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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題本

文
選
自
昭

1

明
文
選
。
典
論
一
書
作
於
東
漢 

獻
帝 

建
安
年
間
，
是
曹
丕
為
魏
王
太
子
時
精
心
撰
寫
的
論

著
，
對
於
評
人
論
事
、
修
己
處
世
，
多
所
論
述
，
然
典
論
一
書
今
僅
存
自
敘
及
論
文
兩
篇
。

論
文
所
涉
及
的
內
容
有
：
文
學
批
評
的
態
度
、
建

2

安
七
子
文
風
的
評
價
、
文
體
的
分
類
、
文
人
才
性
與
作

品
風
格
、
文
學
的
價
值
等
，
故
名
論
文
。
全
文
闡
述
精
闢
，
是
中
國
第
一
篇
文
學
批
評
的
專
論
，
對
日
後
的
文

學
批
評
理
論
影
響
至
深
。

︵
請
見

P 4- 1
︶

學
習
重
點

D

一
、
認
識
曹
丕
的
生
平
及
文
學
觀
。

二
、
認
識
建
安
七
子
等
作
家
。

三
、
思
考
文
學
的
價
值
與
意
義
。

四
、�

培
養
以
中
肯
的
態
度
鑑
賞
文
學
作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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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
學
﹂
向
來
常
與
經
、
史
混
淆
，
至
典
論 

論
文
一
出
，
始
突
破
兩
漢
以
來
輕
視
文
學
的
觀
點
，
強
調
文
章
的
價
值
，
賦

予
文
學
獨
立
的
生
命
。
在
此
之
前
雖
有
文
學
批
評
之
語
，
但
往
往
只
有
一
、
二
句
，
且
散
見
於
先
秦
諸
子
散
文
中
，
未
見

有
專
篇
討
論
，
也
從
未
被
賦
予
獨
立
地
位
；
本
文
一
出
，
文
學
從
此
提
升
到
與
經
學
相
等
的
地
位
，
不
再
只
是
經
學
政
教

的
附
庸
，
這
可
說
是
中
國
文
學
史
上
的
一
大
跨
越
。

． 
﹁
典
論
﹂
書
名
的
意
義
：

1
 

李
善
：
﹁
典
者
，
常
也
，
法
也
。
﹂
認
為
典
論
是
討
論
各
種
事
物
的
法
則
。

2
 

清
人
孫
馮
翼
以
為
典
論
就
是
正
論
，
有
﹁
端
正
天
下
之
論
﹂
的
意
思
。

◎

曹
　
丕

典
論
論
文

四

2
 

建
安
七
子
：
﹁
建
安
﹂
是
東
漢 

獻
帝
的
年
號
，
引
領
當
時
文
壇
的
主
要
人
物
是
曹
氏

父
子
，
以
及
一
批
集
於
魏
都
鄴
下
的
文
人
，
一
時
間
人
才
薈
萃
，
文
風
鼎
盛
。
因
此
後

世
將
建
安
文
學
稱
為
﹁
鄴
下
文
學
﹂
，
而
別
稱
﹁
建
安
七
子
﹂
為
﹁
鄴
下
七
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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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活
動
建
議

1
 

播
放 YouTube 

影
片
：
三
國
演
義
第
61
集
曹
丕
篡
漢
︵
40
分
46
秒
︶
。

2
 

認
識
曹
氏
父
子
與
建
安
七
子
：
鼓
勵
學
生
由
網
路
或
世
說
新
語
中
，
蒐

集
曹
氏
父
子
與
建
安
七
子
的
相
關
故
事
，
在
課
堂
上
報
告
。
︵
請
見
教

師
手
冊

P 163

∼

P 166
︶

3
 

曹
丕
認
為
文
章
乃
﹁
經
國
之
大
業
，
不
朽
之
盛
事
﹂
，
可
與
學
生
討

論
：
個
人
要
成
就
﹁
不
朽
之
盛
事
﹂
，
有
哪
些
途
徑
？

4
 

教
學
連
結
：

1
 

部
分
國
中
課
本
選
錄
過
志
怪
小
說
定
伯
賣
鬼
，
此
故
事
選
自
太
平
御

覽
的
列
異
傳
，
作
者
即
為
曹
丕
。
故
事
情
節
雖
然
荒
誕
、
離
奇
，
但

敘
述
曲
折
生
動
，
頗
富
藝
術
價
值
與
趣
味
性
。
請
學
生
回
憶
內
容
，

簡
述
與
典
論 

論
文
寫
作
風
格
的
差
異
性
。

2
  

闡
發
與
﹁
富
貴
則
流
於
逸
樂
﹂
意
旨
相
近
之
文
：
如
司
馬
光 

訓
儉

示
康
。

3
 

同
為
惜
時
之
作
：
如
李
白 

春
夜
宴
從
弟
桃
花
園
序
︵
經
典
閱
讀
第

5

冊
第
三
課
︶
、
王
羲
之 

蘭
亭
集
序
︵
第5

冊
第
三
課
︶
。

題
解

◆

補
充
注
釋
︵
配
合
P 62
︶

1
 

昭
明
文
選
：
原
名
文
選
，
南
朝 

梁 

昭
明
太
子 

蕭
統
編
選
，
故
亦
稱

昭
明
文
選
，
是
中
國
現
存
最
早
的
詩
文
總
集
。
書
中
選
錄
自
先
秦

至
南
朝 

梁
的
詩
、
文
、
辭
賦
，
分
為
三
十
八
類
，
共
三
十
卷
，
不

選
經
、
子
，
史
書
中
亦
僅
略
選
綜
輯
辭
采
、
錯
比
文
華
的
論
贊
。

這
本
總
集
是
中
國
研
究
梁
以
前
文
學
的
重
要
參
考
資
料
。

◆

寫
作
背
景

典
論 

論
文
的
產
生
有
其
政
治
與
學
術
思
想
的
背
景
，
並
以
文
學

創
作
為
實
踐
基
礎
，
文
中
論
述
作
家
才
情
與
文
體
特
徵
的
關
係
，
和

漢
、
魏
之
際
政
治
學
術
思
想
的
變
遷
有
直
接
聯
繫
。
東
漢
後
期
統
治
階

級
選
拔
人
才
、
授
予
官
職
，
注
重
孝
廉
、
鄉
里
評
議
、
地
方
官
吏
察

舉
，
故
品
評
人
物
的
清
議
之
風
極
為
盛
行
。
曹
操
掌
政
之
後
，
鄙
棄
儒

學
而
提
倡
名
法
，
在
選
拔
人
才
上
不
再
以
儒
家
仁
義
道
德
為
標
準
，
主

張
﹁
唯
才
是
舉
﹂
。
當
時
品
評
人
物
、
考
核
名
實
的
目
的
是
研
究
人
君

在
設
官
分
職
時
，
如
何
使
官
職
與
個
人
才
能
相
符
合
；
為
此
就
要
研
究

人
物
的
才
能
個
性
與
人
格
特
質
，
於
是
就
有
劉
劭 

人
物
志
等
著
作
出

現
。
劉
劭 

人
物
志
中
專
有
﹁
文
章
家
﹂
一
類
，
說
明
研
究
作
家
才
能

所
長
與
辨
析
文
體
性
質
，
正
是
其
中
一
個
重
要
的
組
成
部
分
，
而
曹

丕 

典
論 

論
文
一
篇
的
關
鍵
也
正
在
此
。

據
裴
松
之 

三
國
志
注
說
：
﹁
帝
初
在
東
宮
，
疫
癘
大
起
，
時
人

凋
傷
，
帝
深
感
嘆
。
與
素
所
敬
者
大
理 

王
朗
書
曰
：
﹃
生
有
七
尺
之

形
，
死
唯
一
棺
之
土
。
唯
立
德
揚
名
，
可
以
不
朽
；
其
次
莫
如
著
篇

籍
。
疫
癘
數
起
，
士
人
凋
落
。
余
獨
何
人
，
能
全
其
壽
？
﹄
故
論
撰
所

著
典
論
、
詩
、
賦
，
蓋
百
餘
篇
。
﹂
也
有
人
以
為
論
文
的
表
層
意
旨
是

以
寫
作
追
求
永
恆
的
文
學
生
命
，
而
其
深
層
意
旨
在
以
作
品
成
就
個
人

的
政
治
野
心
。
曹
丕
想
藉
此
拉
攏
文
士
，
造
成
聲
勢
，
以
澈
底
打
垮
曹

教 

學 

活 

動 

建 

議

題 

解 

補
充
注
釋‧

寫
作
背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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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
鞏
固
自
己
的
政
治
地
位
。

◆

相
關
資
料
補
充

1

﹁
典
論
論
文
﹂
的
時
代
意
義

曹
丕
的
典
論 

論
文
乃
是
由
經
學
時
代
轉
向
玄
學
時
代
，
在
文

藝
思
想
發
展
和
文
學
理
論
批
評
方
面
，
具
有
重
大
轉
折
意
義
的
一
篇

綱
領
性
文
獻
。
它
宣
告
了
以
儒
家
思
想
為
指
導
的
經
學
時
代
文
學
理

論
批
評
的
暫
時
告
終
，
與
以
玄
學
思
想
為
主
導
的
新
的
文
學
理
論
批

評
時
期
的
開
始
。
文
學
理
論
批
評
開
始
由
側
重
研
究
文
學
的
外
部
規

律
，
轉
向
側
重
研
究
文
學
的
內
部
規
律
。
老
、
莊
的
文
藝
觀
和
美
學

觀
經
過
玄
學
的
改
造
與
發
展
，
在
魏 

晉 

南
北
朝
這
四
百
年
的
文
學

創
作
與
文
學
理
論
批
評
中
，
占
有
十
分
突
出
的
地
位
，
甚
至
超
越
了

儒
家
。

作

者

探

討

內

容

地

位

與

特

色

典
論 

論
文

魏 

曹
丕

文
體
、
風
格
、
才
性
、
批
評
態
度
、
作
家

評
述

第
一
篇
文
學
批
評
的
專
論
，
是
中
國
文
學
批
評
之
祖

文
賦

西
晉 

陸
機

有
關
文
學
創
作
的
問
題

以
賦
體
形
式
︵
駢
賦
︶
寫
成
的
創
作
理
論

文
心
雕
龍

南
朝 

梁 

劉
勰

全
面
而
系
統
的
論
述
寫
作
上
各
種
問
題
的

文
學
理
論

中
國
文
學
批
評
專
書
之
祖
，
全
書
以
駢
體
文
寫
成

詩
品

南
朝 

梁 

鍾
嶸

品
評
詩
人
、
詩
歌
︵
以
五
言
詩
為
主
︶

中
國
最
早
的
詩
評
專
著
，
將
詩
作
分
成
上
、
中
、
下
三
品

滄
浪
詩
話

宋 

嚴
羽

詩
人
及
詩
歌
創
作
評
述

詩
歌
批
評
的
名
作
。
嚴
羽
因
此
書
被
譽
為
宋
、
元
、
明
、
清

四
朝
詩
話
第
一
人

人
間
詞
話

民
國 

王
國
維

以
詞
為
主
。
以
西
方
思
想
中
的
重
要
概

念
，
融
入
中
國
傳
統
美
學
與
文
學
理
論

論
詞
以
﹁
境
界
﹂
為
主
，
是
中
國
近
代
文
學
批
評
名
作

2

中
國
文
學
批
評
名
作

題 

解 

相
關
資
料
補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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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

曹
丕
生
平

1

允
文
允
武

曹
丕
出
生
前
後
，
正
值
天
下
動
亂
。
首
先
是
聲
勢
浩
大
的
黃
巾

賊
起
義
，
接
著
又
是
連
年
不
斷
的
軍
閥
混
戰
。
當
時
曹
操
勢
力
尚

弱
，
沒
有
穩
定
的
根
據
地
。
因
此
，
曹
操
的
家
室
不
得
不
常
常
隨
他

轉
戰
各
地
，
曹
丕
自
然
也
不
例
外
，
所
以
曹
丕
說
自
己
是
﹁
生
於
中

平
之
季
，
長
於
戎
旅
之
間
﹂
。
曹
丕
從
幼
年
開
始
，
就
愛
好
弓
馬
，

喜
歡
擊
劍
。
他
六
歲
開
始
學
習
射
箭
，
八
歲
就
嫻
熟
騎
射
本
領
。

曹
丕
不
但
注
意
習
武
，
而
且
還
特
別
重
視
學
文
。
他
很
小
的
時

候
就
誦
讀
詩
書
，
八
歲
就
能
寫
文
章
，
稍
長
﹁
遂
博
貫
古
今
經
傳
諸

子
百
家
之
書
﹂
。
此
外
，
曹
操
為
增
長
曹
丕
的
實
際
才
幹
，
還
常
常

讓
他
隨
軍
出
征
。

曹
丕
和
那
些
﹁
生
於
深
宮
之
中
，
長
於
婦
人
之
手
﹂
的
皇
家
貴

族
子
弟
不
同
，
幼
年
的
習
武
學
文
、
隨
軍
出
征
等
經
歷
，
使
他
在
文

武
兩
方
面
都
有
很
好
的
根
基
，
為
日
後
的
登
帝
位
，
及
在
文
學
方
面

的
成
就
立
下
堅
實
的
基
礎
。

2

即
太
子
位

曹
操
有
二
十
五
個
兒
子
，
曹
丕
排
行
第
二
。
長
子
曹
昂
︵
字
子

修
︶
在
建
安
二
年
征
張
繡
之
役
中
死
難
，
當
時
曹
丕
才
十
一
歲
。
在

﹁
立
嫡
以
長
﹂
的
封
建
傳
統
下
，
對
他
當
太
子
是
很
有
利
的
因
素
。

然
而
，
曹
操
就
是
遲
遲
不
立
太
子
，
原
因
倒
並
不
在
於
曹
操
對
曹
丕

有
何
特
別
的
不
滿
，
而
是
曹
操
更
加
欣
賞
另
兩
個
兒
子—

曹
沖
、

曹
植
。
曹
沖
為
環
夫
人
所
生
，
年
齡
比
曹
丕
小
九
歲
。
他
聰
慧
異

常
，
五
、
六
歲
時
，
即
有
﹁
成
人
之
智
﹂
，
著
名
的
﹁
秤
象
﹂
故
事

就
發
生
在
此
階
段
。
建
安
十
三
年
曹
沖
病
卒
，
曹
操
極
為
悲
痛
，
曹

丕
上
前
勸
慰
，
曹
操
卻
說
：
﹁
此
我
之
不
幸
，
而
汝
曹
之
幸
也
。
﹂

說
著
又
痛
哭
起
來
。
曹
操
這
話
意
思
極
明
，
所
以
曹
丕
日
後
當
了
皇

帝
，
還
常
常
說
：
﹁
若
使
倉
舒
︵
曹
沖
字
︶
在
，
我
亦
無
天
下
。
﹂

曹
沖
由
於
早
亡
，
並
未
對
曹
丕
構
成
威
脅
，
真
正
的
威
脅
則
主
要
來

自
曹
植
。

曹
植
是
曹
丕
同
母
弟
，
小
丕
五
歲
。
曹
植
的
優
點
是
文
思
明

敏
、
才
華
英
發
，
這
對
文
學
修
養
深
湛
，
又
一
貫
實
行
﹁
唯
才
是

舉
﹂
用
人
方
針
的
曹
操
來
說
，
無
疑
具
有
很
大
吸
引
力
。
在
許
多
顯

露
才
華
的
場
合
，
都
讓
曹
植
占
了
先
機
：
例
如
建
安
十
七
年
銅
雀
臺

新
落
成
，
曹
操
率
領
諸
子
登
臺
，
並
命
他
們
各
賦
一
篇
，
就
是
曹
植

寫
得
最
快
最
好
。
曹
操
有
好
幾
次
想
立
曹
植
為
太
子
，
但
是
曹
植
本

質
上
是
個
浪
漫
氣
質
很
重
的
文
人
，
缺
少
政
治
家
應
有
的
精
明
幹

練
；
而
曹
丕
則
比
較
深
沉
老
練
，
而
且
頗
善
於
爭
取
一
些
大
臣
、
宮

人
的
輿
論
支
持
，
並
充
分
利
用
﹁
立
嫡
以
長
﹂
優
勢
，
終
於
使
形
勢

朝
有
利
於
自
己
的
方
向
轉
變
。
建
安
二
十
二
年
十
月
，
曹
操
正
式
立

曹
丕
為
太
子
，
當
時
離
曹
操
去
世
只
有
兩
年
多
。

3

行
禹
舜
之
事

作 

者 

曹
丕
生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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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安
二
十
五
年
︵
西
元
二
二○

年
︶
，
曹
操
病
故
於
洛
陽
。
傀

儡
漢
獻
帝
無
可
奈
何
的
下
了
一
道
詔
書
，
在
表
彰
曹
操
功
德
的
同

時
，
稱
頌
了
曹
丕
一
番
，
說
﹁
丕
奕
世
宣
明
，
宜
秉
文
武
，
紹
熙
前

緒
﹂
，
命
他
繼
位
為
魏
王
兼
丞
相
，
並
改
元
延
康
。
曹
操
生
前
聲

稱
：
﹁
若
天
命
在
吾
，
吾
為
周
文
王
矣
。
﹂
結
果
，
曹
丕
就
真
的

來
做
周
武
王
的
工
作─

改
朝
易
代
。
就
在
這
年
的
十
月
末
，
群

臣
聯
名
上
書
稱
說
祥
瑞
之
事
及
讖
緯
︵
讖
錄
和
圖
緯
，
皆
為
占
驗

符
命
的
書
︶
之
言
，
勸
進
踐
祚
︵
天
子
即
位
︶
。
曹
丕
三
讓
，
群

臣
又
三
勸
，
最
後
受
禪
。
受
禪
儀
式
極
其
隆
重
，
曹
丕
滿
意
的
說
：

﹁
舜
、
禹
之
事
，
吾
知
之
矣
。
﹂
登
基
後
，
又
改
元
黃
初
，
並
把
國

都
從
鄴
城
移
到
洛
陽
，
於
是
曹
丕
就
成
為
曹
魏
的
第
一
位
皇
帝─

魏
文
帝
。

◆

曹
丕
的
文
學
成
就

1

詩
歌
方
面

曹
丕
在
詩
歌
形
式
作
了
多
方
面
的
探
索
，
其
中
以
五
言
、
七
言

成
就
最
高
。
他
的
七
言
燕
歌
行
二
首
，
特
別
值
得
注
意
，
在
曹
丕

之
前
，
只
有
東
漢 

張
衡
的
四
愁
詩
是
七
言
形
式
，
但
第
一
句
夾
有

﹁
兮
﹂
字
，
還
未
完
全
擺
脫
楚
辭
的
影
響
。
曹
丕
的
燕
歌
行
是
現
存

最
早
最
完
整
的
七
言
詩
，
此
詩
雖
句
句
押
韻
，
形
式
上
還
不
成
熟
，

但
對
七
言
詩
的
發
展
具
有
開
創
意
義
。

曹
丕
詩
內
容
多
涉
情
愛
，
語
言
淺
顯
清
麗
，
情
致
委
婉
悱
惻
，

因
此
風
格
流
於
纖
弱
細
膩
。
沈
德
潛 

古
詩
源
說
：
﹁
子
桓
詩
有
文

士
氣
，
一
變
乃
父
悲
壯
之
習
矣
。
要
其
便

u
60

娟
︵
姿
態
美
好
而
婉

轉
︶
婉
約
，
能
移
人
情
。
﹂
此
評
論
實
為
恰
當
。

2

散
文
方
面

就
現
存
曹
丕
的
文
章
來
看
，
其
特
色
、
成
就
如
下
：

1
 

自
敘
身
世
之
文
：
寫
得
通
脫
自
然
、
生
動
活
潑
。
例
如
典
論 

自

敘
：
﹁
初
平
之
元
，
董
卓
殺
主
鴆4

后
，
蕩
覆
王
室
︙
︙
余
時

年
五
歲
。
上
以
四
方
擾
亂
，
教
余
學
射
，
六
歲
而
知
射
，
又

教
余
騎
馬
，
八
歲
而
知
騎
射
矣
。
︙
︙
﹂

2
 

書
札
之
文
：
寫
得
親
切
有
味
，
娓
娓
動
人
。
例
如
與
吳
質
書
：

﹁
︙
︙
浮
甘
瓜
於
清
泉
，
沉
朱
李
於
寒
水
。
白
日
既
匿
，
繼

以
朗
月
，
同
乘
並
載
，
以
遊
後
園
。
輿
輪
徐
動
，
參
從
無

聲
。
﹂
基
本
上
是
敘
舊
抒
情
，
沒
有
高
談
闊
論
；
涉
及
的
都
是

生
活
瑣
事
，
離
合
之
感
。
信
中
表
現
對
亡
友
的
思
念
之
情
，
悽

楚
感
人
，
對
魏
、
晉
、
六
朝
作
家
的
尺
牘
有
相
當
的
影
響
。

3
 

專
門
論
文
之
作
：
典
論 

論
文
是
中
國
第
一
篇
文
學
批
評
的
專

論
。
曹
丕
突
破
儒
家
的
傳
統
觀
念
，
強
調
文
學
的
價
值
和
作

用
，
闡
述
文
章
的
體
裁
和
特
徵
，
探
討
作
家
的
才
情
氣
質
和
作

品
風
格
的
關
係
，
指
出
文
學
批
評
應
持
的
正
確
態
度
。
曹
丕
的

作 

者 

曹
丕
的
文
學
成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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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點
反
映
了
建
安
時
期
文
學
觀
念
的
重
大
變
化
，
對
後
世
的
文

學
創
作
和
文
學
批
評
的
發
展
都
有
積
極
的
影
響
。

4
 

史
論
文
章
：
議
論
古
今
，
頗
有
識
見
，
而
且
行
文
自
然
，
很
有

氣
勢
。
例
如
論
周
成
漢
昭
一
文
，
雖
是
殘
篇
，
但
文
義
完
整
，

命
意
相
當
新
穎
，
吐
辭
也
極
明
快
。
此
外
，
還
有
一
篇
終
制
，

也
是
殘
篇
，
其
中
講
到
﹁
自
古
及
今
，
未
有
不
亡
之
國
，
亦
無
不

掘
之
墓
﹂
，
秦
、
漢
以
來
，
為
帝
王
者
能
夠
發
出
這
樣
的
言
論
，

並
不
容
易
。

︵
改
寫
自
郭
預
衡 

中
國
散
文
史
，
上
海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

◆

曹
丕
軼
聞
掌
故

1

與
曹
植
爭
寵

曹
丕
、
曹
植
爭
太
子
位
，
二
人
手
下
皆
有
不
少
謀
士
，
曹
植
手

下
較
著
名
的
有
丁
儀
、
丁
廙

4u

兄
弟
和
楊
修
。
丁
儀
兄
弟
多
次
對
曹
操

稱
頌
曹
植
是
﹁
奇
才
﹂
，
說
他
﹁
博
學
淵
識
，
文
章
絕
倫
﹂
，
建
議

曹
操
立
曹
植
為
太
子
，
曹
操
也
頗
為
心
動
。

曹
丕
為
鞏
固
太
子
地
位
，
常
與
吳
質
商
量
對
策
。
有
一
次
，
曹

操
率
軍
出
征
，
曹
丕
、
曹
植
前
往
送
行
。
曹
植
盛
讚
曹
操
功
德
，
話

語
精
彩
，
曹
操
很
高
興
，
曹
丕
在
旁
悵
然
若
失
。
此
時
，
吳
質
在
曹

丕
耳
邊
悄
悄
說
：
﹁
你
只
管
哭
泣
就
行
了
。
﹂
曹
丕
謹
記
於
心
，
當

分
別
之
時
，
曹
丕
果
真
拜
而
哭
泣
，
曹
操
及
其
左
右
很
受
感
動
。
於

是
都
認
為
曹
植
華
而
不
實
，
不
如
曹
丕
誠
實
孝
順
。

2

不
念
兄
弟
情
分

曹
丕
嫉
妒
弟
弟
任
城
王 

曹
彰
的
勇
武
剛
健
，
約
他
到
母
親
卞

太
后
的
住
處
下
圍
棋
，
請
他
吃
棗
子
。
曹
丕
將
某
些
棗
子
下
毒
，
自

己
吃
了
沒
有
毒
的
棗
子
，
曹
彰
沒
想
到
曹
丕
要
害
他
，
吃
了
毒
棗

子
。
中
毒
後
，
母
親
卞
太
后
找
水
要
救
他
，
曹
丕
事
先
命
令
左
右
將

可
以
裝
水
的
瓶
罐
都
打
破
，
卞
太
后
在
緊
急
中
赤
腳
跑
到
井
邊
，
卻

找
不
到
可
以
裝
水
的
工
具
，
過
不
久
，
曹
彰
就
死
了
。
後
來
曹
丕
又

要
害
死
曹
植
，
卞
太
后
說
：
﹁
你
已
經
殺
了
我
的
任
城
︵
曹
彰
︶
，

不
能
再
殺
我
的
東
阿
︵
曹
植
︶
了
。
﹂

3

命
令
曹
植
七
步
成
詩

有
次
曹
丕
召
見
曹
植
，
命
曹
植
必
須
在
七
步
之
內
作
出
一
首

詩
，
否
則
就
將
他
處
死
。
曹
植
馬
上
吟
道
：
﹁
煮
豆
持
作
羹
，
漉
菽

以
為
汁
。
萁6u

在
釜
下
然
，
豆
在
釜
中
泣
。
本
是
同
根
生
，
相
煎
何
太

急
？
﹂
曹
丕
聽
完
，
面
有
慚
色
。
這
首
千
古
流
傳
的
七
步
詩
，
終
於

使
曹
植
逃
過
一
劫
。

作 

者 

曹
丕
軼
聞
掌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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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
充
注
釋
︵
配
合
P 63
︶

2
 

建
安
文
學
：
文
學
史
上
所
謂
﹁
建
安
文
學
﹂
，
是
指
東
漢 

獻
帝
到

三
國
初
期
的
一
段
時
間
。
這
一
時
期
，
經
歷
漢
末
兩
次
﹁
黨
錮
之

禍
﹂
的
摧
殘
，
又
有
黃
巾
之
亂
、
董
卓
之
亂
等
，
是
中
國
歷
史
上

空
前
動
亂
的
時
代
。
當
時
的
文
壇
因
﹁
三
祖
陳
王
﹂
︵
魏
武
帝 

曹

操
、
魏
文
帝 

曹
丕
、
魏
明
帝 

曹
叡

j
4

、
陳
思
王 

曹
植
︶
的
提
倡
，
又

有
建
安
七
子
的
附
和
，
進
入
了
一
個
﹁
俊
才
雲
蒸
﹂
的
時
代
。

這
些
文
人
都
飽
受
戰
亂
，
因
此
描
寫
社
會
動
亂
、
施
展
濟
世
抱

負
便
成
了
詩
文
主
題
。
此
時
的
文
學
也
脫
離
了
功
利
的
實
用
目
的
而

轉
向
個
人
情
志
的
抒
發
，
作
品
多
沉
雄
蒼
壯
、
風
格
勁
健
，
在
悽
苦

的
音
調
中
仍
表
現
出
奮
發
昂
揚
的
精
神
，
給
人
鼓
舞
的
力
量
，
此
即

所
謂
﹁
建
安
風
骨
﹂
。
魯
迅
言
此
時
代
是
一
﹁
文
學
自
覺
﹂
時
代
，

即
使
如
初
唐 

陳
子
昂
在
反
對
六
朝
綺
靡
詩
風
時
，
也
提
倡
﹁
漢 

魏

風
骨
﹂
；
其
後
李
白
更
高
唱
﹁
蓬
萊
文
章
建
安
骨
﹂
。
文
心
雕

龍 

時
序
篇
說
：
﹁
觀
其
時
文
，
雅
好
慷
慨
，
良
由
世
積
亂
離
；
風

衰
俗
怨
，
并
志
深
而
筆
長
，
故
梗
概
而
多
氣
也
。
﹂
此
語
最
足
以
說

明
建
安
文
學
產
生
的
時
代
背
景
及
特
色
。

4
 

燕
歌
行
：
為
現
存
文
人
作
品
中
最
早
且
最
完
整
的
七
言
詩
。

秋
風
蕭
瑟
天
氣
涼
，
草
木
搖
落
露
為
霜
。

群
燕
辭
歸
鵠
南
翔
，
念
君
客
遊
思
斷
腸
。

慊

u
40

慊1

思
歸
戀
故
鄉
，
君
何
淹
留
寄
他
方
？

賤
妾
煢6/

守
空
房
，
憂
來
思
君
不
敢
忘
。

不
覺
淚
下
沾
衣
裳
，
援
琴
鳴
絃
發
清
商
。

短
歌
微
吟
不
能
長
，
明
月
皎
皎
照
我
床
。

星
漢
西
流
夜
未
央
，
牽
牛
織
女
遙
相
望
，

爾
獨
何
辜
限
河
梁
？

︻
注
釋
︼

1

慊
慊
：
不
滿
意
的
樣
子
，
引
申
為
痛
苦
、
難
過
。

︻
語
譯
︼

秋
風
吹
得
呼
呼
響
，
天
氣
逐
漸
轉
涼
，
草
木
凋
零
，
露
水
已
結

成
寒
霜
。
群
燕
、
大
雁
都
南
飛
了
，
想
起
您
客
遊
他
鄉
，
我
的
思
念

令
我
斷
腸
。
您
可
能
因
思
歸
故
鄉
而
內
心
失
意
痛
苦
，
既
是
如
此
，

又
為
何
久
留
外
地
而
不
回
來
呢
？
我
孤
單
無
依
獨
守
空
閨
，
憂
傷
思

君
而
不
能
忘
懷
。
不
知
不
覺
淚
水
沾
溼
衣
裳
，
我
拿
起
琴
來
彈
唱
，

發
出
悲
惋
淒
清
的
樂
音
。
而
這
短
促
激
越
的
聲
音
，
不
能
舒
緩
我
心

中
的
哀
傷
，
皎
潔
的
月
光
照
在
我
的
床
上
。
滿
天
星
斗
與
天
河
都
向

西
方
流
轉
，
長
夜
漫
漫
無
止
盡
，
牽
牛
星
與
織
女
星
隔
著
銀
河
相

望
，
你
們
有
何
罪
過
而
被
河
橋
隔
絕
在
兩
方
呢
？

︻
簡
析
︼

此
詩
描
寫
女
子
在
秋
夜
裡
思
念
遠
方
的
丈
夫
。
作
者
以
細
膩
委

婉
之
筆
，
把
思
婦
纏
綿
悱
惻
的
情
懷
寫
得
淋
漓
盡
致
，
全
詩
句
句
押

韻
，
聲
調
鏗
鏘
、
語
言
清
麗
，
是
最
能
代
表
曹
丕
詩
歌
風
格
的
一
首
。

作 

者 

補
充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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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作曹

丕
，
字
子
桓

c
j
60

，
沛
國 

譙

u
6l

︵
今
安
徽
省 

亳4

州
市
︶
人
。
曹

1

操
次
子
，
生
於
東
漢 

靈
帝 

中
平
四
年
︵
西
元

一
八
七
年
︶
，
卒
於
魏 

黃
初
七
年
︵
西
元
二
二
六
年
︶
，
年
四
十
。

曹
丕
自
幼
隨
父
於
軍
旅
之
中
四
處
征
戰
，
善
騎
射
。
建
安
二
十
二
年
︵
西
元
二
一
七
年
︶
，
立
為
魏
王
太

子
。
二
十
五
年
︵
西
元
二
二○

年
︶
，
曹
操
死
後
，
立
即
篡

j
40

漢
自
立
為
帝
，
建
都
洛
陽
，
國
號
魏
，
改
元
黃

初
。
在
位
七
年
崩
，
諡
文
帝
。

曹
丕
喜
讀
詩
書
，
雅
好
文
學
，
常
與
徐
幹
、
陳
琳
、
應

u
4/

瑒

u
6;

、
劉
楨
等
文
士
遊
宴
唱
和

c
4

，
對
建

2

安
文
學
有
倡

導
之
功
；
與
父
曹
操
、
弟
曹
植
同
為
當
時
文
壇
領
袖
，
合
稱
三
曹
。
曹
丕
文
學
理
論
與
創
作
均
有
成
就
，
其
詩

篇
多
寫
男
女
離
愁
別
恨
，
善
於
表
達
婉
約
悱3

惻

3

的
感
情
，
其
中
燕

4

歌
行
是
早
期
七
言
詩
較
成
熟
的
作
品
，
對
七 

言
詩
的
形
成
頗
具
貢
獻
。
後
人
輯
有
魏
文
帝
集
。

 曹丕畫像

︵
丕
有
﹁
大
﹂
義
，
桓
亦
有
﹁
大
﹂
義
，
名
與
字
相
成
︶

︵
婉
轉
柔
和
，
悲
切
動
人
︶

︵
以
詩
文
互
相
贈
送
做
為
應
酬
︶

1
 

曹
操
次
子
：
根
據
三
國
志 

魏
書
的
記
載
，
曹
操
有
妻
妾
十
四
人
、
兒
子
二
十
五
個
、

女
兒
有
多
少
，
未
見
統
計
。
曹
丕
在
二
十
五
個
兄
弟
中
排
行
老
二
。

︵2

、4

請
見

P 4- 6
︶

． 

﹁
三
曹
﹂
簡
表
：

字

諡
號

詩
風

詩
品
評
價

曹
操

孟
德

魏
武
帝

悲
涼

下
品

曹
丕

子
桓

魏
文
帝

婉
約

中
品

曹
植

子
建

陳
思
王

華
美

上
品

悱3 　

 

心
裡
有
意
見
想
表
達
卻
說
不
出
來
。

例
論
語 

述
而
：
﹁
不
憤
不
啟
，
不
悱
不
發
。
﹂

哀
傷
。
例
悱
惻
︵
內
心
憂
傷
悲
苦
︶

誹3─

議
論
人
非
，
並
毀
其
名
譽
。
例
詆
誹

緋─
 

原
義
是
大
紅
色
。
例
緋
聞
︵
關
於
男
女
之
間
感

情
的
傳
聞
︶

菲3─
 

微
薄
的
。
例
菲
薄

蜚─
 

通
﹁
飛
﹂
，
沒
有
根
據
、
不
實
的
。
例
流
言
蜚

語
︵
泛
指
謠
言
︶

3



活
化
教
學

課 

文 

教
學
問
題
引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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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

教
學
問
題
引
導

段
落

題　

目

參
考
答
案

問
題
屬
性

第
一
段

1
 

﹁
文
人
相
輕
，
自
古
而
然
。
﹂
你
認
為
造
成

文
人
相
輕
的
原
因
可
能
有
哪
些
？

因
為
不
夠
謙
虛
，
充
滿
自
我
優
越
感
，
以
為
自
己
的
作
品
最
好
；

也
可
能
是
出
於
自
卑
，
對
別
人
的
作
品
由
羨
慕
而
轉
為
嫉
妒
，
故

刻
意
挑
毛
病
來
滅
他
人
威
風
。

延
伸
思
考

2
 

文
中
以
﹁
家
有
敝
帚
，
享
之
千
金
﹂
來
說
明

文
人
的
何
種
弊
病
？

斯
不
自
見
之
患
也─

缺
乏
自
知
之
明
。

擷
取
訊
息

3
 

﹁
蓋
君
子
審
己
以
度
人
，
故
能
免
於
斯

累
。
﹂
句
中
的
﹁
累
﹂
指
的
是
什
麼
？

﹁
文
人
相
輕
﹂
、
﹁
善
於
自
見
﹂
、
﹁
各
以
所
長
，
相
輕
所
短
﹂
。

擷
取
訊
息

4
 

作
者
認
為
進
行
文
學
批
評
應
抱
持
如
何
的
態

度
？
為
什
麼
？

1

應
抱
持
﹁
審
己
以
度
人
﹂
的
客
觀
理
性
態
度
。

2

能
﹁
審
己
以
度
人
﹂
，
文
學
批
評
才
會
客
觀
。

文
意
推
論

5
 

曹
丕
認
為
建
安
七
子
彼
此
很
難
互
相
佩
服
，

原
因
是
什
麼
？

七
子
皆
自
認
學
問
淵
博
，
極
富
創
作
才
華
，
故
互
不
相
服
。

文
意
推
論

第
二
段

6
 

作
者
在
第
二
段
評
論
建
安
七
子
作
品
的
優

劣
，
用
意
為
何
？

1
 

示
範
﹁
論
文
﹂
之
客
觀
態
度
，
不
以
己
之
長
來
輕
他
人
之
短
。

2
 

談
論
七
子
作
品
的
優
劣
以
印
證
﹁
文
非
一
體
，
鮮
能
備
善
﹂
的

觀
點
。

作
法
探
討

課 

文 

教
學
問
題
引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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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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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論
文

4- 8

第
三
段

7
 

文
中
﹁
貴
遠
賤
近
﹂
、
﹁
向
聲
背
實
﹂
的
現

象
，
請
同
學
在
文
學
或
日
常
生
活
中
各
舉

一
、
二
例
加
以
印
證
。

1

貴
遠
賤
近—

1
 

史
記 

老
莊
申
韓
列
傳
載
，
韓
非
的
著
作
傳
到
秦
國
，
秦
王

讀
後
感
嘆
：
﹁
我
如
果
能
見
到
這
人
和
他
來
往
，
死
也
無

憾
。
﹂
日
後
秦
王
用
武
力
威
脅
韓
國
，
得
到
韓
非
，
可
是
秦

王
並
沒
有
重
用
韓
非
，
最
後
韓
非
還
被
李
斯
誣
陷
，
毒
死
在

獄
中
。

2
 

漢
書 

司
馬
相
如
傳
載
，
漢
武
帝
讀
子
虛
賦
後
感
嘆
說
：
﹁
為

什
麼
唯
獨
我
不
能
與
這
人
同
一
時
代
啊
！
﹂
後
來
他
得
知
子

虛
賦
是
司
馬
相
如
所
作
，
立
即
召
見
司
馬
相
如
，
但
漢
武
帝

並
未
重
用
他
，
只
把
他
當
做
弄
臣
而
已
。

2

向
聲
背
實—

秋
郎
是
梁
實
秋
先
生
在
新
月
時
代
常
用
的
筆
名
，
另
外
，

他
還
有
一
個
很
少
為
人
所
知
的
筆
名
，
叫
子
佳
。
有
一
次
，
他

以
子
佳
的
名
字
投
寄
某
報
副
刊
。
沒
多
久
便
接
到
退
稿
。
過
不

久
，
該
刊
主
編
到
他
家
向
他
邀
稿
。
梁
實
秋
正
忙
著
寫
英
國
文

學
史
，
無
法
旁
顧
，
但
該
主
編
一
再
拜
託
，
梁
實
秋
說
：
﹁
我

有
篇
舊
稿
，
是
貴
刊
退
還
來
的
。
﹂
不
待
梁
實
秋
說
完
，
該
主

編
搶
嘴
說
：
﹁
哪
有
這
種
事
，
梁
先
生
的
文
章
我
們
求
都
求
不

到
，
哪
會
退
稿
？
﹂
於
是
梁
實
秋
拿
出
退
稿
，
主
編
打
開
一

看
，
原
來
用
子
佳
之
名
，
而
不
是
梁
實
秋
。

延
伸
思
考

8
 

作
者
將
文
體
分
為
哪
幾
類
？
各
須
具
備
何
種

特
質
？

1

四
類
。

2

奏
議
宜
雅
，
書
論
宜
理
，
銘
誄
尚
實
，
詩
賦
欲
麗
。

擷
取
訊
息

課 

文 

教
學
問
題
引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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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

第
三
段

9
 

文
中
作
者
將
文
體
分
類
，
並
認
為
﹁
此
四
科
不

同
，
故
能
之
者
偏
也
，
惟
通
才
能
備
其
體
﹂
，

此
一
觀
點
與
首
段
何
種
說
法
相
呼
應
？

﹁
文
非
一
體
，
鮮
能
備
善
﹂
。

文
意
推
論

第
四
段

0
 

作
者
在
本
文
中
所
提
出
的
﹁
文
氣
說
﹂
，
其

重
點
主
旨
是
什
麼
？

﹁
文
以
氣
為
主
，
氣
之
清
濁
有
體
，
不
可
力
強
而
致
﹂
。

擷
取
訊
息

q
 

作
者
以
什
麼
例
子
來
說
明
﹁
文
如
其
人
，
無

法
勉
強
﹂
的
道
理
？ 

以
音
樂
為
例
：
﹁
曲
度
雖
均
，
節
奏
同
檢
，
至
於
引
氣
不
齊
，
巧

拙
有
素
，
雖
在
父
兄
，
不
能
以
移
子
弟
﹂
。

擷
取
訊
息

w
 

曹
丕
認
為
文
氣
﹁
不
可
力
強
而
致
﹂
，
﹁
雖

在
父
兄
，
不
能
以
移
子
弟
﹂
，
你
贊
同
這
個

論
點
嗎
？
請
說
明
原
因
。
︻
問
題
討
論
一
︼

︵
請
見

P 77
︶

延
伸
思
考

第
五
段

e
 

作
者
認
為
﹁
年
壽
有
時
而
盡
，
榮
樂
止
乎
其

身
，
二
者
必
至
之
常
期
，
未
若
文
章
之
無

窮
﹂
，
你
認
為
除
了
寫
作
之
外
，
還
有
哪
些

方
式
或
作
為
可
以
使
人
﹁
不
朽
﹂
？

 

︻
問
題
討
論
二
︼

︵
請
見

P 77
︶

延
伸
思
考

r
 

曹
丕
認
為
古
之
作
者
，
何
以
能
﹁
不
假
良
史
之

辭
，
不
託
飛
馳
之
勢
，
而
聲
名
自
傳
於
後
﹂
？

因
為
﹁
寄
身
於
翰
墨
，
見
意
於
篇
籍
﹂
，
致
力
於
﹁
立
言
﹂
。

擷
取
訊
息

課 

文 

教
學
問
題
引
導



活
化
教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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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教
學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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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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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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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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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

第
五
段

t
 

古
今
中
外
哪
些
作
家
﹁
不
以
隱
約
而
弗

務
﹂
？
哪
些
﹁
不
以
康
樂
而
加
思
﹂
？
請
舉

例
說
明
。

1
  

不
以
隱
約
而
弗
務 ─

 

如
曹
家
被
抄
後
，
曹
雪
芹
在
艱
苦
的
環

境
中
即
使
窮
得
常
常
﹁
舉
家
食
粥
﹂
，
依
然
勤
力
創
作
紅
樓
夢
；

吳
敬
梓
家
產
淨
盡
，
科
舉
落
第
之
後
，
益
發
貧
困
潦
倒
，
仍
不
斷

寫
作
，
攻
擊
時
弊
，
文
名
漸
漸
傳
遍
江
南
，
成
為
文
壇
盟
主
；
劉

俠
︵
杏
林
子
︶
十
二
歲
時
罹
患
罕
見
的
﹁
類
風
溼
性
關
節
炎
﹂
，

發
病
時
手
腳
腫
痛
，
行
動
不
便
，
自
此
身
心
飽
受
病
痛
煎
熬
，
然

而
她
不
但
持
續
寫
作
，
還
成
立
了
伊
甸
社
會
福
利
基
金
會
。

2
 

不
以
康
樂
而
加
思 ─

 

袁
枚
半
生
富
貴
，
還
擁
有
著
名
的
隨
園
，

生
活
優
渥
富
裕
，
然
以
詩
聞
名
當
世
，
提
倡
﹁
性
靈
說
﹂
，
為

﹁
江
右
三
大
家
﹂
之
一
；
德
國
文
豪
歌
德
家
庭
環
境
富
裕
和
樂
，

但
無
論
其
天
賦
與
境
遇
多
優
越
，
仍
以
無
比
的
堅
毅
與
努
力
才
能

完
成
許
多
傑
作
，
躋
身
世
界
文
壇
，
成
為
浪
漫
主
義
的
先
驅
。

延
伸
思
考

y
 

曹
丕
認
為
時
人
﹁
多
不
強
力
﹂
而
﹁
營
目
前
之

務
﹂
、
﹁
遺
千
載
之
功
﹂
，
是
何
種
原
因
造
成
？

﹁
貧
賤
則
懾
於
飢
寒
，
富
貴
則
流
於
逸
樂
﹂
。

擷
取
訊
息

u
 

作
者
以
﹁
融
等
已
逝
，
惟
幹
著
論
，
成
一
家

言
﹂
收
束
全
文
，
其
用
意
為
何
？
請
說
說
你

的
看
法
。

﹁
融
等
已
逝
﹂
正
呼
應
前
文
﹁
年
壽
有
時
而
盡
，
榮
樂
止
乎
其
身
﹂
；

﹁
惟
幹
著
論
，
成
一
家
言
﹂
則
呼
應
前
文
﹁
文
章
經
國
之
大
業
，
不
朽

之
盛
事
﹂
、
﹁
未
若
文
章
之
無
窮
﹂
。
作
者
以
此
收
束
全
文
，
主
要
是

再
次
肯
定
﹁
立
言
﹂
的
價
值
，
藉
此
凸
顯
此
段
﹁
文
用
論
﹂
的
論
點
。

此
外
，
作
者
一
方
面
痛
惜
前
賢
之
逝
世
，
懼
乎
時
之
過
已
；
另
一
方

面
，
更
寄
望
於
後
之
來
者
強
力
創
作
。
這
正
表
現
了
曹
丕
對
文
學
事

業
的
滿
腔
熱
誠
，
同
時
也
賦
予
整
篇
作
品
濃
厚
的
抒
情
色
彩
。

延
伸
思
考

課 

文 

教
學
問
題
引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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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文
人
相
輕
，
自
古
而
然
。
傅
毅1

之
於
班

固2
，
伯
仲
之
間3

耳
，
而
固
小●

之4

，
與
弟
超5

書

曰
：
﹁
武
仲
以
能
屬3j

文6

，
為
蘭
臺
令
史7

，
下

筆
不
能
自
休
。
﹂
夫6j
人
善
於
自
見
，

8

而
文
非
一

體
，
鮮

u
30

能
備
善9

。
是
以
各
以
所
長
，
相
輕
所

短
。
里
語0

曰
：
﹁
家
有
敝
帚3

，
享
之
千
金q
。
﹂

1

：
字
武
仲
，
東
漢 

扶
風 

茂
陵
︵
今
陝
西

省 

興
平
市
︶
人
。
章
帝
時
為
蘭
臺
令
史
，
拜

郎
中
，
與
班
固
等
共
同
典
校

r
u
4l

宮
中
藏
書
。

2

：
字
孟
堅
，
東
漢 

扶
風 

安
陵
︵
今
陝
西

省 

咸
陽
市
︶
人
。
明
帝
時
典
校
宮
中
藏
書
，

著
有
漢
書
。

3

：
不
相
上
下
，
難
分
優
劣
。
伯
仲
，

兄
弟
排
行
的
次
序
；
長
者
為
伯
，
次
者
為
仲
。

4

：
輕
視
他
。
之
，
指
傅
毅
。

5

：
即
班
超
，
字
仲
升
，
為
班
固
之
弟
。
以

平
西
域
有
功
，
封
定
遠
侯
。

6
3j

：
寫
作
文
章
。
屬
，
連
綴
。

7

：
負
責
典
校
圖
籍
，
辦
理
劾

c
6

奏
文

書
的
官
員
。
蘭
臺
，
漢
時
宮
中
藏
書
之
處
。

8

：
容
易
看
到
自
己
的
優
點
。

補
注 

一
說
︰
見
，
音 

u
40

，
通
﹁
現
﹂
，
整
句

意
：
一
般
人
喜
歡
表
現
自
己
的
優
點
。

9
u
30

：
文
章
並
非
只
有
一
種 

體
裁
，
很
少
人
能
全
部
擅
長
。
鮮
，
少
。
備
， 

全
部
。

0

：
俗
語
，
又
作
﹁
俚
語
﹂
。

q

家

3

：
將
自
家
的
破
掃
帚
視

為
千
金
之
寶
，
比
喻
極
為
珍
惜
自
己
的
事
物
。

享
，
當
。

   •                                                                                                 •                                                  •                                                  •                                                       •

第
一
段
：
批
評
論—

 

要
審
己
以
度
人
，
論
文
時

方
能
避
免
文
人
相
輕
、

敝
帚
自
珍
的
弊
病
。

． 

簡
宗
梧
教
授
認
為
本
段
是

針
對
曹
植 

與
楊
德
祖
書
而

發
。
曹
植
在
信
中
自
炫
愛

好
文
章
已
二
十
五
年
，
雖

然
年
紀
輕
輕
，
卻
有
倚
老

賣
老
的
意
味
，
儼
然
以
耆

宿
自
居
，
並
評
論
當
代
的

作
家
，
就
是
後
來
稱
為
建

安
七
子
中
的
五
人
，
不
把

他
們
看
在
眼
裡
。
因
此
曹

︵ 

比
起
。
之
，
助
詞
，

無
義
。
於
，
比
︶

轉
品
︵
形
↓
動
︶

因
為
才
性
各
有
所
宜

︵
體
裁
︶

︵
憑
藉
︶
︵ 
互
相
輕
視
別
人
的

缺
點
、
短
處
︶

︵
肯
定
語
氣
，
表
停
頓
或
結
束
︶

明
引
、
映
襯

︵ 

因
為
︶

︵ 

止
︶

言
傅
毅
作
文
不
善
剪
裁
，
有
冗
長
之
病

映
襯

︵
如
此
︶

︵
互
相
輕
視
︶

 1
﹁
文
人
相
輕
，
自
古
而

然
。
﹂
你
認
為
造
成
文
人
相

輕
的
原
因
可
能
有
哪
些
？

 
︵
答 

見
P 4- 7
︶

段
析

舉
班
固
輕
視
傅
毅
的
實

例
，
點
出
﹁
文
人
相
輕
﹂
的

陋
習
，
並
進
一
步
提
出
﹁
審

己
度
人
﹂
的
批
評
原
則
。
此

外
，
並
列
出
﹁
建
安
七
子
﹂

之
名
，
確
立
了
建
安
文
學
的

典
範
人
物
。

︵
請
見

P 4- 131

一
字
多
義
︶

而相？

文
‧

注
釋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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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課

　典
論
論
文

斯
不
自
見
之

w

患
也
。
今
之
文
人
：
魯
國 

孔
融e 

文
舉
、
廣
陵 

陳
琳r 

孔
璋
、
山
陽 

王
粲t 

仲
宣
、 

北
海 
徐
幹y 

偉
長 

、 

陳
留 

阮

j
30

瑀

3 
元

u
瑜 
、 

汝
南 

應
瑒i 

德
璉

u
60 

、 

東
平 

劉
楨o 

公
幹 

。 

斯

七

子p

者

， 

補
注 

義
近
：
敝
帚
千
金
、
敝
帚
自
珍

反
義
：
棄
若
敝
屣

w

：
指
看
不
見
自
己
的
缺
點
。

 

︵
請
見

P 4- 131

一
字
多
義
︶

e

：
字
文
舉
，
東
漢 

魯
國
︵
今
山
東
省 

曲

阜4j

市
︶
人
，
孔
子
二
十
世
孫
。
漢
獻
帝
時
任
北

海
相
，
後
被
曹
操
所
殺
，
今
存
孔
北
海
集
。

r

：
字
孔
璋
，
東
漢 

廣
陵 

射
陽
︵
今
江
蘇

省 

寶
應
縣
︶
人
。
曹
操
的
軍
國
書
檄6u

︵
官
方

文
書
︶
多
出
自
其
手
，
今
存
陳
記
室
集
。

t

：
字
仲
宣
，
東
漢 

山
陽 

高
平
︵
今
山
東

省 

鄒
城
市
︶
人
。
初
依
劉
表
，
後
歸
曹
操
，

今
存
王
侍
中
集
。

y

：
字
偉
長
，
東
漢 

北
海 

劇
︵
今
山
東

省 

壽
光
市
︶
人
。
今
存
徐
偉
長
集
，
並
著
有
中

論
二
十
篇
。

u
j
30

3

：
字
元
瑜
，
東
漢 

陳
留 

尉
氏
︵
今
河
南

省 

尉
氏
縣
︶
人
。
今
存
阮
元
瑜
集
。

i

：
字
德
璉
，
東
漢 

汝
南 

南
頓
︵
今
河
南

省 

汝
南
縣
︶
人
。
今
存
應
德
璉
集
。

o

：
字
公
幹
，
東
漢 

東
平 

寧
陽
︵
今
山
東

省 

寧
陽
縣
︶
人
。
今
存
劉
公
幹
集
。

p

七
子
：
指
以
上
七
人
。
﹁
七
子
﹂
之
稱
始
見 

於
此
，
即
後
世
所
謂
﹁
建
安
七
子
﹂
。
︵
請
見

P 4- 14
︶

   •                                                   •                                                                                           •                                                  •                                                  •                                            •

 建安七子圖

丕
在
本
段
前
半
，
頗
有
批

評
曹
植
患
了
文
人
相
輕
的

毛
病
之
意
。
因
為
曹
植
自

認
是
辭
賦
的
老
手
，
而
曹

操
也
對
曹
植
的
辭
賦
十
分

激
賞
，
曹
植
輕
視
陳
琳
不

擅
長
此
道
，
曹
丕
認
為
曹

植
正
是
以
其
所
長
，
輕
人

所
短
。
曹
植
引
用
成
語
譏

笑
陳
琳
是
﹁
畫
虎
不
成
，

反
為
狗
﹂
，
曹
丕
就
用
里

語
﹁
家
有
敝
帚
，
享
之
千

金
﹂
來
回
譏
，
並
藉
此
機

會
寫
給
曹
操
看
，
所
以
家

有
敝
帚
的
﹁
家
﹂
字
，
是

確
有
所
指
的
。

人
無
自
知
之
明
，
而
好
表
現
自
己
，
意
同
﹁
目
不
見
睫
﹂

︵
此
︶

︵
此
︶

︵
弊
病
、
毛
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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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學
無
所
遺
，
於
辭
無
所
假

r
u
3

，

a

咸
以
自
騁3/

驥

r
4u

騄4j

於

s

千
里
，
仰
齊
足
而
並
馳d

。
以
此
相
服f

，

亦
良
難g

矣
！
蓋
君
子
審
己
以
度

j
4

人h

，
故
能
免

於
斯
累4

，

j
而
作
論
文
。

w
 

王
粲
長6;

於
辭
賦
，
徐
幹
時
有
齊
氣k

， 

然
粲
之
匹3u

也

l

。
如
粲
之
初
征
、
登
樓
、
槐

c
j
6

賦
、

征
思;

，
幹
之
玄
猿
、
漏
卮
、
圓
扇
、
橘
賦z
，
雖

a

：
在
學
問
上
無
所

遺
漏
，
寫
作
文
章
不
抄
襲
他
人
。
辭
，
文
辭
、

文
章
。
假
，
借
，
此
指
沿
襲
、
抄
襲
。

s
r
4u

4j

：
古
代
良
馬
名
，
此
比
喻
七
子
各
具
良
才
。

d

：
昂
首
齊
步
，
並
駕
齊
驅
；

比
喻
各
恃
其
才
，
互
不
相
讓
。
仰
，
昂
首
。

f

：
佩
服
。

補
注 

相
，
互
相
；
另
一
說
法
，
做
單
向
解
。

g

：
確
實
很
難
。

h
j
4

：
先
審
視
自
己
，
才
去
評
論
別
人
。 

度
，
衡
量
。 

︵
請
見

P 4- 131

一
字
多
義
︶

j
4

：
弊
病
，
指
文
人
相
輕
而
無
自
知
之
明
的

毛
病
。

k

：
齊
人
舒
緩
的
氣
質
，
此
指
文
章
風
格

舒
緩
。

l
3u

：
匹
敵
、
對
手
。

;
c
j
6

：
初
征
、
槐
賦
見
嚴
可

均
所
輯
全
後
漢
文
。
登
樓
賦
見
昭
明
文
選
。
征

思
今
已
亡
佚
。

z

：
圓
扇
賦
見
全
後
漢
文
， 

其
餘
皆
已
亡
佚
。
卮
，
酒
杯
。

x

：
張
衡
、
蔡
邕/

。
張
衡
，
字
平
子
，
東
漢 

西
鄂

4

︵
今
河
南
省 

南
陽
市
︶
人
，
善
辭
賦
，
曾 

做
渾
天
儀
。
蔡
邕
，
字
伯
喈

r
u

，
東
漢 

陳
留
人
， 

借
喻

k
 

昭
明
文
選 

李
善 

注
：
﹁
言

齊
俗
文
體
舒
緩
，
而
徐
幹

亦
有
斯
累
。
﹂
三
曹
、
七
子

作
品
多
追
求
慷
慨
悲
壯
、

清
晰
昭
明
之
風
，
劉
勰
言

﹁
梗
概
多
氣
﹂
是
建
安
文

學
風
貌
，
故
﹁
齊
氣
﹂
與
時

代
風
潮
不
一
致
，
曹
丕
不
太

接
納
。

七
子
各
恃
其
才
，
互
不
相
讓

︵
發
語
詞
︶

︵
皆
、
全
︶

第
二
段
：
作
家
論—

論
建
安
七
子
作
品
的
優

劣
短
長
。

︵
時
常
︶

學
問
淵
博
，
自
創
新
詞

段
析

作
者
對
建
安
七
子
的
作

品
提
出
簡
要
中
肯
的
批
評
，

其
目
的
在
：

1
 

示
範
﹁
論
文
﹂
的
客
觀
態

度
，
不
以
己
之
長
來
輕
他

人
之
短
。

2
 

承
上
段
言
﹁
文
非
一
體
，
鮮

能
備
善
﹂
，
舉
七
子
證
明 

各
有
長
才
，
並
為
下
段
﹁
氣

之
清
濁
有
體
﹂
作
鋪
墊
。

 6

作
者
在
本
段
評
論
建

安
七
子
作
品
的
優
劣
，
用

意
為
何
？ 

︵
答 

見
P 4- 7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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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課

　典
論
論
文

張
、
蔡x

不
過
也
。
然
於
他
文
，
未
能
稱4/

是c

。

琳
、
瑀
之
章
表v

書
記b

，
今
之
雋

r
4

也

n

。
應
瑒
和

c
6 

而
不
壯m

，
劉
楨
壯
而
不
密,

。
孔
融
體
氣.

高
妙
， 

有
過
人
者
，
然
不
能
持
論
，
理
不
勝

g
4/

辭/

，
以 

至
乎
雜
以
嘲
戲!

。
及
其
所
善
，
揚
、
班
儔6

也@

。

e
 

常
人
貴●

遠
賤●

近
，
向
聲
背
實#

，
又
患
闇

40

於
自
見
，

$

謂
己
為
賢
。
夫
文
本
同
而
末
異%

， 

博
學
工
辭
章
，
精
通
音
律
，
擅
長
書
法
，
今
存

蔡
中
郎
集
。

c
4/

：
但
是
二
人
其
他
文
體

的
成
就
，
都
比
不
上
辭
賦
。
稱
，
相
當
。
是
，

此
，
指
辭
賦
。

v

：
臣
子
上
呈
君
主
的
文
書
。

b

：
泛
指
各
種
公
文
、
書
信
。

n
r

4

：
通
﹁
俊
﹂
，
此
指
傑
出
的
作
品
。

m
c
6

：
文
章
風
格
平
和
卻
不
夠
雄
健
。

,

：
文
章
風
格
雄
健
卻
不
夠
周
密
。

.

：
稟
性
才
氣
，
此
指
因
才
性
而
呈
現
出

的
文
章
風
格
。

/
g
4/

：
說
理
比
不
上
辭
采
，
謂
孔
融
的

文
章
長
於
辭
采
卻
短
於
說
理
。

!

：
文
中
夾
雜
嘲
諷
和
戲
謔4

。

@
6

：
指
可
以
和
揚
雄
、
班
固
的
優
秀

作
品
媲4u

美
。
儔
，
類
。

#

：
崇
尚
虛
名
，
不
重
實
質
。
向
，

崇
尚
。

$
40

：
看
不
清
自
己
的
短
處
。
闇
，
陰

暗
不
明
。

%

：
意
指
文
章
寫
作
的
基
本

道
理
雖
相
同
，
但
文
體
不
同
時
，
作
品
的
特
色

與
作
法
也
隨
之
而
異
。

︵
請
見

P 4- 142

字
形
辨
析
︶

@
 

如
揚
雄
的
解
嘲
、
班

固 

答
賓
戲
等
作
品
。

#
 

此
指
常
人
評
文
，
往
往
隨
聲

附
和
，
沒
有
真
知
灼
見
。

第
三
段
：
文
體
論—

論
文
體
各
有
所
宜
，
唯

通
才
能
備
其
體
。

孔
融
擅
長
辭
賦
，
體
氣
不

俗
，
但
不
長
於
說
理

︵ 

貴
，
重
視
。
賤
，
輕
視
。
遠
近
，
包
含

時
、
空
，
可
指
古
今
及
遠
方
近
處
︶

各
種
文
體
各
有
不
同
的
風
格
要
求

︵ 

於
︶

︵
立
論
︶

︵
請
見

P 4- 141

一
字
多
義
︶

︵
以
為
︶

︵
好
︶

︵
發
語
詞
︶

． 

曹
丕
對
﹁
文
﹂
的
概
念
範

圍
較
廣
，
包
括
詩
賦
類
純

文
學
，
也
包
括
章
奏
表
議

類
應
用
文
章
，
將
詩
賦
合

一
類
以
別
於
他
類
，
此
與

劉
向 

別
錄
、
劉
歆 

七
略
、

班
固 

漢
書 

藝
文
志
觀
點
一

致
。
曹
丕
指
出
詩
賦
特
點

為
﹁
麗
﹂
，
已
觀
照
文
學

的
﹁
藝
術
美
﹂
。

文
體
、
體
裁
。
例
文
非

一
體
、
能
備
其
體

 

風
格
。
例
孔
融
體
氣
高

妙身
體
。
例
體
貌
衰
於
下

.

體

句
中
對
、
單
句
對

轉
品
︵
形
↓
動
︶

   •                                                     •                                                                                              •                                                  •                                             •                                            •

段
析

作
者
先
提
出
文
學
批
評

的
兩
個
錯
誤
觀
念
：
貴
古
賤

今
、
崇
尚
虛
名
，
以
及
看
不
見

自
己
的
短
處
。
之
後
再
提
出

對
文
體
的
創
見
：
文
章
寫
作

的
基
本
道
理
相
同
，
但
四
類

文
章
各
有
其
特
殊
性
，
只
有

通
才
才
能
精
通
各
類
文
體
。

9898聲98

統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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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
奏
議
宜
雅^

，
書
論
宜
理&

，
銘
誄3

尚
實*

，

詩
賦
欲
麗(

。
此
四
科
不
同
，
故
能
之
者
偏)

也
，
惟
通
才
能
備
其
體
。

r
 

文
以
氣
為
主Q

，
氣
之
清
濁
有
體W

，
不
可

力
強

u
3;

而
致E

。
譬
諸
音
樂
，
曲
度
雖
均R

，
節

奏
同
檢T

，
至
於
引
氣
不
齊Y
，
巧
拙
有
素U

， 

雖
在
父
兄
，
不
能
以
移
子
弟I

。

^

：
奏
議
類
要
典
雅
莊
重
。

&

：
書
論
類
要
條
理
清
晰
。
書
，
文

書
。
論
，
論
事
說
理
的
文
體
。

*
3

：
銘
誄
類
貴
在
合
乎
事
實
。
銘
，
用

以
讚
揚
功
德
或
自
我
惕
勵
的
文
體
。
誄
，
用
以 

稱
頌
死
者
生
前
功
業
的
文
體
。

(

：
詩
歌
辭
賦
類
要
求
辭
采
華
美
。

)

：
寫
作
者
擅
長
的
文
體
，
各
有
偏
向
。

Q

：
指
作
家
的
才
情
氣
質
是
形
成

文
章
風
格
的
主
因
。

W

：
作
者
的
才
情
氣
質
表
現
在

文
章
上
，
有
輕
快
俊
爽
與
凝
重
沉
鬱
兩
種
不
同

的
風
格
。
體
，
風
格
。 

︵
請
見
P 69
︶

E
u
3;

：
靠
努
力
而
勉
強
得
到
。
強
，
勉
強
。

R

：
曲
調
雖
然
相
同
。
曲
度
，
指
曲
調
。 

均
，
相
同
。

T

：
節
奏
的
快
慢
、
強
弱
相
同
。
檢
， 

法
度
。

Y

：
在
演
唱
或
吹
奏
時
運
氣
各
不
相

同
，
藉
以
說
明
由
於
作
者
的
才
情
氣
質
不
同
，

導
致
文
章
風
格
的
差
異
。

U

素
：
表
現
優
劣
將
因
各
人
本
質
的
差

異
而
有
所
不
同
。
素
，
本
質
。

   •                                                  •                                                                                           •                                                  •                                                  •                                                  •

一
般
文
人
大
多
只
擅
長
某
種
文
體─

此
呼
應
第

一
段
﹁
文
非
一
體
，
鮮
能
備
善
﹂
，
七
子
各
有

擅
長
之
文
類
的
說
法

第
四
段
：
文
氣
論—

作
家
才
性
各
有
所
偏
，

氣
以
成
形
，
各
有
風
貌
， 

文
如
其
人
，
無
法
勉
強
。

排
比

︵
齊
全
︶︵
體
裁
︶

︵
運
氣
︶

︵
全
才
︶

^
 

奏
，
臣
下
向
君
主
言
事
的
文
體
。
議
，

臣
下
向
君
主
議
論
得
失
的
文
體
。

明
喻

 8
作
者
將
文
體
分
為
哪

幾
類
？
各
須
具
備
何
種
特

質
？ 
︵
答 

見
P 4- 8
︶

． 

文
氣
論
流
於
﹁
天
才
決
定

論
﹂
，
否
定
後
天
的
努

力
，
故
論
點
稍
有
偏
失
。

劉
勰 

文
心
雕
龍
提
出
作

家
風
格
之
形
成
有
四
個
因

素
：
才
、
氣
、
學
、
習
，

此
四
者
分
先
天
︵
才
、

氣
︶
、
後
天
︵
學
、
習
︶

兩
類
，
劉
勰
較
肯
定
後
天

學
習
的
重
要
。

．
﹁
氣
﹂
有
二
義
：

1
 

才
氣
：
指
作
者
精
神
本
體

所
表
現
的
氣
質
。

段
析

作
者
以
音
樂
為
喻
，
說

明
觀
點
。

103103103

統
測

106106106

統
測



69

第
四
課

　典
論
論
文

t
 

蓋
文
章
經
國O

之
大
業
，
不
朽
之
盛
事P

。
年

壽
有
時
而
盡
，
榮
樂
止
乎
其
身
，
二
者
必
至

之
常
期A

，
未
若
文
章
之
無
窮
。
是
以
古
之
作

者
，
寄
身
於
翰●

墨●

，
見

u
40

意
於
篇
籍S

，
不
假
良

史
之
辭D

，
不
託
飛
馳

●

●

之
勢F

，
而
聲
名
自
傳

j
60

於

後
。
故
西
伯
幽
而
演
易G

，
周
旦
顯
而
制
禮H

，

不
以
隱
約
而
弗6j

務J

，
不
以
康
樂
而
加
思K

。 

I

子

：
即
使
是
父
兄
，

也
無
法
轉
移
給
子
弟
。
移
，
轉
移
。

O

：
治
國
。

P

：
可
以
流
傳
久
遠
的
偉
大
事
業
。

A

：
年
壽
和
榮
樂
都
有
一
定

的
期
限
。
二
者
，
指
年
壽
、
榮
樂
。

S

：
把
生
命
和
思
想
情

感
寄
託
表
現
在
文
章
書
籍
中
。
翰
墨
，
即
筆

墨
，
此
指
文
章
。
見

u
40

，
表
現
。

D

：
不
須
借
助
優
秀
史
官
的
紀
錄
。

F

：
不
須
依
託
達
官
貴
人
的
勢

力
。
飛
馳
，
此
指
飛
黃
騰
達
的
權
貴
。

G

：
是
說
周
文
王
被
商
紂4

王
囚

於
羑

u
3

里
時
，
於
獄
中
推
演
易
經
八
卦
為
六
十
四

卦
。
西
伯
，
周
文
王
，
在
殷
時
被
封
為
西
伯
。

幽
，
囚
禁
。

H

：
周
公
在
顯
達
時
作
周
禮
。
周

旦
，
即
周
公
，
姓
姬
名
旦
，
相
傳
周
禮
為
其
所
作
。

J
6j

：
不
因
困
頓
而
不
努
力
著

作
。
隱
約
，
困
窮
不
得
志
。
務
，
專
心
致
力
。

K

：
不
因
安
樂
而
改
變
著
述

的
心
志
。
加
，
此
表
轉
移
、
改
變
。

   •                                               •                                                                                     •                                               •                                               •                                                  •

P
 

出
自
左
傳 

襄
公
二
十
四
年
：
﹁
太
上
有
立
德
，
其
次
有

立
功
，
其
次
有
立
言
；
雖
久
不
廢
，
此
之
謂
不
朽
。
﹂

︵
享
受
榮
華
安
樂
只
限
於
生
前
︶

︵
指
立
言
能
使
人
永
垂
不
朽
，
名
聲
流
傳
於
後
世
︶

借
代

立
言
自
是
不
朽
，
勝
過
榮
樂

錯
綜
︵
交
蹉
語
次
︶
、
類
疊

錯
綜
︵
抽
換
詞
面
︶
、
互
文

聖
賢
著
作
之
心
，
不
因
窮
通
而
改
易

︵
因
︶

︵
顯
達
︶

借
喻
︵
用
以
譬
喻
馳
騁
仕
途
的
達
官
顯
要
︶

︵
有
一
定
的
期
限
︶

︵
發
語
詞
，
無
義
︶

第
五
段
：
文
用
論—

文
章
乃
經
國
之
大
業
，
不

朽
之
盛
事
。
勉
文
人
努

力
著
述
留
名
於
後
世
。

W
 

古
人
以
為
混
沌
之
時
，
輕
、

清
者
上
浮
為
天
︵
陽
︶
；
重
、

濁
者
下
沉
為
地
︵
陰
︶
。
此

說
開
後
世
文
學
陽
剛
、
陰

柔
美
之
說
。
曹
丕
此
說
並

不
意
味
所
有
文
章
僅
有
此

兩
種
特
徵
，
可
能
偏
輕
清
、

重
濁
或
清
濁
兼
有
，
總
之
，

各
人
有
各
人
特
性
，
與
他
人

不
同
。

段
析

作
者
一
方
面
痛
惜
前
賢

之
逝
世
，
懼
乎
時
之
過
已
；

另
一
方
面
，
更
寄
望
於
後
之

來
者
強
力
創
作
。
這
正
表
現

了
曹
丕
對
文
學
事
業
的
滿
腔

熱
誠
，
同
時
也
賦
予
整
篇
作

品
濃
厚
的
抒
情
色
彩
。

2
 

辭
氣
：
指
文
章
的
風
格
與

語
言
氣
勢
。

※
 

蓄
於
內
者
為
才
氣
，
發
於

外
者
為
辭
氣
。
﹁
才
氣
﹂
為

﹁
辭
氣
﹂
之
所
從
出
。

 

轉
移
、
改
變
。
例
不
以
康
樂
而
加
思 

施
加
。
例
諫
太
宗
十
思
疏
：
﹁
恩
所
加
，
則
思
無
因
喜
以
謬
賞
。
﹂

增
益
。
例
論
語 

子
路
：
﹁
既
富
矣
，
又
何
加
焉
。
﹂

加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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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
然
，
則L

古
人
賤●

尺
璧
而
重●

寸
陰:

，
懼
乎
時

之
過
已Z

。
而
人
多
不
強

u
3;

力X

，
貧
賤
則
懾6

於

C

飢

寒
，
富
貴
則
流
於
逸
樂
，
遂
營
目
前
之
務
， 

而
遺
千
載3

之
功
。
日
月
逝
於
上
，
體
貌
衰
於

下
，
忽
然
與
萬
物
遷
化V

，
斯
志
士
之
大
痛

也
！
融
等
已
逝
，
惟
幹
著
論B

，
成
一
家
言N

。

L

：
意
同
﹁
故
﹂
，
所
以
。

:

：
輕
視
珍
貴
的
寶
物
而
重

視
短
暫
的
光
陰
。
尺
璧
，
直
徑
一
尺
的
璧
玉
，

比
喻
貴
重
之
物
。

Z

：
助
詞
，
無
義
。

X
u
3;

：
努
力
自
勉
。
強
，
奮
勉
。

u
3;

，
逼
使
盡
力
。
例
勉
強

u
6;

，
與
﹁
弱
﹂
相
對
。
例
強
壯

r
u
4;

，
固
執
。
例
倔

r
6

強

強

C
6

：
害
怕
。

V

：
遷
移
變
化
，
此
指
死
亡
。

補
注 

與
死
亡
相
關
的
詞
語
：
羽
化
、
圓
寂
、
見

背
、
赴
黃
泉
、
填
溝
壑
。

B

：
只
有
徐
幹
寫
中
論
一
書
。

N

家

：
建
立
見
解
獨
特
、
自
成
一
家
的

學
說
。

 璧

懾6─
 

害
怕
。
例
懾
於
飢
寒

攝

g
4─

吸
取
。
例
攝
取

囁

u
4─

 

有
話
想
說
又
不
敢
說
，
吞
吞
吐
吐
的
樣

子
。
例
囁
嚅

躡

u
4─

 

放
輕
腳
步
行
走
。
例
躡
手
躡
腳

︵ 
此
。
指
﹁
日
月
逝
於
上
，

體
貌
衰
於
下
﹂
之
事
︶

意
指
時
不
我
與
，
轉
眼
辭

世
。
有
﹁
君
子
疾
沒
世
而

名
不
稱
焉
﹂
之
慨

︵ 

指
著
述
之
事
。
因
為
作
者
認
為 

著
述
能
使
人
留
名
於
千
載
之
後
︶

︵
放
縱
︶

︵
如
此
︶

︵
時
間
短
暫
︶

古
人
珍
惜
光
陰
以
從
事
著
作

映
襯

一
般
人
只
著
眼
於
眼
下
的

貧
賤
富
貴
，
卻
忘
記
經
國
大
業
的
文
章

︵
圖
謀
︶

映
襯
、
轉
品
︵
形
↓
動
︶

指
徐
幹
的
中
論
能
有
獨
特
見
解

映
襯

． 

曹
丕
寫
典
論 

論
文
時
，
建

安
七
子
皆
已
離
開
人
世
，

尤
其
徐
幹
、
陳
琳
、
應

瑒
、
劉
楨
與
王
粲
都
在
建

安
二
十
二
年
死
於
瘟
疫
，

因
此
曹
丕
在
文
末
才
會
有

如
此
的
感
慨
。

    •                                                                                        •                                                  •                                                  •                                                  •

 y

曹
丕
認
為
時
人
﹁
多
不

強
力
﹂
而
﹁
營
目
前
之
務
﹂
、

﹁
遺
千
載
之
功
﹂
，
是
何
種

原
因
造
成
？ 

︵
答 
見

P 4-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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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文

文
‧

賞
析

課典
論 

論
文
是
中
國
第
一
篇
文
學
批
評
的
專
論
，
篇
幅
雖
短
，
但
探
討
範
疇6

甚
廣
。
文
中
闡
述
幾
個
重
要

的
觀
點
：

　
　

一
、
文
學
批
評
的
態
度
：
唯
有
﹁
審
己
以
度
人
﹂
，
才
能
免
於
﹁
文
人
相
輕
﹂
的
陋
習
。

　
　

二
、 
建
安
七
子
的
評
價
：
就
建
安
七
子
的
作
品
評
述
他
們
的
才
性
，
客
觀
點
出
其
各
有
所
長
與
不
足
之
處
。

　
　

三
、 
各
類
文
體
的
特
色
：
指
出
﹁
奏
議
宜
雅
，
書
論
宜
理
，
銘
誄
尚
實
，
詩
賦
欲
麗
﹂
，
各
種
文
體
有
不
同

的
特
色
與
寫
作
要
求
。

　
　

四
、 

作
家
才
性
與
作
品
風
格
：
提
出
﹁
文
以
氣
為
主
﹂
，
認
為
作
者
的
才
情
氣
質
是
形
成
文
章
風
格
的
主

因
，
﹁
不
可
力
強
而
致
﹂
。

　
　

五
、 

文
學
的
價
值
：
肯
定
文
學
的
價
值
，
將
文
學
提
升
到
﹁
經
國
之
大
業
，
不
朽
之
盛
事
﹂
的
地
位
。

東
漢
後
期
品
評
人
物
的
風
氣
極
為
盛
行
，
舉
凡
選
拔
人
才
、
察
舉
官
吏
，
皆
注
重
鄉
里
評
議
，
因
此
曹

丕
於
本
文
一
一
品
評
建
安
七
子
。

特
別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曹
丕
對
文
體
提
出
的
創
見
，
認
為
各
類
文
體
﹁
本
同
而
末
異
﹂
，
意
指
文
章
寫
作

的
基
本
道
理
雖
相
同
，
但
文
體
不
同
時
，
作
品
的
特
色
與
作
法
也
隨
之
而
異
。
分
析
雖
然
簡
略
，
但
卻
為
各

種
文
體
的
創
作
和
批
評
，
提
供
初
步
的
客
觀
標
準
，
有
助
於
後
世
文
學
批
評
觀
念
的
建
立
與
發
展
。

本
文
談
及
﹁
文
體
論
﹂
、
﹁
文
氣
說
﹂
，
以
及
關
於
文
章
地
位
與
價
值
的
論
點
，
都
引
人
注
目
並
具
有

深
遠
影
響
力
。
曹
丕
突
破
前
人
輕
視
文
學
的
觀
點
，
指
出
文
章
可
與
經
國
大
業
相
提
並
論
，
甚
至
可
以
﹁
不

朽
﹂
，
此
觀
點
在
文
學
史
上
具
有
劃
時
代
的
意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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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討
論

問
一
、
曹
丕
認
為
文
氣
﹁
不
可
力
強
而
致
﹂
，
﹁
雖
在
父
兄
，
不
能
以
移
子
弟
﹂
，
你
贊
同
這
個
論
點
嗎
？
請
說

明
原
因
。

二
、
作
者
認
為
﹁
年
壽
有
時
而
盡
，
榮
樂
止
乎
其
身
，
二
者
必
至
之
常
期
，
未
若
文
章
之
無
窮
﹂
，
你
認
為
除

了
寫
作
之
外
，
還
有
哪
些
方
式
或
作
為
可
以
使
人
﹁
不
朽
﹂
？

用
練
習

應

一
、
單
一
選
擇
題
：

︵ 
D
 

︶1
 

下
列
各
組
﹁　

﹂
內
的
字
，
何
者
讀
音
兩
兩
相
同
？

A

﹁
闇

40

﹂
於
自
見╲

熟
﹁
諳

0

﹂
音
律

B

震
﹁
懾6

﹂
人
心╲

﹁
躡

u
4

﹂
手
躡
腳

C

玄
猿
、
漏
﹁
卮
﹂╲

令
人
﹁
扼

4

﹂
腕

D

審
己
以
﹁
度

j
4

﹂
人╲

來
回
﹁
踱

j
4

﹂
步

︵
一
、
二
參
考
解
答
請
見
P 77
︶

3
 

解

析
：A

名

實

相

稱
：
名
聲
與
實
際
一

致
。B

後
者
出
自
論

語 

學
而
。
語
譯
：
不

要
憂
慮
別
人
不
知
道

我
有
才
德
。C

後
者

出
自
陶
淵
明 

桃
花
源

記
。
語
譯
：
就
沿
著

先
前
的
來
路
回
去
，

一
路

上

都

做

了

標

記
。D

後
者
出
自
陶

淵
明 

桃
花
源
記
。
語

譯
：
有
肥
沃
的
田
地
、

優
美
的
池
塘
、
桑
樹

和
竹
林
這
一
類
的
東

西
。

4
 

解
析
：A

出
自
陶
淵

明 

桃
花
源
記
。
語

譯
：
有
肥
沃
的
田
地
、

優
美
的
池
塘
、
桑
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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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2
 

下
列
﹁　

﹂
中
的
注
音
寫
成
國
字
後
，
何
者
兩
兩
相
同
？　

A

纏
綿
﹁

3

﹂
惻╲

不
﹁

3

﹂
不
發　
　
　

B

家
有
﹁

4u

﹂
帚╲

﹁

4u

﹂
端
叢
生

C

揚
、
班
﹁

6

﹂
也╲

 

略
勝
一
﹁

6

﹂　
　

D

銘
﹁

3

﹂
尚
實╲

﹁

3

﹂
耜

4

農
具

︵ 
A
 

︶3
 

下
列
﹁　

﹂
中
的
字
義
，
何
者
兩
兩
相
同
？　

A

然
於
他
文
，
未
能
﹁
稱
﹂
是╲

名
實
相
﹁
稱
﹂　

B

斯
不
自
見
之
﹁
患
﹂╲

不
﹁
患
﹂
人
之
不
己
知　

C

貴
遠
賤
近
，
﹁
向
﹂
聲
背
實╲

便
扶
﹁
向
﹂
路
，
處
處
誌
之　

D
以
此
相
服
，
亦
﹁
良
﹂
難
矣╲

有
﹁
良
﹂
田
、
美
池
、
桑
、
竹
之
屬

︵ 
B
 

︶4
 

下
列
﹁
屬
﹂
字
的
用
法
，
何
者
與
﹁
武
仲
以
能
﹃
屬
﹄
文
，
為
蘭
臺
令
史
﹂
相
同
？

A

有
良
田
、
美
池
、
桑
、
竹
之
﹁
屬
﹂

B

以
能
誦
詩
書
﹁
屬
﹂
文
，
稱
於
郡
中

C

舉
酒
﹁
屬
﹂
客
，
誦
明
月
之
詩
，
歌
窈
窕
之
章

D

刻
唐
賢
今
人
詩
賦
於
其
上
，
﹁
屬
﹂
予
作
文
以
記
之

︵ 
C
 

︶5
 

下
列
成
語
，
何
者
意
義
相
反
？　

A

伯
仲
之
間╲

一
時
瑜
亮　
　
　
　
　
　
　
　

B

敝
帚
自
珍╲

孤
芳
自
賞

C

辭
無
所
假╲

拾
人
牙
慧　
　
　
　
　
　
　
　

D

滿
腹
經
綸╲

學
無
所
遺

︵ 
D
 

︶6
 

﹁
西
伯
幽
而
演
易
，
周
旦
顯
而
制
禮
，
不
以
隱
約
而
弗
務
，
不
以
康
樂
而
加
思
。
﹂
屬
於
﹁
錯 

綜
﹂
修
辭
，
下
列
何
者
沒
有
運
用
相
同
的
修
辭
句
法
？　

悱

悱

敝

弊

儔

誄

耒

籌

相
當

相
當

弊
病

擔
憂

崇
尚

先
前

很
、
甚

善
、
美
好

連
綴

類

連
綴

勸
飲

通
﹁
囑
﹂
，
請
託

和
竹
林
這
一
類
的
東

西
。B
出
自
漢
書 

賈

誼
傳
。
語
譯
：
因
為

很
會
背
誦
詩
文
寫
文

章
，
在
鄉
里
有
名
氣
。

C

出
自
蘇
軾 

赤
壁

賦
。
語
譯
：
拿
起
酒

來
勸
客
飲
酒
，
並
吟

詠
著
詩
經 

月
出
首
章

的
詩
句
。D

出
自
范

仲
淹 

岳
陽
樓
記
。
語

譯
：
把
唐
代
賢
人
和

當
代
人
的
詩
賦
刻
在

樓
上
，
並
請
託
我
作
一

篇
文
章
來
記
述
這
件

盛
事
。

5
 

解
析
：A

伯
仲
之
間
：

不
相
上
下
，
難
分
優
劣

╲

一
時
瑜
亮
：
形
容
彼

此
才
華
相
當
，
不
相

上
下
。B

孤
芳
自
賞
：

比
喻
自
命
清
高
，
自
我

欣
賞
。C

拾
人
牙
慧
：

比
喻
抄
襲
他
人
的
言

論
或
主
張
。D

滿
腹
經

綸
：
形
容
才
識
豐
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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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漁
樵
於
江
渚
之
上
，
侶
魚
蝦
而
友
麋
鹿　

B

句
讀
之
不
知
，
惑
之
不
解
，
或
師
焉
，
或
不
焉　

C

惟
江
上
之
清
風
，
與
山
間
之
明
月
，
耳
得
之
而
為
聲
，
目
遇
之
而
成
色

D

仰
觀
宇
宙
之
大
，
俯
察
品
類
之
盛
，
所
以
遊
目
騁
懷
，
足
以
極
視
聽
之
娛

︵ 
B
 

︶7
 

﹁
如
粲
之
初
征
、
登
樓
、
槐
賦
、
征
思
，
幹
之
玄
猿
、
漏
卮
、
圓
扇
、
橘
賦
，
雖
張
、
蔡
不
過
也
。

然
於
他
文
，
未
能
稱
是
。
﹂
上
文
意
旨
為
何
？

A
文
人
相
輕
，
自
古
而
然

B
文
非
一
體
，
鮮
能
備
善

C

王
粲
、
徐
幹
能
審
己
以
度
人
，
態
度
客
觀
公
正

D

王
粲
、
徐
幹
二
人
才
華
雖
高
，
但
成
就
不
能
與
張
衡
、
蔡
邕
相
比

︵ 
D
 

︶8
 

﹁
遂
營
目
前
之
務
，
而
遺
千
載
之
功
。
﹂
曹
丕
所
謂
﹁
千
載
之
功
﹂
指
的
是
：

A

經
世
濟
民　
　
　
　

B

開
疆
拓
土　
　
　
　

C

修
己
立
人　
　
　
　

D

著
述
文
章

︵ 
B
 

︶9
 

典
論 

論
文
中
作
者
提
出
幾
個
重
要
的
文
學
觀
念
，
下
列
何
者
正
確
？　

A

強
調
文
章
乃
雕
蟲
小
技
，
不
足
為
觀　

B

主
張
審
己
以
度
人
，
才
能
避
免
文
人
相
輕　

C

認
為
作
品
的
風
格
決
定
於
學
識
，
與
作
家
才
性
無
關　

D

肯
定
家
學
淵
源
，
父
兄
的
才
能
足
以
影
響
子
弟
的
文
學
成
就

︵ 
A
 

︶0
 

下
列
關
於
曹
丕
及
典
論 

論
文
一
文
的
敘
述
，
何
者
正
確
？　

原
句
式
：
﹁
漁
於
江
之
上
而
侶
魚
蝦
，
樵
於
渚
之
上
而
友
麋
鹿
﹂

原
句
式
：
﹁
句
讀
之
不
知
，
或
師
焉
；
惑
之
不
解
，
或
不
焉
﹂

原
句
式
：
﹁
惟
江
上
之
清
風
，
耳
得
之
而
為
聲
；
山
間
之
明
月
，
目
遇
之
而
成
色
﹂

非
錯
綜
句
法
，
﹁
遊
目
騁
懷
﹂
屬
於
對
偶
︵
句
中
對
︶

強
調
文
章
的
價
值
，
賦
予
文
學
獨
立
的
生
命

作
家
才
性
各
有
所
偏
，
故
風
格
自
然
不
同

曹
丕
認
為
即
使
是
父
兄
，
也
無
法
轉
移
給
子
弟

6
 

解
析
：A

出
自
蘇

軾 

赤
壁
賦
。
語
譯
：

在
江
中
捕
魚
，
和

魚
蝦
作
伴
；
在
沙
洲

上
砍
柴
，
與
麋
鹿

為
友
。B

出
自
韓
愈 

師
說
。
語
譯
：
不
知

如
何
斷
句
文
章
時
，

有
些
人
會
向
老
師
請

教
學
習
；
有
疑
惑
不

了
解
時
，
有
些
人
卻

不
向
老
師
請
教
學

習
。C

出
自
蘇
軾 

赤

壁
賦
。
語
譯
：
只
有

江
上
的
清
風
，
耳
朵

聽
了
就
是
悅
耳
的
音

樂
；
山
間
的
明
月
，

眼
睛
看
了
就
是
悅
目

的
景
致
。D

出
自
王

羲
之 

蘭
亭
集
序
。
語

譯
：
仰
望
宇
宙
的
寬

闊
無
邊
，
俯
看
萬
物

豐
盛
，
放
眼
觀
賞
，

敞
開
胸
懷
，
可
以
盡

情
享
受
耳
目
感
官
之

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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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典
論 

論
文
是
中
國
第
一
篇
文
學
批
評
的
專
論　

B

主
張
﹁
奏
議
宜
理
，
書
論
尚
實
，
銘
誄
宜
雅
，
詩
賦
欲
麗
﹂

C

主
張
文
章
是
﹁
經
國
之
大
業
，
不
朽
之
盛
事
﹂
，
肯
定
文
學
為
政
治
服
務
的
價
值　

D

詩
篇
多
寫
家
國
愁
恨
，
善
於
表
達
婉
約
動
人
的
感
情
，
短
歌
行
為
早
期
七
言
詩
較
成
熟
的
作
品

二
、
進
階
練
習
：

下
列
成
語
皆
與
曹
氏
父
子
、
建
安
七
子
有
關
，
請
在
空
格
內
寫
出
相
關
人
名
。

1

代
人
捉
刀

釋
義

比
喻
代
人
做
事
，
亦
指
代
寫
文
章
。

曹
操

︵
魏
武
帝
︶

典
故

︵
三
國
時
︶□

□

要
接
見
匈
奴
的
使
者
，□

□

覺
得
自
己
外
形
不
夠 

威
武
，
不
足
以
稱
雄
於
遠
方
的
匈
奴
，
所
以
派
崔
季
珪

e
j

代
替
自
己
， 

而□
□

握
刀
站
立
在
坐
榻
旁
邊
。
會
晤

4j

結
束
，□

□

派
人
問
匈
奴
使 

者
：
﹁
你
覺
得
魏
王
如
何
？
﹂
匈
奴
使
者
回
答
：
﹁
魏
王
的
氣
度
非 

常
高
雅
，
但
是
在
坐
榻
旁
邊
握
刀
的
那
個
人
，
才
是
真
英
雄
啊
！
﹂

□
□

知
道
使
者
的
回
答
後
，
立
刻
派
人
追
殺
他
。

 

︵
取
材
自
劉
義
慶 

世
說
新
語 

容
止
︶

2

煮
豆
燃
萁6u

釋
義

比
喻
兄
弟
相
迫
，
骨
肉
相
殘
。

曹
丕

典
故

魏
文
帝□

□

妒
嫉
其
弟
曹
植
的
才
能
而
欲
加
害
，
命
弟
弟
在
七
步
之
內

完
成
一
首
詩
，
曹
植
便
作
七
步
詩
一
首
：
﹁
煮
豆
持
作
羹
，
漉4j

菽
以
為

汁
。
萁
在
釜
下
然
，
豆
在
釜
中
泣
。
本
是
同
根
生
，
相
煎
何
太
急
？
﹂

 

︵
取
材
自
劉
義
慶 

世
說
新
語 

文
學
︶

雅

宜
理

尚
實

具
有
獨
立
的
價
值
，
不
必
附
庸
為
政
治
服
務

男
女
離
愁
別
恨

燕
歌
行
︵
短
歌
行
是
曹
操
所
作
的
四
言
詩
︶

二
、
解
析
：

2
 

七

步

詩

語

譯
：
拿

豆
子
煮
羹
湯
，
用
晒

乾

後

的
豆
稈

當

柴

來
燒
。
豆
子
在
沸
騰

的
鍋
中
彷
彿
哭
泣
一

般
。
豆
子
和
豆
稈
是

從
同
樣
的
根
上
長
出

來
，
豆
稈
又
何
必
急

切
的
燃
煮
豆
子
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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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
時
了
了

大
未
必
佳

釋
義

幼
年
時
聰
慧
敏
捷
，
表
現
優
良
，
長
大
之
後
未
必
能
有
所
成
就
。

孔
融

典
故

□
□

十
歲
時
隨
父
親
拜
訪
司
隸
校
尉
李
膺

u
/

，
當
時
只
有
有
才
華
的
文
士

和
李
氏
親
戚
才
能
被
通
報
接
見
。□

□

自
稱
是
李
膺
的
親
戚
，
李
膺
接

見
他
時
問
：
﹁
我
和
你
有
親
戚
關
係
嗎
？
﹂□

□

回
答
：
﹁
我
的
祖
先

孔
子
和
你
的
祖
先
老
子
有
師
生
關
係
，
所
以
我
和
你
算
是
世
交
。
﹂
眾

人
對
於□
□

的
反
應
敏
捷
感
到
驚
奇
。
太
中
大
夫
陳
韙

j
3

較
晚
到
，
聽
到

轉
述
後
說
：
﹁
小
時
了
了
，
大
未
必
佳
。
﹂□

□

立
刻
回
他
一
句
：
﹁
想

君
小
時
，
必
當
了
了
！
﹂
陳
韙
當
下
侷
促
不
安
，
說
不
出
話
來
。

 

︵
取
材
自
劉
義
慶 

世
說
新
語 

言
語
︶

4

倒4l

屣3u

相
迎

釋
義

比
喻
熱
情
款
待
賓
客
。

王
粲

典
故

東
漢 

蔡
邕
博
學
多
聞
，
很
受
朝
廷
器
重
，
家
裡
經
常
高
朋
滿
座
。

一
天
，
蔡
邕
的
僕
人
通
報□

□

來
訪
。
蔡
邕
迫
不
及
待
的
出
迎
，
竟

然
把
鞋
子
穿
倒4l

了
。
當
時
眾
賓
客
莫
不
訝
異
究
竟
何
人
會
讓
蔡
邕
如

此
匆
忙
？
蔡
邕
說
：
﹁
這
位
是
王
府
公
子
，
天
賦
異
稟
，
我
自
嘆
不

如
，
我
願
把
家
中
所
有
收
藏
的
書
籍
文
章
都
送
給
他
。
﹂

 

︵
取
材
自
三
國
志
卷
二
一
魏
書
︶

5

才
高
八
斗

釋
義

比
喻
才
學
極
高
。

曹
子
建

︵
曹
植
︶

典
故

謝
靈
運
嘗
曰
：
﹁
天
下
才
有
一
石40

，□
□

獨
占
八
斗
，
我
得
一
斗
，

天
下
共
分
一
斗
。
﹂ 

︵
取
材
自
宋
無
名
氏
釋
常
談
卷
中
︶

5
 

表
面
上
謝
靈
運
是
推

崇
曹
植
的
文
采
之
高

無
人
能
及
，
實
際
上

則
是
暗
諷
世
人
所
有

的
才
學
加
起
來
，
還

不
如
自
己
一
人
。
語

譯
：
謝
靈
運
曾
說
：

﹁
如
果
把
天
下
文
才

的
總
合
當
做
一
石
，

那
麼
曹
子
建
一
個
人

能
獨
占
八
斗
，
我
得

一
斗
，
天
下
其
他
的

文
人
共
得
一
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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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
題
討
論
參
考
解
答
︶

一
、
請
學
生
自
由
發
揮
。

　
　

 

例
：
不
贊
同
。
曹
丕
強
調
文
氣
﹁
不
可
力
強
而
致
﹂
，
﹁
雖
在
父
兄
，
不
能
以
移
子
弟
﹂
，
不
免
流
於
﹁
天
才
決
定

論
﹂
。
事
實
上
，
後
天
的
努
力
、
經
驗
的
增
廣
、
環
境
的
改
變
等
，
都
會
影
響
作
家
風
格
的
改
變
，
因
此
他
的
說
法
不
夠

周
延
。
︵
鼓
勵
學
生
發
表
贊
同
與
否
的
意
見
︶

二
、 

除
了
傳
統
﹁
立
德
、
立
功
、
立
言
﹂
的
三
不
朽
之
外
，
在
資
訊
日
新
月
異
的
網
路
世
界
中
，
﹁
不
朽
﹂
可
以
有
很
多
新
方
式
。

諸
如
網
路
文
學
的
形
式
，
可
以
在
網
誌
上
盡
情
創
作
，
擁
有
粉
絲
，
獲
得
肯
定
；
又
或
是
像
臺
東 

陳
樹
菊
女
士
一
樣
，
她
獲

選
為
時
代
雜
誌
全
球
一
百
大
最
具
影
響
力
人
物
，
證
明
了
﹁
影
響
力
﹂
絕
非
菁
英
階
層
的
專
利
。
以
一
個
平
凡
菜
販
微
薄
的

收
入
，
積
蓄
難
以
想
像
的
能
量
；
刻
苦
簡
約
的
生
活
，
釋
放
出
沒
有
邊
際
的
愛
心
；
對
自
己
百
般
省
儉
，
對
助
人
卻
極
盡
慷

慨
，
活
出
臺
灣
的
素
樸
和
驕
傲
。

三
、
寫
作
練
習
：
︵
參
考
範
文
請
見
教
師
手
冊

P 181

∼

P 182
︶

　
　
　
　

曹
丕
於
典
論 

論
文
中
提
出
﹁
文
人
相
輕
，
自
古
而
然
﹂
的
看
法
，
但
現
實
生
活
中
卻
不
乏
﹁
英
雄

惜
英
雄
﹂
的
現
象
。
請
以
校
園
或
班
級
中
的
人
物
為
對
象
，
以
﹁
掌
聲
﹂
為
題
，
表
達
你
的
讚
美
與
肯
定

之
意
，
文
長
五
百
字
以
內
。

　
　

作
法
提
示
：1

 

請
先
設
定
寫
作
的
對
象
，
無
論
是
課
業
表
現
、
社
團
活
動
、
公
眾
服
務
或
特
殊
才
藝
等
，

皆
可
取
材
。

2

事
例
取
材
以
正
向
為
宜
，
應
做
具
體
的
描
述
，
避
免
空
泛
的
形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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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文

◆

結
構
表

課 

文 

結
構
表

典論論文

文
氣
論 ─

 

文
以
氣
為
主
，
氣
之
清
濁
有
體
，
不
可
力
強
而
致

文
用
論

立
論

舉
例

文
章
，
經
國
之
大
業
，
不
朽
之
盛
事

古
之
作
者
，
寄
身
於
翰
墨
，
見
意
於
篇
籍

不
假
良
史
之
辭

不
託
飛
馳
之
勢

西
伯
幽
而
演
易─

不
以
隱
約
而
弗
務

周
旦
顯
而
制
禮─

不
以
康
樂
而
加
思

作
家
論

王
粲
、
徐
幹─

長
於
辭
賦
，
雖
張
、
蔡
不
過
也

陳
琳
、
阮
瑀─
章
表
書
記
，
今
之
雋
也

應
瑒─

和
而
不
壯

劉
楨─

壯
而
不
密

孔
融─

體
氣
高
妙
，
不
能
持
論

批
評
論

︵
作
文
緣
由
︶

前
提─

文
人
相
輕
，
自
古
而
然

舉
例

昔
：
傅
毅
、
班
固
伯
仲
之
間
，
而
固
小
之

今
：
建
安
七
子
，
互
不
相
服

斯
不
自
見
之
患

正
確
態
度─

審
己
以
度
人

奏
議
宜
雅

書
論
宜
理

銘
誄
尚
實

詩
賦
欲
麗

文
體
論

聲
名
自
傳
於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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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
譯

q

　

文
人
互
相
輕
視
，
自
古
就
已
如
此
。
傅
毅
比
起
班
固
，
文
才
不
相

上
下
，
可
是
班
固
卻
輕
視
他
，
在
寫
給
弟
弟
班
超
的
信
上
說
：
﹁
武

仲
因
為
擅
長
寫
文
章
而
擔
任
蘭
臺
令
史
，
可
是
他
一
下
筆
就
停
不
下

來
。
﹂
一
般
人
容
易
看
到
自
己
的
優
點
，
可
是
文
章
並
非
只
有
一
種
體

裁
，
很
少
人
能
全
部
擅
長
。
因
此
各
拿
自
己
的
長
處
，
輕
視
別
人
的
短

處
。
俗
語
說
：
﹁
自
家
的
破
掃
帚
，
卻
當
做
千
金
之
寶
。
﹂
這
就
是
看

不
見
自
己
缺
點
的
弊
病
啊
！
當
今
的
文
人
有
：
魯
國
的
孔
文
舉
、
廣
陵

的
陳
孔
璋
、
山
陽
的
王
仲
宣
、
北
海
的
徐
偉
長
、
陳
留
的
阮
元
瑜
、
汝

南
的
應
德
璉
、
東
平
的
劉
公
幹
，
這
七
位
先
生
，
在
學
問
上
無
所
遺

漏
，
在
文
章
上
不
抄
襲
他
人
，
都
自
以
為
是
馳
騁
千
里
的
良
駒
，
昂
首

齊
步
而
並
駕
齊
驅
。
想
要
使
他
們
互
相
佩
服
，
確
實
很
難
啊
！
君
子
因

能
先
審
視
自
己
才
去
評
論
別
人
，
所
以
能
夠
免
除
上
述
的
弊
端
，
我
本

著
這
個
觀
念
，
而
寫
了
這
篇
論
文
。

w

　

王
粲
擅
長
辭
賦
，
而
徐
幹
的
辭
賦
時
常
帶
有
舒
緩
的
語
氣
，
但
是

與
王
粲
是
可
匹
敵
的
對
手
。
像
王
粲
的
初
征
、
登
樓
、
槐
賦
、
征
思
，

徐
幹
的
玄
猿
、
漏
卮
、
圓
扇
、
橘
賦
，
即
使
是
張
衡
和
蔡
邕
的
作
品
也

無
法
超
越
他
們
。
可
是
王
、
徐
二
人
其
他
文
體
的
成
就
，
都
比
不
上
辭

賦
。
陳
琳
、
阮
瑀
的
章
表
書
記
，
是
當
今
最
傑
出
的
。
應
瑒
的
文
章
風

格
平
和
卻
不
夠
雄
健
，
劉
楨
的
文
章
風
格
雄
健
卻
不
夠
周
密
。
孔
融
的

文
章
風
格
高
超
美
妙
，
有
勝
過
常
人
之
處
，
可
是
卻
不
擅
長
議
論
，
說

理
不
能
勝
過
文
辭
，
以
至
於
文
中
夾
雜
嘲
諷
和
戲
謔
。
至
於
他
所
擅
長

的
作
品
，
卻
可
以
和
揚
雄
、
班
固
媲
美
。

e

　

一
般
人
貴
古
賤
今
，
崇
尚
虛
名
不
重
實
質
，
又
患
了
看
不
清
自
己

短
處
的
毛
病
，
總
認
為
自
己
的
文
章
最
好
。
文
章
寫
作
的
基
本
道
理
雖

相
同
，
但
文
體
不
同
時
，
作
品
的
特
色
與
作
法
也
隨
之
而
異
。
如
奏
議

類
要
典
雅
莊
重
，
書
論
類
要
條
理
清
晰
，
銘
誄
類
貴
在
合
乎
事
實
，
詩

歌
辭
賦
類
要
求
辭
采
華
美
。
這
四
類
文
體
的
表
現
方
法
各
不
相
同
，
所

以
寫
作
者
擅
長
的
文
體
，
各
有
偏
向
，
只
有
通
才
者
才
能
同
時
精
通
各

類
文
體
。

r

　

作
家
的
才
情
氣
質
是
形
成
文
章
風
格
的
主
因
，
而
作
者
的
才
情
氣

質
表
現
在
文
章
上
，
有
輕
快
俊
爽
與
凝
重
沉
鬱
兩
種
不
同
的
風
格
，
這

不
是
靠
努
力
而
勉
強
得
到
的
。
譬
如
音
樂
，
曲
調
雖
然
相
同
，
節
奏
的

快
慢
、
強
弱
也
一
樣
，
由
於
運
氣
各
不
相
同
，
表
現
優
劣
因
各
人
本
質

的
差
異
而
有
所
不
同
，
即
使
父
兄
有
高
超
的
技
巧
，
也
無
法
轉
移
給
自

己
的
子
弟
。

t

　

文
章
，
是
治
理
國
家
的
大
事
業
，
也
是
可
以
流
傳
久
遠
的
大
事
。
人

的
壽
命
總
有
終
了
的
時
候
，
享
受
榮
華
安
樂
只
限
於
生
前
，
此
二
者
都
有

一
定
的
期
限
，
不
像
文
章
可
以
永
遠
流
傳
。
古
代
的
作
家
，
把
生
命
和
思

想
情
感
寄
託
表
現
在
文
章
書
籍
中
，
不
須
借
助
優
秀
史
官
的
紀
錄
，
也

不
須
依
託
達
官
貴
人
的
勢
力
，
聲
名
自
然
能
流
傳
到
後
世
。
所
以
，
文
王

被
囚
禁
時
推
演
易
卦
，
周
公
顯
達
後
制
作
周
禮
，
他
們
不
因
困
頓
而
不
努

力
著
作
，
也
不
因
安
樂
而
轉
移
著
述
的
心
志
。
如
此
看
來
，
古
人
之
所
以

輕
視
徑
尺
的
璧
玉
而
珍
惜
分
寸
的
光
陰
，
就
是
因
為
害
怕
時
間
白
白
的

流
逝
。
可
是
一
般
人
大
多
不
夠
努
力
自
勉
，
貧
賤
時
就
畏
懼
飢
寒
，
富
貴

時
就
縱
情
享
樂
，
只
圖
眼
前
的
事
務
，
卻
遺
忘
了
流
傳
千
秋
的
著
作
功

課 

文 

語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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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
歲
月
消
逝
，
體
貌
衰
老
，
人
很
快
的
就
隨
著
萬
物
一
同
死
去
，
這

是
有
志
之
士
最
大
的
悲
痛
啊
！
孔
融
等
人
已
經
去
世
，
只
有
徐
幹
著
有

中
論
一
書
，
建
立
見
解
獨
特
、
自
成
一
家
的
學
說
。

◆

內
容
相
關
資
料

1

一
字
多
義
︵
配
合
P 64

∼

P 67
︶

字

音

義

例

屬

3j

連
綴

武
仲
以
能
屬
文

通
﹁
囑
﹂
，
請
託

屬
予
作
文
以
記
之　
　
　
　

 
︵
范
仲
淹 

岳
陽
樓
記
︶

勸
飲

﹁
舉
酒
屬
客
﹂
、
﹁
舉
匏
樽
以

相
屬
﹂　
　

 
︵
蘇
軾 

赤
壁
賦
︶

g
3j

類

有
良
田
、
美
池
、
桑
、
竹
之
屬
 

︵
陶
淵
明 

桃
花
源
記
︶

隸
屬

名
屬
教
坊
第
一
部　
　
　

 

︵
白
居
易 

琵
琶
行
并
序
︶

見

r
u
40

看
見

﹁
斯
不
自
見
之
患
也
﹂
、
﹁
又

患
闇
於
自
見
﹂

誠
能
見
可
欲
，
則
思
知
足
以
自

戒 

︵
魏
徵 

諫
太
宗
十
思
疏
︶

見

r
u
40

被

匹
夫
見
辱
，
拔
劍
而
起

 

︵
蘇
軾 

留
侯
論
︶

代
詞
性
助
詞

生
孩
六
月
，
慈
父
見
背

 

︵
李
密 

陳
情
表
︶

u
40

通
﹁
現
﹂
，
表
現

寄
身
於
翰
墨
，
見
意
於
篇
籍

時
窮
節
乃
見
，
一
一
垂
丹
青

 

︵
文
天
祥 

正
氣
歌
并
序
︶

動
乎
其
言
而
見
乎
其
文

 

︵
蘇
轍 

上
樞
密
韓
太
尉
書
︶

度

j
4

衡
量

蓋
君
子
審
己
以
度
人

推
測

揣
度

4j

表
示
物
質
的
相
關

性
質
所
達
到
的
狀

況

曲
度
雖
均
，
節
奏
同
檢

法
制
、
規
範

制
度

通
﹁
渡
﹂
，
通

過
、
跨
越

羌
笛
何
須
怨
楊
柳
，
春
風
不
度

玉
門
關 

︵
王
之
渙 

涼
州
詞
︶

課 

文 

內
容
相
關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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雋

r
4

通
﹁
俊
﹂
，
才
智

出
眾
。
又
引
申
為

傑
出
的
作
品

琳
、
瑀
之
章
表
書
記
，
今
之
雋

也

r
40

鳥
肉
肥
美
，
引
申

為
言
辭
文
章
含
義

美
好
、
深
刻

雋
永

課 

文 

內
容
相
關
資
料

2

字
形
辨
析
︵
配
合
P 67
︶

形

音

義

例

儔

6

類

及
其
所
善
，
揚
、
班
儔
也

籌

6

計
算
、
謀
劃

籌
劃

疇

6

田
地

綠
野
平
疇

躊

6

猶
豫
不
決

躊
躇

3

建
安
七
子
簡
表
︵
配
合

P 65
︶

字 

號

經

　

                   
歷

風         

格         

特        

色

著           

作

長         

處

缺         

失

王 

粲

仲 

宣

與
曹
植
並
稱
﹁
曹 

王
﹂
，
官
侍
中

長
於
辭
賦
，
張
、
蔡
不
過
也
。
劉
勰
譽

其
為
﹁
七
子
之
冠
冕
﹂

然
於
他
文
，
未
能
稱
是

惜
其
體
弱
，
不
足
起
其
文

王
侍
中
集

陳 

琳

孔 

璋

與
阮
瑀
同
為
曹
操
的
司
空
軍
謀
祭

酒
，
管
記
室
，
軍
國
書
檄
多
琳
、

瑀
二
人
所
作
︵
因
三
國
志 

魏
書
載

琳
、
瑀
任
同
官
職
、
有
相
同
貢
獻
︶

章
表
書
記
，
今
之
雋
也

章
表
稍
嫌
繁
富

陳
記
室
集

徐 

幹

偉 

長

為
曹
操
僚
屬

長
於
辭
賦
，
粲
之
匹
也
。
張
、
蔡
不
過
也

時
有
齊
氣

中
論
、
徐
偉
長
集

劉 

楨

公 

幹

與
曹
植
並
稱
﹁
曹 

劉
﹂
，
曹
操
辟4u

為
丞
相
掾40

五
言
詩
之
善
，
妙
絕
時
人
。
鍾
嶸 

詩
品

列
為
上
品

壯
而
不
密

劉
公
幹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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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瑒

德 

璉

曹
操
辟
為
五
官
中
郎
將
文
學

斐
然
述
作
，
才
學
足
以
著
書

和
而
不
壯

應
德
璉
集

阮 

瑀

元 
瑜

與
陳
琳
同
為
曹
操
的
司
空
軍
謀
祭

酒
，
管
記
室
，
軍
國
書
檄
多
琳
、

瑀
二
人
所
作

章
表
書
記
，
今
之
雋
也

阮
元
瑜
集

孔 

融

文 

舉

時
稱
孔
北
海
、
孔
少
府
。
漢
獻
帝

為
北
海
相
，
後
被
曹
操
殺

體
氣
高
妙

及
其
所
善
，
揚
、
班
儔
也

不
能
持
論
，
理
不
勝
辭

雜
以
嘲
戲

孔
北
海
集

◆

各
家
對
於
﹁
氣
﹂
的
說
法
舉
隅

人

　物

說

　法

曹 

丕

典
論 

論
文 

：
﹁
文
以
氣
為
主
，
氣
之
清
濁
有
體
，
不
可
力
強
而
致
。
﹂ 

文
章
優
劣
高
下
取
決
於
作
家
的
才
情
氣
質
，
因
此
有
輕
快
俊
爽

與
凝
重
沉
鬱
兩
種
不
同
的
風
格
，
不
是
靠
努
力
而
勉
強
得
到
的
。
作
品
表
現
優
劣
因
各
人
本
質
的
差
異
而
有
所
不
同
，
即
使
父
兄
有
高
超

的
技
巧
，
也
無
法
轉
移
給
自
己
的
子
弟
。
曹
丕
所
言
，
帶
有
天
才
論
、
天
賦
論
意
涵
。

孟 

子

孟
子
自
稱
﹁
我
善
養
吾
浩
然
之
氣
﹂
，
所
謂
的
﹁
浩
然
之
氣
﹂
，
進
一
步
說
明
：
﹁
其
為
氣
也
，
至
大
至
剛
，
以
直
養
而
無
害
，
則
塞
於
天
地

之
間
。
其
為
氣
也
，
配
義
與
道
；
無
是
，
餒
也
。
是
集
義
所
生
者
，
非
義
襲
而
取
之
也
；
行
有
不
慊
於
心
，
則
餒
矣
。
我
故
曰
告
子
未
嘗
知

義
，
以
其
外
之
也
。
必
有
事
焉
而
勿
正
，
心
勿
忘
，
勿
助
長
也
︙
︙ 

。
﹂
︵
孟
子 

公
孫
丑
上
︶
可
見
孟
子
所
養
的
是
道
德
正
義
之
氣
，
著
重

﹁
持
志
﹂
、
﹁
正
心
﹂
，
與
後
代
文
家
所
謂
的
文
氣
有
所
不
同
。

蘇 

轍

上
樞
密
韓
太
尉
書
：
﹁
轍
生
好
為
文
，
思
之
至
深
，
以
為
文
者
氣
之
所
形
，
然
文
不
可
以
學
而
能
，
氣
可
以
養
而
致
︙
︙
其
氣
充
乎
其
中

而
溢
乎
其
貌
，
動
乎
其
言
而
見
乎
其
文
，
而
不
自
知
也
。
﹂
蘇
轍
提
出
﹁
養
氣
﹂
以
為
文
，
認
為
文
章
是
作
者
精
神
與
胸
襟
的
外
在
表
現
，

﹁
氣
﹂
若
充
於
中
，
有
精
髓
的
好
文
章
自
然
運
生
。
他
對
於
﹁
氣
﹂
的
解
釋
偏
重
於
主
觀
道
德
修
養
，
大
體
上
繼
承
了
孟
子
的
看
法
。

文 

天 

祥

正
氣
歌
并
序
：
﹁
天
地
有
正
氣
，
雜
然
賦
流
形
。
下
則
為
河
嶽
，
上
則
為
日
星
。
於
人
曰
浩
然
，
沛
乎
塞
蒼
冥
。
﹂
文
天
祥
借
用
了
孟
子

的
話
：
﹁
我
善
養
吾
浩
然
之
氣
。
﹂
以
一
股
﹁
至
大
至
剛
、
集
義
所
生
﹂
的
凜
然
氣
節
，
對
抗
周
遭
惡
劣
的
環
境
與
國
亡
家
破
的
時
局
。

課 

文 

各
家
對
於
﹁
氣
﹂
的
說
法
舉
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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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文 

疑
難
辨
析

◆
疑
難
辨
析

J
各
家
詮
釋
本
文
的
﹁
氣
﹂

　
　
　

各
家
對
於
文
中
的
五
個
﹁
氣
﹂
字
解
釋
紛
繁
。
今
臚
列
諸
學
者
的
說
法
如
下
：

文
以
氣
為
主

氣
之
清
濁
有
體

引
氣
不
齊

徐
幹
時
有
齊
氣

孔
融
體
氣
高
妙

朱
東
潤 

中
國
文
學
批
評
大
綱

才
性

才
性

才
性

才
性

才
性

朱
自
清 

語
文
通
論

才
氣

才
氣

才
氣

才
氣

才
氣

方
孝
岳 

中
國
文
學
批
評

才
氣

才
氣

才
氣

才
氣

才
氣

炳
辰 

曹
丕
的
文
學
理
論─
釋
﹁
體
﹂ 

與
﹁
氣
﹂

風
骨

風
骨

風
骨

風
骨

風
骨

羅
根
澤 

中
國
文
學
批
評
史

文
章
的
氣
勢
聲
調

先
天
的
才
氣
及
體
氣

文
章
的
氣
勢
聲
調

先
天
的
才
氣
及
體
氣

廖
蔚
卿 

六
朝
文
論

作
品
的
外
現

作
者
的
天
賦

情
性
資
質

性
情

張
仁
青 

魏
晉
南
北
朝
文
學
思
想
史

天
賦
之
才
氣

天
賦
之
才
氣

物
理
學
上
之
音
量
或
音
調

天
賦
之
才
氣

劉
若
愚 

中
國
人
的
文
學
觀
念

個
人
才
氣

個
人
才
氣

地
方
氣
息
、

個
人
才
氣

羅
宗
強 

建
安
思
潮
和
建
安
文
學
思
想

文
章
中
的
氣

作
家
的
氣

作
家
的
氣

作
家
的
氣

作
家
的
氣

朱
榮
智 

文
氣
論
研
究

作
者
才
性

作
者
才
性

作
者
才
性

文
章
風
格

文
章
風
格

張
靜
二 

文
氣
論
詮

指
表
現
在
辭
章
上

的
生
命
力
，
亦
隱

指
作
者
的
生
命
力

辭
章
與
作
者
的
生
命

力

辭
章
與
作
者

的
生
命
力

． 

本
課
對
﹁
氣
﹂
的
注
釋
，
大
抵
採
用
朱
榮
智 

文
氣
論
研
究
︵
臺
北
：
臺
灣
學
生
書
局
，
一
九
八
六
︶
第
五
章
文
氣
論
研
究
第
一
節
六
朝
的
文
氣

論
︵

P 123

∼

P 177
︶
之
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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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為
兩
個
部
分
，
前
一
部
分
對
六
朝
文
論
產
生
的
背
景
，
以
及

六
朝
文
論
發
展
的
過
程
做
了
概
要
的
論
述
；
後
一
部
分
則
對
所
選

二
十
一
篇
論
文
做
了
詳
注
、
今
譯
和
解
說
。

3
 

曹
融
南
注
，
漢
魏
六
朝
散
文
選
注
，
臺
北
：
建
宏
出
版
社
，
民
84
。

選
錄
各
家
選
文
，
上
起
兩
漢
，
下
迄
六
朝
，
不
拘
駢
散
。
有
論

事
、
諷
諫
、
寓
言
、
文
學
者
、
道
德
等
各
方
面
的
文
章
，
均
為
思
深

旨
遠
、
骨
勁
氣
完
、
情
韻
兼
至
的
精
選
名
作
。

4
 

王
守
華
注
，
漢
魏
六
朝
詩
一
百
首
，
臺
北
：
建
宏
出
版
社
，
民
84
。

精
選
漢
、
魏
、
六
朝
詩
一
百
首
，
依
朝
代
、
詩
人
順
序
排
列
，

撰
寫
詩
人
簡
介
、
詩
篇
題
解
、
注
釋
、
評
析
，
期
望
能
引
發
讀
者
更

濃
厚
的
閱
讀
興
趣
，
使
漢
、
魏
、
六
朝
詩
更
加
深
入
人
心
。

5
 

趙
福
壇
選
注
，
曹
魏
父
子
詩
選
，
臺
北
：
遠
流
出
版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民
89
。

共
選
曹
操
詩
十
三
首
、
曹
丕
詩
二
十
三
首
、
曹
植
詩
五
十
三
首
，

參
考
前
人
研
究
成
果
詳
加
注
釋
，
書
前
並
附
有
長
篇
評
介
文
章
。

6
 

李
文
祿
著
，
建
安
七
子
評
傳
，
臺
北
：
文
津
出
版
社
，
民
93
。

建
安
七
子
和
建
安
時
期
其
他
作
家
一
起
，
通
過
積
極
參
加
創
作

活
動
，
推
動
了
建
安
文
學
的
繁
榮
和
發
展
，
取
得
了
巨
大
的
成
就
，

在
中
國
文
學
史
上
留
下
了
光
輝
的
一
頁
，
本
書
是
對
建
安
七
子
的
研

究
，
對
建
安
七
子
的
生
平
和
主
要
作
品
做
了
詳
細
的
介
紹
和
分
析
。

課 

文 

曹
丕
名
句 ‧

相
關
書
籍
指
引

◆
曹
丕
名
句

1
 

西
北
有
浮
雲
，
亭
亭
如
車
蓋
。
惜
哉
時
不
遇
，
適
與
飄
風
會
。

 

︵
雜
詩
二
首
其
二
︶

語
譯   

在
西
北
的
高
處
有
浮
雲
，
就
像
車
篷
一
樣
的
聳
立
而
沒
有
依
靠
。

可
惜
的
是
，
這
朵
浮
雲
沒
有
遇
到
好
的
機
會
，
剛
好
碰
到
一
場
暴

風
，
被
風
吹
襲
著
，
不
知
道
要
流
落
到
哪
裡
去
。

2
 

人
生
如
寄
，
多
憂
何
為
？
今
我
不
樂
，
歲
月
如
馳
。

 

︵
善
哉
行
二
首
其
一
︶

語
譯    

人
的
一
生
就
好
像
是
寄
居
在
世
間
，
總
會
有
離
開
的
時
候
，
如

果
因
此
而
憂
愁
，
又
有
什
麼
用
呢
？
只
是
現
在
的
我
感
到
悶
悶
不

樂
，
因
為
感
受
到
人
生
歲
月
就
好
像
馬
兒
飛
馳
般
逝
去
啊
！

◆

相
關
書
籍
指
引

1
 

李
寶
鈞
著
，
曹
魏
父
子
與
建
安
文
學
，
臺
北
：
萬
卷
樓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民
82
。

詳
細
分
析
了
東
漢
末
年
建
安
時
代
的
文
學
特
徵
及
其
產
生
的
原

因
，
並
對
這
一
時
期
的
主
要
作
家
曹
操
、
曹
丕
、
曹
植
，
以
及
孔

融
、
王
粲
、
陳
琳
、
劉
楨
、
應
瑒
、
徐
幹
等
建
安
七
子
的
生
平
和
主

要
作
品
做
了
介
紹
和
分
析
。

2
 

鄭
在
瀛
著
，
六
朝
文
論
講
疏
，
臺
北
：
萬
卷
樓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民
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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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衣
著
，
﹁
悉
﹂
如
外
人╲

同
學
們
得
﹁
悉
﹂
此
事
，
都
感
到
十
分

訝
異　

C

遷
客
﹁
騷
﹂
人
，
多
會
於
此╲

公
司
即
將
裁
員
的
消
息
引

起
一
陣
﹁
騷
﹂
動　

D

引
氣
不
齊
，
巧
拙
有
﹁
素
﹂╲

領
國
家
俸
祿

的
公
務
員
豈
能
尸
位
﹁
素
﹂
餐 

︹
10 3
統
測
︺

解
析    A

。A

暫
時
的
託
身
。B

全╲

知
道
。C

憂
愁╲

擾
亂
。D

本
質
，
此
喻
作
家
的
才
情╲

空
的
、
平
白
的
。
尸
位
素
餐
：

占
著
職
位
享
受
俸
祿
而
不
做
事
。

語
譯     A

生
命
短
暫
就
像
蜉
蝣
般
寄
居
在
天
地
間
。
出
自
蘇
軾 

赤
壁

賦
。B

男
女
所
穿
的
衣
服
全
像
外
地
人
。
出
自
陶
淵
明 

桃
花

源
記
。C

遭
到
貶
謫
放
逐
的
官
員
和
多
愁
善
感
的
詩
人
，
常

聚
會
於
此
。
出
自
范
仲
淹 

岳
陽
樓
記
。

說
明    

本
題
測
驗
學
生
字
、
詞
義
解
釋
的
能
力
。

3

閱
讀
下
文
，
推
斷
下
列
何
者
不
符
合
文
中
﹁
老
兵
精
神
﹂
的
意
涵
？

他
們
從
戰
爭
的
歲
月
裡
走
出
來
，
從
死
亡
的
邊
緣
撤
退
，

與
武
器
告
別
，
而
將
槍
林
彈
雨
轉
化
為
夢
境
。
然
而
，
卻
不
得

不
投
入
另
一
個
人
生
的
戰
場
。
他
們
已
非
年
輕
力
壯
的
戰
士
，

即
使
變
為
平
民
，
卻
仍
然
以
老
兵
自
居
。
犧
牲
奮
鬥
、
奉
獻
創

造
、
堅
毅
卓
絕
，
是
他
們
生
命
的
基
調
，
是
一
種
﹁
老
兵
精

神
﹂
的
發
揮
。
走
在
橫
貫
公
路
上
，
當
看
到
因
開
路
而
犧
牲
的

那
些
老
兵
的
墓
和
碑
，
你
會
虔
誠
地
向
他
們
致
敬
默
哀
；
更
會

4- 18

◆
統
測
試
題
精
選

1

閱
讀
下
文
，
並
推
斷
虞
訥
的
缺
點
為
何
？

　
　

張
率
多
屬
文
，
虞
訥
見
而
詆
之
。
率
更
為
詩
以
示
，
託
名

﹁
沈
約
﹂
，
訥
便
句
句
嗟
稱
，
無
字
不
善
。
率
曰
：
﹁
此
吾
作

也
。
﹂
訥
慚
而
退
。 

︵
金
埴
不
下
帶
編
︶

︵
注
：
張
率
、
虞
訥
、
沈
約
，
皆
梁
朝
人
。
︶

A

倚
老
賣
老　

B

東
施
效
顰　

C

口
蜜
腹
劍　

D

迷
信
名
聲

 

︹
98
統
測
︺

解
析    D

。A

自
以
為
年
紀
大
，
閱
歷
豐
富
，
而
看
不
起
別
人
。

B

比
喻
不
衡
量
本
身
的
條
件
，
而
盲
目
模
仿
他
人
，
以
致
收

到
反
效
果
。C

形
容
一
個
人
嘴
巴
上
說
得
好
聽
，
但
內
心
險

惡
、
處
處
想
陷
害
人
。D

迷
信
有
聲
望
的
人
。

語
譯    

張
率
常
寫
作
文
章
，
虞
訥
見
到
了
張
率
的
文
章
，
總
要
批

評
貶
低
一
番
。
張
率
於
是
冒
沈
約
之
名
寫
作
了
一
首
詩
拿
給

虞
訥
看
，
虞
訥
看
了
每
一
句
都
讚
美
，
沒
有
一
個
字
是
不
好

的
。
張
率
這
時
才
說
：
﹁
這
首
詩
是
我
的
作
品
。
﹂
虞
訥
羞

愧
的
離
開
了
。

說
明    

本
題
測
驗
學
生
閱
讀
與
理
解
的
能
力
。

2
 

下
列
各
組
﹁　

﹂
內
的
詞
，
何
者
意
義
相
同
？　

A

﹁
寄
﹂
蜉
蝣
於

天
地╲

到
臺
北
以
後
，
學
校
宿
舍
成
為
我
的
﹁
寄
﹂
身
之
處　

B

男

課 

文 

統
測
試
題
精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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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析    A

。
原
典
出
自
清
代 

田
同
之 

西
圃
詞
說
言
﹁
詩
詞
風
格
不

同
，
詩
貴
莊
而
︵
疑
脫
漏
﹃
詞
﹄
字
︶
不
嫌
佻
，
詩
貴
厚

而
詞
不
嫌
流
露
﹂
。
既
論
﹁
詩
詞
有
別
﹂
，
則
﹁
莊
﹂
宜
對

﹁
佻
﹂
，
故C

D

可
刪
除
。
﹁
詞
﹂
雖
又
名
﹁
長
短
句
﹂
，

但
右
圖
的
﹁
詞
﹂
並
非
﹁
參
差
﹂
的
﹁
長
短
句
﹂
，
格
式

上
仍
屬
﹁
齊
言
﹂
，
一
詩
一
詞
皆
﹁
齊
言
﹂
，
可
知
不
是

B
D

，
故
正
確
答
案
為A

。

語
譯 
︵
詩
︶
男
兒
身
處
所
在
之
地
，
即
是
家
鄉
，
一
朵
花
的
綻
放
也

像
百
鎰
黃
金
般
貴
重
。
您
問
我
哪
裡
吹
拂
的
春
風
最
令
人
感
到

課 

文
統
測
試
題
精
選

覺
得
浩
然
的
﹁
老
兵
精
神
﹂
，
橫
貫
島
上
。

 

︵
改
寫
自
司
徒
衛 

老
兵
︶

A

老
驥
伏
櫪
，
志
在
千
里　

B

烈
士
暮
年
，
壯
心
不
已　

C

年
壽
有

盡
，
榮
樂
止
身　

D

松
柏
後
凋
，
正
氣
長
存 

︹
10 4
統
測
︺

解
析     C

。C

指
人
的
壽
命
有
結
束
的
時
候
，
榮
譽
、
快
樂
也
只
限

於
人
的
一
生
。
出
自
曹
丕 

典
論 

論
文
：
﹁
年
壽
有
時
而
盡
，

榮
樂
止
乎
其
身
﹂
。
題
幹
內
容
未
有
﹁
年
壽
有
盡
，
榮
樂
止

身
﹂
的
敘
述
，
故
不
符
合
。A

意
指
好
馬
雖
老
了
，
伏
在
馬

槽
邊
，
仍
想
奔
跑
千
里
的
路
程
。
比
喻
年
雖
老
而
仍
懷
雄
心

壯
志
。
出
自
曹
操 

步
出
夏
門
行
。B
意
指
積
極
於
建
立
功
業

者
，
年
紀
雖
老
卻
仍
懷
雄
心
壯
志
。
出
自
曹
操 

步
出
夏
門

行
。D

﹁
松
柏
後
凋
﹂
，
比
喻
君
子
處
亂
世
或
逆
境
時
，
仍

能
守
正
不
苟
，
不
改
變
其
節
操
。
出
自
顧
炎
武 
廉
恥
：
﹁
松

柏
後
凋
於
歲
寒
﹂
。

說
明    

本
題
測
驗
學
生
閱
讀
與
理
解
的
能
力
。

4
 

參
考
下
圖
的
一
詩
一
詞
，
推
斷
某
位
古
人
在
談
論
﹁
詩
詞
有
別
﹂

時
，□

內
的
想
法
依
序
應
是
：　

A

佻╲

含
蓄╲

流
露　

B

佻╲

齊

言╲

參
差　

C

雅╲

含
蓄╲

流
露　

D

雅╲

齊
言╲

參
差 

 

︹
10 6
統
測
︺



資
料
補
充

第
四
課

　典
論
論
文

4- 20

舒
服
？
我
認
為
是
綠
色
楊
樹
︵
﹁
陽
﹂
疑
為
﹁
楊
﹂
之
誤
︶
、

深
邃
巷
弄
及
碼
頭
地
勢
傾
斜
的
地
方
。
出
自
杜
牧 

閒
題
。

︵
詞
︶
請
問
誰
料
想
到
的
部
分
最
多
？
只
能
跟
隨
別
人
的
想

法
，
讓
自
己
目
光
流
動
如
水
波
，
而
金
色
絲
線
縫
製
的
衣
服

上
繡
有
兩
隻
小
鵝
的
圖
樣
象
徵
廝
守
。
喝
醉
後
喜
歡
呼
喚
嬌

美
的
姐
姐
，
夜
晚
降
臨
只
想
留
下
好
哥
哥
，
不
知
道
彼
此
的

情
感
是
否
能
夠
長
長
久
久
？
出
自
孫
光
憲 

浣
溪
沙
其
十
五
。

說
明    

本
題
測
驗
學
生
閱
讀
與
理
解
的
能
力
。

課 

文 

統
測
試
題
精
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