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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世
哲
學
精
神
」
譯
序l!

「
中
世
哲
學
精
神
」
是
法
國
學
衛
臨
士
，
中
世
哲
學
權
威
紀
蘭
松
(
開
﹒

立
S
E
D
-
-
m
O訂
)
先
生
所
作
的
一
本
世
界
名
薯
，
主
要
所
闡
述
的
是
在
西

方
哲
學
傳
統
中
，
極
為
深
遠
的
土
林
哲
學
精
義
。
士
林
哲
學
發
展
的
時
期
，
正

與
西
詳
中
世
紀
基
督
宗
教
文
明
的
發
展
相
配
合
，
而
此
一
時
期
的
基
督
宗
教
正

屬
天
主
獸
，
因
此
叉
稱
為
「
天
主
教
哲
學
」
'
但
其
意
羲
並
不
限
於
任
何
宗
教

歸
屬
，
而
在
於
其
所
代
表
的
西
方
哲
學
傳
統
。
既
然
「
深
入
認
識
西
方
」
是
今

日
中
國
文
化
寶
展
的
要
海
之
一
.
，
本
書
的
翻
譯
探
盼
能
有
助
於
中
國
傳
統
哲
學

和
西
洋
士
林
哲
學
的
比
較
研
究
和
相
五
發
明
。
國
內
關
於
此
頓
對
於
中
世
哲
學

的
全
盤
性
、
綜
合
性
研
究
的
翻
禪
迄
今
仍
非
常
有
限
，
民
國
二
十
三
年
商
藹
印

書
館
曾
經
出
版
慶
澤
彭
先
生
翻
譯
，
歐
洲
比
利
時
魯
渡
大
學
教
授
胡
爾
夫
(

巴
巴
『
戶
口
開
口m
d
司
已
同
)
的
名
著
「
中
吉
哲
學
典
文
明
」
，
此
後
回
再
無
同

頸
、
同
水
車
之
譯
作
出
版
。
紀
蘭
松
著
「
中
世
哲
學
精
神
」
一
書
，
可
以
說
在

哲
學
論
述
土
連
勝
前
者
，
希
望
藉
此
能
彌
補
國
內
學
界
在
這
方
面
的
不
足
，
並

滿
足
研
究
者
和
學
生
們
的
需
要
。
最
主
要
更
希
望
它
能
有
助
於
中
西
兩
大
哲
學

傳
統
的
棚
觀
返
本
與
比
較
會
遇
。

把
中
國
傳
統
哲
學
和
西
洋
士
林
哲
學
，
從
流
溯
頓
，
繼
而
對
照
比
較
，
無

論
在
思
想
史
的
暸
解
和
新
理
論
的
建
椅
上
，
都
是
很
富
啟
發
性
的
工
作
。
因
為

兩
者
各
自
為
東
西
方
哲
學
的
兩
大
主
流
，
各
有
深
違
輝
煌
的
傳
統
，
亦
各
自
不

斷
綜
合
各
時
代
的
知
識
和
文
化
成
果
，
並
且
開
啟
後
來
的
學
衛
。
這
兩
道
承
先

啟
後
的
學
衛
生
命
，
皆
曾
經
是
輯
定
各
時
代
東
西
文
化
的
擎
性
。

一
綜
略
莒
之
，
中
國
哲
學
自
尚
書
與
易
經
開
其
端
緒

•• 

俏
書
拱
範
昭
示
皇
極

的
永
桓
哲
學
，
秉
承
大
中
的
精
神
，
將
它
實
現
於
道
﹒
德
規
範
和
敢
抬
制
度
，
使

中
華
初
民
的
宗
教
信
仰
，
轉
變
為
普
遍
的
道
德
精
神

•• 

品
經
張
學
創
造
變
化
的

歷
程
哲
學
，
一
方
面
在
道
德
與
藝
備
中
發
揮
其
創
造
維
新
之
精
神
，
另
一
方
面

干
亦
上
索
太
初
「
品
有
太
極
」
時
的
動
力
棋
頓
，
接
之
為
跟
頭
活
水
。
此
兩
大
幅
個

‘
頭
，
歷
經
諸
位
哲
人
，
發
展
到
先
秦
諸
子
百
家
，
而
骨
幹
其
間
者
，
則
為
備
、

道
、
蠱
三
家•• 

儒
家
意
在
顧
攝
聖
者
氣
象
，
發
揮
一
體
之
仁
，
並
實
現
社
會
正

義
，
訂
定
典
章
制
度
，
重
風
所
謂
「
依
象
制
器
，
以
前
民
用
」
;
道
家
則
胸
醉

在
詩
藝
化
揖
之
中
，
覽
照
於
玄
之
又
玄
，
有
無
同
出
的
形
上
讀
界
。
至
於
壘
家

則
棄
其
宗
教
情
操
，
摩
頂
放
腫
，
為
實
現
兼
愛
精
神
，
利
人
剩
天
，
而
提
倡
科

學
方
法
，
講
求
邏
輯
，
辨
明
因
果
。
綜
合
而
言
，
儒
道
壘
三
家
的
思
想
典
要
皆

在
於
彰
顯
道
德
與
藍
衛
理
想
，
以
安
排
人
生
實
釀
。
東
萬
以
後
，
印
度
佛
學
傳

久
，
次
第
發
展
，
用
宗
教
精
神
、
哲
學
眉
慧
和
嚴
格
的
思
辨
語
言
，
來
提
攜
中

國
固
有
的
價
值
理
想
、
鍾
鍊
中
國
哲
學

l
於
是
產
生
陪
唐
中
國
大
乘
佛
學
各
大

中
世
哲
學
精
神

典
中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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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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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的
會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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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哲
學

l
於
是
產
生
陪
唐
中
國
大
乘
佛
學
各
大



體
系
。
綜
其
要
義
，
乃
在
以
苦
心
黨
心
謀
求
人
類
精
神
之
靈
明
內
照
"
，
在
自
然

哲
學
中
，
則
勘
破
因
擻
，
悟
其
無
自
性
;
在
知
識
論
中
，
則
以
其
繁
雜
之
描
述

現
象
學
，
舖
陳
認
識
結
構
，
文
以
其
超
越
現
象
學
，
以
求
轉
識
成
智
;
在
形
上

學
襄
F
則
不
滯
空
有
，
中
道
平
等
，
以
體
賽
妙
有
之
奧
蘊
;
在
人
性
論
，
則
提

倡
眾
生
皆
有
佛
性
，
皆
應
反e
o智
慧
與
行
動
的
泉
頭
而
成
大
覺
。
如
此
發
展
迄

至
宋
明
，
新
儒
學
三
系
盎
闡
發
展
，
分
別
以
絡
致
性
理
、
擴
充
本
心
、
實
用
事

踢
，
一
二
途
徑
來
家
完
成
道
德
理
想
。
最
後
降
至
清
末
明
初
，
在
西
方
文
化
與
政

治
的
干
預
興
沖
擊
之
下
，
國
人
乃
喪
失
本
有
定
創
竭
力
，
學
風
轉
過
西
方
科
學

思
潮
，
人
性
與
世
界
日
墮
於
物
質
平
面
，
傳
統
價
值
垂
危
欲
浪
，
而
原
以
價
值

哲
學
為
本
質
的
中
國
哲
學
，
值
此
沖
擊
，
竟
無
力
再
推
陳
出
新
，
甚
至
有
「
中

國
哲
學
死
亡
」
之
衷
嘆
!

反
觀
西
方
的
土
林
哲
學
，
則
遠
承
柏
控
圖
、
亞
里
斯
多
德
所
已
醒
龍
合
的

希
臨
思
想
，
近
納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
歡
笑
哲
學
(
尤
其
聖
奧
古
斯
定
思
想
〉
，

自
f
林
哲
學
之
女
安
瑟
莫
啟
其
序
幕
，
區
聖
伯
爾
納
、
伯
納
女
都
等
大
師
，
而

在
十
三
世
紀
的
聖
多
瑪
斯
哲
學
，
中
達
到
輝
煌
的
頂
點
，
正
是
既
有
傳
承
、
文
能

創
造
。
柏
拉
圖
提
倡
、
永
恆
的
理
相
世
界
，
敦
促
現
實
去
追
余
分
享
，
而
戴
米
奧

吉
神
宛
若
一
.
大
喜
匠
，
致
力
於
盟
合
理
相
與
物
質
。
亞
里
斯
今
德
則
剖
示
由
原

質
以
迄
第
，
一
不
被
動
之
主
動
者
，
各
層
次
之
間
由
潛
能
而
實
現
的
發
展
體
系
，

陸
續
展
現
於
其
理
論
哲
學
、
實
儷
哲
學
，
而
止
於
全
面
自
覺
的
思
想
本
身
。
相

、
直
兩
民
颱
岡
億
人
額
思
想
之
使
佼
者
，
但
因
為
缺
乏
自
啟
示
而
得
之
徹
底
而

豐
膽
的
創
造
觀
念
，
路
末
能
完
整
深
入
於
存
在
的
奧
路
。
士
林
哲
學
兼
採
兩
者


之
優
長
，
並
以
聖
經
中
的
宗
教
精
神
和
思
想
(
例
如
創
造
的
觀
念
、
存
有
本
身

、
道
成
肉
身•••••• 

等
)
，
提
昇
兩
系
統
而
予
以
調
和
，
使
理
性
與
啟
示
並
容
，

而
人
生
與
宇
宙
亦
共
獲
根
源
與
歸
趨
。
士
林
哲
學
巨
單
多
瑪
斯
更
為
圓
融
兼
餌

明
的
集
大
成
者
，
以
存
有
哲
學
綜
覽
全
體
，
使
存
有
、
人
生
與
價
值
兼
容
並
菁

、
統
續
發
展
。
在
形
上
學
方
面
指
陳
存
有
本
身
之
豐
富
創
造
力
和
萬
有
的
恰
當

地
位
，
來
結
合
永
恆
與
變
化
，
並
指
出
存
有
界
，
推
釀
出
新
的
創
造
歷
程
;
在
認

中
世
哲
學
稱
職
與
中
函
哲
學
精
神
的
會
通

識
論
上
，
則
更
詳
列
人
的
揖
識
結
構
與
程
序
，
由
數
理
而
心
理
而
形
上
，
步
步

迫
瘤
，
轉
知
識
成
智
慧
，
而
後
發
為
仁
愛
，
產
生
道
德
行
動
。
在
人
性
論
止

2 ，

1

則
人
人
皆
是
按
天
主
的
會
蝕
，
符
合
道
(
即
聖
言
)
的
意
旨
而
造
成
。
非
但
人

如
此
，
萬
物
亦
無
l
u只
買
居
存
有
意
!
便
與
天
主
會
做
.
，
只
要
是
存
有
者
，
便

自
有
道
，
便
能
歸
向
道s
於
是
，
知
識
、
道
德
、
藝
衛
與
宗
教
的
價
值
獲
種
當

的
安
排
;
宇
宙
、
社
會
與
人
生
各
得
其
定
位
。
在
多
瑪
斯
以
外
，
像
伯
爾
納
、

伯
妒
女
都
、
董
司
各
都
等
人
，
亦
皆
共
同
持
守
這
種
天
主
教
哲
學
的
精
神
。
及

至
奧
坎
唯
名
論
出
，
中
世
的
薔
士
林
哲
學
胎
兒
沒
落
。
沒
落
的
主
因
，
誠
如
紀

爾
松
前
一-
Z間
，
是
由
於
各
學
頓
的
後
人
入
主
出
蚊
'
爭
訟
於
語
言
之
間
，
而
忽
略

語
言
所
表
達
的
實
在
。
中
世
土
林
哲
學
在
完
成
了
時
代
佳
麗
之
後
，
不
幸
走
上

式
徵
之
途
。
但
是
，
其
主
要
的
思
想
，
仍
然
直
接
，
問
接
地
影
響
近
代
哲
學
。

十
九
世
紀
末
葉
之
史
學
以
篇
文
藝
種
興
乃
反
對
中
世
黑
暗
時
代
而
起
之
新
思
潮

，
殊
不
知
文
藝
復
R
A

及
近
代
哲
學
多
有
一
黨
費
中
世
士
林
哲
學
者
，
此
在
今
日

日
喝
不
學
之
史
賞
。
F
i
k
之
其
它
研
究
，
言
之
甚
詐
，
不
再
在
此
贅
言
。
其

次
叫
中
世
哲
學
所
用
之
哲
學
術
語
，
亦
沿
用
至
今
，
成
為
西
方
哲
學
語
彙
之
富

臟
。
觀
今
日
甜
離
鹽
落
的
西
方
文
化
中
，
若
有
三
數
可
取
之
精
神
，
往
往
是
紮

根
於
甚
一
督
宗
教
或
中
世
哲
學
典
文
明
所
表
揚
的
價
值
。
二
十
世
紀
以
後
，
中
世

研
究
勃
興
，
西
方
學
術
界
文
重
薪
探
索
中
世
時
代
人
類
之
盟
驗
與
思
想
，
續
發

現
中
世
紀
實
為
文
學
、
藍
衛
‘
宗
教
乃
至
哲
學
上
之
光
明
時
代
。
對
於
士
林
哲

學
加
以
參
考
和
研
究
常
能
啟
發
偉
大
的
思
想
家
(
例
如
，
當
代
大
哲
海
德
絡
的
，

教
職
論
文
是
研
究
董
司
各
都
，
海
民
亦
閱
讀
多
瑪
斯
)
。
十
九
世
紀
末
，
新
士

林
哲
學
運
動
叉
起
，
在
當
代
科
學
新
知
與
哲
學
思
潮
刺
激
之
下
，
新
士
林
哲
學

再
度
蓬
勃
發
展
，
一
方
面
受
多
瑪
斯
、
伯
納
女
都
等
思
想
深
度
的
號
召
，
另
一

方
面
亦
不
甜
與
康
德
哲
學
、
黑
梅
爾
哲
學
、
存
在
主
義
、
現
象
學
、
詮
釋
學
等

m
w

思
想
和
各
種
當
代
科
學
新
知
，
進
行
交
談
，
做
批
蚓
、
綜
合
和
拓
新
的
工
作
。
&

由
上
可
知
，
一
個
思
想
體
系
若
持
有
探
測
的
洞
見
，
一
定
不
會
死
亡
;
只

要
創
造
方
猶
存
，
能
還
鸝
新
現
象
背
後
的
深
度
，
則
常
可
以
再
造
新
蟻
。
士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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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系
。
綜
其
要
義
，
乃
在
以
苦
心
黨
心
謀
求
人
類
精
神
之
靈
明
內
照
"
，
在
自
然

哲
學
中
，
則
勘
破
因
擻
，
悟
其
無
自
性
;
在
知
識
論
中
，
則
以
其
繁
雜
之
描
述

現
象
學
，
舖
陳
認
識
結
構
，
文
以
其
超
越
現
象
學
，
以
求
轉
識
成
智
;
在
形
上

學
襄
F
則
不
滯
空
有
，
中
道
平
等
，
以
體
賽
妙
有
之
奧
蘊
;
在
人
性
論
，
則
提

倡
眾
生
皆
有
佛
性
，
皆
應
反e
o智
慧
與
行
動
的
泉
頭
而
成
大
覺
。
如
此
發
展
迄

至
宋
明
，
新
儒
學
三
系
盎
闡
發
展
，
分
別
以
絡
致
性
理
、
擴
充
本
心
、
實
用
事

踢
，
一
二
途
徑
來
家
完
成
道
德
理
想
。
最
後
降
至
清
末
明
初
，
在
西
方
文
化
與
政

治
的
干
預
興
沖
擊
之
下
，
國
人
乃
喪
失
本
有
定
創
竭
力
，
學
風
轉
過
西
方
科
學

思
潮
，
人
性
與
世
界
日
墮
於
物
質
平
面
，
傳
統
價
值
垂
危
欲
浪
，
而
原
以
價
值

哲
學
為
本
質
的
中
國
哲
學
，
值
此
沖
擊
，
竟
無
力
再
推
陳
出
新
，
甚
至
有
「
中

國
哲
學
死
亡
」
之
衷
嘆
!

反
觀
西
方
的
土
林
哲
學
，
則
遠
承
柏
控
圖
、
亞
里
斯
多
德
所
已
醒
龍
合
的

希
臨
思
想
，
近
納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
歡
笑
哲
學
(
尤
其
聖
奧
古
斯
定
思
想
〉
，

自
f
林
哲
學
之
女
安
瑟
莫
啟
其
序
幕
，
區
聖
伯
爾
納
、
伯
納
女
都
等
大
師
，
而

在
十
三
世
紀
的
聖
多
瑪
斯
哲
學
，
中
達
到
輝
煌
的
頂
點
，
正
是
既
有
傳
承
、
文
能

創
造
。
柏
拉
圖
提
倡
、
永
恆
的
理
相
世
界
，
敦
促
現
實
去
追
余
分
享
，
而
戴
米
奧

吉
神
宛
若
一
.
大
喜
匠
，
致
力
於
盟
合
理
相
與
物
質
。
亞
里
斯
今
德
則
剖
示
由
原

質
以
迄
第
，
一
不
被
動
之
主
動
者
，
各
層
次
之
間
由
潛
能
而
實
現
的
發
展
體
系
，

陸
續
展
現
於
其
理
論
哲
學
、
實
儷
哲
學
，
而
止
於
全
面
自
覺
的
思
想
本
身
。
相

、
直
兩
民
颱
岡
億
人
額
思
想
之
使
佼
者
，
但
因
為
缺
乏
自
啟
示
而
得
之
徹
底
而

豐
膽
的
創
造
觀
念
，
路
末
能
完
整
深
入
於
存
在
的
奧
路
。
士
林
哲
學
兼
採
兩
者


之
優
長
，
並
以
聖
經
中
的
宗
教
精
神
和
思
想
(
例
如
創
造
的
觀
念
、
存
有
本
身

、
道
成
肉
身•••••• 

等
)
，
提
昇
兩
系
統
而
予
以
調
和
，
使
理
性
與
啟
示
並
容
，

而
人
生
與
宇
宙
亦
共
獲
根
源
與
歸
趨
。
士
林
哲
學
巨
單
多
瑪
斯
更
為
圓
融
兼
餌

明
的
集
大
成
者
，
以
存
有
哲
學
綜
覽
全
體
，
使
存
有
、
人
生
與
價
值
兼
容
並
菁

、
統
續
發
展
。
在
形
上
學
方
面
指
陳
存
有
本
身
之
豐
富
創
造
力
和
萬
有
的
恰
當

地
位
，
來
結
合
永
恆
與
變
化
，
並
指
出
存
有
界
，
推
釀
出
新
的
創
造
歷
程
;
在
認

中
世
哲
學
稱
職
與
中
函
哲
學
精
神
的
會
通

識
論
上
，
則
更
詳
列
人
的
揖
識
結
構
與
程
序
，
由
數
理
而
心
理
而
形
上
，
步
步

迫
瘤
，
轉
知
識
成
智
慧
，
而
後
發
為
仁
愛
，
產
生
道
德
行
動
。
在
人
性
論
止

2 ，

1

則
人
人
皆
是
按
天
主
的
會
蝕
，
符
合
道
(
即
聖
言
)
的
意
旨
而
造
成
。
非
但
人

如
此
，
萬
物
亦
無
l
u只
買
居
存
有
意
!
便
與
天
主
會
做
.
，
只
要
是
存
有
者
，
便

自
有
道
，
便
能
歸
向
道s
於
是
，
知
識
、
道
德
、
藝
衛
與
宗
教
的
價
值
獲
種
當

的
安
排
;
宇
宙
、
社
會
與
人
生
各
得
其
定
位
。
在
多
瑪
斯
以
外
，
像
伯
爾
納
、

伯
妒
女
都
、
董
司
各
都
等
人
，
亦
皆
共
同
持
守
這
種
天
主
教
哲
學
的
精
神
。
及

至
奧
坎
唯
名
論
出
，
中
世
的
薔
士
林
哲
學
胎
兒
沒
落
。
沒
落
的
主
因
，
誠
如
紀

爾
松
前
一-
Z間
，
是
由
於
各
學
頓
的
後
人
入
主
出
蚊
'
爭
訟
於
語
言
之
間
，
而
忽
略

語
言
所
表
達
的
實
在
。
中
世
土
林
哲
學
在
完
成
了
時
代
佳
麗
之
後
，
不
幸
走
上

式
徵
之
途
。
但
是
，
其
主
要
的
思
想
，
仍
然
直
接
，
問
接
地
影
響
近
代
哲
學
。

十
九
世
紀
末
葉
之
史
學
以
篇
文
藝
種
興
乃
反
對
中
世
黑
暗
時
代
而
起
之
新
思
潮

，
殊
不
知
文
藝
復
R
A

及
近
代
哲
學
多
有
一
黨
費
中
世
士
林
哲
學
者
，
此
在
今
日

日
喝
不
學
之
史
賞
。
F
i
k
之
其
它
研
究
，
言
之
甚
詐
，
不
再
在
此
贅
言
。
其

次
叫
中
世
哲
學
所
用
之
哲
學
術
語
，
亦
沿
用
至
今
，
成
為
西
方
哲
學
語
彙
之
富

臟
。
觀
今
日
甜
離
鹽
落
的
西
方
文
化
中
，
若
有
三
數
可
取
之
精
神
，
往
往
是
紮

根
於
甚
一
督
宗
教
或
中
世
哲
學
典
文
明
所
表
揚
的
價
值
。
二
十
世
紀
以
後
，
中
世

研
究
勃
興
，
西
方
學
術
界
文
重
薪
探
索
中
世
時
代
人
類
之
盟
驗
與
思
想
，
續
發

現
中
世
紀
實
為
文
學
、
藍
衛
‘
宗
教
乃
至
哲
學
上
之
光
明
時
代
。
對
於
士
林
哲

學
加
以
參
考
和
研
究
常
能
啟
發
偉
大
的
思
想
家
(
例
如
，
當
代
大
哲
海
德
絡
的
，

教
職
論
文
是
研
究
董
司
各
都
，
海
民
亦
閱
讀
多
瑪
斯
)
。
十
九
世
紀
末
，
新
士

林
哲
學
運
動
叉
起
，
在
當
代
科
學
新
知
與
哲
學
思
潮
刺
激
之
下
，
新
士
林
哲
學

再
度
蓬
勃
發
展
，
一
方
面
受
多
瑪
斯
、
伯
納
女
都
等
思
想
深
度
的
號
召
，
另
一

方
面
亦
不
甜
與
康
德
哲
學
、
黑
梅
爾
哲
學
、
存
在
主
義
、
現
象
學
、
詮
釋
學
等

m
w

思
想
和
各
種
當
代
科
學
新
知
，
進
行
交
談
，
做
批
蚓
、
綜
合
和
拓
新
的
工
作
。
&

由
上
可
知
，
一
個
思
想
體
系
若
持
有
探
測
的
洞
見
，
一
定
不
會
死
亡
;
只

要
創
造
方
猶
存
，
能
還
鸝
新
現
象
背
後
的
深
度
，
則
常
可
以
再
造
新
蟻
。
士
林

i

一
一

體
系
。
綜
其
要
義
，
乃
在
以
苦
心
黨
心
謀
求
人
類
精
神
之
靈
明
內
照
"
，
在
自
然

哲
學
中
，
則
勘
破
因
擻
，
悟
其
無
自
性
;
在
知
識
論
中
，
則
以
其
繁
雜
之
描
述

現
象
學
，
舖
陳
認
識
結
構
，
文
以
其
超
越
現
象
學
，
以
求
轉
識
成
智
;
在
形
上

學
襄
F
則
不
滯
空
有
，
中
道
平
等
，
以
體
賽
妙
有
之
奧
蘊
;
在
人
性
論
，
則
提

倡
眾
生
皆
有
佛
性
，
皆
應
反e
o智
慧
與
行
動
的
泉
頭
而
成
大
覺
。
如
此
發
展
迄

至
宋
明
，
新
儒
學
三
系
盎
闡
發
展
，
分
別
以
絡
致
性
理
、
擴
充
本
心
、
實
用
事

踢
，
一
二
途
徑
來
家
完
成
道
德
理
想
。
最
後
降
至
清
末
明
初
，
在
西
方
文
化
與
政

治
的
干
預
興
沖
擊
之
下
，
國
人
乃
喪
失
本
有
定
創
竭
力
，
學
風
轉
過
西
方
科
學

思
潮
，
人
性
與
世
界
日
墮
於
物
質
平
面
，
傳
統
價
值
垂
危
欲
浪
，
而
原
以
價
值

哲
學
為
本
質
的
中
國
哲
學
，
值
此
沖
擊
，
竟
無
力
再
推
陳
出
新
，
甚
至
有
「
中

國
哲
學
死
亡
」
之
衷
嘆
!

反
觀
西
方
的
土
林
哲
學
，
則
遠
承
柏
控
圖
、
亞
里
斯
多
德
所
已
醒
龍
合
的

希
臨
思
想
，
近
納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
歡
笑
哲
學
(
尤
其
聖
奧
古
斯
定
思
想
〉
，

自
f
林
哲
學
之
女
安
瑟
莫
啟
其
序
幕
，
區
聖
伯
爾
納
、
伯
納
女
都
等
大
師
，
而

在
十
三
世
紀
的
聖
多
瑪
斯
哲
學
，
中
達
到
輝
煌
的
頂
點
，
正
是
既
有
傳
承
、
文
能

創
造
。
柏
拉
圖
提
倡
、
永
恆
的
理
相
世
界
，
敦
促
現
實
去
追
余
分
享
，
而
戴
米
奧

吉
神
宛
若
一
.
大
喜
匠
，
致
力
於
盟
合
理
相
與
物
質
。
亞
里
斯
今
德
則
剖
示
由
原

質
以
迄
第
，
一
不
被
動
之
主
動
者
，
各
層
次
之
間
由
潛
能
而
實
現
的
發
展
體
系
，

陸
續
展
現
於
其
理
論
哲
學
、
實
儷
哲
學
，
而
止
於
全
面
自
覺
的
思
想
本
身
。
相

、
直
兩
民
颱
岡
億
人
額
思
想
之
使
佼
者
，
但
因
為
缺
乏
自
啟
示
而
得
之
徹
底
而

豐
膽
的
創
造
觀
念
，
路
末
能
完
整
深
入
於
存
在
的
奧
路
。
士
林
哲
學
兼
採
兩
者


之
優
長
，
並
以
聖
經
中
的
宗
教
精
神
和
思
想
(
例
如
創
造
的
觀
念
、
存
有
本
身

、
道
成
肉
身•••••• 

等
)
，
提
昇
兩
系
統
而
予
以
調
和
，
使
理
性
與
啟
示
並
容
，

而
人
生
與
宇
宙
亦
共
獲
根
源
與
歸
趨
。
士
林
哲
學
巨
單
多
瑪
斯
更
為
圓
融
兼
餌

明
的
集
大
成
者
，
以
存
有
哲
學
綜
覽
全
體
，
使
存
有
、
人
生
與
價
值
兼
容
並
菁

、
統
續
發
展
。
在
形
上
學
方
面
指
陳
存
有
本
身
之
豐
富
創
造
力
和
萬
有
的
恰
當

地
位
，
來
結
合
永
恆
與
變
化
，
並
指
出
存
有
界
，
推
釀
出
新
的
創
造
歷
程
;
在
認

中
世
哲
學
稱
職
與
中
函
哲
學
精
神
的
會
通

識
論
上
，
則
更
詳
列
人
的
揖
識
結
構
與
程
序
，
由
數
理
而
心
理
而
形
上
，
步
步

迫
瘤
，
轉
知
識
成
智
慧
，
而
後
發
為
仁
愛
，
產
生
道
德
行
動
。
在
人
性
論
止

2 ，

1

則
人
人
皆
是
按
天
主
的
會
蝕
，
符
合
道
(
即
聖
言
)
的
意
旨
而
造
成
。
非
但
人

如
此
，
萬
物
亦
無
l
u只
買
居
存
有
意
!
便
與
天
主
會
做
.
，
只
要
是
存
有
者
，
便

自
有
道
，
便
能
歸
向
道s
於
是
，
知
識
、
道
德
、
藝
衛
與
宗
教
的
價
值
獲
種
當

的
安
排
;
宇
宙
、
社
會
與
人
生
各
得
其
定
位
。
在
多
瑪
斯
以
外
，
像
伯
爾
納
、

伯
妒
女
都
、
董
司
各
都
等
人
，
亦
皆
共
同
持
守
這
種
天
主
教
哲
學
的
精
神
。
及

至
奧
坎
唯
名
論
出
，
中
世
的
薔
士
林
哲
學
胎
兒
沒
落
。
沒
落
的
主
因
，
誠
如
紀

爾
松
前
一-
Z間
，
是
由
於
各
學
頓
的
後
人
入
主
出
蚊
'
爭
訟
於
語
言
之
間
，
而
忽
略

語
言
所
表
達
的
實
在
。
中
世
土
林
哲
學
在
完
成
了
時
代
佳
麗
之
後
，
不
幸
走
上

式
徵
之
途
。
但
是
，
其
主
要
的
思
想
，
仍
然
直
接
，
問
接
地
影
響
近
代
哲
學
。

十
九
世
紀
末
葉
之
史
學
以
篇
文
藝
種
興
乃
反
對
中
世
黑
暗
時
代
而
起
之
新
思
潮

，
殊
不
知
文
藝
復
R
A

及
近
代
哲
學
多
有
一
黨
費
中
世
士
林
哲
學
者
，
此
在
今
日

日
喝
不
學
之
史
賞
。
F
i
k
之
其
它
研
究
，
言
之
甚
詐
，
不
再
在
此
贅
言
。
其

次
叫
中
世
哲
學
所
用
之
哲
學
術
語
，
亦
沿
用
至
今
，
成
為
西
方
哲
學
語
彙
之
富

臟
。
觀
今
日
甜
離
鹽
落
的
西
方
文
化
中
，
若
有
三
數
可
取
之
精
神
，
往
往
是
紮

根
於
甚
一
督
宗
教
或
中
世
哲
學
典
文
明
所
表
揚
的
價
值
。
二
十
世
紀
以
後
，
中
世

研
究
勃
興
，
西
方
學
術
界
文
重
薪
探
索
中
世
時
代
人
類
之
盟
驗
與
思
想
，
續
發

現
中
世
紀
實
為
文
學
、
藍
衛
‘
宗
教
乃
至
哲
學
上
之
光
明
時
代
。
對
於
士
林
哲

學
加
以
參
考
和
研
究
常
能
啟
發
偉
大
的
思
想
家
(
例
如
，
當
代
大
哲
海
德
絡
的
，

教
職
論
文
是
研
究
董
司
各
都
，
海
民
亦
閱
讀
多
瑪
斯
)
。
十
九
世
紀
末
，
新
士

林
哲
學
運
動
叉
起
，
在
當
代
科
學
新
知
與
哲
學
思
潮
刺
激
之
下
，
新
士
林
哲
學

再
度
蓬
勃
發
展
，
一
方
面
受
多
瑪
斯
、
伯
納
女
都
等
思
想
深
度
的
號
召
，
另
一

方
面
亦
不
甜
與
康
德
哲
學
、
黑
梅
爾
哲
學
、
存
在
主
義
、
現
象
學
、
詮
釋
學
等

m
w

思
想
和
各
種
當
代
科
學
新
知
，
進
行
交
談
，
做
批
蚓
、
綜
合
和
拓
新
的
工
作
。
&

由
上
可
知
，
一
個
思
想
體
系
若
持
有
探
測
的
洞
見
，
一
定
不
會
死
亡
;
只

要
創
造
方
猶
存
，
能
還
鸝
新
現
象
背
後
的
深
度
，
則
常
可
以
再
造
新
蟻
。
士
林

i

一
一



j' 

、
哲
學
典
文
化
第
+
一
卷
+
期
民
國
七
+
三
年
+
月

哲
學
便
是
一
個
好
例
子
。
中
國
哲
學
本
應
如
此
，
可
惜
當
初
傳
入
西
方
文
化
之

時
，
急
切
於
學
習
西
方
近
代
之
科
控
與
敢
衛
，
忽
略
了
課
察
其
根
本
基
嘴
，
亦

忽
略
其
歷
典
的
連
續
性
，
以
至
受
科
控
和
軍
政
的
衝
擊
與
迷
惑
，
首
家
創
造
力

襄
蝠
，
無
力
再
造
新
局
，
若
是
當
初
國
人
在
西
方
沖
激
以
後
，
能
追
溯
西
方
文

化
課
竭
的
底
基
，
不
迷
惑
於
膚
爵
的
選
擇
，
或
許
能
不
落
入
今
日
不
中
不
西
的

局
面
。
昔
日
受
印
度
儉
學
影
響
而
產
生
中
國
大
乘
佛
學
的
偉
大
創
、
遣
，
今
日
受

西
方
文
化
影
響
，
本
應
可
以
再
發
新
的
光
芒
。
然
而
許
多
人
忘
懷
了
西
方
文
化

之
祖
釀
。
輕
觀
士
林
哲
學
，
更
不
明
察
希
睡
思
想
，
僅
為
其
一
例
。
此
種
只
見

表
面
的
態
度
卜
終
究
無
語
把
今
日
所
急
呼
之
科
學
與
民
主
之
紮
棍
落
實
。
甚
至

有
些
倡
唯
物
論
或
科
學
寶
寶
論
的
學
者
，
受
十
九
世
紀
部
分
西
詳
見
家
歪
曲
的

看
盤
，
對
齡
士
林
哲
學
多
所
誤
解
。
像
玄
學
科
學
論
戰
之
時
，
丁
文
江
倡
打
倒

玄
學
鬼
，
胡
適
之
倡
科
學
人
生
觀
，
以
科
學
為
萬
能
之
主
宰
，
而
斥
中
世
之
士

林
哲
學
為
玄
學
虛
無
之
學
。
直
到
今
天
，
歷
史
教
科
書
和
歷
史
論
者
仍
然
把
中

世
紀
稱
為
黑
暗
時
代
，
字
典
額
書
多
將
的n
g
z
丘
吉

Z
S

一
詞
譯
為
「
頓
噴

哲
學
」
主
這
類
偏
頗
對
於
教
育
和
文
化
都
會
產
生
錯
誤
的
影
響
，
使
國
人
對
西

方
文
化
頓
施
產
生
錯
覺
。
至
於
哲
學
界
，
本
應
從
思
想
深
度
中
，
來
看
出
比
種

誤
解
的
膚
淺
之
處
。
但
畢
竟
亦
無
語
免
俗
。
追
根
究
底
，
這
些
一
誤
解
亦
顯
示
出

中
國
傳
統
哲
學
在
某
些
哲
學
幅
度
上
的
缺
點
。

中
國
哲
學
界
對
於
士
林
哲
學
的
誤
解
有
以
下
敏
端
﹒
﹒
首
先
是
把
土
林
哲
學

當
作
是
以
宗
教
價
值
為
中
心
，
而
貶
抑
人
文
價
值
的
思
想
體
系
，
國
而
用
輕
蔑

的
意
味
來
了
解
士
林
哲
學
所
謂
「
神
學
僕
牌
」
'
認
為
中
世
紀
無
論
形
上
學
、

知
識
論
、
倫
理
學
，
宇
宙
論
，
主
旨
都
在
於
崇
神
抑
人
。
表
現
在
個
人
與
社
會

生
活
上
，
則
輕
觀
此
生
，
專
路
來
世
，
鄙
陋
肉
體
，
致
修
靈
魂
;
以
人
生
為
塵

挨
，
唯
敬
神
得
數
接
。
人
人
皆
污
梁
於
罪
惡
之
中
，
唯
信
徒
能
得
教
等
等
。
其

實
中
世
哲
學
言
天
主
，
並
不
貶
抑
人
的
價
值
，
反
而
提
鼻
人
的
價
值
。
國
搞
它

認
鵲
天
主
是
一
個
無
限
、
完
美
、
充
滿
創
造
力
的
存
在
者
，
人
既
然
是
她
依
照

自
己
會
l像
所
造
，
當
然
亦
分
享
了
她
的
美
好
與
創
造
力
。
佛
趣
謂
眾
生
皆
有
儕

性
，
甚
至
一
闡
提
亦
具
佛
性
;
士
林
哲
學
則
謂
人
人
皆
是
按
天
主
的
會
像
受
造

，
即
按
道
而
生
，
人
中
自
有
道
，
若
人
能
愈
益
索
道
，
便
愈
益
會
做
天
主
。
所

謂
道
不
遠
人
，
其
形
土
損
蓋
在
此
。
一
個
存
有
者
，
只
要
存
在
，
便
按
其
存
有
"

的
程
度
而
會
做
天
主
。
中
庸
謂
人
「
贊
天
袖
之
化
育
、
與
天
地
參
」
'
士
林
哲

a

學
則
認
備
人
是
天
主
持
續
不
斷
的
創
造
工
程
的
贊
助
者
。
還
說
是
士
林
哲
學
研

持
的
真
正
的
、
完
整
的
人
文
主
義
。
尤
其
多
喝
斯
的
哲
學
日
更
是
一
種
秉
綜
叉

富
創
造
性
的
價
值
哲
學
，
他
的
價
值
哲
學
有
兩
大
依
蟬
，
一
為
存
有
學
，
→
為
一
一

哲
學
人
類
學
。
多
喝
斯
的
哲
學
是
存
有
的
哲
學
(
自My
-
-
z
s
g旦
回
旦
品

)
，
其
整
個
哲
學
體
系
可
以
說
是
對
存
有
的
讀
誦
，
對
世
界
、
對
生
命
的
讚
誦

，
對
人
類
的
偉
大
的
讀
誦
，
對
無
限
存
有
者
天
主
的
讀
誦
。
由
存
有
提
供
價
值

以
無
限
的
領
域
，
使
價
值
有
了
實
現
的
基
髓
。
所
謂
價
值
乃
存
有
的
精
神
性
創

造
活
動
。
其
次
，
多
喝
斯
的
哲
學
人
類
學
，
對
人
嶺
的
才
性
與
活
動
做
逐
層
深

入
的
探
討
，
抉
發
人
的
理
智
能
力
與
意
志
能
力
的
底
蘊
，
使
人
額
由
感
性
的
活

動
逐
步
下
學
土
、
遷
，
建
構
知
識
、
藝
術
、
道
德
、
宗
教
領
域
，
成
為
逐
步
登
高

的
價
值
主
觀
形
式
，
使
人
文
之
價
值
有
發
展
的
基
睡
。
這
種
包
容
全
體
，
、
疊
分

層
次
的
價
值
哲
學
，
展
現
於
物
理
哲
學
、
邏
輯
學
、
知
識
論
、
倫
理
學
、
宗
教

哲
學
、
存
有
學
、
和
宗
教
實
踐
襄
面
，
本
末
兼
顱
，
鉅
細
靡
遣
，
高
下
相
響
，

層
層
逼
近
，
以
至
抵
達
存
有
的
頂
盔
，
然
後
更
從
彼
最
高
精
神
光
明
下
來
，
罔

照
各
層
存
在
，
統
攝
為
一
以
貫
之
的
系
統
。
信
仰
與
理
性
調
合
，
宗
教
與
哲
學

並
重
，
這
實
在
是
人
頭
思
想
之
一
大
勝
利
。

中
國
哲
學
界
之
所
以
未
能
看
出
士
林
哲
學
此
層
優
點
，
而
有
前
述
的
誤
解

，
撇
開
歷
史
與
廣
鐘
的
因
素
不
訣
，
也
顯
示
出
中
國
哲
學
里
面
的
弱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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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明
顯
的
存
有
學
之
基
廳
，
傳
統
中
國
哲
學
以
價
值
理
想
為
中
心
，
來
對
宇
宙

、
對
有
無
操
取
看
法
，
封
不
對
存
有
本
身
傲
徵
底
的
研
究
。
其
實
唯
有
先
致
力

於
存
有
本
身
的
探
索
，
然
後
價
值
體
系
才
不
致
懸
空
，
價
值
創
造
總
有
無
限
的

客
觀
園
地
。
口
中
國
哲
學
對
於
哲
學
人
類
學
，
亦
是
遞
過
價
值
理
想
來
興
定
人

額
的
才
性
與
善
惡
。
因
此
，
中
國
傳
統
的
價
值
哲
學
並
不
是
主
要
地
以
存
有
學

j' 

、
哲
學
典
文
化
第
+
一
卷
+
期
民
國
七
+
三
年
+
月

哲
學
便
是
一
個
好
例
子
。
中
國
哲
學
本
應
如
此
，
可
惜
當
初
傳
入
西
方
文
化
之

時
，
急
切
於
學
習
西
方
近
代
之
科
控
與
敢
衛
，
忽
略
了
課
察
其
根
本
基
嘴
，
亦

忽
略
其
歷
典
的
連
續
性
，
以
至
受
科
控
和
軍
政
的
衝
擊
與
迷
惑
，
首
家
創
造
力

襄
蝠
，
無
力
再
造
新
局
，
若
是
當
初
國
人
在
西
方
沖
激
以
後
，
能
追
溯
西
方
文

化
課
竭
的
底
基
，
不
迷
惑
於
膚
爵
的
選
擇
，
或
許
能
不
落
入
今
日
不
中
不
西
的

局
面
。
昔
日
受
印
度
儉
學
影
響
而
產
生
中
國
大
乘
佛
學
的
偉
大
創
、
遣
，
今
日
受

西
方
文
化
影
響
，
本
應
可
以
再
發
新
的
光
芒
。
然
而
許
多
人
忘
懷
了
西
方
文
化

之
祖
釀
。
輕
觀
士
林
哲
學
，
更
不
明
察
希
睡
思
想
，
僅
為
其
一
例
。
此
種
只
見

表
面
的
態
度
卜
終
究
無
語
把
今
日
所
急
呼
之
科
學
與
民
主
之
紮
棍
落
實
。
甚
至

有
些
倡
唯
物
論
或
科
學
寶
寶
論
的
學
者
，
受
十
九
世
紀
部
分
西
詳
見
家
歪
曲
的

看
盤
，
對
齡
士
林
哲
學
多
所
誤
解
。
像
玄
學
科
學
論
戰
之
時
，
丁
文
江
倡
打
倒

玄
學
鬼
，
胡
適
之
倡
科
學
人
生
觀
，
以
科
學
為
萬
能
之
主
宰
，
而
斥
中
世
之
士

林
哲
學
為
玄
學
虛
無
之
學
。
直
到
今
天
，
歷
史
教
科
書
和
歷
史
論
者
仍
然
把
中

世
紀
稱
為
黑
暗
時
代
，
字
典
額
書
多
將
的n
g
z
丘
吉

Z
S

一
詞
譯
為
「
頓
噴

哲
學
」
主
這
類
偏
頗
對
於
教
育
和
文
化
都
會
產
生
錯
誤
的
影
響
，
使
國
人
對
西

方
文
化
頓
施
產
生
錯
覺
。
至
於
哲
學
界
，
本
應
從
思
想
深
度
中
，
來
看
出
比
種

誤
解
的
膚
淺
之
處
。
但
畢
竟
亦
無
語
免
俗
。
追
根
究
底
，
這
些
一
誤
解
亦
顯
示
出

中
國
傳
統
哲
學
在
某
些
哲
學
幅
度
上
的
缺
點
。

中
國
哲
學
界
對
於
士
林
哲
學
的
誤
解
有
以
下
敏
端
﹒
﹒
首
先
是
把
土
林
哲
學

當
作
是
以
宗
教
價
值
為
中
心
，
而
貶
抑
人
文
價
值
的
思
想
體
系
，
國
而
用
輕
蔑

的
意
味
來
了
解
士
林
哲
學
所
謂
「
神
學
僕
牌
」
'
認
為
中
世
紀
無
論
形
上
學
、

知
識
論
、
倫
理
學
，
宇
宙
論
，
主
旨
都
在
於
崇
神
抑
人
。
表
現
在
個
人
與
社
會

生
活
上
，
則
輕
觀
此
生
，
專
路
來
世
，
鄙
陋
肉
體
，
致
修
靈
魂
;
以
人
生
為
塵

挨
，
唯
敬
神
得
數
接
。
人
人
皆
污
梁
於
罪
惡
之
中
，
唯
信
徒
能
得
教
等
等
。
其

實
中
世
哲
學
言
天
主
，
並
不
貶
抑
人
的
價
值
，
反
而
提
鼻
人
的
價
值
。
國
搞
它

認
鵲
天
主
是
一
個
無
限
、
完
美
、
充
滿
創
造
力
的
存
在
者
，
人
既
然
是
她
依
照

自
己
會
l像
所
造
，
當
然
亦
分
享
了
她
的
美
好
與
創
造
力
。
佛
趣
謂
眾
生
皆
有
儕

性
，
甚
至
一
闡
提
亦
具
佛
性
;
士
林
哲
學
則
謂
人
人
皆
是
按
天
主
的
會
像
受
造

，
即
按
道
而
生
，
人
中
自
有
道
，
若
人
能
愈
益
索
道
，
便
愈
益
會
做
天
主
。
所

謂
道
不
遠
人
，
其
形
土
損
蓋
在
此
。
一
個
存
有
者
，
只
要
存
在
，
便
按
其
存
有
"

的
程
度
而
會
做
天
主
。
中
庸
謂
人
「
贊
天
袖
之
化
育
、
與
天
地
參
」
'
士
林
哲

a

學
則
認
備
人
是
天
主
持
續
不
斷
的
創
造
工
程
的
贊
助
者
。
還
說
是
士
林
哲
學
研

持
的
真
正
的
、
完
整
的
人
文
主
義
。
尤
其
多
喝
斯
的
哲
學
日
更
是
一
種
秉
綜
叉

富
創
造
性
的
價
值
哲
學
，
他
的
價
值
哲
學
有
兩
大
依
蟬
，
一
為
存
有
學
，
→
為
一
一

哲
學
人
類
學
。
多
喝
斯
的
哲
學
是
存
有
的
哲
學
(
自My
-
-
z
s
g旦
回
旦
品

)
，
其
整
個
哲
學
體
系
可
以
說
是
對
存
有
的
讀
誦
，
對
世
界
、
對
生
命
的
讚
誦

，
對
人
類
的
偉
大
的
讀
誦
，
對
無
限
存
有
者
天
主
的
讀
誦
。
由
存
有
提
供
價
值

以
無
限
的
領
域
，
使
價
值
有
了
實
現
的
基
髓
。
所
謂
價
值
乃
存
有
的
精
神
性
創

造
活
動
。
其
次
，
多
喝
斯
的
哲
學
人
類
學
，
對
人
嶺
的
才
性
與
活
動
做
逐
層
深

入
的
探
討
，
抉
發
人
的
理
智
能
力
與
意
志
能
力
的
底
蘊
，
使
人
額
由
感
性
的
活

動
逐
步
下
學
土
、
遷
，
建
構
知
識
、
藝
術
、
道
德
、
宗
教
領
域
，
成
為
逐
步
登
高

的
價
值
主
觀
形
式
，
使
人
文
之
價
值
有
發
展
的
基
睡
。
這
種
包
容
全
體
，
、
疊
分

層
次
的
價
值
哲
學
，
展
現
於
物
理
哲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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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
輯
學
、
知
識
論
、
倫
理
學
、
宗
教

哲
學
、
存
有
學
、
和
宗
教
實
踐
襄
面
，
本
末
兼
顱
，
鉅
細
靡
遣
，
高
下
相
響
，

層
層
逼
近
，
以
至
抵
達
存
有
的
頂
盔
，
然
後
更
從
彼
最
高
精
神
光
明
下
來
，
罔

照
各
層
存
在
，
統
攝
為
一
以
貫
之
的
系
統
。
信
仰
與
理
性
調
合
，
宗
教
與
哲
學

並
重
，
這
實
在
是
人
頭
思
想
之
一
大
勝
利
。

中
國
哲
學
界
之
所
以
未
能
看
出
士
林
哲
學
此
層
優
點
，
而
有
前
述
的
誤
解

，
撇
開
歷
史
與
廣
鐘
的
因
素
不
訣
，
也
顯
示
出
中
國
哲
學
里
面
的
弱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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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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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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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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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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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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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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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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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操
取
看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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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本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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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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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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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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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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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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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
由
感
性
的
活

動
逐
步
下
學
土
、
遷
，
建
構
知
識
、
藝
術
、
道
德
、
宗
教
領
域
，
成
為
逐
步
登
高

的
價
值
主
觀
形
式
，
使
人
文
之
價
值
有
發
展
的
基
睡
。
這
種
包
容
全
體
，
、
疊
分

層
次
的
價
值
哲
學
，
展
現
於
物
理
哲
學
、
邏
輯
學
、
知
識
論
、
倫
理
學
、
宗
教

哲
學
、
存
有
學
、
和
宗
教
實
踐
襄
面
，
本
末
兼
顱
，
鉅
細
靡
遣
，
高
下
相
響
，

層
層
逼
近
，
以
至
抵
達
存
有
的
頂
盔
，
然
後
更
從
彼
最
高
精
神
光
明
下
來
，
罔

照
各
層
存
在
，
統
攝
為
一
以
貫
之
的
系
統
。
信
仰
與
理
性
調
合
，
宗
教
與
哲
學

並
重
，
這
實
在
是
人
頭
思
想
之
一
大
勝
利
。

中
國
哲
學
界
之
所
以
未
能
看
出
士
林
哲
學
此
層
優
點
，
而
有
前
述
的
誤
解

，
撇
開
歷
史
與
廣
鐘
的
因
素
不
訣
，
也
顯
示
出
中
國
哲
學
里
面
的
弱
點

•• 

H
設

有
明
顯
的
存
有
學
之
基
廳
，
傳
統
中
國
哲
學
以
價
值
理
想
為
中
心
，
來
對
宇
宙

、
對
有
無
操
取
看
法
，
封
不
對
存
有
本
身
傲
徵
底
的
研
究
。
其
實
唯
有
先
致
力

於
存
有
本
身
的
探
索
，
然
後
價
值
體
系
才
不
致
懸
空
，
價
值
創
造
總
有
無
限
的

客
觀
園
地
。
口
中
國
哲
學
對
於
哲
學
人
類
學
，
亦
是
遞
過
價
值
理
想
來
興
定
人

額
的
才
性
與
善
惡
。
因
此
，
中
國
傳
統
的
價
值
哲
學
並
不
是
主
要
地
以
存
有
學



和
哲
風
川
劇
學
為
劃
醋
，
卸
是
反
過
來
叫
使
其
宇
宙
觀
與
人
性
觀
皆
以
價
植
僑
、

基
礎
、
僑
樞
紐
。
所
以
，
當
這
個
價
值
體
系
發
展
到
成
熟
的
高
率
以
後
，
便
不

能
再
于
以
發
展
，
只
有
去
于
以
體
會
和
實
鷗
。
一
旦
西
方
文
化
入
侵
，
其
所
提

議
的
物
質
最
攝
和
社
會
讀
讀
不
適
合
這
種
實
踐
型
態
以
後
，
便
面
臨
了
傳
統
價

值
掛
潰
的
危
機
，
以
致
原
本
早
熟
的
中
華
文
化
，
現
在
甜
做
乎
踏
上
創
造
力
寰

湛
的
下
山
之
途
。
為
了
要
再
重
新
瞭
解
並
攝
展
固
有
之
價
值
體
系
，
重
按
原
有

的
創
造
力
，
把
西
方
的
哲
學
與
文
化
取
來
與
中
華
文
化
相
對
比
﹒
，
並
從
各
種
角

度
來
探
索
前
兩
項
基
髓
，
乃
十
分
必
要
之
聲
。

其
次
，
對
於
土
林
哲
學
的
另
一
層
誤
解
，
是
認
為
士
林
哲
學
的
研
究
方
告

只
重
理
性
玄
想
，
輕
鄙
科
學
實
驗
，
而
且
其
理
性
玄
想
叉
以
概
念
之
分
析
與
組

合
為
訝
，
只
會
玩
概
念
遊
戲
，
做
概
念
建
築
'
因
此
國
人
議
之
為
「
煩
填
」
哲

學
。
這
是
因
備
一
方
面
在
西
方
科
學
思
潮
進
入
中
國
以
後
，
科
學
化
約
主
義
倡

行
，
國
人
偏
重
實
用
科
學z
排
斥
理
論
思
辨
。
另
一
方
面
，
傳
統
中
國
哲
學
，

重
聶
實
踐
，
不
尚
空
訣
，
一
切
理
論
貴
在
保
切
之
體
驗
與
實
臨
。
至
於
擴
恩
玄
，

想
，
亦
貴
在
從
超
越
名
言
，
'
，
請
融
主
客
的
原
指
統
會
上
去
把
喔
，
對
於
概
念
之

明
蟬
，
理
性
之
解
析
，
則
裸
裸
不
以
為
然
。

中
世
科
學
知
識
之
不
如
今
日
，
乃
歷
史
上
可
理
解
之
事
實

h
他
亦
中
世
文

化
型
態
對
薔
土
林
哲
學
的
限
制
。
中
世
紀
實
非
偉
大
之
科
學
時
代
，
以
物
理
學

、
生
物
學
為
例
，
這
多
瑪
斯
止
，
大
致
通
停
留
在
直
里
斯
多
德
時
的
狀
態
，
沒

有
前
進
多
少
。
但
邏
輯
學
則
充
量
發
展
，
可
以
說
傳
統
邏
輯
學
於
此
日
蠶
展
完

備
，
近
代
人
只
是
享
用
而
已
。
無
論
如
何
，
多
瑪
斯
雖
然
受
時
代
科
學
知
識
的

限
制
，
但
仍
然
利
用
當
時
最
好
的
科
學
知
識
，
來
予
以
理
性
思
辯
及
批
鉤
。
凡

需
用
實
驗
誼
賓
之
事
，
多
瑪
斯
必
不
允
許
理
性
越
姐
代
間
。
多
嗎
斯
在
著
件
中

亦
屢
屢
指
出
當
時
及
前
人
在
理
性
上
的
懶
病
，
逼
他
十
分
敬
愛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
他
亦
曾
指
出
其
未
經
實
驗
便
遲
下
判
斷
之
弊
。

，
須
知
士
林
哲
學
對
於
科
學
的
看
法
，
並
不
做
谷
，
日
科
學
主
義
那
麼
偏
模
、
。

世
界
上
最
早
的
大
學
如
巴
黎1
牛
津
等
，
皆
成
立
於
士
林
哲
學
興
盛
之
時
，
秉

中
世
哲
學
精
神
與
中
國
哲
學
精
神
的
會
通

承
士
林
哲
學
對
於
科
學
的
分
韻
，
而
有
各
種
學
衛
之
分
工
，
發
展
至
今
，
始
得

以
人
才
輩
出
，
推
動
世
界
學
捕
。
若
按
今
日
科
學
主
義
者
的
君
法
，
則
唯
有
自

然
科
學
曉
始
得
成
立
。
可
惜
這
種
科
學
主
義
的
故
羲
科
學
觀
，
正
影
響
著
當
代

國
人
的
科
學
思
想
，
所
以
造
成
種
種
文
化
偏
差
現
象
，
例
如
神
學
不
被
教
育
部

承
認
，
哲
學
不
敬
重
觀
，
各
種
文
學
系
偏
重
讀
、
寫
、
講
等
語
文
實
瞭
訓
轍
，

而
較
缺
乏
語
言
學
、
語
意
學
、
文
學
批
評
等
等
的
科
學
訓
練
。
其
實
在
西
歐
，

只
有
後
威
者
才
列
入
代
學
課
程
，
當
作
科
學
，
而
前
者
只
是
語
文
學
校
之
事

。
獨
創
科
學
觀
念
的
偏
差
，
造
成
教
育
改
策
的
偏
差
;
教
育
政
策
的
偏
差
，
使

得
像
外
國
文
學
系
出
來
的
學
生
，
只
能
做
外
貿
屬
書
、
教
外
文
，
或
其
它
非
文

學
研
究
的
工
作
，
而
留
學
生
到
了
西
歐
大
學
的
文
學
系
研
究
，
始
發
現
自
己
科

學
訓
練
太
差
，
往
往
悔
之
日
晚
。
需
知
西
方
大
學
教
育
的
基
麓
，
便
是
在
中
世

紀
由
土
林
學
者
府
所
建
立
起
來
的
。
他
們
對
於
科
學
不
但
有
寬
厚
的
胸
襟
、
深

.
刻
的
見
地
，
而
且
把
各
種
科
學
，
按
照
對
象
及
認
識
能
力
的
高
下
手
以
價
值
區

分
。
按
照
等
級
不
悶
，
而
有
各
種
相
稱
的
方
龍
之
應
用
，
由
較
高
層
次
的
科
學

來
綜
攝
較
低
層
次
的
科
學
。
凡
是
方
法
上
的
化
約
主
義
與
一
元
論
，
皆
不
合
乎

科
學
精
神
。

再
者
，
土
林
哲
學
在
思
辯
方
法
上
對
於
觀
念
分
析
之
詳
盡
，
綜
合
之
繁
宮

，
以
及
嚴
絡
遵
循
形
式
邏
輯
，
實
在
是
十
二
、
三
世
紀
的
學
風
所
致
，
由
於
亞

民
邏
輯
著
作
之
翻
譯
，
各
學
校
重
親
一
邏
輯
學
，
以
致
傳
統
邏
輯
在
這
個
時
代
達

到
最
高
盔
的
麓
，
展
。
今
日
現
代
邏
輯
的
新
發
展
，
當
然
值
得
重
觀
，
而
今
目
的

哲
畢
討
論
，
亦
不
必
要
遵
循
士
林
哲
學
的
成
規
。
但
無
論
如
何
，
思
想
結
構
之

嚴
密
總
是
不
可
或
缺
之
事
，
而
且
，
正
因
為
實
在
界
有
緊
密
的
結
構
和
轉
換
的

規
律
，
邏
輯
與
概
念
思
維
始
得
以
立
存
於
一
天
地
之
間
，
這
是
士
林
哲
學
對
我
們

的
重
要
啟
發
。
若
只
注
重
抽
象
概
念
和
邏
輯
形
式
之
運
作
，
.
一
如
今
日
部
分
分

γ
析
哲
學
家
之
前
稿
，
則
常
會
使
哲
學
思
想
墮
入
平
面
的
、
只
分
不
合
、
二
一
月
對

立
的
危
險
，
但
六
思
想
家
憫
之
所
以
偉
大
，
即
由
於
他
們
對
實
在
界
有
深
刻
的

、
動
態
的
把
揖
，
此
即
士
林
哲
學
所
謂
對
存
有
的
把
握
。
存
有
哲
學
便
是
對
於

一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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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哲
風
川
劇
學
為
劃
醋
，
卸
是
反
過
來
叫
使
其
宇
宙
觀
與
人
性
觀
皆
以
價
植
僑
、

基
礎
、
僑
樞
紐
。
所
以
，
當
這
個
價
值
體
系
發
展
到
成
熟
的
高
率
以
後
，
便
不

能
再
于
以
發
展
，
只
有
去
于
以
體
會
和
實
鷗
。
一
旦
西
方
文
化
入
侵
，
其
所
提

議
的
物
質
最
攝
和
社
會
讀
讀
不
適
合
這
種
實
踐
型
態
以
後
，
便
面
臨
了
傳
統
價

值
掛
潰
的
危
機
，
以
致
原
本
早
熟
的
中
華
文
化
，
現
在
甜
做
乎
踏
上
創
造
力
寰

湛
的
下
山
之
途
。
為
了
要
再
重
新
瞭
解
並
攝
展
固
有
之
價
值
體
系
，
重
按
原
有

的
創
造
力
，
把
西
方
的
哲
學
與
文
化
取
來
與
中
華
文
化
相
對
比
﹒
，
並
從
各
種
角

度
來
探
索
前
兩
項
基
髓
，
乃
十
分
必
要
之
聲
。

其
次
，
對
於
土
林
哲
學
的
另
一
層
誤
解
，
是
認
為
士
林
哲
學
的
研
究
方
告

只
重
理
性
玄
想
，
輕
鄙
科
學
實
驗
，
而
且
其
理
性
玄
想
叉
以
概
念
之
分
析
與
組

合
為
訝
，
只
會
玩
概
念
遊
戲
，
做
概
念
建
築
'
因
此
國
人
議
之
為
「
煩
填
」
哲

學
。
這
是
因
備
一
方
面
在
西
方
科
學
思
潮
進
入
中
國
以
後
，
科
學
化
約
主
義
倡

行
，
國
人
偏
重
實
用
科
學z
排
斥
理
論
思
辨
。
另
一
方
面
，
傳
統
中
國
哲
學
，

重
聶
實
踐
，
不
尚
空
訣
，
一
切
理
論
貴
在
保
切
之
體
驗
與
實
臨
。
至
於
擴
恩
玄
，

想
，
亦
貴
在
從
超
越
名
言
，
'
，
請
融
主
客
的
原
指
統
會
上
去
把
喔
，
對
於
概
念
之

明
蟬
，
理
性
之
解
析
，
則
裸
裸
不
以
為
然
。

中
世
科
學
知
識
之
不
如
今
日
，
乃
歷
史
上
可
理
解
之
事
實

h
他
亦
中
世
文

化
型
態
對
薔
土
林
哲
學
的
限
制
。
中
世
紀
實
非
偉
大
之
科
學
時
代
，
以
物
理
學

、
生
物
學
為
例
，
這
多
瑪
斯
止
，
大
致
通
停
留
在
直
里
斯
多
德
時
的
狀
態
，
沒

有
前
進
多
少
。
但
邏
輯
學
則
充
量
發
展
，
可
以
說
傳
統
邏
輯
學
於
此
日
蠶
展
完

備
，
近
代
人
只
是
享
用
而
已
。
無
論
如
何
，
多
瑪
斯
雖
然
受
時
代
科
學
知
識
的

限
制
，
但
仍
然
利
用
當
時
最
好
的
科
學
知
識
，
來
予
以
理
性
思
辯
及
批
鉤
。
凡

需
用
實
驗
誼
賓
之
事
，
多
瑪
斯
必
不
允
許
理
性
越
姐
代
間
。
多
嗎
斯
在
著
件
中

亦
屢
屢
指
出
當
時
及
前
人
在
理
性
上
的
懶
病
，
逼
他
十
分
敬
愛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
他
亦
曾
指
出
其
未
經
實
驗
便
遲
下
判
斷
之
弊
。

，
須
知
士
林
哲
學
對
於
科
學
的
看
法
，
並
不
做
谷
，
日
科
學
主
義
那
麼
偏
模
、
。

世
界
上
最
早
的
大
學
如
巴
黎1
牛
津
等
，
皆
成
立
於
士
林
哲
學
興
盛
之
時
，
秉

中
世
哲
學
精
神
與
中
國
哲
學
精
神
的
會
通

承
士
林
哲
學
對
於
科
學
的
分
韻
，
而
有
各
種
學
衛
之
分
工
，
發
展
至
今
，
始
得

以
人
才
輩
出
，
推
動
世
界
學
捕
。
若
按
今
日
科
學
主
義
者
的
君
法
，
則
唯
有
自

然
科
學
曉
始
得
成
立
。
可
惜
這
種
科
學
主
義
的
故
羲
科
學
觀
，
正
影
響
著
當
代

國
人
的
科
學
思
想
，
所
以
造
成
種
種
文
化
偏
差
現
象
，
例
如
神
學
不
被
教
育
部

承
認
，
哲
學
不
敬
重
觀
，
各
種
文
學
系
偏
重
讀
、
寫
、
講
等
語
文
實
瞭
訓
轍
，

而
較
缺
乏
語
言
學
、
語
意
學
、
文
學
批
評
等
等
的
科
學
訓
練
。
其
實
在
西
歐
，

只
有
後
威
者
才
列
入
代
學
課
程
，
當
作
科
學
，
而
前
者
只
是
語
文
學
校
之
事

。
獨
創
科
學
觀
念
的
偏
差
，
造
成
教
育
改
策
的
偏
差
;
教
育
政
策
的
偏
差
，
使

得
像
外
國
文
學
系
出
來
的
學
生
，
只
能
做
外
貿
屬
書
、
教
外
文
，
或
其
它
非
文

學
研
究
的
工
作
，
而
留
學
生
到
了
西
歐
大
學
的
文
學
系
研
究
，
始
發
現
自
己
科

學
訓
練
太
差
，
往
往
悔
之
日
晚
。
需
知
西
方
大
學
教
育
的
基
麓
，
便
是
在
中
世

紀
由
土
林
學
者
府
所
建
立
起
來
的
。
他
們
對
於
科
學
不
但
有
寬
厚
的
胸
襟
、
深

.
刻
的
見
地
，
而
且
把
各
種
科
學
，
按
照
對
象
及
認
識
能
力
的
高
下
手
以
價
值
區

分
。
按
照
等
級
不
悶
，
而
有
各
種
相
稱
的
方
龍
之
應
用
，
由
較
高
層
次
的
科
學

來
綜
攝
較
低
層
次
的
科
學
。
凡
是
方
法
上
的
化
約
主
義
與
一
元
論
，
皆
不
合
乎

科
學
精
神
。

再
者
，
土
林
哲
學
在
思
辯
方
法
上
對
於
觀
念
分
析
之
詳
盡
，
綜
合
之
繁
宮

，
以
及
嚴
絡
遵
循
形
式
邏
輯
，
實
在
是
十
二
、
三
世
紀
的
學
風
所
致
，
由
於
亞

民
邏
輯
著
作
之
翻
譯
，
各
學
校
重
親
一
邏
輯
學
，
以
致
傳
統
邏
輯
在
這
個
時
代
達

到
最
高
盔
的
麓
，
展
。
今
日
現
代
邏
輯
的
新
發
展
，
當
然
值
得
重
觀
，
而
今
目
的

哲
畢
討
論
，
亦
不
必
要
遵
循
士
林
哲
學
的
成
規
。
但
無
論
如
何
，
思
想
結
構
之

嚴
密
總
是
不
可
或
缺
之
事
，
而
且
，
正
因
為
實
在
界
有
緊
密
的
結
構
和
轉
換
的

規
律
，
邏
輯
與
概
念
思
維
始
得
以
立
存
於
一
天
地
之
間
，
這
是
士
林
哲
學
對
我
們

的
重
要
啟
發
。
若
只
注
重
抽
象
概
念
和
邏
輯
形
式
之
運
作
，
.
一
如
今
日
部
分
分

γ
析
哲
學
家
之
前
稿
，
則
常
會
使
哲
學
思
想
墮
入
平
面
的
、
只
分
不
合
、
二
一
月
對

立
的
危
險
，
但
六
思
想
家
憫
之
所
以
偉
大
，
即
由
於
他
們
對
實
在
界
有
深
刻
的

、
動
態
的
把
揖
，
此
即
士
林
哲
學
所
謂
對
存
有
的
把
握
。
存
有
哲
學
便
是
對
於

一
一
二

661 

和
哲
風
川
劇
學
為
劃
醋
，
卸
是
反
過
來
叫
使
其
宇
宙
觀
與
人
性
觀
皆
以
價
植
僑
、

基
礎
、
僑
樞
紐
。
所
以
，
當
這
個
價
值
體
系
發
展
到
成
熟
的
高
率
以
後
，
便
不

能
再
于
以
發
展
，
只
有
去
于
以
體
會
和
實
鷗
。
一
旦
西
方
文
化
入
侵
，
其
所
提

議
的
物
質
最
攝
和
社
會
讀
讀
不
適
合
這
種
實
踐
型
態
以
後
，
便
面
臨
了
傳
統
價

值
掛
潰
的
危
機
，
以
致
原
本
早
熟
的
中
華
文
化
，
現
在
甜
做
乎
踏
上
創
造
力
寰

湛
的
下
山
之
途
。
為
了
要
再
重
新
瞭
解
並
攝
展
固
有
之
價
值
體
系
，
重
按
原
有

的
創
造
力
，
把
西
方
的
哲
學
與
文
化
取
來
與
中
華
文
化
相
對
比
﹒
，
並
從
各
種
角

度
來
探
索
前
兩
項
基
髓
，
乃
十
分
必
要
之
聲
。

其
次
，
對
於
土
林
哲
學
的
另
一
層
誤
解
，
是
認
為
士
林
哲
學
的
研
究
方
告

只
重
理
性
玄
想
，
輕
鄙
科
學
實
驗
，
而
且
其
理
性
玄
想
叉
以
概
念
之
分
析
與
組

合
為
訝
，
只
會
玩
概
念
遊
戲
，
做
概
念
建
築
'
因
此
國
人
議
之
為
「
煩
填
」
哲

學
。
這
是
因
備
一
方
面
在
西
方
科
學
思
潮
進
入
中
國
以
後
，
科
學
化
約
主
義
倡

行
，
國
人
偏
重
實
用
科
學z
排
斥
理
論
思
辨
。
另
一
方
面
，
傳
統
中
國
哲
學
，

重
聶
實
踐
，
不
尚
空
訣
，
一
切
理
論
貴
在
保
切
之
體
驗
與
實
臨
。
至
於
擴
恩
玄
，

想
，
亦
貴
在
從
超
越
名
言
，
'
，
請
融
主
客
的
原
指
統
會
上
去
把
喔
，
對
於
概
念
之

明
蟬
，
理
性
之
解
析
，
則
裸
裸
不
以
為
然
。

中
世
科
學
知
識
之
不
如
今
日
，
乃
歷
史
上
可
理
解
之
事
實

h
他
亦
中
世
文

化
型
態
對
薔
土
林
哲
學
的
限
制
。
中
世
紀
實
非
偉
大
之
科
學
時
代
，
以
物
理
學

、
生
物
學
為
例
，
這
多
瑪
斯
止
，
大
致
通
停
留
在
直
里
斯
多
德
時
的
狀
態
，
沒

有
前
進
多
少
。
但
邏
輯
學
則
充
量
發
展
，
可
以
說
傳
統
邏
輯
學
於
此
日
蠶
展
完

備
，
近
代
人
只
是
享
用
而
已
。
無
論
如
何
，
多
瑪
斯
雖
然
受
時
代
科
學
知
識
的

限
制
，
但
仍
然
利
用
當
時
最
好
的
科
學
知
識
，
來
予
以
理
性
思
辯
及
批
鉤
。
凡

需
用
實
驗
誼
賓
之
事
，
多
瑪
斯
必
不
允
許
理
性
越
姐
代
間
。
多
嗎
斯
在
著
件
中

亦
屢
屢
指
出
當
時
及
前
人
在
理
性
上
的
懶
病
，
逼
他
十
分
敬
愛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
他
亦
曾
指
出
其
未
經
實
驗
便
遲
下
判
斷
之
弊
。

，
須
知
士
林
哲
學
對
於
科
學
的
看
法
，
並
不
做
谷
，
日
科
學
主
義
那
麼
偏
模
、
。

世
界
上
最
早
的
大
學
如
巴
黎1
牛
津
等
，
皆
成
立
於
士
林
哲
學
興
盛
之
時
，
秉

中
世
哲
學
精
神
與
中
國
哲
學
精
神
的
會
通

承
士
林
哲
學
對
於
科
學
的
分
韻
，
而
有
各
種
學
衛
之
分
工
，
發
展
至
今
，
始
得

以
人
才
輩
出
，
推
動
世
界
學
捕
。
若
按
今
日
科
學
主
義
者
的
君
法
，
則
唯
有
自

然
科
學
曉
始
得
成
立
。
可
惜
這
種
科
學
主
義
的
故
羲
科
學
觀
，
正
影
響
著
當
代

國
人
的
科
學
思
想
，
所
以
造
成
種
種
文
化
偏
差
現
象
，
例
如
神
學
不
被
教
育
部

承
認
，
哲
學
不
敬
重
觀
，
各
種
文
學
系
偏
重
讀
、
寫
、
講
等
語
文
實
瞭
訓
轍
，

而
較
缺
乏
語
言
學
、
語
意
學
、
文
學
批
評
等
等
的
科
學
訓
練
。
其
實
在
西
歐
，

只
有
後
威
者
才
列
入
代
學
課
程
，
當
作
科
學
，
而
前
者
只
是
語
文
學
校
之
事

。
獨
創
科
學
觀
念
的
偏
差
，
造
成
教
育
改
策
的
偏
差
;
教
育
政
策
的
偏
差
，
使

得
像
外
國
文
學
系
出
來
的
學
生
，
只
能
做
外
貿
屬
書
、
教
外
文
，
或
其
它
非
文

學
研
究
的
工
作
，
而
留
學
生
到
了
西
歐
大
學
的
文
學
系
研
究
，
始
發
現
自
己
科

學
訓
練
太
差
，
往
往
悔
之
日
晚
。
需
知
西
方
大
學
教
育
的
基
麓
，
便
是
在
中
世

紀
由
土
林
學
者
府
所
建
立
起
來
的
。
他
們
對
於
科
學
不
但
有
寬
厚
的
胸
襟
、
深

.
刻
的
見
地
，
而
且
把
各
種
科
學
，
按
照
對
象
及
認
識
能
力
的
高
下
手
以
價
值
區

分
。
按
照
等
級
不
悶
，
而
有
各
種
相
稱
的
方
龍
之
應
用
，
由
較
高
層
次
的
科
學

來
綜
攝
較
低
層
次
的
科
學
。
凡
是
方
法
上
的
化
約
主
義
與
一
元
論
，
皆
不
合
乎

科
學
精
神
。

再
者
，
土
林
哲
學
在
思
辯
方
法
上
對
於
觀
念
分
析
之
詳
盡
，
綜
合
之
繁
宮

，
以
及
嚴
絡
遵
循
形
式
邏
輯
，
實
在
是
十
二
、
三
世
紀
的
學
風
所
致
，
由
於
亞

民
邏
輯
著
作
之
翻
譯
，
各
學
校
重
親
一
邏
輯
學
，
以
致
傳
統
邏
輯
在
這
個
時
代
達

到
最
高
盔
的
麓
，
展
。
今
日
現
代
邏
輯
的
新
發
展
，
當
然
值
得
重
觀
，
而
今
目
的

哲
畢
討
論
，
亦
不
必
要
遵
循
士
林
哲
學
的
成
規
。
但
無
論
如
何
，
思
想
結
構
之

嚴
密
總
是
不
可
或
缺
之
事
，
而
且
，
正
因
為
實
在
界
有
緊
密
的
結
構
和
轉
換
的

規
律
，
邏
輯
與
概
念
思
維
始
得
以
立
存
於
一
天
地
之
間
，
這
是
士
林
哲
學
對
我
們

的
重
要
啟
發
。
若
只
注
重
抽
象
概
念
和
邏
輯
形
式
之
運
作
，
.
一
如
今
日
部
分
分

γ
析
哲
學
家
之
前
稿
，
則
常
會
使
哲
學
思
想
墮
入
平
面
的
、
只
分
不
合
、
二
一
月
對

立
的
危
險
，
但
六
思
想
家
憫
之
所
以
偉
大
，
即
由
於
他
們
對
實
在
界
有
深
刻
的

、
動
態
的
把
揖
，
此
即
士
林
哲
學
所
謂
對
存
有
的
把
握
。
存
有
哲
學
便
是
對
於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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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國
七
十
三
年
+
月

哲
學
典
文
化
第
+
一
卷
+
期

消
融
主
客
的
存
有
做
原
始
統
合
的
、
動
態
的
把
揖
，
唯
有
如
此
，
總
值
超
越
概

念
的
平
面
性
和
邏
輯
的
靜
態
性
，
以
及
由
兩
者
所
造
成
的
二
元
對
立
。

以
上
中
國
思
想
界
對
於
士
林
哲
學
貢
話
缺
乏
同
情
的
臨
解
，
也
顯
示
出
傅

，
統
中
國
哲
學
的
一
個
弱
點•• 

對
於
理
論
系
統
欠
缺
重
觀
。
西
方
自
希
腫
始
，
便

要
求
對
實
在
界
做
純
粹
知
識
的
探
索
，
予
以
不
斷
的
理
論
化
。
我
國
僅
在
戰
國

時
，
由
苟
子
、
蔥
施
、
公
聽
龍
、
墨
子
等
的
名
學
，
主
張
排
名
貴
賓
，
但
其
理

論
化
之
體
系
要
象
僅
具
雛
型
i

且
其
意
向
並
不
純
粹
，
多
用
以
作
為
寶
明
其
世

界
觀
或
敢
抬
見
解
的
後
設
理
論
。
而
且
後
來
亦
未
獲
進
一
步
發
展
。
這
今
我
國

，
雖
極
力
發
展
軒
學
，
但
仍
停
留
在
實
用
科
學
階
腰
，
尚
未
注
意
到
創
造
性
之
根

的
理
論
科
學
;
但
若
重
觀
理
論
科
學
，
則
不
能
不
兼
重
哲
學
基
睡
之
揉
索
。
吾

人
在
西
方
科
學
化
約
主
義
入
侵
之
後
，
連
原
有
價
值
體
系
都
不
能
保
障
，
搖
搖

欲
聾
。
如
果
只
圖
謀
發
揚
傳
統
價
值
哲
學
，
則
至
多
只
能
把
科
學
價
值
加
入
人

生
諸
價
值
中
，
並
予
以
定
位
，
但
卸
無
法
刺
油
科
學
理
論
之
進
展
。
若
保
存
目

前
的
心
態
，
不
重
觀
理
論
體
系
與
思
考
，
則
在
來
臼
文
化
的
發
展
上
，
至
多
只

能
在
教
育
、
政
治
及
個
人
生
活
中
于
科
學
以
消
極
的
、
劍
約
性
的
限
制
，
封
不

能
引
發
全
面
性
的
理
智
開
發
與
統
合
。
士
林
哲
學
科
學
觀
念
的
寬
大
與
邏
輯
的

嚴
矗
使
用
，
根
攝
存
有
的
邏
輯
，
來
建
立
思
想
的
邏
輯
，
使
他
們
能
做
到
真
正

科
學
性
的
討
論
;
而
他
們
由
存
有
學
和
哲
學
人
類
學
所
支
持
的
體
大
思
精
的
價

值
體
系
，
也
正
是
文
化
創
造
的
推
動
力
所
在
。
這
些
一
都
是
很
可
以
提
供
吾
人
參

九
考
，
啟
發
吾
人
思
想
之
前
在
。

最
後
，
有
一
種
態
度
在
哲
學
上
雖
然
站
立
不
住
，
卸
十
分
動
人
，
那
歸
是

有
部
分
中
國
哲
學
者
有
意
或
無
意
地
認
為
士
林
哲
學
或
西
洋
哲
學
再
如
何
高
明

博
大
，
都
是
外
國
的
東
西
，
總
不
如
中
國
哲
學
親
切
，
大
可
不
必
理
會
，
這
種

封
閉
式
的
態
度
，
在
今
天
是
無
法
成
立
的
。
因
為
今
日
的
學
術
典
文
化
若
沒
有

世
界
性
的
高
瞻
遺
蝠
，
是
無
法
發
展
出
康
在
大
道
來
的
e
k今
天
我
們
不
但
要
認

識
西
方
，
而
且
要
認
識
西
方
傳
統
中
漂
連
高
明
的
部
分
，
士
林
哲
學
是
屬
食
這

部
分
的
西
祥
傳
統
。

四

誠
然
，
西
方
學
衛
發
展
並
不
停
留
於
中
世
紀
，
尤
其
近
百
年
來
，
科
學
知

識
日
新
月
異
，
世
界
的
面
貌
日
趨
多
元
，
人
類
的
經
驗
日
趨
繁
簣
，
必
讀
有
新
﹒

的
思
想
方
法
，
新
的
綜
合
精
神
，
…
新
的
價
值
創
造
。
偶
此
，
當
代
有
分
析
哲
做

學
、
科
學
哲
學
、
現
象
學
、
結
構
主
義
詮
釋
學
、
就
判
理
論
等
興
起
，
做
為

新
的
嘗
試
。
在
其
它
學
科
方
面
，
亦
不
斷
刺
激
新
的
哲
學
思
考
，
並
自
行
提
出

哲
學
問
題
:
倒
如
，
在
自
然
科
學
方
面
的
生
物
學
、
物
理
學
;
在
人
文
科
學
方

面
的
語
言
學
、
歷
央
學
、
社
會
學
、
人
類
學
。
這
一
切
都
要
求
吾
人
對
於
現
世

的
知
識
與
文
化
，
做
漂
度
的
哲
學
反
省
與
綜
合
。
不
過
，
深
度
的
反
省
與
綜
合

說
何
容
品
?
我
們
在
當
代
思
想
家
襄
找
不
到
一
位
像
多
瑪
斯
那
按
有
深
刻
的
見

識
相
大
氣
魄
的
綜
合
力
的
。
這
種
見
識
的
深
翔
和
綜
合
的
大
氣
魄
，
正
是
處
在

今
耳
的
闊
人
所
應
放
法
的
。
新
士
林
哲
學
的
興
起
，
便
是
備
把
土
林
哲
學
的
深

刻
處
，
再
取
來
面
對
新
的
知
識
、
思
想
、
典
文
化
，
以
刺
翻
新
的
綜
合
與
創
、
造

但
是
，
無
論
學
術
典
文
化
再
如
何
變
遷
，
由
士
林
哲
學
所
得
的
以
下
這
幾

點
啟
發
，
但
可
以
光
照
吾
人
的
哲
學
智
慧

•• 

H
漂
厚
之
哲
學
必
有
其
存
有
學
基

麗
。
說
士
林
哲
學
的
存
有
學
而
言
，
凡
物
皆
是
存
有
者
，
「
存
有
」
則
是
一
切

，
存
有
者
的
存
在
活
動
。
存
有
者
是
存
在
活
動
之
主
體
，
存
有
則
是
主
體
的
存
在

活
動
，
兩
者
相
關
但
有
差
異
。
存
有
與
存
有
者
之
差
異
，
吾
人
稱
之
為
存
有
學

差
異
(
0
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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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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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
蘭
松
位
乎
忽
略
此
一
差
異
，

而
直
接
把
存
有
本
身
與
無
限
、
完
美
的
存
有
者
|
|
天
主
|
|
等
祠
，
並
認
為

存
有
本
身
就
是
天
主
|
|
不
但
無
限
、
完
美
，
而
且
充
滿
了
無
窮
奧
妙
的
創
造

力
，
宇
宙
萬
物
及
其
中
日
新
月
異
的
現
眾
皆
是
由
馳
而
來
。
關
於
存
有
學
差
異

，
譯
者
在
將
要
出
版
的
形
上
學
一
賽
中
會
有
詳
細
的
討
論
1
讀
者
可
運
行
參
考

。
吾
人
可
以
說
，
此
存
在
動
力
總
是
真
正
的
「
玄
之
又
玄
，
血
來
妙
之
鬥
」
，
真

正
的
「
不
滯
空
有
，
妙
有
實
相
﹒
」
至
於
天
主
則
是
無
限
而
完
美
的
存
有
者
，

她
一
方
面
透
過
超
自
然
的
啟
示
而
昭
顯
於
聖
盟
和
一
輯
音
，
進
入
其
選
民
的
歷
史

之
中
;
另
一
方
面
，
文
以
自
然
的
啟
示
而
顯
示
於
各
'
民
脹
的
歷
史
文
化
、
文
物

民
國
七
十
三
年
+
月

哲
學
典
文
化
第
+
一
卷
+
期

消
融
主
客
的
存
有
做
原
始
統
合
的
、
動
態
的
把
揖
，
唯
有
如
此
，
總
值
超
越
概

念
的
平
面
性
和
邏
輯
的
靜
態
性
，
以
及
由
兩
者
所
造
成
的
二
元
對
立
。

以
上
中
國
思
想
界
對
於
士
林
哲
學
貢
話
缺
乏
同
情
的
臨
解
，
也
顯
示
出
傅

，
統
中
國
哲
學
的
一
個
弱
點•• 

對
於
理
論
系
統
欠
缺
重
觀
。
西
方
自
希
腫
始
，
便

要
求
對
實
在
界
做
純
粹
知
識
的
探
索
，
予
以
不
斷
的
理
論
化
。
我
國
僅
在
戰
國

時
，
由
苟
子
、
蔥
施
、
公
聽
龍
、
墨
子
等
的
名
學
，
主
張
排
名
貴
賓
，
但
其
理

論
化
之
體
系
要
象
僅
具
雛
型
i

且
其
意
向
並
不
純
粹
，
多
用
以
作
為
寶
明
其
世

界
觀
或
敢
抬
見
解
的
後
設
理
論
。
而
且
後
來
亦
未
獲
進
一
步
發
展
。
這
今
我
國

，
雖
極
力
發
展
軒
學
，
但
仍
停
留
在
實
用
科
學
階
腰
，
尚
未
注
意
到
創
造
性
之
根

的
理
論
科
學
;
但
若
重
觀
理
論
科
學
，
則
不
能
不
兼
重
哲
學
基
睡
之
揉
索
。
吾

人
在
西
方
科
學
化
約
主
義
入
侵
之
後
，
連
原
有
價
值
體
系
都
不
能
保
障
，
搖
搖

欲
聾
。
如
果
只
圖
謀
發
揚
傳
統
價
值
哲
學
，
則
至
多
只
能
把
科
學
價
值
加
入
人

生
諸
價
值
中
，
並
予
以
定
位
，
但
卸
無
法
刺
油
科
學
理
論
之
進
展
。
若
保
存
目

前
的
心
態
，
不
重
觀
理
論
體
系
與
思
考
，
則
在
來
臼
文
化
的
發
展
上
，
至
多
只

能
在
教
育
、
政
治
及
個
人
生
活
中
于
科
學
以
消
極
的
、
劍
約
性
的
限
制
，
封
不

能
引
發
全
面
性
的
理
智
開
發
與
統
合
。
士
林
哲
學
科
學
觀
念
的
寬
大
與
邏
輯
的

嚴
矗
使
用
，
根
攝
存
有
的
邏
輯
，
來
建
立
思
想
的
邏
輯
，
使
他
們
能
做
到
真
正

科
學
性
的
討
論
;
而
他
們
由
存
有
學
和
哲
學
人
類
學
所
支
持
的
體
大
思
精
的
價

值
體
系
，
也
正
是
文
化
創
造
的
推
動
力
所
在
。
這
些
一
都
是
很
可
以
提
供
吾
人
參

九
考
，
啟
發
吾
人
思
想
之
前
在
。

最
後
，
有
一
種
態
度
在
哲
學
上
雖
然
站
立
不
住
，
卸
十
分
動
人
，
那
歸
是

有
部
分
中
國
哲
學
者
有
意
或
無
意
地
認
為
士
林
哲
學
或
西
洋
哲
學
再
如
何
高
明

博
大
，
都
是
外
國
的
東
西
，
總
不
如
中
國
哲
學
親
切
，
大
可
不
必
理
會
，
這
種

封
閉
式
的
態
度
，
在
今
天
是
無
法
成
立
的
。
因
為
今
日
的
學
術
典
文
化
若
沒
有

世
界
性
的
高
瞻
遺
蝠
，
是
無
法
發
展
出
康
在
大
道
來
的
e
k今
天
我
們
不
但
要
認

識
西
方
，
而
且
要
認
識
西
方
傳
統
中
漂
連
高
明
的
部
分
，
士
林
哲
學
是
屬
食
這

部
分
的
西
祥
傳
統
。

四

誠
然
，
西
方
學
衛
發
展
並
不
停
留
於
中
世
紀
，
尤
其
近
百
年
來
，
科
學
知

識
日
新
月
異
，
世
界
的
面
貌
日
趨
多
元
，
人
類
的
經
驗
日
趨
繁
簣
，
必
讀
有
新
﹒

的
思
想
方
法
，
新
的
綜
合
精
神
，
…
新
的
價
值
創
造
。
偶
此
，
當
代
有
分
析
哲
做

學
、
科
學
哲
學
、
現
象
學
、
結
構
主
義
詮
釋
學
、
就
判
理
論
等
興
起
，
做
為

新
的
嘗
試
。
在
其
它
學
科
方
面
，
亦
不
斷
刺
激
新
的
哲
學
思
考
，
並
自
行
提
出

哲
學
問
題
:
倒
如
，
在
自
然
科
學
方
面
的
生
物
學
、
物
理
學
;
在
人
文
科
學
方

面
的
語
言
學
、
歷
央
學
、
社
會
學
、
人
類
學
。
這
一
切
都
要
求
吾
人
對
於
現
世

的
知
識
與
文
化
，
做
漂
度
的
哲
學
反
省
與
綜
合
。
不
過
，
深
度
的
反
省
與
綜
合

說
何
容
品
?
我
們
在
當
代
思
想
家
襄
找
不
到
一
位
像
多
瑪
斯
那
按
有
深
刻
的
見

識
相
大
氣
魄
的
綜
合
力
的
。
這
種
見
識
的
深
翔
和
綜
合
的
大
氣
魄
，
正
是
處
在

今
耳
的
闊
人
所
應
放
法
的
。
新
士
林
哲
學
的
興
起
，
便
是
備
把
土
林
哲
學
的
深

刻
處
，
再
取
來
面
對
新
的
知
識
、
思
想
、
典
文
化
，
以
刺
翻
新
的
綜
合
與
創
、
造

但
是
，
無
論
學
術
典
文
化
再
如
何
變
遷
，
由
士
林
哲
學
所
得
的
以
下
這
幾

點
啟
發
，
但
可
以
光
照
吾
人
的
哲
學
智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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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漂
厚
之
哲
學
必
有
其
存
有
學
基

麗
。
說
士
林
哲
學
的
存
有
學
而
言
，
凡
物
皆
是
存
有
者
，
「
存
有
」
則
是
一
切

，
存
有
者
的
存
在
活
動
。
存
有
者
是
存
在
活
動
之
主
體
，
存
有
則
是
主
體
的
存
在

活
動
，
兩
者
相
關
但
有
差
異
。
存
有
與
存
有
者
之
差
異
，
吾
人
稱
之
為
存
有
學

差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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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
蘭
松
位
乎
忽
略
此
一
差
異
，

而
直
接
把
存
有
本
身
與
無
限
、
完
美
的
存
有
者
|
|
天
主
|
|
等
祠
，
並
認
為

存
有
本
身
就
是
天
主
|
|
不
但
無
限
、
完
美
，
而
且
充
滿
了
無
窮
奧
妙
的
創
造

力
，
宇
宙
萬
物
及
其
中
日
新
月
異
的
現
眾
皆
是
由
馳
而
來
。
關
於
存
有
學
差
異

，
譯
者
在
將
要
出
版
的
形
上
學
一
賽
中
會
有
詳
細
的
討
論
1
讀
者
可
運
行
參
考

。
吾
人
可
以
說
，
此
存
在
動
力
總
是
真
正
的
「
玄
之
又
玄
，
血
來
妙
之
鬥
」
，
真

正
的
「
不
滯
空
有
，
妙
有
實
相
﹒
」
至
於
天
主
則
是
無
限
而
完
美
的
存
有
者
，

她
一
方
面
透
過
超
自
然
的
啟
示
而
昭
顯
於
聖
盟
和
一
輯
音
，
進
入
其
選
民
的
歷
史

之
中
;
另
一
方
面
，
文
以
自
然
的
啟
示
而
顯
示
於
各
'
民
脹
的
歷
史
文
化
、
文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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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融
主
客
的
存
有
做
原
始
統
合
的
、
動
態
的
把
揖
，
唯
有
如
此
，
總
值
超
越
概

念
的
平
面
性
和
邏
輯
的
靜
態
性
，
以
及
由
兩
者
所
造
成
的
二
元
對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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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中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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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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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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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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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對
實
在
界
做
純
粹
知
識
的
探
索
，
予
以
不
斷
的
理
論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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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
在
戰
國

時
，
由
苟
子
、
蔥
施
、
公
聽
龍
、
墨
子
等
的
名
學
，
主
張
排
名
貴
賓
，
但
其
理

論
化
之
體
系
要
象
僅
具
雛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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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其
意
向
並
不
純
粹
，
多
用
以
作
為
寶
明
其
世

界
觀
或
敢
抬
見
解
的
後
設
理
論
。
而
且
後
來
亦
未
獲
進
一
步
發
展
。
這
今
我
國

，
雖
極
力
發
展
軒
學
，
但
仍
停
留
在
實
用
科
學
階
腰
，
尚
未
注
意
到
創
造
性
之
根

的
理
論
科
學
;
但
若
重
觀
理
論
科
學
，
則
不
能
不
兼
重
哲
學
基
睡
之
揉
索
。
吾

人
在
西
方
科
學
化
約
主
義
入
侵
之
後
，
連
原
有
價
值
體
系
都
不
能
保
障
，
搖
搖

欲
聾
。
如
果
只
圖
謀
發
揚
傳
統
價
值
哲
學
，
則
至
多
只
能
把
科
學
價
值
加
入
人

生
諸
價
值
中
，
並
予
以
定
位
，
但
卸
無
法
刺
油
科
學
理
論
之
進
展
。
若
保
存
目

前
的
心
態
，
不
重
觀
理
論
體
系
與
思
考
，
則
在
來
臼
文
化
的
發
展
上
，
至
多
只

能
在
教
育
、
政
治
及
個
人
生
活
中
于
科
學
以
消
極
的
、
劍
約
性
的
限
制
，
封
不

能
引
發
全
面
性
的
理
智
開
發
與
統
合
。
士
林
哲
學
科
學
觀
念
的
寬
大
與
邏
輯
的

嚴
矗
使
用
，
根
攝
存
有
的
邏
輯
，
來
建
立
思
想
的
邏
輯
，
使
他
們
能
做
到
真
正

科
學
性
的
討
論
;
而
他
們
由
存
有
學
和
哲
學
人
類
學
所
支
持
的
體
大
思
精
的
價

值
體
系
，
也
正
是
文
化
創
造
的
推
動
力
所
在
。
這
些
一
都
是
很
可
以
提
供
吾
人
參

九
考
，
啟
發
吾
人
思
想
之
前
在
。

最
後
，
有
一
種
態
度
在
哲
學
上
雖
然
站
立
不
住
，
卸
十
分
動
人
，
那
歸
是

有
部
分
中
國
哲
學
者
有
意
或
無
意
地
認
為
士
林
哲
學
或
西
洋
哲
學
再
如
何
高
明

博
大
，
都
是
外
國
的
東
西
，
總
不
如
中
國
哲
學
親
切
，
大
可
不
必
理
會
，
這
種

封
閉
式
的
態
度
，
在
今
天
是
無
法
成
立
的
。
因
為
今
日
的
學
術
典
文
化
若
沒
有

世
界
性
的
高
瞻
遺
蝠
，
是
無
法
發
展
出
康
在
大
道
來
的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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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我
們
不
但
要
認

識
西
方
，
而
且
要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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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方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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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漂
連
高
明
的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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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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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食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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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祥
傳
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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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
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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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學
衛
發
展
並
不
停
留
於
中
世
紀
，
尤
其
近
百
年
來
，
科
學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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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新
月
異
，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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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面
貌
日
趨
多
元
，
人
類
的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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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趨
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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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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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思
想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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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的
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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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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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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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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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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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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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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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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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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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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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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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其
它
學
科
方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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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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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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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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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行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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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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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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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面
的
生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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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
理
學
;
在
人
文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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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面
的
語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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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
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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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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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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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一
切
都
要
求
吾
人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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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世

的
知
識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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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
做
漂
度
的
哲
學
反
省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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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
不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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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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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省
與
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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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何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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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們
在
當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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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家
襄
找
不
到
一
位
像
多
瑪
斯
那
按
有
深
刻
的
見

識
相
大
氣
魄
的
綜
合
力
的
。
這
種
見
識
的
深
翔
和
綜
合
的
大
氣
魄
，
正
是
處
在

今
耳
的
闊
人
所
應
放
法
的
。
新
士
林
哲
學
的
興
起
，
便
是
備
把
土
林
哲
學
的
深

刻
處
，
再
取
來
面
對
新
的
知
識
、
思
想
、
典
文
化
，
以
刺
翻
新
的
綜
合
與
創
、
造

但
是
，
無
論
學
術
典
文
化
再
如
何
變
遷
，
由
士
林
哲
學
所
得
的
以
下
這
幾

點
啟
發
，
但
可
以
光
照
吾
人
的
哲
學
智
慧

•• 

H
漂
厚
之
哲
學
必
有
其
存
有
學
基

麗
。
說
士
林
哲
學
的
存
有
學
而
言
，
凡
物
皆
是
存
有
者
，
「
存
有
」
則
是
一
切

，
存
有
者
的
存
在
活
動
。
存
有
者
是
存
在
活
動
之
主
體
，
存
有
則
是
主
體
的
存
在

活
動
，
兩
者
相
關
但
有
差
異
。
存
有
與
存
有
者
之
差
異
，
吾
人
稱
之
為
存
有
學

差
異
(
0
丘
。

-
o
m古巴
門
口
泣
。
『
g
n
m
)

。
紀
蘭
松
位
乎
忽
略
此
一
差
異
，

而
直
接
把
存
有
本
身
與
無
限
、
完
美
的
存
有
者
|
|
天
主
|
|
等
祠
，
並
認
為

存
有
本
身
就
是
天
主
|
|
不
但
無
限
、
完
美
，
而
且
充
滿
了
無
窮
奧
妙
的
創
造

力
，
宇
宙
萬
物
及
其
中
日
新
月
異
的
現
眾
皆
是
由
馳
而
來
。
關
於
存
有
學
差
異

，
譯
者
在
將
要
出
版
的
形
上
學
一
賽
中
會
有
詳
細
的
討
論
1
讀
者
可
運
行
參
考

。
吾
人
可
以
說
，
此
存
在
動
力
總
是
真
正
的
「
玄
之
又
玄
，
血
來
妙
之
鬥
」
，
真

正
的
「
不
滯
空
有
，
妙
有
實
相
﹒
」
至
於
天
主
則
是
無
限
而
完
美
的
存
有
者
，

她
一
方
面
透
過
超
自
然
的
啟
示
而
昭
顯
於
聖
盟
和
一
輯
音
，
進
入
其
選
民
的
歷
史

之
中
;
另
一
方
面
，
文
以
自
然
的
啟
示
而
顯
示
於
各
'
民
脹
的
歷
史
文
化
、
文
物



經
典
所
顯
示
的
求
道
歷
程
中
。
目
、
對
於
宇
宙
歷
程
的
永
恆
與
變
異
的
看
話
、

存
有
本
身
奧
妙
無
窮
的
創
造
力
發
而
有
宇
宙
萬
物
，
並
使
其
日
新
月
異
，
日
新

又
新
。
理
相
乃
天
主
永
桓
思
想
自
己
的
本
質
，
可
被
萬
物
所
分
受
的
形
式
;
物

質
則
篇
天
主
在
時
間
中
所
創
、
遣
，
做
為
萬
物
的
底
基-
s兩
者
皆
出
自
天
主
完
美

的
創
造
力
，
叉
藉
天
主
的
創
追
力
而
組
合
成
各
種
個
體
。
萬
物
不
但
是
由
形
式

與
物
質
組
合
而
戚
，
亦
由
本
質
與
存
在
組
合
而
戚
，
由
此
構
成
萬
物
之
偶
性
，

而
縱
逝
於
運
變
之
中
。
但
存
有
本
身
的
創
造
行
動
連
結
永
恆
與
變
遷
，
亦
提
供

有
與
無
的
問
題
最
徹
底
的
解
決
。
但
創
造
並
非
一
勞
永
逸
之
工
程
，
卸
堅
持
讀

不
斷
，
日
新
月
異
的
歷
程
，
人
參
與
這
種
持
麗
的
創
造
，
而
為
天
主
的
助
手
，

實
可
謂
「
贊
天
地
之
化
育
，
與
天
地
參
」
。
但
、
對
於
萬
物
彼
此
的
關
係
，
提

廣
大
和
諧
之
看
法
﹒
~
萬
物
皆
由
道
(
聖
言
)
所
迪
生
，
道
自
在
其
中
，
便
各
自

有
道
。
學
凡
存
有
者
，
便
會
刷
刷
天
主
，
所
以
就
存
有
言
，
萬
物
真
是
平
等
平
等

但
此
種
存
有
學
的
平
等
並
非
平
面
的
平
等
而
是
有
深
度
的
平
等
。
萬
物
在
存
有

的
完
美
程
度
上
，
越
是
實
現
高
度
的
完
美
，
便
越
宵
叫
天
主
。
人
為
萬
物
之
靈

長
，
理
當
更
會
做
天
主
，
也
更
能
實
現
自
己
與
天
主
的
背
刷
刷
。
胸
、
對
於
人
類

學
上
的
見
解•• 

認
為
人
有
理
智
，
可
以
推
展
科
學
知
識
;
人
有
自
由
意
志
，
可

以
實
現
道
德
理
想
;
人
有
愛
籠
，
可
以
仁
民
愛
物
，
共
同
結
合
於
對
天
主
的
原

始
之
囊
中
;
人
有
諸
才
性
之
和
諧
，
可
以
從
事
矗
衛
活
動
，
接
天
地
之
美
以
達

萬
物
之
理
。
總
之
，
人
是
一
個
「
位
格
」
'
「
位
格
」
的
觀
念
是
基
督
的
教
義

留
給
人
類
最
富
厚
的
遺
產
，
而
由
士
林
哲
學
研
最
嚴
格
、
清
楚
地
表
達
者
。
由

、
對
於
歷
史
和
文
化
的
看
法
.• 

認
為
歷
史
乃
價
值
創
造
之
歷
程
，
文
化
乃
價
值

創
造
之
結
晶
，
歷
史
與
文
化
，
皆
是
道
的
展
現
與
分
受
，
亦
指
點
回
歸
於
道
的

﹒
路
程
。
岡
歸
於
道
便
是
間
到
與
存
有
本
身
完
美
的
相
蝕
。
仰
、
在
基
督
宗
教
和

士
林
哲
學
中
突
顯
了
一
個
獨
一
無
二
的
宗
教
經
驗
，
那
就
是
在
萬
物
、
人
和
神
之

間
的
一
種
親
密
但
叉
緊
張
的
關
保
。
人
雖
有
限
。
，
甜
根
頭
於
無
限
、
並
邁
向
無

限
，
但
人
並
不
消
失
在
無
限
之
中
，
甜
有
其
自
由
與
獨
立
地
位
;
神
超
越
一
切

1

，
但
叉
內
在
於
萬
物
，
並
不
因
其
超
越
，
就
貶
值
萬
物
;
亦
不
圓
其
內
在
，
就

中
世
哲
學
椅
神
與
中
鷗
哲
學
精
神
的
會
通

致
令
萬
物
喪
失
其
個
性
。

除
了
以
上
的
要
點
之
外
，
士
林
哲
學
還
有
許
多
思
想
皆
足
以
啟
發
國
人
。

這
些
一
思
想
的
精
要
，
都
十
分
深
入
地
舖
陳
在
法
國
學
術
學
士
紀
聶
松
(
開
H
Z


E
m
f
-
g
p
)

所
著
中
世
哲
學
精
神
(
F
d
呂
立
冉
冉
Z
Z
H
U
F
F
-
o
m
0

。
F
Z

S
E
-
-
丘
個
)
一
書
里
面
。
所
以
譯
者
不
慚
學
疏
識
潰
，
特
譯
為
中
文
，
以

饗
國
人
。
該
書
原
為
二
十
篇
演
講
稿
，
其
發
表
醒
過
請
參
閱
作
者
原
序
。
譯
者

認
為
，
本
書
有
演
講
稿
的
優
長
，
讀
者
可
以
不
必
搜
零
中
世
原
典
、
歷
經
其
嚴

密
之
辯
論
，
就
能
直
接
把
揖
其
中
思
想
的
深
度
意
趣
，
從
中
獲
取
新
的
啟
悟
和

創
作
。
誠
然
，
這
類
導
引
性
的
閱
讀
並
不
能
取
代
原
具
及
其
它
系
統
著
作
的
研

讀
。
但
因
為
中
世
原
具
都
是
用
拉
丁
文
寫
就
，
對
於
國
內
大
部
分
讀
者
是
一
大

難
題
。
這
類
原
典
的
英
、
法
、
德
文
翻
譯
，
都
是
用
科
學
的
方
法
、
嚴
聾
的
態

度
進
行
翻
譯
而
成
的
，
可
供
參
考
。
這
類
翻
譯

γ

國
內
太
少
，
尚
有
待
飽
學
之

士
，
從
事
精
譯
，
共
、
襲
盛
舉
。
其
餘
合
乎
時
代
需
要
的
學
術
研
究
，
亦
有
待
選

擇
性
的
介
紹
相
翻
譯
，
使
國
人
更
深
入
暸
解
西
方
文
化
深
刻
的
底
基
與
其
輾
流

正
變
。
至
於
儷
本
.
書
這
類
講
稿
式
的
導
引
，
供
給
中
世
哲
學
的
研
究
以
正
確
的

認
識
，
使
有
助
於
西
方
文
化
之
暸
解
，
而
於
共
同
蟑
螂
屬
和
探
取
距
離
雙
重
的
思

想
辦
置
中
，
獲
更
上
層
穆
笠
助
益
。
若
能
有
助
於
國
人
，
於
其
中
獲
現
一
三
一

啟
發
性
之
觀
念
，
而
能
拓
深
其
思
想
觀
野
，
亦
足
譯
者
慰
矣
。

本
書
之
翻
譯
，
主
要
按
攘
當
斯
(
〉
-
z
-
n
-
u
o
d
s
2
)的
英
譯
本
(

吋
-
M
m
ω自
立
門
戶
鬥
。
由
軍
叩
門
立
牌
。

4
目
】
叮
叮-
-
o曲
。
H
M
H
H
F
Z
m
d

『

J門
。
『-
m
-
n
y
m

己
m
m

m
n立
g
z

、

m
ω
。
5
.
E
K
F
0
)
，
取
其
英
文
專
有
名
詞
及
衛
語
，
較
適
合

齡
國
人
。
但
全
書
之
譯
文
內
容
，
仍
由
中
文
譯
者
，
按
照
第
二
版
語
文
原
文
(

戶
、
開m
H
U立"
已
而
】
m
U
F
=
o
m
o
u
v
z
s
m
s
z

司
已
開
-
G
E
S
個
開
《
立
立
。
口

閃
閃4
5
.
』
〈
立
P
E

立
Y
-
H
E
∞
)
全
部
校
訂
過
。
至
於
名
詞
之
翻
譯
，3

譯
者
常
參
考
項
退
結
先
生
編
譯
西
洋
哲
學
辭
典
(
國
立
偏
譯
館
、
先
知
出
版
社
“

自
行
，
一
九
七
六
年
於
台
北
)
，
特
別
在
此
致
謝
。
至
齡
人
名
之
翻
譯
，
並
不

一
定
全
部
按
照
該
辭
典
。
甚
至
哲
學
術
語
，
亦
常
按
行
文
的
需
要
做
適
當
的
修

-i 

經
典
所
顯
示
的
求
道
歷
程
中
。
目
、
對
於
宇
宙
歷
程
的
永
恆
與
變
異
的
看
話
、

存
有
本
身
奧
妙
無
窮
的
創
造
力
發
而
有
宇
宙
萬
物
，
並
使
其
日
新
月
異
，
日
新

又
新
。
理
相
乃
天
主
永
桓
思
想
自
己
的
本
質
，
可
被
萬
物
所
分
受
的
形
式
;
物

質
則
篇
天
主
在
時
間
中
所
創
、
遣
，
做
為
萬
物
的
底
基-
s兩
者
皆
出
自
天
主
完
美

的
創
造
力
，
叉
藉
天
主
的
創
追
力
而
組
合
成
各
種
個
體
。
萬
物
不
但
是
由
形
式

與
物
質
組
合
而
戚
，
亦
由
本
質
與
存
在
組
合
而
戚
，
由
此
構
成
萬
物
之
偶
性
，

而
縱
逝
於
運
變
之
中
。
但
存
有
本
身
的
創
造
行
動
連
結
永
恆
與
變
遷
，
亦
提
供

有
與
無
的
問
題
最
徹
底
的
解
決
。
但
創
造
並
非
一
勞
永
逸
之
工
程
，
卸
堅
持
讀

不
斷
，
日
新
月
異
的
歷
程
，
人
參
與
這
種
持
麗
的
創
造
，
而
為
天
主
的
助
手
，

實
可
謂
「
贊
天
地
之
化
育
，
與
天
地
參
」
。
但
、
對
於
萬
物
彼
此
的
關
係
，
提

廣
大
和
諧
之
看
法
﹒
~
萬
物
皆
由
道
(
聖
言
)
所
迪
生
，
道
自
在
其
中
，
便
各
自

有
道
。
學
凡
存
有
者
，
便
會
刷
刷
天
主
，
所
以
就
存
有
言
，
萬
物
真
是
平
等
平
等

但
此
種
存
有
學
的
平
等
並
非
平
面
的
平
等
而
是
有
深
度
的
平
等
。
萬
物
在
存
有

的
完
美
程
度
上
，
越
是
實
現
高
度
的
完
美
，
便
越
宵
叫
天
主
。
人
為
萬
物
之
靈

長
，
理
當
更
會
做
天
主
，
也
更
能
實
現
自
己
與
天
主
的
背
刷
刷
。
胸
、
對
於
人
類

學
上
的
見
解•• 

認
為
人
有
理
智
，
可
以
推
展
科
學
知
識
;
人
有
自
由
意
志
，
可

以
實
現
道
德
理
想
;
人
有
愛
籠
，
可
以
仁
民
愛
物
，
共
同
結
合
於
對
天
主
的
原

始
之
囊
中
;
人
有
諸
才
性
之
和
諧
，
可
以
從
事
矗
衛
活
動
，
接
天
地
之
美
以
達

萬
物
之
理
。
總
之
，
人
是
一
個
「
位
格
」
'
「
位
格
」
的
觀
念
是
基
督
的
教
義

留
給
人
類
最
富
厚
的
遺
產
，
而
由
士
林
哲
學
研
最
嚴
格
、
清
楚
地
表
達
者
。
由

、
對
於
歷
史
和
文
化
的
看
法
.• 

認
為
歷
史
乃
價
值
創
造
之
歷
程
，
文
化
乃
價
值

創
造
之
結
晶
，
歷
史
與
文
化
，
皆
是
道
的
展
現
與
分
受
，
亦
指
點
回
歸
於
道
的

﹒
路
程
。
岡
歸
於
道
便
是
間
到
與
存
有
本
身
完
美
的
相
蝕
。
仰
、
在
基
督
宗
教
和

士
林
哲
學
中
突
顯
了
一
個
獨
一
無
二
的
宗
教
經
驗
，
那
就
是
在
萬
物
、
人
和
神
之

間
的
一
種
親
密
但
叉
緊
張
的
關
保
。
人
雖
有
限
。
，
甜
根
頭
於
無
限
、
並
邁
向
無

限
，
但
人
並
不
消
失
在
無
限
之
中
，
甜
有
其
自
由
與
獨
立
地
位
;
神
超
越
一
切

1

，
但
叉
內
在
於
萬
物
，
並
不
因
其
超
越
，
就
貶
值
萬
物
;
亦
不
圓
其
內
在
，
就

中
世
哲
學
椅
神
與
中
鷗
哲
學
精
神
的
會
通

致
令
萬
物
喪
失
其
個
性
。

除
了
以
上
的
要
點
之
外
，
士
林
哲
學
還
有
許
多
思
想
皆
足
以
啟
發
國
人
。

這
些
一
思
想
的
精
要
，
都
十
分
深
入
地
舖
陳
在
法
國
學
術
學
士
紀
聶
松
(
開
H
Z


E
m
f
-
g
p
)

所
著
中
世
哲
學
精
神
(
F
d
呂
立
冉
冉
Z
Z
H
U
F
F
-
o
m
0

。
F
Z

S
E
-
-
丘
個
)
一
書
里
面
。
所
以
譯
者
不
慚
學
疏
識
潰
，
特
譯
為
中
文
，
以

饗
國
人
。
該
書
原
為
二
十
篇
演
講
稿
，
其
發
表
醒
過
請
參
閱
作
者
原
序
。
譯
者

認
為
，
本
書
有
演
講
稿
的
優
長
，
讀
者
可
以
不
必
搜
零
中
世
原
典
、
歷
經
其
嚴

密
之
辯
論
，
就
能
直
接
把
揖
其
中
思
想
的
深
度
意
趣
，
從
中
獲
取
新
的
啟
悟
和

創
作
。
誠
然
，
這
類
導
引
性
的
閱
讀
並
不
能
取
代
原
具
及
其
它
系
統
著
作
的
研

讀
。
但
因
為
中
世
原
具
都
是
用
拉
丁
文
寫
就
，
對
於
國
內
大
部
分
讀
者
是
一
大

難
題
。
這
類
原
典
的
英
、
法
、
德
文
翻
譯
，
都
是
用
科
學
的
方
法
、
嚴
聾
的
態

度
進
行
翻
譯
而
成
的
，
可
供
參
考
。
這
類
翻
譯

γ

國
內
太
少
，
尚
有
待
飽
學
之

士
，
從
事
精
譯
，
共
、
襲
盛
舉
。
其
餘
合
乎
時
代
需
要
的
學
術
研
究
，
亦
有
待
選

擇
性
的
介
紹
相
翻
譯
，
使
國
人
更
深
入
暸
解
西
方
文
化
深
刻
的
底
基
與
其
輾
流

正
變
。
至
於
儷
本
.
書
這
類
講
稿
式
的
導
引
，
供
給
中
世
哲
學
的
研
究
以
正
確
的

認
識
，
使
有
助
於
西
方
文
化
之
暸
解
，
而
於
共
同
蟑
螂
屬
和
探
取
距
離
雙
重
的
思

想
辦
置
中
，
獲
更
上
層
穆
笠
助
益
。
若
能
有
助
於
國
人
，
於
其
中
獲
現
一
三
一

啟
發
性
之
觀
念
，
而
能
拓
深
其
思
想
觀
野
，
亦
足
譯
者
慰
矣
。

本
書
之
翻
譯
，
主
要
按
攘
當
斯
(
〉
-
z
-
n
-
u
o
d
s
2
)的
英
譯
本
(

吋
-
M
m
ω自
立
門
戶
鬥
。
由
軍
叩
門
立
牌
。

4
目
】
叮
叮-
-
o曲
。
H
M
H
H
F
Z
m
d

『

J門
。
『-
m
-
n
y
m

己
m
m

m
n立
g
z

、

m
ω
。
5
.
E
K
F
0
)
，
取
其
英
文
專
有
名
詞
及
衛
語
，
較
適
合

齡
國
人
。
但
全
書
之
譯
文
內
容
，
仍
由
中
文
譯
者
，
按
照
第
二
版
語
文
原
文
(

戶
、
開m
H
U立"
已
而
】
m
U
F
=
o
m
o
u
v
z
s
m
s
z

司
已
開
-
G
E
S
個
開
《
立
立
。
口

閃
閃4
5
.
』
〈
立
P
E

立
Y
-
H
E
∞
)
全
部
校
訂
過
。
至
於
名
詞
之
翻
譯
，3

譯
者
常
參
考
項
退
結
先
生
編
譯
西
洋
哲
學
辭
典
(
國
立
偏
譯
館
、
先
知
出
版
社
“

自
行
，
一
九
七
六
年
於
台
北
)
，
特
別
在
此
致
謝
。
至
齡
人
名
之
翻
譯
，
並
不

一
定
全
部
按
照
該
辭
典
。
甚
至
哲
學
術
語
，
亦
常
按
行
文
的
需
要
做
適
當
的
修

-i 

經
典
所
顯
示
的
求
道
歷
程
中
。
目
、
對
於
宇
宙
歷
程
的
永
恆
與
變
異
的
看
話
、

存
有
本
身
奧
妙
無
窮
的
創
造
力
發
而
有
宇
宙
萬
物
，
並
使
其
日
新
月
異
，
日
新

又
新
。
理
相
乃
天
主
永
桓
思
想
自
己
的
本
質
，
可
被
萬
物
所
分
受
的
形
式
;
物

質
則
篇
天
主
在
時
間
中
所
創
、
遣
，
做
為
萬
物
的
底
基-
s兩
者
皆
出
自
天
主
完
美

的
創
造
力
，
叉
藉
天
主
的
創
追
力
而
組
合
成
各
種
個
體
。
萬
物
不
但
是
由
形
式

與
物
質
組
合
而
戚
，
亦
由
本
質
與
存
在
組
合
而
戚
，
由
此
構
成
萬
物
之
偶
性
，

而
縱
逝
於
運
變
之
中
。
但
存
有
本
身
的
創
造
行
動
連
結
永
恆
與
變
遷
，
亦
提
供

有
與
無
的
問
題
最
徹
底
的
解
決
。
但
創
造
並
非
一
勞
永
逸
之
工
程
，
卸
堅
持
讀

不
斷
，
日
新
月
異
的
歷
程
，
人
參
與
這
種
持
麗
的
創
造
，
而
為
天
主
的
助
手
，

實
可
謂
「
贊
天
地
之
化
育
，
與
天
地
參
」
。
但
、
對
於
萬
物
彼
此
的
關
係
，
提

廣
大
和
諧
之
看
法
﹒
~
萬
物
皆
由
道
(
聖
言
)
所
迪
生
，
道
自
在
其
中
，
便
各
自

有
道
。
學
凡
存
有
者
，
便
會
刷
刷
天
主
，
所
以
就
存
有
言
，
萬
物
真
是
平
等
平
等

但
此
種
存
有
學
的
平
等
並
非
平
面
的
平
等
而
是
有
深
度
的
平
等
。
萬
物
在
存
有

的
完
美
程
度
上
，
越
是
實
現
高
度
的
完
美
，
便
越
宵
叫
天
主
。
人
為
萬
物
之
靈

長
，
理
當
更
會
做
天
主
，
也
更
能
實
現
自
己
與
天
主
的
背
刷
刷
。
胸
、
對
於
人
類

學
上
的
見
解•• 

認
為
人
有
理
智
，
可
以
推
展
科
學
知
識
;
人
有
自
由
意
志
，
可

以
實
現
道
德
理
想
;
人
有
愛
籠
，
可
以
仁
民
愛
物
，
共
同
結
合
於
對
天
主
的
原

始
之
囊
中
;
人
有
諸
才
性
之
和
諧
，
可
以
從
事
矗
衛
活
動
，
接
天
地
之
美
以
達

萬
物
之
理
。
總
之
，
人
是
一
個
「
位
格
」
'
「
位
格
」
的
觀
念
是
基
督
的
教
義

留
給
人
類
最
富
厚
的
遺
產
，
而
由
士
林
哲
學
研
最
嚴
格
、
清
楚
地
表
達
者
。
由

、
對
於
歷
史
和
文
化
的
看
法
.• 

認
為
歷
史
乃
價
值
創
造
之
歷
程
，
文
化
乃
價
值

創
造
之
結
晶
，
歷
史
與
文
化
，
皆
是
道
的
展
現
與
分
受
，
亦
指
點
回
歸
於
道
的

﹒
路
程
。
岡
歸
於
道
便
是
間
到
與
存
有
本
身
完
美
的
相
蝕
。
仰
、
在
基
督
宗
教
和

士
林
哲
學
中
突
顯
了
一
個
獨
一
無
二
的
宗
教
經
驗
，
那
就
是
在
萬
物
、
人
和
神
之

間
的
一
種
親
密
但
叉
緊
張
的
關
保
。
人
雖
有
限
。
，
甜
根
頭
於
無
限
、
並
邁
向
無

限
，
但
人
並
不
消
失
在
無
限
之
中
，
甜
有
其
自
由
與
獨
立
地
位
;
神
超
越
一
切

1

，
但
叉
內
在
於
萬
物
，
並
不
因
其
超
越
，
就
貶
值
萬
物
;
亦
不
圓
其
內
在
，
就

中
世
哲
學
椅
神
與
中
鷗
哲
學
精
神
的
會
通

致
令
萬
物
喪
失
其
個
性
。

除
了
以
上
的
要
點
之
外
，
士
林
哲
學
還
有
許
多
思
想
皆
足
以
啟
發
國
人
。

這
些
一
思
想
的
精
要
，
都
十
分
深
入
地
舖
陳
在
法
國
學
術
學
士
紀
聶
松
(
開
H
Z


E
m
f
-
g
p
)

所
著
中
世
哲
學
精
神
(
F
d
呂
立
冉
冉
Z
Z
H
U
F
F
-
o
m
0

。
F
Z

S
E
-
-
丘
個
)
一
書
里
面
。
所
以
譯
者
不
慚
學
疏
識
潰
，
特
譯
為
中
文
，
以

饗
國
人
。
該
書
原
為
二
十
篇
演
講
稿
，
其
發
表
醒
過
請
參
閱
作
者
原
序
。
譯
者

認
為
，
本
書
有
演
講
稿
的
優
長
，
讀
者
可
以
不
必
搜
零
中
世
原
典
、
歷
經
其
嚴

密
之
辯
論
，
就
能
直
接
把
揖
其
中
思
想
的
深
度
意
趣
，
從
中
獲
取
新
的
啟
悟
和

創
作
。
誠
然
，
這
類
導
引
性
的
閱
讀
並
不
能
取
代
原
具
及
其
它
系
統
著
作
的
研

讀
。
但
因
為
中
世
原
具
都
是
用
拉
丁
文
寫
就
，
對
於
國
內
大
部
分
讀
者
是
一
大

難
題
。
這
類
原
典
的
英
、
法
、
德
文
翻
譯
，
都
是
用
科
學
的
方
法
、
嚴
聾
的
態

度
進
行
翻
譯
而
成
的
，
可
供
參
考
。
這
類
翻
譯

γ

國
內
太
少
，
尚
有
待
飽
學
之

士
，
從
事
精
譯
，
共
、
襲
盛
舉
。
其
餘
合
乎
時
代
需
要
的
學
術
研
究
，
亦
有
待
選

擇
性
的
介
紹
相
翻
譯
，
使
國
人
更
深
入
暸
解
西
方
文
化
深
刻
的
底
基
與
其
輾
流

正
變
。
至
於
儷
本
.
書
這
類
講
稿
式
的
導
引
，
供
給
中
世
哲
學
的
研
究
以
正
確
的

認
識
，
使
有
助
於
西
方
文
化
之
暸
解
，
而
於
共
同
蟑
螂
屬
和
探
取
距
離
雙
重
的
思

想
辦
置
中
，
獲
更
上
層
穆
笠
助
益
。
若
能
有
助
於
國
人
，
於
其
中
獲
現
一
三
一

啟
發
性
之
觀
念
，
而
能
拓
深
其
思
想
觀
野
，
亦
足
譯
者
慰
矣
。

本
書
之
翻
譯
，
主
要
按
攘
當
斯
(
〉
-
z
-
n
-
u
o
d
s
2
)的
英
譯
本
(

吋
-
M
m
ω自
立
門
戶
鬥
。
由
軍
叩
門
立
牌
。

4
目
】
叮
叮-
-
o曲
。
H
M
H
H
F
Z
m
d

『

J門
。
『-
m
-
n
y
m

己
m
m

m
n立
g
z

、

m
ω
。
5
.
E
K
F
0
)
，
取
其
英
文
專
有
名
詞
及
衛
語
，
較
適
合

齡
國
人
。
但
全
書
之
譯
文
內
容
，
仍
由
中
文
譯
者
，
按
照
第
二
版
語
文
原
文
(

戶
、
開m
H
U立"
已
而
】
m
U
F
=
o
m
o
u
v
z
s
m
s
z

司
已
開
-
G
E
S
個
開
《
立
立
。
口

閃
閃4
5
.
』
〈
立
P
E

立
Y
-
H
E
∞
)
全
部
校
訂
過
。
至
於
名
詞
之
翻
譯
，3

譯
者
常
參
考
項
退
結
先
生
編
譯
西
洋
哲
學
辭
典
(
國
立
偏
譯
館
、
先
知
出
版
社
“

自
行
，
一
九
七
六
年
於
台
北
)
，
特
別
在
此
致
謝
。
至
齡
人
名
之
翻
譯
，
並
不

一
定
全
部
按
照
該
辭
典
。
甚
至
哲
學
術
語
，
亦
常
按
行
文
的
需
要
做
適
當
的
修

-i 



哲
學
典
文
化
第
+
一
卷
r
T期
民
屆
七
+
三
年
+
月

故
，
例
如
宮
戶
口
惘
，
常
隨
該
辭
典
譯
為
存
有
，
但
大
寫
的
固
立
口
駒
，
則
按
意
義

上
的
需
要
而
譯
為
「
存
有
本
身
」
或
「
大
有
」
(
﹒
取
自
品
盤
)
，
而
多
數
小
厲

的
σ
皂
白
宮
-
，
則
譯
囑
「
萬
有
」
，
或
按
佛
盤
譯
儲
「
語
有
」
。
單
數
小
寫
的

.
Z
E
駒
，
有
時
按
行
文
及
意
義
的
需
要
，
對
照
前
譯
「
大
有
」
而
譯
之
為
「
小

有
」
b

必
賓
在
此
補
充
的
是
，
紀
蘭
松
創
乎
把
做
為
存
在
活
動
之
存
有
本
身
與

做
錯
神
性
存
有
者
的
天
主
相
等
同
，
而
忽
略
了
前
面
述
及
之
存
有
學
差
異
。
另

外
，
們
言
Z
H
E
且
早
已

g
o
Z
『
按
西
洋
哲
學
辭
典
是
譯
儲
寸
基
督
徒
哲
學

」
'
在
本
書
所
指
的
特
別
是
指
中
世
紀
的
基
督
徒
哲
學
，
但
在
中
世
紀
，
新
教

(
一
即
現
譯
「
基
督
教
」
)
尚
未
出
現
，
當
時
的
基
督
徒
都
只
是
天
主
教
徒
，
研

以
將
該
詞
譯
為
「
天
主
教
哲
學
」
或
「
天
主
徒
哲
學
」
，
以
避
免
混
淆
。
們
才

旦
旦

-
s

一
詞
則
有
時
按
一
般
譯
偏
「
基
督
徒
」
，
有
時
特
別
指
明
「
天
主
徒

」
。
n
v立
丘
吉
旦

ζ

有
時
按
辭
典
譯
為
「
基
督
宗
教
」
，
有
時
必
頸
譯
為

一
六

「
基
督
的
教
義
」
，
有
時
特
頸
指
明
「
天
主
教
義
」
'
斟
上
乃
譯
中
世
思
想
哭

著
一
作
時
特
別
廳
考
慮
的
歷
史
事
實
。

本
書
之
翻
譯
因
緣
，
乃
由
於
李
張
英
和
周
克
動
兩
位
教
授
的
敦
促
，
並
蒙

u
m

貫
通
結
教
授
向
國
立
緝
譯
館
推
聽
出
版
，
特
在
此
序
未
表
示
謝
忱
。
全
書
之
翻

4

譯
過
程
，
大
部
分
是
譯
者
在
此
制
時
魯
放
大
學
求
學
期
間
利
用
研
究
之
餘
進
行

的
。
譯
者
猶
記
在
那
古
色
古
香
的
校
舍
裹
，
獨
坐
班
置
，
振
筆
疾
書
的
情
景
。

此
外
，
內
于
劉
千
美
女
士
幫
忙
抄
膳
原
稿
，
剛
龍
生
不
久
的
女
見
敬
亭
以
啼
聲

相
伴
的
情
景
，
亦
猶
歷
歷
在
目
。
雖
在
譯
害
之
前
後
，
譯
者
之
偏
學
與
思
想
有

許
多
大
轉
變
與
新
發
展
，
但
士
林
哲
學
的
精
神
的
確
給7
轟
者
種
當
的
基
麓
，

特
話
故
此
，
以
為
記
念
。

(
本
譯
序
作
於
一
九
七
七
年
「
中
世
哲
學
精
神
」
一
書
譯
畢
之
時
)

********'***** 
(
上
接
二
六
頁
)

動
作
，
如
果
是
名
辭
，
那
自
然
指
的
是
動
作
的
結
果
，
我
們
現
代
，

的
某
些
一
哲
人
，
則
以
行
囑
道
德
的
業
鑽
。

西
文
行
為
一
字
，
來
自
拉
丁
文
的
K
F
D胡
同
闕
，
動
字
〉
的
吋
芯

，
名
辭
專
指
人
的
行
為
，
動
字
指
的
是
實
行
或
揖
饒
人
的
某
個
能

力
或
官
館
，
展
開
一
個
能
產
生
某
種
教
果
的
力
量
，
也
就
是
人
將

自
己
付
諸
實
現
，
從
計
劃
到
實
行
，
在
這
種
意
義
下
，
行
與
知
是

對
立
的
，
行
與
哲
學
也
是
截
然
不
同
的
兩
國
事
了
，
行
篇
如
果
作

名
辭
使
用
，
那
乃
是
人
將
自
己
的
計
劃
'
思
想
，
意
顧
付
諸
實
行

的
結
果
，
這
行
為
一
完
就
告
結
束
了
。

要
構
成
一
個
行
為
，
無
論
是
道
德
的
或
不
道
龍
的
，
一
定
要

有
三
個
條
件
，
一
是
對
某
一
行
為
有
知
，
其
次
有
意
頤
，
然
後
付

諸
實
行
。

在
某
種
情
形
下
，
我
們
可
以
看
出
，
哲
學
與
行
為
是
截
然
兩

周
事
，
一
個
是
知
識
，
一
個
是
動
作
，
不
能
混
了
，
哲
學
是
求
知

，
家
自
知
，
行
為
乃
是
一
種
付
諸
實
行
的
動
作
，
可
以
對
它
有
知

，
但
它
本
身
不
是
知
。

* * * * * * * * * * *.* * * 

結
圭亞

哲
學
是
知
，
無
所
謂
重
知
與
否
，
行
為
是
動
作
，
不
是
哲
學

，
哲
學
無
語
重
行
，
中
國
哲
學
重
行
，
西
洋
哲
學
重
知
的
話
是
有

語
病
的
，
是
說
不
過
的
，
如
果
要
他
們
有
正
確
性
，
那
我
們
應
該

將
命
題
改
寫
為
西
方
哲
學
(
近
代
)
重
知
識
之
知
，
(
古
代
與
中

古
重
形
上
與
行
為
之
知
)
，
中
國
哲
學
著
重
在
行
為
之
知
。
區
臣

之
見
，
不
知
方
家
以
為
然
否
。

哲
學
典
文
化
第
+
一
卷
r
T期
民
屆
七
+
三
年
+
月

故
，
例
如
宮
戶
口
惘
，
常
隨
該
辭
典
譯
為
存
有
，
但
大
寫
的
固
立
口
駒
，
則
按
意
義

上
的
需
要
而
譯
為
「
存
有
本
身
」
或
「
大
有
」
(
﹒
取
自
品
盤
)
，
而
多
數
小
厲

的
σ
皂
白
宮
-
，
則
譯
囑
「
萬
有
」
，
或
按
佛
盤
譯
儲
「
語
有
」
。
單
數
小
寫
的

.
Z
E
駒
，
有
時
按
行
文
及
意
義
的
需
要
，
對
照
前
譯
「
大
有
」
而
譯
之
為
「
小

有
」
b

必
賓
在
此
補
充
的
是
，
紀
蘭
松
創
乎
把
做
為
存
在
活
動
之
存
有
本
身
與

做
錯
神
性
存
有
者
的
天
主
相
等
同
，
而
忽
略
了
前
面
述
及
之
存
有
學
差
異
。
另

外
，
們
言
Z
H
E
且
早
已

g
o
Z
『
按
西
洋
哲
學
辭
典
是
譯
儲
寸
基
督
徒
哲
學

」
'
在
本
書
所
指
的
特
別
是
指
中
世
紀
的
基
督
徒
哲
學
，
但
在
中
世
紀
，
新
教

(
一
即
現
譯
「
基
督
教
」
)
尚
未
出
現
，
當
時
的
基
督
徒
都
只
是
天
主
教
徒
，
研

以
將
該
詞
譯
為
「
天
主
教
哲
學
」
或
「
天
主
徒
哲
學
」
，
以
避
免
混
淆
。
們
才

旦
旦

-
s

一
詞
則
有
時
按
一
般
譯
偏
「
基
督
徒
」
，
有
時
特
別
指
明
「
天
主
徒

」
。
n
v立
丘
吉
旦

ζ

有
時
按
辭
典
譯
為
「
基
督
宗
教
」
，
有
時
必
頸
譯
為

一
六

「
基
督
的
教
義
」
，
有
時
特
頸
指
明
「
天
主
教
義
」
'
斟
上
乃
譯
中
世
思
想
哭

著
一
作
時
特
別
廳
考
慮
的
歷
史
事
實
。

本
書
之
翻
譯
因
緣
，
乃
由
於
李
張
英
和
周
克
動
兩
位
教
授
的
敦
促
，
並
蒙

u
m

貫
通
結
教
授
向
國
立
緝
譯
館
推
聽
出
版
，
特
在
此
序
未
表
示
謝
忱
。
全
書
之
翻

4

譯
過
程
，
大
部
分
是
譯
者
在
此
制
時
魯
放
大
學
求
學
期
間
利
用
研
究
之
餘
進
行

的
。
譯
者
猶
記
在
那
古
色
古
香
的
校
舍
裹
，
獨
坐
班
置
，
振
筆
疾
書
的
情
景
。

此
外
，
內
于
劉
千
美
女
士
幫
忙
抄
膳
原
稿
，
剛
龍
生
不
久
的
女
見
敬
亭
以
啼
聲

相
伴
的
情
景
，
亦
猶
歷
歷
在
目
。
雖
在
譯
害
之
前
後
，
譯
者
之
偏
學
與
思
想
有

許
多
大
轉
變
與
新
發
展
，
但
士
林
哲
學
的
精
神
的
確
給7
轟
者
種
當
的
基
麓
，

特
話
故
此
，
以
為
記
念
。

(
本
譯
序
作
於
一
九
七
七
年
「
中
世
哲
學
精
神
」
一
書
譯
畢
之
時
)

********'***** 
(
上
接
二
六
頁
)

動
作
，
如
果
是
名
辭
，
那
自
然
指
的
是
動
作
的
結
果
，
我
們
現
代
，

的
某
些
一
哲
人
，
則
以
行
囑
道
德
的
業
鑽
。

西
文
行
為
一
字
，
來
自
拉
丁
文
的
K
F
D胡
同
闕
，
動
字
〉
的
吋
芯

，
名
辭
專
指
人
的
行
為
，
動
字
指
的
是
實
行
或
揖
饒
人
的
某
個
能

力
或
官
館
，
展
開
一
個
能
產
生
某
種
教
果
的
力
量
，
也
就
是
人
將

自
己
付
諸
實
現
，
從
計
劃
到
實
行
，
在
這
種
意
義
下
，
行
與
知
是

對
立
的
，
行
與
哲
學
也
是
截
然
不
同
的
兩
國
事
了
，
行
篇
如
果
作

名
辭
使
用
，
那
乃
是
人
將
自
己
的
計
劃
'
思
想
，
意
顧
付
諸
實
行

的
結
果
，
這
行
為
一
完
就
告
結
束
了
。

要
構
成
一
個
行
為
，
無
論
是
道
德
的
或
不
道
龍
的
，
一
定
要

有
三
個
條
件
，
一
是
對
某
一
行
為
有
知
，
其
次
有
意
頤
，
然
後
付

諸
實
行
。

在
某
種
情
形
下
，
我
們
可
以
看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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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與
行
為
是
截
然
兩

周
事
，
一
個
是
知
識
，
一
個
是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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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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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
學
是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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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自
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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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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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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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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