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
文
岩

詩
可
以
這
樣
寫
的

舊
詩
詞
，
新
呼
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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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遠
公
說
法
，
金
針
度
人

序
一

遠
公
說
法
，
金
針
度
人

舊
體
詩
詞
如
何
在
當
代
保
有
活
力
？
有
作
者
，
有
讀
者
，
能
感
動
人
，
也
令
人
喜
愛
。

不
只
是
古
雅
的
漢
字
堆
砌
，
或
者
恍
若
一
隻
陳
舊
的
花
瓶
，
空
有
外
殼
。
近
讀
鄧
中
龍
教
授

的
《
李
商
隱
詩
譯
註
》
，
原
作
六
百
餘
首
，
譯
本
分
三
冊
，
近
二
千
頁
。
不
是
專
業
人
士
或
李

粉
，
難
有
興
致
從
頭
到
尾
瀏
覽
一
遍
。
豪
放
的
李
太
白
，
其
詩
用
典
不
算
太
多
，
台
灣
版
的

全
集
譯
註
也
近
一
千
六
百
頁
。
如
果
今
日
所
作
舊
體
詩
詞
也
如
古
人
一
般
深
奧
，
幽
奇
，
艱

澀
，
迷
幻
，
使
事
多
多
；
或
者
吟
風
弄
月
，
顧
影
自
憐
；
又
或
逢
節
必
吟
，
樂
於
應
酬
；
青

年
讀
者
必
定
耍
手
擰
頭
，
逐
漸
遠
離
，
只
剩
下
一
眾
詩
友
鑼
鼓
鏗
鏘
，
自
拉
自
唱
。

白
居
易
提
倡
新
樂
府
運
動
，
以
淺
白
的
文
字
寫
時
事
，
希
望
老
嫗
能
解
。
到
了
清
代
，

袁
枚
高
倡
性
靈
說
，
黃
遵
憲
力
主
「
我
手
寫
我
口
」
。
雖
然
未
必
成
大
氣
候
，
但
暮
鼓
晨
鐘
，

秦
嶺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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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詩
詞
，
新
呼
吸—

詩
可
以
這
樣
寫
的

發
人
深
省
，
餘
音
裊
裊
，
不
絕
如
縷
。

今
有
香
江
名
醫
，
草
書
大
家
陳
文
岩
先
生
以
七
十
載
歷
煉
，
三
千
餘
首
詩
詞
之
創
作
成

果
，
彪
炳
詩
壇
，
鷹
揚
嶺
海
。
其
詩
諸
體
皆
備
，
其
詞
長
短
並
臻
。
世
事
，
國
事
，
藝
事
，

醫
事
；
家
國
情
，
夫
妻
情
，
朋
友
情
，
以
至
名
山
勝
景
，
花
飛
鳥
啼
，
美
食
茶
趣
，
信
手
拈

來
，
皆
成
妙
筆
。
或
機
鋒
逼
人
，
或
妙
趣
橫
生
，
或
沉
鬱
山
重
，
或
豪
放
浪
奔
，
或
拗
折
凝

煉
，
或
樸
素
流
暢
，
均
能
意
到
筆
吞
，
句
中
有
我
，
視
覺
獨
特
，
辭
由
己
出
。
高
山
松
吼
，

夜
雨
鳴
弦
。
東
坡
赤
壁
之
詠
，
老
杜
洞
庭
之
吟
，
白
傅
樂
府
之
質
實
，
放
翁
沈
園
之
旖
旎
，

種
種
詩
境
情
調
悉
於
篇
中
見
之
。
此
所
謂
古
調
新
聲
，
舊
瓶
新
酒
也
。
而
其
嘎
嘎
獨
造
，
新

詞
異
境
，
銳
思
妙
喻
，
紛
至
沓
來
，
尤
非
古
典
所
能
羈
縛
者
。
本
書
所
選
，
約
為
文
岩
先
生

歷
年
所
作
十
分
之
一
，
讀
來
已
有
美
不
勝
收
之
感
。

但
本
篇
並
非
陳
詩
別
裁
。
更
重
要
，
更
出
色
，
更
有
價
值
在
於
作
者
以
自
己
的
創
作
為

例
，
具
言
詩
詞
可
以
這
樣
寫
。
（
注
意
：
不
是
一
定
要
這
樣
寫
。
）
用
八
個
字
來
形
容
，
就

是
：
「
遠
公
說
法
，
金
針
度
人
」
。

陳
文
岩
先
生
主
張
詩
詞
當
隨
時
代
，
要
「
能
聞
到
舊
詩
詞
呼
吸
的
新
鮮
氣
味
而
感
覺
到

時
代
的
脈
搏
」
。
主
張
律
嚴
韻
寬
，
認
為
不
必
死
守
四
聲
八
病
的
種
種
規
矩
以
利
初
學
。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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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說
：
「
詩
詞
的
題
材
即
是
生
活
片
段
，
俯
拾
皆
是
，
若
用
詞
造
句
能
詩
化
，
便
可
以
於
無
詩

處
得
詩
來
。
」
這
就
很
自
然
地
歸
結
到
「
寫
詩
也
是
一
種
生
活
態
度
」
，
「
願
讀
者
能
與
作
者
共

享
一
個
詩
的
世
界
」
。

接
着
，
本
編
進
入
詩
應
該
怎
樣
寫
的
主
題
。
有
概
論
，
有
評
點
。
詩
分
體
，
詞
分
調
。

又
按
內
容
分
類
，
每
類
各
舉
若
干
作
品
為
例
。
概
論
要
言
不
煩
，
極
為
精
警
。
評
點
或
靈
光

一
閃
，
或
古
今
映
照
，
或
談
煉
意
，
或
論
鑄
詞
，
或
言
音
律
；
在
詩
話
與
禪
語
之
間
，
可
啟

人
尋
思
，
亦
可
怡
情
悅
性
。
讀
到
會
心
處
，
當
令
你
掩
卷
而
思
，
仰
首
而
笑
。
此
處
不
具

引
，
讀
者
沿
波
討
源
，
一
路
讀
去
，
當
知
吾
言
不
謬
。

文
岩
先
生
善
吟
詠
。
嘗
回
鄉
接
受
泉
州
電
視
台
採
訪
。
適
逢
大
雨
，
主
持
人
要
求
即
景

賦
詩
。
先
生
即
口
占
一
絕
云
：
「
天
公
憐
我
好
談
詩
，
大
雨
傾
盆
來
也
遲
，
畢
竟
積
污
該
一

洗
，
滿
城
鬱
悶
已
多
時
。
」
蓋
大
雨
恰
在
先
生
於
大
學
講
詩
完
畢
後
。

又
嘗
於
福
州
舉
辦
書
法
展
，
即
席
賦
五
古
長
歌
，
並
以
狂
草
書
盈
丈
宣
紙
，
滿
場
來
賓

歎
為
觀
止
！

文
岩
先
生
有
七
步
成
詩
之
才
，
早
已
蜚
聲
海
內
外
。
其
詩
亦
如
先
生
狂
草
，
只
見
性

情
，
不
辨
字
句
。
而
其
論
己
作
三
百
餘
篇
，
以
詩
家
自
作
詩
話
，
不
是
「
脂
評
」
而
近
乎
「
脂

序
一 

遠
公
說
法
，
金
針
度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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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詩
詞
，
新
呼
吸—

詩
可
以
這
樣
寫
的

評
」
，
古
往
今
來
，
未
曾
見
也
！
也
如
天
女
散
花
，
沾
溉
後
學
多
矣
。

如
陳
文
岩
先
生
所
論
，
在
熟
讀
古
典
詩
詞
，
繼
承
傳
統
的
基
礎
上
，
自
鑄
新
詞
寫
心
中

事
，
眼
前
景
，
與
時
代
同
行
，
必
將
開
一
代
新
風
，
令
中
國
文
學
的
瑰
寶
煥
發
新
的
光
芒
。

秦
嶺
雪
拜
識 

壬
寅
仲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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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唐
代
很
遠
，
詩
詞
很
近

序
二

唐
代
很
遠
，
詩
詞
很
近

此
刻
坐
在
電
腦
前
，
一
邊
聽
着
音
樂
，
一
邊
閱
讀
文
岩
兄
發
來
的
郵
件
，
室
外
烈
日
炎

炎
，
我
卻
涼
爽
如
沐
春
風
。
郵
件
是
文
岩
兄
剛
脫
稿
的
新
著
，
《
舊
詩
詞
，
新
呼
吸
》
。
文
岩

兄
行
醫
之
餘
吟
詩
填
詞
，
迄
今
已
印
行
詩
集
八
部
共
三
千
餘
首
。
這
次
別
開
生
面
，
沒
把
近

作
彙
成
新
集
，
而
是
在
歷
年
所
作
徜
徉
採
擷
為
青
年
朋
友
說
詩
。
雖
自
謂
「
此
書
不
是
作
詩

指
南
」
，
但
仔
細
讀
來
卻
有
不
是
指
南
，
勝
卻
指
南
之
感
。

無
獨
有
偶
，
不
久
前
曾
接
遠
在
美
國
的
阮
大
仁
先
生
一
書
稿
，
曰
《
阮
大
仁
論
行

書
》
。
大
仁
兄
博
學
擅
文
，
治
近
代
史
外
更
擅
書
法
，
其
行
書
循
文
徵
明
，
米
芾
上
窺
二

王
。
其
書
以
數
十
年
心
得
「
欲
幫
助
年
輕
人
培
養
一
個
思
考
的
新
角
度
」
，
冀
「
有
助
於
復

興
書
道
」
。

胡
西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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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詩
詞
，
新
呼
吸—

詩
可
以
這
樣
寫
的

一
位
是
醫
家
詩
人
，
一
位
是
史
學
家
書
法
家
，
同
為
國
粹
操
心
，
能
不
令
人
感
慨
乎
？

比
之
書
法
，
舊
體
詩
詞
的
寫
作
更
為
冷
門
。
莫
說
年
輕
一
代
，
即
便
在
如
今
古
稀
耄
耋

人
群
中
能
吟
詩
填
詞
者
也
寥
寥
。
文
岩
兄
常
憂
舊
體
詩
詞
會
終
成
絕
響
。
此
新
作
也
可
視
其

為
國
粹
發
警
歎
，
為
傳
統
文
化
護
生
。

文
岩
兄
驕
人
之
處
是
不
避
人
嫌
，
以
自
己
作
品
為
例
談
創
作
。
這
是
他
本
色
，
是
真
性

情
。
在
他
看
來
，
舊
體
詩
詞
受
格
律
束
縛
，
使
人
望
而
卻
步
。
而
目
前
很
多
寫
舊
體
詩
詞
的

又
「
因
循
守
舊
，
筆
墨
跟
不
上
時
代
，
使
年
輕
人
厭
怕
」
。
所
以
想
用
自
己
的
體
會
帶
領
年
青

一
代
品
賞
中
華
文
化
瑰
寶
。
雖
是
自
撥
琵
琶
，
卻
是
「
大
珠
小
珠
落
玉
盤
」
，
只
要
細
嚼
。
便

會
領
略
其
中
韻
味
。

文
岩
兄
為
本
書
取
了
個
副
標
題
：
「
詩
可
以
這
樣
寫
的
」
。
拿
自
己
詩
作
現
身
說
法
，

與
大
仁
兄
論
書
一
樣
，
是
不
藏
私
學
，
也
不
介
意
旁
人
的
說
三
道
四
。
詩
人
情
懷
，
古
今
相

通
。
蘇
東
坡
有
悼
妻
的
「
縱
使
相
逢
應
不
識
，
塵
滿
面
，
鬢
如
霜
」
，
有
懷
弟
的
「
但
願
人
長

久
，
千
里
共
嬋
娟
」
，
有
示
兒
的
「
無
災
無
難
到
公
卿
」
，
有
感
懷
的
「
小
舟
從
此
逝
，
江
海
寄

餘
生
」
，
有
懷
古
的
「
浪
淘
盡
千
古
風
流
人
物
」
，
有
唱
和
的
「
似
花
還
似
飛
花
，
點
點
是
離
人

淚
」
，
有
寓
情
於
物
的
「
揀
盡
寒
枝
不
肯
棲
，
寂
寞
沙
洲
冷
」
，
有
以
景
喻
理
的
「
不
識
廬
山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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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目
，
只
緣
身
在
此
山
中
」
，
有
帶
有
禪
意
的
「
若
言
琴
上
有
琴
聲
，
放
在
匣
中
何
不
鳴
」
，

有
偶
興
的
「
老
夫
聊
發
少
年
狂
」
，
有
遊
戲
文
章
「
豈
意
青
州
三
從
事
，
化
為
烏
有
一
先
生
」
，

和
日
常
生
活
片
段
「
日
啖
荔
枝
三
百
顆
」
，
「
正
是
河
豚
欲
上
時
」
。
正
如
文
岩
兄
書
中
所
說
：

只
要
觀
察
入
微
，
情
動
於
中
，
詩
詞
俯
拾
皆
是
，
可
以
「
從
無
詩
處
得
詩
來
」
。
唐
朝
很
遠
，

詩
詞
真
的
很
近
。
大
如
國
際
事
件
，
小
如
身
邊
瑣
事
皆
可
入
詩
，
文
岩
兄
寫
嫦
娥
衛
星
的

《
水
調
歌
頭
》
結
句
「
世
外
無
居
所
，
從
此
不
言
兵
」
實
發
人
深
省
。
寫
情
的
《
柳
梢
青
》
「
愛

猶
酒
，
陳
年
更
馨
」
。
遊
長
城
的
「
既
是
敞
門
求
所
以
，
再
難
盲
目
說
應
該
」
更
是
道
人
之
未

道
。
絕
句
也
多
清
新
可
愛
，
如
寫
蚯
蚓
：
「
匍
匐
蜿
蜒
有
跡
存
，
誰
言
春
夢
了
無
痕
，
腸
空
未

怨
啃
泥
苦
，
為
是
生
來
愛
護
根
」
。
一
個
「
痕
」
字
，
整
首
詩
都
活
了
。
詠
牙
籤
更
妙
：
「
山

珍
海
味
不
曾
貪
，
餚
盡
侍
筵
豈
是
饞
，
能
為
眾
生
清
口
齒
，
拾
人
牙
慧
也
心
甘
」
，
居
然
把

帶
貶
義
的
變
成
讚
美
詞
！
令
人
再
三
回
味
的
例
子
很
多
，
不
勝
枚
舉
。
且
多
用
生
活
口
語
，

如
開
快
車
赴
急
診
「
思
無
別
繫
御
風
馳
，
便
過
了
紅
燈
幾
度
」
，
詩
化
的
普
通
用
語
更
活
潑
，

如
「
杏
林
路
上
多
風
景
，
大
塊
抓
來
又
一
章
」
，
論
書
的
「
胸
中
墨
水
自
家
池
」
，
孤
舟
遊
湖
的

「
今
夜
西
湖
歸
你
我
，
莫
留
半
杓
別
人
分
」
。
有
時
連
英
語
如w

hatsapp

，phone- in

也
直
接

入
詩
。
文
岩
兄
主
張
用
今
典
，
如
詠
俄
羅
斯
紅
場
的
「
能
抓
老
鼠
，
黑
白
何
干
」
。

序
二 

唐
代
很
遠
，
詩
詞
很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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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詩
詞
，
新
呼
吸—

詩
可
以
這
樣
寫
的

聞
蚊
能
填
小
令
，
驗
蚊
屍
竟
成
長
歌
！
「
詩
也
可
以
這
樣
寫
」
，
信
哉
斯
言
！

壬
寅
秋 

胡
西
林
於
湖
上
真
乃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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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傳
統
古
典
詩
詞
，
是
中
華
文
化
的
瑰
寶
。
可
惜
年
輕
一
代
懂
得
的
已
不
多
了
。
一
是
覺

得
古
詩
詞
內
的
東
西
跟
現
代
人
沾
不
上
邊
。
另
又
為
目
前
寫
舊
體
詩
詞
的
大
都
因
循
守
舊
，

筆
墨
跟
不
上
時
代
，
使
年
青
人
厭
怕
。
其
實
詩
者
因
情
動
於
中
而
形
於
言
，
今
人
與
古
人
一

樣
有
喜
怒
哀
樂
，
只
不
過
用
於
表
達
的
文
字
方
式
有
所
不
同
而
已

這
書
不
是
作
詩
指
南
，
我
不
是
學
者
，
更
不
是
職
業
詩
人
，
書
中
就
詩
詞
規
則
只
簡
略

介
紹
。
詩
和
詞
，
只
是
格
式
規
律
不
同
，
都
是
表
達
個
人
的
感
受
的
韻
語
而
已
，
所
以
沒
有

分
開
敘
述
。
一
理
通
，
百
理
明
。
書
取
名
《
舊
詩
詞
，
新
呼
吸
》
，
說
明
舊
體
詩
詞
是
可
以
傳

承
下
去
的
。
不
費
太
多
篇
幅
講
述
格
律
，
只
因
縱
能
恪
守
格
律
，
但
不
能
用
新
的
詞
句
體
現

時
代
氣
息
，
舊
體
詩
詞
便
成
了
僵
屍
！
福
州
袁
勇
麟
教
授
曾
在
香
港
《
文
綜
》
期
刊
發
表
專
文

論
我
的
詩
詞
，
他
所
謂
為
舊
體
詩
詞
招
魂
或
許
就
是
這
意
思
。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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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詩
詞
，
新
呼
吸—

詩
可
以
這
樣
寫
的

寫
詩
有
那
麼
難
嗎
？
詩
詞
題
材
即
是
生
活
片
段
，
俯
拾
皆
是
。
若
用
詞
遣
字
能
詩
化
，

便
可
「
於
無
詩
處
得
詩
來
」
。
書
中
引
用
詩
詞
都
選
自
我
的
作
品
，
雖
說
是
「
王
婆
賣
瓜
」
，

自
己
評
自
己
恐
怕
前
無
古
人
，
但
只
要
能
觸
動
年
青
人
的
神
經
，
使
能
聞
到
舊
詩
詞
呼
吸
的

新
鮮
氣
味
而
感
受
到
時
代
的
脈
搏
就
可
以
了
。
有
感
悟
者
當
會
再
從
唐
詩
宋
詞
找
尋
樂
趣
和

營
養
，
以
提
高
自
己
的
欣
賞
能
力
。
我
們
不
可
期
望
人
人
可
做
詩
人
，
適
如
趙
翼
所
說
「
詩

有
別
才
」
，
但
不
懂
欣
賞
傳
統
的
精
粹
，
又
何
來
文
化
自
信
？

詩
不
是
喫
飯
工
具
，
韓
愈
說
「
餘
事
作
詩
人
」
也
就
這
意
思
。
詩
純
用
於
表
達
個
人
感

情
，
寫
詩
也
是
種
生
活
態
度
，
懂
詩
對
藝
術
的
欣
賞
力
肯
定
有
裨
益
。
中
國
畫
講
究
詩
、

書
、
畫
、
印
。
自
古
有
很
多
大
畫
家
都
愛
說
：
吾
詩
第
一
，
書
第
二
，
畫
第
三
。
蘇
東
坡
說

「
腹
有
詩
書
氣
自
華
」
。
本
書
援
引
的
例
作
不
囿
於
個
人
的
傷
春
悲
秋
，
自
身
邊
瑣
事
至
國

際
大
事
，
無
所
不
有
，
包
羅
萬
象
。
願
讀
者
能
與
我
共
賞
一
個
詩
的
世
界
。
更
感
謝
香
港
著

名
詩
人
和
散
文
作
者
秦
嶺
雪
先
生
和
杭
州
著
名
藝
術
鑒
評
家
胡
西
林
先
生
百
忙
中
為
本
書
作

序
，
兩
人
的
文
彩
和
眼
光
為
本
書
添
色
不
少
。

不
求
一
石
激
起
千
層
浪
，
如
能
吹
皺
一
池
春
水
，
起
一
絲
漣
漪
，
足
矣
。

最
後
，
我
在
書
中
加
了
幾
幅
個
人
書
法
和
內
子
英
華
的
畫
作
，
免
得
版
面
過
於
單
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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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詩
詞
，
新
呼
吸—

詩
可
以
這
樣
寫
的

詩
是
有
韻
律
的
語
言
，
無
論
在
哪
個
國
家
，
都
是
文
化
的
精
粹
。
能
欣
賞
詩
詞
者
無
疑
是

具
有
審
美
的
眼
光
，
古
人
稱
讚
好
畫
是
畫
中
有
詩
，
但
詩
的
意
境
卻
不
能
全
在
畫
中
呈
現
出
來
。

中
國
詩
歌
自
詩
經
，
而
楚
辭
、
漢
賦
、
唐
詩
、
宋
詞
、
元
曲
到
目
前
的
白
話
詩
，
已
有

三
千
多
年
歷
史
。
所
謂
舊
詩
，
泛
指
的
是
自
唐
以
降
的
格
律
詩
，
而
新
詩
則
是
五
四
運
動
後

的
白
話
詩
，
雖
然
去
掉
格
律
的
枷
鎖
，
但
更
像
帶
有
多
少
音
律
的
散
文
。
卻
不
能
如
格
律
詩

那
樣
易
記
可
吟
。
李
白
的
「
君
不
見
黃
河
之
水
天
上
來
」
，
白
居
易
的
「
漢
皇
重
色
思
傾
國
」
，

蘇
軾
的
「
大
江
東
去
」
，
柳
永
的
「
寒
蟬
悽
切
」
，
讀
過
的
大
都
記
得
，
而
且
整
篇
背
得
。
可
是

新
詩
有
幾
首
令
人
記
得
，
而
且
可
背
誦
如
流
？

五
四
運
動
一
大
後
遺
症
是
把
中
文
西
化
，
甚
麼
「
地
」
、
「
的
」
、
「
性
」
、
「
化
」
啊
，
經

常
把
句
子
弄
得
不
倫
不
類
。
曾
看
到
某
醫
院
的
廣
告
：
「
一
站
性
不
育
治
療
」
，
「
優
化
性
服
務

設
備
」
等
，
令
人
啼
笑
皆
非
。

曾
有
香
港
文
化
人
撰
文
說
「
舊
詩
已
死
」
，
理
由
是
新
時
代
的
東
西
如
電
話
、
汽
車
等
不

能
入
詩
，
否
則
會
破
壊
詩
意
云
云
。
說
來
也
是
，
如
不
能
表
達
新
事
物
，
寫
舊
詩
還
有
甚
麼

意
義
？
但
他
可
能
忘
記
新
文
化
健
將
魯
迅
、
郁
達
夫
都
是
寫
舊
詩
的
高
手
，
毛
澤
東
亦
是
。

後
來
的
朦
朧
派
新
詩
人
王
辛
笛
老
年
時
也
專
寫
舊
詩
了
！
舊
詩
是
中
華
文
化
精
粹
，
生
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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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可
以
這
樣
寫
的

特
別
強
。
豈
會
容
易
死
得
？

我
自
小
喜
歡
舊
詩
，
至
初
中
起
自
學
。
至
今
吟
詠
不
斷
，
己
結
集
出
版
八
冊
。
最
近
蒙

福
州
師
範
大
學
博
導
袁
勇
麟
教
授
在
《
文
綜
》
撰
文
許
為
舊
體
詩
的
現
代
招
魂
。
前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王
晉
光
教
授
亦
曾
就
我
的
詩
詞
在
國
際
會
議
作
多
番
論
述
。
我
亦
曾
在
內
地
大
學
中
文

系
講
舊
詩
的
創
作
，
頗
獲
聽
眾
好
評
。
這
便
催
生
我
寫
本
書
的
念
頭
。

中
文
是
單
音
字
，
舊
體
詩
平
仄
的
格
律
就
是
要
加
強
音
樂
效
果
。
一
句
平
起
的
七
言
：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仄
，
就
如
音
樂
的
「
篷
篷
斥
斥
篷
篷
斥
」
。
所
以
我
主
張
律
要
嚴
。
倒
是
句

尾
押
韻
可
以
寬
點
。
現
時
並
沒
有
標
準
韻
書
，
寫
舊
詩
大
多
用
「
平
水
韻
」
，
把
同
音
的
字

集
在
一
組
，
如
「
一
東
」
，
「
二
冬
」
，
「
三
江
」
，
「
四
陽
」
等
。
我
認
為
一
東
（dung

）
和
二

冬
（dong

）
可
共
用
，
不
必
像
清
朝
科
舉
時
被
當
作
出
韻
而
會
招
致
落
榜
。
因
為
經
過
千
年

的
遷
徙
，
不
同
族
群
對
同
一
個
字
的
發
音
已
有
大
變
化
，
北
京
人
「
入
派
三
聲
」
，
已
經
沒
有

入
聲
。
閩
南
人
和
廣
東
人
發
音
也
大
不
相
同
。
唐
詩
「
遠
上
寒
山
石
徑
斜
，
白
雲
深
處
有
人

家
，
停
車
坐
愛
楓
林
晚
，
霜
葉
紅
於
二
月
花
」
的
「
斜
」
字
只
有
用
閩
南
話
才
合
韻
。
我
用
韻

按
《
白
香
詞
譜
》
的
分
類
。
因
為
填
詞
可
通
用
的
韻
腳
，
現
代
人
的
舊
詩
應
可
接
受
。
平
仄

的
區
分
並
不
太
難
，
以
平
上
去
入
四
聲
來
說
，
平
，
不
管
是
陰
平
、
陽
平
，
都
作
平
，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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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詩
詞
，
新
呼
吸—

詩
可
以
這
樣
寫
的

去
、
入
均
歸
作
仄
。
簡
單
概
括
：
凡
是
字
音
可
拖
長
來
讀
者
是
平
聲
，
急
而
速
者
是
仄
聲
。

現
代
國
語
沒
有
入
聲
，
其
實
凡
是
閩
、
粵
語
的
合
唇
音
，
英
語
以k

、b

、p

做
尾
者
均
為
入

聲
。
一
首
詩
中
相
隣
兩
句
的
收
句
要
避
免
用
同
音
字
，
如
「
人
，
仁
」
、
「
風
，
峰
」
、
「
中
，

忠
」
、
「
難
，
欄
」
、
「
收
，
修
」
等
。
律
詩
有
八
句
，
韻
腳
有
四
至
五
個
，
同
音
字
至
少
相
隔

一
韻
腳
，
吟
誦
時
較
動
聽
。

此
書
不
細
談
格
律
，
姑
且
簡
單
說
明
一
下
。

七
絕
平
起
：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仄
，
仄
仄
平
平
仄
仄
平
，

仄
仄
平
平
平
仄
仄
，
平
平
仄
仄
仄
平
平
。

七
律
就
如
上
述
重
複
：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仄
，
仄
仄
平
平
仄
仄
平
，

仄
仄
平
平
平
仄
仄
，
平
平
仄
仄
仄
平
平
，

平
平
仄
仄
平
平
仄
，
仄
仄
平
平
仄
仄
平
，

仄
仄
平
平
平
仄
仄
，
平
平
仄
仄
仄
平
平
。

也
可
第
一
句
即
起
韻
，
那
就
成
平
平
仄
仄
仄
平
平
。
律
詩
中
間
四
句
成
兩
對
，
對
平
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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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可
以
這
樣
寫
的

的
要
求
，
有
「
一
、   

三
、   

五
不
論
，
二
、   

四
、   

六
分
明
」
之
說
。
杜
牧
：
「
千
里
鶯
啼
綠
映

紅
，
水
村
山
廓
酒
旗
風
，
南
朝
四
百
八
十
寺
，
多
少
樓
台
煙
雨
中
。
」
多
好
的
一
首
七
絕
，

可
是
第
三
句
是
「
平
平
仄
仄
仄
仄
仄
」
，
可
謂
出
格
，
但
無
礙
詩
意
。
偶
一
為
之
，
無
甚
不

可
。
至
於
「
孤
平
」
、
「
拗
句
」
就
簡
單
說
明
一
下
。
李
商
隱
：
「
向
晚
意
不
適
，
驅
車
登
古

原
，
夕
陽
無
限
好
，
只
是
近
黃
昏
。
」
起
句
仄
仄
仄
仄
仄
（
正
格
應
仄
仄
平
平
仄
）
，
第
二
句

平
平
平
仄
平
（
正
格
是
平
平
仄
仄
平
）
，
因
首
句
的
「
不
」
字
無
合
適
平
聲
字
可
替
，
所
以
第

二
句
第
三
字
選
用
平
聲
字
，
即
所
謂
「
拗
救
」
。
再
如
李
白
：
「
不
敢
高
聲
語
，
恐
驚
天
上

人
」
，
前
句
仄
仄
平
平
仄
，
後
句
應
平
平
仄
仄
平
，
因
「
恐
」
是
仄
聲
，
後
句
便
作
仄
平
平
仄

平
，
是
本
句
自
救
，
亦
「
拗
救
」
之
一
種
。
欲
避
孤
平
之
病
，
儘
量
避
免
句
子
中
兩
仄
㚒
一

平
。
說
穿
了
就
是
令
整
首
詩
讀
來
更
鏗
鏘
悅
耳
而
已
。
說
犯
「
孤
平
」
是
死
罪
實
在
過
份
。
規

矩
盡
可
能
守
，
但
不
可
死
守
。
規
矩
太
多
，
恐
怕
未
入
門
已
卻
步
。
李
可
染
如
死
守
傳
統
山

水
畫
的
「
披
麻
」
、
「
斧
劈
」
皴
而
不
用
層
層
積
墨
追
求
光
影
效
果
，
能
成
一
代
大
師
嗎
，
傅
抱

石
不
用
他
那
枯
濕
筆
纏
寫
能
體
現
那
幽
深
煙
嵐
嗎
？
張
大
千
潑
彩
畫
就
不
是
國
畫
嗎
？
至
於

甚
麼
「
八
病
」
就
不
提
了
，
那
麼
多
規
矩
，
未
入
門
先
嚇
跑
了
。
說
到
底
，
一
首
符
合
規
律
但

以
杜
撰
艱
澀
詞
句
堆
砌
卻
毫
無
感
情
的
詩
真
是
詩
嗎
？





格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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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詩
詞
，
新
呼
吸—

詩
可
以
這
樣
寫
的

舊
詩
的
格
式
有
絕
句
、
律
、
歌
行
，
各
體
又
有
五
言
、
七
言
之
分
（
魏
晉
時
亦
流
行
四

言
）
。
絕
句
和
律
詩
格
律
較
嚴
，
歌
行
則
平
仄
用
韻
皆
鬆
，
所
謂
古
詩
亦
是
。
「
古
」
者
，
以

區
分
唐
時
格
律
既
定
的
「
新
」
也
。
詞
則
分
短
令
和
長
調
。
長
調
一
般
分
前
後
闋
，
填
詞
當

然
要
按
詞
譜
的
平
仄
聲
定
位
，
不
是
把
字
數
按
詞
譜
的
字
數
填
滿
就
可
。
雖
宋
詞
唱
法
已
失

傳
，
但
按
詞
譜
平
仄
所
填
基
本
上
都
可
譜
曲
而
唱
。
泉
州
的
南
音
便
有
這
方
面
的
遺
韻
。

寫
詩
的
方
法
有
「
賦
」
「
比
」
「
興
」
。
賦
即
鋪
敘
，
比
則
或
以
人
喻
物
、
物
擬
人
，
興
則

感
觸
或
引
人
遐
想
。
都
是
中
文
常
用
的
寫
作
技
巧
。
一
般
都
混
合
使
用
。
以
下
把
選
出
的
拙

作
詩
詞
稍
作
分
類
為
例
加
以
說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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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式

絕
句絕

句
只
四
句
，
寫
時
要
起
、
承
、
轉
、
合
。
轉
得
好
便
見
詩
境
，
合
則
可
見
詩
眼
，
點

睛
之
處
也
。
字
數
少
，
要
寫
得
出
色
甚
不
容
易
。

給
同
學

西
苑
春
遲
至
，
含
英
未
敢
紅
，

寄
言
桃
杏
李
，
何
必
候
東
風
。

這
是
我
初
中
時
所
作
，
老
師
遲
到
，
作
此
勸
同
學
自
修
。
起
即
點
題
，
承
以
桃
、
杏
、

李
不
敢
綻
紅
比
喻
學
生
因
老
師
未
到
不
知
所
措
，
第
三
句
一
轉
，
接
着
就
說
不
要
等
了
。
東

風
遲
到
，
花
可
以
照
樣
開
。
全
首
用
的
是
比
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