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
兴
芬

《
世
说
新
语
》
载
录
书
家
史
料
探
析

史 

论
作
为
魏
晋
南
北
朝
时
期
志
人
小
说
的
代
表
作
，
《
世
说
新

语
》
全
书
分
为
上
中
下
三
卷
，
共
三
十
六
门
，
书
中
以
简
约
的

笔
墨
记
述
了
东
汉
末
年
至
刘
宋
初
期
文
人
名
士
的
逸
闻
趣
事
，

被
称
为
是
魏
晋
时
期
世
人
的
百
科
全
书
。
正
因
为
如
此
，
《
世

说
新
语
》
不
仅
是
研
究
汉
末
魏
晋
时
期
政
治
、
思
想
、
文
化
等

方
面
的
重
要
史
料
，
同
时
，
书
中
收
录
的
这
一
时
期
有
关
书
法

家
、
画
家
等
的
言
论
和
逸
事
，
也
为
研
究
这
一
时
期
的
书
法
家
、

画
家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史
料
。
宗
白
华
就
说
：
『
要
研
究
中
国
人

的
美
感
和
艺
术
精
神
的
特
性
，
《
世
说
新
语
》
一
书
里
有
不
少

重
要
的
资
料
和
启
示
是
不
可
忽
略
的
。
』
[1]

本
文
笔
者
将
对
《
世

说
新
语
》
中
记
载
的
这
一
时
期
的
书
家
史
料
作
一
梳
理
和
研
究
，

进
而
探
究
汉
末
魏
晋
书
家
的
审
美
倾
向
和
个
性
特
征
。

风
流
潇
洒
、
纵
情
任
性
的
时
代
风
气

《
世
说
新
语
》
中
所
录
书
家
绝
大
多
数
生
活
在
三
国
两
晋

时
期
，
受
时
代
风
气
的
影
响
，
《
世
说
新
语
》
中
有
关
书
家
的

史
料
很
多
体
现
了
他
们
潇
洒
自
由
的
个
性
以
及
独
特
的
审
美
倾

向
。
众
所
周
知
，
『
汉
末
魏
晋
六
朝
是
中
国
政
治
上
最
混
乱
、

社
会
上
最
苦
痛
的
时
代
，
然
而
却
是
精
神
史
上
极
自
由
、
极
解

放
，
最
富
于
智
慧
、
最
浓
于
热
情
的
一
个
时
代
。
因
此
也
就
是

最
富
有
艺
术
精
神
的
一
个
时
代
』
。
[2]

这
一
时
期
特
别
是
魏
晋

时
期
的
文
人
名
士
，
他
们
从
汉
代
独
尊
儒
术
的
封
建
礼
法
的
束

缚
下
解
脱
出
来
，
表
现
出
了
对
人
自
身
价
值
的
重
视
以
及
个
性

的
张
扬
，
这
一
时
期
的
书
家
更
是
如
此
，
《
世
说
新
语
》
中
就

有
很
多
故
事
记
载
了
他
们
追
求
个
性
的
率
真
与
旷
达
以
及
高
洁

傲
世
的
性
格
特
点
：

郗
太
傅
在
京
口
，
遣
门
生
与
王
丞
相
书
，
求
女
婿
。
丞
相

语
郗
信
：
『
君
往
东
厢
，
任
意
选
之
。
』
门
生
归
，
白
郗
曰
：

『
王
家
诸
郎
亦
皆
可
嘉
，
闻
来
觅
婿
，
咸
自
矜
持
，
唯
有
一
郎

在
东
床
上
坦
腹
卧
，
如
不
闻
。
』
郗
公
云
：
『
正
此
好
！
』
访

之
，
乃
是
逸
少
，
因
嫁
女
与
焉
。
（
《
雅
量
》
门
第
十
九
条
）

王
子
敬
自
会
稽
经
吴
，
闻
顾
辟
疆
有
名
园
。
先
不
识
主
人
，

径
往
其
家
。
值
顾
方
集
宾
友
酣
燕
，
而
王
游
历
既
毕
，
指
麾
好
恶
，

旁
若
无
人
。
顾
勃
然
不
堪
曰
：
『
傲
主
人
，
非
礼
也
；
以
贵
骄
人
，

非
道
也
。
失
此
二
者
，
不
足
齿
之
伧
耳
！
』
便
驱
其
左
右
出
门
。

王
独
在
舆
上
，
回
转
顾
望
，
左
右
移
时
不
至
，
然
后
令
送
著
门
外
，

怡
然
不
屑
。
（
《
简
傲
》
门
第
十
七
条
）

王
羲
之
的
坦
腹
东
床
是
书
法
史
上
的
佳
话
，
王
献
之
会
稽

游
名
园
更
是
书
家
谈
论
不
衰
的
话
题
。
又
，
《
晋
书
·
王
羲
之

传
》
说
：

山
阴
有
一
道
士
，
养
好
鹅
，
羲
之
往
观
焉
，
意
甚
悦
，
固

求
市
之
。
道
士
云
：
『
为
写
《
道
德
经
》
，
当
举
群
相
赠
耳
。
』

羲
之
欣
然
写
毕
，
笼
鹅
而
归
，
甚
以
为
乐
。
其
任
率
如
此
。

《
晋
书
·
王
献
之
传
》
则
说
他
：

少
有
盛
名
而
高
迈
不
羁
，
虽
闲
居
终
日
，
容
止
不
怠
，
风

流
为
一
时
之
冠
。

王
氏
父
子
以
他
们
超
凡
脱
俗
的
言
行
、
自
由
潇
洒
的
风
度

显
示
出
各
自
独
特
的
个
性
。
除
此
之
外
，
锺
会
、
王
导
、
谢

安
、
王
济
、
桓
玄
、
郗
超
等
无
不
表
现
出
纵
情
任
性
、
潇
洒
自

由
的
时
代
风
气
，
如
：

锺
毓
兄
弟
小
时
，
值
父
昼
寝
，
因
共
偷
服
药
酒
。
其
父
时

觉
，
且
托
寐
以
观
之
。
毓
拜
而
后
饮
，
会
饮
而
不
拜
。
既
而
问

毓
何
以
拜
，
毓
曰
：
『
酒
以
成
礼
，
不
敢
不
拜
。
』
又
问
会
何

以
不
拜
，
会
曰
：
『
偷
本
非
礼
，
所
以
不
拜
。
』
（
《
言
语
》

门
第
十
二
条
）

桓
玄
尝
登
江
陵
城
南
楼
云
：
『
我
今
欲
为
王
孝
伯
作

诔
。
』
因
吟
啸
良
久
，
随
而
下
笔
，
一
坐
之
间
，
诔
以
之
成
。

（
《
文
学
》
门
第
一
〇
二
条
）

王
子
敬
语
谢
公
：
『
公
故
萧
洒
。
』
谢
曰
：
『
身
不
萧

洒
，
君
道
身
最
得
，
身
正
自
调
畅
。
』
（
《
赏
誉
》
门
第

一
四
八
条
）

宗
白
华
说
：
『
晋
人
风
神
潇
洒
，
这
优
美
的
自
由
的
心
灵

找
到
一
种
最
适
宜
于
表
现
他
自
己
的
艺
术
，
这
就
是
书
法
中
的

行
草
。
』
[3]

王
羲
之
、
王
献
之
父
子
潇
洒
自
由
的
个
性
以
及
超

然
世
外
的
心
境
使
得
他
们
在
书
法
中
心
手
相
应
，
取
得
了
登
峰

造
极
的
成
就
。
唐
代
的
张
怀
瓘
在
《
书
议
》
中
评
价
王
献
之
的

书
法
时
就
说
：

子
敬
之
法
，
非
草
非
行
，
流
便
于
行
草
；
又
处
于
其
中

间
，
无
藉
因
循
，
宁
拘
制
则
，
挺
然
秀
出
，
务
于
简
易
。
情
驰

神
纵
，
超
逸
优
游
，
临
事
制
宜
，
从
意
适
便
。
有
若
风
行
雨

散
，
润
色
开
花
，
笔
法
体
势
之
中
，
最
为
风
流
者
也
！
逸
少
秉

真
行
之
要
，
子
敬
执
行
草
之
权
，
父
之
灵
和
，
子
之
神
俊
，
皆

古
今
之
故
绝
也
。

可
以
看
出
，
张
怀
瓘
的
这
段
话
在
评
价
王
献
之
书
法
的
同

时
，
也
将
魏
晋
时
人
风
流
潇
洒
的
真
性
情
在
书
法
艺
术
中
的
表

现
突
显
了
出
来
。
由
《
世
说
新
语
》
所
录
书
家
史
料
可
以
看

出
，
生
活
在
魏
晋
这
样
一
个
注
重
自
身
价
值
并
张
扬
个
性
的
时

代
，
他
们
大
多
逍
遥
放
达
，
标
榜
个
性
，
注
重
独
创
。
王
羲
之

的
叔
父
王
廙
就
说
：
『
画
乃
吾
自
画
，
书
乃
吾
自
书
。
』
[4]

王

羲
之
也
强
调
了
书
家
个
体
风
格
的
独
特
性
，
他
在
《
记
白
云
先

生
书
诀
》
中
说
『
把
笔
抵
锋
，
肇
乎
本
性
』
。
宋
代
的
欧
阳
修

也
说
魏
晋
书
家
的
书
作
：

初
非
用
意
，
而
逸
笔
余
兴
，
淋
漓
挥
洒
，
或
妍
或
丑
，
百

态
横
生
，
披
卷
发
函
，
灿
然
在
目
，
使
骤
见
惊
绝
，
徐
而
视

之
，
其
意
态
愈
无
穷
尽
，
故
使
后
世
得
之
，
以
为
奇
玩
，
而
想

见
其
人
也
。
[5]

《
孟
子
·
万
章
下
》
说
：

颂
其
诗
，
读
其
书
，
不
知
其
人
可
乎
？
是
以
论
其
世
也
。

在
王
羲
之
和
欧
阳
修
看
来
，
书
法
作
品
就
是
书
家
自
由
放

达
，
充
满
个
性
色
彩
的
艺
术
创
作
。

魏
晋
时
期
的
书
家
之
所
以
表
现
出
自
由
洒
脱
、
超
然
世
外

的
性
格
特
征
，
与
这
一
时
期
大
的
时
代
背
景
密
切
相
关
。
众
所

周
知
，
不
论
是
曹
魏
还
是
司
马
氏
，
他
们
的
政
权
都
是
从
前
代

巧
取
豪
夺
而
来
的
，
因
此
为
了
维
护
自
己
的
统
治
，
他
们
排
除

异
己
，
大
肆
杀
戮
文
人
名
士
，《
晋
书
·
阮
籍
传
》
就
说
魏
晋
时
期
，

『
天
下
多
故
，
名
士
少
有
全
者
』
。
为
全
身
远
祸
，
这
一
时
期
的

文
士
转
而
热
衷
清
静
无
为
的
老
庄
学
说
，
他
们
谈
玄
说
理
，
寄

情
山
水
，
远
离
政
治
。
正
是
这
样
特
殊
的
社
会
环
境
造
就
了
魏

晋
文
人
特
有
的
精
神
气
质
，
这
种
精
神
气
质
正
是
魏
晋
书
法
走

上
顶
峰
的
主
要
原
因
，
魏
晋
之
后
的
南
北
朝
虽
然
也
有
众
多
书

家
出
现
，
但
都
没
有
达
到
魏
晋
书
法
的
高
度
。

毋
庸
置
疑
，
魏
晋
时
期
人
的
个
性
价
值
的
觉
醒
以
及
不
与

世
俗
同
流
的
任
情
随
性
、
自
由
潇
洒
、
放
浪
山
水
的
时
代
精
神

是
魏
晋
书
法
兴
盛
的
主
要
原
因
，
而
极
盛
于
这
一
时
期
的
行
草

书
则
是
这
一
时
代
风
气
的
体
现
。
正
如
宗
白
华
所
说
：

魏
晋
的
玄
学
使
晋
人
得
到
空
前
绝
后
的
精
神
解
放
，
晋
人

的
书
法
是
这
自
由
的
精
神
人
格
最
具
体
最
适
当
的
艺
术
表
现
。

这
抽
象
的
音
乐
似
的
艺
术
才
能
表
达
出
晋
人
的
空
灵
的
玄
学
精

神
和
个
性
主
义
的
自
我
价
值
。
[6]

对
自
然
山
水
的
情
有
独
钟

由
前
文
所
述
可
以
看
到
，
魏
晋
时
期
的
文
人
名
士
为
了
全

身
远
祸
，
不
得
不
远
离
政
治
，
放
浪
山
水
，
而
长
期
的
山
林
生

活
则
更
加
深
了
他
们
对
大
自
然
的
热
爱
。
傲
啸
山
林
，
畅
游
美

景
成
为
一
时
的
风
尚
。
《
晋
书
·
阮
籍
传
》
说
阮
籍
『
或
闭
门

读
书
，
累
月
不
出
；
或
登
临
山
水
，
经
日
忘
返
』
。
王
徽
之
在

《
兰
亭
诗
》
中
则
说
他
『
散
怀
山
水
，
萧
然
忘
羁
』
。
《
世
说

新
语
》
中
《
栖
逸
》
门
第
十
六
条
也
说
：
『
徐
掾
好
游
山
水
，

而
体
便
登
涉
。
』
这
一
时
期
的
艺
术
家
们
更
是
醉
心
于
山
林
，

从
美
丽
的
自
然
山
水
景
色
之
中
寻
找
心
灵
的
感
悟
，
如
：

王
羲
之
曰
：
『
从
山
阴
道
上
行
，
如
在
镜
中
游
。
』
（
引

自
宗
白
华
《
论
〈
世
说
新
语
〉
和
晋
人
的
美
》
）

顾
长
康
从
会
稽
还
，
人
问
山
川
之
美
，
顾
云
：
『
千
岩
竞

秀
，
万
壑
争
流
。
草
木
蒙
笼
其
上
，
若
云
兴
霞
蔚
。
』
（
《
言

语
》
门
第
八
十
八
条
）

王
子
敬
云
：
『
从
山
阴
道
上
行
，
山
川
自
相
映
发
，
使
人

应
接
不
暇
。
若
秋
冬
之
际
，
尤
难
为
怀
。
』
（
《
言
语
》
门
第

九
十
一
条
）

正
是
自
然
山
水
的
绝
妙
美
景
激
发
了
魏
晋
书
家
及
画
家
的

艺
术
灵
感
，
使
得
他
们
的
书
作
如
行
云
流
水
，
画
作
如
身
临
其

境
。
《
世
说
新
语
》
中
所
录
书
家
很
多
都
曾
隐
居
山
林
或
优
游

山
水
，
《
晋
书
·
王
羲
之
传
》
说
：

羲
之
既
去
官
，
与
东
土
人
士
尽
山
水
之
游
，
弋
钓
为
娱
。

又
与
道
士
许
迈
共
修
服
食
，
采
药
石
不
远
千
里
，
遍
游
东
中
诸

郡
，
穷
诸
名
山
，
泛
沧
海
，
叹
曰
：
『
我
卒
当
以
乐
死
。
』

从
《
世
说
新
语
》
载
录
的
书
家
史
料
还
可
以
看
出
，
他
们

不
但
喜
欢
自
己
寄
情
山
水
，
还
喜
欢
在
品
藻
人
物
时
用
山
水
景

物
来
比
喻
人
的
神
韵
与
气
质
：

时
人
目
王
右
军
『
飘
如
游
云
，
矫
若
惊
龙
。
』
（
《
容

止
》
门
第
三
十
条
）

谢
太
傅
问
诸
子
侄
：
『
子
弟
亦
何
预
人
事
人
，
而
正
欲
使

其
佳
？
』
诸
人
莫
有
言
者
。
车
骑
答
曰
：
『
譬
如
芝
兰
玉
树
，

欲
使
其
生
于
阶
庭
耳
。
』
（
《
言
语
》
门
第
九
十
二
条
）

王
右
军
道
谢
万
石
『
在
林
泽
中
为
自
遒
上
』
，
叹
林
公

『
器
朗
神
俊
』
，
道
祖
士
少
『
风
领
毛
骨
，
恐
没
世
不
复
见
如

此
人
』
，
道
刘
真
长
『
标
云
柯
而
不
扶
疏
』
。
（
《
赏
誉
》
门

第
八
十
八
条
） 

受
这
一
风
气
的
影
响
，
齐
梁
时
期
的
书
法
评
论
家
在
评
论

书
体
及
魏
晋
时
人
的
书
作
时
，
也
喜
欢
用
山
水
景
物
来
做
比

喻
。
如
庾
肩
吾
《
书
品
》
在
上
品
之
上
评
论
隶
书
时
就
说
：

峰
崿
间
起
，
琼
山
惭
其
敛
雾
；
漪
澜
递
振
，
碧
海
愧
其
下
风
。

魏
晋
名
士
的
醉
心
山
林
除
与
时
代
背
景
密
切
相
关
之
外
，

还
与
这
一
时
期
道
教
的
盛
行
有
关
。
通
过
对
魏
晋
时
期
书
家
生

平
的
探
究
可
以
发
现
，
除
小
部
分
书
家
如
郗
超
、
王
珉
等
信
奉

佛
教
之
外
，
这
一
时
期
书
家
很
多
都
信
奉
道
教
。

道
教
认
为
，
神
仙
大
都
住
在
十
洲
三
岛
、
洞
天
福
地
。
因
此
，

远
离
人
间
，
景
色
优
美
、
安
静
闲
适
的
山
林
就
成
了
修
道
者
心

中
的
洞
天
福
地
。
竹
林
七
贤
、
王
羲
之
、
谢
安
等
也
都
曾
隐
居

山
林
，
特
别
是
王
羲
之
，
儒
雅
飘
逸
、
高
洁
傲
世
的
气
质
和
个

性
，
魏
晋
清
谈
之
风
的
影
响
，
以
及
退
隐
山
林
超
然
于
世
外
的

心
境
，
都
使
得
他
的
书
风
清
俊
飘
逸
、
如
行
云
流
水
。
蔡
邕
《
笔

论
》
言
：
『
书
肇
于
自
然
…
…
书
者
，
散
也
。
欲
书
先
散
怀
抱
，

任
情
恣
性
，
然
后
书
之
。
若
迫
于
事
，
虽
中
山
兔
毫
不
能
佳
也
。
』

正
是
因
为
魏
晋
书
家
纵
情
任
性
的
个
性
以
及
对
自
然
山
水
的
情

有
独
钟
，
才
使
得
这
一
时
期
书
家
辈
出
，
蔚
为
大
观
。

重
政
治
活
动
而
轻
艺
术
创
作
的
收
录
倾
向

通
过
对
《
世
说
新
语
》
中
所
录
书
家
史
料
的
梳
理
可
以
看

到
，
刘
义
庆
对
汉
末
至
刘
宋
初
年
各
朝
书
家
史
料
的
收
录
，
其

中
以
魏
晋
时
期
为
最
多
，
汉
代
及
刘
宋
较
少
。
综
观
这
些
书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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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兴
芬

《
世
说
新
语
》
载
录
书
家
史
料
探
析

史 

论
作
为
魏
晋
南
北
朝
时
期
志
人
小
说
的
代
表
作
，
《
世
说
新

语
》
全
书
分
为
上
中
下
三
卷
，
共
三
十
六
门
，
书
中
以
简
约
的

笔
墨
记
述
了
东
汉
末
年
至
刘
宋
初
期
文
人
名
士
的
逸
闻
趣
事
，

被
称
为
是
魏
晋
时
期
世
人
的
百
科
全
书
。
正
因
为
如
此
，
《
世

说
新
语
》
不
仅
是
研
究
汉
末
魏
晋
时
期
政
治
、
思
想
、
文
化
等

方
面
的
重
要
史
料
，
同
时
，
书
中
收
录
的
这
一
时
期
有
关
书
法

家
、
画
家
等
的
言
论
和
逸
事
，
也
为
研
究
这
一
时
期
的
书
法
家
、

画
家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史
料
。
宗
白
华
就
说
：
『
要
研
究
中
国
人

的
美
感
和
艺
术
精
神
的
特
性
，
《
世
说
新
语
》
一
书
里
有
不
少

重
要
的
资
料
和
启
示
是
不
可
忽
略
的
。
』
[1]

本
文
笔
者
将
对
《
世

说
新
语
》
中
记
载
的
这
一
时
期
的
书
家
史
料
作
一
梳
理
和
研
究
，

进
而
探
究
汉
末
魏
晋
书
家
的
审
美
倾
向
和
个
性
特
征
。

风
流
潇
洒
、
纵
情
任
性
的
时
代
风
气

《
世
说
新
语
》
中
所
录
书
家
绝
大
多
数
生
活
在
三
国
两
晋

时
期
，
受
时
代
风
气
的
影
响
，
《
世
说
新
语
》
中
有
关
书
家
的

史
料
很
多
体
现
了
他
们
潇
洒
自
由
的
个
性
以
及
独
特
的
审
美
倾

向
。
众
所
周
知
，
『
汉
末
魏
晋
六
朝
是
中
国
政
治
上
最
混
乱
、

社
会
上
最
苦
痛
的
时
代
，
然
而
却
是
精
神
史
上
极
自
由
、
极
解

放
，
最
富
于
智
慧
、
最
浓
于
热
情
的
一
个
时
代
。
因
此
也
就
是

最
富
有
艺
术
精
神
的
一
个
时
代
』
。
[2]

这
一
时
期
特
别
是
魏
晋

时
期
的
文
人
名
士
，
他
们
从
汉
代
独
尊
儒
术
的
封
建
礼
法
的
束

缚
下
解
脱
出
来
，
表
现
出
了
对
人
自
身
价
值
的
重
视
以
及
个
性

的
张
扬
，
这
一
时
期
的
书
家
更
是
如
此
，
《
世
说
新
语
》
中
就

有
很
多
故
事
记
载
了
他
们
追
求
个
性
的
率
真
与
旷
达
以
及
高
洁

傲
世
的
性
格
特
点
：

郗
太
傅
在
京
口
，
遣
门
生
与
王
丞
相
书
，
求
女
婿
。
丞
相

语
郗
信
：
『
君
往
东
厢
，
任
意
选
之
。
』
门
生
归
，
白
郗
曰
：

『
王
家
诸
郎
亦
皆
可
嘉
，
闻
来
觅
婿
，
咸
自
矜
持
，
唯
有
一
郎

在
东
床
上
坦
腹
卧
，
如
不
闻
。
』
郗
公
云
：
『
正
此
好
！
』
访

之
，
乃
是
逸
少
，
因
嫁
女
与
焉
。
（
《
雅
量
》
门
第
十
九
条
）

王
子
敬
自
会
稽
经
吴
，
闻
顾
辟
疆
有
名
园
。
先
不
识
主
人
，

径
往
其
家
。
值
顾
方
集
宾
友
酣
燕
，
而
王
游
历
既
毕
，
指
麾
好
恶
，

旁
若
无
人
。
顾
勃
然
不
堪
曰
：
『
傲
主
人
，
非
礼
也
；
以
贵
骄
人
，

非
道
也
。
失
此
二
者
，
不
足
齿
之
伧
耳
！
』
便
驱
其
左
右
出
门
。

王
独
在
舆
上
，
回
转
顾
望
，
左
右
移
时
不
至
，
然
后
令
送
著
门
外
，

怡
然
不
屑
。
（
《
简
傲
》
门
第
十
七
条
）

王
羲
之
的
坦
腹
东
床
是
书
法
史
上
的
佳
话
，
王
献
之
会
稽

游
名
园
更
是
书
家
谈
论
不
衰
的
话
题
。
又
，
《
晋
书
·
王
羲
之

传
》
说
：

山
阴
有
一
道
士
，
养
好
鹅
，
羲
之
往
观
焉
，
意
甚
悦
，
固

求
市
之
。
道
士
云
：
『
为
写
《
道
德
经
》
，
当
举
群
相
赠
耳
。
』

羲
之
欣
然
写
毕
，
笼
鹅
而
归
，
甚
以
为
乐
。
其
任
率
如
此
。

《
晋
书
·
王
献
之
传
》
则
说
他
：

少
有
盛
名
而
高
迈
不
羁
，
虽
闲
居
终
日
，
容
止
不
怠
，
风

流
为
一
时
之
冠
。

王
氏
父
子
以
他
们
超
凡
脱
俗
的
言
行
、
自
由
潇
洒
的
风
度

显
示
出
各
自
独
特
的
个
性
。
除
此
之
外
，
锺
会
、
王
导
、
谢

安
、
王
济
、
桓
玄
、
郗
超
等
无
不
表
现
出
纵
情
任
性
、
潇
洒
自

由
的
时
代
风
气
，
如
：

锺
毓
兄
弟
小
时
，
值
父
昼
寝
，
因
共
偷
服
药
酒
。
其
父
时

觉
，
且
托
寐
以
观
之
。
毓
拜
而
后
饮
，
会
饮
而
不
拜
。
既
而
问

毓
何
以
拜
，
毓
曰
：
『
酒
以
成
礼
，
不
敢
不
拜
。
』
又
问
会
何

以
不
拜
，
会
曰
：
『
偷
本
非
礼
，
所
以
不
拜
。
』
（
《
言
语
》

门
第
十
二
条
）

桓
玄
尝
登
江
陵
城
南
楼
云
：
『
我
今
欲
为
王
孝
伯
作

诔
。
』
因
吟
啸
良
久
，
随
而
下
笔
，
一
坐
之
间
，
诔
以
之
成
。

（
《
文
学
》
门
第
一
〇
二
条
）

王
子
敬
语
谢
公
：
『
公
故
萧
洒
。
』
谢
曰
：
『
身
不
萧

洒
，
君
道
身
最
得
，
身
正
自
调
畅
。
』
（
《
赏
誉
》
门
第

一
四
八
条
）

宗
白
华
说
：
『
晋
人
风
神
潇
洒
，
这
优
美
的
自
由
的
心
灵

找
到
一
种
最
适
宜
于
表
现
他
自
己
的
艺
术
，
这
就
是
书
法
中
的

行
草
。
』
[3]

王
羲
之
、
王
献
之
父
子
潇
洒
自
由
的
个
性
以
及
超

然
世
外
的
心
境
使
得
他
们
在
书
法
中
心
手
相
应
，
取
得
了
登
峰

造
极
的
成
就
。
唐
代
的
张
怀
瓘
在
《
书
议
》
中
评
价
王
献
之
的

书
法
时
就
说
：

子
敬
之
法
，
非
草
非
行
，
流
便
于
行
草
；
又
处
于
其
中

间
，
无
藉
因
循
，
宁
拘
制
则
，
挺
然
秀
出
，
务
于
简
易
。
情
驰

神
纵
，
超
逸
优
游
，
临
事
制
宜
，
从
意
适
便
。
有
若
风
行
雨

散
，
润
色
开
花
，
笔
法
体
势
之
中
，
最
为
风
流
者
也
！
逸
少
秉

真
行
之
要
，
子
敬
执
行
草
之
权
，
父
之
灵
和
，
子
之
神
俊
，
皆

古
今
之
故
绝
也
。

可
以
看
出
，
张
怀
瓘
的
这
段
话
在
评
价
王
献
之
书
法
的
同

时
，
也
将
魏
晋
时
人
风
流
潇
洒
的
真
性
情
在
书
法
艺
术
中
的
表

现
突
显
了
出
来
。
由
《
世
说
新
语
》
所
录
书
家
史
料
可
以
看

出
，
生
活
在
魏
晋
这
样
一
个
注
重
自
身
价
值
并
张
扬
个
性
的
时

代
，
他
们
大
多
逍
遥
放
达
，
标
榜
个
性
，
注
重
独
创
。
王
羲
之

的
叔
父
王
廙
就
说
：
『
画
乃
吾
自
画
，
书
乃
吾
自
书
。
』
[4]

王

羲
之
也
强
调
了
书
家
个
体
风
格
的
独
特
性
，
他
在
《
记
白
云
先

生
书
诀
》
中
说
『
把
笔
抵
锋
，
肇
乎
本
性
』
。
宋
代
的
欧
阳
修

也
说
魏
晋
书
家
的
书
作
：

初
非
用
意
，
而
逸
笔
余
兴
，
淋
漓
挥
洒
，
或
妍
或
丑
，
百

态
横
生
，
披
卷
发
函
，
灿
然
在
目
，
使
骤
见
惊
绝
，
徐
而
视

之
，
其
意
态
愈
无
穷
尽
，
故
使
后
世
得
之
，
以
为
奇
玩
，
而
想

见
其
人
也
。
[5]

《
孟
子
·
万
章
下
》
说
：

颂
其
诗
，
读
其
书
，
不
知
其
人
可
乎
？
是
以
论
其
世
也
。

在
王
羲
之
和
欧
阳
修
看
来
，
书
法
作
品
就
是
书
家
自
由
放

达
，
充
满
个
性
色
彩
的
艺
术
创
作
。

魏
晋
时
期
的
书
家
之
所
以
表
现
出
自
由
洒
脱
、
超
然
世
外

的
性
格
特
征
，
与
这
一
时
期
大
的
时
代
背
景
密
切
相
关
。
众
所

周
知
，
不
论
是
曹
魏
还
是
司
马
氏
，
他
们
的
政
权
都
是
从
前
代

巧
取
豪
夺
而
来
的
，
因
此
为
了
维
护
自
己
的
统
治
，
他
们
排
除

异
己
，
大
肆
杀
戮
文
人
名
士
，《
晋
书
·
阮
籍
传
》
就
说
魏
晋
时
期
，

『
天
下
多
故
，
名
士
少
有
全
者
』
。
为
全
身
远
祸
，
这
一
时
期
的

文
士
转
而
热
衷
清
静
无
为
的
老
庄
学
说
，
他
们
谈
玄
说
理
，
寄

情
山
水
，
远
离
政
治
。
正
是
这
样
特
殊
的
社
会
环
境
造
就
了
魏

晋
文
人
特
有
的
精
神
气
质
，
这
种
精
神
气
质
正
是
魏
晋
书
法
走

上
顶
峰
的
主
要
原
因
，
魏
晋
之
后
的
南
北
朝
虽
然
也
有
众
多
书

家
出
现
，
但
都
没
有
达
到
魏
晋
书
法
的
高
度
。

毋
庸
置
疑
，
魏
晋
时
期
人
的
个
性
价
值
的
觉
醒
以
及
不
与

世
俗
同
流
的
任
情
随
性
、
自
由
潇
洒
、
放
浪
山
水
的
时
代
精
神

是
魏
晋
书
法
兴
盛
的
主
要
原
因
，
而
极
盛
于
这
一
时
期
的
行
草

书
则
是
这
一
时
代
风
气
的
体
现
。
正
如
宗
白
华
所
说
：

魏
晋
的
玄
学
使
晋
人
得
到
空
前
绝
后
的
精
神
解
放
，
晋
人

的
书
法
是
这
自
由
的
精
神
人
格
最
具
体
最
适
当
的
艺
术
表
现
。

这
抽
象
的
音
乐
似
的
艺
术
才
能
表
达
出
晋
人
的
空
灵
的
玄
学
精

神
和
个
性
主
义
的
自
我
价
值
。
[6]

对
自
然
山
水
的
情
有
独
钟

由
前
文
所
述
可
以
看
到
，
魏
晋
时
期
的
文
人
名
士
为
了
全

身
远
祸
，
不
得
不
远
离
政
治
，
放
浪
山
水
，
而
长
期
的
山
林
生

活
则
更
加
深
了
他
们
对
大
自
然
的
热
爱
。
傲
啸
山
林
，
畅
游
美

景
成
为
一
时
的
风
尚
。
《
晋
书
·
阮
籍
传
》
说
阮
籍
『
或
闭
门

读
书
，
累
月
不
出
；
或
登
临
山
水
，
经
日
忘
返
』
。
王
徽
之
在

《
兰
亭
诗
》
中
则
说
他
『
散
怀
山
水
，
萧
然
忘
羁
』
。
《
世
说

新
语
》
中
《
栖
逸
》
门
第
十
六
条
也
说
：
『
徐
掾
好
游
山
水
，

而
体
便
登
涉
。
』
这
一
时
期
的
艺
术
家
们
更
是
醉
心
于
山
林
，

从
美
丽
的
自
然
山
水
景
色
之
中
寻
找
心
灵
的
感
悟
，
如
：

王
羲
之
曰
：
『
从
山
阴
道
上
行
，
如
在
镜
中
游
。
』
（
引

自
宗
白
华
《
论
〈
世
说
新
语
〉
和
晋
人
的
美
》
）

顾
长
康
从
会
稽
还
，
人
问
山
川
之
美
，
顾
云
：
『
千
岩
竞

秀
，
万
壑
争
流
。
草
木
蒙
笼
其
上
，
若
云
兴
霞
蔚
。
』
（
《
言

语
》
门
第
八
十
八
条
）

王
子
敬
云
：
『
从
山
阴
道
上
行
，
山
川
自
相
映
发
，
使
人

应
接
不
暇
。
若
秋
冬
之
际
，
尤
难
为
怀
。
』
（
《
言
语
》
门
第

九
十
一
条
）

正
是
自
然
山
水
的
绝
妙
美
景
激
发
了
魏
晋
书
家
及
画
家
的

艺
术
灵
感
，
使
得
他
们
的
书
作
如
行
云
流
水
，
画
作
如
身
临
其

境
。
《
世
说
新
语
》
中
所
录
书
家
很
多
都
曾
隐
居
山
林
或
优
游

山
水
，
《
晋
书
·
王
羲
之
传
》
说
：

羲
之
既
去
官
，
与
东
土
人
士
尽
山
水
之
游
，
弋
钓
为
娱
。

又
与
道
士
许
迈
共
修
服
食
，
采
药
石
不
远
千
里
，
遍
游
东
中
诸

郡
，
穷
诸
名
山
，
泛
沧
海
，
叹
曰
：
『
我
卒
当
以
乐
死
。
』

从
《
世
说
新
语
》
载
录
的
书
家
史
料
还
可
以
看
出
，
他
们

不
但
喜
欢
自
己
寄
情
山
水
，
还
喜
欢
在
品
藻
人
物
时
用
山
水
景

物
来
比
喻
人
的
神
韵
与
气
质
：

时
人
目
王
右
军
『
飘
如
游
云
，
矫
若
惊
龙
。
』
（
《
容

止
》
门
第
三
十
条
）

谢
太
傅
问
诸
子
侄
：
『
子
弟
亦
何
预
人
事
人
，
而
正
欲
使

其
佳
？
』
诸
人
莫
有
言
者
。
车
骑
答
曰
：
『
譬
如
芝
兰
玉
树
，

欲
使
其
生
于
阶
庭
耳
。
』
（
《
言
语
》
门
第
九
十
二
条
）

王
右
军
道
谢
万
石
『
在
林
泽
中
为
自
遒
上
』
，
叹
林
公

『
器
朗
神
俊
』
，
道
祖
士
少
『
风
领
毛
骨
，
恐
没
世
不
复
见
如

此
人
』
，
道
刘
真
长
『
标
云
柯
而
不
扶
疏
』
。
（
《
赏
誉
》
门

第
八
十
八
条
） 

受
这
一
风
气
的
影
响
，
齐
梁
时
期
的
书
法
评
论
家
在
评
论

书
体
及
魏
晋
时
人
的
书
作
时
，
也
喜
欢
用
山
水
景
物
来
做
比

喻
。
如
庾
肩
吾
《
书
品
》
在
上
品
之
上
评
论
隶
书
时
就
说
：

峰
崿
间
起
，
琼
山
惭
其
敛
雾
；
漪
澜
递
振
，
碧
海
愧
其
下
风
。

魏
晋
名
士
的
醉
心
山
林
除
与
时
代
背
景
密
切
相
关
之
外
，

还
与
这
一
时
期
道
教
的
盛
行
有
关
。
通
过
对
魏
晋
时
期
书
家
生

平
的
探
究
可
以
发
现
，
除
小
部
分
书
家
如
郗
超
、
王
珉
等
信
奉

佛
教
之
外
，
这
一
时
期
书
家
很
多
都
信
奉
道
教
。

道
教
认
为
，
神
仙
大
都
住
在
十
洲
三
岛
、
洞
天
福
地
。
因
此
，

远
离
人
间
，
景
色
优
美
、
安
静
闲
适
的
山
林
就
成
了
修
道
者
心

中
的
洞
天
福
地
。
竹
林
七
贤
、
王
羲
之
、
谢
安
等
也
都
曾
隐
居

山
林
，
特
别
是
王
羲
之
，
儒
雅
飘
逸
、
高
洁
傲
世
的
气
质
和
个

性
，
魏
晋
清
谈
之
风
的
影
响
，
以
及
退
隐
山
林
超
然
于
世
外
的

心
境
，
都
使
得
他
的
书
风
清
俊
飘
逸
、
如
行
云
流
水
。
蔡
邕
《
笔

论
》
言
：
『
书
肇
于
自
然
…
…
书
者
，
散
也
。
欲
书
先
散
怀
抱
，

任
情
恣
性
，
然
后
书
之
。
若
迫
于
事
，
虽
中
山
兔
毫
不
能
佳
也
。
』

正
是
因
为
魏
晋
书
家
纵
情
任
性
的
个
性
以
及
对
自
然
山
水
的
情

有
独
钟
，
才
使
得
这
一
时
期
书
家
辈
出
，
蔚
为
大
观
。

重
政
治
活
动
而
轻
艺
术
创
作
的
收
录
倾
向

通
过
对
《
世
说
新
语
》
中
所
录
书
家
史
料
的
梳
理
可
以
看

到
，
刘
义
庆
对
汉
末
至
刘
宋
初
年
各
朝
书
家
史
料
的
收
录
，
其

中
以
魏
晋
时
期
为
最
多
，
汉
代
及
刘
宋
较
少
。
综
观
这
些
书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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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料
还
可
以
看
到
，
除
收
录
这
一
时
期
表
现
书
家
洒
脱
自
由
、

风
流
潇
洒
的
趣
闻
轶
事
及
对
人
物
言
行
的
品
评
之
外
，
《
世
说

新
语
》
对
这
一
时
期
书
家
史
料
的
收
录
，
倾
向
是
很
明
显
，
即

重
政
治
倾
向
而
轻
艺
术
创
作
。
笔
者
对
《
世
说
新
语
》
中
所
收

每
位
书
家
的
史
料
做
了
统
计
，
收
录
了
十
条
故
事
以
上
的
书
家

主
要
有
谢
安
（
八
八
）
、
王
导
（
六
一
）
、
庾
亮
（
四
五
）
、

王
羲
之
（
三
六
）
、
桓
玄
（
二
九
）
、
王
献
之
（
二
六
）
、
郗

超
（
一
七
）
、
曹
操
（
一
六
）
、
王
济
（
一
一
）
等
，
在
这
些

书
家
之
中
，
除
王
羲
之
、
王
献
之
父
子
之
外
，
其
他
几
位
书
家

都
是
在
自
己
所
处
时
代
很
有
影
响
的
政
治
人
物
。
《
世
说
新

语
》
中
收
录
的
这
些
书
家
的
史
料
有
很
多
与
他
们
的
政
治
活
动

有
关
，
其
中
一
部
分
故
事
表
现
了
他
们
对
国
家
前
途
命
运
的
担

忧
，
如
：

过
江
诸
人
，
每
至
美
日
，
辄
相
邀
新
亭
，
藉
卉
饮
宴
。
周

侯
中
坐
而
叹
曰
：
『
风
景
不
殊
，
正
自
有
山
河
之
异
！
』
皆
相

视
流
泪
。
唯
王
丞
相
愀
然
变
色
曰
：
『
当
共
戮
力
王
室
，
克
复

神
州
，
何
至
作
楚
囚
相
对
！
』
（
《
言
语
》
门
第
三
十
一
条
）

《
世
说
新
语
》
中
的
书
家
史
料
，
对
书
家
政
治
活
动
的
记

述
更
多
表
现
的
是
他
们
在
政
治
上
的
野
心
和
对
权
利
地
位
的
追

逐
，
如
：

初
，
桓
南
郡
、
扬
广
共
说
殷
荆
州
，
宜
夺
殷
觊
南
蛮
以
自

树
。
觊
亦
即
晓
其
旨
。
尝
因
行
散
，
率
尔
去
下
舍
，
便
不
复

还
，
内
外
无
预
知
者
。
意
色
萧
然
，
远
同
斗
生
之
无
愠
。
时
论

以
此
多
之
。
（
《
德
行
》
门
第
四
十
一
条
）

相
比
较
而
言
，
《
世
说
新
语
》
虽
然
收
录
了
二
十
八
位
书

家
的
史
料
，
但
与
书
法
相
关
的
史
料
仅
有
五
条
，
现
抄
录
如
下
：

谢
公
问
子
敬
：
『
君
书
何
如
君
家
尊
？
』
答
曰
：
『
固
当

不
同
。
』
公
曰
：
『
外
人
论
殊
不
尔
。
』
王
曰
：
『
外
人
那
得

知
。
』
（
《
品
藻
》
门
第
七
十
五
条
）

太
极
殿
始
成
，
王
子
敬
时
为
谢
公
长
史
，
谢
送
版
使
王

题
之
，
王
有
不
平
色
，
语
信
云
：
『
可
掷
着
门
外
。
』
谢
后

见
王
，
曰
：
『
题
之
上
殿
何
若
？
昔
魏
朝
韦
诞
诸
人
亦
自
为

也
。
』
王
曰
：
『
魏
祚
所
以
不
长
。
』
谢
以
为
名
言
。
（
《
方

正
》
门
第
六
十
二
条
）

韦
仲
将
能
书
。
魏
明
帝
起
殿
，
欲
安
榜
，
使
仲
将
登
梯

题
之
。
既
下
，
头
鬓
皓
然
，
因
敕
儿
孙
：
『
勿
复
学
书
。
』

（
《
巧
艺
》
门
第
三
条
）

锺
会
是
荀
济
北
从
舅
，
二
人
情
好
不
协
。
荀
有
宝
剑
，
可

直
百
万
，
常
在
母
锺
夫
人
许
。
会
善
书
，
学
荀
手
迹
，
作
书
与

母
取
剑
，
仍
窃
去
不
还
。
荀
勖
知
是
锺
而
无
由
得
也
，
思
所
以

报
之
。
后
锺
兄
弟
以
千
万
起
一
宅
，
始
成
，
甚
精
丽
，
未
得
移

住
。
荀
极
善
画
，
乃
潜
往
画
锺
门
堂
作
太
傅
形
象
，
衣
冠
状
貌

如
平
生
。
二
锺
入
门
，
便
大
感
恸
，
宅
遂
空
废
。
（
《
巧
艺
》

门
第
四
条
）

羊
长
和
博
学
工
书
，
能
骑
射
，
善
围
棋
。
诸
羊
后
多
知

书
，
而
射
奕
余
艺
莫
逮
。
（
《
巧
艺
》
门
第
五
条
）

《
世
说
新
语
》
『
品
藻
』
门
第
七
十
五
条
虞
龢
《
论
书

表
》
亦
有
记
述
，
但
略
有
不
同
：
『
谢
安
尝
问
子
敬
：
「
君
书

何
如
右
军
？
」
答
曰
：
「
故
当
胜
。
」
安
云
：
「
物
论
殊
不

尔
。
」
子
敬
答
曰
：
「
世
人
那
得
知
。
」
』
王
献
之
对
自
己
与

父
亲
书
法
『
固
当
不
同
』
或
『
故
当
胜
』
的
说
法
后
世
多
有
评

论
，
唐
代
的
孙
过
庭
、
清
代
的
包
世
臣
等
都
认
为
王
献
之
的
回

答
有
违
封
建
伦
理
，
但
实
际
上
，
这
是
六
朝
较
为
宽
松
的
社
会

思
潮
之
下
的
产
物
，
《
世
说
新
语
》
中
与
王
献
之
有
关
的
这
两

条
故
事
均
反
映
了
他
自
由
潇
洒
、
高
洁
傲
世
的
个
性
特
征
：
他

不
会
因
为
是
和
父
亲
的
书
法
比
高
低
就
自
降
等
级
，
并
以
『
外

人
那
得
知
』
来
回
应
『
外
人
殊
论
不
尔
』
的
质
疑
。
更
不
会
因

为
是
谢
安
送
来
的
让
题
写
的
皇
家
牌
匾
就
唯
诺
应
允
，
唯
命
是

从
，
并
以
『
魏
祚
所
以
不
长
』
来
怒
怼
谢
安
『
昔
魏
朝
韦
诞
诸

人
，
亦
自
为
也
』
的
说
辞
，
让
谢
安
折
服
。
韦
诞
题
凌
云
台
的

故
事
最
早
见
于
南
朝
宋
时
期
羊
欣
的
《
采
古
来
能
书
人
名
》
，

此
后
刘
义
庆
《
世
说
新
语
》
、
王
僧
虔
《
论
书
》
、
唐
房
玄
龄

等
编
《
晋
书
》
以
及
张
怀
瓘
《
书
断
》
等
均
有
记
载
，
由
此
可

见
此
故
事
流
传
的
广
远
。
关
于
凌
云
台
，
《
世
说
新
语
·
巧

艺
》
说
其
『
高
峻
』
『
势
危
』
，
且
『
随
风
摇
动
，
而
终
无
倾

倒
之
理
』
。
据
后
世
学
者
考
证
，
韦
诞
题
凌
云
台
之
事
或
许
有

之
，
但
『
头
鬓
皓
然
』
与
敕
儿
孙
『
无
复
学
书
』
之
事
应
该
是

后
人
的
杜
撰
，
这
个
故
事
在
后
世
的
广
为
流
传
，
实
际
上
反
映

了
魏
晋
书
家
对
个
体
生
命
的
注
重
以
及
对
真
率
与
旷
达
的
个
性

精
神
的
追
求
。
《
巧
艺
》
门
第
四
条
讲
锺
会
善
书
，
模
仿
荀
勖

笔
迹
骗
走
宝
剑
的
事
。
第
五
条
则
是
对
羊
忱
及
其
家
族
善
书
的

记
述
。
可
以
看
到
，
上
述
与
书
法
相
关
的
五
条
故
事
，
除
第
一

条
涉
及
书
家
书
作
优
劣
的
评
论
，
最
后
一
条
陈
述
了
羊
氏
一
门

善
书
的
史
实
之
外
，
其
余
三
条
都
是
对
书
家
逸
事
的
记
述
，
均

反
映
了
书
家
或
率
真
、
放
达
、
聪
慧
、
注
重
个
体
生
命
等
魏
晋

时
期
的
时
代
风
气
。

综
上
所
述
，
《
世
说
新
语
》
中
所
载
的
书
家
史
料
反
映
了

汉
末
魏
晋
时
期
书
法
家
的
群
体
特
征
，
体
现
了
他
们
的
思
想
情

感
和
生
活
风
尚
：
他
们
潇
洒
率
真
，
纵
情
任
性
；
他
们
热
爱
自

然
，
醉
心
山
林
；
他
们
的
书
法
作
品
就
是
优
游
山
水
、
感
悟
人

生
、
凸
显
个
性
的
最
完
美
的
体
现
。
当
然
《
世
说
新
语
》
中
的

书
家
史
料
也
反
映
了
编
者
刘
义
庆
重
人
物
品
藻
以
及
重
政
治
建

树
的
思
想
倾
向
。
需
要
指
出
的
是
，
本
文
只
是
以
庾
肩
吾
《
书

品
》
为
标
准
对
《
世
说
新
语
》
中
有
关
的
书
家
史
料
进
行
了
整

理
和
探
究
，
实
际
上
，
魏
晋
时
期
的
书
法
家
远
不
止
本
文
所

述
，
《
书
品
》
之
外
的
书
家
在
《
世
说
新
语
》
中
的
史
料
也
有

很
多
，
还
有
待
日
后
作
进
一
步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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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彦
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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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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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
阁
四
库
全
书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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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欧
阳
修
：
《
集
古
录
》
卷
四
，
文
渊
阁
四
库
全
书
本
。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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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北
师
范
大
学
古
籍
整
理
研
究
所
副
教
授

本
文
责
编
：
张 

莉

明
末
清
初
的
钱
谦
益
，
是
一
个
极
具
争
议
性
的
人
物
。
他

既
有
士
林
领
袖
、
文
坛
盟
主
、
『
虞
山
之
学
』
的
美
誉
，
学

术
思
想
精
深
渊
博
，
在
明
清
之
际
的
文
坛
上
，
人
们
仰
之
若

泰
山
北
斗
，
也
有
不
忠
于
明
朝
而
出
仕
新
朝
的
『
贰
臣
』
评

价
。
近
现
代
版
本
目
录
学
家
潘
景
郑
将
钱
谦
益
相
关
的
藏
书
、

尺
牍
、
书
画
、
碑
刻
等
各
类
题
跋
汇
集
起
来
，
编
成
《
绛
云

楼
题
跋
》
。
全
书
共
计
二
百
六
十
五
篇
，
收
录
包
括
：
《
有
学

集
》
卷
四
十
六
至
五
十
、
《
初
学
集
》
卷
八
十
二
至
八
十
六
、

《
牧
斋
有
学
集
补
遗
》
、
《
有
学
集
补
》
、
钞
本
《
牧
斋
外

集
》
、
钞
本
《
周
栎
园
藏
画
题
记
》
、
《
张
大
墉
自
怡
悦
斋
书

画
录
》
、
钞
本
《
汪
元
量
水
云
集
》
等
，
以
及
潘
景
郑
多
方
搜

求
而
来
的
其
他
佚
文
。
[1]

《
绛
云
楼
题
跋
》
不
仅
提
供
了
从
文

献
学
角
度
研
究
钱
谦
益
的
史
料
，
还
辑
录
了
有
关
书
画
题
跋
约

二
三
十
篇
，
这
对
于
探
析
钱
谦
益
的
书
学
观
念
弥
足
珍
贵
。

经
世
致
用
思
潮
与
书
法
功
用
观
念

清
初
一
大
批
儒
士
精
英
自
觉
地
展
开
了
大
规
模
的
思
想
反

省
运
动
，
以
求
改
变
明
末
的
学
术
风
气
。
『
道
问
学
』
思
潮
在

价
值
理
念
上
始
终
以
求
实
为
核
心
，
在
此
基
础
上
形
成
了
怀
疑

精
神
和
海
纳
百
川
的
包
容
态
度
，
这
时
期
的
学
术
气
息
厚
重
沉

实
且
具
开
拓
性
。
钱
谦
益
志
学
之
年
成
为
东
林
党
领
袖
顾
宪
成

杨
建
虎

《
绛
云
楼
题
跋
》
与
钱
谦
益
书
学
观
念

史 

论

的
弟
子
，
『
所
接
受
的
儒
家
思
想
中
，
占
据
主
要
位
置
的
是
兴

复
古
学
、
经
世
致
用
的
思
想
。
』
[2]

清
代
初
期
经
世
致
用
之

学
体
现
在
长
于
考
据
的
『
汉
学
』
，
从
而
反
省
明
末
空
谈
误

国
的
前
车
之
鉴
。
钱
谦
益
对
明
末
清
初
学
术
演
变
的
推
动
，

除
了
作
为
学
界
盟
主
的
影
响
力
与
号
召
力
之
外
，
书
法
方

面
，
他
在
叙
跋
书
札
、
鉴
藏
书
画
的
同
时
，
注
重
对
书
法
墨

迹
与
碑
刻
版
本
的
评
述
，
字
学
与
六
书
的
研
究
，
以
书
法
助

其
书
籍
的
收
藏
与
鉴
定
，
均
体
现
出
钱
氏
对
书
法
功
用
观
念
的

理
解
。绛

云
楼
主
人
钱
谦
益
除
了
喜
收
藏
古
籍
之
外
，
对
字
画
收

藏
也
尤
为
热
衷
，
常
『
强
为
易
之
以
归
』
。
[3]

曾
于
贵
戚
家
阅

过
祝
允
明
书
迹
二
三
卷
，
而
目
眩
心
驰
，
直
言
如
入
栴
檀
香

林
，
以
所
携
舟
中
古
彝
、
宣
炉
二
物
，
托
文
物
商
贾
帮
购
。
此

种
逸
事
在
其
题
跋
中
屡
有
提
及
，
且
无
论
是
否
自
己
藏
品
，
都

常
有
精
细
地
考
订
与
品
鉴
题
跋
。
嘉
禾
县
的
谭
梁
生
携
《
清
明

上
河
图
卷
》
经
过
他
在
长
安
的
府
宅
，
谭
氏
自
言
此
卷
为
张
择

端
真
本
，
为
此
，
钱
谦
益
在
卷
首
题
字
、
卷
末
纪
年
，
并
对
于

用
印
、
传
承
等
问
题
进
行
了
细
致
考
证
，
提
出
诸
多
疑
问
，
为

后
人
研
究
提
供
了
文
献
资
料
。
[4]

钱
谦
益
言
曾
阅
怀
素
上
人
的

真
迹
数
卷
，
但
大
多
由
于
时
间
久
远
，
绢
素
材
料
的
原
因
而
书

法
字
迹
模
糊
浅
淡
，
在
似
有
似
无
之
间
，
很
难
看
到
其
书
法
艺

术
的
『
惊
沙
折
壁
』
之
妙
，
见
到
《
怀
素
草
书
卷
》
时
鉴
赏
品

评
：
『
此
卷
笺
纸
簇
新
，
无
直
裂
纹
匀
之
状
。
字
皆
完
好
，
无

一
笔
损
缺
。
』
除
了
藏
弆
箧
衍
，
出
入
怀
袖
之
外
，
并
将
书
法

的
功
用
进
行
神
化
。

书
法
的
功
用
观
念
还
体
现
在
钱
谦
益
对
字
学
与
六
书
的
重

视
。
时
人
刘
潜
熙
，
博
学
多
览
且
精
研
六
书
，
藏
有
明
初
中
书

舍
人
詹
希
元
的
《
楷
书
千
文
字
》
，
其
字
大
如
手
掌
，
并
有
摹

刻
本
传
世
。
钱
谦
益
观
刘
氏
所
藏
拓
本
，
从
儒
家
的
功
用
观
念

出
发
，
想
到
其
与
汉
代
蔡
邕
五
经
文
刻
石
一
样
有
正
字
之
用
，

而
不
赞
同
以
书
法
为
『
小
技
』
的
书
学
观
念
。

钱
氏
对
于
『
书
学
』
（
即
『
字
学
』
）
十
分
看
重
，
提
出

『
书
学
亡
书
法
亦
弊
』
之
说
，
开
清
代
考
据
及
小
学
研
究
之
滥

觞
。
这
一
观
念
在
篆
刻
中
更
加
明
显
，
其
好
友
之
子
程
孝
直
，

善
擘
窠
大
字
且
志
篆
籀
之
学
，
尤
喜
篆
刻
，
曾
将
所
摹
印
章
示

钱
，
钱
告
之
私
印
虽
盛
于
元
代
，
但
赵
子
昂
、
陆
友
仁
等
并
不

志
于
此
，
若
欲
于
印
学
有
所
成
就
，
可
先
参
习
赵
孟
頫
，
不
可

因
篆
刻
为
一
技
艺
而
看
轻
。
钱
氏
又
从
六
书
字
学
的
角
度
说
：

『
盖
印
文
虽
一
艺
，
实
原
本
于
六
书
。
六
书
之
学
，
自
非
上
窥

六
经
，
下
穷
小
学
，
其
有
能
贯
穿
者
，
鲜
矣
…
…
然
则
非
博
雅

君
子
，
深
思
而
好
古
者
，
印
文
亦
胡
可
轻
议
哉
。
』
[5]

书
法
的
功
用
观
念
亦
体
现
在
对
其
收
藏
、
鉴
定
古
籍
方
面

的
帮
助
。
古
籍
字
体
的
刊
刻
，
『
一
般
说
来
宋
本
、
浙
本
属
于

欧
体
字
，
蜀
本
属
于
颜
体
字
，
建
本
也
出
于
颜
体
而
刀
法
更
峭

削
、
有
锋
棱
。
』
[6]

《
唐
柳
先
生
集
》
为
明
代
朝
鲜
所
刻
柳
宗

元
文
集
。
钱
谦
益
在
题
跋
中
认
为
这
套
刊
刻
古
籍
『
在
中
华
亦

为
善
本
』
，
而
评
价
版
本
高
低
的
标
准
就
是
认
定
其
『
字
画
瘦

劲
』
。
[7]

钱
氏
亦
以
名
家
书
法
特
征
来
鉴
定
古
籍
版
本
，
根
据

书
法
的
整
体
风
格
与
书
写
特
点
，
对
于
古
籍
上
没
有
落
款
的
题

字
进
行
鉴
定
。
如
北
宋
刻
《
陶
渊
明
集
十
卷
》
虽
没
有
题
识
为

苏
轼
手
书
，
但
钱
谦
益
熟
悉
苏
轼
书
法
的
特
点
，
故
而
敢
直
接

判
定
该
书
为
苏
东
坡
手
迹
：
『
虽
未
见
题
识
，
然
书
法
雄
秀
，

绝
似
司
马
温
公
墓
碑
，
其
出
坡
手
无
疑
。
镂
版
精
好
，
精
华
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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