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
子
江　

著
出
版
社



出

品

人
　
江

　吟

責
任
編
輯　

周
小
霞　
　

責
任
出
版　

李

　兵

責
任
校
對　

刘
玉
立

裝
幀
設
計　

王
冠
鎔

出
版
發
行　

西
泠
印
社
出
版
社

（
杭
州
市
西
湖
文
化
廣
場
三
十
二
號
五
樓 

郵
政
編
碼

　三
一
〇
〇
一
四
）

經　
　

銷　

全
國
新
華
書
店

製　
　

版　

浙
江
海
虹
彩
色
印
务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浙
江
海
虹
彩
色
印
务
有
限
公
司

開　
　

本　

七
八
七
毫
米
乘
一
〇
九
二
毫
米

　十
二
開

印　
　

張　

十
二
點
五

印　
　

數　

〇
〇
〇
一—

一
五
〇
〇

書　
　

號　

ISBN 978-7-5508-2325-9

版　
　

次　

二
〇
一
八
年
一
月
第
一
版

　第
一
次
印
刷

定　
　

價　

一
四
八
圓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印
製
差
錯　

負
責
調
换

西
泠
印
社
出
版
社
發
行
部
聯
繫
方
式
：
（
〇
五
七
一
）
八
七
二
四
三
〇
七
九

竹
本
斋
书
法
卷

施
子
江

　著



郑
晓
华 

题
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小
时
候
，
家
里
的
中
堂
挂
有
一
幅
放
轴
的
山
水
画
，
为
配
这
山
水
画
，
还
挂
着
一
副
对
联
。

据
父
亲
说
，
对
联
是
他
用
六
块
白
洋
，
请
兆
岸
赵
一
鹤
先
生
用
鸡
毛
笔
写
的
。
所
书
的
字
，

是
苏
东
坡
的
两
句
诗
：
『
无
数
云
山
供
点
墨
（
原
文
是
「
笔
」
）
』
和
『
满
江
风
月
不
论
钱
』
。

常
常
有
读
书
人
到
家
来
，
粗
布
衫
一
拉
，
头
一
仰
，
便
长
声
慢
气
地
吟
诵
起
来
。
有
的
一
遍

两
遍
不
过
瘾
，
非
得
哼
哼
到
口
乾
舌
燥
停
不
下
来
。
看
着
他
们
摇
头
晃
脑
的
样
子
，
我
心
里
想
，

这
对
子
，
一
定
是
我
家
中
最
珍
贵
的
东
西
了
。

小
时
候

一
九
八
〇
年
，
家
妻
所
种
责
任
田
在
亲
朋
好
友
的
大
力
帮
助
下
，
获
得
了
大
丰
收
。
除

夕
之
日
，
眼
看
四
个
孩
子
脸
上
没
了
菜
色
，
个
个
乐
成
了
迎
春
花
。
这
靠
的
是
改
革
开
放
之

福
啊
，
我
满
腹
欢
喜
，
欣
欣
然
自
作
自
书
回
文
春
联
一
副
云
：
『
春
新
到
，
家
人
喜
；
喜
人
家
，

到
新
春
。
』
次
年
到
县
城
，
在
一
个
小
巷
里
，
发
现
一
户
人
家
的
门
联
，
用
的
正
是
这
副
回

文
春
联
。
『
不
胫
而
走
？
到
县
城
了
？
』
我
不
禁
窃
喜
，
窃
喜
了
好
一
阵
子
。

首
作
回
文
春
联

改
革
开
放
后
，
村
村
造
房
子
。
二
十
世
纪
七
十
年
代
，
缙
云
百
姓
建
房
用
的
是
条
石
，
因
而

又
生
发
出
一
种
时
尚
，
即
在
门
上
方
刻
字
、
门
之
左
右
边
刻
对
联
。
在
仙
都
初
级
中
学
教
书
时
，

我
常
常
为
农
家
写
这
种
字
。
一
九
八
二
年
上
半
年
的
一
天
，
县
城
综
合
公
司
负
责
人
坐
车
一
路
沿

仙
都
公
路
边
的
村
庄
看
字
，
发
现
下
洋
村
某
农
户
临
溪
而
建
的
新
石
屋
的
门
上
，
写
着
『
映
波
楼
』

三
个
新
刻
的
字
，
他
们
非
常
喜
欢
这
个
楼
名
，
也
非
常
喜
欢
所
写
的
行
书
字
迹
。
问
知
是
我
写
的
，

他
们
便
驱
车
到
仙
都
中
学
找
我
，
要
我
为
地
处
县
城
铁
桥
北
端
的
商
业
楼
书
写
『
映
波
楼
』
三
个

大
字
，
并
且
要
求
署
名
于
其
上
。
一
九
八
二
年
八
月
，
我
被
调
到
县
教
师
进
修
学
校
工
作
。
九
月

的
一
天
，
有
人
告
诉
我
：
『
在
铁
桥
头
，
有
你
写
的
「
映
波
楼
」
！
』
我
前
去
一
看
，
果
然
是
。

这
是
我
第
一
次
在
县
城
题
字
，
也
是
第
一
次
署
名
，
一
时
名
动
全
城
。
从
此
，
前
来
索
字
者
络
绎

不
绝
。
一
直
到
九
十
年
代
电
脑

作
兴
起
之
前
，
缙
云
城
乡
，
我
的
毛
笔
字
随
处
可
见
。
产
生
这

一
文
化
现
象
的
同
时
，
我
的
诗
词
、
楹
联
诸
方
面
的
作
品
也
正
受
到
诗
坛
、
联
坛
的
广
泛
欢
迎
。

这
一
时
期
，
是
我
艺
术
创
作
的
一
个
高
峰
期
。
直
到
如
今
，
老
城
区
溪
滨
北
路
的
一
幢
高
楼
上
，

我
那
不
署
名
的
『
溪
滨
大
厦
』
四
个
大
字
，
浴
春
风
，
沐
秋
雨
，
依
然
在
向
人
们
无
声
诉
说
，
诉

说
着
那
个
火
红
的
年
代
。

抹
不
掉
那
些
年
月
的
文
化
记
忆

墨
缘
杂
谈



上
午
，
为
兰
黄
四
自
工
程
指
挥
部
书
『
东
渡
桥
亭
』
四
个
字
，
由
刘
锦
焕
拿
去
刻

了
。

接
着
又
遵
命
为
该
亭
撰
书
对
联
两
副
云
：
『
玉
路
轮
蹄
飞
尽
畅
；
缙
云
川
谷
渡
非
难
』
，
『
桥

观
溪
水
流
虹
影
；
亭
放
仙
云
逐
彩
车
』
。

过
一
个
多
小
时
，
门
口
又
有
锦
焕
的
摩
托
车
响

动
了
。
锦
焕
问
：
『
写
好
了
没
有
？
』
『
没
有
没
有
，
哪
有
这
么
快
！
』
锦
焕
说
：
『
我
们

人
等
在
那
里
了
。
』
我
说
：
『
好
吧
，
你
进
来
坐
一
下
。
』

我
弄
纸
弄
笔
，
匆
匆
忙
忙
写
了
。
墨
迹
未
乾
，
锦
焕
就
十
万
火
急
似
的
拿
走
了
。
火
上

攒
盐
的
事
，
常
常
有
，
像
今
天
急
到
如
此
程
度
，
还
是
头
一
次
。

忙
凑
忙
，是
经
常
有
的
事
。像
今
天
，我
还
在
为
东
渡
桥
亭
拟
对
时
，型
弄
有
个
厂
长
来
电
，

说
起
去
年
我
为
他
撰
书
了
一
副
嵌
名
对
联
的
事
，
说
那
副
对
联
已
装
在
新
屋
，
加
了
清
漆
。

又
说
，
还
想
装
上
一
副
妻
子
的
嵌
名
联
。
为
此
，
他
曾
经
请
了
四
位
文
人
，
但
他
们
看
了
我

的
对
联
后
，
一
个
个
都
不
敢
动
笔
了
。
厂
长
语
气
恳
切
地
说
：
『
施
老
师
，
还
是
请
您
再
帮

个
忙
吧
！
』
我
答
应
了
。
写
嵌
名
联
可
不
是
像
写
『
东
渡
桥
亭
』
那
样
比
较
容
易
。
是
夜
，

办
了
别
的
事
后
，
我
便
为
厂
长
妻
子
（
名
爱
维
）
写
了
嵌
名
联
：
『
处
世
心
平
人
爱
戴
；
兴

家
事
乐
众
维
持
。
』

夜
已
很
深
了
，
爱
妻
穆
芝
端
来
了
一
碗
热
气
腾
腾
的
薑
汤
。

一
九
九
七
年
一
月
十
七
日
这
一
天

一
九
八
五
年
十
二
月
，
我
在
杭
州
购
得
罗
振
玉
撰
、
吉
林
大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
集
殷
虚
文

字
楹
帖
》
一
书
；
一
九
八
七
年
购
得
王
延
林
编
、
上
海
书
画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
常
用
古
文
字
字
典
》

一
书
。
从
此
，
我
对
甲
骨
文
和
甲
骨
文
书
法
，
尤
其
是
殷
文
楹
帖
产
生
了
兴
趣
。

一
九
八
七
年
七
月
、
一
九
九
九
年
六
月
、
二
〇
〇
四
年
十
一
月
，
三
易
其
稿
，
自
编
了
一
本
《
甲

骨
文
书
法
常
用
字
表
》
，
计
常
用
字
八
百
余
。
此
表
的
编
写
，
费
时
甚
多
，
但
给
自
己
的
甲
骨
文

书
法
创
作
，
特
别
是
甲
骨
文
对
联
的
撰
写
提
供
了
方
便
。

甲
骨
文
属
刀
刻
书
法
，
我
们
现
在
用
毛
笔
写
甲
骨
文
，
刀
刻
效
果
是
无
法
追
求
了
。
读
罗
振

玉
的
《
集
殷
虚
文
字
楹
帖
》
，
读
丁
仁
的
《
商
卜
文
集
联
》
，
文
字
笔
画
的
一
起
一
落
处
，
尚
存

些
许
刻
意
，
但
已
经
不
是
刀
痕
了
。
从
一
个
字
一
个
字
来
看
，
罗
、
丁
两
人
对
契
文
都
是
如
实
摹

写
的
。
罗
振
玉
的
《
集
殷
虚
文
字
楹
帖
》
、
丁
仁
的
《
商
卜
文
集
联
》
，
其
共
同
目
的
，
就
是
为

读
者
提
供
临
摹
之
用
。
所
以
，
他
们
的
甲
骨
文
字
，
大
小
一
般
，
间
隔
一
样
，
丁
仁
甚
至
将
文
字

写
在
整
整
齐
齐
的
界
格
里
。
罗
、
丁
集
联
，
古
劲
苍
茫
，
天
成
浑
然
，
我
不
能
不
折
服
。

不
过
，
我
的
所
谓
的
甲
骨
文
书
法
，
尤
好
追
摹
其
原
生
态
的
样
子
，
用
笔
凌
空
取
势
，
落
笔

如
砍
如
刷
，
一
副
天
真
烂
漫
的
野
孩
子
气
质
，
不
循
规
蹈
矩
，
断
学
究
习
气
，
随
心
所
欲
，
自
由

自
在
，
写
真
不
足
，
写
意
有
余
，
写
实
不
足
，
抒
情
有
余
，
有
时
飞
墨
见
白
，
有
时
落
字
如
石
（
『
落

字
如
石
』
四
字
为
一
北
京
学
人
所
赐
）
，
粗
犷
放
手
，
几
乎
与
甲
骨
风
貌
相
去
甚
远
，
而
甲
气
骨

气
加
石
气
，
浑
然
朴
然
。
如
此
，
自
知
有
点
儿
妙
处
，
却
又
不
知
究
竟
妙
在
哪
里
！

关
于
学
书
甲
骨
文



仙
都
风
景
区
倪
翁
洞
附
近
有
一
古
名
亭
，
叫
问
渔
亭
。
亭
后
的
君
子
石
上
有
隶
书
『
问

渔
亭
』
三
个
大
字
，
是
一
九
三
三
年
春
缙
云
新
建
人
、
时
任
上
海
美
专
国
画
教
授
楼
辛
壶
先

生
写
的
。
一
九
五
二
年
问
渔
亭
毁
于
洪
水
。
一
九
六
〇
年
县
政
府
决
定
重
建
，
雅
施
村
著
名

木
雕
艺
人—

—

我
的
父
亲
施
玉
勋
受
命
设
计
和
雕
刻
，
近
一
年
之
后
新
亭
建
成
。
二
〇
〇
四

年
春
，
当
时
我
为
县
仙
都
旅
游
局
文
化
艺
术
顾
问
成
员
之
一
，
在
楹
联
文
化
建
设
方
面
，
我

首
先
建
议
在
杭
州
的
楼
辛
壶
之
子
、
后
来
为
浙
江
省
文
史
研
究
馆
馆
员
的
楼
浩
之
先
生
为
问

渔
亭
撰
写
联
语
（
『
过
客
赋
诗
憩
古
亭
，
问
渔
仙
都
；
玄
根
问
道
留
遗
迹
，
漱
石
枕
流
』
）
。

近
半
年
后
，
旅
游
局
要
我
也
为
问
渔
亭
作
联
一
副
，
并
指
定
必
须
用
回
文
形
式
。
问
渔
亭
地

处
练
溪
金
花
潭
，
此
潭
自
然
鱼
多
月
好
。
天
上
月
，
水
中
月
，
临
亭
明
月
又
与
不
远
处
的
月

镜
岩
相
顾
盼
。
水
中
之
鱼
呢
？
自
然
更
与
亭
子
上
活
蹦
乱
跳
的
浮
雕
水
族
相
嬉
戏
。
仙
都
自

古
称
为
仙
人
荟
萃
之
都
，
问
渔
亭
所
在
的
钓
矶
又
名
青
莲
石
，
传
说
就
是
从
鼎
湖
峰
的
鼎
湖

里
仙
女
采
莲
时
飘
落
此
处
的
一
片
花
瓣
化
成
的
。
八
仙
中
的
荷
仙
姑
，
若
漫
游
到
仙
都
，
一

双
父
子
献
艺
一
亭

定
会
到
这
一
来
历
不
俗
的
青
莲
石
上
玩
玩
吧
！
来
此
玩
耍
的
，
当
然
还
有
附
近
的
五
老
仙
和
七
仙

女
。
仙
人
们
玩
得
像
游
人
一
样
快
乐
，
游
人
玩
得
像
仙
人
一
样
快
乐
，
好
一
个
神
人
同
欢
、
天
人

合
一
的
地
方
！
根
据
这
些
自
然
环
境
特
征
和
人
文
特
色
，
我
遵
命
写
了
一
副
七
言
当
句
回
文
联

云
：
『
月
看
鱼
游
鱼
看
月
；
仙
如
我
乐
我
如
仙
。
』
同
年
冬
，
楼
浩
之
先
生
和
我
各
自
撰
书
的
联

文
一
道
悬
置
于
问
渔
亭
。
二
〇
〇
八
年
《
缙
云
年
鉴
》
转
引
《
樊
有
富
文
集
》
中
《
问
渔
亭
佳
话
》

的
一
段
话
说
：
『
楼
、
施
父
子
一
对
，
前
后
献
艺
一
亭
，
巧
也
，
罕
也
，
堪
为
仙
都
之
一
段
佳
话
。
』



○

苏
东
坡
说
：
『
书
不
求
工
字
不
奇
，
天
真
烂
漫
是
吾
师
。
』
王
僧
虔
说
：
『
书
之
妙
道
，

神
采
为
上
。
』
讲
的
就
是
有
了
深
厚
的
功
底
之
后
，
要
取
采
于
天
性
。
作
诗
不
见
天
性
，
工

而
不
活
。
作
字
不
见
天
性
，
奇
而
少
变
无
趣
。

○

大
多
数
人
学
书
，
只
停
留
在
学
技
术
上
，
一
旦
技
术
掌
握
了
，
以
为
便
有
了
艺
术
，

以
为
了
不
起
了
。
何
绍
基
同
时
代
有
两
个
人
，
称
自
己
的
字
比
何
绍
基
写
得
好
。
但
历
史
没

有
留
下
他
们
的
名
声
，
而
留
下
了
何
绍
基
。
何
绍
基
的
用
笔
与
传
统
有
所
不
同
，
个
人
风
格

十
分
鲜
明
，
艺
术
创
造
，
成
就
很
高
。
艺
术
不
同
于
技
术
，
于
此
可
见
一
斑
。

○

宁
可
少
作
书
，
不
可
少
读
书
。
如
果
仅
仅
满
足
于
写
字
，
耍
花
枪
，
做
书
匠
，
不
读

书
也
可
。
如
果
使
书
作
成
为
真
正
的
艺
术
品
，
除
人
格
外
，
还
须
深
修
学
养
，
其
中
文
学
修

养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
应
酬
除
外
，
你
想
把
古
代
的
一
首
诗
作
为
内
容
来
进
行
书
法
创
作
，
就

必
须
懂
得
这
首
诗
，
明
白
为
什
么
拿
这
首
诗
来
作
书
。
诗
是
感
情
之
物
，
书
法
的
线
条
也
是

一
种
表
现
情
感
的
艺
术
语
言
，
只
有
两
种
情
感
相
融
合
，
才
能
得
心
应
手
。
最
好
是
自
己
也

能
写
一
手
好
诗
文
，
这
样
就
不
必
老
是
向
古
人
、
向
别
人
讨
生
活
来
过
日
子
。
创
作
离
不
开

多
方
面
的
营
养
，
离
不
开
综
合
素
质
的
支
撑
。

砚
边
三
语

由
西
泠
印
社
出
版
社
出
版
、
浙
江
海
虹
彩
色
印
务
有
限
公
司
印

的
这
部
《
竹
本
斋
书
法
卷
》
，

收
集
了
书
者
一
百
余
件
作
品
。
所
书
内
容
大
致
有
四
个
部
分
：
一
、
中
华
古
代
经
典
篇
章
和
名
句
；

二
、
缙
云
籍
历
代
名
家
的
诗
作
；
三
、
书
者
自
己
的
诗
词
对
联
创
作
成
果
；
四
、
千
寿
图
。
本
书

采
用
不
常
见
的
十
二
开
本
。
所
收
墨
迹
，
主
体
风
格
统
领
多
体
式
，
力
求
多
样
化
一
些
；
反
映
学

养
双
修
、
博
采
古
今
的
成
果
，
和
在
艺
术
上
自
立
，
自
具
风
貌
、
自
具
个
性
的
主
张
，
力
求
有
所

表
达
。
全
书
古
朴
、
大
方
、
醒
目
，
庄
、
谐
、
拙
、
生
、
健
，
力
求
见
有
定
力
和
活
力
。

  　
　
　
　
　
　
　
　
　
　
　
　
　

　
　

                      　
　
　
　
　
　
　
　
　
　
　

            

二
〇
一
七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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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关
于
《
竹
本
斋
书
法
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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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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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于
部
分
作
品
已
赠
送
给
他
人
，
未
记
下

尺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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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下
文
有
些
作
品
未
标
明
尺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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