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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张
文
轩

汉
末
民
謠
云：

﹃
舉
秀
才，

不
知
書。

察
孝
廉，

父
別
居。

高
第
良
將
怯
如
雞，

寒
素
清
白
濁
如
泥。

﹄
列
四
事
而
刺
其
時
名
實
相
乖
之
甚

也。

書
者，

字
也。
不
知
書
者，

猶
今
言
認
不
得
字
也。

夫
漁
樵
氓
隸
之
輩
書
之
不
知，

固
無
可
非，

秀
才
而
不
知
書，

猶
田
家
不
辨
禾
麻
菽
麥，

師
旅
不
諳
戈
戟
弓
矢，
天
下
必
危
矣。

今
無
秀
才
之
名，

而
有
學
碩
博
諸
士
之
稱。

苦
卄
馀
載
寒
窗，

靡
數
萬
元
供
給，

洵
爲
構
廈
之
良
材，

傳

薪
之
哲
嗣，

故
為
家
國
所
珍
焉。
然
其
不
知
書
者
之
眾
愧
難
為
外
人
道
也。

茍
集
百
諸
士，

任
授
四
庫
全
書
之
一
卷，

可
卒
讀
其
文
者，

必
百
無

十
焉；

自
取
淳
化
閣
帖
之
數
種，
盡
可
識
其
字
者，

必
百
無
三
四
焉。

非
其
不
識
字
也，

但
識
簡
體
之
字，

而
不
識
繁
體、

異
體
之
字
故
也。

觀

夫
古
籍
墳
典
之
豐
盈、

漢
字
書
法
之
卓
躒，
五
洲
雖
大，

唯
我
東
土
神
州
爲
尊
焉。

是
亦
適
爲
五
洲
學
人
所
仰
望
而
寶
者
焉。

今
吾
家
國
之
所

珍
不
識
五
洲
學
人
之
所
寶，

何
以
守
傳
此
寶
而
厲
耀
其
光
哉！

有
悲
於
斯，

憂
樂
天
下
之
士
多
有
喟
然
興
嘆
之
餘
而
鳴
之
者
焉。

寫
簡
識
繁

之
鳴
此
起
彼
伏，

時
縈
耳
際，

茲
姑
不
論。

寫
簡
識
異
之
鳴，
似
尚
依
微，

故
略
言
之
焉。

漢
字
之
造，

非
出
一
人
之
手，

一
世
之
間，

仁
智
紛
作，

浸
淫
孳
乳，

必
生
異
體
焉。

甲
書
﹃
秋
﹄，

乙
書
﹃
秌
﹄，

丙
書
﹃
龝
﹄，
秋
爲
正
體，

則
﹃
秌、

龝
﹄
爲
異
體
矣。

古
書
﹃
箴、

鍼
﹄，

今
書
﹃
針
﹄，

﹃
針
﹄
爲
正

體，

則
﹃
箴、

鍼
﹄
爲
異
體
矣。

異
體
之
定，

有
廣
狹
之
別。

按
諸
狹
義，
正
體
與
異
體
音
義
皆
契，

互
代
通
用
而
無
歧
義。

上
言
兩
例
是
也。

按

諸
廣
義，

正
體
與
異
體
音
義
有
同
有
異，

用
其
同
則
為
異
體，

用
其
異
則
非
異
體
也。
﹃
云、

雲
﹄
二
字
同
音，

言
﹃
巫
山
雲
雨
﹄，

則
﹃
雲
﹄
爲
正
體，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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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
﹄
爲
異
體。

言
﹃
子
曰
詩
云
﹄，

則
﹃
雲
﹄
不
可
代
﹃
云
﹄
而
爲
異
體
焉。

﹃
於
﹄
有
二
讀。

一
讀
﹃
烏
﹄，

義
在
擬
聲，

嘆
詞
﹃
烏
乎
﹄
亦
作
﹃
於
乎
﹄，

﹃
烏
﹄
爲
正
體，

﹃
於
﹄
爲
異
體
也。

然
﹃
烏
雀
南
飛
﹄
之
﹃
烏
﹄，

義
爲
鳥
名，

﹃
於
﹄
無
此
義，

故
不
可
爲
﹃
烏
﹄
之
異
體
而
代
之
也。

﹃
於
﹄
又
音
﹃
迂
﹄，

作
介
詞，

﹃
烏
﹄
無
此
音
此
職，

故
不
可
代
﹃
於
﹄
而
爲
異
體
也。

常
言
異
體
字
者
兼
廣
狹
二
義
而
謂
之
也。

古
籍
多
用
異
體
字。

如
老
子
﹃
致
虛

極，

守
靜
﹄
之
﹃
篤
﹄
乃
篤
之
異
體
也。

論
語
﹃
眾
星
共
之
﹄
之
﹃
共
﹄
乃
﹃
拱
﹄
之
異
體
也。

不
識
異
體，

則
不
能
讀
其
音
而
明
其
義
也。

書
法
之
作，

避
重
忌
復，

以
求
其
變，
舍
正
就
異，

以
求
其
奇，

故
異
體
之
用，

尤
所
致
意
焉。

蘭
亭
序
﹃
會
于
會
稽
山
陰
之
蘭
亭
﹄
用
﹃
于
﹄，

﹃
欣
於
所
遇
﹄
則

用
﹃
於
﹄，

﹃
俯
仰
一
世
﹄
用
﹃
俯
﹄，
﹃
俛
仰
之
間
﹄
則
用
﹃
俛
﹄，

皆
求
其
變
也。

﹃
脩
短
隨
化
﹄
不
用
﹃
修
﹄
而
用
﹃
脩
﹄，

﹃
蹔
得
于
己
﹄
不
用
﹃
暫
﹄
而
用

﹃
蹔
﹄，

皆
求
其
奇
也。

九
成
宮
奉
旨
而
作，
惕
息
峻
整，

略
無
怠
忽，

然
異
體
之
用
往
往
而
見。

如
不
用
﹃
跨
﹄
而
用
﹃﹄，

不
用
﹃
兆
﹄
而
用
﹃﹄，

不
用

﹃
因
﹄
而
用
﹃﹄，

不
用
﹃
朔
﹄
而
用
﹃
轧
﹄，

不
用
﹃
房
﹄
而
用
﹃﹄，

不
用
﹃
乾
﹄
而
用
﹃﹄，

不
用
﹃
策
﹄
而
用
﹃
筞
﹄，

不
用
﹃
戒
﹄
而
用
﹃﹄，

不
可
盡
舉。

不
識

異
體，

前
修
墨
寶
尚
不
可
誦，

遑
論
乎
揚
手
飛
文，

自
厠
書
家
之
林
哉！

古
人
重
異
體
之
教，

以
多
識
奇
字
爲
譽，

故
無
文
脈
絕
斷
之
虞。

今
之

諸
士
非
不
學
也，

課
本
未
錄，

師
長
不
教，

無
由
學
也。

雖
集
韻、
康
熙
諸
典
廣
收
異
體，

尋
檢
苦
難，

非
常
人
可
辦。

近
見
隴
中
田
應
龍
先
生
大

著
漢
字
楷
書
異
體
字
辨
識
手
稿，

至
爲
欣
忭。

先
生
久
耕
筆
硯，

善
屬
文
而
精
楷
書。

兀
兀
窮
年，

盡
覽
碑
版
法
帖，

捃
輯
異
體
字
三
萬
有
馀。

以
正
爲
目，

分
臚
其
下。

學
者
如
明
其
例，

即
可
知
其
正
而
獲
其
異
焉。

既
知
其
正，

又
識
其
異，

眇
而
轉
明，

漸
可
識
寶
傳
寶
耀
寶
矣。

吾
知

田
先
生
善
爲
異
體
字
鳴
者
也，

故
樂
爲
之
序
焉。

。

庚
寅
孟
冬
于
蘭
州
大
學
知
困
齋

序

一

〇
〇
四



汉
字
楷
书
异
体
字
辨
识

﹃
云
﹄
爲
異
體。

言
﹃
子
曰
詩
云
﹄，

則
﹃
雲
﹄
不
可
代
﹃
云
﹄
而
爲
異
體
焉。

﹃
於
﹄
有
二
讀。

一
讀
﹃
烏
﹄，

義
在
擬
聲，

嘆
詞
﹃
烏
乎
﹄
亦
作
﹃
於
乎
﹄，

﹃
烏
﹄
爲
正
體，

﹃
於
﹄
爲
異
體
也。

然
﹃
烏
雀
南
飛
﹄
之
﹃
烏
﹄，

義
爲
鳥
名，

﹃
於
﹄
無
此
義，

故
不
可
爲
﹃
烏
﹄
之
異
體
而
代
之
也。

﹃
於
﹄
又
音
﹃
迂
﹄，

作
介
詞，

﹃
烏
﹄
無
此
音
此
職，

故
不
可
代
﹃
於
﹄
而
爲
異
體
也。

常
言
異
體
字
者
兼
廣
狹
二
義
而
謂
之
也。

古
籍
多
用
異
體
字。

如
老
子
﹃
致
虛

極，

守
靜
﹄
之
﹃
篤
﹄
乃
篤
之
異
體
也。

論
語
﹃
眾
星
共
之
﹄
之
﹃
共
﹄
乃
﹃
拱
﹄
之
異
體
也。

不
識
異
體，

則
不
能
讀
其
音
而
明
其
義
也。

書
法
之
作，

避
重
忌
復，

以
求
其
變，

舍
正
就
異，

以
求
其
奇，

故
異
體
之
用，

尤
所
致
意
焉。

蘭
亭
序
﹃
會
于
會
稽
山
陰
之
蘭
亭
﹄
用
﹃
于
﹄，

﹃
欣
於
所
遇
﹄
則

用
﹃
於
﹄，

﹃
俯
仰
一
世
﹄
用
﹃
俯
﹄，

﹃
俛
仰
之
間
﹄
則
用
﹃
俛
﹄，

皆
求
其
變
也。

﹃
脩
短
隨
化
﹄
不
用
﹃
修
﹄
而
用
﹃
脩
﹄，

﹃
蹔
得
于
己
﹄
不
用
﹃
暫
﹄
而
用

﹃
蹔
﹄，

皆
求
其
奇
也。

九
成
宮
奉
旨
而
作，

惕
息
峻
整，

略
無
怠
忽，

然
異
體
之
用
往
往
而
見。

如
不
用
﹃
跨
﹄
而
用
﹃﹄，

不
用
﹃
兆
﹄
而
用
﹃﹄，

不
用

﹃
因
﹄
而
用
﹃﹄，

不
用
﹃
朔
﹄
而
用
﹃
轧
﹄，

不
用
﹃
房
﹄
而
用
﹃﹄，

不
用
﹃
乾
﹄
而
用
﹃﹄，

不
用
﹃
策
﹄
而
用
﹃
筞
﹄，

不
用
﹃
戒
﹄
而
用
﹃﹄，

不
可
盡
舉。

不
識

異
體，

前
修
墨
寶
尚
不
可
誦，

遑
論
乎
揚
手
飛
文，

自
厠
書
家
之
林
哉！

古
人
重
異
體
之
教，

以
多
識
奇
字
爲
譽，

故
無
文
脈
絕
斷
之
虞。

今
之

諸
士
非
不
學
也，

課
本
未
錄，

師
長
不
教，

無
由
學
也。

雖
集
韻、

康
熙
諸
典
廣
收
異
體，

尋
檢
苦
難，

非
常
人
可
辦。

近
見
隴
中
田
應
龍
先
生
大

著
漢
字
楷
書
異
體
字
辨
識
手
稿，

至
爲
欣
忭。

先
生
久
耕
筆
硯，

善
屬
文
而
精
楷
書。

兀
兀
窮
年，

盡
覽
碑
版
法
帖，

捃
輯
異
體
字
三
萬
有
馀。

以
正
爲
目，

分
臚
其
下。

學
者
如
明
其
例，

即
可
知
其
正
而
獲
其
異
焉。

既
知
其
正，

又
識
其
異，

眇
而
轉
明，

漸
可
識
寶
傳
寶
耀
寶
矣。

吾
知

田
先
生
善
爲
異
體
字
鳴
者
也，

故
樂
爲
之
序
焉。

。

庚
寅
孟
冬
于
蘭
州
大
學
知
困
齋

序
二

何

钰

《
定
西
日
报
》
原
总
编
辑
田
应
龙
先
生
在
积
年
临
池
习
字
与
书
法
创
作
过
程
中
，特
别
注
重
对
古
代
碑
帖
中
异
体
字
的
搜
求
并
有
独
到

的
见
解
，遂
萌
编
书
之
念
。功
夫
不
负
有
心
人
，经
他
多
年
来
不
懈
地
努
力
，应
▲
博
集
，终
编
就
《
汉
字
楷
书
异
体
字
辨
识
》
一
书
，其
中
收
录

异
体
字
三
万
零
二
百
六
十
二
个
，按
部
首
排
列
，小
楷
胜
清
，堪
称
别
异
体
字
抄
录
奉
呈
，以
供
参
考
。
他
我
为
该
书
写
序
，于
是
不
揣
孤
陋
，

冒
昧
为
文
，谈
点
浅
见
，仅
作
识
后
感
言
。

史
前
时
期
，人
类
社
会
淳
朴
而
无
文
字
，先
民
们
“
穴
居
而
野
处
”
，“
结
绳
而
治
，后
世
呈
人
，易
之
以
书
契
”
，相
传
伏
羲
“
仰
则
观
象
于

天
，俯
则
观
法
于
地
，观
鸟
善
之
文
，兴
地
之
宜
，近
取
诸
身
，远
取
诸
物
，于
是
始
作
八
卦
”(

《
易·

系
辞
下
传
》)

；
又
有
关
于
“
苍
颉
作
书
”

(

《
吕
氏
春
秋·

审
分
览·

君
守
》)

的
传
说
，即
所
谓
黄
帝
时
“
其
史
苍
颉
，又
象
鸟
迹
，始
作
文
字
“(

唐
魏
徽
等
辑
《
群
书
治
要
》
卷
十
一
之
注
引)

。

此
即
言
在
文
字
产
生
之
前
有
一
个
相
当
漫
长
的
无
文
字
记
载
的
“
上
古
”
时
期
，亦
即
考
古
学
所
谓
“
史
前
时
期
”
。
那
时
先
民
们
或
刻
木
为

记
，或
结
绳
而
治
，以
为
记
事
。随
着
人
类
社
会
的
发
展
与
生
活
的
需
要
，人
们
开
始
创
造
文
字
。新
石
器
时
期
，人
们
在
陶
器
上
刻
划
或
绘
制

的
符
号
就
是
最
早
的
文
字
雏
形
。
我
国
有
着
“
书
书
同
源
”
的
传
统
，且
以
黑
色
作
为
“
书
画
”
创
作
“
骨
法
用
笔
”
的
主
要
材
料
，其
可
以
从
新

石
器
时
期
的
彩
绘
陶
器
上
和
秦
安
大
地
湾
出
土
的
距
今
五
千
年
的
仰
韶
文
化
“
地
书
”
得
到
充
分
的
印
证
。郭
沫
若
先
生
认
为
“
刻
划
的
意
义

序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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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至
今
虽
未
阐
明
”
但
无
疑
是
具
有
文
字
性
质
的
符
号
…
…
彩
陶
上
的
那
些
刻
划
记
号
，可
以
肯
定
地
说
就
是
中
国
文
字
的
起
源
，或
者
中
国

原
始
文
字
的
子
遗
”(

《
考
古
》
一
九
七
二
年
第
三
期
载
郭
沫
若
《
古
代
文
字
之
辩
语
的
发
展
》)

。

文
字
的
出
现
是
人
类
文
明
曙
光
的
启
始
，“
由
于
文
字
的
发
明
及
其
应
用
于
文
字
记
录
而
过
渡
到
文
明
时
代
”(

恩
格
斯
《
家
庭·

私
有
制

和
国
家
的
起
源
》)
。
在
我
国
历
史
上
的
商
代
晚
期
出
现
了
甲
骨
文
，虽
然
它
的
发
现
距
今
仅
一
百
一
十
年(

一
八
九
九
年
发
现)

，但
甲
骨
文
卜

辞
却
是
我
国
目
前
发
现
的
最
早
的
有
系
统
且
比
较
成
熟
的
文
字
，约
有
三
千
多
字
，在
现
代
应
用
的
楷
书
汉
字
中
，有
相
当
一
部
分
可
以
从

甲
骨
文
中
找
到
其
形
成
和
发
展
的
脉
络
及
源
头
。汉
字
是
我
国
文
化
传
承
体
系
几
千
年
来
一
脉
相
承
、从
无
间
断
、不
断
发
展
的
载
体
，它
承

载
着
延
续
中
华
文
明
的
功
能
，由
此
发
展
而
来
的
光
辉
灿
烂
的
中
华
文
化
，是
维
系
我
们
民
族
的
灵
魂
，也
是
植
生
我
们
民
族
的
根
基
。

文
字
是
为
了
使
用
而
产
生
的
“
实
用
品
”
，由
文
字
的
实
用
功
能
分
杂
、发
展
而
成
的
书
法
，则
是
供
人
们
欣
赏
的
纯
粹
的
艺
术
表
现
形

式
。文
字
在
其
被
使
用
的
过
程
中
，出
现
了
许
多
异
体
字
。就
异
体
字
而
言
，可
谓
源
远
流
长
，早
在
甲
骨
文
时
代
就
有
一
字
多
形
的
现
象
，如

“
日
、月
”
二
字
在
甲
骨
文
中
不
同
写
法
的
字
形
至
少
各
有
四
五
个
，而
两
周
金
文
中
一
字
多
形
者
则
更
多
。春
秋
战
国
时
期
，各
诸
侯
国
使
用

的
文
字
亦
不
书
相
同
，一
字
多
形
者
比
比
皆
是
。随
着
文
字
的
发
展
演
变
，各
诸
侯
国
的
文
字
日
益
富
有
地
方
性
，因
此
而
逐
渐
形
成
了
不
同

风
格
的
地
域
文
化
区
，如
三
晋
文
化
区
、齐
鲁
文
化
区
、北
文
化
区
、巴
蜀
文
化
区
、泰
文
化
区
、楚
文
化
区
、吴
越
文
化
区
等
，“
言
语
异
色
。就

文
字
异
形
而
言
，最
为
突
出
地
反
映
在
两
周
彝
器
的
铬
文
即
金
文
方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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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元
前
二
二
一
年
，秦
始
皇
扫
六
合
而
归
一
统
，为
了
加
强
中
央
集
攒
而
来
取
了
诸
多
措
施
，“
车
同
轨
，书
同
文
”(

《
史
记·

秦
始
皇
本

纪
》)
是
其
中
的
一
个
重
要
方
面
，当
时
将
原
六
国
文
字
统
一
规
范
为
“
小
篆
”
。
秦
朝
在
推
行
“
小
篆
”
的
同
时
逐
渐
出
现
了
“
秦
隶
”
如
出
土
的

“
睡
虎
地
秦
墓
竹
简
》
即
为
其
例
，由
“
秦
隶
”
而
发
展
到
后
来
的
“
汉
隶
”
。
魏
晋
以
降
，直
到
隋
唐
，布
局
规
范
、修
短
合
度
、轻
重
中
衡
、懈
横

和
谐
、壮
亚
肃
穆
的
楷
书
汉
字
才
通
行
天
下
，它
在
现
代
社
会
生
活
中
，仍
然
发
挥
着
拯
其
重
要
的
交
际
作
用
，从
而
反
映
出
中
国
汉
字
的
形

体
由
繁
到
简
的
发
展
规
律
，体
现
着
汉
字
在
其
被
使
用
的
过
程
中
新
陈
代
谢
、日
益
完
善
并
向
简
化
和
书
写
便
捷
的
方
向
发
展
着
。
汉
字
发

展
到
东
汉
便
出
现
了
以
“
六
书
”
理
论
系
统
地
分
析
研
究
字
形
、解
释
音
述
字
义
的
字
典
—
——
许
慎
的
《
说
文
解
字
》
，它
是
我
国
语
言
文
字
学

史
上
的
一
部
巨
著
，有
着
画
时
代
的
意
义
。《
说
文
解
字
》
收
录
九
千
三
百
五
十
三
个
篆
体
汉
字
，归
纳
为
五
百
四
十
部
，它
据
形
系
联
，“
分
别

部
居
，不
相
杂
厕
”
，创
立
了
部
首
检
字
法
。该
书
保
存
了
大
量
文
字
资
料
，集
中
反
映
了
汉
代
学
者
对
汉
字
的
形
、音
、义
的
研
究
成
果
，从
此

以
字
头(

即
部
首)

顺
序
编
排
字
典
的
法
则
一
直
沿
用
至
今
。
《
说
文
解
字
》
是
研
究
文
字
必
不
可
少
的
津
梁
，诈
慎
在
该
书
中
对
“
六
书
”
定
义

为
“
指
事
、象
形
、形
声
、会
意
、转
注
、假
借
”
，还
收
录
了
不
少
汉
以
前
的
篆
体
异
体
字
，如
“
厚
”
字
就
有
三
种
不
同
的
形
体(

、厚
、历)

。
魏
晋

以
后
的
体
写
经
中
异
体
字
屡
见
不
鲜
，如
藐
、获
，萨
、尔
、尔
，▲
，无
、无
，寂
、守
等
等
，其
中
有
些
字
已
成
为
现
代
通
用
的
简
化
汉
字
。

关
于
异
体
字
的
形
成
有
些
可
能
是
因
个
人
的
书
写
习
惯
和
风
格
所
致
，复
来
被
从
人
学
习
采
用
，遂
约
定
俗
成
，求
同
存
异
，与
兴
俱

进
，一
直
沿
用
。时
至
今
日
，国
家
规
定
以
国
务
院
颁
布
的
统
一
规
范
的
简
化
汉
字
作
为
表
述
书
面
语
言
的
标
准
文
字
，但
在
书
法
创
作
中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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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审
美
的
需
要
或
传
统
的
写
法
，以
异
体
字
入
书
者
时
而
有
之
。

本
人
学
浅
，虽
临
池
无
成
，却
性
好
览
赏
，然
而
对
于
异
体
字
专
著
末
见
先
例
，就
这
部
《
汉
字
楷
书
异
体
字
辨
识
》
而
言
，它
是
田
应
龙

先
生
在
研
究
传
统
文
化
有
关
文
字
学
学
术
方
面
的
一
个
成
果
和
贡
献
，它
不
仅
对
于
阅
读
古
籍
、保
存
文
字
资
料
、训
诂
文
字
、研
究
文
字
、

研
究
书
法
以
及
在
探
讨
古
代
文
化
方
面
具
有
一
定
的
参
考
价
值
，而
且
还
是
具
有
欣
赏
价
值
的
一
部
小
楷
书
法
力
作
，相
信
该
书
一
定
会

得
到
古
籍
阅
读
者
、文
字
研
究
者
书
法
爱
好
者
的
青
睐
和
赞
许
。

公
元
二○

○

九
年
国
庆
佳
节

撰
于
安
定
居
次

（
原
定
西
地
区
博
物
馆
馆
长
、副
研
究
员
，现
任
定
西
市
文
史
研
究
会
会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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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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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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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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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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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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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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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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