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八
日

，
m
耐
用

《
詩
廣

山

傳
、J

第
一
節

論
繁
紀
之
宗
教
意
義
與
誠
敬
之
態
度

船
山
請
祭
耙
之
義
，
重
在
崇
天
報
本
，
以
言
天
人
之
交
相
感
通
為
一
體
，
此
猶

通
於
所
謂
「
通
連
父
母
天
地
文
化
為
一
體
以
言
孝
」
之
義
。
蓋
人
所
紀
之
天
地
、
祖

先
、
聖
賢
，
分
別
為
五
口
人
宇
宙
生
命
、
自
然
生
命
與
文
化
生
命
之
本
始
，
而
人
之
生

命
乃
不
可
君
成
徒
是
上
不
在
天
，
下
不
在
因
之
孤
零
零
之
存
在
者
。
復
次
，
人
亦
無

法
自
安
於
有
限
，
而
莫
不
有
報
本
返
始
之
天
性
，
莫
不
有
超
越
現
實
、
祈
嚮
無
限
之

宗
激
情
懷
，
而
祭
紀
之
祖
祖
正
能
使
互
間
人
之
精
神
當
干
得
其
安
頓
歸
依
，
並
有
所
提
攔

振
拔
，
而
人
乃
不
可
如
世
俗
小
人
或
民
間
信
仰
之
流
於
求
私
媚
見
。
茲
即
引
船
山

之

昔日
，

詳
為
論
述
其
中
深
刻
之
宗
敬
意
義
。
船
山
論
周
頌
維
清

日.• 

崇
德
、
報
功
、
祈

一帽
，
三
者
祭
之
秩
也
，
非
祭
之
義
也
。
學
是

三
心
、

致
之
社
破
山
川
而
弗
忍
，
況
孝
子
之

享
其
親
乎
?
陰
陽
之
良
能
，
人
之
性
也

;
吉
獨
之
精
意
，
神
之
著
也
。
用
一
瞬
之
著
者
，
右
事
於
己
之
性
已
。
以
山

E
F
J以

祈
、
以
報
，
則
二
之
矣
，
故
曰
弗
忍
也
。
美
況
孝
子
之
享
其
親
乎
?

孝
子
之
享
其
親
，
知
其
親
而
享
之
焉
耳
。
「
天
地
之
大
德
巴
生
」
'
舍

此
而
有
他
德
，
弗
忍
崇
也
;
則
舍
此
而
有
不
德
，
弗
忍
替
也
。
周
公
之
事
文

王
，
壹
以
且
押
之
事
警
服
、
禹
之
事
蚵
鬧
事
之
而
已
。
故
周
頌
至
矣
，
文
武
之
德

豐
矣
，
而
儉
於
言
，
弗
忍
以
德
故
而
崇
其
先
，
詞
揚
之
而
恐
其
蕩
乎
心
，
然

後
情
至
而
無
餘
志
，
英
況
祈
報
之
私
設
9
.

人
于
之
於
親
，
無
擇
也
，
無
感
也
，
無
求
也
，
傳
之
而
已
矣
。
有
傳
心

焉
，
有
傳
性
焉
，
有
傳
命
焉
。
閔
子
小
子
之
警
於
廟
，
傳
心
者
也
。
文
王
大

閑
之
播
於
廷
，
傳
性
者
也
。
清
廟
維
潛
之
承
於
屁
，
傳
命
者
也
。
傳
之
以
命

而
心
性
細
矣
。
道
義
者
命
之
委
緒
，
吉
凶
者
命
之
棲
宜
，
迎
精
合
漠
以
反
其

主b.

d冊

樂

﹒
隊
章
錫

禮

詩

所
自
生
，
終
清
之
所
以
益
簡
也
。
知
「
文
玉
之
典
」
'
熙
幾
其
成
而
已
矣
。

故
以
知
閣
官
之
祈
昌
娥
，
長
發
之
稱
聖
敬
，
不
足
以
與
於
周
公
之
享
其
先
也

人
得
於
天
地
陰
陽
之
良
能
，
而
為
萬
物
之
靈
，
尤
因
天
地
之
心
或
日
自
由
無
限

心
之
內
在
，
而
使
人
有
道
德
生
命
之
呈
現
與
歷
史
文
化
之
日
新
。
復
從
歷
史
上
先
後

之
人
可
有
精
神
志
意
之
相
紹
繼
無
已
，
更
可
見
出
人
之
生
命
雖
有
限
而
可
及
於
無
限

之
莊
般
意
義
。
而
祭
紀
之
義
，
即
在
體
察
此
純
粹
之
天
地
之
心
，
此
無
限
之
創
造
精

神
;
並
對
祖
先
聖
賢
天
地
致
其
感
恩
敬
慕
之
忱
'
而
使
人
之
精
神
情
懷
，
當
下
得
其

印
證
安
頓
;
使
夫
人
交
相
感
通
為

一
體
，
而
人
亦
因
之
真
可
得
一
安
身
立
命
之
道
。

此
即
祭
紀
之
宗
教

意
羲
所
在
。
至
於
祭
紀
前
之
善
潔
(
士
回
錫
〉
吾
身
，
則
略
在
使
吾

人
容
光
充
盈
，
使
純
粹
之
精
神
易
於
凝
結
發

露
以
迎
精
合
漠
，
此
時
人
亦
唯
發
其
誠

敬
側
但
之
心
而
已
，
本
不
可
夾
帶
絲
毫
瑰
寶
上
之
私
情
妄
念
，
放
若
穆
注
其
心
於
山
目
前

德
報
功
祈

一福
之
事
，
反
無
以
體
察
先
人
純
粹
之
精
神
志
意
，
更
無
以
與
天
通
誠
。
故

吾
人
尤
須
分
辨
崇
德
報
功
祈
一
幅
僅
扇
祭
之
常
序
，
而
非
祭
之
本
義
所
在
，
以
免
天
人

相
隔
為

-
7
此
可
比
較
有
關
「
文
王
」
諸
詩
之
有
傳
心
、
傳
性
、
傳
命
之
異
，
以
見

出
何
者
最
能
表
達
出
純
粹
之
宗
教
精
神
。

其
中
閔
于
小
子
一
詩
為
悼
傷
警
惕
之
言
，
乃
成
王
先
喪
，
將
始
朝
故
，
朝
于
先

王
之
廟
所
作
(
註

一
)
，
屬
「
傳
心
」
者
。
文
王
、
大
明
二
詩
言
文
主
武
王
敬
天
修

繕
及
其
立
國
之
功
棠
，
風
「
傳
性
」
者
。
前
者
言
人
生
一
時
之
吉
凶
，
而
吉
凶
實
天

命
一
時
之
閃
現
而
已
;
後
者
言
道
德
仁
晶
晶
之
功
業
，
而
功
業
實
仍
不
過
是
天
命
之
下

委
而
已
(
故
文
王
大
明
列
於
雅
而
不
列
於
頌
)
。
二
者
皆
不
免
是
瑰
寶
人
生
有
限
之

逃
，
放
日
「
道
義
者
命
之
委
緒
，
吉
凶
者
命
之
棲
宜
。
」
而
維
清
一
詩
則
不
然
，
此

純
嵐
紀
文
主
之
詩
，
「
傳
之
以
命
，
而
心
性
細
」
，
故
文
辭
簡
略
，
不
言
及
現
實
話

事
，
而
使
人
唯
擴
結
其
誠
敬
側
恆
之
心
，
以
與
祖
先
及
天
地
之
神
相
遇
，
故
最
能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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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祭
紀
之
宗
教
意
義
。
至
於
魯
頌
閣
官
與
商
頌
長
發

二
日詞
，
則
流
於
一
味
歌
功
頌
德

，
而

曹長
於
掌
祭
之
崇
高
精
神
一
無
所
會
矣
。

此
義
船
山
叉
於
論
周
頌
我
將
與
維
清

曰
-
.

子
日.. 
「
祭
則
受
一
幅
」
，
美
一
幅
乎
?
一
闊
葉
大
uuh
祭

，
故
「
迄
用
有
成
」

，
周
之
敵
也
;
「
庇
右
草
之
」
'
子
孫
之
保

仇
。

天
物
之
盟
，
疾
告
之
不
作
，
侯
氏
之

事
，

兵
戈
之
僱
，
康
萬
民
，
餒
四

海
，
榮
以
其
仁
，
安
以
其
議
，
可
以

為
一瞞
矣
;

去
反
于
紀
事
之
成
，
而
弗
敢

一幅
之
也
，
放
日.. 

樂
不
如
性
，
性
不
如
命

。
天
生
命
我
者
親
也
，
親
之
命
我

者
心
也
。
君
…
苦
悶
悽
槍
，
昭
明
者
往
而不
可
符
，
汁
的
山之
一
日
矣
。
有
事
於
其

所
不
能
事
，
莫
之
致
而
致
之
，
適
然
得
立
斗
而
乎
有

，
君
子
之
至
於
命
、
至

此
也
。
樂
莫
樂
於
復
所
自
生
，
性
甘
對
其
於
職
〉
不
知
。
至

於
命
，

而
樂
所
自

生
者
復
其
始
也
，
藏
之
不
顯
者
不
啟
之

一咱
也
，
位
叫
棚帝
、
編
於租
用
之
成
也
。

舍
祭
之
為
一
輔
以
求
多一蝠
，
更
自
-
A
R
t
其
英
收
孩
子
﹒
口
月
方
明
而
吹
其
燭
火

，

時
兩
方
灌

而
不
釋
其
抱
盔
，
或
曰
誕
也
﹒
m
m
L而
已
矣
。

人
白
天
而
來
，
其
心
性
之
本
質
，
本
是
同
於
天

之
仰的
越
無
限
苔
，
至
於
現
實
上

之
種
種
道
德
事
業
，
則
只

屬
天
命
之
下
委
，
其
本

身
終
將
成
，
何
限
之
往
遊
'
故
人
應

著
知
繼
志
述
事
，
以
秉
瓜
先
人
之
精
神
志
意
，
更
撕

充
發
展
先
人
之
未
竟
德
菜
。
此

則
咕
咕噴
人
是
否
能
自
秉
其
可
無
限
創
造
之
心

接
以
織
或
之
。
故
祭
紀
之
時
乃
貸
能
發

其
誠
敏
側
恆
、
善
體
先
人
之
心
，
與
見
到
其
煮
害
問
悽們
之
精
神
而
與
其
通
誠
。
必
如

此
然
後
可
證
人
在
現
實
上
為
真
能
總
志
述
事
，
而

將
訂
德
業
之
日
新
者

，
此
之
謂
「

一
研
莫
一
禍
於
祭
之
成
」
也
。

船
山
叉
區
別
祭
悶
的
求
長
壽
多

一幅
之
語
句
﹒

主
意
愿

唯
在
贊
其
所
自
生
，
而
非

篤
求
遂

一
己
之
私
頗
，
其
論
朋
頌
腳
趾
曰
.. 

榮
五
月
生，
榮
其
所
自
生
也
。
引
起
年
，
圳

，

告
心
也
。

所
自
生
若
不
榮
，

而
榮
其
生
，
肆
莫
大
焉
。
心
之
不
引
、
而
年
引
焉
，
究
生
之

日
持
死
之
夜
也

。
引
其
鹿
死
乏
生
而
永
之
，
是
名
樂
生
而
質
樂
死
也

。

所
自
生
不
榮
、
而
但

生
之
榮
，
是
凡
樂
而
皆
曰
陣
也
。
以
死
為
生
，
以
僻的
袋

，
哀
哉
!
且
以
之
自

頤
，
而
或
為
人
願
之
。
艙
館
甘
濁
水
以
相
吻
，
失
誰
為
詔
之
乎

?

「
酬
敵
我
眉a
m』
，
美
餒
邪
?

「
介
以
繁
祉

」

'
晏
介
邪
?
引
其
掌
恩
，

則
父
母
憑
之
以
存
，
右
發
考
批

-
m所
榮
不
眛
也
，
然
後
非
死
而
實
生
，
非
臨
陣

拍
賣
聲
長

-
t
H

.. 
a
帥
，人
于
事
體
捕
，

λ
兒
，
以
軒
說
之
日
是

也
﹒

事
親
之
日
街
，
耳
目
口
禮
之
尚
生
，
而
儲
為
鬼
以
待死
，
無
已
而
致
之

於
祭
乎
，
吾
猶
人
也
。
悲
士
大1.
睡
悟
性
不
成
，
祭
盛
不
鱗
，衣
食
不
章
，
浮
游

以
食
於
萬
物
，
學
無
可
安
而
未
即
於
死
，
如
之
何
其
勿
悲
!

其
意
蓋
云
人
必
須
真
有
其
深
情
厚
意
以
繼
志
述
事
，
人
之
生
命
方
能
與
祖
先
典

文
化
通
通
，
因
先
人
之
形
體
雖
已
取
壞
，
其
精
神
中
心
意
則
仍
冥
冥
若
存
，
常
待
五
日
人

以
精
誠
側
但
之
心
意
與
之
相
遇
合
，
如
此
始
真
能
見
生
命
之
綿
延

如
限

。
若
不
此
之

圈
，
而
徒
求

一
己
耳
目
口
飽
之
生
養
，
則
人
徒
具
有
限
之
自
然
生
命
，
而
只
是
一
斷

曆
之
存
在
;

實
無
異
於
禽
獸
之
丘
於
無
明
，
睡
動
，
又
將
何
以
給
繼
無
窮
之
文
化
生
命

?
如
此
則
人
雖
生
而
若
死
，
而
其
所
欲
榮
之
生
亦
適
為
厚
之
所
在
而
已
。
故
業
生
祈

一
禍
等
語
旬
，
其
主
意
應
是
人
為
能
要
發
其
心
力
以
繼
志
述
事
，
而
非
為
一
己
之
泓
而

有
者
。
此
外
在
祭
龍
之
態
度
上
，
人
復
須
學
偏
其
議
牲
梁
盛
，
擎
的
其
身
容
以
致
其

誠
敬

，
故
船
山
論
周
頌
烈
文
曰
﹒

.

「
約
經
給
衡
，
入
睡
駕
滄
滄」
'

助
祭
之
飾
也
。
乘
大
幣
，
載
孤
詢
餅
，

十
有
二
蹺
，
主
祭
之
飾
也
。
彈
敬
於
神
，
勿
自
貶
約
，
而
盛
致
其
飾
，
於
義

何
居
?
嗚
呼
!
斯
君
子
之
交
於
神
明
，
所
由
奧
於
非
君
子
者
與
!

是
故
大
裘
褒
冕
、
玉
給
六
馬
、
以
養
其
容
，
日
享
太
牢

，
共
其
玉
食
、

以
養
其
鹽
，
喪
不
弔
、
疾
不
悶

、

刑
獄
不
省
、
以
護
其
神
。
凡
君
子
之
交
於

神
明
者
身
焉
耳
。

身
以
答
梯
，
蔑
敢
不
敬
也

。
身
以
餒
神
，
蔑
敢
不
養
也
。

享
帶
者
、

享
其
對
越
之

一帶
也
，
享
翱
耕
者、
享
其
思

成
之
親
也
。
也
忱
惚
幽
徵

於
其
魂
魄
，
非
其
盛
不
足
以
凝
之
矣
，
故
不

敢
不
敬
也
。
敬
矣
，
故
不
敢
不

養
也
。天

地
之
生
，
莫
貴
於
人
矣
。
人
之
生
也

，

莫
貴
於
神
矣
。
神
者
何
也
?

天
之
所
致
美
者
也
。
百
物
之
精
，
文
章
之
色
，
休
慕
之
氣
，
兩
閑
之
美
也
。

函
美
以
生
，
天
地
之

美
藏
焉
。

天
致
美
於
有
物
而
為
精
，
致
美
於
人
而
為
神

，
一
而
已
矣
。
求
之
者
以
其
類
，
發
之
者
以
只
物
。
是
故
精
生
神
、
而
神
盛

焉
，
神
盛
於
躬

、
而
神
明
通
焉
，
神
朗
通
而
鬼
神
交
焉
。
匪
養
弗
盛
也
，
匪

盛
弗
交
也
。
君
子
所
以
多
取
百
物
之
精
、
以
充
其
氣
、
發
其
盛
、
而
不
您
也

天
有
其
生
物
不
測
，
妙
用
無
方
之
-
瞬
間
，
致
美
恥

、

百
物
而
為
祖
惘
，
致
美
於
人
而

為
神
。
人
即
固
有
此
天
地
創
造
之
心
之
貫
注
內
盒
，
而
國

E
E

間
之
血
，
量
有
其
最
優

句
4
持
人
心
地
件
之
‘
呵
﹒
必
取
御
自兩
部
制
尚
品
呃
件
克

4
4•• 

嘲
'
?
止
$
吐
•••• 

E
R
-
-
E
H
R
屯
，
語
間
也
唱
‘
明
』
呵
，
‘
-
E
a
u
.
s
.
-

•• 
‘ 

26 



恩
，
而
非
真
可
致

-
f仿
靈
活
現
之
鬼
神
世
q

而
人
噶
爾

或
保
撞，
娘
也
身
盛
致
其
簡
純

正
能
以
其
充
盈
之
容
氣
，
凝
聚
其
誠

敬
之
精
神
，
而

後
方
能
發

其
精
誠
側
但
與
自
鬼
神

幽
微
恍
惚
之
魂
魄
相
遇
合
，
而
昭
然
若
見
其
有
一
冥
冥
若
存
之
精
神
志
意
，
而
此
實

即
不
外
是
天
地
之
心
。

又
其
中
助
祭
主
祭
之
飾
所
周
皆
為
百
物
之
值惘
，

為
天
地
之
心

所
致
美
者
，
亦
有

助
於
人
之
凝
聚
其

精
神
。

故
船
山
總
結
日
﹒
-

「
精
生
神
、
而
神
盛

焉
，

神
盛
於
躬
、
而
神
明
通
焉

，
神
明
通
而
鬼
神
交
焉
，

匪
養
弗
益
也
，
匪
盛
弗
安

也
。

」
其
言
甚
美
，
吾
人
亦

可
見
出
祭
記
儀
式
之
過
釋
中
，
其
每

一
步
驟
皆
莫
不
有

深
刻
之
內
涵
。
例
切
相
山
又
從
儀

式
過
程
見
出
祭
耙
之
態
皮
額
以
和
生
敬
，
其
論
周

頌
「
有
來
雖
餒
，

至
此
瑜
肅

」
之
句
日•• 

「
有
來
聳
聳

」
'
則
「
至
立
肅
肅
」
矣
。

「
有
來
酸
酸
」
，
而
後
「
至

丘
肅
肅
」
也
。
故
敬
者
人
之

情
也
，
睡
眠
之而
眩
，
迫
之

而
浮
，
符
其
生
而
盒

。
和
者
所
以
待
之
也
，

待
之
而
後
生
，
生
而
徐
龜
，
藏
於
愛
之
宅

。

e
z縈
其

外
而
不
易
出
，

是
以
迫
之
而
浮
。
失
天
下
之
不
浮
其
敬
者
鮮
矣
。
浮
以

為
敬

，

是
中
無
敬
也
。

以
其
中
之
無
敬
，
億
中
之
固
無
敬

也
，
於
是
有
敬
自
外
生

之
嫌
，
而
義
外
之
說
立
矣
。

扭
扭
節
者
何崩
乎
?

肅
肅
者
能
勿
生
乎
?

君
子
謀
其

和
、
不
謀
其
敬
，
知

敬
之
固
有

而
不
待
謀
也
。

靜
居
之
敏
、
以
和

其
心
，
非
以
謀
敬
、
以
謀
和
也

。
教
事
之
敬
、

以
敬
其
氣
，

即
以
謀
敏
、
唯
謀
和
也
。
莫

敬
於
氣
，

而
天
下

之
須
敬
者
次
之
。
斂
而
不
束
，
舒
而
不
忘
，
徵

乏
而
使
昌
。
居
之
而
使
行

，

然
後
有
其
做
臨
，
而
肅
肅
者
徐
以
盈
矣
。
善
敬

者
、
反
之
於
惰
，
致
之
於
氣

，

油
然
以
生
而
不
息
。
故
曰•• 

「
君
子
大
居
敬

」
'
言
乎
其
居
之
也
。

祭
紀
之
敏
是
人
之
道
德

心
充
內
形
外
之
表
現
。
騙
他由
人

心
內
在
之
情
感
自
然
生

發
無
已
，

以
充
於
其
形
骸
生
命
之
氣
，
始
具
有
表
現
於
外
之
敬
，
故
必
自
佐
貫
惰
，

以
理
生
氣
，

而
後
始
是
有
本
有
源

，
泊
然
不
均
者
。
若
不
明
此
理
，

一
意
從
外
迫
求

敬
之
主
現
，
是
終
不
免
浮
動

結
竭
，
而
非
人
心
民
誠
之
表
現
。
故
必
先
以
靜
居
之
敬

謀
其
心
之
初
，
凝
飲
而
非
約
束
，

寬
舒
而
非
祖
祖
忘
，
符
其
愛
生
而
徐
盈
，
而
後
始
能

充
於
內
而
形
於
外
也
。

總
上
所
述

，

吾
人
可
以
概
知
船
山
如
何
凸
顯
祭
耙
之
禮
中
深
刻

之
宗
教
意
義
，

而
必
期
其
真
足

以
成
為
吾
人

安
身
立
命
之
地
也
。

第
二
節

論
詩
樂
之
形

上
肉

通
膜
，功
能

前
節
偏
重
闡
發
祭
紀
之
深
刻
內
瀰
與
應
有
之
誠
敬
態
度
，
然
而
就
祭
紀
之
儀
式

雪
一
口
，
詩
禮
樂
三
者
賓館
不
可
分
，

其
間
詩
與
樂
之
形
上
功
能
尤

權
細
加
探
討

，

船
山

論
周
闡明吳
天
有
成
命
，

舊
有
慨
為
明
白
之
提
示
，
其

言
曰.. 

惟
「
吳
天
布
成
命
」
'
可
以
事
上

←帝
，

(
據
云
「
成
王
不
敢
康

」
，
不

敢
者
非
頌
德
之

詞

，
故
知
非
促
成
王
之
詩
，

從
序
為
允

。

)
於
敵
1
.

微
矣
!

種
莫
大
於
天
，
天
莫
親
於
祭

，

祭
莫
妓
於
樂

，

樂
莫
若
於
詩

。

詩
以
與
樂
，

樂
以
徹
幽
，

詩
指
幽
開
之
際
者
也
。

視
而
不
可
見
之
色

，

聽
而
不
可
閑
之
聲
，
搏

而
不
可
得
之
象

，
霏
微
鏡

蜓
，

漠
z
m靂
，
虛
而
賞
，

天
之
命
也
，

人
之
神
也
。
命
以
心
通

，
神
以
心
眩

，
故
詩
者
象
其
心
而
已
矣
。

神
非
神
，

物
非
情
，
體
飾
文
斯
而
非
僅
潭
，

敬

介
紹
斯
而
非
僅
誠
。

來
者
不
可
度
，
以

E
M「
有
成
」
有
驗
之
，
知

化
以
妙
遊

也
。
往
者
不
可
期

，

以
「
不
敢
康
」
者
聞
之
，
周
密
而
召
照
也
。
失
然
，
緩

不
可
見
之
色
、
如
締
繡
焉

，
擋
不
可
聞
之
聲
、

如
鐘
鼓
焉
，
孰
不
可
執
之
象

、
如
讀
鐸
焉

;
神
皆
神
，
物
皆
惰
，
體
特
理
，

敬
皆
誠
，
被
日
而
後
可
以
耙

上
一
帝
也
。

嗚
呼
!

能
知
幽
明
之
際
，
大
樂
教
而
詩
激
顯
者
、
鮮
矣
，
況
其
能
教
者

乎
9
.效
之
於
幽
瞬
之
際
，
入
幽
而
不
愿
，
出
現
而
不
鈑
'
幽
其
明

而
明
不
倚

器
，
現
其
幽
而
幽
不
棲
鬼
，
此
持
與
樂
之
無
種
職
者
也
，
而
孰
能
知
之
!

人
為
天
地
之
心
，
故
雖
有
限
而
可
無
限
，
唯
須
時
時
提
械
振
拔
，
不
稍
荒
憶
而

後
可
。
而
祭
天
之
種
則
正
在
表
達
人
有
此
超
越
有
限以
祈
嚮
無
限
之
心
願
。
此
報
本

復
始
之
心
願
表
現
於
政
治
之
上
，
則
是
敬
傾
其
德

，

不
敢
安
逸
之
憂
患
意
識
，
觀
吳

天
有
成
命

一
詩
一
去.• 
「
成
王
不
敢
康
，
夙
夜
基
命
有
密

」
，
即
囑
其
例
。
故
如
山
讚

嘆
曰

﹒
「
椎臭
天
有
成
命
，
可
以
前
學
上一帝
。
」
可
見
詩
者
言
人
之
志
、

象
人
之
心
，

乃
所
以
通
天
之
命

，
凝
人
之
神
，
正
有
其
形
上
之
意
義
。
然
猶
不
能
於
此

也
，
在
祭

紀
之
禮
儀
中

，
詩
必
與
樂
相
配
合

，
給
與
能
體
顯
隱
之
全
，
以
出
入
於
幽
咦
，

而
為

禮
之
大
成
。
故
船
山
曰•• 
「
詩
以
興
樂
，
樂
以
微
幽
，

詩
者
幽
明
之
際
者

也
。

」
必

如
此

，
在
詩
樂
烘
托
之
情
境
下
，
人
天
始
員
感
通
為
一
，
是
以
會
師
昭
旭
日

-
E

「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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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械
制桐
此
起
閥
割
為
人
之
神
而
直
是
天
地
之
神
，
物
不
止
是

飄
動
為
眼
前
研
制
]
之倒
叫

而
直
是
宇
宙
全
體
之
惰
，
纏
不
正
是
瑰
寶
形
色
之
分
別
條
理
而
直
是
太
極
之
統
體
一

理
，
敬
亦
不
正
是
人
心
之
誠
而
直
是
天
心
之
誠
矣

。

」
(
註
一
二)
其
言
甚
美
，
且
詮

釋
極
為
洽
當
，
而
其
中
關
於
「
樂
」
所
以
有
前
此
大
用
之
緣
由
，
船
山
又
當
明
白
分

辨
於
論
商
頌
那
日
﹒
.

樂
為
神
之
所
依
、
人
之
所
成
。
何
以
明
其
然
也
?
交
於
天
地
之
閒
者
、

事
而
已
矣
，
動
乎
天

地
之
閒
者
、
言
而
已
矣
。
事
者
容
之
所
出

也
，
言
者
-
Z
日

之
所
成
也
。
未
有
其
事
，
先
有
其
容
，
容
有
不
必
為
寧
、
而
事
無
非
容
之
出

也
。
未
之
能
言
，
先
有
其

-
Z
間
，

-
Z固
有
不
必
為
言
、
而
言
無
非
正
日
之
成
也
。
天

之
典
人
、
與
其
與
萬
物
者
，
容
而
已
矣
，
音
而
已
矣
。
卉
木
相
靡
以
有
容
，

相
切
以
有
音
，
況
鳥
獸
乎
?
蟲
之
頓
有
度
，
觀
眠
之
鳴
有一音
，
況
人
乎
?

是
以
知•• 

言
辜
人
也
i
a一
間
容
天
也
。••..•• 

故
音
容
者
，
人
物
之
一
兀
也
，

鬼
神
之
絡
也
;
幽
而
合
於
鬼
神
，
明
而
感
於
性
惰
，
莫
此
為
合
也
。
.

今
失
學
神
，
事
之
所
不
可
接
，
一
雪
一
一
回
之
所
不
可
酬
，
劈
劈
之
遇

、
過
之
以

容
，
希
徵
之
通

、
通
之
以

-Z日
，
霏
飯
碗
蜓
，
暖
時
唱
欺
，
而
與
神
通
理
，
故

曰•• 

「
殷
當晦
之
上

一帝
，
以
配
祖
考
。
」
大
哉
聖
人
之
道

，
治
之
於
視
聽
之
中

、
而
得
之
於
形
聲
之
外

，
以
此
而
已
矣
。

此
文
藉
「
言
前
景
」
與
「
音
容
」
之
則
以
凸
顯
樂
之
地
位
價
值
。
因
祭
紀
之
義
原

在
使
形
下
復
通
於
形
上
，
有
限
復
入
於
無
限
，
故
勢
不
能
學
依
現
實
人
間
丹
段
有
限

之
言
事
，
即
可
達
此
目
的
;
而
額
超
越
於
言
事
之
上
，
藉
禮
之
「
容
」
與
樂
之
「
一
音

」
為
出
入
顯
隱
幽
瞬
之
紹
介
。
蓋
「

一
音
容」
者
實
為
天
績
之
渾
全
，
而

「
一育
事
」
者

則
已
是
人
為
之
偏
限
。
「
音
」
原
唯
有
抑
揚
，
「
容
」
原
唯
有
動
丘
，
必
經
人
心
以

理
冒
之
，
對
之
有
所
特
指
規
限
，
方
成
為
「
言
事
」
。
故
言
事
之
義
含
雖
較
精
確
而

顯
豁
，
然
同
時
亦
因
此
而
不
免
有
其
對
限
與
隱
蔽
，
而
終
不
能
如
音
容
之
雖
混
沌
而

卻
站
函
無
限
豐
宮
之
意
義
也
。
吾
人
觀
天
地
自
然
之
卉
木
鳥
獸
，
皆
莫
不
繁
有
其
音

容
，
以
昭
顯
天
績
之
渾
全
，
即
可
知
其
理
。
放
鬼
神
雖
無
存
在
之
形
體
，
而
其
發
月
鴛

希
飯
之
魂
魄
，
人
仍
終
可
因
於
禮
樂
儀
式
之
「
霏
微
婉
蜓
，
種
呼
唱
敷
」
之
音
容
，

與
之
相
通
誠
相
遇
合
於
形
上
之
界
域

。

故
船
山
核
讚

嘆
樂
之
功
能
而
日
﹒

「
大
哉
聖

人
之
道
，
治
之
於
視
聽
之
中
，
而
得
之
於
形
聲
之
外
。
」
皆
莫
非
因
有
體
於
此
音
容

句
，
』
回
間
耳
間
甜
點
。
耳
恥
咽
開
且
需
句

ι
中
〈
間
間
，v
h曲
M
F「
且
前H
M
F
a
m
攝
f
p」
'
剛
剛
祖
閉
甜
恥
﹒
句

ι
社
耐
熱w
z
a
-
m

盲
目
啊
骷
叫

m
a
y
-
z

崗

，
而
尤
看
，
在

H
N
E
m
-
t
J
E
E
m面
無
限
之
輩
麓
，
其
軍
車

E
M
R
可
個
自
船
山
岫
周
圍
庸

自

n 

廷
俊
季
子
之
何
所
取
邪
，
而
謂
韶
日
「
翻
天
之
無
不
備
也
，
切
地
之
無

不
載
也
?
」
放
子
曰
•• 

「
知
德
者
鮮
矣
。
」
今
夫
天
之
德
、
一
兀
亨
利
貞
也
，

人
之
德
、
仁
義
體
智
也
，
可
知
而
可
言
者
也
。
雖
然
，
言
仁
未
足
以
發
人
之

愛
也
，
一
雪
一
一
回
義
未
足
以
發
人
之
康
也
，

言
種
未
足
以
發
人
之
敬
也
，
言
祖
祖
未
足

以
發
人
之
辨
也
;
非
言
之
不
足
以
發
也
，
發
之
而
無
以
函
之
也
。
故
曰

•. 

知

不
言
之
言
者
、
可
以
言
一昔日
，
謂
其
函
之
也
。
妄
者
日•. 

「
照
之
以
天
」
，
則

抑
不
知
天
也
。
不
言
以
函
言
，
而
後
仁
義
種
智
無
不
函
焉
，
斯
則
如
天
之
帽
"

、
組
地
之
載
也
。

「
清
廟
之
瑟
，
朱
絃
疏
越
，
一
唱
三
歎
，
有
遺
音
也
」
'
非
其
滄
也
，

為
入
音
函
也
。
清
廟
之
詩
，
盛
德
無
所
揚
訝
，
至
敬
無
所
申
響
，
查
人
之
志

，
平
人
之
氣
，
納
之
於
靈
承
、
而
函
德
之
量
備
矣
。
故
以
徵
函
顯
，
不
若
以

顯
而
函
飯
也
;
以
理
商
事
，
不
若
以
事
而
函
理
也
。
用
俄
頃
之
性
惰
，
而
古

今
宙
A
口
，
四
時
百
物
、
骸
而
存
焉
，
非
擬
諸
天
，
其
何
以
俟
之
哉
!
張
子
之

言
天
，
日
清
也

、
虛
也
、
一
也
、
大
也
，
知
此

、
乃
可
以
與
知
清
廟
矣
。

周
頌
之
文
句
大
皆
簡
略
古
臭
，
一
般
人
多
不
能
開
言
其
故
，
而
紛
山
卻
能
針
對

言
語
之
有
限
性
，
與
祭
紀
時
所
須
之
靜
穆
情
境
以
閻
明
其
理
。
蓋

仁
義
種
智
之
德
白

，
雖
是
客
觀
之
性
理
，
然
必
待
人
心
自
覺
主
動
地
一
一
秉
持
之
，
而
後
可
發
用
於
日

常
生
活
之
中
，
而
非
可
徒
恃
抽
象
之
言
語
以
強
人
感

悟
，
叢
抽
象
之
言
語
本
身
，

實

無
以
蘊
函
宇
宙
人
生
豐
富
之
底
蘊
。
有
時
一
件
簡
單
明
白
之
事
例
，
反
遠
較
夜
雜
之

口
耳
雖
說
更
易
發
人
深
省
，
此
之
謂
「
以
理
函
事
，
不
若
以
事
而
函
理
也

。

」
按
此

以
觀
記
文
王
之
「
清
廟
」
一
詩
，
欲
人
則
於
寥
寥
音
聲
之
中
，
有
感
於
文
玉
之
德
業

，
而
終
不
倚
於
炎
炎
多
言
，
蓋
亦
有
得
於
此
旨
。
再
如
清
廟
之
禮
儀
唯
以
遊
近
無
言

之
詩
，
配
合
疏
越
之
樂

一
一
耳
目
，
以
烘
托
一
肅
敬
雍
和
之
情
蹺
，
而
當
下
即
可
蘊
函
宇
宙

全
體
之
情
境
，
亦
足
使
人
平
心
靜
氣
，
當
下
直
截
默
識
體
會
其
中
之
無
限
意
蘊
，
而

感
悟
文
玉
之
盛
穗

，

其
背
後
質
與
天
地
冥
冥
若
存
之
精
神
志
意
相
適
者
也
。
反
之
，

若
一
味
歌
功
頌
德

，
或
不
斷
申
說
警
惕
，

叉
品
克
車
曙
此
境
地?
如
山
甚
至
認
為
於
此

之
時
，

或
連

「
修
辭
立
誠
」
之

原
則
亦
一

概
用
不
上
。
兵
，
論
周
頌
維
心情
自.. 

言
之
不
足
，
放
長
霄

，
之
。
者
于
之
於
音
.• 

斬
草
a
足
，
勿
辭
其

B
再
也
;
錢

乎
足
，
非
樂
兵
員
也
;
故
日

•• 
「
峙
，
島
附
會
主B
R
﹒

k
h
m
a呵
，
超
前
錢
，
直
闖

枷
叫
樹
。
包
車
必
峙
，
令
胃
包
圍
，
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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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無
可
痺
及
者
焉
，
有
孤
至
而
不
知
其
餘
者
焉
，
有
寢
輿
食
飲
於
斯
而
不
假

特
學
者
焉
。
凡
此
者
，
皆
終
古
而
無
足
之
心
也
，
笑
說
終
古
而
有
足
之
言
也

9. 

其
仁
人
之
享
帝
，
孝
子
之
享
親
乎
!

以
長
言
為
足
而
長
言
窮
，
以
墜
歎

為
足
而
建
歎
窮
，
以
詠
歌
為
足
而
一
歇
歇
窮
。
無
已
而
言
之
，
葉
括
飲
動
之
惰

，
約
略
目
前
之
事
，
惟
恐
其
濫
而
有
所
失
也
，
則
維
清
是
已
。
苟
足
矣
，
窮

矣
，
無
以
將
其
愛
敬
矣
。
無
已
，
終
不
以
言
宜
之
，
而
資
大
樂
之
聲
、
昭
宣

其
幽
滯
，
猶
品
瓜
於
言
乎1
.

維
清
者
，
待
樂
而
成
章
者
也
。

故
修
辭
者
，
不
可
於
維
清
而
學
之
也
。
非
周
公
見
文
考
之
惰
，
而
新
於

一
足
，

則
是
孝
子
事
競
之
心
、

鑿
鑿
乎
待
言
而
喻
之
，

不
亦
逆
與
!

當
仁
人
孝
子
紀
天
享
親
之
時
，
其
內
心
敬
慕
感
恩
之
情
懷
實
飲
動
無
己
，
其
精

神
一
往
於
無
限
超
越
之
斬
嚮
，
此
時
任
何
墜
歎
詠
歌
恐
均
無
以
充
盡
表
達
其
內
心
愛

敬
恩
慕
之
惰
。
則
基
於
言
語
之
有
限
性
，
其
時
「
修
辭
立
誠
」

「
足
而
無
虛
」
之
原

則
乃
全
峙
的
不
相
應
者
，
無
己
，
則
如
前
文
所
云
，
唯
能
以
不
言
之
言
以
蘊
函
無
意
之

情
慎
而
已
。
此
所
謂
資
大
樂
之
聲
以
昭
宣
幽
滯
也
。
(
此
樂
之
大
用
，
前
已
詳
論
，

茲
不
復
贅
〉
觀
維
清
全
詩
云
•. 
「
維
清
緝
照

，

文
王
之
典
。
眩
暈
禮
。
迄
用
有
成
，
維

周
之
旗
。
」
僅
約
略
目
前
情
事
之
寥
寥
數
語

而
巴
，
葦
欲
體
誰
括
其
歡
動
之
惰
，
癡
聚

其
愛
敬
之
心
，

無
使
遭
失
也
。

此
外
，
船
山
叉
言
祭
祖
祖
先
，
缸
重
在
發
其
誠
敬
恩
慕
以
與
先
人
冥
冥
若
存
之

精
神
志
意
相
感
通
，
則
於
文
辭
上
，
須
寫
之
以
其
神
，
蓋
亦
孔
子
所
言
祭
如
在
之
義

也
。
其
論
周
頌
執
競
日
•. 

傻
然
必
有
見
乎
其
位
，
肅
然
必
有
問
乎
其
聾
，
儼
然
必
有
聞
乎
其
歎
息

之
聲
，
然
後
可
以
得
似
乎
其
先
矣
。
故
功
非
其
所
揚
也
，
揚
其
功
是
方
位
之

祖
;
道
非
其
所
擬
也
，
擬
其
道
是
警
宗
之
奠
也
。

孝
子
之
事
其
先
，
惟
求
諸
其
神
乎
!

神
則
無
所
不
被
矣
。
虛
無
節
者

、

神
前
流
也
，
實
有
節
者
、

一神
既
竟
也
。.•
•..• 

故
記
文
王
之
詩
，
以
文
王
之
神

寫
之

，
而
文
王
之
聲
容
察
矣
。
把
武
王
之
詩
，
以
武
主
之
稀
為
之
，

而
武
王

之
聲
容
察
矣
。
言
之
所
揍
，
歌
之
所
永
，
聲
之
所
盒
，
無
非
是
也
。
文
王
之

神•• 

肅
以
清
，
如
其
學
也
;
廣
以
遂
，
部
其
量
也
;
眉
目
以
臂
，
加
英
時
也

-
t

故
譎
清
廟
我
將
而
文
王
立
於
前
矣
。
武
王
之
神

•. 
R
H以
闕
，
如
其
時
也
;
果

以
成
，
如
其
衷
也
;
惠
以
盛
，
如
其
獻
也
.
，
故
讀
執
頭
而
武
王
立
於
前
矣
。

故
日
γ

「
神
也
者
糾
妙
萬
物
而
為
詞
也
。
心
鍾
鼓
載
之
唾
唾
焉
，
聲
管

裁
之
將
將
焉
，
威
儀
載
之
簡
簡
反
反
焉
，
醉
飽
裁
之
無
不
足
焉
。
見
其
在
位

，
聞
其
聲
、
開
歎
息
之
聲
，
即
其
事
、
成
其
詩
歌
，
亦
既
見
之
於
斯
，
聞
之

於
斯
矣
，
此
所
謂
傳
先
王
於
萬
年
而
不
沒
者
也
。
故
曰•• 

「
唯
孝
子
可
凶
享

親
。
」

「
神
」即
是
天
地
之
心
，
非
另
有
其
神
秘
之
意
味
，
故
云

「
神
也
者
，
妙
萬
物

而
為
言
也
」
，
然
此
天
地
之
心
當
表
現
於
文
王
武
王
身
上
之
時
，
即
與
其
個
人
獨
特

之
生
命
才
情
相
結
合
，
因而
亦
當
有
不
同
之
風
儀
氣
象
。
故
云
「
文
王
之
神

•• 
肅
以

清
，•.•••• 

武
王
之
神•• 

昌
以
闕
，
•...•• 

」
如
此
藉
不
同
風
格
之
詩
樂
禮
儀
以
分
到
表

達
文
王
、
武
王
之
不
同
聲
容
，
而
如
見
其
人
之
風
儀
氣
象
，
實
極
有
助
於
默
識
存
想

其
人
恍
惚
幽
微
之
精
神
志
意
。
觀
執
說
詩
有
云

•• 
「
鐘
鼓
唾
喔
，
聲
笑
將
將
，
降一幅

稜
棋
。
降
一
幅
筒
筒
，
成
儀
反
反
。
」
即
以
武
王
之
神
寫
之
，
而
組
見
其
成
儀
聲
容
，

可
知
其
理
。
至
於
最
能
秉
此
誠
敬
之
心
，
如
見
其
親
，
而
微
通
幽
闕
，
感
格
形
上
形

下
之
域
者
，
則
唯
孝
子
為
能
也
。

總
上
所
述
，
吾
人
可
見
船
山
對
種
詩
樂
之
形
上
功
能
與
孝
祭
之
義
，
實
有
極
其

精
到
深
刻
之
體
悟
，
足
以
掃
除
凡
說
瑣
論
，
以
振
拔
吾
人
之
心
志
也
。

附

註

註

一•• 
按
毛
詩
序
云

•. 
「
閔
于
小
子
，
桐
王
朝
於
廟
也
。」
傳
云
•• 

「
關
王
者
，

謂
成
王
也
。
除
武
王
之
喪
，
將
始
即
政
，
朝
於
廟
也
。

」

-
一
•. 
按
毛
詩
序
云•• 

「
文
王
，
文
王
受
命
作
周也
。
」
「
大
明
，
文
王
有
胡
德

，
放
天
復
命
武
王
也
。
」
詳
細
內
容
則
參
見
原
詩
。

一
二
•• 

見
曾
師
昭
旭
著
「
王
船
山
哲
學
」
頁
九
一
、
九
二
，
民
國
七
十
二
年

二
月

初
版
，
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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