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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素養

A 自主行動
A2 系統思考與解決問題
具備系統思考，體會文化底蘊，進而有效處理生命問題。

單元
目標

學習者能透過閱讀文本，理解孔乙己的處境與舊社會的弊病，分析作

者如何運用情節、對話批判現實，進而反思生命的難題，尋求有效解

決方法。

1. 理解文本所呈現的人物困境與社會弊病。 （參見：P96課本賞析）
2.  分析如何透過情節與對話技巧以揭露社會現實。
（參見：P7-15、P7-16 活化教學問題引導 14、 17）

3. 能感知人生的艱難，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

學習
活動

1. 學習者透過觀賞影片趣看作家：魯迅，理解作者寫作動機與時代背
景。

2. 透過戲劇演出，讓學習者實際體驗以情節與對話來彰顯文本主題。
3. 學習者能思考「公民社會」的真諦，認識多元價值，強化因應未來
社會發展所需的能力。

表現
任務

1. 閱讀文本，理解主角的生命困境。
2. 小組討論，分析小說的寫作技巧。
3. 延伸思考，如何應對以解決問題。

學習
脈絡

透過閱讀現代小說，深度思辨，感知人生困境，以有效解決問題。
核心
概念

學科本質

學習
重點

Ad-V-1 篇章的主旨、結構、寓意與評述。
Ba-V-2 人、事、時、地、物的細部描寫。
Cc-V-2  文本所反映的矛盾衝突、生命態度等文化內涵。

學習
內容

2-V-1  以邏輯性語言精確說出小說的文體特質、表現形式
與題材內容。

2-V-5  運用各類表演藝術的形式，進行文本的再詮釋。
5-V-5 主動思考與探索文本的意涵，建立終身學習能力。

學習
表現

素
養
導
向
教
學
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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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
個
喝
酒
的
人
說
道
：
﹁
他
怎
麼
會
來
？
︙
︙
他
打
折
了
腿
了
。
﹂
︙
︙
﹁
怎
麼
樣
？
先
寫
服

辯
，
後
來
是
打
，
打
了
大
半
夜
，
再
打
折
了
腿
。
﹂
↓
運
用
對
話
來
交
代
已
經
發
生
過
的
事

情
。 

102
學
測

2
 

有
幾
回
，
鄰
舍
孩
子
聽
得
笑
聲
，
︙
︙
，
伸
開
五
指
將
碟
子
罩
住
↓
僅
﹁
笑
聲
﹂
為
喜
，
非

﹁
以
喜
襯
悲
﹂
的
表
達
方
式
。 

103
學
測

3
 

孔
乙
己
借
用
酒
店
小
伙
計
的
視
角
，
側
寫
孔
乙
己
食
古
不
化
，
至
死
而
不
悟
的
可
悲
可
憐
。

 

104
學
測

4
 

孔
乙
己
面
對
他
人
質
問
，
滿
口
之
乎
者
也
，
可
見
他
的
博
學
↓
孔
乙
己
滿
口
﹁
之
乎
者
也
﹂
，

是
無
法
脫
卸
讀
書
人
習
氣
，
顯
得
迂
腐
且
不
合
時
宜
。 

104
學
測

5
 

孔
乙
己
作
者
抱
持
﹁
上
醫
醫
國
﹂
的
理
想
，
體
察
百
姓
的
病
苦
，
透
過
文
學
創
作
以
反
映
現

實
、
批
判
時
代
，
希
望
藉
此
改
造
社
會
。 

104
學
測

　
　

閱
讀
框
線
內
節
錄
自
魯
迅 

孔
乙
己
的
兩
段
文
字
，
回
答
問
題
。

1

對
照1
、2

兩
段
文
字
，
說
明
孔
乙
己
的
行
為
有
哪
些
轉
變
？ 

2
 

小
說
人
物
所
說
的
話
，
能
反
映
小
說
人
物
的
性
格
、
文
化
程
度
等
特
質
。
請
依
據
﹁
孔
乙
己
所

說
的
話
﹂
，
說
明
﹁
孔
乙
己
的
人
物
特
質
﹂
。

3

從1

、2

兩
段
文
字
，
你
認
為
旁
人
是
如
何
對
待
孔
乙
己
的
？
請
寫
出
你
的
觀
感
。

q
 

孔
乙
己
是
站
著
喝
酒
而
穿
長
衫
的
唯
一
的
人
。
︙
︙
什
麼
﹁
君
子
固
窮
﹂
，
什
麼
﹁
者
乎
﹂

之
類
，
引
得
眾
人
都
哄
笑
起
來
。

w
 

一
天
的
下
半
天
，
沒
有
一
個
顧
客
，
︙
︙
他
喝
完
酒
，
便
又
在
旁
人
的
說
笑
聲
中
，
坐
著
用

這
手
慢
慢
走
去
了
。

︵
完
整
引
文
、
寫
作
提
示
、
參
考
範
文
，
請
見

P7-24
︶

大
考
命
題
焦
點
︵
選
擇
題
︶

國
寫
測
驗
訓
練

1

影
片
：

1

翰
林
出
版 
高
中
國
文1

教
學
光
碟
多
媒
體

資
源
．
影
片
：
趣
看
作
家—

魯
迅
系
列

︵
共
26
分
52
秒
︶。
︵
參
見

P7-26
︶

2
YouTube

：
熱
線
追
蹤
魯
迅
︵
45
分
︶
。

3

作
家
身
影
系
列
：
魯
迅
，
以
貼
近
作
家
與

其
所
處
時
代
，
在
影
片
與
文
本
間
討
論
如

何
由
作
家
生
平
對
照
其
作
品
︵
49
分
43

秒
︶
。
︵
參
見

P7-26
︶

2

活
動
：

1

講
述
魯
迅
家
族
中
有
關
科
舉
的
悲
劇
，
帶

入
主
題
。 

2

閱
讀
魯
迅
小
說
的
其
他
著
名
篇
章
，
分
組

討
論
或
提
出
書
面
報
告
。

3
 

由
學
生
上
臺
以
戲
劇
演
出
孔
乙
己
，
可
穿

插
一
些
趣
味
的
情
節
與
對
話
。
如
：
孔
乙

己
遇
見
范
進
，
或
改
寫
最
後
一
段
並
演
出

等
，
以
增
強
故
事
的
戲
劇
性
。

4
 

分
組
討
論
：
如
果
你
身
處
咸
亨
酒
店
的
現

場
，
你
會
怎
麼
做
？

教
學
建
議
與
活
動
設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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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充
注
釋‧

寫
作
背
景

題 
解

＊
補
充
注
釋
︵
配
合
P84
︶

2
 

吶
喊
：
是
魯
迅
的
第
一
本
小
說
集
，
收
錄
魯
迅
從
西
元
一
九
一
八

至
一
九
二
二
年
間
創
作
的
十
四
篇
小
說
。
它
真
實
反
映
從
辛
亥
革

命
前
後
到
五
四
運
動
前
後
的
中
國
社
會
，
深
刻
地
揭
露
出
封
建

﹁
禮
教
吃
人
﹂
的
本
質
和
虛
偽
，
痛
苦
地
解
剖
中
國
沉
默
的
國
民

靈
魂
，
批
判
國
民
的
劣
根
性
，
成
功
地
塑
造
知
識
分
子
、
城
市
貧

民
和
被
壓
迫
、
被
奴
役
農
民
的
藝
術
形
象
。

3

新
青
年
雜
誌

　
　

原
名
青
年
雜
誌
，
西
元
一
九
一
五
年
九
月
陳
獨
秀
在
上
海
創

辦
，
一
九
一
六
年
改
名
為
新
青
年
。
新
青
年
是
新
文
化
運
動
期
間
相

當
重
要
的
雜
誌
，
是
當
時
知
識
分
子
反
對
傳
統
思
想
，
提
倡
民
主
和

科
學
、
發
表
意
見
的
主
要
媒
介
。

　
　

西
元
一
九
一
八
年
新
青
年
刊
載
了
胡
適
、
劉
半
農
等
人
以
白
話

文
寫
的
新
詩
，
不
久
，
新
青
年
更
全
部
採
用
白
話
文
和
新
式
的
標
點

符
號
，
成
為
第
一
部
語
體
文
雜
誌
。
同
年
五
月
，
魯
迅
在
新
青
年
發

表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史
上
第
一
篇
白
話
小
說
狂
人
日
記
。
在
新
青
年
的

影
響
下
，
一
些
進
步
的
刊
物
也
改
用
白
話
文
，
這
對
中
國
文
學
的
發

展
有
重
要
影
響
。

4

連
秀
才
都
沒
考
取
的
讀
書
人

　
　

中
國
科
舉
制
度
創
立
於
隋
代
，
完
善
於
唐
代
，
發
展
於
宋
代
，

沒
落
於
元
代
，
復
興
鼎
盛
於
明
代
，
終
結
於
清
代
。
清
朝
末
年
，
海

運
大
開
，
西
洋
文
化
隨
之
而
來
，
所
謂
﹁
代
聖
人
立
言
﹂
的
八
股
文

辭
，
已
經
不
合
時
宜
，
清
廷
遂
於
光
緒
三
十
一
年
頒
布
開
辦
學
堂
、

停
止
科
舉
的
詔
令
。

　
　

科
舉
廢
除
，
使
得
讀
書
人
一
生
所
努
力
的
目
標
頓
然
落
空
，
孔

乙
己
是
考
不
上
秀
才
的
讀
書
人
，
在
社
會
上
無
立
足
之
地
，
受
人
奚

落
嘲
笑
。
小
說
中
孔
乙
己
和
丁
舉
人
是
科
舉
制
度
所
分
化
的
兩
極
，

是
被
壓
迫
者
與
欺
壓
者
的
對
立
面
，
而
社
會
是
冷
漠
無
情
的
，
對
於

受
苦
的
孔
乙
己
諷
刺
嘲
弄
，
卻
包
容
丁
舉
人
等
擅
用
私
刑
的
惡
行
，

這
是
沒
有
正
義
公
理
的
世
界
，
沒
有
憐
憫
同
情
的
社
會
。

＊
寫
作
背
景

孔
乙
己
寫
於
民
國
七
年
冬
天
，
隔
年
發
表
於
新
青
年
第
六
卷
第
四

號
，
後
收
入
小
說
集
吶
喊
。
孔
乙
己
是
繼
狂
人
日
記
之
後
，
魯
迅
的
第

二
篇
白
話
小
說
。
當
時
，
陳
獨
秀
、
李
大
釗
正
以
新
青
年
為
陣
地
，
領

導
新
文
化
運
動
，
高
舉
民
主
與
科
學
的
旗
幟
，
向
封
建
主
義
、
孔 

孟

之
道
進
行
猛
烈
地
抨
擊
。

魯
迅
把
目
光
集
中
於
社
會
最
底
層
的
生
活
，
這
些
人
最
需
要
周

圍
人
們
的
同
情
與
憐
憫
，
但
社
會
給
他
們
的
卻
是
侮
辱
、
歧
視
和
冷

酷
。
因
此
魯
迅
以
挖
瘡
疤
的
方
式
放
大
問
題
，
聚
焦
於
﹁
舊
社
會
的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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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體
簡
介
：
小
說

根
﹂
，
尖
銳
地
批
判
人
們
的
愚
昧
軟
弱
，
目
的
在
於
﹁
引
起
正
視
，
並

設
法
加
以
療
治
﹂
。

＊
文
體
簡
介
：
小
說

小
說
是
有
人
物
、
結
構
、
情
節
的
創
作
故
事
，
是
小
說
家
透
過
個

人
對
人
生
社
會
的
看
法
，
並
以
文
學
技
巧
表
達
出
來
的
一
種
藝
術
形

式
。
小
說
的
寫
作
，
基
本
上
就
是
說
故
事
，
但
必
須
有
情
節
，
使
讀
者

隨
著
結
構
的
懸
疑
、
衝
突
、
高
潮
而
驚
疑
、
緊
張
、
焦
慮
。
掩
卷
嗟

嘆
，
細
細
賞
玩
，
進
而
研
究
文
學
技
巧
，
品
味
出
作
家
所
欲
呈
現
的
主

題
，
從
而
理
解
作
家
的
襟
懷
及
對
人
生
社
會
的
體
悟
。

小
說
創
作
為
了
表
達
作
者
的
某
種
觀
點
與
旨
趣
，
必
定
有
虛
構
的

成
分
；
但
是
即
使
虛
構
，
也
得
處
理
得
合
情
合
理
，
接
近
真
實
。
事
實

上
，
小
說
反
映
人
生
，
自
然
取
材
於
人
生
，
必
定
有
相
當
的
真
實
性
。

小
說
是
事
實
加
X
或
減
X
，
所
以
寫
小
說
的
素
材
儘
管
可
能
來
自
真
實

的
資
料
，
個
人
的
經
驗
，
所
見
所
聞
，
以
及
書
報
雜
誌
等
傳
播
媒
介
，

甚
至
乞
靈
於
史
料
，
但
作
者
在
此
基
礎
上
，
必
有
所
增
刪
，
以
圍
繞
著

題
旨
去
經
營
情
節
安
排
與
結
構
布
局
。
中
外
作
家
對
小
說
的
定
義
自
有

見
解
，
但
基
本
上
都
著
重
於
﹁
故
事
﹂
。

王
鼎
鈞
說
：
﹁
凡
小
說
都
含
有
故
事
。
﹂
彭
歌
說
：
﹁
小
說
，

用
簡
單
的
話
來
說
，
乃
是
用
自
由
體
的
散
文
寫
成
，
有
人
物
、
有
結

構
、
有
情
節
的
創
作
故
事
。
﹂
謝
活
利
︵M

 .A
bel C

havelley

︶
說
：

﹁
小
說
是
用
散
文
寫
成
的
某
種
程
度
的
虛
構
故
事
。
﹂
佛
斯
特
︵E . 

M
 .Forster

︶
說
：
﹁
小
說
的
基
本
面
是
故
事
，
而
故
事
是
一
些
依
時

間
順
序
排
列
的
事
件
敘
述
。
﹂

小
說
有
一
種
很
重
要
的
要
素
，
叫
做
﹁
觀
點
﹂
。
也
就
是
選
定
故

事
的
敘
述
者
。
小
說
的
敘
事
觀
點
，
通
常
歸
納
為
四
種
：

1

第
一
人
稱
敘
事
觀
點
：
以
﹁
我
﹂
的
角
度
立
場
敘
述
故
事
。

2
 

全
知
全
能
敘
事
觀
點
：
敘
述
者
無
處
不
在
，
全
知
全
能
，
能
夠
進
入

人
物
內
心
，
超
越
時
空
的
進
行
敘
事
，
對
於
整
件
事
情
的
發
展
，
每

個
角
色
的
內
心
想
法
都
寫
得
清
清
楚
楚
。

3

第
三
人
稱
旁
觀
敘
事
觀
點
：
以
旁
觀
者
的
角
度
立
場
敘
述
故
事
。

4
 

第
三
人
稱
主
角
敘
事
觀
點
：
以
旁
觀
者
的
角
度
立
場
敘
述
故
事
，
但

所
有
情
節
或
角
度
都
是
用
主
角
的
角
度
描
寫
。

人
物
是
構
成
小
說
的
必
要
元
素
，
吳
念
真
在
小
說
經
驗
︵
黃
武
忠

著
︶
一
書
中
受
訪
提
出
人
物
刻
劃
的
三
種
方
法
：
一
為
直
接
描
述
，
二

為
讓
小
說
人
物
透
過
自
己
的
語
言
和
行
為
表
現
自
己
，
三
為
小
說
人
物

的
相
互
談
論
，
把
另
一
個
人
物
刻
劃
出
來
。



孔

1

乙
己

本
文
選
自
吶

2

喊
，
最
初
發
表
於
民
國
八
年
四
月
新

3

青
年
雜
誌
。
小
說
描
述
清
末
民
初
一
個
連

4

秀
才
都
沒

考
取
的
讀
書
人
，
既
不
能
放
下
身
段
，
又
不
善
於
營
生
，
受
盡
眾
人
的
嘲
笑
，
甚
至
被
打
斷
腿
也
得
不
到
同

情
和
憐
憫
。

全
文
以
魯
鎮 

咸
亨
酒
店
為
場
景
，
透
過
小
伙
計
旁
觀
的
視
角
描
述
孔
乙
己
與
眾
人
的
互
動
，
眾
人
背
地

裡
的
談
論
，
呈
現
出
孔
乙
己
悲
苦
的
一
生
。
描
寫
的
雖
是
孔
乙
己
悲
慘
的
人
生
際
遇
，
故
事
卻
始
終
在
笑
聲

中
鋪
陳
，
更
增
強
作
品
的
悲
劇
效
果
，
也
凸
顯
了
小
說
的
諷
刺
張
力
。

魯
迅
善
用
小
說
來
揭
示
舊
社
會
的
弊
病
與
國
民
性
格
的
愚
弱
自
私
，
以
期
達
到
改

5

良
社
會
的
效
用
。
本

文
既
描
寫
腐
舊
思
想
對
讀
書
人
的
戕
害
，
也
暴
露
社
會
大
眾
的
冷
漠
無
情
。
魯
迅
晚
年
曾
言
在
自
己
的
小
說

中
，
他
最
喜
歡
這
一
篇
。

題 
解

◎

魯
　
迅

1

魯
迅
是
一
位
偉
大
的
文
學
家
、
思
想
家
，
為
新
文
學
運
動
白
話
小
說
創
作
之
先
驅
。

他
寫
小
說
的
動
機
是
﹁
揭
出
病
苦
，
引
起
療
救
的
注
意
﹂
，
因
此
他
以
挖
瘡
疤
的

方
式
放
大
問
題
，
尖
銳
地
批
評
人
們
的
愚
昧
軟
弱
，
其
目
的
在
於
﹁
設
法
加
以
療

治
﹂
，
以
達
到
用
文
藝
改
造
社
會
的
目
的
。

2

孔
乙
己
這
篇
小
說
主
要
描
寫
當
時
社
會
對
窮
苦
人
物
的
涼
薄
，
作
者
的
描
寫
手
法
從

容
不
迫
，
技
巧
上
具
獨
創
性
，
為
代
表
魯
迅
小
說
風
格
的
成
熟
之
作
。

選
文
理
由

1
  

孔
乙
己
是
魯
迅
所
寫
的

第
二
篇
白
話
小
說
，
也

是
魯
迅
最
喜
歡
的
一

篇
。
第
一
個
原
因
是
：

﹁
描
寫
一
般
社
會
對
於

窮
苦
人
物
的
涼
薄
﹂
，

其
次
是
表
現
手
法
﹁
從

容
不
迫
﹂
，
自
然
渾

成
。

︵2

∼4

見
P7-3
︶

84

5
  　

　

中
國
小
說
到
魯
迅
才
把
目
光
集
中
於
社
會
最
底
層
的
生
活
與
精
神
，
魯
迅
說
：
﹁
我
的
取
材
，
多
採
自
病
態
社
會
的
不

幸
的
人
們
中
，
意
思
是
在
揭
出
病
苦
，
引
起
療
救
的
注
意
。
﹂
︵
南
腔
北
調
集 

我
怎
麼
做
起
小
說
來
︶

　

 　
　

魯
迅
認
為
：
﹁
小
說
的
寫
作
必
須
是
﹃
為
人
生
﹄
而
且
更
﹃
改
良
這
人
生
﹄
﹂
，
賦
予
小
說
更
積
極
的
意
義
和
功
能
，

強
調
﹁
欲
新
人
心
，
欲
新
人
格
，
必
新
小
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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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
迅
，
本
姓
周
，
原
名
樟
壽
，
後
改
名
樹

1

人
，
字
豫
才
，
浙
江
省 

紹
興
縣
︵
今
浙
江
省 

紹
興
市
︶
人
。

清
德
宗 

光
緒
七
年
︵
西
元
一
八
八
一
年
︶
生
，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卒
於
上
海
，
年
五
十
六
。

魯
迅
幼
承
庭
訓
，
奠
定
深
厚
的
國
學
基
礎
，
十
八
歲
進
南
京 

江
南
水
師
學
堂
，
二
十
二
歲
以
官
費
赴

日
本
學
醫
，
後
棄
醫
從
文
，
企
圖
用
文
學
改
變
國
民
精
神
。
回
國
後
，
曾
服
務
於
教
育
部
，
又
先
後
任
教
於

北
京
大
學
、
北
京
女
子
師
範
大
學
、
廈
門
大
學
等
校
。

魯
迅
為
著
名
的
文
學
家
、
思
想
家
。
民
國
七
年
首
次
以

2

﹁
魯
迅
﹂
為
名
，
發
表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史
上
第 

一
篇
白
話
小
說
狂

3

人
日
記
，
奠
定
了
新

4

文
學
運
動
的
基
石
。
魯
迅
認
為
唯
有
文
藝
才
能
改
造
人
心
，
因
此
他 

的
小
說
著
力
在
﹁
揭
出
病
苦
，
引
起
療
救
﹂
，
往
往
針
對
傳
統
文
化
陋
習
與
當
時
社
會
弊
病
著
筆
，
剖
析
人

性
深
刻
，
其
中
以
阿

5

Ｑ
正
傳
最
為
著
名
。
除
小
說
外
，
魯
迅
亦
擅
雜

6

文
隨
筆
，
風
格
潑
辣
犀
利
、
嚴
峻
凜
然
， 

批
判
意
識
強
烈
。

魯
迅
小
說
集
有
吶
喊
、
徬

7

徨
等
，
文
集
朝
花
夕
拾
、
野

8

草
、
華
蓋
集
、

且
介
亭
雜
文
等
，
另
著
有
中
國 

小
說
史
略
，
後
人
將
其
作
品
輯
為
魯
迅
全

集
。 作 

者

	魯　迅

︵3

∼5

見
P7-5
︶

6
   　

　

﹁
橫
眉
冷
對
千
夫
指
，
俯
首
甘
為
孺
子
牛
﹂
的
魯
迅
在
文
學
創
作
上
，
前
期
成
就
和

影
響
最
大
的
是
小
說
，
後
期
則
是
雜
文
。

　
　

西
元
一
九
一
八
至
一
九
二
六
年
間
，
魯
迅
把
自
己
說
教
的
衝
動
施
展
在
諷
刺
雜
文

上
，
用
幽
默
而
不
留
情
面
的
筆
法
，
攻
擊
中
國
的
各
種
弊
病
。
這
些
雜
文
往
往
有
生
動

不
俗
的
說
明
或
例
證
，
時
而
有
絕
妙
的
語
句
，
也
有
冷
酷
狠
毒
的
幽
默
。

2
  

魯
迅
於
民
國
七
年
五
月

於
新
青
年
雜
誌
發
表
狂

人
日
記
時
，
不
敢
具
名

﹁
周
樹
人
﹂
，
第
一
次

使
用
﹁
魯
迅
﹂
為
筆

名
。
許
壽
裳
︵
魯
迅
至

交
︶
曾
對
﹁
魯
迅
﹂
一

名
作
過
解
釋
：1

母
親

姓
魯
；2

周 

魯
是
同

姓
之
國
；3

取
愚
魯
而

迅
速
之
意
。
魯
迅
一
生

用
了
一
百
四
十
多
個
筆

名
，
而
以
筆
名
﹁
魯

迅
﹂
聞
名
於
天
下
。

︵ 

且
介
，
指
﹁
半
租
界
﹂
，
即
﹁
租
界
﹂
二
字
各
取
其
半
，

時
魯
迅
居
上
海
租
界
，
用
以
嘲
諷
當
時
半
殖
民
的
境
況
︶

︻
94
指
考
︼B

魯
迅
雜
文

具
強
烈
批
判
性
，
剖
析
人

情
世
故
、
社
會
百
態
，
率

皆
銳
利
而
深
刻
。

︵
魯
迅
一
生
寫
了
三
十
多
篇
小
說
，
其
中
孔
乙
己
、
阿
Ｑ
、
祥
林
嫂
等
人
物
形
象
都
具
代
表
性
︶

1
  

魯
迅
因
家
境
不
得
不
選
擇
免
費
的
南
京 

江
南
水
師
學
堂
，
當
時
學
生
多
不
願
以
本

名
註
冊
，
而
改
換
姓
名
，
魯
迅
因
此
另
取
名
字
﹁
周
樹
人
﹂
。

︵7
、8

見
P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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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狂
人
日
記
：
是
吶
喊
中
第
一
篇
小
說
，
發
表
於
西
元
一
九
一
八

年
五
月
新
青
年
雜
誌
，
這
篇
五
千
字
不
到
的
作
品
無
論
是
敘
述
觀

點
或
結
構
上
都
呈
現
創
新
的
形
式
，
因
此
旋
即
引
起
廣
大
迴
響
，

也
成
為
現
代
中
國
小
說
的
濫
觴
。
小
說
中
所
謂
的
﹁
狂
人
﹂
，
其

實
並
不
瘋
狂
，
反
具
有
異
於
常
人
的
洞
察
力
與
同
情
心
，
狂
人
的

痛
苦
不
是
來
自
心
理
或
生
理
，
而
是
來
自
意
識
理
念
上
的
不
被
了

解
、
接
受
。
此
外
，
對
應
於
五
四
反
傳
統
風
潮
，
﹁
吃
人
﹂
的
意

象
也
可
以
與
﹁
禮
教
吃
人
﹂
、
打
倒
唯
我
獨
尊
的
理
念
結
合
。

4
 

新
文
學
運
動
：
是
五
四
時
期
反
對
舊
文
學
、
提
倡
新
文
學
的
革
命

運
動
。
西
元
一
九
一
七
年
胡
適 

文
學
改
良
芻
議
、
陳
獨
秀 

文
學
革

命
論
先
後
在
新
青
年
雜
誌
發
表
，
提
出
文
學
改
革
的
建
議
，
主
張

以
白
話
文
學
代
替
文
言
文
。
一
九
一
九
年
﹁
五
四
運
動
﹂
爆
發
，

知
識
分
子
學
習
西
方
民
主
、
科
學
的
同
時
，
也
革
新
了
文
學
體
裁

形
式
，
使
新
體
詩
歌
、
散
文
、
小
說
、
戲
劇
等
都
以
嶄
新
面
貌
出

現
。

5
 

阿
Ｑ
正
傳
：
阿
Ｑ
正
傳
轟
動
中
國
文
壇
，
主
要
因
為
中
國
讀
者
在

阿
Ｑ
身
上
發
現
了
中
華
民
族
的
病
態
。
從
屢
次
受
辱
的
經
驗
裡
，

他
學
到
了
一
個
法
則
：
被
欺
侮
的
時
候
感
到
﹁
精
神
勝
利
﹂
；
遇

到
比
他
身
體
更
弱
小
的
人
，
他
就
欺
凌
對
方
；
每
遇
到
不
如
意
的

事
，
他
就
逃
避
而
自
我
麻
醉
；
在
失
敗
面
前
裝
作
一
副
自
命
不
凡

的
樣
子
。
在
中
國
讀
者
心
目
中
，
這
一
種
性
格
，
諷
刺
的
正
是
國

家
近
百
年
來
屢
受
列
強
欺
侮
的
回
應
態
度
。

7
 

徬
徨
：
是
魯
迅
的
第
二
本
小
說
集
，
收
錄
魯
迅
從
西
元
一
九
二
四

至
一
九
二
五
年
間
創
作
的
十
一
篇
小
說
。
魯
迅
創
作
這
些
小
說

時
，
正
值
中
國
革
命
低
潮
時
期
，
因
此
，
揭
露
、
諷
刺
、
打
擊
封

建
思
想
和
封
建
勢
力
，
以
及
對
知
識
分
子
問
題
的
探
索
，
自
然
成

了
這
部
小
說
的
主
旋
律
。

8
 

野
草
：
魯
迅
的
詩
集
，
以
散
文
詩
的
形
式
表
現
，
共
二
十
三
首
，

寫
於
西
元
一
九
二
四

∼

一
九
二
六
年
，
以
曲
折
幽
晦
的
象
徵
表
達

了
二○

年
代
中
期
作
者
內
心
世
界
的
苦
悶
和
對
現
實
社
會
的
抗

爭
。
散
文
詩
，
詩
的
形
式
之
一
，
形
式
像
散
文
，
以
詩
的
象
徵
隱

喻
為
表
現
手
法
的
文
體
。

＊
魯
迅
生
平
簡
介

　
　

魯
迅
與
胡
適
是
五
四
新
文
化
運
動
中
，
最
耀
眼
的
兩
顆
巨
星
。
如

果
說
胡
適
是
新
文
化
、
新
文
學
最
重
要
的
倡
導
者
，
那
麼
魯
迅
便
是
新

文
學
，
尤
其
是
小
說
與
雜
文
的
奠
基
者
。

1

從
小
康
人
家
墜
入
困
頓

　
　

魯
迅
童
年
家
境
小
康
，
周
家
屋
後
的
百
草
園
是
他
的
快
樂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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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地
。
六
歲
時
在
私
塾
讀
書
，
十
二
歲
時
進
入
紹
興
城
內
最
有
名
的
三

味
書
屋
，
跟
隨
壽
鏡
吾
老
師
學
習
，
但
他
對
四
書
五
經
不
太
感
興

趣
，
喜
歡
看
雜
書
，
從
山
海
經
到
封
神
演
義
、
西
遊
記
之
類
的
神
話

小
說
，
都
是
他
覺
得
有
趣
的
，
這
個
興
趣
對
他
日
後
創
作
小
說
與
研

究
中
國
小
說
史
有
很
大
的
影
響
。

　
　

魯
迅
十
三
歲
時
，
祖
父
周
福
清
因
科
場
行
賄
案
，
被
判
﹁
斬
監

候
﹂
，
關
進
杭
州
監
獄
。
所
謂
﹁
斬
監
候
﹂
，
就
是
被
關
進
牢
裡
等

待
重
新
考
核
裁
定
，
魯
迅
的
父
親
必
須
不
斷
地
變
賣
田
產
，
四
處
疏

通
，
才
讓
祖
父
得
以
死
裡
逃
生
。
不
久
，
魯
迅
的
父
親
得
了
重
病
，

身
為
長
子
的
魯
迅
，
必
須
常
常
拿
著
衣
物
到
當
鋪
典
當
，
他
在
冷

漠
、
歧
視
的
眼
神
下
接
過
錢
，
再
到
藥
鋪
為
父
親
買
藥
。
持
續
了
三

年
多
，
父
親
還
是
撒
手
人
寰
。
由
於
這
兩
大
變
故
，
讓
周
家
幾
乎
傾

家
蕩
產
，
終
至
敗
落
，
飽
嚐
人
情
冷
暖
。

2

走
異
路
進
洋
務
學
堂

　
　

西
元
一
八
九
八
年
，
魯
迅
十
八
歲
，
參
加
會

e
j
4o

稽
縣
試
沒
有
上

榜
，
又
因
家
貧
，
於
是
決
定
到
南
京
不
須
繳
費
的
洋
學
堂
就
讀
。
當

時
學
洋
務
被
認
為
是
走
投
無
路
，
將
靈
魂
賣
給
洋
鬼
子
，
自
然
會
受

到
社
會
各
方
的
奚
落
和
排
斥
，
因
此
學
生
多
不
願
以
本
名
註
冊
，
於

是
魯
迅
以
﹁
十
年
樹
木
，
百
年
樹
人
﹂
將
名
字
改
為
﹁
樹
人
﹂
。

　
　

魯
迅
進
入
江
南
水
師
學
堂
，
就
發
現
這
個
學
校
一
無
可
取
，
教

員
們
個
個
架
子
十
足
，
卻
胸
無
點
墨
，
甚
至
連
﹁
釗

5
l

﹂
都
不
認
識
，

念
成
﹁
鈞
﹂
。
魯
迅
和
同
學
一
起
譏
笑
那
位
不
識
﹁
釗
﹂
的
教
員
，

兩
天
之
內
，
竟
被
記
了
兩
大
過
兩
小
過
。
然
而
，
還
沒
等
到
學
校
開

除
，
魯
迅
就
自
己
決
定
退
學
了
。

　
　

一
八
九
八
年
年
冬
天
，
魯
迅
重
新
考
入
江
南
陸
師
學
堂
附
設
礦

路
學
堂
。
在
這
裡
他
開
始
接
觸
西
方
的
新
知
，
對
他
影
響
最
大
的
，

是
嚴
復
翻
譯
赫
胥
黎
的
天
演
論
，
讓
他
知
道
﹁
物
競
天
擇
﹂
的
理

論
，
眼
界
為
之
一
開
。
一
九○

二
年
一
月
，
魯
迅
以
優
秀
的
成
績
畢

業
，
當
時
出
洋
留
學
的
風
氣
很
盛
，
魯
迅
爭
取
到
官
費
，
留
學
日

本
。

3

留
學
日
本
棄
醫
從
文

　
　

一
九○

二
年
三
月
，
魯
迅
東
渡
日
本
，
先
在
東
京
的
弘
文
學
院

學
習
日
語
，
一
九○

四
年
九
月
再
轉
到
仙
台
醫
學
專
門
學
校
，
然
而

他
在
這
裡
只
讀
了
一
年
半
就
退
學
了
。

　
　

退
學
的
原
因
有
兩
個
：
首
先
是
受
到
日
本
同
學
的
歧
視
。
在
仙

台
醫
學
專
科
學
校
裡
，
只
有
魯
迅
一
個
中
國
人
，
蔑
視
中
國
人
的
日

本
人
，
見
到
魯
迅
考
試
成
績
中
等
，
便
認
為
他
是
受
到
教
解
剖
學
的

老
師
藤
野
先
生
特
別
的
照
顧
，
於
是
託
辭
檢
查
他
的
筆
記
，
魯
迅
的

自
尊
頗
受
傷
害
。

　
　

另
一
個
關
鍵
的
原
因
，
是
課
堂
中
老
師
播
放
的
影
片
。
當
時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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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生
日 

俄
戰
爭
，
老
師
上
完
正
課
，
如
果
還
有
時
間
，
就
會
播
放

有
關
戰
爭
的
影
片
。
有
一
次
播
到
一
個
替
俄
國
人
作
偵
探
的
中
國

人
，
要
被
日
本
軍
人
砍
頭
，
而
影
片
中
圍
觀
的
中
國
人
卻
一
臉
麻

木
。
日
本
同
學
大
聲
議
論
：
﹁
只
要
看
中
國
人
的
樣
子
，
就
可
以
斷

定
中
國
必
然
滅
亡
。
﹂
這
件
事
讓
魯
迅
受
到
很
大
的
刺
激
，
因
此
做

出
重
大
決
定—

棄
醫
從
文
，
重
返
東
京
。

4

新
文
學
旗
手—

從
︽
吶
喊
︾
到
︽
徬
徨
︾

　
　

民
國
成
立
後
，
魯
迅
接
受
教
育
部
部
長
蔡
元
培
的
邀
請
，
於

一
九
一
二
年
到
一
九
二
五
年
，
做
了
十
三
年
教
育
部
僉

f
u
0

事
，
主
管
圖

書
館
、
博
物
館
、
美
術
館
等
事
宜
。

　
　

魯
迅
在
北
京
的
這
段
時
期
，
軍
閥
把
持
政
權
，
他
對
政
局
深
感

失
望
，
一
九
一
八
年
，
胡
適
、
陳
獨
秀
、
錢
玄
同
等
人
以
新
青
年
雜

誌
為
媒
介
，
介
紹
西
方
新
思
潮
，
推
展
新
文
化
運
動
。
當
時
魯
迅
對

新
文
化
運
動
不
太
重
視
，
也
不
認
為
它
會
對
社
會
有
多
大
的
作
用
。

當
時
錢
玄
同
不
斷
鼓
勵
他
創
作
投
稿
，
他
以
鐵
屋
為
喻
，
說
：
﹁
如

果
大
眾
昏
睡
在
這
鐵
屋
裡
，
這
鐵
屋
是
萬
難
打
破
的
，
當
你
把
他
們

喚
醒
後
，
發
現
無
路
可
逃
，
那
不
是
更
痛
苦
嗎
？
還
不
如
安
靜
地
讓

他
們
昏
睡
過
去
算
了
。
﹂
但
錢
玄
同
反
駁
：
﹁
既
然
有
人
醒
過
來
，

鐵
屋
就
有
被
打
破
的
希
望
。
﹂

　
　

魯
迅
認
為
錢
玄
同
的
話
似
乎
有
道
理
，
於
是
以
﹁
魯
迅
﹂
為
筆

名
，
在
新
青
年
雜
誌
發
表
他
的
第
一
篇
小
說
狂
人
日
記
，
發
表
後
引

起
很
大
的
迴
響
，
從
此
便
一
發
而
不
可
收
，
近
十
年
的
時
間
，
共
寫

了
二
十
五
篇
小
說
，
後
來
集
結
成
吶
喊
、
徬
徨
兩
部
小
說
集
。

　
　

狂
人
日
記
是
中
國
新
文
學
小
說
的
開
山
祖
，
故
事
中
的
﹁
狂

人
﹂
是
一
個
患
了
被
害
妄
想
症
的
精
神
病
患
，
他
覺
得
四
周
的
人
，

包
含
他
自
己
的
家
人
，
都
要
把
他
殺
了
吃
掉
。
甚
至
他
想
到
中
國
幾

千
年
來
都
是
人
吃
人
的
社
會
，
藉
此
揭
發
中
國
傳
統
社
會
禮
教
吃
人

的
現
象
，
最
後
發
出
沉
痛
的
吶
喊
：
﹁
救
救
孩
子
﹂
。
阿
Ｑ
正
傳
是

魯
迅
最
廣
為
人
知
的
中
篇
小
說
，
他
創
造
出
一
個
寓
言
式
的
人
物
，

這
個
人
物
連
名
字
都
沒
有
，
所
以
取
名
﹁
阿
Ｑ
﹂
，
這
個
﹁
Ｑ
﹂
就

是
一
張
臉
，
後
腦
勺
拖
著
一
條
辮
子
，
象
徵
一
群
沒
有
靈
魂
的
中
國

人
。
阿
Ｑ
從
屢
次
受
辱
的
經
驗
裡
，
學
到
了
一
個
法
則
：
被
欺
侮
的

時
候
，
就
用
自
我
安
慰
的
﹁
精
神
勝
利
法
﹂
，
掩
飾
自
己
的
懦
弱
或

無
能
。

　
　

這
些
特
性
正
反
映
了
中
國
近
百
年
來
屢
受
列
強
欺
侮
的
一
大
諷

刺
。
魯
迅
曾
說
：
﹁
我
的
取
材
，
多
採
自
病
態
社
會
的
不
幸
的
人
們

中
，
意
思
是
在
揭
出
病
苦
，
引
起
療
救
的
注
意
。
﹂

5
魯
迅
的
婚
姻
與
愛
情

　
　

魯
迅
到
日
本
不
久
，
就
接
到
母
親
來
信
，
說
已
為
他
訂
了
親
，

女
方
名
叫
朱
安
，
是
按
舊
式
規
矩
教
養
大
的
，
不
識
字
，
比
魯
迅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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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歲
。
魯
迅
的
第
一
個
反
應
，
自
然
是
反
對
，
要
求
退
婚
。
母
親
來

信
說
不
能
退
婚
，
魯
迅
只
好
退
一
步
，
提
出
兩
個
條
件
：
一
要
朱
安

放
足
，
不
再
纏
小
腳
；
二
要
她
進
學
校
唸
書
識
字
。
母
親
又
來
信
，

傳
達
朱
安
的
意
見
：
纏
足
已
經
多
年
，
放
不
大
了
，
且
不
願
意
進
學

校
唸
書
。
母
親
不
斷
來
信
催
婚
，
魯
迅
只
能
選
擇
逃
避
。

　
　

一
九○

六
年
，
魯
迅
突
然
接
到
家
中
的
電
報
，
寫
著
﹁
母
病
，

速
歸
﹂
。
孝
順
的
魯
迅
急
忙
趕
回
紹
興
，
才
發
現
母
親
安
好
無
恙
，

且
家
中
張
燈
結
綵
，
他
不
願
意
違
背
母
親
的
願
望
，
只
好
與
朱
安
成

婚
。

　
　

一
九
二
三
年
，
四
十
三
歲
的
魯
迅
到
北
京
女
子
高
等
師
範
學
校

兼
課
，
在
這
裡
，
他
遇
見
了
之
後
與
他
相
伴
一
生
的
伴
侶—

小
他

十
七
歲
的
女
師
大
學
生
許
廣
平
。

　
　

魯
迅
因
為
有
婚
姻
的
包
袱
，
無
法
給
許
廣
平
名
分
，
許
廣
平
告 

訴
魯
迅
，
她
不
在
意
名
分
，
因
此
才
消
除
了
魯
迅
的
疑
慮
。
一
九
二 

七
年
九
月
，
魯
迅
與
許
廣
平
由
廣
州
赴
上
海
，
開
始
了
同
居
生
活
。

許
廣
平
不
但
是
魯
迅
的
伴
侶
，
照
顧
他
的
生
活
；
也
是
他
的
最
佳
助

手
，
為
魯
迅
蒐
集
資
料
、
謄
寫
稿
子
，
魯
迅
的
創
作
量
因
而
倍
增
。

在
魯
迅
四
十
九
歲
那
年
，
許
廣
平
為
他
生
了
個
兒
子
，
因
為
是
在
上

海
出
生
，
所
以
取
名
﹁
周
海
嬰
﹂
。

　
　

一
九
三
六
年
十
月
，
魯
迅
因
肺
結
核
病
逝
於
上
海
，
過
世
之

前
，
他
對
許
廣
平
說
：
﹁
忘
記
我
，
過
好
自
己
的
生
活
。
﹂
然
而
直

到
一
九
六
八
年
許
廣
平
去
世
，
長
達
三
十
二
年
的
時
間
，
她
始
終
保

護
、
整
理
魯
迅
全
部
的
手
稿
、
藏
書
，
出
版
了
一
系
列
的
書
籍
，
同

時
也
始
終
在
經
濟
上
支
援
著
魯
迅
的
元
配
夫
人
朱
安
，
許
廣
平
用
她

的
一
生
堅
守
著
當
年
愛
的
宣
言
。

6

橫
眉
冷
對
千
夫
指
，
俯
首
甘
為
孺
子
牛

　
　

魯
迅
在
文
學
創
作
上
，
前
期
成
就
和
影
響
最
大
的
是
小
說
，
後

期
則
是
雜
文
。
魯
迅
一
生
遭
受
許
多
人
的
批
判
，
他
有
一
聯
很
有
名

的
詩
句
：
﹁
橫
眉
冷
對
千
夫
指
，
俯
首
甘
為
孺
子
牛
﹂
，
正
道
出
他

的
心
境
，
顯
現
出
他
不
屈
不
撓
與
舊
勢
力
奮
戰
到
底
的
革
命
者
形

象
。

　
　

魯
迅
在
西
元
一
九
二
六
年
時
，
不
寫
小
說
，
也
不
寫
散
文
詩

了
。
雜
文
雖
然
還
在
寫
，
但
除
了
繼
續
與
章
士
釗
、
陳
西
瀅
等
人
打

筆
仗
，
以
及
幾
篇
談
論
紀
錄
，
幾
乎
就
沒
有
稍
長
一
點
的
文
章
。
四

顧
茫
然
，
無
論
對
社
會
，
還
是
對
人
生
，
他
都
不
知
道
說
什
麼
好
，

自
然
是
只
能
寫
回
憶
了
。
他
於
西
元
一
九
二
六
年
離
開
北
京
，
辭
掉

了
政
府
和
教
書
的
職
位
，
到
福
建
南
部
的
廈
門
大
學
任
中
國
文
學
教

授
。
他
在
那
裡
很
不
愉
快
，
遂
於
一
九
二
七
年
一
月
離
開
廈
門
到
廣

州
，
任
中
山
大
學 

文
學
系
系
主
任
兼
文
學
院
院
長
。
同
年
四
月
，

國
民
黨
在
上
海
發
動
了
堅
決
的
清
共
運
動
，
魯
迅
看
到
廣
州 

共
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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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被
屠
殺
，
對
政
治
感
到
灰
心
，
於
是
有
一
段
時
間
，
他
又
埋
首

於
學
術
研
究
。
一
九
二
七
年
十
月
，
他
離
開
廣
州
到
上
海
。
此
後
，

除
了
短
期
旅
行
到
北
京
外
，
他
一
直
留
在
上
海
，
直
到
逝
世
。

　
　

綜
觀
魯
迅
的
一
生
，
面
對
眾
多
的
批
評
者
，
他
始
終
堅
持
自
己

的
理
念
，
敢
想
、
敢
說
、
敢
做
、
敢
當
，
透
過
雜
文
，
以
嚴
峻
犀
利

的
筆
調
，
勇
敢
地
陳
述
自
己
的
觀
點
。
讓
中
國
的
思
想
能
夠
慢
慢
地

脫
去
禮
教
的
舊
衣
裳
，
展
現
新
的
姿
態
，
用
文
學
來
醫
治
人
心
，
魯

迅
的
地
位
，
可
以
說
是
無
可
動
搖
。

＊
文
學
成
就
與
主
張

1

文
學
理
念

1
 

以
文
藝
改
造
社
會
民
心
：
魯
迅
上
承
梁
啟
超
、
嚴
復
的
傳
統
，

視
﹁
新
﹂
小
說
為
改
造
人
心
的
利
器
。
作
品
著
力
刻
劃
國
民
精

神
狀
態
，
揭
示
國
民
靈
魂
，
從
而
引
起
人
們
的
療
救
，
以
達
到

用
文
藝
改
造
社
會
的
目
的
。 

2
 

真
情
之
筆
寫
至
性
之
思
：
魯
迅
曾
言
創
作
﹁
不
能
憑
空
創

造
﹂
，
強
調
﹁
無
真
情
，
亦
無
真
相
﹂
，
唯
有
經
過
作
者
審
美

情
感
選
擇
過
的
人
事
，
以
熱
烈
傾
注
在
字
裡
行
間
的
作
品
，
才

能
﹁
慰
藉
在
寂
寞
裡
奔
馳
的
猛
士
﹂
，
鼓
舞
人
們
興
起
﹁
設
法

加
以
療
治
的
希
望
﹂
。

3
 

哀
其
不
幸
，
怒
其
不
爭
的
社
會
寫
實
：
魯
迅
深
信
國
民
精
神
能

健
全
，
國
家
民
族
就
能
興
盛
。
他
最
關
注
的
問
題
是
：1

怎
樣

才
是
理
想
的
人
性
？2

中
國
民
族
中
最
缺
乏
的
是
什
麼
？3

中

國
國
民
性
的
病
根
何
在
？
因
而
當
他
看
見
中
國
人
瘦
弱
不
堪
，

及
種
種
精
神
病
態
，
便
﹁
哀
其
不
幸
﹂
也
﹁
怒
其
不
爭
﹂
，
於

是
筆
下
便
形
塑
了
以
精
神
上
的
勝
利
來
逃
避
且
欺
善
怕
惡
的
阿

Ｑ
、
咸
亨
酒
店
的
孔
乙
己
及
酒
客
、
祝
福
裡
祥
林
嫂
及
身
邊
的

人
…
…
，
用
小
說
人
物
書
寫
中
國
國
民
性
。

2

魯
迅
小
說
的
藝
術
成
就

1
 

更
新
小
說
概
念
，
奠
定
小
說
創
作
的
理
論
基
礎
：
中
國
傳
統

文
學
中
，
小
說
被
視
為
﹁
閒
書
﹂
，
直
到
啟
蒙
運
動
時
，
梁
啟

超
才
將
小
說
的
作
用
與
﹁
新
民
﹂
聯
繫
起
來
。
魯
迅
發
展
此
思

想
，
指
出
﹁
欲
新
人
心
，
欲
新
人
格
，
必
新
小
說
﹂
，
這
是
中

國
現
代
小
說
的
第
一
次
宣
言
。

2
 

選
取
新
題
材
，
塑
造
新
人
物
，
表
現
新
主
題
：
魯
迅
是
第

一
個
全
心
投
入
描
寫
中
國
農
民
的
現
代
作
家
。
現
代
小
說
的
兩

大
題
材—

農
村
和
知
識
分
子
，
也
是
他
親
手
開
拓
的
。
為
了

﹁
畫
出
國
民
的
靈
魂
﹂
，
他
的
筆
觸
總
是
在
揭
示
下
層
民
眾
所

受
的
精
神
毒
害
，
而
不
是
著
重
在
對
他
們
所
受
經
濟
剝
削
與
壓

迫
的
描
寫
。

文
學
成
就
與
主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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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
現
實
主
義
為
主
旋
律
的
多
種
創
作
方
法
：
魯
迅
的
小
說
擔

負
著
﹁
喚
起
民
眾
﹂
的
使
命
，
因
此
在
現
實
主
義
基
礎
上
，
博

採
眾
長
，
為
中
國
小
說
的
現
代
化
開
闢
新
的
領
域
。

4
 

新
的
表
現
方
法
，
使
人
耳
目
一
新
：
魯
迅
對
中
國
現
代
小
說
的

貢
獻
，
不
僅
表
現
在
創
作
形
式
上
，
也
表
現
在
結
構
、
敘
述
方

式
和
表
現
手
法
上
。
如
狂
人
日
記
在
結
構
上
突
破
了
中
國
傳
統

小
說
講
究
有
頭
有
尾
、
環
環
相
扣
的
老
套
子
，
用
十
三
則
﹁
語

頗
錯
雜
無
倫
次
﹂
的
﹁
日
記
﹂
，
按
狂
人
心
理
活
動
為
線
索
綴

連
成
章
。
此
外
，
採
用
第
一
人
稱
和
自
我
獨
白
的
形
式
來
開
展

故
事
，
透
過
人
物
剖
析
心
理
。

5
 

創
造
了
新
的
文
學
語
言
：
魯
迅
的
小
說
創
作
在
白
話
文
的
基
礎

上
，
吸
收
古
代
語
言
和
外
來
語
的
精
粹
，
富
有
簡
潔
而
明
快
、

深
沉
而
有
氣
勢
、
幽
默
而
又
有
含
蓄
之
美
。

＊
魯
迅
軼
聞
掌
故

1

魯
迅
與
郁
達
夫
相
知
之
情

　
　

魯
迅
與
郁
達
夫
相
識
於
西
元
一
九
二
三
年
，
二
人
同
在
北
大
任

教
，
其
後
辦
奔
流
等
雜
誌
，
企
圖
﹁
用
一
支
鐵
筆
來
挽
回
那
墮
落
到

再
無
可
墮
落
的
人
心
﹂
。
郁
達
夫
眼
裡
的
魯
迅
，
是
這
樣
的
：
﹁
他

的
紹
興
口
音
，
比
一
般
紹
興
人
所
發
的
來
得
柔
和
，
笑
聲
非
常
之
清

脆
，
而
笑
時
眼
角
上
的
幾
條
小
皺
紋
，
卻
很
可
愛
。
﹂
在
這
段
文
字

裡
，
我
們
見
到
魯
迅
作
為
﹁
橫
眉
冷
對
千
夫
指
﹂
戰
士
的
另
一
面 

—

﹁
俯
首
甘
為
孺
子
牛
﹂
的
可
親
。

2

魯
迅
與
蕭
紅

　
　

呼
蘭
河
傳
作
者
蕭
紅
，
與
魯
迅
為
忘
年
之
交
，
魯
迅
居
住
上
海
期

間
，
蕭
紅
幾
乎
天
天
往
魯
迅
家
作
客
，
她
在
回
憶
魯
迅
先
生
中
提
到
魯

迅
的
寫
作
情
形
：
﹁
魯
迅
等
全
樓
都
寂
靜
下
去
，
窗
外
也
一
點
聲
音
沒

有
了
，
他
便
坐
到
書
桌
邊
，
在
那
綠
色
的
檯
燈
下
開
始
寫
文
章
了
。
魯

迅
的
妻
子
許
廣
平
說
，
雞
鳴
了
，
街
上
的
汽
車
嘟
嘟
地
叫
起
來
了
，
玻

璃
窗
白
薩
薩
的
了
，
魯
迅
先
生
的
背
影
是
灰
黑
色
的
，
仍
舊
坐
在
那

裡
。
人
家
都
起
來
了
，
魯
迅
先
生
才
睡
下
。
﹂

魯
迅
軼
聞
掌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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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元

年
齡

事 

蹟

一
八
八
一
年

1

生
於
浙
江 

紹
興
城
內
東
昌
坊
口
。
姓
周
，
幼
名
樟
壽
。

一
八
九
二
年

12

進
入
三
味
書
屋
，
從
壽
鏡
吾
先
生
讀
書
。

一
八
九
三
年

13

祖
父
周
介
孚
下
獄
，
父
周
伯
宜
重
病
，
家
道
中
落
，
魯
迅
經
常
出
入
當
鋪
、
藥
店
。

一
八
九
八
年

18

考
入
南
京 

江
南
水
師
學
堂
。
改
名
樹
人
。

一
八
九
九
年

19

改
入
江
南
陸
師
學
堂
附
設
路
礦
學
堂
。
課
餘
愛
讀
譯
本
新
書
，
尤
好
小
說
。

一
九○

二
年

22

由
江
南
督
練
公
所
派
赴
日
本
留
學
，
入
東
京 

弘
文
學
院
。
喜
讀
哲
學
與
文
藝
之
書
，
尤
其
注
意
人
性
及
國
民
性
問
題
。

一
九○

三
年

23

往
仙
台
入
醫
學
專
科
學
校
，
肄
業
。

一
九○

九
年

29

歸
國
，
任
浙
江
兩
級
師
範
學
堂
生
理
學
、
化
學
教
員
。

一
九
一
一
年

31

九
月
紹
興
光
復
，
任
紹
興
師
範
學
校
校
長
。

一
九
一
二
年

32

一
月
一
日
，
臨
時
政
府
成
立
於
南
京
，
應
教
育
總
長
蔡
元
培
之
招
，
任
教
育
部 

社
會
教
育
司
第
一
科
科
長
。

一
九
一
八
年

38

以
魯
迅
為
筆
名
創
作
第
一
篇
小
說
狂
人
日
記
︵
開
始
用
魯
迅
為
筆
名
︶
，
載
在
新
青
年
，
抨
擊
家
族
制
度
與
禮
教
之
弊
害
，
實
為

文
學
革
命
思
想
的
先
鋒
。

一
九
二○

年

40

兼
任
北
京
大
學
及
北
京
高
等
師
範
學
校
講
師
。

一
九
二
三
年

43

出
版
小
說
集
吶
喊
。
十
二
月
，
中
國
小
說
史
略
上
卷
印
成
。

一
九
二
四
年

44

中
國
小
說
史
略
下
卷
印
成
。

一
九
二
五
年

45

出
版
雜
文
集
熱
風
。

一
九
二
六
年

46

離
開
北
京
赴
廈
門
，
任
廈
門
大
學 

中
國
文
學
教
授
。
九
月
彷
徨
出
版
。
十
二
月
因
不
滿
學
校
而
辭
職
。

一
九
二
七
年

47

至
廣
州
，
任
中
山
大
學 

文
學
系
主
任
兼
文
學
院
院
長
。
出
版
野
草
。

一
九
三○

年

50

修
正
中
國
小
說
史
略
。

一
九
三
六
年

56

故
事
新
編
出
版
。
十
月
十
九
日
病
逝
。

＊
魯
迅
年
表

魯
迅
年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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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本
名‧

筆
名

家　

世　

生　

平

成　

就　

與　

特　

色

代

表

作

品

魯
迅

本
名
周
樟
壽
，

後
改
名
周
樹
人

出
身
於
沒
落
的
仕
宦
家
庭
。
青
年
時
代

受
進
化
論
、
尼
采
超
人
哲
學
和
托
爾
斯

泰
博
愛
思
想
的
影
響
。
一
九○

二
年
赴

日
本
學
醫
，
後
從
事
文
藝
工
作
，
企
圖

用
以
改
變
國
民
精
神
。

創
作
中
國
現
代
文
學
史
上
第
一
篇
白
話
小
說
狂
人
日

記
，
奠
定
了
新
文
學
運
動
的
基
石
。
五
四
運
動
前

後
，
參
加
新
青
年
雜
誌
工
作
，
成
為
新
文
化
運
動
的

主
將
，
被
稱
為
中
國
新
文
學
的
奠
基
人
。

狂
人
日
記
、 

孔
乙
己
、 

阿
Ｑ
正
傳
、

吶
喊
、 

徬
徨

沈
從
文

本
名
沈
岳
煥
，

字
從
文

生
於
軍
人
世
家
，
對
新
文
學
產
生
極
大

興
趣
，
在
文
壇
嶄
露
頭
角
，
後
期
著
作

以
考
古
論
文
為
主
。

作
品
溫
婉
靜
美
，
作
品
內
容
以
謳
歌
最
原
始
純
良
的

人
性
為
主
，
擅
寫
卑
微
之
鄉
土
人
物
。

長
河
、
邊
城

巴
金

本
名
李
堯
棠
， 

字
芾
甘

出
生
於
三
代
同
堂
的
大
家
庭
，
父
親
李

道
河
曾
任
四
川 

廣
元
知
縣
。
一
九
二

○

年
祖
父
去
世
，
大
家
庭
紛
爭
不
已
，

一
九
三
一
年
大
哥
自
殺
身
亡
。

小
說
取
材
於
舊
家
庭
的
崩
潰
和
青
年
一
代
的
叛
逆
反

抗
，
家
是
這
方
面
影
響
最
大
的
代
表
作
，
與
春
、

秋
，
合
稱
﹁
激
流
三
部
曲
﹂
，
奠
定
了
他
的
文
壇
地

位
。
作
品
善
於
在
娓
娓
動
聽
的
敘
述
和
真
摯
樸
實
的

描
寫
中
，
傾
洩
感
情
，
細
膩
獨
到
。

家
、
春
、
秋

蕭
紅

本
名
張　

瑩
，

另
有
筆
名
悄
吟

受
魯
迅
、
茅
盾
和
美
國
作
家
辛
克
萊
作

品
的
影
響
，
對
封
建
家
庭
和
父
母
指
腹

為
婚
不
滿
，
離
家
出
走
，
流
離
於
日
本

與
香
港
，
最
後
病
逝
於
香
港
。

一
生
顛
沛
流
離
、
短
促
悲
涼
，
飽
受
被
放
逐
的
寂
寞

和
痛
苦
。
蕭
紅
的
小
說
創
作
正
是
她
悲
劇
人
生
的
真

實
寫
照
。
她
以
自
己
悲
劇
性
的
人
生
感
受
和
生
命
體

驗
，
觀
照
她
熟
悉
的
鄉
土
社
會
生
命
形
態
和
生
存
境

遇
。

呼
蘭
河
傳

1881

∼

1936

1902

∼

1988

1920

∼
1995

1904

∼

2005

＊
五
四
運
動

～

三○

年
代
的
中
國
小
說
家
簡
介

五
四
運
動

～

三○

年
代
的
中
國
小
說
家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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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引
導

段
落

題　
　

目

參　

考　

答　

案

問
題
屬
性

第
一
段

作
者
從
哪
些
面
向
來
描
寫
短
衣
幫
與
穿
長
衫

客
人
的
不
同
？
這
樣
的
安
排
有
何
作
用
？

1
 1

外
在
穿
著
：
長
衫
／
短
衣
。

2

社
會
地
位
：
讀
書
人
／
勞
動
階
級
。

3
 

消
費
模
式
：
提
供
桌
椅
，
屋
內
坐
著
喝
酒
吃
菜
／
不
提
供
桌
椅
，
櫃
檯
外

站
著
喝
酒
，
沒
能
力
買
葷
菜
。

4

經
濟
狀
況
：
闊
綽
／
窮
困
。

5

個
性
特
質
：
比
較
難
侍
候
／
比
較
容
易
說
話
。

2
 

這
樣
的
安
排
顯
示
舊
社
會
的
貧
富
懸
殊
、
階
級
分
明
。

擷
取
訊
息

文
意
推
論

第
四
段

孔
乙
己
是
穿
著
長
衫
的
人
，
卻
與
穿
短
衫
的

工
人
同
站
在
曲
尺
櫃
檯
外
面
喝
酒
，
其
中
的

意
涵
為
何
？

沒
有
考
上
科
舉
的
孔
乙
己
正
如
短
衣
幫
一
樣
，
是
沒
有
社
會
地
位
的
，
穿
著
長

衫
顯
現
他
堅
持
保
有
讀
書
人
的
身
分
。
這
突
兀
矛
盾
的
畫
面
，
襯
映
出
孔
乙
己

與
人
群
格
格
不
入
。

文
意
推
論

作
者
替
主
角
取
名
為
﹁
孔
乙
己
﹂
，
用
意
何

在
？

從
讀
書
人
識
字
之
始
的
﹁
孔
乙
己
﹂
三
字
為
綽
號
，
顯
示
小
說
主
角
讀
書
人
的

身
分
。
而
﹁
孔
﹂
字
，
指
涉
﹁
孔 

孟
﹂
，
意
指
讀
書
人
，
但
文
中
他
卻
沒
有

真
正
的
名
字
，
魯
迅
曾
說
這
篇
小
說
並
非
針
對
某
一
特
定
對
象
而
寫
，
而
是
描

寫
社
會
或
一
種
生
活
。

文
意
推
論

 

孔
乙
己
對
掌
櫃
說
：
﹁
溫
兩
碗
酒
，
要
一
碟

茴
香
豆
。
﹂
接
著
便
排
出
九
文
大
錢
，
這
個

舉
動
有
何
用
意
？

﹁
排
﹂
字
用
得
非
常
細
膩
，
孔
乙
己
不
回
答
，
用
行
動
顯
示
﹁
九
文
大
錢
，
一

文
都
不
少
﹂
，
這
是
清
白
的
宣
告
、
尊
嚴
的
維
護
，
﹁
排
﹂
的
動
作
緩
慢
，
試

圖
以
表
面
的
鎮
定
掩
飾
內
心
的
不
安
。

文
意
推
論

 

孔
乙
己
滿
口
﹁
之
乎
者
也
﹂
或
不
時
引
用
古

書
文
句
，
作
者
想
藉
以
表
達
什
麼
？

1
 

以
語
言
表
現
讀
書
人
身
分
。

2
 

凸
顯
孔
乙
己
的
不
合
時
宜
。

文
意
推
論

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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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段

 

孔
乙
己
給
孩
子
茴
香
豆
吃
，
又
說
自
己
﹁
不

多
了
﹂
，
可
看
出
他
有
怎
樣
的
心
態
？

看
出
孔
乙
己
雖
善
良
但
困
窘
之
態
。
想
與
孩
子
們
分
享
茴
香
豆
，
但
又
無
法
真

正
大
方
。

文
意
推
論

第
九
段

 

酒
客
是
以
何
種
口
氣
談
論
孔
乙
己
被
丁
舉
人

迫
害
的
消
息
？

酒
客
以
一
種
看
熱
鬧
而
又
理
所
當
然
的
口
氣
敘
述
，
如
﹁
這
一
回
，
是
自
己
發

昏
，
竟
偷
到
丁
舉
人
家
裡
去
了
。
﹂

擷
取
訊
息

請
分
析
丁
舉
人
這
個
角
色
在
小
說
中
象
徵
的

意
涵
。

1
 

舊
社
會
裡
，
﹁
中
舉
﹂
這
件
事
劃
分
人
的
階
級
界
線
。
中
舉
就
高
高
在
上
，

甚
且
跋
扈
蠻
橫
，
落
第
就
窮
愁
潦
倒
。

2
 

讀
書
並
未
能
使
人
通
情
達
理
，
具
悲
憫
同
情
之
心
。

3
 

不
只
短
衣
幫
嘲
笑
孔
乙
己
，
讀
書
人
一
樣
戕
害
讀
書
人
。

4
 

有
權
勢
者
任
意
傷
害
弱
者
的
苛
刻
冷
酷
。

文
意
推
論

第
十
段

 

孔
乙
己
身
材
高
大
，
而
最
後
一
次
出
現
在
咸

亨
酒
店
時
，
他
又
是
何
種
樣
貌
？
作
者
為
什

麼
要
有
這
樣
的
安
排
？

1
 

孔
乙
己
因
被
丁
舉
人
打
傷
，
最
後
一
次
出
現
在
酒
店
時
，
他
臉
上
黑
而
且

瘦
，
已
經
不
成
樣
子
，
穿
一
件
破
夾
襖
，
盤
著
兩
腿
，
下
面
墊
一
個
蒲
包
，

用
草
繩
在
肩
上
掛
住
，
用
手
爬
到
酒
店
。

2
 

孔
乙
己
身
材
高
不
高
大
，
都
不
能
改
變
他
悲
劇
性
的
一
生
，
但
身
材
高
大
，

與
後
來
爬
著
進
酒
店
，
造
成
強
烈
落
差
感
，
也
象
徵
讀
書
人
高
人
一
等
的
虛

幻
心
態
，
澈
底
低
餒
矮
下
。

擷
取
訊
息

文
意
推
論

課
後

統
整

 

這
篇
小
說
用
小
伙
計
的
視
角
來
敘
述
孔
乙

己
，
用
意
何
在
？
︻
問
題
討
論
二
︼

︵
請
見

P7-17
︶

作
法
探
討

 

文
中
掌
櫃
是
怎
麼
樣
的
人
？
作
者
以
哪
些
情

節
來
凸
顯
其
人
格
特
質
？

掌
櫃
是
個
唯
利
是
圖
的
人
：

1
 

掌
櫃
從
不
將
茴
香
豆
上
帳—

暗
諷
其
取
巧
牟
利
。

2
 

沒
有
看
見
孔
乙
己
的
時
候
，
他
在
意
的
只
有
孔
乙
己
所
欠
的
十
九
個
錢
。

擷
取
訊
息

文
意
推
論

6789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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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後 

統
整

 
簡
述
文
中
﹁
我
﹂
對
於
孔
乙
己
態
度
的
變

化
。

1
 

﹁
我
﹂
是
一
個
十
二
歲
的
小
孩
，
由
一
個
旁
觀
者
、
目
擊
者
，
到
學
會
大
人

以
藐
視
眼
光
看
待
別
人
，
如
﹁
我
想
，
討
飯
一
樣
的
人
，
也
配
考
我
麼
？
﹂

這
樣
的
小
孩
完
全
承
接
成
人
世
界
的
價
值
觀
，
長
大
後
也
會
像
酒
客
一
樣
，

麻
木
、
無
感
，
即
使
發
生
什
麼
事
，
也
冷
漠
以
對
。

2
 

心
中
會
惦
著
孔
乙
己
終
究
沒
再
來
的
只
有
小
伙
計
，
或
許
，
他
是
咸
亨
酒

店
裡
唯
一
尚
有
同
情
心
的
人
，
浸
染
是
需
要
過
程
的
，
小
伙
計
才
﹁
十
二

歲
﹂
，
天
真
良
善
的
人
性
尚
未
全
然
被
蒙
蔽
。

文
意
推
論

 

丁
舉
人
打
斷
孔
乙
己
的
雙
腿
，
這
段
情
節
對

小
說
主
題
的
表
現
有
何
作
用
？
︻
問
題
討
論

三
︼

︵
請
見

P7-18
︶

文
意
推
論

 

文
中
有
幾
處
敘
述
人
們
對
孔
乙
己
的
取
笑
，

請
一
一
找
出
，
並
歸
納
出
當
時
的
世
態
人

情
。

1
 

孔
乙
己
一
到
店
，
所
有
喝
酒
的
人
便
都
看
著
他
笑
，
有
的
叫
道
：
﹁
孔
乙

己
，
你
臉
上
又
添
上
新
傷
疤
了
！
﹂

2
 

見
孔
乙
己
排
出
九
文
大
錢
買
酒
菜
，
他
們
又
故
意
的
高
聲
嚷
道
：
﹁
你
一
定

又
偷
了
人
家
的
東
西
了
！
﹂

3
 

故
意
問
：
﹁
孔
乙
己
，
你
當
真
認
識
字
麼
？
﹂

4
 

諷
刺
孔
乙
己
：
﹁
你
怎
的
連
半
個
秀
才
也
撈
不
到
呢
？
﹂

5
 

孔
乙
己
被
打
折
了
腿
，
掌
櫃
笑
著
對
他
說
：
﹁
孔
乙
己
，
你
又
偷
了
東
西

了
！
﹂

這
些
取
笑
顯
現
世
態
冷
酷
無
情
，
人
們
以
揭
人
瘡
疤
為
樂
，
以
打
擊
弱
勢
、
落

井
下
石
為
趣
。

擷
取
訊
息

文
意
推
論

 

眾
人
的
笑
聲
貫
串
在
小
說
中
，
請
分
析
如
此

安
排
的
意
義
。

以
內
容
而
言
，
顯
示
孔
乙
己
是
可
有
可
無
的
存
在
，
生
命
的
唯
一
價
值
，
不
過

是
成
為
人
們
無
聊
生
活
中
的
笑
料
。
以
小
說
手
法
而
言
，
讓
故
事
始
終
在
笑
聲

中
鋪
陳
，
反
而
增
強
作
品
的
悲
劇
效
果
，
也
凸
顯
了
小
說
的
諷
刺
張
力
。

作
法
探
討

1213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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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根
據
小
說
情
節
的
描
繪
，
歸
納
出
孔
乙
己

的
性
格
特
徵
。
︻
問
題
討
論
一
︼

︵
請
見

P7-17
︶

文
意
推
論

 
這
篇
小
說
中
，
哪
些
細
節
透
露
出
社
會
的
冷

漠
？
︻
問
題
討
論
四
︼

︵
請
見

P7-18
︶

文
意
推
論

 

生
活
周
遭
有
令
你
感
到
需
要
改
進
的
事
物

嗎
？
你
願
為
它
做
出
怎
樣
的
改
善
？

因
為
對
臺
灣
有
更
多
的
期
許
、
願
望
與
想
像
，
所
以
才
試
圖
真
正
開
始
做
出
一

些
改
變
，
即
使
那
看
起
來
很
傻
，
即
使
必
須
要
花
費
好
幾
年
才
有
明
顯
的
成

果
，
但
有
人
等
不
及
了
！
比
如
臺
中 

惠
文
高
中
學
生
的
﹁
搶
救
一
中
街
﹂
，

要
讓
一
中
街
成
為
友
善
的
國
際
化
的
整
潔
一
條
街
。
比
如
彰
化 

溪
州
鄉
民

成
立
﹁
尚
水
友
善
農
產
﹂
，
直
接
收
購
家
鄉
濁
水
溪
沃
土
生
產
出
來
的
豐
盛

農
作
，
讓
溪
州
農
民
將
生
意
頭
腦
和
目
光
轉
向
在
地
人
的
需
求
。
又
組
成
了

﹁
彰
化
縣
莿
仔
埤
圳
產
業
文
化
協
會
﹂
，
向
營
建
署
申
請
﹁
水
田
溼
地
保
育
計

畫
﹂
，
讓
農
民
在
經
濟
收
益
與
自
然
生
態
中
取
得
一
個
平
衡
。
這
些
努
力
的
最

大
特
點
是—

提
供
的
不
僅
只
是
商
品
，
更
是
生
活
的
價
值
。

︵
請
同
學
自
由
發
揮
︶

延
伸
思
考

16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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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魯
鎮1

的
酒
店
的
格
局
，

是
和
別
處
不
同
的
：
都
是
當

街
一
個
曲
尺
形2

的
大
櫃
檯
，

櫃
裡
面
預
備
著
熱
水
，
可
以

隨
時
溫
酒
。
做
工
的
人
，
傍

1
;

午3

傍
晚
散
了
工
，
每
每
花
四

文4

銅
錢
，
買
一
碗
酒
，—
這
是
二
十
多
年
前
的
事
，
現
在
每

碗
要
漲
到
十
文
，—

靠
櫃
外
站
著
，
熱
熱
的
喝
了
休
息
。
倘

肯
多
花
一
文
，
便
可
以
買
一
碟
鹽
煮
筍
，
或
者
茴

c
j
6o

香
豆5

，
做
下
酒

物
了
，
如
果
出
到
十
幾
文
，
那
就
能
買
一
樣
葷
菜
，
但
這
些
顧

客
，
多
是
短
衣

●

●

幫●6

，
大
抵
沒
有
這
樣
闊
綽7

。
只
有
穿
長
衫

●

●

●

的●8

，

課
文
．
注
釋

1

魯
鎮
：
魯
迅
以
故
鄉
紹
興
為

藍
本
所
虛
構
的
地
名
，
常
在

他
的
小
說
中
出
現
。

2

曲
尺
形
：
即
矩
尺
形
。
曲

尺
，
也
稱
﹁
矩
尺
﹂
，
木
匠

用
來
求
直
角
的
尺
。

3

傍
午
：
將
近
中
午
的
時
候
。

傍
，
音1

;

，
臨
近
。

4

文
：
量
詞
，
古
代
計
算
銅
幣

的
單
位
。

補
注

如
：
一
文
不
值
、
分
文

不
取
。
一
千
文
銅
錢
為
一
貫
，

如
：
家
財
萬
貫
。

5

茴
香
豆
：
蠶
豆
加
茴
香
、
桂

皮
、
食
鹽
煮
成
的
下
酒
物
。

茴
，
音c

j
6o

。

	曲　尺

	紹　興

••••••••••• 369

段
析

描
繪
酒
店
格
局
，

並
以
衣
著
長
短
、
櫃
檯
內

外
、
站
著
喝
酒
與
坐
著
喝

酒
，
劃
分
出
上
層
讀
書
人

與
下
層
勞
動
階
級
。

． 

以
倒
敘
手
法
帶
引
二
十

年
前
往
事
。

1  

作
者
從
哪
些
面
向
來
描

寫
短
衣
幫
與
穿
長
衫
客

人
的
不
同
？
這
樣
的
安

排
有
何
作
用
？
︵
答 

見

P7-13
︶

可
見
這
篇
小
說
是
追
敘
往
事

顯
示
貧
富
懸
殊
與
人
們
的
階
級
觀
念

︵
大
多
︶

借
代

借
代

第
一
段
：
敘
說
故
事
發

生
的
時
間
與
空
間
，
特

別
著
重
在
酒
店
格
局
及

酒
客
類
型
。

︵
﹁
傍
﹂
音
義
比
較
，
見

P7-22
︶

．  

咸
亨
酒
店
顧
客
類
型
的
區
分

外
在
穿
著

長
衫

短
衣

社
會
地
位

讀
書
人

勞
動
階
級

消
費
模
式

提
供
桌
椅
，
屋
內

坐
著
喝
酒
吃
菜

不
提
供
桌
椅
，
櫃
檯
外
站

著
喝
酒
，
沒
能
力
買
葷
菜

經
濟
狀
況

闊
綽

窮
困

個
性
特
質

比
較
難
侍
候

比
較
容
易
說
話

舊
社
會
的
貧
富
懸
殊
、
階
級
分
明

︵
見

P7-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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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踱
進
店
面
隔
壁
的
房
子
裡
，
要
酒
要
菜
，
慢
慢
地
坐
喝
。 

w
 

我
從
十
二
歲
起
，
便
在
鎮
口
的
咸
亨
酒
店
裡
當
伙
計
， 

掌
櫃
說
，
樣
子
太
傻
，
怕
侍
候
不
了
長
衫
主
顧
，
就
在
外
面
做

點
事
罷
。
外
面
的
短
衣
主
顧
，
雖
然
容
易
說
話
，
但
嘮
嘮
叨
叨

纏
夾
不
清
的
也
很
不
少
。
他
們
往
往
要
親
眼
看
著
黃
酒1

從
罈
子

裡
舀

u
3l

出

9

，
看
過
壺
子
底
裡
有
水

沒
有
，
又
親
看
將
壺
子
放
在
熱

水
裡
，
然
後
放
心—
在
這
嚴

重0

監
督
下
，
羼

t
40

水

q

也
很
為
難
。

所
以
過
了
幾
天
，
掌
櫃
又
說
我

幹
不
了
這
事
。
幸
虧
薦
頭w

的
情

面
大
，
辭
退
不
得
，
便
改
為
專

管
溫
酒
的
一
種
無
聊
職
務
了
。 

今紹興的咸亨酒店

6

短
衣
幫
：
穿
短
衣
衫
的
人
，

此
指
做
工
的
人
。
幫
，
同
性

質
的
一
群
人
。

7

闊
綽
：
豪
華
奢
侈
。

︵
﹁
綽
﹂
字
義
比
較
，
見

P7-22
︶

8

穿
長
衫
的
：
相
對
於
短
衣
幫

而
言
，
指
讀
過
書
、
有
身
分

地
位
的
人
。

1
 

黃
酒
：
用
糯
米
、
大
米
、
黃

米
、
麥
等
釀
成
的
酒
，
因
色

黃
，
故
稱
為
﹁
黃
酒
﹂
。
酒

精
含
量
較
低
，
加
熱
後
飲

用
，
味
道
更
佳
。
以
浙
江

省 

紹
興
所
產
的
最
著
名
。

9

舀
：
音u

3l

，
用
瓢
、
勺
等

器
具
汲
取
液
體
。

0

嚴
重
：
此
指
嚴
格
。

q

羼
：
音t

40

，
混
雜
。

補
注
孱
：
音 t

60

，
虛
弱
、
衰

弱
。
如
：
孱
弱
。

w

薦
頭
：
舊
時
以
介
紹
佣
工
為

業
的
人
。

••••••••••••• 36912

︵
說
話
沒
條
理
︶

段
析

以
咸
亨
酒
店
作
為

舊
社
會
的
縮
影
，
同
時
透

過
﹁
我
﹂
這
個
敘
述
者
，

看
出
現
實
社
會
以
精
明
為

尚
、
取
巧
牟
利
，
人
與
人

之
間
互
不
信
任
。

． 

本
文
採
取
﹁
第
一
人
稱

配
角
敘
事
觀
點
﹂
，
從

旁
觀
角
度
敘
述
所
見
所

聞
。
作
者
之
所
以
安
排

小
伙
計
作
為
敘
事
者
，

是
因
為
他
未
社
會
化
，

相
對
於
其
他
酒
客
或
掌

櫃
，
能
以
單
純
而
不
帶

批
判
的
眼
睛
看
世
界
。

︵
請
見

P7-22
︶

︵
請
見

P7-22
︶

︵
慢
步
走
路
︶

︵
面
子
︶

第
二
段
：
介
紹
敘
事
者 

—

專
司
溫
酒
工
作
的

小
伙
計
。

可
見
社
會
需
要
靠
關
係



e
 

我
從
此
便
整
天
的
站
在
櫃
檯
裡
，
專
管
我
的
職
務
。
雖
然

沒
有
什
麼
失
職
，
但
總
覺
得
有
些
單
調
，
有
些
無
聊
。
掌
櫃
是

一
副
凶
臉
孔
，
主
顧
也
沒
有
好
聲
氣e

，
教
人
活
潑
不
得
，
只
有

孔
乙
己
到
店
，
才
可
以
笑
幾
聲
，
所
以
至
今
還
記
得
。 

r
 

孔
乙
己
是
站
著
喝
酒
而
穿
長
衫
的
唯
一
的
人
。
他
身
材
很

高
大
，
青
白
臉
色
，
皺
紋
間
時
常
夾
些
傷
痕
，
一
部
亂
蓬
蓬
的

花
白
的
鬍
子
。
穿
的
雖
然
是
長
衫
，
可
是
又
髒
又
破
，
似
乎
十

多
年
沒
有
補
，
也
沒
有
洗
。
他
對
人
說
話
，
總
是
滿
口
之
乎
者

●

●

●

也●r

，
教
人
半
懂
不
懂
的
。
因
為
他
姓
孔
，
別
人
便
從
描
紅
紙t

上

的
﹁
上
大
人
孔
乙
己
﹂
這
半
懂
不
懂
的
話
裡
，
替
他
取
下
一
個

綽
號
，
叫
作
孔
乙
己
。
孔
乙
己
一
到
店
，

所
有
喝
酒
的
人
便
都
看
著
他
笑
，
有
的
叫

道
：
﹁
孔
乙
己
，
你
臉
上
又
添
上
新
傷
疤

	描紅紙

e

聲
氣
：
口
氣
、
態
度
。

r

之
乎
者
也
：
文
言
文
中
常
用

的
四
個
語
助
詞
，
用
以
顯
示

孔
乙
己
說
話
咬
文
嚼
字
的
樣

子
。

t

描
紅
紙
：
一
種
印
有
紅
色
楷

體
字
的
習
字
帖
，
供
兒
童
練

習
毛
筆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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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析

作
者
藉
外
貌
、
語

言
、
動
作
、
心
理
、
場
面

以
及
細
節
描
寫
刻
劃
人

物
，
烘
托
氣
氛
，
使
人
物

性
格
突
出
，
社
會
場
景
生

動
逼
真
。

． 

從
讀
書
人
識
字
之
始
的

﹁
孔
乙
己
﹂
三
字
為
綽

號
，
顯
示
小
說
主
角
讀

書
人
的
身
分
。
而
﹁
孔
﹂

字
，
指
涉
﹁
孔 

孟
﹂
，
意

指
讀
書
人
，
但
文
中
他

卻
沒
有
真
正
的
名
字
，

魯
迅
曾
說
這
篇
小
說
並

非
針
對
某
一
特
定
對
象

而
寫
，
而
是
描
寫
社
會

或
一
種
生
活
。

第
四
段
：
孔
乙
己
出

場
，
著
墨
於
其
外
貌
、

神
情
、
生
活
，
用
酒
店

裡
人
們
對
他
的
嘲
弄
側

寫
孔
乙
己
。

可
見
眾
人
以
嘲
笑
鄙
棄
的

以
語
言
暗
示
孔
乙
己
無
法
脫
卸
讀
書
人
的
習
氣
，

更
呈
現
他
迂
腐
不
合
時
宜
，
不
能
認
清
現
實
，
而
無
法
見
容
於
世

︵
表
示
常
來
光
顧
的
人
也
沒
有
好
口
氣
、
好
臉
色
︶

借
代
︵
文
言
文
︶

孔
乙
己
只
能
廁
身
勞
工
階
級
，
卻
仍
堅
持
自
己
讀
書
人
的
身
分

﹁
長
衫
﹂
象
徵
讀
書
人
，
又
髒
又
破
的
長
衫
意
指
不
光
彩
、
無
尊
嚴
、
落
魄
潦
倒

摹
寫
︵
視
覺
︶

︵
黑
白
相
參
︶

段
析
總
結
酒
店
場
景
的
鋪

敘
，
引
出
主
角
孔
乙
己
。

第
三
段
：
敘
述
酒
店
氣

氛
以
及
掌
櫃
形
象
，
藉

以
襯
出
孔
乙
己
所
帶
來

笑
聲
的
特
殊
性
。

眼
光
看
待
孔
乙
己

︵
請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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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
他
不
回
答
，
對
櫃
裡
說
：
﹁
溫
兩
碗
酒
，
要
一
碟
茴 

香
豆
。
﹂
便
排
出
九
文
大
錢2

。
他
們
又
故
意
的
高
聲
嚷
道
：

﹁
你
一
定
又
偷
了
人
家
的
東
西
了
！
﹂
孔
乙
己
睜
大
眼
睛
說
：

﹁
你
怎
麼
這
樣
憑
空
汙
人
清
白
︙
︙
﹂
﹁
什
麼
清
白
？
我
前
天

親
眼
見
你
偷
了
何
家
的
書
，
吊
著
打
。
﹂
孔
乙
己
便
漲
紅
了
臉
，

額
上
的
青
筋
條
條
綻
出
，
爭
辯
道
：
﹁
竊
書
不
能
算
偷
︙
︙ 

竊
書
！
︙
︙
讀
書
人
的
事
，
能
算
偷
麼
？
﹂
接
連
便
是
難
懂
的

話
，
什
麼
﹁
君
子
固
窮y

﹂
，
什
麼
﹁
者
乎
﹂
之
類
，
引
得
眾
人

都
哄
笑
起
來
：
店
內
外
充
滿
了
快
活
的
空
氣
。

t
 

聽
人
家
背
地
裡
談
論
，
孔
乙
己
原
來
也
讀
過
書
，
但
終
於u

沒
有
進
學i

，
又
不
會
營
生
，
於
是
愈
過
愈
窮
，
弄
到
將
要
討
飯

了
。
幸
而
寫
得
一
筆
好
字
，
便
替
人
家
抄
抄
書
，
換
一
碗
飯
吃
。

可
惜
他
又
有
一
樣
壞
脾
氣
，
便
是
好
吃
懶
做
。
做
不
到
幾
天
，

y

君
子
固
窮
：
君
子
窮
困
的
時

候
，
仍
能
堅
守
節
操
。
固
，
堅

持
，
在
此
有
堅
守
節
操
之
意
。

語
出
論
語 

衛
靈
公
：
﹁
君
子

固
窮
，
小
人
窮
斯
濫
矣
。
﹂

u

終
於
：
終
究
、
畢
竟
。

i

進
學
：
明 

清
科
舉
制
度
，
童

生
參
加
童
試
考
取
生
員
︵
也

稱
秀
才
︶
，
入
府
學
或
縣
學

修
習
學
業
，
稱
為
進
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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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孔
乙
己
是
穿
著
長
衫
的

人
，
卻
與
穿
短
衫
的
工
人

同
站
在
曲
尺
櫃
檯
外
面

喝
酒
，
其
中
的
意
涵
為

何
？
︵
答 

見
P7-13
︶

3  

作
者
替
主
角
取
名
為

﹁
孔
乙
己
﹂
，
用
意
何

在
？
︵
答 

見
P7-13
︶

4   

孔
乙
己
對
掌
櫃
說
：
﹁
溫

兩
碗
酒
，
要
一
碟
茴
香

豆
。
﹂
接
著
便
排
出
九
文

大
錢
，
這
個
舉
動
有
何

用
意
？
︵
答 

見
P7-13
︶

5   

孔
乙
己
滿
口
﹁
之
乎
者

也
﹂
或
不
時
引
用
古
書

文
句
，
作
者
想
藉
以
表

達
什
麼
？
︵
答 

見
P7-13
︶

段
析

藉
旁
人
的
口
吻
，

以
插
敘
的
方
式
交
代
孔
乙

己
的
出
身
及
好
吃
懶
做
的

性
格
。

第
五
段
：
插
敘
孔
乙
己

出
身
以
及
性
格
特
徵
。

︵
謀
生
、
經
營
生
計
︶

藉
他
人
之
言
插
敘

眾
人
緊
迫
盯
人
，
毫
不
留
餘
地
，
﹁
親
眼
﹂
二
字
更
加
強
真
實
性

︵
動
詞
，
詆
毀
︶

清
白
是
讀
書
人
最
講
究
、
最
在
意
的
節
操
、
修
為
，
因
此
孔
乙
己
極
力
爭
辯

自
欺
欺
人
的
強
辯
，
以
維
持
自
己

呼
應
前
文
﹁
總
是
滿
口
之
乎
者
也
﹂
，
連
面
對
責
難 

的
辯
解
都
說
著
別
人
不
懂

的
話
，
顯
現
他
不
能
認
清

現
實
，
且
食
古
不
化

飛
白

設
問
︵
激
問
︶

引
用
︵
暗
引
︶

． 

孔
乙
己
口
中
說
的
是
﹁
之
乎

者
也
﹂
，
對
別
人
的
責
難
，

反
駁
強
辯
自
己
的
清
白
，
以

﹁
君
子
固
窮
﹂
掩
飾
自
己
的

貧
困
窘
迫
。
魯
迅
以
此
塑
造

一
個
不
知
跟
隨
時
代
進
步
與

改
變
的
舊
式
文
人
，
被
現
實

淘
汰
的
潦
倒
人
物
。

2
 

排
出
九
文
大
錢
：
﹁
排
﹂
字

用
得
非
常
細
膩
，
孔
乙
己
不

回
答
，
用
行
動
顯
示
﹁
九
文

大
錢
，
一
文
都
不
少
﹂
，
這 

是
清
白
的
宣
告
、
尊
嚴
的
維

護
。
﹁
排
﹂
的
動
作
緩
慢
，

試
圖
以
表
面
的
鎮
定
掩
飾
內

心
的
不
安
。

的
尊
嚴

︵
請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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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
連
人
和
書
籍
紙
張
筆
硯
，
一
齊
失
蹤
。
如
是
幾
次
，
叫
他
抄

書
的
人
也
沒
有
了
。
孔
乙
己
沒
有
法
，
便
免
不
了
偶
然
做
些
偷 

竊
的
事
。
但
他
在
我
們
店
裡
，
品
行
卻
比
別
人
都
好
，
就
是
從 

不
拖
欠
，
雖
然
間

r
u
40

或o

沒
有
現
錢
，
暫
時
記
在
粉
板p

上
，
但
不
出 

一
月
，
定
然
還
清
，
從
粉
板
上
拭
去
了
孔
乙
己
的
名
字
。

y
 

孔
乙
己
喝
過
半
碗
酒
，
漲
紅
的
臉
色
漸
漸
復
了
原
，
旁
人

便
又
問
道
：
﹁
孔
乙
己
，
你
當
真
認
識
字
麼
？
﹂
孔
乙
己
看
著

問
他
的
人
，
顯
出
不
屑
置
辯a

的
神
氣
。
他
們
便
接
著
說
道
：

﹁
你
怎
的
連
半
個
秀
才
也
撈
不
到
呢
？
﹂
孔
乙
己
立
刻
顯
出
頹

唐s

不
安
模
樣
，
臉
上
籠
上
了
一
層
灰
色
，
嘴
裡
說
些
話
，
這
回

可
是
全
是
之
乎
者
也
之
類
，
一
些
不
懂
了
。
在
這
時
候
，
眾
人

也
都
哄
笑
起
來
：
店
內
外
充
滿
了
快
活
的
空
氣
。

u
 

在
這
些
時
候
，
我
可
以
附
和
著
笑
，
掌
櫃
是
絕
不
責
備
的
。

而
且
掌
櫃
見
了
孔
乙
己
，
也
每
每
這
樣
問
他
，
引
人
發
笑
。 

o

間
或
：
偶
爾
、
有
時
候
。
間
，

音r
u
40

。

p

粉
板
：
油
漆
成
白
色
的
木

板
，
舊
時
店
鋪
用
來
記
事
或

記
帳
。

補
注
粉
：1

擦
在
臉
部
的
白
色

細
末
狀
化
妝
品
。
文
選  

宋
玉  

登

徒
子
好
色
賦
：
﹁
東
家
之
子
，

增
之
一
分
則
太
長
，
減
之
一
分
則

太
短
，
著
粉
則
太
白
，
施
朱
則

太
赤
。
﹂2

後
可
當
形
容
詞
，

指
白
色
的
。
此
處
的
粉
板
指
白

色
的
木
板
。 

a

置
辯
：
申
辯
、
反
駁
。

s

頹
唐
：
委
靡
不
振
。
在
此
有

情
緒
低
落
之
意
。

d

上
帳
：
登
記
在
帳
簿
中
。

f

回
字
有
四
樣
寫
法
：
回
字

通
常
只
有
三
種
寫
法
：
回
、

囘
、
囬
，
第
四
種
寫
法
﹁

﹂

︵
見
康
熙
字
典
備
考
︶
極
少

見
。

•••••••••••••• 36912

段
析

先
藉
酒
客
充
滿
懷

疑
的
問
話
，
對
孔
乙
己
步

步
逼
迫
，
繼
而
以
對
比
的

方
式
，
呈
現
孔
乙
己
困
頓

的
處
境
與
眾
人
對
落
魄
者

無
情
的
譏
刺
。

第
六
段
：
藉
眾
人
故
意

對
孔
乙
己
識
字
提
出
的

揶
揄
嘲
弄
，
顯
現
世
人

對
他
鄙
薄
輕
視
的
態

度
。

第
七
段
：
敘
述
孔
乙
己

熱
心
教
字
，
卻
被
小
伙

計
輕
視
的
情
形
。

︵
如
此
︶

以
笑
襯
悲
，
充
滿
諷
刺

顯
示
孔
乙
己
難
以
回
答
，
只
能

魯
迅
深
刻
抓
住
孔
乙
己
作
為
舊
時
代
知
識
分
子
的
心
態—

對
於
沒
能
撈
到
個
秀
才
深
覺
羞

慚
沮
喪

摹
寫
︵
視
覺
︶

映
襯

說
些
文
謅
謅
讓
人
聽
不
懂
的
話

潦
倒
的
孔
乙
己
，
唯
一
能
撐
起
來
的
尊
嚴—

不
拖
欠
酒
錢
。
因
為
酒
錢
是
小

錢
，
而
這
酒
店
也
是
唯
一
可
容
身
之
處

︵
請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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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乙
己
自
己
知
道
不
能
和
他
們
談
天
，
便
只
好
向
孩
子
說
話
。

有
一
回
對
我
說
道
：
﹁
你
讀
過
書
麼
？
﹂
我
略
略
點
一
點
頭
。

他
說
：
﹁
讀
過
書
，
︙
︙
我
便
考
你
一
考
。
茴
香
豆
的
茴
字
，

怎
樣
寫
的
？
﹂
我
想
，
討
飯
一
樣
的
人
，
也
配
考
我
麼
？
便
回

過
臉
去
，
不
再
理
會
。
孔
乙
己
等
了
許
久
，
很
懇
切
的
說
道
：

﹁
不
能
寫
罷
？
︙
︙
我
教
給
你
，
記
著
！
這
些
字
應
該
記
著
。

將
來
做
掌
櫃
的
時
候
，
寫
帳
要
用
。
﹂
我
暗
想
我
和
掌
櫃
的
等

級
還
很
遠
呢
！
而
且
我
們
掌
櫃
也
從
不
將
茴
香
豆
上
帳d

，
又
好 

笑
，
又
不
耐
煩
，
懶
懶
的
答
他
道
：
﹁
誰
要
你
教
，
不
是
草
頭 

底
下
一
個
來
回
的
回
字
麼
？
﹂
孔
乙
己
顯
出
極
高
興
的
樣
子
，

將
兩
個
指
頭
的
長
指
甲
敲
著
櫃
檯
，
點
頭
說
：
﹁
對
呀
對
呀
！ 

︙
︙
回
字
有
四
樣
寫
法f

，
你
知
道
麼
？
﹂
我
愈
不
耐
煩
了
，
努

著
嘴g

走
遠
。
孔
乙
己
剛
用
指
甲
蘸

5
40

了

h

酒
，
想
在
櫃
上
寫
字
，
見

我
毫
不
熱
心
，
便
又
嘆
一
口
氣
，
顯
出
極
惋
惜
的
樣
子
。

g

努
著
嘴
：
翹
起
雙
脣
，
表
示

生
氣
或
不
耐
煩
的
樣
子
。

h

蘸
：
音5

40

，
沾
。

••••• 3

段
析

總
結
前
段
孔
乙
己

備
受
酒
客
、
掌
櫃
的
嘲

諷
，
並
以
孔
乙
己
熱
心
教

字
與
小
伙
計
的
藐
視
眼

光
，
再
次
強
調
其
悲
劇

性
。

． 

孔
乙
己
的
悲
劇
是
雙
重

性
的
，
一
方
面
是
舊
讀

書
人
的
悲
劇
，
一
方
面

也
是
低
層
社
會
被
壓
迫

與
被
侮
辱
者
的
悲
劇
。

． 

小
伙
計
也
隨
著
眾
人
瞧

不
起
孔
乙
己
。
大
人
是

小
孩
的
示
範
，
孩
子
是

將
來
的
大
人
，
國
民
劣

根
性
一
代
傳
衍
一
代
。

孔
乙
己
的
懇
切
熱
心
，
與
小
伙
計
不

耐
煩
的
態
度
形
成
強
烈
對
比

這
三
個
情
緒
性
形
容
，
顯
現
小
伙
計
對
於
孔
乙
己
的
不
以
為
然
，
對
比
下
文
孔
乙
己
的
﹁
顯
出

極
高
興
的
樣
子
﹂

小
伙
計
也
隨
著
大
人
瞧
不
起
弱
者

似
暗
諷
掌
櫃
從
中
牟
利

顯
示
孔
乙
己
所
代
表
的
舊
式
讀
書
人
，
在
這
社
會
上
已
被
邊
緣
化
，
也
意
味
著
無
法
跟
上
時
代

的
人
終
將
被
淘
汰

設
問
︵
激
問
︶

設
問
︵
激
問
︶

僧
道
設
壇
祈
神
求
福
的
過

程
。
如
：
建
醮
。

婦
女
再
嫁
。
如
：
改
醮
。

醮

r
u
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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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有
幾
回
，
鄰
舍
孩
子
聽
得
笑
聲
，
也
趕
熱 

鬧
，
圍
住
了
孔
乙
己
。
他
便
給
他
們
茴
香
豆
吃
，

一
人
一
顆
。
孩
子
吃
完
豆
，
仍
然
不
散
，
眼
睛
都

望
著
碟
子
。
孔
乙
己
著
了
慌
，
伸
開
五
指
將
碟
子

罩
住
，
彎
腰
下
去
說
道
：
﹁
不
多
了
，
我
已
經
不
多
了
。
﹂ 

直
起
身
又
看
一
看
豆
，
自
己
搖
頭
說
：
﹁
不
多
不
多
！
多
乎
哉
？

不
多
也j

。
﹂
於
是
這
一
群
孩
子
都
在
笑
聲
裡
走
散
了
。

 

孔
乙
己
是
這
樣
的
使
人
快
活
，
可
是
沒
有
他
，
別
人
也
便

這
麼
過
。

o
 

有
一
天
，
大
約
是
中
秋
前
的
兩
三
天
，
掌
櫃
正
在
慢
慢
的

結
帳
，
取
下
粉
板
，
忽
然
說
：
﹁
孔
乙
己
長
久
沒
有
來
了
。 

還
欠
十
九
個
錢
呢
！
﹂
我
才
也
覺
得
他
的
確
長
久
沒
有
來
了
。 

一
個
喝
酒
的
人
說
道
：
﹁
他
怎
麼
會
來
？
︙
︙
他
打
折k

了
腿
了
。
﹂

j

多
乎
哉
不
多
也
：
為
﹁
多

麼
？
不
多
啊
！
﹂
之
意
。
在

此
主
要
表
現
孔
乙
己
喜
於
日

常
用
語
中
引
經
據
典
，
賣
弄

才
學
。
語
出
論
語 

子
罕
：

﹁
吾
少
也
賤
，
故
多
能
鄙
事
。

君
子
多
乎
哉
？
不
多
也
。
﹂

補
注

語
譯
：
我
小
時
候
很
貧

賤
，
所
以
學
會
了
許
多
謀
生
的

小
技
藝
。
君
子
會
以
多
能
為
美

嗎
？
不
會
的
。

k

打
折
：
打
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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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析

孔
乙
己
被
丁
舉
人

打
斷
了
腿
的
慘
事
，
卻
只

是
人
們
閒
聊
的
話
題
。
掌

櫃
漫
不
經
心
地
隨
口
問
，

酒
客
信
口
毫
不
在
意
地

答
，
以
對
比
的
方
式
形
成 

        

孔
乙
己
命
運
的
張
力
，
凸

顯
出
社
會
的
冷
漠
與
麻

木
。

段
析
用
教
小
伙
計
寫
字
、

分
豆
給
小
孩
子
們
的
細
節
，

來
呈
現
孔
乙
己
善
良
、
天

真
，
也
可
看
出
他
內
心
的

孤
寂
。
在
那
冷
酷
無
情
的

世
道
裡
，
他
只
有
從
單
純

的
孩
童
中
尋
得
一
絲
慰
藉

6  

孔
乙
己
給
孩
子
茴
香
豆

吃
，
又
說
自
己
﹁
不
多

了
﹂
，
可
看
出
他
有
怎
樣

的
心
態
？
︵
答 

見
P7-14
︶

第
九
段
：
透
過
酒
店
裡

的
閒
聊
，
敘
述
孔
乙
己

因
偷
東
西
而
被
打
斷
了

腿
，
藉
此
反
映
窮
書
生

的
悲
哀
及
人
們
的
冷
漠
。

第
八
段
：
描
繪
孔
乙
己

與
孩
子
分
享
茴
香
豆
，

顯
見
其
善
良
。

︵
很
久
︶

省
略
︵
我
的
豆
子
已
經
不
多
了
︶

是
巧
妙
的
過
渡
，
以
沒
有
價
值
的
存
在
將
孔
乙
己
的
故
事
轉
入
更
低
沉
的
悲
調

︻
102
學
測
︼B

運
用
對
話
來
交
代
已
經
發
生
過
的
事
情
。

不
是
﹁
以
喜
襯
悲
﹂
的
表
達
方
式
。

︻
103
學
測
︼D

﹁
笑
聲
﹂
是
喜
，
沒
有
﹁
悲
﹂
的
內
容
，

。

引
用
︵
暗
引
︶
、
設
問
︵
提
問
︶



第
七
課
　
孔
乙
己

93

掌
櫃
說
：
﹁
哦
！
﹂
﹁
他
總
仍
舊
是
偷
。
這
一
回
，
是
自
己
發

昏
，
竟
偷
到
丁
舉
人
家
裡
去
了
。
他
家
的
東
西
，
偷
得
的
麼
？
﹂

﹁
後
來
怎
麼
樣
？
﹂
﹁
怎
麼
樣
？
先
寫
服
辯l

，
後
來
是
打
， 

打
了
大
半
夜
，
再
打
折
了
腿
。
﹂
﹁
後
來
呢
？
﹂
﹁
後
來
打
折

了
腿
了
。
﹂
﹁
打
折
了
怎
樣
呢
？
﹂
﹁
怎
樣
？
︙
︙
誰
曉
得
？

許
是
死
了
。
﹂
掌
櫃
也
不
再
問
，
仍
然
慢
慢
的
算
他
的
帳
。

p
 

中
秋
之
後
，
秋
風
是
一
天
涼
比
一
天
，
看
看
將
近
初
冬
，

我
整
天
的
靠
著
火
，
也
須
穿
上
棉
襖

3l

了
。
一
天
的
下
半
天
，
沒

有
一
個
顧
客
，
我
正
合
了
眼
坐
著
。
忽
然
間
聽
得
一
個
聲
音
：

﹁
溫
一
碗
酒
。
﹂
這
聲
音
雖
然
極
低
，
卻
很
耳
熟
。
看
時
又
全

沒
有
人
。
站
起
來
向
外
一
望
，
那
孔
乙
己
便
在
櫃
檯
下
對
了
門

檻
坐
著
。
他
臉
上
黑
而
且
瘦
，
已
經
不
成
樣
子
，
穿
一
件
破
夾

襖

3l

，

;

盤
著
兩
腿
，
下
面
墊
一
個
蒲
包z

，
用
草
繩
在
肩
上
掛
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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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服
辯
：
又
作
﹁
伏
辯
﹂
，
即

認
罪
書
。

補
注
清
會
典
事
例 

刑
名 

刑
律

斷
獄
：
﹁
凡
獄
囚
徒
流
死
罪
，

各
喚
囚
及
其
家
屬
，
具
告
所
斷

罪
名
，
仍
取
囚
服
辯
文
狀
，
若

不
服
者
，
聽
其
自
理
，
更
為
詳

審
。
﹂
條
注
：
﹁
服
者
心
服
，

辯
者
辯
理
，
不
當
則
辯
，
當
刖

服
，
或
服
或
辯
，
故
曰
服
辯
。
﹂

這
裡
指
丁
舉
人
以
私
刑
迫
孔
乙

己
寫
的
認
罪
書
。

;

夾
襖
：
用
兩
層
布
製
成
的
上

衣
。
襖
，
音 3l

，
有
襯
裡
的

上
衣
。

z

蒲
包
：
用
蒲
草
編
成
的
袋
子

或
坐
墊
。

段
析

孔
乙
己
被
丁
舉
人

打
斷
了
腿
的
慘
事
，
卻
只

是
人
們
閒
聊
的
話
題
。
掌

櫃
漫
不
經
心
地
隨
口
問
，

酒
客
信
口
毫
不
在
意
地

答
，
以
對
比
的
方
式
形
成 

        

孔
乙
己
命
運
的
張
力
，
凸

顯
出
社
會
的
冷
漠
與
麻

木
。

7   

酒
客
是
以
何
種
口
氣
談
論 

孔
乙
己
被
丁
舉
人
迫
害
的 

消
息
？
︵
答 

見
P7-14
︶

8   

請
分
析
丁
舉
人
這
個
角

色
在
小
說
中
象
徵
的
意

涵
。
︵
答 

見
P7-14
︶

第
十
段
：
孔
乙
己
斷
腿

後
再
出
現
，
但
眾
人
仍

殘
忍
地
取
笑
他
。

段
析

進
一
步
詳
寫
孔
乙

己
被
打
斷
腿
後
淒
涼
的
境

況
，
仍
換
來
酒
店
掌
櫃
及

顧
客
毫
不
留
情
的
鄙
笑
，

深
刻
顯
露
社
會
對
落
魄
者

的
殘
酷
。

． 

﹁
短
衣
幫
﹂
也
是
社
會
低
層

貧
苦
的
人
，
他
們
嘲
弄
孔
乙

己
一
次
又
一
次
的
笑
聲
，
正

如
魯
迅
所
說
：
﹁
弱
者
抽
刀

向
更
弱
的
人
。
﹂

︵
或
許
︶

設
問
︵
激
問
︶

呼
應
前
一
段
﹁
沒
有
他
，
別
人
也

便
這
麼
過
﹂
，
眾
人
對
孔
乙
己
是
生
是
死
，
只
當
是
茶
餘
飯
後
的
閒
談
，
這
是
魯
迅
所
傷
痛
的

冷
漠
，
引
以
為
憾
恨
的
無
情

可
見
中
舉
之
後
的
社
會
地
位
與
氣
勢
之
盛

同
為
讀
書
人
，
丁
舉
人
並
未
同
情
孔
乙

摹
寫
︵
視
覺
︶

． 

丁
舉
人
的
苛
刻
冷
酷
，

凸
顯
﹁
中
舉
﹂
這
件
事

劃
分
人
的
階
級
界
線
，

而
讀
書
並
未
使
人
通
情

達
禮
，
具
悲
憫
同
情
之

心
。

己
，
甚
至
濫
用
私
刑
，
殘
酷
對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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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了
我
，
又
說
道
：
﹁
溫
一
碗
酒
。
﹂
掌
櫃
也
伸
出
頭
去
，
一

面
說
：
﹁
孔
乙
己
麼
？
你
還
欠
十
九
個
錢
呢
！
﹂
孔
乙
己
很
頹

唐
的
仰
面
答
道
：
﹁
這
︙
︙
下
回
還
清
罷
。
這
一
回
是
現
錢
，

酒
要
好
。
﹂
掌
櫃
仍
然
同
平
常
一
樣
，
笑
著
對
他
說
：
﹁
孔
乙

己
，
你
又
偷
了
東
西
了
！
﹂
但
他
這
回
卻
不
十
分
分
辯
，

單
說
了
一
句
：
﹁
不
要
取
笑
！
﹂
﹁
取
笑
？
要
是
不
偷
，

怎
麼
會
打
斷
腿
？
﹂
孔
乙
己
低
聲
說
道
：
﹁
跌
斷
，
跌
，

跌
︙
︙
﹂
他
的
眼
色
，
很
像
懇
求
掌
櫃
，
不
要
再
提
。 

此
時
已
經
聚
集
了
幾
個
人
，
便
和
掌
櫃
都
笑
了
。
我
溫
了

酒
，
端
出
去
，
放
在
門
檻
上
。
他
從
破
衣
袋
裡
摸
出
四
文

大
錢
，
放
在
我
手
裡
，
見
他
滿
手
是
泥
，
原
來
他
便
用
這

手
走
來
的
。
不
一
會
，
他
喝
完
酒
，
便
又
在
旁
人
的
說
笑

聲
中
，
坐
著
用
這
手
慢
慢
走
去
了
。

•••• 3

． 

魯
迅
寫
酒
店
裡
的
笑

聲
，
借
此
揭
示
和
鞭
撻

社
會
的
冷
酷
。
人
們
何

止
笑
孔
乙
己
﹁
竊
書
不

能
算
偷
﹂
的
強
辯
、
笑

他
滿
口
﹁
之
乎
者
也
﹂

之
類
的
酸
腐
氣
，
人
們

還
笑
他
臉
上
新
添
的
傷

疤
，
笑
他
遭
到
毒
打
，

甚
至
在
他
因
為
被
打
斷

了
腿
，
而
只
好
坐
著
蒲

包
用
手
﹁
走
﹂
來
時
，

掌
櫃
也
仍
然
沒
有
放
過

取
笑
他
。
這
種
捉
弄
人

的
笑
聲
是
殘
忍
的
，
他

們
卻
從
中
感
到
了
﹁
快

活
﹂
。

9  

孔
乙
己
身
材
高
大
，
而

最
後
一
次
出
現
在
咸
亨

酒
店
時
，
他
又
是
何
種

樣
貌
？
作
者
為
什
麼

要
有
這
樣
的
安
排
？

︵
答 

見
P7-14
︶

︵
辯
白
、
辯
駁
︶

掌
櫃
在
意
的
是
酒
錢
，
對
孔
乙
己

落
魄
傷
殘
的
模
樣
絲
毫
不
同
情
，
顯
現
社
會
冷
酷
，
人
情
涼
薄

孔
乙
己
企
圖
以
跌
傷
掩
飾
被
打
斷
腿
，
以
保
最
後
的

尊
嚴
。
但
掌
櫃
對
孔
乙
己
所
說
的
話
及
群
眾
的
笑
聲
，
都
充
滿
攻
擊
性
，
對
準
他
的
弱

點
、
隱
痛
，
使
他
難
堪
，
深
切
反
映
社
會
人
情
之
澆
薄

與
前
文
﹁
排
出
九
文
大
錢
﹂
呼
應
，
顯

示
這
是
孔
乙
己
僅
有
的
一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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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自
此
以
後
，
又
長
久
沒
有
看
見
孔
乙
己
。
到
了
年
關x

，
掌

櫃
取
下
粉
板
說
：
﹁
孔
乙
己
還
欠
十
九
個
錢
呢
！
﹂
到
第
二
年

的
端
午
，
又
說
：
﹁
孔
乙
己
還
欠
十
九
個
錢
呢
！
﹂
到
中
秋
可

是c

沒
有
說
，
再
到
年
關
也
沒
有
看
見
他
。 

 
我
到
現
在
終
於
沒
有
見—

大
約
孔
乙
己
的
確
死
了
。

x

年
關
：
年
底
、
年
終
。
舊
時

在
農
曆
年
底
要
把
欠
帳
結

清
，
過
年
如
過
關
卡
，
故
稱

為
﹁
年
關
﹂
。

c

可
是
：
卻
是
。

••••• 3

段
析

從
去
年
年
關
到
今

年
端
午
，
掌
櫃
掛
念
的
只

是
孔
乙
己
所
欠
的
﹁
十
九

個
錢
﹂
。
末
句
中
的
﹁
大

約
﹂
是
婉
轉
推
測
語
氣

詞
，
﹁
的
確
﹂
用
於
肯
定

判
斷
，
將
矛
盾
的
詞
並

置
，
正
凸
顯
眾
人
對
孔
乙

己
的
生
死
毫
不
在
意
的
冷

漠
無
情
。

． 

掌
櫃
說
了
四
次
﹁
還
欠

十
九
個
錢
呢
！
﹂
藉
以

顯
現
人
命
不
如
錢
財
的

冷
漠
與
殘
酷
。
這
是
任

何
社
會
都
可
聽
見
的
聲

音
，
因
為
任
何
社
會
都

有
窮
人
，
也
有
像
掌
櫃

一
樣
市
儈
氣
十
足
的

人
。

第
十
一
段
：
以
﹁
大
約

孔
乙
己
的
確
死
了
﹂
，

終
結
其
一
生
的
悲
劇
。

11  

文
中
掌
櫃
是
怎
麼
樣
的
人
？
作
者
以
哪
些
情
節
來
凸
顯
其
人
格
特
質
？
︵
答 

見
P7-14
︶

12  

簡
述
文
中
﹁
我
﹂
對
於
孔
乙
己
態
度
的
變
化
。
︵
答 

見
P7-15
︶

14  

文
中
有
幾
處
敘
述
人
們
對
孔
乙
己
的
取
笑
，
請
一
一
找
出
，
並
歸
納
出
當
時
的
世
態
人
情
。
︵
答 

見
P7-15
︶

15  

眾
人
的
笑
聲
貫
串
在
小
說
中
，
請
分
析
如
此
安
排
的
意
義
。
︵
答 

見
P7-15
︶

18  

生
活
周
遭
有
令
你
感
到
需
要
改
進
的
事
物
嗎
？
你
願
為
它
做
出
怎
樣
的
改
善
？
︵
答 

見
P7-16
︶

說
↓
又
說
↓
沒
有
說
，

年
關
↓
端
午
↓
中
秋
↓
年
關
，

時
間
一
天
天
過
去
，
人
事
逐
漸
淡
去
，
冀
望
正
式
終
結
，
孔
乙
己
被
人
遺
忘

  

一
、
請
根
據
小
說
情
節
的
描
繪
，
歸
納
出
孔
乙
己
的
性
格
特
徵
。
︵
請
見
P7-17
︶

  

二
、
這
篇
小
說
用
小
伙
計
的
視
角
來
敘
述
孔
乙
己
，
用
意
何
在
？
︵
請
見
P7-17
︶

  

三
、
丁
舉
人
打
斷
孔
乙
己
的
雙
腿
，
這
段
情
節
對
小
說
主
題
的
表
現
有
何
作
用
？
︵
請
見
P7-18
︶

  

四
、
這
篇
小
說
中
，
哪
些
細
節
透
露
出
社
會
的
冷
漠
？
︵
請
見
P7-18
︶

問
題
討
論

16101317

從
語
法
上
分
析
，
﹁
的
確
﹂
是
對
﹁
死
了
﹂

的
修
飾
，
是
對
﹁
孔
乙
己
死
了
﹂
的
肯
定
，

而
﹁
大
約
﹂
又
是
對
﹁
孔
乙
己
的
確
死
了
﹂

的
揣
測
。
這
樣
的
寫
法
，
在
斷
然
確
定
之
中

保
留
想
像
空
間
，
更
耐
人
尋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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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本
文
透
過
以
小
見
大
的
手
法
，
把
舊
時
代
的
中
國
縮
聚
在
小
小
的
咸
亨
酒
店
，
以
酒
店
格
局
和
經
營
型
態

彰
顯
出
社
會
階
級
，
為
孔
乙
己
的
悲
劇
提
供
了
客
觀
背
景
。
小
說
一
開
始
便
以
衣
著
與
空
間
，
劃
分
出
不
同
階

級
的
兩
個
世
界
：
做
工
的
﹁
多
是
短
衣
幫
﹂
，
﹁
靠
櫃
外
站
著
喝
﹂
；
﹁
穿
長
衫
的
﹂
進
﹁
店
面
隔
壁
的
房
子

裡
﹂
，
﹁
慢
慢
地
坐
喝
﹂
。

全
文
以
酒
店
小
伙
計
的
視
角
，
採
第
一
人
稱
方
式
描
述
孔
乙
己
四
次
出
場
，
勾
勒
出
其
形
貌
與
遭
遇
。 

第
一
次
出
現
時
，
作
者
寫
孔
乙
己
﹁
皺
紋
間
時
常
夾
些
傷
痕
﹂
，
既
寫
蒼
老
，
更
刻
劃
其
貧
困
疲
憊
，
﹁
傷
痕
﹂

二
字
隱
然
透
露
社
會
對
他
的
殘
酷
。
第
二
次
出
現
時
，
他
在
小
伙
計
面
前
熱
心
教
導
﹁
回
﹂
字
有
四
種
寫
法
，

但
小
伙
計
也
跟
著
其
他
人
鄙
夷
孔
乙
己
。
第
三
次
出
現
時
，
孔
乙
己
給
小
孩
子
茴
香
豆
吃
，
表
現
他
雖
然
落
魄
，

但
仍
有
一
顆
善
良
的
心
。
第
四
次
出
現
時
，
孔
乙
己
﹁
臉
上
黑
而
且
瘦
，
已
經
不
成
樣
子
﹂
，
被
打
斷
腿
的
他

再
也
站
不
起
來
了
。

小
說
中
有
幾
個
重
要
的
情
節
，
如
孔
乙
己
一
再
強
調
自
己
﹁
清
白
﹂
，
眾
人
卻
不
斷
揭
他
瘡
疤
；
對
於
孔

乙
己
所
受
的
苦
，
眾
人
拿
他
尋
開
心
，
甚
至
最
後
孔
乙
己
被
丁
舉
人
打
斷
腿
的
慘
事
，
仍
是
旁
人
的
笑
料
︙
︙

這
些
對
比
的
敘
述
充
滿
張
力
，
顯
現
作
者
不
僅
關
注
孔
乙
己
此
一
末
路
窮
途
的
書
生
遭
受
迫
害
，
更
凸
顯
人
世

間
的
冷
酷
與
麻
木
，
這
正
是
魯
迅
欲
揭
出
病
因
，
療
救
社
會
的
寫
作
目
的
。

作
者
以
寫
實
的
筆
觸
，
寫
出
孔
乙
己
悲
慘
的
結
局
，
揭
露
現
實
、
控
訴
現
實
，
形
成
深
刻
沉
重
的
藝
術
風

格
。

賞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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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延
伸
閱
讀

一
、
魯
迅
小
說
集�

魯
迅
著
，
楊
澤
編
，
洪
範
書
店
出
版
，
一
九
九
四
年

魯
迅
的
小
說
以
悲
憫
的
情
懷
、
冷
峻
的
手
法
反
映
當
時
的
社
會
人
心
。
所
以
無
人
不
哀
憐

祝
福
裡
的
祥
林
嫂
；
無
人
不
知
狂
人
日
記
揭
露
了
封
建
禮
教
吃
人
的
本
質
；
「
阿
Ｑ
」
成
了
大

多
數
中
國
人
的
形
容
詞
；
孔
乙
己
的
猥
瑣
和
傲
氣
，
顯
然
成
了
知
識
分
子
的
一
種
代
表
類
型
。

本
書
無
疑
是
二
十
世
紀
影
響
深
遠
的
中
國
文
學
代
表
作
。

二
、
別
讓
孩
子
繼
續
錯
過
生
命
這
堂
課─

臺
灣
教
育
的
缺
與
盲�

楊
照
著
，
時
報
文
化
出
版
，
二
〇
一
五
年

本
書
以
一
名
父
親
立
場
，
觀
察
、
針
砭
德
國
與
臺
灣
的
教
育
現
場
。
德
國
著
重
於
開
發
、

探
測
孩
子
的
熱
情
和
能
力
，
因
而
每
間
學
校
都
有
不
同
特
色
，
提
供
不
同
性
質
的
教
育
內
涵
。

德
國
的
考
試
沒
有
比
較
少
，
但
測
驗
的
是
分
析
和
處
理
問
題
的
方
法
。
德
國
上
課
多
由
學
生
發

表
意
見
，
老
師
教
的
是
如
何
取
得
知
識
、
思
考
知
識
，
知
識
本
身
則
要
學
生
自
己
追
求
、
體

驗
。
這
些
觀
察
，
在
在
比
較
出
臺
灣
教
育
的
缺
與
盲
，
可
作
為
生
命
教
育
的
反
思
與
品
德
教
育

的
參
照
。

三
、
在
世
界
地
圖
上
找
到
自
己�

嚴
長
壽
著
，
天
下
文
化
出
版
，
二
〇
一
七
年

從
總
裁
獅
子
心
、
你
可
以
不
一
樣
，
到
在
世
界
地
圖
上
找
到
自
己
，
每
一
本
書
都
代
表
作

者
各
階
段
的
思
考
重
心
，
與
對
臺
灣
、
社
會
、
青
年
的
關
懷
和
期
待
。
本
書
對
於
「
無
校
園
大

學
」
、
「
大
國
思
考
的
陷
阱
」
、
「
兩
岸
和
國
際
關
係
」
等
諸
多
面
向
提
出
建
言
，
希
望
能
幫

助
青
年
在
世
界
地
圖
上
找
到
自
己
的
定
位
，
作
為
未
來
規
劃
生
涯
的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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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
題
討
論
參
考
解
答
︶

一
、
請
根
據
小
說
情
節
的
描
繪
，
歸
納
出
孔
乙
己
的
性
格
特
徵
。

c

：1

迂
腐
不
知
變
通
：
放
不
下
讀
書
人
的
身
分
，
滿
口
之
乎
者
也
，
連
辯
解
都
引
經
據
典
，
說
著
別
人
聽
不
懂
的
話
。

2

不
能
認
清
現
實
：
不
面
對
問
題
，
解
決
生
活
困
境
，
依
然
不
事
生
產
的
好
喝
懶
做
。

3

怯
懦
無
能
：
被
訕
笑
、
奚
落
、
毒
打
卻
沒
有
絲
毫
防
衛
與
反
擊
能
力
。

4

忠
厚
善
良
：
被
笑
而
從
不
笑
人
，
大
方
地
給
每
個
小
孩
一
顆
茴
香
豆
。

5
 

殘
留
著
自
尊
：
偷
竊
度
日
，
卻
堅
持
在
不
拖
欠
酒
錢
這
件
事
維
持
自
己
的
誠
信
；
當
別
人
問
到
為
什
麼
連
半
個
秀
才

也
撈
不
到
，
他
頹
唐
不
安
；
被
取
笑
偷
東
西
，
用
眼
神
要
求
對
方
不
要
嘲
弄
。

二
、
這
篇
小
說
用
小
伙
計
的
視
角
來
敘
述
孔
乙
己
，
用
意
何
在
？

c

：
魯
迅
選
擇
從
一
個
入
世
未
深
十
二
歲
孩
子
的
眼
光
來
觀
察
周
遭
，
是
一
個
絕
好
的
視
角
：

1
 

因
為
還
是
一
個
孩
子
，
也
因
為
做
的
是
溫
酒
之
類
枯
燥
的
差
事
，
所
以
關
注
孔
乙
己
惹
人
發
笑
和
遭
人
恥
笑
的
鏡

頭
，
這
完
全
符
合
少
年
的
心
理
特
點
，
同
時
讓
小
說
形
成
一
種
悲
喜
交
融
的
調
子
。

2
 

因
為
一
切
都
透
過
小
伙
計
所
見
，
因
此
場
景
與
敘
事
被
集
中
於
店
裡
，
孔
乙
己
的
生
活
便
被
聚
焦
於
最
具
表
現
性
的

鏡
頭
。

3
 

小
伙
計
的
感
受
是
發
自
一
個
孩
子
的
內
心
，
沒
有
矯
飾
，
自
然
也
無
法
意
識
到
孔
乙
己
命
運
的
深
刻
社
會
意
涵
，
只

是
提
供
真
切
的
畫
面
和
印
象
，
使
我
們
得
以
真
實
地
看
見
孔
乙
己
的
悲
涼
人
生
。

4
 

因
為
是
藉
著
小
孩
的
視
角
敘
述
，
因
此
能
留
意
到
旁
人
不
曾
注
意
到
的
瑣
碎
小
事
，
如
分
茴
香
豆
給
孩
子
們
、
不
願

拖
欠
的
好
品
行
，
讓
我
們
看
見
孔
乙
己
雖
然
迂
腐
，
卻
有
善
良
的
心
，
雖
然
潦
倒
頹
唐
、
貧
窮
不
爭
氣
，
卻
還
有
知

羞
恥
、
懂
誠
實
的
一
面
。

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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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丁
舉
人
打
斷
孔
乙
己
的
雙
腿
，
這
段
情
節
對
小
說
主
題
的
表
現
有
何
作
用
？

c

：1
 

丁
舉
人
是
中
舉
的
讀
書
人
，
孔
乙
己
是
連
秀
才
也
未
中
的
讀
書
人
，
在
科
舉
廢
除
的
現
實
打
擊
裡
，
讀
書
人
並
未
因
此
而

相
濡
以
沫
，
依
然
殘
酷
對
待
。

2
 

丁
舉
人
私
設
公
堂
打
了
大
半
夜
，
把
孔
乙
己
﹁
打
折
了
腿
﹂
，
一
腳
踢
出
門
了
事
，
這
說
明
丁
舉
人
的
冷
酷
無
情
，
也
指

出
他
是
科
舉
制
度
庇
蔭
下
的
既
得
利
益
者
，
反
諷
讀
書
人
一
旦
登
科
便
可
以
恣
肆
的
胡
作
非
為
。

3
 

對
孔
乙
己
遭
受
的
冤
屈
和
災
難
，
咸
亨
酒
店
裡
熟
識
他
的
人
竟
一
點
也
不
關
切
、
不
同
情
；
對
丁
舉
人
的
凶
殘
行
徑
，
也

沒
有
人
站
出
來
表
示
憤
慨
和
不
平
。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隔
閡
、
冷
酷
、
麻
木
到
了
何
等
怵
目
驚
心
、
令
人
顫
慄
的
地
步
！
這

是
小
說
的
高
潮
所
在
，
也
是
作
者
匠
心
獨
運
，
特
別
照
亮
主
題
的
地
方
。
或
許
可
以
這
麼
認
為
：
與
其
說
丁
舉
人
殘
害
孔

乙
己
是
﹁
對
封
建
教
育
和
科
舉
制
度
，
做
了
進
一
步
的
揭
露
和
批
判
﹂
，
倒
不
如
說
作
品
透
過
孔
乙
己
被
殘
害
，
社
會
上

竟
然
毫
無
反
應
，
向
讀
者
提
出
﹁
改
變
國
民
精
神
﹂
的
必
要
性
。

四
、
這
篇
小
說
中
，
哪
些
細
節
透
露
出
社
會
的
冷
漠
？

c

：  

孔
乙
己
一
再
強
調
自
己
﹁
清
白
﹂
，
眾
人
卻
一
再
揭
他
瘡
疤
；
對
於
孔
乙
己
所
受
的
苦
，
短
衣
幫
拿
他
逗
趣
尋
開
心
，
給
他

取
綽
號
，
嘲
笑
他
窮
酸
，
甚
至
最
後
孔
乙
己
被
丁
舉
人
打
斷
了
腿
的
慘
事
，
仍
是
旁
人
的
笑
料
；
掌
櫃
隨
口
問
，
酒
客
信
口

答
，
一
方
漫
不
經
心
，
另
一
方
毫
不
在
意
。
這
些
對
比
方
式
的
呈
現
，
不
僅
形
成
張
力
，
展
現
側
寫
的
技
巧
，
也
表
明
魯
迅

所
關
注
的
不
僅
是
孔
乙
己
橫
遭
迫
害
的
不
幸
，
更
是
人
們
看
待
孔
乙
己
不
幸
的
反
應
和
態
度
。
人
間
的
隔
閡
、
冷
酷
、
麻
木

正
是
魯
迅
著
意
要
揭
出
的
病
因
，
說
明
要
療
救
的
不
只
是
一
個
孔
乙
己
，
而
是
整
個
社
會
。

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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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構
表

7-19

課
文
鑑
賞

＊
結
構
表

時
間—

中
秋
之
後
，
將
近
初
冬

狀
態—

用
手
走
來
︵
喪
失
人
的
尊
嚴
︶
、
黑
瘦
︵
更
窮
苦
︶

舉
止—

付
錢
喝
酒
、
懇
求
別
取
笑

孔乙己

時
空
背
景

空
間—

魯
鎮 

咸
亨
酒
店　
　

時
間—

清
末
民
初

回
到
現
在—

結
局—

孔
乙
己
死
亡
的
推
測

追
憶
孔
乙
己

第
一
次
出
場

外
貌

衣
著—

長
衫
髒
破

言
語—

之
乎
者
也—

迂
腐

傷
疤—

被
打
，
尊
嚴
掃
地

辯
駁
偷
書
被
打—

迂
闊
自
欺

高
大

青
白
臉
色—

貧
窮
落
魄

插
敘
介
紹
孔
乙
己—

落
魄
、
好
吃
懶
做
、
偷
竊
、
不
拖
欠
酒
錢
的
讀
書
人

第
二
、
三
次
出
場

被
嘲
諷
撈
不
到
秀
才—

頹
唐
不
安

想
教
小
伙
計
寫
字
被
拒

請
小
孩
子
吃
茴
香
豆

傳
聞
孔
乙
己
被
丁
舉
人
打
斷
腿

丁
舉
人
之
殘
酷
，
強
者
對
弱
者
的
毫
不
容
情

窮
書
生
百
無
一
用
、
末
路
窮
途
的
悲
哀

掌
櫃
只
顧
催
帳

眾
人
嘲
笑

第
四
次
出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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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容
分
析
．
表
現
手
法

＊
內
容
分
析

1

階
級
分
明
的
現
實
世
界

小
說
一
開
始
便
以
空
間
與
衣
著
將
人
的
階
級
劃
為
兩
個
世
界
：

做
工
的
﹁
多
是
短
衣
幫
﹂
，
﹁
靠
櫃
外
站
著
喝
﹂
；
﹁
穿
長
衫
的
﹂

進
﹁
店
面
隔
壁
的
房
子
裡
﹂
、
﹁
慢
慢
地
坐
喝
﹂
。
這
屋
內
與
屋
外

的
分
際
與
吃
的
姿
態
劃
分
出
上
層
和
下
層
、
讀
書
人
和
勞
動
階
級
。

2

揭
露
人
世
的
涼
薄
冷
酷

小
說
中
有
幾
個
重
要
的
情
節
，
如
孔
乙
己
一
再
強
調
自
己
﹁
清

白
﹂
，
眾
人
卻
一
再
揭
他
瘡
疤
；
對
於
孔
乙
己
所
受
的
苦
，
短
衣
幫

拿
他
逗
趣
尋
開
心
，
給
他
取
綽
號
，
嘲
笑
他
窮
酸
，
甚
至
最
後
孔
乙

己
被
丁
舉
人
打
斷
腿
的
慘
事
，
仍
是
旁
人
的
笑
料
；
掌
櫃
隨
口
問
，

酒
客
信
口
答
，
一
方
漫
不
經
心
，
另
一
方
毫
不
在
意
。
以
對
比
方
式

呈
現
，
不
僅
披
露
孔
乙
己
橫
遭
迫
害
的
不
幸
，
人
間
的
隔
膜
、
冷

酷
、
麻
木
，
更
是
魯
迅
著
意
要
揭
出
的
病
因
，
他
要
療
救
的
不
只
是

一
個
孔
乙
己
，
而
是
整
個
社
會
。

3

科
舉
對
人
性
的
戕
害

這
篇
小
說
情
節
單
純
，
藉
著
迴
旋
反
覆
的
語
言
，
如
人
們
不
斷

嘲
諷
孔
乙
己
偷
書
被
打
，
掌
櫃
口
裡
叨
唸
不
休
：
﹁
還
欠
十
九
個
錢

呢
！
﹂
其
中
穿
插
孔
乙
己
偷
丁
舉
人
的
東
西
，
被
吊
起
來
打
斷
腿
的

事
件
。
作
者
標
示
孔
乙
己
與
丁
舉
人
是
科
舉
制
度
所
分
化
的
兩
極
，

也
是
被
壓
迫
者
與
欺
壓
者
的
對
立
。
為
的
是
強
化
孔
乙
己
的
悲
慘
命

運
，
同
時
說
明
孔
乙
己
這
樣
一
個
科
舉
制
度
下
的
犧
牲
品
，
潦
倒
一

生
，
被
人
嘲
笑
一
世
，
沒
沒
無
聞
悲
慘
地
離
開
人
世
，
死
了
也
得
不

到
人
們
的
同
情
和
憐
憫
。
掌
櫃
念
念
不
忘
的
是
那
﹁
十
九
個
錢
﹂
，

社
會
如
此
冷
酷
，
人
情
如
此
涼
薄
，
這
樣
的
結
尾
讓
人
低
迴
浩
嘆
，

興
發
悲
憤
沉
鬱
之
情
。  

＊
表
現
手
法

1

敘
述
角
度

孔
乙
己
中
旁
觀
的
﹁
我
﹂
這
個
角
色
是
記
錄
者
，
透
過
他
的
視

角
，
我
們
看
到
中
國
知
識
分
子
徬
徨
不
安
、
無
法
立
足
的
靈
魂
；
透

過
他
轉
述
酒
店
裡
眾
人
的
表
情
與
言
談
，
我
們
看
到
社
會
普
遍
存
在

的
冷
酷
無
情
是
社
會
深
沉
的
病
因
。

十
二
歲
的
﹁
我
﹂
是
看
著
穿
長
衫
知
識
分
子
的
旁
觀
者
、
目
擊

者—

一
開
始
具
同
情
心
，
但
無
力
相
助
，
乃
至
最
後
學
會
如
大
人

們
以
藐
視
眼
光
待
之
，
雖
然
想
著
孔
乙
己
一
直
沒
出
現
，
猜
測
著
他

的
命
運
，
卻
也
沒
有
付
出
任
何
行
動
。
魯
迅
選
擇
以
﹁
小
伙
計
﹂
作

為
敘
述
者
，
其
特
殊
性
在
於
他
既
是
酒
店
的
一
個
在
場
者
，
又
是
一

個
旁
觀
者
，
他
可
以
同
時
把
﹁
孔
乙
己
﹂
與
﹁
掌
櫃
與
酒
客
﹂
作
為

觀
察
與
描
寫
的
對
象
，
敘
述
孔
乙
己
的
可
悲
與
可
笑
，
並
描
繪
掌
櫃

與
酒
客
的
殘
酷
與
麻
木
，
更
能
與
掌
櫃
形
成
一
種
勢
利
與
單
純
的
對

比
，
使
全
文
充
滿
悲
喜
交
融
的
調
子
。
以
小
伙
計
的
觀
點
呈
現
事

件
，
可
避
免
全
文
流
於
作
者
主
觀
批
判
，
手
法
相
當
高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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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孔
乙
己
的
形
象
塑
造

孔
乙
己
在
小
說
中
只
出
現
四
次
，
每
次
都
以
情
節
表
現
其
面
相
：

1

無
法
拋
卻
﹁
長
衫
﹂
的
身
分

第
一
次
出
現
在
咸
亨
酒
店
：

孔
乙
己
是
站
著
喝
酒
而
穿
長
衫
的
唯
一
的
人
。
他
身
材
很
高

大
，
青
白
臉
色
，
皺
紋
間
時
常
夾
些
傷
痕
，
…
…
他
對
人
說
話
，

總
是
滿
口
之
乎
者
也
，
教
人
半
懂
不
懂
的
。

﹁
破
爛
長
衫
﹂
、
﹁
滿
口
之
乎
者
也
﹂
，
既
寫
其
穿
著
、
語

言
與
身
分
，
同
時
也
表
示
他
已
落
魄
潦
倒
，
卻
忘
不
了
讀
書
人
、

君
子
的
高
尚
身
分
，
顯
現
他
不
能
認
清
人
生
事
實
，
迂
腐
守
舊
。

2

教
字
被
拒
的
悲
嘆

第
二
次
在
小
說
裡
出
現
，
開
始
與
小
伙
計
有
交
集
：

孔
乙
己
自
己
知
道
不
能
和
他
們
談
天
，
便
只
好
向
孩
子
說

話
。
有
一
回
對
我
說
道
：
﹁
你
讀
過
書
麼
？
﹂
︙
︙
孔
乙
己
剛
用

指
甲
蘸
了
酒
，
想
在
櫃
上
寫
字
，
見
我
毫
不
熱
心
，
便
又
嘆
一
口

氣
，
顯
出
極
惋
惜
的
樣
子
。

他
的
嘆
息
，
意
謂
讀
書
識
字
是
世
間
第
一
等
重
要
的
事
，
別

人
竟
不
認
同
。

3

給
孩
子
們
吃
茴
香
豆
的
現
實

第
三
次
出
現
時
，
被
一
群
孩
子
包
圍
住
：

有
幾
回
，
鄰
舍
孩
子
聽
得
笑
聲
，
也
趕
熱
鬧
，
圍
住
了
孔
乙

己
。
他
便
給
他
們
茴
香
豆
吃
，
一
人
一
顆
。

表
現
孔
乙
己
雖
然
落
魄
，
雖
然
迂
腐
，
但
有
一
顆
善
良
懇
切

的
心
。

4

斷
腿
而
爬
的
悲
劇

第
四
次
也
是
最
後
一
次
出
現
，
魯
迅
把
原
來
高
大
的
孔
乙

己
，
縮
小
成
被
打
斷
腿
，
用
手
走
路
：

他
臉
上
黑
而
且
瘦
，
已
經
不
成
樣
子
，
穿
一
件
破
夾
襖
，
盤

著
兩
腿
，
下
面
墊
一
個
蒲
包
…
…
滿
手
是
泥
，
原
來
他
便
用
這
手

走
來
的
…
…
。

高
大
的
孔
乙
己
站
不
起
來
了
。
因
為
偷
了
一
些
書
紙
筆
硯
，

被
丁
舉
人
吊
起
來
打
，
腿
被
打
斷
了
。
魯
迅
便
以
這
個
形
象
來
代

表
孔
乙
己
的
悲
劇
。

小
說
一
開
始
孔
乙
己
是
站
著
喝
酒
卻
是
﹁
穿
長
衫
的
唯
一
的

人
﹂
，
他
想
闖
入
﹁
長
衫
﹂
群
，
可
是
被
逐
於
該
體
系
之
外
，

顯
現
身
分
的
斷
裂
。
隨
著
敘
事
的
推
進
，
孔
乙
己
立
足
酒
店
的

方
式
產
生
轉
調
，
他
因
偷
竊
被
打
斷
腿
，
爬
行
到
酒
店
門
檻
。

以
孔
乙
己
的
﹁
存
在
﹂
姿
態
而
言
，
從
無
法
﹁
坐
﹂
，
到
只
能

﹁
站
﹂
，
到
最
後
的
﹁
爬
﹂
，
喻
示
了
他
在
此
新
舊
嬗
變
的
時
代

中
無
法
﹁
坐
﹂
或
﹁
站
﹂
得
一
席
之
地
，
只
能
邊
緣
化
成
最
奴
隸

的
﹁
爬
﹂
，
發
展
到
最
後
﹁
大
約
孔
乙
己
的
確
死
了
﹂
的
﹁
躺
﹂

的
結
局
。

︵
參
考
資
料
：
王
潤
華
著
魯
迅
小
說
新
論
，
臺
北 

東
大
圖
書
公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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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音
義
辨
析
： !

「
傍
」
音
義
比
較 

 @

「
綽
」
字
義
比
較

語
文
天
地

＊
形
音
義
辨
析

1

﹁
傍
﹂
音
義
比
較
︵
配
合
P86
︶

字
形

字
音

釋
義

例

傍

1
;

近

傍
午
、
傍
晚

1
4;

依
靠

依
山
傍
水

q
6;

通
﹁
旁
﹂

傍
鄰

2

﹁
綽
﹂
字
義
比
較
︵
配
合
P87
︶

字
形

字
音

釋
義

例

綽

t
j
4i

寬
裕

闊
綽
、
綽
綽
有
餘

另
外
的
、
不
正
式
的

綽
號

姿
態
柔
媚
、
美
好

風
姿
綽
約

教
學
參
考
資
料

＊ 

魯
鎮
︵
配
合
P86
注
1
︶

其
實
是
一
個
捏
造
的
地
名
，
基
本
上
代
表
魯
迅
父
系
故
鄉
紹
興
城

和
母
系
故
鄉
紹
興 

東
皋
鄉 

安
橋
頭
。
而
咸
亨
酒
店
，
卻
是
一
個
真
店

號
，
就
在
紹
興 

東
昌
坊
口
。
魯
迅
把
舊
中
國
縮
小
成
一
個
魯
鎮
，
又

把
焦
點
放
在
咸
亨
酒
店
，
舊
社
會
的
各
種
癥
結
都
立
體
的
透
過
酒
店
這

個
象
徵
表
現
出
來
。

 

＊ 

我
︵
配
合
P87
︶

小
說
中
的
﹁
我
﹂
，
並
非
單
純
為
了
第
一
人
稱
敘
事
觀
點
而
製
造

出
的
寫
作
技
巧
，
﹁
我
﹂
也
是
一
個
病
態
社
會
中
不
幸
的
人
。
孔
乙
己

也
看
出
﹁
我
﹂
是
一
個
永
無
翻
身
之
日
的
人
，
因
此
嘗
試
教
他
寫
字
，

希
望
他
能
有
一
天
翻
身
，
躍
上
掌
櫃
的
職
位
。
而
﹁
我
﹂
卻
不
醒
悟
，

覺
得
孔
乙
己
像
﹁
討
飯
一
樣
﹂
的
人
，
不
屑
向
他
學
習
，
另
一
方
面

﹁
我
﹂
生
長
在
窮
人
受
盡
欺
凌
的
社
會
裡
，
也
不
敢
抱
著
一
線
希
望
，

﹁
我
暗
想
我
和
掌
櫃
的
等
級
還
很
遠
呢
﹂
。

 

＊
咸
亨
酒
店
︵
配
合
P87
︶

作
者
藉
酒
店
具
體
而
微
地
呈
現
舊
社
會
的
場
景
，
以
其
中
所
發
生

的
事
反
映
社
會
人
情
。

﹁
咸
亨
﹂
取
自
易
經 

坤
卦
中
彖
辭
：
﹁
含
弘
光
大
，
品
物
咸

亨
﹂
，
意
為
具
備
廣
闊
包
容
氣
度
的
光
輝
，
使
萬
物
生
長
，
含
有
稱
頌

生
育
萬
物
的
力
量
。
﹁
咸
亨
﹂
二
字
被
安
排
為
魯
鎮
這
家
酒
店
的
店

名
，
暗
示
著
人
間
的
希
望
與
人
所
創
造
的
現
實
之
間
不
一
致
，
具
有
相

當
大
的
反
諷
性
。

 
＊
孔
乙
己
是
站
著
喝
酒
而
穿
長
衫
的
唯
一
的
人
︵
配
合
P88
︶

孔
乙
己
站
著
喝
，
表
示
窮
困
潦
倒
，
地
位
卑
下
，
而
他
不
肯
脫
掉

那
件
長
衫
，
因
為
他
不
肯
忘
記
讀
書
人
的
身
分
。
他
既
爬
不
上
去
，
又

不
肯
承
認
現
實
，
既
被
人
隔
離
，
又
自
我
放
逐
，
因
此
在
眾
人
眼
裡
成

為
一
個
極
﹁
多
餘
的
人
﹂
。

教
學
參
考
資
料

魯
鎮
．
我
．
咸
亨
酒
店
．
孔
乙
己
是

站
著
喝
酒
而
穿
長
衫
的
唯
一
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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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出
九
文
大
錢
．
竊
書
不
能
算
偷
．
半
個
秀
才

�

＊
排
出
九
文
大
錢
︵
配
合
P89
︶

﹁
排
﹂
字
是
個
很
生
動
的
細
節
描
寫
，
比
較
通
行
的
說
法
是
孔
乙

己
在
那
些
短
衣
幫
面
前
顯
示
闊
氣
，
炫
耀
自
己
有
錢
。
另
一
種
說
法
是

孔
乙
己
的
這
個
付
錢
動
作
，
是
他
在
無
端
受
到
別
人
的
訕
笑
、
嘲
弄
，

陷
於
很
窘
迫
的
境
地
，
既
厭
煩
不
安
，
又
要
表
現
出
不
予
理
會
、
滿
不

在
意
的
樣
子
。
因
此
，
這
個
細
節
是
孔
乙
己
以
表
面
的
鎮
定
、
從
容
來

掩
飾
自
己
內
心
的
不
安
。
似
乎
告
訴
伙
計
：
﹁
九
文
，
一
文
不
少
，
請

看
清
啊
！
﹂
意
在
表
現
他
的
﹁
清
白
﹂
，
不
做
假
。
由
這
個
動
作
所
表

現
出
來
的
心
情
︵
得
意
︶
與
實
際
生
活
中
的
現
狀
︵
人
們
的
瞧
不
起
︶

所
形
成
的
反
差
，
更
突
出
他
的
可
悲
和
地
位
的
卑
下
。

 

＊
竊
書
不
能
算
偷
…
…
竊
書
！
…
…
讀
書
人
的
事
，
能
算
偷
麼�

︵
配
合
P89
︶

據
周
建
人
口
述
，
現
實
生
活
中
有
位
被
稱
作
﹁
孟
夫
子
﹂
的
人
，

常
光
顧
魯
迅
叔
祖
的
書
齋
，
當
他
偷
書
受
責
難
時
，
時
常
用
這
句
話
搪

塞
。
另
一
種
說
法
是
偷
東
西
在
窮
人
中
，
就
如
高
爾
基
所
說
，
偷
竊
是

舊
時
代
窮
苦
人
對
於
社
會
的
一
種
反
抗
，
魯
迅
筆
下
的
阿
Ｑ
和
孔
乙
己

都
曾
偷
竊
東
西
。

 

＊
半
個
秀
才
︵
配
合
P90
︶

考
秀
才
的
童
試
中
雖
然
不
合
格
，
但
成
績
尚
好
者
稱
﹁
佾
生
﹂
。

當
時
規
定
佾
生
在
下
次
考
試
時
，
縣
試
、
府
試
兩
個
階
段
可
以
免
試
，

只
參
加
一
次
院
試
即
可
，
所
謂
﹁
半
個
秀
才
﹂
即
指
﹁
佾
生
﹂
的
俗

語
。

． 

秀
才
考
試
：
清
人
為
了
取
得
參
加
正
式
科
舉
考
試
的
資
格
，
先
要
參

加
每
三
年
舉
行
一
次
的
童
試
，
參
加
童
試
者
稱
為
儒
生
或
童
生
，
錄

取
﹁
入
學
﹂
後
稱
為
﹁
生
員
﹂
，
又
稱
為
﹁
庠

v
u
6;

生
﹂
，
習
慣
上
稱
為

﹁
秀
才
﹂
，
這
是
﹁
功
名
﹂
的
起
點
，
有
了
秀
才
資
格
，
才
能
參
加

省
級
的
舉
人
考
試
︵
鄉
試
︶
。

國
寫
測
驗
訓
練

閱
讀
框
線
內
節
錄
自
魯
迅 

孔
乙
己
的
兩
段
文
字
，
回
答
問
題
。
答

案
請
標
明1

、2

、3

書
寫
，1

、2

合
計
文
長
約
200

∼

250
字
，3

文
長

約
500

∼

600
字
。

1
 

對
照1

、2

兩
段
文
字
，
說
明
孔
乙
己
的
行
為
有
哪
些
轉
變
？
︵
請
舉

出
兩
項
︶

2
 

小
說
人
物
所
說
的
話
，
能
反
映
小
說
人
物
的
性
格
、
文
化
程
度
等
特

質
。
請
依
據
﹁
孔
乙
己
所
說
的
話
﹂
，
說
明
﹁
孔
乙
己
的
人
物
特

質
﹂
。
︵
請
舉
出
兩
項
︶ 

3
 

從1
、2

兩
段
文
字
，
你
認
為
旁
人
是
如
何
對
待
孔
乙
己
的
？
請
寫
出

你
的
觀
感
。 

︹
改
寫
自
104
指
考
︺

國
寫
測
驗
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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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孔
乙
己
是
站
著
喝
酒
而
穿
長
衫
的
唯
一
的
人
。
︙
︙
孔
乙
己

一
到
店
，
所
有
喝
酒
的
人
便
都
看
著
他
笑
，
有
的
叫
道
：

﹁
孔
乙
己
，
你
臉
上
又
添
上
新
傷
疤
了
！
﹂
他
不
回
答
，
對

櫃
裡
說
：
﹁
溫
兩
碗
酒
，
要
一
碟
茴
香
豆
。
﹂
便
排
出
九
文

大
錢
。
他
們
又
故
意
的
高
聲
嚷
道
︰
﹁
你
一
定
又
偷
了
人
家

的
東
西
了
！
﹂
孔
乙
己
睜
大
眼
睛
說
：
﹁
你
怎
麼
這
樣
憑
空

汙
人
清
白
︙
︙
﹂
﹁
什
麼
清
白
？
我
前
天
親
眼
見
你
偷
了
何

家
的
書
，
吊
著
打
。
﹂
孔
乙
己
便
漲
紅
了
臉
，
額
上
的
青
筋

條
條
綻
出
，
爭
辯
道
：
﹁
竊
書
不
能
算
偷
︙
︙
竊
書
！
︙
︙

讀
書
人
的
事
，
能
算
偷
麼
？
﹂
接
連
便
是
難
懂
的
話
，
什
麼

﹁
君
子
固
窮
﹂
，
什
麼
﹁
者
乎
﹂
之
類
，
引
得
眾
人
都
哄
笑

起
來
。

w
 

一
天
的
下
半
天
，
沒
有
一
個
顧
客
，
我
正
合
了
眼
坐
著
。
忽

然
間
聽
得
一
個
聲
音
：
﹁
溫
一
碗
酒
。
﹂
這
聲
音
雖
然
極

低
，
卻
很
耳
熟
。
看
時
又
全
沒
有
人
。
站
起
來
向
外
一
望
，

那
孔
乙
己
便
在
櫃
臺
下
對
了
門
檻
坐
著
。
他
臉
上
黑
而
且

瘦
，
已
經
不
成
樣
子
，
穿
一
件
破
夾
襖
，
盤
著
兩
腿
，
下
面

墊
一
個
蒲
包
，
用
草
繩
在
肩
上
掛
住
。
見
了
我
，
又
說
道
：

﹁
溫
一
碗
酒
。
﹂
掌
櫃
也
伸
出
頭
去
，
一
面
說
：
﹁
孔
乙

己
麼
？
你
還
欠
十
九
個
錢
呢
！
﹂
孔
乙
己
很
頹
唐
的
仰
面

答
道
：
﹁
這
︙
︙
下
回
還
清
罷
。
這
一
回
是
現
錢
，
酒
要

好
。
﹂
掌
櫃
仍
然
同
平
常
一
樣
，
笑
著
對
他
說
：
﹁
孔
乙

己
，
你
又
偷
了
東
西
了
！
﹂
但
他
這
回
卻
不
十
分
分
辯
，
單

說
了
一
句
：
﹁
不
要
取
笑
！
﹂
﹁
取
笑
？
要
是
不
偷
，
怎

麼
會
打
斷
腿
？
﹂
孔
乙
己
低
聲
說
道
：
﹁
跌
斷
，
跌
，
跌

︙
︙
﹂
他
的
眼
色
，
很
像
懇
求
掌
櫃
，
不
要
再
提
。
此
時
已

經
聚
集
了
幾
個
人
，
便
和
掌
櫃
都
笑
了
。
我
溫
了
酒
，
端
出

去
，
放
在
門
檻
上
。
他
從
破
衣
袋
裡
摸
出
四
文
大
錢
，
放
在

我
手
裡
，
見
他
滿
手
是
泥
，
原
來
他
便
用
這
手
走
來
的
。
不

一
會
，
他
喝
完
酒
，
便
又
在
旁
人
的
說
笑
聲
中
，
坐
著
用
這

手
慢
慢
走
去
了
。

︻
寫
作
提
示
︼

1
1

 

應
比
較1

、2

兩
段
中
相
似
的
情
節
，
才
能
看
出
主
角
孔
乙
己
的
行

為
轉
變
。

2
 

在
標
示
兩
項
轉
變
時
，
應
注
意
二
者
必
須
有
所
差
別
，
內
容
不
能
雷

同
。

2
1

 

書
寫
時
，
可
以
將
孔
乙
己
的
話
當
作
標
題
，
然
後
陳
述
其
所
表
現
出

來
的
人
物
特
質
。

2
 

如
果
無
法
分
類
話
語
內
容
，
可
以
依
據
題
目
提
供
的
線
索
來
分
：
人

物
性
格
與
文
化
程
度
。

3
 

觀
感
是
自
由
的
。
可
以
透
過
上
述
二
段
文
字
，
去
想
像
面
對
一
件
不
合

理
事
件
，
旁
觀
者
的
各
種
心
態
。
也
可
以
用
自
己
的
經
驗
作
印
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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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
考
範
文
】

1
1

 
對
應
別
人
笑
孔
乙
己
時
，
甲
文
的
孔
乙
己
大
聲
辯
駁
，
乙
文
的
孔
乙

己
卻
﹁
不
十
分
分
辯
﹂
，
小
聲
地
回
﹁
不
要
取
笑
！
﹂
行
為
從
理
直

氣
壯
轉
為
頹
唐
虛
弱
。

2
 

甲
文
裡
孔
乙
己
放
酒
錢
是
大
氣
地
排
在
桌
上
，
很
是
得
意
；
乙
文
裡

孔
乙
己
是
摸
出
四
文
放
在
小
伙
計
手
裡
，
頗
為
勉
強
，
完
全
沒
了
以

前
的
氣
勢
。

2
1

 

﹁
竊
書
不
能
算
偷
…
…
竊
書
！
﹂
：
一
般
人
說
﹁
偷
書
﹂
，
孔
乙
己

卻
文
謅
謅
地
說
﹁
竊
書
﹂
，
凸
顯
孔
乙
己
是
個
掉
書
袋
的
冬
烘
先

生
。

2
 

﹁
溫
兩
碗
酒
，
要
一
碟
茴
香
豆
﹂
、
﹁
溫
一
碗
酒
﹂
：
孔
乙
己
喜
好

喝
酒
，
不
論
處
境
順
逆
，
都
要
喝
酒
，
差
別
只
在
喝
多
喝
少
，
可
見

孔
乙
己
應
是
在
現
實
生
活
中
沒
有
出
息
，
只
能
藉
酒
精
麻
痺
自
己
。

3
 　

　

看
客
文
化
，
無
感
的
旁
觀
者
，
他
們
一
次
次
的
笑
聲
，
一
次
次
揭

露
人
世
的
涼
薄
冷
酷
。
魯
迅
曾
說
：
﹁
弱
者
抽
刀
向
更
弱
的
人
﹂
，
孔

乙
己
小
說
中
的
酒
客
、
掌
櫃
，
都
是
對
弱
者
的
痛
苦
無
感
，
反
而
挖

苦
、
嘲
弄
、
鄙
夷
，
更
加
﹁
抽
刀
相
向
﹂
的
廣
大
看
客
。
教
育
普
及
的

世
代
，
人
們
不
再
無
知
愚
昧
，
但
遇
事
冷
漠
卻
步
，
常
以
﹁
我
們
又
能

怎
樣
﹂
當
束
手
的
藉
口
，
而
眼
看
勇
於
正
義
敢
挺
身
而
出
的
人
往
往
會

惹
上
麻
煩
，
所
以
，
人
們
依
然
也
只
能
流
於
另
一
種
看
客
的
角
色
。

 　
　

除
了
冷
漠
無
感
，
害
怕
，
也
常
是
一
個
人
不
敢
的
原
因
，
行
義
需

要
聲
援
，
集
義
以
成
氣
。
就
像
在
咸
亨
酒
店
裡
，
只
要
有
一
個
人
出
聲

制
止
嘲
笑
，
有
一
個
人
附
和
了
制
止
，
即
使
幫
助
的
力
量
不
夠
大
，
孔

乙
己
的
命
運
會
不
會
不
同
？
沉
淪
會
不
會
比
較
不
那
麼
澈
底
？
在
人
群

中
，
大
家
一
向
習
慣
扮
演
沉
默
的
大
眾
，
但
如
今
時
代
已
走
進
網
路
世

紀
，
集
義
以
成
氣
，
早
已
並
非
難
事
，
﹁
我
們
又
能
怎
樣
﹂
的
無
奈
，

早
已
不
是
藉
口
，
我
們
可
以
大
聲
說
：
﹁
怕
什
麼
？
你
們
的
身
旁
站
著

我
﹂
。

 　
　

公
民
社
會
的
特
色
是
將
公
民
參
與
政
治
、
提
供
政
策
的
力
量
予
以

融
合
，
並
且
使
政
府
在
承
擔
義
務
與
施
政
表
現
上
亦
能
達
成
效
能
，
從

馬
克
斯
所
謂
的
下
層
結
構
的
柔
軟
，
向
上
扭
轉
上
層
結
構
的
僵
硬
。
這

是
民
主
的
理
想
。

 　
　

魯
迅
對
國
民
的
軟
弱
性
格
恨
鐵
不
成
鋼
，
他
的
小
說
一
向
就
是
在

揭
出
病
苦
、
批
評
愚
昧
以
引
起
療
救
的
注
意
，
他
﹁
哀
其
不
幸
﹂
，
同

情
著
自
己
筆
下
的
孔
乙
己
，
也
憤
慨
他
的
﹁
怒
其
不
爭
﹂
，
更
批
判
孔

乙
己
身
邊
薄
涼
的
﹁
看
客
﹂
。
臺
灣
公
民
運
動
成
熟
運
作
的
那
一
天
，

魯
迅
一
定
在
人
群
中
吶
喊
，
這
一
定
會
是
他
最
滿
意
的
療
救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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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
書
籍
指
引

相
關
書
籍
指
引

1

錢
理
群
著
，
魯
迅
作
品
的
十
五
堂
課
，
臺
北
：
知
識
風
，
民
96
。

　
　

魯
迅
的
作
品
值
得
終
生
閱
讀
，
本
書
可
說
是
魯
迅
作
品
的
﹁
導

讀
﹂
，
每
一
課
都
對
魯
迅
的
某
篇
或
某
幾
篇
作
品
做
詳
細
的
文
本
分

析
，
並
且
進
一
步
論
述
魯
迅
思
想
，
希
望
讀
者
經
由
本
書
的
介
紹
，
對

魯
迅
其
人
與
作
品
產
生
興
趣
、
更
加
認
識
，
並
從
中
汲
取
其
思
想
精

華
。

2
 

黃
繼
持
編
，
魯
迅
著
作
選
，
臺
北
：
臺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
民
83
。

　
　

本
書
按
魯
迅
創
作
的
時
期
及
體
裁
，
依
序
選
取
其
具
代
表
性
作

品
，
包
括
小
說
、
雜
文
及
新
詩
等
，
內
容
豐
富
，
呈
現
其
思
想
言
論
及

文
章
風
格
之
轉
變
。
附
錄
備
有
魯
迅
年
表
可
供
參
考
，
是
一
本
能
全
面

反
映
魯
迅
創
作
歷
程
及
作
品
思
想
的
選
集
。

3
 

魯
迅
著
，
魯
迅
精
品
集5

故
事
新
編
，
臺
北
：
風
雲
時
代
，
民
99
。

　
　

收
錄
魯
迅
從
西
元
一
九
二
二
至
一
九
三
五
年
間
所
作
的
八
篇
小

說
，
如
補
天
、
奔
月
、
鑄
劍
等
，
內
容
採
取
古
代
和
現
代
的
題
材
寫
成

短
篇
小
說
。

相
關
影
片
指
引

1
 

高
中
國
文1

教
學
光
碟
多
媒
體
資
源
．
影
片
：
趣
看
作
家—

孔
乙
己

系
列
，
臺
南
：
翰
林
出
版
公
司
，
民
108
。

　
　

孔
乙
己
系
列
共
有
﹁
從
小
康
人
家
墜
入
困
頓
﹂
、
﹁
走
異
路
進
洋

務
學
堂
﹂
、
﹁
留
學
日
本
棄
醫
從
文
﹂
、
﹁
新
文
學
旗
手—

從
︽
吶

喊
︾
到
︽
徬
徨
︾
﹂
、
﹁
︿
孔
乙
己
﹀
賞
析
﹂
、
﹁
魯
迅
的
婚
姻
與
愛

情
﹂
、
﹁
橫
眉
冷
對
千
夫
指
，
俯
首
甘
為
孺
子
牛
﹂
七
個
單
元
，
讓
學

生
不
只
從
課
本
認
識
魯
迅
，
還
可
透
過
影
片
一
睹
其
丰
采
、
創
作
觀
與

心
路
歷
程
，
及
作
品
風
格
與
文
學
成
就
。
片
長
約
26
分
鐘
。

2
 

作
家
身
影
系
列─

魯
迅
，
臺
北
：
春
暉
國
際
影
視
公
司
發
行
。

　
　

本
片
蒐
羅
魯
迅
的
傳
記
、
書
信
、
日
記
等
資
料
，
走
訪
各
地
，
並

結
合
海
內
外
學
者
專
家
做
精
闢
的
解
析
而
成
，
盡
可
能
還
原
其
在
文
學

成
就
上
應
有
的
評
價
。

相
關
影
片
指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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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屆
試
題

1
 

敘
事
文
本
中
，
作
者
有
時
會
運
用
對
話
來
交
代
已
經
發
生
過
的
事
情
，

下
列
引
述
的
對
話
，
具
有
這
種
作
用
的
選
項
是
： 

102
學
測

A
 

我
怔
怔
地
望
著
她
，
想
起
她
美
麗
的
橫
愛
司
髻
，
我
說
：
﹁
讓
我
來

替
你
梳
個
新
的
式
樣
吧
！
﹂
她
愀
然
一
笑
說
：
﹁
我
還
要
那
樣
時
髦

幹
什
麼
，
那
是
你
們
年
輕
人
的
事
了
。
﹂　

B
 

一
個
喝
酒
的
人
說
道
：
﹁
他
怎
麼
會
來
？
︙
︙
他
打
折
了
腿
了
。
﹂

掌
櫃
說
：
﹁
哦
！
﹂
﹁
他
總
仍
舊
是
偷
。
這
一
回
，
是
自
己
發
昏
，

竟
偷
到
丁
舉
人
家
裡
去
了
。
他
家
的
東
西
，
偷
得
的
麼
？
﹂
﹁
後
來

怎
麼
樣
？
﹂
﹁
怎
麼
樣
？
先
寫
服
辯
，
後
來
是
打
，
打
了
大
半
夜
，

再
打
折
了
腿
。
﹂　

C
 

﹁
花
菜
賣
多
少
錢
？
﹂
巡
警
問
。
﹁
大
人
要
的
，
不
用
問
價
，
肯
要

我
的
東
西
，
就
算
運
氣
好
。
﹂
參
說
。
他
就
擇
幾
莖
好
的
，
用
稻
草

貫
著
，
恭
敬
地
獻
給
他
。
﹁
不
，
稱
稱
看
！
﹂
巡
警
幾
番
推
辭
著

說
。
誠
實
的
參
，
亦
就
掛
上
﹁
稱
仔
﹂
稱
一
稱
說
：
﹁
大
人
，
真
客

氣
啦
！
才
一
斤
十
四
兩
。
﹂　

D
 

旁
坐
有
兩
人
，
其
一
人
低
聲
問
那
人
道
：
﹁
此
想
必
是
白
妞
了

罷
？
﹂
其
一
人
道
：
﹁
不
是
！
這
人
叫
黑
妞
，
是
白
妞
的
妹
子
。
他

的
調
門
兒
都
是
白
妞
教
的
，
若
比
白
妞
，
還
不
曉
得
差
多
遠
呢
！
他

的
好
處
，
人
說
得
出
；
白
妞
的
好
處
，
人
說
不
出
。
他
的
好
處
，
人

學
得
到
；
白
妞
的
好
處
，
人
學
不
到
。
﹂　

E
 

停
了
幾
秒
鐘
，
聽
到
阿
旺
嫂
的
聲
音
：
﹁
妳
是
在
說
我
？
﹂
﹁
對
！

既
然
說
了
，
也
就
不
怕
妳
生
氣
，
那
段
戲
最
重
要
，
妳
怎
麼
可
以
離

開
？
﹂
﹁
吉
仔
撞
到
木
箱
子
，
頭
上
撞
一
個
大
包
，
哭
不
停
，
我
哄

他
，
騙
他
，
無
效
，
只
好
帶
他
去
吃
冰
！
﹂
﹁
難
道
妳
不
知
道
馬
上

就
有
妳
的
戲
？
﹂
﹁
知
道
，
我
怎
麼
不
知
道
！
﹂
﹁
知
道
還
偏
偏
要

去
？
﹂

答
案  B

D
E

解
析 A

 

對
話
聚
焦
於
眼
前
事
物
，
非
交
代
已
經
發
生
過
的
事
情
。
出
自

琦
君 

髻
。

B
 

﹁
這
一
回
，
是
自
己
發
昏
，
竟
偷
到
丁
舉
人
家
裡
去
了
﹂
、

﹁
先
寫
服
辯
，
後
來
是
打
，
打
了
大
半
夜
，
再
打
折
了
腿
﹂
，
都

屬
運
用
對
話
來
交
代
已
經
發
生
過
的
事
情
。
出
自
魯
迅 

孔
乙
己
。

C
 

對
話
聚
焦
於
眼
前
事
物
，
非
交
代
已
經
發
生
過
的
事
情
。
出
自

賴
和 

一
桿
﹁
稱
仔
﹂
。

D
 

﹁
黑
妞
是
白
妞
的
妹
子
。
他
的
調
門
兒
都
是
白
妞
教
的
，
若
比

白
妞
，
還
不
曉
得
差
多
遠
呢
！
他
的
好
處
，
人
說
得
出
；
白
妞

的
好
處
，
人
說
不
出
。
他
的
好
處
，
人
學
得
到
；
白
妞
的
好

處
，
人
學
不
到
。
﹂
屬
運
用
對
話
來
交
代
已
經
發
生
過
的
事

情
。
出
自
劉
鶚 

明
湖
居
聽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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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吉
仔
撞
到
木
箱
子
，
頭
上
撞
一
個
大
包
，
哭
不
停
，
我
哄

他
，
騙
他
，
無
效
，
只
好
帶
他
去
吃
冰
！
﹂
﹁
難
道
妳
不
知
道

馬
上
就
有
妳
的
戲
？
﹂
﹁
知
道
，
我
怎
麼
不
知
道
！
﹂
﹁
知
道

還
偏
偏
要
去
？
﹂
屬
運
用
對
話
來
交
代
已
經
發
生
過
的
事
情
。

出
自
洪
醒
夫 
散
戲
。

2
 

文
學
作
品
常
見
﹁
悲
﹂
、
﹁
喜
﹂
並
敘
而
﹁
以
喜
襯
悲
﹂
的
表
達
方

式
。
下
列
文
句
，
含
有
此
種
表
達
方
式
的
選
項
是
： 

103
學
測

A
 

這
豈
不
正
是
此
生
不
斷
，
反
覆
來
襲
的
，
熟
悉
，
令
人
動
心
的
白
芒

花
嗎
？
像
夢
魘
，
但
它
是
美
麗
的
夢
魘
，
美
麗
而
哀
愁　

B
 

我
已
懂
得
，
一
把
小
小
黃
楊
木
梳
，
再
也
理
不
清
母
親
心
中
的
愁

緒
。
因
為
在
走
廊
的
那
一
邊
，
不
時
飄
來
父
親
和
姨
娘
琅
琅
的
笑
語

聲

C
 

︵
秦
得
參
︶
在
室
內
踱
來
踱
去
，
經
他
妻
子
幾
次
的
催
促
，
他
總
沒

有
聽
見
似
的
，
心
裡
只
在
想
，
總
覺
有
一
種
不
明
瞭
的
悲
哀
，
只
不

住
漏
出
幾
聲
的
嘆
息　

D
 

有
幾
回
，
鄰
舍
孩
子
聽
得
笑
聲
，
也
趕
熱
鬧
，
圍
住
了
孔
乙
己
。
他

便
給
他
們
茴
香
豆
吃
，
一
人
一
顆
。
孩
子
吃
完
豆
，
仍
然
不
散
，
眼

睛
都
望
著
碟
子
。
孔
乙
己
著
了
慌
，
伸
開
五
指
將
碟
子
罩
住　

E
 

金
發
伯
突
然
奇
怪
的
、
異
常
的
大
笑
起
來
，
︙
︙
秀
潔
聽
出
他
是
有

意
幽
默
，
有
意
製
造
輕
鬆
，
有
意
大
笑
；
胸
中
一
時
千
頭
萬
緒
，
五

味
雜
陳
，
聽
著
金
發
伯
那
樣
的
笑
聲
，
竟
比
哭
聲
更
令
人
難
以
承

受
，
卻
也
只
能
附
和
著
笑

答
案  B
E

解
析 A

 

選
項
中
的
﹁
動
心
︵
內
心
受
感
動
︶
﹂
、
﹁
美
麗
﹂
不
屬
於

﹁
喜
﹂
，
故
無
﹁
以
喜
襯
悲
﹂
。
出
自
楊
牧 

十
一
月
的
白
芒

花
。

B
 

﹁
母
親
心
中
的
愁
緒
﹂
是
悲
，
﹁
琅
琅
的
笑
語
聲
﹂
是
喜
，
前

者
是
重
點
，
故
屬
﹁
以
喜
襯
悲
﹂
。
出
自
琦
君 

髻
。

C
 

﹁
悲
哀
﹂
、
﹁
嘆
息
﹂
是
悲
，
但
選
項
中
沒
有
﹁
喜
﹂
的
內

容
。
出
自
賴
和 

一
桿
﹁
稱
仔
﹂
。

D
 

﹁
笑
聲
﹂
是
喜
，
但
選
項
中
沒
有
﹁
悲
﹂
的
內
容
。
出
自
魯

迅 

孔
乙
己
。

E
 

﹁
大
笑
﹂
、
﹁
幽
默
﹂
、
﹁
輕
鬆
﹂
是
喜
，
﹁
五
味
雜
陳
﹂
、

﹁
比
哭
聲
更
令
人
難
以
承
受
﹂
是
悲
，
而
後
者
是
重
點
，
故
屬

﹁
以
喜
襯
悲
﹂
。
出
自
洪
醒
夫 

散
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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