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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唐
之
際
的
國
語
學

劉

三

富

國
語
是
上
古
時
代

一
部
重
要
的
史
籍

・
又
名
春
秋
外
傳

・
亦
名
春
秋
國
語

・
甚
且
合
稔
爲
春
秋
外
傳
國
語

・
但
也
有
簡
稽
爲

「
外

傳
」
的

。
這
部
史
籍

・
大
盟
而
言

・
中
國
學
者
肯
官
定
是
成
書
於
先
秦
的

。
官
是
中
國
第

一
部
載
録
邦
國
成
敗

・
名
人
嘉
言

・
陰
陽
律

呂

・
天
時
人
事
以
及
逆
順
之
敷
的
記
言
史
籍

。
在
官
所
存
留
的
豊
富
史
料
之
中

・
學
者
可
以
察
知
成
敗
興
亡
的
軌
迹

、
神
道
設
教
的
立

論

・
修
徳
進
業
的
方
法

・
明
哲
容
智
的
定
義
;
同
時
更
可
以
理
解
建
國
治
民
的
準
則

・
立
身
慮
世
的
藝
術

・
以
至
於
春
秋
各
國
風
土
人

情

・
典
章
制
度
的
洛
革
和
不
同

。
這
眞
是

一
部

「包
羅
天
地

・
探
測
禍
幅

・
獲
起
幽
微

・
章
表
善
悪
」
矣(章
昭
國
語
解
叙
語
)的
鈍
構

。

①

國
語

・
相
傳
是
左
丘
明
在
撰
作
完
成
春
秋
左
氏
傳
之
後

・
一
方
面
由
於
失
明

・
恐
催
成
爲
社
會
的
塵
人

;
男
方

面
亦
因
爲
左
氏
傳
刷

②

餘
的
資
料
根
多

;
於
是
乃
叢
憤
採
纈
自
周
穆
王
十
二
年

(西
元
前
九
〇
九
年
)
以
至
周
定
王
十
六
年

(西
元
前
四
五
三
年
)
這
五
百
四

十
年
間

・
獲
生
在
周

、
魯

・
齊

・
替

・
鄭

・
楚

、
呉

・
越
八
國
的
重
大
史
實

・
予
以
融
篶
勇
裁

・
澤
要
而
録

・
終
於
成
就
這
部
又
名

①

語
本
司
馬
遷
報
任
安
書
:
「左
丘
明
無
目
、
孫
子
断
足
、
終
不
可
用
。」
詳
見
漢
書
巻
六
十
二
、
司
馬
遷
傳
。

②

語
本
班
固
司
馬
遷
傳
賛
:

「孔
子
因
魯
史
記
而
作
春
秋
、
左
丘
明
論
輯
其
本
事
以
爲
傳
、
又
纂
異
同
爲
國
語
。」
詳
見
漢
書
巻
六
十
二
。



③

「
春
秋
外
傳
」
的
最
早
國
別
史

。
難
然

・
宣
並
不
如
尚
書

・
左
傳
那
様
幸
運
地
厩
身
於

「経
部
」

・
甚
至
亦
不
如
史
記

、
漢
書

一
般
堂

皇
地
被
親
作
是

「
正
史
」

;
但
由
於
官
記
叙
生
動

・
文
筆
闊
擦

・
加
以
史
料
豊
富

・
膣
屡
始
創

・
傍
然
受
到
後
世
學
者
的
普
遍
敬
重

・

幾
乎
亦
是

一
般
士
子
必
讃
的
典
籍

。

然
而

・
寝
假
至
於
中
唐
古
文
運
動
興
起
以
後

・
柳
宗
元
子
厚
寛
有

「
非
國
語
」
專
著
針
封
國
語
大
加
燵
伐

。
子
厚
認
爲
官

「
文
勝
而

言
彪

・
好
説
以
反
倫

・
其
道
舛
逆
而
學
者
以
其
文
也

・
威
嗜
悦
焉

・
伏
膚
坤
吟
者

・
至
比
六
経

・
則
溺
其
文
必
信
其
實

・
是
聖
人
之
道

騎
也

。
」

(子
厚
與
呂
道
州
温
論
非
國
語
書
)
所
以
要

「
職
其
不
減

・
救
世
之
謬
」

(
引
同
上
)
!
於
是
自
子
厚
非
國
語
行
世
之
後

・

國
語
的
身
償
和
存
康
問
題

・
無
疑
地
要
受
到
強
烈
而
嚴
重
的
挑
戦
1
筆
者
近
数
年
來

・
即
就
此

一
問
題
作
深
入
地
鑛
研

・
預
期
在
不
久

的
將
來

・
會
有
完
整
而
周
詳
的
論
著
以
就
正
於
讃
者

。

本
文
原
係
研
究
國
語
與
非
國
語
專
著
中
的

一
章

・
主
要
目
的
在
探
研
國
語
自
秦
火
後

・
以
至
子
厚
前
獲
展
流
傳
的
情
形

・
一
方
面
用

明
國
語
在
學
術
界
所
居
地
位
之
高
下
;
訓男
方
面
亦
以
理
解
子
厚
之
所
以
要

「
非
」

國
語
的
原
因

。
但
筆
者
才
疏

學
淺

・
加
以
倉
促
付

梓

・
紙
漏
闘
暑
在
在
難
冤

・
尚
所
高
明
指
正

・
以
爲
他
日
改
進
之
借
鏡
也

。

(
國
)

西
漢
的
國
語
學

L

費
誼

④

(西
元
前
二
〇
〇
ー
ー
前

一
六
八
年
)

③

最
早
稻
國
語
爲

「春
秋
外
傳
」
的
是
班
固
漢
書
巻
二
十

一
、
律
暦
志
。

④

頁
誼
傳
記
請
参
見
史
記
巻
八
十
四
、
漢
書
巻
四
十
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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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秦
火
以
後

・
最
早
稽
述
國
語
的
是
西
漢
文
帝
時
代
的
頁
誼

。
章
昭
國
語
解
叙
云
・・

遭
秦
之
観

・
幽
而
復
光

・
質
生

・
史
遷
頗
綜
述
鳶

・

不
過

,
在
今
見
史
記

、
漢
書
的
質
誼
傳
中

・
以
及
漢
魏
六
朝
百
三
名
家
集
的
頁
長
沙
集
裏

・
已
経
都
無
法
畢
出

「質

生
頗
綜
述
焉
」
的

具
膿
謹
擦

;
反
倒
是
在

「頁
子
新
書
」
中
可
以
獲
得
佐
謹

。
如

:⑤

昔
楚
霞
王
問
萢
無
宇
日
:

「我
欲
大
城
陳

、
察

、
葉
與
不
奨

,
賦
車
各
千
乗
馬

・
亦
足
以
當
否
　
!
又
加
之
以
楚

・
諸
侯
其
來
朝

乎
?
」
萢
無
宇
日
:

「
不
可

。
臣
聞
:
大
都
疑
國

・
大
臣
疑
主

・
観
之
謀
也

・
都
疑
則
交
争

・
臣
疑
則
並
令

・
禍
之
深
者
也

。
今

大
城
陳

、
察

、
葉
與
不
奨

,
或
不
充

・
不
足
以
威
各

;
若
充
之
以
資
財

・
實
之
以
重
緑
之
臣

・
是
輕
本
而
重
末
也

。
臣
聞
尾
大
不

捕

,
末
大
必
折

,
此
豊
不
施
威
諸
侯
之
心
哉
?
然
終
爲
楚
國
大
患
者

・
必
此
四
城
也
。」
璽
王
弗
聴

・
果
城
陳

・
票

・
葉
與

不
葵

…
…

。
(質
子
新
書
巻

一
・
大
都
)

頁

子
這

一
節
文
字
所
引
述
的
史
實

,
就
是
略
略
攣
易
國
語

・
楚
語
上
第
六
則

「霊
王
城
陳

、
察

・
不
愛

・
使
僕
夫
子
哲
問
於
萢
無
宇
」

而
來

。
又
如
頁
子
新
書
巻
五

・
傅
職
篇
云
:

或
稻
春
秋

,
而
爲
之
聾
善
而
抑
悪

,
以
革
勧
其
心

。
教
之
禮

・
使
之
上
下
之
則

;
或
爲
之
稽
詩
而
廣
道
顯
徳

・
以
馴
明
其
志
;
教

之
樂

,
以
疏
其
稜
而
填
其
浮
氣

;
教
之
語

・
使
明
於
上
世

・
而
知
先
王
之
務
明
徳
於
民
也

。
教
之
故
志

・
使
知
慶
興

者

而

戒

儂

焉
;
教
之
任
術

・
使
能
紀
萬
官
之
職
任

,
而
知
治
化
之
儀

;
激
之
典
訓

・
使
知
族
類
疏
戚

・
而
隙
比
馴
焉

・
…
…
或
明
恵
施
以
道

⑤

國
語
巻
十
七
、
楚
語
上

:

「
蜜
王
城
陳
、
察

、
不
奨

」
並
無

「葉
」
城

。
今
人
祁

玉
章

氏
更
擦
左

昭
十

一
、
十

二
年
傳

、
史

記
楚
世
家

讃
其
爲

衛
文
。
詳
請
参
閲
賞
子
新
書
校
繹

一
二
六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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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忠

,
明
長
復
以
道
之
信

,
明
度
量
以
道
之
義

・
明
等
級
以
道
之
禮

・
明
恭
倹
以
道
之
孝

;
明
敬
戒
以
道
之
事

・
明
慈
愛
以
道
之

仁

,
明
聞
雅
以
道
之
文

,
明
除
害
以
道
之
武

・
明
精
直
以
道
之
伐

・
明
正
徳
以
道
之
賞

・
明
齊
粛
以
道
之
敬
…
…
左
右
前
後

・
莫

非
賢
人
以
輔
相
之

,
総
威
儀
以
先
後
之

・
掻
膣
貌
以
左
右
之

・
制
義
行
以
宣
翼
之

・
章
恭
敬
以
監
行
之

・
勤
螢
以
勧
之

・
孝
順
以

内
之

・
敦
篤
以
固
之

・
忠
信
以
叢
之

・
徳
言
以
揚
之
…
…

。

也
是
出
自
國
語

、
楚
語
上
第

一
則

「荘
王
使
士
聲
傅
太
子
箴

・
…
…
問
於
申
叔
時
」
・
叔
時
所
作
的
回
答
語

。
此
外

・
像
頁
子
新

書

巻

十

、
禮
容
語
下
所
載

「奮
之
三
卿
郡
鏑

、
御
雌
牛
、
都
至

・
從
否
属
公
會
諸
侯
干
加
陵
」

一
大
段
文
字
亦
是
省
簡
國
語
周
語
下
第

一
則

「

⑥

「
何
陵
之
會

・
軍
嚢
公
見
脅
属
公
覗
遠
歩
高
…
…
」
而
來

。

凡
此
都
足
以
謹
明
質
生
多
採
國
語
典
故
的
事
實

・
已
不
煩
詞
費
了

。
然
則
面貝
誼
是
西
漢
初
年
第

一
大
儒

・
「通
達
國
腱

・
錐
古
之
伊

管
未
能
遠
過
」
,
而
於
國
語
援
引
的
事
例

・
印
可
見
他
重
覗

、
珍
愛
的
程
度

。
這
樹
當
代

・
以
至
後
世
學
者
自
有
相
當
啓
導
的
作
用

。

2

司
馬
遷

(西
元
前

一
四
五
ー
1
前
八
六
年
)

當
然

,
大
量
操
纈

、
逡
録
國
語
史
實

・
而
且
影
響
後
世
最
爲
深
遠
的
則
是
太
史
公
記
了

。
司
馬
遷
著
史
記

・
錐
晩
於
頁
誼
時
論
七
十

年

(前

一
七
四
ー
ー
前

一
○
四
)
)
・
但
他
是
乗
持

「
究
天
人
之
際

・
通
古
今
之
攣

・
成

一
家
之
言
」
的
旨
趣
獲
憤
撰
述
有
史
以
來
的
第

⑧

⑨

一
部
通
史
而

「
思
垂
空
文
以
自
見
」
的

。
因
此
在

「
岡
羅
天
下
放
失
奮
聞
」
的
態
度
和
倣
法
上
就
不
同
於
頁
生
一
-
歴
史
最
重

「
信
而

⑥

原
文
詳
請
検
閲
國
語
巻
三
、
周
語
下
。

,
⑦

語
見
漢
書
巷
四
十
八
、
質
誼
傳
。

⑧

・語
見
漢
書
巻
六
十
二
、
司
馬
遷
傳
。

.

⑨

語
見
史
記
巻

一
百
三
十
、
太
史
公
自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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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徴
」
'
那
就
必
須

「

⑩

采
経
撫
傳
」
説
明
出
庭

;
既
以
取
信
於
人

赤

便
於
験
謹
也

.
史
記
旦

棊

撫
國
語
的
例
襲

多

・
如
-
巻

一
、

五
帝
本
紀
賛
日
:

學
者
多
稻
五
帝

9
尚
矣
!
…
…
予
観
春
秋

・
國
語

・
其
稜
明
五
帝
徳

・
帝
繋
姓

・
章
矣
ー
.

又
如
:
巻
十
四

・
十
二
諸
侯
年
表
日
:

…
…
於
是
譜
十
二
諸
侯

・
自
共
和
詑
孔
子

・
表
見
春
秋

・
國
語

・
學
者
所
識
盛
衰
大
指
著
於
篇

。

這
都
是
史
遷
直
接
説
明

「國
語
」
乃
其
引
用
的
主
要
資
料

。
至
於
史
記
中
完
全
逡
録

「國
語
」
的
原
文
的

・
如
周
本
紀
所
載

:

穆
王
將
伐
大
戎

・
祭
公
謀
父
諫
日
:

「
不
可
。
先
王
耀
徳
不
観
兵

。
夫
兵
俄
而
時
動

・
動
則
威

;
観
則
玩

・
玩
則
無
震

。
是
故
周

文
公
之
頬
日
:

『載
哉
干
文

・
載
嚢
弓
矢

。
我
求
酪
徳

・
璋
干
時
夏

・
允
王
保
之
。』
先
王
之
於
民
也

・
茂
正
其
徳
而
厚
其

性

,

阜
其
財
求
而
利
其
器
用

・
明
利
害
之
郷

・
以
文
修
正

・
使
之
務
利
而
避
害

・
懐
徳
而
畏
威

・
故
能
保
世
以
滋
大

。
昔
我
先
王
世
后

稜

・
以
服
事
虞

・
夏

。
及
夏
之
衰
也

・
棄
稜
不
務

・
我
先
王
不
窟
失
其
官

・
而
自
鼠
干
戎
狭
之
間

。
不
敢
怠
業

・
時
序
其
徳

,
寡

修
其
緒

・
修
其
訓
典

・
朝
夕
恪
勤

・
守
以
敦
篤

・
奉
以
忠
信

。
突
世
載
徳

・
不
添
前
人

。
至
干
文
王

、
武
王

・
昭
前
之
光
明
而
加

之
以
慈
和

・
事
神
保
民

・
無
不
欣
喜

。
商
王
帝
辛

・
大
悪
於
民

・
庶
民
不
忍

・
訴
戴
武
王

・
以
致
戎
干
商
牧

・
是
故
先
王
非
務
武

也

・
勤
憧
民
隙
而
除
其
害
也

。
夫
先
王
之
制

・
邦
内
旬
服

・
邦
外
侯
服

・
侯
衛
賓
服

・
夷
蜜
要
服

・
戌
葎
荒
服

。
旬
服
者
祭

,
侯

服
者
祀

・
賓
服
者
享

・
要
服
者
貢

・
荒
服
者
王

。
日
祭

、
月
祀

、
時
享

・
歳
貢

・
終
王

。
先
王
之
順
祀
也

・
有
不
祭
則
修
意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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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祀
則
修
言

・
有
不
享
則
修
文

・
有
不
貢
則
修
名

・
有
不
王
則
修
徳

・
序
成
而
有
不
至
則
修
刑

。
於
是
有
刑
不
祭

・
伐
不
祀

、
征

不
享

・
譲
不
貢

・
告
不
王

・
於
是
有
刑
罰
之
辟

・
有
攻
伐
之
兵

・
有
征
討
之
備

・
有
威
譲
之
命

・
有
文
告
之
僻

。
布
令
陳
僻
而
又

不
至

,
則
増
修
於
徳

,
(而
)
無
勤
民
於
遠

・
是
以
近
無
不
聴

・
遠
無
不
服

。
今
自
大
畢

・
伯
士
之
終
也

・
犬
戎

氏
以
其
職
來
王

・

天
子
日
:

『
予
必
以
不
享
征
之

・
且
観
之
兵
。』

(其
)
無
乃
慶
先
王
之
訓
而
王
幾
頓
乎
?
吾
聞

(夫
)
犬
戎
樹
敦

・
率
曹
徳
而
守

終
純
固

・
其
有
以
禦
我
　
!
」
王

(
不
聴
)
途
征
之

・
得
四
白
狼

、
四
白
鹿
以
蹄

。
自
是
荒
服
者
不
至

。
(史
記
巻
四
)

將
這
六
百
餘
字
的

一
段
史
實

,
封
照
國
語
周
語
上
第

一
則

「穆
王
將
征
犬
戎
」
所
載

・
除
了
少
敷
(

)
中
的
古
今
字

・
介
系
詞
或
省
減

者
之
外

・
幾
乎
可
以
構
得
上

ゴ
原
文
照
抄
」
了

。
史
記
中
像
這
様
的
例
謹
根
多

・
就
是
在
同
巻
同
紀
裏

・
尚
有

「
共
王
游
於
脛
上
」
・
「

⑪

(属
)
王
暴
虐
修
傲

,
國
人
諺
王
」
等
各
節

,
以
及
巫日
世
家

・
伍
子
青
列
傳
等
多
篇
部
扮
史
實
都
是
謄
録
自
國
語

。
爲
省
贅
重

・
也
不

邊

一
一
徴
引
了

。

以
上
説
明
了
國
語
是
司
馬
遷
撰
述
史
記
時
的

一
部
重
要
参
考
典
籍

・
但
並
不
意
味
國
語

一
書
中
所
有
的
史
料
全
爲
史
遷
所
用

;
因
爲

⑫

史
記
是

一
部
通
史

,
他
要

「
馳
騎
古
今

・
上
下
敷
千
載
間
。」
既
不
能
詳
於
某

一
古
代

・
亦
不
能
專
主
某

一
古
籍

・
然
而
在
叙
述

西

周

中

期
之
際

,
祇
有
國
語
可
擦

,
當
然
不
避
採
録

;
及
至
春
秋
以
後

・
資
料
既
多

・
也
就
博
採
衆
家

・
融
貫
綜
述
了

・
於
是

「
一
件
事
情

⑬

已
経
在
左
傳

、
在
國
語
中
出
現
過
的

,
史
記
就
不
再
詳
録
。」
所
以
儘
管
史
記
淵
源
國
語
甚
多

・
但
亦
不
害
國
語
之
爲
國
語

・
史

記

之

爲
史
記
了

。

⑪

詳
請
参
閲
史
記
巻
四
、
周
本
紀
;
國
語
巻

一
、
周
語
上
。

⑫

同
註
⑧

⑬

語
見
名
著
與
名
人

一
〇
四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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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文
學
集
論

第
十
二
號

史
記
封
後
世
文
士
學
者
所
曾
産
生
的
影
響
是
世
所
習
知
的

・
但
他
不
僅
綜
述
逡
録
了

一
些
國
語
中
的
史
料

・
成
爲
那

山
時
代
的
具
膣

形
象

・
而
且
又
首
先
提
出
國
語
作
者
及
其
撰
作
動
機

・
影
響
後
世
至
深
且
遠

。
司
馬
遷
在
太
史
公
自
序
中
説
:

左
丘
失
明

・
豚
有
國
語

。
(巻

一
百
三
十
)

這
八
個
字
根
簡
掘
地
説
出

:
左
丘
明
是
在
失
明
以
後

・
才
著
成
了
國
語

。
因
此

・
他
在
報
任
安
書
裏
除
了
重
複
太
史
公
自
序
中
這

一
段

「
聖
賢
獲
憤
之
所
爲
作
」
的
名
輩
和
作
品
外

・
緊
接
著
又
説

:

及
如
左
丘
明
無
目

・
孫
子
断
足

・
終
不
可
用

・
退
論
書
策
以
酵
其
憤

・
思
垂
室
文
以
自
見

び
僕
霧
不
遜

・
…
…
亦
欲
…
…
成

一
家

之
言

・
(漢
書
巻
六
十
二

・
司
馬
遷
傳
)

⑭

可
見
在
太
史
公
的
認
知
世
界
裏

・
左
丘
明
是
因
爲

「無
目
」
而

「終
不
可
用
」
・
但
又

「疾
没
世
而
名
不
稻
」
・
所
以
就

「退
論
書
策
」

⑮

著
成
國
語
的

;
然
則
史
公
在

「
刑
餘
」
之
後

・
自
畳

「己
庸
形
爲
掃
除
之
隷
」
「終
不
可
用
」
了

;
左
丘
明

、
孫
子
並
未
因
残
疾
而

「
名

⑯
摩
滅
」
・
那
塵
司
馬
遷
要
在
今
後
完
成
史
記
的
願
望
亦
並
非
不
可
能
了

・
這
段
文
字
不
但
充
分
地
説
明
左
丘
明
論
述
國
語
的
動
機

,
同

時
也
含
蓄
地
表
明
司
馬
遷
著
作
史
記
是
追
跡
前
賢
的

一
種

「自
見
」
方
式

。
當
史
記
在
後
世
廣
爲
流
怖

・
成
爲
史
學
和
文
學
界
亘
壁
圭

泉
以
後

・
樹
國
語
的
流
傳
自
有
相
當
地
助
盆

・
而
後
人
封
左
丘
明
著
國
語
的
事
實

・
迄
至
於
李
唐
之
世
都
無
異
僻

;
則
其
影
響
之
深
遠

亦
可
想
見
了

。

3
。

劉
向

(西
元
前
七
七
l
l
前
六
年
)

⑭

語
見
論
語
衛
霊
篇
。

⑮

同
註
⑧

⑯

同
註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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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語
在
西
漢

・
錐
曾
先
後
受
到
質
誼

・
司
馬
遷
的
采
撫

・
重
覗

・
但
官
不
是

「
経
書
」
・
自
然
不
能
被
列
爲
學
官

・
利
禄
之
途
未
開
・

身
債
也
難
以
提
高

・
那
就
不
可
能
有
人
專
攻
國
語

・
爲
之
考
校
疑
託
了

。
這
種
情
形

一
直
到
西
漢
末
年
才
有
所
改
善

。
章
昭
國
語
解
叙

云

:
及
劉
光
緑

(向
)
於
漢
成
世
始
更
考
校

・
是
正
疑
謬

・

劉
向
考
校
國
語
以

「正
疑
謬
」
的
貢
獄
是
受
到
章
昭
肯
定
的

。
但
不
知
何
以
経
過
他

「
考
校
」
的

「
新
國
語
」
會
有

「
五
十
四
篇
」

⑰

而
原
有
左
丘
明
著
的
四
語
僅
祇

「
二
十

一
篇
」
?
以
至
術
生
出
他
児
子
劉
散

(前
四
五
ー
ー
後
二
三
年
)
「欲
建
立
左
氏
春
秋
…

…

列

⑱

⑲

於
學
官
」
而

「移
書
太
常
博
士
」
的

一
場
今
古
文
之
孚
?
至
於
近
代
康
有
爲

、
彦
平
等
又
高
侶

「
左
傳
析
自
國
語
」
如
此
聚
訟
難
明
的

⑳

千
古
公
案

・
恐
伯
絶
不
是
劉
向
當
年
校
正
國
語
之
際

・
所
能
料
及
的

。

(
二
)

東

漢
的

國
語

學

L

鄭
衆

(西
元
前
?
ー
ー
八
三
年
)

東
漢
以
後

・
出
現
了
好
幾
位
訓
注
國
語
的
學
者

・
章
昭
云

:

至
於
章
帝

・
鄭
大
司
農

(衆
)
爲
之
訓
注

・
解
疑
繹
滞

・
昭
晰
可
観

;
至
於
細
砕

・
有
所
閾
略

。

⑲ ⑱ ⑰

 

⑳

「國
語
二
十
、
一
篇
新
國
語
五
十
四
篇
」
係
擦
漢
書
藝
文
志
巻
三
十
、春
秋
二
十
三
家
所
列
。

事
詳
漢
書
楚
元
王
傳
。

今
文
家
康
有
爲
新
學
偽
経
考
、
彦
平
古
學
考
、
崔
適
史
記
探
源
等
都
以
爲

「左
傳
析
自
國
語
」
。
請
検
閲
屈
萬
里
古
讃
籍
導
頁
一
八
八
、
可
知

其
大
概
。

請
参
閲
左
傳
眞
偲
考
。

漢
唐
之
際
的
國
語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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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文
學
集
論

第
十
二
號

錐
然

・
鄭
衆
所
訓
注
的
原
貌
已
不
可
見

・
而
在
後
漢
書
本
傳
中
亦
未
提
及
曾
有
注
繹
國
語
之
事

,
但

一
則
章
昭
是
國
語
學
的
專
家

,
封

前
輩
注
家
自
較
史
官
了
然

;
再
則
章
昭
早
於
萢
嘩

一
百
多
年

・
距
鄭
衆
爲
近

・
且
評
其
注

「昭
晰
可
観
」
,
「細
砕
」
「闘
略
」
;
則
鄭
衆

國
語
訓
注

・
爲
章
昭
所
親
見
之
事
實

・
勿
庸
置
疑

。

饗

磐

深
厚
的
家
騨

且
又
能

「精
力
於
學
」
・
本
傳
説
他
是
以

「作
春
秋
難
記
條
例

・
兼
通
易

、
詩

・
知
名
於
世
」
的

・
同
時
更

由
於
家
法
傳
承

・
使
他
成
爲
鄭
派
宗
師

・
那
塵
他
的
國
語
訓
注
錐
不
免
闘
略
之
弊

・
但
封
當
代

,
以
至
後
世
的
影
響
則
是

顯

而
易

見

的

。a

費
蓬

(西
元
三
〇
ー
1

一
〇

一
年
)

稍
晩
於
鄭
衆

・
而
與
鄭
學
爲
敵
膣
的
頁
學
宗
師
費
達

・
亦
曾
訓
注
國
語

。
章
昭
云

;

待
中
頁
君

(達
)
敷
而
術
之

・
其
所
獲
明

・
大
義
略
畢

・
爲
已
僚
　

;
然
於
文
間

,
時
有
遺
忘

。

也
許
正
因
爲
質
蓬
樹
國
語
所
作
的
獲
明

・
已
経
達
到

「
僚
」
的
水
準

・
在
後
漢
書
本
傳
中
亦
明
載

:

「尤
明
左
氏
傳

、
國
語

,
爲
之
解

詰

五
十

一
篇

。
永
平
中

・
上
疏
献
之

・
顯
宗
重
其
書

・
爲
藏
秘
館
。」
如
今

・
我
椚
錐
不
得
見
其
解
詰

,
但
能
爲
帝
王
所
重

,
亦
?可
見

他
樹
國
語
原
作
的
流
傳
與
護
揚
貢
献
之
大
了

・

事
實
上

・
費
蓬
是
東
漢

一
代

「學
者
宗
之

・
後
世
稻
爲
通
儒
」
的
経
學
大
師

・
論
其
學
術
傳
承

・
又
淵
源
於
家
學

,
本
傳
云

・.

「

「
父
徽

・
從
劉
歌
受
左
氏
春
秋

・
兼
習
國
語

・
周
官
…
…
蓬
悉
傳
父
業
。」
專
就
費
蓬
的
國
語
解
詰
而
言

・
至
少
那
是
累
積
了
劉

歓

、

⑳

後
漢
書
巻
三
十
六
鄭
興
傳
云
:

「興
好
古
學
、
尤
明
左
氏
、
周
官
、
長
於
暦
敷
…
…
世
言
左
氏
者
多
租
於
興
。
」
同
書
同
巻
鄭
衆
傳
云
..
「衆

字
仲
師
、
年
十
二
、
從
父
受
左
氏
春
秋
。」

⑫

語
見
後
漢
書
巷
三
十
六
質
蓬
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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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
徽
和
他
本
人
三
代
的
見
解
與
獲
明

・
其
在
當
世
之
已
流
傳
於
儒
林

・
自
可
想
見

;
至
於
官
能
垂
範
後
世

・
難
不
免

「於
文
間
時
有
遺

忘
」
之
弊

・
但
其
於
章
昭
注
國
語
時
的
影
響
則
是
顯
而
易
見
的

。
不
僅
如
此

・
郎
使
時
至
五
百
年
後
的
唐
代
學
者
傍
在
大

量

引

用

頁

㊧注

・
則
其
影
響
之
深
遠

・
貢
献
之
偉
大

・
又
非
敷
語
可
蓋
了

。

3

班
固

(
西
元
三
二
I
I
九
二
年
)

在
経
學
家

・
費
蓬
訓
注
國
語
的
同
時

(約
在
西
元
七
九
年
前
後
)
・
史
學
家
班
固
難
断
代
爲
史

・
専
記
西
漢

一
朝
的
興
亡

・
但
像

國

語

這
様

一
部
重
要
的
史
籍

・
無
論
如
何
是
不
會
被
棄
置
的

。
他
在
漢
書
巻
三
十
三

・
脛
籍
志
ニ
曾
説
:

古
者
天
子
諸
侯
必
有
國
史

・
以
記
言
之

。
後
世
多
務

・
其
道
彌
繁
…

。
春
秋

、
國
語
引
周
志

・
鄭
書
之
説

・
推
尋
事
跡

・
似
當
時

記
事

。

又
在
司
馬
遷
傳
賛
日
:

孔
子
因
魯
史
而
作
春
秋

・
而
左
丘
明
論
輯
其
本
事
以
爲
之
傳

・
又
纂
異
同
爲
國
語

・

(漢
書
巻
六
十
二
)

於
是
這

「
似
當
時
記
事
」
的
國
語

・
在
班
固
筆
下

1
寛
然
成
了
左
丘
明
爲
春
秋
作

「傳
」
之
後
的
副
産
品
=
1
祇
是

「纂
異
同
」
地
補

充

「
春
秋
傳
」
史
料
之
不
足
罷
了

。
那
塵

・
班
固
要
將
國
語
覗
作
爲

「春
秋
外
傳
」
也
倒
是
順
理
成
章
的
事

。
漢
書
巻
二
十

一
、
律
暦

志
■
下

「
世
経
」
云
:

ー
=
額
頂
帝

春
秋
外
傳
日
:

「少
昊
之
衰

・
九
黎
齪
徳

;
額
預
受
之

・
乃
命
重
黎
。」

ー
1
帝
馨

春
秋
外
傳
日
:

「
額
碩
之
所
建

・
帝
轡
受
之
。」

(⑳

詳
請
参
閲
張
以
仁
著
左
傳
國
語
論
集
頁
一
七
十
二
。
班
固
傳
記
請
参
見
後
漢
書
巷
四
十
上
、
下
。

漢
唐
之
際
的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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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文
學
集
論

第
十
二
號

所

謂

「春
秋
外
傳
日
」
・
前
者
見
於
國
語
巻
十
八

、
楚
語
下

・
第

一
則

;
後
者
見
於
巻
三

・
周
語
下

・
第
七
則

。
然
而

,
遍
尋
班

固

編

纂
當
時
全
國
圖
書
目
録
大
全
的
漢
書
藝
文
志
都
不
見

「春
秋
外
傳
」

一
書

・
在
藝
文
志
春
秋
二
十
三
家
中

,
有
的
是

:

1
1
國
語
二
十

一
篇
左
丘
明
著

。

1
ー
新
國
語
五
十
四
篇
劉
向
分
國
語

。

書
篇
之
下
'
亦
響

書
的
作
煮

乃
是
班
固
所
自
鞄

可
見
他
心
目
中
丘
明
的
國
語
和
劉
向
的
新
國
語
是
有
所
分
別
的
・
同
時
・
也
從

而
謹
明
國
語
之
所
以
成
爲

「
春
秋
外
傳
」
則
是
班
固
的
自
我
作
詰

。
這

一
黙
非
常
重
要

・
而
且
影
響
後
世
也
根
大

,
讃
者
如
能
細
加
膣

認

・
則
於
左
傳
和
國
語
之
間
的
種
種
糾
纒

・
自
能
有

一
清
明
而
近
眞
的
理
解

;
爲
省
贅
重

・
筆
者
不
擬
再
就
此

一
問
題
多
所
僻
費

。
至

於
漢
書
引
擦
國
語
的
例
謹
也
不
逞
多
叙
了

。

4

許
愼

(
西
元
五
五
ー
1

一
四
九
)

國
語
在
東
漢
中
期
以
後
善

邊

到
讐

重
覗
的
例
寧

除
上
述
史
學
家
班
固
外
'
那
位

「
五
経
無
隻
許
叔
動
」
的
中
國
字
典
羅

威
ー
ー
許
愼
1
ー
在
其
所
撰
説
文
解
字
十
四
篇
中

・
已
経
將
國
語
原
文
運
用
到

「
解
字
」
之
上
了

。
例
如

..

説
文
巻
十
七
石
部

「弩
」
字
解
有
云
:

「國
語
日
:
粛
愼
氏
貢
楷
矢
石
弩
。」
(魯
語
下
)

巻
五
言
部

「
諄
」
字
解
有
云
:

「國
語
日
:
諄
申
青
。」
(呉
語
)

巻

一
玉
部

「
珠
」
字
解
有
云
:

「春
秋
國
語
日
:

『珠
足
以
御
火
災
』
是
也
。」
(楚
語
下
)

⑳

漢
書
藝
文
志
是
承
襲
劉
歌
七
略
而
來
、
祇
有
自
注
始
能
表
現
班
固
的
意
見
。

㊧

許
愼
傳
記
請
参
見
後
漢
書
巻
七
十
九
下
儒
林
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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巻
七
鳥
部

「
総
」
字
解
有
云
:

「春
秋
國
語
日
:
周
之
興
也

・
驚
鷺
鳴
於
岐
山
O」
(周
語
上
)

就
是
根
好
的
謹
明

。

γ

當
然

,
國
語
未
必
因
爲
許
愼
的
徴
引
始
不
致
俺
没
無
聞

・
但
國
語
由
於
説
文
解
字
的
流
怖
而
更
振
大
其
影
響
力
與
重
要
性

・
則
是
不

容
置
疑
的

。

事
實
上

,
國
語
経
過
東
漢
碩
學
通
儒
的
爬
硫
校
刊

・
詮
繹
訓
詰
之
後

・
可
讃
性
増
高

・
自
然
受
到
士
林
的
賞
愛

;
男
方
面
又
加
上
史

學
家
的
比
附
経
傳

・
操
撫
徴
引

・
可
信
度
増
強

・
無
疑
是
今
古
交
學
者
所
争
讃
的
典
籍

。
因
此

・
許
愼
在
説
文
解
字
中
也
已
覗
之
要
籍

古
典

,
而
予
援
引

。
筆
者
以
爲
:
東
漢

一
朝
才
眞
是
國
語
護
皇
生
輝
的
黄
金
時
代

。
官
的
債
値

・
官
的
流
傳
都
在

這
個
時
代
被
肯
定

・

被
擾
大
了

。

(
三
)

曹
魏
的

国
語

學

1
。

王
粛

(西
元

一
九
五
ー
ー
二
五
六
)

東
漢
以
後
是
三
國
鼎
立
的
時
代

・
就
國
語
學
的
獲
展
而
言

・
他
是
相
當
重
要

・
而
且
必
須
分
別
説
明
的

。
若
從
政
治
主
流
考
察

・
自

然
傍
以
那
累
世
権
重
於
漢
室

・
由
挾
天
子
以
令
諸
侯
的
曹
操
所
建
立
起
的
魏
國
爲
中
心

。
事
實
上

・
無
論
在
政
治

、
交
化

、
彊
域

・
學

術
…
・:
等
方
面

・
曹
魏
都
能
廣
績
東
漢

、
成
爲
天
下
的
重
心

。
如
果
國
語
不
見
流
傳

・
自
然
是
匪
夷
所
思
的

;
但
要
説
到
受
重
覗

・
則

當
有
知
名
學
者
爲
之
用
力
的
讃
擦

・
始
能
成
立

。
在
卑
昭
國
語
解
叙
裡

・
後
人
無
從
畳
察
魏
國
究
寛
有
誰
曾
爲
國
語
的
傳
布
盤
力

・
然

而
筆
者
御
護
現
了
那
位
以
孔
子
家
語
聞
名
後
世
的
王
粛
就
曾
作
過
國
語
注

。
三
國
志
巻
十
三

・
王
粛
傳
有
言

:

漢
唐
之
際
的
國
語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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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文
學
集
論

第
十
二
號

初

・
粛
善
質

(蓬
)
馬

(融
)
之
學

・
而
不
好
鄭

(玄
)
氏

・
采
會
同
異

・
爲
尚
書

、
詩

、
論
語

、
三
禮

、
左
氏
解

,
及
撰
定
父

朗
所
作
易
傳

・
皆
列
於
學
官

。
…
…
及
作
周
易

、
春
秋
例

・
毛
詩

、
禮
記

・
春
秋
三
傳

、
國
語

、
爾
雅
諸
注

,
又
注
書
十
餘
篇

。

可
見
王
粛
在
當
代
中
原
人
文
曹
葦
之
地
是
首
屈

一
指
的
経
學
大
師

・
而
他
更
是
以
注
経
傳
的
態
度
來
注
國
語
的

。
這
樹
國
語
在
學
術
界

的

地
位

・
自
有
相
當
重
大
的
鴛
助
了

・
至
於
晩
出
的
章
昭
在
解
叙
國
語
時
不
曾
提
及
王
粛
注
國
語

一
事

,
想
來
必
然
是
渉
及
政
治
立
場

問
題

・
似
乎
無
須
多
作
考
勘

。
王
粛
的
國
語
注
錐
不
能
流
傳
東
呉

・
但
都
可
以
流
傳
後
世
;
在
晴
書
経
籍
志

(巻
三
十
三
)
裡
傍
有
王

粛
撰

「
春
秋
外
傳
章
句

一
巻
」
的
載
記

・
亦
可
見
其
影
響
了

。

(晴
書
経
籍
志
所
列
是
否
印
三
國
志
所
説
的
國
語
注
?
以
非
本
文
主

旨

・
不
贅

;
後
日
當
專
文
考
按
。)

(
四
)

東
呉
的
國
語
墨

上
綱
虞
翻

(西
元

一
七
二
ー
ー
二
四

一
)
和
唐
固

(西
元

一
五
五
1
ー
二
二
五
)

承
襲
東
漢
熱
烈
研
究
國
語
風
尚
的
是
三
國
時
代
雄
鋸
江
東
的
臭
國

。
章
昭
國
語
解
叙
云
:

建
安
、
黄
武
之
恥

故
侍
御
史
會
麓

君

'
尚
書
僕
射
唐
君
皆
英
才
碩
儒

・
鶴

之
志

-
采
群

見

・
因
質

(達
)
爲
主
而
損

盆
之

。
観
其
僻
義

・
信
多
善
者

・
然
所
理
繹

・
猫
有
異
同

。

㊧

⑳

虞
翻

・
唐
固
都
是
當
代
名
重
位
高

・
卓
然
自
樹
的
大
學
者

・
或

「
講
學
不
倦

・
門
徒
常
敷
百
人
」
・
或

「講
授
常
数
十
人
」
,
國
語
経
他

簸

雛

騨
鞭

叢
針蚤
講

福
藩諜

綴
錘
騨
灘
掛藩
鰐

嚇戴

舗
肇

ゴ
三
発

⑱

語
見
三
國
志
巻
五
十
七
、
虞
翻
傳
。

㊧

語
見
三
國
志
巻
五
十
三
、
閾
澤
傳
末
所
射
唐
固
略
傳
。

78



椚
訓
注
講
授
之
下

・
自
然
得
到
充
分
的
傳
布
和
叢
揚
了

。
不
過

・
他
椚
的
國
語
注
難
至
唐
初
傍
能
分
別
流
傳

,
但
因

「
所
理
繹

,
猶
有

異
同
。」
那
就
不
得
不
有
待
於
集
大
成
者
爲
之
整
齊
綜
合
了

。

2

章
昭

(西
元
二
○
二
ー
1
二
七
三
年
)

果
然

・
在
虞
翻

・
唐
固
廣
爲
傳
怖
獲
揚
的
基
礎
下

・
呉
國
産
生
了
最
偉
大
的
國
語
學
者

,
那
就
是

「篤
學
好
古

,
博
見
塁
籍

,
有
記

述
之
才
」
的
章
昭

。

章
昭
行
輩
晩
於
虞
翻
和
唐
固

・
但
他
的
國
語
注
問
世
以
來

・
一
直
流
傳
至
今

・
成
爲
定
本

。
此
後
凡
研
習
國
語

,
採
撫
國
語
而
渉
及

注
繹
者

・
無
不
奉
爲
圭
泉
!
他
曾
自
言
作
注
意
旨
云
・.

昭
以
末
學

噂
淺
闇
寡
聞

・
階
数
君
之
成
訓

・
思
事
義
之
是
非

・
愚
心
頗
有
所
畳

。
今
諸
家
並
行

,
是
非
相
貿

,
錐
聰
明
疏
達
識
機

之
士
知
所
去
就

・
然
淺
聞
初
學
猫
或
未
能
怯
過

。
切
不
自
料

・
復
爲
之
解

・
因
頁
君
之
精
實

,
採
虞

、
唐
之
信
善

,
亦
以

所

畳

,
増

潤

・
補
綴

;
…
・:
去
非
要

・
存
事
實

・
凡
所
獲
正

・
三
百
七
事

・
又
諸
家
紛
錯

・
載
述
爲
煩

,
是
以
時
有
所
見

,
庶
幾
頗
近
事

情

・
裁
有
補
盆

・
猫
恐
人
之
多
言

・
未
詳
其
故

・
欲
世
覧
者
必
察
之
也

。

如
此

一
部

「
増
潤
補
綴
」
「
去
非
要

、
存
事
實
」
的
集
大
成
注
本

・
自
然
要
凌
越
衆
家

,
嘉
恵
士
子
了

。
因
而

,
章
昭
之
成
爲
國
語
注

家
的
権
威

'
要
蜀
檀
後
世

・
也
是
事
理
所
必
然
的
了

。
不
過
由
於
章
昭
國
語
注
今
傍
傳
世

,
讃
者
人
人
可
得
而
知
其
影
響
之
大

、
傳
布

之
廣

・
自
不
待
筆
者
多
所
贅
僻
了

。

⑳

請
参
閲
唐
人
魏
徴
等
編
纂
的
晴
書
巻
三
十
三
、
経
籍
志
。

㊤

章
昭
、
三
國
志
因
避
譲
改

「昭
」
作

「曜
」、
巻
六
十
五
有
傳
。

漢
唐
之
際
的
國
語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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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文
學
集
論

第
十
二
號

(
五
)

雨
脅
的
国
語
墨

L

郭
嘆

(西
元
二
七
六
i
ー
三
二
四
年
)

三
國
鼎
立
的
局
面
前
後
維
持
了
六
十
年

・
就
被
司
馬
氏
的
西
否
所
統

一
・
而
王
粛
則
是
西
脅
開
國
皇
帝
ー
i
武
帝
的
外
租
父

・
他
開

⑫

啓

「
反
鄭
學
運
動
」
・
造
成
了
経
學
的
混
齪

・
同
時
他
更
籍
著
帝
王
的
威
勢

・
將
王
粛
的
尚
書

・
詩

、
論
語

・
三
禮
…
…
都
立
於
學
官
。

國
語
學
在
爾
巫日
百
餘
年
間

・
可
能
連
章
昭
注
都
不
得
見

。
不
過

・
我
椚
在
郭
瑛
的
爾
雅
注
中
都
護
現
了
國
語
流
傳
的
謹
擦

。
例
如
:

國
語
日
:
訥
干
八
虞

・
客
干
二
號

・
度
干
闘
天

・
謀
干
南
宮

、
諏
干
察
原

・
訪
干
辛
サ

・
通
謂
謀
議
耳

。
(繹
詰
第

一
)

國
語
日
:
其
妻
饒
之

(同
上
)

國
語
日
:
且
観
之
兵

(繹
言
⑬
二
)

國
語
日
:
吾
聞
之
先
姑

(繹
親
第
四
)

郭
瑛
是
否
室
東
渡
的
名
士

・
「
亦
以
才
學
見
重
」
於
明
帝

。
他
的
ト
笠
精
確

・
時
人
歎
服

・
游
仙
之
詩

・
輩
聲
後
世

・
自
是
當
代
朝
野

所

注
目
的
人
物

。
國
語
能
受
到
他
的
徴
引

・
在
経
學
素
襯
的
時
代
中

・
確
實
令
人
有
種
空
谷
足
音
的
喜
悦
咽
!

2

孔
晃

(?
 

?
 

雨
奮
除
郭
僕
以
外

・
國
語
的
專
家

・
我
椚
在
晴
書
経
籍
志
裡
還
可
以
看
到
:

I
I
春
秋
外
傳
國
語
二
十
巻
否
五
経
博
士
孔
晃

。

⑫

詳
請
参
閲
楊
東
茸
中
國
學
術
史
講
話
第
五
講
自
然
圭
義
的
特
盛
、
経
學
及
其
他

(盤
庚
版

一
八
六
頁
)。

⑬

語
見
晋
書
巻
七
十
二
郭
嘆
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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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而

。
孔
晃
的
注
本

・
今
已
亡
侠

;
孔
晃
的
大
名

・
不
見
史
料

・
筆
者
亦
祇
有
列
之
如
上

・
聯
具

一
席
罷
了

・

近
人
楊
東
尊
曾
以
爲
:

「
中
國
在
魏

・
奮

、
南
北
朝
時
代

・
固
有
的
儒
學

・
錆
況
達
於
極
黙

・
除
了
老

・
荘
思
想
的
狙
披

・
學
術
界

⑭

差

不
多
成
了
彊
凍
状
了
態
。」
在
這
三
百
六
十
年

(
二
二
〇
ー
1
五
八
三
年
)
中

・
國
語
章
昭
注
能
被
流
傳
下
來

・
已
屡
萬
幸
了

・
事

實
上

・
國
語
経
過
章
昭
集
大
成
地
注
繹
以
後

・
再
経
政
局
攣
動
的
結
果

・
章
注
之
能
廣
涯
傳
怖

・
已
無
庸
多
慮

。
因
而
此
後
學
者
再
也

難

以
凌
駕

・
於
是
章
注
的
地
位
確
立
了

・
國
語
學
已
歩
入
了
傳
播
的
境
域

。

(
六
)

唐
代
中
期
以
前
的
國
語
學

`
 

魏
徴

(西
元
五
八
0
ー
ー
六
四
三
年
)

國
語
流
傳
到
初
唐
已
確
定
了
官

「春
秋
外
傳
」
的
身
分

・
而
官
的
地
位
亦
已
各
升
到
輕
部
之
中

。
這

一
事
實

・
可
從
魏
徴
等
人
編
撰

的
晴
書
経
籍
志

(巻
三
十
二
)
得
到
謹
明

。
経
籍
志

「経
」
部

「
春
秋
類
」
裡
有
:

 春
秋
外
傳
國
語
二
十
六
巻
質
蓬
注

 春
秋
外
傳
國
語
二
十

一
巻
虞
翻
注

 春
秋
外
傳
章
句

一
巻
王
粛
撰

 春
秋
外
傳
國
語
二
十
二
巻
章
昭
注

 春
秋
外
傳
國
語
二
十
巻
否
五
経
博
士
孔
晃
注

⑭

語
見
中
國
學
術
史
講
話
、
第
六
講
佛
教
的
楡
入
及
其
在
中
國
曲
獲
展
與
影
響
、
概
論

(盤
庚
版

一
九
五
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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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文
學
集
論

第
十
二
號

 春
秋
外
傳
國
語
二
十

一
巻
唐
固
注

六
種
注
本
同
時
流
傳
到
魏
徴
手
中
用
以
編
撰
晴
書

(
六
二
二
年
)

。
在
右
列
書
目
裡

,
劉
向
的
新
國
語
五
十
四
篇
已
経
亡
侠

;
而
左
丘

明
所
著
的
二
十

一
篇
國
語

・
乃
有
頁

・
虞

、
唐

・
章
等
家
的
注
本

;
錐
在
巻
数
上
各
有
岐
異

一
書
名
上
又
多
出
了

「
春
秋
外
傳
」
四
個

大
字

;
但
這
都
是

一
些
枝
節
問
題

・
既
無
害
於
國
語
的
内
容

・
亦
無
妨
於
國
語
的
流
傳

,
筆
者
不
擬
深
論

。

不
過

・
正
因
爲
唐
人
覗
國
語
爲
春
秋
外
傳

・
所
以
官
的
身
償
和
地
位
才
得
提
高

・
才
會
被
安
排
在
経
籍
志
的

「
経
」
部
春
秋
類
裡

,

而
國
語
之
爲
士
子
所
必
讃

・
於
焉
亦
可
得

一
明
謹

。
這
封
國
語
的
流
傳
自
有
相
當
重
大
的
影
響

。

2

劉
知
幾

(西
元
六
六

一
 

七
二

一
年
)

劉
知
幾
撰
作
史
通
論
述
古
典
史
籍
時

・
就
將
國
語
濁
立
標
畢
爲

「
國
別
史
」
的
源
頭

弓
而
名
之
以

「國
語
家
」
,
下
統
職
國
策

、
孔

術
春
秋
後
語

・
司
馬
彪
九
州
春
秋
等

;
他
在
史
通
如
是
云
:

古
往
今
來

・
質
文
逓
攣

・
諸
史
之
作

・
不
恒
厭
膿

・
権
而
爲
論

・
其
流
有
六
:
一
日
爾
書
家

,
二
日
春
秋
家

,
三
日
左
傳
家

,
四

日
國
語
家

・
五
日
史
記
家

・
六
日
漢
書
家

。
今
略
其
義

,
列
之
於
後
…
…

…
…
國
語
家
者

・
其
先
亦
出
於
左
丘
明

。
既
爲
春
秋
内
傳

・
又
稽
其
逸
文

・
纂
列
別
説

・
分
周

、
魯

、
齊

、
巫
日
、
鄭

、
楚

、
呉

、

國
事

・
起
自
周
穆
王

・
終
於
魯
悼
公

・
別
爲
春
秋
外
傳
國
語

・
合
爲
二
十

一
篇

。
其
文
以
方
内
傳

,
或
重
出
而
小
異

。
然
自
古
名

儒
質
蓬

、
王
粛

・
虞
翻

・
章
曜

(昭
)
之
徒

・
並
申
以
注
繹

・
治
其
章
句

・
此
亦
六
経
之
流

,
三
傳
之
亜
也

。
:
・:
.
(
史

通

巻

一
・
六
家
)

這
是
根
典
型

・
根
精
骸

・
而
且
也
根
完
整
的
介
紹
性
文
字

。
這
段
文
字
綜
合
了
由
西
漢
司
馬
遷
以
迄
於
盛
唐
劉
知
幾
近
九
百
年

(前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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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四
l
I
七
一
二

年
)
間
學
者
封
國
語
的
種
種
認
知
;
特
別
是

「
六
経
之
流

・
三
傳
之
亜
」
的
評
債
更
能
充
分
反
映

出
唐
代
學
者
遠
紹

漢
書
藝
文
志
的
軌
　

。

劉
知
幾
是
位
研
究
古
代
史
籍
的
專
家

・
他
祇
是
從
史
學
的
整
燈
性
検
討
國
語
的
地
位

・
然
而
都
非
專
門
鑓
研
國
語
的
學
者

・
他
能
作

綜

括
性
的
説
明
來
肯
定
國
語
的
債
値

・
但
都
無
法
深
入
國
語
尋
求
出
地
的
闘
失

・
矛
盾
以
及
其
宮
種
種
問
題

。
於
是

・
國
語
所
存
在
的

蝦
疵

,
就
有
待
於
後
世
具
有
敏
鏡
観
察
力

・
而
又
深
入
摩
勘
國
語
的
學
者
去
從
事
汰
沙
存
金
的
工
作
了

。
至
於

・
這
位
候
之
久

・
而
又

能
掲
具
慧
眼
的
學
者
在
劉
知
幾
卒
後
半
世
紀
方
始
出
現
ー
ー
那
就
是
以
古
文
宗
師
享
答
萬
代
的
柳
子
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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