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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於
中
國
山
水
詩
的
形
成
問
題

李

文

初

在
中
國
文
學
史
上

・
山
水
詩
的
出
現

・
是

一
件
引
人
注
目
的
大
事

。
劉
鋸
是
歴
史
上
最
早
研
究
這

一
文
學
現
象
的

理
論
家

・
他
在

『
文
心
離
龍

・
明
詩
』
中
談
到
山
水
詩
的
形
成
問
題
・・

江
左
篇
制

・
溺
乎
玄
風

・
畷
談
狗
務
之
志

・
崇
盛
亡
機
之
談

・
衰

・
孫
以
下

・
錐
各
有
離
采

・
而
僻
趣

一
揆

・
莫
與
争
雄

・
所
以

景
純
仙
篇

・
挺
抜
而
爲
俊
　

。
宋
初
文
詠

・
睡
有
因
革

・
荘
老
告
退

・
而
山
水
方
滋

。

顯
然

・
他
認
爲
山
水
詩
到

「宋
初
」
才
開
始
出
現

・
是
否
定
玄
言
詩
的
直
接
産
物

。
這
種
看
法

・
在
中
國
歴
史
上
影
響
十
分
深
遠

・
如

清
代
詩
家
王
士
績
説

2

「
造
元
嘉
間
謝
康
樂
出

・
始
創
爲
刻
劃
山
水
之
詞

。
」
(1
)
清
代
著
名
詩
評
家
沈
徳
潜
亦
説

・・
「游
山
水
詩
懸

以
康
樂
爲
開
先

。
」
(2
)
直
到
今
天

・
不
是
還
有
人
在
説
謝
霊
運
是
中
國
山
水
詩
的

「
鼻
租
」
鳴
?

其
實

・
這
種
説
法
井
不
確
切
・
因
爲
宣
不
符
合
中
國
文
學
史
上
這
段
文
學
獲
展
的
實
際

:
早
在

「
宋
初
」
謝
霊
運
之
前
・
已
経
出
現

爲
激
不
少
的
山
水
詩
了

。

關
於
中
國
山
水
詩
由
形
成
問
題

(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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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文
學
論
集

第
十
七
號

中
國
山
水
詩
究
寛
形
成
於
何
時
曽
這
個
問
題

・
迄
今
研
討
的
論
著
頗
彩

・
可
謂
議
論
紛
転

・
其
中

・
我
以
爲
萢
文
瀾

、
銭
鍾
書
二
先

生
的
論
断
比
較
切
合
實
情

・
絃
略
作
介
紹
如
下
・・

萢
文
瀾
在

『文
心
離
龍

・
明
詩
』
註
中
指
出

:

「爲
山
水
之
詩
起
自
東
晋
初
庚
閲
諸
人

。
』

銭
鍾
書
在

『管
錐
編

・
全
漢
文
巻
八
九
』
中
有

一
段
精
開
的
論
述

・・
「詩
文
之
及
山
水
者

・
始
則
陳
其
形
勢
産
品

.・
如

『
京
』

、

『
都
』
之

『
賦
』

・
或
喩
諸
心
性
徳
行

・
如

『
山
』

・

『
川
』
之

『頬
』

・
未
嘗
玩
物
審
美

。
縫
乃
山
川
依
傍
田
園

・
若
蔦
薙
之
施
松

柏

・
其
趣
明
而
未
融

・
謝
霞
運

『
山
居
賦
』
所
謂

『
仲
長
願
言
』

・

『鷹
糠
作
書
』

・

『銅
陵
卓
氏
』

・

『金
谷
石
子
』

・
皆

『徒
形

域
之
蕾
蔚

・
惜
事
異
於
棲
盤
』

・
部
指
此
也

。
終
則
附
庸
蔚
成
大
國

・
殆
在
東
奮
乎

。
」

萢

・
銭
二
氏
都
將
山
水
詩
形
成
的
年
代
断
在
東
奮

9
尤
其
銭
氏
封
東
巫日
以
前
與
山
水
有
關
的
作
品

一
一
加
以
剖
析

・
認
爲
都
還
樗
不

上
眞
正
的
山
水
文
學

。
誠
然

・
漢
賦
中
已
不
乏
山
水
筆
墨

・
但
在
全
篇
中
只
佑

一
部
分

・
且
是
當
作
表
現
帝
王
権
勢
氣
派
的

一
種
搦
設

來
爲
的
;
董
仲
艀
的

『山
川
頬
』
一
類
作
品

・
山
水
只
用
來
比
喩
人
的
心
性
徳
行
.・從
東
漢
到
西
晋

・
出
現
了

一
類

「山
水
依
傍
田
園
」

的
作
品

・
其
中
的
山
水
描
寓

・
顯
然
也
只
是
作
爲
状
爲
田
園
生
活
的

一
種
貼
綴
或
陪
襯

。
這
些
作
品

・
與
東
習
以
來
人
椚
考
葉
山
林

・

着
意
追
求
山
水
之
美
的
情
趣

・
以
及
由
此
而
創
作
的
模
山
範
水
的
山
水
詩
是
不

一
様
的

。
其
根
本
匿
別
就
在

..

第

一
・
在
山
水
描
篤
的
扮
量
上

・
東
晋
之
前

・
山
水
在
作
品
中
還
只
佑
少
数

(所
謂

「蔦
薙
之
施
松
柏
」
・
「
附
庸
」)
・
至
東
奮
才
從

「
附
庸
」
蔚
成

「
大
國
」

・
即
在
題
材
上
成
爲

一
篇
作
品
的
主
要
描
爲
樹
象

。

第
二

ゆ
東
晋
之
前
的
山
水
描
鳥

・
只
起
比
喩

・
象
徴

・
襯
托
的
作
用

・
或
者
像
書
山
水
地
形
圖
那
様
機
械
地
排
湊

(所
謂

「形
域
之

蒼

蔚
」
)

;
到
了
東
否

・
人
椚
才
把
筆
墨
直
接
訴
諸
山
水
自
然
本
身

・
山
水
成
了
作
家
眞
正
的
審
美
封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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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二
條
・
懸
該
是
我
偲
判
断

一
首
詩
是
否
是
山
水
詩
的
基
本
標
準
。

二

 

前
面
已
経
指
出

・
東
巫日
時
期
已
出
現

一
定
敷
量
的
山
水
詩

り
其
中

・
大
致
有
爾
種
情
況

・・
一
種
是
紀
遊
性
的
山
水
詩

・
一
種
是
雑
揉

玄
理
玄
趣
的
山
水
詩

。

如
果
説
東
晋
出
現
了
純
粋
意
義
上
的
山
水
詩

・
那
就
是
以
模
山
範
水
爲
主
的
紀
遊
山
水
詩

・
官
是
件
随
人
椚
追
求
山
水
之
樂
的
風
氣

而
産
生

・
是
人
椚
認
識
自
然
不
断
深
化

・
從
而
使
自
己
的
審
美
能
力
得
到
顯
著
提
高
在
文
學
上
的
反
映

。

從
西
替
開
始

・
在
某
些
紀
行
賦
和
詠
物
賦
中
表
現
出
較
多
的
山
水
描
爲

・
如
播
岳
的

『
西
征
賦
』
・
『
登
虎
牢
山
賦
』
・
『
槍
海
賦
』
・

木
華
的

『
海
賦
』

・
郭
瑛
的

『
江
賦
』
等

。

『文
選
』
李
善
注
引
減
榮
緒

『音
書
』
云

:

「
岳
爲
長
安
令

・
作

『
西
征
賦
』
述
行

・
歴

論
所
経
人
物
山
水
也

。
」
這
些
賦
中
的

「山
水
」
爾
未
蜀
立
成
篇

(西
否
時
純
粋
的
山
水
賦
還
役
少
)

・
至
於
眞
正
的
山
水
詩
則
到
東

晋
時
才
開
始
出
現

・
那
時
的
山
水
詩
比
較
早
見
的
是

「
紀
遊
」

一
類

・
如
李
顯
的

『渉
湖
詩
』

・・

旋
経
義
興
境

・
弼
樟
石
蘭
渚

・
震
澤
爲
何
在
?
今
唯
太
湖
浦

・
圓
脛
繁
五
百
・
砂
目
緬
無
観

。
高
天
森
若
岸

・
長
津
雑
如
縷

。
窃

雍
尋
潤
騎

・
這
逓
望
櫓
娯

。
驚
騰
揚
飛
濡

・
浮
再
薄
懸
岨

。
輕
禽
翔
雲
漢

・
游
鱗
憩
中
濤

・
賠
講
天
時
陰

・
苔
発
舟
航
舞

。
愚
河

安
可
殉
り
静
観
戒
征
旅

。

這
首
詩
寓
出
了
太
湖
宏
廓
肚
美
的
景
象

。
詩
人
似
乎
有
意
識
地
從
上
下

・
遠
近
諸
種
角
度
去
展
現
太
湖
攣
幻
莫
測

・
神
奇
驚
瞼
的
風

貌

・
給
人
鮮
明
的
立
髄
實
感

。
後
來
謝
霊
蓮
那
種

一
句
爲
山

・
一
句
窩
水

・
一
句
寓
遠
景

・
一
句
篤
近
物

・
造
成
強
烈
的
室
間
印
象
的

瀾
於
中
國
山
水
詩
的
形
成
問
題

(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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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文
學
論
集

第
十
七
號

鴬
法

・
在
此
已
有
先
例

。
男
外

・
這
首
詩
在
修
僻
上
根
注
意
詞
語
的
野
稻

9
如

「
高
天
」

以
下
十
句

・
全
由
封
偶
工
整
的
詩
句
構
成

(謝
霊
運
的
詩
亦
愛
用
騎
偶
之
句
)

う
當
是
受
太
康
詩
風
的
影
響

・

再
如
被
後
人
覗
爲
玄
言
詩
代
表
作
家
之

一
的
庚
閲

・
現
存
詩
十
絵
首

・
其
中

『三
月
三
日
臨
曲
水
』
・
『
三
月
三
日
』
・
『
観
石
鼓
』
・

『登
楚
山
』
等

・
都
是
紀
遊
性
的
山
水
詩

。
試
看

『
観
石
鼓
』

一
首

・馬

命
駕
観
奇
逸

・
脛
驚
造
霊
山

。
朝
濟
清
渓
岸
・
夕
憩
五
龍
泉

。
鳴
石
含
潜
響

・
雷
骸
震
九
天

。

妙
化
非
不
有

・
莫
如
神
自
然

。
翔
唇
梯
翠
嶺

・
緑
澗
漱
巖
間

。
手
操
春
泉
潔

・
日
翫
陽
苗
鮮

。

庚
閾
在
東
奮
文
壇
享
有
盛
名

・

『揚
都
賦
』
妙
絶
時
人
り
致
有

「
可
三

『
二
京
』

・
四

『三
都
』
」
之
轡

・

「
人
人
競
爲

り
都
下
紙
爲

之
貴

」
(3
)
・
被
史
家
稻
爲

「中
興
時
秀
」
(4
)
。
這
首
詩
所
爲
的
石
鼓
山

・
擦
説
在
現
今
郡
西

。
詩
的
語
言
多
封
偶

・
錘
煉
字
詞
也
頗

費
功
夫

・

此
外

・
如
蘇
彦
的

『
西
陵
観
濤
』

・
湛
方
生
的

『還
都
帆
』

・
扁
道
猷
的

『陵
峰
採
菊
鯛
興
爲
詩
』
等

・
也
是
篤
得
頗
有
聲
色
的
紀

遊
山
水
詩

。

東
晋
的
山
水
詩

・
除
紀
遊
山
水
詩
外

・
還
有

一
類
是
從
玄
言
詩
蜆
攣
而
來

・
那
就
是
雑
揉
玄
理
玄
趣
的
山
水
詩

・
詩
申
的
山
水
描
爲

巳
成
主
導

・
但
依
然
或
多
或
少
地
含
有
某
種
玄
味

。
如
永
和
九
年

(
三
五
八
)
暮
春
三
月
三
日

・
王
義
之

・
謝
安

、
孫
緯
等
四
十
二

人

・
會
集
會
稽
山
陰

(今
漸
江
紹
興
)
蘭
亭

・
流
膓
飲
酒

・
郎
興
賦
詩

・
共
得
五
言
詩
二
十
三
首

・
四
言
詩
十
四
首

・
後
涯
編
成

『蘭

亭
集
』

・
王
義
之
爲
之
作
序

。
這
些
詩
作

・
尤
其
是
其
中
的
五
言
詩

・
大
多
是

「仰
観
宇
宙
」

・

「
傭
察
品
類
」

・
熔
山
水

・
玄
理
於

一
櫨
的
作
品

・
其
中
有
幾
首
爲
景
成
扮
較
大

・
洋
溢
着
自
然
山
水
的
清
新
氣
息

・
即
是
這
類
雑
揉
玄
理
玄
趣
的
山
水
詩
了

。
妓
畢
三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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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下

・・
流
風
梯
柾
渚

・
停
雲
蔭
九
泉

。
鶯
語
吟
修
竹

・
游
鱗
戯
瀾
濤

。
携
筆
落
雲
藻

・
微
言
剖
繊
毫

。
時
珍
登
不
甘
?
忘
味
在
聞
紹

。

(孫
緯
)

司
冥
捲
陰
旗

・
句
芒
野
陽
族

。
霊
液
被
九
匠

・
光
風
扇
鮮
榮

。
碧
林
輝
英
翠

・
紅
繭
摺
新
董

。
翔
禽
撫
翰
遊

・
騰
鱗
躍
清
沿

。

(謝
萬
)

、

地
主
観
山
水

・
仰
尋
幽
人
踪

。
廻
沼
激
中
蓬

・
疏
竹
間
修
桐

。
因
流
韓
輕
膓

・
冷
風
瓢
落
松

。
時
禽
吟
長
澗

・
萬
籟
吹
連
峰

。

(孫
統
)

這
些
詩
的
特
黙

・
正
如
孫
緯
所
云

・
一
是

「
微
言
剖
繊
毫
」

・
二
是

「携
筆
落
雲
藻
」

。
詩
人
個
懐
着
窮
究
宇
宙
之
理
的
熱
情

・
力
圖

掲
示
萬
象
世
界
中
那
些
難
以
言
傳
的
奥
秘

。
詩
中
有
着
鮮
明
的

「時
」

・

「
室
」
意
識

・
「仰
観
宇
宙
之
大

・
傭
察
品
類
之
盛
」
(5
)
・

宇
宙
的
恢
宏
無
極

・
萬
物
的
生
滅
浮
沈

・
都
有
待
人
椚
作
出
科
學
的
解
繹
;
然
而

・
人
的
生
命
有
限

・

「修
短
随
化

・
終
期
干
壷
」

・

死
亡
是
必
然
的

・
不
以
人
的
意
志
爲
韓
移

。
人
封
空
間
的
無
限
追
求
與
自
身
生
命
的
有
限
時
間

・
寛
是
如
此
的
不
相
構

・
難
怪
王
義
之

要
大
呼

「痛
哉
」
了

。
王
義
之
在

『蘭
亭
詩
』
中
説
・・
「造
新
不
暫
停

・

一
往
不
再
起

。
於
今
爲
紳
奇
う
信
宿
同
塵
津

。
誰
能
無
此

慨
?
散
之
在
推
理

。
」
正
是
這
種
強
烈
的
時
室
意
識

・
促
使
人
椚
在
恢
宏
的
宇
宙
中
我
到
了
自
己
的
位
置

・
從
而
封
自
身
有
了
比
較
清

醒
的

認
識

・
憧
得
了

「紳
奇
」
與

「塵
津
」
相
互
轄
化
的
客
観
眞
理

・
激
獲
起

一
種
積
極
追
求

・
勇
於

「造
新
」
的
熱
情

。
反
映
了
那

個
時
代

「人
的
畳
醒
」

。
男

一
方
面

・
詩
人
椚
在

「微
言
剖
繊
毫
」
的
時
候

・
已
経
憧
得

「携
筆
落
雲
藻
」

・
即
在
詩
中
掻
取
大
自
然

的
色
彩

・
氣
象
之
美

・
使
詩
的
哲
理
與
自
然
情
趣
結
合
在

一
起

。
孫
緯
男

一
首

『秋
日
』

・
也
是
玄
理
與
山
水
雑
揉

・
並
顯
示
了
自
然

關
於
中
國
山
水
詩
的
形
成
問
題

(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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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文
屠
論
集

第
十
七
號

山
水
之
美
的
山
水
詩

・・

薫
琶
仲
秋
月

・
麗
戻
風
雲
高

。
山
居
感
時
憂
・
遠
客
興
長
謡

。
疏
林
積
涼
風

・
虚
紬
結
凝
雷

。

湛
露
漉
庭
林

・
密
葉
辞
榮
條

。
撫
菌
悲
先
落
・
禁
松
羨
後
凋

。
垂
論
在
林
野

・
交
情
遠
市
朝

。

澹
然
古
懐
心
・
濠
上
豊
伊
遙
?

詩
的
前
十
句
爲
山
居
秋
月
的
景
物
和
氣
象

・
末
四
句
稽
帯
玄
味

・
但
與
前
面
的
景
物
描
爲
並
不
矛
盾

・
因
爲
詩
人
忘
懐
世
事

・
澹
泊
情

志
的
胸
懐
與
秋
夜
的
落
箕
棲
清
的
景
象
在
情
調
上
是

一
致
的

。
這
種
篇
法

・
在
後
來
許
多
山
水
詩
中
都
可
見
到

。

其
實

・
山
水
與
玄
理
雑
揉

・
乃
是
晋
宋
時
期
山
水
詩
的
主
要
特
徴

。
這
類
作
品
之
所
以
算
山
水
詩

・
就
因
爲
山
水
在
詩
中
的
比
重

較
大

・
並
顯
示
了
山
水
自
然
的
美
;
而
玄
理
玄
趣

・
或
寓
於
山
水
描
鳥
之
中

・
使
詩
的
意
薙
更
豊
富

・
或
玄
言
的
成
分
只
佑
其
次

・
不

足
以
掩
蓋
山
水
自
然
的
誘
人
光
采

。
這
就
是
這
段
文
學
護
展
的
基
本
事
實

。

6

三

 

作
爲

一
種
文
學
潮
流

・
山
水
詩
在
東
晋
時
期
出
現

・
決
非
偶
然

・
而
是
有
其
歴
史
的
必
然

・
也
就
是
説

・
只
有
到
了
東
巫日
・
促
成
山

水
詩
興
起
的
諸
種
條
件

・
才
算
充
分
具
備

。

第

一
・
江
南
優
越
的
自
然
地
理
條
件

。

東
奮
王
朝
是
從
北
方
遷
徒
到
南
方
的

・
其
轄
匠
主
要
在
長
江
中
下
游
以
南

・
所
謂

「半
壁
江
山
」

。
那
里
山
重
水
復

・
氣
象
萬
千

・

是
山
水
詩
創
作
的
無
比
豊
富
的
源
泉

。
永
嘉
喪
気

・
以
王
謝
大
族
爲
首
的
北
方
士
族
被
迫
南
遷

・
他
椚
爲
了
穏
定
局
勢

・
避
免
在
太
湖



流
域
與
江
南
土
著
貴
族
争
奪
土
地
的
矛
盾

・
韓
而
経
螢
東
土

・
以
會
稽
爲
中
心
的
漸
東
濱
海
地
匝

・
成
了
他
椚
理
想
的
棲
身
之
地

。
那

里
山
霊
水
秀

.
引
起
越
來
越
多
人
的
興
趣

・
故
謝
霊
運
説

・.「
會
境
即
豊
山
水

・
是
以
江
左
嘉
遁

・
並
多
居
之

。
」
(6
)
如
孫
紳

「
居
於

會

稽

,
遊
放
山
水

・
十
有
除
年
」
(7
)
.,
許
詞

「好
遊
山
水

・
腱
便
登
防
」
(8
)
;
王
義
之
曾
與
東
海
人
士

「
壷
山
水
之
遊
」
(9
)
;
謝

安

出
仕
前

・
長
期
隠
居
東
山

・
「優
…遊
山
林
六

・
七
年
間

・
徴
召
不
至

・
錐
弾
奏
相
屡

・
縫
以
禁
鋼

・
而
曼
然
不
屑
也
」
(-o
)
。
這
些
世

家
大
族

・
由
於
失
去
了
北
方
的
大
好
河
山

・
眼
看
無
力
挽
回

・
精
神
上
十
分
苦
悶
;
而
江
南
明
媚
的
山
水
・
正
好
成
了
他
椚
寄
托
情
志

的
理
想
之
地

。
這
此
二人
具
有
高
度
的
文
化
素
養

・
在
與
大
自
然
朝
夕
相
庭
之
中

・
根
自
然
地
被
江
南
山
水
那
多
姿
多
采
的
無
限
豊
富
之

美
所
迷
酔

。
顧
慢
之
向
人
椚
談
起
會
稽
山
川
之
美

・
可
謂
給
聲
給
色

..「千
巖
就
秀

・
萬
墾
争
流

・
草
木
蒙
籠
其
上

・
若
雲
興
霞
蔚

。
」

(
11
)
王
子
敬
在
山
陰
道
上
行

・
深
感
那
里

「山
川
自
相
映
護

・
使
人
鷹
接
不
暇
」
(12
)
。
這
種
眞
切
的
燈
験
和
感
悟

・
正
是
山
水
詩
頼

以
産
生
的
基
礎

。
山
水
詩
作
爲

一
種
文
學
潮
流
、・
爲
什
塵
直
到
南
北
朝

・
在
中
國
北
方
依
然
絶
少
反
響
?
這
難
道
還
不
値
得
我
椚
深
思

塵
?
足
見
山
水
詩
産
生
的
客
観
地
理
環
境

・
是
不
容
忽
覗
的

。

第
二
・
玄
學
的
感
召

。

魏
奮
玄
學

,
是
漢
代
社
會
儒
學

一
統
天
下
局
面
被
打
破

・
思
想
文
化
領
域
長
期
窒
息
的
陰
雲
被
騙
散

・
鷹
和
新
的
思
想
解
放
潮
流
而

出
現
的

一
種
哲
學
派
別

。
其
衣
被
所
及
・
遠
非
止
於
哲
學
的
領
域

・
即
如
當
時
的
政
治

・
道
徳

・
學
術

・
乃
至
文
學
藝
術
的
理
論
和
實

践

・
無
不
浩
概
至
深

。
山
水
詩
的
興
起

・
自
然
也
得
盆
於
玄
學
的
風
氣

。

玄
學
的
庭
世
哲
學
是
調
和
名
教
與
自
然

・
仕
與
隠
的
關
係

・
認
爲

「
居
廟
堂
之
上

・
無
異
於
山
林
之
中
」

・
即
在

「髄
玄
識
遠
」

一

義
上

,

「
出
塵
」
是
同
蹄
的

。
因
此

・
「
傭
仰
顯
黙
之
際

・
優
游
可
否
之
間
」
(13
)
被
覗
爲

一
種
最
時
髭

・
最
超
逼
的
表
現

・
在
這
種
観

關
於
中
國
山
水
詩
的
形
成
問
題

(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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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文
學
論
集

第
十
七
號

念
影
響
下

・
東
否
隠
逸
風
氣
之
盛

・
可
謂
室
前
絶
後

。
統
治
者
樹
隠
逸
不
但
不
加
非
難

・
反
而
大
雛
褒
揚

。
捜
揚
幽
隠

・
招
隠
禮
賢

・

被
看
成

「
哲
王
御
世
」
的
標
誌

。
甚
至
出
現
了
有
意

(如
桓
玄
)

製
造

「充
隠
」

(冒
牌
的
假
隠
士
)

以
遽
名
的
怪
現
象

。
這
都
説

明

・
隠
逸
的
政
治
身
償
被
室
前
地
提
高
了

。
通
過
隠
逸

・
得
勢
者
可
以
掩
飾
自
己
的
灌
慾

・
失
意
者
亦
可
籍
此
柳
作
寛
慰

・
從
而
緩
和

了
統
治
者
椚
的
内
部
矛
盾

・
在
這
種
風
氣
影
響
下

・
許
多
具
有
高
度
交
化
素
養
的
上
層
人
士
被
吸
引
到
山
林
湖
海
中
來

。
而
山
水
詩
的

興
起

・
正
是
東
替
社
會
這
種
政
治
氣
候

・
文
化
趨
勢
與
江
南
優
越
的
自
然
條
件
相
結
合
的
産
物

。

魏
巫日
玄
學
緩
承
老
荘
的
澄
神
思
想

・
提
出
以

「無
」
爲
本
的
宇
宙
観

・
否
定
漢
儒
的
識
緯
神
學

・
從
而
將
自
然
山
水
從

「
神
諭
」

、

「
天
意
」
的
栓
桔
中
解
放
出
來

。
後
來
向
秀

・
郭
象
提
出

「崇
有
」
論

・
認
爲
萬
物
自
生

・
自
造

・
強
調
萬
物
各
自
的
濁
立
性

・
即
不

受

「
天
」
的
支
配

・
也
不
受

「紳
」
的
主
宰

・
進

一
歩
推
翻
了
人
格
神
的
存
在

。
新
的
玄
學
天
道
自
然
観

・
騙
散
了
人
封
自
然
的
敬
畏

心
理

・
使
大
自
然
以
其
本
來
面
貌
展
現
在
人
椚
的
眼
前

・
爲
人
椚
開
展
正
常
的
審
美
活
動
提
供
了
無
限
廣
闊
的
天
地

。

『水
経
注
』
巻

三
十
四
引
衰
山
松
的

一
段
話

・
極
好
地
説
明
了
這
種
認
識
上
的
歴
史
性
韓
攣

・・

常
聞
峡
中
水
疾

・
書
記
及
口
傳
悉
以
臨
催
相
戒

・
曾
無
構
有
山
水
之
美
者

。
及
余
來
践
斯
境

・
既
至
欣
然

・
始
信
耳
聞
之
不
如
親

見
　

。
…
…

(余
)
不
毘
忘
返

・
自
所
親
歴

・
未
嘗
有
也

。
既
欣
得
此
奇
観

・
山
水
有
霊

・
亦
當
驚
知
己
於
千
古
　

。

衰
山
松

・
東
晋
人
・
曾
著

『
宜
都
記
』
。
以
上
所
引

・
當
是
郵
道
元
引
述

『宜
都
記
』
中
的
文
字

。
衷
氏
在
這
段
記
述
中
告
訴
我
椚

:

在
他
之
前
的

「書
記
」
(文
字
記
載
)
或

「
口
傳
」
(
口
頭
傳
説
)
中

・
從
無
構
賞
三
峡
山
水
之
美
的

・
唯

「
以
臨
催
相
戒
」

・
人
椚
只

知
道
官
恐
怖

・
神
秘
;
自
他
親
臨
其
境

・
才
嚢
現
三
峡
原
是

一
大
奇
観

・
深
深
爲
那
里
的
山
水
勝
景
所
陶
酔

・
原
來
的

「臨
擢
」
之
虞

攣
爲

「欣
然
」
的
美
感
了

。
這
説
明
人
封
自
然
山
水
的
掲
示
和
領
略

・
乃
是
人
類
認
識
自
然

・
不
断
改
善
人
與
自
然
關
係
的
結
果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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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然
山
水
爲
主
要
審
美
封
象
的
山
水
詩

・
正
是
玄
學
宇
宙
観
從
積
極
方
面
影
響
文
學
的
産
物

。
東
否
時
出
現
的
紀
遊

山
水
詩

・
當
是
人

椚
直
接
遊
賞
山
水
而
窩
下
的
眞
切
感
受

。

人
椚
從
思
想
上
解
除
了
封
山
水
的
神
秘
観
念
和
恐
擢
心
理

・
面
封
千
姿
百
態

・
意
蔽
無
窮
的
山
山
水
水

・
勢
必
要
有

一
個
重
新
認
識

的

問
題
・・
而
玄
學
樹
山
水
的
新
理
解

・
實
際
上
是
將
人
椚
從
哲
學
的
領
悟
引
向
美
學
的
膣
味

・
從
而
賦
予
山
水
以
全
新
意
義
的
観
念
更

新

・
我
國
美
學
思
想
在
魏
巫日
獲
生
亘
攣

・
詩
歌
創
作
引
起
重
大
革
新

(包
括
題
材

・
内
容
和
藝
術
方
法
等
)
・
整
個
文
壇
呈
現
出
新
的

韓
機

・
都
與
人
偲
樹
山
水
的
全
新
理
解
有
着
直
接
的
關
係

。
山
水
詩
的
興
起

・
也
是
這

一
観
念
更
新
帯
來
的
可
喜
牧
獲

・

威
康
六
年

(三
四
〇
)

・
庚
亮
卒

・
孫
緯
爲
之
撰
爲
碑
文

・
其
中
有
這
様

一
段
話

:

「公
雅
好
所
託

・
常
在
塵
垢
之
外

・
錐
柔
心
鷹

世

・
蟻
屈
其
　

・
而
方
寸
湛
然

・
固
以
玄
封
山
水

。
」
(14
)
所
謂

「
以
玄
樹
山
水
」

・
就
是
用
玄
學
的
新
観
鮎
認
識

・
野
待
自
然
山

水

。
其
中

・
有
幾
鮎
尤
其
値
得
注
意
・・

一
是
山
水
即

「自
然
」
的
具
象
化
的
観
貼

。

「自
然
」

一
詞

・
原
先
在
老
荘
的
論
著
中
被
當
作
哲
學
的
概
念
使
用

・

「自
」
即
人
或

物
的
自
身

・

「自
然
」
就
是
自
己
要
像
自
己
的
本
來
面
貌

。
老
子
主
張

「無
爲
」

・
反
封

「有
爲
」

・
認
爲
有
爲
就
是

「儒
」

・
那
是

要
違
反

「
自
然
」
之
性
的

。
可
見

・
老
子
的

「無
爲
」
與

「自
然
」
是
相
通
的

。
老
子
常
常
在
探
討
宇
宙
本
源
時
使
用

「自
然
」
這
個

概
念

・
他
認
爲
宇
宙
間
的
萬
事
萬
物
都
源
於

「道
」

・
而

「道
」
的
本
質
特
徴
就
是

「自
然
」

。
荘
子

一
般
不
在
探
討
宇
宙
本
源
的
問

題
上

・
而
是
在
論
謹
人
性
問
題
時
使
用

「自
然
」

一
詞
的

・
他
常
常
用

「眞
」
代
替

「自
然
」

。
荘
子
把
自
然
天
性
視
爲
人
性
的
理
想

極
致

・
認
爲
儒
家
的
禮
法
名
分

・
樹
於
人
性
來
説

・
就
像

「
落

(絡
)
馬
首

・
穿
牛
鼻
」
(15
)
那
様
掘
殺
牛
馬
天
性

一
様
荒
唐

∴
到
魏

晋
時
◆
玄
學
風
靡
朝
野

・
企
慕
隠
逸

・
崇
尚
自
然

・
一
時
蔚
爲
風
氣

。
人
椚
在
與
自
然
山
水
的
接
燭
中

・
護
現
濁
立
於
世
俗
社
會
之
外

關
於
中
國
山
水
詩
的
形
成
間
題

(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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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文
學
論
集

第
十
七
號

的
山

水
勝
境

・
最
能
膿
現
天
道
自
然
的
眞
諦

。
從
老
荘
的
著
作
中

・
只
能
抽
象
地
理
解

「自
然
」

・
山
水
則
爲
人
椚
具
燈
領
略

「自

然
」
之
理
提
供
了
物
質
的
形
象
依
擦

。
玩
籍
説

:

「
山
静
而
谷
深
者

・
自
然
之
道
也

・
」
(16
)
孫
練
説

・・
「太
虚
遼
廓
而
無
関

・
運
自

然
之
妙
有

・
融
而
爲
川
濱

・
結
而
爲
山
阜

。
」
(17
)
陶
淵
明
在

『
蹄
園
田
居
』

詩
中
爲
道

:

「久
在
焚
籠
裏

・
復
得
返
自
然

。
」

這
個

「自
然
」
・
既
是
指
抽
象
的

「自
然
」
(含
有
人
性
復
蹄
的
意
味
)
・
也
明
顯
指
具
燈
的
田
園
山
水

。
顯
然

・
將
抽
象
的

「自
然
」
落
實

到
具
燈
的
相
當
於
我
偲
今
天
説
的

「自
然
界
」
、身
上

・
譲
原
先
這
個
抽
象
的
哲
學
概
念
與
具
有
形
象
髄
徴
的
山
水
自
然
結
合
起
來

・
的

確
是
魏
晋
人
的
新
観
念

・
到
東
脅
時

・
這
種
観
念
側
普
遍
地
爲
人
椚
所
接
受

・
既
然
彌
論
萬
物
的

「道
」
就
具
禮
地

・
形
象
地
腱
現
在

山
水
之
中

・
那
磨

・
要
想
眞
切
地
領
略

「道
」
的

「自
然
」
意
趣

・
最
便
捷
的
途
径
就
是
投
身
到
大
自
然
的
山
水
中
去

。

二
是
山
水
兼
有
「腱
玄
」
・
「適
性
」
的
讐
重
意
義
的
観
鮎

・
魏
奮
士
人
崇
尚
自
然

・
縦
情
山
水

・
究
心
宇
宙
哲
理
的
膿
悟

こ
這
叫
「
膿

玄
」
或

「髄
道
」
・
這

一
瓢

・
上
文
已
経
談
到

;
他
個
認
爲

・
只
有
符
合
人
的
理
想

・
適
合
人
的
個
性
的
境
域
才
是
他
椚
追
求
的
目
標

・

而
世
俗
社
會
中
這
種
境
域
並
不
存
在

・
唯
有
到
大
自
然
的
山
水
中
才
能
覚
得

・
這
種
願
望

・
名
日

「適
性
」

・

「髄
玄
」
是
哲
學
的
探

究

;

「適
性
」
之
求

一
旦
與
山
水
結
合

・
或
者
説
落
實
到
山
水
身
上

・
實
際
上
就
是
美
學
的
禮
味
了

。

『荘
子

・
知
北
遊
』
有
這
様
的

話

:

「山
林
與

・
泉
壌
與
・
使
我
欣
欣
然
而
樂
與

。
」
説
明
荘
派
人
物
頗
能
領
略
自
然
山
水
之
美

。
到
魏
晋
時

・
人
個
從
市
朝
走
向
山

林

・
深
感
自
然
山
水
可
以
消
愁
解
悶

・
恰
紳
養
性

。
稿
康
説
..
「遊
山
澤

・
観
魚
鳥

・
心
甚
樂
之
。」
(18
)
王
義
之
説

・.「取
漱
仁
智
樂

,

寄
暢
山
水
陰

。
」
(19
)
孫
紳
説

:
「繹
域
中
之
常
懇

・
暢
超
然
之
高
情
。」
(20
)
王
徽
之
説

:
「散
懐
山
水
・
薫
然
忘
羅

。
」
(21
)
後
來
謝
霊

運
説
得
更
明
確

・・「
夫
衣
食

・
人
生
之
所
資
;
山
水

・
性
分
之
所
適

・
」
(盟
)
説
衣
食
只
能
解
決
人
的
物
質
需
要

・
山
水
才
能
満
足
人
的

性
分
之
求

。

「性
」
・

「
分
」
・

「性
分
」

・
指
的
都
是
人
的
自
然
天
性

・
郭
象

『荘
子

・
造
遙
遊
』
注
云
:

「物
任
其
性

・
稻
其
情

・

10



各
得
其
分

・
造
遙

一
也

・
」
什
慶
能
使
人

「任
其
性
」
・
「
稔
其
情
」
・
「得
其
分
」
而
達
到

「遣
遙
」
的
最
高
精
神
享
受
呪
?
荘
子
認

爲
現
實
世
界
中
是
戎
不
到
的

・
因
此
只
能
作
超
世
的

「迫
遙
遊
」
(室
想
)
;
魏
脅
人
則
在
自
然
山
水
中
護
現
了
這
種
理
想
的
境
域

(後

來
陶
弘
景
稻
爲

「欲
界
之
仙
都
」
(23
)
)
・
從
而
解
決
了
人
椚
渇
望
已
久
的

「適
性
」

之
求
ー

現
實
的

「遣
遙
遊
」
。
杜
甫
在

『
石
櫃

閣
』

一
詩
中
封

「適
性
」
作
過
這
様
的
理
解
:
「優
遊
謝
康
樂

・
放
浪
陶
彰
澤

。
吾
衰
未
自
由

・
謝
爾
性
所
適

。
」
在
杜
甫
看
來

・
「適

性
」
就
是
像
謝
霊
運
那
様
優
遊
山
水

・
陶
淵
明
那
様
放
浪
園
田
所
帯
來
的
精
紳
上
的

「自
由
」
感

・
或
者
如
魏
巫日
人
在
山
水
中
所
禮
験

到
的

「暢
」

・

「樂
」
等
心
理
状
態

。
這
種
感
受
或
心
理
状
態
正
是
人
椚
封
自
然
山
水
進
行
審
美
観
照
而
獲
得
的
賞
心
悦
目

・
適
心
快

意

的
美
感

。
魏
晋
人
認
爲

・
獲
得
這
種
審
美
楡
悦
的
前
提
是
源
除
心
中
的
情
累
和
物
欲

・
否
則

・
身
在
山
林

・
心
存
魏
闘

・
是
根
難
實

現
眞
正
的
審
美
観
照
的

。
南
朝
豊
家
宗
嫡
將
此
概
括
爲

「澄
懐
味
象
」
(盟
)
四
個
字

。
所
謂

「澄
懐
」
・
是
指
潅
除
情
累
物
欲
之
後
的
室

明
虚
静
的
審
美
心
態
;

「味
象
」
則
是
封
自
然
山
水
實
行
具
膿
的

・
眞
切
的
審
美
観
照

。
前
者
是
後
者
的
前
提
或
條
件

・
後
者
是
前
者

的
目
標
或
結
果

。
宗
柄
在

『書
山
水
序
』
中
還
有

一
段
話
野
於
我
椚
理
解
晋
人
心
目
中
的
山
水
具
有
哲
學
和
美
學
的
讐
重
意
義
是
至
爲

重
要
的

:
「
夫
聖
人
以
神
法
道

・
而
賢
者
通
;
山
水
以
形
媚
道

・
而
仁
者
樂

・
不
亦
幾
乎
!
」
這
段
話
的
要
鮎
是
説

・
抽
象
的

「道
」
・

只
有

「聖
人
」
・
「
賢
者
」
得
以
通
曉
其
理
;
而
山
水
則
以
具
膿
的
形
象

・
使

「道
」
富
有
美
的
魅
力
.・
從
而
譲

一
般
的

「仁
者
」
・
「
智

者
」
都
能
在
審
美
楡
悦
中
自
然
地
膿
悟
到

「道
」
的
精
棘

。
謝
霊
運
曾
説

・・
「
孤
遊
非
情
嘆

・
賞
慶
理
誰
通
?
」
露
)
他
甚
至
認
爲

・

離
開
了
山
水
的
遊
賞

・
就
根
本
談
不
上
哲
理
的
領
悟

。

『
世
説
新
語

・
文
學
』
載
院
孚
讃
郭
環
詩

「林
無
静
樹

・
川
無
停
流
」
後
的
感

受

:

「
泓
岬
薫
琶
・
實
不
可
言

。
毎
讃
此
文

・
軌
毘
紳
超
形
越

。
」
這
爾
句
山
水
詩
在
玩
孚
心
裏
引
起
的
強
烈
反
鷹

・
實
際
上
就
是
在

審
美
楡
挽
中
獲
得
的
哲
理
領
悟

・
可
以
想
見

・
山
水
如
此
令
人
傾
倒

・
人
個
將
這
種
審
美
感
受
形
諸
文
學
的
詩

・
也
就
勢
在
必
然
了

。

關
於
中
國
山
水
詩
的
形
成
問
題

(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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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文
學
論
集

第
十
七
號

三
是
把
山
水
自
然
看
作
理
想
的
人
格
個
性
之
美
的
形
象
寄
託
的
観
鮎

・
湯
用
形
先
生
指
出
:
「
魏
奮
時
代

『
一
般
思
想
』
的
中
心
爲

:

理
想
的
聖
人
之
人
格
究
寛
鷹
該
急
様
?
」
(26
)
人
椚
在
與
大
自
然
的
實
際
接
燭
中

・
從
山
川
景
色
之
美
中
護
現
了
人
性
的
理
想
品
格

:

山
水
既
然
能

「以
形
媚
道
」

・
那
磨

・
人
的
精
神
如
能
達
到
山
水
那
様
渾
朴
自
然
的
境
界

・
實
際
上
也
就
與

「道
」
相
通
了

・
這
是
老

荘
哲
學
物
我
玄
同
観
念
的
新
獲
展

。
人
椚
認
定
人
性
美
就
在

「
自
然
」
的
天
性

・
就
像
山
水
自
然
所
展
示
的
風
貌
那
様

。
於
是

・
在
言

談
中
常
常
用

「
瑛
玉
渾
金
」
・
「蒲
柳
之
姿
」
・
「松
柏
之
質
」
・
「
清
風
朗
月
」
等
形
象
鮮
明
的
自
然
景
物
來
状
述
人
的
人
格
個
性
之
美

・

給
人

一
種
泳
清
玉
潔

・
鮮
澄
秀
美
的
感
畳

。
『
世
説
新
語
』
中

『
雅
量
』
・
『
識
塁
』
・
『
賞
魯
』
・
『品
藻
』

・
『
容
止
』
諸
篇

・
記
載
了
許

多
人
的
風
流
韻
事

・
其
中
所
展
現
的
畢
止
風
騨

・
正
是
魏
晋
人
所
企
慕
的
人
格
個
性
之
美

。
捕
捉
人
的
紳
韻

・
並
用
恰
當
的
自
然
形
象

加
以
表
述

・
乃
是
當
時
人
倫
品
墾
家
的

一
種
手
段

。
而
這
種
表
述
的
進

一
歩
護
展

・
則
非
籍
助
於
文
學
的
詩
不
可
・
山
水
詩
因
之
出
現

了

。
中
國
古
代
山
水
詩
給
人
的
印
象
往
往
不
止
於
具
膿
的

一
山

一
水

・
而
是
顯
得
氣
象
空
霊

・
意
纏
無
窮

・
其
中
彷
彿
隠
現
着
詩
人
的

個
性
風
采

・
究
其
原
因

・
實
與
魏
巫日
以
來
人
椚
假
山
水
自
然
以
寄
托
情
志
的
観
念
有
關

。

第
三

・
玄
言
詩
的
嬉
攣

。

本
來

『古
詩
十
九
首
』
那
様
的
作
品
在
東
漢
末
年
出
現

・
郎
已
標
示
五
言
詩
髄
的
成
熟

・
後
経
曹
植

・
玩
籍

・
陸
機

・
左
思
等
詩
人

的
惨
澹
経
管

・
五
言
詩
更
環
完
美

・
可
是

・
西
音
永
嘉
以
來

・
一
種

「寄
言
上
徳

・
託
意
玄
珠
」
的
玄
言
詩
逐
漸
風
靡
開
來

。
這
種
詩

作

隻
内
容
直
接
套
用
玄
理

・
形
式
多
爲
四
言

・
嚴
重
破
壌
了
詩
歌
的
形
象
性
和
拝
情
性

・
違
背
了
詩
歌
藝
術
的
内
在
規
律

・
且
在
髄
式

上
也
有
倒
退
的
趨
勢

・
歴
史
的
検
験
和
裁
判
是
無
情
的

。
當
這
種

「淡
乎
寡
味

・
平
典
似

『道
徳
論
』
」
(27
)
的
玄
言
詩
到
了
人
椚
望
而

生
厭
的
時
候

・
官
的
氣
運
也
就
不
長
了

・
詩
歌
創
作
面
臨
着
嚴
重
的
生
存
危
機

・
能
否
突
破
陳
規

・
男
關
践
脛

・
成
了
當
時
人
椚
普
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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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注
的
問
題

。
這
就
要
求
從
理
論
上
総
結
玄
言
詩
失
敗
的
教
訓

・
並
在
創
作
上
進
行
新
的
探
索
和
實
蔑

。
這
時
候

・
人
個
在
與
山
林
湖

海
的
接
鰯
中
已
経
積
累
了
豊
富
的
美
感
経
瞼

・
認
識
到
山
水
自
然
是

「
膿
玄
適
性
」
的
理
想
之
地
・
逐
漸
憧
得
籍
助
山
水
自
然
的
描
爲

來
表
達
自
己
樹

「道
」
的
膣
悟
了

・
這
種
輻
機
的
跡
象

・
明
顯
地
表
現
在
某
些
玄
言
詩
人
的
創
作
中

・
那
就
是
模
爲
山
水
的
佳乃
語
佳
句

的

不
断
出
現

。
這
様

・
玄
言
的
成
分
逐
漸
減
少

・
山
水
的
成
分
逐
漸
増
多

・
以
自
然
山
水
爲
主
要
描
爲
樹
象
的
山
水
詩

(多
爲
五
言
)

便
從
玄
言
詩
睨
胎
而
出

。
著
名
玄
言
詩
人
孫
紳
的

『蘭
亭
詩
』
・
『
秋
日
』
就
是
這
類
作
品
的
代
表

。
這
種
雑
揉

一
定
成
傍
的
玄
理
玄
趣

的

山
水
詩
本
是
我
國
早
期
山
水
詩
的
基
本
形
態

・
説
官
由
玄
言
詩
壇
攣
而
來

・
是
符
合
當
時
的
歴
史
實
際
的

。
這
種
形
態
的
山
水
詩
在

謝
霊
運
的
創
作
中
傍
佑
主
導

・
後
來
唐
人
的
山
水
詩
常
常
滲
入
佛
理
輝
機

・
亦
是
這
種
形
態
的
流
攣

。
足
見
玄
言
詩
的
衰
落

・
也
是
促

使
山
水
詩
興
起
的
條
件

。

一
九
八
八
年
八
月
爲
於
福
岡
博
多
湾
眸
之
寓
所

〔註

〕『
帯
経
堂
詩
話
』
巻
五

。

『
説
詩
眸
語
』

。

『
世
説
新
語

・
文
學
』

。

『
管
書

・
文
苑
傳
序
』

・

『
蘭
亭
集
序
』

。

『
與
盧
陵
王
義
眞
騰
』

。

『
巫日
書

・
孫

緯
傳
』

。

關
於
中
國

山
水
詩
的
形
成
問
題

(
李

)

『
世
説
新
語

・
棲
逸

』

・

『
奮
書

・
王
義
之
傳

』

。

『
績
晋
陽
秋
』

・
見

『
世
説
新
語

・
賞
魯
』
注
引

・

(
12
)

『
世
説
新
語

・
言
語

』

。

孫
紳

書

『
桓
宣
城
碑
』

・
見

『
藝
文
類
聚
』
巻
五
十

「
職
官
部
」

(
六
)
「
太
守
」
條

。
嚴
可
均
輯

『
全
音
文
』
「
宣
」
作

「玄

」
(擦

『
文
選
』
巻
三
十
六
傅
亮

『
爲

宋
公
修
張
良
廟
教

』
李
善
注
引
)
・

誤

。
拙
文

『
東
巫日
詩
人
孫
緯

考
議

』

(
載

『
文
史
』
第

二
十
八
輯

13



中
國
文
學
論
集

第
十
七
號

・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八
七
年
出
版

)
封
此
有
詳
考

・
請
参
閲

。

(
14
)
見

『
世
説

新
語

・
容
止
』
注

引

・

((((

18171615
))))

((

2019
))

『
荘
子

・
秋
水
』

。

『
達
生
論
』

。

『
遊

天
毫
山
賦

』

。

『
與
山
耳
源
絶
交
書

』

。

『
答
許
詞

』
詩

。

『
遊
天
毫
山
賦
』

。

鍾
繰

3

『
蘭
亭
詩
』

ρ

『
遊

名
山
志

』

。

『
答

謝
中
書

書
』

。

『
書

山
水
序

』

。

『
於
南
山
往

北
山
経
湖
中
謄
眺

』
詩

。

『
魏
暦
玄
學
論
稿

』

。

『
詩

品
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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