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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民
間
處
世
思
想
的
探
索
與
批
判

、
文
化
的
兩
層
考
察
:
高
層
文
化
與
基
層
文
化

中
國
藝
街
、
文
學
家
對
於
華
文
的
語
言
格
詞
，
喜
歡
辨
別
雅
俗
，
宋
玉
的
「
對

楚
王
問
」
己
透
露
其
中
端
倪
，
一
m
思
想
主
也
存
在
著
正
統
學
衛
與
民
間
思
想
的
區
分

，
這
一
消
息
顯
示
了
中
國
文
化
的
層
級
性
質
及
經
涵
其
中
的
價
值
判
斷
。
(
註
一
)

所
謂
文
化
的
層
級
性
，
係
徐
復
觀
先
生
提
出
的
觀
念
，

擋
的
是
「
同
一
文
化
，

在
釷
舍
生
活
中
，
都
表
現
許
多
不
同
的
橫
斷
函
。
在
橫
斷
面
與
橫
斷
面
之
間
，
又
表

現
有
很
大
的
距
離
，

有
的
是
背
反
的
性
質
，
有
的
叉
縛
著
很
微
妙
的
貫
通
關
係
。
」

(
見
掉
你
復
觀
文
錄
「
中
國
文
化
的
層
絞
佳
」
一
文)
順
著
這
一
觀
念
，
進
行
傳
統
文

化
的
考
察
，
發
們
木
僅
要
把
宣
傳
統
高
深
智
慧
的
一
面
，
也
要
研
驗
這
些
一
智
慧
在
通

俗
層
面
的
表
現
情
形
，
並
揉
究
其
間
的
貫
通
、
背
反
關
係
'
然
後
才
算
盤
全
地
?
解

中
窗
文
化
，
否
則
只
算
一
知
半
解
。

雅
俗
的
區
分
鼠
顯
示
7

中
圖
文
化
的
層
級
性
質
，
事
實
上
也
掩
映
著
中
國
傳
統

的
社
會
結
構
。
古
代
的
回
民
(
士
農
工
商
)
趾
會
，
以
讀
薑
人
的
土
人
陪
設
為
骨
幹

'
上
為
政
府
組
織
的
成
員
，
下
為
社
會
組
織
的
中
堅
。
自
主
以
上
，
都
是
享
妥
高
等

數
育
的
勞
心
費
旅
;
也
士
以
下
，
則
是
參
數
未
受
歡
育
的
努
力
平
民
。
由
於
努
心
努

力
的
生
活
差
異
，
知
識
程
度
的
重
大
距
腫
，
於
是
文
化
的
層
級
也
有
高
低
之
划
。
雖

然
士
的
階
級
並
不
固
定
，
從
事
糞
工
商
業
的
老
百
姓
，
儘
可
讀
書
提
高
水
準
，
擠
進

土
族
的
上
層
赴
會
，
學
竟
由
於
生
產
方
式
的
停
滯
(
和
倫
理
的
文
化
專
向
有
闕
，

此

不
及
諸
)
，
物
質
建
設
的
簡
陋
，
大
部
分
老
百
姓
都
得
耗
費
絕
大
精
力
在
經
持
生
活

李
正
治

上
面
，

歡
育
扭
扭扭得
真
正
普
及
，
而
正
統
學
衡
和
民
間
思
想
的
劃
分
孟
加
顯
現
。

日
人
務
臺
連
作
在
作
這
樣
的
區
分
時
(
見
其
「
歷
史
哲
學
中
的
傳
統
問
題
」
一

文
)
r

採
用
了
「
高
在
兀
傳
統
」
「
低
生
兀
傳
統
」
'
「
高
層
文
化
」
「
基
層
文
化

」
這
些
一
名
詞
，
我
們
從
徐
復
較
先
生
的
「
傳
統
與
文
化
」
、
『
論
傳
統
」
(
均
見徐

復
觀
艾
錢
，

還
字
版
)
二
艾
的
介
紹
可
以
知
道
•. 

高
吹
一
兀
傳
統
擋
的
是
形
成
一
民
族
精
神
的
最
高
目
的
、
最
高
要
求
，
乃
至

人

生
的
最
高
修
養
。
這
些
一
思
想
必
有
若
干
實
現
於
一
該

一
民
族
的
低
在
兀
傳
統
之
中
，
而
成

為
指
導
的
原
理
與
信

念
。

低
次
-
兀
傳
統
即
普
通
所
說
的
風
俗
習
慣
，
屬
於
民

俗
學
研
究
的
能
圈
。
它
的

精
神
意
味
比
較
少
，

多
半
表
現
在
具
體

事
項
之
上
，

成
為
大
家
不
問
理
由
、
互
相
囡

"
盟
的
生
活
克
式
。

高
層
文
化
即
少
數
知
識
分
子
對
於
知
蠢
的
追
求
，
個
性
的
解
放
，
新
事
物
的

獲
得
，
新
境
界
的
關
鷗
所
努
力
的
成
果
。

基
層
文
化
指
的
是
往
會
所
傳
承
的
低
次
元
的
傳
統
。

這
些
觀
念
都
有
助
於
本
文
對
於
民
間
思
想
的
討
論
，
事
實
上
民
間
思
想
正
是
包

含
在
低
次
元
的
傳
統
或
基
層
文
化
中
，
而
指
導
的
原
理
與
信
念
又
從
高
次
元
的
傳
統

或
高
層
文
化
來
。
不
過
務
歪
理
作
並
不
將
「
萬
次
一
兀
傳
統
」
視
同
「
高
層
文
化
」
，

他
說
﹒
.

高
次
元
的
傳
統
，
鼠
不
屬
於
基
層
文
化
，
也
不
屬
於
高
層
文
化
，
而
是
在
它

們
之
間
，
從
內
在
的
關
運
使
二
者
得
到
諧
和
。

他
把
高
吹
一
兀
傳
統
君
作
創
造
文
化
的
熱
情
，

其
作
用
在
融
合
解
清
兩
層
文
化
的



衝
笑
，
使
兩
者
得
到
折
衷
調
整
，
構
成
生
活
上
的
內
部
秩
序
，
以
保
持
一
個
民
族
文

化
的
話
和
統
一
。
劉
果
沒
有
高
次
完
傳
統
的
自
覺
，
民
族
便
會
失
去
劃
造
文
化
的
活

力
，
走
入
僵
滯
落
後
的
死
卷
。
這
種
分
辨
，
可
以
使
我
們
注
意
到
『
傳
統
』
對
文
化

創
造
的
啟
示
與
功
能
，

也
可
以
使
我
們
反
省
到
自
身
在
文
化
上
的
重
責
大
任

﹒
﹒
創
造

新
的
傳
統
、
新
的
文
化
。
當
談
們
從
事
民
間
處
世
思
想
的
禪
師
究
，
背
後
正
是
索
著
這

種
自
覺
，
抱
著
這
個
信
念
。
金
們
希
望
這
-
時
代
好
學
漂
恩
的
知
極
分
子
，
都
能
保

持
純
潔
的
心
靈
，
運
用
客
觀
的
清
與
理
性
，
深
切
的
關
優
傳
統
及
現
代
社
會
的
一
些
一

大
問
題
，
使
窗
家
、
民
族
、
吐
會
、
文
化
在
國
人
溫
情
與
敬
意
的
擁
抱
中
，
一
步
步

走
完
現
代
化
的
道
路
。

二
、
民
間
處
世
思
想
的
形
成

在
探
究
民
間
思
想
的
形
成
中
，
本
艾
將
以
個
人
與
社
會
人
事
最
纜
的
相
關
住
存

在
|
|
處
世
為
主
題
。
處
扯
開
係
著
我
們
因
應
社
會
的
生
活
態
度
句
及
由
此
所
產
生

的
一
套
思
想
(
人
生
觀
)
。
這
種
態
度
、
思
想
決
定
我
們
生
命
的
實
際
表
現
，
而
且

當
它
成
第
一
種
趾
會
上
的
生
活
模
玄
，
也
會
決
定
艾
化
的
歷
史
走
向
，
影
響
到
文
化

創
造
的
健
體
成
果
。
-
-

關
於
文
化
中
高
吹
一
亢
的
傳
統
，
流
衍
在
社
會
生
活
中
的
實
際
狀
況
，
還
是
考
察

民
間
處
世
思
想
的
要
點
。

卸
車
庫
所
知
，
儒
家
道
家
是
中
國
文
化
的
商
大
主
薇
，
這
一
兩
大
主
流
在
文
化
的
屠

級
上
鄧
麗
於
「
萬
次
元
的
傳
統
」
，
也
是
往
古
大
哲
所
創
造
的
「
高
層
文
化
」
。
由

漢
代
以
遷
，
儒
這
思
想
便
漸
漸
成
為
正
統
學
衡
和
民
間
生
活
的
萎
本
理
念
，
它
們
在

很
源
上
都
是
基
於
對
生
命
問
題
的
關
切
，
透
過
深
刻
的
內
省
和
實
踐
，
所
霆
悟
出
殊

的
高
度
精
神
智
慧
。
當
這
些
深
泌
的
智
慧
結
晶
白
先
奏
的
孔
孟
、
老
莊
薯
然
開
啟
，

使
大
大
地
震
據
7
，
中
國
大
地
上
的
靈
魂
，
並
在
歷
史
的
早
期
決
定
文
化
精
神
的
走
向

(
道
德
精
神
、
藝
街
精
神
由
此
真
正
開
啟
)
，
使
整
個
中
圓
形
成
以
人
格
修
養
、
人

生
體
驗
為
重
心
的
艾
化
。

當
然
除
了
儒
道
的
思
想
以
外
，
佛
傲
、
道
歡
也
對
民
間
產
生
深
入
的
彰
響
力
。

佛
斟
且
有
高
深
的
歡
聲
基
礎
，
但
初
期
為
了
傳
傲
的
目
的
，
錄
用
了
以
故
事
說
明
歡
擎

的
講
唱
方
式
，

說
明
因
果
報
應
及
苦
海
涅
鏡
的
一
些
一
僚
動
的
道
理
，
在
缺
乏
信
仰
的

民
間
，
很
容
易
的
故
廣
大
民
銀
所
每
妥
了
。
另
外
一
億
雞
摸
道
家
思
想
和
神
仙
芳
仰

的
什
錦
申
訴
歡
|
|
這
歇
，
也
登7
道
家
思
想
通
俗
和
雜
化
的
努
力
，
而
在
魏
晉
以
干

是
太
7
民
間
。
「
唐
來
以
沫
，
除
了
朝
廷
上
的
少
數
知
-
識
分
子
還
辛
勤
地
為
儒
家
撐

住
這
絞
外
'

，

下
階
層
的
老
百
姓
，
以
及
志
未
得
售
的
讀
書
人
，
幾
乎
都
設
佛
道
一
間

歇

席
捲
以
去
。
」
(
依
韋
政
通
先
生
說
)

雖
然
我
們
知
道
儒
道
釋
的
思
想
主
鶴
，
都
反
為
民
間
生
活
態
度
的
指
導
，
不
過

中
間
都
有
一
段
訕
扭
轉
的
過
程
，
究
竟
在
穆
聽
的
過
程
中
，
經
過
了
幾
層
折
射
的
變
化

，
才
形
成
低
吹
一
兀
傳
統
的
形
態
，
之
間
又
存
著
何
種
背
反
、
貫
通
的
關
係
'
這
些
也

是
我
們
不
能
忽
略
的
。

讀
書
人
在
這
種
思
想
的
移
跨
過
程
中
擔
任
了
重
要
的
角
色
，
如
上
所
說
，
土

人

階
級
是
上
、
下
層
社
會
的
關
鍵
，
那
麼
土
人
和
民
間
的
接
觸
是
遠
較
貴
族
世
胃
密
切

的
v

這
些
讀
蠻
人
在
民
間
，
一
部
分
是
眾
字
所
藍
的

人
格
形
祠
，
一
部
分
是
知
諧
的

販
賣
者
，
當
他
們
訟
入

7

廣
大
的
往
會
生
活
圈
子
，
他
們
以
個
人
所
了
解
的
儒
這

釋

的
道
理
，
經
過
芳
言
的
淺
釋
﹒
傳
達
給
多
數
未
受
歡
育
的
無
知
民
眾
，
影
響
並
支
配

-
其
釷
會
行
動
。
傳
達
的
主
要
芳
式
有
幾
種
﹒
叫

L
利
局
也
塾
的
數
學
在
具
備
一
諒
{
子
的
能
力
以
後
，
整
飾
護
學
生
一
說
話
詞
語
謊

縷
的
通
俗
道
德
數
材
。
來
一
兀
時
代
，
關
於
道
德
芳
區
的
數
科
書
，
多
是
注
重
節
儉
孝

館
及
因
果
報
應
的
道
理
，
大
拯
以
儒
家
釣
思
想
為
主
，
而
輔
以
佛
家
或
道
家
的
思
想

，
恕
蒙
求
、
三
字
經
等
害
。

三
利
用
講
唱
一
說
書
的
方
式
民
間
驚
唱
說
害
無
帶
有
表
演
的
教
果
，
主
要
的
是

材
多
是
忠
季
節
義
或
因
果
報
應
的
故
事
，
還
是
這
俗
化
或
傳
教
的
主
要
途
徑
。
一
史
文

、
實
卷
、
彈
詞
、
話
本
等
，
都
是
為

7
講
唱
說
書
而
形
成
的
體
戮
。

1

利
用
戲
劇
表
演
的
感
動
教
果

-

戲
劇
藉
著
人
物
、
頂
帽
曳
的
交
錯
概
係
﹒

表
及

最
親
切
的
趾
會
人
生
各
應
菌
。
接
朗
、
錄
權
大
和
正
主
自
諾
的
建
劇
分
類
，
如
神
仙
過

化
、
隱
居
樂
道
、
數
袍
蒙
窈
、
忠
臣
烈
士
、
拿
羲
僚
飾
、
比
奸
罵
讀
、
逐
巨
部
子
、

一
腳
頭
見
面
等
﹒
便
可
看
出
知
識
階
級
投
入
民
間
所
傳
緝
的
處
世
態
度
及
人
生
價
值
。
的
“



一
兀
明
以
來
，
民
間
在
此
中
通
俗
化
最
為
激
底
。

4
緣
寫
通
俗
小
說
、
歌
本
或
沒
近
的
著
書
一
兀
施
耐
鷹
的
d
m滸
傳
、
瞬
間
權
貫
中

的
三
國
演
義
，
提
倡
正
統
及
忠
義
的
觀
念
，
小
說
中
人
物
造
型
，
已
在
中
國
普
通
吐

會
上
留
下
深
刻
的
印
象
，
供
給
民
眾
各
種
不
同
的
價
值
和
懇
像
，
不
過
其
感
動
該
心

還
是
和
傳
統
道
德
相
符
合
的
。
至
於
民
間
歌
本
，
以
軍
淺
俗
的
報
語
，
陳
述
一
種
故

事
，
以
便
民
眾
自
行
喬
續
，
這
種
歌
本
在
民
間
流
行
甚
多
，
卸
醒
世
文
、
勸
世
文
、

+
-
X
A雯
雯
歌
、
惜
一
種
歌
之
類
，
民
間
也
常
用
以
強
貼
勸
善
。
還
有
運
用
語
錄
方
式
續



寫
的
著
書
，
部
先
正
樁
，
一
固
、
增
廣
苦
時
賢
文
，
都
因
為
符
合
住
會
價
值r成
貧
民
問

流
傳
的
書
呵
呵
。

單
君
上
面
幾
種
傳
播
芳
式
，
或
合
觀
民
間
通
俗
書
籍
的
流
行
，
基
層
文
化
無
諸

如
何
是
與
社
會
大
眾
共
同
存
在
的
。
知
議
陪
紋
在
何
組
間
從
事
監
會
歡
育
，
民
間
也
耳

聞
自
染
，
漸
漸
形
成
一
套
雞
摸
式
的
恩
恕
。
難
揍
，
正
是
民
間
思
想
的
特
色
，
也
因

而
處
世
態
度
上
不
免
產
生
某
些
矛
盾
?
尤
英
在
受
到
外
在
壓
力
的
時
候
。
然
而
高
層

文
化
畢
竟
步
步
下
降
到
民
間
赴
會
，
保
存
在
社
會
血
脈
里
，
形
成
共
同
的
行
動
標
準

和
註
會
規
寵
，
「
百
姓
自
用
而
不
知
。
」
當
監
會
妻
生
變
動
，
知
識
分
子
不
位
獨
立

發
煌
文
化
慧
命
的
時
機
「
袋
們
還
會
在
祉
會
生
活
中
發
覺
民
族
文
化
的
血
波
，

「
種

失
而
來
諸
野
」
'
這
一
世
紀
受
西
方
文
化
衝
擊
的
中
國
正
是
如
此
。

民
間
處
世
思
想
更
為
實
在
的
一
個
民
因
，
則
是
處
身
往
會
的
真
實
經
駿
。
這

一
存
在
情
境
|
|
典
人
事
環
境
的
相
關
盤
，
是
位
會
刺
激
和
個
體
因
素
的
互
動
系
統

，
也
是
引
發
處
世
恩
串
鼎
的
開
端
。
這
時
讀
書
人
和
老
百
姓
是
站
在
同
一
層
次
的
，
以

他
們
「
旬
何
因
應
實
際
的
人
事
還
境
」
作
為
思
想
的
中
心
，
闖
出
生
活
的
態
度
。
在

造
成
因
里
面
，
釷
會
經
峻
的
重
要
性
是
超
過
經
籍
的
外
在
歐
訊
的
。
這
些一經
蠻
的
體

會
，
可
以
和
經
書
之
言
互
相
印
霆
，
也
可
以
暗
暗
轉
移
經
害
的
主
要
精
神
，
前
者
是

貫
通
性
的
關
係
，
後
者
已
因
偷
天
換
日
而
這
育
背
反
的
矛
盾
性
質
。
處
世
是
否
透
露

一
種
精
神
佳
的
深
度
存
在
，
或
只
淪
為
一
種
技
街
性
的
機
敏
性
格
，
常
要
看
個
人
與

人
事
環
境
的
相
攔
住
建
立
在
何
種
基
礎
上
l
l

人
類
愛
的
基
礎
或
自
舍
利
益
。

人
事
環
境
(
包
括
政
治
環
境
、
監
會
環
境、
家
庭
環
境
等
)
對
每
個
人
來
說
，

是
各
各
特
殊
的
。
偎
詞
人
事
環
境
較
為
健
全
，
個
人
與
吐
會
的
相
關
住
合
乎
涅
盤
的

詣
，
那
麼
憑
藉
良
知
的
照
飼
做
人
處
世
，
未
始
木
可
實
現
自
我
，
起
育
智
慧
。
假
如

M

人
事
環
境
益
惡
勢
力
所
污
染
，
那
麼
理
性
的
發
楊
便
是
辛
苦
奮
門
的
歷
程
，
有
賴
於

個
人
的
自
覺
。
處
在
這
種
懇
困
的
處
境
，
早
期
傳
統
的
處
世
態
度
(
以
儒
道
為
主
改

〉
己
選
為
我
們
指
出
兩
條
路
，

一
是
前
進
式
的
直
道
而
行
，

一
是
後
退
式
的
知
止
不

爭
，
不
過
進
退
之
間
全
看
實
際
的
情
形
和
個
人
的
權
衡
。
這
些
一
歷
史
的
啟
示
，
畢
竟

是
要
晶
晶
們
以
個
人
民
誠
的
感
情
與
意
志
來
抉
擇
，
因
此
在
面
對
惡
勢
力
峙
，
或
有
暫

時
憤
激
的
心
理
或
容
忍
的
打
算
，
到
底
都
要
嚮
慕
著
良
實
人
性
的
呈
一
哀
，
人
對
世
界

鐘
覺
無
力
，
但
不
能
說
此
放
耳
耳
其
理
。
可
是
於
此
之
外
，
部
讀
壓
出
另
一
種
似
是
而

非
的
態
度
，
將
個
人
和
社
會
的
相
關
性
建
立
在
自
晶
晶
利
益
的
墓
礎
上
，-
m叉
盡
量
利

用
手
段
遮
掩
自
己
對
某
種
利
金
的
追
求
。
這
種
態
度
使
人
事
還
境
和
自
身
存
在
著
許

多
畸
形
不
合
理
的
關
係
'
是
現
顯
的
別
是
人
際
關
係
的
撲
朔
迷
離
，
不
真
誠
的
相
處

類
似
員
說
的
相
處
。

一

這
些
合
理
的
、
不
合
理
的
成
分
?
都
由
社
會
經
駿-
m誕
生
，
反
鍵
在
廣
大
的
社

會
生
活
之
中
。
自
小
說
、
劇
本
，
或
透
過
我
們
現
在
的
處
世
經
駿
，
都
可
發
覺
其
中

的
類
型
。
純
粹
，
自
實
際
生
活
的
需
要
眾
看
，
這
種
態
度
都
是
無
可
批
判
的
;
但
位
如

價
值
觀
點
還
沒
有
自
我
們
的
心
靈
剔
除
，
某
些
一
處
世
態
度
正
恩
大
受
此
判
。
基
層
文

化
只
是
廣
酒
，
而
低
次
一
亢
的
傳
統
也
沒
有
高
度
的
理
性
能
力
足
以
辦
閉
目
其
中
的
分
際

雖
然
三
大
思
潮
的
通
俗
化
，
和
民
間
處
世
的
真
實
體
駿
'
建
糟
7
J民
間
處
世
思

想
的
格
局
，
不
過
大
體
「
人
格
」
的
形
相
還
是
和
高
層
文
化
相
符
，
傳
統
道
德
才
在

食
業
社
會
有
那
壓
迫
固
的
穩
定
力
。
從
通
俗
香
甜
甜
所
提
供
的
道
德
人
格
，
在
民
間
引

起
的
共
嗨
現
象
，
可
知
它
和
一
般
富
有
社
會
經
驗
所
嚮
往
的人
格
形
相
必
無
背
反
，

晶
晶
們
由
此
說
通
俗
書
籍
可
以
代
表
民
間
處
世
思
想
。

稍
微
可
以
窺
見
古
代
民
間
處
世
思
想
概
況
的
，
一
是
流
行
民
間
的
通
俗
小
說
、

劇
本
，
如
三
言
二
拍
二
兀
興
凳
劇
之
類
;
一
是
格
言
教
訓
式
的
賢
言
著
書
，
如

I太
上

感
應
當
廟
、三
字
經
、
先
正
格
言
、
增
廣
苦
時
賢
文
、
醒
世
文
、
動
世
文
等
等
。
在
靜

態
的
食
品
是
社
會
里
，
這
些
一
書
籍
是
濟
澤
勞
苦
生
活
中
結
構
心
靈
的
補
品
，
在
人
際
互

動
上
，
這
種
民
俗
思
想
的
傳
播
占
7
很
重
要
的
一
連

-
m
R、
遍
，
同
星
「
誠E
m詩
話
」



有
一
則
透
露
7

其
中
一
點
消
息
.• 

士
大
失
間
有
口
傳
一
高
聯
可
薯
，
而
真
知
其
所
本
者
。
組
『
人
情
似
鼠
香
香

、

莓
，
世
事
如
鐵
局
局
新
」
。
叉
「
飽
諾
世
事
慵
閉
眼
，
會
盡
人
情
只
點
頭
」

。
叉
「
薄
有
回
區
歸
去
好
，
若
無
官
說
莫
甘
休
休
」
。
(
註
二
)

這
些
一
人
情
世
故
的
領
會
，
在
後
殊
的
小
設
及
賢
文
中
常
出
現
，
而
且
是
以
聯
語

的
形
態
出
現
，
可
見
它
在
士
大
失
及
老
百
姓
心
靈
中
引
起
的
共
鳴
度
。
「
口
傳
」
一

定
會
產
生
人
際
互
動
的
教
果
，
把
處
世
的
思
想
溶
入
社
會
的
集
團
意
識
里
茵
。

三
、
由
「
太
上
感
應
篇
」
看
民
間
處
世
思
想

格
言
歡
訓
式
的
著
書
，
是
把
畫
民
間
處
世
思
想
最
簡
裊
的
路
徑
。
善
害
的
主
題

，
大
都
集
中
在
處
世
上
。

民
閉
著
霉
的
盛
行
，
帶
眾
中
國
門
也
會
的
一
個
特
殊
釁
獸
。
其
中
原
因
，
一
是
道

德
傳
統
深
入
赴
會
思
想
的
該
心
，
做
人
第
一
成
為
團
體
意
識
，
有
益
世
道
人
心
的
作

品
易
於
流
傳
，
緝
寫
者
和
讀
者
的
著
法
也
互
相
符
合
。
二
是
老
百
姓
知
露
水
準
偏
低

，
古
臭
的
經
書
不
易
讓
懂
，
這
些
一
沒
俗
化
書
籍
較
接
近
他
們
的
知
最
程
度
，
也
容
自
部

設
他
們
所
接
妥
，
因
此
著
書
具
有
「
社
會
歡
育
」
的
劫
能
。
三
是
農
業
結
構
的
赴
會

缺
乏
變
動
，
民
間
的
經
濟
生
活
及
政
治
生
活
都
希
求
穩
定
，
善
霉
的
內
容
相
應
的
唔
唔

求
穩
定
人
心
和
社
會
的
秩
序

，
不
會
受
到
民
間
意
識
上
的
排
斥
。
格
言
歡
訓
的
盛
行

，
正
代
表
中
國
式
釷
會
穩
定
的
表
象
。

不
管
警
害
無
與
於
高
裸
的
學
衡
，
它
是
基
層
文
化
的
部
分
成
果
。
底
下
將
以
之

作
完
祭
討
的
資
料
，
割
清
民
問
處
世
思
想
的
面
目
。

這
類
書
籍
約

可
分
第
二
系
，

一
系
偏
向
儒
道
釋
羲
涅
的
淺
俗
化
，
即
由
民
間
處

世
思
想
形
成
的
第
一
個
成
因
而
深
者
，
以
「
大
上
感
應
篇
」
為
代
表
，
簡
稱
為
一
。
憨

厚
示
」
。
一
系
較
富
於
人
情
世
故
的
體
會
，
即
由
上
述
第
三
個
成
因
而
深
者
，
以
「

增
廣
苦
時
賢
文
」
為
代
表
，
簡
稱
為
「
賢
艾
系
」
。
當
然
還
是
為
7

祭
計
的
方
便
而

作
的
筒
分
。

感
應
系
的
書
籍
很
多
，
尤
其
是
三
歡
合
流
餒
，
民
間
印
行
的
著
書
更
是
不
計
其

數
，
大
益
以
勸
善
懲
惡
為
主
旨
，

a
R帶
有
傳
教
的
目
的
。

大
上
感
應
篇
一
書
，
託
名
大
上
老
君
李
耳
所
作
，
自
道
歡
徒
印
行
，
收
入
這
竄

。
這
一
本
書
會
得
歷
代
君
王
的
殊
籬
，
上
行
下
款
，
盛
極
一
時
。
首
先
且
起
來
奧
宗
路

錢
刊
刻
，
大
家
於
世
，
明
世
宗
也
作
序
晶
晶
行
，
到
了
清
戰
順
治
十
三
年
，
又
加
嚴
印

流
傳
，

「
頒
阻
隔
群
臣
，
并
舉
貢
生
監
，
管
得
編
及
」
。
至於
士
大
夫
和
老
百
姓
許
際

出
版
文
不
知
凡
幾
。
民
間
並
有
感
應
第
會
的
召
集
，
室
叢
書
中
的
義
理
。
順
治
年
聞

發
行
的

「
太
上
憨
應
第
直
驚
」

一
霉
，
增
列
寧
前
人
譜
法
六
條
，
增
訂
話
告
七
餒
，

可
見
民
間
宣
講
的
踴
躍
。
直
譜
法
六
條
龍
誇
下
詣
﹒

「
近
世
人
家
小
兒
該

三
字
經
盔

，
便
把
感
應
篇
與
他
護
。
到
入
九
歲
，
粗
氣
講
解
，
每
見
刻
萃
，
都
敢
此
殼
。

」
則

憨
應
篇
又
是
拐
潛
之
際
民
閑
飯
育
的
數
材
，
還
是
一
般
數
育
史
所
忽
略
的
(
以
上
所

述
，
均
見
「
太
上
感
應
篇
直
露
」
卷
首
三
勸
及
直
譜
法
增
訂
講
法
)
。
此
書
在
海
初

受
到
善
人
周
安
士
的
推
畫
，
第
三
百
年
家
中
國
民
間
最
普
編
流
行
的
舊
書
。

感
應
篇
的
內
容
，
甜
點
熔
道
德
歡
訓
、
夫
人
感
驛
站
、
宗
歡
信
仰
於
一
鐘
，
與
老
子

思
想
沒
有
真
正
的
關
係
'
這
也
是
感
應
系
著
害
的
一
種
佐
絡
。
直
諒
解
釋
貧
富
名
設
.. 

「
愿
是
感
動
，
應
是
報
應
。
言
人
以
善
惡
感
動
，
天
必
有

稱
一
躍
報
應
。
篇
中
前
半
勸

善
，
說
大
網
;
後
半
夜
惡
，
說
細
目
。
」
因
是
勸
善
懲
惡
的
書
，
所
以
宣
講
也
相
應

的
以
「
格
言
因
果
」
的
道
還
來
講
解
，
事
實
上
民
悶
著
書
都
設
種
不
出
「
格
言
因
果

」
的
內
容
。
感
應
第
一
致
分
作
十
分•• 

現
義
第
一
，
監
察
第
一
丁
祖
偎
著
第=
7
警
報
第

四
，
諸
惡
上
第
五
，
諸
愿
下
第
六
，
惡
報
第
七
，
指
微
第
入
，
悔
過
第
丸
，
力
行
第

十
。
「
積
蓄
」
列
舉
各
種
善
事
，
「
善
報
」
一
裁
剪
善
人
可
得
各
種
善
報
，
至
於
「
欲

求
天
仙
者
，
當
立
一
千
三
百
善
;
欲
求
地
仙
茗
，
當
立
三
百
著
」
。
「
諾
惡
」
列
舉

γ

各
種
惡
事
，
「
惠
軒
轅
」
說
明
舍
得
的
惡
轍
。
「
指J

b
h」
語
心
念
起
處
，
已
有
吉
凶
之

神
隨
之
。
『
悔
過
」
指
出
改
過
自
新
，

將
臨
時
稍
為
一
路
。
它
的
這
還
都
極
淺
薄
，
但
個
何

可
述
，
強
為
說
明
，
則
可
以
理
出
一
兩
個
觀
念
﹒
-

L

善
惡
之
報
，

如
影
隨
形
。
(
見
閱
單
且
第
一
)

2
話
惡
莫
作
，
聚
著
牽
行
。
(
見
悔
過
第
九
)

這
一
兩
個
觀
念
都
套
在
這
歡
諾
神
的
大
系
統
內
，
顯
然
是
宗
歡
籍
著
民
俗
民
德
而

傳
摳
，
民
間
只
要
贊
同
上
兩
個
觀
念
，
便
會
這
幣
的
忍
取
這
歇
諸
神
。
當
然
民
間
是
鄧



認
取
了
，
因
為
上
面
的
觀
念
長
久
來
說
是
民
間
的
價
值
與
想
像
，
我
們
儘
可
回
溯
到

先
娶
的
下
階
層
社
會
﹒
叫
到
於
天
命
的
認
知
與
德
性
的
注
重
。

試
看
感
應
第
的
接
雜
性
格
﹒
.

太
上
日.• 

禍
福
無
門
，
惟
人
自
召
。
善
惡
之
轍
，
個
影
隨
形
。
(
現
義
第
一

) 是
以
-
X抱
有
司
過
之
神
，
依
人
所
犯
輕
重
，
以
奪
人
算
。
又
有
三
憂
北
斗
-
研

君
，
在
人
頸
上
，
錄
人
罪
惡
，
奪
其
紀
算
。
又
有
三
尸
神
，
在
人
身
中
，
每

到
庚
申
日
，
輒
上
詣
一
文
曹
'
言
人
罪
過
，
月
晦
之
日
，
實
一
神
亦
然
。
(
監
察

第
二
)

不
慶
邪
徑
，
不
欺
暗
室
。
積
德
累
功
，
慈
心
於
物
。
由
心
季
玄
機
，
正
己
化
人

。
矜
孤
恤
寡
，
敬
老
優
幼
。
不
彰
人
鈕
，
不
街
己
長
。
還
惡
揚
誓
，
推
多
項

少
。
受
厚
不
怨
，
受
寵
若
驚
。
(
讀
著
第
三
)

以
惡
易
好
，
以
前
恤
廢
公
。
竊
人
之
能
，
蔽
人
之
善
。
形
人
之
酸
，
評
人
之
私

。
耗
人
貨
財
，
誰
人
骨
肉
。
侵
人
所
愛
，
助
人
為
非
。
(
諸
惡
上
第
五
)

我
們
很
明
顯
的
看
到
儒
遣
大
會
串
，
而
一
切
都
落
實
在
力
行
各
種
善
事
上
，
因

為
善
惡
祖
蠶
的
有
上
一
犬
的
賞
罰
。
假
如
我
們
不
穗
味
它
的
教
化
功
能
，
郭
慶
感
應
系

善
盡
的
出
現
實
是
民
間
的
福
音
。
民
間
生
活
在
努
力
的
苦
楚
中
昇
起
7
禮
樂
的
光
叫
衫

，
行
善
去
惡
是
那
慶
日
用
平
常
的
事
，
平
凡
的
人
絡
都
涵
飲
著
道
德
的
輝
煌
，
這
正

是
中
國
文
化
的
伏
流
!
但
若
站
在
嚴
格
的
義
理
的
立
場
，
憨
應
篇
是
沒
有
思
想
深
度

的
，
它
可
以
說
是
低
速
兀
傳
統
調
和
儒
逛
二
敦
的
基
層
文
化
，
然
而
由
於
宗
教
的
作

用
，
它
到
將
道
德
導
入

「
功
利
」
的
途
徑
，
使
道

德
成
為
契
約
式
相
對
的
關
係
，
失

去
了
自
律
的
純
粹
性
。
從
「
功
利
」
的
途
徑
設
想
，
道
德
是
寫
著
惡
報
應
的
考
慮
，

或
趨
利
避
霉
的
心
理
，
未
必
能
真
正
建
立
在
良
知
和
整
個
人
類
愛
的
基
礎
上
，
超
出

任
何
個
人
特
殊
利
益
的
細
算
。
而
且
功
利
的
考
慮
有
待
善
惡
報
應
的
適
度
增
強
，
如

果
增
螢
的
刺
激
減
弱
，
郎
神
闡
明
的
意
志
木
顯
的
話
﹒
難
免
老
百
姓
會
對
神
明
產
生
懷

疑
。
抱
著
這
一
樣
的
觀
念
處
世
，
等
於
是
鼓
動
的
遵
循
神
拐
的
法
律
行
事
，
絕
不
可
能

深
切
的
體
會
劉
道
德
本
心
的
自
作
主
宰
性
，
並
主
動
的
發
揮
自
由
獨
立
的
運
往
判
斷

，
關
懷
人
類
世
界
。
因
此
遇
到
生
存
競
爭
或
權
勢
壓
迫
的
通
烈
打
擊
，
處
世
的
信
念

便
很
容
易
驚
動
或
瓦
解
，
變
成
虛
無
主
義
者
。

我
們
再
從
「
天
」
的
體
會
判
分
感
應
篇
的
護
理
層
次
。
一
夫
在
高
次
元
的
儒
家
傳

統
，一
中，
設
證
倍
成
一
廣
涵
的
、
無
限
的
、
超
越
的
創
造
貫
鐘
，
它
自
道
德
實
畏
的
向

內
沈
潛
而
朗
漠
。
儒
家
處
世
的
人
本
精
神
是
時
時
上
與
天
通
的
，
廣
疆
人
類
為
一
鐘

，
積
極
的
實
現
人
性
各
層
面
的
價
值
。
自
感
應
篇
一
間
來
的
天
，
則
牽
暐
背
著
人
絡
神
的

想
像
，
連
鎖
著
善
惡
的
酬
報
，
這
些
都
不
是
語
深
刻
的
道
德
裝
界
，
追
尋
真
理
的
靈

魂
反
設
人
格
神
限
制
住

7

，
缺
乏
精
神
昇
逢
的
立
建
層
次
，
這
是
民
間
處
世
思
想
只

因
於
具
體
事
一
象
的
缺
點
。

明
愛
了
凡
「
7

凡
四
訓
」
「
功
過
路
」
也
屬
民
間
善
書
(
註
三
)
，
至
今
流
傳

不
一
一
裳
。
內
容
一
在
說
明
立
命
積
德
之
方
與
因
果
報
應
之
蓮
，
一
在
規
定
善
惡
行
為
的

功
遇
。
宣
講
作
者
說
他
曾
行
善
事
一
篇
六
千
條
，
袁
夫
人
每
月
助
行
變
件
﹒
後
來
父
子

都
中
進
士
。
然
而
書
中
也
沒
有
甚
深
微
妙
的
義
理O
E
-
-
於
「
玉
歷
寶
鈔
勸
世
文
」
「

陰
鶯
文
」
「
醒
世
文
」
之
類
(
註
四
)
，
貨
郎
都
是
感
應
篇
的
餘
緒
。
玉
歷
寶
鈔
的

勸
世
教
訓
，
和
感
應
篇
一
樣
的
套
在
宗
教
神
明
的
系
統
內
。
陰
驚
文
較
為
單
純
，
是

積
德
行
蓄
的
描
述
，
也
無
鑫
義
理
可
談
。
醒
世
文
是
日
按
時
代
鍾
陳
阿
放
所
作
，
流

傳
地
按
僅
止
臺
祖
惘
。
主
要
講
飼
道
德
、
因
果
，
它
的
善
惡
果
報
和
主
歷
貫
鈔
雷
同
﹒

加
上
7
樣
動
人
的
一
文
堂
地
府
。
且
看
開
頭
一
段.• 

自
從
盤
古
闕

，一
有
天
，一
太
地
生人
在
世
悶
。

善
惡
一
兩
字
由
人
作
，
天
堂
地
獄
自
造
憊
。

富
貴
前
生
修
來
果
，
貧
窮
邵
寡
前
世
燙
。

三
界
回
生
自

人
造
，
為
一
神
做
佛
德
為
先
。

以
下
歷
斂
-
善
惡
及
果
報
諸
事
，
充
分
顯
現
三
敬
合
流
的
民
俗
思
想
。
歌
中
有
「
莫

道
陰
府
無
人
見
，
玉
歷
經
害
無
虛
言
」
應
是
作
於
一
主
歷
寶
鈔
之
後
。
又
說

.. 

『
莫
嶸

此
書
多
俗
語
，
意
深
訪
淺
開
化
言
」
'
這
出

7

善
害
的
動
機
.. 

援
供
紋
人
處
世
必
須

遵
循
的
注
則
。

感
應
系
的
樣
輯
和
丈
思
想
，
扯
開
來
，
道
德
歡
訓
便
是
處
世
原
則
，
其
他
鄧
麗
宗

致
的
作
用
。
道
德
敬
訓
姐
儒
家
的
五
倫
，
佛
家
的
五
哎
，
都
是
著
書
常
常
反
覆
耳
鍵

的
二
匕
的
好
處
在
指
出
臼
常
生
活
的
軌
道
，
但
部
缺
乏
但
潔
性
的
精
句
神M
R朝
他(
孔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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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思
想
該
心
，
正
在
點
明
禮
樂
的
內
在
精
神
》
，
容
易
僵
化
叩
求
存
在
真
理
的
心
靈

，

尤
其
容
易
將
人
本
主
義
的
偉
大
精
神
轉
向
對
人
格
神
的
迷
信
。
經
提
愿
應
系
處
世

眉
心
恕
的
缺
憾
如
下
﹒
-

l

神
朗
的
原
權
改
為
人
住
虛
值
的
主
人
人
木
向
高
貴
的
人
住
自
我
昆
同
，
而

攀
緣
住
神
朗
的
威
權
，
使
道
德
建
立
在
和
神
朗
的
契
約
關
戶
紙
上
，
希
求
神
朗
的
酬
報

，
而
木
能
發
自
真
誠
的
內
心
。
神
閉
目
主
宰
著
人
的
意
志
，
不
是
人
的
意
志
自
作
主
宰

，
所
以
對
於
人
性
的
體
會
木
能
深
入
﹒
可
能
受
到
金
錢
勢
力
的
街
擊
而
發
生
權
威
的

代
跤
(
如
代
換
為
昏
君
、
奸
臣
茲
升
官
發
財
等
)

，

這
原
是
功
利
式
道
德
的
危
機
，

也
是
人
性
疏
離
必
然
發
生
的
現
象
。

2

移
師
時
高
層
文
化
的
基
本
精
神
感
應
系
的
思
想
體
系
|
|
道
德
數
訓
加
上
因

果
報
應
的
努
構
聯
結
，

基
本
上
便
無
哲
學
的
漂
義
﹒
甚
至
是
一
一
回
貫
通
(
如
某
些
一
道

德
技
能
)
而
文
一
面
背
反
著
儒
遠
的
高
層
哲
理.• 

道
德
之
自
該
實
表
位
、
非
條
件
佐

.
而
落
入
第
一
盔
的
危
餒
。
但
因
它
對
道
德
規
範
的
注
重
，
遂
暗
暗
髓
移
一
般
人
對

儒
家
的
詔
誨
，
大
大
地
鼓
損
了
儒
家
原
始
活
潑
的
精
神
名
譽
。
事
實
上
儒
家
的
大
哲

是
以
一
熱
切
零
家
存
在
的
靈
魂
，
真
實
關
懷
原
第
一
陸
的
人
類
世
界
，
同
時
就
在
處

世
做
人
上
克
分
實
現
創
生
住
的
愛
和
理
性
(
仁
義
之
心
)
，
而
不
看
看
過
和
各
方
辦

胡
亂
簽
合
同
的
情
事
。
從
這
基
本
精
神
的
差
距
，
我
們
且
不
可
能
自
慈
應
系
的
思
想

去
了

解
儒
家
及
高
狀
元
的
傳
統
。

3

人
格
神
的
想
像
限
制
愛
和
理
性
的
無
窮
拓
展
不
斷
地
求
憨
通
、
認
識
，
原

是
愛
和
建
性
的
特
性
，
也
是
人
本
主
靈
的
心
靈
。
只
←
唔
唔
一
祖
攘
，
人
才
能
體
信
仁
心
的

生
乞
木
息
，
敗
現
無
限
的
、
創
生
的
天
命
。
由
前
述
對
夫
的
體
會
，
感
應
系
的
思
想

走
進
行
神
的
法
律
﹒
自
對

7
J扭
益
和
理
性
無
窮
拓
展
的
開
放
性
。

木
過
我
們
芳
本
通
俗
宗
歡
的
立
場
眾
看
，
制
社
會
大
眾
原
載
活
在
「
當
然
」
的

層
次
，

不
必
要
強
迫
推
鈴
「
所
以
然
」
的
這
蓮
，
他
們
只
要
有
信
信
仰
懿
慰
心
靈
的

室
處
，
指
點
具
體
事
象
、
社
會
共
同
的
行
動
標
準
已
足
。
翁
們
不
葾
對
基
層
文
化
暫
行

作
過
度
的
批
判
，
並
完
全
承
忍
著
書
所
兵
的
激
化
功
偉
s

但
該
們
還
是
要
強
謂
一
點

，

.
不
可
由
基
層
文
化
|
|
如
憨
應
系
的
思
想
|
|
去
瞭
解
高
吹
一
亢
的
傳
統
，
還
是
錯

誤
的
進
路
!

民
悶
著
書
，
一
草
木
妥
正
統
學
者
的
注
意
，
喜
見
唐
君
敏
先
生
在
『
事
勢
之
還

在
中
國
思
想
史
中
之
地
位
及
三
百
年
眾
之
中
國
哲
學
」
一
-
艾
會
右
涉
及
，
傘
，
全
錄
於

此
，
以
橋
本
文
之
不
足

﹒
.

現
東
清
初
流
行
於
「
且
會
民
間
之
思
想
，
倘
若
一
種
民t
E所
未
有
。
此
雖
不
聽

e

專
門
高
深
之
學
街
，
然
以
其
漂
入
民
間
，
亦
不
可
不
援
。
此
亦
見
朗
宋
清
初

之
思
想
，
重
客
觀
之
事
勢
之
夏
之
態
向
。
此
即
由
袁
7
凡
之
「
功
過
諮
」
'

，
至
清
初
之
「
周
安
土
全
書
」
所
代
表
之
著
書
思
想
。
現
京
清
初
流
行
之
此

類
誓
害
，
接
一
日
本
學
者
之
研
究

，

木
下
數
十
種
。
此
露
著
書
，
方
將
一
切

道
德
歡
訓
絡
言
化
，
以
使
人
之
客
觀
的
把
握
，
有
類
昌
神
之
「
呻
吟
語
」
'

洪
自
誠
的
「
菜
袒
護
」
。
然
自
袁

7

凡
至
周
安
士
之
思
想
﹒
要
在
眾
人
之
日

常
行
為
，
規
定
其
善
惡
功
過
，
進
而
言
因
果
報
應
，

以
勉
人
居
民
義
回
去
惡
、
積

劫
悔
過
。
此
善
書
中
之
因
果
報
應
思
想
，E
本
于
佛
家
，

亦
典
詩
書
之
「
作

善
降
之
百
祥
，
作
木
著
降
之
百
殃
」
'
及
漢
代
之
夫
人
憨
應
之
義
祖
台
，
而

為
談
之
道
歡
徒
用
以
勸
世
者
。
故
此
著
書
之
思
想
於
備
這
侈
，
乃
木
名
一
家

，
亦
無
甚
深
微
妙
之
-
論
，
文
可
說
之
為
人
之
道
德
觀
念
與
功
利
觀
念
結
合
之

產
物
，
一
個
不
合
于
儒
家
以
道
德
為
義
所
當
篤
，
不
應
計
及
功
利
之
傳
統
精
神

者
，
故
第
一
般
學
者
所
不
罵
道
。
然
劃
散
山
則
嘗
特
提
及
袁
了
凡
，
其
為
「

人
盟
問
」'
乃
意
在
以
之
代
7
凡
之
「
功
過
路
」

c
-
m周
安
土
之
害
，
其
影
響

尤
大
。
其
所
重
之
「
太
上
感
應
第
」
'
為
三
百
年
家
中
國
民
間
最
苦
遠
流
行

之
一
害
。
或
考
英
靈
行
之
數
量
，
過
於
其
時
新
舊
約
害
之
在
百
芳
。
此
自
袁

7

凡
至
周
安
土
之
言
苦
功
過
，
皆
有
因
果
報
應
，
正
是
將
家
現
信
所
謂
佐
豆

、
天
墨
、
義
理
之
當
然
者
，
典
人
之
行
莫
斯
當
然
之
事
，
管
一
一
右
安
然
之

因
果
報
應
，
-
m同
於
事
勢
之
蓮
、
物
達
之
石
菜
園
果
之
必
然
。
故
此
三
訊
之

思
想
﹒

亦
同
可
說
為
研
末
清
初
重
客
觀
實
在
之
華
夏
、
物
涅
之
產
物
也
。
(

中
區
哲
學
原
論
原
數
第
一一貝
六
九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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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由
「
增
廣
苦
時
賢
文
」
看
民
間
處
世
思
想

中
國
民
間
的
格
言
，
有
些
不
完
全
具
有
宗
歡
上
的
作
用
，
而
只
是
國
社
會
經
驗

而
眾
的
人
情
世
故
的
領
舍
，
這
是
賢
文
系
誓
害
的
特
色
。
在
性
質
上
，
它
比
感
應
系

更
為
是
處
世
的
。
感
應
系
數
訓
的
意
味
童
，
很
難
看
到
社
會
人
事
環
境
的
彭
像
;
賢

文
系
數
訓
的
意
味
輕
，
常
晃
到
人
事
的
感
悵
。

「
增
廣
t
B時
賢
文
」
一
書

，
是
民
間
格
言
、
諺
語
的
彙
集
，
用
集
韻
的
方
式
續

攻
。
內
容
駁
漿
，
不
是
完
整
一
貫
的
思
想
。
這
本
書
原
初
緝
輯
的
年
代
和
流
傳
地
域

，
己
難
考
霆
，
至
於
增
訂
的
情
形
，

也
待

-查
一
索(
2』
五
)
，
可
夫
略
肯
定
的
只
是
它

看
作
為
清
牽
一
私
塾
的
教
材
。
結
者
的
用
心
也
在
勸
善
，
可
以
從
賢
艾
的
開
端
及
結
尾

得
知
﹒
.苦

時
賢
文
，
誨
汝
草
草
。
集
韻
增
廣
，
多
見
多
聞
。
觀
今
室
鑒
吉
，
無
古
不

成
公
'
。

奉
勸
君
子
，
各
室
守
己
。
只
此
曇
示
，
萬
無
一
失
。

不
過
他
的
勸
善
，
不
再
是
感
應
系
的
「
規
定
現
實
行
為
的
善
惡
功
過
，
皆
有
因

果
報
應
」
，
而
是
要
人
認
識
社
會
一
日
祠
，
從
切
身
的
生
活
經
驗
中
和
古
人
相
印
霆
，

以
建
立
健
全
的
社
會
適
應
。
緝
者
在
進
行
緝
輯
的
工
作
時
，
首
先
承
露
了
民
間
格
言

、
諺
語
的
價
值
，
次
則
以
為
所
接
集
的
資
料
對
處
世
做
人
有
盆
，
他
的
價
值
基
準
便

種
藏
在
所
採
集
的
俗
語

。中
。

環
繞
賢
艾
的
幾
個
主
要
觀
念
，
和
感
應
系
的
思
想
並
沒
一
有
出
入
，
很
可
能
正
是

受
憨
應
系
的
影
響
而
來
。
感
應
系
的
思
想
挾
宗
教
和
傳
統
道
德
的
成
勢
，
很
早
便
建

構
7

老
百
姓
的
人
生
觀
與
處
世
態
度
，
賢
文
系
不
能
不
受
黨
陶
。
賢
艾
的
第
一
個
人

生
理
念
是
善
惡
報
態
。
這
個
觀
念
對
處
世
態
度
的
影
響
，
在
感
應
篇
部
分
已
有
說
明

，
這
里
不
贅
。
賢
文
里
開
於
這
一
理
念
的
俗
話
很
少
，
全
部
瞳
列
於
下
•• 

人
惡
人
怕
天
不
怕
，
人
著
人
欺
夫
不
欲
。
善
惡
到
頭

終
有
報
，
只
爭
策
早
興

來
遲
。

蓋
面
右
善
緣
，
惡
有
惡
報
。
木
是
不
隸
，
自
子
未
到
。

種
麻
得
鼠
，
種
豆
得
豆
。
天
網
恢
恢
，
政
而
不
漏
。

天
網
恢
恢
，
報
應
甚
遠
。

順
帶
一
筆
，
這
些
一
俗
話
在
現
代
小
說
中
都
可
以
投
到
。
如
拍
案
鷺
奇
卷
十
一
「

惡
錯
家
」
的
入
戶
一
個
部
分
，
說
到
三
世
因
果
的
道
理
，
就
引
了
「
人
惡
人
惜
一
夫
不
怕
，

人
善
人
歡
-
x示
欽
」
和
「
天
網

恢
恢
，
疏
而
不
漏
」
一
開
聯
。
這
比
一
蓓
語
的
來
搭
配
應
比

凌
濛
初
的
時
代
還
旱
，
他
在
某
些
地
方
的
引
用
有
「
古
人
一
玄
」
的
前
述
詣
。

第
二
值
觀
念
是
行
著
去
惡
。
不
外
傳
統
道
德
的
實
晨
，
也
都
是
該
們
耳
熱
能
詳

，
沒
有
什
麼
特
殊
。
此
處

只
略
引
數
條
作
為
參
歪
﹒

.

再
三
行
善
事
，
第
一
莫
欽
心
。

君
子
白
窮
，
小
人
窮
斯
還
矣
。
(
引
論
語
)

寧
向
一
旦
中
束
，
不
可
函
中
求
。

合
理
可
作
，
小
利
莫
爭
。

于
經
萬
典
﹒
孝
義
為
先
。

第
三
個
間
觀
念
是
定
命
挂
帥
的
命
運
觀
。
中
圈
人
您
認
但
同
命
運
的
主
客
在
一
穴
，
所
以

將
一
切
客
觀
的
限
制
都
歸
之
於
天
，
劃
閑
在
人
的
運
轉
力
量
之
外
，
依
賴
著
這
超
乎

人
的
力
量
，
活
在
不
思
改
革
的
命
運
氛
靠
中
。
這
種
觀
念
的

形
成
與
原
始
宗
敢
有
闕

，
較
為
實
際
的
原
因
•• 

一
是
農
業
經
濟
輩
天
吃
飯
，
非
人
所
可
著
力
，
最
多
只
能

「

盡
人
事
而
露
天
命
一
;
一
是
中
國
只
有
治
道
而
無
改
造
，
人
民
長
久
在
政
治
上
無
權

，
官
吏
都
是
天
都
是
父
母
，
上
天
與
父
母
不
照
像
底
下
的
子
頁
，
老
百
姓
大
都
毫
無

辦
法
。
從
後
者
便
容
易
在
命
的
數
念
外
葛
川
衍
生
報
應
的
設
念
，
報
應
在
這
哀
含
有
精

神
往
報
復
的
意
味
。
不
過
思
主
竟
中
國
遠
古
的
精
神
便
著
重
人
文

，
亟
自心
解
決
時
代
-
泣

舍
的
問
題
，
一
太
命
、
報
應
都
在
人
文
的
精
神
中
轉
化
，
所
以
「

-
x命
驛
常
」
全
若
有

德
無
德
-
m轉
移
，
「
善
惡
報
應
」
也
是
一
隨
著
禍
淫
。
天
命
是
有
善
善
惡
惡
的
意
志
，

其
詳
可
參
院
唐
君
揖
祖
先
生
中
國
哲
學
原
論
導
請
第
十
六
章
「
原
命
」
'
筆
者
只
是
歧

出
論
說
。

說
倚
賴
「
夫
」
「
命
」
的
生
活
一
個
言
，
人
事
環
境
的
限
制
設
詔
為
是
命
中
詮
定

，
不
必
計
較
，
處
事
做
人
只
是
童
自
己
的
本
分

-
m己
，
過
此
以
外
都
屬
搔
衷
。
因
此

生
活
便
有
一
分
開
惰
的
從
容
，
也
有
-
分
清
涼
的
寬
饒
，
人
在
巴
度
的
「
人
董
事
項
蠻

28 



限
制
」
下
行
其
所
事
。
這
種
處
世
思
想
，
在
小
說
、
劇
本
衰
草
恆
的
很
多
，
老
一
蠶
的

先
生
也
會
向
我
們
灌
聽
這
種
觀
念
，
玄
列
賢
艾
布
闊
的
俗
話
如
下

﹒
.

運
去
金
成
餒
，
時
家
籤
成
金
。

自
恨
校
無
羹
，
哀
怨
文
陽
偏
。

萬
般
都
是
命

，

半
點
木
由
人
。

時
放
風
送
按
王
悶
，
這
去
宮

Z
B薦
一
一
幅
碑
。

君
子
安
貧
，
這
人
知
命
。

真
事
命
己
定
，
荐
往
一
室
自
忙
。

萬
事
不
宙
人
計
較
，
一
身
都
是
命
安
排
。

拍
案
驚
奇
卷
一
「
轉
達
漠
」
的
岫
餃
子
，
會
以
這
種
這
遣
大
作
文
章
，
歸
結
於
一

個
意
思•• 

「
萬
事
分
己
定
，

洋
生
室
自
忙
。
」
評
語
語•• 

「
能
使
英
t
k淚
出
」
。
然

而
白
這
承
昆
客
觀
限
制
的
定
命
觀
念
，
人
可
位
產
生
函
應
社
會
的
態
度
除
封
冷
靜
、

安
分
守
己
、
知
是
酋
待
，
到
包
可
能
墮
落
為
自
紅
白
利
，
只
麗
個
人
眼
前
安
穗
，
不

管
天
干
區
家
或
政
治
社
會
的
種
種
問
題
，
這
正
是
小
老
百
姓
的
形
態
。
前
者
和
儒
家

的
安
貧
樂
遠
、
這
家
的
知
足
木
屆
世
&
觀
念
態
度
還
苓
相
通
之
處
，
後
者
則
是
儒
造
精

神
的
移
聽
形
成
的
封
閉
住
態
度
•• 

「
個
人
且
掃
門
前
雪
汁
不
管
他
人
克
上
績
。
」
人

與
人
類
世
界
關
愛
的
熱
情
因
其
他
的
原
因
三
間
拋
到
東
洋
文
海
。

政
治
社
會
的
問
題
，
也
被
領
會
成
客
觀
的
限
制
。
除7
儒
家
丈
人
物
還
有
數
世

的
熱
情
，
義
所
當
為
﹒
亟
恩
改
革
外
，
宜
的
間
對
政
治
社
會
的
惡
勢
力
常
因
命

-
m龜
縮

，

命
的
觀
念
不
自
覺
的
造
反
對
惡
勢
力
可
怕
的
縱
容
，
西
應
態
度
是
後
退
式
的
不
爭

，

這
種
思
想
的
順
連
一
是
心
設
的
自
設
照
朗
，
成
道
家
的
真
人
;
一
是
心
境
的
自
我

宴
歡
﹒
成
拖
愿
的
某
種
形
態
。
一
兩
種
意
度
都
是
非
人
文
的
，
它
使
人
本
心
靈
退
入
開

鎖
狀
態
，
木
歌
運
用
罩
住
批
評

﹒
更
無
社
會
改
革
的

設
怒
，
而
只
懇
做
但
廠
長
，
這

正
是
權
勢
集
團
歡
迎
的
不
接
事
類
型
。
這
家
可
說
修
養
獲
罪
，
咐
他
愿
則
全
無
境
界
可

言
，
而
近
雙
百
年
政
治
社
會
都
憨
倆
對
獨
靈
的
鄉
愿
習
氣
，
當
進
軍
型
的
外
國
人
和
我

族
接
觸
，
竟
輯
們
中
區
特
多
鄉
愿
，
他
們
是
看
到
了
政
治
社
會
鹿
子，
中
人
性
的
變
態
。

第
四
個
觀
念
是
妥
到
老
子
哲
學
彰
害
的
知
足
不
參
旬
老
于
的
賽
中
含
看
許

A
P處

世
的
智
慧
，
這
些
一
智
慧
都
是
自
豪
世
的
魁
省
經
驗
提
練
出
殊
的
，
因
此
對
感
妥
入
世 紛

擾
峙
的
應
盤
態
度
特
別
有
用
。
但
老
子
三
'
的
內
容
也
很
嚴
霧
，
甚
至
很
步
地
芳

甜
點
有
功
利
的
考
慮
，
尤
其
在
保
身
的
考
慮
上
，
因
此
法
家
可
以
將
老
子
的
哲
學
轉
為

政
治
的
權
衡
，
一
般
中
國
社
會
也
可
以
函
它
產
生

鄉
愿
的
處
世
態
度
。
但
老
子
究
竟

有
他
的
軍
想
住
﹒
菜
、心
態
走
向
上
的
零
求
宇
宙
間
的
真

理
，
處
世
態
度
當
身
是
他
零

求
民
漫
的
實
話
罰
。
鄉
愿
則
以
之
為
手
段
，
這
家
灰
安
上
的
某
種
刺
益
。
當
然
國

人
受

老
子
影
響
是
一
件
事
，
鄉
愿
是
另
一
件
事
，
國
人
並
不
全
走
鄉
愿
的
路
。

老
子
對
處
世
思
想
最
大
的
影
響
，
在
這
退職

一路
鈕
，
門
的
體
露
，
冰
揀
一
般
人
對

人
類
世
界
的
密
切
參
與
二

m
回
歸
到
關
照
人
生
藍
藍
的
清
明

、
反
靜
心
裳
，
清
院
、

亟
需
的
心
境
別
是
遠
的
墨
顯
。
中
窗
位
會
的
知
足
、
知
止
、
詩
退
、
容
忍
、
重

E
F等

等
態
度
，
大
益
都
是
直
接
妥
老
子
的
啟
示
。
賢
文
中
如
•• 

人
情
似
永
分
高
下
，
世
事
如
F
-
R
任
卷
訝
。

知
足
常
是
，
終
身
木
厚
。
知
止
常
止
，
終
身
木
坑
。

-
是
非
只
為
多
歸
口
，
煩
惱
管
區
挂
出
頭
。

忍
一
旬
，
息
一
怒
。
饒

一
茗
，
退

一
步
。

表
現
誼
會
經
數
上
漂
叡
搞

一隨
之
唉
，
心
情
的
放
下
、
清
涼
。
這
種
取
念
扭
扭
度
對ER噩

噩
賽
中
的
個

人
薩
布
很
大
的
寬
解
作
用
，
也
顯
示
出
深
遠
的人
生
境
界
。
這
一

民
族

的
風
格
與
意
境
，
隨
時
在
社
會
人
生
中
都
可
見
話

。

木
過
它
可
潛
伏
著
一
倍
危
駿

﹒

人
的
愛
心
自
人
類
世
界
退
到
﹒
不
再
關
懷
社
會
的
問
題
﹒
尤
其
當
惡
勢
力
對
但
我

的

自
由
造
成
損
害
，
封
設
誤
認
為
是
命
定
的
時
候
。

自
以
上
四
個
竅
，念
結
合
成
的
處
世
思
想
，

那
是
賢
文
系
處
世
的
精
餒
。
抱
著
善

惡
報
應
的
教
念
，
承
昆
一
切
客
觀
的
限
定
?
實
行
道
德
拉
抗
範
，
不
作
過
分
的
追
求
。

在
紛
參
處
，
容
忍
、
退
步
。
一
一
般
莖
去
，
中
區
人
的
處
世
態
度
是
袋
裝
質
的
，
老
百

姓
便
是
讓
賣

人
格
的
形
象

。

民
間
雖
然
有
信
這
麼
樸
賞
的
傳
統
，
學
竟
還
是
不
能
按
誡
人
類
世
界
的
紛
箏
和

黑
暗
，
人
性
難
位
的
冒
出
象
幾
乎
是
無
世
無
之
，
賢
艾
在
此
處
洋
生
了
社
會
的
影
像
﹒

書
法
哺
乳
7

激
情
的
憤
怒
，
緝
者
也
正
要
我
們
去
認
話
這
一
事
實
。

從
某
一
層
面
車
，
社
會
是
人
類
欲
望
互
相
激
盜
的
場
合，
金
叢
、
勢
力
在
人
世

間
點
喃
喃
烈
的
榮
獲
奧
誇
憨
1
常
使
人
真
真
實
的
人
住
相
疏
離
，
導
致
勢
利
的
偵
訊
永

裝

卸



止
息
。
當
勢
力
移
聽
人
與
人
的
相
關
性
，
人
際
關
係
不
再
從
人
類
的
高
貴
層
性
來
衡

量
，

而
是
透
過
金
錢
勢
力
的
幻
錢
，
價
值
的
失
落
遂
引
起
悲
愴
的
覺
察
•• 

炎
涼
世
態

。
人
性
的
繼
位
，
受
各
芳
面
壓
力
、
欲
望
的
擠
壓
，
更
曇
現
出
種
種
小
人
的
變
態
行

為
。
位
會
上
充
滿
著
令
人
要
惡
的
是
非
、
人
惰
，
使
人
間
也
充
滿
苦
難
。
試
看
賢
文

有
錢
這
真
露
，
無
錢
語
不
虞
。
木
信
但
若
鑫
中
酒
，
杯
杯
先
動
有
錢
人
。

人
情
似
紙
張
聲
一
縛，
世
事
部
棋
局
局
新
。

易
E
m易
退
山
溪
水
，
易
反
易
覆
小
人
心
。

莫
信
直
中
直
，
須
防
仁
不
仁
。
山

中
有
直
樹
，
世
上
無
直
人
。

虎
生
猶
可
近
，
人
動
悶
不
堪
親
。
來
說
是
非
者
，
便
是
是
非
人
。
一

入
山
不
怕
億
人
虎
，
只
怕
人
情
兩
面
刀
。

畫
虎
，
且
皮
難
重
骨
，
知
人
知
面
不
知
心
。

這
里
面
深
藏
著
人
對
世
間
的
恨
意
，
但
同
時
也
包
涵
人
對
真
情
的
海
南
祟
。
賢
文
還
有

些
俗
語
鐵
府
種
潔
，
如•• 

逢
人
且
說
三
分
話
，
朱
可
全
拋
一
斤
心
。

近
來
學
得
烏
龜
渣
，
得
縮
頭
時
且
縮
頭
。

這
種
處
世
態
度
緣
於
人
世
利
害
機
關
的
考
察
而
生
，
中
心
詞
是
對
人
世
應
付
、

玩
弄
的
墮
落
住
處
無
主
益
。
「
烏
龜
法
」
更
是
古
代
攘
的
知
識
分
子
擅
長
的
一
種
態

度
，
而
且
是
個
由
愿
的
特
色
。
它
是
消
除7
人
的
真
情
、
責
任
而
剩
下
的
技
術
住
處
世

盜
則
，
人
本
心
靈
到
此
磨
盒
。

賢
艾
系
還
有
「
先
正
絡
言
」
一
書
，
內
容
是
先
實
處
世
體
會
的
彙
樂
，
這
類
編

撰
的
書
很
多
(
註
六
)
，
有
些
是
很
深
刻
的
思
想
，
不
能
只
作
低
俗
的
基
層
文
化
看

。

A可
實
艾
E
R說
己
多
，
引
格
言
三
劇
結
束
此
設
﹒
.

親
支
中
，
如
有
好
說
謊
妄
言
者
，
或
誇
張
自
己
才
能

，

或
亂
說
他
人
長
霆
，

或
講
過
去
官
場
，
或
談
未
來
之
大
話
，
或
扯
漠
入
唐
，
或
將
無
作
有
，
錢
只

耳
聽
口
眩
，
明
知
其
妄
，
劫
不
可
駁
削
，
.
亦
不
可
譏
詞
，
要
知
彼
妄
言
，
晶
晶

都
妄
圖
店
，
原
與
錢
無
干
擾
，
何
妨
任
彼
談
趟
，
鼠
不
惹
嫌
，
即
木
種
怨
，
此

涉
世
最
妙
之
法
。

芙
下
有
三
黨•. 

登
天
難
，
求
人
更
難
。
有
三
苦
•. 
實
蓮
苦
，
貧
窮
更
苦
。
有

M
W

二
薄•• 

春
w
m簿
，
人
情
更
蕩
。
有
二
險•• 
江
湖
眩
，
人
心
更
險
。
守
其
苦
，

耐
其
薄
，
測
其
酸
，
知
其
難
，
即
可
以
處
世
。

綜
合
感
應
系
及
賢
文
系
的
民
間
處
世
思
想
來
岩
，
民
間
在
文
化
上
的
創
發
是
不

多
的
。
但
是
由
高
次
完
傳
統
得
來
一
的
指
導
原
則
和
信
念
，
依
然
使
他
們
認
知
「
人
格

」
的
成
長
是
生
命
的
大
事
﹒
中
國

文
化
遂
在
這

一
整
鍾
的
理
想
干
向
前
開
展
。
低

次

一
亢
的
傳
統
代
表
基
層
文
化
的
基
本
理
念
，
在
處
世
上
它
可
以
因
撲
貴
的
心
而
保
留
精

神
佳
的
存
在
，
也
可
能
因
下
墮
的
心
而
成
為
鼓
術
性
的
世
樁
，
它
是
個
魚
龍
種
處
的

傳
統
。

五
、
還
從
民
間
立
新
機

一
個
民
族
文
化
，
軍
命
的
發
煌
，
有
賴
於
每
一
時
代
中
創
造
新
傳
統
的
偉
夫
人
倍

或
思
想
家
。
假
如
沒
有
這
些
一
富
有
創
造
熱
情
的
少
數
知
識
分
子
，
自
覺
到
民
族
整
體

所
繫
的
歷
史
文
化
生
命
必
須
展
延
，

那
壓
在
文
化
流
衍
所
必
然
遭
遇
的
歷
史
考
嶺
中

，
我
們
不
是
淪
為
人
家
的
文
化
進
區
，
便
是
徹
底
截
斷
民
族
精
神
智
慧
的
啟
湯
，
而

變
民
沒
有
過
去
興
未
來
的
「
現
在
人
」
'
「
現
在
人
」
活
在
希
望
斷
滅
的
時
域
中

，

萎
縮
了
創
造
傳
統
的
潛
位
與
自
覺
。

近
百
年
中
國
歷
史
變
動
的
激
劇
幾
乎
超
過
中
國
人
開
惰
的
負
荷
。
由
於
政
治
及

文
化
層
面
的
動
亂
，
中
華
民
族

一
直
活
在
文
化
交
替
、
社
會
聽
型
的
痛
苦
陰
影
里
。

心
理
跡
象
則
顫
示
自
古
老
文
明
的
自
傲
一
下
跌
落
到
弱
小
民
族
的
自
卑
，
並
由
自
卑

的
情
結
產
生
一
比
一
一
副
產
品
.• 

飲
羨
、
崇
拜
、
諂
媚
、
自
虐
、
自
發
陶
醉
，
從
扭
曲
丹
戰

爭
以
遷
，
如
果
仔
細
加
以
考
察
，
可
以
設
現
民
族
情
緒
的
故
右
。
現
在
文
化
衝
擎
的

情
勢
並
未
完
全
盤
初
，
並
且
還
沒
有
真
正
產
&
二
股
安
定
新
時
代
社
會
人
心
的
「
現

代
意
議
」
，
此
時
此
地
，
面
對
古
老
文
明
的
西
風
殘
照
，
「
中
國
谷
，

後
文
化
的
走
向

?
」
『
中
圈
如
何
走
完
現
代
化
的
途
徑
，
結
束
風
雨
聽
搖
的
日
子
?
」
一
類
大
問
題

，
常
會
在
支
惑
的
內
情
中
鼓
蕩
也
湧
。
五
四
時
代
所
表
現
的
盲
動
的
文
化
回
應
已

然

過
去
，
谷
，
目
的
知
戳
分
子
必
須
擔
負
的
使
命
依
然
恥
地
重
。



民
主
憲
政
的
施
行
創
新

7

一
個
時
代
的
局
面
，
民
主
與
知
數
帶
來
新
的
世
界
圖

像
，
討
論
傳
統
民
間
的
文
化
已
不
容
晶
晶
們
只
站
在
以
前
的
角
度
，
而
應
再
恩
繁
它
在

、

導
向
現
代
文
化
中
所
能
產
生
的
意
義
問
題
。
運
用
這
一
個
新
的
角
度
，
才
能
使
文
化

的
課
討
愛
生
真
正
的
教
用
，

而
有
鑫
民
間
的
監
會
教
育
。

在
以
農
業
為
鑫
漠
的
社
會
里
，
警
害
的
傳
擂
已
鑫7
民
間
思
想
歡
育
的
功
能
。

白
天
堂
地
獄
、
善
惡
報
應
、
三
世
因
果
構
成
的
世
界
闖
像
，
將
處
世
安
銬
在
實
行
道

德
規
範
上
，
確
實
使
老
百
姓
得
到
心
靈
秩
序
的
經
繫
和
心
漫
情
緒
的
發
抒
。
即
使
在

碰
到
街
笑
的
時
候
，
也
能
以
一
大
命
報
念
和
知
足
不
爭
的
思
想
，
寬
解
憤
咕
嚕
的
情
緒
，

一
體
承
認
客
觀
壓
克
對
我
的
限
制
。
處
在
這
一
個
制
定
性
的
規
律
世
界
，
老
百
姓
只

要
像
學
校
里
的
學
生
，
遵
守
校
授
就
可
以
。
穩
定
的
農
業
生
活
與
穩
定
的
世
界
想
像

相
得
益
彰
，
大
家
庭
需
求
這
種
穩
定
，
政
治
更
需
求
這
一
形
玄
的
穩
定
，
各
克
面
的

原
因
穩
固
這
一
處
世
思
想
的
建
稽
。

政
治
社
會
的
格
局
改
變
以
後
，
老
百
姓
的
權
刺
受
到
法
律
的
承
露
，
數
育
普
及

也
改
變
7

位
會
大
眾
的
無
知
，
知
該
永
擎
的
重
大
差
距
在
今
日
漸
漸
不
復
存
在
，
民

間
成
其
富
台
新
機
之
地
。
在
文
化
交
番
，
赴
會
館
轉
型
的
過
渡
期
間
，
新
時
代
的
降
陸

脊
背
然
新
舊
世
界
想
像
的
街
笑
，
傳
統
在
現
代
的
走
向
面
臨
重
新
的
考
量
，
批
判
低
次

先
傳
統
在
現
代
的
存
在
意
義
是
必
要
的
努
力
。
無
忌
國
如
何
可
親
代
化
是
世
界
各
落
後

國
家
共
同
的
走
向
，
經
濟
生
產
芳
式
的
現
代
化
，
政
治
制
度
的
現
代
化
是
較
容
易
該

注
意
的
問
題
，
但
文
化
的
現
代
化
也
要
這
一
代
的
知
識
分
子
共
同
深
思
考
。

首
先
我
們
從
民
主
政
治
運
作
中
公
民
對
釷
會
政
治
的
關
切
參
與
f

著
低
生
兀
傳

統
的
表
現
。
傳
統
老
百
姓
由
於
長
期
的
無
權
，

不
能
主
動
的
關
切
參
與
社
會
與
政
治

的
事
務
，
一
切
都
由
上
面
的
照
嘿
，
政
治
上
的
主
動
站
量
無
形
消
失
。
在
低
吹
一
兀
傳

統
中
﹒
由
於
喪
失
人
對
世
界
主
動
關
懷
密
切
參
與
的
熱
誠
，
類
似
儒
家
丈
人
文
精
神

的
大
風
給
便
無
從
建
立
，
而
三
大
主
潮
的
思
想
，
也
只
有
儒
家
真
實
關
切
人
文
建
設

的
問
題
。
天
命
觀
和
知
足
木
爭
的
觀
念
在
處
世
的
作
用
上
，
含
有
的
一
層
面
是
對
惡

勢
力
限
制
的
寒
露
，
依
儒
家
的
精
神
是
必
然
加
以
批
判
，
裁
者
要
進
行
改
革
的
句
然

而
低
拔
一
兀
傳
統
已
逾
失
這
種
精
神
。
新
傳
統
的
創
造
必
須
引
進
這
種
精
神
，
閱
數
天

命
觀
和
知
足
本
摯
的
定
型
結
繕
，
使
人
對
社
會
國
家
關
愛
的
然
情
得
到
表
巍
的
鹼
地

。
或
代
社
會
的
處
世
觀
念
之
一
是
建
立
在
人
『
對
駐
會
的
關
切
參
與
』
丰
。

其
次
從
民
主
政
治
運
作
中
法
治
的
客
觀
意
薇
，
若
低
狀
元
傳
統
的
表
現
。
在
或

代
化
途
程
中
的
民
主
政
治
，
是
百
克
式
以
法
律
為
後
盾
的
民
主
政
治
，
法
律
支
撐
起

良
主
與
自
由
，
成
為
社
會
大
眾
共
同
意
恕
的
原
權
，

由
它
條
翠
位
舍
生
活
的
秩
序
，

它
具
有
一
套
賞
罰
的
具
體
系
統
，
規
定
國
民
共
同
遵
守
興
木
可
觸
犯
的
墓
-
莓
，
並
顧

全
中
區
註
會
的
民
俗
昆
德
。
生
活
在
或
代
，
除
非
意
請
客
設
化
出
獄
，
否
則
法
律
的

尊
嚴
木
易
維
繫
'
監
會
秩
序
也
無
法
保
持
。
傳
統
的
辦
劈
威
權

、
善
惡
報
應
客
貨
己

客
甜
點
化
在
民
主
政
治
的
注
律
上
，

還
守
神
明
的
法
律

﹒

類
似
遵
守
共
同
制
定
的
法
律

，

因
此
我
們
不
必
再
說
迷
於
傳
統
的
世
界
想
像
﹒
而
可
以
安
麗
的
走
出
辣
，
活
在
及

代
世
界
的
圖
像
中
(
此
處
就
宗
教
迷
信
妨
族
民
主
政
治
在
中
國
生
授
說
，
不
是
否
定

宗
教
的
價
值
，
民
主
政
治
木
能
代
替
宗
數
)
。
神
坊
的
反
權
對
善
惡
報
應
沒
有
必
然

的
靈
驗
，
法
治
封
右
必
然
的
制
毅
力
量
。
人
對
九
牌
坊
沒
有
創
制
霞
決
的
權
利
，
對
於

法
律
封
右
。
充
分
的
客
觀
意
一
說
，
才
能
推
動
民
主
政
治
的
運
作
，
活
在
低
吹
一
亢
的
傳

紋
。
中
，
則
在
某
程
度
上
說
，
法
律
得
木
到
社
會
大
辣
的
關
切
，
法
律
的
原
權
可
能
受

到
野
心
家
的
利
用
。
因
此
或
代
社
會
的
處
世
觀
念
之

二
是
「
必
鎮
具
備
法
治
的
客
觀

意
竅
，
行
使
權
剎
與
鼻
祖
祖
間
，
做
個
守
法
的
國
民」。

一
再
改
從
人
和
監
會
相
關
性
的
鑫
罷
，
看
低
狀
元
傳
統
的
表
現
。
符
應
民
主
政
治

的
儒
家
人
文
精
神
，
將
人
和
社
會
相
關
住
的
基
礎
建
立
在
創
造
性
的
愛
和
產
位
上
，

也
那
是
仁
義
陸
的
精
神
上
，
處
世
無
疑
是
個
人
的
愛
和
涅
住
的
拓
展
，
個
人
忠於
人

類
的
還
想
被
認
篤
是
至
高
的
忠
誠
，
超
出
對
於
任
何
特
殊
的
群
體
的
教
忠
，
高
吹
一
冗

傳
統
在
處
世
思
想
上
戴
胃
部
7

萬
度
的
智
慧
b

反
較
低
拉
克
的
傳
統
，
部
將
人
和
社
盒

的
精
關
性
基
褒
建
立
在
和
朗
的
成
權
上
，
已
啊
呀
代
挨
暴
君
主
，
代
換
為
官
吏
，
一
再
代

山
裝
置
月
合
援
形
色
的
配
個
人
刺
鑫
﹒
於
是
出
哺
乳
封
閉
住
萃
服
從
住
的
道
德
﹒
最
下
流
的
認

愿
形
態
也
寄
生
其
中
，
這

一
緩
傲
的
木
合
逗
，
在
宗
敏
的
狂
歡
…
中
無
法
監
察
﹒
在
權

勢
的
壓
迫
干
自
然
形
成
。
很
多
傳
統
的
紅
判
學
者
把
這
個
責
任
推
給
儒
家
，
其
質

是

以
往
大

一
統
政
局
下
知
數
分
子
的
失
簇

，
和
老
百
姓
的
依
賴
所
致
，
與
孔
孟
精
神
草

木
括
台
s

今
後
低
拔
一
兀
傳
統
的
投
本
精
神
如
果
不
能
扶
正
﹒
而
儒
家
的
人
文
智
慧

組

果
不
得
愛
鴿
，
則
個
人
木
能
充
分
展
藐
愛
和
理
住
，
人
和
社
會
的
相
關
性
也
必
然
得h
u



不
到
合
理
的
拓
展
。
現
代
社
會
的
處
世
觀
念
乏
基
是
「
開
啟
籠
全
的
人
本
主
義
的
心

靈
」
'
前
兩
個
觀
念
也
由
此
才
能
保
障
它
的
意
羲
。

今
日
的
民
悶
，
已
非
往
日
車
辯
護
的
民
間
接
態
，
知
最
階
級
的
重
心
與
顯
的
自
上

階
層
下
降
到
下
階
層
社
會
，
還
個
時
代
，
應
該
是
位
會
上
有
良
知
的
知
一
識
分
子
領
導

的
時
代
。
時
代
精
神
的
發
展
，
時
代
文
化
的
創
造
，
知
識
分
子
永
遼
要
投
注
具
誠
的

關
切
。我

們
的
世
界
想
像
不
蒂
固
於
天
堂
地
獄
、
三
世
因
果
，
而
是
憑
理
性
的
艱
苦
奮

鬥
所
要
創
建
的
人
間
樂
土
，
每
一
樣
東
西
都
希
望
是
真
實
的
，
悲
、
歉
、
苦
、
單
揮
各

具
意
義
。
換
言
之
，
我
們
只
有
人
本
的
夢
境
，
神
閉
目
的
最
為
高
貴
的
心
靈
就
在
人
憫

之
國
顯
現
，
不
再
希
求
比
去
以
外
的
夢
幻
國
土
，
忽
略
說
們
的
存
在
情
境
。
也
許
今

日
的
社
會
彭
像
不
比
任
何
一
個
時
代
更
美
，
但
發
們
沒
有
必
要
自
人
的
世
界
撤
退
，

更
不
能
因
此
放
棄
處
理
，
玩
弄
一
切
，
我
們
永
遠
必
須
開
霞
的
還
是
人
類
。

世
間
最
高
貴
的
心
靈
就
是
來
自
人
類
愛
的
自
發
肯
定
，
每
一
時
代
的
知
識
分
子

都
是
秉
持
這
一
深
切
的
人
性
體
認
，
剛
殼
的
通
過
橫
逆
、
失
望
、
絕
望
的
艱
難
考
驗

。
現
代
西
方
正
流
行
人
本
主
義
的
思
潮
，
而
當
代
中
國
新
儒
學
家
一
直
闡
發
著
儒
家

人
文
精
神
，
這
一
新
傳
統
的
灌
合
，
將
是
今
後
我
們
對
存
在
情
境
反
省
的
基
本
理
念

註
釋

註
一•. 

目
前
雖
諸
學
者
政
要
口
中
的
「
精
緻
文
化
」
、
『
也
俗
文
化
」
'
事
實
上
和

古
代
雅
俗
的
區
分
相
類
。
由
時
報
周
刊
海
內
版
推
法
助
瀾
的
歌
星
文
化

，

一

般
一
霞
說
為
粗
俗
文
化
中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
而
台
北
市
一
音
樂
拳
、
戲
勵
季
的
舉

辦
，
則
處
於
精
緻
文
化
最
受
人
注
意
的
活
動
。

註
二•• 
此
則
臨
別
引
的
詩
句
，
可
能
出
自
吹
唐
-
a代
之
際
的
淺
俗
派
持
人
之
手
。
這
派

詩
人
好
以
僅
俗
晶
晶
近
的
語
言
入
詩
，
以
東
「
老
姐
都
解
」
的
大
眾
基
礎
，
受

的
是
中
唐
元
、
白
的
影
響
。
在
歐
陽
修
以
來
的
宋
代
詩
評
里
，
此
派
一
直
接

譏
評
為
「
格
卑
意
淺
」
。
然
而
其
中
的
妙
詞
雋
語
，
卸
往
往
流
傳
民
間
，
成

為
民
間
的
絡
言
露
露
，
至
今
千
百
年
一
個
宋
絕
，
策
箔
正
敏
逐
齋
閱
覽
瞥
云
﹒
.

「
唐
人
詩
句
中
用
俗
話
者
，
權
社
茍
鷥
、
羅
應
為
多
。
令
人
今
引
之
，
往
往
拉

木
知
誰
作
。
」
今
學
數
例
，
以
晃
一
斑
。
是
臨
時
詩•. 

「
今
朝
有
酒
今
朝
醉
，

開
日

X
E來
拐
目
愁
」
(
自
遺
)
，
「
採
得
盲
花
成
蜜
後
，
為
誰
辛
苦
為
誰
忙

」
(
鋒
)
，
「
詩
來
天
地
皆
同
力
，
連
去
英
雄
不
自
由
」
(
籌

筆
驛
〉
。
社

茍
駕
詩•• 

「
海
H
W終
見
底
，
人
死
不
知
心
」
(
感
寓
)
，
「
逢
人
木
說
人
聞

事
，
便
是
人
闊
無
事
人
」
(
贈
質
上
人
)
，
「
舉
世
靈
從
愁
里
老
，
誰
人
肯

向
死
前
開
」
(
秋
宿
龍
江
費
)
，
「
無
論
南
北
與
東
西
，
名
利
牽
人
處
處
同

」
(
途
中
有
作
)

註
三•• 
「
7
凡
四
訓
」
和
「
功
過
絡
」
'
是
民
間
傳
敬
的
一
般

書
籍
。
7

凡
的
本
名

叫
袁
賀
，
民
間
大
都
熟
悉
他
的
說
，
不
曉
得
他
的
本
名
。
他
遵
守
功
過
樁
，

甚
為
持
盞
，
~
故
鄉
里
間
稱
為
「
愿
人
」
。
他
男
著
有
「
祈
銅
鐘
詮
」
一
書
，

著
錄
在
回
庫
建
家
類
。

註
四•. 

除
此
類
盛
行
的
書
外
，
明
清
之
際
一
些
主
張
因
果
，
-
m為
勸
攻
下
愚
的
書
也

屬
於
這
類
。
妞
現
膜
遜
儒
的
「
詣
，
開
全
書
」
(
四
庫
獎
賽
一
玄

•. 

多
以
因
果
為

說
，
蓋
意
在
懲
惡
勸
善
)
:
清
勞
大
興
「
開
鐘
集
」
(
鍵
要
去
•. 

宋
附
儒
門

功
過
裕
、
當
官
功
過
路
二
篇
，
乃
寂
寞
黃
、
顏
光
衷
舊
本
刪
補
之
。
其
意
在

勸
善
鏡
過
，
而
管
主
於
積
德
積
福
、
因
緣
果
報
之
說
)
;
清
王
時
「
遂

H
Z一
集

」
(
英
要
云•• 

書
中
盛
陳
因
果
，
多
參
以
神
侵
之
說
)
;
清
楊
廣
「
蒙
訓
」

(
提
耍
一
去
•• 

大
旨
出
袁
軍
貝
功
過
路
?
雞
以
二
民
一
幅
因
之
說
，
動
輒
稱
引
鬼
神

)
等
等
。

註
五•• 

民
間
流
傳
的
通
俗
書
緒
，
四
庫
都
不
著
錄
，
因
此
難
以
考
詮
此
書
原
初
緣
輯

年
代
、
版
本
及
流
傳
地
域
。
然
清
末
以
至
民
圈
，
「
苦
時
賢
文
」
與
民
間
字

書
(
組
于
字
文
、
三
字
經
、
五
言
雞
字
、
七
言
雞
字
等
)
同
為
坊
間
最
通
俗

實
用
的
書
籍
，
中
留
南
北
各
地
坊
間
都
有
出
售
，
臺
置
閏
亦
同
。
此
書
很
接
榮

介
凡
先
生
所
得
的
四
川
種
縣
本
刻
本
，
封
面
有
「
補
遺
增
庚
，
光
緒
十
六
年

新
鈍
，
源
盛
堂
刊
刻
」
'
可
知
光
緒
年
間
已
有
增
訂
的
情
形
。
朱
氏
所
蒐
集

的
各
種
本
子
，
開
端
詞
句
互
有
異
同
，
亦
可
知
各
地
增
訂
不
一
的
情
形
(
采

氏
所
學
有
三
種
，
筆
者
小
時
家
中
則
有
兩
種
。
參
見
朱
介
凡
、
鑫
子
匡
合
著



的
「
五
十
年
隸
的
中
國
俗
文
學
史
」
了

註
六.. 

明
清
之
際
結
薯
的
絡
言
書
特
多
，
再
也
在
的
修
養
黨
霍
、
分
類
格
言
管
其
餘
緒

。
略
阻E
d數
書
卸
下
.• 

飼
陳
莫
德
「
蓋
到
樓
誇
」
，
提
耍
一
玄
•• 

『
是
書
管
勵
著

格
言
。
」
清
彭
紹
謙
「
閑
家
類
寡
」
'
鍵
要
去

.. 

「
是
練
車
集
治
家
格
言
，

分
為
十
類
，
日
數
倫
，
日
種
本
、
日
學
銜
，
自
閑
邪
，
日
峰
頂
斐
，
白
晝
歇
，

自
胎
餒
，
日
治
生
，
自
歐
下
，
回
廣
愛
。
蛤
甘
冒
門
後
附
家
塾
鏢
約
一
篇
，
則

紹
錄
所
自
述
也
。
大
旨
為
啟
灌
下
愚
而
作
，
放
多
診
計
較
利
害
，
然
不
談
因

果
，
亦
木
談
神
盔
，
在
勸
善
書
中
，
猶
為
不
詭
於
正
去
。
」

潛
令
嵐
亦
岱

「
諾
儒
梭
身
鐵
」
'
鍵
要

-
玄•• 

『
繁
森
諸
儒
給
霄
，

分
為
入
門

，
各
以
己
意
發
明
之
，

詞
旨
淺
近
，
畫
為
一
初
學
設
包
。
」

，
血
久
戶
】

/
i
t
-
-開

以
往
對
於
中
盟
思
想
、
文
化
的
研
究
，
學
者
們
一
向
偏
重
在
寓
意
兀
傳
統
(
以

懦
、
這
、
釋
三
家
篤
主
)
和
高
層
文
化
(
歷
代
母
語
及
文
學
鑫
街
上
的
創
造
)
上
，

對
於
流
衍
於
民
間
的
低
次
完
傳
統
和
基
層
文
化
反
而
缺
乏
了
解
，
筆
者
曾
為
了
彌
補

此
一
缺
憾
﹒
本
著
儒
追
思
想
的
一
些

-
7解
和
社
會
學
的
一
些
常
巔

，

嘗
試
性
的
對
中

國
民
間
處
世
思
想
作
一
番
祭
奈
與
批
判
，
於
民
屆
六
十
六
年T
一
月
間
草
成
此
文
，

利
於
師
大
茵
艾
系
系
刊
「
文
風
」
第
三
十
二
期
。
入
年
以
款
，
學
衛
生
還
轉
向
西
方

哲
學
的
奠
基
，
未
能
在
此
一
基
發
上
有
從
事
更
廣
泛
的
摸
討
，
不
過
本
文
卸
激
發
鄭

中
心
妨
先
生
對
民
間
思
想
專
業
性
的
研
究
，
並
在
學
生
書
馬
出
版
專
薯
，
使
民
間
思
想

的
探
索
與
批
判
更
有
典
則
可
循
，
未
始
不
是
可
喜
可
賀
的
一
件
事
。

在
本
文
寫
作
的
同
時
，
筆
者
對
教
育
界
中
人
亦
深
有
感
傲
。
民
問
處
世
思
想
中

以
自
我
利
益
篤
墓
前
形
成
的
做
人
街
及
烏
龜
法
，
往
往
是
某
些
知
識
份
子
處
世
的
不

二
法
門

，
甚
者
以
此
獲
取
名
利
而
站
站
自
墓
，
觀
學
街
及
教
育
為
羊
頭
根
子
。
此
宣

從
事
學
街
及
教
育
，
實
無
學
街
及
教
育
的
熱
情
與
真
誠
，
只
是
順
著
社
會
習
氣
及
自

己
的
欲
望
走
，
沒
有
客
觀
的
歷
史
文
化
意
懿
可
言

。

但
此
宣
部
常
佔
錢
數
育
的
要
律

，
導
致
樸
貨
真
誠
而
具
有
文
化
運
恕
的
人
物
不
能
出
頭
。
所
以
本
艾
對
民
間
處
世
思

想
不
僅
錄
取
探
黨
的
立
場
，
更
錄
取
批
判
的
角
度
，
試
圖
在
人
人
必
須
面
臨
的
處
世

問
題
土

，

S
E
E
e
攝
制
界
及
數
育
界
的
顛
倒
徊

，
使
團
軍
領
及
歡
育
在
自
身
的
軌
道
主
運

作
。
在
此
深
有
感
慨
之
際
，
曾
說
成
七
絕
一
首
.• 

浩
流
芳
割
九
州
軍
丸
，
此
去
登
天
路
渺
茫
。

其
劫
唯
憐
滄
海
客
，
還
從
大
化
挖
微
光
。

孤
島
，
重
閱
舊
稿
，
尚
得
勾
著
車
回
日
心
情
。
當
時
真
是
依
歎
學
街
界
及
數
育
界
的

鄉
愿
正
腐
蝕
著
中
區
文
化
的
很
玄

，

而
寄
望
有
一
重
具
有
文
化
理
懇
與
晃
一
載
的
人
說

在
激
於
E
M倒
1
.

七
十
五
年
λ
月
九
日
補
後
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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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W
艾
津
出
版
社
新
書

φ

0

.

。

叭
叭
一
、
新
皓
議
論
熊
十
力
著
叭
叭

叭
叭
本
書
為
新
式
藍
本
，
內
容
除
新
時
忌
諱
(
語
盤
文
本
)
外
，
早
文
言
本
叭
叭

。
新
確

{跟
前
，
蔽
新
唯
攝
制
篩
，
敲
敲
新
唯
該
說
五
屆
間
十
刃
先
生
心
富
等
﹒
叉
的
。

。
入
熊
先
生
皂
存
甜
宜
之
誼
仗
，
知
足
珍
貴
e

。。。

以
叭
全
書
七
百
寞
，
將
接

-
m訓
定
價
二
五
0
元

叭
叭二
、
神
聖
人
生
說
門
印
度
】
室
列、
阿

羅
一
類
生
吹
著
徐
焚
澄
霞
叭
叭

。
且

A
e冒
著
者
捶
胸
印
度
當
代
最
傑
出
院
哲
人
，
本
區
為
其-
生
之
代
表
作
﹒
韓
若

A
V

O

之
釋
筆
信
業
且
這

'
"
雖復
以
後
，
罕
有
能
互
之
者
﹒
呻

心
叭
全
爸
于
餘
頁
精
裝
-
m
定
價
四
二
0

元
如

• 

• 

約
三
、
王
燈
會
一
咒
宋
、
普
濟
著
蘇
淵
雷
點
俊
的

。
玄

S
S
禪
宗
重
要
與
績
，
回
到
歪
甜
骨
銘
設
列
鉛
印
，
是
使
自
該
﹒
呻

制
定
價
精H
E
(一
一
一
卸
)入0
0

元
平
裝
(
-
一
一
份
工
】0
0

元
帆

。
以
上
各
種
使
得
本
刊
街
巷
，
該
定
做
入
折
發
售
(
另
加
甜
缺
貨
新
台
幣
六

-
E
P。

恥
請
刺
用
本
列
鄧
以
捌
鐘
帳
岫
去
。

一
。
因
六
二

一
之
七

-
ft保
新
V
郵
照

-
A
V

。
文
偉
也
版
社
峙

。
台
北
布
拉
路
南
路
二
段
二
九
四
登

一
欽
電
話
﹒
七

O
九
三
O
O

入
，
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
v
p
e
A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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