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言

『
文
淵
閣
四
庫
全
書
』
集
部
八
總
集
類
收
『
甬
上
耆
舊
詩
』
三
十
巻
、
題
「
監
察
御
史
胡
文
學
編｣

。『

提
要
』
云
、

「
國
朝
胡
文
學
輯
、
而
其
友
人
李�

嗣
為
之
敘
傳
者
也
。」

又
云
、

「�

嗣
嘗
�
甬
上
耆
舊
傳
、
紀
其
�
先
哲
行
事
頗
詳
。
文
學
因
即
其
傳
中
之
人
搜
�
�
詩
、
論
定
編
次
、
而
各
以
原
傳
系
之
。

(

�)

」

是
先
有
胡
文
學
輯
詩
之
舉
、
而
李�

嗣
為
之
敘
傳
者
乎
。
抑
胡
文
學
之
輯
詩
即
以
李�

嗣
『
耆
舊
傳
』
為
本
、
而
搜
�
傳
中
之
人

�
詩
所
成
者
乎
。『
提
要
』
所
�
、
前
後
不
一
、
何
是
何
非
、
實
有
討
探
之
必
要
。
抑
有
�
者
、
通
讀
三
十
巻
全
篇
、
則
傳
中
所

�
與
�
�
詩
篇
、
無
論
篇
數
或
詩
中
	
事
、
皆
若
合
符
節
、
息
息
相
關
。
况
所
�
李
氏
宗
族
�
詩
、
皆
署
「
先
…
…
處
士｣

・

「
先
…
…
先
生｣

、
此
非
胡
文
學
所
能
書
題
者
。
是
『
傳
』
與
『
詩
』
應
出
同
一
人
之
手
、
蓋
無
可
或
疑
也
。
要
之
、
敘
傳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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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李�

嗣
、
則
詩
之
�
�
者
亦
為
李�

嗣
。
其
署
「
胡
文
學
輯
」
者
、
蓋
非
其
實
矣
。

前
�
『
陳
沂
及
其
憶
昔
四
首』

、
嘗
據
楊
鍾
羲
『
雪
橋
詩
話』

、
致
疑
甬
上
耆
舊
詩
・
傳
皆
出
李�

嗣
之
手

(

�)

。
當
時
限
於
主
題
、

未
遑
深
論
。
其
後
忙
於
他
務
、
無
暇
再
及
。
匆
匆
數
年
、
轉
瞬
易
�
、
而
耆
舊
詩
・
傳
之
編
著
問
題
始
終�

繞
於
胸
中
、
未
嘗
或

忘
。
今
（
二
〇
〇
八
年
）
春
以
來
、
重
讀
該
書
、
並
收
集
李�

嗣
及
其
有
關
之
資
料
、
益
信
前
所
致
疑
者
自
可
成
立
、
遽
思
考
訂

辯
疑
、
了
却
三
百
年
來
一
段
公
案
、
而
為
讀
誦
『
甬
上
耆
舊
詩
』
者
提
供
編
者
之
確
切
名
姓
、
此
者
斯
文
之
所
由
作
也
矣
。

又
甬
上
耆
舊
詩
之
集
實
出
李�

嗣
之
手
、
溯
源
其
説
、
蓋
始
於
�
宗
羲
（
一
六
一
〇
―
一
六
九
五
）『

李
杲
堂
（�

嗣
）
先
生

墓
誌
銘』

。
其
言
曰
、

「
先
生
愍
郡
中
文
獻
零
落
、
倣
�
山
（
元
好
問
）『

中
州
集
』
例
、
以
詩
為
經
、
以
傳
為
緯
、
集
甬
上
耆
舊
詩
、
搜
尋
殘
帙
、

心
力
倶
枯
。
其
布
衣
孤
賤
、
尤
所�

結
、
婉
轉
屬
人
、
則
頓
首
丁
寧
、
使
其
感
動
、
奪
之
鼠
塵
績
筐�

笛
之
下
、
以
發
其
光
彩
。

若
片
紙
未
出
、
先
生
自
比
長
吉
（
李
賀
）
の
中
表
、
凛
乎
有
不
�
之
懼
焉
。」

(

	)

李�

嗣
嘗
問
作
古
文
法
於
�
宗
羲
、
不
肯
執
弟
子
禮
、
而
詩
文
酬
唱
、
過
從
甚
密
、
誼
在
師
友
之
間
。『
墓
銘
』
又
應�

嗣
之
子

李
暾
・
長
婿
萬
斯
備
之
請
所
作
、
蓋
可
視
為
信
實
。
要
之
、『
甬
上
耆
舊
詩
』
之
編
纂
、
襄
助
者
固
有
其
人
、
然
以
詩
為
經
、
以

傳
為
緯
、
則
李�

嗣
竭
盡
心
力
之
所
成
、
蓋
無
可
或
疑
矣
。
四
庫
全
書
修
纂
之
際
、
或
未
及
一
見
�
宗
羲
所
�
『
墓
誌
銘』

、
致

生
無
端
紛�

。
或
其
所
據
刊
本
逕
已
題
署
「
胡
文
學
輯｣
、
而
四
庫
館
臣
依
樣
鈔
繕
、
而
未
及
校
尠
深
考
者
乎
。

案
『
甬
上
耆
舊
詩』

、
先
有
一
六
七
五
年
胡
文
學
刊
本
、

(


)
其
後
又
有
康
熙
四
十
九
年
（
一
七
一
〇
）
金
南
�
刊
本
、

(

�)

皆
無
眼
福

一
見
、
其
尚
在
人
間
與
否
、
亦
不
得
而
知
。
自
『
四
庫
全
書
珍
本
』(
第
六
集
）
之
發
行
及

(

)

『
四
庫
全
書
』
之
景
印
、

(

�)

文
淵
閣
本

『
甬
上
耆
舊
詩
』
不
啻
化
身
百
千
、
流
傳
�
内
外
、
而
胡
文
學
編
著
其
書
之
説
、
遂
更
膾
炙
人
口
、
而
真
象
霾
晦
、
貽
誤
後
學
可

謂
甚
矣
。
今�

不
再
為
之
一
辯
、
遷
延
時
日
、
更
將
紛
紜
、
蓋
斯
文
之
作
、
又
有
不
得
已
者
在
焉
。

国際文化論集 №39

― ―2



今
以
『
甬
上
耆
舊
詩
』
及
李�

嗣
其
他
著
作
、
分
章
論
�
敘
傳
・
�
詩
皆
出
李�

嗣
之
手
、
旁
及
�
宗
羲
・
全
祖
望
等
人
之
言

辭
以
為
佐
證
、
並
以
胡
文
學
與
李�

嗣
之
交
情
、
討
探
耆
舊
詩
・
傳
之
纂
修
與
梓
行
之
真
象
、
三
百
年
來
之
雲
霧
得
以
掲
開
、
而

『
甬
上
耆
舊
詩
』
之
編
著
能
有
確
切
之
解
明
、
是
所
至
望
焉
。

(

一)

李�

嗣
、
原
名
文
胤
、
字�

嗣
、
以
字
行
、
又
字
�
亭
、
別
號
杲
堂
、�

人
。�

之
西
南
有
四
明
山
、
東
北
有
甬
江
、
是
亦
自

署
四
明
・
甬
上
、
其
地
一
也
。
生
於
明
天
啓
壬
戌
（
一
六
二
二
年
）
四
月
二
日
、
卒
於
清
康
熙
庚
申
（
一
六
八
〇
）
十
一
月
八
日
、

得
年
五
十
九
。
其
大
節
卓
行
略
見
於
�
宗
羲
『
李
杲
堂
先
生
墓
誌
銘』

、
傳
略
事
跡
則
見
全
祖
望
『
東
洲
�
老
李�

嗣
傳

(

８)

』
及

『
李
杲
堂
先
生
軼
事
�

(

９)』

。
著
有
『
西
京
節
義
傳』

・『

杲
堂
詩
文
鈔』

、
都
凡
十
七
種
、
參
見
馮
貞
群
『
杲
堂
著
�
攷

(

�)』

、�

不
具

敘
。李�

嗣
念
里
中
文
獻
將
墜
、
而
先
賢
文
章
散
佚
、
不
忍
坐
視
金
石
之
聲
盡
淪
草
莽
、
�
與
同
郡
至
交
高
宇
泰
期
各
	
書
、
輯
所

未
備
。
宇
泰
倣
郡
乘
、
發
凡
不
�
、�

行
故
里
、
曲
巷


坊
、
有
見
即
書
、
一
祠
一
梁
。
惜
乎
未
能
卒
業
、
而
長
寢
事
訖
。�

嗣

則
傳
先
賢
、
併
�
其
�
草
、
走
訪
故
家
、
殘
箱
敝
篋
、
有
見
即
書
、
一
篇
一
什
、
五
年
而
成
敘
傳
。
以
史
為
綱
、
以
詩
為
目
、
而

一
代
人
物
�
以
不
墜
、
所
謂
「
詩
亡
然
後
春
秋
作｣

、
詩
之
與
史
、
相
為
表
裏
者
也

(

�)

。
此
者
甬
上
耆
舊
詩
・
傳
之
所
由
作
、
蓋
與

�
宗
羲
『
姚
江

詩』

、
皆
本
乎
元
�
山
『
中
州
集』

、
而
同
其
旨
意
者
也
。
甬
上
文
獻
之
重
輯
、
前
輩
�
詩�

為
作
傳
、
其
功
偉

矣
。
而
表
桑
題
梓
、
�
冥
�
以
重
光
、
枌
社
風
流
、
更
藉
以
長
存
於
天
地
之
間
矣
。

李�

嗣
之
敘
傳
・
�
詩
、
襄
助
者
固
有
其
人
、
若
萬
允
誠
之
共
商
去
取
、
蔡
子
佩
之
共
相
讎
校
、
蓋
其�

�

者
。
至
以
文
相
寄
、

勉
以
作
史
、
或
蠹
稾
鼠
篇
之
拾
�
、
或
軼
草

事
之
尋
搜
、
更
是
不
勝
枚
舉
。
然
敘
其
世
次
、
定
其
品
目
、
考
其
支
派
分
承
、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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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從
所
類
、
凡
得
�
家
四
百
三
十
人
、
詩
三
千
有
奇

(

�)

。
一
�
之
論
始
定
、
前
輩
之
人
文
�
得
傳
百
世
而
不�

、
則
李�

嗣
心
力
之

所
萃
、
不
屈
不
撓
之
所
致
者
也
。「
千
年
耆
舊
詩
新
出
、
此
地
先
賢
傳
併
成

(

�)｣

、
書
成
而
益
信
風
流
在
四
明
、
其
言
固
宜
。
然
自
�

「
無
可
開
顔
使
病
輕
、
著
書
差
得
慰
平
生

(

�)｣

、
蓋
是
李�

嗣
之
謙
詞
。
觀
其
於
敘
傳
之
中
、�

再
言
及
甬
上
耆
舊
詩
・
傳
之
編
�
、

不
厭
其
詳
、
蓋
有
不
能
忘
懐
於
胸
者
在
。
其
非
平
生
得
意
事
、
何
能
臻
於
此
乎
。
所
謂
功
成
意
足
之
情
、
自
亦
時
時
流
露
於
字
裏

行
間
者
、
蓋
差
�
其
實
矣
。

�

請
自
『
甬
上
耆
舊
傳
』
中
摘
	
數
則
、
略
加
案
語
、
試
為
探
討
、
一
見
李�

嗣
如
何
自


敘
傳
與
	
詩
皆
出
己
手
之
眞
象
。

巻
二
十
一
『
沈
嘉
則
先
生
明
臣
傳
』
云
、

「
斯
文
之
事
、
壇�

久
虚
、
�
使
世
逾
�
、
而
文
獻
逾
失
�
、
殊
足
嘆
也
。
梨
洲
�
先
生
（
宗
羲
）
謂
余
（
李�

嗣
）
曰
、
及

今
不
為
采
	
、
則
後
此
益
不
可
問
矣
。
是
皆
吾
輩
之
罪
也
。
�
先
生
�
歸
�
姚
江

詩
、
余
亦
有
甬
上
耆
舊
詩
之
�
。」

沈
明
臣
有
豐
對
樓
�
文
四
百
篇
、
其
族
人
持
獻
一
當
事
、
竟
失
於
兵
火
。
明
臣
喜
以
文
寵
同
輩
、
及
所
傳
敘
先
賢
行
事
最
詳
、

然
�
文
散
佚
、
�
致
隆
慶
・
萬
暦
之
事
闕
焉
無
�
。
文
獻
失
�
、
�
使
�
邦
人
文
為
之
湮
没
無
聞
、
豈
可
等
�
視
之
、「
及
今
不

為
采
	
、
則
後
此
益
不
可
問
矣
。」
梨
洲
之
言
是
矣
。
其
歸
而
�
姚
江

詩
、
正
與
李�

嗣
之
�
甬
上
耆
舊
詩
同
其
情
又
同
其
理
。

一
言
以
蔽
之
、
�
・
李
二
人
之
�
詩
、
旨
在
不
忍
坐
視
桑
梓
文
獻
之
失
�
而
已
矣
。『
耆
舊
傳
』
巻
五
『
小
序
』
所
謂
「
及
余
�

先
輩
�
集
、
上
下
千
百
年
、
因
盡
名
曰
甬
上
耆
舊
詩
、
益
使
後
人
識
此
邦
二
千
年
人
文
熾
盛
」
云
云
、
其
�
詩
之
開
宗
明
義
者
也
。

又
『
耆
舊
傳
』
巻
二
十
九
『
呉
應
雷
傳
』
云
、「
去
先
生
（
呉
應
雷
）
二
十
餘
年
、
余
（
李�

嗣
）
始
	
甬
上
耆
舊
詩
。」

同
巻
『
全
大
震
傳
』
亦
云
、

「
及
余
（
李�

嗣
）
客
白
下
、
寓
太
常
莊
�
曉
（
元
宸
）
先
生
官
舍
中
、
見
二
何
（
全
大
震
）
數
�
門
。
莊
先
生
必
為
設
食
、

將
徹
、
出
袖
中
一
油
楮
裹
其
殘
炙
去
、
率
如
是
、
其
客
窮
至
此
。
相
去
三
十
年
、
余
始
�
甬
上
耆
舊
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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呉
應
雷
卒
於
何
年
、
不
得
而
知
。
李�

嗣
之
客
白
下
、
亦
不
知
其
為
何
年
之
事
。
是
二
傳
之
所
�
、
皆
不
足
以
推
算
『
耆
舊
詩
』

始
�
之
年
。
案
李�

嗣
『
卓
有
枚
五
十
序
』
云
、

「
忽
忽
�
時
、
�
已
五
十
。
�
念
里
中
文
獻
多
失
�
、
因
作
耆
舊
傳
十
餘
巻
、
併
採
�
其
�
草

(

�)

。」

是
李�
嗣
始
為
甬
上
詩
人
敘
傳
併
�
其
詩
、
實
在
知
命
之
年
、
即
康
煕
十
年
辛
亥
（
一
六
七
一)

。
上
溯
三
十
年
、
則
是
一
六
四

一
年
。�

嗣
之
客
白
下
、
正
在
弱
冠
之
際
可
知
矣
。

五
十
�
詩
之
説
、
尚
有
其
他
例
証
可
尋
、
今
試
論
之
。
全
祖
望
『
胡�

使
文
學
傳
』
云
、

「
胡�

使
文
學
、
字
	
南
。
…
…
詔
以
四
品
京
卿
用
、
休
沐
歸
里
。
康
熙
辛
亥
、
再
召
以
四
品


掌
河
南
	
。
反
至
濟
上
、
病

作
。
時
已
推
陞
太
僕
少
卿
、
未
上
遽
歸
、
家
居
四
年
而
卒

(

�)

。」

又
李�

嗣
『
�
可
軒
詩
集
序
』
云
、

「
吾
友
胡
	
南
先
生
與
余
少
同
研
席
…
…
及
假
休
沐
里
門
…
…
而
先
生
更
愾
然
謂
余
曰
、
郡
中
先
輩
文
章
散
佚
久
矣
…
…
當
集

曰
甬
上
耆
舊
詩
。
因
盡
出
所
藏
先
輩
行
世
詩
集
、
復
使
余�

搜
隱
佚
及
未
行
世
�
草
…
…
且
人
各
為
立
傳

(

�)

。」

「
休
沐
」
言
休
息
以
洗
沐
也
。
胡
文
學
休
沐
歸
里
之
確
切
年
月
、
今
已
不
可
考
。
然
康
熙
辛
亥
再
召
掌
河
南
	
以
前
仍
在
里
中
、

而
反
至
濟
上
、
病
作
、
雖
已
推
陞
太
僕
少
卿
、
未
上
遽
歸
。
其
後
家
居
四
年
而
卒
、
則
其
卒
應
在
康
熙
十
四
年
乙
卯
（
一
六
七
五

(

))

。

是
胡
文
學
自
休
沐
歸
里
、
除
「
反
至
濟
上
」
及
自
濟
上
返
�
期
間
之
外
、
其
未
嘗
離
家
他
往
可
知
矣
。

又
前
引
『
卓
有
枚
五
十
序
』
所
謂
「
�
已
五
十
」
後
有
「
後
三
年
而
余
二
書
成
、
凡
三
十
餘
巻
、
此
中
文
獻
畧
備
」
云
云
、
則

李�

嗣
五
十
之
後
三
年
、
即
一
六
七
四
年
『
耆
舊
詩
』
與
『
耆
舊
詩
』
二
書
始
成
、
凡
三
十
餘
巻
。
然
康
熙
十
四
年
（
一
六
七
五
）

長
至
日
�
『
甬
上
耆
舊
詩
序
』
則
云
、

「
集
成
、
凡
得
�
家
四
百
三
十
人
、
詩
三
千
有
奇
、
為
四
十
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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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一
六
七
四
年
以
後
、
又
有
所
増
益
、
而
三
十
餘
巻
�
成
四
十
巻
乎
。
總
而
言
之
、
敘
傳
與
�
詩
、
始
於
一
六
七
一
年
、
而
�
於

一
六
七
五
年
、
�
時
四
載
、
始
成
其
書
、
蓋
無
可
或
疑
者
也
。

然
則
其
書
�
成
四
十
巻
、
而
今
所
行
『
耆
舊
詩
』
惟
前
三
十
巻
者
、
何
也
。
案
胡
文
學
�
與
李�

嗣
相
論
定
、「
�
以
前
三
十

巻
先
付
梓
人｣
、
然
工
甫
及
半
、
胡
竟
仙
�
、
即
三
十
巻
本
亦
尚
未
刻
成
。
其
子
�
邁
以
為
先
公
之
業
不
可
中
廢
、
�
梓
成
前
三

十
巻
行
世
。
其
間
詳
情
已
見
李�

嗣
『
甬
上
耆
舊
詩
序』

。
是
胡
文
學
父
子
所
見
者
皆
三
十
巻
本
、
其
欲
刊
行
者
亦
三
十
巻
本
。

文
學
�
後
、
�
邁
繼
其
未
完
之
業
而
已
。『
四
庫
全
書
提
要
』
所
謂
「
本
四
十
巻
、
甫
授
梓
、
而
文
學
即
世
、
其
子
�
邁
因
以
前

三
十
巻
先
刊
行
之｣

、
蓋
非
其
實
矣
。

若
此
、
則
後
十
巻
安
在
哉
。
李�

嗣
『
侍
御
陳
華
庵
先
生
詩
序
』
嘗
自
言
之
、
其
言
曰
、

「
啓
禎
後
詩
十
巻
、
尚
俟
論
定
、
未
出
。」

�
云
「
集
成
、
為
四
十
巻｣

、
又
云
後
十
巻
「
尚
俟
論
定｣

、
前
後
不
一
、
其
意
安
在
。
案
後
十
巻
所
收
、
皆
為
天
啓
・
崇
禎
以
後

詩
、
明
清
鼎
革
、
士
人
處
境
本
已
艱
難
、
甲
申
（
一
六
四
四
）
國
變
之
後
、
行
藏
去
留
更
形
不
易
、
李�

嗣
自
有
其
難
言
之
苦
衷
、

「
尚
俟
論
定
」
蓋
是
一
種
託
詞
。�

學
�
『
續
耆
舊
集
題
辭
』
云
、

「
至
李
隱
君
杲
堂
乃
會
萃
諸
家
、
増
所
未
備
、
倣
中
州
集
之
例
、
人
係
以
傳
、
名
甬
上
耆
舊
集
。
然
杲
堂
同
時
諸
公
以
忌
諱
故
、

別
為
十
巻
、
藏
於
家
、
久
而
失
去

(

	)

。」

蓋
是
其
實
矣
。

全
祖
望
（
一
七
〇
五
―
一
七
五
五
）
之
『
續
甬
上
耆
舊
詩
』
旨
在
補


李�

嗣
所
缺
失
之
十
巻
、
復
念
自
明
季
�
其
年
代
又

百
餘
年
、
不
亟
為
蒐
訪
、
必
盡
泯
没
、
乃�

求
之
里
中
故
家
及
諸
人
後
嗣
、
編
次
收
拾
、
�
令
蒼
燐
碧
血
、
苦
蘖
貞
松
、
無
不
湧

現
鬚
眉
、
�
露
芒
角
、
�
補
李�

嗣
所
闕
十
巻
、
使
成
足
本
、
而
於
�
時
諸
詩
人
、
亦

索
其
吟
詠
�
作
、
點
定
而
論
定
、
書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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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一
百
二
十
巻

(

�)

。
李�

嗣
『
甬
上
耆
舊
詩
』
佚
失
後
十
巻
、
�
致
所
傳
刊
本
亦
�
三
十
巻
、
全
祖
望
之
續
補
正
可
旁
証
其
説
矣
。

(

二)

『

甬
上
耆
舊
傳』

之
外
、
李�

嗣
於
其
他
著
�
中
、
亦�

再
言
及

『

詩』

・『

傳』

之
編
著
皆
出
己
手
一
事
、
益
見
四
庫
全
書

『

提
要』

之
未
可
遽
信
。
今
試
以
卓
有
枚
・
萬
允
誠
・
胡
�
南
三
人
為
例
、
一
見
李�

嗣
如
何

｢

夫
子
自
�｣

其
事
。
李�

嗣

『

卓
有
枚
五
十
序』
云
、

｢

忽
忽
歳
時
、
�
已
五
十
。
�
念
里
中
文
獻
多
失
�
、
因
作

『

甬
上
耆
舊
傳』

十
餘
巻
、
併
採
�
其
	
草
。
晨
夕
詮
次
、
藉
以



日
。
友
人
塘
西
卓
有
枚
以
文
贈
余
、
謂
余
所
著
當
與
陳
留
耆
舊
・
汝
南
先
賢
並
傳
。
兼
以
史
事
相
屬
。
後
三
年
而
余
二
書
成
、

凡
三
十
餘
巻
。
此
中
文
獻
略
備

(
�)
。」

此
文
所
�
、
又
略
見
於

『

卓
有
枚
墓
誌
銘

(
�)』
、
可
互
參
看
。
卓
有
枚
、
杭
州
塘
西
里
卓
爾
康

(

字
去
病)

之
少
子
。
生
有
異
稟
、

其
父
比
諸
枚
皐
、
因
名
曰
人
皐
、
字
有
枚
。
卓
爾
康
志
潔
、
識
堅
、
風
骨
孤
峭
側
出
、
無
所
附
麗
、
以

經
汲
古
為
其
學
、
以
致

君
澤
民
為
其
志
、
藐
然
書
生
、
講
求
國
家
兵
農
禮
樂
要
務
。
有

『

易
説』

五
十
巻
・『

詩
學』

四
十
巻
・『

春
秋
辨
義』

四
十
巻
・

『

河
渠
議』

十
篇
。
卒
於
崇
禎
甲
申

(

一
六
四
四
年
）
十
一
月
、
年
七
十
又
五
。
後
九
年
（
一
六
五
三
年)

、
其
子
人
皐
始
彙
其
全

集
、
鏤
板
行
世
、
而
虞
山
友
人
錢
謙
益
為
之
序

(

�)

。

卓
爾
康
悉
以
所
疏
解
經
義
及
他
言
防
邊
治
河
賦
役
諸
書
日
與
有
枚
相
指
授
、
有
枚
�
得
盡
傳
家
學
。
爾
康
卒
後
、
錢
謙
益
一
見

有
枚
、
極
喜
、
謂
故
人
有
子
。
因
與
�
文
章
宗
派
、
及
作
者
大
義
、
務
合
于
法
、
以
是
有
枚
能
治
古
文
詞

(

�)

。

有
枚
性
樂
交
四
方
奇
士
、
李�

嗣
則
自
二
十
七
歳
以
後
即
閉
門
與
當
世
相
隔
、
二
人
敘
交
始
於
何
時
、
今
已
不
得
而
知
。
然
李

�

嗣
年
五
十
（
一
六
七
一
年
）
初
�『

甬
上
耆
舊
傳』

、
有
枚
即
贈
文�

嗣
論
所
�
�
、
當
與
陳
留
耆
舊
・
汝
南
先
賢
並
傳
、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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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以
史
事
相
勉
。
李�

嗣
感
奮
之
餘
、
更
有
相
知
之
感
、
而
慨
然
有
「
今
予
幸
于
當
吾
世
、
去
吾
數
百
里
、
而
傳
有
一
有
枚
知
我
。

其
人
即
不
相
識
、
其
相
合
已
深

(

�)

」
之
言
矣
。

作
者
�
、
知
者
益
�
。
李�

嗣
之
深
契
於
卓
有
枚
者
、
誠
以
有
枚
深
知
其
�
�『

詩』

・『

傳』

之
旨
意
。
李�

嗣

『

宋
母
某
太

夫
人
五
十
序』

中
所
謂
「
余
�
�
甬
上
耆
舊
傳
、
併
定
其
詩
。(

董)

巽
子
（
�
權
）
為
有
枚
言
、
有
枚
因
以
文
相
寄
、
勉
以
作

史
、
其
辭
簡
雅
有
體
、
是
有
枚
能
知
余
也

(

�)

」
是
矣
。
而
李�

嗣
自
身
之
於
甬
上
耆
舊
、
又
有
萬
允
誠
所
謂
「
已
等
諸
日
月
不
刊
之

書
」
之
抱
負
與
期
待

(
�)

、
更
是
不
待
多
言
者
矣
。
惜
乎
四
庫
館
臣
未
能
一
見
及
此
、
致
生
無
端
紛
爭
。

卓
有
枚
少
李�

嗣
三
歳
、
享
年
五
十
有
四
、
則
其
卒
應
在
戊
午
之
年
（
一
六
七
八)

。
有
枚
嘗
相
期
一
過�

河
訪
李�

嗣
而
未

果
、
及
其
卒
、�

嗣
銘
其
墓
曰
、

「
後
千
歳
望
一
人
知
我
者
、
今
則
同
一
世
也
。
	
萬
里
望
一
人
知
我
者
、
今
則
間
一
江
也
。
慕
其
文
者
不
必
慕
其
衣
冠
杖
履
也
。

愛
其
人
者
不
必
愛
其
音
咳


貌
也
。｣

悲
哉
。
間
一
江
而
不
得
一
執
手
一
望
見
風
貌
、
讀
之
、
令
人
浩
�
久
之
。

其
次
請
�
萬
允
誠
。
李�

嗣

『

御
李
集
序』
云
、

「
�
余
�
甬
上
耆
舊
傳
、
併

其
詩
。
惟
與
允
誠
相
商
。
謂
持
一
�
啓
、
傳
諸
國
中
、
漫
求
之
、
人
亦
漫
應
之
、
先
輩
�
詩
終

不
出
、
不
如
因
人
而
隨
索
其
詩
。」

是
薦
紳
家
藏
草
、
至
布
衣
隱
軼
、
即�

碎
鼠
殘
皆
所
在
搜

。
若
呉
鼓
和
（
應
雷
）
詩
、
因
允
誠
常
宿
東
皐
錢
氏
而
發
現
。
葉
鄭

朗
（
太
叔
）
未
刻
詩
一
巻
、
倶
老
筆
横
�
一
時
、
亦
允
誠
買
舟
往
櫟
社
所
得
。
復
於
村
中
得
李
孝
謙
（
本
）『

中
林
集』

、
李�

嗣

苦
覓
其
稿
未
得
、
為
之
驚
喜
。
其
他
屬
人
覓
金
白
雲
（
華)

・
胡
百
藥
（
一
桂)
・
呉
笨
子
（
士�

）
諸
老
詩
、
李�

嗣
為
拜
、
萬

允
誠
亦
從
拜
。
故
李�

嗣
自
�
「(

甬
上
耆
舊
詩
・
傳
之
編
�
）
人
知
余
表
彰
先
輩
、
不
知
得
允
誠
相
助
之
力
多
矣

(

�)

。」
誠
是
由
衷

国際文化論集 №39

― ―8



之
言
也
。

李�

嗣
與
允
誠
父
萬
泰
為
忘
年
之
交
、
以
詩
文
�
義
相
切�

。
然�

嗣
行
藏
語
黙
、
奉
萬
泰
為
模
楷
、
雖
友
而
實
師
之
。
萬
泰

（
一
五
九
八
―
一
六
五
七)

、
字
履
安
、
晩
年
自
號
�
菴
。
本
定
�
人
、�

於�

。
先
世
倶
為
將
、
以
忠
義
世
其
家
。
至
萬
泰
始

以
文
章
名
世
、
應
制
舉
、
善
激
揚
士
類
、
有
盛
名

(

�)

。
著
有

『

續
騒
堂
集

(

�)』

。
有
丈
夫
子
八
人
、
斯
年
・
斯
程
・
斯
禎
・
斯
昌
・
斯

�
・
斯
大
・
斯
備
・
斯
同
、
並
�
令
器
、
有
「
八
龍
」
之
�
。
其
第
七
子
斯
備
、
字
允
誠
、
一
字
又
菴
。
萬
氏
兄
弟
�
傳
家
學
、

復
從
姚
江
	
宗
羲
、
以
父
黨
執
經
、
得
聞�

山
劉
宗
周
之
學
。
允
誠
工
詩
、
五
律
尤
精
警
、
搜
討
意
匠
、
蘇
理
血
脈
、
一
字
一
句

無
不
雕
磨
、
有

『

深
省
堂
集

(


)』

。
又
善
書
、
兼
精
篆
刻
。
書
法
深
得
萬
泰
之
傳
、
戈
畫
倶
有
法

(

�)

。

允
誠
娶
李�

嗣
長
女
、
因
問
業
於�

嗣
、
並
從
之
論
詩
、
�
夕
互
相
唱
和
。
二
人
�
是
翁
婿
、
又
是
師
生
、
更
有
世
交
之
誼
、

關
係
之
深
厚
、
蓋
可
想
見
。�
嗣
有
詩
二
三
千
首
、
允
誠
嘗
手
鈔
至
數

、
又
書
��

嗣

『

賣
文
艸

(

�)』

、
別
成
一
帙
。�

嗣
輯

『

甬
上
耆
舊
詩』

、
允
誠
助
之
搜
輯
、
走
訪
不
�
日
、
上
�
呉
鼓
和
諸
人
之
外
、
又
見
呉
商
浩
詩
中
有
「
分
明
更
想
殘
宵
夢
、
故
國

依
然
在
甬
東
、」
則
商
浩
定
為
甬
上
之
人
、
因
得
入
�
賀
知
章
之
後
、
所
得
為
多
矣
。�

嗣
嘗
�
「
允
誠
事
余
若
師
、
余
得
允
誠
、

若
得
一
益
友
。
允
誠
從
余
居
二
十
餘
年
、
未
嘗
有
間
言
有
忤
色
。
允
誠
偶
出
門
、
余
若
失
左
右
手

(

�)

。」
蓋
是
肺
腑
之
言
也
。

其
三
請
�
胡
�
南
。
胡
文
學
、
字
�
南
、
一
字
覺
老
。
少
貧
力
學
、
能
以
肝
胆
待
朋
友
。
與
李�

嗣
束
髪
同
研
席
、
其
後
出
處

不
同
。
�
南
以
順
治
壬
辰
（
一
六
五
二
年
）
�
士
起
家
、
授
真
定
推
官
、
擢
為
監
察
御
使
、
出
按
兩
淮
鹽
漕
。
捐
俸
置
安
定
書
院
、

昌
明
文
昭
之
學
。
其
詩
空
微
雋
永
、
雅
工
艷
體
、
有

『

�
可
軒
詩
集』

、
李�

嗣
為
之
序
。

李�

嗣
則
二
十
七
歳
以
後
即
棄
其
諸
生
、
�
意
人
世
、
杜
門
不
出
、
日
惟
著
書
。
康
熙
戊
午
（
一
六
七
八
年
）
浙
之
大
吏
皆
欲

以
之
應
詞
科
之
荐
、
以
死
力
辭
。
	
容

『

明
�
民
�』

巻
六
為
之
敘
傳
、
全
祖
望
�
為
「
東
洲
�
老｣

、
蓋
可
想
見
其
人
。
萬
斯

同
有
史
館
之
招
、
李�

嗣
送
之
、
而
有
「
鄭
次
都
（
敬
）
能
招�

君
章
（
�
）
同
隱
弋
陽
山
中
、
不
能
禁
其
喟
然
而
別
、
從
此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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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之
事
、
且
有
操
之
者

(

�)

」
之
�
、
斯
同
因
之
終
身
不
受
館
職
。
斯
同
�
秉
承
家
學
、
又
是
梨
洲
入
室
弟
子
、
深
悉�

山
之
學
、
是

於
出
處
�
�
、
更
能
深
契�

嗣
之
風
範
者
也
。

胡
�
南
�
以
�
士
起
家
、
其
出
處
自
與�

嗣
迥
然
有
異
。
康
熙
辛
亥
（
一
六
七
一
年
）
�
南
奉
旨
再
召
、
中
�
告
病
、
停
舟
濟

上
、
終
以
返
�
家
居
、
其

『

望
闕
志
感』

詩
云
、

「
一
身
許
國
謝
菰
蒲
、
回
首
春
明
夢
有
無
。

聖
主
恩
猶
念
犬
馬
、
微
臣
歸
不
為
鱸
魚
。

雲
生
御
苑
星
河
闊
、
月
冷
荒
篷
泰
岱
孤
。

遙
望
齊
州
烟
九
點
、
瓊
臺
金
闕
轉
模
糊

(

	)

。」

病
中
猶
自
不
忘
九
重
金
闕
、
一
意
感
念
聖
主
餘
恩
、
�
南
於
出
處
之
心
情
蓋
可
想
見
。
然
則
「
使
其
同
心
、
無
間
爾
汝
。
不
妨
二

人
、
或
出
或
處
。」
胡
・
李
二
人
之
交
情
友
誼
、
自
束
髪
以
至
老
死
、
始
終
不
渝
者
、
其
在
於
斯
乎
。｢

貧
而
自
高
、
貴
而
能
敬
、」

蓋
可
為
二
人
之
其
真
實
寫
照
矣
。
是
�
南
内
遷
、
詔
以
四
品
京
卿
用
、
休
沐
歸
里
、｢

此
時
相
見
、
月
有
數
日
、」
笑
敘
平
生
、
一

慰�

嗣
實
甚

(


)

。

尤
有
甚
者
、
胡
・
李
二
人
皆
不
忍
先
輩
文
章
散
佚
、
至
使
金
石
之
聲
盡
淪
草
莽
、
而
以
表
彰
先
賢
、
搜
羅
其
�
草
為
志
。
李�

嗣

『

甬
上
耆
舊
詩
序』

云
、

「
因
與
友
人
胡
�
南
先
生
謀
、
以
余
所
�
甬
上
耆
舊
傳
為
本
、
凡
先
賢
士
大
夫
名
章
軼
草
、
有
傳
有
未
傳
、
以
至
單
門
處
士
、

蠹
稾
鼠
篇
、
極
目
所
至
、
無
不
走
訪
。」

期

�
軼
、
頗
極
搜
訪
、
又
可
見
於
二
人
唱
和
詩
中
、
亟
見
其
心
意
之
所
在
。
李�

嗣

『

覓
郡
中
耆
舊
�
詩
四
首』

其
二
云
、

「
突
兀
文
心
祇
自
期
、
書
成
不
愛
世
人
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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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中
苦
覓
陳
�
句
、
架
上
圖
�
徐
渭
詩
。

一
死
一
生
相
嚮
笑
、
身
前
身
後
總
能
奇
。

百
靈
昨
夜
簾
前
聚
、
是
寫
先
生
�
草
時

(

�)

。」

�
南
次
其
韻
曰
、

「
誰
向
生
前
識
子
期
、
要
從
隔
世
敘
相
思
。

愛
奇
更
負
驚
人
句
、
嗜
古
偏
尋
走
甕
詞
。

餐�

飽
魚
深
可
惜
、
鏤
金
題
玉
轉
無
奇
。

昔
賢
留
得
靈
光
在
、
踏
斷
荒
崖
拾
得
詩

(

�)

。」

「
重
向
茂
陵
求
故
札
、
數
從
�
水
問
�
詩
。」
胡
・
李
二
人
心
同
意
同
、
旨
在
必
集
先
賢
耆
舊
、
追
序
其
文
行
。
�
南
因
盡
出
所

藏
先
輩
行
世
詩
集
。
復
使�

嗣
偏
搜
隱
佚
及
未
行
世
�
草
、
合
之
單
章
片
什
、
務
相
珍
重
。
且
人
各
為
立
傳
、
使
文
行
相
衡
。�

嗣
毎
成
一
巻
、
�
南
必
重
為
考
愼
、
然
後
此
中
之
�
論
始
定
。
蓋
欲
合
張
時
徹
	『

郡
誌』

・『

續
四
明
風
雅』

為
一
書
之
意
也

(


)

。

「
盡
出
所
藏｣

、
或
為
提
供
資
料
、
或
為
共
商
去
取
。｢

重
為
考
愼｣

、
或
為
讎
校
、
或
為
提
供
意
見
。
皆
非
直
接
參
與
編
	
之

意
、
而
益
見

『

詩』

・『

傳』

皆
出
李�

嗣
之
手
。
然
則
李�

嗣
之
亟
�
胡
�
南
有
功
於

『

甬
上
耆
舊
詩』

者
何
也
。
一
言
以
蔽
之
、

「
為
之
開
雕
」
也
。
李�

嗣

『

祭
胡
侍
御
文』

云
、

「
余
�
同
里
諸
耆
舊
詩
。
公
（
胡
�
南
）
見
而
喜
、
即
授
之
梨
。
千
年
風
雅
、
得
公
而
表
。」

又

『


可
軒
詩
集
序』

云
、

「
方
先
生
集
（
胡
�
南

『


可
軒
詩
集』

）
甫
成
、
而
已
取
耆
舊
詩
登
於
棗
梨
矣
。
不
亦
洋
洋
大
觀
哉
。」

又

『

甬
上
耆
舊
詩
序』

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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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
�
南
先
生
�
與
余
相
論
定
、
�
以
前
三
十
巻
先
付
梓
人
。
工
甫
及
半
、
而
�
南
云
亡
、
未
及
覩
其
書
之
成
。」

胡
�
南
遽
逝
、
未
及
一
見
其
書
之
成
、
幸
其
子
�
邁
以
為
先
公
之
業
不
可
中
廢
、
�
梓
前
三
十
巻
行
世
。
其
後
李�

嗣
復
�『

甬

上
高
僧
詩』

二
巻
、
凡
二
十
一
人
。
�
邁
又
承
其
父
志
、
為
之
傾
助
。
胡
氏
父
子
倶
有
功
於
文
獻
者
也
。
�
邁
、
字
卓
人
、
一
字

鹿
亭
。
以
擧
人
累
官
河
南
�
御
使
、
順
天
府
丞
。
少
承
膏
腴
之
業
、
喜
讀
書
、
為
人
和
平
長
厚
。
傳
見
全
祖
望

『

續
甬
上
耆
舊
詩

集』

巻
一
百
七
。(

三)

范
氏
天
一
閣
藏
書
為
李�
嗣
提
供
諸
多
資
料
、
有
功
於
甬
上
耆
舊
詩
・
傳
之
編
�
、
足
堪
特
筆
表
彰
。
今�

�

立
一
章
、
一
見

李�

嗣
如
何
取
材
天
一
閣
、
並
從
而
為
耆
舊
詩
之
出
於
李�

嗣
之
手
獲
一
旁
証
焉
。
李�

嗣

『

兵
部
侍
郎
范
公
欽
傳』

云
、

「
�
余
�
里
中
耆
舊
詩
、
公
（
范
欽
）
曽
孫
光
燮
為
余
掃
（
天
一
）
閣
、
盡
開
四
部
書
使
縱
觀
。
因
得
鄭�

陽
（
真)

・
	
南

山
（
潤
玉)

・
謝
廷
蘭
（
瑾)

・
魏
雲
松
（�
）
諸
先
生
集
詩
�
入
�
中
、
倶
前
此
�
家
所
未
見
者
。
其
有
功
吾


文
獻
為
甚
大

矣

(

�)

。」

案

『

耆
舊
詩』

巻
六
�
�
魏�

詩
、
鄭
・
	
・
謝
三
人
詩
則
見
巻
四
。
其

『

按
察
使
謝
先
生
瑾
傳』

云
、

「
�
始
從
范
氏
天
一
閣
得
讀
其
（
謝
瑾)

『

蝸
濡
集』

、
于
腐
題
爛
句
中
、
時
作
驚
人
語
。
老
氣

�
、
方
�
其
人
。
若
非
先
輩

藏
書
、
則
風
流
盡
矣
。」

又

『

訓
導
魏
先
生�

傳』

云
、

「
余
讀
諸
家
所
�
雲
松
詩
、
意
謂
先
生
名
重
、
其
妙
當
不
止
此
。
後
從
范
氏
天
一
閣
得

『

雲
松
詩
畧』

、
始
嘆
一
時
名
公
卿
共

推
重
先
生
為
不
誣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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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欽
、
字
堯
卿
、
一
字
安
卿
、
號
東
明
、
明
嘉
靖
�
士
、
累
官
兵
部
右
侍
郎
。
性
喜
購
書
、
於
舎
中
築
閣
以
藏
之
。
閣
前
有
方
池

半
畝
、
初
名
寳
書
閣
。
因
得
��

斯
所
書
天
一
池
拓
本
、
改
名
天
一
、
取
生
水
厭
火
之
意
、
架
旁
多
置
英
石
、
云
可
辟
�

(

�)

。
盡
購

�
内
異
本
、
別
為
四
部
、
尤
喜
收
注
經
諸
書
及
先
輩
詩
文
集
傳
世
者
。
歿
後
、
子
孫
議
閣
廚
鎖
鑰
、
分
房
掌
之
、
禁
以
書
下
閣
、

封
閉
甚
嚴
、
故
其
書
久
而
不
散
。

癸
丑
之
年
（
一
六
七
三)

、
�
宗
羲
至
甬
上
、
范
友
仲
破
戒
引
其
登
樓
、
悉
發
其
藏
、
並
取
流
�
未
廣
者
抄
為
書
目
。
見
所
著

『

天
一
閣
藏
書
記

(

�)』
。
李�

嗣
之
登
樓
	
其


里
中
耆
舊
詩
之
時
、
即
一
六
七
一
至
一
六
七
五
年
之
間
、
蓋
與
�
宗
羲
相
前
後
也
。

�
・
李
登
樓
之
後
百
年
、
�
有
四
庫
全
書
之
纂
修
、
天
一
閣
之
藏
書
更
為
世
所
重
。
王
先
謙

『

東
華
續
�』

巻
三
十
、
記
乾
隆
三

十
九
年
（
一
七
七
四
）
五
月
丁
未
上

、

「
浙
江
�
波
府
范
懋
柱
家
所
�
之
書
最
多
、
因
加
恩
賞
給

『

古
今
圖
書
集
成』

一
部
、
以
示
嘉
獎
。
聞
其
家
藏
書
處
、
曰
天
一

閣
、
純
用
甎
甃
、
不
畏
火
燭
。
自
前
明
相
傳
至
今
、
並
無
損
壞
、
其
法
甚
精
。
著
傳

寅
著
、
親
往
該
處
看
其
房
間
製
�
之
法

若
何
、
是
否
專
用
甎
石
、
不
用
木
植
、
並
其
書
架
款
式
若
何
、
詳
細
詢
察
、�

成
準
樣
、
開
明
丈
尺
�
覽

(

�)

。」

寅
著
奉

詢
察
後
覆
奏
、
並
將
天
一
閣
建
築
制
式
及
書
架
�
作
規
制
皆
具
樣
�
覽
。
乾
隆
即
倣
其
式
、
詔
建
七
閣

(

�)

、
以
供�

藏

『

四
庫
全
書』

。
文
淵
閣
閣
三
重
、
外
觀
若
兩
、
上
下
各
六
楹
、
層
階
兩
折
而
上
、
瓦
青
�
色
、
閣
前
甃
方
池
、
左
右
列
植
松
檜
、

閣
後
疊
石
為
山
、
其�

范
氏
天
一
閣
式
樣
營
建
、
實
是
明
眼
易
見
。
唯
壯
麗
堂
皇
、
雄
視
天
下
之
勢
、
蓋
非
民
間
所
能
有
。
天
一

閣
藏
書
固
大
有
�
於

『

四
庫
全
書』

之
完
成
、
而
其
構
築
營
�
更
為
藏
書
樓
之
模
楷
、
並
可
傳
之
久
�
者
也
。

�
代
以
後
、
天
一
閣
因�

�

稍
疏
、
日
有
散
亡
。
清
光
緒
間
錢
恂
為
編
書
目
、
與
嘉
慶
時
阮
元
命
范
氏
所
編

『

天
一
閣
書
目』

相
較
、
已
十
不
存
一
矣
。
新
中
國
成
立
、
天
一
閣
即
為
政
府
接
管
、
成
為
重
點
支
持
之
樣
板
單
位
、
旅
遊
滬
寧
杭
者
必
須
一
到
之

地
也

(

�)

。
天
一
閣
自
嘉
靖
至
今
猶
存
、
蓋
非
易
易
。
或
以
「
消
極
之
禁
遏
政
策
」
為
説

(

�)

、
固
有
其
理
、
蓋
以
常
熟
瞿
氏
鐵
琴
銅
劍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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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
不
私
其
藏
」
而
論

(

�)

、
天
一
閣
確
有
「
徒
充
笥
篋
」
之
失
、
不
能
廣
為
嘉
惠
士
林
、
然
綿
延
四
百
餘
年
、
巍
然
獨
存
、
就
私
人

藏
書
史
而
言
、
實
是
�
無
僅
有
、
而

『

四
庫
全
書』

纂
修
之
際
之
�
書
固
不
待
言
、
李�

嗣
�
�『

甬
上
耆
舊
詩』

之
能
獲
見
未

遑
傳
世
之
詩
文
集
、
則
天
一
閣
之
有
功
於
保
存
文
獻
、
蓋
亦
不
可
湮
没
者
矣
。

(

四)

『

甬
上
耆
舊
傳』
出
於
李�

嗣
之
手
、
�
來
向
無
異
辭
。
今
再
從

『

傳』

中
所
�
試
擧
數
事
、
�
強
其
説
。
凡
此
皆�

嗣
自
	

其
先
人
親
屬
、
輩�

長
幼
層
序
分
明
、
�
非
他
人
所
能
言
及
者
。『

先
長
清
處
士
傳』

云
、

「
諱


、
字
叡


、
更
號
長
清
處
士
、(

�

）
嗣
之
五
世
祖
也
。
家
自
二
世
祖
成
�
先
生
・
四
世
祖
肅
齋
先
生
始
以
經
學
世
其

家
。」

又
云
、

「
吾
�
以
詩
學
世
其
家
、
若
楊
氏
…
…
張
氏
…
…
吾
家
自
長
清
（
李

)

・
櫟
軒
（
李
端
。『

耆
舊
詩』

巻
五)

・
楝
塘
（
李
正

華
。『

耆
舊
詩』

巻
十
六
）
諸
先
生
四
世
而
後
顯
、
至
今
三
百
年
、
子
孫
尚
能
傳
其
業
不
衰
。」

案�

砌
街
李
氏
出
宋
忠
襄
公
顯
忠
後
。
李
顯
忠
本
陜
西
青
澗
人
。
初
南
歸
、
奇
節
最
著
、
而
忠
勇
�
人
。
紹
興
間�

立
大
功
、
為

中
興
名
將
、
官
至
太
尉
。
數
破
金
兵
、
幾
復
河
南
之
地
、
為
邵
宏
淵
牽
掣
致
敗
、
李�

嗣
所
謂
「
復
國
讐
、
數
為
當
軸
所
阻
、
以

忠
被
黜
」
者
是
矣
。
及
其
薨
、
南
方
倶
思
之
、
為
立
祠
、�

亦
有
之
。
及
宋
國
事
大
壞
、
顯
忠
諸
孫
避
地
多
散
處
、
有
曽
孫
曰
守

眞
。
守
眞
曰
、�

人
奉
嘗
我
先
人
、
我
其
居�

。
時
在
宋
祥
興
間
（
一
二
七
八
―
一
二
七
九)

、
是
李
氏
居�

之
始

(

)

。�

據
李�

嗣

『

李
氏
家
傳』

列
其
居�

以
後
世
系
、
則
一
世
李
守
眞
、
二
世
李
敬
譽
、
三
世
李
茂
山
、
四
世
李
鼎
、
五
世
李


、
六
世
李
端
、

七
世
李
正
華
、
八
世
李
循
義
、
九
世
李
生
威
、
十
世
李
�
升
、
十
一
世
李
棡
。
李
棡
子
曰
文
胤
、
即�

嗣
、
則
是
第
十
二
世
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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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世
祖
成
�
先
生
」
即
李
敬
譽
、
又
�
仲
�
先
生
、
自
念
先
世
本
宋
室
大
臣
、
恥
復
自
屈
、
始
以
治
經
為
業
、
教
授
其
家
。

四
世
李
鼎
・
五
世
李
�
復
傳
經
、
治
詩
古
文
詞
。
李
鼎
博
學
有
詩
名
、
然

『

耆
舊
詩』

巻
十
六
僅
�
其
五
律

『

雨
�』

一
首
、
蓋

傳
世
不
多
所
致
。
然
則
李
氏
詩
學
或
應
以
長
清
處
士
而
始
盛
矣
。
六
世
李
端
�
工
詩
、
又
�
經
博
學
、
郡
太
守
重
其
名
、
請
為
�

校
五
經
師
。
至
於
李
正
華
、
則
少
傳
大
父
父
家
學
、
又
工
於
詩
、｢

水
到
門
前
三�

合
、
山
來
簷
下
六
峯
前
」
一
聯
、
文
	
明
為

大
書
鐫
於
李
家
門
石

(


)

。
凡
此
皆
非
李�

嗣
所
不
能
言
者
也
。

李�

嗣
又
�
「
吾
家
�
世
授
經
、
所
從
交
遊
復
倶
里
中
宿
老
、
故
所
傳

『

哭
長
清
處
士』

詩
、
�
得
名
作

(

�)

。」
今
試
擧
一
二
章
、

以
饗
讀
者
。
周�

云
、

「
長
清
李
處
士
、
�
國
足
�
賢
。
舊

崔
門
重
、
�
經
伏
氏
傳
。
韭
蔬
四
座
客
、
烟
草
兩
湖
仙
。
今
日
嗟
何
在
、
山
庭
宿
雨
寒
。」

宋
恢
云
、

「
垂
白
傳
經�

水
東
、
曾
聞
人
譽
重
和
雍
。
天
衢
終
嘆
蒲
輪
杳
、
雲
壑
長
哀�

帳
空
。
耆
舊
一
時
堪
補
傳
、
老
成
百
世
自
流
風
。

獨
憐
帳
下
諸
生
在
、
徒
對
高
堂
哭
馬
融

(

�)
。」

倶
足
傳
也
。

李
氏
世
系
�
如
上
文
所
�
、
則
敘
傳
標
題
若
巻
四

『
先
長
清
處
士』

（
李
�)

・
巻
五

『

先
櫟
軒
先
生』

(

李
端)

・
巻
十
一

『

先

侍
御
六
峯
先
生』

（
李
循
義)

・
巻
十
三

『

太
子
太
保
先
少
峯
先
生』

（
李
生
威)

・
巻
十
六

『

先
肅
齋
先
生』

（
李
鼎)

、
一
見
即
知

非
李�

嗣
所
不
能
言
者
。
又
巻
七

『

參
政
張
白
齋
先
生
�
傳』
云
、

「
余
少
從
家
乘
讀
諸
先
輩
贈
先
楝
塘
先
生
詩
、
惟
喜
張
白
齋
先
生
�
一
�
句
。」

案
楝
塘
先
生
即
李
正
華
、
字
本
素
、�

嗣
七
世
祖
也
。
張
�
贈
詩
、�
�
於
後
。

「
楝
塘
仙
几
在
人
間
、
野
氣
春
陰
水
一
灣
。
小
艇
不
量
輕
與
重
、
晩
來�
出
載
青
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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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嗣
�
其
詩
「
發
源
忠
孝
、
倶
本
于
性
情
之
正
、
無
愧
風
雅
。
至
其
為
興
為
比
、
吐
咀
山
川
、
驅
使
雲
鳥
草
木
與
一
時
詞
人
�

不
同
。｣

『

耆
舊
詩』

�
�
三
百
二
十
八
首
、
讀
之
信
然
。

『
耆
舊
傳』

間
或
提
及
李
氏
旁
親
舊
戚
事
、
此
亦
非
李�

嗣
莫
能
�
也
。
巻
二
十
五

『

先
太
保
忠
毅
公�

傳』

云
、

「
字
長
孺
、
號
茂
嶼
、
先
曽
大
父
保
公
（
李
生
威
）
有
孫
七
人
、
公
（
李�

）
為
長
、
先
儀
部
公
（
李
棡
）
最
少
。」

案
李
生
威
有
子
三
人
、
長
為
諸
生
、
尚
大
略
、
不
善
治
生
産
、�

復
喪
、
少
亦
早
卒
。
凡
此
所
生
皆
中
子
李
�
昇
并
其
所
生
、
伯

季
兩
家
都
養
、
門
無
異
烟
。
其
長
兄
之
長
子
即
李�

、
得
�
昇
之
教
養
、
�
登
�
士
為
大
行
、
而
�
昇
之
次
子
李
棡
即�

嗣
之
父

也
。
是
李
生
威
諸
孫
七
人
、
李�

最
長
、
李
棡
最
少

(

	)

。
其
�
李
棡
為
「
先
公
」
者
、
唯
李�

嗣
一
人
而
已
。

又
巻
二
十
三
『
蔡
子
行
先
生
學
用
傳
』
云
、

「(

蔡
學
用
）


�
意
仕
�
、
唯
與
故
人
先
賓
父
・
楊
伯
翼
（
承
鯤)

・
聞
隱
鱗
（
龍
）
諸
先
生
論
詩
�
從
、
不
間
風
雨
、
諸
先

生
倶
兄
事
之
。」

同
巻
『
豐
正
元
先
生
越
人
傳
』
云
、

「(

豐
越
人
）
所
深
知
惟
沈
嘉
則
（
明
臣)

・
楊
伯
翼
・
先
賓
父
數
先
生
。」

案
「
賓
父
」
即
李
生
寅
、
號
暘
谷
、
於�

嗣
為
曽
大
父
行
。
子
�
豐
、
字
子
年
、『
耆
舊
詩
』
巻
十
七
『
布
政
使
張
公
淵
傳
』
所

�
「
公
（
張
淵
）
所
著
『
一
舫
齋
集』

、
為
吾
家
子
年
先
生
所
定
、
故
其
詩
�
工
。」
而
『
壽
張
魯
客
先
生
六
十
序
』
所
�
「
余

（
李�

嗣
）
�
世
廟
以
來
名
公
卿
七
家
詩
、
君
家
方
伯
纓
泉
（
張
淵
）
在
第
四
。
而
公
所
著
『
一
舫
齋
集』

、
經
先
子
年
先
生
裁

定
、
故
其
詩
最
淹
潤
、
足
傳
者
多

(

�)

」
是
矣
。
又
巻
二
十
三
『
李

菴
先
生
�
豐
傳
』
云
、

「
先
生
（
李
�
豐
）
於
先
大
父
（
李
�
升
）
�
少
弟
、
執
禮
甚
恭
。
往
來
尺
牘
尚
存
數
十
。
讀
書
太
白
樓
、
醉
後
大
書
陶
公
飲

酒
詩
贈
先
公
（
李
棡)

、
筆
力
奇
放
、
倶
藏
於
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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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非
親
聞
親
見
如
李�

嗣
者
、
豈
能
言
及
此
乎
。
聞
龍
傳
與
李
生
寅
・
�
豐
父
子
同
見
巻
二
十
三
、
楊
承
鯤
見
巻
二
十
二
、
沈
明

臣
則
見
巻
二
十
一
、
敬
請
參
看
、�

不
倶
敘
。

(

五)

上
文
據
李
氏
親
屬
世
系
重
新
確
認
『
耆
舊
傳
』
之
必
出
於
李�

嗣
之
手
、
如
此
則
傳
中
�
及
『
耆
舊
詩
』
�
�
之
詩
篇
及
其
編

�
之
内
容
、
若
『
詩』
・『

傳
』
非
同
出
一
人
之
手
、
�
�
巧
合
一
致
。
其
能
吻
合
如
一
、
隨
聲
應
�
者
、
足
為
李�

嗣
編
著
『
耆

舊
詩
』
提
供
確
切
不
移
之
證
據
矣
。『
耆
舊
傳
』
巻
二
『
小
序
』
云
、

「
甬
上
文
獻
至
宋
而
始
盛
、
凡
中
	
士
者
六
百
九
人
、
位
至
執
政
者
十
八
人
。
今
所
�


二
十
四
家
、
唯
樓
宣
獻
公
（
鑰
）
得

其
�
集
、
薛
氏
有
世
編
、
故
�
之
為
詳
…
…
。」

同
巻
『
丞
相
魏
郡
鄭
忠
定
王
清
之
傳
』
亦
云
、

「
宋
南
渡
後
、
吾
�
位
至
執
政
者
十
八
人
、
其
詩
存
者
�
少
…
…
今
得
列
此
巻


二
人
。
樓
宣
獻
詩
以
未
見
其
全
集
、
所
�
十

七
首
。
鄭
忠
定
（
清
之
）
詩
為
舊
乘
所
載
、
所
�
五
首
。
嗟
夫
、
詩
文
在
世
、
其
傳
與
不
傳
亦
天
也
。」

案
『
耆
舊
詩
』
巻
二
所
�
共
二
十
四
家
。
位
至
執
政
者


樓
鑰
・
鄭
清
之
二
人
。
樓
詩
所
�
十
七
首
、
鄭
詩
五
首
、『
傳』

・『

詩
』

所
敘
正
合
。

『
耆
舊
傳
』
巻
三
『
小
序
』
云
、

「
大
�
（
一
二
九
七
―
一
三
〇
七
）
至
大
（
一
三
〇
八
―
一
三
一
一
）
間
、
以
袁
文
清
公
（
桷
）
為
制
作
手
。
馬
易
之
以
從

學
來
居
甬
上
、
�

江
南
一
�
、
此
亦
一
奇
也
。
今
合
所
�
十
二
家
為
一
巻
。」

案
『
耆
舊
詩
』
巻
三
收
鄭
芳
叔
・
袁
桷
・
袁�

・
薛
同
孫
・
薛
觀
・
鄭
覺
民
・
薛
宗
簡
・
袁
士
元
・
馬
易
之
・
薛
明
�
・
徐
本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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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質
、
共
十
二
家
、
與
敘
傳
所
�
一
致
。

馬
易
之
世
居
唐
回
鶻
部
、
後
為
南
陽
人
。
以
鄭
覺
民
師
法
甚
嚴
、
乃
齎
粮
從
遊
門
下
、
得
傳
其
學
、
�
卜
居
於�

。
易
之
以
詩

名
、
與
會
稽
韓
與
玉
（
能
書)

・
金
華
王
子
充
（
善
古
文
）
同
至
京
師
、
時
�
為
江
南
三
�
。

『
耆
舊
詩
』
巻
四
�
�
薦
紳
鄭
真
・
薛
敬
・
王
敬
中
・
錢
安
・
薛
服
耘
・
謝
瑾
・
�
潤
玉
・
董
琳
・
周
序
九
人
及
布
衣
李
本

・
李
悌
謙
・
謝
矩
・
楊
範
・
李
�
・
張�

六
人
詩
、
與
同
巻
敘
傳
『
小
序
』
所
�
「
至
洪
建
（
洪
武1368－

1398,

建
文1399－

1402

）
以
來
、
薦
紳
則
有
鄭
教
授
（
真
）
而
下
九
人
、
布
衣
則
有
至
孝
李
先
生
（
本
）
而
下
六
人
」
正
合
。
其
非
出
於
同
一
人
之

手
、
何
能
巧
合
一
至
於
此
乎
。

『
耆
舊
傳
』
巻
八
『
小
序
』
云
、

「
至
成
弘
（
成
化1465－

1487,
弘
治1488－

1504

）
之
間
、
楊
文
懿
（
守
陳)

・
屠
簡
肅
（
僑)

・
張
文
定
（
邦
奇
）
諸
公
倶

上
卿
宿
老
、
身
擅
斯
文
、
余
亦
�
為
四
明
九
先
生
。
合
鈔
其
詩
為
一
巻
、
以
鳴
其
盛
。」

案
同
巻
『
耆
舊
詩
』
所
�
、
除
『
小
序
』
所
言
楊
・
屠
・
張
三
家
、�

有
楊
守
阯
・
李
堂
・
王
應
鵬
・
屠
大
山
・
戴
	
・
張
時
徹

六
家
、
即
所
謂
合
鈔
四
明
九
先
生
為
一
巻
之
意
也
。
又
「
太
淑
人
金
氏
文
貞｣

、
則
以
母
從
子
之
例

(


)

、
附
於
其
子
王
應
鵬
之
後
、

不
在
九
先
生
之
列
也
。

樓
鑰
・
鄭
清
之
・
張
�
所
�
詩
篇
、『
傳』

・『

詩
』
所
敘
正
合
、
已
如
上
�
。
其
他
仍
不
乏
其
例
、�

請
列
擧
於
後
。
巻
四

『
參
政
王
公
敬
中
傳
』
云
、

「
子
同
（
王
敬
中
）
有
詩
名
、
�
艸
失
傳
、
今
所
存
七
律
三
首
、
亦
略
見
音
格
云
。」

案
『
耆
舊
詩
』
所
�

三
首
、
皆
七
律
。

同
巻
『
按
察
使
謝
先
生
瑾
傳
』
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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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
按
兩
家
（
沈
�
・
戴
南
江
）
所
�
吾
�
詩
源
、
一
以
鄭
千
之
（
真
）
為
擧
首
、
一
以
謝
廷
蘭
（
瑾
）
為
擧
首
。
鄭
先
生
家

學
淵
源
、
蔚
然
作
者
、
余
已
�
其
全
集
�
冠
此
巻
。
及
讀
謝
先
生
傳
、
意
其
�
才
氣
、
歴
落
自
許
、
詞
賦
流
傳
、
為
當
代
巨
公

所
重
、
而
諸
�
家
�
�
一
首
、
意
殊
不
滿
…
…
今
�
�
其
七
言
七
首
、
他
若
…
…
並
奇
句
也
。」

案
『
耆
舊
詩
』
巻
四
首
�
鄭
真
、
李�

嗣
	
「
�
冠
此
巻
」
是
矣
。
又
所
�
謝
瑾
詩
『
金
山
寺』

・『

長
淮』

・『

梧
江』

・『

汾
西
縣』

・『

歸
牧』

・『
羅
江
神
祠』

・『



陵
廟
』
七
篇
皆
七
言
律
體
。

巻
五
『
兵
部
員
外
郎
嚴
公
端
傳
』
云
、

「
時
	
公
（
嚴
端
）
為
詩
奇
俊
脱
俗
、
更
妙
于
體
物
、
而
今
傳
者
甚
少
、
幸
�
其
一
詩
、
稍
見
風
�
。
吉
人
之
詞
、
雖
少
而
彌

重
也
。」

又
巻
三
十
『
董
文
學
世
登
傳
』
云
、

「
�
詩
數
巻
、
藏
于
家
、
被
火
失
傳
、
�
從
詩
括
中
�
得
一
首
、
為�

惜
久
之
。」

案
『
耆
舊
詩
』
所
�
嚴
端
詩
「
湖
海
當
年
已
倦
游
、
風
波
無
地
可
藏
舟
。
何
如
今
日
城
西
寺
、
半
醉
花
茵
臥
石
頭
。」(『

游
福


菴』

）
七
�
一
篇
而
已
。
董
世
登
亦
唯
『
千
丈
巖
』
五
律
一
首
、
聊
見
其
詩
風
而
已
。
是
『
詩』

・『

傳
』
若
合
符
節
、
其
非
同
出

李�

嗣
之
手
、
何
能
臻
於
此
乎
。

巻
十
三
『
知
吉
安
府
陳
公
本
深
傳
』
云
、

「
先
六
峯
先
生
（
李
循
義
）
以
御
使
按
江
右
、
至
吉
安
、
特
脩
祭
拜
公
（
陳
本
深
）
祠
下
、
為
文
具
�
公
治
�
、
故
嗣
（
李�

嗣
）
傳
公
得
較
詳
。
…
…
余
�
作
公
傳
、
�
更
從
陳
氏
家
乘
�
得
公
詩
二
首
、
文
翁
・
召
父
復
有
文
章
、
真
竹
帛
之
光
也
。」

案
李
循
義
為�

嗣
八
世
祖
、
所
�
之
事
與
自
	
之
詞
非
李�

嗣
所
不
能
言
者
、
而
同
巻
『
耆
舊
詩
』
所
�
陳
本
深
詩
五
古
七
律
各

一
篇
、『
詩』

・『

傳
』
一
致
又
可
知
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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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案
文
翁
少
好
學
、
�
春
秋
。
景
帝
末
、
官
蜀
郡
守
、
大
興
教
化
。
至
武
帝
時
、
乃
令
郡
國
皆
立
學
校
官
、
自
文
翁
為
之
始
。

『
蒙
求
』
所
謂
「
文
翁
興
學
」
是
矣
。
又
召
信
臣
為
南
陽
太
守
、
好
為
民
興
利
、
吏
民
親
愛
之
、
號
之
曰
「
召
父｣

。
文
・
召
二

人
皆
有
善
政
於
民
、
其
事
倶
見
『
�
書
・
循
吏
傳』

。

陳
本
深
守
吉
安
、
大
起
學
舎
、
立
忠
節
祠
、
築
堤
捍
水
、
復
諸
廢
。
郡
中
無
事
、
益
疎
闊
法
網
、
與
民
休
息
。
及
特
勅
還
�
、

送
舟
聯
數
十
里
、
帆
櫓
相
接
。
李�

嗣
喩
之
為
文
翁
・
召
父
也
。

巻
二
十
九
『
全
公
子
大
震
傳
』
云
、

「
余
始
�
甬
上
耆
舊
詩
、
因
憶
二
何
（
全
大
震
）
諸
作
、
從
里
中�

索
其
�
草
…
…
久
之
、
乃
自
其
從
弟
完
白
所
得
二
何
存
集

十
帙
之
四
。
急
發
而
讀
之
、
見
其
詩
文
襍
鈔
畧
無
去
取
…
…
乃
特
為
洗
硯
正
席
、
取
四
帙
中
詩
審
定
之
、
唯
存
其
本
色
蒼
健
者

三
十
首
、
其
餘
刪
抹
至
盡
。」

李�

嗣
自
�
�
�
『
甬
上
耆
舊
詩』

、
前
已
言
及
。
是
此
巻
所
�
全
大
震
詩
三
十
首
、
正
與
傳
中
所
�
相
合
、
	
非
偶
然
。
全
大

震
平
日
詩
文


不
能
自
慎
擇
、
即
訟
詞
・�
曲
・
詈
僕
・
罵
鬼
・
俳
謔
漫
語
無
不
�
、
幾
使
老
氣
盡
掩
。
今�

嗣
慎
加
擇
�
、
力

去
其
必
不
可
傳
者
、
然
後
此
老
身
後
精
�
始
大
白
於
天
下
、
而�

嗣
編
著
里
中
耆
舊
�
草
之
苦
心
蓋
可
想
見
矣
。

巻
二
十
九
『
戎
文
學�

傳
』
云
、

「
字
孟
常
、
為
諸
生
、
常
與
家
兄
戒
菴
（
李
文
純
）
同
入
西
川
、
舟
行
所
歴
奇
山
水
倶
有
詩
、
晨
夕
唱
酬
、
工
力
悉
敵
、
其
文

足
照
蜀
中
。
今
相
去
數
十
年
、
孟
常
墓
栢
已
老
、
戒
菴
亦
為
八
十
公
矣
、
因
出
蜀
游
草
一
巻
、
余
為
�
存
之
、
得
十
一
首
。」

案
『
耆
舊
詩
』
�
戎�

詩
十
一
首
、
與
傳
中
所
�
正
合
。
李
文
純
字
�
伯
、�

嗣
伯
父
李�

之
長
子
、
長�

嗣
二
十
三
歳

(

)

、�

嗣

�
之
為
「
同
堂
長
兄｣

。
文
純
於
五
言
�
體
最
�
意
得
、
嘗
自
言
「
吾
詩
當
左
拍
（
孟
）
郊
肩
、
右�

（
賈
）
島
袖
、
元
和
（
八

〇
六
―
八
二
〇
）
寶
暦
（
八
二
五
―
八
二
七
）
間
有
以
位
我

(

�)

。」
蓋
可
想
見
其
詩
風
韻
格
。
李�

嗣
則
�
其
詩
「
體
兼
衆
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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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
幽
異
處
可
方
孟
東
野
（
郊)

、
而
奇
麗
處
則
可
比
李
義
山
（
商
隱)

。
�
兩
言
而
定
、
他
日
以
此
編
附
『
甬
上
耆
舊
傳
』
以
傳

於
世
無
疑
也
。」�

嗣
�
「
此
編
」

『
戒
庵
先
生
詩
集
序
』
在
一
六
八
〇
年
、
時
李
文
純
年
八
十
三

(

�)

、
尚
健
在
於
世
、
是
有

「
他
日
」
云
云
之
言
。

『
蜀
游
草
』
當
是
戎�

・
李
文
純
二
人
同
入
西
川
時
唱
和
之
作
、
數
十
年
之
後
、
尚
存
文
純
之
手
、
一
使
亡
友
�
稿
重
見
天
日
、

戎�

亦
可
謂
幸
矣
。

巻
二
十
九
『
呉
山
人
士�

傳
』
云
、

「
余
�
笨
子
（
呉
士�
）�

品
詩
至
十
首
、
其
餘
奇
句
甚
多
、
更
為
標
出
…
…
」

案
『
耆
舊
詩
』
所
��

品
詩
皆
七
言
律
、
其
『
百
咏
』
或
亦
如
是
。『�

品
』
之
外
、
尚
有
三
十
一
篇
、
皆
五
七
言
�
體
、
當
自

其
游
草
『
文
江
詩
�
』
�
出
、
蓋�
嗣
所
見
笨
子
詩
�
此
二
種
、
又
	
聞
其
他
著
作
甚
多
、
而
苦
覓
不
得
見
。
今
亦
不
知
尚
存
人

間
否
。

巻
三
十
『
陳
山
人
大
魯
傳
』
云
、

「
字
穎
叔
…
…
精
于
史
學
。
嘗
上
取
羲
皇
、


于
元
、
論
斷
其
事
、
盡
為
有
韻
之
文
、
名
曰
『
詩
史』

。
聞
其
巻
帙
甚
多
、
吾

友
陳
子
遜
所
藏
�
首
巻
、
為
�
二
篇
于
此
、
亦
足
�
其
史
學
矣
。」

案
所
�
『
�
帝』

・『


父
許
由
』
五
古
二
篇
皆
論
古
之
作
、『
詩』

・『

傳
』
一
致
、
不
我
欺
也
。

其
他
「
余
嘗
手
�
先
生
詩
七
十
一
首
」(

巻
九
『
布
政
陸
石
溪
先
生
銓』)

・｢

余
�
�
詩
十
三
首
」(

巻
十
一
『
參
議
楊
后
江
先

生
言
傳』)

・｢

余
�
其
不
甚
拗
僻
者
得
二
十
首
」(

巻
二
十
九
『
孫
山
人
儀
傳』

）
倶
與
『
耆
舊
詩』

�
�
之
篇
數
正
相
吻
合
、
益
可

証
實
『
詩』

・『

傳
』
皆
出
李�

嗣
之
手
。
李�

嗣
『
戒
庵
先
生
詩
集
序
』
開
首
即
言
「
余
�
甬
上
耆
舊
傳
、
附
�
其
詩
。」
四
庫

館
臣
或
未
能
一
見
及
此
、
致
生
無
端
紛
爭
、
惜
哉
、
惜
哉
。
况
此
序
�
於
李�
嗣
去
世
之
年
、
視
之
為
最
終
�
言
、
而
澄
清
三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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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來
疑
案
、
不
亦
可
乎
。『
甬
上
耆
舊
詩
』
行
世
後
、
李�

嗣
嘗
有
一
書
答
漂
陽
周
二
安
、
自
�
「
僕
…
…
亦
嘗
集
甬
上
人
物
、

起
越
大
夫
種
・
�
大
里
�
公
、
以
及
（
明
）
神
（
宗
）
熹
（
宗
）
之
末
二
千
年
間
諸
先
賢
倶
加
論
載
、
為
『
甬
上
耆
舊
傳』

、
併

�
其
詩

(
�)

。」
夫
子
自
�
、
言
之
鑿
鑿
、
據
此
確
認
『
詩』

・『

傳
』
皆
出
李�

嗣
之
手
、
夫
復
何
疑
哉
。

注

(

�)

見
圖
①
。

(

�)

見
桃
山
學
院
大
學
『
国
際
文
化
論
集
』
第
二
十
一
号
。
二
〇
〇
〇
年
三
月
。

(

	)

見
『
�
宗
羲
全
集
』
第
十
册
『
南
雷
詩
文
集
』[

上]

。
沈
善
洪
主
編
、
呉
光
執
行
主
編
。
浙
江
古
籍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七
年
。

(


)

詳
見
後
文
第
二
章
。

(

�)

見
楊
家
駱
『
四
庫
全
書
大
辭
典』

。
北
京
中
國
書
店
、
一
九
八
七
年
。

(

�)

一
九
七
六
年
臺
北
臺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

(

)

一
九
八
八
年
臺
北
臺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

(

�)

全
祖
望
輯
『
讀
甬
上
耆
舊
詩
』
巻
五
十
三
。
民
國
六
年
七
年
四
明
文
獻
社
據
靈�

館
謝
氏
藏
本
排
印
。
所
見
凡
有
二
本
、
一
在
京

都
大
學
人
文
科
學
研
究
所
、
一
在
臺
北
中
央
研
究
院
傅
斯
年
圖
書
館
。
國
學
保
存
會
亦
嘗
排
印
、
收
於
『
國
粹
叢
書』

、
今
藏
臺
北
中

央
圖
書
館
。
該
館�

藏
有
舊
鈔
本
一
百
四
十
巻
十
六
册
（
參
見
『
國
立
中
央
圖
書
館
善
本
書
目
』
増
訂
二
版
第
三
册
、
一
九
八
六
年)

、

巻
數
・
編
次
與
排
印
本
不
同
、
參
見
注(

�)

。

(

�)

見
�
�
雲
校
注
『�

埼
亭
集
』
外
編
。
臺
北
國
立
編
譯
館
主
編
・
出
版
。

(

�)

載
張
壽
�
輯
刊
『
四
明
叢
書
』
第
一
集
『
杲
堂
詩
文
鈔
』
巻
首
。
新
文
豐
出
版
公
司
影
印
。
案
『
西
京
節
義
傳』

、
清
初
開
雕
、

全
祖
望
為
之
題
辭
。
然
閲
歳
三
百
、
傳
佚
不
見
。
清
光
諸
間
、
郭
傳
璞
得
其
『
傳
論
』
二
巻
、
刻
入
『
金
峩
山
館
叢
書』

、
並
改
「
西

京
」
為
「
西
�｣

。
己
丑
一
九
四
九
年
、
馮
貞
羣
於
李
翼
鵬
茂
才
處
得
杲
堂
未
刻
稿
、
中
有
『
傳
論
』
二
首
為
刻
本
所
�
。
復
取
『
續

甬
上
耆
舊
詩
』
所
�
、
校
其
同
異
、
刊
於
『
四
明
叢
書
』
第
八
集
（
見
馮
貞
羣
『
西
�
節
義
傳
論
序』)

。
一
九
五
五
年
、
饒
宗
�
「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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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傳
之
失
傳
、
乃
發
憤
補�

、」
凡
李
杲
堂
『
西
�
節
義
傳
』
原
書
所
載
人
物
、
悉
據
史
傳
輯
�
。
至
全
祖
望
題
詞
、
曁
翁
元
圻

『
困
學
紀
聞
箋
』
所
補
人
名
、
亦
為
�
傳
。
其
他
『
後
�
書』

・『

華
陽
國
志』

・『

高
士
傳』

、
尚
有
節
士
�
民
、
為
上
列
諸
書
所
未
及

者
、
亦
為
補
入
、
成
『
西
�
反
抗
王
氏
者
列
傳
』
五
巻
（
見
『
�
堂
集
林
・
史
林
』
上
册
。
一
九
八
二
年
中
華
書
局
香
港
分
局)

。

(

�)
見
李�

嗣
『
祭
高
員
外
文
』(『

杲
堂
詩
文
鈔
』
巻
六)

。

(

�)
見
李�

嗣
『
甬
上
耆
舊
詩
序
』(『

四
明
叢
書
』
第
八
集
『
杲
堂
文
續
鈔
』
巻
一)

。
案
其
書
本
四
十
巻
、
後
十
巻
未
刊
、
久
而
亡

佚
、
詳
見
後
文
。
今
文
淵
閣
本
存
三
十
巻
、
凡
得
�
家
三
百
八
十
又
三
人
（
附
入
八
人
、
誤
入
二
人
並
計
數
在
内)

、
見
拙
編
『
甬
上

耆
舊
詩
人
名
字
號
及
其
著
	
表
』(

桃
山
學
院
大
學
『
國
際
文
化
論
集
』
第
三
十
七
号)

。

(


)

見
『
春
霽
病
起
四
首
』
其
二
（『

杲
堂
詩
鈔
』
巻
六)

。

(

�)

同
注(


)

。

(

�)

『
杲
堂
文
續
鈔
』
巻
二
。

(

)

『
續
甬
上
耆
舊
詩
』
巻
八
十
四
。

(

�)

『
杲
堂
文
續
鈔
』
巻
一
。

(

�)

案
李�

嗣
『
祭
胡
侍
御
文
』
�
「
惟
余
與
公
（
胡
文
學)

、
少
而
同
學
。
余
始
十
二
、
公
年
十
八
。」(『

杲
堂
文
鈔
』
巻
六
）
是
胡

文
學
長
李�

嗣
六
歳
可
知
矣
。
李
�
生
於
一
六
二
二
年
、
則
胡
應
生
於
一
六
一
六
年
、
享
年
六
十
。

(

�)

見
『
樗
菴
存
稿
』
巻
二
（『

四
明
叢
書
』
第
一
集)
。

(

�)

案
此
書
寫
本
・
印
本
繁
多
、
巻
數
・
編
次
不
一
、
詳
見
『
續
甬
上
耆
舊
詩
集
考
略
』(

張
美
翊
審
定
、
馮
貞
羣
編
次)

。
嚴
寶
善

『
全�

山
續
甬
上
耆
舊
詩
・
國
朝
耆
舊
詩
稿
本
及
鈔
本
』(『
販
書
經
眼
�』

巻
八
）
並
可
參
看
。
今
此
所
用
者
據
靈�

館
謝
駿
�
本
為

主
、
復
以
鎭
亭
山
房
陸
廷
�
・
伏
趺
室
馮
貞
羣
二
本
參
校
、
凡
一
百
二
十
巻
。
巻
首
目
�
後
、
梁
秉
年
戊
午
（
一
九
一
八
年
）
季
冬
月

識
語
云
、「
吾
�
全
紹
衣
（
祖
望
）
先
生
以�

東
碩
學
任
一
代
文
獻
之
重
、
是
編
輯
於
晩
年
、
係
續
杲
堂
李
氏
『
耆
舊
集
』
而
作
。
自

�
（
慶
）
萬
（
�
）
�
明
季
得
詩
八
十
巻
、
國
朝
順
（
治
）
康
（
熙
）
間
得
詩
四
十
巻
、
總
凡
六
百
家
、
�
�
古
今
體
詩
一
萬
五
千
九

百
餘
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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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見
『
杲
堂
文
續
鈔
』
巻
二
。

(

�)

見
『
杲
堂
文
鈔
』
巻
六
。

(
�)

見
『
牧
齋
有
學
集
』(

錢
仲
聯
標
校
本
、
一
九
九
六
年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
巻
十
八
『
卓
去
病
全
集
序
』
及
巻
三
十
二
『
卓
去
病

先
生
墓
誌
銘』

。

(

�)
見
『
卓
有
枚
墓
誌
銘』

。

(

�)

同
注(
�)
。

(

�)

見
『
杲
堂
文
續
鈔
』
巻
二
。

(

�)

見
徐
鳳
垣
『
杲
堂
詩
鈔
』
巻
首
『
序』

。

(

�)

見
『
杲
堂
文
鈔
』
巻
二
。

(

	)

參
見
李�

嗣
『
孝
廉
萬
先
生
墓
碣
銘
』(『

杲
堂
文
鈔
』
巻
六)

、


宗
羲
『
萬
�
菴
先
生
墓
誌
銘
』(『

南
雷
詩
文
集』

〔
上])

。

(

�)

張
壽

�
入
『
四
明
叢
書
』
第
七
集
。

(

�)

見
『
四
明
叢
書
』
第
四
集
。

(

�)

參
見
葉
銘
『
廣
印
人
傳
』
巻
十
三
、
馮
承
輝
『
國
朝
印
識
』
巻
一
。

(

�)

見
李�

嗣
『
賣
文
艸
自
序
』(『

杲
堂
文
鈔
』
巻
二)

。
(

�)

見
『
御
李
集
序
』(『

杲
堂
文
鈔
』
巻
二)

。

(

�)

見
全
祖
望
『
東
洲
�
老
李�

嗣
傳
』(『

續
甬
上
耆
舊
詩
』
巻
五
十
三)

。
案�

�
臨
別
而
去
、
乃
喟
然
謂
鄭
敬
曰
、「
天
生
俊
士
、

以
為
人
也
。
鳥
獸
不
可
與
同
羣
、
子
從
我
為
伊
（
尹
）
呂
（
尚
）
乎
。
將
為
�
（
父
）
許
（
由)

、
而
父
老
堯
舜
乎
。」
敬
曰
、「
初
從

生
歩
重
華
（
舜
）
於
南
野
（
蒼
梧)

、
謂
來
歸
為
（
赤
）
松
子
、
今
幸
得
全�

樹
類
、
還
奉
墳
墓
、
盡
學
問
�
、
雖
不
從
政
、
施
之
有

政
、
是
亦
為
政
也
。」
蓋
�
志
在
從
政
、
敬
則
清
志
高
世
、
光
武
�
�
不
到
。
事
見
『
後
�
書
』
巻
二
十
九
。
李
賢
注
云
、「
樹
類
、
謂

有
胤
嗣
。」
又
「
是
亦
為
政
」
下
云
、「
論
語
（
為
政
篇
）
孔
子
之
言
也
。
言
隱
�
好
�
、
在
家
孝
悌
、
亦
從
政
之
義
也
。」

(

�)

見
『
續
甬
上
耆
舊
詩
』
巻
八
十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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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見
『
祭
胡
侍
御
文
』(『

杲
堂
文
鈔
』
巻
六
）

(

�)

見
『
杲
堂
詩
鈔
』
巻
六
。

(
�)

同
注(

�)

(

�)
見
『
�
可
軒
詩
集
序
』(『

杲
堂
文
續
鈔
』
巻
一)

。

(

�)
見
『
甬
上
耆
舊
傳
』
巻
十
七
。
案
傳
中
魏
雲
松
作
「
魏
松
雲
」
者
蓋
是
筆
誤
、
今
遽
為
改
正
。

(

�)

見
楊
鍾
羲
『
雪
橋
詩
話
』
三
集
巻
八
。
掲�

斯
（
一
二
七
四
―
一
三
四
四)

、
字
曼
碩
、
龍
興
富
州
（
今
江
西
豐
城
）
人
。
少
處

窮
約
、
平
生
清
儉
。
學
藝
淵
博
、
而
能
以
和
靜
致
治
。
善
楷
書
・
行
・
草
。
臺
北
故
宮
博
物
院
藏
《
唐
陸
柬
之
文
賦
》
巻
後
有
其
至
元

四
年
（
一
三
三
八
年
）
楷
書
題
跋
、
	�

識
七
行
、�

却
鉛
華
、
力
崇
簡
穆
、
為
一
時
合
作
（
參
見
『
故
宮
書
畫


』
増
訂
本
巻
一)

。

(

�)

見
『
�
宗
羲
全
集
』
第
十
冊
『
南
雷
詩
文
集
』[

上]

。

(

)

見
『
十
二
朝
東
華

』
。
台
北
文
�
出
版
社
、
一
九
六
三
年
。

(

�)

即
清
宮
大
内
之
文
淵
閣
、
圓
明
園
之
文
源
閣
、
奉
天
之
文
溯
閣
、
熱
河
之
文
津
閣
、
揚
州
之
文
�
閣
、
鎭
江
之
文
宗
閣
、
杭
州
之

文
瀾
閣
。

(

�)

參
見
駱
兆
平
『
天
一
閣
藏
書
和
書
目』
。
載
入
劉
家
璧
編
『
中
國
圖
書
史
資
料
集』

、
香
港
龍
門
書
店
、
一
九
七
四
年
。

(

�)

見
陳
登
原
『
天
一
閣
藏
書
考』

。
台
北
古
亭
書
屋
、
一
九
七
〇
年
。

案
天
一
閣
藏
書
�
極
浙
東
之
盛
、
范
欽
從
子
范
大
徹
數
從
借
觀
、
范
欽
不
時
應
、
大
徹
拂
然
、
益
�
搜
�
内
異
書
秘
本
、
不
惜
重
資

購
之
充
其
家
。
凡
得
一
種
、
知
為
天
一
閣
所
未
有
、
輒
具
酒
茗
佳
設
迎
范
欽
至
其
家
、
以
所
得
書
置
几
上
。
范
欽
取
閲
之
、
默
然
而
去
。

大
徹
之
嗜
奇
相
尚
可
知
、
而
天
一
閣
之
禁
遏
政
策
亦
可
知
矣
。
又
李�

嗣
家
與
范
大
徹
世
有
姻
、
及
�
耆
舊
詩
、
往
從
其
家
借
書
、
雖

殘
失
過
甚
、
尚
有
存
者
云
云
。
以
上
倶
見
『
耆
舊
傳
』
巻
二
十
七
。

(

�)

瞿
氏
之
不
私
其
藏
、
凡
有
四
端
。
一
、
編
有
精
善
之
藏
書
志
、
俾
世
人
即
目
以
求
。
二
、
有
欲
觀
珍
秘
者
、
許
入
樓
參
閲
。
三
、

珍
善
孤
本
、
或
自
行
�
刻
、
或
借
人
影
印
、
冀
廣
流
傳
。
四
、
慮
宋
刻
元
槧
不
克
盡
行
重
印
、
而
世
之
欲
睹
其
本
者
、
�
訪
莫
由
、
因

擇
尤
印
為
書
影
、
使
人
人
得
鼎
一
臠
。(

喬
衍�

『
鐵
琴
銅
劍
樓
宋
金
元
本
書
影
讀
後
記』

。
見
瞿
啓
甲
所
輯
『
書
影
』
巻
首
。
台
北
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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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書
局
、
一
九
七
〇
年)

。
又
上
�
商
務
印
館
輯
印
『
四
部
叢
刊』

、
其
底
本
借
自
鐵
琴
銅
劍
樓
者
、
凡
八
十
種
。
詳
見
藍
文
欽
『
鐵
琴

銅
劍
樓
藏
書
研
究
』
第
四
章
第
四
節
（
國
立
台
湾
大
學
圖
書
館
學
研
究
所
碩
士
論
文
、
一
九
八
四
年
。）

(
�)

見
『
李
氏
家
傳
』
傳
首
第
一
。『
杲
堂
文
續
鈔
』
附
�
。

(

�)
見
『
甬
上
耆
舊
詩
』
巻
十
六
李
正
華
『
草
堂
�
興
答
見
贈
諸
公
』
詩
後
編
著
者
案
語
。

(

�)
見
『
先
長
清
處
士
傳』

。

(

�)

周
・
宋
二
詩
倶
見
『
耆
舊
詩
』
巻
五
。

(

�)

參
見
『
贈
大
司
馬
前
司
理
少
峯
公
傳
』
及
『
贈
文
林
郎
前
參
軍
二
麓
公
傳
』(

二
傳
皆
載
於
『
李
氏
家
傳
』
正
傳
第
四)

。

(

	)

見
『
杲
堂
文
續
鈔
』
巻
二
。

(


)

李�

嗣
�
�
閨
秀
詩
首
創
「
三
從
之
義｣

、
若
『
耆
舊
詩
』
巻
八
王
太
淑
人
金
文
貞
附
王
應
鵬
、
是
以
母
從
子
也
。
巻
十
陳
恭
人

董
氏
附
陳
束
、
則
以
婦
從
夫
也
。
巻
十
九
屠
瑶
瑟
附
屠
�
、
以
女
從
父
也
。

(

)

『
杲
堂
文
鈔
』
巻
三
『
壽
戒
菴
先
生
七
十
序
』
云
、「
歳
戊
申
（
一
六
六
八
年
）
二
月
、
同
堂
長
兄
戒
菴
（
李
文
純
）
先
生
年
七

十
。」
又
云
、「
即
某
（�

嗣
自
�
）
齒
最
後
、
去
先
生
（
李
文
純
）
二
十
三
年
。」
李�

嗣
�
生
於
壬
戌
一
六
二
二
年
、
則
李
文
純
應

生
於
己
亥
一
五
九
九
年
。
又
『
戒
菴
先
生
生
藏
銘
』
序
云
、「
吾
（
李
文
純
）
年
七
十
有
六
、
旦
暮
可
期
。」
銘
文
末
�
「
甲
寅
孟
冬
、

歳
月
併
敘
。」
甲
寅
一
六
七
四
年
、
年
七
十
有
六
、
愈
見
李
文
純
之
必
生
於
一
五
九
九
年
矣
。

(

�)

見
『
戒
菴
先
生
生
藏
銘
』
序
（『

杲
堂
文
鈔
』
巻
五)
。
銘
文
又
�
入
『
杲
堂
文
續
鈔
』
巻
四
、
題
作
『
戒
庵
藏
須
銘』

。

(

�)

李�

嗣
『
戒
庵
先
生
詩
集
序
』
云
、「
今
歳
先
生
（
李
文
純
）
八
十
三
、
復
手
輯
其
詩
三
冊
。」
又
『�

樵
先
生
集
序
』
云
、「
余

集
世
説
詩
有
曰
、
士
衡
（
陸
機
）
住
東
頭
、
士
龍
（
陸
雲
）
住
西
頭
。
一
為
家
戒
庵
先
生
（
李
文
純)

、
與
余
居
同
宅
、
年
八
十
三
。

一
為
家�

樵
先
生
（
李
文�

)

、
所
居
曰
薜
蘿
巷
、
年
七
十
五
。」(
以
上
二
文
倶
見
『
杲
堂
文
續
鈔
』
巻
一
）
唯
二
文
皆
未
署
明
年
月
。

若
以
注(

)

李
文
純
生
於
一
五
九
九
年
為
據
、
則
其
八
十
三
歳
應
在
辛
酉
一
六
八
一
年
。
然
李�

嗣
卒
於
庚
申
一
六
八
〇
年
十
一
月
八

日
、
不
應
有
辛
酉
為
今
歳
之
言
。
案
李�

嗣
『
壽
三
兄
原
博
先
生
七
十
家
讌
序
』
云
、「
今
歳
己
未
、
三
兄
原
博
先
生
年
七
十
。」
又
云
、

「
前
歳
大
兄
戒
菴
先
生
（
李
文
純
）
年
八
十
、
去
歳
二
兄
克
振
先
生
年
七
十
、
今
先
生
（
原
博
）
復
年
七
十
。」(

見
『
杲
堂
文
續
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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巻
二
）
己
未
一
六
七
九
年
之
前
歳
即
丁
巳
一
六
七
七
年
、
以
虚
歳
計
數
、
李
文
純
時
年
七
十
九
、
然
李�

嗣
已
�
之
為
「
年
八
十｣

。

據
此
計
數
、
則
李
文
純
年
八
十
三
、
應
在
庚
申
一
六
八
〇
年
矣
。

(
�)

見
『
杲
堂
文
續
鈔
』
巻
三
。

提

要

『
甬
上
耆
舊
傳
』
を
は
じ
め
、
李�

嗣
自
身
の
著
�
（『

杲
堂
詩
文
鈔』

・『

杲
堂
文
續
鈔』

）
や
同
時
代
の
�
宗
羲
・
萬
允
誠
の
証
言
、

さ
ら
に
同
�
の
後
輩
の
論
�
な
ど
を
駆
使
し
て
、『
甬
上
耆
舊
詩
』
三
十
巻
の
編
著
に
つ
い
て
新
た
に
考
証
し
、『
耆
舊
詩
』
と
『
耆
舊
傳
』

は
と
も
に
李�

嗣
の
手
に
よ
る
も
の
で
あ
る
こ
と
を
つ
き
と
め
た
。『
甬
上
耆
舊
詩
』
は
『
四
庫
全
書
』
に
収
め
ら
れ
、「
監
察
御
史
胡
文

學
編
」
と
題
さ
れ
て
か
ら
三
百
年
來
の
誤
ち
を
全
面
的
に
訂
正
す
る
も
の
で
あ
る
。

な
お
文
末
に
附
し
た
図
①
図
②
は
『
文
淵
閣
四
庫
全
書
』
景
印
本
よ
り
、
故
宮
文
淵
閣
前
景
は
『
景
印
文
淵
閣
四
庫
全
書
總
目
』
よ
り
、

『
續
甬
上
耆
舊
詩
』
謝
氏
藏
本
は
�
�
雲
氏
の
『
全
祖
望
《�

埼
亭
集
》
校
注
』
よ
り
、
天
一
閣
の
扁
額
や
前
景
な
ど
は
西
島
愼
一
氏
の

撮
影
に
よ
る
も
の
で
あ
る
。
こ
こ
に
誌
し
て
御
礼
申
し
上
げ
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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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１)

圖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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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文淵閣前景

靈�館謝氏藏本《續甬上耆舊詩》
（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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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閣前景

天一閣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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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閣扁額

天一閣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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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usaku HAYASHI

On investigating historical evidence, the books “Yongshang Qijiu shi” and

“Yongshang Qijiu Zhuan” were both written and edited by Li Ye Si and, since

the “Siku Quangshu”, mistakes throughout the Chinese academies have been

completely corr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