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
學
策
略
導
引

蘭
亭
集
序

教學建議與活動設計

1

播
放YouTube

影
片
：
大
書
法
家

～

王
羲
之
故
居
︵
1
分
30
秒
︶。

2

播
放C

D

：
蔣
勳
看
王
羲
之—

深
度
導
覽
有
聲
書
。︵
參
見
P1-23
︶

3

透
過
書
帖
、
圖
片
、
影
片
介
紹
王
羲
之
的
生
平
與
書
法
成
就
，

並
補
充
與
蘭
亭
集
序
相
關
的
故
事
。
如
：
唐 

閻
立
本 

蕭
翼
賺
蘭

亭
圖
是
根
據
何
延
之 

蘭
亭
記
故
事
所
繪
。

4

介
紹
﹁
脩
禊
﹂
的
源
流
與
活
動
意
義
，
並
配
合
圖
片
、
影
片
說

明
曲
水
流
觴
的
大
致
情
況
。

5

讓
學
生
搜
尋
相
關
資
料
︵
如
古
代
畫
作
、
故
宮 

至
善
園
﹁
曲
水

流
觴
﹂
景
點
圖
片
︶
，
將
本
文
中
平
面
記
載
的
文
字
，
繪
成
一

張
充
滿
靈
動
氣
息
的
圖
畫
，
從
而
體
會
魏 

晉
文
人
生
活
的
雅

趣
。

6

鼓
勵
學
生
參
加
藝
文
活
動
或
民
俗
活
動
，
並
報
告
參
與
的
經
過

和
感
想
。

7

讓
正
值
青
春
年
華
的
學
生
，
從
自
身
的
角
度
出
發
，
思
考
生
命

的
意
義
，
並
評
述
王
羲
之
對
人
生
的
感
慨
。

選文理由

1

教
育
部
99
課
程
綱
要
所
建
議
之
三
十
篇
文
言
選
文
之
一
。

2

王
羲
之
以
書
法
名
世
，
世
稱
﹁
書
聖
﹂
，
行
、
草
尤
為
精
妙
，

其
蘭
亭
集
序
有
﹁
天
下
第
一
行
書
﹂
的
美
譽
。

3

蘭
亭
集
序
全
文
三
百
二
十
四
字
，
辭
采
清
麗
，
在
記
事
寫
景
之

餘
直
抒
胸
臆
，
情
致
跌
宕
起
伏
，
感
慨
深
刻
真
切
，
文
章
與
書

法
皆
為
一
時
之
冠
，
後
人
推
為
千
古
傑
作
。

4

本
文
陳
述
其
作
序
之
緣
由
，
對
莊
子
的
﹁
一
死
生
﹂
、
﹁
齊
彭

殤
﹂
之
說
提
出
不
同
的
看
法
，
並
抒
發
對
人
生
無
限
感
慨
的
情

懷
，
藉
此
文
可
引
導
學
生
思
索
自
我
存
在
的
意
義
和
價
值
。

教學重點

1

認
識
王
羲
之
寫
作
此
文
的
背
景
，
及
蘭
亭
集
序
相
關
的
故
事
。

2

認
識
王
羲
之
的
生
平
及
其
書
法
成
就
。

3

體
會
魏 

晉
時
代
名
士
的
風
雅
。

4

分
析
本
文
情
景
交
融
、
駢
散
兼
行
的
寫
作
手
法
。

5

探
討
王
羲
之
對
生
命
的
省
思
及
對
死
生
的
看
法
。

高
中
國
文
〔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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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考命題焦點

選
擇
題

1
 

下
列
文
句□

內
最
適
合
填
入
的
詞
語
是
：
﹁
語
言
的
美
不
在
一

個
一
個
句
子
，
而
在
句
與
句
之
間
的
關
係
。
包
世
臣 

論
王
羲
之

字
，
看
來
參
差
不
齊
，
但
如
老
翁
攜
帶
幼
孫
，□

□
□
□

，
痛

癢
相
關
。
好
的
語
言
正
當
如
此
。
﹂
︵
董
橋 

老
翁
帶
幼
孫
閒
步

庭
院
︶　

A

顧
盼
有
情　

B

前
呼
後
擁　

C

黃
髮
垂
髫　

D

舐

犢
情
深
。
答
：A

 

︹
93
指
考
︺

2
 

一
死
生
為
虛
誕
，
齊
彭
殤
為
妄
作
↓
意
謂
人
不
可
能
對
光
陰
的

流
逝
、
生
命
的
終
結
無
動
於
衷
。 

︹
100
指
考
︺

3
 

一
﹁
觴
﹂
一
詠
，
亦
足
以
暢
敘
幽
情
↓
動
詞
，
指
飲
酒
。 

︹
101
指
考
︺

4
 

古
文
中
的
詞
語
解
釋
，
有
的
可
以
從
上
下
文
意
直
接
判
斷
。
如

將
王
羲
之 

蘭
亭
集
序
：
﹁
故
列
敘
時
人
，
錄
其
所
述
，
雖
世
殊

事
異
，
所
以
興
懷
，
其
致
一
也
﹂
的
﹁
時
人
﹂
解
釋
為
﹁
參
加

蘭
亭
脩
禊
的
人
﹂
。 

︹
102
指
考
︺

5
 

況
脩
短
隨
化
，
終
期
於
﹁
盡
﹂
↓
完
結
，
在
此
有
死
亡
之
意
。 

 

︹
104
指
考
︺

6

或
取
諸
懷
抱
，
晤
言
一
﹁
室
﹂
之
內
↓
房
室
。 

︹
105
指
考
︺

7

足
以
極
視
聽
之
娛
，
﹁
信
﹂
可
樂
也
↓
確
實
、
實
在
。
︹
107
學
測
︺

8
 

蘭
亭
序
由
﹁
不
知
老
之
將
至
﹂
的
大
樂
，
翻
轉
而
為
﹁
死
生
亦

大
矣
﹂
的
至
痛
，
關
鍵
在
於
：
重
覽
當
日
詩
作
，
賞
心
樂
事
已

難
踪
跡
，
故
知
種
種
美
好
終
究
難
永
存
。 

︹
107
指
考
︺

國
語
文
寫
作
能
力
測
驗

閱
讀
江
建
俊 

論
﹁
游
﹂
的
意
蘊
後
，
請
針
對
作
者
所
提

出 

﹁
游
﹂
之
行
事
與
心
理
，
發
表
個
人
的
感
想
與
評
論
。
文
長
不
限
。

︵
參
見
P1-22
、
教
師
手
冊
P44
︶

佳句輯要

1
 

繩
鋸
木
斷
，
水
滴
石
穿
。 

︵
宋 

羅
大
經
︶

2
 

功
夫
，
是
藝
術
家
最
無
法
衡
量
的
財
產
。 

︵
法
國 

紀
德
︶

3
 

立
志
求
精
，
學
一
特
藝
，
然
後
可
以
立
身
成
家
。

 

︵
法
國 

塞
尚
︶

4
 

在
生
命
的
尋
常
事
務
裡
，
勤
奮
可
以
使
你
做
到
任
何
天
才
可
以

做
到
的
事
。 

︵
美
國 

亨
利•

華
德
︶

5
 

生
活
得
最
有
意
義
的
人
，
並
不
是
年
歲
活
得
最
大
的
人
，
而
是

對
生
活
最
有
感
受
的
人
。 

︵
法
國 

盧
梭
︶

6
 

不
去
想
它
，
然
後
坦
然
接
受—

這
是
對
付
死
亡
最
好
的
方

法
。 

︵
法
國 

巴
斯
卡
︶

7
 

沒
有
一
個
人
能
製
造
那
麼
一
口
鐘
，
來
為
我
們
敲
回
已
經
逝
去

的
時
光
。 
︵
英
國 

狄
更
斯
︶

延伸閱讀

1

王
羲
之 

蘭
亭
詩
︵
參
見
教
師
手
冊
P25
、
P26
︶

2

劉
刈
著
，
王
羲
之
的
故
事
，
新
潮
社

3

祁
小
春
著
，
邁
世
之
風
：
有
關
王
羲
之
資
料
與
人
物
的
綜
合
研

究
，
石
頭
出
版
公
司

4

劉
長
春
著
，
王
羲
之
傳
，
香
港 

三
聯
書
店

第
一
課
　
蘭
亭
集
序

1-2



高
中
國
文
〔
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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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解
補
充

補
充
注
釋
．
寫
作
背
景

題

解

＊
補
充
注
釋
︵
配
合
P4
︶

4
 

四
十
一
人
︰
參
加
蘭
亭
脩
禊
的
人
數
，
一
種
是
世
說
新
語 

企
羨
篇

劉
孝
標 

注
的
說
法
，
賦
詩
者
二
十
六
人
，
不
會
賦
詩
者
十
五
人
，

共
四
十
一
人
。
另
一
種
說
法
是
唐
人
何
延
之 

蘭
亭
記
所
記
：
﹁
與

太
原 

孫
統
承
︵
丞
︶
公
…
…
釋
支
遁 

道
林
並
逸
少
子
凝
、
徽
、

操
之
等
四
十
有
一
人
脩
祓

z
6j

禊
之
禮
。
﹂
四
十
一
人
加
上
王
羲
之
本

人
，
總
數
為
四
十
二
人
，
其
中
包
括
王
操
之
和
支
遁
二
人
。
清
人

韓
煉 

蘭
亭
集
有
一
名
單
，
共
四
十
二
人
，
但
是
其
中
卻
沒
有
王
操

之
和
支
遁
。

5
 

舉
行
春
禊
：
上
巳
指
農
曆
三
月
的
第
一
個
巳
日
。
周
代
有
水
濱
祓

禊
之
俗
，
祓
禊
指
洗
濯
身
體
以
除
去
凶
疾
的
一
種
祭
祀
儀
式
，
朝

廷
指
定
專
職
的
女
巫
掌
管
此
事
。
詩
經 

鄭
風 

溱

5
p

洧

j
3o

記
載
有
鄭
國
陽

春
三
月
祓
禊
的
情
景
。

漢
代
時
三
月
上
巳
確
定
為
節
日
。
後
漢
書 

禮
儀
志
上
：
﹁
是

月
上
巳
，
官
民
皆
絜
於
東
流
水
上
，
曰
洗
濯
祓
除
，
去
宿
垢
疢

t
4p

為
大

絜
。
﹂六

朝
時
期
，
上
巳
節
是
當
時
最
為
盛
大
的
節
日
，
不
同
的
是
時

間
由
相
對
固
定
的
三
月
上
巳
日
變
成
了
固
定
日
期
三
月
三
日
，
意

味
著
人
們
更
重
視
此
節
日
。
至
於
日
期
定
於
三
日
，
大
概
與
魏 

晉

時
期
人
們
崇
尚
老 

莊
哲
學
，
接
受
老
子
﹁
一
生
二
，
二
生
三
，
三

生
萬
物
﹂
的
哲
學
觀
念
有
關
。
相
應
的
是
出
現
了
許
多
以
﹁
三
月

三
﹂
或
﹁
三
日
﹂
為
題
的
詩
文
，
如
謝
靈
運 

三
月
三
日
侍
宴
西
池

詩
、
顏
延
之 

三
月
三
日
詔
宴
西
池
詩
、
簡
文
帝 

三
日
率
爾
成
詩
、

沈
約 

三
月
三
日
率
爾
成
章
、
蕭
子
範 

家
園
三
日
賦
等
。

6
 

鼠
鬚
筆
：
用
鼠
鬚
製
作
的
一
種
名
筆
，
王
羲
之 

筆
經
：
﹁
世
傳
張

芝
、
鍾
繇

u
6.

用
鼠
鬚
筆
，
筆
鋒
勁
強
有
鋒
芒
﹂
、
﹁
鼠
鬚
︵
筆
︶
用

未
必
能
佳
，
甚
難
得
﹂
︵
指
製
一
枝
好
的
鼠
鬚
筆
並
不
容
易
︶
。

7
 

天
下
第
一
行
書
：
蘭
亭
集
序
號
稱
﹁
天
下
第
一
行
書
﹂
。
全
文
共

三
百
二
十
四
字
，
字
字
似
天
馬
行
空
，
遊
行
自
在
，
遒
媚
勁
健
，

冠
絕
古
今
。
其
中
﹁
之
﹂
、
﹁
以
﹂
、
﹁
為
﹂
、
﹁
也
﹂
等
字
都

有
重
複
，
特
別
是
﹁
之
﹂
字
多
達
二
十
個
，
但
結
構
都
不
同
，
神

韻
各
異
。
傳
說
王
羲
之
酒
醒
後
曾
重
寫
數
十
本
，
始
終
不
及
原
作

的
瀟
灑
飄
逸
，
自
認
是
生
平
絕
作
。
且
本
文
又
與
顏
真
卿 

祭
姪
文

稿
、
蘇
軾 

寒
食
帖
並
稱
中
國
三
大
行
書
。

＊
寫
作
背
景

會
稽
郡
是
當
時
北
方
士
族
聚
居
的
名
郡
，
山
陰
縣
是
江
南
風
光
旖

旎
的
地
方
，
蘭
亭
是
中
國
蘭
花
的
重
要
產
地
。
暮
春
三
月
，
王
羲
之
一



第
一
課
　
蘭
亭
集
序

1-4

題
解
補
充

文
體
簡
介─

序
．
〈
蘭
亭
集
序
〉
的
名
稱
．
〈
蘭
亭
集
序
〉
的
書
法
傳
本

行
人
選
定
這
樣
的
地
方
雅
集
，
臨
流
嬉
戲
，
飲
酒
賦
詩
，
各
抒
懷
抱
。

餘
姚
令
謝
勝
等
十
五
人
不
能
賦
詩
，
各
罰
酒
三
巨
觥
。
王
羲
之
、
孫
綽

等
二
十
六
人
當
場
賦
詩
，
其
中
十
一
人
各
賦
兩
篇
，
十
五
人
各
賦
一

篇
，
共
計
三
十
七
篇
，
編
定
為
蘭
亭
集
，
由
王
羲
之
撰
寫
蘭
亭
集
序
，

孫
綽
撰
寫
蘭
亭
集
跋
。

東
漢
末
年
以
來
，
紛
至
沓
來
的
天
災
戰
禍
，
使
人
心
惶
惑
不
安
，

知
識
分
子
莫
不
在
彷
徨
踟
躕
中
，
咀
嚼
那
股
身
不
由
己
的
蒼
涼
悲
感
。

大
多
數
文
人
選
擇
遊
山
玩
水
，
及
時
行
樂
，
然
而
雖
有
風
流
瀟
灑
之

名
，
實
則
難
以
忘
懷
功
名
得
失
。
縱
使
談
玄
說
理
，
卻
無
法
真
正
超
脫

死
生
，
無
不
感
時
光
飛
逝
，
身
名
俱
滅
而
慨
嘆
傷
悲
。
因
此
蘭
亭
集
序

所
傳
達
的
思
想
情
懷
，
乃
至
魏 

晉 

南
北
朝
文
人
所
思
考
的
，
無
論
臨

觴
賦
詩
，
或
寄
情
山
水
，
或
圍
坐
清
談
，
或
放
浪
形
骸
，
不
拘
禮
俗
，

都
為
了
追
尋
自
我
存
在
的
意
義
和
價
值
。

＊
文
體
簡
介─

序

序
，
又
稱
序
言
、
前
言
、
敘
、
緒
、
弁
言
、
引
等
，
主
要
介
紹
作

品
的
內
容
、
主
旨
，
或
者
作
者
的
創
作
過
程
，
或
對
作
品
加
以
評
論
。

序
一
般
置
於
作
品
之
前
，
漢
代
以
前
置
於
書
後
，
如
司
馬
遷
的
太

史
公
自
序
即
位
於
史
記
結
尾
。
位
於
篇
末
的
序
為
﹁
後
序
﹂
，
通
常
稱

為
跋
或
後
記
。   

︵
詳
見
第
四
冊
教
師
手
冊
第
一
課
﹁
貳•

題
解
參
考
資
料
﹂
四 

序
跋
體

簡
介
︶

＊
〈
蘭
亭
集
序
〉
的
名
稱

蘭
亭
序
又
名
蘭
亭
宴
集
序
、
蘭
亭
集
序
，
晉
人
謂
之
臨
河
序
，
唐

人
稱
蘭
亭
詩
序
、
曲
水
序
、
蘭
亭
記
，
五
代
或
稱
禊
敘
，
宋
人
又
稱
脩

禊
序
、
蘭
亭
文
、
禊
飲
序
、
禊
帖
。
至
宋
高
宗
皇
帝
所
御
宸
翰
︵
宸

翰
，
皇
帝
的
辭
文
作
品
︶
題
曰
：
﹁
禊
帖
﹂
，
於
是
蘭
亭
有
定
名
矣
。

＊
〈
蘭
亭
集
序
〉
的
書
法
傳
本

1
 

真
跡
殉
葬
昭
陵

王
羲
之
在
臨
終
時
遺
命
以
蘭
亭
集
序
為
傳
家
之
寶
，
七
傳
至
智

永
︵
隋
代
大
書
法
家
︶
，
因
屬
僧
人
，
無
後
可
傳
，
遂
留
與
徒
弟

辯
才
珍
藏
賞
玩
。
據
何
延
之 

蘭
亭
記
說
，
唐
太
宗
極
愛
王
羲
之
書

法
，
千
方
百
計
欲
占
蘭
亭
集
序
而
不
可
得
，
後
命
御
史
蕭
翼
喬
裝
成

書
生
到
永
欣
寺
與
辯
才
來
往
，
騙
取
辯
才
信
任
，
才
把
祕
藏
在
寢
室

梁
上
暗
檻
中
的
蘭
亭
集
序
騙
走
，
蘭
亭
集
序
終
落
在
唐
太
宗
手
中
，

後
成
陪
葬
之
物
而
沉
埋
於
昭
陵
，
從
此
世
人
無
緣
見
此
名
作
。
其
中

以
唐 
馮
承
素
所
摹
神
龍
本
最
精
，
現
藏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

2

神
龍
本
︵
馮
承
素
摹
本
︶

由
於
蘭
亭
序
摹
本
極
多
，
一
般
常
見
者
為
清 

乾
隆
帝
刻
入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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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
亭
集
序
〉
的
真
偽
問
題
．
〈
蘭
亭
集
序
〉
呈
現
即
興
自
在
之
美

亭
八
柱
冊
的
第
三
本
，
因
在
帖
首
與
帖
尾
均
各
有
唐
中
宗 

神
龍
年

號
故
名
，
所
以
被
稱
作
﹁
神
龍
本
﹂
或
﹁
神
龍
半
印
本
﹂
。
此
帖
的

筆
鋒
精
細
、
神
采
傳
神
、
勾
勒
仔
細
，
筆
墨
濃
淡
變
化
為
他
本
所

無
，
再
加
上
有
米
芾

z
6j

的
精
鑑
，
認
為
是
宋
朝
所
見
最
精
良
本
，
是
最

貼
近
馮
承
素
摹
拓
本
的
唐
摹
本
︵
是
否
就
是
馮
承
素
摹
拓
，
仍
有
異

說
︶
。

3

定
武
本
︵
歐
陽
詢
摹
本
︶

石
刻
本
以
﹁
定
武
本
﹂
為
最
著
名
，
傳
說
是
唐
太
宗
命
歐
陽

詢
臨
摹
後
刻
置
學
士
院
中
，
五
代
時
，
石
刻
流
入
定
州 

定
武
軍
，

故
名
。
宋 

米
芾
詩
：
﹁
此
書
雖
向
昭
陵
朽
，
刻
石
猶
能
易
萬
金
。
﹂

︵
題
定
武
蘭
亭
古
本
︶
可
見
一
本
名
拓
都
有
它
珍
貴
的
價
值
。

＊
〈
蘭
亭
集
序
〉
的
真
偽
問
題

對
於
蘭
亭
集
序
的
真
偽
問
題
，
學
術
界
還
存
在
爭
議
。
較
早
提
出

懷
疑
的
是
清
人
李
文
田
，
他
把
世
說
新
語
注
引
文
同
傳
世
帖
文
互
相
比

勘
，
見
二
者
不
同
，
認
為
﹁
夫
人
之
相
與
﹂
一
段
是
﹁
隋
、
唐
人
知
晉

人
喜
述
老 

莊
而
妄
增
﹂
的
。
西
元
一
九
六
五
年
郭
沫
若
根
據
江
蘇
出

土
的
王 

謝
墓
誌
，
發
表
由
王
謝
墓
的
出
土
論
到
蘭
亭
序
的
真
偽
，
詳

徵
文
獻
，
斷
定
﹁
王
羲
之
的
性
格
是
相
當
倔
強
的
﹂
認
為
序
文
中
反
映

的
悲
傷
情
緒
與
其
性
格
不
合
︵
詳
細
情
形
請
參
閱
教
師
手
冊
P38
︶
。

＊
〈
蘭
亭
集
序
〉
呈
現
即
興
自
在
之
美

蘭
亭
集
序
全
文
共
三
百
二
十
四
字
，
字
體
遒
勁
健
美
，
出
神
入

化
。
其
中
像
﹁
之
﹂
、
﹁
以
﹂
、
﹁
為
﹂
、
﹁
也
﹂
等
各
有
不
同
的
結

構
和
神
韻
。

此
外
，
它
也
是
一
篇
沒
有
謄
寫
工
整
的
﹁
草
稿
﹂
，
例
如
第
四
行
漏

了
﹁
崇
山
﹂
二
字
，
第
十
三
行
改
寫
﹁
因
﹂
，
第
十
七
行
﹁
向
之
﹂
也
是

重
寫
，
第
二
十
一
行
﹁
痛
﹂
被
填
補
過
，
第
二
十
五
行
﹁
悲
夫
﹂
上
端
有

塗
抹
痕
跡
，
最
後
一
字
﹁
文
﹂
也
有
重
寫
的
疊
墨
，
保
留
最
初
書
寫
的
隨

興
自
在
，
心
情
的
流
動
，
思
維
過
程
的
﹁
塗
﹂
﹁
改
﹂
墨
跡
，
也
成
為

書
寫
迭
宕
變
化
的
節
奏
，
保
留
行
草
書
法
真
正
的
美
學
意
涵
。

當
王
羲
之
酒
醒
之
後
，
看
了
蘭
亭
集
序
也
覺
得
非
常
驚
奇
。
後

來
，
他
寫
了
幾
十
篇
副
本
，
都
不
如
原
本
寫
得
精
彩
，
所
以
他
也
自
認

為
蘭
亭
集
序
是
他
的
得
意
之
作
。
後
人
為
此
把
蘭
亭
集
序
稱
為
﹁
天
下

第
一
行
書
﹂
，
蘭
亭
真
跡
不
在
人
世
了
，
但
是
它
確
立
了
漢
字
書
法
行

草
美
學
的
本
質─

─

追
求
原
創
當
下
的
即
興
之
美
，
保
留
創
作
者
最
飽

滿
也
最
不
修
飾
的
原
始
情
緒
。
蔣
勳
以
為
行
草
隱
藏
著
對
典
範
楷
模
、

對
規
矩
工
整
的
抗
拒
，
乃
是
在
充
分
認
知
了
楷
模
規
矩
之
後
，
大
膽
地

遊
走
於
主
流
體
制
之
外
，
筆
隨
心
行
，
心
靈
比
技
巧
更
為
重
要
，
擺
脫

了
形
式
的
限
制
，
嚮
往
完
成
簡
單
而
真
實
的
自
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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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學
常
識
：1

魏
晉
六
朝
作
品
與
作
家

＊
國
學
常
識

1

魏
晉
六
朝
作
品
與
作
家

作

者

簡

介

出
師
表

諸
葛
亮

1

本
文
勸
諫
後
主
廣
開
言
路
、
秉
公
執
法
、
親
賢
遠
佞
，
並
表
明
圖
報
先
帝
，
效
忠
蜀
漢
的
心
志
。

2

文
中
稱
先
帝
者
凡
十
三
次
，
既
以
老
臣
口
吻
顯
示
先
帝
的
恩
寵
和
信
任
，
又
引
述
先
帝
遺
訓
，
期
使
後
主
益
增
警
惕
。

3

全
文
意
暢
辭
達
，
情
感
真
摯
，
後
人
嘗
謂
：
﹁
讀
出
師
表
不
下
淚
者
，
其
人
必
不
忠
。
﹂

典
論 

論
文

曹
丕

1
批
評
文
人
相
輕
的
通
病
︵
批
評
論
︶
，
提
出
七
子
評
價
︵
作
家
論
︶
、
文
體
論
、
作
家
才
性
論
︵
文
氣
論
︶
與
文

章
不
朽
論
︵
文
用
論
︶
。

2

發
前
人
之
所
未
發
，
開
中
國
文
學
批
評
之
先
河
，
影
響
至
深
。

蘭
亭
集
序

王
羲
之

1

記
敘
蘭
亭
雅
集
的
盛
況
，
並
對
人
生
聚
散
無
常
、
年
壽
有
時
而
盡
，
抒
發
一
己
之
慨
嘆
。

2

全
文
辭
采
清
麗
，
在
記
事
寫
景
之
餘
，
直
抒
胸
臆
，
情
致
跌
宕
起
伏
，
感
慨
深
刻
真
切
。

3

相
傳
是
以
鼠
鬚
筆
寫
在
蠶
繭
紙
上
，
字
體
飄
逸
流
暢
，
有
﹁
天
下
第
一
行
書
﹂
的
美
譽
。

桃
花
源
記

陶
淵
明

1

本
文
為
桃
花
源
詩
前
的
小
記
，
相
當
於
詩
的
序
言
，
敘
述
武
陵
漁
人
發
現
桃
花
源
的
始
末
。
以
﹁
後
遂
無
問
津

者
﹂
作
結
，
暗
示
理
想
世
界
的
幻
滅
，
餘
味
悠
然
不
盡
。

2

陶
淵
明
處
於
戰
亂
頻
仍
的
晉
、
宋
之
間
，
以
自
然
樸
素
的
筆
墨
描
繪
出
社
會
祥
和
，
人
情
淳
厚
的
理
想
，
桃
花
源

遂
成
為
人
間
淨
土
的
象
徵
。

3

全
文
構
思
巧
妙
，
寓
意
深
遠
，
以
簡
潔
的
文
字
、
白
描
的
手
法
，
勾
畫
出
恬
靜
淳
厚
的
世
外
桃
源
，
在
六
朝
文
中

別
具
一
格
。

與
陳
伯
之
書

丘
遲

1

天
監
四
年
，
梁 

臨
川
王 

蕭
宏
北
征
，
陳
伯
之
領
兵
抵
抗
。
蕭
宏
命
丘
遲
修
書
勸
降
。

2

本
文
是
一
篇
駢
文
書
信
。
書
中
責
之
以
義
，
曉
之
以
理
，
誘
之
以
利
，
明
之
以
害
，
動
之
以
情
，
威
之
以
勢
。

3

作
者
深
諳
遊
說
之
道
，
兼
以
文
才
卓
越
，
措
辭
誠
懇
，
所
言
委
曲
盡
致
，
入
情
入
理
，
故
能
傳
誦
不
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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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學
常
識
：2

漢
字
形
體
的
流
變

2
漢
字
形
體
的
流
變

最

早

出

現

由

來

說

明

甲
骨
文

殷
商

刻
畫
書
寫
在
龜
甲
獸
骨
上

而
得
名

1

清 

光
緒
二
十
四
、
五
年
，
發
現
於
河
南
省 

安
陽
縣 

小
屯
村 

殷
商
故
墟
，
又
稱
﹁
殷
墟

書
契
﹂
。

2

多
數
記
載
殷
代
王
者
占
卜
、
祭
祀
、
征
伐
、
田
獵
之
事
，
又
稱
﹁
卜
辭
﹂
。

3

筆
畫
纖
細
，
已
具
六
書
意
義
，
字
形
並
不
一
致
，
異
體
字
極
多
。

金
文

商
、
周

鑄
在
銅
器
上
，
或
刻
在
銅

器
上
而
得
名

1

屬
於
商
代
的
金
文
，
約
在
甲
骨
文
時
代
前
後
出
現
，
形
體
纖
細
，
類
似
甲
骨
文
，
文

義
古
奧
，
又
稱
﹁
鐘
鼎
文
﹂
。

2

屬
於
周
代
的
金
文
，
字
體
較
渾
厚
，
文
義
也
較
明
朗
可
讀
。

孔
壁
古
文

周 

秦
間
東
土

文
字
，
齊
、

魯
地
所
用

漢
武
帝
時
魯
恭
王
壞
孔
子

宅
所
得
古
書
之
文
字

1

筆
畫
尾
部
纖
細
，
狀
似
蝌
蚪
，
故
稱
﹁
蝌
蚪
文
﹂
。

2

未
能
流
傳
，
不
能
正
確
考
見
其
形
體
。
許
慎 

說
文
解
字
收
有
﹁
古
文
﹂
，
或
有
出
於

孔
壁
中
者
。

籀

5
4.

文

周 

秦
間
西
土

文
字
，
秦
地

相
近
地
區
所

用

周
宣
王
太
史
︵
名
籀
︶
，

作
大
篆
十
五
篇

1
又
稱
為
﹁
大
篆
﹂
。

2

上
承
石
鼓
文
︵
東
周
初
秦
國
刻
石
文
字
︶
，
下
啟
秦
刻
石
，
與
篆
文
極
近
。

3

史
籀
十
五
篇
，
其
中
文
字
數
千
，
說
文
解
字
僅
收
籀
文
二
百
二
十
三
字
，
其
餘
未
收

者
，
除
遺
佚
外
，
當
與
小
篆
同
。

小
篆

秦
代

秦
併
六
國
後
統
一
文
字
，

丞
相
李
斯
取
史
籀
大
篆
，

稍
加
修
改
成
為
小
篆

1

李
斯
作
倉
頡
篇
，
趙
高
作
爰
歷
篇
，
胡
毋
敬
作
博
學
篇
，
以
為
標
準
本
。

2

上
接
籀
文
，
下
開
隸
書
，
字
形
有
﹁
六
書
﹂
原
意
。

3

許
慎 

說
文
解
字
收
九
千
三
百
五
十
三
字
，
為
今
日
所
見
小
篆
全
部
文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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隸
書

創
造
於
秦
，

通
行
於
漢

秦
時
官
獄
職
務
繁
重
，
為

求
簡
便
，
程
邈
乃
造
隸

書
，
為
隸
人
所
用

1

大
改
小
篆
體
形
，
字
形
結
構
不
再
遵
守
﹁
六
書
﹂
，
而
逕
自
造
形
。

2

寫
法
脫
去
畫
圖
形
態
，
成
為
書
寫
式
，
筆
畫
方
折
，
尾
部
有
挑
法
，
開
楷
書
之
先
河
。

楷
書

東
漢

東
漢 

王
次
仲
以
隸
書
作
楷

法
，
去
其
尾
部
挑
法
，
因

書
寫
方
便
而
開
始
通
行

1

三
國
時
曹
魏 

鍾
繇
作
賀
捷
表
，
純
用
楷
書
，
楷
書
法
式
至
此
完
備
。

2

因
楷
、
隸
書
十
分
接
近
，
唐
代
稱
楷
書
為
﹁
今
隸
﹂
，
稱
隸
書
為
﹁
漢
隸
﹂
或
﹁
古

隸
﹂
。
楷
書
有
時
也
逕
稱
﹁
隸
﹂
。

3

唐 

開
成
石
經
為
唐
代
所
作
標
準
楷
書
，
後
世
以
此
為
規
範
。

4

楷
書
又
稱
﹁
正
書
﹂
，
也
稱
為
﹁
真
書
﹂
，
魏 

晉
以
後
為
正
規
文
字
。

草
書

東
漢

杜
度
擅
長
草
書
，
見
稱
於

章
帝
，
詔
使
草
書
上
事
，

後
世
謂
之
章
草

1

草
書
與
六
書
造
字
無
關
，
只
是
為
書
寫
美
化
或
方
便
快
速
而
造
。

2

初
創
時
稱
為
﹁
章
草
﹂
。
章
草
筆
畫
仍
有
隸
書
的
筆
尾
挑
法
，
而
字
字
分
離
。

3

漢
末
張
芝
善
作
草
書
，
脫
除
隸
書
影
響
，
使
筆
畫
連
綴
，
上
下
字
時
時
相
連
，
形
成

﹁
今
草
﹂
。
今
草
即
後
世
通
行
之
草
書
。

4
晉
時
王
羲
之
所
寫
今
草
最
精
，
後
世
習
草
書
者
以
為
法
規
。

行
書

三
國

據
楷
體
簡
易
書
之
，
而
稍

取
今
草
筆
法

1

為
變
化
最
多
，
寫
法
最
不
一
致
的
字
體
，
自
晉
代
以
後
大
為
盛
行
。

2

晉
時
王
羲
之 
蘭
亭
集
序
，
後
世
推
為
行
書
之
冠
。



蘭
亭
集
序

◎

王
羲
之

本
文
選
自
晉
書 

王
羲
之
傳
，
旨
在
記
敘
蘭
亭
雅
集
的
盛
況
，
並
對
人
生
無
常
、
盛
事
不
再
、
年
壽
有
時

而
盡
，
抒
發
一
己
之
慨
嘆
。
東
晉 

穆
帝 

永
和
九
年
︵
西
元
三
五
三
年
︶
三
月
三
日
，
王
羲
之
與
謝

1

安
、
孫

2

綽

t
j
4i

、
支

3

遁
等
諸
名
士
四

4

十
一
人
，
會
聚
於
會

e
j
4o

稽 

山
陰
︵
今
浙
江
省 

紹
興
市
︶
之
蘭
亭
，
舉

5

行
春
禊

v
4u 

。
與
會
人

士
飲
酒
賦
詩
，
所
作
詩
篇
編
為
蘭
亭
集
，
並
由
王
羲
之
作
序
。

全
文
僅
三
百
餘
字
，
辭
采
清
麗
，
先
記
暢
敘
幽
情
、
遊
目
騁
懷
的
賞
心
樂
事
，
次
言
脩
短
隨
化
、
死
生
亦

大
之
痛
，
末
論
後
之
視
今
、
今
之
視
昔
的
千
古
同
悲
，
並
結
出
作
序
的
緣
由
。
全
文
由
景
入
情
，
因
情
說
理
，

直
抒
胸
臆
，
感
慨
深
刻
真
切
。

相
傳
這
篇
文
字
是
以
鼠

6

鬚
筆
寫
在
蠶
繭
紙
上
，
字
體
飄
逸
流
暢
，
有
﹁
天

7

下
第
一
行
書
﹂
的
美
譽
，
文
章

與
書
法
皆
為
一
時
之
冠
，
後
人
推
為
千
古
傑
作
。

︵
內
心
的
情
感
和
胸
懷
︶

︵4

～7

見
P1-3
︶

︵
用
蠶
繭
殼
製
成
的
紙
，
取
其
潔
白
縝
密
︶

1
 

謝
安
：
字
安
石
，
東
晉 

陽
夏
人
。
早
年
隱
於
會
稽 

東
山
，
年
四
十
始
出
仕
，
為
相
時
，
曾
遣
謝
玄
、
謝
石
、
謝
琰

u
30

率
軍
破
苻
堅

百
萬
大
軍
於
淝
水
；
卒
諡
文
靖
，
贈
太
傅
，
世
稱
謝
太
傅
。

2
 

孫
綽
：
字
興
公
，
東
晉 

太
原
人
。
以
文
才
著
稱
，
喜
作
哲
理
詩
，
枯
淡
寡
味
。
唯
所
作
天
臺
山
賦
，
描
繪
景
物
，
文
辭
華
美
，

為
世
所
稱
。

3
 

支
遁
：
東
晉
高
僧
。
俗
姓
關
，
字
道
林
。
年
二
十
五
出
家
，
精
通
莊
子
及
維
摩
詰
經
，
善
談
辯
。
世
稱
林
公
、
支
公
。

4

高
中
國
文
〔
五
〕



王
羲
之
，
字
逸
少
，
晉 

琅
邪

u
6, 

臨
沂

6u

︵
今
山
東
省 

臨
沂
市
︶
人
。
生
於
西

晉 

惠
帝 

太
安
二
年
︵
西
元
三

三
年
︶
，
卒
於
東
晉 

穆
帝 

升
平
五
年
︵
西

元
三
六
一
年
︶
，
年
五
十
九
。

王
羲
之
出
身
世
家
大
族
，
為
宰
相
王
導
之
姪
，
機
敏
過
人
，
才
華
橫 

溢
，
善
於
思
辨
，
以
耿
直
著
稱
。
曾
任
江

1

州
刺
史
、
右

2

軍
將
軍
、
會
稽
內

3
 

史
，
後
人
習
稱
王
右
軍
。
於
會
稽
任
上
，
開
倉
賑
荒
，
減
輕
賦
役
，
頗
有

政
聲
。
因
與

4

揚
州
刺
史
王
述
不
和
，
於
穆
帝 

永
和
十
一
年
︵
西
元
三
五
五

年
︶
辭
官
歸
隱
，
此
後
廣
結
名
士
，
遊
山
玩
水
以
自
娛
。

王
羲
之
遍
學
名
家
碑
體
，
博
採
眾
長
，
筆
勢
﹁
飄
若
浮
雲
，
矯
若
驚

龍
﹂
，
世
稱
﹁
書
聖
﹂
，
行

5
、
草
尤
為
精
妙
。
亦
工
詩
文
，
作
品
意
境
高

遠
，
韻
味
深
長
。
後
人
輯
有
王
右
軍
集
傳
世
。

「神龍本」蘭亭集序（馮承素臨摹）王羲之畫像

︵1

～5

見
P1-9
︶

． 

王
羲
之
的
妻
兒
：

妻
子
郗

t

璿

v
m
60

。
︵
郗
鑒
之
女
︶

長
子
王
玄
之
，
字
伯
遠
，
妻
何
氏
，
玄
之
婚
後
不
久
病
逝
。 

次
子
王
凝
之
，
字
叔
平
，
妻
為
謝
道
韞
。
︵
可
參
見
第
一
冊
世
說
新
語
選1

詠
絮
之
才
︶

三
子
王
渙
之
，
生
卒
不
詳
。 

四
子
王
肅
之
，
字
幼
恭
。 

五
子
王
徽
之
，
字
子
猷
。
︵
可
參
見
第
一
冊
世
說
新
語
選2

雪
夜
訪
戴
︶

六
子
王
操
之
，
字
子
重
。 

七
子
王
獻
之
，
字
子
敬
，
人
稱
﹁
小
聖
﹂
，
和
王
羲
之
合
稱
﹁
二
王
﹂
。 

5

第
一
課
　
蘭
亭
集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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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補
充

補
充
注
釋
．
王
羲
之
生
平
簡
介

作

者

＊
補
充
注
釋
︵
配
合
P5
︶

1
 

江
州
刺
史
：
晉
代
州
置
刺
史
；
州
下
設
郡
，
郡
置
太
守
。
刺
史
為

地
方
最
高
長
官
。
晉 

江
州
轄
今
江
西
全
省
及
湖
北
省
東
南
一
帶
，

舊
治
在
今
江
西
省 
南
昌
市
。

2

右
軍
將
軍
：
晉
設
左
、
右
、
前
、
後
四
軍
，
各
置
將
軍
。

3
 

內
史
：
官
名
。
協
助
天
子
掌
理
爵
祿
的
廢
置
。
秦
代
內
史
掌
治
京

師
；
漢
景
帝
時
分
置
左
、
右
內
史
，
漢
武
帝
時
更
名
右
內
史
為
京

兆
尹
，
左
內
史
為
左
馮
翊
，
而
諸
王
國
亦
置
內
史
，
負
責
政
務
。

晉
因
之
，
但
要
郡
則
有
以
內
史
代
太
守
者
，
會
稽
郡
即
是
。

4
 

與
揚
州
刺
史
王
述
不
和
：
王
述
為
會
稽
內
史
，
因
母
喪
居
郡
內

守
孝
，
王
羲
之
奉
命
代
理
王
述
職
務
，
不
得
不
至
王
述
家
弔
喪
。

王
述
很
希
望
和
王
羲
之
攀
交
情
，
但
王
羲
之
輕
之
而
不
肯
理
會
，

王
述
因
此
不
滿
。
後
王
述
奉
命
代
殷
浩
為
揚
州
刺
史
，
赴
任
就
職

前
向
郡
內
各
界
辭
行
，
唯
獨
不
至
王
羲
之
府
第
，
從
此
兩
人
之
間

關
係
更
加
惡
劣
。
王
述
升
任
揚
州
刺
史
，
而
王
羲
之
仍
是
揚
州
轄

區
的
會
稽
內
史
，
深
以
作
王
述
的
部
下
為
恥
，
於
是
決
定
稱
病
辭

官
，
在
父
母
墳
前
立
誓
，
終
生
不
再
出
仕
為
官
。

5
 

行
草
尤
為
精
妙
：
王
羲
之
精
於
多
種
書
體
，
晉
書 

王
羲
之
傳
說

他
﹁
尤
善
隸
書
﹂
。
這
裡
所
說
的
隸
書
是
指
今
隸
，
即
楷
書
。
南

朝 

宋 

羊
欣
認
為
王
羲
之
﹁
博
精
群
法
，
特
善
草
隸
﹂
。
唐 

張
懷

瓘

e
j
40 

書
議
分
﹁
真
書
﹂
、
﹁
行
書
﹂
、
﹁
章
書
﹂
、
﹁
草
書
﹂
四

門
，
然
後
將
歷
代
書
法
家
視
其
擅
長
列
入
其
中
。
在
上
述
四
門
中

都
列
有
王
羲
之
。
綜
合
上
說
，
再
根
據
傳
世
書
作
，
可
知
王
羲
之

精
熟
隸
、
楷
、
行
、
草
書
體
，
並
讓
這
四
種
書
體
的
藝
術
水
準
提

升
到
全
新
的
境
界
。

＊
王
羲
之
生
平
簡
介

1

出
身
顯
貴
，
少
有
美
譽

王
羲
之
，
字
逸
少
，
琅
邪 

臨
沂
︵
今
山
東
省 

臨
沂
市
︶
人
，

後
定
居
會
稽 

山
陰
︵
今
浙
江
省 

紹
興
市
︶
，
乃
東
晉
著
名
的
書
法

家
、
文
學
家
。

王
羲
之
出
身
著
名
的
士
族
家
庭
，
伯
父
王
導
是
晉
元
帝 

司
馬

睿
能
取
得
帝
位
的
關
鍵
人
物
；
另
一
位
伯
父
王
敦
，
執
掌
軍
權
，
也

是
顯
赫
的
人
物
。
父
親
王
曠
任
淮
南
太
守
，
王
羲
之
雖
生
長
在
權
高

位
重
的
家
庭
，
但
他
不
同
於
一
般
紈

子
弟
，
勤
奮
好
學
，
﹁
少
有

美
譽
﹂
。

2

正
直
敢
言
，
有
心
用
世

王
羲
之
成
年
後
，
頗
有
辯
才
，
並
以
正
直
敢
言
知
名
，
深
受
伯

父
王
敦
、
王
導
的
器
重
，
他
的
才
華
和
丰
采
則
受
時
人
肯
定
。

王
羲
之
初
為
祕
書
郎
，
征
西
將
軍
庾
亮
禮
聘
為
參
軍
，
累
遷
為

長
史
。
後
升
任
寧
遠
將
軍
、
江
州
刺
史
。
朝
廷
公
卿
皆
愛
其
才
器
，

然
而
屢
次
徵
召
授
官
，
他
都
不
就
任
。
﹁
揚
州
刺
史
殷
浩
素
雅
重

之
﹂
，
勸
他
接
受
任
命
，
王
羲
之
才
接
下
護
軍
將
軍
的
職
務
。
之

後
，
遷
右
軍
將
軍
、
會
稽
內
史
，
世
稱
王
右
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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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補
充

王
羲
之
具
有
遠
見
卓
識
，
兼
有
儒
家
用
世
、
道
家
遁
世
的
思

想
。
他
對
人
生
的
態
度
基
本
上
可
以
歸
結
為
：
窮
則
獨
善
其
身
，
達

則
兼
善
天
下
。
他
頗
有
用
世
之
志
，
渴
望
建
功
立
業
，
施
展
濟
世
安

民
的
抱
負
。
在
會
稽
內
史
任
內
，
曾
多
次
開
倉
賑
濟
災
民
，
上
書
建

議
減
輕
百
姓
繁
重
的
賦
役
。

3

關
心
國
事
，
人
格
高
潔

王
羲
之
關
心
國
家
命
運
、
朝
政
得
失
，
從
不
放
過
任
何
抒
發
政

見
的
機
會
。
殷
浩
將
出
師
北
伐
，
王
羲
之
以
為
必
敗
，
寫
信
勸
阻
，

然
而
殷
浩
不
聽
所
勸
，
果
然
為
姚
襄
所
敗
。
殷
浩
計
劃
再
次
興
兵
，

王
羲
之
致
書
責
備
，
言
甚
急
切
，
更
見
其
個
性
耿
直
。
魏 

晉
人
物

多
尚
空
談
，
然
王
羲
之
重
實
際
，
反
對
空
談
，
生
活
清
簡
，
﹁
雅
好

服
食
養
性
﹂
，
永
和
十
一
年
︵
西
元
三
五
五
年
︶
稱
病
辭
官
之
後
，

盡
情
地
遊
山
玩
水
，
打
獵
釣
魚
，
年
五
十
九
以
終
。

4

精
研
書
法
，
人
稱
﹁
書
聖
﹂

王
羲
之
的
父
親
王
曠
善
於
行
書
和
隸
書
。
王
羲
之
耳
濡
目
染
之

下
，
七
歲
的
時
候
，
字
已
經
寫
得
很
不
錯
。
十
二
歲
那
年
，
有
一

天
，
他
偶
然
發
現
父
親
的
枕
頭
有
本
書
筆
說
，
興
奮
苦
練
。
而
後
入

衛
夫
人
︵
衛
鑠
︶
門
下
學
書
，
進
步
快
速
。
成
年
以
後
，
他
看
到
前

代
大
書
法
家
所
寫
的
各
種
字
體
碑
文
，
博
採
各
家
之
長
，
熔
為
一

爐
，
可
謂
集
書
法
之
大
成
。

王
羲
之
認
為
學
書
法
並
無
捷
徑
，
全
在
立
志
專
精
，
勤
學
苦

練
。
為
了
練
字
，
他
不
但
每
天
要
花
費
大
半
天
的
光
景
，
就
是
吃

飯
、
走
路
或
與
朋
友
閒
談
時
，
也
總
是
用
手
指
在
自
己
身
上
一
橫
一

豎
地
比
畫
，
揣
摩
字
的
筆
畫
結
構
。
久
之
，
身
上
的
衣
服
都
被
手
指

畫
破
了
，
家
裡
連
一
件
不
打
補
釘
的
衣
服
都
很
難
找
出
來
。

王
羲
之
的
書
法
藝
術
，
完
全
是
長
期
鑽
研
、
勤
學
苦
練
的
結

果
。
他
認
為
寫
字
時
，
必
須
先
﹁
凝
神
靜
思
，
預
想
字
形
﹂
，
把
整

個
字
的
大
小
、
平
直
、
結
構
都
裝
在
心
裡
，
然
後
才
能
研
墨
、
動

筆
。
他
還
強
調
：
﹁
作
書
之
體
，
須
遵
正
法
。
﹂
必
須
踏
踏
實
實
，

切
不
可
好
高
騖
遠
。

世
人
讚
譽
王
羲
之
的
書
法
為
﹁
鐵
畫
銀
鉤
﹂
、
﹁
入
木
三

分
﹂
，
﹁
飄
若
浮
雲
，
矯
若
驚
龍
﹂
。
今
天
，
我
們
能
看
到
的
著
名

楷
書
作
品
有
黃
庭
經
、
樂
毅
論
等
，
行
書
作
品
有
蘭
亭
集
序
、
聖
教

序
等
，
草
書
作
品
有
喪
亂
帖
、
九
月
十
七
日
帖
等
。
其
中
，
最
為
歷

代
書
法
家
所
稱
頌
的
，
是
他
的
行
書
作
品
蘭
亭
集
序
。

王
羲
之
一
生
研
究
書
法
，
著
筆
陣
圖
、
筆
勢
論
等
論
文
，
東
晉

以
後
，
歷
代
書
法
家
無
不
受
到
他
的
影
響
，
在
中
國
書
法
藝
術
史
上

獲
得
了
﹁
書
聖
﹂
的
美
稱
，
與
兒
子
王
獻
之
合
稱
﹁
二
王
﹂
。

＊
王
羲
之
名
帖
簡
介 

東
晉
，
書
家
致
力
於
鍛
練
書
法
技
藝
，
探
究
筆
法
中
自
然
妙
有

的
美
感
，
追
求
﹁
工
夫
﹂
與
﹁
天
然
﹂
並
美
，
以
王
羲
之
最
具
典

型
。
快
雪
時
晴
帖
、
平
安
何
如
奉
橘
三
帖
與
遠
宦
帖
是
王
羲
之
楷
、

王
羲
之
名
帖
簡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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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補
充

王
羲
之
軼
聞
掌
故

行
、
草
的
典
型
代
表
作
。
南
朝
至
隋
唐
，
帝
王
收
藏
鑑
定
及
摹
寫
刻

石
王
羲
之
書
跡
，
特
別
是
唐
太
宗
建
立
了
以
王
羲
之
為
模
範
的
古
典

傳
統
。
目
前
故
宮
博
物
院
所
藏
皆
為
唐
摹
本
，
因
王
羲
之
親
筆
墨
跡

已
蕩
然
無
存
，
這
些
書
帖
是
傳
世
公
認
可
靠
的
﹁
國
之
至
寶
﹂
。

1

奉
橘
帖
︰

奉
橘
三
百
枚
，
霜
未
降
，
未
可
多
得
。

晉
人
用
語
雖
簡
，
但
情
意
深
遠
。
此
以
簡
單
的
句
子
鄭
重
的
告

訴
對
方
這
些
橘
子
未
經
寒
霜
，
﹁
不
可
多
得
﹂
。

2

快
雪
時
晴
帖
：

羲
之
頓
首
：
快
雪
時
晴
，
佳
！
想
安
善
，
未
果
為
結
，
力

不
次
！
王
羲
之
頓
首
。
山
陰 

張
侯
。

這
二
十
八
個
字
是
王
羲
之
大
雪
後
寫
給
住
在
山
陰 

張
侯
的
書

信
，
簡
短
地
表
達
對
友
人
問
候
，
流
露
出
東
晉
文
人
的
真
情
至
性
。

清
代 

乾
隆
皇
帝
極
珍
愛
此
跡
，
譽
之
為
﹁
天
下
無
雙
，
古
今
鮮

對
﹂
，
特
別
將
這
卷
書
法
和
王
珣
的
﹁
伯
遠
帖
﹂
、
王
獻
之
的
﹁
中

秋
帖
﹂
合
在
一
起
收
藏
，
名
之
為
﹁
三
希
堂
﹂
，
現
藏
於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

3

喪
亂
帖羲

之
頓
首
：
喪
亂
之
極
，
先
墓
再
離
荼
毒
，
追
惟
酷
甚
，

號
慕
摧
絕
，
痛
貫
心
肝
，
痛
當
奈
何
奈
何
！
雖
即
修
復
，
未
獲

賓
士
，
哀
毒
益
深
，
奈
何
奈
何
！
臨
紙
感
哽
，
不
知
何
言
！
羲

之
頓
首
頓
首
。

反
映
喪
亂
時
期
王
羲
之
痛
苦
不
安
的
情
緒
，
此
帖
在
唐
代
傳
入

日
本
，
紙
本
現
藏
日
本
。

＊
王
羲
之
軼
聞
掌
故

1

墨
汁
當
蒜
醋

王
羲
之
年
少
時
，
聽
老
師
衛
夫
人
講
歷
代
書
法
家
勤
學
苦
練
的

故
事
，
而
有
心
效
法
東
漢
草
聖
張
芝
︵
字
伯
英
︶
墨
池
，
以
激
勵
自

己
。

為
了
練
好
書
法
，
王
羲
之
跋
山
涉
水
，
四
處
拓
寫
歷
代
碑
刻
，

累
積
了
大
量
的
書
法
資
料
。
他
在
書
房
內
、
院
子
裡
、
大
門
邊
，
甚

至
廁
所
的
外
面
，
都
擺
了
凳
子
，
安
放
好
筆
、
墨
、
紙
、
硯
，
每
想

到
一
個
結
構
好
的
字
，
就
馬
上
寫
在
紙
上
，
練
字
時
，
又
凝
眉
苦

思
，
以
致
廢
寢
忘
食
。

有
一
回
，
王
羲
之
興
味
盎
然
地
練
字
而
忘
記
吃
飯
，
他
的
妻
子

讓
家
僮
為
他
端
去
一
盤
剛
剛
蒸
好
的
饃
饃
和
一
碗
蒜
醋
。
家
僮
幾
次

催
促
他
趁
熱
吃
下
，
王
羲
之
總
是
點
點
頭
應
聲
：
﹁
好
！
就
吃
！
﹂

卻
又
自
顧
自
揮
毫
疾
書
，
家
僮
無
奈
，
只
得
請
他
的
夫
人
相
勸
。
夫

人
到
書
房
時
，
只
見
王
羲
之
手
裡
拿
著
一
個
沾
滿
墨
汁
的
饃
饃
往
嘴

裡
送
，
發
覺
又
苦
又
澀
，
趕
快
吐
了
出
來
，
弄
得
滿
嘴
都
是
墨
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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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來
，
王
羲
之
在
吃
饃
饃
時
，
心
裡
仍
想
著
字
的
架
構
，
一
邊
想
，

一
邊
吃
，
竟
把
墨
汁
當
成
了
蒜
醋
，
蘸
著
吃
了
。

2

書
聖
與
白
鵝

王
羲
之
愛
鵝
，
為
書
林
佳
話
。
有
人
說
，
他
愛
鵝
是
因
為
鵝
身

潔
白
如
雪
，
象
徵
高
潔
，
鵝
行
走
時
昂
首
闊
步
，
有
文
質
彬
彬
的
君

子
之
風
，
其
鳴
聲
又
高
拔
入
雲
，
皆
非
其
他
禽
類
所
能
比
。
也
有
人

說
，
王
羲
之
愛
鵝
，
乃
因
鵝
頸
之
伸
屈
盡
致
，
可
悟
書
法
變
化
，
以

及
運
筆
的
道
理
。

會
稽
郡
有
一
位
獨
居
的
老
婆
婆
，
養
了
一
隻
非
常
可
愛
的
大
白

鵝
，
王
羲
之
遣
人
向
老
婆
婆
買
，
她
卻
不
肯
賣
。
王
羲
之
無
奈
，
只

好
帶
著
親
友
到
老
婆
婆
家
觀
賞
大
白
鵝
的
丰
采
，
老
婆
婆
聽
說
右
軍

將
軍
即
將
光
臨
，
苦
於
無
東
西
可
資
招
待
，
竟
然
將
白
鵝
殺
了
，
烹

以
待
客
。
王
羲
之
為
此
惋
惜
不
已
。

山
陰
縣
有
個
道
士
，
養
了
一
群
好
鵝
。
王
羲
之
前
往
觀
賞
，
十

分
喜
歡
，
堅
持
要
買
。
道
士
說
：
﹁
您
替
我
寫
部
道
德
經
，
我
就
將

這
群
鵝
全
送
您
。
﹂
王
羲
之
欣
然
應
允
，
寫
完
了
道
德
經
，
用
籠
子

將
鵝
帶
回
家
，
內
心
覺
得
非
常
高
興
。

後
來
這
部
書
法
帖
又
被
稱
作
﹁
換
鵝
帖
﹂
，
該
帖
的
宋
拓
本
現

藏
於
北
京 

故
宮
博
物
院
。

3

題
扇
橋
的
故
事

王
羲
之
有
一
天
在
蕺

r
6u

山
地
區
遇
見
一
位
老
婦
人
，
在
路
邊
出
售

六
角
竹
扇
。
王
羲
之
取
了
筆
硯
來
，
當
場
在
她
的
竹
扇
上
題
詞
，
老

婦
起
初
頗
不
高
興
。
王
羲
之
對
她
說
：
﹁
只
要
說
這
竹
扇
上
的
字
是

王
右
軍
寫
的
，
每
一
把
可
賣
一
百
錢
。
﹂

老
婦
按
照
他
的
話
去
做
，
顧
客
競
相
搶
購
。
老
婦
人
又
拿
一
批

竹
扇
，
請
求
王
羲
之
再
替
她
書
寫
，
王
羲
之
遂
笑
而
不
答
。

後
來
，
人
們
為
了
紀
念
王
羲
之
的
善
行
，
便
把
他
題
扇
的
這
座

石
橋
，
取
名
叫
題
扇
橋
，
在
石
橋
旁
還
立
了
一
塊
﹁
晉 

王
右
軍
題

扇
處
﹂
的
巨
碑
呢
！

4

妙
書
春
聯

王
羲
之
從
山
東
的
老
家
移
居
到
浙
江 

紹
興
，
正
值
年
終
歲

尾
，
王
羲
之
便
寫
了
一
副
應
景
的
春
聯
：
﹁
春
風
春
雨
春
色
，
新
年

新
歲
新
景
﹂
，
貼
在
大
門
兩
側
。
結
果
半
夜
春
聯
就
被
人
偷
偷
揭
走

了
，
王
羲
之
知
道
後
也
不
生
氣
，
又
提
筆
寫
了
一
副
，
讓
家
人
再
貼

出
去
。
不
料
天
亮
一
看
，
春
聯
又
被
人
揭
走
了
。
隔
天
就
是
大
年
初

一
，
眼
看
家
家
戶
戶
門
前
都
貼
上
了
春
聯
，
唯
獨
自
家
門
前
空
空
落

落
。
王
羲
之
靈
機
一
動
，
又
提
筆
寫
了
一
副
，
並
將
對
聯
剪
去
半

截
，
只
將
另
外
半
截
貼
在
門
前
：
﹁
福
無
雙
至
，
禍
不
單
行
。
﹂
這

副
對
聯
的
內
容
並
不
吉
利
，
因
此
沒
有
人
敢
偷
。
隔
天
天
一
亮
，
王

羲
之
便
親
自
將
下
半
截
對
聯
貼
上
，
合
成
：
﹁
福
無
雙
至
今
朝
至
，

禍
不
單
行
昨
夜
行
。
﹂
大
家
看
了
無
不
拍
掌
稱
妙
。

︵
出
自
王
羲
之
傳
奇
，
歐
少
遊
編
，
臺
北
：
可
筑
書
房
，
民
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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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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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

與
王
羲
之
相
關
的
成
語
．
至
善
園
八
景
．
蘭
亭
序
註
　

＊
與
王
羲
之
相
關
的
成
語

黃
庭
換
鵝

亦
作
﹁
書
換
白
鵝
﹂
。
王
羲
之
為
道
士
寫
道
德
經

︵
一
說
黃
庭
經
︶
換
得
群
鵝
。
典
出
晉
書
卷
八
十

王
羲
之
傳
。
後
比
喻
以
高
才
絕
技
換
取
心
愛
之
物

或
讚
揚
書
法
高
妙
。

入
木
三
分

王
羲
之
在
板
上
寫
字
，
而
墨
跡
透
入
木
板
三
分
的

故
事
。
典
出
唐 

張
懷
瓘 

書
斷
卷
二
王
羲
之
。
形

容
筆
力
遒
勁
，
後
用
於
比
喻
評
論
深
刻
中
肯
或
描

寫
逼
真
生
動
。

坦
腹
東
床

王
羲
之
坦
腹
東
床
被
選
作
女
婿
的
故
事
。
亦
可
指

女
婿
。

東
床
快
婿

東
床
，
典
出
王
羲
之
坦
腹
東
床
被
選
作
女
婿
的
故

事
。
後
用
以
比
喻
女
婿
。
快
婿
，
典
出
北
魏 
郭
瑀

3m

擇
婿
的
故
事
。
東
床
快
婿
比
喻
好
女
婿
。

＊
至
善
園
八
景

國
立
故
宮
博
物
院
旁
的
至
善
園
以
傳
統
中
國
建
築
和
庭
園
造
景
，

其
中
以
王
羲
之
的
生
平
軼
事
設
計
的
有
：
﹁
籠
鵝
﹂
為
王
羲
之
書
換
籠

鵝
造
像
；
﹁
蘭
亭
﹂
中
有
圓
桌
鼓
凳
、
朱
雀
銅
燈
，
可
供
遊
客
雅
集
；

﹁
流
觴
曲
水
﹂
依
山
引
水
，
水
勢
緩
急
適
中
，
供
遊
客
流
放
耳
杯
，
體

驗
古
人
執
杯
對
飲
的
閒
情
逸
致
。

＊
蘭
亭
序
註　
　
　
　
　
　
　
　
　
　
　
　
　
　
　
　
　

 

鄭
愁
予

酒
字
寫
得
飽
滿

鵝
字
寫
得
歪
斜

他
執
意
如
此

蘭
亭
之
後　

還
有
什
麼
諷
諭
能
取
代

蘸
酒
的
書
法

起
筆
奉
杯

酒
卒
於
醉　

鵝
步
而
來
的

鵝　

風
雅
自
若　

全
然
是

捨
我
其
誰
的
鳥

他
招
宴
諸
賢

飲
之
以
飽
滿

餽
之
以
歪
斜

正
合
我
輩
一
身
俗
骨

若
不
鵝
步
而
去

又
當
如
何 

︵
取
自
鄭
愁
予 

寂
寞
的
人
坐
著
看
花
詩
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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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化
教
學
問
題
引
導

＊
活
化
教
學
問
題
引
導

段

落

題

目

參

考

答

案

問
題
屬
性

第
一
段

1 

依
照
表
格
，
填
寫
與
脩
禊
有
關

的
內
容
。

時

永
和
九
年
、
癸
丑
、
暮
春
之
初
。

擷
取
訊
息

地

會
稽 

山
陰
之
蘭
亭
。

人

群
賢
畢
至
，
少
長
咸
集
。

事

脩
禊
、
流
觴
曲
水
、
列
坐
其
次
。

景

崇
山
峻
嶺
，
茂
林
脩
竹
，
清
流
激
湍
，
映
帶
左
右
。

情

雖
無
絲
竹
管
絃
之
盛
，
一
觴
一
詠
，
亦
足
以
暢
敘
幽
情
。

2 

分
析
本
段
寫
景
的
特
色
。

1

由
遠
而
近
︰
由
崇
山
峻
嶺→

茂
林
脩
竹→

清
流
。

2
 

描
述
狀
態
︰
山
﹁
崇
﹂
、
嶺
﹁
峻
﹂
、
林
﹁
茂
﹂
、
竹
﹁
脩
﹂
、
流
﹁
清
﹂
、
湍

﹁
激
﹂
，
最
後
以
﹁
映
帶
左
右
﹂
凸
顯
景
物
環
繞
的
情
境
。

作
法
探
討

第
二
段

3 

根
據
本
段
內
容
，
填
寫
表
格
。

天
氣

天
朗
氣
清
，
惠
風
和
暢
。

擷
取
訊
息

遊
觀
對
象

仰
觀
宇
宙
之
大
，
俯
察
品
類
之
盛
。

遊
觀
情
態

遊
目
騁
懷
，
足
以
極
視
聽
之
娛
。

感
受

信
可
樂
也
。

4 

摘
要
此
段
重
點
。

仰
觀
宇
宙
之
大
，
俯
察
品
類
之
盛
，
所
以
遊
目
騁
懷
。

擷
取
訊
息

5 

分
析
﹁
天
朗
氣
清
，
惠
風
和

暢
﹂
的
寫
作
手
法
。

1
 

在
描
繪
天
、
氣
、
風
時
，
分
別
以
﹁
朗
﹂
、
﹁
清
﹂
、
﹁
惠
﹂
與
﹁
和
暢
﹂
形

容
，
強
化
出
春
天
美
好
的
感
覺
。

2
 

四
字
一
句
短
潔
典
雅
，
帶
著
駢
儷
的
敘
述
，
呈
現
文
人
雅
興
之
品
味
。

作
法
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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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段

6 

作
者
於
本
段
發
出
﹁
豈
不
痛

哉
﹂
的
感
慨
，
其
原
因
為
何
？

1

及
其
所
之
既
倦
，
情
隨
事
遷
。

2

向
之
所
欣
，
俛
仰
之
間
，
已
為
陳
跡
。

3

脩
短
隨
化
，
終
期
於
盡
。

擷
取
訊
息

第
二

∼

三
段

7 
本
文
第
二
段
到
第
三
段
中
，
作

者
情
緒
由
喜
樂
轉
變
為
悲
痛
的

原
因
何
在
？
請
說
說
你
的
看

法
。
︻
問
題
討
論
一
︼

︵
請
見

P1-19
︶

文
意
推
論

第
四
段

8 

試
說
明
作
者
臨
文
﹁
嗟
悼
﹂
的
原

因
。

每
覽
昔
人
興
感
之
由
，
與
心
契
合
，
但
其
人
已
逝
。

擷
取
訊
息

9 

作
者
認
為
﹁
一
死
生
為
虛
誕
，

齊
彭
殤
為
妄
作
﹂
的
理
由
為

何
？

1

人
不
可
能
對
光
陰
的
流
逝
、
生
命
的
終
結
無
動
於
衷
。

2
 

﹁
形
在
神
在
，
形
亡
神
亡
﹂
，
一
切
的
美
好
都
因
活
著
才
能
感
受
、
才
能
創
造
，

因
此
反
對
道
家
將
死
生
視
為
相
同
的
觀
點
。

文
意
推
論

10 

推
想
作
者
認
為
﹁
後
之
覽
者
，

亦
將
有
感
於
斯
文
﹂
的
原
因

是
？

文
學
表
現
人
類
共
同
的
悲
歡
憂
喜
。

文
意
推
論

課
後

統
整

11 

王
羲
之
認
為
人
與
人
相
處
，
有

人
喜
歡
暢
談
彼
此
心
意
情
懷
，

享
受
恬
靜
而
溫
馨
的
氣
氛
；
有

人
喜
歡
縱
情
狂
放
，
展
現
勃
發

的
生
命
力
。
你
是
否
有
這
些
類

型
的
朋
友
？
請
舉
例
說
明
。

︻
問
題
討
論
二
︼

︵
請
見

P1-19
︶

延
伸
思
考



第
一
課
　
蘭
亭
集
序

1-16

活
化
教

學

課
後

統
整

12 

本
文
對
生
死
抱
持
什
麼
樣
的
觀

點
？
而
你
對
此
又
有
何
看
法
？

︻
問
題
討
論
三
︼

︵
請
見

P1-19
︶

延
伸
思
考

13 

王
羲
之
﹁
列
敘
時
人
，
錄
其
所

述
﹂
的
用
意
為
何
？

至
情
興
感
之
作
，
待
後
人
能
見
。

文
意
推
論

14 

本
文
駢
散
兼
行
，
其
中
有
哪
些

駢
偶
句
子
使
文
章
呈
現
對
仗
之

美
？

本
文
用
了
大
量
的
駢
偶
，
如
單
句
對
有
：
﹁
群
賢
畢
至
，
少
長
咸
集
﹂
、
﹁
仰
觀
宇

宙
之
大
，
俯
察
品
類
之
盛
﹂
、
﹁
趣
舍
萬
殊
，
靜
躁
不
同
﹂
、
﹁
一
死
生
為
虛
誕
，

齊
彭
殤
為
妄
作
﹂
；
句
中
對
有
：
﹁
崇
山
峻
嶺
﹂
、
﹁
茂
林
脩
竹
﹂
、
﹁
清
流
激

湍
﹂
、
﹁
天
朗
氣
清
﹂
、
﹁
遊
目
騁
懷
﹂
、
﹁
世
殊
事
異
﹂
等
，
充
分
表
現
魏 

晉
文

章
駢
偶
之
美
。

作
法
探
討

15 

從
你
的
閱
讀
經
驗
裡
是
否
有
與

作
者
若
合
一
契
的
經
驗
？
請
舉

例
說
明
。

如
：
蘇
東
坡
讀
到
莊
子
、
袁
中
郎
讀
到
徐
文
長
的
詩
集
、
喬
治•

艾
略
特
︵G

eorge 
Eliot

︶
讀
盧
梭
、
尼
采
︵N

ietzsche

︶
初
讀
叔
本
華
︵Schopenhauer

︶
時
，
都
有

若
合
一
契
的
感
覺
。
︵
請
同
學
自
由
發
揮
︶

延
伸
思
考

16 

王
羲
之 

蘭
亭
集
序
與
曹
丕 

典
論

論
文
對
文
學
價
值
的
看
法
有
何

異
同
？

1

相
同
：
文
學
不
朽
，
可
以
傳
之
後
世
。

2
 

不
同
：
典
論 
論
文
著
重
在
經
國
大
事
，
成
一
家
之
言
。
蘭
亭
集
序
著
重
在
個
人
興

懷
之
感
。

延
伸
思
考



q
 

永
和
九
年
，
歲
在
癸

e
j
3o

丑1

，
暮
春
之
初
，
會
於

會
稽 
山
陰
之
蘭
亭
，
脩
禊

v
4u

事2

也
。
群
賢
畢3

至
，

少

g
4l

長

5
3;

咸
集
。
此
地
有
崇
山
峻
嶺
，
茂
林
脩
竹4

，

又
有
清
流
激

w
j
0湍5

，
映
帶
左
右6

，
引
以
為
流
觴

g
; 

曲
水7

，
列
坐
其

次8

。
雖
無
絲
竹

●

●

 流觴曲水

1

歲
在
癸
丑
：
古
人
以
天
干
配
地
支
紀
年
，

永
和
九
年
為
癸
丑
年
。
癸
，
音 e

j
3o

。

補
注 

歲
：
歲
星
，
即
木
星
。
木
星
每
十
二

年
繞
天
一
周
，
每
年
行
經
一
個
特
定
的
星
空

區
域
，
古
人
把
它
分
為
十
二
等
分
，
按
一
定

方
位
配
以
十
二
地
支
，
用
以
紀
年
。

2

脩
禊
事
：
指
到
水
邊
舉
行
禊
禮
之
事
。

脩
禊
，
古
時
濯

5
j
6i

除
不
潔
的
節
日
，
於
農

曆
三
月
上
巳
日
臨
水
洗
濯
，
以
消
災
解

厄
。
魏
以
後
改
為
三
月
初
三
，
活
動
內
容

也
逐
漸
成
為
水
邊
宴
飲
和
郊
遊
。
脩
，
通

﹁
修
﹂
，
舉
行
。
︵
﹁
禊
﹂
請
見

P1-21
︶

3

畢
：
全
部
。
下
句
﹁
咸
﹂
字
義
同
。

4

脩
竹
：
修
長
的
竹
子
。
脩
，
長
。

5

清
流
激
湍
：
清
澈
、
湍
急
的
水
流
。
湍
，

音 w
j
0

，
急
流
。

6

映
帶
左
右
：
指
流
水
環
繞
，
波
光
映
照
。

映
，
水
光
反
照
。
帶
，
圍
繞
。

7

流
觴
曲
水
：
古
代
脩
禊
時
的
一
種
習
俗
，

參
加
者
坐
在
曲
折
環
繞
的
流
水
旁
，
用
酒

杯
盛
酒
，
任
其
浮
水
順
流
而
下
，
止
於

何
處
，
坐
於
該
處
的
人
即
取
飲
。
觴
，

音 g
;

，
酒
杯
。

8

列
坐
其
次
：
指
一
一
地
坐
在
水
邊
。
次
，

處
所
，
此
指
曲
水
邊
。

9

一
觴
一
詠
：
指
飲
酒
賦
詩
。
觴
，
作
動
詞

用
，
飲
酒
。
︵
﹁
觴
﹂
請
見

P1-21
︶

•••••• 5

6

高
中
國
文
〔
五
〕

1
 

畫
家
筆
下
的
流
觴
曲
水
：
此
幅
畫
描
繪
雍
正
皇
帝
在

園
中
活
動
。
蘭
亭
集
序
裡
提
到
的
﹁
流
觴
曲
水
，
列

坐
其
次
﹂
的
情
況
，
應
與
畫
中
相
類
似
。
︵
圖
說
出

處
：
蘭
亭
集
序
，
香
港 

商
務
印
書
館
︶

第
一
段
：
記
蘭
亭
聚
會
之

盛
況
與
景
致
。

段
析

本
段
以
﹁
樂
﹂
為
基

調
，
先
敘
宴
集
之
時
令
、
地

點
及
事
由
，
再
寫
與
會
人
士

以
及
臨
流
賦
詩
，
暢
敘
幽
情

之
歡
。

︵
聚
集
︶

︵ 

音
樂
︶

借
代

︵ 

借
指
音
樂
。
絲
、
絃
，
絃
樂
器
。
竹
、
管
，
管
樂
器
︶

以
四
字
賦
予
山
嶺
盎
然
生
氣

流
水
神
采
飛
動
，
富
有
詩
情
畫
意

名

1  

依
照
表
格
，
填
寫
與
脩
禊

有
關
的
內
容
。
︵
答 

見
P1-14
︶

2  

分
析
本
段
寫
景
的
特
色
。

︵
答 

見
P1-14
︶

1



管●

絃●

v
u
60

之
盛
，
一
觴
一
詠9

，
亦
足
以
暢
敘
幽
情0

。

w
 

是
日
也
，
天
朗
氣
清
，
惠
風q

和
暢
。
仰
觀

宇
宙
之
大
，
俯
察
品
類
之

g
4/盛w

，
所
以
遊
目
騁

t
3/

懷e

，
足
以
極
視
聽
之
娛r

，
信t

可
樂
也
。

e
 

夫
人
之
相

3m

與y
，
俯
仰u

一
世
，
或
取
諸
懷

抱
，
悟
言
一
室
之
內i

；
或
因
寄
所
託
，
放

浪
形
骸

c
69

之
外o

。
雖
趣

f
m

舍

g
3k

萬
殊p

，
靜
躁a
不
同
， 

︻
105
指
考
︼C

則
漢
﹁
室
﹂
之
隆
，
可
計
日
而
待
也╲

或
取
諸
懷
抱
，
晤
言
一
﹁
室
﹂
之
內*

朝
廷╲

房
室
。

0

幽
情
：
深
遠
高
雅
的
情
思
。

q

惠
風
：
和
風
，
此
指
春
風
。

w

品
類
之
盛
：
指
萬
物
的
豐
盛
。
品
，
種

類
。
盛
，
音 g

4/

，
豐
富
。

e

遊
目
騁
懷
：
縱
目
觀
覽
，
敞
開
胸
懷
。

騁
，
音 t

3/

，
馬
疾
馳
，
此
指
放
開
胸

懷
。

r

極
視
聽
之
娛
：
盡
情
享
受
耳
目
感
官
之

樂
。
極
，
作
動
詞
用
，
窮
盡
。

t

信
：
確
實
、
實
在
。

y

相
與
：
相
處
、
交
往
。

u

俯
仰
：
指
往
來
周
旋
。

補
注 

俯
仰
：
另
一
說
，
比
喻
時
間
短
暫
。

i

取
諸
懷
抱
悟
言
一
室
之4

：
指
與
朋
友
在

室
內
相
聚
暢
談
，
訴
說
自
己
的
心
意
情

懷
。
悟
，
此
處
通
﹁
晤
﹂
，
會
面
。

o

因
寄
所
託
放
浪
形
骸
之
外
：
指
依
憑
寄
情

於
所
喜
好
的
事
物
，
縱
情
放
任
而
不
受
禮

俗
拘
束
。
因
，
依
隨
、
憑
藉
。
形
骸
，
身

軀
。
骸
，
音 c

69

。

p

趣
舍
萬
殊
：
指
處
世
的
態
度
各
有
不
同
。

趣
舍
，
音 f

m
 
g
3k

，
即
﹁
取
捨
﹂
。

趣
，
通
﹁
趨
﹂
，
引
申
為
﹁
取
﹂
。

a

靜
躁
：
靜
與
動
。
靜
，
指
悟
言
一
室
者
。

躁
，
指
放
浪
形
骸
者
。

••••••• 5

動

︻
107
學
測
︼A

仁
者
播
其
惠
，
﹁
信
﹂
者
效
其
忠╲

足
以
極
視
聽
之
娛
，

﹁
信
﹂
可
樂
也*

誠
信╲

確
實
、
實
在
。

7

第
一
課
　
蘭
亭
集
序

第
三
段
：
緊
承
上
文
之

﹁
樂
﹂
，
抒
發
對
人
生
無

常
而
悲
痛
之
情
。

段
析

本
段
以
﹁
悲
﹂
為
基

調
。
情
感
由
﹁
快
然
自
足
﹂

到
﹁
情
隨
事
遷
，
感
慨
係

之
﹂
，
終
於
哀
痛
生
死
。

o
 

舊
唐
書 

姚
崇
傳
：
﹁
優
遊

園
沼
，
放
浪
形
骸
，
人
生

一
代
，
斯
亦
足
矣
。
﹂
也

作
﹁
放
蕩
形
骸
﹂
。

p
  

﹁
趣
﹂
字
依
國
語
一
字
多
音
審
訂
表
，
有
二
音
：1

f
4m

。2
 h
4j

。

按 

本
課
﹁
趣
﹂
字
，
通
﹁
趨
﹂
，
依
漢
語
大
詞
典
採
古
字
通
假
，
音
﹁f

m

﹂
。

︵ 

天
下
、
天
地
。
淮
南
子 

齊
俗
：
﹁
往
古
來
今

謂
之
宙
，
四
方
上
下
謂
之
宇
。
﹂
︶

靜

躁

映
襯

第
二
段
：
描
述
與
會
人
士

陶
醉
在
大
自
然
之
樂
中
，

為
下
文
的
感
慨
作
鋪
墊
。

段
析

﹁
天
朗
氣
清
﹂
為
下

文
﹁
仰
觀
﹂
、
﹁
俯
察
﹂
提

供
了
優
美
場
景
；
﹁
惠
風
和

暢
﹂
又
與
﹁
暮
春
之
初
﹂
相

呼
應
。
在
這
舒
適
怡
人
的
風

景
中
，
﹁
遊
目
騁
懷
﹂
，
而

有
抒
發
胸
臆
之
想
。

3  

根
據
本
段
內
容
，
填
寫
表

格
。
︵
答 

見
P1-14
︶

4  

摘
要
此
段
重
點
。︵
答 

見
P1-14
︶

5  

分
析
﹁
天
朗
氣
清
，
惠
風
和

暢
﹂
的
寫
作
手
法
。
︵
答 

見

P1-14
︶

︵ 

用
來
︶
︵ 

目
光
向
四

處
觀
覽
︶

︵ 

心
懷
、

　

心
意
︶

︵
各
不
相
同
︶

︵
天
色
晴
朗
，
氣
候
清
和
︶

︻
101
指
考
︼E

一
﹁
觴
﹂
一
詠
，
亦
足
以
暢
敘
幽
情╲

引
﹁
觴
﹂
滿
酌
，

頹
然
就
醉
，
不
知
日
之
入*

動
詞
，
指
飲
酒╲

名
詞
，
指
酒
杯
。



s

「
欣
於
所
遇
」
三
句
：
指
人
們
接
觸
到
欣

喜
的
事
物
，
感
到
暫
時
的
滿
足
愉
快
。

d

所
之
既
倦
：
對
所
追
求
、
喜
愛
的
事
物
已

經
厭
倦
。
之
，
此
指
追
求
、
嚮
往
。

f

情
隨
事
遷
：
感
情
隨
著
人
事
的
變
化
而
改

變
。

g

感
慨
係
之
：
感
慨
隨
之
而
來
。
係
，
通

﹁
繫
﹂
，
連
接
。

h

俛
仰
之
間
：
此
處
極
言
時
間
短
暫
。
俛
，

音 z
3j

，
同
﹁
俯
﹂
。

j

興
懷
：
引
發
感
觸
。

k

脩
短
隨
化
：
壽
命
的
長
短
，
隨
造
化
安
排
。

脩
短
，
指
壽
命
長
短
。
化
，
自
然
的
運
行

變
化
。

l

終
期
於
盡
：
指
終
究
歸
於
死
亡
。
終
期
，

最
後
。
盡
，
完
結
，
在
此
有
死
亡
之
意
。

;

死
生
亦
大
矣
：
死
生
實
在
是
件
大
事
。
語

出
莊
子 

德
充
符
。

z

若
合
一
契
：
形
容
感
受
一
致
，
如
兩
契
相

合
為
一
。
契
，
契
約
，
古
人
用
木
片
或
竹

片
刻
寫
契
約
，
雙
方
各
執
一
半
，
之
後
以

是
否
相
合
作
為
驗
證
。

x

嗟
悼
：
音 r

u
,
 2
4l

，
嘆
息
悲
傷
。

••••••• 5

當
其
欣
於
所
遇
，
暫
得
於
己
，
快
然
自
足s

，
不
知

老
之
將
至
。
及
其
所
之
既
倦d

，
情
隨
事
遷f

，
感
慨

d
39 

係
之g

矣
。
向
之
所
欣
，
俛

z
3j

仰
之
間h

，
已
為
陳
跡
，

猶
不
能
不
以
之
興
懷j

，
況
脩
短
隨
化k

，
終
期
於

盡l

。
古
人
云
：
﹁
死
生
亦
大
矣;

。
﹂
豈
不
痛
哉
！

r
 

每
覽
昔
人
興
感
之
由
，
若
合
一
契z

，
未
嘗

不
臨
文
嗟

r
u
,

悼x

，

2
4l

不
能
喻
之
於
懷c

。
固
知
一
死
生

8

高
中
國
文
〔
五
〕

第
四
段
：
說
明
作
序
之
緣

由
，
並
駁
斥
莊
子
﹁
一
死 

生
﹂
、
﹁
齊
彭
殤
﹂
的
觀
點
。 

段
析
本
段
緊
承
上
文
﹁
死
生

亦
大
矣
﹂
感
發
議
論
。
文
末

說
明
古
今
情
懷
相
感
，
文
學

永
恆
，
以
點
出
創
作
動
機
。

;
 

語
見
莊
子 

德
充
符
：
﹁
仲

尼
曰
：
﹃
死
生
亦
大
矣
，

而
不
得
與
之
變
，
雖
天

地
覆
墜
，
亦
將
不
與
之

遺
。
﹄
﹂
仲
尼
這
段
話
，

是
在
稱
讚
魯
國
一
個
斷
足

的
學
者
王
駘

w
69

，
能
把
握
事

． 
從
漢
、
魏
以
降
，
面
對
聚

散
生
死
常
有
所
興
發
，
如

東
漢 
古
詩
十
九
首
之
四

云
：
﹁
今
日
良
宴
會
，
歡

樂
難
具
陳
。
…
…
人
生
寄

一
世
，
奄
忽
若
飆
塵
。
﹂

曹
丕 

與
朝
歌
令
吳
質
書
亦

有
﹁
樂
往
哀
來
，
愴
然
傷

懷
。
余
顧
而
言
：
﹃
斯
樂

難
常
。
﹄
足
下
之
徒
，
咸

以
為
然
﹂
之
感
。

6  

作
者
於
本
段
發
出
﹁
豈
不

痛
哉
﹂
的
感
慨
，
其
原
因

為
何
？
︵
答 

見
P1-15
︶

7  

問
題
討
論
一
︵
答 

見
P1-19
︶

︵
等
到
︶

︵
變
換
︶

︵
以
前
所
喜
愛
的
事
物
︶

︵
實
在
、
畢
竟
︶

︵
原
因
︶

︹
100
指
考
︺

引
用

︵
本
來
︶

動

引
用

︵ 

語
見
論
語 

述
而
：
﹁
其
為
人
也
，
發
憤
忘
食
，

樂
以
忘
憂
，
不
知
老
之
將
至
云
爾
！
﹂
︶

︻
104
指
考
︼A

況
脩
短
隨
化
，
終
期
於
﹁
盡
﹂╲
以
天
下
之
害
﹁
盡
﹂
歸
於
人

*

完
結
，
在
此
有
死
亡
之
意╲

全
部
。



c

喻
之
於
懷
：
了
然
於
心
，
在
此
有
釋
懷
之

意
。
喻
，
理
解
、
明
白
。

v

一
死
生
為
虛
誕
：
將
死
生
看
成
一
樣
的

說
法
是
虛
妄
荒
誕
的
。
﹁
一
死
生
﹂
為

莊
子 

大
宗
師
中
的
觀
點
。
一
，
作
動
詞

用
，
把
…
…
看
成
一
樣
。

補
注
﹁
一
﹂
與
下
句
的
﹁
齊
﹂
，
皆
是
意

動
用
法
。

b

齊
彭
殤
為
妄
作
：
把
長
壽
和
短
命
等
同
看

待
是
不
合
理
的
說
法
。
﹁
齊
彭
殤
﹂
亦
為

莊
子
論
點
，
見
莊
子 

齊
物
論
。
齊
，
作

動
詞
用
，
等
同
看
待
。
彭
，
指
彭
祖
，
古

代
長
壽
之
人
，
相
傳
活
到
八
百
歲
。
殤
，

未
成
年
而
夭
折
。

n

列
敘
時
人
：
逐
一
記
述
當
時
與
會
的
人
。

m

致
：
情
致
、
感
受
。 

一
、
本
文
第
二
段
到
第
三
段
中
，
作
者
情
緒
由
喜
樂
轉
變
為
悲
痛
的
原
因
何
在
？
請
說
說
你
的
看
法
。

二
、 

王
羲
之
認
為
人
與
人
相
處
，
有
人
喜
歡
暢
談
彼
此
心
意
情
懷
，
享
受
恬
靜
而
溫
馨
的
氣
氛
；
有
人
喜
歡
縱

情
狂
放
，
展
現
勃
發
的
生
命
力
。
你
是
否
有
這
些
類
型
的
朋
友
？
請
舉
例
說
明
。
︵
請
見

P1-19
︶

三
、
本
文
對
生
死
抱
持
什
麼
樣
的
觀
點
？
而
你
對
此
又
有
何
看
法
？
︵
請
見

P1-19
︶

7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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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見

P1-19
︶

為
虛
誕v

，
齊
彭●

殤
為
妄
作b

。
後
之
視
今
，
亦
猶

今
之
視
昔
，
悲
夫
！
故
列
敘
時
人n

，
錄
其
所

述
，
雖
世
殊
事
異
，
所
以
興
懷
，
其
致m

一
也
。

後
之
覽
者
，
亦
將
有
感
於
斯
文
。

9

第
一
課
　
蘭
亭
集
序

物
本
質
，
以
整
體
看
待
世

界
萬
物
，
所
以
死
生
大

事
，
不
能
影
響
他
，
即
使

天
覆
地
墜
，
他
也
不
會
隨

之
遺
落
毀
滅
。

v
 

語
見
莊
子 

大
宗
師
：
﹁
孰

知
生
死
存
亡
之
一
體
者
，

吾
與
之
友
矣
。
﹂
此
即
﹁
一

死
生
﹂
，
﹁
把
生
死
存
亡
看

作
是
一
體
的
﹂
，
生
與
死
不

是
獨
立
存
在
，
而
是
相
反

相
成
的
一
個
整
體
。

8  

試
說
明
作
者
臨
文
﹁
嗟

悼
﹂
的
原
因
。
︵
答 

見
P1-15
︶

9  

作
者
認
為
﹁
一
死
生
為
虛

誕
，
齊
彭
殤
為
妄
作
﹂
的

理
由
為
何
？
︵
答 

見
P1-15
︶

10  

推
想
作
者
認
為
﹁
後
之
覽

者
，
亦
將
有
感
於
斯
文
﹂
的

原
因
是
？
︵
答 

見
P1-15
︶

13  

王
羲
之
﹁
列
敘
時

人
，
錄
其
所
述
﹂
的

用
意
為
何
？
︵
答 

見

P1-16
︶

14  

本
文
駢
散
兼
行
，

其
中
有
哪
些
駢
偶

句
子
使
文
章
呈

現
對
仗
之
美
？

︵
答 

見
P1-16
︶

暗
寓
人
的
生
命
有
限
，
但
文
學
的
生
命
可
以
超
越
時
空
，
傳
之
久
遠

︵
逐
一
︶

︵ 

指
所
作

的
詩
︶

b
  

語
見
莊
子 

齊
物
論
：
﹁
天
下
莫
大
於
秋
毫
之
末
，
而
大

w
49

山
︵
泰
山
︶
為
小
；

莫
壽
乎
殤
子
，
而
彭
祖
為
夭
。
﹂
此
即
﹁
齊
彭
殤
﹂
。
蓋
莊
子
哲
學
，
持
﹁
相

對
﹂
的
觀
點
，
認
為
每
一
個
東
西
都
比
小
於
它
的
東
西
大
，
比
大
於
它
的
東
西

小
，
因
此
，
沒
有
絕
對
的
大
小
，
那
當
然
也
沒
有
絕
對
的
壽
夭
，
也
就
﹁
齊
彭

殤
﹂
了
。

︵
時
代
不
同
，

     

事
物
變
異
︶

︵
何
以
︶

意
謂
人
不
可
能
對
光
陰
的
流
逝
、
生
命
的
終
結
無
動
於
衷

 

借
代︵
長
壽
︶

︹
102
指
考
︺
詞
義
：

參
加
蘭
亭
脩
禊
的
人

15  
從
你
的
閱
讀
經
驗
裡
是
否
有
與
作
者
若
合
一
契
的
經
驗
？
請
舉
例
說
明
。
︵
答 

見
P1-16
︶

16  
王
羲
之 

蘭
亭
集
序
與
曹
丕 

典
論 

論
文
對
文
學
價
值
的
看
法
有
何
異
同
？
︵
答 

見
P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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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本
附
冊

賞
析
P2

本
文
前
半
以
﹁
樂
﹂
為
基
調
，
敘
寫
脩
禊
之
時
群
賢
與
會
，
曲
水
流
觴
，
賦
詩
飲
酒
，
仰
觀
俯
察
天
地
的

壯
美
，
盡
情
享
受
耳
目
之
樂
。
文
章
後
半
有
感
於
聚
散
相
隨
，
情
隨
事
遷
，
頓
轉
為
﹁
悲
﹂
，
尤
其
面
對
生
死

大
事
，
不
免
有
﹁
豈
不
痛
哉
﹂
的
慨
嘆
。
文
末
，
提
出
﹁
生
命
雖
然
短
促
，
但
文
章
卻
可
不
朽
﹂
作
結
。

全
文
從
蘭
亭
宴
集
發
端
興
感
，
從
今
人
及
於
古
人
，
於
深
沉
的
慨
嘆
中
，
寓
含
對
人
生
的
眷
戀
，
與
前
半

良
友
相
聚
之
樂
的
主
旨
契
合
無
間
。

全
篇
文
字
駢
散
兼
行
，
意
到
筆
隨
，
文
筆
省
淨
簡
練
。
文
中
以
﹁
良
辰
、
美
景
、
賞
心
、
樂
事
﹂
四
事
來

對
比
﹁
俛
仰
之
間
，
已
為
陳
跡
﹂
的
悲
慨
，
此
處
的
情
感
從
﹁
樂
、
欣
、
快
﹂
，
經
由
﹁
既
倦
﹂
、
﹁
事
遷
﹂

的
轉
折
，
變
成
﹁
感
慨
﹂
、
﹁
興
懷
﹂
。
更
以
﹁
死
生
大
矣
﹂
之
痛
，
深
化
人
類
面
對
生
命
局
限
的
共
同
悲 

苦
，
儘
管
王
羲
之
知
道
生
命
短
促
，
卻
也
相
信
文
學
不
朽
，
自
信
他
的
書
法
與
文
章─

─

蘭
亭
集
序
必
能
永
垂

後
世
，
後
人
可
藉
由
蘭
亭
集
序
，
了
解
他
當
時
的
感
懷
與
思
想
，
而
成
為
跨
越
時
空
的
知
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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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構
表
P3

追
求
永
恆

生
命
有
限
，
文
學
傳
遠

期
盼
知
音
，
興
懷
致
一

境
遇
悲
喜

欣
於
所
遇 

 

樂

情
隨
事
遷 

 

悲

終
期
於
盡 

 

死
生
亦
大
矣

記
敘

抒
懷

仰
觀
俯
察 

 
宇
宙
之
大
，
品
類
之
盛

記
脩
禊
事

時
間 

 

東
晉 

穆
帝 

永
和
九
年

季
節 

 

暮
春
之
初

地
點 

 

會
稽 

山
陰 

蘭
亭

盛
況 

 

群
賢
畢
至
，
少
長
咸
集

美
景          

山 
 

崇
山
峻
嶺
，
茂
林
脩
竹

                  

水 
 

清
流
激
湍
，
映
帶
左
右

蘭亭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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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
題
討
論
參
考
解
答
︶

一
、
本
文
第
二
段
到
第
三
段
中
，
作
者
情
緒
由
喜
樂
轉
變
為
悲
痛
的
原
因
何
在
？
請
說
說
你
的
看
法
。

c

： 1
 

會
稽 

山
陰
的
蘭
亭
山
嶺
高
峻
、
湍
流
清
澈
、
林
木
蔥
蘢
、
風
景
絕
佳
，
參
加
脩
禊
如
謝
安
、
孫
綽
、
釋
支
遁
等
四
十
多

人
，
不
分
少
長
皆
來
聚
會
。
賦
詩
暢
談
，
享
受
自
然
之
樂
，
何
等
暢
懷
！
但
歡
樂
轉
眼
逝
去
，
盛
事
難
再
，
令
人
傷
悲
。

2
 

即
使
﹁
人
之
相
與
﹂
也
是
暫
時
的
，
﹁
欣
於
所
遇
﹂
的
﹁
快
然
自
足
﹂
也
終
因
﹁
情
隨
事
遷
﹂
而
為
﹁
陳
跡
﹂
；
﹁
極
視

聽
之
娛
﹂
的
人
們
無
論
壽
命
長
短
，
也
都
要
﹁
終
期
於
盡
﹂
，
而
發
出
﹁
豈
不
痛
哉
﹂
的
悲
嘆
。

二
、
王
羲
之
認
為
人
與
人
相
處
，
有
人
喜
歡
暢
談
彼
此
心
意
情
懷
，
享
受
恬
靜
而
溫
馨
的
氣
氛
；
有
人
喜
歡
縱

情
狂
放
，
展
現
勃
發
的
生
命
力
。
你
是
否
有
這
些
類
型
的
朋
友
？
請
舉
例
說
明
。

c

：�

王
羲
之
認
為
人
之
相
與
有
靜
態
的
﹁
取
諸
懷
抱
，
悟
言
一
室
之
內
﹂
，
亦
有
動
態
的
﹁
因
寄
所
託
，
放
浪
形
骸
之
外
﹂
。
時

至
今
日
，
在
靜
態
方
面
，
我
們
可
透
過
網
路
、
手
機
、Skype

、Facebook

、LIN
E

與
友
人
聯
絡
，
從
而
感
受
到
﹁
天
涯
若
比

鄰
﹂
的
便
捷
與
溫
馨
；
動
態
方
面
，
可
和
朋
友
赴
國
外
旅
遊
、
結
伴
踏
青
、
至K

TV

勁
歌
、
至PU

B

熱
舞
或
參
加
露
天
藝
術

活
動
︵
如
音
樂
祭
、
街
舞
表
演
…
…
等
︶
、
或
加
入
球
隊
切
磋
球
藝
等
。

三
、
本
文
對
生
死
抱
持
什
麼
樣
的
觀
點
？
而
你
對
此
又
有
何
看
法
？

c

：1
 

王
羲
之
認
為
生
死
形
軀
變
化
，
二
者
之
間
是
不
能
混
為
一
談
的
，
所
以
要
珍
視
有
限
的
生
命
，
努
力
追
求
自
我
存
在
的
意

義
與
價
值
。

2
 

我
覺
得
王
羲
之
的
看
法
，
給
當
時
社
會
清
談
虛
無
的
風
氣
帶
來
一
絲
清
新
的
務
實
之
說
，
這
也
是
他
比
當
時
的
士
大
夫
更

高
明
的
地
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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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補
充

課
文
語
譯
．
課
文
賞
析

＊
課
文
語
譯

q

　

永
和
九
年
，
癸
丑
年
，
三
月
初
三
，
我
們
在
會
稽
郡 

山
陰
縣
的

蘭
亭
集
會
，
舉
行
祓
禊
的
活
動
。
眾
多
賢
達
人
士
全
都
來
到
，
年
輕
和

年
長
的
都
聚
在
一
起
。
這
地
方
有
高
峻
的
山
嶺
，
茂
盛
的
樹
林
，
修
長

的
竹
子
，
還
有
清
澈
湍
急
的
溪
流
，
波
光
映
照
，
左
右
圍
繞
，
導
引
水

流
環
曲
成
可
傳
送
酒
杯
的
水
道
，
大
家
一
一
地
坐
在
水
邊
。
雖
然
沒
有

管
絃
樂
器
的
演
奏
盛
況
，
但
喝
酒
賦
詩
，
也
足
以
暢
敘
幽
深
的
情
懷
。

w

　

這
一
天
，
天
空
晴
朗
，
氣
候
清
和
，
和
風
溫
暖
舒
暢
。
仰
望
宇
宙

浩
瀚
，
俯
看
萬
物
豐
盛
，
用
來
縱
目
觀
覽
，
放
開
胸
懷
，
可
以
極
盡
耳

目
享
受
的
樂
趣
，
實
在
是
很
歡
樂
的
。

e

　

人
與
人
的
相
處
，
一
生
往
來
周
旋
，
有
的
人
喜
歡
和
朋
友
在
室
內

相
聚
暢
談
，
訴
說
自
己
的
心
意
情
懷
；
有
的
人
寄
情
於
所
喜
好
的
事

物
，
縱
情
放
任
而
不
受
禮
俗
拘
束
。
雖
然
處
世
的
態
度
各
有
不
同
，
好

靜
和
好
動
的
性
格
也
不
相
同
，
當
人
們
接
觸
到
自
己
欣
喜
的
事
物
，
而

感
到
暫
時
的
滿
足
愉
快
，
不
知
道
衰
老
即
將
來
到
。
等
到
人
們
對
所
追

求
、
喜
愛
的
事
物
已
經
厭
倦
了
，
感
情
隨
著
人
事
的
變
化
而
改
變
，
感

慨
也
隨
之
而
來
。
從
前
所
喜
歡
的
，
在
極
短
的
時
間
內
已
經
變
為
陳
舊

的
事
物
，
對
此
不
能
不
引
發
感
觸
，
何
況
壽
命
的
長
短
，
隨
造
化
安

排
，
終
究
歸
於
死
亡
。
古
人
說
：
﹁
死
生
實
在
是
一
件
大
事
啊
！
﹂
怎

不
令
人
悲
痛
呢
！

r

　

每
次
看
到
前
人
產
生
感
慨
的
原
因
，
與
我
們
契
合
為
一
時
，
莫
不

對
著
前
人
的
文
章
而
嘆
息
悲
傷
，
雖
心
裡
明
白
卻
又
難
以
釋
懷
。
這
更

確
知
︵
本
來
就
知
︶
將
死
生
看
成
一
樣
的
說
法
是
虛
妄
荒
誕
的
，
把
長

壽
和
短
命
等
同
看
待
是
不
合
理
的
。
後
來
的
人
看
現
在
，
也
像
現
在
的

人
看
從
前
一
樣
，
真
是
悲
哀
啊
！
所
以
我
逐
一
記
述
當
時
與
會
的
人
，

抄
錄
他
們
的
詩
作
，
雖
然
時
代
不
同
，
事
物
變
異
，
引
發
人
們
感
慨
的

原
因
，
情
致
是
一
樣
的
。
後
世
的
讀
者
，
也
會
對
這
一
篇
文
章
有
所
感

悟
。

＊
課
文
賞
析

王
羲
之
的
蘭
亭
集
序
是
一
篇
膾
炙
人
口
的
散
文
。
全
文
三
百
二
十

四
字
，
描
寫
清
雅
優
美
的
自
然
風
景
，
抒
發
對
人
生
的
無
限
感
慨
，
情

景
交
融
，
渾
然
貼
切
，
有
許
多
寫
作
手
法
可
供
借
鑑
。

1

敘
事
與
描
寫
環
環
相
扣

作
者
特
別
重
視
本
文
的
紀
實
性
。
文
章
開
門
見
山
敘
述
了
盛
會

之
事
：
時
間
、
地
點
、
原
因
、
與
會
的
人
，
再
以
清
俊
淡
雅
的
文
字

描
繪
了
聚
會
之
地
的
風
光
、
環
境
，
山
水
、
脩
竹
之
勝
，
清
流
飛
泉

之
聲
。
作
者
寫
景
是
為
了
抒
情
，
藉
飲
酒
、
賦
詩
寫
極
盡
視
聽
之

樂
。
敘
事
與
描
寫
環
環
相
扣
，
條
理
清
晰
。

2
由
樂
轉
憂
，
古
今
同
悲
懷

第
一
、
二
段
情
景
交
錯
，
使
人
感
到
盛
會
難
得
，
同
時
也
為
後

文
的
感
發
作
了
鋪
墊
。
作
者
在
第
三
段
由
﹁
欣
於
所
遇
﹂
的
樂
、

﹁
情
隨
事
遷
﹂
之
悲
，
進
一
步
感
嘆
人
生
終
必
死
亡
的
無
可
奈
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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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音
義
辨
析

批
判
老 

莊
的
死
生
一
體
的
虛
幻
世
界
觀
，
認
為
生
死
不
能
同
等
看

待
。
作
者
由
描
寫
盛
會
之
樂
，
轉
而
引
出
關
於
生
死
的
議
論
，
乃
因

歡
聚
終
將
散
去
，
正
如
人
生
所
愛
情
隨
事
遷
，
美
好
的
人
生
轉
眼
消

逝
。

王
羲
之
是
中
國
古
代
傑
出
的
書
法
家
，
有
﹁
書
聖
﹂
的
雅
號
，

他
的
筆
鋒
隨
意
揮
寫
，
寥
寥
數
行
，
即
清
雅
不
凡
，
這
和
他
的
文
章

風
格
是
一
致
的
。

 

︵
節
錄
自
吳
功
正
編
古
文
鑑
賞
集
成
，
臺
北 

文
史
哲
出
版
社
︶

＊
形
音
義
辨
析

1

﹁
禊
、
楔
、
鍥
、
契
、
挈
、
絜
﹂
字
義
之
比
較
︵
配
合
P6
︶

字
形

字
音

釋

義

例

禊

v
4u

古
人
祛
除
不
祥
之
祭

暮
春
之
初
，
會
於
會
稽 

山
陰

之
蘭
亭
，
脩
禊
事
也
︵
王
羲

之 

蘭
亭
集
序
︶

楔

v
u
,

釘
入
縫
隙
或
空
洞
中

上
寬
下
扁
的
木
片
，

有
固
定
作
用

楔
子
、
楔
形
文
字

鍥

f
u
4,

用
刀
子
刻

鍥
而
不
舍

契

f
4u

符
合
、
投
合

契
合
、
投
契
、
默
契

證
明
買
賣
、
租
賃
、

借
貸
、
抵
押
等
關
係

的
憑
據

地
契
、
契
約

挈

f
u
4,

舉
、
提
起

提
綱
挈
領

絜

v
u
6,

比
較
、
審
度

度
長
絜
大
︵
指
度
量
長
短
大

小
，
含
有
比
較
的
意
思
︶

2

﹁
觴
、
殤
﹂
字
義
之
比
較
︵
配
合
P6
︶

字
形

字
音

釋

義

例

觴

g
;

名
酒
杯

引
以
為
流
觴
曲
水
︵
王
羲
之 

蘭
亭
集
序
︶

酣
觴
賦
詩
，
以
樂
其
志
︵
陶
淵
明 

五
柳

先
生
傳
︶

開
瓊
筵
以
坐
花
，
飛
羽
觴
而
醉
月
︵
李

白 

春
夜
宴
從
弟
桃
花
園
序
︶

動 

勸
人
飲
酒

或
自
飲

一
觴
一
詠
︵
王
羲
之 

蘭
亭
集
序
︶

管
仲
觴
桓
公
︵
呂
氏
春
秋 

恃
君
覽
︶

故
就
酒
家
觴
之
︵
司
馬
光 

訓
儉
示
康
︶

殤

g
;

未
成
年
而
夭

折

固
知
一
死
生
為
虛
誕
，
齊
彭
殤
為
妄
作

︵
王
羲
之 

蘭
亭
集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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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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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書
法
相
關
的
成
語
．
國
語
文
寫
作
能
力
測
驗

＊
與
書
法
相
關
的
成
語

1

一
波
三
折
：
原
指
書
法
中
一
捺
的
筆
鋒
須
作
三
次
轉
折
，
使
筆
勢

曲
折
多
姿
。
後
用
以
形
容
聲
音
、
文
章
結
構
的
跌
宕
起
伏
多
變
，
或

比
喻
事
情
進
行
的
曲
折
不
順
。

2

一
揮
而
就
：
一
動
筆
，
文
章
就
寫
成
了
。
形
容
才
思
敏
捷
，
落
筆

成
章
。
後
用
以
形
容
在
書
畫
作
文
方
面
的
敏
捷
高
超
。

3

入
木
三
分
：
指
墨
跡
深
透
木
板
三
分
，
形
容
筆
力
遒
勁
。
後
用
以

比
喻
評
論
深
刻
中
肯
或
描
寫
生
動
逼
真
。

4

力
透
紙
背
：
寫
字
時
，
運
筆
的
力
量
穿
透
到
紙
的
另
一
面
。
形
容

人
的
書
法
遒
勁
有
力
。
後
亦
用
以
形
容
詩
文
立
意
深
刻
有
力
。

5

勁
骨
豐
肌
：
形
容
書
法
豐
盈
有
力
、
強
勁
。

6

筆
力
萬
鈞
：
形
容
書
法
筆
畫
蒼
勁
有
力
。
或
形
容
詩
文
作
品
所
表

現
出
的
氣
勢
十
分
強
大
。

7

筆
走
龍
蛇
：
形
容
書
法
十
分
優
美
熟
練
。
常
用
於
祝
賀
人
書
法
比

賽
獲
勝
的
賀
辭
。

8

春
蚓
秋
蛇
：
比
喻
書
法
拙
劣
，
如
蚯
蚓
和
蛇
般
彎
曲
。

9

龍
飛
鳳
舞
：
形
容
書
法
筆
勢
生
動
活
潑
。
後
亦
用
以
形
容
字
跡
潦

草
零
亂
。

0

龍
蛇
飛
動
：
形
容
書
法
的
筆
勢
蒼
勁
有
力
，
自
然
生
動
。

＊
國
語
文
寫
作
能
力
測
驗

﹁
游
﹂
實
包
含
身
游
與
心
游
，
如
孔
子
讚
賞
曾
皙
以
暮
春
三

月
，
換
上
春
裝
，
偕
童
子
六
七
人
，
浴
於
沂
，
風
乎
舞
雩
，
彈
琴

詠
歌
而
歸
的
人
生
取
徑
，
此
既
享
受
大
自
然
之
美
，
亦
有
老
安
少

懷
的
心
靈
最
大
悅
樂
，
且
又
與
禮
樂
之
化
合
而
為
一
。
論
語 

述

而
言
：
﹁
游
於
藝
﹂
，
游
在
此
指
涵
洳
浸
詠
，
是
一
種
人
文
之
陶

冶
，
即
以
廣
闊
自
由
的
心
胸
去
融
入
文
藝
的
氣
息
中
，
此
已
擺
脫

外
在
物
慾
功
利
的
束
縛
，
挺
立
主
體
人
格
，
達
到
內
在
充
實
而
有

光
輝
之
境
，
而
呈
顯
純
然
的
精
神
自
由
與
美
感
享
受
。
此
時
視
富

貴
如
浮
雲
，
故
陋
巷
可
樂
，
曲
肱
能
安
，
困
厄
亦
能
絃
歌
不
輟
。

相
對
的
如
屈
原
則
屬
自
我
放
逐
之
游
，
其
離
開
郢
都
，
北
渡
漢

水
，
過
夏
浦
，
下
陵
陽
，
又
上
洞
庭
湖
，
游
沅
江
，
﹁
路
漫
漫
其
修

遠
兮
﹂
，
衷
心
懷
悲
；
﹁
悲
時
俗
之
迫
阨
﹂
，
故
輕
舉
而
遠
游
，
他

懷
著
失
落
的
心
情
，
藉
浮
游
河
山
大
川
以
抒
憤
憂
。
然
其
孤
獨
苦

悶
，
實
難
以
排
遣
，
乃
憑
虛
御
空
，
騁
其
高
蹈
之
思
，
上
窮
碧
落
下

黃
泉
，
直
扣
玉
宇
瓊
樓
，
飄
然
遠
引
，
暫
時
遁
離
現
實
的
苦
痛
，
而

其
內
心
則
始
終
眷
戀
故
國
鄉
邦
，
此
屬
於
﹁
幻
游
﹂
、
﹁
神
遊
﹂
。

另
一
種
浪
跡
江
湖
之
隱
士
，
與
鳥
獸
同
歸
，
清
游
於
山
陬
野
曲
，
袖

拂
煙
霞
，
獨
善
其
身
，
享
自
足
之
樂
，
他
們
不
驚
寵
辱
，
泯
然
無

跡
；
或
採
妙
藥
於
靈
山
瑤
圃
，
深
入
忘
返
，
孤
與
獨
往
，
家
人
不
知

其
所
之
，
此
可
謂
﹁
隱
游
﹂
、
﹁
仙
遊
﹂
。 

﹁
游
﹂
又
是
一
種
逃
避
，
從
不
合
理
、
不
安
定
的
現
實
環
境

中
出
走
，
此
預
示
著
不
受
地
域
的
限
制
，
藉
著
出
游
，
重
新
體
驗

生
活
，
使
生
活
獲
得
更
新
，
生
命
也
獲
得
轉
化
。
﹁
游
﹂
實
際
上

是
隔
離
的
智
慧
，
﹁
無
用
之
用
﹂
的
精
蘊
即
孕
於
其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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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關
書
籍
指
引
．
相
關
影
片
指
引

﹁
游
﹂
也
是
沉
澱
自
我
，
為
生
命
延
伸
布
新
的
契
機
。
同
時

游
乃
無
目
的
、
無
手
段
，
當
物
我
合
一
，
無
利
害
得
失
，
無
役

使
，
泰
然
任
之
時
，
才
得
﹁
游
﹂
之
三
昧
。

︵
節
錄
自
江
建
俊 

論
﹁
游
﹂
的
意
蘊
，
引
自
于
有
非
有
，
于
無
非

無─
─

魏
晉
思
想
文
化
縱
論
︶

閱
讀
全
文
後
，
請
針
對
作
者
所
提
出
﹁
游
﹂
之
行
事
與
心
理
，
發

表
個
人
的
感
想
與
評
論
。
文
長
不
限
。

︻
寫
作
提
示
︼

1
 

寫
作
時
可
先
摘
要
作
者
所
分
析
﹁
游
﹂
之
類
別
，
並
釐
清
其
心
理
背

景
與
特
質
。

2
 

可
選
擇
其
中
與
個
人
契
合
的
﹁
游
﹂
觀
抒
發
感
想
，
提
出
闡
釋
。

3
 

評
論
時
，
可
就
同
意
的
﹁
游
﹂
觀
加
以
論
述
，
也
可
就
質
疑
角
度
提

出
反
思
。

︵
參
考
範
文
請
見
教
師
手
冊
P45
︶

＊
相
關
書
籍
指
引

1
 

劉
刈
著
，
王
羲
之
的
故
事
，
臺
北
：
新
潮
社
，
民
92
。

本
書
作
者
善
於
營
造
文
學
的
氛
圍
，
加
上
對
王
羲
之
情
有
獨

鍾
，
因
此
在
大
量
史
料
與
民
間
傳
統
故
事
之
中
，
掇
其
精
華
，
運
化

成
篇
，
頗
具
文
學
價
值
與
雅
俗
共
賞
之
致
。

2
 

祁
小
春
著
，
邁
世
之
風
：
有
關
王
羲
之
資
料
與
人
物
的
綜
合
研
究
，

臺
北
：
石
頭
出
版
公
司
，
民
96
。

本
書
作
者
以
深
厚
扎
實
的
文
獻
學
之
功
力
，
全
面
地
針
對
有
關

王
羲
之
的
重
要
課
題
進
行
探
究
，
研
究
的
重
點
涵
蓋
書
跡
及
文
本
的

真
偽
，
以
帖
證
事
、
以
事
證
帖
。
在
論
證
方
法
上
嚴
謹
而
具
有
理

性
，
在
資
料
掌
握
上
全
力
蒐
證
，
絕
非
一
般
經
驗
判
斷
、
老
生
常
談

之
論
可
比
。
全
書
精
彩
之
處
包
括
：
第
一
，
有
關
王
羲
之
尺
牘
。
第

二
，
有
關
蘭
亭
序
。
第
三
，
有
關
東
晉
的
避
諱
。
第
四
，
與
王
羲
之

有
關
的
人
物
。

3

劉
長
春
著
，
王
羲
之
傳
，
香
港
：
三
聯
書
店
，
民
97
。

本
書
以
晉
書 

王
羲
之
傳
為
敘
述
主
線
，
加
以
大
量
歷
史
史

料
、
背
景
知
識
，
以
及
人
物
心
理
性
格
的
描
寫
，
和
書
法
藝
術
點

評
，
復
原
了
一
個
比
較
全
面
的
王
羲
之
形
象
。
用
散
文
的
筆
法
，
勾

畫
出
一
代
書
法
大
師
的
一
生
，
文
筆
感
性
，
人
物
刻
劃
細
膩
，
場
境

描
寫
生
動
，
是
一
本
很
有
特
色
的
王
羲
之
人
物
傳
記
。

＊
相
關
影
片
指
引

1
 

蔣
勳
看
王
羲
之—

深
度
導
覽
有
聲
書
︵
2C

D

︶
，
蔣
勳
主
講
，

新
竹
：
竹
科
廣
播
，
民
97
。

本
有
聲
書
以
王
羲
之
為
主
題
，
自
魏 

晉 

王
家
之
家
族
背
景
談

起
，
敘
述
王
羲
之
的
生
平
、
並
暢
談
其
數
幅
作
品
：
蘭
亭
序
、
快
雪

時
晴
帖
、
姨
母
帖
、
頻
有
哀
禍
帖
、
喪
亂
帖
、
平
安
何
如
奉
橘
三

帖
、
遠
宦
帖
、
寒
切
帖
，
最
後
以
王
羲
之
對
後
世
影
響
，
包
括
唐
太

宗
與
乾
隆
數
代
帝
王
對
其
作
品
的
推
崇
與
喜
愛
，
希
望
讓
更
多
人
認

識
王
羲
之
書
法
之
美
，
更
重
要
的
是
，
認
識
一
個
文
人
如
何
在
亂
世

中
堅
持
自
己
的
生
命
意
義
。
︵
片
長
130
分
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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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屆
試
題

＊
歷
屆
試
題

1

以
下
每
個
選
項
皆
含
前
後
兩
段
引
文
，
後
文
與
前
文
觀
點
、
意
涵
截

然
不
同
的
選
項
是
： 

︻
100
指
考
︼

A

孟
子
：
民
為
貴
，
社
稷
次
之
，
君
為
輕╲

黃
宗
羲 

原
君
：
古
者

以
天
下
為
主
，
君
為
客
，
凡
君
之
所
畢
世
而
經
營
者
，
為
天
下
也

 B
 

莊
子
：
天
下
莫
大
於
秋
毫
之
末
，
而
大
山
為
小
；
莫
壽
於
殤
子
，

而
彭
祖
為
夭╲

王
羲
之 
蘭
亭
集
序
：
固
知
一
死
生
為
虛
誕
，
齊

彭
殤
為
妄
作

C

老
子
：
天
道
無
親
，
常
與
善
人╲

司
馬
遷 

伯
夷
列
傳
：
或
擇
地

而
蹈
之
，
時
然
後
出
言
，
行
不
由
徑
，
非
公
正
不
發
憤
，
而
遇
禍

災
者
，
不
可
勝
數
也

D

論
語
：
君
子
博
學
於
文
，
約
之
以
禮
，
亦
可
以
弗
畔
矣
夫╲

荀

子
：
木
受
繩
則
直
，
金
就
礪
則
利
；
君
子
博
學
而
日
參
省
乎
己
，

則
知
明
而
行
無
過
矣

E

韓
非
子
：
明
主
之
國
，
無
書
簡
之
文
，
以
法
為
教
；
無
先
王
之

語
，
以
吏
為
師╲

劉
歆 

移
書
讓
太
常
博
士
：
至
于
暴
秦
，
焚
經

書
，
殺
儒
士
，
設
挾
書
之
法
，
行
是
古
之
罪

答
案   B

C
E

解
析  A

 

皆
指
民
貴
君
輕
的
民
本
思
想
。

 B
 

意
涵
相
反
。
關
鍵
：
﹁
一
死
生
為
虛
誕
﹂
。
語
譯
：
︵
萬
物

是
齊
同
的
，
所
以
，
從
相
對
的
角
度
看
︶
天
下
沒
有
什
麼
比

秋
毫
的
末
端
更
大
，
︵
若
將
視
野
放
到
全
宇
宙
︶
泰
山
卻
算

是
微
小
的
；
︵
從
相
對
的
角
度
看
︶
世
上
沒
有
什
麼
人
比
夭

折
的
孩
子
更
長
壽
，
︵
若
將
視
野
放
大
︶
則
傳
說
中
年
壽
最

長
的
彭
祖
也
可
說
是
短
命
的╲

本
來
就
知
道
將
死
生
看
成
一

樣
的
說
法
是
虛
妄
荒
誕
的
，
把
長
壽
和
短
命
等
同
看
待
是
不

合
理
的
。
兩
者
的
生
死
觀
不
同
。

C

意
涵
相
反
。
前
者
指
老
天
有
眼
疼
惜
好
人
，
後
者
認
為
老
天

無
眼
，
好
人
常
受
害
。

D

皆
指
君
子
需
要
內
外
兼
修
，
讓
行
為
更
臻
美
好
。

E

前
者
為
法
家
提
出
的
愚
民
政
策
，
認
為
﹁
不
法
先
王
﹂
是
明

主
之
舉
；
後
者
以
﹁
暴
秦
﹂
二
字
批
判
不
應
以
﹁
是
古
︵
贊

同
古
代
先
王
︶
﹂
治
罪
。
二
者
立
場
相
反
。

2

下
列
各
組
文
句
，
﹁　

﹂
內
文
字
詞
性
相
同
的
選
項
是
：
︻
101
指
考
︼

A

父
義
，
母
慈
，
﹁
兄
﹂
友
，
弟
恭╲

君
為
我
呼
入
，
吾
得
﹁
兄
﹂

事
之

 B

沛
公
﹁
軍
﹂
霸
上
，
未
得
與
項
羽
相
見╲

晉
﹁
軍
﹂
函
陵
，
秦
軍

氾
南

C

謂
獄
中
語
，
乃
﹁
親
﹂
得
之
於
史
公
云╲

每
得
降
卒
，
必
﹁
親
﹂

引
問
委
曲

D

一
妓
有
殊
色
，
執
紅
拂
，
立
於
前
，
獨
﹁
目
﹂
靖╲

臣
以
神
遇
而

不
以
﹁
目
﹂
視

E
一
﹁
觴
﹂
一
詠
，
亦
足
以
暢
敘
幽
情╲

引
﹁
觴
﹂
滿
酌
，
頹
然
就

醉
，
不
知
日
之
入

答
案   B

C

解
析  A

 

名
詞
，
指
兄
長
。
出
自
史
記 

五
帝
本
紀
。
語
譯
：
父
親
行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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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屆
試
題

合
義
，
母
親
慈
祥
愛
子
，
哥
哥
友
愛
弟
弟
，
弟
弟
尊
敬
哥
哥

╲

副
詞
，
指
以
侍
兄
的
態
度
。
出
自
司
馬
遷 

鴻
門
宴
。

 B
均
為
動
詞
，
駐
紮
。
前
者
出
自
司
馬
遷 

鴻
門
宴
。
後
者
出

自
左
傳 

燭
之
武
退
秦
師
。

C

均
為
副
詞
，
指
親
自
。
出
自
方
苞 

左
忠
毅
公
逸
事╲

出
自

資
治
通
鑑 
李
愬
雪
夜
入
蔡
州
。
語
譯
：
每
次
俘
獲
投
降
的

士
兵
，
︵
李
愬
︶
一
定
親
自
招
來
查
問
詳
情
。

D

動
詞
，
指
注
視
。
出
自
杜
光
庭 

虬
髯
客
傳╲

名
詞
，
指
眼

睛
。
出
自
莊
子 

庖
丁
解
牛
。

E

動
詞
，
指
飲
酒╲

名
詞
，
指
酒
杯
。
出
自
柳
宗
元 

始
得
西

山
宴
遊
記
。

3

古
文
中
的
詞
語
解
釋
，
有
的
可
以
從
上
下
文
意
直
接
判
斷
，
有
的
可

從
文
化
傳
統
中
尋
思
其
長
期
累
積
的
意
義
。
下
列
屬
於
後
者
的
選
項

是
： 
︻
102
指
考
︼

A

將
燭
之
武
退
秦
師
：
﹁
子
犯
請
擊
之
，
公
曰
：
不
可
。
微
夫
人
之

力
不
及
此
﹂
的
﹁
夫
人
﹂
解
釋
為
﹁
秦
伯
﹂

 B

將
范
仲
淹 

岳
陽
樓
記
：
﹁
遷
客
騷
人
，
多
會
於
此
，
覽
物
之

情
，
得
無
異
乎
﹂
的
﹁
騷
人
﹂
解
釋
為
﹁
失
意
文
人
﹂

C

將
王
羲
之 

蘭
亭
集
序
：
﹁
故
列
敘
時
人
，
錄
其
所
述
，
雖
世
殊

事
異
，
所
以
興
懷
，
其
致
一
也
﹂
的
﹁
時
人
﹂
解
釋
為
﹁
參
加
蘭

亭
脩
禊
的
人
﹂

D

將
蒲
松
齡 

勞
山
道
士
：
﹁
乃
以
箸
擲
月
中
。
見
一
美
人
，
自
光

中
出
，
初
不
盈
尺
，
至
地
，
遂
與
人
等
。
纖
腰
秀
項
，
翩
翩
作
霓

裳
舞
﹂
的
﹁
美
人
﹂
解
釋
為
﹁
嫦
娥
﹂

答
案   B

解
析 A
 

秦
、
晉
聯
合
攻
鄭
，
燭
之
武
勸
退
秦
伯
，
晉
文
公
乃
以
當
年

受
秦
伯
之
恩
德
以
返
晉
為
君
為
由
，
不
肯
與
秦
伯
為
敵
。

﹁
夫
人
﹂
是
說
﹁
那
個
人
﹂
，
可
由
上
下
文
意
判
斷
此
指

﹁
秦
伯
﹂
。

 B

源
自
中
國
文
化
中
的
屈
原
作
品
離
騷
，
騷
，
憂
愁
之
意
。
屈

原
為
失
意
的
文
人
，
因
此
騷
人
指
失
意
文
人
。

C

當
時
參
加
脩
禊
盛
事
的
眾
人
飲
酒
作
詩
，
蘭
亭
集
即
為
收
集

眾
人
所
作
感
懷
作
品
而
成
。
﹁
時
人
﹂
之
意
可
由
上
下
文
意

判
斷
而
得
。

D

由
上
下
文
及
嫦
娥
奔
月
的
神
話
故
事
推
知
此
處
的
﹁
美
人
﹂

解
釋
為
﹁
嫦
娥
﹂
，
但
一
般
而
言
，
﹁
美
人
﹂
並
非
特
指

﹁
嫦
娥
﹂
，
不
可
歸
為
文
化
傳
統
中
長
期
累
積
的
意
義
。

4

下
列
各
組
文
句
﹁　

﹂
內
的
字
，
前
後
意
義
相
同
的
選
項
是
： 

A

況
脩
短
隨
化
，
終
期
於
﹁
盡
﹂╲

以
天
下
之
害
﹁
盡
﹂
歸
於
人

 B

其
門
人
甚
眾
，
﹁
薄
﹂
暮
畢
集╲

炎
日
﹁
薄
﹂
茅
上
，
暑
氣
蒸

鬱
，
覺
悶
甚

C

後
五
年
，
吾
妻
來
﹁
歸
﹂╲

靖
心
知
虬
髯
得
事
也
，
﹁
歸
﹂
告
張

氏
，
具
禮
拜
賀

D
將
崇
極
天
之
峻
，
永
保
無
疆
之
﹁
休
﹂╲

譬
如
人
身
血
脈
，
節
節

相
通
，
自
無
他
病
。
數
年
以
後
，
仍
成
樂
土
，
豈
不
﹁
休
﹂
哉

E

安
能
以
身
之
察
察
，
受
物
之
汶
汶
者
乎
？
﹁
寧
﹂
赴
湘
流
，
葬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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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屆
試
題

江
魚
之
腹
中╲

將
軍
獨
靦
顏
借
命
，
驅
馳
氈
裘
之
長
，
﹁
寧
﹂
不

哀
哉 

︻
104
指
考
︼

答
案   B

D

解
析 A

 

完
結
，
在
此
有
死
亡
之
意╲

全
部
。
出
自
黃
宗
羲 

原
君
。

 B

迫
近
。
出
自
蒲
松
齡 

勞
山
道
士╲

郁
永
河 

裨
海
紀
遊 

北
投

硫
穴
記
。

C

女
子
出
嫁
。
出
自
歸
有
光 

項
脊
軒
志╲

回
家
。
出
自
杜
光

庭 

虬
髯
客
傳
。

D

美
善
。
出
自
魏
徵 

諫
太
宗
十
思
疏╲

鄭
用
錫 

勸
和
論
。

E

寧
願
。
出
自
屈
原 

漁
父╲
豈
、
難
道
。
出
自
丘
遲 

與
陳
伯

之
書
。

5

下
列
各
組
文
句
﹁　

﹂
內
的
字
，
前
後
意
義
相
同
的
選
項
是
：

A

之
推
不
得
已
而
仕
﹁
於
﹂
亂
世╲

以
其
無
禮
﹁
於
﹂
晉
，
且
貳
於
楚

 B

於
是
飲
酒
樂
甚
，
﹁
扣
﹂
舷
而
歌
之╲

娘
以
指
﹁
扣
﹂
門
扉
曰
：

兒
寒
乎

C

則
漢
﹁
室
﹂
之
隆
，
可
計
日
而
待
也╲

或
取
諸
懷
抱
，
晤
言
一

﹁
室
﹂
之
內

D

大
行
不
﹁
顧
﹂
細
謹
，
大
禮
不
辭
小
讓╲

乘
驢
而
去
，
其
行
若

飛
，
回
﹁
顧
﹂
已
遠

E

惑
之
不
解
，
﹁
或
﹂
師
焉
，
或
不
焉╲

﹁
或
﹂
勸
以
少
休
，
公

曰
：
吾
上
恐
負
朝
廷
，
下
恐
愧
吾
師
也 

︻
105
指
考
︼

答
案   B

E

解
析  A

 

在
。
出
自
顧
炎
武 

廉
恥╲

對
。
出
自
左
傳 

燭
之
武
退
秦
師
。

 B

皆
指
敲
擊
。
出
自
蘇
軾 

赤
壁
賦╲

歸
有
光 

項
脊
軒
志
。

C

朝
廷
。
出
自
諸
葛
亮 

出
師
表╲

房
室
。

D

顧
慮
、
考
慮
。
出
自
司
馬
遷 

鴻
門
宴╲

看
、
張
望
。
出
自

杜
光
庭 

虬
髯
客
傳
。

E

皆
指
有
的
。
出
自
韓
愈 

師
說╲

方
苞 

左
忠
毅
公
逸
事
。

6
 

下
列
各
組
文
句
﹁　

﹂
內
的
詞
，
前
後
意
義
相
同
的
是
：
︻
107
學
測
︼

A
 

仁
者
播
其
惠
，
﹁
信
﹂
者
效
其
忠╲

足
以
極
視
聽
之
娛
，
﹁
信
﹂

可
樂
也

B
 

以
此
伏
﹁
事
﹂
公
卿
，
無
不
寵
愛╲

遂
散
六
國
之
從
，
使
之
西
面

﹁
事
﹂
秦

C
 

工
之
僑
以
歸
，
﹁
謀
﹂
諸
漆
工
，
作
斷
紋
焉╲

持
五
十
金
，
涕
泣

﹁
謀
﹂
於
禁
卒
，
卒
感
焉

D
 

虎
嘯
風
生
，
龍
吟
雲
萃
，
﹁
固
﹂
非
偶
然
也╲

道
士
笑
曰
：
我

﹁
固
﹂
謂
不
能
作
苦
，
今
果
然

E
 

常
人
貴
遠
賤
近
，
﹁
向
﹂
聲
背
實╲

始
悟
﹁
向
﹂
之
倒
峽
崩
崖
，

轟
耳
不
輟
者
，
是
硫
穴
沸
聲
也

答
案   B

C
D

解
析  A

 

誠
信
。
出
自
魏
徵 

諫
太
宗
十
思
疏╲

確
實
、
實
在
。

B

皆
為
﹁
侍
奉
﹂
。
出
自
顧
炎
武 

廉
恥╲

李
斯 

諫
逐
客
書
。

C

皆
為
﹁
商
議
﹂
。
出
自
劉
基 

郁
離
子 

工
之
僑
為
琴╲

方
苞 

左
忠
毅
公
逸
事
。

D
皆
為
﹁
原
本
﹂
。
出
自
杜
光
庭 

虬
髯
客
傳╲

蒲
松
齡 

聊
齋

志
異 
勞
山
道
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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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屆
試
題

E

崇
尚
。
出
自
曹
丕 

典
論 

論
文╲

先
前
。
出
自
郁
永
河 

裨
海

紀
遊 

北
投
硫
穴
記
。

7
～
0

為
題
組
：
閱
讀
下
文
，
回
答7

～
0

題
。 

︻
107
指
考
︼

從
王
羲
之
的
書
寫
身
分
來
看
，
他
同
時
具
有
參
與
修
禊
賦
詩
與
事

後
錄
詩
作
序
的
雙
重
體
驗
。
蘭
亭
序
前
半
，
先
以
作
詩
者
角
度
，
憶
述

行
禊
本
事
並
推
闡
人
生
情
境
，
意
旨
與
蘭
亭
詩
若
合
符
節
。
文
中
次
第

標
出
時
間
、
地
點
、
人
物
，
鋪
敘
時
空
交
織
下
的
物
色
光
景
，
﹁
流
觴

曲
水
﹂
、
﹁
仰
觀
俯
察
﹂
是
對
應
此
景
的
人
為
活
動
，
至
於
﹁
暢
敘
幽

情
﹂
、
﹁
遊
目
騁
懷
﹂
之
樂
，
則
是
﹁
感
物
﹂
後
的
﹁
興
情
﹂
。
蘭
亭

詩
由
遊
春
出
發
，
帶
出
玄
心
遠
想
，
乃
至
齊
彭
殤
、
達
至
樂
。
蘭
亭
序

同
樣
在
暢
情
騁
懷
之
後
，
以
﹁
因
寄
所
託
，
放
浪
形
骸
之
外
﹂
，
揭
示

與
會
群
賢
逍
遙
山
林
、
棄
絕
塵
俗
的
集
體
意
向
，
並
用
﹁
欣
於
所
遇
，

暫
得
於
己
﹂
描
述
他
們
的
自
覺
自
足
。
最
後
更
將
此
一
天
人
合
契
的
同

情
共
感
，
由
原
本
只
是
﹁
是
日
﹂
禊
事
之
可
樂
，
擴
展
成
﹁
不
知
老
之

將
至
﹂
這
足
以
﹁
俯
仰
一
世
﹂
的
生
命
觀
照
。

序
文
後
半
，
則
換
由
事
過
境
遷
、
讀
者
閱
覽
的
角
度
發
言
，
意
旨

與
蘭
亭
詩
對
反
。
﹁
及
其
所
之
既
倦
，
情
隨
事
遷
﹂
，
感
慨
樂
事
難

繼
，
僅
能
由
徒
留
的
字
跡
詩
痕
，
緬
懷
當
日
齊
契
玄
同
的
欣
喜
。
然

而
，
當
﹁
欣
所
遇
﹂
、
﹁
得
於
己
﹂
的
快
然
自
足
不
復
存
在
，
﹁
不
知

老
之
將
至
﹂
也
就
頓
失
依
恃
。
在
歡
樂
難
駐
的
同
時
，
羲
之
進
一
步
體

認
到
留
歡
之
人
本
身
亦
是
﹁
終
期
於
盡
﹂
的
。
因
此
，
除
了
哀
樂
興

感
，
不
得
不
喟
嘆
﹁
死
生
亦
大
﹂
這
生
命
現
實
的
終
極
沉
痛
。

羲
之
更
將
此
種
閱
覽
的
感
懷
置
放
在　
　
　
　
　

中
考
察
。
由

﹁
若
合
一
契
﹂
推
證
出
﹁
固
知
一
死
生
為
虛
誕
，
齊
彭
殤
為
妄
作
﹂
，

再
藉
﹁
後
之
視
今
猶
今
之
視
昔
﹂
前
後
閱
覽
經
驗
的
同
質
性
，
推
得

﹁
固
知
﹂
的
感
慨
是
貫
通
古
今
的
。
而
由
﹁
興
感
之
由
﹂
、
﹁
所
以
興

懷
﹂
又
可
知
：
臨
文
閱
覽
貴
在
能
超
越
﹁
世
殊
事
異
﹂
的
表
象
，
探
及

古
今
﹁
其
致
一
也
﹂
的
創
作
動
機
與
議
題
。
﹁
時
人
所
述
﹂
的
蘭
亭
詩

既
書
寫
齊
彭
殤
、
混
萬
殊
的
至
樂
，
是
以
﹁
興
感
之
由
﹂
就
是
緣
於
死

滅
焦
慮
所
激
發
的
長
︵
永
︶
生
渴
慕
。

由
作
者
到
讀
者
，
羲
之
真
切
地
體
受
生
命
中
紛
至
沓
來
的
悲
喜
。

因
此
，
蘭
亭
序
否
定
了
蘭
亭
詩
人
遊
心
玄
同
的
方
案
，
揭
露
人
計
較
彭

殤
、
在
乎
生
死
的
常
情
本
性
。
就
在
﹁
達
﹂
與
﹁
不
達
﹂
之
間
，
我
們

看
到
了
既
不
因
一
時
陶
然
而
從
此
忘
我
出
世
，
亦
不
因
現
實
悲
涼
而
一

味
悵
惘
逃
避
，
願
意
直
接
嚐
受
一
切
並
加
以
回
應
的
王
羲
之
。

︵
改
寫
自
鄭
毓
瑜 

由
修
禊
事
論
蘭
亭
詩
、
蘭
亭
序
﹁
達
﹂
與

﹁
未
達
﹂
的
意
義
︶

7

依
據
上
文
，
蘭
亭
序
由
﹁
不
知
老
之
將
至
﹂
的
大
樂
，
翻
轉
而
為
﹁
死

生
亦
大
矣
﹂
的
至
痛
，
關
鍵
在
於
：

A
 

齊
契
玄
同
的
欣
喜
，
唯
在
逍
遙
山
林
、
棄
絕
塵
俗
的
豁
達
中
方
能

獲
致

B
 

言
不
盡
意
，
蘭
亭
勝
景
與
天
人
合
契
的
同
情
共
感
，
難
以
用
文
字

重
現

C
 

重
覽
當
日
詩
作
，
賞
心
樂
事
已
難
踪
跡
，
故
知
種
種
美
好
終
究
難

永
存

歷
屆
試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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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欲
以
放
浪
形
骸
之
外
的
任
性
灑
脫
，
逃
避
死
滅
的
束
縛
，
而
終
不  

可
得

答
案   C

解
析  

文
中
提
到
，
當
感
慨
樂
事
難
繼
，
僅
能
由
字
跡
詩
痕
來
緬
懷
，

在
歡
樂
難
駐
的
同
時
，
更
體
認
到
人
本
身
是
﹁
終
期
於
盡
﹂

的
，
因
此
不
得
不
喟
嘆
﹁
死
生
亦
大
﹂
，
由
此
可
知C

最
適
宜
。

8

依
據
上
文
，
關
於
蘭
亭
詩
和
蘭
亭
序
的
比
較
，
最
適
當
的
敘
述
是
：

蘭
亭
詩

蘭
亭
序

A

表
達
對
於
長
生
久
視
的
渴
望

抒
發
不
別
死
生
的
玄
心
遠
想

B

抒
發
不
別
死
生
的
玄
心
遠
想

照
見
古
今
創
作
緣
由
的
契
合

C

照
見
古
今
創
作
緣
由
的
契
合

追
述
修
禊
當
日
的
可
賞
可
樂

D

追
述
修
禊
當
日
的
可
賞
可
樂

表
達
對
於
長
生
久
視
的
渴
望

答
案   B

解
析  

文
中
提
到
﹁
蘭
亭
詩
由
遊
春
出
發
，
帶
出
玄
心
遠
想
，
乃
至
齊

彭
殤
、
達
至
樂
﹂
，
及
﹁
蘭
亭
詩
既
書
寫
齊
彭
殤
、
混
萬
殊
的

至
樂
﹂
，
可
知
蘭
亭
詩
的
內
容
應
包
含
：
追
述
修
禊
當
日
的
可

賞
可
樂
、
抒
發
不
別
死
生
的
玄
心
遠
想
。
而
蘭
亭
序
﹁
次
第
標

出
時
間
、
地
點
、
人
物
，
鋪
敘
時
空
交
織
下
的
物
色
光
景
﹂
，

其
次
﹁
喟
嘆
﹃
死
生
亦
大
﹄
這
生
命
現
實
的
終
極
沉
痛
﹂
，
最

後
﹁
探
及
古
今
﹃
其
致
一
也
﹄
的
創
作
動
機
與
議
題
﹂
，
可
知

蘭
亭
序
的
內
容
包
含
：
追
述
修
禊
當
日
的
可
賞
可
樂
、
照
見
古

今
創
作
緣
由
的
契
合
，
而
未
表
達
對
於
長
生
久
視
的
渴
望
，
也

未
抒
發
不
別
死
生
的
玄
心
遠
想
。

9
 

上
文　
　
　
　
　

內
最
適
合
填
入
的
是
：

A
 

空
間
之
變　
　
　
　
　
　

B

時
間
之
流 
C
 

仕
隱
選
擇　
　
　
　
　
　

D

因
緣
生
滅

答
案   B

解
析  

引
文
第
三
段
多
次
提
及
﹁
古
今
﹂
，
可
推
知
缺
空
內
容
應
與
時

間
有
關
。

0
 

上
文
認
為
蘭
亭
序
否
定
蘭
亭
詩
人
的
方
案
，
所
揭
示
的
生
命
態
度

是
：

A
 

正
視
悅
生
惡
死
的
人
性
，
直
面
悲
欣
交
集
的
人
生

B
 

死
亡
既
難
以
迴
避
，
何
妨
快
意
暢
情
，
不
虛
此
生

C
 

珍
惜
有
限
人
生
，
以
積
極
入
世
消
解
死
亡
的
悲
感

D
 

棲
隱
山
林
，
放
志
逍
遙
，
在
大
自
然
中
找
尋
自
我

答
案   A

解
析  

末
段
提
到
王
羲
之
﹁
揭
露
人
計
較
彭
殤
、
在
乎
生
死
的
常
情
本

性
﹂
，
﹁
不
因
現
實
悲
涼
而
一
味
悵
惘
逃
避
，
願
意
直
接
嚐
受

一
切
並
加
以
回
應
﹂
，
可
知
蘭
亭
序
所
揭
示
的
生
命
態
度
是
正

視
悅
生
惡
死
的
人
性
，
直
接
面
對
人
生
的
一
切
。

歷
屆
試
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