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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傅
璇
琮

摇摇
上
海
師
範
大
學
古
籍
研
究
所
於
二
十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後
期
就
開
始
創
議
編
纂祖
全
宋
筆
記诅踪

並
將
這
一
設
想
與
專
家
們
磋
商综交
流踪立
即
得
到
文
史
學
界
的
認
同
與
支
持踪學
者
們
不
僅
對
這
一

計
劃
提
出
不
少
寶
貴
的
建
議踪有
些
還
積
極
參
與
具
體
的
點
校
工
作宗
此
後踪這
一
項
目
又
得
到
教

育
部
高
校
古
籍
整
理
研
究
工
作
委
員
會
的
大
力
支
持
和
幫
助宗
這
樣踪這
套祖
全
宋
筆
記诅
就
作
為

上
海
師
大
古
籍
研
究
所
的
重
點
科
研
選
題踪在
校
内
外
共
同
合
作
的
基
礎
上踪積
極
進
行宗
歷
經
數

年
寒
暑踪現
在
第
一
編
書
稿踪即
從
宋
初
的祖
北
夢
瑣
言诅
起踪至
北
宋
中
期
的祖
月
河
所
聞
集诅踪約
近

五
十
種踪已
編
定
付
印踪即
將
面
世宗
由
此
起
步踪編
委
會
與
大
象
出
版
社
密
切
配
合踪按
預
定
計
劃踪

每
年
分
編
出
版踪爭
取
在
五
六
年
内
將
現
已
大
致
確
定
的
約
五
百
種
宋
人
筆
記
全
部
整
理
完
成踪齊

全
出
書宗

摇摇
中
國
古
代
筆
記
的
整
理
出
版踪二
十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起踪就
受
到
出
版
界
的
關
心
和
支
持宗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前
身踪即
上
世
紀
五
六
十
年
代
的
古
典
文
學
出
版
社奏
中
華
書
局
上
海
編
輯
所揍踪就

出
版
過
好
幾
種
唐
宋
筆
記踪如祖
隋
唐
嘉
話诅综祖
大
唐
新
語诅综祖
唐
國
史
補诅综祖
唐
摭
言诅综祖
雲
麓
漫

鈔诅综祖
南
部
新
書诅
等踪同
時
還
印
有祖
明
清
筆
記
叢
刊诅宗
北
京
中
華
書
局
則
於
同
一
時
期
編
印
有

一

序



祖
元
明
史
料
筆
記
叢
刊诅综祖
清
代
史
料
筆
記
叢
刊诅综祖
近
代
史
料
筆
記
叢
刊诅宗
近
二
十
年
來踪筆
記

的
出
版
則
更
多踪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在
已
有
基
礎
上踪更
計
劃
編
印阻
歷
代
筆
記
小
説
大
觀组踪上
起

漢
魏踪下
迄
清
末踪按
漢
魏
六
朝综唐
五
代综宋
元综明
清踪分
批
出
版宗
中
華
書
局
則
除
已
有
的
元
明综

清
代综近
代
外踪又
增
設祖
唐
宋
史
料
筆
記
叢
刊诅踪已
出
有
四
十
餘
種宗
其
他
出
版
社
也
陸
續
有
單

本
筆
記
問
世踪如
文
學
性
強综頗
有
閲
讀
興
味
的
晚
明
小
品
文
性
質
的
筆
記祖
陶
菴
夢
憶诅综祖
西
湖
夢

尋诅
等踪已
有
好
幾
家
出
版
社
出
版宗

摇摇
以
上
情
況踪應
當
説
促
使
人
們
對
這
方
面
的
文
獻
整
理
有
進
一
步
通
盤
的
考
慮踪即
擴
大
範
圍踪

加
強
計
劃
性踪注
意
對
某
一
朝
代综某
一
歷
史
時
期
的
筆
記
著
作
進
行
系
統综完
整
的
輯
集宗
這
也
就

是祖
全
宋
筆
記诅
的
編
纂
設
想
得
到
學
界
與
出
版
界
首
肯
的
基
本
原
因宗
現
在踪除
了
這
套祖
全
宋
筆

記诅
外踪學
術
界
又
有
提
出
編祖
全
唐
五
代
筆
記诅踪以
與祖
全
唐
五
代
詩诅综祖
全
唐
五
代
詞诅综祖
全
唐

五
代
小
説诅
配
合奏
見祖
古
籍
整
理
出
版
情
況
簡
報诅
二
〇
〇
二
年
第
三
期祖
唐
人
筆
記
亟
待
整

理诅揍宗
現
在祖
全
唐
五
代
筆
記诅
已
由
原
湘
潭
師
範
學
院奏
現
合
并
於
湖
南
科
技
大
學揍
中
文
系
承

擔踪正
在
起
動
中宗
可
以
期
望踪
辽
金
元综
明综
清
各
朝
筆
記
總
集
的
編
纂踪
當
也
能
引
起
相
應
的

關
注宗

摇摇
這
應
當
説
是
二
十
一
世
紀
古
籍
整
理
研
究
的
一
個
新
界宗
以
宋
代
文
獻
來
説踪總
集
方
面
已
出

版
的踪先
後
有祖
全
宋
詞诅综祖
全
宋
詩诅综祖
全
宋
文诅踪祖
全
宋
筆
記诅
整
理
完
成踪則
宋
代
文
學
的
文
獻

二

全
宋
筆
記



資
料踪基
本
上
就
能
呈
現
出
一
個
完
整
的
概
貌奏
當
然
還
可
考
慮
輯
集
宋
元
話
本
小
説揍宗
由祖
全
宋

筆
記诅
起
動踪引
起
其
他
歷
史
時
期
筆
記
總
集
的
整
理综出
版踪其
意
義
當
不
僅
限
於
文
獻
整
理踪應

當
説踪這
將
會
引
起
對
筆
記
這
一
傳
統
門
類
作
現
代
科
學
含
義
的
總
體
探
索宗
過
去
很
長
時
期踪與

詩综文综詞综小
説综戲
曲
等
相
比踪筆
記
的
研
究
是
相
對
薄
弱
的踪現
在
我
們
應
當
把
筆
記
的
系
統
研

究
提
到
日
程
上
來宗
當
前
的
筆
記
研
究踪可
以
考
慮
的踪一
是
將
筆
記
的
分
類
如
何
從
傳
統
框
架
走

向
現
代
規
範
化
的
梳
理踪二
是
如
何
建
立
科
學
體
系踪加
強
學
科
意
識踪把
筆
記
作
為
相
對
獨
立
的
門

類
文
體
進
行
學
科
性
的
探
究宗

摇摇阻
筆
記组
一
詞踪倒
是
很
早
就
出
現
的踪南
朝
蕭
梁
時
劉
勰祖
文
心
雕
龍诅
在祖
才
略诅
篇
中踪論
建

安
時
期
作
家
時踪説
陳
琳综阮
瑀阻
以
符
檄
擅
聲组踪徐
幹阻
以
賦
論
標
美组踪劉
楨
情
高踪應
瑒
學
優踪然

後
説总
阻
路
粹综楊
修踪頗
懷
筆
記
之
工纵
丁
儀综邯
鄲踪亦
含
論
偈
之
美宗组
此
處
的
筆
記综論
偈踪

是
與
詩
賦
等
韻
文
對
稱
的
散
文
文
體踪雖
然
與
後
來
唐
宋
時
期
的
筆
記踪概
念
不
同踪但
劉
勰
未
將
筆

記
與
小
説
相
連踪是
頗
有
識
見
的宗
因
為
在
中
國
傳
統
目
錄
分
類
中踪從
來
就
不
將
筆
記
作
為
一
個

獨
立
門
類
來
處
理踪而
在
具
體
論
偈
中踪又
往
往
將
筆
記
歸
屬
於
小
説踪有
時
則
統
稱
為
筆
記
小
説宗

如
明
代
胡
應
麟祖
少
室
山
房
筆
叢诅
卷
二
十
九
丙
部踪將
小
説
分
為
六
類踪前
兩
類
是
志
怪综傳
奇踪後

四
種
為
雜
錄奏祖
世
説
新
語诅综祖
唐
語
林诅
等揍综叢
談奏祖
容
齋
隨
筆诅综祖
夢
溪
筆
談诅
等揍综辨
訂奏祖
鼠

璞诅综祖
鷄
肋
編诅
等揍综箴
規奏祖
家
訓诅综祖
世
範诅
等揍宗
這
後
四
種
所
舉
的
書
名踪實
際
上
即
是
現
代

三

序



意
義
的
筆
記宗
又
如
明
顧
元
慶
所
輯祖
顧
氏
文
房
小
説诅踪就
收
有
唐
劉
餗祖
隋
唐
嘉
話诅综宋
龔
頤
正

祖
芥
隱
筆
記诅
等纵
同
是
明
人
的
商
槕踪其
小
説
類
叢
書祖
稗
海诅踪即
收
有
宋
人
筆
記
四
十
八
種踪及

宋
人
詩
話
二
種宗
民
國
時
期
進
步
書
局
輯
印
的祖
筆
記
小
説
大
觀诅踪更
收
有
不
少
唐
宋
筆
記宗

摇摇
宋
洪
邁祖
容
齋
隨
筆诅踪其
卷
首
自
序
謂总
阻
予
老
去
習
懶踪讀
書
不
多踪意
之
所
之踪隨
即
記

錄踪因
其
後
先踪無
復
詮
次踪故
目
之
曰
隨
筆宗组
這
就
是
説踪筆
記
乃
讀
書
所
得踪見
聞
所
及踪隨
筆
雜

錄踪不
分
先
後踪文
筆
自
由踪不
拘
形
式宗
至
於
筆
記
的
内
容踪唐
李
肇祖
國
史
補诅
在
其
短
序
中
則
有

較
確
切
的
概
偈总
阻
紀
事
實踪探
物
理踪辨
疑
惑踪示
勸
戒踪采
風
俗踪助
談
笑宗组
首
次
以阻
筆
記组
命

名
的
北
宋
宋
祁祖
宋
景
文
筆
記诅踪其
書
分
三
卷踪上
卷
稱
釋
俗踪中
卷
稱
考
訂踪下
卷
稱
雜
説踪全
書

大
多
為
考
訂
名
物
音
訓踪評
論
古
人
言
行踪雜
采
文
章
史
事宗
這
些
都
應
當
説
是
符
合
我
們
現
代
意

義
的
筆
記
内
涵
的宗
但
筆
記
的
分
類
歸
屬踪在
古
代
書
目
著
錄
中踪卻
極
為
紛
雜宗

摇摇
中
國
古
代
目
錄
著
作踪自祖
隋
書窑
經
籍
志诅
確
定
以
經
史
子
集
為
四
大
部
類踪至
清祖
四
庫
全

書
總
目诅踪歷
一
千
四
百
年踪經
過
不
斷
調
整踪已
正
式
固
定踪成
為
典
範宗
當
然踪現
在
編
制
古
籍
書

目踪從
傳
統
習
慣
來
説踪是
可
以
繼
續
使
用
這
四
部
分
類
法
的踪但
我
們
現
在
對
古
代
文
化
與
典
籍
文

獻
的
研
究踪則
應
從
現
代
科
學
分
類
的
概
念
出
發踪而
不
能
受
四
部
分
類
的
限
制宗
如
四
部
之
首
的

經
部踪其祖
詩
經诅
類踪應
屬
於
文
學
研
究纵
祖
易
經诅
類踪應
屬
於
哲
學
研
究纵
祖
書
經诅
類踪應
屬

於
歷
史
學
研
究纵
祖
小
學诅
類踪應
屬
於
語
言
文
字
學
研
究宗
因
此
我
們
現
在
把
筆
記
研
究
作
為
一

四

全
宋
筆
記



門
學
科踪就
應
擺
脱
傳
統
的
框
架宗

摇摇
前
面
説
過踪古
代
目
錄
書
中
從
未
將
筆
記
列
為
專
類踪但
仍
錄
有
不
少
筆
記
書踪不
過
對
筆
記
的

分
類踪並
未
有
固
定综明
確
的
準
則踪有
時
甚
至
將
同
一
書
分
列
於
兩
個
部
類宗
如
唐
劉
餗祖
大
唐
新

語诅踪祖
新
唐
書窑
藝
文
志诅踪將
其
一
屬
於
史
部
雜
傳
記
類奏祖
新
唐
書诅
卷
五
十
八揍踪一
屬
於
子
部

小
説
家
類奏祖
新
唐
書诅
卷
五
十
九揍宗
清
朝
官
修
的祖
四
庫
全
書
總
目诅踪則
更
為
繁
雜踪如
我
們
這

次
收
入
第
一
編
的
兩
種
筆
記踪祖
洛
陽
吵
紳
舊
聞
記诅
與祖
五
國
故
事诅踪都
系
雜
記
五
代
舊
事踪不
過

一
是
記
洛
陽踪一
是
記
四
川
及
江
南踪體
裁
相
同踪而祖
四
庫
全
書
總
目诅
卻
將
前
者
列
入
子
部
小
説

家
類踪後
者
列
入
史
部
載
記
類宗
怪
不
得
南
宋
文
獻
目
錄
學
家
鄭
樵
早
就
説
過总
阻
古
今
編
書踪所

不
能
分
者
五踪一
曰
傳
記踪二
曰
雜
家踪三
曰
小
説踪四
曰
雜
史踪五
曰
故
事踪凡
此
五
類
之
書踪足
相
紊

亂宗组奏祖
通
志窑
校
讎
略诅揍

摇摇
這
裏
還
可
舉
一
些
例
子踪以
備
今
後
對
筆
記
分
類
作
歷
史
的
考
察宗
以
唐
宋
筆
記
來
説踪祖
四

庫
全
書
總
目诅
將
裴
廷
裕祖
東
觀
奏
記诅综余
知
古祖
渚
宮
舊
事诅综王
栐祖
燕
翼
詒
謀
錄诅
等
列
為
史
部

雜
史
類踪范
成
大祖
吳
船
錄诅综陸
游祖
入
蜀
記诅
列
為
史
部
傳
記
類踪龍
衮祖
江
南
野
史诅综鄭
文
寶祖
江

表
志诅综周
羽
翀祖
三
楚
新
錄诅
列
為
史
部
載
記
類踪龔
明
之祖
中
吳
紀
聞诅综周
去
非祖
嶺
外
代
答诅综周

密祖
武
林
舊
事诅
列
為
史
部
地
理
類宗
子
部
則
更
不
易
辨
别踪如祖
東
觀
餘
論诅综祖
靖
康
湘
素
雜
記诅综

祖
能
改
齋
漫
錄诅综祖
容
齋
隨
筆诅综祖
野
客
叢
書诅
等踪列
為
子
部
雜
家
類
雜
考踪祖
封
氏
聞
見
記诅综祖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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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燕
語诅
等踪列
為
子
部
雜
家
類
雜
説踪而
與祖
封
氏
聞
見
記诅综祖
東
坡
志
林诅综祖
容
齋
隨
筆诅
體
裁
相

同
的祖
唐
國
史
補诅综祖
涑
水
記
聞诅综祖
東
齋
記
事诅综祖
唐
語
林诅
等
卻
又
另
列
入
子
部
小
説
家
類宗

祖
四
庫
全
書
總
目诅
在祖
中
吳
紀
聞诅
提
要
中
曾
明
確
提
及踪此
書阻
仿
范
純
仁祖
東
齋
紀
事诅综蘇
軾

祖
志
林诅
之
體组踪而
實
際
上
此
三
書踪卻
分
屬
三
類踪即
分
列
於
史
部
載
記
類综子
部
雜
家
類综子
部
小

説
家
類宗
如
果
我
們
按
傳
統
目
錄
框
架
來
取
捨
筆
記踪恐
怕
就
很
難
措
手宗
就
是
説踪我
們
現
在
研

究
古
代
筆
記踪不
能
抛
開
傳
統
目
錄
著
作踪但
不
能
受
這
些
框
架
限
制宗
這
次祖
全
宋
筆
記诅
所
輯
五

百
種
筆
記踪其
涵
蓋
的
門
類
是
相
當
廣
的踪這
也
促
使
人
們
意
識
到
文
獻
整
理
與
研
究
有
機
結
合
的

必
要宗

摇摇
關
於
筆
記
的
研
究踪應
當
説踪現
在
還
是
起
步
階
段踪有
不
少
問
題踪還
需
作
認
真
探
討踪如
中
國
古

代
筆
記
的
淵
源
和
分
類踪筆
記
與
其
他
文
體
的
關
係踪其
自
身
的
歷
史
發
展
階
段踪它
所
包
含
的
史
料
價

值
和
文
化
意
義踪等
等宗
至
於
宋
代
筆
記踪也
已
開
始
受
到
人
們
的
注
意宗
過
去
有
的
論
著
曾
把
魏
晉

至
明
清
的
筆
記
分
為
三
大
類踪即
小
説
故
事
類综歷
史
瑣
聞
類综考
據
辨
證
類奏
參
見
劉
葉
秋祖
歷
代
筆

記
概
偈诅踪中
華
書
局踪一
九
八
〇
年
六
月揍宗
當
然踪按
學
科
來
説踪還
可
再
加
細
分踪但
這
三
大
類
大

致
的
框
架
是
可
以
成
立
的宗
比
較
起
來踪宋
人
筆
記踪小
説
的
成
份
有
所
減
少踪歷
史
瑣
聞
與
考
據
辨
證

相
對
加
重踪這
也
是
宋
代
筆
記
的
時
代
特
色
與
歷
史
成
就宗
限
於
篇
幅踪這
裏
不
可
能
對
宋
代
筆
記
作

全
面
的
介
紹
與
評
論宗
我
這
裏
有
一
個
建
議踪即
待
此
書
全
部
完
成
後踪可
以
再
作
兩
件
事踪一
是
將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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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五
百
種
筆
記
的
點
校
説
明踪再
加
補
充综訂
正踪匯
為
一
編踪這
實
際
上
是
繼
清
修祖
四
庫
全
書
總
目

提
要诅以
後踪另
有
一
個
新
編
的祖
宋
人
筆
記
總
目
提
要诅踪以
使
今
天
的
研
究
者
能
了
解
和
掌
握
宋
代

筆
記
的
全
貌纵
二
是
結
合
筆
記
文
獻
的
特
點踪對
整
理
工
作
經
驗
作
一
系
統
的
總
結踪如
底
本
的
選

擇踪校
讎
的
趨
向踪本
事
考
證
的
取
捨踪傳
統
目
錄
分
類
的
探
討踪等
等踪並
在
此
基
礎
上踪就
文
史
結
合

的
角
度
對
筆
記奏
不
限
於
宋
代揍的
史
料
價
值
和
文
化
涵
義
作
較
深
的
理
論
探
討宗

摇摇
應
當
説踪宋
人
筆
記
的
價
值
與
意
義踪是
很
值
得
研
究
的踪有
些
恐
怕
我
們
現
在
還
未
有
充
分
的

認
識宗
如
北
宋
的祖
夢
溪
筆
談诅踪其
中
記
載
畢
昇
發
明
活
字
印
刷踪其
在
中
國
印
刷
史
上
的
史
料
價

值
已
廣
為
人
所
知踪而
外
國
學
者
李
約
瑟
博
士
在
其
所
著祖
中
國
科
學
技
術
史诅
中踪更
對祖
夢
溪
筆

談诅
有
關
自
然
科
學
方
面
的
記
載踪檢
出
二
百
多
條踪並
認
為
涉
及
數
學综天
文
學综氣
象
學综地
質
和

礦
物
學综物
理
學综灌
溉
和
水
利
工
程
學综農
藝
學综醫
藥
和
製
藥
學
等奏
第
一
卷
第
六
章踪見
科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七
五
年
一
月
中
譯
本揍宗
這
種
從
現
代
科
學
觀
念
來
探
索
這
部
筆
記
的
史
料
價
值踪對
我

們
是
頗
可
借
鑒
的宗
又
如
南
宋
末
周
密
所
作祖
武
林
舊
事诅踪祖
四
庫
總
目
提
要诅
確
認
並
肯
定阻
是
書

記
宋
南
渡
都
城
雜
事组踪阻
目
睹
耳
聞踪最
為
真
確组踪但
我
們
現
在
還
可
以
從
廣
闊
的
社
會
背
景
對
書

中
所
記
的阻
雜
事组
作
一
次
文
化
考
察总
如
卷
六祖
諸
色
伎
藝
人诅
記
錄
有
四
百
八
十
位
民
間
藝
人

姓
名踪同
卷祖
諸
色
酒
名诅
記
有
五
十
四
種
酒
名踪同
卷祖
糕诅
條
記
當
時
臨
安奏
杭
州揍
民
間
富
有
特

色
的
食
品
糖
糕综蜜
糕综粟
糕
等
十
九
種踪同
卷祖
書
會诅
記
錄
臨
安
市
内
六
個
書
會
成
員
姓
名
或
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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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踪卷
一
〇祖
官
本
雜
劇
段
數诅
記
錄
南
宋
當
時
官
本
雜
劇
劇
本
二
百
八
十
部踪這
些
都
是
官
方
正
史

或
作
家
專
集
都
未
曾
記
有
的宗
如
像
考
古
工
作
那
樣踪我
們
可
以
從
中
挖
掘
出
過
去
未
曾
發
現
或
未

予
重
視
的
文
物
資
源宗
又
如
我
們
研
究
宋
代
詩
文踪也
可
以
從
筆
記
中
查
獲
不
少
材
料踪現
在
新
編

的祖
全
宋
詩诅综祖
全
宋
文诅踪其
中
相
當
多
的
作
品
就
是
從
宋
代
筆
記
中
考
索
出
來
的踪祖
四
庫
總
目
提

要诅
在
談
及祖
武
林
舊
事诅
時
就
特
别
提
到总
阻
南
宋
人
遺
篇
佚
句踪頗
賴
以
存宗组

摇摇
又
如
宋
代
科
舉踪在
整
個
中
國
科
舉
史
上
有
其
特
殊
地
位踪其
登
科
人
數
是
歷
朝
最
多
的宗
幾

年
前
我
與
浙
江
大
學
古
籍
研
究
所
學
者
龔
延
明综祖
慧
等
合
作踪編
撰祖
宋
登
科
記
考诅踪曾
多
次
從

宋
人
筆
記
中
檢
尋
出
極
有
用
的
材
料宗
如
洪
邁祖
容
齋
隨
筆诅
卷
一
三祖
金
花
帖
子诅
條踪謂
北
宋
真

宗
咸
平
元
年
孫
僅
榜
五
十
人踪其
中
提
及阻
自
第
一
至
十
四
人踪唯
第
九
名
劉
燁
為
河
南
人踪餘
皆
貫

開
封组宗
此
劉
燁
為
其
他
史
籍
未
載踪據
此
可
補
咸
平
元
年
登
科
錄宗
又
如
宋
李
燾祖
續
資
治
通
鑒

長
編诅
卷
二
四踪記
太
宗
太
平
興
國
八
年
三
月
乙
酉总
阻
斬
孟
州
進
士
張
兩宗组
而祖
容
齋
隨
筆诅
卷
一

三祖
下
第
再
試诅
條踪也
記
偈
宋
太
宗
怒
斬阻
孟
州
進
士
張
兩
光组踪據
此
可
補祖
長
編诅
之
缺
字宗
又

北
宋
太
宗
朝
開
始踪唱
名
賜
進
士
第
後踪皇
帝
特
賜
進
士
御
詩踪這
是
宋
科
舉
試
的
一
次
創
例踪而
王

辟
之祖
澠
水
燕
談
錄诅
卷
六祖
貢
舉诅
條
明
確
記
為总
阻
賜
詩
自
興
國
二
年
呂
蒙
正
榜
始宗组
又
如祖
宋

史诅
卷
四
四
〇祖
文
苑
傳诅
載
柳
開
應
舉踪只
簡
云阻
開
寶
六
年
舉
進
士组
一
句踪而
葉
夢
得祖
石
林
燕

語诅
則
詳
記
柳
開
此
次
應
舉踪最
初
為阻
被
黜
下
第组踪後
為
宋
太
祖阻
特
賜
及
第组踪可
見
不
是
一
般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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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應
試
及
第踪此
可
補
正
史
之
不
足宗
又
如
仁
宗
嘉
祐
二
年奏
一
〇
五
七揍
科
試踪宋祖
咸
淳
臨
安
志诅

卷
六
一祖
國
朝
進
士
表诅
及
清
修祖
福
建
通
志诅
均
載
是
科
登
第
者
有
葉
温
叟踪但
僅
簡
記
其
姓
名踪而

葉
夢
得祖
避
暑
錄
話诅
卷
下
則
有
具
體
記
載踪記
其
與
蘇
軾
同
年
登
第
及
此
後
與
蘇
軾
的
交
往奏
參
見

傅
璇
琮综龔
延
明
合
撰祖卒
宋
登
科
記
考族
剳
記诅踪載祖
新
宋
學诅
第
一
輯踪上
海
辭
書
出
版
社
二
〇
〇

一
年
十
二
月揍宗

摇摇
這
裏
還
應
一
提
的
是踪近
十
餘
年
來
出
版
的
幾
部
中
國
文
學
史
著
作踪在
論
及
宋
代
文
學
時踪已

把
筆
記
作
為
宋
代
散
文
的
一
種
文
體踪稱阻
宋
代
散
文
中
還
出
現
了
獨
具
一
格
的
筆
記
文踪這
種
文

體
長
短
不
拘踪輕
鬆
活
潑踪是
古
代
文
體
解
放
的
重
點
標
志组踪特
别
是
南
宋
時
期踪如
陸
游祖
老
學
菴

筆
記诅祖
入
蜀
記诅综范
成
大祖
吳
船
錄诅踪以
及
吳
曾祖
能
改
齋
漫
錄诅综王
明
清祖
揮
麈
錄诅综羅
大
經

祖
鶴
林
玉
露诅
等踪都
列
入
文
學
史
論
偈
的
範
圍踪認
為
在
宋
代
文
學
史
上
應
佔
一
席
之
地奏
參
見
袁

行
霈
主
編祖
中
國
文
學
史诅
第
五
編踪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踪一
九
九
九
年
八
月纵
孫
望综常
國
武
主
編

祖
宋
代
文
學
史诅
下
册
第
一
章踪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踪一
九
九
六
年
九
月揍宗
不
少
古
典
文
學
論
著
已

提
出
宋
代
筆
記
已
是
晚
明
小
品
的
先
驅宗
另
外踪宋
代
詩
話
的
體
裁
也
受
筆
記
的
影
響踪不
少
筆
記

就
有
評
詩
記
事
之
作踪如祖
四
庫
全
書
總
目诅
列
為
子
部
雜
家
類
的
陳
郁祖
藏
一
話
腴诅踪祖
提
要诅
稱

其阻
多
記
南
北
宋
雜
事踪間
及
詩
話组纵
現
在
也
有
把祖
藏
一
話
腴诅
列
為
宋
詩
話
的宗
這
樣踪古
典

文
學
界
已
把
筆
記
作
為
文
學
類
的
一
種
文
體踪與
詩综文综詞综曲
及
詩
文
評
并
列踪這
確
有
益
於
拓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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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
記
研
究
的
視
野宗

摇摇
關
於
編
纂
中
的
具
體
問
題踪本
書
的祖
編
纂
説
明诅踪已
有
偈
及踪這
裏
不
再
贅
偈宗
本
書
所
收
的

面
較
寬踪把
符
合
於
筆
記
體
裁
的
著
作
盡
可
能
收
輯
起
來踪以
省
卻
讀
者
的
翻
檢
之
勞踪但
有
些
專
題

書踪如
詩
話综語
錄踪以
及
譜
錄
類
的
茶
經综畫
譜
等踪其
形
式
雖
近
於
筆
記踪實
質
為
專
書
性
質踪為
收
錄

標
準
規
範
起
見踪仍
不
予
收
錄宗
至
於
收
錄
的
時
代
斷
限踪凡
由
五
代
入
宋踪而
其
成
書
在
宋
建
國
以
後

的踪則
輯
入宗
如
列
於
本
書
首
部
的祖北
夢
瑣
言诅踪著
者
孫
光
憲踪長
期
仕
宦
於
五
代
後
期
荆
南
高
季

興踪後
隨
高
氏
入
宋宗祖四
庫
總
目
提
要诅據
其
書
名阻北
夢组踪以
為
比
喻
荆
州踪就
定
此
書阻
仕
高
氏
時

作组宗
其
實
根
據
當
今
研
究踪其
最
終
成
書踪在
入
宋
以
後宗
又
如
周
密踪為
南
宋
人踪而
其祖
武
林
舊

事诅作
於
宋
亡
入
元
以
後踪但
其
書
主
要
仍
記
故
都
臨
安
舊
事踪故
與
其
所
著祖
齊
東
野
語诅综祖
癸
辛
雜

識诅均
收
入
本
書宗
可
見踪整
理
工
作
中
時
代
斷
限
問
題
必
須
與
考
證综研
究
相
結
合宗

摇摇
作
為
一
代
筆
記
的
匯
集踪其
整
理
原
則踪應
是
一
求
全踪二
求
正宗
求
全踪前
已
約
偈踪在
這
方

面踪全
確
是
有
其
優
勢
的宗
如
中
華
書
局
的祖
唐
宋
史
料
筆
記
叢
刊诅踪至
今
已
印
有
四
十
餘
種踪但

與
這
部祖
全
宋
筆
記诅
相
比踪如
本
書
第
一
編踪自
宋
初祖
北
夢
瑣
言诅
至
北
宋
中
期
司
馬
光祖
涑
水
記

聞诅踪收
有
三
十
多
種踪而
同
一
時
段踪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的
僅
有
五
種踪其
匯
集
的
長
處
就
自
然
顯
示

出
來宗
至
於
求
正踪則
要
求
文
字综標
點
方
面踪力
求
無
誤踪提
供
一
種
信
實
的
版
本宗
宋
人
筆
記踪涉

及
不
少
史
事踪其
中
也
有
記
事
之
訛
及
評
議
之
誤踪如
果
有
人
作
專
書
整
理踪可
以
下
工
夫
進
行
考

〇
一

全
宋
筆
記



訂综校
正踪這
對
研
究
者
極
有
用踪如
周
勛
初祖
唐
語
林
校
證诅综劉
永
翔祖
清
波
雜
志
校
註诅踪都
極
見

功
力宗
但
匯
集
不
可
能
如
此
作踪這
是
總
集
匯
集
編
纂
的
通
例宗
這
裏
要
提
的
是踪筆
記
由
於
記
事

雜踪且
所
記
多
為
口
語
俗
事踪因
此
文
字
的
訂
正
與
句
斷
的
準
確踪難
度
較
大踪這
方
面
有
時
比
詩
文

總
集
的
編
纂
更
難宗
已
出
版
的
筆
記踪其
中
文
字
與
標
點
訛
誤踪經
人
指
摘综批
評
的踪相
當
多宗
李

一
氓
先
生
於
上
一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擔
任
古
籍
整
理
出
版
規
劃
小
組
組
長
時踪曾
囑
咐
小
組
辦
公
室
將

古
籍
整
理奏
包
括
標
點综校
勘综註
釋综今
譯揍
的
批
評
性
文
章踪匯
編
成祖
古
籍
點
校
疑
誤
匯
錄诅踪由

中
華
書
局
陸
續
出
版宗
從
已
出
版
的
六
册
中踪有
關
筆
記
點
校
失
誤
的
書
評
就
很
多踪而
且
大
部
分

是
關
於
宋
代
筆
記
的宗
由
此
也
可
見
出
本
書
整
理
點
校
工
作
的
艱
辛宗

摇摇
這
裏
我
想
再
提
兩
事宗
一
是
多
年
從
事
古
籍
整
理
研
究
的
資
深
編
審
陳
新
先
生踪受
大
象
出
版

社
的
兼
聘踪對
本
書
認
真
通
讀踪嚴
謹
審
閲宗
陳
新
先
生
長
期
在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編
輯
部
工
作踪八

十
年
代
後
期
起踪作
為祖
全
宋
詩诅
的
主
編
之
一踪又
好
幾
年
參
與祖
全
宋
詩诅
的
編
纂踪極
有
閲
稿综審

訂
的
經
驗宗
二
是
大
象
出
版
社
得
悉祖
全
宋
筆
記诅
的
編
纂
信
息踪就
立
即
與
上
海
師
範
大
學
古
籍

研
究
所
聯
繫踪他
們
從
文
化
積
纍
與
學
術
建
設
的
大
計
出
發踪毅
然
承
擔
這
一
艱
巨
的
出
版
任
務踪再

次
顯
示
其
多
出
文
化
精
品综傳
揚
中
華
文
明
的
抱
負
和
氣
概踪確
令
人
敬
佩宗
我
想
借
此
向
大
象
出

版
社
領
導
及
其
他
有
關
同
志
深
致
謝
忱宗

二
〇
〇
三
年
五
月一

一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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