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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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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的
歷
史
源
遠
流
長
，
由
於
其
具
有
獨
特
的
魅
力
，
長
久
以
來
非
常
吸
引
一
般
民
眾
的
好
奇
探
索
。
然
而
正
史
無
論
是
就
文
字
的
典

雅
艱
深
，
抑
或
史
事
的
鋪
陳
複
雜
等
，
遠
非
一
般
民
眾
所
能
盡
解
其
秘
奧
的
，
是
故
在
民
眾
有
需
要
，
而
正
史
又
無
法
提
供
﹁
普
及
化
﹂
的

背
景
下
，
說
書
、
野
史
和
演
義
等
遂
紛
紛
的
出
籠
了
。
因
此
，
歷
史
故
事
的
普
及
、
歷
史
人
物
的
為
民
眾
所
琅
琅
上
口
，
並
非
來
自
於
正
史

傳
記
，
而
是
受
到
為
市
井
小
民
所
歡
迎
的
由
正
史
改
寫
、
改
編
的
說
書
、
戲
曲
、
野
史
和
演
義
等
影
響
所
致
。
山
野
村
夫
之
所
以
能
津
津
樂

道
魏
蜀
吳
三
分
天
下
事
、
諸
葛
亮
的
智
慧
神
妙
、
關
羽
的
忠
義
絕
倫
，
羅
貫
中
的
︽
三
國
演
義
︾
是
絕
大
的
關
鍵
。
由
此
可
知
，
成
功
的
小

說
︵
特
別
是
歷
史
小
說
︶
所
帶
動
的
虛
實
相
參
的
人
、
事
、
物
的
鋪
陳
，
予
民
眾
的
影
響
遠
遠
超
過
正
史
，
而
且
更
加
深
植
人
心
難
以
撼
動
，

其
因
便
在
於
它
較
正
史
更
淺
白
易
懂
，
且
並
非
以
求
真
為
目
的
，
而
是
以
如
何
感
動
人
心
、
提
起
興
趣
等
為
宗
旨
。 

 
 

至
今
，
時
代
雖
已
產
生
極
大
的
變
化
，
但
是
民
眾
對
於
歷
史
知
識
的
興
趣
卻
未
因
此
而
改
變
，
六
○
年
代
的
南
宮
搏
、
章
君
穀
等
，
拜

報
業
發
達
之
所
賜
，
成
為
當
時
著
名
的
歷
史
小
說
家
，
但
是
若
論
及
成
就
及
影
響
力
，
則
現
代
歷
史
小
說
家
中
當
以
高
陽
首
屈
一
指
。
高
陽

的
歷
史
小
說
獨
樹
一
幟
，
因
為
他
取
材
豐
富
、
眼
光
敏
銳
，
兼
具
有
歷
史
學
者
窮
究
史
實
，
以
及
小
說
家
尚
奇
創
新
的
精
神
，
以
淺
白
而
又

不
失
古
雅
的
文
字
，
融
鑄
出
特
殊
的
個
人
風
格
。
而
且
其
作
品
產
量
之
豐
富
前
無
古
人
，
被
稱
為
﹁
新
文
學
運
動
以
來
中
國
歷
史
小
說
第
一

人
﹂
；
海
外
華
人
社
會
流
傳
著
﹁
有
井
水
處
有
金
庸
，
有
村
落
處
有
高
陽
﹂
的
說
法
，

１

作
品
的
普
及
率
是
當
代
其
他
歷
史
小
說
家
難
以
匹
敵

的
，
恐
怕
將
來
也
難
有
踵
繼
者
可
以
超
越
高
陽
的
成
就
。 

 
 

儘
管
高
陽
的
作
品
以
其
通
俗
小
說
的
性
質
，
對
民
眾
有
極
大
的
影
響
力
，
但
並
未
受
到
學
術
界
的
青
睞
。
在
高
陽
生
前
，
只
有
上
海
復

旦
大
學
研
究
生
林
青
首
開
風
氣
之
先
，
於
一
九
九
○
年
以
︽
論
高
陽
歷
史
小
說
︾
為
題
寫
作
碩
士
論
文
，
他
以
高
陽
全
部
的
歷
史
小
說
為
範

                                        

        

 

１ 

江
少
川
：
︿
高
陽
和
他
的
歷
史
小
說
﹀
，
收
錄
於
江
少
川
主
編
的
︽
解
讀
八
面
人
生
｜
｜
評
高
陽
歷
史
小
說
︾
︵
臺
北
：
黎
明
文
化
事
業
公
司
，1999

年2

月
︶
，
頁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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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
，
就
作
者
、
內
容
和
風
格
，
進
行
概
括
式
的
討
論
。
而
在
高
陽
逝
世
後
周
年
，
也
就
是
一
九
九
三
年
六
月
，
台
灣
文
化
建
設
委
員
會
舉
辦

為
期
三
天
的
﹁
高
陽
小
說
作
品
研
討
會
﹂，
會
後
將
研
討
會
上
的
論
文
集
結
，
由
聯
合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了
︽
高
陽
小
說
研
究
︾
一
書
，
開
臺

灣
﹁
高
陽
研
究
﹂
專
書
之
先
河
。
這
本
書
收
錄
了
七
篇
論
文
，
其
中
康
來
新
教
授
對
高
陽
﹁
紅
學
﹂
的
探
究
、
張
大
春
對
高
陽
﹁
談
話
式
﹂

的
內
容
與
跑
野
馬
行
文
方
式
的
肯
定
，
以
及
楊
照
分
析
高
陽
作
品
近
似
﹁
歷
史
民
族
誌
﹂
的
成
分
等
文
章
，
往
往
為
後
來
的
學
者
多
所
轉
引
、

闡
釋
，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也
奠
定
了
日
後
探
討
高
陽
作
品
的
主
要
方
向
。 

 
 

在
大
陸
彼
岸
，
一
九
九
四
年
華
中
師
範
大
學
與
北
京
︽
中
國
經
營
報
︾
報
業
聯
合
體
，
在
武
漢
成
立
了
﹁
高
陽
研
究
中
心
﹂
，
隨
後
於
一

九
九
五
年
由
該
中
心
召
開
﹁
高
陽
創
作
研
討
會
﹂
；
同
年
，
湖
北
的
︽
通
俗
文
學
評
論
︾
雜
誌
在
第
三
期
推
出
﹁
高
陽
研
究
特
輯
﹂
，
第
四
期

則
開
闢
﹁
高
陽
名
作
欣
賞
﹂
專
欄
。
一
九
九
六
年
，
林
青
在
原
本
的
碩
士
論
文
基
礎
上
，
撰
成
︽
描
繪
歷
史
風
雲
的
奇
才
｜
｜
高
陽
的
小
說

和
人
生
︾
，
內
容
介
於
通
俗
的
介
紹
與
嚴
格
的
評
論
之
間
。
同
年
華
中
師
範
大
學
舉
行
﹁
全
國
高
陽
作
品
學
術
研
討
會
﹂
，
次
年
﹁
高
陽
研
究

中
心
﹂
出
版
了
由
江
少
川
主
編
的
︽
解
讀
八
面
人
生
｜
｜
評
高
陽
歷
史
小
說
︾，
從
高
陽
的
歷
史
小
說
中
選
出
十
五
部
作
品
，
以
賞
析
為
主
而

兼
及
評
論
，
並
按
題
材
分
為
六
大
系
列
予
以
編
排
。
一
九
九
九
年
又
出
版
了
由
王
耀
輝
、
王
文
戈
合
著
的
︽
成
敗
之
間
｜
｜
胡
雪
巖
經
商
之

道
︾，
此
書
偏
重
於
經
商
之
道
的
分
析
說
明
，
於
學
術
的
價
值
相
對
較
低
。
而
︽
華
中
師
範
大
學
學
報
︾
也
不
定
時
刊
登
論
述
高
陽
的
零
散
篇

章
。 

 
 

在
臺
灣
對
於
高
陽
的
研
究
也
不
落
人
後
，
一
九
九
五
年
出
版
了
第
一
部
有
關
高
陽
的
長
篇
著
作
，
即
江
澄
格
的
︽
歷
史
小
說
巨
擘
｜
｜

高
陽
︾，
以
高
陽
生
平
為
主
體
，
介
紹
其
創
作
理
念
、
小
說
的
資
料
來
源
，
和
史
學
考
證
在
文
學
上
的
效
用
等
，
此
書
於
蒐
集
資
料
上
頗
見
用

心
。
一
九
九
八
年
林
青
的
著
作
︽
描
繪
歷
史
風
雲
的
奇
才
｜
｜
高
陽
的
小
說
和
人
生
︾，
委
由
臺
灣
知
書
房
出
版
社
出
版
，
更
名
為
︽
高
陽
的

歷
史
風
雲
︾
，
不
過
作
者
又
做
了
不
少
的
增
補
。
同
一
年
成
功
大
學
的
高
若
蘭
以
︽
高
陽
歷
史
小
說
﹁
胡
雪
巖
三
部
曲
﹂
研
究
︾
獲
得
碩
士
學

位
，
是
臺
灣
首
部
以
高
陽
為
題
材
的
學
位
論
文
。
高
若
蘭
研
究
高
陽
的
﹁
胡
雪
巖
三
部
曲
﹂，
特
別
針
對
胡
雪
巖
如
何
周
旋
於
官
場
和
商
場
間

的
通
曉
人
情
事
故
和
手
腕
，
並
且
對
照
史
料
和
筆
記
、
叢
書
中
，
關
於
胡
雪
巖
的
記
錄
是
如
何
的
被
高
陽
轉
化
為
精
彩
紛
呈
的
小
說
情
節
，

可
說
是
首
開
風
氣
之
先
。
自
此
以
後
，
與
高
陽
相
關
的
學
位
論
文
計
有
：
二
０
０
一
年
文
化
大
學
陳
薏
如
的
博
士
論
文
︽
高
陽
清
代
歷
史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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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研
究
︾
、
暨
南
大
學
曹
靜
如
的
碩
士
論
文
︽
文
化
遺
民
的
興
寄
與
懷
抱
｜
｜
高
陽
歷
史
小
說
研
究
︾
，
以
及
二
０
０
四
年
文
化
大
學
鄭
穎
的

博
士
論
文
︽
高
陽
研
究
︾
等
，
在
在
可
見
本
地
學
者
的
用
功
之
勤
和
投
注
心
力
之
鉅
。
在
這
些
論
文
當
中
，
筆
者
以
為
陳
薏
如
所
論
最
為
深

入
，
她
針
對
高
陽
三
十
二
部
的
清
代
歷
史
小
說
作
一
概
括
性
的
論
述
，
包
括
高
陽
的
創
作
理
念
、
運
用
的
文
史
材
料
、
內
容
特
色
與
創
作
手

法
之
傳
承
，
以
及
小
說
架
構
等
方
面
，
均
有
深
入
的
探
討
。
除
了
上
述
學
位
論
文
之
外
，
亦
可
見
不
少
的
學
術
界
先
進
們
，
於
報
章
雜
誌
等

發
表
關
於
高
陽
的
生
平
、
作
品
風
格
等
賞
析
式
的
文
章
，
間
或
有
精
闢
的
見
解
可
供
參
酌
。 

 
 

回
顧
過
去
關
於
高
陽
作
品
的
研
究
文
獻
，
我
們
可
以
發
現
到
，
目
前
的
研
究
雖
然
已
經
掌
握
了
高
陽
小
說
的
某
些
主
要
特
點
，
不
過
通

常
是
將
高
陽
所
有
的
作
品
綜
合
論
述
，
取
材
的
範
圍
不
免
太
過
廣
闊
，
而
且
絕
大
多
數
的
研
究
光
環
都
集
中
在
高
陽
銷
售
量
最
佳
的
作
品
︽
胡

雪
巖
系
列
︾
。
至
於
︽
慈
禧
全
傳
︾

２

，
迄
今
為
止
只
有
一
篇
大
陸
學
者
林
青
先
生
，
發
表
在
其
︽
高
陽
的
歷
史
風
雲
︾
中
的
︿
譜
寫
清
史
四

十
年
的
西
太
后
｜
︽
慈
禧
全
傳
︾
賞
析
﹀
，

３

其
賞
析
是
就
﹁
從
八
臣
顧
命
到
兩
宮
垂
簾
﹂
、
﹁
權
術
的
磨
練
﹂
及
﹁
普
通
婦
女
的
閨
怨
情
結
﹂

三
個
部
份
所
構
成
。
既
名
之
曰
﹁
賞
析
﹂，
便
屬
導
讀
的
性
質
，
自
然
不
能
要
求
其
有
學
術
性
的
價
值
。
高
陽
所
有
的
歷
史
小
說
能
自
成
體
系

者
有
三
，
全
集
中
在
清
代
，
分
別
是
﹁
紅
曹
系
列
﹂、﹁
胡
雪
巖
系
列
﹂
和
︽
慈
禧
全
傳
︾。
前
兩
大
系
列
的
文
學
性
和
藝
術
性
均
有
可
觀
之
處
，

但
是
相
對
的
歷
史
性
和
史
料
性
卻
較
低
；︽
慈
禧
全
傳
︾
則
幾
乎
與
此
相
反
，
因
為
高
陽
將
敘
述
重
心
擺
放
在
重
塑
晚
清
的
史
事
和
人
物
上
，

和
其
它
兩
大
系
列
作
品
相
較
，︽
慈
禧
全
傳
︾
太
為
史
料
所
牽
絆
，
以
致
於
抵
觸
了
若
干
小
說
美
學
的
規
範
。
儘
管
如
此
，
高
陽
在
︽
慈
禧
全

傳
︾
裡
傾
注
心
力
的
塑
造
慈
禧
等
人
物
、
獨
特
的
史
觀
，
以
及
﹁
全
文
化
﹂
式
的
濃
厚
歷
史
氛
圍
等
，
都
是
其
難
掩
的
價
值
，
加
之
先
前
學

者
的
研
究
尚
未
及
此
書
，
遂
引
發
筆
者
強
烈
的
研
究
動
機
及
興
趣
。
以
下
先
就
高
陽
的
三
大
系
列
作
品
分
別
討
論
，
以
對
︽
慈
禧
全
傳
︾
的

特
色
及
優
劣
有
一
初
步
認
識
。 

                                        

        

 

２ 

高
陽
的
歷
史
小
說
作
品
中
本
無
︽
慈
禧
全
傳
︾
，
它
其
實
是
︽
慈
禧
前
傳
︾
、
︽
玉
座
珠
簾
︾
、
︽
清
宮
外
史
︾
、
︽
母
子
君
臣
︾
、
︽
胭
脂
井
︾
和
︽
瀛
臺
落
日
︾
六
部
作

品
之
總
名
。
皇
冠
出
版
社
在
新
版
出
書
時
，
將
此
六
部
書
總
其
名
曰
︽
慈
禧
全
傳
︾
，
筆
者
於
後
文
中
凡
是
綜
論
分
析
時
，
均
採
用
此
名
稱
或
簡
稱
﹁
全
傳
﹂
以
利
說

明
。 

３ 

林
青
：
︽
高
陽
的
歷
史
風
雲
︾
︵
臺
北
：
知
書
房
出
版
社
，1998

年2

月
初
版
︶
，
頁3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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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
曹
系
列
︾
包
括
了
︽
秣
陵
春
︾、︽
茂
陵
秋
︾、︽
五
陵
劍
︾、︽
延
陵
劍
︾、︽
曹
雪
芹
別
傳
︾、︽
三
春
爭
及
初
春
景
︾
和
︽
大
野
龍
蛇
︾
，

共
七
部
十
四
冊
。
由
於
前
四
部
高
陽
加
有
副
標
題
﹁
紅
樓
夢
斷
﹂
，
故
一
般
亦
稱
此
四
部
為
︽
紅
樓
夢
斷
︾
。
這
七
部
小
說
，
可
說
是
高
陽
研

究
曹
雪
芹
和
︽
紅
樓
夢
︾
的
兩
部
學
術
性
專
著
︽
紅
樓
一
家
言
︾
、
︽
高
陽
說
曹
雪
芹
︾
之
外
，
採
用
小
說
的
方
式
給
讀
者
講
述
一
系
列
的
紅

曹
故
事
。
其
中
雖
有
許
多
個
人
的
臆
測
之
詞
，
但
從
他
努
力
拼
構
出
曹
李
兩
家
的
恩
怨
情
仇
等
細
節
來
看
，
高
陽
的
用
心
不
言
可
喻
，
至
少

他
展
現
其
心
目
中
曹
雪
芹
的
生
活
世
界
。 

 
 

︽
紅
樓
夢
斷
︾
四
冊
共
約
百
萬
言
，
篇
幅
和
︽
紅
樓
夢
︾
相
彷
彿
，
情
節
發
展
和
︽
紅
樓
夢
︾
又
相
終
始
，
因
此
有
許
多
讀
者
視
此
為

︽
紅
樓
夢
︾
的
仿
作
，
但
高
陽
從
未
對
此
看
法
表
示
迎
拒
的
態
度
。
而
讀
者
若
欲
切
入
︽
紅
樓
夢
斷
︾
，
倒
是
該
從
︽
紅
樓
夢
︾
開
始
讀
起
，

如
此
便
可
以
知
道
︽
紅
樓
夢
斷
︾
的
故
事
所
本
。
總
的
來
說
，
︽
紅
曹
系
列
︾
是
小
說
，
而
且
多
集
中
於
描
述
曹
雪
芹
及
其
周
遭
人
物
身
上
，

高
陽
所
考
證
的
曹
雪
芹
，
以
及
小
說
中
塑
造
的
曹
雪
芹
形
象
，
究
竟
是
不
是
符
合
歷
史
的
真
實
，
畢
竟
都
只
是
高
陽
的
﹁
一
家
之
言
﹂，
由
於

相
關
的
資
料
不
足
，
因
此
不
論
是
過
去
抑
或
是
將
來
的
紅
學
界
，
恐
怕
都
難
以
服
膺
高
陽
的
某
些
論
斷
。
作
為
小
說
，
本
來
也
沒
有
必
要
一

定
得
符
合
真
實
，
但
作
為
一
位
已
被
定
位
為
﹁
有
考
據
癖
﹂
的
歷
史
小
說
家
而
言
，
讀
者
在
閱
讀
的
過
程
中
，
難
免
會
持
此
印
象
看
待
︽
紅

曹
系
列
︾
而
信
其
有
徵
。
是
故
筆
者
以
為
就
﹁
徵
實
﹂
而
論
，
︽
紅
曹
系
列
︾
在
高
陽
的
歷
史
小
說
中
，
是
屬
於
﹁
虛
實
相
參
﹂
者
，
甚
至
視

其
﹁
虛
遠
多
於
實
﹂
恐
亦
不
為
過
。
而
在
人
物
方
面
，
曹
雪
芹
愈
是
年
長
，
其
與
賈
寶
玉
就
愈
是
疏
離
。
其
實
早
在
︽
紅
樓
夢
斷
︾
裡
，
養

在
深
閨
的
曹
雪
芹
︵
十
二
歲
至
十
四
歲
左
右
︶，
就
已
不
是
賈
寶
玉
這
個
年
齡
所
表
現
的
天
真
、
任
性
和
頑
皮
，
反
而
表
現
出
成
熟
與
老
於
世

故
；
而
到
了
︽
曹
雪
芹
別
傳
︾
開
始
，
高
陽
逐
漸
走
出
︽
紅
樓
夢
︾
的
影
子
，
這
也
使
得
其
筆
下
的
曹
雪
芹
更
遠
離
賈
寶
玉
，
而
是
屬
於
高

陽
的
曹
雪
芹
了
。
爾
後
到
了
︽
三
春
爭
及
初
春
景
︾
和
︽
大
野
龍
蛇
︾
這
兩
部
，
不
但
和
︽
紅
樓
夢
︾
的
臍
帶
關
係
更
加
地
疏
離
，
同
時
在

徵
實
的
成
份
上
也
更
加
淡
薄
了
。 

 
 

若
用
同
樣
的
角
度
探
討
︽
胡
雪
巖
系
列
︾，
我
們
可
以
說
它
的
藝
術
美
化
的
成
份
，
遠
高
過
史
實
的
成
份
，
同
時
胡
雪
巖
這
個
角
色
塑
造

的
成
功
，
也
遠
在
曹
雪
芹
之
上
。
學
者
多
知
，
胡
光
墉
︵
字
雪
巖
︶
於
史
料
中
的
記
載
並
不
多
，
又
因
其
晚
年
遭
革
職
抄
家
之
故
，︽
清
史
稿
︾

列
傳
已
將
之
除
籍
。
高
陽
塑
造
胡
雪
巖
的
資
料
，
多
根
據
︽
杭
州
府
志
︾
、
︽
異
辭
錄
︾
、
︽
近
代
名
人
小
傳
︾
、
︽
清
代
七
百
名
人
傳
︾
、
︽
越
縵



 5

堂
國
事
日
記
︾
，
以
及
左
宗
棠
所
遺
留
下
的
大
量
奏
稿
、
書
信
、
家
書
、
日
記
、
批
札
等
史
料
，

４

但
這
些
史
料
絕
不
足
以
撐
起
高
陽
的
︽
胡

雪
巖
系
列
︾
。
另
外
，
在
︽
清
朝
野
史
大
觀
︾
、
︽
胡
雪
巖
外
傳
︾
和
︽
二
十
年
目
睹
之
怪
現
狀
︾
等
屬
於
非
正
式
的
野
史
、
小
說
裡
，
亦
有
部

分
胡
雪
巖
的
記
述
，
不
過
裡
頭
所
敘
多
人
云
亦
云
的
泛
泛
之
論
，
高
陽
自
然
也
不
會
將
之
作
為
塑
造
胡
雪
巖
的
重
要
依
據
。

５

既
然
胡
雪
巖

的
史
料
有
限
，
而
野
史
、
小
說
又
多
不
足
採
信
，
高
陽
如
何
描
寫
這
位
他
所
欣
賞
、
崇
敬
的
家
鄉
英
雄
﹁
杭
鐵
頭
﹂
呢
？
高
若
蘭
認
為
高
陽

評
斷
歷
史
人
物
的
最
高
標
準
是
能
否
做
到
﹁
經
世
致
用
﹂
之
上
，
所
以
他
將
這
個
標
準
套
在
胡
雪
巖
身
上
，
並
據
此
全
新
的
塑
造
胡
雪
巖
。

６

因
此
，
造
成
熱
烈
的
迴
響
，
並
有
讀
者
欲
仿
效
八
面
玲
瓏
、
橫
跨
政
商
兩
界
的
胡
雪
巖
，
恐
怕
和
歷
史
上
的
胡
雪
巖
相
去
遠
甚
，
他
毋
寧
說

是
高
陽
刻
意
塑
造
，
趨
近
完
美
而
悲
壯
的
胡
雪
巖
。 

 
 

史
料
中
的
胡
雪
巖
因
與
外
商
競
爭
失
利
而
導
致
破
產
，
但
高
陽
卻
透
過
小
說
家
的
眼
光
，
將
胡
雪
巖
詮
釋
為
一
位
捍
衛
國
家
利
益
、
拯

救
社
會
經
濟
免
受
西
方
殘
害
與
壟
斷
的
民
族
資
本
家
、
大
英
雄
。
由
這
種
轉
化
的
結
果
我
們
可
以
明
顯
看
出
，
高
陽
並
非
以
其
豐
富
的
史
料
、

嚴
密
的
考
證
塑
造
這
位
歷
史
人
物
，
而
是
賦
予
他
強
烈
的
當
代
意
識
與
目
的
性
｜
｜
受
時
代
及
觀
念
的
侷
限
，
而
這
正
是
造
成
胡
雪
巖
悲
劇

命
運
的
最
大
主
因
。
因
此
之
故
，
清
末
的
紛
亂
局
勢
固
然
提
供
胡
雪
巖
大
展
長
才
的
空
間
，
但
另
一
方
面
胡
雪
巖
也
必
須
承
受
時
代
和
觀
念

所
加
諸
其
身
的
限
制
。 

 
 

至
於
︽
慈
禧
全
傳
︾
則
迥
異
於
︽
紅
曹
系
列
︾
和
︽
胡
雪
巖
系
列
︾
中
對
於
主
人
公
曹
雪
芹
、
胡
雪
巖
的
幾
近
全
新
藝
術
創
造
，
高
陽

企
圖
讓
︽
慈
禧
全
傳
︾
以
﹁
信
而
有
徵
﹂
的
面
貌
呈
現
給
讀
者
，
然
而
它
畢
竟
還
是
小
說
。
因
此
在
既
定
的
、
少
爭
議
性
的
歷
史
記
錄
外
，

高
陽
所
能
著
墨
的
大
概
有
兩
方
面
：
其
一
是
在
若
干
疑
案
上
如
﹁
同
治
死
因
﹂
、
﹁
慈
安
暴
崩
﹂
、
﹁
慈
禧
小
產
﹂
、
﹁
光
緒
中
毒
﹂
和
﹁
衣
帶
詔
﹂

等
問
題
上
，
下
考
證
、
推
理
的
工
夫
。
其
二
則
是
抒
發
其
對
某
些
歷
史
人
物
的
臧
否
與
好
惡
。
整
體
而
言
，
高
陽
歷
史
小
說
的
語
言
既
淺
白

又
典
雅
，
善
於
選
用
古
代
白
話
中
具
有
長
久
生
命
力
、
至
今
仍
充
滿
活
力
的
那
種
語
言
，
而
又
一
定
程
度
符
合
古
人
語
言
的
規
範
習
慣
。
以

                                        

        

 

４ 

高
若
蘭
：
︽
高
陽
歷
史
小
說
﹁
胡
雪
巖
三
部
曲
﹂
研
究
︾
︵
成
功
大
學
中
國
文
學
系
碩
士
論
文
：1997

年
︶
，
頁94—

95

。 

５ 

同
註3

，
頁109—

116

。 

６ 

同
註3

，
頁1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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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種
淺
白
、
通
俗
而
又
質
樸
的
語
言
，
融
合
了
現
代
的
語
境
，
創
造
出
歷
史
環
境
的
氛
圍
，
敘
述
歷
史
故
事
的
來
龍
去
脈
，
傳
達
出
歷
史
人

物
的
心
理
形
態
，
卻
又
絲
毫
不
顯
露
現
代
訊
息
的
痕
跡
，
可
以
說
是
融
典
雅
於
通
俗
，
於
通
俗
體
裁
中
見
雅
緻
的
風
格
。
不
過
，︽
慈
禧
全
傳
︾

的
語
言
文
字
雖
維
持
一
定
的
風
格
，
各
別
作
品
卻
有
高
下
之
別
。 

作
為
︽
慈
禧
全
傳
︾
系
列
的
開
卷
之
作
，︽
慈
禧
前
傳
︾
為
其
他
諸
部
奠
定
了
相
當
良
好
的
基
礎
。︽
慈
禧
前
傳
︾
所
描
寫
的
時
間
雖
短
，

卻
是
慈
禧
掌
權
的
關
鍵
時
刻
，
高
陽
以
慈
禧
、
肅
順
和
恭
王
三
條
敘
述
主
線
，
交
疊
出
複
雜
詭
譎
的
情
勢
，
同
時
也
為
慈
禧
、
恭
王
等
主
要

人
物
日
後
的
性
格
轉
變
、
情
節
推
衍
等
，
埋
下
不
少
重
要
的
伏
筆
，
而
且
介
紹
典
故
、
儀
節
僅
是
三
言
兩
語
，
沒
有
其
他
冗
散
的
枝
蔓
，
堪

稱
是
內
容
緊
湊
、
結
構
勻
稱
的
佳
作
，
故
而
當
時
甫
一
推
出
即
廣
受
好
評
。
第
二
部
︽
玉
座
珠
簾
︾
是
卷
帙
最
繁
的
一
部
，
講
述
同
治
年
間

的
大
小
史
事
，
展
現
高
陽
歷
史
小
說
的
諸
多
特
點
：
迴
旋
環
繞
的
珠
花
式
結
構
，
為
不
相
干
的
人
物
或
事
件
貫
串
出
相
連
的
整
體
感
；
人
物

的
心
理
轉
折
及
暗
藏
的
伏
筆
，
使
歷
史
事
件
的
產
生
增
加
合
理
的
解
釋
；
慈
禧
太
后
複
雜
的
性
格
在
此
有
全
面
性
的
開
展
，
使
這
個
角
色
內

涵
飽
滿
，
更
貼
近
於
現
實
生
活
中
的
真
實
人
物
；
此
外
適
時
添
加
的
奇
聞
軼
事
、
皇
室
規
矩
、
掌
故
瑣
事
，
以
及
對
聯
等
歷
史
元
素
，
不
但

增
添
了
閱
讀
的
趣
味
，
也
幫
助
讀
者
更
了
解
清
代
宮
廷
和
官
場
的
生
活
種
種
，
而
且
不
曾
對
敘
事
結
構
產
生
妨
礙
，
筆
者
認
為
︽
玉
座
珠
簾
︾

是
︽
慈
禧
全
傳
︾
系
列
中
，
整
體
成
就
最
高
的
一
部
。 

︽
清
宮
外
史
︾
著
重
敘
述
﹁
南
北
之
爭
﹂
與
清
流
中
人
的
崛
起
和
失
敗
；︽
母
子
君
臣
︾
敘
述
慈
禧
興
修
頤
和
園
，
與
光
緒
帝
親
政
前
後

的
種
種
。
高
陽
在
這
兩
部
中
，
情
節
的
推
展
大
體
都
圍
繞
在
若
干
主
要
事
項
上
，
即
使
有
奇
聞
軼
事
過
長
的
狀
況
出
現
，
仍
然
可
以
再
回
到

敘
述
主
線
上
，
不
至
於
偏
離
太
遠
。
但
對
於
人
物
性
格
多
面
性
的
刻
劃
則
較
少
觸
及
，
結
構
及
人
物
處
理
都
較
前
兩
部
來
得
遜
色
。
至
於
︽
胭

脂
井
︾
則
是
瑕
瑜
互
見
，
高
陽
描
述
戊
戌
政
變
中
宮
廷
一
夕
間
風
雲
變
色
，
民
間
人
物
大
刀
王
五
為
知
交
譚
嗣
同
奔
走
營
救
的
情
節
，
處
理

得
頗
見
功
力
；
至
於
義
和
拳
的
崛
起
和
庚
子
之
亂
的
種
種
也
是
相
當
的
精
彩
，
讓
讀
者
恍
如
陷
入
紛
亂
的
大
時
代
中
，
親
身
經
歷
了
一
場
荒

謬
而
又
慘
烈
的
浩
劫
。
但
在
戊
戌
變
法
及
庚
子
之
亂
間
所
插
敘
的
軼
聞
瑣
事
則
顯
得
過
多
，
幾
佔
全
書
六
分
之
一
的
篇
幅
，
但
卻
與
前
後
歷

史
事
件
並
無
太
大
的
關
連
。
最
後
一
部
的
︽
瀛
臺
落
日
︾，
重
心
全
落
在
袁
世
凱
的
身
上
，
慈
禧
太
后
已
無
法
負
起
收
束
情
節
的
力
量
，
情
節

呈
現
跳
躍
式
的
前
進
，
不
論
是
結
構
、
時
序
還
是
人
物
的
塑
造
，
都
稍
嫌
凌
亂
粗
率
，
可
說
是
六
部
中
表
現
最
不
理
想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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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較
︽
慈
禧
全
傳
︾
、
︽
胡
雪
巖
系
列
︾
及
︽
紅
曹
系
列
︾
三
套
作
品
，
可
以
看
出
高
陽
對
三
者
創
作
心
態
的
差
異
。
︽
慈
禧
全
傳
︾
闡
述

的
清
末
史
事
，
在
高
陽
意
圖
求
真
的
寫
作
原
則
下
，
無
法
擺
脫
歷
史
事
件
之
結
果
或
人
物
既
定
性
格
的
限
制
，
藝
術
創
作
難
以
恣
意
發
揮
。︽
紅

曹
系
列
︾
是
高
陽
考
訂
︽
紅
樓
夢
︾
成
果
的
結
晶
，
由
於
歷
來
關
於
曹
雪
芹
的
相
關
資
料
甚
少
，
高
陽
照
說
有
相
當
廣
闊
的
創
作
空
間
，
但

因
高
陽
寫
作
︽
紅
曹
系
列
︾
偏
重
於
展
現
他
的
考
證
成
果
，
因
此
對
於
小
說
的
創
作
而
言
，
反
而
是
種
戕
害
。
至
於
胡
雪
巖
則
是
高
陽
故
里

的
傳
奇
人
物
，
高
陽
自
小
便
耳
濡
目
染
聽
聞
他
的
傳
奇
故
事
。
但
是
胡
雪
巖
能
見
諸
史
料
的
記
載
甚
少
，
這
剛
好
賦
予
高
陽
可
以
充
分
發
揮

建
構
的
想
像
力
的
大
好
機
會
。︽
胡
雪
巖
系
列
︾
中
的
主
人
公
胡
雪
巖
，
已
不
是
真
實
人
生
中
的
胡
雪
巖
，
而
是
高
陽
心
目
中
想
望
而
又
不
可

及
的
典
範
人
物
：
八
面
玲
瓏
、
通
達
人
情
世
故
而
又
重
情
重
義
。
他
結
合
了
高
陽
已
實
現
和
未
實
現
的
理
想
人
格
特
質
，
故
而
傾
注
最
大
的

感
情
，
創
造
出
這
麼
一
位
獨
具
光
芒
的
角
色
。 

高
陽
獨
特
的
歷
史
眼
光
，
以
及
意
圖
追
求
歷
史
本
來
面
貌
的
﹁
信
史
﹂
效
果
，
不
僅
讓
讀
者
確
信
閱
讀
的
是
﹁
歷
史
真
相
﹂，
並
且
引
發

讀
者
由
更
多
角
度
、
更
多
層
次
去
思
考
和
探
究
歷
史
真
相
｜
｜
這
種
閱
讀
效
應
，
只
有
在
︽
慈
禧
全
傳
︾
中
才
能
充
分
被
激
發
出
來
。
因
此

﹁
我
們
在
文
本
閱
讀
過
程
中
不
僅
能
夠
得
﹃
知
﹄
，
而
且
也
能
得
﹃
智
﹄
｜
｜
一
種
能
幫
助
我
們
更
加
深
刻
地
認
識
歷
史
與
現
實
之
﹃
智
﹄
﹂
。

７

雖
然
有
關
高
陽
作
品
的
研
究
，
或
多
或
少
都
會
提
及
︽
慈
禧
全
傳
︾
，
但
它
與
︽
胡
雪
巖
系
列
︾
或
是
高
陽
晚
年
花
費
甚
多
心
力
的
︽
紅
曹

系
列
︾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不
同
，
故
而
筆
者
擬
以
高
陽
六
部
十
冊
的
︽
慈
禧
全
傳
︾
為
主
要
的
研
究
範
圍
，
針
對
其
內
容
作
一
全
面
性
的
檢
閱
、

分
析
，
間
亦
涉
及
與
高
陽
其
他
歷
史
小
說
的
比
較
。
以
此
研
究
主
題
，
期
望
能
從
中
探
求
高
陽
寫
作
小
說
的
理
念
，
以
及
︽
慈
禧
全
傳
︾
獨

具
的
特
色
。 

  
 

 
 

 
 

第
二
節 

研
究
方
法
與
研
究
架
構 

 
 

中
國
的
傳
統
文
學
中
，
文
學
批
評
是
基
礎
較
為
薄
弱
的
部
分
；
近
年
來
，
許
多
學
者
大
量
引
進
西
方
的
文
學
理
論
、
美
學
觀
點
等
，
對

                                        

        

 

７ 

王
耀
輝
：
︿
高
陽
小
說
的
可
讀
性
﹀
，
見
註
１
引
書
，
頁324

。 



 8

於
中
國
文
學
的
批
評
與
解
析
，
確
實
起
了
啟
迪
、
闡
發
的
作
用
，
將
傳
統
文
學
的
研
究
帶
入
一
個
具
有
嶄
新
風
貌
與
更
廣
闊
視
野
的
領
域
。

不
過
，
當
我
們
看
過
高
陽
的
作
品
後
會
發
現
，
他
是
位
傳
統
的
舊
式
文
人
，
他
的
作
品
｜
｜
特
別
是
歷
史
小
說
，
絕
大
多
數
是
傳
承
自
中
國

傳
統
小
說
的
模
式
與
精
神
，
不
論
其
遣
詞
用
字
的
典
雅
、
文
白
夾
雜
，
刻
劃
人
物
心
理
的
細
膩
，
擅
長
運
用
內
心
獨
白
或
對
話
的
反
動
作
情

節
，
尤
其
是
大
量
史
料
及
典
故
軼
聞
的
穿
插
其
間
，
造
成
內
容
的
駁
雜
與
結
構
的
鬆
散
等
情
形
，
若
以
現
代
小
說
的
理
論
來
批
評
、
分
析
的

話
，
恐
怕
有
很
多
都
是
犯
規
的
。
正
因
為
高
陽
歷
史
小
說
的
傳
統
性
相
當
強
，
若
強
用
現
代
美
學
加
以
規
範
，
可
能
反
而
斲
傷
了
高
陽
獨
具

的
魅
力
，
故
而
筆
者
除
了
探
討
其
敘
事
結
構
部
分
，
酌
採
西
方
結
構
主
義
的
敘
事
理
論
，

８

分
析
︽
慈
禧
全
傳
︾
的
內
容
結
構
；
另
外
，
筆

者
雖
然
不
是
採
用
﹁
新
歷
史
主
義
﹂
的
研
究
法
來
看
待
高
陽
的
︽
慈
禧
全
傳
︾
，
卻
借
鑑
其
﹁
建
構
的
想
像
力
﹂
中
若
干
觀
點
，
以
此
檢
閱
中

國
傳
統
的
歷
史
演
義
小
說
及
高
陽
的
歷
史
小
說
作
品
，
意
在
避
免
研
究
﹁
全
傳
﹂
時
，
無
休
無
止
的
隨
高
陽
的
考
據
而
起
舞
，
其
餘
則
多
採

用
較
為
傳
統
的
文
獻
探
討
法
及
文
本
分
析
法
。
藉
著
蒐
羅
相
關
文
獻
和
分
析
文
本
，
統
合
高
陽
生
平
的
相
關
資
料
、
作
品
評
論
等
，
由
其
諸

多
的
歷
史
小
說
中
深
入
高
陽
的
創
作
世
界
，
探
討
其
創
作
理
念
；
進
一
步
由
思
想
層
面
與
小
說
結
構
等
方
面
去
分
析
高
陽
的
作
品
，
從
史
觀

及
所
反
映
的
政
壇
現
象
、
敘
事
結
構
的
剖
析
、
敘
事
技
巧
的
運
用
，
和
人
物
的
塑
造
等
四
種
角
度
切
入
︽
慈
禧
全
傳
︾，
歸
納
闡
述
文
本
的
特

色
與
價
值
，
並
總
結
高
陽
對
歷
史
小
說
特
殊
的
觀
點
及
其
風
格
特
色
。 

 
 

論
文
的
第
一
部
分
，
首
先
對
﹁
歷
史
小
說
﹂
的
問
題
加
以
探
討
，
包
括
了
歷
史
小
說
的
源
流
、
定
義
的
釐
清
，
以
及
創
作
思
維
、
結
構

體
裁
上
的
特
色
、
類
別
等
，
最
後
則
是
對
高
陽
的
歷
史
小
說
予
以
適
切
的
歸
類
，
以
作
為
分
析
文
本
的
理
論
基
礎
。 

 
 

論
文
的
第
二
部
分
是
簡
介
高
陽
的
生
平
及
行
事
風
格
，
概
述
其
著
作
狀
況
及
擅
長
的
題
材
，
以
及
作
品
偏
重
清
代
的
原
因
，
和
高
陽
歷

史
小
說
的
創
作
理
念
等
。
由
其
中
發
掘
︽
慈
禧
全
傳
︾
在
其
著
作
生
涯
中
所
佔
有
的
地
位
和
意
義
，
並
探
討
︽
慈
禧
全
傳
︾
的
價
值
，
預
為

下
一
章
的
研
究
作
準
備
。 

                                        

        

 

８ 

狹
義
的
敘
事
學
指
的
是
法
國
結
構
主
義
文
學
理
論
的
分
支
，
此
一
文
學
理
論
廣
泛
運
用
於
分
析
所
有
的
敘
事
文
體
，
如
小
說
、
神
話
、
民
間
文
學
等
；
廣
義
的
敘

事
學
指
的
是
文
學
理
論
的
敘
事
學
在
各
類
藝
術
、
電
影
、
設
計
等
多
方
面
的
應
用
，
本
文
採
用
的
是
狹
義
的
觀
點
。
﹁
敘
事
學
﹂
同
時
又
稱
為
﹁
敘
述
學
﹂
，
這
兩
個

名
稱
皆
有
不
少
人
採
用
，
本
文
則
一
律
稱
為
﹁
敘
事
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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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文
的
第
三
部
分
是
關
於
︽
慈
禧
全
傳
︾
揭
櫫
的
歷
史
法
則
及
所
反
映
的
政
壇
現
象
。
主
要
在
探
討
高
陽
對
歷
史
研
究
的
兩
個
心
得
，

以
及
他
對
官
場
文
化
與
腐
敗
現
象
的
剖
析
及
嘲
諷
等
。 

 
 

論
文
的
第
四
部
分
是
關
於
︽
慈
禧
全
傳
︾
敘
事
結
構
的
探
討
。
內
容
包
括
了
敘
事
時
間
的
掌
控
、
敘
事
空
間
的
銜
接
，
以
及
承
繼
於
傳

統
的
情
節
結
構
和
觀
點
所
呈
現
的
優
缺
點
等
，
對
︽
全
傳
︾
的
結
構
作
一
全
面
性
的
剖
析
。 

 
 

論
文
的
第
五
部
分
是
關
於
︽
慈
禧
全
傳
︾
的
敘
事
技
巧
及
特
色
。
高
陽
的
歷
史
小
說
在
歷
史
情
境
的
塑
造
上
，
具
有
無
可
比
擬
的
逼
真

感
及
臨
場
感
，
很
大
的
原
因
即
來
自
於
他
運
用
了
為
數
龐
大
的
材
料
，
本
章
節
即
探
討
高
陽
所
利
用
的
歷
史
文
化
知
識
或
史
料
；
此
外
，
作

者
敘
述
語
言
的
慣
常
模
式
及
作
品
閱
讀
基
調
的
營
造
等
，
是
探
討
的
另
一
項
重
點
所
在
，
並
闡
述
由
此
等
敘
事
技
巧
所
呈
現
的
特
色
及
優
劣
。 

論
文
的
最
後
則
是
︽
慈
禧
全
傳
︾
的
人
物
塑
造
問
題
。
為
便
於
分
析
探
討
，
筆
者
選
擇
出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若
干
人
物
，
予
以
分
類
研
究
，

主
要
是
呈
現
高
陽
如
何
對
歷
史
人
物
形
象
的
再
創
造
。
為
免
治
絲
愈
棼
，
僅
就
小
說
中
人
物
的
藝
術
特
質
進
行
討
論
，
並
不
涉
及
該
人
物
在

正
史
中
的
形
象
或
定
位
問
題
。 

 
 

筆
者
如
此
安
排
章
節
順
序
的
理
由
，
首
先
是
將
歷
史
小
說
的
諸
多
問
題
加
以
釐
清
，
作
為
分
析
︽
慈
禧
全
傳
︾
的
理
論
基
礎
；
再
則
簡

介
作
家
個
人
的
背
景
與
創
作
理
念
等
，
了
解
其
創
作
心
態
和
作
品
大
致
的
風
格
，
從
而
剖
析
作
家
個
人
的
觀
念
、
情
感
，
反
映
在
作
品
中
所

呈
現
的
思
想
與
內
容
傾
向
。
最
後
三
部
分
則
是
屬
於
小
說
美
學
結
構
的
範
疇
，
分
析
︽
全
傳
︾
情
節
組
織
的
優
缺
點
何
在
，
各
章
最
後
均
附

有
﹁
小
結
﹂
，
以
利
統
整
說
明
。
透
過
如
此
對
︽
慈
禧
全
傳
︾
全
面
性
的
檢
驗
工
作
，
希
望
能
精
確
地
掌
握
︽
全
傳
︾
的
內
容
特
質
及
高
陽
的

創
作
手
法
，
藉
此
對
︽
慈
禧
全
傳
︾
作
一
整
體
性
的
評
價
，
從
而
解
析
高
陽
獨
特
的
風
格
魅
力
，
與
吸
引
讀
者
的
關
鍵
所
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