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輛
也
唱
會
委
會
會
會
血
肉
食
食

b
H
b肉
食
食
血
肉
食
食
貪
會
會
食

b
H會
食
街
食
食
食
品
品

b
肉
食
食
串
的
會
食
食
街
食
也
寶
貴
食

會

賣
會
會
會

b
H
賣
會

賣
會

會
會
會
島

開
會
，
阱
，
闕
，
阱
，
阱
，
阱
，

申
叫「

ι
J
h
、

食

中
國
丈
化
大
學
哲
學
研
究
所
博
士
候
選
人
食
，

做

儒
家
的
音
樂
思
想
探
源

四
海

工

商
豆
講
師
綁

做

j
j

陳
章
錫

帥

的F
食
食b且
發
食b
N
b
N

食
品
凶
食
食
b凶b的
食
品
仙
k
k
b
H
b

凶b
N食
食
b凶
食
島N
K
K
b
H

食
島
是
食b此
也
斑
食
b肉
食
品
凶
b凶b
N
b
N
震
發

b肉
食
食
此
前
食
b凶b
N
K
阿
食b
N食
食
b
N食
食
也
前
b且
偷

其
歷
史
進
程
，
其
次
詳
述
周
朝
初
年
所
總
結
定
型
的
六
大
樂
舞

，

及
所

蘊
藏
的
價
值
、
意
義

。

「
以
音
樂
為
中
心
的
教
育
制
度

」

按
著
敘
述
樂

舞
在
周
代
貴
族
教
育
中
的
關
鍵
地
位
，
分
別
從
施
教
者
、
受
教
者

二
方

面
加
以
探
討
。
本
文
的
第
二
階
段
探
究
孔
子
的
音
樂
思
恕
的
成
型
，
分

從
政
治
社
會
、
人
格
養
成
及
音
樂
本
身

三
個
角
度
析
論
，
歸
結
出
孔
子

音
樂
思
想
的
特
質
。
第
三
階
段
為
發
展
期
，
析
述
孟
子
、
筍
子
、
禮
記

(
以
樂
記
為
主
)
三
者
對

孔
子
音
樂
思
想
體
認
、
掌
握
的
情
形
，
及
其

思
相
信
特
性
山。

前
…
雪
口

中
國
向
以
禮
樂
之
邦
著
稱
，
有
關

音
樂
的
活
動
已
可
追
溯
至
五
、

六
千
年
前
的
新
石
器
時
代
(
註

l

)
，
但
本
文
並
不
擬
以
文
物
考
古
作

為
研
究
進
路
及
寫
作
重
心
，
而
是
要
從
先
民
有
意
識
地
作
價
值
反
省
及

文
化
關
懷
的
活
動
時
著
手
。
自
周
公
制
續
作
樂
(
註

2
)

，
舉
凡
宗
教

、
政
治
、
倫
理
、
教
育
有
關
的
禮
樂
文
制
早
已
燦
然
大
備
，
唯
經
歷
數

百
年

，

到
了
東
周
的
春
秋
末
世
，
已
是
禮
壞
樂
崩
、
儀
式
僵
化
，
此
時

端
賴
孔
子
點
出
仁
、
心
自
覺

，

作
為
源
頭
活
水

，

並
使
種
樂
教
化
從
貴
族

專
利
普
及
到

一
般
平
民

，

禮
樂
文

化
方
有
更
新
生
命
的
可
能
，
儒
家
的

音
樂
思
想

也
得
以
確
立
綱
維

。

因
此
，
本
文
敘
論
方
式
援
採
溯
頓
、
成
型
、
發
展

三
個
階
段
，
以

孔
子
為
中
心

，

一
來
往
前
追
溯
樂
舞
的
來
源
及
音
樂
教
育

制
度
，
其
所

可
能
隱
含
的
價
值
及
精
神
意
義

。
二
來
往
後
檢
證
孔
門
後
學
對
孔

子
音

樂
思
想
的
繼
承
與
發
揚

。
其
中
所
涉
及
的
史
料
文
獻
，
有

些
可
能
是
戰

國
時
期
乃
至
漢
代
才
成
書
;
後
代
補
綴
、
追
記
、
美
化
，
甚
至
慘
入
後

期
思
想
之
詮
釋
，
也
大
有
可
能

。

但
是
音
樂
與
教
育
、
祭
把
活
動
的
充

分
結
合

，

恐
非
後
代
所
能
捏
造
，
不
會
無
根
據
而
發
展
出
來
(
註

3
)

。

從
另
一
角
度
看
，
若
是
有
所
依
據
而
卻
由
後
代
種
事
增
華
，
似
可
藉

此
了
解
儒
鬥
後
的
擎
的
基
本
觀
點
，
也
不
無
收
穫

。

職
是
，
本
文
的
論
述
過
程
，
首
先
提
出

「
古
代
的
宗
廟
樂
舞

」

及

「
以
音
樂
為
中
心
的
教
育
制
度
」
兩
部
分

，

旨
在
說
明

孔
子
以
前
的
雅

樂
實
況
，

「
古
代
的
宗
廟
樂
舞
」
追
溯
古
代
樂
舞
形
成
的
原
始
型
態
及

時
件
在
且
可
掛
瑚儒家
的
音
樂
思
想
探
源

壹

、
淵
源
l
L
自
樂
與
音
樂
教
育

、
古
代
的
宗
廟
樂
舞

H
古
樂
溯
源

宗
廟
樂
舞
，
泛
指
宮
廷
的
祭
把
活
動
和
朝
會
禮
儀
中
所
用
的
音
樂

，
也
稱
雅
樂

，
起
源
於
周
代
的
禮
樂
制
度

。

〔
周
禮
﹒
春
官
〕
中
記
載

黃
帝
至
周
武
王
各
代
所
製
作
的
「
六
樂

」

'
係
白
天
子
和
少
數
王
族
所

親
自
主
持
的
祭
把
大
典
和
宴

享
活
動
，
後
來
的
儒
家
奉
之
為
雅
樂
的
最

高
典
範
。
但
其
實

此
廟
堂
音
樂
淵
源
甚
早
，
自
遠
古
至
周
初
，
詩
歌
、

舞
蹈
、
音
樂

三
者
結
合
在

一
起
，
一
般
稱
為

「
樂
舞
」
，

簡
稱

「
臨
芒

，
而
在

「
六
樂
」

之
前
，
早
已
有
許
多
較
原
始
階
段
的
樂
舞
，
經
由
傳

說
到
了
後
代
才
被
記
載
，
資
料
頗
龐
雜
，
茲
舉

三
例
，

以
明
其
大
較

。

l

葛
天
氏
之
樂

葛
天
氏
之
樂
是
遠
古
氏
族
葛
天
氏
的
樂
舞
，

〔
呂
氏
春
秋
﹒
仲
夏
到



鵝
湖
月
刊
第
二
三
卷
第
七
期
總
號
第
二
七

紀
〕
說
﹒
「
苦
葛
天
氏
之
樂
，

三
人
操
牛
尾
，
投
足
以
歌
八
闕
。

一
日

載
民
，
二
日
玄
鳥
，
三
日
遂
草
木
，
四
日
奮
五
穀
'
五
日
敬
天
常
，
六

日
建
帝
功

，
七
日
依
地
德
，
八
日
總
禽
獸
之
極

。

」
文
中
所
述
仍
未
脫

離
原
始
舞
蹈
的
狀
態
，
踏
足
具
有
按
節
拍
的
作
用
，
是
帶
有
宗
教
性
質

的
祭
把
歌
舞

。

共
分
八
段
，
一
是
歌
頌
負
誠
和
養
育
人
民
的
大
地

。
二

是
歌
頌
商
朝
氏
族
圖
騰
崇
拜
的
燕
子
，
意
在
歌
頌
祖
先

。
三
是
祈
求
草

木
順
利
地
生
長
，
凹
是
祈
願
五
穀
繁
盛
地
生
長
，
五
是
對
上
天
表
示
敬

意
，
尊
重
自
然
規
律

。

六
是
歌
頌
天
帝
的
功
德
，
冀
能
保
佑
人
們
的
生

存
，
七
是
感
謝
土
地
對
人
們
的
慷
慨
賜
予
，
八
是
希
望
家
禽
家
畜
能
大

量
繁
殖
'
提
供
用
之
不
盡
的
肉
食
。
從
樂
舞
的
整
體
內
容
，
反
映
出
狗

獵
時
代

，向
農
業
社
會
的
過
渡
，
表
達
了
先
民
對
生
產
、

生
活

的
態
度
，

和
真
摯
的
感
情
，
再
從
酬
謝
天
神
地
欲
來
看
，
也
多
少
反
映
出
先
民
的

宗
教
意
識

，

及
對
自
然
規
律
的
認
識
。

2

朱
蠅
頭氏
之
樂

朱
襄
氏
之
樂
是
傳
說
中
的
古
樂
，
戰
國
時
代
仍
流
傳
其
故
事
。
據

〔
呂
氏
眷
秋

﹒

仲
夏
紀
〕
說
:
「
苦
古
朱
襄
氏
之

治
天
下

也
，
多
風
而

陽
氣
畜
積

，

萬
物
散
解
，
果
實
不
成
，
故
士
達
作
為
五
弦
瑟
，
以
來
陰

氣

，
以
定
群
生

。

」
文
中
提
到
天
氣
乾

旱
，

農
作
歉
收
，
所
以
士
達
製

作
五
根
弦
的
瑟
'
用
來
祈
求
濕
潤
的
氣
候
，
安
定
人
民
的
生
活

。

此
傳

說
甚
為
久
遠

，

唯
文
中
已
運
用
原
始
素
樸
的
陰
陽
思
想
，
在
相
以
說
明

音

樂
與
農
業
生
產
的
互
動
關
係
'
恐
已
慘
入
後
期
戰
國
陰
陽
家
的
解
釋

。

3

伊
蓄
氏
之
樂

伊
當
氏
之
樂
是
遠
古
氏
族
伊
老
固
氏
的
樂
斃

。

伊
當
氏
在
每
年
十

二

月
舉
行

「
蜻
祭
」
的
祭
把
活
動
，
用
以
崇
奉
萬
物

。

〔
禮
記
﹒

郊
特
牲

〕
記
載
其
祝
禱
詞
為
，
「
土
反
其
宅
，
水
歸
其
敏

于

昆
蟲
毋
作
，
草
木

歸
其
渾

。

」

文
中
反
映
了
先
民
在
農
業
生
產
中
，
希
望
水
土
保
持
，
沒

有
病
蟲
害

，

雜
草
野
樹
生
於
種
地
，
不
致
妨
礙
農
作
物

生
長
的
心
願
。

時
代
應
晚
於
葛
天
氏
之
樂

，

為
原
始
社
會
的
後
期
，
以
農
業
生
產
為
主

，

且
其
樂
舞
形
式
己
運
用
到
樂
器
。
據
〔
禮
記
﹒
明
堂
位
〕
記
載

.. 

「

土
鼓
、
資
梓
、
葦
筒
，
伊
當
氏
之
樂
也
。
」
由
此
可
見
已
有
八
立
目
中
土
盟

、
木
、
竹

三
類
材
料
所
製
作
成
的
原
始
吹
奏
樂
器
與
打
擊
樂
器

。

4

周
初
制
樂

上
述
遠
古
樂
舞
，
雖
山
山
自
戰
國
時
人
所
追
記
，
但
數
以

A
7

日
考
古

山
山
土
文
物
質
證

(註
4

)

，
合
乎
歷
史
發
展
規
律
，
說
明
仍
頗

合
理
。

遠
古
人
民
基
於
宗
教
、
勞
動
、
極
福
等
生
存
因
素
，
藉
由
呼
號
、
動
作

、
節
奏
音
調
三
者
之
組
合
表
現
，
前

，

看
出
歌
、
舞
、
樂
同
源
，
在
萌
芽

狀
態
時
雖
組
拙
簡
單
，
但
經
由
歷
史
長
流
中
漸
趨
蘊
釀
成
熟
，
至
周
初

由
周
公
旦
在
夏
、
商
禮
儀
樂
制
的
基
縫
上
集
大
成
，
制
體
作
樂
而
訂
定

六
樂
(
六
舞
)
為
最
高

典
範
，
以

雲
鬥
把
天
神
，
成
池
祭
地
示
，
詔
倒

把
四
望
，
大
夏
祭
山

川

，
大
漢
享
先
批
，

大
武
享
先

祖
。

據

〔
周
禮
﹒

春
官
〕
說
.. 

「
大
司
樂
以
樂
舞
教
國
子
，

..... 

樂
師
掌
圓
學
之
政
，
以

教
國
子
小
舞
。

」

文
中
提

到
周
朝
以
六
代
之
樂
舞

，

及
六
種
以
舞
具
為

名
的
小
舞
，
教
導
貴
族
子
弟
，
期
望
下

一
代
的
繼
承
人
容
貌
得
正
，
進

退
得
齊
而
心
平
氣
和
，
在
耳
清
目
染
之
下
，
受
到
禮
樂
教
育
的
感
化
。

如
〔
禮
樂
﹒
內
則

〕
說
﹒

「
十
有
三
年
，
學
樂
，
誦
詩
，
舞
句
;
成
童

，
舞
象
，
學

射
御

。
二
十
而
冠
，
始
學
禮

。

」

文
中
提
到
學
習
歷
程
從

十
三
歲
開
始
，
十
五
歲
新
增
學
習
項
目
，

二
十
歲
畢
業
，
配
合
年
齡
的

繪
長
，
按
規
定
有
其
先
後
程
序

。

比
較
古
的
樂
舞
，
因
為
歌
頌
各
朝
代
中
大
家
心
目
中
的
英
雄
，
統

治
者
可
利
用
人
們
景
仰
英
雄
人
物
的
心
理
，
藉
著
對
「
六
織
宋
」
的
強
調

、
重
視
，
來
鞏
固
自
己
的
統
治
。
此
外
，
樂
舞
在
周
代
共
計
五
類
，
除

了
六
舞
、
小
舞
特
別
受
重
視
，
用
以
教
導
貴
族
子
弟
外
，
尚
有
「
散
樂

」
，
屬
民
間
樂
舞
，

「
凹
夷
之
舞
」
，
為
其

他
民
族
或
部
落
的
音
樂
，

二
者
藉
以
誇
耀
統
治
勢
力
的
範
圍
廣
遠

。
第
五
類
是
宗
教
性
的
樂
舞
，

包
括
天
旱
時
求
雨
用
的
「
舞
零
一
」
'
和
每
年
秋
季
驅
除
瘟
疫
時
所
間
的

「
傲
」
，
也
頗
受
重
視
，
這
種

宗
教
音
樂

固
定
由
人
民
自
己
創
造
，
寄
託

著
人
民
自

己
的

希
望

和
幻
想

。
(
註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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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雲
鬥

雲
門
是
周
代
六
樂
之
首

，
相
傳
為
黃
帝
時
代
的
樂
舞

，
內

容
是
歌

頌
黃
帝
功
績

。

因
黃
帝
在
海
鹿
之
戰
中
大
敗
豈
尤
，
又
會
創
制
萬
物
，

團
聚
百
姓
，
盛
德
像
祥
雲

一
般
，

所
以
取
名
為

「
雲
鬥
大
卷

」
'
簡
稱

「
雲
門
」
，
又
稱

「
承
雲
」
，
另
又
有

「
咸
池
」
、
「
大
成
」
之
稱
謂

。

據
〔
左
傳

﹒

昭
公
十
七

年
〕
說

﹒
「

苦
者
黃
帝
氏
以
雲
紀

，
故
為
雲

師
為
雲
名

。

」
可
見
黃
帝
氏
族
以
雲
為
圖
騰
，
原
是
敬
頌
雲
神
褔
佑
之

功
，
後
來
才
用
來
頌
揚
氏
族
的
始
祖
黃
帝

，
象
徵
瑞
雲

呈
祥
，

太
平
盛

世
。

〔
莊
子
﹒

天
運
〕
曾
詳
載
黃
帝
的
紀
功
樂
舞
給
人
的
感
受
是
「
始

聞
之
懼
，
復
聞
之
怠
，
卒
聞
之
而
惑

。

」

析
言
之
，
其
表
演
過
程
分

三

階
段

•• 

首
先
，

「
筍
，
之
以
雷
霆
」
，
表
現
天
地
萬
物
周
而
復
始
，
循
環

往
後

，
而
生
命
卻
短
暫
，
故
令
人
間
之
悅
目
驚
心
，
感
到
害
怕
。
其
次

，
世
間
萬
物
按
照
規
律
運
行
，
陰
陽
調
和
，
剛
柔
相
濟
，
故
令
人
覺
得

安
然
而

懈
怠

。

最
後
表
現
的
是
或
死
或
生
，
無
聲
無

形

，
卻
又
充
滿
天

地
，
無
處
不
在
，
故
令
人
感
到
迷
惑

。

總
之
，
行
文
中
帶
有
黃
老
之
治

無
為
而
愚
民
的
意
味

，
但
仍
可
推
斷

雲
鬥
樂
舞
原
是
具
有
神
秘
宗
教
意

味
的
圖
騰
儀
式

。

2

咸
池

咸
池
相
傳
為
堯
峙
的
樂
舞
，
鄭
玄
註
〔
周
禮

﹒

大
司
樂
〕
時
說

.. 

「
大
戚
，
成
池
，
堯
樂
也

。
堯
能
獨
均
刑
法
以
儀
民
，

言
其
德

無
所
不

施
。
」

可
見
大
成
之
樂
舞
意
在
歌
頌
堯
的
功
德

。
然
而
鄭
玄
又
在
〔
禮

記
﹒

樂
記
〕
的
注
說

•• 

「
成
池
，
黃

帝
所
作
樂
名
，
堯
培
修
而
用
之
。

」

與
前
說
不
合

，
唯
因
五
帝

不
相
沿
樂
，

黃
帝
已
有
「
雲
門
大
卷
」
之

樂
，
舜
、
禹
、
湯
、
武
皆
自
作

一
代
之
樂
，
堯
似
乎
並
無
必
要
增
修
黃

帝
之
樂
，
另
立

一
名
，
故
當
以
前
說
為
是

。

至
於
樂
舞
的
形
式
及
內
涵
，
據
〔
呂
氏
春
秋

﹒

仲
夏
紀
〕
在
追
溯

時
仲
者
早M甜

僑
家
的
音
樂
思
想
探
頭

古
樂
源
流
時
說
，
.
「
帝

a
m立
，
乃
命
實
為
樂

e
g
H乃
椅

p
h山
地
昕
一
一
語
谷
之
輩

以
歌
，
乃
以
獎
給
置
告
而
鼓
之
，
乃
們
石
擊
石
，
以
象
上
帝
玉
揖
眉
之
音

，
以
致
舞
百
獸
。
警
曲
直
乃
拌
五
弦
之
瑟
'
作
以
為

，

寸
五
弦
之
單
扭
，
命
之

日
大
章

，

以
祭
上
帝
。

」

由
上
可
知
大
成
又
名
大
章

，
作
樂
者

名
叫
質

，
他
仿
效
山
林
溪
谷
間
的
溪
聲
作
歌
曲
，
在
鹿
皮
所
蒙
的
陶
鼓

，
以
及

石
片
上
敲
打
出
節
奏
，
又
將
五
弦
之
瑟
分
為
十
五
弦
之
瑟
'
一
齊
彈
唱

，
於
是
人
們
裝
扮
成
百
獸
跳
起
舞
來
，
所
以
這
個
樂
舞
帶
有
狗
鐵
生
活

的
遺
跡
，
周
代
用
以
祭
上
帝

，

實
際
上
原
先
係
用
於
歌
頌
凳
的
功
勞
。

堯
之
時
代
也
相
傳
有
〔
擊
壞
歌
〕

﹒

「
日
出
而
作
，
日
入

而
息
，

鑿
并
而
飲
，
耕
田
而
食
，
帝

，力
於
我
何
有
哉

!
」

可
知
其
時
老
百
姓
很

自
然
地
過
著
農
業
生
活
，
並
不
知
道
堯
帝
的
政
教
力
量
在
那
里
，
可
見

堯
能
防
患
於
事
先
，
成
功
於
無
形
。
所
以
〔
論
語

﹒

泰
伯
]
中
孔
子
會

稱
贊
堯
說

•• 

「
大
哉
堯
之
為
君
也
，
說
巍
乎

!
唯

天
為
大

，
唯
堯
則
之

，
蕩
蕩
乎
民
無
能
名
焉

。

」
讚
頌
堯
的
廣
大
弘
闊
，
難
以
衡
量
，
可
見

咸
池
之
樂
的
內
容
是
在
表
現
堯
的
德
行
廣
悶
和
偉
大

。

3

韶
樂

詔
樂
相
傳
為
虞
舜
時
的
樂
舞
，
又
稱
之
人
韶
」
、
「
詔
筒
」
、
「

簫
韶
」
，
先
秦
典
籍
也
有
記
作
「
九
招
」
者
，
如
〔
呂
氏
春
秋

﹒

仲
夏

紀
〕
記
載
帝
響
時
作
九
紹

，
帝
舜
命
質
修
之

，
內
容
為
歌
頌
舜
帝
之
德

能
繼
承
堯
帝

。
〔
左
傳
﹒

襄
公
二
十
九
年
〕
記
載
季
札
觀
賞
周
樂
的
情

況
時
，
「
見
舞
韶
俑
者
，
曰
:
德
至
矣
哉
!
大
矣
!
如
天
之
無
不
疇
也

，
如
地

之
無
不
載

也
，
雖
甚
盛
德
，
其
蔑
以
加

於
此
矣

!

觀
止
矣
!

若

有
他
樂

，

吾
不
敢
請
已
。

」

由
文
中
可
見
他
是
多
麼
激
動
地
贊
嘆
韶
餅

的
樂
舞
，
認
為
韶
樂
像
包
容
廣
闊
天
地
那
般
偉
大
無
比
。
猶
如
〔
論
語

﹒

述
而
〕
中
也
記
載

•. 

子
在
齊
閉
韶

，

三
月
不
知
肉
味

，

日
，
不
圖
為

樂
之
至
於
斯
也

!
」

又
據

〔
論
語
﹒

八
份
〕
記
載
.. 

「
子
謂
胡
間
，
盡
美

矣
，
又
盡
善

也
。

」

自
上
可
知
孔
子
稱
贊
韶
樂
的
感
動
人
心
，
已
達
盡

美
口
量
扭
並
犬
的
附
仙
也
止
少
。

至
於
韶
樂
的
演
出
形
式
，
據
〔
尚
書

﹒
櫻
〕
載
﹒
「
簫
紹
九
成

，
對



鵝
湖
月
刊
第
二
三
卷
第
七
期

總

號
第
二
七
一

鳳
凰
來
儀
。

」

似
可
推
知
韶
樂
係
以
排
簫
為
主
要
伴
奏
樂
器

，

而
舞
的

部
分
包
含
九
次
變
化
，
又
稱
為

「
九
辯
」
，

歌
的
部
分
包
含
九
段
，
又

稱
為

「
九
歌
」

。

屈
原
〔
離
騷
〕
說
:

「
啟
九
辯
與
九
歌
兮
，
夏
康
樂

以
自
娛

。

」

說
明
夏
啟
曾
把
九
辯
和
九
歌
使
用
於
放
蕩
的
享
樂
生
活

。

其
後

，

如

〔
周
禮

﹒

春
官
〕
的
記
載

，

周
代
用
大
韶
之
樂
舞
來
祭
把
四

望

，
即
祭
把
四
方
的
星
、
海
、
山
河
等

。
另
外
，
據
〔
通
典
﹒
樂
〕
說

「
秦
始
皇
平
天
下

，

六
代
廟
樂

，

唯
詔
、
武
存
焉

。

」
可
知
秦
代
俏

存
韶
樂
，
並
說
明
先
秦
招
舞
曲
漢
高
祖
更
名
為
「
文
始
」
，
表
示
王
者

不
相
襲
樂

，

漢
代
之
後
韶
樂
已
完
全
失
傳

。

4

大
夏

大
夏
相
傳
為
夏
禹
時
的
樂
舞
，
又
稱

「
夏
筒

」
'
周
代

六
樂
中
用

於
祭
把

山
川

。
嫁
〔
呂
氏
春
秋

﹒

仲
夏
紀
〕
說
.. 

「
禹
立

，

.. 
:
命
旱

陶
作
為
夏
笛
九
成
，
以
昭
其
功

。

」

可
見
大
夏
的
樂
舞
本
固
定
禹
為
慶
賀

治
水
成
功

，

命
令
車
陶
創
作
的
，
所
使
用
的
樂
楞
是
以
竹
、
葦
所
製
的

編
管
樂
器

「
簽
」
為
主
，
樂
曲
、
樂
歌
分
成
九
段
，
故
稱
「
九
成
」

。

又
據
〔
禮
記

﹒

明
堂
位
〕
說

.. 

「
皮
并
素
績

，

楊
而
舞
大
夏

。

」
由
文

中
可
知
舞
者
頭
戴
皮
帽

，

上
身
裸
露
，
下
身
穿
著
素
白
裙
子
，
正
是
古

代
人
民
勞
動
時
的
裝
束
，
質
樸
無
孽
，
藉
以
頌
揚
夏
禹
治
水
之
功

。

吳

季
札
在
魯
國
觀
察
時
贊
嘆
「
大
夏
」
樂
舞
說

.. 

「
美
哉
!

動
而
不
德

，

非
禹
其
誰
能
修
之
!

」

似
可
推
知
樂
舞
中
模
擬
了
治
水
的
勞
動
動
作
，

表
現
先
民
戰
勝
自
然
災
害
的
勇
敢
堅
強
精
神
，
並
且
贊
美
夏
禹
不
以
德

行
自
居
的
高
尚
情
操
。

5

邁
進
是
傳
說
中
的
商
代
樂
舞
，
又
稱

「
大
獲

」
，
也
寫
作
品
阻
」
或

「
大
獲
」

。

[
呂
氏
春
秋

﹒

仲
夏
紀
〕
記
載
夏
築
無
道

，

被
商
湯
率
眾

伐
滅
之
後
，
「
湯
乃
命
伊
尹
作
為
大
護

，

歌
晨
露
，
修
九
招
六
列
，
以

見
其
善
。

」

可
知
本
樂
舞
是
用
以
慶
賀
功
績
，
並
歌
頌
商
湯
的

美
德
。

周
代
六
樂
中
將
「
大
發

」

加
工
整
理
後

，

用
以
祭
把
先
王
。
其
風
格
肅

穆
威
嚴
，
神
采
飛
揚
，
因
湯
以
武
功
取
天
下
，
非
以
艾
德
服
天
下
，
放

屬
於
鼓
舞
。

6

武
樂

武
樂
又
稱
「
大
武

」
'

產
生
於
西
周
時
代
，
用
以
歌
頌
周
武
王
伐

柄
的
功
績

，

傳
說
創
作
者
是
周
公

，
目
的
在
炫
耀
武
力
強
盛

，

用
來
威

偏
諸
侯
與
人
民
，
屬
於
執
干
戚
的
武
舞
。
孔
子
在
〔
論
語
﹒

八
份

〕
中

批
評
武
樂
「
盡
美
矣
!

未
盡
善

也
。

」
因
其
並
未
能
像
大
韶
那
樣
表
現

和
平
之
德
。
大
武
也
是
大
司
樂
所
掌
六
樂
之

一
，
作
為
宗
廟
之
樂

，

祭

把
祖
先

。

據
〔
禮
記
﹒
樂
記

﹒

賓
牟
賈
〕
記
載
，
孔
子
所
見
大
武
共
分

六
段
。

第

一
段
是
戰
前
準
備

，

先
是
擊
鼓
號
召
，
之
後
持
盾
牌
久
立

，

象
徽
等
候
諸
侯
來
到
，
按
著
以
緩
慢
抒
情
的
歌
唱
表
示
等
待
時
機

。

第

二
段
表
現
及
早
掌
握
時
機
，
舞
隊
在
中
間
表
演

，

另
有

二
人
獨
舞

，

分

飾
王
及
大
將
，
舞
蹈
熱
烈

，

象
徵
決
策
者
必
勝
的
決
心
，
戰
事
獲
得
成

功
。
第
三
段
表
現
滅
商
以
後
又
向
南
方
進
軍
，
襲
擊
准
夷
。
第
四
段
表

現
在
兩
方
取
得
勝
利
，
疆
域
鞏
固

。

第
五
段
表
現
周
公
、
召
公
協
助
周

王
進
行
統
治

，

舞
者
左
足
舉
起

，

右
膝
著
地

，

表
示
和
平
統
治

。

第
六

段
舞
隊
重
新
集
合
，
表
示
對
周
武
王
的
崇
敬
(
註

6
)
。

上
述
六
段
樂

舞
的
歌
詞
仍
保
存
在
〔
詩
經

﹒

周
頌
〕
中
「
我
將

」

、
「
武
」
「
資
」

、
「
般
」
、
「
酌
」
、
「
桓
」
等
篇

。

大
武
不
只
是
單
純

地
為
武
王
歌

功
頌
德
，
而
且
將
大
武
視
為
六
代
樂
的
必
然
歸
宿
，
一
方
面
宣
揚
自
身

天
命
在
茲

，

德
配
聖
王
，
另

一
方
面
則
為
了
強
化
等
級
名
分
制
度

，

鞏

固
統
治
秩
序

。

秦
始
皇
二
十
六
年
詔
改
周
「
大
武

」

日

「
五
行
」
'
漢

費
秦
制
，
可
知
秦
、
漢
時
此
樂
尚
存

。

二

、
以
音
樂
為
中
心
的
教
育
制
度

付
樂
正
四
教

24 

樂
正
是
周
代
樂
官
之
長
，
掌
理
圈
子
的
教
育
，
高
尚
其
術
以
作
教

，

固
定
國
學
的
總
教
官
。
四
教
指

「
詩
書
禮
樂

」
之
教
學
內

容

，

以
其
為

人
所
共
由

，

又
稱
為
四

衛
。
據
{

禮
記
﹒

王
制
于
說

.. 

「
樂
正
山
頭
問
衡

，

4
H斗
m
H動
叫
，
恆
岫
外
兀
芋
幸
自
叫
畫
面
擋
回
踏
車

N
M明
姐
也4
.
4
.鑫
叮
品叭動
q
N叫
姐
團
鐘
，
啊
，
鬼
，
當
晃
動
"
叫
“
有



詩
畫
面
。
王
大
子
、
王
子
、
游
后
之
大
子
、
卿
大
夫
元
士
之
適
于
、
國
之

俊
選
，
皆
造
焉
，
凡
入
學
以
齒
。

」

由
末
餌
，
可
見
在
國
學
裡
的
學
子
不

論
身
分
貴
賤
，
但
以
年
齡
長
幼
為
序
。
文
中
之
順
先
王
，
指
依
循
先
王

之
道
，
無
所
增
損
附
會
。
而
詩
書
禮
樂
四
教
亦
非
按
時
序
截
然
劃
分
，

而
是
四
者
的
輕
重
份
量
不
同

。

孔
穎
遠
說
:
「
術
是
道
路
之
名
，
詩
書

禮
樂
，
是
先
王
之
道
路
;
秋
教
禮
，
春
教
樂
，
冬
教
書
，
夏
教
詩
，

. 

..• 

令
交

E
z
-
-
-一
口
之，
明
四
術
不
可
暫
時
而
闕
，
但

視
其
陰
陽
以
為
偏
主
耳

。

」

王
夫
之
則
認
為

•• 

「
禮
樂
須
執
其

事
而
習
演
之

，
恆
寒
盛
暑
，

易

生
厭
倦
，
故
須
春
秋
中
和
之
候
;
誦
詩
讀
書
則
不
避
寒
暑
。
」
(
註

7

)
故
綜
巔

二
氏
之
說
，
可
知
四
教
之
學
習
效
果
與
四
季
的
陰
陽
節
候
密

切
相
關
。
再
者
，
音
樂
易
收
效
於
人
類
純
樸
未
閑
之
時
，
故
就
時
閉
上

言

，
周
初
及
其
前
之
文
獻
，
都
可
看
出
禮

在
人
生
教
育
中
所
佔
分
量

，

無
法
與
樂
所
佔
的
分
量
相
比
擬

。

降
及
春
秋
之
時
，
禮
的
分
量
相
對
加

重
，
樂
則
漸
失
其
優
勢
，
禮
漸
成
為
當
時
貴
族
人
文
教
養
的
憑
藉
，
從

〔
左
傳
〕
一
書
已
可
看
出
樂
的
觀
念
遠
不
及
禮
的
觀
念
顯
著

。
不
過
，

若
格
就
人
才
養
成
的
過
程
上
說
，
那
麼

，
少
年
、
青
年
時
期
的
學
校
教
育

，

在
人
生
中
也
是
較
為
單
純
樸
質
、
天
真
尚
未
斯
喪
，
此
時
音
樂
的
地

位
仍
頗
重
要

，

因
此
，
「
樂
正
」
於
掌
理
國
子
的
教
育
時
，
只
看
年
齡

長
幼
之
序
，
不
計
地
位
尊
卑
高
下

，

正
欲
為
國
家
未
來
的
領
導
階
層
之

人
才
，
確
立
其
深
厚
交
誼
，
有
著
真
誠
情
感
的
交
流
，
體
認
長
幼
人
倫

，

有
諸
己
而
後
施
諸
人
。
「
樂
正

」

之
官
載
於
漠
初
所
輯
成
的
〔
禮
記

〕
書
中
，
孔
鬥
後
學
或
許
已
將
此
制
度
理
想
化
，

仍
應
是
有
古
代
文
獻

作
為
根
據
。

根
線
孫
希
日
二
禮
記
集
解
〕
(
註

8
)

及
王
夫
之
〔
禮
記
章
旬
〕

的
說
法
，

上
文
所
述

「
樂
正
」
之
官
，
亦
即
〔
周
禮
〕
所
載
「

大
司
樂

」
，
〔
周
禮
﹒
春
宮
宗
伯
〕
說
﹒
「
大
司
樂
掌
成
均
之
法
，
以
治
建
國

之
學
政
，
而
合
國
之
子
弟
焉

。•....• 

以
樂
德
教
圈
子
中
和
祇
庸
孝
友
，

以
樂
語
教
圈
子
興
道
諷
誦

言
語
，
以
樂
舞

教
圈

子
舞
雲
鬥
、
大
卷
、
大

戚
、
大
詔
、
大
夏
、
大
淺
、
大
武
，
以
六
律
六
同
、
五
聲

八
立
目
六
舞
大

隨
叫
叩
喜
早
H
瑚

儒
家
的
音
樂
思
想
探
源

合
樂
。

.••••

. 
」
文
中
以
音
樂
作
為
教
育
的
重

、
心
，
成
均
即
成
截
，
為
古

代
大
學
之
名
稱
，
大
司
樂
所
掌
理
成
均
之
事
，
亦
即
大
學
教
人
之
事
。

孔
子
說
過
「

成
於
純
芒
，
而

大
學
之
教
以
樂
為
終
，
如
同
盾
處
的
代
以

典
樂
教
育
子
，
周
代
乃
以
司
樂
掌
成
均
;
但
唐
虞
之
時
詩
、
菁
、
健
三

者
未
備
，
至
周
代
才
有
並
列
之
四
教
，
至
於
實
際
教
學
工
作
，
惟
有
樂

舞
係
大
司
樂
的
專
職
。
故
孫
希
且
說

.. 

「
四
術
之
教
，
惟
樂
為
尤
深
，

其
聲
容
舞
蹈
、
審
音
識
微
，
非
專
其
業
者
不
能
精
，

而
亦
非

一
人
所
能

盡

，
故
使
樂
官
之
長
率
其
屬
以
掌
學
政
，
而
專
司
教
樂
之
一
事
焉
，
此
先

王
設
官
之
精
意

。

」
由

上
可
知
周
代
對
音
樂
教
育
的
重
視
，

而
執
掌
其

辜
者
為
樂
正
或
大
司
樂
。
而
所
根
峻
的

[
周
禮
〕
雖
在
戰
園
中
期
前
後

才
由
儒
者
或
在
野
史
官
整
理
、
補
綴
、
發
展
完
成
，
但
是
「
形
成
此
書

的
骨
幹

，

卻
是
由
周
初
所
傳
承
、
建
立
、
積
累
起
來
的
資
料
。
」
(
註

9) 

叫
世
子
之
學

世
子
之
學
是
指
周
代
培
育
太
子
成
為
優
秀
的
君
位
繼
承
人
的
教
育

方
式
，
並
與
教
士
之
法
結
合
實
施
。
蓋
上
古
唐
虞
之
有
天
下
，
皆
選
賢

而
禪
讓
，
歷
試
而
後
授
丘
，
到
夏
代
始
立
傳
子
之
法

。

誠
如
孟
子
所
言

「
其
子
之
賢
不
尚

，
皆
天
也
。

」

(
萬
章
)
故
須
豫
建
世
子

，
而
夙
教

之
以
中
和
孝
友
之
道

，
以
培
育
其
德
性

。

其
方
法
則
是
依
四
時
所
室
，

命
其
受
教
於
國
學
，
與
士
為
伍
，
並
輔
之
以
師
保
，
藉
禮
樂
成
就
其
德

行

。
這
也
是
封
建
專
制
時
代
，
統
治
階
層
得
以
平

治
天
下
國
家
的
根
本

大
計
，
可
見
培
養
太
子
不
可
不
慎
重
其
事
，
而
音
樂
教
育
尤
其
重
要

。

[
禮
記
﹒

文
王
世
子
〕
云
﹒

「
凡
的
學
士
子
及
學
士
，
必
時
，
春
夏

學
干
戈

，

秋
冬
學
羽
筒
，
皆
於
東
序
。

.... 

春
誦
夏
弦
，
大
師
詔
之
;

瞥
宗
秋
學
禮
，
執
禮
者
詔
之
;
冬
讀
書
，
典
書
者
詔
之
。
禮
在
瞥
宗
，

書
在
上
序
。

」

文
中
首
旬

「
學
」
為

「
教
」

之
義
，
而
教
世
子
，
也
同

時
在
說
明
教
士
之
法

。

教
學
內
容
中
，

干
戈
為
武

舞
較
發
揚
，
利
用
春

夏
動
作
之
時
教
之
，
羽
筒
為
文
舞
較
安
靜

，
利

用
秋
冬
安
靜
之
時
教
之
間μ



鵝
湖
月
刊
第
二
三
卷
第
七
期

總
號
第
二
七
一

。

依
四
季
又
分
別
教
以
詩
、
樂
、
禮
、

書

，
各
有
專
人
職
司
，
因
誦
習

日
謀
而
舞
間
舉

，
並
不
相
妨

。

至
於
教
學
處
所
，
「
東
序
」
為
夏
后
之

學
，
「
警

告示
」

為
殷
學
，
「
上
庫

」

為
有
虞
氏
之
間
摯
，
原
來
周
代

立
四

代
之
間
摯
，
在

一
處
並
建
四
學

.. 
辟
廠
、
上
庫
、
東
序
、
醫
宗
，
皆
為
大

學
，
異
名
而
同
實
，
辟
陸
一
名
成
均
，
綜
合
上
述
，
可
以
看
出
無
不
以

音
樂
為
教
育
重
心

。

〔
文
王
世
子
〕
又
云
:
「
凡
三
王
教
世
子
，
必
以
禮
樂

。

樂
，
所

以
倘
內
也
;
禮
，
所
以
倫
外
也
。
禮
樂
交
錯
於
中
，
發
形
於
外
，
是
故

其
成
也
悍
，
恭
敬
而
溫
文

。

立
大
傅
、
少
傅
以
養
之
，
欲
其
知
父
子
君

臣
之
道
也
。
大
傅
審
君
臣
父
子
之
道
以
示
之
，
少
傅
奉
世
子
以
觀
大
傳

之
德
行

而
審
喻
之

。
大
傅
在
前
，
少
傅
在
後
，
入
則
有
保
，
出
則
有
師

，
是
以
教
喻
而
德
成
也

。

」
相
較
於
前

一
段
的
詳
言

周
代
教
學
方
法
，

本
段
通
言
三
代
之
道
亦
相
同
，
世
子
皆
可
因
涵
泳
禮
樂
之
教
而
成
其
德

器
。
至
於
師
、
保
之
教
，
則
在
說
明
未
入
學
之
先
，
通
貫
於
的
學
成
之
後

，
恆
有
教
導
之
官
從
容
涵
育
其
德
性

。

故
[
文
王
世
子
〕
又
載

.• 

「
行

一
物
而

三
善
皆
得
者
，
唯
世
子
而
己
，
其
齒
於
學
之
謂
也

。
...
.. 
父
子

君
臣
長
幼
之
道
謀
，
而
圓
洽

。

」

其
義
認
為
世
子
入
大
學
，
與
同
學
之

人
以
年
齒
為
序
，
不
分
貴
賤

，
行
止
進
退
，
學
習
於
先
王
之
前
，
藉
以

教
導
世
子
父
子
、
君
臣
、
長
幼
之
人
倫
，

三
者
之
道
得
，
則
本
其
有
諸

己
者
教
諸
人
，
而
國
無
有
不
治
。
綜
上
所
述
，
雖
是
後
代
儒
者
所
追
想

的
理
想
化
之
貴
族
子
弟
教
育
方
式
，
證
諸
{
論
語
〕
、
[
史
記
﹒
孔
子

世
家
]
所
載
，
正
是
孔
子
普
及
於
平
民
的

六
藝
之
教
，
絃
歌
不
蝦
，
周

旋
進
退
以
行
禮
，
即
以
音
樂
教
育
為
其
重
心

。

貳
、
成
型
|

孔
子
的
音
樂
思
想

一
、
音
樂
與
政
治
社
會

孔
子
對
於
古
代
樂
教
的
傳
承
，
使
他
特
別
重
視
音
樂
對
人
格
教
養

的
的
風
限
田
揖
卅
圳
峙

恥
，

社
血N
U
M立日
儡
軍
備ma間
i

〈
攸
咱
豁
扭
醉
間
申
兀
的
叫
的
叫
研
討
且
星
錯

H
m惜L
T。
斜
圳
的
叫
回
用

文
旅
館
骨
，
禮
樂
制
度
的
圓
圓
滑
，
他
說
「
人
而
不
仁
，
如
禮
何
?
人
而
不

仁
，
如
樂
何
?
」
(
論
語

﹒

八
份
)
希
望
點
醒
人
心
自
覺

，

使
文
化
有
必

復
甦
的
可
能
，
大
道
的
理
想
得
以
呈
現

。

所
以
當
他
到
達
武
城
，
聽
到

弦
歌
之
聲
時
，
美
爾

而
笑
說
:
「

割
雞
焉
用
牛
刀
」
，
使
子
游
辯
解
道

昔
日
聽
聞
夫
子
說
:
「
君
子
的
學
道
則
愛
人
，
小
人
學
道
則
易
使
也

。

」

得
到
孔
子
的
嘉
許
。
(
陽
貨
)
可
見
孔
子
平
日
教
育
學
生
，
即
已
預
設

將
來
從
政
行
道
之
時
，
以
音
樂
教
育
作
為
達
成
政
治
要
求
的
最
佳
方

式
。
即
使
周
遊
列
國
曾
被
困
於
陳
蔡
之
野
時
，
如
〔
史
記
﹒
孔
子
世

家
〕
所
載
，
仍
然

「
講
誦
弦
歌
不
衰

」

。
可
見
音
樂
通
貫
其
生
活
全

部
及
教
學
內
容
，
而
且
即
以

他
的

三
千
弟
子
當
做
種
子
，
希
望
理
想

能
傳
揚
於
全
中
國
，
雖
似
迂
闊
邀
遠
，
卻
是
長
治
久
安
的
正
本
清
激
之

泊
唱。

其
次
，
音
樂
還
可
促
進
社
會
上
的
群
己
關
係
，
例
如

「
子
與
人
歌

而
善
，
則
必
反
之
，
而
後
和
之
。
」
(
述
而
〉
懂
得
欣
賞
別
人
歌
唱
中

的
優
點
，
細
聽
其
妙
處

，

並
和

他
相
和
而
歌
，

重
視
人
與
人
之
間
蓄
意

的
交
感
共
流
。
〔
論
語
〕
又
載
﹒
「
子
於
是
日
哭
，
則
不
歌
。
」
(
述

而
)
，
若
某
日
哭
人
之
喪
，
餘
哀
未
息
，
則
不
歌
，
這
是
基
本
於
仁
愛

之
心

。

同
時
，
也
可
知
孔
子
平
常
不
廢
弦
歉
，
殆
係
每
日
皆
歌

。

這
種

入
世
惜
一
懷
，
與
人
為
善
的
心
顧

，
也
不
乏
知

音
，

例
如
[
論
語
〕
載

.• 

「
子
擊
扭
扭
於
銜
，

有
荷
贅
而
過
鬥
者
曰

.. 

有
心
訣
，
擊
聲
乎

1
.

」
(
憲

問

)
此
一
路
過
之
人
已
從
樂
聲
中
領
會
到
孔
子
濟
世
的
悲
願

。

二

、
音
樂
興
修
身
進
德

在
人
格
修
養
的
進
程
方
面
，
孔
子
說

.. 

「
興
於
詩
，
立
於
懼
，
成

於
樂
。

」

(
泰
伯
)
以
音
樂
作
為
人
格
完
成
的
表
徵
，
而
不
只
是
求
學

入
道
的
始
墓
，
唐
君
毅
先
生
曾
引
〔
莊
子
﹒
天
下
〕

•• 

「
詩
以
道
志
，

禮
以
道
行

，
樂
以
道
和
。

」

一
段
話
作
為
印
證
，
說
:
「
動
於
中
而
發

為
和
，
中
和
致
而
德
行
戒
，
故
日
成
於
樂
也

。

孔
子
大
聖
，
自

言
十
五

志
於
學
，
蓋
已
輿
於
詩
矣
，
三
十
而
立
，
蓋
帽
胡
立
於
禮
也
。
然
、
必
需
歷

間
H斗
l

今
ι
京
!
當
詣
，
F且
，
T
今
已
恥
別
干
大
主
呵
，-m泓
咀
聶
建
恥
恥ι-
h
4
l
前
叫E
n『
區
帽
、J
K值
規
-
E
『
包
咽



之
境
者

，
如
聲

、
人
心
通
，
更
無
違
逆
，
斯

可
謂
成
於
樂
也

。

」
〈
註
間

)
可
知
音
樂
巴
和
孔
子
整
個
生
命
歷
程
相
結
合
一
致

，

以
他
學
不
厭
、

教
不
倦
的
精
神
，
經
常
達
到
忘
我
的
境
界
，
例
如
[
史
記

﹒

孔
子
世
家

〕
曾
記
載
他

「
學
鼓
琴
於
師
裹
」
的
詳
細
進
程
，
十
天
不
前
進
新
的
課

程
，
師
襄

子
問
他
理
由
，
回
答
是
「
已
習
其
曲
，
未
得
其
數

」
'

等
突

破
困
境
後
，
又
是

「
未
得
其
志

」

、
「
未
得
其
人
」
等
難
闕
，
最
後
孔

子
澈
底
體
會
此
曲
表
達
的
固
定
文
王
的
形
象
，
穆

然

深
思
，
眼
光
看
得
遠

的
黑
勤
勤
高
個
子
，
似
乎
稱
王
於
四
方

。

由
此
例
子
可
看
出
孔
子
的
學
習

音
樂
時
錢
而
不
捨
的
精
神
及
高
度
領
悟
力
。
另
外
，
他
「
在
齊
間
韶
，

三
月
不
知
肉
味
，
日
，
不
關
為
樂
之
至
於
斯
也
。
」
(
述
而
)
說
明
了

他
學
樂
不
倦
，
經
常
滿
足
地
忘
我

。

三

、
扇
，
人
生
而
藝
術

孔
子
對
音
樂
的
藝
術
性
也
有
高
度
要
求

。

其
一
是
演
奏
技
巧
的
純

熟
高
明
，
如
善
擊
脅
，
及
上
段
所
言
對
文
王
操

一
曲
的
反
覆
深
研
;
其

次
是
對
樂
章
結
構
的
整
體
掌
握
，
如
他
告
訴
魯
圓
的
太
師
樂
官
說
:
「

樂
其
可
知
也
。
始
作
，
翁
如
也
。
從
之
，
純
如
也
，
繳
如
也
，
繹
如
也

，
以
成
。

」

(
八
份
)
樂
曲
開
始
是
振
奮
，
樂
聲
放
開
後
，

E
相
應
和

，
純
一
不
雜
;
而
且
高
下
清
濁
，
各
種
樂
器
的

音
節
都
可
分
辨
清
晰
，

絡
繹
連
縣
，
以
至
完
成
。
第
三
，
認
為
人
格
即
風
格
，
例
如

上
段
孔

子

向
師
襄
學
文
王
操
的
歷
程
，
先
是
在
技
術
層
面
掌
握
曲
調
及
規
律

(也

、
數
)
，
然
後
在
內
容
方
面
掌
握
形
成
樂
章
的
精
神
(
志
)
，
及
其
所

呈
現
精
神
的
人
格
主
體
(
人
)

，
第
凹
，
是
對
傳
統

音
樂
作
了

一
番
整

理
工
作

。

他
說
:
「

吾
自
衛
反
魯

，

然
後
樂
正
，
雅
頌
各
得

其
所
。

」

(
子
罕
)
司
馬
遷
甚
至
稱
道
說

.• 

「
三
百
五
篇

，

孔
子
皆
弦
歌
之
，
以

求
合
韶
、
武
、
雅
、
頌
之
音
，
禮
樂

，
自
此
可
得
而
述

。

」

(
孔
子
世
家

)
，
由
上
述
四
點

可
見
孔
子
對

音
樂
藝
術
形
式
的
高
度
掌
握
，
及
不
離

倫
理
道
德
地
價
值
自
覺
，
因
此
，
徐
復
觀
先

生
稱
譽
他
建

立
了

「
為
人

生
而
警
術

」
的
典
型

。
(
註
H

)

瞄
鼎
盛
平H瑚

儒
家
的
音
樂
思
想
揉

源

m
H
、
益
口
益
夫
A
A口
」
、
蠟f
m石則
采1踴
山
山

如
上
所
論

，

孔
子
對
於
音
樂
的
藝
術
形
式
之
美
頗
為
重
視
，
而
且

有
深
刻
的
造
詣
及
體
驗
，
但
是
卻
必
須
與
音
樂
內
涵
之
善
兩
相
結
合
、

統

一
，
才
是
正
途

。

孔
子
曾
經
比
較
韶

、
武
二
種
樂

章
，

表
達
其
價
值

判
斷

。

〔
論
語
﹒
八
份
〕
記
載

.. 

「
子
謂
叩
間
，
鑫
美
矣

，
又
盡
善
也
;

謂
武
，
盡
美
矣
，
未
盡

善
也
。
」

二
者
的
音
律
及
歌
舞
形
式
都
極
其
完

美
，

但
是
道
德
意
義
卻
有
區
別

。

堯
、
舜
禪
讓
所
體
現
的
仁
的
精
神

，

完
全

融
透
到
詔
樂
中
間
去
，
讓
德
的
內
容
及
樂
的
形
式
達
成
統

一
。
反

之
，
武
王
伐
衍
，
征
誅
得
天
下
，
終
非
最
理
想
的
方
式

，

因
此
大
武
之

樂
輩
無
法
表
現
和
平
之
德
。
其
次
，
樂
也
有

「
悅
樂
」

之
意
，
孔
子
稱

說
.. 

「
關
雄
樂
而

不
淫

，

哀
而
不
傷

。

」

(
八
份
)
音
樂
也
可
以
是
養

成
、
助
成
悅
樂
的
手

段
，
但
卻
須
在
理
性
衡

量
下

，
中
和
、
節
制
地
表

達
出
來

。

孔
子
又
說
.. 

「
知
之
者
，
不
如
好
之
者
;
好
之
者
，
不
如
樂

之
者

。

」
(
雍
也
)
徐
復
觀
先
生
認
為

.. 

通
過
感
官
以
道
為
樂
，
則
感

官
的
生
理
作
用
，
不
僅
不
會
與
心
志
所
追
求
的
道

，
發
生
磨
擦
;
而
且

感
官
的
生
理
作
用
，
已
完
全
與
道
相
融
，
轉
而
成
為
支
持
道
的
具
體
力

量
。
此
時
的
人
格
世
界

，

是
安
和

而
充
實
發
揚
的
世
界

。
(
註
也

)
反

之
，

若
僅
是
追
求
感
官
層
次
的
悅
樂
滿
足
，

「
鄭
聲
」
就
成
為
孔
子
所

深
惡
痛
絕
的
對
象
，
而
招
致

「
放
鄭
聲
...

.. 
鄭
聲
淫

。

」

(
衛
靈
公
)

及
「
惡
鄭
聲
之
亂

雅
樂
也
。

」

(陽
貨
)
的
批
評
。

綜
上
所
述

，
可
知
孔
子
的
音
樂
思
想

，

注
重
仁
與
樂
的
統

一
，
亦

即
把
藝
術
的
盡

美

，
和
道
德
的
盡
善
，
之
相
融
和
為

一
。
而
且
運
用
於

政
治
與
生
活
的
各
層
面
，
在
政
治
土
特
重
禮
樂
結
合
，

崇
尚
雅
樂
，
駁

斥
淫
聲
.. 

在
生
活
中
注
重
詩
、
懼
、
樂

三
者
之
結
合
於
人
格
修
養
、
生

命
歷
程
，
尤
其
孔
子
本
人
獨
對
音
樂
的
藝
術
精
神
有
深
刻
地
體
會

，

並

以
教
育
事
業
作
為
實
現
的
保
障
，
值
得
吾
人
加
以
深
思
。

參
、
發
展
|
孟
子
、
萄
子
、
禮
記
的
音
樂
思
想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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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孟
于
的
音
樂
思
想
|
與
民
間
樂
，
今
樂
猶
古
樂

孔
子
指
點
出
人
心
自
覺
，
說

「
人
而
不
仁
，
如
橙
何
?
人
而
不

仁

，
如
樂
何
!
」
(
論
語
﹒

八
份
)
為
疲
弊
的
周
文
賦
予
源
頭
活
水
，
其

義
旨
被

孟
子
所
總
承

，
就
音
樂
思
想
而
言
，
孟
子
肯
定

「
與
民
同
樂
」

之
意

，
應
係
回
歸

音
樂
本
質

，

因
孟
子
又
說

﹒
「
A
7之
樂
猶

古
之

樂
」

(
梁
惠
王
下
)

，

誠
如
前

文
所
述
周
代
宮
廷

雅
樂
「

六
樂
」
、
「

六
舞

」
係
承
龔

先
代
而
來

，

並
非
嚮
壁
虛
造
，
而
且
其
實
質
也
應
原
本
是
取

之
於
民
間
俗
樂

，
有
的
是

人
民
在
勞
動
過
程
中
集
體
詠
歌

，

或
是
在
勞

動
後
以

歌
舞
解
除
憂
勞

，
也
有
的
是
依
時
序
祭
把
祈
福
、
除
害
感
恩
，

或
是
遊
戲
、
控
訴
暴
政
及
對
愛
情
的
嚮
往
憂
梅
等
，
各
種
理
由
不

三
m

足
。

要
之
，
都

是
先
民
基
於
生
存
需

要
或
生
活
情

感
的
抒
發
所
進
行
的

詩
歌
、
樂
舞
，
屬
於
氏
族
整
體
的
文
化
創
造
活
動
，
其
後
特
因
被
統

治

階
層
賦
予
政
治
用
心
，
藉
由
情
感
的
強
烈
感
染

力

，
隨
勢
利
導
，
始
則

仍
不
失
與
民
同
樂
之
意
，
繼
則
以
其
遂
行
教
化
，
團
串
串
族
群
，
增
加
向

心
力
，
終
則
被
統
治
階
層
用
來

宣
揚
武
功
德
戚
，
甚

至
成
為
強
調
天
命

在
茲
的
氏
族
專
屬
之
祭
把
音
樂

。

此
即
何
以
歷

代
王
者
均
是
功
成

作
樂

，
至
周
公
制
禮
作
樂
乃
是
集
其
大
成
，
且
賦
予
「

六
樂
」
特
定
的
祭
把

功
能
及
對
象

。

因
此

，

孟
子
所
謂
「
今
之
樂
猶
古
之
樂
」
，
或
許
即
意

謂
現
今
之

雅
樂

(
宮
廷
音
樂
、
廟

堂
音
樂
)

，

原
本
是
古
代
之
俗
樂
(

部
族
集
體
勞
動
歌
舞
、
民
間
鄉
野
歌
謠
、
四
夷
之
樂

等
)

，

只
囡
帝
王

貴
族
改
造
俗
樂
為
雅
樂
，
賦
予
特
定
的
政
治
倫
理
功
能
，
載
有
崇
德
報

功
的
要
求
，
使
得

音
樂
端
嚴
肅
穆
的
意
味
增
強
，

原
先

的
活
潑
生

機
早

已
蕩
然
無
存
，
聆
樂
者
自
是
昏
昏
欲
睡
了

。

如
上
所
論
，

其
實
孟
子

強
調
「
與
民
同
樂
」

可
謂
是
回
歸
音
樂
的

本
源
，

一一
讓
音
樂
歸
本
於
人
類
原
始
純
樸
、
真
誠
情
感
的

互
動
交
流
，

交

感
共
鳴

，
此
之
謂

「
仁
言
不
如
仁
聲
之
入
人
深
也
」

(
盡
心
上
)

，
禮

樂
教
化
實
際
上
較
諸
政
令
申
說
更
易
獲
得
化
民
成
俗
的
效
果
，
而
且
也

跟
孟
子
「
民
為
貴

，
社
稜

次
之
，
君
為
經

」

〈
盡
心
下
〉
的
回
心
理
相
合

。

其
次

，

孟
子
對
於

音
樂
的
全

體
大
用
，

並
沒
有
在
理

論
上

加
以
申
說
剖

開
展
，
此
非
不
欲
說
，
而
實
在
是
對
應
客
觀
情
勢
，
在
言
說
上
不
得
不

有
所
側
重
、
限
制

，
面
臨
戰
國
列
強
間
的
攻
伐
亂

局
，

音
樂
陶

冶
人

心

的
方
式
，
顯
得
緩
不
濟
急
，
而
且
也
非
唯
一
可
以
採
用
的
方
式
，
不
如

直
就
本
源

，
轉
就
四
端

之
心
，
不
忍
人
之
心

，
隨
處
指
點
，
﹒
用

說
仁
政

王
道
實
踐
之
方
，
當
然
不
必
專
以
音
樂
為
務

，
自

然
也
就
未
能
對
孔
子

所
說

「
興
於
詩
，
立
於
禮
，
成
於
樂

」
的

人
格
發
展
、
修
養
歷
程
有
所

呼
應
，
不
過
，
可
以
肯
定
的

固
定
，
孟
子
直
就
恍
惕
側
隱
之
心
指
點
仁
、
心

善
性

，
進
言
仁

政
王
道
，
並
未
遠
離
孔

子
音
樂
思
想
的
大
本
，

只
因
限

於
客
觀
情
勢

，

表
現
型
態
不
同
罷
了

。

甚
至

，
我
們
還
可
推
測

孟
子
對

於
音
樂
的
了
解
相
當
深
刻
，
例
如
孟
子
曾
以

「
金
聲
玉
振

」
比
喻
聖
德

，
又
以

「
始
條
理
」
、

「
終
條
理

」
區
別

壁
、
智

。

(
註
日
)

茍

于的
樂
閉

; 
而

不

流

成
動

人之
善

茍
子
偏
於
從
政
教
層
面

給
承
孔
子
的
音
樂
思
想
，
佫
就
與
禮
儀
相

關
連
的

音
樂
立
論
，
並
建
立
起
完
整
的
系
統

。

主
張
健
樂
相
輔
以
治
圈

，
提
倡
雅
樂
，
駁
斥
鄭
街
之
音

。

其
理
論
方
向
與
孟
子
各
有
所
偏

。

如

前
所
述
，
孟
子
專
從
主
體
內
在
的
仁

、
心
自
覺

，

主
張
君
須
與
民

同
樂
，

古
A
寸
的
雅
、
俗
之
樂
原
本

一
體
，
注
重
仁
政
王
道
的
實

現
及

人
與
人
之

間
情
意
的
交
流
共
感

，
但
卻
也
忽
略
客
觀
方
面
音
樂
的
警
術
形
式
之
美

，

缺
乏
理
論
析
述

。

反
之
，
筍
子
則
因
主
張
性
惡
說

，

忽
略
人
心
內
省

自
覺
之
能
力

，
轉
從
外
在
面
重
視

「
禮
樂
」
的
約
束
輔
導
作
用

。

筍
子
肯
定
惰
性

方
面
的
耳
目
之
欲
不
可
避
免
，
而

音
樂
即
針
對
人

性
的
欲
望
因
勢
利
導
，
故
[
苟
子

﹒

樂
論
〕
開
宗
明
義
就
說

.. 

「
夫
樂

者
，
樂
也

，

人
情
之
所
必
不
兔

也
。

故
人
不
能
無
樂

，

樂
則
必
發
於
聲

音
，
形
於

動
靜
;
.....• 

形
而
不
為
道

，
則
不
能
無
亂

。

先
王
惡
其
亂

也

，
故
制
雅
頌
之
聲
以
道
之
，
使
其
聲
足
以
樂
而
不
況
，
使
其
文
足
以
辨

而
不
認
，
使
其
曲
直
繁
省
廉
肉
節
奏
足
以
感
動
人
之
善

、
心
，
使
夫
邪
、
汙

之
氣
，
鈕
川
由
得
接
焉

.. 
是
先
王
立
樂
之
方
也
。

」

文

中
主
張
音
樂
妻
，
從



情
風
拉
附
「
快
樂
」
為
出
發
點
，
但
不
可
徒
流
於
感
性
層
次
的
情
感
宣
洩

'

而
應
從
理
性
層
面

，

以
雅
樂
的
文
化
內
涵
給
予
導
引
;
其
次
，
也
肯

定
音
樂
的
藝
術
形
式
，
曲
調
、
節
奏
之
美
，
可
以
感
動
人
的
善
、
心
，
使

欲
望
得
到
昇
孽

。

筍
子
，
獨
特
地
從
「
人
情
」
說
明
樂
教
起
源
，
把
音
樂
當
做
是
社
會

教
育
移
風
易
俗
的
最
佳
途

徑
。
此
係
遙
承
遠
古
樂
舞
產

生
於
勞

動
、
遊

戲
、
怡
情
、
祈
濤
、
感
恩
等
多
元
因
素
的
音
樂
特
質
，
簡

言
之
都
與
人

們
各
種
思
想
感
情
有
關
，
因
此
統
治
者
正
可
利
用

音
樂
巨
大

的
教
育
、

感
染
作
用
，
來
輔
佐
政
教
的
實
施
，
移
風
易
俗
，
和
陸

著
群
，
所
以
說

「
樂
中
平
則
民
和
而
不
流
，
樂
肅
莊
則
民
齊
而
不
亂

。

」
由
此

可
見

音
樂
若
使
用
於
宗
廟
之
中
、
閩
鬥
之
肉
、
鄉
里
族
臣
民
之
間
，
則
分
別
可

達
到

「
和
敬
、
和
親
、
和

順
」
的
放
果
，

在
國
政

、

家
庭
、
社
會
三
方

面
，
，
都
可
得
知
音
樂
是
「
審

一
以
定
和
者
也
，
比
物
以
飾
節
者
也
，

合
奏
以
成
文
者
也
，
足
以
率
三
迢
，
足
以
治
萬
變

。

」

天
子

用
以
征
誅

揖
讓
，

莫
不
從
服
;
甚
至
音
樂
可
以
推
本
於
天
地
萬
物

，
而
說
「
其

清

明
象

天

，
其
廣
大
象

地
，

其
俯

仰
周
綻
有
似
於
四
時
。
故
樂
行
而
忘
清

，
禮
倫
而
行
成
，
耳
目
聰
明
，
血
氣
和
平
，
移
風
易
俗
，
天
下
皆
寧
，

美
善
相
樂
。

」

最
後
並
呼
應
孔
子
所

言
盡
美
盡
善
，
美
善
合

一
的
最
高

理
想
。

禮
2己
的

目

樂
間

: 
樂
A 

龍

無
聲
之
樂

〔
禮
記
〕
的

音
樂
思
想
以
[
樂
記
〕

一
篇
探
討
得
最
為
詳
蠢
，
以

〔
苟
子
﹒
樂
論
〕
為
主
體

，

並
融
合
其
他
諸
家
相
關
理
論
，
故
思
想
上

較
為
深
刻
而
完
整
。
文
中
探
討
了
音
樂
的
本
源
，
禮
樂
相
關
連
的
義
理

，

及
其
倫
理
、
政
治
方
面
的
功
能
。
基
本
觀
點
認
為
禮
樂
通
貨
人
惰

，

以
化
民
成
俗
為
要
旨

•• 

因
為
禮
、
樂
分
別
經
由
外
在
的
社
會
規
範
和
內

在
的
情
感
陶
冶
'
來
防
止
爭
競
、
淨
化
情
感
，
故
能
安
定
人
心
，
進
而

平
治
天
下
。
〔
樂
記
]
說
:
「
先
王
之
制
禮
樂
也
，
非
以
極
口
腹
耳
目

之
欲
也
，
將
以
教
民
平
好
惡
而
反

人
道
之
正

也
。

」

意
即
制
定
禮
樂
的

隨
仰
，
早
扭
閉儒
家
的
音
樂
思
想
揉
源

目
的
，
不
在
滿
足
感
性
欲
望
，
而
是
為
了
教
育
呵
呵
控
辨
別
憂
心
槽
，
回
歸

到
道
德
規
範
。
〔
樂
記
〕
又
說

•• 

「
樂
由
中
出
，
樓
自
外
作

。
樂
由
中

山
山
故
靜
，
擅
自
外
作
故
文

。

大
樂
必
易
，
大
橙
必
筒
。
樂
至
則
無
怨
，

傳
至
則
不
爭

。

揖
讓
而
治
天
下
者
，
禮
樂
之
謂
也
。
」
意
即
禮
的
形
式

約
束
可
禁
止
爭
鬥

'
樂
的

人
情
調
和
可
解
消
怨
恨
，
形
式
簡
單
而
方
法

又
平
易
可

親
，
故
知
禮
樂
有
極
佳
的
教
育
功
能

。

反
之
「
禮
患
而
樂
沒

」

將
會
造
成
時
世
變
亂

。

由
上
可
見
〔
樂
記
〕
本
文
著
重
介
紹
音
樂
的

社
會
教
育
功
能
，
其
方
式
則
是
反
覆
多
方
地
比
較
樂
和
禮
的
不
同
，
這

本
固
定
苟
子
「
樂
和
同

，

禮
別
異
」
的
觀
點
，
但
更
進

一
步
發
揮
禮
樂
的

相
輔
為
用
，
合
蘊
較
豐
。
例
如
〔
樂
記
〕
說

.. 

「
樂
者
為
同
，
禮
者
為

異

，
同
則
相
親
，

異
則
相
敬
。
樂
勝
則
流
，
徨
勝
則
離
。
合
情
飾
貌
者

，

禮
樂
之
事
也
。
樽
義
立
，
則
貧
賤
等
矣

。

樂
文
悶
，
則
上
下
和
矣
。

」
可
見
禮
著
重

等
級
規
範
，
而
樂
著
重
調
和
情
感

。

由
於
樂
即
是
內
心
情
感
的
表
現
，
且
必
須
是
倫
理
道
德
的
感
情

，

特
重

主
體
性
，
故
可
彌
補
制
度
的
不
足
，
賦
予
音
樂
藝
術
以
政
治
的
使

命
。

如
[
樂
記
〕
說
:

「
凡
音
者
，
生
於
人
心
者
也

。

樂
者
，
通
倫
理

者
也
。
是
故
知
聲
而
不
知
音
者

，
禽
獸
是
也

。

如
立
自而
不
知
樂
者
，
眾

庶
是

也
。

唯
君
子
唯
能
知
樂

。
是
故
審
聲
以
知
音

，
審
音
以
知
樂
，
審

樂
以
知
政
，
而
治
道
備
矣

。.

.. 
知
樂
則
幾
於
禮
矣

。

禮
樂
皆
得
，
謂

之
有
德

。

」

文
中
認
為
人
心
為
音
樂
的
起
源

，
已
較
茍
子
從

人
情
言
音

樂
起
源
更
完
備
。
又
將
聲
、
音
、
樂

三
者
區
分
高
下
層
次
，
加
以
統
一

。
並
歸
結
與
政
、
禮
相
闕
，
直
下
肯
認
音
樂
的
本
質
是
與
政
治
倫
理
相

關
的
情
感

。
因
此
，
禮
樂
的
作
用
尤

須
「
治
心

」

'
藉
以
喚
起
人
們
向

善
的
情
感
。
故
說

「
致
樂
以
治
心
，
則
易
直
子
諒
之
心
油
然
生
矣

。

」

又
說
.. 

「
樂
也
者
，
聖
人
之
所
樂
也
，
而
可
以
善
民
心
，
其
感
人
深

，

其
移
風
易
俗
，
故
先
王
著
其
教
焉

。

」
前
文
說

到
唯
君
子
唯
能
知
樂
，

〔
樂
記
〕
又
詳
論
其
理
由
固
定
.. 

「
樂
者
，
樂
也

。
君
子
樂
得
其
道

，
小

人
樂
得
其
欲

。

以
道
制
欲
，
則
樂
而
不
亂
;
以
欲
忘
道
，
則
惑
而
不
樂

。
是
故
君
子
反
情
以
和
其
志
，
廣
樂
以
成
其
教

。
樂
行
而
民
鄉
方
，
可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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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觀
德
矣
。

」

文
中
尤
以

「
反
情
以
和
其
志

」

之
語
最
為
切
耍
，
說
明

樂
能
闡
楊
禮
之
本
義
，
導
養
靈
性
生
活
，
自
然
而
然
地
發
生
引
導
感
染

的
教
化
效
果

。

至
於

「
禮
樂
合
德

」
的

具
體
作
法
及
其
成
效
，
〔
樂
記
〕
上
說
:

「
先
王
本
之
惰
性

，

稽
之
度
數
，
制
之
禮
義
，
合
生
氣
之
和
，
道
五
行

之
常
，
使
之
陽
而
不
散
，
陰
而
不
密
，
剛
氣
不
怒
，
柔
氣
不
揖
闕

，
凹
暢

交
於
中

而
發
作
於
外
，
比
自
安
其
位
而
不
相
奪
也

。
然
後
立
之
學
等

，
廣

其
節
奏
，
省
其
文
采
，
以
繩
德
厚
，
律
小
大
之
稱
，
比
終
始
之
序
，
以

象
絲
竹
，
使
親
疏
、
貴
賤
、
長
幼
、
男
女
之
理
，
比
自
形
見
於
樂
，
故
日

，
樂
觀
其
深
矣

。

」
文
中
認
為

古
聖
先
王
依
據
天
理
渾
然
之
惰
性

，
稽

考
禮
義
、
責
接
之
規
範
，
大
小
、
多
寡
之
度
數
，
剛
柔
陰
陽
之
原
則
，

來
表
達
出
中
正
平
和
的
音
樂
，
使
人
人
藉
以
體
認
自
我
性
惰
，
各
安
本

分
。
然
，
後
設
置
學
習
的
等
級

，

依
年
齡
大
小
、
才
質
高
低
，
深
度
廣
度

漸
增
。
從
舞
容
體
認
外
在
的
情
致
文
采
，
口
間
，
一
味
內
蘊
的
仁
厚
道
德
，
再

藉
由
十

二
音
律
次
第
、
樂

曲
的
終
始
條
理
，
瞭
解

人
事
中
親

疏
貴
賤
、

長
幼
男
女
的
道
理
，
所
以
觀
賞
音
樂
，
對
人
生
可
以
獲
得
深
切
的
體

PUB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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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上
所
述
，
人
若
能
克
己
復
禮
，
節
制
欲
望
，
勿
流
於
私
，
則
可

志
定
於
中
，
而
不
失
其
和
，
其
所
達
致
的
境
界
，
將
如
〔
樂
記
〕
所
說

「
情
深
而
文
明
，
氣
盛
而
化
神
，
和
順
積
中
，
而
英
華
發
外
，
唯
樂

不
可
以
為
傷

。

」

以
道
德
為
作
樂
之
本
，
末
倒
，
隱
含
「
真
」
的
觀
念
，

與
孔
子
「
思
無
邪
」
之
語
相
應
，
可
知
音
樂
之
最
高
境
界
不
只
是
追
求

盡
善
盡
美

。

〔
樂
記
〕
又
說
:
「
樂
者
，
天
地
之
和
也
，
禮
者
，
天
地

之
序
也
。
和
，
故
百
物
皆
化
;
序
，
故
群
物
皆
別

。

」
可
見
透
過
禮
樂

文

化
，
個
體
不
但
與
家
國
社
會
，
更
與

自
然
天
地
萬
物
達
到
和
諧
統
一

，
而
這
也
是
儒
家
的
音
樂
思
想
所
追
求
的

天
人
合
德
之
最
高
境
界

。

〔
禮
記
﹒
孔

子
閒
居
〕
另
外
提
出
「
無
聲
之
樂
」
的
觀
念
，
孔
子

回
答
子
夏
時
說
到

「
夙
夜
其
命
有
密
，
無
聲
之
樂
也

」
'

詩
旬
出
自
〔

回
阿
圓
朋
﹒
圓
其
平
〈
有
鬥
的
仙

A
m〕
'
費
品
謂
的
的
問
主4日
叭
官
很
值
棋
描
悶
，
N
M
m品車
再Z
Z開
耐
信
句ι
工
λ
A
m

'
務
行
寬
大
之
政
，
以
周
悉
巨
姓
，
則
德
意
洽
挾
，
不
必
弦
歌
鐘
鼓
而

O門
〈d

始
為
樂
也
。
(
註

M

)
而
實
行

「
無
聲
之
樂
」
的

方
式
，
孔
子
認
為
次

第
有
五

•• 

氣
志
不
違
、
氣
志
既
得
、
氣
志
既
從
、
日
間
四
方

、

氣
志
既

起
。
意
即
無
聲
之
樂
﹒
一
則
需
根
於
心
，
達
於
外
，
使
氣
志
發
而
中
節

'
，

一
一則
能
擴
充
其
用
，
氣
志
能
合
於
理
，
三
則
洽
於
眾
人

，

順
於
人
民

。
四
則
貞
久
而
不
渝
，
著
問
於
四
方

.• 

五
則
使
民
之
氣
志
都
能
起
而
響

應
，
澤
被
後
世
。
要
之
，
禮
樂
的
根
源
在
於
一
心
，
由
內
以
發
外

，

由

近
以
及
遠

，

因
此
，
綜
上
所
知
，
禮
記
的
音
樂
思
想
係
繼
承
孔
子
仁
、

樂
合
一
，
及
為
人
生
而
藝
術
的
典
型
而
有
周
密
的
系
統
完
成
。

結

語總
結
本
文
第

一
部
分

「
溯
源
」
，
對
古
代
樂
舞
及
音
樂
教
育
作
雙

向
探
討
，
前
者
分
析
先
民
對
於
宗
教
意
識
及
勞
動
、
夢
想
等
生
活
情
感

的
抒
發
，
而
有
了
呼
號
、
動
作
、
音
調
的
綜
合
表
現
，
漸
次
發
展
為
歌

、
樂
、
舞
合
一
的
形
態
，
迄
周
代
初
年
而
成
熟
的
六
樂
，
可
以
看
出
樂

舞
本
是
中
華
民
族
的
共
同
文
化
遺
產
及
智
慧
結
晶
，
從
中
更
可
得
出
雅

樂
、
俗
樂
之
本
為
一
體
。
後
者
追
記
周
初
理
想
的
教
育
制
度
「
樂
正
四

教
」

及

「
文
王
世
子

」

，
在
封
建
結
構
，
中
，
培
育
圓
家
未
來
的
政
治
領

導
人
，
其
中
特
別
重
視
音
樂
潛
移
默
化
的
陶
冶
功
能
，
藉
此
成
就
德
行

及
豐
厚
文
化
素
養
，
因
此
郁
郁
周
文
就
從
這
批
精
英
分
子
所
凝
聚
穩
立

。
無
怪
乎
孔
子
要
深
致
贊
嘆
，
並

從
中
得
到
啟

示
及
滋
簣

，
以
仁
心
自

覺
賦
予
源
頭
活
水
，
而
巫
思
恢
復
此
豐
美
富
厚
文
化
的
生
機
，
並
普
及

於
平
民
教
育

，

在
歷
史
長
流
中
得
到
莫
大

的
成
就
及
迴
響

。

儒
家
的
音
樂
思
想
奠
基
於
孔
子
，
他
承
先
啟
後
，
且
終
其
一
生
都

與
音
樂
有
密
切
關
係

'

無
論
是
內
以
修
身
、
外
以
治
國
，
退
與
學
生
講

論
，

進
與
人
群
接
觸
，
莫
不
以
音
樂
作
為
重
要
媒
介
、
資
具
。
再
者
孔

子
不
只
是
儒
家
音
樂
意
想
的
奠
基
者

，
種
且
已
達
到
善
美
合
)
的
提
高

境
界
，
經
由
儒
家
後
學
，
雖
有
理
論
系
統
上
的
完
成
，
及
對
孔
子
音
樂

個
心
想
的
發
揚
、
續
中
允
，
但
相
對
抽
在
某
些
層
面
上
，
卻
可
能
是
逼
質
與



沈
埋
。
而
本
文
題
目
並
未
定
名
為

「
禮
樂
」
思
想
或

「
樂
教

」

思
想
的

探
究

，

是
希
望
較
為
純
粹
、
或
通
盤
性
地
考
察
孔
子
的
音
樂
思
想

。

前
文
所
述
論
的
孔
子
音
樂
思
想
，
描
根
於
仁
心
善
性
，
不
但
有
其

關
懷
的
廣
度
，
足
以
淑
世
濟
人
，
澤
被
後
世

。
另
外
，
也
有
其
精
神
的

深
度
，
對
於

「
興
於
詩
，
立
於
禮
，
成
於
樂
」
的
人
格
修
養
進
程
，
足

以
做
為
人
人
終
身
永
恆
奔
赴
的
終
極
理
想
目
標

。

當
然
，
其
「
盡
善
盡

美
」
的
最
高
理
境

，
竟
曲
高
和
寡
，
乏
人
能
繼
，
也
難
普
及
於
塵
俗
之

人
。
因
此
文
中
所
述
一
論
的
儒
門
後
學
中
，
孟
子
可
謂
豪
傑
之
士
，
他
繼

承
孔
子
因
時
制
宜
的
進
化
觀
點
，
說
出

「
令
之
樂
猶
古
之
樂
」
及

「
與

民
同
樂
」
的
理
想
，
側
重
政
治
層
面
，
有
著
因
勢
利
導
的
意
味
，

但
其

意
義
非
凡
，
就
如
同
他
提
出

「
民
貴
君
輕
」
的
民
本
思
想
，
有

其
關
鍵

性
的
掌
握
，
畢
竟
音
樂

的
最
高
理
想
不
在
於
雅
、
俗

之
分
，
而
在
於
仁

、
樂
合

一
。
其
次

，
茍
子
及
樂
記
作
者
對
於
孔
子
的
音
樂
思
想
有
系
統

性
的
完
整
建
構
，
值
得
推
崇
、
敬
重
，
但
因
偏
向
倫
理
政
治
功
能
的
發

揮
，
而
稍
有
不
足
或
偏
失
，
例
如
孔
子
的
政
治
理
想
以
德
、
禮
及
政
、

刑
做
對
比
，
而
說

「
道
之
以
政
，
齊
之
以
刑
，
民
兔
而
無
恥
。
道
之
以

德
，

齊
之
以
禮
，
有
恥
且
格
。

」

(
論
語
為
政
)
然
在
樂
記
中
，
卻
已
融

嶺
法
家
義
，
將
禮
、
樂
、
刑
、
政
四
者
並
列
。
再
如
萄
子
主
張
性
惡
，

不
能
肯
定
與
生
俱
來
的
本
心
善
性
。

此
二
者
的
音
樂
思
想
傾
向
，
在
孔

子
所
體
會
的
人
格
修
養
及
藝
術
精
神
的
理
想
層
次
而
言

，
不
得
不
謂
是

孔
子
音
樂
思
想
後
續
發
展
的
美
中
不
足
之
處
，
可
能
係
因
面
臨
即
將
大

一
統
的
政
治
局
面
，
亟
思
有
所
對
應
，
使
得
音
樂
思
想
偏
於
站
在
統
治

階
層
的
立
場
，
而
強
化
禮
樂
的
外
在
約
束
引
導
作
用
。

上
述
雖
提
及
苟
子
和
〔
樂
記
〕
音
樂
思
想
的
小
缺
失
，
畢
竟
瑕
不

掩
瑜
，
因
苟
子
首
先
建
立
系
統
理
論
，
繼
起
的
〔
樂
記
〕
更
是
體
大
思

精

。
貢
獻
之
一
是
都
能
發
揚
孔
子
所
說
音
樂
的

「
悅
樂
」
之
意
，
運
用

於
政
治
倫
理
上
，
讓
人
民
的
情
感
欲
望
得
到
滿
足
，
同
時
又
得
到
理
性

的
調
和
引
導
。
其

二

，
在
藝
術
形
式
上
，
強
調
音
樂
的
曲
調
節
奏
之
美

，
足
以
感
動
人
之
善
心
，
移
風
易
俗
，
這
實
踐
了
孔

子
所
要
求
的

「
盡

當
悴
，
且
可
關
閉極
開
宮
亭
的
叫
卓
百
雖
未
圓
心
粗
心
神
悍
輝
腳

美
又
盡
善

」
音
樂
理
境

。

而
且
〔
樂
詞
已
在
筍
于
〔
鐵
弗
拉

a
d
的
攀
援
上

，
融
匯
了
孟
子
思
想

，

系
統
更
趨
嚴
密

，
也
呼
應

了

孔
子
「

仁
樂
合
-

」

的
為
人
生
而
藝
術
的
理
念

。

所
以
[
孔
子
開
居
〕
提
出
「
無
聲
之
樂

」
的
觀
點
雖
未
必
是
孔
子
親
口
所
說
，
必
不
遠
孔
子
之
意
，
值
得
重

視
。

註

釋

註
l

.. 

參
見
劉
再
生
著
，
《
中
國
古
代
音
樂
史
簡
述
》

0

人

民
音
樂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五
年
版
，
頁

一
0
。

註
2

.. 
參
見
錢
穆
著
，
全
頁
立
前
》
二
東
大
圖
書
公
司
，
一
九
八
七
年
版

'
頁
一
O
五
。

註
3
.

參
見
徐
復
觀
著
，
《
中
國
藝
術
精
神
》
，
學
生
書
局
，

一
九
七

六
年

版
，
頁

一
7

註
4

.. 
同
註
l
'

頁
八
。

社
U
S
-
-參
見
楊
蔭
瀏
著
，
《
中
國
古
代
音
樂
史
稿
》
。
丹
青
圖
書
公
司

。

頁
三

三
，

三
四
。

註
6
.

同
註
5

，
頁
二
八
至
三

0
。

註
7

•• 

王
夫
之
著
，
《
徨
記
章
個
心

，
收
於

《
船
山
全
書
》
第
四

冊
。

嶽
麓
書
社
，

一
九
九

一
年
版
。
頁
三
三
八

。

註
8

.. 
孫
希
旦
著
，
《
續
記
集
解
》
。
文
史
哲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0
年

版
，
頁
三
六
五

。

註
9

•. 

徐
復
觀
著
，
《
中
國
藝
術
精
神
》
。
學
生
書
局
，

一
九
七
六
年

版
，
頁
二
。

註
m
:

唐
君
毅
著
，
《
中
華
人
文
與
當
今
世
界
》

。

學
生
書
局
，

一
九

七
八
年
版
，
頁

三
四
五

。

註
H

﹒
同
註
9

，
頁
四
。

註
M

.. 
岡
註
9

，
一
貝
一三
。

註
U
•• 
同
註
間

。

註
M

•• 
參
考
王
夫
之
語
，
同
註

7

，
頁

一
二
O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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