係
的
理
解
、
勢
必
要
直
接
渉
及
到
文
学
応
如
何
創
作
的
問
題
。
中
国
古
代
的
文
学
創
作
和
理
論
批
評
、
都
特
別
注
重
於

要
表
現

「
言
外
之
意
」
、
倣
到

「
言
有
尽
而
意
無
窮
」
、
着
意
於
塑
造
具
有

「
象
外
之
象
、
景
外
之
景
」
的
芸
術
意
境
、
都
是
在
這
種

「
言
不
尽
意
」
論
的
啓
発
下
産
生
和
形
成
的
。
以
老
荘
為
代
表
的
道
家
文
芸
和
美
学
思
想
是
中
国
古
代
芸
術
精
神
的
核
心
和
霊
魂
。
他

椚
所

標
挙
的
那
種

「
大
音
希
声
、
大
象
無
形
」、

「
解
衣
般
磁
」
、
超
乎

「言
意
之
表
」
的
理
想
的
文
芸
和
美
学
境
界
、
両
千
年
来

一
直

是
歴
代
文
芸
家
所
企
求
達
到
的
最
高
目
標
。

除
儒
、
道
両
家
外
、
先
秦
重
要
的
文
芸
思
想
派
別
、
還
有
墨
家
和
法
家

一
系
。
墨
、
法
両
家
属
不
同
思
想
体
系
、
但
在
文
芸
主
張

上
却
有
共
同
之
処
、
観
点
是
比
較
接
近
的
。
他
椚
都
注
重
功
利
実
用
、
批
評
儒
家
的
繁
文
縛
節
、
因
此
把
文
芸
看
作
是
消
極
的
、
無
用

的
、

不
承
認
文
芸
的
精
神
作
用
与
娯
楽
作
用
可
以
影
響
到
功
利
与
実
用
、
具
有
十
分
明
顕
的
片
面
性
与
狭
阻
性
。
墨

子
有

「
非
楽
」
之

論
、

而
韓
非
則
列
文
学
為

「
五
轟
」
之

一
。
他
椚
認
為

:

「
食
必
常
飽
、
然
後
求
美
;
衣
必
常
暖
、
然
後
求
麗

;
居

必
常
安
、
然
後
求

楽
。」

(『
説
苑

・
反
質
』
篇
引

『
墨
子
』
語
)

「故
糟
糠
不
飽
者
、
不
務
梁
肉

;
短
褐
不
完
者
、
不
待
文
繍
。
夫
治
世
之
事
、
急
者
不

得
、

則
緩
者
非
所
務
也
。
」

(『
韓
非
子

・
五
轟
』
)
他
椚
錐
然
出
発
点
不
同
、
墨
子
是
従
小
生
産
者
狭
阻
的
功
利
観
点
出
発
去
否
定
文

芸
的
、
韓
非
則
是
従
破
壊
法
治
、
惑
乱
人
心
的
角
度
去
否
定
文
芸
的
、
但
是
他
椚
得
出
的
結
論
是

一
致
的
。
他
椚
的
美
学
観
也
根
接
近
、

都
是
重
質
不
重
文
、
認
為
美
在
質
不
在
文
、
在
情
不
在
貌
。
他
椚
這
種
偏
激
的
観
点
中
、
也
有

一
些
合
理
的
因
素
、
即
主
張
文
学
要
以

内
容
是
否
有
用
、
作
為
主
要
批
評
標
準
。
這
在
中
国
古
代
文
芸
思
想
発
展
中
也
起
過
某
種
積
極
作
用
、
如
批
評
過
分
追
求
形
式
美
而
忽

略
作

品
内
容
的
創
作
傾
向
等
.
但
是
、
従
総
的
方
面
来
看
、
影
響
並
不
大
。

戦
国
時
期
値
得
重
視
的
、
還
有
以
屈
原
為
代
表
的

『楚
辞
』
中
所
表
現
的
文
芸
思
想
。

『楚
辞
』
中
的
文
芸
思
想
、
主
要
是
従
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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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中

表
現
出
来
的
。
歴
来
許
多
文
学
史
研
究
者
、
都
把

『
荘
』
、

『
騒
』
並
列
作
為
中
国
古
代
浪
漫
主
義
文
学
的
源
頭
、
其
実
、

『楚

辞
』

和

『
荘
子
』
在
文
芸
思
想
上
的
差
別
是
根
大
的
。

『楚
辞
』
与
被
称
為
現
実
主
義
文
学
源
頭
的

『
詩
経
』
、
在

文
芸
思
想
上
倒
有

根
多
接
近
之
処
、
是
在

『詩
経
』
基
礎
上
的
発
展
。
屈
原
在
思
想
上
還
是
以
儒
為
主
的
、
他
的
政
治
理
想
実
際
上
就
是
儒
家
的

「仁
政
」
。

他
在

『
離
騒
』
中
非
常
明
確
地
説

:

「彼
尭
舜
之
取
介
号
、
既
遵
道
而
得
路
。
何
桀
紺
之
狙
狼
号
、
夫
唯
捷
径
以
署
歩
。
」

『
離
騒
』

難
然

在
芸
術
表
現
上
是
浪
漫
的
、
誇
張
的
、
上
天
入
地
、
富
干
幻
想
、
但
其
基
本
内
容
還
是
現
実
的
、
有
恨
強
的
政
治
性
、
倫
理
道
徳

色
彩

也
根
濃
、
是
積
極
入
世
的
。
芸
術
表
現
方
法
上
錐
然
塊
麗
多
姿
、
然
而
傍
是
以
比
興
為
主
的
。
其
実
、

『詩
経
』
中
並
不
乏
浪
漫

主
義

佳
作
、

『
楚
辞
』
中
也
有
根
多
現
実
主
義
内
容
。
不
過
、

『
詩
経
』
重
在
言
志
、

『
楚
辞
』
則
重
在
拝
情
。

「
発
憤
以
拝
情
」
、

這
是

『楚
辞
』
更
為
突
出
的
特
点
。
從
言
志
到
拝
情
、
這
是

一
個
重
大
的
変
化
。
但
其
内
容
都
没
有
超
出
表
現
政
治
抱
負
以
及

一
己
的

窮
通
出
処
。
然
而
就
対
文
学
、
特
別
是
詩
歌
的
感
情
因
素
的
重
視
上
、
説
明
屈
原
的
時
代
対
文
学
的
本
質
与
特
徴
的
認
識
、
已
有
了
根

大
的
提
高
。
在
這

一
点
上
、

『楚
辞
』
和

『荷
子
』
是
較
為
接
近
的
。
筍
子
論
楽
也
重
在
情
、

「
夫
楽
者
、
楽
也
、

人
情
之
所
必
不
免

也
。」

(『
楽
論
』
)
他
指
出
音
楽
是
以
拝
情
来
言
志
的
、
而

『
楚
辞
』
也
正
是
如
此
。
与
重
拝
情
相
聯
繋
的
、
是

『
楚
辞
』
対
華
美
形

式
的
傾
心
、
官
比
較
自
覚
地
追
求
形
式
美
。
在
対
待
芸
術
美
的
理
想
上
、

『
楚
辞
』
注
重
的
不
是
荘
子
所
響
往
的
天
然
之
美
、
而
是
和

儒
家
思
想
接
近
的
人
工
修
飾
之
美
。

「
紛
吾
既
有
此
内
美
分
、

又
重
之
以
修
能
。
唇
江
離
与
辟
苗
分
、
籾
秋
蘭

以
為
侃
。」

「
侃
績
紛

其
繁
飾
号
、
芳
菲
菲
其
彌
章
。
」
対
芸
術
本
身
独
立
性
的
重
視
、
是
戦
国
後
期
意
識
形
態
与
文
化
領
域
各
部
門
独
立
性
愈
来
愈
明
顕
所

産
生
的

一
種
必
然
現
象
、
也
是
芸
術
発
展
進
歩
所
達
到
的
必
然
結
果
。
屈
原
的
思
想
也
有
受
法
家
思
想
影
響
的
方
面
、
所
以
他
主
張
発

展
変
化
、
堅
持
法
度
規
矩
、

「
循
縄
墨
而
不
頗
」
。
他
既
継
承
了

『
詩
経
』
的
伝
統
、
又
有
新
的
創
造
発
展
、
表
現
了
対
伝
統
的
突
破
、

在
芸
術
実
践
中
体
現
了
革
新
精
神
。
因
此
、
後
来
劉
縄
在

『
文
心
雕
龍
』
中
論

『
楚
辞
』
就
突
出
了

一
個

「
変
」
字
。

戦
国
後
期
陰
陽
五
行
思
想
的
発
展
、
対
文
学
思
想
也
産
生
了
不
少
的
影
響
。
陰
陽
説
与
五
行
説
在
春
秋
時
代
都
是

一
種
具
有

一
定

科
学
思
想
的
宇
宙
起
源
論
、
同
時
也
用
以
解
釈
文
芸
的
起
源
、
那
時
所
講
的

「
五
声
」、

「
五
色
」
、

「
五
味
」
等
、
都
是
和

「
五
行
」

相
配
的
。
戦
国
中
期
以
後
、
陰
陽
説
与
五
行
説
互
相
結
合
、
以

「
天
人
感
応
」
為
軸
心
来
解
釈
自
然
現
象
和
社
会
現
象
、
官
以
郷
衛
為

代
表
、
後
来
在

『
呂
氏
春
秋
』
中
有
比
較
集
中
的
反
映
、
即
所
謂

「
五
徳
終
始
説
」
。

先
秦
文
芸
思
想
発
展
到
戦
国
中
期
以
後
、
各
派
文
芸
思
想
之
間
的
互
相
吸
収
、
互
相
融
合
現
象
就
愈
来
愈
明
顕
了
。
荷
子
思
想
是

先
秦
両
漢
文
学
思
想
発
展
的
特
点

(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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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儒
為
主
、
又
兼
有
道
、
法
両
家
的
内
容
、
而
且
正
好
是
吸
取
了
道
、
法
思
想
的
某
些
内
容
、
従
而
克
服
了
儒
家
伝
統
中
的
那
些
保
守

的
方
面
。

『楚
辞
』
也
是
如
此
。

『
易
伝

・
繋
辞
』
中
更
是
清
楚
地
表
現
了
儒
、
道
、
法
、
陰
陽
五
行
等
各
家
的
融
合
。

『
呂
氏
春
秋
』

則
雑
揉
各
家
干
其
中
、
根
難
説
是
以
那

一
家
為
主
了
。
這
種
現
象
説
明
中
国
古
代
文
化
伝
統
中
的

一
個
重
要
特
点
、
即
是
各
派
文
化
思

想
不
是
互
相
排
斥
、
絶
対
対
立
、
而
是
善
干
在
発
展
過
程
中
互
相
吸
収
与
融
合
、
従
秦
漢
到
明
清
、
始
終
都
是
如
此
。

日

両
漢
時
期
文
芸
思
想
的
発
展
和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的
発
展
、
従
総
的
方
面
来
説
、
是
先
秦
的
継
続
、
又
是
在
先
秦

基
礎
上
的
進

一
歩

深
化
。
由
於
封
建
大

一
統
帝
国
的
出
現
、
以
及
宣
的
繁
栄
発
展
、
勢
必
要
対
文
芸
思
想
及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産
生
重
大
的
影
響
。
這
不
僅

表
現
在

「
独
尊
儒
術
」
使
儒
家
文
芸
思
想
占
有
了
統
治
地
位
、
而
且
更
為
重
要
的
是
、
官
表
現
在
文
学
的
逐
漸
独
立
和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的
進

一
歩
系
統
化
、
体
系
化
。
漢
代
文
芸
思
想
与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的
発
展
、
大
致
可
以
分
為

三
個
階
段
、
各
有
其
不
同
特
点
。

第

一
、
従
漢
初
到
漢
武
帝

「
罷
職
百
家
、
独
尊
儒
術
」
以
前
、
這
是
道
家
文
芸
思
想
比
較
活
躍
的
時
期
。
象
頁

誼
、
劉
安
、
司
馬

遷
等
、
在
文
芸
思
想
上
都
是
以
道
家
為
主
的
。
特
別
是
劉
安
主
編
的

『
准
南
子
』
、
乃
是
這

一
時
期
体
現
道
家
文
芸
観
的
代
表
作
。
西

漢
前
期
崇
尚
的
黄
老
之
学
、
和
先
秦
道
家
相
比
、
已
有
根
大
的
不
同
。
当
時
所
提
侶
的
清
静
無
為
、
是
適
応
政
治
上
要
求
安
定
、
経
済

上
実
行
与
民
休
息
政
策
的
需
要
的
。
無
為
的
目
的
乃
是
有
為
。
文
芸
思
想
上
也
是
如
此
、
漢
代
道
家
文
芸
思
想
和
先
秦
的
老
荘
亦
不
完

全
相

同
、
而
是
依
拠
当
時
政
治
、
思
想
、
文
化
発
展
的
特
点
、
以
及
文
芸
創
作
的
状
況
、
着
重
強
調
了
先
秦
道
家
文
芸
思
想
中
的
某
些

方
面
、
同
時
又
給
予
了
許
多
新
的
発
展
。
例
如
、
対
屈
原
及
其
作
品
的
評
論
上
、
発
揮
了
道
家
対
現
実
的
憤
世
嫉
俗
精
神
、
充
分
肯
定

了
屈
原
作
品
中

「
怨
」
的
特
徴
、
賛
揚
了
他
不
与
汚
濁
塵
世
相
妥
協
的
高
潔
情
操
、
然
而
也
不
賛
成
屈
原
対
君
王
過
於
執
着
的
態
度
、

認
為

不
必
太
拘
泥
於
儒
家
的
君
臣
之
道
、

「
璃
九
州
而
相
君
分
、
何
必
懐
此
都
也
?
」
(頁
誼

『
弔
屈
原
賦
』
)、

「屈

原
以
彼
其
材
、
游

諸
侯

、
何
国
不
容
、
而
自
令
若
是
。
」

(
司
馬
遷

『
史
記

・
屈
原
頁
生
列
伝
』
転
述
質
誼
賦
意
)
這

一
時
期
道
家
文
芸
思
想
的
更
重
要

之
点
、
是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避
免
和
克
服
了
先
秦
道
家
的
某
些
片
面
性
、
這
在
劉
安
主
編
的

『
准
南
子
』

一
書
中
有
非
常
集
中
和
鮮
明
的

表
現
。

『
准
南
子
』
対
先
秦
老
荘
提
侶
的

「虚
静
」
、

「
物
化
」
的
文
芸
創
作
論
是
充
分
肯
定
的
、
但
是
、
宣
又
不
象
老
荘
那
様
強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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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有

「
無
知
無
欲
」、

「絶
聖
棄
智
」
、
才
能
進
入
這
種

「
虚
静
」
、

「物
化
」
的
境
界
、

『
准
南
子
』
並
不
完
全
否
定
知
識
学
問
的
作

用
。

官
在
論
述
有
無
、
形
神
、
虚
実
、
言
意
等
関
係
時
、
也
和
老
荘

一
様
特
別
注
意
以
無
為
本
、
突
出
無
、
神
、
虚
、
意
的
主
導
作
用
、

但
是
、
官
又
不
否
定
有
、
形
、
実
、
言
的
必
要
性
、
也
充
分
肯
定
其
意
義
与
存
在
価
値
。
官
認
為
在
有
無
、
形
神
、
虚
実
、
言
意
這
些

関
係
中
、
応
当
以
無
、
神
、
虚
、
意
為
主
、
以
有
、
形
、
実
、
言
為
輔
、
倣
到
以
無
統
有
、
以
虚
出
実
、
以
神
君
形
、
以
意
轄
言
、
而

不
是

只
強
調
前
者
、
而
否
定
後
者
。
這
顕
然
是
比
先
秦
老
荘
更
為
科
学
的
地
方
。
漢
代
道
家
文
芸
思
想
具
有
道
儒
結
合
的
特
点
.
劉
安
、

司
馬
遷
在
評
論
屈
原
和

『楚
辞
』
時
、
在
体
現
道
家
思
想
的
同
時
、
也
表
現
了
某
此
二儒
家
思
想
的
影
響
。
如
説

「
『
国
風
』
好
色
而
不

淫
、

『
小
雅
』
怨
俳
而
不
齪
、
若

『離
騒
』
者
、
可
謂
兼
之
」
等
等
。

『
准
南
子
』
同
様
有
這
種
特
点
、
宮
把
文
学
作
品
看
作
是

「憤

於
中

而
形
於
外
」
的
産
物
、
這
顕
然
是
与
儒
家
思
想
的
影
響
有
関
的
。
儒
家
認
為
文
芸
是
人
的
内
在
情
性
之
外
在
表
現
、
即

『
楽
記
』

所
説

:

「和
順
積
中
而
英
華
発
外
。
」
但
是
、

『
准
南
子
』

又
把

「
情
発
於
中
、
而
声
応
於
外
」
的
過
程
、
看
作
完
全
是

一
種
自
然
的

過
程

、
如

「
水
之
下
流
、
煙
之
上
尋
」、
則
又
是
顕
然
受
道
家
崇
尚
自
然
思
想
影
響
之
表
現
。

『
准
南
子
』
在
発
展
先
秦
道
家
関
於
有

無
、

形
神
、
虚
実
、
言
意
等
関
係
的
論
述
時
、
也
顕
然
是
受
到
儒
家
重
視
有
、
形
、
実
、
言
等
的
作
用
的
影
響
的
。
西
漢
前
期
道
家
文

芸
思

想
的
盛
行
、
還
在
其
他
不
少
哲
学
、
文
学
論
著
中
有
所
表
現
、
如
陸
買
的

『
新
語
』
、
韓
嬰
的

『
韓
詩
外
伝
』
等
。
西
漢
道
家
文

芸
思
想
発
展
中
的
這
些
新
特
点
、
直
接
啓
示
了
魏
晋
玄
学
的
文
芸
観
与
美
学
観
、
成
為
由
荘
学
文
芸
美
学
向
玄
学
文
芸
美
学
過
渡
的
中

介
。
漢
代
道
家
文
芸
思
想
在
漢
武
帝
確
立
儒
家
独
尊
地
位
後
、
就
明
顕
地
衰
落
了
。
但
是
、
従
西
漢
中
期

↓
直
到
東
漢
末
期
、
儒
家
古

文
経
学
派
中
的

一
些
人
、
如
揚
雄
、
桓
課
、
王
充
等
的
文
芸
思
想
中
、
還
是
吸
取
了
道
家
文
芸
思
想
中
的
某
些
内
容
的
、
而
在
魏
晋
之

際
儒
家
思
想

一
統
天
下
的
局
面
被
打
破
之
後
、
則
又
有
了
極
大
的
発
展
。

第

二
、
従
漢
武
帝
罷
瓢
百
家
到
東
漢
班
固
主
持
白
虎
観
会
議
、
是
漢
代
儒
家
文
芸
思
想
発
展
的
極
盛
与
高
潮
時
期
。
不
同
於
先
秦

儒
家
的
新
的
儒
家
文
芸
観
的
確
立
、
是
這

一
時
期
文
芸
思
想
発
展
的
最
重
要
特
点
。
漢
武
帝
独
尊
儒
術
、
毫
無
疑
問
是
出
於
維
護
大

一

統
帝

国
之
需
要
、
他
需
要
有

一
種
官
方
的
統
治
思
想
、
而
儒
家
思
想
則
是
最
合
適
不
過
的
了
。
在
這
個
経
学
時
代
、
儒
家
思
想
既
然
処

於
指
導

一
切
的
正
統
地
位
、
那
歴
、
官
自
然
也

一
定
会
成
為
指
導
文
芸
創
作
的
唯

一
原
則
、
但
是
、
漢
代
儒
家
思
想

和
先
秦
儒
家
思
想

已
不
完
全
相
同
。
従
文
芸
思
想
方
面
説
、
漢
儒
在
継
承
先
秦
儒
家
文
芸
思
想
的
基
本
内
容
時
、
又
有
許
多
新
的
発
展
与
新
的
特
点
。
這

些
主
要
有
以
下
幾
個
方
面
。

先
秦
両
漢
文
学
思
想
発
展
的
特
点

(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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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明
確
提
出
了

「
温
柔
敦
厚
」
的

「
詩
教
」
説
。

『
禮
記

・
経
解
』
篇
所
引
孔
子
関
於

「
詩
教
」
、

「
楽
教
」
的
論
述
、
朱

自
清
先
生
早
已
指
出

「未
必
是
孔
子
的
話
」

(『
詩
言
志
辮
』
)、
我
椚
只
能
看
作
是
漢
儒
的
観
点
。
掌
官
和
孔
子
的
詩
論
相
比
、
顕
然

更
加
突
出
了
要
求
詩
歌
為
封
建
倫
理
道
徳
服
務
的
方
面
、
対
孔
子
所
提
出
的

「
詩
可
以
怨
」
作
了
明
確
的
限
制
。

『
毛
詩
大
序
』
中
所

説
的

「発
乎
情
、
止
乎
禮
義
」
及

「
主
文
而
講
諌
」
、
正
是
対

「温
柔
敦
厚
」
的
具
体
解
釈
。
其
実
質
是
在
於
強
調
対
上
層
統
治
者
及

其
政
治
措
施
的
批
評
、
必
須
要
限
制
在
統
治
者
可
以
接
受
的
範
囲
之
内
、
対
社
会
黒
暗
腐
朽
的
掲
発
、
不
能
越
出
封
建
倫
理
道
徳
的
規

範
、
而
応
当
有
利
於
封
建
秩
序
的
穏
固
、
要
厳
格
遵
循

「禮
義
」
的
原
則
、
不
得
越
雷
池

一
歩
。
這
種
封
建
的

「詩

教
」
遂
成
為
後
来

長
期
封
建
社
会
中
文
芸
発
展
的
栓
楷
、
使
文
学
成
為
儒
家
経
学
的
附
庸
。
与
此
相
聯
繋
的
是
、
曽
経
被
荷
子
所
批
評
的
那
種
復
古
主
義

与

「
述
而
不
作
」
的
現
象
、

不
僅
是
復
活
了
、
而
且
還
大
大
地
発
展
了
。

漢
儒
的

「詩
教
」
説
和
整
個
漢
代
的
儒
家
思
想

一
様
、
帯
有
相
当
濃
厚
的
神
学
色
彩
。
漢
代
儒
学
的
神
学
化
是
従
董
仲
好
開
始
的
。

董
仲
好
把
以

「
天
人
感
応
」
為
特
点
的
陰
陽
五
行
説
引

入
儒
学
、
提
出

:

「
道
之
大
原
出
於
天
、
天
不
変
、
道
亦

不
変
。
」
他
用
神
的

意
志

来
解
釈
自
然
現
象
和
社
会
現
象
、
而
後
識
緯
学
説
的
盛
行
又
進

一
歩
拡
大
了
其
影
響
。
按
照
這
種
神
学
化
的
観

点
、
文
芸
的
産
生

与
発

展
、
也
都
是
天
神
意
志
之
体
現
、
認
為
文
芸
現
象
和
自
然
現
象
、
社
会
現
象
三
者
之
間
存
在
着

一
種
神
秘
的
、

必
然
的
内
在
聯
繋
。

因
此
把
心
物
交
感
看
作
是
陰
陽
五
行
説
的

「
同
類
相
動
」
、

「
同
氣
相
感
」
的
結
果
。
他
椚
所
理
解
的
文
芸
作
品
可
以

「感
天
地
、
動

鬼
神
」、
並
非
是
対
文
芸
作
用
的

一
種
誇
張
説
法
、
而
是
確
実
認
為
是
這
様
的
。
這
和
先
秦
儒
家
的
看
法
自
然
是
根
不

一
致
的
。

(
二
)
漢
儒
在
総
結
先
秦
儒
家
詩
論
的
基
礎
上
、
進

一
歩
完
善
並
明
確
提
出
了
美
刺
誠
諌
説
.
漢
儒
在
総
結

『詩
経
』
的
芸
術
経

験
時
、
由
於
受
伝
統
儒
家
倫
理
道
徳
観
念
的
束
縛
和
先
秦
解
釈

『
詩
経
』
時
的

「
断
章
取
義
」、
穿
墾
附
会
的
影
響

、
無
論
是
三
家
詩

説
也
好
、
『毛
詩
序
』
也

好
、
在
關
述
詩
的
本
義
方
面
、
是
不
太
科
学
、
也
不
太
客
観
的
、
有
根
厳
重
的
主
観
、
片
面
弊
病
、
甚
至
還
影

響
到
詩
的
芸
術
分
析
。

但
是
、
漢
儒
提
出
的

「
風
、
賦
、
比
、
興
、
雅
、
頒
」
的

「
六
義
」
説
、
強
調
詩
歌
的
美
刺
調
諌
作
用
、
対

後
来

文
芸
的
発
展
曽
経
起
過
根
大
的
積
極
作
用
。
不
少
進
歩
的
文
芸
批
評
家
、
如
唐
代
的
白
居
易
、
宋
代
的
梅
尭
臣
等
、
正
是
由
此
出

発
、

主
張
文
芸
作
品
要
深
刻
地
描
写
人
民
的
疾
苦
、
坪
撃
現
実
的
黒
暗
。
官
対
中
国
古
代
重
視
対
現
実
美
醜
的
歌
頬
与
暴
露
之
文
芸
伝

統
的
形
成
、
有
重
大
的
影
響
。
漢
儒
総
結
了

『
詩
経
』
在
芸
術
表
現
方
法
上
的
特
点
、
対
賦
、
比
、
興
作
了
具
体
解
釈
、
使
之
成
為
中

国
古
代
詩
歌
創
作
的
基
本
芸
術
方
法
、
其
意
義
是
十
分
深
遠
的
。
漢
儒
対
賦
、
比
、
興
的
芸
術
表
現
特
点
分
析
、
先
鄭

(鄭
衆
)
与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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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

(
鄭
玄
)
的
説
法
是
有
区
別
的
。
鄭
衆
的
説
法
比
較
科
学
、
而
鄭
玄
的
説
法
則
混
濡
了
文
学
創
作
的
思
想
内
容
与
芸
術
表
現
界
限
、

以
美
刺
釈
比
興
、
後
来
唐
代
的
孔
穎
達
曽
対
此
作
了
尖
鋭
的
批
評
。

(
三
)
漢
儒
対
詩
歌
本
質
的
認
識
更
為
深
化
了
。
先
秦
以
儒
家
為
中
心
、
普
遍
認
為
詩
歌
是

「
言
志
」
的
、
但
這
個

「
志
」
主
要

是
指
政
治
抱
負
、
是
従
文
学
表
現
思
想
、
願
望
的
角
度
去
看
待
文
学
的
本
質
問
題
的
。
荷
子
錐
已
接
触
到
文
学
創
作
中

「志
」
与

「情
」

的
関
係
、
看
到
了
感
情
在
文
芸
中
的
重
要
地
位
、
但
還
不
十
分
明
朗
。

『楚
辞
』
実
際
上
提
出
了
拝
情
言
志
的
問
題
、
但
並
没
有
従
理

論
上
作
清
楚
的
表
述
与
概
括
。
漢
代
儒
家
的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中
則
対
此
作
了
明
確
的
論
述
。
漢
儒
従
総
結

『詩
経
』

的
芸
術
経
験
中
指

出
詩
歌
是
以

「
吟
詠
情
性
」
来

「
言
志
」
的
。

『
毛
詩
大
序
』
中
既
肯
定
了

「
詩
者
、
志
之
所
之
也
」
、
又
同
時
強
調
詩
是

「吟
詠
情

性
」
的
、
是

「
情
動
於
中
而
形
於
言
」
的
結
果
。
這
様
就
従
理
論
上
把

「情
」
和

「志
」
統

一
起
来
了
。
更
為
重
要
的
是
、
漢
儒
論
詩

把

「
情
」
的
因
素
看
得
比

「志
」
更
為
突
出
、
甚
至
超
過
了

「
志
」。
例
如
拠

『
漢
書

・
翼
奉
伝
』
記
載
、
翼
奉
曽
説

:

「
詩
之
為
学
、

情
性
而
己
。」

『
詩
緯
』
中
説

:

「
詩
者
、
持
也
。」
這
個

「
持
」
也
就
是
指
要

「
持
人
情
性
」
、
此
点
劉
総
在

『
文
心
雕
龍

・
明
詩
』

篇
中
已
説
得
根
清
楚
。
劉
向
在

『説
苑
』
中
説
詩
歌
是
思
積
於
中
、
満
而
後
発
的
結
果
、
而
這
個

「
思
」
的
内
容
主
要
也
是

「
情
」
、

所
謂

「拝
其
胸
而
発
其
情
」。
他
在

『
九
歎
』
中
也
説
要

「
静
情
陳
詩
」
。
這
些
都
説
明
漢
儒
確
是
把
感
情
看
作
是
詩

之
霊
魂
、
認
為
詩

乃
是
人
的
感
情
之
表
現
、
而

「志
」
則
是
隠
含
於

「
情
」
之
中
的
。

『
春
秋
緯

・
説
題
辞
』
中
在
解
釈

「
詩
言
志
」

時
説
、
詩
是

「
天

文
之
精
、
星
辰
之
度
、
人
心
之
操
」
、
則
是
従

「
天
人
合

一
」
的
角
度
来
探
討
詩
的
本
質
了
。
漢
儒
認
識
到
文
学
不
僅
表
現
人
的
思
想
、

願
望
、
要
求
、
而
且
更
重
要
的
是
在
拝
発
感
情
的
過
程
中
来
体
現
這
些
思
想
、
願
望
、
要
求
的
。
情
和
志
是
交
織
在

一
起
的
、
祢
中
有

我
、
我
中
有
祢
。
漢
儒
在
論
述
詩
歌
是
人
的
感
情
之
表
現
時
、
対

「
情
」
是
作
了
限
制
的
、
這
就
是

『
毛
詩
大
序
』
所
説
的
、

「発
乎

情
、
止
乎
禮
義
」
、
要
求
詩
歌
的

「
情
」

不
能
越
出

「禮
義
」
的
界
限
、
官
正
是
儒
家
思
想
作
為
封
建
正
統
思
想
所
帯
来
的
局
限
。
魏

晋
以
後
、

「縁
情
」
説
的
興
起
、
其
実
質
即
是
要
打
破
束
縛
於

「情
」
上
之

「
禮
義
」
枷
鎖
、
因
此
、
陸
機

『
文
賦
』
中

「
詩
縁
情
而

綺
摩
」
之
説
才
受
到
了
所
謂

「
不
知
禮
義
之
所
帰
」
的
斥
責
。

「
縁
情
」
的
思
想
其
実
並
非
始
自
陸
機
、
中
国
伝
統
的
言
志
派
和
縁
情

派
之
分
岐
、
並
不
是

一
主
文
学
表
現
思
想
、

一
主
文
学
表
現
感
情
、
其
関
鍵
是
在

「情
」
是
否
要
受

「禮
義
」
的
限
制
。

(
四
)
発
展
了
対
文
学
与
現
実
、
文
学
与
時
代
関
係
的
認
識
。
先
秦
儒
家
的
文
芸
論
著
中
已
経
対
文
学
与
現
実
、
文
学
与
時
代
的

関
係

有
了
不
少
重
要
論
述
、
如
孔
子
説
的
詩
可
以
観
、
可
以
群
、
可
以
怨
、
孟
子
的
知
人
論
世
説
、
筍
子

『
楽
論
』
中
的
音
楽
関
乎
治

先
秦
両
漢
文
学
思
想
発
展
的
特
点

(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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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文
学
論
集

第
十
九
号

乱
説
等
、
都
有
所
渉
及
、
然
而
並
不
是
根
直
接
根
系
統
的
。
漢
代
従

『
禮
記

・
楽
記
』
到

『
毛
詩
大
序
』
、
則
対
先
秦
儒
家
這
方
面
的

思
想
作
了
全
面
的
総
結
与
発
展
、
不
僅
従
理
論
上
概
括
為
上
文
所
引

「治
世
之
音
安
以
楽
、
其
政
和
」
那

一
段
著
名
論
述
、
而
且
具
体

運
用
宣
来
解
釈

『
詩
経
』
中
的

「変
風
」、

「
変
雅
」
問
題
。
此
外
、
東
漢
班
固
在
解
釈
漢
代
楽
府
詩
的
創
作
時
提
出
的

「
感
於
哀
楽
、

縁
事
而
発
、
亦
可
以
観
風
俗
、
知
厚
薄
」

(『
漢
書
芸
文
志

・
詩
賦
略
論
』
)、
以
及
何
休
解
釈

『
詩
経
』
時
説
的

「
男
女
有
所
怨
恨
、

相
従
而
歌
。
飢
者
歌
其
食
、
労
者
歌
其
事
」

(『
公
羊
伝
』
宣
公
十
五
年
解
詰
)、
都
表
明
了
在
孔
子

『
詩
可
以
観
』

的
基
礎
上
有
了
進

一
歩
的
具
体
発
揮
、
従
而
形
成
了
対
文
芸
与
現
実
、
文
芸
与
時
代
的
比
較
完
整
的
認
識
。

(
五
)
総
結
了
文
芸
創
作
過
程
中
的
基
本
美
学
原
則
、
聞
明
了
創
作
主
体

ー

心
、
与
創
作
客
体

-

物
、
両
者
之
間
的
関
係
、

提
出
了
影
響
深
遠
的

「物
感
」
説
。

『
楽
記
』
中
説
:

「
凡
音
之
起
、
由
人
心
生
也
。
人
心
之
動
、
物
使
之
然
也
。

感
於
物
而
動
、
故

形
於
声
。」
対
於
物
為
什
麿
会
感
動
人
心
的
解
釈
、
漢
儒
大
都
是
従
陰
陽
五
行
説
方
面
来
説
明
的
、
此
点
已
見
前
述
。
然
而
、

「物
感
」

説
本
身
確
是
看
到
了
人
的
感
情
及
其
変
化
是
受
外
物
、
受
客
観
現
実
影
響
的
事
実
、
因
此
、
官
対
文
芸
的
源
泉
作
了
比
較
科
学
的
解
釈
。

当
然
、
従
理
論
上
看
、

「物
感
」
説
是
有
官
的
片
面
性
的
、
官
只
強
調
了
物
対
心
的
作
用
、
而
没
有
充
分
認
識
到
心
対
物
的
作
用
。
如

果
借
用
劉
魏

『
文
心
雕
龍
』
中
的
話
来
説
、
那
歴

『
楽
記
』
中
只
是
論
述
了

「
情
以
物
興
」
的
方
面
、
而
没
有
看
到

「
物
以
情
観
」
的

方
面
。
盤
管
如
此
、

『楽
記
』
在
理
論
上
的
重
大
貢
献
傍
然
是
不
可
磨
滅
的
。

「
物
感
」
説
対
中
国
両
千
多
年
文
芸
思
想
的
発
展
、
有

着
極
為
深
遠
的
影
響
。

以
上
五
個
方
面
、
充
分
説
明
漢
代
儒
家
文
芸
思
想
決
非
対
先
秦
儒
家
文
芸
思
想
的
簡
単
重
複
、
而
是
把
儒
家
文
芸
思
想
発
展
到
了

一
個
新
的
階
段
。
至
於
在
文
芸
与
政
治
関
係
、
文
芸
的
社
会
教
育
作
用
等
方
面
則
大
体
上
和
先
秦
儒
家

一
致
、
我
椚

也
無
須
贅
説
了
。

第
三
、
従
東
漢
初
年
開
始
、
漢
代
文
芸
思
想
的
発
展
又
有
了
新
的
特
点
、
這
就
是
反
伝
統
的
進
歩
文
芸
思
潮
的

出
現
、
官
可
以
桓

謳
、

王
充
為
代
表
。
由
西
漢
到
東
漢
、
識
緯
、
神
学
迷
信
思
想
涯
濫
成
災
、
官
遭
到
了

一
些
進
歩
思
想
家
的
激
烈
反
対
、
並
対
官
展
開

了
批
評
。
漢
代
儒
家
内
部
今
文
経
学
和
古
文
経
学
両
派
的
分
岐
、
不
只
是

一
個
今
文
与
古
文
的
問
題
、
而
是
包
含
着

一
些
重
要
的
思
想

観
点
的
差
別
、
其
中
的
核
心
問
題
是
如
何
対
待
儒
家
的
伝
統
和
識
緯
神
学
。
古
文
経
学
家

一
般
説
是
不
太
賛
成
識
緯

神
学
的
、
主
張
比

較
厳

格
地
遵
循
先
秦
儒
家
伝
統
;
而
今
文
経
学
家
的
主
要
特
点
之

一
是
把
儒
学
神
学
化
、
蜴
力
提
侶
識
緯
之
学
。
比
較
早
地
批
評
了
神

学
迷

信
思
想
的
是
西
漢
末
期
的
揚
雄
。
東
漢
前
期
的
桓
諜
和
王
充
激
烈
反
対
識
緯
神
学
、
他
椚
是
沿
着
揚
雄
的
路
子
往
前
走
的
。
但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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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椚
並
不
象
揚
雄
那
様
恪
守
伝
統
、
而
是
在
批
評
神
学
迷
信
思
想
過
程
中
、
対
先
秦
儒
家
伝
統
又
有
許
多
重
大
突

破
、
已
経
大
大
超
越

了
古

文
経
学
家
、
而
成
為
具
有
反
伝
統
精
神
的
異
端
思
想
家
、
不
過
他
椚
確
乎
在
許
多
方
面
和
古
文
経
学
家
有
着

思
想
上
的
聯
繋
。
由

於
這
種
特
点
、
他
椚
成
為
漢
代
文
芸
思
想
発
展
上

一
支
頗
有
生
氣
的
、
思
想
新
穎
的
異
軍
。
従
文
芸
思
想
発
展
的
淵

源
上
看
、
他
椚
較

多
地
継
承
了
先
秦
筍
子
的
思
想
、
重
視
文
芸
的
現
実
作
用
、
強
調
文
芸
的
発
展
変
化
。
在
漢
代
、
他
椚
比
較
多
地

吸
収
了
司
馬
遷
的
文

芸
思
想
、
発
揚
了

「
発
憤
著
書
」
和

「実
録
」
的
精
神
。
同
時
、
他
椚
也
較
多
地
吸
収
了
以
老
荘
為
代
表
的
道
家
文
芸
思
想
中
注
重
自

然
之

美
的
方
面
、
並
且
把
官
建
立
在
自
己
的
元
気
自
然
論
的
哲
学
思
想
基
礎
之
上
。

他
椚
在
文
芸
思
想
上
的
新
特
点
、
主
要
有
以
下
幾
方
面

:

二

)
主
張
文
学
作
品
必
須
有
高
度
的
真
実
性
、
堅
決
反
対
虚
妄
不
実
之
作
。
王
充
曽

一
再
指
出
他
的
這
種
主
張
是
和
司
馬
遷
重

視

「実
録
」
完
全

一
致
的
。
他
椚
認
為
只
有
以

「真
」
為
基
礎
和
出
発
点
、
才
能
達
到
有
用
於
世
的

「善
」
的
目
的
、
並
且
具
有

「
美
」

的
敷
果
。

「
美
善
不
空
、
才
高
知
深
之
験
也
。
」
以

「
真
」
為
中
心
的
真
、
善
、
美
之
統

一
、
是
他
椚
最
高
審
美
理
想
。

(
二
)
反
対
復
古
模
擬
、
主
張
発
展
変
化
、
認
為
文
学
和
整
個
社
会

一
様
是
不
断
進
歩
的
、
不
是
愈
古
愈
好
、
而
是
後
代
総
比
前

代
更
加
豊
富
、
更
加
充
実
。
這
是
後
来
六
朝
時
期
葛
洪
、
薫
統
的

「踵
事
増
華
」
説
的
濫
膓
。
這
種
思
想
也
是
受
法
家
思
想
影
響
的
結

果
。

(
三
)
推
崇
自
然
之
美
、
認
為
文
学
作
品
乃
是
人
内
心
思
想
感
情
的
自
然
流
露
。

「
文
由
胸
中
出
、
心
以
文
為

表
。
」
事
物
之
美

是
由
其
天
生
稟
賦
所
決
定
、

「
各
以
所
稟
、
自
為
佳
好
」
、
是
自
然
而
然
的
、
因
此
也
各
有
自
己
特
点
。

「
美
色
不
同
面
、
皆
佳
干
目
;

悲
音

不
共
声
、
皆
快
於
耳
。
」
只
要
是
人
元
気
自
然
温
出
、
即
是
最
美
之
佳
作
。

(
四
)
提
高
了

「作
」
的
地
位
、
突
破
了
儒
家

「述
而
不
作
」
的
伝
統
、
充
分
肯
定
独
創
性
、
認
為

「鴻
儒
」
的
特
点
是
能

「造

論
著

説
」、
而
不
是

「
因
成
紀
前
、
無
胸
中
之
造
」
。
要
求
把
文
学
創
作
従
煩
項
的
経
学
中
解
放
出
来
、
給
人
椚
以
自
由
創
作
之
広
闊
天

地
。

(
五
)
他
椚
継
承
了
儒
家
文
芸
思
想
中
的
許
多
科
学
的
内
容
、
例
如
内
容
与
形
式
的
統

一
、
文
学
要
起
積
極
的
社
会
教
育
作
用
等
、

但
又
根
少
儒
家
那
些
要
合
乎
封
建
礼
義
的
説
教
。

(六
)
他
椚
在
文
学
語
言
方
面
、
提
侶
要
大
衆
化
、
通
俗
化
、
反
対
銀
深
古
奥
、
打
破
了
儒
家
伝
統
所
要
求
的

「
雅
言
」
枢
権
。

先
秦
両
漢
文
学
思
想
発
展
的
特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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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述
這
些
方
面
在
中
国
文
芸
思
想
的
発
展
歴
史
上
、
曽
経
起
了
根
大
的
積
極
推
進
作
用
。
従
魏
晋
到
晴
唐
的
許
多
重
要
文
芸
思
想

家
、
都
明
顕
地
受
到
王
充
思
想
的
影
響
。

此
外
、
漢
代
各
派
文
芸
思
想
之
間
的
相
互
融
合
、
相
互
吸
収
、
比
先
秦
要
更
加
鮮
明
、
更
加
突
出
。
従
漢
初
開
始
、
許
多
文
人
的

文
芸

思
想
就
不
是
単

一
的
、
而
是
多
元
的
。
難
然
各
人
都
有

一
個
主
要
的
傾
向
、
但
並
不
対
其
他
各
派
思
想
採
取

一
概
排
斥
的
態
度
。

象
質
誼
、
陸
質
等
是
兼
有
儒
道
両
家
思
想
的
、
間
或
也
有

一
些
法
家
思
想
。
至
於

『
准
南
子
』
難
以
道
家
思
想
為
主
幹
、
也
揉
合
了
儒
、

墨
、

法
等
多
種
思
想
。
司
馬
遷
的
思
想
、
按
班
固
的
説
法
是

「論
大
道
則
先
黄
老
而
後
六
鶴
レ
、
其
実
、
儒
家
思
想

対
司
馬
遷
的
影
響

也
是

根
深
的
、
他
対
孔
子
的
評
価
就
非
常
之
高
。
而
従
司
馬
遷
思
想
的
総
体
来
説
、
也
並
非
儒
道
両
家
所
能
概
括
得

了
的
。
他
有
自
己

的
特

色
。
揚
雄
論
文
以
儒
家
的
道
、
聖
、
経
為
宗
、
但
又
明
顕
地
受
道
家
思
想
影
響
、
根
重
視
自
然
之
美
。
董
仲
紆
在
使
儒
家
学
説
与

陰
陽

五
行
学
説
融
合
為

一
方
面
起
了
重
大
作
用
、
同
時
也
在
此
基
礎
上
提
出
了
自
己
的
新
見
解
。
班
固
也
如
此
。
至
於
象
桓
諦
、
王
充

等
則
更
是
博
采
衆
長
、
而
形
成
了
自
己
独
特
特
点
。
在
漢
代
除
了
対
識
緯
学
説
評
価
有
明
顕
分
岐
外
、
先
秦
時
形
成
的
各
種
不
同
文
化

思
想

派
別
、
発
展
到
漢
代
已
根
少
有
公
開
的
対
立
和
論
辮
、

(象

『
塩
鉄
論
』
中
的
争
論
主
要
也
是
財
政
経
済
方
面
的
分
岐
、
)
而
更

多
的

是
在
注
意
吸
収
対
方
的
積
極
因
素
、
尋
我
相
互
之
間
的
聯
結
点
。
這
種
特
点
従
漢
代

一
直
到
明
清
都
有
根
明
顕
的
表
現
。
我
椚
這

様
説
、
井
不
是
否
認
漢
以
後
文
化
思
想
和
文
芸
発
展
中
的
矛
盾
和
分
岐
、
毫
無
疑
問
、
這
種
矛
盾
、
分
岐
、
乃
至
激
烈
的
争
論
、
始
終

是
存

在
着
的
、
但
是
官
椚
最
終
不
是
導
向
分
裂
、
而
是
導
向
逐
漸
統

一
。

一「

四

従
漢
代
文
芸
思
想
和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発
展
的
実
際
情
況
来
看
、
無
論
是
文
学
創
作
還
是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
都
已
経
有
了
自
己
独
立

的
地
位
、
成
為
公
認
的
独
立
部
門
、
因
此
、
応
該
説
文
学
已
経
逐
漸
進
入
了
自
覚
時
代
。
所
以
、
現
在

一
般
人
所
公
認
的
、
到
魏
晋
方

始
進
入
文
学
自
覚
時
代
之
説
、
是
応
当
重
新
加
以
研
究
和
探
討
的
。
這
種
説
法
最
早
是
魯
迅
先
生
提
出
来
的
、
但
是
他
並
没
有
対
此
作

過
厳
格
的
学
術
論
証
。
後
来
大
家
都
沿
用
這
個
説
法
、
而
且
也
没
有
人
従
文
学
思
想
及
文
学
創
作
発
展
的
実
際
去
深
入
地
研
究
這
個
問

題
。
尤
其
値
得
我
椚
注
意
的
是
、
以
往
人
椚
対
漢
代
文
芸
思
想
和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情
況
、
欠
少
全
面
、
系
統
、
深
入
的
研
究
、
所
以
也



就
不
能
対
文
学
的
独
立
与
自
覚
究
尭
始
於
何
時
、
作
出
正
確
的
、
合
乎
実
際
的
判
断
。
漢
代
是
各
個
意
識
形
態
和
文
化
領
域
中
不
同
部

門
開
始
独
立
発
展
、
文
史
哲
明
確
分
家
的
時
代
。
文
学
作
為

一
個
独
立
的
部
門
、
已
経
有
了
専
門
的
作
家
隊
伍
、
有
了
豊
富
的
創
作
実

績
和
自
覚
的
理
論
批
評
。
到
了
魏
晋
只
是
由
干
学
術
思
想
変
遷
而
引
起
文
学
思
想
発
展
的
新
変
化
、
産
生
了
新
特
点
、
以
及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側
重
点
的
転
移
而
已
。
而
這
些
実
際
上
在
漢
代
也
已
開
始
。
特
別
是
基
本
的
文
学
観
念
、
即
対
什
歴
是
文
章
的
看
法
、
並
無
根
本

性
的
変
化
、
従
漢
到
魏
到
晋
対

「
文
」
的
概
念
和
範
囲
的
理
解
、
傍
是

一
致
的
。
因
此
、
不
能
説
由
漢
末
到
魏
晋
有

一
個
文
学
観
念
上

由
不
自
覚
到
自
覚
的
変
化
、
更
不
能
説
只
有
到
魏
晋
才
有
独
立
的
文
学
与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
這

一
点
我
椚
不
僅
従
上
述
対
先
秦
両
漢
文

学
思
想
発
展
特
点
的
論
述
中
可
以
看
得
根
清
楚
、
而
且
還
可
以
従
下
面
幾
点
中
得
到
更
為
充
分
的
証
明
:

第

一
、
漢
代
把
文
人
分
為

「文
学
之
士
」
和

「
文
章
之
士
」
、
前
者
主
要
指
学
者

(儒
生
)、
後
者
主
要
指
文
学
家

(文
章
家
)。

這
個

「文
章
」
的
内
酒
和
範
囲
是
与
魏
晋
以
後
的

「
文
章
」
概
念

一
致
的
。
曹
丕

『
典
論
論
文
』、
陸
機

『文
賦
』
、
摯
虞

『文
章
流
別

論
』
、
劉
魏

『
文
心
雕
龍
』
等
都
是
沿
用
漢
代
関
於

「文
章
」
的
概
念
、
而

『
文
心
雕
龍
』
中

「
文
」
的
概
念
実
際
上
比
漢
代

「
文
章
」

概
念

要
更
広
。
従
文
学
観
念
的
発
展
来
看
、
伝
統
的

「
文
章
」
、
亦
即
較
為
広
義
的
文
学
概
念
、
是
従
漢
代
開
始
的
、
並

一
直
沿
用
了

将
近

両
千
年
。
漢
代

「文
章
」
概
念
的
形
成
是
和

「
文
章
」
本
身
従
学
術
中
分
離
出
来
、
而
成
為

一
個
独
立
部
門
這

一
現
実
分
不
開
的
。

従
漢

代
開
始
、
可
以
説
有
了
専
門
以
写
作

「
文
章
」
為
主
的
文
人
、
也
就
是
初
歩
有
了
専
業
的
作
家
隊
伍
。
如
果
説
像
頁
誼
、
陸
頁
等

還
不
明
顕
的
話
、
那
歴
、
到
枚
乗
、
司
馬
相
如
、
司
馬
遷
、
東
方
朔
等
、
就
非
常
清
楚
地
是
以

「
文
章
」
顕
赫
而
成
名
的
了
、
而
後
有

劉
向
、
揚
雄
等

一
大
批
人
。
至
東
漢
就
更
多
了
、
察
琶
更
是
著
名
的
文
章
家
了
。
漢
代
的

一
大
批
辞
賦
作
家
大
都
不
是
学
者
、
亦
非
以

「官
」
出
名
、
這
支
作
家
隊
伍
的
出
現
、
正
是
文
学
的
独
立
和
自
覚
的
最
好
説
明
。
所
以
、
在

『
後
漢
書
』
中
已
分
別
列
為

「儒
林
」

与

「
文
苑
」
両
伝
了
。
所
謂

「
文
苑
」
伝
即
是
記
載
的
以
創
作

「文
章
」
為
主
的
作
家
隊
伍
之
情
況
。
此
後
史
書
均
依
此
例
。
唐
代
眺

思
廉

在

『
梁
書
文
学
伝
』
中
就
説
:

「昔
司
馬
遷
班
固
書
並
為
司
馬
相
如
伝
、
相
如
不
預
漢
廷
大
事
、
蓋
取
其
文
章
尤
著
也
。
固
又
為

頁
、
郷
、
枚
、
路
伝
、
亦
取
其
能
文
伝
焉
。
萢
氏

『
後
漢
書
』
有

『
文
苑
伝
』、
所
載
之
人
、
其
詳
已
甚
。
」

第

二
、
従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本
身
看
、
漢
代
有
了
大
量
専
門
的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著
作
。
従

『
毛
詩
大
序
』
、
劉
安
的

『
離
騒
伝
叙
』

開
始
、
以

『詩
経
』、

『
楚
辞
』
、
漢
賦
為
中
心
、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是
比
較
繁
栄
的
。
劉
向

『
説
苑
』、

『
新
序
』
中

一
些
篇
章
、
揚
雄

『
法

言
』
中
的

一
些
篇
章
、
都
曽
比
較
多
地
和
比
較
集
中
地
論
述
了
文
学
創
作
問
題
。
許
多
辞
賦
作
家
為
自
己
的
作
品
所
写
的
序
、
也

先
秦
両
漢
文
学
思
想
発
展
的
特
点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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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不
少
是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文
章
。
而
像

『
准
南
子
』
、

『
史
記
』
、

『
春
秋
繁
露
』
等
学
術
著
作
中
有
関
文
学
的
論
述

、
也
与
先
秦
学
術

著
作
中
渉
及
到
的
有
関
文
学
論
述
不
同
、
由
於
文
学
観
念
的
変
化
、
文
章
写
作
的
逐
漸
独
立
、
這
些
著
作
中
的
論
述

也
就
不
是
従
学
術

角
度
出
発
、
而
是
従
文
章
的
角
度
出
発
来
論
述
了
。
到
了
東
漢
、
専
門
論
述
文
学
的
理
論
批
評
文
章
就
更
多
了
。
像

班
固
、
王
逸
都
有

不
少
篇
専
論

『楚
辞
』
、
漢
賦
的
文
章
。
桓
諌
、
王
充
的
著
作
中
専
論
文
章
写
作
的
篇
章
也
相
当
多
。
尤
其
是
王
充
、
他
的

『
論
衡
』

中
有
許
多
篇
都
是
専
談
文
章
写
作
的
。
票
昌
的

『
銘
論
』
、

『
独
断
』
等
則
討
論
了
広
義
的
散
文

(包
括

一
些
応
用
公
文
)
的
写
作
問

題
。
此
外
拠

『
西
京
雑
記
』
記
載
、
早
在
西
漢
前
期
、
司
馬
相
如
就
提
出
了
関
於
賦
的
創
作
的
見
解
。
与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専
著
繁
栄
的

状
況
相
類
似
的
、
是
書
法
、
絵
画
等
芸
術
理
論
批
評
的
専
論
也
出
現
了
不
少
、
如
崔
瑳
的

『草
書
勢
』
、
察
昌
的

『
笈
勢
』
、

『
用
筆
論
』

等
。
這
種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発
展
的
状
況
、
与
魏
晋
以
後
是

一
致
的
、
只
不
過
是
魏
晋
以
後
専
門
的
論
著
更
多
、
討
論

的
問
題
也
更
深
入

罷
了
。
専
門
的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著
作
之
出
現
、
也
是
文
学
作
為

一
個
自
覚
的
独
立
部
門
之
重
要
標
志
。

第
三
、
従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所
渉
及
的
内
容
来
看
、
漢
代
已
経
相
当
広
澄
、
亦
已
比
較
全
面
。
誠
如
我
門
前
面
已
経
講
到
的
、
従
文

学
的
外
部
規
律
来
説
、
無
論
是
文
学
与
時
代
、
文
学
与
現
実
、
文
学
的
社
会
教
育
作
用
等
、
都
在
先
秦
的
簡
要
論
述
基
礎
上
有
了
較
大

的
発
展
、
形
成
了
較
全
面
、
較
系
統
的
理
論
体
系
、
並
且

一
直
影
響
着
長
期
封
建
社
会
中
的
正
統
文
芸
思
想
。
従
文
学
的
内
部
規
律
方

面
説
、
例
如
関
於
創
作
中
的
主
客
体
関
係

(
心
物
関
係
)
的
研
究
、
提
出
了

「物
感
」
説

;
関
於
創
作
中
的
芸
術
構

思
問
題
、
提
出
了

「
賦
心
」
説
;
関
於
文
学
的
芸
術
表
現
方
法
、
総
結
為

「
賦
比
興
」
説
;
関
於
文
学
的
本
質
問
題
、
把
先
秦
的

「詩

言
志
」
説
発
展
為

情
志

統

一
説
、
突
出
了

「
情
」
的
重
要
地
位
。
此
外
、
対
文
学
的
独
創
性
、
文
学
的
風
格
論
、
文
学
的
体
裁
論
、
文
学
的
語
言
等
也
都

有
了
不
少
研
究
和
論
述
。
在
文
学
的
批
評
鑑
賞
方
面
、
提
出
了

「
詩
無
達
詰
」
説
、
充
分
重
視
了
批
評
者
、
欣
賞
者
的
主
体
作
用
問
題
。

我
門

可
以
看
到
、
魏
晋
以
後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中
所
渉
及
到
的

一
些
重
要
問
題
、
大
都
可
以
在
両
漢
時
代
我
到
官
的
歴
史
発
展
軌
跡
、
根

多
問
題
在
漢
代
已
経
提
出
来
了
。
文
学
創
作
和
理
論
批
評
已
発
展
到
這
様
的
程
度
、
還
説
文
学
没
有
自
覚
和
独
立
、
是
使
人
根
難
以
理

解
的
。第

四
、
過
去
強
調
従
魏
晋
才
開
始
有
自
覚
的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
其
中
根
重
要
的
理
由
之

一
是
魏
晋
才
開
始
有
了
対
文
学
本
身
規
律

的
研
究

(其
実
這
種
説
法
也
是
不
符
合
実
際
的
、
此
点
上
文
已
有
分
析
、
)
而
其
主
要
表
現
是
文
体
的
分
類
及
其
特
徴
的
研
究
。
但
是
、

論
者

根
少
渉
及
這
様

一
個
問
題
、
即
文
章
内
部
区
分
為
各
種
不
同
文
体
、
是
従
什
麿
時
候
開
始
形
成
和
発
展
的
?
事
実
上
、
後
来
所
説

「=



的
包
括
在

「
文
章
」
範
囲
内
的
各
種
不
同
文
体
的
形
成
与
発
展
、
恰
恰
正
是
在
漢
代
。
如
果
我
門
認
真
研
究

一
下
劉
龍
在

『
文
心
雕
龍
』

中
上
半
部
分
的

二
十
篇
文
体
論
、
就
可
以
清
楚
地
看
到
、
劉
龍
所
論
及
的
三
十
幾
種
不
同
文
体

(如
果
包
括
其
分
支
、
達
六
、
七
十
種

之
多

)、
其
中
絶
大
部
分
都
是
在
漢
代
正
式
成
熟
与
定
型
的
。
宮
門
在
先
秦
大
部
分
還
不
明
顕
或
没
有
産
生
。
而
在
漢
代
則
随
着
文
学

成
為
独
立
部
門
而
得
到
大
発
展
、
出
現
了
名
目
繁
多
的
各
種
不
同
文
体
。
例
如
頬
、
賛
、
祝
、
盟
、
銘
、
箴
、
諌
、

碑
、
哀
、
弔
、
譜
、

諜
、
論
、
説
、
激
、
移
等
、
先
秦
錐
可
我
到

一
点
萌
芽
跡
象
、
実
際
都
是
在
漢
代
形
成
的
。
至
於
像
詔
、
策
、
章
、
表
、
奏
、
議
、
七

辞
、
連
珠
等
、
則
就
都
是
在
漢
代
才
産
生
的
了
。
因
此
、
文
体
的
繁
栄
発
展
正
是
在
漢
代
、
而
魏
晋
以
後
則
是
在
此
基
礎
上
又
有
了
進

一
歩
発
展
。
如
果
説
在
這
幾
十
種
文
体
繁
栄
発
展
的
漢
代
、
文
学
還
没
有
独
立
和
自
覚
、
山豆
不
是
太
奇
怪
了
鳴
?
而
且
在
漢
代
已
経
開

始
了
対
這
些
文
体
特
徴
的
研
究
。
例
如
劉
向
説
賦
的
特
点
是

「
不
歌
而
頬
」
、
班
固
説
是

「古
詩
之
流
」
。
劉
款
分
賦
為

『
屈
原
賦
』
、

『
陸
費
賦
』
、

『
孫
卿
賦
』
、

『
客
主
賦
』
四
類
、
正
是
根
拠
各
種
不
同
的
賦
的
内
容
与
形
式
特
徴
而
提
出
来
的
。
根

拠

『
後
漢
書

・
周

栄
伝
』

記
載
、
当
時

(安
帝
永
寧
年
間
)
有

一
個
叫
陳
志
的
人
曽
論
述
了
詔
令
這
種
文
体
的
特
徴
。
東
漢
末
年
的
察
琶
不
僅
有

『銘
論
』

専
論
銘
這
種
文
体
特
徴
、
而
且
在

『
独
断
』
中
詳
細
地
剖
析
了
策
、
制
、
詔
、
戒
、
章
、
奏
、
表
、
駁
議

八
類
文
体

的
特
徴
。
後
来
曹

　
把
文
体
分
為
四
類
八
種
、
陸
機

『
文
賦
』
分
為
十
類
、
而
摯
虞

『文
章
流
別
志
』、
劉
鋸

『
文
心
雕
龍
』
、
薫
統

『
文
選
』
分
得
更
細
、

都
是
在
漢
代
基
礎
上
的
進

一
歩
発
展
。
由
此
也
可
以
充
分
説
明
漢
代
才
真
正
是
文
学
開
始
独
立
和
自
覚
的
時
代
、
而
魏
晋
只
是
官
的
継

続
和
発
展
。
那
種
把
魏
晋
称
作
是
開
始
文
学
的
自
覚
和
独
立
的
説
法
、
是
不
符
合
文
学
発
展
和
文
学
理
論
批
評
発
展
的
実
際
的
。
毫
無

疑
問
、
学
術
思
想
的
変
遷
是
対
文
学
創
作
和
文
芸
思
想
発
展
有
重
大
影
響
的
、
但
是
、
文
学
創
作
和
文
芸
思
想
発
展
本
身
又
有
其
自
身

的
規
律
、
我
椚
応
当
従
多
種
因
素
的
合
力
点
上
去
考
察
文
芸
発
展
的
特
点
、
而
不
応
当
把
官
簡
単
化
、
最
根
本
的
是
要
具
体
深
入
地
研

究
文
芸
発
展
的
実
際
。
只
有
這
様
、
才
能
作
出
客
観
的
、
科
学
的
結
論
。

一
九
九
〇
年
八
月
改
定
於
福
岡
鳥
飼
寓
所

一43う

先
秦
両
漢
文
学
思
想
発
展
的
特
点

(張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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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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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九
号

注

釈

:

(
1
)
参
見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的
干
民

『
春
秋
以
前
審
美
観
念
的
発
展
』

一
書
。

(
2
)
見
郭
紹
虞

『
中
国
文
学
批
評
史
』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出
版
。

(
3
)
薫
統

『
文
選
序
』
。

(
4
)

『
准
南
子

・
説
山
訓
』
。

(
5
)
此
種
説
法
見
於
葉
朗

『
中

国
美
学
史
大
綱
』
、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

(
6
)
厳
羽

『
槍
浪
詩
話
』
。

(
7
)
司
空
図

『
与
極
浦
書
』
。

(
8
)
屈
原

『
離
騒
』
。

(
9
)

『
文
心
雕
龍

・
序
志
』
篇
説

:

「
変
乎

『
騒
』
。
」

(
10
)

『
准
南
子

・
斉
俗
訓
。
』

(
11
)
鄭
衆
説

:

「
比
者
、
比
方
於
物
。」

「興
者
、
托
事
於
物
。」
鄭
玄
説

:

『
賦
之
言
舗
、
真
舗
陳
今
之
政
教
善
悪
。
比
、
見
今
之
失
、
不
敢
斥
言
、

取
比
類
以
言
之
。
興
、
見
今
之
美
、
嫌
於
媚
諌
、
取
善
事
以
喩
勧
之
。
』
鄭
衆
之
説
見
孔
穎
達

『
毛
詩
正
義
』
引
。
鄭
玄
之
説
見
其
注

『
周
礼
』

「
六
詩
」

所
説
。
孔
穎
達
曽
指
出
鄭
玄
之
説
的
弊
病
、
他
説

;

「
其
実
美
刺
倶
有
比
興
者
也
。
」

(
12
)

『
論
衡

・
超
奇
』
。

(
13
)

『
論
衡

・
自
紀
』
。

(
14
)

『
漢
書

・
司
馬
遷
伝
賛
』
。

(
15
)
魯
迅
在

『
魏
晋
風
度

及
文
章
与
薬
及
酒
之
関
係
』

(
載

『
而
已
集
』
)

一
文
中
説

:
曹
丕

的

一
個
時
代

可
説
是

「文
学
的
自
覚
時
代
。
」
魯
迅
的

理
由
是
曹
丕

「
説
詩
賦
不
必
寓
教
訓
、
反
対
当
時
那
些
寓
訓
勉
子
詩
賦
的
見
解
。」
但
是
、
為
什
磨
説

「
詩
賦

不
必
寓
教
訓
」
、
就
開
始

了

「
文
学
的
自
覚

時
代
」
、
他
並
没
有
作
進

一
歩
論
説
、
而
実
際
上
、
文
学
的
自
覚
与
是
否
寓
訓
勉
干
詩
賦
並
無
必
然
的
聯
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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