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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議
開
始
，
由
文
訊
雜
誌
社
社
長
兼
總
編
輯
封
德
屏
報
告
第
二
十
六
屆
臺
北
文
學
獎
古
典
詩
類
收
件
情
況
。
本
屆
共
收
到

來
稿
一
百
八
十
五
件
，
經
初
審
後
共
有
一
百
六
十
五
件
作
品
進
入
複
審
，
由
複
審
委
員
楊
維
仁
、
徐
國
能
、
張
韶
祈
於
三
月
六

日
在
文
訊
雜
誌
社
開
會
討
論
，
評
選
出
二
十
一
件
進
入
決
審
。
決
審
委
員
李
建
崑
、
陳
家
煌
、
廖
振
富
、
鍾
宗
憲
推
舉
廖
美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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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
建
崑
：�

我
的
評
分
標
準
在
於
四
首
是
否
聯
章
，
有
無
結
構
性
的
表
達
，
以
及
在
意
境
上
到
底
是
虛
擬
的
還
是
實
境
的
，
另
外

還
有
創
新
性
、
美
感
營
造
、
有
無
特
別
的
意
境
或
經
驗
，
最
後
是
價
值
的
評
斷
。

陳
家
煌
：�

古
典
詩
跟
現
代
詩
不
太
一
樣
，
現
代
詩
注
重
才
性
、
天
才
，
可
是
古
典
詩
比
較
注
重
才
學
跟
學
歷
，
尤
其
在
典
故
的

古
典
詩
決
審
會
議
紀
錄

會
議
時
間
：
二○

二
四
年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
星
期
四
）
上
午
十
時
至
十
二
時

會
議
地
點
：
文
訊
雜
誌
社
會
議
室

決
審
委
員
：
李
建
崑
．
陳
家
煌
．
廖
美
玉
．
廖
振
富
．
鍾
宗
憲
（
依
姓
名
筆
畫
排
序
）

列
席
人
員
：
封
德
屏
．
楊
宗
翰

會
議
記
錄
：
劉
紋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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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上
，
不
是
初
學
者
一
蹴
可
幾
。
長
久
學
詩
的
人
會
比
較
容
易
在
文
學
獎
比
賽
中
得
利
。
這
次
臺
北
文
學
獎
開
放

以
近
體
詩
絕
句
為
主
，
這
種
創
新
的
做
法
我
覺
得
蠻
好
的
，
由
徵
件
的
數
量
來
看
幾
乎
多
了
一
倍
，
也
表
示
對
於
推

廣
古
典
詩
有
很
大
的
效
益
，
且
絕
句
比
較
偏
重
詩
的
趣
味
、
性
靈
、
天
才
，
入
門
的
門
檻
比
較
低
，
不
同
於
律
詩
篇

幅
大
，
對
仗
、
押
韻
、
章
法
、
格
律
的
限
制
，
對
於
作
者
詩
學
的
功
力
、
技
術
有
較
高
的
要
求
，
寫
詩
很
久
的
人
絕

句
不
見
得
寫
得
好
，
要
在
短
短
幾
十
個
字
的
篇
幅
中
呈
現
詩
意
、
詩
境
，
是
創
作
絕
句
的
艱
難
之
處
，
所
以
這
次
我

在
評
論
的
時
候
，
基
本
上
會
看
語
言
的
流
暢
以
及
意
思
的
通
順
為
主
，
反
而
不
重
視
在
絕
句
中
針
對
才
學
的
展
現
。

廖
美
玉
： 

歷
來
評
論
絕
句
，
多
以
絕
句
難
於
八
句
，
五
言
絕
句
又
難
於
七
言
絕
句
，
因
為
文
字
最
少
所
以
最
難
工
，
也
很
難
四

句
全
好
。
尤
以
五
絕
，
言
簡
意
賅
，
能
以
最
少
的
文
字
，
表
達
最
多
、
最
美
、
最
好
的
情
意
，
最
是
難
得
，
即
使
︽
臺

灣
漢
詩
三
百
首
︾
，
五
絕
也
是
最
難
選
的
。
再
就
組
詩
來
說
，
理
論
上
有
嚴
格
界
定
，
一
般
也
可
從
寬
認
定
，
好
的

組
詩
，
分
開
來
各
首
都
是
很
好
的
作
品
，
合
起
來
要
有
全
盤
布
局
，
能
夠
彼
此
相
互
照
應
，
相
互
闡
說
，
突
破
絕
句

文
字
少
的
拘
限
，
呈
現
出
更
深
更
遠
的
內
涵
或
闡
述
。
此
外
，
又
因
為
絕
句
有
民
歌
跟
樂
府
的
背
景
，
所
以
聲
調
通

常
是
比
較
流
利
，
能
夠
口
耳
相
傳
、
耳
熟
能
詳
，
可
讀
性
較
高
。
我
所
期
待
的
絕
句
，
除
了
句
格
穩
順
，
意
味
深 

長
，
在
文
字
方
面
以
清
新
自
然
為
上
，
要
避
免
過
於
爛
熟
或
生
硬
的
詞
彙
。
另
一
方
面
，
關
於
臺
北
意
象
，
這
次
放

寬
標
準
，
包
容
性
高
。
至
於
不
同
參
賽
作
品
中
對
臺
北
市
的
簡
稱
，
有
稱
為
北
城
、
鵑
城
或
鯤
北
等
，
或
許
為
求
古

意
，
畢
竟
是
少
見
或
未
見
，
以
推
廣
的
普
遍
性
來
講
，
直
接
指
代
臺
北
市
，
是
否
妥
適
？
有
待
討
論
。

廖
振
富
： 

這
次
我
的
評
分
標
準
有
幾
點
，
第
一
個
是
現
代
感
，
古
典
要
有
新
貌
，
雖
說
如
此
，
這
次
也
有
古
風
古
貌
的
作
品
入

圍
我
的
選
擇
中
，
但
是
好
像
因
為
不
像
是
現
代
人
在
寫
詩
的
感
覺
，
名
次
就
會
稍
微
靠
後
一
點
，
依
照
中
文
系
對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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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詩
的
美
學
標
準
訓
練
，
絕
句
向
來
是
以
語
近
情
遙
、
風
姿
搖
曳
為
審
美
的
常
見
標
準
，
而
律
詩
古
體
則
以
厚
重
為

主
，
可
是
其
實
絕
句
也
不
排
斥
時
代
架
構
、
論
史
、
感
時
。
而
臺
北
不
同
於
其
他
縣
市
的
特
點
在
於
開
放
性
與
國
際

化
，
這
點
在
入
圍
的
作
品
中
也
很
明
顯
，
例
如
有
些
作
者
看
得
出
來
是
香
港
人
，
有
些
是
陸
生
，
而
這
在
其
他
的
縣

市
較
少
出
現
，
這
是
很
可
喜
的
。

鍾
宗
憲
： 
這
次
我
的
評
分
標
準
有
五
個
面
向
：
第
一
，
這
次
入
圍
的
作
品
中
有
些
有
怪
句
，
或
節
奏
、
句
式
比
較
特
殊
，
但
也

是
因
為
絕
句
的
關
係
標
準
放
得
比
較
寬
；
第
二
，
臺
北
文
學
獎
中
常
出
現
的
老
手
，
在
命
題
跟
取
材
方
面
，
有
時
候

為
了
配
合
文
學
獎
，
會
有
刻
意
迎
合
的
匠
氣
，
將
列
入
考
量
條
件
；
第
三
，
詩
旨
的
呈
顯
，
整
首
詩
作
者
想
談
什 

麼
，
與
其
命
題
能
否
扣
合
，
應
立
意
在
先
而
命
題
在
後
；
第
四
，
詩
境
的
安
排
，
包
含
結
構
、
布
局
，
四
首
組
詩
必

須
可
以
各
成
單
元
，
組
合
一
起
也
能
次
第
分
明
；
第
五
，
藝
術
成
分
，
以
現
代
的
語
言
入
詩
有
時
候
確
實
會
顯
尷 

尬
，
但
是
語
言
的
藝
術
畢
竟
是
詩
最
主
要
的
概
念
，
因
此
我
比
較
在
乎
的
是
絕
句
當
中
警
句
的
問
題
，
乃
至
於
感
悟

的
高
下
與
情
思
的
點
染
能
否
形
成
完
整
的
詩
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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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
票
作
品��

︿
客
居
臺
北
雜
感
四
首
﹀
︵
李
建
崑
、
陳
家
煌
、
廖
振
富
、
鍾
宗
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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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城
旅
懷
﹀
︵
李
建
崑
、
陳
家
煌
、
廖
美
玉
、
鍾
宗
憲
︶

三
票
作
品��

︿
臺
北
郊
區
寓
居
四
首
﹀
︵
陳
家
煌
、
廖
美
玉
、
鍾
宗
憲
︶

︿
臺
北
印
象
四
章
﹀
︵
李
建
崑
、
廖
美
玉
、
廖
振
富
︶

兩
票
作
品��

︿
草
山
春
行
四
首
﹀
︵
廖
美
玉
、
鍾
宗
憲
︶

︿
臺
北
禪
思
﹀
︵
陳
家
煌
、
廖
振
富
︶

︿
癸
卯
四
季
關
渡
遣
懷
并
序
﹀
︵
李
建
崑
、
廖
振
富
︶

一
票
作
品��

︿
賦
得
我
思
何
所
在
四
首
﹀
︵
廖
美
玉
︶

︿
壬
寅
深
秋
印
象
絕
句
四
首
﹀
︵
廖
振
富
︶

︿
嘉
興
竹
枝
詞
﹀
︵
李
建
崑
︶

︿
負
笈
鵑
城
冬
日
四
首
﹀
︵
陳
家
煌
︶

︿
運
動
競
賽
四
首
﹀
︵
鍾
宗
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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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
作
品��

︿
雙
十
漫
思
﹀

︿
四
時
清
景
憶
綺
城―

美
國
綺
色
佳
鎮
旅
居
四
題
﹀

︿
臺
北
北
望
四
首
並
序
﹀

︿
憶
舊
遊 
一
次
臺
灣
旅
行
﹀

︿
大
龍
峒
紀
歷
﹀

︿
臺
灣
旅
懷
﹀

︿
春
山
居
懷
﹀

︿
一
個
陸
生
的
臺
北
經
驗
﹀

︿
頹
唐
四
境
﹀

經
評
審
決
議
，
未
獲
票
與
獲
得
一
票
作
品
不
列
入
討
論
。
對
獲
得
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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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兩
票
作
品
討
論 

〈
草
山
春
行
四
首
〉

李
建
崑
：�

我
評
選
時
在
這
首
與
︿
嘉
興
竹
枝
詞
﹀
之
間
掙
扎
。
這
首
很
有
趣
，
描
寫
出
行
，
在
山
上
賞
花
，
有
老
婦
在
山
上
獨



第二十六屆臺北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古典詩　　206

步
尋
花
的
味
道
，
字
句
之
間
有
閒
適
之
感
也
很
平
易
，
我
蠻
欣
賞
的
。

廖
美
玉
： 

每
一
首
分
別
來
看
不
是
特
別
精
采
，
合
起
來
看
卻
把
組
詩
的
作
用
發
揮
得
很
好
。
第
一
首
寫
人
間
處
處
春
景
，
但
要

有
閒
心
細
品
；
第
二
首
寫
眾
人
同
賞
繁
櫻
，
獨
愛
幽
谷
山
花
；
第
三
首
寫
登
高
風
情
，
雲
山
自
在
；
結
尾
在
暮
色
中

浮
現
的
北
城
，
有
紅
塵
風
花
之
感
。
組
詩
的
層
次
分
明
，
文
字
明
白
流
暢
。
有
些
看
似
平
淺
，
藉
由
組
詩
的
相
互
補

充
，
可
以
從
尋
常
花
季
中
呈
現⎾

我
在⏌

，
是
難
得
之
處
。

鍾
宗
憲
： 
歷
來
寫
陽
明
山
的
作
品
其
實
並
不
少
，
在
結
構
的
部
分
，
其
一⎾

人
間
到
處
皆
春
色
，
難
得
閒
心
細
品
評⏌

其
實
沒

有
特
殊
之
處
，
但
其
二
的⎾

卻
知
幽
谷
無
人
處
，
別
有
山
花
自
在
紅⏌

，
我
就
被
觸
動
了
。
之
後
，
從⎾

自
在
紅⏌

又
轉
到
自
己
的
情
境⎾

高
低
境
遇
心
安
住
，
所
立
皆
為
第
一
峰⏌

。
從
整
個
結
構
上
來
講
，
同
樣
是
寫
陽
明
山
，
他

卻
能
夠
帶
出
別
樣
的
心
境
變
化
。

廖
振
富
： 

整
體
讀
起
來
不
錯
，
但
我
挑
剔
在
於
其
三
放
在
任
何
季
節
好
像
都
沒
問
題
，
另
外
一
點
是
最
後
兩
句⎾

高
低
境
遇
心

安
住
，
所
立
皆
為
第
一
峰⏌
透
過
寫
景
暗
示
一
種
人
生
的
體
悟
，
雖
能
說
是
扣
合
景
色
，
但
道
德
教
訓
的
氣
味
太
明

顯
。

〈
臺
北
禪
思
〉

陳
家
煌
： 

我
覺
得
這
首
的
敗
筆
在
於
沒
有
禪
思
的
感
覺
，
前
面
有
寫
到⎾

貝
葉⏌

、⎾

六
度⏌

、⎾

三
毒⏌

應
該
是
佛
家
的
詞

彙
，
後
面
的
草
山
、
東
區
跟
碧
潭
寫
出
了
平
靜
的
感
覺
，
所
以
可
能
作
者
認
為
的⎾

禪⏌

就
是
某
種
心
境
上
面
的
安

定
。
他
如
果
不
叫
做
臺
北
禪
思
我
覺
得
說
不
定
還
更
好
，
因
為⎾
禪⏌

在
學
術
裡
是
一
個
很
大
的
題
目
，
我
們
受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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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學
術
訓
練
基
本
上
都
非
常
嚴
格
要
求
語
彙
的
準
確
，
所
以
我
覺
得
他
的
敗
筆
在
於
禪
字
，
不
過
整
體
而
言
讀
起
來

還
蠻
平
靜
、
愉
快
的
感
覺
。

鍾
宗
憲
： 

這
首
我
倒
還
滿
喜
歡
。
他
寫
到
佛
家
的⎾

六
度⏌

、⎾

三
毒⏌

之
後
，
心
境
一
轉
而
帶
出
與
文
學
創
作
有
關
的⎾

騷

章
作
布
施⏌

，
頗
為
精
采
。
但
是
第
二
首
︿
草
山
吟
懷
﹀
全
用
李
商
隱
︿
錦
瑟
﹀
的
典
故
：⎾

莊
生
曉
夢
迷
蝴
蝶
，

望
帝
春
心
托
杜
鵑⏌

，
卻
突
然
轉
到
了⎾

七
星
石⏌

的
典
故
，
很
不
適
當
。⎾

七
星
石⏌

是
明
朝
的
典
故
，
或
許
作

者
所
要
說
的
是⎾

七
星
山⏌

吧
。
這
是
誤
用
典
故
，
所
以
我
沒
有
投
這
一
首
。

廖
振
富
： 

我
對
於⎾
禪⏌
字
的
使
用
認
定
比
較
寬
鬆
，
這
首
詩
中
也
有
講
到
一
些
人
生
體
悟
，
第
一
首⎾

願
把
騷
章
作
布
施⏌

似
乎
有
一
點
自
負
的
感
覺
，
起
先
在
閱
讀
上
有
點
排
斥
感
，
到
了
第
二
首⎾

杜
鵑⏌

、⎾

蝴
蝶⏌

的
典
故
用
得
很 

好
，
後
面
兩
首
更
加
的
悠
閒
自
在
、
自
然
，
不
著
形
跡
，
而
木
柵
、
草
山
、
東
區
、
碧
潭
扣
緊
了
臺
北
的
小
區
域
其

實
沒
有
必
然
性
，
只
有
最
後
一
首⎾

著
此
心
情
登
彼
岸
，
意
隨
遲
暮
漸
寥
寥⏌

其
中
的
彼
岸
就
有
一
語
雙
關
的
味

道
，
既
是
實
境
也
是
虛
寫
，
整
體
還
不
錯
。

〈
癸
卯
四
季
關
渡
遣
懷
并
序
〉

陳
家
煌
： 

我
們
是
評
七
絕
而
不
是
序
，
這
首
有
點
捨
本
逐
末
了
，
他
使
用
了
非
常
多
的
典
故
，
只
有
中
文
系
的
人
才
能
看
得 

懂
，
讓
我
覺
得
他
在
賣
弄
學
問
，
但
賣
弄
學
問
不
太
適
合
在
絕
句
中
出
現
，
如
果
是
律
詩
的
話
還
可
以
，
因
為
需
要

對
仗
、
使
用
典
故
。
姑
且
不
論
他
感
時
傷
懷
，
每
個
人
都
會
感
時
傷
懷
，
就
算
從
香
江
匿
北
來
臺
他
也
沒
有
對
臺
灣

這
塊
土
地
有
感
謝
之
情
，
加
上⎾

明
春
更
合
重
吟
賞⏌

表
示
他
明
年
還
會
再
來
，
感
覺
寫
律
詩
或
自
己
出
詩
集
會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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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
好
，
畢
竟
古
典
詩
的
推
廣
是
文
學
獎
的
目
的
之
一
，
這
種
寫
法
對
於
推
廣
古
典
詩
學
是
不
利
的
。

李
建
崑
： 

我
覺
得
前
面
的
駢
文
蠻
好
的
，
用
王
龍
門
之
例
來
寫
關
渡
遣
懷
，
分
成
四
季
書
寫
關
渡
，
在
寫
作
技
巧
上
講
究
，
也

有
使
用
典
故
，
傾
注
了
很
多
學
問
跟
功
力
在
其
中
，
這
個
是
他
的
優
點
，
加
上
關
渡
是
臺
北
意
象
之
一
。
第
二
首 

⎾

洪
澇
渾
將
沒
涿
州⏌

指
的
是
大
陸
，
最
後⎾

羅
剎
危
邦
莫
往
遊⏌

切
合
了
現
在
的
現
實
情
況
之
感
慨
，⎾

忍
別
香

江
匿
北
臺⏌

洩
漏
了
他
的
身
分
，
以
一
個
香
港
作
者
身
處
狹
縫
中
，
是
很
有
情
懷
的
，
這
是
我
欣
賞
這
首
的
原
因
。

鍾
宗
憲
： 
這
首
并
序
的
篇
幅
很
大
，
其
中⎾

若
使
人
師
偽
勇
，
授
蘇
、
辛
而
懼
敵
；
恐
令
學
子
害
仁
，
讀
論
、
孟
而
貪
生⏌

部

分
，
可
能
在
討
論
教
育
或
文
化
氣
氛
，
但
這
樣
的
句
式
在
文
言
句
法
當
中
是
否
合
宜
？
還
需
要
再
斟
酌
。
第
一
首
當

中
的⎾

鯤
海
同
來
寄
此
身
，
相
逢
自
是
有
緣
人⏌

，
是
運
用
類
似
江
西
詩
派
的
奪
胎
換
骨
法
嗎
？
第
二
首
，⎾

洪
澇

渾
將
沒
涿
州
，
欃
槍
卻
屢
犯
琉
求⏌

的
句
式
頗
怪
，
節
奏
也
有
問
題
。
另
外
，⎾

靈
山
溽
暑
憎
西
嚮⏌

靈
山
指
的
是

︽
山
海
經
︾
裡
面
的
靈
山
，
還
是
高
行
健
的
︽
靈
山
︾
？⎾

憎
西
嚮⏌

該
如
何
解
釋
？
作
者
確
實
用
了
不
少
典
故
，

也
似
乎
在
反
映
時
事
，
但
要
考
慮
是
否
合
宜
。
畢
竟
寫
詩
跟
寫
古
文
不
一
樣
，
詩
的
部
分
還
有
再
精
進
的
空
間
。

廖
振
富
： 

一
開
始
其
實
我
對
駢
體
有
點
排
斥
感
，
感
覺
是
在
炫
技
，
雖
然
確
實
技
術
層
面
很
厲
害
，
不
知
是
否
企
圖
用
駢
體
取

得
評
審
的
青
睞
？
但
整
體
很
有
現
代
感
跟
時
代
感
，
寫
出
了
現
代
香
港
人
的
處
境
，
隨
著
中
國
對
香
港
的
控
制
愈
趨

限
縮
，
越
來
越
多
香
港
人
向
外
到
歐
美
或
臺
灣
，
作
者
身
為
一
個
飽
讀
詩
書
的
人
，
對
臺
灣
的
現
況
或
對
中
國
有
些

批
評
，⎾

避
秦⏌

是
指
他
自
己
到
臺
灣
，
而⎾

紫
荊⏌
就
是
香
港
市
花
，⎾

忍
別
香
江
匿
北
臺⏌

很
清
楚
是
一
種
避

難
的
心
態
；
第
二
首
因
為
涿
州
剛
淹
水
，⎾

犯
琉
求⏌
則
指
臺
灣
，
呼
應
了
現
在
中
國
對
臺
灣
的
威
脅
，
所
以
後
兩

句
可
以
理
解
為
不
要
前
往
中
國
，
最
後
一
首
的⎾

坌
嶺⏌

其
實
是
指
觀
音
山
八
景
中
的
坌
嶺
吐
霧
，
整
體
而
言
很
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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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
我
支
持
他
最
大
的
原
因
是
因
為
他
很
有
切
身
感
，
而
不
是
為
文
造
情
，
他
的
悲
憤
也
繼
承
了
中
國
文
人
感
時
憂

國
的
精
神
。

 

三
票
作
品
討
論 

〈
臺
北
郊
區
寓
居
四
首
〉

陳
家
煌
：�

這
首
的
敗
筆
在
於
三
、
四
首
用
同
韻
其
實
不
太
恰
當
，
寫
聯
章
詩
四
首
最
好
不
要
用
同
一
個
韻
部
，
除
非
四
首
連
續

都
使
用
自
己
的
韻
，
不
過
整
首
詩
唸
起
來
非
常
的
自
然
清
新
、
流
暢
，
而
且
很
貼
切
臺
北
的
郊
區
生
活
，
用
小
筆
寫

小
情
小
景
，
得
到
了
某
種
小
趣
味
，
我
個
人
還
蠻
喜
歡
這
首
組
詩
的
。

廖
美
玉
： 

書
寫
臺
北
郊
區
休
退
生
活
，
清
美
有
味
。
第
一
章
寫
郊
區
的
清
冷
中
自
有
生
意
；
第
二
章
續
寫
寓
居
因
雨
而
不
必
逢

迎
的
自
在
，
一
日
、
今
朝
都
屬
於
平
常
休
假
日
的
生
活
；
從
第
三
章
開
始
的⎾

殘
日
半
西
沉⏌

，
開
啟
了
退
休
生
活

的
隨
意
往
來
，
不
必
外
求
名
山
；
第
四
章
緊
接
著
談
從
此
以
後
肆
意
流
連
，
盡
是
美
好
光
景
。
有
森
竹
、
松
林
、
一 

水
、
千
峰
，
信
手
拈
來
，
以
景
寫
情
，
文
字
清
暢
，
饒
有
佳
趣
。
組
詩
的
聯
章
布
局
，
從
一
、
二
首
一
日
、
今
朝
的

珍
惜
假
日
，
到
退
休
以
後
的
隨
意
振
策
，
條
理
分
明
、
氣
脈
相
互
聯
絡
照
應
。

鍾
宗
憲
： 

組
詩
可
以
單
一
韻
，
但
是
它
偏
偏
不
是
單
一
韻
，
這
確
實
是
瑕
疵
。
然
而
在
流
利
之
餘
，
其
實
用
字
也
蠻
有
意
思 

的
。
寓
居
其
實
是
閒
居
的
意
思
，
尤
其
最
後
一
首
，
我
個
人
蠻
喜
歡
。⎾

翛
然⏌

使
用
了
︽
莊
子
︾
裡
的
典
故
，
指

沒
有
牽
掛
。⎾

一
水
生
涼
拂
人
面⏌

對
仗⎾

千
峰
吐
月
到
天
心⏌
則
富
含
情
調
，
但
是
小
註
就
有
點
多
餘
。
我
唯
一

比
較
在
意
的
是
第
二
首⎾

辦
得
蕭
齋
一
日
清⏌

的⎾

辦
得⏌

，
感
覺
有
點
可
惜
。
不
過⎾

自
臥
自
醒
還
自
酌
，
今
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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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必
有
逢
迎⏌

一
句
，
真
的
是
現
代
人
的
心
聲
，
很
有
現
代
的
意
味
。
這
篇
確
實
值
得
獲
獎
。

廖
振
富
： 

我
原
本
覺
得
這
麼
大
的
獎
項
好
像
應
該
有
更
深
刻
的
寄
託
，
但
聽
過
其
他
評
審
評
論
完
後
改
變
了
想
法
，
絕
句
不
一

定
要
很
厚
重
，
這
首
展
現
很
典
型
且
成
功
的
絕
句
本
色
，
整
體
瀟
灑
意
趣
、
悠
然
自
適
，
無
入
而
不
自
得
，
讓
人
有

悠
然
神
往
的
感
覺
。

〈
臺
北
印
象
四
章
〉

陳
家
煌
： 

沒
有
投
這
首
的
原
因
是
主
題
下
面
有
序
章
，
序
章
下
面
又
有
詩
題
，
感
覺
有
點
取
巧
、
刻
意
，
而
第
四
章⎾

伏
櫪
欲

馳
千
里
遐⏌
雖
然
很
多
人
認
同
七
言
絕
句
的
第
一
句
可
以
這
樣
，
但
我
還
是
覺
得
有
點
犯
孤
僻
，
主
要
是
它
的
形
式

很
怪
，
整
體
有
點
太
過
於
好
古
、
不
食
人
間
煙
火
。

李
建
崑
：�

這
首
是
真
的
比
較
有
聯
章
的
感
覺
，
整
個
內
容
是
文
人
雅
士
，
第
一
首⎾

若
非
大
慧
鐫
新
畫
，
今
日
或
仍
編
索
忙⏌

因
為
甲
骨
文
產
生
一
些
感
想
；
第
二
首
是
臺
灣
師
大
的
南
廬
吟
社
，
第
三
首
遊
陽
明
山
新
月
始
歸
，
第
四
首
是
遊
同

安
街
文
學
步
道
，
選
擇
的
題
材
是
有
變
化
的
，
用
韻
很
見
巧
思
、
文
字
功
力
也
是
很
好
，
每
一
首
的
最
後
兩
句
我
都

覺
得
不
錯
。

廖
美
玉
： 

四
章
安
排
本
身
就
是
一
首
詩
，
而
各
章
另
有
詩
題
。
第
一
章
寫
臺
北
故
宮
文
物
的
文
字
創
始
，
正
章
追
憶
在
師
大
吟

社
的
詩
友
酣
暢
，
描
寫
大
學
教
育
的
習
詩
之
樂
。
續
章
婉
轉
變
化
，
大
學
畢
業
後
並
未
捨
棄
古
典
文
學
的
薰
習
，
玩

味
臺
北
近
郊
山
色
中
的
詩
意
。
終
章
順
水
行
舟
，
因
臺
北
詩
文
地
磚
的
啟
發
而
重
新
筆
耕
，
把
詩
意
巧
妙
延
伸
到
日

常
生
活
的
遊
覽
中
，
構
成
詩
意
臺
北
，
借
題
詠
懷
，
組
詩
次
第
分
明
而
能
相
互
闡
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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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
宗
憲
：�

雖
然
他
有
結
構
安
排
，
但
如
果
把
序
章
、
正
章
、
續
章
、
終
章
拿
掉
可
能
更
好
。
詩
本
身
用
典
很
多
，
我
最
喜
歡
的

是⎾

還
邀
雁
字
寫
天
涯⏌

這
個
句
子
。
他
提
到
了
花
甲
要
重
拾
詩
筆
，
意
境
很
棒
，
身
在
古
典
當
中
卻
跳
脫
古
典
，

只
是
結
構
安
排
疊
床
架
屋
我
很
在
意
，
有
點
偷
跑
的
感
覺
，
這
是
他
的
敗
筆
。

廖
振
富
： 
整
體
都
還
不
錯
，
韻
味
悠
長
，
但
缺
點
是
整
體
太
偏
古
典
情
懷
缺
乏
現
代
感
，
中
文
系
出
身
味
道
太
明
顯
，
用
字
都

刻
意
求
典
雅
，
太
過
雕
琢
，
容
易
曲
高
和
寡
，
侷
限
在
一
個
小
圈
子
裡
，
對
於
古
典
詩
的
推
廣
普
及
效
果
有
限
。

 

四
票
作
品
討
論 

〈
客
居
臺
北
雜
感
四
首
〉

陳
家
煌
： 

這
首
沒
有
很
嚴
重
的
批
判
，
所
有
的
感
想
、
情
緒
都
是
淡
淡
的
，
卻
讓
人
感
覺
餘
音
嫋
嫋
、
餘
味
猶
存
，
沒
有
險
句

也
不
雕
琢
，
但
也
並
非
沒
有
很
深
刻
的
感
情
，
尤
其
是
殷
海
光
的
部
分
甚
至
有
點
壓
抑
，
他
寫
回
去
的
時
候
也
沒
有

很
濫
情
，
語
近
情
，
而
且
唸
起
來
很
自
然
好
聽
，
這
首
是
我
的
前
三
名
。

李
建
崑
：�

客
居
臺
北
半
載
後
即
將
要
離
開
，
所
以
作
者
應
該
是
交
換
生
，
描
寫
臺
北
的
幾
個
重
要
景
點
，
包
括
殷
海
光
故
居
、

光
復
紀
念
碑
、
劍
潭
，
這
個
學
者
或
學
生
別
具
隻
眼
，
抒
情
寫
事
都
有
很
深
的
含
義
在
裡
面
，
措
辭
也
非
常
老
道
，

餘
韻
嫋
嫋
，
以
七
絕
的
作
品
來
講
還
不
錯
。

廖
美
玉
：�

字
句
大
抵
穩
妥
，
但
序
的⎾

往
日
之
光
忽
而
返
照⏌

，
費
解
。
第
一
首
的⎾

視
若
真⏌

，
用
詞
稍
嫌
生
硬
；⎾

慣
見

城
旗
隨
世
換⏌

，
不
管
是
從
個
人
或
殷
海
光
而
言
，
都
不
好
解
釋
，
感
覺
有
感
慨
在
其
中
，
卻
不
易
推
知
要
感
慨
什

麼
。
後
兩
首
未
能
延
續
前
面
一
、
二
首
的
格
局
，
有
些
可
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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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
宗
憲
： 

這
篇
是
我
的
第
一
名
。
第
二
首⎾

幕
前
捲
盡
風
雲
後⏌

一
句
，
具
象
中
帶
有
抽
象
，
最
後
說⎾

猶
有
微
明
暗
處
生⏌

，

顯
得
他
的
寫
作
非
常
成
熟
。
最
後
一
首
的⎾

去
日
荊
花
雨
萬
絲⏌

，
表
現
出
他
離
開
的
時
間
確
實
是
冬
末
初
春
的
季

節
，
顯
得
離
情
依
依
，
而⎾

荊
花⏌

又
具
有
兄
弟
的
意
味
，
搭
配⎾

雨
萬
絲⏌

，
帶
出
綿
綿
情
意
。⎾

情
似
淡
江⏌

又
有
點
類
似
雙
關
語
；⎾

銀
河
或
謫
人
間
去
，
湧
作
燈
潮
泛
客
衣⏌

，
則
是
很
成
熟
的
句
式
。
至
於
第
一
首
寫
殷
海

光
故
居
的
部
分
，
我
覺
得
這
就
是
一
個
大
歷
史
敘
述
，
自
有
其
隱
晦
之
處
。
但
是
第
一
首
中
的⎾

視
若
真⏌

確
實
沒

有
調
整
好
，
以
及⎾

去
日⏌

的
註
解
是
多
餘
的
。
總
之
，
整
體
來
講
很
不
錯
，
而
且
他
的
小
序
很
得
宜
，
與
詩
本
身

能
夠
互
映
。

廖
振
富
： 

第
二
首
的⎾
臺
北
詩
歌
節
聽
日
治
時
期
詩
詞
朗
誦⏌

完
全
寫
實
，
因
為
他
聽
到
的
就
是
我
在
去
年
的
九
月
二
十
三
日

臺
北
詩
歌
節
當
天
，
在
中
山
堂
的
朗
誦
聲
，
當
時
我
選
了
之
前
出
版
︽
文
協
精
神
臺
灣
詩
︾
中
四
位
日
治
時
代
的
詩

人
：
賴
和
、
林
幼
春
、
林
獻
堂
、
蔡
惠
如
的
詩
，
在
臺
上
用
臺
語
唸
詩
，
當
下
非
常
感
動
，
沒
想
到
作
者
就
在
臺 

下
，
也
讓
我
很
感
動
，
唯
一
挑
剔
的
是
第
一
首⎾

慣
見
城
旗
隨
世
換
，
如
何
重
覓
自
由
身⏌

作
者
是
指
自
己
還
是
殷

海
光
？
或
者
是
以
宏
觀
的
歷
史
觀
看
中
國
、
臺
灣
，
第
二
首
寫
抗
日
精
神
，
經
過
一
、
二
首
比
較
重
的
主
題
之
後
，

三
、
四
首
就
比
較
輕
鬆
了
，
同
時
富
有
餘
味
，
離
情
依
依
卻
不
濫
情
亦
不
造
作
，
沒
有
刻
意
雕
琢
的
痕
跡
，
在
我
心

目
中
是
很
高
的
名
次
。

〈
北
城
旅
懷
〉

陳
家
煌
： 

這
首
字
句
、
用
韻
、
格
律
整
體
都
非
常
穩
，
雖
無
突
出
之
處
，
唸
起
來
也
還
算
輕
鬆
，
可
是
這
首
並
非
我
心
中
名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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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茅
的
作
品
。
我
蠻
喜
歡
第
四
首
的
最
後
兩
句⎾

儒
冠
不
及
枝
頭
鳥
，
早
占
春
風
衣
錦
袍⏌

這
個
比
喻
蠻
好
玩
的
，

書
寫
旅
思
臺
北
，
客
愁
的
情
懷
，
但
沒
有
特
別
深
刻
或
突
出
之
處
。

李
建
崑
： 

這
首
主
要
是
書
寫
他
旅
居
臺
北
的
生
活
跟
心
境
，
從⎾

不
是
家⏌

、⎾

離
人⏌

、⎾

客
心⏌

、⎾

洗
風
塵⏌

都
能
看

到
客
愁
是
他
抒
情
的
主
眼
，
四
首
分
別
用
了
六
麻
韻
、
十
四
寒
韻
、
十
一
真
韻
、
四
豪
韻
，
擁
有
變
化
又
聯
章
的
起

承
轉
合
，
不
論
是
抒
情
還
是
寫
意
都
有
可
觀
之
處
，
字
句
非
常
老
道
。

廖
美
玉
： 

第
一
首
總
寫
異
鄉
心
情
，
第
二
首
感
嘆
客
中
險
難
洗
去
了
年
少
輕
狂
，
第
三
章
聚
焦
在
客
中
孤
寂
，
第
四
章
感
嘆
他

鄉
不
得
意
。
旅
人
所
見
事
物
都
是
傷
情
的
，
委
婉
幽
微
、
文
字
流
暢
。
組
詩
的
布
局
，
前
三
首
都
有⎾

人⏌

，
將 

⎾

離
人⏌

孤
立
出
來
，
各
首
之
間
能
夠
相
互
補
充
，
很
清
楚
寫
出
現
代
年
輕
人
北
漂
卻
融
不
進
臺
北
的
旅
居
心
情
。

鍾
宗
憲
：�

這
首
詩
如
果
放
在
捷
運
上
應
該
是
很
不
錯
的
，
通
俗
易
懂
，
富
有
現
代
感
且
井
然
有
序
。
雖
然
在
雅
俗
之
間
控
制
得

不
是
很
好
，
如
第
一
首⎾
征
程
捷
運
計
生
涯⏌

顯
得
有
點
像
打
油
詩
，⎾

點
檢
離
人
心
上
血⏌

又
顯
得
很
重
，⎾

每

向
中
和
望
大
安⏌

又
轉
為
輕
鬆
，⎾
洗
盡
輕
狂
是
險
難⏌

一
句
則
是
我
無
法
理
解
的
。
我
很
喜
歡
第
三
首
跟
第
四 

首
，⎾

寂
寞
青
衫
萬
里
人
，
殷
勤
為
我
洗
風
塵⏌

很
輕
快
、
朗
朗
上
口
。

廖
振
富
： 

雖
然
他
最
穩
最
不
突
出
，
但
是
很
好
的
描
寫
出
年
輕
人
在
臺
北
討
生
活
的
艱
難
，
很
生
動
切
題
，
而
且
沒
有
很
激
烈

的
控
訴
，
仍
舊
保
留
了
詩
的
含
蓄
、
韻
味
，
而
且
很
寫
實
。
格
局
的
確
不
大
，
屬
於
牢
騷
，
但
苦
悶
、
寂
寞
、
艱
難

也
是
一
種
真
情
。



第二十六屆臺北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古典詩　　214
 

第
二
輪
投
票 

所
有
獲
兩
票
以
上
的
作
品
討
論
完
畢
。
評
審
決
議
由
獲
得
兩
票
以
上
的
七
篇
作
品
進
入
第
二
輪
投
票
。
計
分
方
式
為
最
高

七
分
，
最
低
一
分
。
結
果
依
得
分
高
低
排
序
如
下
：

︿
客
居
臺
北
雜
感
四
首
﹀
︵
李
建
崑
六
分
、
陳
家
煌
七
分
、
廖
美
玉
四
分
、
廖
振
富
七
分
、
鍾
宗
憲
七
分
︶
共
三
十
一
分
。

︿
臺
北
郊
區
寓
居
四
首
﹀
︵
李
建
崑
四
分
、
陳
家
煌
六
分
、
廖
美
玉
七
分
、
廖
振
富
六
分
、
鍾
宗
憲
六
分
︶
共
二
十
九
分
。

︿
北
城
旅
懷
﹀
︵
李
建
崑
七
分
、
陳
家
煌
三
分
、
廖
美
玉
五
分
、
廖
振
富
四
分
、
鍾
宗
憲
五
分
︶
共
二
十
四
分
。

︿
草
山
春
行
四
首
﹀
︵
李
建
崑
兩
分
、
陳
家
煌
四
分
、
廖
美
玉
三
分
、
廖
振
富
五
分
、
鍾
宗
憲
三
分
︶
共
十
七
分
。

︿
臺
北
印
象
四
章
﹀
︵
李
建
崑
三
分
、
陳
家
煌
一
分
、
廖
美
玉
六
分
、
廖
振
富
兩
分
、
鍾
宗
憲
四
分
︶
共
十
六
分
。

︿
癸
卯
四
季
關
渡
遣
懷
并
序
﹀︵
李
建
崑
五
分
、
陳
家
煌
兩
分
、
廖
美
玉
兩
分
、
廖
振
富
一
分
、
鍾
宗
憲
兩
分
︶
共
十
二
分
。

︿
臺
北
禪
思
﹀
︵
李
建
崑
一
分
、
陳
家
煌
五
分
、
廖
美
玉
一
分
、
廖
振
富
三
分
、
鍾
宗
憲
一
分
︶
共
十
一
分
。

決
審
結
果
出
爐
：
首
獎
為
︿
客
居
臺
北
雜
感
四
首
﹀
，
評
審
獎
為
︿
臺
北
郊
區
寓
居
四
首
﹀
，
優
等
獎
為
︿
北
城
旅
懷
﹀
、

︿
草
山
春
行
四
首
﹀
。
會
議
圓
滿
結
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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