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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心
雕
龍
研
究
的
若
干
問
題

王

元

化

我
今
天
有
機
會
到
這
所
以
漢
學
研
究
聞
名
的
大
學
來
獲
表

一
些
淺
見
、
畳
得
十
分
榮
幸
。

由
於
時
間
關
係
、
我
只
能
簡
略
地
談
談
關
於
文
心
雕
龍
研
究
方
面
爲
各
位
比
較
關
心
的
幾
個
問
題
。

首
先
、
我
想
談
談
文
心
雕
龍
所
産
生
的
時
代
背
景
和
當
時
的
時
代
思
潮
的
概
況
。

魏
晋
南
北
朝
被
稻
爲
是
文
學
的
自
毘
時
代
。
在
我
國
、
這
個
説
法
最
早
是
魯
迅
先
生
提
出
來
的
。
可
是
最
近
我
聴
到
日
本
的
學

者

講
、
可
能
在
魯
迅
之
前
、
好
象
鈴
木
虎
雄
先
生
就
巳
経
提
出
這
種
説
法
。
這
個
時
代
打
破
了
雨
漢
以
來
定
儒
家
於

一
奪
的
那
種
束
縛
文

學
稜
展
的
優
硬
、
停
滞
、
死
板
的
局
面
。
那
時
、
錐
然
我
國
庭
於
分
裂
的
状
態
、
戦
争
頻
傍
、
社
會
動
蕩
、
但
是
在
學
術
方
面
、
都
放

出
耀
目
的
異
采
。
我
椚
説
這
個
時
代
是
文
學
自
畳
的
時
代
、
不
是
三
言
雨
語
可
壷
、
這
裏
且
畢
一
個
例
子
來
説
明
..
就
是
在
以
前
的
史

書
裏
邊
、
由
於
文
史
哲
等
各
種
學
科
没
有
明
確
的
界
綾
、
因
此
所
有
的
文
士

一
概
蹄
入
儒
林
傳
。
我
記
得
、
似
乎
直
到
劉
宋
時
期
、
史

書
中
才
開
始
出
現
文
苑
傳
或
文
學
傳
・,
才
把
文
學
同
脛
史
等
等
匿
分
開
來
。
這
可
以
説
是
這
個
文
學
自
毘
時
代
的
標
誌
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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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與岡村繁教授合影

「
魏
否
南
北
朝
時
代
、
學
術
空
氣
活
躍
、
有

一
種
可
以
比
較
自
由

進
行
探
討
的
環
境
、
所
以
當
時
出
現
了
各
種

不
同
的
學
説
和
思
想

流
派
。
當
時
南
北
學
風
不
同
、
北
方
重
儒
學

、
南
方
影
響
最
犬
的

是
佛
學
。

佛
學
於
東
漢
末
傳
入
中
土
。

到
了
魏
晋
南
北
朝

的

時

候
、
形
成
鼎
盛
時
期
、
如
日
中
天
。
當
時
、
傳
課
過
來
大
量
的
梵
'

典
、
名
曾
輩
出
、
他
椚
不
但
在
傳
繹
佛
書
方
面
作
出
根
大
貢
献
、
艦

、而
且
精
於
佛
理
、
都
是
宏
揚
佛
法
的
大
師
。
鳩
摩
羅
什
、
慧
遠
、

道
安
、
信
叡
等
可
説
是
其
中
絞
鮫
者
。
這
些
名
僧
、
都
是
根
有
學

問
的
佛
學
家
。
由
於
傳
課
佛
経
、
當
時
有
所
謂
繹
場
、
聚
合
了
集
腱
力
量
」
運
用
靡
密
的
組
織
來
進
行
翻
課
。
今
天
看
來
、
當
時
翻
課

佛
書
的
工
作
是
以
極
其
慶
誠
認
眞
的
態
度
進
行
的
。

相
傳
鳩
摩
羅
什
曾
於
衆
人
前
護
誠
實
誓
、

宣
構

『
若
所
傳
無
謬
、

當
使
焚
身
之

后
、
舌
不
焦
欄
。』
後
來
在
他
圓
寂
後
果
然
鷹
験
生
前
的
誓
語
。
㎜自
然
這
不
過
是

一
種
傳
説
、

但
多
少
透
露
了
當
時
傳
講
佛
典
的
那
種

一
練
不
筍
的
嚴
粛
精
神
。
由
於
要
把
佛
経
翻
好
、
在
這
時
期
翻
課
文
學
的
理
論
也
随
之
興
起
、
其
中
有
根
多
的
精
關
看
法
O
這
裏
可
畢

幾
個
例
子
。
當
時
的
翻
課
理
論
談
到
了
翻
課
文
字
的
文
質
問
題
。
文
質
這
雨
個
概
念
最
早
是
孔
子
所
談
到
的
。
但
是
在
孔
子
所
談
的
文

質
、
只
是
從

一
種
禮
樂
規
範
的
意
義
上
提
出
來
的
。
當
時
佛
経
的
傳
課
者
、
把
這
個
文
質
概
念
借
用
過
來
、
加
以
獲
展
、
加
以
改
攣
、

把
官
運
用
動
傳
繹
佛
典
的
理
論
上
去
、
使
官
成
爲
翻
繹
文
學
的
重
要
論
題
之

一
。
當
時
梁
曾
傳
及
出
三
藏
記
集
多
有
這
方
面
的
記
載
。

我
認
爲
、
劉
魏
談
到
的
文
質
観
瀦
、
恐
伯
同
上
面
提
到
翻
繹
交
學
裏
的
文
質
議
論
是
有

一
定
的
聯
繋
的
。當
時
在
翻
課
文
學
中
、留
下
了



一
些
根
有
見
解
的
名
言
。
如
道
安
於
比
丘
大
戒
序
中
所
畢

『葡
萄
酒
被
水
』
之
論
、
其
意
指
傳
繹
佛
書
、
但
求
便
約
不
煩
、
倫
爲
了
追

求
通
俗
易
曉
濫
加
贅
語
、
就
好
像
葡
萄
酒
裏
加
進
了
清
水

一
様
、
使
官
攣
得
淡
而
寡
味
了
。
他
説
這
種
翻
謬
是
根

不
好
的
。
鳩
摩
羅
什

也
提
出
過

一
些
根
好
的
意
見
。
比
方
、
他
曾
有

『囎
飯
與
人
、
徒
増
嘔
稼
』
之
喩
。
他
説
課
文
必
須
傳
眞
傳
紳
、
倫
使
用

一
種
囎
欄
了

去
銀
的
辮
法
是
不
好
的
、
只
能
鯵
使
人
反
而
會
要
嘔
吐
出
來
。
我
寛
得
這
句
話
的
意
義
、
恐
伯
到
今
天
還
有
現
實
意
義
。
文
學
主
要
是

要

引
起
讃
者
自
己
的
想
象
、
引
起
讃
者
自
己
的
思
考
、
假
設
作
者
爲
了
使
讃
者
省
力
、
企
圖
以
自
己
的
想
象
和
思
考
來
代
替
讃
者
自
己

的

想
象
和
思
考
、
故
意
把
文
章
爲
得
使
人

一
覧
無
餘
、
毫
無
回
味
、

這
種
文
章
是
没
有
意
義
的
。

劉
魏
早
就
説
過

..
『
物
色
鑑
而
情
有

餘
者
曉
會
通
也
。』
也
説
文
章
必
須
給
人
以
回
味
。
須
知
思
想
是
不
能
由
別
人
來
代
替
的
。
噛
欄
了
饅
只
能
造
成
讃
者
想
象
的
堕
性
。

魏
菅
南
北
朝
時
有
儒
、
繹
、
道
、
玄
諸
家
齊
騙
並
駕
。
當
時
這
幾
家
互
相
吸
牧
互
相
融
化
、
也
互
相
排
斥
互
相
攻
撃
、
呈
現
了

一
種

極
其
複
雑
錯
綜
的
局
面
。
這
種
情
況
在
劉
魏
協
助
信
砧
所
編
弘
明
集

一
書
中
就
可
以
清
楚
地
看
出
來
。
當
時
、
由
於
佛
學
的
大
量
的
傳

入
、
而
且
有
了
比
較
深
刻
的
研
究
、
野
於
我
國
學
術
産
生
了

一
定
影
響
、
使
我
國
出
現
了

一
個
新
的
學
派
、
這
就
是
玄
學
O
玄
學
錐
號

稻

三
玄
、
即
老
、
荘
、
周
易
、
但
實
質
上
和
佛
學
的
關
係
是
十
分
密
切
的
。
當
時
有
許
多
名
士
多
由
玄
入
佛
、
而
許
多
名
僧
也
往
往
是

玄

學
家
。
這
種
情
況
産
生
了

一
種
玄
佛
並
用
的
思
潮
、
在
當
時
這
種
思
潮
在
學
術
思
想
上
幾
乎
占
有
支
配
的
地
位
。

我
畳
得
玄
學
在
當

時

的
出
現
具
有
這
檬
幾
黙
意
義
。
第

一
、
玄
學
使
得
我
國
的
思
辮
思
維
開
始
獲
達
起
來
。
過
去
我
國
的
思
辮
思
維
是
不
獲
達
的
。
黒
格

爾

曾
経
把
我
國
文
化
眼
印
度
作
過
比
較
、
他
在
哲
學
史
演
講
録
裏
説
、
印
度
的
史
詩
是
非
常
獲
達
的
、
但
是
他
椚
的
史
學
比
較
落
後
。

幾

百
年
以
前
、
他
椚
的
歴
史
的
記
載
就
已
紛
気
不
全
。
但
是
中
國
的
史
學
、
幾
千
年
來
從
未
中
綴
、
這
幾
乎
是

一
個
根
少
見
的
奇
蹟
。

至
於
在
哲
學
方
面
、
他
認
爲
孔
子
學
説
只
能
算
作

一
種
道
徳
箴
言
、
嚴
格
地
説
來
、
不
能
稻
爲
是
眞
正
的
哲
學
。
當
然
黒
格
爾
這
些
講

文
心
雕
龍
憐
究
的
若
干
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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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可
能
有
些
偏
頗
。
他
不
諸
漢
語
、
在
當
時
只
是
通
過
課
本
研
究
了
孔
子
、
老
子
和
周
易
。
事
實
上
、
中
國
從
先
秦
以
來
、
就
有
大

量
的
名
辮
學
家
。
從
郡
析
子
開
始
直
到
後
期
的
墨
學
、
具
有
極
豊
富
的
内
容
。
後
期
墨
學
的
名
著
、
部
墨
経
或
依
脅
魯
勝
之
説
稽
爲
墨

辮
、
這
部
書
可
以
説
是
先
秦
以
來
的
名
辮
學
家
的
集
大
成
的
一
部
書
。
我
椚
封
官
的
注
意
還
是
根
不
鰺
的
。
最
近
我
國
只
有
少
激
人
在

那
裏
研
究
這
部
書
。
我
復
高
興
、
前
雨
天
我
在
貴
國
的
書
店
裏
、
曾
経
看
到
了
貴
國
學
者
所
寓
的
研
究
墨
辮
的
著
作
。
総
之
、
我
畳
得

黒
格
爾
説
我
個
的
思
辮
思
維
不
襲
達
這
句
話
、
恐
伯
還
是
有

一
定
的
道
理
的
。

玄
學
的

一
個
最
大
的
特
鮎
、
就
是
使
得
思
辮
思
維
獲
達
起
來
了
。
玄
學
家
研
究
了
本
膣
論
問
題
、
研
究
了
腱
用
關
係
問
題
、
進
入
了

純
抽
象
的
哲
學
領
域
。
壷
管
玄
學
裏
有
些
不
是
十
分
健
康
的
東
西
、
但
是
宜
使
我
椚
的
哲
學
的
視
野
擾
大
了
、
使
我
椚
的
哲
學
的
内
容

豊
富
了
。
壱
提
出
了

一
系
列
新
的
概
念
和
新
的
範
疇
、
也
提
出
了
許
多
哲
學
上
的
新
問
題
。
我
椚
可
以
畢
當
時
王
弼
的
易
注
爲
例
。
周

易
是
儒
家
的
五
経
之

一
。
直
到
東
漢
、
歴
來
都
是
由
儒
家
爲
之
作
注
疏
。
如
東
漢
的
鄭
玄
馬
融
、
還
有
筍
氏

(罎
等
)
諸
人
都
是
恪
守

儒
學
的
立
場
來
解
易
。
當
時
江
左

一
帯
所
通
行
的
是
王
弼
的
易
注
。
而
北
方
、
則
用
的
是
漢
儒
的
易
注
。
到
了
唐
代
、
開
始
野
玄
學
採

取
了
嚴
格
的
批
判
態
度
。
當
時
斥
六
朝
文
學
萎
靡
頽
慶
、
而
掲
桑
恢
復
儒
家
道
統
的
古
文
運
動
。
儒
者
關
佛
之
論
層
出
屡
見
。
唐
定
五

経
正
義
、
難
都
用
的
是
漢
儒
的
注
疏
、
可
是
唯
濁
封
周
易
都
傍
奮
使
用
了
王
弼
的
注
繹
。
漢
學
家
的
易
注
終
於
寝
微
、
以
至
今
天
只
剰

下
李
鼎
詐
所
輯
的

一
些
残
篇
断
簡
了
。
這

扁
黙
可
以
説
明
、
鑑
管
在
強
烈
反
封
玄
學
的
時
期
、
傍
有

一
些
玄
學
著
作
、
由
於
其
本
身
的

濁
特
債
値
得
以
保
存
下
來
、
而
不
能
鰺
完
全
加
以
抹
熟
掠
的
。

其
次
、
我
想
談

一
談
劉
鋸
和
玄
佛
的
關
係
問
題
。
現
在
在
我
國
在
國
外
可
能
也
在
貴
國
、
有
人
認
爲
文
心
雕
龍
這
本
書
的
主
膣
的
思

想
並
不
是
儒
家
思
想
、
而
是
驕
於
佛
學
的
思
想
膣
系
。
這
個
問
題
、
昨
天
岡
村
繁
先
生
爲
我
椚
畢
行
的
歓
迎
會
上
、
目
加
田
誠
先
生
也

4



特
別
提
出
了
這
個
問
題
。
可
能
貴
國
學
者
封
這
個
問
題
是
有
興
趣
的
。最
近
在
我
椚
國
内
有
少
数
人
認
爲
文
心
雕
龍
是
受
玄
佛
的
影
響
、

宣
的
思
想
是
以
佛
學
爲
主
膿
的
。
我
認
爲
、
持
這
種
観
鮎
的
人
、
他
椚
不
是
採
取
了
科
學
的
態
度
。
我
姑
且
把
他
椚
採
取
的
方
法
稻
爲

語
言
類
比
法
。
這
就
是
説
、
他
椚
從
文
心
雕
龍
裏
戎
出

一
些
詞
彙
、
限
當
時
候
的
玄
佛
的
用
語
進
行
類
比
。
倫
使
在
玄
佛
著
作
中
也
稜

現
了
同
様
的
詞
彙
、
他
椚
就
以
此
作
爲
主
要
的
根
擦
、
断
言
爾
者
的
思
想
是

一
致
的
。
這
種
只
是
追
求
形
似
的
簡
軍
化
方
法
、
是
不
能

鯵
用
來
謹
明
文
心
雕
龍
是
以
玄
佛
思
想
爲
主
膿
或
骨
幹
的
。
因
爲
在
不
同
的
理
論
家
思
想
家
那
裏
、
郎
使
用
同

一
的
概
念
或
同
一
的
名

詞
與
術
語
、
也
往
往
包
含
着
完
全
不
同
的
洒
義
。
但
是
這
種
語
言
類
比
法
、
最
近
在
少
数
研
究
者
那
裏
盛
行

一
時
。
由
於
不
加
匿
別
地

濫
用
、
甚
至
把
不
是
属
於
玄
佛
的
術
語
、
也
當
作
玄
佛
的
術
語
來
看
待
了
。
比
如
、
他
椚
以
爲
佛
道
就
是
佛
家
的
專
有
名
相
。
而
劉
鋸

在
原
道
篇
所
説
的
道
也
就
是
佛
道
。
實
際
上
、
從
佛
道
這
個
術
語
來
看
、
這
倒
不
是
文
心
雕
龍
受
了
佛
學
的
影
響
、
相
反
倒
是
佛
學
最

初
傳
入
中
土
所
留
下
的
漢
化
痕
跡
。
因
爲
在
最
初
傳
鐸
佛
學
時
、
我
國
没
有
現
成
的
相
鷹
的
術
語
來
翻
課
這
個
名
詞
、
就
把
中
國
原
有

的
通
用
術
語
用
在
佛
學
的
翻
課
上
去
了
。
所
以
我
椚
在
早
期
我
國
傳
鐸
的
佛
書
裏
、
時
或
可
見
有
些
漢
化
的
繹
名
。
如

『
菩
提
』
謬
爲

『道
』
、
『
浬
樂
』
鐸
爲

『無
爲
』
、
『
比
丘
』
課
爲

『
除
饒
』
、
『
眞
如
』
鐸
成

『
本
無
』
等
。
到
後
來
、
由
於
繹
事
的
進
歩
、
才
糾
正
佛

家
名
相
漢
化
之
弊
、
而
改
爲
正
課
。
我
以
爲
、
這
種
語
言
類
比
法
、
縦
使
没
有
上
述
那
種
粗
随
的
牽
強
附
會
、
也
不
足
以
用
來
判
断

一

部
作
品
的
主
導
思
想
及
其
思
想
饅
系
。
因
爲
我
個
要
看
作
者
究
覧
賦
予
這
同
一
名
詞
以
急
様
的
洒
義
。
先
秦
諸
子
、
幾
乎
無
不
採
用

『道
』
這
一
術
語
、
但
是
毎
個
思
想
家
封
於
道
的
解
繹
卸
是
大
相
逞
庭
的
。
這
種
例
子
根
多
、
不
勝
枚
畢
。

毎

一
個
思
想
家
都
不
能
移
離
開
他
以
前
或
者
同
時
代
其
他
思
想
家
所
留
下
來
的
思
想
資
料
。
劉
魏
是
他
那
個
時
代
的
人
、
他
也
不
可

避
免
地
要
利
用
他
那
個
時
代
的
許
多
的
思
想
資
料
。
所
以
他
除
了
儒
家
的

一
些
典
籍
外
、
封
繹
、
道
、
玄
這
些
思
想
資
料
、
有
時
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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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以
利
用
。
例
如
、
他
在
文
心
雕
龍
裏
、
就
渉
及
了
當
時
候
玄
學
有
名
命
題
=
=
言
意
之
辮
。
玄
學
家
認
爲
言
是
不
能
移
壷
意
的
。
所

謂
言
語
道
断
、
心
行
路
絶
成
爲
玄
學
家
時
常
渉
及
的
論
旨
。
但
是
劉
駕
御
主
張
言
是
可
以
壷
意
的
。
所
以
他
錐
然
採
取
了
玄
學
家
的

一

些
思
想
資
料
、
探
取
了
玄
學
家
所
討
論
的

一
些
論
題
、
但
是
他
還
是
從
儒
學
的
観
鮎
出
獲
、
而
與
玄
學
的
主
張
異
旨
。
文
心
雕
龍
中
在

言
意
之
辮
問
題
上
、
屡
次
申
明
了
言
蓋
意
的
主
張
。
如
肺
思
篇
所
云
:
『
意
受
於
思
、
言
受
於
意
、
密
則
無
際
、
疏
則
千
里
』
可

爲

明

謹
。
從
這
句
話
可
以
看
出
、
只
要

一
個
作
家
在
遣
詞
用
語
上
具
有

一
定
修
養
、
就
可
以
使
言
和
意

『
密
則
無
際
』
、
完
全
把
自
己

的

思

想
感
情
用
言
語
表
達
出
來
。
再
如
物
色
篇
亦
稽
、
『
絞
日
嗜
星
、

一
言
窮
理
、
参
差
沃
若
、
雨
字
窮
形
、
並
以
少
総
多
、
情
貌
無
遺
』
。

這
裏
就
是
用
詩
経
作
爲
例
子
、
認
爲
詩
経
就
是
言
蓋
意
的
楷
模
。
從
這
些
例
謹
來
看
、
錐
然
劉
劔
採
用
了
玄
佛
的
某
些
思
想
資
料
、
探

討

了
玄
學
議
論
的
議
題
、
但
是
他
的
観
黙
、
還
是
保
持
了
儒
家
的
観
鮎
。
當
時
、
玄
學
和
佛
學
幾
乎
是
不
可
分
的
、
我
已
経
講
過
、
成

爲

一
種
玄
佛
並
用
的
思
潮
。
劉
魏
是
反
樹
玄
風
的
。
文
心
雕
龍
有
大
量
反
封
玄
風
的
言
論
、
這
正
説
明
了
他
封
當
時
候
的
玄
佛
並
用
的

思
想
採
取
拝
撃
的
態
度
。
他
在
轟

篇
裏
曾
説
.・
『
江
左
篇
制
、
溺
干
玄
風
、
唆
笑
御
務
之
志
、
崇
盛
亡
機
之
談
』
。
他
又
用

『詩
必
桂

下
之
旨
蹄
、
賦
乃
漆
園
之
注
疏
』
來
拝
撃
當
時
盛
行
的
玄
言
詩
賦
。
這
都
説
明
他
樹
玄
風
的
反
感
。
此
外
、
從
文
心
雕
龍
的
序
志
篇
和

程
器
篇
來
看
、
我
椚
都
可
以
戎
到
充
分
的
謹
擦
來
謹
明
劉
鋸
是
恪
守
儒
家
思
想
的
。

但
是
有
些
論
者
根
擦
劉
鋸
少
時
出
家
、
入
定
林
寺
依
沙
門
信
茄
居
虚
這
件
事
來
断
言
文
心
雕
龍
屡
於
佛
學
思
想
。
楊
明
照
先
生
在
劉

劔
的
本
傳
箋
注
中
就
認
爲
劉
劔
少
時
進
入
寺
廟
是
因
爲
信
仰
佛
教
的
縁
故
。
但
是
響

本
傳
裏
明
言
劉
劔
少
時

『
家
貧
』
『
不
婚
婁
』
。

根
擦
當
時
史
書
記
載
、
南
朝
賦
役
繁
重
、
人
民
多
所
不
堪
。

一
般
平
民
爲
了
避
免
況
重
的
課
輸
倍
役
、
往
往
只
有
進

入
寺
廟
、
因
爲
寺

廟
享
有
特
権
、
入
廟
可
以
不
貫
民
籍
(
免
於
向
政
府
納
税
服
役
。
這

一
黙
、
魏
書
繹
老
志
、
南
史
齊
東
昏
侯
記
、
弘
明
集
與
僚
屡
沙
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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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衆
教
等
均
有
較
詳
的
記
載
、
義
擦
甚
明
、
可
参
閲
。
其
次
、
劉
魏
始
終
是
以
白
衣
身
分
進
入
寺
廟
、
而
並
没
有

出
家
、
這
是
又

一
個

必
須
注
意
的
問
題
。
更
可
以
説
明
這

一
黙
的
是
、
劉
駕

一
有
機
會
、
就
馬
上
去
作
官
了
。
這
決
不
能
説
是

一
個
虚
誠
佛
教
徒
所
可
能
採

取
的
行
脛
。

從
以
上
這
些
個
事
情
、
都
可
説
明
劉
魏
當
時
候
封
佛
教
並
不
是

一
個
十
分
慶
誠
的
信
徒
。
他
撰
寓
文
心
雕
龍
、
曾
説
是
由
於
他
夢
見

了
孔
子
。
他
還
説
他
本
來
預
備
要
想
彷
照
馬
融
、
鄭
玄

一
様
去
注
繹
儒
家
的
経
典
。
但
是
他
認
爲

『馬
鄭
諸
儒
、
弘
之
巳
精
、
便
有
新

解

、
未
必
成
家
。』
於
是
改
而
論
文
。
他
論
文
是
以
代
替
傳
播
儒
家
経
典
的
本
衷
。
因
爲
照
他
看
來
、
文
章
是

『経
典
之
枝
條
』
。
但
是

我
個
也
不
能
封

一
個
思
想
家
的
思
想
艦
系
作
過
於
呆
板
的
理
解
。
劉
駕
難
然
在
文
心
雕
龍
中
恪
守
儒
學
風
範
、
但
是
他
封
於
作
爲
當
時

時
代
思
潮
的
繹
、
道
、
玄
諸
家
、
也
有
融
合
吸
牧
的

一
面
、

正
如
我
在
前
面
所
説
的
那
様
。

儒
學
本
身
也
在
装
展
、

甚
至
憂
化
、

當

時
的
儒
學
躁
早
期
原
始
儒
學
以
至
其
後
雨
漢
的
儒
學
已
経
不
同
了
。
同
時
我
個
也
慮
注
意
到
州
劉
劔
在
歴
史
詳
便
問
題
上
、
是
採
用
了

比
較
公
正
的
態
度
的
。
他
封
當
時
有
成
就
的

一
些
玄
學
家
、
都
給
予
了
公
正
的
評
債
、
而
没
有
滲
染
自
己
的
主
観
偏
見
。
他
曾
経
在
明

識

織
中
説
3

『
正
始
明
道
、
詩
雑
仙
心
、
何
嬰
之
徒
へ
率
多
浮
淺
』
。
こ
這
是
樹
玄
學
家
的
根
嚴
属
的
挽
評
。

但
是
他
封
男
外
有
.一
些
有

成
就
的
玄
學
家
、
卸
評
便
根
高
。
比
如
、
他
用

『院
旨
遙
深
』
來
評
債
院
籍
的
深
遽
思
想
、
用

『稿
志
清
峻
』
來
評
贋
稿
康
的
高
超
風

格
。
.所
以
、
如
果
説
他
完
全
像
過
去
的
儒
家

一
様
、
封
繹
、
道
、
玄
諸
家

一
概
採
取
損
斥
不
顧
的
態
度
、
這
也
是

一
種
偏
頗
的
看
法
。

我
認
爲
文
心
雕
龍
與
佛
學
的
關
係
、
不
是
直
接
的
影
響
、
而
在

一
定
方
面
受
到
了
間
接
的
影
響
。
簡
言
之
、
主
要
就
是
他
在
方
法
論

上
受
到
了
因
明
學
的
漕
移
黙
化
的
啓
示
。
随
着
因
明
入
正
理
論
輸
入
中
國
、
從
而
使
因
明
學
成
爲

一
個
有
着
廣
涯
影
響
的
學
問
、
那
匙

在
唐
代
。
但
是
在
南
北
朝
的
時
候
、
因
明
學
已
経
開
始
課
成
中
文
了
。
北
魏
孝
文
帝
延
興
二
年

(
公
元
四
七
二
年
)
、
中
國
翻
課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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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部
因
明
學
的
著
作
、
部
三
藏
吉
迦
夜
與
曇
曜
所
課
的
方
便
心
論
。
這
裏
我
想
訂
正
一
個
我
自
己
過
去
窩
的
文
章
的
錯
誤
。
我
説
、
劉

鋸
當
時
看
了
有
爾
部
有
關
因
明
學
的
著
作
、
一
部
是
方
便
心
論
、

一
部
是
龍
樹
所
造
的
回
謬
論
。
擦
出
三
藏
記
集
著
録
方
便
心
論
於
北

魏
孝
文
帝

(元
宏
)
延
興
二
年

(
公
元
四
七
二
年
)
謬
出
、
當
時
劉
魏
尚
幼
、
所
以
他
可
能
看
到
這
部
書
。
但
是
回
諄
論
是
在
東
魏
孝

静
帝

(元
善
見
)
興
和
三
年

(
公
元
五
四
一
年
)
時
才
翻
謬
過
來
。
那
時
劉
駕
已
残
。
我
在

一
篇
文
章
中
説
他
同
時
看
到
過
雨
本
書
、

這
是

一
個
錯
誤
、
後
來
我
在
男
外
一
篇
文
章
裏
、
脛
過
考
擦
、
作
了
訂
正
。

総
之
、
劉
駕
的
文
心
雕
懇
膿
大
慮
周
、
組
織
靡
密
、
能
移
形
成

一
個
完
整
的
系
統
℃
有
一
個
根
嚴
密
的
膣
系
、
以
致
被
章
學
誠
魯
爲

『成
書
之
初
祀
』
。
這
躁
他
受
到
了
因
明
學
的
影
響
、
是
根
有
密
切
關
係
的
。

我
的
演
講
已
超
過
了
預
定
時
間
,
就
到
此
結
束
。
我
根
感
謝
諸
位
抽
出
賓
貴
的
時
間
來
聴
我
的
演
講
、
希
望
諸
位
先
生
批
評
指
正
。

一
九
八
三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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