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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勒

及

其

秩

丈

楚
辞
新
資
料

饒

宗

頭

唐
文
宗
時
、
余
知
古
著
渚
宮
奮
事
稻
、
「楚
文
王
至
頃
嚢
王
四
百
年
間
楚
産
之
尤
者
、
儒
學
則
観
射
父

・
左
サ
然
丹

・
左
史
俺
相
等
、

文
章
則
屈
平

・
宋
玉

・
唐
勒

・
景
差
。」
其
説
蓋
本
之
史
記
屈
原
傳

・・
「
屈
原
既
死
之
後
、
楚
有
唐
勒
景
差
之
徒
、
皆

好
僻
而
以
賦
見

稻

。」
唐
勒
名
、
漢
書
古
今
人
表
列
於
第
六
等
中
下
、
藝
文
志
詩
賦
略
、
唐
勒
賦
四
篇
、
注
云
楚
人
.
又
宋

玉
賦

十
六
篇
、
注
云
・・

「
楚
人
、
與
唐
勒
並
時
、
在
屈
原
後
也
。」
唐
勒
列
於
宋
玉
之
前
。
唐
勒
有
賦
四
篇
已
亡
。
嚴
氏
全
上
古
文
巻
十
只
擦
水
経
汝
水

注
録

其
奏
土
論
廿
四
字
。

水
経
汝
水
注

「
又
東
南
過
郎
縣
北
」
下
云
・・

醗
水
又
屈
而
東
南
流
、
逞
葉
縣
故
城
北
。
春
秋
昭
公
十
五
年
。
(楊
守
敬
訂
正
鷹
是
成
公
十
五
年
)
許
遷
於
葉
者
也

。
楚
盛
周
衰
、
(楊

守
敬
云
此
庭
疑
脆

「荘
王
」
二
字
。)
控
覇
上
南
土
、
欲
孚
強
中
國
、
多
築
列
城
干
北
方
、
以
逼
華
夏
、
故
號
此
城
爲
萬
城
、
或
作
方

字
。
唐
勒
奏
土
論
日
・・『
我
是
楚
也
、
世
覇
南
土
、
自
越
以
至
葉
垂
、
弘
境
萬
里
、
故
號
日
萬
城
也
。
』
余
按
春

秋
屈
完
之
在
召
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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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文
學
論
集

第
九
號

樹
齊
侯
日
.・楚
國
方
城
以
爲
城
。
杜
預
日

..方
城
、
山
名

也
、
在
葉
南

(揚
疏
引
元
和
志
在
葉
縣
西
南
十
八
里
、
互
詳
撫
水
篇
)、
未

詳
敦
是
。

永
樂
大
典
楚
字
號

(巻
一
○
九
三
五
)
云

..
「
方
城
山
岡
阜
自
唐
州
比
陽
縣
連
接
、
西
至
方
城
、
又
西
至
汝
州
葉

縣

南
。
楚
國

方
城
以

爲

城
、
即
此
。
」
(参
看
附
圖
)
全
租
整
云
.・
「方
城
當
以
左
傳
爲
是
。
唐
説
晩
出
、
蓋
方
託
爲
万
、
流
俗
固
有
以
万

字
爲
萬
字
者
。」
全

氏
意
謂
方
託
作
万
、
以
万
字
爲
俗
爲
、
然
萬
舞
之
萬
、
在
股
虚
卜
館
作
万
、
(小
屯
甲
編
)
万
字
出
見
甚
早
。
清

新

化
郡
顯

鶴
作
方
城

考
、
略
謂

・・
「
楚
寳
引
盛
宏
之
荊
州
記

・・葉
東
界

有
故
城
始
難
縣
、
東
至
襯
水
、
連
漉
陽
界
、
南
北

聯
絡
数
百
里
、
號
爲
方
城
、

一
謂
之
長
城
…
…
故

屈
完
云
云
。
　
子
日
..
楚

狂

接
輿

耕
干
方
城
之

南
。
郭
仲
産
亦
謂
苦
莱
東
倶
有

方

城
。
」
又
引
唐

勒

文
云

..
「
宏

鏡

(慮
作
境
)
万
里
、
故

號
万

城
。
方
万
二
字
相
似
。
楊

升

庵
疑
方
城

即
爲
万

城
、
非
也

・・
又
衰
小
修
謂
万
城
在
當
陽
、
亦
非
。」

(南
村
草
堂
詩
文
妙
二
十
楚
寳
考
異
)
按
唐
勒
楚
人
、

稻
萬
城
得
名
由
干
弘
境
萬
里
、
萬
城

己
名
必
非
誤

傳

;
奏
土
論
頼
汝
水
注
徴
引
、
得
剰
此
廿
四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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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可
寳
貴
。
萬
城
、
方
城
、
麟
氏
爾
存
其
説
、
最

爲
公
允
、
未
必
是
方
而
非
萬
、
或
當
日
有
二
名
、

不
必
肯
定

万

(萬
)
爲
方
字
之
誰
、
如
全
謝
山
之

説
、
閾
疑
可
耳
。

渚
宮
奮
事
云
・・

裏
王
與
唐
勒

・
景
差

・
宋

玉
游
干
雲
陽
之

毫
、
(古
文
苑
作
陽
雲
)
王
日
・・
「能
爲
大
言
者

上
坐
。」
王
因
日
・・「
操
是
太
阿
剥

一
世
。
流

血
衝
天
、
軍

不
可
以
属

。」
至
唐

勒

日
・・
「

肚
士
歓

(此
披
吉
石
魚
叢
書
青
芝
山
堂
紗
本
、

墨
海
金
壷
本
等
作

「憤
」、)
⇔
絶
天
維
、

北
斗

戻
号
太
山
夷
。」
(以
下
景
差
・
宋
玉
語
、
從
略
)
…
…
若
此
之
大
也
何
如
?
王
日
善
。
(古
文
苑
少
末
二
句
)

裏
王
登
雲
陽
之
毫
、
令
諸
大
夫
景
差

・
唐
勒

・
宋
玉
等
並
造
大
言
賦
、
賦
畢
、
而
宋
玉
受
賞
。
王
日
・・此
賦
之
迂
誕
、
則
極
亘
偉

　
、
抑
未
備
也
。
…
…
有
能
爲
小
言
者
、
賜
雲
夢
之
田
。
景
差

日
・・
(從
略
)
…
…
唐
勒
日
・・「
折
飛
糠

(吉
石
庵
本
如
此
、
他
本
作

塵
)
以
爲
輿
、
刻
枇
糟

(此
吉
石
庵
本
、
他
本
作
糠
枇
)
以
爲
舟
、
汎
然
投
乎
盃
水
中
、
淡
若
互
海
之
洪
流
。
愚

蜻

皆
以
顧
紛
、
附

蟻
檬
而
遜
遊
、
寧
隠
微
以
無
準
、
渾

(古
文
苑
作
原
y
存
亡
而
不
憂
。」
又
日
・・
「
館
乎
蝿
髪
、
宴
干
毫
端
、
烹
風
脳

・
(古
文
苑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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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文
學
論
集
第
九
號

脛
)
切
磯
肝
、
會
九
族
而
同
噴
、
猫
委
餘
而
不
揮
。
(以
下
宋
玉
日
從
略
)

以
上
爲
渚
宮
曹
事
之
記
載
、
嚢
王
時
、
唐
勒

.
景
差

・
宋
玉
三
人
均
受
命
作
大

(小
)
言
賦
、
曹
事
礁
録
其
群
、
余
知
古
爲
唐
文
宗
時
人

(四
庫
提
要
引
唐
書
藝
文
志
説
)
又
有
漢
上
題
襟
集
十
巻
、
唐
志
注
段
成
式

・
温
庭
笏

・
余
知
古
、
則
與
段

・
温
同
時
。
唐
、
唐
勒
之
賦

尚
未
失
傳
、
則
漢
志
所
構
唐
勒
賦
四
篇
、
大
言
小
言
鷹
居
其
二
。
宋
紹
定
間
、
章
樵
整
理
唐
人
所

藏
佛
寵
中
之
古

文
章
、
次
爲
古
文

苑
、
無
唐
勒
文
、
惟
牧
宋
玉
賦
六
首
、
有
大
言
賦
與
小
言
賦
、
細
審
之
、
部
渚
宮
蕾
事
所
采
之
篇
、
則
題
以
大
言
小
言
賦
、
概
覗
爲
宋

玉
之
作
、
如
是
則
唐
勒

.
景
差
之
賦
、
乃
宋
玉
撰
時
所
依
託
者
、
與
曹
事
所
言
三
人
並
受
命
作
賦
、
事
實

不
合
。
階
志

著
録
有
宋
玉

集
、
惜
久
伏
無
從
参
校
、
今
擦
曹
事
傍
覗
作
唐
勒
賦
之
残
文
。

近
歳
山
東
臨
祈
出
土
残
簡
有
唐
革
賦
、
共
九
號
、
蝕
録
如
下
・・

一

唐
革

(原
編
號
一
八
四
)
僅
二
字
書
干
簡
背

唐
革
與
宋
玉
言
御
裏
王
前
、
唐
革
充

(撫
)
髭
日
・・人
謂
口
馬
登
車
、
廉
藻
馬
沖
臨

口
目
口
口
不
口
歩
駒
□

(下
敏

一
八
四
)

二
馬
也
愈
而
安
勢
、
輕
車
弊
進
、
駒
若
輩
聾

(飛
龍
)
冤
若
蹄
風
、
反
膓
逆
馴
百
起
、
夕
日
而
口
均
口

(下
訣

一
九
〇
)

三

月
徒
□
□
衝
星
躍
而
□
惧
、
子
瀞
責
而
鬼
走
、
進
退
詔
信
、
莫

見
売

(其
)
墳
挨
。
解
□

(下
訣

二
〇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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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上
訣
)
舶
中
、
口
神
愈
六
馬
、
不
叶

(稽
)
賭
、
不
挽
掴
、
歩
趨

(下
訣

四
九
三
)

五
龍
□
能
急
若
口
、
起
若
輩
冤
若
組

(絶
)、
反
趨
逆
馴
、
口
起
、
夕
日
而
入
日
蒙
三

(
巳
)
、
此
□

(下
峡

四
〇
三
)

六
(上
訣
)
不
能
及
就
又
趨
歩
祖
御
者
誰
。

(下
訣

一
七

一
七
)

七
山公
臨
藻
徹
刀

(下
訣

三
六
五
六
)

八
(上
訣
)
□
有
三
而
王
口
朗

(下
訣

三
五
八
八
)

!
九

(上
訣
)
口
齢
義
御

(下
飲

三
五
六
一
)

以
上
残
簡
九
、
出
臨
折

一
號
漢
墓
、
擦
羅
子
期
先
生
整
理
録
出
。
(在
懊
翁
一
得
録
中
)
唐
革
部
唐
勒
、
詩
如
鳥
斯
革
、
釋
文
引

韓
詩
革

作

勒
、
可
謹
。

羅
先
生
僅
塞
第
三
簡
與
准
南
子
覧
冥
訓
参
校
、
而
疑
潅
南
襲
自
唐
勒
。
今
按
覧
冥
訓
文
云
・・

昔
者
王
良
造
父
之
御
也
、
上
車
振
轡
、
馬
爲
整
齊
而
飲
譜
。
投
足
調
均
、
螢
逸
若

一
、
心
恰
氣
和
、
體
便
輕
畢
、
安
螢
樂
進
、
馳

唐
勒
及
其
侠
文

(饒
宗
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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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文
學
論
集

第
九
號

驚
若
滅
、
左
右
若
鞭
、
周
旋
若
環
、
世
皆
以
爲
巧
。

若
夫
欽
負
大
丙
之
御
也
、
除
轡
街
、
去
鞭
策
、
車
莫
動
而
自
畢
、
馬
莫
使
而
自
走
。
日
行
月
動
、
星
耀
而
玄
運
、
電
奔
而
鬼
騰
、

進
退
屈
伸
、
不
見
股
坂
、
故
不
招
指
、
不
咄
叱
。
…
…

騨
若
飛
、
驚
若
絶
、
縦
矢
騒
風
、
追
幾
蹄
忽
、
朝
發
榑
桑
、
入
日
落
巣
、
此
假
弗
用
而
能
以
成
其
用
者
也
。
非
慮
思
之
察
、
手
爪

之
巧
也
;
嗜
欲
形
干
胸
中
、
而
精
紳
諭
子
六
馬
、
此
以
弗
御
御
之
者
也
。

此
段
論
弗
御
之
御
、
其
説
甚
精
、
臨
折
簡
開
端
記
唐
勒
與
宋
玉
言
御
於
嚢
王
之
前
、
主
題
亦
是
御
、
故
文
字
頗
多
雷
同
、
可
以
比
謹
。

第
二
簡
言

。.
「
馬
也
愈
而
安
螢
、
輕
車
弊

(樂
)
進
、」
以
校
潅
南
、
體
便
輕
畢
句
、
輕
畢
鷹
是
輕
車
、
車
與
畢

二
字
形
近
。
又

「
安

螢
樂
進
」
、
即
簡
文
之

「安
螢
」
「
樂
進
」
、
知
鼻
字
郎
樂
。

第
三
簡
宜
再
以
潅
南
兵
略
訓
校
之
。
其
言
日
・・

善
者
之
動
也
、
紳
出
而
鬼
行
、
星
耀
而
玄
運
、
進
退
詔
伸
、
不
見
股
埜
、
鶯
畢
麟
振
、
鳳
飛
龍
騰
、
發
如
羨
風
、
疾
如
験
電
。

覧
冥
訓
亦
作

「
星
耀
而
玄
運
」
。
臨
折
簡
原
作

「
星
躍
而
口
慣
。」
其
訣
文
可
以

「玄
」
字
補
之
。
則
躍
帥
雇
而
慣

可
讀
爲
運
。
(左
宣
四

年
鄭
字
或
作
都
。
春
秋
之
郵
、
公
羊
作
運
、
是
其
比
。)
高
注

・・
「
擢
、
光
也
;
玄
、
天
也
;
運
、
行
也
。」

簡

「
子
神
貫
而
鬼
走
」
句
、
兵
略
訓
作
韓
出
而
鬼
行
、
語
最
接
近
。
覧
冥
訓
作
電
奔
而
鬼
縢
、
劉
家
立
臆
改
爲
電
奔
而
雲
騰
、
「雲
」

字

無
擦
。
御
覧
七
四
六
引
騰
作
験
、
與
文
選
絶
交
論
李
善
注
引
同
。
責
爲
奔
之
借
、
星
與
玄

(
天
)
相
從
、
神
與

鬼
互
爲
比
方
、
故
知

覧

冥
之
作
電
奔
、
鷹
擦
簡
文
之

「
神
責
」
、
兵
略
之

「
神
出
」
訂
之
、
電
字
古
從
申
、
申
讀
爲
神
。
劉
殿
爵
曾
疑
電

當
作
神
、
只
從
上

下
爲
説
、
方
大
成
潅
南
校
釋
非
之
、
今
得
此
簡
、
則
作

「神
」
是
也
。
簡
文

「莫
見
其
墳
埃
」
句
、
准
南
覧
冥
作

「
不
見
験
堤
」
、
兵

6



略
作

「験
埜
」
、
御
覧
七
四
六
引
作

「膣
殿
」、
皆
異
文
。
玉
篇
埜
、
古
文
堤
。
「
進
退
詔
信
」
即
「進
退
屈
伸
」
、
覧
冥
、
兵
略
語
井
同
。

第
四
簡

「舶
中
」
以
覧
冥

「形
於
胸
中
」
校
之
、
部

「
胸
中
」
、
而

「
神
禽
六
馬
」
帥
「
精
神
諭
干
六
馬
」
。
御
覧
引
論
作
喩
。
高
誘

注
..
「
藏
嗜
欲
之
形
干
胸
臆
之
中
。
喩
和
也
。
以
弗
御
御
之
、
以
道
術
御
也
。」
此
説
亦
見
主
術
訓
。

第
五
簡
與
第
二
簡
語
有
重
複
。
如

「
駒
若
蛮
蟹
、
冤
若
蹄
風
」、
第
五
作

「起
若
輩
、
冤
若
組
」
、
以
覧
冥
訓

「
騨
若
飛
、
驚
若
絶
」

校
之
、
細
殆

「
絶
」
字
。

「
冤
若
蹄
風
」
者
、
准
南
説
林
訓

..
「
以
冤
之
走
、
使
大
如
馬
、
則
逮
日
蹄
風
」。
孫
詰
譲

擦
呂
覧

「
遺
風

之
乗
」
改
蹄
字
爲

「遺
」
。
今
簡
文
正
作
蹄
風
、
則
孫
改
非
。
楊
樹
達
潅
南
謹
聞
謂
蹄
風
與
追
風
同
、
二
字
皆
從
自
聲
、
故
得

假
借
。

彼
尚
未
知
有
此
資
料
可
謹
説
林
訓

「
蹄
風
」
之
不
誤
。
「
入
日
蒙
三
」
句
、
擦
覧
冥
訓

「
朝
發
榑
桑
、
日
入
落
業
」
。
高
注

「
落
業
、
山

名
、
日
所
入
也
。」
以
是
爲
例
、
則

「
蒙
三
」
或
爲
日
入
之
地
、
爾
雅
西
方
日
入
塵
日
大
蒙
、
楚
僻
天
間
:
出
自
湯
谷
、
次
干
蒙

泪
。

三
或
巳
之
壌
字
未
可
知
。
覧
冥
訓
之

コ
週
　
蒙
泪
之
渚
」
。
覧
冥

「
日
入
落
巣
」
句
、
王
念

孫
謂

・・日
入
當
爲
入
日
、
今
本
作
日
入
、

蓋
渉
高
注

「
日
所
入
」
三
字
而
誤
。
上
文
云

「
入
日
抑
節
」
、
正
與
此

「
入
日
落
業
」
同
意
。
今
按
臨

祈
簡

正
作

「
入
日
」、
王
説
是

也
。第

二
簡

「
夕
日
而
□
」
、
第
五
簡
亦
見
夕
日
、
與
入
日
樹
文
。
古
假
昔
爲
夕
、
穀
梁
経
・・
宰
卯
昔
恒
星

不
見
。
左
傳
・・
「
爲

一
昔
之

期
。」
故
夕
日
郎
昔
日
、
指
朝
而
言
。

第

一
、
第
七
簡
有
藻
馬
字
、
從
重
木
、
疑
讀
爲
秣
馬
、
荷
子
勧
學
篇

・・六
馬
仰
秣
、
秣
通
蛛
、
説
文
蘇
訓
食
馬
穀
。

臨
折
此
残
簡
、
頼
潅
南
比
勘
、
略
可
通
讀

一
部
分
。
羅
氏
稻
其
書
體

一
致
、
可
謹
原
出

一
篇
、
其
作
者
爲
唐
勒
、
殆
無
疑
問
、
言
御

馬
馳
騨
之
術
、
惜
失
其
篇
題
、
残
敏
之
餘
、
合
数
簡
可
得
百
三
十
字
左
右
、
吉
光
片
羽
、
亦
足
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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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文
學
論
集
輿
第
九
號

梁
玉
縄
清
白
士
集
人
表
考
六
・・
「唐
勒
惟
見
史
屈
原
傳
。
楚
滅
唐
、
子
孫
以
唐
爲
氏
。」
蓋
擦
通
志
氏
族
略
二
。
文
心
雛
龍
誉
飾
篇

・・

「
文
群
所
被
、
奄
飾
恒
存
。
自
宋
玉
景
差
、
脊
飾
始
盛
。
」
語
不
及
唐
勒
、
其
名
巳
漸
晦
。
惟
西
京
雑
記
巻
二
震
光
妻

一
産
二
子
、
光
言

楚

大
夫
唐
勒

一
産
二
子
、

一
男

一
女
。
男
日
貞
夫
、
女
日
環
華
、
皆
以
先
生
爲
長
。
洪
湛
容
齋
随
筆

(
五
筆
)
言

「唐

勒
有
子

日
正

夫

。」
事
即
本
此
。
唐
勒
遺
聞
無
多
、
可
考
見
者
略
備
干
此
云
。

(
一
九
八
〇
年
六
月
三
〇
日

饒
宗
願
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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