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
之
事
，
记
久
明
远
，
著
古
昔
之
㖧
㖧
（
目
所
不
见
）
，
传
千
里

之
忞
忞
（
心
所
不
了
）
』
的
可
以
超
越
时
空
限
制
的
书
写
文
本
。

扬
雄
此
语
即
是
说
书
写
的
文
字
内
容
可
以
表
达
人
的
思
想
，
由

书
写
的
文
辞
，
观
者
可
辨
明
君
子
小
人
。
由
此
，
『
书
为
心
画
』

与
『
书
者
，
如
也
』
均
是
着
眼
于
汉
字
书
写
的
文
辞
内
容
，
且
均

与
文
字
形
态
、
书
法
艺
术
并
无
关
系
。
刘
熙
载
『
如
其
学
，
如
其

才
，
如
其
志
，
如
其
人
』
一
说
，
只
有
在
汉
字
书
写
表
达
意
义
、

传
播
信
息
的
角
度
来
看
，
才
是
完
备
的
。
至
于
历
史
上
流
传
的
大

量
的
意
象
比
况
类
论
书
文
献
与
『
字
如
其
人
』
说
，
均
是
文
学
思

维
背
景
下
着
眼
于
文
字
形
态
的
艺
术
联
想
，
并
非
符
合
史
实
、
逻

辑
严
谨
的
论
证
。

结
语通

过
对
许
慎
『
书
者
，
如
也
』
一
语
本
义
的
探
求
，
并
结

合
不
同
学
科
的
研
究
视
角
对
此
进
行
分
析
和
讨
论
，
可
知
无
论
是

『
书
者
，
如
也
』
还
是
『
书
为
心
画
』
，
其
着
眼
点
均
是
书
写
的

文
辞
内
容
，
这
是
一
个
由
书
写
而
成
的
文
字
所
连
接
组
成
的
语
言

的
世
界
、
文
献
的
世
界
、
意
义
的
世
界
、
文
化
的
世
界
。
在
这
一

基
本
前
提
下
，
汉
字
书
写
最
为
根
本
的
传
播
功
能
和
文
化
价
值
才

能
被
世
人
所
认
识
。
同
时
，
也
只
有
在
上
述
前
提
下
，
我
们
才
能

更
为
深
刻
地
了
解
、
研
究
『
书
』
作
为
东
方
文
明
中
的
重
要
传
播

手
段
、
媒
介
技
术
，
其
与
古
代
不
同
文
明
中
文
字
书
写
活
动
的
共

性
与
差
异
，
进
而
对
中
国
古
代
的
思
想
世
界
、
观
念
历
史
进
行
一

种
深
度
的
且
之
前
被
人
们
所
忽
略
的
考
察
。

另
一
方
面
，
在
着
眼
于
文
字
形
态
、
用
笔
技
巧
、
章
法
布
局

的
书
法
艺
术
领
域
中
，
在
中
国
古
代
文
学
思
维
的
引
领
下
，
产
生

了
数
量
庞
大
的
以
字
比
物
、
以
字
喻
人
的
论
书
文
献
。
这
类
文
献

对
于
我
们
总
结
汉
字
形
态
的
审
美
经
验
、
把
握
汉
字
书
写
技
巧
、

辨
别
时
代
审
美
倾
向
甚
至
反
映
时
代
思
想
观
念
方
面
均
有
很
大
的

帮
助
。
但
是
，
这
类
文
献
并
不
属
于
逻
辑
严
谨
的
论
证
。
由
此
，

在
面
对
中
国
古
代
庞
大
的
书
写
成
果
时
，
书
法
艺
术
观
点
下
的

『
书
如
其
人
』
『
字
如
其
人
』
说
并
不
能
得
到
圆
满
的
解
释
，
其

常
常
出
现
反
例
也
就
不
足
为
奇
。
只
有
当
我
们
将
目
光
放
到
文
字

所
组
成
的
意
义
的
世
界
时
，
书
论
引
起
的
众
多
疑
惑
才
能
得
到
合

理
解
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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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法
史
研
究
中
的
符
号
述
真

余
智
鸣

书
法
史
研
究

【
摘 

要
】
在
符
号
学
中
，
从
艾
柯
对
符
号
谎
言
的
敌
意
，
到
格
雷
马
斯
的
真
伪
模
态
，
再
到

赵
毅
衡
的
推
进
，
显
示
出
符
号
学
对
真
值
的
关
注
。
本
文
试
从
符
号
学
视
角
对
书
法
史
研
究
进
行

审
视
，
将
符
号
学
中
关
于
符
号
性
质
、
述
真
类
型
、
因
何
述
真
、
如
何
述
真
、
文
本
的
发
送
与
接

受
等
几
个
方
面
的
研
究
引
入
书
法
史
论
的
叙
述
之
中
，
或
许
对
书
法
史
研
究
的
有
效
性
不
无
裨
益
。

【
关
键
词
】
书
法
史
研
究 

 

符
号
述
真 

 
文
本
间
性 

 

视
角 

 

完
形

符
号
的
性
质

书
法
史
研
究
广
义
而
言
，
亦
不
过
是
建
立
在
符
号
基
础
上
的

意
义
传
递
，
通
过
对
符
号
学
中
述
真
的
引
入
，
书
法
史
研
究
对
于

何
为
真
伪
的
认
识
可
能
会
更
为
透
彻
。
书
法
史
研
究
中
的
符
号
大

体
可
以
分
为
语
言
、
图
像
两
种
，
是
『
载
体
的
感
知
与
这
个
感
知

携
带
的
意
义
之
间
的
关
系
』
[1]

，
当
那
个
不
在
我
们
世
界
中
的
对

象
被
我
们
所
经
验
，
或
揭
示
出
某
种
意
义
时
，
符
号
的
存
在
才
能

被
体
现
出
来
。
意
义
、
经
验
的
在
场
，
并
不
意
味
就
此
构
成
了
完

满
，
伴
随
而
来
的
还
有
无
尽
的
缺
陷
与
矛
盾
。

皮
尔
斯
认
为
符
号
无
论
具
象
抑
或
抽
象
，
都
基
于
相
似
性

的
原
则
与
所
指
对
象
确
立
联
系
，
这
为
符
号
能
够
揭
示
事
物
的
本

真
提
供
了
基
础
。
西
晋
成
公
绥
在
《
隶
书
体
》
中
说
道
，
『
皇
颉

作
文
，
因
物
构
思
，
观
彼
鸟
迹
，
遂
成
文
字
。
灿
矣
成
章
。
阅
之

后
嗣
，
存
载
道
德
，
纪
纲
万
事
。
俗
所
传
述
，
实
由
书
纪
』
[2]

，

曼
妙
的
文
辞
赋
予
文
字
再
造
世
界
的
认
可
，
『
因
物
构
思
，
观

彼
鸟
迹
』
又
无
疑
与
皮
尔
斯
对
符
号
的
认
识
遵
循
着
同
样
的
思

路
。
而
在
庄
子
看
来
语
言
只
适
合
用
来
表
述
所
谓
的
形
而
下
者
，

而
『
道
』
是
『
言
之
所
不
能
论
，
意
之
所
不
能
察
致
者
，
不
期

精
粗
焉
』
[3]

，
如
果
想
要
理
解
它
，
最
好
的
办
法
是
『
莫
若
以 

明
』
[4]

，
即
以
事
物
的
本
然
去
观
照
事
物
本
身
，
才
不
会
出
现
所

谓
的
是
非
真
伪
之
争
。

符
号
的
遮
蔽
性
愈
发
被
人
们
所
认
识
，
艾
柯
不
止
一
次
说

到
符
号
的
欺
骗
性
，
『
撒
谎
理
论
的
定
义
应
当
作
为
一
般
符
号

学
的
一
个
相
当
完
备
的
程
序
』
[5]

，
然
而
所
谓
的
真
实
绝
非
符

号
本
身
便
能
揭
示
，
虚
伪
也
并
不
完
全
依
靠
符
号
而
存
在
，
符

号
『
澄
明
又
遮
蔽
』
的
性
质
只
不
过
是
为
真
相
的
开
启
提
供
了

一
种
方
式
。

述
真
类
型

对
真
相
的
追
求
虽
络
绎
不
绝
，
但
真
伪
判
断
的
研
究
模
式

却
是
由
符
号
学
树
立
起
来
。
格
雷
马
斯
在
《
符
号
和
语
言
》
中

以
『
是
』
『
似
』
『
非
是
』
『
非
似
』
的
语
义
要
素
建
立
起
述

真
方
阵
，
其
中
『
是
』
为
发
送
者
的
诚
信
意
图
，
『
非
是
』
为
发

送
者
的
不
诚
信
意
图
；
『
似
』
与
『
不
似
』
乃
文
本
品
质
，
由
此

『
是
』
『
似
』
『
非
是
』
『
非
似
』
四
个
要
素
，
产
生
了
四
种
认

知
结
果
[6]

（
图
一
）
，
即
『
真
』
『
伪
』
『
保
密
』
『
谎
言
』
。

『
真
』
乃
是
诚
信
意
图
与
可
信
文
本
的
结
合
；
『
假
』
则
是
不
诚

信
意
图
与
不
可
信
文
本
的
连
接
；
『
保
密
』
为
诚
信
意
图
与
不
可

信
文
本
的
纠
合
；
『
谎
言
』
则
是
不
诚
信
意
图
与
可
信
文
本
的
连

系
。
赵
毅
衡
在
《
符
号
学
：
原
理
与
推
演
》
中
认
为
格
雷
马
斯
的

述
真
模
式
中
忽
略
了
表
意
中
的
接
收
环
节
，
因
而
在
格
雷
马
斯
述

真
模
式
的
基
础
上
又
增
加
了
愿
意
接
受
、
不
愿
接
受
两
类
接
收

者
，
将
述
真
模
式
扩
展
成
了
八
种
类
型
，
并
且
在
虚
构
文
本
『
假

戏
假
看
』
的
模
式
中
，
嵌
入
了
一
个
『
真
事
真
看
』
类
型
，
实
际

上
述
真
的
模
式
可
以
变
为
九
种
。

赵
毅
衡
认
为
符
号
学
的
述
真
是
关
于
符
号
的
传
达
、
接
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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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理
的
是
『
「
知
一
说
一
」
以
及
接
下
来
的
「
信
其
一
」
』
[7]

，

『
表
意
是
否
符
合
客
观
的
「
真
实
性
」
，
无
法
靠
文
本
分
析
来

讨
论
，
任
何
认
识
所
得
的
「
真
相
」
只
是
主
观
的
』
[8]

，
既
然

符
号
学
的
『
述
真
』
也
不
能
解
决
现
实
的
真
伪
问
题
，
那
是
否
意

味
着
书
法
史
真
相
永
恒
的
缺
席
与
不
在
场
？
这
倒
不
然
，
符
号
的

性
质
决
定
了
符
号
本
身
和
所
意
指
的
对
象
中
具
有
澄
明
与
遮
蔽
两

面
性
，
而
格
雷
马
斯
认
为
所
谓
的
真
知
、
真
理
的
认
同
实
际
上
包

含
着
文
化
价
值
等
因
素
，
『
在
对
方
提
供
的
陈
述
中
，
在
他
自
己

所
拥
有
的
全
部
的
或
零
散
的
「
真
知
」
中
，
承
认
，
作
为
一
种

对
比
，
必
然
包
含
一
个
认
同
行
为
。
如
果
认
识
行
为
便
是
一
种

认
同
，
那
么
它
所
依
赖
的
就
是
审
判
主
体
的
整
个
知
识/

信
仰
世

界
。
对
「
真
理
」
的
承
认
…
…
如
今
被
定
义
为
与
我
们
自
己
的
认

知
世
界
相
符
』
[9]

，
也
就
是
说
，
作
为
是
审
判
主
体
的
接
收
者
对

真
理
的
判
定
不
仅
基
于
知
识
、
客
观
事
实
的
范
畴
，
还
有
自
己
的

信
仰
等
因
素
，
因
而
真
理
、
真
相
也
就
是
『
与
我
们
自
己
的
认
知

世
界
相
符
』
。

书
法
史
的
研
究
是
建
立
于
史
实
的
研
究
，
需
具
有
科
学
的
态

度
，
传
递
实
用
的
表
意
，
所
以
书
法
史
的
研
究
需
要
的
是
诚
意
正

解
的
文
本
，
即
诚
信
意
图
、
可
信
文
本
、
愿
意
接
受
的
『
三
正
格

局
』
[10]

。
从
学
科
发
展
的
历
史
进
程
来
看
，
当
今
书
法
史
的
研
究

范
式
不
再
拘
泥
于
实
证
主
义
的
考
据
方
式
，
开
始
转
向
观
念
史
、

总
体
文
化
的
研
究
潮
流
中
，
凸
显
出
『
论
』
的
重
要
性
，
即
便

以
实
证
、
考
据
为
主
的
研
究
方
式
，
也
开
始
强
调
实
证
、
考
据

最
终
的
论
点
，
研
究
风
向
的
转
变
意
味
着
书
法
作
为
现
代
人
文

学
科
的
诞
生
，
然
而
并
不
意
味
着
可
以
不
顾
及
真
伪
的
判
断
，

观
念
史
的
研
究
实
际
上
是
更
大
的
史
料
汇
编
，
所
涉
及
的
史
料

不
再
局
限
于
书
法
史
，
同
时
还
包
括
其
他
诸
如
政
治
、
经
济
、

文
化
等
，
再
由
此
建
构
起
一
种
认
识
、
观
念
。
建
立
在
史
料
基
础

上
的
观
念
史
如
果
没
有
真
伪
的
判
断
，
显
然
难
以
为
当
今
书
法
史

论
所
承
认
。

对
真
伪
的
依
赖
不
仅
体
现
在
书
法
史
的
研
究
中
，
在
其
它
艺

术
门
类
中
也
多
有
展
现
，
从
贡
布
里
希
思
考
艺
术
家
在
创
作
作
品

时
所
面
临
的
情
境
，
以
及
解
决
此
问
题
所
作
选
择
而
提
出
的
『
情

境
逻
辑
』
，
到
杨
念
群
『
通
过
细
致
的
解
读
才
能
洞
悉
其
真
义
，

从
而
丰
富
我
们
对
历
史
真
相
的
认
识
』
[11]

的
隐
喻
解
读
，
再
到
石

守
谦
对
中
国
美
术
史
反
思
而
提
出
的
就
『
不
同
类
型
的
绘
画
，
检

讨
其
作
品
意
图
之
特
殊
性
』
的
画
意
研
究
[12]

，
都
可
以
称
作
对
真

相
的
考
证
史
，
这
种
对
真
相
的
探
究
相
较
以
往
而
言
实
际
上
更
为

的
深
入
细
致
，
对
真
相
的
依
赖
也
更
为
突
出
。

符
号
学
中
对
述
真
模
式
认
知
使
我
们
明
白
，
书
法
史
论
中

的
真
伪
分
析
是
发
送
者
、
文
本
本
身
及
文
本
对
象
、
接
收
者
四
种

『
真
』
的
结
合
、
匹
配
的
过
程
，
这
才
有
可
能
逐
步
地
去
还
原
书

法
史
的
真
相
、
揭
示
未
知
。

如
何
述
真

书
法
史
研
究
中
的
文
本
品
质
须
从
文
本
间
性
、
直
观
经
验
、

视
角
建
构
、
完
形
建
立
几
个
方
面
进
行
考
察
才
能
发
现
是
否
符
合
事

情
、
符
合
自
身
的
认
知
，
其
中
文
本
间
性
与
直
观
经
验
更
多
关
乎
所

指
对
象
的
真
伪
，
视
角
建
构
、
完
形
建
立
则
更
多
关
乎
文
本
的
合
适

度
，
在
其
深
层
的
结
构
形
式
上
也
包
含
着
一
定
的
事
实
认
知
。

在
对
真
相
的
还
原
上
，
文
本
的
品
质
占
据
着
主
导
地
位
，

一
方
面
通
过
文
本
『
用
已
知
整
合
未
知
，
靠
前
者
识
别
后
者
（
文

本
）
』
[13]

判
定
事
实
的
真
伪
，
另
一
方
面
也
可
以
通
过
文
本
刺
探

发
送
者
的
意
图
，
从
而
间
接
证
实
文
本
的
可
信
度
。
文
本
间
性

（
互
文
性
）
旨
在
说
明
任
何
的
文
本
都
是
一
种
互
文
，
一
个
文
本

需
要
以
另
一
个
文
本
为
依
据
，
其
所
陈
述
方
才
成
立
，
所
以
文
本

中
的
真
伪
可
以
依
靠
文
本
间
性
进
行
判
断
。
在
书
法
史
研
究
中
，

所
参
考
的
资
料
愈
多
，
文
本
的
关
联
程
度
愈
密
集
，
文
本
的
可
信

度
也
就
愈
高
。
黄
惇
在
《
书
法
史
研
究
杂
谈
》
一
文
中
谈
论
书

法
史
研
究
中
的
文
本
间
性
包
括
：
书
法
论
著
、
史
传
、
文
人
别

集
、
笔
记
、
杂
录
…
…
手
稿
、
信
札
、
日
记
，
包
括
金
石
文
字
史 

料
…
…
其
他
像
宗
教
、
民
俗
、
地
方
史
志
、
谱
碟
等
文
献
…
…
书

法
遗
迹
』
[14]

，
这
些
史
料
一
方
面
可
以
为
原
有
事
实
加
以
补
充

印
证
，
另
一
方
面
也
可
以
作
为
质
疑
原
有
判
断
的
依
据
，
或
填

补
学
术
的
空
白
。
例
如
王
国
维
便
是
通
过
甲
骨
卜
辞
这
一
文
本
间

性
印
证
了
《
史
记
》
中
殷
商
王
朝
的
记
载
。
在
书
法
史
研
究
中
，

通
过
大
量
西
北
汉
简
乃
至
长
江
流
域
简
牍
的
出
土
使
得
文
本
间
性

得
到
充
分
证
明
，
简
牍
墨
迹
的
书
写
在
汉
代
甚
至
战
国
到
魏
晋
的

很
长
一
段
时
间
里
，
是
一
个
比
石
刻
碑
版
更
普
及
更
常
见
的
『
书

法
史
』
现
象
，
不
仅
打
破
了
流
传
有
绪
的
石
刻
书
法
史
的
旧
有
模 

式
[15]

的
认
知
，
而
且
还
填
补
了
学
术
的
空
白
。

不
得
不
承
认
，
各
种
文
本
还
存
在
距
离
真
相
远
近
的
差
异
，

一
般
而
言
，
同
时
代
的
文
本
（
包
括
新
出
土
的
资
料
、
书
法
图

像
）
更
接
近
事
实
本
身
，
而
后
世
的
文
字
记
载
相
对
疏
远
些
，
这

意
味
着
即
使
看
似
充
足
的
史
料
也
未
必
能
直
接
作
为
史
论
的
证
据

使
用
，
因
为
这
些
充
足
的
史
料
未
必
能
够
还
原
真
实
的
历
史
，
相

反
，
看
似
充
足
的
史
料
也
许
本
身
就
暗
藏
着
对
历
史
的
遮
蔽
，
建

构
自
我
的
『
真
实
』
：
一
方
面
这
是
由
于
自
古
以
来
各
种
官
方
史

料
、
以
及
大
量
的
文
人
笔
墨
可
以
看
作
是
一
种
思
想
史
的
建
构
，

已
经
包
含
了
对
真
相
的
取
舍
遮
蔽
，
后
世
因
凭
此
等
资
料
加
以
复

述
，
也
就
只
能
产
生
更
大
的
遮
蔽
，
将
文
本
本
身
当
作
真
实
的
存

在
，
忽
略
了
其
它
事
物
。
『
新
社
会
史
』
『
文
化
史
』
对
原
有
思
想
、

观
念
史
的
批
判
即
根
植
于
此
，
因
为
『
这
类
文
本
表
达
的
有
可
能

和
作
者
内
心
世
界
中
深
藏
的
私
密
性
想
法
正
好
相
反
』
[16]

。
譬
如

自
魏
晋
以
来
，
论
述
书
体
源
流
时
，
大
抵
以
为
仓
颉
『
因
物
构

思
，
观
彼
鸟
迹
，
遂
成
文
字
』
，
史
籀
始
著
大
篆
，
李
斯
、
赵
高
、

胡
毋
敬
损
益
秦
文
乃
成
小
篆
，
程
邈
于
狱
中
乃
成
篆
书
（
或
言
隶

书
）
，
如
果
不
是
因
为
甲
骨
文
、
各
种
简
牍
的
出
土
使
得
我
们
认

识
到
书
体
的
创
造
、
演
进
是
整
个
时
代
共
同
促
进
形
成
的
，
那
么

我
们
仍
将
延
续
古
人
的
书
论
谈
论
书
体
的
演
变
；
另
一
方
面
文

本
拟
像
之
所
以
能
够
存
在
，
乃
是
对
文
本
不
加
识
别
引
用
导
致
的

后
果
，
这
与
文
本
的
发
送
者
、
接
收
者
的
态
度
有
关
。

理
论
上
通
过
文
本
间
性
的
确
可
以
进
行
证
实
与
证
伪
，
不

过
这
不
等
于
通
过
文
本
间
性
便
能
解
决
所
有
关
于
历
史
真
相
的
问

题
，
因
为
即
使
文
本
充
足
，
也
只
是
个
无
限
接
近
事
实
的
过
程
，

而
且
由
于
文
本
充
足
可
能
也
仅
是
一
种
伪
真
，
所
以
单
纯
的
依
靠

文
本
间
性
实
现
文
本
品
质
的
述
真
是
不
可
行
的
。

书
法
史
研
究
需
要
通
过
直
观
经
验
才
能
更
好
揭
示
事
情
本

身
、
历
史
真
相
，
文
本
的
不
完
整
性
及
文
本
拟
像
可
以
遮
蔽
历
史
的

真
相
，
塑
造
一
个
虚
假
的
真
实
。
华
人
德
在
谈
到
书
法
史
研
究
时

说
过
，
『
在
见
到
一
定
的
材
料
后
，
凭
自
己
的
经
验
和
知
识
，
可

以
提
出
一
些
假
设
，
但
这
些
假
设
必
须
要
通
过
掌
握
更
全
面
的
材

料
来
加
以
验
证
，
证
实
这
种
假
设
能
够
成
立
或
是
谬
误
的
』
[17]

， 

对
历
史
的
翻
案
往
往
便
是
依
靠
所
处
世
界
的
经
验
认
知
进
行
的
，

这
种
经
验
虽
然
也
是
一
种
间
接
的
证
据
，
但
单
纯
依
赖
文
本
间
性

所
得
亦
非
万
全
之
策
。
《
旧
唐
书
》
列
传
第
一
百
三
十
九
《
儒
学

上
》
中
记
载
欧
阳
通
早
年
丧
父
，
『
母
徐
氏
教
其
父
书
。
每
遗
通

钱
，
绐
云
：
「
质
汝
父
书
迹
之
直
」
』
[18]

一
事
，
众
多
学
者
并
未

发
现
此
中
疑
窦
，
王
家
葵
在
阅
读
此
文
本
之
时
，
基
于
直
观
经
验

认
为
『
「
初
唐
四
家
」
中
欧
阳
询
最
长
寿
，
享
年
八
十
余
，
如
果

儿
子
「
早
孤
」
的
话
，
得
子
的
年
龄
也
太
晚
了
一
点
』
[19]

，
由
此

查
阅
各
类
文
献
，
考
证
出
欧
阳
通
少
孤
之
事
乃
《
旧
唐
书
》
误
将

欧
阳
询
幼
孤
一
事
移
植
到
了
儿
子
欧
阳
通
身
上
，
以
致
后
世
以
讹

传
讹
。
直
观
经
验
是
主
体
真
实
的
体
验
，
主
体
通
过
感
官
和
对
象

发
生
关
系
的
活
动
，
虽
然
其
中
包
含
着
各
种
感
性
因
素
，
但
这
并

不
需
质
疑
直
观
经
验
能
否
还
原
历
史
的
真
相
，
因
为
对
历
史
的
追

溯
及
观
念
的
阐
释
理
性
逻
辑
的
成
分
只
占
其
中
一
部
分
，
所
以
透

过
直
观
经
验
还
原
历
史
情
境
是
对
文
本
间
性
强
有
力
的
补
充
。

书
法
史
研
究
中
，
文
本
如
何
变
得
合
适
可
信
不
仅
取
决
于
文

本
间
性
、
直
观
经
验
，
还
涉
及
到
文
本
结
构
本
身
。
假
如
说
文
本

间
性
及
直
观
经
验
是
对
所
用
史
料
的
证
实
，
那
么
视
角
的
建
构
及

完
形
的
生
成
便
是
文
本
的
结
构
，
由
此
，
书
法
史
的
真
相
是
在
两

个
维
度
上
同
时
展
开
的
，
一
边
是
文
本
间
性
和
直
观
经
验
在
显
性

层
面
上
的
符
号
组
织
，
一
边
则
是
视
角
的
建
构
及
完
形
生
成
在
隐

性
层
面
的
结
构
统
一
。

视
角
的
建
立
有
助
于
真
实
的
观
测
，
同
时
也
存
在
一
个
有
效

性
的
问
题
。
在
书
法
史
的
研
究
中
，
如
果
研
究
的
内
容
并
不
处
于

研
究
视
角
之
内
，
其
有
效
性
自
然
会
大
打
折
扣
甚
至
遭
到
质
疑
。

姜
寿
田
认
为
传
统
考
据
之
所
以
不
能
胜
任
当
下
书
法
学
科
建
设
的

要
求
在
于
『
对
文
化—

审
美
思
潮
、
书
法
风
格
的
生
成
、
嬗
变

以
及
文
化—

审
美
包
括
哲
学
思
潮
的
内
在
关
系
则
不
会
加
以
深

刻
广
泛
关
注
』
[20]

，
随
着
现
代
书
法
学
科
的
发
展
，
以
传
统
考
据

学
为
研
究
视
角
的
方
式
其
有
效
性
的
确
减
弱
不
少
，
因
为
传
统
考

据
难
以
解
决
审
美
思
潮
、
书
法
风
格
等
方
面
的
研
究
问
题
，
不
能

对
此
进
行
阐
释
给
出
合
理
的
答
案
，
这
些
层
面
的
研
究
只
能
交
由

风
格
学
、
图
像
学
进
行
处
理
更
为
适
宜
。
所
以
当
许
多
史
料
感
觉

司
空
见
惯
、
习
以
为
常
以
致
认
为
不
能
有
新
的
突
破
之
时
，
问
题

其
实
并
不
在
于
史
料
已
经
为
众
人
所
惯
用
，
前
人
对
此
问
题
研
究

得
何
等
透
彻
，
而
是
在
于
是
否
以
新
的
视
角
去
重
新
认
识
史
料
本

身
。
不
过
在
转
换
的
时
候
不
能
忘
记
视
角
的
有
效
性
问
题
，
特
定

的
内
容
只
能
依
靠
特
定
的
视
角
才
能
触
及
，
反
之
亦
然
。

当
视
角
建
立
之
时
，
也
意
味
着
初
步
完
形
的
形
成
。
完
形
乃

是
格
式
塔
心
理
学
一
个
术
语
，
乃
是
经
由
『
知
觉
活
动
组
织
成
的

经
验
中
的
整
体
』
[21]

，
在
书
法
史
研
究
中
，
不
能
脱
离
史
料
及
文

本
结
构
这
两
个
要
素
来
谈
完
形
的
建
立
。
在
书
法
史
研
究
中
，
经

常
看
见
先
叙
述
生
平
，
其
次
谈
及
作
品
，
再
论
书
学
思
想
所
谓
的

三
段
式
研
究
，
这
种
模
式
并
不
是
说
不
行
，
不
过
由
于
视
角
的
建

构
过
于
模
糊
，
致
使
在
形
式
上
不
能
形
成
一
个
统
一
的
整
体
，
在

知
觉
的
组
织
过
程
中
更
遑
论
能
形
成
一
个
简
约
适
宜
的
完
形
，
使

得
述
真
的
能
力
会
有
所
减
弱
。

另
外
完
形
的
形
成
还
体
现
在
对
史
料
的
归
纳
与
演
绎
中
，
归

纳
与
演
绎
作
为
思
维
的
工
具
显
得
尤
为
重
要
。
在
谈
及
书
法
史
研

究
中
如
何
令
文
本
变
得
更
加
可
信
，
从
而
达
到
述
真
目
的
之
时
，

华
人
德
说
道
，
『
要
对
一
个
时
代
（
时
期
）
的
共
性
特
征
予
以
全

面
掌
握
，
必
须
搜
罗
材
料
而
不
惮
烦
，
然
后
进
行
科
学
统
计
，
这

些
材
料
必
须
是
可
靠
不
伪
的
…
…
在
较
多
的
材
料
中
如
夹
杂
有

少
数
不
可
靠
者
，
会
影
响
其
精
确
度
，
如
仅
有
的
少
量
材
料
或

关
键
性
材
料
不
可
靠
，
则
在
此
基
础
上
得
出
的
结
论
必
然
是
谬
误 

的
』
[22]

，
其
实
所
谓
的
『
全
面
掌
握
』
是
科
学
应
有
的
态
度
，
但

实
际
上
，
这
种
归
纳
、
演
绎
思
维
并
不
适
用
于
人
类
所
具
有
的
创

造
性
思
维
，
归
纳
与
演
绎
应
是
一
种
拓
扑
的
方
式
，
将
各
种
现
象

进
行
整
合
，
从
而
建
立
完
形
的
统
一
。
对
于
格
式
塔
心
理
学
家
而

言
，
现
代
意
义
的
归
纳
、
演
绎
『
严
格
说
来
，
它
们
提
供
的
概
念

只
不
过
是
各
种
属
性
的
相
加
，
而
由
它
划
分
的
种
类
也
只
不
过
是

某
种
包
容
了
这
些
概
念
的
「
口
袋
」
，
至
于
演
绎
推
理
，
则
只
不

过
是
把
两
个
命
题
随
意
地
放
在
一
起
，
使
之
发
生
关
系
（
只
要
二

者
都
包
含
着
某
种
性
质
）
』
[23]

，
所
以
书
法
完
形
的
建
立
，
是
基

于
『
所
掌
握
的
材
料
是
否
已
经
足
够
支
撑
你
的
主
要
观
点
』
[24]

而

不
全
是
归
纳
、
演
绎
。
白
谦
慎
在
研
究
清
初
傅
山
的
生
活
状
况
与

其
他
仕
清
汉
族
官
员
的
关
系
时
，
得
到
了
傅
山
致
魏
一
鳌
的
十
八

通
信
札
，
记
录
了
傅
山
与
他
的
交
往
，
由
此
白
谦
慎
证
明
傅
山
在

清
初
的
生
活
需
要
这
些
降
清
官
员
的
帮
助
。
其
后
上
海
图
书
馆
新

整
理
出
十
多
通
傅
山
致
魏
一
鳌
的
信
札
，
对
白
谦
慎
而
言
，
这
些

信
札
非
但
不
能
推
翻
原
有
的
观
点
，
反
而
是
对
原
有
观
点
的
加

强
，
所
以
现
代
意
义
的
归
纳
与
演
绎
对
还
原
历
史
真
相
的
作
用
绝

不
能
夸
大
，
但
同
时
，
这
种
归
纳
、
演
绎
的
严
谨
思
维
的
模
式
也

值
得
一
定
程
度
的
学
习
。

在
书
法
史
的
研
究
中
，
需
要
注
意
的
还
有
图
与
底
的
关
系
，

即
背
景
与
事
件
的
关
系
，
对
书
法
史
而
言
，
背
景
是
构
成
完
形
的

关
键
因
素
之
一
。
一
般
书
法
史
的
写
作
容
易
将
作
者
的
生
平
、
交

游
等
与
艺
术
作
品
、
思
想
分
离
谈
论
，
这
意
味
着
对
所
欲
显
现
的

图
（
艺
术
作
品
、
思
想
）
和
背
景
（
生
平
、
交
游
等
）
进
行
割

裂
，
作
品
、
思
想
成
了
独
立
的
部
分
，
与
生
平
、
交
游
等
无
任
何

的
联
系
。
阿
恩
海
姆
告
诉
我
们
，
对
事
物
的
认
知
不
能
离
开
背
景

的
依
托
，
书
法
史
的
研
究
只
有
在
背
景
的
衬
托
下
，
才
能
展
现
出

书
法
史
应
有
的
秩
序
结
构
而
被
人
感
知
把
握
。
丛
文
俊
在
叙
论
背

景
重
要
性
时
说
道
，
『
书
家
或
书
家
群
体
至
少
要
活
动
几
十
年
甚

至
更
久
，
其
家
世
、
问
学
、
仕
途
、
交
游
、
诗
文
著
述
、
作
品
等

都
可
以
按
图
索
骥
，
而
书
法
审
美
思
想
渊
源
和
取
尚
，
艺
术
风
格

和
个
性
与
其
观
念
、
性
情
、
学
养
、
师
承
等
方
面
的
内
在
联
系
，

以
及
作
者
的
精
神
世
界
等
，
都
需
要
往
返
于
宏
观
与
微
观
之
间
的

客
观
求
证
，
这
也
是
最
见
功
力
和
治
学
态
度
的
部
分
。
遗
憾
的

是
，
此
时
所
需
要
的
背
景
叙
论
往
往
缺
失
，
或
者
处
于
无
关
痛
痒

的
状
态
，
或
另
起
炉
灶
而
与
文
前
交
代
的
背
景
分
离
。
这
表
明
，

作
者
还
未
能
认
识
到
背
景
的
重
要
性
，
或
者
还
没
有
能
力
运
用
多

学
科
知
识
把
握
好
背
景
，
并
把
书
家
或
书
家
群
体
凸
显
于
背
景
之

上
，
与
其
书
法
活
动
相
伴
始
终
』
[25]

。
如
果
生
平
、
交
游
等
对
书

学
思
想
、
艺
术
创
作
没
有
影
响
，
这
些
史
料
只
能
作
为
普
通
的
论

述
。
在
生
平
和
交
游
的
考
证
中
，
应
当
去
追
溯
对
艺
术
创
作
、
思

想
有
巨
大
影
响
的
事
件
，
由
此
激
发
完
形
的
要
点
构
成
统
一
饱
满

的
组
织
结
构
。

书
法
史
中
对
背
景
的
展
示
，
绝
非
将
背
景
作
为
静
态
的
结

构
，
相
反
它
是
与
所
欲
突
出
的
事
件
紧
密
结
合
的
动
态
样
式
。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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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理
的
是
『
「
知
一
说
一
」
以
及
接
下
来
的
「
信
其
一
」
』
[7]

，

『
表
意
是
否
符
合
客
观
的
「
真
实
性
」
，
无
法
靠
文
本
分
析
来

讨
论
，
任
何
认
识
所
得
的
「
真
相
」
只
是
主
观
的
』
[8]

，
既
然

符
号
学
的
『
述
真
』
也
不
能
解
决
现
实
的
真
伪
问
题
，
那
是
否
意

味
着
书
法
史
真
相
永
恒
的
缺
席
与
不
在
场
？
这
倒
不
然
，
符
号
的

性
质
决
定
了
符
号
本
身
和
所
意
指
的
对
象
中
具
有
澄
明
与
遮
蔽
两

面
性
，
而
格
雷
马
斯
认
为
所
谓
的
真
知
、
真
理
的
认
同
实
际
上
包

含
着
文
化
价
值
等
因
素
，
『
在
对
方
提
供
的
陈
述
中
，
在
他
自
己

所
拥
有
的
全
部
的
或
零
散
的
「
真
知
」
中
，
承
认
，
作
为
一
种

对
比
，
必
然
包
含
一
个
认
同
行
为
。
如
果
认
识
行
为
便
是
一
种

认
同
，
那
么
它
所
依
赖
的
就
是
审
判
主
体
的
整
个
知
识/

信
仰
世

界
。
对
「
真
理
」
的
承
认
…
…
如
今
被
定
义
为
与
我
们
自
己
的
认

知
世
界
相
符
』
[9]

，
也
就
是
说
，
作
为
是
审
判
主
体
的
接
收
者
对

真
理
的
判
定
不
仅
基
于
知
识
、
客
观
事
实
的
范
畴
，
还
有
自
己
的

信
仰
等
因
素
，
因
而
真
理
、
真
相
也
就
是
『
与
我
们
自
己
的
认
知

世
界
相
符
』
。

书
法
史
的
研
究
是
建
立
于
史
实
的
研
究
，
需
具
有
科
学
的
态

度
，
传
递
实
用
的
表
意
，
所
以
书
法
史
的
研
究
需
要
的
是
诚
意
正

解
的
文
本
，
即
诚
信
意
图
、
可
信
文
本
、
愿
意
接
受
的
『
三
正
格

局
』
[10]

。
从
学
科
发
展
的
历
史
进
程
来
看
，
当
今
书
法
史
的
研
究

范
式
不
再
拘
泥
于
实
证
主
义
的
考
据
方
式
，
开
始
转
向
观
念
史
、

总
体
文
化
的
研
究
潮
流
中
，
凸
显
出
『
论
』
的
重
要
性
，
即
便

以
实
证
、
考
据
为
主
的
研
究
方
式
，
也
开
始
强
调
实
证
、
考
据

最
终
的
论
点
，
研
究
风
向
的
转
变
意
味
着
书
法
作
为
现
代
人
文

学
科
的
诞
生
，
然
而
并
不
意
味
着
可
以
不
顾
及
真
伪
的
判
断
，

观
念
史
的
研
究
实
际
上
是
更
大
的
史
料
汇
编
，
所
涉
及
的
史
料

不
再
局
限
于
书
法
史
，
同
时
还
包
括
其
他
诸
如
政
治
、
经
济
、

文
化
等
，
再
由
此
建
构
起
一
种
认
识
、
观
念
。
建
立
在
史
料
基
础

上
的
观
念
史
如
果
没
有
真
伪
的
判
断
，
显
然
难
以
为
当
今
书
法
史

论
所
承
认
。

对
真
伪
的
依
赖
不
仅
体
现
在
书
法
史
的
研
究
中
，
在
其
它
艺

术
门
类
中
也
多
有
展
现
，
从
贡
布
里
希
思
考
艺
术
家
在
创
作
作
品

时
所
面
临
的
情
境
，
以
及
解
决
此
问
题
所
作
选
择
而
提
出
的
『
情

境
逻
辑
』
，
到
杨
念
群
『
通
过
细
致
的
解
读
才
能
洞
悉
其
真
义
，

从
而
丰
富
我
们
对
历
史
真
相
的
认
识
』
[11]

的
隐
喻
解
读
，
再
到
石

守
谦
对
中
国
美
术
史
反
思
而
提
出
的
就
『
不
同
类
型
的
绘
画
，
检

讨
其
作
品
意
图
之
特
殊
性
』
的
画
意
研
究
[12]

，
都
可
以
称
作
对
真

相
的
考
证
史
，
这
种
对
真
相
的
探
究
相
较
以
往
而
言
实
际
上
更
为

的
深
入
细
致
，
对
真
相
的
依
赖
也
更
为
突
出
。

符
号
学
中
对
述
真
模
式
认
知
使
我
们
明
白
，
书
法
史
论
中

的
真
伪
分
析
是
发
送
者
、
文
本
本
身
及
文
本
对
象
、
接
收
者
四
种

『
真
』
的
结
合
、
匹
配
的
过
程
，
这
才
有
可
能
逐
步
地
去
还
原
书

法
史
的
真
相
、
揭
示
未
知
。

如
何
述
真

书
法
史
研
究
中
的
文
本
品
质
须
从
文
本
间
性
、
直
观
经
验
、

视
角
建
构
、
完
形
建
立
几
个
方
面
进
行
考
察
才
能
发
现
是
否
符
合
事

情
、
符
合
自
身
的
认
知
，
其
中
文
本
间
性
与
直
观
经
验
更
多
关
乎
所

指
对
象
的
真
伪
，
视
角
建
构
、
完
形
建
立
则
更
多
关
乎
文
本
的
合
适

度
，
在
其
深
层
的
结
构
形
式
上
也
包
含
着
一
定
的
事
实
认
知
。

在
对
真
相
的
还
原
上
，
文
本
的
品
质
占
据
着
主
导
地
位
，

一
方
面
通
过
文
本
『
用
已
知
整
合
未
知
，
靠
前
者
识
别
后
者
（
文

本
）
』
[13]

判
定
事
实
的
真
伪
，
另
一
方
面
也
可
以
通
过
文
本
刺
探

发
送
者
的
意
图
，
从
而
间
接
证
实
文
本
的
可
信
度
。
文
本
间
性

（
互
文
性
）
旨
在
说
明
任
何
的
文
本
都
是
一
种
互
文
，
一
个
文
本

需
要
以
另
一
个
文
本
为
依
据
，
其
所
陈
述
方
才
成
立
，
所
以
文
本

中
的
真
伪
可
以
依
靠
文
本
间
性
进
行
判
断
。
在
书
法
史
研
究
中
，

所
参
考
的
资
料
愈
多
，
文
本
的
关
联
程
度
愈
密
集
，
文
本
的
可
信

度
也
就
愈
高
。
黄
惇
在
《
书
法
史
研
究
杂
谈
》
一
文
中
谈
论
书

法
史
研
究
中
的
文
本
间
性
包
括
：
书
法
论
著
、
史
传
、
文
人
别

集
、
笔
记
、
杂
录
…
…
手
稿
、
信
札
、
日
记
，
包
括
金
石
文
字
史 

料
…
…
其
他
像
宗
教
、
民
俗
、
地
方
史
志
、
谱
碟
等
文
献
…
…
书

法
遗
迹
』
[14]

，
这
些
史
料
一
方
面
可
以
为
原
有
事
实
加
以
补
充

印
证
，
另
一
方
面
也
可
以
作
为
质
疑
原
有
判
断
的
依
据
，
或
填

补
学
术
的
空
白
。
例
如
王
国
维
便
是
通
过
甲
骨
卜
辞
这
一
文
本
间

性
印
证
了
《
史
记
》
中
殷
商
王
朝
的
记
载
。
在
书
法
史
研
究
中
，

通
过
大
量
西
北
汉
简
乃
至
长
江
流
域
简
牍
的
出
土
使
得
文
本
间
性

得
到
充
分
证
明
，
简
牍
墨
迹
的
书
写
在
汉
代
甚
至
战
国
到
魏
晋
的

很
长
一
段
时
间
里
，
是
一
个
比
石
刻
碑
版
更
普
及
更
常
见
的
『
书

法
史
』
现
象
，
不
仅
打
破
了
流
传
有
绪
的
石
刻
书
法
史
的
旧
有
模 

式
[15]

的
认
知
，
而
且
还
填
补
了
学
术
的
空
白
。

不
得
不
承
认
，
各
种
文
本
还
存
在
距
离
真
相
远
近
的
差
异
，

一
般
而
言
，
同
时
代
的
文
本
（
包
括
新
出
土
的
资
料
、
书
法
图

像
）
更
接
近
事
实
本
身
，
而
后
世
的
文
字
记
载
相
对
疏
远
些
，
这

意
味
着
即
使
看
似
充
足
的
史
料
也
未
必
能
直
接
作
为
史
论
的
证
据

使
用
，
因
为
这
些
充
足
的
史
料
未
必
能
够
还
原
真
实
的
历
史
，
相

反
，
看
似
充
足
的
史
料
也
许
本
身
就
暗
藏
着
对
历
史
的
遮
蔽
，
建

构
自
我
的
『
真
实
』
：
一
方
面
这
是
由
于
自
古
以
来
各
种
官
方
史

料
、
以
及
大
量
的
文
人
笔
墨
可
以
看
作
是
一
种
思
想
史
的
建
构
，

已
经
包
含
了
对
真
相
的
取
舍
遮
蔽
，
后
世
因
凭
此
等
资
料
加
以
复

述
，
也
就
只
能
产
生
更
大
的
遮
蔽
，
将
文
本
本
身
当
作
真
实
的
存

在
，
忽
略
了
其
它
事
物
。
『
新
社
会
史
』
『
文
化
史
』
对
原
有
思
想
、

观
念
史
的
批
判
即
根
植
于
此
，
因
为
『
这
类
文
本
表
达
的
有
可
能

和
作
者
内
心
世
界
中
深
藏
的
私
密
性
想
法
正
好
相
反
』
[16]

。
譬
如

自
魏
晋
以
来
，
论
述
书
体
源
流
时
，
大
抵
以
为
仓
颉
『
因
物
构

思
，
观
彼
鸟
迹
，
遂
成
文
字
』
，
史
籀
始
著
大
篆
，
李
斯
、
赵
高
、

胡
毋
敬
损
益
秦
文
乃
成
小
篆
，
程
邈
于
狱
中
乃
成
篆
书
（
或
言
隶

书
）
，
如
果
不
是
因
为
甲
骨
文
、
各
种
简
牍
的
出
土
使
得
我
们
认

识
到
书
体
的
创
造
、
演
进
是
整
个
时
代
共
同
促
进
形
成
的
，
那
么

我
们
仍
将
延
续
古
人
的
书
论
谈
论
书
体
的
演
变
；
另
一
方
面
文

本
拟
像
之
所
以
能
够
存
在
，
乃
是
对
文
本
不
加
识
别
引
用
导
致
的

后
果
，
这
与
文
本
的
发
送
者
、
接
收
者
的
态
度
有
关
。

理
论
上
通
过
文
本
间
性
的
确
可
以
进
行
证
实
与
证
伪
，
不

过
这
不
等
于
通
过
文
本
间
性
便
能
解
决
所
有
关
于
历
史
真
相
的
问

题
，
因
为
即
使
文
本
充
足
，
也
只
是
个
无
限
接
近
事
实
的
过
程
，

而
且
由
于
文
本
充
足
可
能
也
仅
是
一
种
伪
真
，
所
以
单
纯
的
依
靠

文
本
间
性
实
现
文
本
品
质
的
述
真
是
不
可
行
的
。

书
法
史
研
究
需
要
通
过
直
观
经
验
才
能
更
好
揭
示
事
情
本

身
、
历
史
真
相
，
文
本
的
不
完
整
性
及
文
本
拟
像
可
以
遮
蔽
历
史
的

真
相
，
塑
造
一
个
虚
假
的
真
实
。
华
人
德
在
谈
到
书
法
史
研
究
时

说
过
，
『
在
见
到
一
定
的
材
料
后
，
凭
自
己
的
经
验
和
知
识
，
可

以
提
出
一
些
假
设
，
但
这
些
假
设
必
须
要
通
过
掌
握
更
全
面
的
材

料
来
加
以
验
证
，
证
实
这
种
假
设
能
够
成
立
或
是
谬
误
的
』
[17]

， 
对
历
史
的
翻
案
往
往
便
是
依
靠
所
处
世
界
的
经
验
认
知
进
行
的
，

这
种
经
验
虽
然
也
是
一
种
间
接
的
证
据
，
但
单
纯
依
赖
文
本
间
性

所
得
亦
非
万
全
之
策
。
《
旧
唐
书
》
列
传
第
一
百
三
十
九
《
儒
学

上
》
中
记
载
欧
阳
通
早
年
丧
父
，
『
母
徐
氏
教
其
父
书
。
每
遗
通

钱
，
绐
云
：
「
质
汝
父
书
迹
之
直
」
』
[18]

一
事
，
众
多
学
者
并
未

发
现
此
中
疑
窦
，
王
家
葵
在
阅
读
此
文
本
之
时
，
基
于
直
观
经
验

认
为
『
「
初
唐
四
家
」
中
欧
阳
询
最
长
寿
，
享
年
八
十
余
，
如
果

儿
子
「
早
孤
」
的
话
，
得
子
的
年
龄
也
太
晚
了
一
点
』
[19]

，
由
此

查
阅
各
类
文
献
，
考
证
出
欧
阳
通
少
孤
之
事
乃
《
旧
唐
书
》
误
将

欧
阳
询
幼
孤
一
事
移
植
到
了
儿
子
欧
阳
通
身
上
，
以
致
后
世
以
讹

传
讹
。
直
观
经
验
是
主
体
真
实
的
体
验
，
主
体
通
过
感
官
和
对
象

发
生
关
系
的
活
动
，
虽
然
其
中
包
含
着
各
种
感
性
因
素
，
但
这
并

不
需
质
疑
直
观
经
验
能
否
还
原
历
史
的
真
相
，
因
为
对
历
史
的
追

溯
及
观
念
的
阐
释
理
性
逻
辑
的
成
分
只
占
其
中
一
部
分
，
所
以
透

过
直
观
经
验
还
原
历
史
情
境
是
对
文
本
间
性
强
有
力
的
补
充
。

书
法
史
研
究
中
，
文
本
如
何
变
得
合
适
可
信
不
仅
取
决
于
文

本
间
性
、
直
观
经
验
，
还
涉
及
到
文
本
结
构
本
身
。
假
如
说
文
本

间
性
及
直
观
经
验
是
对
所
用
史
料
的
证
实
，
那
么
视
角
的
建
构
及

完
形
的
生
成
便
是
文
本
的
结
构
，
由
此
，
书
法
史
的
真
相
是
在
两

个
维
度
上
同
时
展
开
的
，
一
边
是
文
本
间
性
和
直
观
经
验
在
显
性

层
面
上
的
符
号
组
织
，
一
边
则
是
视
角
的
建
构
及
完
形
生
成
在
隐

性
层
面
的
结
构
统
一
。

视
角
的
建
立
有
助
于
真
实
的
观
测
，
同
时
也
存
在
一
个
有
效

性
的
问
题
。
在
书
法
史
的
研
究
中
，
如
果
研
究
的
内
容
并
不
处
于

研
究
视
角
之
内
，
其
有
效
性
自
然
会
大
打
折
扣
甚
至
遭
到
质
疑
。

姜
寿
田
认
为
传
统
考
据
之
所
以
不
能
胜
任
当
下
书
法
学
科
建
设
的

要
求
在
于
『
对
文
化—

审
美
思
潮
、
书
法
风
格
的
生
成
、
嬗
变

以
及
文
化—

审
美
包
括
哲
学
思
潮
的
内
在
关
系
则
不
会
加
以
深

刻
广
泛
关
注
』
[20]

，
随
着
现
代
书
法
学
科
的
发
展
，
以
传
统
考
据

学
为
研
究
视
角
的
方
式
其
有
效
性
的
确
减
弱
不
少
，
因
为
传
统
考

据
难
以
解
决
审
美
思
潮
、
书
法
风
格
等
方
面
的
研
究
问
题
，
不
能

对
此
进
行
阐
释
给
出
合
理
的
答
案
，
这
些
层
面
的
研
究
只
能
交
由

风
格
学
、
图
像
学
进
行
处
理
更
为
适
宜
。
所
以
当
许
多
史
料
感
觉

司
空
见
惯
、
习
以
为
常
以
致
认
为
不
能
有
新
的
突
破
之
时
，
问
题

其
实
并
不
在
于
史
料
已
经
为
众
人
所
惯
用
，
前
人
对
此
问
题
研
究

得
何
等
透
彻
，
而
是
在
于
是
否
以
新
的
视
角
去
重
新
认
识
史
料
本

身
。
不
过
在
转
换
的
时
候
不
能
忘
记
视
角
的
有
效
性
问
题
，
特
定

的
内
容
只
能
依
靠
特
定
的
视
角
才
能
触
及
，
反
之
亦
然
。

当
视
角
建
立
之
时
，
也
意
味
着
初
步
完
形
的
形
成
。
完
形
乃

是
格
式
塔
心
理
学
一
个
术
语
，
乃
是
经
由
『
知
觉
活
动
组
织
成
的

经
验
中
的
整
体
』
[21]

，
在
书
法
史
研
究
中
，
不
能
脱
离
史
料
及
文

本
结
构
这
两
个
要
素
来
谈
完
形
的
建
立
。
在
书
法
史
研
究
中
，
经

常
看
见
先
叙
述
生
平
，
其
次
谈
及
作
品
，
再
论
书
学
思
想
所
谓
的

三
段
式
研
究
，
这
种
模
式
并
不
是
说
不
行
，
不
过
由
于
视
角
的
建

构
过
于
模
糊
，
致
使
在
形
式
上
不
能
形
成
一
个
统
一
的
整
体
，
在

知
觉
的
组
织
过
程
中
更
遑
论
能
形
成
一
个
简
约
适
宜
的
完
形
，
使

得
述
真
的
能
力
会
有
所
减
弱
。

另
外
完
形
的
形
成
还
体
现
在
对
史
料
的
归
纳
与
演
绎
中
，
归

纳
与
演
绎
作
为
思
维
的
工
具
显
得
尤
为
重
要
。
在
谈
及
书
法
史
研

究
中
如
何
令
文
本
变
得
更
加
可
信
，
从
而
达
到
述
真
目
的
之
时
，

华
人
德
说
道
，
『
要
对
一
个
时
代
（
时
期
）
的
共
性
特
征
予
以
全

面
掌
握
，
必
须
搜
罗
材
料
而
不
惮
烦
，
然
后
进
行
科
学
统
计
，
这

些
材
料
必
须
是
可
靠
不
伪
的
…
…
在
较
多
的
材
料
中
如
夹
杂
有

少
数
不
可
靠
者
，
会
影
响
其
精
确
度
，
如
仅
有
的
少
量
材
料
或

关
键
性
材
料
不
可
靠
，
则
在
此
基
础
上
得
出
的
结
论
必
然
是
谬
误 

的
』
[22]

，
其
实
所
谓
的
『
全
面
掌
握
』
是
科
学
应
有
的
态
度
，
但

实
际
上
，
这
种
归
纳
、
演
绎
思
维
并
不
适
用
于
人
类
所
具
有
的
创

造
性
思
维
，
归
纳
与
演
绎
应
是
一
种
拓
扑
的
方
式
，
将
各
种
现
象

进
行
整
合
，
从
而
建
立
完
形
的
统
一
。
对
于
格
式
塔
心
理
学
家
而

言
，
现
代
意
义
的
归
纳
、
演
绎
『
严
格
说
来
，
它
们
提
供
的
概
念

只
不
过
是
各
种
属
性
的
相
加
，
而
由
它
划
分
的
种
类
也
只
不
过
是

某
种
包
容
了
这
些
概
念
的
「
口
袋
」
，
至
于
演
绎
推
理
，
则
只
不

过
是
把
两
个
命
题
随
意
地
放
在
一
起
，
使
之
发
生
关
系
（
只
要
二

者
都
包
含
着
某
种
性
质
）
』
[23]

，
所
以
书
法
完
形
的
建
立
，
是
基

于
『
所
掌
握
的
材
料
是
否
已
经
足
够
支
撑
你
的
主
要
观
点
』
[24]

而

不
全
是
归
纳
、
演
绎
。
白
谦
慎
在
研
究
清
初
傅
山
的
生
活
状
况
与

其
他
仕
清
汉
族
官
员
的
关
系
时
，
得
到
了
傅
山
致
魏
一
鳌
的
十
八

通
信
札
，
记
录
了
傅
山
与
他
的
交
往
，
由
此
白
谦
慎
证
明
傅
山
在

清
初
的
生
活
需
要
这
些
降
清
官
员
的
帮
助
。
其
后
上
海
图
书
馆
新

整
理
出
十
多
通
傅
山
致
魏
一
鳌
的
信
札
，
对
白
谦
慎
而
言
，
这
些

信
札
非
但
不
能
推
翻
原
有
的
观
点
，
反
而
是
对
原
有
观
点
的
加

强
，
所
以
现
代
意
义
的
归
纳
与
演
绎
对
还
原
历
史
真
相
的
作
用
绝

不
能
夸
大
，
但
同
时
，
这
种
归
纳
、
演
绎
的
严
谨
思
维
的
模
式
也

值
得
一
定
程
度
的
学
习
。

在
书
法
史
的
研
究
中
，
需
要
注
意
的
还
有
图
与
底
的
关
系
，

即
背
景
与
事
件
的
关
系
，
对
书
法
史
而
言
，
背
景
是
构
成
完
形
的

关
键
因
素
之
一
。
一
般
书
法
史
的
写
作
容
易
将
作
者
的
生
平
、
交

游
等
与
艺
术
作
品
、
思
想
分
离
谈
论
，
这
意
味
着
对
所
欲
显
现
的

图
（
艺
术
作
品
、
思
想
）
和
背
景
（
生
平
、
交
游
等
）
进
行
割

裂
，
作
品
、
思
想
成
了
独
立
的
部
分
，
与
生
平
、
交
游
等
无
任
何

的
联
系
。
阿
恩
海
姆
告
诉
我
们
，
对
事
物
的
认
知
不
能
离
开
背
景

的
依
托
，
书
法
史
的
研
究
只
有
在
背
景
的
衬
托
下
，
才
能
展
现
出

书
法
史
应
有
的
秩
序
结
构
而
被
人
感
知
把
握
。
丛
文
俊
在
叙
论
背

景
重
要
性
时
说
道
，
『
书
家
或
书
家
群
体
至
少
要
活
动
几
十
年
甚

至
更
久
，
其
家
世
、
问
学
、
仕
途
、
交
游
、
诗
文
著
述
、
作
品
等

都
可
以
按
图
索
骥
，
而
书
法
审
美
思
想
渊
源
和
取
尚
，
艺
术
风
格

和
个
性
与
其
观
念
、
性
情
、
学
养
、
师
承
等
方
面
的
内
在
联
系
，

以
及
作
者
的
精
神
世
界
等
，
都
需
要
往
返
于
宏
观
与
微
观
之
间
的

客
观
求
证
，
这
也
是
最
见
功
力
和
治
学
态
度
的
部
分
。
遗
憾
的

是
，
此
时
所
需
要
的
背
景
叙
论
往
往
缺
失
，
或
者
处
于
无
关
痛
痒

的
状
态
，
或
另
起
炉
灶
而
与
文
前
交
代
的
背
景
分
离
。
这
表
明
，

作
者
还
未
能
认
识
到
背
景
的
重
要
性
，
或
者
还
没
有
能
力
运
用
多

学
科
知
识
把
握
好
背
景
，
并
把
书
家
或
书
家
群
体
凸
显
于
背
景
之

上
，
与
其
书
法
活
动
相
伴
始
终
』
[25]

。
如
果
生
平
、
交
游
等
对
书

学
思
想
、
艺
术
创
作
没
有
影
响
，
这
些
史
料
只
能
作
为
普
通
的
论

述
。
在
生
平
和
交
游
的
考
证
中
，
应
当
去
追
溯
对
艺
术
创
作
、
思

想
有
巨
大
影
响
的
事
件
，
由
此
激
发
完
形
的
要
点
构
成
统
一
饱
满

的
组
织
结
构
。

书
法
史
中
对
背
景
的
展
示
，
绝
非
将
背
景
作
为
静
态
的
结

构
，
相
反
它
是
与
所
欲
突
出
的
事
件
紧
密
结
合
的
动
态
样
式
。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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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
事
件
、
人
物
如
果
置
于
不
同
的
背
景
会
有
不
同
的
表
现
，
不

同
的
事
件
、
人
物
置
于
同
一
个
背
景
也
会
有
不
一
样
的
情
况
出

现
，
脱
离
背
景
的
事
实
不
是
事
实
本
身
，
它
需
要
依
靠
其
所
处
背

景
中
的
等
级
、
层
级
进
行
区
分
认
识
。
同
样
是
商
品
经
济
时
期
，

何
以
宋
朝
的
书
法
生
态
与
晚
明
大
相
径
庭
；
同
样
是
文
化
的
压

制
，
何
以
元
、
清
两
朝
的
书
家
有
截
然
不
同
的
风
貌
？
只
有
通
过

将
同
一
事
件
置
于
不
同
背
景
或
者
不
同
事
件
置
于
相
同
背
景
，
书

法
史
的
研
究
才
会
更
为
接
近
事
实
本
身
。

文
本
的
发
送
与
接
收

文
本
品
质
是
述
真
的
关
键
，
不
过
文
本
的
可
信
只
是
完
成
了

符
号
述
真
的
一
个
方
面
，
对
于
符
号
的
表
意
，
它
还
需
要
涉
及
符

号
的
发
送
与
接
收
。
对
于
书
法
史
研
究
而
言
，
发
送
者
需
要
考
虑

『
信
先
于
知
』
，
强
调
契
约
精
神
。
文
本
的
品
质
与
发
送
者
具
有

一
定
的
关
联
，
一
般
而
言
，
发
送
者
意
图
诚
信
，
文
本
也
就
更
为

可
信
些
，
接
收
者
也
容
易
接
纳
其
所
传
递
的
信
息
以
为
其
真
。
发

送
者
本
身
的
态
度
会
影
响
符
号
表
意
的
传
递
，
一
旦
接
收
者
透
过

文
本
或
者
绕
过
文
本
窥
探
出
发
送
者
的
作
伪
意
图
，
符
号
的
表
意

便
会
受
阻
，
即
使
文
本
本
身
具
有
较
高
的
可
信
度
也
会
导
致
表
意

述
真
活
动
被
认
定
为
伪
（
何
况
很
多
看
似
可
信
的
文
本
其
实
是
建

立
在
伪
作
的
态
度
上
）
。
在
书
法
史
的
述
真
中
，
如
果
学
者
不
具

备
诚
信
的
态
度
，
那
么
是
不
足
取
的
。

白
谦
慎
在
谈
论
艺
术
史
研
究
中
的
问
题
时
，
尤
为
关
注
学
者

的
诚
信
问
题
，
在
他
看
来
，
研
究
者
的
态
度
是
研
究
的
开
始
，
如

果
没
有
良
好
的
态
度
，
也
就
无
所
谓
史
实
研
究
，
『
（
研
究
）
态

度
其
实
更
为
重
要
』
[26]

。
作
为
一
名
艺
术
史
研
究
者
，
诚
信
的
态

度
必
不
可
少
，
作
者
之
所
以
被
读
者
发
现
文
章
的
漏
洞
在
于
读
者

从
文
本
间
性
之
中
，
发
现
了
作
者
著
作
中
的
问
题
从
而
断
定
作
者

无
严
谨
的
『
治
学
态
度
』
；
从
另
一
方
面
看
，
不
正
是
首
先
作
者

无
治
学
严
谨
的
态
度
，
所
以
导
致
文
本
漏
洞
百
出
从
而
难
以
令
人

信
任
吗
？

贡
布
里
希
在
《
艺
术
与
错
觉
》
中
提
出
『
观
者
本
分
』
这
一

概
念
，
认
为
接
收
者
对
作
品
的
阐
释
可
以
影
响
作
者
的
创
作
，
从

这
个
层
面
出
发
理
解
，
观
者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赋
予
了
史
论
真
假
的

定
论
，
也
可
以
依
靠
自
己
的
解
读
影
响
真
相
的
建
构
。
书
法
史
研

究
中
，
尽
管
有
赖
于
学
者
的
治
学
态
度
去
建
构
书
法
史
、
还
原
真

相
、
提
出
观
点
，
不
过
真
相
的
判
断
还
需
要
接
收
者
共
同
参
与
，

对
于
书
法
史
的
述
真
而
言
，
文
本
之
所
以
能
被
认
为
『
真
』
或
被

认
定
为
『
伪
』
，
是
由
接
收
者
决
定
的
。
接
收
者
对
书
法
史
研
究

进
行
审
核
之
时
，
其
所
作
的
工
作
并
不
亚
于
文
本
的
发
送
者
，
他

需
要
超
前
于
文
本
的
发
送
者
进
行
工
作
，
当
文
本
发
送
者
传
递
一

个
符
号
表
意
活
动
时
，
接
收
者
依
赖
之
前
的
『
工
作
』
进
入
最
后

的
裁
决
环
节
。
所
以
在
书
法
史
研
究
中
存
在
着
一
个
史
实
世
界
，

与
此
同
时
也
存
在
着
作
者
世
界
、
文
本
世
界
、
读
者
世
界
，
真

伪
的
判
断
是
这
四
个
世
界
的
一
种
约
定
。
这
倒
不
是
说
书
法
史
的

研
究
最
后
变
成
作
者
、
文
本
、
读
者
的
共
谋
，
书
法
史
无
所
谓
真

相
，
而
是
说
只
有
四
者
不
断
的
合
力
，
才
有
可
能
真
正
触
及
历
史

的
真
相
。

结
语通

过
引
入
符
号
学
的
述
真
，
书
法
史
研
究
中
对
真
伪
的
认
识

可
能
更
为
透
彻
，
『
真
』
是
一
个
结
合
、
匹
配
的
过
程
，
一
方
面

作
为
艺
术
史
研
究
者
，
我
们
应
该
以
文
本
间
性
、
直
观
经
验
、
视

角
建
构
、
完
形
成
立
建
构
文
本
的
可
信
度
，
力
求
我
们
历
史
真
相

的
还
原
，
同
时
符
号
的
表
意
还
包
括
文
本
的
发
送
者
、
接
收
者
，

只
有
将
这
些
因
素
考
虑
到
真
相
的
还
原
与
符
号
的
述
真
中
，
真
伪

的
判
断
才
有
意
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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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单
位
：
四
川
大
学
艺
术
学
院
（
二
〇
一
七
级
在
读
博
士
研

究
生
）本

文
责
编
：
杨
沛
沛

李
斯
书
法
评
说
的
再
审
视

—
—

由
张
怀
瓘
《
书
断
》
说
起

苗
江
磊

古
代
书
家
研
究

【
摘 

 

要
】
后
世
对
李
斯
书
法
功
绩
的
评
说
之
中
，
尤
以
唐
代
张
怀
瓘
《
书
断
》
之
言
最
为

溢
美
。
他
称
小
篆
乃
『
李
斯
所
作
也
』
，
其
书
『
天
下
行
之
』
，
并
称
李
斯
之
篆
书
有
『
画
如
铁

石
，
字
若
飞
动
』
之
貌
。
然
细
审
其
言
，
犹
有
未
安
之
意
。
小
篆
的
产
生
绝
非
李
斯
个
人
之
功
，

秦
篆
囿
于
书
写
速
度
、
字
形
特
征
等
因
素
，
也
并
未
以
其
预
想
的
规
划
在
社
会
各
层
深
入
推
广
开

来
。
而
且
作
为
实
用
目
的
明
确
的
书
法
作
品
，
秦
代
小
篆
作
品
体
现
出
的
雍
容
典
雅
特
征
也
并
无

飞
动
之
感
。
对
张
怀
瓘
相
关
评
说
的
辨
析
，
可
以
令
李
斯
的
书
法
贡
献
得
到
更
为
中
肯
客
观
的
审

视
。

【
关
键
词
】
张
怀
瓘 

 

《
书
断
》 

 

李
斯 

 

小
篆 

 

评
说

弁
言后

世
对
李
斯
其
人
之
评
说
，
或
叹
惋
他
身
居
秦
相
而
竭
忠
遭

刑
，
或
叹
服
他
篆
书
碑
刻
的
扬
名
后
世
。
学
人
称
道
李
斯
篆
书
地

位
者
甚
多
，
如
唐
代
李
嗣
真
评
李
斯
小
篆
，
『
犹
夫
千
钧
强
弩
，

万
石
洪
钟
，
岂
徒
学
者
之
宗
匠
，
亦
是
传
国
之
遗
宝
』
[1]

。
宋
代

刘
跂
亦
有
言
，
『
李
斯
小
篆
古
今
所
师
，
经
千
三
百
有
余
岁
而
复

彰
，
兹
可
尚
也
』
[2]

，
等
等
，
兹
不
尽
列
。
然
而
审
视
历
代
诸
家

评
说
，
尤
以
唐
代
张
怀
瓘
之
言
最
为
溢
美
，
他
称
李
斯
为
『
小
篆

之
祖
』
，
倍
加
推
崇
李
斯
于
书
法
史
上
草
创
小
篆
的
肇
始
之
功
，

他
所
作
《
书
断
》
论
曰
：

案
，
小
篆
者
，
秦
始
皇
丞
相
李
斯
所
作
也
。
增
损
大
篆
，
异

同
籀
文
，
谓
之
小
篆
，
亦
曰
秦
篆
。
始
皇
二
十
年
，
始
并
六
国
，

斯
时
为
廷
尉
，
乃
奏
罢
不
合
秦
文
者
，
于
是
天
下
行
之
。
画
如
铁

石
，
字
若
飞
动
，
作
楷
隶
之
祖
，
为
不
易
之
法
…
…
斯
虽
草
创
，

遂
造
其
极
矣
。
李
斯
即
小
篆
之
祖
也
。

李
君
创
法
，
神
虑
精
微
。
铁
为
肢
体
，
虬
作
骖
騑
。
江
海
淼

漫
，
山
岳
巍
巍
。
长
风
万
里
，
鸾
凤
于
飞
。
[3]

但
细
察
其
言
，
犹
有
未
安
之
处
。
本
文
拟
针
对
张
怀
瓘
《
书

断
》
的
评
说
之
语
展
开
探
讨
，
重
新
审
视
李
斯
的
书
法
贡
献
及
其

地
位
，
以
期
求
教
大
方
。

『
天
下
行
之
』
之
说
辨

张
怀
瓘
《
书
断
》
中
论
及
秦
篆
之
兴
，
称
李
斯
『
奏
罢
不
合

秦
文
者
，
于
是
天
下
行
之
』
。
然
若
以
『
天
下
行
之
』
论
李
斯
推

行
秦
篆
之
成
效
，
则
未
免
略
有
言
过
其
实
。
『
罢
不
合
秦
文
者
』

即
是
指
李
斯
奏
请
秦
始
皇
允
准
『
书
同
文
』
并
推
行
秦
篆
一
事
。

《
史
记
·
李
斯
列
传
》
载
，
秦
始
皇
三
十
四
年
时
，
李
斯
上
书
奏

言
改
制
，
意
欲
无
使
天
下
人
『
以
古
非
今
』
，
故
『
明
法
度
，
定

律
令
，
同
文
书
』
[4]

，
推
行
『
书
同
文
字
』
之
策
。
秦
始
皇
令
李

斯
、
赵
高
及
胡
毋
敬
分
别
以
小
篆
作
《
仓
颉
》
《
爰
历
》
《
博

学
》
之
范
本
，
令
天
下
人
皆
书
秦
篆
。
但
秦
始
皇
命
李
斯
带
领
推

行
的
标
准
字
体
小
篆
，
却
并
未
以
其
预
想
的
规
划
在
民
众
中
普
遍

推
广
开
来
。

首
先
，
就
小
篆
字
体
本
身
的
特
征
而
言
，
小
篆
的
字
形
特
征

与
书
写
速
度
，
使
得
它
很
难
在
社
会
各
阶
层
真
正
推
行
应
用
。
小

篆
之
书
，
字
形
对
称
空
间
均
衡
，
线
条
圆
润
粗
细
一
致
，
带
有
明

显
的
抽
象
特
征
。
可
以
推
想
，
这
种
雍
容
典
雅
、
严
苛
细
致
的
小

篆
字
体
在
日
常
书
写
中
应
当
是
颇
为
不
便
的
。
所
以
除
却
带
有
政

治
性
的
诏
令
、
铭
文
等
高
文
典
册
严
格
要
求
使
用
规
范
的
小
篆
书

写
，
在
实
际
应
用
中
，
人
们
常
常
会
对
小
篆
的
书
写
形
式
进
行
改

进
。
比
如
一
九
七
五
年
湖
北
出
土
《
云
梦
睡
虎
地
秦
简
》
，
经
考

证
其
年
代
在
战
国
末
至
秦
始
皇
初
期
，
正
可
展
现
出
秦
始
皇
统
一

文
字
之
后
的
文
字
书
写
情
况
。
该
简
文
中
的
字
体
明
显
与
规
范
的

小
篆
书
写
法
不
同
，
『
有
增
损
小
篆
笔
画
变
圆
为
方
者
，
有
改
连

为
断
变
曲
为
直
者
』
[5]

，
反
映
出
人
们
在
书
写
中
对
小
篆
进
行
了

一
定
的
简
化
。
再
如
一
九
八
九
年
湖
北
的
《
龙
岗
秦
简
》
，
该
简

文
记
录
的
是
秦
代
法
令
，
文
字
多
用
直
笔
，
少
圆
润
曲
线
笔
画
，

字
形
呈
大
幅
度
的
右
倾
，
明
显
体
现
出
『
进
一
步
约
省
简
化
，
篆

意
被
进
一
步
消
解
』
[6]

。
这
都
说
明
彼
时
人
们
对
小
篆
有
书
写
上

的
草
化
与
改
省
。

其
次
，
『
秦
代
高
文
典
册
，
皆
作
小
篆
』
[7]

。
就
实
际
推
行

的
成
效
而
言
，
小
篆
书
写
的
缓
慢
与
繁
琐
，
反
而
促
使
人
们
选
择

了
更
为
迅
捷
的
隶
书
进
行
书
写
。
除
了
在
实
际
书
写
中
对
小
篆
字

形
进
行
改
变
之
外
，
许
慎
《
说
文
解
字
·
叙
》
记
述
，
秦
时
『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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