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前
摇
摇
言

一

摇
摇
陶
淵
明
是
中
國
文
學
史
上
最
優
秀
的
作
家
之
一
。
他
的
詩
文
平
淡
自
然
，
情
韻
醇
厚
，
以
其
獨
特
的
藝
術
魅
力
，

傾
倒
了
古
往
今
來
無
數
讀
者
。
他
的
任
真
自
得
的
人
格
，
堪
稱
魏
晉
風
度
的
傑
出
代
表
，
歷
來
爲
人
們
津
津
樂
道
。

自
唐
宋
以
來
，
陶
淵
明
的
地
位
越
來
越
高
，影
響
極
其
深
遠
。
在
中
華
文
化
史
上
，
陶
淵
明
具
有
永
恒
的
意
義
。

摇
摇
陶
淵
明
約
生
於
東
晉
廢
帝
太
和
四
年
︵
三
六
九
︶
，卒
於
劉
宋
文
帝
元
嘉
四
年
︵
四
二
七
︶
。
故
里
在
尋
陽
柴
桑

︵
今
江
西
九
江
縣
︶
。
曾
祖
父
陶
侃
，爲
東
晉
重
臣
，
曾
任
侍
中
、
太
尉
，
都
督
八
州
諸
軍
事
、
荆
江
二
州
刺
史
，
封
長

沙
郡
公
，進
贈
大
司
馬
，卒
諡
桓
。
祖
父
陶
茂
，爲
武
昌
太
守
。
父
親
也
曾
出
仕
，但
並
不
以
出
處
爲
意
，或
許
有
點
隱

逸
思
想
。
大
概
到
淵
明
父
輩
時
，家
道
已
趨
衰
落
；

而
到
他
出
生
後
，
更
是
每
下
愈
況
。
所
以
淵
明
自
稱
：
﹁
自
余

爲
人
，逢
運
之
貧
，簞
瓢
屢
罄
，絺
綌
冬
陳
。﹂
︵





自
祭
文
︶

摇
摇
淵
明
青
少
年
時
代
﹁
游
好
在
六
經
﹂
，頗
受
儒
家
思
想
的
薰
陶
，孕
育
出
﹁
猛
志
逸
四
海
，
騫
翮
思
遠
翥
﹂
︵




飲
酒
其

十
六
︶
的
遠
大
抱
負
。
在
另
一
方
面
，他
又
深
受
魏
晉
玄
學
崇
尚
自
然
的
哲
學
思
想
以
及
當
時
隱
逸
之
風
的
影
響
，
自

稱
﹁
少
無
適
俗
韻
，性
本
愛
丘
山
﹂
︵







歸
園
田
居
其
一
︶
。
我
們
知
道
，﹁
儒
玄
雙
修
﹂
是
東
晉
普
遍
流
行
的
學
風
與
士

一

摇
前
摇
摇
摇
摇
言



風
。
這
一
時
代
風
氣
影
響
了
淵
明
的
一
生
，對
他
的
人
格
、個
性
以
及
詩
文
風
格
的
形
成
，均
有
很
大
關
係
。

摇
摇
大
約
在
太
元
二
十
一
年
︵
三
九
六
︶
，
淵
明
二
十
八
歲
時
，
初
仕
江
州
祭
酒
。
以
後
歷
任
桓
玄
幕
僚
、
劉
裕
鎮
軍

參
軍
、
劉
敬
宣
建
威
參
軍
，最
後
爲
彭
澤
令
。
在
彭
澤
令
任
上
僅
八
十
餘
天
，









解
綬
賦
歸
去
來
兮
辭
，
時
在
義
熙
元
年

︵
四
〇
五
︶
。
前
後
十
年
，
淵
明
數
次
仕
隱
，每
次
長
則
幾
年
，
短
則
數
月
。
如
此
頻
繁
地
忽
仕
忽
隱
，
其
中
原
因
究
竟

何
在
？

對
淵
明
情
有
獨
鍾
的
蘇
軾
以
爲
這
是
﹁
真
﹂
的
表
現
，
説
：
﹁
淵
明
欲
仕
則
仕
，
不
以
求
之
爲
嫌
；

欲
隱
則

隱
，不
以
去
之
爲
高
。﹂
︵











書
李
簡
夫
詩
集
後
，






東
坡
題
跋
︶
似
乎
淵
明
的
仕
隱
一
任
其
内
心
感
情
的
變
化
，
而
與
世
事

無
涉
。
實
際
上
蘇
軾
的
這
種
看
法
並
没
有
揭
示
出
淵
明
仕
隱
的
複
雜
動
機
。
我
們
認
爲
，
他
的
忽
仕
忽
隱
，
大
致
有

三
方
面
原
因
：

一
是
爲
貧
，即
出
仕
以
救
家
乏
；

二
是
與
當
時
的
政
治
局
面
有
關
；

三
是
個
性
與
社
會
的
衝
突
。

摇
摇









淵
明
在
歸
去
來
兮
辭
、







與
子
儼
等
疏
許
多
作
品
中
，
一
再
説
他
是
爲
貧
而
仕
。








證
以
顔
延
之
陶
徵
士
誄
﹁
少
而

貧
病
，居
無
僕
妾
，井
臼
弗
任
，藜
菽
不
給
，
母
老
子
幼
，
就
養
勤
匱
﹂
等
語
，
淵
明
的
話
是
可
信
的
。
然
而
他
的
出
仕
，

還
有
他
未
曾
明
白
道
出
的
其
他
更
深
刻
的
原
因
。
如
果
能
深
入
探
究
他
的
數
次
仕
隱
與
當
時
各
派
政
治
軍
事
勢
力
消

長
兩
者
之
間
的
關
係
，那
麽
，就
有
可
能
揭
示
出
淵
明
仕
隱
的
内
在
政
治
動
機
。

摇
摇
最
值
得
探
究
的
是
淵
明
先
後
入
桓
玄
與
劉
裕
幕
府
。
晉
安
帝
隆
安
三
年
︵
三
九
九
︶
，
淵
明
復
出
爲
桓
玄
僚

屬
。
當
時
把
持
朝
政
的
司
馬
道
子
、
王
珣
、
王
國
寶
等
人
，
圖
謀
削
弱
方
鎮
力
量
，
因
而
與
王
恭
、
殷
仲
堪
之
間
的
矛

盾
日
益
加
深
。
佔
有
西
楚
地
盤
的
桓
玄
集
團
乘
機
而
起
，舉
起
討
伐
司
馬
道
子
父
子
和
剿
滅
孫
恩
以
勤
王
的
義
旗
，

借
此
籠
絡
人
心
。
淵
明
外
祖
父
孟
嘉
生
前
受
桓
玄
之
父
桓
温
賞
識
，
淵
明
本
人
亦
曾
有
﹁
猛
志
逸
四
海
﹂
的
抱
負
，
而

二

摇
陶
淵
明
集
校
箋



桓
玄
勤
王
的
旗
幟
又
堂
而
皇
之
。
多
方
面
的
原
因
，促
使
淵
明
入
桓
玄
幕
府
。
至
於
後
來
桓
玄
篡
晉
，
那
是
淵
明
始

料
未
及
的
。
晉
安
帝
元
興
二
年
︵
四
〇
三
︶
歲
末
時
，
淵
明
因
母
喪
居
家
二
年
了
，
而
此
時
蒙
塵
的
皇
帝
就
在
咫
尺
之

間
的
尋
陽
。





















他
作
癸
卯
歲
十
二
月
中
作
與
從
弟
敬
遠
詩
説
：
﹁
寢
迹
衡
門
下
，
邈
與
世
相
絶
。﹂
﹁
歷
覽
千
載
書
，
時
時

見
遺
烈
。
高
操
非
所
攀
，謬
得
固
窮
節
。
平
津
苟
不
由
，栖
遲
詎
爲
拙
？
﹂
以
固
窮
自
勉
，
以
栖
遲
自
詡
，
隱
約
表
達
了

反
對
桓
玄
篡
晉
的
政
治
態
度
。
元
興
三
年
︵
四
〇
四
︶
春
天
，
淵
明
居
喪
期
滿
。
剛
剛
贊
美
過
﹁
栖
遲
詎
爲
拙
﹂
，
又
出

來
作
劉
裕
的
鎮
軍
參
軍
了
。
初
看
起
來
，
淵
明
真
有
點
﹁
言
行
不
一
﹂
。
其
實
，這
次
出
仕
最
能
表
明
他
的
政
治
立
場
。

這
年
二
月
，
劉
裕
舉
起
討
伐
桓
玄
的
義
旗
，風
響
景
從
，推
爲
盟
主
。
風
雲
突
變
，激
動
了
淵
明
濟
時
救
世
的
夙
願
，
給

他
創
造
了
重
新
出
仕
的
機
會
。














始
作
鎮
軍
參
軍
經
曲
阿
詩
説
：
﹁
時
來
苟
冥
會
，
踠
轡
憩
通
衢
。
投
策
命
晨
裝
，
暫
與

田
園
疏
。﹂
這
幾
句
詩
真
實
地
反
映
了
淵
明
出
仕
劉
裕
的
深
層
原
因
。

摇
摇
可
是
那
種
不
期
而
遇
的
機
緣
和
寄
迹
風
雲
的
熱
情
，
並
没
有
維
持
多
久
。
義
熙
元
年
︵
四
〇
五
︶
秋
天
，
淵
明
辭

去
彭
澤
令
，最
終
離
開
了
仕
途
。
對
淵
明
辭
官
彭
澤
，
前
人
有
種
種
説
法
：

有
的
説
是
陶
潛
不
能
爲
五
斗
米
折
腰

向
鄉
里
小
兒
；

有
的
説
是
赴
程
氏
妹
喪
，而
非
督
郵
事
；

有
的
説
是
傷
閔
晉
祚
之
將
終
；

有
的
説
是
有
託
而
逃
。









然
而
從
淵
明
感
士
不
遇
賦
、








歸
去
來
兮
辭
等
作
品
可
以
發
現
，
他
辭
官
歸
隱
的
真
正
原
因
乃
是
意
識
到
世
途
的
欺
詐

險
惡
，匡
時
救
世
的
遠
志
不
僅
不
可
能
實
現
，反
而
會
遭
受
没
頂
之
災
；

此
外
，質
性
自
然
的
本
性
也
與
虚
僞
的
世
俗

多
忤
。
于
是
，
淵
明
急
流
勇
退
了
。
前
人
或
説
他
辭
官
是
﹁
恥
事
二
姓
﹂
，
或
説
是
﹁
閔
晉
祚
之
將
終
﹂
，
皆
不
合
事
實
。

因
爲
在
義
熙
元
年
，所
謂
將
移
晉
祚
純
屬
子
虚
烏
有
，
劉
裕
的
篡
晉
是
十
餘
年
之
後
的
事
。

三

摇
前
摇
摇
摇
摇
言



摇
摇
淵
明
辭
官
彭
澤
，是
他
生
活
道
路
上
的
一
座
分
水
嶺
，標
誌
着
他
從
仕
隱
矛
盾
中
最
終
解
脱
出
來
，
也
表
明
他
所

宗
奉
的
崇
尚
自
然
的
哲
學
思
想
的
勝
利
。
此
後
二
十
多
年
，
他
過
着
躬
耕
隴
畝
的
平
凡
又
艱
辛
的
生
活
。
悠
然
的
南

山
，東
籬
的
黄
花
，庭
園
中
的
青
松
，
夕
嵐
中
的
飛
鳥
，
常
常
與
詩
人
進
行
着
無
言
的
交
流
，
讓
詩
人
體
悟
到
無
形
的

﹁
道
﹂
所
顯
現
的
具
體
之
美
。
同
時
，
淵
明
也
年
復
一
年
地
飽
嘗
着
勞
動
與
生
活
的
艱
辛
不
易
。
他
晚
年
生
活
日
益
貧

困
，甚
至
落
到
乞
食
的
地
步
。
他
在
詩
里
不
止
一
次
寫
到
因
生
活
的
窘
迫
而
嘘
唏
感
慨
。
在
他
歸
田
後
期
，至
少
還
有

一
次
出
仕
的
機
會
。








南
史
隱
逸
傳
説
：
﹁
義
熙
末
，徵
爲
著
作
佐
郎
，不
就
。
江
州
刺
史
王
弘
欲
識
之
，
不
能
致
也
。﹂





飲
酒
其
九
也
反
映
出
時
人
或
勸
其
出
仕
的
情
況
。
當
時
，
與
淵
明
同
稱
爲
﹁
尋
陽
三
隱
﹂
之
一
的
周
續
之
爲
刺
史
檀

韶
苦
請
，與
祖
企
、



謝
景
夷
共
在
城
北
講
禮
，
淵
明
不
僅
不
應
徵
命
，
而
且
對
周
續
之
諸
人
的
行
爲
頗
不
以
爲
然
，
作

詩
勸
他
們
與
其
同
隱
。
入
宋
後
，
淵
明
貧
病
轉
劇
，
江
州
刺
史
檀
道
濟
往
候
之
，
並
説
：
﹁
賢
者
處
世
，
天
下
無
道
則

隱
，有
道
則
至
。
今
子
生
文
明
之
世
，奈
何
自
苦
如
此
？
﹂
勸
説
淵
明
放
棄
隱
居
之
志
，
且
饋
以
粱
肉
。
但
淵
明
心
如

磐
石
，不
爲
所
動
，不
受
饋
贈
。
無
論
是
貧
困
的
煎
熬
，
時
人
的
異
議
，
新
朝
的
誘
惑
，
都
不
能
改
變
他
的
隱
居
之
志
。

這
是
難
能
可
貴
的
。
試
看
當
時
不
少
名
士
，調
和
名
教
與
自
然
二
者
的
矛
盾
，
主
張
名
教
中
自
有
樂
地
，
一
面
清
談
玄

理
，以
隱
居
遺
世
爲
高
，一
面
却
作
官
干
禄
，名
利
雙
收
。
淵
明
之
隱
與
那
些
所
謂
﹁
通
隱
先
生
﹂
之
隱
，
實
在
是
兩
碼

事
。
中
國
歷
史
上
有
過
無
數
隱
士
，但
像
淵
明
這
樣
長
期
躬
耕
，堅
持
己
志
而
終
老
的
隱
士
，
是
絶
無
僅
見
的
。
從
某

種
意
義
上
説
，正
是
堅
持
隱
居
、堅
持
躬
耕
，才
造
就
了
無
可
比
匹
的
陶
淵
明
，造
就
了
他
的
不
朽
詩
文
。 四

摇
陶
淵
明
集
校
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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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摇
摇
在
陶
淵
明
研
究
領
域
，關
於
他
的
哲
學
思
想
歷
來
衆
説
紛
紜
。
多
數
人
把
淵
明
歸
入
儒
家
。
如
陸
九
淵
説
：
﹁
李

白
、
杜
甫
、
陶
淵
明
皆
有
志
於
吾
道
。﹂
︵







象
山
全
集
卷
三
十
四
︶
真
德
秀
説
：
﹁
淵
明
之
學
，
正
自
經
術
中
來
。﹂
︵




跋
黄









瀛
甫
擬
陶
詩
，






真
文
忠
集
卷
三
十
六
︶
沈
德
潛
推
淵
明
爲
﹁
聖
門
弟
子
﹂
︵





古
詩
源
︶
。
朱
熹
却
説
：
﹁
淵
明
所
説
者
莊

老
。﹂
︵







朱
子
語
類
︶






葛
立
方
據
淵
明
自
祭
文
、




挽
歌
詩
、




飲
酒
諸
作
，
稱
淵
明
爲
﹁
第
一
達
摩
﹂
︵







韻
語
陽
秋
︶
。
上
述

現
象
説
明
，
淵
明
思
想
複
雜
而
不
易
把
握
。
筆
者
認
爲
，
陶
淵
明
的
哲
學
思
想
是
獨
特
的
，
它
既
受
到
魏
晉
玄
風
的

影
響
，又
繼
承
前
代
思
想
傳
統
中
的
一
些
合
理
成
分
，並
根
據
自
身
的
仕
隱
經
驗
，表
現
出
獨
特
的
思
想
風
貌
。

摇
摇
陶
淵
明
的
哲
學
思
想
大
體
有
三
個
重
要
部
分
：

化
遷
的
宇
宙
觀
、
神
滅
論
和
委
運
自
然
的
人
生
觀
。
陶
詩
中

經
常
出
現
﹁
化
遷
﹂
︵
或
作
﹁
遷
化
﹂
︶
一
詞
。
所
謂
﹁
化
遷
﹂
是
指
自
然
萬
物
固
有
的
發
展
與
運
動
。
宇
宙
有
没
有
終

極
？

萬
物
是
否
遵
循
一
定
的
規
則
在
運
動
？

在
這
兩
個
人
類
認
識
史
上
的
重
大
問
題
上
，
淵
明
的
看
法
具
有
樸
素

唯
物
主
義
傾
向
。






在
最
具
哲
理
的
形
影
神
三
首
詩
中
，
假
設
形
、
影
、
神
三
者
的
問
答
，
闡
明
了
作
者
對
天
地
、
生
死
、

禍
福
、人
生
態
度
等
一
系
列
根
本
問
題
的
獨
到
見
解
。
他
認
爲
世
上
只
有
天
地
和
山
川
是
永
恒
的
，
萬
物
依
照
其
﹁
常

理
﹂
榮
悴
代
謝
。
淵
明
化
遷
的
宇
宙
觀
明
顯
受
到
西
晉
玄
學
家
郭
象
理
論
的
影
響
。






郭
象
莊
子
注
廣
泛
地
論
述
了

萬
物
變
化
，認
爲
﹁
無
力
之
力
莫
大
於
變
化
者
也
﹂
，﹁
天
地
萬
物
，
無
時
而
不
移
也
﹂
︵





大
宗
師
注
︶
。
郭
象
是
位
唯
心

主
義
哲
學
家
，
但
他
關
於
萬
物
發
展
變
化
的
思
想
因
子
無
疑
是
合
理
的
。
當
然
，
淵
明
的
化
遷
宇
宙
觀
也
同
郭
象
一

五

摇
前
摇
摇
摇
摇
言



樣
，没
有
指
出
萬
物
變
化
的
物
質
原
因
，其
局
限
性
是
不
言
而
喻
的
。

摇
摇
從
自
然
化
遷
的
基
本
思
想
出
發
，
就
必
然
得
出
神
滅
的
觀
點
。
在
中
國
哲
學
史
上
，
圍
繞
生
死
問
題
的
爭
論
，
形

成
唯
物
主
義
與
唯
心
主
義
兩
大
陣
營
。
前
者
認
爲
形
盡
神
滅
，
精
神
依
附
於
物
質
，
人
的
形
體
一
旦
消
亡
，
靈
魂
也
隨

之
消
滅
。
後
者
認
爲
形
盡
神
不
滅
，猶
如
薪
盡
而
火
獨
傳
。
淵
明
堅
定
地
主
張
形
盡
神
滅
，






在
形
影
神
、








怨
詩
楚
調
示











龐
主
簿
鄧
治
中
、








悲
從
弟
仲
德
、





挽
歌
詩
等
作
品
中
，一
再
言
及
人
生
而
必
死
，對
道
教
的
神
仙
長
生
之
説
深
表
懷
疑
，

給
予
明
確
批
評
。
當
時
，
廬
山
高
僧
慧
遠
等
宣
揚
神
不
滅
論
和
因
果
報
應
説
，
淵
明
形
盡
神
不
滅
的
觀
點
，
與
釋
理
針

鋒
相
對
，具
有
强
烈
的
現
實
意
義
。

摇
摇
淵
明
委
運
自
然
的
人
生
觀
最
具
獨
創
性
，
表
現
爲
既
不
同
於
傳
統
的
儒
家
人
生
哲
學
，
又
不
同
於
神
仙
家
和
佛

家
，在
中
國
思
想
史
上
獨
標
一
幟
。
儒
家
推
崇
的
人
生
態
度
是
積
極
的
入
世
主
義
，
視
﹁
立
德
、
立
功
、
立
言
﹂
爲
人
生

的
三
不
朽
。
然
其
末
流
淪
爲
追
名
逐
利
者
。
另
有
一
種
頽
廢
的
人
生
哲
學
，面
對
生
與
死
這
無
法
克
服
的
矛
盾
，主
張

日
日
沉
湎
於
酒
色
歌
舞
，消
遣
急
如
流
水
的
光
陰
。
第
三
種
是
服
藥
煉
丹
，希
企
羽
化
升
天
；

或
者
皈
依
佛
教
，以
期

到
達
西
方
極
樂
世
界
，幻
想
逃
脱
形
影
俱
滅
的
恐
懼
。
淵
明
的
人
生
觀
與
上
述
三
種
人
生
態
度
都
不
同
，





早
在
歸
去






來
兮
辭
中
就
説
：
﹁
已
矣
乎
，寓
形
宇
内
復
幾
時
，
曷
不
委
心
任
去
留
？

胡
爲
乎
遑
遑
兮
欲
何
之
？

富
貴
非
吾
願
，

帝
鄉
不
可
期
。
…
…
聊
乘
化
以
歸
盡
，樂
夫
天
命
復
奚
疑
。﹂
既
破
建
功
立
業
以
求
富
貴
，
又
破
服
藥
煉
丹
以
求
長
生

的
兩
種
人
生
態
度
，主
張
樂
天
知
命
，委
運
任
化
。










後
在
形
影
神
第
三
首
神
釋
中
又
説
：
﹁
甚
念
傷
吾
生
，
正
宜
委
運

去
。
縱
浪
大
化
中
，不
喜
亦
不
懼
。
應
盡
便
須
盡
，無
復
獨
多
慮
。﹂
作
者
意
識
到
人
不
如
草
木
那
樣
榮
悴
代
謝
，
騰
化

六

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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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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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術
又
屬
愚
妄
之
舉
，日
醉
不
過
是
促
齡
之
具
，孜
孜
以
求
富
貴
亦
非
本
願
，那
麽
，正
確
的
人
生
態
度
就
不
宜
過
多
思

慮
，應
該
聽
任
自
然
的
變
化
，
不
喜
不
懼
，
了
此
一
生
。
淵
明
委
運
自
然
的
人
生
哲
學
，
是
他
安
身
立
命
的
基
石
，
也
是

形
成
其
詩
文
風
貌
及
人
格
之
美
的
最
主
要
原
因
。
這
種
人
生
哲
學
，
無
疑
受
到
魏
晉
玄
學
的
很
大
影
響
，
但
又
不
同

於
玄
學
的
自
然
説
，所
以
陳
寅
恪
先
生
稱
之
爲
﹁
新
自
然
説
﹂
︵




















見
陶
淵
明
之
思
想
與
清
談
之
關
係
︶
。

摇
摇
與
陶
淵
明
思
想
密
切
相
關
的
一
個
問
題
是
淵
明
的
人
格
特
徵
。
歷
史
上
曾
有
許
多
人
贊
美
並
想
仿
效
他
的
人

格
，却
無
人
能
得
其
仿
佛
。
這
説
明
淵
明
的
人
格
也
是
獨
特
而
無
法
企
及
的
。

摇
摇
概
括
淵
明
的
人
格
特
徵
是
困
難
的
。
勉
强
説
來
，大
致
有
三
點———

摇
摇
一
是
任
真
自
得
。








五
柳
先
生
傳
便
是
作
者
任
真
自
得
個
性
的
自
畫
像
。
而
最
早
概
括
淵
明
人
格
特
徵
的
是
蕭

統
，他
説
：
﹁
淵
明
少
有
高
趣
，
博
學
善
屬
文
，
穎
脱
不
羣
，
任
真
自
得
。﹂
所
謂
任
真
自
得
，
即
順
應
自
然
，
達
生
任
情
。

二
是
耿
介
狷
潔
。
淵
明
﹁
少
無
適
俗
韻
﹂
︵







歸
園
田
居
︶
，
懷
正
志
道
，
真
率
坦
蕩
，
與
虚
僞
的
俗
世
格
格
不
入
，
常
以
孤

松
、孤
雲
、孤
鳥
、秋
菊
、幽
蘭
等
物
自
況
穎
脱
不
羣
的
品
格
和
安
貧
固
窮
的
操
守
。
他
爲
人
及
交
游
，
都
秉
持
一
定
的

準
則
。
三
是
平
和
實
際
。
淵
明
並
不
是
任
誕
不
羈
或
性
情
孤
僻
的
怪
人
。
他
鄙
夷
俗
世
，
不
願
與
﹁
俗
中
愚
﹂
爲
伍
，

但
表
現
出
來
的
舉
動
却
是
平
和
的
。
他
是
歷
史
上
的
著
名
隱
士
，
但
與
割
舍
妻
子
、
入
山
林
而
不
返
的
傳
統
隱
士
不

同
。
他
的
朋
友
劉
遺
民
招
他
隱
廬
山
，他
婉
言
謝
絶
，
稱
是
﹁
未
忍
言
索
居
﹂
。
可
見
，
淵
明
連
隱
居
的
方
式
也
是
平

和
的
、獨
特
的
。








顔
延
之
陶
徵
士
誄
稱
淵
明
﹁
和
而
能
峻
﹂
。
和
，
謂
平
和
、
謙
和
；

峻
，
指
穎
脱
不
羣
，
品
格
超
拔
。

淵
明
待
人
接
物
的
態
度
是
謙
和
中
顯
得
脱
俗
，任
而
不
誕
，放
而
不
狂
，與
不
少
以
任
誕
爲
高
的
魏
晉
名
士
很
不
同
。

七

摇
前
摇
摇
摇
摇
言



摇
摇
淵
明
獨
特
人
格
的
形
成
，與
魏
晉
玄
學
的
崇
尚
自
然
密
切
相
關
，
也
與
儒
家
的
﹁
君
子
固
窮
﹂
精
神
及
他
的
躬
耕

經
歷
有
關
。
淵
明
任
真
自
得
、穎
脱
不
羣
，顯
然
深
受
魏
晉
名
士
任
情
自
放
、
脱
略
形
骸
的
人
格
之
美
的
影
響
；

而

他
耿
介
狷
潔
的
品
格
，與
阮
籍
、
嵇
康
爲
代
表
的
竹
林
名
士
作
風
相
通
。
另
一
方
面
，
淵
明
的
人
格
也
得
力
于
儒
家
精

神
的
汲
取
。
自
西
晉
向
秀
、
郭
象
調
和
名
教
與
自
然
的
矛
盾
之
後
，
儒
玄
雙
修
成
爲
普
遍
的
學
風
。
淵
明
歸
田
之

後
，生
活
日
趨
貧
困
，但
固
窮
守
道
之
志
却
老
而
彌
堅
，這
固
然
主
要
取
決
於
他
的
委
運
自
然
的
人
生
觀
，但
也
同
汲
取

儒
家
的
君
子
固
窮
氣
節
大
有
關
係
。
淵
明
的
平
和
實
際
，則
主
要
與
他
參
加
農
村
勞
動
有
關
。

三

摇
摇
陶
淵
明
留
傳
下
來
的
詩
文
數
量
雖
有
限
，却
大
多
言
約
旨
遠
，情
趣
高
妙
，具
有
極
高
的
藝
術
成
就
。

摇
摇
陶
詩
在
中
國
詩
歌
史
上
佔
有
崇
高
的
地
位
，
這
首
先
是
由
于
高
妙
的
田
園
詩
。
對
於
田
園
美
的
發
現
及
描
繪
，

應
該
首
先
歸
功
於
陶
淵
明
。
在
此
之
前
，
人
們
已
發
現
並
贊
美
着
壯
麗
的
山
川
之
美
，
但
對
平
淡
恬
靜
的
鄉
村
田
園
，

却
幾
乎
無
人
青
睞
，更
説
不
上
從
中
發
掘
出
詩
美
。
淵
明
開
始
把
田
園
作
爲
審
美
觀
照
的
獨
立
對
象
，
將
自
己
獨
特

的
審
美
情
趣
融
進
其
中
，把
它
生
動
地
表
現
出
來
。








如
歸
園
田
居
五
首
、




飲
酒
其
五
、







和
郭
主
簿
二
首
、




移
居
二
首
、












癸
卯
歲
始
春
懷
古
二
首
、






讀
山
海
經
其
一
等
詩
，
清
新
、
自
然
、
純
樸
，
不
僅
在
當
時
成
爲
空
谷
足
音
，
甚
至
也
是
後
代

的
田
園
詩
人
無
法
超
越
的
。

摇
摇
因
爲
淵
明
的
田
園
詩
最
有
創
造
性
，所
以
他
被
一
些
人
視
作
﹁
隱
逸
詩
人
﹂
，
或
被
稱
爲
﹁
渾
身
靜
穆
﹂
的
田
園
詩

八

摇
陶
淵
明
集
校
箋



人
。
這
些
看
法
其
實
是
片
面
的
。
除
田
園
詩
外
，
淵
明
寫
過
不
少
感
情
深
沉
的
咏
懷
詩
。








陳
沆
詩
比
興
箋
曾
指
出
讀

陶
詩
有
﹁
二
蔽
﹂
：
﹁





一
則
惟
知
歸
園
、



移
居
及
田
間
詩
數
十
首
，
景
物
堪
玩
，
意
趣
易
明
，





至
若
飲
酒
、




貧
士
，
便
已
罕

尋
，



擬
古
、


雜
詩
，意
更
難
測
，徒
以
陶
公
爲
田
舍
之
翁
，
閑
適
之
祖
，
此
一
蔽
也
。
二
則
聞
淵
明
恥
事
二
姓
，
高
尚
羲

皇
，遂
乃
逐
景
尋
響
，望
文
生
義
，
稍
涉
長
林
之
想
，
便
謂
采
薇
之
吟
，
豈
知
考
其
甲
子
，
多
在
强
仕
之
年
，
寧
有
未
到
義

熙
，預
興
易
代
之
感
？





至
於
述
酒
、



述
史
、






讀
山
海
經
，本
寄
憤
悲
，翻
謂
恒
語
，此
二
蔽
也
。﹂
陳
沆
所
説
的
﹁
二
蔽
﹂
，

主
要
是
談
不
可
忽
略
及
如
何
正
確
理
解
淵
明
的
咏
懷
詩
。
確
實
，他
的
咏
懷
詩
寓
意
深
沉
，





尤
其
如
述
酒
、






讀
史
述
九



章
等
晚
年
之
作
，寄
托
着
難
言
的
易
代
之
感
。
這
説
明
淵
明
決
不
是
心
如
古
井
，
完
全
忘
却
世
事
的
一
個
隱
逸
詩
人
。

總
之
，論
淵
明
其
人
其
詩
，既
要
重
視
他
的
田
園
詩
，也
要
深
入
探
討
他
的
咏
懷
詩
，庶
幾
不
致
於
以
偏
概
全
。

摇
摇
古
今
論
者
一
致
以
平
淡
自
然
論
陶
詩
的
藝
術
特
色
。
如
秦
觀
説
：
﹁
陶
潛
、
阮
籍
之
詩
長
於
沖
澹
。﹂
︵





王
儉
論
︶








惠
洪
冷
齋
夜
話
説
淵
明
詩
﹁
似
大
匠
運
斤
，
不
見
斧
鑿
之
痕
﹂
。
朱
熹
説
：
﹁
淵
明
詩
平
淡
，
出
於
自
然
。﹂
︵





朱
子
語



類
卷
一
百
四
十
︶
誠
然
，
陶
詩
善
用
自
然
、
平
淡
、
質
樸
的
語
言
寫
景
抒
情
，
豈
止
不
見
斧
鑿
之
痕
，
簡
直
若
不
經
意
。

但
也
須
指
出
，
陶
詩
的
平
淡
質
樸
既
非
如
陳
師
道
所
説
的
﹁
切
於
事
情
，
但
不
文
耳
﹂
︵







後
山
詩
話
︶
，
亦
非
如
某
些
人

所
説
的
似
乎
不
假
思
索
，指
點
即
成
好
詩
。
陶
詩
的
語
言
是
平
易
中
見
精
粹
，
樸
素
中
見
華
彩
。





清
人
趙
文
哲
媕
雅






堂
詩
話
説
：
﹁
陶
公
之
詩
，元
氣
淋
漓
，天
機
瀟
洒
，純
任
自
然
。
然
細
玩
其
體
物
抒
情
，
傅
色
結
響
，
非
率
易
出
之
者
，

世
人
以
白
話
爲
陶
詩
，真
堪
一
哂
。﹂
在
指
出
陶
詩
純
任
自
然
的
同
時
，也
指
出
其
體
物
抒
情
，
並
非
率
易
出
之
。
這
一

看
法
較
爲
中
肯
。
陶
詩
中
如
﹁
翼
彼
新
苗
﹂
之
﹁
翼
﹂
，﹁
飢
來
驅
我
去
﹂
之
﹁
驅
﹂
，﹁
良
辰
入
奇
懷
﹂
之
﹁
入
﹂
，﹁
中
夏
貯

九

摇
前
摇
摇
摇
摇
言



清
陰
﹂
之
﹁
貯
﹂
，﹁
日
月
擲
人
去
﹂
之
﹁
擲
﹂
，﹁
嚴
霜
結
野
草
﹂
之
﹁
結
﹂
，
達
到
了
高
度
準
確
、
精
煉
，
乃
至
不
可
改
易
的

地
步
。
陶
詩
的
語
言
，粗
看
平
易
、通
俗
、質
樸
，熟
視
之
乃
覺
新
奇
傳
神
，不
同
凡
響
。

摇
摇
陶
詩
的
另
一
大
特
色
是
情
韻
醇
厚
，
志
趣
高
遠
。
蘇
軾
曾
精
辟
地
指
出
陶
詩
﹁
質
而
實
綺
，
癯
而
實
腴
﹂
︵




與
蘇





轍
書
︶
。
又
以
爲
其
﹁
外
枯
而
中
膏
，似
淡
而
實
美
﹂
︵






評
韓
柳
詩
︶
。





胡
應
麟
詩
藪
説
：
﹁
元
亮
得
步
兵
之
淡
，
而
以

趣
爲
宗
。﹂








沈
德
潛
説
詩
晬
語
説
：
﹁
陶
詩
胸
次
浩
然
，其
中
有
一
段
淵
深
樸
茂
不
可
到
處
。﹂
這
些
評
論
從
不
同
角
度

指
出
陶
詩
在
平
淡
質
樸
的
語
言
形
式
中
，包
藴
着
極
其
豐
厚
的
情
韻
和
高
妙
的
志
趣
。
陶
詩
具
有
永
久
魅
力
的
原
因

主
要
在
於
此
。
與
謝
靈
運
的
詩
精
細
雕
琢
物
象
不
同
，
陶
詩
大
多
是
寫
意
傳
神
的
，
即
使
描
寫
景
物
，
也
不
作
純
客
觀

的
再
現
，
而
是
將
詩
人
的
主
觀
感
受
投
射
到
外
物
之
上
。





除
了
述
酒
、



擬
古
等
少
數
咏
懷
之
作
意
旨
幽
渺
不
易
探
尋

之
外
，
陶
詩
中
的
絶
大
多
數
篇
章
坦
露
出
作
者
的
真
情
和
妙
趣
。

摇
摇
陶
詩
重
在
抒
發
意
趣
的
特
色
，與
魏
晉
玄
學
及
漢
末
以
後
崇
尚
神
似
的
審
美
觀
有
内
在
聯
繫
。
魏
晉
玄
學
的

學
術
特
徵
乃
在
虚
無
玄
遠
，脱
略
事
物
的
外
部
具
體
形
態
，而
探
究
抽
象
的
精
神
本
體
。
玄
學
的
﹁
言
意
之
辨
﹂
，
對
當

時
學
風
、士
風
、詩
風
都
産
生
很
大
的
影
響
。









淵
明
五
柳
先
生
傳
自
述
：
﹁
讀
書
不
求
甚
解
，
每
有
會
意
，
便
欣
然
忘

食
。﹂








顔
延
之
陶
徵
士
誄
稱
淵
明
：
﹁
簡
棄
煩
促
，就
成
省
曠
。﹂
﹁
博
而
不
繁
。﹂
凡
此
皆
可
見
淵
明
人
格
受
魏
晉
學
風

與
士
風
的
影
響
。
陶
詩
不
重
外
物
刻
畫
，
以
寫
意
爲
主
，
顯
然
與
魏
晉
玄
學
的
﹁
得
意
忘
言
﹂
之
説
相
通
，
也
同
淵
明

任
真
自
得
的
人
格
有
關
。

摇
摇
陶
詩
富
有
理
趣
。
其
中
詩
人
委
運
自
然
的
人
生
哲
學
在
詩
中
有
大
量
的
反
映
。
整
個
東
晉
時
期
流
行
玄
言
詩
，

〇
一

摇
陶
淵
明
集
校
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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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
詩
不
可
能
不
受
其
影
響
。
事
實
上
陶
詩
理
趣
之
﹁
理
﹂
，
與
玄
學
有
很
多
瓜
葛
。
不
過
，
陶
詩
與
玄
言
詩
迥
然
有

别
，它
不
像
後
者
，詩
中
充
滿
枯
燥
的
説
理
，而
是
融
進
了
詩
人
活
生
生
的
情
韻
志
趣
，反
映
出
詩
人
獨
特
的
個
性
。
如






形
影
神
三
首
、






連
雨
獨
飲
、



飲
酒
二
十
首
、





挽
歌
詩
三
首
等
優
秀
之
作
，
談
理
而
没
有
﹁
理
障
﹂
，
理
與
情
、
理
與
趣
渾
然

一
體
，堪
稱
説
理
詩
的
典
範
。

摇
摇
陶
淵
明
的
散
文
與
其
詩
風
完
全
一
致
，外
若
平
淡
質
樸
，内
實
豐
腴
無
比
。








五
柳
先
生
傳
以
極
短
的
篇
幅
，
寫
出

了
作
者
任
真
自
得
的
人
格
，讀
來
趣
味
無
窮
。









其
他
如
與
子
儼
等
疏
、





自
祭
文
，
無
不
真
趣
流
動
。
值
得
一
提
的
還
有

陶
詩
的
小
序
，語
言
平
淡
雅
潔
，同
樣
真
意
淋
漓
。








如
答
龐
參
軍
詩
序
、




飲
酒
詩
序
、







有
會
而
作
詩
序
，
言
約
旨
遠
，
是

不
可
多
得
的
抒
情
小
品
。








淵
明
散
文
中
的
代
表
作
桃
花
源
記
是
古
代
散
文
中
的
神
品
，
這
篇
寓
意
深
遠
的
文
章
，
以

小
説
的
筆
法
，虚
構
出
與
黑
暗
現
實
相
對
立
的
桃
花
源
境
界
，表
達
了
作
者
的
社
會
理
想
，
具
有
值
得
肯
定
的
進
步
意

義
。









淵
明
的
辭
賦
以
歸
去
來
兮
辭
造
詣
最
高
。



此
文
風
格
雖
本
於
楚
騷
，
但
語
言
簡
約
，
不
作
肆
意
鋪
陳
，
真
意
妙

趣
﹁
沛
然
如
肺
腑
中
流
出
，殊
不
見
斧
鑿
痕
﹂
︵
李
格
非
語
︶
。

摇
摇
陶
淵
明
的
詩
文
具
有
鮮
明
的
獨
特
風
格
，
明
淨
純
潔
猶
如
水
晶
。
讀
者
不
難
見
出
其
高
妙
，
但
道
出
其
所
以
高

妙
却
非
易
事
。
這
是
因
爲
淵
明
詩
文
是
作
者
整
個
人
格
與
思
想
的
結
晶
，
只
有
正
確
把
握
這
一
點
，
並
進
而
理
解
其

與
魏
晉
學
風
、士
風
與
文
風
之
間
的
關
係
，才
有
可
能
闡
釋
淵
明
詩
文
的
奥
妙
。

一
一

摇
前
摇
摇
摇
摇
言



四

摇
摇








以
下
對
陶
淵
明
集
的
校
箋
情
況
作
一
簡
略
的
説
明
。

摇
摇
此
書
草
創
於
一
九
八
七
年
，








當
初
擬
彙
集
歷
代
陶
淵
明
集
注
本
的
精
華
，
編
本
雅
俗
共
賞
的
注
本
，
亦
未
打
算
作

校
勘
。














後
依
照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中
國
古
典
文
學
叢
書
的
體
例
要
求
，
補
作
校
勘
，
並
對
注
釋
作
了
根
本
的
修
改
。

本
書
校
勘
所
據
諸
本
均
爲
有
價
值
的
易
得
之
本
。








惟
明
萬
曆
焦
竑
所
刻
陶
靖
節
集
八
卷
本
，
尋
覓
不
獲
，
雖
對
校
勘

有
所
影
響
，然
並
無
大
礙
。








因
爲
通
過
清
陶
澍
陶
靖
節
集
注
本
的
校
記
，
已
基
本
看
到
焦
竑
刻
本
的
面
貌
。



關
於
陶






淵
明
集
版
本
流
傳
的
情
況
，



















日
人
橋
川
時
雄
陶
集
版
本
源
流
考
及
近
人
郭
紹
虞
陶
集
考
辨
言
之
已
詳
，
讀
者
自
可
參

考
，本
書
不
再
撰
文
專
論
。

摇
摇
在
編
著
本
書
時
，廣
泛
吸
取
了
前
人
及
時
賢
的
研
究
成
果
。
如
校
記
部
分
，











曾
參
考
徐
復
先
生
陶
淵
明
集
舉
正

一
文
；

附
録
年
譜
部
分
，









參
考
鄧
安
生
先
生
陶
淵
明
年
譜
。
編
著
本
書
過
程
中
，
自
始
至
終
得
到
多
方
人
士
的
幫

助
。
華
東
師
範
大
學
圖
書
館
、
復
旦
大
學
圖
書
館
、
南
京
大
學
圖
書
館
、
上
海
圖
書
館
等
單
位
爲
我
熱
情
查
找
有
關

資
料
。









鄧
安
生
先
生
知
我
需
要
參
考
其
陶
淵
明
年
譜
，
即
惠
贈
大
著
，
令
我
感
動
不
已
。
在
我
赴
江
西
、
安
徽
考
察

民
間
所
藏
陶
氏
宗
譜
期
間
，
江
西
九
江
縣
縣
志
辦
公
室
張
人
鑫
先
生
、
九
江
縣
陶
淵
明
紀
念
館
、
安
徽
潛
山
縣
政

府
、
黟
縣
縣
委
組
織
部
，爲
我
提
供
了
很
大
的
便
利
。
尤
其
是
張
人
鑫
先
生
無
私
借
給
我
多
本
他
手
抄
的
陶
氏
宗
譜
，

使
我
銘
感
在
心
。
在
修
改
本
書
過
程
中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同
志
提
出
了
許
多
寶
貴
意
見
。
凡
此
，
一
併
致
以

二
一

摇
陶
淵
明
集
校
箋



謝
意
！

摇
摇
古
今
陶
淵
明
研
究
代
有
成
果
，但
由
于
淵
明
生
平
資
料
的
缺
乏
，
淵
明
思
想
的
複
雜
，








以
及
陶
淵
明
集
流
傳
過

程
中
出
現
的
舛
誤
，致
使
問
題
不
少
，歧
見
紛
呈
。
筆
者
雖
兀
兀
窮
年
，
數
易
其
稿
，
然
以
淺
薄
之
學
殖
，
而
探
古
人
之

幽
渺
，深
知
錯
誤
在
所
難
免
。
敬
請
方
家
、讀
者
不
吝
賜
教
。

摇
摇
最
後
我
要
感
謝
復
旦
大
學
教
授
王
運
熙
先
生
，他
欣
然
命
筆
爲
本
書
題
籤
，使
本
書
增
色
。

摇
摇

龔
斌

一
九
九
五
年
十
月
於
上
海
華
東
師
範
大
學

三
一

摇
前
摇
摇
摇
摇
言



书书书

例
摇
摇
言

摇
摇
一
、







陶
淵
明
集
最
初
爲
梁
蕭
統
編
的
八
卷
本
，
序
、
目
、
誄
、
傳
爲
一
卷
，
詩
文
實
七
卷
。
其
後
，
北
齊
陽
休
之
編

成
十
卷
本
，






增
益
五
孝
傳
、





四
八
目
︵









即
聖
賢
羣
輔
録
︶
。


















四
庫
全
書
總
目
提
要
已
辨
五
孝
傳
、





四
八
目
爲
竄
入
僞
作
。

北
宋
時
，流
行
的
陶
集
有
數
十
種
之
多
，淆
亂
紛
歧
，
不
知
何
者
爲
是
。
宋
庠
考
訂
江
左
舊
本
，






編
爲
陶
潛
集
十
卷
。








以
後
流
行
的
各
種
陶
淵
明
集
大
多
出
於
宋
庠
本
。
今
依
陶
澍
注
陶
靖
節
集
編
次
，






删
除
五
孝
傳
、





四
八
目
等
僞
作
，

編
爲
詩
文
七
卷
。

摇
摇
二
、















陶
澍
注
陶
靖
節
集
博
採
前
代
陶
淵
明
集
諸
本
之
長
，在
校
勘
、注
釋
、評
論
及
陶
淵
明
生
平
行
事
考
訂
等
方

面
，多
所
發
明
，








是
迄
今
爲
止
對
陶
淵
明
集
最
具
水
平
、
最
有
總
結
性
的
系
統
整
理
。
本
書
校
勘
，
即
以
陶
澍
本
爲
底

本
，然
陶
本
有
誤
，而
他
本
爲
是
者
，則
仍
奉
擇
善
而
從
的
原
則
，予
以
取
舍
。

摇
摇
三
、
據
以
校
勘
者
有
以
下
諸
本
：

曾
集
刻
本
、
魯
銓
刻
蘇
寫
大
字
本
、











湯
漢
注
陶
靖
節
先
生
詩
四
卷
本
、
李
公











焕
箋
注
陶
淵
明
集
本
、
莫
友
芝
題
咸
豐
旌
德
李
文
韓
影
刻
汲
古
閣
藏
十
卷
本
，分
别
簡
稱
曾
本
、
蘇
寫
本
、
湯
本
、
李

本
、
咸
豐
本
。

摇
摇
四
、







陶
淵
明
集
因
無
數
次
轉
寫
翻
刻
，魯
魚
亥
豕
，觸
目
皆
是
，早
在
宋
人
就
有
﹁
校
之
不
勝
其
異
，
有
一
字
而
數

十
字
不
同
者
，不
可
概
舉
﹂
之
歎
︵








蔡
寬
夫
詩
話
︶
。
此
種
情
況
，
多
數
因
轉
寫
致
誤
，
也
有
少
數
係
後
人
臆
改
。
本
書

一

摇
例
摇
摇
摇
摇
言



校
勘
，在
排
列
異
文
的
同
時
，辨
别
是
非
，
訂
正
訛
誤
。
訛
誤
較
明
顯
者
，
即
在
︻
校
記
︼
中
加
按
語
指
明
，
或
略
作
考

辨
。
異
文
另
須
釋
義
，且
考
辨
文
字
較
長
者
，爲
了
不
使
︻
校
記
︼
龐
雜
不
類
，則
將
考
辨
置
於
︻
箋
注
︼
中
。
陶
本
校
語

對
考
辨
異
文
有
價
值
者
，或
能
從
中
見
到
本
書
所
用
諸
本
之
外
其
他
本
子
面
貌
者
，
則
予
採
録
；

其
餘
不
録
，
以
免

煩
瑣
。

摇
摇
五
、
陶
淵
明
生
活
年
代
距
今
已
遠
，有
關
資
料
缺
乏
，








加
上
陶
淵
明
集
訛
誤
極
多
，
致
使
訓
釋
難
明
，
歧
義
紛
紜
。

爲
披
尋
真
義
，本
書
︻
箋
注
︼
採
用
集
注
形
式
，彙
萃
衆
説
，時
加
辨
正
。











所
採
湯
漢
注
陶
靖
節
先
生
詩
、





李
公
焕
箋
注








陶
淵
明
集
、








何
孟
春
注
陶
靖
節
集
、








吳
瞻
泰
陶
詩
彙
注
、








陶
澍
注
陶
靖
節
集
、











丁
福
保
陶
淵
明
詩
箋
注
、






古
直
陶
靖
節





詩
箋
、








逯
欽
立
陶
淵
明
集
，分
别
省
作
湯
注
、
李
注
、
何
注
、
吳
注
、
陶
注
、
丁
注
、
古
注
、
逯
注
。






王
瑶
編
注
陶
淵
明



集
則
作
王
瑶
注
。
所
引
有
關
陶
淵
明
傳
記
資
料
及
年
譜
，
亦
作
已
有
之
省
稱
，








如
顔
延
之
陶
徵
士
誄
作
顔
誄
，



蓮
社








高
賢
傳
作
蓮
傳
，









宋
書
隱
逸
傳
作
宋
傳
，








蕭
統
陶
淵
明
傳
作
蕭
傳
，









南
史
隱
逸
傳
作
南
傳
，









晉
書
隱
逸
傳
作
晉
傳
；






王
質
栗
里
譜
作
王
譜
，












吳
仁
傑
陶
靖
節
先
生
年
譜
作
吳
譜
，








顧
易
柳
村
譜
陶
作
顧
譜
，











丁
晏
晉
陶
靖
節
年
譜
作
丁

譜
，












陶
澍
陶
靖
節
年
譜
考
異
作
陶
考
，









梁
啓
超
陶
淵
明
年
譜
作
梁
譜
，









傅
東
華
陶
淵
明
年
譜
作
傅
譜
，






古
直
陶
靖
節





年
譜
作
古
譜
，















逯
欽
立
陶
淵
明
事
迹
詩
文
繫
年
作
逯
繫
年
，









鄧
安
生
陶
淵
明
年
譜
作
鄧
譜
。
其
他
採
用
之
書
，
一
般

直
書
其
名
。

摇
摇
六
、
箋
注
偏
重
於
典
故
的
徵
引
，通
常
詞
義
視
其
難
易
程
度
，
略
作
解
釋
。
採
用
各
家
舊
注
，
一
般
覆
覈
其
中
典

據
部
分
，時
加
校
正
。
如
有
增
補
，則
冠
以
一
﹁
又
﹂
字
以
示
區
别
。
凡
常
見
典
據
，
直
接
採
用
原
書
者
，
不
再
標
明
原

二

摇
陶
淵
明
集
校
箋



注
者
之
名
。

摇
摇
七
、
集
説
介
紹
前
人
有
關
陶
淵
明
生
平
行
事
及
詩
文
旨
意
之
異
説
。
如
有
己
見
，
則
作
考
辨
或
下
簡
略
斷
語
。

集
評
選
擇
前
人
對
陶
淵
明
詩
文
有
代
表
性
的
評
論
，以
便
讀
者
了
解
作
品
之
寫
作
背
景
及
思
想
藝
術
價
值
。
所
選
評

論
並
非
一
定
代
表
選
者
的
觀
點
，且
是
否
採
録
允
當
，亦
未
敢
自
信
也
。

摇
摇
八
、
陶
淵
明
年
歲
有
沈
約
六
十
三
歲
説
，
吳
汝
綸
五
十
一
歲
説
，
梁
啓
超
五
十
六
歲
説
，
古
直
五
十
二
歲
説
，
鄧

安
生
五
十
九
歲
説
。
本
書
取
鄧
譜
五
十
九
歲
説
。

摇
摇
九
、
各
地
陶
氏
宗
譜
多
藏
民
間
，頗
不
易
得
。











本
書
附
録
二
節
録
江
西
彭
澤
縣
定
山
陶
氏
宗
譜
及
江
西
都
昌











縣
西
源
陶
氏
宗
譜
有
關
陶
淵
明
部
分
。
雖
史
料
價
值
不
高
，
亦
可
供
讀
者
窺
見
各
地
陶
氏
宗
譜
之
一
斑
。
諸
陶
氏

宗
譜
之
異
同
，














詳
見
本
書
附
録
三
陶
氏
宗
譜
中
之
問
題
。

摇
摇
十
、
本
書
附
録
五
陶
淵
明
評
論
輯
要
，
















大
多
録
自
一
九
六
二
年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的
陶
淵
明
研
究
資
料
彙
編
及
陶











淵
明
詩
文
彙
評
，其
餘
乃
搜
檢
羣
書
所
得
。
前
代
典
籍
浩
如
烟
海
，遺
漏
必
多
，聊
拾
遺
補
闕
而
已
。

三

摇
例
摇
摇
摇
摇
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