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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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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子

梁
先
生
在
文
壇
上
活
動
了
三
十
餘
年
，
從
不
曾
有
一
天
間
斷
過
。
他
所
親
炙

的
弟
子
當
然
不
在
少
數
；
而
由
他
而
始
﹁
粗
識
文
字
﹂
，
粗
知
世
界
大
勢
以
及
一

般
學
問
上
的
常
識
的
人
，
當
然
更
是
不
少
。
梁
先
生
今
年
還
只
五
十
六
歲
，
正
是

壯
年
的
時
代
；
有
的
人
因
為
他
在
文
壇
上
活
動
的
時
候
很
久
，
便
以
為
他
已
是
一

位
屬
於
過
去
時
代
的
老
將
了
，
其
實
他
卻
仍
是
一
位
活
潑
潑
的
足
輕
力
健
、
緊
跟

着
時
代
走
的
壯
漢
呢
。
不
幸
這
位
壯
漢
卻
於
今
年
正
月
十
九
日
逝
去
了
！
這
個
不

幸
的
消
息
，
使
我
惆
悵
了
許
久
！
我
們
真
想
不
到
這
位
壯
漢
會
中
途
而
永
息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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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不
想
做
甚
麼
應
時
的
文
字
，
然
而
對
於
梁
任
公
先
生
，
我
卻
不
能
不
寫
幾
句

話—
雖
然
寫
的
人
一
定
很
不
少—

我
對
於
他
實
在
印
象
太
深
了
。

他
在
文
藝
上
，
鼓
蕩
了
一
支
像
生
力
軍
似
的
散
文
作
家
，
將
所
謂
懨
懨
無
生

氣
的
桐
城
文
壇
打
得
個
粉
碎
。
他
在
政
治
上
，
也
造
成
了
一
種
風
氣
，
引
導
了
一

大
群
的
人
同
走
。
他
在
學
問
上
，
也
有
了
很
大
的
勞
績
；
他
的
勞
績
未
必
由
於
深

湛
的
研
究
，
卻
是
因
為
他
將
學
問
通
俗
化
了
，
普
遍
化
了
。
他
在
新
聞
界
上
也

創
造
了
不
少
的
模
式
；
至
少
他
還
是
中
國
近
代
最
好
的
、
最
偉
大
的
一
位
新
聞
記

者
。
許
多
學
者
，
其
影
響
都
是
很
短
促
的
，
廖
平
過
去
了
，
康
有
為
過
去
了
，

章
太
炎
過
去
了
，
然
而
梁
任
公
先
生
的
影
響
，
我
們
則
相
信
他
尚
未
至
十
分
地
過

去—

雖
然
已
經
綿
延
了
三
十
餘
年
。
許
多
學
者
、
文
藝
家
，
其
影
響
與
勢
力
往

往
是
狹
窄
的
，
限
於
一
部
分
的
人
，
一
方
面
的
社
會
，
或
某
一
個
地
方
的
，
然
而

梁
任
公
先
生
的
影
響
與
勢
力
，
卻
是
普
遍
的
，
無
遠
不
屆
的
，
無
地
不
深
入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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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人
不
受
到
的—

雖
然
有
人
未
免
要
諱
言
之
。

對
於
與
近
三
十
年
來
的
政
治
、
文
藝
、
學
術
界
有
那
末
深
切
關
係
，
而
又
有

那
末
普
遍
、
深
切
的
影
響
與
勢
力
的
梁
任
公
先
生
，
還
不
該
有
比
較
詳
細
的
研 

究
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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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
平
與
著
述

說
到
一
個
人
的
生
平
，
他
自
己
的
話
，
當
然
是
最
可
靠
的
。
在
冠
於
第
一
次

出
版
的
，
即
當
梁
任
公
先
生
三
十
歲
那
一
年
出
版
的
︽
飲
冰
室
文
集
︾
之
前
，
有

他
的
一
篇
︽
三
十
自
述
︾
。
在
這
一
篇
自
述
裡
，
已
將
他
自
己
的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活
動
時
期
，
即
三
十
歲
以
前
，
辦
︽
時
務
報
︾
，
時
務
學
堂
，
公
車
上
書
，
戊
戌

政
變
，
刊
行
︽
新
民
叢
報
︾
、︽
新
小
說
︾
的
一
個
時
期
的
事
跡
敘
述
得
頗
為
詳
細

了
。
本
文
僅
就
之
而
作
一
番
的
簡
節
複
述
而
已
。
三
十
以
後
的
事
跡
也
多
半
採
用

他
自
己
的
敘
述
。
又
他
的
︽
清
代
學
術
概
論
︾
也
略
有
敘
述
到
他
自
己
的
地 

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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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任
公
先
生
名
啟
超
，
字
卓
如
，
別
署
飲
冰
室
主
人
，
任
公
是
他
的
號
。
父

名
寶
瑛
，
字
蓮
澗
，
母
趙
氏
。
他
為
中
國
極
南
部
的
一
個
島
民
，
即
廣
東
新
會

的
熊
子
鄉
。
熊
子
鄉
是
正
當
西
江
入
海
之
衝
的
一
個
島
。
他
生
於
同
治
十
二
年
癸

酉
正
月
二
十
六
日
，
正
是
中
國
受
外
患
最
危
急
的
一
個
時
代
；
也
正
是
西
歐
的
科

學
、
文
藝
以
排
山
倒
海
之
勢
輸
入
中
國
的
時
代
；
一
切
舊
的
東
西
，
自
日
常
用
品

以
至
社
會
政
治
的
組
織
，
自
聖
經
舊
典
以
至
思
想
、
生
活
，
都
漸
漸
地
崩
解
了
，

被
破
壞
了
，
代
之
而
起
的
是
一
種
嶄
新
的
外
來
的
東
西
。
梁
氏
恰
恰
生
於
這
一
個

偉
大
的
時
代
，
為
這
一
個
偉
大
時
代
的
主
角
之
一
。
梁
氏
四
五
歲
時
，﹁
就
王
父

及
母
膝
下
授
四
子
書
、︽
詩
經
︾
，
夜
則
就
睡
王
父
榻
，
日
與
言
古
豪
傑
、
哲
人

嘉
言
懿
行
，
而
尤
喜
舉
亡
宋
、
亡
明
國
難
之
事
，
津
津
道
之
。
六
歲
後
，
就
父

讀
，
受
中
國
略
史
，
五
經
卒
業
。
八
歲
學
為
文
，
九
歲
能
綴
千
言
。
十
二
歲
應
試

學
院
，
補
博
士
弟
子
員
。
日
治
帖
括
，
…
…
顧
頗
喜
詞
章
。
王
父
父
母
時
授
以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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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詩
，
嗜
之
過
於
八
股
。
…
…
父
慈
而
嚴
，
督
課
之
外
，
使
之
勞
作
。
言
語
舉
動

稍
不
謹
，
輒
呵
斥
，
不
少
假
借
。
常
訓
之
曰
：﹃
汝
自
視
乃
如
常
兒
乎
？
﹄
…
…

十
三
歲
始
知
有
段
、
王
訓
詁
之
學
，
大
好
之
。
﹂
十
五
歲
，
母
死
。
其
時
肄
業
於

廣
東
省
城
的
學
海
堂
。
學
海
堂
是
阮
元
在
廣
東
時
所
設
立
的
。
他
沉
酣
於
乾
嘉
時

代
的
﹁
訓
詁
、
詞
章
﹂
的
空
氣
中
，
乃
決
捨
帖
括
而
有
意
訓
詁
、
詞
章
。
十
七

歲
，
梁
氏
舉
於
鄉
。
第
二
年
，
他
的
父
親
偕
他
一
同
赴
京
會
試
。
李
端
棻
以
他
的

妹
子
許
字
給
他
。
下
第
歸
，
過
上
海
，
從
坊
間
購
得
︽
瀛
環
志
略
︾
讀
之
，
乃
知

有
所
謂
世
界
。
這
一
年
的
秋
天
，
他
和
陳
千
秋
同
去
拜
謁
康
有
為
。
這
是
梁
氏
與

康
氏
的
第
一
次
的
會
面
，
也
即
是
使
梁
氏
的
生
活
與
思
想
起
了
一
個
大
變
動
的
一

次
重
要
的
會
面
。
梁
氏
在
︽
三
十
自
述
︾
裡
曾
有
一
段
話
提
到
這
一
次
的
會
面
情

形
，
很
足
以
動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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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是
乃
因
通
甫
（
即
千
秋
）
修
弟
子
禮
事
南
海
先
生
。
時
余
以
少
年

科
第
，
且
於
時
流
所
推
重
之
訓
詁
詞
章
學
，
頗
有
所
知
，
輒
沾
沾
自
喜
。

先
生
乃
以
大
海
潮
音
，
作
獅
子
吼
，
取
其
所
挾
持
之
數
百
年
無
用
舊
學
，

更
端
駁
詰
，
悉
舉
而
摧
陷
廓
清
之
。
自
辰
入
見
，
及
戌
始
退
。
冷
水
澆

背
，
當
頭
一
棒
，
一
旦
盡
失
其
故
壘
，
惘
惘
然
不
知
所
從
事
。
且
驚
且

喜
，
且
怨
且
艾
，
且
疑
且
懼
，
與
通
甫
聯
床
，
竟
夕
不
能
寐
。
明
日
再

謁
，
請
為
學
方
針
。
先
生
乃
教
以
陸
王
心
學
，
而
並
及
史
學
西
學
之
梗

概
。
自
是
決
然
捨
去
舊
學
，
自
退
出
學
海
堂
，
而
間
日
請
業
南
海
之
門
。

生
平
知
有
學
自
兹
始
。

第
二
年
，
康
有
為
開
始
講
學
於
廣
東
省
城
長
興
里
的
萬
木
草
堂
。
康
氏
講
述

中
國
數
千
年
來
學
術
源
流
，
歷
史
政
治
，
沿
革
得
失
，
取
萬
國
以
比
例
推
斷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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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氏
與
諸
同
學
日
札
記
其
講
義
。
他
自
己
說
，
他
﹁
一
生
學
問
之
得
力
，
皆
在
此

年
﹂︵
︽
三
十
自
述
︾
︶
。
康
氏
著
︽
新
學
偽
經
考
︾
時
，
他
從
事
校
勘
。
康
著
︽
孔

子
改
制
考
︾
時
，
他
從
事
分
纂
。
這
一
年
十
月
，
梁
氏
入
北
平
，
與
李
氏
結
婚
。

第
二
年
，
他
的
祖
父
病
卒
。
自
此
，
學
於
萬
木
草
堂
中
凡
三
年
。
然
梁
氏
雖
服
膺

康
氏
，
卻
也
並
不
十
分
贊
同
他
的
主
張
。﹁
治
︽
偽
經
考
︾
，
時
復
不
慊
於
其
師

之
武
斷
，
後
遂
置
不
復
道
；
其
師
好
引
緯
書
，
以
神
秘
性
說
孔
子
，
啟
超
亦
不
謂

然
。
﹂︵
︽
清
代
學
術
概
論
︾
一
百
三
十
八 

頁
︶

甲
午
，
梁
氏
年
二
十
二
，
復
入
北
平
，﹁
與
京
國
所
謂
名
士
者
多
所
往
還
。
﹂

︵
︽
三
十
自
述
︾
︶﹁
而
其
講
學
最
契
之
友
，
曰
：
夏
曾
佑
，
譚
嗣
同
。
曾
佑
方
治

龔
︵
自
珍
︶
劉
︵
逢
祿
︶
今
文
學
，
每
發
一
義
，
輒
相
視
莫
逆
。
…
…
嗣
同
方
治

王
夫
之
之
學
，
喜
談
名
理
，
談
經
濟
，
及
交
啟
超
，
亦
盛
言
大
同
，
運
動
尤
烈
。

而
啟
超
之
學
，
受
夏
、
譚
影
響
亦
至
巨
。
﹂︵
︽
清
代
學
術
概
論
︾
一
百
三
十
九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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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六
月
，
中
日
戰
事
起
，
梁
氏
惋
憤
時
局
，
時
有
所
言
，
卻
不
見
有
甚
麼
人
聽

信
他
。
他
因
此
益
讀
譯
書
，
研
究
算
學
史
地
，
明
年
，
和
議
成
。
他
代
表
廣
東
公

車
百
九
十
人
，
上
書
陳
時
局
。
康
有
為
也
聯
合
公
車
三
千
人
，
上
書
請
變
法
。
梁

氏
亦
從
其
後
奔
走
。
這
一
次
可
以
說
是
梁
氏
第
一
次
的
政
治
運
動
。
七
月
，
北
平

創
立
強
學
會
，
梁
氏
被
委
為
會
中
書
記
員
。
不
三
月
，
強
學
會
被
封
。
第
二
年
，

黃
遵
憲
在
上
海
辦
︽
時
務
報
︾，
以
書
招
梁
氏
南
下
。
他
便
住
在
上
海
，
專
任
︽
時

務
報
︾
的
撰
述
之
役
。
他
的
報
館
生
活
實
開
始
於
此
時
。
著
︽
變
法
通
議
︾
，
以

淹
貫
流
暢
，
若
有
電
力
足
以
吸
住
人
的
文
字
，
婉
曲
地
表
達
出
當
時
人
人
所
欲
言

而
迄
未
能
言
或
未
能
暢
言
的
政
論
。
這
一
篇
文
字
的
影
響
，
當
然
是
極
大
。
像
那

樣
不
守
家
法
，
非
桐
城
，
亦
非
六
朝
，
信
筆
取
之
而
又
舒
捲
自
如
，
雄
辯
驚
人
的

嶄
新
的
文
筆
，
在
當
時
文
壇
上
，
耳
目
實
為
之
一
新
。
丁
酉
十
月
，
陳
寶
箴
、
江

標
，
聘
他
到
湖
南
，
就
時
務
學
堂
講
席
。
這
時
，
黃
遵
憲
恰
官
湖
南
按
察
使
，
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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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
同
亦
歸
湘
助
鄉
治
。
湖
南
人
才
稱
極
盛
。
不
久
，
德
國
割
據
膠
州
灣
事
起
，
這

更
給
他
們
以
新
的
刺
激
。
時
務
學
堂
學
生
僅
四
十
人
；
而
於
這
四
十
人
中
，
在
後

來
政
治
上
有
影
響
的
卻
很
不
少
。
助
教
唐
才
常
為
第
一
次
起
義
於
漢
口
而
不
成
的

主
動
者
。
學
生
蔡
鍔
則
為
起
師
雲
南
推
覆
袁
氏
帝
制
的
一
位
最
重
要
的
主
角
。
在

那
時
，
梁
氏
每
日
在
講
堂
四
小
時
，
夜
則
批
答
諸
生
札
記
，
每
條
或
至
千
言
，
往

往
徹
夜
不
寐
。
所
言
皆
當
時
一
派
之
民
權
論
，
又
多
言
清
代
故
實
，
臚
舉
失
政
，

盛
倡
革
命
；
其
論
學
術
則
自
荀
卿
以
下
漢
唐
、
宋
、
明
、
清
學
者
﹁
掊
擊
無
完

膚
﹂
。
及
年
假
，
學
生
各
回
故
鄉
，
出
札
記
示
親
友
。
全
湘
大
嘩
。
反
動
的
勢
力

便
一
時
蜂
起
。
葉
德
輝
編
︽
翼
教
叢
編
︾
，
張
之
洞
著
︽
勸
學
篇
︾
，
皆
係
對
於

梁
氏
及
康
氏
、
譚
氏
諸
人
的
言
論
加
以
掊
擊
的
。
當
時
的
康
梁
，
談
者
幾
視
之
與

﹁
洪
水
猛
獸
﹂
同
科
。

明
年
戊
戌
，
梁
氏
年
二
十
六
。
春
大
病
幾
死
，
出
就
醫
上
海
。
病
癒
，
更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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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
時
康
有
為
方
開
保
國
會
，
梁
氏
多
所
贊
畫
奔
走
。
四
月
，
以
徐
致
靖
之

薦
，
被
召
見
，
命
辦
大
學
堂
譯
書
局
事
務
。﹁
時
朝
廷
銳
意
變
法
，
百
度
更
新
。

南
海
先
生
深
受
主
知
，
言
聽
諫
行
。
復
生
︵
譚
嗣
同
︶
、
暾
谷
︵
林
旭
︶
、
叔
嶠

︵
楊
銳
︶
、
裴
村
︵
劉
光
第
︶
，
以
京
卿
參
預
新
政
。
﹂︵
︽
三
十
自
述
︾
︶
梁
氏
亦

在
其
中
有
所
盡
力
。
在
這
個
時
候
，
又
遇
到
一
個
極
大
的
反
動
；
康
氏
諸
行
新
政

者
，
以
德
宗
為
護
法
主
；
舊
勢
力
卻
投
到
西
太
后
那
裡
去
。
雙
方
怒
目
而
視
，
如

箭
在
弦
上
，
一
觸
即
發
。
恰
巧
有
一
個
御
史
，
臚
舉
梁
氏
札
記
批
語
數
十
條
指
斥

清
室
鼓
吹
民
權
的
，
具
摺
揭
參
。
於
是
，
卒
興
大
獄
。
譚
、
林
等
六
君
子
於
八
月

被
殺
。
德
宗
被
幽
禁
。
康
有
為
以
英
人
的
仗
義
出
險
。
梁
氏
亦
設
法
乘
日
本
大
島

兵
艦
而
東
。
梁
氏
的
第
一
期
政
治
生
活
遂
告
了
一
段
落
。
以
後
便
入
了
一
個
以
著

述
為
生
的
時
期
了
。
他
的
影
響
也
以
這
個
第
一
期
的
著
述
時
代
或
︽
清
議
報
︾
、

︽
新
民
叢
報
︾
時
代
為
最
大
。
十
月
，
與
橫
濱
商
人
，
創
刊
︽
清
議
報
︾
，
仍
以



12

其
沛
沛
浩
浩
若
有
電
力
的
熱
烘
烘
的
文
字
鼓
蕩
着
，
或
可
以
說
是
主
宰
着
當
時
的

輿
論
界
。
自
此
，
居
日
本
一
年
，﹁
稍
能
讀
東
文
，
思
想
為
之
一
變
﹂
。
蓋
因
東
籍

的
介
紹
，
對
於
近
代
、
古
代
的
歐
洲
思
想
與
政
治
，
很
覺
得
了
然
，
而
對
於
中
國

的
學
術
歷
史
，
也
突
然
地
另
感
到
了
一
種
與
前
全
異
的
新
的
研
究
方
法
。
以
後
發

表
於
︽
新
民
叢
報
︾
中
的
許
多
學
術
論
文
，
皆
可
以
說
是
受
了
東
籍
的
感
應
力
的

產
品
。
己
亥
冬
天
，
美
洲
的
中
國
維
新
會
招
他
去
遊
歷
。
道
過
夏
威
夷
島
，
因
治

疫
故
，
航
路
不
通
，
留
居
在
那
裡
半
年
。
庚
子
六
月
，
正
欲
赴
美
，
而
義
和
團
運

動
已
大
起
，
北
方
紛
擾
不
堪
。
梁
氏
便
由
夏
威
夷
島
復
向
西
而
歸
。
至
日
本
，
聞

北
京
失
守
。
至
上
海
時
，
又
知
漢
口
難
作
，
唐
才
常
等
皆
已
被
殺
。
他
便
匆
匆
地

復
由
上
海
過
香
港
，
至
南
洋
，
經
印
度
，
到
澳
洲
。
居
澳
洲
半
年
，
復
回
日
本
。

自
此
以
後
便
又
進
入
了
著
述
的
時
代
了
，
這
個
時
代
便
是
︽
新
民
叢
報
︾
的
時

代
。
於
︽
新
民
叢
報
︾
外
，
復
創
刊
︽
新
小
說
︾
。﹁
述
其
所
學
所
懷
抱
者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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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於
當
世
達
人
志
士
，
冀
以
為
中
國
國
民
遒
鐸
之
一
助
。
﹂︵
︽
三
十
自
述
︾
︶
這

個
時
代
，
自
壬
寅
︵
一
九
〇
二
︶
至
辛
亥
︵
一
九
一
一
︶
，
幾
歷
十
年
，
中
間
惟

丙
午
︵
一
九
〇
六
︶
及
己
酉
︵
一
九
〇
九
︶
二
年
所
作
絕
少
。
其
餘
幾
年
則
所
寫

著
作
極
為
豐
富
，
實
可
謂
名
副
其
實
的
大
量
生
產
者
。
在
這
個
時
代
，
他
的
影
響

與
勢
力
最
大
。
一
方
面
結
束
了
三
十
以
前
的
作
品
，
集
為
︽
飲
冰
室
文
集
︾
，
一

方
面
則
更
從
事
於
新
方
面
的
努
力
與
工
作
。
除
了
少
數
的
應
時
的
時
事
評
論
及
著

作
︽
開
明
專
制
論
︾
等
等
，
力
與
當
時
的
持
共
和
論
者
相
搏
戰
之
外
，
他
的
這
幾

年
來
的
成
績
，
可
分
為
六
方
面
：

第
一
方
面
，
是
鼓
吹
宣
傳
﹁
新
民
﹂
之
必
要
，
欲
從
國
民
性
格
上
加
以
根
本

的
改
革
，
以
為
政
治
改
革
的
入
手
。
他
知
道
沒
有
良
好
的
國
民
，
任
何
形
式
的
政

體
都
是
空
的
，
任
何
樣
子
的
改
革
也
都
是
沒
有
好
結
果
的
。
於
是
他
便
捨
棄
了
枝

枝
節
節
的
﹁
變
法
論
﹂
、﹁
保
皇
論
﹂
，
而
從
事
於
︽
新
民
叢
報
︾
的
努
力
；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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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
︽
新
民
叢
報
︾
，
蓋
即
表
示
這
個
刊
物
是
注
重
在
講
述
﹁
新
民
之
道
﹂
的
。
他

在
這
個
報
上
，
一
開
頭
便
著
部
︽
新
民
說
︾
，
說
明
：﹁
國
也
者
，
積
民
而
成
。

國
之
有
民
，
猶
身
之
有
四
肢
五
臟
，
筋
脈
血
輪
也
。
未
有
四
肢
已
斷
，
五
臟
已

瘵
，
筋
脈
已
傷
，
血
輪
已
涸
，
而
身
猶
能
存
者
，
則
亦
未
有
民
愚
陋
怯
弱
，
渙

散
混
濁
，
而
國
猶
能
立
者
。
故
欲
其
身
之
長
生
久
視
，
則
攝
生
之
術
不
可
不
明
；

欲
其
國
之
安
富
尊
榮
，
則
新
民
之
道
不
可
不
講
。
﹂
以
後
便
逐
漸
地
討
論
到
﹁
公

德
﹂
、﹁
國
家
思
想
﹂
、﹁
進
取
冒
險
﹂
、﹁
權
利
思
想
﹂
、﹁
自
治
﹂
、﹁
自
由
﹂
、

﹁
進
步
﹂
、﹁
自
尊
﹂
、﹁
合
群
﹂
、﹁
生
利
分
利
﹂
、﹁
毅
力
﹂
、﹁
義
務
思
想
﹂
、﹁
私

德
﹂
、﹁
民
氣
﹂
等
，
很
有
幾
點
是
切
中
了
我
們
的
古
舊
民
族
的
劣
根
性
病
的
。
他

如
大
教
主
似
的
，
坐
在
大
講
座
上
，
以
獅
子
吼
，
作
喚
愚
啟
蒙
的
訓
講
。
庚
戌
年

︵
一
九
一
〇
︶
創
刊
︽
國
風
報
︾
時
，
他
又
依
樣
的
以
︽
說
國
風
︾
冠
於
首
，
說

明
﹁
國
風
之
善
惡
，
則
國
命
之
興
替
所
攸
繫
也
﹂
，
而
思
以
文
字
之
力
，
改
變
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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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年
來
怯
懦
因
循
的
國
風
。

第
二
方
面
，
是
介
紹
西
方
的
哲
學
、
經
濟
學
等
等
的
學
說
；
所
介
紹
的
有
霍

布
士
、
斯
片
挪
莎
、
盧
梭
、
培
根
、
笛
卡
兒
、
達
爾
文
、
孟
德
斯
鳩
、
邊
沁
、
康

德
諸
人
。
他
的
根
據
當
然
不
是
原
著
，
而
是
日
本
人
的
重
述
、
節
述
或
譯
文
。
然

因
了
他
文
筆
的
流
暢
明
達
，
國
內
大
多
數
人
之
略
略
能
夠
知
道
培
根
、
笛
卡
兒
、

孟
德
斯
鳩
、
盧
梭
諸
人
的
學
說
一
臠
的
，
卻
不
是
由
於
嚴
復
幾
個
翻
譯
原
作
者
，

而
是
由
於
再
三
重
譯
或
重
述
的
梁
任
公
先
生
。
這
原
因
有
一
大
半
是
因
為
梁
氏
文

章
的
明
白
易
曉
，
敘
述
又
簡
易
無
難
解
之
處
，
也
有
一
小
半
因
為
梁
氏
的
著
作
流

傳
的
範
圍
極
廣
。
我
常
常
覺
得
很
可
怪
：
中
國
懂
得
歐
西
文
字
的
人
及
明
白
歐
西

學
說
的
專
門
家
都
不
算
不
少
，
然
而
除
了
嚴
復
、
馬
建
忠
等
寥
寥
可
數
的
幾
位
之

外
，
其
他
的
人
每
都
無
聲
無
息
過
去
了
，
一
點
也
沒
有
甚
麼
表
現
；
反
是
幾
位
不

十
分
懂
得
西
文
或
專
門
學
問
的
人
如
林
琴
南
、
梁
任
公
他
們
，
倒
有
許
許
多
多
的



16

成
績
，
真
未
免
有
點
太
放
棄
自
己
的
責
任
了
；
林
、
梁
諸
人
之
視
他
們
真
是
如
巨

人
之
視
嬰
兒
了
！
即
使
林
、
梁
他
們
有
甚
麼
隔
膜
錯
誤
的
地
方
，
我
們
還
忍
去
責

備
他
們
麼
？
而
林
、
梁
之
中
，
林
氏
的
工
作
雖
較
梁
氏
多
，
梁
氏
的
影
響
似
乎
較

他
為
更
大
。

第
三
方
面
，
是
運
用
全
新
的
見
解
與
方
法
以
整
理
中
國
的
舊
思
想
與
學
說
。

這
樣
的
見
解
與
方
法
並
不
是
梁
氏
所
自
創
的
，
其
得
力
處
仍
在
日
本
人
的
著
作
。

然
梁
氏
得
之
，
卻
能
運
用
自
如
，
加
之
以
他
的
迷
人
的
敘
述
力
，
大
氣
包
舉
的
融

化
力
，
很
有
根
柢
的
舊
學
基
礎
，
於
是
他
的
文
章
便
與
一
班
僅
僅
以
轉
述
或
稗
販

外
國
學
說
以
論
中
國
事
物
的
人
大
異
。
他
的
這
些
論
學
的
文
字
，
是
不
黏
着
的
，

不
枯
澀
的
，
不
艱
深
的
；
一
般
人
都
能
懂
得
，
卻
並
不
是
沒
有
內
容
，
似
若
淺
顯

袒
露
，
卻
又
是
十
分
的
華
澤
精
深
。
他
的
文
字
的
電
力
，
即
在
這
些
論
學
的
文
章

上
，
仍
不
會
消
失
了
分
毫
。
這
一
方
面
重
要
的
著
作
是
：︽
論
中
國
學
術
思
想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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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
之
大
勢
︾
、︽
子
墨
子
學
說
︾
、︽
中
國
法
理
學
發
達
史
論
︾
、︽
國
文
語
原
解
︾
、

︽
中
國
古
代
幣
制
考
︾
等
。
在
其
中
，︽
論
中
國
學
術
思
想
變
遷
之
大
勢
︾
一
作
尤

為
重
要
；
在
梁
氏
以
前
，
從
沒
有
過
這
樣
的
一
部
著
作
發
見
過
。
她
是
這
樣
簡
明

扼
要
地
將
中
國
幾
千
年
來
的
學
術
加
以
敘
述
，
估
價
，
研
究
；
可
以
說
是
第
一
部

中
國
學
術
史
︵
第
二
部
至
今
仍
未
有
人
敢
於
着
手
呢
︶
，
也
可
以
說
是
第
一
部
的

將
中
國
的
學
術
思
想
有
系
統
地
整
理
出
來
的
書
。
雖
有
人
說
她
是
膚
淺
，
是
轉
販

他
人
之
作
，
然
作
者
的
魄
力
與
雄
心
已
是
十
分
地
可
敬
了
。
此
作
共
分
七
部
分
：

一
，
總
論
；
二
，
胚
胎
時
代
；
三
，
全
盛
時
代
；
四
，
儒
學
統
一
時
代
；
五
，
老

學
時
代
；
六
，
佛
學
時
代
；
七
，
近
世
之
學
術
。
梁
氏
在
十
餘
年
之
後
，
更
欲
成

中
國
學
術
史
的
大
著
，
為
深
一
層
的
探
討
，
惜
僅
成
一
部
分 —

 

︽
清
代
學
術
概

論
︾—

而
止
。
今
梁
氏
亡
矣
，
這
部
偉
大
著
作
是
永
沒
有
告
成
的
希
望
了
。

第
四
方
面
，
是
研
究
政
治
上
經
濟
上
的
各
種
實
際
的
問
題
。
在
這
個
時
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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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氏
的
政
論
，
已
不
僅
是
宣
傳
鼓
吹
自
己
的
主
張
，
或
攻
擊
、
推
翻
古
舊
的
制
度

而
已
，
這
樣
的
時
代
，
即
著
︽
變
法
通
議
︾
的
時
代
，
已
經
過
去
了
；
他
現
在

是
要
討
論
實
際
上
的
種
種
問
題
以
供
給
所
謂
﹁
建
設
時
代
﹂
的
參
考
了
。
所
以
他

一
方
面
介
紹
各
國
的
實
例
，
一
方
面
討
論
本
國
的
當
前
問
題
。
在
這
些
問
題
中
，

關
於
政
治
的
，
以
憲
法
問
題
為
中
心
；
關
於
經
濟
的
，
以
貨
幣
、
國
債
問
題
為
中

心
。
這
些
問
題
，
都
是
那
個
時
代
的
舉
國
人
民
所
要
着
眼
的
問
題
。
關
於
前
者
，

他
著
有
︽
論
政
府
與
人
民
之
權
限
︾︵
壬
寅
︶
，︽
外
官
制
私
議
︾︵
庚
戌
︶
，︽
立

憲
法
議
︾︵
庚
子
︶
，︽
論
立
法
權
︾︵
壬
寅
︶
，︽
責
任
內
閣
釋
義
︾︵
辛
亥
︶
，︽
憲

政
淺
說
︾︵
庚
戌
︶
，︽
中
國
國
會
制
度
私
議
︾︵
庚
戌
︶
及
︽
各
國
憲
法
異
同
論
︾

︵
己
亥
︶
諸
作
。
關
於
後
者
，
他
著
有
︽
中
國
國
債
史
︾︵
甲
辰
︶
，︽
中
國
貨
幣

問
題
︾︵
甲
辰
︶
，︽
外
資
輸
入
問
題
︾︵
甲
辰
︶
，︽
改
鹽
法
議
︾︵
庚
戌
︶
，︽
幣

制
條
議
︾︵
庚
戌
︶
，︽
外
債
平
議
︾︵
庚
戌
︶
諸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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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方
面
，
是
對
於
歷
史
著
作
的
努
力
。
梁
氏
的
事
業
，
除
了
政
論
家
外
，

便
始
終
是
一
位
歷
史
家
。
他
的
對
於
中
國
學
術
思
想
的
研
究
也
完
全
是
站
在
歷
史

家
的
立
場
上
的
。
他
一
方
面
攻
擊
舊
式
歷
史
的
紕
繆
可
笑
，
將
歷
來
所
謂
﹁
史
學
﹂

上
所
最
聚
訟
的
問
題
，
如
﹁
正
統
﹂
，
如
﹁
書
法
﹂
等
等
，
皆
一
切
推
翻
之
，
抹

煞
之
，
以
為
不
成
問
題
。
他
以
為
：
所
謂
歷
史
，
不
是
一
姓
史
、
個
人
史
，
也
不

僅
僅
是
鋪
敘
故
實
的
點
鬼
簿
、
地
理
志
而
已
；
歷
史
乃
是
活
潑
潑
的
，
乃
是
﹁
敘

述
人
群
進
化
之
現
象
，
而
求
得
其
公
理
公
例
者
也
﹂
，
乃
是
供
﹁
今
世
之
人
，
鑒

之
裁
之
，
以
為
經
世
之
用
也
﹂
。
在
這
一
方
面
，
他
著
有
︽
新
史
學
︾︵
壬
寅
︶
，

︽
中
國
史
敘
論
︾︵
辛
丑
︶
等
。
他
又
在
第
二
方
面
，
寫
出
許
多
的
史
書
、
史
傳

來
，
以
示
新
的
歷
史
，
所
謂
﹁
使
今
世
之
人
，
鑒
之
裁
之
﹂
的
歷
史
的
模
式
。
這

一
方
面
的
著
作
有
︽
中
國
專
制
政
治
進
化
史
論
︾︵
壬
寅
︶
，︽
歷
史
上
中
國
民
族

之
觀
察
︾
，︽
南
海
康
先
生
傳
︾︵
辛
丑
︶
，︽
李
鴻
章
︾︵
辛
丑
︶
，︽
張
博
望
班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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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
合
傳
︾︵
壬
寅
︶
，︽
趙
武
靈
王
傳
︾
、︽
袁
崇
煥
傳
︾︵
甲
辰
︶
，︽
中
國
殖
民
八

大
偉
人
傳
︾︵
甲
辰
︶
，︽
鄭
和
傳
︾︵
乙
巳
︶
，︽
管
子
傳
︾︵
辛
亥
︶
，︽
王
荊
公

傳
︾
，︽
匈
牙
利
愛
國
者
噶
蘇
士
傳
︾︵
壬
寅
︶
，︽
意
大
利
建
國
三
傑
傳
︾
、︽
雅

典
小
史
︾
、︽
朝
鮮
亡
國
史
略
︾︵
甲
辰
︶
等
等
，
都
是
火
辣
辣
的
文
字
，
有
光
有

熱
，
有
聲
有
色
的
；
決
不
是
甚
麼
平
鋪
直
敘
的
尋
常
史
傳
而
已
。

第
六
方
面
，
是
對
於
文
學
的
創
作
。
梁
氏
在
這
十
年
中
，
不
僅
努
力
於
作

史
著
論
，
即
對
於
純
文
藝
，
也
十
分
地
努
力
。
他
既
發
刊
︽
新
小
說
︾
，
登
載
時

人
之
作
品
，
如
︽
我
佛
山
人
的
痛
史
︾
、︽
二
十
年
目
睹
之
怪
現
狀
︾
、︽
九
命
奇

冤
︾
，
以
及
蘇
曼
殊
諸
人
的
翻
譯
等
等
。
他
自
己
也
有
所
作
，
如
︽
新
中
國
未
來

記
︾
、︽
世
界
末
日
記
︾︵
此
為
翻
譯
︶
、︽
十
五
小
豪
傑
︾︵
此
亦
為
翻
譯
︶
等
；

又
作
傳
奇
數
種
，
如
︽
劫
灰
夢
傳
奇
︾
，︽
新
羅
馬
傳
奇
︾
、︽
俠
情
記
傳
奇
︾
，

雖
皆
未
成
，
卻
已
傳
誦
一
時
。
他
的
詩
詞
也
以
在
這
個
時
間
所
作
者
為
特
多
。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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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詩
話
一
冊
，
亦
作
於
此
時
。
他
對
於
小
說
的
勢
力
是
深
切
地
認
識
的
，
所
以
他

在
︽
論
小
說
與
群
治
之
關
係
︾
一
文
中
，
說
起
：

欲
新
一
國
之
民
，
不
可
不
先
新
一
國
之
小
說
。
故
欲
新
道
德
，
必
新

小
說
；
欲
新
宗
教
，
必
新
小
說
；
欲
新
政
治
，
必
新
小
說
；
欲
新
風
俗
，

必
新
小
說
；
欲
新
學
藝
，
必
新
小
說
；
乃
至
欲
新
人
心
，
欲
新
人
格
，
必

新
小
說
。
何
以
故
？
小
說
有
不
可
思
議
之
力
支
配
人
道
故
。

小
說
之
支
配
人
道
，
有
四
種
力
，
一
是
熏
，﹁
熏
也
者
，
如
入
雲
煙
中
而

為
其
烘
，
如
近
墨
朱
處
而
為
其
所
染
﹂
。
二
是
浸
，﹁
浸
也
者
，
入
而
與
之
俱
化

者
也
﹂
。
三
是
刺
，﹁
刺
也
者
，
能
入
於
一
剎
那
頃
，
忽
起
異
感
而
不
能
自
制
者

也
﹂
。
四
是
提
，﹁
前
三
者
之
力
，
自
外
而
灌
之
使
入
，
提
之
力
自
內
而
脫
之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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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
。
他
既
明
白
小
說
的
感
化
力
如
此
地
偉
大
，
所
以
決
意
便
於
︽
新
民
叢
報
︾

之
外
復
創
刊
︽
新
小
說
︾
，
然
︽
新
小
說
︾
刊
行
半
年
之
後
，
梁
氏
的
著
作
卻
已

不
甚
見
。
大
約
他
努
力
的
方
面
後
來
又
轉
變
了
。

這
十
年
，
居
日
本
的
十
年
，
可
以
說
是
梁
氏
影
響
與
勢
力
最
大
的
時
代
；
也

可
以
說
是
他
最
勤
於
發
表
的
時
代
。
我
們
看
民
國
十
四
年
︵
乙
丑
︶
出
版
的
第
四

次
編
訂
的
︽
飲
冰
室
文
集
︾
裡
，
這
十
年
的
作
品
，
竟
佔
了
一
半
有
強
。

︽
新
民
叢
報
︾
與
︽
新
小
說
︾
創
刊
的
第
二
年
︵
一
九
〇
三
︶
，
梁
氏
曾
應
美

洲
華
僑
之
招
，
又
作
北
美
洲
之
遊
。
這
一
次
卻
不
曾
中
途
折
回
。
他
到
了
北
美
合

眾
國
之
後
，
隨
筆
記
所
見
聞
，
對
於
﹁
美
國
政
治
上
、
歷
史
上
、
社
會
上
種
種
事

實
，
時
或
加
以
論
斷
﹂
。
結
果
便
成
了
︽
新
大
陸
遊
記
︾
一
書
。

在
這
一
個
時
期
內
，
還
有
一
件
事
足
記
的
，
便
是
從
戊
戌
以
後
，
他
與
康
有

為
所
走
的
路
已
漸
漸
地
分
歧
，
然
在
表
面
上
還
是
合
作
的
。
到
了
他
在
︽
新
民
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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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
上
發
表
了
一
篇
︽
保
教
非
所
以
尊
孔
論
︾
後
，
便
顯
然
地
與
康
氏
背
道
而
馳

了
。
他
自
己
說
：﹁
啟
超
自
三
十
以
後
，
已
絕
口
不
談
﹃
偽
經
﹄
，
亦
不
甚
談
﹃
改

制
﹄；
而
其
師
康
有
為
大
倡
設
孔
教
會
，
定
國
教
祀
天
配
孔
諸
議
，
國
中
附
和
不

乏
，
啟
超
不
謂
然
，
屢
起
而
駁
之
。
﹂︵
︽
清
代
學
術
概
論
︾
二
百
四
十
三
頁
︶
世

人
往
往
以
康
梁
並
稱
，
實
則
梁
氏
很
早
便
已
與
康
氏
不
能
同
調
了
。
他
們
兩
個
人

的
性
情
是
如
此
的
不
同
；
康
氏
是
執
着
的
，
不
肯
稍
變
其
主
張
，
梁
氏
則
為
一
個

流
動
性
的
人
，
往
往
﹁
不
惜
以
今
日
之
我
，
難
昔
日
之
我
﹂
，
不
肯
故
步
自
封
而

不
向
前
走
去
。

辛
亥
︵
一
九
一
一
︶
十
月
，
革
命
軍
起
於
武
昌
，
很
快
地
便
蔓
延
到
江
南
各

省
。
南
京
也
隨
武
昌
而
被
革
命
軍
所
佔
領
。
梁
氏
在
這
個
時
候
，
便
由
日
本
經
奉

天
而
復
回
中
國
。
這
時
離
他
出
國
期
已
經
是
十
四
年
了
。
因
為
情
勢
的
混
沌
，
他

曾
住
在
大
連
以
觀
變
。
南
北
統
一
以
後
，
袁
世
凱
就
任
臨
時
大
總
統
，
以
司
法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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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招
之
。
梁
氏
卻
不
肯
赴
召
。
這
時
，
國
民
黨
與
﹁
進
步
黨
﹂︵
民
元
時
代
名
共

和
黨
︶
的
對
峙
情
形
已
成
。
袁
氏
極
力
地
牽
合
進
步
黨
，
進
步
黨
也
倚
袁
氏
以
為

重
。
梁
氏
因
與
進
步
黨
關
係
密
切
，
便
也
不
得
不
與
袁
氏
連
合
。
他
到
了
北
京
與

袁
氏
會
見
。
會
見
的
結
果
，
卻
使
他
由
純
粹
的
一
位
政
論
家
一
變
而
為
實
際
的
政

治
家
。
自
此
以
後
，
他
便
過
着
很
不
自
然
的
政
治
家
生
活
，
竟
有
七
年
之
久
。
這

七
年
的
政
治
生
活
時
代
是
他
的
生
活
最
不
安
定
的
時
代
，
也
是
他
的
著
述
力
最
消

退
，
文
字
出
產
量
最
減
少
的
時
代
。
這
個
時
代
，
又
可
分
為
三
期
：

第
一
期
是
與
袁
世
凱
合
作
的
時
代
。
癸
丑
︵
一
九
一
三
︶
熊
希
齡
組
織
內

閣
，
以
梁
氏
為
司
法
總
長
；
這
是
戊
戌
以
後
，
他
第
一
次
地
踏
上
政
治
舞
台
。
這

一
次
的
內
閣
，
即
所
謂
﹁
名
流
內
閣
﹂
者
是
。
然
熊
氏
竟
無
所
表
現
，
不
久
竟

倒
。
梁
氏
亦
隨
之
而
去
，
這
一
次
的
登
台
，
在
梁
氏
可
以
說
是
一
點
的
成
績
也
沒

有
。
然
他
卻
並
不
灰
心
，
也
並
未
以
袁
世
凱
為
不
足
合
作
的
人
。
他
始
終
要
立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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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
持
現
狀
的
局
面
之
下
，
欲
有
所
作
為
，
欲
有
所
表
現
，
欲
有
所
救
益
。
這
時
，

最
困
難
的
問
題
便
是
財
政
問
題
。
梁
氏
在
前
幾
年
已
有
好
幾
篇
關
於
財
政
及
幣
制

的
文
章
發
表
︵
這
時
他
的
文
章
多
發
表
在
︽
庸
言
報
︾
上
︶
，
這
時
更
銳
然
欲
有

以
自
見
，
著
︽
銀
行
制
度
之
建
設
︾
等
文
，
發
表
他
的
主
張
。
進
步
黨
的
︽
中

華
民
國
憲
法
草
案
︾
也
出
於
他
的
手
筆
。
袁
世
凱
因
此
特
設
一
個
幣
制
局
，
以
他

為
總
裁
︵
一
九
一
四
︶
，
俾
他
能
夠
實
行
他
的
主
張
。
然
梁
氏
就
任
總
裁
之
後
，

卻
又
遇
到
了
種
種
的
未
之
前
遇
的
困
難
；
他
的
主
張
一
點
也
不
能
施
行
。
實
際
問

題
與
理
論
竟
是
這
樣
地
不
能
調
合
。
結
果
，
僅
獲
得
︽
余
之
幣
制
金
融
政
策
︾
一

篇
空
文
，
而
不
得
不
辭
職
以
去
。
自
此
，
他
對
於
袁
氏
方
漸
漸
地
絕
望
了
，
對

於
政
治
生
涯
也
決
然
地
生
了
厭
惡
、
捨
棄
之
心
。
他
寫
了
一
篇
很
深
痛
的
宣
言
，

即
：
吾
今
後
所
以
報
國
者
，
極
懇
摯
地
說
明
，
他
自
己
是
很
不
適
宜
於
實
際
的
政

治
活
動
的
。
他
說
：﹁
夫
社
會
以
分
勞
相
濟
為
宜
，
而
能
力
以
用
其
所
長
為
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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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
立
於
政
治
當
局
，
吾
自
審
雖
早
作
夜
思
，
鞠
躬
盡
瘁
，
吾
所
能
自
效
於
國
家
者

有
幾
？
夫
一
年
來
之
效
既
可
睹
矣
。
吾
以
此
心
力
，
轉
而
用
諸
他
方
面
，
安
見
其

所
自
效
於
國
家
者
，
不
有
以
加
於
今
日
！
﹂
他
更
決
絕
地
說
道
：﹁
故
吾
自
今
以

往
，
除
學
問
上
或
與
二
三
朋
輩
結
合
討
論
外
，
一
切
政
治
團
體
之
關
係
，
皆
當
中

止
。
乃
至
生
平
最
敬
仰
之
師
長
，
最
親
習
之
友
生
，
亦
惟
以
道
義
相
切
劘
，
學
藝

相
商
榷
。
至
其
政
治
上
之
言
論
行
動
，
吾
決
不
願
有
所
與
聞
，
更
不
能
負
絲
毫
之

連
帶
責
任
。
非
孤
僻
也
，
人
各
有
其
見
地
，
各
有
其
所
以
自
信
者
。
雖
以
骨
肉
之

親
，
或
不
能
苟
同
也
。
﹂
他
這
樣
地
痛
切
地
悔
恨
着
過
去
的
政
治
生
涯
，
應
該
再

度
地
入
於
﹁
著
述
時
代
﹂
了
。
然
而
正
在
這
個
時
候
，
一
個
大
變
動
的
時
代
卻
恰

恰
與
他
當
面
。
歐
戰
在
這
時
候
發
生
了
；
繼
之
而
中
日
交
涉
勃
起
，
日
本
欲
乘
機

在
中
國
獲
得
意
外
的
權
利
；
繼
之
而
帝
制
運
動
突
興
，
袁
世
凱
也
竟
欲
乘
機
改
元

洪
憲
，
改
國
號
中
華
帝
國
，
而
自
為
第
一
代
的
中
華
帝
國
的
皇
帝
。
種
種
大
事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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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
迫
而
來
，
使
他
那
麼
一
位
敏
於
感
覺
的
人
，
不
得
不
立
刻
興
起
而
謀
所
以
應
付

之
。
於
是
他
便
又
入
於
第
二
期
的
政
治
生
涯
。

第
二
期
是
﹁
護
國
戰
役
﹂
時
代
。
他
對
於
歐
戰
，
曾
著
有
︽
歐
洲
大
戰
史

論
︾
一
冊
；
後
主
編
︽
大
中
華
月
刊
︾
，
便
又
著
︽
歐
戰
蠡
測
︾
一
文
。
更
重
大

的
事
件
，
中
日
交
涉
，
使
他
與
時
人
一
樣
地
受
了
極
大
的
刺
激
。
他
接
連
在
︽
大

中
華
︾
上
寫
着
極
鋒
利
極
沉
痛
的
評
論
，
如
︽
中
日
最
近
交
涉
平
議
︾
，︽
解
決
懸

案
耶
新
要
求
耶
︾
，︽
外
交
軌
道
外
之
外
交
︾
，︽
交
涉
乎
命
令
乎
︾
，︽
示
威
耶
挑

戰
耶
︾
諸
作
。
及
這
次
交
涉
結
束
之
後
，
他
又
作
︽
痛
定
罪
言
︾
，︽
傷
心
之
言
︾

二
文
。
他
不
曾
作
過
甚
麼
悲
苦
的
文
字
，
然
而
這
次
他
卻
再
也
忍
不
住
了
！
他
說

道
：﹁
吾
固
深
感
厭
世
說
之
無
益
於
群
治
，
恆
思
作
壯
語
留
餘
望
以
稍
蘇
國
民
已

死
之
氣
。
而
吾
乃
時
時
為
外
境
界
所
激
刺
，
所
壓
迫
，
幾
於
不
能
自
舉
其
軀
。
嗚

呼
！
吾
非
傷
心
之
言
而
復
何
言
哉
！
﹂︵
︽
傷
心
之
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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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重
大
的
事
件
帝
制
運
動
，
又
使
他
受
了
極
大
的
刺
激
。
他
對
於
這
次
的
刺

激
，
卻
不
僅
僅
以
言
論
而
竟
以
實
際
行
動
來
應
付
他
了
。
帝
制
問
題
其
內
裡
的

主
動
當
然
是
袁
世
凱
，
然
表
面
上
則
發
動
於
古
德
諾
的
一
篇
論
文
及
籌
安
會
的
勸

進
。
這
是
乙
卯
︵
一
九
一
五
︶
七
月
間
的
事
。
梁
氏
便
立
刻
著
︽
異
哉
所
謂
國
體

問
題
者
︾
一
文
，
發
表
於
︽
大
中
華
︾
。
梁
氏
在
十
年
前
，
原
是
君
主
立
憲
論
的

主
持
者
，
然
對
於
這
次
的
政
體
變
更
，
卻
期
期
以
為
不
可
。
他
的
理
由
在
︽
異
哉

所
謂
國
體
問
題
者
︾
裡
說
得
又
透
徹
，
又
嚴
肅
，
又
光
明
，
又
譏
誚
。
他
以
為

自
辛
亥
八
月
以
來
，
未
及
四
年
而
政
局
已
變
更
了
無
數
次
，﹁
使
全
國
民
彷
徨
迷

惑
，
莫
知
適
從
﹂
。
作
帝
制
論
者
何
苦
又
﹁
無
風
鼓
浪
，
興
妖
作
怪
，
徒
淆
民
視

聽
，
而
貽
國
家
以
無
窮
之
戚
﹂
，
並
為
袁
氏
及
籌
安
會
諸
人
打
算
利
害
，
以
為
此

種
舉
動
是
與
﹁
元
首
﹂
以
不
利
的
。
當
時
他
亦
﹁
不
敢
望
此
文
之
發
生
效
力
。
不

過
因
舉
國
正
氣
銷
亡
，
對
於
此
大
事
無
一
人
敢
發
正
論
，
則
人
心
將
死
盡
，
故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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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
利
害
死
生
，
為
全
國
人
代
宣
其
心
中
所
欲
言
之
隱
耳
﹂
。︵
以
上
引
文
皆
錄
自

︽
盾
鼻
集
︾
︶
他
的
此
文
草
成
未
印
時
，
袁
氏
已
有
所
聞
，
曾
託
人
以
二
十
萬
元

賄
之
。
梁
氏
拒
之
，
且
錄
此
文
寄
袁
氏
。
未
幾
，
袁
氏
又
遣
人
以
危
辭
脅
喝
他
，

說
：﹁
君
亡
命
已
十
餘
年
，
此
種
況
味
亦
既
飽
嘗
，
何
必
更
自
苦
。
﹂
梁
氏
笑
道
：

﹁
余
誠
老
於
亡
命
之
經
驗
家
也
。
余
寧
樂
此
，
不
願
苟
活
於
此
濁
惡
空
氣
中
也
。
﹂

來
的
人
語
塞
而
退
。
這
時
，
梁
氏
尚
住
在
天
津
。
他
的
從
前
的
學
生
蔡
鍔
，
革

命
後
曾
任
雲
南
都
督
，
這
時
則
在
北
平
。
於
是
梁
、
蔡
二
氏
便
密
謀
實
際
上
的
反

抗
行
動
。
在
天
津
定
好
種
種
軍
事
計
劃
，
決
議
：
雲
南
於
袁
氏
下
令
稱
帝
後
即
獨

立
。
二
人
並
相
約
：﹁
事
之
不
濟
，
吾
儕
死
之
，
決
不
亡
命
。
若
其
濟
也
，
吾
儕

引
退
，
決
不
在
朝
。
﹂
他
們
便
相
繼
秘
密
南
下
。
蔡
氏
徑
赴
雲
南
，
梁
氏
則
留
居

上
海
。
這
一
年
十
二
月
，
雲
南
宣
佈
獨
立
，
進
攻
四
川
。
廣
西
將
軍
陸
榮
廷
則
約

梁
氏
赴
桂
，
同
謀
舉
義
事
。
他
說
道
：﹁
君
朝
至
，
我
夕
即
舉
義
。
﹂
許
多
人
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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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
梁
氏
不
要
冒
險
前
去
，
然
他
卻
不
顧
一
切
地
應
召
而
去
。
丙
辰
︵
一
九
一
六
︶

三
月
，
梁
氏
由
安
南
偷
渡
到
桂
，
時
海
防
及
其
附
近
一
帶
鐵
路
，
袁
政
府
的
偵
探

四
佈
。
梁
氏
避
匿
山
中
，
十
日
不
乘
火
車
，
而
間
道
行
入
鎮
南
關
。
至
則
廣
西
已

獨
立
。
不
久
，
廣
東
亦
被
迫
而
獨
立
。
然
廣
東
局
面
不
定
，
梁
氏
冒
險
去
遊
說
龍

濟
光
，
幾
乎
遇
害
。
兩
廣
局
面
一
定
，
他
便
復
到
上
海
，
從
事
於
別
一
方
面
的
活

動
。
這
時
才
知
道
他
的
父
親
寶
瑛
，
已
於
他
間
道
入
廣
西
時
病
歿
了
。
這
時
，
情

形
已
大
為
轉
變
。
浙
江
、
陝
西
、
湖
南
、
四
川
諸
省
皆
已
獨
立
；
南
京
的
馮
國
璋

也
聯
合
長
江
各
省
謀
反
抗
。
正
在
這
個
時
候
，
袁
世
凱
忽
然
病
死
。
於
是
這
次
的

﹁
護
國
戰
爭
﹂
便
告
了
結
束
。
黎
元
洪
繼
任
大
總
統
，
段
祺
瑞
組
織
內
閣
，
梁
氏

則
實
踐
初
出
時
的
﹁
決
不
在
朝
﹂
的
宣
言
，
並
不
擔
任
政
務
。
然
不
久
，
卻
又
有

一
個
大
變
動
發
生
，
又
將
梁
氏
牽
入
漩
渦
，
使
他
再
度
第
三
期
的
政
治
生
涯
。

第
三
期
是
﹁
復
辟
戰
役
﹂
時
代
。
當
歐
戰
正
酣
時
，
中
國
嚴
守
中
立
，
不
表



31

示
左
右
袒
的
態
度
，
雖
日
本
在
山
東
佔
領
了
好
幾
個
地
方
，
以
攻
青
島
，
我
們
也

只
是
如
在
日
俄
戰
爭
時
代
一
樣
地
置
之
不
見
不
聞
。
到
了
後
來
，
德
國
厲
行
潛
水

艇
海
上
封
鎖
政
策
，
美
國
首
先
提
出
抗
議
。
中
國
的
抗
議
也
繼
之
而
提
出
。
德
國

方
面
卻
置
之
不
理
。
於
是
中
國
便
進
一
步
而
與
德
奧
絕
交
，
協
約
國
極
力
勸
誘
中

國
也
加
入
戰
團
。
梁
氏
承
認
這
是
一
個
絕
好
的
機
會
，
可
以
增
高
中
國
在
國
際
上

的
地
位
，
並
可
以
收
回
種
種
已
失
的
權
利
，
便
極
力
鼓
吹
對
德
奧
宣
戰
。
他
在
大

戰
的
初
期
，
著
︽
歐
洲
大
戰
史
論
︾
及
︽
歐
戰
蠡
測
︾
之
時
，
雖
預
測
德
國
的
必

勝
，
然
在
這
個
時
候
，
他
已
漸
漸
地
瞧
透
德
奧
兵
力
衰
竭
的
情
形
了
。
在
這
個
時

候
，
黎
元
洪
與
段
祺
瑞
已
表
示
出
明
顯
的
政
爭
情
態
。
實
際
上
是
總
統
與
總
理
的

權
限
之
爭
，
表
面
上
卻
借
了
參
戰
問
題
，
做
政
爭
的
工
具
，
段
氏
主
張
參
戰
，
黎

氏
則
反
對
參
戰
。
梁
氏
因
段
氏
的
主
張
與
他
自
己
的
相
投
合
，
便
自
然
地
傾
向
到

段
氏
一
方
面
去
。
不
幸
這
次
的
政
爭
愈
演
愈
烈
；
參
戰
問
題
始
終
不
能
解
決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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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政
問
題
卻
因
黎
氏
的
決
然
免
去
段
職
之
故
而
引
起
了
一
段
意
外
的
波
瀾
。

段
氏
免
職
之
後
，
繼
之
而
有
督
軍
團
的
會
議
，
而
有
各
省
脫
離
中
央
的
宣

告
，
並
有
張
勳
統
兵
五
千
入
北
京
，
任
調
停
之
舉
。
這
個
﹁
調
停
軍
﹂
的
內
幕
，

卻
將
黎
段
兩
方
都
蒙
蔽
了
。
原
來
，
張
勳
此
來
，
係
受
了
康
有
為
諸
人
的
慫
恿
，

有
擁
宣
統
復
辟
之
意
。
黎
氏
固
不
及
覺
察
，
即
段
氏
也
不
甚
明
白
。
直
到
張
勳
到

了
天
津
，
復
辟
的
空
氣
十
分
濃
厚
。
他
們
才
十
分
地
驚
惶
。
於
是
梁
氏
與
熊
希
齡

急
急
地
欲
謀
補
救
，
宣
統
復
辟
於
六
年
七
月
初
成
事
實
。
梁
氏
乃
極
力
地
遊
說
段

祺
瑞
，
要
他
就
近
起
來
反
抗
。
馬
廠
誓
師
的
壯
舉
，
一
半
是
梁
氏
所
慫
恿
的
。
梁

氏
自
己
也
於
七
月
一
日
發
表
了
一
篇
反
對
復
辟
的
通
電
，
持
着
極
顯
白
的
反
抗
態

度
。
他
陳
說
變
更
國
體
的
利
害
，
十
分
地
懇
切
動
人
，
較
他
的
︽
異
哉
所
謂
國
體

問
題
者
︾
一
文
尤
為
直
捷
痛
切
。
他
說
：﹁
苟
非
各
界
各
派
之
人
，
咸
有
覺
悟
，

洗
心
革
面
，
則
雖
歲
更
國
體
，
而
於
政
治
之
改
良
何
與
者
。
若
曰
建
帝
號
則
政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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肅
，
則
清
季
政
象
何
若
，
我
國
民
應
未
健
忘
。
今
日
蔽
罪
共
和
，
過
去
罪
將
焉

蔽
。
況
前
此
承
守
成
餘
蔭
，
雖
委
裘
猶
可
苟
安
，
今
則
師
悍
士
狡
，
挾
天
子
以

令
諸
侯
。
謂
此
而
可
以
善
政
，
則
莽
卓
之
朝
，
應
成
郅
治
。
似
斯
持
論
，
毋
乃

欺
天
！
﹂
這
些
話
，
都
足
以
直
攻
復
辟
論
者
的
中
心
而
使
之
受
傷
致
命
的
。
梁
氏

又
說
：﹁
啟
超
一
介
書
生
，
手
無
寸
鐵
，
捨
口
誅
筆
伐
外
，
何
能
為
役
。
且
明
知

樊
籠
之
下
，
言
出
禍
隨
，
徒
以
義
之
所
在
，
不
能
有
所
憚
而
安
於
緘
默
。
抑
天

下
固
多
風
骨
之
士
，
必
安
見
不
有
聞
吾
言
而
興
者
也
。
﹂
然
這
事
不
必
望
之
於
他

人
，
他
自
己
便
已
投
筆
而
興
了
，
他
自
己
已
不
徒
實
行
着
口
誅
筆
伐
，
而
且
躬
身

於
﹁
討
伐
﹂
之
役
了
。
這
時
，
他
與
康
有
為
已
立
於
正
面
的
對
敵
地
位
。
自
戊
戌

以
後
，
梁
氏
與
康
氏
便
已
貌
合
神
離
，
為
了
孔
教
問
題
，
也
曾
明
顯
地
爭
鬥
過
。

而
這
次
卻
第
二
次
為
了
政
治
問
題
而
破
臉
了
。
梁
氏
自
己
相
信
他
始
終
是
一
位
政

論
家
，
不
適
宜
於
做
政
治
上
的
實
際
活
動
。
他
非
到
萬
不
得
已
的
時
候
，
決
不
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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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下
政
論
家
的
面
目
而
從
事
於
政
治
家
的
活
動
。
這
一
次
，
與
護
法
戰
役
之
時
相

同
，
都
是
使
他
忍
不
住
不
出
來
活
動
的
。
他
帶
着
滿
腔
的
義
憤
，
與
段
祺
瑞
會
見

於
天
津
；
他
說
動
了
段
氏
，
舉
兵
入
北
京
。
在
這
時
，
似
乎
也
只
有
段
氏
一
個
人

比
較
地
可
以
信
託
。
其
他
的
督
軍
軍
人
們
都
是
首
鼠
兩
端
的
。
段
氏
的
崛
起
，
使

張
勳
減
少
了
不
少
的
隨
從
。
段
氏
便
很
快
地
得
到
了
成
功
，
撲
滅
了
以
張
勳
、
康

有
為
為
中
心
的
清
帝
復
辟
運
動
。
張
、
康
等
皆
逃
入
使
館
區
域
。
梁
氏
在
政
治
上

的
成
功
這
是
第
二
次
。
他
對
於
共
和
政
體
的
擁
護
，
這
也
是
第
二
次
。

段
氏
復
任
總
理
，
黎
氏
退
職
，
由
副
總
統
馮
國
璋
就
任
大
總
統
。
段
氏
既
復

在
位
，
對
德
奧
宣
戰
，
便
於
那
一
年
的
八
月
十
四
日
實
行
。
梁
氏
這
次
並
不
曾
於

功
成
後
高
蹈
而
去
。
他
做
了
段
內
閣
的
財
政
總
長
︵
一
九
一
七
︶
。
他
很
想
發
展

他
的
關
於
財
政
上
的
抱
負
，
然
而
在
當
時
的
局
面
之
下
卻
不
容
他
有
甚
麼
主
張
可

以
見
諸
實
施
。
不
久
，
他
便
去
職
。
經
過
這
一
次
的
打
擊
之
後
，
他
七
年
來
的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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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生
涯
便
真
的
告
了
一
個
終
結
。
自
此
以
後
，
他
便
永
不
曾
再
度
過
實
際
上
的
政

治
生
活
。
自
此
以
後
，
即
自
戊
午
︵
一
九
一
八
︶
冬
直
到
他
去
世
，
便
入
於
他
的

第
二
期
的
著
述
時
代
。

第
二
期
的
著
述
時
代
綿
亙
了
十
一
年
之
久
。
這
個
時
代
，
開
始
於
他
的
歐

遊
。
一
九
一
八
年
歐
戰
告
終
，
和
會
開
始
。
抱
世
界
和
平
的
希
望
的
人
很
多
，
梁

氏
也
是
其
一
。
他
既
倦
於
政
治
生
涯
，
便
決
意
要
到
歐
洲
去
考
察
戰
後
的
情
形
。

他
於
民
國
七
年
十
二
月
由
上
海
乘
輪
動
身
。
他
自
己
說
：﹁
我
的
出
遊
目
的
，
第

一
件
是
想
自
己
求
一
點
學
問
，
而
且
看
看
這
空
前
絕
後
的
歷
史
劇
怎
樣
收
場
，
拓

一
拓
眼
界
。
第
二
件
也
因
為
正
在
做
正
義
人
道
的
外
交
夢
。
以
為
這
次
和
會
，
真

是
要
把
全
世
界
不
合
理
的
國
際
關
係
根
本
改
造
立
個
永
久
和
平
的
基
礎
，
想
拿
私

人
資
格
將
我
們
的
冤
苦
，
向
世
界
輿
論
申
訴
申
訴
，
也
算
盡
一
二
分
國
民
責
任
。
﹂

︵
︽
梁
任
公
近
著
︾
第
一
輯
卷
上
七
十
三
頁
︶
在
船
上
，
他
本
着
第
二
個
目
的
，
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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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兩
三
篇
文
章
，
為
中
國
鼓
吹
，
其
中
有
一
篇
是
︽
世
界
和
平
與
中
國
︾
，
表
示

中
國
國
民
對
於
和
平
會
議
的
希
望
。
後
來
譯
印
英
法
文
，
散
佈
了
好
幾
千
本
。
他

在
歐
洲
，
到
過
倫
敦
、
巴
黎
，
到
過
西
歐
戰
場
，
到
過
意
大
利
、
瑞
士
，
還
到
過

為
歐
戰
導
火
線
之
一
的
亞
爾
莎
士
、
洛
林
兩
州
。
這
一
次
的
旅
行
，
經
過
了
一
年

多
。
民
國
九
年
春
天
歸
國
，
他
自
己
曾
說
起
對
於
此
行
的
失
望
，
第
一
是
外
交
完

全
失
望
了
，
他
的
出
國
的
第
二
個
目
的
，
最
重
大
的
目
的
，
已
不
能
圓
滿
達
到
；

第
二
是
他
﹁
自
己
學
問
，
匆
匆
過
了
整
年
，
一
點
沒
有
長
進
﹂
。
在
這
一
年
中
，

真
的
，
他
除
了
未
完
篇
的
︽
歐
遊
心
影
錄
︾
之
外
，
別
的
東
西
一
點
也
沒
有
寫
；

而
到
了
回
國
以
後
所
著
作
、
所
講
述
的
仍
是
十
幾
年
前
︽
新
民
叢
報
︾
時
代
，

或
第
一
期
的
著
述
時
代
所
注
意
、
所
探
究
的
東
西
，
一
點
也
沒
有
甚
麼
新
的
東
西

產
生
。
由
此
可
見
他
所
自
述
的
一
年
以
來
﹁
一
點
沒
有
長
進
﹂
，
並
不
是
很
謙
虛 

的
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