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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典
詩
決
審
會
議
紀
錄

會
議
時
間
：
二○

二
三
年
三
月
七
日
（
星
期
二
）
下
午
一
時
至
三
時

會
議
地
點
：
文
訊
雜
誌
社
會
議
室

決
審
委
員
：
王
偉
勇‧

陳
英
傑‧

陳
家
煌‧

普
義
南‧

顏
崑
陽
（
依
姓
名
筆
畫
排
序
）

列
席
人
員
：
封
德
屏‧

楊
宗
翰

會
議
記
錄
：
莊
淑
婉

會
議
開
始
，
由
文
訊
雜
誌
社
社
長
兼
總
編
輯
封
德
屏
報
告
第
二
十
五
屆
臺
北
文
學
獎
古
典
詩
類
收
件
情
況
。
本
屆
共
收
到
來
稿

九
十
四
件
，
經
初
審
後
共
有
八
十
五
件
作
品
進
入
複
審
，
由
複
審
委
員
吳
東
晟
、
張
韶
祁
、
楊
維
仁
於
二
月
十
五
日
在
文
訊
雜
誌
社
開

會
討
論
，
評
選
出
十
七
件
進
入
決
審
。
決
審
委
員
王
偉
勇
、
陳
英
傑
、
陳
家
煌
、
普
義
南
推
舉
顏
崑
陽
擔
任
主
席
。
本
屆
古
典
詩
類
需

選
出
四
個
獎
額
，
首
獎
一
名
，
評
審
獎
一
名
，
優
等
獎
兩
名
。
主
席
首
先
請
各
位
評
審
針
對
本
屆
作
品
發
表
整
體
看
法
與
評
選
重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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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典
詩
決
審
會
議
紀
錄

陳
家
煌
：
臺
北
文
學
獎
的
古
典
詩
，
水
準
一
向
非
常
高
，
這
次
也
不
例
外
。
我
認
為
，
身
為
一
個
詩
人
，
應
是
將
「
詩
言
志
」
當
成

最
高
準
則
。
因
此
，
詩
人
面
對
臺
北
的
景
物
以
及
古
蹟
，
抒
發
吟
詠
自
己
的
感
慨
時
，
外
在
的
事
物
要
與
自
己
的
心
志
結

合
在
一
起
，
才
得
以
起
興
，
創
作
出
情
景
交
融
的
詩
句
。
有
些
作
品
詠
臺
北
地
景
或
是
古
蹟
時
，
只
是
很
客
觀
地
堆
砌
、

尋
找
典
故
，
寫
出
事
件
，
沒
有
展
現
詩
人
的
情
性
、
樣
貌
及
獨
特
性
。
若
能
借
景
抒
情
，
繼
而
言
志
，
甚
至
使
用
一
些
典

故
加
深
書
寫
的
脈
絡
，
詩
作
評
價
就
會
比
較
高
。
進
入
決
審
的
作
品
字
句
都
很
順
暢
，
只
有
一
些
大
醇
小
疵
。
雖
然
可
能

很
難
拿
到
首
獎
，
但
若
是
句
子
通
順
而
且
言
有
意
，
明
確
表
達
心
志
，
應
有
進
入
前
幾
名
的
希
望
。

陳
英
傑
：
我
同
意
家
煌
老
師
的
說
法
，
情
景
交
融
很
重
要
。
我
擔
任
評
審
的
思
考
是
，
評
審
時
應
選
出
、
鼓
勵
什
麼
樣
的
作
品
？
本

屆
有
些
新
題
材
別
具
況
味
，
例
如
〈
壬
寅
秋
盲
人
重
建
院
排
悶
四
首
〉
、
〈
臺
北
現
代
鶺
鴒
記
〉
、
〈
捷
運
通
勤
偶
成
〉
，

三
首
詩
未
必
完
美
無
瑕
，
可
是
題
材
新
穎
，
展
現
了
古
典
詩
結
合
當
代
的
一
種
新
嘗
試
，
應
該
值
得
鼓
勵
。
另
一
個
思
考

重
點
是
，
入
圍
決
選
之
作
多
為
七
律
，
只
有
一
首
五
律
，
是
否
需
要
針
對
七
律
和
五
律
設
立
不
同
的
評
價
標
準
？
此
外
，

徵
文
辦
法
要
求
四
首
一
組
的
「
組
詩
」
，
不
是
任
選
四
首
隨
機
組
合
，
而
是
每
首
雖
各
有
獨
立
的
主
題
，
但
組
合
起
來
又

是
一
首
更
完
整
、
更
恢
弘
的
作
品
。
從
這
個
角
度
來
看
，
有
幾
首
詩
善
於
經
營
，
例
如
〈
陽
明
四
時
〉
以
四
季
遞
嬗
為
脈

絡
；
〈
臺
北
植
物
園
荷
花
吟
賦
四
章
〉
談
荷
花
的
盛
衰
；
〈
秋
行
臺
北
大
縱
走
北
段
四
章
〉
道
出
登
山
的
路
徑
，
都
值
得

我
們
注
意
。

普
義
南
：
我
從
四
個
方
向
進
行
評
審
：
第
一
是
選
題
，
詠
荷
花
、
詠
雨
、
詠
山
海
都
好
寫
，
詠
捷
運
不
好
寫
，
會
考
量
選
題
的
難
易
。

第
二
是
立
意
上
的
奇
正
，
在
描
述
事
物
之
外
，
要
能
感
之
、
能
寫
之
、
又
出
人
意
料
。
像
〈
京
中
望
海
有
懷
〉
和
〈
七
夕

感
事
四
首
〉
，
兩
首
基
本
上
奇
正
不
同
，
雖
然
都
是
抒
發
對
國
家
政
策
的
關
懷
，
但
一
個
從
正
面
寫
，
一
個
用
比
興
的
方

式
寫
。
第
三
是
構
句
上
的
虛
實
，
有
些
作
品
僅
寫
眼
前
事
與
景
，
像
報
導
文
學
，
寫
太
實
了
。
詩
歌
是
一
種
形
象
語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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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要
善
用
聯
想
。
最
後
是
用
字
的
雅
俗
。
例
如
〈
臺
北
現
代
鶺
鴒
記
〉
的
第
四
首
用
「
郇
廚
」
，
是
雅
字
，
但
是
汽
車
用

寶
獅
、
捷
豹
，
有
趣
卻
俗
。
當
然
四
首
很
難
全
都
寫
好
，
但
外
界
會
用
放
大
鏡
來
看
評
選
出
的
作
品
，
這
是
評
審
時
會
有

的
壓
力
。
另
外
，
有
寫
作
者
想
要
複
製
之
前
得
獎
的
模
式
，
之
前
有
詠
菊
花
四
首
得
獎
，
今
年
就
有
荷
花
四
首
，
非
常
明
顯
，

評
審
時
也
要
特
別
注
意
是
否
存
在
審
美
格
套
。

王
偉
勇
：
我
先
把
稿
件
分
類
：
抒
懷
、
詠
史
、
節
候
、
景
物
、
庶
民
生
活
。
同
類
型
的
稿
件
進
行
比
較
，
認
為
好
的
選
出
一
、
兩
篇
。

第
二
個
觀
察
架
構
是
「
臺
北
經
驗
」
的
表
現
，
是
屬
於
社
會
問
題
、
共
識
的
大
志
，
或
是
個
人
情
感
抒
發
的
小
志
？
第
三

是
看
遣
詞
用
字
。
我
也
感
受
到
，
這
一
屆
作
品
處
理
議
題
較
缺
乏
亮
點
，
是
比
較
可
惜
的
地
方
。
不
曉
得
是
不
是
因
為
律

詩
的
規
範
，
讓
創
作
者
較
難
以
表
現
，
但
若
對
仗
精
彩
，
讓
人
眼
睛
一
亮
，
律
詩
也
能
表
達
才
情
，
討
人
喜
歡
。
此
次
作

品
少
了
這
方
面
的
特
色
。

顏
崑
陽
：
我
覺
得
進
入
決
選
的
作
品
都
中
等
而
已
，
只
有
一
兩
首
看
起
來
比
較
精
彩
。
以
寫
詩
來
講
，
首
先
是
基
本
功
：
第
一
，
句

子
要
通
順
、
穩
當
。
第
二
，
用
典
要
能
讓
人
看
得
懂
，
若
用
得
很
生
硬
，
甚
至
用
僻
典
，
都
不
利
於
表
現
。
第
三
，
用
字

要
精
確
，
若
用
詞
不
精
確
，
甚
至
刻
意
使
用
奇
文
怪
詞
，
反
而
不
好
。
以
上
的
基
本
功
都
做
到
後
，
才
能
談
詩
句
的
靈
妙

變
化
，
詩
意
的
深
遠
。
取
材
上
最
好
能
夠
表
現
臺
北
的
地
景
、
歷
史
、
風
俗
、
人
情
等
在
地
經
驗
。
語
言
可
以
典
雅
，
但

思
維
要
現
代
化
，
可
以
看
出
詩
人
是
活
在
現
代
而
不
是
古
代
。
古
典
詩
能
做
到
在
地
化
、
現
代
化
，
表
現
得
好
，
就
會
很

精
彩
。
「
組
詩
」
講
究
系
列
性
的
題
材
，
或
是
彼
此
有
某
種
經
驗
的
關
連
，
而
不
是
每
一
首
各
自
孤
立
、
不
相
干
。
內
容
上
，

無
論
敘
事
或
寫
景
，
都
要
能
抒
情
言
志
，
不
然
就
只
是
事
物
景
象
的
堆
疊
。
所
以
，
敘
事
要
能
即
事
生
情
或
即
事
見
意
，

隱
含
作
者
的
情
志
。
寫
景
要
情
景
交
融
，
景
中
沒
有
情
就
無
法
動
人
，
只
是
旅
遊
手
冊
的
內
容
。
因
此
，
寫
詩
是
虛
中
有

實
、
實
中
有
虛
，
能
夠
實
中
見
虛
，
引
人
想
像
。
所
以
，
要
能
看
到
一
個
詩
人
感
受
的
敏
銳
、
深
度
，
以
及
想
像
力
的
豐
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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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大
體
上
從
這
幾
個
方
面
來
挑
選
。

第
一
輪
投
票

經
評
審
討
論
，
決
議
首
輪
投
票
一
人
圈
選
五
篇
作
品
，
不
分
名
次
，
得
票
數
依
高
低
排
列
如
下
： 

三
票
作
品
　

〈
壬
寅
秋
盲
人
重
建
院
排
悶
四
首
〉
（
王
偉
勇
、
陳
家
煌
、
顏
崑
陽
）

〈
北
山
吟
草
〉
（
陳
英
傑
、
陳
家
煌
、
顏
崑
陽
）

〈
臺
北
故
宮
書
畫
賞
心
即
目
四
選
〉
（
王
偉
勇
、
陳
英
傑
、
普
義
南
）

〈
秋
行
臺
北
大
縱
走
北
段
四
章
〉
（
王
偉
勇
、
陳
家
煌
、
顏
崑
陽
）

〈
捷
運
通
勤
偶
成
〉
（
陳
英
傑
、
陳
家
煌
、
顏
崑
陽
）

兩
票
作
品

〈
臺
北
植
物
園
荷
花
吟
賦
四
章
〉
（
陳
英
傑
、
普
義
南
）

〈
京
中
望
海
有
懷
〉
（
王
偉
勇
、
顏
崑
陽
）

〈
臺
北
冬
雨
吟
〉
（
王
偉
勇
、
陳
家
煌
）

一
票
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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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夕
感
事
四
首
〉
（
普
義
南
）

〈
壬
寅
四
季
陽
明
山
國
家
公
園
感
世
并
序
〉
（
普
義
南
）

〈
清
跡
懷
古
〉
（
陳
英
傑
）

〈
旅
臺
雜
詠
四
首
〉
（
普
義
南
）

○

票
作
品

〈
二
二
八
公
園
史
蹟
四
詠
〉

〈
臺
北
現
代
鶺
鴒
記
〉

〈
陽
明
四
時
〉

〈
雨
夜
雜
興
〉

〈
北
城
書
懷
四
首
〉

　
經
評
審
決
議
，
未
獲
票
作
品
不
列
入
討
論
。
對
獲
得
一
票
以
上
的
作
品
進
行
討
論
，
並
可
斟
酌
是
否
保
留
一
票
作
品
進
入
第
二

輪
評
選
。

◎

一
票
作
品
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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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夕
感
事
四
首
〉

普
義
南
：
這
首
詩
表
面
上
講
七
夕
，
實
際
上
講
裴
洛
西
訪
臺
事
件
，
寫
作
立
意
有
難
度
。
「
西
陸
厭
聞
蟬
噪
樹
」
是
指
大
陸
，
「
雙

方
節
序
寧
殊
俗
？
七
夕
關
津
竟
合
圍
」
，
指
大
陸
那
時
候
封
鎖
臺
灣
的
事
情
。
立
意
非
常
特
別
，
從
頭
到
尾
以
比
興
的
方

式
來
寫
，
表
面
是
七
夕
，
實
際
是
對
家
國
的
關
懷
，
恰
到
好
處
，
沒
有
說
破
，
有
一
種
言
外
之
意
。

〈
壬
寅
四
季
陽
明
山
國
家
公
園
感
世
并
序
〉

普
義
南
：
這
首
詩
有
些
好
的
句
子
，
像
「
風
滿
菁
山
草
木
哀
」
，
或
者
是
「
雖
有
孽
龍
驚
海
峽
，
猶
多
喬
木
蔚
丘
巒
」
暗
用
孟
子
的

典
故
，
也
有
情
景
交
融
的
句
子
。
整
體
來
看
，
詩
才
不
差
，
但
序
文
偏
激
，
有
一
點
喧
賓
奪
主
。

〈
清
跡
懷
古
〉

陳
英
傑
：
第
三
首
〈
採
石
場
懷
古
〉
，
以
採
石
場
為
題
材
很
特
別
。

〈
旅
臺
雜
詠
四
首
〉

普
義
南
：
剛
剛
顏
老
師
有
指
出
第
三
首
的
「
更
愧
小
乘
禪
外
我
」
，
把
「
乘
」（
ㄕ
ㄥ
ˋ
）
當
平
聲
，
有
明
顯
的
平
仄
錯
誤
。
整
體
而
言
，

作
品
蒼
勁
流
暢
，
頗
具
水
準
。

◎

兩
票
作
品
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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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
北
植
物
園
荷
花
吟
賦
四
章
〉

陳
英
傑
：
這
首
詩
依
序
寫
到
〈
新
葉
〉
、
〈
初
荷
〉
、
〈
盛
荷
〉
、
〈
殘
荷
〉
，
從
荷
花
初
生
到
凋
殘
，
組
詩
結
構
完
整
。
我
較
欣

賞
第
二
首
「
遮
莫
霑
濡
瑤
闕
露
，
奈
何
縈
結
世
塵
緣
」
，
不
僅
寫
物
，
更
是
透
過
荷
花
或
葉
面
上
的
露
珠
，
抒
發
糾
葛
塵

網
之
感
。

普
義
南
：
我
是
看
到
出
彩
的
句
子
而
選
，
但
不
是
整
首
都
好
，
還
要
再
深
刻
一
點
。
這
首
作
品
有
幾
個
好
句
子
，
像
「
可
識
衰
顏
是

故
人
」
，
「
長
空
新
霽
雲
俱
淨
」
，
〈
殘
荷
〉
的
第
三
句
也
不
錯
。
最
大
的
問
題
是
，
人
是
人
，
荷
是
荷
，
程
度
與
才
氣

還
稍
欠
，
有
時
候
有
上
句
沒
下
句
。
第
三
首
原
是
要
寫
盛
開
的
荷
花
，
卻
突
然
寫
到
自
己
的
感
慨
。
講
述
事
物
應
在
若
即

若
離
之
間
，
巧
用
比
興
，
表
面
上
講
花
其
實
在
講
我
，
才
顯
得
自
然
高
妙
。

顏
崑
陽
：
這
一
組
作
品
比
較
平
淺
，
都
是
寫
景
，
沒
有
太
深
的
情
意
。
第
二
首
〈
初
荷
〉
：
「
澹
盪
孤
昂
性
所
﹃
便
﹄
」
，
韻
押
得
不
好
，

建
議
以
常
用
字
押
韻
。
「
瘦
水
」
大
概
是
指
不
深
的
水
，
詞
造
有
點
奇
怪
。
就
組
詩
來
講
，
是
一
個
系
列
，
又
有
時
間
上

的
前
後
程
序
，
結
構
相
對
完
整
。
但
是
〈
盛
荷
〉
中
的
一
句
：
「
邇
來
民
苦
遭
瘟
疫
，
況
是
勢
凶
如
虎
狼
」
，
好
像
表
示

有
時
代
感
慨
，
但
是
與
荷
花
不
相
干
，
硬
插
進
來
，
很
不
自
然
。

〈
京
中
望
海
有
懷
〉

王
偉
勇
：
這
首
詩
詠
懷
很
深
刻
，
諷
刺
眼
前
存
在
的
議
題
，
例
如
「
不
問
蒼
生
問
論
文
」
，
諷
刺
政
治
人
物
，
讓
我
有
很
深
刻
的
印
象
。

「
窟
眼
」
和
「
天
行
」
有
典
故
，
而
典
故
本
身
也
切
合
當
下
議
題
。
另
外
，
「
獨
立
寒
風
望
海
潮
」
，
我
會
寫
「
獨
立
風

寒
望
海
潮
」
。
在
對
仗
方
面
，
第
四
首
的
「
休
從
造
化
憐
身
命
」
，
我
會
寫
「
願
向
汗
青
留
姓
名
」
，
句
子
會
比
較
順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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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原
來
的
樣
子
。
有
幾
個
地
方
的
遣
詞
，
可
以
再
斟
酌
。
但
是
整
體
而
言
，
諷
刺
得
深
刻
且
委
婉
，
很
有
現
代
感
。

顏
崑
陽
：
這
一
組
詩
的
作
者
是
老
手
，
用
了
很
多
典
故
，
卻
用
得
很
貼
切
，
不
會
造
成
閱
讀
上
的
障
礙
，
也
含
有
感
慨
。
整
組
詩
很

流
暢
、
穩
練
，
不
生
澀
；
四
首
都
以
抒
懷
為
主
，
比
較
有
虛
境
；
但
問
題
是
虛
境
太
過
，
「
京
中
」
到
底
是
指
哪
裡
？
臺

北
嗎
？
但
是
臺
北
看
不
到
海
；
北
京
嗎
？
北
京
也
看
不
到
海
。
因
此
題
目
的
「
京
中
」
有
點
問
題
，
其
他
都
表
現
很
好
。

陳
家
煌
：
我
在
這
首
和
〈
臺
北
冬
雨
吟
〉
之
間
抉
擇
，
這
首
的
用
字
造
句
、
對
仗
都
看
得
出
來
是
老
手
。
但
因
為
覺
得
京
中
望
不
到
海
，

最
後
我
選
擇
〈
臺
北
冬
雨
吟
〉
。
題
目
如
果
是
「
京
中
有
懷
」
還
可
以
，
為
什
麼
要
望
海
？
對
於
第
一
首
「
更
深
卻
向
無

人
處
，
獨
立
寒
風
望
海
潮
」
描
寫
疑
惑
不
解
。

陳
英
傑
：
這
首
詩
有
些
古
色
古
香
的
語
彙
，
如
「
長
安
道
」
、
「
蒼
茫
」
、
「
乾
坤
」
、
「
煙
塵
」
、
「
魚
龍
」
、
「
鯨
波
」
、
「
斬

鯨
」
等
，
但
實
在
太
像
唐
詩
或
杜
詩
，
而
且
都
是
著
名
之
作
。
「
漢
帝
虛
前
席
」
、
「
不
問
蒼
生
」
，
亦
明
顯
取
自
唐
詩
。

古
人
有
一
種
意
見
：
「
以
我
之
情
，
述
今
之
事
，
尺
寸
古
法
，
罔
襲
其
辭
」
，
這
首
詩
令
我
不
能
無
疑
。

普
義
南
：
這
首
詩
和
〈
壬
寅
秋
盲
人
重
建
院
排
悶
四
首
〉
一
樣
，
以
議
論
為
主
。
只
是
這
首
的
議
論
比
較
深
刻
，
第
三
首
後
面
兩
句
，

顯
示
作
者
的
政
治
色
彩
，
可
能
較
容
易
引
發
爭
議
。

〈
臺
北
冬
雨
吟
〉

陳
家
煌
：
整
體
寫
雨
的
感
覺
都
不
錯
，
尤
其
最
後
一
首
詩
，
作
者
用
三
江
選
韻
，
是
勇
敢
的
表
現
。
不
過
，
句
子
沒
有
特
別
突
出
的

地
方
，
比
不
上
〈
京
中
望
海
有
懷
〉
，
只
是
有
明
顯
的
臺
北
特
色
。
我
認
為
如
果
形
式
上
是
唐
代
，
而
內
容
是
自
身
感
慨

跟
現
代
精
神
，
應
無
可
厚
非
，
因
為
不
是
抄
襲
；
反
而
值
得
鼓
勵
，
因
為
這
樣
會
讓
文
句
變
典
雅
，
而
典
雅
是
古
典
詩
的

重
要
特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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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偉
勇
：
作
者
的
聯
章
巧
思
，
一
個
是
綿
雨
、
一
個
是
霪
雨
、
一
個
是
冬
雨
，
整
體
句
子
堪
稱
通
順
，
格
律
也
沒
什
麼
可
挑
剔
。

顏
崑
陽
：
第
一
首
「
寂
冬
淵
默
靨
先
紅
」
，
「
真
愧
爐
炎
無
戰
功
」
，
「
寒
氣
橫
陳
長
槊
利
，
霓
光
搖
兀
帝
都
濛
」
，
句
子
都
很
生
硬
；

「
庭
閑
端
合
曝
慵
尨
」
壓
險
韻
，
較
容
易
有
問
題
。

◎

三
票
作
品
討
論——

〈
壬
寅
秋
盲
人
重
建
院
排
悶
四
首
〉

陳
家
煌
：
就
剛
剛
偉
勇
老
師
所
說
的
小
志
，
作
者
的
小
志
表
現
得
很
清
楚
，
對
於
人
世
間
和
人
生
的
中
年
感
慨
，
讀
起
來
清
新
，
頗

能
打
動
我
逐
漸
進
入
中
年
的
心
境
。
沒
有
臺
北
經
驗
，
用
在
任
何
地
方
大
概
都
可
以
。
以
我
個
人
情
感
來
說
，
滿
喜
歡
這

首
作
品
，
句
子
順
暢
，
而
且
平
實
的
處
理
個
人
感
慨
，
也
能
夠
打
動
人
。
對
仗
及
押
韻
讀
來
舒
服
。
所
以
在
我
的
排
序
裡
面
，

是
佳
作
再
高
一
點
。

王
偉
勇
：
我
大
致
也
是
如
此
，
介
於
第
四
、
第
五
名
的
位
置
，
不
是
我
心
目
中
排
第
一
的
作
品
。
關
鍵
在
於
，
我
先
考
慮
小
志
、
大
志
。

由
於
我
動
過
白
內
障
手
術
，
非
常
理
解
「
不
辨
馮
京
與
馬
涼
」
的
感
受
，
但
因
為
我
較
偏
好
正
能
量
的
作
品
，
看
到
「
人

間
唯
有
苦
無
涯
」
，
較
無
法
深
刻
體
會
。
可
是
我
不
是
他
，
或
許
作
者
正
過
著
這
樣
的
苦
日
子
，
所
寫
的
感
觸
也
動
人
，

文
字
、
對
仗
非
常
順
。
只
有
內
容
比
較
苦
澀
，
「
半
是
相
思
半
是
愁
」
，
最
後
愁
還
是
沒
化
開
。

顏
崑
陽
：
盲
人
重
建
院
在
新
莊
已
經
有
六
十
年
的
歷
史
，
收
容
年
紀
比
較
大
，
卻
因
車
禍
、
受
傷
、
生
病
等
原
因
而
眼
盲
的
中
途
視

障
者
，
幫
助
他
們
做
生
活
技
能
的
訓
練
和
心
理
的
重
建
，
讓
他
們
可
以
繼
續
生
活
下
去
。
「
中
歲
成
矇
怨
何
用
」
，
寫
人

生
突
然
有
個
很
大
的
轉
變
。
這
首
詩
非
常
真
實
、
感
人
，
不
太
像
是
為
作
詩
而
作
詩
。
作
者
寫
自
己
也
好
，
或
是
旁
觀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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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
出
重
建
院
裡
視
障
者
內
心
的
苦
悶
也
好
，
都
是
一
般
人
所
不
能
體
會
的
人
生
經
驗
。
中
國
詩
歌
多
寫
哀
、
怨
之
情
，
屈

原
的
《
離
騷
》
就
是
典
範
。
作
者
寫
「
人
間
唯
有
苦
無
涯
」
，
是
真
實
感
受
。
語
言
雖
然
淺
白
，
但
是
言
外
的
情
感
深
厚
，

所
以
我
非
常
推
薦
這
一
組
作
品
。

〈
北
山
吟
草
〉

陳
英
傑
：
我
選
擇
這
一
首
，
是
想
把
「
五
律
」
拿
出
來
討
論
。
這
一
首
的
特
色
是
由
寫
景
中
帶
出
感
慨
，
尤
其
〈
竹
子
湖
夕
拾
〉
：
「
燈

盡
沉
沉
夜
，
夢
來
還
識
麼
？
」
令
人
欣
賞
。

陳
家
煌
：
五
律
比
七
律
難
寫
。
因
為
七
律
多
兩
個
字
，
可
以
用
虛
詞
讓
句
子
變
得
靈
動
，
五
律
很
多
實
詞
，
如
果
用
到
虛
詞
，
整
首

會
虛
掉
。
這
首
詩
雖
然
寫
陽
明
山
的
四
個
地
方
、
春
夏
秋
冬
，
頗
為
常
見
，
不
過
對
四
時
景
物
都
寫
得
滿
貼
切
，
而
且
不

管
是
二
二
一
還
是
二
一
二
的
對
仗
句
法
，
都
對
得
很
漂
亮
。
典
故
也
用
得
不
錯
，
例
如
「
餞
花
憐
故
」
，
用
到
王
安
石
的

句
子
。
〈
大
屯
山
喜
雪
〉
，
我
不
知
道
大
屯
山
是
不
是
真
的
會
下
雪
，
不
過
，
作
者
寫
「
豐
樂
堪
吟
醉
，
欣
期
稻
秫
肥
」
，

表
達
下
雪
隔
年
一
定
會
豐
收
，
可
見
作
者
能
描
寫
重
要
的
景
物
，
也
能
平
實
節
制
的
對
小
景
小
物
抒
發
情
感
。

顏
崑
陽
：
這
一
組
五
律
相
當
清
新
。
第
一
，
符
合
臺
北
經
驗
；
第
二
，
符
合
組
詩
的
條
件
。
總
題
用
「
北
山
」
去
概
括
底
下
四
個
景
點
。

整
體
而
言
，
文
字
相
當
通
順
，
語
言
流
暢
，
毛
病
很
少
。
有
些
句
子
有
巧
意
，
例
如
「
陟
危
雲
轉
幻
、
坐
久
夕
生
寒
」
，

還
有
〈
大
屯
山
喜
雪
〉
，
偶
然
會
下
雪
，
所
以
才
會
有
第
二
句
「
良
會
莫
相
違
」
。
「
徑
斜
雲
黏
屧
，
風
間
雪
滿
衣
」
，
「
餞

花
憐
故
我
，
遺
蛻
匿
深
蘿
」
，
都
很
有
新
巧
之
意
。
「
遺
蛻
」
可
能
是
用
來
形
容
落
花
的
殘
蕊
，
但
語
意
不
是
很
清
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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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
北
故
宮
書
畫
賞
心
即
目
四
選
〉

王
偉
勇
：
故
宮
博
物
院
是
臺
北
的
景
色
之
一
，
文
物
要
如
何
讓
一
般
人
認
識
是
一
個
蠻
大
的
學
問
，
是
這
首
詩
吸
引
我
的
地
方
。
假

如
都
不
註
釋
，
也
許
一
般
人
會
不
了
解
，
但
註
釋
要
有
相
輔
相
成
的
功
用
。
富
春
山
居
圖
從
「
兩
岸
相
逢
淚
滿
盈
」
帶
出

一
點
點
傷
感
，
因
為
圖
不
完
整
。
寒
食
帖
的
頸
聯
有
其
巧
妙
的
地
方
，
看
到
「
疏
能
走
馬
實
虛
中
」
，
就
會
知
道
「
密
不

透
風
」
並
不
是
要
讓
人
順
著
唸
下
去
，
這
句
用
得
蠻
巧
的
。
最
後
一
句
讓
我
耿
耿
於
懷
，
「
宋
人
才
絕
幾
誰
同
」
，
如
果

改
成
「
千
年
才
絕
幾
人
同
」
，
比
較
穩
一
點
。
其
他
三
首
也
是
臺
北
經
驗
的
分
享
，
現
代
人
有
古
雅
的
文
物
觀
賞
經
驗
是

蠻
好
的
。

陳
英
傑
：
文
人
書
卷
意
味
濃
厚
，
讀
來
十
分
欣
賞
。
但
仍
覺
意
猶
未
盡
。
例
如
第
一
首
「
揮
毫
錦
繡
韻
猶
存
」
，
「
韻
」
在
哪
裡
？

第
二
首
「
解
衣
槃
礡
妙
傳
神
」
，
到
底
如
何
傳
神
？

普
義
南
：
整
體
來
說
偶
有
佳
句
，
比
較
像
導
覽
式
的
句
子
，
議
論
較
浮
泛
。
書
畫
題
材
有
點
難
處
理
，
畫
已
經
有
很
多
東
西
彰
顯
出

來
，
如
何
有
個
虛
境
讓
讀
者
有
更
多
聯
想
？
許
多
句
子
對
太
死
，
如
第
一
首
「
落
紙
雲
煙
」
對
「
揮
毫
錦
繡
」
，
還
有
第

三
首
「
從
容
剛
健
胸
間
氣
」
對
「
跌
宕
豐
腴
腕
底
功
」
。
偶
有
幾
句
讓
我
很
喜
歡
，
所
以
選
進
來
，
像
「
清
風
出
岫
心
舒
卷
，

明
月
投
懷
氣
吐
吞
」
，
以
及
第
三
首
的
「
密
不
透
風
收
放
在
，
疏
能
走
馬
實
虛
中
」
，
兩
聯
都
寫
得
很
好
。

陳
家
煌
：
最
後
一
首
好
像
沒
寫
完
。
「
巧
偷
豪
奪
來
時
路
，
筆
暢
神
融
去
後
名
」
，
這
種
語
意
應
該
要
放
在
中
間
，
後
面
才
能
夠
作

出
評
論
或
想
法
，
可
是
作
者
只
是
把
畫
被
分
隔
兩
岸
的
現
象
講
出
來
，
但
卻
看
不
到
之
後
想
要
表
達
什
麼
。

顏
崑
陽
：
選
題
、
描
寫
很
重
要
，
應
避
免
流
於
皮
相
及
熟
爛
的
言
語
。
例
如
北
宋
范
寬
〈
谿
山
行
旅
圖
〉
，
「
巍
峨
巨
幛
逼
天
真
」
，

只
是
描
寫
畫
中
的
山
勢
，
沒
有
更
深
遠
的
意
境
，
這
句
就
流
於
皮
相
；
「
逼
天
真
」
三
個
字
也
不
貼
切
，
中
國
山
水
畫
重

在
得
神
蘊
意
，
不
求
形
象
逼
真
；
「
積
健
雄
渾
」
是
熟
爛
的
言
語
；
「
解
衣
槃
礡
妙
傳
神
」
只
是
把
莊
子
的
典
故
照
搬
過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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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
有
新
意
。
臺
灣
與
大
陸
舉
辦
黃
公
望
〈
富
春
山
居
圖
〉
合
展
，
只
是
畫
以
外
的
事
，
與
整
首
詩
的
意
境
及
富
春
山
居
圖

的
畫
境
，
沒
有
多
大
關
係
。
這
樣
寫
就
顯
得
有
些
畫
蛇
添
足
。

〈
秋
行
臺
北
大
縱
走
北
段
四
章
〉

王
偉
勇
：
這
首
是
我
心
目
中
的
第
一
、
二
名
。
作
者
的
路
線
我
也
常
走
，
我
非
常
喜
歡
作
者
把
縱
走
的
情
懷
，
還
有
他
看
到
的
景
物
，

寫
得
很
貼
切
。
萬
「
賴
」
的
「
賴
」
，
錯
字
問
題
，
替
作
者
覺
得
遺
憾
。
不
過
，
就
臺
北
經
驗
來
講
，
臺
北
大
縱
走
是
市

政
府
推
廣
的
活
動
，
作
者
不
僅
實
際
參
與
，
還
寫
出
看
到
的
景
緻
，
而
且
文
從
字
順
，
值
得
推
薦
。

陳
家
煌
：
這
首
詩
寫
景
，
非
常
傳
神
跟
貼
切
，
文
從
字
順
。
例
如
第
二
首
的
「
燈
引
迷
蛾
穿
樹
影
，
池
生
浮
莕
鎖
嵐
煙
」
，
雖
然
句

子
沒
有
特
別
漂
亮
，
但
是
很
貼
切
，
如
在
眼
前
；
「
犬
鳴
猶
蕩
重
山
外
，
羌
跡
難
尋
野
澤
邊
」
，
寫
得
非
常
傳
神
。
而
且

句
子
、
押
韻
都
很
順
。
應
是
從
個
人
的
真
實
經
驗
出
發
，
不
是
杜
撰
、
虛
構
。

顏
崑
陽
：
這
一
組
作
品
很
清
楚
表
達
臺
北
經
驗
。
作
者
使
用
頂
真
去
串
聯
，
做
到
語
言
和
形
式
上
的
互
相
勾
連
，
有
用
心
經
營
組
詩
。

內
容
上
，
寫
景
、
敘
事
都
很
實
際
；
但
以
虛
實
相
生
來
講
，
這
首
詩
太
偏
「
實
」
了
，
景
外
見
情
的
部
分
較
少
，
缺
乏
虛
境
。

還
有
些
語
意
不
切
的
問
題
，
例
如
第
三
首
，
「
風
偃
層
巒
草
欲
燒
」
的
「
燒
」
從
何
而
來
？
像
李
商
隱
詩
的
「
千
里
火
雲

燒
益
州
」
，
「
燒
」
從
火
雲
而
來
；
但
是
這
一
句
的
「
燒
」
字
沒
有
來
源
，
不
免
趁
韻
。
「
北
城
燈
暖
照
林
間
」
，
臺
北

市
的
燈
火
照
不
到
林
間
，
用
字
不
精
準
。
總
體
來
看
，
雖
有
些
小
瑕
疵
，
但
整
體
不
錯
。

〈
捷
運
通
勤
偶
成
〉

陳
英
傑
：
捷
運
是
臺
北
人
的
重
要
交
通
工
具
，
基
於
臺
北
現
代
經
驗
的
考
量
，
這
首
值
得
提
出
來
討
論
。
這
首
詩
最
大
遺
憾
是
欠
深

刻
，
但
試
圖
拉
近
古
典
作
品
跟
現
代
生
活
經
驗
之
間
的
距
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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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家
煌
：
這
組
作
品
的
句
子
感
覺
頗
可
愛
，
例
如
「
持
節
何
妨
容
假
寐
，
乘
槎
未
必
算
沉
淪
」
，
「
計
程
安
止
八
千
里
，
曆
日
行
看

三
十
春
」
，
不
曉
得
為
什
麼
用
「
三
十
」
對
「
八
千
」
？
還
有
「
門
開
門
閉
皆
殊
界
，
人
往
人
來
若
轉
蓬
」
，
讀
起
來
感

覺
愉
快
。
捷
運
最
能
夠
展
現
臺
北
人
在
地
化
的
現
代
樣
貌
，
且
對
仗
句
都
傳
神
地
展
現
出
一
般
人
搭
捷
運
的
忙
碌
心
態
，

還
有
進
出
捷
運
的
心
境
轉
變
。
只
是
作
者
僅
是
寫
一
些
現
象
，
如
果
能
賦
予
意
義
會
更
好
。

顏
崑
陽
：
就
選
材
來
講
，
這
一
組
作
品
與
〈
臺
北
現
代
鶺
鴒
記
〉
最
貼
切
「
臺
北
經
驗
」
，
既
有
在
地
感
，
又
有
現
代
生
活
的
經
驗
，

能
超
出
古
典
詩
常
用
的
題
材
。
問
題
在
於
，
如
何
用
古
典
詩
的
典
雅
風
格
去
表
現
現
代
題
材
，
又
具
有
深
度
？
這
一
組
作

品
雖
然
感
慨
不
深
，
還
是
把
這
時
代
的
社
會
現
象
反
應
出
來
，
只
是
缺
乏
鮮
明
的
意
象
及
言
外
之
意
。
有
些
句
子
的
語
意

也
不
清
楚
，
例
如
第
二
首
「
朝
映
澄
流
顯
金
碧
，
夕
分
霞
色
染
鉛
紅
」
，
在
寫
什
麼
景
象
？
通
常
「
鉛
紅
」
是
指
女
人
所

用
的
胭
脂
，
這
裡
指
晚
霞
有
如
胭
脂
紅
嗎
？
另
外
，
「
持
節
」
是
古
代
使
臣
因
為
外
交
或
重
大
任
務
而
奉
命
出
行
所
持
的

符
節
，
作
者
可
能
的
意
思
是
出
差
；
但
用
「
持
節
」
比
喻
出
差
，
層
次
不
對
。
「
乘
槎
」
用
了
張
騫
乘
槎
到
天
河
牛
郎
織

女
處
的
典
故
，
意
思
應
是
指
搭
捷
運
，
但
是
語
意
不
清
楚
，
用
典
也
不
切
當
。
雖
然
有
些
毛
病
，
但
就
取
材
而
言
，
值
得

推
薦
和
鼓
勵
。

第
二
輪
投
票

所
有
獲
一
票
以
上
的
作
品
討
論
完
畢
。
評
審
決
議
由
獲
得
兩
票
以
上
的
八
篇
作
品
進
入
第
二
輪
投
票
。
計
分
方
式
為
最
高
八
分
，

最
低
一
分
。
結
果
依
得
分
高
低
排
序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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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典
詩
決
審
會
議
紀
錄

〈
秋
行
臺
北
大
縱
走
北
段
四
章
〉（
王
偉
勇
八
分
、
陳
英
傑
八
分
、
陳
家
煌
八
分
、
普
義
南
六
分
、
顏
崑
陽
七
分
）
，
共
三
十
七
分
。

〈
壬
寅
秋
盲
人
重
建
院
排
悶
四
首
〉
（
王
偉
勇
七
分
、
陳
英
傑
七
分
、
陳
家
煌
七
分
、
普
義
南
七
分
、
顏
崑
陽
八
分
）
，
共

三
十
六
分
。

〈
京
中
望
海
有
懷
〉
（
王
偉
勇
六
分
、
陳
英
傑
六
分
、
陳
家
煌
六
分
、
普
義
南
八
分
、
顏
崑
陽
四
分
）
，
共
三
十
分
。

〈
北
山
吟
草
〉
（
王
偉
勇
三
分
、
陳
英
傑
三
分
、
陳
家
煌
五
分
、
普
義
南
五
分
、
顏
崑
陽
五
分
）
，
共
二
十
一
分
。

〈
捷
運
通
勤
偶
成
〉
（
王
偉
勇
五
分
、
陳
英
傑
二
分
、
陳
家
煌
四
分
、
普
義
南
二
分
、
顏
崑
陽
六
分
）
，
共
十
九
分
。

〈
臺
北
故
宮
書
畫
賞
心
即
目
四
選
〉（
王
偉
勇
二
分
、
陳
英
傑
五
分
、
陳
家
煌
二
分
、
普
義
南
四
分
、
顏
崑
陽
一
分
）
，
共
十
四
分
。

〈
臺
北
冬
雨
吟
〉
（
王
偉
勇
四
分
、
陳
英
傑
一
分
、
陳
家
煌
三
分
、
普
義
南
三
分
、
顏
崑
陽
二
分
）
，
共
十
三
分
。

〈
臺
北
植
物
園
荷
花
吟
賦
四
章
〉
（
王
偉
勇
一
分
、
陳
英
傑
四
分
、
陳
家
煌
一
分
、
普
義
南
一
分
、
顏
崑
陽
三
分
）
，
共
十
分
。

決
審
結
果
出
爐
，
首
獎
為
〈
秋
行
臺
北
大
縱
走
北
段
四
章
〉
，
評
審
獎
為
〈
壬
寅
秋
盲
人
重
建
院
排
悶
四
首
〉
，
優
等
獎
為
〈
京

中
望
海
有
懷
〉
、
〈
北
山
吟
草
〉
。
會
議
圓
滿
結
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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