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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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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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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
正
半
序
於
敎
育
部

- 

事
變
以
還
人
民
損
失
綦
軍
敎
有
市
業
更
趨
衰
落
國
卡
H

非
幾
將
[
t
n
I
自
拔
國
府
還

都
倡
導
和
干
志
在
挽
回
殆
局
以
謀
國
家
民
族
之
復
興l
E
L
p忝
長
敎
部
渠
承
國
策
向
敎
育

,rl,1r\l 

本
位
努
力
以
盡
綿
薄
舉
凡
人
民
思
想
之
糾
正
學
校
風
紀
之
整2
1
1
教
育
巾
業
之
擴
殷
科
學

r__'rIl_ll\l'

._\

_l!I_o 

敎
育
之
提
倡
無
小
力
求
其
實
現
對
於
敎
育
之
改
進
計
詞
與
適
合
國
情
之
敎
育
學
說
史
廣

爲
徵
求
精
選
縝
擇
刊
以
間
秕
藉
供
從
巾
敎
有
者
之
研
究
以
促
成
敎
有
之
進
步
文
化
敎
育

學
思
相
鱉
団
悶
國

1復
興
即
鼩
剷
訒
誓
足
為
乒
口
國
敎
育
改
進
之

1
置
腸l
t以
研
究
之
心
m
1撰

成
此
書
舉
凡
敎
台
之
原
理
原
則
與
犬
敎
學
方
祛
無
小
閘
述
町
確
誠
爲
小
可
多
得
之
倓
良

敎
育
讀
物
也
國
內
從
車
敎
育
莉
果
能
悉
心
研
究
以
求
宵
際
之
改
進
則
此
砉
之
貢
獻
宜
有

甚
大
之
價
值
矣



吾
國
施
行
新
敎
育
已
一1
一
十
餘
年
，
歷
史
不
謂
不
久
，
然
未
能
充
分
發
揮

1
1暈
者
，

厥
爲
不
察
國
情
專
事
摹
仿
爲
最
大
原
因
。
藎
歐
美
各
國
，
雖
不
乏
優
良
之
敎
育
學
說
與

敎
育
制
度
，
然
未
必
盡
能
適
合
吾
國
國
情
，
更
未
必
盡
可
採
爲
吾
國
敎
育
之
官
旅
方
針

。
博
君I
i
'久
居
誨
外
，
專
攻
敎
育
，
對
於I
B摩
兩
國
敎
育
，
研
究
史
見
深
切
。
觀

感
所
得
，
認
爲
德
國
文
化
敎
育
學
說
，
飩
能
適
合
吾
國
國
情
，
又
足
以
復
興
吾
國
民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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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

，
可
供
吾
國
敎
育
建
設
之
借
鑑
，
途
以
研
究
心
得
，
著
成
是
書
。
閘
述
文
化
敎
育
之
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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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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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
原
則
，
以
心
理
學
為
恭
礎
而
討
論
敎
學
方
叫
內
，
喚
起
圍
結
精
砷
，
以
促
進
民
族
惹
識

\\

_ill_l\ll\l 

，
而
謀
生
產
敎
育
之
推
進
。
採
集
精
勤
，
買
足
令
人
烘
佩
；
所
有
貢
獻
，
均
富
價
值
，

洵
可
寶
貴
。
恆
如
奉
侖
校
訂
之
餘
，
謹
贅
數
吉
，
以
誌
介
紹
云
爾
。
中
華
民
國
一

1
一
十
年

三
月
十
入H
倪
恆
如
。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序

序

一...



文
化
教
育
旱
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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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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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為
建
國
之
恭
礎
，
國
家
之
隆
替
，
冇
繫
乎
文
化
之
良
露
。
然
文
化
之
流
傳
與

'
詞
造
，
又
必
賴
敎
育
之
設
施
。
近
代
國
家
欲
謀
復
興
廷
設
，
奠
定
國
恭
，
雖
經
緯
萵
端

，
任
重
道
滾
，
而
建
國
恭
礎
之
文
化
，
有
待
於
敎
育
設
施
以
謀
推
進
者
，
宵
爲
當
前
之

急
務
。
觀
乎
前
次
歐
戰
結
束
，
德
國
備
受
協
約
國
之
腿
迫
，
國
家
地
位
，
陡
趨
衰
落
，

·· 

人
民
生
計
，
頓
陷
困
厄
。
幸
賴
全
國
上
下
，
一
心
一
德
，
齊
圖
復
興
。
尤
以
狄
兒
戴
等

倡
導
文
化
敎
育
學
，
啓
發
國
民
人
格
，
理
想
相
感
情
，
陶
冶
圍
結
精
砷
，
薪
科
學
知
識

以
創
造
高
價
文
化
，
宵
施
生
產
敎
有
以
充
賈
國
麻
。
浸
尋
而
得
以
挽
回
國
家
之
獨
立
自

由
，
漸
臻
勵
精
圖
強
之
境
，
文
化
敎
育
學
之
影
魯
，
乃
有
其
不
可
磨
滅
之
價
值
，
苟
謂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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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I
i
復
興
之
原
動
力
，
亦
不
爲
過
。
回
顔
我
國
現
時
環
境
｀
恍
如
団
國
戰
後
，
圖
謀

復
興
，
實
旅
和
平
建
國
之
方
策
，
自
亦
應
努
力
於
文
化
敎
育
之
廷
設
，
紙
若
不
揣
讚
陋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自
序

自
序

-.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
因
將
德
國
文
化
敎
育
學
之
原
理
原
則
，
詳
爲
閘
述
＇
俾
作
介
紹
，
採
長
補
鋭
，
或
有

,—, 

可
取
焉
。
她
爲
序
。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九
年
入
月
六
H

筆
布
序
於
雙
石
里
。

自
序

1
一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凡
例

J
L例

.. . 

一
丶
本
書
內
容
，
適
合
大
學
程
度
，
可
供
研
究
敎
育
之
參
攷
。
但
對
於
普
通
心
理
竽
或

敎
育
學
具
有
研
究
之
教
育
從
業
人
員
，
亦
可
採
用
爲
進
修
讀
物
。

一
、
本
書
以
介
紹
德
國
文
化
敎
育
學
思
想
爲
主
旨
，
並
以
英
美
思
想
爲
補
充
資
料
。

一
丶
本
書
遇
有
意
鑠
深
奧
之
詞
句
，
輒
以
比
踰
說
明
，
俾
便
自
修
者
易
於
理
解
。

一
丶
本
書
所
介
紹
之
德
國
文
化
敎
育
學
思
想
，
在
我
國
尙
屬
嚙
矢
，
因
此
所
垠
鄗
者
姓

名
及
學
術
名
詞
，
除
能
依
照
慣
例
外
，
均
參
照
德
語
譯
述
。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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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論

序
論

文
化
敎
育
學
的
由
來

第
1
~
,
意
識
的
新
解
釋

第
一
節
意
識
的
全
體
性

第
1
一
節
意
識
的
沛
一
性

第
一1
節
心
意
的
繼
樣
性

第
四
節
窟
識
的
發
展
性

第
五
節
生
命
與
意
識
的
關
係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第
1
篇

目
錄

精
砷
構
造
論
＼
精
砷
科
學
的
心
理
學

'E, 

"'. 



蕊
四
章
陶
冶
價
值
與
文
化
價
值

第
三
章

第
二
篇

文
化
財
的
分
類

第
一
章
文
化
的
意
義

` 

第
1
一
章
文
化
財
的
歷
史
條
件

文
化
價
值
論
1
1

文
化
財

第
二
節

第
一
節

可
陶
性
的
問
題

生
活
形
式
論

第
六
章
陶
冶
性
論

第
五
章

兒
猷
丶
靑
年
期
的
心
意
形
態

第
四
章

宜
觀
、
表
象
、
概
念
的
關
係
與
新
意
義

第
三
章

意
義
關
聯
性

第
二
章

精
神
的
構
造
關
聯
性

第
六
節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主
悄
惹
主
義

目
瓦
啄

1 

1 



第
1
節

第
三
章

官
物
直
觀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
解
的
媒
介

第
七
節

悄
意
的
「
解

第
六
節
概
念
的
理
解

第
五
節

恋
義
的
理
解

第
四
節
表
象
的

r
解

第
三
節

成
覺
的
理
解

第
二
節

r
解
的
意
義

第
一
節

r

解
與
體
驗
的
關
係

第
二
章

f
解
的
心
商
階
段

第
一
章

第
三
简

第
f
-
,
I生

活
體
驗
論

理
解
論
1

了
解
論

文
化
傳
達
與
文
化
蕃
殖

H

錄

.,,, .. 
-- .,,, . 

""""''. 



第
六
章

體
驗
U

表
現
l
I
r解
的
關
係

第
h
－
禮
情
意
的
了
解
與
客
觀
性

第
二
節
「
解
的
客
観
妥
當
性

第
一
節

第
五
章

f

解
的
客
觀
妥
當
性

評
價
的
妥
當
性

第
五
節
歷
史

f
解
的
階
段

第
四
简
文
化
形
態
的
了
解

第
三
心
叩
人
格
的
f
1
解

第
二
節

價
值
受
容
性

第
1
節

價
伯
成
受
性

第
四
章

r
解
的
諧
形
態

第
四
節
象
徵
符
號
的
媒
介

第
三
節
文
字
文
章
的
媒
介

第
1
一
節

言
語
的
媒
介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目
錄

四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目
錄

第
一
一
節

第
一
節
勞
作
教
育

第
十
章

體
驗
與
表
現
的
關
係

三
味
一
體
論

教
師
的
生
活
形
式

教
學
階
段
論

生
産
教
育
論

生
產
教
育
與
國
家

第
九
章

脇
同
祉
行
教
育
典
民
族
精
神

第
八
章

第
七
章

少
、
靑
年
期
的
心
意
發
展
階
段
典
文
化
財

第
五
節

第
四
節

第
二
節. 

第
三
節

教
育
愛

表
現
與
＿J
解
的
關
係
．

第
五

五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r 

目
翎

六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 

一
部
分
缺
陷
。
因
鈁
有
缺
陷
，
所
以
會
影
釋
官
際
的
教
育
，
受
着
種
種
流
弊
。
這
餌
j
J心
理
學
的
缺
黜
，
就
晶
赫
氏

的
教
育
理
論
與
官
際
的
缺
瞄
。
能
力
心
理
澋
，
大
部
分
根
據
亜
里
斯
多
德
(
A
l
i
5
t
o
t
l
e
)

的
思
想
。
此
後
心
理
學
的

硏
究
，
各
方
面
部
有
相
當
的
發
殷
．
，
並
不
停
滯
於
能
1
1心
理
學
。
譬
如
實
驗
心
理
堪
，
就
開
始
使
用
科
學
的
方
法
：

硏
究
人
類
的
心
鉭
，
而
獲
得
莫
大
的
成
功
，
對
於
心
理
學
界
，
開
闢r
一
條
莉
的
途
徑
。
然
而
這
實
驗
心
理
學
，
還

末
璞
美
佃
而
有
改
進
的
必
要
，
因
此
就
開
拓
新
分
野
的
研
究
方
法
，
而
成
為
精
神
科
學
的
心
理
學

o

一
九
一
1
一
年
'

又
正
式
成
立
一
種
最
頂
要
而
最
難
解
的
苯
斯
塔
心
理
澤(
G
e
s
t
a
l
t

Psychologie) 

0

這
些
心
理
學
，
都
是
具
有
新
的

意
義
和
特
徵
；
一
面
訂
正
從
前
的
錯
誤
，
一
面
展
開
新
的
意
義
，
而
創
造
更
合
理
的
解
釋
。

十
九
秕
紀
末
葉
以
後
．
德
國
的
教
育
思
想
家
抃
汶
迢(
I
-
I
e
r
b
a
r
t
)

的
教
育
思
想
，
就
風
原
於
世
界
。
他
的
思
想

, 
.. 

|.
1· 

體
系
，
雖
然
晶
偉
大
，
並
且
包
含
着
種
種
韋
見
，
可
晶
囚
爲
根
據
十
九
世
紀
以
前
的
能

1
1心
理
澤
的
緣
故
，
便
發
生

文
化
敎
育
學
的
由
來

,~f 

吟
nftll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楊
杏
庭



的
心
靈
，
當
做
物
竹
或
機
械
若
待
0

赫
拔
德
的
心
理
學
，
雖
不
晶
＆
面
的
機
械
觀
，
然
面
亦
以
機
械
論
鐺
根
據
，
所

丨

i

以
對
於
他
根
本
不
能
否
認
他
是
機
械
観
。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後
來
贤
展
的
心
理
學
，
比
前
者
為
漫
越
，
雖
然
含
有
以
前
心
理
學
的
內
容
，
可
是
序
理
體
系
，
和
前
者
根
本
相

異
．
，
不
但
是
探
長
補
短
，
而
扎
具
備
着
班
子
說
上
根
本
革
命
的
商
義
。
總
言
之
，
後
來
發
逹
的
心
理
學
，
完
全
晶
立
於

粽
合
前
者
的
立
坞
°

十
九
世
紀
以
前
的
康
德
(
I
.
K
a
n
t
)
，
黑
恪
兒

(
H
e
g
e
l
)

赫
塾
愆
等
大
思
想
家
，
他
們
都
小
能
脫
出
能
力
心
理

·I1·

…-ll_ 

學
的
範
圍
。
康
德
的
哲
學
體
系
，
完
全
晶
以
稠
能
心
理
學
為
根
據
。
赫
拔
德
的
心
理
學
，
一
名
觀
念
心
理
學
(
V
o
r
s

` 

||_ 

teliung 

psychol 

c 
g
i
e
)，
對
於
一
般
人
的
心
理
，
以
觀
＾
，
芸
『
表
象
)
當
做
昷
某
本
的
要
索
。
而
這
咋
多
觀
念
，
赫

拔
德
一
派
的
學
者
，
都
認
爲
品
會
離
合
集
散
的
要
素
，
隨
便
分
析
這
此
觀
念
出
來
，
而H
祈
＾
可
以
籃
便
結
合
這
些
觀

念
。
這
庄
觀
念
，
都
有
詐
多
種
類
，
阿
以
赫
拔
徂
等
，
把
這
種
種
的
觀
念
詳
細
分
析
出
來
，
再
加
以
分
類
柩
理
[
以

便
實
際
教
學
。

他
們
所
說
的
人
類
心
靈
，
朵
像
物
列
一
樣
的
，
能
分
析
成
詐
多
要
素(
E
l
e
m
e
n
t
s
)

，
而
又
能
結
合
成
胳
體
，
猶

如
物
理
化
學
所
假
定
的
原
子
(
A
t
o
m
)

0
所
以
這
一
派
心
理
學
，
阱
傲
要
素
心
理
學
(
E
k
m
e
n
t
a
r
y

Psychologie) 

0

其
所
用
的
方
法
，
只
有
分
析
，
因
此
又
叫
分
析
心
理
堪
。
這
些
心
理
學
，
本
來
是
I種
機
減
的
心
理
觀
，
把A
類

. 

H 



從
以
上
所
說
的
心
理
學
，
所
發
見
的
教
有
原
理
與
教
學
方
法
，
當
然
不
免
有
種
種
弊
害
。
人
類
的
心
靈
，
原
來

是
「
活
」
而
且
「
動
」
的
，
如
把
這
不
斷
活
動
的
心
靈
，
靠
做
「
死
」
而
「
靜
」
的
東
西
看
待
，
作
為
研
究
的
材
料

，
那
麼
自
然
就
會
務
生
種
種
錯
誤
。
第I
，
教
育
上
的
缺
黜
、
就
是
在
偏
軍
知
識
，
這
就
畊
傲
主
智
主
義(I
n
t
e
l
l
e
-
-

k
t
u
r
l
i
s
m
u
s
)

。
這
主
穀
足
以
發
生
知
而
不
行
的
結
果
，
産
生
一
批
言
不
信
，
行
不
果
的
知
識
靑
年
。
這
輩
靑
年
，

只
知
理
論
的
探
討
，
卻
不
會
實
行
琿
論
，
苦
悶
於
知
識
的
遏
剩
，
轉
落
於
心
理
上
的
虛
無
主
義
，
這
就
是
缺
乏
意
志

陶
冶
的
後
果
。
第

1
了
在
於
實
際
教
學
上
，
把
兒
策
的
腦
筋
，
當
做
一
個
受
容
許
多
覿
念
的
機
械
；
教
學
者
，
不
過

是
將
許
多
觀
念
積
入
於
兒
霏
腦
筋
受
容
器
的
工
作
。
兒
鐨
的
知
識
觀
念
愈
多
，
一
認
為
這
教
學
愈
晶
成
功
，
因
此
兒
煎

心
靈
受
容
器
，
充
淄
着
層
卅
疊
疊
的
知
識
觀
念
。

以
上
所
述
的
流
弊
、
不
但
普
逼
於
全
德
國
，
並
且
受
着
赫
拔
面
教
育
學
說
薰
染
的
H

丶
法
、
英
、
美
等
國
，
亦

.—

·:lil 

受
莫
大
的
影
喂
。
H

本
在
明
治
和
大
i
E的
五
十
年
間
，
共
教
育
學
與
教
學
方
法
，
無
不
受
他
的
影
糰
。
赫
拔
德
一
派

丨
'
:
|

的
教
育
思
想
，
其
缺
幽
和
流
弊
，
尙
不
止
上
述
種
種
，
茲
為
避
免
繁
複
，
不
再
贅
述
。

文
化
教
育
學
，
為
間
接
直
接
地
反
對
赫
拔
德
教
育
思
想
所
發
生
的
。
文
化
教
育
學
的
先
騙
者
，
就
是
德
國
的
荻

||l 

兒
戴
(
W
.D
i
l
t
h
e
y
)

。
他
的
哲
學
思
想
，
對
於
德
國
的
理
性
主
義
，
根
本
有
區
別
。
這
些
理
性
主
義
的
哲
學
家
，
就

丨

'
·
·
l

是
康
德
，
黑
格
兒
或
晶
新
瑛
德
派
的
温
德
波(
W
i
n
d
e
r
b
a
n
d
.
)

，
拉
斯
克
(
R
a
.
s
k
)

" 

.
-
p
f

開
爾
篤
(
P
i
c
k
e
r
t
)

，
拿
托
爾

丨
—
_
．
_
|
—
;
；
,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I
=

davidwukw
螢光標示

davidwukw
螢光標示



同
。

荻
兒
戴
生
於
一
八
三
九
年
，
歿
於
一
九
一
七
年
，
是
年
七
十
八
歲
。
其
間
最
活
動
的
時
期
，
約
有

f

年
—
自

II·1·11·l 

一
八
五
五
年
至
一
九
!

1
年
之
間
。
他
所
有
的
立
文
：
，
搜
集
成
全
R
{
J
L
朋
，
宮
於
片
趼
的
論
述
，
有
r
r
F
多
是
n
＾
有
序

中
，
含
着
特
殊
的
詩
的
情
緒
。
所
以
這
位
學
者
，
可
說Ft翌
商
人
哲
湛
家
，
不
是
完
全
理
論
徹
底
的
哲
學
家
。
因
此
他

的
學
間
體
系
中
的
缺
貼
，
也
就
是
理
論
不
透
徹
，
體
系
不
完
竝
。
他
頗
朮
視
生
命
的
體
驗
，
但
晶
一
面
也
不
指
斥
先

瞼
的
普
逼
性

(
'
r
r
a
n
z
e
n
d
e
n
t
a
l
e

UnivalsaEh, 

t
)，
他
n
定
德
國
產
生
的
生
命
哲
限
家
。

荻
兄
殼
的
思
想
形
態
中
，
一
面
是
反
對
虛n

q三
一
派
的
｀
主
智
主
義
，
一
面
又
和
康
德
的
一
璽f
l
i
遍
性
的
要
求
，
有

,--

··I'

.--

.Il-

些
相
同
。
康
泡
所
排
斥
的
成
情
，
衝
動
，
本
階
等
人
閎
旳
本
質
條
伴
，
在
荻
兒
戴
旳
哲
學
中
，
是
很
煎
要
的
部
分
。

他
所
注
農
的
成
情
體
瞼
與
意
志
的
銜
動
，
是
？
壹
篇
龘

(
B
e
r
g
s
o
n
)

，
布
都
兒
(
B
o
u
t

3 

u
x
)的
生
命
哲
學

，
有
些
相
同
。
又
和
美
過
的
杜
成(
D
e
w
e
y
)

五
開

(
J
a
n
1
e
s
)

的
行
為
主
義
，
或
朵
經
驗
主
義
，
也
有
一
部
份
相

'II·-Ill'

-1·1_ 

文
化
教
育
學
瓶
論
四

但
N
a
#
o
p
)，
科
痕
(
C
o
h
e
n
-
)

等
。
這
些
人
都
晶
先
驗
主
義
者
，
而
且
列
於
主
智
主
義
的
哲
學
家
佔
多
。
荻
兒
戴

,lIll!·· 的
思
想
，
異
於
他
們
者
，
就
在
乎
他
．
能
注
朮
後
天
的
體
瞼
，
而
且
是
士
情
惹
的
哲
堪
，
但
並
不
輕
視
知
識
觀
念
。
康

德
及
其
門
徒
所
忽
視
的
情
意
與
體
驗
方
面
，
他i
i
B
能
探
究
頲
明
出
來
。
從
荻
兄
戴
的
若
作
右
起
來
，
關
於
世
界
觀
，

哲
學
，
教
育
，
心
理
以
外
，
血
有
文
學
評
論
，
博
記
，
詩
論
，
悲
術
論
舒
。
文
字
發
表
由
此
可
紬
，
他
的
思
想
體
系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
等
等
。

tlicher 

Erziehung:1923 

丑

論
而
沒
有
結
論
的
論
著
。
他
的
思
想
形
癖
典
體
系
中
，
具
有
不
完
整
的
部
份
很
多
，
囚
此
他
的
弟
子
們
，
繼
承
發
展

他
的
學
說
，
亦
很
有
其
人
。

遁
些
學
至
墨
蓋

(
M
.
:F. 

K
o
h
l
e
r
)

，
窿
波
瀾
加
(
E
.S
y
r
a
n
g
e
r
)

，
立
部
(
T
.R
i
t
t
)
，
隊
貼
輪
(
E
.

I
,
'

．
＇

·
_
-
4

丨
—

St: 

r
n
)，
開
爾
先
斯
k
(
K
e
r
s
c
h
e
n
s
t
e
i
n
e
r
)

。
又
，
＾
史
閭'
J
U行
經
到
過
H

本
約
有
半
年
，
在
各
大
學
講
演
文
化
哲
學

1;

;,-

i:i',_ 

。
他
具
繼
承
發
展
荻
兒
戴
的
精
神
科
學
心
理
學
典
文
化
教
育
心
的
昴
者
，
若
作
有
「
少
靑
年
期
的
心
理
堪
」
'
(
P
s
y

, 

----__ 

chologie 

des 

J
u
g
e
n
d
a
l
t
e
r
)

，
與
「
生
活
形
式
論
」(L
e
b
e
n
s
f
o
r
n
1

g
)
，
具
最
有
創
造
價
值
的
論
著
。
r

部
是
一
面

丨

受
着
匠
的
辯
證
法
的
影
昀
，
一
而
是
和
1
1
(
T
u
.
s
s
e
r
I
)

旳
現
象
學
(
P
h
a
n
o
m
e
n
o
l
o
g
i
e
)

疏
通
的
教
育
理
論

家
；
並
且
也
是
宗
於
荻
兒
戴
的
哲
學
，v心
理
學
，
而
自
稱
為
辯
證
的
教
育
學
者
(
D
i
o
l
e
k
t
i
k

Padagogik) 

0
開
爾

I-

-.-L· 

先
斯
太
，
日
翌
｀
盃
唱
生
産
教
育
學
的
學
者
，
宗
於
荻
兒
战
的
敖
育
泗
墩
，
並
且
和
美
國
杜
成
的
經
驗
教
育
學
，
也
有
些

·
巴
－

z
I
-
.

－

·
·
1
-
-
I

相
同
的
地
方
。
他
拋
有
許
多
若
作
，
就
＂
定
「
勞
作
學
校
的
概
念
」
(
D
e
r
Begriff 

d
e
r
.
A
r
-
b
e
i
t
s
s
c
h
u
l
e
.
1
9
2
2
)

，
「
陶

冶
過
程
的
根
本
原
理
與
其
對
於
學
校
紐
織
的
結
收
」(
D
e
r
Grundaxiom 

der 

Bildungs 

prozesses 

und 

seine 

Tolge~ungen 

fur 

die 

S
c
h
u
J
e
o
r
g
a
n
i
s
a
t
i
o
n
:
1
9
2
4
)

，
「
因
家
公
民
敉
吉
口
的
概
念
」(
B
e
g
r
i
f
f

der 

Staatsburge 

, 

這
幾
位
教
育
學
者
，
部
是
泄
界
上
最
有
名
的
大
學
者
。
憲
咧
就
照
這
些
學
者
的
理
論
，
去
改
進
赫
拔
德
的
教
育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方
法
，
和
改
革
第
一
次
歐
洲
大
戰
敗
國
的
國
內
疲
弊
，
而
漸
謀
復
興
國
力
，
造
成
這
次
第
一
一
次
歐
戰
的
優
勢
。
由
此

觀
之
，
這
文
化
教
育
學
，
可
說
是
已
得f
J
J
r
成
功
，
而
確
實
表
現
出
教
育
的1
1立
門I

。
教
育
失
敗
，
熬
侷
國
家
的
命

蓮
，
就
趨
於
危
險
的
地
歩
，
教
育
成
功
，
國
家
也
就
興
旺
，
所
以
國
家
對
於
教
育
，
應
該
特
別
煎
視
。

* 



我
們
人
類
的
心
康
，
本
來
是
不
能
分
成
種
種
要
索
的
；
麻
識
的
本
質
，

n
牢
全
體
具
有
關
聯
性
的
。
譬
如
庫

1
1通
的

心
理
學
讲
籍
所
記
載
的
成
覺
＇
郟
嬝
，
統
覺
，
想
像
，
記
憶
，
概
念
等
要
＊
＇
晶
不
能
分
析
的
束
西
。
為
研
究
便
利

計
，
可
以
適
用
一
種
要
索
來
研
究
，
然
而
往
往
將
這
個
研
究
的
假
定
祛
，
誤
會
實
在
的
心
靈
，
晶
能
自
由
離
合
集
敞

的
要
索
所
構
成
的
；
囚
之
常
常
把
人
的
心
性
，
作
爲
一
種
機
械
活
動
器
。
其
次
就
品
成
粒
，
威
豊
又
分
靦
覺
｀
聽
焜

，
味
覺
，
嗅
覺
，
觸
媒
五
官
，
而
視
覺
是
另
外
將
視
覺
的
性
竹
研
究
出
來
，
好
像
是
和
別
的
成
覺
，
或
赴
精
神
現
象

，
毫
無
關
係
的
。
但
是
這
許
多
精
神
要
素
，
原
來
是
和
表
象
，
想
像
，
成
情
，
推
理
，
悄
操
，
意
志
等
等
的
精
神
現

象
，
頗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對
於
這
些
全
體
關
聯
性
的
問
題
，
從
前
的
要
索
心
理
學
，
都
沒
有
留
心
研
究
過
。

其
次
就
是
心
璽

1
一
分
法
的
弊
害
。
智
｀
悄
丶
滁
三
個
根
本
要
索
，
是
古
今
唯1的
分
類
法
．
，
可
晶
智
與
情
有
什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第
一
節

第
一
章

本
論

惹
識
的
全
體
性

惹
識
的
新
解
釋

第
一
篇
精
磚
構
造
論
1

精
禪
祿
學
的
心
瑋
學

七
．



為
很
軍
要
的
悄
璪
陶
冶
的
機
會
，
那
很
可
惜
。

的
成
悄
陶
冶
的
機
行
。
可
超
大
邙
分
的
博
物
教
師
，
往
往
不
把
這
美
麗
的
印
象
，
這
新
鮮
的
情
成
9

指
示
出
來
，
作

花
，
前
接
的
戍
碌
，
是
全
體
的
美
麗
的
印
象
，
『
江
美
麗
的
叫
象
，
嵖
人
們
共
同
的
自
然
情
成
的
顯
露
，
是
最
有
價
值

際
上
說
起
來
，
這
不u
寧
全
面
叻
孜
學
，
或
u
凸
j
r
t
＾
的
體
驕f
解
，
乃
晶
偏
於
知
識
一
面
的
認
識
。
我
們
最
先
看
見
一
枝

把
這
朵
花
的
花
瓣
，
雄
蕊
，
雌
蕊
，
種
于
等
部
分
，
解
剖
分
析
出
來
研
究
，
就
能
夠
說
晶
典
的
敉
學
罷
？
可
是
從
實

心
意
的
活
動
狀
態
，
本
來
是
不
H
r分
化
的
夷
両
'
L
I這
其
有
＾
晶
血
的
性
質
。

麼
關
係
，
情
與
意
或
晶
意
與
智
乂
有
什
麼
鬮
係
，
對
於
這
些
相
互
的
瀾
係
，
部
未
加
研
究
，
然
這
些
相
互
關
係
，
在

心
性
上
，
倒
是
煎
要
的
研
究
士
題
，
近
代
湛
省
，
對
於
心
恋
闐
仝
暐
性
，
特
別
闞
心
，
把
智
情
意
未
分
以
前
的
原
蜍

體
驗
，
常
做
最
宵
在
的
狀
癖
；
所
分
析
起
來
的
智
情
宓
｀
並
不
晶
自
然
實
在
的
心
意
狀
飽
，
是
人
工
抽
象
的
結
果
。

這
此
『
關
係
從
敖
育
上
，
擧
一
個
例
來
說
，
就
很
容
枯
叫
自c
譬
如
教
植
物
學
時
，
拿
一
朵
玫
瑰
花
來
試
驗
，
單

又
如
教
金
魚
鯽
魚
課
時
，
往
往
最
初
令
焦
或
是
懶
魚
活
潑
潑
地
在
玻
璃
缸
裏
游
泳
的
時
候
，
不
使
竭
生
觀
察
牠

們
的
「
活
」
．
「
動
」
和
自
然
的
生
活
洲
悅
的
狀
態
，
而
立
g
n就
把
這
些
魚
拿
到
解
剖
台
上
，
一
部
部
的
解
剖
，
才
算

是
研
究
科
學
的
態
度
o

有
人
恐
怕
要
反
對
說
：
「
成
悄
陶
冶
的
時
間
，
有
圖
盡
，
－
背
樂
，
國
文
等
等
．
，
惹
志
陶
冶
的

時
間
，
有
修
冴
，
公
民
，
體
育
等
等
，
所
以
教
科
學
的
峙
間
，
注
電
知
識
的
研
究
，
這
是
理
所
當
然
的
。
」
然
而
兒

文
化
教
育
堪
概
論

I~ 



九

童
是
富
於
情
戚
的
，
何
以
自
然
成
情
發
動
時
，
不
利
用
這
徼
妙
的
機
會
、
趁
棵
陶
冶
他
們
的
悄
操
，
反
而
付
之
不
問

而
限
止
於
無
形
，
這
就
是
根
本
不
自
然
的
人
工
教
育
。
所
謂
認
識
，
就
是
全
體
意
識
的
認
識
，
所
謂
陶
冶
，
就
始
全

人
的
陶
冶
，
或
是
全
人
格
的
體
驗
．
，
任
何
教
材
，
都
起
一
樣
的
。
再
舉
一
個
例
來
說
，
就
超
數
學
要
怎
樣
教
，
才
蹠

達
到
數
學
教
學
其
正
的
目
的
。
普
通

I般
人
，
都
把
數
學
教
材
，
完
全
當
作
知
識
教
材
，
可
是
實
際
上
，
解
決
數
學

問
題
的
兒
葷
心
意
活
動
，
不
但
是
知
識
概
念
的
活
動
。
又
且
晶
興
味
和
情
趣
的
威
情
助
力
，
在
智
識
層
的
底
裏
｀
活

潑
潑
地
在
活
動
0

數
學
的
原
理
和
法
則
的
理
解
，
是
知
識
瓶
念
；
計
算
的
工
作
，
是
技
術
運
動
，
或
是
機
械
的
活
動

。
可
是
這
典
枯
燥
的
概
念
理
解
和
棲
涼
吶
計
算
工
作
，
倘
若
沒
有
興
趣
鼓
動
，
就
沒
有
意
志
慾
望
再
去
學
習
。
所
以

心
意
內
層
的
威
悄
興
鷓
，
就
是
學
習
上
的
根
本
原
動
力
。II
的
「
興
趣
說
」
，
是
他
的
卓
見
，
而
且
是
很
軍
要

的
學
說
，
可
晶
他
偏
於
智
識
觀
念
的
陶
冶
，
卻
不
甚
適
宜
。

實
際
教
學
，
需
要
喚
起
道
些
威
情
興
味
，
才
能
逹
到
教
學
的
目
的
。
有
興
趣
時
，
學
生
自
然
就
自
求
學
習
。
自

求
就
是
自
己
需
求
，
需
求
，
就
是
意
志
的
贤
動
，
因
此
「
成
悄
」
．
「
意
志
」
兩
方
面
的
教
育
穢
會
，
均
能
增
加
。

無
論
那
一
方
面
的
教
材
，
都
需
要
把
握
情
意
陶
冶
的
機
會
，
不
可
忽
酪
。

有
人
恐
怕
要
反
駁.. 

數
學
教
學
，
是
在
於
理
解
，
不
能
理
解
，
怎
能
發
生
興
趣
呢
！
然
而
要
達
到
眞
的
理
解
，

就
需
要
根
據
實
際
的
體
驗
，
實
際
的
體
驗
，
是
包
含
着
智
丶
悄
、
意
的
全
體
，
而
沒
有
直
接
的
體
驗
，
就
不
會
有
充

文
化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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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的
理
解
。
這
些
直
接
經
驗
，
都
是
全
體
意
識
的
經
驗
，
不
是
可
以
分
割
為
智
的
情
的
意
的

l

各
各
離
散
的
經
驗
。

譬
如
會
經
遊
玩
過
植
物
園
的
人
，
他
對
於
種
植
植
物
，
先
威
着
綺
麗
的
即
象
，
然
後
才
發
生
種
種
的
疑
問
。
若
是
他

沒
有
審
美
成
或
是
好
奇
心
，
他
說
沒
有
疑
問
，
沒
有
疑
問
就
沒
有
却
識
的
需
求
。
所
以
數
學
或
其
他
的
教
學
，
起
先

都
一
定
要
喚
起
學
習
的
動
機
，
就
是
喚
起
兒
章
的
生
活
經
驗
，
才
能
逹
到
充
分
的
理
解
。

譬
如
住
過
農
、
東
京
的
兒
手
里
，
對
於
倫
敦
、
東
京
，
就
有
生
活
的
釋
驗
。
這
些
兒
薰
，
若
是
讀
着
關
於
倫
敦

丨
—
—
—
—

、
東
京
的
教
材
聆
，
理
解
的
稈
度
，
自
然
比
沒
有
經
驗
的
兒
手
里
來
得
徹
底
而
且
能
充
分

0

所
以
無
論
什
麼
教
材
，
都

— 需
要
切
合
兒
置
的
生
活
經
驗
，
用
實
際
的
生
活
經
驗
，
做
理
解
的
某
礎
。
人
的
威
悄
、
意
志
、
智
識
也
都
要
繫
聯
於

生
活
的
體
驗
，
沒
有
體
驗
，
就
不
易
瞭
解
。
敗
限
叻
教
材
，
要
有
啟
學
的
生
沾
痙
職
，
根
據
生
活
經
驗
，
才
能
逹

j
l
j

顆
埋
的
瞭
解
。
級
高
等
的
數
學
，
尙
且
要
向
麻
際
有
些
關
聯
，
杏
圳
完
全
和
寅
際
的
牛
活
經
驗
不
發
生
關
係
，
那
末

學
這
些
空
洞
抽
象
的
學
問
，
有
什
麼
用
呢
！
況
且
心
意
尙
未
猛
逹
的
少
靑
年
期
，
對
於
抽
象
的
理
論
概
念
最
雞
理
解

的
時
候
，
更
有
需
用
切
合
於
實
際
生
活
的
黔
材
的
必
要
，
將
生
汗
做
出
菠
點
，
靚
後
以
生
活
指
導
為
教
學
的
結
束
。

這
意
識
的
生
活
經
驗

(
L
e
b
e
n
s

E
r
f
a
h
r
u
n
g
)

，
最
根
本
的
性
竹
，
就
蛤
經
驗
的
全
體
性
，
不
分
智
、
悄
、
意

的
心
意
狀
館
。
譬
如
春
天
遊
玩
一
趟
山
野
，
那
時
的
經
驗
，
不
能
區
分
這
方
面
是
悄
成
的
經
驗
，
那
方
面
是
知
識
的

經
驗
，
凡
生
活
經
驗
者
，
就
是
全
體
的
經
驗
，
還
未
受
過
反
省
意
識
以
前
的
直
接
羆
驗

0

將
深
奧
的
意
議
說
出
末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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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
是
智
、
情
、
意
未
分
以
前
的
練
粹
氬
驗(
R
e
i
n
e

E
r
f
a
h
r
u
n
g
)

，
或
者
是
主
客
未
分
的
原
始
體
驗
，
池
就
是
最
具

體
的
直
接
經
驗
。
換
言
之
，
乃
是
自
我
的
意
識
，
還
末
和
對
象
分
別
的
狀
態
。

意
識
的
渾
一
性

心
意
的
本
質
，
完
全
是
在
於
全
體
性
°
]
這
全
體
性
和
渾
一
性
的
意
羲
，
大
概
晶
差
不
多
的
。
沛
一
性
有
一
部
分

的
意
義
鶚
就
是
和
詹
姆
士(
W
.J
v
.
m
e
s
)

所
說
的
意
識
的
綠
暉
有
些
關
係
。
然
而
意
識
的
渾
一
性
，
本
來
可
說
是
一

種
可
愬
性
，
I
P是
意
識
現
象
分
未
化
以
前
的
狀
態
＂
這
狀
館
是
渾
然
融
合
的
全
一
的
精
神
生
活
。
換
瓦
之
，
就
是
一

種
直
覿
的
狀
態
．
，
意
識
在
流
動
時
，
還
未
受
過
分
析
以
削
的
精
神
狀
飽
。

我
們
普
通
的
生
活
體
驗
中
，
這
糠
意
識
狀
態
，
可
說
頗
多
，
一
般
的
生
活
活
動
，
沒
有
經
過
反
省
思
考
的
狀
館

可
名
之
曰
沛
一
的
狀
態
。
普
通
心
理
學
，
謂
之
無
意
識
的
狀
館
。
然
而
這
無
意
識
的
狀
態
，
．
卻
逞
不
能
說
明
這
個

狀
賠
的
充
足
的
羲
意
。
譬
如
在
山
上
，
眺
望
一
幅
遠
景
，
這
時
候
的
意
識
狀
態
，
可
說
晶
渾

I狀
態
，
主
戰
的
意
識

和
客
觀
的
對
象
，
還
未
分
離
以
前
，
完
全
是
全
體
渾
融
的
狀
態
。

舉
另
外
一
方
面
的
例
來
說
，
就
是
柏
格
森(
B
e
r
g
s
o
n
)

所
說
的
，
意
識
的
全
體
緊
張
性
。
他
說
：
．
「
譬
如
一
個

— 

鋼
舉
家
彈
勳
鋼
琴
時
，
他
的
意
識
使
他
的
手
指
活
動
，
而
表
現
音
律
。
此
時
他
的
意
識
和
鋼
琴
，
是
造
出
一
種
不
可

第
二
節



近
於
內
容
主
義
，
宵
質
的
體
驗
精
神
。

冷
靜
，
停
止
流
動
的
狀
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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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離
的
全
體
性
。
倘
若
這
個
鋼
琴
家
，
停
止
彈
動
鋼
架
之
時
，
他
的
意
識
旳
全
體
渾
然
性
，
就
破
壞

I
。
鋼
苧
家
的

意
識
＊
觀
，
和
鋼
琴
的
客
觀
對
象
，
就
沒
有
關
聯
，
不
發
生
全
體
渾
一
的
關
係
。
這
時
候
的
意
識
狀
態
，
痂
澁

5趨
逕

這
全
體
的
渾
一
性
，
用
別
的
術
語
說
，
就
是
最
具
體
的
狀
態
o

有
「
最
具
體
的
狀
態
，
才
能
發
生
意
議
，
部
分

與
部
分
無
關
係
而
並
置
的
時
候
，
就
是
抽
象
的
狀
館
，
這
種
抽
象
狀
態
，
完
全
沒
有
意
思
的
。
譬
如
鋼
琴
放
在
那
邊

，
鋼
琴
家
離
開
鋼
琴
而
站
在
這
邊
的
聆
候
，
渲
兩
者
就
不
能
發
生
關
係
，
不
能
發
生
關
係
，
就
沒
有
意
義
與
價
偏
'

那
是
一
種
抽
象
分
離
的
存
在
。
再
舉
一
個
通
俗
例
子
來
說
·
·
就
是
男
性
與
女
性
，
原
來
摳
是
全
體
性
的
存
在
，
男
女

個
別
分
開
的
時
候
，
就
甚
抽
象
無
意
義
的
存
在
．
，
可
是
男
女
發
生
夫
婦
的
關
係
，
或
是
戀
愛
峙
，
這
才
能
算
具
體
的

全
體
性
，
而
且
菸
生
價
值
與
意
義
。
倘
若
夫
婦
常
常
打
架
，
結
果
離
婚
，
此
時
就
破
壞
全
體
旳
調
和
，
變
為
抽
象
個

別
的
離
開
狀
態
，
所
以
就
失
了
意
義
與
價
值
。

看
f
以
上
所
舉
的

1
一
丶
三
個
例
子
，
大
約
就
能
筠
明
瞭
惹
識
的
渾
一
性
，
全
體
性
，
具
體
性
的
概
暗
的
意
義
．
，

同
時
會
r
解
分
離
性
7

個
別
性
，
抽
象
性
的
宅
洞
性
質
的
直
義
。
康
璋u

i或
是
赫
拔
西
的
缺
陷
，
就
是
在
於
形
式
的
空

ll·l'

:·-:
;i 

疏
性
，
或
某
抽
象
的
形
式
士
義
，
不
切
於
實
際
。
反
之
輓
近
的
哲
學
教
育
思
想
，
因
驾
補
缺
他
們
的
學
說
起
見
，
常

一·••• . .. 



說
的
順
應
性
，
有
些
共
同
的
意
思
。

---
; 

-. `. 

心
意
的
髮
樣
性
，
一
糠
意
義
，
就
是
可
陶
性
的
意
思0
沒
有
變
樣
性
，
就
是
沒
有
陽
冶
性
，
倘
若
精
神
固
定
，

不
能
變
換
形
態
，
那
麼
教
育
的
效
果
，
根
本
就
不
會
發
生
。
意
識
的
根
木
特
質
，
就
是
前
述
的
全
體
渾
一
性
，
這
乃

羞
識
原
型
，
將
這
心
意
原
型
，
意
識
可
以
變
化
稗
種
的
形
態
。i這
幾
樣
性
，
一
部
份
的
平
莖
，
和
英
笑
的
學
者
所

l-

. 

前
述
的
意
識
的
全
體
性
，
本
來
是
一
種
無
形
館
的
狀
態
，
立
於
這
絛
形
郎
的
原
型
，
可
以
陶
冶
植
和
形
能
出
來

。
這
許
多
形
館
，
可
說
是
同
一
意
識
如
許
多
側
面(
A
s
p
e
c
t
s
)

0

教
育
家
會
根
據
這
心
意
的
幾
樣
性
，
髮
化
被
教
育

者
的
心
意
狀
館
，
造
成
教
育
家
所
意
圖
的
全
人
格
出
現
。

從
表
面
上
璽
起
來
，
身
體
容
貌
等
等
，
逕
會
有
變
樣
性
的
。
譬
如
長
久
住
在
英
、
德
的
中
國
留
學
生
，
囘
國
股

',

-l| 

，
他
們
的
相
貌
、
鼻
子
、
皮
膚
、
眼
睛
丶
態
度
、
言
語
、
不
消
說
，
都
很
容
品
像
英
國
紳
士
，
或
品
德
國
國
士
的
風

|| 

範
。
這
是
外
表
上
的
變
樣
，
大
約
和
自
然
的
光
線
、
温
度
、
温
度
｀
樹
木
、
山
河
的
環
境
，
與
妣
會
的
習
慣
、
風
俗

、
生
活
形
式
的
環
境
，
有
很
密
切
的
關
係
c

自
然
肚
曾
的
環
境
，
影
翱
着
人
們
的
我
心
，
可
說
是
很
利
害
。
這
些
留

學
生
的
父
毋
，
雖
不
是
英
德
的
外
國
種
族
，
而
是
純
粹
的
中
國
人
，
尙
且
有
這
樣
極
端
的
後
天
變
樣
性
。

I

：
丨

文
化
教
育
學
撤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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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科
學
的
心
理
學
講
起
＊
＇
濡
些
現
象
，
就
是
心
意
的
變
樣
性
。

釋
通
路
，
就
是
中
樞
神
經
和
末
稍
神
經
的
傅
播
通
路
。
不
過
這
種
說
明
，
品
就
牛
理
的
心
理
學
立
塲
的
解
釋
。
從
精

°
逹
耳
文
少
年
約
時
候
，
很
喜
歡
念
詩
文
，
後
來
因
為
研
究
自
然
科
學
，
心
意
形
態
，
結
果
傾
向
於
理
科
方
面
「
'

這
就
是
精
神
上
心
意
的
變
樣
性
。
對
於
上
述
的
例
子
，
生
物
學
家
或
心
理
學
家
的
說
明
，
是
認
為
神
經
通
路
閉
塞
的

綠
故
'
i吊
念
詩
文
的
聆
候
，
神
經
通
路
暢
通
，
但
是
久
不
念
詩
文
的
時
候
，
這
些
神
經
通
路
，
就
會
閉
寒
起
來
。
神

這
種
心
意
的
擾
樣
性
，
最
豐
富
約
時
期
，
就
是
少
年
和
靑
年
期
，
意
識
柔
弱
的
時
期
，
變
容
率
自
然
隨
之
豐
富

文
化
教
育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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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不
但
是
個
人
，
就
是
撒
倡
民
族
，
也
是
一
樣
。
現
在
歐
洲
的
芬
蘭
、
匈
牙
利
、
七
耳
其
等
國
家
民
族
的
構
成
份

|
丨
|
|

.. 

子
，
大
部
分
是
蒙
古
民
族
，
芬
蘭
是
匈
奴(
F
i
n
i
s
h
)

，
匈
牙
利
甚
嗎
舍
兒
(
M
a
g
g
a
l
)

，
七
耳
其
是
突
厥(
1
~
u
r
k
i
s
h
)

丨
一

·
1
I
i
:
·

|
—
丨

l

丨
—
'
_
—
—

牠
們
完
全
是
蒙
古
族
的
分
枝
(
B
r
a
n
c
h
e
s
)

，
然
而
外
表
不
像
粟
古
族
，
幾
近
似
歐
洲
人
0

成
吉
思
汗
的
末
裔
，
亞

格
巴

(
A
k
b
a
l
)

。
巴
卑
爾
(
B
a
b
e
l
)

，
到
印
度
去
當
皇
帝
時
，
他
們
也
漸
漸
會
變
成
歐
人
的
風
締
。

從
外
表
的
身
體
形
態
說
起
來
，
尙
且
有
這
蹂
厲
害
的
髮
化
，
那
麼
精
神
上
務
生
重
大
的
變
樣
，
更
屬
可
能
了
。

人
們
的
心
意
，
本
來
具
有
融
通
性
的
，
教
育
的
後
天
底
影
嚮
，
就
是
利
用
這
種
融
通
性
'
[
漸
漸
造
成
了
輝
態
度

(
A
t
i
u
d
e
)

出
來
6
這
糠
形
式
態
度
，
照
杜
威
所
說
，
就
是
各
奲
形
式
陶
冶
，
形
式
陶
冶
逹
到
目
的
時
，
這
些
變
樣
性

I··-

-

1 

，
就
比
較
趨
於
固
定
。

一
因



第
四
節

惹
識
的
發
展
性

IH 

這
種
變
樣
性
，
不
但
在
長
時
間
內
足
以
存
在
，
e
p使
雉
晾
間
，
也
能
有
顯
著
的
現
象
。
譬
如
上
一
點
錙
是
物
理

，
下
一
點
鐘
是
文
學
，
兒
薰
的
意
識
，
也
能
繼
樣
自
己
的
形
態
，
而
適
應
於
各
力
面
的
樣
陣
。

(
M
o
d
e
)

這
意
識
的
菠
展
性
的
問
題
·
已
為
多
數
學
者
所
注
意
．
，
不
但
荻
兒
戴
派
的
學
者
提
出
這
間
迎
，
就
是
別
的
學
者

| 

喝

，
譬
如
詹
姆
士
，
柏
格
森
，
布
都
兒(
E
.Bo
u
·
可
o
u
x
)，或
是
每
國
最
近
的
學
者
謝
拉(
!
'
l
a
x

S
c
h
e
l
l
e
r
)

，
和
海
洮

|
丨

L
-
l
l
l
i
`
:
;

卞
(
H
e
i
d
e
g
g
e
r
)

等
哲
學
家
，
都
鄭
軍
地
討
論
過
。

4·_
. 

據
柏
格
森
在
他
的
「
物
質
與
記
憶
」(
M
a
t
i
e
r
e

et 

.
l
\
l
i
e
m
o
i
r
e
)

，
和
「
意
識
的
冇
接
與
件
」
(
E
s
s
a
i

sur 

les 

don· 

— 

nees 

immediates 

de 

la 

C
o
n
s
c
i
e
n
c
e
)

的
若
作
中
講
的
思
想
說
起
來
，
意
識
和
物
質
的
根
本
相
異
，
就
在
意
誠
品

「
質
」(
Q
u
a
l
i
t
a
t
)

，
物
質
是
「
暈
」(
Q
u
.
a
n
t
i
t
a
t
)

的
區
別
。
「
質
」
是
不
可
分
析
，
不
能
解
剖
，
而
且
也
不
能
在
空
間
並

置
的
束
西
；
，
而
「
輦
」
是
能
分
割
，
可
解
剖
，
在
空
間
可
以
並
置
的
東
西
。
意
識
的
「
竹
」
，
不
斷
在
發
殷
，
伸
長
，
演

化
．
，
然
而
「
暈
」
是
機
械
的
，
無
目
的
的
變
化
。
柏
格
森
的
惹
識
論
，
是
近
世
哲
學
上
，
最
大
的
發
見
。
他
所
探
究
的

| 

意
識
的
飛
躍
發
展
性(
E
l
a
n
v
i
t
a
l
)

，
就
是
沿
深
奧
的
根
本
學
說
。
柏
格
森
的
時
間
論
，
和
純
粹
持
續
論
(
D
u
r
e
e

— 

J
)
U
r
e
)

，
或
是
理
論
與
生
命
的
問
迴
，
實
在
是
現
代
哲
學
界
和
思
怨
界
有
力
的
主
張
。

文
化
教
育
學
旅
錀

davidwu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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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性
的
互
相
的
關
係
°
」

. Leben 

ist 

als 

erste 

意
識
的
發
展
性
，
其
本
質
屬
性
和
根
本
條
泮
，
就
是
時
間
，
因
爲
生
成
、
伸
長
、
發
展
，
這
些
事
情
、

經
過
相
當
的
時
間
；
所
以
意
識
的
本
性
，
就
是
根
據
時
間
的
發
展
性
。
物
質
的
根
本
條
件
，
就
是
在
於
空
間

(
S
p
a
c
e

)
，
物
質
所
具
有
一
定
的
容
積
，
體
積
的
「
最
」
，
須
要
占
有
一
定
的
空
間
區
言

i
n人
們
的
身
體
，
當
作
物
質
上
的
側

面
觀
察
的
時
候
，
必
然
地
要
占
有
一
定
的
寀
間
，
然
而
潛
在
體
內
的
意
識
，
是
沒
有
容
積
和
體
積
的
東
西
．
，
不
需
要

占
一
定
的
空
間
，
可
是
須
要
一
定
的
時
間
過
程
(
T
i
m
e

Process) 

c

才
能
發
展
、
伸
長
、
進
化
。
那
麼
其
次
的
問

題
，
就
是
空
間
與
時
間
(
T
i
1
n
e

and 

S
p
a
c
e
)
的
關
係
，
或
是
身
髓
和
意
識
的
關
係
。
這
些
問
題
也
是
很
重
要
的
根

本
條
件
，
可
是
現
在
也
暫
不
論
及
。

荻
兒
戴
對
於
這
生
命
意
識
的
発
展
性
，
會
經
發
有
議
論
。
在
他
的
全
集
第
七
卷
中
，
對
於
這
問
題
台
發
表
下
面

li·[; 一
段
議
論
：
「
在
於
生
命
第
－
施
禱
的
規
定
，
就
是
以
含
着
變
化
的
時
間
性

(
Z
e
i
t
l
i
c
h
k
e
i
t
)
~

根
底
。
這
時
間
性

餓
巳
顯
明
於
表
現
、
生
命
過
程
(
L
e
b
e
n
s
v
e
r
a
u
.
f
)

｀
而
對
於
我
們
的
意
識
可
追
求
的
統l
(
E
i
n
h
e
i
t
)

的
結
果
而
存

在
的
；
生
命
與
牴
所
處
置
的
外
面
對
象
，
是
同
時
間
．
連
續
性
(
A
u
f
e
i
n
a
n
d
e
r
f
o
l
g
e
)

o

時
間
距
離
、
持
續
性
、
變

''In 

den 

andern 

die 

Zeitlichkeit 

enthalten. 

Dies 

trit 

schon 

in 

dem 

Ausdr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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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意
形
館
。
共
中
對
於
現
布
的
生
命
意
識
，
最
重
要
的
東
西
，
就
是
生
命
的
銜
動
及
促
迫
力
。
這
衝
動
力
，
生
理
澤

的
心
理
學
者
詹
姆
士
，
和
形
而
上
學
家
柏
格
森
，
都
認
為
是
盲
目
的
推
進
力
；
肓

H

者
，
就
迪
H

的
意
識
不
明
瞭
旳

意
思
。
然
面
在
荻
兒
戴
一
派
的
學
者
，
是
認
為
有
目
的
的
，
傾
向
於
理
念
(
I
d
e
e
1
1
)

的
生
命
，
卽
寸
部
所
謂
「
生
命

的
潮
流
與
向
於
彼
岸
價
值
的
直
進
力
，
而
兩
者
所
牽
制
緊
張
的
辯
證
發
股
力
。
」
現
實
灼
生
命
意
識
，
就
朵
憧
憬
價

值
，
追
求
理
想
目
的
，
充
當
意
義
的
作
用
。
現
在
的
詩
間
性
來
得
士
要
呢
，
迢
是
未
來
的
時
間
性
來
得
主
要

'
l這
晶

事
實
上
是
很
難
解
決
的
問
題
。
一
切
意
躥
現
象
，
都
是
以
現
實
做
某
點
而
變
化
發
股
的
。
沒
有
現
實
，
遏
夫
或
未
來

，
那
末
意
義
就
完
全
失
去0
可
是
將
嚴
密
的
理
論
說
起
來
，
現
實
只
有
一
瞬
間
就
遏
去
r
'
這
一
剎
那
，
對
於
全
盟

又
具
有
什
麼
意
義
呢
？

最
近
1
1的
1
1
(
H
e
i
d
e
g
g
e
r
)

，
對
於
意
識
的
時
間
論
，
又
發
表
很
獨
創
的
思
想
。
他
在
「
存
在
典
時
間
」

(Sein 

und 

Z
e
i
t
)
的
芙
作
中
，
論
述
未
來
的
市
要
性
。
他
說
未
來
比
現
宵
更
市
要
，
未
來
就
是
現
宵
的
根
據
；
木

來
的
本
質
屬
性
，
杲
「
缺
如
的
性
格
」
。
「
缺
如
」
者
，
就
晶
空
洞
的
意
義
，
窄
洞
楚
非
存
在
，
然
而
非
存
在
比
存
在
迢

軍
要
。
譬
如
一
個
茶
杯
，
中
間
是
空
洞
的
，
所
以
能
盛
茶
水
，
若
晶
茶
杯
的
宰
虛
充
作
的
悍
候
，
沆
茶
怀
就
沒
石
川

處
。
和
這
邈
理
相
似
的
未
來
，
就
是
現
實
的
根
據
·
，
未
來
是
非
存
在

(
M
e
o
n
)

，
現
宵
是
存
在
(
0巴
，
于
是
非
存

在
是
存
布
的
根
據
。
非
存
在
卻
然
是
非
存
在
，
可
是
不
久
就
能
變
齒
存
在
的
現
實
。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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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九

倘
若
人
們
的
生
命
意
識
，
沒
有
未
來
性
，
那
麼
這
個
人
，
完
全
等
於
自
殺
。
人
有
希
望
、
理
想
丶
憧
憬
，
才
能

生
活
。
譬
如
一
侗
靑
年
學
生
，
拼
命
用
功
求
學
，
就
是
為r追
求
未
來
的
希
望
，
所
以
他
的
現
實
假
使
喫
了
許
多
苦

，
也
願
意
忍
耐
下
去
。
反
過
來
說
，
假
使
這
侗
學
生
，
努
力
求
學
，
修
痊
品
格
，
然
而
未
來
的
前
稈
，
，
統
統
被
肚
會

人
們
閉
堢
掩
遮
而
不
能
贤
展
的
聆
候
，
他
在
現
實
，
假
使
是
豫
先
曉
得
r
前
程
無
望
，
那
麼
他
一
定
不
願
意
求
學
，

結
果
陷
於
自
暴
自
棄
的
境
地
，
或
哈
落
下
去
。
未
來
性
(
Z
u
k
1
u
1
f
t
i
g
k
e
i
:
)
.
)

，
是
現
實
的
根
本
，
是
人
的
理
想
性
。

人
們
沒
有
理
想
，
就
變
成
照
落
丶
頽
唐
丶
頹
廢
的
生
活
，
結
果
等
於
豚
羊
牛
馬
等
動
物
一
樣
。

未
來
是
空
虛
性
，
老
子
的
虛
無
思
想
，
和
龑
聶
性
，
有
些
相
回
的
地
方
。
這
空
虛
性
，
是
一
種
理
愁
性
，
是

丨

沒
有
現
實
的
，
可
是
不
久
就
能
褻
作
視
實c
現
在
世
界
各
國
的
戰
爭
，
都
是
爲
涪
國
家
民
族
的
將
來o
國
家
倘
若
滅

亡
的
時
候
，
國
家
與
恫
人
，
就
沒
有
未
來
性
的
希
望
，
所
以
各
國
人
都
拚
命
從
事
於
戰
爭
。
英
·
法
．
對
於
現
實
的

:' 
... 

狀
況
，
當
然
沒
有
什
麼
權
利
領
士
的
野
心
，
但
是
他
們
，
害
怕
未
來
的
國
亡
種
試
，
所
以
捲
入

i

戰
爭
的
漩
渦
。
I
i
i

義
也
是
爲
了
未
來
的
務
展
，
而
惹
起
軍
事
行
動
。
所
以
海
溧
卡
所
謂
未
來
的
根
本
意
羲
，
大
約
若
了
上
述
的
譬
嗆
'

就
可
以
了
解
。

簡
略
的
說
起
來
，
人
類
的
意
識
，
昂
「
生
」
面
「
活
」
的
，
具
有
生
拉
、
發
展
、
運
動
、
活
動
、
衰
老
等
性
質
。
所

以
教
育
者
，
可
以
根
據
這
意
識
的
游
展
擴
充
性
，
而
能
夠
戴
助
陶
冶
這
些
性
質
。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文
化
教
育
學
棚
論

生
命
(
D
a
sLe
h
e
u
s
)

和
意
識
(
D
a
sBe
w
u
.
s
t
s
e
i
n
)

的
主
要
意
義
，
原
來
品
相
異
的
；1
8
4
U
定
普
通
常
識
上
，
却

常
常
認
為
相
同
而
混
用
。
荻
兒
戴
和
柏
格
森
，
對
於
這
兩
方
面
，
都
沒
有
什
麼
特
別
的
論
述
。
然
而
最
近
德
國
的
哲

丨

1
'
i
I
/
|

學
家
謝
拉
(
S
c
h
e
l
~
r
)

，
卻
硏
究
得
很
詳
細
c

他
的
方
法
學

(
M
e
~
t
h
o
d
o
l
o
g
i
e
)

，
一
邊
用
達
耳
文
的
實
證
方
法
，

I' 
__ 

l 

或
是
生
物
學
．
心
理
學
的
實
驗
材
料
論
證
，
而
一
邊
用
科
學
不
能
達
到
的
思
維
形
而
上
澤
的
方
法
，
論
究
人
類
的

在
他
的
名
著
「
宇
宙
的
人
類
文
塲
」
(
"
D
i
e

stellung 

des 

menschen 

im 

Kosmos 

3

中
，
解
釋
入
類
的
立
塢

，
而
成
為
「
人
類
的
解
釋
學
」°(
A
nt
o
p
o
l
o
g
i
e
)

宇
宙
間
所
存
在
的
，
可
分
為
生
物
界
、
非
生
物
界
(
鑛
物
界
)
'
而

生
物
界
中
，
再
分
植
物
、
動
物
、
人
類
等
階
段
。
但
是
他
根
據
內
容
，
把
生
物
界
再
分
六
個
階
段
．
，
愈
下
等
的
生
物

，
渲
階
段
的
屬
性
愈
少
；
而
最
高
等
的
人
類
，
對
於
以
下
各
階
段
的
許
多
凪
性
，
統
統
都
包
合
看
的
。

第
一
階
段
，
就
是
生
命
衝
勳(
L
c
b
e
n
s
d
r
a
n
g
)

，
或
名
之
曰
成
情
衙w
J
J
(
G
e
f
1
1
l
l
s
d
r
a
n
g
s
)

。
這
種
特
性
，
是

以
植
物
界
代
表
之
。
植
物
具
有
生
命
，
所
以
有
營
接
、
繁
殖
，
而
具
有
桴
其
低
微
的

k
i登
機
關
而
維
持
生
命
，
但
是

＊
部
分
都
布
無
意
識
的
狀
館
中
營
生
。
牠
們
的
營
徬
資
料
，
是
水
、
肥
料
、
士
塤
等
無
生
命
的
礦
物
戥
。
植
物
本
來

本
質
。

第
五
篩
生
命
與
意
識
的
關
係

二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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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不
能
運
動
，
沒
有
聯
想
、
記
憶
、
愁
像
、
思
考
、
知
識
等
意
識
作
用
，
n
＾
有
生
活
的
衝
動
而
已
。

第
二
階
段
，
就
L
I翌
本
能
作
用
(
A
k
t
der 

I
n
s
t
i
n
k
t
)

，
這
個
代
表
者
，
就
是
動
物
。
本
能
晶
先
天
逍
傳
下
來
的

合
於
H

的
的
活
動
，
尸i
3「
養
、
繁
殖
等
，n
要
各
自
保
存
或
是
種
族
保
存
的
根
本
特
性
，
總
歸
於
本
能
作
J
M。
植
物
不
能

運
動
，
沒
有
商
識
．
，
動
物n心
會
蓮
動
，
而
能
親
自
尋
求
食
物
，
具
有
低
微
的
意
識
作
用
，
卽
n
盃
極
微
的
成
媒
作
用
。

所
以
植
物
有
生
命
衝
動
，
動
物
除
有
生
命
衝
動
以
外
，
能
增
加
一
屬
性
，
就
品
本
能
、
成
媒
的
意
識
作
川
。
植
物
的

食
料
，
是
純
粹
的
鑛
物
質
，
可
是
動
物
的
食
料
，
就
有
鑛
物
和
植
物
兩
稱
。

第
三
階
段
，
阱
做
聯
想
記
億
1
1
(
A
s
s
o
z
i
a
t
i
v
e

1 

G
e
d
u
c
k
t
n
i
s
)

，
其
有
這
種
聯
想
記
憶
力
的
動
物
，
是
比
較

高
等
的
動
物
。
將
動
物
官
驗
堪
講
起
來
，
對
於
特
定
的
刺
激
，
而
反
覆
反
應
的
時
候
，
遂
成
為
一
種

H

慣
的
結
合
．
＇

譬
如
條
件
反
射
、
模
倣
丶
再
現
等
動
作
，
就
朵
這
種
作
用o囚
此
比
較
高
等
的
哺
乳
動
物
，
就
具
有
三
種
根
本
特
性

，
就
是
生
命
、
本
能
和
聯
想
記
憶
力
。

第
四
階
段
，
名
為
實
際
的
智
力
(
P
r
a
k
t
i
s
c
h
e

I
n
t
e
l
l
i
g
e
n
z
)

，
具
有
這
種
能
力
的
，
只
有
最
商
等
的
少
數
動
物

，
例
如
人
猿
之
鄔
；
牻
們
具
備
希
宵
際
的
刊
斷
力
和
關
於
實
際
生
活
的
實
際
技
術
，
會
利
用
藺
單
的
機
械
、
工
具
等

；
謝
撞
名
之
曰
(
h
o
m
o
falbe, 

homo 

s
a
p
i
e
n
c
e
)

，
就
是
技
術
智
職
的
意
思
。
因
此
最
高
等
的
動
物
，
具
備
着
阻

— 種
根
本
特
性
，
就
u
亞
生
命
、
本
能
、
意
識
云
聯
悲
記
憶f
J
)，
實
際
的
智
力
。
其
食
物
的
資
料
，
就
是
鑛
物
、
植
物
和

文
化
教
育
學
慨
論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比
自
己
下
等
的
動
物
。

• 

第
五
階
段
，
就
是
精
砷
(
G
e
i
s
t
)

具
有
精
砷
的
，
就
晶
人
類o
有
精
神
才
有
入
格
，
人
格
的
內
容
，
可
說
晶
逍

德
意
識
，
人
類
媒
於
禽
獸
的
根
本
條
件
，
就
在
這
逍
徂
精
神
；
孟
子
所
謂
四
端
，
可
謂

A
類
的
根
本
特
性
。
具
有
前

述
I
_＿
丶
四
階
一
段
特
性
的
植
物
．
動
物
，
是
被
環
境
所
支
配
的
；
然
而
有
精
神
的
人
類
，
能
支
配
或
剖
服
環
境
，
把

混
雜
無
系
統
的
環
境
，
柩
理
統
制
於
自
己
的
惹
志
之
下
。
所
以
前
者
是
被
動
的
，
後
者
是
能
動
的

o

能
動
者
，
就
晶

能
葯
支
配
環
境
的
意
思
。
第
四
楷
段
人
猿
的
實
際
智
力
，
宵
在
逞
是
初
歩
的
技
術
却
識
，
而
不
能
說
是
完
全
能
動
的

意
志
而
足
以
統
制
環
境
；
然
而
人
類
的
技
術
知
識
，
能
夠
發
叫
火
車
、
輪
船
、
飛
機
、
汽
車
、
無
線
電
、
建
築
等
科

學
利
器
；
所
以
現
在
的
都
市
文
叫
，
及
共
資
本
主
義
的
肌
會
機
槁
，
大
半
就
嵒
這
些
技
術
智
識
所
造
成
的

0

這
個
精

砷
階
段
，
換
句
話
說
，
就
是
明
瞭
的
對
象
存
在
(
G
e
g
c
1
1
s
t
a
n
d
s
e
i
n
)

，
所
謂
對
象
，
就
晶
空
間
、
時
間
的
範
哈(
K
a

tegorie) 

；
精
神
與
對
象
結
合
的
峙
候
，
可
成
為
認
識
自
我
。
到

r

這
個
階
段
，
才
有
其
正
的
自
我
自
礎
作
用
(
S
e
J

b
s
t
b
e
v
v
u
.
s
t
s
e
i
n
)

。
前
面
四
個
階
段
，
馳
睦
登
、
半
睦
疊
的
無
麻
識
或
字
意
識
的
階
段
，
沒
有
充
分
明
瞭
的
自
覺
作

用
。
所
以
能
夠
創
出
精
神
文
化
的
階
段
，
祗
有
具
備
精
神
的
人
類
而
已
，
精
神
，
就
是
人
類
的
特
質
。
人
類
除
「
具

備
着
精
帥
峙
竹
以
外
，
也
有
類
於
植
物
的
生
命
，
或
是
動
物
的
本
能
，
聯
想
記
憶
力
，
與
賀
際
的
技
術
知
識
；
而
這

抜
術
知
識
，
就
是
上
文
所
說
的
自
然
科
學
的
知
識
根
據
；
所
以
這
五
個
階
段
，
合
併
起
來
就
是
人
類
的
根
本
特
性
。

.「．...... ... . .. 



的
目
的
．
＇
不
像
從
前
的
獨
斷
思
辨
的
形
而
上
學
。

第
六
階
段
，
就
是
觀
念
化
的
作
用
(
A
k
t
der 

I
d
e
i
r
u
n
g
)

。
戴
念
化
是
統
一
一
個
偶
的
偶
然
偶
物
的
作
用
，
以

謀
逹
到
1般
普
逼
化
的
本
質
作
用
；
蛭
開
1
時
的
慾
四
衝
動
，
達
到
永
遠
的
精
神
，
哲
學
、
藝
術
、
這
德
、
宗
教
、

的
許
多
文
化
形
態
，
乃
是
眞
理
的
永
途
性
，
藝
術
、
道
德
的
永
久
價
值
，
對
於
最
高
神
的
存
在
的
渴
慕
等
，
莫
非
是

這
作
用
的
歸
結
。
「
禁
止
一
時
的
慾
僂
0

衝
動
，
而
逹
到
永
逵
的
精
帥
」
，
則
是
人
類
最
高
意
志
所
發
動
的
作
用
。

最
高
意
志
，
乃
晶
人
類
所
特
有
的
自
由
意
志
，
這
意
志
和
觀
念
化
(
理
想
化
)
的
作
用
,
在
別
的
動
植
物
昇
'
都
不
能

以
上
敘
述
的
甌
別
，
就
是
謝
拉
的
思
想
概
略
，
與
柏
格
森
等
法
國
的
哲
學
家
的
研
究
法
有
些
類
似
，
可
是
思
想

|| 

形
態
，
頗
有
相
巽
之
處
。
柏
格
森
的
生
命
論
，
並
未
區
分
這
些
階
段
，
然
而
對
於
生
命
的
形
而
上
學
概
念
，
也
有
明

II-,_· 

頲
的
解
釋
。
由
此
可
知
，
最
近
的
形
而
上
學
的
研
究
法
，
一
面
用
科
學
的
方
法
論
證
，
而
他
面
探
究
形
而
上
學
本
來

以
上
六
階
段
，
可
以
說
就
是
兒
霏
清
年
的
心
意
發
達
階
段
；
譬
如
附
才
生
下
來
的
孩
子
，
只
有
生
俞
丶
本
能
的

需
求
，
木
能
漸
漸
發
逹
以
後
，
便
能
贤
生
聯
怨
記
憶
力
；
其
次
乃
是
技
術
智
識
和
精
神
，
最
後
發
現
最
右
向
尙
的
觀
念

化
作
用
，
而
到
達
成
人
們
應
有
的
特
性
。
這
些
心
理
的
靠
陷
段
，
實
布
和
速
耳
文
的
進
化
論
．
或

n
平
生
物
學
的
心

丨
＿

i

理
學
差
不
劣
。
I
t所
提
倡
的
最
軍
要
的
階
段
，
乃
是
「
精
神
」
與
「
觀
念
化
」
。

i這
兩
個
楷
段
，
就
是
他
形
而
上
學
的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贤
現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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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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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
晶
1
種
主
悄
意
的
教
育
'

級
近
世
界
上
的
思
想
界
，
對
於
估
意
方
面
，
牣
別
杓
起
關
心
，
對
於
康
憑
、
黑
格
兒
、
韓
拔
德
的
主
智
主
義
璇

|
丨
|
．
－
·

生
1種
反
嶧
，
並
且
發
見
主
智
教
育
的
掃
弊
｀
所
以
極
力
士
張
悄
麻
的
陶
冶
，
以
補
充
從
前
的
缺
陷
，
而
尋
求
逹
到

眞
的
全
人
教
育
的
H

的
。
若
子
口
「
人
名
伎
巧
，
奇
物
滋
起
」
之
麻
，
乃
婪
指
示
偏
智
教
育
的
弊
害
。
知
識
繁
多
，

丨

l

人
就
容
易
鵜
於
桃
諜
術
數
，
操
羞
柞
利
，
製
錯
不
正
經
的
飲
謀
策
動
。
德
勝
才
，
n
嘧
井
子
，
才
勝
縂
，
乃
卫
心
小
人
'

估
的
人
，
往
往
温
柔
或
嵖
錇
烈
，
鱈
方
記
有
弊
害
，
囚
此
紅
玷
不
侗
不
倚
的
中
庫
精
砷
，
才u定
優
良
的A
格
。

致
知
的
理
論
方
面
的
麻
義
。
前
}
右
犛
國
情
，
往
者
乃
拈
竹
譎
旦
瀟c
孔
子
的
「
仁
愛
」
主
義
足
以
代
表
前
者
，
孟
子
的

'_,.

1 

「
義
」
和
朱
子
的
「
埋
」
，
司
代
表
後
者
。
往
希
臘
的
訂Ar
i
n
1
缸
」
說
起
來
，
「
悄
」
是
悄
熱(
P
a
t
o
~
)

，
「
理
」
晶

「
|
·

— 

論
理
(
L
o
g
o
s
)

；
這
兩
者
其
備
，
才
能
國
＂
衎
回
篇
的
人
恪
；
缸
於
知
識
理
論
的
人
，
往
往
冷
酰
或
晶
煩
瑣
，
偏
於
成

｀

L
(
巨
e
尸
m
`
)
J一

'
2
0
0f 

L
i
v
i
n
g
)

一
文
內
說
過
，
關
於
中
國
因
有
的
1

休
悶
盡
，
在
他
的
「
牛
沾
的
'
\
」

L

'-··11·_,lIl 
切
思
想
，
就
蛤
「
佶
理
」
的
逍
圳
了
霍
」
工
」
仙
佃
丶
情
飼
、
仁
受
、
立
恕
的
麻
思
，
「
理
」
就
晶
條
理
、
道
理
丶
窮
理
、

. 第
六
節
主
情
意
主
義

根
本
論
據
，
和
前
舉
旳
立
邛
，
閨
有
严
剧
°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1
一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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荻
兒
戴
派
的
文
化
教
育
學
者
，
對
於
成
情
陶
冶
，
與
麻
志
陶
冶
，
特
別
喚
起
掖
育
學
者
的
關
心
。
從
前
的
教
育

學
，
對
於
這
兩
方
面
，
都
疏
忽
輕
視
而
沒
有
研
究
。
因
此
荻
兒
戟
鴆
補
充
他
們
的
缺
黯
起
見
，
提
倡
這
兩
種
隕
冶
。

·--------__·· 

主
悄
意
這
個
主
義
，
原
來
塑
不
適
當
，
囚
鈐
恐
怕
偏
於
情
惹
，
而
疏
於
知
識
陶
冶
的
時
倓
，
又
不
能
逹
到
全
人
的
教

育
目
的
。
倘
若
沒
有
科
學
的
知
識
，
這
些
國
民
血
不
能
生
存
於
現
代
的
文
叫
世
界
；
所
以
現
代
的
教
育
學
，
其
根
底

目
的
。
表
面
上
淺
薄
的
知
識
記
臆
的
教
育
，
不
是
眞
正
的
教
育
r

解
(
V
e
r
s
t
e
h
e
n
)

，
眞
的
了
解
，
晶
以
生
活
磴

驗
(
r
)
hens 

E
r
l
e
b
n
i
s
)

為
某
礎
的
，
一
切
文
化
財
，
須
要
流
入
溶
化
於
這
些
生
命
的
體
驗
，
纔
能
逹
到
精
神
的
陶

冶
。
生
命
的
體
驗
，
乃
是
智
、
情
、
意
三
方
面
的
全
面
的
關
聯
，
不
能
拿
出
一
方
面
的
體
驗
，
當
微
士
要
契
機

(
M

O, 
ment) 

；
所
以
文
化
財
和
F
l亞
門
向
心
意
體
驗
的
交
流
，
必
須
要
全
面
的
融
合
，
纔
能
錡
算
是
眞
正
的

f

解
。
一
切

文
化
財
，
假
若
探
用
主
智
士
羲
教
育
而
停
止
於
表
面
的
記
憶
鈕
識
層
，
那
麼
不
但
不
能
澈
底
r
解
，
而
且
很
容
易
忘

却
；
赫
拔
德
的
観
念
教
學
最
盛
的
時
代
，
人
們
都
儘
管
偏
於
記
憶
的
教
淥
，
結
果
造
成
偏
鄙
輕
薄
的
人
材
出
來
。

凡
晶
教
材
，
都
要
沅
入
兄
萊
悄
意
的
底
層
，
和
他
們
的
生
命
情
戚
，
一
塊
兒
洽
化
，
和
他
們
的
血
液
一
塊
兒
循

環
；
再
後
，
和
他
們
的
血
肉
消
化
，
而
發
動
創
造
的
意
志
出
來
，
這
才
能
夠
說
是
其
正
的r
解
。
成
悄
深
切
的
成
勔

文
化
救
育
學
概
論

倒
是
在
於
綜
合
的
立
場
n

荻
兄
殼
或
H
-」修
波
瀾
加
所
說
的
瞭
得
(
V
e
r
s
t
e
h
e
n
)

，
原
來
不
但
是
知
識
的
理
解
而
已
'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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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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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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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且
還
需
要
成
倘
作
用
的
活
動
；
知
識
在
表
面
，
、
成
情
在
內
－

u
u；
裏
應
外
合
，
相
互
關
聯
，
才
能
逹
到
其
的
瞭
解
的

davidwukw
螢光標示



，
所
以
要
改
造
國
民
性
格
以
後
興
中
國
，
就
非
要
實
施
意
志
陶
冶
的
教
育
不
可
。

丨

意
志
陶
冶
的
前
提
，
就
址
富
於
成
情
興
趣
的
教
學
方
法
，
如
果
教
堪
方
法
索
然
無
味
＇
兒
策
的
學
習
意
志
，
就

。
我
們
坪
匾
衰
弱
的
根
本
原
囚
日
平
國
民
有
懶
怡
、
放
肆
、
社

n
J
H、
倫
安
等
缺
黯
，
而
這
些
缺
黜
乃
起
因
於
麻
志
薄
弱

的
一
點
，
就
県
體
魄
的
鍛
鍊
；
囚
鎊
體
魄
和
意
志
，
頗
有
密
切
關
係
，
體
格
孱
弱
的
兒
平
里
，
常
見
意
志
薄
弱
的
現
象

薄
弱
的
人
，
陶
冶
成
惹
志
咯
強
，
志
操
不
動
搖
的
沉
毅
入
格
，
而
訪
一
種
根
本
目
的
。
對
於
這
意
志
陶
冶
上
要
留
心

慾
瓖
，
就
晶
惹
志
作
J
H
:．
心
志
璨
強
，
或n丟
努
力
｀
主
義
的
人
，
都
是
成
功
於
意
志
的
陶
冶
C

教
育
就
是
把
意
志

求
學
間
。

以
後
，
才
能
竅
現
祁
阡
的
慾
望
；
若
是
不
能
成
帝
深
刻
的
血
象
，
他
們
就
沒
有
興
趣
，
沒
有
興
味
，
就
不
願
意
再
追

會
破
壞
，
潮
漸
厭
嫌
那
一
科
的
課
程
，
甚
致
髮
成
討
厭
柩
個
的
學
校
。

意
志
陶
冶
，
另
一
方
面
，
和
德
性
、
道
德
志
操
、
人
格
、
有
緊
密
的
關
聯C
從
最
近
五
十
年
間
的
中
國
朕
史
唔

— 

起
來
，
中
國
晶
在
混
亂
的
時
期
。
國
民
思
想
，
不
能
趨
於
一
致
，
國
民
沒
有
一
定
的
識
見
、
人
格
、
志
操
，
今
天
參

加
三
民
主
義
，
期
天
就
信
任
共
產
士
義
；
今
天
主
張
國
家
主
義
，
叫
天
就
變
霹
個
人
利
己
＊
義
，
今
天
曰
乎
全
體
主
義

，
明
天
就
晶
自
由
士
義
；
或
者
今
年
研
究
數
學
，
明
年
乂
髮
鈴
研
究
文
學
，
造
成
一
切
的
混
亂
二
試
間
在
這
種
狀
賠

之
下
，
國
家
的
某
礎
怎
能
鞏
固
呢
？
教
育
須
要
把
國
民
遊
移
不
定
的
心
悄
丶
志
操
，
陶
冶
成
鞏
固
，
而
創
造
眞
正
的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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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尋

精
砷
的
構
造
閭
聯
性

人
格
，
來
奠
定
國
家
的
某
礎
，
使
生
存
於
國
際
間
，
也
能
得
到
優
越
的
地
位
。

二
七

現
在
中
國
這
樣
衰
弱
，
因
此
國
家
教
育
的
H

的
，
須
要
鞠
育
意
志
如
鐵
一
般
堅
強
的
靑
年
，
使
不
致
迷
惑
種
種

d| 

惡
劣
思
想
，
而
成
能
幹
勇
為
的
國
士
，
專
心
致
力
於
復
興
國
家
的
工
作
，
為
級
緊
要
旳
淌
提
。
總
言
之
，
麻
志
陶
冶

，
是
以
渼
成
一
貫
不
迤
的
努
力
精
神
，
志
操
穩
固
的
傀
全
國
民
為
標
準
。

荻
兒
戴
一
派
的
心
理
學
，
阱
做
構
造
心
理
淥
，
與
從
前
的
要
素
心
理
學
略
有
踩
別
。
樁
造
心
理
學
，
卽
晶
全
體

的
心
理
學
的
意
義
．
把
人
類
的
心
理
現
象
，
作
驾
全
體
的
關
聯
性
不Fl一
靠
當
作
獨
立
的
觀
念
，
或
評
多
要
素
f
l
l
織
而
成

的
。
精
神
的
構
造
關
聯
性
，
乃
是
把
我
們
的
精
神
生
活
，
靠
傲
一
種
構
造
看
待
c

這
精
砷
構
造
，
依
照
修
波
閩
加
所

.----

·1·l 

說
的
意
義
，
便
晶
1種
體
驗
傾
向
(
E
r
l
e
b
n
i
s

1
~
e
n
d
e
n
z
i
)

，
或
n
尼
業
精
傾
向
(
L
e
i
s
t
L
~
n
g
s
d
i
s
p
o
s
i
t
i
o
!
1
)

的
兩
種
關

聯
0

這
「
傾
向
」
的
意
思
，
就
晶
說
明
人
類
的
精
神
生
活
，
不
某
傾
向
於
動
物
禽
獸
的
世
界
，
而U呾
傾
向
於
價
值
理

想
的
方
向
，
精
神
構
造
的
關
聯
，
乃
是
和
價
值
世
界
的
關
係
，
所
以
啡
做
價
值
關
聯(
W
e
r
t
z
u
~
a

, 
n
m
e
n
h
a
n
g
)

。

，
大
類
的
精
神
心
理
，
活
躍
於
現
實
，
然
而
現
實
是
時
時
刻
刻
推
迤
於
未
來
，
所
以
未
來
妃

U
I以
代
表
理
想
價
伯
性
的

：
因
此
現
實
的
精
神
和
未
來
的
價
伯
理
想
，
互
相
弩
生
緊
密
的
關
聯
，
乃
朵
精
神
構
造
的
價
伯
關
牖
。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能
作
用
的
性
剁
o

不
但
智
丶
悄
丶
意
的
根
本
機
能
如
此
，
就
是
鈕
鷽
和
成
覺
的
關
係
，
池
晶
一
樣
的
．
，
把
精
帥
現
象

中
垧
知
登
，
再
分
做
種
種
成
覺
的
要
索
，
本
來z元
不
妥
當
的
，
知
嬝
可
以
作
一
個
統
一
的
起
黜
，
綵
面
這
知
覺
和
表

精
胂
柟
造
的
關
聯
性
，
不
但
是
和
價
伯H
的
的
方
向
有
關
聯
，
並
且
對
於
現
前
的
精
砷
現
象
，
也
全
體
郤
有UM

聯
。
譬
如
情
與
惹
'
f
f
f
與
意
，
情
與
智
許
多
現
象
，
仍
然
在
l
t相
關
聯
之
下
活
助
若
，
不
晶
獨
立
分
離
而
能
發
現
機

精
神
桔
造
，
逗
有
一
種
關
聯
，
問
做H
的
瀾
聯
(
Z
v
v
e
c
h
z

g 
amn1e1!.ha·i1g) 

o 

H

的
的
性
對
，
普
通
晶
當
作
尙

未
逹
到
的
存
在
，
雛
開
現
官
，
卽
品
在
超
越
現
實
的
彼
方
．
＇
T
l
J
是
H

的
也
可
以
說
品
在
現
實
的
心
意
內
面
，
阱
做
內

在
目
的
性
，
因
此
H

的
的
性
所Z
'

便
晶
一
邊
離
開
現
官
，
而
一
邊X
和
現
實
有
密
切
的
關
聯
，
所
以
立
開
兒
徒(
R
i
c

k
c
r
t
)

名
之
日
超
越
的
內
在
性
(
T
r
a
n
z
e
n
d
e
n

fa1inner 

l
i
c
h
k
e
i
t
)

。
以
為
現
官
的
心
音T
，
當
作
育
目
的
衝
動
的
，
就

是
生
命
哲
學
家
一
般
的
傾
向
。
他
們
說
，
生
命
的
未
來
雖
晶
一
瞬
間
，
我
們
人
類
也
都
不
能
知
迨
，
誰
嶢
得
明
天
自

己
的
運
命
赴
活
的
，
或
是
死
的
；
一
瞬
間
的
前
面
，
都
是
黑
暗
而
且
自

H

，
不
能
床
料
，
所
以
生
命
本
來
日
密
無
目
的

的
衝
動
力
。
這
拋
有
些
理
山
，
但
是
將
我
們
的
反
省
詆
識
考
慮
一
下
，
那
麼
就
容
易
懂
得
人
們
生
存
的
目
的
，
是
在

追
求
道
約
、
菸
術
、
眞
理
、
和
平
、
文
化
的
理
想
價
值
。
反
之
，
人
們
都
不
能
佘
動
物
、
禽
獸
、
照
落
、
鬥
淨
、
野

戀
、
戰
爭
鈁
追
求
的
目
標
，
是
很
明
白
的
游
理
。
所
只
生
命
的
促
迫
力
，
未
受
沿
反
省
意
識
以
前
，
可
以
說
晶
盲

H

的
衝
動
，
但
品
已
經f
解
於
反
省
意
識
以
後
，
也
能
說
品
其
冇H
的
的
關
聨
。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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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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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1
一
九

論
理
關
喲
的
程
序
，
而
發
生
名
詞
上
之
先
後
凌
亂
的
現
象
出
來
的l
L貳
，
這

r
,^
章
就
尖
扭
麻
義
。

序
的
時
候
，
文
章
就
不
能
贤
坐
意
義
。
文
法
中
具
有
文
法
的
論
理
(
^
]

l"'1.UTl111 

# 
ical 

L
o
g
i
c
)
，
若
晶
破
壞
這
文
法
的

是
文
沫
的
關
聯
性
，
其
中
動
詞
和
接
續
詞
，
對
於
文
章
的
職
結
上
，
是
范
屯
要
；
倘
若
各
名
詞
四
散
並
戳
，
沒
有
順

,
l
E
:
t
J
i
l
7
i
J

、
形
容
詞
丶
勁
洲
的
閽
係
，
就

夏
」
天
的
意
義
。
沒
有
關
聯
性
就
不
能
發
生
惹
嵒
竺
間
鵾
這
些
／
、
＂
』
；

；
、
貿
氐
的
三
儲
名
泗
屆
綴
此
來
，
才
棍
於
生
「

丶

'
3
'

',
;ì l 

1

子
，

鳥
停
在
桑
樹
上
，
微
風
習
習
而
吹
，
頗
有
夏
意
」
；
這
'
A
/
、
桑
＇

，
紅
也
有
＾E們
的
測
靨
。

1`
.rn;

.,J-C 

a,' 

,
J
5
M四
為p

些
個
別
的
惹
羲
，
都
有
互
相
的
關
聯
。
桌
子
和
椅
子
有
互
＇
刃
直
'
;
;

「
一
隻
小

。
意
義
關
聯
，
扁
涵
精
砷
構
范
的
輦
琯
要
的
一
醚
訂
障
。
麻
義
陽
瘺
忭
最
初
步
的
麻
息
，
就
晶

各
名
詞
、
文
章
、
文
法
的
關
聯
。
譬
如
一
棵
硐
木
＇,., . 
i 「 F.(I"/ 
• > " 
l~ , , 

~,,.' 
一·丶" ,. 
一」-
, 
一
枝
鋼
罩
．
互
官
名
逋
，
各
具
有
個
別
的
意
義
，
這

zu.3amn1enha11g) 

i
'

，
令
·
··-
0' 

!
:
i
'
1
,
!
l

日
的
闊
隗
｀
和
意
義
關
呣

:'

f 

ì  

精
神
槁
造
的
關
聯
性
，
有
許
多
種
類'
i
h
J昷
間
分
三
種
'
J
'
[^
4
:
；
,
J

. 
(, 
s11111 

第
三
章

意
義
關
聯
性

情
的
提
倡
和
關
心
，
是
俯
得
特
別
注
意
的
。

" 

r
l

：
村
」
免
的
班
究
，
對
於
這
叫
聯

.'ì  

d •• 

` 

J
,
f
t
L
[
?
i
l囧
忭

,.'ì , 

\,Lrf 

.'·_, 

，
這
種
種
關
聯
性
，f
占
茅
尸
1
1立
上
的
誤
I
:
t

·
咽
斷
有
什
隘
關
係

奐
，
有
怎
樣
的
關
係
，
仍
晶
很
煎
要
的
精
神
關
聨
性
的
間
題
。
其
欠
就
朵
表
染
和
想
像
．
〈
口
什
麼
關
駙
，
想
像
和
推
理



在
任
何
形
偉
，
饒
們
必
然
都
不
會
贤
生
什
麼
意
義
，
或
是
作
爲
戚
悄
對
象
。

，
倘
若
精
砷
內
面
，
沒
有
枯
造
關
聯
的
特
性
時
，
那
麼
客
觀
的
對
象
(
o
d
i
e
e
t
1
v
e

G
e
g
e
n
s
t
a
n
d
)

，
就
不
能
發
生
意

疣
，
自
然
界
所
有
的
山
河
、
樹
木
、
石
頭
、
墳
七
等
物
竹
，
原
來
都
沒
有
意
義
的
，
只
是
存
在
於
這
邊
和
那
邊
；
這

些
東
西
倘
若
發
生
r

惹
義
，
便
n
牢
人
們
的
主
觀
精
神
賦
與
的
結
果
。
小
烏
、
牛
馬
，
對
於
一
塊
石
頭'
1
棵
樹
木
'

沒
有
什
麼
特
殊
的
直
義.. 
有
時
只
有
利
用
他
的
意
義
。
可
基
人
們
的
精
神
，
對
於
一
棵
樹
木
，
不
但
有
利
用
的
麻
義

。
而
且
其
仃
別
的
種
種
意
義
。
第
一
，
盡
家
拿
這
棵
樹
木
當
做
模
型
的
時
候
，
這
棵
樹
木
馬
上
就
發
生
美
術
的
意
義

，
牛
馬
、
小
p
司
就
不
會
發
生
美
術
的
麻
義
。
賦
典
這
棵
樹
木
美
術
的
意
義
，
就
是
人
類
主
觀
的
精
神
。
第

1
了
假
若

有
一
個
科
學
家
｀
，
把
這
棵
樹
木
當
傲
硏
究
材
料
的
時
候
，
這
棵
樹
木
就
發
生
科
學
的
意
義
。
第
三
，
倘
若
有
一
個
宗

教
家
涌
過
樹
邊
｀
·
右
見
這
棵
樹
被
風
甌
倒
－

J

，
他
立
刻
就
會
發
生
可
憐
同
情
的
情
緒
，
所
以
這
棵
樹
木
，
也
就
立
刻

竅
生
愛
憫
的
對
象
意
義
。
第
四
，
有
一
個
文
學
家
喪
失
愛
兒
，
而
君
見
這
颳
倒
的
樹
，
恐
怕
立
刻
就
會
發
生
悲
哀
之

情
。
第
右
，
失
戀
的
靑
年
，
右
見
這
樹
木
，
也
許
亦
會
認
生
悲
蒲
的
成
情
意
義o
螞
蟻
、
小
烏
假
使
霏
見
這
些
樹
木

由
此
可
知
，
意
義
的
賦
與
根
據
，
就
是
具
有
精
神
的
人
類
所
特
有
的0
所
以
麻
義
的
關
聯
性
，
就
是
人
類
的
精

槁
造
(
S色
j
e
c
t
i

ve 

Geist~iuruktur) 

；
掉
至r
l之
，
意
義
的
關
聯
性
，
就
是
根
據
．
屯
觀
的
精
神
構
造
內
面
的
關
聯
性

笆
一
我
們
要
研
究
這
麻
義
的
關
聯
性
，
是
根
據
什
麼
發
生
的
。
賦
與
意
義(S
h
1
n
)

的
根
據
，
乃
是
士
觀
的
精
神

文
化
教
育
澤
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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珂
闊
聯
存
在
。

'. ; . 
`` 
.. 

文
化
形
態
的
槁
造
，
是
和
精
神
構
造
一
樣
的
。
囚
為
文
化
的
構
造
形
館
，
就
是
精
神
所
表
現
的
束
西
，
所
以
研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聯
，
精
帥
所
表
現
的
客
麒
文
化
，
批
有
注
毀
的
互
相
關
聯
；
那
縻
精
砷
槁
造
和
客
觀
的
文
化
形
館
，
也
有
互
相
的
密

本
來
就
具
有
麻
義
的
，
因
此
精
神
所
表
現
的
文
化
形
態
，
常
然
也
有
惹
義
的
關
聯
。
麻
雀
、
戊
狠
等
麻
識
作

J
H，
都

不
能
剖
造
文
化
形
態
，
所
以
牠
們
的
意
識
作
川
，
根
本
沒
有
意
義
的
關
聯
仕
。
入
類
的
屯
觀
精
砷
，
其
有
惹
義
的
關

生
意
義
。

胂
柟
造
的
煎
要
特
性
，
換
言
之
，
乃
是
主
觀
精
神
與
客
觀
對
象
，
互
相
的
關
聯
，
士
觀
精
神
投
射
於
外
界
，
外
界
的

客
覿
親
象
映
入
精
神
的
時
候
，
才
能
贤
生
意
羲
關
聯
。
倘
若
沒
有
客
觀
的
對
象
，
那
麼
精
砷
的
梏
造
內
，
也
不
會
發

意
義

(
M
e
g 
ing, 

S
i
n
n
)
的
性
質
，
輦
市
要
的
是
普
逼
性
，
普
逼
性
可
以
說
就
朵
共
通
性
，
自
天
空
以
至
於
一

草
一
木
的
名
詞
，
各
國
人
都
會
指
示
一
樣
的
意
義
。
入
的
精
砷
槁
造
，
一
面
有
個
性
的
各
種
形
態
，
一
而
遠
具
有
普

逼
性
的
意
義
，
所
以
能
理
解
別
國
國
民
的
文
化
形
態
c
J
,
i

心
設
的
世
界
，
乃
朵
一
般
曹
逼
的
世
界
，
意
義
且
＾
有
理
論
性

(
L
o
g
o
s
)

，
所
以
有
普
逼
性
，
因
此
意
義
的
世
昇
，
可
說
是
抽
象
的
世
界
。

意
羲
關
聯
，
就
別
的
內
容
說
，
乃
是
文
化
形
態
的
關
聯
，
文
化
形
態
中
，
J
l^
有
惹
羲
的
關
聯
；
人
們
的
精
神
現

質
，
普
逼
典
文
化
形
態
，
成
爲
緊
密
的
關
聯
。
文
化
形
館
，
原
來
就
晶
人
類
的
精
神
柟
造
所
創
的
束
西
；
精
神
構
造



. 
. . . 
. . 

究
寸

j
f
i
龘
了
便
是
研
究
那
一
個
人
產
生
文
化
形
態
的
精
神
構
造
。
譬
啁
語
兩
斯
泰
的
文
學
作
品
，
就
是
他
的
精
神

l'·II_iI 

構
造
的
結
晶
，
霨
究
他
的
文
赫
作
品
，
就
能
懂
得
他
的
精
神
構
造
。
他
的
精
神
槁
造
，
和
沙
七
比
亞
的
精
神
構
造
不

同
，
將
作
品
的
內
容
比
岐
起
來
，
就
容
易
發
見
雙
方
的
區
別
。
囚
鈐
人
類
個
性
不
同
，
所
以
精
神
構
造
有
種
種
區
別

，
然
而
潤
別
的
精
神
構
造
，
另
外
I
方
面
具
有
曹
逼
性
(
U
n
i
v
e
r
s
a
l
i
t
a
t
)

的
側
m
i，
因
此
主
觀
的
精
神
構
造
和
客
麒

的
文
化
形
態
，
都
有
個
性
和
普
逼
性
；
並
且
雙
方
都
有
惹
義
的
關
聯
性(
Z
u
s
a
m
m
e
n
h
a
n
g
)

。

因
此
文
化
教
育
學
所
哥
究
的
間
題
，
第
1
某
兒
啟
的
精
神
構
造
與
個
性
關
聯
(
v心
理
學
)
.
'
第
1
一
是
文
化
哲
學
，

就
是
文
化
的
枯
造
形
態
，
也
就
晶
文
化
財
盆
教
材
)
的
意
義
和
價
值
．
，
第
三
是

-
1

解
論
，
了
解
就
是
少
年
靑
年
的
士
覿

精
神
，
布
客
觀
的
文
化
形
憶
盆
教
材
江5關
聯
，
可
說
＂
究
精
神
如
何
理
解
教
材
的
三
個
間
題
。

(
1
)
表
象
的
新
意
義
。
對
於
去
象
提
出
新
意
義
的
，n
牢
現
饭
學
派
的
學
者
，
剝
洄
滋
亜
諾(
B
.
B
o
l
y
a
n
s
)

和
布

乜

[
L
'
B
3
#
a
n
o
)。
」
囯
围
櫺
匿
櫧
在
他
的
「
知
識
浪
」

(
W
i
s
s
e
n
s
c
i
1
a
f
·

霑

l
e
h
r
e
)

中
，
論
及
表
象
自
體
(
V
o
r
s

, 

tellung 

a11 

s
i
c
h
)
的
性
竹
；
他
說
表
象
自
體
，
乃
晶
聶
直
接
的
體
驗
，
餜
脫
離
主
觀
的
心
理
作
川
，
又
脫
捨
形
而
上

湛
的
存
在
，
朵
最
自
由
的
一
種
心
理
現
象
。
表
象
本
來
晶
表
現
對
象
，
然
而
對
象
不
能
常
在
眼
前
，
因
此
表
象
會
自
．

第
四
章

直
觀
．
表
象
．
概
念
的
關
係
與
新
惹
義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由
游
離
對
象
。
表
象
自
禮
，
若
保
存
於
文
化
財
中
，
那
麼
這
表
＇

t宋
就
會
離
開
心
理
作
用
，
而
成
鴛
一
個
獨
立
的
精
神

剝
爾
滋
亜
諾
又
說
過
：
「
表
象
晶
組
織
文
章
的
要
索
。
而
主
觀
的
表
染
，
乃
晶
一
定
峙
間
，
由
於
一
定
個
人
所

表
象
的
實
在
物
。
反
之
，
客
觀
的
表
象
，
不
盅
要
這
樣
的
主
觀
，
不
拘
有
沒
有
人
表
染
，
而
常
自
存
在
的
。
因
此
主

覯
的
表
象
是
很
多
的
，
客
觀
的
表
象
，
只
有
一
個
。
對
象
是
指
示
表
象
的
，
不
拘
是
宵
在
或
某
非
官
在
。
」

宜
觀
(
A
n
s
c
h
a
n
u
n
g
)

u
空
不
可
分
割
的
翔
一
表
染
，
只
能
有
一
價
對
染
；
可
晶
概
念
可
以
包
含
訐
多
對
染
，
因

僞
概
念
，
本
來
是
一
般
的
表
象
。
概
念
的
其
理
，
就
超
剝
爾
滋
亞
諾
所
謂
的
眞
理
自
體
(
W
a
h
r
h
e
i
t

in 

s
i
c
h
)
，
已

釋
沒
有
表
象
存
在
；
譬
如
數
學
的
眞
理
，
既
已
捨
離
一
切
的
表
象
，
高
翔
於
抽
象
的
t
l
t
界
，
成
為
純
粹
的
惡
義

布
忍
大
諾
在
他
的
若
作
「
經
驗
立
塲
的
心
理
學
」(
P
s
y
c
h
o
l
o
g
i
e

Vomemqirischen 

Standqu~1i 

^
己
)
中
，

對
於
表
染
的
性
質
，
發
表
很
朮
要
的
意
見
。
從
前
的
心
理
限
所
垠
的
心
意
作
用
'
g
n晶
成
情
、
判
晰
、
麻
志
三
個
，

根
本
要
索
，
可
是
布
忍
大
諾
再
加
表
染
一
項
，
成
為
四
偶
根
本
要
素
。
表
象
不
但n平
和
成
情
、
判
晰
、
意
志
能
並
列

'_-:

II·-

. 

，
而
且
是
料
在
精
神
現
象
的
根
底
的
「
種
特
殊
的
精
神
現
象
。
表
象
原
來
是
指
示
對
象
，
所
以
具
有
志
向
性

(
f
n
t
e
n

ti 
, 
o
a
n
l
i
t
a
t
)

。
表
象
志
向
於
對
象
，
而
對
象
志
向
於
精
神
；
因
此
對
象
是
表
象
與
精
神
中
間
的
媒
介
者
(
M
e
d
i
u
m
)

對
象
的
志
向
內
在
，
可
說
是
精
神
的
本
列
，
表
象
卽
橫
在
精
神
作
用
的
根
底
。

現
象
。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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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向
象
縷
比
較
糢
糊
些
，
或
是
更
趨
於
抽
象
。

象
，
已
釋
不
在
眼
前
，
然
面
只
要
笳
精
帥
就
可
以
拍
运
此
一
印
象
制
出
來
，
妍
像
是
右
見
寶
物
對
象
一
般
；
但
此
時
所

象
。
譬
如
眼
前
看
見
f

一
枝
桃
花
或
一
幅
美
麗
的
風
蚨
，
這
就
晶
眼
則
的
冇
觀
，
晶
純
粹
的
説
覺
；
所
以
直
觀
的
性

f
t，
是
撮
其
體
的
，
或
＂
芒
最
明
瞭
的
精
神
階
段
。
假
使
兩
三
天
以
後
，
再
囘
想
桃
花
或
風
敖
的
狀
況
；
雖
然
宵
物
對

文
化
教
育
學
胝
論

(
1之
前
觀
｀
表
垛
丶
概
念
的
關
係
。
上
文
說
沿
，
冇
觀
u
韋
表
象
的
直
接
對
象
，
就
是
在
眼
前
可
直
視
的
官
物
對

共
次
就
晶
概
念
，
概
念
巳
鄴
沒
有
表
象
，
捨
離
一
切
具
懦
的
表
象
，
或
各
侗
偶
然
對
象
；

n
有̂
一
個
一
般
的
表

依
作
用
的
材
料
石
起
來
，
表
象
晶
常
做
別
的
心
理
作
J
H的
脊
料
。

Akt 

Q
u
a
l
i
·
c
a

「
)的
。
依
作
用
的
性
竹
右
起
來
，
表
屎
品
和
判
豳
作
川
和
悄
意
作
用
並
置
同
列
的
心
理
作
川
，
可
晶

佣
斷
作
J
H與
情
意
作
用
的
材
料
；
近
似
佛
沙
兒
所
謂
的
作
用
的
材
料

(~\1 

^
「n
1
a
t
e
r
i
e
)

，
不
＂
定
當
做
作
用
的
性
判
(

,
n
^
1竺
個
表
琰
；
有
時
呤
是
獨
立
的
心
意
作
用
，
有
時
鳴
址
做
f

別
的
禱
岬
現
象
的
根
底
。
表
垛
作
用
，
可
說
是

表
染
祗
能
存
在
於
判
斷
和
情
惹
作
．
用
以
蒲
，
判
斷
和
情
直
作
用
不
活
動
的
時
候
，
是
一
個
獨
立
的
精
神
作
用
'

在
別
的
心
惡
作
J
M活
動
的
峙
候
，
就
和
別
的
心
意
作
J
H結
合
，
I
D
i
i
塊
兒
活
動
0

所
以
表
染
却
不
晶

1
一
個
心
理
作
川

由
表
象
做
媒
介
，
緩
能
成
爲
一
個
對
染
。

表
象
乃
是
把
物
賈
的
存
在
，
·
[
品
做
心
苾
心
作

J
H的
對
象
，
是
令
彼
此
相
關
的
原
柚
志
向
。

三
四

一
切
物
竹
對
象
，
須
要
｀



池
塘
上
的
柳
條
已
經
報
靑
了
，
新
綠
的
嫩
葉
倒
影
在
水
裏
，
水
底
裹
的
浮
雲
輕
輕
地
飛
去
，
池

n
o上
的
小
波

「

Il 
浪
時
常
在
徵
動
，
而
明
滅
於
柔
軟
的
閽
光
；
這
花
溝
裏
的
花
，
紈
統
都
盛
放

f

，
桃
花
、
李
花
、
悔
薇
等
·
露

,
．
－
'
·
-
~
·
·
~
.
－
－
－
「

J
·
·
·
~
,
'
-

. 
_,, 
,__, 

顯
於
1
1
惇

n
n
。
博
虞
在
花
間
1
1着
飛
，
閃
閃
地
在
l
i
t
中
飄
動
。
」

以
上
的
池
塘
、
柳
條
、
嫩
葉
、
浮
雲
、
汕
面
、
小
波
浪
、
明
滅
、
花
園
、
桃
花
、
蝴
蝶
綿
表
象
，
不
但
是
知
識

子
如
下
：

I-lJi 

象
，
會
代
表
普
逼

1
般
的
個
物
，
高
翔
於
意
義
的
世
界
，
而
成
為
純
粹
的
意
義
e

前
文
說
過
表
象
晶
遊
離
於
實
物
對

象
的
，
然
而
概
念
更
遊
離
於
賓
物
對
象
，
有
睬
直
觀
對
氣
甚
致
泊
滅
，
髮
鈁
練
粹
麻
義
的
世
界
。
譬
如
「
今
天
晚
上

在
家
麼
」
的
「
家
」
的
概
念
，
是
一
般
的
表
象
(
A
l
l
g
e
1
n
e
i
n
e

y
o
1
s
t
e
l
l
u
n
g
)

囚
此
，
各
個
偶
然
對
象
就
泊
滅
，
n
^

留
下
一
個
意
義
的
世
界
。
在
家
的
一
家
」
，
我
們
普
通
都
不
必
要
想
一
倡
i
l^
団I
J的
住
宅
出
來
，
只
理
解
惹
思
就
夠r

；
因
此
概
念
的
特
性
，
就
是
抽
象
的
世
界
，
無
表
象
，
而
晶
普
逼
惹
義
的
世
界
。
概
念
中
，
比
較
具
體
的
，
名
之
曰

具
體
概
念
，
例
如
桌
子
、
鳥
丶
建
築
｀
汽
車
紛
。
反
之
，
表
示
比
較
抽
象
的
概
念
，
阱
做
抽
象
概
念
，
例
如
德
性
、

勤
勉
丶
一
般
者
、
現
宵
缺
乏
等
等
，
部
沒
有
指
示
什
麼
直
戳
的
賀
物
對
象
。

表
象
普
通
大
概
都
有
實
物
的
對
象
，
因
此
可
以
泛
出
其
體
的
對
象
在
眼
前
。
表
象
其
有
成
情
的
作
用
，
或
可
作

為
橄
念
｀
判
斷
、
的
苯
礎
。
布
忍
大
諾
限
說
的
大
略
，
前
文
已
陷
敍
述
，
為
求
更
易
明
瞭
起
見
，
再
舉
二
、
三
個
例

文
化
教
育
學
．
概
論



光
、
睡
覺
等
等
；
乃
曰
定
觀
察
各
個
對
象
的
性
竹
而
確
定
的
。

春
早
眾
的
印
象
，
韁
住
種
種
的
威
悄
於
對
象
。

的
咽
廝
，
乃
是
「
那
是
浮
雲
」
「
這
是
游
薇
」
的
判
斷
材
料
，
而
且
還
有
成
情
或
情
趣
附
着
這
些
表
象
。
「
陽
光
、

花
園
、
倒
影
」
是
文
字
，
我
們
念
着
這
些
文
字
，
就
可
以
男
脈
有
種
種
表
象
，
聯
續
鼬
映
在
眼
前
；
然
而
這
些
表
象

，
不
晶
單
純
的
表
象
，
是
指
示
實
物
的
對
象
；
乃
是
布
忍
大
諾
所
謂
的
志
向
性(
I
n
j
e
n
t
i
o
n
a
l
i
t
a
t
)

，
志
向
於
實
物

對
象
c

我
們
既
不
是
念
文
字
，
又
不
曰
平
＾
心
表
象
，
乃
是
念
實
物
對
象
；
因
此
文
字

1

表
象
1
1

對
象
的
三
階
段
，
原
來

是
同
一
全
體
的
關
聯
，
就
是
根
據
於
精
神
的
關
聯
槁
造
。
前
面
的
描
寫
文
章
，
不
是
表
示
理
論
的
意
義
，
乃
是
表
現

1
場
情
紮
；
因
此
這
些
表
象
，
不
是
知
識
判
斷
的
對
象
，
而
是
成
情
、
情
緒
的
對
象
，
讀
者
可
以
得
到
一
幅
其
體
的

表
象
可
分
「
動
」
和
「
靜
」
兩
種
；
有
的
文
湛
作
品
多
用
動
的
表
象
，
有
的
文
限
作
品
多
用
靜
的
表
象
；
這
是

隨
各
個
作
家
的
個
性
而
不
同
。
因
此
將
文
學
作
品
硏
究
起
來
，
可
以
分
析
各
個
作
家
的
作
品
傾
向
，
和
他
的
個
性
形

態
。
動
的
表
象
，
就
瓦
為
、
飛
機
、
火
車
、
汽
車
、
輿
．
河
等
等
，
靜
的
表
象
是
山
5

建
築
物
、
大
地
、
桌
子
、
月

蕊
珠
已
經
在
她
的
翳
惡
盅
亨
，
月
光
從
窗
戶
間
射
入
問
，
滿
照
着
她
的
蒼
日
的
臉
；
她
閉
「
農
，
幾

丨
.
|
—
—
—
,
_
,
－
；
－
－
J
1
'
_
l

條
散
亂
的
頭
髮
在
她
的
嘴
唇
傍
邊
；
i
t
h的呼
吸
細
微
地
在
黑
暗
中
顫
動
，
她
的
右
手
放
在
頭
简
上
，
描
的
左
手

l',||—|—| 

伸
在
自
色
的
橙
卫
；
四
圍
漸
漸
地
了
＇
磨
如
深
山
幽
谷
一
般
的
靜
，
或

n
牢
似
乎
在
堯
舜
的
天
F
l
般
的

.-- 

•• 
I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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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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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文
的
寢
豚
、
胚
祿
、
月
光
、
滿
照
、
屋
子
丶
臉
、
頭
髮
、
呼
吸
丶
細
微
、
黑
暗
中
、
深
山
幽
谷
、
泰
半
的
表

象
，
都
晶
靜
的
表
象
；
～
苦
歡
用
靜
怕
表
染
的
作
家
，
乃
晶
風
雅
、
高
尙
丶
優
美
秀
麗
、
古
樸
的
風
韻
的
代
表

c
H

本

丨

的
「
源
氏
物
語
」
，
某
紫
式
部
寫
的
，
是
女
性
的
作
品
，
囚
此
比
較
傾
向
於
靜
的
表
象
。
中
國
的
「
紅
樓
夢
」
也
是

傾
向
於
靜
的
代
表
，
作
F
面
一
段
代
表
動
的
表
垛
的
文
章
。

「
颳
風
颳
的
很
厲
害
，
風
聲
怒
吼
，
滿
天
下
的
楫
萊
部
在
激
動
而
亂
舞
，
飛
輿
似
乎
矢
一
般
而
飛
，
大
雨
如
鷸

|'·_—·||'

Il 

盆
，
突
然
那
邊
的
住
宅
發r
k
f

，
一
剎
那
中
人
衆
郁
喊
啡
起
來
，
消
防
隊
的
汽
車
，
自
行
車
都
在
狠
號
鬼
阱

丨

l
,

；
-
．

l
l
l
l
.

－
－

·
i

地
有
呼
而
搵
來
，
唧
筒
的
水
飛
在
閃
動
的
火
焰
上r
。
」

— 

I
— 

「
於
是
只
得
撲
上
去
，
伸F
去
拔
小
D

的
辮
子
0

小
D

一
手
護
住
「
自
己
的
辮
根
，
一
手
批
來
拔
阿
Q

的
辮
子

，
阿
Q

便
也
將
窄
着
的
一
隻
手
護
住
自
己
的
辮
根
0
(中
略
這
門Q
進
三
步
，
小
D

便
退
三
歩
，
都
站
着
；
小D

:|_| 

進
三
步
，
阿
Q

便
退
l
_＿
步
，
又
都
站
着
°
」
(
魯
迅
、
阿
Q

正
博
)

上
文
所
述
的
颱
風
、
怒
吼
、
亂
郯
、
飛
輿
丶
大
雨
、
汽
車
、
火
焰
、
驅
走
，
或
是
伸
手
、
去
拔
、
進
三
步
、
退

一1一
步
，
統
統
都
是
在
活
動
的
表
災
。
但
＂
洹
並

n

通
的
文
章
，
雙
方
的
要
索
都
混
合
的
。
多
用
活
動
的
表
象
，
文
章
趨
於

開
，
合
若
氣
概
、
活
潑
丶
力
抵
，
料
通
戲
劇
作
家
、
偵
探
作
家
的
作
品
，
都
傾
向
於
動
的
表
象
。
中
國
作
品
中
，

丨

泰
平
。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三
七



生
活
環
境
中
所
常
見
的
束
西
，
也
都
可
以
利
用
。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
水
滸
傳
」
、
「
三
國
誌
」
、
「
西
避
記
」
等
，
大
約
就
能
代
表
這
糠
傾
向
。
英
國
沙

k

比
亞
的
作
品
傾
向
，
肌
可

.',l'|l 

說
是
代
表
活
動
的
表
象
。
傾
向
於
心
理
描
寫
吶
陀
思
妥
夬
的
作
品
，
可
說
她
靜
的
表
象
。
總
言
之
，
抒
情
詩
前
傾
向

，
乃
是
靜
的
表
象
，
敘
事
詩
，
動
的
表
象
却
比
較
多
。
至
於
心
理
描
寫
的
作
品
，
漸
漸
近
於
無
表
像
的
哲
學
傾
向
。

(
_
＿
＿
)
教
學
方
面
的
應
川
。
上
述
三
種
心
理
現
狼
，
在
教
學
方
面
說
起
來
，
要
怎
樣
應
川
才
能
逹
到
教
學
的

H

的

呢
？
第
一
階
段
是
實
物
觀
察
，
是
任
何
一
科
都
需
要
的
教
學
某
礎
。
實
物
觀
察
，
是
最
具
體
的
最
明
瞭
的
而
且
最
直

接
的
教
學
階
段
，
能
使
墨
生
印
象
深
刻
，
容
助
瞭
解
。
小
學
生
的
心
意
發
達
階
段
，
迢
未
達
到
概
念
、
麻
義
的
抽
象

世
界
，
所
以
宵
物
觀
察
，
更
周
必
要
。
俗
諺
云
，
「
百
閒
不
如
一
見
」
，
便
曰
平
說
明
宵
物
觀
察
的
頂
要
。
康
德
說
「

無
直
觀
的
概
念
，
如
盲
H

」
乃
u
密
教
育
學
上
的
名
言
，
而
且
品
公
則
。
對
於
實
物
觀
察
，
最
盅
要
的
科
目
，
是
圖
盡

、
算
術
、
鄉
士
地
理
、
鄉
士
脈
史
丶
博
物
、
理
化
、
作
文
等
c

冇
觀
的
材
料
，
除
學
校
的
教
具
以
外
，
就
是
學
生
的

第
1
一
稼
冇
觀
材
料
，
乃
朵
模
型
、
插
阿
、
掛
目
等
等
0

模
咽
乃
晶
立
體
的
病
觀
材
料
，
掛
悶
丶
插
圖
，
便
＂
空
平

面
的
有
觀
材
料
，
都
n
牢J
l^
體
的
理
解
脊
料
。
類
似
擂
悶
和
掛
鬪
者
，
就
＂
盃
照
相
、
明
信
盡
片
等
等
。

第
三
種
直
観
材
料
，
就
＂
牢
幻
燈
、t
E影
之
類
。
幻
燈
用
片
圍
的
燈
片
擴
大
映
出
，
某
靜
的
市
觀
；
電
影
u
牢
連
續

性
的
動
的
有
觀
材
料
．
具
有
意
義
與
悄
緒
，
接
近
於
文
學
作
品
的
表
象
階
段
。

三
八



修
身
教
學
的
目
的
，

三
九

就
不
助
成
動
另
琯
少
年
，
教
學
就
不
行
蕢
生
效
果
。
官
話
、
寓
首
、
假
作
話
、
．
傳
記
等
例
話
，
本
來

n
牢
其
體
的
描
寫

性
竹
的
束
西
，
所
以
可
謂
可
於
文
限
作
品
。
闪
此
要
預
備
這
止
教
材
的
時
候
，
須
先
練
習
生
動
的
話
術
，
才
能
達
到

話
，
務
必
多
用
表
災
，
纔
可
以
激
竅
少
年
靑
年
旳
成
佔
而
喚
起
泣
德
的
思
想
。
倘
若
陷
於
抽
垛
概
念
的
教
學
時
，
那

綜
言
之
，
前
觀
可
分
三
種
'
(
1
)就
是
生
活
經
驗
所
常
見
的
實
物
觀
察·
,
(
2
)
乃
晶
縮
小
實
物
對
象
的
插
圖
、

掛
圖
丶
模
型
；
或
朵
明
信
盡
片
、
像
片
等
觀
察
，
比
前
者
抽
象
一
些
。(3
)
f
t
p

晶
沼
幻
燈
、
電
影
之
頻
，
這
些
東
西

，
本
來
＂
亞
比(
2
)項
更
具
體
，
T
l
f
＂
零
屯
影
作
品
中
，
具
有
高
尙
的
菸
術
精
神
的
束
西
，
恐
怕
兒
萊
少
年
不
能
理
解
；

第
二
種
冇
觀
材
料
，
最
多
用
的
科H
，
就
n

四
文
澤
作
品
，
｀
小
說
、
敘
事
詩
、
寫
敖
詩
丶
抒
悄
詩
、
戲
制
等
，
其

表
象
o

國
文
等
文
藝
作
品
，
宙
要
用
表
染
作
用
的
意
義
，
前
文
已
有
述
及
，
所
以
不
再
詳
論
。
對
於
修
身
教
學
的
例

胝
史
、
地
理
，
血
盅
要
利
J
f
l
這
其
體
的
表
象
，
使
學
生
容
易r
解
；
沒
有
這
些
表
象
的
拭
助
，
學
生
那
槀
能
夠

，
、
理
解
新
的
知
識
呢
。
脈
史
乃
婪
擴
充
學
生
的
時
間
生
活
經
驗
的
學
科
，
學
生
生
於
現
代
，
可
是
不
能
不
「
解
過
去
的

狀
況
o

囚
此
，
冇
觀
的
材
料
，
或
n
心
成
情
的
表
象
等
等
，
部
成
為
學
牛
了
解
過
去
狀
泥
的
助
手0
教
師
要
利
用
直
觀

文
化
救
育
學
概
論

次
就
棐
修
身
，
例
如
寓
言
、
假
作
語
、
害
譎
丶
傳
記
、
比
喻
話
等
等
。
其
他
如
歷
史
、
地
理
、
外
國
語
，
也
盅
要
用

闪
此
可
說
n

面
比
校
抽
琭
c



由
此
可
知
，
表
染
的
特
性
，
對
於
精
砷
生
活
所
占
的
地
位
，n
心
極
其
朮
要
，
對
於
教
堪
方
法
，
所
能
利
用
的
機

，
染
微
若
這
一
本
小
朋
子
的
內
容
c

界
於
眼
前
；
包
藏
着
很
多
的
宵
隊
世
界
與
各
種
生
活
形
態
；
可
謂
這
此
悄
界
的
生
活
，
都
縮
形
在
這
一
本
小
朋
子
裏

令
r

一
木
小
說
石
的
時
候
，
雖
然
這
小
說
晶
一
本
小
冊
子
，
然
面
這
小
冊
子
可
以
展
開
無
＂
厙
數
的
未
見
過
的
世

使
人
類
的
精
神
表
象
，
蔣
生
一
種
靈
妙
的
特
性
。

文
化
教
育
堪
概
論

的
材
料
，
成
情
的
及
染
和
生
動
的
說
話
，
描
朶
當
時
的
情
境
，
使
學
生
房
侃
身
脈
其
境
，
贤
生
成
動
，
對
於
國
家
民

族
過
去
的
偉
大
，
更
官
特
別
提
出
，
使
學
生
贤
生
尊
敬
心
和
愛
國
心0
地
理
乃
是
擴
充
學
生
的
空
間
生
活
緤
驗
的
學

科
，
教
學
地
理
須
先
將
鄉
七
地
理
的
冇
觀
，
作
為f
解
的
助
手
，
作
鈁
地
理
敉
學
的
韭
礎
，
然
後
再
擴
展
到
其
他
各

地
。
其
他
各
地
的
情
湜
e

有
峙
得
小
到
冇
觀
的
機
會
，
那
末
敉
師
須
缽
優
良
的
教
學
拔
術
，
利
用
表
垛
作
用
，
描
摹

種
種
的
具
體
表
炔
，
使
祟
生
泥
如
親
到
那
偶
地
力

l
般
，
對
於
那
個
地
方
約
一
切
，
得
到
深
切
的
印
象
，
發
生
教
學

的
效
力
。
表
染
原
來
n
牢
很
自
由
的
精
砷
現
尿
，
可
以
拿
法
湖
的
牛
原
狀
叱
，
描
峪
新
鮮
的f
p垛
出
來
，
供
給
學
生
，

— 

會
，
也
頗
多
，
任
何
敉
材
，
都
盅
要
大
染
作
用
來
介
紹
給
學
生
。
如
果
叫
自-I
表
象
的
朮
要
性
，
那
末
以
後
的
教
學

方
法
，
自
然
會
儘
最
利
用
這
種
精
神
作
f
f
l，以
求
教
學
的
眞
正
的
目
的
0

本
來
天
性
的
教
學
家
，
不
用
現
在
的
理
論

，
也
都
會
將
他
的
天
性
、
前
嬝
、
本
能
創
造
．
這
樣
的

J
j怯
；
但
n
牢
並n
通
的
教
學
界
，
逞
崙
要
努
力
苦
心
去
研
究
，
纔

四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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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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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l

常
宵
際
教
學
時
，
也
應
當
依
照
心
惹
的
發
逹
階
段
，
多
用
上
芬
宋
，
冇
觀
旳
脊
杆
，
去
栻
助
f
1

解
；
使
精
神
發
逹
的
年

學
作
品
，
可
以
冇
見
許
多
新
鮮
的
表
象
，
例
如
牡
丹
、
閣
花
、
美
麗
的
女
主
入
的
容
貌
等
。
可
是
文
學
洒
淪
中
，
這
．

些
具
體
的
對
象
，
全
部
滄
滅
，
只
留
下
意
義
的
理
論
。
這
些
理
論
概
念
的
科
浪
，
雖
然
是
富
於
抽
象
的
在
義
，
但

L
I牢

第
三
階
段
，
所
用
的
晶
概
念
。
概
念
的
性
竹
'
"
牢
最
抽
染
而
最
難
於
「
解
的
心
理
現
象
。
之
侗
概
念
結
合
超
來

，
就
是
咽
斷
，
三
個
概
念
聯
合
起
來
，
乃
晶
推
理
卧
斯(U
r
t
e
i
l
,

J
u
d
g
e
1
n
e
n
t
)

相
推
理
[Schulu. 

羞

S
p
e
c
u
l
a
t
i
o
n
)

，
都
是
高
等
的
知
識
作
用
0

這
些
知
識
作
用
，
必
定
要
經
過
一
定
的
精
神
年
齡
，
才
能
夠
發
生
。
精
神
年
齡
幼
稚
的

代
表
概
念
的
科
H

，
乃
是
數
限
、
背
學
、
物
理
、
化
學
、
心
理
堪
、
教
忭
湛
丶
法
學
、
經
濟
學
、
倫
理
學
等
等

的
自
然
科
耶
，
或
是
精
神
科
學
。
這
些
學
科
都
是
深
刻
的
理
洫
，
沒
有
其
體
的
對
染
，

n
＾
有
抽
象
的
一
般
對
象
。
文

紀
大
的
入
，
不
致
難
於
理
斛
這
此
抽
象
的
學
間
。r
e
f
施
教
學
峙
，
應
當
多
名
舉
例
說
叫
，
多
多
利
用
1
1瑱
宵
測
的
湍

具
，
去
補
充
教
材
的
不
足
；
或
晶
喚
起
各
學
生
的
生
活
經
騶
，
直
訴
於
他
們
的
活
躍
的
生
活
體
隨
，
而
達
到
其
正
旳

的
，
這
便
是
械
笨
拙
最
愚
劣
的
教
學
法
。

兒
童
和
少
年
，
還
沒
有
這
種
高
等
的
知
識
作J
R，
所
以
不
易
理
辨
抽
染
的
概
念
。
教
師
址
精
神
年
齡
成
熟
的A
，
骰

使
以
兒
章
和
少
年
當
作
成
年
人
若
待
，
而
咐
抽
象
的
難
解
的
机
念
，
官
施
教
學
，
那
木
鳩
哦
和
少
年
是
震
元
不
會
僅

館
r
解
而
逹
到
具
正
的
教
學
目
的
。



節
五
章

兒
童
丶
靑
年
期
的
心
意
形
態

之
、
表
象
對
染
l
l
l

小
說
丶
戲
劇
、
詩
文
、
修
身
、
地
理
、
服
史
、
外
國
語
。

三
丶
概
念
對
象
I
_
l

數
堪
、
哲
學
、
物
理
丶
化
堪
、
心
理
學
、
教
育
堪
、
經
濟
準
、
政
治
學
、
倫
理
學
等

小
學
學
生
丨
丨J
眶
觀
l
l

十
表
象
丨
l

屮
概
念
。

中
學
學
生
—
J

前
觀
l
l
'

十
表
象
l
l

十
概
念
。

大
學
學
生
丨
l

屮
概
念
丨
l

十
表
象
羣
l
l

屮
直
觀
。

條
波
瀾
加
(
S
p
r
a
n
g
e
r
)

在
他
的
名
若
「
少
靑
年
期
的
心
理
學
」(
P
s
y
c
h
o
l
o
g
i
e

des 

J
u
g
e
n
d
a
l
t
e
r
:
1
9
2
4
)

內
，

丨
'
.
!
·
_
－
－
－
．

根
據
文
化
教
育
浪
的
立
塲
和
觀
瞄
，
論
述
少
靑
年
的
特
殊
心
意
形
態
。
照
修
波
瀾
加
所
說
的
少
年
丶
靑
年
期
的
心
意

特
性
，
就
朵
主
觀
客
觀
的
未
分
化
和
價
值
意
識
的
未
分
化
。
在
兒
－
策
時
期
，
他
們
主
戰
油
精
神
生
活
，
與
客
觀
的
對

. 

^ 
` 
'3 
、-

(2)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暸
解
。
茲
將
前
述
的
關
係
列
表
如
左
：

1
、
古
觀
對
象I
l
l
[
1
)
實
物
右
観

幻
燈
、
電
影

－
圓
盡
、
算
術
、
博
物
、
理
化
、
作
文
、
背
藥
、
鄉

插
圖
丶
模
型
、
得
同
、
像
片

－
土
地
理
、
鄉
士
服
史
。

四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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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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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三

象
．
不
能
截
然
區
別
。
客
觀
的
對
象
，
可
有
一
一
種
，
就
是
祉
會
對
象
和
自
然
對
垛
；
兒
萊
生
活
其
中
，
對
於
生
活
涙

價
值
莉
識
未
分
化
，
可
從
遊
戲
生
活
觀
察
出
來
，
兒-
}
m
的
遊
戲
生
活
，
乃
是
融
合
渾
一
的
全
體
生
活
，
他
們
不

能
自
覺
·
]
四
遊
戲
有
什
麼
教
育
價
值
，
或
有
什
麼
美
術
價
值
的
區
別
，
他
們
只
管
遊
玩
就
晶

o

在
遊
玩
的
時
候
，
兒
哦

往
往
熹
歡
演
飾
醫
生
丶
建
築
師
、
大
將
、
廚
司
、
汽
車
司
機
等
，
然
而
翳
師
對
於
國
家
祉
會
有
什
麼
價
值
，
廚
司
對

於
未
來
的
生
活
準
備
有
什
麼
價
值
，
兒
率
里
卻
未
必
能
明
瞭
，
這
就
是
價
值
意
識
未
分
化
的
關
係
。

兒
煎
丶
少
年
、
靑
年
的
心
意
發
逹
的
階
段
，
普
通
心
理
學
中
，
大
慨
都
有
論
及
，
不
再
詳
述
，
祗
就
一
般
的
特

微
，
略
加
說
叫
如
下
：
經
過
兒
獾
期
以
後
的
少
年
期
，
對
於
價
值
方
向
的
意
識
，
略
有
發
肌
；
，
但
是
價
值
的
方
向
動

搖
不
定
，
尙
未
固
定
在
他
們
的
精
神
構
造
中
；
所
以
可
謂
個
性
與
價
值
麻
誠
的
萌
芽
時
代
。
少
年
期
大
概
朵
幻
想
豊

富
'
g特
想
像
，
而
思
維
飛
躡
的
時
期
·
因
此
判
斷
不
會
逹
到
客
觀
的
妥
靠
性
。

到
r
靑
年
期
，
偶
性
的
發
逹
可
說
是
明
顯
些
，
可
是
價
值
的
方
向
迢
未
一
定
，
有
時
志
向
於
理
論
的
探
究
，
有

時
志
向
於
宗
教
的
熱
情
，
或
是
文
學
的
審
美
。
這
1
個
時
期
，
盧
悛
(
I
.

I. 

R
o
u
s
s
e
a
u
)

認
為
u
心
人
生
的
第1
一
危
機

性
c

兒
雨
的
遊
戲
生
活
，
就
是
未
分
化
的
階
段
．
，
可
謂
有
意
中
無
意
的
融
和
生
活
。

別
人
的
人
格
和
自
己
的
人
格
是
一
樣
的
；
這
可
謂
麻
識
與
對
染
的
渾
一
化
，
乃
晶
第
一
序
中
己
氙
過
的
意
議
的
渾
一

未
淫
到
明
瞭
自
我
自
覺
的
意
識
．
，
譬
如
兒
眾
的
惹
識
，
對
於
別
人
的
人
格
認
識
，
往
往
都
不
能
叫
自
的
區
別
，
一
認
爲



能
性
殖
豐
富
，
因
此
精
神
的
變
化
率
拋
就
極
其
活
躍
；
這
個
麻
識
的
狀
睇
，
名
之
曰
陶
冶
性(
B
i
l
d
u
n
g
)

c

陶
冶
性

一1
一
個
根
本
特
性
。
這
些
發
展
讎
樣
性
，
乃
是
陶
冶
性
的
根
本
意
義
。
入
類
意
識
，
在
幼
年
柔
弱
的
時
期
，
發
展
的
可

(
－
)
可
陽
性
的
意
義
，
本
海
第
一
章
已
經
淪
遏
＇
入
泊
銖
譏
心
意
，
具
有
全
體
渾
一
性
丶
髮
樣
性
、
發
殷
性
的

第
一
節
可
陶
性
的
間
閾

.
、
J
1

、

t

,'.?' 
^
1
"
刁
－
＇
－f

陶
冶
性
論

廿
一
0

',` 
瞼
時
期
。
除
f

少
數
個
性
浪
漫
的
人
以
外
，
大
概
璨
」
這
憫
峙
期
以
後
，
就
可
決
定
他
的
價
值
方
向
，
固
定
在
他
的

精
神
構
造
之
中
，
選
定
一
個
呆
中
心
的
價
值
，
然
後
附
局
於
詐
多
副
價
值
，
而
構
成
統
一
自
己
的
精
神
柟
造
的
定

種
理
想
，
又
往
往
缺
乏
現
實
的
根
據
，
而
常
常
覺
得
現
實
和
理
想
的
背
馳
衝
突
，
陷
於
絕
望
的
境
地
。

靑
年
期
，
晶
個
性
未
分
化
轉
換
至
個
性
分
化
的
時
期
，
此
後
個
性
價
值
方
向
大
略
部
可
決
定
。
譬
如
魯
迅
先
生

,_ 

，
原
來
是
研
究
翳
學
的
，
可
是
後
來
一
變
就
變f
文
學
家
；
達
止
文
原
來
是
善
款
誨
洲
文
學
的
文
人
，
但
晶
以
後
又

I
-

－
·
一
＿

I

－

1
-
·

髮
f

自
然
科
學
家
．
，
都
是
叫
設
。
這
個
時
期
，
乃
棐
髮
樣
性
最
豊
富
，
而
可
能
性
晟
充
盛
曲
時
期
，
又
是
動
搖
的
實

，
意
志
遠
是
在
搖
動
不
定
的
時
期
，
對
於
詐
多
價
值
的
對
象
，
都
富
於
熱
悄
的
追
求
，
眞
琰
凝
視
自
己
的
埋
想
。
這

文
化
教
育
浪
概
論

四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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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五

種
種
美
術
品
但
人
類
的
精
砷
，
自
己
具
有
形
成
力
和
活
動
的
內
面
發
服
力
，
能
依
照
自
己
固
有
的
內
血
精
砷
估
造

些
無
機
物
丶
鑛
物
間
，
加
以
人
工
裴
造
，
是
不
會
有
抵
抗
、
順
應
現
象
的
，
可
隨
着
藝
術
家
的
精
砷
麻
図
．
一
而
製
成

，
晶
兒
策
少
年
和
青
年
，
具
有
生
俞
體
驗
、
意
識
，
精
神
簡
'
r
l
H己
可
以
務
展
而
活
動
。
把
這
樣
的
對
象
，
當
倣
客

器
工
所
用
的
粘
七
，
都
沒
有
生
命
、
意
識
、
精
神
的
，
所
以
能
依
照
他
們
的
意
閂
｀
，
造
成
種
種
器
具
。
教
師
的
對
象

成
各
種
器
具
。
反
之
，
鐵
在
硬
的
時
候
，
就
失
去
鍛
鍊
惲
，
不
會
成
功
器
其
旳
。

但
晶
人
類
的
陶
冶
，
假
使
完
全
川
上
述
比
嗆
作
鈐
根
據
，
那
沭
不
十
分
妥
當
·
，
因
為
鍛
工
所
鍛
鍊
的
鐵
，
和
陶

體
而
加
以
陶
冶
教
誨
，
實
在
是
比
彫
刻
家
彫
琢
大
理
石
更
困
難
，
比
擬
於
大
理
石
、
軟
鐵
、
粘
士
址
不
大
適
合
。
這

，
而
應
受
外
界
的
影
釋
，
莉
以
贤
展
伸
長
自
己
的
精
神
租
織
o

有
時
，
人
煩
雖
然
血
要
被
逍
傳
索
質
典
環
境
束
縛
控

制
，
然
面
他
自
已
仍
能
得
到
追
求
價
值
文
化
的
自
由
，
堅
定
自
己
的
志
向
目
的
而
實
現
之
。

人
類
和
動
植
物
的
性
質
根
本
不
同
，
第
一
章
第
五
節
已
引
用
謝
拉
的
六
階
設
的
特
性
，
加
以
區
別
。
因
此
人
類

丨

的
陶
冶
性
，
亦
不
徭
比
擬
植
物
、
動
物
的
可
陶
性
。
植
物
的
機
能
，
便
晶
營
－
食
｀
同
化
、
呼
吸
、
生
殖
的
湄
純
作
用

，
動
物
的
機
能
，
乃
是
成
礎
、
知
爨
丶
銜
劭
丶
簡
單
成
悄
丶
運
動
和
簡
單
思
考
。A
類
的
麻
識
精
砷
，
日
定
特
殊
的
言

啤n
n發
表
、
高
尙
的
思
維
作
用
，
能
追
求
內
面
的
價
值
，
洞
察
本
旿
旳
理
念(
I
d
e
e
i
1

de3 

w
c
s
e
:
1
s
)

。
人
類
其
有
心
理

最
豊
富
的
時
期
，
乃
是
兒
滾
、
少
年
、
靑
年
嗨
期
，
好
像
識
燒
紅
「
，
成
為
柔
軟
旳
皿
期
。
此
時
加
以
鍛
凍
，
纔
能
製



念
害
，
不
能
追
求
價
伯
文
化
的
綠
故
。

四
六

的
特
性
，
反
射
丶
衝
動
、
本
能
、
單
純
的
情
緒
，
雖
類
似
動
植
物
，
可
是
發
股
可
能
性
盃
卽
陶
冶
可
能
性
》
，
比
動
植

物
的
伸
長
可
能
性
更
大
而
U

更
豊
富
，
時
間
也
比
較
長
得
多
。
植
物
的
萌
芽
丶
伸
長
丶
枯
死
，
和
動
物
的
出
生
、
經

驗
、
發
達
、
死
亡
等
階
段
，
都
沒
有
價
值
或H
的
的
意
識
；
幼
兒
、
兒
朮
，
雖
然
幼
少
，
地
都
會
分
別
仃
價
值
、
無

價
值
的
標
準
．
，
對
於
自
已
的
生
命
丶
精
神
的
發
展
向
上
方
面
，
有
價
值
的
，
都
會
表
示
飲
迎
，
無
價
值
的
，
便
會
拒

絕
。
因
錫
人
類
有
價
值
意
識
的
體
驗
，
所
以
陶
冶
性
，
可
傾
向
於
理
想
、
文
化
方
向
。

(
1
1
)
價
伯
的
類
別
，
修
波
瀾
加
行
指
示
，
價
伯
可
分
動
物
的
價
誼
和
精
神
的
價
值
兩
種
；
前
者
的
性
訂
，
就
晶

·-.--. 

成
嘅
的
丶
瞬
間
的
、
本
能
的
、
幾
化
流
轉
的
｀
主
觀
的
，
後
者
是
超
戍
媒
的
、
永
造
性
旳

t

精
神
的
、
發
展
無
限
的

、
客
觀
的
。
人
類
雖
然
要
追
求
這
些
動
物
的
價
值
，
但
址
本
卦
具
有
意
義
的
瀾
聯
，
縱
使
受
看
環
境
、
逍
博
的
限
制

，
然
而
仍
能
超
越
這
些
限
制
而
高
翔
飛
躍
。
譬
如
動
物
的
生
活
滾
境
是
有
限
的
，
超
出
限
度
以
外
，
就
不
能
理
解
。

人
類
因
為
具
有
自
由
钓
精
神
，
縱
然
沒
有
到
過
倫
汶
、
柏
林
，
或
是
埃
反
，
沒
有
經
脈
堯
舜
時
代
的
生
活
，
然
而
也

|
|
—
,
＇
[
-
、

會
理
解
；
這
就
是
具
備
意
義
的
關
聯
，
能
超
越
自
己
的
窄
狹
的
生
活
環
境
，
而
擴
張
自
己
的
精
神
生
活
的
關
係
。
追

求
這
些
精
神
生
活
'
.
r
l
J

名
之
曰
精
神
的
價
值
。
動
物
的
所
以
不
能
超
越
環
境
，
脫
離
自
然
條
件
的
束
縛
，
乃
是
不
會

修
波
瀾
加
『
追
有
一
種
指
示
，
就
是
人
類
的
特
性
，
布
於
泣
德
的
理
念
(
I
d
e
e
n

des 

m
o
r
u
l
i
s
c
h
e
s
)

。
入
類
有
義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後
來
新
康
笆
派
的
學
者
，
溫
德
波
(
W
i
n
d
e
r
b
a
1
1
d
)

再
增
加
一
種
價
值
，
乃
是
宗
教
的
價
值
，
或
名
之
曰
「
聖
」

l_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普
、
美
的
某
本
問
題
。

務
意
識
、
規
範
意
識
丶
責
任
觀
念
、
良
心
的
譴
責
等
根
本
特
煩
，
所
以
能
向
上
邁
進
，
到
達
理
愁
。
因
此
逾
德
的
理

念
，
可
算
是
一
切
價
值
的
中
心
。
這
些
特
性
，
不
但
朵
修
波
瀾
加
指
示
過
，
就
晶
孟
子
也
深
切
議
論
過
。

.-- 

生
活
形
式
論

四
七

(Die 

Krit 

生
活
形
式
論
，
就
是
本
篇
精
神
槁
造
論
的
最
後
結
論
，
而
且
又
是
文
化
教
育
學
最
有
特
色
而
最
軍
要
的
部
分
。

修
波
瀾
加
發
表
的
名
若
「
生
活
形
式
論
」(
L
e
b
e
n
s
f

o
r
m
e
n
)
問
世
以
後
，
對
於
教
育
、
哲
學
界
的
影
郛
甚
大
。
精

神
的
構
造
，
乃
是
前
文
一
再
提
及
的
價
伯
關
聯
性
。
修
波
瀾
加
把
這
價
值
的
方
向
分
做
六
種
，
就
培
論
理
價
硫
、
藝

術
價
值
、
經
濟
價
伯
、
政
洽
價
值
、
宗
教
價
值
、
耻
會
價
值
，
蒲
稱
之
日
眞
、
美
丶
富
、
權
、
聖
、
務
六
種
方
向
。

礱
價
值
方
向
的
種
類
，
在
康
德
時
代
，
就
分
成
三
種
，
第
一
就
是
其
理
探
究
的
「
純
粹
理
性
批
判
」

丨

i

ik 

der 

reine 

V
e
r
n
u
n
f
t
)

，
第

1
一
是
「
實
踐
理
性
的
批
判
」(
D
i
e
kritik 

der 

Praktische 

v
·
e
r
n
1
1
n
f
t
)

，
品
研

究
逍
德
問
題
的
，
第
三
乃
晶
「
判
斷
力
的
批
咽
」
(
D
i
e
kritik 

der 

u
r
t
e
i
1
s
)

，
晶
研
究
美
學
的
根
本
問
題
，
是
研

究
萜
術
的
法
則
價
值
等
問
題
的
；
I
I所
湝
的
三
本
卟
者
作
，
就
晶
準
對
若
他
的
根
本
價
值
的
方
向
，
研
究
出
來
的
眞

第
二
節



我
們
要
研
究
紅
些
價
值
．
在
我
們
旳
精
神
枯
汽
l
'

尹
位
生
什
殷
影
嚮
，
然
後
判
定
各
人
的
個
性
姿
態
。
修
波
瀾

— 

，
肚
會
的
陶
冶
佰
值
和
宗
教
的
囚
冶
憤
f
t
直
。

這
六
種
價
值
，
除
修
波
瀾
'
J
J
D

以
外
，
迢
有
修
賭
掄
(
E
r
i
c
h

S
t
e
·
r
n
)

和
元
古
那
(
J
u
l
i
u
.
s

W
a
g
n
e
r
)
等
學
者
都

| 

,ii;·-l_i--

. 

承
認
的
。
修
賭
惰
根
據
條
渡
閲
加
的
教
育
學
，
在
他
的
「
紋
育
溉
論
」(
E
i
n
l
e
i
t
u
n
g

der 

P
a
d
a
g
o
g
i
k
)

中
，
論
述

．
－

I

／
丨

'
_
l

人
類
根
本
的
陶
冶
價
伯
，
也
分
傲
六
種.. 

就
蛤
'
f
i
n

泊
向
冶
倩
值
，
技
術
旳
、
經
濟
的
陶
冶
價
值
，
審
美
的
陶
冶
價
值

；
囚
嘀
打
體
健
康
'
i
u產
物
叮
富
榕
者
，
乃
赴
物
竹
上
的
價
值
所
賜
與
的
。

麼
再
川
別
妁
某
黯
分
項
，
具
、
善
、
美
、
聖
權
可
謂
精
油
價
值
，
而
「
富
」
或
晶
「
健
」
，
可
名
之
日
物
對
的
價
值

，
可
說
是
現
宵
的
憤
怕
。
譚
濟
、
政
治
的
生
活
U`

乎
人
類
俑
天
必
宙
的
現
實
，
姑
絕
對
不
能
超
脱
的
現
實
價
怕
。
那

的
價
值
o
囚
此
教
育
學
者
兼
哲
學
家
傘
托
爾
伯
(
N
a
t
r
o
p
)

，
就
定
出
四
種
價
值
，
卽
n定
其
、
善
、
美
、
聖
。
後
來

鬪
瀾
加
再
加
上
經
濟
價
偷
和
政
治
價
值
兩
類
。
經
濟
價
值
，
足
以
充
當
且
鬪
纂
，
以
維
持
身
體
的
健
康
；A

__ 

,_l 
類
肉
體
方
面
的
宙
要
，
就
是
物
竹
的
責
料
．
，
這
些
物
竹
耷
料
，
有
效
J
H，
所
以
阱
做
「
用
」
或
晶
健
康
的
「
健
」
，

或
者
富
裕
的
「
富
」
的
價
值
。
政
治
價
值
，
就
晶
人
類
生
存'
1
定
要
受
着
國
家
的
一
切
政
治
權
力
的
支
配
，
在
這

政
治
環
境
統
治
之
下
，
過
着
國
民
、
公
民
、
市
民
的
生
活
。
政
治
權
力
就
晶
軍
隊
、
罟
蔡
等
國
防
、
治
安
的
維
持
1
1

，
所
以
名
之
日
「
權
」
旳
價
值
o

在
這
六
種
價
值
中
，
具
、
苦
、
美
、
聖
四
種
，
可
謂
理
想
的
價
值
；
健
、
權
二
種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四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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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論
述
這
六
種
價
值
的
追
求
機
能
，
在
我
們
的
主
観
生
活
狀
態
上
，
如
何
結
合
聯
絡
，
如
何
統

1
，
阱
做
生
活
形
式

。
修
渡
瀾
加
先
發
表
自
我
圓
環
(
I
c
hk
l
e
i
s
e
)

與
對
象
層
(
G
e
g
e
n
s
t
a
n
d
s
c
h
i
c
h
t
e
1
1
)

的
關
係
。
自
我
和
對
象
中
間

，
有
種
種
的
麻
義
關
聯
，
這
些
關
聯
，
乃
是
精
神
槁
造
的
根
本
特
徵
，
自
我
圈
擴
展
，
對
象
層
也
糙
之
擴
展
，
自
我

的
態
度
愈
趨
複
雜
，
外
界
的
對
象
也
糙
之
愈
複
雜
＇
，
自
我
的
內
面
生
活
愈
豐
富
，
外
界
的
對
象
也
愈
髮
複
雜
'
}
這

U
牢

一
定
的
迫
理
。
井
底
蛀
的
對
象
詆
限
於
一
口
井
，
兄
煎
、
農
夫
的
生
活
範
圍
，
大
部
分
晶
很
狹
窄
而
很
單
純
的
；
可

是
精
砷
教
育
發
逹
的
人
，
述
幾
萵
萵
里
的
天
體
世
界
，
無
不
晶
他
的
精
神
對
象
。
因
此
對
於
自
己
的
精
神
內
層
，
可

發
見
多
數
外
界
對
象
，
反
言
之
，
在
外
界
的
對
象
中
，
可
發
見
多
數
的
自
我
的
內
層
生
活
。
學
生
對
於
教
師
的
人
格

和
學
問
精
神
，
也
可
說
是
外
界
的
對
象
。
學
生
受
若
對
象
的
影
郫
，
精
神
亦
髓
之
發
達
，
對
於
教
師
深
奧
的
學
間
和

高
尙
的
人
格
，
更
能
認
識
沛
楚
c

由
此
戰
之
，
精
神
構
造
與
客
觀
對
染
，
原
來
是
同
一
精
神
的
兩
面
活
動
。
自
我
本

來
是
統
一
自
已
的
精
神
和
外
面
的
許
多
對
象
；
所
以
自
我
圓
環
擴
大
的
時
候
，
對
采
也
隨
之
擴
展
。
什
麼
啡
做
對
象

呢
？
．
就
是
自
我
精
神
的
投
射
層
影
。
下
回
棐
表
示
我
圓
環
與
對
象
層
的
關
係
。四

九



一
切
外
界
的
剌
激
，
具
有
逃
避
或
反
撥
力
以
應
付
之
。
因
此
他
們
所
體
驗
的
束
西
，
就
是
肉
體
的
苦
樂
，
對
於
身
囍

本
能

丶
衍
動
如
生
物
限
的
自
我
。
小
孩
子
出
生
以
後
，
就
可
以
自
動
地
尋
求
乳
須
，
而
追
求
營
養
以
圖
生
存
．
，
對
於

r
l
我
精
砷
構
造
中
，
位
置
於
自
我
圓
環
最
內
屠
的
是
身
體
我
，
就
是
自
己
的
生
命
保
存
，
種
族
維
持
，
自
然
的

環 圓 我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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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一

最
快
樂
的
刺
激
，
認
訪
最
有
價
值
，
苦
痛
的
刺
激
，
就
認
為
無
價
值
，
價
值
的
標
準
'
^
瘧
郛
古
樂
的
環
境
。
精
神
仙

造
未
發
逹
的
人
，
無
論
是
孩
子
或
晶
年
紀
大
的
人
，
對
於
點
心
、
水
果
、
食
品
，
都
覺
得
有
無
限
的
價
值
，
可
是
對

於
最
高
尙
的
美
術
品
、
菸
術
品
、
學
間
體
系
，
因
爲
不
明
瞭
，
所
以
碌
得
最
沒
有
價
值
。

次
於
生
物
的
打
體
我
而
發
展
的
自
我
環
，
就
是
經
濟
我
，
與
生
物
我
有
密
切
的
關
聯
。
經
濟
我
乃
是
根
據
物
忧

的
慾
望
而
贤
生
的
，
就
是
謀
取
，
功
利
的
自
我
，
以
求
逹
到
物
質
的
滿
足
，
必
須
合
於
經
濟
的
原
則
「
消
找
最
少
的

勞
力
，
獲
得
淤
大
的
利
盆
」
而
活
動
，
一
認
為
最
有
價
值
。
節
省
翡
用
，
儉
約
勤
勞
，
儲
蓄
財
物
，
或
圖
謀
生
產
的
自

我
活
動
，
就
晶
這
個
楷
段
。
以
上
兩
個
階
段
的
自
我
環
，
可
謂
利
己
士
義
的
活
勦
，
完
全
根
據
身
體
物
慎
的
要
求
，

而
尙
未
擴
大
於
F
t
t
會
愛
的
自
我
精
胂
。

次
於
經
濟
我
以
後
擴
大
的
自
我
環
是
審
美
我
，
又
名
幻
想
我
。
這
一
問
自
我
環
，
含
有
主
觀
的
精
神
，
採
取
審

美
的
賠
度
；
其
發
逹
擴
大
的
齡
期
，
起
於
十
五
歲
至
二
十
歲
前
後
。
這Z憚
時
期
，
精
神
自
我
中
最
顓
游
的
現
垛
，

乃
韭
憧
憬
的
發
逹
或
縈
思
懷
慕
的
情
操
；
對
於
現
實
的
認
識
，
實
在
是
依
稀
糢
糊
，
對
於
一
切
理
想
，
有
絕
大
的
精

神
昇
華
力
。
自
我
精
神
，
往
往
超
越
現
實
，
而
以
想
像
力
投
射
於
對
象
，
1
$
的
對
象
當
然
爲
最
美
脫
的
世
界
0

所

，
有
現
實
世
界
的
爭
名
喬
利
，
醜
惡
、
污
穢
卑
鄙
的
肚
會
現
象
，
他
們
都
不
懂
，
卽
使
能
慬
，
也
會
被
自
己
的
精
神
外

華
力
所
淨
化
，
以
士
覬
美
化
苹
丑
化
現
實
的
世
界
。
關
於
逅
幻
想
我
的
贤
展
擴
張
上
，
最
值
得
注
意
的
特
徵
，
就
晶
性



我
，
很
本
相
反
，
審
美
的
館
度
，
根
本
超
越
緤
濟
的
自
我
．
，
對
於
經
濟
的
分
野
，
採
取
極
不
關
心
的
態
度
。

次
於
崙
英
自
我
以
後
的
發
展
，
可
假
定
鈁
論
理
自
我
滾
，
這
論
理
態
度
，
從
時
間
上
講
起
來
，
就
晶
囚
果
法
則

的
認
議
．
，
以
為
間
的
性
竹
溝
起
來
，
乃
某
超
越
經
驗
界
，
而
擴
張
自
己
的
生
活
環
境
，
逹
到
普
遁
的
妥
當
性
；
就
晶

康
愆
所
譜
旳
惹
誠
一
般
，
或
先
驗
統
媒
，
或n
字
立
開
兒
部
(
R
i
c
k
e
.
r
t
)

所
謂
的
認
識
自
我
(
E
r
k
e
n
t
n
i
s
c
h
e
s

, 
Ich) 

,_— 
，
或
者
沸
沙
兄
[E 

F
u
s
s
e
r
l
)

所
提
的
純
粹
自
我

(
R
e
i
n
e

I
c
h
)。這
論
理
自
我
擴
大
的
精
砷
年
齡
，
大
約
是
二
十

歳
前
後
，
趙
對
於
概
念
的
抽
垛
，
比
較
成
覺
有
趣
的
時
期
。
但
是
這
個
峙
期
的
論
理
。
一
般
的
通
病
，
就
是
抽
象
料

陋
，
不
去
憤
軍
研
究
現
實
的
客
觀
對
象
，
而
立
卽
求
取
結
論
，
所
以
常
常
贤
生
誤
認
的
結
論
。

第
在
階
段
所
擴
張
的
自
我
環
，
是
祉
會
自
我
。
這
種
自
我
精
砷
又
名
道
德
自
我
，
以
仁
愛
的
精
神
芻
中
心
，
親

隣
愛
衆
的
祉
行
愛
的
精
神
，
就
萌
芽
在
這
個
時
期
中
。
大
約
二
十
五
歲
至
三
十
歲
前
後
的
靑
年
，
這
種
自
我
精
神
最

顯
若
。
這
個
時
期
的
對
琭
，
乃
是
他
我
，
和
自
我
以
外
的
他
我
結
合
親
睦
，
譬
如
家
旅
、
學
校
、
利
合
、
結
肚
丶
肚

會
、
團
體
、
國
家
．
、
國
際
闆
係
、
人
類
愛
等
對
象
的
擴
大
；
而
從
自
我
的
內
容
上
提
起
來
，
可
謂
正
義
成
、
資
任
覿

念
、
肚
會
連
帶
性
(
S
o
l
i
d
a
l
i
t
y
)

、
計
會
愛
、
國
家
愛
丶
團
體
愛
的
精
神
。
關
於
這
第
五
階
段
的
自
我
環
，
可
算
是

政
治
的
自
我
環
的
發
達
，
這
政
治
自
我
的
對
象
，
也
就
提
他
我
。
可
是
肚
會
愛
的
自
我
對
象
，
是
平
銻
的
他
我
，
而

的
本
館
的
牧
逹
，
對
於
性
的
對
象
，
特
別
關
心
，
與
審
美
自
我
發
生
皇
術
切
的
關
聯
。
這
淄
美
的
活
動
，
與
釋
濟
的
自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五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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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
＿
＿

條
波
閩
加
對
於
這
些
個
性
的
生
活
形
式
，
用
下
斫
一
種
比
嗆
說
明
之
。
林
晶
個
性
的
多
面
多
角
，
好
像
是
六
面

的
類
型
的
意
思
o

闪
為
人
類
的
個
性
姿
態
，
是
各
個
不
同
的
，
要
一

隊
波
瀾
加
所
論
的
生
活
形
式
，
可
謂
晶
偶
性
形
式
；
而
所
謂
形
式
者
，
就
是
一
種
理
想
的
標
準
，
或
者
晶
某
本

一
羅
列
出
來
，
實
在
是
繁
瑣
之
至
，
所
以
不
如

政
洽
自
我
的
對
染
，
便
含
有
階
級
支
配
的
關
係
，
統
治
者
與
被
統
治
者
的
權
力
支
配
佑
關
係
．
，
前
者
是
橫
的
關
聯
'

後
者
乃
是
縱
的
爛
聯
。
喜
歡
支
配
別
的
他
我
，
必
定
是
具
有
領
袖
慾
丶
權
力
慾
的
政
治
型
、
軍
人
型
的
人
，
其
自
我

環
贤
展
的
時
期
，
大
約
和
耻
會
我
相
近
。
兒
策
少
年
時
，
常
見
他
們
模
倣
大
將
、
呈
帝
的
遊
戲
，
可
見
這
時
的
政
治

型
，
勢
力
型
已
透
着
萌
芽
，
但
矩
不
能
廝
定
他
們
個
性
自
我
的
方
向
行
否
固
定
。

自
我
環
最
外
層
u
定
宗
教
自
我
的
擴
張
，
由
於
信
仰
的
活
動
，
而
追
求
埋
的
世
界
；
探
究
人
生
和
世
界
最
高
旨
鵡

的
屯
苹
聶
＾
幸
輻
，
創
造
湟
槃
丶
天
國
、
樂
園
等
，
以
求
無
限
制
的
時
間
，
空
間
的
精
砷
安
慰
，
這
也
是
一
種
超
越
現

t
t
f
的
熱
烈
情
緒
。
這
種
宗
教
自
我
的
態
度
躊
為
顯
的
時
期
，
大
概
和
前

1
一
者
的
精
神
年
齡
差
不
多
。

••••••••••••••••••••••••••••••••••••••••••••••• 

尋
求
一
種
理
想
類
型
(
I
d
e
a
l

T
y
p
e
n
)
，
或
拈
示
均
頻
吶
(
D
r
1
i
c
h
s
c
h
n
i
t
t

T
y
p
e
n
)
，
來
拉
理
這
許
多
個
性
形
態

，
而
作
辨
別
各
種
個
性
的
暴
本
標
準
，
從
先
驗
的
法
則
演
釋
下
來
，
將
經
驗
生
活
的
各
種
內
容
形
態
加
以
分
類
，

修
波
瀾
加
名
之
曰
理
相
心
的
某
本
類
型
＾

Ideale 

G
r
u
n
d
t
y
p
e
n
)

。



經
濟
原
則
而
對
於
經
濟
活
動
不
會
關
心
的
；
囚
此
土
面
正
位
晶
崙
美
類
型
，j
t^
反
對
方
向
箇
底
面
，
乃
晶
經
濟
類
型

右
面
的
阿
示
，
是
假
定
審
美
類
型
的
個
性
形
館
。
對
於
惑
術
眞
有
典
越
而
眞
有
鑑
當
力
的
人
，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立
方
體
的
骰
子
，
精
神
構
造
中
，
最
士
要
的
價
值
，
卻
占
有
骰
子
的
正
面
而
成
士
位
，
別
的
價
值
，
有
附
帶
或
附
屬

關
係
的
，
可
分
置
於
側
面
或
底
面
；
所
放
的
地
位
，
可
根
據
個
人
對
於
噴
頏
方
向
的
闊
心
程
度
的
深
淺
，
色
彩
的
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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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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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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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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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

五
五

，
雙
方
旁
不
關
聨
的
審
美
型
的
人
9

對
於
政
治
上
的
活
動
，
拋
非
常
笨
拙
而
不
會
關
心
，
次
之
，
對
於
論
琿
方
面

，
也
不
會
注
幸
心
的
。
但
2
震
對
於
宗
教
的
、
祉
會
的
類
型
，
頗
有
宏
切
關
係
。
四
犹
審
美
型
的
個
性
，
富
於
成
悄
，
所

以
與
m
t會
愛
的
戍
情
，
或
晶
宗
教
的
信
仰
，
有
疏
通
聯
繫
的
可
能
。
譬
如
音
樂
家

(
B
a
c
h
,

Bethoven, 

Schnma:n:.-i, 

1\,1 
oz 

a
r
t
)
等
，
都
具
有
虔
誠
的
宗
教
成
悄
；
而
且
所
製
的
－
音
樂
名
曲
，
一
半
以
上
都
晶
關

於
宗
教
的
，
審
美
型
中
的
盡
家
，
信
仰
宗
教
的
也
不
少
，
取
材
於
宗
教
的
圖
繪
，
如
東
洋
的
佛
教
圖
，
西
洋
的
某
督

教
圖
和
彫
刻
都
起
。
審
美
咽
對
於
m
t會
愛
方
面
，
也
有
深
切
的
關
聯
，
譬
如
波
蘭
的
大
音
樂
家
C
h
o
p
i
n
也
就
是
非

I'-· 

常
熱
烈
的
一
個
愛
國
者
，
他
對
於
祉
國
的
國
難
或
滅
亡
，
表
示
極
端
的
悲
憤
與
激
品
。

上
面
的
回
示
，
可
變
成
三
十
六
種
個
性
形
態
，
但
是
在
此
地
，
錫
便
於
洞
察
兒
誼
個
性
構
造
。
只
略
述
六
種
關

第
一
就
是
論
理
型
的
個
性
形
態
，
屬
於
這
種
個
性
的
入
，
乃
晶
哲
學
家
丶
數
學
家
、
論
理
學
者
、
自
然
科
學
者

丶
精
神
科
學
家
等
o
}這
些
人
的
精
神
活
動
的
中
心
，
就
是
論
理
的
沫
則(
L
o
g
i
c
a
l

L
a
w
)，
以
求
其
理
的
曹
逼
性
和

準
確
的
必
然
規
純
。
精
神
活
動
的
對
象
，
乃
是
因
果
法
則
、
其
僞
的
探
究
、
理
由
與
根
據
、
事
象
的
本
質
等
；
而
其

，
：
心
意
活
動
的
機
能
作
用
，
便
是
明
豳
的
概
念
，
冷
靜
的
羽
斷
，
滋
澈
事
象
其
相
的
推
理
。
這
些
人
所
溟
軟
的
中
心
思

想
，
就
是
普
洱
－
性
、
必
然
性
、
準
確
的
法
則
｀
因
果
的
繼
起
，
所
以
破
壞
或
反
對
這
些
要
求
的
例
外
個
別
性
、
偶
然

文
化
教
育
串
概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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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虛
僞
性
、
不
郡
確
、
有
囚
無
果
、
有
果
無
因
的
現
象
，
就
是
他
們
所
最
胝
惡
的
。
對
於
這
些
論
理
型
的
人
，
美

藕
不
是
他
們
的
關
心
閼
，
或
者
也
許1
3管
最
不
關
心
而
琭
拙
劣
的
對
象
。
論
理
個
性
形
態
的
人
，
對
於
經
濟
的
法
則
，

比
校
有
密
切
旳
瀾
聯
'
l
A
l為
探
究
眞
理
的
人
，
一
定
盅
要
根
據
精
砷
活
動
的
經
濟
原
則
，
採
取
蔽
莉
提
的
途
徨
，
而

求
達
到
眞
理
的
目
標
．
＇l
X之
，
試
行
錯
誤
，
或
者
彎
曲
的
途
徑
，
乃
晶
精
神
上
的
浪
翡
，
爲
他
們
所
不
取
。
這
可
見

數
學
家
在
解
題
時
，
雖
然
懂
得
種
種
方
法
，
可
晶
大
部
分
都
是
便J
H最
飾
便
最
凱
切
的
計
算
方
法
，
以
逹
結
論
。
化

學
丶
物
理
學
家
的
宵
驗
方
法
，
大
凡
也
邵
是
活
用
經
濟
原
則
的
。
論
理
型
的
人
，
對
於
美
術
、
藝
術
方
面
，
沿
不
成

倚
興
臨
，
根
據
科
貼
(
G
e
o
·
t
h
e
)

所
謂
的
「
哲
學
是
破
坂
詩
的
東
西
」
的
名
言
，
卽
可
證
實
e

論
理
型
的
人
，
對
於

·
_
』

宗
教
、
肚
自
丶
政
治
1
1面
，
仝
不
關
心
，
所
以
這
幾
方
面
，
在
他
們
的
個
性
戀
斷
中
，
只
占
着
兩
側
面
或
逵
居
於
底

面
的
副
位
。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第
二
n
定
政
洽
吶
的
個
性
形
態
。
隸
屬
於
這
種
形
態
的
人
，
就
是
政
治
家
和
軍
人
之
類
。
這
些
人
的
精
神
活
動
的

軀
心
，
乃
是
梓
力
的
支
配
，
邡
破
崙
丶
希
特
拉
等
，
就
晶
這
種
類
型
的
代
表
人
物
。
政
治
型
又
名
勢
力
型
，
就
是
喜

|':— 

佽
擴
大
自
己
的
勢
力
，
得
到
榷
力
面
支
配
別
人
，
領
袖
慾
強
盛
的
個
性
形
態
．
，
他
們
的
心
意
中
，
便
晶
希
望
時
常
可

以
惹
氣
揚
揚
的
指
揮
民
衆
支
配
天
下
為
中
心
。
假
使
這
種
人
只
知
爭
瘡
權
利
，
而
沒
有
注
意
道
極
學
間
的
修
養
，
那

人
勢
力
與
地
位
，
比
不
會
久
當
的
o

囚
此
這
些
人
的
政
治
價
值
，
一
定
要
和
計
會
價
值
，
作
最
密
切
的
關
聯
，
才
能

五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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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七

．
直
會
型
的
人
所
熱
盟
的
，
就
是
這
種
精
神
。mt會
愛
的
個
性
姿
態
，
和
宗
教
吶
的
精
神
，
也
有
密
切
的
構
造
涸
聯

些
人
的
精
神
根
底
，
乃
是
仁
愛
的
思
想
，
將
道
德
做
－
t
J
J
的
中
心
根
源
；
孔
子
、
孟
子
，
就
是
這
種
W
t會
咽
的
代
表

—— 

o

他
們
雖
然
也
討
論
政
治
，
但
晶
心
緒
的
根
底
，
不
是
權
力
的
攫
取
，
而
是
以
道
德
的
仁
愛
爲
某
礎
的
。
對
於
肚
會

型
的
個
性
，
關
係
最
密
切
者
，
乃
是
政
治
型
及
經
濟
型
的
精
神'
w
t會
民
衆
的
幸
糶
，
全
邠
互
愛
互
助
，
閽
秸
融
合

逹
到
他
們
的
個
性
生
活
的
目
的
c

這
些
勢
力
型
的
人
，
大
概
具
有
熱
烈
的
愛
國
心
，
處
心
積
慮
為
大
衆
日
民
謀
幸
疆

，
乃
是
濃
厚
的
耻
會
愛
的
表
顯
。
其
次
與
政
治
型
有
密
切
關
聯
的
，
乃
是
經
濟
價
值
．
，
因
鈴
改
治
家
的
行
政
，
一
定

需
要
經
濟
作
某
礎
，
對
於
國
家
的
生
產
、
消
伐
、
交
易
、
儲
蓄
、
金
融
等
事
情
，
都
盅
要
抱
消
極
大
的
關
心

c
J和
政

治
型
最
疏
遠
的
關
係
型
，
乃
是
審
美
型
、
宗
教
型
、
論
理
型
等
等
。
因
為
審
美
型
的
人
，
或
是
宗
教
型
的
人
，
總
是

抱
着
極
大
的
同
情
心
和
慈
悲
心
，
以
仁
愛
鈎
主
，
絕
對
不
誅
殺
人
的
；
然
而
政
治
家
和
庫
人
，
適
得
其
反
，
常
常
要

殺
人
或
從
事
於
打
仗
。
因
為
政
治
家
的
對
象
，
就
是
國
民
，
鎔
謀
大
多
數
國
民
的
幸
輻
，
而
犧
牲
少
數
罪
惡
的
國
民

，
卻
不
是
殘
暴
，
仍
以
仁
愛
鈁
歸
宿
。
魯
迅
是
文
學
家
，
是
屬
於
審
美
型
的
人
物
，
他
抱
祚
深
切
旳
憐
憫
心
，
對
於

政
府
的
亂
殺
行
為
，
常
表
示
造
槭
或
攻
擊
的
態
度
，
這
不
但
魯
迅
，
而
且
是
一
般
宿
美
吶
人
物
告
逼
的
傾
向
。

第
三
是
肚
會
型
的
個
性
形
態
，
就
是
仁
愛
＊
義
．
，
他
的
中
心
活
動
，
完
全
晶
爲
祉
會
民
衆
謀
幸
輻
。
隸
屬
於
這

種
類
型
的
人
物
，
就
是
澁
德
家
、
慈
誇
家
、
教
育
家
、
法
律
家
等
，
這
種
民
衆
的
精
神
，
很
近
似
政
治
型
，
可
晶
澶



o
因
為
宗
教
家
的
愛
民
衆
的
精
神
，
同
這
肚
會
愛
的
心
意
，
可
謂
相
近
的o
m
t會
型
的
個
性
形
態
，
除
r
＊
肚
會
正

義
的
法
律
家
以
外
，
部
晶
以
實
行
德
性
驾
很
某
，
所
以
瑰
論
理
型
的
精
神
，
不
大
接
近
。
他
們
的
論
理
，
便
晶
德
行

活
動
的
體
驗
所
表
現
出
來
的
結
果
，
不
是
專
門
哥
究
論
理
形
態
的
學
者
。
肚
會
型
，
對
於
薛
術
方
面
的
關
心
，
可
謂

不
卽
不
離
，
但
朵
例
如
孔
子
，
卻
是
很
蔣
歙
背
樂
、
詩
詞
等
審
美
飄
念
的
人
物
。

— 

第
四
晶
宗
教
型
的
個
性
形
態
。
宗
教
家
最
關
心
的
，
乃
是
求
未
來
的
空
曠
，
超
越
現
實
世
界
的
信
仰
．
，
然
而
一

面
他
們
對
於
現
質
的
生
活
，
拋
很
關
心
，
修
鍊
現
實
人
生
的
生
活
行
動
，
這
種
救
人
濟
世
的
精
神
，
與
祉
會
形
態
的

肚
會
愛
，
卻
有
退
而
切
的
關
聨
，
從
胝
史
上
可
以
看
到
諍
多
高
僧
，
都
能
盡
力
於
祉
會
救
濟
，
施
惠
等
慈
菩
事
業
'

所
以
他
們
的
精
神
柚
造
，
亦
可
以
說
是
以
「
仁
愛
心
緒
」
為
中
心
的
。
宗
教
型
對
於
論
理
，
可
說
是
沒
有
什
麼
關
係

；
對
於
經
濟
的
截
念
，
也
不
甚
相
關
，
因
為
某
督
教
徒
和
彿
教
徒
，
都
晶
很
輕
蔑
物
對
財
産
的
，
一
認
鈁
財
富
晶
罪
惡

的
根
源
．
，
然
而
對
於
政
治
的
關
係
，
胝
史
中
間
，
卻
嘍
見
不
鮮
，
就
晶
中
世
紀
的
羅
馬
教
舄
，
恪
宙
哥
甩
七
世
，
因

.'-

lI-:ll.

-: 

靠
等
高
僧
和
臬
帝
的
門
凈
，
或
u
迨
十
字
屯
時
代
的
戦
鬮
，
馬
丁
、
嘉
德
的
宗
教
革
偷
等
。
但
這
些
關
係
，
原
來
並

|| 

.. '·:ll 

不
是
宗
教
的
眞
諦
或
宗
教
家
應
'
i
j
的
心
麻
，
不
過
n

盔
超
越
宗
教
詭
圍
的
墮
落
現
象
。
宗
教
家
的
心
理
構
造
上
，
典
政

治
的
形
態
，
應
當
"
『3沒
有
甚
麼
索
切
闊
係
的
c

第
五
是
經
濟
型
的
個
性
形
態
，
前
文
已
略
述
及
把
經
濟
認
為
精
神
構
造
中
心
的
人
，
就
超
財
政
家
、
官
業
家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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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五
九

第
六
是
審
美
型
的
個
性
形
態
，
在
前
面
幻
想
我
沔

1
節
中
間
亦
已
論
及
五
嗪
園
於
這
種
類
咽
的
人
，
就
＂
生
文
學

家
、
詩
人
、
音
樂
家
、
盡
家
、
彫
刻
家
、
建
築
家
等
。
這
些
個
性
型
中
，
細
術
分
類
，
乂
可
分
為
峙
間
薛
術
的
背
樂

家
，
空
間
藝
術
的
盡
家
丶
彫
刻
家
，
而
文
藝
家
、
戲
劇
作
家
和
詩
人
，
可
謂
蛤
綜
合
前
兩
者
的
時
閥
窄
間
的
泯
合
體

、
商
人
等
，
而
這
些
人
對
於
政
治
上
的l
l
M
瀟
，
可
算
晶
最
密
切
3

其
次
f
f爛
係
的
個
性
形
態
，
就
u
空
肌
會
型
，
財
政

家
是
把
肚
會
、
國
家
，
當
澈
自
己
的
活
動
對
象
，
所
以
批
可
以
說
是
一
種
祉
會
形
態
的
個
性
；
賞
栗
家
中
間
，
具
有

肚
會
愛
、
慈
悲
精
神
的
人
，
固
然
很
多
；
但
是
只
為
自
己
的
利
盆
打
箕
，
而
對
於
肚
曾
國
家
，
漠
不
相
關
的
，
亦
未

嘗
沒
有
，
這
種
人
是
和
耻
會
型
處
於
極
端
相
反
的
地
位
。

．
，
因
此
這
些
人
的
個
性
構
造
形
態
，
是
非
常
複
雜
的
＾

J
q
}
n
渠
家
典
吡
恐
究
四
個
性
柄
造
，
凉
來
是
相
反
旳
，
文
限
家
的

個
性
形
態
，
也
非
常
特
別
0

可
是
他
們
舍
有
共
通
吶
性
格
，
就
晶
豊
富
、
微
妙
丶
纖
釧
、
達
脫
的
國
悄
，
所
以
和

m
t

會
型
、
宗
教
信
仰
的
個
性
型
態
，
頗
有
密
切
的
瀾
聯
。
對
於
經
濟
、
諭
理
、
政
治
的
形
態
，
比
較
恬
涙
°

當
時
對
於
絛
波
瀾
珊
的
「
生
活
形
式
論
」
，
行
有
下
述
二
種
批
判
：
第
一
就H
平
道
德
的
類
型
，
為
什
麼
不
特
別

— 

提
出
？
可
基
這
個
批
判
，
照
修
波
瀾
拥
的
惹
思
，
在
祉
會
類
型
之
內
，
己
包
含
道
德
形
3縣
的
個
性
型
；
並
且
這
逵
德

丨

'
_
l

沄
成
型
，
無
論
那
一
個
形
態
旳
個
性
，
都
需
要
有
關
聯
的
，
將
廣
義
的
道
德
講
起
來
，
就
晶
人
類
區
別
於
動
物
的
根
本

條
件
，
所
以
這
毎
形
態
，
無
論
什
麼
偶
性
形
態
，
都
要
其
備
的
。
經
濟
型
的
人
，
倘
若
沒
有
人
格
的
時
候
，
這
個
八

文
化
教
育
浪
概
論



種
種
個
性
方
向
的
可
能
，
縱
然
尙
未
有
固
定
的
個
性
形
態
，
然
而
圭
少l
l
I以
窺
探
他
們
的
個
性
姿
態
的
萌
芽
，
與
兒

個
性
形
態
和
精
砷
柟
造
，
然
後
可
以
得
到
優
良
的
教
學
方
法
，
以
應
付
他
們
的
精
砷
形
態
。
對
於
這
個
性
構
造
，
認

為
只
能
適
用
於
有
學
術
地
位
的
人
的
非
難
，
也
許
有
對
的
地
方
，
然
而
青
年
達
到
高
級
中
學
時
，
大
抵
就
略
有
分
別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就
根
本
沒
有
價
值
．
，
政
治
家
庫
人
型
的
人
，
假
若
沒
有
道
德
和
人
格
，
肆
意
殘
忍
鬬
爭
，

n
^圖
擴
張
自
己
的
勢
力
，

便
等
於
野
蠻
動
物
。
美
術
家
、
文
學
家
，
倘
若
沒
有
遁
德
與
情
操
，
那
就
立
卽
髮
成
色
橄
禽
獸
；
盡
家
丶
彫
刻
家
，

常
用
裸
體
的
女
人
當
做
模
特
兒(
l
v
i
o
d
e
I
)

，
假
若
丟
了
美
術
的
精
神
和
高
尙
的
入
格
，
那
末
便
立
刻
變
成
獸
慾
衝
動

的
動
物
一
樣
o

囚
此
這
逾
德
形
態
，
可
以
說
是
－
切
個
性
形
態
的
某
礎
；
而
教
育
旳
價
伯
，
就
是
以
陶
冶
人
預
的
高

尙
人
格
為
中
心
，
所
以
道
德
形
態
，
晶
橫
在
教
育
全
分
野
的
根
本
原
形
上
的
。

第
1
一
個
批
刊
，
就
基
這
生
活
形
式
論
，
束
鎛
於
類
型
、
形
式
，
而
不
適
用
於
實
際
，
卽
便
能
適
用
，
也
不
過
限

於
有
學
術
地
位
的
人
，
從
學
校
教
育
右
起
來
，
一
定
是
要
導
門
、
高
等
、
大
學
以
上
的
學
生
，
才
能
夠
分
得
出
這
些

偶
性
姿
態
．
，
一
般
普
通
的
民
衆
，
便
和
這
些
形
式
好
像
是
風
馬
牛
了
。
苛
斯
(
G
i
e
e
s
e

1890 

,
)
就
是
非
難
嗲
波
閹
加

—

_i'.

!̀  

遇
東
形
式
的
學
者
。
對
於
這
俱
批
評
，
修
貼
輪
竹
答
辯
過
，
乃
是
這
些
形
態
說
不
過
晶
理
想
型
，
不
晶
描
寫
記
述
實

際
生
活
的
師
個
個
性
姿
態
；
囚
鈁
各
人
的
個
性
，
晶
各
個
不
同
而
非
常
複
雜
的
很
不
容
易
分
碩
，
所
以
只
能
綜
合
菠

種
根
本
規
統
，
而
定
出
幾
個
理
解
實
際
生
活
狀
態
的
標
準
。
我
們
在
從
事
教
帛
以
前
，
一
定
先
要
哥
究
受
教
育
者
的

六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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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解
個
性
形
態
的
標
部
。

12 

薫
初
中
期
的
未
分
化
時
代
，
頗
有
明
顯
的
斷
別
c

這
個
性
形
態
論
，
就
是
文
化
教
育
學
最
有
特
色
的
一
種
學
說
，
所
以
精
神
科
學
的
心
理
學
的
精
砷
構
造
論
，
乃

曰
平
指
示
這
意
義
的
。
將
這
種
生
活
形
式
，
去
覿
察
兒
－
章
靑
年
或
一
般
人
，
便
可
以
分
別
他
們
的
精
神
柟
造
，
而
傲
理

布
兒
－
童
丶
靑
年
的
陶
冶
性
中
，
起
先
是
意
識
柔
弱
而
個
性
未
分
化
的
時
期
，
後
來
就
晶
個
性
肜
態
分
化
的
萌
芽

時
期
，
最
後
乃
是
個
性
恬
造
形
成
竪
定
的
時
期
．
，
J
l
^
有
這
陶
冶
性
的
兒
手
里
和
靑
年
，
卻
富
有
自
發
自
動
自
展
的
能
力

，
自
己
會
向
文
化
價
值
方
面
追
求
理
想
，
不
是
像
動
植
物
一
般
的
被
動
．
的
生
物
。



第
一
章
文
化
的
惹
義

文
化
(
K
u
l
t
u
.
r
,

Culture) 

}
E字
，
本
來
是
和
野
蠻
、
料
野
的
「
野
」
字
相
對
的
術
語
，
因
此
文
化
的
意
義
，

乃
是
凱
野
的
理
想
化
、
精
神
化
和
文
化
化
。
「
野
」
是
自
然
性
的
意
思
，
而
人
類
原
來
也
是
自
然
界
的
一
部
分
，
譬

如
本
能
、
衝
動
、
反
射
運
動
、
單
純
成
情
等
性
質
，
便
是
屬
於
自
然
的
境
昇
。
野
蠻
、
野
牲
口
丶
野
種
、
野
人
丶
野

味
，
都
是
相
對
於
文
雅
、
文
章
｀
文
言
、
文
明
、
文
治
的
意
義
。
這
自
然
界
自
然
性
的
東
西
，
若
是
仍
奮
表
示
自
然

界
的
姿
態
；
那
就
不
能
名
之
謂
文
化
；
比
方
禽
獸
、
動
物
、
植
物
、
原
野
丶
鑛
物
質
等
，
都
是
沒
有
文
化
意
義
的
束

西
'
0文
化
便
晶
A
類
特
具
的
創
造
物
，
自
然
界
許
多
事
象
，
必
定
要
經
過
人
類
精
砷
創
造
以
後
，
才
能
變
成
文
化
形

態
。
文
化
就
朵
自
然
界
的
精
神
化
；
一
切
自
然
的
脊
料
，
必
經
精
神
漏
過
而
淨
化
以
後
，
才
能
變
成
文
化
的
形
態
。

反
過
來
說
，
倘
若
沒
有
自
然
界
供
紿
材
料
，
那
末
文
化
形
態
也
就
不
會
產
生
；
所
以
自
然
界
就
是
創
造
文
化
取

材
的
澗
藪
，
入
們
就
把
這
些
自
然
界
的
物
質
，
作
為
精
砷
創
造
的
材
料c比
方
衣
、
食
、
作
的
物
竹
生
活
，
就
是
文

化
形
態
最
軍
要
的
階
段
；
一
座
很
華
－
麗
的
建
築
，
裏
血
佈
置
的
種
種
彫
刻
和
裝
飾
，
我
們
可
名
之
曰
文
化
形
態
。
衣

服
是
初
步
的
文
化
形
態
，
沒
有F
益
服
穿
的
野
蠻
民
族
，
赤
身
裸
體
，
無
所
謂
禮
義
廉
恥
，
這
就
是
沒
有
文
化
形
態
的

第
二
篇
文
化
價
值
論
1
1

文
化
財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六
一
一

「



劉
於
文
化
最
根
本
的
性
質
｀
就
是
表
現(
A
u
s
d
r
u
c
k
;

i
'
u
s
s
e
r
u
n
g
.
)

，
文
化
形
態
乃
是
人
們
精
神
所
表
現
出
來

的
結
果
，
換
言
之
．
就
是
主
觀
粒
砷
的
客
觀
化
，
＊
觀
的
階
段
，
可
說
還
囿
於
狹
窄
的
締
圍
，
然
而
一
旦
表
現
於
客

觀
界
的
時
候
，
就
具
有
普
逼
的
性
貲
。
因
爲
文
化
的
表
現
須
要
依
照
各
種
法
則
和
規
締
(
N
o
r
m
)
，
而
這
些
法
則
規

範
，
都
具
備
着
普
逼
的
性
質
；
比
方
要
表
現
眞
理
形
態
的
文
化
時
，
表
視
的
主
觀
一
定
要
依
照
眞
理
的
法
則
，
學
問

的
丛
理
，
或
是
數
學
的
定
理
，
纔
能
有
效
；
否
則
所
表
現
的
學
問
眞
理
形
態
，
恐
怕
要
陷
於
主
觀
，
而
成
為
無
價
值

c

荻
兒
戴
所
謂
第
一
階
段
的
表
現
，
就
是
論
理
的
表
示
；
乃
是
「
思
維
形
象(
D
e
n
k
g
e
b
i
l
d
e
)

具
有
學
問
的
立
埠
，

_---

L; 

發
生
於
思
維
的
體
驗
，
由
於
體
驗
思
維
形
象
而
表
現
自
己
，
思
維
形
象
卽
是
廌
於
根
本
性
格
(
G
r
u
n
d
c
h
a
r
a
k
t
e
r
)

的

論
理
規
範
」
。

q`J 
enkgebilde 

haven 

als 

Bestandteile 

der 

wissenscl1af 

t, 
ausgelost 

aus 

dem~-:rlebnis, 

in 
d~m 

sie 

a11ftrete 

P 
in 
ihrer 

Angemessenheit 

an 

die 

logische 

N·orm 

einen 

gemeinsamen 

Grundcharakter." 

據
荻
兒
戴
所
說
的
表
現
的
第
二
罡
段
，
就
是
行
動
的
表
現
'
(
H
u
n
d
r
u
n
g
e
n

Aii 

, 
s
e
r
u
n
g
e
1
1
)

，
人
類
的
行
爲

丨
！

表
現
，

1定
要
有
目
的
(
Z
w
e
c
k
,

aim.) 

；
次
之
要
有
人
與
人
的
相
互
關
係
，
參
與
肚
會
、
團
體
而
生
活
，
才
能
發

生
相
互
的
關
係
；
有
相
互
的
闢
係
，
行
為
便
有
責
任
、
義
務
等
連
帶
精
神
，
否
則
恐
怕
要
破
壞
沮
會
、
國
家
的
圍
體

表
示
。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六
三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Phanomenologie 

des 

祺
織
，
而
消
失
了
客
觀
性
和
普
逼
性
。
行
動
要
有
行
動
的
規
施(
N
o
r
m
)
，
規
締
就
是
紀
律
、
規
矩
、
責
任
等
法
則

，
或
國
家
的
法
律
，
耻
會
的
契
約
等
，
是
約
束
浪
漫
行
動
和
主
觀
性
的
工
具
。
主
觀
性
的
行
為
，
就
晶
利
己
主
義
的

行
動
，
，
只
為
自
己
，
不
為
別
人
着
想
，
喜
歡
利
用
別
人
，
佔
別
人
的
便
亢
，
反
遏
來
說
，
·
別
人
要
利
用
他
，
佔
他
的

便
宜
，
他
就
立
卽
生
氣
怨
恨
，
這
就
是
魯
迅
所
若
的
「
狂
人H
記
」
中
所
諷
刺
的
士
觀
利
己
主
義
，
或
「
阿Q
」
的

丨

自
尊
自
誇
的
利
己
主
觀
主
義
。
像
「
阿Q
」
這
樣
的
＊
觀
利
己
士
義
的
行
為
表
現
，
餜
沒
有
普
逼
性
和
客
觀
性
，
又

沒
有
絲
亮
價
值
。

文
化
形
態
，
就
是
主
觀
的
客
觀
化
，
＊
觀
精
神
，
倘
若
沒
有
素
材(
M
a
t
e
r
i
a
l
)

的
時
候
，
就
無
從
表
現
，
要
表

現
就
要
一
定
的
對
象
材
料
，
這
些
材
料
乃
是
存
在
於
客
觀
的
世
界
，
所
以
文
化
的
某
礎
條
件
，
還
是
隨
着
對
象
的
締

圍
而
決
定
的
。
可
是
只
有
綢
象
的
索
材
，
而
沒
有
主
觀
的
創
造
精
神
的
時
候
，
文
化
也
無
從
變
成
形
態
。
對
於
這

「
表
現
」
的
關
係
，
德
國
最
若
名
的
論
理
哲
學
家
黑
格
兒
，
在
他
的
「
精
砷
現
象
學
」

.u-

_I·-

-_.I· 

G
e
i
s
t
e
s
~
i
-

，
表
示
如
下
：·
(
1
)士観
精
神
名
之
日
「
卽
自
的
」
(
a
ns
i
c
h
)

，

(
2
)客
觀
對
象
名
之
曰
「
向
自
的
」

(fur 

s
i
c
h
)

，
(
3
)主
觀
、
客
觀
的
十
埠
國(
A
l
l
f
h
e
b
e
n
)

為
最
高
吶
段
的
全
體
，
名
之
日
「
卽
自
向
自
的
」(
a
n

und 

fud 

fur 

sich) 

0

第
一
就
是
要
把
自
己
的
士
觀
精
砷
投
射
到
外
面
的
剩
采
｀
面
這
過
程
問
做
自
已
疏
外
[

Se.lhstat1s 

, 

s
~
r
u
n
g
)
•

，
使
主
觀
精
砷
與
對
垛
鎔
化
於
全
體
，
然
移
把
」
－

g
全
節
的
對
琭
，
再
這
入
自
己
的
精
訕
裏
血
，
名
之
日
「

六
囚



上
文
荻
兒
戴
所
說
的
行
動
表
現
，
這
行
動
是
具
有
目
的(
z
\
~
:
e
c
k
)

的
，
目
的
是
人
類
特
有
的
意
識
，
乃
是
粒
神

| 
的
目
的
，
不
是
物
質
的
目
的
。
例
如
動
物
只
有
食
慾
本
能
的
自
己
保
存
的
目
的
，
性
慾
本
能
的
種
漩
維
持
的
目
的
；

然
而
人
類
除
造
兩
種
目
的
以
外
，
迢
有
高
尙
的
精
神
文
化
丶
價
值
形
態
的
目
的c文
化
形
態
不
但
是
個
人
的
產
物
，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向
自
有
」
的
階
段
；
同
時
藝
術
家
的
士
觀
精
神
，
也
就
得
到
無
限
的
發
展
。

六
五

自
己
內
還
歸
」
這
階
段
就
是
精
神
發
展
的
階
段
，
可
謂
主
觀1
客
観
，
客
觀
l

．
主
觀
的
融
和
成
長
的
階
段
，
朵
稍
諍

的
自
己
贤
晟
，
使
主
觀
投
射
出
去
和
對
象
關
聯
，
再
把
這
客
觀
吸
收
進
來
．
，
就
蛤
出
去
以
後
，
電
復
進
來
成
一
循

環
｀
啡
做
圓
環
運
動
。
授
射
出
夫
的
是
第
一
階
段
的
「
卽
自
有
」
(
a
1
1

sich 

s
e
h
1
)
，
囘
進
來
的
是
第
二
階
段
的
「

向
自
有
」

(
f
u
.
r

sich 

s
e
i
n
)
而
結
果
成
為
精
神
發
展
的
第
三
階
段
，
乃
是
「
卽
自
向
自
有
」
(
A
n
und 

fur 

sich 

s
e
i
n
)
。
這
第
三
階
段
，
乃
是
表
現
的
階
段
，
就
晶
主
觀
變
成
窣
觀
化
更
．
而
客
觀
展
開
隘
狹
的
卞
觀
精
神
，
變
為
普

逼
廣
闊
的
客
觀
，
而
成
為
文
化
表
現
的
種
種
形
態
。

妻
介
紹
黑
格
兒
的
精
神
現
象
學
，
頗
爲

f
U
i
單
，
並
且
黑
格
兒
的
論
理
，
是
哲
學
界
最
難
解
的
；
恐
怕
讀
者
逗

—

._l_l 

不
能
了
解
眞
意
，
所
以
再
舉
一
例
。
說
明
如
下
：
文
學
家
、
美
術
家
，
自
己
都
具
有
主
觀
的
精
神
；
要
把
自
己
主
観

的
精
神
投
到
外
界
種
種
的
男
的
、
女
的
主
人
翁
的
生
活
狀
態
或
性
格
等
客
觀
對
尿
上
，
或
是
把
許
多
景
象
當
微
棪
特

兒
，
然
後
纔
能
從
事
於
創
造
作
品
。
這
第
三
階
段
所
產
生
的
作
品
的
階
段
，
就
是
文
化
形
態
的
表
現
，
乃
是
「
卽
自



文
化
教
育
學
甑
論

而
且
是
拉
族
、
團
體
、
或
協
同
計
會
所
產
生
的
風
俗
、
習
慣
、
制
度
、
紕
織
、
法
律
等
共
同
的
產
物
，
也
可
以
說
是

客
觀
精
神
所
表
現
的
結
果
。

第
二
章

文
化
財
是
以
照
史
關
聯(
H
i
s
t
o
r
i
s
c
h
e

Z
u
s
a
m
m
e
n
h
a
n
g
)

爲
某
礎
的
精
神
財
產
，
產
生
文
化
形
態
者
，
乃
是

民
族
國
民.. 
由
民
族
做
單
位
(
u
n
i
t
)

，
才
能
「
解
文
化
的
全
體
性c
歷
史
條
件
中
，
所
含
的
主
要
概
念
，
就
是
時
闆

性
，
時
間
中
的
連
續
性
和
非
連
續
性
．
、
連
續
性
，
乃
是
表
示
服
史
的
傳
統

(
T
r
a
d
i
t
i
o
n
)

，
非
連
續
性
，
是
代
表
各

時
代
的
個
性
形
態
。
例
如
団
闓

t
f
年
連
續
的
悠
久
照
史
，
是
連
續
的
傳
統
性
，
但
是
常
常
發
生
革
命
、
換
朝
的
現

染
，
就
是
非
連
續
的
時
代
概
念
，
；
而
一
時
代
和
別
的
時
代
，
具
有
時
代
的
特
色
、
或
是
時
代
的
個
性
形
態
。
譬
如

唐
朝
的
文
化
形
態
，
和
宋
朝
的
文
化
形
態
，
有
微
妙
的
芳
別
，
這
就
是
非
連
續
性
的
現
象
，
但
烜
唐
、
宋
兩
朝
，
都

-I.

'., 

I 
是
中
國
朕
史
，
所
以
也
有
苟
似
的
詞
一
性(l
d
e
n
t
i
t
i
i
t
)

，
這
回
一
性
便
是
歷
史
文
化
的
連
續
傳
統
性
。
雖
然
歷
史
文

— 化
的
許
多
形
態
，
n

＾
有
一
貫
的
同
一
精
砷
，
但
是
和
別
國
的
國
民
文
化
和
文
化
形
態
比
較
起
來
，
立
卽
就
顯
出
國
民

的
個
性
區
別
的
現
象
。
所
以
文
化
的
性
格
，
迢
是
根
據
國
民
民
族
的
精
神
。

U

文
化
形
態
，
乃
是
保
存
於
照
史
傳
統
中
的
精
砷
財
產
，
根
據
民
族
的
「
某
體
」
？
這
碁
體
的
內
容
，
乃
是
黑
格
兒

文
化
財
的
賑
史
條
件

六
六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六
七

家
、
文
限
家
。
因
此
南
歐
型
與
北
歐
型
的
文
化
形
態
與
國
民
性
格
，
都
可
以
根
據
地
域
性
而
加
以
咽
別
。
中
國
的
文

的
關
係
。
挪
威
、
德
國
、
蘇
聯
的
地
域
，
位
潰
於
北
方
，
太
陽
的
光
線
淡
薄
，
＂
年
中
光
高
明
朗
的
時
期
，

n
＾
有
－

'-
-.-I--.e-

-_,| 

丶
二
個
月
，
因
爲
人
們
常
處
於
灰
暗
中
生
活
，
所
以
容
易
傾
向
於
瞑
想(
n
1
e
d
i
t
a
t
i
o
n
)

，
沈
思
，
使
驄
覺
發
達
，
成

為
國
民
普
逼
的
性
格
，
而
產
生
許
多
背
樂
、
思
辨
哲
學
等
傑
出
人
才
。
反
之
，
兩
歐
的
法
國
、
義
大
利
等
，
卻
光
線

|| 

充
足
，
壤
士
肥
沃
，
氣
候
暖
和
，
風
景
美
麗
，
所
以
國
民
的
視
覺
特
別
發
達
，
産
生

f
許
多
盡
家
、
彫
刻
家
、
美
術

形
態
。

所
謂
地
域
性
與
耻
綠
規
定(
G
e
o
g
r
a
p
h
i
s
c
h
e
r

und 

Kliinatischcr 

Bestimtheit) 

0

地
域
性
就
是
民
族
所
生
存
的

空
凋
地
盤
，
廁
綠
瀾
係
便
是
民
族
的
時
閥
的
遺
傳
關
聯
，
民
族
中
的
鋂
一
個
人
，
大
約
有
二
千
萬
個
人
昀
凪
胤
相
混

，
因
此
文
化
的
國
民
個
性
，
可
謂
是
被
地
域
性
與
血
緣
性
所
規
定
面
約
制
的e
文
化
形
態
起
初
疲
生
時
，
一
定
需
要

自
然
的
地
域
，
譬
如
亞
古
民
族
住
在
沙
漠
中
，
沙
漠
地
域
環
揉
不
良
，
所
以
很
難
産
生
文
化
形
態
，
又
如
非
洲
、
或

.l1-.

-' 

I'. 

是
西
伯
利
亞
等
過
熱
過
寒
的
地
帶
，
也
不
是
產
生
文
化
的
地
帶
，
囚
此
文
化
廂
牛
的
條
件
，
就
是
士
塤
肥
沃
氣
候
温

和
的
温
帶
，
這
晶
在
黑
格
兒
的
歷
史
哲
學
上
所
論
過
的
間
題
比
方
民
族
中
有
一
個
天
才
，
要
創
造
文
化
形
態
的
時

·-·----'_ 

候
，
他
的
素
材
自
然
要
從
他
所
生
活
的
地
域
環
境
中
去
尋
覓
，
把
獲
得
的
索
材
再
加
以
主
觀
精
神
，
然
後
才
能
變
成

北
歐
型
的
文
化
形
館
，
是
長
於
哲
學
、
論
理
、
科
學
、
－
背
樂
紛
，
這
是
由
於
北
歐
的
地
城
與
氣
候
的
自
然
條
件



海
喋
卡
(
H
e
i
d
e
g
g
e
r
)

的
時
間
論
，
會
說
未
來
u
定
現
當2W
i
r
k
l
i
c
h
k
e
i
t
)

的
根
據
，
而
言
及
未
來
的
頑
要
性
；

— 

但
是
現
實
＂
密
過
夫
經
驗
的
稻
聚
，
所
以
過
去
也
非
常
袱
要
，
倘
若
我
們
人
苟
完
全
切
斷
一
切
過
去
的
文
化
財
産
，
那

麼
在
這
現
實
的
剎
那
間
，
就
將
發
生
生
活
的
困
難
c

海
喋
卡
說.. 

『
過
去
是
具
有
「
可
投
性
」
的
』
，
「
投
」
晶
投
入
於

·--.
-'l 

現
在
的
意
思
，
現
實
的
一
瞬
間
．
當
然
要
受
過
去
的
影
響
控
制
；
俏
若
現
實
沒
有
孕
着
一
切
迥
去
的
文
化
財
產
，
那

族
的
全
體
文
化
。

化
形
態
，
可
代
表
東
洋
性
格
，
富
於
文
學
、
詩
詞
丶
繒
叢
、
哲
學
等
研
究
．
，
因
為
有
充
分
的
大
陽
光
線
，
所
以
大
體

與
法
國
、
英
國
等
中
歐
型
相
像
。

丨
丨

民
族
的
血
緣
關
係
，
J
i是
脈
史
的
生
命
持
續
的
根
源
，
可
謂
民
族
的
先
驗
(
先
*
)
條
件
＇
全
體
民
族
的
生
命

造
傳
下
來
的
根
璘
，
因
此
各
民
族
產
生
的
精
神
文
化
，
都
具
有
民
族
的
個
性
。
民
族
生
命
的
斷
絕
，
就
是
民
族
、
國

家
的
滅
亡
。
譬
如
希
臘
民
族
，
原
來
是
非
常
儀
秀
的
，
在
古
代
產
生
着
無
輦
數
的
燦
爛
的
文
化
形
態
。
可
是
自
從
亜

丨

歴
山
大
把
牠
滅
亡
以
後
，
鋂
被
別
的
種
族
蹂
躪
面
混
合
血
胤
，
所
以
到
現
在
已
失
去

r
民
族
優
超
的
文
化
創
造
性
，

._-','

I 
消
聰
匿
跡
，
不
再
聽
到
他
們
産
生
什
麼
文
化
形
態

r

。

文
化
的
照
史
條
件
，
就
是
文
化
形
態
附
帶
胝
史
保
存
的
必
要
遏
程
，
而
不
是
一
個
峙
代
所
能
成
就
的
。
歷
史
秕

會
上
l
i
r
保
存
的
一
切
文
化
成
績
｀
譬
如
風
俗(
S
i
t
t
e
)

、
贊
慣
、
制
度
、
法
律
等
脈
史
肚
會
的
形
態
，
也
可
以
說
晶
民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六
八



六
九

麼
就
變
成
很
貧
窮
而
無
內
容
的
狀
態
，
所
以
過
去
性
的
意
義
，
也
可
謂
現
實
所
依
據
的
一
切
根
源
。

文
化
形
態
，
是
優
秀
的
個
人
主
觀
所
表
現
的
客
觀
形
態
，
所
以
乃
是
主
戴
的
客
觀
化
，
文
化
形
態
中
，
具
有
精

神
的
構
造
關
聯
，
這
構
造
關
聯(
S
#
u.ktur 

Z
u
s
a
m
m
e
n
h
a
n
g
)
'
-
}
n
n

是
根
據
照
史
的
現
實
，
另
一
面
是
根
據
肚
會

狀
態
的
關
聯
，
就
是
歷
史
耻
會
的
關
聯
，
文
化
形
態
且
＾
有
三
種
特
性
．
，
第
一
就
是
主
觀
精
神

(
S
u
b
j
e
k
t
i
v
e

Geist) 

，
乃
是
表
現
那
一
個
創
造
主
體
的
個
人
精
神
，
可
謂
個
性
形
郎(
I
n
d
i
v
i
d
u
u
m
)

。
第
二
是
客
觀
精
神
(
O
b
j
e
k
t
i
v
e

G
e
i
s
t
)

，
這
是
表
現
民
族
國
民
的
歷
史
祉
會
的
特
殊
個
性
狀
態
，
名
之
日
特
殊
性
[

Besonderhe1t) 

0

第
三
便
是
世

界
精
神
(
W
e
l
t
G
e
i
s
t
)

。
就
是
表
示
文
化
的
世
界
性
格
或
普
逼
性(
U
n
i
v
e
r
s
a
l
i

羣
t
)，
囚
為
文
化
可
超
越
國
民
的
境

界
，
而
普
逼
影
響
別
的
民
族
國
民
，
使
他
們
能
夠
瞭
解
。
這
一ll種
特
性
，
黑
格
兒
派
的
學
者
都
已
叫
白
指
示
。

關
於
這
文
化
問
題
，
文
化
教
育
學
者
約
翰
仁(
H
.
Johans~n:1889 

,
)
行
發
表
意
見
如
下
：
「
教
育
的
｀
的
溶
'

可
把
握
住
文
化
現
象
，
是
與
全
文
化
形
態
有
關
係
的
領
域
。
文
化
者
，
乃
是
相
對
於
自
然
的
名
詞
，
比
自
然
的
立
塩

地
位
高
；
文
化
創
造
的
活
動
，
對
立
於
自
然
的
存
在
，
而
自
已
具
有
特
殊
的
法
則
。
文
化
創
造
的
活
動
，
完
全
根
據

人
類
的
自
由
精
砷
(
F
r
e
i
h
e
i
t
)

，
不
受
客
觀
對
象
的
約
束
，
川
自
由
的
能
力
，
來
驅
使
材
料
，
而
造
成
自
己
所
意
圖

的
形
態
。
」

他
對
於
文
化
也
是
用
庶
史
的
眼
光
來
覿
察
的
，
他
說
：
「
只
有
歷
史
的
人
類
，
才
能
實
現
文
化
的
人
類
」
·
可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文
化
財
的
分
頑

前
面
第
一
仿
第
六
章
第
二
節
什
論
及
人
類
的
精
神
構
造
，
可
區
分
為
六
個
肜
態
，
而
文
化
財
産
＇
乃
是

A
類
所

表
現
的
精
神
財
産
，
因
此
可
照
人
類
的
精
神
柟
造
而
分
類
。
文
化
財
中
具
有
精
神
構
造
的
涸
聯
，
人
的
主
觀
精
神
'

前
文
已
述
及
晶
帶
着
肚
會
的
關
聯
，
和
脈
史
性
的
關
聯
，
因
此
所
表
現
的
精
神
文
化
，
自
然
按
若
人
預
的
主
觀
精
砷

而
展
開
｀
結
果
造
成
種
種
形
態
構
造
的
關
聯
。
但
是
所
表
現
的
文
化
形
態
，
不
是
完
全
依
照
紕
會
脈
史
的
縱
橫
關
聯

的
形
鋸
，
而
晶
經
過
人
類
的
主
觀
精
神
濾
過
而
淨
化
穏
樣
的
形
態
·
'
(
叄
問
前
面
文
化
的
意
義
一
章
)
囚
此
文
化
肜

態
，
概
不
能
說
是
完
全
依
照
主
觀
的
內
而
精
砷
構
造
而
表
現
的
，X
不
能
說
日
定
完
全
依
照
歷
史
秕
會
的
客
觀
精
神
槁

造
而
表
現
的
；
只
能
說
是
主
客
雙
方
融
合
流
通
而
綾
成
的
第
三
階
段
的
形
態
。

第
一1
一
章

三
、
文
化
須
要
拿
客
觀
妥
當
的
價
值
體
系
做
前
提
。

二
、
文
化
的
課
題
，
須
要
實
現
於
脈
史
。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是
廄
史
的
産
生
、
消
滅
丶
繼
承
的
現
象
，
是
不
能
啡
做
文
化
的
。
文
化
必
定
要
有
價
值
，
有
價
值
的
體
系
，
或
是
價

值
的
關
聯
｀
才
可
名
之
曰
文
化
形
態
。
他
舉F
列
三
侗
條
件
，
作
爲
文
化
的
氐
礎
観
念
：

一
丶
文
化
是
根
某
於
自
由
而
所
成
的
自
然
形
式
。

七
O



共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程

七
一

古
代
各
國
龐
大
的
文
化
財
產
，
可
根
據
精
神
構
造
而
分
類
，
以
便
各
方
画
的
實
用
。

槁
成
文
化
的
條
件
，
不
眾
是
內
在
的
粘
砷
構
造
，
就
是
物
竹
的
材
料
｀
也
圄
必
要
。
譬
如
盡
家
要
創
作
一
幅
繪

盡
，
當
然
霏
要
種
秤
顏
色
、
涂
料
、
盡
布
等
物
竹
材
料
和
客
觀
的
對
染
叉
畑
若
作
家
竅
表
若
作
的
峙
候
，
血
一
定

要
有
稿
紙
、
印
刷
機
縲
物
竹
材
料
，
阿
以
這
些
材
料
可
說
是
物
理
化
學
的
物
竹
條
件
c

內
在
的
精
神
仙
造
，
不
過
是

這
些
物
償
材
料
的
媒
介
(
V
ermi 

ttelu.n 

g
)，
i
l
f
以
柟
成
文
化
形
態
。

下
面
的
圖
，
是
依
照
精
神
構
造
的
偶
性
形
態
，
表
示
眞
丶
愛
、
美
、
聖
、
權
、
富
文
化
財
産
的
形
態
與
相
互
的

關
係
。
經
濟
的
文
化
價
值
，
本
來
日
定
物
質
的
某
礎
，
可
是
純
粹
的
物
賀
，
實
在
晶
不
能
存
在
於
世
界
的
，

I宕
要
和

苗
沮
＾

「
,
－
-
－

-
7
l
_
~
F
r

七
－
一
曰
：
·
？
－
－

It,

' 

`{ 

＇
筆
＇
在
;
,

，
才

富
尙
)



雖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精
神
具
有
關
聯
。
比
方
「
米
」
是
物
質
，
然
而
詞
時
也
可
以
說
是
人
類
的
精
神
典
工

1
1所
產
生
的
結
果
·
，
工
藝
品
是
含

1
1經
清
瀆
伯
的
｀
但
是
這
些
令
若
經
濟
價
值
的
工
藝
品
，
都
盅
要
用
襦
神
構
造
作
為
某
礎
，
纔
能
级
成
。

修
波
瀾
加
在
H

本
講
演
時
，
詐
多
H

本
左
窯
評
論
家
，
把
他
講
演
的
內
容
，
誤
俾
為
帶
着
左
派
的
色
彩
，
而
發

|I|| 生
傳
佈
學
說
的
困
難
「
右
圖
所
示
的
文
化
形
態
'
e
u使
是
以
經
濟
的
文
化
形
態
徽
碁
底
，
然
面
和
馬
克
思
的
唯
物
史

|l 

觀
＇
．
還
根
本
是
兩
樣
；
瀾
於
這
篇
別
，
修
波
瀾
加
在
若
作
中
·
行
有
辯
解
如
下
：
「
馬
克
思
的
唯
物
史
觀
，
琹
用
釋

濟
的
物
竹
條
件
，
」
去
決
定
一
切
精
神
文
化
的
價
值
的
，
可
是
文
化
教
育
學
的
立
塲
，
便
是
用
生
命
活
動
丶
精
神
體
驗

，
以
創
造
物
J
t
t
生
產
；
因
此
兩
者
的
立
塲
，
是
根
本
相
反
c

」
假
使
我
們
不
去
細
細
研
究
，
那
麼
管
子
曰
：
「
倉
廩

|· 

實
，
而
後
知
禮
節
」
的
思
想
，
倘
若
要
解
釋
和
唯
物
思
想
類
似
世
都
可
以
：
前
句
乃
是
表
示
經
濟
，
後
句
便
是
表
明

文
化
的
態
度
直
是
試
問
中
國
的
物
竹
資
塬
，
比
美
國
喂
富
，
同
以
達
國
葫
強
，
面
中
國
行
窮
，
這
是
什
麼
綠
故
？

|
|
．

l
i
·
·

丨

根
據
文
化
教
育
學
說
，
一
認
鐺
這
便
是
中
國
缺
之
科
學
的
精
神
為
市
要
原
囚
之
－

c

沒
有
科
部
粒
神
和
科
學
知
識
的
人

丨

眼
前
放
着
多
最
的
令
、
饃
丶
銅
、
鐵
、
鍶
等
物
資
｀
也
不
知
道
有
以
利
用
，
以
製
造
軍
艦
、
鐵
路
、
機
械
等

文
明
利
器
，
作
為
自
強
的
某
礎
。
英
、
丑
央
、
銣
、

H

、
等
國
二
因
為
科
學
將
達
，
所
以
徒
成
爲
秕
界
上
的
強
國
：
m

－
－
＝
一
－
－
＿
＿
－
．
一
量
一

__ 
，
-
_
－
一

此
可
知
，
「
精
神
」
比
物
竹
逗
要
根
本
。

這
些
文
化
形
態
的
槁
造
關
聯
，
和
精
神
構
造
關
聯
，
大
致
相
近
，
因
為
文
化
形
態
，
本
來
是
精
神
所
産
生
的
結

七
二



文
化
救
育
學
概
論

七
一1一

值
就
能
超
出
作
者
的
精
神
內
層
；
而
一
面
尙
留
存
於
精
神
桶
造
的
內
面
。
倘
若
這
個
小
說
家
，
祗
在
精
神
內
面
構
想

寫
一
篇
小
說
｀
這
小
說
便
獲
得
了
客
觀
的
文
化
佰
值
，
使
人
們
都
可
以f
解
這
藝
術
價
維
，
發
表
以
後
，
這
藝
術
價

失
消
滅
。
這
兩
種
性
竹
，
前
鐺
已
經
說
過
，
就
焙
「
超
越
的
內
在
」
[

Tranzendental 

I~nerv1ard) 

。
譬
如
文
學
家

利
用
時
，
便
立
刻
髮
成
尸
丑
價
值
，f
r
l
使
得
不
到
入
預
利
J
H，
那
木
在
客
氙
上
，
仍
可
維
椅
自
己
的
價
值
，
而
不
致
損

內
在
桔
范
，
而
一
方
面
超
出
這
节
砷
柄
造
，
而
自
立
於
各
設
的
值
砥
自
的[
'
l
-
l

ert 

an 

s
i
c
h
)
。
價
值
自
臍
得
到
A
類

文
化
形
態
的
價
值
們
系
，
可
說
乩
超
趙
主
包
的
精
砷
構
造
，
超
越
不
最
沒
＾
打
關
係
的
意
思
'
J
E
l牢
一
種
精
神
的

態
的
價
值
關
職
溝
起
來
，
涇
濟
價
伉
和
科A
價
值
，
r
L^
有
＂t

I
f
密
切
的
關
聯
。

主
義
經
汽
「
分
配
」
的
科
瓌
比
氐
礎
，
而
宙
艦
、
海
車
等
，
使
是
保
護
經
濟
交
助
的
科
學
利
器
；
所
以
將
客
觀
的
文
化
形

｀
旳
存
本
主
義
經
濟
發
達
的
根
據
，
是
以
科
澤
的
疲
叩
鴆
某
礎
，
瓦
特
燕
汽
機
測
的
發
明
，
就
是
經
濟
「
生
産
」

丨

丨故
命
的
卧
胎
，
擋
鹵
厐
骑
叫
的
輪
船
，
乃
是
促
成
經
清
「
貿
枯
」
的
科
學
利
器
，
斯
帝
芬
係
發
明
的
火
車
，
乃
是
資
本

親
近
；
然
而
在
客
觀
表
視
的
文
化
形
態
中
，
這
經
濟
價
值
，
實
在
是
和
科
學
知
識
典
價
值
，
最
有
密
切
不
離
的
關
係

。
十
九
料
紀
以
後
的
世
界
文
朋
，
則
晶
科
學
文
明
，
科
學
文
明
乃
是
物
竹
文
明
，
換
言
之
，
就
是
經
濟
的
文
叫
，
兩

者
其
有
囚
果
連
紹
的
關
係
。
經
濟
學
所
講
究
的
生
産
丶
消
1
1
、
分
配
、
貿
易
等
四
大
問
題
，
全
靠
科
學
的
利
器
；
例

果
。
但
是
有
此
地
力
，
就
不
能
不
例
外
，
如
論
心
意
精
砷
形
態
時
，
經
濟
型
和
政
治
型
的
心
理
傾
向
，
很
容
易
投
合



種
性
格
。

乃
晶
國
民
性
格
，

I般
性
(
A
)

. 

q 
en1e1ne 
, 
All 

文
化
形
館
圖
示

Einzelheit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特
殊
性
(
B
)Besonderes 

、
個
別
性
[
E
]

一
般
性
(
D
a
s
allgen1cine) 

則
n

盔
闊
｀
了
性
掐
；
竺
占
那
一
方
面
的
文
化
肜
螳
，
邵
要
其
有
這
三

性
格
等
三
種
，
並
且
部
有
相
互
的
根
本
關
係
。
偶
別
性(
E
i
n
z
e
l
l

, 
e
l
t
)
就
蛤
個
性
忭
惰
，
特
殊
性
(
B
e
s
o
:
1
d
e
r
h
e
i
t
)

有
三
個
性
格
的
人
，
例
如
J
L
·
+
o孔土
自
己
有
自
己
的
偏
性
性
情
，
紅
綵
占
泣
底
不
同
，
詞
峙
瘧
代
表
中
國
國
民
的

11·-II1,il._,

;
iI_l 

文
化
道
德
性
格
，
並
且
他
的
m
雪
於
位
值
，
又
具
有
慷
界
悚
棓
，
把
秕
界
性
格
分
析
起
來
，
也
具
有
個
人
性
格
、
國
民

國
民
性
格
'
(
N
a
t
i
o
n
a
l
e

C
h
s
x
a
k
t
e
r
)

，
第
三
便
是
i
l
t
界
性
格
(
v
\
r
e
i
t

C
r祠

a
L
[

，

C
;
\

I
個
入
的
精
神
I
A
J
u
i
i
,
n
^

文
化
形
態
且
＾
有
三
個
性
格
[
C
h
a
r
n
k
·
2
e
r
)

，
滄
一
就
是
個
性
性
格
(
I
n
d
l
y
e
J
u
f
_
,

1
1
~
C
:
h
a
r
a
k
t
e
i
-
-
)

，
笛
二
乃
她

菸
表
，
連
這
內
在
性
拋
要
一
同
汨
減
。

，
而
不
寫
作
不
發
表
，
那
末
就
不
能
產
生
文
化
形
態
，
同
時
就
沒
有
超
越
性
，祗
有
精
砷
的
內
在
性
；
，
可
晶
永
逵f

七
四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七
五

冶
的
價
面
，
窟
本
可
要
根
據
精
砷
內
暦
旳
詔
噴
，
沒
有
慾
嘿
，
就
不
能
路
＾
生
園
冶
價
值
。
前
篇
論
及
自
找
圈
的
擴
大

或
八
、
九
歲
的
小
學
生
，
是
完
令
沒
有
陶
冶
的
價
值
，
對
於l
般
成
人
，
或
大
亭
生
，
也
訐
其
有
很
大
的
價
值
。
陶

品
描
寫
心
理
最
深
刈
儀
奧
妙
的
小
北
，
具
有
級
高
的
文
學
燕
秈
價
嗩
；
但
造
這
本
小
說
，
對
於
精
岬
幼
弱
的
小
孩
子

內
冶
價
怕
的
標
準
，
因
驾
要
根
噱
精
砷
年
齡
發
逹
的
階
段
而
所
以
吞
倡
不
冏
。
譬
如
陀
退
妥
犬
的
「
惡
康
」
，

直
石
起
來
，
一
切
文
化
財
須
要
由
於
一
定
的
教
育
椋
準
的
選
捍
，
才
能
骰
生
陶
冶
的
價
怕
。

化
財
不
一
定
有
陶
冶
價
確
。
一
般
說
法
，
文
化
财
對
呤
廖
校
以
外
的
祉
會
，
部
其
有
陶
冶
的
價
值
，
囚
此
綴
學
校
教

凡
是
文
化
財
，
大
概
邵
其
有
陶
冶
的
價
值
，
然
而
這
造
就
廣
義
的
觀
幽
而
說
的
，
將
狹
義
的
觀
貼
說
起
來
，
文

笛
四
章

陶
冶
價
值
與
文
化
價
值

俯
，
對
於
近
代
的
政
治
價
值
。
其
關
聯
非
常
密t
i
o

果
論
觀
察
的
北
實
晦
崮
性
，
現
代
的
民
族
園
家
，
訣
之
，
］
科
昰
的
文
叫
利
器
，
便
一
天
都
不
能
維
持
；
所
以
科
學
價

價
伯
，
就
其
仃
大
冒
的
關
隔
性
，
比J
i近
代
國
冢
的
次
洽
巿
事
忙
防
，
都
要
笳
科
學
的
價
值
作
鴛
某
礎
；
這
晶
將
結

理
家
丶
數
學
家
、
菠
叫
家
等
堪
若
的
精
神
柄
造
完
令
不
同
。f
s
f
n
牢
從
客
觀
價
值
的
關
聯
說
起
來
，
政
治
價
值
和
科
學

政
洽
價
面
，
相
其
理
憤
伯
，
從
精
砷
槁
造
旳
關
晦
說
起
來
，
並
沒
有
本
賈
的
關
聯
，
因
為
政
治
家
、
軍
人
和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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匕
七

方
面
的
腋
育
某
礎
。
技
術
經
濟
的
陶
冶
步
驟
峒
起
初
要
從
練
行
某
本
動
作
開
始
，
譬
如
經
過
遊
戲
、
體
戒
的
鍛
鍊
，

等
拔
術
的
科
H

，
就
n
蓋
地
理
、
歷
史
、
數
限
等
，
拋
要
利
用
這
技
術
的
陶
冶
，
這
種
技
術
陶
冶
的
價
值
，
可
說
晶
各

要
靠
運
動
的
戌
嬝
，
才
能
徹
底
理
解
而
滲
透
於
精
神
內
層
；
所
以
不
怛
農
、
E
丶
醫
、
手
工
、
回
盡
丶
立
1
1嗯
丶
勞
作

(
2
)技
術
的
、
經
濟
的
陶
冶
價
值
，
是
教
育
上
的
根
本
間
題
．
，
前
篇
有
引
川
謝
拉
的
人
可
鹵
，
說
叫
技
術
细
誡

ll 

，
就
晶
促
進
科
浪
發
達
的
某
礎
，
而I
切
旳
教
育
工
作
，
必
定
要
經
過
這
議
用
技
術
的
陷
葭
，
換
訂
之
，
就
晶
一
定

生
凈
習
的
興
臨
。

纔
能
發
生
自
r
h支
配
自
己
身
體
的
能
力
，
由
於
簡
單
的
手
工
、
手
惑
面
籙
習
手
指
或
器
具
的
運
川
方
法
，
最
後
要
依

照
兒
證
的
個
性
形
態
，
展
開
他
們
的
實
際
生
活
能
力
，
陶
冶
他
們
職
業
的
技
能
，
而
從
事
國
家
祉
會
的
生
產
。
經
濟

的
陶
冶
價
值
，
須
要
活
用
經
濟
的
原
則
，
以
鼓
少
的
勞
力
而
獲
得
最
大
的
效
果
、
貫
徹
於
各
科
目
的
學
習
經
濟
，
以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高
尙
複
雜
困
難
的
程
度
鈴
原
則
；
1方
面
還
須
抖
酌
各
個
兒
萊
的
索
竹
、
年
菌
、
典
料
來
前
宵
陔
生
活
，
使
他
們
發

上
知
識
進
步
旳
各
先
迆
國
。
但
是
要
發
揮
知
識
的
陶
冶
價
噴
，
須
要
先
從
泣
近
的
鈕
識
人
手
，
依
次
循
進
以
求
達
到

學
文
明
，
進
步
的
締
圍
與
程
度
，
分
歧
而
複
雜
，
所
以
科
學
知
識
戍
各
種
堪
間
的
向
容
，
也
要
儘
＂
屯
吸
收
，
繞
能
註

，
是
屬
於
卸
識
活
動
的
形
式
辶
獄
內
容
上
說
，
知
識
實
姓
的
增
加
，
也
品
不

n
I快
的
要
件
，
因
為
現
在
秕
昇
上
的
科

度
，
另
一
面
乂
必
須
依
照
論
理
自
體
的
相
互
間
的
法
則
關
係
，
才
徒
刺
激
鈕
議
洁
鬥
，
法
則
、
公
判
、
原
理
的
理
解



愛
謨
、
信
賴
的
關
聯
；
對
於
陶
冶
價
值
方
面
，
最
市
要
的
晶
翦
砷
，
尤
其
是

I紕
散
沙
的
中
國
國
民
性
，
更
需
要
陶

,— 

冶
閽
結
的
精
砷
，
訓
練
犧
牲
自
己
的
勇
氣
，
錫
主
要H
棕
（
關
於
r
r
t
，
曾
國
家
的
生
存
，
同
心
戮
力
，
守
蜆
律
，
重
秩

(
3
]審
美
的
陶
冶
價
值
，
乃
是
藝
術
教
育
上
級
根
本
的
間
題
；
有
訐
名
學
者
，
論
邋
其
正
r

解
美
術
的
人
'
l

但
是
藝
術
向
冶
，
須
要
從
教
育
觀
點
選
探
教
材
，
有
詐
多
表
現
沿
穢
丶
廚
敗
、
背
德
、
虛
僞
丶
磨
頹
卞
買
的
藝
術
作

品
，
雜
然
愁
術
自
體
，
具
有
很
大
的
價
值
，
然
而
將
教
育
陶
冶
價
值
而
論
，
必
在
捨
棄
之
列
＼
客
美
陶
冶
，
起
先
要

從
鑑
貲
忠
陶
入
手
，
然
後
才
能
啓
發
創
造
的
能
力
；
但
這
創
造
能
力
的
根
木
，
使
楚
在
於
精
神
的
內
卅
，
面
不
在
於

在
家
庭
是
＾
各
阱
兄
姊
弟
妹
的
服
從
支
配
的
秩
序
，
在
學
校
晶
教
師
與
學
生
的
關
係
，
在
國
宋
紕
會
乃

u
翌
岬
治
者
與
被

統
治
者
的
關
係
；
次
之
橫
的
關
係
，
是
在
家
庭
、
學
校
、
凪
會
、
國
家
團
體
中
，
所
毛
而
要
的
協
力
｀
同
情
、
信
義
、

(
4
)祉
會
陶
冶
價
值
，
乃
是
縱
橫
的i肛
會
生
活
關
聯
的
陶
冶
」
縱
的
方
血
朵
指
示
支
配
、
服
從
的
嵇
力
關
係
．
＇

條
件
。

手
指
的
技
巧
，
或
耳
H

的
靈
敏
，
固
然
這
些
拔
巧
成
覺
的
練
習
，
巾1
品
很
朮
要
的
過
程
，
俱
不
晶
栢
操
陶
冶
的
｀
干
要

定
有
很
好
的
遁
杓
行
為
；
所
以
美
J
J
U翌
道
德
的
根
韭
'
I
解
藝
術
的
人
，

美
，
而
紐
不
會
贤
牛
悖
德
違
義
，
罪
廉
鮮
恥
的
行
锄c
可
見
藝
術
的
崙
美
陶
冶
，
在
教
育
上
佔
有
很
軍
要
的
分
野
。

一
定
超
精
砷
高
尙
，
n
n
n
性
端
潔
，
志
操
阅

免
除
浪
代
的
學
習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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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y; 
九

造
成
自
己
的
事
業
，
這
是
近
代
靑
年
的
病
徵
。
凡
是
具
有
宗
教
信
念
的
入
，
普
通
在H
i
"
1
生
活
時
，
非
但
能
筠
和
顏

悅
色
而
非
常
謙
遜
；
就
琹
佣
遇
困
難
，
也
能
用
不
屈
不
抵
的
精
砷
，
夫
排
難
解
紛
面
剋
服
一
切
。

序
的
習
慣
精
砷
｀
是
一
刻
拉
不
可
缺
的
要
件
。
凪
會
典
肚
會
聯
絡
的
精
神
＇
是
近
代
國
家
最
軍
要
的
根
本
條
件
，
從

前
的
封
建
國
家
，
因
鈴
缺
少
近
代
的
交
通
利
器
，
所
以
峙
常
割
悚
－
力
，
各
不
相
關
。
近
代
國
家
囚
錫
有
海
、
河
、

陸
、
窄
四
種
立
體
形
態
的
科
序
利
器
，
所
以
破
壞
封
建
而
得
到
扁
會
彼
此
的
聯
絡
。
對
於
堪
校
教
育
上
，
要
把
這
陶

冶
價
伯
，
榕
化
於
兒
蹈
的
精
崆
堤
O
I
i，先
以
家
艇
和
學
校
的
訓
練
祈
手
，
然
后
再
擴
充
到
肚
會
國
家
種
種
的
團
體
生

(
5
)宗
教
的
陶
诒
價
值
，
並
不
是
指
示
特
定
的
宗
派
、
教
義
，
乃
｀
日
平
利
川
各
典
蔵
儀
式
的
機
會
，
而
以
陶
冶
皮

敬
、
莊
嚴
的
精
神
和
温
、
良
、
謙
、
恭
丶
的
謙
虛
態
度
為
最
高
準
則
。
現
代
靑
年
，
往
往
栄
受
謨
解
自
由
、
L
l
i
等
、

的
綠
故
。
傲
慢
的
態
度
，
I
H
邀
遇
了
肌
礙
＇
便
容
品
灰
心
酣
後
退
，
不
能
百
折
不
撓
而
貫
澈
自
己
的
麻
志
，
努
力

上
述
種
種
陶
冶
價
值
，
是
不
可
分
離
的
，
互
相
其
有
錯
綜
結
合
的
關
聯
＇
~
以
一
犹
主
，
以
他
鈁
從
。
宵
施
陶
冶

時
，
必
先
親
近
兒
章
的
生
活
體
驗
，
把
體
驗
槁
造
洞
察
期
瞑
以
敍
，
粒
足
以
應
付
。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民
權
思
想
的
影
塵
，
染
若
傲
慢
、
料
魯
、
強
暴
的
惡
贊
，
連
一
些
謙
迹
鼱
讓
郎
度
部
沒
有
，
這
就
晶
缺
乏
宗
教
陶
冶

活
．
＇
培
植
同
胞
廁
結
的
粒
砷c
「
肛
會
陶
冶
價
伯
，
可
包
含
公
民
教
育
，
就
是
政
治
陶
诒
價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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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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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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戌
受
力
相
價
疽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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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而
使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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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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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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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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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範
圍
而
已
，
對
於
文
化
形
葭
吋
醬
允
紅
济
晨
，
邵
江
有
什
塵
頁
獃
（
教
育
上
所
注
l
T
C
的
文
化
繁
殖
(
K
u
1
t
u
.
r
f
o
r
t
p

括
在
內
。
但
這
些
事
業
，
說
沒
仃
特
別
精
極
的
敦
育
銖
義
與
作
用
，
围
北
文
化
傳
達
不
過
晶
反
覆
既
成
的
文
化
程
度

文
化
傳
達
的
事
業
，
譬
如
抄
寫
文
獻
，
保
存
図
害
、
美
檣
品
、
延
築
品
弄
工
作
，
或
者
演
胝
史
關
等
，
都
可
包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文
化
傳
達
與
文
化
蕃
殖

文
化
傳
逹
的
意
義
，
就
址
把
古
今
的
總
文
化
形
態
，
傅
逹
於
次
一
代
(
S
e
c
o
u
:
1
-
c
l

G
e
n
e
r
a
t
i
o
n
)

。

傅
逹
的
機
能
作
用
，
而
沒
有
旁
的
能
力
作
川
，
那
末
、f
3國
家
就
不
會
進
步
典
發
達
，
而
常
停
滯
於
原
狀
。
文
化
蕃
殖

，
就
晶
把
已
創
造
的
文
化
財
，
棓
植
於
兒
罩
的
心
靈
與
生
命
，
使
文
化
坩
產
，
能
錡
生
動
活
躍
地
存
績
於
他
們
的
精

砷
內
面
，
使
他
們
的
精
神
內
容
送
潮
豐
富
以
後
，
可
以
創
造
新
的
文
化
形
璃
出
來
，
因
此
文
化
繁
殖
的
過
程
，
乃
是

客
觀
文
化
財
的
主
觀
化
。
這
種
繁
殖
過
程
，
含
有
傾
向
於
文
化
侃
造
的
動
力
，
就
蛤
＊
戢
精
神
豊
富
的
時
候
，
自
給

而
然
就
有
發
胝
於
創
造
的
動
向
，
而
發
揮
活
動
的
精
神
；
那
麼
這
文
化
創
造
，
就
址
以
自
己
的
主
觀
，
形
成
新
的
價

伯
體
驗
於
客
觀
的
文
化
形
德
，
所
以
這
種
過
程
，
乃
是
主
觀
的
客
觀
化
。

的
概
念
中
，
不
含
任
何
新
坩
的
文
化
形
臨
，
n
＾
傳
授
盡
水
前
代
的
文
化
於
後
代
而
已
。
祉
會
國
家
，
假
使
只
有
文
化

第
五
章

八
0

文
化
傳
達



值
形
態
的
精
砷
。
換
言
之
，
就
起
瞼
醒
他
們
的
文
化
理
甜
，
振
命
他
們
的
文
化
意
志
，
而
最
後
達
到
文
化
創
造
(
K
u

苣

s
c
h
a
f
f
u
n
g
)

的
目
的
爲
主
旨
。
修
波
瀾
加
什
擬
訂
教
育
的
定
義
如
下
：
「
教
育
家
對
於
兒
平
里
，
具
有
旅
與
愛
的

I'
!-

-i 

精
神
而
實
施
教
育
，
使
他
們
從
精
帥
內
帰
，
發
展
全
體
價
伯
的
受
容
和
價
值
形
成11」
。

此
處
所
說
的
「
施
與
愛
」
，
乃
是
教
育
愛
的
精
砷
與
寇
義
，
教
育
家
一
定
對
於
兄
岷
靑
年
的
精
神
個
性
，
具
有
慈

愛
的
稍
砷
；
而
另
外
一
面
對
於
文
化
財
又
有
愛
惜
的
觀
念
，
而
使
自
己
所
獲
得
的
或
體
驗
的
文
化
價
值
，
陶
冶
溶
化

於
被
教
育
者
的
心
靈
內
層
。
雄
與
愛
和
受
容
愛
＂
牢
處
於
相
反
的
地
位
，
受
容
愛
，
乃
姑
判
於
文
化
價
值
的
形
態
，
自

已
很
森
歡
集
中
自
己
的
精
神
去
領
受
與
獲
得
，
莉
以
鎔
化
於
砧
砷
內
層
，
所
以
其
過
程
棐
採
取
吸
收
的
；
反
之
，
拖

與
愛
是
輸
出
的
，
自
己
很
願
意
把
文
化
形
態
施
與
被
教
育
者
麻
要
旨
。

國
家
紕
會
所
有
的
文
化
形
態
，
從
時
問
上
觀
察
，
便
具
仃
三
種
特
性
：
第
一
棐
進
步
．
。
第
二
是
停
滯

.. 

第
三
就

,l_

:\_\'

_i! 

晶
退
步
c

文
化
創
造
與
文
化
蕃
殖
的
教
育
t
作
，
就
站
求
文
化
的
施
歩
；
文
化
博
逹
的
t
作
，
乃
品
不
出
停
滯
的
範

l'[

\,;

11j,

. 

圍
，
至
於
文
化
退
步
，
乃
是
國
家
民
族
受
挫
折
而
將
滅
亡
的
現
象
。
譬
如
埃
及
、
庫
度
的
文
化
，
不
但
不
能
進
歩
，

|
丨
:
·

而
且
杲
現
着
停
滯
或
退
步
的
現
象
；
這
最
大
的
原
囚
，
就
晶
性
們
的
國
家
，
都
被
外
族
所
滅
亡
。
弃
於
羅
馬
的
文
化

— 

形
態
如
何
呢
？
義
大
利
雖
然
跳
鉈
不
振
已
．
一
千
多
年
，
但
在
九
十
年
以
前
統
一
之
後
，
又
能
復
興
而
繼
續
發
展
他
們

._— 

的
國
民
文
化
，
到
最
近
已
列
於
強
大
國
家
的
地
位
。
現
代
的
強
大
國
家
，
例
如
英
丶
徳
丶
美
、
法
、
頃
、

H

、
義
等

-;I·|.

-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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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的
信
仰
。
學
牛
們
認
為
這
位
教
師
字
部
不
識
，
怎
能
稱
為
國
學
家
呢
？
．
而
贤
生
「
．
這
樣
一
個
認
誤
的
咽
斷
。
又
這

他
某
國
學
界
有
權
威
的
人
c

可
埜
有
一
次
，
這
位
教
師
彼
一
個
學
煎
憤
問
一
個
新
字
，
而
不
能
答
覆
，
就
失
去r
學

比
彼
教
育
者
總
能
高
深
些
，
判
鬥
、J
l
J
I

操
部
比
校
能
代
大
茜
逼
性
和
客
觀
性
。

兒
誼
囚
訪
精
砷
眼
界
狹
窄
而
判
口
疏
忽
的
狀
扎
，
可
舉

I
個
例
來
說
叫.. 

有
一
位
教
師
，
他
械
長
的
晶
國
浪
，

作
用
，
常
缺
乏
客
觀
性
和
曹
逼
忭
c

教
師
的
文
化
價
值
慨
驗
和
瞭
解
，
不
＂
平
完
全
無
缺
的
，
也
盅
要
繼
續
進
修
，
但

以
代
表
客
觀
的
精
神
．
，
被
教
育
者
的
眼
界
和
精
神
生
活
，
都
很
狹
窄
而
且
偏
於
主
觀
，
所
以
成
殼
、
意
慾
丶
判
斷
等

疑
。
我
國
文
化
，
n
]早
停
滯
現
染
，
而
停
滯
又
很
駄
磗
落
於
退
步
，
寶
在
某
很
危
險
而
很
可
怕
。
我
們
要
挽
救
這
華

危
的
闊
勢
，
n
＾
有
靠
知
識
份
子
，
努
力
於
教
育
事
業
，
促
成
文
化
的
k
進
。

次
之
論
敉
師
輿
文
化
財
的
關
係
，
教
師
棐
代
表
文
化
財
的
人
，
他
的
精
神
界
限
，
比
被
教
育
者
廣
大
深
奧
，
足

其
詛
係
非
心1
誼
大
。
試
觀
我
們
中
國
的
一
般
國
民
，
對
於
敉
育
，
大
名
抱
着
很
冷
淡
的
態
度
，
所
以
受
過
普
通
小
學

丨
：

教
育
的
入
數
，
至
今
逕
未
逹
到
2
0
\，
不
及
文
叫
國
家
逵
甚
，
這
種
現
象
，
対
於
國
家
的
前
程
，
實
在n而
克
大
的
隧

化
的
國
家
民
族
｀
就
F

心
生
存
於
國
際
間
。

釹
育
的
作
J
H，
棠
的
文
化
耳
繼
川
歸
展
伸
長
國
民
旳
精
砷
文
化
；
所
以
與
國
家
民
族
的
存
亡
得
失

文
叫
國
家
，
部
其
有
高
度
鋦
何
的
文
化
苕
比
；
所
以
五
見
文
化
稈
度
愈

{
"
l
u
J

，
國
家
民
族
愈
興
旺
，
反
之
沒
有
高
尙
文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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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價
值
。

八
一1
1

化
財
．
，
他
方
面
又
站
在
兒
罩
的
心
惹
現
賁
，
把
文
化
財
，
流
入
他
們
的
生
命
料
砷
，
使
學
生
向
上
精
進
於
高
尙
的
文

把
這
些
文
化
佰
值
形
帥
，
鎔
化
成
動
他
們
的
心
麻
精
砷
0

所
以
教
師
一
方
繭
n

寧
站
在
文
化
形
態
的
側
面
，
而
代
表
文

化
活
動
，
比
較
亜
硫
、
札
密
、
述
當
、
螠
正
、
許
這
，
所
以
能
訌
正
和
指
縂
兒
平
，
器
殖
又
化
財
於
他
們
的
生
命
體
驗
。

教
師
的
任
務
，
是
在
於
中
間
媒
介
〈\
1
e
r
1
n
i

巳

u
.
n
g
)

0

教
育
現
染
[
1
1
下
刃
三
倡
根
本
條
件
：
第
一
、
文
化
價
值
l
I

,-..__

-,ll̀  

稻
系
＼
第
二
、
教
師
的
純
介
，
第
三
、
學
滔
卹
攝
取
疫
溶

o
n

＾
有
文
化
價
位
崖
態
，
和
兒
－
策
的
精
砷
生
命
，
而
沒
有

教
師
媒
介
的
峙
候
，
姸
惑r
i
n現染
就
不
能
發
生
，
假
使
發
生
，
也
不
會
逹
到
澈
底
的
晾
解
。
囚
此
教
師
的
任
務
，
由
於

向
上
方
面
石
起
來
，
就n
盃
仰
慕
蚌
愛
文
化
財
的
精
砷
，
向
下
方
面
，
乃n
賚
盡
受
觀
察
兄
罩
的
心
意
生
命
個
性
，
然
後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的
好
惡
，
而
惹
志
行
動
，
血
助
之
偏
倚
，
從
刊
斷
作
用
說
起
來
，
使
缺
乏
其
正
的
妥
當
性
。
反
之
，
教
師
的
精
神
文

，
由
於
倡
然
的
屯
染
，
論
口
必
然
的
其
覬
，
而
引
起
結
論
的
錯
誤
。
從
一
般
論
說
起
來
，
兒
罩
的
成
悄
＇
是
偏
於
｀
主
觀

右
舉
的
例
子
，
可
見
咽
閼
的
主
觀
性
，
已
列
於
諜
謬
的
歸
納
推
理
，
面
以
特
殊
的
事
例
，
推
測
於
普
逼
的
眞
理

敬
佩
這
位
國
學
教
師
，
而
誤
認
為n
盃
榊
物
學
導
家
。

位
國
學
教
師
，
在
學
生
時
代
，
囚
爲
倘
然
的
機
會
，
認
識f
好
幾
十
種
的
野
草
學
名
。
有

I
天
和
學
領
莉
郊
外
去
途

足
，
i這
些
墨
激
就
採
集
r
許
多
野
芊
花
萊
，
來
請
間
教
師
。
這
位
教
師
便
立
卽
答
覆
他
們
。
因
此
這
些
學
煮
，
非
常



「
-
『
r
l不
行
」
不
過
n
主
没
薄
的
知
識
，
尙
未
得
到
身
體
力
行
，
這
就
可
說
是
經
障
；
如
陸
笨
山
所
注
軍
的
「
言
顧

`__

i!
.l. 

行
，
行
顧
訂
」
的
精
神
，
屯
陽
明
的
「
鈕
行
合
一
說
L
及
德
國
年
希
貼
(
F
i
c
h
t
e
)

所
謂
的
事
行
(
T
a
t
h
a
n
d
l
u
n
g
)

，

l| 

能
夠
說
晶
體
驗
。

象
很
深
刻
，
而
已
滲
透
入
成
情
的
底
層
，
這
就
阱
做
體
驗
。
然
而
只
石
看
這
枝
花
品
紅
色
，
那
枝
花
n
.
4
白
色
，
叩
象

沒
有
投
入
悄
成
意
志
的
中
t
U
l，
只
是
成
豊
上
的
認
識
，
那
就
旿
經
驕
。
美
術
家
用
一
枝
花
做
寫
生
的H
標
，
凡
見
顏

木
質
的
；
囚
此
經
驗
中
純
粹
經
驗
的
部
分
，
纔
可
以
說
某
儒
驗
。
譬
如
有
一
枝
花
在
眼
前
，
覺
得
非
常
美
屈
，
其
印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第
三
篇

，
生
活
經
驗
包
含
得
廣
，
生
活
儒
U／
比
較
狹

I
崆
．
，
從
稈
度
上
說
，
經
險
晶
比
較
淺
薄
，
體
驗n亞
比
較
深
刻
而
屬
於

色
形
狀
等
等
，
無
不
苦
心
研
究
，
纔
能
渾
四
成
，
這
就
婪
體
險
的
結
果
；
反
之

n
＾
浮
血
一
石
，
而
沒
有
特
別
的
成
情
發

生
，
這
不
過
n
平
經
驗
。
成
覺
、
棵
念
、
鈕
覺
一
面
的
認
識
，
可
說
某
經
驗
．
＇
須
要
打
體
活
動
，
而
深
切
的
實
行
，
才

理
解
的
根
本
意
義
。
經
門
和
愤
広
，
許
通
很
蜴
於
混
用
，
但
是
將
嚴
密
的
麻
義
講
起
來
，
便
有
些
區
別
。
以
筋
圍
論

理
解
的
苯
礎
，
乃
是
在
於
生
活
體
驗
，
因
此
對
於
生
活
盟
驗
的
恋
義
和
性
叮
，
先
得
研
究
一
下
，
使
助
於
叫
瞭

第
一
章
生
活
體
驗
論

理
解
錀
l
l
了
解
錀

八
四



七
項
：

八
五

板
兄
炆
派
的
教
育
亭
打
沿
n
＾
肅
徒
[N
e
u
b
e
r
t
、
)
｀
硏
究
供
兇
战
所
論
體
騎(
E
r
l
e
b
n
i
s
)

的
性
賈
，
分
析
成
如
下

-1-

-_I 

·I-

-
M-

------· 

而
U

「
動
」
的
宵
際i
i
t
界
。

是
知
識
一
面
的
性
質
，
然
而
體
驗
，
便
晶
具
體
的
，
而
是
和
成
情
、
麻
志
的
內
層
其
有
索
切
的
滲
透
關
聯
；
所
以
體

哈
「
l
V」
，
溈
定
要
根
據
成
情
的
回
成
和
意
志
的
伺
意
，
而
使
三
者
溶
化
於
一
體
。
扳
兇
故
所
主
張
的
特
啃
，
便
是
反

對
論
理
主
義
「
論
理
主
義
偏
於
宅
洞
的
形
式
，
或
陷
於
概
念
的
不
切
宵
際
，
內
容
終
歸
窄
疏
，
囚
此
不
能
指
導
「
活
」

灰
兒
最
肌
理
愁
的
體
驗
的
意
義
，
是
一
種
生
命
的
流
動
·
·
包
臧
在
心
意
內
層
，
而
碳
能
把
捉
住
全
體
的
存
在
，

.----- 

.. 1·1I·-

••• 

不
像
成
覺
晶
表
面
的
或
斷
片
的
經
驗
，
而
F
L又
不
像
概
念
有
抽
染
的
性
傚
。
概
念
她
惹
識
反
省
的
思
考
作
用
，
可
說

分
析
，
或
是
特
殊
的
一
方
面
的
經
驗
。

卻
都
足
以
代
表
體
驗
的
根
本
惹
義
。
經
驗
，
就
是
知
、
悄
丶
意
分
化
以
後
的
結
果
；
體
驗
，
乃
是
知
、
悄
丶
意
未
分

化
的
根
源
活
動
；
前
者
只
有
一
部
分
經
驗
·
後
者
是
全
體
的
體
驗
，
假
使
有
部
分
體
驗
的
時
候
，
迢
是
須
要
和
全
體

關
聯
。
所
以
荻
兒
戴
說
，
「
生
命
與
追
體
驗
，
乃
是
部
分
對
於
全
儒
的
特
殊
關
係
」
'
(
L
e
b
e
n

und 

nacherlebnis 

| 

haben 

nun 

ein 

besonderes 

Verhaltnis 

der 

Teile 

zum 

G
a
n
z
e
n
.
)

前
年
扁
意
識
本
竹
忥
画
中
已
說
過
的
意
誠
的
全

體
關
聯
性
，
可
適
合
於
體
驗
的
本
划
。
尸
珅I個
要
索
的
部
分
認
識
，
本
來
她
沒
有
的
，
假
使
有
，
也
不
過
晶
人
工
的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常
深
刻
門
農
．
＇

f
n
f
L
l

是
＾
霹
現
代
箇
謎
征
爚
觀
察
出
來
，
黑
恪
兄
的
精
神
現
象
論
，
也
不
免
有
缺
陷
。

Ill'

- 

諾
貝
冏
徒
所
讒
的
閥
I
J
1
哨
噴

1
一
項
极
本
特l
t｀
沭
是
「
分
節
的
統
一
」(
E
i
n
e

glie 

r lerte 

Einheit) 

；
乃
晶
鶻
驗

必
要
一
定
的
統
一
中
心
；
各
方
面
的
部
分
體
驗
，
可
綜
合
成
驾
仝
瞪
的
儒
驗
，
就
始
荻
兒
殻
所
說
的
全
體
與
部
分
旳

_--

_1·~~ 

••• 

~
 

楷
段
，
可
說
嵖
概
念
備
界
c

黑
格
兒
的
「
精
神
況
很
湛
」
，
就
是
根
懞
十
九
僙
紀
最
盛
行
的
能
力
心
理
學
，
而
適
用
他

·m-
----·-- 

特
有
的
辯
證
法
(
D
i
a

lek·i. 

i
t
)，
很
周
密
的
考
囓
麻
誠
旳
蓮
勅
．
，
將
哲
學
思
想
石
起
來
，
這
本
冉
的
照
史
寐
義
，

n
亞
非

，
兩
者
關
聯
運
動
之
後
，
綜
合
止
揚
出
來
清
階
葭
，
就
是
「
帥
自
向
自
性
」
(
a
n
u.1}d 

Jnr 

sich) 

的
階
段
，
豆3
第
三

抽
象
，
但
是
在
憑
恪
兒
的
哲
學
屮
，
概
念
＂
，
其
有
具
體
旳
內
容
，
經
過
內
容
的
運
助
，
才
能
逹
到
擬
＾
心
作
用
；
為
荻

兒
戴
所
擯
癌
的
概
念
，
使
某
將
通
的
汕
象
楫
念
，
形
式
的
宅
洞
，
氙
內
容
面
無
冇
截
的
溉
含
。
黑
珞
兄
所
理
想
的
前

接
性
，
就
是
相
當
於
在
議
蓮
吋
的
出
發
囧
「f
i
n
r
H
性
」(
a
ns
i
c
h
)的
階
段
，
對
＊
的
媒
介
，
則
是
「
向
自
性
」(f
u
.
r

sich_) 

自
己
的
媒
介
，
才
能
逹
到
概
念
的
作
川
；
慨
念
的
性
質
，
在
西
通
凶
心
意
現
象
中
，
婪
極
其
宅
洞
而
無
內
容
的
一
種

黑
恪
兒
的
哲
學
中
，
，
這
媒
介
性
卻
占
着
很
市
要
前
意
義
，
媒
介
乃
玷
士
観
的
意
識
7

一
定
須
要
把
外
界
的
對
垛
，
做

活
動
。
這
直
接
性
9

和
黑
恪
兒
哲
學
所
油
的
媒
介
性
[
u
n接
性
＼
I
v
T
i
t
t
e
l
b
a
r
k
e
i
t
)

對
立
，
而
具
有
根
本
的
區
別
o

在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第
一
項
根
本
性
，
就
是
冇
搓
性
(
U
n
n
1
i
t
t
e
l
b
a
r
k
e
i
t
)

，
和
概
念
、
思
維
具
有
顯
明
的
區
別
．
，
前
接
性
乃
是
悄

意
內
層
的
內
成
性
，
晶
自
己
本
我
能
覺
得
懂
得
的
情
苾
內
層
的
活
勅
，
不
是
從
外
界
的
知
覺
，
觀
念
所
給
典
的
間
接

八
六

davidwukw
螢光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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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心
塏
狀
熊
，
或
者
川
手
勢
表
演
當
時
的
狀
況
，
囚
此
生
命
麻
溫
，
受
着
深
刻
的
儒
驗
時
，
必
然
會
傾
向
於
客
覿
化

表
現
的
方
向
c

例
如
陀
思
妥
夬
严1忠
發
作
羊
癇
疯
，
所
以
在
他
的
「
自
癡
」
作
品
中
，
就
表
現
這
奧
妙
逼
汎
的
精
神
狀

。
譬
如
一
個
入
體
驗
着
像
地
獄
一
般
苦
商
或
恐
權
以
後
，
自
然
而
然
J
H
]

－n

語
併
訴
別
人
，
或
用
文
章
表
現
那
時
棲
慘

動
態
的
統
一
。
(
D
i
n
a
n
1
i
s
c
h
e

Einhei·.:) 

'
扣

係
。
(
S
p
a
n
u
n
g

zwischen 

allgemeingultigkeit 

und 

I
n
l
i
v
i
d
u
a
l
i
t
a
t
)

個
性
含
有
特
殊
性
的
意
義
，
民
族
、
悝

別
、
身
分
、
地
位
丶
職
業
、
場
所
等
，
部
具
有
個
別
性
的
關
聯
；
反
之
體
驗
是
其
有
告
逼
的
性
賈
，
譬
如
善
怒
哀
樂

第
四
項
特
性
是
脈
r
h
]
性
格
[I-Iistorische 

Charakter 

\
，
譬
如
十
年
前
的
儒
驗
，
仍
可
將
叩
染
遺
留
在
麻
識
生

命
中
，
繼
續
影
翱
現
在
的
生
活
全
體
；
而U
惹
識
生
活
，
必
然
和
胝
史
粘
合
成
崧
切
的
關
聯
，
那
一
個
民
族
的
瓶
史

，
一
定
會
影
翱
那
一
個
民
族
的
國
民
情
操
和
精
神
，
國
民
對
於
本
國
照
史
的
認
識
，
一
定
比
別
國
瓶
史
來
得
深
刻
面

n

切
實
；
這
些
強
大
的
歷
史
影
礱
，
都
能
流
合
於
現
在
的
體
驗
生
活
。

第
五
項
特
性
，
可
算
晶
體
玲
的
發
展
性
(
E
n
t
w
i
c
k
l
u
n
g
s
f

a
h
i
g
k
e
i

之
，
體
驗
就
是
從
生
命
的
底
層
發
動
出
來
汕

全
體
活
動
，
生
命
慨
有
發
展
性
，
那
木
體
陰
的
流
動
，
常
然
也
棓
之
有
務
展
的
性
賈
，
繼
承
着
不
斷
的
流
動
，
保
持

第
六
項
特
性
｀
便
是
客
觀
化
的
動
向
〈
0bjektiYations~lrangJ 

*
觀
化
的
麻
義
，
就
是
表
現
或
行
動
化
的
惹
思

的
體
驗
，
品
人
類
共
通
的
性
囧
。

文
化
教
育
學
溉
論

八
八



解
明
的
。

所
以
能
傲
互
相
I
解
的
依
據
3

八
九

這
意
義
0

體
驗
深
刻
的
人
，
一
見
別
人
的
容
貌
丶
：
－
，
語
、
態
度
，
立
卽
就
會
了
解
那
一
個
人
的
精
神
內
容
，
別
人
的

的
人
，
讀
獄
中
記
的
時
候
，
就
不n
竺
J

解
眞
的
慘
痛
狀
態
，
反
之
行
有
體
驗
的
人
，
總
比
較
容
易
而
且
深
刻
的
理
解

是
表
現
的
某
礎
，
就
是
前
I
h
i
皿
巳
論
過
的
關
係
。
體
驗
又
是f
解
(
V
e
r
s
t
e
h
e

3

之
的
溱
礎

2，
譬
如
沒
有
在
啟
獄
生
活
過

態
。
兒
策
的
體
唸
中
，
得
到
深
刻
的
向
象
而
激
動
悄
謎
內
屠
時
，
自
妺
而
然
就
會
表
現
於
作
文
、
演
閼
丶
猬
蹈
、
遊

戲
、
唱
歌
、
圖
盡
等
，
以
表
示
精
砷
客
觀
化
的
動
向
。

第
七
頊
牯
徵
，
就
是
生
偷
丶
表
現
、
r
解
的
關
聯
苯
礎
[Leben 

H 
Ausdruck~.:: 

V
e
r
s
t
e
h
e
n
)

。
生
命
體
檢
，

精
神
內
容
，
乃
晶
他
的
精
紳
桔
造
，
而
這
樁
造
的
狀
他
，
前
第
一
鐺
已
略
述
過
，
就
是
俑
一
個
人
都
大
回
小
巽
的
，

荻
兒
戴
的
體
驗
論
，
很
注
軍
心
惹
的
桔
造
[S
t
r
v
k
t
u
r
)

但
諾
貝
爾
徒
的
研
究
，
卻
造
漏
這
構
造
關
聯
而
未
論
及

IL-lI-

__-:

i 

。
其
實
這
種
精
砷
的
構
造
關
聯
[
Geist 

struktu:r 

Z
v
.
.
s
a
n
l
m
e
n
h
a
n
g
)

，
就
是
f

解
的
填
礎
c
I
i
的
構
造
思
態

，
是
以
全
體
與
部
分
的
關
係
驾
中
心
，
而
對
於
桶
造
的
研
究
法
，t
t發
見
如
下
兩
種.. 
第
一
就
口
牢
記
述
全
體
的
狀
想

，
第

1
一
乃
是
分
析
部
分
與
全
體
的
關
聯
。
其
他
如
全
體
和
全
體
，
其
實
也
有
關
聯
，
而
這
閶
聯
的
全
體
，
是
不
能
推

理
的
，
只
能
從
根
源
的
贤
動
，
這
根
源
就
兢
生
命
的
流
動
；
生
面
的
流
動
，
只
能
以
打
體
驗
，
而
不
能
川
理
謚
反
省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以
反
作
用
，
反
應
環
境
，
而
一
邊
獲
徨
前
進
的
務
展
。

是
心
意
體
驗
的
關
聯
，
在
一
定
條
件
之F

，
被
惹
起
戚
悄
街
勁
，
而
這
嗅
成
清
衝
動
，
合
於
合H
的
的
法
則
，
一
邊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荻
兒
戴
所
表
明
的
忭
造
機
能
，
第
一
就
是
心
意
生
活
關
聯
吶
表
現
；
這
種
關
聯
在
人
格
同
一
性
的
統
一
中
，
成

為
體
驗
，
而
冇
接
在
心
意
內
層
活
動
。
從
心
意
生
活
的
初
步
形
式
，
至
於
精
神
活
勁
最
高
的
形
式
，
都
成
爲
一
個
統

一
體
；
心
意
生
活
不H
平
以
能
分
離
結
合
的
要
素
所
構
成
，
而
是
包
括
全
體
的
根
源
形
態
。
麻
識
槁
造
的
第
二
機
能
，

乃
是
意
識
縱
嘶
面
上
，
所
設
定
的
惹
識
連
續
性
，
連
續
性
的
中
心
概
念
，z亮
時
間
性
，
而
時
間
性
的
未
來
，
就
是
H

的
性
，
所
以
立
識
生
活
的
梏
造
作
用
中
，
輦
緊
要
的
是
目
的
性
，
有
目
的
，
精
神
狀
態
才
泥
緊
張
(
S
p
a
n
u
n
g
)

，
而

且
能
發
動
努
力
傘
鬥
的
力
娥
出
來
。
H

的
性
，
是
現
在
與
未
來
的
緊
張
成
覺
，
有
了
這
緊
張
性
，
意
識
構
造
，
才
其

有
務
展
性
。
意
識
枯
造
的
橫
商
面
，
就
是
意
識
和
環
境
的
關
係
，
意
識
構
造
中
，
滲
透
反
映
自
然
肚
會
的
狀
態
，
就

是
前
述
的
相
互
作
用
，
作
用
與
反
作
用
的
關
係
，
而
意
識
能
投
射
這
些
紈
織
構
造
到
外
面
，
成
為
文
化
形
能
。
第
三

個
構
造
機
能
，
和
第
二
個
頗
有
密
切
關
係
，
就
晶
枯
造
的
發
展
性
。
這
種
務
展
性
，
據
荻
兒
戴
的
意
思
，
認
為
就
是

,f··--·· 

__ 
I
-
·
_
I

一
－
一
．

成
悄
衝
動
力
，
銜
吵
力
乃
n
亞
生
面
全
懦
旳
活
吻
，
不
婪
盅n通
要
素
心
理
學
所
解
釋
泊
肓
H

反
射
蓮
薄
；
這
銜
動
戚
情

力
，
能
形
成
「
促
迫
力
」
，
或
肜
成
發
展
性
，
就
是
合
目
的
的
性
格
，
合H
的
性
，
須
要
仃
一
定
的
法
則
。
這
合H

的
性
，
修
波
瀾
加
再
進
一
步
展
開
牠
的
價
值
形
態
，
名
之
日
債
值
凋
聯
。
以
上
三
倡
機
能
，
可
簡
單
說
明
如
下
，
就

九
O



文
化
教
育
學
慨
論

九
一

試
舉
具
體
的
例
子
來
說
，
非
合
理
性
，
某
藝
術
、
信
惲
，
戀
愛
的
特
性
，
這
部
晶
局
於
成
內
、
本
熊
的
作
用
，

決
非
理
論
所
能
解
釋
。
二
除
入
是
四
，
乃
是
合
理
的
，
然
面
假
使
說1一
除
六
，
變
為
五
或
二
的
時
候
，
這
就
品
成

的
理
性
派
哲
學
家
康
德
、
黑
格
兒
等
盟
，
·
沮
部
是
士
唄
入
七
的
太

t
t
'
+
m於
理
性
或
＾
悶
理
性
囧
一
方
面
，
卻
部
不
永

'_l'

:-· 

認
以
非
合
理
性
的
成
悄
，
快
、
不
快
的
性
湮
，
當
激
麻
識
精
油
呣
很
本
要
件
。
隕
保
兄
炆
以
後
油
生
命Il
r
學
反
，
認

·
一
，
一
'
_
,
.

為
非
合
理
性
，
是
生
命
體
瞼
的
根
本
動
力
，
喪
失
這
些
勅
J
J，
人
項
向
生
沾
g
'心
議
，
便
失
却
其
機
能
作
用
。

的
。
彿
教
哲
學
，
就
是
用
理
性
剋
服
這
本
能
｀
慾
噴
、
使
成
半
諍
丶
無
慾
的
恬
浪
狀
瘻
，
鴆
修
涑
沔
L
l的
o

在
西
歐

覺
得
精
神
苦
悶
和
煩
惱
，
如
佛
教
哲
舉
所
泥
入
項
旳
牛
老
病
死
，
好
像
部
品
由
於
L
0
g
o
s
汛
(
l
\
1
.
"
t
o
s

的
衝
突
面
奢
生

矛
盾
、
門
凈
丶
糾
纏
的
狀
態
，
各
自
發
展c
在
憫
人
精
油
中
，
這
合
理
性
和
非
合
理
性
，
務
生
銜
突
矛
盾
之
時
，
便

的
事
件
；
前
者
曰
平
建
謅
，
冷
靜
的
精
神
，
後
者
日
翌
渡
壞
，
強
暴
的
精
神
；
這
雙
方
形
成

f

入
傾
旳
汲
本
特
性
，
而
在

上
說
起
來
，
論
理
L
o
g
o
s乃是
國
家
的
和
弔
紕
織
，
制
度
、
文
化
杉
態
淳
；
熱
浦
5
a
3瓦
沆
品
成
~
p、
故
渝
、
洎
髮

合
理
性
的
一
方
面
。
希
臘
哲
學
，
合
理
性
啡
滅
論
理
[L
o
g
o
s
)
，
非
合
理
性
啡
做
扭
悄
(
P
a
t
o
s
)

；
而
從
瓶
史
哲
學

附
帶
說
明
意
識
的
合
理
性
與
非
合
理
性
(
I
r
a
t
i
o
n
a
l
i
t
a
t
)

如
F
：
合
理
性
就
z
軍
意
識
的
理
論
，
包
含
概
念
、
刊

晰
，
推
理
，
或
是
知
覺
、
統
覺
的
作
用
；
換
．
，
I
之
，
就
晶
前
述
意
識
構
潰
的
^
"
H的
性
。
非
合
理
性
，
就
是
荻
兄
炆

··— 

生
命
哲
學
中
所
發
見
的
特
性
，
乃
是
成
情
、
本
能
、
衝
動
、
意
慾
的
作J
H，
面
逋
旳
戌
悄
衙
勁
的
體
隨
'
f
l
f凪於
非



非
合
理
牲
的
部
佾
，
為
數
很
多
，
因
此
懦
唁
中
，
＾
口H
的
性
，
合
理
性
為
i
l
n
i
，
而
非
合
理
性
，
肓
目
性
卽
爲
他
方

認
識
或
解
釋
，
對
於
兒
恨
的
精
砷
形
熊
的
觀
察
戍
鱈
剖L
，
也
是
一
種
贝
朮
要
的
原
理
J

所
以
人
預
的
體
驗
，
根
據

孟
子
所
說
的
t
W
l
囧
之
情
，
也
晶
大
部
粉
根
據
人
類
的
同
清
、
或
成
情
衝
勁
；
石
見
孺
干
將
陷
入
井
中
的
峙
候
，
俑
一

個
人
都
能
發
生
救
按
他
的
詞
悄
衝
動
，
這
衝
動
情
成
並
不
u
本
i定
合
理
的
。
從
教
育
學
上
說
起
來
，
這
非
合
理
的

宗
教
愛
、
教
育
愛
、
戀
愛
、
慈
噯
等
，
凡
其
有
「
愛
」
的
精
砷
形
能
，
其
特
性
多
半
是
根
據
這
非
合
理
性
的
。

f
推
動
力
，
而
沒
有
發
展
和
進
步
的
希
瓖
f

。

她
一
種
無
可
避
免
的
必
然
特
性
，
而
且
非
常
市
要
；
倘
若
沒
有
這
戚
悄
、
本
能
、
生
命
衝
動
力
，
人
生
就
根
本
喪
失

這
些
事
染
，
就
u
定
人
預
的
非
合
理
性
，
對
於
合
理
性
和
合H
的
性
，
成
鈁
反
對
的
作
用
；
但
這
反
對
作
用
，
也

往
往
部
很
甚
佽
戰
~
p。

以
後
，
國
民
要
受
到
生
命
的
犧
性
，
物
罰
的
損
失
，
是
人
荀
級
大
的
破
壞
，
最
棲
慘
的
悲
料
；
然
而
各
國
國
氐
，
又

理
的
龐
力
，
？t了
3
n本
不
合
理
的
成
情
，
本
能
的
作
J
H。
收
[
p、
革
命
也
晶
一
種
極
不
合
理
的
舉
動
，
誰
不
曉
得
戰~
p

文
化
敦
育
浪
概
論

；
因
此
可
說
晶
非
合
理
中
旳
合
理
。
旦
苾
孟
3
是
一
樣
的
，
愛
人
雖
然
並
不
豔
麗
可
愛
，
可
是
仍
能
發
生
引
誘
的
不
合

悲
術
的
作
用
，
在
理
論
上
是
油
不
通
的
。
昨
如
未
來
派
或
是
高
蹈
派
的
盡
家
，
北
四
馬
常
翡
三
十
二
燮
胛
，
這
日
生
非
常

不
合
理
的
，
可
址
馬
跑
得
很
快
的
峙
候
，
好
像
是
有
三l
_
I悛
郿
在
活
動
，
成
情
上
好
像
這
匹
馬
確
有
這
末
訐
多
膊

九
一
i



r
解
文
化
財
或
精
神
所
產
生
的
一
切
文
化
內
容
。

第
一
節

第
二
章

了
解
的
心
愆
階
段

而
，
兩
方
面
合
起
來
，
纔
能
成
為
全
體
的
體
驗
。

了
解
與
體
瞼
的
關
係

前
章
研
究
的
生
活
體
驗
，
乃
是
理
解
或
表
現
的
一
般
苯
礎
；
倘
若
沒
有
體
驗
作
某
礎
，
不
但
不
能
表
現
，
而
且

也
不
能
r
解
別
人
所
表
現
的
文
化
內
容
。
了
解
(
V
e
r
s
t
e
h
e
n
)

是
文
化
教
育
堪
特
有
的
教
學
法
原
理
，
與
普
通
理
解

的
意
思
，
根
本
具
有
區
別
。
普
通
的
理
解
，
是
指
示
理
智
一
方
面
的
理
解
，
或
者
論
理
、
椴
念
、
知
媒
、
判
晰
等
作

用
的
理
解

(
U
n
d
e
r
s
t
a
n
d
)

。
然
而
荻
兒
戴
一
派
的
學
者
所
說
的·
J解
，
須
要
心
意
全
體
的
縂
活
動
，
才
能
算
其
仞

的
r

解
；
r
解
不
但
屬
於
理
智
方
面
，
並
且
要
根
據
成
情
與
惹
志
內
層
的
體
味
．
，
因
此
情
意
比
理
智
更
項
要
。

體
驗
的
全
體
性
，
包
含
着
情
意
的
心
意
作J
f
l，
並
且
具
有
精
神
的
構
造
姿
賠
與
生
命
的
個
性
膠
態
等
等
，
而
這

些
特
性
，
乃
是
了
解
的
根
據
。
譬
如
植
物
和
動
物
類
的
意
識
狀
癖
，
都
不
像
人
類
精
砷
的
複
雜
，
因
此
牠
們
就
不
會

荻
兒
戴
表
示
體
驗
與
「
解
的
關
係
如
下
：
了
解
須
要
以
體
驗
為
前
提
，
體
驗
因
為
得
到
1

解
以
後
而
可
脫
離

，
丨
-
_
．

士
觀
的
狹
隘
性
，
使
擴
充
於
全
體
和
一
般
的
領
域
」
。
體
驗
本
來
是
根
據
個
人
的
個
性
形
態
，
各
地
的
環
境
或
郷
土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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琯
二
節
了
解
的
惹
義

文
化
救
育
學
概
論

特
色
，
或
者
個
人
的
士
觀
嗜
好
偏
倚
，
所
以
不
能
擴
大
成
普
逼
性
。
譬
如
上
海
的
兒
褓
盡
水
的
時
候
，
是
用
黃
色
，

但
美
國
i

本
的
兄
煎
，
是
用
碧
綠
的
顏
色
；
這
晶
環
境
經
驗
不
同
的
關
係
。
如
果
他
們
「
解
以
後
，
就
能
比
這
屯
凱

的
狹
隘
性
，
展
開
於
客
觀
的
妥
當
性
，
使
達
到
準
礦
的
文
化
形
態
的
認
蹺
。
主
餵
的
墮
好
興
超
，
也
免
一
小
「
狹
隘
住

，
因
鈴
個
人
所
存
飲
的
事
情
，
自
然
就
常
常
追
求
而
瘻
次
經
驗
之
，
結
果
非
常
熟
識
，
不
惡
歡
的
，
容
易
疏
忽
；
r

解
就
能
把
這
主
観
的
好
惡
傾
向
，
擴
展
成
廣
闊
的
一
般
性
，
矯
正
主
觀
精
神
的
磴
驗
，
使
成
不
偏
不
倚
的
狀
賠
。

r

解
以
定
義
體
節
明
表
示
之
，
乃
有
追
求
文
化
形
態
的
意
義
，
這
文
化
形
態
，
是
偶
人
或
團
體
的
個
性
所
傳
達

的
歷
史
和
肚
行
的
造
產
。
這
些
文
化
形
態
的
－J
解
，
便
是
個
人
的
精
神
，
投
入
於
胝
史
文
化
旳
世
界
，
而
擴
展
自
己

的
精
神
狀
態
。
個
性
形
態
或
文
化
，
是
生
命
所
追
求
的
價
值
或
意
義
，
而
價
值
意
義
乂
是
以
特
殊
的
形
式
結
合
樁
成

，
當
做
意
義
瀾
聯
，
我
是
價
值
定
位
。
換
言
之
，
體
驗
是
把
握
全
體
的
關
聯
，
或
追
求
構
造
形
態
的
過
程
，
把
各
糠

喫
索
，
當
做
槁
成
痊
體
的
肢
體
。
修
波
瀾
加
說
，
「r解
乃
是
精
神
關
聯
，
投
入
於
價
值
定
位
之
意
」
，
或
是
「
把

精
砷
關
聯
，
置
於
客
觀
的
妥
當
認
識
形
式
中
，
作
為
意
義
充
實
體
而
追
求
之
」
。

荻
兒
戴
的
r

解
原
理
，
和
美
學
者
立
布
斯(
L
i
p
s
)

的
威
情
移
入
學
說
有
些
相
同
，
何
以
戚
悄
移
入
，
也
要
以
自

I·_lli' 

九
四



己
的
心
意
形
態
。
但
表
面
上
的
追
枯
成
或
追
體
驗
，
就
晶
一
種
「
自
己
移
入
」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化
，
這
全
體
的
融
和
，
可
名
之
曰
r
解
的
心
平
晶
狀
態
。

九
五

(Sichhinein 

v
e
r
s
e
t
z
e
n
)

，
以
自
己
的
精
神
成
情
，
轉
置
於
別
人
的
精
砷
構
造
。
換
言
泛
，
乃
婪
從
別
人
的
人
格
槁

造
，
發
見
自
己
的
人
格
形
態
，
從
別
人
的
作
品
內
容(
\
V
e
r
k

I
n
h
a
l
t
)

，
發
見
自
己
的
成
怕
內
容
c

囚
此
人
格
與
人

格
的
接
觸
，
或
生
命
與
生
命
的
戚
觸
，
或
者
晶
作
品
內
容
與
讀
者
的
精
神
狀
態
的
交
流
，
部
能
菠
生
雙
力
的
全
體
溶

荻
兒
戴
對
於
f

解
的
心
龘
，
名
之
日
解
釋
迅
子
(
H
e
r
m
e
n
e
u
t
i
k
)
'
(

全
集
第
齎
，
第
九
朋
這
混
代
哲
學
息

丨
—

想
界
的
代
表
作
品
。
荻
兒
戴
研
究
希
臘
的
文
獻
，
會
把
這
些
文
獻
放
在
普
逼
妥
當
性
的
條
件
下
，
而
解
桴
之
；
解
釋

-··1·-

--l

— 

的
方
法
，
起
先
是
研
究
作
者
的
經
脈
傳
記
，
然
後
從
作
品
內
容
研
究
作
家
的
偶
性
形
郎
，
以
推
論
服
史
耻
會
的
一
般

環
境
，
與
作
家
的
個
性
精
砷
的
關
聯
。
人
類
含
有
一
部
份
祉
會
性
，
例
如
一
個
人
發
表
文
章
或
演
說
，
別
的
人
就
要

的
精
砷
槁
造
。
了
解
論
迢
阱
傚
追
槁
成
(
N
a
c
h
b
i
l
d
e
n
)

，
是
以
自
己
的
粘
砷
構
造
做
韭
礎
，
追
愁
他
人
的
精
砷
構

造
的
惹
思
。
從
進
－
曆
惹
思
說
起
來
，
就
焙
卒
別
人
所
表
現
的
作
品
或
文
化
形
缸
，
來
枯
成
自
己
的
粘
砷
，
建
成
自

I
i
的
f
斛
論
，
又
皿
傲
追
體
驗
3Naeher 

l
e
b
n
i
s
)

，
便
晶
指
示
迫
悲
追
念
別
人
的
盟
驗
，
足
以
「
解
別
人

己
的
體
驗
做
韭
礎
？
譬
如
生
活
史
上
經
脈
過
很
多
苦
楚
的
人
，
若
見
了
陷
於I
t窮
的
人
，
就
很
容
品
，
］
解
他
們
的
~

窮
而
同
情
之
；
假
使
沒
有
苦
楚
體
驗
的
人
，
對
於
別
人
的
人
格
或
作
品
，
就
不
能
深
悉
或
充
分
的
「
解
。



。

感
覺
的
理
解

解
釋
而
－J
解
之
，
這
是
A
類
的
互
相
作
川
。
研
究
古
代
服
史
耻
會
的
文
化
形
態
，
依
據
荻
兒
戴
的
意
見
，
就
是
把
自

己
的
生
動
性
，
轉
置
(
T
r
a
n
s
p
o
s
i
t
i
o
n
e
n
)

於
脈
史
環
境
中
，
而
在
此
剎
那
間
，
強
化
一
稱
心
麻
過
程
使
別
穢
的
心

意
過
程
，
退
却
於
後
血
，
祗
留
下
1
個
中
心
意
識
，
這
中
心
意
識
，
就
是
解
桴
者
和
作
家
的
生
命
交
流
。

至
於
條
波
瀾
加
，
對
於
體
驗
與
「
解
的
關
係
，
又
添
加
獨
創
的
意
見
；
他
說
體
驗
可
分
二
種
，
第
一
便
是
中
戳

容
納
客
觀
，
謂
之
體
驗
，
第

1
一
曰
字
主
觀
將
惹
義
賦
與
客
觀
，
謂
之
作
用
(
A
k
t
)
~
1

一
打
成
為
表
裹
的
關
係
；
次
之
客

觀
將
充
實
意
義
賦
與
｀
主
覿
，
也
可
分
f
解
和
創
造
二
種
；
所
以
作
用
中
含
有
「
解
典
創
造
。(
V
e
r
s
t
e
h
e
n

und 

Sc 

, 

haffen) 

修
波
瀾
加
或
立
部
，
又
表
明
嘉
曰
平
價
值
定
位
的
意
思
．
贗
定
位
，
乃
晶
精
神
關
聯
投
入
於
特
殊
的
價
僱
定

冒
l
I
·
1
-
-
.
-

＿
－
·
—
—

位
，
換
言
之
，
就
是
精
神
關
聯
，
在
妥
當
的
認
識
形
態
之
下
，
而
充
實
惹
羲
的
意
思
。

第
三
節

成
覺
這
心
理
現
象
，
原
來
晶
沒
有
的
，
不
過
是
學
問
上
抽
象
的
名
詞
；
譬
如
「
白
一
般
」
「
扛
一
般
」
「
綠
一

般
」
的
觀
念
，
本
來
是
假
定
的
抽
象
觀
念
，
實
在
是
沒
有
存
在
物
的o自
雲
、
白
衣
吡
丶
白
光
線
的
一
一
口
表
(
A
u
s
s
a
g
e
)

，
必
須
和
具
體
的
對
琭
結
合
，
才
能
發
生
意
義
；
例
如
白
色
雕
開
具
體
物
件
的
時
候
，
立
刻
就
變
成
抽
象
概
念
，
沒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九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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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實
際
存
在
的
性
格
。
弒
色
要
和
花
瓶
、
綵
子
等
具
體
存
在
物
聯
結
，
綠
色
要
和
茶
、
栗
丶
礬
等
其
體
存
在
物
聯
結

，
才
具
有
實
際
的
存
在
性
格
，
宇
宙
間
，
都
沒
有
綠
一
般
紅
一
般
的
原
色
彩
。

然
而
實
際
的
教
學
，
常
常
菸
生
這
種
抽
象
的
戚
嬝
認
識
，
例
如
小
學
初
年
級
的
教
學
，
教
師
唱
，
「
這
朵
花
很

美
麗
」
，
兒
褓
也
糙
之
p
n
n
'「
這
朵
花
很
美
麗
」
，
其
實
精
神
成
情
的
內
層
，I點
多
不
礎
得
有
什
麼
美
脫
的
印
象

法
，
這
便
是
成
悄
的
強
賣
；
若
是
兄
琯
自
己
覺
得
異
常
豔
麗
，
精
神
內
層
，
就
能
發
出
成
動
的
悄
戚
，
而
悄
緒
搖
勦

，
生
命
燃
燒
，
不
知
不
覺
從
內
面
自
發
的
＼

S
p
o
n
t
a
n
e
o
u
s
)

就
發
出
成
動
的
聲
背
，
「
噯
呀
！
很
美
麗
」
．
＇
不
像
前

者
，
教
師
首
先
就
以
表
示
美
膛
的
語
氣
或
成
悄
腮
下
去o
囚
此
，
可
見
兒
常
從
內
面
自
發
地
發
動
的
情
戚
，
和
從
外

面
強
賣
限
下
去
的
情
成
，
教
育
價
值
上
，
具
有
霄
墳
般
的
差
別
。
不
能
投
入
悄
意
內
層
的
認
識
，
就
是
淺
薄
的
外
表

的
認
識
，
不
是
全
體
的
心
意
陶
冶
，
而
且
更
不
是
生
命
活
動
的
自
發
自
展
的
教
學
。
德
語
「
教
育
」

的
窯
義
，
本
來
是
抽
出
(
e
r
z
i
e
r
e
n
)

的
意
思
，
抽
出
乃
是
兒
罩
的
精
胂
內
層
，
其
有
各
種
學
習
的
萌
芽
，
把
這
些
萌

芽
，
從
傍
邊
幫
助
抽
拔
出
來
的
意
思
．
＇
不
是
從
外
面
壓
迫

F

去
，
或
灌
溉
下
去
的
慮
思
。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
譬
如
拿
一
枝
漳
花
出
來
，
教
師
馬
上
就
說
，

(Erziehung} 

「
這
枝
花
不
晶
很
美
麗
嗎
？
這
樣
的
發
間
，
晶
救
麻
t
4最
拙
劣
的
方

美
麗
的
成
動
，
而
只
n
盔
即
樣
模
倣
發
年Uc
像
這
種
教
鸚
吁
學
語
般
的
教
學
法
，
實
在n
牢
一
般
教
師
最
容
易
犯
的
毛
病

，
結
果
只
是
自
從
地
糙
唱
，
這
就
是
抽
象
機
械
的
教
學
方
法
。
這
乂
好
像
是
鸚
哥
學
人
語
一
樣
，
心
因
平
j
j
i
i
U
n
u

並
未
有



不
可
分
開
。
全
體
的
場
面
，
要
包
含
精
神
的
現
象
，
才
能
發
生
意
義
。

表
象
的
性
俏
，
第
1篇
U
約
論
過
，
為
謀
力
避
巿
愎
，
而
從
別
一
方
面
深
究
。
別
的
方
而
，
就
是
現
今
所
倡
導

的
某
斯
塔
心
理
學
(
G
e
s
t
a
l
t

P
s
y
c
h
o
l
o
g
i
e
)

，
或
全
體
心
理
學
，
是
以
究
叫
精
神
的
全
體
關
聯
性
爲
主
旨
。
某
斯
塔

心
理
學
所
軍
視
的
麻
義
，
u
在
全
體
的
「
場
」
(
f
i
e
l
d
)

，
這
「
場
」
和
精
神
的
關
聯
，
乃
晶
其
有
全
體
的
性
格
，
雙
J
i

可
游
離
宵
牣
對
垛
。

g
n可
將
精
岬
現
災
再
現
。
表
染
的
印
象
，
不
及
知
覺
的
鮮
明
強
烈
，
然
面
知
碌
必
然
要
受
到
對
象
的
束
縛
，
表
象
却

知
粒
n
]」現
前
的
前
観
，
表
象
品
已
經
雛
開f
現
前
的
冇
觀
而
存
在
於
精
神
內
層
，
俟
有
外
界
剌
激
的
機
緣
，
立

蘋
果
」
的
判
斷
材
料
，
並
U
可
以
供
人
吃
＾
及
，
而
灶
得
味
廿
適n
，
發
生
俑
單
的
成
悄
。

丶
硬
、
沿
鉭7
成
四
詔
翠
本
，
但
是
這
些
成
粒
要
索
，
不
朵
雛
散
分
開
的
，
而
晶
結
合
成
統1體
的
，
所
以
能
做
認
識
的

初
步
條
件
e

知
媒
不
但
是
判
斷
的
某
礎
，
而
且
是
悄
寐
或
全
精
砷
現
恨
的
某
礎
，
譬
如
蘋
果
，
不
但
口
平
「
這
一
個
晶

第
四
節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表

象
的
了
解

表
染
的
心
惹
現
染
的
某
礎
，
就
是
知
覺
，
普
通
心
理
學
所
研
究
分
析
出
來
的
戚
覺
要
素
，
飭
是
不
實
在
的
人
工

抽
染
，
所
以
對
於
自
然
的
認
識
，
至
少
要
蔀
知
覺
。
這
知
覺
階
段
晶
統
一
體
，
例
如
一
個
蘋
果
，
具
有
色
、
香
、
味

九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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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c
e
n
e
)
而
發
生
特
殊
的
麻
羲
。
這
時
候
的
蘋
果
，
和
前
者
的
蘋
果
，
客
觀
的
對
象
，
雖
然
超
一
樣
，
可
玷
和
精
砷
所

體
驗
的
「
場
」
面
，
具
體
的
聯
結
起
來
，jt^
意
義
就
根
本
不
詞
。
前
者
的
蘋
果
，
是
極
其
酸
苦
的
，
後
者
使
十
分
廿

美
；
所
以
雖
然
一
樣
1箇
蘋
果
，
因
爲
鹵
境
不
同
，
有
的
時
候
酸
苦
，
有
的
聆
候
蒲
蜜
，
因
此
，
．
教
學
上
救
一
箇
新

名
詞
，
須
要
有
三
種
解
釋
，
第

1
是
字
典
上
所
指
示
的
1
般
意
義
，
第
二
乃
是
那
一
節
文
章
所
表
現
的
特
殊
「
塲
」

若
一
片
片
廿
美
的
蘋
果
。
同
時
桌
子
上
的
茶
其
和
秋
天
的
花
尸
甲
蟲
聲
等
等
表
兔
，
聯
結
成
一

具
體
的
全
體
性
；
倘
若
切
晰
離
期
這
全
體
塲
而
，
那
就
良
成
一
般
音
義
。

在
一
個
月
色
朦
朧
的
秋
夜
，
涼
凰
拂
拂
地
吹
着
，
而
樹
影
在
她
而
上
搖
磝
若
的
峙
候
，
他
和
逐
人
在
院
子
裏
吃

「
坞
」
的
全
體
情
談
(

例
子
中
所
說
的
掉
涙
乃
是
特
殊
的
情
炔
，
所
有
其
他
有
關
聯
的
表
象
，
邵
罰
結
於
特
殊
的
「
場
面
」
、
所
以
名
之
日

臉
、
非
式
、
菜
W
1
丶
哭
聲
、
掉
流
等
許
多
要
索
，
都
是
構
成
全
體
「
場
」
的
肢
體
，
切
嘶
這
全
體
的
怕
炊
，
蘋
果
、

徼
笑
、
掉
涙
等
，
就
變
r

抽
象
的
一
般
惹
羲
，
因
為
掉
涙
不
但
朵
死
兒
f
'
飲
寫
血
會
抨
涙
，
喪
父
阡
机
要
掉
涙
。

，
因
此
蘋
果
又
增
加
很
多
的
關
聯
表
垛
，
這
些
表
象
統
統
是
騸
結
在
一
箇
「
場
面
」
，
這
場
血
晶
全
體
的
隕
聯
，
俑

一
箇
要
索
離
開
了
這
全
體
塲
面
時
，
就
喪
失r
立
景
衣c－
譬
如
小
孩
的
徵
笑
、
聲
苷
、
搖
手
、
眼
睛
丶
臉
色
，
或
者
死

試
舉
例
以
說
明
，
e
p易
於
r
解
。
譬
如
有
一
個
人
聯
想
一
箇
蘋
果
表
象
的
聆
候
｀
不
但
晶
單
獨
的
想
到
一
箇
頻

果
，
就
是
他
行
經
和
他
的
愛
兒
在
搖
籃
傍
邊
一
同
吃
過
等
關
聯
表
象
，
也
都
可
以
聯
相
心
出
來
。
過
「
幾
天
愛
兒
死
去



面
的
解
釋
，
第
三
就
是
迢
原
於
兒
董
的
生
活
經
驗
個
性
形
態
。
這
第
三
種
解
秤
，
為
我
國

J
L子
布
一1一
千
年
前
已
經
應

丨

用
過
的
教
學
方
法
，
弟
子
們
間
孝
睦
，
孔
子
的
答
法
，
都
應
照
他
們
的
個
性
形
態
而
實
施
教
導
，
使
「
孝
」
的
一
般

丨

意
義
瞭
解
以
後
，
再
明
瞭
各
人
自
己
的
特
殊
笠
道
，
可
見
孔
子
確
是
我
國
天
成
的
致
育
家
。

1這
第
三
種
解
釋
，
還
原

lI 

於
兒
策
的
偶
性
形
態
i`這
是
1種
生
活
指
導
，
鑼
生
汗
指
導
，
可
算
是
一
件
級
軍
要
的
工
作
。
近
代
教
育
，
往
往
疏

忽
『
『g第
三
階
段
的
解
釋
，
所
以
學
生
在
學
校
跟
業
後
，
都
不
能
尋
兌
自
己
適
當
的
任
務
和
t
作
，
結
果
做
一
個
高
等

遊
民
辶
這
樣
右
起
來
，
眞
的
，
J

解
(
V
e
r
s
t
e
h
e
n
)

，
就
是
要
明
瞭
這
三
種
解
釋
。

形
態
，
可
川
「
場
」
面
的
後
天
影
邙
，
根
本
改
造
，
所
以
某
阱
塔
心
理
浮
，
對
於
後
天
洒
敘
育
可
能
性
，
又
增
加
極

大
的
硫
信
。
神
約
衰
弱
的
兒
疽
，
另
外
換
一
種
環
境
｀
就
會
恢
復
健
全
的
精
神
狀
態
，
反
之
精
神
狀
態
健
全
的
兒
莖

，
換
「
一
種
特
殊
環
培
，
就
會
陷
於
極
朮
的
神
經
衰
弱
。
可
見
「
塲
」
的
全
體
性
，
影
麂
精
神
狀
態
，
異
常
頂
大
。

這
「
場
」
的
全
體
關
聯
性
，
對
於
實
際
的
教
學
上
，
可
以
活
動
的
地
方
很
多
。
譬
如
教
外
國
語
、
國
文
、
歷
史

等
科
時
，
對
於
新
授
的
成
語
，
務
必
要
關
聯
於
全
體
的
「
場
」
面
，
才
能
逹
到
眞
正
的
「
解
，
能
了
解
就
容
易
記
憶

本
改
浩
先
天
的
索
剁
，
而
個
性
形
態
仍
會
以
仁
愛
鈎
中
心
：
然
而
從
某
阱
塔
心
理
學
溝
赳
來
，
這
先
天
的
精
神
個
性

，
也
不
會
改
造
先
天
的
個
性
形
態
的
。
譬
如
祉
會
型
的
入
，
卽
使
幗
換r
「
塲
」
血
，
担
任f
厙
事
工
作
，
也
不
會
根

從
先
天
性
的
遣
博
索
賀
瀟
說
起
來
，
各
種
個
性
構
造
形
態
的
，
江
憫
人
，
卽
便
後
天
改
變

r

環
境
，
轉
換
「
塲
面

文
化
教
育
學
慨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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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惹
義
的
了
解

1
0
一

，
否
則
就
容
易
忘
却
＂
啓
如
沒
有
關
係
的
成
語
｀
不
顧
全
體
的
連
絡
，
而
只
勉
強
使
學
生
機
械
式
的
記
億
，
那
就
不

容
易
記
牢
C

反
之
，
倘
若
能
關
係
於
全
體
的
「
塢
」
面
，
大
概
比
機
械
的
記
憶
圭
少
可
減
短
五
分
之
四
工
夫
，
並

U

容
易
記
牢
，
因
驾
精
神
＇
本
來
甚
全
體
性
，
對
象
的
「
塲
」
面
，
也
晶
全
體
的
關
聯
性
，

1
一
者
接
觸
交
流
，
當
然
就
容

易
記
憶
。
宵
際
教
學
上
，
如
能
利
用
全
體
「
塲
」
面
的
性
質
，
那
就
很
容
易
得
到
效
果
。

國
家
肚
會
，
是
一
個
全
體
的
「
塲
」
面
，
個A
不
不
過
是
肢
體
的
分
節
因
素
，
所
以
個
人
須
要
與
全
體
的
國
家
耻

會
緊
密
關
聯
，
才
能
贤
生
生
存
的
意
義
，
利
己
或
慣
人
主
義
，
口
牢
不
自
然
而
破
壞
國
家
全
磴
的
思
想
｀
因
此
，
一
個

國
家
利
己
主
義
個
入
主
義
的
國
民
佔
着
多
數
的
時
候
，
就
很
容
品
滅
亡
摧
折
，
這
是
古
今
中
外
瘻
證
瘻
驗
的
其
理
。

意
義
比
表
象
更
抽
兔
，
因
此
意
義
的
了
解
，
乃
是
指
示
科
學
眞
理
的
理
解
。
表
象
是
可
活
用
於
詩
、
文
、
史
、

地
、
修
身
等
藝
術
方
面
的
教
學
，
而
意
義
是
存
在
於
哲
學
、
肚
會
學
、
法
律
學
、
經
濟
學
、
倫
理
學
，
或
者
物
理
、

化
學
、
數
學
等
學
科
中
的
綜
合
起
來
說
，
是
屬
於
精
神
科
學
典
自
然
科
學
兩
方
面
的
。
但
是
表
象
也
有
意
義
的
關
聯

混
着
，
因
爲
表
象
自
身
，
低
具
有
意
義
咽
斷
的
苯
礎
性
賈
，
所
以
檔
然
有
惹
義
。
例
如
我
們
讀
一
本
小
說
，
非
但
要

明
瞭
表
而
上
的
表
象
印
象
，
而H
實
際
上
逗
要
從
這
些
表
象
印
像
追
求
含
蓄
的
意
淡
，
不
然
讀
這
一
本
小
說
就
沒
有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意
義
是
很
抽
象
而
難
解
的
'
1
一
十
歲
以
前
的
靑
年
」
對
於
這
抽
象
的
意
義
，
大
約
多
不
易
發
生
研
究
的
興
趣
；
所
以

営
教
學
紅
些
科
H

的
昨
候
，
務
必
根
據
兒
啟
的
牛
活
經
驗
，
以
助
眞
正
的f
解
，
這
生
活
鄴
驗
，
便
是
前
節
所
述
的

實
際
教
學
上
，
對
於
這
些
意
義r
解
的
教
學
方
法
，
也
要
努
力
大
研
究
，
才
能
達
到
箕
的
「
解
的
目
的
。
因
鈁

的
一1
一
種
意
競
解
釋
，
有
此
不
同
。

意
思
。
讀
作
品
，
就
是
要
務
見
作
品
中
人
生
耻
會
的
意
義
，
因
此
表
象
摳
須
要
且
＾
有
意
義
的
關
聯
。

科
學
眞
理
．
本
來
玷
沒
有
表
染
的
必
要
，
例
如
讀
物
理
，
只
要
能
探
討
許
多
物
理
法
則
瀾
係
的
意
義
，
就
可
達

到
了
解
的
H

的
；
而
這
詐
多
關
係
中
，
最
市
要
的
是
發
見
意
義
的
關
聯
，
但
是
科
學
眞
理
中
，
有
的
科H也
要
借
表

意
義
，
並
不
是
意
想
的
美
術
價
值
；
囚
此
湛
出
來
的
圓
，
就
是
表
示
取
＾
實
的
狀
態
。

意
義
就
是
一
綬
登
遍
性
的
典
理
，
少
有
特
殊
麻
義
或
個
性
意
證
；
譬
如
牛
汶
(
N
e
w
t
o
n
)
½
£
[

有
引
力
的
沫
則
，

兢
是
n
＾
其
有
一
經
的
商
義
，
並
沒
有
特
殊
的
意
義
，
蘋
果
就
琹
蘋
果
，
鐵
就
n
寧
鐵
；
所
以
和
前
節
論
述
的
「
塲
面
」

第
三
種
的
個
性
在
義
。
總
然
耷
義
中
並
沒
有
個
性
的
意
義
，
但
玷
宵
際
教
學
上
，
不
以
生
活
經
驗
作
驾
棐
礎
的
膈
候

；
就
很
難
r

解
o

抽
象
而
難
於
理
解
的
意
義
，
宵
際
教
學
時
，
須
名
擧
例
說
明
，
或
蒐
铇
前
覬
的
材
料
，
或
宵
施
實

騎
宵
測
，
而
加
以
瘠
在
體
險
等
方
法
，
以
輔
助
眞
確
的
惹
義
「
解
。

象
去
幫
助
，11
解
意
義
的
辶
譬
如
博
物
學
，
常
常
要
盡
r

烏
楫
的
目
，
以
助
f
I

解
意
義
，
但
牻
的
H

的
，
是
在
於
允
實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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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
生
活
於
不
用
，
而
反
用
成
人
意
想
的
概
念
，
使
學
生
不
易
澈
底
「
解
，
這
乃
＂
密
教
師
不
慬
成
人
與
兄

5
'心
理
階
葭

絶
然
不
同
的
綠
故
。
成
人
的
精
神
，
朵
抽
象
、
意
義
、
栩
念
、
兒
氓
丶
靑
年
的
心
寇'f
是
其
盟
、
大
象
、
有
视
，

理
解
。普

通
的
教
育
方
祛
，
往
往
趨
於
抽
象
概
念
，
不
切
實
際
，
不
能
迎
合
兒
祖
的
心
商
程
度
，
超
超
親
切
淺
近
的
官

第
六
節
概
念
的
理
解

物
理
有
物
理
的
生
活
經
瞼
，
數
學
也
有
數
學
的
生
活
經
驗
，
當
教
學
的
開
始
＇
先
要
發
問
，
以
提
起
和
教
材
有

關
聯
的
生
活
經
驗
，
而
作
爲
「
解
的
苯
礎
。
現
代
生
活
教
育
學
的
思
想
，
被
各
國
採
用
以
後
，
各
國
的
教
育
部
，
對

於
中
小
學
的
教
科
曹
，
都
順
應
這
種
教
育
原
理
，
用
生
活
體
驗
的
形
態
，
作
鈴
編
排
敉
材
的
準
則
而
從
事
改
編
。

概
念
和
意
義
，
大
致
相
屈
，
都
是
一
種
抽
象
的
名
詞
；
不
過
要
理
解
麻
義
，
須
先
經
概
念
的
心
理
過
程
。
概
念

是
已
經
捨
離
一
切
具
體
的
表
象
；
但
具
體
的
概
念
，
比
純
粹
的
抽
象
概
念
，
還
其
有
宵
吻
的
對
象
，
所
以
比
較
容
易

成
人
的
概
念
異
常
發
逹
，
而
兒
策
的
概
念
非
常
幼
稚
，
囚
牝
均
於
隔
膜C
成
A
的
教
師
，
本
來
也
行
經
驗
洒
兒
策
占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年
的
心
意
，
可
是
成
人
以
後
就
忘
却
了
兒
董
的
天
眞
其
體
能
宮
於
幻
想
的
情
況
，
因
此
很
容
品
用
成
人
的
概
＾
心
強
迫

兒
葷
接
受
，
以
理
論
意
競
胝
迨
幼
弱
的
精
神
，
結
果
發
生
不
完
全
的
「
解
，
而
敘
材
不
能
滘
化
於
兄
策
的
心
寐
，
更

-O=

- 



，
便
能
以
眞
啖
的
態
度
融
會
流
通
；
教
學
能
達
到
這
種
培
地
，
才
能
使
兄
葷
得
到
眞

t
E的
r

解
。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不
能
變
成
血
肉
而
循
行
。

現
在
普
通
一
帶
教
師
，
在
實
雄
教
學
時
，
亞r

t
J
傾
向
於
抽
象
的
理
論
，
以
致
兒
飛
不
能
澈
底
f

解
，
發
生
厭
嫌
浪

替
的
神
情
．
，l這
都
因
鐺
抽
象
的
敉
學
容
易
教
，
不
川
努
力
去
研
究
教
材
，
隨
隨
便
便
就
可
以
應
付
，
所
以
自
然
而
然

領
向
於
成
人
本
位
旳
抽
象
概
念
0

像
這
樣
旳
宵
廊
教
學
，
兒
策
不
但
沒
有
盆
處
，
並
且
幼
弱
的
精
神
，
受
着l
R大
的

摧
殘
，
根
本
不
會
發
生
興
趣
，
不
再
纘
續
自
發
去
努
力
學
問
。
不
努
力
的
習
慣
發
生
以
後
，
教
學
的
目
的
就
不
能
達

到
，
棺
個
教
育
就
趨
於
失
收
·
0教
育
的
主
要
任
務
，
壯
在
於
意
志
的
陶
冶
，
意
志
不
樂
固
而
不
努
力
，
就
容
易
被
外

界
誘
惑
，
而
陷
於
懶
惰
頽
唐
的
習
氣
。

教
學
上
概
念
並
不
是
絕
對
不
可
用
，
只
要
先
從
兒
歆
生
活
體
瞼
肴
手
，
使
生
活
體
險
和
概
念
敉
材
菠
生
關
聯
，

那
末
兄
哦
就
會
湧
出
親
密
的
成
情
，
務
牛
興
趣
，
有
興
臨
時
，
精
神
就
緊
張
起
來
，
同
時
教
師
和
兄
策
的
心
在
內
層

教
學
上
緊
要
的
工
作
，
乃
是
淙
備
冇
觀
的
材
料
，
沒
有
而
觀
苯
礎
的
概
念
，
覺
得
太
空
洞
，
而

U
枯
燥
無
味
；

所
以
無
論
晶
數
、
理
、
化
或
精
神
科
學
，
都
要
有
冇
觀
的
材
料
，
或
晶
宵
物
對
象
以
作
根
據
；
倘
若
沒
有
這
些
東
西

，
教
師
須
儘
自
己
的
力
最
自
製
直
觀
的
教
其
。
我
國
以
前
的
教
學
方
法
，
便
晶
教
兒
策
請
死
害
，
可
是
讀
死
害
對
於

兒
策
的
心
靈
，
便
會
菠
生
殘
酯
的
作
用
；
因
此
當
教
學
粒
，
應
當
時
常
帶
着
學
生
到
校
外
去
實
行
戶
外
教
學
，
指
示

1
0
四



I
0五

功
。
眞
正
能
悟
會
的
時
候
，
就
會
發
生
興
趣
，
有
興
趣
聆
，
就
蔣
砍
反
珝
練
習
從
前
的
功
諜
工
作
，
反
愷
練
習
的
機

生
活
體
驗
乃
是
智
、
情
、
意
三
方
面
融
和
於
一
體
，
而
成
全
體
性
的
精
神
現
染
。
「
解
泊
很
本
，
不
在
理
＇
皿

J
i

面
單
獨
的
理
解
，
而
是
智
、
情
、
意
三
方
面
全
體
性
的r
·

解
，
教
材
的
意
褪
瀆
值
，
要
滲
透
人
情
寇
，
所
以
有
叻
學

者
，
r
解
譯
為
「
情
意
的
體
認
」
。
「
體
」
乃
是
儒
瞼
，
以
打
體
鄧
活
運
動
，
才
能
夠
得
到
深
刻
的
f

解
；
一
切
敉

材
，
和
情
意
體
驗
榕
化
的
時
候
，
就
會
實
行
活
動
，
而
教
育
若
是
逹
到
這
官
行
活
動
的
地
步
，
就
可
以
說
得

f
l
l
r
成

會
增
多
以
後
，
意
志
的
續
繼
努
力
或
宵
行
活
動
的
良
好
冏
慣
，
就
趨
於
鞏
固
。

瓚
f
鹵
，
什
經
倡
邋
過
興
趣
學
說
：
他
舉
出
六
種
興
趣
，
為
浪

1
1百
旳
動
力
，
這
＂
苹
倢
怕
屯
見
，
所
以
他
這
不
愧

為
偉
大
的
教
育
學
者
。
1
1
把
所
有
的
興
趣
分
成
六
種
，
經
驗
的
興
越
丶
推
究
的
興
趣
、
審
縫
的
興
譌
三
種
，u
主

局
於
認
識
方
面
的
，
其
他
如
同
情
的
興
趣
立
道
德
)
丶
祉
會
的
興
趣
、
宗
教
的
興
臨
三
種
，
是
周
於
同
情

j
j
n
l
i
n
n

的
。
要

喚
起
這
些
典
諏
，
必
先
接
受
成
受
性
的
陶
冶
，
囚
＾
為
一
偶
人
成
長
以
後
，
線
要
擅
長
一
拔
一
藝
，
那
未
i
k
t
l生
活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經
驗
。

第
七
篩
情
惹
的
了
解

.. 

他
們
觀
察
自
然
，
研
究
自
然
界
的
一
切
，
或
鑑
貲
自
然
的
美
炔
，
宵
旌
科
學
或
菸
術
的
陶
冶
，
使
兒
策
獲
得
官
際
的



，
諄
諄
勸
戒
，
以
「
悄
」
「
愛
l
的
態
度
和
精
神
，
成
化
他
們
；
那
麼
兒
氓
非
但
得
到
理
論
方
面
合
理
性
的r
解
，

也
都
一
起
破
壞
，
得
不
到
相
當
的
效
果C
~這
樣
石
起
來
，
教
師
須
要
一
邊J
H理
論
實
施
訓
導
，

譬
如
教
師
訓
導
學
牛
，
倘
若
只
用
理
論
方
面
，
有
條
不
紊
的
攻
擊
兄
－
策
的
不
規
則
行
鴆
，
而
滿
臉
怒
容
，
發
出

嚴
厲
吒
罵
的
語
氣
，
那
麼
一
定
失
敗
旳
。
闪
彷
學
生
聽
到
教
師
充
分
的
理
論
，
固
然
能
承
認
生

J
J
b
「
解
過
去
的
錯
諜
，

但
是
悄
麻
方
面
，
受
到
嚴
圍
的
吒
罵
，
却
丕
n
i
t服
，
往
往
容
易
發
生
反
抗
的
心
理
，
同
時
連
理
論
方
面
的
「
解
，

一
邊
利
用
「
情
愛
」

理
性
盃
印
理
性
方
面
)
的f
解
，
於
悄
於
理
都
能
滿
足
承
認
，
才nI以
說
是
全
體
的
r

解
。

情
面
」
，
就
是
悄
成
的
1

解
，
是
非
合
理
性
的
［
解
。
情
理
之
中
的
悄
f
乃
是
指
示
非
合
理
性
的
f

解
，
理
便
是
合

解
必
須
得
到
合
理
性
與
非
合
理
性
兩
方
血
的
承
認
，
才
能
說

u
芭
戥
i^
E的
f

解
。
俗
語
說
「
難
以
為
情
，
情
有
可
原
，

情
麻
的
f

解
，
從
別
方

I
i
.
1
1

說
料
來
，
是
非
合
理
性
的
「
解
，
悄
投
意
合
，
可
表
示
互
相
「
解
的
意
思
．
，
原
來

f

然
是
偏
於
．
主
智
主
義
，
然
能
他
曲
反
對
教
師

n
＾
教
示
事
實
，
而
不
頲
兒
帝
的
心
麻
發
展
。

上
足
以
自
立
，
所
以
成
受
性
的
陶
冶
，
乃
是
教
學
方
面
的
某
礎
T
」
作
o

濡
種
興
趣
說
，
u
平
在
引
起
學
臂
動
襪
時
所
必

盅
要
的
，
還
是
教
堪
的
初
步
工
作
。
鼓
鼱
榔
得
知
識
努
力
的
工
作
，
阱
傲
興
趣
的
喚
起
。
赫
拔
德
的
教
育
學
說
，
雖

就
矩
悄
意
的
非
合
理
性
方
面
，
也
能
馴
服
而
f

解
，
綜
合
合
理
與
非
合
理
性
兩
者
而
成
爲
全
體
的
f

解
。
教
師
倘
若

能
依
照
上
述
的
方
法
教
導
墨
生
，
那
末
學
生
對
於
教
師
自
然
而
然
會
發
生
敬
愛
的
心
平
息
，
．
而
獲
得
情
意
薰
陶
的
效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1
0
六



1
0
七

解
文
化
，
中
間
須
要
種
種
媒
介
者
(
V
e
r
m
i
t
l
u
n
g
)

b

譬
如
要
「
解
音
樂
的
時
候
，
必
項
要
有
發
聲
體
以
作
媒
介
，

使
或
心
意
內
抱
着
任
何
美
麗
的
情
成
思
想
，
但
不
發
表
的
齡
候
，
就
行
消
滅
；
要
發
表
就
要
種
種
媒
介
禮
，
寫
詩
要

這
媒
介
體
不
但
晶
文
化
形
態
的
表
現
者
或
創
造
者
所
必
盅
的
，
就
是
要
「
解
這
些
文
化
形
能
也
須
要
有
媒
介
體

。
譬
如
要
了
解
牛
攷
力
學
的
意
義
，
就
須
要
利
用
植
桿
、
蒸
汽
機
關
、
機
問
車
、
太
陽
系
等
碟
介
物
，
由
於
這
些
媒

丨

介
物
，
促
成
f
解
的
心
意
渦
程
，
而
在
心
意
內
層
建
没
c
(

－
解
乃
是
把
客
觀
的
文
化
電
建
設
在
精
神
內
層
的
意
思
，

，
但
是
須
要
經
過
種
種
媒
介
的
作
用
。

文
化
教
育
部
概
論

紙
律
，
繪
鬪
栗
顔
色
翡
布
c

需
要
物
竹
作
驾
典
介
，
換
訂
之
，
要
和
種
種
形
而
下
的
物
體
結
合
，
才
能
存
在c譬
如
有

I
個
商
人
、
或
翡
家
，
假

發
墜
體
如
人
的
嗓
子
，
或
是
種
種
樂
器
，
都
是
這
些
東
西
，
原
來
都
＂
定
物
竹
文
化
形
館
本
來
婪
精
神
旳
結

"
U
n，
一
定

果
9

滄
一
節
寐
物
直
觀

第
三
章

了
解
的
媒
介

r
解
的
現
象
，
便
是
生
命
體
驗
精
神
構
造
和
文
化
形
態
文
化
財
發
生
關
係
或
互
相
交
涉
的
現
免
；
但
心
意
要

f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了
解
的
媒
介
作
用
，
最
初
歩
而
且
怕
某
本
的
，
乃
是
實
物
直
觀
。
例
如
要
研
究
西
蕃
花(
D
a
h
l
i
a
)

，
究
范
迢
晶

度
一
定
差
得
很
多
。
有
時
不
容
易
找
到
實
物
冇
觀
，
例
如
研
究
倫
汶
的
狀
忱
，
倫
汶
乂
不
在H
前
，
此
時
無
奈
何
只

I
-
－
－
一
－
·
＿
．

I
_

＿
－:
i
_

勻

好
用
生
動
的
言
語
以
說
叫
，
或
者
J
H照
相
、
盡
片
等
，
作
爲
観
察
的
材
料
或
媒
介
物
的
補
允
，
以
切
r
解
，
但
效
率

總
比
較
薄
弱
。

種
種
描
窩
旳
蚨
況
。
教
師
所
贤
表
的
言
語
，
足
以
介
紹
各
種
文
化
形
態
與
兒
－
策
；
但
；
口
語
媒
介
有

F
列
三
種
缺
黯
：

第
一
就
是
教
師
對
於
文
化
形
態
的
理
解
，F
l牢
否
確
官
而
眞
切
，
例
如
一
樣
的
文
化
財
，
有
的
教
師
敉
得
很
澈
底
，
然

而
也
有
些
教
師
缺
乏
文
化
形
態
的
研
究
，
或
教
學
方
法
拙
笨
，
或
者
聲
背
一
戶
語
上
不
明
瞭
的
綠
故
，
學
生
們
都
不
能

澈
底
「
解
。
第
二
種
缺
黠
，
就
是
言
語
的
發
表
，
不
一
定
能
筠
代
表
教
師
旳
人
格
，
有
的
教
師
雖
然
所
說
旳
晶
仁
義

逾
德
，
但
晶
行
動
方
面
，
卻
是
雞
鳴
狗
盜
之
流
；
教
育
的
一
部
份t
作
，
便
n
主
在
於
道
德
的
陶
冶
，
教
師
須
要
以
北

作
則
，
以
能
做
學
生
的
模
締
為
原
則
，
否
則
無
論
語
言
怎
樣
伶
俐
，
遠
不
能
務
生
教
學
的
效
果
。
第
三
黯
就
基
言
語

次
於
官
物
直
觀
，
而
作
爲
r
解
的
媒
介
者
，
就
是
五
語
。
言
語
可
合
着
惹
義
，
由
於
『
口
語
的
發
表
，

l
t
r
以
「
解

第
二
節

言
語
的
媒
介

拿
西
蕃
花
的
宵
物
來
給
他
們
冇
，
聶
容
易-
l
解
，
假
使
沒
有
宵
物
冇
覬
而
祗
用
巧
妙
的
訌
語
說
叫
，
那
末
r
解
的
程

1
0
八



1
0
九

語
或
文
字
，
大
概
郁
由
於
民
族
的
傳
統
而
形
成
的
，
因
此
各
民
族
國
家
都
具
有
特
殊
的
語
石
文
字
。
現
在
世
界
上
，

第
三
節
文
字
文
章
的
媒
介

訥
，
近
於
仁
」
，
其
意
羲
f
t
P在此
。

發
表
，
是
在
瞬
息
間
就
要
發
表
出
來
的
，
屬
於
偶
然
的
反
射
運
動
；
倘
若
事
前
沒
有
充
分
的
準
備
，
就
不
易
得
到
充

分
的
效
果
。
假
定
文
章
的
表
現
，
可
表
明
七
八
分
思
想
和
成
悄
，
然
而
以
言
語
表
現
，
恐
怕
一
定
不
會
能
達
七
八
分

，
因
鎬
瓦
語
的
言
表
，
沒
有
熟
戲
的
時
候
，
往
往
陷
於
淺
薄
的
程
度
。

言
語
雖
然
有
上
述
三
種
缺
點
，
然
而
血
有
牠
的
優
黜
，
乃
晶
聽
者
能
接
觸
首
表
者
的
人
格
，
發
表
者
的
熱
悄
能

冇
接
傳
播
於
聽
衆
的
心
坎
，
使
他
們
贤
生
成
動
。
文
化
教
育
那
，
本
來
品
很
注
軍
生
動
的
成
情
，
闪
此
-
]
目
表
者
的
威

悄
，
和
聽
者
的
戚
情
，
可
立
刻
成
觸
，
以
人
格
與
人
格
相
砥
礪
，
以
生
命
與
生
命
相
交
流
。
雖
然
不
薺
詞
令
的
人
'

只
要
具
有
高
尙
的
人
格
，
其
教
育
陶
冶
的
債
值
，
一
定
比
苹
林
匹
洞
令
而
沒
有
人
格
的
人
為
優
'
f
L子
日
：
「
剛
毅
朴

·_-— 

文
字
乃
是
代
表
瓦
語
的
符
號
，
一
切
歷
史
的
文
化
形
態
，
都
包
合
在
文
字
中
間
。
文
字
的
牯
竹
，
便
品
在
於
永

逵
性
，
不
像
石
語
立
刻
就
洎
滅
，
前
者
是
接
觸
視
覺
的
符
號
，
後
者
晶
接
躅
聽
覺
的
符
號
。
古
代
的
文
化
形
館
，
無

論
是
文
澤
或
科
孚
，
鄱
包
藏
在
文
字
中
間
，
精
岬
科
學
不
消
說
，
就
是
自
然
科
學
，
也
晶
要
用
文
字
表
現
的
。
這
一
一
百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研
究
最
詳
細
的
語
族
，
乃
是
印
度H
耳
是
(
I
n
d
o
-
G
e
r
m
a
n

:
F
a
m
i
l
y
)

語
族
，
叩
度
、
希
臘
、
法
、
義
、
西
班
牙
、

—

,̀ ._ll-

-.-;,:-,' 

瑞
t

｀
滾
、
英
丶
和
、
丹
、
俄
語
等
等
，
都
包
含
在
內
。
次
之
，
有
勢
力
的
語
瓦
，
乃
是
東
亞
民
族
中
的
西
歲
語

| 

芒

1

一
－
－
－

·
L

• 

丨

I

族
(
T
i
h
e
t

:
F
'
a
1
n
i
l
y
)

，
漢
民
族
代
表
之
，
迢
有
一
語
族
，
就
是
鄔
拉
兒
丶
亜
爾
戴
語
族
[
Ural 

Althey 

Fan1ily)

, 

11·_

__--.-.

I 

包
含
祚
歳
5

語
、
七
耳
其
語
、
快
縠
斯
語
(
T
u
n
g
u
s
e
)
'

＂
囚
轂
斯
語
，
再
細
分
之
，
有
滿
洲
語
、
佣
鮮
語
、H
本
語

;I·_

--;i·Il:

__l;;

:l 

• __ 

I,J 

等
。
現
代
文
化
肜
態
中
，
東
方
語
『
口
文
字
，
都
赴
縱
害
，
西
洋
語
百
文
字
，
大
部
分
是
橫
害
，
所
以
文
化
形
態

'
i
t
f

像
她
可
以
料
分
為
兩
大
地
域
。

文
章
的
優
囧
，
就
是
發
表
的
人
，
一
定
在
屯
即
經
過
慎
重
的
考
慮
，
所
以
能
比
較
充
分
表
示
自
己
的
思
想
成
悄

躍
的
戚
悄
人
格
，
逅
就
晶
文
爪
的
缺
槭
。
文
章
在
敘
堪
上
得
到
教
師
解
釋
的
肌
候
，
學
生
就
可
以
併
用
說
餞
，
鵡
緑

或
運
動
成
礎
而
學
習
，
經
過
多
力
面
的
刺
激
，
學
習
的
即
象
，
也
就
更
容
易
深
刻
。

文
章
(
S
a
t
z
)

中
皿
具
有
文
法
的
論
理
，
所
以
文
章
就
是
表
現
意
義
的
工
具
。
文
法
的
論
理
，
乃
是
論
理
的
初
歩

和
本
質
，
並
且
晶
甯
項
關
係
l

關
係
項
與
關
係
項
l

連
結
起
來
變
成
全
體
的
關
聯
，i－
道
全
體
的
關
聯
，
就
是
意
義
的

關
聯
。
文
章
中
間
具
有
主
語
、
述
語
、
客
語
，
或
是
修
飾
語
、
接
續
語
之
類
；
主
語
是
表
現
主
體
個
體
或
個
性
的
，

述
語
是
表
現
普
逼
性
、
一
般
性
的
。
惡
里
應
多
德
的
哲
學
，
就
是
表
白
龘
的
論
理
，
黑
暫
兒
的
哲
學
，
便
是
表
示

丨

l
·

一

1

；
但
是
讀
者
不
能
前
桉
聽
他
細
術
的
說
明
，
以
致
難
解
釋
的
地
方
，
不
易
澈
底
的

f

解
，
而
且
不
能
接
觸
表
現
者
活

I-o 



d
钅
或
N
a
2
b的
米
徵
符
號
，
都
比
自
然
數
1
·
2
L
3. 

的
符
號
，
面
含
有
一
般
的
曹
逼
；
化
學
的
染
徽
符
號H
r
J
0，或
u
牢

物
理
數
學
的
染
微
符
號
，
都
是
很
抽
象
的
。
這
些
符
號
的
性
賀
，
和
直
念
一
樣
，
鄙
朵
表
示
惹
義
或
論
則
的
；
但
麻

義
或
論
理
，
部
宙
要
根
據
事
實

(
S
a
~
h
h
e
i
t
)

，
不
然
這
理
盒
就
髮
＾
為
空
洞
，
而
喪
失
r
涵
義
c
象
徵
原
來
就
晶
象
徵

事
象
的
意
思
，
沒
有
車
寶
做
韭
礎
，
任
何
高
深
的
理
論
，
也
都
晶
空
虛
的
；rJ^
士
張
學
間
的
學
間
，
或
理
論
的
理
洫

象
徵
符
號
，
在
歡
學
上
應
用
得
最
多
'
"
牢
比
概
念
更
抽
象
的
媒
介
者
，
而
其
性
竹
珽
団
隆
逼
；
例
如
代
數
的

a
:

都
共
常
複
雜
。

述
語
的
論
理
，
士
語
述
蹈
的
論
理
，
乃
是
一
種
異
常
軍
要
的
課
題
。
『
巴
語
的
發
表
，
阱
做
一
日
表

(
A
u
s
S
R
g
e
)
'
J
t

有

文
法
的
論
理
0

這
文
法
的
論
理
，
乃
晶
文
章
特
殊
的
論
理
，
文
章
構
成
上
，
特
別
的
關
聯
全
體
性
，
便
是
根
據
精
神

構
造
的
全
體
性
，
然
面
和
論
理
價
值
的
論
理
，
性
質
就
不
相
同
，
論
理
價
值
的
施
圍
廣
闊
，
而
文
法
的
論
理
，
乃
"
{

特
殊
的
偏
面
的
，
可
包
含
在
論
理
價
值
之
內
。

象
徵
符
號
的
媒
介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第
四
節

.·',,. 

rr=-# 

. 

現
在
世
界
上
，
述
語
最
發
逹
的
就
＂
定
法
語
，
而
且
文
法
論
理
級
有
蛻
則
．
，
法
語
中
動
詞
(
述
芭
名

e
辶
b
gavo 

i
r
`
(
h
a
v
e
)

的
變
化
極
其
複
雜
，
可
謂
最
進
步
的
國
語
，
現
代
各
文
叫
國
的
國
語
，
達
到
進
步
階
段
的
動
叫
的
髮
化
，



佰
值
成
受
性
(
W
e
r
t
e
"
<
1
1
p
f
i
n
d
u
n
g
)

，
乃
H
器
指
示
人
類
精
神
對
於
價
值
所
其
成
受
力
的
間
趙
。
從
認
識
論
講
起

來
，
成
受
性
[
S
u
s
c
e
b
t
i
b
i
l
i
t
y
)

也
是
認
識
上
葷
要
的
契
機
(
m
o
m
e
n
t
)

；
康
遼
對
於
這
方
面
，
行
詳
細
的
批
判
遏

~'---

l 

，
但
晶
文
化
教
育
學
所
論
的
價
值
成
受
性
，
和
康
德
所
分
析
批
判
的
意
義
，
不
大
相
同
。

成
受
性
，
乃
n
丐
J

解
認
識
的
第
一
階
段
，
沒
有
價
值
成
受
性
，
一
切1
解
現
象
，
連
入
門
的
初
步
，
都
不
會
發

生
。
例
如
背
樂
的
旋
律(
M
e
l
o
d
y
)

螟
子
，
但
是
沒
有
音
律
成
受
性
的
人
聽
「
，
就
不u
E
r解
昔
樂
玄
妙
的
意
義
。

沒
有
價
值
取
受
性
的
人
，
根
本
對
於
背
樂
旋
律
，
就
不
會
發
生
興
趣
，
祗
戚
覺
惹
人
討
厭
的
聲
茸
，
然
面
具
有
敏
甂

第
－
節
價
值
感
受
性

第
四
章

了
解
的
諸
形
態

，
這
象
徵
符
號
，
就
晶
本
譜
記
號
，
可
記
載
在
五
線
譜
一
，
由
於
這
此
曲
譜
記
號
，
才
能
了
解
音
樂
聲
調
的
高
低
。

的
，
所
以
哲
學
和
數
學
所
盅
要
的
符
號
或
概
念
媒
介
者
，
可
謂
最
難
解
而
棫
高
深
。
背
樂
也
宙
要
＊
徵
符
號
的
媒
介

因
此
數
理
方
面
的
災
徵
符
號
，
要
算
最
抽
象
而
最
難
解
；
概
念
中
的
純
粹
概
念
，
乃
棐
完
全
使
用
在
哲
學
方
血

弃

(
f
v
l
e
i
-
n
o
n
g
)

1' 

的
對
象
論
，
乃
是
討
論
這
些
意
義
的
對
象
；
至
於
應
用
數
學
，
更
必
須
具
有
事
實
的
對
兔
{
o

`
[
J
f
鉭
籙
思
考
作
用
，
則
對
於
實
際
牛
活
節
無
所
補
益
。
無
論
如
何
抽
朵
的
高
等
數
紅
了
一
定
都
要
有
對
象
，
碼
債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 
.... 
" . . ..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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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 . .. .. ,. 

裴
對
於
物
體
的
落
下
，
在
蘋
果
樹
下
經
驗
以
前
，

ll 
靈
成
，
恰
巧
這
囘
鳧
得
成
喂
性
特
別
啟
銳
，
是
什
麼
綠
故
呢
？
．
有
的
學
者
說
，
這
姫
佣
然
性
[

La 

Contengence) 

，
乃
＂
定
個
然
的
觸
機
；
但
她
從
教
育
上
說
起
來
，
卻
有
相
當
的
原
因
，
就
晶
環
境
的
關
係
；
牛
放
在
蘋
果
樹
下
的
囧

i-

-L 

一
定
I
l
J
]

經
騶
不
少
囘
數
，
然
而
部
不
登
得
有
什
接
特
別
的

，
不
過
h
程
及
深
f
2高
低
的
茱
別
。

別
收
銳
而
有
加
新
發
現
的
意
思
。
這
天
才
成
受
力
，
可
謂
乙
天
才
的
靈
成
性

[ inspiration) 

，
朵
任
何
人
邵
有
的

是
非
常
銳
改
的
天
才
成
受
性
。
平
凡
的
人
，
難
然
也
台
經
驗
過
這
落
下
的
現
象
有
很
8

很
多
大
數
，
但
u
心
他
們
成
紅3

遲
錬
9

並
不
覺
悔
有
什
麼
煎
力
關
係
的
微
妙
現
象
。
所
謂
天
才
戚
受
性
者
，
就
站
在
詞
樣
經
照
的
事
采
中
，
成
汛
凡
特

識
上
，
也
極
其
盅
要
。
譬
如
牛
牧
贤
見
引
力
的
原
理
·
血
是
靠
着
攽
銳
的
成
受
性
；
他
坐
在
蘋
果
樹
下
，
忽
然
聽
得

r·
—' 

蘋
果
洛
r
'

在
他
馭
銳
的
成
粒
中
就
伐
得
物
慨
的
恪
下
，
一
定
典
地
球
具
有
引
力
的
關
係
；
這
一
瞬
間
的
成
嬝
，
乃

價
值
戌
受
性
，
不
但
是
背
樂
、
文
學
、
槍
黃
等
惑
術
方[
'
u
u

所
盅
要
的
，
就
品
在
數
理
化
等
科
學
J
j面
的
「
解
認

的
入
，
對
於
正n
繼
的
一n
律
，
乃
採
取
一
種
傾
聽
的
態
度
，
好
像
廣
播
無
綫
電
的
天
線
，
戚
受
電
波
的
狀
態
一
般
，
而

威
覺
背
架
的
背
波
0

雖
然
戚
受
性
晶
十
分
軍
要
，
但
是
n
＾
銣
銳
敏
的
成
受
性
也
不
一
定
會
完
全
得
到
「
解
。
例
如
年

幼
的
兒
屯
，
雖
其
有
背
樂
的
成
受
性
或
天
性
，
然
面
對
於
極
其
商
深
愎
雜
的
背
樂
，
拋f
會
發
生
眞
確
「
解
的
現
垛

，
所
以
其
止
的
r

解
，
非
但
盅
要
敏
銳
的
成
受
性
，
並
且
，
迢
要
其
他
種
種
的
條
件
。



會
是
不
勝
枚
限
，
所
以
並
不
覺
得
特
別
疑
奇
，
釋
迦
看f
，
就
行
抱
着
厭
秕
觀
念
，
這
也n
空
大
才
的
靈
成
性
使
然
的

0

牛
效
發
見
地
心
引
力
乃
垃
靠
純
粹
邱
覺
的
戚
受
性
，
釋
迦
發
見
人
生
的
哲
理
乃
晶
靠
純
粹
視
伐
的
戚
受
性
，
戚
受

盅
— 

以
後
，
須
要
鼯
過
思
索
硏
究
，
才
能
逹
到
澈
底fI
解
其
珊
的
結
果
，
否
則
中
途
面
廢
決
計
也
不f
l有
所
成
就
。

硏
究
［
－
二
十
多
年
，
寫
成
「
如
山
一
般
堆
稻
的
踝
論
文
字
＇
段
能
成
立
他
所
研
究
的
萵
有
引
力
的
學
說
；
釋
迦
布
菩

釋
迦
頴
住
在
迦
毗
羅
城
，
不
常
見
人
家
的
埋
葬
式
，
但
是
有
一
天
出
城
，
忽
然
石
見
「
人
家
的
埋
非
式
，
他
就
得
糾

,_.

II| 

非
常
深
刈
的
印
象
，

r
H冨
質
人
生
部
免
不
了
這
樣
一
個
粘
束
，
就
陷
於
厭
嫌
人
世
的m心
相i
.，
普
通
人
石
見
埋
葬
式
的
機

對
於
這
佰
值
成
受
性
，
面
舉
一
個
例
子
來
說
罷
，
譬
如
釋
迦
出
家
的
動
機
，
也
晶
在
於
特
別
畋
銳
的
成
受
性
。

| 

卅
的
I

解
，
不
會
有
淙
刻
的
效
果
。

的
力
＂
屯
，
使A
類
的
成
受
性
，
髮
成
特
別
銳
利
而
容
易
成
動
。
反
之
牛
收
在
蘋
果
樹
下
，
倘
若
周
圍
有
叭
鬧
的
滌
背

，
有
紛
亂
長
勅
的
J
M．
宋
，
那
本
假
使
蘋
果
落
下f
－
百
囘
，
恐
怕
也
不
會
觸
锄
他
的
靈
機
。

由
此
可
知
，
教
育
的
環
境
，
無
論
是
學
校
全
盟
，
或u牢

p
n
J
f
l

獨
一
個
教
室
，
在
府
施
教
學
時
瑄
鬧
與
靜
肅
，
對
於

價
值
的
成
受
性
，
有
很
朮
大
的
叫
係
。
寂
靜
地
學
習
，
兒
旅
的
生
命
內
層
，
一
定
非
常
活
潑
，
精
砷
也
助
於
集
中
面

張
；
喧
鬧
的
堪
1
1
I
,表
}
u
U
上
好
像
u
定
很
活
潑
，
但
＂
密
這
活
動
，
畢
覓
n
牢
一
種
表
面
上
的
反
射
速
動
，
對
於
精
岬
向

文
化
教
育
限
概
論

候
，
周
圍
的
－
i
J
J，邵
|
分
雑
寂
，
在
這
死
一
般
諍
的
氛
圍
中
，
假
使
有
什
麼
輕
微
的
動
作
，
就
會
特
別
增
加
刺
激

－
－
泅



人
家
的
文
化
不
願
吸
收
，
那
就
是
缺
乏
價
值
受
容
性
的
人
，
再
不
會
有
所
長
迤
。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
]
五

價
值
或
巾
象
，
決
不
＂
心
一
個
人
短
促
的
一
生
所
能
完
全
研
究
或
體
驗
到
的
，
所
以
一
側
人
假
使
對
於
價
值
的
受
容
性

，
能
夠
愈
長
大
愈
豐
富
，
那
就
晶
偉
大
的
人
物
：
年
紀
輕
的
人
，
假
使
固
執
自
己
的
思
悲
形
館
，

r
J負
自
誇
，
對
於

麗
成
郎
，
人
生
肚
會
的
成
情
，
也
大
部
分
體
驗
過
，
面
對
於
價
值
的
受
容
性
就
漸
漸
的
缺
之

3

其
官
祉
界
上
的
文
化

價
值
受
容
性
和
陶
冶
性
的
溜
義
，
有
些
相
同
之
貼
；
受
容
性
乃
n

面
使
價
值
投
人
自
己
的
精
岬
內
坩
的
麻
思
；
幼

弱
的
精
砷
，
內
容
空
虛
，
因
此
容
易
容
納
新
的
文
化
形
癖
'
w
t會
上
未
經
驗
的
事
象
顧
名
，
所
以
所
拇
各
種
叫
染
'

也
容
易
伐
得
新
鮮
，
這
個
粒
期
價
值
的
受
容
性
最
豐
富
。
反
之
，
往
往
有
些
人
囚
訪
精
砷
低
已
伷
淄
，m當
心
體
系
已

第
二
節
價
值
受
容
性

提
櫧
t
'思
索
r
好
久
，
才
能
悟
會
宇
宙
人
生
的
其
諦o
囚
此
戚
受
性
，
不
過
n
定
值
伯
受
容
的
初
步
，
逗
需
要
相
當

的
努
力
，
纔
能
成
功
；
成
受
性
敏
銳
的
人
，
假
使
缺
乏
麻
志
的
努
力
-
]
逞

n
牢
容
品
失
敗
的
。

教
育
上
對
於
這
價
伯
成
受
性
，
須
要
留
泣
的
地
方
，
就
綦
陌
換
新
鮮
的
教
墨
環
境
，
盃
皿
在
環
垃
中
製
造
安
靜
的

竑
圍
，
使
學
生
的
成
受
力
，
能
發
揮
共
天
性
。
戚
受
性
乃
晶
對
於
文
化
價
值
＾
門
的
能
力
，
悄
若
教
育
陶
冶
，
使
旱

生
的
成
受
力
愈
練
愈
鍊
，
那
末
這
種
教
學
方
法
，
卽
歸
失
敗
。



能
成
名
；
龘
貫
、
釋
迦
或
其
他
有
名
學
者
，
蓋
能
成
化
成
許
多
高
弟
子
出
來
，
可
見
前
接
的
人
格f
解
，
亞
教

|l:| 
挫
，
態
度

l
h
l

四
國
佔
邙
行
鈴
形
態
，
都
可
以
得
到
深
切
的
認
識
而
接
受
成
化
，
所
以
教
育
的
成
化
力
，
頗
為
熏
大
。
惇

如
扎
f

的
偉
大
人
恪
，
可
前
接
接
觸
七
十
多
侗
沿
子
，
弟
子
們
囚
為
得
到
他
人
格
的
成
化
典
癒
陶
，
所
以
大
部
份
都

— 

人
格
的
[
l

解
'
T
J
f
區
別
鈁
植
接
與
間
接
雨
種.. 
前
者
品
可
直
接
接
觸
的
人
格
了
解
，
後
者
是
國
於
脈
史
性
的
或

相
福

n
i氏
地
訂
人
格
「
解
。
前
者
l
l
f冇
接
接
觸
那
一
倡
人
的
人
格
成
化
力
，
凡
晶
容
貌
的
莊
嚴
釀
惡
，
言
語
的
抑
揚
頓

動
｀
祜
做
令
燜
稱
造
的
肢
體
而
f
解
之
。

義
，
部
n
計
佔
叩
構
造
的
全
體
性
所
表
現
出
來
的
，
先
要
認
叫
他
精
神
柟
造
的
個
性
定
位
，
然
後
把
一
個
個
的
精
神
活

格
「
解
的
根
本
原
理
，
便
＂
牢f
解
那
一
個
人
的
精
砷
構
造
的
全
體
形
態
，
一
個
人
的
一
舉
一
動
，
或
師
個
監
驗
的
麻

前
述
1
伯
砒
受
性
和
價
值
受
容
性
，
不
但
是
「
解
文
化
形
態
的
前
提
；
並
且
又
晶r
解
人
格
的
暴
本
條
件
。
人

的
憤
瑱
。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價
伯
成
受
性
遲
鈍
的
人
，
對
於
一
切
學
間
，
一
定
不
會
威
到
興
趣
，
因
此
價
值
受
容
性
亦
謎
之
降
低
，
姊
終
沒

有
發
展
的
n
f能
。
教
學
的
功
能
，
在
於
陶
冶
兄
策
的
成
受
性
或
價
值
受
容
性
，
使
他
們
能
夠
各
自
發
服
，
尋
求
文
化

第
三
篩

人
格
的
了
解

-H  ̂



文
化
敉
育
學
概
論

I
－
七

外
，
大
部
份
作
品
，
都
和
人
格
的
形
態
，
具
有
相
互
的
關
聯
。

；
沒
有
作
者
人
格
存
在
的
文
化
肜
態
，
就
無
法r
解
人
格
的
構
造
，
例
如
古
代
印
度
的
哲
學
砷
話
，
希
臘
的
神
話
(

mythos)~~ 

說
，
或
厙
瀘
的
詩
經
和
諍
多
小
說
，
都
因
鈴
作
者
姓
名
不
詳
，
所
以
無
從
「
辨
他
們
人
格
的
構
造
'

可
是
從
詩
、
小
說
的
形
態
槁
造
上
估
＂
面
，
略
可
探
究
作
者
精
砷
槁
造
的
輪
廓
。
除
－
J
作
者
姓
名
不
詳
的
文
化
形
態
以

的
粘
砷
柄
造
，
和
服
史
肚
會
的
環
境
，
都
具
有
本
竹
的
關
聯
作
。
例
如
釋
迦
的
平
翎
慈
悲
思
相

i
，
和
甩
皮
的
嚴
癘
殘

Lf — 

酰
的
四
姓
階
級
，
有
葷
大
的
關
係
；
邨
蘇
綦
督
的
慈
笈
精
砷
，
，
乜
朵
冇
接
反
抗
猶

k
教
的
不
平
等
思
忍
；
，

L
棠

| 

主
義
的
產
生
，
乃
u
定
由
於
拯
救
堢
秋
紛
亂
的
國
家
；
守
賁
[Ch
o
p
i
n
)
的
鋼
琴
譜
，
和
波
閣
的
滅
亡
仃
密
切
的
闈
聯

—| 

；
囚
此
，
一
面
固
然
需
要
研
究
A
格
槁
造
，
而
同
阶
迢
要
研
究
脈
史
紕
行
環
境
，
那
末
才ll
I以
達
到
人
格
的
「
解
。

人
格
的
r

解
，
和
人
格
所
産
生
的
作
品
(
c
n文化
形
怛
巴
，
也
仃
本
竹
的
關
聯
，
甬
者
是
互
相
輔
助
r

解
的
契
機

要
「
解
脈
史
上
的
人
格
存
在
，
須
先
研
究
這
個
人
的
人
格
個
性
和
胝
史
的
峙
代
關
聯
與
崩
會
關
靨
；
囚
鈁
人
格

軍
大
3

育
陶
冶
力
，
L
I心
異
常
葷
大
的
。
反
之
，
人
格
低
劣
的
教
師
，
總
不
會
産
生
出
息
的
弟
子
，
因
此
，
國
家
教
育
的
關
紕

，
完
仝
在
於
師
俺
教
育
的
成
敗
，
教
師
苹
籠
＾
有
為
，
纔
能
産
生
刃
幹
有
為
的
學
生
；
對
於
國
家
的
盛
衰
，
關
聯
極
其

人
格
的
r

解
，
可
分
成
幾
侗
階
段
：
譬
如
要
了
解
貝
多
芬(
B
e
t
h
o
v
e
n
)

的
人
格
，
第
一
陷
段
就
＂
吧
要
邸
他
的

| 



丶

階
段
，
卻
十
分
困
難
，
自
古
亜
今
，
n
有̂
馬
拉
[M
a
l
l
e
r
)

一
人
，
能
典
比
敵
，
所
以
決
非
將
通
入
所
能
深
造
的
。
但

是
能
作
曲
，
而
不
能
像
n
＾
多
芬
這
樣
有
偉
大
的
胝
史
價
值
時
，
已
經
比
第
三
階
段
更
進1
步
，
而
達
到
充
分
f

解
的

丨

I
i

箔
四
階
段
的
一
」
解
，
乃
晶
能
夠
視
自
作
曲
而
創
造
交
鄄
語
樂
，
並
H

要
和
貝
多
芬
作
品
同
樣
偉
大
。
要
達
到
這
一

所
謂
追
憫
瞼
，
比
前
考
史
進
於
深
刻
的
境
界
。

－
音
律
，
須
要
調
和
於
仝
儒
，
當
微
宏
切
不
離
的
l
l部
，
才
能
表
肌
磬
調
全
體
的
美
滿
。
[
]
-
3

第
三
階
段
的
f

解
，
就
晶

動
[R
y
t
h
n
1
u
s
)

微
沙
地
甾
化
為
一
儒
。
交
閼
樂
的
奧
妙
，
曰
平
在
於
全
體
的
紐
幟
或
構
造
，
所
有
各
邙
分
微
妙
的
肢
節

入
自
己
的
枯
岬
內
卅
，
才
能
應
付
裕
如
，
否
則
指
揮
者
的
生
命
律
動
和
成
情
的
流
動
，
便
不
能
和
n
＾
名
芬
的
成
悄
律

r

解
心
第
三
階
段
，
乃
是
非
但
要
能
夠
演
奏
，
並
且
要
能
錡
指
揮
(
C
o
n
d
u
c
t
)

n
＾
多
芬
的
交
驛
樂(
S
y
n
1
p
h
o
n
y
)

,'-

··|I 

o

囚
鳶
能
沆
奏
的
人
，
對
於

I
l
的
認
識
，
逗
比
較
料
淺
，
而
能
指
揮
的
人
，
非
要
把
交
翱l
l
h的全
體
梢
造
滲
透

解
的
本
論
。

入
的
精
神
個
性
枯
造
，
就
根
本
和
貝
多
芬
的
精
砷
內
容
，
不
能
發
生
關
係
，
換
句
話
說
，
就
n
牢
始
終
不
能
f
解
n
＾
多

_.
|I

— 

芬
的
人
格
e

次
之
就
垃
要
親
自
彈
奏
貝
名
芬
的
代
表
作
品
，
以
增
加
拔
巧
的
修
練
，
而
實
行
體
驗
，
以
眞
條
的
全
生

I-I·_I-

.--_ 

.. 
冒

命
追
溯

t
i
n樂
的
價
值
，
迢
種
苦
幹
苦
行
的
追
體
驗
，
足
山
第
一
階
段
踏
進
第1
一
楷
段
而
更
進
一
層
，
可
說
＂
迤
人
格
「

曲
目
所
演
奏
出
來
的
w

律
，
莉
以
叫
瞭
他
的
成
悄
思
愁
(
卽
精
砷
構
造
形
態
v
;
倘
若
速
邸
肌
鷸
不
懂
，
那
*
這
個

文
化
救
育
學
概
論

• 

一 2一·

'\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有
任
何
豐
富
的
成
情
，
也
不
能
表
現
出
來
。

_.,. 
• 

九

剋
服
環
境
，
創
造
出
大
＂
面
最
商
價
伯
的
作
品
，
這
堅
強
的
意
志
，
叫
勉
的
精
神
和
一
買
的
態
度
，
打
破
一
皿
皿
廚
和

困
難
，
就
是
他
人
格
的
中
心
樞
軸
。
倘
若
他
是
麻
志
薄
弱
的
人
，
那
麼
他
的
一
切
音
樂
作
品
，
就
不

f
i產
生
；
縱
然

面
觀
察
起
來
，
他
的
意
志
，
卻
非
常
墬
囚
．
，
他
是
抱
着
獨
身
士
義
，
遺
着
竹
窮
的
境
泗
，
因
鴆
不
闊
的
搭
鬥
血
得
能

的
f
解
，
對
於
n

＾
多
芬
只
把
他
當
微
成
情
豊
富
的
天
才
，
包
綫
着
無
限
制
的
背
樂
朊
律
，
優
達
、
莊
儼
、
停
大
、
阻

_1· 

妙
丶
認
為
任
何
音
樂
悄
操
，
都
從
他
的
生
命
源
泉
奔
流
出
來
的
；
但
是
這
種
「
解
也
不
過
＂
平
倡

[
n
n怕認
議
c

將
別
J
j

美
形
態
為
渲
千
位
，
別
的
價
值
，
不
在
「
解
者
關
心
的
範
圍
以
內
；
這
樣
的
f

僭
J
i沫
，
皿
．
小U牢
全
面
旳
－I
解
。
許
通

人
格
簡
。J
解
，
從
別
的
意
義
淄
起
來
，
就
2
平
全
人
格
的
f
解
，
位.
,
l
O
I

目
＾
多
芬
精
砷
槁
造
的
憤
值
定
位
，n
心
以
海

--._| 

但
是
有
的
時
候
，
n
＾
宙
要
三
、
四
個
階
苣
，
就
能
夠
充
分
的f
解
c

創
作
的
動
機
等
事
情
；
k

面
i
i
i
[

Carlyle) 

-
f
t
他
的
「
英
雄
論
」
中
，
討
洫
過
「
到
底
是
英
雄
沿
時
勢
呢
？
．
這
見
時
势

__ 

,- 

造
英
雄
」
，
就
可
活
用
於
此
處
的
作
品
典
問
代
的
囚
果
關
係
。
嚴
甯
的
入
格f
臂
，
盅
要
有
這
五
個
閼
葭
昀
溈
程
，

蹟
，
第
五
階
段
，
就
是
研
究
貝
多
芬
的
傅
記
作
品
與
底
史
凪
會
環
境
的
瀾
聯
。
傳
記
j
J
n牢
記
載
從
出
l
E亜
逝
批
的
屯

Ilii' 

一
切
人
格
行
動
，
當
然
都
包
括
在i
A
J
.
，
作
品
與
胝
使
祉
會
環
塏
的
關
嘛
，
就
＂
，
他
正
成
受
時
代
的
刺
激
，
而
産
生

境
界
c



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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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第
四
節
文
化
形
態
的
了
解

--· . . ~". 
. 

適
靠
的
教
育
陶
冶
，
使
智
、
情
、
意
三
方
面
得
到
曹
逼
的
發hi
'鈁
般
朮
要
的
貢
任
c
,

，
所
以
需
要
以
理
論
夫
薰
陶
，
以
抑
制
成
情
的
爆
發
。
凡
口
密
教
育
家
，
都
要
觀
察
兒
苗
青
年
的
心
惹
柟
造
，
而
加
以

軸
，
應
力
求
意
志
陶
冶
，
以
補
充
他
的
令
人
精
神
。
缺
之
成
情
的
學
生
，
教
陣
應
當
陶
冶
礱
蓋
的
成
悄
；
富
於
成

情
的
學
生
，
本
來
摳
娠
一
種
天
才
，
假
使
缺
乏
教
育
方
面
理
智
的
陶
冶
，
往
往
就
易
於
戚
情
奔
放
，
而
筱
狂
或
自
殺

曹
通
在
學
校
裏
，
常
見
有
一
種
富
於
理
知
的
兒
萊
，
聰
明
伶
仞
，
智
力
超
鼕
，
確
某

·
l
l
j
焰
之
才
'
T
l
r
"
平
拉
成
以

後
，
往
往
未
必
能
出
人
頭
地
，
甚
致
隋
落
，
這
恐
怕
都
是
缺
之
意
志
陶
冶
的
綠
故
；
所
以
對
於
這
秤
口

I
L
~
m`
弔
校
常

一
定
要
以
全
人
格
的r
解
＾
比
前
提
，
才
能
芻
是
眞
切
的
＾
千
八
陶
冶
。

不
但
某
貝
多
芬
和
牛
敉
，
就
z
定
歷
史
上
所
記
載
的
無
論
那
一
個
偉
人
，
例
如
J
L
f、
釋
迦
、
文
天
祥
等
，
都
J
t
^

-
,
＇

l
l

丨
.
'

__ 

.
u-

-;; 

有
全
人
的
人
格
。
卽
如
近
代
的
孫
吶
理
，
也
有
他
全
體
人
格
的
存
在
，
孫
納
埋
的
一
「
民
毛
義
，
乃
楚
表
現
他
[
理

E
碉

形
態
的
人
格
；
槁
成
三
民
主
義
的
思
和
芥
本
礎
，
在
於
濟
世
救
民
的
熱
情
，
這
就
且
竺
安
回
愛
民
「
悄
」
成
的

K
現
；
他
從

事
革
命
，
不
畏
覲
險
，
在
死
一
生
中
，
努
力
掙
扎
，
這
就
＂
亞
孫
總
理
序
強
的
「
意
」
志
；
道
約
的
志
操
，
估
成
，
＇
珅

-. 

論
一
二
方
面
的
全
體
，
乃
是
總
理
的
全
人
格
。

不
能
說
她
全
人
的
「
解
0

所
以
賣
際
教
學
時
，

鼻



文
化
形
能
的
「
解
，
緊
要
泊
寢
律
，
就
＂
元
要
「
解
令
這

P
\^

肢
閂
泊
陽
深
。
忭
如
第
二
次
歐
戰
的
大r节
件
中
，
．
最

先
浮
現
的
人
物
對
染
，
乃
u
心
希
特
勒
啁
炭
伯
价
等
；
滄
一
了
便n
嵓
吶
洲
的
政
治
紐
誠
形
的
|
l
l
仝
儒
卞
義
典
自
由
士

冒
1
-
-

－
－
.
'
,

.. 

--,_ 

義
的
關
係
；
第
三
，
就
是
經
濟
的
形
態
典
機
柟
|
—
責
本
｀
下
義
的
機
梏
和
＾

E

信
主
義
或
比
戶
主
淦
的
匱
桔
的
判
照
；

乃
是
觀
念
的
精
砷
；
而
後
者
卽
n

咲
問
者
的
規
筏
汰
刑
鳴
表
現
的
主
觀
精
砷
。

失
文
化
形
館
之
責
格
3

以
別
的
觀
幽
沈
起
來
，
文
化
形
態
撬
J
t
^
r
J
1
_

個
側
而
的
性
質
，
第
一
梵
物
件
的
成
嬝
，
第
二

者
未
詳
，
曹
茹
民
族
全
體
所
流
傅
的
民
謠
、
詩
歌
、
小
說
等
，
因
為
品
民
族
全
體
精
神
貫
流
的
作
品
，
所
以
也
仍
不

原
來
文
化
形
熊
，
必
須
要
有
三
個
根
本
條
件
：
第
一
沭
晶
産
生
文
化
主
跩
人
格
的
存
在
；
第
二
就

n
心
文
化
形
飽

中
所
其
旳
規
箝
法
皿
，
沒
有
規
筏
的
法
則
，
這
文
化
肜
g區
就
沒
有
慣
值
；
第
三
乃
是
文
化
形
態
的
物
竹
條
件
，
例
如

言
之
，
乃
是
把
客
觀
的
文
化
梏
造
，
轉
置
於
t
觀
的
精
神
情
諮
a

不
穿
鑿
創
造
的
個
入
人
格
，
也l
l
I以
符
到
「
解
。
這
「
解
的
方
法
，
就
是
客
觀
文
化
的
現
實
化
主
觀
化
的
過
程
．
，
換

產
生
文
化
的
人
格
而

n
n中
獨
「
解
的
方
法
；
苹n
通
的
文
化
形
態
，
大
抵
和
産
生
文
化
的
人
格
都
有
關
聯
，
可
是
假
使
沒

有
關
聯
'
l
l
t
n
r
以
拇
f
i
J
r
解
；
譬
如
古
代
的
傅
說
、
文
獻
、
神
話
＇
，
或
是
現
代
的
經
濟
糾
織
：
政
治
形
態
等
，
假
使

文
化
教
育
湛
概
論

. 
一..

-.- . ,. ..• 
"" " . 

文
化
形
態
的
r

解
，
又
可
以
購
做
內
容
的r
解
'
(
D
a
s
s2chliche 

V
e
r
s
t
e
h
e
n
)

，
乃
是
把
客
觀
的
文
化
離
開

彫
刻
品

I定
盅
要
用
木
頭
、
大
理
石
做
材
料
一
般
。
這
三
種
條
件
結
合
起
來
，
才
能
成
為
文
化
形
態
；
但
晶
有
時
作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t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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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 -
一奮

．禮

求
客
觀
的
價
值
；
換
言
之
，
就
拮
要
移
轉
自
己
的
啁
神
，
手
於
這
些
拉
牻
法
則
，
而
把
灣
主
觀
的
心
恋
擴
大
於
客
觀
的

根
本
不
能
f
l解
文
化
眞
正
的
形
態
和
文
化
其
I
E的
麻
臻
價
值
。
「
解
的
主
國
精
神
，
要
從
這
些
法
則
的
途
徑
中
去
探

從
}
J解
者
的
側
u
U說
起
來
，
規
牠
法
則
，
便
n
牢
f
解
文
化
形
他
所
必
經
的
途
稈
，
不
從
這
規
牻
途
徑
硏
究
，
就

關
聯
，
才
有
客
觀
的
價
值
性
，
不
然
就
痰
失'
r價
值
的
麻
義
。

法
的
怯
則
，
鬪
屯J

J
t
有
人
物
肅
、
山
水
湛
的
法
則
．
＇
這
些
怯
則
，
站
文
化
形
態
中
的
竹
格
，
文
化
形
態
中
其
有
祛
則
的

－
苷
樂
特
殊
沫
則
的
關
聯
，
例
如
十
三
個
調
子
槁
造
的
互
相
關
聯
；
纔
i
l
I以f
解
。
其
他
如
文
學
有
文
章
的
規
篩
、
文

昔
樂
、
文
學
、
繪
廣
也
有
特
殊
旳
法
則
，
不
依
照
這
祛
叫
大
研
究
，
就
不
能
達
到

t

」
解
的H
的
，
結
果
陷
於
主
觀
或

自
我
流
的
窄
狹
的
肆
麻
「
解
。
譬
如
要
練
習
鋼
琴
，
那
木
先
要
研
究
彈
鋼
琴
運
用
手
決
的
規
則
，
和
璐
學
的
決
則
和

覿
念
，
所
以
要
f
解
照
史
的
形
態
，
便
要
順
着
這
因
果
法
則
關
聯
夫
探
究
。
物
理
數
學
有
物
理
數
學
的
法
則
公
理
，

聯
，
譬
如
前
舉
的
例
子
，
乃
是
一
種
朕
史
科
學
，lt

f
1

史
科
學
中
其
有
因
果
法
則
。
因
果
的
關
係
吟
胝
史
科
學
的
中
摳

文
化
f
解
中
，
最
中
心
的
軍
要
下
作
，
就
是
規
純
怯
則
的
「
解
e
J
L文
化
形
態
，
部
其
有
法
則
(
G
e
s
e
t
z
)

的
關

第
四
，
就
是
庫
事
科
學
的
形
態
．
，
第
五
，
乃
晶
國
家
的
地
理
胝
史
傳
統
的
形
態
．
，
從
這
些
小
的
事
象
條
件
綜
合
起
來

'
1纔
構
成
歐
戰
大
事
件
的
全
體
。
倘
若
祗
就
小
屯
伴
泅
論
而
獲
得
的

f
解
，
這
就
不
能
說
貼
典
的
r

躋
，
要
從
大
事

件
全
體
研
究
面
得
到
一
種
秕
界
觀
，
從
這
秕
界
觀
硏
究
局
部
小
屯
件
的
關
聯
，
那
纔
能
獲
得
眞
正
的
「
解
。



部
須
要
受
歷
史
的
時
間
典
宅
間
所
限
制
的
，
換
＂
之
，
文
化
形
態
就
是
結
合
於
時
間
嗎
窄
閥

一
方
面
闥
聯
於
理
念(
I
d
e
a
l
)

的
世
界
，
他
力
－n
u乂
根
據
於
物
竹
的
棐
礎
，
並
且
生
存
在
｀
主
觀

體
驗
的
內
而
、
面
面
已
緹
論
過
〉
；
然
而
不
能
，

m
獨
存
在
於
純
粹
的
理
全
，
或
純
粹
的
物
竹
形
磷
，
而
是
跨
於
三
方
血

的
形
態
而
形
成
旳
3

凡
是
文
化
形
館
，

而
形
成
的
。
文
化
形
館

宗
教
的
領
域
；
各
領
域
其
有
特
殊
的
法
則
閲
聯
，
而f解
者
的
主
觀
體
玲

時
，
林
可
溶
和
於
客
觀
文
化
，
名
之
日f
解
的
現
象
。
作
托
園
伯

(
N
a
t
r
o
p
)

說
·
·
陶
冶
的
方
法
原
理
，
乃
是
把
科

學
、
道
億
、
藝
術
、
宗
教
的
客
觀
扯
界
，
建
諶
於
主
觀
的
精
神
內
而
；
這
批
符
合
於
康
缸
的
原
理
，
「
認
議
甯
屯
観
的

.', 

法
閭
'
h
i
J時U
牢
認
識
對
象
的
法
則
」
．
，
對
象
的
法
皿
，
乃
蛤
超
於
個
人
的
普
遍
怯
皿
，
又
晶
永
淶
性
的
規
筱
性

竹
。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一
二
四

價
值
。
闪
驾
規
箝
祛
n
l
J
,
r
t

定I
t^

有
妥
當
性
和
一
般
性
，
例
如
冇
角
三
角
形
的
斜
邊
，
等
於
別
的
兩
邊
之
法
則
，
晶
具

有
客
觀
的
一
般
性
＂
「
解
者
應
依
照
這
些
注
間
，
夫
硏
究
各
種
文
化
形
態
，
才
能
達
到
眞
祀
的

r

解
。

滌
波
瀾
加
對
於
文
化
形
能
閭r
罵
，
名
之
日
事
項
的
「
解
'
(
D
a
s
sachliche 

V
e
r
s
t
e
h
e
n
)

。
弔
項
的
「
解
，

'-1-

- .. 

可
依
照
精
神
柟
造
的
個
性
形
館
，
分
微
六
種
文
化
領
域
：
便
晶
論
理
的
、
審
美
的
、
經
濟
的
、
祉
會
的
、
政
洽
的
、

，
和
這
客
觀
的
文
化
領
域
贤
生
交
涉
作I
n



總
言
之
，
文
化
的
表
現
創
造
，
必
須
由
於
體
驗
活
動
，
而
經
過
表
現
蓮
動
，
然
後
成
鴆
文
化
形
飽
；
反
之
'
r

文
化
教
育
堪
概
論

一
1i~ 

的
側
面
．
＇
主
觀
方
而
就
是
慾
珝
或
表
現
的
麻
悶
」
客
觀
方
面
便
晶
惹
義
性
和
妥
當
住
｀

象
和
意
義
等
關
聯
性
。
表
現
蓮
動
的
根
據
，
就
是
意
志
行
鈴'
5
心
志
的
打
驾
，
「
n
u
n一3｀
屯
觀
的
側
＇
暉
，
他
面
晶
各
觀

現
運
動
'
"
心
由
於
同
一
的
盟
臉
碁
礎
表
示
出
來
旳
樣
式
，
可
分
三
頃
：
第
－
7
5始
由
於
行
吵
的
衣
沆
突
飽
'
,
之
一
使

是
言
語
的
表
現
蓮
勁
，
滄
三
可
說
梵
文
章
的
表
現
活
動
；
這
些
表
現
蓮
勅
的
心
理
況
笈
，
是
包
合
着
戌
晝
丶
心
在
表

文
化
形
態
，
本
來
＂
牢
主
觀
的
表
現
運
動
所
形
成
閼
，
乃
＂
．

l
.把
士
占
國
的
體
陰
複{
n體
，
結
n^

於
客
四
的
物
」d
。
長

空
間
，
＂
平
與
自
找
的
體
驗
內
容
且
＾
有
密
切
的
關
聯
。

在
客
觀
的
側
面
，
文
化
n
心
包
括
胝
史
的
具
體
性
，
而
被
時
間
的
討
束
性
所
控
鬪
旳
勺
並i
冏
物
竹
條
件
限
定
於

蜆
)、

－
、
－

` 面
、

丶

; , 

、
、
主

,
1
,
I

、

^ 
啄
｀
、

、
、
覘

包
4 

丶

\ I
I
I
I
1文
＇
华
形
《
惡
伷

, , '11 

n` ',' 

z , 
幻
，
／
一
面

/r 
蒞

K
)



或
「
慚
叫
的
過
稈
」
C

第
一
閼
段
，
便
n

眾
1
1手
瓿
集
有
關
係
的
材
料
而
觀
察
之
，
例
如
文
獻
、
傅
說
、
作
品
、
藝
術

修
波
瀾
加
對
於
胝
史
了
解
的
媯
程
，
分
傲
三
四
個
楷
葭
，
名
之
曰
麻
義
的
過
程

(
\
T

organg 

der 

Deutung)

, 

解
。

丶

事
宵
的
背
烘
，
尙
潛
藏
若
胚
史
的
怯
則
或
闪
果
關
聨
；
要
把
這
因
果
沫
刑
透
澈
地
叫
瞭
，
才
能
箔
得
到
照
史
l
f
t

＾
油f

要
了
解
唐
朝
的
悄
形
，
將
照
史
獬
釋
學
的
方
法
原
理
淄
卸
來
＂
為
要
怎
麼
硝
究
呢
？
·
l
j
f
i
r
文
化
形
態
高
深
的
程
度

五
開
界
各
國
所
未
有
；
囚
此
要
研
究
這
一
個
朝
代
的

l
f
f
史
，
第
一
要
把
太
宗
李
匪
民
的
人
格
柟
造
探
究
出
來
，

丨

l
-

－
·
-
－
－

、
或
從
房
玄
齡
、
仕
如
晦
的
精
砷
槁
造
着
手
研
究
，
然
緩
再
研
究
這
些
人
格
活
動
的
脈
史
弔
件
；
同
時
可
窺
探
政
治
與

制
度
的
形
熊
，
和
各
種
文
化
肜
態
具
有
的
關
聯
。
但
詛
些
工
作
，
逕
晶
只
能·J
解
胝
史
的
事
實
而
已
，
殊
不
知
胝
史

的
領
域
，
包
括
着
人
物
人
恪
的
活
動
，
典
朕
史
事
件
或
文
化
．
＇
『
這

1
一
者
乃n
忞
旅
史
領
域
中
不
可
分
離
的
條
件
。
臂
如

人
格
的
r

斛
典
文
化
形
態
的
f
J解
，
大
來
是
其
有
本
竹
的
爛
聯
，
兩
者
聯
合j
f
g
來
，
就
＂
彩
歷
史
的
「
解
。
朕
史

丑
t
。

牙

第
f
節
屜
史
了
解
的
階
葭

文
化
教
育
學
槁
論

解
的
解
桴
，
便
是
山
於
監
驗
的
活
動
，
鈀
入
文
化
形
態
面
探
究
創
造
者
的
體
驗
枯
造
，
然
後
趨
於
表
現
運
動
的
過

一
二
六



價 反已的第理若意想事不，品
值 覆到全四，發義。件 (]i·J 用丶
科對遣逹體楷不見關第的定一行
學於稈眞像段適了聯三姿面秤為
的照中切當的合妥，楷態具菸、
區史，的做工於常而段，有術談

文別的 f 「標作妥的活，或融机話
化；解解解準，當麻動乃環通像丶
胝釋者，，就充義追晶境性力事．

教史，就不然是闥解柟從背發的件
育科新可妥後把的杯成全敖」瓦活丶
學康漸當再第朕， 2 體的性動記

學，函灝的檢一史或 g 像狀的，錄
便學逹時討第現朵房所況，在丶

棡 姑派到候各二實意 o 指，並心 -t:
論屬的深，部階之義『z 示都扎麻器
於立刻就 y 分段時的 的要要內丶
價閩的要的所，結 許與和屠鐵
伯兒 f 再材假就合 g 多全各想器
科徒解反料想不充-材體部像丶
學＾程覆巾的能分或料像分成鋦
，芒．度第件全夠之追，贤其－器
可矣，之和體說時體探生有倘的
典 2 而階附像是，驗究關密統菸
事一成段屬改其就的』稔聯切一掘
宵什澈的於造的可心義；的性品
科繅·底：E 全遏一「說意的這關的等
學提的作鶻！來解晶作關全聯冇各
B戈亻fl·f , 11'1 , ; ii钅 Jij 非梳恨~~ ; ¥ 視個
自過獬以宓而所到，；像次三材
然很。充義卣以 -r 以換雖；·乙仝料

一科 1r.: 1~ 解假這解槁訌然，醴 c
二學要 擴釋想須的成之晶各像笛
七分的 大。新要 I-1 朕，假 ff[; 匕二
別意 ｛宓的繼的史就想分。陷
o 義 解義仝紹，現輦的的這段
分， 者解盟｝第反宵淄，人三，
別就 的釋像四之的 'i~11 但物李某
的是 精-;';_:。楷俏「t 令、j[; 性似像 根
原 1-jf. 砷常那葭若確體不格 l_ 據
理賀 菸之厭的這形輿某:'的這
根科 展 11.'f 將工麻態 JI戈一命形此--~ 
悚學 0 , 這作義() 1禮種蓮態材
，典 在乃新 0 J以 1·1i11J 的窒丶並料



第
1
一
個
比
喻
，
乃
是
以
陶
冶
或i
解
當
做
共
嗚
作
用
(
S
w
i
n
g
t
1
n
g
e
n
)

，
但
晶
精
神
的
共
嗚
，
和
物
理
學
上
的

被
詐
多
人
吸
收
，
仍
能
留
存
而
不
朽
不
滅
。

心
意
，
文
化
財
産
自
體
就
不
會
消
滅
，
依
然
存
在
於
客
截
世
界
．
，
物
賈
1
H^
被
吸
收
，
沭
會
消
失
，
精
神
文
化
雖
然

共
鳴
現
象
，
也
有
甌
別
，
物
理
限
上
的
共
鴨
是
電
波
的
振
動
，
共
嗚
體
不
受
竹
(
Q
u
a
l
i
t
a

t
)的
變
化
．
，
而
精
帥
上
的

共
鳴
陶
冶
現
染
，
被
陶
冶
者
的
心
語
內
肘
常
時
變
化
贤
展
向
上
，
所
以
有
變
「
竹
」
的
現
象
。

乃
是
溶
液
滲
适
於
毛
細
管
的
現
染
，
而
溶
化
則
是
乳
液
溶
解
於
血
液
中
旳
現
染
「
但
這
些
比
喻
一
部
份
固
然
確
切
，

一
部
悅
卻
並
不
相
同
；
囚
鈴
乳
液
滔
化
在
身
體
紐
織
時
，
乳
液
自
體
立
刻
就
泊
滅
，
而
文
化
財
產
陶
冶
影
麂
人
類
的

對
於
陶
冶
或
了
解
作
J
H，
可
以
用
滲
透
作
J
H或
溶
化
及
同
化
作
用
比
嗆
面
說
明
之
．
，
淬
透
作
J
i
l
/-\k·~-

Osn1ose) 

，
佘
破
崙
川
鑰
匙
閒
寢
宇
門
，
假
使
朵
事
官
，
也
沒
有
記
載
於
晞
史
學
的
價
值
。
因
此
，
照
史
的
認
諴
租
自
然
科
學

| 的
事
官
品
栽
'
f
f崆
兩
樣
，
這
也
是
脈
史
解
釋
學
上
的
一
個
間
鵾
。

現
完
全
冏
樣
的
現
染
。
朕
史
科
學
電
在
價
值
，
認
議
選
擇
，
便
以
有
無
價
值
鴆
椋
準c
告
如
一
八
0
\
1一
年
某
天
吮
上

表
現
詞
樣
的
事
官
；
但
是
脈
史
科
學
是
一
囘
性
的
，
時
間
的
過
去u定
不
能
停
留
的
，
所
以
只
能
一
囘
而
不
能
反
覆
表

乃
是
布
於
淇
宵
與
價
值
的
不
同
，
注
朮
事
竹
旳
自
然
科
學
，
品
可
以
反
覆
表
現
的
，
在
同
一
條
件
之
下
，
可
以
反
攪

文
化
教
育
限
概
論

一
1
一
八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 
一·. 
九

第
二
種
n

牢
價
值
設
宅
，
比
價
伯
評
價
進

I個
階
段
而
有
活
動
的
可
能
，
價
值
設
定
的
主
體
(
S
u
b
j
e
c
t
)

，
拋
晶

當
認
錫
有
價
伯
，
假
使
有
人
認
荔
無
價
值
，
那
沭
I
J
J
E

這
個
人
油
主
觀
精
神
'
r『
』
未
達
到
發
兄
價
值
的
程
疫
（
前
垠
的

例
子
，
乃
是
根
璩
倡
性
柚
浩
或
牛
活
體
禱
的
特
殊
性
的
酒
值
；
這n
．
為
尼
在
個
性
的
特
殊
形
億
，
並
不
楚
根
本
否
認
全

硒
的
一
般
普
通
性
；
硃
面
價
伯
汴
價
，
確n
心
4
n有
濃
阻
的
主
觀
色
彩
c

對
於
工
藝
家
便
變
成
工
悲
美
術
的
值
睢
，
對
於
商
人
祗
有
緤
濟
的
價
值
，
對
於
無
知
識
的
農
人
，
樁
完
仝
沒
有
價
缸

的
存
在
。
從
這
種
觀
咻
石
起
來
，
價
值
誣
憤
。
必
無
客
覬
的
忤
逼
性
，
只
憑
主
餵
的
個
性
情
治
而
刊
宅
。
因
此f
解

的
方
法
原
理
中
，
根
據
士
觀
的
精
神
槁
造
戍
盟
1
1國
關
職
之
時
，r
解
的
客
觀
諍
憤
，
邵
不
能
尋
求
客
訌
怕
妥
當
性
。

然
而
凡
其
有
價
伯
者
，
邵
含
有
客
觀
的
普
逼
性
，
譬
如
一
幅
閭
盡
。
倘
若
其
確
且
＾
仃
美
術
價
值
時
，
窩
然
間
個
人
應

態
。
譬
如
一
架
鋼
琴
，
對
於
鑭
琴
家
u
密
將
牛
彈
動
的
價
值
，
對
於
調
律
師
只
有
機
械
仙
造
典
物
理
行
波
的
價
值
，
而

種
形
式
c

價
值
諍
i
t
t
，
乃
是
主
觀
的
精
砷
，
估
計
客
絨
対
染
的
價
值
，
所
以
雖n
氙
回
一
對
染
，
而
主
觀
n
I有
秤
秤
姿

評
價
就
是
以
｀
士
觀
的
精
神
作
川
，
評
判
客
觀
對
象
的
價
值
．
，
其
中
含
有
價
值
誣
價
丶
佰
伯
設
定
、
價
值
創
造
三

第
一
節
評
價
的
妥
當
性

第
五
章
了
解
的
客
觀
妥
當
性



能府 精，程 ~-批家漳到可＊
得的 岬有度 日，,~,1' 作學代觀
到活從活的，；~} g' 以品昶＆精
「勁寳動時才三：好擴 (J~、J 豊：曹刑Ji
解，際。 1吹 ta~ 種 2 像大誣'{!(逼，
J;,J jf,j 考父 ，｀兌.._,~ 目-~昆：自論的的 fll
後臣」科 逞婪 1r'l 萎歪找家時性婪文
，極 k 要根伯～兒圄， i疾 tr 沁 化
自地說 在儁畑苣琛所研，。 4:
然對起 於的造~,.,-----...._觀究價年観教
而於來 彼 r , ~9 察的值幼精
然客， 動解可启乏的峙判的砷育
凉尤滑莧「 的 ; 謂 o岂· ~ 户 作 HU 斷兄低堪
趨游解 地但比．丶之品一或褓巳 概
向牛典 位晶價-所內長價靑逹
k 精創 ；逹伯 說容久值年到淪
現砷造 可到設 的，，司＂乂u~ 古n31 

的作活 晶表定 ＇面所定常超．
飽 )fl 動 大現更 刁能批，依的
度；， 現創活 最佔 r1::1} 就靠程
，所須 的造動 高計的 11「主度
發以要 創的， 的異作以觀，
動「保 造程乃 批正品代灼所
創解持 活度．是 牛1] 的價表心以
造的密 動，[ , 價值，一惹設
活精切 ，朵解 比值，般而定
動砷的 必已的 創，就的咽的
的狀關 然經最 造~ 可價斷價
熱態聯 要脫高 更示信值價值
情，。 逹離形 有於賴 u 值評
。血眞 到「式 意客是惇，價
例是正 自－「。 義觀有如所，－矗
如在的 動解：「 辶。價以以可竺
唱於了 的的解 。．眞值「常擴 O
歌流解 狀領必 臼確的解陷大
唱動＇ 態域須 宦的作的於於
得務是． ，。要 ＝價品方主客
出屈在 乃一「達 蕊伯，法觀觀
神的於 晶解到 惹鑑囚，的的
的遏精 自的創 ＃貲鈴班咽月妥
時程神 發心造 ~'這究謬當
候中構 自意表 庄或位沙。性
，。造 展狀現 @· 價評士但，
一具內 的惡的 s fui 論比達或



文
化
教
育
卑
概
論

一- • 

－－一- . 
- ---
' ... 

右
述
的
過
程
，
-
-
~
*
能
夠
說
是
完
仝
的
，

l

解
途
徑
，
好
像
晶
因
為
士
觀
的
空
虛
，
而
免
強
符
合
客
觀
構
造
法
則

觀
化
溈
程
中
，
r

解
者
的
精
帥
，
I
I
f漸
漸
髮
竹
辰
開
，
精
神
生
命
亦
可
莉
之
伸
此
而
充
寶
精
砷
內
容
。

的
客
設
化
。
換
『
＂
之
，

J

垃
脫
離
偏
狹
的
士
觀
柚
范
體
驗
，
而
進
殷
於
客
觀
槁
造
或
普
逼
的
一
般
性
）
這
主
觀
的
客

觀
的
儒
險
，
順
應
客
觀
的
怯
則
典
柚
造
、
才
能
達
到
自
我
體
險
槁
造
圈
擴
大
的
目
的
，
這
擴
大
的
過
程
，
沭
晶
主
截

有
文
化
的
法
則
或
文
化
內
容
的
精
砷
佔
范
，
這
此
法
則
典
柄
造
，
是
具
備
着
客
觀
的
一
般
性
，
因
此f
解
者
須
以
主

以
自
己
的
罰
肌
枯
油
，
肆
惹
解
釋
文
化
肜
他
，
那
末
這
樣
的f
解
9

血
就
不
能
說
是
具
正
的
，
」
解
。
客
觀
文
化
，
具

f

辨
的
｀
主
體
，
本
來
晶
主
觀
精
神
，
可
是
主
觀
的
生
活
體
驗
，
又
限
制
於
一
宅
的
環
境
或
一
定

的
吟
間
，
恬
偏
快
不
完
令
囧
精
神
柟
造
。
所
以
生
活
體
驗
縱
然n平
了
解
的
某
礎'
1
1
1
n
芒
逗
不
能
說
有
客
絨
性
。
倘
若

A
士
觀
的
客
觀
化

的
價
伯
，
可
是
在
學
習
的
過
程
中
，
已
經
足
以
表
明
得
到r
迆
歩
，
而
達
到
教
學
上
其
正
的
「
解
。

了
解
的
客
觀
妥
當
性

弟
－
福

定
會
手
舞
足
蹈
的
表
演
動
作
，
或
岩
讀
文
薛
作
品
眞
能
得
到

r
解
的
時
候
，
也
會
像
演
劇
般
表
現
沾
動
起
來
。
凡
＂
平

對
於
客
觀
文
化
眈
正
能
夠
得
到
了
解
以
後
，
必
然
會
有
言
語
、
文
章
、
行
動
上
的
創
造
活
動
。
教
育
的
作
用
，
是
非

俱
要
便
兄
i
m得
到
文
化
的
f

解
，
並
且
要
使
產
生
表
現
活
動
的
創
造
癖
度
。
兒
萊
的
創
造
表
現
，
不
一
定
具
有
客
戴



於
粘
砷
槁
迅
的
法
則
活
動
，
這
詐
多
法
則
＇
＂
盃
順
於
親
詭
的
麻
識
活
動
；
囚
此
粘
神
作
用
中
，

一
個
作
用
編
入
別
偏

象
、
戚
悄
、
麻
志
的
要
索
結
合
，
而
是
存
在
於
一
定
客
觀
內
容
的
精
神
槁
造
。
這
些
客
觀
內
容
的
精
砷
構
造
，
足
以

擴
展
人
們
的
思
恕
，
所
以
自
我
圈
也
能
槁
之
擴
展
。
次
之
，
可
設
定
連
結
客
觀
與
主
觀
的
關
鍵
，
而
這
關
鍵
晶
傾
向

盅
要
經
過
一
定
的
告
逼
陶
冶
化
過
程
，
才
能
變
成
一
個
完
人
。
個
性
的
曹
逼
化
過
程
，
可
依
照
第
一
篇
第
六
章
第
二

節
牛
活
形
式
瀟
的
自
我
圈
擴
大
狀
吡
而
進
行
．
，
可
是
自
我
圈
的
擴
大
，
須
要
和
文
化
財
接
觸
，
而
得
到
訐
多
文
化
財

R
個
性
的
並
n
]遍
化
鍋
程
個
性
肜
態
，
曰
乎
全
體
性
的
特
殊
部
分
；
年
幼
時
期
的
精
神
柚
造
往
往
偏
於
主
觀
，所
以

是
客
觀
的
．
主
観
化
。

＊
觀
旳
客
觀
化
．
＇n
I＂
壞
他
客
観
文
化
肜
怛
區
或
別
人
的
精
神
柚
造
，
磗
置
於
自
己
旳
倡
性
槁
造
中
的
情
狀
看
起
來
，
就

以
r

辨
的
方
法
，
從
自
己
的
枯
岬
仙
适
，
轉
換
到
別
人
的
祜
帥
侗
性
或
文
化
形
態
時
的
精
砷
活
動
觀
察
起
來
，
乃
赴

超
越
現
實
的
，

費
牢
十
観
體
閆
，
亦
非
統
粹
的
客
觀
形
態
，
而
是
屯
観
客
観
兩
者
溶
合
的
滄
三
種
形
態
c

這
滄
三
種
r

鮮
形
態
'
"
平

一
邊
更
超
越
現
官
精
砷
面
成
鈴
超
個
人
的
靚
篩
祜
砷
構
造
。
所

一
邊
保
留
在
·
l

解
者
的
精
神
內
肘
，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的
狀
態
．
，
然
而r凈
t
t上
，
自
己
不
顧
自
己
的
精
岬
體
驗
，
而
只
模
仿
別
人
的
精
神
構
造
｀
本
來
晶
不
會
有
的
。
所
以

客
觀
的
生
面
體
呤
，
和
客
觀
旳
文
化
接
觸
之
時
，
主
觀
精
神
，
一
定
要
受
到
一
種
良
化
，
壹
心
變
化
的
結
果
，
並
非
仍

的
追
體
驗
，
才
能
逹
到
廣
闞
的
外
圈
。
所
以
往
往
學
猩
愈
深
，
自
我
圈
亦
愈
能
擴
大
。
精
神
作
用
，
不
晶
跗
獨
的
大

. 
-一.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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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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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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鉤
的
祛
則
＇
｝
r
趴
祝
矩
蜆
間
的
疝
思
，
孟
f
油
「
煌
知
之
辯
」
的
規
矩
，
或
孔
子
所
說
的
「
七
十
，
順
心
所
欲
，
順

耳
所
聽
，
不
蟑
知
」
的
矩
'
,
J
J
是
道
紹
的
咔
則
。
次
t
7
]
佃
怯
制
方
l
h
i的
法
則
，
就
焓
國
家
的
怯
律
或
制
度
，
要
r

韶

月
氘
的
怯
制
機
槁
，
而
不
順
從
『
這
些
法
則
時
，
那
就
不
能
有
客
拽
的

r
解
。
士
觀
的
粘
砷
，
須
要
從
這
些
法
則
上
去

獲
褥
客
觀
妥
當
性
的
了
解
，
而
擴
大
自
我
圈
，
才
能
錡
說
是
其
正
的
「
解
。

道
約3
的
訊
沿
，
戲
要
順
從
沆
相
的
法
則
，
才
能
庫
生
合
理
的
道
臨
，
不
然
就
陷
於
個
人
的
放
庫
而
已
；
這
紐
霆
"

脫
離
不
r

少
數
沛
怯
叫
。

詐
多
法
則
，
呆
有
限
的
杜
料
或
條
件
」
但
銣
造
出
來
的l
l
h
H，
乃
是
無
限
制
的
．
，
任
何
作
曲
家
創
作
任
何
曲H
，
部

不
會
髮
成
＂
危
忙
的
。
長
如
汴
渠
國
，
以
八
十
匕
緯
的
鋼
孕
，
根
噱
和
崍
學
的
法
則
而
能
作
曲
；
八
十
七
鍵
的
譴
盛
汨

否
認
這
庄
誌
圳
，
閭
一
切
濯
象
卽
成
混
亂
模
糊
的
狀
熊
；
順
從
祛
則
，
才
能
創
造
，
不
然
就
陷
於
主
試
旳
非
疝
，
而

這
些
注
咽
立
屯
入
預
的
自
山
粘
砷
吟
，
那
襄
有
閭
納
的
餘
地
呢
！
但
是
這
些
法
則
n
丐
I
解
文
化
的
根
本
原
理
，
假
倈

，
才
能
徂
討
h
墨
的
肜
態
。
凡
其
仃
祛
則
，
才
能
贤
現
客
觀
的
值
伯
。
有
的
人
恐
怕
要
反
駁
，
汕
則
是
一
定
的

'
J
H

槁
造
，
才
能
算
＂
賚l
U
^
J
E

的
藝
術
或
宗
教
。
渺
茫
的
刊
閼
，
並
不
是
科
學
，
這
判
間
、
．
伽
理
．
、
須
要
適
從
其
理
的
法
則

向
以
企
兕
盐
鬪
荇
苴
藝
術
或
菜
牧
等
固
定
肜
鼴
，
須
要
適
從
美
的
原
則
而
活
勁
於
齒
远
面
形
態
，
或
適
從
宗
教
的

作
川
而
能
瘧
｀
及
語
合
於
＾
諡
口
構
造
時
，
犹
可
以
得
到
主
客
滔
化
超
心
寇
的
階
段
｛
人
傾
咐
心
悄
體
臟
是
渲
屯
謀
的
，



第
1
一
某
人
格
朊
一
的
「
解
，
乃n
牢
人
格
廣
闊
的
締
圍
'
i
定
要
有
一
個
統
一
的
日
標
'
F
L
U平
各
種
作
用
，
都
要

歸
納
在
這
一
個
統
一
的
H

標
褒
面
．
，
例
如
有
－
偶
人
，
他
的
種
種
作
用
，
互
相
鋭
定
，
而
現
出
一
種
統
一
根
源
的
態

度
；
凡
環
這
丶
命
運
、
性
恪
丶
精
神
發
展
的
狀
叱
，
部I
L^
體
地
連
結
起
來
，
那
末
在
這
統
一H
標
裏
m
i，
就
可
以
得

切
的
「
解
過
稈
。

的
人
物
的
意
欲
和
體
驗
；
囚
此
從
一
般
理
論
士
說
起
來
，
乃
晶
一
種
俞
蓮
性
格
，
由
於
．
這
些
關
聯
，
我
們
可
進
行

1

樣
。
因
此
，
周
圍
其
監
的
狀
扎
二
不
能
靠
作
掙
止
的
條
件
，
乃
是
在
於
生
生
活
動
的
現
象
；
這
現
象

n
心
支
配
被
「
－
斛

r

解
的
人
物
或
事
項
，
必
須
無
間
隙
地
排
閻
在
周
圍
。
這
樣
的
過
程
，
無
論
朵
物
質
環
境
，
或
精
岬
環
塏
，
都

n
牢
一

此
把
思
考
上
的
時
間
性
宅
間
性
，
移
轉
於
宵
際
的
對
染
，n
翠
「
解
的
初
步
工
作
。
但
這
外
面
的
局
部
位
置
，
只
n

丟
幟

廓
；
所
以
次
項
E
作
辶
就
n
盃
使
時
間
空
間
各
部
分
允
官
，
而
全
體
的
環
境
，
典
具
體
的
構
成
，
須
要
完
全
現
出
，
被

r

解
1
1
_
＿
一
倡
叱
塲
，
第
－
＂
牢
客
觀
的
「
解
，

r

解
的
各
過
程
和
思
考
作
用
，
都
須
參
加
．
，
這
作
用
，
就
＂
心
把
被

r
解
的
對
染
周
圍
，
叫
自
規
定
於
想
像
體
．
，
例
如
瓶
史
「
解
時
，
必
須
把
所
組
織
的
客
觀
時
間
、
空
間
現
實
化
，
如

的
精
神
估
造
；
但
這
樣
的
及
現
，
迢
不
過
晶
抽
染
的
方
式
。
自
然
認
識
的
時
候
，
只
有
自
然
現
象
的I般
法
則
，
n
牢

不
夠
的
，
逞
必
須
要
用
這
此
法
則
所
活
川
的It^
盟
條
件
的
複
合
體
放
在
觀
察
地
黜
。

1 

1
1一
四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r
解
乃
晶
把
內
在
的
＊
觀
精
神
估
造
，
或
超
偶
人
的
作
用
導
出
之
意
，
以
個
人
生
活
體
驗
的
肜
餛
'
f
解
別
人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一
三
l
i

解
的
原
理
，
就
晶
心.. 
心
全
體
的
愤
認
，
所
以
並
沒
有
悄
意
特
殊
的f
解
方
法
；
然
而
從
別
的
截
點
右
起
來

笛
1
一
節
情
惹
的
了
解
與
客
觀
性

丶
尽
"
.
、i
l
,

令
才
'
h

此
十
E
売
國
論
語
而
r

解
J
L
f
A格
之
峙
，
和
三
十
歲
以
後
再
讀
論
語
而r
解
孔
子
人
格
之
時
，
r

解
的
程
疫
，
截

—,_.

I 

一
定
某
後
者
所
尚
儒
險
淇
了
解
深
刻
或
麻
義
充
宕
。

一
秤
料
心
像
力
成
前
嬝
力
，
但
鎴
要
根
據
精
砷
共
通
的
祛
則
；
所
以
牯
殊
的
客
觀
場
鄆
，
或
特
別
的
詐
名
性
格
，
須
要

依
照
沫
叫
的
標
準
'
i
n
i
途
成
俐
造
的
髮
化
。
這
俐
造
的
良
化
棐
漸
進
的
，
入
格
深
奧
的
內
面
，
一
時
不
旅
吸
盔
；
因

部
成
悄
胄
H

地
沒
入
於
對
和
；
而
r
解
，
卻
n
牢
一
種
認
識
的
方
祛
態
度
，
因
此
其
有
理
性
的
批
判
。
r

郿
縱
然
栗
仃

這
種
観
黯
石
起
來
，
-
t
J
J
-
1

解
，
好
像
是
同
情
的
作
用
．
，
然
而
實
在
和
同
情
作
用
，
有
根
本
區
別
。
同
情
就

n
瓦
以
全

m
i
t
f
'

仃
，
然
後
得
到
相

p
V
I
l
o

的
「
解
。
第

1
一
秤
，
就
埜
從
其
盟
的
相
對
狀
館
，
而1
1行
這
些
要
求
或
所
與
的
作
用
。
從

塑
子
"
.
4齶
蛤
湍
禕
的
巨
化
，
u

＾
有
三
種
軍
大
的
性
格
；
笛
一
就
是
客
觀
的
精
砷
作
用
，
把
自
身
投
入
這
種
精
神

能
性
，
而
逕
人
於
內
在
必
然
性
的
戚
悄
；
這
一
秤
成
情
的
源
泉
，
乃n
竺
I

解
的
某
本
。

'
入
物
嗎
生
活
環
垃
的
「
解
，
閂
晶
追
瞪
國
的
關
聯
；
而
這
組
儒
驗
，
並
沒
有
嚴
璃
的
限
界
，
或
有
單
獨
存
在
的
可

到
相
當
的
「
解
：
I

解
的
特
質
，
乃
n

盃
從
這
些
側
面
而
開
茹
，
然
後
採
取
互
相
解
決
的
方
法
而
解
決
之
。
再
迆
一
步



帶
f

護
照
，
從
東
路
至
西
路
，
難
過
1
逍
必
須
搜
査
的
關
日
，
後
來
囚
為
訴
述
悄
急
忘
帶
護
照
的
原
因
、
苦
苦
哀
求

守
關
者
而
打
m
J
J
f
守
關
的
悄
成
，
幸
肪
這
守
關
者
具
有
靈
敏
的
機
智
，
故
意
俞
令
說
：
「
你
日
平
從
西
路
來
的
，
可
惜

你
沒
有
護
照
，
怎
能
放
你
向
束
，
超
快
向
西r
B
J
去
」
．
，
於
晶
這~1
頭
安
然
通
過
關
口
，
趕
得
上
父
親
的
喪
禮
。
從
法

律
裁
定
的
道
理
講
起
來
，
這
個r
頭
，
是
違
背
了
沫
律
的
條
件
，
但
是
就
悄
威
方
面
說
，
覺
得
非
常
可
憐
，
是
悄
與

「
情
」
矗
·`
J
e
n
有
一
個
~
I
頭
，
因
為
接
着
r
喪
父
的
惡
耗
，
在
慌
張
悲
痛
的
悄
孔
之
下
，
趕
緊
遠
瑯
奔
裴
，
可
是
忘

雖
然
時
常
發
生
陌
門
，
但
始
終
仍
能
融
合
於
統
一
的
肜
餛
．
辶I解
她
一
段
一
段
過
程
的
展
開
，
所
以
依
照
這
矛
盾
門

凈
面
始
終
會
發
展
於
統
一
的
過
程
，
在
這
些
過
程
追
體
驗
時
，
就
可
以
變
成
r

解
「
情
理
」
合
併
旳
現
象
。

法
律
的
嚴
r
E執
行
，
須
要
順
次
辦
埋
；
但
有
的
時
候
，
可
酌
械
情
肜
變
通
辦
法
．
，
前
者
＂
牢
「
理
」
，
而
後
者
晶

精
神
'
J
P
t
H
n
i
l

＾
個
人
，
愛
悄
與
理
性
等
等
，
部
無
不
晶
矛
盾
對
立
的
爭
實
或
詆
念
。
然
而
這
些
根
本
對
立
或
矛
盾
，

者
說
得
癘
湣
此
『
'
A
類
生
活
的
常
態
，
根
本
就
是
判
立
i
h
l
＾
矛
盾
．
，
例
如
瞬
息
間
與
亮
造
性
，
視
實
輿
理
相
i
，
肉
體
鹵

的
了
解
現
象
，
才
能
算
晶
其
正
的
f
解
。
但
仃
旳
時
候
，
成
情
、
本
能
、
意
志
力
面
，
和
條
理
理
論
方
血
，
往
往
發

生
糠
種
矛
盾
衝
突
的
現
琭
＇
這
不
但
是
心
惹
精
神
上
的
現
象
，
而U
拋
晶
客
觀
的
歷
史
祉
會
弔
件
常
有
泊
現
象
9

或

情
意
的
f

解
，
乃
是
非
合
理
性
的
f

解
，
判
斯
、
批
判
、
誣
價
岈
作
用
，
是
理
知
方
面
的
合
理
性
的
理
解
，
但
悄
麻

的
非
合
理
性
方
面
不
承
認
時
，
也
不
能
夠
籙
是
完
全
的
「
解
·
，
要
使
悄
典
理
兩
方
面
都
邯
得
判
滿
足
，
而
為
統

1
瞪

文
化
教
育
堪
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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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 '^ 

七

人
旳
店
志
，
偏
巧
旁
邊
被
E
口
者
＂
牢
楫
木
，
倘
若
＂
心
讎
入
的
時
候
，
當
然
已
被
殺
死
，
所
以
這
犯
罪
者
，
有
殺
人
罪
，

可
刊
決
死
罪
或
無
期
徒
刑
。
然
而
從
客
観
論
結
果
論
判
晰
的
時
候
，
他
並
沒
有
段
人
之
罪
，rJ^
砍
倒
一
棵
樹
木
，
所

以
假
使
有
罪
，
世
極
其
輕
微
，
至
電
拋
不
過
晶
賠
償
謝
罪
就
錡

r

。
從
情
意
的
r

解
講
起
來
，
也
不
會
有
死
罪
或
無

期
徒
刑
'
l
l
I的
撬
情
肜
而
輕
減
犯
人
的
罪
名
，
使
情
理
雙
方
都
能
滿
足
，
或
適
於
合
理
性
、
非
合
理
性
充
分
的
［
解

0

前
舉
的
例
子
，
本
來
＂
牢
說
明
道
德
與
法
律
區
別
的
例
子
．
，
前
者
＂
平
士
觀
動
機
論
，
是
處
於
游
德
的
立
塲
，
後
者
＂
牢

客
觀
結
果
論
，
便
n

亞
法
律
的
立
塲
。

其
他
的
問
題
，
就
＂
賚
情
意
的r
解
，
到
底
有
沒
有
客
觀
妥
當
性
？
對
於
這
倘
間
題
，
普
通
的
觀
念
，
都
以
為
悄

意
棐
各
人
不
向
的
，
各
人
有
各
人
的
情
惹
，
最
偏
倚
於
個
性
的
色
彩
，
所
以
都
毫
無
客
觀
的
共
通
性
；
但
這
觀
察
乃

是
悄
意
的
一
種
側
面
，
從
別
的
方
面
觀
察
起
來
，
情
意
也
具
有
普
逼
的
妥
當
性
；
據
許
多
學
者
，
以
悄
操
的
教
材
測

文
化
敉
育
學
概
論

的
意
志
'
u
f
1心
以
客
誤
的
結
果
觀
察
，
他
只
婪
砍
倒
一
棵
楫
木
而
已
。
從
主
觀
論
動
機
論
判
斯
出
來
，
這
犯
人
有
殺

k
n有
人
在
黑
暗
中
，
把
楫
木
謨
認
為
讎
人
'
J
H銳
利
的
斧
頭
砍
倒
f

，
以
主
觀
的
動
機
若
起
來
，
這
犯
人
頗
有
殺
人

理
兼
顧
的
限
動
，
u
心
合
理
性
與
非
合
理
性
，
都
可
以
滿
足
的
了
解
。
凡
法
律
家
政
治
家
或
教
育
家
，
邵
須
要
照
守
瀾

從
隕
屯
観
典
客
觀
的
矛
盾
上
，
再
舉
一
個
例
子
來
說
罷
，
就
n
盔
刑
法
學
上
的
助
憐
論
與
結
果
論
的
矛
盾
關
係
。
譬

者
的
精
神
態
度
去
努
力
自
己
的
車
業
，
才
能
成
化
他
人
。



賅
式
，
、
水
油
不
能
改
髮
的
恆
指
形
式
｀
．
£
原
理
．
＇

f這
篩
吡
形
式
原
理
，
乃
晶
根
據
梧
性
的
刊
晰
，
所
以
完
全
＂
牢
理
論
的

的
形
式
，
以
鈁
認
識
的
根
本
形
式
原
理
；
這
範
玷
形
式
具
有
十
二
個
'
"
牢
先
驗
的

(
apriori) 

；
或
菁
逼
妥
當
性
的

多
樣
性
，
泊
要
結
合
於
梧
性
的
締
咭(
D
i
eKa
t
e
g
o
r
i
e
)

，
才
能
得
到
認
識
的
可
能
性
。
換
『
口
之
，
意
識
叻
冇
觀
材

料
，
須
要
逗
照
悟
性
的
範
咭
命
令
，
才
能
達
到A
類
共
同
的
認
識
。
康
億
牝
r

九
年
時
間
，
專
門
探
究
思
索
這
締
騙

· 

悄
麻
的
斐
聶
性
，
乃

1

牢
荻
兒
或
所
新
贤
表
的
分
野
．
，
他
反
對
康
德
的
理
性
悶
義
或
合
理
的
世
界
觀
，
原
位

5

,U=
-·l 

.i_l 

斥
「

i倆
的
主
張
，
他
認
鈎
恫
昴
上
，
丕
醬
患
矗
妥
當
性
的
法
則
，
於
「
竹
踐
理
性
批
咽
」
的
道
启
行
尬
論
，
诞

高
提
汎
鈎
法
且
9
n

雷
於
理
作
作
用
而
發
現
的
；
東
遼
在
「
純
粹
理
性
批
刊
」
中
，
乩
棐
極1
1主
張
悟
性
(
~
/
e
r
s
t
a
n
d
)

.I'· 

的
漫
越
仟
n

據
他
所
說
的
理
l
h
，
就
n

牢
凡
棐
自
我
就
品
對
於
客
誤
的
對
象
，
保
持
自
己
的
統
一
自
我
，
自
戎
的
直
載

成
悄
作
用
及
現
出
來
的
名
言
。

。
所
以
有
的
时
候
，
戚
悄
比
理
論
，
東
有
泣
炬
脣
訓
一
的
普
逼
妥
當
性
；
孟
f
的
惻
隱
之
心
，
就
＂
七
把
詮
多
人
一
樣
昀

小
有
區
別
'
l
i
f
"
栗
在
一
剎
那
間
，
一
音
邵
表
現
一
樣
的
戚
悄
，
比
理
論t
7
1
面
迢
韶
胥
缸
一
o

不
過
在
戚
悄
作
用
泊
失

以
後
，
J
H理
智
冷
靜
的
判
斯
，
使
他
們
發
表
自
山
槭
紐
之
時
，
便
一
個
人
發
表
一
樣
的
批
評
戚
愁
，
決
不
會
回
樣
［

驗
兒
策
的
戚
悄
動
向
時
，
都
能
斷
定
客
觀
一
般
性
的
結
論
。
譬
如
悄
操
教
材
中
，
逹
到
威
悄
最
聶
潮
或
極
點

(
C
l
i
m

a
x
)的
時
候
，
各
人
都
相
間
地
表
示
悲
痛
、
歡
熹
、
掉
涙
丶
駑
嘆
，
雖
然
程
度
的
高
低
深
淺
有
羕
異
，
或
聲
背
的
大

文
化
教
育
學
櫬
論

言
一
八



間
比
較
接
近
的
苟
似
形
態
，
所
以
類
咽
縱
然
晶
相
異
，
而
個
性
也
不
會
晶
絶
對
的
不
相
伺
。
人
類
的
偶
性
，
在
初
生

時
巳
有
相
同
或
相
異
之
勁
；
逐
湄
生
長
，
然
後
應
順
自
我
與
環
培
的
關
聯
而
贤
殷
，
發
生
秤
種
相M
或
相
差
的
程
度

0

相
同
的
精
神
閌
咽
閭
，
個
人
典
個
人
可
有
妥
常
的
r
解
，
但
相
r
n
l
的
締
圍
以
外
'
i這
f
解
的
現
象
，
就
不
能
保
持

世
界
。
然
而
康
德
茹
終
紹
向
嚴
肅
的
理
論
＊
一
義
，
或
空
洞
抽
象
的
形
式
主
義
，
所
以
爲
改
變
補
充
他
的
鏴
病
起
見
'

現
代
的
生
命
哲
學
家
，
新
開
拓
別
的
分
野
，
就
是
生
命
、
體
驗
、
情
意
、
本
能
的
非
合
理
性
。

荻
兒
戴
所
考
察
的
生
命
、
農
'
"
牢
合
有
思
考
或
理
性
的
作
用
；
所
以
他
的
主
悄
惹
哲
學
，
又
和
柏
格
森
的
生

,.'__

_I_I'I 

命
哲
學
，
根
本
不
相
同
o

在
柏
格
森
的
生
命
哲
學
中
，
是
完
全
否
定
理
知
概
念
的
認
職
，
生
伯
與
言
，
木
來".
3
最

丨
＿

I

根
本
的
矛
盾
對
立
的
雨
頊
事
宵
，
然
而
雖
然
＂
牢
矛
盾
，
但
在
柏
格
森
的
生
命
主
詭
，
認
識
上
的
埋
性
概
＾

f
C
必
定
要

| 

陷
於
第
1
一
次
的
間
題
。
康
掐
＂
牢
認
識
圭
L
主
義
，
反
之
柏
格
森
是
生
命
媯
一
主
義
：
囚
冊
碩
者
遂
成
為
極
端
的
對
立

—·-.

n.-

-I··1 

立
場
2

荻
兒
戴
的
認
識
論
，
乃
是
f
解
的
原
理
，
好
像
n
平
綜
合
康
憶
與
洧
洛
徙
的
立
珝
，
但
巾
官
柏
恪
森
比
荻
兒
妓

_.------'.;

I·-

----.|.!-.-

I--
I 

年
輕
，
所
以
也
不
能
說
是
棕
合
的
立
場
。
荻
兒
戴
的
「
解
論
n
牢
．
跨
於
兩
者
之
皿
，
因
而
爚
則
不
澈
底

丨
．
！
－
．

荻
兒
故
對
於
r
解
妥
當
性
，
提
出
人
類
的
精
神
構
造
為
棐
本
原
理
，
而
以
精
神
的
類
四
[Ty
p
u
s
)
，
價
釋
f

韶

|l 的
妥
當
性
。
就
晶
同
一
類
型
，
可
以
充
分
的
「
解
，
而
相
異
的
類
型
，
r

解
就
不
大
充
分
。
然
面
閂
咽
'
z

元
入
植
中

1
三
九

妥
當
性
。
照
荻
兒
戴
的
見
解
講
起
來
，
倘
若
把
主
觀
客
觀
合
一
的
某
礎
，
置
於
柟
造
的
移
動
時
，r
解
妥
常
性
的
根

|'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第
六
章
體
驗

1
1

表
現
1
1

了
解
的
關
係

知
修
波
瀾
閒
是
在
有
意
識
或
無
意
識
裏
，
綜
合
康
德
曹
逼
妥
當
性
的
要
求Jb
l
^
i
i
t

判
精
神
，
和
生
命
主
凶
的
儒
驗
情
在

—
_
丨

l

的
精
神
；
一
邊
繼
承
康
德
啉
庄
生
努
力
探
究
的
先
驗
規
純
'
]
邊
是
容
納
現
代
的
體
驗
精
神
。

-- 

動
。
修
波
瀾
加
又
解
釋
康
德
所
說
的
，
「
經
驗
一
般
可
能
性
的
條
件
，
向
時
就
＂
平
經
騶
判
染
的

u
I能
性
」
，
常
做
「

認
識
主
觀
的
法
則
，
同
時
晶
彼
認
識
的
客
觀
法
則
」
這
些
法
則
的
曹
逼
性
，
乃
根
據
人
類
的
本
竹
詞
一
性
。

f
h此
可

邊
內
在
於
r
解
者
的
精
神
內
面
，
而
一
邊
超
越
個
人
的
精
神
生
活
，
乃
是
超
個
人
的
批
判
的
精
神
構
。
這
種
規
箝

的
精
神
柟
造
，
作
爲
r
解
的
標
準
時
｀
「
解
就
不
但
是
價
值
認
識
，
而
且
晶
價
值
的
批
判
．
＇
「
解
者
可
以
把
他
人
的

人
格
或
客
觀
文
化
的
意
義
或
價
值
，
依
照
這
規
施
的
精
神
梢
造
，
而
批
咽
陵
幽
或
缺
睏
。
所
以
了
，
義
，

就
是
活
動
意
志
或
自
動
精
神
的
發
動
，
人
格
的f解
，
就
褻
成
人
格
的
創
造
，
文
化
的f
解
，
沭
＂
諺
文
化
創
浩
旳
活

文
化
教
育
準
概
論

據
，
就
依
存
於
了
解
者
現
宵
的
精
神
構
造
，
因
此
不
過
是
陷
於
士
覿
與
客
觀
的
無
終
止
的
循
環
論
而
已
。

為
補
充
荻
兒
戴
的
缺
黯
起
見
，
修
波
瀾
加
就
繼
承
康
德
的
批
咽
精
帥
，
但
不
像
康
德
腌
閱
論
的
抽
埃
的
形
式
概

l
i
;

．
－
．

-
i

丨
—

念
，
仍
以
荻
兒
戴
的
意
義
、
價
值
、
槁
造
，
當
做f
解
的
原
理
。
並
且
r
解
妥
當
性
的
根
據
，
不
像
荻
兄
戟
置
於
被

—| 

r
解
者
和
f
解
者
現
實
的
精
神
構
造
，
而
是
位
置
於
超
越
前
二
者
的
第
三
秤
精
神
構
造
。
這
第
一

1一
種
精
神
梢
造
，
－

1 

g
r。



文
化
教
育
學
堢
論

一
四
一

體
騎
晶
在
於
現
官
，
表
現
＂
震
在
於
理
想
。
體
險
是
從
客
觀
投
入
＊
觀
f
h外
而
內
的
作
用
，
表
現
是
從
主
觀
務
出

至
客
觀
山
內
而
外
的
作
用
0

體
險
是
有
限
制
，
而
表
現
是
無
限
制
的
，
如
新
葡
兄
(
S
i
m
m
e
l
)

所
謂
，
「
人
類
不
知

葷
要
，
例
如
文
澤
棡
論
、
美
琳
、
一3
n樂
表
現
瀟
丶
槍
鬪
表
現
論
丶
戲
關
表
渲
論
等
等
，
都
與
表
現
有
叫
係
。

是
教
育
垠
E^

般
的
工
作
或
現
染
。
其
中
表
現
可
代
表
文
化
形
態
，
文
化
形
飽
乃
是
人
精
的
儒
驗
精
砷
昕
及
視
出
來
的

，
沒
有
表
現
就
沒
有
文
化
。
所
以
表
現
論
的
研
究
，
不
但
是
在
教
育
學
上
盅
要
，
就
某
在
其
他
各
秤
學
業
中
，
犰
很

育
的
影
釋
，
或
文
化
和
心
麻
的
接
觸
，
帥
晶
敦
澤
的
方
法
論
。
體
驗
、
表
現
、
「
解
的
互
相
闆
絛
，
粽
合
此
來
，
｝

創
造
的
現
象
，
所
以
不
曉
得
文
化
形
態
的
性
竹
，
那
就
不
能
f
解
教
育
的
眞
設
。
第
三
種
下
作
，
乃
晶
河
究
文
化
形

態
與
心
意
構
造
的
關
係
，
就
是
教
澋
淪
，
在
前ni
i
f
解
論
中
已
詳
細
考
究
過
，
文
化
影
釋
心
心
的
現
染
，
名
之
鈁
教

文
化
教
育
限
所
需
要
研
究
的
題
H
'
第
一
就
某
生
活
體
驗
的
形
態
，
凡
兒
戢
心
理
學
、
靑
年
心
理
浪
、
成
年
心

心
理
浪
。
洧

1
一
種t
作
，
乃
口
平
研
究
文
化
形
館
或
文
化
價
值
的
性
格
，
因
為
教
育
作
用
｀
根
本
＂
声
文
化
傅
絃
或
文
化

的
心
意
狀
態
，
那
末
對
於
教
育
啉
業
的
推
泄
，

L

作
，
就
在
深
切
硏
究

一
定
可
以
得
到
最
大
的
效
果
，
所
以
箔
一
步i

理
學
，
都
包
括
在
內
，
在
唷

I鐺
精
神
樁
造
論
中
已
詳
論
及
o

擔
任
教
育
工
作
的
人
，
倘
若
能
夠
透
澈
明
瞭
被
教
育

第
一
篩
體
驗
與
表
現
的
關
係



態
瑰
女
子
相
圓
，
那
末
詞
個
男
子
乃
晶
最
沒
有
價
值
的
另
子
，
女
人
像
男
入
，
就
沒
一
1
1
女
人
的
價
值

c

代
表
這
區
別

律
、
矛
盾
律
的
哲
學
家
，
就
是
黑
恪
兄
．
，
代
表
自
伺
律
、
或
i
n
l
I
伴
的
哲
學
家
，
，
使
晶
頲
令(
S
c
h
e
l
i
i
n
g
~

菲
希
沽

—

lI 

__ 

, 

(
I◄'
i
c
h
t
e
)

。

值
，
因
為
有
區
別
就
晶
其
有
偶
性
的
形
態
，
有
個
性
的
肜
館
，
就
薳
＂
存
在
的
價
伯
L

例
如
有
一
侗
男
子
，
偶
性
肜

有
甌
別
'
T
l
r
n
密
四
為
有
腐
別
，
所
以
具
有
密
切
的
關
聯
有
f
區
別
，
不
但
可
以
贤
牛
關
侄
，
並
H

遠
1
1存
在
的
佰

體
驗
與
表
現
，
有
上
述
詐
多
區
別
。
因
為
有
甌
別
，
所
以
有
眞
宵
密
切
的
叫
傣0
例
如
男
鳴
女
，
雖
然
根
本
其

的
狀
態
。

經
哈
。
表
現
活
動
，
乃
是
細
丶
悄
丶
意
識
已
分
化
的
現
象
，
而
有
意
識
自
媒
的
精
神
活
動
，
乃

z
心
直
志
活
動
殼
激
烈

情
、
意
、
知
的
惹
識
未
分
化
以
前
的
渾
一
狀
態
，
可
名
之
日
無
意
識
無
自
亮
的
精
神
狀
叱
，
此
乃
是
最
其
體
的
純
粹

文
化
教
育
浪
溉
論

有
限
制
的
存
在
，
但
自
己
是
被
限
制
的
」(
D
e
r
mensch 

ist 

<las 

begrenzte 

wesen, 

<las 

k.eine 

Grenze 

kennt.) 

。
體
驗
在
於
士
觀
化
的
過
程
，
表
現
在
於
客
觀
化
的
過
程
。
體
驗
晶
比
較
立
於
咾
動
的
立
塲
，
表
現
是
立
於
能
動
活

動
的
立
場
。
體
驗
的
活
動
，
因
立
於
被
動
的
地
位
，
所
以
一
切
涓
會
自
然
現
象
的
刺
激
，
都
收
容
保
藏
溶
化
在
內
。

表
現
的
活
動
，
n

牢
一
切
耐
會
自
然
現
象
投
入
精
神
內
層
，
然
後
活
動
地
再
發
表
出
去
，
囚
此
可
謂
是I種
循
繯
蓮
動

。
體
驗
活
動
在
不
斷
不
絕
地
牛
古
此
發
展
進
步
，
而
一
且
表
現
出
來
的
文
化
形
態
，
就
固
定
在
客
観
秕
界
。
體
瞼
在
於

1
四
二



據
。

(
－
瓦
語
的
表
現
)

(
2
]自
然
料
直
太
物
理
丶
化
根
)
°

一
四
三

了
乙
精
帥
科
珥
上
論
理
、
背
學
、
心
理
學
、
怯
律
學
等
)
°

(
2话
戲
關
、
舞
誦
丶
電
影
。

乃
是
各
種
文
化
形
態
或
領
域
，
都
可
以
包
括
在
內
。
下
列
各
種
表
現
種
類
，
乃
是
暫
時
的
分
顆
，
並
沒
有
嚴
宏
的
根

(
－
)
身
體
的
表
現
．
…
·
·
(
1
)
舞
蛹
丶
遊
戲
；
·
：
秦
打
表
現
。

(
2
)戲
判
丶
術
影
；
．
；
·
態
度
、
表
演
、
表
悄
丶
眼
睛
、
演
手
勢

c

(
－
之
聲
昔
的
表
現
；
．
；
·
(
1
)^背
樂
、
唱
歌
、
吟
詩
。

(
＝
]
)
文
章
的
表
現
：
·
·
(
1
)
文
或
亨
小
說
、
文
章
、
詩
作
、
閻
作
丶
諍
論
)
°

(
3
)自
然
科
邛
太
動
物
學
、
植
物
學
、
物
理
學
丶
化
學
丶
鑛
物
學
等
＼
。

(
l
T
g
)

象
徵
符
號
的
表
現
：
·
；(
1互
數
學
＾
算
術
、f
t數
、
三
角
、
幾
何
、
微
分
、
粘
分
等
)
°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
3
)繪
翡
丶
彫
刻
｀
霄
字
、
－
背
樂
、
裁
縫
丰
悲
；
．
；
．
技
能
表
現
。

愈
有
強
烈
的
表
現
慾
隈
典
活
動
。
並n
通
說
表
現
，
都
晶
指
藝
術
方
面
的
，
但i這
部
是
狹
隘
的
意
義
，
悶
義
的
表
現
，

前
面
嘍
次
說
過
，
體
驗
就
是
表
現
的
某
礎
，
沒
有
體
驗
，
大
概
都
不
會
有
表
現
；
愈
有
深
刻
的
體
蛤
皿
象
時
，



·
·
表
現
晶
絕
對
活
動
的
商
志
活
動
，
經
過
表
現
蓮
動
的
現
染
，
而

1

解
的
初
段
，
比
較
在
於
淡
動
的
立
坞
，
平
於
高

表
現
以
體
驗
猞
某
礎
，
r

解
也
是
以
們
驗
為
某
礎
。
不
遇
犬
現
的
精
砷
過
程
和
「
解
的
心
麻
渦
程
，1
1些
兩
樣

第
二
節
表
現
與
了
解
的
關
係

。
允
其
是
在
陶
冶
時
代
，
對
於
各
方
面
的
坯
現
指
導
．
都
齦
面
要
。

多
菸
，
亦
不
能
兼
有
仝
部
的
表
現
。
可
是
一
個
入
、
部
能

1
1這
仃
蕊
況
，
例
如
i
-
?
l
n
]

立
現
、
玕
二
門
現
、
文
章'

.
t
]
現

犬
現
可
分
詐
多
種
荀
，
但
其
某
礎
只
有
一
個
精
神
盟
玲
的
根
源
。
一
個
人
有
一
個
人
的
憫
性
形
也
，
抨
缺
唁
｀
〉
才

聲
背
的
表
現
，
乃
是
演
奏
者
的
身
體
技
能
的
及
現
。

的
律
動
菸
術
，
而
時
間
窄
間
的
綜
合
形
式
，
就
是
戲
閭
萜
術
c

音
樂
的
表
現
，
譬
如
彈
鋼
琴
彈
仔
亜
竺
峙
，
並f小
是

以
舞
誦
，
第
四
要
以
五
沿
表
明
惹
義
，
第
五
要
以
瓿
屮

g
1
1表
現
背
樂
。
所
以
戯
鬪
一
而
是
睿
問
叻
齒
｀
户
5
，
但
血
＂
」
心
吟
閥
、

而
要
以
文
章
的
犬
現
，
他
方
面
要
有
象
徵
符
號
的
表
現
。
最
後
的
綜
合
表
現
，
就

n
在
樗
閭
，
這
夬
現
包
含
着
四
T
i
J
j

面
，
可
說
＂
菅
成
複
雜
的
表
現
蓮
動
。
第
一
要
以
文
章
寫
作
閾
本
，
滄
二
以
訝
臍
的
薄
作
表
皙
q
I
'卡
，
滄
一-
-
f
i
U

尸
吋
叩
8
加

表
現
分
類
旳
根
據
．
，
不
能
純
粹
的
以I個
形
飽
鳶
根
據
，
有
的
形
能
，
要
包
含
兩
箇
根
掀
；
陘
」
如
化
學
，

(
五
)
綜
合
的
表
現
：
：
入
1
)戲
闊
＠
身
體
、
『
「
語
、
聲
背
、
－
背
樂
、
文
章
的
許
多
要
素
的
綜
合
)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一
四
四

一
方



一
四
五

表
現
典
「
解
的
關
係
，
從
文
學
概
論
的
立
塢
上
講
起
來
，
就
是
創
作
典
鑑
背
的
關
係
；
鑑
貲
者
的
心
惹
遇
程
，

丶

A
勅
、
丶
＿
閲

yu" 

丶

-\ 

、
＿k

見
、

, 

5 

表
~
、
－

._,~v 

＼
、
、
－
、

llIl1111lO[Ei 

, 

J
的
是

礎

,r ` 

' l 
丶

丶
．
／
＇

\l 

i 
l 

丶

丶

1

、

J.-
^
y

、
丶

l
'
·

\l 

. 
F. 

1

、

丶

現
＼
＼
、

I；
．r
v
'

`· 

、
'
,
勺

v
;
t
`
r
q
\
」
＇
，
`
,\ 

,` 

l
'

—
了
倚

"
0
4
\

丶

' 

、

｀
丶

Rm/

; 

`. 

,' 
Ì  
Ì  

、
＇

` 

.' 
/
"
、

造

` ｀
、

,' 
i\ 

( 

丶

\ 

I. 

態
｀
／
＼

r. a 

乃
是
一
種
洎
創
作
的
狀
態
，r
解
缢
賞
者
的
淆
小
說
或
讀
文
菸
作
品
，
就
晶
體
味
俐
作
者
的
精
神
過
稈
或
心
幸
心
狀
偉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踏·

形．化

kt `Ar 
钅 入

血
几

WT 

文

h11.'
i 

恨

（神精~1視 i:)

r
解
的
互
相
關
係
。

深
的
「
解
，
才
能
發
生
活
動
的
意
志
作
用
。
表
現
是
及
出
運
動
，
了
解
便
是
吸
收
運
動
。
表
現
一
定
要
具
有
客
觀
的

形
態
，
但
f
解
只
有
｀
屯
觀
精
砷
的
伸
殷
而
已
，
所
以
晶
無
形
蝕
的
活
動
。
表
現
活
動
要
順
有
各
方
面
的
某
本
祛
則
，

纔
可
自
由
創
造
，
所
以
其
方
向
乃
不
可
豫
測
，
反
之
r

解
須
要
追
從
表
現
的
途
徑
，
所
以
方
向
一
定
，
不
是
自
由
而

是
決
定
的
活
動
。
表
現
的
體
驗
關
聯
，
只
有
創
造
者
的
士
觀
一
個
而
已
'
f
解
的
體
驗
關
聯
須
要
二
個
，
一
個
就
晶

了
解
者
自
己
的
士
觀
盟
驗
，
第

1
一
個
便
品
表
現
者
的
精
神
體
驗
租
織
。
總
言
之
，
r

解
是
從
外
而
投
入
創
造
右
的
精

蝕
槁
造
，
而
創
造
基
從
內
面
精
砷
糾
織
表
現
出
來
的
，
所
以
＼
兩
者
走
着
相
反
的
途
徑
。
下
回
＂
本
表
示
儒
哈
、
表
現
、



愛
與
文
化
愛
的
關
係
，
修
站
掄(
S
t
e
r
n

〉
會
說
：
「
教
育
家
趙
祉
會
咽
的
人
物
．
，
他
的
心
情
＂
牢
傾
向
於
生
長
的
年
靑

·
三
·
-
－

1
I.. _ 

入
，
負
若
發
見
將
來
超
個
入
價
值
的
貢
任
，
把
存
在
於
個
人
精
神
內
面
的
價
值
可
能
性
，
常
赦
文
化
價
伯
傳
逹
的
手

媒
介
者
的
資
任
，
聯
結
兒
誼
啻
年
在
生
長
的
現
實
精
砷

4

和
文
化
憤
伯
菸
生
關
係
。
教
育
家
的
教
育
逐
，
乃
是
子
弟

第
二
是
對
於
文
化
價
值
或
文
化
世
界
的
逐
念
精
砷
。
教
師
的
立
塲
，
本
來
是
站
在
文
化
形
態
的
側
面
，
扭
任
「
解
的

教
育
愛
的
本
賀
，
可
分
鴛
兩
方
面
｀
第
一
是
兒
煎
受
，
乃
日
平
對
於
生
長
務
服
的
兄
滾
靑
年
，
抱
若
熱
烈
的
啞
；

第
三
節
敎
有
愛

就
趨
於
創
造
的
表
現
。

自
由
的
精
神
運
動
，
但
f

解
的
心
意
活
動
，
雖
然
被
對
象
所
限
制
，
可
址
這
有
自
由
解
懌
、
自
山
鑑
買
的

f
i
i
地
。
所

一
邊
晶
模
倣
的
追
體
險
或
追
創
作
，
但
他
面
是
具
有
純
梓
創
造
的
麻
味
；
而f
斛
的
澈
底
，
必
然

以
鑑
賞
或
「
解
，

。
對
於
這
方
面
的
理
論
，H
本
洞
川
白
村
的
「
苦
悶
的
象
徵
」
，
或
夏
H

淑
石
的
「
文
學
講
話
」
，
或
是t
居
光
紬

.
-
－

I
I
·
·
·
'
|

＇
，
－
－
一
一

·
-
I
1

. 

的
「
文
學
序
說
」
中
的
「
惑
術
形
象
論
」
，
部
具
有
獨
創
的
價
伯
．
，
夏
H
"

平
根
據
心
理
琅
的
立
場
鼻
顧
能
澈
底
分
析

— 

文
學
的
構
成
，
k

厝
晶
根
據
背
學
的
立
塲
，
表
自
惑
術
的
本
賀
，
都
受
莢
文
準
的
彭
脬
，
顛
有
創
造
的
價
伯
。

I·_
— 

前
文
巳
說
過
，
了
解
的
程
度
高
深
起
來
．
，
而
內
容
豐
富
時
，
就
容
易
超
於
閩
造
的
J
現
。
俐
浩
活
動
，
是
非
常

•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一
四
六



一
四
七

追
及
，
血
與
他
人
合
體
協
同
的
精
神
。
教
育
愛
和
父
榻
愛
，
有
些
區
別
；
教
育
家
熱
愛
被
教
育
者
的
精
神
，
固
然
好

像
是
父
母
愛
其
子
女
的
心
悄
一
樣
，
然
而
父
阯
愛
往
往
缺
乏
文
化
價
值
愛
，
所
以
教
育
家
，
對
於
這
文
化
愛
也
是
必

要
的
條
件
c

教
育
愛
和
戀
愛
，
也
有
區
別
．
，
第
一
，
戀
愛
晶
審
美
l
方
面
的
價
伯
，
不
過
是
要
想
和
麻
中
人
結
合
的

愛
情
，
而
教
育
愛
，
因
爲
是
各
面
綜
合
的
全
體
價
值
，
而
要
想
與
別
人
脇
體
合
M
的
精
砷
。
第
二
，
紅1愛
是
對
於
佰

值
的
現
實
性
所
抱
的
噯
悄
，
而
教
育
愛
，
便
晶
對
於
價
值
的
可
能
性
，
將
形
成
或
活
現
的
價
值
所
抱
的
愛
念
。
所
以

戀
愛
，
對
於
對
方
的
審
美
價
值
，
愈
優
秀
或
愈
完
撒
時
，
熱
愛
的
程
度
，
也
愈
加
強
烈
．
，
然
而
教
有
愛
的
對
象
兄
煎

靑
年
｀
卻
愈
不
完
全
愈
未
成
熟
或
愈
有
缺
幽
盼
，
熱
棠
的
程
度
，
也
愈
加
高
深
熱
烈
。
因
且
的
教
育
家
，
廩
匱
園

洛
(
P
e
f
a
l
a
s
s
i
)

的
精
神
，
可
代
表
其
正
的
教
育
愛
，
他
的
教
育
愛
的
精
砷
，
閒
名
於
全
球
，
是
教
育
史
上
最
有
意
義

的
一
百
。

文
化
教
育
琳
服
論

眞
正
的
教
育
家
，
都
抱
有
兒
掀
愛
的
精
神
，
而
這
種
兒
霏
愛
的
精
神
，
乃
扯
對
於
兒
洧
的
天
眞
，
純
粹
精
神
的

愛
餵
，
觀
察
他
們
生
長
贤
展
過
桿
的
尹
若
悅
，
或
尙
養
成
優
秀
國
民
而
愉
悅
的
精
神
。
几
愛
者
，
乃
是
其
詞
鈁
價
值
的

向
於
子
弟
的
個
性
與
文
化
價
值
的
雙
方
」
。

段
，
而
使
之
發
逹
蓋
個
人
只
有
從
文
化
價
值
，
纔
能
發
殷
其
特
殊
的
精
砷
槁
造

0

所
以
教
育
者
，
須
要
把
心
情
傾



調
杏
兒
罩
靑
年
知
能
方
·
u
n
的
心
意
形
態
，
美
國
的
實
哈
心
理
學
，
頫
有
成
功
，
但
對
於
成
悄
成
意
志
方
面
的
測

| 

騶
，
尙
未
逹
到
成
功
的
境
界
；
闪
鴆
威
情
意
志
作
用
，
周
於
非
合
理
性
的
，
好
像
是
精
神
現
象
中
，
級
砷
祕
的
部
分

質
認
明
及
決
宗
以
後
，
教
學
的
方
法
，
自
然
而
然
就
會
應
之
而
産
牛
。

調
査
他
們
的
實
際
生
活
．
，
次
之
，
就
是
努
力
研
究
教
材
，
選
擇
其
有
陶
冶
價
值
的
材
料
；

n
心
祖
的
心
商
和
教
材
的
性

觸
，
拋
須
要
密
切
o

囚
此
教
師
的
某
本
任
務
，
首
先
是
要
注
意
兒
罩
靑
年
的
精
神
內
容
，
觀
察
他
們
的
個
性
形
能
，

從
實
際
教
學
上
說
起
來
，
教
師
、
教
材
和
兒
罩
，
須
要
榕
化
於
一
盟
，
才
能
發
生
教
學
的
效
力
；
孜
師
的
粘
砷

和
兒
罩
的
心
意
，
須
要
有
密
切
的
戚
鯛
，
兒
罩
的
心
意
和
文
化
財
，
也
須
要
有
緊
密
的
應
合
，
教
師
囤
文
化
財
的
接

合
聯
結
於
一
體
，
那
末
絨
位
教
師
就
是
優
良
的
教
師
。

，
因
為
教
學
方
祛
，
就
是
產
生
在
「
解
的
方
法
原
理
中n
U
0教
師
假
使
對
於
這
三
方
而
部
有
相
當
的
心
猾
、
面
」
直
昷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教
師
級
軍
要
的
任
務
，
乃
是
研
究
文
化
財
，
對
於
文
化
財
本
竹
研
究
符
精
深
的
峙
候
，
r
l
然
就
徒
涯
牛
傍
良
的

教
學
方
法
。
教
師
第

1
一
種
煎
大
任
務
，
便
是
研
究
兒
眾
靑
年
的
精
神
個
性
形
態
，
對
於
學
牛
的
精
神
侗
性
形
飽
能
夠

得
到
深
切
的
叫
瞭
以
後
，
教
學
方
法
，
亦
會
自
然
地
產
生
出
來
。
第
三
種
煎
大
任
務
，
便
是
研
究

f
解
的
方
法
原
理

第
四
節

一1
一
味
一
體
論

]
四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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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兒
誼
們
先
紐
先
郎
？
，
必
定
對
於
祉
會
國
家
的
認
識
更
深
吋
，
所
以
會
發
生
愛
民
衆
的
精
神

c

偉
大
的
教
育
家
，
往

冶
出
來
的
學
生
，
l
i某
次
I
代
的
國
民
，
所
以
對
於
祉
會
國
家
的
未
來
，
的
確
負
消
很
軍
大
的
資
任
。
並
且
教
育
家

第
一
閼
n
牢
m
t行
咽
，
子
弟
愛
、
文
化
愛
、
i
n
t
會
愛
的
精
神
，
應
當
占
着
教
育
家
精
砷
構
造
的
中
心
。
教
育
家
陶

敦
師
應
f
i的
生
活
形
式
非
常
複
雜
，
茲
就F
列
六
幽
，
酪
加
討
論
。

{
田
五
節
敎
師
的
生
活
形
式

化
，
囚
此
教
師
存
在
的
價
值
與
其
任
務
，
就
非
常
朮
大
。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之
意
，
乃
是
出
於
誠
心
實
意
的
教
育
愛
的
精
神
。
教
學
技
術
徇
軍
要
性
，
十
分
明
顓
，
卽
如
背
樂
家
所
以
有
音
樂
家

的
資
格
，
乃
是
具
有
專
門
拔
術
的
綠
故
，
所
以
同
樣
，
教
育
家
所
以
有
教
育
家
的
資
格
，
也
是
在
於
具
有
教
學
技
術

教
師
的
任
務
是
站
在
文
化
財
和
學
生
的
心
意
中
間
，
做
一
個r
解
的
媒
介
者
，
須
以
人
格
成
化
兒
煎
。
倘
若
徂

不
能
以
人
格
成
化
兒
痕
，
又
不
能
負
起
前
述
三
大
任
務
，
那
麼
這
個
教
師
，
就
應
常
在
淘
汰
之
列
。
假
使
教
學
祗
須

機
械
式
的
，
那
木
現
代
文
明
世
界
，
儘
可
隨
便
利
用
無
線
電
或
留
聲
機
，
裝
置
在
學
校
裏
或
家
庭
褒
，
就
可
以
傳
送

智
識
或
文
化
於
後
生
，
乂
何
必
盅
要
教
師
．
，
可
是
教
學
是
活
勅
的
，
不
但
是
智
識
的
傳
技
，
並

t
t迢
須
要
人
格
的
成

的
綠
故
。

1C 

=O 



要
。

文
化
教
育
淥
概
論

一
五
一

腮
迫
；
教
師
旳
入
恪
或
湛
間
，
當
然
僅
越
於
兒
欲
，
闪
此
兒
岷
自
然
會
眞
心
誠
意
的
悅
服
。
教
師
抱
着
熱
忱
，
誘
掖

指
導
，
以
成
動
日
盡
，
玷
孟
子
所
說
的
心
服
，
而
不
＂
牢
力
服
，
這
＂
牢
教
育
活
動
的
必
要
條
件
。
浪
漫
、
肆
麻
、
放
任

丨

I

等
自
由
＊
義
，
並
不n
心
其
正
的
教
育
態
度
，
＾r1其
n
心
太
沒
有
約
束
的
我
國
國
民
，
對
於
嚴
厲
的
教
育
統
制
，
更
屬
必

售
氣
會
活
動
的
中
心
人
物
．
，
我
國
的
孔
子
、
孟
子
或
脈
史
上
的
儒
家
，
無
不
是
偉
大
的
教
育
家
。

丨
丨

第
一
蔽
了
教
育
家
的
論
理
活
動
，
在
精
神
構
造
中
，
究
竟
占
着
什
麼
地
位
？
這
郤
也
有
研
究
的
必
要
。
論
理
型

的
人
，
並n
通
是
注
前
事
實
，
要
求
普
逼
性
、
妥
當
性
的
具
理
，
結
果
傾
向
於
冷
靜
的
具
理
探
求
的
態
度
，
對
於
人
類

愛
的
熱
悄
，
似
乎
非
常
隔
膜
；
所
以
論
理
型
的
若
名
學
者
，
往
往
冷
酷
無
悄
，
對
於
教
育
家
的
精
胂
愛
．
，
處
於
相
對

的
地
位
。
教
育
家
雖
然
以
愛
的
精
神
為
中
心
，
但
論
理
活
動
，
也
有
脇
助
事
業
推
進
的
作
用
，
尤
其
是
關
於
科
學
教

學
，
這
論
理
活
動
，
足
以
發
揮
充
分
的
價
值

c、
教
育
愛
，
並
不
像
有
的
阯
親
盲
目
的
溺
愛
子
女
．
，
是
須
要
投
射
理
性

的
冷
靜
的
批
判
或t
l
J
斯
，
所
以
論
理
活
動
，
在
教
育
家
的
精
神
構
造
中
批
占
着
相
常
的
地
位
。

第
三
點
＂
本
教
師
的
權
力
活
動
，
究
竟
占
有
什
麼
地
位
？
．
教
育
家
的
主
要
任
務
'
"
盂
由
於
愛
的
精
神
而
聯
合
耻
會

的
活
動
，
因
此
依
鉫
教
師
的
地
位
，
而
以
權
力
隈
迨
兒
平

m
的
態
度
，
斷
不
是
眞
正
教
育
的
本
意
。
然
而
在
訓
練
時
，

命
令
、
禁
止
、
訓
話
丶
懲
戒
，
又
非
使
兒
－
策
服
從
不
可
，
不
過
這
晶
要
以
人
格
成
化
為
根
底
的
，
不
能
綁
肴
權
力
的



救
師
的
生
活
形
式
中
，
級
緊
要
的
，
就n
牢
不
能
強
迫
學
生
。
擔
任
棐
礎
教
育(
g
p國氏
普
通
教
育
)
的
教
師
，
頦

性
，
所
以
和
宗
教
家
的
奮
鬥
粒
秈
，
有
些
相
伺
。
宗
教
家n面
以
祈
求
未
來
天
國
的
光
明
生
活
，
而
淨
化
現
實
的
世
界

，
超
越
現
賞
的
名
利
，
逹
到
永
生
的
願
望
，
也
朵
教
育
家
應
當
採
納
的
態
度
。

現
官
的
不
滿
足
不
完
全
的
醜
惡
祉
會
，
而
期
瓖
將
來
肚
會
的
美
滿
完
菩
，
以
努
力
的
精
神
，
實
現
未
來
的
價
值
可
能

笛
六
黜
n
盔
教
育
家
與
宗
教
的
活
勦
，
其
有
什
麼
瀾
係
？
教
育
家

1買
的
精
神
，
就
晶
在
於
川
教
育
1
1
n邛去
改
造

能
力
洞
察
n
J
L般
的
精
砷
內
容
，
或
觀
察
他
們
的
個
性
形
館
，
也
晶
一
件
煎
要
的
任
務c
但
審
美
型
的
教
育
家
，
往
往

沉
醉
於
審
美
世
界
，
或
者
性
格
偏
倚
一
面
，
然
面
這
種
性
格
對
於
全
人
教
育
，
並
沒
有
什
麼
盆
處
。
教
育
家
所
有
守
家

的
精
神
，
便
n
否
教
育
愛
，
並
不
是
審
美
愛
，
所
以
在
崙
美
愛
侵
犯
教
育
悛
的
時
候
，
就
朵
變
成
非
教
有
的
領
域
。

笛
五
n
密
教
師
典
崙
美
的
精
神
活
動c
"
崙
美
活
動
的
能
1
1，
便
n
牢
宙
美
的
俎
像
力
，
或
銳
敏
的
前
媒1
1，
以
這
些

濟
法
則
的
機
會
，
也
n
牢
不
少
。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第
四
黠
乃
是
教
育
家
興
經
濟
活
勦
的
關
係
。
綠
濟
活
動
，
原
來
和
教
育
家
的
本
質
，
好
像
＂
盃
隔
離
得
很
邋
；
教

育
家
的
精
岬
嶋
品
以
公
面
忘
私
自
廿
犧
牲
的
飽
度
，
貢
獻
於
m
t
t
U
r

國
家
的
本
對
，
謀
利
並
不
是
他
們
精
神
活
動
的
中

心
點
。
但
從
堪
習
經
清
方
面
看
起
來
，
也
要
有
效
能
的
經
濟
精
神
，
經
濟
的
原
則
，
晶
以
最
小
的
勞
力
，
獲
得
最
大

的
效
果
；
所
以
在
教
學
時
，
常
要
顧
到
這
個
原
則
，
以
誡
輕
兒
萊
的
負
擔
。
並
且
在
學
校
薳
務
方
面
，
盅
要
利
川
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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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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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以
各
方
面
的
平
均
贤
辰
驾
教
育
目
標
，
不
可
以
順
應
自
己
的
恫
性
，
領
導
學
生
。
中
學
以
上
的
導
門
學
校
分
科
以

後
，
血
要
留
心
全
體
綜
合
的
立
塲
，
而
以
全
體
的
陶
冶
全
人
教
育
為
原
則
，
不
能
分
割
成

W
r
l
l
的
一
科
而
戒
機
械
的

形
式
。
所
以
現
代
各
國
的
中
等
教
育
傾
向
，
潮
灝
威
覺
若
以
前
的
弊
病
，
而
趨
於
各
科
綜
合
聯
結
的
組
織
)

少
丶
靑
年
期
的
心
惹
發
展
階
段

心
恋
贤
達
的
階
段
與
教
材
的
關
係
，
乃
薪
近
教
育
學
上
特
別
注
電
的
問
題
，
因
為
教
育
界
人
士
，
邵
有
「
解
這

兩
種
關
係
的
必
要
。
倘
若
教
育
者
對
於
教
材
難
易
倒
置
，
或
先
後
凌
亂
時
，
恐
怕
非
但
不
能
建
設
教
育
，
並
且
遠
有

破
壞
教
育
或
蹂
躪
少
年
靑
年
精
神
的
可
能
。
心
意
發
達
的
各
個
楷
段
，
例
如
各
期
的
道
德
意
識
的
發
達
狀
態
，
或
美

意
識
知
能
意
識
的
贤
展
狀
態
等
，
在
心
理
學
中
，
可
得
詳
細
的
研
究
，
本
節
不
再
贅
述
。

我
國
以
前
的
私
塾
教
育
，
往
往
教
十
多
歲
的
兒
翦
讀
論
語
孟
子
，
n
＾
顧
高
聲
朗
誦
，
不
解
內
容
麻
毅
，
這
就n牢

違
反
了
心
意
贤
達
的
教
育
原
則
，
內
容
與
形
式
不
一
致
的
教
育
，
不
是
現
代
教
育
的
楷
模
，
恐
怕
有
時
要
斷
偈
兒
翦

的
精
神
．
，
現
代
教
育
的
目
的
，
乃
是I
天
一
天
或
侮
瞬
間
生
命
的
充
實
，
或n
亞
生
活
的
獷
充
，
並
不
是
犧
牲
兒
葉
靑

年
的
現
前
生
活
，
而
為
準
偏
將
來
成
年
的
生
活
。
兒
策
的
生
活
，
最
寶
翡
的
，
乃
是
現
前
的
充
實
，
現
前
侮
天
的
功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第
七
章

與
文
化
財



權
利
。
這
些
學
者
，
極
力
檳
斥
文
字
訓
詁
的
教
部
祛
．
和
乾
燥
無
味
的
注
入
式
的
．
T
智
教
育
；
有
必
魯
立
牯
的
「
男

I-,ll 

性
教
育
」
t
i，
極
力
官
揣
林
皿
教
學
、
f
n即
教
學
、
游
泳
、
冶
水
裕
丶
聯
合
們
操
等
粘
極
活
動
的
教
育
。

祛
，
犧
牲
現
宵
的
過
程
(
P
t
o
z
e
s
s
)

，
邡
末
未
來
的
陶
冶
，
就
無
從
建
設
。
現
代
教
育
的H
的
，
乃
是
在
於
俑
天
兒

「
讀
害
頁
遵
心
自
見
」
的
諺
語
，
實
在
不
＂
牢
現
代
教
育
的
原
則
；
而
「
正
讀
茫
陷
霏
蘚
」

6票

"
.
4現
代
的
教
湛
J
j

，
而
結
果
一
無
所
得
。

1
段
的
順
次
打
定
某
礎
，
上
1
段
能
夠
r

－
解
以
後
，
才
能
「
解
次
一
殷
，
否
則
令
們
的
堪
間
紐
織
，
不
能
融
會
買
通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踝
尙
不
能
徹
底
f

解
，
怎
能
獲
得
未
來
學
業
的
成
功
，
允
其
是
現
在
的
數
限
或

n

然
科
學
的
紐
織
體
系
，
便
盅
一
段

－
墨
百
年
身
心
的
健
全
和
發
展
。
現
在
的
教
育
'
"
牢
頂
在
過
程
陪
段
的
現
宵
，
而
不

r
R未
來
結
果
·
，
因
爲
倘
若
各
楷
段

的
過
程
，
都
能
努
力
用
功
，
自
然
而
然
就
會
有
好
的
結
果
。

現
代
的
教
育
，
軍
在
過
程
｀
屯
義
，
所
以
可
以
說
某
自
由
主
義
或
人
格
、
主
義
的
教
育
學
。

盧
梭

(
R
o
u
s
s
e
a
u
)

的
「
愛
禰
兒
」
〈Em
i
l
e
)
出
現
以
後
，
愛
倫
凱(
E
l
l
e
n
,

K
~
y
)的「
兒
s
m的
批
紀
」
[
Das 

jahrh 

, 

undert 

des 

k
i
n
d
e
s
)

，
或
圏
户
匱
涵
函
國

m圖
閂
囯(
R
.
G
r
u
l
i
t
)

的
「
稔
國
＾
而
＾
北
面
國
」
'
[

Das 

Deutsche 

und 

sein 

V
~
f
e
r
l
a
n
d
.
)

，
「
德
國
人
與
其
學
校
」(
D
a
s
Deutsche 

und 

seine 

.
S
c
h
u
l
e
.
)

，
「
男
性
教
育
」(
E
r
z
i
c
l
r
n
n
g

zur 

mannhaftigkei 

t
.
)等
許
中
，
不
但
鼓
吹
過
程
主
義
的
教
育
，
面
I

牯
別
閘
扔
尊
前
兄
~
屮
靑
年
的
個
性
形
郎
或
人
恪

I
H止
四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一

I
五
五

次
之
人
格
須
以
意
識
統
一
呤
某
礎
，
所
以
致
思
(
B
e
s
i
n
n
u
n
g
)

亦
屬
必
要
。
專
心
和
致
思
都
有
靜
止
和
進
行1一
稱
形

好
的
心
念
而
洎
求
歸
附
的
峙
候
，
這
種
狀
態
，
就
睏
啉
心(
V
e
r
t
i
e
f
u
n
g
)

，
而
使
＂
牢
心
惹
活
動
或
意
幟
擴
大
的
形
式
；

教
育
人
員
，
涇
洧
暫
峙
保
守
順
肌
訌
此
楷
段
的
必
要
。

隸
屬
於
心
珂
學
派
的
林
拔
德
，
起
先
犛
捍
倡
四
階
葭
的
教
學
形
式c
他
說
我
們
泗
到
一
個
對
象
，
贤
生

I種
愛

一
(
段0
赫
拔
德
及
其
弟
子
成
勒
(
Z
j
II 

e
r
)所創
的
石
葭
教
琅
怯
，
當
咋
付
風
廑
於
卅
．
界
，
不
遇
後
來
囚
鈐
發
見
太
受

li/I.

-· 

機
械
形
式
的
拘
束
，
所
以
大
部
份
壕
者
鄱
務
生
反
對
的
｀
屯
張
。
可
某
現
在
除
f

若
練
的
教
育
人
員
以
外
'
l
般
清
年

教
學
階
段
論
，
棐
屬
於
教
學
形
式
方
面
的
，
教
材
方
面
一
個j
f
i
J
C
J
c

的
教
學
過
程
，
往
往
U
r以
分
成
五
段
四
段
或

嗆
八
章

敎
學
階
段
論

存
歡
用
抽
象
困
難
的
教
材
時
，
倘
若
供
他
們
其
們
加
淺
的
教
材
，
那
就
很
容
易
惹
起
他
們
蔑
視
詼
材
的
几
仙
。

伯
，
盅
要
用
比
儒
教
材
的
峙
候
，
倘
若
供
之
以
抽
象
困
難
的
教
材
，
就
會
泊
滅
一
切
效
集
；
－
一
十

J
I肱5即
移
的
古
年
，

教
材
有
教
材
的
構
蹈
肜
式
，
這
些
槁
蹈
肜
式
，
假
使
能
銷
遊
合
兒
滔
古
年
的
粘
砷
枯
錯
，
那
．
本
就

1
1陶
洽
的
值

者
，
應
當
葷
視
現
前
的
過
稈
，
不
柟
放
樂
現
宵
的
生
活
。

前
文
瘻
次
論
過
，
教
材
應
i
J
J
合
兒
策
靑
年
的
心
麻
贤
迏
階
段
，
或
自
我
圄
擴
張
的
狀
叱
；
所
以
負
扭
教
育
古
任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導
心
進
行
的
狀
棲
皿
聯
合
[As 

$ 
ziation)

, 

館
，
就
成
為
四
種
階
段
。
明
瞭
專
心
靜
止
的
狀
態
腓
做(
I
(
l
a
r
h
e
i
t
)

，

靜
止
的
致
思
阱
系
統
(
S
y
s
t
e
m
)

，
迆
行
的
致
m
羅
方
法
(
M
e
t
h
o
d
e
)

，
新
奮
觀
念
，
都
要
經
遇
上
述
四
種
楷
段
纔
能

薯
。
他
的
弟
子
成
勒
，
把
「
明
瞭
」
再
分
為
分
析
與
綜
合
兩
種
楷
段
，
成
為
在
階
段
c

正
來
因
[
Rein~ 

驾
教
學
上
使

丨
.
|

利
起
見
，
更
名
為
豫
備
、
提
示
｀
比
較
、
縮
括
、
應
用
五
阶
段
，
名
之
曰
五
段
教
學
汰
。

至
於
現
在
的
教
學
楷
段
，
大
略
分
鈁
三
種
，
第
－
＂
盃
豫
備
階
段
，
奶

11 

＂
夯J
解
階
段
，
第
三
便
貼
應
川
陪
葭
。

不
像
從
前
這
樣
分
得
細
密
而
拘
束
在
必
然
的

l
定
形
式
，
n
在
留
下
隘
晨
應
變
或
融
通
性
的
餘
地
，
使
教
帥
能
夠
自
J
h

運
用
。
以
下
比
較
詳
細
地
論
述
這
些
階
段
的
任
務
工
作
；

．
第
一
，
豫
備
階
段
的
任
務
工
作
，
在
心
惹
活
動
的
過
程
方
而
觀
察
起
來
，
乃
n
冗
冇
觀
的
階
程
，
有
的
浪
者
名
之

曰
直
觀
階
段
，
就
n

生
有
冇
觀
材
料
的
時
候
，
可
以
把
這
些
模
型
教
具
等
，
提
示
在
兒
罩
靑
年
的
面
前
，
以
供
觀
察
大

略
的
輪
廓
，
面
使
獲
得
大
體
的
印
象
，
這
些
印
象
＂
字
由
於
意
識
的
沖

l
性
的
仝
體
印
象
，
棐
知
、
情
、
麻
作
J
l
J
未
分

化
以
前
的
全
的
意
識
的
印
象
。
這
一
種
印
象(
F
i
r
s
t

I
m
p
r
e
s
s
i
o
n
)

，
鐺
認
識
的
載
初
前
提
，
例
如
牛
汶
石
見
蘋
果

丨

的
落
下
，
就
是
屬
於
第
一
種
階
段
。

倘
若
沒
有
直
觀
的
材
料
，
那
麼
一
定
栗
喚
起
學
習
的
動
機
，
以
表
象
使
兒
－
平

m
l
e
J
憶
過
夫
的
生
活
經
驗
，
作
鈁
f

解
的
苯
礎
，
渲
生
活
經
驗
不
泊
說
是
要
和
現
在
的
教
材
具
有
關
係
的
。
假
使
忽
親
這
種
任
務
，
不
但
兒
琯
沒
有
典
睏

1
五
六



蕾

笠
一
情
段
的
工
作
，
乃
＂
栗
求
澈
底
的
了
解
，
救
限
上
大
部
份
的
工
作
，
都
在
第
1
一
階
段
。
就
教
師
的
立
場
講
起

來
，
r
解
旳
階
段
，
就
n
盔
教
授
；
反
之
從
堪
生
的
立
塲
說
起
來
，r
解
的
工
作
，
便
是
學
習
；
所
以
教
授
洫
｀
學
習

論
，
乃
朵
同
一
寐
監
的
兩
個
側
面
，
換
d

之
，
就
n
牢
「
解
原
理
的
兩
側
面
。
布
第
二
階
段
，
須
要
活
動
一
切
了
解
的

心
麻
過
程
，
面
依
照
前
文
論
汎
的
「
解
方
法
原
理
去
工
作
，
根
據
各
種
文
化
財
的
規
範
法
則
，
以
擴
充
和
深
化
生
活

經
驗
。
生
活
經
驗
，
非
但
在
第
一
階
段
需
要
，
就
是
在
第1
一
階
段
亦
不
可
缺
，
因
爲r
解
作
用
，
可
以
用
生
活
緤
驗

作
為
根
據
。
「
解
作
用
，
就
晶
生
活
經
驗
的
擴
充
和
深
化o
有
的
教
材
，
雖
然
會
離
開
實
際
生
活
，
可
晶
和
生
活
形

訂
正
之
。

一
五
七

，
而
H

以
後
的
r

解
作
用
，
亦
不
能
充
分
的
實
現
c

喚
起
動
機
，
可
以
促
成
兒
童
愛
妍
學
習
的
熱
烈
成
情
＇
，
凡
追
想

丶
懷
憶
、
等
成
情
，
都
足
以
使
學
生
和
教
師
的
心
意
溶
和
於
一
體
。
陳
述
生
活
經
驗
之
方
式
有
兩
種
：
一
種

n
密
教
師

發
間
使
學
生
自
山
發
表
，
另
一
種
晶
教
師
自
身
，
敘
述
自
己
廣
闞
的
經
驗
。
在
生
活
經
驗
中
可
以
採
取
有
關
教
材
和

最
有
教
育
價
值
的
經
驗
，
以
作
敉
珥
羌

J

解
的
某
礎
。
生
活
繹
驗
可
分
成
情
與
理
智
兩
種
，
前
者
務
必
多
用
「
表
象
」

呤
心
意
作
用
，
以
造
成
一
種
和
出
的
成
悄
氛
圍
：
後
者
足
以
刺
激
兒
葷
的
妍
奇
心
和
眞
理
探
求
心
，
尤
萁
晶
教
學
力

面
，
務
必
多
垠
例
子
，
以
準
確
的
方
怯
，
作
為r
鎦
的
某
礎
c

生
活
經
驗
，
往
往
品
依
稀
模
糊
而
不
準
確
的
印
尿
'

不
妞
視
前
的
冇
観
｀
囚
此
陳
述
生
活
繅
嗌
，
必
須
1
1求
確
實
，
B
n使
不
能
確
實
，
亦
應
當
以
敦
授
f
解
的
工
作
逐
漸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注
，
造
成
幾
個
語
死
售
的
商
等
遊
民
，
不
知
將
牣
誡
指
塤
應Jn於
官
際
。
例
加
各
學
生
雖
然
都
明
瞭
文
．
天
祚
的
精
砷

I··-
-·1I'_· 

稱
造
，
但
不
免
要
竅
生
一
秤
戚
恕
，
沆
貼
文
天
祚
在
國
家
滅
亡
的
峙
候
，
才
能
發
揮
忠
誠
的
粘
神
，
我
們
仆
國
家
興

瀉
。
譬
如
公
民
訓
練
，
講
演
文
天
祥
的
車
睛
，n
牢
「
解
的
陪
葭
'
i
l
f
n
牢
文
尺
祚
的
精
神
桔
造
，
和
一
般
堪
生
的
個
性

'_ 

.. 

---

·l 

形
態
截
然
不
詞
，
於
品
切
合
各
個
澋
生
的
似
性
形
區
，
面
分
別
指
迅
他
們
府
際
的
側
性
生
活
，
這
就
某
生
沾
指
沿
。

檉
如
論
語
t

士
扎
子
非
耜
各
側
弟r
T盡
苯
的
力
祛
，
机
祗
n
牢
一
種
牛
頫
~
指
珥
了
這
種
生
活
指
迅
，
乃
某
矗
其
巾
要
的
楷

I·_1 

•• 

-· 

段
，
新
教
育
學
巽
於
從
前
而
祚
別
優
越
，
就n
生
在
於
發
見
這
秤
生
活
指
導
的
屈
段
。
從
前
的
教
育
'
"
＾
妞
智
識
的
灌

論
，
不
過
n
牢
一
般
共
同
的
岡
迎
。

去
分
析
研
究
，
就
品
第
二
附
段
的
工
作
。I
A
l為
各
科
有
各
利
的
本
竹
，
所
以
教
育
力
汕
亦
各
不
相
伺
'
l
l
r
n
佢
本
節
所

不
斷
的
關
聯
。
「
解
階
段
，
就
朵
內
容
的
深
究
，
i
l
f
n
在
例
如
國
文
和r
J然
科
學
，
對
於
坪
容
r

解
的
方
法
，
有
些
相

異
；
粘
岬
利
帛
或
文
化
科
學
有
粘
砷
科
學
或
文
化
科
學
的
枯
蹈
，
自
然
科
部
有
自
然
科
學
的
柚
造
，
依
照
這
些
槁
造

的
印
象
，
第
二
楷
段
便
把
這
仝
齶
印
兔
，
再
細
密
地
分
析
各
個
肢
儒
；
然
面
這
些
肢
鶻
，
須
要
淇
全
怕
的
柄
造
保
忤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態
一
定
具
有
間
接
的
關
聯
；
否
則
絕
對
和
生
活
沒
有
關
係
而
相
隔
絕
，
那
就
根
本
沒
有
麻
思
。

第
二
楷
段
和
第
一
階
段
比
較
起
來
，
究
竟
有
什
麼
關
係
，
乃
盂
幗
瑣
要
的
間
題
。
第
一
楷
段
的
值
観

'
1

平
全
盟

第
三
楷
段
的
應
川
，
就
是
各
教
材
澈
底
「
解
以
後
，
以
r
·

解
的
原
理
慮
川
於
官
際
生
活
，
囚
此
名
之
日
生
活
指

一
五
八



l
e
r解
作
J
H

2
9
教
授
、
學
習
的
工
作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1
一
、
「
解
階
段

L
H

的
指
成

辶
生
活
經
驗
旳
喚
起

。Z
有
截
材
料
的
提
示

］
學
習
動
機
的
喚
起

為
終
結
c
亜
於
各
階
段
的
任
務
或
工
作
過
程
，
亦
可
分
成
下
列
各
個
網
H
:

一
、
豫
備
階
段

1
五
九

指
導
，
瓿
應
靠
依
照
各
人
的
年
齡
、
垃
遇
、
性
別
丶
時
血
、
處
垃
、
個
性
形
態
等
，
而
以
適
＾

n

的
方
法
指
迢
實
際
的

，
這
4
1
2
教
限
上
最
緊
要
的
階
段
。

生
活

綜
合
上
述
各
階
葭n
t
i罪的
說
起
來

7

乃
n

牢
從
生
活
經
驗
爲
出
發
點
，
淄
入
「
解
的
中
心
點
，
最
後
以
生
活
指
淄

旺
忝
小
的
時
候
，
似
乎
不
盅
要
有
這
種
精
神
；
並
且
他

n
盃
君
主
時
代
的
人
物
，
現
在
是
民
士
時
代
，
所
興
洫
地
位
乂

截
然
不
h
i
l
'
T
l
f
n

平
愛
國
的
粘
岬
不
論
戰
時
半
時
，
不
論
君
主
時
代
民
主
時
代
，
晶
箝
一
個
國
民
都
應
當
有
的
，
生
活



弟
九
章

最
簡
略
的
說
，
可
表
明
如
下
。

生
活
經
驗
l
l
f

解
作
用
j
l

生
活
指
導

骼
同
祉
會
，
乃
1

定
祉
會
學
上
的
術
語
，
和
利
盆
砒
會(
G
e
s
s
e
l
s
c
h
a
f

t
)處
於
相
對
的
地
位
。
脇
同
凪
會
所
指
示

的
內
容
，
就
n
面
以
自
然
的
成
情
鐺
關
鍵
砥
結
合
的
圍
盟
，
例
如
夫
婦
、
家
族
、
親
族
｀
民
族
等
都
晶
。
利
益
耻
會
，

乃
是
以
利
益
的
關
係
，
而
結
合
的
團
體
，
例
如
公
司
、f
t
l
^
n
丶
等
紐
織
，
以
團
盟
各
個
人
共
同
利
盆
爲
目
標
的
各
種

團
體
。
單
一
民
族
柟
成
的
國
家
，
可
以
說
是
局
於
協
同
祉
會
，
因
鈴
民
族
晶
以
耻
緣
關
係
成
立
的
自
然
閣
體
，
所
以

2
生
活
指
導

L
應
川
輿
脱
間
、
處
境
、
個
性
、
年
齡
的
關
係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辶
一
般
原
理

七
生
活
經
驗
的
擴
充

記
全
儒
與
部
分
的
關
係

1
1一
丶
應
用
階
段

協
囧
祉
會
敎
育
與
民
族
精
砷

一
六0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H2 

構
成
國
家
的
主
體
，
乃n
生
在
於
民
族
某
體
，
因
此
國
家
的
某
礎
，
乃
是
脇
同
紕
會(
G
e
m
e
i
n
s
c
h
a
f

t
)。
但
國
家
乂

雷
要
贤
揮
種
種
椴
能
，
在
本
問
有
本
國
的
沫
律
，
對
國
外
有
國
際
法
，
布
以
法
律
為
國
家
糾
織
的
某
礎
方
而
觀
察
起

來
｀
园
家
是
一
種
利
益
「J
f
f
f
r
.

，
尤
其
扯
對
外
國
的
交
涉
，
根
本
是
以
利
害
關
係
的
調
度
為
立
場
｀
囚
此
一
切
國
際
法

，
部
焓
在
於
規
定
種
種
的
利
害
淵
係
。
阮
以
國
家
的
性
質
＂
空
兩
方
面
的
，1~是
搞
同
祉
會
，
另

I
而
＂
丟
利
盆
－
j
n
t
f
I

c

杓
翰
落
克
(
J
o
h
n

Rock; 

的
國
家
論
，
盧
菱
(
R
u
s
s
e
a
u
)

的
民
約
論
，
或
逹
耳
文
的
演
化
論
，
都
＂
密
根
據
利
益
肚

I
·

一
；

i

－

i
-
.
I
·
l
l
|

會
的
偏
面
論
i
u
n
,
l

如
落
L

邵
金
[
K
3
p
o
5ki
n
)的互
相
互
助
論
和
倫
埋
學
，
或
者
孟
子
任
大
學
一
的
祉
行
國
家
絨

,-

.I·

— 

，
亦
＂
平
一
種
代
表
槁
同
肚
會
的
偏
面
。

學
校
的
性
竹
，
也
晶
一
面
局
於
磺
同
砒
會
，
而
他
面
帶
些
利
盆
祉
會
性
質
的
。
限
校
的
章
程
校
靚
等
'
"
牢
一
種

利
益
肚
會
所
其
的
條
件
，
但
晶
學
洨
的
本
竹
，
乃
晶
屬
於
協
同
耻
會
。
在
縱
的
方
面
師
生
關
係
或
橫
的
方
而
學
友
關

係
看
起
來
，
都
n

牢
以
成
情
和
自
餘
的
悄
悛
團
結
的
，
師
生
的
成
悄
晶
一
種
純
粹
自
然
的
威
悄
，
學
友
的
戚
情
．
＇
山
時

常
超
越
利
鹵
的
附
絛
'
l
i
l
此
學
校
的
围
體
訓
練
，
須
要
喚
起
自
然
的
戚
悄
，
而
作
為
團
體
精
帥
的
某
礎
。

笛
1
一
次
歐
戰
以
前
，
有
許
多
同
家
氏
族
往
往
渾
遇
祚
缶
大
的
威
脅
，
而
威
到
相
當
的
危
機
(
K
r
i
s
i
~
)

所
以
都
自

動
坩
加
愛
國
心
，
結
果
喚
起
民
族
全
體
的
團
結
心
，
而
努
力
於
國
家
民
族
的
教
育
；
例
如
德
國
納
粹
黨(
N
a
t
z
i
s
u

, 

m
u
s
)的
抬
頭
，
乃
是
由
於
上
述
的
理
論
。
民
族
主
義
或
全
體
主
義
第l
流
的
理
論
家
，
就
是
修
滂

(
O
~
h
o
m
a
n



統
制
指
導
國
民
一
切
油
生
活
。

結
合
於
和
接
不
離
的
關
係
。
又
說
，
對
於
國
家
方
面
的
文
化
耻
會
、
利
益
凪
會
、r
l
然
t
i
t
會
，
都
要
以
陶5
i
n
個
人
為
＇

某
礎
，
假
若
個
人
間
贤
生
利
害
衝
突
，
闞
家
要
能
依
照
公
允
的
原
理
調
停
之
；
國
家
乃
站
在
紀
對

·
"
r
r
f
A
I

的
地
位
，
而

發
表
民
族
精
帥
，
那
就
n

否
民
族
中
偉
大
的
創
造
者
；
非
創
沿
者
，
便
被
動
地
參
加
民
族
的
團
體
。

開
爾
先
斯
太
，
在
他
的
「
陶
冶
理
論
」
薯
作
中
，
討
論
國
家
的
公
民
陶
冶
，
和
自
仆
入
格
的
個
人
旳

5
i
n，須
要

匱
將
各
方
而
論
證
全
監
主
義
，
其
結
論
乃
在
於
粘
帥
的
全
體
性
，
民
族
的
＾
心
儒
，
不

n
心
在
於
形
人
，
而
在
於

超
越
緹
濟
，
或
超
越
氣
候
、
風
t

丶
一
一
口
語
、
人
種
、
地
域
的
環
垃
。

n
r
t
會
中
間
，
無
論
商
人
、
工
人
、
宙
人
、
文
化

人
、
政
治
家
等
各
個
人
，
都
要
適
從
於
全
鶻
性
的
民
族
精
岬
，
根
本
不
能
脫
離
民
族
的
]
i
J
J
影
釋
。
假
使
能
自
動
地

定
民
族
廁
會
的
個
有
性
，
或
n

牢
規
定
民
族
的
形
式
、
價
伯
、
本
仇
。

a
`
m
r
)，
他
在
「
興
的
國
家
」
和
「
民
族
性
的
本
質
」
若
作
中
，
舉
出
民
族
本
質
的
三
種
要
索
，
笛1
種
品
言
語

，
第
一
一
種
晶
國
家
，
第
三
種
乃
n
千
八
種
。
但
是
這
三
種
要
索
，
雖
然n
菩
民
族
生
活
形
式
的
本
質
或
根
本
條
件
，n
T
n牢

實
在
逞
不
能
立
刻
就
阱
做
民
族
，
民
族
的
本
竹
，
乃n
迢
在
於
精
神
的
協
同
耻
會
，
這
種
精
神
協
同
祉
行
，
不
是
任
意

的
肚
會
，
乃
n

亞
某
礎
的
必
然
的m
t會
；
這
某
本
凪
行
的
內
容
，
便
n
生
文
化
，
文
化
就n
杏
氐
族
所
能
表
琨
的
最
朵
本
的

特
徵
｀
世
界
觀
、
道
德
、
法
律
、
宗
教
，
科
學
｀
藝
術
，
無
不
帶
着
民
族
的
色
彩
或
意
識
；
這
民
族
色
彩
，
乃
n
盃
説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一
六
1
一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H^I-I 

主
義
和
個
人
主
羲
的
翟
段
C
£
;
:
砥
中
國
的
統
一
典
囿
粘
的
原
囚
，
可
以
說
很
多
，
最
主
要
的
就
是
幅
員
廣
闊'
i
-
n
語

— 

示
統

i
，
地
域
觀
念
的
臨
種
。
囚
此
舉
校
教
育
，
無
論
在
精
神
陶
冶
或
形
式
訓
練
方
面
，
都
需
要
以
民
族
全
體
精
神

我
國
瓦
族
士
義
的
理
論
醴
系
與
官
踐
蓮
動
，
也
就
n
牢
全
監
主
義
的
精
神
柟
适
，
以
前
我
們
的
國
家
民
族
，
好
似

一
般
散
沙
，
現
在
囚
鈁
得
到
民
族
卞
義
的
陶
冶
，
進
步
料
多
f

，
但
遠
n
牢
i
部
份
的
現
象
，
大
部
份
『
追
未
脫
離
利
己

然
的
關
係
，
蒯
｀
小
於
共
伺
的
瓶
史
，
而
且
能
擔
當
自
給
自
足
的
罪
位
，
纔
能
算

n
牢
民
族
。

侯
國
，
而
這
拉
小
國
家
中
，
又
合
着
主
張
自
由
權
的
個
人
；
結
果
割
據
多
數
私
團
體

C

而
互
相
节
耷
優
先
權
，
不
管

民
族
國
家
全
體
的
衰
落
，
而
把
民
族
國
家
導
入
於
滅
亡
的
深
淵
。
這
種
傾
向
在
一
九
1
1
1
0
年
纔
得
完
全
清
算
，
從
此

以
後
，
就
團
結
民
族
而
造
成
統
一
的
國
家
。
民
族
也
和
個
人
一
樣
，
盅
要
期
求
生
存
，
而
民
族
所
以
能
得
到
生
存
，

乃
是
在
於
統
一
與
團
體
。
凡
特
殊
的
、
個
別
的
，
都
要
融
合
於l般
的
全
體
，
才
得
發
牛
恋
義
與
內
容
。
結
合
於
自

，
乃
県
個
人
主
義
、
主
觀
才
義
的
後
果
。
當
峙
的
宗
教
、
文
學
、
哲
學
、
科
學
、
政
治
、
經
濟
運
動
，
邵

n
平
指
向
從

教
權
、
國
家
、
傳
統
而
斛
放
個
人
的
自
由
權
利
，
因
此
一
個
國
家
中
合
有
無
數
小
國
，
例
如
小
公
國
、
選
舉
侯
、
諸

古m
厚
竺
I
~
r
n
s
t
:
i
{
r
i
e
e

了
"
~
4
現
象
限
派
的
教
育
學
者
，
台
啤
作
「
民
族
的
全
體
國
家
典
國
民
教
育
」
一
害
，
澈

~|-

F 

底
硏
究
仄
扒
的
全
忙
祜
砷
。
．
他
說
，
囯
閶
在
過
去
四
百
年
中
，
乃
＂
牢
入
禁
分
裂
，
個
人
獨
立
，
或
個
別
經
濟
，
地
力

分
權
的
服
史
，
而
這

J
l
t
-
]

親
象
的
思
和
2背
烘
，
就
＂
滘
自
律
主
義
、

'
l
l
1
1
1

主
義
、
人
格
主
義
、
理
性
渲
屯
義
，
：
耳
以
蔽
之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論

生
產
敎
育
論

勞
作
敎
育

美
國
的
行
為
主
淡
心
理
學
，
相
德
國
近
年
的
勞
作
教
育
學
的
思
涸
，
共
主
張
大
致
相
近
。
勞
作
教
育
學
說
，
n
~
{

尊
屯
垠
生
f
l
1』
活
呻
冨
因
自
己
決
定
，
以
特
代
知
識
本
位
的
教
育
，
而
再
進
一
步
說
，
n
牢
以
誦
昶
堪
生
煇
矗
力
為
某
調

闍
溺
先
斯
太
令
在
他
的
「
作
爲
淥
校
叻
概
念
」(
D
e
r
Beggriff 

d
e
r
~
\
r
b
e
i
t
s
s
c
h
u
l
e
)

一
害
中
，
竭
力
提
倡
勞

作
生
産
教
育
。
他
認
為
職
業
陶
冶
是
宵
歳
勞
作
教
育
的
某
礎
，
一
切
準
確
的
理
想
，
國
民
勞
作
的
認
識
'
[
買
現
國
民

勞
作
的
寇
志
真
能
力
，
都
須
要
經
過
職
喂
陶
冶
，
才
能
成
熱
。
職
業
陶
冶
，
須
要
根
據
各
人
的
個
性
形
態
，
使
各
人

能
儘
撬
發
展
其
個
性
，
而
從
事
於
所
愛
好
的
職
業
，
梵
達
到
高
深
墩
業
的
必
緤
階
段
，
但
國
家
須
要
其
佃
俊
良
的
設

備
典
方
針
。
勞
作
教
育
典
的
價
值
，
不
＂
盃
眾
~
昴
日
說
，
．
且
聽
，
或
視
碌
所
能
獲
得
的
，
是
要

J
H自
己
的
身
盟
去
勞
锄

工
作
，
深
刻
的
體
驗
，
才
能
獲
得
其
切
的
知
識
了
解
，
而
証
養
高
深
的
品
性
智
能
。
譬
如
地
理
教
育
時
，
朵
初
品
以

教
材
鈴
根
據
，
後
來
可
指
導
學
生
溉
地
圖
，
使
「
解
的
程
度
格
外
深
刻
；
再
迆
一
步
，
用
種
種
材
料
，
去
製
詔
高
低

弟
- .. ..... 

, "r'" ... IJll 

弟
十
章

,
1篇
教
導
的
主
旨
，
利
用
同
有
文
化
、
風
俗
、
習
慣
、
傳
統
等
＇
~
陶
冶
民
衆
自
然
的
囿
結
精
砷
。

一
六
四



阿
＂
口
的
立
體
模
吶
，
使
學
生
對
於
地
勢
地
形
更
進
一
步
的
得
到
澈
底
的

r
解
。
這
所
盡
的
地
圖
和
所
製
的
糢
型
，
就

是
勞
作
教
育
的
産
物
。
勞
作
教
育
的
實
旌
，
須
要
教
師
特
別
努
力
｀
或
特
別
指
導
，
以
北
作
則
，
犧
牲
一
切
，
和
限

亞
＾
同
從
事
於
勞
作
，
才
能
逹
到
目
的
o

不
然
，
教
師
懶
惰
，
學
生
血
隨
之
變
為
懶
惰
。
我
國
國
民
已
懶
怡
成
習
'

所
以
從
教
育
陶
冶
，
以
改
造
國
民
性
格
，
而
鍛
鍊
勤
勞
的
習
慣
，
實
為
常
前
的
念
務
。

開
爾
先
斯
太
，
又
把
知
識
分
鈁
二
種
，
乃
傳
承
知
識
和
經
驗
知
識
，
前
者
＂
牢
山
於
別
人
傅
授
的
，
後
者
便
＂
氝

,_I|l 
自
己
的
經
驗
而
自
動
獲
得
的
知
識
，
所
以
邱
象
比
較
深
刻
而
能
緊
貼
心
惹
的
底
厝
c

傳
承
知
識
，
只
n
告
見
閒
的
知
識

，
緤
驗
鈕
識
，
除
傳
閒
以
外
，
更
須
體
驗
的
勞
作
；
所
以
眞
的
教
育
，
務
必
養
成
學
生
勞
作
的
習
慣
，
在
勞
作
化
的

客
氐
又
分
技
能
驾
兩
種
，
乃
機
械
技
能
和
生
產
技
能
；
前
者
是
以
練
習
能
獲
得
的
技
能
，

n
＾
有
普
通
的
價
值
，

I 
後
者
是
產
生
於
個
人
天
賦
，
或
根
據
個
性
形
態
旳
技
能
，
所
以
具
有
特
殊
的
價
值
。
以
上
所
舉
的
傳
承
知
識
和
機
械

技
能
，
不
棐
豊
富
其
切
的
知
能
，
祇n
牢
一
種
無
生
氣
的
虛
僞
知
識
；
反
之
，
經
驗
知
識
和
生
産
技
能
，
就
棐
親
自
勞

備
所
得
到
的
有
價
值
的
智
能
，
所
以
能
滲
透
於
心
底
。
從
前
教
學
的
缺
貼
，
就
是
只
能
關
心
於
前
者
疇
．
＂
而
不
能
蓴
心

於
後
者
，
所
以
沒
有
顯
若
的
成
效
。
這
樣
冇
起
來
，
以
後
的
教
育
，
自
非
褻
更
各
校
的
租
織
面
採
用
勞
作
教
育
不
可

，
便
各
校
都
有
勞
作
教
育
的
研
究
與
設
備
。

文
化
教
育
學
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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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程
中
，
獲
得
頂
大
的
教
育
價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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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職
業
陶
冶
和
人
格
陶
冶
，
「
回
有
宗
接
不
離
的
閶
係

弋

l

子
1
g
f勺

M
?
j
,

客
l
y
\
F
'

＂

l
l
1
1
;

類
的
個
性
和
木
四
所
菠
牛
的
，
所
以
出
於
天
賦
本
罰
的
職
業
'
J
i
I比
極
可
慷
告
的
人
怕
本
務
，
絕
對
不
容
忽
視
'
[

；
；

J

上
＇
．
，
霹
傲
一

3 
r~ktis 

2i[ 

1)IH1Un 

,t 

張
先
從
職
栗
陶
冶
人
手
，
然
後
再
擴
大
於
一
般
陶
冶
。
原
來
職
業
介
晶
偶
然
附
圄
於
人
角
牛
活
的
，
官
仟
＂

r

根
據
人

以
前
的
教
育
思
相
i
，
有
兩
種
樹
立
的
主
張
，

smus) 

；
前
者
某
主
張
一
般
陶
冶
或
某
礎
的
人
格
教
養
成
立
以
後
，
然
後
再
加
專
門
的
職
業
陶
冶
，
然
而
後
者
某
主

1
某
人
文
士
一
義
[
HU111anis1nus 

\
，
一
正
實
學
E`
義
P
r
a
g
u
m
a
t
j

, 

第
二
節
生
產
敎
育
與
國
家

點
。

知
識
補
充
經
驗
紉
誠
，
以
機
械
技
能
補
允
生
産
技
能
，
均
以
後
者
鈴
｀
屯
體
，
這

n
平
介
移
教
育
家
急
官
注
直
和
改
進
之

使
他
們
練
荇
機
械
的
技
能
；
因
此
，
得
不
到
教
育
上
宏
大
的
效
力
而
常
失
敗
。
其
官
，
當
宵
際
教
育
晾
，
應
以
傅
水

達
以
後
才
能
增
加
：
技
能
J
j面
，
在
幼
年
時
，
比
機
械
的
技
能
，
郛
到
能
夠
自
师
蹌
戲
I
l
'才
能
矜
牛
牛
產
的
技
能

0

可
是
觀
察
以
前
的
教
育
宵
祗
，
往
往
不
以
先
贤
逹
的
經
玲
知
議
作
某
観
而
使
堪
生
得
討
確
宵
的
發
仄
，

n
＾
以
．
＾
1
語

，
傳
授
別
人
所
范
集
的
知
識
，
強
迫
限
生
記
憶
；
不
以
兒
茁
遊
戲
的
生
産
拔
能
作
驾
訓
紈
牛
廂
勞
作
的
某
礎
，
而
只

客
氏
說
，
觀
察
翌
芯
暮
達
的
順
序
，
在
知
識
方
面
，
乃
品
經
驗
知
氘
鬪
，
傅
承
知
識
、
要
在
[
.
,
＇

p
l役

丨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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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六
七

我
們
中
國
，
囚
政
治
不
良
，
速
年
遭
遇
乓
禍
，
民
生
凋
敝
，
國
勢
乖

f
t
t
，
已
非
－
H

，
假
使
再
不
謀
復
興
之
計

，
恐
怕
將
更
不
堪
設
悲
。
復
興
中
國
，
富
裕
民
生
之
計
，
雖
然
要
茄
多
方
血
的
努
力
，
但
某
教
育
方
而
的
勞
作
生
能

教
育
，
却
鴆
不
可
稍
緩
的
必
要
設
施
u

鍊
的
技
能
，
以
沿
成
秤
種
生
活
必
盅
品
，
造
幅
人
卒
，
為
國
家
民
族
爭
生
存
，
確

n

心
赧
富
有
值
值
的
教
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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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財
政
。
施
行
這
種
策
略
以
後
，
結
果
非
常
圓
滿
，
德
國
的
所
以
能
迅
速
地
復
興
，
訌
也
有
很
大
的
烘
助
c
f
t施
生

產
教
育
，
不
但
學
生
們
眼
前
的
生
產
品
，u
＾
有
價
值
，
而
且
將
來
他
們
跨
入
凪
會
以
後
，
卽
可
應
用
在
學
校
盼
所
鍛

德
國
在
第

l
次
歐
戰
以
後
，
國
內
經
濟
恐
慌
，
財
政
疲
弊
逹
於
極
點
，
常
時
為
挽
救
這
種
危
機
，
所
以
浪
校
教

育
，
都
偏
葷
在
勞
作
方
面
，
改
錯
生
產
的
學
校
，
或
坩
加
勞
作
的
時
間
，
以
坩
加
令
國
的
生
產
數
最
．
而
允

L四
國
家

切
教
育
的
某
礎
，
士
張
凡n
牢
空
洞
抽
象
的
理
論
，
而
不
切
於
實
際
的
教
學
，
都
＂
牢
最
無
價
值
的
教
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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