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
版
緣
起

我
們
推
出
的
這
套
「
大
家
歷
史
小
叢
書
」，
由
著
名
學
者
或
專
家
撰
寫
，
內
容
既
精
專
、

又
通
俗
易
懂
，
其
中
不
少
名
家
名
作
堪
稱
經
典
。

本
叢
書
所
選
編
的
書
目
中
既
有
斷
代
史
，
又
有
歷
代
典
型
人
物
、
文
化
成
就
、
重
要
事

件
，
也
包
括
與
歷
史
有
關
的
理
論
、
民
俗
等
話
題
。
希
望
透
過
主
幹
與
枝
葉
，
共
同
呈
現
一

個
較
為
豐
富
的
中
國
歷
史
面
目
，
以
饗
讀
者
。
因
部
分
著
作
成
書
較
早
，
作
者
行
文
用
語
具

時
代
特
徵
，
我
們
尊
重
及
保
持
其
原
有
風
貌
，
不
做
現
代
漢
語
的
規
範
化
統
一
。中

和
編
輯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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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導言　郯子說官

導
言
　
郯
子
說
官

—

星
光
燦
爛
的
政
治
天
空

對
於
我
國
古
代
政
治
文
明
開
始
的
時
間
，
學
術
界
有
比
較
統
一
的
認
識
，
認

為
始
於
夏
朝
。
可
是
對
於
其
曙
光
時
期
，
則
說
不
清
楚
。
不
僅
我
們
今
天
說
不

清
楚
，
兩
千
五
百
年
前
的
大
學
問
家
孔
老
夫
子
也
說
不
清
楚
。
不
僅
孔
子
說
不
清

楚
，
當
時
的
一
些
國
君
和
達
官
貴
人
也
幾
乎
都
不
知
曾
出
現
在
遠
古
的
政
治
文
明

的
曙
光
是
怎
麼
回
事
。

公
元
前
五
二
八
年
的
秋
天
，
魯
國
來
了
一
位
國
賓
，
史
稱
郯
子
。
郯
國
在
今

山
東
郯
城
一
帶
，
相
傳
是
黃
帝
之
子
少
皞
氏
的
後
裔
，
因
此
︽
左
傳
．
昭
公
十
七

年
︾
孔
穎
達
疏
引
王
肅
云
：「
郯
，
中
國
也
。
」
但
在
春
秋
時
期
，
由
於
世
代
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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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
，
郯
已
被
華
夏
諸
侯
國
目
為
東
夷
。
子
是
郯
國
國
君
的
爵
位
。
當
時
國
君
的
爵

位
分
為
五
等
，
所
分
封
的
疆
域
分
為
三
等
。
就
是
︽
孟
子
．
萬
章
下
︾
所
說
的
：

「
公
、
侯
皆
方
百
里
，
伯
七
十
里
，
子
、
男
五
十
里
。
」
郯
子
僅
是
子
爵
，
是
一

位
小
國
國
君
。
可
是
他
很
有
學
問
，
在
魯
昭
公
舉
行
國
宴
歡
迎
他
時
，
他
應
主
人

之
請
，
講
述
了
他
的
祖
先
少
皞
氏
為
甚
麼
用
各
種
鳥
名
作
為
時
官
名
稱
。
他
談
此

事
，
是
從
黃
帝
時
期
的
官
職
談
起
的
。︽
左
傳
︾
這
樣
記
載
他
的 

話
：

（
魯
昭
公
十
七
年
）
秋
，
郯
子
來
朝
，
公
與
之
宴
。
昭
子
問
焉
，

曰
：「
少
嗥
氏
鳥
名
官
，
何
故
也
？
」
郯
子
曰
：「
吾
祖
也
，
我
知
之
。
昔

者
黃
帝
氏
以
雲
紀
，
故
為
雲
師
而
雲
名
。
炎
帝
氏
以
火
紀
，
故
為
火
師
而

火
名
。
共
工
氏
以
水
紀
，
故
為
水
師
而
水
名
。
太
皞
氏
以
龍
紀
，
故
為
龍

師
而
龍
名
。
我
高
祖
少
嗥
摯
之
立
也
，
鳳
鳥
適
至
，
故
紀
於
鳥
，
為
鳥
師



3 導言　郯子說官

而
鳥
名
。
鳳
鳥
氏
，
曆
正
也
。
玄
鳥
氏
，
司
分
者
也
。
伯
趙
氏
，
司
至
者

也
。
青
鳥
氏
，
司
啟
者
也
。
丹
鳥
氏
，
司
閉
者
也
。
祝
鳩
氏
，
司
徒
也
。

鴡
鳩
氏
，
司
馬
也
。
鳲
鳩
氏
，
司
空
也
。
爽
鳩
氏
，
司
寇
也
。
鶻
鳩
氏
，

司
事
也
。
五
鳩
，
鳩
民
者
也
。
五
雉
為
五
工
正
，
利
器
用
，
正
度
量
，

夷
民
者
也
。
九
扈
為
九
農
正
，
扈
民
無
淫
者
也
。
自
顓
頊
以
來
，
不
能
紀

遠
，
乃
紀
於
近
。
為
民
師
而
命
以
民
事
，
則
不
能
故
也
。
」

這
段
話
的
大
致
意
思
是
，
魯
國
貴
族
昭
子
向
郯
子
詢
問
：
聽
說
遠
古
時
少
皞
氏
用

鳥
名
作
為
官
名
，
這
是
甚
麼
原
因
？
郯
子
詳
細
地
做
了
解
釋
，
不
僅
講
述
了
他
的

祖
先
少
皞
氏
以
鳥
名
官
的
緣
由
，
還
較
詳
細
地
介
紹
了
當
時
的
官
制
，
也
介
紹
了

黃
帝
、
炎
帝
、
共
工
、
太
皞
等
古
帝
王
為
官
員
命
名
的
情
況
。
黃
帝
用
雲
記
事
，

所
以
用
雲
作
為
官
名
；
炎
帝
用
火
記
事
，
所
以
用
火
作
為
官
名
；
共
工
用
水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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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
所
以
用
水
作
為
官
名
；
太
皞
用
龍
記
事
，
所
以
用
龍
作
為
官
名
。
少
皞
即
位

的
時
候
，
正
好
遇
到
鳳
鳥
前
來
，
所
以
就
用
鳥
記
事
，
各
部
門
長
官
都
用
鳥
來
命

名
。
鳳
鳥
氏
就
是
後
代
的
曆
正
，
總
管
曆
法
，
玄
鳥
氏
掌
管
春
分
、
秋
分
，
伯
趙

︵
即
伯
勞
，
一
種
鳥
︶
氏
掌
管
夏
至
、
冬
至
，
青
鳥
氏
掌
管
立
春
、
立
夏
，
丹
鳥

氏
掌
管
立
秋
、
立
冬
。
祝
鳩
氏
就
是
司
徒
，
鴡
鳩
氏
就
是
司
馬
，
鳲
鳩
氏
就
是
司

空
，
爽
鳩
氏
就
是
司
寇
，
鶻
鳩
氏
就
是
司
事
。
這
「
五
鳩
」
是
鳩
聚
百
姓
的
官
。

另
外
還
有
「
五
雉
」
，
是
五
種
管
理
手
工
業
的
官
，
改
善
器
物
用
具
，
統
一
尺
度

容
量
，
讓
百
姓
交
易
公
平
。
又
有
「
九
扈
」
，
是
九
種
管
理
農
業
的
官
，
約
束
百

姓
不
讓
他
們
放
縱
。
郯
子
最
後
又
說
：
自
從
顓
頊
開
始
，
已
經
無
法
維
持
上
述
傳

統
，
凡
是
「
為
民
師
」
，
即
做
官
的
人
，
都
「
命
以
民
事
」
，
就
是
所
用
官
名
都

採
自
民
事
，
不
再
用
雲
、
火
、
水
、
龍
、
鳥
這
一
類
特
定
的
名
稱
。
實
際
上
，
郯

子
所
說
的
這
一
變
化
，
指
的
是
遠
古
先
民
從
以
自
然
崇
拜
的
圖
騰  

 1
為
官
名
轉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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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因
事
名
官
，
這
是
社
會
發
展
進
步
的
標
誌
。

郯
子
所
講
，
語
驚
四
座
。
孔
子
時
年
二
十
七
歲
，
已
聚
徒
講
學
，
其
弟
子
中

有
魯
大
夫
孟
僖
子
之
嗣
子
懿
子
、
南
宮
敬
叔
等
人
，
都
是
一
些
飽
學
之
士
。
可
是

他
聽
到
郯
子
所
講
，
極
為
欽
佩
，
要
向
他
當
面
求
教
。
事
後
，
孔
子
慨
歎
說
：

「
我
聽
說
﹃
天
子
失
官
，
學
在
四
夷
﹄
，
看
來
是
對
的
。
」
郯
子
說
官
，
雖
不
足

以
證
明
中
國
在
當
時
已
經
進
入
政
治
文
明
時
期
，
但
說
距
政
治
文
明
的
到
來
已
為

時
不
遠
，
是
可
以
肯
定
的
。

注
釋
：

1 

圖
騰
，
北
美
印
第
安
語
音
譯
，
意
為
﹁
親
屬
﹂
和
﹁
標
記
﹂
。
因
原
始
人
相
信
本
氏
族
與

某
種
動
、
植
物
或
其
他
自
然
物
具
有
特
殊
的
親
緣
關
係
，
故
將
該
物
視
作
本
氏
族
的
保

護
者
和
標
誌
族
徽
而
加
以
崇
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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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黃
帝
、
炎
帝
、
堯
、
舜

我
國
在
遠
古
時
期
，
族
群
眾
多
，
氏
族
、
部
落
的
首
領
各
有
名
號
，
在
文
獻

中
多
稱
帝
王
，
或
直
呼
其
名
。
五
帝
之
名
號
多
所
出
現
，
但
各
家
說
法
不
一
。
郯

子
既
在
開
頭
講
到
黃
帝
，
又
說
顓
頊
之
後
，
以
事
名
官
。
司
馬
遷
在
︽
史
記
．
五

帝
本
紀
︾
中
，
對
有
關
五
帝
時
的
史
料
是
這
樣
評
價
的
：「
學
者
多
稱
五
帝
，
尚

矣
。
然
︽
尚
書
︾
獨
載
堯
以
來
；
而
百
家
言
黃
帝
，
其
文
不
雅
馴
，
薦
紳
先
生
難

言
之
。
孔
子
所
傳
宰
予
問
︽
五
帝
德
︾
及
︽
帝
系
姓
︾
，
儒
者
或
不
傳
。
余
嘗
西

至
空
桐
，
北
過
涿
鹿
，
東
漸
於
海
，
南
浮
江
、
淮
矣
至
長
老
皆
各
往
往
稱
黃
帝
、



7 第一章　黃帝、炎帝、堯、舜

堯
、
舜
之
處
，
風
教
固
殊
焉
，
總
之
不
離
古
文
者
近
是
。
」
他
的
大
致
意
思
是
說
：

學
者
們
一
再
談
到
五
帝
，
但
年
代
實
在
是
太
遙
遠
了
。︽
尚
書
︾
只
記
載
堯
以
後
的

事
情
，
堯
以
前
雖
然
有
一
些
資
料
，
但
可
疑
之
處
較
多
，
頭
緒
也
很
複
雜
，
需
要

認
真
鑒
別
。
本
書
在
這
裡
採
用
司
馬
遷
之
說
，
重
點
介
紹
黃
帝
、
炎
帝
和
堯
、
舜

時
期
政
治
文
明
曙
光
的
情
況
。
至
於
黃
帝
之
孫
顓
頊
，
曾
孫
帝
嚳
，
皆
從
略
。

一
　
黃
帝
與
炎
帝

黃
帝
姓
公
孫
，
名
軒
轅
，
約
與
炎
帝
同
時
。
黃
帝
族
長
居
姬
水
流
域
，
因
之

改
姓
姬
氏
。
炎
帝
族
居
姜
水
流
域
，
姓
姜
氏
。
兩
族
都
以
農
業
生
產
為
主
，
文
化

都
有
相
當
高
的
發
展
。
後
來
黃
帝
部
打
敗
了
炎
帝
部
。
兩
部
合
併
後
，
又
打
敗
了

東
夷
之
蚩
尤
部
。
黃
帝
的
勢
力
範
圍
擴
大
，「
諸
侯
咸
尊
軒
轅
為
天
子
…
…
是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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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帝
」
。
黃
帝
的
勢
力
所
及
，
根
據
他
巡
視
所
到
之
處
，
大
致
可
以
估
計
出
來
。

︽
史
記
︾
卷
一
︽
五
帝
本
紀
．
黃
帝
︾
記
載
：「
︵
黃
帝
︶
東
至
於
海
，
登
丸
山
，

及
岱
宗
︵
今
山
東
泰
山
︶；
西
至
於
空
桐
，
登
雞
頭
︵
今
寧
夏
隆
德
東
︶；
南
至
於

江
，
登
熊
︵
熊
耳
山
，
今
河
南
盧
氏
南
︶
、
湘
︵
湘
山
，
亦
名
君
山
、
洞
庭
山
，

今
湖
南
岳
陽
西
南
︶
，
北
逐
葷
粥
，
合
符
釜
山
︵
今
河
北
懷
來
北
︶
，
而
邑
於
涿

鹿
之
阿
︵
今
涿
鹿
東
南
︶
。
」
在
這
樣
大
的
範
圍
內
，
雖
然
當
時
的
戶
口
並
不
稠

密
，
但
族
群
眾
多
、
部
落
林
立
是
必
然
的
，
所
以
有
「
萬
國
」
之
稱
。
當
時
已
有

甚
麼
制
度
，
尚
不
清
楚
。
據
︽
五
帝
本
紀
︾
，
黃
帝
時
「
宮
名
皆
以
雲
命
，
為
雲

師
」
，
具
體
如
「
春
官
為
青
雲
，
夏
官
為
縉
雲
，
秋
官
為
白
雲
，
冬
官
為
黑
雲
，

中
官
為
黃
雲
」
。
這
與
前
面
所
引
郯
子
的
說
法
是
符
合
的
。
不
過
︽
五
帝
本
紀
︾

也
載
有
黃
帝
時
因
事
名
官
的
例
子
，
如
黃
帝
四
臣
為
「
風
後
、
力
牧
、
常
先
、
大

鴻
以
冶
民
」
，
又
「
置
左
右
大
監
，
監
於
萬
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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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禪
讓
時
代

堯
和
舜
是
「
禪
讓
時
代
」
的
兩
位
帝
王
。

（
一
） 

唐
堯

堯
的
本
名
為
放
勳
，
傳
說
他
是
黃
帝
曾
孫
帝
嚳
的
庶
子
。
帝
嚳
死
後
，
嫡
子

名
摯
者
繼
位
；
但
因
表
現
不
好
，
不
為
群
眾
所
愛
戴
。
他
的
庶
母
弟
放
勳
時
封
唐

侯
，
居
於
平
陽
︵
今
山
西
臨
汾
西
南
︶
，
很
有
德
行
，
甚
得
擁
護
。
帝
摯
在
位
九

年
，
讓
位
給
唐
侯
放
勳
。
放
勳
即
位
，
史
稱
唐
堯
。
堯
是
謚
號
，
亦
稱
陶
唐
氏
。

帝
摯
是
否
就
是
郯
子
所
說
的
「
我
高
祖
少
嗥
摯
」
呢
？
文
獻
記
載
有
分
歧
。
帝
摯

讓
位
給
堯
，
開
禪
讓
時
代
的
先
河
。
堯
是
一
位
聖
君
，︽
史
記
︾
卷
一
︽
五
帝
本

紀
．
帝
堯
︾
說
他
在
位
時
，「
黃
收
純
衣
，
彤
車
乘
白
馬
，
能
明
馴
德
，
以
親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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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
九
族
既
睦
，
便
章
百
姓
。
百
姓
昭
明
，
合
和
萬
國
」
。
這
說
明
當
時
的
政
治

和
社
會
情
況
相
當
清
明
穩
定
。

堯
在
政
治
和
職
官
制
度
方
面
有
相
當
的
建
樹
。
當
時
的
天
文
和
曆
法
已
有
初

步
發
展
，
已
設
置
專
門
的
官
吏
負
責
研
究
管
理
，
並
與
農
業
生
產
的
季
節
聯
繫

起
來
。︽
五
帝
本
紀
．
帝
堯
︾
曰
：「
乃
命
羲
、
和
，
敬
順
昊
天
，
數
法
日
月
星

辰
，
敬
授
民
時
。
」
羲
、
和
是
兩
個
家
族
，
羲
氏
有
羲
仲
、
羲
叔
，
和
氏
有
和

仲
、
和
叔
，
四
家
世
代
分
掌
東
、
南
、
西
、
北
的
季
節
和
氣
候
的
變
化
。
一
年

為
三
百
六
十
六
日
，
用
閏
月
來
調
整
四
時
的
誤
差
。
所
謂
「
敬
授
民
時
」
，
張
守

節
︽
史
記
正
義
︾
徵
引
緯
書
︽
尚
書
考
靈
耀
︾
的
說
法
：「
主
春
者
，
張
昏
中
，

可
以
種
稷
。
主
夏
者
，
火
昏
中
，
可
以
種
黍
、
菽
。
主
秋
者
，
虛
昏
中
，
可
以
種

麥
。
主
冬
者
，
昴
昏
中
，
可
以
收
斂
也
。
」
由
此
總
結
說
：
天
子
根
據
星
辰
的
運

行
變
化
，
知
道
民
間
農
事
緩
急
，
編
制
曆
法
，
頒
行
民
間
，
這
就
叫
作
「
敬
授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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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
。︽
五
帝
本
紀
．
帝
堯
︾
還
說
：「
信
飭
百
官
，
眾
功
皆
興
。
」
可
見
堯
時
的

各
項
事
業
已
相
當
發
展
，
各
種
主
事
官
吏
的
設
置
已
相
當
齊
全
。

此
時
，
在
堯
的
身
邊
還
有
一
個
權
力
很
大
的
高
級
諮
詢
組
織
，
稱
作
「
四

岳
十
二
牧
」
。
四
岳
和
十
二
牧
是
十
六
個
部
落
或
部
族
的
首
領
。
如
︽
史
記
︾
卷

三
二
︽
齊
太
公
世
家
︾
曰
：「
太
公
望
呂
尚
者
，
東
海
上
人
。
其
先
祖
嘗
為
四
岳
，

佐
禹
平
水
土
甚
有
功
。
」
太
公
望
即
姜
太
公
，
他
的
祖
先
是
東
夷
首
領
之
一
。︽
左

傳
．
襄
公
十
四
年
︾
載
戎
子
駒
支
對
晉
國
大
臣
的
答
詞
，
稱
晉
惠
公
「
謂
我
諸

戎
，
是
四
岳
之
裔
胄
也
」
。
杜
預
注
：「
四
岳
，
堯
時
方
伯
。
」
東
漢
學
者
鄭
玄

︽
毛
詩
箋
︾
解
釋
四
岳
為
「
四
時
之
官
，
主
方
岳
之
事
」。
西
漢
︽
孔
安
國
尚
書
傳
︾

則
云
：「
四
岳
，
即
上
羲
和
四
子
也
。
分
掌
四
岳
之
諸
侯
，
故
稱
焉
。
」
四
岳
不

分
族
屬
，
權
勢
聲
望
似
比
十
二
牧
要
大
一
些
。
如
堯
任
命
鯀
︵
禹
之
父
︶
為
平
治

洪
水
的
領
導
人
，
就
是
由
四
岳
會
議
推
薦
的
。
後
來
以
舜
為
堯
的
帝
位
繼
承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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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是
由
四
岳
會
議
推
薦
的
。
四
岳
或
四
岳
十
二
牧
會
議
是
一
種
原
始
民
主
性
質
的

會
議
制
度
。
部
落
或
部
落
聯
盟
中
的
大
事
，
要
經
過
這
一
會
議
討
論
決
定
，
但
部

落
聯
盟
的
軍
事
首
領
︵
酋
長
︶
有
最
後
決
定
權
。
此
種
政
治
形
式
存
在
於
原
始
社

會
末
期
，
也
就
是
父
系
家
長
制
時
期
，
學
術
界
稱
之
為
軍
事
民
主
主
義
時
期
。

（
二
） 

虞
舜

舜
的
本
名
為
重
華
，
舜
為
謚
號
。
傳
說
是
黃
帝
的
第
八
代
孫
，
顓
頊
的
第
六

代
孫
。
自
顓
頊
之
子
窮
蟬
至
舜
，
六
代
為
庶
人
。︽
孟
子
．
離
婁
下
︾
曰
：「
舜
生

於
諸
馮
，
遷
於
負
夏
，
卒
於
鳴
條
，
東
夷
之
人
也
。
」
此
說
是
可
信
的
。
舜
幼
年

喪
母
，
事
父
和
繼
母
至
孝
，
曾
在
今
山
東
西
部
一
帶
以
耕
作
、
捕
漁
及
製
作
磚
瓦

器
具
等
為
生
，
受
到
當
地
居
民
的
愛
戴
。
堯
在
年
老
時
，
因
為
他
的
兒
子
丹
朱
的

品
性
不
好
，
不
宜
繼
承
他
的
權
位
，
由
四
岳
會
議
推
薦
，
決
定
以
舜
為
繼
位
人
。



13 第一章　黃帝、炎帝、堯、舜

堯
命
舜
代
他
行
天
子
之
職
，
還
將
兩
個
女
兒
娥
皇
和
女
英
嫁
給
舜
，
協
助
舜
工

作
，
並
對
舜
進
行
考
察
。
二
十
年
後
，
堯
死
，
舜
正
式
登
天
子
之
位
。

舜
受
堯
的
長
期
培
養
鍛
煉
，
政
治
經
驗
已
相
當
豐
富
。︽
史
記
．
五
帝
本

紀
．
虞
舜
︾
記
載
：
他
即
位
後
，
即
與
四
岳
十
二
牧
議
事
，
廣
開
言
路
。
首
先

整
頓
朝
政
，
任
命
了
九
位
長
官
分
掌
庶
政
：
一
、
伯
禹
為
司
空
，
掌
水
土
工
程
；

二
、
棄
為
后
稷
，
掌
農
事
；
三
、
契
為
司
徒
，
掌
教
育
文
化
；
四
、
皋
陶
為
作

士
，
掌
刑
法
獄
事
；
五
、
垂
為
共
工
，
掌
百
工
製
作
；
六
、
益
為
虞
，
掌
山
林
川

澤
；
七
、
伯
夷
為
秩
宗
，
掌
禮
儀
制
度
；
八
、
夔
為
典
樂
，
掌
典
禮
音
樂
；
九
、

龍
為
納
言
，
掌
宣
示
王
命
，
下
情
上
達
。
還
設
置
了
一
些
次
要
的
部
門
，
連
同
上

述
九
官
，
共
二
十
二
位
高
官
，
各
有
執
掌
，
並
規
定
「
三
歲
一
考
功
，
三
考
絀

陟
」
，
於
是
「
遠
近
眾
功
成
興
」
，「
天
下
明
德
皆
自
虞
帝
始
」
。
可
見
舜
時
，
部

落
聯
盟
已
相
當
發
展
，
各
項
制
度
和
職
官
的
設
置
已
相
當
完
備
。



中國上古史話 14

舜
在
位
十
七
年
，
除
了
做
好
上
述
政
事
之
外
，
還
做
了
兩
件
大
事
：
一
是
任

命
禹
為
司
空
，
平
治
洪
水
；
二
是
禪
讓
帝
位
給
禹
，
保
證
了
社
會
秩
序
的
穩
定
和 

發
展
。洪

水
在
全
國
範
圍
氾
濫
，
帝
堯
時
已
很
嚴
重
。︽
史
記
︾
卷
二
︽
夏
本
紀
︾
曰
：

「
當
帝
堯
之
時
，
鴻
水
滔
天
，
浩
浩
懷
山
襄
陵
，
下
民
其
憂
。
」
當
時
任
用
禹
之
父

鯀
負
責
治
水
，
用
了
九
年
的
時
間
，
沒
有
成
效
。
在
舜
代
行
天
子
職
權
時
，
以
「
治

水
無
狀
」
之
罪
，
將
鯀
處
死
，
另
任
鯀
之
子
禹
治
水
。︽
夏
本
紀
︾
記
載
，
禹
受

到
父
親
被
殺
的
刺
激
，「
勞
身
焦
思
」
，
全
身
心
地
投
入
治
水
工
作
，
在
外
面
奔
波

十
三
年
，
過
家
門
不
敢
入
。
他
通
過
諸
侯
和
貴
族
徵
集
了
大
批
勞
動
力
，
翻
山
越

嶺
，
所
到
之
處
打
下
木
樁
進
行
標
記
，
從
而
測
定
了
各
處
山
川
的
情
況
。
經
過
艱
苦

的
努
力
，
終
於
治
服
了
洪
水
，
導
小
水
入
大
水
，
導
大
水
入
江
、
河
，
使
百
川
匯

海
。
於
是
天
下
太
平
，「
四
海
之
內
，
咸
戴
帝
舜
之
功
」︵
︽
五
帝
本
紀
．
虞
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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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
做
的
第
二
件
大
事
是
禪
讓
帝
位
給
禹
。
舜
在
年
老
時
，
考
慮
到
由
誰
來
繼

承
帝
位
的
問
題
。
他
的
兩
位
妃
子
，
姐
姐
娥
皇
無
子
，
妹
妹
女
英
生
子
名
商
均
，

品
性
不
好
，
舜
不
想
傳
位
於
他
。
舜
曾
為
此
事
舉
行
四
岳
十
二
牧
會
議
聽
證
，
最

後
決
定
以
禹
嗣
。

唐
堯
虞
舜
時
期
，
是
儒
家
盛
讚
的
「
黃
金
時
代
」
，
例
如
孟
子
就
「
言
必
稱

堯
、
舜
」︵
︽
孟
子
．
滕
文
公
上
︾
︶
。

（
三
） 「
大
同
」
之
世

「
大
同
」
是
孔
子
對
堯
舜
時
代
的
讚
頌
。︽
禮
記
．
禮
運
︾
記
載
孔
子
的
話
說
：

大
道
之
行
也
，
天
下
為
公
，
選
賢
與
能
，
講
信
修
睦
；
故
人
不
獨
親

其
親
，
不
獨
子
其
子
。
使
老
有
所
終
，
壯
有
所
用
，
幼
有
所
長
，
矜
寡
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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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
廢
疾
者
皆
有
所
養
。
男
有
分
，
女
有
歸
。
貨
惡
其
棄
於
地
也
，
不
必
藏

於
己
；
力
惡
其
不
出
於
身
也
，
不
必
為
己
。
是
故
謀
閉
而
不
興
，
盜
竊
亂

賊
而
不
作
，
故
外
戶
而
不
閉
。
是
謂
大
同
。

孔
子
所
說
的
大
同
社
會
，
就
社
會
的
發
展
來
說
，
是
屬
於
氏
族
公
社
時
期
，

當
時
，
生
產
資
料
歸
氏
族
集
體
所
有
，
或
稱
為
公
有
。
私
有
制
和
私
有
觀
念
還
沒

有
產
生
，
不
存
在
貧
富
差
別
，
人
與
人
之
間
沒
有
剝
削
和
被
剝
削
關
係
，
更
沒

有
壓
迫
和
被
壓
迫
關
係
。
人
與
人
之
間
是
平
等
的
，
氏
族
與
部
落
的
首
領
由
氏
族

或
部
落
成
員
民
主
選
舉
產
生
。
這
樣
的
情
況
由
人
們
口
頭
傳
述
，
世
代
相
傳
，
流

傳
到
孔
子
的
時
代
，
加
入
了
不
少
理
想
的
和
不
真
實
的
成
分
。
在
孔
子
的
時
代
，

各
個
民
族
的
社
會
發
展
是
不
平
衡
的
。
不
少
落
後
的
民
族
地
區
仍
停
留
在
原
始
社

會
的
末
期
，
或
保
留
着
較
多
的
原
始
公
有
制
和
民
主
制
的
殘
餘
形
態
。
上
述
兩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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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匯
入
孔
子
的
腦
海
，
形
成
了
由
他
所
勾
畫
的
大
同
社
會
的
藍
圖
。
其
實
，
這

種
大
同
社
會
在
當
時
極
端
低
下
的
社
會
生
產
力
的
情
況
下
是
不
可
能
存
在
的
。
貧

困
、
飢
餓
、
寒
冷
、
疾
病
，
以
及
各
種
自
然
災
害
的
侵
襲
，
使
人
類
的
生
活
狀
況

極
其
困
苦
。
所
謂
的
「
大
同
」
只
是
人
們
的
一
個
理
想
而
已
，
在
歷
史
上
是
不
會

有
的
。
堯
舜
的
「
禪
讓
時
代
」
，
也
就
是
軍
事
民
主
制
時
期
，
是
中
國
上
古
史
發

展
中
的
一
個
階
段
，
時
間
並
不
太
長
，
一
切
社
會
現
象
都
是
必
然
出
現
的
，
但
具

有
過
渡
的
性
質
。
在
這
一
社
會
階
段
中
，
公
有
制
將
為
私
有
制
所
代
替
，
私
有
財

產
、
階
級
、
剝
削
等
現
象
都
在
孕
育
、
萌
發
，
原
來
為
社
會
、
為
群
眾
服
務
的
公

共
性
機
構
在
發
生
質
變
，
在
向
着
主
要
是
為
剝
削
階
級
少
數
人
利
益
服
務
的
暴
力

機
構
轉
變
，
這
個
暴
力
機
構
就
是
國
家
機
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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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
夏
傳
子
，
家
天
下
」

中
國
古
代
的
歷
史
自
原
始
社
會
後
期
的
氏
族
公
社
進
入
以
私
有
制
為
基
礎
的

階
級
社
會
，
這
是
一
個
極
大
的
轉
變
，
這
一
轉
變
的
政
治
標
誌
就
是
國
家
機
構
的

產
生
。
第
一
個
國
家
的
名
稱
是
「
夏
」
，
史
稱
夏
朝
。
夏
商
周
︵
西
周
︶
三
個
朝

代
是
先
後
相
繼
建
立
的
，
史
稱
三
代
，
時
長
共
一
千
餘
年
。
三
代
是
以
私
有
制
為

基
礎
的
階
級
社
會
，
與
前
此
以
公
有
制
為
基
礎
的
氏
族
公
社
制
度
在
社
會
性
質
上

有
根
本
的
不
同
。
這
不
同
的
根
源
是
財
產
私
有
制
度
的
產
生
，
以
及
由
此
而
形
成

的
根
深
蒂
固
的
私
有
觀
念
。
其
他
一
切
制
度
和
文
化
都
是
由
此
而
派
生
出
來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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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過
由
於
此
時
出
現
了
一
批
偉
大
的
政
治
家
，
以
制
禮
作
樂
、
設
制
度
、
立
田
里

為
手
段
，
調
和
了
階
級
關
係
，
穩
定
了
社
會
秩
序
，
發
展
了
生
產
，
繁
榮
了
文

化
，
使
儒
家
學
派
的
人
們
基
本
滿
意
。
所
以
孔
子
亦
倍
加
讚
頌
，
稱
此
時
為
小
康

社
會
。︽
禮
記
．
禮
運
︾
記
載
他
的
話
說
：

今
大
道
既
隱
，
天
下
為
家
，
各
親
其
親
，
各
子
其
子
，
貨
力
為
己
。

大
人
世
及
以
為
禮
，
城
郭
溝
池
以
為
固
，
禮
義
以
為
紀
。
以
正
君
臣
，
以

篤
父
子
，
以
睦
兄
弟
，
以
和
夫
婦
，
以
設
制
度
，
以
立
田
里
，
以
賢
勇

知
，
以
功
為
己
。
故
謀
用
是
作
而
兵
由
此
起
。
禹
、
湯
、
文
、
武
、
成

王
、
周
公
由
此
其
選
也
。
…
…
是
謂
小
康
。

孔
子
是
以
理
性
看
世
界
的
。
他
認
為
，「
大
道
既
隱
，
天
下
為
家
」
是
不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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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拒
的
歷
史
發
展
規
律
。「
謀
用
是
作
而
兵
由
此
起
」
也
是
必
須
面
對
的
殘
酷
現

實
。
他
認
為
只
要
有
聖
君
賢
相
主
政
，「
謹
於
禮
」
，「
以
著
其
義
，
以
考
其
信
，

著
有
過
，
刑
仁
講
讓
，
示
民
以
常
」
，
社
會
還
是
能
夠
安
定
的
。
孔
子
以
「
三
代

之
英
」︵
︽
禮
記
．
禮
運
︾
︶
為
榜
樣
，
描
繪
了
建
立
「
好
人
政
治
」
的
希
望
。

一
　
以
早
期
宗
法
制
為
主
幹
建
立
的
貴
族
政
治

（
一
） 

早
期
宗
法
制
度

夏
朝
的
第
一
代
國
君
是
禹
，
原
名
文
命
。
是
否
為
黃
帝
之
玄
孫
、
顓
頊
之

孫
，
已
不
可
考
。
但
其
父
為
鯀
，
文
獻
爭
議
不
大
。
他
在
舜
時
受
封
為
夏
伯
，
因

有
夏
禹
之
名
號
。
他
一
生
最
偉
大
的
事
業
是
平
治
洪
水
，
因
此
受
到
各
方
擁
戴
，

被
舉
為
虞
舜
的
帝
位
繼
承
人
。
舜
逝
世
之
後
，
三
年
服
喪
完
畢
，
禹
推
辭
帝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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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
望
讓
給
舜
的
兒
子
商
均
，
自
己
退
避
到
陽
城
︵
今
河
南
登
封
︶
。
但
天
下
諸
侯

都
不
理
睬
商
均
，
而
主
動
去
朝
拜
禹
。
這
樣
禹
只
好
登
上
天
子
之
位
，「
南
面
朝

天
下
，
國
號
曰
夏
后
，
姓
姒
氏
」︵
︽
史
記
．
夏
本
紀
︾
︶
。

夏
禹
雖
已
建
國
，
但
在
當
時
尚
沒
有
明
確
的
疆
域
範
圍
，
更
沒
有
日
後
的
國

界
這
一
概
念
。
如
說
勢
力
範
圍
，
也
不
確
切
，
只
能
說
勢
力
所
及
，
或
影
響
所

及
。
據
︽
史
記
．
五
帝
本
紀
．
虞
舜
︾
的
記
載
，
禹
治
水
之
後
，
其
勢
力
或
影
響

所
及
，「
方
五
千
里
，
至
於
荒
服
。
南
撫
交
阯
、
北
發
︵
戶
︶
，
西
戎
、
析
枝
、

渠
廋
、
氐
、
羌
，
北
山
戎
、
發
、
息
慎
，
東
長
、
鳥
夷
，
四
海
之
內
，
咸
戴
帝
舜

之
功
」
。    

 1
夏
禹
建
國
，
當
是
繼
承
了
這
一
範
圍
，
但
其
有
效
統
治
地
區
，
只
限

於
今
河
南
中
、
北
部
和
山
西
南
部
。
這
一
區
域
大
致
與
今
日
考
古
學
上
的
二
里
頭

文
化
分
佈
的
範
圍
相
當
。

夏
朝
的
社
會
制
度
是
以
農
村
公
社
為
基
礎
的
部
落
奴
隸
制
度
。
由
氏
族
貴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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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化
而
來
的
姒
姓
貴
族
為
主
的
奴
隸
主
，
聯
合
其
他
降
服
的
氏
族
、
部
落
或
部
落

聯
盟
的
頭
人
，
建
立
了
夏
朝
。
其
統
治
機
構
的
主
幹
和
基
本
框
架
，
是
由
氏
族

公
社
時
期
的
父
家
長
制
轉
化
發
展
而
來
的
宗
法
制
度
，
這
種
制
度
是
以
分
配
貴
族

統
治
集
團
的
嫡
庶
系
統
的
政
治
、
經
濟
權
益
為
目
的
而
建
立
起
來
的
權
益
保
障
制

度
。
這
是
一
種
高
於
政
治
、
支
持
政
治
而
超
越
政
治
的
制
度
，
是
政
治
、
經
濟
關

係
的
靈
魂
和
支
柱
。
在
夏
朝
，
這
種
制
度
屬
於
初
建
，
極
不
完
整
，
但
在
王
位
世

襲
制
、
分
土
封
侯
制
、
世
卿
世
祿
制
等
主
要
政
治
制
度
中
都
已
有
所
貫
徹
。︽
禮

記
．
禮
運
︾
記
載
孔
子
在
講
述
「
小
康
」
社
會
時
說
：「
大
人
世
及
以
為
禮
」
，
孔

穎
達
疏
解
釋
說
：「
大
人
」
就
是
諸
侯
。「
世
及
」
就
是
諸
侯
在
家
內
傳
位
，
父
子

相
傳
叫
「
世
」
，
兄
弟
相
傳
叫
「
及
」
，
父
親
傳
位
給
兒
子
，
沒
有
兒
子
就
以
兄

長
身
份
傳
位
給
弟
弟
。
這
都
屬
於
「
禮
」
的
範
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