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符
号
学
与
书
法
图
像
的
生
成
机
制范

伟

多
学
科
研
究

书
法
图
像
的
符
号
学
内
理

符
号
学
理
论
认
为
人
类
的
行
为
就
是
符
号
行
为
，
符
号
是

人
类
抽
象
思
维
的
工
具
[1]

。
其
内
涵
不
仅
包
括
意
向
所
指
，
还

包
含
思
维
的
认
知
。
汉
字
作
为
人
类
的
一
项
思
维
认
知
活
动
，

自
然
在
符
号
范
畴
之
囿
。
而
基
于
汉
字
书
写
的
书
法
图
像
亦
从

符
号
学
领
域
打
通
了
一
条
二
级
抽
象
的
审
美
路
径
，
即
索
绪
尔

语
言
符
号
学
及
皮
尔
斯
语
言
符
号
学
研
究
侧
重
的
不
同
从
而
触

发
不
同
的
审
美
内
涵
。

索
绪
尔
语
言
符
号
学
认
为
所
指
与
能
指
之
间
的
意
象
连

接
必
须
在
符
号
任
意
性
的
特
征
下
符
合
某
种
规
约
，
即
符
合
意

向
投
射
的
意
义
隐
喻
。
这
在
以
汉
字
为
依
托
的
书
法
图
像
符
号

系
统
中
显
得
尤
为
突
出
。
符
号
的
所
指
与
能
指
作
为
符
号
的
两

面
，
并
与
弥
纶
两
者
的
『
意
指
』
并
立
而
三
，
构
成
符
号
行
为

的
三
种
意
态
功
能
。
亦
即
书
法
图
像
的
整
体
构
成
、
图
像
本
体

【
摘 

要
】
书
法
图
像
从
符
号
学
领
域
打
通
了
一
条
二
级
抽
象
的
审
美
路
径
，
这
条
审
美
路

径
又
因
主
流
符
号
学
研
究
侧
重
的
不
同
，
从
而
触
发
不
同
的
审
美
内
涵
。
本
文
从
符
号
学
的
角
度

对
书
法
图
像
的
意
象
翻
转
与
重
构
进
行
解
读
，
延
展
书
法
图
像
的
表
达
和
交
流
。
同
时
作
为
一
种

符
号
的
象
征
亦
蕴
含
思
维
和
认
知
特
性
，
为
书
法
图
像
的
生
成
机
制
与
功
能
表
达
发
挥
了
视
觉
设

计
的
有
效
功
用
，
对
书
法
的
现
代
性
转
变
提
供
了
有
益
路
径
。

【
关
键
词
】
符
号
学 

 

书
法
图
像 

 

视
觉
设
计 

 

审
美
阐
释

和
意
义
伸
展
。
其
符
号
的
两
分
法
在
书
法
创
作
中
又
以
『
入
其

形
』
和
『
取
其
象
』
的
方
式
予
以
呈
现
，
从
而
达
到
能
指
和
所

指
的
交
融
互
通
。
蔡
邕
在
《
笔
论
》
中
明
确
指
出
『
为
书
之

体
，
须
入
其
形
』
，
入
其
形
就
是
书
法
图
像
符
号
能
指
的
完

成
，
并
进
一
步
藉
此
符
号
能
指
通
感
出
『
若
坐
若
行
，
若
飞

若
动
，
若
往
若
来
，
若
卧
若
起
』
的
交
互
体
势
和
『
若
愁
若

喜
』
的
情
感
体
验
，
甚
至
『
若
云
雾
』
以
示
其
隐
，
『
若
日

月
』
以
昭
其
明
的
所
指
意
义
生
发
从
而
完
成
符
号
生
成
意
义

的
回
护
。
这
种
符
号
所
指
的
意
义
伸
展
不
仅
是
一
种
途
径
，

更
是
一
种
书
法
创
作
的
要
求
，
所
以
『
纵
横
有
可
象
者
，
方
得

谓
之
书
矣
』
[2]

，
可
见
取
象
即
符
号
所
指
对
于
书
法
图
像
生
成

的
重
要
性
。

与
之
相
应
，
皮
尔
斯
根
据
符
号
与
对
象
之
间
的
关
系
把

符
号
分
为
象
似
符
号
、
索
引
记
号
和
象
征
符
号
。
并
从
符
号
行

为
的
主
客
体
关
系
中
剥
离
出
作
为
符
号
主
体
的
『
对
象
』
、
本

体
的
『
符
号
代
表
物
』
和
客
体
的
『
解
释
者
』
三
个
关
联
物
来

完
成
符
号
的
不
同
表
征
方
式
。
以
此
对
照
汉
儒
六
书
则
不
难
发

现
，
象
似
符
号
与
其
对
象
之
间
呈
现
临
摹
的
相
似
性
，
书
法
图

像
文
本
符
号
就
文
字
『
六
书
』
的
象
形
功
能
而
言
，
『
画
成
其

物
，
随
体
诘
屈
』
从
语
言
符
号
学
角
度
就
属
于
相
似
符
号
一

类
。
所
以
，
《
说
文
》
所
举
『
日
、
月
』
之
属
应
归
皮
尔
斯

符
号
分
类
的
第
一
类
。
不
仅
象
形
功
能
合
辙
，
汉
字
图
像
中

『
上
、
下
』
文
字
所
代
表
的
指
事
作
用
所
提
示
的
索
引
记
号

功
能
性
特
征
亦
很
明
显
。
除
此
之
外
，
《
说
文
》
中
所
举
的

『
武
、
信
』
一
类
汉
字
则
符
合
上
文
提
及
的
意
向
连
接
的
某

种
规
约
。
因
其
以
字
符
为
抽
象
组
合
而
构
成
的
符
号
意
义
是

建
立
在
特
定
的
文
化
观
念
下
取
得
汉
字
意
义
并
完
成
了
由
象

而
征
的
符
号
『
象
征
』
。
由
此
而
言
，
汉
字
的
符
号
性
特
征

赋
予
了
书
法
图
像
天
然
的
符
号
性
生
发
优
势
，
并
且
恰
恰
与

『
六
书
』
合
辙
。

二
者
所
综
，
有
离
有
合
。
索
绪
尔
强
调
的
是
符
号
的
任
意

性
，
皮
尔
斯
则
强
调
符
号
的
象
似
性
，
索
绪
尔
同
中
取
异
，
皮

尔
斯
存
异
求
同
。
两
者
相
合
相
搏
，
但
并
不
悖
反
，
因
为
意
指

与
认
知
属
于
不
同
的
符
号
层
面
，
索
绪
尔
研
究
多
与
符
号
功
能

的
意
义
相
接
，
皮
尔
斯
研
究
多
与
符
号
认
知
相
衔
。
以
书
法
图

像
构
成
论
之
，
索
绪
尔
符
号
含
义
中
的
书
法
图
像
更
多
的
关
注

于
符
号
的
表
达
和
交
流
，
他
对
于
汉
字
的
符
号
性
特
征
有
深

切
体
认
：
『
对
汉
人
来
说
，
表
意
字
和
口
说
的
词
都
是
观
念

的
符
号
，
在
他
们
看
来
，
文
字
就
是
第
二
语
言
。
』
显
然
，

索
绪
尔
把
语
言
文
本
迹
化
而
生
的
书
法
图
像
理
解
为
观
念
的

符
号
，
并
从
能
指
延
伸
中
获
得
观
念
的
全
息
。
依
索
绪
尔
符

号
理
论
，
符
号
意
指
是
弥
纶
符
号
两
面
即
：
所
指
与
能
指
的

生
发
过
程
，
其
共
同
构
成
的
就
是
符
号
。
书
法
的
能
指
是
书

法
图
像
的
语
义
文
本
和
笔
墨
构
成
，
书
法
的
所
指
即
为
『
意

蕴
』
，
是
书
法
图
像
的
精
神
外
延
。
它
不
是
汉
字
符
号
所
指

的
字
音
和
字
义
，
而
是
体
现
书
法
创
作
主
体
表
达
的
精
神
全

息
。
皮
尔
斯
则
更
多
偏
重
于
符
号
的
思
维
和
认
知
，
因
书
法
图

雅
人
胜
士
，
潇
洒
蕴
藉
，
折
旋
俯
仰
，
容
止
姿
态
自
觉
有
出
尘
意
。

风
度
高
者
，
其
书
飘
逸
绝
去
尘
俗
。』
[22]

据
此
，
方
孝
孺
所
说

的
风
度
也
即
是
主
体
的
胸
襟
和
品
格
。
因
此
，
他
认
为
那
些
『
尘

胸
陋
质
』
[23]

的
庸
俗
者
想
模
仿
赵
孟
頫
的
书
法
中
的
精
神
风
骨

是
非
常
荒
唐
的
事
。
方
孝
孺
对
书
家
内
在
涵
养
的
要
求
与
他
的

艺
术
观
是
一
脉
相
承
的
，
他
主
张
艺
术
的
本
原
即
是
由
德
而
生

的
。
他
说
：
『
德
有
余
音
，
其
艺
必
精
。
艺
本
于
德
，
无
为
而

名
。
』
[24]

都
是
从
道
德
伦
理
入
手
强
调
主
体
的
内
在
品
格
对
艺

术
的
价
值
起
着
决
定
性
作
用
。
主
体
之
『
意
』
化
为
『
德
』
和

『
理
』
，
以
主
体
之
『
意
』
创
构
出
的
书
法
也
即
是
以
『
德
』
和

『
理
』
为
核
心
的
审
美
意
象
。
『
德
』
是
书
法
意
象
的
本
质
内
核
，

而
主
体
的
天
分
和
后
天
学
养
决
定
了
书
法
意
象
的
成
就
高
低
。

主
体
以
高
尚
的
思
想
品
德
作
为
导
向
进
行
书
法
创
作
，
其
挥
洒

出
的
书
法
意
象
，
也
将
有
着
德
的
内
在
品
格
。

二
、
禀
赋
与
研
习

书
法
作
为
一
种
系
统
的
艺
术
形
式
，
它
需
要
主
体
的
天

赋
以
及
后
天
研
习
。
宋
濂
在
《
题
赵
子
昂
临
大
令
四
帖
》
中
指

出
因
为
赵
孟
頫
『
赵
魏
公
留
心
字
学
甚
勤
，
羲
献
书
凡
临
数
百

过
』
，
才
能
『
盛
名
充
塞
四
海
，
岂
无
其
故
哉
』
[25]

，
刻
苦
的

书
法
练
习
是
不
可
缺
少
的
，
也
因
此
那
些
不
下
苦
功
的
人
是
非

常
可
笑
的
。
另
一
方
面
，
宋
濂
认
为
天
赋
也
非
常
重
要
。
他

说
：
『
世
徒
见
其
变
化
不
测
如
此
非
可
以
力
致
，
殊
不
知
其
一

出
于
真
。
』
[26]

徐
浩
书
法
的
变
化
也
是
因
先
天
性
情
而
生
的
。

方
孝
孺
对
从
『
天
下
之
事
』
的
本
原
性
角
度
出
发
，
也
详

细
论
述
了
主
体
先
天
禀
赋
和
后
天
研
习
的
关
系
，
就
书
法
门
类

来
看
也
是
如
此
。
他
说
：

天
下
之
事
出
于
智
巧
之
所
及
者
，
皆
其
浅
者
也
。
寂
然
无

为
，
沛
然
无
穷
，
发
于
智
之
所
不
及
知
，
成
于
巧
之
所
不
能
为
，

非
几
乎
神
者
，
其
谁
能
与
斯
乎
？
故
工
可
学
而
致
也
，
神
非
学

所
能
致
也
，
惟
心
通
乎
神
者
能
之
。
…
…
庄
周
之
著
书
，
李
白

之
歌
诗
，
放
荡
纵
恣
惟
其
所
欲
，
而
无
不
如
意
，
彼
岂
学
而
为

之
哉
。
其
心
默
会
乎
神
，
故
无
所
用
其
智
巧
，
而
举
天
下
之
智

巧
莫
能
加
焉
。
使
二
子
者
有
意
而
为
之
则
不
能
皆
如
其
意
，
而

于
智
巧
也
狭
矣
。
庄
周
、
李
白
神
于
文
者
也
，
非
工
于
文
者
所

及
也
。
文
非
至
工
，
则
不
可
以
为
神
，
然
神
非
工
之
所
至
也
。

当
二
子
之
为
文
也
，
不
自
知
其
出
于
心
而
应
于
手
，
况
自
知
其

神
乎
。
二
子
且
不
自
知
，
况
可
得
而
效
之
乎
？
效
古
人
之
文
者

非
能
文
者
也
。
惟
心
会
于
神
者
能
之
，
然
亦
难
矣
。
[27]

在
此
，
方
孝
孺
首
先
将
书
家
分
为
天
赋
型
和
功
夫
型
两

种
书
家
，
那
些
别
具
一
格
，
开
辟
新
界
的
书
法
艺
术
往
往
是
天

赋
型
书
家
创
作
而
出
的
；
而
功
夫
型
书
家
则
只
能
创
作
出
技
法

精
妙
却
毫
无
新
意
的
书
法
作
品
。
其
次
，
书
家
的
天
赋
是
与
生

俱
来
的
，
非
后
天
学
习
获
得
，
甚
至
书
家
本
人
也
未
必
能
够
清

晰
表
述
和
认
识
到
，
功
夫
则
可
以
通
过
刻
苦
学
习
来
掌
握
。
再

次
，
主
体
天
赋
的
释
放
需
要
后
天
刻
苦
的
研
习
，
如
果
没
有
刻

苦
的
训
练
，
天
赋
也
无
从
发
挥
，
而
仅
勤
奋
研
习
则
容
易
陷
入

技
法
的
牢
笼
，
缺
失
自
我
的
风
格
。
最
后
，
单
纯
模
仿
古
人
的

书
家
只
能
算
是
书
匠
而
已
，
真
正
的
书
家
是
能
够
准
确
呈
现
自

己
内
心
意
蕴
，
展
现
独
特
风
姿
的
。
即
是
说
，
真
正
的
书
家

是
天
赋
与
刻
苦
研
习
兼
备
的
，
亦
如
方
孝
孺
说
：
『
非
天
分
之

高
，
学
力
之
积
，
不
能
造
其
极
。
』
[28]

可
见
，
明
代
初
期
的
书
法
意
象
创
构
论
，
将
创
作
主
体
的

内
在
涵
养
和
品
德
作
为
书
法
创
作
的
核
心
，
突
出
强
调
了
书
家

内
在
品
格
对
书
法
创
作
的
重
要
性
，
同
时
也
强
调
了
主
体
后
天

的
习
书
练
习
，
以
此
着
重
强
调
模
拟
练
习
以
及
书
家
刻
苦
钻
研

对
书
法
意
象
的
形
成
也
具
有
重
要
的
作
用
。

总
而
言
之
，
明
代
初
期
的
书
法
意
象
创
作
观
将
『
理
』

提
升
至
了
本
原
性
的
高
度
，
重
树
了
道
德
伦
理
对
书
法
意
象
创

构
的
核
心
作
用
，
并
将
『
理
』
贯
穿
入
创
作
论
和
主
体
论
中
。

在
本
原
论
中
，
书
论
家
从
政
治
导
向
的
层
面
主
张
将
『
理
』
作

为
书
法
意
象
的
核
心
；
创
作
论
中
，
书
论
家
从
『
口
传
心
授
』

『
精
微
临
仿
』
和
『
体
合
造
化
』
这
三
个
方
面
论
述
了
以
理
为

核
心
的
创
作
方
式
；
主
体
论
中
，
展
现
了
书
家
内
在
品
格
、
先

天
禀
赋
和
后
天
研
习
对
书
法
意
象
形
成
的
重
要
作
用
。
因
此
明

代
初
期
书
法
意
象
的
创
作
也
围
绕
着
重
伦
理
教
化
，
体
悟
和
临

仿
晋
唐
书
风
的
方
向
前
进
。
此
外
，
明
初
对
临
仿
的
过
度
要

求
，
也
导
致
了
明
初
书
法
与
元
代
相
似
，
都
是
临
仿
晋
唐
而
全

无
元
人
的
散
逸
与
古
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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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
隐
隐
然
其
实
有
形
；
点
如
高
峰
坠
石
，
磕
磕
然
实
如
崩

也
。
』
[8]

然
而
，
此
种
转
喻
其
实
又
包
含
着
二
级
抽
象
的
符

号
隐
喻
，
比
如
，
『
千
里
阵
云
』
是
符
号
能
指
，
『
隐
隐
然
其

实
有
形
』
就
成
了
符
号
所
指
。
『
高
峰
坠
石
』
是
符
号
能
指
，

『
磕
磕
然
实
如
崩
也
』
即
为
符
号
能
指
。
并
且
，
书
法
图
像
的

审
美
意
义
也
大
多
聚
拢
在
由
符
号
能
指
所
生
发
出
的
符
号
所

指
上
，
从
而
进
入
一
种
概
念
通
感
作
用
下
的
诗
意
符
号
状
态
，

『
千
里
阵
云
』
是
实
，
『
隐
隐
然
其
实
有
形
』
是
虚
；
『
高
峰

坠
石
』
是
实
，
『
磕
磕
然
实
如
崩
也
』
是
虚
。
这
种
符
号
黏
连

通
感
的
状
态
即
为
书
法
图
像
生
成
和
审
美
过
程
中
都
赖
以
借
助

的
意
象
性
思
维
，
意
象
性
思
维
意
义
沾
溉
下
的
符
号
所
指
具
有

『
虚
而
生
实
』
的
特
点
。

由
此
可
以
看
出
，
书
法
图
像
符
号
之
所
以
能
成
为
符
号
，

有
三
个
必
要
条
件
：
一
，
具
有
物
质
形
式
，
即
客
观
的
物
质
载

体
，
肇
于
自
然
；
二
，
代
表
其
本
身
以
外
的
事
物
，
即
『
纵
横

有
象
』
和
『
书
者
，
散
也
』
的
取
象
诉
求
；
三
，
被
人
当
作
是

符
号
来
使
用
和
认
知
，
即
双
方
情
感
的
沟
通
。
不
仅
如
此
，
在

书
法
艺
术
中
，
符
号
的
审
美
意
义
亦
需
经
由
『
来
』
和
『
往
』

两
次
完
成
，
也
就
是
书
法
图
像
生
成
过
程
中
的
『
定
天
立
人
』

和
『
由
人
复
天
』
的
问
题
。

视
觉
设
计
对
书
法
表
现
的
功
用

书
法
艺
术
在
近
代
以
来
文
化
土
壤
急
剧
变
化
的
生
态
背

景
下
逐
渐
由
古
典
主
义
向
现
代
性
渗
透
，
在
平
面
视
觉
设
计
中

其
意
象
之
美
和
韵
律
气
势
展
现
出
了
鲜
明
的
民
族
气
质
。
[9]

传

统
的
书
写
载
体
与
现
代
的
视
觉
表
达
为
书
法
的
表
现
和
设
计
融

合
增
添
了
一
种
全
新
的
切
入
点
和
文
化
表
达
。
不
管
是
『
新
古

典
主
义
』
还
是
『
现
代
书
法
』
都
表
明
了
符
号
置
入
空
间
的
变

化
。
符
号
系
统
由
主
体
『
符
号
对
象
』
，
本
体
『
符
号
代
表

物
』
以
及
客
体
『
符
号
解
释
者
』
三
方
面
构
成
，
书
法
符
号
代

表
物
即
符
号
能
指
在
符
号
系
统
中
相
对
固
定
，
书
法
生
态
的
变

化
导
致
了
符
号
对
象
与
解
释
者
发
生
角
度
改
变
，
从
而
推
动
了

书
法
图
像
符
号
意
义
的
不
同
表
征
方
式
的
移
位
。
伴
随
着
表
征

方
式
的
变
化
，
书
法
话
语
的
文
字
使
用
功
能
逐
渐
消
解
，
即
书

法
符
号
性
能
指
范
围
减
弱
，
并
进
一
步
基
于
文
字
之
上
的
文

学
性
意
义
逐
步
消
解
，
符
号
所
指
独
立
于
话
语
情
景
之
外
成

为
一
种
独
立
审
美
。
这
就
推
动
人
们
对
书
法
笔
墨
意
味
、
结

构
布
局
、
线
条
色
彩
愈
加
关
注
而
催
生
出
以
笔
墨
意
味
为
主

的
『
墨
象
派
』
，
以
结
构
布
局
为
主
的
平
面
构
成
形
式
，
和

以
线
条
色
彩
为
主
的
美
术
化
倾
向
。
从
某
种
意
义
来
说
，
书

法
符
号
性
所
指
的
延
伸
是
书
法
艺
术
自
律
性
发
展
的
一
个
方

向
，
书
法
话
语
符
号
的
能
指
意
义
减
弱
，
促
进
了
书
法
图
像

的
非
实
用
意
义
指
向
审
美
的
自
由
。
这
种
『
符
号
的
自
觉
』

促
使
了
书
法
形
式
美
感
的
增
强
，
从
而
在
书
法
图
像
的
符
号

性
上
跃
出
传
统
书
法
的
藩
篱
。
平
面
视
觉
设
计
的
版
式
布
局

和
构
成
表
现
，
对
书
法
的
形
式
感
和
气
质
融
入
了
独
特
的
视

觉
冲
击
力
和
文
化
意
蕴
。

如
果
皮
尔
斯
符
号
学
把
符
号
的
象
征
性
作
为
符
号
的
特

征
，
那
么
书
法
的
现
代
性
就
从
另
一
方
面
使
书
法
图
像
的
指
示

功
能
部
分
地
返
归
符
号
表
现
，
并
藉
此
使
符
号
文
本
本
身
得
到

凸
显
而
使
话
语
文
本
得
到
抑
制
。
也
就
是
说
，
现
代
书
法
的
符

号
性
使
文
字
文
本
作
为
形
式
构
成
的
素
材
而
不
导
向
实
际
的
表

意
。
如
果
当
语
言
的
符
号
性
指
向
文
本
本
身
时
，
就
出
现
了

『
诗
性
』
，
特
伦
斯
·
霍
克
斯
又
进
一
步
指
出
：
『
语
言
的
诗

歌
功
能
是
增
强
符
号
的
可
触
知
性
。
』
[10]

而
书
法
创
作
的
现
代

性
就
使
话
语
的
隐
喻
指
向
形
式
的
隐
喻
，
并
系
统
的
破
坏
能
指

和
所
指
、
符
号
和
对
象
之
间
任
何
的
自
然
地
或
明
显
的
联
系
从

而
减
弱
了
符
号
的
可
触
知
性
。
从
符
号
的
视
觉
表
达
来
看
，
视

觉
的
『
空
间
性
』
倾
向
于
图
像
，
而
文
字
的
『
元
语
言
』
性
质

促
使
文
本
指
向
意
义
，
文
字
本
身
的
表
意
功
能
得
到
消
解
，
而

艺
术
表
意
功
能
随
之
增
强
。

综
上
所
述
，
索
绪
尔
的
符
号
两
分
法
和
皮
尔
斯
的
三
大

分
类
一
起
构
成
了
书
法
图
像
的
符
号
学
内
理
，
其
中
书
法
图
像

的
符
号
能
指
与
符
号
所
指
之
间
呈
现
此
消
彼
长
的
关
系
，
最
后

借
助
意
象
连
接
的
形
式
共
同
构
成
书
法
图
像
符
号
性
的
认
知
隐

喻
。
其
符
号
性
的
认
知
为
书
法
图
像
表
达
和
在
平
面
视
觉
设
计

中
的
表
达
提
供
了
由
内
及
外
的
系
统
性
诠
释
，
为
书
法
在
视
觉

设
计
领
域
的
应
用
和
表
现
提
供
了
极
为
丰
富
的
动
力
源
和
文
化

情
趣
。注

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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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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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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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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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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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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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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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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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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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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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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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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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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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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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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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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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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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社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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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年
，
第
一
二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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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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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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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
克
斯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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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
铁
鹏
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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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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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主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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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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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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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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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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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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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的
符
号
性
特
征
不
仅
具
有
表
达
和
交
流
功
能
，
同
时
作
为
一

种
符
号
的
象
征
亦
蕴
含
思
维
和
认
知
特
性
。
两
者
结
合
，
方
能

更
好
地
认
识
符
号
的
本
质
。

此
种
汉
字
体
系
的
符
号
性
质
裘
锡
圭
承
之
而
以
『
记
号
』

一
名
释
之
：
『
在
汉
字
发
展
的
过
程
里
，
由
于
字
形
和
语
音
、

字
义
等
方
面
的
变
化
，
却
有
很
多
意
符
和
音
符
失
去
了
表
意
和

表
音
的
作
用
，
变
成
了
记
号
。
』
[3]

这
与
皮
尔
斯
符
号
分
类
中

符
号
的
象
征
性
和
记
号
性
契
合
，
这
种
记
号
的
象
征
意
义
又
与

文
字
初
创
时
敬
神
事
天
的
功
能
相
合
。
汉
字
以
其
形
通
过
表
音

达
意
，
与
表
音
文
字
相
比
汉
字
有
音
有
意
还
有
形
，
是
一
个

比
较
复
杂
而
极
为
丰
富
的
系
统
。
虽
然
汉
字
和
其
他
拼
音
文

字
一
样
必
须
能
读
，
也
和
汉
语
里
的
词
相
互
关
联
，
但
其
代

表
视
觉
形
象
的
特
性
使
得
大
部
分
汉
字
都
可
以
见
形
知
意
。

这
就
直
接
导
致
了
以
汉
字
为
依
托
的
书
法
图
像
的
产
生
与
发

展
，
并
进
一
步
走
向
视
觉
传
达
的
纵
深
构
成
图
像
体
系
的
自

足
意
义
。
然
而
书
法
图
像
的
意
蕴
是
复
杂
的
，
如
何
以
图
像

表
达
，
是
经
过
创
作
者
和
接
受
者
诠
释
的
。
如
果
是
一
个
书

法
图
像
所
无
法
表
达
的
意
念
，
就
用
几
个
部
件
组
合
起
来
表

示
。
有
时
会
在
图
像
部
件
上
加
上
指
示
性
符
号
。
因
此
，
书

法
图
像
藉
由
汉
字
的
形
成
方
式
包
括
了
象
物
、
象
事
、
象
意

三
类
，
和
皮
尔
斯
的
图
像
、
指
示
和
象
征
三
大
分
类
相
似
。

这
一
特
征
在
符
号
学
理
论
中
能
找
到
与
其
相
对
应
的
理
论
作
为

支
撑
，
从
符
号
学
的
角
度
可
以
得
到
诠
释
，
其
语
意
传
达
和
视

觉
传
播
的
准
确
性
有
了
一
定
的
理
论
引
导
，
并
以
此
为
基
础
构

成
了
书
法
图
像
的
符
号
学
内
理
。

书
法
图
像
的
符
号
性
意
象
连
接

书
法
图
像
符
号
体
系
立
足
于
由
此
及
彼
的
意
象
翻
转

与
重
构
，
而
这
样
的
重
建
又
借
助
于
三
个
步
骤
：
范
畴
、
隐

喻
和
换
喻
。
范
畴
是
把
书
法
图
像
置
于
特
指
范
畴
之
内
，
以

此
来
获
得
范
畴
赋
予
书
法
图
像
的
初
步
意
义
；
其
次
是
隐

喻
，
书
法
图
像
用
共
时
性
隐
喻
获
得
上
文
所
言
的
指
向
性
意

向
连
接
。
而
符
号
换
喻
即
时
通
过
符
号
性
功
能
获
取
由
此
及

彼
的
意
象
转
换
，
借
助
意
象
转
换
深
化
扩
大
对
符
号
意
指
的

认
识
。
对
于
这
种
书
法
图
像
的
符
号
显
化
过
程
张
怀
瓘
在

《
书
断
》
中
就
做
过
殊
途
同
归
的
详
细
描
述
：
『
尔
其
初
之

微
也
，
盖
因
象
以
瞳
眬
，
眇
不
知
其
变
化
，
范
围
无
体
，
应

会
无
方
。
』
此
阶
段
尚
属
于
书
法
图
像
生
成
过
程
中
符
号
范

畴
的
模
糊
状
态
，
继
而
由
隐
而
显
进
入
『
考
冲
漠
以
立
形
，

齐
万
殊
而
一
贯
』
的
范
畴
化
过
程
。
并
以
此
为
基
，
『
合
冥

契
，
吸
至
精
，
资
运
动
于
风
神
，
颐
浩
然
于
润
色
』
打
通
意

象
隐
喻
的
共
时
性
连
接
，
及
其
『
终
之
彰
也
，
流
芳
液
于
笔

端
，
忽
飞
腾
而
光
赫
，
或
体
殊
而
势
接
，
若
双
树
之
交
叶
，

或
区
分
而
气
运
，
似
两
井
之
通
泉
』
[4]

则
完
成
书
法
图
像

『
津
泽
潜
应
，
两
井
通
泉
』
的
符
号
转
喻
。
从
认
知
语
言
学

的
角
度
来
看
，
『
符
号
隐
喻
赖
以
连
接
的
意
象
图
式
和
书
法

图
像
构
成
之
间
，
是
与
其
意
义
有
内
在
关
系
的
象
似
符
号
，

而
不
是
无
内
在
关
系
的
任
意
符
号
』
[5]

。
书
法
图
像
的
意
象

形
态
构
成
了
艺
术
审
美
形
态
的
前
提
，
并
由
意
象
组
合
与
转

换
构
成
直
觉
感
悟
的
意
象
图
式
。

能
指
和
所
指
的
关
系
不
是
依
据
自
然
的
或
者
必
然
的
动

机
形
成
的
，
而
是
根
据
社
会
、
文
化
的
关
联
形
成
的
共
识
性
阐

释
。
从
某
种
意
义
上
说
，
符
号
的
意
义
在
于
能
指
和
所
指
的
关

联
，
也
就
是
在
其
相
互
作
用
下
形
成
的
意
象
连
接
，
意
象
连
接

的
路
径
决
定
了
书
法
图
像
的
符
号
意
义
。
书
法
图
形
与
书
法
图

意
正
与
符
号
的
『
能
指
』
与
『
所
指
』
对
应
，
是
由
书
法
图
像

的
能
指
借
助
意
象
转
换
达
到
书
法
审
美
意
义
的
延
伸
。
而
关
于

书
法
文
字
符
号
的
理
解
，
索
绪
尔
认
为
大
致
可
以
分
为
表
音
和

表
意
两
种
体
系
。
表
音
文
字
符
号
是
通
过
声
音
来
传
达
释
意
。

表
意
文
字
与
构
成
声
音
无
关
，
一
个
字
表
现
一
个
符
号
，
每
一

个
字
都
是
一
个
独
立
的
载
体
，
具
有
独
立
的
意
义
。
哲
学
家

叶
秀
山
也
说
：
中
国
文
化
在
其
深
层
结
构
上
是
以
字
学
为
核

心
的
。
张
怀
瓘
敏
锐
地
体
察
到
了
这
一
现
象
：
『
文
则
数
言

乃
成
其
意
，
书
则
一
字
已
见
其
心
。
』
[6]

就
点
出
了
书
法
图

像
单
字
范
围
内
形
成
自
足
的
审
美
意
象
，
并
以
此
为
基
点
推

而
广
之
形
成
字
与
字
、
行
与
行
乃
至
整
个
章
法
构
成
中
的
意

象
连
接
。
无
独
有
偶
，
古
代
书
论
『
覃
精
一
字
，
功
归
自
得

盈
虚
。
统
视
连
行
，
妙
在
相
承
起
复
』
[7]

，
表
达
意
义
言
殊

理
同
。
『
一
字
』
作
为
书
法
图
像
审
美
的
最
小
单
元
是
『
连

行
』
的
基
础
和
保
证
，
并
且
在
意
象
连
接
上
不
仅
有
『
相
』

和
『
起
』
的
拓
展
，
更
有
『
承
』
和
『
复
』
的
回
护
。
以
索

绪
尔
符
号
两
分
法
来
说
，
在
书
法
图
像
意
象
连
接
中
，
以
汉

字
方
格
化
为
势
力
范
围
的
符
号
能
指
又
以
符
号
所
指
形
式
溢

出
了
单
字
拘
囿
，
所
以
，
在
符
号
与
符
号
的
连
接
中
产
生
了

交
合
甚
至
化
合
作
用
，
并
进
而
组
成
或
『
意
在
笔
先
』
或

『
临
事
从
宜
』
的
组
合
符
号
结
构
，
从
而
完
成
符
号
所
指
的

镊
合
与
连
接
，
使
单
个
符
号
产
生
出
族
群
性
的
所
指
连
接
，

在
书
法
图
像
的
表
现
中
有
时
表
现
为
字
组
的
连
接
形
态
。
如

此
来
说
，
单
字
书
法
图
像
以
符
号
所
指
或
曰
意
象
连
接
的
方
法

对
审
美
单
元
进
行
突
破
，
由
此
又
向
两
个
方
向
生
发
：
字
内
与

字
外
。
这
两
个
方
向
的
生
发
路
径
又
因
书
体
的
不
同
而
有
所
差

异
：
静
态
书
体
的
意
象
连
接
主
要
在
字
内
，
动
态
书
体
的
意
象

连
接
主
要
在
字
外
。

在
符
号
学
看
来
，
隐
喻
是
一
个
符
号
系
统
，
在
汉
字
语
言

符
号
中
是
借
助
取
象
和
比
类
两
种
方
法
。
取
象
和
比
类
都
是
一

种
情
感
赋
予
，
就
符
号
学
而
言
，
只
要
有
人
赋
予
其
意
义
，
任

何
具
象
的
事
物
都
可
以
成
为
符
号
。
就
像
罗
兰
·
巴
特
的
玫
瑰

之
说
：
玫
瑰
原
本
只
是
一
种
花
卉
，
一
种
自
然
物
，
但
是
如
果

有
个
年
轻
男
子
将
之
送
给
他
的
女
友
，
这
玫
瑰
花
就
从
自
然
物

变
成
为
表
达
情
感
的
符
号
了
。
因
为
玫
瑰
表
达
了
年
轻
男
子
的

情
意
，
而
这
情
意
又
是
能
够
被
他
的
女
友
认
知
的
。
这
种
符
号

性
的
情
感
赋
予
与
认
知
就
是
书
法
图
像
符
号
化
意
象
思
维
的
情

感
基
础
。
在
书
法
艺
术
中
，
这
样
的
符
号
隐
喻
形
式
又
集
中
地

表
现
为
『
如
』
的
形
式
，
卫
铄
《
笔
阵
图
》
中
就
指
出
了
书

法
造
型
中
这
种
符
号
隐
喻
式
的
取
象
形
式
：
『
横
如
千
里
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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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
隐
隐
然
其
实
有
形
；
点
如
高
峰
坠
石
，
磕
磕
然
实
如
崩

也
。
』
[8]

然
而
，
此
种
转
喻
其
实
又
包
含
着
二
级
抽
象
的
符

号
隐
喻
，
比
如
，
『
千
里
阵
云
』
是
符
号
能
指
，
『
隐
隐
然
其

实
有
形
』
就
成
了
符
号
所
指
。
『
高
峰
坠
石
』
是
符
号
能
指
，

『
磕
磕
然
实
如
崩
也
』
即
为
符
号
能
指
。
并
且
，
书
法
图
像
的

审
美
意
义
也
大
多
聚
拢
在
由
符
号
能
指
所
生
发
出
的
符
号
所

指
上
，
从
而
进
入
一
种
概
念
通
感
作
用
下
的
诗
意
符
号
状
态
，

『
千
里
阵
云
』
是
实
，
『
隐
隐
然
其
实
有
形
』
是
虚
；
『
高
峰

坠
石
』
是
实
，
『
磕
磕
然
实
如
崩
也
』
是
虚
。
这
种
符
号
黏
连

通
感
的
状
态
即
为
书
法
图
像
生
成
和
审
美
过
程
中
都
赖
以
借
助

的
意
象
性
思
维
，
意
象
性
思
维
意
义
沾
溉
下
的
符
号
所
指
具
有

『
虚
而
生
实
』
的
特
点
。

由
此
可
以
看
出
，
书
法
图
像
符
号
之
所
以
能
成
为
符
号
，

有
三
个
必
要
条
件
：
一
，
具
有
物
质
形
式
，
即
客
观
的
物
质
载

体
，
肇
于
自
然
；
二
，
代
表
其
本
身
以
外
的
事
物
，
即
『
纵
横

有
象
』
和
『
书
者
，
散
也
』
的
取
象
诉
求
；
三
，
被
人
当
作
是

符
号
来
使
用
和
认
知
，
即
双
方
情
感
的
沟
通
。
不
仅
如
此
，
在

书
法
艺
术
中
，
符
号
的
审
美
意
义
亦
需
经
由
『
来
』
和
『
往
』

两
次
完
成
，
也
就
是
书
法
图
像
生
成
过
程
中
的
『
定
天
立
人
』

和
『
由
人
复
天
』
的
问
题
。

视
觉
设
计
对
书
法
表
现
的
功
用

书
法
艺
术
在
近
代
以
来
文
化
土
壤
急
剧
变
化
的
生
态
背

景
下
逐
渐
由
古
典
主
义
向
现
代
性
渗
透
，
在
平
面
视
觉
设
计
中

其
意
象
之
美
和
韵
律
气
势
展
现
出
了
鲜
明
的
民
族
气
质
。
[9]

传

统
的
书
写
载
体
与
现
代
的
视
觉
表
达
为
书
法
的
表
现
和
设
计
融

合
增
添
了
一
种
全
新
的
切
入
点
和
文
化
表
达
。
不
管
是
『
新
古

典
主
义
』
还
是
『
现
代
书
法
』
都
表
明
了
符
号
置
入
空
间
的
变

化
。
符
号
系
统
由
主
体
『
符
号
对
象
』
，
本
体
『
符
号
代
表

物
』
以
及
客
体
『
符
号
解
释
者
』
三
方
面
构
成
，
书
法
符
号
代

表
物
即
符
号
能
指
在
符
号
系
统
中
相
对
固
定
，
书
法
生
态
的
变

化
导
致
了
符
号
对
象
与
解
释
者
发
生
角
度
改
变
，
从
而
推
动
了

书
法
图
像
符
号
意
义
的
不
同
表
征
方
式
的
移
位
。
伴
随
着
表
征

方
式
的
变
化
，
书
法
话
语
的
文
字
使
用
功
能
逐
渐
消
解
，
即
书

法
符
号
性
能
指
范
围
减
弱
，
并
进
一
步
基
于
文
字
之
上
的
文

学
性
意
义
逐
步
消
解
，
符
号
所
指
独
立
于
话
语
情
景
之
外
成

为
一
种
独
立
审
美
。
这
就
推
动
人
们
对
书
法
笔
墨
意
味
、
结

构
布
局
、
线
条
色
彩
愈
加
关
注
而
催
生
出
以
笔
墨
意
味
为
主

的
『
墨
象
派
』
，
以
结
构
布
局
为
主
的
平
面
构
成
形
式
，
和

以
线
条
色
彩
为
主
的
美
术
化
倾
向
。
从
某
种
意
义
来
说
，
书

法
符
号
性
所
指
的
延
伸
是
书
法
艺
术
自
律
性
发
展
的
一
个
方

向
，
书
法
话
语
符
号
的
能
指
意
义
减
弱
，
促
进
了
书
法
图
像

的
非
实
用
意
义
指
向
审
美
的
自
由
。
这
种
『
符
号
的
自
觉
』

促
使
了
书
法
形
式
美
感
的
增
强
，
从
而
在
书
法
图
像
的
符
号

性
上
跃
出
传
统
书
法
的
藩
篱
。
平
面
视
觉
设
计
的
版
式
布
局

和
构
成
表
现
，
对
书
法
的
形
式
感
和
气
质
融
入
了
独
特
的
视

觉
冲
击
力
和
文
化
意
蕴
。

如
果
皮
尔
斯
符
号
学
把
符
号
的
象
征
性
作
为
符
号
的
特

征
，
那
么
书
法
的
现
代
性
就
从
另
一
方
面
使
书
法
图
像
的
指
示

功
能
部
分
地
返
归
符
号
表
现
，
并
藉
此
使
符
号
文
本
本
身
得
到

凸
显
而
使
话
语
文
本
得
到
抑
制
。
也
就
是
说
，
现
代
书
法
的
符

号
性
使
文
字
文
本
作
为
形
式
构
成
的
素
材
而
不
导
向
实
际
的
表

意
。
如
果
当
语
言
的
符
号
性
指
向
文
本
本
身
时
，
就
出
现
了

『
诗
性
』
，
特
伦
斯
·
霍
克
斯
又
进
一
步
指
出
：
『
语
言
的
诗

歌
功
能
是
增
强
符
号
的
可
触
知
性
。
』
[10]

而
书
法
创
作
的
现
代

性
就
使
话
语
的
隐
喻
指
向
形
式
的
隐
喻
，
并
系
统
的
破
坏
能
指

和
所
指
、
符
号
和
对
象
之
间
任
何
的
自
然
地
或
明
显
的
联
系
从

而
减
弱
了
符
号
的
可
触
知
性
。
从
符
号
的
视
觉
表
达
来
看
，
视

觉
的
『
空
间
性
』
倾
向
于
图
像
，
而
文
字
的
『
元
语
言
』
性
质

促
使
文
本
指
向
意
义
，
文
字
本
身
的
表
意
功
能
得
到
消
解
，
而

艺
术
表
意
功
能
随
之
增
强
。

综
上
所
述
，
索
绪
尔
的
符
号
两
分
法
和
皮
尔
斯
的
三
大

分
类
一
起
构
成
了
书
法
图
像
的
符
号
学
内
理
，
其
中
书
法
图
像

的
符
号
能
指
与
符
号
所
指
之
间
呈
现
此
消
彼
长
的
关
系
，
最
后

借
助
意
象
连
接
的
形
式
共
同
构
成
书
法
图
像
符
号
性
的
认
知
隐

喻
。
其
符
号
性
的
认
知
为
书
法
图
像
表
达
和
在
平
面
视
觉
设
计

中
的
表
达
提
供
了
由
内
及
外
的
系
统
性
诠
释
，
为
书
法
在
视
觉

设
计
领
域
的
应
用
和
表
现
提
供
了
极
为
丰
富
的
动
力
源
和
文
化

情
趣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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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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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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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方
符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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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
要
》
，
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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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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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蔡
邕
，
《
笔
论
》
，
《
历
代
书
法
论
文
选
》
，
上
海
书
画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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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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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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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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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裘
锡
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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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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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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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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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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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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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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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张
娴
，
《
汉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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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与
现
代
平
面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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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
南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
二
〇
一
四
年
，
第
一
二
五
页
。

[10]
特
伦
斯
·
霍
克
斯
著
，
瞿
铁
鹏
译
，
刘
峰
校
，
《
结
构
主
义

和
符
号
学
》
，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七
年
，
第
八
十
六
页
。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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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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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原
理
工
大
学
艺
术
学
院
设
计
系

本
文
责
编
：
董
东
红

像
的
符
号
性
特
征
不
仅
具
有
表
达
和
交
流
功
能
，
同
时
作
为
一

种
符
号
的
象
征
亦
蕴
含
思
维
和
认
知
特
性
。
两
者
结
合
，
方
能

更
好
地
认
识
符
号
的
本
质
。

此
种
汉
字
体
系
的
符
号
性
质
裘
锡
圭
承
之
而
以
『
记
号
』

一
名
释
之
：
『
在
汉
字
发
展
的
过
程
里
，
由
于
字
形
和
语
音
、

字
义
等
方
面
的
变
化
，
却
有
很
多
意
符
和
音
符
失
去
了
表
意
和

表
音
的
作
用
，
变
成
了
记
号
。
』
[3]

这
与
皮
尔
斯
符
号
分
类
中

符
号
的
象
征
性
和
记
号
性
契
合
，
这
种
记
号
的
象
征
意
义
又
与

文
字
初
创
时
敬
神
事
天
的
功
能
相
合
。
汉
字
以
其
形
通
过
表
音

达
意
，
与
表
音
文
字
相
比
汉
字
有
音
有
意
还
有
形
，
是
一
个

比
较
复
杂
而
极
为
丰
富
的
系
统
。
虽
然
汉
字
和
其
他
拼
音
文

字
一
样
必
须
能
读
，
也
和
汉
语
里
的
词
相
互
关
联
，
但
其
代

表
视
觉
形
象
的
特
性
使
得
大
部
分
汉
字
都
可
以
见
形
知
意
。

这
就
直
接
导
致
了
以
汉
字
为
依
托
的
书
法
图
像
的
产
生
与
发

展
，
并
进
一
步
走
向
视
觉
传
达
的
纵
深
构
成
图
像
体
系
的
自

足
意
义
。
然
而
书
法
图
像
的
意
蕴
是
复
杂
的
，
如
何
以
图
像

表
达
，
是
经
过
创
作
者
和
接
受
者
诠
释
的
。
如
果
是
一
个
书

法
图
像
所
无
法
表
达
的
意
念
，
就
用
几
个
部
件
组
合
起
来
表

示
。
有
时
会
在
图
像
部
件
上
加
上
指
示
性
符
号
。
因
此
，
书

法
图
像
藉
由
汉
字
的
形
成
方
式
包
括
了
象
物
、
象
事
、
象
意

三
类
，
和
皮
尔
斯
的
图
像
、
指
示
和
象
征
三
大
分
类
相
似
。

这
一
特
征
在
符
号
学
理
论
中
能
找
到
与
其
相
对
应
的
理
论
作
为

支
撑
，
从
符
号
学
的
角
度
可
以
得
到
诠
释
，
其
语
意
传
达
和
视

觉
传
播
的
准
确
性
有
了
一
定
的
理
论
引
导
，
并
以
此
为
基
础
构

成
了
书
法
图
像
的
符
号
学
内
理
。

书
法
图
像
的
符
号
性
意
象
连
接

书
法
图
像
符
号
体
系
立
足
于
由
此
及
彼
的
意
象
翻
转

与
重
构
，
而
这
样
的
重
建
又
借
助
于
三
个
步
骤
：
范
畴
、
隐

喻
和
换
喻
。
范
畴
是
把
书
法
图
像
置
于
特
指
范
畴
之
内
，
以

此
来
获
得
范
畴
赋
予
书
法
图
像
的
初
步
意
义
；
其
次
是
隐

喻
，
书
法
图
像
用
共
时
性
隐
喻
获
得
上
文
所
言
的
指
向
性
意

向
连
接
。
而
符
号
换
喻
即
时
通
过
符
号
性
功
能
获
取
由
此
及

彼
的
意
象
转
换
，
借
助
意
象
转
换
深
化
扩
大
对
符
号
意
指
的

认
识
。
对
于
这
种
书
法
图
像
的
符
号
显
化
过
程
张
怀
瓘
在

《
书
断
》
中
就
做
过
殊
途
同
归
的
详
细
描
述
：
『
尔
其
初
之

微
也
，
盖
因
象
以
瞳
眬
，
眇
不
知
其
变
化
，
范
围
无
体
，
应

会
无
方
。
』
此
阶
段
尚
属
于
书
法
图
像
生
成
过
程
中
符
号
范

畴
的
模
糊
状
态
，
继
而
由
隐
而
显
进
入
『
考
冲
漠
以
立
形
，

齐
万
殊
而
一
贯
』
的
范
畴
化
过
程
。
并
以
此
为
基
，
『
合
冥

契
，
吸
至
精
，
资
运
动
于
风
神
，
颐
浩
然
于
润
色
』
打
通
意

象
隐
喻
的
共
时
性
连
接
，
及
其
『
终
之
彰
也
，
流
芳
液
于
笔

端
，
忽
飞
腾
而
光
赫
，
或
体
殊
而
势
接
，
若
双
树
之
交
叶
，

或
区
分
而
气
运
，
似
两
井
之
通
泉
』
[4]

则
完
成
书
法
图
像

『
津
泽
潜
应
，
两
井
通
泉
』
的
符
号
转
喻
。
从
认
知
语
言
学

的
角
度
来
看
，
『
符
号
隐
喻
赖
以
连
接
的
意
象
图
式
和
书
法

图
像
构
成
之
间
，
是
与
其
意
义
有
内
在
关
系
的
象
似
符
号
，

而
不
是
无
内
在
关
系
的
任
意
符
号
』
[5]

。
书
法
图
像
的
意
象

形
态
构
成
了
艺
术
审
美
形
态
的
前
提
，
并
由
意
象
组
合
与
转

换
构
成
直
觉
感
悟
的
意
象
图
式
。

能
指
和
所
指
的
关
系
不
是
依
据
自
然
的
或
者
必
然
的
动

机
形
成
的
，
而
是
根
据
社
会
、
文
化
的
关
联
形
成
的
共
识
性
阐

释
。
从
某
种
意
义
上
说
，
符
号
的
意
义
在
于
能
指
和
所
指
的
关

联
，
也
就
是
在
其
相
互
作
用
下
形
成
的
意
象
连
接
，
意
象
连
接

的
路
径
决
定
了
书
法
图
像
的
符
号
意
义
。
书
法
图
形
与
书
法
图

意
正
与
符
号
的
『
能
指
』
与
『
所
指
』
对
应
，
是
由
书
法
图
像

的
能
指
借
助
意
象
转
换
达
到
书
法
审
美
意
义
的
延
伸
。
而
关
于

书
法
文
字
符
号
的
理
解
，
索
绪
尔
认
为
大
致
可
以
分
为
表
音
和

表
意
两
种
体
系
。
表
音
文
字
符
号
是
通
过
声
音
来
传
达
释
意
。

表
意
文
字
与
构
成
声
音
无
关
，
一
个
字
表
现
一
个
符
号
，
每
一

个
字
都
是
一
个
独
立
的
载
体
，
具
有
独
立
的
意
义
。
哲
学
家

叶
秀
山
也
说
：
中
国
文
化
在
其
深
层
结
构
上
是
以
字
学
为
核

心
的
。
张
怀
瓘
敏
锐
地
体
察
到
了
这
一
现
象
：
『
文
则
数
言

乃
成
其
意
，
书
则
一
字
已
见
其
心
。
』
[6]

就
点
出
了
书
法
图

像
单
字
范
围
内
形
成
自
足
的
审
美
意
象
，
并
以
此
为
基
点
推

而
广
之
形
成
字
与
字
、
行
与
行
乃
至
整
个
章
法
构
成
中
的
意

象
连
接
。
无
独
有
偶
，
古
代
书
论
『
覃
精
一
字
，
功
归
自
得

盈
虚
。
统
视
连
行
，
妙
在
相
承
起
复
』
[7]

，
表
达
意
义
言
殊

理
同
。
『
一
字
』
作
为
书
法
图
像
审
美
的
最
小
单
元
是
『
连

行
』
的
基
础
和
保
证
，
并
且
在
意
象
连
接
上
不
仅
有
『
相
』

和
『
起
』
的
拓
展
，
更
有
『
承
』
和
『
复
』
的
回
护
。
以
索

绪
尔
符
号
两
分
法
来
说
，
在
书
法
图
像
意
象
连
接
中
，
以
汉

字
方
格
化
为
势
力
范
围
的
符
号
能
指
又
以
符
号
所
指
形
式
溢

出
了
单
字
拘
囿
，
所
以
，
在
符
号
与
符
号
的
连
接
中
产
生
了

交
合
甚
至
化
合
作
用
，
并
进
而
组
成
或
『
意
在
笔
先
』
或

『
临
事
从
宜
』
的
组
合
符
号
结
构
，
从
而
完
成
符
号
所
指
的

镊
合
与
连
接
，
使
单
个
符
号
产
生
出
族
群
性
的
所
指
连
接
，

在
书
法
图
像
的
表
现
中
有
时
表
现
为
字
组
的
连
接
形
态
。
如

此
来
说
，
单
字
书
法
图
像
以
符
号
所
指
或
曰
意
象
连
接
的
方
法

对
审
美
单
元
进
行
突
破
，
由
此
又
向
两
个
方
向
生
发
：
字
内
与

字
外
。
这
两
个
方
向
的
生
发
路
径
又
因
书
体
的
不
同
而
有
所
差

异
：
静
态
书
体
的
意
象
连
接
主
要
在
字
内
，
动
态
书
体
的
意
象

连
接
主
要
在
字
外
。

在
符
号
学
看
来
，
隐
喻
是
一
个
符
号
系
统
，
在
汉
字
语
言

符
号
中
是
借
助
取
象
和
比
类
两
种
方
法
。
取
象
和
比
类
都
是
一

种
情
感
赋
予
，
就
符
号
学
而
言
，
只
要
有
人
赋
予
其
意
义
，
任

何
具
象
的
事
物
都
可
以
成
为
符
号
。
就
像
罗
兰
·
巴
特
的
玫
瑰

之
说
：
玫
瑰
原
本
只
是
一
种
花
卉
，
一
种
自
然
物
，
但
是
如
果

有
个
年
轻
男
子
将
之
送
给
他
的
女
友
，
这
玫
瑰
花
就
从
自
然
物

变
成
为
表
达
情
感
的
符
号
了
。
因
为
玫
瑰
表
达
了
年
轻
男
子
的

情
意
，
而
这
情
意
又
是
能
够
被
他
的
女
友
认
知
的
。
这
种
符
号

性
的
情
感
赋
予
与
认
知
就
是
书
法
图
像
符
号
化
意
象
思
维
的
情

感
基
础
。
在
书
法
艺
术
中
，
这
样
的
符
号
隐
喻
形
式
又
集
中
地

表
现
为
『
如
』
的
形
式
，
卫
铄
《
笔
阵
图
》
中
就
指
出
了
书

法
造
型
中
这
种
符
号
隐
喻
式
的
取
象
形
式
：
『
横
如
千
里
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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