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文
節
錄
自
花
都
開
好
了
，
是
作
者
書
寫
遊
歷
高
尾
山
所
見
所
思
的
作
品
。

高
尾
山
位
於
東
京
都 
八
王
子
市
，
為
日
本
國
定
公
園
之
一
。
作
者
由
藥
王
院 

有
喜
寺
出
發
，
介
紹

﹁
山
伏
﹂
、
﹁
天
狗
﹂
的
涵
義
，
再
由
章
魚
杉
連
結
到
自
身
對
於
樹
木
的
感
情
。
並
說
明
高
尾
山
林
相
豐

富
，
與
日
本
之
所
以
能
保
有
大
片
森
林
，
是
因
為
崇
拜
樹
木
的
信
仰
，
進
一
步
對
比
其
他
國
家
為
發
展
文
明

而
犧
牲
森
林
，
抒
發
慨
嘆
。
最
終
談
到
自
己
的
旅
遊
偏
好
，
不
為
著
名
景
點
，
而
是
鍾
情
於
野
草
閒
花
的
本

真
本
性
，
流
露
出
作
者
對
於
植
物
的
喜
愛
，
展
現
對
自
然
的
親
近
與
融
入
。

本
篇
遊
記
取
材
上
有
知
性
的
深
度
，
兼
有
感
性
的
抒
情
、
活
潑
的
想
像
，
結
尾
雛
菊
的
擬
人
發
聲
，
口

吻
俏
皮
，
餘
韻
無
窮
。

題 

解

高
尾
山
紀
事

◎

王
盛
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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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盛
弘
，
民
國
五
十
九
年
生
於
彰
化
縣 

和
美
鎮
。
畢
業
於
輔
仁
大
學 

大
眾
傳
播
學
系 

廣
播
電
視
組
，

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臺
灣
文
化
研
究
所
肄
業
。
現
任
聯
合
報
副
刊
副
主
任
。

王
盛
弘
喜
愛
文
學
、
藝
術
、
旅
行
與
植
物
，
傾
心
於
觀
察
社
會
萬
象
，
探
索
自
然
奧
祕
，
作
品
中
常
見

對
花
卉
草
木
的
獨
特
體
察
，
賦
予
人
文
意
義
，
別
出
心
裁
。
創
作
以
散
文
為
主
，
風
格
清
暢
，
題
材
多
樣
，

如
：
鄉
土
成
長
、
都
市
經
驗
、
性
別
議
題
、
自
然
觀
察
、
旅
遊
見
聞
等
。
曾
獲
林
榮
三
文
學
獎
、
中
國
時
報

文
學
獎
、
梁
實
秋
文
學
獎
等
獎
項
。
著
有
慢
慢
走
、
關
鍵
字
：
台
北
、
十
三
座
城
市
、
大
風
吹
：
台
灣
童

年
、
花
都
開
好
了
等
。

作 

者

	王盛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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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棲
止
：
停
留
。

2

聖
武
天
皇
：
日
本
第
四
十

五
代
天
皇
︵
西
元
七
二
四 

∼

七
四
九
年
在
位
︶
。

3

東
大
寺
：
位
於
日
本 

奈
良

縣
，
距
今
約
有
一
千
二
百

餘
年
的
歷
史
，
被
列
為
世

界
文
化
遺
產
。

4

大
和
上
行
基
菩
薩
：
行
基

︵
西
元
六
六
八

∼

七
四
九

年
︶
為
日
本 

奈
良
時
代
高

僧
。
大
和
上
，
即
漢
文
的

﹁
大
和
尚
﹂
，
日
本
對
高
僧

的
敬
稱
。

5

更
迭
：
交
換
、
更
替
。

6

真
言
宗
智
山
派
：
是
日
本 

佛
教
的
宗
派
之
一
，
始
祖

是
弘
法
大
師 

空
海
，
敬
拜

q
 

連
著
數
日
陰
寒
，
一
早
醒
來
，
看
見
陽
光
就
棲
止1

於
窗
簾
，

當
下
決
定
到
郊
區
走
走
。
京
王
線 

新
宿
站
搭
上
特
快
列
車
，
三

刻
鐘
後
即
抵
達
高
尾
山
口
，
想
往
更
高
處
去
，
可
以
轉
乘
纜
車
。

纜
車
前
卻
有
以
遊
覽
車
計
量
的
老
人
家
排
著
隊
，
這
裡
是
東
京
近

郊
，
號
稱
全
球
登
山
者
數
量
第
一
的
山
峰
呢
。
捨
纜
車
就
吊
椅
，

識
者
兩
人
一
組
，
落
單
的
或
不
結
伴
的
旅
人
如
我
，
也
就
一
個
人

一
張
椅
子
，
像
個
坐
在
鞦
韆
上
舔
冰
淇
淋
的
孩
子
，
兩
條
腿
晃
啊

晃
地
一
路
被
運
往
山
上
去
。

w
 

人
潮
都
湧
向
藥
王
院 

有
喜
寺
。
這
座
八
世
紀
中
葉
由
聖
武
天
皇2

詔

5
4l

建
的
寺
廟
，
創
立
者
是
曾
參
與
興
築
東
大
寺3
大
佛
的
大
和
上
行

基
菩
薩4

，
幾
經
更

e
/

迭

2
u

6,

，

5

茁
壯
為
真
言
宗 

智
山
派6

三
大
本
山
之
一
，

課
文
．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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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是
知
名
的
﹁
山
伏
﹂
苦
修
的
修
驗
道
聖
地
。
﹁
山
伏
﹂
也
者
，

修
行
者
、
修
驗
者
，
﹁
為
得
神
驗
之
法
而
入
山
修
行
苦
練
者
﹂
，

常
頭
戴
多
角
形
小
帽
，
身
著
袈

r
u

8

裟

g
8

或

7

麻
織
法
衣
，
手
持
錫
杖8

， 

•••3

﹁
大
日
如
來
﹂
︵
即
神
格
化

的
太
陽
︶
。

7

袈
裟
：
出
家
人
的
法
衣
。

8

錫
杖
：
僧
侶
所
持
的
手

杖
。

京王線 高尾山口車站
（標高191m）

高尾山車站 ●
（標高472m）

● 展望臺

野草園 ●

章魚杉 ●

高尾山頂
（標高599m）

● 山上車站
（標高462m）

清滝車站 ●

（登山纜車）
● 山麓車站
（登山吊椅）

（標高201m）

	登山吊椅

	藥王院有喜寺

	山伏

藥王院有喜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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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
法
螺
貝
以
在
山
中
互
通
聲
息
；
融
合
了
中
國
的
道
教
與
日
本 

神
道
教9

，
為
了
﹁
即
身
成
佛0

﹂
，
山
伏
必
須
做
許
多
旁
人
看
來
神

祕
、
挑
戰
人
體
極
限
的
鍛
鍊
，
比
如
為
了
重
新
認
識
自
己
的
﹁
瀑

布
修
行q

﹂
，
或
赤
腳
走
過
柴
火
灰
燼
隱
喻
焚
燬
身
心
汙
穢
的
﹁
過

火
﹂
。

e
 

在
高
尾
山
，
道
行
高
深
的
山
伏
稱
為
﹁
大
天
狗
﹂
。
天
狗
的

形
象
屢
經
變
遷
，
曾
經
是
帶
著
惡
意
招
惹
禍
事
的
妖
怪
或
惡
靈
，

高
尾
山
的
天
狗
則
是
﹁
一
群
住
在
聖
山
裡
的
神
之
使
者
，
每
日
勤

於
修
行
，
並
降
臨
凡
間
懲
惡
揚
善
﹂
，
又
有
大
小
天
狗 

 

之
別
，
藥
王
院
的
角
色
設
定
是
：
大
天
狗
修
練
經

年
，
具
有
神
力
，
手
拿
可
以
為
人
消
災
解
厄
的
團

扇
，
長
一
隻
高
挺
長
鼻
子
；
小
天
狗
尚
在
修
行
階

段
，
嘴
部
作
鳥
喙

c
j

4o

狀
。
不
論
大
天
狗
、
小
天
狗
，

9

神
道
教
：
日
本
的
傳
統
宗

教
，
為
多
神
信
仰
，
崇
敬

世
間
萬
物
。

0

即
身
成
佛
：
又
稱
肉
身
得

道
，
指
凡
人
的
肉
身
，
經

過
修
行
，
轉
化
為
佛
的
法

身
。

q

瀑
布
修
行
：
為
日
本 

神
道

教
修
行
方
式
，
在
瀑
布
下

打
坐
，
讓
水
沖
刷
全
身
，

以
去
除
汙
穢
，
淨
化
身

心
，
具
有
苦
行
精
神
。

•••••••• 36

	大天狗有高挺長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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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都
有
一
雙
強
勁
有
力
的
翅
膀
。

r
 

高
尾
山
山
腰
有
一
棵
杉
樹
，
據
傳
是
天
狗
棲

居
的
靈
木
。
這
棵
杉
樹
的
根
部
虯

f
u

6.

曲
宛
如
章
魚

腳
，
別
稱
﹁
章
魚
杉
﹂
，
遊
客
途
經
都
佇

5
4j

足w

端
詳
，

我
也
一
探
究
竟
，
可
惜
毫
無
感
應
。
︵
這
麼
多
人
圍
觀 

 

與
膜

a
6i

拜
，
早
讓
天
狗
另
擇
良
木
了
吧
？
︶
不
必
須
是
章
魚
杉
，
山

林
裡
每
一
棵
生
氣
勃
發
的
大
樹
，
我
都
願
意
讓
我
敏
感
、
脆
弱
的

靈
魂
棲
居
其
上─

每
回
走
進
山
林
，
就
只
是
走
著
，
我
都
能
確

切
感
覺
到
清
新
交
換
了
渾

濁
、
舒
緩
替
代
了
急
躁
，
皺

縮
變
形
的
自
我
逐
漸
舒
展
開

來
，
從
容
，
圓
潤
，
如
此
強

健
、
如
此
純
粹
而
有
神
。

w

佇
足
：
停
下
腳
步
。
佇
，

久
立
。

	章魚杉

	小天狗嘴部作鳥喙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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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標
高
五
九
九
公
尺
的
高
尾
山
，
擁
有
豐
富
完
整
的
林
相e

，
超

過
一
千
六
百
種
植
物
在
此
俯
仰
生
息r

，
山
頂
一
帶
被
指
定
為
國
定

公
園
，
這
得
歸
功
於
藥
王
院
古
有
明
訓
，
不
可
砍
伐
被
視
為
神
明

的
山
林
裡
任
何
一
棵
樹
，
實
踐
了
﹁
草
木
國
土
悉
皆
成
佛
﹂
的
泛

靈
論t

信
仰
。
還
有
比
寺
廟
更
重
視
森
林
的
，
是
神
社
。
日
本
古
世

紀
文
化
哲
學
家
梅
原
猛y

說
，
寺
廟
不
一
定
有
森
林
，
但
神
社
一
定

有
，
這
個
傳
統
可
以
上
溯

n
4j

到
繩
文
時
代u

，
當
時
﹁
特
別
把
樹
木
視

為
一
切
生
命
的
重
心
。
日
本
信
仰
的
基
礎
也
是
對
樹
木
的
崇
拜
，

日
本 

神
道
的
基
本
就
是
生
命
的
崇
拜
﹂i

，
甚
至
日
本
人
計
算
神
明

數
量
時
，
用
的
也
是
一
柱
、
兩
柱
這
種
計
算
樹
木
的
量
詞
呢
。

y
 

梅
原
猛
在
一
九
九
〇
年
的
演
講
中
指
出
，
能
讓
日
本
人
引
以

自
豪
的
，
不
是
萬
世
一
系o

的
天
皇
體
制
，
也
非
高
度
的
經
濟
發
展
，

e

林
相
：
森
林
的
外
貌
與
狀

態
。

r

俯
仰
生
息
：
指
生
長
。

t

泛
靈
論
：
也
稱
﹁
萬
物
有

靈
論
﹂
，
認
為
天
地
萬
物

如
：
動
物
、
植
物
、
環
境
、

天
氣
，
乃
至
言
詞
、
圖
畫
、

建
築
等
，
都
能
思
考
，
具

有
靈
魂
。

y

梅
原
猛
：
梅
原
猛
︵
西
元

一
九
二
五
年

∼

︶
，
日
本

當
代
哲
學
大
師
，
主
要
研

究
日
本
古
世
紀
文
化
，
西

元
一
九
九
九
年
獲
頒
文
化

勛
章
。

u

繩
文
時
代
：
日
本
舊
石
器

時
代
後
期
到
新
石
器
時
代

︵
西
元
前
一
四
五○

○

∼

前

三○
○

年
︶，
使
用
繩
紋
式

陶
器
。
繩
文
，
將
樹
木
的

纖
維
編
成
繩
子
，
纏
繞
在

土
器
之
上
，
形
成
紋
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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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是
百
分
之
六
十
七
的
國
土
覆
蓋
著
森
林
，
其
中
逾

6m

半
為
天
然

林
，
這
是
因
為
遲
至
西
元
前
兩
百
年
，
避
秦
的
中
國
人
帶
來
農
耕

技
術
前
，
日
本
人
還
過
著
遊
牧
漁
獵
的
生
活
，
而
以
稻
作
為
主
的

農
業
並
不
時
興p

養
豬
以
外
的
畜
牧
業
，
加
上
泛
靈
思
想
盛
行
，
有

效
避
免
了
浮
濫
的
砍
伐
。

u
 

文
明
是
藉
著
砍
伐
森
林
發
展
出
來
的
，
梅
原
猛
再
三
強
調
：

﹁
農
耕
畜
牧
文
明
的
成
立
，
以
及
進
而
發
展
出
來
的
都
市
文
明
，

都
讓
整
片
蓊

j
3/

鬱a

的
森
林
落
入
被
砍
伐
的
命
運
，
轉
變
成
農
耕
地
與

畜
牧
地
。
那
些
木
材
被
用
於
建
造
大
型
宮
殿
與
寺
院
，
還
進
一
步

作
為
冶

u
3,

鍊
銅
鐵
的
燃
料
使
用
。
﹂
觀
察
出
這
個
現
象
需
要
多
久
？

學
電
視
購
物
專
家
的
口
吻
：
一
萬
年
？
不
必
。
一
千
年
？
不
必
。

一
百
年
？
也
不
必
。
幾
十
年
甚
至
十
幾
年
就
可
以
印
證
了─

i

「
特
別
把
樹
木
視
…
…

生
命
的
崇
拜
」

：
此
段

話
引
用
梅
原
猛
之
言
，
談

日
本
人
的
世
界
觀
：
對
於

萬
物
生
命
皆
視
為
平
等
，

人
並
無
特
別
尊
貴
。

o

萬
世
一
系
：
指
日
本
天
皇

來
自
同
一
家
族
，
未
經
王

朝
更
迭
，
從
西
元
前
六
六

○

年
的
第
一
代
神
武
天
皇

傳
承
到
現
任
的
天
皇
，
是

世
上
最
古
老
的
皇
室
。

p

時
興
：
流
行
。

a

蓊
鬱
：
草
木
茂
盛
的
樣

子
。
蓊
，
音 j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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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人
類
學
家
李
維
史
陀s

選
擇
了
巴
西 

巴
拉
那
州
北
部
做
下
紀

錄
：
一
九
三
〇
年
，
巴
西
政
府
以
三
百
萬
畝
地
交
換
一
家
英
國
公

司
修
築
公
路
與
鐵
道
，
文
明
如
利
刃
劃
破
絲
綢
般
開
始
入
侵
原
始

森
林
，
當
年
鐵
道
僅
有
五
十
公
里
，
六
年
後
，
往
內
陸
長
驅
直
入

二
百
五
十
公
里
；
一
九
三
五
年
，
阿
拉
蓬
加
斯
這
個
地
方
只
有
一

座
房
子
、
一
位
居
民
，
十
五
年
後
，
該
地
已
有
一
萬
名
人
口
。

通
衢d

、
建
築
、
農
耕
、
牲
畜
︙
︙
火
把
驅
走
黑
暗
般
壓
縮
著
森
林

的
領
地
，
也
許
一
時
發
展
出
文
明
盛
景
，
卻
也
在
一
、
二
十
年
後
，

這
塊
豐
饒

b
6l

、
富
庶
、
肥
沃
的
迦

r
u

8
南
地f

，
因
為
被
壓
榨
、
超
負
荷
，

而
傷
痕
累
累
、
疲
憊
不
堪
。

o
 

我
懷
疑
，
現
在
我
們
稱
城
市
裡
櫛

r
u
6,

比

1
4u

鱗
次g

的
建
築
景
觀
為
﹁
都

市
叢
林
﹂
，
不
單
純
只
是
對
它
表
象
的
形
容
，
而
是
更
深
層
、
潛
意

識
那
般
地
，
呼
應
著
長
期
以
來
以
森
林
交
換
文
明
的
集
體
記
憶
。

s

李
維
史
陀
：
克
勞
德
．
李

維

史

陀
︵C

laude Lévi-
Strauss

，
西
元
一
九○

八 

∼

二○
○

九
年
︶
，
著
名

的
法
國
人
類
學
家
，
有
﹁
現

代
人
類
學
之
父
﹂
美
譽
。
代

表
作
品
為
憂
鬱
的
熱
帶
。

d

通
衢
：
四
通
八
達
的
道

路
。

f

迦
南
地
：
此
指
美
好
的
地

方
。
典
出
聖
經
，
原
是
上

帝
賜
給
亞
伯
拉
罕
一
塊
流

淌
奶
與
蜜
的
土
地
，
被
稱

為
﹁
應
許
之
地
﹂
。
在
今

地
中
海
東
岸
一
帶
。
迦
，

音 r
u
8

。

g

櫛
比
鱗
次
：
建
築
物
像
梳

齒
、
魚
鱗
般
密
集
地
排
列
。

櫛
比
，
音 r

u
6,

  1
4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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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
著
看
看
香
港
，
我
對
它
印
象
最
深
的
畫
面
之
一
是
，
假
日
裡
移
工h

密
密
麻
麻
地
在
高
樓
大
廈
的
陰
影
底
休
憩
，
數
量
之
龐
大
、
現
象

之
普
遍
，
足
以
改
寫
﹁
樹
蔭
﹂
的
定
義
，
這
是
文
明
的
代
價
。

p
 

我
不
為
藥
王
院
與
章
魚
杉
而
來
，
山
伏
與
天
狗
的
傳
說
固
然

饒
富
興
味
，
也
並
非
我
的
目
的
；
出
國
旅
行
，
找
一
天
走
走
近
郊

低
山
步
道
已
是
我
的
習
慣
，
除
了
秋
樹
，
到
高
尾
山
還
為
了
野
草

園
。
一
進
園
就
遠
離
人
群
了
，
高
高
低
低
的
小
徑
兩
旁
遍
植
草

木
，
都
反
應
了
季
節
而
凋
零
、
枯
萎
、
結
纍
纍
的
種
籽
，
或
者
，

它
們
不
是
被
秋
天
所
驅
遣
，
而
就
是
秋
天
本
身
；
相
較
於
永
遠
處

在
花
季
的
花
壇
，
或
菊
人
形
、
大
立
菊
等
塑
膠
花
也
似
的
精
心
栽

培
，
無
疑
地
我
更
鍾
情
帶
著
野
性
、
略
有
點
失
序
，
卻
可
見
到
本

真
本
性
的
野
草
閒
花
，
格
外
有
一
種
天
真
、
淘
氣
，
可
以
寄
託
生

命
。

h

移
工
：
指
外
國
籍
的
勞

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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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閒
閒
走
逛
，
很
快
地
我
給
自
己
出
了
題

目
，
不
如
就
來
找
找
秋
日
七
草
吧
。
﹁
秋
日

花
開
原
野
上
，
屈
指
算
來
七
種
花j

﹂
，
我

扳

1
0

著
手
指
頭
算
數
了
起
來
：
萩

f
u

.

花
，
尾
花
，

葛
花
，
撫
子
，
女
郎
，
藤
袴

d
4j

︙
︙
走
著
走

著
，
很
快
地
我
也
忘
了
要
找
七
草
了
，
停
佇

於
一
叢
盛
開
的
黃
色
雛

t
6j

菊
前
。

S
 

菊
花
自
陰
隰

v
6u

之

k

地
蔓
延
到
步
道
旁
，
我

痴
痴
地
看
著
像
興
味
盎
然
讀
一
本
書
，
也
是

貪
享
陽
光
照
在
後
背
的
溫
暖
，
突
然
聽
見
有

個
聲
音
不
是
很
禮
貌
地
，
不
知
喊
了
我
第
幾

次
：
﹁
喂
，
先
生
，
喂
，
﹂
我
左
張
右
望
，

並
沒
有
看
到
誰
，
﹁
先
生
，
請
挪
一
下
腳
步
，

j

秋
日
花
開
原
野
上
，
屈
指

算
來
七
種
花
：
語
出
山
上

憶
良
︵
西
元
六
六○

∼

七

三
三
年
︶
詠
秋
野
花
歌
。

﹁
秋
日
七
草
﹂
為
文
中
所
提

六
種
植
物
加
上
桔
梗
。

k

隰
：
低
溼
的
地
方
，
音 

v
6u

。

••••••••••••• 36912

	女郎 	尾花	撫子 	葛花 	萩花

144

高
中
國
文
〔
一
〕



留
一
點
陽
光
給
我
吧
。
﹂
回
過
神
來
才
發

現
，
原
來
是
小
雛
菊
裡
的
一
朵
，
扯
著
喉
嚨

提
醒
我
，
不
要
搶
了
它
的
陽
光
了
。

•••3

一
、
作
者
自
言
：
﹁
我
不
為
藥
王
院
與
章
魚
杉
而
來
，
山
伏
與
天
狗
的
傳
說
固
然
饒
富
興
味
，
也
並
非
我
的
目

的
。
﹂
請
問
作
者
對
旅
遊
在
意
的
重
點
為
何
？
顯
示
出
作
者
怎
樣
的
審
美
品
味
？

二
、
﹁
相
較
於
永
遠
處
在
花
季
的
花
壇
，
或
菊
人
形
、
大
立
菊
等
塑
膠
花
也
似
的
精
心
栽
培
，
無
疑
地
我
更
鍾

情
帶
著
野
性
、
略
有
點
失
序
，
卻
可
見
到
本
真
本
性
的
野
草
閒
花
，
格
外
有
一
種
天
真
、
淘
氣
，
可
以
寄

託
生
命
。
﹂
這
段
話
的
涵
義
為
何
？
你
對
此
有
何
看
法
？

三
、
請
仿
照
本
文
﹁
融
入
知
性
﹂
的
作
法
，
選
擇
一
個
你
曾
經
遊
歷
的
旅
遊
景
點
，
考
察
其
歷
史
、
文
化
、
文

學
或
生
態
背
景
，
再
用
自
己
的
話
詮
釋
，
加
上
抒
情
想
像
，
向
同
學
介
紹
。

問
題
討
論

	桔梗 	藤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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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作
為
一
篇
遊
記
，
不
同
於
走
馬
看
花
、
浮
光
掠
影
的
印
象
式
紀
錄
，
而
兼
有
知
性
深
度
、
抒
情
想
像

的
特
色
。

作
者
勾
勒
高
尾
山
的
歷
史
文
化
，
使
旅
遊
紀
錄
在
直
觀
感
受
外
增
加
了
人
文
知
性
。
溯
源
藥
王
院
的
﹁
山

伏
﹂
與
﹁
天
狗
﹂
傳
說
，
再
透
過
﹁
章
魚
杉
﹂
將
焦
點
轉
於
生
態
，
點
出
豐
富
林
相
背
後
的
泛
靈
論
信
仰
，

並
引
梅
原
猛
之
言
說
明
日
本
發
展
文
明
兼
顧
對
環
境
、
樹
木
的
尊
重
，
進
一
步
對
比
其
他
國
家
犧
牲
自
然
的
做

法
，
引
人
反
思
。

同
時
，
作
者
寓
知
識
於
有
情
的
筆
調
之
中
，
使
生
硬
的
歷
史
文
化
敘
述
，
多
了
生
命
感
受
。
自
言
對
樹
木

的
感
應
、
自
我
與
自
然
的
交
流
，
呼
應
了
日
本
人
崇
敬
樹
木
的
文
化
，
並
對
文
明
入
侵
森
林
之
速
，
充
滿
惋

惜
。
結
尾
聚
焦
於
自
身
愛
好
不
在
名
寺
勝
景
，
而
是
走
走
近
郊
低
山
步
道
，
觀
察
草
木
榮
枯
以
感
受
季
節
變

遷
，
鍾
情
於
野
草
閒
花
，
直
探
其
天
真
淘
氣
的
本
真
本
性
，
展
現
了
他
對
自
然
的
親
近
與
融
入
。
文
末
雛
菊
出

聲
請
作
者
讓
出
一
方
陽
光
，
呼
應
﹁
泛
靈
論
﹂
的
說
法
，
顯
現
萬
物
平
等
，
皆
有
權
共
享
晴
光
照
拂
；
同
時
賦

予
雛
菊
個
性
，
以
富
含
趣
味
的
情
節
，
取
代
說
教
的
議
論
。

作
者
於
九
歌 

一
〇
六
年
散
文
選
談
及
：
﹁
寫
作
者
都
有
自
己
足
供
辨
識
的
風
格
。
﹂
在
本
文
中
，
作
者
帶

領
讀
者
一
步
一
步
介
紹
指
認
：
高
尾
山
纜
車
、
藥
王
院 
有
喜
寺
、
天
狗
像
、
章
魚
杉
、
秋
樹
、
野
草
園
。
行
文

筆
調
舒
緩
從
容
，
段
落
結
構
均
衡
勻
稱
，
正
體
現
他
寫
作
上
的
﹁
慢
行
﹂
風
格
。

賞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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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伸
閱
讀

一
、
十
三
座
城
市 

王
盛
弘
著
，
馬
可
孛
羅
文
化
出
版
，
二
〇
一
〇
年

在
高
尾
山
紀
事
中
，
王
盛
弘
描
寫
對
寺
廟
、
植
物
的
觀
察
，
本
書
則
側
重
於
另
一
種
地
貌

─

都
市
，
呈
現
靜
觀
與
思
索
。
輯
一
分
述
歐 

亞
十
三
座
城
市
：
上
海
、
蘇
州
、
香
港
、
京
都
、

東
京
、
首
爾
、
巴
里
島
、
愛
丁
堡
、
約
克
、
倫
敦
、
巴
黎
、
巴
塞
隆
納
，
而
以
臺
北
收
束
； 

輯
二
則
是
長
文
京
都
的
石
頭
，
書
寫
日
式
庭
園
文
化
與
歷
史
。
自
言
寫
作
本
書
時
心
裡
有
個

﹁
少
年
讀
者
﹂
，
下
筆
格
外
有
種
父
兄
輩
的
莊
嚴
感
，
在
旅
遊
文
學
中
深
具
特
色
。

二
、
旅
行
與
讀
書 

詹
宏
志
著
，
新
經
典
文
化
出
版
，
二
〇
一
五
年

詹
宏
志
是 PC

hom
e 

董
事
長
與
城
邦
出
版
創
辦
人
，
同
時
穿
梭
文
化
與
商
界
。
他
認
為

﹁
讀
書
是
比
較
有
效
率
的
旅
行
，
旅
行
是
比
較
昂
貴
的
讀
書
。
﹂
透
過
讀
書
、
旅
行
，
得
以
理

解
他
人
的
生
命
，
從
而
豐
富
自
己
的
人
生
。
本
書
記
敘
遊
歷
義
大
利
、
非
洲
、
印
度
、
日
本 

京
都
等
地
，
文
字
明
朗
，
意
涵
深
刻
。

三
、
東
京
，
半
日
慢
行―

一
日
不
足
夠
，
半
日
也
幸
福
。
東
京
在
地
人
深
愛
的
生
活
風
情
散
策 

 

張
維
中
著
，
原
點
出
版
，
二
〇
一
五
年

本
書
兼
具
旅
遊
指
引
功
能
與
風
景
畫
般
的
相
片
，
同
時
搭
配
獨
特
細
緻
的
文
采
，
親
切
易

讀
。
二
十
六
條
路
線
涵
蓋
層
面
極
廣
，
有
文
青
路
線
如
村
上
春
樹
、
太
宰
治
作
品
的
場
景
巡

禮
、
澀
谷 

原
宿
之
書
店
文
具
祕
境
；
賞
花
路
線
如
飛
鳥
山
公
園
站
滿
開
的
櫻
花
；
充
滿
庶
民
生

活
風
情
的
下
町 

谷
中
；
以
及
被
譽
為
東
京
綠
洲
的
高
尾
山
，
書
中
可
以
看
到
美
麗
紅
葉
滿
布
的

高
尾
山 

藥
王
院
近
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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