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
集
古
字
』
作
为
一
个
名
词
已
经
广
为
世
人
所
知
，
其
论

述
见
诸
米
芾
《
海
岳
名
言
》
：

壮
岁
未
能
立
家
，
人
谓
吾
书
为
『
集
古
字
』
，
盖
取
诸
长

处
，
总
而
成
之
。
既
老
，
始
自
成
家
，
人
见
之
，
不
知
以
何
为

祖
也
。
[1]

而
米
芾
的
『
集
古
字
』
经
历
也
可
以
从
其
《
学
书
帖
》
中

得
到
验
证
：

余
初
学
颜
，
七
八
岁
也
，
字
至
大
一
幅
，
写
简
不
成
。
见

柳
而
慕
紧
结
，
乃
学
柳
《
金
刚
经
》
。
久
之
，
知
出
于
欧
，
乃

学
欧
。
久
之
，
如
印
版
排
算
。
乃
慕
褚
，
而
学
最
久
。
又
慕
段

季
转
折
肥
美
，
八
面
皆
全
。
久
之
，
觉
段
全
绎
展
《
兰
亭
》
，

遂
并
看
《
法
帖
》
，
入
晋
魏
平
淡
，
弃
锺
方
而
师
师
宜
官
，

《
刘
宽
碑
》
是
也
。
篆
便
爱
《
咀
楚
》
《
石
鼓
文
》
。
又
悟
竹

简
以
竹
聿
行
漆
，
而
鼎
铭
妙
古
老
焉
。
其
书
壁
以
沈
传
师
为

主
，
小
字
，
大
不
取
也
。
[2]

在
一
定
意
义
上
说
，
今
天
的
书
法
创
作
与
古
人
应
该
保
持

着
内
在
的
延
续
性
，
只
有
如
此
，
才
能
通
过
学
习
古
人
获
得
创

【
摘 

要
】
『
集
古
字
』
最
初
用
来
规
劝
米
芾
早
年
在
学
习
书
法
过
程
中
拘
泥
于
范
本
外
在

形
态
的
缺
憾
。
作
为
概
念
被
后
人
引
用
，
只
将
书
家
获
得
成
功
的
复
杂
和
艰
辛
表
面
化
，
便
于
称

说
而
实
际
又
不
尽
准
确
。
学
书
者
从
事
书
法
实
践
，
更
需
要
探
寻
这
一
方
式
背
后
的
秘
密
，
逐
渐

通
过
临
摹
深
入
到
古
往
今
来
所
有
书
家
都
植
根
于
此
的
书
法
传
统
，
为
书
法
的
承
传
和
发
扬
作
出

更
大
的
贡
献
。

【
关
键
词
】
集
古
字 

 

叙
述
方
式 

 

书
法
实
践

集
古
字
：
作
为
叙
述
方
式
与
书
法
实
践

孙
学
峰   

戴
弦
杰

史 

论

作
的
技
巧
和
本
领
。
『
集
古
字
』
本
质
上
是
学
习
古
人
的
路
径

和
方
法
，
其
正
确
与
否
应
该
服
从
于
能
否
继
承
前
代
的
成
就
，

即
离
开
范
本
之
后
能
否
也
创
作
出
与
范
本
同
样
优
秀
的
作
品
。

从
其
艺
术
成
就
来
看
，
米
芾
等
人
的
学
习
经
历
无
疑
是
成
功

的
，
以
此
证
明
『
集
古
字
』
理
论
上
说
也
应
该
是
可
行
的
。
那

么
，
为
何
通
过
『
集
古
字
』
学
习
古
人
的
难
度
又
如
此
之
大
？

本
文
试
图
深
入
挖
掘
、
发
现
『
集
古
字
』
背
后
的
秘
密
，
以
便

指
导
我
们
今
天
的
书
法
创
作
实
践
。

二

学
书
者
通
过
『
集
古
字
』
临
摹
范
本
只
是
书
法
学
习

的
必
要
手
段
，
获
得
基
本
的
创
作
能
力
才
是
最
终
的
旨
归
。

只
是
由
于
个
人
识
见
的
拓
展
艰
难
，
学
书
者
往
往
会
在
选
择

临
习
一
种
范
本
之
后
，
再
去
选
择
另
外
一
种
范
本
。
这
些
范

本
的
书
写
风
格
逐
渐
沉
淀
到
学
书
者
的
书
写
习
惯
当
中
，
如

是
再
三
，
伴
随
着
所
学
的
不
断
累
积
，
当
然
也
会
取
得
较
大

进
步
。
但
是
，
学
书
者
的
这
种
渐
次
进
步
并
不
易
称
说
，
其

间
更
有
诸
多
螺
旋
式
的
迂
回
、
坎
坷
的
困
顿
甚
至
窘
迫
的
失

败
难
以
启
齿
，
从
而
为
我
们
的
研
究
和
论
述
带
来
了
极
大
的

困
难
。
从
表
面
看
来
，
这
个
结
果
就
像
是
学
书
者
昨
天
临
习

了
什
么
帖
，
今
天
又
临
习
什
么
帖
，
明
天
还
将
临
习
了
什
么

帖
，
之
后
，
将
之
有
意
识
地
融
合
而
成
。
由
此
，
『
集
古

字
』
便
占
据
了
合
理
的
阵
地
。
类
似
的
问
题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比
比
皆
是
，
如
果
仔
细
追
寻
，
我
们
会
发
现
许
多
蛛
丝
马

迹
。
比
如
，
在
动
画
片
《
星
际
警
长
》
中
有
布
雷
斯
塔
警

长
，
具
有
『
鹰
的
眼
睛
，
狼
的
耳
朵
，
豹
的
速
度
，
熊
的
力

量
』
，
假
使
果
真
将
鹰
的
眼
睛
、
狼
的
耳
朵
、
豹
的
速
度
、

熊
的
力
量
组
合
在
一
起
，
布
雷
斯
塔
岂
不
成
了
『
四
不
像
』

的
怪
物
？
可
见
，
人
们
列
举
鹰
、
狼
、
豹
、
熊
，
只
是
为
了

突
出
其
眼
睛
的
锐
利
、
耳
朵
的
聪
敏
、
速
度
的
快
捷
和
力
量

的
庞
大
，
由
此
，
我
们
需
要
引
出
对
叙
述
方
式
的
论
述
。
所

谓
叙
述
方
式
，
是
指
将
特
定
的
现
象
、
道
理
加
以
解
说
与
阐

述
的
形
式
，
从
而
寄
希
望
于
使
混
沌
有
所
明
晰
、
使
凌
乱
有

所
整
理
、
使
复
杂
有
所
简
化
、
使
深
层
有
所
显
现
、
使
困
难

有
所
容
易
。
需
要
指
出
的
是
，
这
些
现
象
、
道
理
需
要
反
映

到
人
的
头
脑
之
中
，
化
为
认
识
、
思
想
和
观
念
，
然
后
通
过

一
定
的
言
语
表
达
出
来
。
从
理
论
上
说
，
现
象
、
道
理
是
言

语
所
要
承
载
的
内
容
，
言
语
是
现
象
、
道
理
得
以
传
达
的
工

具
，
二
者
应
该
是
统
一
的
。
但
在
经
过
感
官
的
触
及
、
头
脑

的
思
考
和
语
言
的
组
织
等
多
次
辗
转
、
剥
落
和
渲
染
之
后
，

二
者
之
间
难
免
有
所
差
异
。
正
是
这
种
不
易
明
言
的
差
异
使

得
我
们
只
能
采
取
一
种
便
于
称
说
而
实
际
又
不
尽
准
确
的
叙

述
方
式
来
解
释
这
种
进
步
的
过
程
。

假
如
前
例
运
用
了
比
喻
的
修
辞
手
法
，
那
么
，
我
们
通
常

说
新
生
儿
的
脸
庞
像
父
亲
、
眼
睛
像
母
亲
、
鼻
子
像
舅
父
、
嘴

巴
像
祖
母
等
等
，
凡
此
种
种
，
则
更
加
具
有
说
服
力
。
尽
管
不

可
避
免
地
携
带
了
父
祖
长
辈
的
基
因
，
但
新
生
儿
的
发
育
和
生

长
是
单
独
的
个
体
酝
酿
过
程
，
与
将
诸
位
长
辈
的
特
点
简
单
相

加
而
得
出
的
特
征
依
然
有
极
大
的
不
同
。
那
么
，
『
集
古
字
』

是
否
也
存
在
着
像
新
生
儿
的
成
长
同
样
的
问
题
呢
？
我
们
还
需

要
将
学
书
者
通
过
『
集
古
字
』
而
产
生
的
自
身
进
步
和
内
部
酝

酿
过
程
勾
勒
出
来
。

三

大
致
说
来
，
我
们
寄
希
望
于
通
过
『
集
古
字
』
获
得
的

创
作
能
力
涉
及
极
为
广
泛
，
比
如
，
如
何
顺
应
右
手
书
写
的
生

理
机
能
，
如
何
充
分
发
挥
书
写
工
具
与
材
料
的
物
理
性
能
，
如

何
根
据
各
种
客
观
需
要
拟
定
文
辞
内
容
，
如
何
设
计
合
适
的
作

品
形
制
，
如
何
根
据
审
美
的
要
求
来
加
强
体
势
的
塑
造
，
如
何

将
作
品
变
成
前
后
联
系
、
上
下
贯
通
、
血
肉
丰
满
的
艺
术
整
体

等
等
。
这
些
内
容
不
仅
涉
及
到
创
作
过
程
中
的
书
写
与
安
排
、

创
作
前
的
构
思
与
设
计
以
及
最
后
表
现
为
何
种
作
品
形
态
等
各

个
方
面
，
也
包
涵
了
从
技
能
到
方
法
、
规
律
和
思
想
观
念
等
各

个
层
次
。
大
概
正
是
对
这
些
内
容
的
不
懈
探
索
形
成
了
一
脉
相

承
的
书
法
传
统
，
支
撑
了
书
法
艺
术
的
产
生
，
并
催
生
了
光
辉

灿
烂
的
书
法
文
化
。
至
于
『
集
古
字
』
所
依
赖
的
典
范
作
品
，

只
是
书
家
植
根
于
书
法
传
统
而
服
务
于
特
定
现
实
需
求
的
静
态 

呈
现
。很

多
人
注
意
到
，
每
一
幅
作
品
都
会
表
现
出
不
同
的
个
性

形
态
。
这
主
要
在
于
所
有
的
创
作
活
动
总
是
处
在
一
定
的
历
史

环
境
之
中
，
书
家
又
基
于
不
同
的
用
途
需
求
采
取
了
不
同
的
构

思
和
考
量
，
使
用
了
不
同
的
工
具
和
材
料
，
也
具
备
了
不
同
的

创
作
情
景
、
情
绪
状
态
，
其
中
，
每
一
个
具
体
因
素
的
变
化
都

会
引
发
外
在
形
态
的
差
异
。
因
而
，
除
了
由
于
个
人
习
惯
、
表

现
缺
憾
、
意
外
干
扰
而
造
成
的
瑕
疵
，
每
一
件
成
功
书
迹
的
个

性
形
态
在
理
论
上
都
是
内
在
的
、
自
足
的
、
和
谐
的
，
即
便
偶

尔
一
点
不
相
干
因
素
的
掺
杂
和
渗
入
，
也
必
然
会
引
发
外
在
形

态
的
不
完
美
。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说
，
个
性
更
应
该
理
解
为
书
家

在
把
握
书
法
传
统
的
各
项
要
求
之
后
灵
活
处
理
的
结
果
。
一
旦

情
况
发
生
改
变
，
书
家
便
应
该
基
于
书
法
的
深
刻
理
解
对
现
实

需
求
作
出
精
准
的
判
断
和
处
理
，
从
而
使
作
品
表
现
出
不
同
的

具
体
形
态
。

相
对
于
家
传
、
师
承
等
方
式
，
『
集
古
字
』
实
际
上
是
一

个
相
对
间
接
的
学
习
途
径
，
其
间
，
必
须
完
成
两
个
方
面
的
转

变
：
一
是
由
于
范
本
只
是
已
经
书
写
完
成
的
静
态
呈
现
，
并
不

能
主
动
告
知
其
中
的
关
键
所
在
，
学
书
者
必
须
充
分
发
挥
其
主

观
能
动
性
，
实
现
由
形
态
向
动
作
、
由
表
面
向
内
里
的
深
入
和

渗
透
；
二
是
由
于
某
一
具
体
范
本
的
最
终
完
成
必
然
受
到
特
定

环
境
因
素
的
影
响
，
学
书
者
需
要
对
书
迹
形
态
进
行
相
对
细
致

地
分
析
，
逐
渐
实
现
由
具
体
到
一
般
、
由
个
别
到
普
遍
的
类
推

和
泛
化
。
一
句
话
说
，
尽
管
我
们
以
『
集
古
字
』
为
手
段
，
但

所
学
并
非
某
一
个
特
定
的
字
，
或
非
某
一
种
特
定
的
字
帖
，
甚

至
也
非
某
一
位
特
定
的
书
家
，
而
是
古
往
今
来
的
所
有
书
家
进

行
书
法
创
作
都
植
根
于
此
的
书
法
传
统
。

在
这
个
过
程
中
，
学
书
者
客
观
上
需
要
设
置
各
种
参
数

对
不
同
单
字
或
不
同
范
本
进
行
相
互
之
间
的
比
较
、
参
证
和
沟

通
，
但
是
它
本
质
上
并
不
在
乎
所
临
单
字
数
量
或
者
范
本
种
类

的
多
少
，
而
是
更
需
要
立
足
于
一
条
合
适
的
路
径
勇
往
直
前
地

登
上
巅
峰
，
之
后
，
永
远
保
持
止
于
至
善
的
境
界
。
当
然
，
由

于
理
解
、
挖
掘
和
表
现
能
力
的
限
制
，
学
书
者
在
相
对
长
的
时

间
内
只
能
认
识
、
凸
显
范
本
最
明
显
的
特
征
，
似
乎
如
米
芾
所

说
颜
字
只
是
『
至
大
』
、
柳
字
只
是
『
紧
结
』
而
欧
字
只
是

『
排
算
』
等
等
，
而
忽
视
了
所
有
的
范
本
都
是
全
面
的
、
立
体

的
、
完
整
的
艺
术
形
象
，
那
么
，
一
旦
遭
遇
困
难
，
便
只
好
通

过
更
换
范
本
来
解
决
问
题
。
或
许
，
这
种
通
过
多
条
路
径
无
数

次
逡
巡
于
山
麓
的
观
光
和
游
历
，
会
浪
费
学
习
的
时
间
和
精

力
，
也
会
影
响
书
法
传
统
探
索
的
高
度
和
效
率
。

四

学
习
典
范
并
塑
造
新
的
典
范
是
古
往
今
来
所
有
人
们
共
有
的

追
求
和
希
望
。
具
体
到
书
法
领
域
来
说
，
最
直
接
的
成
果
即
呈
现

为
书
法
作
品
。
早
在
米
芾
之
前
，
王
导
便
曾
于
避
难
途
中
仍
不
忘

将
《
宣
誓
表
》
秘
藏
身
边
而
时
时
揣
摩
[3]

，
王
献
之
也
有
受
教
于

父
而
与
父
争
胜
的
美
谈
[4]

，
可
见
，
书
法
实
践
通
常
由
临
摹
古
代

的
优
秀
作
品
开
始
，
直
至
创
作
出
新
的
优
秀
作
品
为
止
。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
书
法
作
品
是
通
过
汉
字
书
写
来
塑
造

艺
术
形
象
的
，
由
此
衍
生
出
与
之
相
关
的
三
个
问
题
：
一
是
在

每
一
个
时
代
中
，
书
法
创
作
都
会
表
现
出
五
彩
纷
呈
的
态
势
，

在
许
多
作
品
没
有
得
到
充
分
检
验
和
删
汰
的
前
提
下
，
学
书
者

需
要
选
取
经
过
历
史
沉
淀
后
流
传
下
来
的
经
典
名
作
作
为
临
习

范
本
；
二
是
无
论
临
摹
古
代
范
本
，
还
是
创
作
新
的
作
品
，
都

需
要
以
单
个
的
汉
字
作
为
基
本
生
成
单
位
和
重
点
关
注
对
象
；

三
是
艺
术
形
象
的
塑
造
必
须
依
托
于
有
形
的
笔
墨
痕
迹
，
在
临

摹
时
需
要
精
准
的
分
析
、
理
解
并
积
累
无
数
个
单
字
的
外
在
形

态
，
而
在
创
作
中
又
需
要
恰
切
地
表
现
出
其
外
在
形
态
。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说
，
『
集
古
字
』
尽
管
针
对
米
芾
而
言
，
却
一
直
以

来
便
是
貌
似
合
理
的
事
实
存
在
，
之
后
，
它
又
生
发
出
许
多
貌

似
合
理
的
具
体
操
作
措
施
。
比
如
，
按
照
惯
常
的
理
解
，
『
集

古
字
』
最
简
单
的
做
法
是
从
某
一
范
本
中
选
取
范
字
组
成
合
适

的
内
容
，
当
然
，
特
定
范
本
中
的
字
往
往
较
少
，
也
不
好
表
现

出
新
的
面
目
，
并
不
能
适
应
现
实
需
要
和
审
美
诉
求
；
只
好
旁

及
同
一
书
家
其
他
范
本
乃
至
其
他
书
家
的
书
迹
，
这
一
方
法
拓

展
了
搜
求
范
字
的
范
围
，
却
又
往
往
造
成
风
格
的
不
统
一
；
于

是
临
习
多
种
范
本
，
糅
合
其
特
征
，
既
累
积
了
范
字
的
数
量
，

又
保
证
了
总
体
格
调
的
一
致
。
但
是
，
这
种
由
范
本
外
在
形
态

直
接
过
渡
到
作
品
外
在
形
态
的
方
式
实
际
上
是
简
省
了
对
书
法

传
统
的
探
索
，
逐
渐
放
弃
了
学
书
者
作
为
主
体
对
书
法
创
作
可

持
续
再
生
能
力
的
诉
求
。
这
不
得
不
说
是
『
集
古
字
』
作
为
叙

述
方
式
浸
入
书
法
实
践
领
域
的
误
导
。

当
然
，
大
批
探
索
成
功
的
书
家
对
此
仍
提
出
了
更
为
深
刻

的
见
解
。
比
如
，
王
僧
虔
强
调
『
神
采
』
『
形
质
』
兼
具
，
而
以

『
神
采
为
上
』
，
并
将
之
作
为
『
书
之
妙
道
』
的
品
评
标
准
和

『
绍
于
古
人
』
的
承
传
标
准
[5]

；
黄
庭
坚
则
要
求
，
临
帖
需
『
张

古
人
书
于
壁
间
』
『
多
取
古
书
细
看
』
，
方
可
由
外
在
形
态
而

『
入
「
神
」
』
[6]

；
姜
夔
进
一
步
补
充
，
要
『
如
见
其
挥
运
之

时
』
[7]

，
对
古
人
创
作
的
情
景
、
状
态
、
动
作
、
思
考
等
进
行

全
方
位
的
复
现
、
揣
摩
和
把
握
，
直
至
熟
谙
于
心
。
所
有
这
些
思

考
都
指
向
了
『
集
古
字
』
作
为
叙
述
方
式
背
后
的
内
容
。
但
是
，

也
有
可
能
在
特
定
的
历
史
环
境
中
有
所
加
剧
和
扭
曲
，
将
『
集
古

字
』
与
书
法
实
践
看
做
完
全
同
一
的
内
容
。
最
为
明
显
的
是
清
代

中
叶
之
后
，
受
各
种
具
体
因
素
的
影
响
[8]

，
人
们
受
『
集
古
字
』

等
术
语
表
层
意
义
的
错
误
引
导
，
逐
渐
将
书
法
传
统
理
解
为
与
个

性
处
在
同
一
层
面
的
共
性
，
又
进
一
步
将
共
性
看
作
诸
多
个
性
形

态
的
嫁
接
与
杂
糅
。
比
如
，
康
有
为
便
提
到
：

若
所
见
博
，
所
临
多
，
熟
古
今
之
体
变
，
通
源
流
之
分

合
，
尽
得
于
目
，
尽
存
于
心
，
尽
应
于
手
，
如
蜂
采
花
，
酝
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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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集
古
字
』
作
为
一
个
名
词
已
经
广
为
世
人
所
知
，
其
论

述
见
诸
米
芾
《
海
岳
名
言
》
：

壮
岁
未
能
立
家
，
人
谓
吾
书
为
『
集
古
字
』
，
盖
取
诸
长

处
，
总
而
成
之
。
既
老
，
始
自
成
家
，
人
见
之
，
不
知
以
何
为

祖
也
。
[1]

而
米
芾
的
『
集
古
字
』
经
历
也
可
以
从
其
《
学
书
帖
》
中

得
到
验
证
：

余
初
学
颜
，
七
八
岁
也
，
字
至
大
一
幅
，
写
简
不
成
。
见

柳
而
慕
紧
结
，
乃
学
柳
《
金
刚
经
》
。
久
之
，
知
出
于
欧
，
乃

学
欧
。
久
之
，
如
印
版
排
算
。
乃
慕
褚
，
而
学
最
久
。
又
慕
段

季
转
折
肥
美
，
八
面
皆
全
。
久
之
，
觉
段
全
绎
展
《
兰
亭
》
，

遂
并
看
《
法
帖
》
，
入
晋
魏
平
淡
，
弃
锺
方
而
师
师
宜
官
，

《
刘
宽
碑
》
是
也
。
篆
便
爱
《
咀
楚
》
《
石
鼓
文
》
。
又
悟
竹

简
以
竹
聿
行
漆
，
而
鼎
铭
妙
古
老
焉
。
其
书
壁
以
沈
传
师
为

主
，
小
字
，
大
不
取
也
。
[2]

在
一
定
意
义
上
说
，
今
天
的
书
法
创
作
与
古
人
应
该
保
持

着
内
在
的
延
续
性
，
只
有
如
此
，
才
能
通
过
学
习
古
人
获
得
创

【
摘 

要
】
『
集
古
字
』
最
初
用
来
规
劝
米
芾
早
年
在
学
习
书
法
过
程
中
拘
泥
于
范
本
外
在

形
态
的
缺
憾
。
作
为
概
念
被
后
人
引
用
，
只
将
书
家
获
得
成
功
的
复
杂
和
艰
辛
表
面
化
，
便
于
称

说
而
实
际
又
不
尽
准
确
。
学
书
者
从
事
书
法
实
践
，
更
需
要
探
寻
这
一
方
式
背
后
的
秘
密
，
逐
渐

通
过
临
摹
深
入
到
古
往
今
来
所
有
书
家
都
植
根
于
此
的
书
法
传
统
，
为
书
法
的
承
传
和
发
扬
作
出

更
大
的
贡
献
。

【
关
键
词
】
集
古
字 

 

叙
述
方
式 

 

书
法
实
践

集
古
字
：
作
为
叙
述
方
式
与
书
法
实
践

孙
学
峰   

戴
弦
杰

史 

论

作
的
技
巧
和
本
领
。
『
集
古
字
』
本
质
上
是
学
习
古
人
的
路
径

和
方
法
，
其
正
确
与
否
应
该
服
从
于
能
否
继
承
前
代
的
成
就
，

即
离
开
范
本
之
后
能
否
也
创
作
出
与
范
本
同
样
优
秀
的
作
品
。

从
其
艺
术
成
就
来
看
，
米
芾
等
人
的
学
习
经
历
无
疑
是
成
功

的
，
以
此
证
明
『
集
古
字
』
理
论
上
说
也
应
该
是
可
行
的
。
那

么
，
为
何
通
过
『
集
古
字
』
学
习
古
人
的
难
度
又
如
此
之
大
？

本
文
试
图
深
入
挖
掘
、
发
现
『
集
古
字
』
背
后
的
秘
密
，
以
便

指
导
我
们
今
天
的
书
法
创
作
实
践
。

二

学
书
者
通
过
『
集
古
字
』
临
摹
范
本
只
是
书
法
学
习

的
必
要
手
段
，
获
得
基
本
的
创
作
能
力
才
是
最
终
的
旨
归
。

只
是
由
于
个
人
识
见
的
拓
展
艰
难
，
学
书
者
往
往
会
在
选
择

临
习
一
种
范
本
之
后
，
再
去
选
择
另
外
一
种
范
本
。
这
些
范

本
的
书
写
风
格
逐
渐
沉
淀
到
学
书
者
的
书
写
习
惯
当
中
，
如

是
再
三
，
伴
随
着
所
学
的
不
断
累
积
，
当
然
也
会
取
得
较
大

进
步
。
但
是
，
学
书
者
的
这
种
渐
次
进
步
并
不
易
称
说
，
其

间
更
有
诸
多
螺
旋
式
的
迂
回
、
坎
坷
的
困
顿
甚
至
窘
迫
的
失

败
难
以
启
齿
，
从
而
为
我
们
的
研
究
和
论
述
带
来
了
极
大
的

困
难
。
从
表
面
看
来
，
这
个
结
果
就
像
是
学
书
者
昨
天
临
习

了
什
么
帖
，
今
天
又
临
习
什
么
帖
，
明
天
还
将
临
习
了
什
么

帖
，
之
后
，
将
之
有
意
识
地
融
合
而
成
。
由
此
，
『
集
古

字
』
便
占
据
了
合
理
的
阵
地
。
类
似
的
问
题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比
比
皆
是
，
如
果
仔
细
追
寻
，
我
们
会
发
现
许
多
蛛
丝
马

迹
。
比
如
，
在
动
画
片
《
星
际
警
长
》
中
有
布
雷
斯
塔
警

长
，
具
有
『
鹰
的
眼
睛
，
狼
的
耳
朵
，
豹
的
速
度
，
熊
的
力

量
』
，
假
使
果
真
将
鹰
的
眼
睛
、
狼
的
耳
朵
、
豹
的
速
度
、

熊
的
力
量
组
合
在
一
起
，
布
雷
斯
塔
岂
不
成
了
『
四
不
像
』

的
怪
物
？
可
见
，
人
们
列
举
鹰
、
狼
、
豹
、
熊
，
只
是
为
了

突
出
其
眼
睛
的
锐
利
、
耳
朵
的
聪
敏
、
速
度
的
快
捷
和
力
量

的
庞
大
，
由
此
，
我
们
需
要
引
出
对
叙
述
方
式
的
论
述
。
所

谓
叙
述
方
式
，
是
指
将
特
定
的
现
象
、
道
理
加
以
解
说
与
阐

述
的
形
式
，
从
而
寄
希
望
于
使
混
沌
有
所
明
晰
、
使
凌
乱
有

所
整
理
、
使
复
杂
有
所
简
化
、
使
深
层
有
所
显
现
、
使
困
难

有
所
容
易
。
需
要
指
出
的
是
，
这
些
现
象
、
道
理
需
要
反
映

到
人
的
头
脑
之
中
，
化
为
认
识
、
思
想
和
观
念
，
然
后
通
过

一
定
的
言
语
表
达
出
来
。
从
理
论
上
说
，
现
象
、
道
理
是
言

语
所
要
承
载
的
内
容
，
言
语
是
现
象
、
道
理
得
以
传
达
的
工

具
，
二
者
应
该
是
统
一
的
。
但
在
经
过
感
官
的
触
及
、
头
脑

的
思
考
和
语
言
的
组
织
等
多
次
辗
转
、
剥
落
和
渲
染
之
后
，

二
者
之
间
难
免
有
所
差
异
。
正
是
这
种
不
易
明
言
的
差
异
使

得
我
们
只
能
采
取
一
种
便
于
称
说
而
实
际
又
不
尽
准
确
的
叙

述
方
式
来
解
释
这
种
进
步
的
过
程
。

假
如
前
例
运
用
了
比
喻
的
修
辞
手
法
，
那
么
，
我
们
通
常

说
新
生
儿
的
脸
庞
像
父
亲
、
眼
睛
像
母
亲
、
鼻
子
像
舅
父
、
嘴

巴
像
祖
母
等
等
，
凡
此
种
种
，
则
更
加
具
有
说
服
力
。
尽
管
不

可
避
免
地
携
带
了
父
祖
长
辈
的
基
因
，
但
新
生
儿
的
发
育
和
生

长
是
单
独
的
个
体
酝
酿
过
程
，
与
将
诸
位
长
辈
的
特
点
简
单
相

加
而
得
出
的
特
征
依
然
有
极
大
的
不
同
。
那
么
，
『
集
古
字
』

是
否
也
存
在
着
像
新
生
儿
的
成
长
同
样
的
问
题
呢
？
我
们
还
需

要
将
学
书
者
通
过
『
集
古
字
』
而
产
生
的
自
身
进
步
和
内
部
酝

酿
过
程
勾
勒
出
来
。

三

大
致
说
来
，
我
们
寄
希
望
于
通
过
『
集
古
字
』
获
得
的

创
作
能
力
涉
及
极
为
广
泛
，
比
如
，
如
何
顺
应
右
手
书
写
的
生

理
机
能
，
如
何
充
分
发
挥
书
写
工
具
与
材
料
的
物
理
性
能
，
如

何
根
据
各
种
客
观
需
要
拟
定
文
辞
内
容
，
如
何
设
计
合
适
的
作

品
形
制
，
如
何
根
据
审
美
的
要
求
来
加
强
体
势
的
塑
造
，
如
何

将
作
品
变
成
前
后
联
系
、
上
下
贯
通
、
血
肉
丰
满
的
艺
术
整
体

等
等
。
这
些
内
容
不
仅
涉
及
到
创
作
过
程
中
的
书
写
与
安
排
、

创
作
前
的
构
思
与
设
计
以
及
最
后
表
现
为
何
种
作
品
形
态
等
各

个
方
面
，
也
包
涵
了
从
技
能
到
方
法
、
规
律
和
思
想
观
念
等
各

个
层
次
。
大
概
正
是
对
这
些
内
容
的
不
懈
探
索
形
成
了
一
脉
相

承
的
书
法
传
统
，
支
撑
了
书
法
艺
术
的
产
生
，
并
催
生
了
光
辉

灿
烂
的
书
法
文
化
。
至
于
『
集
古
字
』
所
依
赖
的
典
范
作
品
，

只
是
书
家
植
根
于
书
法
传
统
而
服
务
于
特
定
现
实
需
求
的
静
态 

呈
现
。很

多
人
注
意
到
，
每
一
幅
作
品
都
会
表
现
出
不
同
的
个
性

形
态
。
这
主
要
在
于
所
有
的
创
作
活
动
总
是
处
在
一
定
的
历
史

环
境
之
中
，
书
家
又
基
于
不
同
的
用
途
需
求
采
取
了
不
同
的
构

思
和
考
量
，
使
用
了
不
同
的
工
具
和
材
料
，
也
具
备
了
不
同
的

创
作
情
景
、
情
绪
状
态
，
其
中
，
每
一
个
具
体
因
素
的
变
化
都

会
引
发
外
在
形
态
的
差
异
。
因
而
，
除
了
由
于
个
人
习
惯
、
表

现
缺
憾
、
意
外
干
扰
而
造
成
的
瑕
疵
，
每
一
件
成
功
书
迹
的
个

性
形
态
在
理
论
上
都
是
内
在
的
、
自
足
的
、
和
谐
的
，
即
便
偶

尔
一
点
不
相
干
因
素
的
掺
杂
和
渗
入
，
也
必
然
会
引
发
外
在
形

态
的
不
完
美
。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说
，
个
性
更
应
该
理
解
为
书
家

在
把
握
书
法
传
统
的
各
项
要
求
之
后
灵
活
处
理
的
结
果
。
一
旦

情
况
发
生
改
变
，
书
家
便
应
该
基
于
书
法
的
深
刻
理
解
对
现
实

需
求
作
出
精
准
的
判
断
和
处
理
，
从
而
使
作
品
表
现
出
不
同
的

具
体
形
态
。

相
对
于
家
传
、
师
承
等
方
式
，
『
集
古
字
』
实
际
上
是
一

个
相
对
间
接
的
学
习
途
径
，
其
间
，
必
须
完
成
两
个
方
面
的
转

变
：
一
是
由
于
范
本
只
是
已
经
书
写
完
成
的
静
态
呈
现
，
并
不

能
主
动
告
知
其
中
的
关
键
所
在
，
学
书
者
必
须
充
分
发
挥
其
主

观
能
动
性
，
实
现
由
形
态
向
动
作
、
由
表
面
向
内
里
的
深
入
和

渗
透
；
二
是
由
于
某
一
具
体
范
本
的
最
终
完
成
必
然
受
到
特
定

环
境
因
素
的
影
响
，
学
书
者
需
要
对
书
迹
形
态
进
行
相
对
细
致

地
分
析
，
逐
渐
实
现
由
具
体
到
一
般
、
由
个
别
到
普
遍
的
类
推

和
泛
化
。
一
句
话
说
，
尽
管
我
们
以
『
集
古
字
』
为
手
段
，
但

所
学
并
非
某
一
个
特
定
的
字
，
或
非
某
一
种
特
定
的
字
帖
，
甚

至
也
非
某
一
位
特
定
的
书
家
，
而
是
古
往
今
来
的
所
有
书
家
进

行
书
法
创
作
都
植
根
于
此
的
书
法
传
统
。

在
这
个
过
程
中
，
学
书
者
客
观
上
需
要
设
置
各
种
参
数

对
不
同
单
字
或
不
同
范
本
进
行
相
互
之
间
的
比
较
、
参
证
和
沟

通
，
但
是
它
本
质
上
并
不
在
乎
所
临
单
字
数
量
或
者
范
本
种
类

的
多
少
，
而
是
更
需
要
立
足
于
一
条
合
适
的
路
径
勇
往
直
前
地

登
上
巅
峰
，
之
后
，
永
远
保
持
止
于
至
善
的
境
界
。
当
然
，
由

于
理
解
、
挖
掘
和
表
现
能
力
的
限
制
，
学
书
者
在
相
对
长
的
时

间
内
只
能
认
识
、
凸
显
范
本
最
明
显
的
特
征
，
似
乎
如
米
芾
所

说
颜
字
只
是
『
至
大
』
、
柳
字
只
是
『
紧
结
』
而
欧
字
只
是

『
排
算
』
等
等
，
而
忽
视
了
所
有
的
范
本
都
是
全
面
的
、
立
体

的
、
完
整
的
艺
术
形
象
，
那
么
，
一
旦
遭
遇
困
难
，
便
只
好
通

过
更
换
范
本
来
解
决
问
题
。
或
许
，
这
种
通
过
多
条
路
径
无
数

次
逡
巡
于
山
麓
的
观
光
和
游
历
，
会
浪
费
学
习
的
时
间
和
精

力
，
也
会
影
响
书
法
传
统
探
索
的
高
度
和
效
率
。

四

学
习
典
范
并
塑
造
新
的
典
范
是
古
往
今
来
所
有
人
们
共
有
的

追
求
和
希
望
。
具
体
到
书
法
领
域
来
说
，
最
直
接
的
成
果
即
呈
现

为
书
法
作
品
。
早
在
米
芾
之
前
，
王
导
便
曾
于
避
难
途
中
仍
不
忘

将
《
宣
誓
表
》
秘
藏
身
边
而
时
时
揣
摩
[3]

，
王
献
之
也
有
受
教
于

父
而
与
父
争
胜
的
美
谈
[4]

，
可
见
，
书
法
实
践
通
常
由
临
摹
古
代

的
优
秀
作
品
开
始
，
直
至
创
作
出
新
的
优
秀
作
品
为
止
。

需
要
注
意
的
是
，
书
法
作
品
是
通
过
汉
字
书
写
来
塑
造

艺
术
形
象
的
，
由
此
衍
生
出
与
之
相
关
的
三
个
问
题
：
一
是
在

每
一
个
时
代
中
，
书
法
创
作
都
会
表
现
出
五
彩
纷
呈
的
态
势
，

在
许
多
作
品
没
有
得
到
充
分
检
验
和
删
汰
的
前
提
下
，
学
书
者

需
要
选
取
经
过
历
史
沉
淀
后
流
传
下
来
的
经
典
名
作
作
为
临
习

范
本
；
二
是
无
论
临
摹
古
代
范
本
，
还
是
创
作
新
的
作
品
，
都

需
要
以
单
个
的
汉
字
作
为
基
本
生
成
单
位
和
重
点
关
注
对
象
；

三
是
艺
术
形
象
的
塑
造
必
须
依
托
于
有
形
的
笔
墨
痕
迹
，
在
临

摹
时
需
要
精
准
的
分
析
、
理
解
并
积
累
无
数
个
单
字
的
外
在
形

态
，
而
在
创
作
中
又
需
要
恰
切
地
表
现
出
其
外
在
形
态
。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说
，
『
集
古
字
』
尽
管
针
对
米
芾
而
言
，
却
一
直
以

来
便
是
貌
似
合
理
的
事
实
存
在
，
之
后
，
它
又
生
发
出
许
多
貌

似
合
理
的
具
体
操
作
措
施
。
比
如
，
按
照
惯
常
的
理
解
，
『
集

古
字
』
最
简
单
的
做
法
是
从
某
一
范
本
中
选
取
范
字
组
成
合
适

的
内
容
，
当
然
，
特
定
范
本
中
的
字
往
往
较
少
，
也
不
好
表
现

出
新
的
面
目
，
并
不
能
适
应
现
实
需
要
和
审
美
诉
求
；
只
好
旁

及
同
一
书
家
其
他
范
本
乃
至
其
他
书
家
的
书
迹
，
这
一
方
法
拓

展
了
搜
求
范
字
的
范
围
，
却
又
往
往
造
成
风
格
的
不
统
一
；
于

是
临
习
多
种
范
本
，
糅
合
其
特
征
，
既
累
积
了
范
字
的
数
量
，

又
保
证
了
总
体
格
调
的
一
致
。
但
是
，
这
种
由
范
本
外
在
形
态

直
接
过
渡
到
作
品
外
在
形
态
的
方
式
实
际
上
是
简
省
了
对
书
法

传
统
的
探
索
，
逐
渐
放
弃
了
学
书
者
作
为
主
体
对
书
法
创
作
可

持
续
再
生
能
力
的
诉
求
。
这
不
得
不
说
是
『
集
古
字
』
作
为
叙

述
方
式
浸
入
书
法
实
践
领
域
的
误
导
。

当
然
，
大
批
探
索
成
功
的
书
家
对
此
仍
提
出
了
更
为
深
刻

的
见
解
。
比
如
，
王
僧
虔
强
调
『
神
采
』
『
形
质
』
兼
具
，
而
以

『
神
采
为
上
』
，
并
将
之
作
为
『
书
之
妙
道
』
的
品
评
标
准
和

『
绍
于
古
人
』
的
承
传
标
准
[5]

；
黄
庭
坚
则
要
求
，
临
帖
需
『
张

古
人
书
于
壁
间
』
『
多
取
古
书
细
看
』
，
方
可
由
外
在
形
态
而

『
入
「
神
」
』
[6]

；
姜
夔
进
一
步
补
充
，
要
『
如
见
其
挥
运
之

时
』
[7]

，
对
古
人
创
作
的
情
景
、
状
态
、
动
作
、
思
考
等
进
行

全
方
位
的
复
现
、
揣
摩
和
把
握
，
直
至
熟
谙
于
心
。
所
有
这
些
思

考
都
指
向
了
『
集
古
字
』
作
为
叙
述
方
式
背
后
的
内
容
。
但
是
，

也
有
可
能
在
特
定
的
历
史
环
境
中
有
所
加
剧
和
扭
曲
，
将
『
集
古

字
』
与
书
法
实
践
看
做
完
全
同
一
的
内
容
。
最
为
明
显
的
是
清
代

中
叶
之
后
，
受
各
种
具
体
因
素
的
影
响
[8]

，
人
们
受
『
集
古
字
』

等
术
语
表
层
意
义
的
错
误
引
导
，
逐
渐
将
书
法
传
统
理
解
为
与
个

性
处
在
同
一
层
面
的
共
性
，
又
进
一
步
将
共
性
看
作
诸
多
个
性
形

态
的
嫁
接
与
杂
糅
。
比
如
，
康
有
为
便
提
到
：

若
所
见
博
，
所
临
多
，
熟
古
今
之
体
变
，
通
源
流
之
分

合
，
尽
得
于
目
，
尽
存
于
心
，
尽
应
于
手
，
如
蜂
采
花
，
酝
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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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
之
，
变
化
纵
横
，
自
有
成
效
，
断
非
枯
守
一
二
佳
本
《
兰

亭
》
《
醴
泉
》
所
能
知
也
。
[9]

经
过
康
有
为
的
延
伸
，
临
帖
变
得
犹
如
蜜
蜂
酿
蜜
。
这
一

比
喻
本
来
无
可
厚
非
，
但
在
『
盖
书
，
形
学
』
[10]

和
『
变
者
，

天
也
』
[11]

等
思
想
的
指
导
下
，
过
于
强
调
外
在
形
态
的
『
博
』

『
多
』
，
其
结
果
便
产
生
了
天
壤
之
别
。
与
之
相
应
的
，
『
集

诸
家
之
大
成
』
之
与
书
家
、
『
诸
体
兼
备
』
之
与
书
迹
的
评
判

也
逐
渐
失
去
了
原
来
的
涵
义
。

五

尽
管
米
芾
本
人
没
有
对
其
早
年
的
学
书
经
历
做
出
明
确

的
成
败
评
价
，
他
大
概
还
不
能
脱
离
今
天
习
惯
理
解
的
『
集
古

字
』
臼
窠
。
至
晚
明
，
董
其
昌
曾
经
认
真
学
习
过
米
芾
，
他
在

记
录
这
位
前
辈
的
经
历
时
说
：

米
元
章
书
沉
着
痛
快
，
直
夺
晋
人
之
神
。
少
壮
未
能
立

家
，
一
一
规
模
古
帖
，
及
钱
穆
父
呵
其
刻
画
太
甚
，
当
以
势
为

主
，
乃
大
悟
。
脱
尽
本
家
笔
，
自
出
机
杼
。
如
禅
家
悟
后
拆
肉

还
母
，
拆
骨
还
父
，
呵
佛
骂
祖
，
面
目
非
故
。
虽
苏
、
黄
相
见
，

不
无
气
慑
。
晚
年
自
言
，
无
一
点
右
军
俗
气
，
良
有
以
也
。
[12]

当
代
，
启
功
先
生
在
谈
到
一
幅
与
董
其
昌
相
关
的
作
品

时
，
同
样
提
到
了
米
芾
『
集
古
字
』
的
问
题
：

米
元
章
作
书
，
初
杂
摹
古
帖
字
，
谓
之
『
集
古
字
』
。

友
人
规
之
曰
：
『
得
势
乃
佳
。
』
故
其
合
作
莫
不
龙
跳
虎
卧
，

以
得
势
故
也
。
董
香
光
书
有
时
虽
不
免
信
笔
之
病
，
而
气
脉
不

颓
，
正
由
得
势
。
《
明
史
》
本
传
于
其
书
只
以
四
字
概
之
曰

『
书
学
米
芾
』
，
探
本
之
论
！
信
乎
史
笔
！
[13]

可
见
，
米
芾
最
初
『
集
古
字
』
或
『
杂
摹
古
帖
字
』
好

像
不
太
成
功
。
所
谓
『
一
一
规
模
古
帖
』
，
大
概
是
指
拘
泥
于

范
本
的
外
在
形
态
，
以
致
于
『
刻
画
太
甚
』
。
友
人
在
指
出
其

缺
点
之
后
，
更
强
调
了
『
集
古
字
』
背
后
的
秘
密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无
论
钱
穆
父
所
说
『
得
势
』
，
抑
或
黄
庭
坚
所
说
『
入

神
』
，
还
是
米
芾
《
学
书
帖
》
所
说
『
弄
翰
』
『
得
笔
』
[14]

，

都
只
是
书
法
传
统
的
重
要
范
畴
之
一
，
并
不
代
表
书
法
传
统
的

全
部
内
涵
。
但
是
，
友
人
的
规
劝
乃
专
门
针
对
米
芾
出
现
的
问

题
而
言
，
最
终
使
米
芾
『
大
悟
』
而
自
成
一
家
。

看
来
，
『
集
古
字
』
作
为
叙
述
方
式
背
后
所
涉
及
的
问

题
尽
管
难
以
全
面
、
深
刻
、
准
确
的
阐
述
，
终
究
还
是
可
以
点

明
一
二
的
，
如
果
能
够
对
症
下
药
，
也
足
以
让
人
受
益
终
生
。

当
然
，
对
于
米
芾
来
说
，
友
人
的
规
劝
便
具
有
特
殊
的
意
义
：

对
书
法
传
统
的
探
讨
属
书
家
毕
生
所
求
，
即
便
偶
有
体
会
，
也

往
往
被
视
为
『
家
法
』
，
一
般
通
过
家
传
、
师
承
的
方
式
指
点

给
相
对
亲
近
的
后
辈
，
对
于
外
人
则
不
允
许
点
透
，
同
时
，
这

是
米
芾
早
年
学
习
经
历
的
阵
痛
，
也
是
被
人
教
训
过
之
后
的
结

痂
，
所
以
，
他
在
论
书
中
谈
到
『
人
谓
吾
书
为
集
古
字
』
时
，

并
不
涉
及
友
人
的
态
度
，
也
不
评
判
『
集
古
字
』
的
优
劣
。
但

是
，
因
为
省
减
了
『
得
势
乃
佳
』
之
类
的
话
，
『
集
古
字
』
便

经
过
『
盖
取
诸
长
处
，
总
而
成
之
』
成
为
『
既
老
，
始
自
成

家
』
的
直
接
原
因
，
也
成
为
后
世
学
书
者
从
事
书
法
实
践
的
公

案
。
看
来
，
『
集
古
字
』
作
为
叙
述
方
式
的
背
后
非
但
存
在
着

难
以
言
说
的
学
书
者
成
长
过
程
，
还
隐
藏
着
一
段
不
能
言
说
的

人
情
世
事
。
当
然
，
个
中
的
甘
苦
惟
米
老
自
己
知
晓
！

在
今
天
，
我
们
尊
敬
、
学
习
前
贤
的
同
时
，
也
需
要
深
入

地
理
解
他
们
，
通
过
研
读
他
们
的
言
论
和
探
索
，
揭
示
其
作
为

叙
述
方
式
背
后
的
秘
密
，
以
便
有
效
地
学
习
他
们
的
成
就
，
为

书
法
传
统
的
承
传
和
发
扬
作
出
更
大
的
贡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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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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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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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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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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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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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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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
华
书
局
，
一
九
六
三
年
，
第
十—

十
四
页
。

[5]
王
僧
虔
说
：
『
书
之
妙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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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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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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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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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
僧
虔
，
《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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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
》
，
《
历
代
书
法

论
文
选
》
，
上
海
书
画
出
版
社
，
二
〇
〇
二
年
，
第
六
十
二
页
。

[6]
黄
庭
坚
说
：
『
学
书
时
时
临
摹
，
可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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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
似
。
大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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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古
书
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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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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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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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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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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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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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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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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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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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人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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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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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之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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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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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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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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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
』
黄
庭

坚
，
《
论
书
》
，
《
历
代
书
法
论
文
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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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书
画
出
版
社
，

二
〇
〇
二
年
，
第
二
五
四—

二
五
五
页
。

[7]
姜
夔
说
：
『
余
尝
历
观
古
之
名
书
，
无
不
点
画
振
动
，

如
见
其
挥
运
之
时
。
』
姜
夔
，
《
续
书
谱
》
，
《
历
代
书
法
论
文

选
》
，
上
海
书
画
出
版
社
，
二
〇
〇
二
年
，
第
三
九
四
页
。

[8]
孙
学
峰
，
《
晚
清
书
法
的
尚
『
形
』
观
念
与
北
碑
取
法

的
介
入
》
，
《
文
艺
研
究
》
二
〇
〇
九
年
第
九
期
，
第
一
三
二—

一
四
〇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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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1]
康
有
为
，
《
广
艺
舟
双
辑
》
，
《
历
代
书
法
论

文
选
》
，
上
海
书
画
出
版
社
，
一
九
七
九
年
，
第
七
五
七
页
，

八
四
五
页
，
七
五
二
页
。

[12]
董
其
昌
，
《
容
台
集
》
，
《
明
清
书
法
论
文
选
》
，
上
海

书
店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四
年
， 

第
二
三
七
页
。

[13]
启
功
跋
语
曾
于
二
〇
一
三
年
在
文
津
阁
齐
白
石
、
启
功
水

墨
珍
品
赏
鉴
会
上
展
出
。

[14]
米
芾
在
《
学
书
帖
》
前
半
部
分
中
说
：
『
学
书
贵
弄
翰
，

谓
把
笔
轻
，
自
然
手
心
虚
，
振
迅
天
真
，
出
于
意
外
。
所
以
古
人

各
各
不
同
，
若
一
一
相
似
，
则
奴
书
也
。
其
次
要
得
笔
，
谓
骨

筋
、
皮
肉
、
脂
泽
、
风
神
皆
全
，
犹
如
一
佳
士
也
。
又
笔
笔
不

同
，
三
字
三
画
异
，
故
作
异
；
重
轻
不
同
，
出
于
天
真
，
自
然

异
。
又
书
非
以
使
毫
，
使
毫
行
墨
而
已
。
其
浑
然
天
成
，
如
莼
丝

是
也
。
又
得
笔
，
则
虽
细
为
髭
发
亦
圆
；
不
得
笔
，
虽
粗
如
椽
亦

扁
。
此
虽
心
得
亦
可
学
，
入
学
之
理
在
作
字
必
悬
手
，
锋
抵
壁
，

久
之
，
必
自
得
趣
也
。
』
米
芾
，
《
学
书
帖
》
，
《
米
芾
书
法
全

集
（
精
选
本
）
·
米
芾
大
字
行
草
合
帖
》
，
紫
禁
城
出
版
社
，

二
〇
〇
一
年
，
第
六
十
一—

一
〇
四
页
。

本
文
作
为
二
〇
一
二
年
度
国
家
社
科
基
金
重
大
招
标
项
目

『
汉
字
教
育
与
书
法
表
现
』
（
项
目
号
为1

2

＆Z
D
1
8
3

）
的
阶
段
性

成
果
，
项
目
负
责
人
为
欧
阳
中
石
教
授
。

作
者
单
位
：
首
都
师
范
大
学
中
国
书
法
文
化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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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责
编
：
杨
沛
沛

黄
庭
坚
晚
年
，
由
于
小
人
的
诬
告
、
宿
仇
的
报
复
，
被

『
除
名
，
羁
管
宜
州
』
。
他
于
崇
宁
三
年
（
一
一
〇
四
）
五
月

十
八
日
到
达
流
放
地
广
西
宜
州
，
翌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病
逝
，
在

此
度
过
了
生
命
最
后
一
段
历
程
。

当
时
朝
廷
对
『
元
祐
党
人
』
限
制
比
较
严
厉
，
所
以
大

多
数
士
人
不
敢
同
名
列
其
中
的
黄
庭
坚
来
往
。
岳
珂
《
桯
史
》

卷
十
三
『
范
碑
诗
跋
』
条
云
『
时
党
禁
甚
严
，
士
大
夫
例
削
札

扫
迹
』
[1]

。
彼
时
，
黄
庭
坚
曾
经
乏
米
为
炊
，
却
无
人
周
济
，

只
得
借
钱
买
米
。
道
光
八
年
辑
《
庆
远
府
志
》
『
职
官
志
·
迁

谪
』
云
：
『
初
，
庭
坚
以
崇
宁
元
年
至
宜
（
按
：
当
为
崇
宁
三

年
）
，
僦
居
城
西
黎
氏
，
尝
手
书
帖
贷
钱
米
于
人
。
』
[2]

这
就

是
后
来
所
谓
的
《
贷
钱
帖
》
。
当
时
地
方
官
员
对
黄
庭
坚
也
不

够
客
气
。
《
题
自
书
卷
后
》
云
：
『
崇
宁
三
年
十
一
月
，
余
谪

处
宜
州
半
载
矣
。
官
司
谓
余
不
当
居
关
城
中
，
乃
以
是
月
甲

戌
，
抱
被
入
宿
子
城
南
予
所
僦
舍
喧
寂
斋
。
』
[3]

这
个
租
来
的

『
喧
寂
斋
』
条
件
很
差
，
『
上
雨
旁
风
，
无
有
盖
障
，
市
声
喧

【
摘 

要
】
黄
庭
坚
晚
年
被
羁
管
宜
州
，
当
时
朝
廷
对
『
元
祐
党
人
』
限
制
比
较
严
厉
，

一
开
始
多
数
士
人
不
敢
同
名
列
其
中
的
黄
庭
坚
来
往
；
翌
年
情
况
好
转
，
黄
庭
坚
交
游
渐
广
。
这

与
他
人
格
魅
力
的
逐
步
显
现
以
及
其
文
学
成
就
不
无
关
系
，
但
最
主
要
的
是
其
书
坛
地
位
。
可
以

说
，
黄
庭
坚
在
宜
州
展
开
了
『
书
法
交
游
』
。
宜
州
当
地
以
及
外
地
的
新
朋
旧
知
向
黄
庭
坚
求
字

者
颇
多
，
而
黄
庭
坚
则
有
求
必
应
。
这
样
既
回
报
了
大
家
的
厚
意
，
也
为
自
己
的
书
法
作
品
历
经

党
禁
与
战
乱
而
仍
能
流
传
于
世
提
供
了
数
量
上
的
保
证
。

【
关
键
词
】
黄
庭
坚 

 

宜
州 

 

交
游 

 

书
法

黄
庭
坚
在
宜
州
的
交
游
与
书
法

张
作
栋

史 

论

愦
』
。
翌
年
情
况
好
转
，
交
游
渐
广
。
黄
庭
坚
《
乙
酉
家
乘
》

留
下
丰
富
的
资
料
。
在
《
乙
酉
家
乘
》
里
面
，
看
不
到
地
方
官

的
刁
难
，
看
不
到
士
大
夫
的
冷
漠
。
黄
庭
坚
不
仅
交
游
广
泛
，

生
活
也
因
之
宽
裕
。
据
黄
启
方
《
黄
庭
坚
〈
乙
酉
宜
州
家
乘
〉

疏
证
》
统
计
，
《
乙
酉
家
乘
》
『
所
涉
人
物
，
除
亲
人
外
，
计

五
十
人
，
大
多
为
当
地
新
识
者
』
，
且
在
宜
州
交
游
中
，
《
乙

酉
家
乘
》
所
未
提
及
者
为
数
亦
不
少
，
可
见
交
游
之
广
。
这
些

交
游
中
，
有
官
员
，
有
布
衣
；
有
儒
生
，
也
有
道
人
、
僧
人
、

医
生
。
随
着
交
游
范
围
的
扩
大
，
黄
庭
坚
精
神
上
不
再
那
么
寂

寞
了
，
经
常
和
新
朋
旧
知
一
起
游
山
、
下
棋
、
饮
酒
；
物
质
生

活
也
得
到
改
善
，
经
常
接
收
到
各
种
馈
赠
，
品
类
丰
富
。
据
黄

启
方
统
计
，
《
乙
酉
家
乘
》
中
记
载
黄
庭
坚
得
到
的
馈
赠
物
品

有
六
十
九
类
，
包
括
酒
、
山
药
、
人
参
、
木
瓜
、
芭
蕉
等
食
品

和
竹
床
、
竹
席
等
其
他
用
品
。
[4]

在
朝
廷
督
责
甚
严
的
情
况
下
，
黄
庭
坚
作
为
戴
罪
之
人

而
能
逐
渐
有
如
此
广
泛
交
游
，
与
他
人
格
魅
力
的
逐
步
显
现
以

及
其
文
学
成
就
不
无
关
系
，
但
最
主
要
的
是
黄
庭
坚
的
书
坛
地

位
。
从
当
地
士
人
的
角
度
来
看
，
大
家
自
然
乐
意
与
黄
庭
坚
这

样
既
有
气
节
，
又
享
有
较
高
知
名
度
的
文
学
家
、
书
法
家
交

游
；
从
黄
庭
坚
的
角
度
来
说
，
如
何
回
报
大
家
的
厚
意
呢
？
无

形
的
诗
文
名
声
显
然
不
合
适
，
最
好
的
选
择
就
是
书
法
作
品
。

原
因
有
二
：
一
，
黄
庭
坚
书
名
早
著
，
到
宜
州
后
慕
名
求
字
者

颇
多
；
二
，
为
人
题
字
除
了
纸
墨
外
，
几
乎
不
需
要
什
么
成

本
，
这
是
家
庭
负
担
甚
重
的
黄
庭
坚
所
能
承
担
得
起
的
交
游
方

式
。
可
以
说
，
黄
庭
坚
在
宜
州
展
开
了
『
书
法
交
游
』
。

宜
州
当
地
以
及
外
地
的
新
朋
旧
知
向
黄
庭
坚
求
字
者
颇

多
，
而
黄
庭
坚
则
有
求
必
应
。
黄
庭
坚
《
书
自
作
草
后
赠
曾
公

卷
》
云
：

崇
宁
四
年
二
月
庚
戌
夜
，
余
尝
重
醖
一
杯
，
遂
至
沉
醉
。

视
架
上
有
凡
子
乞
书
纸
，
因
以
作
草
。
方
眼
花
耳
热
，
既
作
草

十
数
行
，
于
是
耳
目
聪
明
。
细
阅
此
书
，
端
不
可
与
凡
子
，
因

以
遗
南
丰
曾
公
卷
。
公
卷
胸
中
殊
不
凡
，
又
喜
学
书
故
也
。
山

谷
老
人
年
六
十
一
，
书
成
，
颇
自
喜
似
杨
少
师
书
耳
。
[5]

看
来
，
在
宜
州
凡
是
向
黄
庭
坚
求
字
的
，
即
使
是
附
庸

风
雅
的
『
凡
子
』
，
也
不
会
被
拒
绝
。
他
们
送
来
纸
张
，
黄
庭

坚
有
兴
致
时
则
挥
毫
泼
墨
。
还
有
一
条
记
载
能
说
明
其
内
心
态

度
，
黄
庭
坚
《
书
自
作
草
后
》
云
：

余
在
江
南
，
绝
不
为
人
作
草
；
今
来
宜
州
，
求
者
无
不

可
。
或
问
其
故
，
告
之
曰
：
『
往
在
黔
安
，
园
野
人
以
病
来

告
，
皆
与
万
金
良
药
。
有
刘
荐
者
谏
曰
「
良
药
可
惜
，
以
啖
庸

人
」
，
笑
而
应
曰
「
有
不
庸
者
，
引
一
个
来
」
。
』
闻
者
莫
不

绝
倒
。
[6]

仔
细
品
味
这
则
材
料
，
我
们
可
以
发
现
黄
庭
坚
并
没
有
实

质
性
地
回
答
为
什
么
在
宜
州
『
求
者
无
不
可
』
。
其
实
，
黄
庭

坚
心
里
也
明
白
，
许
多
求
字
者
只
是
『
凡
子
』
『
庸
人
』
，
并

不
懂
得
书
法
，
但
他
从
不
吝
啬
，
因
为
这
是
交
游
的
需
要
。
试

想
，
当
那
些
不
懂
书
法
但
在
生
活
上
又
给
予
热
情
帮
助
的
朋
友

前
来
求
字
时
，
黄
庭
坚
如
何
能
拒
绝
？

纸
张
、
笔
墨
对
于
一
名
书
法
家
本
就
重
要
；
而
交
际
之

需
更
增
加
了
黄
庭
坚
对
纸
张
的
需
求
量
。
所
以
，
在
记
事
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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