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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
書
的
龍
生

本
書
是
年
鑑
學
派
大
師
費
夫
賀
與
馬
爾
坦
的
經
典
之
作
，
自
一
九
五
八
年
於
法
國
出
版
以
來
，
已
成
為
西
方
書

籍
史
與
出
版
史
研
究
人
員
必
讀
的
基
本
書
目
。
作
者
聚
焦
於
一
四
五
O
至
一
八
0
0
年
間
，
活
字
印
刷
術
發
明

後
的
早
期
圖
書
史
，
以
嚴
謹
豐
富
的
史
料
，
深
刻
地
呈
現
印
刷
書
在
歷
史
上
勃
興
的
諸
多
物
質
與
社
會
因
素
，

並
剖
析
印
刷
書
為
西
方
文
明
帶
來
的
重
大
影
響
。

作
者
簡
介

費
夫
賀
戶
口
已
S
M
U
m穹
3

）
，
一
八
七
八
年
生
於
法
國
南
錫
，
一
九
五
六
年
辭
世
。
他
與
布
洛
克
（
歪
曲

R
E
E
Y

）

共
同
創
辦
7
年
鑑
學
派
的
核
心
刊
物
，
也
就
是
後
來
的
「
年
鑑
.. 
經
濟
、
社
會
與
文
明
」
。
如
今
，
費
夫
賀
已

是
公
認
的
二
十
世
紀
史
學
大
師
，
其
法
文
作
品
還
包
括
《
土
地
與
人
類
演
進γ

《
命
運
：
馬T
路
德
傳
γ

《
拉伯
雷
與
十
六
世
紀
的
不
信
神
問
題
γ

《
為
歷
史
而
戰
》
等
。
英
文
著
作
則
有

《地
理
觀
的
歷
史
導
論
γ

以
及
柏
克
（
3
月R
E

『
穹
）
選
編
的
《
歷
史
新
種
類：
費
夫
賀
，
選
集
》
。

馬
爾
坦
（
Z
n
D『
乙
n
g
Z
E
E

）
，
一
九
二
四
年
生
於
巴
黎
，
曾
任
法
國
高
等
研
究
實
踐
學
院
研
究
主
任
。
他
是

富
有
盛
名
的
印
刷
史
學
者
，
其
他
作
品
尚
有
《十
七
世
紀
法
國
的
印
刷
、
權
利
與
人
民
》
與
《
宗
教
、
專
制
與

閱
讀.. 

一
五
八
五
到
一
七
一
五
的
法
國
γ

譯
者
簡
介

李
鴻
志
，
高
雄
市
人
，
政
大
傳
播
學
院
文
學
士
，
師
大
翻
譯
研
究
所
緯
業
。
譯
作
有
《
真
誠
以
待
》
（
麥
田
）
、

《
高
科
技
就
業
聖
經
》
（
經
濟
新
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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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j在萬序

印
記
在
每
一
本
印
刷
書
上
的
，
不
僅
有
呼
應
書
名
的
正
文
，
還
有
一
系
列
出
自
作
者
、
編
輯
、
書
評
家
、

專
家
的
介
紹
，
以
及
推
薦
性
質
的
「
周
邊
」
文
本
，
如
「
簡
介
」Z
Z
E
2
）
、
且
也
＝E
S
Z
P
O
O）、
「
導
論
」

（
戶
口
g
a
z
n
E
E）
、
「
後
記
」
（
穹
的
安
8

）
等
。
而
翻
開
一
本
書
的
譯
本
，
以
中
譯
本
為
例
，
則
有
學
者
的
「
導

讀
」
、
翻
譯
校
訂
者
的
「
序
吾
－
E

、
譯
者
的
「
譯
後
記
」
等
。
其
實
，
這
樣
的
一
本
書
，
尤
其
是
它
的
外
語
譯

本
，
不
論
書
頁
邊
緣
是
否
留
下
讀
者
的
塗
鴉
、
眉
批
，
對
研
究
「
閱
讀
實
踐
史
」
有
興
趣
的
人
而
言
，
已
經
構

成
了
一
系
列
基
本
的
素
料
。

如
果
我
們
把
《
印
刷
書
的
誕
生
》
法
文
原
版
合
羊
毛R
E
S
h

兮
兮
是
》
。
的
閱
讀
實
踐
史
，
從
一
九
五

八
年
在
法
國
出
版
做
為
開
始
，
我
們
會
發
現
到
，
它
至
今
已
經
進
行
了
很
長
的
一
段
時
間
。
此
書
以
法
國
史
學

環
境
為
觀
察
對
象
，
打
破
了
傳
統
書
籍
研
究
的
格
局
，
開
啟
了
書
籍
的
社
會
史
研
究
，
而
且
成
為
八0
年
代
以

來
，
印
刷
品
的
使
用
史
、
出
版
史
、
閱
讀
實
踐
史
，
乃
至
寫
作
文
化
史
宣
告
司
已
芝
E
g
g

－E
S
）
於
研
究

反
省
時
，
所
必
備
的
智
識
條
件
。
這
個
智
識
反
省
包
括
，
以
書
籍
在
社
會
裡
的
文
化
作
用
與
影
響
，
做
為
一
個

全
新
的
問
題
意
識
，
進
而
對
史
料
重
新
閱
讀
與
開
發
，
並
構
思
與
驗
證
新
的
方
法。
至
於
法
國
以
外
的
地
區
，

它
則
先
後
被
譯
成
西
班
牙
文
三
九
六
二
年
）
、
英
文
（
一
九
六
二
年
）
、
義
大
利
文
（
一
九
七
七
年
）
及
日
文

《
印
刷
書
的
誕
生
丫
複
數
閱
讀
實
踐
史
的
開
始

﹒
推
薦
序

當
份
愛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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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九
八
五
年
）
，
直
至
二O
O
五
年
以
《
印
刷
書
的
誕
生
》
為
名
之
中
文
版
。
中
文
版
除
了
在
知
諧
的
傳
遞

上
，
讓
中
文
世
界
的
讀
者
，
認
識
歐
洲
自
十
五
世
紀
中
葉
至
十
八
世
紀
末
印
刷
書
籍
的
歷
史
，
更
責
無
旁
貸
地

必
須
承
接
起
發
生
在
它
之
前
的
閱
讀
實
踐
史
（
即
上
述
所
勾
勒
的
）
。
首
先
可
以
預
期
的
是
，
透
過
中
文
版
的

問
世
，
中
文
讀
者
將
與
世
界
各
地
閱
讀
「
同
一
」
文
本
、
不
同
語
文
版
本
的
讀
者
社
群
發
生
奇
妙
的
連
結
﹔
其

次
，
中
文
讀
者
也
將
能
和
書
籍
史
領
域
的
研
究
者
有
更
多
的
對
話
＠
。
因
此
，
對
於
《
印
刷
書
的
誕
生
》
向
未

來
的
開
展
，
我
們
樂
觀
其
成
。
但
為
了
讓
中
文
讀
者
有
更
多
的
想
像
空
間
和
思
考
的
基
礎
，
以
便
創
作
，
我
們

有
必
要
說
明
《
卜w

〉
、
、b『
札

事
寶
上
，
盡
目
籍
史
成
為
法
國
史
學
研
究
中
的一
個
領
域
，
發
展
是
漸
進
的
。
自
十
九
世
紀
以
降
的
法
國
，

在
學
院
體
制
上
有
沙
爾
特
學
院
（
－

．

酥
口
。
－
彷
已

0
∞
鬥
叮
阻
『
鬥
ω
∞
）
，
該
學
院
相
當
重
視
古
典
語
源
學
（
可
叮
一
】
。
－
。
吧
彷
）
與

古
文
書
學
（
可
阻
﹜
趴
。
惆
品
莘

5
）
領
域
專
家
的
培
育
，
尤
其
負
責
培
養
國
家
藏書
與
檔
案
資
料
等
的
專
業
管
理
人

員
（
8
2
8
2

阻
抒
己
門
的
）
﹔
在
民
間
則
向
來
有
一
批
書
商
、
藏
書
家
或
珍
本
收
藏
家
等
愛
書
人
。
這
些
民
間
的
行

家
和
國
家
培
訓
的
專
業
圖
書
人
，
長
久
以
來
投
入
工
作
，
專
門
清
查
、
分
類
自
法
國
大
革
命
以
來
，
成
為
國
家

專
有
的
寫
作
遺
產
，
他
們
也
最
早
把
書
當
作
物
體
來
研
究
。
然
而
，
這
些
傳
統
藏
書
研
究
，
卻
僅
封
閉
性
地
流

通
於
圈
內
人
士
。
此
外
，
研
究
作
品
雖
提
供
博
學
式
的
陳
列
與
描
述
，
卻
缺
乏
問
題
意
識
。
至
於
其
他
傳
統
學

科
如
文
學
史
、
思
想
史
等
，
雖然
有
閱
讀
古
典
文
本
的
訓
練
，
卻
對
於
載
負
文
本
的
書
籍
本
身
，
其
物
質
特
性

在
接
收
兮
兮
個
苟
且
。
口
）
過
程
產
生
的
作
用
，
完
全
忽
陷
而
不
予
理
會
。
面
對
上
述
傳
統
藏

書
研
究
或
學
科
訓
練

的
局
限
，
在
一
九
五
三
年
，
費
夫
賀

（F
E
e
s
－4
7

日
）
決
定
邀
請
畢
業
於
沙
爾
特
學
院
、
當
時
任
職
於
法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的
馬
爾
坦

（E
n
言
，
Z
S

豆
豆
言

）
共
同
著
作
這
本

《戶
、
令
豆
、成立
。
這
全
守
這
》
。
而
他
們
的
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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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如
後
者
在
序
言
所
解
釋
的
）
，
終
在
一
九
五
六
年
贊
夫
賀
去
世
後
，
單
獨
由
馬
爾
坦
負
全
賣
完
成
。

根
據
二
O
O
五
年
出
版
的
《
書
籍
的
百
科
全
書
詞
典
》
（h
h
豆
豆
S
E
E
S

也
立
S
E
S
E
全
守
主
第

二
冊
，
馬
爾
坦
為
「
印
刷
書
籍
史

」
此
一
條
目
所
做
的
定
義
和
解
釋
，
當
中
特
別
說
到
，
《h
羊
毛
立
H
E
3
h
t

守
志
》
原
本
的
規
畫
，
應
該
是
由
兩
個
部
分
所
組
成.. 
各
自
以

「
書
籍
，
此
商
品
」
、
「
書
籍
，
此
酵
素
」
（F
O

－
－
〈F
B
P
E
O
D
門
）
為
主
題
。
由
於
五
0
年
代
傳
統
書
籍
專
業
領
域
的
成
果
（
此
乃
費
夫
賀
所
依
賴
馬
爾
坦
之

處
）
，
再
加
上
當
時
已
成
為
法
國
史
學
界
寵
兒
的
社
會
經
濟
史
所
激
發
出
的
問
題
架
構
（
由
贊
夫
賀
所
構
思
）
，

使
得
第
一
個
部
分
︱
︱
從
「
書
」
這
個
做
為
物
體
的
生
產
材
料
與
技
術
、
製
作
環
境
及
其
樣
貌
的
分
析
到
出
版

發
行
，
逐
步
撰
寫
完
成
。
至
於
第
二
個
部
分
的
「
書
籍
，
此
酵
素
」
，
應
是
呈
現
費
夫
賀
所
念
茲
在
茲
的
「
書

籍
之
文
化
作
用
以
及
影
響
」
’
卻
因
缺
乏
足
夠
的
概
念
工
具
，
以
及
贊
夫
賀
的
辭
世
，
馬
爾
坦
僅
能
將
此
部
分

撰
寫
成
全
書
八
章
的
最
後
一
章
。
但
這
樣
的
「
缺
憾
」
’
卻
引
起
後
繼
者
強
烈
的
求
知
慾
望
，
鼓
舞
了
法
國
以

及
其
他
真
有
書
籍
史
研
究
傳
統
的
國
家
，
如
英
、
美
、
西
班
牙
和
義
大
利
等
國
的
歷
史
學
家
，
在
書
籍
史
方
面

開
發
豐
富
的
社
會
文
化
議
題
。

也
許
細
心
、
好
奇
的
讀
者
會
注
意
到
，
本
序
文
曾
前
後
兩
次
重
複
提
到
「
書
籍
之
文
化
作
用
以
及
影

響
了
其
實
，
這
句
話
是
出
自
費
夫
賀
為
法
文
原
版
所
寫
之
序
言
，
之
後
又
不
斷
地
被
法
國
書
籍
史
學
家
所
引

述
，
藉
以
強
調
此
著
作
所
帶
來
的
革
新
視
野
，
但
它
並
未
在
英
文
版
中
被
「
忠
實
」
地
翻
譯
出
來
（
中
文
譯
本

也
因
而
闕
如
）
。
不
過
，
中
譯
本
書
名
卻
比
法
文
版
更
「
忠
實
」
地
反
映
此
書
所
談
的
是
「
印
刷
書
」
的
歷

史
！
原
來
，
法
文
「
－
z
o
」
這
個
字
，
並
不
單
單
指
稱
具
有
印
刷
形
式
的
書
籍
，
而
是
一
種
文
本
的
載
體
，
必

須
根
據
其
後
的
限
定
詞
如
「
手
搖
捲
筒
的
」
、
「
翻
頁
簿
本
的
」
、
「
手
抄
的
」
、
「
印
刷
的
」
、
「
電
子
的
」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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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
定
它
的
物
質
屬
性
。
因
此
，
如
果
在
面
對
原
文
峙
，
翻
譯
是
一
種
不
斷
擺
盪
在
「
背
叛
」
之
威
脅
與
「
忠

實
」

之
渴
望
的
創
作
活
動
，
那
麼
閱
讀
《
印
刷
書
的
誕
生

γ

更
提
供
讀
者
從
哲
學
、
文
學
批
評
、
精
神
分
析
等
面

向
思
考
翻
譯
的
問
題
時
，
慣
，
及
到
關
心
文
本
的
物
質
性
問
題
。
因
為
此
書
讓
讀
者
了
解
到，
文
本
意
義
的
產
生

與
其
閱
讀
效
果
的
作
用
，
皆
與
它
的
物
質
世
界
緊
緊
把
連
在
一
起
.. 

從
寫
作
者
的
文
本
安
排
到
以
書
籍
的
樣
貌

呈
現
﹔
從
排
版
、
印
刷
工
人
對
文
本
的
處
理
到
圖
書
經
銷
業
者
的
出
版
策
略
﹔
從
創
作
的
智
識
環
境
到
檢
查
制

度
。
這
些
物
質
條
件
與
人
文
環
境
使
「
文
本
」
成
為
一
本
「
書
」
，
也
影
響
它
如
何
被
閱
讀
。
若
認
識
到
每
一

本
書
都
有
其
歷
史
，
那
麼
當
中
文
版
《
印
刷
書
的
誕
生
》
付
梓
之
時
，
不
也
正
開
展
出
屬
於
它
自
己
的
閱
讀
實

踐
史
！

賽
曼
儀
法
國
社
會
科
學
高
等
研
究
院
歷
史
與
文
明
研
究
所
博
士
（
論
文
指
導
教
授
為r
m
q
n
g
『
泣
。
『），
現

任
國
立
台
灣
大
學
歷
史
系
助
理
教
授
，
專
長
領
域
為
歐
洲
十
六
至
十
八
世
紀
社
會
文
化
史
，
法
國
近
代
書
籍

史
、
閱
讀
實
踐
史
、
寫
作
文
化
史
，
西
方
婦
女
史
，
歐美
史
學
理
論
與
方
法
。

。
為
《
印
刷
害
的
誕
生》
之
法
文
書
名.. 

旬
開
切
〈
閃
開
－
z
n
F
g
n
F
Z
〉
m
d
z
－z
n且
，
』g
p
h
羊
毛
S

－E
E
＝
兮

兮
只
〉
〈
O
O

－o
g
D
g
c
a

已
。
〉
＝
口
開
切
值
的
言
。
q
e
z
g旦
出
而
E
H
H
E
Z自
Z
F
Z
S
E

而
且
月20
．
Z
R
E
E
m
。
σ
S

G
E
m
D
阻
旦
旦
歪
扭
『
約
旦
斗
冒
。
至
值
的
﹒
－

u
臼
立
的
﹒
〉
－

z
＝
玄
F
n
y立
．z
「．
開
〈
。
一
己
已
。
口
已

m
T
Z
Z『3
個
2
閏
月
臥

... 

－
。u
∞
﹒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中
國
在
二
O
O
五
年
十
月
十
五
、
十
六
日
，
於
北
京
的
中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
舉
行



「
令
團
長
起
支
．
．
在
t
~
每
唱
：
神
話
壞
叫
（
〈
毒

l早
已
＼
＋
畸
型
反
－

1＼
＋
幸

l 早已，）」
令
有
越
劇
~
骨
是
享
有
程
妒
。

宴
請
·

· w
w

w
.nlc.gov.cn/tongzhi/sem

inar/htm
l/gaikuang.htm

 

＠
：
浴
室
發
宮
？
但
本
叫
你
啥
是
咀
·
·

I且
可
宮
里
早
~

( R
oger Chartier

）
、
長
背
信
到
本
令
令
喀
布
宮
〈
責
怪
圈
也
星
星
叫
〉

(H
istoire de l'editionfram

;aise, P
aris, P

rom
odis, 4 vol., 1982-1986; reedition, P

aris, F
ayard/C

ercle 

de Ia Librai巾
，

4
vol., 

I 989- I 991
）
咪
E
蛇
茗
，
「
骨
司
E
」
。

1阿
宮
且
早
~
崎
背
信
~
＼
吋
吋
吋
持
暐
星
星

:ii'

〈
的
詩
＋
匈
中
級
君
回
神
，
幫
哭
，
：
社
妒
，

l
吋
4才
〈
叫

I
-\-' 0 

I ) 
( L

iv re, pouvoiη
et societe a 

P
aris au X

V
/le siecle (1598-1701), G

e
n
前
已

Librairie
D

roz, 1969, 1999 · ”
吉
保
持t

星星
··Print,

P
ow

er, 

and P
eople in Seventeenth C

entury P
aris, L

anham
, S

carecrow
 P

ress, 1993
）
這
拍
電
宮
「
桔
仙
」
恥
理
學

智
~.uir

( I -14-哥
哥
傘
啊
，

't./ 仲
〉
（
“
U
n

livre fondateur”
）
。
的
世
詩
（

F
rederic Barbier）

崎
＼
吋
吋
~
吟

吟
星
星
宮
（
L

’Apparition
du livre）

史
償
宮
「
嗯
，
·
~
」

a
聽
報
崎
〈
。
t
母
（
安
哥
仲
雪
緝
令
＼
｝
）

（“已crire

L’'A
pparition du livre”

）
。
唱
縛
。
何
〈
枷
帶
宮
恤
本
啪
枷
柯
林
）

( L
e

 D
ictionnaire encyclopedique du 

livre, P
aris, E

ditions du C
ercle d

e la Librairie）
，
味
叫
會
恥
桔
還
會
心
令
~
令
1
1
0
0
1
＼
畸
型
封
1
1
0
0

叫
崎
惡
毒
禮
也
星
星
。
老
貨
值
別
聽
喘
E
叫
暐
總
（

Jean-D
om

inique M
ellot) ~

 官
叫
做
「
仲
嘿
嘿
也
甚
至
叫
」

超
乎
對
宮
－
~
價
。

略『略帶。、



第
二
章

第
一
章

三
、
商
業
因
素

四
、
印
刷
的
興
起
和
造
紙
業
的
發
展

一
、
紙
的
進
程

2生
,a 

紙
術
成
長
的
先
決
隙

件
自
然
的
與
工
業
的

技
術
問
題
與
解
決
之
道

一
、
木
刻
版.. 
印
刷
暫
的
先
祖
？

二
、
「
發
現
」
印
刷
方
法

一
二
、
鑄
製
活
字

前
奏.. 
紙
張
傳
入
歐
洲
1
l
E

l
i
－

ι

手
抄
本
托
馬

作
者
序
費
夫
賀

前
…
－
Z口

馬
爾
坦

推
薦
序

《
印
刷
書
的
誕
生Y
複
數
閱
讀
實
踐
史
的
開
始

印
刷
書
的
誕
生

/ 

76 67 62 62 54 51 46 43 42 24 18 17 

豪
曼
儀
i
i
i

5

t
f
t
t
i

t
s
t

、
l

i

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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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S
E
－

目

次



第
五
章

第
三
章

圖
書
圈
的
小
世
界

一
、
印
刷
師
傅

175 166 165 

五
、
組
版
i

書
的
樣
貌

五
、
替
當
穿
衣.. 
裝
帕
形
式

二
、
嚮
資
的
問
題

一
一
、
老
闆

一
、
成
本

第
四
章
書
籍
商
品

148 140 140 

四
、
插
圖

二
、
內
文
呈
現
與
閱
本

二
、
打
開
書
封.. 
書
名
頁

、
牌
記
、
印
刷
鋪
印
記

一
、
字
體

133 116 112 108 IOI JOO 

六
、
中
國
的
先
例

93 90 

四
、
排
字
與
打
印
i
t！
l
al
i
a－i

81 



第
七
章

四
、
作
者
與
版
權

二
、
開
業
地
點

（
一
）
斯
拉
夫
諸
國

波
希
米
亞
與
摩
拉
維
亞

斯
拉
夫
南
境

（
二
）
新
大
陸

（
三
）
遼
東
地
區

書
籍
生
意
經

一
、
基
本
資
料.. 
每
版
印
暈

俄
羅
斯

j皮
爾

三
、

地
理
與
出
版

四
、
印
刷
征
服
世
界

第
六
章
書
籍
地
理
學

一
、
印
刷
匠
的
旅
程

一一
、
從
人
文
主
義
印
刷
商
到
啟
蒙
時
期
書
﹒繭

274 274 268 262 260 257 253 250 250 249 230 219 216 216 203 183 



索
引

注
釋

第
八
章

六
、
檢
查
制
度
與
禁
書

二
、

國
書
交
易
的
問
題

三
、
圓
富
市
集
的
交
易
方
式

四
、
邁
向
新
的
交
易
方
式

五
、
特
稿
與
侵
檔

印
刷
書.. 
變
革
的
推
手

一
、
從
手
抄
本
到
印
刷
書

二
、
人
文
主
義
與
印
刷
書

三
、
印
刷
書
與
宗
教
改
革

四
、
印
刷
和
語
文

449 419 402 363 329 312 312 308 303 296 284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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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書的誕生

L’Apparition du livre 
(The Coming of the Book) 



編
輯
并
言

書
中
以
楷
體
呈
現
的
括
弧
內
文
字
，
為
譯
者
與
編
者
所
加
注
解
。

本
書
中
文
版
是
根
據
英
文
s
g

版
翻
譯.. 
3

閱
（
叫
。
這
品
失
去h
w
g？
M
Z
E
m

h
3、
R
H
n
H吐
、
可
見EE
h
w～h
．s
－
逞
。
。
「
忘
品
。QS
a
2
．
3
」﹒
甘
甜
口
的﹒
U
S
E
D
O
S
E
－

F
。
口
已
。
口
一
〈
開
門
的
。
．
戶
。
。

J
F『
。
可
『
g
g
a
z
v。
∞
﹒

翻
譯
工
作
進
行
期
間
，
承
蒙
輔
大
歷
史
系
王
芝
芝
老
師
與
科
樂
印
刷
江
瑞
璋

先
生
協
助
，
謹
此
致
謝
。
另
外
，
書
中
法
文
部
分
感
謝
賴
怡
妝
、
程
鳳
屏
小
姐
協

助
﹔
拉
丁
文
與
希
臘
文
部
分
感
謝
葉
偉
忠
先
生
協
助
﹔
並
感
謝
輔
大
園
資
系
蘇
精

老
師
，
針
對
譯
文
裡
某
些
名
詞
翻
譯
給
予
編
輯
的
指
教
。



17 前言

一
九
五
三
年
，
費
夫
賀
邀
我
參
與
此
書
編
聽
。
他
把
著
述
計
章
，
和
以
下
的
序
言
內
文
讓
我
知
道
。
我
們

決
定
，
先
由
我
寄
初
稿
給
他
，
再
由
他
著
手
修
編
、
補
充
。
一
九
五
五
年
十
月
，
我
將
第
一
、

二
、
四
章
，
與

第
五
章
前
兩
節
的
手
稿
寄
出
，
而
他
也
完
成
校
訂
，
文
章
始
真
雛
形
。
一
九
五
六
年
一
月
，
我
又
把
第
三
章
、

第
五
章
結
論
，
與
第
六
、
七
章
的
初
稿
交
出
﹔
他
在
初
閱
過
後
，
曾
口
頭
表
示
認
可
。
當
時
他
有
意
校
畢
全

書
，
豈
料
天
不
從
人
願
，
竟
逝
不
逢
時
，
本
書
的
續
成
，
我
自
然
責
無
旁
貸
，
只
是
從
此
少
了
他
的
奧
援
。
或

云
本
書
由
我
一
人
完
成
，
但
他
的
名
字
，
仍
應
印
於書
首
，
畢
竟
本
書
發
想
於
他
，
靈
感
亦
來
自
他
。
謹
以
這

種
方
式
，
將
此
書
獻
給
他
，
聊
表
敬
意
與
懷
念
。

前
…
苦
口

一
九
五
七
年
十
月

馬
爾
坦



印刷害的誕生 18 

一
四
五
0
年
前
後
，
一
些
不
尋
常
的
「
抄
本
」
出
現
在
西
歐
的
北
部
地
區
。
雖
然
其
外
觀
與
傳
統
的
手
抄

山本
相
去
不
遠
，
字
跡
卻
是
利
用
印
刷
機
器
的
技
術
，
以
活
字
「
壓
印
」
在
紙
上
，
有
時
也
壓
在
羔
憤
皮
上
。
印

製
的
過
程
固
然
簡
單
，
卻
還
是
令
人
相
當
好
奇
，
甚
至
驚
嘆
。
事
實
上
，
這
種
新
一
代
的
書
籍
，
不
僅
為
思
想

的
習
價
帶
來
深
遠
變
化
，
也
令
當
時
最
重
要
的
讀
者
群
，
即
教
會
與
俗
世
的
學
者
，
得
享
全
然
不
同
的
工
作
環

境
。
不
多
時
，
這
種
改
變
（
我
們
且
不
以
革
命
稱
之
）
突
破
了
這
群
早
期
讀
者
的
象
牙
塔
，
並
衝
擊
了
其
外
的

世
界
。
今
日
的
研
究
宗
旨
，
在
於
探
索
這
種
種
改
變
與
其
前
因
、
後
果
，
並
指
出
印
刷
書
如
何
實
踐
手
抄
本
不

曾
也
不
能
實
現
的
成
就
，
仔
細
分
析
笛
中
原
因
。
倘
若
本
書
不
叫
做
「
印
刷
書
的
誕
生
」
（
法
文
原
版
書
名

們
羊
毛R
h
E
這
全
守
志
之
意
為
「
書
籍
的
出
現
」）
，
或
許
「
書
籍
的
歷
史
之
用
」
也
算
是
貼
切
的
書
名
。

請
不
要
誤
會
，
本
書
所
言
或
與
諸
君
的
認
定
不
同
。
我
們
無
意
編
築
或
重
寫
一
部
印
刷
史
.. 
如
果
只
是
將

此
一
課
題
的
基
本
工
作
再
做
一
次
，
重
複
諸
如
摩
爾
帖

《印
刷
術
起
源
與
肇
始
》
的
研
究
，
也
沒
有
什
麼
意

思
。
諸
君
大
可
這
樣
認
定
：
本
書
作
者
已
然
通
曉
書
的
歷
史
（
至
少
在
令
人
已
知
的
範
圍
內
是
如
此
）
，
並
明

白
白
摩
爾
帖
以
降
的
印
刷
史
研
究
，
難
免
有
些
投
石
問
路
的
意
味
，
且
愈
早
期
的
作
品
愈
是
如
此
，
有
時
候
還

﹒
頗
嫌
不
足
。
是
以
本書
並
不
會
冗
長
地
解
釋
印
刷
術
的
發
明
，
也
不
會

重
複
一
些
老
生
常
談
，
討
論
某
個
國
家

在
印
刷
領
域
的
領
先
地
位
、
某
位
印
刷
大
師
如
何
比
其
他
同
業
更
形
重
要
、
某
人
在
印
刷
的
出
現
上
應
居
何

作
者
序

/ 

費
夫
賀



19 作者序

功
，
或
是
最
早
的
印
刷
品
由
來
為
何
。
關
心
這
類
問
題
的
任
何
讀
者
，
如
欲
跟
上
最
新
的
研
究
成
果
，
已
有
各

種
傑
出
著
作
可
供
參
考
。
但
，
出
版
一
本
那
樣
的
書
，
並
不
是
我
們
的
初
衷
之
一
。

相
對
來
說
，
書
籍
在
西
方
社
會
裡
’
算
是
後
生
晚
輩
。
它
從
十
五
世
紀
中
葉
起
，
開
始
為
人
類
服
務
，
如

今
則
因
為
各
種
新
發
明
基
於
不
同
原
理
紛
紛
面
世
，
其
前
景
受
到
威
脅
，
難
以
預
測
。
究
竟
它
滿
足
了
哪
些
需

求
？
承
擔
了
怎
樣
的
角
色
？
實
現
或
未
能
實
現
的
目
標
有
哪
些
？
它
誕
生
於
一
個
充
滿
變
遷
與
過
渡
的
創
新
年

代
﹔
所
有
現
存
的
文
明
，
都
曾
歷
經
這
個
時
期
。
在
書
籍
問
世
之
前
不
久
，
火
藥
與
攜
運
式
槍
砲
的
發
明
，
引

發
不
少
動
亂
﹔
同
屬
十
五
世
紀
人
類
的
工
具
，
火
器
與
帶
有
和
平
色
彩
的
印
刷
機
器
，
蔚
為
對
比
。
往
後
推
演

數
十
年
，
人
類
對
世
界
的
地
理
認
識
方
才
擴
張
﹔
一
四
九
二
年
起
，
偉
大
的
海
上
探
險
，
帶
領
歐
洲
人
一
窺
過

往
不
曾
發
現
的
遼
闊
大
陸
，
而
在
那
之
前
，
十
三
世
紀
阿
奎
那
時
代
所
知
的
世
界
，
範
闡
並
不
比
二
世
紀
的
托

勒
密
大
上
多
少
。
印
刷
成
果
的
濫
觴
，
不
僅
早
過
地
理
大
發
現
，
也
早
過
地
動
說
的
提
出
。
前
者
積
極
地
發
展

成
全
新
的
空
間
認
知
，
營
造
出
一
種
饒
富
系
統
的
觀
點
，
迎
合
7
西
方
人
近
五
百
年
的
擴
張
需
求
﹔
後
者
則
由

波
羅
的
海
沿
岸
一
位
精
通
天
文
學
的
修
士
推
算
而
得
，
為
往
後
數
個
世
紀
裡
，
令
人
類
早
期
世
界
觀
自
慚
形
穢

的
種
種
發
現
開
啟
先
、
呵
。
就
這
樣
，
印
刷
書
在
當
時
林
林
總
總
的
根
本
變
化
裡
’
扮
演
了
它
的
角
色
﹔
但
這
些

變
化
並
非
全
發
生
於
一
朝
一
夕
，
也
並
末
在
一
開
始
即
展
現
累
積
性
的
影
響
。
若
我
們
不
能
領
會
這
些
多
少
受

到
印
刷
術
影
響
的
、
各
形
各
色
的
創
新
與
發
現
，
焉
能
了
解
它
們
對
十
五
世
紀
末
、
十
六
世
紀
初
的
人
們
來

說
，
有
什
麼
意
義
？

換
言
之
，
我
們
試
圖
釐
清
，
印
刷
書
所
代
表
的
，
如
何
、
為
何
不
單
只
是
技
術
上
巧
妙
發
明
的
勝
利
，
還

進
一
步
成
為
西
方
文
明
最
有
力
的
推
手
，
將
多
位
代
表
性
思
想
家
散
布
於
各
地
的
理
念
，
蕾
萃
於
一
處
。
它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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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的
重
大
貢
獻
，
在
於
將
某
人
研
究
的
成
果
，
直
接
傳
遞
予
另
一
位
研
究
者
，
並
以

省
時
、
方
便
，
既
不
費

力
也
不
昂
貴
的
方
式
，
將
所
有
領
域
中
最
卓
絕
的
創
造
精
神
，
恆
久
地
融
於一
爐
﹔
如此
貢
獻
，
經
過
十
九
世

紀
米
歇
列
的
妙
筆
敘
述
，
愈
發
令
人
印
象
深
刻
。
透
過
知
識
的
匯
聚
，
書
籍
彷
彿
為
前
述
理
念
帶
來
新
生
，
為

其
注
入
無
可
匹
敵
的
力
量
與
活
力
。
這
些
新
理
念
不
僅
獲
致
一
以
貫
之
的
新
軸
心
，
並
基
於
同
樣
理
由
，
得
到

改
革
與
倡
導
的
強
大
能
量
。
在
極
短
的
時
間
內
，
新
的
概
念
傳
遍
了
全
世
界
每
一
個
語
言
不
致
造
成
隔
闋
的
角

落
。
書
籍
創
造
出
思
想
的
新
習
慣
，
﹔
這
些
習
慣
不
獨
存
在
於
博
覽
群
經
者
的
小
圈
圈
裡
’
更
遠
遠
地
向
外
延

伸
，
擴
及
每
一
個
懂
得
思
考
的
有
智
之
士
。
簡
單
地
說
，
我
們
希
望
誰
明
，
印
刷
書
乃
是
嫻
熟
寰
宇
知
識
的
最

有
效
途
徑
之
一
。
這
也
是
本
書
的
目
標
，
與
我
們
期
許
能
帶
來
的
新
創
見
。

一
如
既
往
，
我
們
必
須
先
解
決
一
個
重
要
的
前
提
問
題
：
本
書
所
述
應
當
如
何
編
排
？
探
討
的
課
題
又
該

如
何
設
限
？
我
們
不
會
根
據
人
為
區
隔
的
日
期
，
從

事
有
欠
成
熟
的
細
部
畫
分
，
一
如
那
種
用
來
應
付
小
學
生

的
東
西
：
「
所
謂
中
世
紀
，
結
束
於
哪
一
年
哪
個
月
的
哪
一
天
？
」
（
或
可
把
這
個
問
旬
改
寫
如
下
.. 

「
在
中

世
紀
一
詞
的
發
明
者
心
中
，
這
個
僅
僅
為
了
教
學
方
便
而
存
在
的
抽
象
智
識
概
念
，
是
在
哪
一
天
開
始
、
哪
一

天
告
終
？
」
）
為
避
免
在
相
關
的
爭
議
上
浪
費
時
間
，
我
們
建
議
，
應
當
檢
視
印
刷
書
在
問
世
之
初
的
三
巨
年

間
，
其
影
響
與
實
際
重
要
性
為
何
﹔
這
段
時
期
始
於
十
五
世
紀
中
葉
，
終
於
十
八
世
紀
末
，
處
於
兩
次
歷
史
氣

候
的
大
變
化
之
間
。
開
頭
乃
是
一
個
智
識
、

社
會
與
經
濟
盡
皆
劇
變
的
新
時
代
，
並
在
歐
洲
人
的
心
智
、
態
度

與
行
為
上
，
留
下
深
遠
的
影
響
﹔
米
歇
列
欣
然
呼
之
為
文
藝
復
興
。
而
在
這
段
時
期
的
結
尾
，
我
們
面
對
的
是

另
一
個
偉
大
的
新
時
代
，
又
一
個
騷
亂
的
年
代
﹔
在
一
連
串
經
濟
與
社
會
的
劇
烈
變
遷
中
，
政
治
革
命
送
起
，

、、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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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致
了
文
化
領
域
的
文
藝
革
命
，
並
在
浪
漫
主
義
的
旗
幟
下
，
進
一
步
激
發
新
的
觀
念
與
情
感
。
最
後
必
須
補

充
的
是
，
這
固
然
是
另
一
個
感
性
的
時
代
，
表
現
在
華
督
教
精
神
的
中
國
（
（
宗
教
革
命
）
，
以
及
追
尋
社
會
改

革
願
景
的
激
情
（
政
治
革
命
）
之
上
，
我
們
卻
不
可
或
忘
：
現
代
工
業
，
在
時
人
所
謂
的
普
羅
大
眾
之
中
，
造

就
出
一
種
階
級
音
益
甜
，
驅
使
人
們
採
取
行
動
，
並
實
現
自
身
的
需
求
。

一
個
時
代
的
結
束
，
意
味
另
一
個
時
代
的
開
啟
。
菁
英
社
會
的
式
微
，
就
是
大
眾
社
會
的
契
機
。
無
可
避

免
地
，
印
刷
術
也
捲
入
了
更
進
一
步
的
深
遠
轉
變
﹔
因
應
新
的
需
要
，
服
務
新
的
客
戶
。
是
以
機
械
化
取
代
了

老
舊
的
手
動
印
刷
機
，
而
在
工
匠
與
技
師
之
間
、
傳
統
印
刷
鋪
與
現
代
印
刷
廠
之
間
，
對
立
油
然
而
生
。
接
下

來
二
系
列
的
新
發
明
迅
速
問
世
，
大
幅
提
升
了
所
謂
印
刷
事
業
的
顛
覆
性
。
印
刷
機
器
逐
漸
進
入
一
個
新
的

產
業
，
而
後
很
快
地
發
展
成

書
籍
產
業
。
印
刷
廠
幾
經
尋
覓
，
發
現
一
種
有
別
於
人
力
的
驅
動
力
。
一
八

O
三

年
到
一
八
一
四
年
間
，
柯
尼
格
發
明
了
三
種
機
器
，
成
為
現
代
印
刷
廠
設
備
的
原
型
：
靠
動
力
運
轉
的
平
板
印

刷
機
、
停
報
式
印
刷
機
，
和
二
回
轉
印
刷
機
。
而
早
在
一
七
九
一
年
，
裝
有
自
動
上
墨
滾
筒
的
眼
式
蒸
氣
印
刷

機
，
其
原
理
就
已
由
英
國
人
尼
寇
森
完
成
構
思
。
這
些
發
明
，
當
然
大
幅
加
速
了
書
籍
的
生
產
，
也
為
印
刷
世

界
中
較
晚
近
的
產
物
︱
︱
報
紙
︱
︱
預
先
鋪
路
。
講
到
報
紙
，
則
無
疑
是
十
九
世
紀
末
、
二
十
世
紀
初
，
見
證

印
刷
術
對
廣
大
讀
者
吸
引
力
最
典
型
的
例
子
！
社
會
的
大
幅
轉
變
，
造
就
了
前
述
所
有
的
發
明
﹔
而
這
些
發

明
，
也
回
過
頭
來
刺
激
轉
變
的
進
一
步
發
展
。

這
一
整
個
時
期
，
從
文
藝
復
興
到
工
業
革
命
，
持
續
了
四
百
年
之
久
。
我
們
該
如
何
細
分
這
段
歷
史
？
哪

些
標
準
’
才
是
我
們
應
該
採
用
的
？

st
-ft
>Jst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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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
若
這
本
書
寫
的
是
印
刷
問
世
之
初
三
百
年
的
歷
史
，
我
們
就
不
得
不
依
照
印
刷
科
技
發

展
的
不
同
階

段
，
來
畫
分
本
書
的
章
節
。
即
使
如
此
，
這
樣
做
能
不
能
獲
得
最
理
想
的
結
果
，
我
也
不
敢
斷

言
﹔
畢
竟
，
就

算
令
十
五
世
紀
的
古
騰
堡
死
而
復
生
，
並
造
訪
路
易
十
六
時
期
的
法
國
印
刷
廠
，
他
可
能
也
會
認
為
，
一
七
八

七
年
所
使
用
的
印
刷
方
法
（
安
布
拉
斯
﹒
迪
鐸
一
世
，
即
迫
鐸
家
族
的
第
二
代
，
幾
經
嘗
試
，
在
那
一
年
裡
設

計
出
可
以
一
次
完
成
整
張
紙
印
刷
的
機
器
）
，
與
自
己
生
前
在
店
裡
所
使
用
的
，
差
別
並
不
大
。
只
是
，一
如

前
面
所
言
，
這
本
書
敘
述
的
，
並
非
某
項
技
術
的
沿
革
。
我
們
探
究
的
，
在
於
社
會
上
觀
念
交
流
的
新
方
式
，

對
歐
洲
文
化
帶
來
何
種
影
響
﹔
而
歐
洲
的
社
會
，
本
質
上
又
是
貴
族
統
治
的
社
會
，
在
印
刷
術
發
明
前
後
，
始

終
謹
守
一
種
長
期
的
文
化
與
傳
統
，
認
定
學
習
是
某
些
社
會
團
體
獨
享
的
權
利
。
對
這
類
相
當
具
有
局
限
性
的

團
體
，
我
們
姑
且
以
前
述
的
菁
英
稱
之
，
暫
不
考
慮
這
兩
個
字
在
意
思
上
的
含
糊
與
籠
統
。
除
卻
皇
親
國
戚
，

菁
英
也
包
含
那
些
腰
纏
萬
貫
、
政
治
地
位
顯
赫
，
或
智
識
成
就
斐
然
的
人
士
。
印
刷
書
如
何
鞏
固
這
些
人
的
統

治
、
促
進
這
些
人
的
活
動
？
它
如
何
保
存
了
十
一
到
十
五
世
紀
間
，
前
人
所
累
積
的
道
德
、
宗
教
、
文
藝
遺

澤
？
它
如
何
形
成
傳
統
的
連
續
，
將
古
騰
堡
時
代
的
人
，
與
希
臘
、
羅
馬
、
早
期
基
督
教
會
等
三
大
古
文
化
連

接
貫
通
？
反
過
來
說
，
有
時
歸
屬
於
文
藝
復
興
、
有
時
歸
類
於
人
文
主
義
的
各
種
新
觀
念

，
在
倡
導
的
過
程

中
，
書
籍
扮
演
的
推
手
角
色
，
究
竟
有
多
成
功
？
印
刷
事
業
如
何
服
務
天

主
教
與
新
教
這
兩
大
教
派
，
甚
或
是

其
他
的
支
派
？
它
又
如
何
先
後
協
助
不
信
基
督
的
自
由
思
想
論
者
、
理
神
論
者
、
無
神
論
者
，
乃
至
於
最
後
的

唯
物
論
者
，
反
擊
神
啟
宗
教
？
此
外
，
哪
幾
種
文
學
形
式
，
對
書
籍
的
散
播
出
力
最
多
？
又
是
哪
幾
種
為
其
所

抗
拒
？
書
籍
的
實
質
格
式
，
如
何
協
助
拉
丁
文
與
各
地
方
言
對
抗
，
並
存
活
下
來
？
又
或
者
，
如
何
協
助
各
地

方
言
和
古
老
尊
貴
的
拉
丁
文
對
壘
？
凡
此
種
種
，
不
須
贅
述
。
像
這
樣
的
一
本
書
，
絕
不
輕
言
認
可
任
何
（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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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社
會
結
構
的
基
本
框
架
之
內
）
的
區
隔
，
除
非
這
些
區
隔
，
能
協
助
解
答
本
書
所
關
切
的
問
題
，
並
增
進
讀

者
對
問
題
的
理
解
。

就
我
們
所
知
，
這
是
一
趟
未
知
的
旅
程
，
沒
有
前
導
指
出
風
險
何
在
，
歷
來
亦
無
人
獲
致
我
們
想
要
的
結

果
﹔
這
麼
一
來
，
在
啟
程
之
前
，
寥
置
數
語
質
有
必
要
。
至
少
，
我
們
試
圖
寫
出
三
本
讀
來
不
致
太
枯
燥
的

書
，
並
期
盼
諸
君
至
少
會
在
閱
後
認
同
：
我
們
的
結
論
，
脫
胎
自
可
信
的
數
據
，
而
我
們
所
探
究
的
，
前
人
並

不
曾
在
研
究
中
歸
納
或
評
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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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
晶
本
章
作
者
托
馬
為
法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手
抄
本
部
門
專
業
管
理
員
。

本
書
所
言
既
是
西
方
世
界
的
印
刷
演
化
，
或
應
在
進
入
正
題
前
，
簡
要
回
顧
手
抄
本
的
歷
史
角
色
，
畢
竟

它
是
許
多
世
紀
以
來
，
表
述
觀
念
的
唯
一
書
寫
媒
介
。
本
文
無
意
細
敏
手
抄
本
的
歷
史
，
那
得
用
一
整
冊
書
才

講
得
完
。
此
處
所
言
，
僅
著
重
於
十
三
世
紀
中
至
十
五
世
紀
末
，
手
抄
本
的
生
產
如
何
因
應
需
求
而
成
形
，
並

指
出
，
到
印
刷
書
問
世
、
新
階
段
肇
始
為
止
，
手
抄
本
試
圓
滿
足
的
需
求
究
竟
有
哪
些
了

長
期
以
來
，
歷
史
學
家
多
將
西
歐
的
手
抄
本
演
化
史
，
區
分
為
兩
個
時
期
：
即
「
修
院
時
代
」
與
「
俗
世

時
代
」
。
這
兩
個
詞
彙
通
行
於
學
界
，
知
悉
相
關
課
題
者
亦
不
陌
生
了
唯
其
精
確
程
度
稍
嫌
不
足
﹔
即
使
如

此
，
它
們
所
表
述
的
事
實
卻
是
無
庸
置
疑
。
從
羅
馬
淪
亡
到
十
二
世
紀
的
七
百
年
光
景
，
修
道
院
與
其
他
相
關

的
教
會
機
構
，
獨
占
了
書
籍
的
生
產
，
從
而
獨
草
書
的
文
化
。
而
這
一
現
象
的
深
遠
轉
變
，
確
實
也
是
從
十
二

世
紀
末
開
始
發
生
。
社
會
與
智
識
上
的
變
遷
，
明
確
地
反
映
在
大
學
的
創
建
，
與
非
神
職
人
員
的
學
習
發
展

上
﹔
另
外
，
中
產
階
級
也
在
此
時
出
現
。
這
些
變
化
，
深
刻
地
影
響
了
當
時
書
籍
膳
寫
、
複
製
與
流
通
的
方

式
。 手

抄
本

托
馬
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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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篇
簡
短
的
研
究
報
告
，
並
不
包
括
修
院
時
代
﹔
許
多
晚
近
而
傑
出
的
手
抄
本
研
究
，
已
然
對
該
時
期
多

所
著
墨
，
。
本
文
的
宗
旨
，
在
於
閻
明
新
的
組
織
梁
幟
，
自
十
三
世
紀
以
降
，
如
何
盡
可
能
地
滿
足
愈
來
愈
多

客
戶
針
對
書
本
提
出
的
新
需
求
？
（
與
此
題
目
相
關
的
許
多
問
題
，
迄
今
仍
未
解
決

，
故
此
處
僅
就
現
存
證
據

所
及
，
加
以
敘
論
。
）

欲
將
各
地
的
手
抄
本
生
產
中
心
，
絲
毫
不
差
地
條
列
出
來
，
或
者
提
出
某
個
特
定
時
間
裡
’
某
特
定
地
點

的
產
量
細
節
，
確
是
窒
礙
難
行
﹔
但
我
們
至
少
能
對
十
三
、
十
四
、
十
五
世
紀
間
，
書
本
是
在
何
種
狀
況
之
下

製
作
、
傳
布
，
做
出
相
當
準
確
的
概
述
。
本
文
不
會
描
述
手
抄
本
演
化
歷
程
中
，
最
為
重
要
的
數
個
特
點
，
而

僅
就
製
書
人
開
始
採
用
大
宗
印
刷
的
新
技
術
之
時
，
既
存
手
抄
本
的
進
展
與
情
況
，
加
以
描
述
。

若
我
們
暫
時
把
書
本
在
呈
現
、
裝
飾
方
式
的
改
變
擱
在

一
邊
，
則
在
俗
世
時
代
裡
，
技
術
上
的
進
步
都
是

小
幅
度
的
。
除
了
有
一
項
革
新
，
不
但
方
便
了
書
本
的
大
量
製
作
，
更
促
使
價
格
降
低
，
在
此
不
得
不
提
，
那

就
是
紙
的
引
進
。
紙
並
沒
有
取
代
羊
皮
，
而
是
彌
補
其
不
足
，
並
讓
另
一
種
較
不
昂
貴
的
書
本
誕
生
，
使
有
別

於
傳
統
、
奢
侈
的
手
抄
本
﹔
唯
兩
者
間
的
價
差
有
時
並
沒
有
想
像
中
大
。
紙
同
時
也
讓
書
本
生
產
的
數
目
比
以

前
更
多
。

本
書
稍
後
的
章
節
，
會
對
紙
張
與
其
發
韌
於
歐
洲
社
會
的
過
程
，
簡
單
地
介
紹
，
屆
時
我
們
當
可
明
白
造

紙
術
如
何
促
成
印
刷
的
實
現
。
單
就
手
抄
本
而
言
，
紙
張
勝
過
羊
皮
之
處
，
除
了
前
述
的
低
成
本
，
與
產
量
不

受
限
的
可
能
性
之
外
，
再
無
其
他
優
點
﹔
至
少
理
論
上
是
如
此
。
跟
羊
皮
比
起
來
，
中
世
紀
的
紙
不
但
脆
弱
，

表
面
較
組
糙
，
滲
墨
性
較
差
，
彩
飾
師
傅
（
E
g
g
－5

月
日
，
以
工
華
紋
繪
花
樣
或
細
密
圈
，
裝
飾
頁
面
成
大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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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母
的
匠
人
，
與
插
圖
畫
H
E
－
－5
月
2
日
有
別
）
的
染
料
也
不
容
易
吸
附
其
上
。
紙
張
固
然
有
重
量
較
輕
的
長

處
，
但
這
個
差
別
也
不
如
想
像
中
大.. 
畢
竟
，
在
十
三
世
紀
，
就
已
經
能
做
出
細
緻
的
薄
羊
皮
，
同
時
期
的
紙

張
反
而
更
厚
些
。
舉
例
來
說
，
當
時
的
小
本
《
聖
經
γ
得
力
於
羊
皮
師
傅
與
抄
寫
員
的
技
術
合
作
，
實
際
上

比
德
薩
克
的
現
代
譯
本
上
下
兩
冊
還
輕
巧
也
一
。
不
可
否
認
，
現
在
要
閱
讀
當
時
的
手
抄
本
，
不
但
需
要
好
眼

力
，
還
得
花
點
時
間
才
能
適
應
其
筆
跡
。
但
無
疑
的
是
，
這
些
小
本
《
聖
經
》
的
小
巧
輕
薄
，
甚
至
勝
過
一
些

較
著
名
的
早
期
《
聖
經
》
印
刷
本
﹔
使
於
攜
帶
的
印
刷
本
《
聖
經
γ
得
到
十
六
世
紀
才
面
世
。

雖
然
紙
張
的
主
要
優
點
是
低
成
本
，
且
至
十
五
世
紀
產
量
即
勝
過
書
寫
用
皮
革
，
但
要
拿
它
跟
羊
皮
、
羔

慣
皮
（
羊
皮
宮
R
Y
S
O
E
與
羔
檔
皮
〈
O
Z
Z
E
是
兩
種
不
同
等
級
的
皮
萃
，
後
者
由
幼
小
的
羊
、
牛
皮
製
成
，
品

質
與
等
級
通
常
巷
高
）
確
切
地
比
上
一
比
，
亦
非
容
易
之
事
。
我
們
手
上
有
許
多
手
抄
本
，
提
及
當
年
羔
嚷
皮

的
價
格
，
也
有
許
多
羔
檔
皮
、
紙
張
的
採
購
紀
錄
2

（
通
常
是
皇
室
的
紀
錄
）
﹔
但
其
中
的
詞
彙
究
竟
是
什
麼

意
思
，
我
們
未
必
都
清
楚
。
羔
嘴
皮
買
賣
的
單
位
，
大
致
說
來
有
三
衷
（
通
常
指
一
打
半
的
全
皮
）
、
一
打
、

單
塊
全
皮
，
或
所
請
的
疊
（
法
文
字
S
E
角
，
與
之
後
裝
訂
的
單
位
「
帖
」
是
同
一
個
字
）
﹔
把
皮
革
裁
切
、

摺
合
，
成
為
包
含
六
或
八
張
書
葉
（
正
反
兩
頁
〔
可
品
。
〕
構
成
一
張
書
葉
〔
－

2
3
）
的
小
冊
，
即
成
一
疊
。
一

旦
紀
錄
中
出
現
「
疊
」
，
就
無
從
得
知
其
尺
寸
，
連
頁
數
也
難
確
定
，
如
此
自
然
無
法
論
斷
其
成
本
多寡
。

十
四
世
紀
末
的
巴
黎
，
書
寫
用
獸
皮
的
價
格
在
十
二
到

二
十
德
涅
（
查
理
受
大
帝
仿
造
古
羅
馬
銀
幣

含
5

巳
5

制
定
的
貨
幣
單
位
）
間
波
動
。
一
塊
獸
皮
的
平
均
面
積
為
二
分
之
一
平
方
公
尺
，
十
到
十
二
塊
才
夠

做
成
一
本
一
百
五
十
張
書
葉
，
每
張
長
二
十
四
公
分
、
寬
十
六
公
分
的
書
﹔
還
是
十
四
、
十
五
世
紀
手
抄
本
的

典
型
尺
寸
。
這
樣
一
本
書
的
原
料
成
本
，
至
少
十
蘇
（
法
國
古
幣
，
一
蘇
可
兌
十
二
德
涅
）
，
至
多
二
十
蘇
﹔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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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還
不
包
括
四
到
六
德
涅
的
處
理
成
本
，
即
將
表
面
崇
毛
與
其
他
污
潰
去
除
以
便
書
寫
所
需
的
工
錢
。
不
過
這

些
數
字
只
是
個
大
概
，
因
為
獸
皮
的
品
質
、
可
得
的
材
料
與
工
具
，
與
成
品
販
售
的
地
區
，
都
會
左
右
價
格
高

低
。
在
巴
黎
，
於
北
郊
聖
但
尼
舉
行
的
蘭
迪
市
集
，
是
羔
情
皮
交
易
的
重
要
中
心
。

我
們
時
常
聽
說
，
當
時
製
作
一
本
書
，
需
要
犧
牲
數
量
驚
人
的
羊
隻
與
情
牛
﹔
關
於
這
點
，
只
消
簡
單
地

計
算
，
就
可
以
推
翻
。
然
而
，
即
便
是
當
今
的
學
界
，
仍
然
重
複
這
種
舊
有
的
誤
解
。
舉
例
來
說
3

，
二
十
世

紀
的
湯
姆
森
就
曾
援
引

一
三
二
四
年
英
國
克
雷
爾
伯
爵
夫
人
的
命
令

，

聲
稱
製
作
一
本
《
聖
人
傳
》
需
要
一
千

塊
以
上
的
獸
皮

。
如
果
用
現
A三
塊
獸
皮
兩
便
士
的
價
格
計
算
，
光
是
把
膀
寫
用
的
皮
革
買
齊
，
就
得
花
費
約

六
英
鏡
之
多
。
但
實
際
上
呢
？
考
察
後
就
會
發
現
，
若
將
《
聖
人
傳
》
贈
寫
在
二
十
五
公
分
乘
以
十
六
公
分
的

頁
面
上
，
每
頁
文
走
兩
楠
，
不
論
是
原
拉
丁
文
本
還
是
當
代
翻
譯
的
法
文
本
，
都
只
需
一
百
五
十
到

一
百
六
十

張
就
可
以
抄
完
，
頁
面
總
面
積
不
會
超
過
六
平
方
公
尺
︱
︱
頂
多
一
打
獸
皮
。

大
約
在
同
個
年
代
裡
，
國
庫
的
紀
錄
4

顯
示
，
一
刀
（
二
十
四
或
二
十
五
張
紙
，
其
定
義
為
「
令
」
的
二

十
分
之
二
約
五
十
乘
三
十
公
分
見
方
的
「
小
張
」
紙
，
大
概
值
兩
索
六
德
涅
（
索
與
德
涅
皆
為
法
國
舊
貨
幣

單
位
，
索
的
幣
值
等
同
前
文
出
現
過
的
「
踩
」
，
一
索
可
兌
十
二
德
涅
）
﹔
如
以

一
張
0
．

一
五
平
方
公
尺

計
，
價
格
大
約
是
一
德
涅
半
。
至
於
羔
贖
皮
，
0
．

五
到
0
．
六
平
方
公
尺
的
一
塊
皮
，
包
括
去
毛
與
其
他
處

理
工
作
，
至
多
索
價
二
十
四
到
二
十
六
德
涅
。
兩
者
的
價
差
不
可
謂
小
，
但
要
說
這
點
已
足
以
令
紙
張
占
得
上

風
（
一
如
前
人
曾
經
認
定
的
）
，
只
怕
還
差
得
遠
。
事
實
上
，
十
五
世
紀
之
前
，
紙
張
的
優
勢
似
乎
仍
嫌
不

足
﹔
或
者
，
當
時
銷
售
的
紙
張
數
量
可
能
不
夠
多
，
還
無
法
取
代
羔
橫
皮
。

不
過
，
羔
積
皮
的
供
應
在
當
時
是
否
充
足
？
無
論
在
法
國
也
好
、
英
國
也
罷
，
從
十
四
世
紀
下
半
到
十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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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紀
上
半
，
它
的
價
格
一
直
都
相
當
穩
定
，
而
書
本
的
製
作
卻
快
速
增
加，似
乎
證
明
了
該
種
原
料
並
非
稀
有

商
品
。
如
果
對
當
時
的
牲
口
，
尤
其
是
羊
隻
’
加
以
研
究
，
7
解
其
數
量
是
否
隨
之
增
加
，
想
必
是
個
有
趣
的

題
目
。
但
至
少
我
們
知
道
，
三
百
年
後
，
法
國
每
年
約
有
超
過
十
萬
襄
、
每
一
農四
十
塊
的
羔
嘴
皮
出
售
﹔

當
時

羔
嘴
皮
已
不
再
廣
泛
為
人
所
用
，
僅
為
複
製
法
律
文
件
與
某
些
工
業
用
途
而
生
產
。

當
然
，
這
種
種
的
事
實
，
並
不
意
味
沒
有
了
紙
，
印
刷
仍
可
照
樣
發
展
。
就
算
一
張
羔
憤
皮
可
以
快
速
地

通
過
印
刷
機
，
印
一
批
最
小
開
本
的
獸
皮
書
，
也
得
花
上
數
百
塊
的
皮
革
才
能
印
完
。
較
大
開
本
的
書
，
則
可

能
需
要
上
千
塊
皮
。
二
十
世
紀
的
魯
波
5

曾
經
算
過.. 
若
把
古
騰
堡
《
聖
經
》
印
在
羔
檔
皮
上
，
需
要
一
百
七

十
塊
皮
（
單
頁
四
十
二
公
分
乘
六
十
二
公
分
，
共
三

E
四
十
張
）
。
這
麼
一
來
，
三
十
餘
本
《
聖
經
》
印
完
，

就
得
耗
去
五
千
塊
皮
。

同
樣
一
百
本
印
刷
在
紙
上
的

《
聖
經
》’
改
用
羔
嘴
皮
印
製
，
需
要
一
萬
五
千
塊
獸

皮
。
由
斯
觀
之
，
我
們
不
得
不
驚
嘆
：
在
十
五
與
十
六
世
紀
，
竟
出
現
這
麼
多
印
在
羔
憤
皮
上
的
奢
侈
書
籍
，

雖
然
其
中
有
不
少
是
小
開
本
的
時
辰
禱
書
（
中
世
紀
控
為
盛
行
的
一
種
個
人
祈
禱
用
書
，
內
頁
裝
飾
堂
富
﹔
內

容
常
包
含
天
主
教
日
課
經
文
，
以
及
日
層
、
禱
詞
、
讚
美
詩
等
等
）
。

俗
世
時
代
的
修
道
院
，
繼

續
因
應
著
自
身
的
需
要
，
贈
寫
手
抄
本
，
這
與
修
院
時
代
的
光
景
無
異
。
修
院

團
體
的
規
定
，
每
天
必
須
從
事
數
小
時
的
智
識
工
作
，
抄
書
則
是
此
間
重
要
的
一
項
。

院
內
的
繕
寫
室
f

遵

循
古
法
組
織
的
作
業
流
程
，
持
續
地
生
產
教
材
與
教
會
儀
式
用
書
，
直
到
印
刷
術
令
手
抄
本
變
成
歷
史
名
詞
為

止
︱
︱
事
實
上
，
在
印
刷
術
發
明
後
，
修
院
仍
舊
以
艙
寫
方
式
複
製
彌
撒
經
本
、
答
唱
詠
與
每
日
頌
禱
，
這
樣

的
情
形
一
直
到
十
六
世
紀
才
告
終
止
﹔
這
不
僅
是
基
於
傳
統
，
也
是
因
應
需
求
。
這
個
開
展
於
十
三
世
紀
初
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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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時
代
，
其
最
顯
著
的
特
徵
，
在
於
修
院
不
再
是
各
式
書
籍
的
唯
一
生
產
者
，
爾
後
除
了
修
院
自
身
需
要
的
書

本
之
外
，
幾
乎
不
再
抄
書
。

從
那
時
起
，
智
識
生
活
的
中
心
，
開
始
移
往
修
院
之
外
﹔
在
大
學
裡
’
學
者
、
教
師
、
學
生
，
與
工
匠
和

技
師
通
力
合
作
，
造
就
了
井
然
有
序
、
活
躍
非
常
的
製
書
業
。

偶
爾
，
某
些
特
別
精
於
傳
承
書
法
與
彩
飾
藝
術
的
修
院
，
也
會
在
君
王
或
貴
族
的
要
求
下
，
製
作
豪
華
手

抄
本
﹔
比
起
法
國
，
此
一
風
氣
在
英
國
延
續
較
久
。
豪
華
手
抄
本
的
銷
售
，
原
屬
修
道
院
的
收
入
來
源
，
但
這

項
服
務
日
後
愈
發
罕
見
。
十
五
世
紀
聖
艾
德
蒙
莊
園
的
僧
侶
詩
人
李
德
傑
算
是
少
數
例
外
7

﹔
他
將
自
己
以
英

文
創
作
並
贈
寫
的
抄
本
，
售
予
尋
常
的
俗
世
讀
者
，
直
到
一
四
四
六
年
過
世
方
休
。

新
大
學
的
創
建
，
催
生
了
新
的
閱
讀
群
眾
﹔
這
可
以
追
溯
到
十
三
世
紀
初
，
甚
至
十
二
世
紀
末
。
不
可
諱

言
，
這
群
新
讀
者
仍
以
神
職
人
員
為
主
﹔
但
是
，
只
要
這
些
人
仍
在
大
學
校
園
內
服
務
，
即
與
自
己
的
學
院
與

母
校
密
不
可
分
，
而
非
從
屬
於
教
會
團
體
。

教
授
需
要
文
本
，
方
能
授
課
，
工
真
書
與
注
疏
作
品
亦
不
可
免
。
中
世
紀
的
教
育
中
，
研
讀
既
有
權
威
作

品
的
詮
解
與
評
注
，
至
為
重
要
，
且
在
每
個
學
習
領
域
皆
然
。
如
此
，
則
必
須
在
手
邊
備
妥
相
關
書
籍
以
方
便

參
閱
，
而
大
學
也
必
須
設
立
圖
書
館
供
人
查
詢
。
只
是
，
既
有
的
文
本
未
必
都
能
獲
得
﹔
因
此
大
學
有
必
要
聘

雇
專
業
的
抄
書
師
傅
，
並
設
立
抄
書
坊
，
將
重
要
文
本
迅
速
而
價
廉
地
複
製
起
來
。

在
校
園
以
外
的
圖
書
館
，
還
是
經
常
可
以
找
到
罕
見
、
有
用
的
書
籍
，
是
以
它
們
的
收
藏
，
同
樣
是
大
學

抄
膽
的
對
象
。
中
世
紀
時
，
書
本
的
出
借
已
經
行
之
有
年
﹔
包
括
修
院
與
神
職
團
體
等
教
會
組
織
，
對
於
捨
不

得
售
予
新
設
大
學
圖
書
館
的
非
賣
品
，
都
願
意
暫
時
外
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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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頭
授
課
固
然
重
要
，
但
學
生
還
是
需
要
一
些
基
本
的
參
考
書
。
中
世
紀
的
教
育
方
法
，
想
必
相
當
程
度

地
鼓
勵
課
堂
筆
記
與
熟
讀
強
記
，
但
就
算
學
生
在
多
數
情
況
下
，
皆
以
手
腦
並
用
的
方
式
吸
收
課
業
，
基
礎
的

書
本
仍
舊
不
可
或
缺
。
假
如
他
們
自
己
沒
空
抄
書
，
也
沒
錢
聘
人
幫
忙
抄
書
，
他
們
可
以
向
專
業
的
抄
寫
員
訂

書
﹔
在
各
所
大
學
裡
’
這
樣
的
抄
寫
員
與
日
俱
增
。
於
是
乎
，
在
每
個
大
學
城
裡
，
都
有
書
記
行
會
（
即
同
業

公
會
）
或
「
書
賈
」
行
會
成
立
，
成
員
以
神
職
人
員
為
主
，
但
也
常
常
包
括
在
俗
人
士.. 

鞏
固
商
（g
存
在
穹
的
）

多
為
後
者
，
書
記
則
通
常
由
神
職
人
員
擔
任
。
他
們
同
樣
納
編
於
大
學
的
職
員
分
支
，
同
享
若
干
優
握
待
遇
，

尤
其
是
減
免
部
分
稅
捐
或
免
除
衛
哨
差
役
。
從
十
三
世
紀
開
始
，
還
陸
續
享
有
接
受
大
學
法
庭
審
判
的
特
權
，

即
所
謂
指
定
受
審
權
s

。

享
有
特
權
的
代
價
，
就
是
這
些
書
商
、
抄
寫
員
與
「
書
賈
」
（
叩
門
甜
苦
2
月
，
此
名
詞
出
自
古
代
典
籍
，
由
義

大
利
的
大
學
率
先
恢
復
使
用
）
，
必
須
接
受
大
學
的
嚴
密
管
轄
。
他
們
是
學
者
團
體
的
僕
人
，
受
其
庇
蔭
，
但

不
若
一
般
的
工
匠
享
有
自
由
、
為
自
己
工
作
。
其
勞
力
接
受
管
理
的
方
式
，
彷
彿
不
時
提
醒
著
我
們
，
他
們
所

做
的
，
就
是
「
供
人
差
遣
」
。

透
過
眾
多
文
獻
9

，
尤
其
是
三
一
七
五
、
三
二

O
二
、
三
三
六
、
二
二
二
三
、
三
二
四

二
等
年
份
的
紀

錄
，
我
們
得
以
清
楚
地
了
解
他
們
的
職
責
究
竟
為
何
。
他
們
得
先
通
過
初
步
面
試
，
確
認
其
名
聲
良
好
並
具
專

業
能
力
，
方
獲
任
職
﹔
他
們
還
得
完
成
切
結
，
並
在
大
學
主
管
的
面
前
起
誓
。
一
旦
獲
脈
，
其
職
責
不
但
嚴
格

確
立
，
活
動
也
被
控
制
。
至
於
所
謂
書
商
，
與
其
說
是
零
售
商
，
倒
不
如
說
是
書
本
的
保
管
者
。
正
因
手
抄
本

稀
有
而
珍
貴
，
學
生
與
老
師
們
，
一
代
接
著
一
代
地
轉
售
這
些
書
本
。
書
商
便
在
這
樣
的
二
手
書
市
中
派
上
用

場
，
除
了
擔
任
書
本
原
有
主
人
的
代
銷
人
、
仲
介
商
，
不
涉
其
他
業
務
。
他
必
須
提
出
財
產
擔
保
，
保
證
自
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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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周
轉
無
虞
’
方
能
得
到
任
用
﹔
此
外
，
何
時
可
貫
、
何
時
該
賣
，
亦
受
若
平
條
件
限
制
。
他
有
義
務
將
庫
存

的
書
名
公
告
周
知
，
無
法
冒
稱
某
書
區
乏
而
哄
抬
價
格
牟
利
。
其
酬
勞
給
付
，
按
固
定
的
冊
金
比
率
行
之
﹔
如

果
買
方
是
校
內
學
生
或
教
師
，
一
本
書
的
索
價
不
得
超
過
四
德
涅
，
就
是
賞
給
外
人
也
不
能
收
取
六
德
涅
以

上
。

除
了
賣
書
或
仲
介
書
籍
交
易
的
書
商
，
還
有
所
謂
是
回
賈
」
﹔
這
群
人
的
角
色
比
書
商
更
加
複
雜
，
但
在

德
斯
特
雷
神
父
稍
早
的
出
色
研
究
之
後
，
其
功
能
終
告
明
朗
。
舉
凡
手
抄
贈
本
的
「
抽
頭
」
機
制
、
「
範
本
」

流
通
的
制
度
，
以
及
將
書
本
拆
成
不
同
部
分
的
散
裝
出
借
規
矩
，
都
得
歸
功
於
這
位
神
父
，
才
能
讓
現
在
的
我

們
有
較
為
細
部
的
認
識
呵
。

為
了
從
智
識
面
與
經
濟
面
，
適
切
地
控
管
書
本
的
使
用
，
大
學
的
主
政
者
要
求
，
應
鎮
密
檢
查
所
有
重
要

著
述
的
文
字
正
確
性
，
不
允
許
任
何
疏
漏
或
錯
誤
導
致
意
義
上
的
扭
曲
。
為
確
保
內
文
一
字
不
易
，
並
防
止
抄

寫
員
賺
取
不
合
理
利
益
，
瞎
本
的
複
製
必
須
在
最
佳
條
件
下
進
行
﹔
基
於
這
個
目
的
，
各
大
學
設
計
出
一
套
精

巧
的
制
度
。
出
組
的
手
抄
本
，
事
前
必
須
經
過
細
心
地
檢
查
與
校
訂
﹔
而
後
，
贈
本
才
能
照
著
抄
寫
，
並
依
固

定
的
稅
金
或
「
抽
頭
」
來
收
費
。
抄
贈
完
成
後
，
原
冊
，
或
稱
「
範
本
」
，
即
歸
還
書
賈
，
再
借
給
其
他
人
。

採
用
這
個
方
法
，
則
所
有
的
贈
本
皆
抄
自
同
一
原
本
，
當
可
避
免
內
文
的
錯
誤
，
更
不
至
於
以
訛
傳
訛
、
愈
抄

愈
離
譜
。
只
要
研
究
過
古
代
文
本
的
抄
錄
傳
承
，
自
然
明
白
這
麼
做
的
好
處
。

書
賈
的
責
任
除
了
複
製
抄
本
，
亦
得
將
賠
本
內
文
或
範
本
出
租
，
供
學
生
自
行
抄
寫
，
或
交
由
合
格
的
抄

寫
員
代
勞
。
不
過
，
每
次
租
出
的
並
非
一
整
本
書
，
而
是
分
成
數
帖
二
帖
一
帖
借
﹔
這
樣
一
來
，
就
能
同
時

讓
許
多
抄
寫
員
，
抄
寫
同
一
手
抄
本
的
不
同
部
分
。
每
一
帖
的
組
金
皆
由
校
方
公
定
，
書
賈
不
得
自
行
調
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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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
，
他
們
有
義
務
借
給
任
何
有
意
抄
膽
的
人
。
至
於
那
些
有
問
題
的
範
本
，
一
經
發
現
即
行
抽
固
，
不
再
出

借
。
些
許
流
傳
至
今
的
範
本
，
多
以
較
大
的
筆
跡
寫
成
，
且
因
經
常
使
用
而
破
損
不
堪
。
也
因
為這些
範
本
皆

遵
循
統
一
的
標
準
製
作
，
抄
寫
員
究
竟
抄
寫
了
多
少
分
量
的
內
文
，
遂
有
較
可
靠
的
核
算
依
據
﹔
這
項
優
點
，

讓
獲
准
執
業
的
抄
寫
員
，
更
容
易
在
酬
勞
上
與
客
戶
達
成
共
識
。

這
套
系
統
，
是
為
了
文
本
的
複
製
而
建
立
，
且
一
直
沿
用
到
中
世
紀
告
終
。
舉
例
來
說
，
在
巴
黎
，
印
刷

術
便
是
在
這
樣
一
個
組
織
的
架
構
內
引
進
，
由
大
學
資
助
、
主
導
。
對
大
學
的
主
事
者
來
說
，
印
刷
機
不
過
代

表
一
種
便
利
的
新
方
法
，
用
以
複
製
必
需
的
文
本
，
且
比
散
裝
出
借
制
度
更
能
實
現
迅
速
、
精
確
的
理
想
。

後
文
將
會
提
到
，
巴
黎
的
第
一
台
印
刷
機
，
與
其
說
是
為
了
印
刷
經
院
學
者
的
大
學
基
本
典
籍
而
設
，
不

如
說
是
為
了
大
量
供
應
古
代
作
家
的
經
典
作
品
﹔
以
純
正
拉
T
文
寫
作
的
散
文
範
例
，
尤
其
搶
手
。
至
於
一
般

的
需
求
，
似
乎
多
數
仍
以
散
裝
出
借
制
度
來
支
應
。
其
實
，
早
在
十
二
世
紀
末
、
十
三
世
紀
初
，
抄
贈
工
坊
的

發
展
成
熟
之
前
，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拉T
文
作
品
就
已
經
傳
遍
歐
洲
”.. 
時
至
今
日
，
十
三
、
十
四
世
紀
的
巨
里

斯
多
德
作
品
賠
本
，
仍
有
超
過
兩
千
本
流
傳
下
來
。
如
果
我
們
把
失
傳
的
體
本
也
列
入
考
慮
，
則
地
位
像
亞
氏

這
般
極
為
重
要
的
作
家
，
其
作
品
顯
然
，
都
能
在
當
時
廣
為
人
知
﹔
就
算
這
樣
的
思
想
傳
播
仍
嫌
緩
慢
，
至
少
也

是
效
果
顯
著
的
。
至
於
記
憶
力
在
此
間
的
作
用
，
也
不
可
低
估
。
當
時
的
教
書
方
法
如
此
，
記
性
不
得
不
培

養
。
其
實
，
即
便
是
現
在
，
一
個
年
僅
十
二
歲
的
回
教
小
孩
，
都
應
該
有
辦
法
背
誦
完
整
篇
《
可
蘭
經
》
﹔
我

們
只
是
少
見
多
怪
罷
了
。

話
雖
如
此
，
要
把
研
究
所
需
的
所
有
書
本
，
統
統
集
合
起
來
，
在
當
時
仍
是
難
事
。
在
德
佩
斯
雷
籌
備
翻

譯
《
上
帝
之
城
》
的
過
程
中
，
他
為
了
注
釋
的
編
仲
轍
，
蒐
集
了
至
少
三
＋
冊
手
抄
本
，
與
兩
百
多
種
不
同
的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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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
藉
此
盡
可
能
提
高
其
譯
本
的
「

重
要
性
」
倍
。
不
過
，
出
自
某
冊
十
四
世
紀
手
抄
本

的
一
條
備
注
，
卻
見

證
了
過
程
中
找
尋
某
個
文
本
所
遭
遇
的
困
難
.. 

「
我
付
給
代
筆
的
抄寫
員
十
四
索
，
給
了
旅
店
老
闆
十
德
涅
﹔

在
旅
店
裡
替
我
找
到
範
本
的
人
，
也
拿
了
兩
索
。
」
其
中
，

為
了
答
謝
那
位
在
意
想
不
到
的
地
方
發
現
書
而
通

報
他
的
人
，
所
支
付
的
賞
金
，
令
人
聯
想
起
十
四
世
紀
《
書
之
愛
》
的
作
者
理
查
﹒

德
布
里
，
為
蒐
羅
書
籍
而

奔
波
。
然
而
，
對
於
十
四
、
十
五
世
紀
治
學
之
人
的
難
處
，
也
沒
有
必
要

誇
大
﹔
這
不
過
是
因
為
在
印
刷
術
普

及
之
前
，
文
稿
過
於
稀
有
使

然
。
關
於
十
五
、
十
六
世
紀

藏
書
情
況
的
現
存
資
訊
（
參
見
第
八
章
第
二
節
）
，

當
令
我
們
對
此
一
情
況
的
改
善
，
有
所
了
解
。

在
大
學
採
行
了
新
方
法
，
並
盡
可
能
地
供
應
所
需
的
「
學
術
」
作
品
之
餘

，
大
眾
、
娛
樂
性
的
文
學
讀
物

如
何
生
產
，
仍
然
是
個
問
題
。
在
十
三
世
紀
末

葉
，
一
批
新
的
讀
者
興
起
，
封
建
社
會
亦
同
時

歷
經
緩
慢
、
逐

步
的
改
變
。
中
產
階
級
正
在
成
形
﹔
他
們
發
展
文
藝
文
化
的
潛
力
，
與
既
有
的
貴
族
、
教
士
相
比
，
並
不
遜

色
。
舉
凡
律
師
、
法
庭
的
非
神
職
顧
問
、
政
府
官
員
，
以
及
稍
後
出
現
的
富
商
、
鎮
民
等
，
盡
皆
屬
之
，
且
都

有
閱
讀
的
需
要
﹔
除
了
與
本
業
相
關
的
法
律
、
政
治
、
科
學
書
籍
，
他
們
還
需
要
文
學
書
、
道
德
論
著
、
浪
漫

小
說
與
翻
譯
書
。
這
一
類
的
著
述
題
材
，
可
不
是
為
了
神
職
人
員
而
寫
的
﹔
倒
是
這
些
書
的
作
者
，
有
時
卻
是

教
會
成
員
，
且
通
常
以
方
言
寫
成
。
很
快
地
，
原
創
的
文
學
作
品
（
起
先
多
為
韻
文
，
而
後
出
現
散
文
）
、
過

時
著
作
的
改
寫
版
本
，
乃
至
於
拉
丁
文
鉅
著
與
中
世
紀
經
典
的
翻
譯
本
都
已
經
開
始
生
產
。
要
讓
這
些
新
書
流

通
，
並
滿
足
日
漸
增
長
的
讀
者
群
所
需
，
則
書
本
生
意
的
重
新
組
織
，
也
就
勢
在
必
行
了
。

所
有
關
於
法
國
文
學
史
的
著
作
，
都
同
意
法
語
在
十
二
世
紀
時
已
然
通
行
。
但
文
字
作
品
傳
布
的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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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
又
是
另
外
一
回
事
。
當
時
的
文
學
，
主
要
是
為
了
在
聽
眾
面
前
朗
誦
或
宣
誼
而
作
﹔
畢
竟
早
年
的
讀
者
數
量

不
多
，
不
足
以
支
持
其
他
形
式
的
公
開
發
表
。
在
這
種
條
件
之
下
，
傳
統
文
學
的
一
大
部
分
還
能
繼
續
發
展
，

似
乎
已
令
人
相
當
諾
異
。
雖
然
當
代
的
文
化
中
有
許
多
類
似
的
例
證
’
但
我
們
仍
然
因
為
受
到
了
書
寫
文
化
徹

底
而
深
刻
的
影
響
，
頗
難
想
像
口
語
文
化
要
如
何
代
代
相
傳
、
歷
久
不
衰
。
也
許
，
新
興
於
我
們
這
個
年
代
的

媒
體
，
包
括
廣
播
、
電
視
、
電
影
等
，
更
能
讓
我
們
體
認
，
觀
念
與
著
述
的
傳
遞
，
不
是
非
透
過
印
刷
媒
體
不

可
。

十
一
與
十
二
世
紀
期
間
，
供
人
閱
讀
的
文
字
鮮
少
以
方
言
寫
成
，
但
許
多
口
說
的
文
字
作
品
卻
是
以
方
言

創
作
。
法
拉
爾
他
就
曾
在
著
作
中
，
有
力
地
描
述
了
吟
遊
詩
人
如
何
在
旅
程
中
造
訪
一
座
又
一
座
的
法
國
城

堡
，
吟
唱
、
朗
誦
著
詩
詞
、
浪
漫
故
事
，
與
聖
人
傳
略
。
這
些
多
用
韻
文
寫
成
，
以
便
背
誦
﹔
而
他
們
的
詩

歌
，
常
是
自
己
的
創
作
。
諸
如
作
詩
者
、
作
歌
者
等
別
稱
，
揭
示
了
這
些
人
身
為
文
學
創
作
者
的
角
色
﹔
在
另

一
方
面
，
所
謂
的
抒
情
詩
人
，
則
隸
屬
於
單
一
的
望
族
，
為
領
主
及
其家
族
服
務
，
為
他
們
吟
誦
詩
集
裡
的
作

品
，
或
自
己
寫
的
詩
。
早
期
的
文
字
工
作
者
，
在
受
限
的
環
境
中
發
揮
其
才
學
，
這
點
也
引
發
了
若
干
微
妙
的

難
題
。
一
般
說
來
，
這
些
作
家
不
可
能
對
自
己
的
作
品
保
有
任
何
著
作
權
，
除
非
他
們
不
容
別
人
掠
美
，
不
讓

自
己
以
外
的
任
何
人
獲
悉
創
作
內
容
。
倘
若
他
們
選
擇
藏
私
，
反
而
無
綠
得
享
每
位
藝
術
家
無
不
追
求
的
成
就

感.. 
公
開
自
己
的
作
品
，
一
譏
愈
多
人
欣
賞
愈
好
。
這
兩
個
相
互
衝
突
的
需
求
，
依
創
作
者
個
人
的
物
質
需
要
而

取
捨
，
方
能
兩
全
。
最
佳
的
解
決
之
道
，
則
是
參
酌
古
羅
馬
作
家
的
做
法
，
找
一
位
贊
助
人
﹔
創
作
者
將
作
品

獻
給
他
，
並
視
需
要
於
詩
中
奉
承
這
位
金
主
及
其
家
族
。
找
不
到
贊
助
人
的
話
，
他
也
可
以
把
詩
作
跟
歌
謠
，

逐
字
教
給
其
他
的
時
遊
詩
人
賺
取
酬
金
，
或
把
詩
本
、
歌
本
賣
給
他
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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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如
我
們
所
知
，
到7
十
三
世
紀
末
、
十
四
世
紀
初
，
更
專
門
的
閱
聽
眾
誕
生
了
﹔
更
廣
大
的
一
批
群
眾

興
起
，
其
中
有
讀
者
也
有
聽
眾
。
此
後
，
創
作
者
不
再
煩
惱
如
何
將
作
品
公
諸
於
世

，
得
以
專
心
創
作
或
彙
編

他
們
的
詩
歌
。
但
最
確
定
的
成
功
途
徑
，
仍
是
依
附
於

贊
助
人
。
只
要
能
說
服
某
位
君
王
、
王
儲
或
皇
親
國
戚

接
受
其
詩
歌
禮
讀
，
並
奉
上
豪
華
版
贈
本
，
作
詩
人
不
僅
有
極
大
機
會
獲
得
物
質
報
酬
慰
其
勞
苦
，
更
可
能
欣

見
一
己
作
品
大
為
風
行
。
時
尚
風
潮
，
多
自
上
流
勃
興
.. 
鄙
賤
趨
貴

，
更
是
古
今
皆
然
。
如
果
大
眾
知
悉
某
個

翻
譯
本
，
獲
得
法
國
國
王
垂
青
，
甚
至
是
奉
其
諭
旨
而
譯
，
則
幾
乎
可
以
確
定
，
此
一
譯
本
必
定
洛
陽
紙
貴
，

作
者
也
得
應
外
界
要
求
而
提
供
更
多
贈
本
。
此
時
，
作
家
可
以
聘
請
一
位
抄
寫
員
，
從
原
稿
另
抄
一
膽
本
，
委

其
擔
任
自
己
的
公
開
發
行
人
。
舉
例
來
說
”
，
十
四
世
紀
的
薄
伽
丘
就
曾
將
自
身
近
作
的
豪
華
版
賠
本
，
贈
予

其
友
人
卡
巴
坎
迪
，
並
在
附
上
的
信
件
中
，
表
示
這
份
賠
本
完
成
巴
久
，
卻
一
直
在
他
身
邊
，
只
因
為
他
不
知

該
把
作
品
獻
給
誰
。
最
後
，
他
將
膽
本
寄
贈
友
人
，
希
望
閉
友
在
讀
完
之
後
，
能
讓
親
戚
們
一
同
分
享
閱
讀
之

樂
，
再
看
看
能
否
於
海
外
「
出
版
」
。
事
實
上
，
贊
助
人
的
另
一
項
作
用
，
似
乎
就
在
促
成
發
行
，
只
是
大
家

心
照
不
宣
。
薄
伽
丘
在
將
《
論知
名
女
性
》
題
獻
給
艾
霞
胡
莉
之
餘
，
曾
如
此
寫
道
，
可
為
明
證.. 

「
若
妳
認

為
拙
作
尚
堪
公
諸
眾
人
，
惠
賜
勉
勵
之
語
，
一
且
其
遠
播
海
外
，
咸
信
在
妳
的
庇
薦
下
，
必
能
免
於
妒
忌
者

輕
。
」至

於
更
重
視
物
質
利
益
的
作
家
，
自
然
可
以
留
存
一
份
膳
本
內
文
，
由
此
製
作
更
多
贈
本
求
售
﹔
也
有
些

作
者
親
自
綜
理
所
有
關
乎
公
開
發
行
之
事
，
蒙
斯
的
涯
克
林
泊
即
為
一
例
。
有
時
作
者
會
起
用
代
理
人
或
書

商.. 
尚
高
廉
便
在
譯
完
十
三
世
紀
杜
朗
的
《
聖
事
論
》
後
，
將
譯
本
售
予
書
商
德
特
雷
伍
，
授
權
此
君
「
以
自

身
名
義
，
代
表
尚
高
廉
先
生
」
轉
賣
給
奧
爾
林
公
爵
的
男
僕
，
好
獻
給
他
的
主
子
，
時
為
三
二
九
五
年
。
這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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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
本
乃
是
二
十
年
前
，
尚
高
廉
為
查
理
五
世
所
譯
咽
。

十
四
及
十
五
世
紀
，
贊
助
人
制
度
廣
為
流
行
﹔
至
少
，
用
這
種
方
法
催
生
一
件
新
作
，
不
成
問
題
。

這
解

釋
了
為
何
作
者
的
作
品
初
版
或
說
贈
脂
本
，
有
時
能
麗
得
國
王
或
王
子
高
額
的
酬

賞
，
但
此
後
製
作
的
賠
本
，

賣
得
的
價
錢
卻
低
上
許
多
，
就
連
豪
華
本
也
不
例
外
。
從
當
時
的
經
濟
觀
點
來
看
，
初
版
的
問
世
，
意
味
作
者

已
將
著
作
權
行
使
完
畢
，
即
便
只
製
作
一
部
贈
本
也

一
樣
﹔
至
於
爾
後
，
作
者
對
作
品
即
不
再
握
有
權
利
。
於

是
乎
，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
贊
助
人
制
度
便
一
譯
文
壇
人
士
得
藉
搖
筆
桿
來
謀
生

.. 
作
家
為
此
付
出
的
代
價
，
就
是

不
管
發
表
什
麼
，
都
不
能
讓
贊
助
人
不
悅
，
而
面
對
日
益
增
加
的
閱
眾
，
還
得
同
時
投
其
所
好
了
尤
有
甚

者
，
直
接
依
贊
助
人
命
令
製
作
書
本
的
情
況
，
也
頗
為
頻
繁
。
查
理
五
世
便
是
一
例
，
受
他
獎
賞
的
譯
者
多
達

數
人
。
當
他
基
於
政
治
改
革
的
目
的
，
要
求
諜
臣
與
官
員
研
讀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政
治
學
γ

《
經
濟
學
》
與

《
倫
理
學
》
時
，
他
便
命
令
奧
雷
姆
翻
譯
這
些
著
作
﹔
自
一
三
六
九
年
開
始
，
至
一
三
七
二
年
譯
畢咽
。

一
旦
著
作
完
成
，
並
將
「
初
版
」
獻
給
贊
助
人
，
不
論
書
本
是
依
金
主
吩
咐
作
成
，
抑
或
由
對
方
當
成
禮

物
收
下
，
稍
後
的
公
開
發
行
，
則
由
抄
寫
員
與
書
商
來
安
排
。
這
個
過
程
的
早
期
階
段
，
作
者
至
少
還
能
參

與
﹔
至
於
兩
造
通
常
在
何
種
條
件
下
達
成
協
議
，
目
前
尚
無
清
楚
解
答
。
相
較
於
上
個
世
紀
的
時
遊
詩
人
，
當

時
的
作
家
似
乎
沒
有
更
大
的
金
錢
動
機
來
促
成
自
己
的
作
品
儘
快
發
行
，
因
為
只
要
書
一
出
，
就
不
歸
他
所
有

了
。
但
反
過
來
說
，
他
也
不
願
意
繼
續
地
籍
籍
無
名
下
去
。
他
必
須
在
這
兩
個
相
對
的
利
益
之
間
斟
酌
、
拿

捏
。

對
於
大
學
以
外
的
書
本
生
意
，
我
們
所
知
甚
少
，
但
我
們
知
道
，大
學
所
任
命
的
書
商
，
還
是
可
以
私
下

跟
個
別
的
客
戶
做
買
賣
，
且
這
種
時
候
不
受
相
同
規
範
的
極
桔
（
我
們
如
此
推
論
，
是
因
為
相
關
規
範
對
此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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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
一
詞
）
。
相
當
確
定
的
是
，
法
國
從
十
二
世
紀
末
開
始
，
英
國
則
從
十
四
世
紀
初
開
始
嗨
，
便
存
在
若
干
抄
書

坊
，
聘
雇
抄
寫
員
、
以
當
地
方
言
製
作
書
本
﹔
這
些

書
本
的
販
售
，
與
令
日
的
印
刷
書
無
異
。

即
便
是
保
有
專
屬
繕
寫
室
的
貴
族
成
員
，
也
會
利
用
這
種
管
道
購
書
。
像
員
瑞
公
爵
，
除
了
經
常
向
他
收

留
、
資
助
的
藝
術
家
訂
購
豪
華
本
書
籍
外
，
也
會
向
書
商
購
買
同
樣
高
品
質
的
手
抄
贈
本
。
舉
例
來
說
，
就
我

們
所
知
，
他
曾
在
一
四
O
三
年
，
自
一
位
名
叫
杜
蒙
鐵
泊
的
書
商
處
，
購
買
以
散
文
寫
成
的

《亞
瑟
王
傳
奇
》

手
抄
本
。
現
存
紀
錄
顯
示
，
這
本
書
不
但
購
自
書
商
處
，
而
且
不
是
在
接
獲
命
令
之
後
才
製
作
：
這
證
明
了
當

時
雅
好
豪
華
本
書
籍
的
客
戶
群
，
已
經
龐
大
到
二
疋
程
度
，書
賈
即
便
不
確
定
誰
會
來
買
，
仍
願
以
可
觀
的
成

本
（
該
書
售
價
三
百
金
盾
）
，
預
先
訂
製
手
抄
本
。
客
戶
的
增
加
帶
來
需
求
的
成
長
，
並
促
使
抄
寫
員
與
相
關

匠
人
將
生
產
方
式
合
理
化
、
分
工
化
，
以
提
高
產
能
。

在
此
之
前
許
久
，
修
院
的
繕
寫
室
裡
，
已
然
發
展
出
某
種
程
度
的
分
工
二
部
分
的
僧
侶
專
門
抄
書
，
其

他
的
則
負
責
工
筆
彩
飾
，
各
依
專
長
分
激
妥
當
。
但
早
期
的
抄
寫
員
與
彩
飾
師
傅
仍
然
並
肩
作
業
，工
作
時
經

常
是
不
分
闊
的
。
到
了
俗
世
時
代
，
分
隔
式
的
工
作
坊
愈
來
愈
普
、遍
，
抄
寫
員
同
在
一
個
房
間
裡
作
業
，
朱
筆

師
傅
（
專
以
朱
紅
彩
墨
描
繪
標
題
字
樣
或
大
寫
字
母
的
匠
人
）
可
能
在
另
外
一
間
，
而
彩
飾
師
傅
又
在
別
間
。

這
麼
一
來
，
清
楚
可
辨
的
生
產
線
，
漸
漸
產
生
雛
形
，
參
與
其
事
的
許
多
師
傅
，
各
自
有
著
特
定
的
任
務
。

發
展
至
此
，
其
他
相
關
工
作
所
需
的
原
料
，
也
鮮
少
在
抄
書
坊
裡
進
行
加
工
。
國
庫
紀
錄
顯
示
，
新
購
得

的
羔
憤
皮
，
通
常
尚
未
經
過
任
何
處
理
，
必
須
經
由
專
業
匠
人
之
手
，
加
以
打
薄
、
除
毛
以
及
漂
白
。
每
一
項

作
業
的
工
錢
，
通
常
分
開
來
列
帳
。
而
在
抄
寫
員
膳
寫
完
畢
後
，
朱
筆
師
傅
便
描
上
起
始
字
母
或
章
節
標
題
。

接
下
來
，
可
能
由
另
一
位
專
門
的
工
匠
，
處
理
必
要
的
大
寫
字
飾
，
或
染
色
、
或
添
飾
、
或
紋
圖
。
這
位
匠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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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
至
不
讀
內
文
，
故
為
避
免
作
業
延
﹛
石
或
遲
疑
，
抄
寫
員
會
在
應
該
添
上
首
字
母
的
留
白
處
，
刻
上
一
個
小
小

的
提
示
字
母
，
也
就
是
所
謂
的
「
待
飾
字
母
」
。
這
就
足
以
證
明
，
製
書
乃
是
分
階
段
完
成
的
。

書
頁
的
彩
飾

工
作
如
須
補
強
，
接
下
來
才
會
進
行
。
關
於
這
項
工
藝
，
歷
來
有
不
少
深
度
研
究
﹔
而
我
們
長
期
以
來
對

這
種

技
藝
組
織
的
深
刻
了
解
，
都
得
歸
功
於
本
書
作
者
馬
爾
坦
的
探
究
了
不
過
，
此
處
我
們
所
解
釋
的
，
僅
限
於

當
時
如
何
將
分
階
段
生
產
，
引
進
這
個
領
域
，
一
如
其
他
工
藝
的
發
展
。

彩
飾
師
傅
的
工
作
室
，
與
抄
寫
員
是
分
開
的
。
後
者
除
了
抄
寫
工
作
，
還
負責
將
書
本
所
需
的
插
圖
，
提

示
予
查
工
知
悉
。
抄
寫
員
於
空
，
白
處
寫
下
的
指
示
，
在
現
存
的
手
抄
本
上
面
，
大
都
已
經
看
不
見
，
然
而
十
九

世
紀
的
李
歐
波
﹒
德
里
斯
雷
n

卻
找
到
了
數
個
例
子
。
這
些
指
示
似
乎
都
很
簡
短

l

︱
像
是
「
教
宗
在
寶
座

上
」
、
「
兩
個
僧
侶
」
、
「
騎
馬
的
女
子
」
等
等
。
然
後
，
由
首
席
畫
工
率
先
接
手
，
決
定
畫
中
景
物
與
尚
像
的

細
節
？
如
果
這
不
是
什
麼
甚
為
昂
貴
的
手
抄
本
，
他
只
消
以
鉛
筆
打
個
大
概
的
草
稿
，
藉
此
提
點
他
的
門
生

們
把
圖
畫
完
，
也
就
足
夠
了
﹔
這
些
門
生
對
繪
圖
的
規
矩
相
當
了
解
，
之
前
亦
經
過
上
千
次
的
練
習
。
也
就
是

說
，
十
五
世
紀
初
期
的
彩
飾
師
傅
工
作
室
，
不
僅
能
製
作
如
「
羅
昂
版
」
（
即
分
封
在
羅
昂
地
區
的
貴
族
所
使

用
者
）
那
般
偉
大
的
時
辰
禱
書
傑
作
，
也
能
大
量
生
產
平
裝
書
﹔
書
中
的
畫
風
屬
於
哪
位
師
傅
，
大
致
可
以
辨

識
，
唯
書
本
本
身
顯
然
還
是
廉
價
贈
本
。
如
果
書
本
所
採
用
的
風
格
，
需
要
特
殊
手
藝
的
點
綴
，
就
算
主
要
的

手
工
完
成
了
，
仍
然
需
要
交
由
其
他
的
專
門
工
匠
來
負
責
處
理
底
色
﹔
其
體
而
言
，
這
部
分
的
工
作
包
括
打
上

金
底
（
可
能
襯
上
圓
圓
或
網
點
，
也
可
能
沒
有
）
，
或
是
加
上
棋
盤
格
紋
路
等
。

正
因
為
這
種
種
作
業
的
多
樣
性
與
複
雜
性
，
製
作
一
冊
書
所
牽
涉
的
驚
人
工
作
量
，
常
為
史
家
所
強
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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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此
觀
點
當
然
有
它
的
道
理
，
但
我
們
不
宜
以
偏
概
全
，
認
為
製
書
盡
皆
如
此
。
一
件
極
盡
華
麗
的
作
品
，
本

身
就
是
藝
術
品
，
其
欣
賞
價
值
大
過
實
用
功
能
，
旦
得
花
上
數
個
月
，
甚
至
數
年
才
能
完
成
，
價
格
更
是
不

菲
﹔
員
瑞
公
爵
是
那
個
年
代
裡
最
重
要
的
愛
書
人
，
他
的
名
貴
藏
書
大
抵
都
是
如
此
。
可
是
，
許
多
其
他
的

書
，
譬
如
在
十
四
、
十
五
世
紀
的
歐
洲
，
到
處
都
用
得
著
的
、
不
同
版
本
的
時
辰
情
書
，
無
需
傲
人
的
財
力
也

能
負
擔
，
且
書
中
仍
然
不
乏
彩
飾
與
點
綴
。
這
些
時
辰
情
書
的
生
意
，
幾
乎
都
由
某
些
特
定
的
專
鬥
工
坊
所
壟

斷
﹔
更
重
要
的
是
，
這
些
工
坊
的
分
工
精
巧
，
省
下
不
少
工
時
，
並
因
此
促
成
了
大
量
製
作
。
法
蘭
德
斯
（
位

於
現
在
的
比
利
時
、
荷
蘭
、
法
國
北
部
沿
海
一
帶
）
即
有
這
類
工
作
室
的
存
在
。
透
過
德
萊
謝
的
考
證
，
我
們

得
以
知
悉
彩
飾
師
傅
如
何
替
每
個
主
要
的
宗
教
節
慶
（
如
耶
穌
誕
生
日
、
天
使
報
喜
日
等
）
，
生
產
出
相
同
、

規
則
的
圓
樣
，
而
抄
寫
員
則
把
各
教
區
各
自
的
行
事
曆
分
別
記
下
，
這
麼
一
來
，
不
同
教
區
的
時
辰
禱
書
，
其

內
容
相
同
的
部
分
，
就
能
佐
以
一
樣
的
節
慶
圖
。

彩
飾
師
傳
為
了
依
單
一
原
稿
製
作
出
許
多
份
摹
本
，
甚
至
發
展
出
了
最
佳
流
程
。
根
據
本
書
作
者
馬
爾
坦

的
研
究
，
從
十
四
世
紀
開
始
，
這
些
工
匠
採
用
一
種
以
樹
脂
為
底
的
摹
圖
紙
，
藉
此
以
單
一
的
「
草
圖
」
或
底

樣
，
做
出
一
模
一
樣
的
摹
本
。
草
圖
原
稿
是
種
彌
足
珍
貴
的
資
源
，
是
以
彩
飾
師
傅
指
控
同
儕
竊
占
草
園
，
引

發
爭
吵
甚
至
鬥
毆
者
，
時
有
所
聞
。
此
種
摹
繪
方
法
，
並
非
僅
限
於
時
辰
禱
書
的
製
作
。
法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裡
’
編
號
三
七
／
三
－

0
、
收
錄
亞
瑟
王
時
代
掌
故
的
手
抄
本
，
正
是
從
阿
森
諾
爾
侯
爵
圖
書
館
的
一
份
手

稿
複
製
而
來
。
兩
者
的
書
葉
碼
（
有
別
於
頁
碼
）
、
插
圖
的
主
題
，
以
及
內
文
為
預
留
插
圖
空
間
而
分
段
的
位

置
，
盡
皆
相
同
。
萊
夫
亭
克
在
荷
蘭
的
研
究
結
果
，
由
薩
瑪
蘭
於
一
九
五
五
年
的
法
國
歷
史
學
會
議
上
發
表
之

後
詞
，
我
們
始
對
製
書
坊
採
用
此
法
的
產
能
表
現
，
了
解
更
深
。
萊
登
大
學
收
藏
的
一
份
手
抄
本
，
裡
面
收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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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份
作
於
一
四
三
七
年
、
名
為
《
八
文
士
集
》
的
作
品
集
，
其
中
便
以
法
關
德
斯
語
提
及
，
某
人
曾
向
製

書
坊

的
首
席
抄
寫
員
訂
購
書
本
，
且
幾
乎
可
以
隨
定
買
方
的
身
分
為
批
發
書
商
。
這
筆
訂
單
要
求
的
踏
本
為
數
甚

多
，
其
中
包
含
的
文
本
各
不
相
同
，
但
皆
屬
文
學
院
用

書
的
一
部
分.. 
《
聖
詠
集
》
懺
悔
t
篇
兩
百
本
（
天
主

教
堂
經
中
的
《
聖
詠
集
》
即
基
督
新
教
所
稱
《詩
篇
》
）
、
卡
圍
所
著
《
雙
行
訓
》
的
法
蘭
德
斯
譯
本
兩
百
本
，

以
及
祈
禱
小
書
四
百
本
。
如
此
龐
大
的
數
量
，
已
堪
稱
真
正
的
出
版
。

故
從
十
三
世
紀
中
葉
起
，
抄
寫
員
面
對
與
日
俱
增
的
需
求
，
不
得
不
改
善
製
作
方
法
﹔
這
就
使
得
一
些
工

坊
的
作
業
，
與
近
代
標
準
化
的
量
產
更
加
相
似
。
利
用
散
裝
出
借
系
統
，
他
們
成
功
地
複
製
大
學
的
教
科
書
，

同
時
也
避
開
了
以
訛
傳
訛
、
重
樓
錯
誤
的
風
險
。
透
過
大
型
工
作
室
作
業
的
分
工
合
理
化
，
工
匠
得
以
大
量
製

作
手
冊
、
初
階
教
科
書
，
與
文
學
書
籍
（
名
著
翻
譯
、
騎
士
史
詩
的
散
文
版
、
宮
廷
浪
漫
故
事
等
）
。
其
中
最

常
見
者
，
莫
過
於
中
產
階
級
家
庭
必
備
的
信
仰
作
品
，
因
為
那
是
當
時
普
遍
的
結
婚
贈
禮
。
成
書
於
三
二
五
六

‘

年
的
《
曼
德
威
爾
爵
士
遊
記
》
，
甚
至
在
印
刷
成
眾
多
不
同
的
版
本
之
前
，
已
然
廣
獲
傳
抄
，
現
存
的
兩
百
五

十
本
手
抄
本
，
分
別
以
不
同
語
文
抄
膽
而
成.. 
德
語
、
荷
語
本
計
七
十
三
本
、
法
語
三
十
七
本
、
英
語
四
十

本
、
拉
丁
文
五
十
本
﹔
至
於
西
語
、
義
語
、
丹
麥
語
、
捷
克
語
、
愛
爾
蘭
語
的
譯
本
，
更
不
在
話
下
。
這
些
膳

本
皆
流
通
於
十
五
世
紀
的
早
期
訝
。

總
而
言
之
，
抄
寫
員
與
書
記
的
工
作
，
可
謂
替
後
來
的
印
刷
匠
預
先
鋪
了
路
。
第
一
批
印
刷
品
出
現
的
前

夕
，
對
書
本
的
需
求
日
見
殷
切
，
顯
而
易
見
.. 
在
新
興
的
社
會
階
級
，
即
商
人
與
中
產
階
級
間
，
尤
其
如
此
。

十
五
世
紀
前
半
，
這
些
新
貴
同
時
也
是
許
多
全
新
技
術
（
鼓
風
爐
即
為
一
例
）
的
發
明
者
與
受
惠
者
。
論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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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
印
刷
術
乃
是
技
術
發
展
的
成
果
﹔
其
造
成
的
影
響
和
後
果
，
在
發
展
之
初
，
質
難
預
見
。
本
書
將
於
稍
後

揭
示
印
刷
如
何
誕
生
，
並
論
及
其
種
種
影
響
l

︱
直
接
的
，
與
始
料
未
及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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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什
麼
第
一
本
印
刷
書
出
現
在
這
個
節
骨
眼
上
，
約
當
十
五
世
紀
的
中
葉
？
為
什
麼
從
亞
維
農
到
美
因

茲
、
從
哈
倫
到
史
特
拉
斯
堡
，
每
一
個
地
方
的
人
，
都
為
了
以
機
械
方
法
大
量
生
產
手
抄
本
而
彈
精
竭
慮
？
其

動
機
是
否
純
粹
基
於
「
知
」
的
需
求
？
可
以
確
知
的
是
，
那
個
時
代
的
學
者
，
即
今
日
我
們
稱
之
為
人
文
主
義

者
的
偉
大
讀
者
，
經
常
尋
覓
著
圖
書
館
裡
稀
少
、
四
散
的
古
書
膀
本
。
想
當
然
耳
，
能
以
低
廉
成
本
大
量
發
行

膳
本
的
新
技
術
，
也
是
他
們
的
夢
想
。
若
少
了
如
此
迫
切
的
動
機
，
只
怕
還
研
究
不
出
印
刷
術
這
種
解
決
問
題

的
辦
法
。
當
然
了
，
十
五
世
紀
之
初
，
許
許
多
多
的
變
化
正
在
孕
育
，
令
人
不
得
不
更
積
極
地
思
考
，
該
如
何

改
良
手
抄
本
的
供
給
，
滿
足
愈
來
愈
龐
大
的
需
求
。
從
大
學
創
立
的
十
三
世
紀
起
，
新
的
需
求
便
發
展
起
來
，

希
望
能
擁
有
更
多
的
手
抄
本
。
然
而
，
縱
有
學
術
、
教
育
風
氣
再
度
鼎
盛
，
手
抄
本
產
業
卻
只
有
小
幅
進
步.. 

例
如
散
裝
出
借
系
統
一
議
珍
貴
的
原
始
膳
本
更
常
流
通
，
而
縮
寫
的
應
用
則
提
升
了
抄
寫
的
速
度
。
書
本
畢
竟
還

是
得
靠
人
親
手
寫
成
。

以
機
械
大
量
複
製
所
需
的
資
源
，
早
年
並
不
存
在
。
當
時
最
欠
缺
的
，
基
本
而
言
，
也
許
是
製
作
活
字
的

技
術
。
要
製
作
出
單
一
的
字
母
（
一
顆
「
字
粒
」
）
，
得
用
金
屬
的
陽
文
字
範
，
在
另
一
塊
質
地
較
軟
的
金
屬
塊

上
，
以
高
精
準
度
敲
擊
出
一
個
陰
文
字
摸
，
再
用
此
字
模
澆
鑄
成
型
，
且
字
粒
須
採
適
當
的
合
金
為
原
料
﹔
凡

此
種
種
，
說
明
了
這
種
新
技
藝
為
何
是
由
金
匠
所
研
發
。
不
過
，
若
說
鑄
字
遲
至
十
四
世
紀
才
開
始
發
展
，
是

第
一
章

前
奏.. 
紙
張
傳
入
歐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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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為
在
這
之
前
存
在
某
些
技
術
上
的
阻
力
，
卻
又
不
符
事
實
。
同
樣
的
道
理
，
印
刷
作
業
一
詞
涵
蓋
的
所
有
流

程
，
諸
如
組
合
活
字
、
上
油
墨
、
操
作
印
刷
機
（
如
果
非
用
機
器
不
可
的
話
）
等
，
若
有
絕
對
的
需
求
，
理
應

在
古
騰
堡
之
前
就
發
展
起
來
。
由
此
可
知
，
當
時
欠
缺
的
並
不
是
按
術
’
而
是
印
刷
的
媒
介
，
也
就
是
︱
︱

紙
。

我
們
所
說
的
印
刷
「
工
業
」
一
詞
，
是
在
十
九
世
紀
初
，
自
動
化
的
機
械
印
刷
問
世
之
後
，
始
為
人
所

用
﹔
論
其
本
源
，
它
是
一
種
講
求
技
藝
的
行
業
，
而
且
少
了
「
紙
」
，
便無
由
誕
生
。
如
果
只
能
以
獸
皮
當
媒

介
，
油
墨
吸
收
不
充
分
，
活
字
印
刷
又
有
什
麼
用
？
更
何
況
在
皮
革
當
中
，
平
坦
度
與
柔
軟
度
堪
為
印
刷
機
所

用
的
，
也
只
有
最
昂
貴
的
幼
獸
皮
了
。
造
紙
術
是
在
十
二
世
紀
，
從
中
國
經
阿
拉
伯
西
傳
歐
洲
，
而
一
直
到
了

十
四
世
紀
晚
期
，
紙
張
才
在
歐
洲
廣
泛
應
用
﹔
也
就
是
說
，
如
果
當
時
沒
有
紙
張
的
催
生
，
只
怕
印
刷
術
也
發

明
不
出
來
。

一
、
紙
的
進
程

十
二
世
紀
時
，
一
種
新
的
「
羊
皮
」
’
透
過
商
人
與
阿
拉
伯
國
家
的
交
易
，
在
義
大
利
現
蹤
。
當
時
的
紙

張
，
具
有
與
羊
皮
相
當
不
同
的
表
面
特
質
。
它
比
較
脆
弱
，
以
碎
布
為
基
本
成
分
，
外
觀
令
人
聯
想
起
棉
吊

（
曾
有
好
一
段
時
間
，
歐
洲
人
以
為
紙
張
也
是
棉
製
品
）
，
而
且
很
容
易
撕
裂
開
。
起
初
它
只
被
當
成
劣
等
的
羊

皮
替
代
品
，
後
來
則
開
始
被
廣
為
接
受
，
甚
至
在
某
些
用
途
上
具
有
優
勢
：
用
來
書
寫
不
須
長
期
保
存
的
文

件
、
當
成
信
紙
，
或
是
暫
時
記
下
草
稿
、
公
文
以
供
人
重
膽
。
紙
張
自
西
班
牙
的
阿
拉
伯
人
統
治
區
傳
入
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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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先
出
現
在
熱
納
亞
﹔
而
當
地
的
速
記
員
，
除
了
用
它
做
紀
錄
，
有
時
甚
至
直
接
在
老
舊
阿
拉
伯
手
抄
本
的
空

白
處
塗
鴉
起
來
。
不
多
時
，
整
細
整
姻
的
紙
張
，
開
始
運
抵
義
大
利
的
各
個
港
埠
詣
。
許
多
歐
洲
國
家
的
總
理

官
署
，
偶
爾
也
使
用
這
種
新
的
書
寫
材
料
﹔
但
由
於
它
脆
弱
、
不
耐
久
，
統
治
者
禁
止
用
它
來
頒
布
諭
令
。
西

西
里
的
羅
傑
便
曾
於
一
一
四
五
年
下
詔
宣
布
：
先
王
時
代
的
特
許
令
，
凡
寫
於
棉
草
紙
之
上
者
，
皆
應
重
贈
至

羊
皮
上
，
並
將
紙
本
逕
行
銷
毀
。
而
在
三
三
三
年
，
神
聖
羅
馬
帝
國
的
聯
特
烈
二
世
，
更
嚴
禁
以
紙
張
膽
錄

公
共
法
案
了
縱
有
禁
令
如
此
，
紙
張
的
地
位
依
舊
確
立
，
而
義
大
利
也
開
始
出
現
紙
廠
。
十
四
世
紀
早
期
，

法
彼
雅
諾
一
帶
即
有
若
干
造
紙
業
者
。
此
種
產
業
能
在
當
地
發
展
，
端
賴
兩
股
助
力
﹔
而
這
兩
股
助
力
同
時
也

是
造
紙
術
傳
攝
西
歐
的
原
因
叮
首
先
是
技
術
性
的
助
力
：
早
在
十
一
世
紀
或
是
更
早
之
前
，
歐
洲
人
便
懂
得
利

用
槓
桿
裝
置
，
將
磨
臼
的
轉
動
化
為
反
覆
的
雙
向
運
動
﹔
這
項
技
術
革
新
，
讓
一
些
早
期
工
業
得
以
突
飛
猛

進
。
在
法
彼
雅
諾
，
造
紙
人
依
此
原
理
，
把
阿
拉
伯
人
用
以
研
磨
碎
布
的
石
磨
換
成
大
木
槌
’
不
僅
提
高
產

量
、
降
低
成
本
，
也
提
升
了
紙
的
品
質
”
。
另
一
股
助
力
則
與
中
世
紀
末
期
，
亞
麻
和
大
麻
的
種
植
轉
趨
普

遍
，
以
及
亞
麻
布
取
代
羊
毛
成
為
內
衣
原
料
有
關
。
在
紙
張
使
用
漸
趨
普
遍
的
狀
況
下
，
這
種
變
化
，
讓
造
紙

的
破
布
原
料
更
為
便
宜
，
數
量
也
更
多
。

有
了
這
些
利
多
因
素
，
法
彼
雅
諾
的
造
紙
生
意
愈
發
蓬
勃
﹔
到
了
一
三
五
四
年
，
連
法
學
家
巴
托
魯
司
都

曾
提
及
這
個
位
於
安
科
納
附
近
、
造
紙
品
質
最
佳
的
「
知
名
小
鎮
」
。
為
了
提
振
品
質
與
產
量
，
這
些
造
紙
業

者
探
求
更
好
的
生
產
方
式
﹔
他
們
不
僅
率
先
以
長
柄
槌
取
代
老
式
石
磨
，
更
以
動
物
膠
取
代
植
物
膠
’
藉
此
改

善
紙
漿
的
黏
著
度
。
在
此
之
前
，
阿
拉
伯
人
使
用
植
物
膠
’
紙
張
表
面
遂
如
棉
鼎
。
如
今
，
他
們
則
仔
細
處
理

表
面
，
由
專
門
的
匠
人
主
持
其
事
。
此
外
，
每
家
造
紙
廠
皆
有
專
麗
的
浮
水
印
，
這
種
約
定
俗
成
且
多
半
真
備

’,l 



45 第一章 前奏：紙張傳入歐洲

象
徵
性
的
標
誌
’
係
用
以
識
別
彼
此
產
品
。
此
類
圓
印
，
反
映
了
這
種
新
書
寫
媒
介
的
因
地
制
宜
，
與
歐
洲
的

慣
例
相
符
訝
。

十
四
世
紀
的
下
半
，
造
紙
業
者
不
甘
坐
困
法
彼
雅
諾
一
地
，
向
弗
特
里
、
帕
度
阿
、
特
雷
維
索
與
熱
納
亞

等
地
擴
張
。
很
快
地
，
他
們
建
立
起
另
外
兩
個
造
紙
中
心
，
分
別
位
於
熱
納
亞
附
近
的
利
古
利
亞
地
區
，
以
及

當
時
隸
屬
威
尼
斯
共
和
國
的
加
達
湖
畔
。
義
大
利
商
人
，
乃
是
將
紙
張
傳
遍
全
歐
的
倡
導
主
力
，
其
中
又
以
倫

巴
底
裔
者
為
最
。
布
里
奎
在
他
的
力
作
《
浮
水
印

》
中
指
出
，

三
二
六
二
到
一
三
八
六
年
間
，
雄
鷹
展
翅
的
浮

水
印
圖
案
，
不
僅
在
義
大
利
很
普
遍
，
亦
於
荷
蘭
、
比
利
時
流
通
”
﹔
另
外
根
據
法
彼
雅
諾
造
紙
商
迪
安
布
羅

要
於
一
三
六
五
年
前
後
寫
下
的
手
札
，
他
一
度
遠
赴
法
諾
、
佩
魯
嘉
等
地
販
售
自
家
產
品
。
除
了
取
道
托
斯
卡

尼
沿
海
的
小
港
都
塔
拉
摩
納
前
往
威
尼
斯
之
外
，
他
也
曾
經
由
艾
格
莫
何
特
前
往
蒙
貝
利
耶
。
據
考
證
，
他
在

一
三
六
五
年
的
十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
將
重
約
一
千
三
百
三
十
三
公
斤
的
紙
張
二
十
姻
，
出
口
至
蒙
員
利
耶
。
短

短
三
年
半
的
時
間
內
，
此
君
即
從
塔
拉
摩
納
港
運
出
兩
百
四
十
細
的
紙
張
，
重
約
一
萬
四
千
一
百
七
十
五
公

斤
”
。到

這
個
時
候
，
紙
張
開
始
在
各
地
取
代
羊
皮
。
十
三
世
紀
晚
期
的
法
國
南
部
，
紙
張
已
然
移
作
官
方
用

途
﹔
一
一
一
四
八
年
，
不
僅
馬
賽
的
速
記
員
使
用
紙
張
，
朗
格
多
克
的
地
方
部
會
長
官
亦
然
。

從
一
二
四
三
到
四

八
年
，
普
瓦
捷
伯
爵
雅
豐
瑟
壓
下
的
官
員
，
用
的
也
是
紙
﹔
而
一
二
七
二
到
二
－

t
四
年
間
，
土
魯
斯
當
地
關

於
王
室
官
員
的
紀
錄
，
同
樣
以
紙
張
來
記
載
。
此
後
不
多
時
，
紙
張
的
使
用
便
在
瑞
士
普
遍
起
來
，
並逐
漸
傳

往
法
國
北
部
。
在
那
裡
，
總
理
官
署
的
人
員
，
曾
於
二
二
四
0
年
使
用
一
冊
紙
製
的
會
議
記
錄
本
﹔
時
至
今

日
，
這
本
簿
子
仍
由
巴
黎
的
公
共
文
書
局
典
藏
于
同
時
，
紙
張
的
妙
用
也
傳
到
了
低
地
諸
國
（
即
今
日
的
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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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盧
三
國
）
與
德
國
﹔
相
形
之
下
，
威
尼
斯
的
商
業
圈
子
，
則
早
就
接
納
了
這
種
趨

勢
。

除
此
之
外
，
部
分
置
身
海
外
、
亟
欲
拓
展
業
務
的
義
大
利
商
人
，
因
為
預
期
紙
張
的
需
求
將
再
成
長
，
遂

鼓
勵
老
家
的
造
紙
能
手
離
開
祖
國
，
遠
赴
異
鄉
傳
授
技
藝
，
從
而
促
成
造
紙
術
在
義
大
利
之
外
的
地
方
生
恨
。

就
我
們
所
知
，
十
四
世
紀
左
右
，
即
有
原
始
的
造
紙
廠
出
現
在
法
國
特
魯
瓦
區
、
孔
塔
弗
內
森
，
乃
至
於
巴
黎

周
邊
的
科
爾
員
、
埃
松
恩
與
聖
克
盧
﹔
到
十
五
世
紀
中
，
法
國
在
造
紙
方
面
已
經
自
給
自
足
，
香
慣
地
區
更
建

立
起
出
口
紙
業
徊
。
至
於
西
班
牙
、
英
格
蘭
、
低
地
諸
國
、
奧
地
利
與
德
國，
則
持
續
使
用
義
大
利
所
出
口
的

紙
張
，
雖
然
德
國
與
瑞
士
已
經
擁
有
紙
廠
，
但
直
至
印
刷
術
發
明
之
際
，
德
國
境
內
營
運
中
的
造
紙
廠
依

舊
寥

寥
可
數
。
當
時
，
所
有
商
業
重
鎮
的
倉
庫
，
都
固
積
著
義
大
利
的
紙
，
而
舊
時
人
們
對
紙
張
那
種
揮
之
不
去
的

偏
見
，
也
早
在
大
約
五
十
年
前
即
告
消
萌
﹔
倒
是
手
抄
本
，
長
期
以
來
還
是
書
寫
在
羔
檔
皮
之
上
。
習
慣
使
然

嗎
？
也
許
。
不
過
，
若
以
恆
久
保
存
為
主
要
考
量
，
經
歷
長
久
考
驗
的
書
寫
材
質
，
總
是
比
較
占
便
宜
。
熱
爾

松
於
一
四
一
五
年
，
以
其
耐
用
程
度
不
若
羔
嘴
皮
為
由
，
反
對
在
紙
上
抄
贈
文
字
，
亦
是
受
此
考
量
所
影

響
訕
。
然
而
那
時
紙
張
已
在
競
爭
中
勝
出
，
像
這
樣
的
呼
籲
，
聽
來
反
倒
是
懷
舊
意
味
居
多
。
印
製
書
籍
所
不

可
或
缺
的
先
決
條
件
之
一
，
至
此
實
現
。

二
、
造
紙
術
成
長
的
先
決
條
件.. 
自
然
的
與
工
業
的

那
些
成
為
造
紙
重
鎮
、
供
應
印
刷
需
求
的
地
區
，
所
真
備
的
特
徵
’
值
得
研
究
。
造
紙
廠
的
位
置
對
印
刷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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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
的
設
置
地
點
，
所
帶
來
的
影
響
，
以
及
印
刷
的
新
發
明
對
紙
的
生
意
造
成
什
麼
樣
的
刺
激
，
也
有
探
討
的
必

要
。
但
在
切
入
這
些
課
題
之
前
，
我
們
得
先
確
定
以
下
的
問
題
：
要
設
立
一
家
紙
廠
，
必
須
要
有
哪
些
條
件
？

首
先
，
紙
到
底
是
乍
說
恤
做
出
來
的
？
從
十
四
到
十
八
世
紀
，
造
紙
流
程
少
有
變
化
﹔
十
七
世
紀
末
葉
，
搗

筒
取
代
了
原
本
的
長
柄
槌
’
是
此
間
唯
一
的
主
要
進
展
詣
。
紙
的
原
料
是
破
布
，
乃
購
自
於
專
門
的
商
人
﹔
他

們
把
四
處
收
來
的
破
布
攜
往
紙
廠
，
接
受
分
類
。
欲
製
作
最
高
級
的
紙
張
，
尤
其
是
印
刷
用
紙
，
白
色
的
薄
布

是
最
重
要
的
原
料
，
而
且
必
須
與
纖
維
較
組
者
分
開
。
分
類
之
後
，
須
將
破
布
浸
泡
﹔
浸
泡
前
先
切
成
小
碎

塊
，
再
置
於
地
害
或
類
似
的
地
點
，
直
到
濕
布
發
酵
。
在
此
一
過
程
中
，
油
膩
的
物
質
會
排
出
，
纖
維
質
也
會

逐
漸
分
離
出
來
。
然
後
，
這
些
原
料
被
送
往
磨
坊
處
理
﹔
這
些
磨
坊
大
都
由
研
磨
穀
類
的
水
車
磨
坊
改
裝
而

成
。
在
水
車
帶
動
的
主
輪
軸
上
，
連
接
著
許
多
小
槓
桿
’
帶
動
小
隻
的
長
柄
槌
二
上
一
下
地
擊
打
著
搗
槽
內

甫
經
處
理
的
爛
碎
布
。
這
個
預
先
分
解
階
段
所
使
用
的
槌
子
，
會
裝
上
釘
子
或
小
刀
，
以
利
搗
碎
。

最
後
，
得
在
水
中
小
心
調
入
過
量
的
肥
皂
，
讓
破
布
於
其
中
繼
續
分
解
，
製
成
一
定
濃
調
度
的
糊
狀
物
，

也
就
是
紙
漿
。
接
下
來
，
除
了
把
紙
漿
倒
進
固
定
溫
度
的
溫
水
桶
內
，
還
得
在
桶
內
放
入
木
質
骨
架
製
成
的
成

形
器
具
，
其
中
包
覆
著
銅
絲
網
，
能
在
吸
附
一
層
紙
漿
的
同
時
瀝
去
水
分
。
之
後
搖
晃
濾
網
，
讓
紙
漿
平
均
分

布
，
直
至
乾
燥
為
止.. 
紙
漿
開
始
乾
燥
後
，
再
由
所
謂
的
「
鋪
工
」
把
紙
漿
薄
膜
剝
下
，
攤
平
在
能
進
一
步
吸

乾
水
分
的
毛
毯
上
，
然
後
再
反
覆
以
壓
具
緊
密
地
擠
壓
濕
紙
張
與
毛
毯
，
並
將
紙
張
移
往
「
小
間
」
懸
掛
房
，

在
空
氣
中
掠
乾
。
由
於
這
樣
陳
乾
後
的
紙
，
若
直
接
使
用
，
會
吸
收
過
多
的
墨
汁
，
所
以
還
要
在
紙
張
表
層
抹

上
塗
料
，
使
表
面
平
滑
。
大
功
告
成
之
前
，
紙
張
會
被
放
在
「
大
問
」
懸
掛
房
風
乾
’
並
接
受
最
終
的
紋
理
加

工
，
再
以
健
石
磨
光
。
紙
張
成
品
，
以
二
十
五
張
為
一
刀
，
二
十
刀
為
一
令
，
打
包
完
成
即
可
運
往
市
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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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
作
紙
張
不
能
沒
有
水
，
而
且
要
純
淨
的
水
。
槌
搗
的
工
真
以
水
馬
動
力
，
紙
漿
亦
須
加
水
來
調
製
。
據

布
里
奎
的
說
法
，
要
製
作
一
公
斤
的
紙
需
要
兩
千
公
升
的
水
﹔
另
一
位
名
叫
夏
諾
的
專
家
也
指
出
，
即
便
到
了

今
天
，
一
小
時
製
造
三
百
公
斤
的
紙
，
就
得
消
耗
掉
二
十
萬
公
升
的
水
，
平
均
每
公
斤
耗
掉
約
七
百
公
升
”
。

符
合
某
些
條
件
的
水
，
才
能
用
來
造
紙
。
有
些
河
流
合
鐵
量
高
、
泥
沙
滿
布
，
或
是
充
斥
有
機
雜
質
，
河

水
呈
現
污
濁
的
棕
色
﹔
坐
落
在
這
樣
的
河
畔
，
紙
廠
想
要
造
出
紙
來
也
不
容
易
。
為
了
汲
取
清
澈
純
淨
的
水
，

造
紙
業
者
遂
將
廠
房
設
在
城
鎮
的
上
游
，
以
避
開
水
中
的
各
種
懸
浮
物
。
基
於
類
似
的
理
由
，
業
者
通
常
在
大

河
的
較
高
流
域
設
廠
，
或
選
擇
其
支
流
的
中
段
。
這
樣
的
地
點
，
適
合
借
助
水
力
來
作
業
﹔
算
近
源
頭
的
流

域
，
河
道
狹
窄
而
曲
折
，
便
於
另
鑿
一
條
溝
渠
（
通
常
是
截
彎
取
直
而
得
）
，
或
將
整
條
河
流
直
接
導
向
水
車

也
行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第
一
批
的
造
紙
業
者
，
將
紙
廠
設
在
石
灰
岩
地
區
﹔
A寸
天
的
造
紙
業
者
可
不
喜
歡
這

種
地
區
的
水
質
。
顯
然
，
此
種
缺
陷
在
當
時
並
沒
有
那
麼
重
要
，
只
要
清
水
的
供
應
充
足
，
就
能
彌
補
劣

勢
了

事
實
上
，
許
多
的
河
流
，
同
時
真
備
了
紙
廠
開
設
的
各
種
需
求
。
在
法
國
，
重
要
的
造
紙
中
心
大
都
位
於

山
區
的
邊
緣
：

如
在
奧
維
涅
區
的
提
耶
爾
、
昂
買
爾
與
查
瑪
里
埃
，
在
字
日
的
聖
迪
耶
與
耶
比
納
，
而
在
昂
古

莫
瓦
省
與
香
檳
平
原
更
是
如
此
。

比
水
更
重
要
，
也
更
讓
所
有
造
紙
先
驅
擔
心
的
問
題
，
乃
是
破
布
的
供
給
。
要
做
出
像
樣
的
紙
，
就
得
弄

到
大
量
的
舊
布
條
或
繩
索
。
正
因
如
此
，
紙
廠
自
然
會
設
立
在
城
鎮
附
近
，
以
便
尋
求
纖
維
材
料
﹔
有
時
靠
海

的
紙
廠
亦
得
進
口
之
便
，
像
是
熱
納
亞
那
樣
的
港
埠
，
就
是
容
易
收
集
破
布
之
地
。
同
理
，
紙
廠
開
設
於
亞
麻

/ 

‘- 



49 第一章 前奏：紙張傳入歐洲

布
的
生
產
中
心
，
亦
非
巧
合
，
如
牢
日
地
區
，
除
了
是
亞
麻
布
的
生
產
中
心
之
外
，
更
真
備
了
其
他
的
有
利
條

件
﹔
而
香
檳
、
多
菲
內
地
區
，
則
因
大
麻
種
植
的
推
廣
，
使
得
位
於

該
地
區
的
布
爾
昆
、
魯
瓦
揚
區
的
聖
尚
、

圍
廉
、
朵
梅
恩
與
佩
魯
斯
等
地
，
在
十
八
世
紀
發
展
出
造
紙
業
”
。

隨
著
造
紙
行
業
的
成
長
，
破
布
開
始
明
顯
不
足
，
因
此
得
到
更
遠
的
地
方
找
。
這
就
使
得
拾
荒
人
（
挨
家

挨
戶
收
取
破
布
與
廚
餘
碎
骨
者
）
愈
發
重
要
︱
︱
在
十
五
到
十
八
世
紀
期
間
，
收
集
舊
衣
也
成
為
有
利
可

圖
的

工
作
。
在
一
五
八
八
年
的
牢
日
，
收
集
者
以
金
錢
或
別
針
換
取
破
布
，
稍
後
則
用
陶
瓦
器
換
得
﹔
這
些
人
替
紙

廠
附
近
的
二
手
商
販
工
作
，
而
商
販
負
責
把
破
布
組
略
地
分
類
後
再
售
予
紙
廠
。
早
期
的
紙
廠
，
靠
的
是
鄰
近

地
區
收
來
的
破
布
﹔
但
到
了
十
六
世
紀
末
，
來
自
牢
日
的
破
布
收
集
商
，
還
得
遠
赴
梅
茲
、
穆
松
橋
，
或
是
勃

民
地
挖
質
。
十
六
世
紀
的
頭
三
十
年
，
在
另
一
個
造
紙
區
土
魯
斯
，
德
勞
熱
耶
甚
至
將
破
布
論
噸
出
售
而
發

跡
。
當
時
許
多
馬
車
夫
也
兼
差
拾
荒
”
。

但
相
對
來
看
，
竿
日
與
土
魯
斯
，
只
能
算
是
小
型
的
造
紙
產
業
中
心
。
在
特
魯
瓦
，
商
人
可
是
載
著
好
幾

馬
車
的
破
布
，
前
往
香
橫
的
各
個
市
集
。
等
到
奧
維
涅
的
造
紙
中
心
興
起
，
品
質
最
佳
的
碎
布
從
勃
良
地
出

發
，
藉
頌
恩
河
的
水
路
運
往
里
昂
，
再
由
等
在
岸
邊
的
馬
車
運
送
。
奧
維
涅
的
貨
運
業
者
，
尤
其
是
來
自
褔
雷

的
，
有
時
得
大
老
遠
從
維
萊
與
尼
韋
奈
，
用
車
把
東
西
運
回
來
？

為
了
確
保
供
應
無
虞
’
並
防
止
破
布
收
集
商
哄
抬
價
格
，
造
紙
業
者
向
政
府
當
局
請
願
’
爭
取
破
布
收
集

事
業
的
獨
占
權
。
二
三
六
六
年
，
特
雷
維
索
的
造
紙
人
，
便
獲
威
尼
斯
議
會
授
予
此
特
權
﹔
到
7

一
四
二
四

年
，
又
有
一
個
來
自
法
彼
雅
諾
、
在
熱
納
亞
開
業
的
製
造
商
，
取
得
舊
繩
索
收
集
的
獨
占
權
。
在

一
四
五
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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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
熱
納
亞
的
造
紙
業
者
，
抱
怨
生
意
被
破
布
商
人
控
制
，
試
圖
告
發
他
們
。
瑞
士
的
紙
廠
遍
布
於
巴

塞
爾
地

區
，
當
地
產
業
也
得
到
類
似
的
保
障
：
當
地
政
府
規
定
，
在
破
布
上
市
求
售
的
前

二
十
四
個
小
時
，
只
有
來
自

巴
塞
爾
的
顧
客
有
權
收
購
。
造
紙
業
在
德
國
建
立
之
初
，
便
習
慣
在
每
座
城
鎮
中畫
分
出

一
個
個
專
區
，
範
圍

之
內
的
破
布
收
集
權
全
為
該
區
造
紙
人
所
有
。
一
六
二
二
年
，
布
萊
梅
地
區
收
集
到
的
所
有
破
布
，
都
保
留
予

布
萊
莫
決
德
與
阿
可
羅
斯
特
的
紙
廠
，
便
是
一
個
例
子
酬
。

大
抵
言
之
，
基
本
原
料
的
區
乏
，
在
法
國
發
生
的
稍
晚
，
但
情
況
卻
又
比
其
他
地
方
更
為
嚴
重
。
特
魯
瓦

在
十
六
、
十
七
世
紀
，
造
紙
業
開
始
衰
退
，
其
原
因
似
乎
就
是
破
布
的
嚴
重
欠
缺
。
一
六
七
四
年
，
曾
為
路
易

十
四
掌
理
法
國
財
政
的
柯
爾
員
爾
明
知
問
題
嚴
重
，
擔
憂
造
紙
業
凋
敝
’
卻
又
無
計
可
施
，
只
好
規
定
造
紙
業

者
的
大
桶
裡
’
必
須
時
時
盛
滿
破
布
！
十
八
世
紀
，
閱
讀
跟
書
寫
的
需
求
驟
增
，
供
不
應
求
的
危
機
再
度
浮

現
。
奧
維
涅
省
甚
至
在
一
七
三
二
和
一
七
三
三
年
，
全
面
禁
止
破
布
的
出
口
，
匿
乏
嚴
重
的
程
度
可
見
一
斑
，

此
外
，
在
一
七
五
四
年
，
該
省
更
規
定
收
集
破
布
的
倉
庫
不
得
設
立
於
港
口
附
近
或
邊
境
地
區
，
比
早
先
的
禁

令
更
為
嚴
格
。

到
了
最
後
關
頭
，
顯
然
只
有
新
的
解
決
辦
法
可
以
防
杜
這
種
長
期
危
機
。
科
學
家
列
奧
繆
爾
於
一
七
一
九

年
向
法
國
科
學
院
建
議
，
用
木
材
造
紙
，
或
為
可
行
之
道
。
稍
後
德
圈
人
布
魯
克
曼
在
一
七
二
七
血
二
七
三0

年
間
，
將
他
所
寫
的

《
奇
斧神
工
地
底
藏
》
印
在
木
材
製
成
的
紙
上
。

－
t
四
一
年
，
法
國
科
學
院
的
成
員
桂

塔
爾
，
開
始
嘗
試
用
各
種
材
料
造
紙
︱
︱
棕
憫
葉
、
非
洲
羽
芒
草
、
蘆
薔
、
專
麻
，
甚
至
連
桑
權
與
海
草
都
派

上
用
場
﹔
另
一
方
面
，
英
國
英
格
蘭
地
區
的
史
全
吉
與
德
國
薩
克
森
地
區
的
夏
佛
兩
人
，
也
依
類
似
原
則
展
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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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驗
。
蘭
哲
雷
的
李
歐
瑞
﹒
德
里
斯
雷
，
則
於
一
七
八
六
年
將
維
列
特
侯
爵
的
作
品
，
以
石
龍
尾
做
成
的
紙
張

出
版
﹔
英
國
更
在
一
八
O
一
與
一
八
O
四
年
之
間
，
試
岡
將
類
似
的
製
造
過
程
商
業
化
。
不
過
，
這
些
都
只
是

早
期
的
大
膽
嘗
試
。
法
國
大
革
命
期
間
，
消
耗
的
紙
張
非
常
驚
人
（
這
也
是
許
多
古
早
的
法
國
檔
案
候
失
的
原

因
之
一
）
。
等
到
一
八
四
四
年
，
才
由
書
籍
裝
訂
匠
凱
勒
想
出
混
合
木
漿
與
布
漿
的
新
方
法
，
並
由
濯
耶
特
於

一
八
四
七
年
為
此
法
申
請
專
利
。
此
後
直
至
一
八
六
0
年
，
麥
釋
、
稻
草
終
於
成
為
確
定
而
普
遍
的
破
布
代
用

品
，
用
以
量
產
報
紙
。

從
十
四
世
紀
到
十
九
世
紀
，
由
於
破
布
依
然
是
造
紙
的
主
要
原
料
，
造
紙
業
的
擴
張
似
乎
無
法
擺
脫
原
料

不
足
的
威
脅
。
面
對
著
逐
日
成
長
的
需
求
，
造
紙
業
者
不
得
不
在
品
質
或
數
量
上
妥
協
﹔
十
六
世
紀
時
，
特
魯

瓦
甚
至
威
尼
斯
就
是
這
樣
，
而
十
七
與
十
八
世
紀
的
奧
維
涅
與
昂
古
莫
瓦
亦
復
如
斯
。
業
者
被
迫
使
用
劣
質
碎

布
，
也
就
只
能
做
出
劣
等
紙
，
客
戶
在
抱
怨
之
餘
，
另
覓
紙
商
。
於
是
新
的
紙
廠
便
在
鄰
近
消
費
中
心
，
但
過

往
不
曾
發
現
的
地
點
建
立
起
來
。
簡
言
之
，
造
紙
產
業
的
故
事
，
就
是
遷
就
原
料
供
給
而
發
展
的
歷
程
。

三
、
商
業
因
素

由
於
需
求
持
續
擴
張
，
從
十
四
到
十
七
世
紀
，
在
那
些
早
先
與
造
紙
並
無
關
聯
的
地
區
，
新
的
廠
房
一
再

地
建
立
﹔
這
是
因
為
原
料
短
缺
限
制
了
大
型
造
紙
中
心
的
發
展
。
為
確
保
成
品
能
便
利
地
流
通
，
這
些
新
的
中

心
幾
乎
清
一
色
位
於
通
商
路
線
的
樞
紐
，
可
能
的
話
也
會
儘
量
靠
近
大
型
的
消
費
中
心
。

開
始
的
時
候
，
擁
有
雄
厚
資
本
與
技
術
優
勢
的
義
大
利
人
，
再
度
於
此
間
扮
演
要
角
。
到
了
十
五
世
紀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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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光
靠
義
大
利
所
生
產
的
紙
張
，
已
不
足
以
支
應
全
歐
的
需
求
，
而
且
如
此
笨
重
的
貨
品
也
帶
來
相
當
龐
大

的
運
輸
成
本
：
在
送
抵
法
國
或
德
國
客
戶
手
中
之
前
，
這
些
紙
張
得
經
過
三
或
四
次
的
轉
手
。
除
此
之
外
，
海

外
的
倫
巴
底
商
人
，
大
都
願
意
就
近
在
有
利
可
圖
的
法
國
、
瑞
士
與
德
國
，
出
資
贊
助
當
地
磨
坊
改
裝
成
紙

廠
，
並
鼓
勵
造
紙
能
手
離
開
義
大
利
老
家
，
把
新
技
術
傳
授
出
去
。
這
也
就
是
為
什
麼
一
三
七
四
年
會
有
佛
羅

倫
斯
人
在
卡
本
查
斯
設
立
小
紙
廠
，
還
有
義
大
利
商
人
在
十
五
世
紀
初
遊
說
皮
格
涅
洛
的
造
紙
匠
跑
到
亞
維
農

來
開
業
佑
。
有
時
，
其
他
國
家
的
在
地
商
人
，
亦
會
邀
請
義
大
利
人
主
其
事
。
以
下
便
是
一
例
.. 
二
二
九
一

年
，
紐
倫
堡
的
史
特
羅
莫
，
除
了
將
葛
萊
斯
穆
一
問
磨
穀
坊
改
裝
成
紙
廠
，
還
將
廠
內
的
德
國
工
人
交
給
三
個

義
大
利
人
指
揮
。
這
三
個
人
分
別
是
迪
馬
奇
歐
、
他
的
親
手
足
馬
可
，
以
及
一
名
僕
從
。
新
產
業
引
起
了
教
會

的
興
趣
﹔
一
四
六
六
年
，
盧
瑟
伊
修
院
的
院
長
德
儒
佛
瓦
，
准
許
兩
個
義
大
利
的
皮
埃
蒙
特
人
在
匯
流
入
蘭
特

內
河
的
布
魯
秦
河
畔
建
廠
，
並
要
求
他
們
每
年
納
捐
四
令
紙
。
昂
古
萊
姆
區
聖
希
拉
雅
一
地
的
分
支
教
會
，
早

在
一
四
五
五
年
之
前
，
業
已
將
自
有
的
磨
坊
改
建
、
用
來
造
紙
峙
。
想
當
然
耳
，
各
家
大
學
亦
希
望
以
最
低
的

成
本
獲
得
紙
張
供
給
，
故
鼓
勵
紙
廠
創
建
。
以
巴
黎
大
學
為
例
，
就
非
常
歡
迎
業
者
在
科
爾
貝
、
埃
松
恩
，
或

聖
克
盧
建
廠
﹔
如
果
能
在
特
魯
瓦
一
帶
造
紙
更
好
。

供
應
巴
黎
的
造
紙
廠
，
自
有
其
沿
革
﹔
時
人
對
這
段
歷
史
認
識
頗
多
，
得
歸
功
於
史
坦
與
勒
克
勒
爾
“
的

研
究
。
他
們
證
明
了
，
靠
近
通
商
路
線
交
叉
點
的
重
要
消
費
中
心
，
乃
是
產
業
得
以
勃
興
的
關
鍵
，
一
如
鄰
近

特
魯
瓦
的
巴
黎
城
。
在
此
且
進
一
步
闡
述
這
個
典
型
的
例
證
。
十
四
世
紀
中
葉
起
，
巴
黎
大
學
為
了
以
優
勢
價

格
固
儲
大
量
紙
張
，
將
特
魯
瓦
與
埃
松
恩
一
帶
的
紙
廠
創
設
權
，
賦
予
勒
間
，
並
允
許
廠
房
所
有
人
以
大
學
供

應
商
的
身
分
，
兔
於
稅
賦
與
某
些
義
務
。
一
三
七
六
年
，
在
更
鄰
近
法
國
首
府
的
聖
克
盧
，
兩
位
從
事
造
紙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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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巴
黎
市
民
，
長
期
承
租
了
主
教
的
磨
坊
，
並
依
約
在
該
磨
坊
製
造
「
紙
張
與
其
他
有
利
可
圖
之
商
品
﹔
唯
承

租
人
不
得
於
未
來
主
動
或
委
人
研
磨
穀
物
或
其
他
農
作
」
。

然
而
，
巴
黎
人
用
的
紙
，
主
要
來
自
特
魯
瓦
。
從
很
早
開
始
，
義
大
利
人
便
藉
著
隆
河
與
頌
恩
河
，
將
紙

張
運
往
香
檳
的
市
集
，
再
透
過
塞
納
河
及
其
支
流
很
快
地
運
抵
巴
黎
、
臨
海
諸
城
，
甚
或
英
格
蘭
。
當
時
的
特

魯
瓦
與
法
蘭
德
斯
之
間
，
已
有
經
常
性
的
交
通
往
來
，
而
皮
迦
地
種
植
的
大
麻
與
香
檳
地
區
一
樣
富
有
盛
名
。

有
了
這
些
條
件
，
由
義
大
利
人
出
資
，
在
塞
納
河
與
支
流
沿
岸
建
立
紙
廠
，
遂
變
成
不
足
為
怪
的
常
事
。
十
五

世
紀
晚
期
起
，
香
檳
開
始
供
應
北
歐
的
部
分
需
求
。
大
約
七
十
五
年
後
，
戈
林
也
在
當
地
購
買
紙
張
.. 
這
些
紙

張
與
巴
黎
出
版
的
首
批
搖
籃
本
古
書
（
搖
籃
本
一
詞
為
拉
了
叉
的
S
E
E
E

霄
，
係
指
一
四
五
0
年
代
古
騰
堡

以
活
字
印
刷
書
籍
以
來
，
至
一
五

0
0
年
之
間
，
在
歐
洲
生
產
、
最
古
老
的
印
刷
書
）
所
用
者
相
同
，
皆
有
錯

形
的
浮
水
印
。
同
樣
的
印
記
，
也
出
現
在
低
地
諸
國
的
魯
汶
、
台
夫
特
，
以
及
德
國
美
因
茲
、
科
隆
等
地
的
印

刷
書
裡
喝
。

巴
黎
的
造
紙
匠
於
一
三
九
八
年
組
織
起
自
己
的
行
會
﹔
而
在
周
遭
新
紙
廠
環
伺
的
競
爭
壓
力
下
，
特
魯
瓦

與
巴
黎
的
造
紙
人
，
復
於
一
四
一
五
年
要
求
位
於
巴
黎
大
學
所
在
地
的
索
邦
當
局
介
入
，
以
確
保
自
己
的
優

勢
二
四
八
九
年
，
法
王
查
理
八
世
頒
布
特
許
狀
，
確
認
了
巴
黎
大
學
的
相
關
權
利
，
且
在
院
長
、
學
者
、
校

務
主
管
之
外
，
列
出
其
他
蒙
授
此
權
的
人
士
：
這
些
人
包
括
二
十
四
位
書
商
、
四
位
羊
皮
匠
、
十
一
位
造
紙
匠

（
巴
黎
四
人
，
特
魯
瓦
、
科
爾
員
與
埃
松
恩
共
七
人
）
、
兩
位
彩
飾
師
傅
、
兩
位
抄
寫
員
，
以
及
兩
位
裝
訂
工
。

此
後
許
久
，
「
大
學
法
定
造
紙
商
」
便
成
了
巴
黎
與
特
魯
瓦
的
業
者
觀
甜
非
常
的
頭
銜
﹔
畢
竟
這
個
貴
族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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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紙
張
的
需
要
，
不
獨
來
自
印
刷

書
的
問
世
，
也
來
自
許
多
新
的
領
域
：
教
育
的
擴
散
、
商
業
行
為
轉
趨

四
、
印
刷
的
興
起
和
造
紙
業
的
發
展

. 

號
，
賦
予
的
不
只
是
兔
稅
優
待
，
還
包
含
該
大
學
極
力
捍
衛
、
不
願
與
外
人
共
享
的
其
他

實
質
特
權
。

不
論
在
何
處
，
大
城
鎮
的
存
在
，
都
能
刺
激
紙
廠
的
建
立
﹔
以
印
刷
鋪
林
立
的
里
昂
為
例
，
倘

若
這
座
大

城
位
於
別
的
地
方
，
只
怕
鄰
近
的
博
若
萊
不
會
有
這
麼
多
紙
廠
，
奧
維
涅
更
可
能
連
一
座
紙
廠
都
找
不
著
。
即

使
如
此
，
紙
張
還
是
常
常
賣
到
距
產
地
甚
遠
的
地
方
，
為
人
所
用
。
法
蘭
德
斯
、
低
地
諸
國
與
德
國
北
部
，
從

十
五
世
紀
到
十
八
世
紀
初
，
皆
曾
使
用
法
國
香
檳
區
出
產
的
紙
張
，
便
是

一
例.. 
十
六
、
十
七
世
紀
，
在
昂
古

萊
姆
製
造
的
紙
，
則
為
西
班
牙
、
英
格
蘭
、
荷
蘭
與
波
羅
的
海
諸
國
所
用
。
除
此
之
外
，
通
商
路
線
的
交
會
之

處
，
也
有
大
型
造
紙
中
心
出
現
。
如
果
不
是
因
為
特
魯
瓦
通
往
香
檳
的
市
集
很
方
便
，
就
算
此
地
鄰
近
巴
黎
、

里
昂
，
也
未
必
容
得
下
這
麼
多
的
造
紙
業
者
﹔
同
理
，
奧
維
涅
的
造
紙
人
也
不
能
沒
有
里
昂
的
市
集
。
此
外
，

紙
張
是
非
常
笨
重
的
商
品
，
故
造
紙
重
鎮
若
是
便
於
河
運
，
發
展
也
會
特
別
順
遂
，
而
鄰
近
港
口
者
更
是
得
天

獨
厚
。
十
四
世
紀
時
，
義
大
利
的
造
紙
商
便
在
威
尼
斯
與
熱
納
亞
發
跡
﹔
十
六
與
十
七
世
紀
的
昂
古
萊
姆
，
尤

為
顯
著
例
話
。
十
五
世
紀
初
，
英
國
人
占
領
義
大
利
部
分
地
區
，
並
將
紙
張
透
過
波
爾
多
運
往
英
格
蘭
﹔
而
後

法
國
發
展
出
本
地
產
業
，
紙
張
遂
經
拉
羅
樹
與
波
爾
多
兩
地
輸
出
。
十
七
世
紀
末
，
在
昂
古
萊
姆
造
紙
以
品
質

聞
名
之
際
，
巴
黎
的
書
商
反
而
叫
苦
連
天
，
這
是
因
為
他
們
必
須
以
陸
路
進
口
這
些
高
級
紙
，
負
擔
的
成
本
高

過
循
水
路
進
口
的
荷
蘭
同
業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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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
雜
、
書
寫
活
動
倍
增
，
縱
使
連
不
從
事
文
字
作
業
的
工
匠
、

賣
衣
郎
、

菜
販
、
蠟
燭
商
等
，
也
需
要
紙
張
。

此
外
，
更
有
一
群
前
所
未
聞
的
行
業
，
因
紙
而
誕
生.. 
例
如
幫
忙
送
貨
的
、
製
作
紙
盒
、
紙
牌
的
、
張
貼
告
示

的
以
及
其
他
的
一
些
相
關
行
業
。
這
些
不
同
行
業
所
屬
的
行
會
，
為
了
對
紙
張
的
需
求
而
相
互
競
爭
，
並
打
過

無
數
的
官
司
，
但
即
使
如
此
，
紙
張
所
有
權
的
歸
屬
問
題
，
也
從
未
被
明
確
界
定
出
來
過
。

不
過
，
最
大
宗
的
客
戶
，
仍
是
最
後
才
出
現
的
印
刷
業
者
。
印
刷
鋪
消
耗
的
紙
張
甚
多
﹔
一
架
印
刷
機
，

一
天
可
以
用
掉
三
令
的
紙
。
據
保
守
估
計
，
法
國
境
內
的
印
刷
機
數
量
，
至
十
六
世
紀
已
達
五
百
到
一
千
架

（
礙
於
文
獻
區
乏
，
最
早
期
的
印
刷
機
總
數
已
不
可
考
）
。
換
句
話
說
，
所
有
紙
廠
每
天
供
給
的
紙
張
總
額
，
必

須
達
到
一
千
五
百
至
三
千
令
，
才
能
維
持
印
刷
品
的
生
產
﹔
假
設
這
些
工
坊
的
產
能
全
開
，
一
年
可
以
製
紙
四

十
五
萬
到
九
十
萬
令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無
怪
乎
古
騰
堡
的
某
位
同
行
竟
擁
有
一
座
紙
廠
相
﹔
而
供
應
書
商

的
造
紙
商
也
因
此
成
為
同
行
間
最
富
有
的
一
群
。
在
這
樣
的
環
境
之
下
，
就
算
連
他
們
的
子
女
也
喜
歡
上
書
籍

事
業
，
或
開
始
從
事
印
刷
工
作
，
也
都
不
足
為
奇
了
。
他
們
會
將
造
紙
或
賣
紙
的
獲
利
，
轉
而
投
資
在
書
籍
印

刷
上
。
於
是
，
造
紙
中
心
的
發
展
，
便
為
印
刷
中
心
的
發
展
推
波
助
瀾
。
以
下
這
首
詩
，
是
為
了
慶
祝
查
理
八

世
造
訪
特
魯
瓦
市
而
寫
.. 
詩
作
固
然
拙
劣
，
但
點
出
了
造
紙
業
在
當
地
的
重
要
地
位

.. 

特
魯
瓦
的
造
紙
商
也
是
如
此

.. 

他
們
極
盡
鋪
張
排
場
之
能
箏
，
穿
土
最
華
麗
的
服
飾
，

騎
著
雄
壯
英
挺
的
駿
馬
，

馬
背
上
敲
著
整
潔
美
觀
的
裝
飾
。



tp,1p1J害的誕生 56 

為
了
在
場
觀
禮
，
他
們
聽
任
塞
納
河
水
西
流
，

打
開
間
們
，
無
暇
看
管
水
力
轉
輸
。

有
人
認
為
，
這
首
詩
的
作
者
是
雷
貝
家
族
的
成
員
，
而
且
若
不
是
造
紙
商
，
就
是
某
位
造
紙
商
的
親
戚
。

雷
買
一
家
是

一
個
投
身
印
刷
相
關
產
業
的
典
型
家
族
，
其
不
僅
以
造
紙
聞
名
，
更
孕
育
出
十
六
、
十
七
世
紀

時
，
技
術
最
精
熟
的
一
群
陽
文
字
範
雕
刻
師
與
鑄
字
工
匠
f

一
四
O
五
年
，
一
位
名
叫
雷
買
一
世
的
造
紙
商
，
在
特

魯
瓦
附
近
的
聖
康
坦
租
下
一
間
紙
廠
。
而
後
其
家

族
事
業
逐
漸
擴
張
，
擁
有
的
紙
廠
也
增
為
好
幾
間
。
這
家
人
在
奉
派
為
巴
黎
大
學
法
定
造
紙
商
之
餘
，
也
繼
續

銷
售
自
製
產
品
牟
利
。
從
一
四
七
O
到
一
四
九
0
年
間
，
在
巴
黎
、
多
蒙
德
、
特
魯
瓦
、
坎
特
伯
里
、
海
德

堡
、
迪
戒
、
美
因
茲
、
烏
特
列
茲
、
布
魯
日
、
科
隆
等
地
，
都
可
以
見
到
他
們
所
生
產
，
清
一
色
以
浮
水
印

「
B
」
為
記
的
紙
。
他
們
在
十
六
世
紀
已
然
致
富
，
十
七
世
紀
時
更
晉
升
為
貴
族
。
雖
然
雷
貝
家
族
有
錢
有
地

位
，
但
在
較
富
盛
名
的
子
鬧
中
，
仍
有
一
位
吉
堯
姆
一
世
﹒
雷
頁
，
在
一
五
四
五
到
一
五
五

0
年
間
，
親
自
投

入
活
字
排
印
與
陽
文
字
範
雕
刻
的
工
作
，
並
與
侯
貝
﹒
埃
蒂
安
納
合
作
。
他
並
不
懂
希
伯
來
文
，
倒
也
很
快
地

熟
悉
了
每
個
字
母
，
刻
出
一
整
套
活
字
遊
刃
有
餘.. 
之
後
他
前
往
巴
黎
與
威
尼
斯
，
與
聲
名
遠
播
的
阿
爾
都
斯

出
版
社
合
作
，
技
藝
更
上
一
層
樓
。
回
到
巴
黎
，
他
旋
即
在
聖
尚
德
拉
特
朗
街
與
聖
尚
德
博
韋
街
的
交
口
，
設

立
自
己
的
活
字
鑄
造
廠
，
掛
起
字
印
批
發
的
招
牌
。
除
了
替
埃
蒂
安
納
刻
希
伯
來
字
母
，
他
也
為
勒
魯
瓦
與
巴

拉
爾
刻
樂
譜
。
當
時
巴
黎
最
傑
出
的
鑄
字
王
朝
，
在
他
的
手
中
創
建
﹔
他
的
兒
子
吉
堯
姆
二
世
﹒
晶
晶
員
，
則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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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七
世
紀
初
兼
營
造
紙
、
鑄
字
、
販
書
、
印
刷
等
事
業
。

雷
員
的
例
子
並
非
獨
一
無
二
。
當
時
與
製
書
相
關
的
諸
產
業
，
彼
此
間
多
有
交
會
、
重
壘
，
許
多
地
方
都

有
造
紙
商
投
資
印
刷
事
業
。
早
些
時
候
，
書
籍
的
銷
售
成
績
並
不
理
想
，
賣
出
去
的
紙
，
常
常
要
等
到
製
成
書

本
、
順
利
售
出
之
後
，
紙
商
才
能
收
到
貨
款
﹔
故
造
紙
商
時
常
得
融
資
予
印
刷
商
與
書
商
，
而
有
時
出
版
者
、

書
商
也
會
反
過
來
替
供
貨
的
紙
匠
租
紙
廠
。
舉
例
來
說
，
古

勝
堡
的
造
紙
商
海
爾
曼

，
便
在
史
特
拉
斯
堡
擁
有

紙
廠
﹔
紙
廠
先
在
一
五
二
六
年
組
給
了
印
刷
商
柯
普
佛
，
後

來
又
在
一
五
五
0
年
租
給
了
另
一
位
印
刷
商
溫
德

林
”
。
在
將
近
一
五
三
五
年
時
，
蘇
黎
世
印
刷
商
克
里
斯
多

﹒
弗
洛
爾
爾
的
兄
弟
尤
斯
達
許
，
在
蘇
黎
世
租
下

一
間
紙
廠
，
他
死
於
一
五
四
九
年
，
此
後
克
里
斯
多
便
以
自
己
的
名
義
接
管

該
廠
針
。
知
名
的
巴
塞
爾
印
刷
商

艾
彼
柯
普
，
於
一
五
七
五
到
一
五
八
七
年
間
，
在
隔
壁
的
蒙
貝
利
亞
爾
郡
內
，
租
下
位
於
古
瑟
雷
的
紙
廠
。
十

七
世
紀
稍
晚
，
土
魯
斯
的
印
刷
商
布
德
氏
，
亦
在
市
郊
經
營
造
紙
廠
戶
，
此
後
，
劇
作
家
博
馬
關
則
在
出
版
伏

爾
泰
作
品
之
際
，
在
阿
契
斯
與
阿
卻
特
兩
地
買
下
紙
廠
。
最
後
，
出
版
巨
壁
迪
鐸
家
族
，
也
於
一
七
八
九
年
在

埃
松
恩
買
下
數
家
紙
廠
﹔
十
年
過
後
，
第

一
台
連
續
造
紙
機
，
便
是
在
這
裡
投
產
，
且
容
後
述
。

造
紙
業
與
製
書
業
，
彼
此
總
是
有
著
密
切
關
係
﹔
兩
者
可
謂
共
榮
互
利
、
相
輔
相
成
。
只
消
針
對
歐
洲
不

同
時
期
紙
廠
與
印
刷
廠
的
分
布
，
稍
加
比
較
，
就
能
證
明
這
點
。
一
四
七
五
到
一
五
六

0
年
，
印
刷
首
度
風
行

之
際
，
正
是
各
家
紙
廠
開
始
林
立
於
歐
洲
的
時
候
。

為
佐
證
前
述
說
法
，
我
們
來
比
較
一
下
一
四
七
五
至
一
五
六
0
年
間
，
紙
廠
的
分
布
情
況
，
尤
其
是
法
國

的
紙
廠
a

二
四
七
五
年
，
印
刷
術
尚
未
帶
來
實
質
影
響
，
只
有
幾
家
紙
廠
，
在
洛
林
、
佛
朗
什
孔
泰
一
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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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
昂
買
爾
、
培
里
戈
、
土
魯
斯
等
地
開
業
。
當
時
重
要
的
造
紙
中
心
不
過
兩
處
.. 
特
魯
瓦
與
亞
維
農
。
雖
然

十
六
世
紀
初
造
紙
業
曾
小
幅
萎
縮
，
但
到
了
一
五
六
0
年
，
香
檳
區
在
這
方
面
的
重
要
性
，
仍
比
一
四
七
五
年

的
程
度
高
出
三
倍
。
牢
日
的
紙
廠
數
目
，
也
在
此
間
增
為
原
來
的
三
倍
，
更
有
新
紙
廠
在
布
列
塔
尼
與
諾
曼
地

成
立
。
十
七
世
紀
成
為
極
重
要
造
紙
據
點
的
昂
古
萊
姆
地
區
，
此
時
的
紙
業
迅
速
擴
張
，
亦
不
容
小
獻
。
博
若

萊
地
區
，
尤
其
是
奧
維
涅
，
因
為
里
昂
的
眾
多
印
刷
鋪
及
市
集
近
在
咫
尺
，
紙
廠
的
增
設
更
受
激
勵
。
一
步
一

步
地
，
法
國
在
歐
洲
造
紙
業
的
地
位
，
令
義
大
利
相
形
失
色
﹔
史
特
拉
斯
堡
絕
大
多
數
的
搖
籃
本
，
也
都
印
著

法
國
紙
廠
的
浮
水
印
，
其
中
又
以
香
檳
區
產
紙
最
多
。
至
於
特
魯
瓦
的
造
紙
商
以
及
在
其
後
陸
續
跟
進
的
廠

商
，
則
長
期
在
此
間
保
有
一
席
之
地
，
畢
竟
德
國
、
低
地
諸
國
與
英
格
蘭
境
內
，
幾
乎
沒
有
同
業
能
與
之
競

爭
。
就
連
巴
勒
迪
克
這
樣
的
小
地
方
，
也
沿
著
馬
斯
河
將
紙
張
銷
往
布
魯
塞
爾
、
魯
波
、
烏
特
列
茲
與
梭
勒
﹔

在
那
裡
’
《
死
亡
藝
術
》
、
《
人
想
救
贖
之
鏡
》
與
編
年
史
書
《
時
代
集
錦
》
最
早
的
印
刷
版
本
，
都
用
上
巴

勒
迪
克
所
生
產
的
紙
﹔
這
些
紙
甚
至
遠
銷
至
牛
津
，
用
以
印
製
《
坎
特
伯
里
故
事
》
詞
。

其
實
在
歐
洲
其
他
地
方
，
紙
廠
亦
是
四
處
擴
散
，
只
是
增
設
的
速
度
略
遜
於
法
國
。
瑞
士
的
弗
萊
堡
一
帶

即
出
現
過
一
些
紙
廠
，
其
中
又
以
義
大
利
迦
里
札
尼
家
族
定
居
的
巴
塞
爾
為
最
。
一
五
七
0
年
，
巴
塞
爾
周
邊

共
有
七
家
紙
廠
，
供
應
鎮
上
的
印
刷
廠
。

在
德
國
，
第
一
間
造
紙
廠
設
於
葛
萊
斯
穆
，
並
於
二
二
九
一
年
開
始
生
產
。
到
了
一
四
二0
年
，
呂
員
克

一
地
也
設
起
紙
廠
，
稍
後
於
一
四
二
八
年
，
在
靠
近
克
雷
汶
斯
的
根
內
普
又
冒
出
另
一
家
來
。
據
考
證
’
一
四

三
一
、
一
四
六
O
血
二
四
六
九
年
，
在
呂
內
堡
、
奧
格
斯
堡
與
鳥
姆
，
分
別
有
紙
廠
創
立
，
而
其
他
地
方
同
樣

出
現
紙
廠
。
一
四
八
O
到
一
四
九
O
間
，
萊
比
錫
出
現
一
家
紙
廠
.. 
此
後
，
一
四
八
二
年
的
埃
特
林
根
、
一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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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九
年
的
蘭
夜
胡
特
、
一
四
九
0
年
的
布
雷
斯
勞
，
血
二
四
九
六
年
的
魯
特
林
根
，
皆
有
新
紙
廠
開
業
。
但
大

致
說
來
，
德
國
的
進
展
緩
慢
，
且
要
等
到
十
六
世
紀
中
旬
，
紙
張
的
供
應
才
不
假
外
求
。
一
五
一
六
年
時
，
諾

德
林
根
、
奧
格
斯
堡
與
紐
倫
堡
仍
須
向
義
大
利
米
蘭
的
金
主
周
峙
，
方
得
創
立
工
業
，
至
於
德
國
西
部
則
轉
向

法
國
尋
求
支
援
鈞
。
在
這
樣
的
情
況
之
下
，
即
便
是
印
刷
蓬
勃
發
展
、
引
人
臨
目
的
法
國
萊
因
地
區
城
鎮
，
也

不
得
不
長
期
進
口
紙
張
。

低
地
諸
國
的
情
況
則
更
顯
奇
特
，
甚
至
「
令
人
費
解
」
﹔
在
這
裡
’
造
紙
業
的
發
展
比
德
國
還
要
緩
慢
。

例
如
十
六
世
紀
的
普
朗
坦
便
經
常
遣
人
前
往
香
檳
區
，
打
點
他
要
的
紙
張
“
﹔
而
十
七
世
紀
中
葉
，
摩
雷
特
斯

一
地
的
出
版
社
依
舊
仰
賴
法
國
進
口
的
紙
張
﹔
艾
齊
維
埃
家
族
更
曾
因
為
與
法
國
方
面
終
止
生
意
往
來
，
擔
憂

自
己
的
出
版
社
就
此
關
門
大
吉
了
這

ι
茁
版
商
之
所
以
採
用
小
閱
本
，
並
因
此
而
聞
名
，
是
為
了
節
省
紙
張

以
能
繼
續
印
書
﹔
因
此
即
使
必
須
面
對
讀
者
的
諸
多
抱
怨
，
他
們
仍
然
開
始
印
行
十
二
開
本
的
小
書
。
倒
是
荷

蘭
商
人
曾
在
法
國
的
夏
朗
敦
投
資
設
立
紙
廠
，
並
將
成
品
銷
往
歐
洲
各
地
，
包
括
英
格
蘭
、
波
羅
的
海
區
、
西

班
牙
，
以
及
鄰
近
的
低
地
國
家
。
在
昂
古
萊
姆
附
近
，
紙
廠
生
產
高
品
質
的
紙
張
，
上
面
還
附
有
阿
姆
斯
特
丹

的
徽
記
。
路
易
十
四
在
位
期
間
，
這
種
紙
因
為
出
境
時
張
張
空
白
，
所
以
不
須
繳
稅
﹔
等
到
紙
張
被
印
成
書
籍

或
小
冊
子
還
回
法
國
，
書
裡
的
異
議
文
字
可
就
常
常
得
罪
國
王
了
。

然
而
，
荷
蘭
也
像
其
他
國
家
一
樣
，
終
於
感
受
到
紙
張
國
產
的
必
要
性
。
三
八
七
一
年
，
荷
蘭
上
下
議
院

宣
布
禁
止
進
口
法
國
紙
，
荷
蘭
人
遂
設
立
自
己
的
紙
廠
。
為
了
提
升
紙
的
品
質
，
並
令
造
紙
方
法
順
應
該
國
象

徵
「
風
力
」
變
化
無
常
的
特
性
，
他
們
發
明
7
新
的
機
械
結
構
，
用
搗
筒
取
代
長
柄
槌
﹔
這
麼
一
來
，
紙
質
果

真
變
好
，
產
能
也
有
提
高
。
這
項
新
的
造
紙
技
術
很
快
傳
到
德
國
，
卻
一
直
拖
到
十
八
世
紀
末
才
為
法
國
人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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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
用
﹔
荷
蘭
紙
業
也
得
以
長
期
保
有
其
優
勢
。

縱
使
面
臨
龐
大
危
機
，
且
直
至
一
七
二
五
年
仍
餘
波

盪
漾
，
法
國
的
造
紙
業
終
究
恢
復
了
元
氣
.. 
紙
廠
在

布
列
塔
尼
、
多
菲
內
、
香
檳
等
地
區
，
以
及
西
南
部
、
北
部
陸
續
出
現
。
可
惜
的
是
，
奧
維
涅
和
夏
朗
敦
一

帶
，
曾
經
吐
吐
歐
洲
市
場
的
數
個
大
型
造
紙
中
心
，
此
時
已
不
復
當
年
。
至
此
，
各
國
皆
已
擁
有
自
己
的
造
紙

業
：
十
八
世
紀
末
，
德
國
境
內
約
有
五
百
家
紙
廠
，
年
產
量
兩
百
五
十
萬
令
﹔
義
大
利
造
紙
業
活
躍
如
昔
﹔
十

六
世
紀
時
紙
廠
甚
少
的
英
格
蘭
，
在
一
六
九
六
年
業
已
擁
有
一
百
家
，
而
其
中
許
多
紙
廠
的
創
建
者
，
係
躲
避

舊
教
迫
害
的
法
國
胡
格
諾
教
徒
。
一
七
二
三
年
，
英
格
蘭
的
年
產
量
達
到
三
十
萬
令
﹔
於
一
七
五

0
年
發
明
織

紙
法
，
不
用
金
屬
絲
或
鏈
線
造
紙
的
巴
斯
克
維
，
也
是
英
國
人
。

在
紙
廠
數
量
大
幅
增
加
的
同
時
，
紙
張
的
消
耗
也
隨
之
成
長
，
印
刷
機
的
使
用
亦
趨
普
遍
。
這
個
時
期

裡
，
現
代
工
業
正
在
體
騙
，
並
由
技
術
的
研
發
扮
演
要
角
﹔
對
照
之
下
，
法
國
較
其
他
國
家
更
加
謹
守
傳
統
方

法
，
所
以
在
十
八
世
紀
之
初
落
於
人
後
，
之
後
又
試
圖
追
趕
。

工
廠
督
察
員
德

斯
馬
瑞
’
為
鼓
勵
特
定
的
幾
位

企
業
家
求
新
求
變
，
委
請
曾
在
荷
蘭
受
訓
的
工
程
師
埃
奎
維
樹
相
助
。
其
中
一
些
企
業
家
聽
從
了
勸
告
，
例
如

在
布
利
的
柯
大
林
法
蒙
提
設
廠
的
雷
維
翁
氏
、
若
漢
諾
氏
，
以
及
孟
戈
費
埃
氏
（
第

一
對
成
功
試
飛
熱
汽
球
的

兄
弟
，
亦
出
身
此
家
族
）
。
一
七
八
九
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
法
國
大
革
命
爆
發
在
即
，
素
來
享
有
盛
名
、
致
力

於
改
進
技
術
的
迪
鐸
印
刷
行
，
在
此
時
買
下
了
埃
松
恩
的
幾
家
紙
廠
。
十
年
之
後
，
簿
記
員
侯
貝
爾
自
美
國
歸

來
，
在
此
地
組
裝
出
世
界
上
第
一
台
造
紙
機
器
，
與
同
時
期
設
法
以
現
代
機
械
取
代
老
式
手
動
印
刷
機
的
英
格

蘭
、
德
國
，
並
駕
齊
驅
。
時
機
至
此
已
經
成
熟
。
十
九
世
紀
初
，
為
滿
足
教
育
與
資
訊
的
新
需
要
，
待
印
的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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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
、
行
政
出
版
品
，
乃
至
於
後
來
的
報
紙
，
也
愈
來
愈
多.. 
這
使
得
紙
張
必
須
隨
之
增
產
。
造
紙
、
製
書
業
的

機
械
化
，
原
因
就
在
這
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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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木
刻
版.. 
印
刷
書
的
先
祖
？

第
二
章古

鵬
堡
與
同
時
代
的
人
，
如
何
在
十
五
世
紀
中
葉
，

克
服
各
種
可
以
想
見
的
諸
多
技
術
困
難
，
發
明
出
印

刷
術
？
他
們
必
須
通
過
哪
些
階
段
（
在
我
們
可
以
得
知
或
臆
測
的
範
圍
內
）
，
方
能
獲
致
最
終
的
解
決
之
道
？

一
四
五
O
到
一
八
0
0
年
間
，
印
刷
又
有
哪
些
改
進
？
這
些
改
進
如
何
強
化
印
刷
業
，
並
促
成
書
籍
的
普
及
？

這
些
問
題
，
本
章
都
會
論
及
。
雖
有
許
多
治
學
嚴
謹
的
學
者
、
史
家
和
專
家
，
承
縮
了
二
十
世
紀
初
赫
恩
、
海

布
勒
與
普
克
特
的
研
究
，
可
供
我
們
參
考
，
但
早
期
的
疑
問
，
特
別
不
容
易
找
到
答
案
。
在
此
必
須
重
複.. 
諸

如
誰
才
是
印
刷
術
之
父
，
印
刷
的
改
進
又
應
歸
功
何
人
云
云
，
並
非
我
們
的
研
究
重
點
。
我
們
的
目
的
，
是
盡

可
能
地
指
出
，
哪
些
按
術
促
成
了
第
一
訓
叭
搖
籃

木
的
印
成
，
而
這
些
技
術
在
十
五
、
十
六
世
紀
間
，
如
何
逐
漸

︱
『

I
l
l

－

h
o

臻
於
完
美
，
讓
印
量
更
多
、
印
刷
更
快
。
換
句
話
說
，
我
們
意
在
釐
情
，
十
六
到
十
八
世
紀
間
，
書
本
是
如
何

以
手
動
印
刷
機
印
成
，
而
後
在
十
八
世
紀
末
、
十
九
世
紀
初
，
為
了
趕
上
時
人
對
書
籍
與
雜
誌
的
需
求
，
印
刷

按
術
的
革
命
又
是
如
何
地
必
要
。

十
四
世
紀
中
期
，
歐
洲
各
地
都
有
人
使
用
紙
﹔
在
該
世
紀
結
束
前
，
紙
張
更
成
為
普
及
的
商
品
。
紙
張
之

技
術
問
題
與
解
決
之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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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
創
造
出
各
種
可
能
性
，
倒
不
是
因
為
它
的
造
價
低
廉
（
其
實
紙
價
的
下
滑
算
是
慢
的
了
）
，
而
是
因
為
這

種
表
面
平
坦
的
新
書
寫
材
料
，
當
時
已
能
大
量
生
產
。
基
於
此
，
欲
大
量
生
產
圖
畫
或
文
字
，
紙
張
自
是
最
理

想
的
媒
材
。

十
四
世
紀
時
，
複
製
圖
畫
的
標
準
化
方
法
，
已
流
傳
開
來
，
用
以
裝
飾
書
的
封
皮
﹔
利
用
凹
刻
的
印
版
，

就
可
以
把
圖
樣
壓
印
在
皮
革
表
面
。

抄
寫
員
製
作
手
抄
本
時
，
則
在
每
個
章
節
或
段
落
的
開
頭
，
預
留
空
白
給

放
大
並
描
上
飾
紋
的
大
寫
字
母
﹔
偶
爾
，
這
些
大
寫
字
母
會
用
木
頭
或
金
屬
做
的
浮
刻
字
戳
來
壓
印
。
以
雕
版

壓
印
技
術
在
布
面
印
上
式
樣
，
則
源
自
東
方
﹔
沾
上
彩
墨
，
用
在
絲
網
或
亞
麻
布
上
，
就
可
以
染
出
簡
單
的
信

仰
圖
畫
與
宗
教
故
事
場
景
”

。
這
種
方
法
，
對
紙
張
同
樣
適
用
。
與
印
在
織
品
上
相
較
，
用
浮
刻
的
戳
章
在
紙

上
壓
印
，
不
論
是
黑
白
或
彩
色
，
都
能
印
出
更
為
乾
淨
、
清
晰
的
線
條
。
就
我
們
所
知
，
木
版
印
刷
或
木
刻
印

刷
最
早
的
例
子
，
乃
是
將
布
吊
專
用
的
圓
樣
，
壓
印

在
紙
上
的
結
果
﹔
這
種
做
法
在
歐
洲
人
普
遍
使
用
紙
張
後

不
久
即
出
現
，
比
印
刷
書
的
誕
生
早
了
七
十
年
，
也
開
啟
了
後
來
文
字
稿
印
刷
的
先
河
。

最
早
的
木
刻
版
畫
（
σ
z
c
r
1
2
月
間
，
通
常
為
凸
版
，
有
別
於
以
凹
版
為
主
的
金
屬
版
畫
）
，
可
以
追
溯
至

十
四
世
紀
末
甚
至
更
早
﹔
據
了
解
，
當
時
的
萊
因
河
沿
岸
與
勃
良
地
，
此
種
行
業
相
當
鼎
盛
”
。
有
了
這
種
新

的
製
作
流
程
，
便
能
大
量
複
製
宗
教
圖
畫
，
而
且
所
需
的
工
真
相
當
簡
單
，
不
過
是
一
塊
木
頭
跟
一
把
刀
子
。

在
那
個
年
代
，
精
神
生
活
、
智
識
生
活
的
中
心
，
就
是
宗
教
儀
式
，
教
會
的
地
位
至
高
，
而
口
耳
相
傳
仍
是
文

化
的
主
幹
’
是
以
前
述
的
複
製
方
式
大
有
斬
獲
。
既
然
環
境
如
此
，
用
以
複
製
信
仰
意
象
的
圖
案
技
衛
，
當
然

顯
得
比
印
刷
更
必
要
。
木
刻
印
製
的
圖
案
，
可
以
用
來
描
述
傳
奇
故
事
或
聖
人
事
蹟
（
在
此
之
前
，
這
些
都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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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在
教
堂
的
圓
柱
、
門
廊
、
窗
戶
上
看
到
）
，
生
動
地
捕
捉
住
時
人
的
想
像
。
也
因
為
這
些
圖

畫
便
於
攜
帶
，

一
般
人
可
以
拿
回
家
，
在
閒
暇
時
欣
賞
、
沉
思
﹔
他
們
就
此
目
睹
基
督
的
神
蹟
、

耶
穌
受
難
的
經
過
，
感
受

《
聖
經》
人
物
在
他
們
手
中
活
靈
活
現
，
記
取
凡
人
終
將
一
死
的
教
訓
，
或
是
見
證天
使
與
魔
鬼
為
將
死
之
人

的
靈
魂
而
纏
鬥
。
論
需
求
，
這
一
類
簡
單
的
視
覺
產
品
，
出
現
的
時
間
遠
遠
早
過
文
學
、
神
學
、
科
學
方
面
的

印
刷
文
本
，
並
不
叫
人
意
外
，
畢
竟
後
者
僅
有
一
小
撮
神
職
人
員
與
學
界
人
士
感
興
趣
。
文
字
印
刷
固
然
較

難
，
但
就
算
文
本
的
複
印
跟
木
刻
版

畫
一
樣
簡
便
，
先
有
印
製
園
、
才
有
印
製
書
，
仍
舊
是
自
然
且
合
理
的
順

序
。
只
是
，
單
就
事
實
論
，
木
刻
的
翻
印
技
術
’
對
於
後
來
的
印
刷
術
並
無
任
何
啟
發
﹔
印
刷
術
係
脫
胎
自
截

然
不
同
的
技
術
？

蔚
為
風
氣
的
象
徵
性
宗
教
尚
像
，
發
展
於
十
五
世
紀
初
。
最
先
製
造
木
刻
圖
版
的
工
坊
，
很
可
能
就
設
於

修
院
之
內
或
附
近
，
而
來
自
修
院
的
龐
大
訂
單
，
促
進
了

這
種
圖
畫
的
廣
泛
應
用
？
木
刻
版

畫
的
生
意
成
長

快
速
，
諸
如
一
四
二
三
年
「
布
魯
塞
爾
的
童
貞
女
」
、
一
四
三
七
年
「
維
也
納
的
聖
瑟
巴
斯
丹
可
以
及
聖
羅

格
、
聖
亞
波
黎
納
的
圖
像
，
到
處
都
可
買
到
，
除
了
用
來
裝
飾
尋
常
百
姓
的
居
所
，
還
能
趨
吉
避
凶
。
聖
基
多

褔
是
旅
人
的
主
保
聖
人
，
免
人
於
摔
死
﹔
聖
瑟
巴
斯
丹
兔
人
於
受
傷.. 
聖
羅
格
兔
人
於
瘟
疫
﹔
聖
亞
波
黎
納
兔

人
於
牙
疼
。
擁
有
其
他
的
聖
人
版
畫
，
則
可
能
帶
有
贖
罪
券
的
效
果

﹔

在
朝
聖
途
中
、
教
堂
門
前
、
市
集
場

合
，
賣
出
的
版
畫
數
以
千
計
。

早
先
的
木
刻
版
上
並
無
文
字
，
但
旋
即
有
人
發
現
，
如
果
隨

園
附
上
短
文
說
明
，
效
果
頗
佳
﹔
為
了
印

字
，
可
以
另
刻
一
塊
橫
版
，
或
是
在
人
物
之
間
的
空
白
處
加
刻
。
一
開
始
，
圖
說
係
採
手
寫
，
但
後
來
則
與
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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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本
身
一
起
刻
在
木
頭
上
。
在
此
同
時
，
園
中
人
物
的
宗
教
意
味
趨
於
淡
化
﹔
以
人
類
與
動
物
體
態
呈
現
的
新

奇
字
母
表
，
基
督
教
諸
國
九
聖
人
的
傳
奇
史
蹟
等
，
盡
皆
入
園
。
此
間
最
有
看
頭
的
發
展
，
當
屬
紙
牌
的
製

造
，
並
很
快
變
成
一
個
龐
大
而
繁
榮
的
產
業
。
先
用
木
版
印
出
紙
牌
然
後
上
色
，
苦
日
逐
張
描
園
、
添
飾
的
光

景
已
不
復
見
。
同
時
在
木
刻
版
行
業
裡
發
展
的
，
還
有
諷
刺
海
報
、
商
業
告
示
，
與
最
後
才
出
現
的
日
曆
﹔
至

此
，
文
字
的
地
位
自
然
地
凌
駕
7
圖
畫
焉
。

不
多
時
，
單
純
的
全
開
紙
印
刷
已
嫌
不
足
，
木
版
印
出
的
四
開
小
書
誕
生
，
並
成
為
一
種
完
整
的
讀
物
類

型
，
訴
說
著
當
時
最
受
歡
迎
的
道
德

、
宗
教
故
事.. 
《
默
示
錄
》
（新
教
稱

《
啟
示
錄
》
）
裡的
角
色
、

《
窮人

聖
經
γ

《
童
貞
女
生
平γ

《
救
贖
之
鏡
》
、
《
耶
穌
受
難
》
、
《
聖
徒
生
平γ

《
死
亡
藝
術
》
等
。
在
這
個

階
段
，
文
本
跟
圖
畫
的
重
要
性
相
仿
﹔
置
身
偏
遠
地
區
、
資
源
匿
乏
的
神
職
人
員
，
也
從
中
獲
得
講
道
、
傳
教

的
範
本
。
更
重
要
的
是
，
這
些
書
的
價
格
不
貴
、
尺
寸
不
大
，
故
成
為
尋
常
大
眾
買
得
起
、
用
得
著
的
第
一
批

書
本
。
就
算
不
識
字
，
至
少
他
們
可
以
從
圖
畫
的
起
承
轉
合
裡
領
略
要
義
。
此
外
，
因
為
這
些
小
冊
子
是
以
方

言
寫
成
，
對
真
備
基
礎
閱
讀
能
力
的
讀
者
來
說
，
理
解
更
加
容
易
。
當
時
風
行
的
雕
版
書
，
其
文
字
比
重
偏

高
，
證
明
稍
能
閱
讀
的
人
已
非
少
數
。

這
些
雕
印
作
品
中
，
有
許
多
比
活
字
印
刷
更
晚
間
世
，
雕
版
書
曇
花
一
現
的
故
事
，
亦
在
此
宣
告
結
束
。

然
而
，
木
版
印
刷
的
技
巧
並
未
因
而
亡
仗
。
最
早
的
活
字
印
刷
書
，
仍
然
沿
用
與
雕
版
書
木
刻
版
如
出
一
轍
的

國
版
，
而
第
一
批
有
圖
畫
的
書
籍
，
許
多
也
採
用
了
既
有
的
版
畫
做
為
圖
飾
。
由
於
攝
影
術
的
發
明
，
還
要
等

上
幾
百
年
，
所
以
在
那
之
前
，
版
畫
行
業
確
實
隨
著
印
刷
書
的
生
意
，
繼
續
興
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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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
多
的
歷
史
陳
跡
中
，
只
有
流
傳
至
今
的
雕
版
書
，
受
到
如
此
仔
細
的
審
視
、
如
此
熱
切
的
研
究
﹔
這
些

稀
有
的
殘
章
遺
頁
，
代
表
著
一
個
曾
經
規
模
宏
大
的
行
業
。
其
稀
有
的
程
度
，
正
是
它
們
曾
經
普
及
的
明
證
﹔

因
為
普
及
，
當
時
的
廣
大
群
眾
便
不
甚
珍
惜
、
未
予
妥
存
。
碩
果
僅
存
的
那
峰
了
大
都
是
被
人
塞
進
書
的
封
皮

裡
’
或
填
入
箱
子
的
內
襯
裡
’
方
得
保
全
。
在
此
，
我
們
無
意
重
啟
老
掉
牙
的
爭
論
，
諸
如
哪
國
在
雕
版
書
技

藝
上
最
有
資
格
稱
先
驅
，
某
幅
版
畫
的
正
確
付
印
日
期
為
何
、
雕
版
師
這
種
職
業
的
起
源
與
類
型
有
哪
些
。
我

們
的
質
問
有
別
於
此
，
且
直
接
關
係
著
印
刷
術
的
發
韌
：
倘
若
第
一
批
雕
版

書
出
現
在
印
刷
術
發
明
之
前
，
我

們
能
否
找
出
兩
者
的
關
聯
，
宣
稱
木
版
印
刷
就
是
印
刷
書
之
父
？
會
不
會
是
因
為
刻
木
版
的
師
傅
，
厭
倦
了
反

覆
為
每
一
頁
書
重
雕
新
字
，
才
設
法
變
通
，
把
單
個
字
母
從
舊
的
木
版
上
切
割
下
來
？
或
者
，
他
們
就
此
想
出

字
母
分
別
雕
刻
、
依
行
文
順
序
排
列
的
辦
法
，
供
印
刷
之
用
？
接
下
來
，
只
要
保
留
這
套
辦
法
，
再
把
字
母
的

材
質
從
木
頭
替
換
成
金
屬
，
就
成
了
真
正
的
活
字
印
刷
術
。

十
九
世
紀
裡
’
這
種
耐
人
尋
味
的
理
論
，
在
研
究
印
刷
的
史
學
家
間
流
行
。
可
是
，
此
種
理
論
的
簡
化
詮

釋
，
卻
經
不
起
仔
細
的
檢
驗
。
原
因
之
一
是
，
許
多
的
木
版
，
尤
其
那
些
包
含
文
字
的
版
，
係
出
現
於
十
五
世

紀
的
下
半
葉
。
這
也
就
是
說
，
它
們
出
現
的
時
期
，
印
刷
術
已
經
發
明
，
兩
者
在
通
俗
讀
物
的
領
域
至
較
長

短
。
雕
版
書
主
要
的
缺
點
在
於
’
用
木
頭
刻
出
的
字
母
不
夠
精
準
’
線
條
無
法
清
晰
呈
現
﹔
而
且
木
頭
過
乾
或

受
潮
都
會
變
形
，
用
它
們
來
排
版
甚
不
容
易
。
木
頭
字
母
的
耗
損
快
，
這
麼
一
來
就
得
反
覆
地
刻
製
大
量
的
字

母
，
麻
煩
也
不
小
。
若
說
是
這
些
師
傅
把
活
字
材
料
從
木
頭
換
成
金
屬
，
同
樣
不
合
理
﹔
畢
竟
，
把
金
屬
澆

鑄
、
製
作
成
活
字
的
技
術
，
從
事
木
雕
的
人
可
是
一
竅
不
通
。
不
只
這
樣
，
現
存
的
文
獻
還
顯
示
，
第
一
批
印

刷
書
，
並
非
出
自
改
採
新
製
法
的
木
刻
版
工
坊

。
金
匠
古
鵬
堡
才
是
傳
統
上
公
認
的
印
刷
術
發
明
者

，
而
事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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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發
現
」
印
刷
方
法

也
應
該
如
此
﹔
與
古
氏
同
時
進
行
金
屬
活
字

實
驗
的
，
尚
有
布
拉
格
的
華
法
高
，
也
是
一
位
金
匠
。
其
他
的
第

一
代
印
刷
師
博
，
大
都
從
事
同
樣
的
行
業
，
尤其
是
巴
塞
爾
一
帶
金
匠
行
會
的
成
員
。

由
是
觀
之
，
把
印
刷
書
視
為
木
刻
版
師
傅
改
進
既
有
技
術
的
成
果
，
並
不
足
以
服
人
。
更
進
一
步
的
理
由

如
下
：
印
刷
書
出
現
之
後
，
濃
祠
的
黑
色
印
刷
油
墨
，
才
取
代
舊
有
的
版
畫
油
墨
（
後
者
以
燈
黑
製
成
，
色
澤

淺
、
祠
度
低
）
。
同
理
，
也
是
在
印
刷
術
誕
生
之
後
，
木
版
印
刷
方
才
以
印
刷
機
取
代
製
作
雕
版
書
的
老
式
拓

印
法
。
拓
印
法
只
能
用
來
做
單
張
單
面
，
而
非
雙
面
的
印
刷
的
。

這
並
不
是
說
木
版
印
刷
對
印
刷
書
毫
無
貢
獻
。
紙
張
用
以
大
量
複
製
文
本
的
潛
力
，
可
能
是
藉
著
整
塊
木

版
印
出
的
文
字
與
圖
畫
，
才
格
外
彰
顯
的
﹔
要
是
沒
有
版
畫
與
雕
版
書
的
成
功
，
恐
怕
當
時
的
人
也
無
法
預
見

更
加
理
想
的
印
製
方
法
，
竟
能
帶
來
如
此
進
步
。
簡
而
言
之
，
古
騰
堡
最
初
的
熱
情
，
乃
至
於
說
服
傅
斯
特
資

助
其
實
驗
，
可
能
就
是
受
到
雕
版
書
廣
泛
通
行
的
激
勵
所
致
。
也
許
最
早
的
時
候
，
是
先
用
木
製
的
字
範
’
在

陶
土
模
真
上
壓
出
痕
跡
，
再
用
該
模
真
灌
鑄
出
活
字
﹔
也
許
起
初
是
某
人
以
鍛
冶
法
做
實
驗
，
試
著
印
出
雕
版

書
，
而
有
了
意
外
發
現
。
不
管
事
實
究
竟
如
何
，
必
須
重
申
的
是
，
類
似
的
實
驗
，
只
有
由
鍛
造
專
家
，
尤
其

是
熟
悉
熔
鑄
工
法
的
師
傅
，
方
能
著
手
進
行
，
並
得
到
成
功
的
結
果
。
現
在
，
且
讓
我
們
探
究
這
些
熔
鑄
工
匠

從
事
的
活
動
。

十
五
世
紀
上
半
，
那
些
嘗
試
以
機
械
方
式
複
製
書
本
的
人
，
究
竟
在
實
驗
當
中
遭
遇
哪
些
問
題
？
首
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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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我
們
回
想
一
下
印
刷
的
基
本
流
程
，
而
後
再
擇
要
細
述
最
終
採
用
的
印
刷
技
術
。
歐
洲
數
百
年
的
印
刷
，
始

終
以
這
套
技
術
為
基
礎
，
直
到
十
九
世
紀
工
業
革
命
為
止
。

手
動
印
刷
的
技
術
，
或
可
簡
化
成
三
個
根
本
的
環
節
.. 
以
金
屬
澆
鑄
的
活
字
、
富
含
脂
質
的
油
墨
，
以
及

印
刷
機
制
。
其
中
，
如
何
製
造
出
調
度
比
當
時
一
般
油
墨
更
高
的
新
油
墨
，
乃
至
於
如
何
設
計
出
足
以
取
代
木

刻
工
匠
拓
印
法
的
印
刷
機
，
相
對
而
言
並
不
難
，
此
處
且
不
贅
述
。
至
少
在
西
方
印
刷
術
的
發
展
上
，
這
兩
個

課
題
比
起
印
刷
技
藝
的
核
心
，
只
能
算
是
次
要
問
題
。
真
正
的
關
鍵
，
仍
在
於
如
何
以
個
別
的
活
字
組
成
一
整

頁
的
字
版
付
印
。

請
回
想
一
下
此
間
包
含
的
步
驗
。
首
先
得
在
硬
質
金
屬
的
一
端
，
倒
岫
悴
伯
納
字
樣
，
做
偽
暢
仗
岸
間

h

每
個
字
母
或
符
號
都
要
刻
上
一
塊
。
然
後
，
以
此
陽
文
字
範
在
軟
質
金
屬
上
敲
打
，
便
翻
製
出
一
個
含
有
陰
文

的
字
模
。
再
將
陰
文
字
模
置
於
一
手
持
模
其
內
，
便
能
重
複
澆
鑄
出
所
需
的
大
量
「
字
粒
」
，
而
字
粒
的
材
質

則
為
熔
點
較
低
的
金
屬
，
例
如
錫
、
鉛
等
。
如
此
製
成
的
活
字
粒
，
字
母
浮
凸
’
一
如
原
始
陽
文
字
範
上
的
字

樣
。

鑄
製
活
字
的
先
驅
，
係
師
承
金
匠
、
獎
章
雕
刻
師
，
乃
至
於
鑄
幣
工
匠
的
經
驗
﹔
其
中
，
鑄
幣
工
匠
又
經

常
從
金
匠
中
徵
調
而
來
。
他
們
原
本
就
知
道
如
何
鑄
製
乾
戳
（
不
上
油
墨
、
直
接
壓
痕
的
戳
印
）
，
用
以
裝
飾

書
本
的
皮
質
封
面
。
十
三
世
紀
以
降
的
熔
鑄
匠
，
已
懂
得
製
作
浮
凸
的
字
範
’
藉
此
敲
出
黏
土
模
具
，
接
著
再

從
凹
模
翻
製
凸
字
，
做
出
家
族
徽
飾
上
的
浮
凸
銘
文
。
十
四
世
紀
起
，
則
有
製
作
白
蠟
製
品
的
匠
人
，
使
用
黃

銅
的
戳
模
，
而
戳
模
被
用
來
打
製
硬
幣
、
獎
章
與
印
章
，
也
有
頗
長
的
時
間
。
在
當
時
，
一
般
的
硬
幣
跟
獎

5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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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
是
在
兩
模
具
之
間
塞
入
金
屬
薄
片
，
再
用
鐵
鎚
單
打
而
成
，
但
採
澆
鑄
製
作
者
亦
有
之
。
後
者
原
是
一
種

古
法
，
直
到
十
四
世
紀
末
，
又
在
義
大
利
重
新
流
行
起
來
的
。

換
句
話
說
，
十
五
世
紀
初
期
開
始
，
開
隘
噶
模
真
或
黏
土
模
具
澆
鑄
的
技
術

H

以
及
用
戳
摸
敲
擊
的
江J

I
怯
h
業
已
齊
備
。
工
匠
也
知
道
如
何
合
併
這
兩
種
技
術
’
先
敲
出
凹
模
，
再
澆
灌
金
屬
熔
液
，
以
鑄
出
浮
凸
的

形
狀
，
而
這
就
是
鑄
字
的
基
本
原
理
。
此
時
欠
缺
的
只
是
一
個
念
頭
：
把
此
種
技
術
應
用
在
印
刷
上
。
這
樣
的

改
變
，
需
要
的
不
過
是
解
決
一
些
細
部
問
題
。
最
後
的
發
明
則
可
能
是
多
方
嘗
試
各
種
工
具
後
得
來
的
，
而
非

一
蹦
可
幾
。
近
期
的
研
究
指
出
，
印
刷
術
實
驗
的
初
期
，
發
現
由
如
此
多
顆
活
字
構
成
的
版
面
並
不
穩
固
，
要

把
這
些
字
母
緊
密
地
組
裝
成
一
片
，
表
面
平
整
而
能
平
均
沾
上
油
墨
了
非
常
困
難
﹔
早
期
可
能
有
人
將
整
頁
文

章
用
單
一
的
模
真
同
時
澆
鑄
，
以
克
服
這
些
難
題
髓
。

牢
記
這
些
事
實
之
後
，
讓
我
們
透
過
文
獻
的
驗
證
’
了
解
這
些
實
驗
最
終
是
如
何
成
功
的
。
可
惜
現
存
的

相
關
證
據
實
在
很
少
。
檔
案
資
料
原
本
就
很
稀
有
，
而
那
些
沒
有
失
傳
的
文
獻
證
據
又
難
以
判
讀
。
正
因
為
印

刷
技
術
還
在
發
展
的
初
始
期
，
早
期
的
實
驗
者
自
然
沒
有
合
適
的
字
彙
可
以
稱
呼
這
些
甫
經
採
用
的
新
工
真
與

材
料
。
從
當
時
編
年
史
家
著
作
裡
點
滴
採
集
的
線
索
，
幾
乎
同
樣
的
稀
少
，
但
至
少
稍
微
清
楚
些
。
至
於
現
存

的
早
期
印
刷
書
，
仔
細
研
究
之
，
或
可
佐
誰
少
許
假
設
，
卻
找
不
出
任
何
關
於
印
製
過
程
的
確
切
訊
息
。
絕
大

多
數
的
此
類
書
籍
，
似
乎
都
是
在
金
屬
活
字
幾
經
改
良
、
臻
於
完
美
，
並
投
入
商
業
量
產
之
後
，
才
問
世
的
印

製
品
。先

來
看
看
檔
案
。
相
關
檔
案
中
，
重
要
性
居
首
的
，
當
推
與
一
四
三
九
年
史
特
拉
斯
堡
那
樁
知
名
訴
訟
相

關
的
數
份
譴
樣
文
件
了
話
說
有
個
原
為
美
因
茲
市
民
的
約
翰
﹒

根
富
萊
許
二
般
都
稱
他
為
古
騰
堡
（

「
古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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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
」
原
本
是
根
富
萊
許
家
族
位
屋
的
名
字
，
當
時
的
人
習
慣
以
房
產
名
稱
當
作
姓
氏
來
稱
呼
）
，
是
位
來
自
鑄

幣
家
族
的
金
匠
﹔
古
鵬
堡
後
來
移
居
史
特
拉
斯
堡
，
時
值
一
四
三
四
年
，
也
許
再
早
個
幾
年
。
為
了
在
德
國
亞

碟
的
市
集
上
圖
利
，
他
把
幾
種
獨
門
的
金
工
流
程
加
以
改
良
，
並
告
知
利
夫
、
德
禮
謙
、
海
爾
曼
等
三
人
，
尋

求
這
些
人
的
金
錢
資
助
于
在
一
四
三
六
到
一
四
三
九
年
閉
，
他
便
與
這
三
人
合
夥
。
稍
後
德
禮
謙
辭
世
，
其

數
位
于
制
要
求
繼
承
父
親
的
合
夥
權
，
從
而
引
發
了
官
司
，
相
關
的
文
件
流
傳
迄
令
。
根
據
記
載
，
古
騰
堡
研

發
中
的
祕
密
技
術
有
三
.. 

草
二
是
寶
石
的
磨
光
法
﹔
其
二
包
括
了
「
鏡
子
」
（
德
文
文
獻
上
記
載
為
∞
立
品
已
）

的
量
產
法
與
一
種
新
技
藝
，
涉
及
印
刷
機
、
一
些
單
獨
或
合
併
鑄
成
的
「
小
塊
」
（
德
文
記
載
為
的
皂
白
宮
）
，
與

一
些
鉛
製
「
模
具
」
（
德
文
記
載
為
3
3
0
口
）
等
工
真
﹔
最
後
則
是

「
關
乎
印
刷
機
運
作
的
各
種
物
件
」
（
德

文
記
載
為
已
R
N
C

已O
B

斗
E
n
w
s
m
o
g
a門）
。
雖
然
這
些
文
本
有
許
多
種
解
讀
方
法
，
彼
此
矛
盾
者
亦
多
，
但
大

致
指
出
古
騰
堡
當
時
正
投
身
於
印
刷
的
實
驗
。
可
惜
的
是
，
這
些
文
獻
無
助
於
閻
明
古
氏
研
究
的
真
正
貢
獻
，

也
沒
有
說
明
這
些
技
術
有
多
進
步
、
採
用
了
哪
些
程
序
﹔
所
幸
我
們
尚
能
推
測
，
他
已
經
投
入
印
刷
工
作
，
技

巧
亦
真
三
疋
水
準
。
不
過
，
這
個
課
題
並
沒
有
贅
言
的
必
要
，
而
他
也
不
是
唯
二
位
進
行
此
類
實
驗
的
人
。

根
據
在
亞
維
農
發
現
的
文
獻
，
另
有
一
位
金
匠
，
即
布
拉
格
的
華
扶
高
，
於
一
四
四
四
到
一
四
四
六
年

間
，
與
直
維
農
的
鎮
民
達
成
協
議
的
，
允
諾
在
當
地
傳
授
銀
匠
的
技
藝
與
其
他
的
「
人
工
摹
字
」
技
術
。
一
份

一
四
四
四
年
的
合
約
就
提
到.. 

「
告
。
已
咱們
且
是
－E
S
E
F
R
A
E

句
守
S
E
M
W
3
2．
§
是
這
言
豆
、

a
S
E
S

S
E
E
S
S
E

這

H
t
r
F
h
叫
但
是
E
h
E
E
R
R
O
L

咒
。
『
這
b
h
h
h
b品
旦
這
咱
們
這SS
E
E
R

－E
E
a
h
R
R
H肉、a
h
n
『
S
m
a
S

E
E
a
S
H
E－
」
（
大
致
的
意
思
是.. 

「
兩
組
鋼
製
的
全
套
字
母
，
與
兩
組

鐵
塊
，
其
中
一
套
字
母
稱
為
工
具

組
，
色
括
四
十
八
個
錫
字
塊
，
還
有
其
他
各
式
不
同
的
書
寫
用
符
號
。
」
編
按
，
此
處
原
文
為
中
世
紀
古
拉
丁

a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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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葉
偉
忠
翻
譯
，
由
於
原
文
古
老
且
未
使
用
合
適
的
術
話
，
譯
文
可
能
有
些
許
誤
差
，
以
下
同
）
。
另
一
份

一
四
四
六
年
的
文
件
則
提
及

F
S
E
E
E
h
『
豆
豆
S
E
t
t
閃
電
巷
的S
u
n
b
E
h
b
b
之
言
旦
旦E
Z
n
「
S
S
A
F
S
B
h
r

﹒
守3
．每
S
E
X
R
餘
的
R
E
S
h
h
m
r
s
o

話
。
每
h
u
r
h

這
守
。
”
間
也
同

h
s
品
言
問
H
A
m－b
h
h
h
n

」
（
一
些
為
人
工
摹
字
製
造
出
的

字
組
，
無
論
是
工
具
組
或
字
母
組
，
材
質
有
鐵
、
鋼
、
鋼
、
鉛
、
錫
、
木
等
）
。
同
年
，
華
決
高
答
應
把
用
於

複
製
希
伯
來
文
與
拉
T
文
的
設
備
，
提
供
給
一
位
猶

太
人
，
即
卡
德
魯
西
的
達
文
，
唯
是
否
履
約
已
不
可
考

.. 

「
宅
電
詛
咒
龍
芝
咱
這
～
丸
之
間
這
句
忍
之

h
H
Y
n
a
志
，
守
主
H
a
s
h－
久
之
h
h
g話
，
海
『
否
需
足
足
急
E
H
m
K
E
H
Q

峙
的
札S
E
S
m
H
h
u
E
鬥
H
h
S這

峙
的
立E
E
F
－－
5
h
H
E

這

S
h
s
h
z
h
吟
，E
h
H
F
h
r
h
s
h
Y
H

。
而

H
h
M咱
哥
哥
。
... 

E
h
s
h
a
h
H
玄
3

．
E
這
S
H
a
h
H位
峙
的
立Z
E
R
這

R
h
q
A
n
h

．

S
E
H肉
、
s
h
h
h
R
S～E
R
E
－
」
（
二
十
七
個
用
鐵
鑄
造
的
希
伯
來
文
字
母
，
以
及
印
刷
的
知
識
及
操
作
方
法

... 

... 

同
時
還
有
用
木
、
錫
、
鐵
製
造
的...

... 

拉
丁
文
人
工
摹
字
的
技
巧
與
工
具
。
）

華
法
高
試
圖
改
進
的
，
究
竟
是
什
麼
流
程
？
這
些
文
本
並
未
以
合
適
的
技
術
詞
彙
寫
成
，
甚
難
清
楚
詮

釋
，
故
此
一
疑
問
實
無
正
解
。
或
有
人
主
張
，
華
氏
此
處
所
指
的
，
應
當
是
一
種
較
為
原
始
的
印
刷
機
，
甚
至

書
寫
機
器
﹔
但
這
種
可
能
性
似
乎
偏
低
。
在

一
四
四
四
年
訴
訟
中
提
及
的
兩
組
鋼
製
的
全
套
字
母
、
刻
在
鐵
上

的
四
十
八
個
字
母
，
以
及
涉
入
一
四
四
六
年
訴
訟
的
二
十
七
個
希
伯
來
字
母
，
可
能
是
陽
文
字
範
，
但
同
樣
可

能
是
陰
文
字
模
。
至
於
前
述
的
錫
塊
（
海
3
2

倍
§
品
8

）
或
許
是
鑄
製
品
，
但
寺
、
言
一
字
究
竟
何
解
？
畢

竟
它
在
史
特
拉
斯
堡
的
文
獻
裡
，
已
經
出
現
過
。
它
指
的
是
個
別
鑄
造
的
字
母
，
還
是
一
整
頁
同
時
澆
鑄
而
成

的
字
母
？
如
果
是
後
者
，
那
豈
不
成
了
換
湯
不
換
藥
的
雕
版
印
刷
？
一
四
四
四
年
訴
訟
中
所
說
的
鐵
塊

Q
o
3
3
2
．
守
法2
）
，
意
味
的
是
不
是
用
陽
文
字
範
連
續
敲
出
的
、
一
整
塊
的
模
子
？
這
些
問
題
，
係
由
奧
T
所

提
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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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完
了
檔
案
，
來
看
看
其
他
的
敘
述
資
料
。
首
先
是
知
名
的
一
四
九
九
年
《
科
隆
編
年
史
》
。
有
趣
的

是
，
據
執
筆
者
的
說
法
，
他
的
資
訊
來
自
科
陸
史
上
第

一
位
印
刷
師
傅
柴
爾
﹔
此
君
與
古
鵬
堡
的
同
事
修
埃
佛

有
往
來
。
以
下
是
這
段
史
料
的
翻
譯.. 

「
印
刷
這
種
高
貴
的
技
藝
，
首
先
發
明
於
德
國
的
美
因
茲
。
主
曆
一
四

四
0
年
，
印
刷
術
傳
到
本
地
來
，
從
那
時
起
到
一
四
五
0
年
，
匠
人
持
續
地
改
進
這
種
技
藝
，
與
其
他
所
有
相

關
的
工
法...... 
縱
使
它
是
在
美
因
茲
發
現
的
，
一
如
前
述
，
然
首
度
試
驗
卻
是
在
那
之
前
的
荷
蘭
完
成
的
，
成

果
則
是
一
本
印
於
當
地
的
多
納
圍
（
四
世
紀
羅
馬
人
）
拉
丁
文
法
書
。
當
時
的
書
籍
，
即
印
刷
的
濫
觴
﹔
而
今

日
的
技
術
’
實
際
上
巴
比
最
初
的
方
法
更
值
信
賴
、
更
富
巧
思
，
隨
著
時
間
的
流
逝
而
更
形
完
善
n

。
」

根
據
這
段
文
字
，
「
最
初
的
方
法
」
乃
是
出
現
在
荷
蘭
，
從
而
引
發
了
頗
大
的
爭
議
，
諸
般
假
設
亦
由
斯

而
來
了
由
於
荷
蘭
曾
經
是
木
版
印
刷
的
重
鎮
，
有
人
認
為
所
謂
的
最
初
方
法
，
指
的
應
該
是
木
刻
版
﹔
但
在

當
時
，
木
刻
版
技
術
已
然
傳
至
德
國
、
萊
因
地
區
與
法
國
。
其
他
的
資
料
時
間
較
晚
，
但
也
支
持
這
一
種
說

法
，
似
乎
確
認
荷
蘭
才
是
某
種
印
刷
流
程
的
發
朝
地
﹔
許
多
論
著
試
圖
重
建
這
種
觀
點
，
好
替
印
刷
的
緣
起
翻

案
。
兩
位
人
文
主
義
者
，
哈
倫
的
范
祖
倫
與
庫
爾
赫
即
於
一
五
六
一
年
宣
稱
，
哈
倫
才
應
該
享
有
印
刷
術
搖
籃

的
榮
銜
。
除
此
之
外
，
德
瓊
澤
也
在
他
死
後
付
梓
的
《
荷
關
編
年
史
》
中
記
載
，
某
位
居
民
曾
經
敘
述
，
根
撮

當
地
傳
說
，
一
位
姓
柯
斯
特
、
名
勞
倫
斯
的
匠
人
，
早
在
一
四
四
一
年
之
前
，
就
已
經
設
法
利
用
機
械
複
製
文

字
，
並
為
此
發
明
了
金
屬
活
字
排
版
。
此
說
宣
稱
，
柯
斯
特
印
過
一
本
《
人
類
救
贖
之
鏡
》
’
一
本
多
納
圖
文

法
書
，
以
及
其
他
書
籍
。
他
身
邊
有
一
名
技
工
求
去
，
於
一
四
四
二
年
把
他
的
祕
密
在
阿
姆
斯
特
丹
洩
漏
，
而

後
又
傳
到
科
陸
與
美
因
茲
口
。

另
有
一
些
文
獻
提
及
，
曾
有
人
在
布
魯
日
購
得
「
以
模
鑄
成
」
的
教
本
印
刷
本
﹔
前
述
的
印
刷
起
源
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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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時
亦
援
引
此
事
為
證
。
聖
奧
伯
德
坎
布
萊
修
道
院
的
院
長
勒
侯
伯
，
著
有

一
本
《
追
憶
錄
》
’
兩
度
提
及此

印
本
，
時
間
分
別
為
一
四
四
五
血
二
四
五
一
年
。
然
而

詮
釋
的
問
題
又
出
現
了
：
這
裡
所
寫
的

「
以
模
鑄
成
」

（
布
依OE
S
g

－0
）
，
跟
「
以
模
裁
成
」
（5
己
似
S
E
E

－
己
會
不
會
是
同
一
個
意
思
？
萬
一
是
，
則
該
印
本
其
實

是
由
普
通
的
木
刻
版
印
出
三
如
法
文
中
的
至

2
2
2
告

5

。
＝
苔
，
即
以
模
裁
製
者
，
也
可
用
以
指
稱
紙
牌
製

作
人
）
。
如
若不
然
，
則
以
模
鑄
成
是
不
是
用
一
塊
預
製
的
模
，
灌
鑄
出
整
個
金
屬
版
，
印
成

一
頁
？
嘗
試
這

樣
解
讀
的
人
也
是
有
的
。

受
制
於
這
些
意
義
的
模
糊
與
解
讀
的
難
處
，
早
期
印
刷
術
在
荷
蘭
的
試
驗
情
形
與
進
展
，
便
只
剩
下
一
些

有
時
顯
得
非
常
薄
弱
的
假
設
。
端
詳
當
時
的
書
籍
，
也
無
法
得
到
答
案
，
因
為
其
所
使
用
的實
際
技
術
’
光
檢

查
成
品
是
找
不
出
所
以
然
的
。
不
過
，
以
下
的
事
實
值
得
一
書
：

在
哈
倫
的
圖
書
館
裡
’
藏
有
一
系
列
的
印
刷

書
，
印
製
日
期
雖
然
不
詳
，
但
發
源
地
卻
極
可
能
是
荷
蘭
，
其
中
包
括
兩
張
的
字
母
書
與
四
張
的
多
納
圖
文

法
。
部
分
專
家
相
信
，
這
些
書
上
的
文
字
印
製
’
乃
是
來
，
白
黏
土
模
真
而
非
金
屬
鑄
模
，
模
真
或
許
是
用
木
質

的
陽
文
字
範
敲
出
。
這
些
文
本
在
印
刷
時
間
上
大
抵
晚
過
美
因
茲
的
第
一
批
書
，
唯
其
印
書
法
的
起
源
仍
可
能

早
過
美
因
茲
的
那
套
工
法
”
。

時
至
今
日
，
依
然
有
一
群
比
我
們
更
專
業
的
學
者
，
試
圖
解
答
這
些
疑
問
。
在
此
我
們
只
能
說
，
早
期
的

印
刷
先
驅
，
究
竟
如
何
獲
致
成
果
，
恐
怕
永
遠
都
不
會
有
確
定
的
答
案
。
活
字
實
際
製
造
的
問
題
，
尤
為
關

鍵
：
初
期
實
驗
時
，
他
們
使
用
的
是
哪
種
陽
文
字
範
？
陰
文
字
模
一
直
都
是
用
金
屬
製
造
嗎
，
還
是
開
始
時
曾

以
黏
土
或
細
沙
士
為
素
材
？
如
果
是
後
者
，
他
們
的
陽
文
字
範
是
不
是
木
頭
？
陰
文
字
模
是
否
沒
有
其
他
的
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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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法
，
像
是
用
金
屬
或
木
質
的
陽
文
字
範
夾
住
鉛
’
加
熱
熔
化
成
凹
模
？
以
鉛
模
鑄
字
，
是
否
意
味
活
字
的
材

質
一
定
不
會
是
鉛
，
或
其
他
金
屬
？
鑄
模
跟
印
刷
版
，
是
不
是
一
次
做
好
一
整
頁
？
關
於
這
些
早
期
的
工
匠
，

有
件
事
是
確
定
的
：
他
們
邊
摸
索
邊
研
究
，
一
次
進
展
一
點
點
，
長
期
下
來
終
於
找
到
解
答
。
此
外
，
我
們
似

乎
還
能
斷
言
，
投
入
相
關
試
驗
的
人
，
為
數
不
少

：
荷
蘭
的
柯
斯
特

（
如
果
真
有
此
人
）、
美
因
茲
的
古
騰

堡
、
傅
斯
特
與
修
埃
佛
，
與
亞
維
農
的
華
阪
高
。
他
們
都
想
找
出
最
佳
途
徑
，
藉
此
以
機
械
方
法
複
製
文
字
。

木
版
印
刷
大
為
風
行
，
證
明
以
新
的
發
明
改
良
印
刷
，
不
但
切
合
實
用
而
且
前
景
可
期
，
故
在
一
四
三O到
一

四
五
0
年
間
，
可
能
也
有
其
他
的
先
驅
者
，
與
同
樣
的
問
題
在
鬥
智
﹔
只
怨
文
獻
證
據
不
足
，
無
從
得
知
這
些

遺
珠
的
姓
名
。

可
能
的
情
況
是
，
就
算
這
許
多
的
實
驗
者
未
在
一
四
四
五
到
一
四
五
0
年
間
完
成
其
發
明
，
至
少
也
處
於

重
大
突
破
的
節
骨
眼
上
﹔
而
在
這
之
後
的
十
五
年
內
，
改
良
完
成
的
發
明
，
開
始
在
商
業
上
、
工
業
上
應
用
，

並
傳
遍
全
歐
，
印
刷
史
上
另
一
個
決
定
性
的
里
程
碑
，
遂
出
現
於
此
時
期。

最
初
的
印
刷
產
業
，
以
美
因
茲
為
搖
籃
，
這
點
當
無
疑
義
﹔
其
演
進
則
與
以
下
三
位
名
人
關
係
密
切.. 
史

特
拉
斯
堡
訴
訟
案
的
被
告
古
時
暈
、
古
騰
堡
的
金
主
傅
斯
特
，
和
曾
經
就
讀
於
巴
黎
大
學
，
且
可
能
當
過
抄
寫

員
、
也
是
書
法
家
的
修
埃
佛
。
一
四
四
四
年
之
前
，
古
鵬
堡
皆
旅
居
於
史
特
拉
斯
保
于
實
際
停
留
時
間
可
能
更

長
﹔
而
他
返
抵
老
家
美
因
茲
，
則
是
一
四
四
八
年
十
月
之
前
的
事
。
但
為
7
繼
續
其
實
驗
，
古
氏
俏
須
更
多
資

金
﹔
一
四
五
0
年
，
傅
斯
特
成
為
他
的
靠
山
，
貸
給
他
八
百
弗
林
（
金
幣
單
位
）
以
購
買
若
干
工
真
，
利
率
百

分
之
五
。
稍
後
傅
斯
特
與
他
簽
訂
男
一
合
約
，
允
諾
再
借
他
三
百
弗
林
，
為
其
「
製
書
工
作
」
支
應
採
購
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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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
羊
皮
、
油
墨
之
所
需
。
所
有
線
索
皆
暗
示
古
騰
堡
距
離
實
驗
成
功
只
差
一
步
，
甚
或
已
經
成
功
。
豈
料
一

四
五
五
年
，
傅
斯
特
竟
控
古
騰
堡
違
約
，
情
況
遂
急
轉
直
下
﹔
古
氏
以
被
告
身
分
出
庭
，
法
官
令
他
將
尚
未
支

用
的
款
項
，
連
同
應
付
利
息
償
還
博
斯
特
了
兩
年
後
，
第
一
本
日
期
可
考
的
印
刷
書
《
美
因
茲
聖
詠
》
，
在
傅

斯
特
與
其
新
夥
伴
修
埃
佛
的
合
作
下
，
於
一
四
五
七
年
的
十
月
十
四
日
，
從
印
刷
機
裡
誕
生
。
接
下
來
，
修
埃

佛
繼
續
發
展
事
業
，
其
印
刷
鋪
更
長
期
穩
居
歐
洲
印
刷
事
業
的
重
要
地
位
二
直
營
業
至
十
六
世
紀
初
。

此
間
的
設
國
頗
多
。
《
美
因
茲
聖
詠
》
的
印
相
甚
佳
，
絕
非
初
試
啼
聲
之
作
。
從
一
些
早
期
的
多
納
圖
印

本
與
德
文
天
文
曆
看
來
，
印
刷
最
晚
自
一
四
五
0
年
起
，
已
經
算
是
一
門
事
業
﹔
而
古
騰
堡
也
可
能
在
返
回
美

因
茲
之
前
，
即
已
印
出
若
平
成
品
，
尤
其
是
在
與
傳
斯
特
合
作
期
間
。
會
不
會
是
傅
斯
特
在
古
氏
實
驗
終
有
結

果
之
時
，
把
喔
機
會
擺
脫
這
個
麻
煩
的
發
明
家
，
並
讓
他
那
也
許
更
聽
話
、
更
有
生
意
頭
腦
的
徒
弟
修
埃
佛
，

取
而
代
之
，
據
印
刷
秘
術
為
己
用
？
要
真
是
這
樣
，
古
騰
堡
便
與
歷
來
典
型
的
天
才
人
物
一
樣
，
窮
歲
月
之
所

得
仍
不
兔
遭
人
強
奪
。
他
是
否
在
與
傅
斯
特
反
目
後
，
仍
繼
續
試
驗
？
之
後
的
他
到
底
怎
麼
了
？
一
種
欠
缺
實

據
的
說
法
聲
稱
，
古
氏
移
往
班
員
格
繼
續
其
實
驗
，
是
不
是
真
的
？
一
四
五
五
年
之
後
，
他
幾
乎
從
歷
史
上
消

失
。
由
於
他
從
一
四
五
七
年
到
過
世
為
止
，
始
終
無
力
將
他
在
一
四
四
二
年
借
款
的
四
里
荷
（
法
國
舊
幣
，
一

旦
荷
可
兌
二
十
索
）
華
息
，
償
還
給
史
特
拉
斯
堡
的
聖
多
瑪
斯
教
會
，
一
般
認
為
古
氏
晚
年
應
是
窮
困
漂
倒。

美
因
茲
的
護
國
總
主
教
（
特
指
與
諸
如
叩
親
玉
共
享
神
聖
羅
馬
帝
國
皇
帝
選
舉
權
之
總
主
教
）
曾
於
一
四
六
五
年

賜
他
貴
族
身
分
好
替
自
己
效
力
，
並
將
他
派
駐
在
艾
爾
特
維
的
宮
殿.. 
這
不
兔
叫
人
猜
想
，
古
鵑
堡
可
能
曾
在

宮
中
架
設
印
刷
機
器
。
但
縱
使
許
多
當
代
著
作
，
皆
稱
古
氏
為
印
刷
發
明
第
一
人
，
卻
從
來
沒
有
任
何
一
本
印

刷
書
，
在
版
權
注
記
處
印
上
他
的
名
諱
筒
。



印刷害的誕生 76 

多
數
人
都
同
意
，
一
四
五
O
到
一
四
五
五
這
段
期
間
，
美
因
茲
一
地
有
許
多
的
印
刷
工
坊
，
同
時
進
行大

規
模
的
商
業
印
刷
... 

多
納
圓
的
拉
丁
文
法
入
門
書
、
用
方
言
編
寫
的
日
曆
、
「
贖
罪
，
證
」
（
為
協
助
賽
普
勒
斯

國
王
德
呂
希
南
抵
禦
土
耳
其
人
，
由
教
宗
尼
格
勞
五
世
核
發
的
贖
罪
券
收
據
）
等
。
此
外
尚
有
其
他
重
要
的
印

本
，
如
傳
統
上
被
認
為
是
第
一
套
印
刷
書
的
《
四
十
二
行
聖
經
》
三
卷
、
一
四
六
一
年
之
前
印
成
的
《三
十
六

行
聖
經
》
三
卷
、
《
美
囡
茲
聖
詠
》
、
《
康
斯
坦
夜
彌
撒
經
本》
、巴
爾
比
於
一
四
六
0
年
編
著
的
金
日
天
語
典
》

和
其
他
。
這
些
出
自
美
因
茲
印
刷
鋪
的
書
籍
，
盡
皆
成
為
反
覆
研
究
的
對
象
，
並
依
照
其
字
體
設
計
的
不
同
而

分
門
別
類
？
’
有
些
學
者
甚
至
試
圖
找
出
哪
本書
是
哪
家
印
刷
鋪
的
成
果
。
我
們
無
意
繼
續
深
究
這
些
極
為
專

門
的
領
域
，
但
至
少
可
以
斷
言
：
在
商
業
印
刷
的
第
一
階
段
裡
’
印
刷
方
法
日
益
進
步
，
生
產
技
術
的
效
能
日

增
，
業
已
使
得
印
刷
商
對
自
己
的
本
領
信
心
日
增
。
早
年
的
他
們
不
印
海
報
跟
小
冊
以
外
的
東
西
，
稍
後
卻
也

不
再
怯
於
出
版
各
種
鉅
著
。
在
班
員
格
的
菲
斯
特
首
度
合
併
使
用
字
版
與
木
刻
圖
版
之
際
，書
籍
的
最
終
格
式

就
此
確
立
。
同
時
間
，
首
批
印
刷
匠
的
徒
子
徒
孫
，
逐
漸
遍
及
歐
洲
，
並
在
各
地
傳
授
技
藝
﹔
二
十
世
紀
前
最

真
效
率
的
理
念
傳
播
之
途
，
由
斯
蔓
延
開
來
。

三
、
鑄
製
活
字

第
一
批
印
刷
匠
的
手
法
雖
嫌
粗
糙
，
卻
還
是
成
功
留
下
許
多
傑
作
。
相
傳
為
古
騰
堡
所
印
的

《
四
十二
行

聖
經
》
’
尤
令
許
多
專
家
不
由
得
讚
嘆
。
至
於
古
氏
究
竟
遭
遇
過
哪
些
困
難
、
為
哪
些
事
心
煩
，
我
們
只
能
想

像
﹔
這
項
發
明
到
底
耗
去
他
多
少
時
間
，
亦
無
從
得
知
。
不
管
怎
麼
說
，
當
時
的
印
刷
，
仍
有
許
多
技
術
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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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步
空
間
，
如
欲
提
升
印
刷
業
之
產
能
，
這
些
進
步
都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
時
至
今
日
，
早
期
印
刷
匠
為
了
排
除

困
難
，
理
應
經
歷
的
諸
多
「
屢
錯
屢
試
」
’
仍
舊
欠
缺
專
家
學
者
的
探
究
與
間
間
。

首
先
得
考
慮
活
字
粒
製
作
的
問
題
。
當
時
的
印
刷
師
傅
，
需
要
的
不
只
陽
文
字
範
、
鑄
模
，
跟
一
套
簡
便

可
靠
的
活
字
製
作
法
，
還
必
須
找
到
夠
堅
固
但
不
會
損
及
陽
文
字
範
的
金
屬
與
合
金
，
以
及
不
會
被
液
態
合
金

的
高
熱
所
熔
解
的
陰
文
字
模
。
另
一
個
重
點
在
於
’
以
合
金
鑄
成
的
字
，
必
須
能
吸
著
油
墨
，
且
真
耐
磨
特

質
。
最
初
使
用
的
陽
文
字
範
’
似
乎
是
以
黃
銅
或
青
銅
製
成
，
比
起
後
來
採
用
的
鋼
質
工
真
，
其
耐
用
性
略
遜

一
籌
。
而
這
些
匠
人
起
先
的
製
模
手
法
，
是
把
鉛
熔
化
，
傾
倒
在
陽
文
字
範
的
四
周
，
使
其
凝
固
成
模
。
在
之

後
的
過
渡
階
段
，
他
們
開
始
把
鉛
敲
擊
成
摸
，
最
後
復
改
用
銅
模
。
有
些
學
者
主
張
，
是
修
埃
佛
發
明
了
鋼
製

的
陽
文
字
範
與
銅
製
的
陰
文
字
模
﹔
反
對
此
說
者
則
稱
，
鋼
製
的
陽
文
字
範
要
到
十
五
世
紀
的
最
後
二
十
五
年

方
才
出
現
，
而
十
六
世
紀
的
頭
十
年
仍
有
人
在
使
用
鉛
製
陰
文
字
模
河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匠
人
們
各
自
採
用

特
性
不
同
的
各
種
金
屬
，
無
怪
乎
十
五
世
紀
的
活
字
林
林
總
總
：
因
為
用
以
製
作
活
字
的
陽
文
字
範
和
陰
文
字

模
耗
損
甚
快
，
更
換
頻
繁
。
此
外
，
符
號
活
字
的
製
作
，
是
為
了
使
印
刷
成
果
更
富
手
抄
本
的
書
寫
體
韻
味
，

但
這
些
符
號
數
量
龐
大
，
反
而
變
成
更
大
的
缺
點
。
第
一
批
印
刷
匠
人
所
鑄
出
的
字
母
，
係
以
連
字
線
相
接

（
將
自
印
成
狗
、
。
。
印
成8）
，
且
採
用
當
時
通
行
的
縮
寫
法
（
以
心
代
替
§
或
已
遠
，
以
心
代
替
它

E
）
﹔
這
麼

一
來
，
造
成
必
備
的
各
種
符
號
活
字
，
竟
比
現
在
還
要
多
。
這
不
免
令
我
們
疑
惑
，
十
五
、
十
六
世
紀
甚
為
普

遍
的
連
字
線
與
縮
寫
法
，
逐
漸
遭
到
淘
仗
的
最
主
要
原
因
，
是
否
繫
於
工
匠
減
少
陽
文
字
範
和
陰
文
字
模
數
量

的
意
願
？
畢
竟
在
書
籍
演
進
的
過
程
中
，
化
異
為
同
、
化
繁
為
簡
的
傾
向
，
亦
為
重
要
特
徵
。

活
字
字
母
本
身
，
也
反
映
出
類
似
的
問
題
。
夠
堅
韌
、
不
易
磨
損
的
合
金
，
究
竟
是
工
匠
一
舉
研
發
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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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還
是
反
覆
摸
索
而
得
？
倘
若
我
們
將
活
字
實
際
鑄
造
的
問
題
，
視
為
鉛
、
錫
、
娣
三
者
比
例
拿
捏
的
問

題
，
只
有
正
確
的
合
金
比
例
，
方
能
確
保
其
最
大
強
度
，
此

一
課
題
應
更
容
易
理
解
。
以
純
鉛
製
作
容
易
氧

化
，
在
鉛
中
加
錫
則
達
不
到
理
想
硬
度
﹔
倒
是
十
五
世
紀
以
及
此
後
三
百
年
間
所
灌鑄
的
活
字
，
強
韌
兩
字
當

之
無
愧
，
雖
然
其
強
度
還
是
不
比
今
日
。
十
九
世
紀
迪
鐸
家
族
第
四
代
的
佛
明
﹒
迪
鐸
’
曾
研
究
過
阿
爾
都
斯

所
使
用
的
希
臘
字
母
，
並
推
論
這
些
活
字
耗
損
頗
快
。
一
五
七
0
年
，
阿
爾
都
斯
出
版
社
第
二
代
經
營
者
保

盧
﹒
馬
努
蒂
烏
斯
同
樣
遇
上
這
種
難
處
，
每
印
一
本
新
書
就
得
重
鑄
一
套
字
母
﹔
他
說
，
如
果
沿
用
已
經
印
過

書
的
舊
活
字
，
字
粒
會
在
四
個
月
後
報
廢
，
只
夠
印
完
半
本
新
書
刊
。
或
有
人
云
，
初
期
的
活
字
合
金
，
係
以

錫
為
基
礎
﹔
這
種
說
法
的
主
要
證
據
來
自
當
時
的
錫
字
印
，
即
一
般
人
認
定
中
，
用
以
打
印
盒
里
木
牌
記
（
類
似

現
代
書
籍
的
版
權
頁
資
訊
）
的
器
具
。
反
過
來
說
，
用
鉛
質
陰
文
字
模
鑄
製
合
鉛
活
字
（
可
行
但
難
度
高
）
，

容
易
損
傷
字
模
，
工
匠
不
願
意
加
太
多
鉛
在
活
字
合
金
裡
’
是
否
因
為
有
此
顧
慮
？
至
於
採
用
錦
’
想
必
是
後

來
的
事
，
因
為
十
六
世
紀
前
尚
無
錦
礦
開
採
。
不
過
，
現
存
的
最
早
活
字
，
卻
也
是
唯
一
足
以
推
翻
這
種
論
調

（
或
至
少
促
其
更
正
）
的
物
證
。
它
們
鑄
於
十
五
世
紀
末
或
十
六
世
紀
初
的
里
昂
，
奧
丁
亦
曾
研
究
之
﹔
經
過

攝
譜
儀
分
析
，
其
成
分
包
括
錫
、
鉛
、
錦
’
偶
爾
還
有
微
量
的
銀
或
鐵
？
要
是
連
這
種
合
金
都
快
速
耗
損
，

那
就
只
能
說
是
多
種
金
屬
的
融
合
比
例
難
以
精
準
掌
控
，
成
分
送
有
變
化
的
緣
故
。
事
實
上
二
套
活
字
裡
，

每
顆
字
母
的
合
金
比
例
都
不
太
一
樣
。
尤
有
甚
者
，
那
些
技
術
不
夠
好
，
或
是
弄
不
到
所
需
金
屬
的
印
刷
商
，

更
有
可
能
屈
就
於
劣
質
的
合
金
。
甚
至
在
三
百
年
後
，
鑄
活
字
的
傅
尼
耶
仍
說
，
把
金
屬
元
素
依
正
確
比
例
混

合
，
是
件
棘
手
而
細
膩
的
工
作
﹔
時
為
一
七
六
四
年
。
他
並
指
出
，
長
期
以
來
印
刷
匠
所
混
用
者
，
包
含
了

鉛
、
一
種
叫
「
波
綻
」
的
組
銅
、
錦
，
有
時
還
有
鐵
，
但
如
此
製
成
的
金
屬
又
有
黏
著
性
過
高
之
弊
，
直
到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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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的
三
十
年
，
匠
人
才
將
製
法
簡
化
，
並
以
鉛
和
一
種
合
銷
合
金
，
提
高
金
屬
品
質
肘
。
這
麼
看
來
，
就
連
十

八
世
紀
的
人
，
對
當
時
所
用
的
活
字
合
金
也
不
完
全
滿
意
。

活
字
本
易
磨
損
。
印
刷
商
被
迫
經
常
地
更
換
活
字
，
在
這
方
面
亦
長
期
為
許
多
困
難
所
苦
于
欲
了
解
這

些
難
處
，
我
們
必
須
牢
記
，
陽
文
字
範
的
雕
刻
，
與
敲
模
、
鑄
模
等
工
作
，
既
冗
長
又
容
易
失
敗
，
只
有
專
門

的
師
傅
才
能
勝
任
。
像
是
陽
文
字
範
雕
刻
師
，
就
得
多
年
執
業
、
經
驗
豐
富
才
行
。
印
刷
產
業
乃
是
從
無
到

有
，
其
發
展
之
初
，
舉
凡
陽
文
字
範
的
刻
製
、
陰
文
字
模
的
製
作
、
活
字
的
鑄
成
，
全
靠
早
期
的
印
刷
匠
一
手

包
辦
。
每
樣
工
作
想
必
都
得
砸
下
大
量
時
間
跟
金
錢
，
且
可
能
只
得
仰
賴
最
原
始
的
器
具
。
若
不
是
因
為
這
些

印
刷
匠
曾
經
當
過
金
匠
，
只
怕
連
一
點
成
功
的
機
會
也
沒
有
。

所
幸
，
在
這
些
與
印
刷
相
關
的
新
興
工
藝
上
，
很
快
地
便
有
專
業
人
士
投
入
。
他
們
造
訪
一
間
又
一
間
的

叩
刷
鋪
子
，
貢
獻
一
己
之
力
，
協
助
老
闆
添
滿
活
字
的
庫
存
，
或
是
更
換
新
活
字
。
至
於
他
們
製
作
的
各
種
陽

文
字
範
和
陰
文
字
模
，
則
由
其
雇
主
留
存
，
變
成
各
家
印
刷
鋪
的
私
有
財
，
搖
籃
本
因
而
在
字
體
上
呈
現
歧

異
、
多
元
的
樣
貌
。
字
體
的
設
計
與
裁
切
很
費
時
，
故
印
刷
商
會
把
新
鑄
的
字
母
與
既
有
的
字
體
混
用
，
漸
次

放
換
舊
的
活
字
。
尤
有
甚
者
，
印
刷
商
還
會
把
握
同
業
死
亡
或
破
產
的
機
會
，
收
購
因
此
而
流
落
到
市
面
上
的

工
具
，
以
因
應
過
高
的
鑄
製
新
字
成
本.. 
雖
然
這
樣
的
情
形
不
常
見
。
不
過
，
他
們
還
是
可
以
請
求
資
金
寬
裕

的
同
業
把
字
體
賣
給
他
們
，
如
果
能
用
對
方
的
陰
文
字
模
製
作
自
己
的
活
字
，
更
是
再
好
不
過
。
從
十
五
世
紀

的
最
後
二
十
五
年
起
，
印
刷
商
似
乎
慢
慢
地
開
始
投
入
陰
文
字
模
出
租
的
生
意
，
只
是
一
開
始
或
許
有
些
不
情

願
’
故
把
大
寫
字
母
稍
加
更
動
、
重
新
刻
製
’
藉
此
區
隔
不
同
印
刷
鋪
的
字
型
。



印刷害的誕生的

專
門
化
的
制
度
，
也
是
由
此
開
展
。
活
字
鑄
造
的
事
業
，
擴
張
於
十
六
世
紀
的
早
期
。
在
德
國
，
這
項
工

作
由
較
大
的
印
刷
商
接
手
﹔
在
法
國
，
則
由
一
小
群
專

業
的
雕
刻
匠
從
事
，
其
中
不
乏
加
拉蒙
、
廣
戒
等
名

人
。
在
此
同
時
，
陽
文
字
範
的
數
量
增
加
。
哥
德
體
為
人
所
棄
，
羅
馬
體
起
而
代
之
，
亦
助
長
了
分
工
的
合
理

化
。
正
因
為
此
種
趨
勢
使
得
舊
有
的
庫
存
再
無
用
武
之
地
，
十
六
世
紀
之
時
，
成
套
活
字
的
個
別
製
造
與
販

售
，
逐
漸
成
為
少
部
分
企
業
的
專
門
事
業
，
企
業
主
則
盡
可
能
蒐
羅
最
好
的
陽
文
字
範
。
到
了
十
七
、
十
八
世

紀
，
十
多
個
財
力
雄
厚
的
組
織
，
獨
占
了
歐
洲
的
活
字
鑄
造
，
這
使
印
刷
匠
不
須
自
己
動
手
鑄
造
即
有
活
字
可

用
，
產
業
分
工
更
形
合
理
的
。

印
刷
匠
購
買
多
套
活
字
組
，
乃
是
行
之
有
年
的
做
法
，
然
而
可
用
的
字
母
數
量

仍
嫌
不
足
，
其
中
的
一
個
原
因
，
得
怪
活
字
價
格
過
高
。
十
六
世
紀
將
屆
時
，
他
們
購
置
的
活
字
粒
總
數
，
一

般
約
為
六
萬
到
十
萬
顆
，
故
一
次
只
能
組
出
十
幾
頁
的
版
，
且
相
同
的
字
母
還
得
重
複
「
上
場
」
’
耗
損
自
然

更
快
。
不
僅
如
此
，
裝
排
好
的
「
待
印
版
」
還
得
馬
上
付
印
，
這
樣
活
字
才
能
儘
快
拆
下
來
另
組
他
版
。
如
此

一
來
，
那
些
比
較
認
真
的
作
者
，
只
能
在
印
刷
的
過
程
中
更
正
內
文
的
誤
漏
，
是
以
同
一
版
的
不
同
冊
，
便
常

常
在
內
容
上
有
所
出
入
，
參
差
之
處
多
不
勝
數
。

如
果
活
字
市
場
的
組
織
化
，
是
長
期
演
變
的
結
果
，
可
以
想
見
，
任
何
一
種
形
式
的
活
字
規
格
齊
一
化
、

標
準
化
，
都
得
費
更
長
的
時
間
才
能
實
現
。
史
料

，誰
賀

，
欠
缺
一
致
的
度
量
標
準
’
確
實
讓
早
年
的
印
刷
商
經

常
感
到
頭
疼
﹔
像
是
「
距
紙
高
度
」
（
即
每
顆
字
粒
字
身
的
總
高
度
）
，
今
天
已
有
定
制
，
但
當
時
卻
無
，
每
個

地
區
，
甚
至
每
間
印
刷
鋪
，
都
有
自
己
的
規
短
。
我
們
還
發
現
，
有
一
套
源
自
十
五
、
十
六
世
紀
的
里
昂
活

字
，
兩
百
二
十
二
顆
字
粒
竟
有
十
四
種
不
同
的
高
度
﹔
由
此
或
可
斷
言
，
有
時
候
甚
至
連
同
一
鑄
字
廠
鑄
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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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字
，
尺
寸
也
不
二
疋
相
同
。
既
然
每
副
活
字
組
的
不
同
字
粒
各
有
各
的
高
度
，
要
混
用
兩
副
活
字
，
就
不
能

不
用
銓
刀
修
整
其
中
一
副
的
每
顆
字
粒
，
俾
使
高
度
一
致
：
這
件
差
事
既
瑣
碎
又
費
工
，
想
必
多
少
阻
礙
了
書

籍
的
生
產
。
所
幸
，
活
字
鑄
造
稍
後
變
成
了
大
型
鑄
字
廠
的
獨
占
事
業
，
統
一
的
規
格
遂
逐
步
建
立
﹔
唯
不
同

的
鑄
字
廠
仍
然
生
產
不
同
高
度
的
字
粒
，
以
避
免
客
戶
轉
而
光
顧
其
他
同
業
。
十
八
世
紀
，
路
易
十
五
律
定
了

十
又
二
分
之
一
「
行
」
的
標
準
字
粒
高
度
，
但
根
據
傳
尼
耶
M
留
下
的
資
料
，
里
昂
的
印
刷
商
與
鑄
字
商
並
未

春
行
，
其
字
粒
高
度
至
多
可
達
十
一
又
二
分
之
一
行
。

就
字
體
來
說
，
欠
缺
一
致
性
的
情
況
也
是
一
樣
。
衡
量
的
標
準
尚
未
建
立
，
有
的
只
是
一
套
約
定
俗
成
、

活
靈
活
現
的
名
稱
系
統
，
諸
如
「
大
目
」
體
、
「
典
範
」
體
、
「
西
塞
羅
」
體
、
「
大
羅
馬
」
體
、
「
奧
古
斯

丁
」
體
等
，
種
種
字
體
的
命
名
皆
任
意
為
之
，
其
意
涵
則
是
人
言
言
殊
。
這
種
情
況
自
然
容
易
造
成
混
淆
。
直

到
十
八
世
紀
，
業
界
才
在
傅
尼
耶
與
安
布
拉
斯
﹒
迪
鐸
的
努
力
之
下
，
採
用
了
絕
對
的
度
量
標
準
’
即
點
數
系

統.. 

一
「
點
」
相
當
於
欽
定
呎
的
一
百
四
十
四
分
之
一
。
這
種
活
字
排
版
專
用
的
度
量
單
位
，
一
直
沿
用
至

A「
’
的
。

探
討
過
陽
文
字
範
雕
刻
師
和
活
字
鑄
造
師
的
工
作
之
後
，
以
下
將
研
究
印
刷
匠
本
身
的
工
作
內
容
。
這
可

以
分
成
排
字
、
印
刷
兩
個
部
分
來
看
。
而
所
謂
排
字
，
就
是
把
活
字
在
「
待
印
版
」
裡
排
組
成
許
多
頁
﹔
之
後

只
要
把
整
版
放
進
印
刷
機
，
就
可
進
入
下
一
階
段
，
進
行
實
際
的
印
刷
。

四
、
排
字
與
打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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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排
版
的
技
術
，
從
印
刷
術
誕
生
以
來
，
幾
乎
沒
有
什
麼
變
化
﹔
只
是
在
整
行

鋪
排
機
（
又
稱
自
動
鑄
排

機
）
與
單
字
鑄
排
機
發
明
之
後
，
這
種
老
技
術
愈
來
愈
罕
見
。
其
所
應
用
的
設
備
幾
乎
與
古
法
相
同

.. 

排
字
工

面
對
著
一
個
木
製
的
方
櫃
’
稱
為
「
活
字
櫃
」
’
櫃
中
分
隔
出
許
多
鴿
巢
狀
的
小
格
子
，
用
以
收
納

字
母
或
符

號
。
先
把
活
字
一
次
一
個
地
從
中
取
出
，
放
進

一
種
小
型
的
槽
狀
容
器
裡
﹔
這
就
是
排
字
「
條
」
’
早
年
是
木

頭
材
質
，
後
來
改
用
金
屬
製
作
。
等
到
槽
內
裝
滿
一
整
行
的
活
字

，
亦
即
組
裝
完
成
後
，
即
可
將
排
字
條
置
於

「
活
版
盤
」
中
﹔
這
個
小
盤
除
了
裝
盛
活
字
，
在
每
行
之
間
還
設
有
小
塊
的
鉛
，
把
一
行
行
的
活
字
隔
閉
，
但

付
印
時
不
會
留
下
痕
跡
。
最
後
，
排
字
工
把
數
行
活
字
合
成一
頁
，
再
把
數
頁
活
字
合
組
成
待
印
版
，
以
角
狀

木
塊
固
定
，
確
保
密
合
不
鬆
動
。

排
字
工
必
須
精
通
一
連
串
的
動
作
，
操
作
不
僅
要熟
練
，

還
得
講
求
迅
速
跟
確
實
，
每
個
動
作
皆
須
流

暢
、
不
假
思
索
。
相
較
之
下
，
十
五
世
紀
的
製
造
業
，
在
此
之
前
並
不
講
求
這
種
緊
湊
的
手
工
節
奏
﹔
這
使
得

我
們
不
兔
要
間
，
在
十
五
到
十
八
世
紀
這
段
期
間
，
要
求
印
刷
商
提
升
產
量
的
呼
聲
，
究
竟
強
到
什
麼
程
度
，

從
而
促
使
匠
人
另
覓
良
方
，
好
讓
排
字
作
業
的
效
率
發
揮
到
極
致
醋
。
．

有
兩
件
事
情
似
應
先
注
意
。
其
一
，
比
起
現
代
的
排
版
者
，
早
年
的
排
字
工
，
工
作
起
來
無
疑
比
較
辛

苦
。
令
天
仍
在
從
事
手
排
版
的
人
，
是
站
在
斜
置
的
活
字
植
前
工
作
，
尚
能
自
由
移
動
﹔
十
五
世
紀
，
甚
至
十

六
世
紀
時
，
可
不
是
這
樣
。
一
四
九
九
年
，
胡
茲
在
里
昂
所
印
製
的
《
印
刷
工
的
死
亡
之
舞
》
一
書
，
其
中
有

幅
圖
，
園
中
的
排
字
工
蹲
坐
著
，
面
向
一
個

甚
為
低
矮
、
微
幅
翹
起
、
裝
在
支
架
上
的
活
字
植
。
十
六
世
紀
早

期
，
包
括
許
多
印
刷
鋪
印
記
在
內
的
各
種
版
畫
圖
樣
，
顯
示
活
字
植
的
高
度
增
加
一
些
了
，
傾
斜
的
角
度
也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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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些
，
揀
取
上
半
部
的
活
字
比
較
容
易
，
並
改
放
在
桌
面
上
以
方
便
處
理
，
唯
排
字
工
還
是
坐
著
工
作
。
三
且

到
十
六
世
紀
的
後
半
，
活
字
櫃
擺
放
的
位
置
終
於
改
成
現
在
的
樣
子
，
排
字
工
也
才
改
採
今
天
的
立
姿
作
業
。

其
二
，
早
期
的
排
字
工
人
，
從
事
著
非
常
講
究
細
膩
、
敏
銳
的
工作
。
舉
例
而
言
，
今
天
的
排
字
工
在
從

小
格
子
裡
取
出
活
字
時
，
經
由
觸
摸
刻
在
字
腔
（
從
活
字
肩
起
算
，
到
活
字
底
的
－
一
位
，
不
合
活
字
面
凸
出
部
）

上
的
凹
槽
，
就
能
辨
別
字
母
的
哪

一
面
該
朝
上
，
並
直
接
放
進
排
字
條
，
不
須
多
瞧
一
眼
。
但
端
詳
現
存
的
古

早
活
字
，
以
及
早
期
印
刷
書
內
頁
在
打
印
時
留
下
的
活
字
痕
跡
，
卻
顯
示
十
五
世
紀
的
活
字
大
都
沒
有
這
樣
的

凹
槽
﹔
工
人
在
把
這
樣
的
活
字
放
進
排
字
條
之
前
，
非
得
目
視
檢
查
不
可
。

但
是
，
字
粒
如
何
分
置
於
活
字
櫃
內
，
才
是
排
版
技
術
上
最
主
要
的
問
題
。
為
了
求
快
，
排
字
工
在
處
理

活
字
的
時
候
，
不
能
遲
疑
或
多
看
，
得
像
機
器
一
樣
工
作
二
如
現
代
的
打
字
員
敲
鍵
盤
。
故
印
刷
工
人
所
用

的
活
字
櫃
，
其
中
的
字
母
必
須
永
遠
依
同
樣
的
順
序
「
分
」
（
分
置
）
好
，
俾
利
迅
速
作
業
。
此
外
，
所
有
的

印
刷
鋪
，
都
得
採
用
同
樣
的
方
法
安
排
活
字
植
，
否
則
排
字
工
只
要
換
個
地
方
工
作
，
便
無
法
完
全
施
展
眼
明

手
快
的
好
功
夫
（
與
近
代
相
比
，
十
五
到
十
七
世
紀
的
排
字
工
，
較
常
更
換
工
作
的
地
點
）
。

時
至
今
日
，
不
管
在
歐
洲
的
哪
個
國
家
，
國
內
所
使
用
的
活
字
植
皆
同
，
彼
此
間
差
異
甚
小
。
櫃
子
上
半

部
的
隔
間
，
即
「
大
寫
字
母
植
」
，
又
分
成
兩
格
，
各
自
存
放
大
小
兩
種
尺
寸
的
大
寫
字
母.. 
比
較
靠
近
排
字

工
的
下
半
隔
間
，
則
存
放
小
寫
字
母
。
當
然
，
不
同
國
家
的
活
字
櫃
’
會
隨
字
母
系
統
的
不
同
而
改
變
，
道
理

跟
打
字
機
的
鍵
盤
一
樣
。

字
粒
是
如
何
分
置
的
？
字
母
排
放
的
方
式
，
究
竟
是
各
國
皆
異
二
如
令
日
？
抑
或
是
在
拉
丁
文
通
行
全

歐
的
情
、況
下
，
各
國
同
採
一
種
活
字
收
納
方
式
？
若
後
者
為
真
，
各
國
活
字
櫃
的
差
異
，
又
是
何
時
衍
生
出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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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很
不
幸
地
，
由
於
十
七
世
紀
末
之
前
的
文
獻
，
流
傳
至
令
者
，
皆
未
記
載
確
切
的
相
關

資
訊
，
我
們
無
從

獲
悉
這
些
問
題
的
真
正
答
案
。
如
果
諸
君
還
記
得
，
符
號
活
字
的
數
目
，
可
多
可
少
並
無
定
規
﹔
這
不
僅
是
因

為
當
時
的
匠
人
習
慣
刻
製
、
鑄
造
字
跡
相
連
的
字
母
，
也
是
因
為
十
五
世
紀
與
十
六
世
紀
早
期
，
印
刷
書
使
用

大
量
的
縮
寫
。
既
是
這
樣
，
活
字
櫃
顯
然
無
法
統
一
。
所
有
的
證
據
都
顯
示
，
活
字
分
置
的
方
式
，
隨
當
地
印

刷
業
的
習
慣
而
有
所
不
同
。
畢
竟
那
是
個
在
地
習
俗
根
深
揖
固
的
年
代
，
令
人
欲
判
別
十
五
或
十
六
世
紀
的
木

刻
版
源
出
何
處
，
辨
識
其
風
格
即
知
﹔
欲
推
測
某
種
字
體
出
自
何
處
，
亦
可
從
外
型
來
推
敲
﹔
就
連
印
刷
機
，

也
是
因
地
而
異
。

另
一
方
面
，
受
雇
於
人
的
印
刷
師
傅
，
在
當
時
頗
為
頻
繁
地
四
處
旅
行
，
想
必
也
發
揮
了
傳

播
的
功
能
，
將
起
源
於
某
地
的
實
務
技
術
移
植
至
遠
處.. 
最
後
最
合
用
的
做
法
，
就
會
廣
泛
地
為
人
接
受
。
這

麼
說
來
，
在
我
們
看
來
最
理
所
當
然
的
原
則
，
諸
如
將
大
寫
與
小
寫
字
母
分
開
放
置
等
，
廣
獲
採
用
也
是
遲
早

的
事
。
雖
然
這
些
通
則
理
應
對
排
字
工
的
工
作
有
利
，
協
助
他
們
以
必
要
的
反
射
動
作
快
速
作
業
，
但
數
個
世

紀
以
來
，
業
界
對
此
似
無
嚴
格
規
定
。

在
《
印
刷
學
實
務
》
昕
一
書
中
，
來
自
亞
眠
的
印
刷
商
贊
泰
爾
指
出
，
一
直
到
了
一
七
二
三
年
，
法
國
各

地
的
印
刷
鋪
，
在
活
字
的
分
置
方
法
上
依
舊
各
行
其
是
。
當
時
的
印
刷
鋪
老
闆
’
視
情
況
任
意
變
更
活
字
收
納

的
位
置
，
尤
其
是
大
寫
字
母
﹔
這
就
讓
應
聘
的
師
傅
每
次
移
地
作
業
，
都
得
「
重
新
熟
悉
擺
法
」
。
有
鑑
於

此
，
費
泰
爾
提
出
兩
種
他
認
為
最
便
利
的
活
字
排
放
方
式
，
希
冀
能
為
人
廣
泛
應
用
。
其
中
一
種
，
是
把
較
大

與
較
小
的
大
寫
字
母
依
字
母
表
順
序
存
放
，
與
今
日
雷
同
﹔
至
於
早
年
較
不
常
用
的
J

與
U

兩
字
母
則
移
往
他

格
存
放
，
這
點
似
乎
很
久
之
前
就
有
先
例

。
字
母
植
上
半
部
的
左
下
方
，
以
及
字
母
櫃
下
半
部
內
，
依
字
母
使

用
頻
率
的
不
同
，
設
置
大
小
各
異
的
小
格
子
，
存
放
小
寫
字
母
，
這
點
也
與
今
日
一
致
。
除
了
些
許
顯
著
的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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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外
，
這
一
種
擺
放
法
，
與
摩
默
羅
在
一
七
九
三
年
版
《
印
刷
術
基
本
特
徵
》
書
中
所
示
相
似
，
也
與
法
文

《
百
科
全
書
》ω
所
言
者
相
近
（
唯
該
書
所
繪
之
活
字
植
下
半
部
，
平
面
圖
與
立
置
圖
竟
相
互
矛
盾
）
。
這
麼
看

來
，
就
算
到
了
十
八
世
紀
的
尾
聲
，
各
顆
活
字
應
當
置
於
活
字
恆
的
何
處
，
在
法
國
仍
無
共
識
。
十
九
世
紀

初
，
類
似
摩
默
羅
著
作
或
法
文
《
百
科
全
書
》
所
載
的
活
字
擺
放
方
式
，
方
告
普
遍
（
但
仍
舊
稱
不
上
「
定
於

一
尊
」
）
，
就
此
成
為
尋
常
印
刷
作
業
的
一
部
分
的
。

將
字
體
打
印
在
紙
面
上
的
基
本
設
備
，
當
然
就
是
印
刷
機
。
這
種
堅
實
而
樸
素
的
機
器
，
從
十
六
世
紀
中

葉
起
到
十
八
世
紀
末
，
幾
乎
沒
有
改
變
，
它
的
原
理
並
不
難
”
。
由
緊
密
接
合
、
不
易
鬆
動
的
許
多
活
字
排
組

成
的
數
個
頁
面
，
合
成
了
一
個
待
印
版
。
印
刷
之
前
，
得
先
將
待
印
版
放
在
印
床
或
印
石
台
的
上
面
，
活
字
凸

出
的
那
一
面
朝
上
﹔
印
床
原
本
是
磨
光
的
平
整
大
理
石
，
到
了
十
八
世
紀
由
銅
板
取
而
代
之
。
待
印
版
就
定
位

後
，
用
兩
支
墨
極
塗
上
油
墨
，
紙
張
則
置
於
整
組
直
立
活
字
的
上
方
。
接
下
來
就
是
印
刷
機
上
場
7.. 
驟
然
拉

動
壓
印
桿
，
會
牽
動
一
枚
螺
控
，
連
帶
推
動
大
理
石
台
上
方
的
壓
板
，
將
紙
張
朝
著
待
印
版
的
方
向
重
重
壓

下
，
字
體
便
印
在
紙
面
上
。

如
此
概
括
而
論
，
整
個
原
理
看
起
來
似
乎
很
簡
單
。
但
從
實
務
面
來
看
，
前
述
裝
置
如
欲
應
用
於
印
刷
工

業
，
就
必
須
先
解
決
三
個
關
鍵
性
的
問
題
。
第
一
，
一
旦
把
待
印
版
放
進
印
床
與
壓
板
之
間
的
空
隙
，
就
幾
乎

不
可
能
替
待
印
版
上
墨
了
因
為
壓
板
抬
不
高
，
作
業
的
空
間
不
夠
。
這
也
就
是
說
，
在
上
墨
的
時
候
，
二
疋
要

設
法
把
待
印
版
從
壓
板
下
方
移
聞
。
故
第
一
批
印
刷
匠
設
計
出
一
種
小
型
滑
動
架
，
裝
在
滑
軌
之
上
，
再
將
石

台
跟
待
印
版
置
於
架
上
，
並
利
用
一
根
旋
轉
把
手
或
所
謂
的
「
導
桿
」
’
配
合
簡
單
的
牽
曳
系
統
，
前
後
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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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
動
架
。

第
二
個
問
題
關
乎
實
際
的
印
刷
，
那
就
是
在
打
印
的
剎
那
間
，
不
能
讓
油
墨
灘
到
紙
上
，
欄
外
的
空
白
處

尤
其
不
能
弄
髒
o

待
印
版
沾
墨
處
接
觸
紙
面
時
，
油
墨
也
可
能
擴
散
到
不
該
被
染
黑
的
地
方
（
如
字
母
筆
畫
間

隙
處
）
。
基
於
此
，
印
刷
工
人
會
另
以
紙
張
或
羊
皮
包
覆
待
印
版
，
只
露
出
中
間
的
活
字
部
分
。
另
外
，
就
算

活
字
鑄
製
的
品
質
再
高
、
印
前
的
調
整
工
作
（
即
將
每
一
行
活
字
排
列
整
齊
）
再
仔
細
，
也
難
保
所
有
立
於
待

印
版
上
的
活
字
，
高
度
都
能
整
齊
畫
一
。
如
果
讓
紙
張
跟
上
方
的
壓
板
直
接
接
觸
，
那
些
高
度
低
於
其
他
活
字

的
字
粒
，
就
會
印
不
出
來
，
並
使
其
他
字
粒
打
印
上
過
深
或
過
淺
的
字
母
。
若
要
解
決
這
個
問
題
，
並
賦
予
壓

板
表
面
若
干
彈
性
，
就
必
須
在
紙
張
跟
壓
板
之
間
，
放
上
一
張
毛
毯
或
許
多
張
紙
，
俾
利
壓
板
平
均
施
力
於
每

一
顆
字
粒
。

前
述
的
各
種
問
題
，
促
使
印
刷
匠
在
印
刷
機
上
添
加
了
夾
紙
框
與
墊
框
的
設
計
。
「
墊
框
」
係
由
一
大
一

小
兩
片
框
架
所
構
成
，
透
過
轉
軸
固
定
在
印
刷
機
上
，
印
床
與
待
印
版
則
置
於
兩
片
框
架
間
。
兩
框
分
別
夾
著

一
張
撐
開
來
的
羊
皮
，
其
中
小
框
覆
上
一
層
厚
棉
絨
，
以
籽
減
其
壓
力
。
大
片
墊
框
的
反
面
與
印
刷
機
相
連
，

正
面
則
以
轉
軸
連
接
「
夾
紙
框
」
﹔
夾
紙
框
除
了
夾
紙
，
還
繃
著
另
一
張
羊
皮
或
厚
紙
，
其
與
活
字
接
觸
的
地

方
悉
數
剪
去
，
以
避
免
於
印
刷
時
沾
一
門
。
在
壓
印
的
過
程
中
，
夾
紙
框
會
向
墊
框
的
方
向
曲
折
，
環
抱
住
欲
印

的
紙
張
。
另
外
，
再
用
兩
顆
釘
子
把
紙
釘
在
墊
框
上
，
避
免
其
在
擠
壓
中
移
位
。

最
後
一
個
問
題
最
麻
煩
，
且
與
壓
板
的
尺
寸
不
能
太
大
有
關
。
為
了
印
出
合
宜
的
書
頁
，
拉
動
壓
印
桿
的

方
式
也
不
能
馬
虎
，
務
使
各
顆
活
字
平
均
地
承
受
壓
力
。
易
言
之
，
壓
板
朝
下
的
那
一
面
，
必
須
與
活
字
朝
上

的
那
一
面
完
全
平
行
。
長
期
以
來
，
印
刷
機
皆
無
法
一
次
印
完
一
張
全
開
紙
的
大
面
積
，
原
因
即
在
此

.. 
匠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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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先
印
好
半
張
，
然
後
移
動
滑
動
架
，
再
印
另
外
半
張
。
這
就
使
得
整
張
紙
的
打
印
還
得
扳
動
壓
印
桿
兩
次
方

告
完
工
。

絕
大
多
數
歐
洲
國
家
，
從
十
六
世
紀
中
葉
到
十
八
世
紀
，
用
的
都
是
這
套
辦
法
。
印
刷
機
是
相
當
有
效
率

的
設
備
，
而
且
構
造
簡
單
，
一
名
接
合
工
或
木
匠
即
可
完
成
組
裝
﹔
至
少
在
法
國
，
專
業
的
印
刷
機
製
造
者
，

要
到
十
八
世
紀
才
出
現
。

早
期
的
印
刷
術
實
驗
者
，
在
懂
得
應
用
印
刷
裝
置
來
從
事
活
字
版
的
打
印
之
前
，
使
用
的
是
不
是
雕
版
書

的
拓
印
技
術
？
有
此
可
能
﹔
但
想
必
他
們
很
快
地
改
採
廣
獲
肯
定
的
新
方
法
，
開
始
應
用
印
刷
機
，
畢
竟
《
四

十
二
行
聖
經
》
不
太
可
能
是
用
其
他
方
式
印
出
來
的
。
因
此
問
題
又
來
了
.. 
第
一
台
印
刷
機
是
怎
麼
來
的
？
合

用
的
印
刷
機
，
開
始
時
是
如
何
造
出
來
的
？
起
初
他
們
試
驗
的
印
刷
法
，
是
否
與
後
來
採
用
的
定
案
不
一
樣
？

有
沒
有
部
分
的
印
刷
匠
，
尤
其
是
遊
走
各
地
的
那
ι
了
完
全
不
用
機
器
打
印
，
或
只
用
輕
型
的
簡
便
印
刷
機
？

就
我
們
所
知
，
從
許
多
角
度
來
看
，
早
年
的
印
刷
作
業
技
術
’
都
是
相
當
奇
特
的
，
可
能
與
我
們
以
為
的

樣
子
差
距
很
大
﹔
早
期
用
以
在
待
印
版
中
組
裝
活
字
的
方
式
，
尤
其
如
此
。
檢
查
流
傳
至
今
的
最
古
老
活
字
，

以
及
某
些
印
本
裡
殘
存
的
十
五
世
紀
活
字
痕
跡
，
結
果
同
樣
令
人
困
惑
：

大
多
數
的
活
字
，
上
頭
都
有
小
孔
或

縫
隙
穿
過
，
且
其
底
部
不
是
切
成
斜
角
，
就
是
呈
現
箭
鯨
形
狀
。

為
解
釋
前
述
情
況
，
有
人
提
出
一
些
假
設
。
一
種
說
法
聲
稱
，
當
時
用
以
鎖
緊
待
印
版
的
裝
置
尚
不
完

美
，
所
以
要
用
絲
線
或
細
長
的
金
屬
器
具
，
穿
過
整
行
活
字
使
成
一
直
線
，
活
字
組
的
表
面
才
會
平
整
，
孔
隙

痕
跡
便
是
由
此
而
來
。
這
似
乎
牽
強7
屆
了
不
過
，
一
旦
我
們
了
解
到
，
這
些
洞
是
在
活
字
鑄
畢
之
後
，
才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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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器
或
挫
刀
鑽
成
的
，
便
更
能
體
認
活
字
的
製
造
，
當
真
是
「
粒
粒
皆
辛
苦
」
。
這
同
時
也
揭
示
了
，
在
那
個

活
字
排
版
的
技
術
依
然
原
始
的
年
代
裡
’
首
批
印
刷
匠
在
執
業
過
程
中
必
須
克
服
的
種
種
難
處
，
究
竟
有
多
麼

棘
手
例
。

講
到
活
字
底
部
價
有
的
斜
切
面
鼓
箭
撥
形
狀
，
更
是
令
人
不
明
究
理
。
當
然
，
若
要
說
這
麼
做
是
為
了
一
讓

各
顆
活
字
的
字
粒
高
度
更
加
整
齊
畫
一
，
也
言
之
成
理
，
畢
竟
斜
切
設
計
在
作
業
上
可
能
有
其
簡
易
、
確
實
的

考
量
。
然
而
，
平
整
方
正
的
底
部
，
肯
定
比
傾
斜
或
尖
狀
的
底
部
更
好
，
畢
竟
後
者
更
加
容
易
傾
倒
，
一
旦
活

字
放
歪
了
，
即
便
把
多
顆
活
字
緊
密
並
置
，
還
是
會
不
夠
牢
靠
﹔
更
何
況
我
們
連
當
時
是
用
何
種
技
術
確
保
待

印
版
中
的
字
粒
緊
密
接
合
，
好
讓
印
刷
成
果
清
晰
，
都
還
沒
有
研
究
出
來
。
綜
合
這
種
種
的
情
況
，
活
字
充
滿

變
數
、
字
粒
多
所
缺
陷
，
待
印
版
是
如
何
夾
緊
的
又
說
不
一
定
，
何
以
十
五
世
紀
的
書
，
還
能
印
得
如
此

一
絲

不
苟
？
提
出
這
個
問
題
的
技
術
專
家
，
曾
用
以
下
的
大
膽
假
設
來
釋
疑
。
據
他
們
推
敲
，
當
時
的
打
印
方
式
，

跟
如
今
我
們
認
定
的
正
常
方
式
恰
好
相
反
：
紙
張
並
非
夾
在
活
字
版
上
方
，
而
是
把
待
印
版
顛
倒
過
來
，
字
面

朝
下
，
壓
在
紙
張
的
上
面
。
假
如
我
們
也
這
樣
想
像
，
則
起
初
的
印
刷
機
，
不
僅
和
最
終
所
採
用
者
不
一
樣
，

設
計
上
或
許
還
簡
單
些
。
若
真
是
如
此
，
應
該
考
量
的
問
題
就
只
剩
下
兩
個
.. 

一
是
印
刷
機
可
能
不
是
絕
對
必

要
的
，
印
製
小
本
書
冊
尤
其
如
此
。
二
是
十
五
世
紀
為
數
眾
多
的
遊
方
印
刷
師
，
是
否
有
辦
法
隨
身
帶
著
印
刷

機
。
但
願
進
行
中
的
印
刷
技
術
研
究
，
有
一
天
能
幫
我
們
找
到
問
題
的
答
案
”
。

真
相
如
何
暫
且
不
究
，
初
期
的
印
刷
機
想
必
相
當
原
始
。
率
先
誕
生
的
印
刷
書
，
即
便
大
小
只
有
四
開
，

一
次
仍
只
能
印
刷
一
頁
，
待
印
版
的
尺
寸
則
永
遠
與
頁
面
相
同
鈞
。
這
麼
一
來
，
就
算
印
刷
匠
再
費
心
，
連
續

印
刷
的
書
頁
上
，
總
是
會
有
某
些
頁
面
的
行
高
，
無
法
完
全
對
齊
前
後
頁
的
各
行
，
這
樣
的
書
通
常
不
會
太
美



89 第二章 技術問題與解決之道

觀
。
一
四
七
0
年
之
後
，
這
種
不
便
漸
漸
消
失
，
似
乎
與
扳
動
壓
印
桿
兩
次
的
技
術
肇
始
於
同
一
時
間
。
此

後
，
待
印
版
開
始
由
數
頁
組
成
，
有
時
其
尺
寸
還
與
整
張
全
開
紙
一
般
大
小
。
為
了
切
合
這
種
多
頁
印
刷
的
需

要
，
光
是
把
待
印
版
裝
設
在
滑
動
架
上
並
不
足
夠
，
還
得
講
求
移
位
峙
的
迅
速
與
精
準
。
過
不
多
久
，
在
十
五

世
紀
結
束
之
前
，
匠
人
利
用
一
種
結
合
旋
轉
把
手
與
拉
桿
的
系
統
，
控
制
待
印
版
的
水
平
移
動
。
之
後
有
很
長

一
段
時
間
，
只
要
讓
滑
動
架
能
在
木
桌
的
水
平
表
面
滑
動
，
就
足
以
因
應
印
刷
匠
的
需
求
﹔
最
後
，
又
改
以
兩

條
滑
軌
支
撐
滑
動
架
，
操
作
也
更
加
輕
鬆
、
準
確
。

十
五
到
十
八
世
紀
間
，
印
刷
技
術
的
改
進
，
可
不
只
前
述
的
這
些
而
巴
”
。
印
刷
匠
固
然
未
曾
更
動
印
刷

的
基
本
原
理
，
卻
完
成
不
少
細
部
的
改
良
。
十
六
世
紀
時
，
他
們
把
原
有
的
木
質
螺
紋
脊
改
以
金
屬
製
作
，
並

將
所
有
承
受
打
印
壓
力
的
零
件
加
以
強
化
，
提
升
叩
刷
機
的
耐
用
度
。
只
要
端
詳
當
時
的
木
版
畫
，
和
印
刷
鋪

印
記
裡
的
印
刷
機
圖
樣
，
就
不
難
發
現
這
些
改
進
。
這
段
期
問
的
印
刷
機
或
可
分
成
三
類
：
第
一
種
來
自
里

昂
、
第
二
種
來
自
德
團
北
部
、
第
三
種
則
來
自
法
蘭
德
斯
。
德
式
印
刷
機
看
起
來
既
纖
細
又
脆
弱
二
開
始
便

迅
速
遭
印
刷
鋪
改
換
，
改
用
法
蘭
德
斯
式
。
巴
黎
則
很
快
地
便
接
受
了
里
昂
式
印
刷
機
，
而
它
後
來
也
普
及
至

全
法
國
、
瑞
士
、
英
格
蘭
，
最
後
傳
往
低
地
諸
國
和
西
班
牙
，
到
十
六
世
紀
末
成
為
廣
泛
使
用
的
機
種
。

十
七
世
紀
早
期
，
在
荷
蘭
的
印
刷
產
業
持
續
發
展
之
際
，
地
圖
印
刷
的
巨
學
布
勒
，
又
替
印
刷
機
做
了
許

多
修
改
。
布
勒
曾
與
天
文
學
家
布
拉
赫
共
事
，
並
在
投
身
出
版
業
前
製
作
過
數
學
儀
器
。
他
除
了
強
化
印
刷
機

的
結
構
設
計
使
之
更
為
牢
固
，
還
引
進
一
種
叫
「
視
片
」
的
彈
簣
，
好
讓
壓
板
打
印
出
更
均
勻
、
平
整
的
圖

文
。
這
種
「
荷
蘭
式
」
印
刷
機
逐
漸
普
及
於
低
地
諸
國
，
不
多
時
即
以
印
刷
品
質
優
良
而
著
稱
，
隨
後
傳
往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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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組
版
w

格
蘭
﹔
然
而
法
國
繼
續
採
用
舊
式
的
里
昂
式
印
刷
機
，
沒
有
接
納
新
機
型
。
由
是
觀
之
，
十
六
到
十
八
世
紀

間
，
傳
統
的
兩
次
拉
桿
印
刷
機
，
只
有
小
幅
度
的
變
動
。
在
這
段
將
近
三
百
年
的
時
間
裡
’
印
刷
工
人
似
乎
對

這
種
結
實
的
大
機
器
非
常
滿
意
，
而
他
們
打
印
的
速
度
之
快
，
更
叫
我
們
驚
訝
。
十
六
、
十
七
世
紀
的
工
人
，

在
每
天
工
作
十
二
到
十
六
小
時
的
情
況
下
，
可
以
印
完
兩
千
五
百
到
三
千
五
百
張
全
開
紙
（
雖
然
只
是
單
面
印

刷
）
﹔
換
句
話
說
，
每
二
十
秒
能
印
完
一
整
張
紙
，
效
率
實
在
嚇
人
”
。

一
直
要
等
到
十
八
世
紀
末
，
即
百
科
全
書
的
時
代
開
始
，
印
刷
鋪
老
闆
才
在
印
量
提
升
與
技
術
問
題
的
驅

使
下
，
尋
求
新
的
方
法
，
以
加
快
印
刷
速
度
、
減
輕
匠
人
的
工
作
負
擔
。
一
七
八
二
到
了
七
八
五
年
悶
，
迪
鐸

與
阿
尼
森
兩
位
大
印
刷
商
，
分
別
修
改
了
既
有
的
螺
紋
脊
，
讓
印
刷
機
只
要
拉
桿
一
次
就
能
印
完
全
張
，
但
兩

人
的
發
明
皆
未
廣
獲
採
用
。
倒
是
書
籍
開
本
的
增
大
，
不
僅
促
成
了
前
一
章
所
述
的
造
紙
方
法
大
變
革
，
也
刺

激
印
刷
業
改
用
與
手
動
印
刷
機
頗
為
不
同
的
新
機
器
。
一
七
九
五
年
前
後
，
倫
敦
的
史
坦
霍
普
伯
爵
，
由
一
位

名
叫
法
克
的
技
工
協
助
，
設
計
出
一
台
幾
乎
全
由
金
屬
製
造
的
印
刷
機
，
直
到
二
十
世
紀
中
葉
仍
被
許
多
印
刷

商
用
以
打
印
校
樣
。
在
這
之
後
，
十
九
世
紀
的
機
械
革
命
，
開
始
影
響
印
刷
機
。
「
泰
唔
士
報
」
是
史
上
第
一

批
大
量
發
行
的
報
紙
之
一
﹔
一
八
一
四

年
的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
正
當
該
報
的
手
動
印
刷
工
人
準
備
上
工
之

時
，
社
長
華
克
竟
向
他
們
出
示
一
份
通
宵
趕
工
、
已
經
印
好
的
當
日
報
紙
，
商
業
用
機
械
印
刷
機
的
時
代
就
此

降
臨
。
華
克
在
那
一
天
的
報
紙
裡
驕
做
地
寫
道
：
「
今
天
，
本
報
將
印
刷
術
發
明
以
來
，
最
大
幅
進
步
的
具
體

成
果
，
向
世
人
展
現
：
一
千
一
百
多
張
紙
，
一
個
小
時
內
即
可
印
畢
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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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
日
印
刷
匠
所
面
對
的
問
題
甚
多
，
絕
非
僅
止
於
前
面
所
提
出
的
數
種
。
要
完
成
一
次
順
暢
的
印
刷
，
紙

的
品
質
必
須
講
究
，
但
高
級
的
紙
張
取
得
不
易
﹔
就
算
弄
到
7
紙
，
印
前
仍
須
加
工
。
更
由
於
一
張
紙
上
常
得

印
刷
許
多
頁
，
其
過
程
愈
發
複
雜
，
且
容
後
述
。

唯
有
不
易
變
形
破
損
，
且
尺
寸
裁
切
得
宜
的
紙
，
方
能
用
來
打
印
，
並
吸
收
油
墨
，
但
在
印
刷
發
展
的
早

期
，
並
不
是
每
種
紙
都
有
這
樣
的
能
耐
。
十
五
世
紀
的
造
紙
商
，
對
印
刷
所
需
的
高
級
紙
格
外
用
心
製
作
，
道

理
即
在
此
﹔
尤
其
是
當
時
的
義
大
利
紙
廠
，
為
此
採
用
優
質
碎
布
做
為
原
料
，
製
出
強
度
高
、
纖
維
細
、
厚
度

充
足
的
紙
張
。
其
色
澤
灰
白
，
品
質
齊

一
，
似
乎
全
然
滿
足
了
印
刷
商
之
所
需
。

但
印
刷
鋪
的
紙
張
需
求
實
在
太
高
，
紙
廠
幾
乎
應
接
不
暇
。
故
從
十
五
世
紀
到
十
六
世
紀
的
早
期
，
印
刷

商
常
在
一
冊
書
裡
混
用
不
同
類
型
、
來
自
不
同
紙
廠
的
紙
﹔
十
六
世
紀
中
葉
起
，
印
刷
鋪
遞
增
，
某
些
地
方
的

造
紙
業
，
根
本
無
力
產
出
足
額
的
堪
印
紙
張
。
既
然
優
質
碎
布
欠
缺
，
加
快
出
貨
速
度
又
比
較
有
利
可
圖
，
紙

廠
乾
脆
生
產
起
二
流
的
產
品
。
有
頗
長
一
段
時
間
，
歐
洲
各
地
的
印
刷
商
，
書
信
中
滿
是
責
難
、
埋
怨
供
紙
廠

商
的
言
詞
，
用
「
油
膩
」
、
「
脆
弱
」
、
「
易
破
」
、
「
胡
亂
裁
切
」
形
容
晶
質
低
劣
的
紙
。
更
由
於
印
刷
商
為

了
求
經
濟
、
省
運
費
，
只
在
印
刷
鋪
的
附
近
採
購
紙
張
，
如
此
紙
質
就
更
難
講
究
，
書
籍
晶
質
連
帶
低
落
。
結

果
，
印
刷
商
不
得
不
遷
就
於
當
地
製
造
的
低
級
紙
，
直
到
十
八
世
紀
才
有
能
力
負
擔
自
外
地
購
紙
的
運
費
。

然
而
，
最
叫
人
頭
大
的
問
題
，
其
實
與
書
頁
在
待
印
版
中
的
放
置
有
關
。
在
解
釋
這
個
問
題
前
，
得
先
把

決
定
書
籍
開
本
大
小
的
原
則
重
提
一
遍
。
對
闊
的
書
本
，
是
把
一
大
張
全
開
紙
對
摺
一
次
之
後
做
出
來
的
，
故

整
張
（
後
文
所
言
之
「
整
張
」
，
除
非
特
別
注
記
，
否
則
皆
指
金
開
大
小
的
待
印
紙
張
）
紙
的
正
反
兩
面
分
別

印
上
兩
頁
，
總
共
可
以
印
出
四
頁
。
四
開
大
的
書
本
，
是
把
整
張
紙
對
摺
兩
次
，
正
反
兩
面
各
印
四
頁
、
共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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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頁.. 
八
開
大
的
書
本
，
須
將
紙
張
對
摺
四
次
，
正
反
兩
面
各
印
八
頁
、
共
十
六
頁
，
其
餘
依
此
類
推
。
摺
好

的
紙
張
就
變
成
一
帖
（
S
E
S
）
，
而
對
開
書
的
一
帖
有
四
頁
、
四
開
書
有
八
頁
、
八
聞
書
有
十
六
頁
。
不
過

，

對
開
與
四
開
書
的
一
帖
，
頁
數
過
少
而
強
度
不
足
，
故
常
把
兩
張
紙
做
成
一
帖
，
厚
度
加
倍
，
頁
數
也
加
倍
。

相
反
地
，
小
開
本
的
書
（
如
十
六
開
、
二
十
四
開
、
三
十
二
開
）
，
若
以
一
大
張
紙
印
出
的
所
有
書
頁
為
一

帖
，
又
嫌
太
厚
，
故
單
張
印
成
的
各
頁
常
被
分
成
好
幾
帖.. 
十
六
開
的
書
二
張
紙
可
以
印
成
三
十
二
頁
，
就

分
成
兩
帖
各
十
六
頁
。
二
十
四
開
的
書
，
是
把
四
十
八
頁
印
在
一
張
紙
上
，
所
以
將
之
分
成
兩
帖.. 

一
帖
三
十

二
頁
（
十
六
張
書
葉
）
、
另
一
帖
十
六
頁
（
八
張
書
葉
）
，
在
法
文
裡
以
「
大
帖
」
和
「
小
帖
」
來
稱
呼
。

既
以
這
種
方
式
摺
疊
紙
張
，
印
刷
工
人
自
當
小
心
安
排
每
一
頁
在
待
印
版
裡
的
位
置
，
否
則
就
會
印
錯
。

就
對
開
書
而
言
，
第
一
頁
與
第
四
頁
的
活
字
版
，
得
並
置
於
待
印
版
的
同
一
邊
，
而
另
外
一
邊
則
放
著
第
二
頁

與
第
三
頁
﹔
較
小
開
本
的
書
籍
亦
同
此
理
。
這
套
方
法
看
似
複
雜
，
卻
能
確
保
每
一
帖
的
厚
度
恰
當
，
並
使
書

冊
在
裝
訂
後
的
牢
固
程
度
達
到
最
高
。
此
外
，
這
樣
的
組
版

（
各
頁
活
字
在
待印
版
中
的
編
排
）
規
則
，
大
大

便
利
了
裝
訂
工
人
的
作
業
，
不
假
思
索
地
直
接
摺
頁
成
帖
，
也
不
會
導
致
頁
碼
錯
編
或
頁
序
錯
置
﹔
在
採
用
這

種
方
法
之
前
，
錯
頁
可
是
時
有
所
聞
的
。

近
期
的
研
究
”
顯
示
，
手
抄
本
的
抄
寫
員
，
早
就
採
用
了
這
種
組
版
法
的
頁
序
系
統
，
在
中
、
小
開
本
的

手
抄
本
上
，
應
用
尤
其
普
遍
。
這
些
抄
本
包
括
教
學
用
的
手
冊
與
書
摘
，
以
及
經
常
大
量
製
作
的
實
用
性
宗
教

書
（
每
日
頌
禱
、
時
辰
禱
書
，
以
及
關
乎
主
教
區
行
政
業
務
者
）
。
倒
是
印
刷
商
，
起
初
習
慣
把
整
張
紙
先
裁

成
單
頁
大
小
，
再
用
小
型
待
印
版
（
小
於
一
張
全
開
紙
）
一
頁
接
著
一
頁
印
，
較
晚
採
用
此
種
技
巧
﹔
因
為
這

樣
，
早
期
的
印
刷
作
業
比
較
耗
時
。
更
麻
煩
的
是
，
紙
張
的
大
小
並
無
二
疋
，
主
要
的
尺
寸
有
「
皇
開
」
（
大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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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七
十
公
分
乘
五
十
公
分
）
與
「
中
開
」
（
大
約
五
十
公分
乘
三
十
公
分
）
兩
種
。
印
刷
商
經
常
把
半
張
的
皇

開
紙
與
整
張
的
中
開
紙
混
用
，
是
以
同
一
本
書
所
用
的
紙
，
有
些
比
照
對
開
本
的
方
式
印
刷
，
其
他
張
卻
當
成

四
閱
本
來
印
。
此
外
在
一
般
情
形
下
，
帖
內
的
紙
張
張
數
會
儘
量
求
多
，
唯
以
不
影
響
裝
訂
的
牢
固
程
度
為
前

提
﹔
至
於
同
一
冊
書
的
不
同
帖
，
頁
數
也
會
不
一
樣
。
像
是
四
開
大
的
搖
籃
本
裡
，
就
鮮
少
由
一
大
張
紙
摺
成

一
帖
，
而
是
以
兩
或
三
大
張
紙
合
摺
而
成
。
十
五
世
紀
末
，
將
兩
大
張
紙
摺
成
八
張
四
開書
頁
，
做
成
一
帖
，

才
變
成
價
例
。
這
一
套
方
法
的
缺
點
，
也
很
明
顯
：
印
刷
時
可
能
出
錯
、
印
刷
前
須
先
推
算
每
一
頁
在

書
中
的

位
置
、
印
刷
後
須
依
序
核
對
紙
張
，
這
都
造
成
了
裝
訂
工
的
困
擾
。
這
些
在
在
說
明
了
，
早
期
印
刷
匠
的
任

務
，
究
竟
有
多
複
雜
﹔
而
複
雜
的
也
不
只
是
組
版
，
還
包
括
印
刷
作
業
的
許
多
面
向
。
等
到
印
刷
商
累
積
足
夠

的
經
驗
之
後
，
才
在
十
六
世
紀
期
間
，
逐
漸
採
行
標
準
作
業
。
那
時
發
展
出
的
統
一
惰
，
例
與
技
巧
，
更
長
期
為

印
刷
業
所
沿
用
，
直
至
十
九
世
紀
、
甚
至
現
在
。

我
們
都
知
道
，
造
紙
術
是
中
國
人
的
發
明
，
故
歐
洲
人
發
現
印
刷
方
法
，
中
國
人
亦
有
間
接
功
勞
”
。
除

此
之
外
，
迄
今
的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中
國
對
歐
洲
的
印
刷
發
展
並
無
其
他
貢
獻
﹔
然
而
，
中
國
人
懂
得
用
活
字

來
印
刷
，
比
古
時
堡
早
了
將
近
五
百
年
，
卻
是
事
實
。

晶
晶
本
節
由
圭
娜
爾
女
士
（
法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手
抄
本
部
門
專
業
管
理
員
）
撰
寫
。

六
、
中
國
的
先
例
特



印刷害的誕生 94 

在
中
國
社
會
，
學
者
（
士
人
）
真
備
獨
特
的
影
響
力
，
學
識
亦
被
尊
為
生
命
的
活
水
源
頭

.. 
至
於
中
國
文

學
，
則
是
代
代
相
傳
，
愈
發
博
大
精
深
。
最
古
老
的
文
字
紀
錄
顯
示
，
商
朝
（
西
元
前
一
七
六
五
至
前
一
一
一
一

三
年
）
時
候
已
有
「
書
」
的
存
在.. 
為
了
占
，
卜
，
會
將
獸
骨
與
龜
甲
用
烤
紅
的
火
鉗
鑿
開
，
再
把
問
t
p
結
果
刻

寫
上
去
。
已
經
辨
識
出
的
甲
骨
文
字
，
將
近
有
兩
干
五
百
個
，
是
今
日
八
萬
個
方
塊
字
的
先
祖
。
當
時
常
見
的

象
形
字
「
冊
」
，
現
在
仍
用
以
指
稱
構
成
一
整
套
中
國
書
的
薄
本
單
行
本
。
這
個
字
由
一
橫
穿
過
四
豎
所
構

成
，
象
徵
的
其
實
是
書
本
最
原
始
的
形
式
：
用
浸
過
某
種
亮
漆
的
針
筆
，
在
許
多
竹
片
或
木
片
上
刻
寫
直
行
的

字
，
再
以
皮
帶
或
絲
線
串
接
成
冊
。
孔
夫
子
研
讀
的
《
易
經
γ
就
是
寫
在
這
種
竹
簡
之
上
﹔
根
據
「
韋
編
三

絕
」
的
典
故
，
他
治
學
甚
勤
，
就
連
皮
帶
都
弄
斷
過
三
次
。
現
存
最
古
老
的
中
國
書
緒
，
出
土
於
二
十
世
紀
初

的
中
亞
沙
漠
。
這
些
木
臆
與
竹
簡
的
成
書
年
份
大
都
在
西
元
九
八
到
二
二
七
年
間
（
東
漢
）
，
其
上
載
有
各
種

字
彙
、
曆
書
、
藥
方
，
和
關
乎
絲
路
沿
線
駐
軍
日
常
生
活
的
官
方
文
獻
徊
。
這
批
竹
簡
用
毛
筆
寫
成
，
意
味
當

時
的
書
寫
技
術
應
有
一
定
進
展
﹔
但
這
種
書
本
既
厚
又
重
，
且
繩
線
一
旦
斷
製
’
竹
片
就
得
重
新
串
接
，
煞
是

費
事
。
因
此
過
不
多
峙
，
竹
簡
便
為
柔
軟
、
輕
便
、
強
韌
的
絲
鼎
所
取
代
。
中
文
以
「
卷
」
字
稱
呼
一
本
書
，

就
是
因
為
古
人
會
將
蠶
絲
織
成
寬
約
三
十
公
分
的
吊
布
，
「
捲
」
在
兩
端
皆
有
裝
飾
的
短
木
棍
上
削
。

絲
網
相
當
昂
貴
，
是
以
便
宜
的
替
代
品
應
運
而
生
。
經
過
不
斷
地
嘗
試
，
從
失
敗
中
學
習
，
中
國
人
先
以

廢
絲
用
為
原
料
，
後
來
又
改
用
更
易
取
得
的
亞
麻
破
布
、
漁
綱
、
大
麻
、
桑
樹
皮
，
成
功
做
出
一
種
黏
漿
，
乾

酒
後
就
能
書
寫
於
其
上
。
不
過
，
中
國
有
樣
根
深
恆
固
的
傳
統
，
總
將
所
有
的
好
事
歸
功
於
皇
帝
與
朝
臣
，
故

卒
於
西
元
二
三
年
，
兼
任
尚
方
令
（
宮
廷
手
工
坊
坊
主
）
的
﹛
臣
官
蔡
倫
，
雖
是
公
認
的
造
紙
術
發
明
者
，
但

在
他
之
前
，
早
已
有
人
在
紙
上
寫
字
。
根
據
現
存
的
奏
摺
’
蔡
倫
於
西
元
－

O
五
年
，
向
皇
帝
稟
報
造
紙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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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
就
此
名
留
青
史
，
倒
是
諸
多
造
紙
先
驅
的
努
力
，
反
而
遭
人
忘
卻
。

保
留
至
令
的
古
代
紙
張
中
，
年
代
最
久
遠
者
，
亦
來
自
中
亞
﹔
這
七
封
以
中
亞
古
國
栗
特
語
寫
成
的
信

件
，
不
僅
妥
為
摺
疊
，
連
收
件
地
址
都
已
經
抄
上
。
二
十
世
紀
初
，
斯
坦
因
爵
士
在
長
城
的
一
處
塔
樓
廢
墟
，

找
到
這
些
信
紙
﹔
該
處
於
西
元
二
世
紀
中
葉
，
遭
中
國
官
兵
棄
守
悅
。
後
經
魏
斯
納
教
授
以
顯
微
鏡
研
究
，
發

現
其
紙
漿
全
以
大
麻
布
料
製
成
，
其
中
幾
塊
碎
片
仍
然
完
好
憫
。
由
於
我
們
可
以
確
知
這
些
紙
是
在
中
國
境
內

製
成
，
而
使
用
它
的
又
是
遠
離
造
紙
中
心
的
異
國
人
士
，
可
見
這
項
新
發
明
，
傳
播
起
來
相
當
迅
速
。
就
這

樣
，
紙
張
取
代
了
絲
網
，
僅
剩
下
少
數
奢
華
的
抄
本
仍
書
於
綱
鍛
之
上
。
中
國
人
並
把
長
四
十
五
公
分
、
寬
二

十
五
公
分
的
小
張
紙
，
一
邊
黏
一
邊
、
一
張
接
一
張
地
連
成
一
長
串
，
宋
端
接
上
軸
棍
，
以
便
攤
開
閱
讀
或
捲

起
收
藏
。
男
外
，
敦
煌
石
窟
壁
內
的
浩
瀚
書
海
，
乃
是
五
世
紀
到
十
世
紀
末
的
產
物
，
迄
今
出
土
的
一
萬
五
千

多
卷
手
抄
本
，
分
別
由
大
英
博
物
館
、
法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與
北
京
國
家
圖
書
館
收
藏
。
這
些
抄
本
雖
以
紙
卷
軸

為
主
，
其
中
亦
夾
雜
其
他
型
態
的
書
本
，
且
終
將
順
應
印
刷
術
的
發
明
而
有
所
變
化
。

是
什
麼
改
變
了
原
本
卷
峽
型
態
的
書
籍
？
攤
開
長
達
數
碼
的
一
整
卷
紙
，
才
能
找
到
某
段
文
章
，
甚
為
不

便
，
可
能
是
原
因
之
一
。
另
外
，
印
度
經
典
抄
寫
在
細
線
串
接
的
細
長
員
多
羅
之
上
（
貝
多
羅
即
多
單
樹
的
樹

葉
，
此
種
裝
棋
、
方
式
稱
為
貝
葉
裝
或
梵
夾
裝
）
，
也
可
能
是
虔
信
佛
教
者
有
意
仿
效
的
。
當
然
，
這
更
可
能
是

許
多
張
紙
分
開
印
刷
後
再
接
合
成
冊
的
結
果
。
敦
煌
出
土
的
手
抄
本
，
便
是
在
各
張
書
頁
上
打
孔
，
並
以
細
繩

串
接
。
當
中
還
有
一
些
例
子
，
各
張
書
頁
並
非
完
全
分
離
，
紙
頁
外
綠
連
成
一
氣
，
收
摺
起
來
呈
長
矩
形
，
開

展
時
又
似
手
風
琴
的
風
箱
，
向
前
或
是
向
後
翻
查
都
很
迅
速
，
故
中
國
人
以
「
旋
風
裝
」
稱
之
。
這
種
書
頁
摺

法
，
很
快
地
廣
獲
採
用
，
阿
拉
伯
作
家
伊
斯
哈
格
在
西
元
九
八
九
年
寫
下
的
這
段
話
，
可
以
為
證

.. 

「
中
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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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宗
教
經
文
與
學
術
著
作
，
抄
寫
在
許
多
張
紙
上
，
展
頁
時
宛
如
摺扁
開
屏
。
」
其
形
式
兼
有
印
度
與
中
國

風
，
用
以
記
載
佛
家
與
道
家
的
文
本
，
也
成
為
版
畫
、
水
墨
畫
輯
，
以
及
書
法
字
帖
的
格
式
。
只
是
旋
風
裝
裡

的
紙
張
沒
有
依
托
、
容
易
撕
裂
，
後
人
遂
將
書
頁
對
摺
’
於
中
間
摺
縫
處
黏
合
，
紙
頁
外
緣
不
復
相
連
，
翻
動

時
彷
彿
蝴
蝶
振
翅
，
「
蝴
蝶
裝
」
由
斯
得
名
。
相
較
於
歐
洲
的
書
本
，
這
種
裝
摺
法
堪
稱
是
中
國
書
的
典
型
，

用
來
抄
膳
文
字
最
為
理
想
，
但
若
要
拿
來
印
刷
，
就
只
能
採
用
凸
版
，
拓
印
於
紙
張
的
其
中
一
面
。
為
了
隱
藏

起
空
白
的
背
頁
，
古
人
又
改
變
了
裝
訂
方
式
，
將
對
摺
的
各
張
書
頁
縫
合
於
紙
頁
外
緣
而
非
摺
縫
處
。
中
、

日
、
韓
三
國
使
用
的
紙
張
，
柔
軟
纖
細
，
非
常
適
用
此
法
，
甚
或
沿
用
至
令
。
至
於
成
害
的
各
帖
，
外
覆
厚
紙

或
絲
自
巾
以
為
保
護
，
厚
度
多
半
相
當
於
書
中
的
一
章
，
六
至
八
帖
合
成
一
冊
，
選
用
珍
貴
的
薄
木
片
做
為
封

面
、
封
底
，
或
收
藏
在
表
面
里
以
厚
織
物
的
盒
子
裡
。
這
種
書
平
放
在
架
上
，
每
一
帖
的
書
脊
皆
寫
上
篇
章

名
，
方
便
讀
者
檢
閱
。

中
國
人
關
心
的
，
可
不
只
在
書
閣
裡
查
閱
經
書
是
否
方
便
，
也
希
望
找
出
既
實
用
又
實
惠
的
文
本
複
製
方

式
。
約
莫
在
西
元
紀
年
開
始
之
際
，
他
們
的
雕
刻
工
藝
已
有
長
足
進
展
，
能
將
經
書
典
籍
刻
於
大
型
石
碑
上
，

也
能
刻
飾
比
丘
與
道
士
的
法
器
，
以
便
複
製
符
錢
或
宗
教
圓
樣
。

拓
碑
是
複
製
文
字
或
圖
案
的
絕
佳
辦
法
。
由
於
碑
文
的
功
能
，
不
外
乎
避
免
傳
抄
錯
漏
、
慶
祝
特
定
事
件

或
頌
揚
某
人
功
業
，
墨
客
或
信
眾
也
利
用
此
法
，
替
自
己
留
下
造
訪
名
勝
的
紀
念
。
這
樣
的
拓
印
法
未
曾
變

化
，
用
以
複
製
文
字
，
迅
速
而
便
宜
，
始
終
為
人
所
喜
。
中
國
紙
堅
韌
而
柔
軟
，
稍
加
壓
揉
、
敲
打
，
便
與
石

碑
表
面
的
起
伏
緊
密
接
合
。
紙
張
清
濕
時
，
會
深
陷
進
石
面
的
刻
痕
中
，
此
時
上
墨
，
不
會
沾
染
到
陷
入
刻
痕

的
部
分
﹔
待
紙
張
風
乾
、
與
碑
面
分
離
，
自
然
在
黑
色
或
其
他
顏
色
的
背
景
中
，
浮
現
留
白
的
字
跡
。



97 第二章 技街問題與解決之道

不
過
，
後
來
的
書
本
印
刷
，
還
是
由
陽
文
反
刻
的
印
章
直
接
演
變
而
來
。
西
元
紀
年
肇
始
時
，
浮
刻
陽
文

的
印
章
已
經
普
及
，
亦
有
善
男
信
女
刻
製
長

篇
的
佛
典
，
稍
後
更
在
咒
文
旁
雕
繪
大
幅
的
神
佛
或
菩
薩
像，
用

以
裝
飾
出
家
人
或
信
眾
的
房
間
。
一
方
面
，
雕
版
匠
的
按
術
日
益
精
純
﹔
另
一
方
面
，
這
種
技
術
不
適
用
於
絲

鼎
，
打
印
在
紙
上
卻
相
當
清
晰
。
一
如
在
歐
洲
，
中
國
人
一
旦
發
現
了
合
適
的
印
刷
媒
材
，
便
展
開
許
許
多
多

的
實
驗
，
雕
版
匠
也
更
加
大
膽
地
嘗
試
。
咒
文
之
外
，
他
們
並
試
著
印
刷
小
本
經書
，
此
後
還
印
製
短
篇
的
信

仰
作
品
，
以
及
曆
書
、
訓
話

書
等
通
俗
文
本
。

這
種
浮
刻
木
雕
版
的
最
早
例
證
，
當
推
二
十
世
紀
漢
學
家
伯
希
和
在
新
疆
庫
車
（
古
稱
龜
茲
）
附
近
發
現

的
小
幅
佛
祖
像
，
伯
氏
推
測
其
為
八
世
紀
中
葉
的
產
物
。
法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收
藏
的
敦
煌
古
物
，
也
包
含
許
多

九
世
紀
附
有
經
咒
的
佛
家
版
畫
。
然
而
，
有
幸
收
藏
世
上
最
古
老
雕
版
書
的

，
卻
是
大
英
博
物
館
﹔
這
是
一
幅

木
版
印
刷
的
長
卷
帳
，
成
書
於
西
元
八
六
八
年
。
該

篇
佛
經
的
卷
首
始
於
三
幅
版
畫
，
構
圖
繁
複
而
雕
工
細

膩
，
證
實
當
時
的
工
藝
水
準
已
然
卓
絕
。
但
是
，
使
用
此
法
印
製
經
典
古
籍
，
卻
因
為
學
者
的
反
對
，
延
﹛
石
了

至
少
一
個
世
紀
﹔
這
群
文
士
認
為
刻
書
對
古
聖
先
賢
不
敬
，
此
外
似
平
也
憂
心
往
後
難
靠
抄
書
糊
口
。

起
初
，
雕
版
印
刷
僅
通
行
於
黃
河
流
域
，
但
最
終
仍
為
文
人
採
用
，
以
之
保
存
、
散
布
儒
學
作
品
。
五
代

時
的
馮
道
，
則
是
奏
請
皇
帝
刻
印
儒
典
的
第
一
人
﹔
一
如
東
漢
蔡
倫
，
他
的
上
書
留
存
至
今
，
故
今
日
仍
有
人

誤
信
刻
書
是
他
的
發
明
，
實
則
只
有
奏
議
之
功
。
馮
道
於
西
元
九
三
二
年
提
出
此
議
，
乃
鑑
於
後
唐
財
政
吃

緊
，
諸
如
前
朝
《
開
成
石
經
》
的
雕
鑿
，
已
無
力
為
之
，
故
以
雕
版
印
書
做
為
保
存
儒
經
的
最
後
手
段
。
這
項

雕
經
工
作
始
於
西
元
九
三
二
年
，
完
成
於
西
元
九
五
三
年
，
大
功
告
成
後
也
大
幅
提
升
了
雕
版
印
刷
的
地
位
，

此
後
並
逐
漸
普
及
於
所
有
既
存
的
文
字
作
品
。
也
有
人
隨
即
嘗
試
改
進
此
法
，
但
銅
版
印
刷
、
活
字
試
驗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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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
告
失
敗
。

十
一
世
紀
時
，
知
曉
冶
鐵
與
煉
金
的
北
宋
人
畢
昇
’
相
傳
是
首
先
嘗
試
活
字
印
刷
的
人
。
他
用
膠
泥
刻

字
，
並
以
火
烤
硬
化
﹔
排
版
用
的
鐵
板
，
則
塗
上
紙
灰
、
蜂
蠟
、
松
脂
的
混
合
物
，
活
字
置
於
其
上
，
排
定
後

以
鐵
框
固
定
。
接
下
來
，
將
混
合
物
慢
慢
加
熱
，
冷
卻
後
活
字
便
牢
固
地
附
著
於
板
面
。
該
頁
印
畢
後
如
欲
取

下
活
字
，
只
消
把
鐵
板
重
新
加
熱
即
可
？
也
有
人
另
闖
膜
徑
，
試
圖
以
硬
質
的
繪
木
或
澆
銬
的
鉛
銅
製
作
活

字
，
但
這
些
工
法
在
中
國
始
終
罕
見
。
倒
是
十
八
世
紀
的
《
古今
圖
書
集
成
γ
以
銅
質
活
字
印
成
﹔
然
而
，

這
套
由
皇
帝
敕
令
編
築
、
厚
達
萬
卷
的
百
科
全
書
，
並
未
採
用
鑄
造
字
粒
，
而
是
直
接
鑿
字
於
鋼
。
印
刷
《
康

熙
字
典
》
的
活
字
，
係
依
兩
百
一
十
四
個
部
首
胖
放
，
這
才
使
得
數
以
萬
計
的
字
粒
，
在
檢
取
與
歸
位
之
時
，

有
了
比
較
切
合
實
用
的
分
類
系
統
﹔
唯
這
樣
一
套
活
字
造
價
過
高
，
印
字
所
需
的
人
手
又
極
多
，
不
假
朝
廷
之

力
不
能
為
之
。
不
過
，
這
些
龐
大
的
出
版
品
主
要
供
官
差
朝
臣
參
考
之
用
，
相
形
之
下
成
本
高
低
也
就
無
所
謂

了
。
若
是
民
間
籌
印
，
則
匯
集
鉅
資
、
聘
雇
足
額
人
力
、
依
霄，用
順
序
時
放
大
量
活
字
等
，
想
必
都
有
窒
礙
難

行
之
處
。
此
外
，
中
國
墨
汁
較
不
黏
楠
，
幾
乎
無
法
附
著
於
金
屬
表
面
，
亦
不
利
於
金
屬
活
字
的
發
展
。
最

後
，
基
於
美
學
與
感
性
因
素
，
一
當
時
的
中
國
讀
者
鐘
情
於
運
筆
的
藝
術
’
偏
好
與
文
旨
相
映
成
趣
的
書
體
筆

法
，
活
字
印
書
自
然
不
得
垂
青
，
還
不
如
木
刻
書
、
雕
版
蓄
，
更
能
忠
實
反
映
書
法
風
格
。
直
到
二
十
世
紀
，

中
國
才
重
拾
活
字
技
術
’
但
起
初
只
用
來
印
刷
報
紙
與
大
宗
書
籍
。

中
國
的
出
版
品
，
常
由
堅
持
木
版
印
刷
傳
統
的
民
間
個
人
出
資
付
印
。
朝
鮮
的
情
況
則
不
相
同
，
文
本
的

傳
布
全
由
官
方
負
責
，
活
字
印
刷
術
從
而
得
到
全
面
發
展
的
契
機
。

十
三
世
紀
上
半
，
朝
鮮
開
始
使
用
這
種
技
術
﹔
俟
十
五
世
紀
李
朝
世
宗
即
位
，
大
加
推
廣
，
其
地
位
更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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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
活
字
印
刷
啟
迪
了
他
的
政
策
，
這
點
可
從
西
元

一
四
O
三
年
的
詔
令
清
楚
看
出.. 

「
國
欲
治
，
法
典
經

籍
之
理
，
必
先
行
於
天
下
，
明
正
道
、
去
邪
心
，
然
後
能
稱
治
矣
。
吾
國
西
絕
中
土
以
海
，
大
明
篇
卷
東
渡
者

希
﹔
至
於
刻
木
造
書
，
底
版
未
幾
即
損
，
豈
窮
天
下
文

章
？
寡
人
之
意
，
施
字
於
銅
以
為
梓
，
廣
印
書
冊
，
則

利
不
可
勝
數
。
或
謂
民
力
措
掘
，
不
宜
濫
支
，
運
官
質
而
成
詞
章
，
可
也
。
」
遵
照
這
篇
論
旨
所
做
出
的
活
字

計
＋
萬
顆
，
但
這
只
是
第
一
套
﹔
在
這
一
百
年
間
，
共
有
十
套
活
字
收
臟
於
官
方
的
印
刷
工
坊
裡
怖
。
分
別
在

一
四
O
三
、
一
四
二
。
但
二
四
三
四
年
最
先
做
成
的
三
套
，
比
歐
洲
印
刷
術
更
早
。

同
屬
中
國
的
鄰
邦
，
也
同
樣
應
用
活
字
印
刷
的
，
還
有
回
吃
人
（
今
稱
維
吾
爾
人
）
。他
們
是
突
厥
人
的

一
支
，
使
用
拼
音
文
字
，
故
活
字
技
術
與
他
們
的
書
寫
系
統
一
拍
即
合
。
伯
希
和
曾
在
敦
煌
石
窟
裡
，
發
現
一

套
小
顆
木
塊
做
成
的
回
乾
字
母
，
大
約
刻
製
於
二
二
0
0
年
。
突
厥
的
遊
牧
部
落
固
然
與
西
方
有
接
觸
，
但
歐

洲
印
刷
術
應
該
不
是
他
們
傳
入
的
。

十
四
世
紀
初
，
在
伊
兒
汗
國
（
元
朝
四
大
汗
國
之
一
，
位
於
今
伊
朗
）
擔
任
御
醫
的
艾
德
T
’
曾
經
提
及

亞
洲
人
使
用
印
刷
術
一
事
﹔
除
此
之
外
，
東
訪
的
旅
行
家
，
皆
未
遺
下
其
他
相
關
紀
錄
。
波
斯
的
蒙
古
大
汗
，

亦
曾
修
書
予
法
、
英
兩
國
的
國
王
與
羅
馬
教
宗
，
其
中
兩
封
寫
於
一
二
八
九
與
三
二

O
五
年
，
至
今
仍
收
存
於

巴
黎
的
國
家
檔
案
室
。
至
於
當
時
的
歐
洲
人
，
對
於
信
筆
上
的
朱
紅
璽
印
似
乎
不
感
興
趣
，
但
那
卻
是
最
早
從

東
方
傳
入
的
木
版
印
刷
產
物
。
好
奇
心
旺
盛
的
馬
可
波
羅
，
初
見
中
國
紙
鈔
，
大
為
激
賞
，
倒
也
沒
想
到
紙
鈔

得
用
雕
版
印
製
。
就
這
樣
，
真
備
足
夠
潛
力
推
動
人
類
文
明
大
步
向
前
演
化
的
印
刷
術
’
終
究
與
西
方
旅
行
家

失
之
交
臂
﹔
至
少
沒
人
認
為
這
事
兒
值
得
在
見
聞
錄
裡
記
上
一
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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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的
樣
貌

翻
開
從
古
到
今
的
書
本
，
其
樣
貌
是
如
何
改
變
的
？
原
因
何
在
？

最
早
的
搖
籃
本
，
看
起
來
與
手
抄
本
並
無
二
致
。
最
初
的
印
刷
匠
，
不
以
創
新
為
旨
，
而
是
盡
可
能
地
做

出
最
像
手
抄
本
的
書
幟
。
以
《
四
十
二
行
聖
經
》
為
例
，
其
字
體
便
忠
實
重
現
了
萊
因
區
彌
撒
經
本
所
用
的
手

寫
字
跡
。
有
很
長
一
段
時
間
，
印
刷
匠
不
僅
襲
用
手
抄
本
的
個
別
字
母
，
就
連
手
抄
本
裡
價
用
的
各
組
連
字

（
例
如
何
與
日
）
，
也
一
併
在
印
刷
時
採
用
。
另
一
價
例
持
續
的
時
間
更
長
.. 

起
用
手
抄
本
時
代
的
同
一
批
書
法

家
與
畫
工
，
以
朱
筆
勾
勒
出
印
刷
書
裡
的
起
始
字
母
，
並
添
飾
紋
園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外
行
人
還
得
非
常
仔

細
地
檢
查
，
才
能
分
辨
出
一
本
書
究
竟
是
印
刷
的
，
還
是
抄
睹
的
。
何
以
致
此
？
史
家
發
展
出
許
多
種
解
釋
：

有
的
說
這
是
為
了
矇
騙
對
機
器
印
刷
技
術
沒
有
信
心
的
買
家
﹔
有
的
說
把
印
刷
書
當
成
手
抄
本
來
賣
，
對
抄
寫

員
與
其
「
行
會
」
而
言
比
較
不
傷
感
情
，
甚
至
可
以
掩
人
耳
目
，
免
得
惹
惱
那
些
獨
占
抄
書
生
意
的
人
冊
。

這
些
說
法
統
統
不
可
靠
。
矇
騙
買
書
人
，
只
怕
三
兩
下
就
會
露
餾
兒
﹔
比
起
咱
們
現
代
人
，
十
五
世
紀
的

人
，
想
必
更
能
明
察
手
抄
本
與
印
刷
書
的
不
同
，
看
穿
兩
者
的
相
像
之
處
，
並
很
快
地
找
出
破
綻
。
此
外
，比

起
舊
有
的
手
抄
本
，
印
刷
文
字
清
晰
易
讀
、
錯
漏
較
少
，
不
多
時
便
贏
得
了
讀
者
的
青
睞
。
抄
寫
員
跟
書
賈
反

彈
9

．
這
點
在
所
難
免
，
但
不
要
忘
了
，
這
些
人
大
都
處
於
大
學
的
控
制
下
，
而
在
像
大
學
這
樣
的
自
治
團
體

中
，
他
們
並
不
真
的
擁
有
發
言
的
權
利
。
此
外
，
也
由
於
他
們
隸
屬
於
大
學
當
局
，
而
當
局
又
在
印
刷
發
展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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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字
體

初
即
傾
向
採
用
此
法
，
所
以
抄
寫
員
的
埋
怨
，
自
然
起
不
了
質
質
作
用
。
更
何
況
印
刷
匠
與
書
賈
，
有
時
還
攜

手
合
作
。
就
算
抄
寫
員
真
有
抗
議
過
飯
碗
被
新
興
的

印
刷
商
捨
走
，
專
精
於
手
抄
本
買
賣
的
書
商

，
也
未
必
就

與
抄
寫
員
站
在
同
一
陣
線
。
在
巴
黎
、
亞
維
農
，
以
及
其
他
許
多
地
方
，
書
商
都
願
意
同
時
販
售
印
刷
書
與
手

抄
本
。
其
中
有
許
多
人
，
在
明
確
體
認
新
文
本
複
製
法
的
重
要
性
後
，
索
性
自
己
做
起
印
刷
生
意
，
或
資
助
印

刷
鋪
開
張
。
像
佛
拉
爾
，
就
經
常
用
羔
憤
皮
印書
，
並
添
加
彩
飾
，
遵
循
自
己
早
年
經
營
抄
書
坊
之
時
抄
膽
、

描
繪
的
方
法
，
其
成
品
儼
然
是
豪
華
手
抄
本
的
翻
版
。

早
期
印
刷
匠
審
慎
地
仿
照
既
有
手
抄
本
來
製
書
，
甚
至
盲
目
地
追
求
神
似
，
其
實
是
可
以
想
見
的
，
這
並

不
需
要
搬
出
天
馬
行
空
的
假
設
來
強
加
解
釋.. 
若
說
印
刷
書
一
開
始
即
與
手
抄
本
南
轅
北
轍
，
也
斷
無
此
理
。

印
刷
匠
豈
能
不
以
手
抄
本
為
師
，
而
憑
空
想
出
另
一
種
印
刷
書
的
形
式
？
印
刷
書
跟
手
抄
本
的
相
同
之
處
，
豈

不
是
更
能
誰
明
製
書
技
術
高
超
、
更
能
確
保
銷
路
？
印
刷
機
的
降
臨
，
亦
不
至
於
突
然
地
改
變
書
的
樣
貌
。
我

們
現
在
要
做
的
，
固
定
回
溯
至
這
個
演
進
歷
程
的
第
一
階
段
，
藉
此
區
隔
在
往
後
其
他
階
段
中
，
印
刷
書
與
最
初

的
仿
效
對
象
，
也
就
是
手
抄
本
，
漸
行
漸
遠
的
情
形
。
此
外
，
印
刷
書
是
在
十
六
世
紀
中
葉
時
，
變
得
與
今
日

的
書
本
大
致
相
同
﹔
故
我
們
還
要
探
究
，
印
刷
書
問
世
的
頭
一
百
年
，
其
樣
貌
變
化
到
什
麼
程
度
，
又
為
什
麼

這
樣
變
化
。

印
刷
術
發
明
之
時
，
即
一
四
五
0
年
前
後
，
手
抄
本
的
字
體
，
會
依
內
容
不
同
以
及
讀
者
需
要
，
呈
現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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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的
差
異
。
其
實
當
時
通
行
的
手
寫
體
有
四
種
主
要
類
型
，
每
種
皆
有
其
特
定
用
途
叫
。
首
先
是
學
術
文
本
使

用
的
哥
德
體
﹔
這
種
傳
統
的
「
組
黑
體
」
’
是
神
學
家
與
大
學
教
授
的
最
愛
。
而
第
二
種
則
是
字
體
較
大
、
較

不
圓
潤
的
哥
德
體
，
其
堅
線
筆
直
，
筆
畫
不
相
連
，
為
教
會
書
籍
常
用
的
經
本
字
體
。
再
來
還
有
衍
生
自
總
理

官
署
（
各
國
慣
例
皆
有
別
）
的
手
寫
體
：
這
是
一
種
哥
德
「
異
」
體
，
多
用
於
敘
事
文
本
﹔
如
以
各
地
方
言
所

寫
成
的
豪
華
手
抄
本
，
就
頗
流
行
用
這
種
字
體
，
有
時
也
會
用
於
拉T
文
書
籍
。
最
後
一
種
「
仿
古
體
」
，
又

稱
人
文
體
或
羅
馬
體
，
其
出
現
順
序
最
晚
，
但
往
後
的
發
展
卻
最
好
，
甚
至
成
為
印
刷
書
最
常
用
的
字
體
。
這

種
字
受
到
加
洛
林
小
寫
草
書
體
的
啟
發
，
且
因
佩
脫
拉
克
與
其
鬥
生
愛
用
而
聞
名
，
但
在
一
四
八0年
，
它
仍

舊
只
是
一
小
群
人
文
主
義
者
的
專
利
﹔
一
些
雅
好
藏
書
的
貴
族
，
為
了
替
自
己
珍
藏
的
經
典
文
本
增
添
古
樸
氣

息
與
真
摯
美
感
（
或
至
少
符
合
當
時
認
定
的
古
樸
美
標
準
）
，
便
採
用
此
字
體
，
好
讓
文
章
在
內
容
、
外
觀

上
，
都
能
與
一
般
的
中
世
紀
文
本
形
成
對
比
。
常
與
羅
馬
體
相
提
並
論
的
，
還
有
一
種
草
寫
體
，
名
為
樞
密

體
。
這
是
由
十
五
世
紀
中
葉
，
梵
蒂
岡
國
務
院
的
手
寫
字
跡
所
發
展
出
來
的
，
後
來
獲
得
佛
羅
倫
斯
、
費
拉

拿
、
威
尼
斯
等
地
的
總
理
官
署
採
用
，
也
是
斜
體
字
的
濫
觴
。

根
據
史
實
，
當
時
的
各
種
字
體
關
係
複
雜
且
種
類
繁
多
，
彼
此
間
亦
有
風
格
重
疊
者
，
並
沒
有
涅
滑
分
明

的
界
線
可
言
。
簡
要
地
分
成
四
類
固
無
不
可
，
卻
也
得
留
心
別
被
這
種
分
類
法
誤
導
。
在
前
述
四
種
典
型
之

間
，
仍
有
許
許
多
多
過
渡
、
折
衷
的
字
體
留
存
至
今.. 
像
是
波
陸
納
抄
寫
員
所
用
的
哥
德
體
，
就
受
到
人
文
體

的
影
響
。
此
外
，
通
行
於
不
同
地
區
的
各
種
書
寫
體
，
還
會
發
生
當
地
獨
有
的
變
化
。
例
如
巴
黎
的
哥
德
異
體

與
低
地
諸
國
的
哥
德
異
體
，
名
稱
相
近
卻
有
不
同
樣
貌
。
前
者
誕
生
於
法
國
的
王
室
總
理
官
署
，
用
以
抄
贈
方

言
著
作
，
後
來
並
啟
發
了
佛
拉
爾
與
吉
堯
姆
﹒
勒
諾
瓦
鑄
造
的
活
字
字
體
﹔
後
者
則
用
以
抄
寫
布
魯
日
的
約
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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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
傳
為
欽
點
畫
家
）
的
文
字
作
品
，
而
後
十
五
世
紀
的
布
魯
日
印
刷
匠
曼
遜
以
此
為
藍
本
，
鑄
造
出
新
的
活

字
。
實
際
上
，
由
於
因
地
而
異
的
字
體
特
徵
極
為
顯
著
，
有
經
驗
的
人
，
可
以
一
眼
就
看
穿
某
個
手
抄
本
源
出

可
地
。如

此
一
來
，
可
供
初
期
印
刷
匠
模
仿
的
字
體
範
本
，
更
是
琳
哪
滿
目
﹔
首
批
搖
籃
本
，
乃
至
於
十
六
世
紀

早
期
的
印
刷
書
字
體
，
之
所
以
能
展
現
如
此
的
多
元
性
，
其
道
理
就
在
這
裡
。
與
手
抄
本
時
期
一
樣
，
何
種
書

籍
採
用
什
麼
字
體
、
哪
種
讀
者
偏
好
什
麼
字
體
，
都
有
成
規
可
循.. 
學
術
書
籍
、
教
會
法
典
手
冊
，
讀
者
是
神

職
人
員
或
學
者
，
用
組
黑
體
印
刷
﹔
本
土
語
文
的
敘
事
作
品
，
讀
者
是
一
般
人
，
以
哥
德
異
體
印
刷
﹔
拉
丁
文

經
典
，
與
人
文
主
義
者
的
仿
古
之
作
，
是
嗜
讀
優
美
詞
藻
者
的
最
愛
，
以
羅
馬
體
印
刷
。
戈
林
與
其
間
儕
的
作

品
，
就
是
典
型
的
例
子
：
他
們
是
巴
黎
第
一
批
印
刷
匠
，
並
在
索
邦
當
局
的
徵
召
下
，
為
人
文
主
義
學
者
印

書
﹔
既
然
印
刷
鋪
接
受
大
學
資
助
，
使
用
的
自
然
是
羅
馬
體
的
活
字
。
稍
後
他
們
離
開
校
園
，
在
聖
雅
格
街
開

業
，
印
刷
法
律
書
籍
與
經
院
學
者
作
品
，
服
務
另
一
批
人
數
較
多
的
讀
者
︱
︱
法
學
生
與
律
師
，
遂
改
用
哥
德

體
。
另
有
印
刷
匠
更
進
一
步
，
仿
照
手
抄
本
的
筆
跡
印
書
。
例
如
盧
昂
的
印
刷
匠
勒
塔
樂
爾
，
在
十
六
世
紀
諾

曼
裔
英
國
書
商
頻
森
的
委
託
下
，
出
版
了
兩
部
探
討
盎
格
魯
諾
曼
法
律
的
專
論
﹔
為
此
他
鑄
出
一
套
不
同
以
往

的
活
字
，
試
圖
仿
效
英
國
抄
寫
員
專
門
用
來
抄
贈
法
律
書
籍
的
草
寫
體
咽
。

五
花
八
門
的
印
刷
字
體
逐
漸
趨
於
統
一
，
乃
是
基
於
幾
個
物
質
因
素
。
起
初
活
字
鑄
造
尚
未
成
為
獨
立
行

業
，
印
刷
匠
必
須
自
行
打
造
陽
文
字
範
，
即
便
只
鑄
一
副
活
字
，
成
本
都
不
低
。
既
然
其
財
力
有
限
，
只
能
擁

有
少
數
幾
副
活
字
，
為
了
印
出
特
定
手
抄
本
的
書
寫
字
體
，
而
特
地
製
作
或
添
購
另
一
副
活
字
組
，
幾
乎
不
可

能
。
此
外
，
源
自
同
個
版
本
的
印
刷
書
，
會
在
不
同
的
城
鎮
、
不
同
的
國
家
販
售
﹔
更
重
要
的
是
，
初
期
的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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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
匠
乃
是
一
種
遊
歷
四
方
的
職
業
。
這
麼
一
來
，
各
種
活
字
的
漸
趨
統
一
，
也
就
愈
發
無
可
避
兔

7
4.. 
倘
若
兩

地
的
字
體
差
異
本
來
就
不
大
，
情
況
更
是
如
此
。
第
一
批
德
國
印
刷
匠
，
在
離
開
萊
因
地
區
、
前
往
歐
洲
各
地

傳
授
印
刷
術
的
初
期
，
確
實
有
意
模
仿
各
地
特
有
的
字
體
。
前
往
義
大
利
的
那
也
了
除
了
模
仿
人
文
體
來
錯

字
，
更
經
常
仿
效
波
陸
納
抄
寫
員
的
筆
法
，
做
出
線
條
圓
潤
的
字
體
。
然
而
還
是
有
許
多
印
刷
匠
，
尤
其
是
手

頭
資
源
有
限
者
，
無
法
太
過
講
究
。
他
們
離
鄉
背
井
，
除
了
一
些
陰
文
字
模
跟
陽
文
字
範
，
身
上
幾
無
資
金
，

就
連
工
真
也
不
多
﹔
所
用
的
幾
套
活
字
，
都
是
離
開
老
家
前
就
鑄
好
的
。
無
怪
平
從
巴
塞
爾
一
路
追
到
里
昂
、

土
魯
斯
，
甚
至
遙
遠
的
西
班
牙
，
都
能
找
到
同
一
副
組
黑
體
活
字
？
同
理
，
勒
華
打
印
的
里
昂
首
批
印
刷

鞏
固
，
用
的
是
德
國
鑄
造
的
活
字
？
英
國
則
長
期
使
用
來
自
虛
昂
與
巴
黎
的
活
字
？

專
屬
某
地
的
字
體
風
格
，
首
先
消
失
。
而
後
，
書
寫
體
的
幾
種
主
要
形
式
，
以
更
慢
的
步
伐
趨
於
齊
一
，

直
到
最
後
終
於
由
新
興
的
羅
馬
體
成
為
歐
洲
多
數
地
方
的
主
流
﹔
這
些
地
區
包
括
義
大
利
、
法
國
、
瑞
士
部
分

地
區
，
以
及
西
班
牙
和
英
格
關

。
羅
馬
體
的
勝
利
，
象
徵
人
文
主
義
精
神
的
凱
蜓
，
值
得
在
此
一
書
。

羅
馬
體
蔚
為
風
俏
，
得
歸
功
於
十
五
世
紀
義
大
利
人
文
主
義
者
所
組
成
的
小
團
體
。
其
中
聲
名
較
著
的
佩

脫
拉
克
與
德
尼
哥
里
，
更
是
滿
腔
熱
血
的
書
法
家
。

一
如
許
多
與
之
同
期
的
文
人
，
其
心
願
無
非
是
以
更
貼
近

古
早
文
本
原
貌
的
字
體
，
來
呈
現
古
典
文
學
，
使
之
迴
異
於
中
世
紀
文
本
所
用
的
「
哥
德
」
體
︱
︱
其
實
這
兩

字
頗
有
嘲
弄
意
味
，
就
連
《
建
築
十
書
》
的
作
者
亞
伯
蒂
，
也
用
「
哥
德
」
形
容
傳
統
建
築
的
裝
飾
風
格
，
以

示
輕
蔑
。

很
快
地
，
在
那
不
勒
斯
、
羅
馬
、
佛
羅
倫
斯
等
地
的
繕
寫
室
，
抄
寫
員
紛
紛
改
採
羅
馬
體
，
其
中
又
以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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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倫
斯
為
最
，
新
興
字
體
遂
傳
遍
整
個
義
大
利
。
來
自
各
領
域
的
藏
書
人
，
包
括
貴
族
、
主
教
、
修
道
院
長
、

樞
機
主
教
、
銀
行
家
與
富
商
，
轉
而
購
買
以
羅
馬
體
贈

寫
的
手
抄
本
。
其
中
財
力
較
雄
厚
者
，
包
括
十
五
世
紀

的
匈
牙
利
國
王
寇
威
努
斯
、
那
不
勒
斯
諸
王
、
費
拉
拿
諸
公
，
擁
有
自
己
的
繕
寫
室
，
便
直
接
命
令
睡
下
的
抄

寫
員
用
新
興
字
體
抄
寫
拉
丁
文
經
典
，
甚
至
基
督
教
教
父
（
基
督
宗
教
初
期
的
錢
位
重
要
主
教
與
教
士
，
尤
指

其
神
學
著
述
被
後
人
奉
為
圭
呆
者
）
的
作
品

。
在
義
大
利
以
外
，
又
有
哥
勞
斯
特
公
爵

亨
佛
利
，
與
稍
後
的
盧

昂
總
主
教
安
博
望
等
人
，
將
「
人
文
體
」
手
抄
本
納
入
私
人
藏
書
閣
。
印
刷
術
問
世
之
時
，
即
處
於
這
種
氛

圍.. 

「
純
文
學
」
愛
好
者
（
未
必
限
於
所
謂
的
人
文
主
義
者
）
的
小
團
體
，
不
僅
欣
賞
新
興
字
體
，
也
能
閱
讀

自
如
，
但
彼
時
的
大
多
數
讀
者
，
仍
舊
支
持
傳
統
的
哥
德
體
。

為
了
儘
量
維
持
最
廣
泛
的
客
源
，
起
初
的
印
刷
匠
自
然
是
投
其
所
好
、

採
行
傳
統
字
體
。
不
過
，
在
義
大

利
境
內
，
羅
馬
體
的
使
用
漸
趨
頻
繁
，
也
有
許
多
愛
書
人
指
名
以
仿
古
字
母
印
書
，
倒
是
採
用
此
種
字
跡
的
手

抄
本
，
相
對
而
言
仍
屬
罕
見
。
在
這
些
「
雅
興
之
士
」
中
，
許
多
人
資
助
或
促
成
了
印
刷
鋪
的
設
立
﹔
佩
脫
拉

克
及
其
同
儕
所
帶
動
的
復
古
書
寫
體
風
尚
，
就
這
樣
透
過
印
刷
術
迅
速
地
推
廣
開
來
。
十
五
世
紀
先
後
在
蘇
比

亞
科
與
羅
馬
開
業
的
史
威
罕
跟
油
拿
茲
，
相
傳
是
義
大
利
境
內
的
第
一
批
印
刷
匠
﹔
他
們
先
使
用
半
羅
馬
體
，

而
後
在
一
四
六
五
至
一
四
六
七
年
間
，
改
用
更
真
羅
馬
體
特
徵
的
活
字
。
約
莫
從
這
個
時
候
開
始
，
史
特
拉
斯

堡
的
印
刷
商
路
許
也
獲
得
一
副
羅
馬
體
的
活
字
組
﹔
其
於
一
四
六
七
年
之
前
所
印
刷
的
毛
祿
版
《
百
科
全

書
》
，
即
以
這
副
活
字
完
成
。
一
四
六
九
年
，
德
裔
的
達
史
匹
拉
，
援
引
了
類
似
的
書
寫
體
，
在
威
尼
斯
印
出

一
版
西
塞
羅
的
《
家
書
丫
在
另
一
方
面
，
戈
林
也
採
用
與
史
威
罕
、
潘
拿
茲
相
近
的
活
字
字
體
﹔
十
五
世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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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頌
於
威
尼
斯
印
刷
西
塞
羅
《
致
阿
提
庫
斯
書
γ

其
所
使
用
的
羅
馬
體
，
迄
今
仍
是
公
認
的
傑
作
咐
。

但
在
一
四
八
0
年
之
前
，
用
羅
馬
體
印
出
的
書
，
不
過
寥
寥
數
本
。
以
德
國
境
內
為
例
，
一
四
八

0
年
之

前
的
羅
馬
體
活
字
，
可
考
的
只
有
十
副
。
渴
求
這
種
字
體
的
雅
興
之
士
屈
指
可
數
，
市
場
更
是
迅
速
飽
和
﹔
到

一
四
七
二
年
，
採
用
羅
馬
體
的
印
刷
商
（
以
希
臘
羅
馬
古
文
學
的
出
版
商
為
主
）
便
因
供
過
於
求
，
陷
入
財
務

困
境
。
前
面
已
經
提
過
，
戈
林
帶
著
助
手
從
巴
黎
的
索
邦
校
區
出
走
，
在
聖
雅
格
街
開
業
之
際
，
也
同
時
棄
絕

了
羅
馬
體
，
改
以
傳
統
組
黑
體
印
書
。
在
西
班
牙
的
瓦
倫
西
亞
，
法
蘭
德
斯
裔
的
帕
爾
馬
特
雖
用
羅
馬
體
印
刷

費
諾
勒
的
作
品
，
卻
險
些
變
成
羅
馬
體
的
絕
響
。
相
較
之
下
，
多
數
的
印
刷
鋪
都
備
有
哥
德
體
活
字
，
其
中
最

受
歡
迎
的
又
屬
異
體
﹔
舉
凡
十
五
世
紀
維
雍
的
《
遺
囑
長
詩
γ

《
帕
舍
林
鬧
劇
》
、
騎
士
傳
奇
、
法
文
的
編
年

史
與
民
間
故
事
、
牧
民
曆
與
《
死
亡
藝
術
》
等
，
都
有
哥
德
異
體
印
本
。
較
尋
常
尺
寸
為
大
的
哥
德
體
，
則
散

見
於
十
四
世
紀
奧
坎
、
德
黎
拉
的
作
品
，
以
及
隆
巴
第
神
學
評
注
的
印
刷
本
內
。

逐
漸
地
，
人
文
體
愈
發
風
行
，
印
製
於
義
大
利
的
羅
馬
體
書
籍
也
更
廣
泛
地
流
通
，
新
興
字
體
的
勝
出
，

其
勢
已
不
可
兔.. 
隨
後
，
又
有
與
之
關
係
密
切
的
斜
體
字
跟
進
。
羅
馬
體
與
斜
體
能
成
為
最
終
的
主
流
，
水
都

威
尼
斯
居
功
厥
偉
。
阿
爾
都
斯
那
套
深
深
影
響
十
六
世
紀
鑄
字
工
匠
的
羅
馬
體
活
字
，
便
是
在
威
尼
斯
遣
人
刻

製
的
﹔
而
在
十
五
世
紀
末
葉
，
葛
利
佛
也
仿
效
樞
密
體
，
在
一
五
O

一
年
替
阿
爾
都
斯
刻
出
一
套
斜
體
字
，
以

便
將
長
篇
文
字
打
印
在
侷
促
的
頁
面
上
？
有
了
威
尼
斯
印
刷
商
的
先
例
，
十
五
世
紀
末
曾
在
水
都
見
習
的
阿

默
巴
赫
以
及
稍
晚
的
富
羅
本
，
遂
以
羅
馬
體
與
斜
體
字
印
出
更
多
書
籍
，
使
新
興
字
體
傳
入
德
國
、
並
流
行
於

法
國
。
在
里
昂
，
印
刷
銷
爭
相
仿
效
威
尼
斯
字
體
，
其
中
德
加
彼
安
諾
和
式
羅
亦
仿
阿
爾
都
斯
斜
體
鑄
字
。
在

巴
黎
，
則
有
貝
德
與
侯
貝
﹒
埃
蒂
安
納
的
父
親
亨
利
使
得
羅
馬
體
的
應
用
更
為
普
及
﹔
從
一
五
三O到
一
五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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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年
間
，
侯
貝
﹒
埃
蒂
安
納
、
德
柯
萊
、
魏
卻
爾
、
奧
熱
羅
等
人
，
分
別
使
用
多
種
羅
馬
體
，
相
傳
其
中
幾
種

出
自
印
壇
名
人
加
拉
蒙
之
手
，
唯
何
者
眉
之
已
不
可
考
。
這
幾
種
書
寫
體
較
其
先
祖
更
趨
近
完
美
，
不
多
時
即

成
為
通
行
全
歐
的
字
體
。
保
盧
﹒
馬
努
蒂
烏
斯
與
普
朗
坦
尋
覓
、
效
法
的
對
象
，
以
及
十
六
世
紀
埃
傑
諾
夫
在

法
蘭
克
福
購
得
的
字
體
，
皆
屬
於
這
一
類
。
這
個
時
期
刻
製
的
陽
文
字
範
，
多
為
當
時
新
設
的
錯
字
廠
所
採

用
，
一
直
到
十
八
世
紀
才
功
成
身
退
。

隨
著
人
文
思
潮
風
行
草
值
，
羅
馬
體
的
重
要
性
也
不
斷
提
升
。
原
先
以
哥
德
異
體
打
印
、
用
方
言
寫
成
的

文
本
，
此
時
也
改
採
羅
馬
體
。
一
五
二
九
年
，
加
黎
﹒
杜
蒲
雷
便
用
新
聞J字
體
印
書
，
讓
《
玫
瑰
傳
奇
》
與
十

五
世
紀
詩
人
夏
提
埃
的
法
文
作
品
，
以
嶄
新
的
面
貌
與
世
人
見
面
。
之
後
因
為
大
眾
轉
而
偏
好
羅
馬
體
，
杜
蒲

雷
便
在
一
五
三
二
年
，
以
同
樣
手
法
印
製
維
雍
的
《
遺
囑
長
詩
》
﹔
此
後
羅
馬
體
印
刷
叫
的
書
籍
，
一
年
比
一

年
多
。
但
再
怎
麼
說
，
新
興
字
體
還
是
無
法
獲
得
所
有
人
的
接
受
。
曾
有
一
段
時
間
，
大
學
教
授
繼
續
支
持
舊

有
的
組
黑
體
。
又
過
了
幾
十
年
，
舊
有
字
體
才
依
序
從
法
律
手
冊
、
神
學
典
籍
裡
消
失
，
其
中
又
以
彌
撒
聖
祭

文
本
沿
用
最
久
。
值
得
一
捷
的
是
，
為
數
龐
大
的
中
產
階
級
與
城
鎮
居
民
，
習
價
辨
讀
手
抄
本
字
體
，
而
哥
德

異
體
又
比
羅
馬
體
或
斜
體
更
接
近
手
寫
字
跡
，
自
令
他
們
無
法
忘
懷
。
是
以
十
六
世
紀
拉
伯
雷
在
里
昂
市
集
等

地
大
為
暢
銷
的
《
巨
人
傳
γ
同
樣
採
組
黑
體
印
成
。
也
因
為
如
此
，
當
時
的
通
俗
書
本
、
年
曆
與
「
哥
德
字

小
冊
」
’
仍
以
哥
德
異
體
印
製
，
此
一
情
況
延
續
頗
久
。
資
金
比
較
區
乏
的
印
刷
商
，
若
在
印
書
過
程
中
將
活

字
磨
耗
殆
盡
，
則
會
買
下
同
行
中
有
錢
人
所
淘
汰
的
活
字
，
打
印
出
上
千
本
的
哥
德
體
書
刊
。
直
到
十
六
世
紀

後
半
，
羅
馬
體
的
讀
者
進
一
步
增
加
，
舊
字
體
不
得
不
功
成
身
退
了
，
他
們
才
添
購
新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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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打
開
書
封.. 
書
名
頁
、
牌
記
、
印
刷
鋪
印
記

這
也
就
是
說
，
羅
馬
體
通
行
全
歐
，
比
印
刷
術
發
明
晚
了
不
到
一
百
年
。
既
然
這
種
字
體
是
為
了
滿
足
古

代
拉
T
文
經
典
的
愛
好
者
而
設
計
，
它
能
一
躍
成
為
主
流
字
體
，
也
就
不
足
為
奇
了
﹔
畢
竟
當
時
的
國
際
語

言

就
是
拉
丁
文
，
拉
T
文
書
籍
的
買
賣
則
跨
越
國
界
。
字
母
形
體
的
變
化
太
過
繁
多
，
想
必
只
會
妨
礙

書
籍
在
異

國
的
銷
售
，
這
使
得
羅
馬
體
在
最
後
升
格
成
各
國
通
用
字
母
（
拉
丁
字
母
）
的
標
準
型
態
。
我
們
也
許
可
以

說
，
羅
馬
體
在
義
大
利
迅
速
成
為
方
言
的
出
版
字
體
，
而
後
歷
經
各
地
既
有
字
體
的
頑
強
抵
抗
，
漸
次
普
及
於

法
國
、
西
班
牙
，
最
後
入
主
英
格
蘭
﹔
但
在
日
耳
曼
諸
國
，
它
始
終
未
能
完
全
贏
得
讀
者
青
睞
，
則
是
不
爭
的

事
實
。
昨
衡
德
國
、
奧
地
利
與
低
地
諸
國
，
拉
丁
文
書
籍
固
然
採
用
羅
馬
體
打
印
，
組
黑
體
卻
依
然
稱
霸
大
多

數
以
方
言
寫
成
的
書
本
。
十
六
世
紀
裡
，
哥
德
體
家
族
又
出
現
「
曲
音
符
號
體
」
與
「
史
瓦
巴
赫
體
」
兩
種
新

字
體
附
﹔
因
為
它
們
比
較
容
易
閱
讀
，
所
以
獲
得
當
地
印
刷
業
的
採
納
。
是
以
馬
丁
﹒
路
德
的
早
期
作
品
固
然

用
羅
馬
體
印
刷
，
後
來
卻
回
頭
採
用
德
國
特
有
的
字
體
，
藉
此
確
保
自
己
的
理
念
能
傳
遞
給
絕
大
多
數
同
胞
。

由
此
觀
之
，
當
時
的
歐
洲
大
致
可
以
這
樣
分.. 
一
邊
是
拉
丁
文
國
度
與
英
格
蘭
，
另
一
邊
則
是
日
耳
曼
世
界
，

兩
邊
用
以
印
刷
的
主
要
字
體
各
不
相
同
。
至
於
更
東
邊
的
斯
拉
夫
諸
國
，
印
刷
商
採
用
西
里
爾
體.. 
這
種
字
體

源
自
古
希
臘
體
，
與
西
方
通
用
者
少
有
共
通
之
處
。

今
天
的
讀
者
翻
開
一
本
新
書
，
便
能
在
書
名
頁
中
找
到
作
者
全
名
、
完
整
書
名
、
出
版
地
、
出
版
者
、
出

版
日
期
等
基
本
資
訊
，
從
而
判
斷
這
本
書
是
不
是
他
想

諧
的
。
理
論
上
來
說
，
出
版
法
令
對
此
皆
有
明
文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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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
至
少
在
法
國
是
如
此
。

但
在
十
五
甚
至
十
六
世
紀
，
情
況
就
不
是
這
樣
了
。
第
一
批
印
刷
書
並
沒
有
書
名
頁
﹔
不
翻
閱
正
文
，
便

無
從
得
知
其
內
容
，
遑
論
這
是
本
怎
麼
樣
的
書
。
當
時
的
印
刷
書
一
如
手
抄
本
，
內
文
始
於
第
一
張
書
葉
的
右

頁
，
緊
接
在
頁
首
題
旨
摘
要
（
偶
爾
包
合
作
者
姓
名
）
的
後
面
。

至
少
在
十
六
世
紀
初
之
前
，
讀
者
都
是
憑
藉

書
末
的
「
牌
記
」
’
方
可
得
知
這
部
書
的
大
多
數
資
訊
，
諸
如
印
刷
鋪
、
出
版
地
點
，
有
時
連
書
名
與
作
者
姓

名
也
是
如
此
﹔
此
係
手
抄
本
時
代
殘
存
的
習
慣
。

然
而
，
從
十
五
世
紀
開
始
，
又
出
現
一
種
叫
「
印
刷
鋪
印
記
」
的
識
別
標
誌
﹔
這
個
木
刻
圓
樣
，
若
非
印

在
正
文
起
始
的
那
頁
，
便
是
與
牌
記
印
在
同
一
頁
。
最
早
的
時
候
，
印
刷
鋪
託
人
將
書
運
抵
顧
客
處
，
並
替
書

蓋
上
印
記
，
以
利
運
書
人
作
業
。
當
時
的
印
記
多
半
印
在
害
的
空
白
尾
頁
，
或
牌
記
的
正
上
方
﹔
漸
漸
地
，
這

種
印
記
成
為
印
刷
鋪
拓
展
知
名
度
的
圖
案
商
標
，
除
了
告
訴
讀
者
本
書
出
自
何
家
，
更
兼
有
美
化
書
籍
與
品
質

保
證
的
功
能
。
書
商
與
出
版
商
複
製
自
己
的
家
族
標
誌
，
做
為
識
別
圓
樣
﹔
而
在
人
文
主
義
勃
興
、
復
古
運
動

風
靡
之
際
，
象
徵
畫
與
紋
徽
大
行
其
道
，
印
記
更
發
展
出
複
雜
的
符
號
系
統
。
像
阿
爾
都
斯
的
標
記
是
船
錯
，

克
韋
爾
是
獨
角
獸
，
埃
蒂
安
納
是
油
橄
欖
樹
，
加
黎
﹒
杜
蒲
雷
則
以
船
（
加
黎
係
大
帆
船
的
同
音
字
）
代
表
自

己
。
從
前
出
現
在
書
本
最
末
頁
的
印
刷
鋪
印
記
，
如
今
普
遍
出
現
在
書
名
頁
﹔
一
般
印
刷
商
開
始
採
用
書
名

頁
，
則
可
追
溯
至
十
五
世
紀
末
葉
。

體
演
進書
的名
典頁

例說
此能

外宛
我如
們一

還奎

靠高
福戶
當籍
孟資

建會
得
到~
啟 2品

零星
看的
出故
新事
興饒
的富

望聽
如，J

何亦
落可
實視
成為
新印
的刷
製書
書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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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以
提
升
書
本
的
便
利
性
。
開
始
之
時
，
印
刷
銷
先
是
發
現
第一
張
書
葉
的
右
頁
容
易
污
損
，
遂
將
正
文
之

始
移
至
反
面
的
左
頁
，
右
頁
整
面
留
白
。
此
後
，
他
們
自
然
興
起
了
妥
善
運
用
空
白
首
頁
的
念

頭
，
便
加
印
了

簡
短
的
書
名
﹔
這
點
對
書
籍
辨
識
頗
有
幫
助
仰
。

在
一
四
七
五
到
一
四
八
0
年
間
，
書
名
頁
就
這
樣
誕
生
了
，
而
它
的
實
用
性
也
很
快
地
變
得
不
言
可
喻
。

在
法
國
，
出
版
商
特
別
重
視
書
本
的
美
觀
，
例
如
佛
拉
爾
，
便
率
先
以
特
異
國
樣
來
裝
飾
放
大
的
起
始
字
母
，

替
書
名
頁
增
色
。
其
他
印
刷
商
，
或
將
在
書
名
下
方
的
空
白
處
蓋
上
自
己
的
印
記
，
或
印
上
木
刻畫
，
像
是
維

伊
度
印
刷
的
初
學
者
課
本
《
文
法
教
本
γ
便
在
書
名
下
面
印
著
一
位
教
師
與
幾
位
學
童
。
至
於
其
他
的
通
俗

小
冊
，
則
在
該
頁
畫
上
一
把
萬
用
鑰
匙
。

十
五
世
紀
末
，
幾
乎
所
有
的
書
本
裡
都
有
書
名
頁
，
只
是
與
今
日
的
書
名
頁
不
盡
相
同
。
最
初
的
書
名
頁

上
沒
有
幾
個
字
，
後
來
字
數
卻
急
遞
增
加
﹔
十
六
世
紀
的
頭
三
十
年
，
出
版
商
竟
又
想
用
字
填
滿

書
名
頁
，
遂

將
書
名
安
插
在
流
水
帳
似
的
官
樣
文
章
裡
’
附
上
書
本
主
要
內
容
的
略
記
，
以
及
作
者
與
其
友
人
題
獻
的
詩

詞
。
為
了
打
響
名
號
，
出
版
商
很
快
地
養
成
新
習
慣
，
將
店
鋪
名
稱
與
地
址
印
在
頁
尾
。
即
使
如
此
，
更
詳
細

的
資
訊
，
像
印
刷
鋪
、
確
切
印
刷
日
期
等
，
還
是
得
翻
到
書
末
的
牌
記
一
探
究
竟
。
在
此
同
時
，
書
名
頁
的
裝

飾
也
愈
見
費
心
，
邊
框
雕
版
的
風
尚
迅
速
傳
開
。
在
史
特
拉
斯
堡
，
版畫
家
巴
爾
東
格
霖
先
後
應
納
布
洛
克
、

修
特
與
格
呂
寧
格
之
請
，
自
一
五
－
0
年
起
使
用
數
種
過
框
。
稍
晚
，
畫
家
霍
爾
班
又
替
巴
塞
爾
的
富
羅
本
設

計
了
為
數
甚
多
的
邊
框
。
這
種
新
流
行
，
稍
後
傳
往
紐
倫
堡
、
奧
格
斯
堡
與
巴
黎
﹔
在
巴
黎
，
貝
德
更
以
建
築

型
態
的
裝
飾
風
格
仿
效
之
咐
。

這
種
加
印
邊
框
的
風
氣
，
在
日
耳
曼
諸
國
與
英
格
蘭
，
持
續
了
好
一
段
時
間
﹔
在
這
段
時
間
內
，
當
地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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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
的
書
名
幾
乎
都
被
通
篇
的
官
樣
文
章
所
淹
沒
，
周
圍
還
環
繞
著
多
種
圓
樣
。
倒
是
義
大
利
的
阿
爾
都
斯
家
族

出
版
，
與
法
國
的
人
文
主
義
出
版
商
，
但
括
德
柯
萊
、
埃
蒂
安
納
家
族
與
德
國
爾
恩
家
族
，
則
設
法
用
更
清
楚

的
方
式
來
呈
現
書
名
頁
。
約
莫
從
一
五
三
0
年
起
，
人
文
主
義
成
為
主
流
，
從
此
便
有
愈
來
愈
多
的
新
書
，
採

行
化
繁
為
簡
的
新
式
書
名
頁
，
頁
面
上
除
了
簡
短
的
書
名
、
作
者
的
姓
名
，
就
只
剩
下
頁
尾
的
出
版
商
地
址
。

換
句
話
說
，
在
斜
體
與
羅
馬
體
開
始
「
得
勢
」
的
同
時
，
書
名
頁
也
逐
漸
建
立
起
今
天
這
種
體
例
。

銅
版
雕
刻
取
代
木
刻
版
，
在
十
六
世
紀
末
再
度
改
變
了
書
名
頁
的
型
態
。
當
時
，
大
多
數
盡

日
本的
書
名
頁

看
起
來
都
差
不
多
，
但
加
印
邊
框
的
技
法
，
卻
有
捲
土
重
來
之
勢
﹔
這
點
先
是
體
現
在
對
開
的豪
華
本
書
籍

上
，
而
後
遍
及
各
種
書
冊
。
書
名
原
先
多
半
印
在
過
框
雕
版
的
正
中
央
，
但
在
銅
版
雕
刻
的
時
代
裡
’
這
點
必

須
仰
賴
雙
組
版
的
技
術
才
能
辦
到
，
畢
竟
銅
版
不
像
木
版
，
無
法
與
活
字
排
成
的
書
名
字
樣
同
時
印
上
。
除
此

之
外
，
書
名
多
為
組
黑
字
體
，
配
上
雅
致

、
細
膩
的
雕
飾
線
條
並
不
搭
調
。
是
以
後
來
有
人
開
發
出
新
的
技

術
，
讓
書
名
與
飾
紋
能
被
刻
在
同
一
塊
版
上
。
從
那
時
起
，
書
名
頁
的
配
置
便
由
畫
家
全
權
處
理
，
而
他
們
當

然
比
較
重
視
國
飾
的
華
美
，
犧
牲
了
文
字
的
空
間
。
漸
漸
地
，
頁
面
全
為
圖
案
所
占
據
，
並
以
該
頁
最
下
端
的

一
行
字
，
交
代
出
版
商
地
址
與
出
版
日
期
，
至
於
書
名
則
印
在
書
本
的
留
白
頁
面
上
，
或
於
頁
面
中
央
刻
上
石

柱
基
座
或
布
幢
的
圍
樣
，
中
間
印
著
書
名
。
十
七
世
紀
仿
效
畫
家
魯
本
斯
的
雕
圈
，
尤
其
是
許
多
十
七
世
紀
前

半
書
籍
的
書
名
頁
，
皆
屬
此
類
，
其
中
也
包
括
摩
雷
特
斯
所
印
製
的
書
本
咐
。
現
代
人
習
慣
了
清
爽
簡
約
的
書

名
頁
，
因
此
若
以
我
們
的
標
準
來
看
，
這
般
繁
複
密
集
的
圖
案
，
簡
直
令
人
眼
花
撩
亂
﹔
事
實
上
，
在
整
本
書

籍
的
裝
飾
工
作
裡
’
也
只
有
這
個
部
分
呈
現
出
如
此
極
端
的
巴
洛
克
風
格
。
這
樣
的
情
形
在
宗
教書
籍
的
圓
樣

設
計
上
尤
其
明
顯
，
即
便
才
氣
縱
橫
如
魯
本
斯
，
也
不
免
將
許
許
多
多
象
徵
意
義
複
雜
的
人
物
二
股
腦
地

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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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畫
裡
，
而
使
整
體
的
生
動
性
為
之
失
色
。

相
較
之
下
，
十
六
世
紀
法
國
的
德
里
烏
或
是
高
堤
耶
，
把
書
名
置
於
廊
柱
建
築
的
中
央
，
構
園
就
比
較
簡

單
。
曾
在
安
特
衛
普
工
作
的
拉
斯
內
，
則
在
模
仿
魯
本
斯
之
餘
，
棄
絕
他
過
度
矯
飾
、
大
量
運
用
象
徵
手
法
的

畫
風
。
不
多
時
，
到
了
一
六
四0
年
，
在
普
桑
受
命
替
法
國
皇
家
印
刷
館
設
計
出
版
品
時
，
想
出
了
一
套
新
方

法
，
旋
即
引
發
流
行
，
促
成
美
術
設
計
的
大
革
新
悶
。
他
強
調
圖
案
輪
廓
的
明
晰
，
畫
中
只
有
幾
個
身
披
古
早

布
鼎
的
人
物
，
整
體
的
布
局
簡
明
而
富
古
意
。
不
過
，
他
畢
竟
是
畫
家
出
身
，
一
如
魯
本
斯
，
優
先
考
量
構
圓

的
整
體
性
，
所
以
寧
願
將
書
名
從
頁
面
中
央
移
至
「
過
睡
了
在
他
的
設
計
裡
’
純
為
裝
飾
而
刻
印
的
書
名

頁
，
成
了
卷
首
插
畫
，
書
一
翻
開
就
是
圖
畫
︱
︱
這
也
就
是
說
，
出
版
商
必
須
把
書
目
相
關
資
訊
，
挪
至
卷
首

插
畫
的
次
頁
，
印
在
全
由
活
字
排
組
的
頁
面
上
。
從
那
個
時
候
起
，
書
名
頁
的
功
用
就
已
經
不
可
或
缺
，
並
概

略
地
保
持
著
當
時
的
面
貌
，
直
至
今
日
。

這
種
愈
來
愈
簡
約
、
整
齊
畫
一
的
趨
勢
，
在
內
文
的
呈
現
上
，
同
樣
地
顯
而
易
見
。
不
過
，
此
種
演
化
也

是
漸
進
的
，
一
如
書
籍
製
作
在
其
他
方
面
的
演
進
。
回
顧
手
抄
本
時
代
裡
，
學
者
與
學
生
所
遭
遇
到
的
困
難
，

當
使
我
們
更
加
了
解
這
段
來
龍
去
脈
。
今
天
的
我
們
習
慣
以
頁
數
表
示
引
言
的
出
處

，
但
當
時
不
可
能
這
麼

做
，
因
為
同
一
部
著
作
的
不
同
手
抄
本
，
書
葉
碼
（
各
張
書
葉
首
頁
的
標
示
碼
）
或
頁
面
並
不
統
一
，
某
段
文

字
會
出
現
在
抄
本
內
的
哪
個
地
方
，
也
沒
有
固
定
。
是
以
引
文
時
不
僅
要
注
明
章
節
、
標
題
，
甚
至
連
出
自
第

三
、
內
文
呈
現
與
閱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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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
段
都
得
寫
清
楚
﹔
內
文
經
常
得
用
比
段
落
更
小
的
單
位
編
排
，
以
方
便
檢
索
。
此
外
，
書
寫
的
字
跡
也
是
又

小
又
擠
﹔
因
為
羔
嘴
皮
昂
貴
，
為
求
經
濟
，
抄
寫
時
縮
記
省
略
所
在
多
有
二
頁
能
塞
上
多
少
字
就
儘

暈
塞
，

不
僅
段
落
、
章
節
間
少
有
留
白
，
就
連
標
題
、
頁
面
編
排
也
是
能
省
則
省
。
由
是
觀
之
，
不
難
理
解
手
抄
本
何

以
字
跡
難
辨
，
而
且
查
詢
不
易
。

正
如
我
們
於
前
文
所
見
，
初
期
的
印
刷
書
籍
，
與
手
抄
本
並
無
二
致
﹔
大
體
的
編
排
相
同
、
慣
用
的
縮
寫

相
同
，
上
面
的
蠅
頭
小
字
也
一
樣
雖
說
。
但
到
7
後
來
，
印
刷
書
的
行
距
逐
漸
放
寬
，
字
體
逐
漸
變
大
，
縮
寫

與
簡
稱
也
逐
漸
變
少
，
唯
整
體
的
呈
現
幾
無
變
革
。
舉
例
來
說
，

一
四
八
0
、
一
四
九
0
年
代
製
作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作
品
集
或
《
蘭
斯
洛
傳
奇
》
手
抄
本
，
跟
一
五
二
0
年
間
印
製
的
同
樣
文
本
，
看
起
來
幾
乎
沒
有
差
別
。

內
文
呈
現
的
變
異
，
要
等
到
大
眾
品
味
的
轉
變
激
勵
出
新
型
態
的
文
學
，
而
羅
馬
體
也
普
及
之
後
，
方
始
發

生
。

以
下
的
發
展
，
尤
為
典
例
：
帖
碼
（
各
摺
疊
帖
首
頁
的
標
示
碼
，
用
以
表
示
各
帖
（
即
現
稱
的
裝
訂
台
〕

排
列
順
序
）
的
印
刷
，
起
初
並
不
是
為
了
方
便
讀
者
，
而
是
為
了
協
助
書
匠
完
成
工
作
（
尤
其
是
裝
訂
工

作
）
。
在
那
個
年
代
，
裝
訂
需
要
高
度
技
巧
，
因
為
全
書
的
各
帖
內
所
含
書
葉
多
寡
不
一
，
構
成
一
帖
的
全
開

紙
也
各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般
入
成
冊
。
為
了
便
於
裝
訂
，
印
刷
匠
便
仿
效
抄
寫
員
，
把
每
一
配
帖
或
每
兩
書
葉

（
即
四
頁
）
出
現
的
第
一
個
字
，
列
成
一
個
表
格
以
茲
確
認.. 
當
時
的
人
管
這
表
格
叫
套
準
表
（
有
別
於
現
今

印
刷
作
業
上
，
用
來
按
查
疊
色
精
確
度
的
「
套
準
」
）
。
帖
碼
的
出
現
，
便
是
基
於
同
樣
考
量
，
先
是
把
單
個
字

母
印
在
整
張
全
開
紙
的
右
下
角
﹔
後
來
數
字
（
也
就
是
帖
碼
）
取
代
了
字
母
，
順
序
標
示
各
帖
裝
訂
的
先
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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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著
，
每
張
書
葉
上
開
始
出
現
數
字
，
其
理
由
或
許
也
相
同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最
早
的
葉
碼
或
頁
碼
編
寫
，

已
不
見
帖
碼
，
反
之
亦
然
）
。
然
而
，
標
注
各
書
葉
次
序
看
似
順
理
成
章
，
實
際
的
發
展
卻
很
緩
慢
。

一
直
到

十
六
世
紀
初
，
還
有
很
多
書
不
是
以
書
的
葉
或
頁
為
單
位
編
順
序
，
編
了
的
則
多
所
漏
誤
﹔
至
於
像
現
在
這
樣

一
頁
一
碼
，
而
非
一
葉
（
兩
頁
）
一
碼
的
書
，
誕
生
得
就
更
晚
了
。

阿
爾
都
斯
曾
於
一
四
九
九
年
出
版
裴
洛
提

的
詩
評
集
《
羊
角
盛
宴
》
，
或
許
是
採
用
頁
碼
的
濫
觴
。
不
過
，
還
是
要
到
一
五
二
六
至
一
五
五0年
間
，
頁

碼
系
統
才
真
正
普
及
﹔
此
間
人
文
主
義
印
刷
商
居
功
厥
偉
。

從
那
時
起
，
書
本
才
展
現
出
較
接
近
當
代
的
面
貌
。
人
文
主
義
的
勝
利
，
促
成
7
羅
馬
字
體
的
廣
泛
應

用
﹔
比
起
哥
德
體
，
羅
馬
體
通
常
較
大
、
較
易
於
辨
誼
。
至
於
那
些
讓
一
行
長
文
橫
著
走
完
一
整
頁
的
書
，
也

愈
來
愈
多
，
而
不
再
是
一
頁
兩
欄
、
文
分
左
右
。
在
此
同
時
，
每
行
的
問
距
更
形
寬
闊
，
各
種
提
升
易
讀
性
的

嘗
試
紛
紛
出
爐
﹔
而
透
過
留
白
，
章
節
標
題
與
正
文
變
得
涅
滑
分
明
。
現
代
書
籍
的
樣
貌
，
遂
逐
漸
明
朗
。

隨
著
印
刷
文
本
的
增
加
，
書
本
不
再
只
是
圖
書
館
的
禁
幟
，
束
諸
高
閣
待
人
查
閱
。
一
般
人
不
僅
希
望
能

把
書
本
帶
在
身
邊
，
還
要
講
求
攜
運
方
便
，
以
利
隨
時
翻
閱

、
查
詢
。
這
點
使
得
首
見
於
十
六

世
紀
上
半
的

「
隨
身
版
」
書
籍
，
逐
漸
地
風
行
起
來
。
另
一
方
面
，
新
興
的
中
產
階
級
，
也
開
始
建
立
起
自
己
的
藏

書
，
閱

讀
不
再
是
傳
統
上
出
身
教
會
、
學
校
或
上
流
社
會
人
士
的
專
利
。
雖
然
四
開
、
八
閉
的
書
本
，
在
十
五
世
紀
已

經
相
當
常
見
，
但
卻
也
只
有
較
短
的
文
本
，
因
為
以
對
開
大
小
成
書
太
過
單
薄
，
才
以
小
開
本
付
粹
。
至
於
神

職
人
員
用
來
講
道
的
書
，
皆
為
大
開
本
。
其
實
也
有
一
些
書
籍
，
有
系
統
地
採
用
較
小
開
本
，
但
它
們
主
要
是

獻
給
神
的
禱
詞
，
尤
其
是
時
辰
禱
書
。
這
類
書
本
使
用
頻
繁
、
市
場
需
求
量
大
，
因
此
非
得
方
便
攜
運
不
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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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有
一
種
文
學
作
品
，
亦
以
小
開
本
出
版
，
市
場
更
為
龐
大
，
其
內
容
以
通
俗
故
事
為
主
，
因
為
外
型
小
巧
，

所
以
法
文
名
喚
「
哥
德
風
小
冊
」
。

然
而
，
從
十
五
世
紀
末
起
，
「
阿
爾
都
斯
家
族
出
版
」
亟
欲
一
談
經
典
文
學
的
閱
讀
更
趨
容
易
，
遂
出
版
了

知
名
的
「
隨
身
版
」
叢
書
。
起
初
這
種
格
式
只
有
少
數
人
文
主
義
讀
者
接
受
，
但
到
了
十
六
世
紀
初
期
，
採
用

它
的
印
刷
商
卻
愈
來
愈
多
。
舉
例
來
說
，
巴
黎
的
德
柯
萊
，
也
仿
效
阿
爾
都
斯
叢
書
，
推
出
一
系
列
出
版
品
﹔

此
後
，
許
多
印
刷
商
起
而
模
仿
，
在
習
價
把
威
尼
斯
風
格
當
作
範
本
的
里
昂
地
區
，
更
是
如
此
。
不
多
時
，
新

的
文
學
作
品
，
多
半
特
意
以
小
開
本
出
版
，
以
達
攜
帶
方
面
、
查
閱
輕
鬆
之
效
。
如
果
說
，
當
時
的
騎
士
浪
漫

文
學
，
是
繼
續
以
對
開
或
四
開
本
大
小
流
通
的
例
子
，
那
麼
人
文
主
義
者
的
拉

T
詩
作
，
如
馬
羅
、
拉
伯
雷
、

那
瓦
爾
王
后
瑪
格
麗
特
等
人
的
作
品
，
乃
至
於
七
星
詩
派
的
作
品
，
就
是
小
開
本
印
刷
品
的
典
型
了
。
此
外
，

荷
人
伊
拉
斯
誤
斯
的
《
鐵
哥
一
忌
，
也
是
以
小
開
本
型
態
風
行
全
歐
﹔
尤
有
甚
者
，
馬
T
﹒
路
德
與
其
他
宗
教
改

革
者
，
同
樣
假
借
此
一
形
式
，
刊
行
了
難
以
計
數
的
小
冊
子
，
以
傳
播
其
理
念
。
即
便
是
帶
有
插
圓
的
書
籍
，

其
發
展
也
大
抵
如
是
﹔
一
五
四
0
年
間
，
霍
爾
班
為
《
聖
經
園
集
》
與
《
死
神
幻
影
》
的
四
開
、
八
開
本
，
繪

製
小
幅
的
藤
蔓
狀
花
紋
裝
飾
，
可
謂
名
噪
一
時
仙
。
里
昂
的
德
圖
爾
恩
、
巴
黎
的
雅
諾
，
以
及
其
他
地
方
的
印

刷
商
，
則
印
製
了
多
種
版
本
的

《
聖
經
人物
誌
γ
阿
爾
恰
特
彙
編
的
《
拉
丁
寓
言
詩
選

γ

以
及
奧
維
德
的

《
變
形
記
》
等
于
倒
是
當
時
的
學
生
、
學
者
，
依
舊
較
偏
好
對
開
本
的
書
籍
﹔
雖
然
攜
帶
、
翻
閱
頗
為
吃

力
，
但
大
開
本
仍
有
清
晰
易
讀
、
便
於
參
考
等
優
點
。

換
句
話
說
，
圖
書
館
內
供
人
查
閱
的
厚
重
學
術
書
籍
，
以
及
讀
者
較
眾
的
小
開
本
通
俗
文
學
、
異
議
說

帖
，
彼
此
已
是
壁
壘
分
明
，
成
為
出
版
業
在
這
個
階
段
的
首
要
特
徵
﹔
綜
觀
整
個
十
七
世
紀
，
這
種
對
此
依
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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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插
圖

鮮
明
。
二
八
O
O
到
一
六
五
0
年
，
史
稱
反
宗
教
改
革
（
即
天
主
教
受
宗
教
改
革
刺
激
而
生
的
中
典
與
反
動
）

時
期
。
在
這
五
十
年
間
，
法
國
各
地
盡
是
兼
真
圖
書
館
功
能
的
修
道
院
﹔
新
教
旗
幟
下
的
神
學
家
，
則
與
當
教

的
耶
穌
會
士
在
學
識
上
頻
頻
交
鋒
。
在
此
同
時
，
法
律
工
作
者
更
仿
效
神
職
人
員
，
蒐
集
大
量
的
宗
教
書
籍
。

倒
是
中
產
階
級
，
已
經
不
復
十
六
世
紀
的
愛
好
，
閱
讀
活
動
明
顯
減
少
。
這
使
得
大
閱
本
的
書
籍
再
度
勃
興
，

對
闊
的
出
版
品
頓
時
增
加
許
多
，
其
中
包
括
許
多
不
開
版
本
的
宗
教
典
籍
與
基
督
教
教
父
著
作
，
乃
至
於
歷
屆

大
議
會
的
官
方
紀
錄
、
教
會
法
典
論
文
等
。
至
於
法
文
寫
成
的
作
品
，
泰
半
印
刷
成
四
開
，
因
為
八
開
的

書
本

只
是
攜
帶
方
便
，
閱
讀
起
來
並
不
輕
鬆
。
這
種
明
顯
的
趨
勢
，
可
用
下
面一
例
來
佐
證
：
印
刷
家
族
艾
齊
維
埃

為
了
節
省
紙
張
，
曾
以
著
名
的
十
二
開
特
小
本
，
印
製
希
臘
羅
馬
經
典
，
藉
此
因
應
戰
火
（
此
應
指
十
七
世
紀

前
半
的
「
三
十
年
戰
爭
」
）
阻
絕
供
紙
的
問
題
，
結
果
惹
來
學
術
圈
讀
者
的
抗
議
。
到
了
十
七
世
紀
後
半
，
潮

流
急
轉
直
下
，
富
有
想
像
色
彩
的
文
學
，
再
度
變
成
大
眾
寵
兒
。
在
小
說
與
通
俗
文
本
激
增
之
際
，
成
本
偏
高

的
學
術
參
考
書
，
卻
礙
於
經
濟
條
件
，
出
版
盛
況
不
再
。
這
種
種
的
理
由
，
終
使
小
開
本
再
度
鹹
魚
翻
身
。
十

八
世
紀
情
況
大
抵
相
同
：
對
開
本
愈
發
罕
見
，
而
成
為
字
典
、
百
科
全
書
等
永
久
保
存
書
籍
的
專
利
。
至
於
當

時
慣
採
四
開
、
八
開
出
版
的
書
本
，
包
括
小
說
、
詩
詞
散
文
、
科
普
書
籍
、
異
議
著
述
、
各
種
版
本
的
希
臘
羅

馬
經
典
等
，
也
就
這
樣
變
成
出
版
品
的
大
宗
。

手
抄
本
常
飾
以
細
密
畫
，
諸
如
時
辰
禱
書
、
彌
撒
經
本
、
信
仰
著
述
、
騎
士
傳
奇
、
持
獵
專
論
的
抄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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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可
見
到
這
種
圖
案
。
至
於
華
麗
程
度
更
勝
一
般
手
抄
本
的
彩
飾
抄
本
，
則
常
常
出
自
頂
尖
書
法
家
與
知
名
畫

家
之
手
，
唯
有
俗
世
貴
族
、
高
階
教
士
、
富
商
財
主
之
流
，
才
有
機
會
收
藏
。

同
樣
地
，
印
刷
術
問
世
後
，
並
沒
有
為
這
些
匠
人
帶
來
立
即
的
轉
變
：
彩
飾
師
傅
與
細
密
畫
家
，
在
印
刷

事
業
興
起
之
後
，
仍
繼
續
原
有
的
工
作
﹔
諸
如
布
列
塔
尼
公
國
安
妮
公
主
的
《
時
辰
盡
早
，
與
十
六
世
紀
的
布

迪
瓊
以
及
科
隆
巴
的
作
品
，
皆
可
為
證
。
佛
拉
爾
等
專
擅
豪
華
本
編
輯
的
業
者
，
如
欲
推
出
與
豪
華
手
抄
本
同

樣
華
麗
的
高
級
印
刷
書
，
依
然
是
委
託
替
抄
本
添
飾
紋
圓
的
同
一
批
畫
家
，
為
內
文
增
色
。

人
工
作
畫
既
昂
貴
又
耗
時
，
若
非
特
意
以
特
級
的
羔
憤
皮
印
書
、
題
獻
予
某
位
顯
耍
，
這
麼
做
實
在
不
合

算
二
旦
閱
讀
變
成
民
間
的
普
遍
習
債
，
同
本
書
動
輒
印
製
數
百
冊
，
插
圖
就
非
得
用
別
的
方
法
來
製
作
不
可

了
。
文
字
既
然
能
用
機
械
方
法
印
刷
，

插
圖
當
然
也
可
採
用
類
似
手
段
複
製
。

早
在
印
刷
書
出
現
前
，
木
版
印
刷
已
然
是
標
準
化
的
製
造
方
法
，
且
應
用
頗
廣
。
在
十
四
世
紀
步
入
尾
聲

之
時
，
木
刻
版
畫
開
始
增
多
﹔
而
在
印
刷
產
業
揭
開
序
幕
之
際
，
木
版
印
刷
業
更
臻
於
成
熟
。
因
為
木
刻
圖
版

可
與
活
字
版
一
併
置
入
待
印
版
內
，
一
次
把
圖
文
同
時
印
完
也
不
難
，
所
以
印
刷
商
很
快
地
利
用
起
這
種
傳
統

技
術
。
班
員
格
的
菲
斯
特
，
便
在
一
四
六
一
年
想
出
此
法
，
為
多
本
書
籍
打
印
插
圖
，
其
中
包
括
波
納
的
通
俗

寓
言
故
事
集
，
題
為
《
珠
磯
集
Y
此
書
開
風
氣
之
先
，
插
圖
中
的
人
物
以
無
陰
影
的
簡
單
線
條
表
現
，
印
畢

後
隨
即
以
淡
彩
洗
染
上
色
﹔
成
品
看
來
雖
然
原
始
，
卻
別
真
美
感
，
似
乎
頗
能
讓
早
已
習
價
版
畫
的
大
眾
欣
然

接
受
。
很
快
地
，
在
奧
格
斯
堡
，
翟
納
亦
打
印
出
同
類
型
的
插
圖書
，
包
括
通
俗
文
學
與
信
仰
作
品
等
﹔
而
在

同
一
時
間
，
菲
斯
特
繼
續
利
用
雕
版
，
製
作
書
中
圖
案
，
講
述
達
尼
爾
（
基
督
新
教
稱
但
以
理
，
以
下
並
列
天

主
教
與
基
督
新
教
使
用
之
譯
名
）
、
若
瑟
（
約
瑟
）
、
友
弟
德
（
猶
滴
）
與
艾
斯
德
爾
（
以
斯
帖
）
事
蹟
的
所
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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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聖
軟
事
》
，
便
這
樣
有
了
附
圖
。
鳥
姆
的
柴
爾
，
與
其
他
許
多
印
刷
商
，
則
在
德
國
的
其
他
城
鎮
，
援
用
同

樣
手
法
。
這
些
木
刻
圓
版
的
目
的
，
如
同
雕
版
印
刷
術
本
身
，
是
為
了
強
化
內
文
、
其
體
呈
現
題
旨
而
存
在
，

而
不
是
為
了
藝
術
的
創
作
的
。

故
在
雕
版
印
刷
欣
欣
向
榮
的
德
國
，
印
刷
商
迅
速
接
納
了
木
刻
國
版
，
以
之
裝
飾
通
俗
書
籍
﹔
爾
後
刻

圖
、
印
圓
技
術
精
進
，
更
用
它
替
所
有
的
書
本
添
上
插
圖。萊
因
谷
地
一
帶
，
印
刷
工
人
若
赴
外
地
工
作
，
則

隨
身
捕
帶
圈
版
，
或
替
將
印
之
書
親
手
刻
製
新
圖
版
。
這
麼
一
來
，
歐
洲
各
地
的
最
早
的
印
刷
插
園
書
，
盡
皆

流
露
明
顯
的
日
耳
曼
色
彩
。
以
下
僅
舉
兩
例
.. 
主
二
發
生
於
一
四
六
七
年
，
即
義
大
利
第
一
本
印
刷
書
問
世
後

的
兩
年
﹔
在
那
年
的
羅
馬
，
史
威
罕
跟
潘
拿
茲
兩
位
德
裔
印
刷
商
，
藉
著
德
國畫
家
雕
製
的
木
刻
版
，
將
樞
機

主
教
多
凱
馬
達
的
《
默
想
集
》
印
成
有
插
圖
的
書
。
其
二
則
是
產
自
那
不
勒
斯
的
第
一
本
插
圖
書
籍
，
書
內
圖

案
似
乎
同
屬
德
國
雕
刻
師
傅
的
傑
作
﹔
在
一
四
七
八
年
印
刷
這
本
薄
伽
丘
作
品
的
人
，
是
一
位
名
叫
利
席
格
的

德
國
人
。
即
便
是
威
尼
斯
，
也
有
眾
多
的
德
國
印
刷
商
在
此
執
業
，
強
烈
的
日
耳
曼
風
格
展
露
無
遺
。
就
我
們

所
知
，
法
國
史
上
第
一
本
插
圖
書
，
是
在
里
昂
印
製
的
《
人
類
世
系
之
救
，
關
》
，
其
所
使
用
的
圓
版
，
在
一
四

七
四
年
的
科
隆
血
二
四
七
六
年
的
巴
塞
爾
，
已
經
派
上
用
場
過
，
至
於
該
書
的
印
刷
者
胡
茲
，
又
是
德
國
人
。

另
外
，
魯
汶
、
布
魯
塞
爾
、
布
魯
日
、
豪
達
與
安
特
衛
普
等
地
的
插
圖
風
格
，
多
少
師
承
了
科
隆
畫
澈
的
特

色
。
即
便
在
英
格
蘭
、
西
班
牙
，
首
批
插
圖
書
出
現
較
晚
，
德
國
風
的
痕
跡
還
是
顯
而
易
見
？

最
初
，
歐
洲
各
地
的
書
本
插
圖
，
皆
奉
德
國
為
圭
泉
，
但
當
地
獨
有
的
趨
勢
也
很
快
地
興
起
，
開
啟
了
區

域
性
畫
派
的
先
河
。
偶
爾
，
某
些
地
方
的
書
籍
插
圖
，
會
請
當
地
的
藝
術
家
雕
版
，
這
些
人
可
能
雕
過
紙
牌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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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雕
鑿
手
法
並
不
獨
尊
德
國
風
。
一
四
七
二
年
瓦
杜
流
斯
的
《
行
伍
論

γ
是
維
洛
納
地
方
的
第
一
本
印
刷

書
，
唯
其
插
圖
並
未
展
現
其
體
的
日
耳
曼
色
彩
。
至
於
尚
﹒
杜
蒲
雷
於

一
凹
八
一
年
在
巴
黎
印
成
的
《
凡
爾
登

彌
撒
經
本
》
’
同
樣
不
帶
德
國
習
氣
。
這
些
書
的
頁
緣
與
過
框
，
首
度
以
枝
葉
藤
蔓
或
珍
禽
異
獸
來
裝
飾
，
係

直
接
沿
襲
手
抄
本
傳
統
。
此
種
風
格
在
起
初
，
便
此
同
期
的
德
國
插
圖
更
能
通
權
達
變
﹔
它
發
展
於
巴
黎
，
並

傳
往
盧
昂
、
英
格
蘭
等
地
。
十
五
世
紀
末
的
插
圖
書
出
版
巨
壁
，
佛
拉
爾
當
之
無
愧
﹔
他
甚
至
還
在
倫
敦
設
立

辦
事
處
，
為
自
己
印
刷
的
部
分
法
文
書
，
出
版
英
文
譯
本
惱
。
至
於
義
大
利
方
面
，
羅
馬
、
那
不
勒
斯
、
威
尼

斯
等
地
的
首
批
插
圖
書
雖
然
同
為
德
國
印
刷
商
之
作
，
但
後
來
的
當
地
畫
派
，
受
濕
壁
畫
影
響
極
深
，
其
他
國

家
遠
不
能
及
。
義
大
利
人
雅
好
精
妙
複
雜
的
美
術
品
，
簡
單
的
書
本
插
圖
，
當
地
民
眾
根
本
看
不
上
眼
，
因
此

不
得
不
順
應
他
們
的
品
味
而
改
變
。
為
呼
應
群
眾
之
所
求
，
德
裔
印
刷
師
傅
與
其
義
大
利
弟
子
，
隨
即
擁
抱
義

大
利
風
格
︱
︱
其
中
多
凱
馬
達
《
默
想
集
》
所
用
的
插
圖
，
應
是
某
位
羅
馬
藝
術
家
的
作
品
翻
版
，
且
此
君
又

深
受
聖
母
小
殿
濕
壁
畫
的
影
響
。
有
位
德
國
印
刷
匠
，
受
雇
於
那
不
勒
斯
人
文
主
義
者
圓
波
，
並
於
一
四
八
五

年
印
製
《
伊
索
寓
言
》
。
為
此
書
雕
刻
頁
首
圖
版
的
藝
術
家
，
名
諱
已
不
可
考
，
倒
是
其
所
展
現
的
絢
麗
風

格
，
幾
與
東
方
藝
術
無
異
惜
。

這
麼
一
來
，
在
各
國
的
印
刷
重
鎮
裡
，
各
種
插
圖
的
流
漲
開
始
日
漸
壯
大
，
不
僅
吸
收
當
地
繪
畫
與
書
頁

彩
飾
的
藝
術
養
分
，
也
就
近
接
受
經
典
建
築
設
計
的
洗
禮
。
每
個
當
地
畫
派
，
都
發
展
出
特
有
的
習
氣
、
獨
門

的
語
言
，
與
專
擅
的
領
域
。
像
佛
羅
倫
斯
的
印
刷
商
，
就
擅
長
為
當
地
客
戶
製
作
通
俗
書
本
的
插
圖

.. 
相
反

地
，
在
威
尼
斯
、
里
昂
等
商
業
大
城
，
印
刷
鋪
多
從
事
出
口
生
意
，
印
刷
商
則
潛
心
鑽
研
《
聖
經
》
與
教
會
用

書
的
插
圖
。
此
外
，
里
昂
還
出
版
通
俗
書
本
、
道
德
短
論
、
信
仰
著
作
，
並
把
當
時
較
知
名
的
古
羅
馬
作
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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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括
喜
劇
作
家
泰
倫
斯
與
詩
人
奧
維
德
等
人
的
作
品
，
譯
為
當
地
方
言
，
並
加
印
書
中
人
物
的
岡壺
，
以
饗
少

數
讀
者
。
巴
黎
出
版
的
插
圖
書
，
滿
足
了
更
多
樣
的
閱
讀
需
求
：
如
時
辰
禱
書
、
信
仰
論
著
、
維
雍
的
詩
作
、

帕
舍
林
一
類
的
鬧
劇
、
教
會
用
書
、
歷
史
典
籍
與
騎
士
傳
奇
等
。
低
地
諸
國
最
負
盛
名
的
插
岡書
出
版
商
德
利

鳥
，
於
豪
達
印
製
信
仰
書
刊
與
傳
奇
故
事
，
售
予
圍
內
富
商
。
十
五
世
紀
紐
倫
堡
的
柯
貝
格
，
主
要
出
版
學
術

書
，
但
也
製
作
出
色
的
插
圖
書
，
並
於
一
四
九
一
年
聘
雇
木
雕
大
師
決
格
穆
特
，
替
《
寶
藏
箱
》
多
達
九
十
一

張
的
全
頁
插
圖
刻
版
，
以
圖
畫
呈
現
《
聖
經
》
與
寓
言
故
事
的
場
景
。
他
為
了
出
版
謝
德
爾
的
《
紐
倫
堡
編
年

史
》
’
遣
人
雕
刻
兩
千
餘
塊
圓
版
﹔
是
書
於
一
四
九
三
年
同
時
出
版
德
文
版
與
拉
T
文
版
巾
，
並
售
往
法
國
、

義
大
利
，
甚
至
遙
遠
的
克
拉
科
夫
（
位
於
今
波
蘭
境
內
）
與
布
達
（
匈
牙
利
古
城
）
。
數
年
之
後
，
柯
貝
格
又

在
一
五
O
O
與
一
五
O
一
年
，
分
別
印
刷
了
聖
彼
濟
遠
的
《
神
啟
記
》
與
十
一
世
紀
劇
作
家
侯
斯
維
塔
的
作

品
，
其
中
前
者
更
採
用
了
畫
擅
名
匠
杜
勒
所
刻
製
的
國
版
。

雖
說
各
個
畫
派
的
習
氣
和
語
言
皆
屬
獨
有
，
外
來
的
影
響
仍
然
存
在
。
當
時
的
每
一
本
插
圖
書
，
名
聲
均

傳
遍
全
歐
，
不
時
成
為
模
仿
的
對
象
，
甚
至
連
重
要
性
較
低
的
作
品
亦
然
。
前
述
柯
貝
格
的
《
紐
倫
堡
編
年
史
》

插
圖
，
便
於
一
四
九
六
、
一
四
九
七
阻
二
五

0
0
年
，
數
度
遭
奧
格
斯
堡
的
匈
斯
伯
格
仿
刻
。
布
蘭
德
的
《
弄

臣
之
船
》
’
於
一
四
九
四
年
印
出
巴
塞
爾
版
本
﹔
此
書
的
國
版
，
替
一
四
九
七
年
巴
黎
版
、
一
四
九
八
年
里
昂

版
插
圖
的
雕
刻
師
，
做
了
絕
佳
示
範
白
。
至
於
那
些
仿
刻
舊
圓
的
版
畫
家
，
也
確
實
試
著
忠
實
複
製
原
圖
。
例

如
《
奪
愛
之
夢
γ
堪
稱
是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巴
黎
最
知
名
的
插
圖
書
﹔
但
這
其
實
是
將
阿
爾
都
斯
五
十
年
前
在

威
尼
斯
印
成
的
版
本
，
稍
加
改
動
而
得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此
書
的
巴
黎
版
本
，
在
刻
製
圓
版
的
精
神
上
，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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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義
大
利
的
原
版
南
轅
北
轍
，
為
了
迎
合
法
國
人
的
口
味
，
只
求
表
面
的
形
似
。
更
常
見
的
情
況
是
，
在
那
些

技
術
較
差
、
經
驗
不
足
，
或
承
受
過
大
壓
力
的
雕
刻
匠
手
中
，
仿
刻
變
成
等
而
下
之
的
抄
襲
。
若
說
十
五
世
紀

的
威
尼
斯
木
刻
師
傅
，
尚
能
同
時
吸
收
法
國
與
德
國
版
畫
的
精
髓
，
那
麼
，
只
怕
十
六
世
紀
的
雕
版
匠
，
已
無

力
臻
於
此
境
。
原
來
，
雕
版
匠
收
受
的
印
刷
商
訂
單
，
因
書
本
外
銷
而
激
增
，

忙
碌
之
餘
不
免
蓋
地
自
限
，
安

於
抄
襲
異
國
範
本
，
再
無
原
創
可
言
。

在
這
些
印
刷
重
鎮
裡
’
源
自
異
地
的
風
格
隨
處
可
見
，
用
來
印
圓
的
雕
版
更
常
常
是
船
來
品
。
出
版
商
若

在
多
個
城
鎮
擁
有
數
家
印
刷
鋪
，
尤
其
如
此
。
如
雷
許
同
時
在
巴
塞
爾
與
巴
黎
開
業
，
遂
以
刻
製
於
巴
塞
爾
的

圈
版
，
打
印
在
巴
黎
出
版
的
書
本
。
更
有
一
些
出
版
商
與
外
國
的
同
行
接
頭
，
委
其
請
託
當
地
的
知
名
版畫

家
，
替
自
己
製
作
圖
版
。
例
如
巴
塞
爾
的
知
名
版
畫
家
葛
拉
夫
，
除
了
替
富
羅
本
刻
製
插
圖
，
偶
爾
也
為
其
他

地
方
的
出
版
商
捉
刀
：
如
史
特
拉
斯
堡
的
舒
爾
、
胡
普
浮
，
阿
格
諾
的
安
斯
罕
，
以
及
巴
黎
的
維
篤
、
雷
許
等

等
筒
。前

述
種
種
事
例
足
以
顯
示
，
插
圖
的
研
究
有
多
復
雜
。
雖
然
它
只
是
一
種
次
要
的

藝
術
’
卻
不
宜
等
閒
視

之
，
而
應
視
為
那
個
年
代
裡
，
藝
術
、
智
識
、
社
會
巨
流
中
的
一
支
，
以
專
書
探
討
亦
不
為
過
，
唯
本
書
的
重

點
並
不
在
此
。
顯
而
易
見
的
則
是
，
在
圖
像
象
徵
意
旨
的
傳
播
上
，
書
本
插
圖
扮
演
重
要
的
角
色
﹔
雕
版
書
如

此
，
印
刷
書
亦
然
。
二
十
世
紀
藝
術
史
專
家
馬
勒
，
曾
在
這
個
脈
絡
之
下
，
悶
釋
《
窮
人
聖
經
》
與《
人
類
救

贖
之
鏡
》
的
影
響
力
。
細
密
畫
家
在
繪
製
買
瑞
公
爵
《
華
美
時
辰
書
》
的
插
圖
時
，
《
人
類
救
贖
之
鏡
》
的
手

抄
本
即
紙
上
用
場
二
四
四

0
年
的
凡
艾
克
，
以
及
一
四
六
0
年
的
魏
登
，
業
已
擁
有
該
書
的
抄
本
版
或
雕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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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故
他
們
的
畫
風
同
樣
受
到
影
響
。
等
到
書
商
以
雕
版
印
刷
法
，
大
量
翻
印
《
窮
人
聖
經
》
與
《
人
類
救
“
勵

之
鏡
》
之
後
，
兩
書
更
是
大
為
風
行
，
成
為
版
畫
家
臨摹
的
定
本
。
就
連
樹
斯
迪
約
、

雷
姆
大
教
堂
、
桑
斯
大

教
堂
、
頌
恩
河
畔
沙
隆
等
地
的
簾
雌
繡
圖
，
也
多
少
師
法
了
這
兩
本
書
﹔
而
維
勒
孔
德
聖
教
堂
的
兩
扇
大
彩
繪

玻
璃
窗
，
甚
至
直
接
挪
用
兩
書
的
插
圖
。
類
似
的
例
子
俏
有
多
菲
內
的
維
埃
納
聖
茂
利
爵
（
或
聖
毛
利
期
）
教

堂
的
部
分
主
門
廊
雕
刻
，
以
及
特
魯
瓦
大
教
堂
的
大
門
廊
。
至
於
利
慕
桑
的
地
那
畫
和
天
花
板
的
象
牙
鎮
飾
，

亦
受
其
影
響
。
類
似
的
例
子
頗
多
，
並
不
限
於
前
述
兩
書.. 
時
辰
禱
書
的
插
圖
場
景
，
即
經
常
左
右
簾
雌
繡

工
、
玻
璃
匠
的
作
品
。
牧
民
曆
以
及
《
死
亡
之
舞
》
’
則
與
時
辰
禱
書
間
為
壁
畫
畫
家
下
筆
前
的
準
繩
﹔
弗
帖

盧
庇
耶
和
梅
利
雷
貴
涅
的
壁
畫
，
之
所
以
有
如
此
形
貌
，
係
參
考
兩
種
版
本
的
《死
亡
之
舞
》
所
致
﹔
一
由
馬

爾
相
所
印
，
另
一
則
由
寇
斯
提
烏
與
梅
納
爾
印
製
。
更
進
一
步
探
究
，
會
發
現
馬
爾
相
版
的
《
死
亡
之
舞γ

可
能
是
模
仿
巴
黎
俠
名
墓
宮
內
的
同
名
畫
作
而
繪
。
再
晚
此
于
又
有
好
些
地
珊
畫
家
，
在
十
六
世
紀
裡
仿
照
書

本
插
圖
來
作
畫
﹔
如
格
呂
寧
格
於
一
五

O
一
年
印
成
的
《
伊
尼
亞
德
傳
》
（
或
譯
《
埃
涅
阿
斯
記
》
）
便
是
這
樣

的
書
。
一
如
今
人
所
知
，
當
時
的
簾
雌
繡
圖
手
法
，
亦
得
益
於
德
米
厄
加
的
《
金
羊
毛
演
義
》
，以
及
十
六
世

紀
詩
人
德
頁
爾
勒
的
《
高
盧
群
像
》
插
圖
。

在
美
術
傳
布
上
，
影
響
力
最
為
顯
著
的
書
籍
插
圖
，
可
能
要
數
德
圖
爾
恩
出
版
的

《
聖
經
》’
與
奧
維
德

的
《
變
形
記
》
，
此
二
書
分
別
於
一
五
五
三
與
一
五
五
七
年
印
成
。
這
兩
個
版
本
裡
的
蔓
狀
花
紋
裝
飾
，
皆
由

沙
羅
門
刻
繪
，
且
發
行
後
大
受
歡
迎
，
後
者
還
成
為
新
教
徒
傳
播
理
念
的
工

真
。
沙
羅
門
的
插
圖
，
啟
迪
7
許

多
的
簾
雌
繡
圖
、
絲
繡
、
咕
嘟
畫
、
瓷
繪
和
木
雕

。
同
樣
的
花
紋
裝
飾
，
也
是
許
多
系
列
圖
畫
的
靈
感
源
泉
，

或
成
為
直
接
的
仿
效
對
象
，
或
透
過
其
他
木
刻
圖
版
影
響
後
繼
之
作
。
另
一
方
面
，
《
變
形
記
》
裡的
頁
綠
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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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
，
也
成
為
樣
板
，
收
錄
在
許
多
花
邊
國
冊
，
即
風
行
於
十
六
、
十
七
世
紀
，
專
門
蒐
集
花
邊
樣
式
的
圓
鑑

內
削
。不

過
，
本
書
探
討
的
對
象
，
僅
限
於
十
六
世
紀
最
知
名
書
籍
的
插
圖
作
品
，
以
及
較
常
提
及
且
值
得

一
書

的
少
數
藝
術
家
。

這
是
一
個
講
究
華
麗
呈
現
的
時
代
，
在
德
國
、
法
國
各
地
，
都
可
見
到
圖
像
書
？
其
中
，
於
一
四
九
八

年
出
版
的
《
默
示
錄
γ

一
四
九
八
至
一
五
O
一
年
出
版
的

《耶
穌
受
難
》
’
以
及
一
五
O
二
至
一
五
－
0
年
出

版
的
《
童
貞
女
生
平
》
等
系
列
，
均
出
自畫家
杜
勒
之
手

（
當
然
，
嚴
格
而
論
，
這
些
都
是
木
刻
圖
版
，
而
非

「
畫
作
」
）
﹔
這
些
不
得不
提
的
大
作

，
首
先
以
版
畫
的
形
式
問
世

，
後
來
才
集
結
成
冊
、
佐
以
文
字
。
一
五
一

二
年
起
，
杜
勒
在
奧
格
斯
堡
，
與
神
聖
羅
馬
帝
國
馬
克
西
米
連
一
世
所
聘
雇
的
官
方
印
刷
商
匈
斯
伯
格
共
事
，

並
先
後
刻
繪
《
凱
旋
拱
門
》
以
及
《
馬
克
西
米
連
凱
歌γ
藉
以
歌
功
頌
德
。
十
六
世
紀
雕
版
師
勃
格
麥
則
依

杜
勒
的
構
圖
刻
版
，
稍
後
並
與
杜
勒
門
生
雪
菲
林
、
貝
克
合
作
，
為
《
至
親
謝
忱
》
添
上
插
圖
﹔
這
是
一
部
影

射
皇
帝
婚
姻
的
作
品
。

在
此
同
時
，
史
特
拉
斯
堡
的
印
刷
商
，
也
發
行
著
圖
像
書
，
其
中
格
呂
寧
格
尤
為
知
名
。
勃
格
麥
還
有
一

位
名
喚
小
魏
迪
茲
的
弟
子
，
也
是
史
特
拉
斯
堡
人
，
可
能
是
當
時
最
優
秀
的
畫
家
兼
版
畫
家
。
此
人
於
一
五
三

四
年
替
納
布
洛
克
印
製
的
德

文
版
《
聖
經
》
刻
製
插
圖
﹔
而
一
五
三
二
年
史
坦
納
在
奧
格
斯
堡
出
版
的
佩
脫
拉

克
《
財
質
量
忌
，
可
能
也
是
由
他
所
繪
。
不
過
，
小
魏
迪
茲
最
棒
的
作
品
，
無
疑
是
布
隆
費
斯
彙
編
，
並
交
由

修
臘
於
一
五
三
O
至
一
五
三
六
年
出
版
的
《
本
草
圓
鑑
》
插
圖
。
在
其
他
書
籍
裡
，
小
魏
迪
茲
僅
講
求
圖
案
的

別
致
、
生
動
，
但
替
這
本
圖
鑑
作
畫
之
時
，
他
卻
以
精
確
、
傳
神
為
唯
一
目
標
，
展
現
其
自
然
演
繹
動
植
物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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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
的
功
力
。
另
一
位
亞
爾
薩
斯
人
，
巴
爾
東
格
霖
的
作
品
，
則
歸
屬
於
較
為
惺
俗
的
領
城

.. 
富
拉
克
於
一
五
一

一
至
一
二
年
印
製
的
《
心
靈
小
圓》
插
圖
，
共
計
有
凹
十
三
塊
圖
版
，
此
人
也
為
格
呂
寧
格
刻
圈
。
最
後
，
十

六
世
紀
的
紐
倫
堡
也
有
兩
位
雕
版
師
傅
：
阿
曼
恩
和
索
利
斯
﹔
他
們
為
出
版
商
費
耶
拉
本
設
計
過
許
多
國
版
。

別
忘
了
，
在
同
一
時
期
，
尚
有
畫
家
克
拉
納
赫
父
子
在
威
登
堡
（
參
見
第
八
章
第
三
節
）
為
馬T
﹒
路
德

服
務
，
而
巴
塞
爾
的
富
羅
本
除
了
與
前
述
的
葛
拉
夫
合
作

，
更
委
請
漠
斯
以
及
安
布
羅
瑟
﹒
霍
爾
班
兄
弟
繪
製

插
圖
。
霍
爾
班
兄
弟
本
身
並
不
執
刀
，
而
是
由
雕
刻
師
盧
澤
伯
格
進
照
他
們
的
畫
作
，
精
巧
地
刻
製
木
版
。
特

雷
瑟
爾
於
一
五
三
八
年
於
里
昂
出
版
的
《
聖
經
人
物
誌

γ
無
疑
地
也
是
由
盧
澤
伯
格
雕
刻
所
需
的
小
國
版
﹔

小
圖
版
臨
摹
的
花
紋
裝
飾
，
亦
由
霍
爾
班
兄
弟
設
計
，
目
前
收
藏
在
巴
塞
爾
的
博
物
館
中
。

比
起
德
國
的
書
籍
插
圖
，
法
國
的
作
品
亦
毫
不
遜
色
，
包
括
汶
斯
特
雷
、
阿
朵
因
家
族

，
以
及
稍
後
的
維

篤
在
內
，
許
多
的
印
刷
商
，
均
推
出
各
種
版
本
的
時
辰
禱
書
。
他
們
同
時
沾
染
日
耳
曼
與
義
大
利
習
氣
，
有
時

還
熔
兩
種
風
格
於
一
爐
。
前
者
係
透
過
德
裔
書
商
，
如
克
韋
爾
、
魏
卻
爾
等
人
，
與
杜
勒
、
霍
爾
班
、
施
恩
高

爾
等
日
耳
曼
藝
術
宗
師
的
強
大
影
響
力
，
傳
入
法
國
。
這
個
時
期
的
法
國
人
，
藉
著
德
國
，
尤
其
是
巴
塞
爾
文

化
的
居
中
輯
旋
，
接
觸
北
方
的
文
藝
復
興
﹔
來
自
多
菲
內
的
十
六
世
紀
數
學
家
菲
內
，
亦
從
事
國
版
、
邊
框
的

雕
刻
，
即
是
一
例

。
在
里
昂
，
此
種
影
響
自
然
地
顯
得
強
勁
﹔
前
文
提
到
特
雷
瑟
爾
使
用
霍
爾
班
設
計
的
圖

版
，
當
可
為
證
。
在
同
一
時
期
，
義
大
利
風
格
也
直
接
影
響
法
國
﹔
托
利
的
圓
樣
設
計
，
便
反
映
出
這
一
點
。

爾
後
，
法
國
書
籍
逐
漸
跳
脫
出
異
國
影
響
的
控
措
，
在
一
五
五
0
年
代
達
到
巔
峰
。
此
時
誕
生
的
諸
多
傑

作
裡
，
包
括
前
述
的
《
奪
愛
之
夢
》
﹔
相
傳

書
中
部
分
國
畫
為
古
戒
所
刻
。
不
過
，
加
佐
在
一
五
四
七
年
印

行
，
有
關
古
羅
馬
建
築
學
家
維

楚
維
斯
一
書
中
的
插
圖
，
以
及
一
五
四
九
年
出
版
於
羅
斐
的
《
亨利
二
世
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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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
，
更
有
可
能
是
古
戒
所
刻。
數
年
後
，
又
有
畫
家
古
桑

一
世
發
表
他
的
《
透
視
論
》
。
印
刷
商
德
國
爾
恩
，

在
里
昂
約
聘
了
當
地
最
優
秀
的
版
畫
家
沙
羅
門
，
以
其
豐
富
而
多
元
的
雕
工
，

刻
出
極
為
生
動
的
圖
版
，
圖
樣

並
以
鄉
間
景
色
、
古
代
神
廟
為
襯
底
。
沙
羅
鬥
有
不
少
佳
作
值
得

一
提
，

除
了
在
一
五
七
四
年
出
版
的

《
瑪格

麗
特
王
妃
選
集
》
（
即
那
瓦
爾
玉
后
作
品
集
）
一
書
中
〈
導
師
〉
故
事
的
插
圖
，
他
更
為
帕
拉T
的
《
聖
經
故

事
四
行
詩
》
與
奧
維
德
的
《
變
形
記
》
刻
繪
插
圖
。
此
類
書
籍
大
行
其
道
的
情
況
，
且
容
後
文
補
述
。

舉
了
這
麼
多
實
例
，
當
有
助
於
強
調
，
在
美
術
成
就
輝
煌
的
十

六
世
紀
，
插
圖
書
籍
不
僅
舉
足
輕
重
，
品

質
也
很
出
色
。
這
個
題
目
就
此
打

住
。
接
下
來
，
我
們
將
回
溯
十
五
到
十
八
世
紀
問
所
繪
製
的
各
種
插
圖
書
，

探
究
它
們
滿
足
了
哪
些
需
求
，
又
是
為
哪
些
讀
者
而
印
製
。

據
觀
察
，
起
初
的
插
圖
書
，
係
承
續
雕
版
書
籍
而
生
，
出
版
宗
旨
與
讀
者
群
皆
相
同
。
其
目
的
在
教
化
識

字
不
多
的
大
眾
，
假
借
圖

畫
解
釋
內
文
，
把
基
督
、
先
知
、
諸
聖

生
平
的
不
同
事
件
，
鮮
明
易
懂
地
呈
現
，
或

將
天
使
與
魔
鬼
爭
奪
罪
人
靈
魂
的
景
況
，
與
時
人
熟
知
的
神
話
、
傳
奇
人
物
，
真
體
表
現
出
來
。
木
刻
版畫
的

宗
旨
如
斯
，
第
一
批
插
圖
書
籍
的
宗
旨
亦
如
斯
。
如
此
看
來
，
十
五
世
紀
最
受
歡
迎
的
插
圖
書
，
皆
為
勸
人
虔

信
、
誨
人
，
同
善
的
宗
教
作
品
，
且
大
半
以
方
言
撰
寫
，
也
就
不
足
為
奇
了
。
單
就
搖
籃
本
的
目
錄
來
看
，
十
五

世
紀
的
德
法
兩
國
，
最
常
重
複
印
製
的
插
圖
書
，
計
有
耶
穌
受
難
、
基
督
生
平
、
律
師
作
家
德
特
拉

摩
所
著
的

《
魔
鬼
記
》
等
撒
旦
故
事
書
、
《
救
贖
之
鏡
》
、
《
人
類
生
命
之
鏡
》
、
《
善
終
者
與
好
命
人
》
、
德
瓦
拉
吉
納
的

《
黃
金
傳
奇
》
（
即
《
聖
人
傳
》
）
、
《
聖
經
故
事
》
、
牧
民
曆
，
以
及
相
傳
可
能
出
自
伊
索
、
比
培
、
卡
圖
手
筆

的
許
多
通
俗
道
德
寓
言
。
書
本
插
圖
的
目
的
，
在
於
將
當
時
民
眾
時
常
聽
閩
、
記
憶
猶
新
的
故
事
，
化
為
明
白

真
體
的
圖
像
，
實
用
價
值
大
過
於
藝
術
價
值
。
圖
畫
裡
沒
有
光
、
影
、
色
調
的
微
妙
變
化
，
只
有
少
許
線
條
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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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
特
徵
鮮
明
的
角
色
。

印
刷
術
問
世
之
後
，
持
續
遍
增
的
私
人
藏
書
，
可
不
只
時
辰
禱
書
跟
騎
士
傳
奇
而
已
﹔
那
些
早
就
譯
成
方

言
，
一
般
民
眾
皆
習
以
為
常
的
古
羅
馬
文
學
，
如
維
吉
爾
的
作
品
，
也
旋
即
出
現
插
圖
本
，
並
成
為
收
藏
的
對

象
。
另
外
，
手
抄
本
時
代
，
得
用
手
工
替
這
些
書
本
添
飾
紋
圖
，
此
時
卻
沒
有
這
種
問
題
﹔
於
是
前
述
書
籍
同

樣
棄
絕
了
書
頁
彩
飾
的
手
藝
，
唯
時
人
對
此
不
無
猶
豫
，
更
有
許
多
惋
惜
。
舉
例
來
說
，
威
尼
斯
的
書
商
，
一

度
採
用
折
衷
的
辦
法
，
以
印
刷
的
花
樣
做
為
手
繪
圖畫
的
過
框
﹔
在
德
國
，
書
內
的
完
整
插
圖
，
得
等
專
人
上

色
後
才
算
完
工
，
只
有
線
條
是
打
印
上
去
的
。
一
直
到
十
六
世
紀
初
，
印
刷
書
的
章
節
起
始
處
仍
經
常
留
白
，

以
留
待
稍
後
紋
繪
彩
色
的
大
寫
字
母
﹔
奈
何
印
刷
書
本
數
量
多
，
畫
家
只
能
替
少
數
幾
本
添
上
圖
案
。

當
時
有
許
多
人
，
對
於
各
種
手
繪
抄
本
的
題
旨
與
內
容
知
之
甚
詳
，
卻
不
見
得
買
得
起
這
些
書.. 
為
了
滿

足
這
些
客
戶
，
佛
拉
爾
等
出
版
商
，
費
了
莫
大
心
思
在
印
刷

書
的
插
圖
上
，
使
其
樣
貌
如
手
抄
本
般
物
超
所

值
。
在
法
圈
，
時
辰
禱
書
極
為
風
行
，
其
頁
緣
裝
飾
係
以
許
許
多
多
小
塊
的
木
刻
版
印
成
，
而
版畫師
傅
也
愈

發
致
力
於
光
影
對
比
的
演
釋
。
義
大
利
的
雕
版
藝
術
家
，
則
與
畫
家
競
爭
，
刻
圓
更
是
講
求
細
膩
。
一
五00

年
起
，
細
線
網
底
成
為
威
尼
斯
常
見
的
插
圖
元
素
，
這
多
少
使
得
木
刻
畫
不
再
純
粹
，
失
去
些
許
原
味
。

文
藝
復
興
的
趨
勢
，
與
義
大
利
藝
術
的
盛
名
，
很
快
地
蔓
延
至
自
耳
曼
諸
國
與
法
國
。
想
當
然
耳
，
最

早
，
大
約
在
十
五
世
紀
末
、
十
六
世
紀
初
的
人
文
主
義
者
，
特
別
是
其
中
的
學
界
人
士
，
在
蔑
視
插
圖
書
的
程

度
上
，
恐
怕
與
索
邦
的
校
園
神
學
家
不
相
上
下
。
插
圖
只
是
用
來
教
導
文
盲
的
簡
便
方
法
，
豈
能
登
上
大
雅
之

堂
？
基
於
這
種
態
度
，
那
些
伴
隨
著
泰
倫
斯
、
奧
維
德
的
譯
本
（
其
讀
者
正
是
他
們
譴
責
的
對
象
）
而
刻
製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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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
圖
，
讓
這
群
雅
士
痛
苦
不
已
。
至
於
插
圖
畫
師
對
考
古
學
的
漠
視
，
與
讀
者
對
古
代
文
豪
的
無
知
，
彷
彿
樂

於
見
到
泰
倫
斯
筆
下
的
人
物
穿
上
十
五
世
紀
的
服
裝
，
尤
令
他
們
無
法
忍
受
。
就
算
是
比
較
帶
有
典
雅
古
風
的

插
圖
書
，
華
美
如
阿
爾
都
斯
印
製
的
《
奪
愛
之
前
多
，
似
乎
也
無
法
贏
得
這
些
文
學
家
的
尊
重
。
就
因
為
如

此
，
此
一
版
本
的
《
奪
愛
之
夢
》
未
曾
於
威
尼
斯
再
版
。

在
法
國
，
托
利
自
義
大
利
引
進
平
實
的
邊
框
裝
飾
，
卻
是
蔚
為
流
行
，
各
地
都
有
人
起
而
效
尤
。
過
不
多

時
，
克
韋
爾
在
巴
黎
重
新
編
排
《
奪
愛
之
夢
》
，
以
義
大
利
風
格
的
雕
版
打
印
插
圖
，
於
一
五
四
九
年
出
版
，

就
此
擴
獲
巴
黎
民
眾
的
心
﹔
相
較
之
下
，
此
書
在
一
五
0
0
年
的
威
尼
斯
，
風
行
程
度
就
頗
為
有
限
。
等
到
菲

內
這
位
從
事
研
究
而
迷
上
書
本
插
圖
的
數
學
家
，
以
幾
何
圖
形
設
計
邊
框
，
圍
繞
著
饒
富
寓
意
、
思
於
日
耳
曼

文
藝
復
興
精
神
的
圖
樣
，
新
的
潮
流
才
算
真
正
建
立
。
因
為
這
種
新
的
精
神
，
成
功
征
服
了
另
一
批
更
廣
大
的

讀
者
︱
︱
這
群
讀
者
的
上
一
代
，
曾
在
十
五
世
紀
讀
過
《
伊
索
寓
言
γ

《
聖
經
場
景
Y

《
玫
瑰
傳
奇
γ

《
特
洛
伊
史
》
或
《
蘭
斯
洛
傳
奇
》
﹔
在
耳
浦
目
染
之
下
，
他
們
對
插
圖
習
以
為
常
，
是
以
冀
求
一
種
形
式
合

乎
一
己
喜
好
的
插
圖
。
不
多
時
，
霍
爾
班
和
他
在
巴
塞
爾
出
版
界
的
雇
主
，
開
始
在
通
俗
書
本
中
，
使
用
雕
工

精
細
的
蔓
狀
花
紋
裝
飾
，
印
製
出
《
新
舊
約
聖
經
故
事
》
與
《
繪
本
變
形
記
》
等
。
一
時
之
間
，
里
昂
的
德
圖

爾
恩
、
巴
黎
的
雅
諾
與
格
盧
洛
’
以
及
各
地
的
出
版
商
，
爭
相
仿
效
這
些
書
的
做
法
。
就
這
樣
，
佐
文
以
圍
不

僅
時
興
於
十
五
世
紀
，
還
在
十
六
世
紀
形
成
更
大
的
風
俏
。
同
一
時
間
內
，
同
樣
的
蔓
狀
花
紋
亦
被
拿
來
點
綴

寓
言
圖
冊
﹔
十
六
世
紀
中
葉
以
降
，
這
種
圖
冊
大
大
暢
銷
。

然
而
，
此
後
有
很
長
一
段
時
間
，
仍
有
一
整
諧
的
人
，
包
括
商
人
與
識
字
甚
少
的
基
層
民
眾
，
似
乎
忠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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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式
的
插
圖
。
他
們
的
喜
好
鮮
有
變
化
，
服
務
他
們
的
則
是
財
力
較
弱
的
印
刷
商
與
規
模
較
小
的
出
版
商
﹔
這

些
書
商
長
期
使
用
舊
式
的
哥
德
體
活
字
，
且
有
更
長
的
時
間
（
十
五
至
十
六
世
紀
早
期
）

一
直
靠
著
買
來
的
二

手
木
刻
版
來
印
圈
，
等
到
固
版
磨
損
，
才
照
章
刻
製
新
版
、
毫
不
更
動
固
樣
。
無
疑
地
，
正
因
為
這
一
群
人
亦

相
當
重
要
，
大
約
從
一
五
七

0
年
開
始
，
成
套
的
通
俗
木
版
圖
畫
場
景
頗
有
捲
土
重
來
之
勢
。
在
這
個
時
期

裡
’
巴
黎
蒙
朵
吉
耶
街
的
雕
版
師
傅
，
推
出
了
許
多
版
本
的
《
聖
經
故
事
集
》
﹔
這
是
由
《
窮
人
聖
經
》
衍
生

而
來
，
每
一
頁
皆
以
一
塊
大
雕
版
打
印
，
添
上
有
幾
行
圖
說
形
式
的
簡
單
文
字
，
或
可
視
為
連
環
漫

蠶
的
鼻

祖
。
但
更
能
反
映
當
時
情
勢
的
，
當
推
宗
教
戰
爭
圖
章
，
其
銷
量
亦
頗
為
可
觀
。
在
此
同
時
，
專
門
由
跑
單
幫

叫
賣
的
書
貨
，
也
成
為
新
的
通
俗
書
籍
類
型
。
以
法
國
為
例
，
便
有
少
部
分
的
書
商
，
在
巴
黎
與
特
魯
瓦
，
尤

其
是
特
魯
瓦
，
持
續
出
版
《
高
盧
的
阿
瑪
迪
》
、
《
美
露
希
妮
》
’
以
及
《
聖
經
場
景
》
、
標
準
版
牧
民
曆
等

書
﹔
三
直
到
十
七
、
十
八
世
紀
，
仍有
小
販
在
鄉
間
、
較
小
城
鎮
，
甚
至
巴
黎
叫
賞
這
些
書
。
識
字
率
甚
高
的

十
九
世
紀
，
使
得
這
種
攤
販
害
的
流
通
更
形
廣
泛
，
並
重
新
地
流
行
起
來
，
曾
在
十
五
世
紀
大
受
歡
迎
的
文

本
，
也
因
而
再
次
出
現
於
各
地
﹔
即
便
是
伊
拉
斯
誤
斯
、
拉
伯
雷
、
拉
封
丹
、
伏
爾
泰
的
著
作
，
也
未
曾
取
代

其
地
位
。

到
了
一
五
五

0
年
，
左
右
歐
洲
經
濟
的
物
價
攀
升
潮
，
也
開
始
影
響
書
籍
生
意
：
這
個
發
展
中
的
危
機
，

成
為
十
六
世
紀
下
半
的
主
要
特
徵
。
此
後
，
插
圖
書
籍
發
展
的
腳
步
幾
乎
停
頓
。
木
雕
匠
的
作
品
，
似
乎
不
再

用
心
為
之
，
而
是
草
草
趕
工
﹔
愈
來
愈
多
的
圖
畫
，
只
是
早
期
插
圖
的
拙
劣
翻
版
而
已
。
圖
畫
出
版
的
數
量
也

減
少
。
俟
十
六
世
紀
進
入
尾
聲
，
插
圖
書
版
再
度
興
起
時
，
銅
版
業
已
取
代
木
版
。
這
項
技
術
變
革
，
意
味
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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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發
展
再
臻
新
高
峰
，
以
下
謹
討
論
其
意
涵
。

十
五
世
紀
起
，
雕
製
銅
版
的
技
術
已
然
問
世
，
且
和
印
刷
術
一
樣
，
在
金
匠
的
努
力
下
改
進
甚
多
。
它
能

更
忠
實
地
打
印
出
光
與
影
，
傳
達
更
細
膩
的
線
條
，
而
畫
家
對
它
的
偏
好
也
勝
於
木
版
。
從
十
五
世
紀
末
開

始
，
諸
如
義
大
利
的
琴
尼
尼
、
德
國
的
施
恩
高
爾
，
令
此
種
技
術
更
形
完
備
悅
。
偶
爾
，
書
商
也
嘗
試
將
它
應

用
在
書
籍
印
刷
上
，
只
是
受
限
於
技
術
上
的
窒
礙
，
成
果
不
彰
。
畢
竟
，
以
木
版
打
印
插
圖
，
圓
版
可
與
組
好

的
活
字
版
一
齊
放
進
待
印
版
裡
’
並
用
同
樣
方
式
沾
上
油
墨
、
印
字
印
圖
一
氣
呵
成
。
但
雕
製
銅
版
，
意
味
圖

版
的
打
印
必
須
單
獨
為
之
，
如
果
還
要
講
求
圖
案
與
文
字
的
彼
此
協
調
，
花
錢
費
事
就
更
不
在
話
下
。

讀
者
大
眾
仰
賴
插
圖
，
增
進
閱
請
峙
的
想
像
空
間
，
是
以
長
期
以
來
，
印
刷
商
多
半
棄
銅
版
而
就
木
版
，

即
便
後
者
容
易
損
耗
且
構
圖
呆
板
。
但
到
了
三
八

0
0
年
前
後
，
情
況
開
始
有
所
改
變
。
首
先
得
強
調
的
是
，

十
六
世
紀
是
畫
家
的
世
紀
，
全
歐
各
地
都
有
雅
好
繪
畫
的
民
眾
。
巴
黎
、
里
昂
的
富
商
，
威
尼
斯
、
安
特
衛
普

的
貴
族
，
紛
紛
委
人
為
己
畫
像
﹔
同
時
也
有
愈
來
愈
多
的
畫
家
，
作
畫
不
是
為
了
裝
飾
教
堂
牆
面
，
而
是
供
人

裝
飾
宅
第
。
在
此
同
時
，
畫
家
也
投
入
版
畫
創
作
，
不
那
麼
有
錢
的
民
眾
，
則
購
買
銅
版
畫
做
為
「
窮
人
的
繪

畫
收
藏
」
。
十
五
世
紀
義
大
利
的
曼
帖
納
以
及
德
國
杜
勒
的
版
畫
作
品
皆
饒
富
盛
名
，
至
令
還
是
家
喻
戶
曉
。

至
於
法
園
，
早
先
的
銅
版
畫
家
多
為
金
匠
出
身
，
他
們
泰
半
閉
門
造
車
，
直
到
普
利
馬
提
喬
、
羅
梭
等
義
大
利

畫
家
，
應
邀
至
法
國
裝
飾
楓
丹
白
露
城
堡
。
此
後
，
楓
丹
白
露
一
帶
出
現
新
的
銅
版
畫
派
，
在
法
國
推
廣
起
義

大
利
的
新
裝
飾
風
格
。
相
較
之
下
，
傳
統
木
刻
版
畫
便
顯
得
粗
鄙
。
而
當
時
的
銅
版
，
似
乎
已
成
為
演
繹
建
築

樣
貌
、
古
代
豐
偉
事
蹟
，
甚
至
某
人
確
切
長
桶
的
絕
佳
技
法
。
這
麼
一
來
，
銅
版
縱
有
技
術
上
的
不
便
，
還
是

迅
速
成
為
書
籍
插
圖
的
打
印
工
具
。
起
初
其
應
用
並
不
普
遍
，
只
有
少
數
的
技
術
性
著
作
與
充
斥
肖
像
的
書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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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用
上
，
後
來
才
逐
漸
遍
及
各
種
書
籍
？

有
許
多
畫
家
長
居
的
城
市
安
特
衛
普
，
是
銅
版
印
圓
化
身
主
流
的
決
定
性
推
手
。
十
六
世
紀
版
畫
零
售
鉅

子
柯
克
，
也
在
這
裡
經
營
工
坊
，
畫
家
勃
魯
蓋
爾
年
輕
時
即
於
此
工
坊
學
習
刻
圈
。
普
朗
坦
幾
乎
每
天
都
會
接

觸
柯
克
和
他
磨
下
的
工
匠
，
後
來
更
將
自
己
印
刷
的
一
部
分
書
本
，
交
付
柯
克
的
工
坊
刻
製
銅
版
插
圖
。

普
朗
坦
聘
請
的
銅
版
雕
刻
家
，
盡
是
安
特
衛
普
畫
源
的
一
時
之
選
，
其
中
不
乏
德
勃
赫
、
于
伊
家
族
、
威

瑞
克
斯
兄
弟
等
。
他
於
一
五
六
六
年
出
版
解
剖
學
之
父
維
薩
里
與
瓦
威
達
的
《
人
體
結
構
圓
》
’
並
以
四
十
二

塊
銅
版
做
插
圖
﹔
一
五
t

一
年
，
又
出
版
蒙
大
努
的
《
昌
盛
誌
》
﹔
一
五
七
四
年
出
版
山
樸
卡
的
《
古
今
名
醫

碩
儒
群
像
》
’
其
中
有
六
十
七
幅
肖
像
出
自
德
勃
赫
之
手
。
這
些
書
籍
傳
遍
歐
洲
，
評
價
甚
高
﹔
不
多
時
，
普

朗
坦
所
印
之
書
，
在
各
地
都
造
成
回
響
。
例
如
鐵
維
在
巴
黎
出
版
的
《
名
人
畫
像
》
，
使
用
在
法
蘭
德
斯
刻
製

的
銅
版
打
印
圖
飾
。
此
時
，
來
自
法
蘭
德
斯
的
版
畫
商
人
與
雕
版
匠
，
群
集
於
巴
黎
，
是
以
法
國
的
出
版
商
不

愁
書
本
插
圖
乏
人
捉
刀
翩
。

十
六
世
紀
末
之
後
，
木
刻
版
式
微
，
在
攤
販
書
籍
以
外
的
領
域
，
幾
乎
再
也
找
不
到
木
版
打
印
的
書
籍
插

圖
。
從
實
務
面
來
看
，
木
刻
版
等
於
完
全
消
失
。
這
同
時
也
開
啟
了
銅
版
印
圍
獨
霸
的
局
面
，
且
其
為
時
超
過

兩
百
年
﹔
如
此
的
改
變
，
可
不
只
是
技
術
面
上
的
變
革
而
已
。
新
技
術
廣
獲
應
用
，
是
因
為
銅
版
能
細
膩
、
精

確
地
呈
現
圖
樣
。
傳
達
寫
實
的
影
像
也
好
，
留
存
永
恆
紀
錄
也
罷
，
皆
無
其
他
媒
材
能
出
其
右
。
於
是
，
在
圖

像
事
實
的
傳
播
上
，
版
畫
的
角
色
便
日
益
重
要
，
幾
乎
等
同
書
籍
對
文
字
事
實
傳
播
的
貢
獻
。
若
說
十
六
世
紀

末
、
十
七
世
紀
初
，
銅
版
的
應
用
與
版
畫
交
易
的
國
際
化
，
促
使
歐
洲
人
的
視
野
更
加
遼
闊
，
也
不
為
過
。
德

布
里
就
是
一
個
例
子
。
他
在
十
七
世
紀
初
期
彙
編
了
一
系
列
的
旅
遊
見
聞
錄
，
涵
蓋
範
圍
遠
及
北
極
圈
內
的
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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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
蘭
與
新
大
陸
的
巴
西
。
透
過
銅
版

畫
，
這
些
見
聞
得
以
傳
播
開
來
﹔
其
世
界
觀
偶
有
錯
誤
，
但
也
明
確
清

晰
。
講
到
這
裡
’
就
更
不
能
忘
記
，
十
七
世
紀
的
荷
蘭
出
版
業
者
，
在
這
個
特
定
領
域
亦
有
可
觀
的
成
就
︱
︱

地
圖
印
製
。

在
收
藏
家
廣
羅
雕
版
畫
冊
之
際
，
愈
來
愈
多
的
商
人
，
甚
至
工
農
百
姓
，
雖
然
買
不
起
油
畫
，
仍
以
版
畫

裝
飾
位
家.. 
不
是
粗
糙
的
木
版
畫
，
而
是
刻
工
傳
神
、
纖
毫
畢
露
的
銅
版
畫
。
這
些
版
畫
的
寫
實
感
強
烈
，
內

容
則
關
乎
宗
教
、
歷
史
，
或
尋
常
生
活
的
不
同
面
向
。

各
種
場
合
、
不
同
目
的
，
都
需
要
雕
版
師
傅
的
一
雙
巧
手
﹔
或
為
了
活
靈
活
現
地
重
現
某
個
重
大
事
件
，

或
為
7
紀
念
沙
場
凱
旋
、
國
王
加
冕
，
表
紀
錄
皇
親
國
戚
主
辦
的
宴
會
、
芭
蕾
舞
劇
、
盛
大
活
動
，
或
依
客
戶

之
意
刻
繪
偉
人
尚
像
，
或
替
學
者
、
富
商
畫
像
以
觀
贈
其
同
儕
，
甚
或
以
圖
像
方
式
保
存
街
景
供
人
留
念
。
版

畫
家
比
油
畫
家
更
常
受
託
作
畫
，
是
因
為
只
有
版
畫
才
能
複
製
﹔
他
們
彷
彿
是
古
代
的
攝
影
師
。
十
六
世
紀
的

銅
版
畫
家
卡
洛
’
也
是
透
過
圖
版
，
方
使
布
雷
達
與
拉
羅
樹
遭
大
軍
圍
攻
的
主
要
景
象
廣
為
人
知
。
除
了
戰
爭

的
駭
人
，
他
的
作
品
還
見
證
了
露
天
市
集
的
蓬
勃
朝
氣
、
波
希
米
亞
人
的
流
浪
生
活
，
甚
至
專
為
戲
迷
刻
繪

「
義
式
喜
劇
院
」
的
劇
中
角
色
肖
像
。
十
七
世
紀
博
樹
以
版
畫
側
寫
巴
黎
中
產
階
級
的
生
活
，
細
緻
而
準
確
。

至
於
南
特
伊
與
其
競
爭
對
手
，
則
分
別
於
十
七
世
紀
下
半
，
刻
製
許
多
皇
族
、
富
商
的
商
像
。
十
八
世
紀
裡
，

法
國
版
畫
漲
的
雕
版
藝
術
家
，
轉
而
記
錄
當
時
的
風
尚
與
禮
俗
，
描
繪
出
一
幅
幅
貴
族
、
中
產
階
級
，
乃
至
於

巴
黎
市
井
百
姓
的
生
活
。

傳
布
藝
術
品
，
版
畫
也
有
重
大
的
功
勞
。
多
虧
了
這
些
版
畫
家
，
歐
洲
各
地
的
多
數
民
眾
，
方
從
十
七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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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
起
，
涉
獵
了
藝
壇
的
各
種
曠
世
傑
作
。
在
義
大
利
，
便
有
來
自
各
國
的
雕
版
師
傅
，
致
力
於複
製
當
地
的
油

畫
、
知
名
建
築
與
古
代
遺
跡
。
委
請
版
畫
家
臨
摹
當
時
國
內
油
畫
大
師
作
品
的
，
亦
所
在
多
有

。
例
如
南
特

伊
、
莫
林
的
版
盞
，
即
是
臨
摹
油
畫
教
師
德
尚
帕
涅
的
尚
像畫
作
而
刻
，
故
德
尚
帕
涅
能
於
當
時
享
有
盛
名
，

似
應
歸
功
南
、
莫
兩
氏
筒
。
魯
本
斯
深
知
，
以
圖
版
為
媒
介
廣
泛
流
通
一
己
作
品
，
大
有
益
處
，
故
設
立
版
畫

工
作
室
以
翻
印
自
家
畫
作
。
這
麼
一
來
，
也
有
雕
版
工
匠
選
擇
住
在
巴
黎
的
馬
理
埃
等
版
畫
大
商
人
的
店
鋪
附

近
，
複
製
著
義
大
利
、
法
蘭
德
斯
、
法
國
、
德
國
等
地
繪

畫
大
師
的
畫
作
。
閒
暇
時
，
人
人
都
能
賞
玩
、
品

評
、
比
較
這
些
版
畫
。
此
後
，
華
麗
精
飾
的
畫
風
，
遂
藉
版畫
家
而
名
間
遐
適
、
傳
遍
各
地
。

由
此
觀
之
，
十
七
世
紀
的
版
畫
家
，
堪
稱
資
訊
傳
播
的
主
要
媒
介
。
在
前
述
各
種
轉
變
發
生
之
際
，
插
圖

書
籍
往
日
的
光
環
卻
略
顯
失
色
。
出
版
商
礙
於
經
濟
措
掘
，
只
好
少
印
插
圖

、
少
用
圖
版
，
以
便
將
插
圖
與
內

文
分
開
打
印
，
或
只
印
卷
首
插
盡
量
﹔
這
麼
做
比
起
雙
組
版
.. 
在
同

一
頁
上
同
時
打
印
銅
版
圖
畫
與
活
字
版
，
更

能
節
省
開
銷
。
此
時
，
雕
版
師
傅
的
索
價
也
轉
趨
昂
貴
﹔
只
有
少
數
必
定
暢
銷
的
豪
華
本
書
籍
，
像
是
十
七
世

紀
詩
人
夏
普
蘭
令
文
壇
千
呼
萬
喚
的
超
人
氣
作
品
《
聖
女
》
’
方
能
享
有
充
足
的
插
圖
。
碰
到
這
種
暢
銷
書
，

印
刷
商
則
不
吝
於
聘
請
最
傑
出
的

畫
家
，
設
計
各
種
裝
飾
國
樣
，
供
雕
版
匠
臨
刻
。
魯
本
斯
、
維
農

、

普
桑
、

德
俏
帕
涅
、
勒
布
倫
等
人
，
便
是
以

這
種
方
式
，
共
同
投
入
書
籍
插
圖
的
設
計
。
這
麼
一
來
，
十
七
世
紀
末
期

時
，
文
本
與
圖
像
更
加
疏
離
，
在
多
數
書
本
皆
無
附
圓
的
情
況
下
，
書
中
只
要
收
錄
一
張
作
者
畫
像
，
便
已
經

有
資
格
稱
作
「
插
圖
書
」
了
。
這
個
時
期
中
，
真
正
的
書
籍
插
圖
畫
家
，
寥
寥
無
幾
。

進
入
十
八
世
紀
，
情
況
又
有
改
變
筒
。
隨
著
經
濟
發
展
持
續
向
前
，
出
版
商
重
拾
他
們
對
書
籍
品
質
的
關



133 第三-t 害的樣說

注
，
印
滿
活
字
的
頁
面
裡
，
再
度
出
現
蔓
狀
花
紋
。
另
一
方
面
，
大
眾
也重
拾
對
插
圖
書
的
熱
切
喜
好
。
然
而

年
頭
已
經
不
一
樣
了
，
插
圖
書
籍
也
不
若
十
五
、
十
六
世
紀
那
般
訴
求
廣
大
說
者
。
十
八
世
紀
的
需
求
來
自
豪

華
裝
順
書
的
市
場
，
客
戶
多
為
富
豪
、
銀
行
家
、
金
主
﹔
這
些
人
為
了
誇
示
新
近
賺
取
的
財
富
，
決
意
籌
設
自

己
的
藏
書
閣
。
他
們
對
嚴
肅
、
正
經
的
東
西
可
沒
興
趣
，
愛
書
多
半
是
裝
飾
奢
華
的
作
品
。
這
個
時
期
裡
，
有

錢
地
主
訂
購
的
書
本
，
多
為
華
麗
插
圖
版
的
拉
封
丹
《
寓
言
詩
》
與
《
故
事
詩
》
之
流
﹔
而
最
有
名
的
插
圖

書
，
竟
是
音
樂
學
者
拉
伯
德
所
著
，
讀
來
索
然
無
味
的
《
歌
謠
選
》
。
更
能
代
表
當
時
豪
華
裝
順
插
圖
書
的
，

竟
是
孟
德
斯
鳩
年
少
無
知
時
的
寓
言
作
品
《
尼
多
斯
神
廟
》
。
至
少
在
法
園
，
再
次
興
起
的
插
圖
書
籍
風
潮
，

就
足
以
令
人
眼
花
撩
亂
。
布
歇
與
弗
拉
戈
納
爾
等
畫
家
，
也
委
託
法
國
版
畫
派
的
優
秀
版
畫
師
傅
複
製
畫
作
。

然
而
，
在
那
個
時
候
的
印
刷
書
本
中
，
插
圖
書
僅
占
無
足
輕
重
的
小
部
分
，
其
讀
者
也
只
是
一
小
撮
，
與
當
代

藏
書
人
訂
製
的
作
品
、
限
量
發
行
的
藝
術
圓
鑑
，
同
屬
小
眾
市
場
。
若
不
是
因
為
當
時
的
科
技
、
工
藝
類
著

作
，
必
須
仰
仗
插
圖
協
助
讀
者
理
解
內
文
，
相
當
借
重
版
畫
家
優
異
的
刻
繪
技
巧
，
只
怕
這
個
階
段
的
插
圖
書

籍
，
並
不
值
得
多
加
討
論
。
但
這
時
畢
竟
是
「
啟
蒙
哲
人
」
（
指
十
八
世
紀
法
國
啟
蒙
運
動
的
哲
學
、
政
治
、

社
會
思
想
家
）
的
年
代
，
學
術
類
插
圖
書
籍
眾
多
，
且
格
外
重
要
。
精
細
準
確
的
銅
製
圓
版
，
不
僅
為
許
多
理

工
類
文
獻
注
入
生
命
，
更
是
博
物
學
家
布
豐
伯
爵
的
著
述
，
與
法
文
《
百
科
全
書
》
這
般
壯
舉
得
以
付
梓
的
關

鍵
。
在
庫
克
船
長
、
拉
佩
胡
斯
徜
徉
七
海
的
年
代
裡
，
出
版
商
同
樣
靠
著
版
畫
技
術
’
把
航
海
家
旅
途
中
勾
勒

的
草
國
忠
實
重
現
﹔
記
錄
地
理
發
現
的
書
籍
，
也
就
愈
來
愈
普
遍
了
。

五
、
替
書
穿
衣

.. 

裝
順
形
式

-
e.e.-44,
shE$1611tJf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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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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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傳
至
今
的
古
書
裝
頓
，
泰
半
維
持
其
良
好
面
貌
。
檢
視
這
些
十
九
世
紀
之
前
，
任
一
時
代
的
手
抄
本
與

印
刷
書
，
我
們
馬
上
就
會
發
現
：
縱
使
是
最
普
通
的書本
，
都
裝
訂
得
相
當
堅
韌
’
品
臂
品
絕
對
優
於
令
日
出
版

界
的
成
品
。
苦
日
法
國
皇
家
圖
書
館
（
法
國
國
家
圖書
館
的
前
身
）
的
藏
書
便
是
實
例
：
十
七
世
紀
的
舊
書
，

封
皮
是
紅
色
的
摩
洛
哥
山
羊
皮
，
表
面
燙
金
並
飾
以
皇
室
紋
徽
。
如
今
，
皇
家
圖
書
館
購
置
的
書
籍
，
頂
多
是

布
質
封
面
。

這
樣
的
裝
訂
，
除
了
講
究
強
韌

’
所
用
的
材
料
也
相
當
高
級
，
自
然
會
令
現
代
的
出
版
人
眼
睛
三
先
﹔
但

在
當
年
，
這
些
都
不
值
得
大
驚
小
怪
。
在
手
抄
本
的
年
代
也
好
，
早
期
印
刷
書
的
時
代
也
罷
，
書
本
都
是
相
對

稀
少
、
所
費
不
貴
的
商
品
，
既
然
要
兼
顧
耐
用
與
美
觀
，
作
工
豈
會
草
率
。
從
印
刷
術
發
明
起
算
，

一
直
到
十

八
世
紀
，
讀
者
送
有
增
加
，
但
書
本
仍
舊
由
少
數
受
到
優
濯
待
遇
的菁
英
所
獨
享
。
早
年
造
紙
全
憑
手
工
，
印

書
靠
的
是
手
動
印
刷
機
，
書
本
是
一
般
人
眼
中
的
瑰
寶
，
保
存
工
作
非
常
重
要
，
裝
禎
自
當
細
心
為
之
。

十
五
到
十
八
世
紀
間
，
裝
頓
的
主
要
特
徵
為
何
？
這
裡
指
的
是
商
業
上
的
大
宗
裝
傾
﹔
至
於
豪
華
裝
頓
，

算
是
專
為
一
小
群
王
公
貴
族
和
藏
書
家
打
造
的
收
藏
品
，
則
不
在
此
處
討
論
範
圍
內
。
此
外
，
在
同
樣
的
四
百

年
間
，
裝
訂
工
面
對
書
籍
數
量
的
遞
增
，
如
何
調
整
裝
順
技
術
以
因
應
之
？
書
籍
出
版
數
量
的
攀
升
，
對
裝
頓

的
品
質
與
樣
貌
，
又
帶
來
哪
些
影
響
？
本
節
的
主
旨
，
即
在
回
答
以
上
問
題
。

再
次
強
調
，
印
刷
術
的
興
起
，
並
未
導
致
革
命
性
的
技
術
邊
變
。
印
刷
蓄
的
裝
訂
，
係
由
手
抄
本
時
代
的

同
一
批
工
匠
，
應
用
同
樣
技
術
而
得
。
他
們
仍
然
把
書
脊
與
封
面
、
封
底
的
硬
板
一
併
裹
起
﹔
硬
板
則
以
實
木

製
成
。
若
是
專
為
權
貴
印
製
的
豪
華
裝
傾
書
，
還
會
用
天
鵲
絨
、
絲
網
、
金
鼎
等
名
貴
織
品
做
書
套
。
一
般書

本
，
則
以
螺
過
的
情
皮
、
綿
羊
皮
來
裹
覆
，
德
國
人
甚
至
會
使
用
豬
皮
。
接
下
來
，
以
處
理
表
面
的
工
具
，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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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帶
狀
或
滾
輪
狀
的
壓
模
，
壓
印
許
多
重
複
的
圖
案
。
墊
上
金
箔
壓
印
，
印
出
「
寶
壓
」
的
封
皮
，
未
壓
金
箔

的
稱
作
「
乾
壓
」
。
壓
印
圖
案
的
風
格
，
各
地
不
同.. 
圖
案
的
基
調
種
類
之
多
，
更
是
難
以
盡
數.. 
蓮
花
、
單

頭
或
雙
頭
鷹
、
各
種
動
物
（
包
括
真
實
，存
在
的
獅
子
、
獵
犬
，
或
神
話
中
的
獅
驚
獻
、
巨
龍
）
、
盾
形
紋
章
、

四
大
福
音
作
者
像
、
長
條
旗
幟
、
銘
文
等

。
有
時
壓
印
的
內
容
很
簡
單.. 
諸
如
巨
的
字
樣
（
耶
穌
名
諱
的
希
臘

文
縮
寫
符
號
）
、
逾
越
節
羔
羊
、
聖
人
像
、
十字
架

，
或
耶
穌
頭
像
你
。

如
果
拿
十
五
世
紀
初
期
的
手
抄
本
，
跟
一
四
八
0
年
之
前
的
首
批
搖
籃
本
相
比
，
不
會
發
現
明
顯
差
異
。

兩
者
都
是
以
金
屬
鉛
帶
固
定
內
頁
，
裝
訂
起
來
厚
重
結
實
，
封
皮
並
覆
以
許
多
小
圓
釘
做
為
保
護
（
當
時
的
書

籍
係
平
放
收
藏
，
或
置
於
案
頭
）
。
許
多
書
本
在
修
道
院
裡
裝
訂
，
院
內
的
裝
訂
工
坊
與
抄
書
房
近
在
咫
尺
。

其
他
的
書
本
，
交
付
私
人
工
作
室
裝
訂
﹔
裝
訂
工
與
抄
寫
員
密
切
合
作
，
供
應
俗
世
書
籍
市
場
，
買
家
以
大
學

附
近
的
書
賈
為
多
。

大
約
從
一
四
八
0
年
起
，
印
刷
術
帶
來
的
影
響
逐
漸
明
朗
﹔
印
刷
書
籍
激
增
，
閱
讀
也
漸
趨
普
遍
。
此

時
，
私
人
藏
書
逐
步
建
立
，
擁
有
書
本
不
再
是
修
道
院
的
專
利
。
在
修
道
院
裝
訂
工
坊
的
重
要
性
式
微
之
際
，

民
間
的
裝
訂
工
愈
來
愈
多
﹔
在
書
本
買
家
眾
多
的
大
學
城
裡
’
尤
其
如
此
。
多
數
的
裝
訂
工
坊
設
在
鄰
近
書
賈

的
地
點
，
亦
有
書
賈
兼
營
裝
訂
、
出
版
﹔
像
柯
貝
格
這
樣
的
大
出
版
商
，
更
擁
有
自
己
的
裝
訂
廠
，
配
備
各
式

大
量
裝
訂
的
工
真
。
但
必
須
澄
清
的
是
，
當
時
的
書
本
裝
訂
，
並
非
正
常
出
版
流
程
的
一
部
分
，
與
今
日
頗
不

相
同
。
筒
中
道
理
很
簡
單
.. 

一
本
書
在
單
一
城
鎮
的
銷
量
有
限
，
是
以
許
多
印
刷
商
都
得
透
過
膺
，
布
歐
洲
各
地

的
經
銷
商
，
才
能
把
書
賣
光
。
既
然
書
要
外
銷
，
運
費
又
高
昂
，
當
然
不
會
先
加
上
厚
重
昂
貴
的
封
皮
，
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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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散
張
的
書
頁
直
接
裝
箱
，
一
站
接
一
站
地
運
出
。
有
些
書
固
然
是
裝
訂
完
畢
才
賣
出
，
但
根
據
當
時
的
庫
存

報
表
，
書
商
販
售
的
書
本
中
，
裝
訂
好
的
只
占
少
數
，
反
倒
是
買
家
偏
好
散
裝
的
頁
冊
，
這
樣
才
能
依
照
自
己

的
偏
好
男
行
裝
訂
。
先
前
有
些
鑽
研
裝
訂
沿
革
的
學
者
不
明
究
理
，
總
以
為
古
旱
的
印
刷
書
是
在
印
刷
地
裝
訂

的
。

等
到
印
刷
機
器
的
產
能
開
始
提
升
，
裝
訂
工
人
也
得
調
整
作
業
方
式
，
呼
應
新
的
需
求
。
詳
細
點
說
，
就

是
作
業
要
快
，

且
為
了
確
保
裝
訂
的
品
質
合
用
但
不
致
過
重
，
以
滿
足
財
力
普
通
、
為
數
眾
多
的
客
戶
，
還
得

導
入
連
續
生
產
的
模
式
。
印
刷
術
刺
激
了
造
紙
業
的
成
長
，
廢
紙
因
而
增
加
﹔
於
是
裝
訂
工
改
變
習
慣
，
以

「
硬
紙
板
」

取
代
木
板
製
作
封
皮
。
這
種
封
皮
是
把
多
張
廢
紙
黏
合
加
厚
，
以
提
高
強
韌
度
，

既
便
宜
又
不
嫌

笨
重
﹔

廢
紙
的
來
源
不
一
而
是
，
包
括
舊
的
校
樣
紙
、
舊
書
破
紙
，
以
及
用
過
的
信
紙
、
商
業
紀
錄
、
文
件

等
。
這
些
有
趣
的
發
現
，
是
把
舊
書
皮
撕
開
來
研
究
的
結
果
。

書
皮
的
裝
飾
工
作
，

同
樣
得
講
求
快
速
與
便
宜
。
於
是
工
匠
棄
絕
7
束
帶
狀
的
小
壓
模
，
不
再
一
條
接
一

條
地
反
覆
壓
圖
、
既
費
力
又
費
心
﹔
使
用
整
塊
飾
版
，
不
僅
效
果
出
色
，
也
省
時
間
。
這
種
鐵
版
能
一
次
在
書

皮
上
壓
印
整
幅
圖
樣
。
在
法
園
，
常
用
的
飾
版
上
翻
刻
著
《
舊
約
》
與
《
新
約
》
的
場
景
，
其
中
又
以
時
辰
禱

書
裡
常
見
的
景
象
、
聖
人
圖
案
等
較
受
歡
迎
。
即
使
是
非
宗
教
書
籍
，
封
皮
上
的
圖
案
仍
以
宗
教
素
材
為
主.. 

少
數
的
例
外
，
則
是
書
商
以
飾
版
壓
製
自
己
的
標
誌
’
後
來
亦
有
單
純
裝
飾
用
的
圖
案
憫
。
在
另

一
方
面
，
法

蘭
德
斯
的
飾
版
則
偏
好
以
動
物
、
細
密
畫
為
圓
樣
﹔
稍
後
的
日
耳
曼
諸
國
，
在
北
方
文
藝
復
興
的
啟
發

下
，
入

畫
者
大
都
是
富
有
寓
意
的
、
神
話
故
事
裡
的
人
事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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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世
紀
的
頭
幾
年
，
又
有
一
項
改
變
。
由
於
書
本
的
出
版
量
持
續
增
加
，
裝
訂
工
匠
為
了
節
省
勞
力
與

成
本
，
總
是
尋
覓
著
更
便
捷
的
作
業
方
法
。
而
後
他
們
研
究
出
新
的
技
巧
.. 
滾
輪
壓
模
。
這
是
一
種
金
屬
滾

軸
，
表
面
刻
上
簡
單
而
可
以
重
複
壓
印
的
圓
樣
做
為
基
調
。

採
用
這
種
工
真
，
就
能
迅
速
地
滾
印
出
許
多
條
帶

狀
紋
飾
，
為
封
皮
增
色
。
有
時
工
匠
會
混
用
飾
版
與
滾
輸.. 
易
言
之
，
書
皮
中
央
的
圖
案
以
飾
版
壓
印
，
周
圍

的
花
樣
由
滾
輸
負
責
。

這
就
是
十
六
世
紀
前
三
十
年
的
商
業
裝
傾
樣
貌
﹔
間
時
，
豪
華
裝
怕
也
引
進
新
的
方
法
。
為
皇
親
貴
胃
製

作
的
書
本
，
傳
統
上
採
用
布
質
封
面
，
因
為
當
時
的
匠
人
只
懂
得
援
引
「
冷
」
戳
印
法
加
工
高
級
封
面
，
若
是

改
採
皮
革
，
則
無
法
處
理
出
夠
細
緻
的
原
料
供
加
工
之
用
。
此
時
，
摩
洛
哥
山
羊
皮
與
燙
金
技
術
’
從
伊
斯
蘭

世
界
傳
入
歐
洲
，
情
況
遂
為
之
丕
變
。
十
五
世
紀
最
後
幾
年
起
，
產
自
哥
多
華
的
摩
洛
哥
山
羊
皮
，
經
地
中
海

的
巴
利
阿
里
群
島
輸
入
那
不
勒
斯
﹔
來
自
東
方
黎
凡
特
的
摩
洛
哥
山
羊
皮
，
則
經
君
士
坦
丁
堡
進
口
至
威
尼

斯
。
阿
爾
都
斯
在
威
尼
斯
使
用
這
種
山
羊
皮
，
約
莫
也
是
從
這
時
開
始
，
法
國
出
版
商
則
要
到
十
六
世
紀
初
才

開
始
採
用
悅
。
另
一
方
面
，
燙
金
原
本
是
東
方
文
明
沿
用
許
久
的
技
術
，
直
到
這
個
時
期
才
被
義
大
利
人
學
起

來
。
此
一
技
術
’
是
將
燒
紅
的
烙
鐵
，
沾
上
金
箔
或
銀
箔
﹔
而
一
四
七
五
年
，
那
不
勒
斯
工
匠
為
亞
拉
岡
王
國

的
斐
迪
南
王
製
作
的
書
本
，
就
是
以
這
種
方
式
裝
飾
封
皮
的
。
到
了
一
五

0
0
年
，
威
尼
斯
工
匠
亦
如
法
炮

製
。
當
時
的
阿
爾
都
斯
，
剛
剛
籌
建
出
一
間
專
印
希
臘
字
母
的
印
刷
鋪
﹔
將
東
方
風
格
的
燙
金
圖
案
印
在
封
皮

上
，
亦
是
他
推
廣
最
力
，
導
致
一
時
間
蔚
為
風
尚
，
甚
至
傳
到
義
大
利
北
部
。
是
以
法
國
人
在
入
侵
義
大
利
之

後
，
也
逐
漸
喜
歡
上
華
美
的
書
皮
裝
飾
。
舉
凡
法
國
的
幾
位
國
王
，
與
一
度
掌
管
米
蘭
國
庫
的
十
六
世
紀
法
國

藏
書
大
家
格
羅
里
埃
，
都
會
委
請
義
大
利
的
裝
訂
工
坊
製
作
書
皮
，
燙
金
技
術
從
而
傳
進
法
國
。
在
十
六
世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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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葉
的
三
十
餘
年
間
，
師
承
義
大
利
搜
術
的
法
國
藝
術
家
更
是
青
出
於
藍
，
多
色
鎮
拼
、
交
織
紋
路
、
樹
脂
漆

上
的
花
朵
狀
圖
案
，
紛
紛
出
爐
﹔
另
外
有
些
書
皮
，
印
上
文
藝
復
興
風
味
的
純
幾
何
圖
案
，
營
造
較
樸
素
的
質

感
。
就
技
巧
的
高
超
程
度
而
言
，
這
些
書
皮
似
乎
無
出
其
右
者
，
但
它
們
畢
竟
是
君
王
公
卿
與
少
數
闊
綽
藏
書

家
的
專
利
，
故
此
處
不
多
贅
述
。

就
在
這
個
時
候
，
量
產
的
商
業
封
皮
，
也
有
部
分
採
用
熱
戳
印
技
術
’
「
半
豪
華
」
封
皮
於
焉
誕
生
。
自

一
五
二
0
年
起
，
托
利
便
開
始
將
熱
戳
印
技
術
應
用
在
飾
版
上
，
壓
印
出
他
那
名
間
遐
遁
的
出
版
商
標
「
破

瓶
」
。
也
有
書
商
以
雕
著
方
格
網
底
與
交
織
紋
路
的
飾
版
，
裝
飾
平
價
書
的
封
皮
，
營
造
滾
輪
般
的
效
果
﹔
有

時
還
在
中
央
處
放
上
特
定
的
主
題
圖
案
，
諸
如
書
商
標
誌
或
某
人
物
的
胸
像
。
此
後
一
直
到
十
六
世
紀
結
束
為

止
，
又
有
一
種
楠
圓
形
的
主
題
圖
案
，
以
戳
模
打
印
在
書
皮
（
尤
其
是
宗
教
書
的
書
皮
）
中
央
。
只
是
，
這
種

種
的
加
工
方
法
，
終
究
難
以
擺
脫
成
本
高
、
耗
時
多
的
問
題
，
故
簡
單
、
無
裝
飾
的
憤
皮
封
面
，
遂
慢
慢
地
出

現
。
隨
著
經
濟
條
件
的
惡
化
，
市
場
需
求
丕
變
、
但
求
儘
量
便
宜
，
平
價
書
本
遂
以
羔
憤
皮
製
作
的
陽
春
封
面

來
裝
訂
﹔
摩
洛
哥
羊
皮
的
書
皮
，
縱
使
只
在
周
圍
印
上
金
色
束
帶
稍
加
裝
飾
，
尊
膏，如
樞
機
主
教
查
理
﹒

德
波

旁
，
亦
會
欣
然
接
受
帥
。

十
七
、
十
八
世
紀
，
最
常
見
的
是
積
皮
封
皮
，
飾
以
平
質
的
燙
金
邊
框
。
稍
微
高
級
一
點
的
書
，
採
用
摩

洛
哥
山
羊
皮
。
身
分
較
高
的
貴
族
或
私
人
收
藏
家
，
時
常
差
人
在
封
面
、
封
底
中
央
，
壓
印
自
己
的
紋
徽
。
倒

是
十
七
世
紀
的
藏
書
家
延
續
之
前
做
法
，
訂
購
「
以
小
烙
鐵
」
燙
金
的
封
皮
。
十
八
世
紀
，
藏
書
家
的
品
味
又

有
新
的
發
展
，
並
激
勵
了
法
國
的
豪
華
裝
頓
。
此
時
出
現
的
，
包
括
了
一
七
二
0
年
前
後
，
裝
訂
工
匠
為
攝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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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德
奧
林
及
其
朝
臣
製
作
的
鑽
拼
圖
案
，
以
及
在
中
國
風
影
響
下
，
掀
起
時
尚
的
多
彩
封
皮
。
然
而
當
時
最
受

歡
迎
的
，
還
是
「
鋸
齒
花
邊
」
的
封
皮
﹔
即
以
蕾
絲
狀
的
基
調
裝
飾
邊
框
烙
鐵
，
在
飾
版
圖
樣
的
周
圍
燙
金
。

這
個
時
期
的
知
名
匠
人
，
諸
如
帕
斯
德
魯
、
蒙
尼
耶
與
德
洛
米
，
固
定
愛
書
人
爭
相
邀
約
的
對
象
，
手
中
常
有
許

多
豪
華
本
插
圖
書
的
封
皮
訂
單
。
然
而
，
這
些
封
皮
，
與
裝
訂
在
內
的
書
本
一
樣
名
貴
，
只
賣
給
少
數
的
菁

英
。
一
般
的
封
皮
則
是
大
量
製
作
，
品
質
不
過
爾
爾
。
此
外
，
簡
單
的
石
紋
紙
封
皮
，
出
現
於
十
七
世
紀
末
，

除
了
偶
爾
為
小
本
書
籍
所
用
，
也
有
愈
來
愈
多
的
期
刊
採
用
之
。

綜
觀
十
五
到
十
八
世
紀
的
尋
常
書
本
，
便
會
發
現
，
在
十
五
世
紀
與
十
六
世
紀
初
，
客
戶
不
多
的
情
況

下
，
裝
訂
工
仍
有
餘
裕
裝
飾
零
售
書
籍
的
封
皮
。
但
在
書
本
產
量
逐
漸
學
升
的
十
六
世
紀
，
出
版
數
目
成
長
，

更
多
人
有
書
可
讀
，
裝
訂
業
者
面
對
的
是
裝
飾
平
質
的
書
本
，
尋
求
的
則
是
更
迅
速
的
裝
訂
技
街
。
過
不
了
多

久
，
量
產
書
皮
的
封
面
、
封
底
，
連
裝
飾
都
省
略
了
。
豪
華
裝
傾
的
製
作
技
藝
，
固
然
在
十
六
世
紀
中
葉
與
十

八
世
紀
，
兩
度
蓬
勃
發
展
，
但
一
般
書
本
的
封
皮
，
只
求
耐
用
、
不
問
美
觀
。
後
來
的
書
本
，
多
半
是
書
脊
朝

外
，
一
本
接
著
一
本
地
立
置
於
藏
書
閣
的
書
架
上
，
所
以
也
只
有
外
露
的
書
脊
部
分
，
壓
印
著
裝
飾
性
質
的
重

複
圖
案
與
書
名
。
十
九
世
紀
裡
’
蒸
氣
印
刷
機
與
造
紙
機
械
相
繼
發
明
，
印
製
大
量
書
本
，
更
加
便
宜
而
快

速
﹔
這
使
出
版
商
泰
半
棄
絕
了
舊
式
的
封
皮
，
改
以
簡
單
的
封
面
、
封
底
，
縫
貼
在
書
本
上
二
言
以
蔽
之
，

伴
隨
書
本
增
產
與
讀
者
增
多
而
來
的
，
是
一
般
書
皮
的
漸
次
簡
化.. 
先
是
放
棄
了
美
觀
，
而
後
又
失
去
了
堅
固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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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成
本

從
印
刷
工
業
存
在
的
第
一
天
起
，
便
與
其
他
工
業一
樣
，
受
到
同
一
套
規
則
的
支
配
：
每
一
本
書
，
都
是

一
件
商
品
﹔
印
製
它
們
的
人
，
首
要
目
的
是
營
利
。
即
便
有
出
版
商
，
像
阿
爾
都
斯
與
埃
蒂
安
納
父
子
那
樣
，

身
兼
學
者
與
人
文
主
義
者
，
也
不
例
外
。
基
於
這
個
道
理
，
諸
如
籌
措
足
夠
資
本
開
業
、
慎
選
欲
印
之
書
以
吸

引
客
戶
，
乃
至
於
控
制
印
書
成
本
以
與
同
行
競
爭
等
，
早
在
產
業
發
展
之
初
，
就
已
經
是
事
業
成
敗
的
關
鍵
。

講
到
行
銷
，
書
籍
也
與
其
他
的
市
場
商
品
相
似
。
對
書
籍
的
量
產
者
（
印
刷
商
）
和
銷
售
者
（
書
商
、
出
版
商
）

而
言
，
集
資
問
題
、
成
本
問
題
，
皆
是
重
點
所
在
。
在
了
解
這
些
問
題
如
何
影
響
整
個
書
籍
產
業
的
結
構
之

前
，
勢
必
得
先
把
問
題
本
身
研
究
一
番
。

首
先
，
想
想
製
害
的
成
本
從
何
而
來
？
經
營
印
刷
廠
的
開
銷
，
哪
種
成
本
占
最
多
：
是
勞
力
？
還
是
原
料

（
尤
其
是
紙
）
。
．
在
可
以
考
證
清
楚
的
範
圍
內
，
構
成
整
體
成
本
的
不
同
因
子
，
彼
此
關
係
是
否
隨
著
時
間
流

逝
而
變
化
？
凡
此
種
種
，
實
難
回
答
。
舊
時
印
刷
商
的
紀
錄
簿
冊
與
每
日
帳
本
，
沒
有
多
少
本
流
傳
至
今
﹔
十

五
、
十
六
世
紀
的
印
刷
鋪
帳
簿
，
更
是
極
度
稀
有
。
就
算
現
存
的
買
賣
合
約
夠
多
，
還
是
得
有
同
一
地
區
從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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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今
的
文
獻
，
且
不
可
缺
漏
不
連
貫
，
才
算
是
我
們
所
需
要
的
完
整
資
料
﹔
偏
偏
情
況
不
是
這
樣
。

幸
虧
有
圖
書
館
學
家
寇
伊
克
棚
，
完
成
大
半
的
細
部
整
理
工
作
，
所
以
許
多
歷
史
資
訊
，
才
能
保
存
於
巴

黎
，
因
此
我
們
就
先
從
巴
黎
講
起
。
一
五
三
二
年
的
一
份
財
產
清
點
資
料
，
是
此
處
第
一
個
探
討
對
象
﹔
其
上
一

詳
列
了
一
位
小
印
刷
商
費
列
布
所
擁
有
的
印
刷
設
備
，
或
可
視
為
印
刷
銷
的
典
型
？
他
的
工
真
簡
陋
，
計
有

價
值
十
里
荷
的
印
刷
機
一
台
（
併
計
兩
只
墊
框
則
值
十
三
里
荷
）
，
總
值
低
於
八
里
荷
的
各
種
零
件
，
五
副
磨

損
情
況
不
一
的
活
字
組
，
加
起
來
四
十
里
荷
。
全
部
加
總
，
大
約
值
六
十
里
荷
。

一
五
二
0
年
的
另
一
份
清
單
，
以
同
樣
方
式
計
算
馬
鳥
的
財
產
悶

。

他
的
印
刷
鋪
較
具
地
位
，
配
備
鐵
製

螺
紋
脊
、
壓
板
、
眼
帽
與
螺
桂
的
印
刷
機
計
有
三
台
，
價
值
六
十
里
荷
。
整
套
哥
德
體
刻
花
活
字
所
需
的
雕
模

外
加
鑄
模
兩
組
，
值
二
十
四
里
荷
。
另
外
還
有
三
套
雕
模
，
分
別
用
來
製
作
「
布
爾
喬
亞
體
」
？
「
索
姆
體
」

（
哥
德
體
的
一
種
較
細
變
體
）
與
「
索
姆
安
潔
莉
卡
體
」
的
活
字
，
價
值
各
為
十
二
里
荷
、
八
里
荷
，
以
及
七

里
荷
又
八
索
。
八
副
磨
損
情
況
不
一
的
活
字
組
，
總
值
一
百
二
十
二
里
荷
。
最
後
再
加
上
幾
塊
雕
版
與
黃
銅
字

母
（
即
陽
文
字
範
）
，
十
六
里
荷
。
活
字
櫃
與
其
他
的
庫
存
，
一
百
零
二
里
荷
。
如
此
列
計
，
他
的
印
刷
鋪
設

備
總
價
值
三
百
五
十
一
里
荷
。

最
後
一
例
，
當
屬
最
高
級
的
印
刷
鋪
，
由
赫
赫
有
名
的
神
學
書
、
教
科
書
印
刷
商
赫
朴
爾
叫
經
營
。
他
死

於
一
五
二
三
年
，
其
印
刷
設
備
也
一
併
清
算
：
計
有
總
值
二
十
四
里
荷
的
印
刷
機
五
台
（
含
墊
框
則
值
四
十
六

里
荷
）
，
十
副
狀
況
良
好
、
總
值
約
當
三
百
六
十
里
荷
的
活
字
組
，
數
量
甚
多
的
陽
文
字
範
與
雕
模
（
後
者
尤

難
盡
數
）
價
值
超
過
兩
百
里
荷
，
以
及
加
起
來
超
過
七
十
五
里
荷
的
雕
飾
字
母
、
固
樣
、
‘
木
質
與
銅
製
的
雕
版

等
。
這
些
器
材
共
值
七
百
里
荷
左
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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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些
證
據
指
出
，
一
五
二
O
到
一
五
二
三
年
間
，
巴
黎
一
地
的
印
刷
機
造
價
，
良
血
有
別
，
從
九
到

二
十

里
荷
不
等
﹔
跟
整
體
投
資
相
比
，
不
算
什
麼
大
錢
。
更
何
況
，
有
志
創
業
的
印
刷
商
，
還
可
以
向
人
租
借
印
刷

機
，
以
免
去
購
置
花
費
。
一
五
一
五
年
時
，
一
台
印
刷
機
一
年
的
租
金
四
十
索
﹔
而
到
了
一
五
四

O
到
一
五
五

0
年
間
，
則
調
漲
為
六
或
八
里
荷
，
比
之
於
同
時
期
狀
況
較
佳
的
印
刷
機
市
價
（
二
十
三
到
三
十
里
荷
）
仍
然

低
些
怖
。

換
言
之
，
印
刷
機
本
身
是
相
對
便
宜
的
。
添
購
必
須
經
常
更
換
的
活
字
，
才
是
較
大
的
負
擔
。
前
述
情
單

中
的
各
式
活
字
組
，
價
差
不
小
，
從
十
到
七
十
里
荷
都
有
，
端
視
字
粒
打
印
面
的
磨
損
程
度
，
與
字
體
的
多
樣

性
、
重
要
性
而
定
。
特
魯
瓦
書
商
尼
可
拉
﹒
勒
魯
日
，
在
一
五
一
五
年
與
巴
黎
印
刷
商
巴
比
耶
談
成
一
筆
交

易
。
這
筆
交
易
的
現
存
紀
錄
顯
示
，
用
以
印
製
每
日
頌
禱
的
布
爾
喬
亞
體
活
字
組
，
一
副
包
括
大
約
八
萬
顆
字

粒
﹔
如
將
原
料
費
用
併
計
，
每
一
千
顆
的
價
錢
是
五
索
。
如
此
計
算
，
則
整
套
活
字
價
值
二
十
里
荷
帥
，
大
約

等
於
馬
鳥
的
大
小
布
爾
喬
亞
體
活
字
，
在
一
五
二
0
年
的
市
價
。
到
了
一
五
四
三
年
，
雷
尼
奧
依
約
提
供
印
刷

商
葛
羅
莫
一
套
半
羅
馬
體
（
西
塞
羅
體
）
的
活
字
組
，
六
萬
顆
活
字
的
價
格
為
每
千
顆
六
索
，
不
合
每
千
顆
兩

索
的
原
料
（
鉛
）
﹔
是
以
工
本
費
總
額
應
為
十
八
里
荷
，
材
料
費
則
為
十
二
索
。
根
據
我
們
的
資
料
，
幾
個
月

之
後
，
這
批
活
字
與
雕
模
一
起
出
貨
，
葛
羅
莫
支
付
了
四
十
七
里
荷.. 
換
句
話
說
，
雕
模
的
售
價
約
當
二
十
八

里
荷
，
此
與
馬
鳥
、
赫
朴
爾
的
財
產
清
單
數
據
相
當
吻
合
惜
。

有
了
以
上
證
據
，
我
們
就
可
以
窺
知
，
一
位
志
在
創
業
的
印
刷
商
，
究
竟
需
要
多
麼
龐
大
的
資
源
﹔
不

過
，
一
旦
他
實
現
目
標
，
印
刷
廠
的
利
用
價
值
便
不
可
限
量
了
。
尤
有
甚
者
，
倘
若
印
刷
鋪
老
闆
同
時
身
兼
出

版
商
，
其
在
事
業
上
的
投
資
，
數
目
愈
發
不
可
小
觀.. 
現
存
的
契
約
，
見
證
了
書
籍
出
版
的
開
銷
有
多
大
。
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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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奧
在
一
五
二
四
年
，
依
照
圖
勒
主
教
區
批
准
的
格
式
，
替
同
個
鎮
上
的
某
商
人
印
製
六
百
本

學
童
禱
本
，
索

價
五
十
五
里
荷
？
馬
烏
則
在
同
一
年
，
以
三
百
五
十
里
荷
的
代
價
，
替
桑
利
主
教
印
刷
四
百
冊
彌
撒
經

本
憫
。
稍
早
於
一
五
二
三
年
八
月
的
巴
黎
，
亦
有
人
遵
照
納韋
爾
主
教
區
所
頒
格
式
，
印
刷
六
百
冊
每
日
頌

禱
，
花
費
三
百
里
荷
憫
。
貝
德
則
花
費
六
百
一
十
二
里
荷
，
將
德
塞
索
所
翻
譯
的
《
修
斯
提
底
斯
》
（
古
希
臘

歷
史
學
家
）
，
印
成
一
千
兩
百
二
十
五
冊
對
開
本
的
大量日悅
。

欲
爭
取
參
與
大
規
模
出
版
的
機
會
，
印
刷
商
得
有
相
當
的
資
產
做
後
盾
。
更
由
於
出
版
商
必
須
頻
繁
地
將

手
頭
的
活
字
汰
舊
換
新
，
我
們
甚
至
可
以
說
，
想
要
投
身
印
刷
業
，
重
金
購
置
印
刷
機
、
活
字
樞
，
乃
至
於
整

套
活
字
，
都
不
是
絕
對
必
要
﹔
設
法
維
繫
印
刷
機
的
持
續
運
作
，
才
是
最
需
要
雄
厚
資
本
的
地
方
。
就
前
述
數

據
來
看
，
印
刷
一
整
版
的
某
部
著
述
，
其
開
銷
甚
至
大
過
添
購一
間
新
設
印
刷
鋪
所
需
的
設
備
。
除
此
之
外
，

那
些
同
時
經
營
出
版
的
印
刷
商
，
投
注
於
售
書
事
業
的
金
錢
，
也
會
高
過
印
刷
鋪
的
建
置
成
本
﹔
前
述
的
馬
鳥

與
費
列
布
兩
人
，
正
是
如
此
。
事
實
上
，
印
刷
鋪
的
生
產
設
備
中
，
真
正
價
值
不
菲
的
東
西
，
只
有
木
頭
刻
製

的
大
寫
藝
術
字
母
，
以
及
稍
後
出
現
的
「
灰
字
」
（
即
銅
質
字
母
）
﹔
而
整
塊
的
刻
繪
飾
板
，
更
是
只
有
專
精

於
特
定
書
籍
（
如
時
辰
禱
書
）
印
製
的
最
大
型
印
刷
鋪
才
買
得
起
。
這
就
解
釋
了
為
何
大
部
分
的
印
刷
商
，
似

乎
經
常
為
財
力
豐
沛
的
出
版
商
、
書
商
所
聘
雇
，
而
這
些
出
版
商
也
將
自
己
所
擁
有
的
整
套
雕
飾
字
母
、
圖

版
，
甚
至
活
字
，
租
借
給
效
力
於
己
的
印
刷
商
。

然
而
，
印
刷
成
本
本
身
，
只
占
整
體
開
銷
的
一
部
分
。
紙
張
當
然
也
要
花
錢
，
其
昂
貴
更
是
不
在
話
下
。

單
純
的
印
刷
成
本
，
謹
舉
證
如
下
。
一
五
一
八
年
，
巴
黎
的
印
刷
商
魏
能
，
以
一
天
二
十
索
的
酬
勞
獲

聘
，
每
天
將
《
南
特
日
禱
本
》
所
需
的
每
一
張
全
開
紙
印
製
一
千
三
百
份
筒
。
同
樣
是
巴
黎
的
印
刷
商
，
喀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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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
於
一
五
二
四
年
承
攬
了
六
百
五
十
份
《
南
特
日
禱
本
》
的
印
製
’
印
時
使
用
三
組
待
印
版
，
一
天
六
十

索
惜
。
同
年
尼
可
拉
﹒
希
曼
也
同
意
，
以
三
組
待
印
版
印
製
七
百
五
十
份
桑
斯
主
教
區
的
宗
教
會
議
敕
令
，
索

價
三
十
索
惕
。
到
了
一
五
二
六
年
，
喀
布
廉
每
天
印
製
一
版
三
千
兩
百
份
）
《
布
爾
日
日
禱
本
》
’
則
要
價
六

十
五
索
惱
。
如
果
考量
到
印
刷
鋪
老
闆
得
供
應
兩
位
印
刷
工
與
兩
位
排
字
工
的
食
宿
，
如
此
的
印
刷
價
格
似
乎

頗
為
低
廉
。
據
悉
，
在
一
五
三
九
年
的
里
昂
，
一
位
排
字
工
的
一
日
薪
資
為
六
索
又
六
德
涅
悶
。
仔
細
思
量
這

些
數
字
後
面
的
意
義
，
當
可
理
解
印
刷
鋪
老
闆
為
何
會
死
命
鞭
策
慶
下
的
師
傅
提
高
產
能
，
又
為
什
麼
要
廣
招

無
給
職
的
學
徒
了
。

相
較
於
那
時
候
的
概
括
印
刷
成
本
，
紙
張
採
購
的
開
銷
，
占
了
多
大
的
比
例
？
從
以
下
數
例
可
以
窺
知
一

一
了
一
五
三
九
年
，
印
刷
商
波
拿
梅
印
製
神
學
家
多
赫
的
《
真
知
學
圍
γ
要
求
委
印
人
支

付
每
令
十
四
索
的

紙
張
成
本
備
。
葛
羅
莫
為
採
購
印
製
聖
經
故
事
所
需
紙
張
，
向
雷
尼
奧
開
價
每
令
十
八
索
，
時
為
一
五
四
三

年
慨
。
當
時
的
紙
價
隨
紙
質
好
壞
而
有
所
差
別
，
每
令
至
少
十
索
，
至
多
三
十
索
。

這
樣
看
來
，
印
製
一
版
書
籍
所
費
的
紙
張
採
購
成
本
，
便
占
去
總
出
版
支
出
的
很
大
一
部
分
了
。
這
個
事

實
並
非
限
於
前
述
的
例
子
（
十
六
世
紀
初
的
巴
黎
印
刷
鋪
）
，
以
下
史
料
可
以
為
證.. 
在
一
四
七
八
年
的
威
尼

斯
，
有
一
位
出
身
拉
提
斯
伯
恩
、
名
叫
威
爾
德
的
印
刷
商
，
在
印
製
九
百
三
十
本
《
聖
經
》
之
時
，
收
受
每
一

台
五
杜
卡
（
威
尼
斯
共
和
國
於
十
三
世
紀
起
發
行
的
金
幣
，
部
分
歐
洲
國
家
也
曾
仿
鑄
）
的
費
用
，
共
計
兩
百

四
十
三
杜
卡
？
如
果
以
普
通
品
質
紙
張
在
當
時
威
尼
斯
的
售
價
三
令
兩
里
拉

半
到
四
里
拉
不
等
）
來
計

算
，
則
紙
張
的
總
成
本
大
約
在
兩
百
到
三
百
杜
卡
間
惘
。
另
一
例
證
發
生
在
一
四
八
三
年
，
李
波
利
的
印
刷

鋪
，
獲
聘
印
製
菲
奇
諾
翻
譯
的
拉
丁
文
版
柏
拉
國
作
品
﹔
全
書
由
三
十
帖
裝
訂
而
成
，
每
帖
的
印
刷
索
價
三
弗

-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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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
故
總
額
為
九
十
弗
林
。
由
於
這
版
書
只
印
了
一
千
零
二
十
五
本
，
而
每
一
本
的
各
帖
又
是
以
四
張
全
開
紙

印
成
，
依
前
述
紙
價
推
算
，
紙
張
的
花
費
大
約
在
一
百
二
十
到
一
百
六
十
弗
林
間
，
超
過
了
印
刷
部
分
的
實
質

成
本
悅
。

購
紙
成
本
占
出
版
總
成
本
的
比
率
，
或
許
隨
著
時
間
的
演
進
而
稍
滅
，
但
一
直
到
十
八
世
紀
仍
是
居
高
不

下
。
一
五
七
一
年
，
印
刷
商
皮
耶
魯
在
印
製
五
百
本
《
亞
維
農
法
典
》
之
前
，
支
領
了
每
令
十
八
索
的
紙
張
材

料
費
，
而
整
個
印
刷
工
作
的
收
費
不
過
三
十
七
索
的
。
此
外
，
十
六
世
紀
末
尚
有
其
他
線
索
，
揭
示
了
印
製
一

版
書
籍
的
各
項
開
銷
間
，
關
係
究
竟
如
何
。
這
些
線
索
來
自
特
利
騰
大
公
會
議
（
天
主
教
會
第
十
九
次
普
世
會

議
，
係
馬
T

﹒
路
德
道
處
決
後
的
第
一
次
）
，
決
議
修
訂
新
版
彌
撒
經
本
之
後
，
所
擬
定
的
印
刷
合
約
。
法
國

教
會
組
織
兩
個
聯
合
團
隊
，
分
頭
籌
備
新
經
本
（
史
稱
普
瓦
捷
彌
撒
經
本
）
的
付
梓.. 
一
個
找
上
里
昂
的
一
家

印
刷
鋪
並
與
之
議
價
，
另
一
個
則
與
普
瓦
捷
的
某
印
刷
商
接
頭
。
達
成
最
終
協
議
後
，
兩
組
人
馬
共
同
分
擔
開

銷
，
協
力
資
助
兩
地
分
別
印
刷
的
版
本
。
兩
團
體
還
透
過
法
律
規
範
’
明
文
律
定
各
自
應
該
負
擔
的
成
本
。

在
里
昂
部
分
，
依
約
印
出
的
每
日
頌
禱
一
千
三
百
本
，
每
本
用
掉
七
十
二
張
半
的
全
開
紙
，
斥
資
五
百
七

十
八
盾
五
十
八
索
又
十
德
涅
，
其
中
印
刷
費
兩
百
六
十
四
盾
，
紙
張
費
用
一
百
三
十
七
盾
五
十
八
索
，
從
里
昂

運
往
普
瓦
捷
的
費
用
為
一
百
一
十
盾
。
至
於
在
普
瓦
捷
印
成
的
一
千
兩
百
五
十
本
，
斥
資
五
百
九
十
二
盾
十
一

索
，
其
中
添
購
及
運
輸
所
需
的
活
字
組
就
花
去
一
百
盾
，
印
刷
兩
百
零
四
盾
，
紙
張
兩
百
六
十
四
盾
l

︱
如
此

天
價
，
是
因
為
普
瓦
捷
當
時
遭
到
封
鎖
。
此
處
我
們
不
難
注
意
到
，
里
昂
版
經
本
的
成
本
，
因
運
費
而
增
加
將

近
五
分
之
一
幟
。

審
視
十
七
、
十
八
世
紀
的
出
版
成
本
，
所
得
結
論
也
差
不
多
二
六
四
八
年
，
巴
黎
印
刷
商
布
魯
內
撒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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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寰
﹔
經
過
清
算
，
他
的
生
前
財
產
包
括
兩
台
印
刷
機
，
分
別
價
值
九
十
與
六
十
里
荷
。
除
卻
印
刷
機
，
他
的

印
刷
廠
裡
計
有
活
字
十
五
套
、
飾
字
飾
園
、
銅
字
與
其
他
工
具
，
總
值
約
當
七
百
四
十
六
里
荷
又
十
索
。
在
此

之
前
不
久
，
兼
營
印
書
、
賣
書
的
卡
慕
薩
，
於
一
六
三
七
年
和
鑄
字
廠
老
闆
德
拉
佛
吉
訂
立
契
約
﹔
根
據
契
約

所
載
，
一
整
副
的
小
羅
馬
體
活
字
，
包
含
十
五
萬
顆
字
粒
、
兩
萬
五
千
顆
「
字
鎖
」
（
用
以
固
定
活
字
的
木

攏
，
以
兩
片
為
一
組
）
、
五
千
條
「
鉛
空
」
（
用
以
隔
開
各
行
鉛
字
、
製
造
行
距
的
鉛
條
）
、
羅
馬
體
字
母
與
些

許
兩
點
大
小
的
小
字
。
如
果
不
把
字
粒
、
空
白
字
距
、
鉛空
與
羅
馬
字
的
材
料
費
計
入
，
則
整
套
活
字
的
價
格

還
比
三
十
里
荷
稍
低
些
。
一
六
四
四
年
，
又
有
一
位
巴
黎
印
刷
商
布
伊
羅
，
替
一
位
名
叫
雷
卡
羅
皮
耶
的
作
家

印
製
其
作
品
《
猶
滴
傳
》
。
這
一
版
印
了
一
千
本
，
每
一
本
需
要
八
開
書
頁
五
十
張
，
並
以
一
種
叫
聖
奧
古
斯

丁
的
字
體
打
印
，
而
每
張
全
開
紙
的
印
刷
要
價
六
里
荷
。
在
這
個
階
段
，
品
質
良
好
的
紙
張
，
每
令
售
價
約
為

六
十
三
索
，
即
三
里
荷
又
三
索
。
如
此
一
來
，
我
們
或
可
論
斷
，
以
八
閉
的
書
籍
來
說
，
紙
張
價
格
概
略
與
印

製
成
本
相
當
。
根
據
同
樣
數
據
進
一
步
核
算
，
當
時
欲
以
品
質
較
佳
紙
張
，
印
製
一
千
本
兩
百
四
十
頁
的
八
開

書
，
約
莫
得
花
掉
一
百
九
十
里
荷.. 
紙
張
一
百
里
荷
、
印
刷
九
十
里
荷
。

下
面
的
例
子
，
是
一
本
名
為
《
端
章
雅
旬
》
的
課
堂
教
科
書
﹔
該
書
係
依
照
貝
納
爾
與
汝
利
昂
的
指
示
付

梓
’
選
用
一
種
一
令
五
十
索
、
名
叫
「
約
瑟
夫
」
的
紙
張
印
刷
，
製
作
成
一
干
冊
四
開
本
。
由
於
每
張
全
聞
自

紙
的
印
刷
須
花
十
里
荷
（
印
刷
機
的
調
校
必
須
非
常
小
心
，
才
能
將
各
頁
印
在
同
一
整
張
的
正
確
位
置
）
，
故

這
本
書
的
紙
張
材
料
費
只
有
印
刷
費
的
一
半
。
與
前
面
其
他
例
子
最
大
的
不
同
點
，
在
於
作
者
也
支
領
了
酬

勞.. 
每
張
全
開
三
十
索
惱
。

若
對
十
八
世
紀
的
印
刷
工
作
稍
加
計
算
，
結
論
也
幾
乎
相
同
。
根
據
一
七
七
一
年
的
一
份
合
約
備
忘
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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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
了
這
麼
多
例
子
，
可
有
得
到
什
麼
普
遍
性
的
結
論
？

第
一
，
十
五
世
紀
到
十
八
世
紀
間
，
高
品
質
紙
張
的
採
購
成
本
，
比
一
般
數
量
的
書
籍
印
製
成
本
還
高
。

無
怪
乎
在
通
貨
緊
縮
、
利
潤
微
薄
的
時
期
裡
’
印
刷
商
會
回
頭
採
用
較
差
的
紙
質
來
印
書
，
以
抑
制
印

書
成

本.. 
甚
至
在
物
價
平
穩
峙
，
也
有
這
種
現
象
。

第
二
，
創
設
一
間
印
刷
鋪
，
只
消
籌
募
所
需
資
金
即
可
。
基
本
的
印
刷
設
備
，
成
本
並
不
算
高
﹔
購
置
印

刷
機
、
活
字
植
、
活
版
盤
與
數
套
活
字
，
亦
非
難
事
。
真
正
的
問
題
，
在
於
印
刷
工
作
本
身
，
因
為
書
本
出
版

的
實
際
成
本
比
前
述
資
本
高
的
多
，
此
外
印
書
的
關
鍵
器
材
，
活
字
，
也
必
須
經
常
放
舊
換
新
。
除
此
之
外
，

合
計
紙
張
印
刷
商
刷
潤
與
庫
存
贖
金

印
刷

以
行
間
加
印
方
式
將
「
西
塞
羅
體
」
打
印
在
全
張
紙
上
，
複
製
一
千
份
的
成
本
細
目
如
下.. 
兩
令
的
白
紙
，
十

六
里
荷
﹔
組
版
、
校
樣
與
第
三
者
校
對
，
十
二
里
荷
﹔
正
式
付
印
，
六
里
荷
﹔
庫
存
贖
金
與

其
他
一
般
開
銷

（
相
當
於
該
版
書
印
刷
開
銷
的
百
分
之
五
十
）
，
約
為
九
里
荷。
總
額.. 
四
十
三
里
荷
幟
。

最
後
一
個
例
子
，
則
是
家
喻
戶
曉
的
鉅
著
：
法
文
《
百
科
全
書
》
冊
。
根
據
十
八
世
紀
德
波
瓦
哲
曼
的
見

證
’
這
部
書
籍
印
製
了
四
千
兩
百
五
十
套
，
其
中
每
張
全
開
紙
的
採
購
、
印
製
支
出
如
下.. 

二
十
四
里
荷
又
十
五
索

十
二
里
荷
七
索
又
六

德
涅

六
十
八
里
荷

一
百
零
五
里
荷
二
索
又
六
德
涅

’ j 
I 
I 

I 
! 
I 
I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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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要
忘
記
：
當
時
的
書
籍
買
家
甚
少
、
書
本
銷
售
遲
緩
，
印
刷
商
如
欲
將
書
全
數
售
出
，
就
一
定
得
把
一
小

批
、
一
小
批
的
書
籍
，
分
送
至
歐
洲
各
地
的
主
要
書
市
。
這
麼
一
來
，
投

資
自
難
迅
速
回
收
，
現
金
壓
力
可
想

而
知
。
萬
一
景
氣
陷
入
危
機
，
印
刷
商
可
有
活
路
？
到
了
那
種
時
候
，
書
籍
這
樣
的
「
奢
侈
品
」
’
銷
售
恐
有

完
全
停
頓
之
虞
﹔
為
求
溫
飽
，
印
刷
商
只
能
改
印
宣
洩
民
眾
不
滿
之
惰
的
小
冊
子
。
對
出
版
商
來
說
，
出
版
書

籍
永
遠
有
風
險
，
因
為
大
眾
對
某
本
書
的
好
惡
永
遠
無
法
事
先
預
測
﹔
在
這
個
前
提
之
下
，
他
們
急
於
找
出
一

種
市
場
需
求
穩
定
的
商
品
類
型
，
如
教
會
用
書
，
如
此
才
能
在
非
常
時
期
確
保
銷
路
。
也
因
為
這
樣
，
同
時
出

版
不
同
書
籍
確
有
必
要
，
這
是
為
7
避
免
唯
一
的
出
版
商
品
滯
銷
，
以
至
於
血
本
無
歸
。
但
是
，
出
版
多
本
書

籍
，
需
要
的
資
金
勢
必
更
為
龐
大
，
這
就
帶
來
了
新
的
問
題
：
籌
資
。

一
一
、
轉
賀
的
問
題

印
刷
商
大
都
欠
缺
資
金
，
畢
竟
他
們
泰
半
是
工
匠
出
身
。
多
不
勝
數
的
歷
史
文
獻
證
明
，
吃
這
行
飯
就
得

面
對
金
錢
匿
乏
的
常
態
，
從
印
刷
行
業
誕
生
開
始
便
是
如
此
。
在
巴
塞
爾
，
十
五
世
紀
的
大
印
刷
家
，
如
欲
自

力
出
版
書
籍
，
通
常
會
拿
印
刷
設
備
做
擔
保
，
設
法
借
款
。
如
此
的
創
業
舉
措
常
常
失
敗
，
害
他
們
連
陽
文
字

範
與
陰
文
字
模
都
賠
上
﹔
偏
偏
這
些
器
真
都
是
他
們
親
手
製
作
的
，
要
不
然
就
是
極
難
購
得
。
比
較
幸
運
的
印

刷
商
，
則
得
以
保
住
一
部
分
的

家
當

，
並
負
債
潛
逃
，
在
別
的
國
家
，
如
法
國

，
重
整
旗
鼓
咽
。
十
六
世
紀

裡
，
許
多
印
刷
師
博
的
財
務
困
窘
更
是
有
過
之
而
無
不
及

，
只
好
一
個
鎮
接
一
個
鎮
地
流
浪
，
工
作
機
會
則
完

全
仰
賴
當
地
政
府
當
局
、
議
會
或
教
會
委
其
印
書
，
工
作
時
有
時
無
。
到
了
十
七
世
紀
，
印
刷
商
悲
慘
的
生
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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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可
說
是
苟
延
殘
喘
，
只
能
遵
照
著
來
自
餌
，
所
或
個
人
的
訂
單
，
日
復
一
日
地
勞
碌
.. 
偏
遠
鄉
鎮
的
情
況
尤
其

嚴
重
。
他
們
可
不
是
不
夠
稱
職
，
只
是
缺
乏
資
金
罷
了
。
印
刷
商
非
得
找
到
財
力
後
援
，
才
有
機
會
成
功
創
立

自
給
自
足
的
印
刷
事
業
。

從
這
點
來
看
，
阿
格
諾
的
印
刷
史
，
便
相
當
具
有
意
義
了
。
這
個
位
於
亞
爾
薩
斯
的
小
鎮
，
周
邊
並
無
大

學
，
表
面
上
似
乎
沒
有
能
夠
成
為
印
刷
重
鎮
的
條
件
。
但
從
策
略
面
來
看
，
其
地
理
位
置
鄰
近
印
刷
商
眾
多
的

史
特
拉
斯
堡
與
巴
塞
爾
，
距
離
紐
倫
堡
、
法
蘭
克
福
等
日
耳
曼
的
大
型
出
版
中
心
也
不
還
，
足
以
做
為
「
中
繼

站
」
。
書
商
與
印
刷
商
，
旅
行
中
屢
屢
途
經
該
地
﹔
在
那
兒
印
製
的
書
籍
，
便
於
運
往
各
地
，
不
致
太
過
費
時

或
費
力
。
更
何
況
當
時
的
貨
運
成
本
甚
高
，
但
洛
林
與
勃
良
地
出
產
的
紙
張
，
卻
能
輕
鬆
運
抵
阿
格
諾
﹔
此

外
，
小
城
鎮
的
勞
動
成
本
想
必
是
比
較
便
宜
的
。
即
使
如
此
，
印
刷
商
葛
朗
一
四
八
九
年
在
阿
格
諾
創
業
之

初
，
事
業
成
長
幾
乎
停
滯
﹔
而
在
一
四
九
六
年
之
前
，
他
的
生
意
一
直
做
不
大
。
其
所
印
刷
的
書
籍
不
過
幾
本

文
法
書
與
布
道
書
，
一
年
出
版
的
只
有
兩
到
四
種
﹔
實
際
上
，
他
的
財
力
薄
弱
，
手
頭
資
金
相
當
吃
緊
。

但
到
了
一
四
九
七
年
初
，
情
況
改
變
了
。
此
時
的
阿
格
諾
，
印
刷
商
數
量
已
經
夠
多
，
足
以
結
成
社
圈
。

這
是
怎
麼
回
事
？
說
穿
了
，
不
過
是
葛
朗
跟
一
位
名
叫
林
曼
的
奧
格
斯
堡
商
人
，
開
始
生
意
上
的
往
來
。
林
曼

販
售
書
本
和
「
其
他
東
西
」
（
可
能
是
印
刷
小
工
具
與
活
字
）
維
生
。
葛
朗
的
印
刷
鋪
，
就
此
活
了
起
來
。
他

一
面
替
林
曼
印
書
二
面
把
紙
張
、
活
字
與
其
他
原
料
的
探
購
外
包
給
林
曼
﹔
過
不
了
多
久
，
其
他
大
書
商
，

包
括
洛
克
納
、
徐
斯
特
，
尤
其
重
要
的
是
史
特
拉
斯
堡
的
納
布
洛
克
，
也
效
法
林
曼
，
向
他
訂
購
書
籍
。
此

後
，
葛
朗
每
年
印
製
的
對
閑
書
與
大
本
四
閑
書
，
多
達
十
二
種
﹔
到
了
最
後
，
總
共
有
兩
百
九
十
種
書
籍
由
他

印
成
，
其
中
兩
百
四
十
種
係
受
林
曼
之
託
’
替
納
布
洛
克
印
刷
的
也
有
大
約
二
十
種
。
阿
格
諾
的
印
刷
商
，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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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愈
做
愈
大
。
一
五
一
一
到
一
五
一
五
年
期
間
，
以
及
一
五
一
九
年
之
後
，
安
格
斯
兩
度
協
助
林
曼
校
訂
書

籍
。
男
方
面
，
來
自
巴
登
巴
登
、
曾
赴
笈
巴
塞
爾
大
學
的
安
斯
罕
，
也
因
為
自
己
在
國
賓
恨
的
印
刷
生
意
沒
有

起
色
，
於
阿
格
諾
男
起
爐
姓
，
為
柯
買
格
、
科
陸
的
畢
爾
克
斯
以
及
納
布
洛
克
印
書
。
在
他
之
後
，
當
地
還
出

現
很
多
印
刷
商
，
諸
如
替
梅
蘭
希
頓
（
十
六
世
紀
神
學
家
、
馬
丁
﹒
路
德
的
摯
友
）
印
書
的
塞
哲
爾
。
這
個
時

候
，
金
主
、
資
本
家
，
也
來
插
上
一
腳
，
並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
這
些
人
承
擔
虧
損
風
險
，
押
費
在
某
本
書
的
銷

售
上
，
並
經
常
替
印
刷
商
決
定
哪
些
東
西
該
出
版
。
有
些
時
候
，
他
們
還
出
資籌
建
極
大
的
印
刷
鋪
，
產
量
之

一
間
宛
如
工
廠
，
反
倒
不
太
像
舊
時
的
手
工
坊
。
像
這
樣
等
著
投
資
印
刷
事
業
的
資
本
家
，
人
數
眾
多
，
以
下
組

淺
介
紹
幾
位
。

現
在
，
請
大
家
回
溯
到
十
五
世
紀
下
半
，
那
個
印
刷
剛
誕
生
在
萊
因
谷
地
、
傳
往
歐
洲
各
地
的
時
代
，
看

看
里
昂
的
小
布
伊
爾
咽
及
其
家
族
。
里
昂
是
個
繁
榮
的
城
市
，
里
昂
市
集
更
是
各
地
人
士
的
聚
會
中
心
。
米

蘭
、
佛
羅
倫
斯
、
威
尼
斯
、
盧
卡
，
乃
至
於
德
國
的
商
人
，
一
年
四
次
齊
聽
此
地
，
互
通
有
無
。
德
國
與
義
大

利
的
銀
行
家
，
還
在
此
設
立
長
期
據
點
。
反
過
來
說
，
里
昂
商
人
除
了
遍
布
歐
洲
各
主
要
城
市
的
客
戶
與
事
業

夥
伴
外
，
更
定
期
造
訪
這
些
地
方
。
經
濟
環
境
的
利
多
，
已
然
使
里
昂
市
獲
益
良
多
，
確
保
了
它
的
富
庶
。
除

此
之
外
，
里
昂
的
地
理
位
置
也
很
優
越.. 
鄰
近
德
國
與
義
大
利
，
同
時
坐
落
在
地
中
海
沿
岸
與
首
府
地
區
（
即

法
蘭
西
島
，
法
國
的
直
隸
省
）
之
間
。
來
自
萊
因
河
沿
岸
、
巴
塞
爾
，
甚
至
義
大
利
的
印
刷
商
，
在
里
昂
發

跡
，
也
在
里
昂
市
集
陳
列
販
售
書
籍
。

里
昂
也
是
智
識
、
文
化
的
中
心
。
誠
然
，
這
座
大
城
爭
取
設
立
大
學
未
果
，
但
人
文
主
義
風
氣
還
是
吹
進

了
總
主
教
的
宮
廷
裡
﹔
至
於
當
地
的
總
主
教
，
係
十
歲
即
位
的
查
理
﹒
德
波
旁
，
早
年
由
學
問
淵
博
、
英
明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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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書
讀
書
學
問
掌
故

斷
的
叔
父
尚
﹒
德
波
旁
代
行
職
權
。
尚
在
亞
維
農
長
大
，
畢
生
致
力
於
充
實
學
養
，
並
在
勃
良
地
公
爵
下
令
劫

掠
克
呂
尼
修
道
院
之
後
，
投
身
該
院
圖
書
館
的
重
建
。
在
他
自
己
擔
任
勒
皮
主
教
時
期
，
則
有
一
座
巍
然
可
觀

的
教
區
圖
書
館
落
成
。
不
僅
如
此
，
在
德
波
旁
皇
族
中
，
與
尚
隸
屬
問
一
支
的
血
親
，
個
個
都
有
學
者
之
風
，

其
中
還
有
不
少
人
積
極
鼓
勵
印
刷
鋪
的
創
建
。
年
輕
的
總
主
教
查
理
，
與
家
族
其
他
成
員
一
樣
喜
歡
文
藝
。
巴

黎
大
學
的
神
學
家
費
歇
，
曾
將
自
己
的
著
作
《
修
詞
學
》
獻
給
他
，
封
面
飾
以
樞
機
主
教
的
紋
徽
﹔
這
是
巴
黎

出
產
的
首
批
印
刷
書
之
一
。

里
昂
聖
若
望
教
堂
的
教
士
會
，
在
當
時
的
名
聲
正
處
於
巔
峰
，
除
了
成
員
中
有
不
少
貴
族
子
弟
之
外
，
其

文
化
水
平
也
極
高
。
想
當
然
耳
，
該
會
的
神
職
人
員
，
人
經
常
不
在
里
昂
，
外
出
則
多
半
是
前
往
國
內
外
各
大

學
從
事
研
究
。
從
巴
黎
、
土
魯
斯
、
奧
爾
林
、
亞
維
農
、
社
林
、
佛
羅
倫
斯
、
比
薩
、
波
陸
納
、
帕
維
亞
到
費

拉
拿
，
各
地
的
大
學
學
者
名
冊
上
，
都
找
的
到
他
們
的
名
字
。
此
種
求
知
熱
情
，
在
中
產
階
級
的
身
上
同
樣
明

顯
﹔
這
些
新
貴
在
皇
親
國
戚
家
道
中
落
之
後
，
繼
承
其
階
級
，
而
他
們
的
下
一
代
，
經
常
是
一
流
大
學
的
學

子
，
特
別
是
在
奧
爾
林
大
學
修
習
法
律
的
那
峰
了
他
們
是
閱
讀
慾
望
強
烈
的
一
群
，
這
點
從
以
下
的
小
故
事
中

可
見
一
斑.. 
嘉
連
是
位
老
激
商
人
，
滿
腦
子
都
是
生
意
經
﹔
面
對
閱
讀
「
過
量
」
的
兒
子
，
他
頗
感
頭
大
，
甚

至
如
此
警
告
：



印刷害的誕生 152 

千
萬
不
要

商
場
漢
子

小
布
伊
爾
便
是
在
前
述
的
社
會
風
氣
中
成
長
。
學
界
一
度
相
信
，
小
布
伊
爾
的
父
親
大
布
伊
爾
只
是
單
純

的
商
人
，
但
此
與
真
相
相
去
甚
遠
。
其
實
，
他
是
里
昂
當
地
的
要
人
，
自
己
已
是
市
政
會
議
的

一
員
，
卻
經
常

成
為
議
會
請
益
的
對
象
，
其
地
位
可
想
而
知
。
他
獻
身
法
學
研
究
，
似
乎
頗
熱
中
此
道
﹔
一
四
二
六
年
成
為
法

學
院
學
生
、
一
四
三
七
年
拿
到
學
位
，
一
四
五
八
年
再
獲
博
士
學
位
，
月
餘
後
辭
世
。
成
為
博
士
之
後
，
距
離

紳
士
的
稱
號
也
就
不
遠
了
，
這
讓
他
在
追
求
榮
銜
的
道
路
土
更
上
一
層
樓
。
至
於
小
布
伊
爾
的
母
親
布
堤
耶
，

出
身
富
裕
的
雜
貨
商
家
族
，
家
中
還
有
一
些
人
擠
身
執
政
官
階
級
。
這
些
之
所
以
值
得
一
提
，
是
因
為
小
布
伊

爾
極
可
能
是
出
自
對
文
學
的
喜
愛
（
傳
承
父
親
的
興
趣
？
）
而
投
身
相
關
行
業
，
並
在
愛
財
之
心
（出
身
商
人

門
第
緣
故
？
）
驅
使
下
持
續
經
營

。
這
兩
個
誘
因
的
結
合
，
使
他
成
為
積
極
投
入
工
作
之
人
，
事
業
也
得
以
擴

展
。
父
親
過
世
之
後
，
他
負
笈
巴
黎
，
於
文
學
院
就
讀
，
時
值
一
四
六
0
年
。
話
說
印
刷
術
傳
入
索
邦
校
園
，

與
費
歇
、
海
恩
林
兩
位
學
者
關
係
非
常
密
切
。
他
們
是
在
修
埃
佛
造
訪
巴
黎
之
後
，
對
印
刷
藝
術
產
生
興
趣

的
﹔
小
布
伊
爾
求
學
期
間
，
想
必
曾
與
這
兩
人
相
遇
。
此
外
，
小
布
伊
爾
後
來
曾
與
威
尼
斯
的
法
籍
印
刷
商
楊

頌
往
來
，
楊
頌
之
子
一
四
八
0
年
在
里
昂
時
也
曾
與
他
聯
絡
，
顯
示
他
與
楊
頌
可
能
早
就
搭
上
線
。
不
管
怎
麼

說
，
小
布
伊
爾
顯
然
明
白
，
此
種
新
興
工
藝
潛
在
的
雙
重
可
能
性
︱
︱
既
是
文
化
傳
播
的
媒
介
，
也
是
有
利
可

若
非
如
此

假
使
讀
書

隨
便
你
讀

樂
趣
盡
失

愛
書
成
癡

慎
之
戒
之

主－
........ 

－－”－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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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
的
投
資
。
接
下
來
的
史
料
顯
示
二
位
來
自
列
日
、
遊
歷
各
地
，
到
過
巴
塞
爾
與
瑞
士
的
印
刷
師
傅
勒
華
，

成
為
他
的
房
客
，
並
依
他
指
示
入
主
一
間
印
刷
鋪
，
稍
後
便
開
始
積
極
從
事
生
產
。
兩
人
合
作
的
第
一
個
結

晶
，
誕
生
於
一
四
七
三
年
的
九
月
十
七
日
﹔
這
便
是
據
今
所
知
，
第
一
本
在
里
昂
印
製
的
書
籍
，
樞
機
主
教
羅

泰
爾
的
《
綱
略
丫

在
這
樣
的
合
作
關
係
裡
’
兩
人
各
自
的
角
色
為
何
？
小
布
伊
爾
只
是
單
純
的
金
主
？
抑
或
活
躍
於
印
刷
事

業
的
經
營
？
關
於
這
點
，
史
家
多
所
辯
論
，
此
處
且
不
深
究
。
確
定
的
是.. 
哪
些
文
本
應
當
印
刷
成
書
，
由
小

布
伊
爾
親
自
決
定
，
於
是
乎
法
學
叢
書
與
商
人
、
中
產
階
級
閱
讀
的
法
文
書
，
勝
過
其
他
類
別
的
著
作
，
成
為

出
版
的
大
宗
﹔
這
點
後
來
變
成
里
昂
出
版
業
的
特
徵
。
也
因
為
他
財
力
可
觀
，
不
甘
做
一
個
只

賣
自
家
書
籍
的

地
方
書
商
，
遂
有
其
他
印
刷
商
爭
相
委
託
他
經
銷
部
分
書
本.. 
法
國
也
好
、
其
他
國
家
也
罷
，
書
商
紛
紛
登
門

造
訪
，
請
他
代
售
存
貨
。
在
當
地
其
他
書
商
開
始
在
旦
昂
市
集
上
洽
談
新
生
意
、
拓
展
業
務
之
際
，
小
布
伊
爾

的
買
賣
通
路
之
多
，
仍
然
超
越
同
業
。
即
使
如
此
，
他
還
是
不
滿
足.. 
法
國
各
地
的
城
鎮
，
只
要
他
覺
得
當
地

有
書
籍
需
求
，
他
便
開
設
分
店
。
這
些
分
支
主
要
設
在
巴
黎
、
亞
維

農
、
土
魯
斯
等
大
學
所
在
地
。

在
此
舉
他
在
亞
維
農
的
事
業
為
例
。
他
於
一
四
八
一
年
抵
達
該
地
，
並
將
部
分
生
意
交
付
給
當
地
最
成
功

的
兩
位
商
人
，
亞
蘭
與
尤
參

﹒

德
羅
姆
。
根
據
合
約
，
兩
人
有
義
務
替
他
販
售
七
十
八
種
書
籍
，
其
中
部
分
由

他
自
己
的
印
刷
鋪
所
出
品
，
且
多
為
法
文
宗
教
書
﹔
其
他
書
籍
則
由
別
家
印
刷
鋪
印
製
’
以
拉
T
文
的
法
學
書

籍
（
亞
維
農
對
這
一
類
書
確
有
需
求
）
為
主
。
若
說
德
國
與
里
昂
的
同
業
，
讓
他
在
亞
維
農
的
生
意
聽
然
遭
逢

激
烈
競
爭
，
則
相
形
之
下
，
他
在
土
魯
斯
的
事
業
，
就
順
利
得
多
。
一
四
八
二
年
，
在
這
個
法
國
與
西
班
牙
之

間
的
中
繼
站
，
他
把
分
店
委
任
予
自
己
的
「
隨
從
兼
書
記
」
克
萊
雷
。
接
下
來
他
又
與
來
自
薩
伏
伊
的
裝
訂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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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書
商
德
波
尼
做
起
買
賣
，
他
的
弟
弟
雅
格
﹒
布
伊
爾
稍
後
並
將
一
批
書
籍
放
在
德
波
尼
處
寄
賣
。到
了
十
六

世
紀
初
，
布
伊
爾
家
族
在
土
魯
斯
的
業
務
規
模
，
已
經
不
可
小
獻
。

在
巴
黎
，
小
布
伊
爾
擁
有
一
間
大
批
發
店
，
在
他
死
後
由
桂
伊
波
接
管
。
此
君
憑
著
巴
黎
的
分
店
賺
了
不

少
錢
，
甚
至
有
餘
裕
將
鉅
款
借
給
里
昂
的
總
店
，
做
為
與
之
爭
奪
巴
黎
事
業

繼
承
權
的
訴
訟
費
。
除
此
之
外
，

小
布
伊
爾
也
因
地
位
顯
赫
，
成
為
「
產
業
自
治
會
」
的
一
員
，
並
與
其
他
舉
足
輕重
的
人
物
同
獲
授
權
，
在
接

下
來
的
兩
年
裡
’
左
右
當
地
政
府
的
決
策
。
他
於
一
四
八
八
年
辭
世
，

遺
產
中
雖
有
兩
千
里
荷
捐
給
里
昂
的
學

院
教
會
（
不
是
總
主
教
公
署
，
但
同
樣
附
設
學
院
或
修
士
會
的
教
堂
）
成
員
，
留
給
子
闊
的
財富
仍
舊
龐
大
。

身
為
世
上
第
一
批
對
印
刷
產
業
感
興
趣
的
資
本
家
，
小
布
伊
爾
的
生
平
種
種
大
抵
如
斯
。
這
個
人
之
所
以

值
得
研
究
，
是
因
為
他
在
坐
擁
財
富
之
餘
，
願
意
出
資
協
助
、
涉
入
印
刷
工
藝
的
發
展
，
即
便
這
個
產
業
才
剛

問
世
。
相
關
史
料
固
然
欠
缺
，
好
在
我
們
仍
對
他
的
事
業
版
圖
稍
有
了
解
：
從
里
昂
到
亞
維
農
、

從
土
魯
斯
到

巴
黎
，
甚
至
從
土
魯
斯
到
西
班
牙
，
都
有
他
的

生
意
。
也
許
其
事
業
還
遠
及
德
國
、
義
大
利
，
畢
竟
我
們
已
經

確
定
他
曾
與
威
尼
斯
的
生
意
人
往
來
。

前
面
提
過
，
小
布
伊
爾
曾
提
供
食
宿
予
印
刷
師
傅
勒
華
，
並
借

重
他
的
技
能
跟
印
刷
機
器
，
為
自
己
印

書
﹔
當
時
這
種
事
情
時
有
所
聞
。
然
而
，
隨
著
印
刷
技
術
普
及
，
印
刷
業
的
投
資
者
（
或
者
該
說
是
發
行
商

）

便
不
再
需
要
訴
諸
此
一
方
法
，
而
是
直
接
與
已
經
開
業
的
印
刷
商
交
涉
。
他
們
或
者
提
議
借
錢
給
對
方
，
或
者

協
助
那
些
他
們
眼
中
夠
本
事
的
師
傅
創
業
、
替
他
們
爭
取
訂
單
，
但
不
再
隻
手
霸
占
對
方
的
印
刷
服
務
。

即
使

如
此
，
印
刷
的
關
鍵
還
是
操
在
他
們
手
中.. 
舉
凡
活
字
字
樣
、
刻
飾
字
母
、
浮
雕
圓
版
與
其
他
設
備
，
都
是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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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的
財
產
，
只
能
用
來
印
製
那
些
他
們
有
意
資
助
的
書
籍
。

名
聲
響
亮
的
大
出
版
商
佛
拉
爾
，
其
經
營
手
法
大
抵
如
斯
俏
。

一
開
始
，
巴
黎
的
印
刷
術
尚
處
於
襯
拇
階

段
，
他
管
理
的
工
坊
則
專
門
負
責
豪
華
手
抄
本
的
繪
飾
與
抄
膀
，
客
戶
盡
是
王
公
雅
士
。
很
快
地
，
他
察
覺
新

興
的
印
刷
法
大
有
可
為
。
在
尚
﹒
杜
蒲
雷
與
波
諾
姆
印
出
巴
黎
第
一
部
插
圖
書
時
，
他
也
決
定
聘請
兩
人
替
自

己
效
力
。
一
四
八
五
年
，
他
委
請
杜
蒲
雷
印
製
《
＋
日
故
忌
，
此
後
一
躍
成
為
最
知
名
的
法
文
插
圖
書
出
版

商
。
他
們
鎖
定
的
客
源
不
再
是
珍
藏
手
抄
本
的
小
眾
，
而
是
更
廣
大
的
市
場
﹔
不
過
，
為
了
顧
全
那
些
喜
歡
舊

式
抄
本
的
老
客
戶
，
他
也
會
用
羔
積
皮
印
書
，
書
中
細
密

畫
仍
採
手
繪
，
而
非
木
刻
版
畫
。
佛
拉
爾
監
印
的
書

籍
，
盡
為
上
流
貨
色
，
圖
版
由
他
審
核
過
的
匠
人
刻
繪
，
活
字
組
（
亦
歸
他
所
有
）
則
經
他
挑
選
後
始
能
啟

用
。
他
不
會
操
作
印
刷
機
，
但
把
工
作
指
派
給
巴
黎
多
位
一
流
的
印
刷
師
傅
：
除
了
杜
蒲
雷
，
還
有
皮
耶
﹒
勒

魯
日
、
勒
維
、
勞
倫
、
摩
巴
內
、
吉
伊
﹒
寇
斯
提
鳥
、
勒
卡
隆
、
梅
納
爾
以
及
特
列
裴
洛
。

佛
拉
爾
也
不
把
自
己
的
賣
書
生
意
局
限
於
單
一
店
鋪
，
這
點
與
小
布
伊
爾
相
似
。
他
在
巴
黎
有
兩
個
營
業

據
點
，
一
個
位
於
皇
宮
區
，
另
外
一
個
最
初
於
一
四
八
五
至
一
四
八
九
年
間
設
在
聖
母
橋
頭
，
其
後
屢
經
喬

遷
，
先
後
落
腳
在
小
橋
附
近
的
聖
雅
格
街
，
與
聖
母
新
街
靠
近
「
主
愛
之
家
」
醫
院
一
帶
。
他
也
擁
有
一
家
批

發
店
﹔
與
小
布
伊
爾
不
同
的
是
，
這
家
店
位
於
圖
爾
，
且
生
意
由
佛
拉
爾
完
全
掌
控
。
不
僅
如
此
，
他
的
市
場

還
擴
及
英
國
、
在
倫
敦
設
立
分
店
，
甚
至
出
版
英
文
書
籍
。

其
他
還
有
不
少
的
大
出
版
商
，
循
佛
拉
爾
的
先
例
，
為
印
刷
商
負
擔
出
版
成
本
、
提
供
廠
房
與
原
料
、
租

用
印
刷
機
，
或
預
借
現
金
。
以
出
版
騎
士
傳
奇
聞
名
的
米
歇
﹒
勒
諾
瓦
，
資
助
的
印
刷
商
是
勒
維
。

格
列
爾
合

作
的
對
象
，
包
括
赫
朴
爾
、
勒
吉
耶
以
及
時
辰
禱
書
的
印
刷
專
家
汶
斯
特
雷
﹔
此
外
，
庇
古
歇
的
印
刷
機
，
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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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
完
全
被
格
列
爾
的
出
版
計
畫
所
占
用
。
像
這
種
型
態
的
投
資
，
如
論
規
模
，
則
巴
黎
的
出
版
商
尚
﹒
佩
堤
，

可
謂
無
人
能
出
其
右
？
十
五
世
紀
末
到
十
六
世
紀
初
，
這
位
資
本
家
的
確
在
巴
黎
的
出
版
領
戚
獨
領
風
騷
。

由
他
出
資
發
行
的
書
籍
，
從
一
四
九
三
到
一
五
三0
年
，
就
有
超
過
千
本
，
其
中
多
數
是
重
要
的
出
版
品
，
占

去
巴
黎
書
商
出
版
總
數
的
十
分
之
一
。
他
甚
至
此
小
布
伊
爾
更
能
代
表
早
期
書
商
兼
資
助
者
的
典
型
。
他
的
家

族
從
事
屠
宰
業
而
致
富
，
其
發
跡
簡
直
就
是
「
富
商
不
怕
出
身
低
」
的
象
徽
，
但
這
並
不
妨
礙
佩
堤
家
人
吸
收

文
化
養
分
，
而
他
們
也
還
是
能
與
當
時
的
學
者
保
持
最
密
切
的
往
來
。
論
富
有
程
度
，
他
與
他
的
繼
承
者
同
享

橫
財
：
父
子
兩
代
除
了
在
巴
黎
的
資
產
，
不
動
產
還
遍
及
克
拉
馬
、
伊
西
、
默
，東
、
碧
耶
佛
與
普
瓦
西
。

身
為
屠
夫
之
子
的
他
，
名
列
當
時
巴
黎
大
學
御
筆
親
點
的
四
大
出
版
商
，
同
時
也
是
服
務
大
學
學
生
的
主

要
出
版
商
，
與
巴
黎
一
帶
人
文
主
義
傳
播
的
主
要
力
量
。
在
他
手
中
初
次
出
版
的
書
籍
之
多
，
同
業
只
能
膛
乎

其
後
，
而
其
他
的
書
商
與
印
刷
商
常
常
樂
於
分
擔
他
的
出
版
成
本
。
在
這
個
由
巴
黎

一流
書
商
與
頂
尖
印
刷
師

博
共
同
扶
植
的
事
業
裡
，
他
的
名
號
尤
其
顯
赫
。
其
在
生
意
上
頻
繁
接
觸
的
對
象
，
除
了
克
韋
爾
、
瑪
內
夫
、

倫
堡
德
、
波
卡
爾
、
科
布
倫
夜
的
約
翰
，
偶
爾
還
有
亨
利
﹒
埃
蒂
安
納
。
他
聘
用
的
印
刷
商
也
很
多
，
沒
有
一

位
是
等
閒
之
輩
：
馬
爾
相
、
菲
利
浦
、
戈
林
、
勒
德
魯
、
巴
里
高
、
德
普
雷
。
除
此
之
外
，
托
利
與
貝
德
，
亦

接
受
他
的
資
助
。
以
下
將
詳
述
他
與
貝
德
之
間
的
關
係
’
以
此
佐
誰
.. 
偉
大
的
資
本
家
兼
書
商
，
究
竟
如
何
鼓

舞
新
的
智
識
潮
流
悅
。

一
四
九
九
年
，
買
德
從
里
昂
來
到
巴
黎
，
替
特
雷
瑟
爾
工
作
﹔
當
時
巴
黎
的
人
文
主
義
者
，
多
半
已
經
聽

過
這
位
年
輕
印
刷
師
傅
的
名
號
。
慧
眼
獨
真
的
尚
﹒
佩
壞
，
試
圖
說
服
他
加
入
自
己
的
事
業
，
並
請
他
擔
任
內

文
校
對
，
以
示
禮
遇
。
有
次
貝
德
抱
怨
，
同
時
替
多
位
印
刷
商
工
作
、
往
返
各
地
，
浪
費
太
多
時
間
﹔
於
是
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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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
把
握
機
會
，
建
議
他
接
受
自
己
的
資
助
，
成
立
一
間
印
刷
鋪
。
貝
德
的
印
刷
事
業
，
其
實
是
這
樣
肇
始
的
。

如
此
一
來
，
佩
堤
自
然
把
許
多
生
音
心
交
給
貝
德
，
尤
其
是
需
要
細
心
校
對
排
印
的
重
要
書
籍
。
但
是
，
這

樣
的
合
作
關
係
並
無
獨
占
性
﹔
買
德
除
了
有
時
候
替
其
他
書
商
印
書
，
還
經
常
在
成
本
不
高
的
前
提
下
自
行
印

書
。
佩
堤
也
一
樣
會
聘
請
其
他
的
印
刷
師
傅
，
這
點
前
面
已
經
提
過
﹔
巴
比
耶
、
波
拿
梅
、
葛
羅
莫
、
維
篤
、

寇
斯
提
烏
等
人
，
都
拿
過
佩
堤
的
酬
勞
。
他
時
常
與
諾
曼
地
的
商
人
、
印
刷
匠
往
來
，
曾
在
盧
昂
以
自
己
的
名

義
出
版
些
許
書
籍
﹔
盧
昂
市
議
會
的
一
項
命
令
中
，
甚
至
提
及
他
「
出
版
過
的
書
籍
之
多
，
勝
過
一
千
個
普
通

出
版
商
」
。
克
萊
蒙
也
在
他
的
生
意
版
圍
內
，
他
在
那
兒
擁
有
一
間
印
刷
鋪
﹔
而
利
摩
日
似
乎
設
有
他
的
分

支
，
他
的
部
分
書
籍
即
是
在
當
地
印
製
。
至
於
里
昂
，
更
有
佩
堤
雇
用
的
印
刷
鋪
，
與
他
經
營
的
書
店
。
就
是

因
為
他
的
營
運
範
疇
極
廣
，
在
特
魯
瓦
、
奧
爾
林
、
布
盧
瓦
、
圖
爾
、
布
夏
爾
島
等
地
，
都
能
見
到
他
替
合
夥

人
作
保
，
為
其
清
償
債
務
。

這
樣
的
商
業
皇
朝
，
絕
非
僅
此
一
例
。
整
個
歐
洲
的
書
籍
產
業
，
都
由
類
似
的
機
制
經
營
。
以
德
國
為

例
，
在
許
許
多
多
的
城
鎮
裡
’
皆
由
少
數
的
書
商
委
聘
大
量
印
刷
商
來
出
書
。
前
文
提
過
的
林
曼
，
在
阿
格
諾

的
葛
朗
之
外
，
還
起
用
了
奧
格
斯
堡
的
尚
﹒
歐
特
瑪
、
歐
格
林
、
席
范
﹒
歐
特
瑪
’
紐
倫
堡
的
斯
圖
赫
與
傑
洛

姆
﹒
賀
澤
爾
，
威
尼
斯
的
黎
赫
敦
斯
坦
，
巴
塞
爾
的
佛
茲
罕
與
亞
當
﹒
佩
特
里
，
以
及
史
特
拉
斯
堡
的
納
布
洛

克
。
偶
爾
，
書
商
家
族
的
成
員
，
會
在
多
個
城
市
同
時
開
業
，
以
增
加
銷
售
通
路
﹔
這
就
使
得
名
副
其
實
的

「
國
際
性
」
出
版
機
構
，
得
以
跨
越
國
界
而
誕
生
。

義
大
利
的
季
翁
塔
家
族
，
即
以
此
種
模
式
拓
展
事
業
利
益
的
。
這
個
家
族
裡
有
位
菲
利
波
﹒
季
翁
塔
，
可

謂
十
六
世
紀
初
期
佛
羅
倫
斯
最
具
影
響
力
的
出
版
商
兼
印
刷
商
。
他
的
父
親
是
佛
羅
倫
斯
當
地
人
，
以
買
賣
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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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致
富
。
而
他
，
則
在
諸
多
文
士
學
者
的
協
助
與
指
點
下
，
或
為
自
己
，
或
替
他
人
，
委
託
印
刷
匠
印
製
為
數

頗
多
的
書
本
。
兒
子
伯
納
多
﹒
季
翁
塔
在
他
死
後
接
手
，
日
後
更
位
居
伯
爵
之
尊
。
男
方
面
，
菲
利
波
﹒
季
翁

塔
的
手
足
路
坎
托
尼
歐
﹒

季
翁
塔
，
則
在
佛
羅
倫
斯
工
作
一
段
時
間
後
，
於
一
四
八
九
年
於
威
尼
斯
創
業
。
他

與
當
地
規
模
較
大
的
書
商
合
作
，
委
聘
數
位
不
同
的
印
刷
商
為
自
己
效
力
，
其
後
並
開
設
一
家
活
字
印
刷
工

坊
，
名
氣
直
逼
托
勒
沙
諾
與
阿
爾
都
斯
合
資
創
建
的
工
坊
。
他
的
兒
子
托
瑪
索
﹒
季
翁
塔
在
他
身
後
繼
承
衣

僻
﹔
而
他
分
設
於
威
尼
斯
與
佛
羅
倫
斯
的
總
部
，
則
保
持
密
切
聯
繫
。
政
治
上
，
季
翁
塔
家
族
支
持
共
和
制
，

是
以
路
坎
托
尼
歐
﹒
季
翁
塔
在
威
尼
斯
的
辦
公
室
，
亦
是
佛
羅
倫
斯
共
和
黨
人
出
國
避
風
頭
的
地
方
﹔
當
權
派

的
柯
西
莫
﹒
德
麥
迪
奇
，
甚
至
鼓
勵
朵
尼
在
威
尼
斯
創
建
一
家
頗
具
勢
力
的
出
版
公
司
與
之
打
對
台
，
意
圖
牽

制
菲
利
波
﹒
季
翁
塔
的
政
治
活
動
。

另
外
還
有
一
位
雅
格
﹒
季
翁
塔
，
一
四
八
六
年
生
於
佛
羅
倫
斯
，
父
親
是
佛
朗
西
斯
科
﹒
季
翁
塔
。
他
曾

在
伯
父
路
坎
托
尼
歐
﹒
季
翁
塔
的
磨
下
見
習
，
而
後
由
威
尼
斯
轉
往
里
昂
，
以
自
有
資
金
創
設
出
版
公
司
，
不

過
路
坎
托
尼
歐
﹒
季
翁
塔
可
能
也
曾
出
手
相
助
。
從
一
五
二
0
年
起
，
到
他
辭
世
的
一
五
四
七
年
的
二
十
七
年

間
，
大
量
的
神
學
、
法
律
、
醫
藥
類
書
籍
，
皆
由
他
出
版
。
除
了
聘
雇
三
十
多
家
不
同
的
出
版
商
為
他
印
書
，

他
也
擂
任
里
昂
書
商
聯
誼
會
的
主
席
，
有
時
也
與
路
吹
托
尼
歐
﹒
季
翁
塔
或
盧
卡
的
書
商
合
作
出書
。
其
事
業

涵
蓋
歐
洲
，
財
力
之
豐
厚
，
甚
至
還
在
一
五
三
七
年
借
款
五
萬
里
荷
予
樞
機
主
教
圖
爾
農
，
以
供
國
王
支
用
。

他
的
倉
庫
與
店
鋪
，
分
設
於
法
蘭
克
福
、
安
特
衛
普
、
坎
波
城
、
薩
拉
曼
卡
、
薩
拉
哥
薩
及
巴
黎
，
其
中
巴
黎

的
事
業
由
妞
兒
巴
泰
勒
米
代
為
照
料
。
季
翁
塔
家
其
他
成
員
，
仿
效
他
的
做
法
，
是
以
由
同
族
經
營
的
售
書
事

業
，
在
佛
羅
倫
斯
、
威
尼
斯
、
里
昂
之
外
，
於
布
爾
戈
斯
、
薩
拉
曼
卡
、
馬
德
里
等
地
，
也
都
可
以
見
到
﹔
各

、

a

i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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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經
商
的
血
親
，
彼
此
密
切
合
作
。

這
一
家
人
，
一
部
分
與
外
面
的
印
刷
商
共
事
，
其
餘
則
在
自
營
印
刷
鋪
之
餘
，
同
時
委
請
其
他
印
刷
商
代

工
。
一
般
說
來
，
資
金
足
夠
的
出
版
商
，
都
會
想
辦
法
自
設
印
刷
鋪
，
並
在
鋪
內

實
施
勞
力
分
工
，
職
工
們
各

有
明
確
職
掌
。
大
出
版
商
的
目
標
不
外
乎
二

.. 
一
是
憑
藉
組
織
分
工
的
合
理
化
，
印
製
價
格
真
競
爭
力
的
書

本
﹔
二
是
確
保
書
本
的
品
質
能
更
上
層
樓
。
事
實
上
，
如
果
不
以
這
種
生
產
線
的
型
態
從
事
出
版
，
十
六
世
紀

那
些
極
優
質
的
出
版
品
，
根
本
無
從
誕
生
。
托
勒
沙
諾
就
是
個
很
好
的
例
子
。
這
位
阿
索
拉
的
富
有
市
民
，
在

威
尼
斯
以
書
商
之
姿
岫
起
，
除
7
聘
雇
印
刷
商
，
還
指
派
當
時
只
是
窮
學
者
的
阿
爾
都
斯
經
營
店
鋪
。
這
段
因

緣
，
促
成
阿
爾
都
斯
與
托
勒
沙
諾
之
女
瑪
莉
亞
結
為
連
理
﹔
五
十
歲
的
阿
爾
都
斯
，
迎
娶
年
方
二
十
的
新
娘
，

自

然
因
為
其
妻
繼
承
的
遺
產
而
大
大
獲
益
。
在
如
此
的
資
金
奧
援
下
，
阿
爾
都
斯

終
能
實
現
雄
心
，
並
在
托
勒

沙
諾
聘
雇
的
眾
學
者
協
助
之
下
，
完
成
古
代
經
典
文
本
（
尤
其
是
希
臘
文
作
品
）
的
付
梓
計
畫
。

紐
倫
堡
的
柯
員
格
俐
，
可
能
是
當
時
最
真
影
響
力
的
出
版
商
。
他
在
一
四
七
三
到
一
五
一
三
年
間
，
盡
可

能
以
最
理
想
的
開
本
、
形
式
，
推
出
兩
百
三
十
六
種
書
籍
，
其
中
大
半
是
極
重
要
著
作
﹔
其
所
採
用
的
經
營
模

式
，
亦
不
脫
前
述
。
此
人
生
於
一
四
四

0
年
，
家
中
出
過
一
位
市
長
，
而
他
早
年
可
能
是
金
匠
，
並
在
一
四
七

。
到
一
四
七
二
年
間
轉
行
從
事
印
刷
。
他
出
版
的
第
一
本
書
，
於
一
四
七
三
年
問
世
，
即
阿
奎
那
評
注
的
波
伊

提
鳥
著
作
《
哲
學
的
慰
藉
丫
入
行
之
初
，
他
便
專
鬥
出
版
神
學
與
哲
學
書
籍
，
諸
如
十
三
世
紀
的
德
博
韋
、

杜
朗
、
司
各
托
、
阿
奎
那
、
五
世
紀
的
聖
哲
羅
姆
、
四
世
紀
的
聖
安
博
，
以
及
聖
奧
古
斯
T
的
作
品
。
在
這
之

外
，
他
還
印
製
過
數
個
版
本
的
《
聖
經
》
（
其
中
包
括
第
一
部
德
文
《
聖
經
》
）
、
《
教
令
集
》
與
許
多
教
會
法

典
書
籍
︱
︱
簡
言
之
，
神
學
院
與
法
學
院
學
生
傳
統
上
必
須
研
讀
的
典
籍
，
是
他
發
行
的
大
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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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
貝
格
最
首
要
的
服
務
對
象
，
是
各
地
的
大
學
。
這
麼
一
來
，
其
所
出
版
的
希
臘
羅
馬
經
典
，
便
顯
得
相

當
稀
少
。
但
他
仍
和
人
文
主
義
者
密
切
合
作
，
合
作
對
象
的
才
識
足
與
采
爾
蒂
斯
、
柏
克
海
默
媲
美
，
並
姆
精

竭
慮
地
追
求
文
本
編
輯
的
正
確
性
。
由
他
聘
為
審
稿
的
阿
默
巴
赫
、
佛
利
斯
納
、
柏
克
海
默
、
嗎
懷
勒
、
溫
菲

林
、
伯
肯
浩
、
布
徐
等
，
亦
非
等
閒
。
樞
機
主
教
于
格
版
的
《
聖
經Y
被
他
分
成
八
冊
出
版
﹔
籌
備
期
間
，

他
並
委
託
當
時
人
在
義
大
利
的
布
徐
’
為
他
留
意
最
好
的
手
抄
本
。
可
別
誤
會7.. 
柯
頁
格
縱
有
文
人
習
氣
，

首
要
的
身
分
仍
是
生
意
人
、
製
書
商
，
對
投
資
的
回
收
念
茲
在
茲
。
據
一
五
O
九
年
的
統
計
，
為
他
印
書
的
印

刷
機
至
少
有
二
十
四
台
，
替
他
效
勞
的
印
刷
匠
、
校
對
員
、
雕
版
師
、
裝
訂
工
約

莫
一
百
人
。
其
裝
訂
工
坊
的

成
品
，
牢
固
且
整
齊
畫
一
，
成
為
其
事
業
組
織
的
主
要
特
色
﹔
至
於
部
分
書
籍
的
圖
樣
設
計
，
則
由
同
為
德
國

人
、
又
與
他
交
好
的
大
師
杜
勒
，
提
供
插
圖
與
整
體
格
式
方
面
的
建
議
，
於
他
更
是
受
用
。

然
而
，
他
自
己
的
工
坊
，
實
不
足
以
應
付
與
日
俱
增
的
生
意
。
是
以
柯
貝
格
與
他
的
後
繼
者
，
經
常
在
生

產
上
尋
求
其
他
印
刷
商
的
幫
忙.. 
例
如
史
特
拉
斯
堡
的
格
呂
寧
格
，
與
阿
默
巴
赫
。
後
者
曾
在
他
磨
下
印
書
，

而
後
在
巴
塞
爾
落
腳
開
業
，
唯
與
舊
東
家
的
關
係
仍
然
密
切
。
在
書
籍
的
銷
售
上
，
柯
員
格
仰
賴
龐
大
的
商
業

網
絡
﹔
他
的
經
銷
商
，
不
僅
遍
布
於
法
蘭
克
福
、
萊
比
錫
、
維
也
納
、
科
陸
、
巴
塞
爾
、
史
特
拉
斯
堡
等
日
耳

曼
大
城
，
也
廣
布
在
布
達
佩
斯
、
華
沙
、
威
尼
斯
、
佛
羅
倫
斯
、
安
特
衛
普
、
布
魯
日
、
萊
登
、
巴
黎
等
歐
洲

重
要
都
市
。
這
意
味
他
有
能
力
替
規
模
較
小
、
銷
售
通
路
狹
窄
的
同
業
擔
任
零
售
仲
介
，
這
也
使
他
成
為
當
時

歐
洲
不
可
或
缺
的
企
業
家
。

單
從
金
錢
投
資
的
角
度
來
看
，
最
有
名
的
印
刷
機
構
，
應
該
是
安
特
衛
普
的
普
朗
坦
所
創
建
者
？
安
特

bp

.-

i
-giz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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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
普
是
與
歐
洲
各
地
皆
有
往
來
的
商
業
重
鎮
，
在
此
資
金
取
得
相
當
容
易
﹔
這
個
特
點
究
竟
如
何
促
進
了
印
刷

業
的
發
展
？
普
朗
坦
的
例
子
，
為
我
們
找
到
清
楚
的
答
案
。

一
五
一
四
年
出
生
於
圓
賴
訥
的
普
朗
坦
，
並
無
私
產
可
言
。
早
年
他
在
盧
昂
、巴
黎
的
多
家
印
刷
鋪
工

作
，
一
五
四
九
年
於
安
特
衛
普
創
業
。
此
後
許
多
年
，
他
寫
了
一
封
信
給
教
宗
國
瑞
十
三
世
（
或
格
列
高
利
十

三
世
）
，
提
及
這
個
決
定
的
緣
由.. 

「
從
我
看
來
，
在
其
他
的
國
家
跟
城
市
，
我
可
以
輕
易
獲
得
更
大
的
好

處
﹔
但
我
還
是
選
擇
比
利
時
，
偏
好
安
特
衛
普
尤
勝
其
他
城
鎮
。
據
我
判
斷
，
世
上
沒
有
其
他
城
市
，
真
備
比

它
更
多
的
資
源
，
供
人
從
事
這
個
行
業
﹔
這
是
令
我
如
此
決
定
的
主
因
。
它
的
交
通
便
利
︱
︱
這
裡
的
市
場
，

可
以
見
到
許
多
不
同
國
家
的
貨
品
，
足
以
為
諧
。
此
外
，
印
刷
技
術
上
必
須
的
所
有
材
料
，
在
安
特
衛
普
都
有

機
會
找
到
。
要
招
募
足
額
人
芋
，
接
受
任
何
相
關
的
訓
練
，
一
點
也
不
難

...... 

最
後
，
學
風
昌
盛
的
魯
波
大

學
，
在
各
個
領
域
裡
都
有
學
養
豐
富
的
教
授
﹔
我
的
盤
算
是
，
這
些
學
識
化
為
手
冊
、
教
本
與
重
要
典
籍
之

後
，
對
大
眾
的
福
祉
將
有
莫
大
益
處
。
」

開
始
時
為
了
謀
生
，
普
朗
坦
曾
經
從
事
裝
訂
、
皮
革
加
工
等
工
作
，
後
來
才
成
為
印
刷
匠
。
其
出
身
寒

微
，
且
在
一
五
六
二
年
之
前
只
出
版
過
一
本
真
正
重
要
的
書
，
即
極
盡
華
麗
能
辜
的
《
查
理
五
世
國
踴
記
》
，

出
資
印
製
的
還
是
國
庫
。
一
度
有
人
指
控
他
傳
印
背
教
的
邪
書
，
迫
他
在
一
五
六
二
年
從
安
特
衛
普
出
走
數
個

月
，
其
書
籍
商
品
隨
即
遭
到
查
扣.. 
查
扣
清
單
顯
示
，
這
些
書
在
當
時
也
都
不
是
值
錢
貨
。

爾
後
，
與
普
朗
坦
同
屬
「
慈
家
」
教
頓
的
其
他
信
徒
，
便
對
他
發
生
了
興
趣
。
一
五
六
三
年
，
他
回
到
安

特
衛
普
，
與
幾
位
富
裕
的
中
產
階
級
籌
組
出
版
商
聯
合
會
，
成
員
涵
蓋
高
內
魯
﹒
凡
邦
博
格
、
查
爾
斯
﹒
凡
邦

博
格
、
銀
行
家
史
寇
提
、
醫
生
布
諾
等
。
在
該
會
五
年
的
歷
史
中
，
出
版
兩
百
六
十
種
書
籍
，
有
各
種
版
本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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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
臘
羅
馬
經
典
、
希
伯
來
文
《
聖
經
》
’
和
彌
撒
聖
祭
用
書
。
事
業
「
起
飛
」
之
後
，
普
朗
坦
得
以
爭
取
責
人

相
助
，
諸
如
樞
機
主
教
格
朗
維
爾
，
以
及
西
班
牙
國
王
排
力
二
世
的
祕
書
德
卡
雅
。
憑
藉
這
層
關
係
，
他
在
財

務
上
、
法
律
上
，
雙
雙
贏
得
西
班
牙
當
權
者
的
支
持
，
其
成
名
之
作《
多語
本
聖
經
》
亦
由
閻
王
負
擔

籌
印
成

本
，
甚
至
取
得
西
班
牙
及
其
殖
民
地
的
銷
售
獨
占
權
。
另
外
，
排
力
二
世
依
照
天
主
教
特
利
騰
大
公
會
議
授

權
，
下
詔
印
行
革
新
版
的
彌
撒
聖
祭
書
，
亦
假
普
朗
坦
之
手
實
現
。
一
五
七
二
年
初
，
已
有
數
以
萬
計
的
禱

書
、
經
本
、
聖
一
詠
彙
集
、
答
唱
詠
’
自
安
特
衛
普
運
抵
啡
力
二
世
處
﹔
國
王
命
令
艾
斯
柯
里
爾
（
即
聖
羅
倫
佐

修
道
院
所
在
地
）
的
修
士
，
負
責
這
些
書
在
國
土
境
內
的
經
銷
事
宜
。
這
個
時
候
的
普
朗
坦
，
手
下
有
二
十
四

座
印
刷
機
持
續
生
產
，
也
曾
為
前
述書
籍
製
作
一
整
套
特
殊
的
陽
文
字
範
與
陰
文
字
模
。
他
的
鋪
子
聘
用
工
匠

一
百
餘
人
，
且
在
許
多
歐
洲
城
市
，
都
有
他
的
倉
庫
或
銷
售
通
路
﹔
如
法
蘭
克
福
、
巴
黎
、
但
澤
、
卑
爾
根
、

里
昂
、
紐
倫
堡
、
威
尼
斯
、
馬
德
里
、
盧
昂
、
里
斯
本
、
倫
敦
等
，
只
是
其
中
數
例
。
來
自
安
特
衛
普
的
資
金

奧
援
，
以
及
西
班
牙
國
王
的
鼎
力
相
挺
，
是
普
朗
坦
事
業
發
展
的
主
要
推
手
﹔
十
九
世
紀
之
前
，
他
創
建
的
書

籍
量
產
事
業
，
始
終
是
歐
洲
影
響
力
最
鉅
者
。

普
朗
坦
是
個
極
端
的
例
子
：
他
的
印
刷
工
坊
，
以
工
廠
般
的
生
產
線
方
式
經
營
。
實
際
上
，
如
果
把
柯
貝

格
、
後
來
的
艾
齊
維
埃
家
族
、
荷
闊
的
布
勒
家
族
，
以
及
巴
黎
皇
家
印

書
館
、
那
不
勒
斯
的
皇
家
出
版
局
、
梵

蒂
岡
等
大
型
印
刷
機
構
，
統
統
視
為
特
例
，
則
當
時
的
常
態
，
顯
然
還
是
工
匠
掛
帥
的
傳
統
印
刷
鋪
。
十
七
世

紀
，
有
印
刷
機
四
台
以
上
、
工
匠
超
過
十
人
的
印
刷
鋪
，
全
巴
黎
找
不
到
幾
家
。
資
助
出
版
活
動
的
有
錢
書

商
，
偏
好
把
工
作
外
包
，
這
樣
不
用
事
必
躬
親
，
還
可
保
持
營
遇
上
的
彈
性
，
不
用
一
再
地
替
固
定
那
麼
幾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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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
機
補
充
材
料
。
另
一
方
面
，
如
果
出
版
所
需
的
資
金
甚
多
，
有
賴
巨
額
投
資
人
的
介
入
，
則
我
輩
研
究
這

種
案
例
之
時
，
尤
須
謹
慎
，
不
宜
過
度
約
化
其
實
際
的
組
織
。
其
實
當
時
有
許
多
其
他
規
模
較
小
的
書
商
，
圍

繞
著
大
型
出
版
機
構
而
經
營
，
靠
銷
售
書
籍
、
分
搪
出
版
來
賺
錢
﹔
此
種
型
態
的
出
版
，
經
常
與
多
個
集
團
、

商
會
內
的
出
版
大
亨
合
作
，
並
利
用
商
會
建
立
的
廣
大
買
賣
網
路
，
將
自
身
的
庫
存
書
籍
提
供
給
較
大
同
業
經

銷
。
一
六
二
五
到
三
八
六
0
年
間
，
所
有
在
巴
黎
發
行
的
書
籍
中
，
多
達
十
分
之
一
，
是
由
克
拉
馬
希
藉
此
方

式
，
或
獨
力
為
之
，
或
與
人
聯
合
，
而
流
通
於
市
﹔
他
也
就
這
樣
成
為
兩
家
出
版
商
會
的
負
責
人
，
幾
乎
所
有

稍
真
名
聲
的
書
商
，
都
加
入
他
的
陣
容
。
這
兩
個
機
構
二
家
專
事
基
督
教
教
父
著
作
的
出
版
，
另
一
家
印
行

多
種
版
本
的
彌
撒
聖
祭
。
有
許
多
地
方
上
的
書
商
，
甚
至
外
國
書
商
，
都
委
託
他
全
權
經
營
買
賣
事
宜
﹔
他
的

商
業
網
絡
亦
得
以
涵
蓋
全
歐
俏
。

概
括
論
之
，
資
金
欠
缺
的
出
版
商
，
即
以
財
力
豐
厚
的
同
行
為
其
金
主
。
當
時
經
常
使
用
承
兌
票
（
十
四

世
紀
匙
，
買
、
方
不
克
親
自
付
款
，
故
請
中
間
人
代
墊
的
非
正
式
委
託
書
，
由
貴
、
方
收
執
，
有
別
於
今
日
具
備
法

律
效
力
的
匯
票
、
本
票
）
來
支
付
帳
款
，
形
成
買
方
（
發
票
人
）
、
金
主
（
墊
款
人
）
、
賣
方
（
受
款
人
）
的
三

角
關
係
’
助
長
了
前
述
的
事
業
模
式
。
男
一
種
常
見
的
情
況
，
是
書
商
在
為
出
版
籌
措
現
金
之
際
，
以
租
約
的

方
式
，
向
財
力
較
佳
的
同
業
尋
求
貸
款
。
十
七
世
紀
的
狄
耶
里
，
便
專
門
從
事
這
一
類
的
生
意
。

最
後
，
探
討
出
版
業
的
資
金
來
源
，
不
能
遺
漏
公
家
機
關
的
金
主
角
色
。
宗
教
儀
式
的
相
關
書
本
，
常
由

主
教
或
各
地
教
會
出
資
贊
助
。
中
央
與
地
方
政
府
，
為
了
印
刷
自
身
需
要
的
文
獻
（
大
都
是
行
政
紀
錄
）
，
撥

款
之
事
亦
時
有
所
聞
。
很
多
印
刷
商
，
尤
其
是
小
城
鎮
的
業
者
，
便
是
仰
仗
這
一
類
的
訂
單
蝴
口
。
除
此
之

外
，
正
因
為
政
府
會
將
特
定
的
出
版
計
畫
，
授
予
特
定
的
出
版
商
全
權
負
責
，
故
書
商
也
常
常
糾
合
成
出
版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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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
或
地
方
性
、
全
國
性
的
商
會
，
以
爭
取
事
業
獨
占
的
機
會
。
利
用
這
種
方
式
，
國
家
也
得
以
介
入
出
版

詩

資
活
動
。
這
不
僅
有
系
統
地
鼓
勵
了
大
型
企
業
的
設
立
，
亦
促
使
印
刷
商
更
加
順
從
掌
權
者
，
成
為
政
策
的
工

具
，
踴
躍
檢
舉
「
妖
言
惑
思
」
的
書
本
。
規
模
宏
大
的
出
版
機
惰
，
藉
著
如
此
體
制
，
也
愈
發
雄
誦

書
市
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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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業
很
快
就
染
上
現
代
的
色
彩
的
原
因
，
或
多
或
少
都
有
些
偶
然
。
套
句
二
十
世
紀
藝
術
史
學
者
豪
瑟

的
話
，
發
展
初
期
的
印
刷
鋪
，
比
較
像
是
現
代
的
小
工
廠
，
而
非
中
世
紀
的
修
道
院
工
作
室
惘
。
早
在
一
四
五

五
年
，
傅
斯
特
與
修
埃
佛
的
印
刷
事
業
，
就
已
經
真
備
標
準
化
生
產
的
傾
向
﹔
此
後
二
十
年
，
歐
洲
更
是
到
處

都
有
大
型
印
刷
機
構
。
當
時
的
印
刷
速
度
與
印
刷
機
的
產
能
，
屢
經
改
進
，
已
頗
為
理
想
。
過
不
了
多
久
，
排

字
工
人
也
不
再
蹲
坐
著
作
業
，
改
採
立
姿
以
提
高
生
產
力
。
正
因
為
書
籍
的
印
製
，
必
須
講
求
數
量
多
、
成
本

低
，
印
刷
商
唯
有
將
生
產
過
程
合
理
分
工
。
剛
開
始
的
時
候
，
印
刷
師
傅
享
有
相
當
自
由
，
「
專
業
」
也
頗
得

尊
重
，
然
而
過
不
了
多
久
，
他
們
就
變
成
一
般
的
勞
工
，
得
遵
照
規
定
在
時
限
內
完
成
工
作
，
賺
取
薪
水
﹔
此

後
的
印
刷
產
業
，
出
現
「
活
字
工
」
這
種
新
職
業
。
雖
然
同
樣
是
從
事
手
工
勞
作
，
但
他
們
卻
因
為
識
字
並
懂

得
一
點
拉
丁
文
，
遂
能
夠
擠
身
「
知
識
份
子
」
之
林
，
而
且
鎮
日
與
書
為
伍
，
也
認
識
不
少
作
家
.. 
更
重
要
的

固
定
，
經
常
接
觸
新
觀
念
。
他
們
雅
好
推
理
，
還
以
頻
繁
的
反
抗
，
爭
取
合
理
的
工
作
條
件
。
即
便
是
十
六
世
紀

的
活
字
工
，
也
已
經
懂
得
發
動
有
組
織
的
罷
工
，
儼
然
是
現
代
的
新
勞
工
﹔
據
豪
瑟
指
出
，
他
們
會
撰
寫
宣
言

以
表
達
訴
求
，
其
內
容
就
連
三
百
年
後
主
張
工
會
治
國
的
工
運
人
士
，
都
無
從
反
對
起
。
無
怪
乎
在
十
九
世

紀
，
社
會
主
義
的
早
期
倡
議
者
中
，
印
刷
匠
為
數
也
不
少
。

學
徒
也
好
、
師
傅
也
罷
，
本
章
的
目
的
，
在
於
研
究
當
時
的
印
刷
工
作
者
，
其
工
作
條
件
究
竟
如
何
，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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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
此
探
索
：
從
事
這
種
既
勞
力
又
勞
心
的
行
業
，
會
讓
勞
動
者
用
什
麼
樣
的
特
殊
角
度
看
待
事
情
？
也
就
是

說
，
我
們
除
了
要
細
審
雇
主
與
匠
人
之
間
的
關
係
’
還
得
追
究
：
是
什
麼
樣
的
物質
與
精
神
條
件
，
形
塑
出
兩

造
各
自
的
價
值
觀
？

先
來
談
談
印
刷
師
傅
。
在
印
刷
匠
「
出
師
」
之
前
，
必
須
完
成
學
徒
的
歷
練
﹔
這
些
學
徒
可
能
十
二
歲
就

入
行
，
也
可
能
過
了
二
十
一
歲
才
拜
師
，
「
入
學
」
的
平
均
年
齡
在
十
五
到
二
十
歲
間
。
他
們
的
背
景
各
不
相

同
，
舉
凡
尋
常
市
民
、
藥
劑
商
、
地
主
管
家
、
沙
特
萊
要
塞
保
安
官
、
酒
商
、
鎖
匠
、
鞋
匠
、
木
匠
、
織
布
工

家
庭
的
子
弟
，
都
有
可
能
成
為
印
刷
學
徒
，
父
執
輩
從
事
印
刷
者
更
不
在
話
下
。
許
多
人
從
各
省
來
到
巴
黎
學

藝
。
他
們
必
須
能
讀
能
寫
，
而
且
通
常
還
得
懂
拉
丁
文
，
才
夠
資
格
投
入
印
刷
師
傅
的
門
下
﹔
有
時
甚
至
必
須

具
備
閱
讀
希
臘
文
的
能
力
。
排
字
工
匠
不
識
字
固
然
不
行
，
操
作
印
刷
機
的
目
不
識
丁
倒
無
所
謂
﹔
更
何
況
不

識
字
的
人
比
較
聽
話
，
通
常
還
是
有
機
會
成
為
學
徒
。

這
些
人
的
待
遇
，
則
在
公
證
人
的
見
證
下
形
於
文
字
，
由
師
傅
與
學
徒
家
長
訂
立
契
約
，
並
由
學
徒畫
押

副
署
。
師
傅
的
義
務
除
了
傳
授
技
藝
，
尚
有
提
供
食
宿
、
添
購
衣
物
、
核
發
零
用
金
等
。
至
於
學
徒
，
則
宣
誓

聽
命
於
師
、
忠
心
服
侍
’
此
外
，
更
不
得
出
走
。

身
為
學
徒
的
印
刷
匠
，
起
居
皆
有
嚴
格
規
範
。
他
們
被
安
置
在
印
刷
鋪
的
一
角
，
替
師
傅
跑
腿
﹔
師
傅
對

他
們
自
不
會
好
聲
好
氣
。
他
們
得
在
工
匠
大
哥
上
工
之
前
得
先
起
床
，
把
鋪
子
裡
的
器
材
準
備
好
、
整
理
桌

一
、
印
刷
師
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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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
冬
天
還
得
生
火
，
總
之
盡
是
做
些
卑
微
、
折
人
自尊
的
活
兒
。
在
印
刷
之
前
調
勻
油
墨
、
清
濕
紙
張
，
也

歸
他
們
做
。
正
式
上
工
之
後
，
則
多
半
操
作
印
刷
機
﹔
這
件
差
事
不
太
講
究
技
巧
，
但
卻
相
當
累
人
。

如
果
他

們
有
志
成
為
排
字
工
，
見
習
期
滿
之
前
還

得
排
字
，
背
後
則
有
師
傅
監
督
。
最
讓
他
們
開
心
的
時
刻
，
莫
過
於

出
公
差
，
像
是
把
校
對
人
員
訂
正
過
的
校
樣
拿
回
鋪
子
裡
來
。
一
天
結
束
之
際
，
其
他
工
匠
紛
紛
返
家
，
他
們

卻
必
須
留
到
最
後
，
將
所
有
東
西
歸
定
位
，
然
後
才
能
就
寢
。
雪
上
加
霜
的
是
，
印
刷
鋪
的
老
閣
，
總
是
掛念

著
如
何
付
最
少
工
資
、
聘
最
多
人
手
，
故
多
半
儘
量
增
加
學
徒
的
數
量
，
以
減
少
師
傅
的
人
數
﹔
在
這
樣
的
情

況
之
下
，
學
徒
難
免
遭
到
資
深
間
儕
蔑
視
。

完
成
「
學
業
」
的
學
徒
，
便
獲
得
學
歷
證
書
，
晉
升
師
傅
。
此
時
的
他
們
，
依
舊
年
輕
、
終
於
自
由
，
而

且
未
婚
（
見
習
期
間
不
准
娶
妻
）
，
於
是
展
開
為
期
數
年
的
遊
歷

、
尋
覓
工
作
。
德
國
與
法
蘭
德
斯
的
印
刷

匠
，
出
師
之
初
除
了
在
國
內
各
地
漫
遊
’
亦
不
怯
於
出
國
見
世
面
，
前
往
巴
黎
者
尤
多
﹔
但
在
法
國
，
年
輕
工

匠
則
以
行
走
園
內
為
主
。
他
們
走
過
一
個
又
一
個
的
城
鎮
，
效
力
於
當
地
的
印
刷
商
，
有
些
地
方
只
停
留一
個

月
，
有
些
地
方
則
工
作
一
兩
年
，
端
視
工
作
機
會
有
無
、
與
當
地
人
情
誼
好
壞
而
定
。
這
般
遊
歷
，
磨
練
他
們

的
技
藝
與
經
驗
，
學
習
各
家
印
刷
鋪
子
不
同
的
作
業
方
式
，
更
讓
他
們
與
特
定
人
士
先
行
接
觸
，
俾
利
爾
後
創

業
。
他
們
有
時
會
在
途
中
娶
妻
（
最
好
是
某
印
刷
鋪
老
閣
的
女
兒
）
，
或
是
途
經
與
自
己
契
合
的
城
鎮
而
定

居
、
開
設
自
己
的
印
刷
鋪
？

不
過
，
落
腳
異
鄉
者
不
算
太
多
，
多
數
師
傅
皆
以
老
家
做
為
旅
途
的
終
點
，
並
受
雇
於
當
地
的
印
刷
鋪
老

闆
’
以
資
深
工
匠
的
姿
態
進
駐
工
坊
。
能
力
足
夠
的
，
則
希
望
自
己
成
為
領
班
，
監
督
其
他
的
排
字
工
﹔
事實

上
，
排
字
工
與
印
刷
機
操
作
員
的
工
作
，
就
是
由
排
字
領
班
來
分
配
、
監
督
。
他
負
責
樣
張
的
首
校
，
故
非
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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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丁
文
不
可
，
還
要
能
辨
讀
許
多
不
同
的
手
寫
字
跡
。
至
於
薪
水
的
發
放
、
鋪
內
全
盤
狀
況
的
維
持
，
同
樣
屬

於
他
的
職
掌
。

位
階
在
排
字
領
班
之
下
的
，
稱
為
能
匠
﹔
他
們
是
印
刷
鋪
的主
體
，
從
事
真
正
需
要
技
術
的
工
作
，
薪
水

則
是
按
月
支
領
而
非
每
日
領
。
地
位
再
低
一
些
的
稱
作
零
工
，
其
中
又
分
成
排
列
活
字
、
組
裝
待
印
版
、
安
放

紙
頁
的
排
字
工
，
以
及
最
基
層
的
印
刷
機
操
作
員
（
即
實
際
負
責
打
印
的
人
）
。
排
字
工
必
須
接
受
相
當
教

育
﹔
相
對
地
，
操
作
印
刷
機
只
要
知
道
怎
麼
做
便
行
，
講
求
的
則
是
能
吃
苦
、
力氣
大
，
畢
竟
成
天
扳
動
壓
桿

可
是
十
足
的
組
活
。
這
些
匠
人
時
常
分
成
數
組
，
每
一
組使用
一
台
印
刷
機
。
十六
到
十
八
世
紀
，
一
組
作
業

員
多
半
為
四
到
五
人
，
其
中
兩
人
排
字
組
版
，
兩
人
操
作
印
刷
機
，
另
一
人
（
學
徒
）
負
責
，
跑
腿
。
當
然
，
完

整
的
印
書
工
作
，
尚
須
另
聘
校
對
人
員
來
完
成
。

他
們
通
常
是
學
生
或
受
過
教
育
的
人
，
印
刷
師
傅
出
身
者
較

為
少
見
﹔
甚
至
連
十
六
世
紀
的
梅
蘭
希
頓
、
雷
納
魯
斯
，
以
及
十
七
世
紀
的
杜
佛
斯
內
等
知
名
作
家
，
都
可
能

投
身
此
業
。
即
使
如
此
，
當
時
的
習
慣
，
卻
是
由
印
刷
鋪
老
闆
或
其
家
中
成
員
，
親
自
訂
正
校
樣
、
不
假
外

人
﹔
只
有
大
型
的
印
刷
機
構
才
例
外
。
換
言
之
，
知
名
印
刷
商
，
如
阿
爾
都
斯
、
員
德
、
德
柯
萊
、
侯
貝
﹒
埃

蒂
安
納
、
韋
特
雷
等
人
，
皆
負
有
校
訂
之
責
。

這
樣
的
分
工
方
式
，
在
多
數
的
印
刷
鋪
裡
’
落
實
到
何
種
程
度
？
那
些
最
大
的
印
刷
機
構
，
像
是
巴
黎
的

皇
家
印
書
館
，
以
及
柯
買
格
、
富
羅
本
、
普
朗
坦
、
布
勒
所
經
營
者
，
規
模
甚
或
大
到
十
台
印
刷
機
、
工
匠
五

十
人
，
且
每
一
位
匠
人
的
任
務
皆
有
嚴
格
律
定
。
這
種
情
況
，
在
那
些
工
作
量
特
別
大
、
備
極
辛
勞
的
印
刷
鋪

亦
然
﹔
埃
蒂
安
納
與
韋
特
雷
的
工
坊
，
雖
然
只
有
四
台
印
刷
機
，
但
同
樣
仍
屬
此
類
。
除
此
之
外
，
印
刷
畢
竟

還
是
手
工
行
業
，
大
規
模
的
分
工
作
業
並
非
常
態
。
一
五
七
0
年
，
日
內
瓦
的
二
十
家
印
刷
鋪
中
，
三
家
擁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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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台
印
刷
機
，
五
家
擁
有
兩
台
，
其
餘
十
二
家
僅
一
台
可
用

。
到
了
十
七
世
紀
，
巴
黎
與
倫
敦
的
大
多
數
印
刷

鋪
，
依
舊
只
擁
有
一
到
兩
台
印
刷
機
？
這
些
印
刷
鋪
的
經
營
者
，
無
力
聘
雇
龐
大
的
印
刷
人
力
，
在
工
作
時

有
時
無
的
情
形
下
尤
其
如
此
。
事
實
上
，
印
刷
鋪
老
閥
親
自
上
陣
，
帶
著
一
兩
位
工
人
印
書
，
如
欲
趕
工
則
喚

妻
小
一
同
下
場
幫
忙
，
也
是
常
有
的
事
。

遇
上
這
種
小
編
制
，
排
字
工
就
得
自
己
扳
動
壓
印
桿
了
。

大
型
印
刷
鋪
裡
’
工
匠
的
日
子
也
不
好
過
，
每
日
工
時
超
過
許
多
其
他
的
行
業
。
十
六
世
紀
末
，
日
內
瓦

的
印
刷
匠
，
每
天
固
定
得
從
早
上
五
點
到
晚
上
七
點
，
工
作
十
二
個
鐘
頭
，

當
中
只
有
兩
小
時
休
息
時
間
供
用

餐
閉
。
在
安
特
衛
普
的
普
朗
坦
摩
雷
特
斯
印
刷
工
坊
，
匠
人
從
早
上
五
、
六
點
間
上
工
，
中
午
到
一
點
之
間
可

以
返
家
用
餐
，
之
後
持
續
忙
碌
到
晚
上
八
點
慨
。
十
六
世
紀
的
里
昂
印
刷
匠
，
早
上
五
點
上
工
、

晚
上
八
點
下

班
，
中
間
只
有
一
小
時
晚
餐
休
息
﹔
為
了
完
成
獲
派
的
工
作
，
有
些
印
刷
匠
甚
至
經
常
凌
晨
兩
點
半
就
進
工

坊
，
熬
到
晚
上
九
點
才
離
開
？
一
六
五

0
年
的
巴
黎
，
這
一
行
的
工
時
為
早
上
五
點
起
、
晚
上
八
點
止
于

這
不
只
是
工
時
長
而
己
，
工
作
時
還
得
以
蠟
燭
照
明
﹔
因
為
印
刷
鋪
大
都
位
於
狹
窄
巷
弄
的一
樓
，
即
便
日
正

當
中
也
幾
無
採
光
可
言
。

在
這
個
時
期
裡
，
自
始
至
終
，
印
刷
商
皆
以
高
產
量
要
求
匠
人
。
對
於
排
字
工
被
賦
予
多
大
的
工
作量
，

現
存
的
史
料
中
沒
有
太
多
實
質
誰
據
，
而
他
們
的
負
擔
輕
重
，
確
實
也
隨
著
文
本
難
易
有
別
而
變
化
（
一
五
六

三
年
，
法
蘭
克
福
的
印
刷
鋪
經
營
者
主
張
，
排
字
工
一
天
應
完
成
一
到
三
組
待
印
版
的
排
組
，
視
所
採
字
體
與

文
字
種
類
而
定
）
。
對
於
負
責
壓
印
的
工
人
，
我
們
所
知
倒
是
不
少.. 
十
六
世
紀
末
，
里
昂
工
人
每
天
必
須
打

印
的
全
開
紙
，
多
達
三
千
三
百
五
十
張
，
巴
黎
則
是
兩
千
六
百
五
十
張
。
同
時
期
的
法
蘭
克
福
，
在
印
刷
鋪
老

闆
的
規
定
下
，
印
刷
機
壓
桿
每
天
得
動
作
三
千
零
五
十
到
三
千
三
百
七
十
三
次
，
依
印
刷
難
度
不
同
而
有
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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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
克
雷
斯
帖
的
資
料
顯
示
，
到
十
七
世
紀
早
期
，
荷
蘭
工
人
每
天
打
印
四
千
張
，
巴
黎
則
為
兩
干
五
百
張
﹔
十

七
世
紀
中
葉
，
以
紅
黑
兩
色
打
印
者
，
在
巴
黎
先
是
訂
為
每
天
兩
千
五
百
張
，
而
後
又
調
增
為
兩
千
七
百
張
。

這
些
數
字
著
寶
驚
人
。
就
算
每
天
只
印
兩
千
五
百
張
，
在
一
天
十
四
小
時
的
工
作
裡
’
平
均
每
小
時
也
得
印
出

一
百
七
十
八
張
，
亦
即
每
二
十
秒
就
得
印
完
整
張
全
開
紙
協
！

印
刷
匠
面
對
這
樣
的
工
作
負
荷
，
工
錢
似
乎
沒
比
其
他
行
業
多
。
根
據
可
靠
史
實
，
一
五
七
二
年
的
九

月
，
皇
室
頒
布
詔
令
，
規
定
巴
黎
的
排
字
工
，
月
薪
應
為
十
二
里
荷
，
日
薪
則
為
十
二
索
﹔
而
當
時
的
建
築
工

每
月
也
有
十
里
荷
可
領
。
這
還
不
是
最
糟
的.. 

一
五
三
九
年
的
里
昂
，
印
刷
鋪
老
闆
每
天
付
給
排
字
工
六
索
又

六
德
涅
，
只
比
其
他
不
講
求
技
術
的
純
勞
工
高
出
－
T
點
﹔
當
時
，
法
國
印
刷
匠
的
待
遇
，
竟
然
還
是
全
歐
最

佳
。
在
安
特
衛
普
，
普
朗
坦
聘
用
排
字
工
的
薪
水
，
還
不
如
修
補
屋
頂
的
師
傅
。
日
內
瓦
有
位
波
松
，
以
鑄
造

活
字
為
業
，
一
五
七
0
年
的
每
天
薪
資
為
八
到
十
索
，
只
比
一
般
的
砌
磚
工
多
出
兩
到
四
索
幟
。
耐
人
尋
味
的

是
，
排
字
工
的
工
錢
有
時
候
還
不
如
打
印
工
人
。
一
六
五
四
年
的
巴
黎
，
一
般
排
字
工
每
月
可
領

二
十
四
到
二

十
七
里
荷
，
打
印
工
人
則
有
三
十
三
里
荷
﹔
排
字
工
想
要

領
到
同
樣
多
的
工
錢
，
得
會
排
組
希
臘
字
母
才
成
。

在
這
些
薪
資
之
外
，
有
時
還
有
其
他
津
貼
：
師
傅
不
會
放
過
任
何
要
求
老
闆
稿
賞
的
機
會
，
除
了
彼
此
均
分
作

家
打
賞
的
小
費
，
亦
常
常
要
求
老
闆
提
供
食
物
與
飲
料
。
若
說
印
刷
匠
人
的
薪
水
並
不
比
那
些
低
技
術
、
低
教

育
的
工
人
多
出
太
多
，
也
不
算
言
過
其
實
。

印
刷
匠
如
同
當
時
所
有
的
勞
工
，
未
來
是
沒
有
保
障
的
。
夠
本
辜
的
排
字
工
，
固
然
可
能
在
大
型
印
刷
機

構
裡
保
有
穩
定
的
飯
碗
，
萬
一
碰
到
非
常
時
期
，
甚
至
只
是
生
意
清
淡
的
時
候
，
仍
有
事
前
未
獲
通
知
即
遭
解

聘
之
虞
﹔
丟
了
工
作
，
旋
即
三
餐
無
繼
。
例
如
專
鬥
印
製
法
令
與
布
告
的
印
刷
匠
，
在
法
院
休
院
的
季
節
，
就

-f
i
l
lt 
自
－

t

1

.i 



171 第五章 圖書圓的小世界

形
同
失
業
。
無
怪
乎
印
刷
工
作
者
以
一
窮
二
白
者
居
多
。
他
們
普
遍
住
在
只
有
一
間
房
的
斗
屋
裡
，
除
了
幾
件

工
作
服
與
家
具
，
再
無
其
他
私
產
可
言
。
失
業
的
時
候
，
他
們
不
得
不
透
過
各
種
權
宣
辦
法
圖
個
溫
飽
，
並
不

令
人
詰
異
。
有
些
人
會
把
書
的
內
容
偷
偷
多
印
幾
份
，
湊
成
一
整
本
再
私
下
叫
賣
﹔
有
些
人
則
非
法
買
賣
禁
書

或
短
期
流
通
的
宣
傳
小
冊
，
靠
妻
子
居
中
仲
介
者
亦
所
在
多
有
。

縱
令
環
境
刻
苦
，
印
刷
師
傅
仍
以
自
己
的
事
業
和
知
識
為
傲
，
並
形
成
了
另

一
個
社
會
階
級
。
說
得
明
確

悠
了
這
群
人
擁
有
刀
劍
一
般
銳
利
的
自
尊
，
所
以
並
非
單
純
的
技
工
。
他
們
大
都
好
爭
辯
、
急
性
子
，
經
常
辱

罵
彼
此
，
有
時
候
還
動
組
。
讀
罵
同
事
的
工
匠
，
通
常
以
罰
金
薄
懲
.. 
在
普
朗
坦
摩
雷
特
斯
印
刷
鋪
的
工
作
規

約
裡
’
甚
至
記
載
了
每
次
悔
辱
他
人
所
應
繳
納
的
罰
金
多
寡
？
另
根
據
現
存
的
公
共
檔
案
，
巴
黎
的
印
刷
匠

曾
協
議
，
遭
人
護
駕
者
可
以
要
求
賠
償
，
金
額
則
依
共
識
律
定
，
收
了
錢
就
無
權
再
抗
議
。

這
群
人
難
以
管
理
，
卻
珍
情
僅
有
的
自
由
﹔
他
們
火
氣
大
，
是
因
為
印
刷
鋪
嚴
厲
的
內
規
使
然
，
畢
竟
印

刷
作
業
是
國
隊
作
業
二
人
缺
席
便
足
以
危
害
所
有
人
的
工
作
。
不
准
他
們
外
出
用
餐
，
或
是
不
替
他
們
想
何

時
較
方
便
用
贅
，
是
他
們
不
斷
抗
議
的
原
因
。
男
外
，
這
些
人
食量
驚
人
又
貪
杯
中
物
，
經
常
差
學
徒
出
去
打

點
酒
菜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要
他
們
守
規
矩
實
在
不
容
易
。
大
致
說
來
，
他
們
似
乎
認
定
自
己
有
權
在
想
工
作

的
時
候
工
作
、
想
休
息
的
時
候
休
息
。
隔
天
若
有
宗
教
慶
典
，
他
們
傾
向
提
早
下
班
，
次
日
再
回
來
把
工
作
做

完
﹔
一
旦
老
闆
質
問
他
們
早
退
的
原
因
，
得
到
的
恐
怕
也
是
不
堪
入
耳
的
回
答
。

在
鋪
子
內
朝
夕
相
處
，
又
慣
於
團
隊
工
作
、
分
擔
困
難
、
共
同
用
餐
的
結
果
，
讓
從
事
這
一
行
的
人
團
結

異
常
。
有
時
他
們
會
與
共
事
者
組
成
印
刷
工
會
，
大
鋪
子
的
員
工
，
例
如
普
朗
坦
塵
下
的
師
傅
，
即
是
如
此
，

但
全
鎮
所
有
同
行
合
組
一
會
的
情
形
更
為
常
見
。
不
論
是
哪
裡
的
印
刷
工
會
，
都
會
為7
捍
衛
權
益
而
遴
選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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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數
人
，
並
設
置
幹
部
、
專
款
，
訂
立
會
費
表
，

還
以
罰
金
制
度
對
付
行
為
失
當
或
工
作
表
現
不
佳
者
。

一
旦

會
費
累
積
起
來
了
，
他
們
甚
至
自
辦
彌
撒
、
自
籌
宴
會
、

照
顧
病
弱
同
儕
或
有
生
計
困
難
的
寡
婦
。

印
刷
鋪
老

闆
當
然
不
樂
見
這
種
工
會
成
立
，
認
定
還
會
助
長
對
工
作
的
怨
恕
，
有
圖
謀
罷
工
之
嫌
。
普
朗
坦
摩雷特
斯
比

較
寬
容
，
不
僅
准
許
這
種
型
態
的
工
會
，
還
願
意
小
額
資
助
，
並
承
認
印
刷
工
會
會
長
有
權
代
表
眾
工
匠
。
但

是
，
絕
大
多
數
的
印
刷
鋪
老
闊
，
反
對
這
種
組
織
井
然
、
成
員
橫
跨
多
家
印
刷
店
的
勞
工
結
社
，
設
法
說
服
當

局
取
締
之
，
當
肩
確
實
也
一
再
地
禁
止
工
會
設
立
。
工
會
經
常
採
取
的
對
策
，
則
是
公
開
宣
告
解
散
，
但
立
即

秘
密
重
組
，
繼
續
抗
爭
。

一
五
三
九
至
一
五
四
二
年
間
，
里
昂
與
巴
黎
的
印
刷
匠
，
先
後
群
起
抗
爭
，
幾
乎
令
所
有
的
印
刷
機
為
之

停
頓
﹔
我
們
對
這
段
史
實
的
了
解
，
得
歸
功
於
一
豪
瑟
的
研
究
咽。那
時
的
印
刷
商
，
一
心
降
低
生
產
成
本
、
逼

迫
工
人
增
產
，
從
員
工
的
飲
食
裡
扣
錢
，
還
廣
招
學
徒
以
獲
取
廉
價
勞
力
。
工
匠
們
眼
見
薪
資
的
實
際
價
值
日

益
下
滑
，
生
活
開
銷
卻
愈
發
昂
貴
，
迫
於
情
勢
發
動
罷
工
。
里
昂
的
市
府
、
巴
黎
的
議
會
，
先
後
出
面
干
預
，

最
後
還
得
勞
駕
國
王
來
重
建
秩
序
。
一
五
七
一
、
七
二
年
，
勞
資
衝
突
再
起
，
雇
主
不
得
不
做
出
諸
多
讓
步
﹔

最
值
得
一
書
者
，
在
於
真
結
保
證
招
募
學
徒
不
得
多
過
兩
人
。
一
五
七
二
年
九
月
十
日
，
皇
室
公
開
承
認
這
項

宣
誓
的
效
力
，
並
於
一
五
七
三
年
四
月
十
七
日
頒
布
法
令
。

十
六
世
紀
的
里
昂
與
巴
黎
，
乃
是
法
國
的
印
書
重
鎮
，
從
事
製
書
業
的
勞
工
超
過
一
千
人
，
彼
此
的
距
離

還
非
常
靠
近
﹔
這
就
使
得
這
兩
座
大
城
最
有
條
件
成
為
工
匠
抗
爭
的
戰
場
。
話
雖
如
此
，
前
述
的
法
國
工
運
可

不
是
單
獨
的
個
案
﹔
歐
洲
的
每
一
個
角
落
，
在
十
六
世
紀
下
半
皆
面
臨
物
價
飛
漲
與
其
他
經
濟
危
機
，
工
坊
老

1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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闆
與
工
匠
之
間
的
衝
突
時
有
所
聞
。
光
是
一
五
六
九
到
一
五
七
三
年
間
，
普
朗
坦
手
下
的
印
刷
匠
就
罷
工
了
三

次
于
身
為
法
蘭
克
福
的
大
出
版
家
，
若
翰
﹒
勞
爾
曾
在
一
五
九
七
年
，
命
令
印
刷
匠
自
行
至
井
邊
汲
水
，
引

發
匠
人
罷
工
，
抗
議
主
子
叫
他
們
做
「
分
外
之
事
」
，
最
後
對
簿
公
堂
。
法
院
則
是
「
兩
邊
各
打
五
十
大
板
了

一
方
面
駁
回
了
勞
爾
訴
請
的
損
害
賠
償
八
十
金
幣
，
另
一
方
面
也
不
准
工
匠
要
求
勞
爾
補
發
罷
工
期
間
的
工

資
惜
。
在
那
個
年
代
裡
’
幾
乎
每
一
個
國
家
的
公
權
力
，
都
被
迫
介
入
勞
資
糾
紛
中
，
好
讓
兩
方
的
共
同
利
益

得
到
更
完
備
的
規
範
。

日
內
瓦
的
印
刷
鋪
經
營
者
，
大
都
是
從
法
國
逃
出
來
的
胡
格
諾
教
徒
﹔
他
們
最
不
樂
見
的
，
莫
過
於
在
里

昂
的
競
爭
對
手
式
微
、
有
機
可
趁
之
際
，
竟
有
勞
資
衝
突
妨
害
本
國
印
刷
業
的
成
長
。
故
在
一
五
六
0
年
，
日

內
瓦
市
議
會
通
過
相
關
法
規
，
以
平
等
為
精
神
﹔
這
點
恰
與
法
國
在
同
時
期
內
頒
行
的
嚴
厲
諭
令
相
反
。
根
據

法
規
，
雇
主
不
能
聘
用
兩
名
或
更
多
的
學
徒
，
而
勞
資
雙
方
也
不
能
在
沒
有
正
當
理
由
、
事
前
沒
有
通
知
的
情

況
下
，
片
面
地
中
止
契
約
關
係
。
一
旦
工
作
弄
砸
了
，
或
是
必
須
裁
員
，
兩
造
各
負
有
哪
些
義
務
，
法
條
中
亦

仔
細
地
詳
述
。
這
份
協
議
的
內
容
，
展
現
一
種
中
庸
、
人
本
的
價
值
，
權
保
7
印
刷
商
的
權
益
，
同
時
維
護
著

工
匠
與
學
徒
。
即
使
如
此
，
當
局
還
是
沒
有
能
力
化
解
所
有
的
衝
突
。
一
如
法
國
，
這
裡
的
印
刷
匠
也
喜
歡
在

周
日
與
宗
教
節
日
之
外
，
「
另
擇
吉
日
」
休
假
。
後
來
有
部
分
的
印
刷
鋪
，
允
許
員
工
於
周
三
休
假
，
使
得
當

天
必
須
上
工
的
匠
人
深
感
不
平
，
並
於
一
五
六
一
年
爆
發
抗
爭
。
在
抗
爭
的
過
程
中
，
一
些
師
傅
甚
至
利
用
機

會
攻
擊
老
閣
，
直
到
問
題
交
付
官
方
仲
裁
為
止
﹔
最
終
的
結
果
，
則
是
匠
人
爭
取
到
隔
周
的
周
三
例
休
？
一

五
六
三
年
的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
法
蘭
克
福
的
印
刷
鋪
老
闆
向
市
議
會
訴
願
，
希
望
排
字
工
、
印
刷
匠
的
每
日
工

作
量
能
以
明
文
約
束
，
並
制
定
官
方
版
本
的
公
定
假
日
。
於
是
耶
誕
節
、
新
年
、
懺
悔
節
、
基
督
升
天
日
，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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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給
假
一
天
，
此
外
還
比
照
日
內
瓦
的
印
刷
匠
，
享
有一天
額
外
的
隔
周
假日

。
經
過
這
次
請
願
’
印
刷
業
便

從
一
五
七
三
年
起
擁
有
第
一
套
專
屬
的
法
規
，
此
後
更
定
期
修
訂
、
增
補
。

印
刷
師
傅
的
騷
亂
，
不
只
發
生
在
十
六
世
紀
。
在
十
七、
十
八
世
紀
，
已
有
許
多
公
司
法
令
公
告
施
行
，

雇
主
還
得
到
政
府
的
其
他
支
持
﹔
但
法
國
的
印
刷
師
傅
持
續
爭
取
權
益
，
為
達
成
目
標
而
糾
合
，
其
訴
求
倒
是

大
同
小
異
。
在
生
計
成
本
上
揚
時
，
他
們
便
要
求
加
薪
。
他
們
還
要
求
每
日
工
時
縮
短
，
法
定
工
作量
一
併
調

降
。
由
於
十
七
世
紀
的
印
刷
市
場
供
過
於
求
，
常
有
外
地
遠
道
而
來
的
失
業
印
刷
匠
，
為
了
找
到
工
作
，
不
惜

接
受
低
薪
﹔
本
地
工
匠
為
保
衛
飯
碗
，
煞費
苦
心
地
防
堵
這
些
人
進
城
，
甚
至
到
十
八
世
紀
還
是
如
此
。
一
七

。
二
年
，
巴
黎
印
刷
匠
要
求
，
來
自
法
蘭
德
斯
與
德
國
的
同
行
，
至
多
只
能
在
當
地
逗
留
三
個
月
︱
︱
他
們
認

為
，
三
個
月
夠
這
些
人
觀
光
的
了
。
他
們
害
怕
失
業
，
故
對
大
型
印
刷
機
構
的
老
闆
設
法
增
聘
學
徒
，
同
樣
抵

死
不
從
。
他
們
主
張
，
只
有
熟
悉
拉
丁
文
，
並
至
少
能
讀
希
臘
文
的
人
，
才
有
資
格
當
學
徒
，
而
且
老
闆
磨
下

的
學
徒
數
量
應
由
法
規
明
定
上
限
悅
。
另
一
方
面
，
印
刷
商
基
於
成
本
考
量
，
更
加
積
極
地
尋
覓
低
技
術
性
的

勞
動
力
投
入
打
印
工
作
，
藉
此
動
搖
印
刷
師
傅
的
地
位
﹔
於
是
，
在
師
傅
的
抱
怨
與
反
對
聲
中
，
「
小
廝
」
逐

漸
出
現
，
形
成
新
的
勞
工
階
級
，
還
在
十
八
世
紀
成
為
法
規
認
可
的
職
別
。
縱
使
如
此
，
印
刷
匠
在
與
雇
主
的

鬥
爭
中
，
仍
有
若
干
勝
利
。

雇
主
屈
於
壓
力
，
於
十
八
世
紀
同
意
，
要
解
聘
工
匠
，
必
須
在
一
個
月
前
先
行
通

知
。
只
是
，
從
今
天
的
標
準
來
看
，
印
刷
從
業
人
員
的
處
境
，
依
舊
艱
苦
難
忍
，
充
其
量
只
是
比
當
時
的
其
他

行
業
好
一
點
。
一
六
六
六
年
，
柯
爾
買
爾
下
令
限
制
法
國
各
城

鎮
的
印
刷
機
數
量
，
上
述
景
況
更
是
雪
上
加

霜
﹔
從
那
之
後
，
工
匠
幾
乎
沒
有
機
會
開
設
印
刷
鋪
、
自
己
做
老
闊
，
除
非
自
甘
迎
娶
已
故
印
刷
鋪
老
闆
的
遺

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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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
老
闆

看
過
印
刷
師
傅
的
處
境
之
後
，
接
下
來
探
討
的
是
他
們
的
老
闊
，
包
括
出
版
商
與
書
商
。
由
於
當
時
的
出

版
商
絕
大
多
數
身
兼
書
商
，
兩
者
似
以
合
併
討
論
為
宜
。
誠
然
，
許
多
書
商
沒
有
自
己
的
印
刷
鋪
，
那
些
規
模

小
、
久
久
才
出
一
本
書
的
，
尤
其
如
此
﹔
但
經
營
書
店
的
印
刷
商
，
為
數
卻
是
不
少
，
而
且
他
們
還
將
印
書
的

利
潤
投
入
出
版
事
業
，
或
獨
立
發
行
，
或
找
人
合
夥
。
員
德
便
是
如
此
。
若
說
克
拉
馬
希
與
季
翁
塔
家
族
的
部

分
成
員
，
挾
帶
龐
大
資
金
稱
霸
出
版
業
，
是
書
商
不
從
事
印
刷
的
例
證
’
那
麼
，
像
柯
員
格
或
普
朗
坦
這
樣
，

出
資
發
行
書
籍
，
並
將
一
部
分
或
甚
至
更
多
的
書
本
交
付
自
己
經
營
的
工
坊
來
印
刷
，
就
屬
於
另
外
一
種
類
型

了
。

這
些
當
老
閏
的
人
從
事
的
專
業
活
動
為
何
，
是
本
節
首
先
探
究
的
課
題
，
首
先
從
擁
有
印
刷
鋪
的
老
闆
開

始
談
起
。
在
典
型
的
情
況
下
，
較
小
的
印
刷
商
僅
擁
有
一
到
兩
台
印
刷
機
﹔
十
五
到
十
八
世
紀
間
，
歐
洲
各
地

多
的
是
這
樣
的
業
主
。
這
類
商
人
泰
半
以
零
星
的
工
作
維
生
，
印
刷
成
品
包
括
城
鎮
民
眾
所
需
的
各
種
公
告
、

招
貼
、
提
案
書
，
以
及
鄰
近
學
院
所
需
的
字
母
書
、
課
表
等
。
有
時
書
商
會
把
容
易
製
作
的
小
冊
書
本
，
交
給

他
們
來
印
﹔
這
些
小
書
的
讀
者
群
，
對
書
並
不
挑
剔
。

十
六
、
十
七
世
紀
裡
’
這
種
小
鋪
子
的
老
闆
’

早
年
多
半
是
印
刷
師
傅
，
而
後
創
業
、
自
行
接
單
﹔
他
們

沒
有
雇
員
，
鋪
裡
的
幫
手
就
是
兒
子
，
甚
至
妻
女
。
如
有
必
要
趕
工
，
他
們
才
聘
請
臨
時
雇
員
﹔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
他
們
也
會
長
期
雇
用
一
位
工
匠
，
不
僅
倚
重
對
方
，
還
讓
他
與
自
己
的
家
人
同
吃
同
住
。

印
刷
商
的
技
術
如
果
夠
精
熟
，
手
上
還
有
一
套
好
活
字
，
便
有
機
會
贏
得
某
位
出
版
商
的青
睞
，
定
期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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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
印
書
訂
單
。
此
時
他
可
能
需
要
擴
編
印
刷
鋪
的
人
力
。
一
如
前
述
，
要
讓
一
部
印
刷
機
發
揮
最
大
產
能
，
需

要
五
個
人
的
分
工
合
作
﹔
而
在
那
個
年
代
，
壓
下
有
如
此
規
模
的
人
手
，
就
已
經
堪
稱
是
舉
足
輕
重
的
印
刷
商

了
。
十
七
、
十
八
世
紀
，
絕
大
多
數
的書
籍
，
都
是
出
自
這
類
印
刷
機
構
的
手
筆
：
十
來
個
師
傅
、
學
徒
，
共

同
操
作
兩
到
三
台
印
刷
機
。

唯
有
勤
奮
、
洞
燭
機
先
，
並
徹
底7
解
出
版
業
的
人
，
才
有
辦
法
管
理
這
般
事
業
。
萬
一
出
版
商
對印
好

的
成
書
不
滿
意
，
印
刷
商
恐
怕
再
也
拿
不
到
對
方
的
訂
單
，
並
因
此
生
意
清
淡
。
大
致
說
來
，
印
刷
的
計
酬
取

決
於
印
出
多
少
張
全
開
紙
，
至
於
印
刷
商
壓
低
成
本
的
方
法
，
便
是
要
求
工
匠
增
產
。
他
必
須
以
身
作
則
：
早

起
（
甚
至
搶
在
師
傅
之
前
進
印
刷
鋪
）
、
監
督
手
下
的
工
作
、
協
助
並
指
導
他
們
解
決
難
題
、
確
保
內
文
精
確

無
誤
（
這
點
最
是
重
要
）
。
一
般
情
況
下
，
印
刷
商
得
親
自
從
事
校
樣
訂
正
，
而
這
件
差
事
，
只
有
他
的
家
中

成
員
，
有
資
格
從
旁
協
助
。
光
有
一
等
一
的
印
刷
技
術
還
不
夠
，
紮
實
的
拉
丁
文
根
基
亦
不
可
或
缺
。
他
們
多

半
繼
承
父
親
衣
僻
，
年
幼
學
文
，
直
到
十
五
、
六
歲
轉
往
父
親
或
友
人
的
印
刷
鋪
幫
忙
，
以
便
吸
收
打
印
、
組

版
的
各
種
相
關
知
識
。

要
持
續
贏
得
出
版
商
的
訂
單
，
又
要
尋
覓
新
的
工
作
機
會
好
讓
印
刷
機
不
開
置
，
印
刷
商
自
然
必
須
平
均

分
配
工
作
、
嚴
密
監
督
工
匠
的
產
量
，
並
永
遠
以
戰
戰
兢
兢
的
態
度
，
在
不
容
耽
誤
的
時
限
之
前
完
成
校
樣
訂

正
的
苦
差
事
，
印
刷
工
作
才
不
致
中
斷
。
身
為
印
刷
鋪
老
闊
，
絕
對
不
會
閒
閒
沒
事
做
﹔
那
些
兼
任
書
商
、
把

店
面
開
在
印
書
鋪
附
近
的
人
，
其
忙
祿
程
度
更
是
不
在
話
下
。
要
是
獲
利
足
夠
，
籌
資
又
不
成
問
題
，
他
便
親

自
出
版
書
籍
（
有
時
他
會
與
其
他
書
商
合
夥
’
降
低
出
版
成
本
的
負
擔
，
兩
者
共
草
利
潤
、
共
承
風
險
，
並
各

自
負
責
一
部
分
書
籍
的
經
銷
）
。
透
過
這
種
方
式
，
印
刷
鋪
老
間
也有
機
會
一
躍
成
為
重
要
的
出
版
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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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商
經
管
的
事
業
，
跟
出
版
商
的
同
樣
複
雜
。
多
數
例
子
裡
’
這
種
人
或
多
或
少
地
扮
演
出
版
商
的
角

色
，
並
投
資
印
書
工
作
。
哪
些
文
本
需
要
修
編
由
他
決
定
，
與
作
者
的
協
商
由
他
出
面
（
如
果
出
版
的
是
一
本

新
書
）
，
印
刷
用
的
紙
張
由
他
採
購
（
在
當
年
這
可
不
是
印
刷
商
的
責
任
）
，
印
刷
商
的
遴
選
與
作
業
的
監
督
更

是
非
他
不
可
。
更
重
要
的
是
，
他
所
出
版
的
書
，
得
由
他
自
己
壁畫
經
銷
事
宜
，
並
確
保
客
戶
想
要
的
書
籍
在

自
己
的
書
店
裡
庫
存
充
足
。
基
於
此
，
他
必
須
不
論
遠
近
，
在
各
地
都
有
門
路
、
運
用
複
雜
的
會
計
系
統
了
解

他
人
寄
賣
書
籍
的
市
況
如
何
、
遵
照
已
知
的
顧
客
喜
好
而
陳
售
不
同
的
書
。
他
還
要
有
寫
再
多
信
也
不
厭
倦
的

功
力
。
有
些
時
候
，
光
是
一
天
裡
就
有
十
來
封
信
等
著
他
去
寫
，
偏
偏
能
幫
他
的
人
又
很
少
﹔
再
大
的
出
版
事

業
，
文
書
人
員
亦
不
過
兩
三
個
。
至
於
這
些
文
書
人
員
，
除
了
辦
理
書
籍
配
銷
各
地
的
託
運
，
還
要
檢
查
書
店

裡
的
進
貨
是
否
無
誤
﹔
別
忘
了
，
甫
印
成
的
書
，
在
當
時
都
是
不
加
裝
訂
、
整
疊
細
綁
後
逕
行
出
貨
的
，
檢
查

起
來
自
然
棘
手
。

通
常
，
光
憑
商
業
書
信
不
足
以
將
複
雜
的
生
意
給
談
成
，
到
外
地
洽
公
仍
是
必
要
的
。
較
大
的
出
版
社
，

經
營
者
或
可
委
託
助
手
、
親
戚
出
馬
，
再
不
成
也
可
聘
請
指
客
代
勞
。
在
那
個
家
族
事
業
隨
處
可
見
的
年
代

裡
’
業
主
常
把
談
生
意
的
工
作
交
給
未
來
的
繼
承
人
去
辦
二
如
自
己
年
輕
時
足
跡
踏
遍
各
地
。
繼
承
人
可
以

是
親
兒
子
、
年
幼
的
弟
弟
或
踴
控
晚
輩
﹔
他
們
的
任
務
，
便
是
在
書
商
群
眾
的
大
市
集
，
或
客
戶
的
面
前
，
代

表
家
中
長
者
。
是
以
這
些
小
開
經
常
為
了
生
意
往
返
全
歐
。

羅
倫
﹒
阿
尼
松
從
事
出
版
，
在
十
七
世
紀
的
里
昂
獨
領
風
騷
。
以
下
這
封
信
，
是
他
在
三
八
七
0
年
，
寫

給
某
個
兒
子
的
家
書
，
除
了
語
語
教
誨
，
也
提
醒
他
在
洽
公
途
經
德
國
、
法
蘭
德
斯
之
際
，
身
為
賣
書
的
商

人
，
有
哪
些
事
情
該
做
憫
。
全
文
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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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親
愛
的
兒
.. 

若
不
是
故
到
你
從
阿
姆
斯
特
丹
寄
來
的
信
，
我
還
以
為
你
在
法
蘭
克
福
到
安
特
衛
普
這
段

，
中
途
沒

有
停
下
來
。
路
過
科
隆
之
時
，
你
沒
有
拜
訪
任
何
人
，
可
惜
了
這
座
城
鎮

.. 
比
起
你
這
趟
經
過
的
其
他
地

方
，
那
裡
哄
人
交
易
或
採
購
的
書
本
可
要
充
裕
得
多
。
阿
姆
斯
特
丹
的
那
封
信
，
你
輕
描
淡
寫
，
說
什
麼

接
下
一
份
十
五
天
裡
做
不
完
的
工
作
，
卻
不
告
知
工
作
是
什
麼
。
在
瓦
茲
堡
與
其
他
的
阿
姆
斯
特
丹
書
商

那
邊
，
結
果
如
何
你
也
不
講
，
更
別
說
你
後
來
造
訪
的
地
方
。
十
七
日
，
你
從
安
特
衛
普
寫
來
的
信
，
亂

七
八
糟
，
哪
裡
像
從
教
堂
出
來
之
後
寫
的
，
簡
直
是
洒
後
胡
誨
。
信
裡
講
的
沒
一
件
正
事

.. 
唯
一
的
例

外
，
是
你
抱
怨
巴
塞
爾
的
庫
尼
格
先
生
，
沒
有
履
行
你
與
他
兒
子
協
議
的
以
物
易
物
。
當
初
若
由
兩
方
共

擬
草
約
，
他
就
沒
法
食
言
了
。
至
於
祁
能
先
生
，
用
法
律
威
脅
他
是
一
回
事
，
好
言
相
勸
讓
他
首
肯
又
是

另
一
回
事
4

，
兩
者
可
是
天
差
地
遠
。

默
修
斯
先
生
那
邊
，
你
說
他
手
上
的
柯
內
盧
已
經
缺
貨
，
叫
他
再
調

7
些
，
還
說
什
麼
柯
內
虛
的
權

利
非
得
讓
他
分
一
杯
羹
，
才
能
用
幾
本
波
那
西
納
跟
他
換
書
，
而
這
正
是
你
的
打
算
。
我
壓
根
聽
不
懂
你

在
講
什
麼
。
帕
拉
維
西
尼
的
四
開
本
《
議
會
史
》
不
能
接
.. 
這
種
書
不
適
合
我
們
來
賣
。
很
早
之
前
我
們

就
知
道
，
法
蘭
德
斯
與
荷
蘭
的
印
刷
商
，
索
價
過
高
，
對
我
們
不
利
，
這
是
因
為
他
們
老
惦
著
我
們
以
前

的
價
錢
﹔
不
接
受
調
價
的
人
，
後
果
自
行

負
責

。
根
據
你
的
說
法
，
你
對
哈
奇
亞
還
以
顏
色
，
是
在
你
離

開
之
後
﹔
誰
教
你
這
麼
做
的
呢
？
你
應
該
當
場
問
他
，
給
我
們
的
東
西
是
找
誰
託
運
，
法
國
這
邊
的
收
件

人
又
是
誰
，
聽
他
的
說
詞
。
至
於
我
們
寄
給
他
的
那
一
批
，
應
當
包
括
學
價
二
十
二
塊
一
毛
的
《
卡
利
庇

諾
詞
典
》
三
本
，
以
及
一
本
五
十
塊
的
伽
桑
迪
作
品
。
這
些
都
是
奇
貨
可
居
，
我
們
開
價
自
然
比
以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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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
，
除
非
能
用
一
冊
書
換
得
另
一
本
值
錢
貨

.. 
這
你
可
得
學
起
來
。
給
他
的
這
批
書
不
包
括
卡
斯
提
羅

.. 

我
指
的
是
哈
奇
亞
。

帕
定
先
生
的
事
情
，

實
則
無
關
宏
匕
曰
：
至
於
斯
波
曼
努
的
問
題
我
會
再
查
。
關
於
詞
典
類
書
籍
，
你

不
妨
把
自
己
知
道
的
都
告
訴
佩
本
柏
，
就
說
迄
今
已
有
許
多
更
重
要
的
增
補
內
容
問
世
，
我
正
遭
人
一
種

一
種
抄
下
來
寄
給
我
。
倒
是
你
的
來
信
，
頭
不
連
中
、
中
不
連
尾
.. 
你
究
竟
要
我
看
出
些
什
麼
意
思
？

你
寄
自
法
蘭
克
福
的
，
我
統
統
收
到
了
。
東
西
都
完
好
，
只
有
一
件
包
里
例
外
。
我
們
欠
缺
的
，
其

實
是
容
易
取
得
的
一
般
書
籍
﹔
這
種
書
對
我
們
的
生
意
最
有
幫
助
。
你
寄
來
五
十
本
的
《
解
憂
集
》
第
二

卷
（
十
二
開
本
）
，
但
其
實
十
二
本
已
經
足
夠
.. 
至
於
四
開
本
的
曼
儒
斯
《
聖
詠
集
》
注
記
，
只
需
三
到

四
本
，
你
卻
寄
了
十
二
本
。
到
頭
來
你
還
是
得
明
白
，
這
樣
一
趟
旅
行
，
所

費
不
賀

，
一
定
要
善
加
利

用
，
不
可
像
你
這
般
走
馬
看
花

.. 
你
若
是
念
及
自
己
途
經
的
城
鎮
裡
’
有
這
麼
多
書
商
可
以
接
頭
，
想
必

不
會
如
此
。
相
信
我
，
該
改
的
還
是
要
改
。
保
重
。

這
封
信
相
當
典
型
，
也
讓
我
們
清
楚
知
道
，
書
商
在
治
公
旅
行
當
中
，
有
哪
些
事
情
非
辦
不
可
，
以
及
他

們
遊
走
於
歐
洲
各
地
、
親
自
敲
定
生
意
的
必
要
性
。
這
樣
的
旅
行
，
是
大
型
出
版
商
的
基
本
業
務
。
信
中
這
位

羅
倫
﹒
阿
尼
松
的
兒
子
，
除
了
造
訪
巴
塞
爾
、
科
陸
、
法
蘭
克
福
、
安
特
衛
普
，
還
去
過
西
班
牙
、
義
大
利
？

永
遠
愛
你
的
父
親

一
六
七
0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
里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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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處
一
鎮
的
書
商
與
印
刷
商
，
彼
此
密
切
聯
繫
’
是
再
自
然
也
不
過
的
事
了
。
他
們
互
相
會
面
，
討
論
生

意
、
交
換
新
訊
息
、
扶
助
不
順
遂
的
同
業
，
並
在
宗
教
節
日
裡
一
同
祈
禱
、
慶
祝
﹔
尤
其
是
他
們
的
主
保
聖

人
，
聖
若
望
宗
徒
（
福
音
作
者
聖
約
翰
）
的
節
日
。
印
刷
術
發
明
之
前
，
彩
飾
師
傅
、
裝
訂
工
與
書
商
，
業
已

組
織
行
會
﹔
而
基
於
同
樣
的
理
由
，
後
來
的
印
刷
商
、
書
商
與
出
版
商
，
也
加
入
此
一
陣
容
。
成
立
於
一
四
。

一
年
的
聖
若
望
宗
徒
行
會
，
在
巴
黎
尤
其
活
躍
，
直
到
十
八
世
紀
末
。
印
刷
商
與
書
商
，
每
年
有
兩
次
大
慶

典
，
除
了
十
二
月
二
十
七
日
的
聖
若
望
宗
徒
節
，
俏
有
五
月
六
日
的
聖
若
望
殉
教
節
﹔
這
兩
天
的
彌
撒
與
其
他

隆
重
儀
式
結
束
後
，
多
半
還
有
宴
會
。
至
於
每
周
日
的
行
會
彌
撒
’
不
在
話
下
。
行
會
成
員
的
會
費
與
募
得
款

項
，
除
了
支
應
種
種
開
銷
外
，
更
設
立
行
善
基
金
惕
。

原
則
上
，
同
一
行
業
的
所
有
從
業
人
員
，
包
括
印
刷
鋪
老
闆
、
師
傅
與
學
徒
，
理
應
團
結
於
間
一
行
會
之

下
。
然
而
實
際
上
，
加
入
行
會
的
只
有
老
闆
﹔
師
傅
寧
可
另
組
聯
誼
會
，
並
發
展
成
抵
抗
中
心
、
與
資
方
對

立
，
一
如
前
述
。
說
穿
了
，
十
六
世
紀
下
半
與
十
七
世
紀
，
歐
洲
各
地
相
繼
設
立
的
書
商
、
印
刷
商
協
會
，
泰

半
是
為
了
打
壓
印
刷
匠
的
抗
爭
。
在
那
之
前
，
與
書
籍
生
意
相
關
的
行
業
，
倒
是
頗
為
自
由
。
長
期
以
來
，
他

們
只
順
從
大
學
的
規
範
（
此
係
承
襲
手
抄
本
時
代
的
傳
統
）
﹔
開
業
城
鎮
附
近
若
無
大
學
，
就
更
無
約
束
可

言
。
約
莫
到
十
六
世
紀
中
葉
，
歐
洲
社
會
一
片
均
富
局
面
，
自
由
的
情
況
依
舊
。
而
後
經
濟
陷
入
困
頓
，
引
發

印
刷
師
傅
的
罷
工
與
抗
爭
（
前
面
已
經
強
調
過
其
規
模
）
，
相
關
訴
訟隨
之
激
增
，
迫
使
政
府
開
始
插
手
，
業

界
也
衍
生
出
複
雜
的
行
規
，
印
刷
商
旋
即
群
起
結
吐
，
並
授
權
部
分
成
員
代
表
自
己
出
庭
。
很
快
地
，
工
作
機

會
的
匿
乏
，
迫
使
他
們
聯
合
起
來
，
禁
止
新
人
投
入
這
個
行
業
﹔
而
失
業
導
致
的
盜
印
書
橫
行
，
也
驅
使
他
們

定
期
聚
會
，
試
圖
解
決
業
界
困
境
。
想
當
然
耳
，
如
此
發
展
對
當
權
者
來
說
很
是
受
用
﹔
生
意
難
做
，
業
者
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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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組
織
各
種
團
體
，
使
得
政
治
上
的
管
理
更
易
遂
行
，
政
府
對
出
版
業
的
監
控
遂
日
益
強
大
，
還
能
藉
此
防
堵

「
妖
言
惑
眾
」
的
書
本
問
世
。

如
此
一
來
，
一
五
四
八
年
的
威
尼
斯
、
一
五
五
七
年
的
倫
敦
、
一
五
七

0
年
的
巴
黎
，
以
及
同
時
期
所
有

的
歐
洲
大
城
市
（
可
能
只
有
荷
蘭
例
外
）
，
出
版
同
業
公
會
紛
紛
獲
得
特
許
權
利
，
領
導
者
也
被
授
予
公
會
會

長
、
理
事
長
等
頭
銜
，
得
以
執
行
日
趨
嚴
格
的
行
規
。
印
刷
鋪
老
闆
、
書
商
（
偶
爾
還
包
括
裝
訂
商
）
定
期
集

會
，
為
規
範
執
業
行
為
而
協
商
。
若
有
雜
貨
商
撈
過
界
、
做
起

書
本
零
售
生
意
，
公
會
馬
上
採
取
行
動
。
若
有

人
膽
敢
私
售
禁
書
，
政
府
立
刻
就
會
要
求
會
長
公
布
違
紀
者
身
分
。
就
連
某
鎮
的
書
商
發
現
自
己
印
製
的
書
本

被
外
地
同
業
盜
印
，
公
會
亦
會
幫
忙
出
頭
，
。
要
是
有
特
定
書
商
獲
得
過
多
的
特
權
呢
？
同
業
的
陳
情
或
申
訴
，

可
在
公
會
的
會
議
上
進
行
。
此
外
，
同
個
城
鎮
的
書
商
，
同
意
單
一
著
作
不
得
由
兩
家
以
上
業
者
印
製
不
同
版

本
，
而
攜
手
抗
告
侵
害
一
己
權
益
的
外
地
書
商
，
也
是
透
過
公
會
會
議
而
定
案
。

圖
書
圓
的
小
世
界
裡
，
同
業
競
爭
無
疑
是
激
烈
的
﹔
在
大
城
市
開
業
的
，
還
有
派
系
之
別
。
偶
爾
，
印
刷

商
甚
至
會
沉
渣
一
氣
，
合
力
對
抗
與
自
己
隸
屬
同
一
組
織
的
書
商
。
野
心
勃
勃
、
總
是
想
著
宰
制
公
會
的
大
型

出
版
商
，
也
會
遭
遇
較
小
印
刷
商
、
書
商
的
聯
合
拒
斥
。
單
一
組
織
內
，
或
有
書
商
針
對
特
定
議
題
結
黨
﹔
這

多
半
是
衝
著
他
們
眼
中
坐
車
過
多
特
權
的
其
他
組
織
成
員
而
來
。
遴
選
出
版
同
業
公
會
議
庭
的
成
員
，
尤
其
容

易
造
成
反
目
﹔
某
些
國
家
，
如
法
國
，
甚
至
干
涉
選
舉
，
力
挺
富
商
出
線
，
只
因
為
官
方
認
為
他
們
比
較
守
法

守
分
。
仲
裁
糾
紛
、
避
免
組
織
分
裂
，
權
充
調
人
、
維
繫
政
商
和
諧
，
是
出
版
同
業
公
會
會
長
的
職
責
﹔
這
不

僅
需
要
圓
融
的
手
腕
，
亦
取
決
於
會
長
與
官
員
，
私
交
的
好
壞
。
若
問
題
涉
及
敏
感
的
圖
書
檢
查
，
則
會
長
的
角

色
便
更
是
關
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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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這
樣
的
環
境
之
下
，
書
商
、
印
刷
商
的
社
會
地
位
，
便
高
低
有
別
，
差
異
甚
大

。

無
庸
置
疑
地
，
這
個

行
業
的
本
質
，
賦
予
他
們
若
干
聲
望
，
尤
其
是
十
六
世
紀
。
他
們
若
開
業
於
大
學
城
，
即
成
為
大
學
不
可
或
缺

的
「
附
設
單
位
」
，
在
身
分
晉
升
的
過
程
中
、
儀
式
慶
典
的
場
合
裡
’
享
有
僅
次
於
教
授
與
學
生
的
高
位

。
縱

有
榮
銜
如
斯
，
他
們
和
鎮
上
其
他
的
中
產
階
級
，
幾
無
差
別
。
他
們
的
兒
女
多
與
財
力
相
當
的
商
人
子
弟
成

婚
﹔
最
有
錢
的
書
商
，
常
與
金
匠
聯
姻
，
地
位
稍
遜
者
則
跟
雜
貨
商
、
製
燭匠
、
酒
商
結
親
家
。
在
巴
黎
，
出

版
古
希
臘
羅
馬
經
典
的
宮
廷
書
商
，
其
姻
親
常
是
鄰
宅
的
店
東
、
食
品
商
或
亞
麻
布
販
。
此
間
的
討
價
還
價
至

為
重
要
，
關
鍵
在
於
嫁
妝
、
聘
禮
的
多
寡
，
以
及
聯
姻
雙
方
的
財
力
是
否
門
當
戶
對。

有
時
候
，
事
業
極
大
、
財
力
傲
人
的
書
商
，
足
以
擠
身
市
民
的
最
高
階
級
。
在
巴
黎
、
里
昂
，
許
多
這
樣

的
富
商
甚
至
成
為
地
方
的
父
母
官
。
可
以
想
見
，
書
商
一
旦
賺
了
錢
，
都
會
期
待
有
朝
一
日
謀
得
一
官
半
職
，

好
讓
子
女
的
社
會
階
級
更
上
層
樓
﹔
這
意
味
下
一
代
不
再
需
要
幫
書
維
生
，
至
少
在
法
國
是
如
此
。
其
他
地
方

的
情
況
則
又
未
必.. 
例
如
摩
雷
特
斯
家
族
，
晉
爵
之
後
依
然
經
營
印
刷
。
在
義
大
利
與
低
地
諸
國
，
也
有
發
跡

的
書
商
轉
戰
金
融
業
﹔
來
自
里
昂
的
于
圭
坦
家
族
避
居
荷
蘭
後
，
有
人
獲
封
為
巴
拉
T
公
爵
（
掌
管
宮
廷
庶
務

或
君
主
法
庭
的
貴
族
）
，
有
人
變
身
為
銀
行
家
喲
。
這
些
當
然
是
特
例
。
歐
洲
各
地
更
常
見
的
情
況
，
還
是
委

身
出
版
業
之
後
，
代
代
相
傳
。
十
六
至
十
八
世
紀
期
間
，
德
圖
爾
恩
家
族
先
在
里
昂
入
行
，
而
後
轉
往
日
內

瓦
，
最
後
又
回
到
里
昂
仰
。
巴
爾
布
家
族
的
情
況
類
似.. 
從
十
六
到
十
九
世
紀
，
在
里
昂
、
利
摩
日
、
巴
黎
等

地
二
代
一
代
承
襲
祖
業
咽
。
十
七
、
十
八
世
紀
的
德
斯
波
底
家
族
亦
不
例
外
，
先
後
在
法
國
的
索
米
爾
與
荷

蘭
，
薪
火
相
傳
。
這
種
橫
跨
數
世
紀
的
商
賈
世
家
，
在
出
版
業
裡
形
成
一
個
封
閉
的
小
天
地
，
以
他
們
獨
有
的

觀
點
經
商
處
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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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
商
、
書
商
，
賣
書
營
生
，
置
身
書
海
，
又
成
天
接
觸
文
士
、
知
識
份
子
、
神
學
家
、
讀
書
人
與
涵
養

較
佳
的
群
眾
（
即
所
有
能
讀
能
寫
之
人
）
，
自
然
對
知
識
懷
抱
興
趣
，
一
如
他
們
熱
中
於
買
賣
﹔
但
求
以
更
賺

錢
的
方
式
經
營
事
業
，
此
外
無
他
。

有
些
時
候
，
作
家
也
會
變
成
印
刷
商
，
監
印
自
己
的
作
品
，
避
免
漏
誤
、
確
保
成
品
美
觀
，
甚
至
指
導
書

籍
經
銷
，
直
接
影
響
閱
讀
大
眾
﹔
這
可
是
眾
多
知
識
份
子
共
同
的
癡
心
妄
想
，
古
今
皆
然
。
尤
其
在
智
識
陷
入

危
機
、
道
德
興
起
論
戰
之
時
，
異
議
文
本
大
行
其
道
，
更
有
許
多
文
人
恨
不
得
自
己
就
是
出
版
商
。
就
知
識
份

子
而
言
，
此
種
意
圖
主
導
輿
論
的
行
為
，
在
十
六
世
紀
初
影
響
力
最
強

.. 
在
這
個
獨
尊
古
文
學
研
究
的
時
期

裡
’
印
刷
的
主
要
任
務
，
在
於
傳
播
純
正
的
古
代
經
典
。
當
時
有
許
多
學
者
、
作
家
，
替
出
版
商
校
對
典
籍
，

或
改
行
印
書
、
販
書
。
他
們
是
行
動
頓
的
人
文
主
義
者
，
處
於
生
活
水
平
相
對
優
涯
的
時
代
，
在
識
才
的
出
版

商
或
金
主
奧
援
下
，
成
功
地
以
書
本
復
興
了
人
文
思
維
，
風
行
而
草
值
。
以
下
介
紹
的
便
是
這
群
人
。

阿
默
巴
赫
咽
，
屬
於
最
早
期
的
人
文
主
義
印
刷
商
。
他
出
生
於
一
四
三
四
年
前
後
（
約
莫
是
古
騰
堡
在
史

特
拉
斯
堡
著
手
實
驗
之
時
）
的
魯
特
林
根
，
起
初
遊
學
巴
黎
，
師
事
同
為
日
耳
曼
人
的
海
恩
林.. 
索
邦
校
區

裡
，
法
國
史
上
第
一
部
印
刷
機
，
便
與
他
的
這
位
恩
師
關
係
密
切
。
海
恩
林
並
對
他
傳
授
司
各
托
的
思
想
。
他

在
稍
後
成
為
文
學
碩
士
，
效
力
於
紐
倫
堡
的
大
出
版
家
柯
貝
格
.. 
此
時
，
這
位
年
輕
的
知
識
份
子
發
現
，
經
典

文
本
的
真
知
灼
見
，
可
以
透
過
印
刷
，
正
確
無
誤
地
傳
布
、
倡
導
。
大
約
在
一
四
七
五
年
，
可
能
是
在
柯
員
格

的
幫
忙
之
下
，
阿
默
巴
赫
於
巴
塞
爾
開
業
，
專
門
出
版
當
時
所
能
蒐
羅
到
最
完
好
的
基
督
教
教
父
作
品
，
並
終

三
、
從
人
文
主
義
印
刷
商
到
啟
蒙
時
期
書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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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二
生
堅
守
此
志
。
他
先
在
一
四
九二
年
出
版
了
聖
安
博
的
著
作
，
一
五O
六
年
出
版
聖
奧
古
斯
丁
，
而
後又

與
伊
拉
斯
讀
斯
合
作
，
專
門
出
版
聖
哲
羅
姆
。
同
期
的
德
國
大
哲
，
也
為
他
整
理
各
式
手
抄
本

：
諸
如
學
界
俊

彥
雷
納
魯
斯
，
與
羅
伊
希
林
等
。
前
者
為
了
替
他
校
稿
而
取
消
義
大
利
之
行
，
後
者
為
了
與
他
共
事
而
在
一
五

－
0
年
搬
進
他
家
裡
。
在
當
時
的
印
刷
商
與
人
文
主
義
者
中
，
阿
默
巴
赫
的
地
位
有
多
不
凡
？
看
看
歐
洲
各
地

人
士
寄
給
他
的
信
，
就
能
窺
見
三
了
這
些
信
件
來
自
科
陸
、
巴
黎
、
迪
技
、
史
特
拉
斯
堡
、
多
勒

、
紐
倫

堡
、
施
派
爾
、
倫
敦
、
法
蘭
克
福
、
弗
萊
堡
、
伯
恩
、
色
列
斯
達
、
圍
賓
根
、
海
德
堡
等
地
。
與
他
通
信
的
印

刷
同
業
，
有
些
長
期
印
書
，
有
些
則
偶
一
為
之
﹔
他
們
包
括
柯
貝
格
，
史
特
拉
斯
堡
的
路
許
，
於

一
四
八
八
至

一
四
九
二
年
間
歷
居
貝
桑
松
、
多
勒
、
迪
茂
的
流
浪
印
刷
匠
皮
耶
﹒
梅
特
林
傑
’
康
斯
坦
夜
的
胡
魯
斯
（
一
四

七
五
、
一
四
八
0
年
，
此
君
分
別
在
巴
塞
隆
納
與
薩
拉
哥
薩
去
函
阿
默
巴
赫
）
、
海
恩
林
、
亞
當
﹒
佩
特
里
的

娃
子
若
翰
、
曼
特
林
的
外
孫
尚
﹒
修
特
等
。
另
有
信
件
來
自
神
學
家
與
人
文
主
義
者
，
聲
名
卓
著
的
包
括
了
十

六
世
紀
的
戴
塔
普
勒
、
羅
伊
希
林
、
杜
勒
﹔
籍
籍
無
名
的
也
有
溫
斐
林
、
布
蘭
德
、
法
學
專
家
察
瑟
斯

、

地
理

學
家
特
里
泰
姆
與
其
他
。

阿
默
巴
赫
不
僅
對
工
作
執
著
，
政
改
不
倦
地
發
行
書
籍
，
也
是
名
副
其
實
的
一
家
之
主
。
他
把
布
魯
諾
、

巴
席
爾
兩
個
兒
子
送
往
巴
黎
的
利
雪
學
院
就
讀
，
並
定
期
寫
信
給
他
們
，
揭
示
多
不
勝
數
的
為
人
處
世
之
道
。

在
這
些
家
書
裡
，
當
時
經
院
學
者
間
的
唇
槍
舌
戰
，
以
及
巴
塞
爾
市
民
在
巴
黎
的
起
居
、
活
動
，
躍
然
紙
上
。

身
為
父
親
，
他
不
斷
警
告
兩
個
兒
子
，
巴
黎
是
個
危
險
的
地
方
。
他
忠
於
自
己
所
受
的
教
育
，
在
古
今
思
潮
的

論
戰
上
，
站
在
希
臘
羅
馬
思
想
那
一
方
，
是
以
要
求
兩
人
遵
從
司
各
托
（
而
非
奧
坎
）
的
教
誨
。
在
經
商
、
獻

身
出
版
之
外
，
他
仍
然
關
心
其
他
更
加
切
身
的
問
題
，
敦
促
兩
個
兒
子
避
開
壞
朋
友

、
每
天
記
帳
、
不
得
奢
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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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
費
，
其
家
訓
的
主
旨
是
：
「
人
求
生
存
才
吃
喝
，
莫
貪
酒
食
而
苟
活
。
」
自
始
至
終
，
阿
默
巴
赫
不
會
忘
卻

事
業
的
傳
承
與
諸
教
父
的
遺
訓
，
在
兩
子
學
成
回
鄉
後
領
他
們
投
入
聖
哲
羅
姆
鉅
著
的
出
版
，
並
聘
請
知
名
的

道
明
會
修
士
（
或
稱
多
米
尼
克
會
士
）
，
即
來
自
紐
倫
堡
的
庫
恩
，
擔
任
家
庭
導
師
。
他
的
助
手
還
包
括
他
最

聰
慧
的
么
子
波
尼
法
﹒

阿
默
巴
赫
﹔

此
君
後
來
替
富
羅
本
（
阿
默
巴
赫
事
業
繼
承
者
）
校
稿
，
並
擔
任
伊
拉
斯

誤
斯
的
出
版
商
，
甚
至
受
託
處
理
伊
氏
身
後
之
事
。

阿
默
巴
赫
的
目
標
，
在
將
諸
教
父
的
著
作
，
正
確
無
誤
地
印
行
。
同
為
人
文

主
義
出
版
商
的
義
大
利
人
阿

爾
都
斯
，
則
以
發
行
正
確
版
本
的
新
編
希
臘
羅
馬
經
典
為
職
志
，
意
圖
爭
取
更
廣
大
的
讀
者
。
阿
爾
都
斯
柳
同

樣
受
過
高
等
教
育
，
甚
至
當
過
教
授
﹔
此
君
轉
行
投
入
印
刷
業
的
動
機
，
非
常
值
得
在
此
一
提
。
他
出
生
於
瑟

摩
內
他
，
鄰
近
教
皇
圓
的
韋
萊
特
里
區
，
時
間
大
約
在
一
四
四
九
到

一
四
五
四
年
間
。
阿
爾
都
斯

早
年
的
老

師
，
盡
屬
傳
統
澈
。
換
句
話
說
，
維
伊
度
那
套
研
韻
不
絕
的
拉
T
文
法
，
他
了
然
於
胸
﹔
如
此
經
歷
，
激
勵
他

撰
寫
一
部
條
理
分
明
的
文
法
手
冊
，
並
自
力
出
版
。
而
後
他
負
笈
羅
馬
，
在
維
洛
納
的
賈
斯
柏
以
及
卡
德
利
諾

兩
位
名
師
門
下
完
成
拉
T
文
教
育
，
其
後
又
前
往
費
拉
拿
，
在
希
臘
學
大
家
瓜
里
尼
鬥
下
修
習
希
臘
文
。
學
成

後
，
阿
爾
都
斯
執
起
教
鞭
，
並
傳
授
文
采
較
佳
的
希
臘
羅
馬
文
人
作
品
，
其
門
生
包
括
佛
羅
倫
斯
的
銀
行
家
史

特
羅
齊
，
與
親
王
之
子
皮
科
等

.. 

由
於
坊
間
古
書
良
剪
不
齊
，
此
時
的
他
，
想
必
感
慨
於
合
宣
教
材
的
匿
乏

。

在
威
尼
斯
與
費
拉
拿
公
爵
德
埃
斯
特
爆
發
戰
爭
之
際
，
阿
爾
都
斯
避
居
於
他
的
鬥
生
皮
科
家
中
，
此
時
皮
科
正

著
手
撰
寫
其
代
表
作
﹔
他
則
滯
留
米
蘭
多
拉
，
接
受
對
方
長
達
兩
年
的
慷
慨
款
待
。
在
這
段
時
間
裡
，
他
與
來

自
克
里
特
島
的
學
者
阿
德
拉
麥
鐵
諾
交
好
，
和
波
利
奇
亞
諾
通
信
，
且
兼
任
皮
科
兩
位
娃
子
，
里
歐
納
多
與
亞

伯
多
﹒
皮
歐
的
家
教
﹔
他
使
用
希
臘
文
教
學
的
比
重
，
與
使
用
拉
丁
文
一
樣
多
。
自
從
一
四
五
三
年
君
士
坦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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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
陷
落
，
許
多
希
臘
學
者
流
亡
義
大
利
﹔
阿
爾
都
斯
見
狀
，
便
起
了
創
立
印
刷
社
的
念
頭
，
打
算
請
皮
科
出

資
，
專
事
希
臘
文
出
版
。
他
選
擇
在
威
尼
斯
開
業
，
係
因
當
地
有
許
多
的
流
亡
學
者
落
腳
，
印
刷
商
、
書
商
更

是
眾
多
，
此
外
與
各
地
的
交
流
聯
絡
也
很
方
便
。
他
起
用
的
校
對
者
、
排
字
工
，
可
能
就
是
克
里
特
島
難
民

中
，
曾
經
擔
任
抄
膳
工
作
者
。
如
願
創
業
後
，
他
旋
即
出
版
一
本
附
有
拉
T
譯
文
的
穆
賽
厄
斯
詩
集
、
一
部

《
聖
詠
集γ
並
在
《
高
盧
人
較
勁
》
的
前
言
裡
插
敘
他
宏
大
的
出
版
計
畫
。
一
四
九
四
年
，
他
為
拉
斯
卡
里
斯

的
希
臘
文
法
書
出
版
拉
丁
譯
本
，
並
於
接
下
來
的
兩
年
裡
發
行
由
加
薩
主
筆
的
亞
里
斯
多
德《哲
學
工
真
》
、

文
法
學
家
注
釋
的
希
臘
文
文
法
書
，
與
數
篇
式
奧
克
里
托
斯
的
田
園
詩
。
他
出
版
的
第
一
本
拉T文
著
作
，
在

這
個
時
候
才
問
世
，
即
本
博
的
《
埃
特
納
記
》
﹔
此
後
，
每
年
皆
印
行
數
本
令
人
讚
賞
的
拉T
或
希
臘
經
典
，

後
者
尤
是
一
絕
。
其
中
最
為
不
朽
的
出
版
品
，
當
推
一
系
列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文
集
。
他
委
人
刻
鑄
一
套
極
盡
優

雅
能
事
的
希
臘
字
母
，
就
是
為
了
這
部
文
集
﹔
基
於
同
樣
的
目
的
，
他
還
結
交
義
大
利
，
乃
至
於
歐
洲
各
地
，

尤
其
是
專
攻
希
臘
文
化
的
頂
尖
學
者
。
憑
藉
這
種
努
力
，
卡
爾
皮
兩
位
小
王
儲
（
即
前
述
皮
科
的
兩
位
娃
兒
）

的
專
屬
私
塾
，
遂
發
展
成
史
家
所
謂
的
阿
爾
都
斯
學
院
。
各
路
博
學
之
士
，
每
天
按
時
在
他
家
聚
會
，
商
議
哪

個
文
本
值
得
出
版
、
哪
冊
抄
本
可
以
採
信
。
與
會
者
不
乏
威
尼
斯
議
員
、
志
在
高
升
的
年
輕
教
士
、
教
授
、
醫

師
、
希
臘
學
者
。
舉
凡
詩
人
本
博
、
卡
爾
皮
王
儲
亞
伯
多
﹒
皮
歐
、
柏
查
尼
、
名
教
授
伊
格
那
佐
、
薩
買
利

科
、
後
來
的
樞
機
主
教
阿
林
卓
、
葛
哥
羅
普
魯
、
稍
後
官
拜
莫
內
巴
西
亞
總
主
教
的
克
里
特
人
穆
蘇
羅
、
伊
拉

斯
誤
斯
，
以
及
其
他
許
多
人
，
都
成
了
他
的
座
上
賓
客
。
很
快
地
，
阿
爾
都
斯
的
出
版
清
單
也
隨
之
擴
展
。
葛

利
佛
受
他
之
託
，
在
一
五
O
一
年
刻
鑄
一
套
全
新
字
體
，
即
所
謂
的
斜
體
字
﹔
他
以
這
套
活
字
印
製
自
己
在
出

版
事
業
的
代
表
作.. 
八
開
隨
身
版
叢
書
，
藉
此
推
廣
拉
T
文
經
典
與
義
大
利
文
詩
集
，
其
中
包
括
維
吉
爾
、
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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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斯
、
佩
脫
拉
克
、
但
T
、
奧
維
德
、
尤
維
納
利
斯
、
佩
爾
西
鳥
斯
、
斯
塔
提
鳥
斯
、
本
博
等
人
的
作
品
，
以

及
伊
拉
斯
讀
斯
的
《
鐵
言
〉
跟
薄
伽
丘
的
《
十
日
談丫
另
外
，
在
一
五
一
五
年
辭
世
前
，
他
還
替
許
多
古
書

發
行
了
史
上
最
旱
的
印
刷
版
本
，
光
是
古
希
臘
作
品
的
部
分
，
就
包
括
了
亞
里
斯
多
德
、
亞
里
斯
多
芬
、
修
斯

提
底
斯
、
索
福
克
勒
斯
、
希
羅
多
德
、
色
諾
芬
、
狄
摩
西
尼
、
埃
斯
基
涅
斯
，
以
及
柏
拉
圖
等
人
的
著
作
。

買
德
仙
也
是
人
文
主
義
印
刷
商
中
，
鶴
立
雞
群
的
一
位
。
他
是
法
蘭
德
斯
人
，
早
年
於
根
特

一
處
居
常
修

士
會
的
修
道
院
中
求
學
，
而
後
轉
往
魯
汶
完
成
基
本
學
業
。
他
曾
遠
赴
義
大
利
，
在
多
位
名
師
指
點
下
學
習
希

臘
文
，
並
於
費
拉
拿
拜
瓜
里
尼
為
師
。
此
後
他
還
在
曼
圓
亞
三
說
仍
在
費
拉
拿
）
投
入
老
買
羅
阿
都
門
下
﹔

這
位
先
生
的
作
品
，
日
後
印
製
出
書
，
在
歐
洲
各
地
大
為
風
行
，
可
說
是
當
時
鑽
研
古
希
臘
羅
馬
經
典
的
第
一

把
交
椅
。
從
事
印
刷
之
前
，
貝
德
已
有
學
者
之
名
，
在
義
大
利
學
成
後
，
先
後
於
瓦
倫
西
亞
、
里
昂
執
教
。
他

重
新
編
輯
了
老
員
羅
阿
都
的
《
演
說
集

γ
好
讓
自
己
的
學
生
能
像
親
聆
員
氏
講
學
一
般
，
深
入
認
識
古
代
大

哲
。
此
一
版
本
問
世
於
一
四
九
二
年
的
里
昂
，
是
參
酌
一
年
前
在
波
隆
納
發
行
的
舊
版
而
成
書
。
之
後
，
他
又

推
出
《
德
萃
集
》
與
泰
倫
斯
的
作
品
﹔
前
者
是
嚴
選
古
今
文
人
傑
作
的
精
華
錄
，
並
與
後
者
同
樣
加
上
評
注
。

印
刷
術
龐
大
的
影
響
力
，
員
德
很
早
就
有
領
會
。
他
所
編
選
的
作
品
，
皆
交
付
里
昂
的
大
出
版
家
特
雷
瑟
爾
發

行
，
兩
人
因
頻
繁
接
觸
，
愈
發
相
知
相
惜
。
特
雷
瑟
爾
並
委
託
頁
德
在
自
己
的
出
版
社
擔
任
要
職
，
除
了
手
抄

本
的
修
正
、
校
樣
的
審
訂
，
還
常
得
撰
寫
題
贈
書
函.. 
由
於
他
身
兼
教
職
重
擔
，
亦
令
其
無
暇
繼
續
個
人
的
著

述
。
不
過
，
對
這
樣
一
位
獻
身
學
術
的
人
文
主
義
者
來
說
，
能
以
一
己
之
理
念
，
引
領
全
里
昂
最
重
要
的
出
版

社
，
就
值
得
他
用
全
心
去
投
入
了
。
買
德
立
足
於
里
昂
人
文
主
義
社
群
的
核
心
位
置
，
並
以
一
封
封
的
題
贈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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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
在
文
壇
闖
出
名
號
。
當
時
他
年
紀
尚
輕
，
卻連
特
里
泰
姆
都
引
用
過
他
的
文
字
，
儼
然
是
教
會
事
務
的
名
作

家
。
他
於
一
四
九
七
年
前
往
巴
黎
，
贈
錄
一
冊
穆
斯
林
醫
學
家
阿
維
森
納
的
手
抄
本
，
因
此
結
識
了
瑪
內
夫
等

嚮
往
新
思
潮
的
巴
黎
學
者
與
印
刷
商
。
就
在
這
個
節
骨
眼
上
，
特
雷
瑟
爾
過
世7
﹔
買
德
雖
然
迎
娶
特
雷
瑟
爾

的
女
兒
，
卻
還
是
失
去
了
工
作
，
原
因
似
乎
是
與
舊
東
家
的
繼
承
人
不
合
。
此
後
他
遂
效
力
於
里
昂
其
他
的
印

刷
商
，
而
後
更
前
往
巴
黎
，
這
可
能
是
應
嘉
圭
因
之
邀
。
他
在
那
裡
遇
見
俏
﹒
佩
堤
﹔
這
位
舉
足
輕
重
的
印
刷

商
聘
雇
了
他
。
在
此
同
時
，
他
繼
續
遂
行
自
己
的
出
版
計
章
。
若
說
當
時
有
什
麼
人
獨
真
投
資
慧
眼
，
自
非

尚
﹒
佩
堤
莫
屬
﹔
此
君
資
助
貝
德
設
立
即
刷
鋪
的
經
過
，
前
面
已
經
提
過
于
當
上
印
刷
商
後
，
貝
德
除
了
替

佩
堤
印
書
，
也
與
佩
堤
合
作
出
版
，
或
自
行
出
版
。
不
多
時
，
他
的
住
所
成
為
巴
黎
人
文
主
義
者
與
遊
方
學
者

的
聚
會
所
。
被
他
呼
之
為
「
多
聞
者
」
或
「
得
力
助
手
」
的
友
人
，
包
括
戴
塔
普
勒
、
比
岱
、
達
內
斯
、
圖

桑
、
瓦
達
博
勒
、
德
伯
坎
、
人
稱
「
波
那
斯
柏
」
的
杜
樸
伊
、
雷
納
魯
斯
、
弗
朗
索
瓦
﹒
杜
布
瓦
等
人
。
其
與

伊
拉
斯
誤
斯
的
私
交
，
亦
不
在
話
下
﹔
他
甚
至
跟
阿
爾
都
斯
一
樣
，
終
因
理
念
與
伊
氏
鬧
翻
。
這
批
多
如
天
上

繁
星
的
學
者
，
令
他
的
工
作
容
易
許
多
，
他
們
不
但
會
把
最
值
得
出
版
的
手
抄
典
籍
通
報
給
他
，
有
時
還
在
旅

行
途
中
替
他
抄
贈
書
本
。
處
於
如
此
的
學
術
環
境
中
，
貝
德
的
個
人
志
業
得
以
繼
續
。
他
專
注
於
打
響
印
刷
鋪

在
文
藝
界
的
名
聲
，
印
製
成
品
主
要
為
希
臘
羅
馬
作
家
的
著
作
﹔
其
所
推
出
的
許
多
版
本
都
添
上
注
釋
，
且
每

個
新
版
本
都
比
舊
版
更
進
步
。
一
五
三
五
年
，
貝
德
與
世
長
辭
，
身
後
留
下
欣
欣
向
榮
的
事
業
，
由
女
婿
侯

貝
﹒
埃
蒂
安
納
克
紹
糞
裘
。

人
文
主
義
者
的
印
刷
事
業
王
朝
，
早
年
便
是
這
樣
建
立
的
。
其
中
較
為
著
名
的
家
族
，
除
了
威
尼
斯
的
阿

爾
都
斯
家
族
、
巴
黎
的
莫
雷
爾
家
族
和
瓦
斯
科
桑
家
族
，
尚
有
由
埃
蒂
安
納
家
族
、
德
柯
萊
與
買
德
協
力
打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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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後
者
的
經
營
者
全
是
維
阿
特
的
子
桐
，
或
與
她
有
姻
親
關
係
。
她
結
婚
三
次
，
先
是
下

嫁
達
米
安
﹒
希
曼
，
而
後
嫁
給
亨
利
﹒
埃
蒂
安
納
一
世
，
最
後
又
嫁
給
德
柯
萊
。
她
與
希
曼
育
有
數
女
，
其
中

一
人
嫁
給
梭
蒂
耶
，
兩
人
的
後
裔
直
到
十
七
世
紀
仍
以
販書
為
業
。
她
和
亨
利
﹒
埃
蒂
安
納
生
了
三
子
一
女
，

三
個
兒
子
都
從
事
印
刷
，
其
中
包
括
知
名
的
查
理
﹒
埃
蒂
安
納
﹔
查
理
除
了
同
時
精
通
醫
術
與
繪

畫
，
尚
有

《
法
蘭
西
路
輿
》
、
《
農
事
與
鄉
族
》
兩
書
與
解
訓
學
論
文
一
篇
傳
世
。
侯
貝
﹒
埃
蒂
安
納
一
世
，
同
樣
享
譽
印

刷
界
，
並
曾
編
印
多
個
版
本
的

《
聖
經
》
與
《
聖
經γ
譯
本
。
他
協
助
繼
父
德
柯
萊
經
營
印
刷
鋪
，
學
得
→
身

本
事
，
而
後
娶
了
買
德
精
通
拉
T
文
的
千
金
佩
蕾
特
，
在
校
對
工
作
上
得
益
不
少
。
外
國
學
者
遠
來
，
常
在
埃

蒂
安
納
家
中
小
住
，
其
府
上
就
連
孩
童

、
僕
從
，
也
都
能
隨
口
說
出
拉T
語
。
他
們
的
下
一
代
，
則
又
出
了
好

幾
位
學
者
型
的
印
刷
商
，
計
有
亨
利
二
世
（
知
名
的
希
臘
學
者
，
開
業
於
巴
黎
、
日
內
瓦
）
、
佛
朗
索
瓦
二
世

以
及
侯
員
二
世
等
。
侯
員
二
世
的

遺
婿
，
就
是
書
商
巴
爾
員
的
女
兒
﹔
她
改
嫁
的
對
象
是
前
夫
印
刷
鋪
裡
的
校

對
員
，
即
希
臘
文
學
者
帕
提
松
划
。

身
為
純
粹
學
者
，
人
文
主
義
印
刷
商
所
關
心
的
，
並
非
僅
止
於
發
行
學
術
書
籍
與
印
製
正
確
文
本
。
他
們

也
是
專
業
的
印
刷
商
，
對
於
所
印
之
書
的
美
觀
與
版
式
同
樣
在
乎
，
甚
或
視
為
第
一
要
務
。
前
文
所
言
的
阿
爾

都
斯
，
採
用
比
過
往
所
有
字
體
更
加
優
雅
易
讀
的
希
臘
活
字
，
並
發
明
斜
體
字
，
當
可
為
證
。
這
個
時
期
的
人

文
主
義
出
版
商
，
全
面
革
新
了
印
刷書
的
樣
貌
，
講
求
簡
樸
無
華
。
埃
蒂
安
納
家
族
，
擅
長
設
計
素
淨
大
方

、

比
例
合
宜
的
書
名
頁
﹔
另
有
一
些
人
文
主
義
印
刷
商
執
著
此
道
，
對
文
字
的
視
覺
呈
現
極
其
講
究
，
文
字
的
意

義
反
倒
居
次
，
托
利
制
即
是
一
例
。
他
曾
任
教
於
杜
普
萊
西
、
科
凱
雷
、
布
爾
戈
涅
三
地
的
學
院
，
並
數
度
造

訪
義
大
利
，
極
為
讀
賞
當
地
文
化
。
托
利
一
度
任
職
於
吉
伊
﹒
德
古
爾
蒙
與
亨
利﹒
埃
蒂
安
納
的
磨
下
，
而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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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
了
埃
蒂
安
納
的
遺
婿
﹔
他
在
自
行
開
業
之
後
，
出
版
了
一
整
本
探
討
法
文
字
母
比
例
的
專
書
，
即
知
名
的

《
野
花
集Y

源
自
義
大
利
文
藝
復
興
的
靈
感
，
讓
他
為
法
文
書
籍
打
造
出
全
新
的
樣
貌
。
部
分
史
學
家
認
為
，

這
位
老
教
師
還
曾
親
手
雕
繪
圖
版
，
自
製
裝
訂
工
具
，
並
協
助
活
字
工
刻
模
鑄
鉛
以
製
作
所
需
字
體
，
其
熱
忱

可
見
一
斑
。

前
面
提
及
的
諸
位
，
又
要
照
顧
印
刷
生
意
，
又
要
不
停
地
訂
正
校
樣
，
有
時
還
得
代
行
出
版
商
職
務
，
連

絡
海
外
書
商
、
文
人
，
並
撥
冗
從
事
學
術
著
述
﹔
若
非
阿
爾
都
斯
、
員
德
、
侯
員
﹒
埃
蒂
安
納
這
樣
的
能
人
，

恐
怕
早
已
倦
勤
（
如
此
揣
測
當
不
為
過
）
。
唯
有
不
辭
辛
勞
的
熱
情
之
士
，
真
正
的
文
藝
復
興
全
才
，
方
能
全

盤
勝
任
。
亨
利
﹒
埃
蒂
安
納
便
會
在
修
斯
提
底
斯
的
文
集
序
言
裡
剖
白
.. 
自
己
在
夜
半
起
床
編
撰
學
術
書
籍
，

竟
是
因
為
白
天
訂
正
校
樣
、
管
理
印
刷
鋪
的
例
行
公
事
繁
重
，
藉
此
籽
解
壓
力！
事
實
上
，
十
六
世
紀
中
，
在

夠
格
冠
上
人
文
主
義
者
名
號
的
印
刷
商
、
書
商
中
，
許
多
人
無
暇
從
事
個
人
著
述
，
或
許
意
願
也
不
高
。
學
養

深
厚
的
他
們
，
亦
是
開
明
的
出
版
商
﹔
為
了
顧
全
事
業
大
局
，
盡
可
能
與
更
多
的
作
家
、
知
識
份
子
往
來
。
在

此
同
時
，
他
們
也
鼓
勵
這
些
人
鑽
研
學
問
、
提
筆
寫
書
，
並
與
其
建
立
夥
伴
，
甚
至
密
友
關
係
，
以
借
重
學
人

的
長
才
。

格
利
南
加
在
里
昂
的
眾
多
書
商
中
，
堪
稱
青
年
才
俊
。
他
推
廣
阿
爾
都
斯
樣
式
的
書
籍
，
不
遺
餘
力
地
傳

頌
伊
拉
斯
讀
斯
的
文
章
﹔
更
重
要
的
是
，
做
生
意
他
也
不
含
糊
。
一
四
九
一
年
，
格
利
甫
出
生
在
士
瓦
本
的
魯

特
林
根
，
父
親
也
是
印
刷
師
傅
。

在
德
國
與
威
尼
斯
學
得
技
藝
之
後
，
他
回
到
里
昂
（
當
時
的
身
分
可
能
是
威

尼
斯
書
販
商
會
的
代
表
）
，
創
建
印
刷
鋪
。
起
初
他
採
用
哥
德
體
，
替
商
會
印
製
法
律
書
籍
﹔
稍
後
又
採
用
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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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體
、

斜
體
活
字
，
仿
效
阿
爾
都
斯
的
隨
身
書
，
印
製
小
開
本
的
拉T
文
作
品
。
此
外
他
也
印
製
古
希
臘
著
作

的
拉
T
文
譯
本
，
並
將
當
時
最
卓
越
的
人
文
主
義
著
述
翻
譯
後
再
版
，
其
中
包
括
比
岱
、
伊
拉
斯
誤
斯
、
波
利

奇
亞
諾
等
人
的
書
。

此
人
獲
准
印
製
的
書
籍
，
包
括
開
明
派
的
卡
本
查
斯
主
教
薩
鐸
雷
之
作
，
以
及
帕
里
亞
黎

歐
探
討
靈
魂
不
朽
的
專
論
。
同
樣
地
，
他
也
受
託
印
製
老

斯
卡
利
傑
的
《拉
T
語
溯
源
γ
帕
尼
努
斯
的
《希

伯
來
語
典
》
、
多
雷
的
《
拉T
文
詮
解
》
’
乃
至
於
拉
伯
雷
的
科
學
論
著
。
在
另

一
方
面
他
也
印
行
較
不
嚴
肅
的

作
品
，
如
辜
爾
的

《愛
情
俘
虜
γ

歐
洲
各
地
的
教
科
書
，
近
半
數
由
格
利
南
承
印.. 
里
昂
人
文
思
潮
的
風

靡
，
亦
是
以
他
為
幕
後
活
躍
的
推
手
。
各
地
的
文
豪
、

鴻
儒
，
將
著
作
題
獻
予
他
以
表
欽
崇
，
也
相
當
頻
繁
地

造
訪
他
家
，
有
時
則
與
之
攜
手
校
對
書
稿
。
這
位
學
識
不
凡
的
印
刷
商
，
身
邊
匯
聚
的
人
物
亦
非
等
閒
.. 
拉
伯

雷
、
阿
爾
恰
特
、
薩
鐸
雷
、
叔
沙
諾
、
巴
杜
爾
、

奧
特
芒
、

波
度
昂
、
德
古
維
拉
、
顧
伊
安
、
費
勒
、
馬
羅
、

維
薩
杰
、
波
旁
、
莫
里
斯
﹒
塞
夫
與
吉
堯
姆
﹒
塞
夫
、
馬
克
蘭
、
亞
諾
等
。
他
們
之
外
還
有
許
多
人
，
同
樣
是

格
利
甫
家
中
的
賓
客
。
格
利
甫
儼
然
成
為
與
藝
文
人
士
交
好
的
編
輯
工
作
者
典
型
﹔
他
不
是
作
家
，
滿
腹
學
問

卻
不
輸
給
他
們
。

印
刷
商
與
書
商
，
不
僅
是
文
人
的
同
伴
、
密
友
，
也
提
供
保
護
。
只
要
對
生
意
有
利
，
他
們
時
常
會
為
其

出
版
離
經
叛
道
的
書
籍
（
畢
竟
富
爭
議
性
的
著
作
銷
路
較
佳
）
。
庇
護
有
褻
潰
宗
教
嫌
疑
的
作
家
，
於
他
們
亦

是
家
常
便
飯
。
多
雷
曾
因
販
售
「
邪
書
」

而
被
判
刑
，
從
土
魯
斯
出
獄
之
後
，
格
利
甫
麓
即
迎
接
他
到
自
己
家

裡
’
毫
不
避
諱
。
此
外
，
印
書
、
賣
書
的
人
，
總
能
搶
先
讀
到
剛
完
成
的
手
稿
，
自
然
比
常
人
更
早
接
觸
新
觀

念
﹔
他
們
多
半
會
接
納
這
些
新
思
維
，
並
率
先
捍
衛
之
。
印
刷
商
安
斯
罕
論
，
便
是
這
樣
的
一
個
人
。
他
在
圖

賓
根
以
及
阿
格
諾
開
業
，
是
羅
伊
希
林
的
朋
友
﹔
就
連
繼
承
他
事
業
的
小
舅
子
塞
哲
爾
，
也
與
梅
蘭
希
頓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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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
身
旁
盡
是
追
隨
路
德
的
宗
教
改
革
人
士
。
安
斯
罕
與
塞
哲
爾
鋪
子
裡
的
印
刷
機
，
除
了
印
製
路
德
、
梅
蘭

希
頓
等
人
的
著
作
，
幾
乎
不
印
別
的
書
，
甚
至
直
接
迎
向
反
對
力
量
，
祕
密
印
製
十
六
世
紀
年
輕
西
班
牙
醫
生

塞
爾
維
特
的
說
帖
。
如
此
志
士
尚
有
篤
布
瓦
。
此
君
先
後
在
巴
黎
、
阿
朗
松
印
製
書
本
，
無
懼
打
壓
挫
敗
，
積

極
宣
揚
路
德
的
理
念
與
著
述
。

若
在
傳
播
新
思
維
的
奮
戰
中
身
先
士
卒
，
印
刷
商
與
書
商
就
無
法
迴
避
舊
勢
力
的
迫
害
，
性
命
全
賴
審
訊

決
定
﹔
牢
獄
之
災
還
算
好
，
火
刑
處
決
亦
是
常
有
的
下
場
。
還
有
什
麼
比
重
重
懲
罰
散
布
可
疑
書
刊
之
人
，
更

能
創
除
異
端
？
是
以
十
六
世
紀
的
教
會
法
官
，
審
判
印
刷
商
鮮
少
留
惰
。
十
六
世
紀
下
半
，
巴
黎
、
里
昂
較
負

盛
名
的
人
文
主
義
印
刷
商
，
幾
乎
清
一
色
是
新
教
徒
﹔
由
於
法
國
各
地
都
有
審
查
官
與
君
王
法
院
（
巴
黎
最
高

法
院
的
前
身
，
創
始
於
巴
黎

﹒，
而
後
各
省
亦
增
設
）
的
眼
線
，
他
們
只
好
流
亡
異
國
以
求
自
保
。
侯
貝
﹒
埃
蒂

安
納
與
德
圖
爾
恩
，
選
擇
退
居
日
內
瓦
，
許
多
同
業
也
跟
隨
這
兩
人
的
腳
步
。
至
於
當
時
的
安
特
衛
普
，
原
本

由
揖
抗
西
班
牙
統
治
的
奧
蘭
治
親
王
威
廉
（
即
後
來
的
英
玉
威
廉
三
世
）
與
阿
朗
松
公
爵
掌
控
，
尚
屬
新
教
勢

力
範
圍
，
但
後
來
又
被
阿
爾
瓦
公
爵
率
領
的
西
班
牙
部
隊
攻
克
。
普
朗
坦
為
了
能
在
安
特
衛
普
繼
續
印
書
，
順

應
不
同
勢
力
消
長
，
數
度
改
信
不
同
教
派
（
誠
心
與
否
姑
且
不
論
）
，
最
後
還
是
不
得
不
離
開
。
其
他
的
印
刷

商
與
書
商
，
或
不
夠
好
運
，
或
不
夠
聰
明
，
或
不
願
像
普
朗
坦
那
樣
口
是
心
非
，
遂
為
出
版
「
偏
邪
教
理
」
而

賠
上
一
條
命
。
擅
長
刻
製
活
字
，
並
曾
出
版
那
瓦
爾
王
后
瑪
格
麗
特
詩
作
的
奧
熱
羅
，
死
在
火
刑
柱
上
，
只
是

其
中
一
例
。

在
那
些
人
書
俱
焚
、
「
以
身
殉
書
」
的
印
刷
商
與
書
商
當
中
，
性
格
最
特
出
的
一
位
，
當
屬
多
雷
。
從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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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人
的
眼
光
來
看
，
多
雷
的
心
理
既
複
雜
又
難
懂
。
他
原
本
是
作
家
，
後
來
轉
行
從
事
印
刷
與
出
版
，
並
因
買

賣
禁
書
遭
處
火
刑
。
此
外
，
他
的
案
例
顯
示
，
心
理
層
面
的
問
題
，
乃
是
詮
釋
其
他
書
商
兼
印
刷
商
的
生
平

時
，
不
應
忽
略
的
基
本
課
題
，
且
與
這
些
人
的
專
業
關
懷
很
有
關
係
。
若
非
如
此
，
或
許
此
處
也
無
須
詳
述
他

的
事
蹟
了
？

多
雷
脾
氣
火
爆
，
喜
怒
無
常
，
曾
在
鬥
毆
中
致
人
於
死
，
案
情
則
是
一
團
迷
霧
。
他
非
常
崇
拜
西
塞
羅
，

並
一
度
就
學
於
帕
度
阿
大
學
。
起
初
他
並
不
願
捲
入
當
時
的
宗
教
爭
端
﹔
從
義
大
利
返
鄉
途
中
，
卻
在
土
魯
斯

遭
遇
一
群
心
胸
狹
窄
的
守
舊
人
士
，
屢
遭
阻
礙
、
限
制
，
終
於
驚
覺
自
己
置
身
於
多
麼
封
閉
的
環
境
。
一
五
三

二
年
，
追
隨
路
德
主
張
的
德
加
圖
西
遭
處
火
刑
，
多
雷
對
宗
教
迫
害
的
鄙
夷
、
對
自
由
的
熱
愛
，
至
此
再
也
壓

抑
不
住
。
他
成
了
異
議
份
子
，
銀
錯
入
獄
，
罪
名
為
訴
謗
君
王
法
院
成
員
﹔
他
的
友
人
替
他
興
訟
，
而
後
來
他

也
獲
得
釋
放
。
在
他
的
莫
逆
之
交
中
，
有
位
名
叫
德
布
瓦
桑
的
，
建
議
格
利
甫
對
他
多
加
禮
遇
﹔
此
後
他
遂
在

里
昂
住
下
，
替
格
利
甫
校
訂
書
稿
以
糊
口
。
致
力
格
氏
期
間
，
他
除
了
自
己
寫
書
，
也
翻
譯
個
人
偏
愛
的
一
些

拉
T
文
作
品
，
並
蒐
集
相
關
資
料
，
準
備
以
一
部
大
作
揭
示
西
塞
羅
文
體
的
卓
絕
之
處
﹔
此
間
他
甚
至
與
伊
拉

斯
讀
斯
展
開
著
名
的
筆
戰
，
只
為
了
捍
衛
自
己
的
偶
像
。
另
一
方
面
，
他
還
替
格
利
甫
即
將
出
版
的
書
籍
五
十

種
，
完
成
編
審
，
就
此
投
入
印
刷
產
業
﹔
豈
料
他
在
此
時
殺
死
了
康
龐
，
再
度
被
捕
下
獄
，
工
作
一
度
中
斷
，

倒
是
國
王
沒
多
久
就
赦
免
了
他
。

時
間
來
到
一
五
三
八
年
。
當
時
他
已
成
婚
，
妻
子
即
將
為
他
產
子
。
多
雷
是
否
念
及
一
家
人
未
來
的
生

計
，
才
開
設
印
刷
鋪
，
我
們
不
得
而
知
，
但
可
以
確
定
他
的
創
業
資
金
係
借
貸
而
來
﹔
可
惜
，
史
家
雖
努
力
考

證
’
金
主
身
分
依
舊
成
謎
。
就
在
同
一
年
的
三
月
六
日
，
法
蘭
西
斯
一
世
特
准
他
從
事
印
刷
業
，
他
很
快
地
發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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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了
第
一
本
書
。
此
書
既
不
是
新
版
的
古
希
臘
羅
馬
經
典
，
也
不
是
什
麼
拉
T
詩
選
或
哲
學
文
集
，
而
是
一
冊

洋
溢
虔
誠
思
想
、
名
叫
《
基
督
徒
敢
言
》
的
小
書
﹔
這
樣
一
位
追
求
語
藝
詞
藻
，
又
不
屑
捲
入
新
舊
教
爭
端
的

狂
熱
西
塞
羅
信
徒
，
竟
然
推
出
這
種
書
，
著
實
令
人
意
外
。
總
之
，
此
書
雖
然
在
稍
後
遭
巴
黎
君
王
法
院
譴

責
，
但
問
世
之
初
還
是
獲
得
里
昂
學
院
院
長
杜
朗
的
讚
美
。
多
雷
此
舉
是
向
大
眾
品
味
妥
協
嗎
？
或
藉
此
表
態

自
己
支
持
正
統
教
會
？
莫
非
他
虛
榮
心
作
祟
，
想
讓
大
家
看
看
，
自
己
的
文筆
亦
是
以
處
理
宗
教
題
材
？
迄
今

這
點
仍
無
定
論
﹔
或
許
各
種
因
素
都
有
一
點
吧
。
此
後
到
一
五
四
一
年
，
多
雷
都
沒
有
類
似
的
後
續
作
品
，
而

轉
為
印
製
科
特
羅
與
方
丹
兩
位
友
人
所
撰
之
書
、
馬
羅
的
作
品
、
些
許
醫
學
書
籍
，
與
泰
倫
斯
、
維
吉
爾
、
蘇

埃
托
尼
鳥
斯
等
古
羅
馬
文
人
著
述
，
此
外
當
然
還
有
他
最
愛
的
西
塞
羅
。
一
四
五
一
年
，
他
出
版
一
部
拉T
文

的
《
新
約
聖
經
》
’
和
改
革
派
神
學
家
薩
伏
那
洛
拉
的
一
本
小
書
。

接
下
來
的
一
五
四
二
年
乃
是
關
鍵
﹔
他
因
業
務
擴
張
，
轉
而
開
業
於
大
書
商
林
立
的
梅
西
耶
街
，
接
連
出

版
了
三
十
二
種
書
。
其
中
僅
五
種
屬
希
臘
羅
馬
古
籍
﹔
另
有
七
本
醫
學
書
、
六
本
精
挑
細
選
的
法
語
文
集
與
詩

集
（
其
中
，
出
自
拉
伯
雷
與
馬
羅
手
筆
者
各
二
，
與
十
四
本
宗
教
作
品
。
後
者
清
一
色
是
舊
教
眼
中
的
疑
似

禁
書
：
如
伊
拉
斯
讀
斯
的
《
基
督
教
騎
士
手
冊
γ
以
及
戴
塔
普
勒
、
薩
鐸
雷
、
德
伯
吹
的
書
，
都
在
此
列
。

馬
羅
改
譯
的
法
文
版
《
聖
詠
集
》
與
《
新
約
全
書
》
，
也
在
此
列
。
這
些
作
品
未
必
有
意
挑
戰
舊
威
權
，
卻
鼓

勵
讀
者
熱
情
擁
抱
核
心
教
義
，
即
「
救
贖
」
。
當
時
奧
里
維
坦
已
將
《
聖
經
》
譯
成
法
文
，
而
多
雷
也
準
備
推

出

《
聖
經
》
譯
本
，
諸
般
動
作
已
足
以
令
當
局
對
他
特
別
提
防
。
他
的
工
作
場
所
旋
即
遭
人
搜
索
，
並
起
出
一

本
喀
爾
文
的
《
基
督
教
原
理
γ
奧
里
維
坦
的
法
文
版
《
聖
經
γ
與
些
許
梅
蘭
希
頓
的
文
章
。
一
五
四
四
年
八

月
三
日
，
多
雷
在
莫
泊
爾
廣
場
遭
處
極
刑
，
人
與
書
一
同
化
為
灰
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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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述
史
實
，
令
人
對
多
雷
的
心
路
歷
程
更
加
疑
惑
。
此
人
飽
讀
詩
書
、
崇
尚
文
采
，
還
是
個
不
屑
選
邊
站

的
自
由
派
，
卻
突
然
捲
入
新
舊
教
爭
、
選
擇
孰
敵
孰
友
。
他
究
竟
做
了
什
麼
？
原
因
何
在
？
是
為
了
賺
錢
嗎
？

因
為
有
利
可
圖
，
他
才
出
版
改
革
派
的
作
品
？
或
者
，
他
在
喜
獲
麟
兒
、
年
事
漸
增
之
後
，
對
信
仰
問
題
產
生

興
趣
？
這
些
臆
測
都
太
過
簡
單
。
多
雷
令
人
費
解
的
心
態
，
只
怕
本
書
是
無
法
解
答
了
。
即
使
如
此
，
此
人
還

是
值
得
一
提
﹔
畢
竟
，
此
間
體
現
的
問
題
，
也
是
研
究
其
他
甘
冒
風
險
表
達
異
議
的
印
刷
商
、
書
商
時
，
經
常

遇
到
的
問
題
。

從
十
六
世
紀
末
開
始
，
印
刷
商
與
書
商
的
態
度
有
了
改
變
，
作
家
與
出
版
商
的
關
係
亦
有
別
於
以
往
。
在

世
紀
末
的
動
亂
中
，
歷
時
數
代
的
人
文
主
義
印
刷
商
悄
聲
匿
跡
，
印
刷
業
也
在
異
常
蓬
勃
了
－E
年
之
後
遭
逢

危
機
。
不
同
版
本
的
各
種
書
籍
供
過
於
求
，
景
氣
低
迷
則
切
斷
了
金
主
對
出
版
商
的
資
助
，
印
刷
匠
有
的
鬧

事
、
有
的
罷
工
。
到
了
這
步
田
地
，
印
刷
商
只
求
溫
飽
，
在
法
國
尤
其
如
此
。
之
後
到
了
十
七
世
紀
初
，
蕭
條

景
況
最
不
嚴
重
的
德
國
，
又
慘
遭
三
十
年
戰
爭
踩
繭
﹔
所
幸
在
歐
洲
其
他
地
方
，
凋
敝
的
民
生
已
有
起
色
，
唯

腳
步
緩
慢
。
書
籍
的
世
界
倖
存
，
並
因
經
濟
劫
難
而
貧
困
、
萎
縮
。
總
的
來
說
，
此
時
的
書
商
、
印
刷
商
，
已

結
成
行
會
、
商
會
，
學
者
印
書
或
文
人
出
版
的
盛
況
不
再
。
印
刷
鋪
、
出
版
社
的
數
量
也
嫌
過
多
，
經
營
者
泰

半
入
不
敷
出
，
生
計
困
難
不
說
，
社
會
地
位
也
跟
小
技
工
沒
有
兩
樣
。
書
商
兼
出
版
商
，
此
時
可
顧
不
得
什
麼

促
進
文
藝
發
展
，
只
發
行
銷
路
有
保
障
的
書
本
。
他
們
之
中
最
富
有
的
，
憑
藉
三
疋
賣
錢
的
書
籍
牟
利
﹔
這
些

書
包
括
重
新
打
印
的
舊
時
暢
銷
書
與
通
行
各
地
的
宗
教
書
，
特
別
是
基
督
教
教
父
的
作
品
。
獨
領
風
騷
的
幾
家

出
版
商
，
盡
皆
隸
屬
反
宗
教
改
革
陣
營
﹔
他
們
雖
是
舉
足
輕
重
的
商
人
，
卻
屈
從
於
耶
穌
會
的
政
策
，
支
持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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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的
絕
對
權
力
。

就
這
樣
，
出
版
業
對
當
權
派
，
全
然
地
言
聽
計
從
。
原
創
著
述
反
而
令
人
避
之
唯
恐
不
及
，
而
新
近
完
成

的
作
品
（
至
此
已
多
半
以
方
言
撰
寫
）
也
不
討
喜
。
發
行
法
文
版
經
典
著
作
的
商
人
，
生
計
勉
強
過
得
去
.. 
至

於
作
家
，
總
嫌
小
店
東
、
小
商
人
目
不
識
丁
、
出
身
寒
微
，
不
屑
與
之
為
伍
。
印
刷
商
的
住
所
或
店
鋪
，
不
再

是
文
人
學
者
聚
會
的
場
所
，
取
而
代
之
的
則
是
上
流
社
會
的
文
藝
沙
龍
、
貴
族
階
級
的
藏書
閣
（
在
博
學
的
圖

書
館
員
邀
集
下
，
接
受
顯
赫
人
物
的
贊
助
）
，
甚
至
修
道
院
。
諸
如
克
拉
馬
希
或
稍
晚
的
雷
歐
拿
等
大
出
版

商
，
與
當
時
掌
理
圖
書
審
查
的
塞
吉
耶
大
法
官
關
係
友
好
，
不
在
話
下
翩
。

知
名
書
商
中
，
供
書
于
法
蘭
西
學

院
的
卡
慕
薩
，
以
及
賣
書
給
詹
森
教
派
信
徒
（
隸
屬
舊
教
內
的
非
正
統
派
別
）
的
德
斯
普
雷
等
人
，
繼
續
透
過

許
多
不
同
的
方
式
服
務
讀
書
人
，
亦
是
事
實
。
只
是
，
客
戶
與
商
人
的
關
係
’
至
此
宛
如
主
從
﹔
十
六
世
紀
時

的
平
起
平
坐
，
甚
至
書
商
庇
護
文
人
的
光
景
，
已
是
昨
日
黃
花
。
替
樞
機
主
教
馬
薩
連
掌
管
圖
書
的
諾
德
，
曾

以
一
對
手
槍
，
做
為
賞
賜
卡
慕
薩
的
新
年
禮
。
稍
晚
，
身
為
法
蘭
西
學
院
院
士
的
德
巴
查
克
，
寫
信
聲
稱
書
商

洛
柯
雷
應
該
接
受
公
開
譴
責
。

倒
是
生
性
敦
厚
的
夏
普
閱
，
以
「
良
伴
」
、
「
好
友
」
稱
呼
洛
柯
雷
、
雷
歐
拿

等
大
書
商
，
頗
有
禮
賢
下
士
的
意
味
？

若
與
阿
爾
都
斯
、
埃
蒂
安
納
家
族
的
年
代
相
比
，
如
今
確
實
是
此
一
時
也
，
彼
一
時
也
﹔
遙
想
過
往
的
事

業
盛
況
，
亦
不
兔
喘
噓
。
文
人
階
層
裡
，
只
剩
下
歷
史
學
家
，
基
於
印
刷
複
雜
書
籍
的
考
量
，
繼
緻
維
繫
與
印

刷
商
、
出
版
商
的
友
善
關
係
。
例
如
杜
康
熱
與
馬
比
榮
，
即
與
里
昂
的
阿
尼
松
家
族
時
有
聯
敝
捕
。
馬
比
榮
為
了

尋
訪
修
道
院
裡
的
珍
稀
手
抄
本
，
曾
經
遠
赴
義
大
利
﹔
臨
行
之
際
，
為
他
提
點
方
向
的
，
正
是
羅
倫
﹒
阿
尼
松

的
兩
個
兒
子
？
至
於
荷
蘭
萊
登
大
學
的
教
授
們
，
對
於
艾
齊
維
埃
家
族
的
出
版
知
識
與
印
書
手
藝
，
有
著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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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的
敬
重
﹔
艾
氏
一
族
的
友
人
與
靠
山
，
亦
不
乏
海
因
休
斯
等
博
學
的
政
壇
人
士
。
這
家
人
或
多
或
少
地
延
續

7
上
個
世
紀
裡
人
文
主
義
印
刷
商
的
傳
統
。
在
他
們
接
連
不
斷
的
出
差
途
中
，
曾
接
受
作
家
夏
普
蘭
、
帕
雷
斯

克
等
人
的
熱
情
款
待
。

這
個
時
期
的
出
版
從
業
人
員
，
以
尋
常
的
商
販
與
工
匠
為
主
，
儼
然
是
一
片
龍
蛇
雜
處
的
灰
色
地
帶
﹔
能

與
他
們
區
隔
開
來
的
書
商
、
印
刷
商
寥
寥
無
幾
。
話
雖
如
此
，
仍
有
一
些
人
繼
續
奉
行
書
籍
業
傳
統
的
高
標

準
’
只
是
不
比
早
年
的
人
文
主
義
出
版
家
那
般
風
光
。
巴
黎
的
韋
特
雷
，
雖
沒
有
學
過
拉
丁
文
，
卻
長
期
獻
身

於
多
語
版
《
聖
經
》
的
排
印
﹔
他
以
五
種
文
字
印
出
厚
達
七
冊
的
經
文
，
連
普
胡
坦
都

不
兔
失
色
。
若
問
誰
是

當
時
最
頂
尖
的
「
希
臘
通
」
’
馬
赫
唐
當
之
無
愧
﹔
他
在
學
界
頗
受
敬
重
，
整
個
巴
黎
也
只
有
他
能
印
製
正
確

無
誤
的
希
臘
文
書
本
。
開
業
於
迪
殘
的
帕
里
伊
亦
有
可
觀
，
除
了
鑽
研
系
譜
學
，
還
把
自
己
的
著
作
印
製
成

章
罰
。
布
拉
赫
的
學
生
布
勒
叫
，
或
許
是
當
時
聲
名
最
著
的
印
刷
商
﹔
他
在
轉
行
之
前
以
製
作
樂
器
為
業
，
而

後
在
阿
姆
斯
特
丹
建
立
一
家
影
響
深
遠
的
出
版
社
，
並
改
良
印
刷
機
。
他
所
製
作
的
地
圖
集
，
在
當
時
是
一
大

進
步
，
不
過
這
樣
的
業
界
奇
砲
寥
寥
可
數
，
或
許
只
在
荷
蘭
稍
微
多
些
。

規
範
出
版
界
的
宗
教
與
政
治
力
量
，
此
時
轉
趨
強
勢
。
印
刷
商
與
書
商
，
由
教
會
統
一
監
控
，
甚
至
同
時

受
到
新
舊
教
會
雙
方
面
的
審
視
。
至
於
俗
世
的
權
力
機
關
，
決
策
經
常
自
相
矛
盾.. 
即
便
是
最
春
行
傳
統
教

規
、
最
遵
守
法
條
命
令
的
印
刷
商
，
也
難
逃
嚴
格
的
圖
書
審
查
。
如
克
拉
馬
希
便
曾
因
收
受
7
數
本
寄
自
羅
馬

的
桑
塔
雷
里
名
著
《
抗
暴
論
γ

遭
君
王
法
院
處
以
罰
金
？
只
有
極
少
數
的
印
刷
商
和
書
商
，
終
草
二
生
都

沒
在
法
院
受
審
過
，
所
幸
多
數
被
告
都
獲
輕
判
。
就
算
當
時
膽
敢
觸
法
的
書
商
眾
多
，
且
是
職
業
使
然
，
他
們

的
犧
牲
精
神
也
無
法
跟
十
六
世
紀
的
老
前
輩
相
提
並
論
。
當
局
對
異
議
份
子
敏
感
如
昔
，
但
在
嚴
懲
「
邪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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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的
同
時
，
卻
異
常
地
寬
容
出
版
界
人
士
。
像
十
七
世
紀
《
帕
爾
納
斯
諷
刺
詩
》
的
作
者
德
維
奧
，
便
在
沒

有
出
庭
的
情
況
下
，
遭
法
官
逕
處
火
刑
﹔
發
行
此
書
的
索
馬
維
爾
、
艾
斯
托
克
與
洛
柯
雷
，
卻
連
應
訊
都
不

必
。
如
此
的
差
別
待
遇
，
不
禁
讓
人
懷
疑
，
三
個
書
商
其
實
是
受
到
德
維
奧
的
死
對
頭
，
加
拉
賽
神
父
的
支

使
1

．
事
實
上
，
政
府
心
知
肚
明
，
打
擊
書
商
與
印
刷
商
，
意
義
實
在
不
大
﹔
他
們
雖
有
助
長
禁書
傳
布
之
嫌
，

卻
都
只
是
因
為
貪
財
，
應
客
戶
要
求
而
印
書
，
思
想
上
則
無
問
題
。
不
過
，
有
些
時
候
書
商
仍
會
以
行
動
表
現

對
作
者
（
或
替
作
者
辯
護
者
）
的
赤
誠。
波
爾
羅
亞
爾
修
道
院
（
係
前
述
詹
森
教
派
的
重
鎮
）
的
出
版
商
，
大

抵
如
是
﹔
其
中
包
括
出
版
《
外
地
人
》
的
德
斯
普
雷
與
勒
佩
提
兩
人
。
雖
說
他
們
的
贊
助
者
與
總
理
官
署
關
係

良
好
、
頗
得
同
惰
，
但
他
們
仍
明
白
自
己
的
做
為
有
很
大
風
險
制
。
透
過
層
峙
的
友
人
，
這
些
人
得
以
洞
悉
總

理
官
署
與
其
他
官
員
對
某
部
著
作
的
反
應
，
在
當
局
展
開
嚴
厲
撤
查
之
前
，
試
圖
擋
下
書
本
出
版
。

獨
力
經
營
、
未
能
結
交
權
勢
的
印
刷
商
，
更
是
欠
缺
庇
護
。
他
們
貧
窮
，
又
常
常
無
書
可
出
版
，
只
好
冒

險
印
刷
各
種
鼓
吹
思
想
的
小
冊
。
柯
爾
頁
爾
掌
權
之
後
，
他
們
遭
受
無
情
緝
捕
，
蹲
進
巴
士
底
監
獄
的
不
在
少

數
。
即
便
不
碰
禁
書
，
只
要
涉
及
盜
印
本
交
易
，
下
場
還
是
一
樣
。
有
個
名
喚
里
布
的
印
刷
商
，
涉
嫌
排
謗
國

王
而
多
次
入
獄
.. 

若
非
健
康
狀
況
欠
佳
，
恐
怕
早
就
貶
為
划
槳
苦
力
”
。

十
七
世
紀
末
，
情
勢
再
度
變
化
。
當
時
南
特
敕
令
（
法
玉
亨
利
四
世
特
赦
新
教
徒
的
詔
令
）
已
經
廢
除
，

反
對
君
主
專
制
的
抗
爭
開
始
發
展
，
並
在
啟
蒙
運
動
揭
幕
以
及
法
文
《
百
科
全
書
》
問
世
的
十
八
世
紀
，
出
現

新
的
面
目
。
以
身
殉
教
、
信
仰
迫
害
的
案
例
四
起
，
許
多
印
刷
商
被
迫
奔
逃
他
鄉
﹔
他
們
在
國
外
印
製
措
詞
尖

銳
的
小
冊
，
衝
著
流
放
他
們
的
國
王
，
極
盡
批
判
之
能
事
。
政
論
書
刊
自
此
發
展
起
來
，
而
這
種
環
境
也
孕
育

－－－－－－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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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身
兼
記
者
的
印
刷
商
和
每
日
一
刷
的
報
紙
。
輿
論
與
當
權
派
周
旋
，
書
商
與
印
刷
商
則
成
為
重
要
的
中
堅
人

物
。
「
啟
蒙
哲
人
」
為
了
要
對
抗
圖
書
檢
查
，
持
續
與
主
政
者
衝
突
，
並
力
求

一
己
作
品
儘
童
廣
泛
傳
布
﹔
此

外
，
他
們
更
得
重
新
評
估
自
己
的
出
版
商
。
一
如
十
六
世
紀
，
多
數
文
士
必
須
身
兼
出
版
商
及
印
刷
商
，
以
倡

導
新
的
觀
念
－
博
馬
樹
在
凱
爾
設
鋪
，
印
製
伏
爾
泰
全
集
，
藉
此
避
開
法
國
的
出
版
箱
制
，
便
是

一
例
。

鄰
近

法
國
的
前
哨
城
鎮
，
則
有
重
要
性
居
次
的
作
家
，
尤
其
是
記
者
，
利
用
小
間
的
印
刷
坊
，
發
行
書
本
與
快
報
，

以
助
長
哲
人
論
著
與
激
進
思
想
的
傳
播
﹔
與
思
想
家

盧
梭
惜
好
同
姓
的
盧
索
即
為
其
一
訓
。
他
生
於
一
七
一
六

年
的
土
魯
斯
，
在
當
地
接
受
耶
穌
會
士
的
教
導
，
而
後
赴
蒙
員
利
耶
，
入
醫
學
院
就
讀
，
卻
又
在
二
十
四
歲
時

報
學
前
往
巴
黎
。
身
為
異
議
者
，
他
有
遠
大
的
文
藝
抱
負
，
並
經
常
出
沒
於
當
時
文
人
熱
烈
談
論
政
治
與
藝
術

的
公
開
場
所
，
諸
如
杜
樂
麗
宮
與
皇
家
府
郎
附
近
的
咖
啡
館
，
並
與
數
學
家
達
朗
伯
等
人
交
好
。
撰

寫
劇
本
之

餘
，
他
創
立
了
「
郵
報
」
’
時
值
一
七
五
0
年
。
這
正
是
法
文
《
百
科
全
書
》
逐
冊
推
出
的
時
候
，
盧
索
深
深

折
服
於
這
套
鉅
著
所
表
達
的
觀
點
，
故
此
後
便
設
法
以
專
門
的
出
版
社
，
創
辦
「
百
科
全
書
期
刊
」
’
並
推
廣

E
科
全
書
學
派
的
論
著
。

奈
何
頭
兩
卷
的
法
文
《
百
科
全
書
γ
在
出
版
的
中
途
就
喊
了
暫
停
。
達
朗
伯
與
狄
德
羅
身
為
編
者
，
固

然
窮
於
應
付
各
種
問
題
，
而
在
另
一
方
面
，
盧
索
顯
然
也
無
法
替
「
百
科
全
書
期
刊
」
取
得
發
行
許
可
。
而
後

他
想
起
了
列
日
﹔
該
城
與
歐
洲
各
國
的
聯
絡
都
很
方
便
，
距
離
法
國
亦
頗
近
。
帕
黎
兄
弟
是
當
時
首
屆
一
指
的

銀
行
家
，
致
力
於
保
護
落
難
的
思
想
家
﹔
透
過
他
們
的
穿
針
引
線
，
盧
索
被
引
薦
給
列
日
親
王
主
教
的
使
者
，

並
獲
准
於
當
地
發
行
一
份
雙
周
報
。
在
四
年
之
後
的
一
七
五
九
年
，
他
又
惹
來
神
職
人
員
的
反
對
而
出
走
，
並

先
後
在
布
魯
塞
爾
及
布
永
落
腳
。
此
後
他
的
事
業
才
蓮
勃
起
來
，
開
始
忙
踐
於
期
刊
編
輯
工
作
。
不
少
文
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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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而
來
，
為
這
份
刊
物
執
筆
﹔
管
理
印
刷
事
務
的
，
則
是
他
的
小
島
子
威
森
布
赫
。
雖
是
隔
周
出
刊
，
但
其
內

容
甚
豐
’
厚
度
幾
與
書
籍
無
異
。

稍
後
，
盧
索
與
威
森
布
赫
創
建
了
規
模
宏
大
、
前
所
未
有
的
出
版
社
，
名
為
「
印
藝
社
」
’
「
啟
蒙
哲
人
」

思
想
的
倡
導
，
至
此
更
是
如
虎
添
翼
。
該
社
成
立
於
一
七
六
九
年
，
擁
有
一
間
全
新
的
印
刷
工
坊
與
六
台
印
刷

機
，
大
量
印
書
供
應
歐
洲
各
地
達
二
十
五
年
之
久
。
除
了
伏
爾
泰
的
小
說
、
拉
封
丹
的
《
寓
言
詩

γ

《
故
事

詩
γ

《
教
理
暨
思
想
學
史
略Y

金
而
克
勞
迪
與
奈
陸
之
治
Y
老
米
拉
波
的
《
馬
德
里
銀
行
研
究
》
與
狄
德

羅
全
集
、
愛
爾
威
修
全
集
，
印
藝
社
亦
發
行
過
伏
爾
泰
、
盧
梭
與
其
友
人
的
其
他
作
品
。

至
此
，
為
數
甚
多
的
作
家
與
啟
蒙
主
義
宣
揚
者
投
入
筆
耕
，
再
以
自
己
創
立
的
印
刷
鋪
發
行
書
籍
報
刊
。

不
過
，
除
卻
這
些
人
，
仍
有
一
小
撮
出
版
商
的
影
響
力
更
在
他
們
之
上
。
這
一
批
新
世
代
的
書
商
思
想
家
，
相

當
於
拉
伯
雷
那
個
年
代
的
格
利
甫
﹔
他
們
既
懂
生
意
也
懂
風
雅
，
不
僅
信
仰
新
興
思
潮
，
還
從
中
牟
利
。
在
對

抗
圖
書
檢
查
的
過
程
裡
，
他
們
變
成
狄
德
羅
、
伏
爾
泰
、
盧
梭
的
至交
與
戰
友
﹔
勒
勃
雷
東
便
一
度
扮
演
此
種

角
色
。
此
君
可
能
就
是
法
文
《
百
科
全
書
》
的
率
先
發
想
者
，
亦
是
協
助
其
編
慕
、
出
版
的
靈
魂
人
物
。
另
外

還
有
一
些
外
國
人
，
在
國
界
的
庇
護
下
，
化
身
為
思
想
家
抵
抗
法
國
執
法
者
的
後
盾
﹔
其
中
，
荷
蘭
出
版
商
雷

伊
尤
為
重
要
。
盧
梭
晚
年
精
神
不
穩
，
動
輒
猜
疑
他
人
，
雷
伊
卻
以
友
誼
克
服
了
這
一
點
，
還
認
盧
梭
做
自
己

女
兒
的
教
父
，
為
其
發
行
大
部
分
著
作
仰
。
來
自
日
內
瓦
的
兄
弟
加
布
列
﹒
克
拉
默
與
菲
利
博
﹒
克
拉
默
，
性

格
亦
大
抵
若
是
﹔
他
倆
是
伏
爾
泰
的
指
定
出
版
商
，
世
故
練
達
而
手
腕
圓
融
，
學
養
與
生
意
頭
腦
同
樣
不
凡
。

出
身
書
商
世
家
的
他
們
，
母
親
為
德
圖
爾
恩
之
後
，
堪
稱
直
接
傳
承
了
十
六
世
紀
里
昂
人
文
主
義
的
出
版
商
。

其
足
跡
遍
及
全
歐
，
除
了
巴
黎
，
事
業
版
圖
更
涵
蓋
斯
德
哥
爾
摩
、
那
不
勒
斯
、
威
尼
斯
、
加
地
斯
、
林
灰
、

l

:;
3
-
-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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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利
坎
特
、
里
斯
本
等
地
。
他
們
坐
擁
巨
富
，
活
躍
於
日
內
瓦
政
壇
﹔
菲
利
博
甚
至
為
了
公
職
而
逐
漸
淡
出
出

版
業
，
此
亦
令
他
與
舒
瓦
瑟
爾
公
爵
、
財
政
大
臣
內
克
等
法
國
政
耍
的
私
交
日
篤
。
他
旋
即
擠
身
社
會
的
最
上

流
，
並
曾
於
拉
羅
什
富
科
公
爵
的
豪
宅
作
客

，
伏
爾
泰
形
容
他
朝
氣
儒
雅
兼
備
。
相
較
之
下
，
其
兄
加
布
列
可

能
稍
遜
一
籌
﹔
他
繼
續
從
事
出
版
工
作
。
加
布
列
頗
通
音
律
，
更
是
風
流
的
多
情
漠

，
曾
一
度
晉
為
日
內
瓦
兩

百
人
議
會
成
員
，
稍
後
又
擔
任
審
計
宮
。
他
不
僅
是
伏
爾
泰
的
朋
友

，
還
身
兼
演
員
﹔
伏
爾
泰
在
費
內
自
宅
與

樂
曬
發
表
的
新
戲
，
絕
大
多
數
都
由
他
偕
妻
子
跨
刀
演
出
。
其
妻
也
是
性
情
中
人
，
與
盧
梭
定
期
書
信
往
來
。

出
版
產
業
裡
’
克
拉
默
兄
弟
是
既
高
膏
，
又
富
素
養
的
一
對
，
但
在
貴
族
名
流
間
又
處
於
邊
陸
位
置
﹔
這
點
頗
能

打
動
伏
爾
泰
，
在
一
七
五
六
到
一
七
七
五
年
間
，
他
幾
乎
將
自
己
所
有
的
作
品
交
付
此
二
人
出
版
，
就
連
最
大

膽
的
《哲
學
詞
典
》
亦
不
例
外
。
他
也
建
議
兩
兄
弟
出
版
達
朗
伯
與
摩
瑞
費
神
父
的
書
，
一
方
面
銷
往
歐
洲
各

地
二
方
面
走
私
至
法
國
。

不
論
是
盧
索
、
博
馬
樹
這
樣
的
小
出
版
商
，
抑
或
是
雷
伊
、
克
拉
默
之
類
的
大
出
版
家
，
事
業
都
得
以
大

幅
拓
展
﹔
這
大
抵
是
因
為
十
八
世
紀
的
環
境
適
合
相
關
行
業
（
一
如
十
六
世
紀
）
。
此
時
期
的
物
質
生
活
充

裕
，
智
識
活
動
澎
濟.. 
既
然
人
人
都
樂
於
求
知
與
思
辨
，
有
學
問
、
敢
投
資
的
出
版
商
，
便
更
有
信
心
推
展
宏

大
的
出
版
計
章
。
例
如
庫
斯
德
列
出
版
的
早
期
法
文
詩
選
，
迄
今
仍
然
家
喻
戶
曉
﹔
巴
爾
布
發
行
的
一
系
列
拉

丁
文
經
典
，
以
開
本
適
中
取
勝
﹔
潘
庫
柯
更
將
自
身
承
攬
的
一
整
套
龐
大
百
科
全
書
，
有
條
不
紊
地
分
成
一
百

六
十
六
卷
來
付
梓
。
在
此
同
時
，
萊
比
錫
的
柴
德
勒
推
出
一
部
寰
宇
字
典
，
全
書
六
十
四
鉅
冊
。
大
出
版
家
在

文
藝
世
界
的
地
位
，
由
此
可
見
一
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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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
質
出
版
品
轉
趨
熱
門
、
書
刊
整
體
發
行
數
量
提
升
，
以
及
報
紙
的
發
展
和
增
長
，
導
致
書
市
登
時
成

長
，
從
而
促
使
業
者
尋
覓
新
方
法
，
提
升
書
報
樣
式
的
美
觀
程
度
，
對
於
革
新
技
術
、
增
進
產
能
，
尤
其
不
遺

餘
力
。
十
八
世
紀
的
歐
洲
，
到
處
都
能
找
到
堪
稱
阿
爾
都
斯
、
托
利
傳
人
的
印
刷
業
後
起
之
秀
。
他
們
多
半
由

鑄
字
師
、
字
體
設
計
師
轉
行
，
除
了
發
明
新
字
體
，
還
研
究
出
更
理
想
的
打
印
作
業
與
造
紙
方
法
﹔
十
九
世
紀

初
，
徹
底
改
變
出
版
業
的
技
術
革
命
，
即
奠
基
於
他
們
的
努
力
之
上
。

英
人
巴
斯
克
維
，
生
於
一
七

O
六
年
，
卒
於
一
七
七
五
年
，
是
當
時
的
書
寫
藝
術
大
師
與
雕
刻
巨
擊
。
他

在
一
七
五
0
年
迷
上
了
活
字
技
術
’
窮
兩
年
光
陰
設
計
新
字
體
、
自
行
刻
製
陽
文
字
範
，
同
時
精
進
造
紙
術
，

造
出
表
面
平
滑
如
緻
、
沒
有
格
狀
直
紋
的
「
織
紋
紙
」
，
又
稱
「
布
紋
紙
」
。
他
在
一
五
七
五
年
發
行
維
吉
爾
的

詩
集
，
品
質
甚
佳
，
是
他
出
版
的
第
一
本
書
。
豈
料
此
君
臨
終
之
前
竟
是
身
敗
名
裂
，
留
給
寡
妻
的
印
刷
器
材

則
被
博
馬
樹
買
走
，
並
於
稍
後
印
製
出
凱
爾
版
的
伏
爾
泰
作
品
肘
。
義
大
利
人
博
多
尼
，
年
紀
甚
小
時
即
在
羅

馬
的
宏
教
印
刷
社
擔
綱
排
字
，
日
後
則
依
另

一
套
原
則
設
計
出
新
字
體
。
一
七
六
八
年
，
他
奉
命
前
往
帕
爾

馬
，
為
費
迪
南
王
子
設
立
官
方
印
刷
鋪
，
繼
續
雕
製
，
或
遣
人
代
製
新
活
字
，
也
發
行
了
不
少
品
質
出
色
的
書

本
？

巴
斯
克
維
、
博
多
尼
，
乃
至
於
前
文
未
述
的
卡
斯
隆
，
縱
以
印
刷
為
業
，
卻
都
設
計
出
獨
到
的
新
字
體
﹔

後
人
不
僅
以
發
明
者
的
姓
氏
稱
呼
這
些
新
字
體
，
更
從
中
擷
取
許
多
靈
感
，
迄
今
猶
然
。
這
些
人
既
是
工
匠
，

也
是
藝
術
家
，
樂
業
之
餘
更
深
愛
雅
致
的
印
刷
﹔
在
他
們
之
中
，
最
傑
出
，
在
某
些
方
面
亦
是
最
獨
特
的
幾

位
，
則
出
自
迪
鐸
家
族
？
此
印
刷
世
家
的
第
一
代
為
佛
朗
索
瓦
﹒
迪
鐸
，
曾
出
版
普
雷
決
神
父
作
品
與
《
航

海
史
略
》
一
書
。
佛
朗
索
瓦
有
子
女
十
一
人
，
其
中
安
布
拉
斯
﹒
迪
鐸
改
良
了
十
六
世
紀
以
降
未
有
變
革
的
印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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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
設
備
，
並
以
精
進
單
次
拉
桿
印
刷
機
為
其
最
大
貢
獻
。
此
外
他
也
刻
製
新
的
活
字
，
把
織
紋
紙
帶
進
法
圈
，

還
用
點
數
系
統
統
一
原
先
紊
亂
的
字
體
尺
寸
單
位
﹔
在
他
手
中
出
版
的
插
圖
書
，
有
不
少
援
引
7
畫
家
達
維
的

風
格
。
皮
耶
與
佛
明
兩
子
，
繼
承
安
布
拉
斯
﹒
迪
鐸
的
龐
大
家
業
﹔
他
的
另
一
個
兒
子
皮
耶
弗
朗
索
瓦
則
在
一

七
八
九
年
買
下
埃
松
恩
一
間
紙
廠
，
催
生
了
七
年
之
後
在
此
地
問
世
的
史
上
第
一
座
連
續
造
紙
機
。

本
章
結
束
之
前
，
還
有
一
種
與
印
刷
相
關
的
職
業
必
須
一
提
﹔
那
就
是
與
印
刷
密
不
可
分
，
仰
賴
印
刷
而

生
的
作
家
。

今
天
的
作
家
得
以
從
著
作
的
銷
售
中
獲
利
，
憑
藉
的
是
版
稅
制
度
﹔
這
個
看
似
理
所
當
然
的
通
則
，
實
則

歷
經
長
時
間
的
阻
釀
。
印
刷
術
發
明
之
前
，
版
稅
根
本
無
由
施
行
。
手
抄
本
固
然
能
假
抄
贈
員
之
手
大
量
製

作
，
但
在
沒
有
著
作
權
、
人
人
皆
有
權
利
抄
書
的
古
代
，
誰
能
想
像
從
事
著
述
還
有
稿
酬
可
言
？
在
此
種
情
況

之
下
，
作
家
自
無
穩
定
收
入
，
著
書
若
非
純
為
名
聲
，
就
必
須
尋
求
名
人
的
庇
蔭
與
供
養
，
並
由
贊
助
者
監

督
，
抄
贈
數
冊
求
售
。
印
刷
術
誕
生
之
初
，
立
即
的
變
化
也
不
多
。
對
自
己
發
行
的
文
本
，
印
刷
商
並
不
握
有

任
何
專
屬
權
利
，
這
點
與
過
往
的
抄
寫
員
相
同
﹔
他
們
大
都
印
製
古
代
的
篇
章
，
是
以
只
消
學
者
、
語
言
學
家

從
旁
協
助
，
代
為
選
稿
、
校
樣
，
就
能
順
利
成
書
。
文
人
投
身
出
版
事
業
的
捷
徑
，
不
是
出
書
當
作
家
，
而
是

擔
任
校
稿
人
。
雅
好
文
藝
的
人
文
主
義
學
者
，
亦
為
印
刷
鋪
訂
正
錯
誤
，
前
已
詳
述
，
此
不
贅
言
。

很
快
地
，
尚
未
經
人
出
版
的
文
本
便
所
剩
無
幾
。
盜
印
書
開
始
出
現
，
且
數
量
激
增
﹔
印
刷
商
遂
向
當
局

四
、
作
者
與
版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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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為
期
數
年
的
許
可
，
獨
草，自
印
書
本
的
發
行
與
銷
售
權
，
以
維
生
計
。
此
外
，
他
們
也
尋
訪
可
供
出
版
的

新
著
作
。
作
家
察
覺
自
家
之
言
可
以
透
過
印
刷
機
而
發
揮
影
響
力
，
便
把
自
己
的
作
品
推
薦
給

書
商
。

畢
竟
，

堅
信
人
文
主
義
的
文
士
，
三
餐
無
繼
、
需
金
孔
急
者
，
為
數
頗
多
，
但
不
是
每
位
都
有
穩
定
的
校
稿
差
事
可

做
﹔
有
些
人
運
氣
不
夠
好
，
有
些
校
起
稿
來
不
甚
牢
靠
。
十
六
世
紀
末
葉
之
前
，
把
自
己
的
手
稿
託
付
予
書

商
，
委
其
出
版
、
從
中
獲
利
，
再
向
書
商
支
領
稿
酬
（
簡
言
之
，
即
兜
售
自
己
的
智
識
結
晶
）
，
仍
非
普
遍
做

法
。
即
使
在
十
六
世
紀
之
後
，
依
舊
有
許
多
作
家
寧
可
訴
諸
傳
統
路
線
，
仰
賴
貴
族
富
商
的
贊
助
，
也
不
願
接

納
新
的
謀
生
管
道
。
與
伊
拉
斯
誤
斯
同
期
的
文
士
，
多
在
一
己
著
作
成
書
後
，
向
書
商
索
取
數
冊
，
附
上
諂
媚

的
獻
詞
信
，
贈
予
貴
族
和
文
藝
贊
助
者
，
期
待
對
方
以
籌
金
的
方
式
打
賞
。
如
此
行
徑
，
與
在
卷
首
、
卷
末
修

書
題
詩
，
溢
美
某
位
權
貴
、
盼
其
捐
助
的
做
法
（
這
很
快
地
變
成
印
刷
書
的
慣
例
）
，
用
十
六
世
紀
的
眼
光
來

看
，
似
乎
還
是
頗
為
體
面
的
事
，
且
通
常
都
能
如
願
得
到
回
報
。
當
時
的
作
者
若
覺
得
稿
酬
欠
豐
厚
，
甚
至
可

將
受
贈
者
的
吝
薔
公
諸
於
世
。
別
號
「
布
魯
塞
爾
吉
居
士
」
的
人
文
主
義
者
德
旁
特
，
因
為
對
賞
金
的
期
盼
沒

有
實
現
，
失
望
之
餘
乾
脆
把
作
品
題
獻
給
門
生
，
控
訴
贊
助
人
不
夠
慷
慨
。

我
們
或
許
會
覺
得
這
種
制
度
毫
無
文
人
風
骨
，
當
時
卻
是
再
自
然
也
不
過
了
，
且
比
賣
書
給
出
版
商
更
加

穩
當
。
伊
拉
斯
誤
斯
曾
向
出
版
商
要
錢
，
卻
招
來
某
位
政
敵
搓
伐
，
於
是
憤
慨
地
反
駁
，
自
言
著
作
說
贈
友

人
，
從
未
索
取
超
出
對
方
能
力
範
圓
的
報
償
。
各
位
可
別
誤
會
，
其
實
伊
氏
光
靠
著
述
所
得
，
生
活
業
已
相
當

寬
裕
。
其
作
品
的
題
獻
對
象
送
有
增
加
，
其
文
名
也
讓
出
版
商
願
意
拿
出
更
多
的
書
籍
供
他
贈
人
﹔
他
甚
至
組

織
起
一
整
批
代
理
書
商
，
活
躍
於
歐
洲
四
方
，
將
書
配
送
給
各
方
的
贊
助
者
，
也
替
他
收
取
稿
酬
訓
。

但
伊
氏
只
是
特
例
﹔
據
普
朗
坦
摩
雷
特
斯
出
版
社
的
檔
案
記
載
，
十
六
世
紀
裡
’
似
乎
僅
有
極
少
數
的
作li

--

i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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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
得
以
自
印
刷
商
處
提
領
大
量
的
印
畢
作
品
，
供
其
題
贈
予
人
。
在
某
些
發
行
數
量
有
限
的
情
況
下
，
普
朗

坦
甚
至
要
求
作
家
自
掏
腰
包
，
承
購
二
疋
比
例
的
印
製
成
品
。
一
五
八
六
年
，
《
法
內
西
婚
禮
之
歌
》
付
梓
，

作
者
馬
梅
拉
努
便
被
迫
自
購
四
百
到
五
百
冊
﹔
一
五
七
二
年
，
瑟
黎
亞
努
更
花
了
兩
百
弗
林
買
下
一
百
八
十
六

冊
自
己
的
《
勒
未
紀
注
疏
》
（
新
教
譯
《
利
未
記
注
疏
》
）
，
而
這
一
版
總
共
只
印
了
三
百
冊
。
類
似
的
例
子
很

多
，
彙
印
成
書
的
樂
譜
尤
然
。
賣
相
欠
佳
的
書
，
出
版
商
通
常
會
要
求
作
者
分
擔
部
分
成
本
，
因
此
在
普
朗
坦

時
代
的
作
家
中
，
能
獲
得
出
版
商
酬
謝
的
，
可
說
是
少
之
又
少
，
不
兔
令
人
訝
異
。
有
時
候
，
普
朗
坦
會
把
印

畢
的
幾
本
，
免
費
送
給
布
坎
南
等
原
作
者
留
念
。
可
以
想
見
，
埃
薩
克
身
為
《
希
伯
來
文
法
》
作
者
，
在
一
五

六
四
年
出
版
時
得
書
一
百
冊
，
以
及
《
辯
證
法
》
印
成
之
後
獲
普
氏
奉
送
兩
百
冊
的
胡
奈
鳥
，
當
如
獲
至
寶
、

暗
自
稱
幸
。
普
朗
坦
亦
曾
以
其
他
的
講
禮
稿
賞
作
者.. 
撰
寫
《
學
名
錄
》
的
富
尼
斯
，
即
在
一
五
六
七
年
獲
得

六
條
絲
絨
與
三
天
的
食
宿
招
待
。
至
於
普
氏
在
贈
書
之
餘
，
另
奉
潤
筆
予
作
者
的
例
子
，
就
更
加
罕
見
了
。
德

沙
瑪
寫
成
《
簿
記
方
法
與
格
式
》
一
書
後
，
於
一
五
六
七
年
交
普
朗
坦
打
印
，
除
獲
贈
一
百
冊
之
外
，
竟
還
領

到
四
十
五
弗
林
﹔
一
五
八
一
年
，
圭
恰
爾
迪
尼
修
訂
其
《
尼
德
蘭
全
誌
》
的
酬
勞
，
則
是
印
刷
成
品
五
十
冊
外

加
八
十
一
弗
林
。

即
使
如
此
，
作
家
把
著
作
手
稿
直
接
賣
給
書
商
換
取
稿
酬
，
在
稍
後
隨
即
成
為
常
事
。
不
少
人
婉
拒
稿

酬
，
嚴
守
紳
士
風
範
者
尤
然
﹔
但
絕
大
多
數
的
作
家
，
特
別
是
劇
作
家
跟
小
說
家
，
並
不
那
麼
自
命
清
高
。
十

七
世
紀
的
布
瓦
洛
和
拉
布
呂
耶
爾
便
不
靠
出
賣
作
品
賺
錢
（
而
且
總
不
忘
記
宣
揚
這
點
）
﹔
至
於
邦
塞
拉
德
、

高
乃
依
、
羅
特
魯
、
拉
封
丹
與
莫
里
衷
的
悲
劇
、
喜
劇
劇
本
，
則
待
價
而
泊
。
一
六
一
四
年
，
貴
族
劇
作
家
于

爾
菲
則
因
地
位
尊
崇
，
不
好
意
思
收
受
書
商
的
錢
，
索
性
把
《
阿
斯
特
萊
》
第
三
幕
的
本
事
送
給
隨
從
﹔
這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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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知
道
高
貴
的
靈
魂

總
想
出
思
緒
讓
它
合
理
法

但
我
為
知
名
作
家
痛
苦

他
們
不
要
名
窮
困
不
堪

把
他
們
美
好
的
作
品
押
給
書
店

出
神
聖
的
藝
術
職
業
卑
微

話
雖
如
此
，
真
正
從
出
版
商
處
領
得
高
額
稿
費
的
作
家

，
還
是
非
常
稀
有
。
事
實
上
，
作
家
的
酬
勞
甚

薄
﹔
少
數
的
例
外
，
皆
為
獨
立
個
案
，
且
主
要
發
生
在
十
七
世
紀
末
。
想
要
填
飽
肚
皮
，
光
靠
寫
書
是
絕
不
可

能
，
只
好
繼
續
以
序
易
酬
、
獻
書
領
賞
。
高
乃
依
把
劇
本
《
西
拿
》
題
贈
給
一位
名
叫
德
蒙
塔
榮
的
金
主
，
換

得
兩
百
盾
卻
，
不
過
是
諸
多
例
子
中
的
一
端
。
貴
族
階
級
繼
續
資
助
家
族
的
專
屬
文
人
，
與
其
說
是
愛
才
情

字
，
不
如
說
是
面
子
問
題
。
難
道
作
家
爭
相
求
取
路
易
十
四
的
供
養
，
就
不
會
覺
得
沒
面
子
嗎
？
這
也
只
是
因

可
以
沒
羞
恥

隨
從
因
而
獲
得
書
商
奉
上
的
一
千
里
荷
，
與
六
十
冊
印
好
的
成
品。
一
六
六
0
年
之
後
，
稿
酬大
都
有
紀
錄
可

查
，
所
涉
金
額
也
不
小.. 

斯
卡
龍
創
作
《
滑
稽
小
說
》
得
酬
一
千
法
郎
，
《
變
裝
維
吉
爾
》
更
賺
進
一
萬
一
千

法
郎
。
瓦
利
拉
斯
的
詩
作
《
異
端Y
獲
巴
爾
賓
奉
酬
三
萬
法
郎
。
書
商
德
斯
普
雷
則
以
三
萬
三
千
法
郎
，
向

德
沙
奇
的
繼
承
人
購
買
原
稿
？
以
下
幾
行
布
瓦
洛
的
著
名
詩
旬
，
可
令
我
輩
更
了
解
當
時
的
情
況
（
法
文
詩

由
程
鳳
屏
翻
譯
）

沒
罪
惡

-a .. !-
4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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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藝
文
人
士
依
舊
無
法
自
立
，
只
好
仰
權
貴
之
鼻
息.. 
至
少
在
法
國
的
情
況
是
如
此
。

當
時
的
作
家
權
益
沒
有
保
障
，
方
導
致
前
述
的
情
形
。
一
份
手
稿
售
出
，
即
告
賣
斷
，
爾
後
的
出
版
利

潤
，
概
與
作
者
無
關
。
更
因
為
著
作
權
原
則
尚
未
誕
生
，
書
商
只
要
設
法
弄
到
一
份
手
抄
本
，
就
有
資
格
打
印

出
書
，
無
須
徵
求
作
者
同
意
。
書
商
里
布
便
是
如
此.. 
他
先
是
成
功
取
得
莫
里
衷
的
《
可
笑
才
女
》
腳
本
，
即

刻
出
版
且
未
經
莫
氏
授
權
，
後
來
更
變
本
加
厲
，
爭
取
到
獨
家
發
行
的
特
權
，
原
作
者
如
欲
自

行
出
版
反
而
觸

法
。
最
後
，
莫
里
哀
成
功
說
服
授
權
的

當
局
收
回
成
命
訓
，
但
不
是
每
個
人
都
像

莫
氏
這
般
幸
運
或
地
位
穩

固
。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
作
家
執
意
索
償
，
都
有
可
能
引

發
爭
端
，
自
討
苦
吃
。
所
謂
稿
酬
，
在
出
版
之
前
業
已

議
定
數
額
、
支
付
完
畢
﹔
偏
偏
一
本
書
會
賣
得
多
好
，
事
前
頗
難
逆
料
，
萬
一
變
成
暢
銷
書
，
加
印
再
版
的
好

處
可
沒
作
者
的
份
。
在
這
樣
的
情
況
之
下
，
不
難
理
解
書
商
為
何
經
常
抱
怨
作
者
的
要
求
﹔
在
他
們
眼
中
，
這

些
搖
筆
桿
的
總
是
高
估
自
己
的
著
作
，
幾
份
破
手
稿
也
要
獅
子
大
開
口
。
同
樣
地
，
當
時
的
作
家
常
常
自
覺
受

騙
，
也
不
是
沒
有
道
理
。
尤
其
從
十
八
世
紀
起
，
書
商
多
半
有
辦
法
展
延
某
鞏
固的
發
行
權
﹔
一
旦
買
下
手
稿
，

實
際
上
便
得
享
長
期
的
獨
家
出
版
權
，
偶
爾
也
有
人
因
此
發
財
，
反
倒
是
原
作
者
或
其
子
繭
，
只
能
喝
西
北

風
。

從
十
六
世
紀
末
開
始
，
許
多
作
家
放
手
一
搏
，
自
力
出
版
一
己
著
作
，
以
保
有
售
書
利
潤
、
監
控
書
本
銷

量
。
這
樣
的
創
業
家
，
在
法
國
、
德
國
、
英
國
皆
有
所
閉
，
德
員
熱
拉
克
與
聖
阿
芒
m
即
屬
之
。
書
商
、
印
刷

商
並
不
樂
見
這
般
創
舉
，
窮
各
種
手
段
打
壓
「
作
家
私
印
書
」
的
銷
售
﹔
出
版
社
甚
至
團
結
起
來
要
求
禁
止
書

籍
私
印
，
在
有
些
時
候
他
們
甚
至
還
能
得
逞
。
一
七
七
三
年
，
這
種
或
多
或
少
要
求
作
家
權
充
生
意
人
的
自
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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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機
構
，
差
一
點
就
變
成
法
國
的
通
則
，
而
主
要
的
反
對
勢
力
來
自
輿
論
。
同
時
期
的
德
國
，
萊
辛
等
作
家

自
力
出
書
，
更
有
文
人
籌
辦
出
版
合
作
社
，
其
中
最
重
要
者
當
屬
克
洛t
p
斯
托
於
一
七
七
四
年
發
起
的
「
學
人

共
和
L
m
。

時
至
今
日
，
作
者
的
權
益
不
再
成
為
問
題
，
是
因
為
法
律
終
於
承
認
了
著
作
權
的
存
在
。
在
一
定
的
期
限

內
，
版
權
為
作
者
所
獨
享
，
期
滿
之
後
方
化
為
公
共
財
。
有
了
版
權
，
才
有
現
在
的
版
稅
制
度
，
透
過
各
種
合

約
，
使
作
者
能
在
有
效
期
間
裡
分
享
著
作
銷
售
的
利
益
。

這
種
新
穎
的
觀
念
，
於
英
格
蘭
首
開
先
例
。
約
莫
從
十
七
世
紀
開
始
，
有
些
出
版
商
開
始
承
諾
，
未
經
作

者
同
意
，
絕
不
逕
自
打
印
第
二
刷
的
書
籍
﹔
想
當
然
耳
，
某
書
如
欲
加
印
，
就
得
另
付
作
者
一
筆
酬
金
。
密
爾

頓
在
一
六
六
七
年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
以
五
英
銬
將
《
失
樂
園
》
手
稿
售
予
西
鬥
斯
之
際
，
西
鬥
斯
允
諾
，
只
要

第
一
版
印
出
的
一
千
三
百
本
售
完
，
將
另
外
致
酬
五
英
銬
﹔
若
有
機
會
印
製
第
二
與
第
三
版
，
且
順
利
出
清
，

還
會
追
加
同
額
的
稿
費
。
安
妮
皇
后
當
政
後
，
於
一
七
－
0
年
頒
布
詔
令
，
試
圖
將
此
新
做
法
化
為
法
條
﹔
法

律
認
定
作
者
（
而
非
書
商
）
擁
有
版
權
，
這
也
是
有
史
以
來
的
頭
一
遭
。
基
於
此
法
，
作
者
（
而
非
書
商
）
必

須
向
書
籍
登
錄
機
構
申
報
一
己
之
著
作
﹔
申
報
人
有
權
掌
控
該
書
的
出
版
與
銷
售
，
為
期
十
四
年
，
且
期
滿
未

亡
故
者
得
延
長
其
權
利
十
四
年
。
情
況
從
此
改
觀
：
英
國
的
作
家
，
偶
爾
也
能
從
出
版
商
那
兒
，
領
到
高
額
酬

勞
？

歐
陸
的
著
作
權
概
念
，
發
展
相
形
遲
緩
。
書
商
繼
續
以
買
斷
方
式
收
購
書
稿
，
並
握
有
翻
印
權
。
不
過
，

綜
觀
整
個
十
八
世
紀
，
書
稿
的
價
格
似
乎
上
揚
不
少
。
尤
其
在
最
後
五
十
年
的
德
國
萊
比
錫
，
出
版
商
購
買
新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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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手
稿
的
代
價
，
有
時
頗
高
。
在
法
國
，
出
版
商
同
樣
是
在
一
七
五
0
年
之
後
，
方
才
付
給
作
者
比
較
像
樣
的

稿
酬
。
伏
爾
泰
的
《
浪
子
》
由
出
版
商
普
洛
爾
付
梓
並
致
酬
一
千
法
郎.. 
同
樣
在
當
時
享
有
文
名
的
克
雷
比
永

和
德
圖
什
則
沒
有
如
此
幸
運
。
據
盧
梭
所
述
，
其
摯
友
孔
狄
亞
克
在
一
七
四
七
年
將
全
耐
人
類
知
識
起
源
》
售

予
杜
朗
時
，
被
迫
接
受
三
百
法
郎
薄
酬
﹔
盧
梭
自
己
的
《
論
不
平
等
之
起
源
γ

《
致
達
朗
伯
書
》
與
《
愛
彌

兒
》
則
分
別
換
得
五
百
、
六
百
以
及
六
千
法
郎
的
稿
費
。
布
豐
伯
爵
編
著
的
全
套
《
自
然
，
史
》
共
計
五
十
卷
，

各
卷
的
稿
費
超
過
一
萬
五
千
法
郎
，
然
而
該
書
插
圖
甚
多
，
圓
版
雕
繪
的
龐
大
成
本
全
由
他
個
人
負
擔
。
一
七

七
0
年
開
始
，

書
稿
行
情
水
漲
船
高
，
就
連
二
流
作
家
的
稿
費
，
大
致
還
是
高
過
前
人
？

書
商
支
付
的
稿
費
雖
然
增
加
，
但
在
一
般
情
況
下
，
他
們
還
是
不
願
與
作
者
分
享
書
本
零
售
的
獲
利
。
高

乃
依
的
弟
弟
托
瑪
’
似
乎
自
十
八
世
紀
初
開
始
，
便
得
以
從
自
己
編
輯
的
字
典
銷
售
中
抽
成
，
唯
這
樣
的
例
子

極
其
罕
見
。
偶
爾
出
版
商
會
允
諾
，
某
書
的
銷
售
一
旦
回
本
，
願
將
部
分
利
潤
交
予
作
者
，
但
這
也
屬
特
例
而

非
常
態
。
一
七
四
二
年
，
《
現
代
音
樂
論
》
的
作
者
盧
梭
，
即
依
此
原
則
與
書
商
締
約
，
但
終
究
還
是
沒
有
分

到
利
潤
。
一
七
五
三
年
，
達
朗
伯
的

《
文
史
哲
薔
萃γ
亦
採
同
樣
模
式
印
行
。
不
過
，
這
種
計
酬
方
式
畢
竟

稀
有
，
狄
德
羅
甚
至
認
為
此
法
「
又
要
甲
方
誠
實
，
又
要
乙
方
肯
信
，
未
免
苛
求
」
。

十
八
世
紀
裡
’
俞
心
來
愈
多
的
作
家
撰
寫
小
冊
或
訴
諸
法
律
，
以
捍
衛
自
身
權
益
，
最
後
終
使
業
界
接
受
了

若
平
新
做
法
。
最
令
作
家
難
堪
的
是
，
出
版
商
一
旦
倒
閉
，
著
作
權
動
輒
轉
賣
他
人
，
著
作
人
卻
一
毛
也
拿
不

到
二
七
三
六
年
，
某
個
書
商
協
會
收
購
了
里
布
店
裡
的
存
貨
，
其
中
包
括
五
種
克
雷
比
永
的
劇
作
，
為
此
克

氏
還
訴
請
司
法
定
奪
。
於
是
買
方
提
議
以
五
百
法
郎
聘
他
修
訂
這
五
部
劇
本
，
爾
後
銷
售
則
不
另
計
酬
﹔
克
氏

因
手
頭
括
掘
而
接
受
。
在
十
五
年
之
後
的
一
七
五
二
年
，
他
得
到
法
國
皇
室
授
權
，
由
皇
家
印
書
館
印
製
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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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著
作
合
輯
。
早
先
購
入
克
氏
手
稿
，
並
於
一
七
四
六
年
取
得
版
權
的
數
家
書
商
，
遂
提
出
抗
議
﹔
原
來
，
依

當
時
通
例
，
書
商
大
都
可
在
權
利
期
滿
之
後
順
利
獲
得
展
延
，
豈
料－
t
五
五
年
之
後
的
版
權
又
將
回
到
克
氏

手
中
。這

樁
爭
議
如
何
收
場
，
後
人
不
得
而
知
，
倒
是
接
下
來
的
事
，
形
同
廣
大
出
版
商
的
重
大
挫
敗
。
一
七
六

一
年
，
拉
封
丹
的
幾
位
孫
女
挺
身
護
衛
《
寓
言
詩
》
、
《
故
事
詩
》
的
版
權
，
出
版
業
者
極
力
駁
斥
，
自
言
早

在
一
六
八
六
年
便
與
拉
封
丹
的
出
版
商
巴
爾
賓
簽
約
購
得
版
權
，
合
約
的
效
力
則
延
長
迄
今
。
在
圖
書
審
查
官

馬
爾
塞
布
的
慷
慨
陳
詞
下
，
國
務
會
議
於
一
七
六
一
年
十
二
月
十
四
日
發
布
命
令
，
業
者
的
申
訴
宣
告
無
效
。

此
後
，
一
位
名
為
德
波
瓦
哲
曼
的
作
家
，
因
自
力
出
版
、
販
售
一
己
作
品
，
被
原
先
合
作
的
出
版
商
申
請
扣
押

其
書
，
法
院
同
樣
裁
定
出
版
商
敗
訴
，
作
者
的
權
益
更
形
穩
固
。

此
後
，
一
篇
又
一
篇
的
論
文
問
世
，
談
的
都
是
作
者
與
出
版
商
的
權
利
。
出
版
商
委
請
狄
德
羅
替
自
己
辯

護
﹔
另
方
面
，
馬
爾
塞
布
、
沙
提
尼
則
先
後
以
出
版
業
監
督
者
的
身
分
，
試
圖
釐

清
問
題
的
全
貌
。
兩
位
官
員

後
來
都
覺
得
作
者
有
理
。
最
後
，
政
府
當
局
在

一
七
七
七
年
八
月
通
過
五
項
相
關
法
令
以
解
決
爭
端
，
旋
即
又

在
隔
年
的
七
月
三
十
日
增
補
一
項
法
令
。
自
此
之
後
，
作
家
得
享
永
久
的
著
作
權
，
而
書
商
則
擁
有
至
少
十
年

的
版
權
，
唯
版
權
延
長
時
間
只
能
是
原
有
期
限
的
四
分
之
一

。

作
者
如
獲
得
某
一
版
的
發
行
權
，
可
以
在
自
家

售
書
，
亦
可
自
費
委
商
印
書
，
次
數
不
限
﹔
至
於
委
商
代
售
，
則
不
涉
及
版
權
移
轉
。

過
了
十
六
年
，
法
國
國
民
公
會
立
法
規
範
作
者
權
利
，
其
精
神
成
為
現
代
著
作
權
法
規
的
基
礎.. 
作
者
有

權
銷
售
、
流
通
自
己
的
著
述
，
亦
得
將
權
利
全
盤
或
部
分
讓
渡
他
人
﹔
作
者
死
後
，
其
文
字
財
產
權
歸
屬
法
定

繼
承
人
，
為
期
十
年
（
時
至
今
日
己
延
長
為
五
十
年
）
。著
作
人
權
利
得
以
在
整
個
歐
洲
立
足
，
即
因
十
八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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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
末
到
二
十
世
紀
初
，
功
能
相
近
的
法
條
慢
慢
地
在
各
地
通
過
並
逐
漸
普
及
。
此
後
作
家
更
有
立
場
守
護
自
己

的
權
益
。
十
九
世
紀
時
，
大
多
數
作
家
與
出
版
商
簽
約
，
都
會
明
確
議
定
印
刷
的
數

量
，
如
欲
增
印
或
再
版
，

事
前
得
由
作
者
授
權
。
縱
有
制
度
如
此
，
筆
耕
事
業
仍
不
保
證
能
日
進
斗
金
﹔
欠
缺
理
財
頭
腦
的
小
說
家
巴
爾

扎
克
，
空
有
著
作
等
身
，
還
是
債
台
高
築
。
但
這
個
時
期
的
作
家
，
至
少
可
依
作
品
暢
銷
的
程
度
，
尋
求
數
額

相
稱
的
報
價
？

作
家
這
種
職
業
，
就
是
這
樣
一
點
一
滴
地
建
立
起
來
的
。
他
們
歷
經
緩
慢
的
演
變
，
終
於
認
清
自
己
有
權

從
著
作
中
得
利
、
有
權
支
配
自
己
的
智
慧
財
產
，
同
時
也
讓
外
界
承
認
這
些
權
利
。
這
更
意
味
作
家
業
已
掙
脫

長
期
桂
桔
’
不
再
仰
仗
私
人
捐
助
或
國
家
供
養
。
但
有
些
限
制
還
是
存
在
：
作
家
既
然
得
以
分
享
售
書
利
潤
，

自
然
會
試
著
寫
出
賣
相
最
佳
的
書
，
從
而
以
迎
合
最
多
讀
者
為
目
的
。
如
此
風
氣
，
到
頭
來
可
能
助
長
因
循
守

舊
的
文
風
，
反
而
導
致
劣
幣
驅
逐
良
幣
的
結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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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騰
堡
、
傅
斯
特
與
修
埃
佛
，
都
曾
在
美
因
茲
的
工
坊
裡
’
致
力
於
改
進
印
刷
術
。
料
想
他
們
在
大
功
告

成
的
那
一
刻
，
心
中
當
有
如
下
疑
惑
.. 
自
己
將
來
究
竟
能
否
獨
占
這
項
技
術
’
抑
或
得
面
對
同
業
競
爭
？
修
埃

佛
似
乎
曾
試
圖
防
範
技
術
外
流
，
還
為
此
訂
下
慣
例
，
命
令
磨
下
工
匠
發
誓
絕
不
洩
露
祕
密
。
但
當
時
已
有
許

多
發
明
家
投
注
多
年
時
間
，
意
欲
解
決
印
刷
技
術
的
問
題
﹔
此
外
，
不
管
是
從
智
識
傳
播
或
商
業
利
益
的
角
度

來
看
，
這
項
新
發
明
都
極
其
重
要
，
幾
乎
不
可
能
不
讓
「
外
人
」
知
悉
。
野
史
甚
至
記
載
，
法
囡
囡
王
曾
在
一

四
五
八
年
激
遣
間
諜
前
往
美
因
茲
竊
密
？
至
於
前
述
幾
位
發
明
者
，
就
算
一
度
獨
占
了
活
字
印
刷
的
奧
祕
’

時
間
也
不
會
超
過
十
年
，
畢
竟
曼
特
林
早
在
一
四
五
九
年
，
即
於
史
特
拉
斯
堡
印
出
《
聖
經
》
。
此
時
美
因
茲

已
有
數
家
新
的
印
刷
鋪
開
張
，
而
新
技
術
旋
即
傳
入
萊
因
地
區
諸
鎮
﹔
俟
一
四
七
五
年
，
波
河
谷
地
、
巴
黎
、

里
昂
與
塞
維
爾
巴
出
現
許
多
印
刷
商
，
同
時
間
還
有
不
少
其
他
城
鎮
設
有
工
坊
訓
。

早
期
的
印
刷
技
藝
，

一
如
火
槍
鑄
造
術
，
有
很
長
一
段
時
間
是
日
耳
曼
人
的
專
利
。
最
先
設
置
的
印
刷
工

作
室
裡
’
師
傅
大
都
曾
在
古
騰
堡
、
修
埃
佛
那
兒
見
習
，
或
任
職
於
兩
人
的
學
徒
門
下
而
學
得
技
術。
這
一
群

一
、
印
刷
匠
的
胺
程

第
六
章

書
籍
地
理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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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匠
為
數
雖
少
，
卻
有
著
不
凡
的
經
歷
﹔
他
們
勇
於
創
業
、
不
畏
冒
險
，
精
神
直
令
我
輩
欽
服
。
一
如
當
時
其

他
行
業
的
匠
人
，
他
們
肯
在
出
師
後
離
開
師
傅
的
店
鋪
，
漫
遊
於
歐
洲
各
個
角
落
，
並
隨
身
攜
帶
各
種
器
材
，

一
面
幫
人
印
書
，
一
面
教
人
印
刷
。
這
些
人
的
生
活
，
想
必
與
遊
牧
民
族
無
異
﹔
四
海
為
家
的
歷
練
，
是
他
們

最
主
要
的
資
產
，
亦
是
他
們
最
基
本
的
謀
生
工
真
。
他
們
會
在
某
鎮
駐
足
，
期
待
當
地
客
戶
的
託
付
，
可
能
還

得
常
常
忍
受
貧
困
之
苦
。
而
他
們
所
尋
覓
的
，
無
非
是
願
意
幫
助
他
們
長
期
立
業
的
金
主
，
與
環
境
合
適
的
城

鎮
，
俾
使
其
草
創
的
印
刷
鋪
生
意
興
隆
。
所
以
要
說
他
們
是
「
雖
千
萬
人
吾
往
矣
」
，
亦
不
為
過
﹔
若
非
如

此
，
紐
倫
堡
的
醫
生
蒙
澤
，
又
何
以
會
在

一
四
九
七
年
的
格
拉
納
達
，
遇
見
多
達
三
位
的
日
耳
曼
印
刷
商
，
無

懼
局
勢
未
穩
，
已
然
在
當
地
創
業
（
當
時
格
拉
納
達
才
從
阿
拉
伯
人
手
中
收
復
才
剛
滿
兩
年
）
？
同
期
還
有
兩

位
師
傅
，
分
別
來
自
史
特
拉
斯
堡
與
諾
德
林
根
，
飄
洋
過
海
到
中
非
的
幾
內
亞
灣
，
開
業
於
遙
遠
而
瘴
痛
不
堪

的
聖
多
美
島
。

紐
麥
斯
特
m
則
是
另
一
個
例
子
。
這
位
神
職
人
員
極
可
能
跟
古
騰
堡
共
事
過
（
一
說
他
在
一
四
五
九
到
六

0
年
間
曾
和
古
氏
協
力
印
書
）
。
幾
年
之
後
他
離
開
萊
因
地
區
，
一
如
其
他
許
多
的
最
早
期
印
刷
匠
，
基
於
對

義
大
利
的
嚮
往
而
南
遷
，
期
望
在
這
個
崇
尚
學
識
、
雅
好
文
藝
的
國
度
中
大
發
利
市
。
他
究
竟
是
在
一
四
六
四

年
，
連
同
其
他
德
國
印
刷
匠
追
隨
史
威
罕
與
潘
拿
茲
，
而
來
到
蘇
比
亞
科
和
羅
馬
？
還
是
與
哈
恩
共
同
接
受
樞

機
主
教
多
凱
馬
達
的
徵
召
來
到
羅
馬
？
我
們
所
確
知
的
，
是
紐
麥
斯
特
在
一
四
七

0
年
，
定
居
於
翁
布
里
亞
一

處
鄰
近
大
教
堂
的
城
鎮
褔
里
尼
奧
’
並
先
後
覓
得
三
位
贊
助
者
、
合
資
人
﹔
他
們
分
別
是
金
匠
奧
菲
尼
、
其
弟

馬
利
耶
托
，
以
及
後
來
的
安
格
里
尼
。
在
那
裡
，
他
們
合
力
出
版
了
布
魯
尼
的
《
抵
禦
哥
德
記γ
西
塞
羅
的

《
家
盡
早
，
以
及
史
上
第
一
本
印
刷
版
的
但T
《
神
曲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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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來
，
紐
麥
斯
特
的
夥
伴
竟
半
途
退
出
，
想
必
是
發
覺
印
刷
生
意
賺
不
了
幾
個
錢
。
對
德
國
印
刷
商
來

說
，
義
大
利
實
在
不
是
做
生
意
的
好
地
方
。
原
來
當
時
的
書
市
體
系
尚
未
健
全
，
無
法
同
時
養
活
這
許
多
匠

人
，
就
連
羅
馬
的
史
威
罕
與
潘
拿
茲
也
幾
乎
破
產
，
滯
銷
的
存
書
堆
滿
倉
庫
，
不
得
不
向
教
宗
思
道
四
世
（
或

譯
西
克
斯
圖
斯
四
世
）
求
救
。
紐
麥
斯
特
無
力
償
債
，
遂
入
監
服
刑
，
刑
滿
後
被
迫
回
到
家
鄉
，
磨
下
匠
人
也

只
得
解
散
。
在
解
散
之
後
，
有
些
工
匠
轉
往
佩
魯
嘉
，
任
職
於
富
有
貴
族
巴
格
里
翁
新
設
的
印
刷
鋪
，
但
據
考

證
’
紐
麥
斯
特
十
之
八
九
是
回
到
了
美
因
茲
，
與
其
他
人
分
道
揚
練
。
由
他
印
製
的
一
四
七
九
年
版
多
凱
馬
達

《
默
想
集
》
’
大
抵
是
在
此
時
的
美
因
茲
完
成
，
書
中
以
金
屬
刻
版
打
印
的
插
圖，
悸
離
了
萊
因
河
流
域
首
開
先

例
的
傳
統
。
然
而
他
也
沒
在
美
因
茲
久
待
，
畢
竟
在
那
兒
同
行
競
爭
激
烈
，
，籌
措
資
金
亦
可
能
甚
難
。
我
們
的

臆
測
固
定
，
他
繼
續
旅
行
，
途
經
巴
塞
爾
，
並
在
當
地
遇
見
許
多
同
業
，
之
後
又
來
到
日
耳
曼
印
刷
商
人
滿
為
患

的
里
昂
﹔
而
後
沿
著
里
昂
商
人
（
其
中
在
不
少
人
所
攜
運
的
商
品
中
，
已
包
含
書
本
）
經
常
行
走
的
繁
忙
路

線
，
動
身
前
往
土
魯
斯
。
一
四
八

0
年
，
他
人
已
在
阿
爾
比
﹔
這
是
個
富
庶
、
地
位
重
要
的
城
鎮
，
並
設
有
主

教
教
堂
，
在
此
開
業
印
書
似
乎
前
景
可
期
。
當
地
的
義
大
利
裔
主
教
雷
利
可
，
可
能
就
是
邀
他
南
來
的
人
。
阿

爾
比
時
期
的
紐
氏
印
書
不
少
，
其
中
包
括
席
爾
維
斯
（
即
教
宗
庇
護
二
世
）
一
冊
名
叫
《
論
愛
與
救
贖
》
的
短

篇
道
德
論
文
、
一
部
《
七
賢
士
傳
》
、
以
原
有
刻
圖
再
版
的
多
凱
馬
達
《
默
想
集
》
’
與
對
開
的
大
本
彌
撒
經

本
。
其
中
彌
撒
經
本
係
由
里
昂
教
會
指
定
印
刷
，
故
銷

售
成
績
必
然
良
好
（
事
實
上
，
里
昂
印
刷
商
胡
茲
盜
印

的
版
本
，
幾
乎
與
正
版
同
時
間
世
，
可
見
其
暢
銷
程
度
）
。
此
後
紐
麥
斯
特
離
開
阿
爾
比
並
返
回
里
昂
（
可
能

是
應
里
昂
樞
機
主
教
查
理
﹒
德
波
旁
之
邀
）
，
並
於
一
四
八
五
年
在
那
兒
印
製
出
品
質
極
優
的
新
經
本
。
此
時

的
他
重
獲
貴
人
相
助
，
即
多
菲
內
的
維
埃
納
伯
爵
總
主
教
卡
同
恩
﹔
德
科
米
尼
的
《
回
憶
錄
》
，
就
是
在
這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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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主
教
的
要
求
下
成
書
的
。
紐
氏
則
依
卡
同
恩
總
主
教
指
示
，
為
他
的
主
教
區
修
訂
舊
有
的
每
日
頌
禱
，
於
一

四
八
九
年
印
畢
﹔
一
四
九
五
年
他
又
與
托
派
合
夥
’
為
于
澤
斯
主
教
區
出
版
專
屬
的
彌
撒
經
本

。

身
為
古
騰
堡

的
老
同
事
，
紐
麥
斯
特
終
生
勞
碌
又
奔
波
四
方
，
但
印
刷
工
作
從
未
替
他
帶
來
恆
產
，
甚
至
在
一
四
九
八
年
淪

為
免
稅
的
貧
戶
，
並
於
同
年
被
迫
於
昔
日
同
事
託
派
的
印
刷
工
坊
擔
任
師
傅
。
最
後
他
寒
微
以
殼
，
辭
世
的
年

份
當
為
一
五
O
七
或
一
五
O
八
年
。

與
紐
麥
斯
特
同
期
的
印
刷
匠
，
並
非
人
人
命
運
淒
涼
，
亦
有
許
多
成
就
不
錯
者
，
末
消
多
時
即
建
立
可
觀

事
業
。
不
過
，
他
的
例
子
予
人
不
少
啟
示
，
我
當
得
以
從
中
知
悉
，
包
括
古
騰
堡

、
修
埃
佛
的
同
事
及
其
門
生

在
內
，
最
早
期
的
印
刷
匠
人
，
如
何
將
印
刷
技
術
推
廣
至
全
歐
。
我
們
更
因
此
而
明
瞭
’
為
何
當
時
的
印
刷
師

傅
總
是
浪
跡
天
涯
。
印
刷
工
作
者
行
走
各
地
，
乃
是
早
年
的
長
期
現
象
。
十
六
世
紀
自
始
至
終
，
甚
至
到
了
十

七
世
紀
，
法
國
西
南
地
區
也
多
是
這
樣
的
人
：
在
某
個
小
鎮
停
留
數
月
或
數
年
，
而
後
再
度
踏
上
旅
程
。
居
無

定
所
的
生
活
，
並
非
這
群
人
所
專
屬
。
只
要
拿
他
們
跟
同
時
期
內
專
門
雕
鑿
祭
壇
的
比
利
時
裔
石
匠
一
此
，
兩

者
間
的
相
似
便
一
目
了
然
。

許
多
十
七
世
紀
的
印
刷
師
傅
，
在
雲
遊
法
國
各
地
之
際
，
或
同
時
遇
上
理
想
的
結

婚
對
象
與
足
堪
創
業
的
資
金
，
便
把
握
機
會
在
當
地
定
居
。
再
不
然
他
們
會
在
數
年
的
間
隔
後
，
折
回
某
個
似

乎
真
有
開
業
潛
力
的
城
鎮
，
就
此
做
起
印
書
或
賣
書
的
生
意
。

二
、
開
業
地
點

早
期
印
刷
匠
的
大
本
營
，
原
為
美
囡
茲
和
萊
因
地
區
﹔
究
竟
有
哪
些
誘
困
，
使
得
這
些
人
與
他
們
的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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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
競
爭
對
手
，
動
身
前
往
某
些
城
鎮
創
業
？
身
無
分
文
的
他
們
，靠
誰
提
供
資
本
？
印
刷
術
窮
三
百
年
之
光

陰
，
緩
慢
地
普
及
到
整
個
西
歐
地
區
，
其
過
程
又
是
如
何
？

決
定
印
刷
廠
分
布
的
主
要
因
素
，
在
於
某
些
重
要
的
人
士
與
機
構
，
能
否
從
文
本
的
普
及
與
推
廣
中
得
到

好
處
﹔
在
印
刷
肇
始
之
初
，
情
況
尤
其
如
此
，
因
此
本
節
且
以
印
刷
贊
助
人
做
為
首
先
探
討
的
對
象
。
德
羅

昂
，
人
稱
布
列
安
盧
蒂
巨
勳
爵
，
唯
其
實
際
握
有
的
財
富
與
權
力
只
怕沒
有
頭
銜
威
風
（
貴
族
羅
昂
世
家
中
的

某
位
幼
子
乃
是
他
的
先
祖
，
其
稱
號
由
此
而
來
）
﹔
他
是
個
不
折
不
扣
的
文
人
，
並
在
聖
艾
蒂
安
杜
桂
德
立
斯

樂
附
近
擁
有
一
座
華
麗
的
法
式
城
堡
，
迄
今
仍
可
見
到
，
城
堡
周
邊
有
科
雷
與
富
奎
兩
位
印
刷
商
，
創
業
於
一

四
八
四
年
，
其
後
並
以
九
年
的
光
陰
，
印
製

書
籍
十
種
，
或
可
視
為
研
究
當
時
貴
族
階
層
文
藝
人
士
的
理
想
題

材
。
這
些
書
本
包
括
了
《
聖
母
院
之
逝
γ

《
勒
盧
瓦
家
族
亡
者
與
德
孟
約
翰
的
奇
幻
朝
聖
之
旅
》
、
《
葛
利
塞

利
迪
的
耐
性
γ
四
百
四
十
五
行
的
詩
作
《
貴
族
禱
歌
γ

《
皮
耶
德
內
桑
禱
詞
》
、
《
閔
女
夢
》
、
《
帶
罪
靈
魂

的
金
鏡
子
γ

《
布
列
塔
尼
服
飾
建
築
考γ
此
外
當
然
還
有
《
耶
穌
基
督
傳
》
與
不
可
或
缺
的
《
亞
里
斯
多
德

祕
中
祕
》
m
。

像
這
樣
的
例
子
可
不
少
。
有
些
時
候
，
即
便
是
無
足
輕
重
的
人
物
，
也
會
邀
請
印
刷
師
傅
到
家
裡
來
，
足

見
大
家
都
對
印
刷
術
很
感
興
趣
。
但
整
體
說
來
，
還
是
神
職
人
員
最
有
機
會
，
也
最
有
意
願
接
觸
這
種
新
興
工

藝
。
教
會
從
一
開
始
便
大
力
支
持
新
的
書
籍
複
製
法
﹔
十
五
世
紀
與
十
六
世
紀
早
期
，
在
兵
焚
摧
毀
了
許多
教

堂
與
教
堂
內
的
聖
祭
用
書
後
，
印
刷
術
的
珍
貴
之
處
愈
發
彰
顯
。
多
勒
當
地
的
教
會
，
曾
於
一
五
O
八
年
唷
嘆

「
聖
歌
歌
本
與
其
他
晨
禱
詠
唱
所
需
之
物
」
在
法
國
軍
隊
劫
城
之
際
秩
失
，
即
是一
例
﹔
神
職
人
員
豈
能
沒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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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
禱
？
印
刷
匠
奮
力
工
作
以
供
應
教
堂
用
書
，
也
是
因
其
需
求
量
大
。
貝
桑
松
彌
撒
經
本
就
具
體
說
明
了
這

點.. 

一
四
八
四
年
，
該
書
先
在
薩
琳
斯
印
成
，
而
後
又
在
一
四
九
七
年
由
尼
古
拉

﹒

杜
蒲
雷
翻
印
於
巴
黎
，
同

年
甚
至
出
現
邁
伊
偕
造
威
尼
斯
印
刷
商
戳
印
，
在
里
昂
盜
印
的
版
本
，
可
見
這
類
書
籍
的
需
求
量
頗
多
，
必
須

多
次
重
印
才
足
以
供
應
。
許
多
地
方
的
主
教
令
印
刷
師
傅
前
來
成
立
印
刷
鋪
，
並
遵
照
其
需
求
印
書
，
前
述
的

紐
麥
斯
特
即
如
此
銜
命
。
其
他
還
有
許
多
例
子
，
是
由
基
層
的
教
會
人
士
，
決
定
出
資
設
置
印
刷
工
坊
並
打
印

彌
撒
經
本
與
每
日
頌
禱
的
。
查
理
﹒
杜
蒲
雷
是
當
時
巴
黎
一
流
的
印
刷
商
，
從
一
四
八
二
到
八
三
年
，
沙
特
爾

的
大
教
堂
裡
，
就
有
一
位
神
職
人
員
聘
他
前
來
，
在
教
會
的
房
舍
裡
架
設
印
刷
機
，
印
製
禱
本
及
經
文
，
以
供

教
區
使
用
淵
。

印
刷
匠
在
教
會
託
付
下
所
印
的
書
，
以
聖
祭
用
書
最
多
，
唯
其
他
類
別
亦
有
之
。

《
聖
經
》
篇
章
與
神
學

著
作
經
常
出
版
，
以
協
助
神
學
家
完
成
銀
苦
志
業
。
另
外
，
為
因
應
一
般
的
教
育
目
的
而
出
版
的
古
代
經
典
和

學
生
用
書
也
不
少
。
除
此
之
外
，
勸
人
虔
信
的
傳
單
與
小
冊
亦
常
見
，
讀
者
就
是
廣
大
民
眾
。
換
言
之
，
印
刷

機
的
存
在
，
對
於
學
界
、
教
育
界
，
與
諸
多
信
眾
，
幫
助
最
大
。
首
先
誕
生
於
美
因
茲
的
印
刷
書
裡
’
最
重
要

的
當
推
《
聖
經
》
﹔
十
五
世
紀
亨
納
堡
的
頁
托
爾
德
則
在
美
因
茲
總
主
教
任
內
，
以
「
此
藝
只
因
天
上
有
」
形

容
印
刷
。
日
耳
曼
地
區
的
主
教
，
常
常
核
發
贖
罪
券
給
印
書
、
買
書
的
工
人
與
商
人
。
神
職
人
員
對
印
刷
的
熱

愛
，
似
乎
非
常
普
遍
﹔
連
《
柯
爾
霍
夫
編
年
史
》
的
作
者
，
在
看
到
最
早
期
印
刷
商
的
努
力
結
晶
之
餘
，
也
在

筆
下
讀
嘆
：
「
這
是
多
麼
趨
近
神
的
至
蓋
7

．
讀
了
這
許
多
印
刷
術
造
就
的書
本
，
我
們
心
中
又
是
多
麼
喜
樂
地

讀
美
天
主
！
」
某
個
版
本
的
《
時
代
集
錦
》
’
則
有
如
下
的
詞
句
：
「
晚
近
發
明
於
美
因
茲
的
印
刷
，
是藝
術

中
的
藝
術
’
科
學
中
的
科
學
。
幸
賴
這
技
術
快
速
地
流
傳
，
智慧與
知
識
的
寶
庫
終
於
不
再
隱
蔽
，
普
世
皆
能

jail

--

f
eligi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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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有
。
無
窮
無
盡
的
典
籍
，
原
本
只
有
極
少
數
的
學
生
，
能
在
巴
黎
、
雅
典
，
或
其
他
大
學
城
鎮
的
圖
書
館
裡

查
閱
，
但
如
今
卻
譯
成
各
種
語
言
，
廣
泛
流
通
於
四
海
諸
邦
劫
。
」

教
會
人
士
，
尤
其
對
希
臘
羅
馬
文
學
深
感
興
趣
者
，
率
先
成
為
支
持
印
刷
業
的
主
力
。
因
戈
斯
塔
的
哈

恩
，
似
乎
也
是
因
為
在
一
四
六
六
年
得
到
樞
機
主
教
多
凱
馬
達
的
部
分
資
助
，
才
湊
足
得
以
應
邀
前
往
羅
馬
的

盤
續
，
這
位
主
教
並
將
自
己
的
《
默
想
集
》
交
由
哈
恩
印
刷
。
在
另
一
方
面
，
樞
機
主
教
卡
拉
法
，
則
於

一
四

六
九
年
邀
請
符
茲
堡
的
喬
治
﹒
勞
爾
前
來
羅
馬
﹔
這
位
師
傅
在一
四
七
O
到
一
四
八
四
年
間
，
印
出
至
少
三
十

三
本
書
，
佩
脫
拉
克
的
《
歌
集
》
也
在
此
列
。
在
巴
黎
與
其
他
地
方
，
相
似
的
例
證
可
以
舉
出
好
幾
個
。

為
數
甚
眾
的
修
道
院
，
同
樣
歡
迎
印
刷
匠
與
他
們
為
伍
，
就
連
修
士
也
親
自
印
起
書
來
。
早
期
有
位
名
叫

溫
斯
勒
的
印
刷
師
傅
，
應
修
院
之
邀
請
，
來
到
克
呂
尼
m
﹔
奧
格
斯
堡
的
約
翰
﹒
梅
特
林
傑
，
則
在
西
多
修
道

院
院
長
德
其
雷
的
請
託
之
下
，
從
多
勒
來
到
迪
戒
，
時
為
一
四
九

0
年
？
居
常
兄
弟
會
的
修
士
，
在
德
國
的

羅
斯
托
克
架
設
一
台
印
刷
機
﹔
在
其
所
印
製
的
首
批
書
裡
，
有
一
部
將
印
刷
形
容
為
「
寰
宇
知
識
之
母
」
、

「
侍
奉
教
會
的
女
僕
」
，
還
說
自
己
是
「
神
的
教
士
，
非
藉
話
語
布
道
，
但憑
章
旬
傳
教
訓」
。

到
了
一
四
七
0
年
，
常
設
於
阿
爾
高
地
區
貝
羅
慕
斯
特
的
神
職
國
體
，
已
啟
用
自
己
的
印
刷
機
。
聖
鳥
里

希
與
聖
亞
勿
拉
（
或
譯
「
聖
阿
芙
拉
」
）
的
本篤
會
士
，
則
先
後
於
一
四
七
二
、

一
四
七
四
，
以
及
一
四
七
五

年
，
在
奧
格
斯
堡
、
班
買
格
、
布
勞
貝
倫
各
架
設
一
台
。
舒
臣
黎
的
布
萊
蒙
會
修
士
，
亦
在
一
四
七
八
年
得
到

一
台
印
刷
機
。
紐
倫堡
的
奧
恩
會
修
士
，
以
及
愛
爾
褔
特
地
方
聖
伯
鐸
（
聖
彼
得
）
修
道
院
的
本
篤
會
士
，
復

於
一
四
七
九
年
，
分
別
加
入
修
院
印
刷
的
行
列
悶
。
義
大
利
的
發
展
情
況
與
此
非
常
相
近
。
撇
開
迄
無
定
論
的

蘇
比
亞
科
不
談
，
佛
羅
倫
斯
一
帶
瑞
波
里
的
聖
雅
各
伯
（
聖
雅
各
）
修
道
院
，
曾
使
用
一
台
印
刷
機
長
達
二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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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以
上
﹔
菲
奇
諾
的
作
品
，
只
是
其
所
印
出
的
一
部
分
罷
了
訕
。

此
處
舉
證
的
，
只
是
諸
多
史
實
的
一
小
部
分
。
教
會
固
然
積
極
參
與
印
刷
，
但
其
在
印
刷
時
代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
仍
不
及
手
抄
本
時
代
重
要
，
也
無
力
繼
續
掌
控
文
本
的
傳
布
。
一
旦
印
刷
發
展
成
真
正
的
產
業
，
光
靠

教
會
聘
雇
、
資
助
、
委
託
印
刷
商
印
書
，
或
修
院
架
設
印
刷
機
、
修
士
學
習
印
書
，
已
不
足
以
應
付
俗
世
的
需

求
。
假
設
印
刷
工
坊
沒
有
經
過

一
段
時
間
的
演
進
，
牢
固
地
蛻
變
為
在
商
言
商
的
店
鋪
，
擁
有
獲
利
或
至
少
損

益
兩
平
的
能
力
，
恐
怕
印
刷
難
逃
滅
絕
命
運
。
就
是
因
為
這
樣
，
綜
觀
所
有
由
富
有
金
主
、
教
會
人
士
籌
設
，

或
在
他
們
鼓
勵
之
下
而
創
建
的
印
刷
坊
，
只
有
那
些
置
身
良
好
環
境
、
有
賺
無
賠
的
，
方
能
永
續
經
營
。

找
出
市
場
需
求
何
在
，
乃
是
重
大
問
題
。
能
否
發
掘
經
常
光
顧
且
數
量
思
多
的
客
戶
群
（
尤
其
如
果
就
在

附
近
，
更
是
再
好
不
過
了
）
，
攸
關
印
刷
鋪
的
存
亡
。
基
於
這
個
理
由
，
知
名
大
學
城
鎮
一
帶
，
總
有
印
刷
鋪

林
立
，
生
意
也
都
不
錯
，
這
點
前
面
已
經
講
過
。
從
這
個
角
度
來
看
，
探
討
巴
黎
地
區
首
批
印
刷
商
的
沿
革
，

予
人
啟
發
尤
深
。
當
時
的
印
刷
書
客
戶
，
是
以
怎
樣
的
心
理
、
何
種
動
機
，
邀
請
外
地
的
印
刷
匠
前
來
？
巴
黎

的
這
一
小
群
神
職
人
員
，
就
是
最
典
型
的
樣
板
.. 
此
外
，
巴
黎
的
條
件
最
適
合
開
業
，
印
刷
商
還
可
自
由
調
整

經
營
策
略
，
更
使
早
期
的
當
地
業
者
成
功
創
業
、
如
願
發
達
。

歷
經
英
倫
軍
隊
的
古
領
，
與
十
五
世
紀
前
半
的
戰
火
，
巴
黎
的
教
育
機
構
二
度
陷
入
財
務
與
文
化
的
雙

重
危
機
。
幸
而
在
印
刷
術
出
現
時
，
巴
黎
已
經
恢
復
知
名
大
學
城
的
地
位
，
學
術
團
的
八
方
豪
傑
，
從
法
國
各

地
與
歐
洲
諸
國
慕
名
而
來
。
法
學
、
醫
學
、
文
學
，
皆
是
當
地
學
府
的
強
項
，
至
於
神
學
的
水
準
更
是
特
出
。

巴
黎
大
學
聘
雇
的
二
十
四
位
書
賈
，
由
四
位
頂
尖
書
商
監
督
，
嚴
格
遵
循
傳
統
的
營
運
架
構
。
他
們
打
印
的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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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
，
盡
是
學
界
之
必
讀
，
其
中
不
乏
希
波
克
拉
底
、
西
元
二
世
紀
的
加
倫
著
作
及
評
注
等
醫

學
院
用
書.. 
各
種

法
典
及
其
評
注
類
的
法
學
院
用
書
﹔
亞
里
斯
多
德
、
阿
奎
那
、
奧
坎
、
司
各
托
、
十
四
世
紀
的
比
旦
當
作
品
與

維
伊
度
的
論
文
等
哲
學
原
理
類
書
籍﹔
以
及
文
學
院
所
用
波
伊
提
鳥
的
算
術
書
、
赫
利
伍
的
約
翰
及
德
埃
利
的

天
文
書
。
他
們
也
替
眾
多
的
神
學
院
學
生
，
印
製
《
聖
經
》
與
神
學
大
師
隆
巴
第
的
《
名
言
錄
丫
隸
屬
大
學

的
神
職
人
員
，
如
欲
籌
備
宗
教
典
籍
圖
書
館
，
亦
由
同
一
批
人
供
書
﹔
這
些
書
包
括
了
聖
奧
古
斯T
、

聖
伯

納
、
聖
文
德
（
或
聖
波
拿
文
都
拉
）
、
德
黎
拉
、
德
博
韋
（
較
富
有
的
教
士
尤
以
收
藏
此
類
著
做
為
傲
）
，
與
其

他
宣
教
勸
善
的
作
品
，
其
中
值
得
注
意
的
包
括
十
四
世
紀
薩
克
森
的
盧
道
甫
的
《
基
督
生
平
》
’
與
德
瓦
拉
吉

納
的
講
道
書
。
另
一
重
要
的
類
目
，
為
告
解
神
父
的
指
導
手
冊
，
這
種
書
的
格
式
簡
明
、
使
用
頻
繁
，
比
起
那

些
將
經
院
學
者
與
教
父
言
行
奉
為
圭
臭
的
厚
重
對
開
書
，
既
輕
便
又
便
宜
，
是
以
需
求
又
多
過
於
前
述
書
刊
。

在
另
一
方
面
，
義
大
利
人
文
主
義
者
的
著
述
，
開
始
傳
入
法
國
。
十
四
世
紀
末
、

十
五
世
紀
初
，
巴
黎
的

一
流
大
學
教
師
，
對
希
臘
羅
馬
研
究
的
關
懷
與
拉
丁
散
文
修
詞
的
造
詣
，
其
實
並
不
亞
於
十
三
世
紀
的
前
輩

們.. 
畢
竟
這
些
領
域
的
知
識
從
未
完
全
失
傳
。
再
者
，
十
五
世
紀
後
半
，
巴
黎
學
界
亦
與
義
大
利
往
來
頻
繁
。

數
度
前
往
義
大
利
、
後
於
羅
馬
臨
終
的
費
歇
，
便
屬
此
潮
流
的
代
表
人
物
。
聖
多
瑪
斯
與
司
各
托
的
教
誨
，
他

固
然
尊
崇
，
熱
愛
古
羅
馬
思
想
與
拉
丁
文
經
典
的
赤
誠
，
他
也
不
加
掩
飾
﹔
一
四
七

0
年
前
後
，
復
古
派
以
他

為
中
心
，
儼
然
自
成
一
家
。
市
面
上
欠
缺
正
確
無
誤
的
古
典
書
籍
，
這
些
人
的
感
慨
尤
其
深
切
。
雖
說
授
課
時

使
用
的
手
抄
本
參
考
書
為
數
甚
多
，
但
西
塞
羅
、
維
吉
爾
、
薩
盧
斯
特
等
古
代
文
豪
的
作
品
抄
本
仍
然
稀
有
，

且
疏
漏
訛
誤
亦
是
不
少
。
假
使
沒
有
印
刷
技
術
的
新
知
識
，
欲
準
確
而
大
量
地
複
製
這
些
古
文
本
，
簡
直
是
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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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
當
時
的
巴
黎
，
已
然
聽
聞
印
書
之
法
，
使
用
印
刷
書
也
有
多
年
時
間
﹔
傅
斯
特
與
修
埃
佛
，
皆
曾
將
存
貨

售
往
巴
黎
，
其
中
傅
斯
特
年
輕
時
候
便
是
巴
黎
大
學
德
裔
團
體
的
一
份
子
，
並
數
度
前
往
巴
黎
洽
商
，
甚
至
以

史
塔
波
恩
為
自
己
在
當
地
的
長
期
代
理
商
。
這
樣
看
來
，
傅
斯
特
的
同
胞
、
先
前
已
成
為
「
索
邦
人
」
的
海
恩

林
，
在
一
四
七
0
年
決
意
外
聘
日
耳
曼
印
刷
商
前
來
，
並
在
索
邦
校
舍
內
安
置
他
們
，
實
屬
順
理
成
章
。
巴
黎

的
第
一
架
印
刷
機
，
就
是
這
麼
來
的
。
負
責
印
刷
工
坊
營
運
的
，
則
有
康
斯
坦
夜
的
戈
林
、
科
爾
瑪
的

富
里
柏

格
（
此
君
畢
業
於
巴
塞
爾
大
學
文
學
院
，
想
必
認
識
學
生
時
代
的
海
恩
林
）
，
以
及
來
自
海
恩
林
故
鄉
的
助
手

克
朗
茲
。
在
爾
後
的
三
年
時
間
裡
，
索
邦
當
局
印
出
的
書
本
，
計
有
貝
加
莫
的
德
巴
爾
齊
札
的

《書
信
集
》
與

《
拼
字
辨
正
γ

薩
盧
斯
特
以
及
馬
克
希
穆
的
著
作
、
西
塞
羅
的
合
調
職
責γ
瓦
拉
的
《
拉
T
詞
藻
》
與
費
歇

的
《
修
詞
學
》
。
後
者
係
將
正
確
的
拉
T
散
文
風
格
摘
要
成
若
干
原
則
而
成
書
，
作
者
費
歇
亦
對
海
恩
林
與
戈

林
的
印
刷
事
業
多
有
鼓
勵
。

但
巴
黎
的
人
文
主
義
圈
仍
小
，
通
曉
古
語
的
文
人
更
是
極
少
，
拉
丁
書
市
不
多
時
即
告
飽
和
。
尤
有
甚

者
，
可
供
編
輯
出
版
的
古
代
文
本
頗
難
取
得
，
且
在
費
歐
前
往
義
大
利
之
後
，
復
古
派
即
無
思
想
領
袖
。
結

果
，
戈
林
與
他
的
兩
位
同
儕
只
好
改
變
印
書
宗
旨
，
不
再
服
務
那
些
委
聘
他
們
前
來
巴
黎
的
少
數
人
文
主
義

者
，
改
替
巴
黎
大
學
的
一
般
客
戶
出
書
。
所
幸
他
們
在
索
邦
開
業
頗
有
獲
利
，
故
此
時
已
有
能
力
離
開
舊
有
工

坊
，
更
新
設
備
並
負
擔
另
起
爐
仕
的
成
本.. 
新
的
印
書
坊
極
可
能
在
規
模
上
大
過
舊
的
，
而
事
後
證
明
，
獨
立

於
校
園
外
的
事
業
也
能
成
功
。
不
過
，
這
群
印
刷
匠
並
未
斷
絕
與
苦
日
客
戶
的
關
係
’
畢
竟
海
恩
林
此
後
仍
一

度
回
到
索
邦
印
書
，
使
用
的
還
是
曾
經
印
過
柏
拉
圖
《
書
信
集γ
西
塞
羅
《
圖
斯
庫
路
姆
之
辯

γ
司
各
托

《
評
注
集
》
（
此
係
針
對
隆
巴
第
所
著
《
名
言
錄
》
第
四
冊
而
撰
）
的
印
刷
機
。
巴
黎
大
學
謹
守
聖
多
聽
斯
的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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誨
，
學
者
中
的
領
導
人
物
盡
是
舊
派
，
故
同
時
追
隨
司
各
托
主
張
與
聖
多
瑪
斯
思
想
的
腳
步
，
亦
喜
愛
古
典
文

組
干
。新

開
的
印
刷
鋪
，
位
在
雅
格
街
上
，
名
為
「
金
色
太
陽
」
﹔
除
了
偶
爾
印
製
古
典
文
本
（
其
中
又
以
維
吉

爾
最
著
）
，
主
要
是
以
黑
體
字
，
而
非
羅
馬
體
，
印
製
中
世
紀
的
哲
學
、
神
學
，
以
及
教
會
法
典
書
籍
，
以
吸

引
更
多
讀
者
。
這
樣
印
成
的
書
籍
，
還
包
括
亞
里
斯
多
德
部
分
的
作
品
、
德
黎
拉
的
《
全
本
聖
經
小
注》
’
與

索
邦
印
刷
坊
出
版
過
的
《
名
言
錄
》
第
四
冊
《
評
注
集
》
新
版
。
然
而
他
們
出
版
的
最
大
宗
，
終
究
還
是
信
仰

類
的
禱
詞
頌
詩
、
日
常
倫
理
的
論
文
，
與
告
解
手
冊
：
這
些
書
不
愁
印
了
沒
人
買
。
隸
屬
此
類
的
出
版
品
，
尚

有
德
蒙
卓
卻
的
《
牧
靈
國
γ
尼
德
爾
的
信
仰
作
品
、
鳥
提
諾
的

《布
道
集
γ
當
然
也
少
不
了
德
瓦
拉
吉
納
的

《
黃
金
傳
奇
》
。

第
一
批
巴
黎
印
刷
商
，
之
所
以
出
版
市
場
需
求
最
殷
的
書
本
，
是
為
了
追
求
更
高
的
銷
量
，
藉
此
穩
固
事

業
並
提
升
利
潤
。
這
儼
然
是
古
今
出
版
業
最
典
型
的
局
面
.. 
此
後
的
每
個
年
代
裡
’
規
模
最
大
的
幾
家
出
版

商
，
遲
早
都
得
把
服
務
範
圍
從
狹
窄
的
學
術
市
場
中
拓
寬
，
同
時
供
書
給
一
般
讀
者
。
印
製
固
書
館
藏
書
與
科

學
類
出
版
品
之
餘
，
他
們
還
必
須
印
製
價
格
較
低
、
市
場
需
求
夠
龐
大
的
小
本
書
，
才
能
確
保
他
們
不
時
有
重

印
再
版
的
生
意
可
做
。

在
戈
林
推
出
他
的
新
印
叢
書
之
際
，
巴
黎
大
學
周
邊
的
印
刷
商
已
不
只
他
一
家
。
「
金
色
太
陽
」
隔
壁
的

隔
壁
，
就
是
一
間
名
叫
「
騎
士
與
天
鵲
」
的
印
刷
鋪
子
，
正
對
著
夫
羅
曼
塔
街
，
幾
乎
與
康
布
雷
學
院
相
望
。

兩
位
德
國
人
經
營
著
這
家
店
，
一
是
卡
薩
，
擁
有
文
學
院
碩
士
學
位
﹔
另
一
位
則
是
他
的
夥
伴
史
托
爾
。
卡
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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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是
在
一
四
七
四
年
出
版
了
長
寶
型
的
《
牧
靈
國
》
，
而
後
又
與
史
托
爾
合
作
，
將
薩
莫
拉
主
教
羅
里
加
斯
的

《
人
類
生
命
之
鏡
》
編
審
完
成
﹔
之
後
又
於
一
四
七
五
年
印
製
帕
爾
馬
的
伯
納
德
的
法
學
著
作
《
長
期
變
故
γ

席
爾
維
斯
的
些
許
論
文
、
帕
諾
米
塔
諾
的
《
格
勒
孟
論
議
集
》
等
。
他
們
兩
人
與
戈
林
相
同
，
有
些
時
候
也
會

印
製
人
文
主
義
者
喜
愛
的
作
品
，
諸
如
裴
洛
托
的
《
拉
T
文
法
入
門

γ
埃
布
的
《
詩
韻
珍
品
γ
以
及
西
塞

羅
、
薩
盧
斯
特
、
泰
倫
斯
、
西
尼
加
的
作
品
。
這
些
版
本
大
都
經
過
戈
林
的
編
修
，
且
服
務
的
有
限
讀
者
仍
是

同
一
批
人
，
即
巴
黎
大
學
的
教
師
與
學
生
。

印
刷
術
在
巴
黎
扎
根
的
故
事
，
大
抵
如
斯
。
我
們
從
中
了
解
印
刷
鋪
如
何
設
立
，
印
刷
鋪
發
展
的
可
能
性

又
是
如
何
成
形.. 
嗜
書
而
與
大
學
關
係
密
切
的
神
職
人
員
，
則
是
此
間
的
功
臣
。
我
們
也
可
以
誰
明
，
在
歐
洲

其
他
的
大
學
城
鎮
，
印
刷
業
的
發
展
大
都
相
同
，
科
隆
就
是
最
顯
著
的
例
子
。
稍
後
，
萊
登
在
十
六
世
紀
末
建

立
起
自
己
的
大
學
，
很
快
地
發
展
成
學
術
重
鎮
，
而
當
地
極
其
重
要
的
印
刷
產
業
，
幾
乎
與
之
同
時
興
盛
起

來
。
普
朗
坦
就
在
萊
登
待
過
一
段
時
間
，
他
的
女
婿
則
在
當
地
建
立
起
長
久
事
業
。
接
下
來
，
艾
齊
維
埃
家
族

成
為
萊
登
大
學
的
指
定
書
商
﹔
他
們
在
當
地
的
事
業
頗
有
可
觀
，
或
可
視
之
為
當
時
最
重
要
的
出
版
者
訓
。
以

出
版
笛
卡
兒
哲
學
名
著
《
方
法
論
》
而
聞
名
的
梅
耶
，
便
在
艾
齊
維
埃
家
的
附
近
開
店
。
同
樣
地
，
當
法
國
新

教
徒
在
索
米
爾
創
辦
大
學
，
並
於
十
七
世
紀
聲
名
大
噪
之
際
，
周
邊
印
刷
業
的
茁
壯
也
十
分
明
顯
﹔
德
斯
波
底

家
族
等
大
型
出
版
社
，
即
活
躍
於
當
地
制
。

不
過
，
吸
引
書
商
和
印
刷
商
的
，
並
非
僅
止
於
大
學
校
園
裡
面
的
客
戶
。
總
主
教
駐
所
與
大
教
堂
的
設
置

地
點
，
富
有
的
教
士
眾
多
，
亦
是
販
售
書
本
的
好
地
點
﹔
至
於
司
法
法
庭
所
在
的
各
城
鎮
，
許
多
律
師
常
駐
於

此
，
印
書
求
售
更
不
愁
乏
人
問
津
。
跟
神
職
人
員
一
樣
，
律
師
也
是
書
籍
的
大
宗
買
家
，
購
書
手
筆
也
許
還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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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勝
一
籌
。
在
宗
教
書
之
外
，
他
們
還
購
買
成
文
法
、
習
慣
法
書
籍
，
至
於
通
俗
文
學
作
品
尤
受
喜
愛
。
法
國

的
書
商
與
印
刷
商
之
所
以
選
擇
在
君
王
法
院
的
附
近
開
業
，
常
是
為
了
就
近
滿
足
諸
多
律
師
的
需
求
。
位
於
大

學
區
的
聖
熱
納
維
艾
英
丘
、
聖
雅
格
街
沿
線
，
幾
乎
匯
聚
了
巴
黎
所
有
的
印
刷
鋪
，
與
絕
大
多
數
的
書
店
。
但

在
鄰
近
的
幾
條
街
內
，
仍
有
一
群
書
商
在
法
院
區
的
建
築
裡
另
行
開
業
，
照
樣
生
意
興
隆
。
這
一
帶
便
是
佛
拉

爾
於
十
五
世
紀
創
建
主
要
店
鋪
的
地
方
，
十
六
世
紀
則
有
柯
洛
塞
在
此營
業
﹔
至
於
十
七
世
紀
，
此
處
又
多
了

巴
爾
賓
、
狄
耶
里
等
商
人
，
專
門
出
版
古
典
文
學
的
重
要
作
品
。
眾
書
商
的
店
面
與
攤
位
林
立
於
雜
貨
商
、
布

商
近
側
。
光
顧
書
店
的
客
人
，
有
君
王
法
院
成
員
、
檢
察
官
、
辯
護
律
師
、
為
數
龐
大
的
原
告
與
被
告
﹔
就
連

那
些
把
法
院
區
當
成
散
步
去
處
的
社
會
名
流
與
富
商
，
也
來
插
上
一
腳
。
店
內
陳
售
的
時
事
與
文
學
書
，
還
比

法
學
參
考
書
來
得
多
，
且
通
常
已
譯
成
法
文
。
在
法
國
境
內
其
他
省
份
，
乃
至
於
其
他
國
家
的
法
院
區
，
都
有

此
類
書
店
的
蹤
跡
。
在
盧
昂
和
普
瓦
捷
，
許
多
書
商
乾
脆
直
接
在
法
庭
內
設
攤
﹔
隨
後
到
了
十
七
世
紀
，
海
牙

書
商
的
店
鋪

，
甚
至
與
議
會
設
在
同
棟
樓
裡
划
。

只
要
是
大
學
、
高
等
法
院
或
法
國
君
王
法
院
的
所
在
地
，
就
必
然
存
在
對
書
籍
的
需
求
。
十
五
、
十
六
世

紀
的
書
商
與
印
刷
商
，
受
此
吸
引
前
來
立
業
，
而
這
也
解
釋
了
印
刷
與
售
書
的
重
鎮
何
以
落
在
特
定
地
區
。
十

六
世
紀
末
葉
，
前
述
公
家
機
關
坐
落
的
所
有
歐
洲
城
鎮
，
皆
有
相
當
數
量
的
印
刷
鋪
與
書
店
。
此
時
許
多
新
的

大
學
正
在
設
立
，
新
教
盛
行
的
地
方
尤
然
（
萊
登
與
索
米
爾
可
以
為
證
）
﹔
而
新
興
學
府
的
誕
生
，
使
得
新
創

的
印
書
、
售
書
事
業
也
找
到
了
自
己
的
市
場
。
但
在
歐
洲
多
數
地
區
，
尤
其
是
天
主
教
國
度
，
情
況
則
大
不
相

同.. 
景
氣
的
窘
迫
，
令
法
院
區
裡
的
書
店
難
以
獲
利
，
同
業
競
爭
轉
趨
激
烈
。
於
此
同
時
，
各
大
學
的
重
要
地

位
不
復
以
往
，
校
園
附
近
的
書
籍
生
意
不
時
傳
出
倒
閉
。
此
後
，
書
商
與
印
刷
商
另
謀
他
途
，
改
於
其
他
地
點

a .... 
a .... 
2 .. , ... 
a’,‘
Ez--
BE.E.-
E.e.- .. 
2.
az--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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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半
為
次
要
城
鎮
）
開
業
。
在
尋
找
穩
定
客
源
的
過
程
中
，
他
們
不
再
仰
賴
高
等
法
院
，
而
接
起
了
有
一

陣
、
沒
一
陣
的
小
生
意
。
為
求
溫
飽
，
他
們
替
人
印
製
招
貼
告
示
、
官
方
公
告
以
及
宣
傳
小
冊
﹔
此
係
政
府
組

織
於
十
七
世
紀
擴
張
，
帶
來
新
的
印
刷
需
求
所
致
。
在
另
一
方
面
，
耶
穌
會
士
與
奧
拉
托
利
會
士
（
俗
家
修

士
）
，
活
躍
於
教
育
界
，
在
許
多
城
鎮
設
立
學
院
，
創
造
新
的
工
作
機
會
，
也
吸
引
印
刷
商
前
來
。
其
中
，
耶

穌
會
學
院
帶
來
的
商
機
尤
其
可
觀
，
因
為
他
們
需
要
的
不
只
是
教
科
書
與
其
他
授
課
用
的
印
刷
品
，
還
包
括
信

仰
讀
物
與
爭
辯
教
義
的
傳
單
﹔
後
兩
者
儼
然
是
耶
穌
會
本
質
的
一
部
分
。
當
時
有
個
叫
緻
矢
鎮
的
小
地
方
，
原

本
沒
有
印
刷
業
，
但
在
一
六

O
三
年
，
耶
穌
會
士
於
當
地
建
立
一
所
學
院
，
並
帶
來
一
位
名
叫
瑞
解
的
印
刷

商
。
此
君
不
僅
替
該
校
與
耶
穌
會
修
士
團
印
製
許
多
書
本
，
也
採
用
他
們
的
識
別
圓
樣
做
為
出
版
商
標
誌
。
在

他
之
後
，
計
有
三
家
印
刷
商
與
為
數
更
多
的
書
商
，
選
擇
在
這
間
學
院
的
附
近
開
業
。

話
雖
這
麼
說
，
倒
不
是
只
有
在
鐵
矢
鎮
這
類
地
點
創
業
的
印
刷
商
，
才
得
以
生
意
興
隆
。
會
買
書
的
人
，

也
不
是
只
有
教
士
與
律
師
。
富
有
的
商
人
、
生
活
優
握
的
中
產
階
級
，
甚
至
商
業
城
市
裡
日
進
斗
金
的
工
匠
，

對
於
打
造
個
人
專
屬
的
藏
書
閣
，
皆
興
致
盎
然
、
蔚
為
風
潮
﹔
此
種
現
象
在
十
六
世
紀
尤
然
。
更
重
要
的
是
，

這
樣
的
大
城
市
裡
’
總
有
勇
於
投
資
的
生
意
人
，
願
意
資
助
印
刷
、
出
書
銷
往
外
地
。
前
面
介
紹
的
小
布
伊

爾
，
即
以
商
人
身
分
，
建
立
起
里
昂
第
一
家
出
版
社
酬
。
此
外
，
萊
比
錫
的
皮
革
商
與
毛
皮
商
，
曾
於
十
六
世

紀
提
供
資
本
予
當
地
的
書
商
﹔
普
朗
坦
在
安
特
衛
普
創
業
之
際
，
同
樣
不
愁
找
不
到
金
主
甜
。
這
些
大
城
與
歐

洲
各
地
都
有
賀
易
關
係
’
利
於
生
意
人
結
帳
催
款
，
書
籍
原
料
與
成
品
的
運
送
也
很
方
便
。

因
為
水
路
的
還
費
比
較
低
廉
，
印
刷
商
也
會
選
擇
在
港
埠
一
帶
建
立
事
業
。
盧
昂
印
刷
業
的
興
起
，
便
是



印刷害的誕生 230 

因
為
書
本
運
往
法
蘭
德
斯
、
低
地
諸
國
、
西
班
牙
，
皆
可
由
當
地
的
碼
頭
出
貨
﹔
外
銷
英
格
蘭
，
更
以
盧
昂
為

必
經
之
地
。
在
另
一
方
面
，
當
地
印
書
如
欲
運
往
巴
黎
，
只
消
以
貨
船
溯
塞
納
河
而
上
。
南
邊
的
西
班
牙
，
則

有
克
羅
伯
格
家
族
透
過
塞
維
爾
港
口
，
出
口
書
本
到
美
洲
。
到
了
十
八
世
紀
，
自
里
耳
由
海
牙
轉
往
鹿
特
丹
營

業
之
後
，
培
爾
與
勒
克
勒
格
的
著
作
外
銷
法
國
、
英
格
蘭
、
日
耳
曼
北
部
地
區
，
遂
更
加
便
捷
。
其
他
吸
引
大

型
印
刷
社
前
來
開
業
的
港
都
，
尚
有
十
五
世
紀
的
呂
貝
克
、
十
六
世
紀
的
安
特
衛
普
、
十
七
世
紀
的
阿
姆
斯
特

丹
等
。

三
、
地
理
與
出
版

接
下
來
，
本
書
將
試
圖
釐
清
印
刷
從
美
因
茲
發
源
地
傳
往
歐
洲
諸
國
的
確
切
時
間
，
並
逐
一
細
數
從
一
四

五
O
到
一
八
O
O
的
這
三
個
半
世
紀
之
間
，
各
地
出
版
重
鎮
的
位
置
與
概
況
。

本
世
紀
的
讀
者
對
科
技
革
命
習
以
為
常
，
或
許
覺
得
印
刷
術
的
傳
布
相
當
緩
慢
。
然
而
，
十
五
世
紀
的
歐

洲
人
，
因
交
通
不
便
、
技
術
原
始
，
遭
逢
的
難
處
質
難
盡
數
。
而
在
一
四
五
O
到

一
四
六
0
年
間
，
只
有
美
因

茲
幾
聞
工
坊
的
少
數
人
得
窺
印
刷
之
祕
’
偏
偏
以
當
時
的
標
準
觀
之
，
這
又
是
種
極
其
複
雜
的
工
藝
。
至
於
新

建
的
印
刷
鋪
，
在
原
物
料
的
取
得
上
多
所
不
便
（
如
陽
文
字
範
需
要
鋼
鐵
，
陰
文
字
模
需
要
銅
’
字
粒
本
身
又

要
鉛
錫
合
金
）
，
可
謂
困
難
重
重
。
就
連
印
刷
所
需
的
技
術
人
員
，
也
甚
為
區
乏
，
舉
凡
雕
模
匠
、
鑄
字
工
、

排
字
工
，
盡
皆
不
是
。
若
把
前
述
總
總
一
併
納
入
考
慮
，
則
印
刷
術
的
傳
播
一
點
也
不
算
慢
。
再
怎
麼
說
，
一

個
仰
賴
各
種
不
同
技
術
與
方
法
而
建
構
的
新
產
業
，
都
不
是

一
蹦
可
幾
﹔
況
且
大
量
印
製
的
書
本
如
欲
開
闊
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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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
通
路
，
有
賴
新
商
業
關
係
的
建
立

。

從
這
個
角
度
看
，
我
們
就
不
得
不

承
認
，
印
刷
術
的
傳
播
，
其
實
快
得

出
奇
。
此
外
，
十
五
世
紀
的
人
，
乃
是
特
別
積
極
於
創
新
的
一
群
﹔
只
消
回
顧
幾
個
歷
史
上
的
時
間
點
與
當
時

的
地
圖
，
即
足
以
證
明
這
點
。

一
四
五
五
到
一
四
六
0
年
間
？
美
因
茲
出
現
數
家
印
刷
工
坊
﹔
我
們
對
這
些
工
坊
所
知
甚
少
，
唯
一
確

定
的
是
，
它
們
當
中
以
傅
斯
特
與
修
埃
佛
所
經
營
者
最
為
重
要
。
時
值
印
刷
業
誕
生
的
最
早
期
，
但
已
然
有
印

刷
商
規
畫
於
大
學
城
內
設
置
商
業
通
路
﹔
傅
斯
特
與
修
埃
佛
，
除
了
供
書
給
法
蘭
克
福
、
呂
員
克
與
昂
熱
的
客

戶
，
更
準
備
在
巴
黎
開
設
書
店
仰
。
同
樣
在
早
期
階
段
即
有

書
店
販
售
印
刷
書
的
，
還
包
括
亞
維
農
地
區
划
。

在
一
四
六
O
到
一
四
七
0
年
間
，
印
刷
的
版
圖
顯
著
擴
張
﹔
而
在
印
刷
發
韌
的
德
國
，
相
關
行
業
的
組
織
亦
頗

有
進
步
，
在
這
個
礦
業
發
達
的
國
度
裡
’
繁
榮
的
商
業
都
市
林
立
，
其
中
住
著
不
少
技
藝
高
超
的
金
屬
工
匠
，

亦
有
富
庶
的
商
人
階
級
扮
演
新
產
業
的
資
本
後
盾
。
到
了
一
四
六
0
年
，
曾
經
做
過
彩
飾
師
傅
與
主
教
書
記
的

曼
特
林
，
業
已
於
史
特
拉
斯
堡
開
設
自
己
的
印
刷
鋪
。
但
過
不
了
多
久
，
他
便
得
面
對
來
自
同
業
的
競
爭
﹔
這

些
對
手
包
括
主
教
的
典
璽
官
埃
格
史
坦
、
以
「
瘋
狂
字
母
R

」
做
為
標
記
的
神
祕
印
刷
商
路
許
，
以
及
後
來
投

入
此
業
的
許
多
人
。
大
約
在
同
時
，
可
能
當
過
古
騰
堡
門
生
的
菲
斯
特
，
在
班
員
格
成
立
印
刷
鋪
，
隨
即
開
始

出
版
插
圖
書
。
一
四
六
五
年
以
降
，
許
多
曾
經
在
古
騰
堡
與
修
埃
佛
塵
下
擔
任
印
刷
師
傅
的
匠
人
，
各
於
不
同

城
鎮
開
業.. 
哈
瑜
的
柴
爾
，
原
為
美
因
茲
主
教
區
的
教
士
，
後
來
於
一
四
六
六
年
在
科
陸
開
業
﹔
魯
波
爾
一
四

六
八
年
於
巴
塞
爾
開
店
﹔
克
t
p
佛
與
森
臣
斯
密
在
一
四
七
0
年
選
擇
了
紐
倫
堡
，
且
同
時
期
的
當
地
尚
有
柯
貝

格
投
入
印
刷
和
出
版
。
奧
格
斯
堡
的
第
一
本
印
刷
書
，
由
翟
納
於
一
四
六
八
年
出
版
﹔
至
於
義
大
利
的
第一
本

印
刷
書
，
則
在
一
四
六
四
或
一
四
六
五
年
，
由
來
自
德
國
的
史
威
罕
跟
潘
拿
茲
，
在
蘇
比
亞
科
（
一
說
為
羅
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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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修
道
院
裡
印
成
。
同
樣
是
德
裔
，
施
服
爾
的
約
翰
在
一
四
六
九
年
的
威
尼
斯
，
印
出
西
塞
羅
的
《
家
書
》
﹔

隔
年
，
前
文
提
過
的
紐
麥
斯
特
，
也
在
褔
里
尼
奧
開
始
為
人
印
書
划
。

就
在
一
四
七
O
到
一
四
八
O
的
十
年
閉
，
印
刷
產
業
的
成
長
步
伐
又
見
增
加
。
施
派
爾
於
一
四
七
一
年
出

現
了
印
刷
店
鋪
的
蹤
跡
，
其
他
如
烏
姆
（
一
四
七
三
）
、
呂
貝
克
三
四
七
五
）
、
布
雷
斯
勞
（
一
四
七
五
）
與

其
他
許
多
德
國
城
鎮
，
亦
大
抵
如
斯
。
在
同
樣
的
十
年
間
，
義
大
利
的
威
尼
斯
，
以
德
裔
為
主
的
印
刷
商
亦
可

說
不
少.. 
特
雷
維
的
印
刷
銷
出
現
在
一
四
七0
年
，
而
費
拉
拿
、
米
蘭
、
波
隆
納
、
那
不
勒
斯
、
帕
維
亞
、
薩

維
良
諾
、
特
雷
維
索
、
佛
羅
倫
斯
、
耶
西
、
帕
爾
馬
、
蒙
多
維
、
布
雷
西
亞
、
費
威
贊
諾
、
曼
圓
亞
等
地
的
印

刷
鋪
，
於
一
四
七
一
到
一
四
七
二
年
間
進
駐
，
旋
即
擴
散
到
其
他
城
市
。
在
法
國
方
面
，
巴
黎
的
第
一
本
印
刷

書
，
由
戈
林
與
其
助
手
在
一
四
七
0
年
的
索
邦
校
園
出
版
﹔
到
了
一
四
七
三
年
，
勒
華
抵
達
里
昂
，
憑
著
小
布

伊
爾
的
金
援
，
打
印
樞
機
主
教
羅
泰
爾
的
《
綱
略
》
。
在
那
之
後
，
巴
黎
與
里
昂
的
印
刷
鋪
，
隨
著
日
耳
曼
工

匠
前
來
創
業
而
激
增
。
昂
熱
與
土
魯
斯
，
在
一
四
七
六
年
開
始
有
印
刷
機
投
產
，
普
瓦
捷
則
在
一
四
七
九
年
加

入
此
一
行
列
。
波
蘭
的
印
刷
坊
早
在
一
四
七
四
年
於
克
拉
柯
夫
現
蹤
﹔
至
於
低
地
諸
國
則
有
狄
耶
里
、
馬
騰
斯

與
西
伐
利
亞
的
約
翰
於
一
四
七
三
年
的
魯
汶
開
業
，
到
了
一
四
七
七
年
又
有
豪
達
的
德
利
鳥
，
發
行
一
連
串
的

插
圖
書
。
就
連
歐
陸
以
外
，
亦
有
英
格
蘭
商
人
卡
克
斯
頓
，
在
科
隆
習
得
印
刷
術
、
在
布
魯
日
執
業
之
後
，
於

一
四
七
六
年
回
到
祖
國
，
設
印
刷
機
於
西
敏
寺
內
。
西
班
牙
的
許
多
城
鎮
，
同
樣
變
成
德
國
印
刷
匠
活
躍
的
舞

血
口
。截

至
一
四
八
0
年
，
西
歐
各
地
擁
有
印
刷
機
的
城
鎮
，
超
過
一
百
一
十
個
﹔
其
中
義
大
利
大
約
占
了
五
十

個
，
德
國
約
三
十
個
，
瑞
士
五
個
，
波
希
米
亞
兩
個
，
法
國
九
個
，
荷
蘭
八
個
，
比
利
時
五
個
，
西
班
牙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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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
波
蘭
一
個
，
英
格
蘭
四
個
。
從
那
時
起
，
印
刷
書
的
使
用
，
才
算
的
上
是
「
普
遍
於
全
歐
」
。
德
國
與
義

大
利
的
大
型
出
版
社
陸
續
誕
生
，
且
與
四
方
皆
有
頻
繁
的
生
意
往
來
。
就
義
大
利
境
內
而
言
，
地
位
稍
顯
重
要

的
城
鎮
，
至
少
都
有
一
間
設
備
精
良
的
印
刷
鋪
，
有
些
地
方
甚
至
成
為
與
德
國
大
城
平
起
平
坐
的
出
版
重
鎮
﹔

如
此
榮
景
，
遠
道
而
來
的
德
國
印
刷
匠
，
居
功
自
是
不
小
。
也
因
為
威
尼
斯
在
地
理
位
置
、
富
庶
程
度
與
智
識

活
動
上
皆
真
優
勢
，
綜
觀
一
四
八
O
到
一
四
八
二
年
間
問
世
的
搖
籃
本
，
便
會
清
楚
地
發
現
，
這
個
美
麗
的
水

都
，
同
時
也
是
歐
洲
印
刷
產
業
的
首
都
。
光
是
學
者
伯
格
考
證
出
來
的
威
尼
斯
印
刷
書
，
出
版
於
一
四
八
O
到

一
四
八
二
年
之
間
者
，
即
多
達
一
百
五
十
六
版
鉤
，
這
還
不
包
括
亡
侯
、
失
傳
與
不
可
考
的
版
本
。
大
型
出
版

社
的
經
營
者
，
包
括
楊
頌
、
賀
波
特
、
曼
佐
萊
斯
、
毛
佛
特
、
科
陸
的
約
翰
、
布
拉
維
斯
、
斯
寇
托
、
托
爾

提
、
吉
拉
丹
哥
、
拉
特
鐸
等
等
。
再
來
則
有
米
蘭
的
印
刷
商
，
即
帕
卻
爾
、
查
洛
提
、
瓦
達
佛
等
家
族
經
營
的

事
業
，
印
製
出
各
種
不
同
版
本
的
經
典
拉
丁
文
著
作
，
其
中
八
十
三
個
版
本
有
案
可
考
。
奧
格
斯
堡
的
印
刷

商
，
產
量
排
名
第
三
，
總
計
有
六
十
七
版
﹔
在
這
個
地
圖
繪
製
與
木
刻
版
畫
的
大
本
營
，
索
格
、
匈
斯
伯
格
和

碧
姆
勒
，
製
作
出
各
式
插
圖
書
籍
。
同
期
的
第
四
名
應
為
紐
倫
堡
，
共
計
發
行
五
十
三
版
的
印
刷
書
.. 
柯
貝
格

家
族
在
此
建
立
起
當
時
最
多
產
、
最
有
條
不
紊
的
印
刷
機
構
。
佛
羅
倫
斯
以
文
化
特
色
著
稱
，
其
印
刷
商
所
印

之
書
，
主
要
供
應
在
地
的
需
求
，
同
期
的
出
書
版
數
達
四
十
八
。
萊
因
流
域
的
教
會
中
心
、
大
學
城
鎮
，
首
推

科
隆
﹔
這
裡
是
昆
泰
爾
家
族
跟
科
爾
霍
夫
家
族
開
業
之
地
，
出
版
書
本
同
樣
以
宗
教
及
學
術
類
為
大
宗
，
文
獻

記
載
的
印
刷
書
計
有
四
十
四
個
版
本
。
第
七
名
以
下
的
城
鎮
，
依
序
為
巴
黎
三
十
五
版
，
羅
馬
三
十
四
版
，
史

特
拉
斯
堡
二
十
八
版
，
巴
塞
爾
二
十
四
版
，
以
及
豪
達
、
波
隆
納
、
特
維
索
、
里
昂
、
帕
度
阿
、
台
夫
特
、
魯

哎
，
分
別
由
從
二
十
五
到
十
五
版
不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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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個
時
候
的
美
因
茲
，
已
然
失
去
一
些
原
有
的
重
要
性
。
雖
說
中
德
、
南
德
地
區
，
坐
落
著
許
許
多
多
的

印
刷
業
中
心
，
但
義
大
利
的
印
刷
商
，
數
量
與
產
能
儼
然
超
越
德
國
同
業
。
首
批
採
用
羅
馬
體
活
字
排
版
的
古

羅
馬
經
典
與
義
大
利
文
學
名
著
業
已
上
市
，
並
採
用
當
時
就
地
購
得
的
優
質
紙
張
打
印
﹔
至
於
法
學
書
、
宗
教

書
，
則
以
哥
德
體
與
異
體
付
梓
。
至
一
四
八
0
年
，
義
大
利
與
德
國
的
印
刷
商
為
數
頗
眾
﹔
相
形
之
下
，
在
英

格
蘭
、
義
大
利
，
甚
至
法
園
，
這
群
人
仍
是
「
稀
有
動
物
」
。
縱
使
巴
黎
唯
一
的
出
版
社
（
由
戈
林
經
營
者
）

乃
是
公
認
的
大
商
家
，
當
地
講
師
與
學
生
所
需
書
本
，
還
是
得
從
德
國
進
口
。
里
昂
的
出
版
業
，
存
在
也
有
許

多
年
，
只
是
規
模
一
直
很
小
。

7
解
了
前
述
史
實
後
，
往
後
幾
十
年
的
印
刷
業
發
展
，
當
更
容
易
理
解
。
西
班
牙
與
英
格
闕
，
新
設
了
數

家
印
刷
工
坊
，
但
還
是
得
仰
賴
進
口
書
籍
。
倒
是
法
國
的
印
刷
業
起
步
雖
晚
，
卻
在
十
五
世
紀
的
最
後二十
年

急
起
直
追
。
一
四
八
0
年
的
法
蘭
西
，
設
有
印
刷
機
的
地
點
不
過
九
處
，
到
了
一
五
0
0
年
，
已
有
印
刷
工
坊

啟
用
的
城
鎮
，
驟
增
為
四
十
個
。
更
重
要
的
是
，
在
馬
爾
相
、
佛
拉
爾
幾
位
師
傅
的
努
力
下
，
首
府
巴
黎
的
印

刷
業
頗
有
進
展
﹔
稍
後
，
里
昂
的
印
刷
業
也
轉
趨
熱
絡
，
當
地
的
德
裔
匠
人
特
雷
瑟
爾
尤
其
多
產
。
類
似
的
演

進
也
發
生
於
北
德
地
區
，
只
是
不
那
麼
引
人
注
意
而
已
。
呂
貝
克
即
擴
張
成
當
地
的
出
版
中
心
，
同
時
也
是
該

產
業
向
斯
堪
地
那
維
亞
擴
張
的
中
繼
站
。
反
觀
德
國
的
中
南
部
，
先
前
已
經
存
在
的
印
刷
據
點
，
雖
然
持
續
上

個
時
期
的
榮
景
，
但
幾
乎
沒
有
大
進
展
﹔
唯
一
的
例
外
是
萊
比
錫
。
卡
克
洛
芬
、
斯
托
克
爾
、
羅
特
赫
、
蘭
德

斯
堡
等
人
，
紛
紛
在
此
營
業
，
萊
比
錫
就
此
蛻
變
為
新
產
業
的
另
一
重
要
根
據
地
。
同
時
期
的
義
大
利
，
一
方

面
有
印
刷
業
傳
往
較
小
城
鎮
，
另
一
方
面
大
型
印
製
廠
加
速
集
中
於
威
尼
斯
，
唯
米
蘭
書
業
竟
顯
露
衰
退
跡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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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
衡
量
產
業
的
演
進
情
況
，
或
可
細
數
一
四
九
五
至
一
四
九
七
年
間
印
成
的
書
本
。
光
是
可
考
者
，
即
多

達
一
千
八
百
二
十
一
個
版
本
，
其
中
有
將
近
四
分
之
一
，
約
四
百
四
十
七
版
是
來
自
大
印
刷
社
眾
多
的
威
尼

斯
。
這
無
疑
是
威
尼
斯
大
出
版
家
各
逐
勝
場
的
年
代
：
除
了
羅
卡
泰
利
家
、
貝
維
拉
夸
家
、
塔
庫
伊
尼
家
、
托

勒
沙
諾
家
、
阿
爾
都
斯
家
族
之
外
，
還
有
平
希
歐
和
德
貴
戈
萊
的
出
版
社
。
行
文
至
此
，
假
設
我
們
要
說
最
關

鍵
的
出
版
業
重
心
，
就
在
威
尼
斯
，
那
麼
，
緊
迫
在
後
的
兩
座
大
城
，
當
屬
巴
黎
與
里
昂
。

這
段
時
間
問
世
於
巴
黎
的
書
籍
，
計
一
百
八
十

一
個
版
本
﹔
當
地
也
許
沒
有
太
多
大
型
的
印
書
機
構
，
但

印
刷
商
與
書
商
的
數
量
卻
多
不
勝
數
。
里
昂
推
出
的
各
版
書
籍
，
已
知
者
有
九
十
五
版
，
前
述
的
出
版
商
特
雷

瑟
爾
尤
為
里
昂
業
界
中
的
翹
楚
。
產
書
比
這
稍
少
的
是
佛
羅
倫
斯
，
而
萊
比
錫
則
是
首
度
擠
進
印
書
重
鎮
的
排

行
榜
。
戴
芬
特
爾
同
樣
初
露
頭
角
﹔
這
主
要
是
德
布
雷
達
以
及
帕
夫
洛
特
家
族
印
刷
社
的
功
勞
。
接
下
來
是
米

蘭
，
以
帕
卻
爾
、
辛
臣
斯
勒
為
其
主
要
出
版
社
經
營
者
。
至
於
史
特
拉
斯
堡
，
則
為
格
呂
寧
格
、
富
拉
克
開
業

之
地
。
在
這
之
下
尚
有
科
陸
、
奧
格
斯
堡
、
紐
倫
堡
，
以
及
巴
塞
爾
。

這
也
就
是
說
，
在
十
五
世
紀
結
束
之
際
，
即
印
刷
業
肇
始
之
後
五
十
年
，
歐
洲
人
至
少
已
完
成
三
萬
五
千

個
版
本
的
印
刷
書
，
如
將
冊
數
加
總
，
最
保
守
估
計
也
有
一
千
五
百
到
兩
千
萬
本.. 
印
刷
鋪
的
分
布
，
全
歐
各

地
皆
有
制
。
大
量
製
書
的
產
業
中
心
，
首
見
於
德
國
，
傳
向
義
大
利
，
最
後
出
現
在
法
國
。
僅
半
世
紀
時
間
，

設
置
起
印
刷
縷
的
城
鎮
，
便
超
過
兩
百
三
十
六
個
。

＋
六
世
紀
仍
然
延
續
如
此
成
長
，
不
時
有
新
城
鎮
加
入
印
刷
行
列
。
這
個
世
紀
的
頭
五
十
年
，
經
濟
成
長

異
常
迅
速
，
人
文
思
維
反
映
在
文
學
上
，
是
以
印
刷
欣
欣
向
榮
，
已
至
空
前
地
步
。
此
階
段
的
書
籍
事
業
，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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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力
豐
厚
的
資
本
家
把
持
，
成
為
其
他
時
期
難
以
望
其項
背
的
龐
大
產
業
﹔
值
此
印
刷
的黃
金
年
代
，
出
版
變

成
一
門
大
型
的
跨
國
生
意
。
此
時
引
領
風
騷
的
出
版
家
，
當
推
富
羅
本
、
柯
貝
格
家
族
、
碧
爾
克

曼

、
阿
爾
都

斯
、
尚
﹒
佩
堤
等
﹔
他
們
多
少
沾
染
了
人
文
主
義
色
彩
，
就
連
智
識
份
子
圈
的
知
性
交
流
，

也
得
仰
賴
他
們
遍

布
全
歐
的
生
意
人
脈
。
雖
然
小
本
生
意
仍
在
許
多
城
鎮
持
續
竄
起
，
書
籍
事
業
的
主
流
，
則
因
金
主
、
投

資
者

的
鞭
策
，
開
始
轉
往
最
有
利
可
圖
的
市
場
，
並
於
大
學
城
市
、
商
業
要
地
裡
’
覓
得
最
多
需
求
﹔
這
點
在
低
地

諸
國
尤
然
。
早
在
出
版
鉅
子
普
朗
坦
帽
起
前
，
安
特
衛
普
已
是
擴
張
神
速
的
商
業
之
都
，
並
一
以
黑
馬
之
姿
，
於

十
五
世
紀
末
成
為
第
二
大
出
版
中
心
﹔
起
初
次
於
戴
芬
特
爾
，
旋
即
迅
速
超
越
之

。

安
特
衛
普
的
出
版
商
，
以

滿
足
富
有
的
商
人
與
中
產
階
級
客
戶
為
宗
旨
（
商
業
大
城
裡
’
這
類
的
客
戶
頗
多
）
，
使
用
法
文
與
法
蘭
德
斯

文
，
印
製
各
種
插
圖
版
的
騎
士
傳
奇
與
信
仰
作
品
，
供
人
消
遣
賞
玩。
過
不
多
時
，
這
些
匠
人
叉
開
始
印
製
外

文
（
如
英
文
）
書
，
外
銷
他
地
，
安
特
衛
普
便
這
樣
迅
速
地
變
成
低
地
諸
國
貿
易
舞
台
的
主
角
。
一
五OO
到

一
五
四0
年
，
低
地
諸
國
的
一
百
三
十
三
家
印
刷
鋪
，
近
半

（六
十
六
家
）
位
於
安
特
衛
普
﹔
至
於
這
個
區
域

出
版
的
書
籍
約
莫
四
千
種
，
其
中
也
有
兩
千
兩
百
五
十
四
種
在
安
特
衛
普
印
成
，
儼
然
過
半
紋
。

在
萊
因
河
與
易
北
河
間
，
富
庶
的
日
耳
曼
城
鎮
，
則
有
財
力
豐
、
素
養
高
的
中
產
階
級
定
居
著
﹔
這
裡
的

書
籍
生
意
，
於
十
五
世
紀
末
與
十
六
世
紀
的
前
二
十
五
年
，
持
續
拓
展
其
規
模
。
史
特
拉
斯
堡
，
因
急
遍
發
展

而
成
為
最
重
要
的
印
刷
之
都
，
特
別
值
得
一
書
。
路
許
，
是
曼
特
林
的
女
婿
，
並
於
產
業
起
步
之
初
，
資
助
許

多
書
籍
的
出
版
，
同
時
於
一
四
六
六
至
一
四
八
九
年
間
，
跨
足
造
紙
生
意
﹔
他
有
一
位
名
叫
馬
丁
﹒
修
特
的
姻

親
兄
弟
，
於
一
四
八
一
至
一
四
九
九
年
間
執
業
，
地
位
也
很
重
要
，
只
是
沒
有
於
一
四
八
O
至
一
五
－
0
年
間

執
業
的
普
魯
斯
或
於
一
四
七
六
至
一
四
八
四
年
執
業
的
納
布
洛
哲
那
麼
活
躍
罷
了
。
在
此
同
時
，
書
籍
插
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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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藝
，
亦
於
此
地
發
展
起
來
，
並
在
格
呂
寧
格
於
一
四
八
二
至
一
五
三
二
年
所
打
印
的
書
本
裡
’
昇
華
為
極
致

之
作
。
史
特
拉
斯
堡
的
印
刷
書
，
品
質
卓
越
，
印
刷
社
因
而
享
有
盛
名
，
訂
單
來
，
自
四
面
八
方
。
格
呂
寧
格
即

曾
將
某
版
書
籍
一
口
氣
印
出
一
千
冊
，
全
數
賣
給
奧
格
斯
堡
知
名
的
出
版
商
匈
斯
伯
格
﹔
尚
﹒
修
特
印
製
的
書

本
，
最
遠
銷
往
萊
比
錫
、
維
也
納
、

米
闕
，
由
書
商
代
售
劫
。

然
而
，
巴
塞
爾
的
重
要
性
，
還
是
有
過
之
而
無
不
及
。

在
那
裡
，
人
文
主
義
者
阿
默
巴
赫
，
經
手
活
絡
的

書
籍
生
意
﹔
鄰
近
的
若
翰
﹒
佩
特
里

（後
文
將
有
詳
述
）
，
則
把
重
量
級
的
神
學
、
教
會
法
典
論
文
印
製
成

書
，
並
分
十
一
巨
冊
出
版
聖
奧
古
斯
T
作
品
。

他
們
兩
位
分
別
在
一
五
二

與
一
五

一
三
年
辭
世
，
之
後
又
有

富
羅
本
，
憑
著
女
婿
拉
赫
納
之
助
，
擴
大
既
有
事
業
。
他
大
量
使
用
羅
馬
體
印
書
，
並
以
阿
爾
都
斯
的
字
體
為

基
礎
，
設
計
自
己
的
斜
體
字
﹔
此
外
，
他
也
設
計
了
希
臘
文
活
字
，
後
來
還
將
字
粒
賣
給
貝
德
、
陰
文
字
模
賣

給
羅
特
赫
。
一
五
三
六
年
，
一
度
由
修
埃
佛
經
營
的
鑄
字
工
坊
，
被
他
給
買
下
來
。
為
了
委
人
刻
製
圖
版
，
用

以
打
印
插
圖
、
書
名
頁
、
帶
狀
紋
飾
與
大
寫
飾
字
，
他
與
多
位
畫
壇
巨
匠
接
洽
，
先
是
起
用
了
葛
拉
夫
，
一
五

一
六
年
後
又
聘
用
霍
爾
班
家
族
裡
的
漢
斯
與
安
布
羅
瑟
。
替
他
審
核
校
樣
的
有
兩
位
，

一
是
親
家
兄
弟
波
尼

法
﹒
阿
默
巴
赫
，
一
是
思
想
家
雷
納
魯
斯
。
至
於
他
個
人
則
替
伊
拉
斯
誤
斯
編
審
其
作
﹔
這
位
人
文
主
義
大

哲
，
原
本
只
打
算
拜
訪
富
羅
本
幾
天
，
後
來
竟
在
當
地
逗
留
了
三
年
多
（
一
五
一
四
至
一
五
一
七
年
）
。

在
多
數
的
德
國
大
城
，
各
家
印
刷
社
皆
從
年
初
忙
到
年
尾
。
美
因
茲
那
兒
，
修
埃
佛
創
立
的
老
字
號
印
刷

鋪
，
便
長
期
活
躍
﹔
創
辦
人
之
子
、
修
埃
佛
二
世
，
亦
嘗
與
馮
胡
騰
的
友
人
合
作
，
在
美
因
茲
印
刷
馮
胡
臨
的

著
作
。
修
埃
佛
二
世
擁
有
大
量
的
印
刷
器
材
，
後
來
大
都
轉
賣
給
富
羅
本
，
並
不
時
添
購
新
工
具
。

奧
格
斯
堡

方
面
，
則
有
拉
特
鐸
的
鋪
子
，
在
一
五
二0
年
之
前
印
製
許
多
聖
祭
用
書
，
其
中
不
乏
《
康
斯
坦
夜
彌
撒
經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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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插
圖
精
美
的
傑
作
。
老
若
翰
﹒
甸
斯
伯
格
，
亦
在
此
地
為
馬
克
西
米
連
皇
帝
服
務
，
印
書
甚
多
，
其
中
包
括

知
名
的
《
至
親
謝
忱
》
﹔
這
本
以
譬
喻
方
式
歌
頌
皇
帝
婚
姻
的
著
作
，
採
用
一
種
仿
照
皇
庭
書
寫
體
而
緒
的
新

字
體
打
印
，
法
拉
克
固
體
即
由
此
衍
生
而
來
。
漢
斯
﹒
歐
特
瑪
更
在
這
裡
出
版
蓋
柏
與
馮
凱
瑟
堡
的
講
道
書
，

身
後
並
由
席
范
﹒
歐
特
瑪
承
襲
父
志
，
印
刷
許
多
路
德
教
派
書
籍
。
約
莫
同
一
時
間
，
米
勒
出
版
了
不
少
普
廷

傑
與
馮
胡
勝
之
作
。
在
另
一
頭
的
紐
倫
堡
，
此
時
仍
見
柯
買
格
家
族
生
意
興
隆
，
不
過
其
他
印
刷
商
亦
稱
重

要.. 

一
五
三
二
年
之
前
的
希
羅
尼
穆
﹒
賀
澤
爾
尤
其
多
產
，
至
於
新
增
的
重
要
印
刷
事
業
創
建
者
，
則
有
一
五

－
O
到
一
五
三
五
年
間
執
業
的
派
普
斯
、
一
五
一
四
年
到
一
五
四
0
年
的
岡
特
內
赫
，
以
及
一
五
一
九
年
到
一

五
五
0
年
的
佩
特
雷
伍
等
。
安
德
列
亞
的
印
刷
鋪
較
小
，
卻
也
專
門
刻
鑄
了
全
新
而
優
雅
的
法
拉
克
固
體
活

字
，
並
印
刷
《
凱
旋
車
駕
》
一
書
與
杜
勒
的
神
學
著
作
。

路
德
教
派
的
宗
教
改
革
開
展
之
初
，
德
國
業
已
擁
有
許
多
印
刷
大
城
，
許
多
未
於
前
文
詳
述
，
但
重
要
性

並
不
遜
色
，
亦
值
得
一
書
，
萊
比
錫
即
是
一
例
。
路
德
在
世
的
時
候
，
乃
至
於
十
六
世
紀
後
半
，
則
有
許
多
新

興
的
製
書
中
心
發
展
起
來
（
詳
見
後
述
）
。
不
過
，
現
階
段
本
書
的
探
討
重
點
，
著
眼
於
天
主
教
大
城
科
隆
的

重
要
地
位
﹔
十
六
世
紀
早
期
，
其
印
刷
業
遭
逢
衰
退
，
那
時
當
地
僅
亨
利
赫
﹒
昆
泰
爾
一
位
印
刷
商
，
出
版
繁

多
的
神
學
論
文
集
，
後
來
則
因
上
千
學
生
湧
入
鄰
近
的
大
學
，
需
求
驟
增
而
火
力
全
開
。
一
位
名
叫
希
托
普
的

出
版
商
，
甚
至
拜
託
外
地
的
印
刷
商
協
助
代
工.. 
巴
黎
、
巴
塞
爾
、
圖
賓
根
的
印
書
鋪
，
都
曾
受
雇
於
他
。
他

的
商
場
人
脈
橫
跨
全
歐
，
還
與
賀
倫
肯
合
夥
’
於
巴
黎
、
萊
比
錫
、
威
登
堡
、
布
拉
格
經
營
分
店
。
另
外
，
十

六
世
紀
人
文
主
義
者
布
斯
赫
與
默
美
里
鳥
編
輯
、
瑟
威
柯
努
出
版
的
拉
丁
文
作
家
作
品
，
也
在
科
隆
問
世
。
書

商
碧
爾
克
曼
，
於
一
五
二
六
年
收
購
一
印
刷
鋪
，
並
自
安
特
衛
普
聘
來
印
刷
匠
後
，
又
在
倫
敦
設
立
分
店
。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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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
的
事
業
還
有
很
多
，
科
陸
也
因
此
化
身
為
日
耳
曼
的
印
刷重心
，
也
許
還
一
度
成
為
全
德
最
大
的
印
刷
之
都

（
如
果
這
點
可
從
法
蘭
克
福
圖
書
市
集
的
目
錄
來
判
斷
的
話
）
﹔
倒
是
時
至
十
六
世
紀
末
，
其
排
名
退
居
第

三
，
輸
給
法
蘭
克
擂
與
萊
比
錫
淵
。

德
國
的
各
個
城
鎮
中
，
十
六
世
紀
之
前
不
曾
有
過
印
刷
機
，
但
在
十
六
世
紀
時
設
置
，
並
至
少
使
用
過
一

段
時
間
的
，
多
達
一
百
四
十
處
。
法
國
的
印
刷
產
業
也
迅
速
擴
張
，
十
六
世
紀
前
半
尤
其
如
此
﹔
一
個
接
著
一

個
的
城
鎮
，
紛
紛
投
入
印
刷
行
列
。
學
者
雷
普
路
即
曾
詳
列
一
五

O
一
至
一
五
五0
年
間
設
立
的
三
十
九
間
印

刷
鋪
，
男
創
建
於
十
六
世
紀
下
半
者
亦
有
四
十
家
韌
。
巴
黎
、

里
昂
，

和
威
尼
斯
一
樣
，
成
為
印
刷
書
產
量
最

多
的
歐
洲
城
市
﹔
其
印
刷
鋪
數
目
之
多
，
即
便
僅
列
舉
大
者
，
仍
恐
枯
燥
冗
長
，
姑
且
按
下
不
表
。
一
五
0
0

年
起
算
的
一
百
年
裡
’
計
有
兩
萬
五
千
種
書
籍
在
巴
黎
印
出
，
而
里
昂
也
有
一
萬
五
干
種
﹔
相
較
之
下
，
盧

昂
、
土
魯
斯
、
普
瓦
捷
、
特
魯
瓦
、
昂
熱
、
貴
諾
布
爾
、
波
爾
多
等
地
，
產
量
則
落
後
多
矣
。
雷
奴
亞
的
著
作

記
載
，
光
是
一
五
三
。
這
一
年
，
巴
黎
就
印
出
兩
百
九
十t
種
書
，
里
昂
亦
有
一
百
一
十
五
種
﹔
至
於
康
城
印

出
的
五
種
、
盧
昂
的
五
種
、
普
瓦
捷
的
四
種
，
以
及
波
爾
多
、
貴
諾
布
爾
與
土
魯
斯
分
別
印
出
的
三
種
，
反
而

比
不
過
史
特
拉
斯
堡
於
同
年
印
成
的
三
十
二
種
，
與
產
自
阿
格
諾
的
十
九
種
劫
。
至
此
，
法
國
的
活
字
印
刷
，

儼
然
分
成
兩
派
，
而
有
地
域
之
別
。
北
方
書
市
由
巴
黎
的
產
品
稱
霸
﹔
特
魯
瓦
與
盧
昂
的
書
商
，
尤
其
是
後

者
，
則
為
彌
補
首
都
產
能
之
不
足
，
常
常
接
受
巴
黎
書
商
的
訂
單
。
一
方
面
，
巴
黎
與
東
邊
科
陸
、
巴
塞
爾
的

印
刷
匠
密
切
聯
繫
，
有
時
也
吸
引
這
兩
個
地
方
的
匠
人
前
來
設
置
印
刷
坊
﹔
另
一
方
面
，
巴
黎
與
諾
曼
地
則
有

印
刷
商
西
進
，
印
書
銷
往
英
格
蘭
市
場
，
或
直
接
在
英
國
開
業
。
講
到
法
國
南
方
的
印
刷
業
，
則
是
里
昂
的
天



印刷害的誕生 240 

下
﹔
當
地
書
商
不
僅
跟
巴
塞
爾
、
萊
困
地
區
做
生
意
，
其
書
本
市
集
規
模
之
大
，
亦
促
使
外
銷
成
為
里
昂
業
者

重
要
的
營
收
來
源
。
這
些
書
商
和
海
外
同
業
的
往
來
頻
繁
、
互
動
良
好
，
其
中
以
義
大
利
書
商
為
最
。
季
翁
塔

家
族
的
分
支
事
業
，
遍
及
威
尼
斯
、
佛
羅
倫
斯
、
里
昂
，
乃
至
於
西
班
牙
境
內
，
便
是
這
個
時
期
的
事
情
﹔
還

有
許
多
里
昂
出
版
商
，
翻
印
義
大
利
出
版
的
書
本
，
成
為
威
尼
斯
同
業
的
勁
敵
。
他
們
多
半
在
土
魯
斯
設
分

店
，
而
馬
德
里
、
薩
拉
曼
卡
、
布
爾
戈
斯
、
巴
塞
隆
納
亦
有
其
代
理
商
。

十
六
世
紀
將
屆
時
，
義
大
利
的
出
版
業
並
不
如
法
國
、
德
國
那
般
活
力
四
射
，
此
係
義
國
當
時
環
境
並
不

適
合
產
業
快
速
擴
張
的
緣
故
。
威
尼
斯
依
舊
是
業
界
的
龍
頭
老
大
。
十
七
世
紀
初
，
威
尼
斯
印
刷
品
在
德
國
的

常
見
程
度
，
甚
至
超
過
安
特
衛
普
的
產
品
。
阿
爾
都
斯
的
出
版
社
，
持
續
出
版
馳
名
海
內
外
的
書
籍
，
另
外
季

翁
塔
家
族
、
薩
比
歐
的
尼
柯
里
尼
、
瑪
寇
里
尼
家
族
、
帕
納
尼
尼
家
族
，
皆
大
量
印
行
各
式
讀
物
。
然
而
，
昔

日
的
質
感
，
如
今
似
乎
不
復
見
﹔
出
版
商
重
量
不
重
質
，
印
藝
上
鮮
有
創
新
。
約
在
一
五
三0
年
過
後
，
相
關

行
業
的
榮
景
明
顯
降
溫
。
雖
說
布
拉
多
家
族
所
印
之
書
仍
真
水
準
’
梵
蒂
岡
出
版
社
也
在
反
宗
教
改
革
派
歷
任

教
宗
的
維
護
出
版
政
策
下
，
於
羅
馬
堅
守
高
標
準
’
米
蘭
的
印
書
業
卻
持
續
走
下
坡
﹔
縱
有
帕
卻
爾
家
族
、
波

納
寇
塞
、
雷
格
納
尼
、
勒
席
內
爾
的
印
書
成
績
，
亦
難
挽
回
。
波
隆
納
的
處
境
相
似
，
只
剩
法
耶
里
家
族
與
波

納
齊
等
，
獨
撐
大
局
。
佛
羅
倫
斯
一
樣
慘
淡
﹔
季
翁
塔
家
族
與
其
競
爭
對
手
朵
尼
家
族
的
出
版
品
，
至
此
雖
然

愈
來
愈
多
，
但
也
僅
供
應
當
地
而
無
力
外
銷
矣
。

西
班
牙
的
印
刷
業
，
在
此
一
時
期
裡
幾
無
進
步
。
當
地
印
刷
匠
甚
為
保
守
，
字
體
一
概
採
用
組
黑
體
，
就

連
古
早
形
式
、
船
來
風
格
的
木
刻
版
，
亦
沿
用
至
十
六
世
紀
中
葉
之
前
。
樞
機
主
教
席
梅
內
茲
，
雖
得
人
文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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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者
德
內
布
里
亞
（
相
傳
為
史
上
第
一
本
西
語
文
法
書
作
者
）
襄
助
，
於
一
五
一
四
到
一
五
一
七
年
間
，
在
埃

納
雷
斯
堡
委
託
德
布
羅
加
（
此
君
可
能
來
，
目
法
國
南
部
的
小
鎮
布
羅
加
斯，
故
得
此
姓
）
印
出
多
語
版

《聖

經
》
，
但
在
薩
拉
曼
卡
、
巴
塞
隆
納
、
塞
維
爾
（
克
羅
伯
格
家
族
在
此
發
行
騎
士冒
險
故
事
）
之
外
，
印
刷
業

簡
直
是
一
片
死
寂
。
十
六
世
紀
後
半
的
馬
德
里
，
印
書
活
動
略
見
增
長
，
稍
後
並
於
十
七
世
紀
大
幅
躍
進
﹔
只

可
惜
，
西
班
牙
大
部
分
地
區
，
還
是
繼
續
仰
賴
外
地
進
口
的
盡
日
本
，
其
中
又
以
里
昂
、
安
特
衛
普
印

書
為
大

告
一
小
韌
。

但
在
另
一
方
面
，
英
格
蘭
的
書
市
卻
是
自
給
自
足
，
足
見
其
書
商
與
印
刷
商
的
成
功
之
處
？
歷
經
宗
教

改
革
，
英
格
蘭
與
歐
陸
天
主
教
國
家
幾
無
往
來
，
助
長
了
書
籍
自
產
自
用
的
風
氣
﹔
掌
權
的
都
鐸
王
室，
則
厲

行
保
護
主
義
，
保
護
本
土
產
業
。
這
個
階
段
的
英
國
印
刷
史
，
或
可
視
為
特
殊
的
個
案
。
其
實
，
早
在
十
五
世

紀
，
英
格
蘭
即
有
人
試
圖
吸
引
歐
陸
的
出
版
商
與
印
刷
商
前
來
﹔
一
四
八
四
年
的
一
項
法
案
，
更
使

一般
外
籍

工
匠
所
蒙
受
的
各
種
限
制
，
在
書
籍
從
業
者
的
身
上
放
寬
。
十
六
世
紀
的
頭
十
年
，
英
格
蘭
主
要
的
印
刷
商
，

一
律
來
自
歐
陸
。
來
自
亞
爾
薩
斯
省
涯
特
一
地
的
德
法
德
，
接
續
卡
克
斯
頓
的
事
業
，
截
至
一
五
三
五
年
，
已

印
出
七
百
餘
部
作
品
。
法
奎
斯
與
頻
森
，
則
雙
雙
以
諾
曼
地
人
身
分
，
成
為
欽
定
印
刷
師
，
於
一
四
九

O
到
一

五
三
0
年
間
，
他
們
的
印
書
鋪
，
印
出
四
百
多
種
書
籍
。
據
考
，
諾
泰
瑞
也
很
可
能
是
法
國
人
，
而
這
樣
的
例

子
還
有
很
多
。
在
一
四
七
六
到
一
五
三
六
年
闊
的
英
格
蘭
，
有
多
達
三
分
之
二
的
印
刷
商
、
書
商
、
裝
訂
匠
是

外
國
人
。
他
們
的
器
材
與
工
真
，
多
半
源
自
法
國
﹔
就
是
在
蘇
格
蘭
，
麥
爾
蘭
使
用
的
字
體
，
也
與
瑪
內
夫
的

活
字
極
像
，
可
見
那
兒
的
情
況
亦
同
。
專
銷
英
國
的
書
本
，
先
是
從
巴
黎
、
盧
昂
出
口
，
不
久
安
特
衛
普
也
加

入
此
一
行
列
﹔
同
一
時
間
，
倫
敦
則
先
後
出
現
佛
拉
爾
、
雷
尼
奧
等
數
位
巴
黎
書
商
的
分
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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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後
，
愈
來
愈
多
土
生
土
長
的
不
列
顛
人
，
投
入
印
刷
工
作
，
競
爭
更
趨
激
烈
，
迫
使
本
地
人
以
行
動
對

抗
外
籍
同
業
主
宰
印
刷
業
的
局
面
。
以
一
五
二
三
年
的
命
令
為
例
，
外
籍
印
刷
商
倘
若
收
受
非
英
國
人
為
徒
，

或
是
聘
用
超
過
兩
位
外
籍
師
傅
，
概
以
違
法
論
處
。
到
了
最
後
，
當
局
索
性
在
一
五
三
四
年
施
行
新
法
，
廢
除

一
四
八
四
年
的
解
禁
法
案
。
一
五
四
三
年
，
英
國
印
刷
商
的
印
書
水
準
已
經
頗
高
，
亨
利
八
世
龍
心
大
悅
，
遂

將
英
國
國
教
祈
禱
書
的
專
印
權
，
賜
予
格
拉
夫
頓
與
懷
卻
曲
二
人
二
五
五
七
年
，
瑪
麗
女
王
下
詔
’
書
商
與

印
刷
商
總
算
得
以
組
織
出
版
同
業
公
會
。

英
國
印
刷
書
的
成
長
，
不
曾
間
斷
。
於
一
五
二O
到
一
五
二
九
年
間
，
共
有
五
百
五
十
種
書
印
出
﹔
一
五

三
O
到
一
五
三
九
年
，
增
為
七
百
三
十
九
種
﹔
一
五
四O
到
一
五
四
九
年
，
更
達
九
百
二
十
八
種
。
比
之
於
一

年
產
書
三
百
種
的
巴
黎
，
如
此
數
量
或
許
遜
色
，
卻
也
反
映
出
可
觀
的
進
展
。
十
六
世
紀
後
半
，
市
場
上
出
現

更
多
書
，
新
建
的
印
刷
社
也
愈
來
愈
多
。
為
了
控
制
印
刷
機
惰
的
產
量
，
並
確
保
此
行
業
的
擴
張
不
致
造
成
異

議
書
刊
激
增
，
當
權
者
於
一
五
八
六
年
發
布
詔
令
，
命
業
者
集
中
在
倫
敦
開
業
，
同
時
限
制
印
刷
工
坊
的
總

數
。
一
六
一
五
年
，
倫
敦
的
印
刷
商
數
量
，
固
定
為
二
十
二
家
﹔
倫
敦
以
外
地
區
，
只
准
牛
津
、
劍
橋
兩
大
學

的
印
刷
商
營
業
，
直
到
一
六
六
二
年
，
方
有
一
家
印
刷
社
，
循
兩
大
學
之
前
例
，
獲
准
於
約
克
郡
設
置
。
二
八

九
五
年
，
這
項
苛
刻
的
法
規
總
算
廢
除
，
此
後
印
刷
業
再
度
成
長
﹔
到
一
七
二
五
年
，
舉
凡
曼
徹
斯
特
、
伯
明

罕
、
利
物
浦
、
布
里
斯
托
、
賽
倫
塞
斯
特
、
艾
塞
特
、
鳥
斯
特
、
諾
威
治
、
坎
特
伯
里
、
坦
布
里
奇
威
爾
斯
、

約
克
郡
、
新
堡
、
諾
丁
罕
等
地
，
皆
有
印
刷
機
。

是
宗
教
改
革
，
促
使
英
格
蘭
幾
位
君
主
干
涉
、
中
斷
了
英
國
與
歐
陸
間
的
書
籍
貿
易
。
也
是
宗
教
改
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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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
激
德
國
印
刷
工
坊
的
地
理
分
布
，
發
生
革
命
性
的
變
化
。
一
五
二
0
年
起
，
路
德
教
派
的
改
革
運
動
，
開
始

影
響
日
耳
曼
社
會
。
十
六
世
紀
初
期
的
萊
比
錫
，
原
本
是
個
繁
忙
的
印
刷
中
心
，
成
功
的
印
刷
業
經
營
者
，
包

括
蘭
德
斯
堡
、
斯
托
克
爾
、
譚
納
，
以
及
最
出
色
的
羅
特
赫
﹔
然
而
，
同
時
擔
任
「
選
侯
」
（神
聖
羅
馬
帝
國

的
各
邦
領
袖
與
總
主
教
中
，
有
權
共
推
皇
帝
者
）
的
薩
克
森
公
爵
喬
治
，
卻
是
死
忠
的
天
主
教
徒
，
並
對
宗
教

改
革
文
獻
的
出
版
商
展
開
迫
害
，
萊
比
錫
的
出
版
業
因
此
不
復
往
日
雄
風
。
斯
托
克
爾
出
亡
至
艾
林
堡
，
即
為

規
避
圖
書
審
查
。
另
一
方
面
，
路
德
派
的
運
動
，
竟
替
威
登
堡
的
印
刷
業
營
造
出
蓬
勃
發
展
的
適
切
環
境
。

一

五
O
二
年
，
威
登
堡
一
帶
新
建
一
所
大
學
，
吸
引
印
刷
商
勞
顧
能
堡
於
一
五
O
八
年
前
來
﹔
除
了
一
五
一
六
年

出
版
的
路
德
早
期
作
品
集
，
一
五
一
七
年
問
世
、
名
滿
天
下
的
《
贖
罪
券
論
Y
也
幾
乎
可
以
斷
言
為
勞
氏
所

印
。
從
那
年
開
始
，
威
登
堡
的
印
刷
生
意
，
發
展
轉
趨
穩
定
。
一
五
一
九
年
，
萊
比
錫
的
梅
爾
希
奧
﹒
羅
特

赫
，
在
此
地
設
立
分
店
，
並
由
其
子
梅
爾
希
奧
二
世
於
一
五
二0
年
親
自
坐
鎮
。
這
家
印
刷
鋪
，
數
度
重
印
了

多
種
版
本
的
路
德
譯
本
《
聖
經
Y
發
行
的
全
是
路
德
一
家
之
言
。
另
外
，
多
林
也
擁
有
一
間
印
刷
坊
，
印
製

路
標
版
的
德
文
《
聖
經
》.. 
此
後
不
多
時
，
諸
如
席
爾
冷
茲
、
約
瑟
夫
﹒
克
魯
格
、
魏
斯
、
魯
伏
特
等
眾
多
同

業
，
亦
獻
身
於
改
革
頓
書
籍
的
發
行
。
大
型
印
刷
社
推
出
的
路
德
作
品
，
發
行
冊
數
動
輒
數
十
萬
﹔
在
支
持
宗

教
改
革
的
城
鎮
，
路
德
的
譯
本
、
官
一
道
書
，
乃
至
於
與
人
筆
戰
的
文
章
，
翻
印
、
盜
印
者
難
以
勝
數
。
也
是
從

這
時
開
始
，
德
國
的
印
刷
鋪
，
便
專
門
以
地
方
語
文
，
印
製
成
本
低
廉
的
論
文
小
冊
與
文
宣
品
，
透
過
四
處
遊

走
的
小
販
，
將
反
叛
精
神
遠
播
各
地
。

本
書
將
在
後
文
評
估
此
種
傳
播
行
為
的
結
果
劫
。
現
階
段
的
重
點
，
在
探
討
影
響
德
國
書
籍
產
製
的
各
種

因
素
。
早
期
，
當
地
的
印
刷
鋪
泰
半
集
中
於
南
部
地
區
，
且
數
量
甚
為
龐
大
，
而
北
德
地
區
的
印
刷
鋪
在
大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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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五
二
0
年
之
前
皆
是
生
意
清
淡
﹔
然
而
在
一
五
二
O
至
一
五
四
0
年
間
，
北
德
印
製
的
書
本
驟
然
增
加
。
雖

說
北
部
業
者
曾
在
一
五
四

O
至
一
五
七
五
前
後
陷
入
衰
退
，
但
終
究
於
十
六
世
紀
末
葉
東
山
再
起
。
這
麼
一

來
，
拜
路
德
與
宗
教
改
革
之
賜
，
南
德
書
籍
產
業
凌
駕
北
德
立
勢
，
在
這
個
時
期
裡
也
就
不
那
麼
明
顯
了
。

德
國
以
外
，
新
舊
教
之
爭
，
一
樣
方
興
未
艾
﹔
在
此
同
時
，
十
六
世
紀
後
半
的
歐
洲
，
正
值
惡
名
昭
彰
的

經
濟
蕭
條
時
期
二
些
出
版
重
鎮
經
不
起
打
擊
，
就
此
凋
敝
，
甚
至
滅
絕
。
宗
教
與
經
濟
的
雙
重
變
局
，
帶
來

許
多
重
大
的
影
響
。
喀
爾
文
學
說
在
法
國
傳
播
，
許
多
南
方
的
城
鎮
，
因
而
出
現
新
的
印
刷
鋪
，
只
是
這
些
清

﹒
一
色
支
持
新
教
教
義
的
事
業
，
多
半
只
能
短
暫
經
營
。
約
莫
從
一
五
五0年
開
始
，
里
昂
的
產
業
衰
退
了
，
後

來
才
一
步
一
步
地
逐
漸
顯
赫
起
來
，
直
到
一
六
三
0
年
，
當
地
的
書
商
與
印
刷
鋪
老
闊
，
因
為
經
常
接
觸
新
思

維
，
甚
或
直
接
改
信
喀
爾
文
教
派
﹔
他
們
集
體
出
走
里
昂
，
不
只
是
為
了
逃
避
迫
害
，
更
是
因
為
睡
下
工
匠
不

時
罷
工
、
爭
權
益
，
以
至
於
他
們
不
得
不
另
覓
平
靜
處
所
開
業
。
一
如
路
德
對
威
登
堡
的
影
響
，
喀
爾
文
的
改

革
，
連
帶
將
日
內
瓦
打
造
成
舉
足
輕
重
的
印
刷
中
心
。
這
個
城
市
不
僅
鄰
近
里
昂
，
其
勞
動
人
口
訓
練
有
素
，

也
比
里
昂
工
人
聽
話
﹔
過
不
了
多
久
，
日
內
瓦
的
周
邊
已
是
紙
廠
林
立
。
除
了
大
印
刷
社
遷
至
此
地
避
難
，
飽

受
失
業
煎
熬
的
里
昂
印
刷
師
傅
，
亦
很
快
地
向
這
裡
移
動
翩
。

第
三
個
要
講
的
，
是
法
蘭
克
福
。
這
個
城
市
，
憑
藉
著
發
達
的
市
集
，
在
里
昂
與
日
內
瓦
的
競
爭
中
，
坐

收
漁
利
。
一
五
一
一
年
，
這
裡
才
有
印
刷
業
，
說
來
起
步
甚
晚
﹔
但
到
一
五
三
0
年
，
埃
傑
諾
夫
在
此
地
開

業
，
後
來
還
變
成
大
出
版
家
，
而
法
蘭
克
福
的
大
市
集
旋
即
擴
張
為
全
歐
出
版
事
業
的
集
散
要
地
（
後
文
對
此

將
有
詳
述
）
，
各
地
的
最
新
商
品
群
眾
於
此
供
人
參
觀
。
三
八
二
五
年
之
前
，
這
裡
一
直
是
歐
洲
書
籍
交
易
的

總
部
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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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主
教
復
興
運
動
，
或
所
謂
的
反
宗
教
改
革
運
動
，
約
莫
在
一
五
七
0
年
後
發
揮
其
影
響
力
。
既
有
的
書

籍
產
業
版
圖
，
因
著
這
股
風
潮
，
呈
現
另
外
一
種
變
化
。
根
據
特
利
膀
大
公
會
議
的
結
論
，
教
會
應
制
定
官
方

版
本
的
聖
祭
儀
式
經
本
，
並
順
應
羅
馬
天
主
教
的
實
用
需
求
，
修
訂
舊
有
文
本
﹔
天
主
教
的
印
刷
鋪
受
此
激

勵
，
獲
得
重
生
。
一
些
富
有
的
出
版
商
，
在
教
會
或
天
主
教
貴
族
的
支
持
下
，
獨
占
了
聖
祭
經
本
的
出
版
權
，

事
業
從
而
擴
張
﹔
前
面
提
過
的
普
朗
坦
，
就
是
這
樣
發
跡
的
。
同
時
，
耶
穌
會
士
在
全
歐
各
地
創
建
新
學
院
，

也
鼓
勵
印
刷
銷
在
校
園
周
邊
設
置
。
除
此
之
外
，
天
主
教
國
度
裡
’
到
處
都
有
修
道
院
成
立
，
每
間
都
想
建
立

自
己
的
藏
書
閣
。
這
種
種
的
條
件
，
加
上
虔
信
風
氣
的
復
興
和
新
宗
教
文
學
的
帽
起
，
帶
動
印
刷
業
在
天
主
教

內
茁
壯
。

就
因
為
這
樣
，
在
歐
洲
的
天
主
教
國
度
內
，
大
型
的
出
版
中
心
，
即
等
同
於
宗
教
文
藝
復
興
的
重
要
據

點
。
德
國
境
內
，
印
刷
再
度
興
盛
於
南
方
地
區
與
科
隆
。
西
班
牙
人
統
治
的
尼
德
蘭
區
，
如
安
特
衛
普
等
地
，

自
從
再
度
落
入
西
班
牙
之
手
，
便
化
身
為
反
宗
教
改
革
的
堡
壘
﹔
摩
雷
特
斯
印
刷
社
，
長
期
出
版
的
大
量
彌
搬

用
書
，
皆
是
遵
照
特
利
騰
大
公
會
議
決
議
而
修
訂
的
版
本
，
印
畢
銷
往
歐
洲
各
地
與
美
洲
。
該
社
與
安
特
衛
普

另
一
個
出
版
世
家
維
杜
森
家
族
，
發
行
許
多
由
耶
穌
會
士
編
撰
的
學
術
典
籍
。
法
國
的
情
況
，
則
是
由
克
拉
馬

希
與
其
親
戚
、
同
儕
，
共
同
主
宰
巴
黎
出
版
生
意
，
並
得
到
教
會
與
耶
穌
會
士
的
雙
重
庇
助
。
在
里
昂
，
印
刷

業
略
見
復
甦
’
一
六
二

0
年
之
後
尤
然
，
也
是
因
為
耶
穌
會
。
義
大
利
的
威
尼
斯
，
出
版
業
同
樣
有
若
干
增

長
﹔
身
為
阿
爾
都
斯
之
後
，
保
盧
馬
﹒
努
蒂
鳥
斯
則
在
梵
蒂
岡
內
開
業
，
其
印
刷
設
備
全
供
正
統
教
會
差
遣
。

至
於
新
教
徒
的
印
刷
社
，
自
成
一
個
網
絡
，
與
天
主
教
的
同
業
鼎
足
而
立
。
法
國
方
面
，
圍
城
之
前
的
拉

羅
樹
，
新
教
印
書
業
昌
盛
﹔
索
米
爾
更
因
為
附
近
的
新
教
大
學
，
吸
引
英
格
蘭
、
低
地
諸
園
，
以
及
日
耳
曼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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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前
來
，
事
業
蒸
蒸
日
上
。
這
些
學
生
的
出
現
，
激
勵
這
個
小鎮
發
展
出
數
個
重
要
的
印
刷
社
。

地
處
索
烏

倫
同
巴
域
的
舍
丹
，
同
樣
是
因
為
大
學
而
促
成
了
當
地
印
刷
鋪
的
建
立
。
在
瑞
士
，
巴

塞
爾
出
版
業
每
下
愈
況
，

迫
使
日
內
瓦
的
印
刷
商
假
造
印
記
，
暗
中
供
書
予
天
主
教
國
家
。
與
之
相
反
的
是
荷
蘭
﹔
掙
脫
西
班
牙
統
治
之

後
，
搖
身
變
成
新
教
印
刷
業
的
大
本
營
，
見
證
了
印
刷
鋪
的
倍
增
。
萊
登
的
大
學
，
係
由
奧
蘭
治
親
王
威
廉
創

建
於
一
五
七
六
年
，
其
周
邊
的
新
鋪
特
別
眾
多
﹔
艾
齊
維
埃
家
族
的
大
出
版
社
即
發
朝
於
此
。
在
這
裡
’
古
代

文
學
研
究
跟
神
學
一
樣
鼎
盛
，
艾
齊
維
埃
家
族
印
製
的
古
代
經
典
著
作
更
是
不
勝
枚
舉
，
供
應
全
歐
洲
的
專
業

人
士
。
以
印
製
地
圓
、
地
誌
聞
名
的
布
勒
，
則
於
阿
姆
斯
特
丹
開
展
其
偉
業

m
﹔
除
了
萊
登
印
刷
鋪
之
外
，
艾

齊
維
埃
家
族
亦
在
阿
姆
斯
特
丹
印
書
，
以
偽
造
的
出
版
印
記
，
盜
印
法
國

、
英
國
作
家
的
著
作
，
並
透
過
組
織

井
然
、
脈
絡
綿
密
的
銷
售
網
，
把
這
些
書
本賣
往
歐
洲
各
地
。

十
七
世
紀
中
，
新
的
趨
勢
再
度
浮
上
檯
面
。
皮
宗
教
改
革
時
代
畫
下
旬
點
，
專
門
發
行
宗
教
書
籍
的
大
出

版
商
，
往
日
興
隆
亦
隨
之
而
逝
。
厚
重
的
典
籍
，
如
基
督
教
諸
教
父
作
品
等
，
變
得
更
加
滯
銷
。
一
方
面
，
新

創
的
修
道
院
愈
來
愈
少
﹔
另
一
方
面
，
新
創
修
道
院
的
藏
書
閣
設
置
，
與
既
有
修
道
院
藏
書
因
宗
教
戰
爭
俟
毀

的
重
建
，
業
已
大
功
告
成
，
不
再
需
書
孔
急
。
在
此
同
時
，
但
俗、
非
宗
教
的
文
學
興
起
，
服
務
不
識
拉
丁
文

的
大
眾
，
並
在
法
國
、
西
班
牙
、
英
格
蘭
形
成
風
尚
，
旋
即
流
行
至
荷
蘭
。

到
了
十
七
世
紀
後
半
，
資
金
募
集

愈
發
困
難
，
業
務
拓
展
大
受
園
限
，
出
版
商
轉
而
競
逐
迅
速
回
本
的
蠅
頭
小
利
，
所
印
之
書
亦
不
復
早
年
的
宏

大
企
圖
。

他
們
致
力
於
出
版
銷
路
較
佳
的
方
言

說
物
，
而
這
種
經
營
核
心
的
移
轉
，
竟
又
導
致
產
業
版
圖
重
新

洗
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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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一
六
四
O
到
一
六
六
0
年
間
，
盜
印
書
猖
嗽
，
同
業
陷
入
割
喉
苦
戰
，
小
印
刷
商
因
之
關
門
者
甚
多
。
在

安
特
衛
普
，
憑
藉
大
部
頭
宗
教
作
品
賺
錢
的
出
版
商
，
利
潤
年
年
緊
縮
﹔
摩
雷
特
斯
為
了
避
險
，
乾
脆
只
出
版

祈
禱
書
，
畢
竟
這
種
書
擁
有
現
成
的
顧
客
。
旦
昂
的
業
界
，
歷
經
了
分
工
合
理
化
的
過
程
，
汰
弱
留
強
之
後
，

只
剩
阿
尼
松
一
家
大
型
業
者
，
與
巴
黎
的
敵
手
陷
入
殊
死
們
。
科
陸
與
威
尼
斯
則
一
日
不
如
一
日。

既
然
有
愈
來
愈
多
的
方
言
作
品
付
印
，
跨
越
歐
洲
各
國
國
界
的
書
籍
買
賣
，
便
不
再
是
產
業
主
流
。
英
國

的
印
刷
商
，
尤
其
無
意
維
繫
與
歐
陸
同
業
的
生
意
往
來
。
三
十
年
戰
爭
的
危
機
過
去
了
，
而
德
國
的
法
蘭
克

福
，
亦
失
去
書
籍
交
易
重
鎮
的
地
位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縱
有
萊
比
錫
的
市
集
取
而
代
之
，
慕
名
前
來
的
出
版

商
，
卻
清
一
色
是
德
國
人
，
與
當
年
法
蘭
克
福
市
集
吸
引
各
國
出
版
商
的
光
景
大
異
其
趣
。
法
國
的
學
者
，
如

欲
向
萊
因
河
的
另
一
邊
訂
購
書
本
，
還
得
排
除
萬
難
，
對
此
他
們
送
有
抱
怨
。
那
法
國
自
己
呢
？
智
識
活
動
持

續
匯
聚
於
巴
黎
，
當
地
成
了
碩
果
僅
存
的
主
要
印
刷
基
地
﹔
相
對
來
看
，
盧
昂
、
里
昂
、
特
魯
瓦
、
土
魯
斯
的

印
刷
業
者
，
幾
無
新
書
可
印
，
只
好
委
曲
求
全
，
做
起
盜
印
勾
當
。

如
此
困
頓
的
時
局
，
起
初
隱
而
不
顯
，
而
後
迅
速
表
面
化
，
法
國
出
版
業
面
對
的
，
可
都
不
是
小
問
題
。

問
題
之
所
以
愈
發
棘
手
，
是
因
為
在
一
六
五
0
年
代
之
前
的
兩
百
年
，
印
刷
鋪
的
數
量
穩
健
倍
增
，
最
後
竟
成

為
天
文
數
字
。
每
一
個
小
鄉
鎮
，
都
可
見
到
印
刷
鋪
老
闆
忙
著
打
印
字
母
書
、
地
方
法
規
、

學
童
禱
本
、
評
議

小
冊
，
或
承
攬
其
他
論
件
計
酬
的
工
作
。
許
多
旅
行
途
中
的
印
刷
師
傅
，
壓
抑
不
住
創
業
的
念
頭
，
買
台
廉
價

的
二
手
印
刷
機
，
便
就
地
創
建
新
工
坊
、
自
己
當
老
闆
。
一
六
四
四
年
的
巴
黎
，
共
有
七
十
五
家
印
刷
鋪
，
印

刷
機
計
一
百
八
十
一
台
﹔
其
中
十
六
家
鋪
子
是
只
有
一
台
印
刷
機
的
小
本
生
意
，
僅
備
兩
台
印
刷
機
者
也
多
達

三
十
四
家
。
結
果
大
約
有
一
半
的
印
刷
機
，
找
不
到
穩
定
的
工
作
可
做

。

柯
爾
頁
爾
見
狀
，
遂
制
定
嚴
酷
的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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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
矯
正
出
版
商
過
多
、
盜
印
書
氾
濫
，
以
及
更
令
當
局
重
視
的
問
題
：
沒
有
生
意
上
門
的
印
刷
商
，
索
性
印

起
煽
動
性
小
冊
與
情
色
書
刊
。
除
了
頒
布
嚴
格
的
版
權
法
規
，
柯
爾
買
爾
並
於
一
六
六
六
年
，
勒
令
數
家
印
刷

社
停
業
。
他
還
禁
止
新
的
印
刷
商
入
行
，
新
鋪
設
立
亦
屬
違
規
，
執
法
更
是
不
講
情
面
，
此
情
形
到
了
一
六
八

六
年
才
告
鬆
綁
詢
。
直
至
法
國
大
革
命
時
，
印
刷
鋪
的
數
量
仍
被
苛
刻
地
抑
制
著
呵
，
其
政
策
之
嚴
峻
，
宛
如

一
百
年
前
的
英
格
蘭
。
這
種
高
壓
手
段
的
後
果
頗
慘
，
其
主
要
宗
旨
到頭
來
亦
未
實
現
﹔
出
版
不
但
沒
有
萎

縮
，
禁
書
銷
售
也
未
絕
跡
，
反
使
更
多
的
法
文
書
（
其
中
不
乏
影
響
力
驚
人
者
）
運
自
在
境
外
印
成
。
十
七
世

紀
結
束
之
際
，
法
國
那
頂
印
刷
大
國
的
冠
冕
’
拱
手
讓
給
了
荷
蘭
，
本
地
出
版
業
還
陷
入
空
前
的
蕭
條
。

荷
蘭
的
書
籍
產
業
史
，
說
來
頗
叫
人
驚
艷
？
一
如
前
述
，
其
發
展
的
序
幕
揭
於
十
七
世
紀
初
，
即
國
家

甫
脫
離
西
班
牙
暴
政
、
投
入
帝
國
主
義
擴
張
事
業
的
時
刻
。
十
七
世
紀
也
是
荷
闊
的
全
盛
時
期
，
國
力
至
為
昌

隆
﹔
此
時
的
荷
蘭
商
人
響
往
自
由
、
崇
尚
文
藝
，
恰
好
助
長
了
書
籍
產
業
的
進
展
。
弗
美
爾
、
林
布
閥
、
哈
爾

斯
等
畫
壇
巨
匠
，
令
這
個
時
期
的
荷
蘭
畫
派
名
揚
天
下
。
國
內
各
地
的
學
人
，
則
湧
入
主
要
城
市
，
並
與
外
國

的
學
界
同
僚
互
通
聲
息
。
惠
更
斯
這
樣
的
荷
蘭
菁
英
，
同
時
與
法
國
、
德
國
、
英
國
的
知
識
份
子
往
來
，
居
中

穿
針
引
線
，
使
原
本
對
彼
此
不
甚
認
識
的
三
園
，
得
以
在
文
藝
領
域
熔
於
一
…
燼
。
前
述
菁
英
創
辦
的
荷
蘭
文
新

聞
刊
物
，
更
成
為
後
來
報
紙
的
雛
形
。
這
段
期
間
，
不
少
法
國
知
識
份
子
滯
居
於
荷
蘭
，
諸
如
德
巴
查
克
、
德

維
奧
，
以
及
鼎
鼎
大
名
的
笛
卡
兒
。
另
一
方
面
，
出
身
拿
騷
的
莫
里
斯
親
王
，
雖
掌
荷
蘭
軍
政
，
宮
廷
裡
卻
也

使
用
法
語
﹔
海
牙
的
書
店
裡
，
多
的
是
法
文
書
籍
。
而
每
次
法
國
爆
發
新
一
波
的
宗
教
迫
害
，
喀
爾
文
教
派
當

道
的
荷
蘭
，
便
有
法
國
籍
的
新
教
徒
前
來
避
難
。
路
易
十
四
主
政
期
間
，
當
局
採
取
「
重
騎
鎮
壓
」
手
段
對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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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印
刷
征
服
世
界

新
教
徒
，
並
廢
止
南
特
敕
令
，
法
國
難
民
尤
其
眾
多
。
來
自
法
國
的
德
斯
波
底
、
于
圭
坦
等
出
版
界
富
商
，
遂

在
荷
蘭
遇
上
了
來
自
瓦
隆
地
區
（
即
今
日
的
比
利
時
法
語
區
）
的
其
他
難
民
，
包
括
莫
蒂
埃
家
族
，
此
外
也
遇

見
不
少
法
國
作
家
，
其
中
還
有
部
分
是
文
壇
的
重
量
級
人
物
。
是
以
十
七
世
紀
將
屆
時
，
阿
姆
斯
特
丹
成
了
全

歐
第
二
大
的
法
文
書
籍
產
製
中
心
，
僅
次
於
巴
黎
。
荷
蘭
的
大
書
商
，
諸
如
鹿
特
丹
的
里
耳
等
，
則
因
事
業
人

脈
廣
博
，
又
身
處
地
理
位
置
優
越
的
國
度
，
得
以
將
培
爾
的
作
品
與
盜
印
自
巴
黎
出
版
品
的
法
國
大
文
一
索
著

述
，
推
廣
至
歐
洲
各
地
，
西
達
倫
敦
，
東
至
柏
林
。
不
多
時
，
這
些
書
商
便
與
法
國
出
版
商
展
開
激
烈
競
爭
﹔

畢
竟
，
荷
關
人
印
製
的
書
籍
，
只
要
不
是
偽
書
或
禁
書
，
運
往
巴
黎
販
售
，
並
非
難
事
。
就
算
其
中
有
禁
書
，

只
要
預
擬
對
策
、
小
心
行
事
，
通
常
也
不
會
有
太
大
問
題
。
進
入
十
八
世
紀
，
法
文
成
為
歐
洲
諸
國
的
通
用
語

言
，
連
禁
書
籍
的
走
私
隨
之
成
長
。
荷
蘭
出
版
商
，
以
及
部
分
的
比
利
時
、
瑞
士
同
業
，
很
快
地
化
身
為
「
啟

蒙
哲
人
」
最
堅
強
的
後
盾
﹔
出
版
家
雷
伊
的
例
子
，
便
足
以
證
明
這
點
冊
。
於
是
乎
二
六
九
O
到
一
七
九
0

年
間
，
法
國
文
壇
名
人
的
大
作
，
便
透
過
法
國
境
外
印
行
的
版
本
，
傳
遍
整
個
歐
洲
。

隨
著
印
刷
術
快
速
席
捲
西
歐
，
十
五
世
紀
以
降
，
德
國
、
義
大
利
、
法
國
、
低
地
諸
國
的
重
要
城
鎮
，
幾

乎
一
概
建
立
起
自
己
的
印
刷
事
業
。
此
後
稍
晚
，
葡
萄
牙
、
西
班
牙
、
波
蘭
等
國
的
情
況
亦
然
。
英
格
蘭
的
書

籍
產
業
局
限
於
倫
敦
，
則
或
多
或
少
與
政
府
禁
令
有
關
，
並
非
自
然
致
之
。
倒
是
北
歐
國
家
，
人
口
稀
少
而
分

散
，
距
離
產
業
發
朝
地
又
頗
遠
，
印
刷
術
如
何
傳
入
？
又
於
何
時
傳
入
？
在
斯
拉
夫
諸
園
，
尤
其
是
那
些
字
母

jj , 

( 

! 
:1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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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
A本
節
由
芭
薩
諾
芙
女
士
（
法
國
國
家
圖
書
館
館
員
）
執
筆
。

（
一
）
斯
拉
夫
諸
國
著

系
統
與
西
歐
迴
異
的
國
家
，
印
刷
術
又
如
何
因
地
制
宜
？
在
另
一
方
面
，
矢
志
征
服
新
大
陸
的
歐
洲
人
，

意
在

掌
控
這
一
片
廣
哀
而
無
人
跡
的
決
土
﹔
印
刷
術
面
對
全
新
的
環
境
，
該
如
何
適
應
？
最
後
要
間
的
是
，
亞
洲
的

古
文
明
裡
’
懂
得
複
製
文
字
的
可
也
不
少
，
其
技
術
或
許
有
欠
成
熟
，
卻
似
乎
更
能
適
應
當
地
的
需
求
：
屢
經

改
良
的
西
方
印
刷
術
，
究
竟
如
何
在
東
方
立
足
？
既
然
要
全
面
、
正
確
地
評
估
印
刷
書
籍
的
影
響
力
，
這
些
問

題
自
當
納
入
考
量
。

波
希
米
亞
與
摩
拉
維
亞

波
希
米
亞
位
於
今
天
的
捷
克
境
內
，
是
第
一
個
探
用
古
騰
堡
發
明
的
斯
拉
夫
國
家
。
在
這
塊
文
化
高
度
發

展
的
土
地
上
，
最
重
要
的
兩
個
城
市
，
當
推
一
三
四
八
年
起
成
為
大
學
城
的
首
都
布
拉
格

，

以
及
比
爾
森
。
一

如
歐
洲
其
他
地
方
，
中
世
紀
以
降
，
在
當
地
的
舊
有
貴
族
之
外
，
又
有
商
人
階
級
帽
起
，
透
過
自
身
的
經
濟
地

位
，
發
揮
可
觀
的
影
響
力
。
一
四
一
五
年
，
波
希
米
亞
宗
教
革
命
家
胡
斯
慘
死
，
數
年
的
宗
教
與
政
治
動
盪
接

鍾
而
至
，
恰
與
同
時
期
的
文
藝
復
興
肇
始
形
成
對
比
。
但
就
印
刷
術
傳
播
的
角
度
來
看
，
違
反
倒
可
能
是
助

力
﹔
畢
竟
「
以
書
寫
文
字
影
響
群
眾
」
的
念
頭
，
因
動
亂
而
深
植
於
波
希
米
亞
人
心
中
，
程
度
更
甚
於
其
他
斯

拉
夫
國
家
。
當
時
的
布
拉
格
，
由
國
王
波
蒂
布
拉
德
的
良
善
政
府
所
統
治
，
胡
斯
教
誠
的
主
張
此
起
彼
落
。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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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地
，
比
爾
森
以
瀰
漫
天
主
教
觀
點
而
聞
名
，
一
度
有
人
呼
之
為
「
永
遠
忠
於
教
會
的
比
爾
森
」
：
這
個
富
庶

的
商
業
中
心
，
坐
落
於
陸
路
要
衝
、
水
路
匯
流
之
地
，
一
四
六
八
年
時
第
一
架
當
地
的
印
刷
機
已
然
運
轉
。
波

希
米
亞
第
一
本
印
刷
書
，
名
為
《
特
洛
伊
史
Y
係
由
十
三
世
紀
迪
柯
隆
納
的
義
大
利
文
著
作
翻
譯
而
來
，
也

是
捷
克
出
版
史
上
的
第
一
本
書
，
唯
印
書
人
已
不
可
考
。
波
希
米
亞
第
一
本
土
產
的
印
刷
書
，
印
刷
商
選
印
的

卻
是
世
俗
故
事
，
而
非
聖
祭
經
本
﹔
光
是
這
一
點
，
就
已
經
意
味
深
長
（
在
手
抄
本
的
時
代
，
此
書
已
然
大
為

風
行
，
西
歐
人
爭
相
拜
讀
﹔
印
製
成
冊
之
後
，
仍
長
期
受
到
歡
迎
）
。
至
於
其
他
的
斯
拉
夫
國
家
，
首
批
印
成

的
書
本
皆
為
宗
教
書
，
無
一
例
外
。
《
特
洛
伊
史
》
所
用
的
字
體
，
是
一
種
非
常
美
觀
的
異
體
，
各
字
母
並
以

大
量
的
連
字
線
相
接
﹔
其
與
科
陸
的
柴
爾
字
體
淵
源
深
厚
，
但
又
添
加
了
捷
克
文
字
母
特
有
的
變
音
符
號
，
方

告
完
備
。
至
於
那
位
不
知
名
的
印
刷
商
，
可
能
也
是
德
國
人
，
料
想
他
是
在
當
地
人
的
協
助
下
，
才
將
工
作
完

成
，
並
從
舊
日
的
捷
克
文
手
抄
本
中
汲
取
靈
感
。
一
四
七
六
年
，
又
有
一
本
拉
丁
文
書
籍
《
阿
內
斯
提
總
主
教

法
由
心
，
使
用
哥
德
紋
體
印
出
。

巴
卡
拉
於
十
五
世
紀
將
屆
之
際
，
在
比
爾
森
創
建
印
刷
鋪
，
長
期
經
營
﹔
從
他
手
中
印
出
的
書
，
至
少
二

十
二
種
，
廣
泛
銷
往
各
地
。
它
們
包
括
有
馮
別
登
巴
赫
的
《
朝
聖
紀
行γ
韋
斯
普
奇
的
《
新
世
界
與
新
識
國

家
γ
基
督
教
故
事
改
編
的
《
巴
蘭
與
約
沙
法γ
以
及
於
一
四
九
九
年
出
版
的
第
一
本
捷
克
文
《
聖
詠
集
》
與

一
五
二
年
出
版
的
字
典
。
巴
卡
拉
所
印
之
書
，
有
些
特
點
是
共
通
的.. 
字
體
採
史
瓦
巴
赫
體
、
單
頁
二
十

行
、
行
文
使
用
捷
克
字
。
就
連
該
國
第
一
本
諷
刺
小
說
《
馬
夫
與
書
生
γ
也
是
巴
氏
的
功
勞
﹔
此
書
原
是
拉

T
文
故
事
，
成
書
於
十
四
世
紀
末
’
巴
氏
出
版
的
翻
譯
本
，
則
在
一
四
九
八
年
問
世
。
巴
卡
拉
不
僅
是
半
個
語

言
學
家
，
亦
身
兼
書
商
、
出
版
商
﹔
就
連
印
刷
鋪
裡
的
工
作
，
可
能
也
由
他
自
己
親
自
動
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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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府
布
拉
格
，
計
有
三
家
印
刷
鋪
，
分
別
設
立
。
最
先
於
一
四
八
七
年
開
業
的
，
乃
是
通
托
的
鋪
子
﹔
他

使
用
一
套
兼
真
圓
體
與
異
體
特
色
的
特
有
捷
克
字
母
，
印
出
《
聖
詠
集
》
一
種
、
《
特
洛
伊
史
》
一
部
。
接
下

來
，
於
一
四
八
八
至
一
五
二
0
年
則
有
卡
普
與
瑟
維
林
兩
人
合
力
創
建
的
印
刷
鋪
。
其
中
，
瑟
維
林
擔
綱
出
版

工
作
，
也
是
事
業
負
責
人
。
他
所
創
立
的
家
族
印
刷
業
，
由
其
子
帕
涯
繼
承
，
並
於
一
五
二0
年
之
後
，
成
為

布
拉
格
最
主
要
的
印
刷
社
。
一
四
八
八
年
印
製
的
第
一
本
捷
克
文
《
聖
經
全
盡
忌
，
即
歸
功
於
瑟
維
林
與
卡

普
﹔
這
部
《
布
拉
格
聖
經
》
精
美
的
程
度
，
在
波
希
米
亞
的
各
種
搖
籃
本
中
名
列
前
茅
。
他
倆
也
是
率
先
獲
得

皇
室
授
予
執
業
許
可
的
匠
人
，
時
值
一
四
九
九
年
。
出
自
他
們
手
筆
的
二
十
種
印
刷
書
，
大
量
使
用
木
刻
版
綴

飾
，
風
格
近
於
紐
倫
堡
的
雕
版
匠.. 
其
中
包
括
一
本
一
四
八
八
年
的
《
伊
索
寓
言
》
（
同
時
也
隸
屬
第
一
批
印

出
的
捷
克
文
插
圖
書
）
，
血
二
四
九
五
年
的
《
耶
穌
受
難
記
》
。
一
五
。
一
年
，
他
們
又
出
版
了
佩
脫
拉
克
《
褔

運
禍
賽
之
消
解
》
的
捷
克
文
譯
本
﹔
此
即
當
地
第
一
本
以
插
圖
裝
飾
書
名
頁
的
書
籍
。
在
字
體
方
面
，
他
倆
先

用
異
體
印
書
，
之
後
改
採
哥
德
紋
體
，
兩
者
大
概
以
一
五
一
三
年
為
分
水
嶺
。

貝
內
達
也
是
布
拉
格
的
印
刷
商
，
服
務
的
對
象
更
為
眾
多
﹔
此
君
略
有
名
氣
，
是
因
為
他
用
史
瓦
巴
赫
字

體
搭
配
木
雕
圓
版
印
製
曆
書
。
曆
書
的
內
容
，
則
仰
賴
布
拉
格
大
學
內
精
通
曆
算
的
學
者
逐
年
提
供
。
不
過
，

一
五
0
0
年
之
前
，
其
他
的
一
些
捷
克
城
鎮
，
亦
有
印
刷
活
動
﹔
這
不
單
單
是
經
濟
、
文
化
因
素
使
然
，
也
是

受
到
波
希
米
亞
兄
弟
會
的
鼓
勵
。
該
會
修
士
追
隨
的
樹
里
奇
，
主
張
勞
動
、
安
貧
，
反
對
教
會
官
僚
，
與
後
世

的
托
爾
斯
泰
所
見
略
同
。
在
庫
特
諾
，
德
提
諾
瓦
於
一
四
八
九
年
仿
造
紐
倫
堡
風
格
，
印
出
兩
本
《
聖
經
》
﹔

在
溫
特
堡
，
阿
拉
克
勞
自
一
四
八
四
年
以
降
，
投
入
印
刷
工
作
﹔
在
摩
拉
維
亞
首
府
布
爾
話
，
斯
塔
黑
於
一
四

八
六
年
，
成
立
摩
拉
維
亞
第
一
家
印
刷
鋪
﹔
奧
洛
穆
夜
的
印
刷
鋪
，
則
首
見
於
一
四
九
九
年
。
印
刷
術
傳
往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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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
伐
克
西
部
大
城
布
拉
迪
斯
拉
發
，
亦
在
同
一
時
期
。

前
述
的
搖
籃
本
，
流
傳
至
今
者
，
有
二
十
九
種
產
自
波
希
米
亞
，
其
中
拉
丁
文

書
籍
五
種
，
其
餘
皆
為
捷

克
文
﹔
十
一
種
產
自
摩
拉
維
亞
，
其
中
只
有
一
種
不
是
以
拉

T
文
印
行
。
雖
然
這
些
捷
克
印
刷
鋪
作
品
不
少
，

卻
仍
趕
不
上
需
求
攀
升
的
腳
步
，
聖
祭
經
本
更
是
供
不
應
求
，
只
得
仰
仗
史
特
拉
斯
堡
、
紐
倫
堡
、
威
尼
斯
等

地
的
外
國
印
刷
社
進
口
。

波
蘭

若
說
城
市
裡
的
富
商
，
是
推
動
印
刷
業
在
波
希
米
亞
傳
播
、
扎
根
的
力
量
，
那
麼
，

波
蘭
呈
現
的
又
是
另

一
種
光
景
。
十
五
世
紀
初
，
正
值
波
蘭
政
治
、
經
濟
大
躍
進
的
前
夕

。
該
國
一
方
面
征
服
了
但
澤
，
勢
力
直
通

波
羅
的
海
，
沿
岸
地
區
盡
入
囊
中
﹔
另
一
方
面
又
在
一
四
－
0
年
擊
潰
條
頓
騎
士
，
就
此
成
為
政
治
與
軍
事
強

權
。
然
而
，
十
五
世
紀
的
波
蘭
，
只
有
在
克
拉
柯
夫
看
的
到
印
刷
機
的
蹤
影
。
做
為
當
時
的
國
都
，
克
拉
柯夫

擁
有
一
所
歷
史
悠
久
的
大
學
，
文
化
重
鎮
的
名
聲
更
是
遠
播
四
鄰
，
唯
當
地
印
刷
商
欠
缺
，
迫
使
學
者
委
託
外

國
業
者
印
書
。

男
外
，
法
國
、
義
大
利
、
德
國
各
地
的
大
學
，
都
有
年
輕
的
波
蘭
學
人
負
笈
前
來
，
是
以
人
文

主
義
發
展
之
初
，
即
對
波
蘭
產
生
顯
著
影
響
。

匈
牙
利
人
、
捷
克
人
、
鳥
克
蘭
人
、
巴
伐
利
亞
人
、
西
里
西
亞
人
、
亞
爾
薩
斯
人
、
法
闌
克
尼
亞
人
，
均

群
索
於
克
拉
柯
夫
。
這
裡
的
第
一
批
印
刷
商
，
即
出
身
外
邦
社
群
，
雖
是
異
族
人
士
，
仍
享
有
市
民
權
。
波
蘭

的
第
一
本
印
刷
書
誕
生
於
一
四
七
四
年
前
後
，
係
多
凱
馬
達
的
《
聖
詠
釋
疑
》
﹔
其
印
刷
者
可
能
是
翟
納
壓
下

的
師
傅
。
隨
後
，
聖
奧
古
斯
丁
的
《
文
集
》
也
付
梓
。
在
一
四
七
六
到
一
四
七
七
年
間
，
出
身
黑
斯
布
陸
的
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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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
利
亞
人
霍
赫
菲
德
、
楊
﹒
克
魯
格
、
佩
培
勞
等
人
，
又
增
設
數
家
印
刷
鋪
。
不
過
，
信
奉
東
正
教
的
斯
拉
夫

國
度
裡
，
真
正
主
導
印
刷
沿
革
的
人
物
，
還
是
要
屬
一
四
七
五
年
來
自
法
蘭
克
尼
亞
的
費
歐
爾
。
他
原
本
是
位

金
繡
師
傅
，
隸
屬
於
克
拉
柯
夫
的
金
匠
行
會
，
發
明
過
礦
坑
抽
水
裝
置
，
後
來
更
印
出
冊
數
龐
大
的
書
本
。
費

歐
爾
與
當
時
致
力
於
彌
合
天
主
教
、
東
正
教
裂
痕
的
所
謂
「
斯
拉
夫
本
篤
會
士
可
往
來
甚
是密
切
﹔
印
製
書

本
，
則
是
為
了
賣
給
斯
拉
夫
的
東
正
教
教
徒
。
因
此
他
既
是
專
門
印
刷
教
會
儀
式
用
書
，
亦
是
用
西
里
爾
字
母

印
書
的
第
一
人
。
據
考
，
他
的
印
刷
作
品
廣
泛
流
通
各
地
，
就
連
偏
遠
的
列
寧
格
勒
與
莫
斯
科
，
都
曾
見
諸
其

印
書
手
藝
。
一
四
八
三
年
，
費
歐
爾
撞
得
首
批
印
刷
設
備
，
並
於
八
年
後
的
一
四
九
一
年
，
忙
著
印
刷
五
種
書

籍
，
即
《
素
歌
》
（
源
自
中
世
紀
葛
利
果
聖
歌
的
歌
曲
）
、
《
卡
索
羅
維
》
（
禱
本
的
一
種
）
、
《
聖
詠
歌
集
》
、

《
四
旬
期
經
本
》
’
以
及
《
五
旬
期
經
本
》
。
在
這
之
後
，
費
歐
爾
的
鋪
子
便
停
業
了
﹔
他
被
視
為
胡
斯
教
派
同

路
人
，
以
異
端
論
處
，
淪
為
階
下
囚
，
後
來
重
獲
自
由
，
便
離
開
波
蘭
，
前
往
匈
牙
利
。

法
蘭
克
尼
亞
的
哈
樂
，
則
在
克
拉
柯
夫
建
立
永
久
的
印
刷
傳
統
。
他
是
知
名
的
資
本
家
，
原
本
從
事
紅
酒

及
牲
畜
的
買
賣
，
直
到
十
五
世
紀
末
期
才
投
入
出
版
。
一
五O
五
年
，
亞
歷
山
大
國
王
賦
予
他
波
蘭
全
境
的
書

本
專
賣
權
，
他
在
業
界
的
活
躍
程
度
，
從
此
大
幅
提
升
。
之
後
，
他
創
建
一
家
印
刷
社
，
發
行
拉T
文
與
波
蘭

文
書
籍
﹔
其
代
表
作
品
「
克
拉
柯
夫
彌
撒
經
本
」
，
更
由
他
獨
占
印
製
與
銷
售
權
利
。
哈
樂
憑
藉
自
己
的
資

金
，
另
外
開
設
了
紙
廠
與
裝
訂
工
坊
，
同
時
也
是
波
蘭
史
上
跨
足
印
刷
、
售

書
、
出
版
的
第
一
人
，
與
同
期
西

歐
各
國
身
兼
數
職
的
大
出
版
家
很
相
似
。
他
推
出
的
每
日
頌
禱
、
經
本
、
聖
歌
歌
本
、
信
仰
手
冊
，
幾
乎
淹
沒

波
蘭
書
市
。
尤
有
甚
者
，
恨
據
他
所
握
有
的
專
賣
惜
，
某
本
鞏
固
只
要
能
在
他
的
書
店
目
錄
裡
找
到
，
就
不
准
進

口
外
國
印
製
的
版
本
。
短
期
來
看
，
此
一
舉
措
提
振
了
在
地
產
害
的
銷
售
，
使
波
蘭
的
出
版
品
兔
於
船
來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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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
其
是
義
大
利
進
口
書
籍
，
競
爭
的
威
脅
。
哈
樂
對
波
蘭
文
化
界
的
貢
獻
之
大
，
應
無
疑
義
﹔
也
因
為
他
資
助

不
少
詩
人
、
作
家
，
還
得
到
「
當
代
人
文
導
師
守
護
者
」
的
稱
號
。

倒
是
出
身
巴
伐
利
亞
的
昂
格
樂
，
便
只
是
單
純
的
印
刷
商
。
現
存
的
早
期
波
蘭
文
書
籍
中
，
以
他
在
一
五

一
四
年
前
後
印
製
的
《
心
靈
小
圍
》
年
代
最
為
久
遠
﹔
該
書
由
德
盧
布
里
納
改
寫
自
薩
利
切
的
尼
可
拉
作
品

《
心
靈
良
藥
》
。
其
與
原
作
的
差
別
，
在
於
增
補
了
具
體
的
建
議
，
並
附
上
一
系
列
的
木
刻
版
插
圖
。
昂
格
樂
與

十
五
世
紀
的
阿
格
里
科
拉
、
克
羅
茲
納
的
帕
韋
爾
等
學
者
，
皆
有
書
信
聯
絡
，
對
於
當
時
各
種
科
學
進
展
，
亦

多
有
涉
磁
。
就
連
絕
大
多
數
波
蘭
人
所
使
用
的
口
頭
語
言
，
也
由
他
第
一
個
印
成
書
面
文
字
﹔
薩
伯
洛
夫
斯
基

探
討
拼
字
的
著
作
，
出
版
於
同
一
時
期
，
可
能
跟
這
種
發
展
有
關
。
至
於
增
補
版
《
心
靈
小
圍
》
的
發
行
，
當

是
印
刷
書
在
波
蘭
邁
向
全
面
普
及
的
路
上
，
踏
出
的
第
一
步
。

波
蘭
的
第
三
位
印
刷
商
威
特
，
來
自
西
里
西
亞
﹔
哈
樂
於
一
五

O
五
年
獲
得
的
專
賣
權
，
延
右
了
他
的
事

業
發
展
。
一
五
一
七
年
，
哈
樂
的
獨
占
權
利
甫
告
失
效
，
早
先
才
在
維
也
納
建
立
印
刷
鋪
的
威
特
，
便
來
到
克

拉
柯
夫
創
業
。
一
五
一
八
到
一
五
四
六
年
間
，
他
分
別
以
拉
丁
文
、
匈
牙
利
文
、
波
蘭
文
，
推
出
各
種
書
籍
﹔

不
可
否
認
地
，
這
些
書
的
品
質
比
哈
樂
的
成
品
更
加
優
越
。

同
樣
在
十

‘

六
世
紀
的
前
半
，
夏
分
堡
展
露
了
頭
角
。
他
與
享
有
盛
名
的
哈
樂
競
爭
，
終
告
勝
利
，
迄
今
仍

為
人
所
津
津
樂
道
。
夏
分
堡
也
開
啟
了
子
承
父
志
的
家
族
印
刷
事
業
，
持
續
至
十
七
世
紀
初
為
止
﹔
他
的
兒
子

尼
古
拉
，
後
來
成
為
波
蘭
王
巴
托
里
的
御
用
印
刷
匠
。
這
位
國
王
在
一
五
七
六
到
一
五
八
六
年
間
執
政
，
並
一

度
與
恐
怖
的
伊
凡
（
即
伊
凡
四
世
）
所
領
導
的
俄
軍
兵
戒
相
見
﹔
戰
爭
期
間
，
尼
古
拉
負
責
印
刷
官
方
公
告
與

軍
報
。
我
們
可
以
說
，
夏
分
堡
家
族
之
於
波
蘭
，
就
好
比
柯
員
格
家
族
之
於
德
國
，
或
普
朗
坦
家
族
之
於
低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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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約
在
十
六
世
紀
中
葉
，
宗
教
改
革
橫
掃
波
蘭
。
印
刷
社
紛
紛
設
立
，
分
別
支
持
著
當
教
與
新
教
的
各
個

流
派
，
設
立
的
地
點
也
不
限
於
城
鎮
，
還
包
括
郊
區
與
占
地
廣
闊
的
莊
園
。
對
捷
克
斯
洛
伐
克
來
說
，
十
六
世

紀
乃
是
印
刷
的
黃
金
時
期
。

費
歐
爾
在
克
拉
柯
夫
的
創
新
事
業
，
由
斯
寇
里
納
承
緻
。
此
君
生
於
俄
羅
斯
西
北
城
鎮
波
羅
茲
科
，
並
曾

分
別
在
克
拉
柯
夫
大
學
與
帕
度
阿
大
學
修
習
哲
學
與
醫
學
。
學
成
後
轉
往
威
尼
斯
的
他
，
想
必
就
是
在
那
兒
結

識
了
印
刷
商
兼
出
版
商
武
柯
維
克
，
並
見
識
過
武
氏
的
整
套
西
里
爾
活
字
。
斯
寇
里
納
此
後
便
以
布
拉
格
為
創

業
基
地
，
主
要
印
製
東
正
教
的
教
會
用
書
，
並
於
一
五
一
七
至
一
五
一
九
年
，
成
為
印
製
斯
拉
扶
尼
亞
文
《
聖

經
》
的
第
一
人.. 
此
係
以
西
里
爾
字
母
印
成
，
涵
蓋
《
聖
經
》
中
的
二
十
三
卷
書
，
還
以
大
量
的
木
雕
版
打
印

插
圖
。
對
信
仰
東
正
教
的
斯
拉
夫
人
來
說
，
斯
寇
里
納
的
科
學
知
識
、
制
譯
作
品
與
出
版
書
籍
，
在
在
都
有
相

當
的
影
響
力
。
他
在
一
五
二
五
年
離
開
布
拉
格
，
印
刷
器
材
悉
數
帶
走
，
原
因
則
不
可
考
﹔
這
回
他
還
在
立
陶

宛
的
維
爾
納
，
也
就
是
行
政
官
巴
比
克
的
居
城
，
重
新
創
業
，
同
年
又
印
製
了
兩
本
書
。

男
外
還
有
一
位
梅
蘭
崔
赫
，
相
傳
是
梅
蘭
希
頓
的
門
生
。
他
與
繼
承
他
事
業
的
親
家
兄
弟
維
勒
斯
拉
文
，

同
為
十
六
世
紀
布
拉
格
的
傑
出
印
書
人
，
也
都
和
布
拉
格
大
學
往
來
密
切
。
史
瓦
巴
赫
體
與
羅
馬
體
，
是
梅
蘭

崔
赫
慣
用
的
兩
種
字
體
﹔
其
對
內
文
的
編
排
與
訂
正
甚
是
費
心
，
還
以
四
種
不
間
語
文
印
書
。
他
的
鋪
子
聘
用

十
一
位
排
字
工
，
並
支
付
十
八
捷
克
格
羅
申
到
一
萊
因
金
幣
不
等
的
周
薪
。

至
於
維
勒
斯
拉
文
，
則
是
布
拉
格
大
學
的
教
授
。
他
的
努
力
，
讓
捷
克
印
書
的
品
質
臻
於
極
致
境
界
。
產

諸
園
。

F .. 
一量

E
E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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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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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兩
棲
的
他
，
把
文
藝
復
興
風
潮
帶
進
波
希
米
亞
，
其
重
要
性
並
不
亞
於
西
遁
的
阿
默
巴
赫
。
總
的
來
說
，
捷

克
與
波
蘭
的
印
刷
業
，
在
十
六
世
紀
掀
起
高
潮
，
可
惜
於
十
七
世
紀
，
復
因
圖
書
審
查
、
戰
火
頻
仍
、
經
濟
萎

靡
而
式
微
，
進
入
十
八
世
紀
才
緩
步
復
甦
。

斯
拉
夫
南
境

前
面
已
經
提
過
，
斯
拉
夫
西
部
諸
國
的
印
刷
，
受
到
德
國
的
潛
在
影
響
。
但
在
今
日
統
稱
南
斯
拉
夫
的
地

帶
，
左
右
當
地
印
刷
風
格
的
，
卻
是
貿
易
大
城
威
尼
斯
﹔
此
係
兩
地
距
離
較
近
、
往
來
較
頻
繁
的
緣
故
。
也
是

這
種
關
連
，
帶
動
了
斯
拉
夫
南
境
的
印
刷
發
展
，
並
促
成
部
分
經
典
印
刷
書
的
誕
生
。

蒙
特
內
哥
羅
的
第
一
間
印
刷
鋪
，
立
足
於
鄰
近
亞
得
里
亞
海
沿
岸
的
采
蒂
涅
。
這
個
城
市
由
當
政
的
杜
拉

親
王
守
護
著
，
而
這
位
親
王
的
妻
子
也
是
威
尼
斯
人
。
但
也
有
人
認
為
，
杜
拉
親
王
的
父
親
伊
凡
，
早
在
一
四

九
0
年
，
即
於
歐
波
德
設
立
印
刷
鋪
，
後
來
才
把
鋪
子
遷
往
采
蒂
涅
。
印
刷
鋪
的
經
營
者
是
位
名
喚
瑪
卡
利
的

修
士
，
早
年
在
威
尼
斯
學
藝
，
其
所
使
用
的
活
字
組
亦
購
於
斯
。
他
是
第
二
個
使
用
西
里
爾
字
母
印
書
的
匠

人
，
只
比
克
拉
柯
夫
的
費
歐
爾
晚
些
。
一
四
九
四
年
出
版
的
素
歌
集
，
成
為
蒙
特
內
哥
羅
的
第
一
部
印
刷
書

.. 

隔
年
問
世
的
采
蒂
涅
彌
撒
經
本
更
是
彌
足
珍
貴
，
其
工
法
反
映
出
威
尼
斯
文
藝
復
興
的
影
響
力
。
一
五

O
八

年
，
瑪
卡
利
又
前
往
特
戈
維
塞
，
服
務
瓦
拉
幾
亞
與
摩
達
維
亞
的
、
改
伊
決
達
（
即
當
地
的
封
建
領
主
，
蓋
「
泛

伊
」
指
戰
士
、
「
決
達
」
意
近
領
導
者
）
，
首
度
將
印
刷
帶
進
兩
地
，
並
使
用
一
種
與
采
蒂
涅
字
體
略
有
不
同

的
活
字
，
印
出
三
種
聖
祭
經
書
，
分
別
為
一
五
O
八
年
版
、
一
五
－
0
年
版
，
以
及
一
五
一
二
年
版
。
在
另
一

方
面
，
十
六
世
紀
初
的
威
尼
斯
，
也
有
武
柯
維
克
創
設
印
刷
鋪
，
專
以
西
里
爾
字
母
印
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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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
爾
維
亞
接
受
印
刷
洗
禮
的
時
期
，
亦
為
十
六
世
紀
，
且
仍
處
於
那
固
曼
土
耳
其
統
治
之
下
﹔
印
刷
工
坊

若
非
設
於
修
道
院
內
，
便
是
由
王
公
貴
族
資
助
，
且
兩
者
的
印
刷
匠
皆
以
東
正
教
修
士
為
大
宗
，
專
門
印
製
聖

祭
用
書
。
一
五
一
三
年
，
第
一
本
祈
禱
集
成
書
於
格
拉
茲
德
﹔
一
五
三
七
年
，
魯
楊
斯
克
修
道
院
的
修
士
提
歐

多
西
使
用
木
刻
活
字
補
足
缺
漏
的
鉛
字
，
以
印
製
褔
音
書
﹔
一
五
三
九
年
，
一
部
素
歌
集
在
格
拉
加
尼
卡
成

書
﹔
一
五
四
四
年
，
於
赫
塞
哥
維
納
境
內
的
米
雷
樹
瓦
修
道
院
，
馬
爾
達
利
與
菲
鐸
兩
僧
侶
合
力
印
製
一
部
聖

詠
彙
集
。
另
外
，
在
買
商
格
勒
，
狄
米
卓
維
克
親
王
於
一
五
五
二
年
創
建
印
刷
工
坊
，
他
死
後
則
由
岡
都
里
克

接
手
﹔
馬
爾
達
利
並
在
此
印
出
他
的
福
音
書
。
一
五
六
二
血
二
五
六
三
年
，
梅
爾
克
辛
與
思
科
達
爾
的
修
道

院
，
又
有
修
士
分
別
設
立
新
的
印
刷
坊
。

塞
爾
維
亞
的
印
刷
工
坊
，
無
不
是
斷
斷
續
續
地
開
業
，
且
加
總
起
來
也
不
過
五
十
年
時
間
。
兼
任
印
刷
匠

的
修
士
，
貧
苦
日
甚
，
頗
受
羈
絆
，
礙
於
按
術
純
熟
的
鑄
字
人
才
欠
缺
，
一
旦
活
字
磨
損
7

，
他
們
只
得
土
法

煉
鋼
，
親
手
在
黃
銅
或
鐵
塊
上
盤
字
頂
替
。
就
連
印
刷
所
需
的
原
物
料
，
為
數
亦
少
，
只
夠
他
們
印
個
幾
冊

書
﹔
因
此
過
不
了
多
久
，
這
些
修
士
便
被
迫
改
採
古
法
，
回
到
繕
寫
室
裡
膳
寫
手
抄
本
。
這
些
地
方
產
出
的
斯

拉
夫
文
書
籍
，
在
插
畫
與
圓
飾
上
，
保
存
了
斯
拉
夫
式
的
拜
占
庭
古
抄
本
特
色
，
充
斥
著
阿
拉
伯
風
的
繁
複
黑

白
花
紋
﹔
可
惜
圓
樣
設
計
固
然
精
巧

，
雕
工
之
拙
劣
卻
難
以
掩
飾
。

講
到
克
羅
埃
西
亞
在
十
五
世
紀
的
情
況
，
只
能
以
複
雜
兩
字
形
容
。
克
國
北
方
與
首
府
札
格
拉
布
，
顯
然

與
波
希
米
亞
、
匈
牙
利
淵
源
深
厚
﹔
鄰
近
亞
得
里
亞
海
一
帶
，
則
又
感
受
到
威
尼
斯
的
強
勢
影
響
。
印
刷
在
克

國
起
步
較
晚
，
札
格
拉
布
也
要
等
到
十
七
世
紀
才
有
穩
定
的
書
籍
生
產
，
雖
有
人
於
十
六
世
紀
，
嘗
試
在
內
得

里
斯
塞
（
一
五
七
四
年
）
與
瓦
拉
茲
丁
（
一
五
八
六
年
）
印
書
，
唯
成
果
並
不
足
論
。
十
五
、
十
六
世
紀
，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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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埃
西
亞
作
家
的
拉
丁
文
著
述
，
泰
半
在
義
大
利
印
製
出
害
。

一
四
八
三
年
開
始
，
在
威
尼
斯
印
製
的
克
羅
埃
西
亞
書
籍
，
採
用
了
格
拉
哥
里
字
母
（
發
音
方
式
與
西
里

爾
字
母
一
致
﹔
同
屬
斯
拉
夫
文
字
，
但
格
拉
哥
里
字
母
屬
於
天
主
教
，
西
旦
兩
字
母
則
為
東
正
教
信
徒
所

用
）
，
以
因
應
達
爾
馬
西
亞
、
伊
斯
特
拉
與
克
瓦
內
爾
群
島
的
教
會
儀
式
需
求
。
至
於
克
國
本
土
，
印
製
格
拉

哥
里
文
書
籍
的
工
坊
，
從
一
四
九
一
年
至
一
五

O
八
年
在
森
宜
，
之
後
又
在
一
五
三

O
至
一
五
三
二
年
於
里
耶

卡
開
業
，
產
量
均
相
當
有
限
。

斯
洛
維
尼
巨
的
宗
教
改
革
思
潮
，
係
於
十
六
世
紀
後
期
由
圖
魯
巴
教
長
所
引
進
。
他
既
是
教
授
，
又
是
隸

屬
於
盧
布
爾
雅
納
教
會
的
神
職
人
員
﹔
奈
何
他
頗
受
歡
迎
的
講
道
，
敵
不
過
羅
馬
天
主
教
會
的
施
壓
，
最
後
被

迫
離
境
、
避
居
德
國
。
一
五
五
O
到
一
五
五
一
年
間
，
他
在
圖
賓
根
修
訂
一
本
教
理
問
答
，
和
一
本
斯
洛
維
尼

亞
文
的
字
母
書
。
至
於
他
合
作
的
對
象
，
則
是
昂
格
納
男
爵
﹔
這
位
改
信
新
教
的
印
刷
商
，
將
工
坊
設
於
鳥
拉

赫
，
打
印
克
羅
埃
西
亞
與
斯
洛
維
尼
亞
書
籍
，
專
做
外
銷
生
意
。

盧
布
爾
雅
納
的
印
刷
業
，
要
到
一
五
七
五
至
一
五
七
八
年
間
，
方
揭
開
序
幕
﹔
在
杜
布
羅
夫
尼
克
（
義
大

利
語
稱
拉
古
薩
）
於
一
七
八
三
年
建
立
印
刷
鋪
之
前
，
達
爾
馬
西
亞
也
無
印
刷
業
可
言
。
倒
是
有
為
數
眾
多
的

難
民
逃
離
前
述
地
區
，
落
腳
於
威
尼
斯
、
帕
度
阿
與
義
大
利
其
他
地
方
﹔
十
五
、
十
六
世
紀
的
義
大
利
精
緻
印

刷
書
，
即
在
他
們
的
協
助
下
印
成
。
這
些
人
包
括
了
來
自
科
托
爾
的
克
羅
埃
西
亞
人
帕
爾
塔
席
克
（
義
大
利
文

稱
卡
特
潤
希
斯
的
德
帕
爾
塔
席
奇
）
、
克
羅
埃
西
亞
人
多
波
里
克
（
他
在
義
大
利
自
稱
波
尼
尼
斯
）
、
達
爾
馬
西

亞
人
達
爾
馬
丁
，
以
及
斯
洛
維
尼
亞
人
德
溫
迪
斯
。
不
過
，
他
們
之
中
沒
有
人
採
用
西
里
爾
或
格
拉
哥
里
字
母

印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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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
羅
斯印

刷
究
竟
透
過
哪
條
路
徑
傳
入
俄
羅
斯
，
我
們
並
不
清
楚
。
在
費
歐
爾
傳
給
采
蒂
涅
的
修
士
瑪
卡
利
，
再

相
繼
傳
給
武
柯
維
克
，
與
斯
寇
里
納
的
曲
折
過
程
中
，
是
否
發
展
出
其
他
分
支
，
使
技
術
流
向
俄
羅
斯
？
至
少

我
們
知
道
，
在
斯
拉
夫
西
部
與
南
部
，
尤
其
是
南
部
，
出
版
的
書
籍
，
莫
斯
科
人
必
然
有
所
耳
聞
。
在
莫
斯
科

印
製
的
書
籍
中
，
成
書
時
間
可
考
的
第
一
本
，
乃
是
《
門
徒
傳
》
’
一
般
人
認
定
莫
斯
科
的
印
刷
業
開
展
於
一

五
六
三
至
一
五
六
四
年
間
，
係
以
此
為
根
據
﹔
至
於
當
地
最
古
老
的
印
刷
書
，
為
何
人
於
何
時
所
印
，
我
們
無

法
確
定
，
但
有
可
能
早
在
一
五
五
三
年
即
問
世
。
開
始
之
時
，
俄
羅
斯
的
印
刷
業
，
全
由
教
會
、
政
府
把
持

著
，
其
起
源
可
追
溯
至
恐
怖
的
伊
凡
在
十
六
世
紀
中
葉
征
服
喀
山
後
，
採
取
的
行
政
舉
措
。
這
不
僅
是
呼
應
工

匠
與
商
賈
階
級
成
長
的
景
況
，
也
是
政
府
審
查
教
會
祭
典
用
書
的
迫
切
需
求
使
然
。
當
時
的
印
刷
，
乃
是
中
央

集
權
、
高
壓
統
治
的
工
真
。

前
述
的
「
快
名
」
印
刷
社
，
即
為
莫
斯
科
的
第
一
家
，
出
品
書
籍
計
六
種
，
其
中
包
括
於
一
五
五
五
至
一

五
五
七
、
一
五
五
九
，
以
及
一
五
六
五
至

一
五
六
六
年
所
印
製
的
福
音
書
、
可
能
於
一
五
五
七
，
以
及一
五六

六
至
一
五
六
七
年
所
印
製
的
聖
詠
彙
集
，
以
及
專
供
四
切
期
使
用
，
於
一
五
五
八
至
一
五
五
九
年
所
印
製
的
的

《三
頌
經
》
（
可E
h
m
s
’
這
個
字
的
字
尾
。
忌
。
口
即
頌
歌
。
會
之
意
。
東
正
教
－一
分
教
會
祖
，
《
三
頌
經
》
泛
指

七
句
節
至
五
旬
節
期
間
的
禮
拜
經
文
或
禱
詞
）
。

一
般
認
為
，
內
費
迪
耶
夫
與
尼
齊
佛
羅
夫
兩
位
印
刷
匠
，
都

在
那
裡
工
作
過
。
一
五
六
t
年
之
後
，
這
家
工
坊
所
使
用
的
整
套
西
里
爾
活
字
，
突
然
失
去
蹤
影
，
恐
怕
是
在

火
災
中
熔
毀
了
。

同
時
也
是
東
正
教
輔
祭
的
費
鐸
洛
夫
，
則
因
姓
名
出
現
在
出
版
商
戳
印
裡
，
成
為
俄
羅
斯
第
一
位
身
分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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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的
印
刷
鋪
工
作
者
。
除
了
一
五
六
四
年
的
《
門
徒
傅
》
，
他
還
在
一
五
六
五
年
印
出
兩
個
版
本
的
《
警
鐘γ

成
為
當
地
第
一
部
富
含
木
雕
版
插
圖
的
書
本
。
一
五
六
六
年
，
他
與
工
作
夥
伴
米
茲
拉
維
克
連
袂
離
開
莫
斯

科
，
帶
走
了
部
分
的
活
字
與
絕
大
多
數
的
木
刻
版
，
並
在立
陶
宛
的
薩
布
魯
多
夫
（
今
屬
波
關
）
落
腳
，

一
度

受
雇
於
寇
科
維
奇
親
王
。
恐
怖
的
伊
凡
准
許
他
們
遷
往
立
陶
宛
’
可
能
是
希
望
藉
此
擴
大
俄
羅
斯
在
當

地
的
影

響
力
。
立
陶
宛
與
波
蘭
合
併
之
後
，
費
鐸
洛
夫
又
在
一
五
七
二
年
前
往
波
蘭
的
里
扶
夫
開
業
，
而
後
轉
往
法
利

尼
亞
的
奧
斯
特
羅
格
﹔
一
五
八
一
年
，
他
在
當
地
印
出

一
部
《
聖
經
γ
援
用
的
活
字
組
與
過
往
所
用
者
已
不

相
同
。在

西
里
爾
文
書
籍
的
歷
史
中
，
費
鐸
洛
夫
乃
是
關
鍵
人
物
﹔
他
所
打
印
的

《
新
約
聖
經γ
發
揮
了
將
近

兩
百
年
的
影
響
力
。
甚
至
到
一
七
二
二
年
，
印
製
於
里
法
夫
的
《
聖
經
》’
仍
舊
沿
用
該
書
的
部
分
木
刻
版
。

在
莫
斯
科
方
面
，
內
維
雅
接
續
了
費
鐸
洛
夫
的
工
作
，
印
製
出
聖
詠
彙
集
兩
種
、

並
於
一
五
八
九
、
一
五

九
一
，
以
及
一
五
九
t
年
分
別
印
製
了
四
旬
期
《
三
頌
經
》
一
種
、
五
旬
期
《
三
頌
經
》
一
種
，
以
及
一
版
﹒一

千
五
百
冊
的
《
門
徒
傳
Y
到
了
十
七
世
紀
初
期
，
莫
斯
科
之
外
，
基
輔
、
里
波
夫
、
諾
夫
哥
羅
德
、
切
爾
尼

戈
夫
等
大
城
，
白
俄
羅
斯
地
區
，
以
及
分
布
各
地
的
一
些
修
道
院
，
皆
有
書
本
印
出
，
內
維
雅
的
事
業
這
才
畫

下
句
點
。

就
這
樣
，
在
將
近
一
個
世
紀
的
時
間
裡
’
祈
禱
書

一
直
是
唯
一
的
大
宗
出
版
品
﹔
非
宗
教
類
印
刷
書
的
出

現
，
則
要
等
到
十
七
世
紀
中
葉
。
二
八
三
四
年
，
勃
斯
契
夫
，
自
撰
自
印
的
一
本
字
母
書
開
了
先
河
。
該
書
於
一

六
三
九
年
再
版
六
千
冊
，
史
無
前
例
地
添
上
了
俗
世
題
材
的
雕
版
插
圖
。
第
三
本
非
宗
教
書
籍
問
世
於
三
八
四

七
年
，
係
由
德
文
翻
譯
而
來
的
軍
事
教
材
﹔
其
書
名
頁
所
用
的
圓
版
，
在
雕
繪
時
參
照
，
7
布
拉
辜
辛
所
設
計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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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樣
。
俄
羅
斯
的
印
刷
活
動
雖
然
持
續
著
（
絕
大
部
分
仍
印
製
教
會
儀
式
書
籍
）
，
傳
統
的
手
抄
本
卻
未
淘

吠
，
甚
至
延
續
到
十
八
世
紀
。
誕
生
於
繕
寫
室
的
抄
本
，
包
括
聖
徒
傳
記
、
旅
遊
記
寶
、
歷
史
書
籍
，
甚
至
科

學
類
著
述
。

在
那
個
時
期
印
刷
的
各
式書
本
，
種
類
固
然
繁
多
，
卻
有
一
個
強
烈
的
共
通
點.. 
使
用
的
西
里
爾
活
字
，

係
模
仿
教
會
手
抄
字
體
而
鑄
。
雖
說
俄
羅
斯
的
印
刷
產
業
起
步
較
遲
，
日
後
的
成
長
倒
是
非
常
可
觀
：
二
十
世

紀
裡
’
該
國
的
印
刷
書
籍
便
有
多
項
數
據
刷
新
紀
錄
。

（
二
）
新
大
陸

十
五
世
紀
的
後
五
十
年
與
十
六
世
紀
初

，
尤
其
是
十
六
世
紀
初
，
歐
洲
史
上
的
重
要
「
發
現
可
迅
速
拓

展
了
西
方
人
的
世
界
觀
﹔
時
間
則
約
與
活
字
印
刷
機
的
發
明
同
時
。
這
些
地
理
上
的
大
發
現
，
揭
開
了
歐
洲
史

的
新
頁
，
此
後
歐
洲
人
更
是
竭
力
征
服
眼
前
浩
瀚
無
邊
的
汪
洋
與
疆
土
。
在
他
們
之
中
，
有
的
人
直
接
闖
進
未

知
的
新
世
界
，
有
的
人
透
過
虛
實
參
半
的
紀
錄
管
窺
之
。
時
至
今
日
，
這
個
肇
始
於
地
理
大
發
現
的
時
代
仍
未

終
結
，
而
西
方
文
明
更
持
續
地
改
變
世
界
其
他
地
區
的
面
貌
。
西
風
東
漸
的
過
程
中
，
印
刷
產
業
同
樣
扮
演
著

自
己
的
角
色
。

先
來
看
看
美
洲
。
歐
洲
人
占
領
美
洲
之
初
，
印
刷
即
發
揮
重
要
的
影
響
力
。
但
令
人
疑
惑
的
是
，
西
班
牙

征
服
者
燒
殺
擴
掠
，
其
背
後
動
機
究
竟
為
何
﹔
貪
圖
黃
金
？
渴
望
刺
激
？
這
些
原
因
各
自
成
理
。
至
於
他
們
對

西
印
度
群
島
的
觀
感
，
則
脫
胎
自
十
五
世
紀
末
、
十
六
世
紀
初
，
西
班
牙
印
刷
社
印
行
的
無
數
騎
士
傳
奇
﹔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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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這
些
故
事
，
大
海
彼
端
的
土
地
上
，
居
住
著
許
多
樂
天
的
民
族
，
坐
擁
驚
人
的
龐
大
財
富
。
讀
者
胸
中
因
而

燃
起
炙
熱
的
慾
望
，
急
著
體
驗
故
事
中
主
角
的
冒
險
經
歷
。
印
刷
商
克
羅
伯
格
於
塞
維
爾
出
版
《
伊
斯
普
蘭
蒂

安
的
功
績
》
’
與
征
伐
美
洲
同
時
，
並
非
偶
然
﹔
這
本
書
是
蒙
特
維
德
的
第
二
本
小
說
弘
也
是
《
高
虛
的
阿
瑪

迪
》
的
續
集
，
講
述
居
住
於
加
里
佛
尼
亞
島
（
此
係
杜
撰
之
島
，
美
國
加
州
卻
因
此
得
名
）
的
亞
馬
遜
女
戰

士
。
而
在
十
六
世
紀
柯
提
茲
侵
略
廣
大
的
墨
西
哥
王
園
，
以
及
皮
薩
羅
、
阿
馬
格
羅
先
後
為
尋
找
黃
金
城
埃
爾

多
拉
多
而
探
索
亞
馬
遜
盆
地
（
亦
因
該
書
而
得
名
）
的
時
候
，
這
部
小
說
更
是
頻
頻
重
印
。
騎
士
傳
奇
故
事
，

在
印
刷
術
的
推
波
助
瀾
下
大
為
風
行
，
營
造
出
冒
險
犯
難
的
社
會
氣
氛
，
有
利
於
新
大
陸
的
探
索
。
不
僅
如

此
，
這
些
故
事
更
深
植
於
西
班
牙
征
服
者
的
腦
海
，
並
不
時
浮
上
心
頭
。
據
悉
，
克
羅
伯
格
還
將
此
類
小
說
，

一
大
箱
一
大
箱
地
銷
往
西
班
牙
新
得
的
殖
民
地
，
幾
乎
每
艘
航
向
新
大
陸
的
船
隻
’
貨
艙
裡
都
裝
著
這
種
書
。

在
西
班
牙
人
新
奪
的
疆
土
上
，
印
刷
書
快
速
傳
布
。
不
假
多
時
，
由
許
多
眾
落
糾
合
而
成
的
美
洲
兩
大
都

市
，
墨
西
哥
市
與
利
馬
，
也
出
現
幾
家
印
刷
鋪
。
不
過
，
這
些
鋪
子
打
印
的
，
可
不
是
騎
士
傳
奇
﹔
權
力
至
高

的
教
會
，
並
不
支
持
此
類
書
籍
。
理
論
上
來
說
，
教
會
是
不
允
許
書
商
將
小
說
外
銷
新
大
陸
的
﹔
實
際
上
，
默

許
出
口
的
當
權
者
，
心
中
也
頗
不
情
願
。
更
重
要
的
是
，
南
美
洲
所
需
的
宗
教
書
籍
，
長
期
從
歐
洲
進
口
，
從

中
得
益
的
仍
是
普
朗
坦
摩
雷
特
斯
出
版
社
。
換
言
之
，
長
久
以
來
，
新
大
陸
的
書
市
，
都
是
西
班
牙
或
安
特
衛

普
出
版
商
的
天
下
。
至
於
美
洲
的
印
刷
社
，
則
清
一
色
由
教
會
當
局
籌
建
，
且
初
期
只
准
印
製
下
列
幾
種
書
.. 

向
印
地
安
人
傳
教
所
需
者
、
供
應
發
展
中
殖
民
地
的
基
本
教
科
書
﹔
至
於
勉
人
虔
信
的
教
義
書
，
也
不
可
或

缺
。
墨
西
哥
第
一
家
開
業
時
間
明
確
可
考
的
印
刷
社
，
當
然
也
是
長
期
經
營
的
第
一
家
，
其
沿
革
亦
符
合
前
述

特
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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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世
紀
的
托
倫
巴
之
役
，
揭
開
柯
提
茲
征
伐
行
動
的
序
幕
﹔
此
後
不
過
十
三
年
，
西
班
牙
閻

王
查
理
五

世
欽
點
的
墨
西
哥
主
教
德
祖
馬
拉
加
，
便
曾
在
信
中
表
露
設
立
造
紙
坊
與
印
刷
社
的
意
願
。

一
五
三
九
年
，
在

他
的
計
畫
獲
得
西
班
牙
總
督
批
可
後
，
方
告
實
現
。
克
羅
伯
格
遂
將
一
台
印
刷
機
，
與
一
位
名
叫
帕
布
羅
的
印

刷
匠
，
自
塞
維
爾
遣
往
美
洲
﹔
他
還
先
與
教
會
訂
立
嚴
格
的
合
約
，
確
保
自
己
能
在
未
來
的
同
業
競
爭
裡
立

足
。
開
始
時
，
帕
布
羅
似
乎
以
印
刷
字
母
書
、
勸
說
印
地
安
人
信
教
的
基
本
文
宣
、
信
仰
手
冊
，
以
及
法
律
書

籍
為
主
﹔
這
樣
的
起
步
稍
嫌
克
難
，
卻
證
明
當
地
確
有
顧
客
存
在
。
而
後
，
墨
西
哥
市
的
印
刷
活
動
逐
漸
成

長
二
五
五

0
年
，
鑄
字
工
匠
德
埃
皮
諾
薩
，
從
塞
維
爾
來
到
此
地
，
開
始
替
帕
布
羅
鑄
造
羅
馬
體
與
斜
體
的

新
活
字
，
汰
換
他
原
本
使
用
的
哥
德
體
。
一
五
五
九
年
，
德
埃
皮
諾
薩
創
建
了
當
地
第
二
家
印
刷
鋪
。
其
他
的

印
刷
鋪
則
在
十
六
世
紀
結
束
之
前
相
繼
設
立
，
十
七
世
紀
的
新
興
印
刷
社
更
是
眾

多
。
墨
西
哥
市
出
版
的
書

籍
，
十
六
世
紀
裡
計
有
一
百
一
十
六
種
，
進
入
十
七
世
紀
竟
激
增
為
一
千
兩
百
二
十
八
種
，
還
大
幅
勝
過
許
多

歐
洲
都
市
。
若
思
及
當
地
所
需
的
紙
張
皆
從
歐
洲
進
口
，
則
如
此
的
出
版
數
量
愈
發
令
人
讚
嘆
。

也
因
為
墨
西
哥
市
原
本
即
規
模
斐
然
，
印
刷
注
定
在
此
蓬
勃
發
展
﹔
一
六0
0
年
剛
過
，
該
市
人
口
即
達

兩
萬
五
千
人
，
其
中
歐
洲
白
人
約
占
一
萬
兩
千
人
。
至
於
祕
魯
首
府
利
馬
，
亦
很
快
就
有
印
刷
鋪
投
入
營
運
。

一
五
八
四
年
，
一
位
曾
在
墨
西
哥
短
暫
工
作
的
印
地
安
印
刷
匠
利
卡
多
開
業
於
此
。
吸
引
他
前
來
利
馬
的
，
乃

是
耶
穌
會
的
神
職
人
員
﹔
他
們
除
了
創
辦
一
所
大
型
學
院
，
亦
自
一
五
七
六
年
起
號
召
印
刷
商
前
來
設
鋪
、
印

製
必
要
書
籍
，
俾
利
其
向
印
地
安
人
傳
教
。
是
以
利
卡
多
的
主
要
成
果
中
，
最
先
印
成
的
一
部
，
係
以
三
種
文

字
寫
成
的
教
理
問
答
。
利
馬
的
印
刷
業
，
就
從
這
樣
的
一
小
步
開
始
茁
壯
。
十
七
世
紀
時
，
利
馬
居
民
達
到
一

萬
人
（
其
中
包
括
西
印
混
血
兒
）
，
擁
有
五
間
學
院
（
其中
一
間
專
供
原
住
民
就
讀
）
血
二
所
教
師
多
達
八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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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的
大
學
﹔
到
了
一
六
三
七
年
，
城
裡
共
有
三
家
印
刷
社
同
時
營
運
著
。

由
是
觀
之
，
美
洲
大
陸
上
的
西
班
牙
帝
國
，
印
刷
業
的
起
步
可
謂
相
當
早.. 
兩
個
最
大
的
城
市
，
逐
漸
發

展
成
兩
大
印
刷
中
心
。
但
是
，
兩
市
以
外
的
地
區
，
在
這
方
面
卻
繳
了
，
白
卷
，
且
為
時
頗
久
。
據
今
入
所
知
，

當
時
的
書
籍
中
，
有
四
種
蓋
印
著
的
的
喀
喀
湖
沿
岸
城
鎮
胡
立
的
印
記
，
而
胡
立
確
實
也
設
有
耶
穌
會
的
神
學

院
﹔
不
過
，
這
些
書
仍
然
很
有
可
能
是
在
利
馬
印
成
的
。
其
他
有
案
可
考
的
，
包
括
三
八
二
六
至
三
公
一
七

年
，
厄
瓜
多
的
昆
卡
曾
有
印
刷
鋪
營
運
，
以
及
一
六
六
0
年
起
，
瓜
地
馬
拉
的
聖
地
牙
哥
亦
有
開
業
者
。
也
就

是
說
，
在
十
八
世
紀
之
前
，
除
了
墨
西
哥
市
與
利
馬
之
外
，
印
刷
活
動
少
之
又
少
，
這
暗
示
著
西
班
牙
人
雖
然

征
服
廣
表
大
陸
，
實
則
還
有
許
多
地
方
未
能
實
質
掌
控
，
遑
論
開
發
。
北
美
的
情
況
則
大
大
不
同
：
在
這
裡
’

印
刷
產
業
尾
隨
拓
荒
者
而
至
，
一
點
一
滴
、
按
部
就
班
地
古
據
新
疆
土
。

在
今
天
歸
屬
美
國
的
土
地
上
，
第
一
家
印
刷
社
開
業
於
二
台
7八
年
的
麻
薩
諸
塞
灣
，
新
英
格
蘭
殖
民
地

內
﹔
這
個
殖
民
地
，
係
由
清
教
徒
先
民
在
大
約
二
十
年
前
建
立
？
第
一
批
移
民
也
好
，
後
繼
前
來
者
也
罷
，

當
中
多
的
是
受
過
相
當
教
育
的
人
。
此
外
，
移
民
裡
尚
有
不
少
律
師
與
反
對
舊
教
的
神
職
人
員
（
此
問
又
以
劍

橋
大
學
畢
業
生
為
多
）
，
為
追
尋
信
仰
自
由
落
腳
英
格
蘭
。
殖
民
地
很
早
就
感
受
到
設
置
學
院
的
必
要
性
，
遺

產
與
捐
款
隨
之
湧
入
創
校
基
金
會
，
而
以
哈
佛
捐
贈
的
八
百
英
銬
與
三
百
二
十
本
書
，
手
筆
最
大
。
到
三
。
二

六
年
，
計
畫
終
於
實
現
，
學
院
落
成
於
一
處
名
為
「
新
鎮
」
的
村
莊.. 
該
村
於
三
台
？
八
年
改
稱
劍
橋
。
一
位

反
對
英
國
國
教
的
牧
師
葛
羅
佛
見
狀
，
便
從
抵
達
沒
有
多
久
的
美
洲
折
返
英
格
蘭
，
張
羅
新
學
校
所
需
的
印
刷

設
備
，
並
尋
訪
願
意
前
往
新
天
地
的
印
刷
匠
。
葛
羅
佛
購
得
一
架
印
刷
機
，
並
與
鎖
匠
史
蒂
芬
﹒

戴
伊
及
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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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個
兒
子
達
成
協
議
，
其
中
年
僅
十
八
的
馬
修
﹒
戴
伊
正
是
印
刷
匠
。
三
人
接
受
了
牧
師
提
供
的
工
作
機
會
，

搭
船
前
往
美
洲
。
二
度
赴
美
的
葛
羅
佛
在
航
程
中
身
故
，
由
其
遺
婿
接
手
，
在
劍
橋
村
學
院
的
附
近
開
業
。
他

們
出
版
的
第
一
批
書
本
，
包
括
《
自
由
民
誓
祠
》
（
即
殖
民
地
政
府
要
求
公
民
表
態
效
忠
的
實
祠
格
式
）
、
一
本

曆
書
，
與
一
冊
《
聖
經
﹒
詩
篇
》
的
翻
譯
集
。
一
六
四
三
年
，
又
印
行
了
《
麻
薩
諸
塞
灣
基
本
法
Y
此
印
刷

社
先
後
由
馬
修
﹒
戴
伊
與
格
林
主
其
事
，
是
當
地
印
刷
活
動
蓬
勃
的
明
證
。
除
了
學
院
研
究
與
授
課
所
需
書

籍
、
各
種
年
曆
與
教
理
問
答
，
一
六
六
三
年
問
世
的
《
聖
經
》
印
地
安
文
譯
本
，
亦
出
自
該
社
手
筆
。

下
一
家
印
刷
鋪
的
出
現
，
時
間
相
隔
頗
久
。
佛
斯
特
於
一
六
七
四
年
在
波
士
頓
創
業
。
一
六
八
五
年
，
布

萊
德
褔
則
在
費
城
開
業
，
在
一
六
九
三
年
移
往
紐
約
之
前
，
他
更
與
兩
位
合
夥
人
，
在
當
地
創
設
美
洲
第
一
間

造
紙
廠
，
時
值
一
六
九
0
年
。
再
往
南
方
移
動
，
則
有
印
刷
商
納
黑
，
在
一
六
八
二
年
選
擇
於
維
吉
尼
亞
的
詹

姆
斯
頓
開
業
﹔
後
來
總
督
對
他
下
逐
客
令
，
他
又
轉
往
馬
里
蘭
，
在
一
六
八
五
年
開
業
於
聖
瑪
麗
市
。
即
便
這

樣
，
十
七
世
紀
的
北
美
殖
民
地
，
印
刷
鋪
還
是
明
顯
稀
少
。

如
此
現
象
並
不
令
人
太
感
意
外
。
十
八
世
紀
初
，
美
國
尚
未
獨
立
建
國
，
境
內
人
口
不
到
四
十
萬
，
散
布

在
廣
大
領
土
的
各
處
，
且
居
民
所
讀
之
書
泰
半
產
自
英
格
蘭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北
美
印
刷
商
只
能
仰
賴
其
他

的
例
行
工
作
糊
口
，
諸
如
法
案
、
地
方
規
章
、
曆
書
、
字
母
書
、
在
地
牧
師
布
道
集
、
商
業
傳
單
、
祈
禱
書
的

印
刷
。
印
刷
商
的
主
要
營
收
來
源
，
長
時
間
繫
於
法
條
、
內
規
、
官
方
律
令
的
出
版
。
這
就
使
得
實
際
上
只
有

獲
得
某
殖
民
地
指
派
為
官
方
印
刷
商
的
鋪
子
，
方
能
存
績
。
即
使
如
此
，
官
方
印
刷
商
的
地
位
仍
不
穩
固
﹔
各

殖
民
地
的
總
督
，
常
常
猜
忌
他
們
，
不
太
願
意
允
准
他
們
開
業
，
不
然
便
是
在
他
們
開
業
之
後
嚴
密
監
控
。
尤

有
甚
者
，
印
刷
商
的
工
酬
來
自
地
方
議
會
，
而
議
會
也
宣
稱
自
己
有
權
審
查
他
們
的
印
刷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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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八
世
紀
的
北
美
印
刷
業
，
初
期
實
無
進
展
，
直
到
印
刷
商
發
現
印
行
報
紙
的
新
商
機
，
情
況
才
算
改

觀
。
北
美
的
拓
荒
先
蝠
，
離
鄉
背
景
，
又
置
身
人
煙
稀
少
之
地
，
頗
感
與
世
隔
絕
﹔
這
可
能
足
以
解
釋
北
美
報

業
的
發
展
為
何
快
過
其
他
地
方
。
早
在
富
蘭
克
林
辦
報
之
前
，
北
美
的
第
一
批
報
刊
已
經
出
現
，
其
報
導
大
半

抄
自
歐
洲
報
紙
﹔
不
過
，
彌
足
珍
貴
的
當
地
要
間
，
也
能
在
這
些
報
刊
裡
找
到
。
論
其
印
行
數
量
，
通
常
相
當

有
限
，
且
許
多
報
紙
歷
經
短
時
間
的
出
刊
即
銷
聲
匿
跡
。
然
而
，
從
一
六
九
一
到
一
八
二

0
年
間
，
先
後
誕
生

於
三
十
個
殖
民
地
與
洲
的
報
紙
，
超
過
兩
千
一
百
二
十
種
，
其
中
發
行
超
過
十
年
者
亦
多
達
四
百
六
十
一
種
。

也
因
為
這
樣
，
創
設
新
鋪
的
印
刷
商
，
總
不
忘
順
便
發
行
一
份
報
紙
，
並
通
常
由
自
己
擔
任
主
要
，
甚
至

唯
一
的
撰
稿
人
。
印
刷
商
身
兼
記
者
，
遂
成
為
北
美
早
期
報
業
獨
有
的
現
象

。

如
何
確
保
讀
者
能
讀
到
報
紙
，

在
幅
員
遼
闊
的
當
地
，
可
是
個
大
問
題
﹔
幸
有
新
帽
起
的
郵
驛
制
度
，
此
一
困
境
方
告
解
決
。
這
麼

一
來
，
辦

報
的
印
刷
商
，
自
然
與
郵
驛
官
密
切
合
作
，
至
於
兼
營
印
刷
的
郵
驛
宮
，
與
投
身
郵
務
的
印
刷
商
，
亦
所
在
多

有
。
事
實
上
，
北
美
的
郵
政
系
統
，
根
本
就
是
印
刷
商
的
傑
作.. 
郵
遞
往
來
的
中
繼
站
，
常
是
各
地
的
印
刷

社
。
這
些
印
刷
社
大
半
附
有
書
店
，
只
是
販
售
的
並
不
限
於
書
本
。
簡
而
言
之
，
印
刷
社
就
是
新
聞
傳
播
、
書

信
流
通
的
中
心
，
也
頻
頻
成
為
地
方
公
眾
生
活
的
重
心
。
北
美
的
印
刷
社
於
十
八
世
紀
激
增
，
都
得
歸
功
於
這

種
完
全
迎
合
當
地
需
要
，
組
織
又
甚
真
系
統
的
郵
務
制
度
。
新
印
刷
鋪
的
成
立
，
時
常
繼
之
以
新
報
紙
的
創

刊
。
也
是
在
這
個
世
紀
裡
’
幾
乎
每
個
殖
民
地
都
架
設
起
自
己
的
印
刷
機
。
十
七
世
紀
就
有
印
刷
鋪
的
，
最
早

是
麻
薩
諸
塞
，
接
著
有
維
吉
尼
亞
、
馬
里
蘭
、
賓
夕
法
尼
亞
與
紐
約
州
。
至
於
十
八
世
紀
，
則
依
序
為
－

t
o

九
於
康
乃
狄
克
州
的
紐
倫
敦
，
一
七
二
三
年
於
紐
澤
西
州
的
伯
斯
安
布
伊
’
一
七
二
七
年
於
羅
德
島
的
紐
波

特
，
一
七
三
三
年
於
南
卡
羅
萊
納
州
的
查
爾
斯
頓
，
一
七
四
九
年
於
北
卡
羅
萊
納
州
的
紐
伯
恩
，
一
七
五
六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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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紐
罕
普
夏
州
的
普
夜
茅
斯
，
一
七
六
一
年
於
德
拉
瓦
州
州
的
威
明
頓
，
－
t
六
二
年
於
喬
治
亞
州
的
塞
芬

拿
，
一
七
六
四
年
於
路
易
西
安
那
州
的
紐
奧
良
，
一
七
七
八
年
於
維
蒙
特
州
的
德
勒
斯
登
（
今
改
名
哈
諾

威
）
，
一
七
八
三
年
於
佛
羅
里
達
州
的
聖
奧
古
斯T
’
一
七
八
五
年
於
緬
因
州
的
法
爾
茅
斯
（
今
改
名
波
特

蘭
）
，
一
七
八
七
年
於
肯
塔
基
州
的
萊
辛
頓
，
一
七
八
九
年
於
哥
倫
比
亞
特
區
的
喬
治
城
，
一
七
九0年
於
西

維
吉
尼
亞
州
的
樹
波
茲
敦
，
一
七
九
一
年
於
田
納
西
州
的
霍
金
斯
公
館
（A寸
改
名
羅
傑
斯
維
爾
）
，
一
七
九
三

年
於
俄
亥
俄
州
的
辛
辛
那
提
，
以
及
一
七
九
六
年
於
密
西
根
州
的
底
特
律
等
。

以
上
一
長
串
的
地
名
，
證
明
盎
格
魯
薩
克
遜
移
民
，
確
實
有
能
力
開
發
這
片
新
天
地
。
雖
然
他
們
長
期
以

來
努
力
生
產
的
，
僅
止
於
簡
樸
、
實
用
、
不
甚
起
眼
的
書
籍
，
卻
也
相
當
迅
速
地
建
立
繁
忙
活
絡
的
印
刷
產

業
﹔
過
不
7
多
久
，
他
們
更
開
創
出
自
己
的
造
紙
業
，
從
此
不
再
依
賴
舊
大
陸
。

（
三
）
遠
東
地
區
普

不
論
是
美
洲
的
西
班
牙
殖
民
地
與
北
美
地
區
，
抑
或
是
葡
萄
牙
人
自
一
五0
0
年
開
始
據
有
的
疆
域
（
一

五
0
0
年
前
後
，
葡
人
向
東
進
逼
印
度
，
向
西
則
占
領
今
天
的
巴
西
，
此
處
應
指
後
者
）
，
在
在
都
向
我
們
證

賞
，
十
九
世
紀
庫
爾
諾
所
謂
「
每
個
文
明
初
次
接
觸
書
寫
系
統
之
時
，
皆
是
史
上
的
重
大
時
刻
可
確
有
其
說

服
力
。
墨
西
哥
的
阿
茲
提
克
，
與
祕
魯
的
印
加
，
原
本
都
是
不
懂
書
寫
的
民
族
﹔
至
於
西
班
牙
新
得
領
土
與
葡

V
T本
節
由
伯
納
梅
特
雷
神
父
撰
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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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巴
西
境
內
的
諸
多
印
地
安
小
部
落
，
更
是
不
在
話
下
。
這
點
甚
至
可
以
解
釋
，
歐
洲
書
籍
在
南
美
洲
的
發

展
，
何
以
相
對
延
右
。

倒
是
入
主
非
洲
與
亞
洲
，
尤
其
是
亞
洲
，
的
葡
萄
牙
人
，
很
快
就
體
認
到
自
我
宣
傳
的
媒
介
有
多
重
要
。

阿
比
西
尼
亞
的
第
一
本
印
刷
書
，
早
在
一
五
一
五
年
，
即
輸
入
該
地
﹔
至
於
印
刷
機
在
印
度
改
亞
（
一
五
五
七

年
）
、
澳
門
（
一
五
八
八
年
）
與
長
崎
（
一
五
九0
年
）
投
產
，
更
早
過
第
一
本
印
刷
書
在
俄
羅
斯
（
一
五
六

三
年
）
、
君
士
坦
丁
堡
（
一
七
二
七
年
）
與
希
臘
（
一
八
二
一
年
）
問
世
的
時
間
，
值
得
我
輩
繼
續
深
究
。
第

一
套
在
歐
洲
鑄
成
的
「
異
國
語
」
活
字
，
誕
生
於
一
五
三
九
年
的
里
斯
本
，
係
歷
史
學
者
德
巴
羅
所
訂
製
’
旨

在
打
印
衣
索
匹
亞
、
波
斯
、
印
度
所
需
的
童
書
，
而
後
印
出
7

一
部
文
法
書
與
與
一
部
教
理
問
答
。
在
葡
萄
牙

探
勘
海
外
之
初
，
探
險
家
即
以
書
籍
為
貨
品
，
隨
船
輸
出
﹔
這
是
歷
任
國
王
蕭
規
曹
隨
的
政
策
。
一
四
九

0

年
，
奉
命
前
往
剛
果
的
遠
征
隊
伍
，
即
是
一
例
（
一
四
九
四
年
，
還
有
兩
位
德
國
印
刷
匠
獲
派
至
剛
果
，
唯
兩

人
前
往
當
地
所
欲
為
何
難
以
考
證
）
。
沙
勿
略
於
一
五
四
一
年
離
開
里
斯
本
時
，
葡
王
若
昂
三
世
更
以
為
數
龐

大
的
圖
書
相
贈
，
市
價
約
一
百
庫
薩
多
。

在
早
期
，
葡
屬
印
度
地
區
的
殖
民
者
，
鮮
少
接
觸
印
度
的
知
識
階
層
﹔
十
七
世
紀
初
，
德
諾
比
利
神
父
努

力
宣
教
，
情
況
方
才
改
觀
。

也
是
因
為
這
樣
，
一
五
五
七
年
起
，
在
決
亞
（
當
地
有
三
位
印
刷
商
）
、
拉
秋
爾

（
五
位
印
刷
商
）
、
科
欽
、
瓦
彼
科
塔
、
普
尼
加
爾
、
安
巴
卡
拉
特
等
地
印
刷
的
小
冊
子
中
，
很
難
找
到
教
理
問

答
與
祈
禱
書
以
外
的
讀
物
。
其
中
尚
可
考
證
的
，
包
括
葡
文
書
本
十
六
種
、
雙
語
對
照
或
採
用
亞
洲
諸
語
文
印

製
的
書
本
二
十
四
到
二
十
七
種
（
其
中
包
括
馬
來
西
亞
文
一
種
：
阿
比
西
尼
亞
文
兩
種
﹔
葡
文
與
坦
米
爾
文
對

照
，
且
印
於
里
斯
本
者
一
種
﹔
採
用
印
度
文
，
並
在
葡
萄
牙
印
製
者
四
到
六
種
﹔
印
度
文
譯
為
葡
文
者
一
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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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
不
贅
述
）
。

另
一
方
面
，
分
別
在
一
五
一
三
年
抵
達
中
國
以
及
一
五
四
二
年
抵
達
日
本
的
葡
萄
牙
人
，
赫
然
發
現
兩

地
，
尤
其
是
日
本
，
已
有
不
假
外
求
、
高
度
發
展
的
印
刷
技
術
’
即
以
木
雕
版
印
字
。
傳
教
士
沒
有
浪

費
時

間
，
旋
即
將
西
方
最
新
的
印
刷
技
術
’
播
種
於
遠
東
，
其
中
又
以
耶
穌
會
士
推
廣
最
力
。
不
過
，
道
明
會
的

貢

獻
也
不
宜
忘
卻
﹔
十
六
世
紀
末
，
在
馬
尼
拉
郊
區
的
帕
里
安
，
以
木
刻
版
印
製
的
幾
本
中
文
宣
教
小
書
，
即
由

他
們
所
監
印
。

沙
勿
略
於
一
五
四
九
年
起
在
日
本
傳
教
，
至
於
他
的
第
一
批
後
繼
者
，
包
括
了
一
五
八
四
年
前
後
來
華
的

羅
明
堅
神
父
﹔
起
初
他
們
只
想
利
用
當
地
既
有
的
木
雕
版
來
印
書
。
倒
是
一
五
八
四
年
帶
著
四
位
「
小
使
節
」

（
侍
童
）
離
開
日
本
的
范
禮
安
神
父
，
很
快
地
有
了
別
的
盤
算
，
即
欲
以
歐
洲
的
活
字
鑄
造
法
供
應
當
地
所

需
。
這
個
念
頭
終
在
澳
門
實
現
，
先
是
於
一
五
八
九
年
印
成
一
冊
學
堂
教
本
二
五
九
0
年
又
印
出
以
拉
T
文

撰
寫
的
東
瀛
使
節
西
遊
記
。
在
日
本
所
謂
的
「
基
督
教
年
代
」
（
即
一
五
四
九
至
一
六
四
四
年
）
裡
，
包
括
改

編
版
的
歐
語
詞
典
在
內
，
相
繼
印
出
至
少
二
十
種
書
本
，
反
映
多
元
的
閱
讀
興
趣
﹔
這
些
書
還
被
人
爭
賭
、
競

相
收
藏
，
如
同
古
騰
堡
印
書
、
首
批
莎
士
比
亞
印
刷
書
一
樣
珍
貴
。
從
文
獻
史
的
角
度
來
看
，
這
此
一
百
本
的

「
搖
籃
本
方
地
位
甚
為
重
要
，
直
可
與
梵
文
佛
典
首
度
譯
成
中
文
的
抄
本
相
提
並
論
。
學
者
鑽
研
這
些
首
批
印

刷
書
，
可
謂
字
斟
句
酌
、
鉅
細
靡
遺
﹔
這
不
僅
是
為
了
研
究
近
代
方
言
，
更
是
為
了
釐
清
日
文
文
法
與
字
彙
，

在
歐
洲
思
想
的
影
響
下
，
發
生
了
哪
些
難
以
體
察
的
變
異
。

改
寫
成
中
文
、
越
南
文
、
韓
文
、
東
印
度
語
的
西
方
書
籍
，
亦
隱
含
類
似
的
訊
息
可
供
研
究
﹔
這
些
書
籍

多
半
只
剩
抄
本
傳
世
。
不
過
，
比
起
那
些
引
介
西
方
思
想
不
甚
起
勁
的
國
家
，
歐
洲
著
作
在
中
國
發
揮
的
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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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便
顯
得
重
要
許
多
。
除
卻
十
餘
本
以
木
刻
版
打
印
的
歐
文
章
回
籍
，
西
方
著
述
譯
成
中
文
者
，
數量
更
是
眾

多
，
直
可
填
滿
一
座
圖
書
館
﹔
此
係
第
一
批
天
主
教
傳
教
士
，
即
「
北
京
神
父
」
的
貢
獻
，
值
得
在
此
略
加
敘

述
。

中
國
歷
史
上
，
修
編
、
翻
譯
基
督
教
文
本
的
第
一
人
，
當
推
來
自
那
不
勒
斯
的
羅
明
堅
神
父
。
一
五
八
三

年
，
復
有
利
瑪
費
神
父
投
入
這
項
工
作
﹔
這
位
才
幹
出
眾
的
義
大
利
人
，
春
獻
多
年
時
間
研
習
文
武
百
官
使
用

的
文
言
文
與
口
語
，
並
翻
譯
中
國
最
欠
缺
的
科
學
典
籍
，
以
及
人
文
主
義
著
作
選
輯。
前
者
以
航
海
學
、
天
文

學
為
大
宗
，
後
者
則
承
襲
伊
拉
斯
誤
斯
與
斯
多
噶
派
學
人
的
筆
法
，
選
譯《藏
言
》
等
書
。
利
氏
於
一
六

－
0

年
五
月
十
一
日
辭
世
之
後
，
中
國
的
耶
穌
會
士
頓
遣
出
身
杜
埃
的
金
尼
閣
返
回
歐
洲
。
他
肩
負
數
項
任
務
，
其

中
包
括
儘
量
蒐
羅
大
量
典
籍
，
供
中
國
傳
教
之
用
﹔
二
八
一
六
年
抵
達
羅
馬
後
，
又
有
鄧
玉
函
旋
即
表
示
願
當

他
的
助
手
。
鄧
氏
本
名
施
瑞
克
，
拉
T
名
喚
泰
倫
修
斯
﹔
此
君
曾
經
行
醫
，
並
與
天
文
學
泰
斗
伽
利
略
連
袂
加

入
新
創
的
林
塞
學
會
。
也
因
為
金
、
鄧
兩
人
跟
教
會
層
峰
關
係
良
好
，
與
創
辦
米
蘭
聖
安
博
圖
書
館
的
樞
機
主

教
博
羅
梅
奧
過
從
尤
密
，
所
以
能
在
極
短
的
時
間
內
，
即
籌
措
到
大
量
的
圖
書
，
其
內
容
之
豐
富
，
足
以
媲
美

歐
洲
一
流
圖
書
館
的
館
藏
。
為
此
，
他
們
甚
至
遠
赴
法
蘭
克
福
大
市
集
購
書
。
幾
經
波
折
，
這
一
整
套
獨
一
無

二
的
書
籍
，
終
於
運
抵
北
京
﹔
其
中
光
是
醫
學
著
作
，
流
傳
迄
今
的
就
超
過
兩
百
冊
。
此
後
，
多
數
圖
書
皆
能

完
好
保
存
（
一
六
四
四
年
清
兵
入
京
焚
城
、
一
九
0
0
年
義
和
學
亂
，
這
些
典
籍
泰
半
倖
兔
）
，
甚
至
因
為
法

王
路
易
十
四
於
三
八
八
八
年
遣
使
節
團
贈
書
，
與
其
他
使
節
、
傳
教
士
的
慷
慨
捐
獻
，
送
有
擴
充
、
增
補
，
直

到
十
八
世
紀
。
連
同
數
本
原
始
印
刷
書
在
內
，
這
些
書
籍
計
有
四
千
餘
冊
保
存
至
令
，
現
由
北
京
大
學
的
圖
書

館
所
典
藏
。
隸
屬
拉
匣
祿
會
的
司
鐸
維
哈
倫
，
曾
獲
洛
克
斐
勒
基
金
會
襄
助
，
為
其
編
訂
詳
盡
的
圖
書
目
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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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
圍
的
千
年
古
都
、
文
化
重
鎮
裡
’
這
些
書
乃
是
首
見
的
歐
洲
圖
書
選
集
，
意
在
引
介
西
方
文
化
與

文

學
的
菁
華
，
並
譯
為
中
文
。
不
過
，
譯
介
紹
典
的
工
程
浩
大
，
令
人
卻
步

.. 
來
自
科
陸
的
德
人
湯
若
望
，
則
是

接
受
銀
鉅
挑
戰
的
第
一
人
。
由
於
聖
名
保
祿
的
大
學
士
徐
光
啟
從
旁
協
助
，
湯
氏
終
能
出
版
全
一
百
巨
冊
的
數

理
百
科
全
書
。
俟
一
六
四
四
年
明
朝
陷
落
，
滿
人
入
關
建
園
，
前
述
壯
舉
一
度
中
斷
﹔
所
幸
湯
氏
得
到
清
朝
首

位
皇
帝
順
治
的
庇
護
，
官
拜
欽
天
監
監
正
，
百
科
全
書
亦
得
以
重
印
。
三
公
八
一
年
順
治
駕
崩
，
失
勢
的湯若

望
旋
即
下
獄
，
由
法
蘭
德
斯
教
士
南
懷
仁
接
續
其
工
作
，
並
成
為
聖
祖
康
熙
（
一
六
六
一
至

一
七
二
二
年
在
位
）

的
首
席
大
學
士
。

由
法
國
耶
穌
會
士
洪
若
翰
領
軍
的
五
位
數
學
家
，
銜
法
王
路
易
十
四
之
命
，
於
一
六
八
八
年
抵
華
﹔
他
們

的
本
意
，
是
在
中
國
建
立
隸
屬
巴
黎
「
法
國
科
學
院
」
的
學
術
機
構
。
一
七O
六
年
，
他
們
開
始
繪
製
大
清
輿

園
，
亦
是
值
得
一
書
的
成
就
﹔
大
力
提
倡
歐
亞
文
化
交
流
的
德
國
大
哲
萊
布
尼
茲
，
在
看
過
他
們
以
中
文
印
製

的
作
品
後
，
大
表
激
賞
。
至
於
康
熙
的
孫
子
，
也
就
是
高
宗
乾
隆
（
一
七
三
五
至
一
七
九
六
年
在
位
）
，
僅
容

忍
歐
洲
傳
教
士
加
入
曆
算
學
會
，
未
予
重
用
。
但
他
至
少
還
知
道
以
凡
爾
賽
宮
為
藍
本
，
修
建
圓
明
園
﹔
清
帝

國
版
圖
二
度
勘
測
的
結
果
，
在
他
任
內
出
版
。

此
類
西
典
中
譯
的
工
作
，
催
生
出
不
下
數
百
種
新
書
，
日
後
卻
逐
漸
式
微
﹔
耶
穌
會
士
於
一
七
六
二
年
遭

清
廷
鎮
壓
，
乃
是
諸
多
原
因
之
一
。
倒
是
十
八
世
紀
的
歐
洲
，
以
法
國
人
為
主
的
各
地
傳
教
士
，
出
版
多
種
側

寫
中
國
的
書
籍
，
稍
稍
彌
補
了
這
種
缺
憾
，
也
為
近
代
漢
學
奠
定
基
礎
。
這
些
著
作
包
括
全
七
O
二
年
起
中

國
異
聞
與
啟
示
γ

一
七
三
五
年
出
版
、
杜
赫
德
神
父
編
撰
的
《
中
國
概
述γ
以
及
全
書
十
六
卷
的
《
中
國
回

憶
錄
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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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度
的
發
展
情
形
，
與
中
國
類
似
，
只
是
規
模
較
小
。
歐
洲
人
在
當
地
興
建
天
文
台
，
其
中
以
位
於
阿
格

拉
者
尤
具
盛
名
。
男
有
許
多
印
度
的
重
要
典
籍
譯
為
歐
文
，
其
中
又
以
吠
陀
經
最
為
重
要
。
十
八
世
紀
耶
穌
會

的
卑
斯
齊
甚
至
使
用
坦
米
爾
文
字
，
創
作
數
首
長
篇
史
詩
。
奈
何
在
法
國
大
革
命
與
拿
破
崙
征
伐
各
國
期
間
，

東
西
交
流
中
斷
﹔
之
後
，
兩
邊
的
關
係
雖
緩
步
恢
復
，
但
扮
演
要
角
的
卻
大
都
是
新
教
的
傳
教
士
，
時
空
脈
絡

已
大
不
相
同
。
也
因
為
西
方
科
技
一
度
使
東
方
文
明
處
於
相
對
弱
勢
，
兩
造
的
往
來
更
無
平
等
可
言
。
特
別
是

在
一
八
四
0
年
、
鴉
片
戰
爭
過
後
，
歐
洲
人
幾
乎
完
全
宰
制
東
方
。
在
這
種
宰
制
中
，
印
刷
書
扮
演
關
鍵
角

色
，
唯
印
書
的
動
機
盡
是
為
了
西
方
國
家
的
利
益
﹔
直
到
一
八
五
三
年
，
日
本
幕
府
將
大
政
奉
還
明
治
天
皇
，

與
一
九
一
九
年
中
國
展
開
五
四
新
文
學
運
動
，
東
亞
國
家
方
才
憑
藉
一
己
之
力
，
傳
承
初
燃
於
十
六
世
紀
的
文

化
火
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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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基
本
資
料
：
每
版
印
量

前
面
已
經
提
過
，
十
五
至
十
八
世
紀
間
，
印
刷
鋪
的
數量增
加
了
數
倍
，
至
於
印
製
的
書
本
，
數
量
同
樣

持
續
增
加
。

必
須
釐
清
的
是
，
當
時
的
印
重
與
今
天
相
比
，
仍
然
差
上
一
大
截
。
各
式
各
樣
的
書
籍
，
大
批
裝

．
箱
、
風
塵
僕
僕
地
運
往
各
地
，
其
中
又
以
大
眾
讀
物
，
包
括
年
唐
、
曆
書
、
字
母
書
、
折
情
書

、

宗
教
小
冊
，

以
及
十
六
世
紀
末
開
始
流
行
的
古
早
騎
士
冒
險
故
事
，
古7很
大
一
部
分
。
此
外
，
同
樣
自
十
六
世
紀
末
開

始
，
學
校
、
學
院
的
數
目
激
增
，
帶
動
教
科
書
需
求
的
成
長
。
除
了
這
此
）
了
就
只
有
最
暢
銷
的
書
本
，
得
以
廣

種
閱
讀
﹔
其
餘
的
書
，
亦
即
絕
大
多
數
的
印
刷
品
，質
則
只
能
得
到
極
少
數
讀
者
關
愛
的
眼
神
。
如
此
一
來
，

出
版
商
在
這
個
時
代
裡
’
自
始
至
終
必
須
面
對
的
基
本
問
題
，
便
與
其
他
行
業
裡
，
從
事
相
間
產
品
大
量
生
產

的
製
造
商
，
並
無
二
致
，
亦
即
：
如
何
找
到
足
夠
的
零
售
通
路
？
令
天
的
出
版
商
固
然
有
同
樣
困
擾
，
但
程
度

已
比
當
年
減
輕
甚
多
。
故
長
期
以
來
，
出
版
商
持
續
關
注
的
中
心
議
題
，
在
於
如
何
組
織
商
業
網
路
，
好
讓
自

己
生
產
的
書
本
能
儘
速
銷
出
。

大
致
上
來
說
，
只
要
先
將
活
字
拼
組
好
，
既
存
的
文
本
印
成
再
多
份
，
都
是
可
行
的
﹔
即
便
使
用
最
原
始

第
七
章

書
籍
生
意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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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印
刷
機
，
或
至
少
較
早
期
的
印
刷
機
，
欲
印
製
大
量
的
書
本
，
技
術
上
皆
無
困
難
。
更
何
況
，
從
成
本
的
角

度
看
，
印
刷
前
的
必
須
準
備
工
作
，
包
括
排
組
活
字
在
內
，
乃
是
一
筆
無
可
避
免
的
大
開
銷
，
占
印
書
總
成
本

的
很
大
一
部
分
。
考
慮
到
這
一
點
，
書
商
與
印
刷
商
，
自
然
認
為
每
次
付
梓
的
書
籍
，
所
印
冊
數
應

該
要
多
，

攤
銷
前
述
的
固
定
成
本
，
單
冊
印
製
的
平
均
成
本
才
會
低
。
反
過
來
說
，
單
次
印
書
的
數
量
，
一
旦
達
到
某
個

上
限
，
再
多
印
便
不
划
算
了
。
原
因
之
一
在
於
，
最
初
成
本
的
攤
銷
效
果
，
會
隨
著
所
印
冊
數
的
增
加
而
逐
漸

減
弱
﹔
到
頭
來
，
單
冊
的
印
製
成
本
縱
使
降
低
，
幅
度
也
小
到
沒
有
意
義
。
另
外
一
個
原
因
，
則
足
以
突
顯
零

售
通
路
的
重
要
性
：
要
是
印
製
數
量
過
剩
，
令
書
市
無
法
在
合
理
時
間
內
消
化
，
豈
不
是
本
末
倒
置
？
總
而
言

之
，
枉
顧
印
量
過
多
之
弊
，
將
使
許
多
書
本
賣
不
出
去
，
或
至
少
銷
售
過
慢
，
讓
龐
大
的
成
本
難
以
回
收
。

以
下
是
相
關
的
的
數
據
。
首
先
，
從
印
刷
術
誕
生
起
，
到
一
四
八O或
一
四
九
0
年
，
問
世
的
乃
是
最
早

期
的
印
刷
書
，
而
當
時
的
書
市
，
相
對
而
言
鬆
散
、
無
組
織
？
至
於
印
書
數

量
，
令
人
看
來
頗
為
有
限
。
一

四
六
九
年
，
施
振
爾
的
約
翰
在
威
尼
斯
打
印
的
西
塞
羅
《
家
書
γ

總
數
不
過
一
百
本
﹔
聖
安
東
尼
努
的
全
口

解
錄
》
與
斯
塔
提
鳥
斯
詩
集
，
分
別
在
一
四
七
七
血
二
四
八
0
年
，
於
瑞
波
里
的
聖
雅
各
伯
修
道
院
印
出
，
數

量
也
相
同
。
根
據
德
利
尼
亞
明
本
人
於
一
四
七
二
年
所
留
下
的
線
索
，
他
在
同
時
期
於
羅
馬
印
製
的
書
籍
，
每

一
版
平
均
數
量
約
為
一
百
五
十
本
。

倒
是
同
在
羅
馬
的
競
爭
對
手
史
威
罕
與
潘
拿
茲
，
普
通
書
籍
的
平
均
印
量

多
達
兩
百
七
十
五
本
，
多
納
圓
的
文
法
書
更
是
印
了
三
百
本
。
奈
何
事
實
卻
很
快
地
證
明
，
如
此
發
行
量
在
當

時
仍
然
嫌
多.. 
縱
使
是
羅
馬
這
種
人
文
重
鎮
，
史
威
罕
與
潘
拿
茲
仍
舊
抱
怨
古
代
經
典
書
籍
乏
人
問
津
，
足
見

市
場
無
力
消
化
。
到
了
一
四
六
五
年
，
紐
麥
斯
特
在
福
里
尼
奧
印
出
兩
百
本
西
塞
羅
﹔
一
四
七
一
年
，
真
爾
富

堤
於
費
拉
拿
印
製
的
查
士
T
尼
大
帝
《
法
學
總
論
γ
數
量
也
是
兩
百
。
此
後
，
發
行量
增
多
，
在
威
尼
斯
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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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
這
個
城
市
位
居
商
業
與
文
化
要
津
，
欲
往
四
面
八
方
輸
出
大
批
書
籍
，
都
很
方
便
。
早
在
一
四
七
一
年
的

威
尼
斯
，
施
派
爾
的
溫
德
林
，
業
已
將
帕
諾
米
塔
諾
的
《
教
令
集
》
評
注
，
一
口
氣
印
了
一
千
本
。
一
四
七
八

年
，
威
爾
德
又
應
法
蘭
克
福
的
尼
古
拉
斯
之
邀
，
印
製
了
九
百
三
十
本
拉
丁
文
《
聖
經
丫
對
那
個
年
頭
來

說
，
這
種
發
行
量
宛
如
天
文
數
字
，
溫
德
林
突
然
陷
入
周
轉
困
境
，
可
能
也
是
這
個
緣
故
。

到
了
一
四
八
0
年
，
市
場
的
秩
序
與
組
織
開
始
浮
現
。
堪
稱
史
上
最
早
跨
國
書
商
的
柯
貝
格
家
族
，
便
在

這
個
時
候
，
真
正
做
起
大
生
意
。
此
外
，
書
本
售
價
更
跌
至
過
往
價
格
的
零
頭
，
各
版
書
籍
的
平
均
印
刷
量
則

．
水
漲
船
高
。
根
據
海
布
勒
的
說
法
，
一
四
八
O
到
一
四
九
0
年
間
，
多
數
書
籍
一
次
付
印
的
數
量
約
當
四
百
或

五
百
本
，
比
這
更
多
的
情
況
也
逐
漸
普
遍
。
利
克
斯
於
一
四
九
0
年
的
瓦
倫
西
亞
印
製
傳
奇
故
事
《
白
武
士
提

南
》
，
數
量
即
超
過
七
百
本
﹔
幾
年
之
後
，
迪
阿
羅
帕
於
佛
羅
倫
斯
印
成
的
柏
拉
國
作
品
，
共
計
一
千
零
二
十

五
本
。
威
尼
斯
有
卡
普
加
薩
，
於
一
四
九
一
年
印
出
一
千
五
百
本
每
日
頌
禱
﹔
那
不
勒
斯
一
地
，
則
在
一
四
八

九
年
，
由
摩
拉
烏
斯
印
製
兩
干
本
卡
拉
喬
利
的
《
講
道
暨
諸
聖
頌
詞
Y
托
爾
提
又
在
一
四
九
0
年
，
於
威
尼

斯
出
版
《
查
士
T
尼
法
且
心
，
印
量
一
千
三
百
本
﹔
他
還
兩
度
印
製
教
宗
國
瑞
（
或
譯
格
列
高
利
）
九
世
的

《
教
令
集γ
兩
版
各
印
了
兩
千
三
百
本
。

就
這
樣
，
到
十
五
世
紀
結
束
之
際
，
一
些
大
出
版
商
的
書
籍
平
均
發
行
量
，
已
達
一
千
五
百
本
﹔
柯
貝
格

籌
備
的
較
大
規
模
出
版
品
，
印
製
數
量
亦
大
抵
如
斯
加
。
此
後
的
印
量
，
長
時
問
停
留
在
這
個
數
字
。
倒
是
畢

達
針
對
戴
塔
普
勒
主
張
而
作
的
《
注
釋
集
》
，
發
行
時
間
雖
晚
，
印
刷
量
只
有
六
百
五
十
本
﹔
至
少
出
版
商
貝

德
在
一
五
二
六
年
的
說
法
是
如
此
。
不
過
，
在
此
之
前
不
久
，
君
王
法
院
曾
經
審
查
此
書
，
貝
德
末
將
此
書
擴

大
出
版
，
疑
是
當
權
者
偵
查
下
的
對
策
。
兩
年
之
後
，
買
德
出
版
一
本
修
斯
提
底
斯
文
集
，
數
量
又
恢
復
成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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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兩
百
二
十
五
本
。
同
年
，
魏
卻
爾
委
託
波
拿
梅
所
印
的
奧
古
斯
丁
《
聖
詠
評
注
》
固
然
也
只
有
六
百
五
十

本
抑
，
但
一
五
三
九
年
，
波
拿
梅
替
勒
布
雷
特
與
布
魯
耶
利
印
製
的
多
赫
《
真
知
學
園
》
’
數
量
又
達
一
千
五

百
本
訓
。
同
一
時
期
裡
，
希
臘
諷
刺
作
家
盧
奇
安
的
短
篇
作
品
《
帕
里
奴
烏
》
’
問
世
於
一
四
九
七
年
的
亞
維

農
，
印
量
一
千
五
百
本
﹔
俟
一
五
一
一
年
，
盧
爾
的
《
智
術
摘
要
》
付
印
，
數
量
為
七
百
五
十
本
m
o
最
後
，

印
刷
商
葛
朗
也
在
一
五
一
五
年
於
阿
格
諾
印
製
西
班
牙
傳
教
士
德
波
塔
的

《
諸
聖
節
慶
經
》
（
依
時
節
不同
而

變
異
的
專
用
經
文
，
但
不
色
含
聖
誕
節
期
間
所
使
用
者
）
，
共
計
一
千
五
百
本
m
。
綜
合
這
些
數
據
，
則
十
六

世
紀
早
期
的
書
籍
平
均
發
行
量
，
應
在
一
千
至
一
千
五
百
本
之
間
，
偶
有
低
於
此
一
數
量
者
。
另
外
，
伊
拉
斯

讀
斯
在
一
五
二
七
年
的
一
封
信
中
提
及
，
他
的
《
對
話
集
》
一
度
道
德
柯
萊
盜
印
兩
萬
四
干
本
之
多
﹔
或
有
人

據
此
判
斷
，
當
時
的
書
籍
中
，
令
人
所
認
定
的
大
受
歡
迎
之
作
，
出
版
數
量
必
定
較
多
。
只
是
，
伊
拉
斯
誤
斯

的
指
控
，
道
聽
塗
說
而
無
實
據
，
經
不
起
書
誌
學
家
較
真
公
信
力
的
考
證
m
﹔
所
謂
兩
萬
四
千
本
恐
為
自
吹
自

擂
。
實
際
上
，
就
算
是
極
有
機
會
大
暢
銷
的
著
作
，
印
製
的
數
量
可
能
也
不
比
普
通
書
本
多
出
太
多
。
例
如
一

五
一
五
年
，
富
羅
本
於
巴
塞
爾
印
製
的
伊
氏
名
作
《
愚
人
頌
》
，
成
品
就
只
有
一
千
八
百
本
m.. 
路
德
翻
譯
的

德
文
《
聖
經
γ

初
版
數
量
亦
不
過
四
千
本
？
所
宰
，
單
次
印
刷
的
數
量
少
，
並
不
會
限
制
這
類
著
述
的
廣

泛
流
通.. 
透
過
多
位
印
刷
商
（
通
常
已
經
不
是
初
版
的
那
一
位
）
屢
次
的
重
印
、
再
版
，
書
籍
傳
播
各
地
，
不

成
問
題
。

因
此
，
這
個
時
期
的
印
書
畫
，
可
說
相
當
穩
定
。
普
朗
坦
是
十
六
世
紀
後
半
的
大
印
刷
家
，
以
豐
富
人
脈

形
成
高
度
發
展
的
商
業
網
絡
。
他
所
印
刷
的
每
一
版
書
，
都
在
一
千
兩
百
五
十
到
一
千
五
百
本
之
間
，
幾
成
慣

例
。
特
殊
的
作
品
，
諸
如
多
東
斯
的
《
草
穀
誌
》
等
，
普
朗
坦
的
印
書
量
偶
見
縮
減
，
約
在
八
百
本
上
下
﹔
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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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有
些
時
候
，
對
於
學
術
著
作
與
教
會
聖
祭
用
書
，
他
的
印
量
不
減
反
增
。
一
五
六
四
年
克
雷
拿
的
希
臘
文
法

書
，
與
一
五
六
六
到
一
五
六
七
年
間
推
出
的
《
民
法
大
全
》
’
印
量
皆
達
兩
千
五
百
本
。
普
氏
印
製
的
希
伯
來

文

《
聖
經
》
裡
，
某
些
篇
章
的
印
量
甚
至
達
到
兩
千
六
百
至
三
千
本
，
其
中
一
部
分
銷
往
北
非
的
猶
太
殖
民

地
切
。
在
英
格
關
方
面
，
由
國
王
授
予
特
權
的
「
星
法
院
」
於
一
五
八
七
年
裁
定
，
國
內
發
行
的
書
籍
，
各
版

的
數
量
不
得
超
過
一
千
兩
百
至
一
千
兩
百
五
十
本
，
偶
有
印
刷
三
千
本
者
亦
屬
罕
見
肘

。

十
七
世
紀
的
印
刷
量
，
沒
有
太
大
改
變
。
高
乃
依
的
三
部
劇
本
，
《
尼
科
梅
德
》
、
《
伯
塔
萊
特
》
與

《
安
卓
梅
德
》
’
印
量
皆
在
一
千
兩
百
至
一
千
兩
百
五
十
本
間
？
替
布
瓦
洛
出
版
諷
刺
詩
《
讀
經
台
》
的
商

人
，
認
定
這
部
作
品
應
可
賣
到
一
千
兩
巨
本
翩
。
在
專
鬥
出
版
古
希
臘
羅
馬
經
典
的
商
人
當
中
，
呂
伊
納
堪
稱

主
力
﹔
他
所
印
製
的
普
利
米
作
品
《
荷
蘭
戰
史
γ
計
法
文
版
一
干
本
、
義
大
利
文
版
五
百
本
划
。
拉
布
呂
耶

爾
的
《
品
格
論
》
數
度
重
印
，
而
最
早
的
八
次
出
版
，
每
次
的
印
量
都
在
兩
干
本
左
右
？
在
荷
蘭
，
艾
齊
維

埃
將
格
勞
秀
斯
在
一
六
七
五
年
發
行
的
《
基
督
宗
教
真
理》
重
新
付
梓
兩
千
本
，
供
應
英
國
市
場
m
﹔
三
。
二

七
年
，
萊
登
一
地
則
有
梅
耶
，
首
度
印
製
前
面
章
節
所
提
過
的
《
方
法
論
》
’
數
量
三
千
本
制
。
雖
有
部
分
的

重
要
著
述
、
知
名
創
作
印
量
低
於
一
千
本
，
但
絕
大
多
數
的
重
點
參
考
書
、
教
科
書
，
單
版
印
量
都
在
一
千
到

兩
千
本
間
擺
盪
。
《
法
蘭
西
學
院
字
典

》
首
度
付
印
求
售
，
係
由
庫
瓦
亞
爾
擔
綱
印
刷
，
成
品
一
千
五
百

本
劫
。
皮
圖
版
的
《
教
會
律
法
全
覽
》
出
版
於
一
六
八
七
年
，
印
量
一
千
五
百
本
﹔
相
較
之
下
內
容
略
少
的

《
法
文
律
師
手
冊
γ
曲
自
由
卡
特
倫
於
里
昂
印
出
一
千
五
百
本
，
時
值
一
七O
四
年
？
男
外
，
一
六
七
七
年
，

阿
里
亞
加
的
《
神
學
辯
》
，
由
安
特
衛
普
出
版
商
維
杜
森
發
行
，
印
量
一
千
五
百
三
十
本
﹔
同
書
也
在
里
昂
出

版
，
由
阿
尼
松
印
行
兩
千
兩
百
本
划
。
阿
姆
斯
特
丹
，
則
是
哈
瑪
開
業
之
地
，
他
在
一
七
O
一
年
，
印
製
一
千

__, 



279 第七章 書籍生意經

五
百
本
的
馬
連
新
編
荷
法
詞
曲
訕
。

在
這
個
時
期
，
印
量
經
常
突
破
兩
千
冊
大
關
的
，
只
有
宗
教
書
與
課
本
。
部
分
產
自
荷
蘭
的
《
聖
經

γ

印
刷
冊
數
似
乎
超
過
三
千
本
，
甚
至
達
到
四
千
本
？
俟
十
六
世
紀
接
近
尾
聲
，
盧
森
堡
與
列
日
的
盜
印
商
，

則
竊
巴
黎
德
斯
普
雷
的
翻
印
權
，
複
製
了
兩
千
五
百
到
三
千
本
的
德
沙
奇
版
法
文
《
聖
經
》
訕
。
納
爾
邦
一

地
，
則
有
印
刷
商
貝
塞
，
印
製
三
千
本
的
字
母
書
創
﹔
里
昂
的
摩
廉
，
更
將
一
部
名
為
《
皇
家
小
典
》
的
拉
丁

文
法
文
字
典
，
一
口
氣
盜
印
了
六
千
五
百
冊
？

講
到
十
八
世
紀
的
書
籍
印
刷
量
，
還
是
以
少
於
兩
干
冊
者
居
多
﹔
不
過
，
那
些
確
定
會
大
受
歡
迎
的
作

品
，
印
量
自
然
多
些
。
對
開
大
小
的
蒙
褔
孔
著
作
《
古
物
釋
γ

首
次
付
梓
印
出
的
一
千
八
E
本
，
在
兩
個
月

內
便
告
售
馨
，
但
第
二
次
印
製
的
兩
千
本
就
沒
有
那
麼
好
買
了
？
莫
勒
里
的
《
詞
典

Y
由
書
商
庫
瓦
亞
爾

在
巴
黎
印
製
，
此
後
數
度
再
版
，
每
次
印
量
皆
為
兩
干
本
訓
。
在
另
一
方
面
，
培
爾
的
《
詞
典
》
係
依
莫
勒
里

版
重
新
編
撰
’
單
次
印
量
似
乎
也
更
多
（
超
過
兩
千
五
巨
本
）
訕
。
潘
庫
柯
曾
計
畫
將
自
己
的
《
百
科
全
書
》

印
製
兩
于
一
百
五
十
套
，
時
值
一
七
七
0
年.. 
到
狄
德
羅
的
《
百
科
全
書
》
問
世
之
時
，
初
版
數
量
終
於
達
到

四
千
兩
百
五
十
套
之
站
闊
論
。
列
日
印
字
社
也
曾
同
時
推
出
三
種
不
同
版
本
的
愛
爾
威
修
作
品
，
其
中
四
開
本
版

僅
印
五
百
本
，
另
兩
種
八
開
的
版
本
則
分
別
印
製
一
千
本
與
兩
千
本
。
該
社
還
將
梅
爾
西
埃
的
劇
本
《
巴
黎
風

情
畫
》
盜
印
一
干
五
百
本
，
須
與
便
在
列
日
一
帶
銷
售
一
空
﹔
至
於
插
圖
版
的
《
達
夫
尼
斯
與
赫
洛
雅
》
同
樣

暢
銷
。
此
外
，
這
群
印
匠
也
在
一
七
八
八
年
，
規
畫
將
盧
梭
作
品
合
輯
打
印
一
干
五
百
本
跡
。

前
述
的
數
據
顯
示
，
即
便
到
了
十
八
世
紀
，
出
版
商
對
於
委
印
真
正
大
量
的
書
籍
，
還
是
有
疑
慮
。
文
學

書
籍
中
，
由
部
分
「
啟
蒙
哲
人
」
撰
寫
的
作
品
，
則
是
印
量
較
多
的
唯
一
例
外
，
伏
爾
泰
的
著
作
尤
然
。
克
拉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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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
除
了
將
伏
爾
泰
《
風
俗
論
》
印
製
七
千
本
出
版
，
還
曾
對
下
游
書
商
承
諾
，
只
要
伏
氏
的
《
俄
羅
斯
帝
國
史
》

印
完
兩
千
本
，
便
將
儘
快
運
往
巴
黎
﹔
言
下
之
意
，
印
刷
的

總
數
不
止
兩
千
。

《
路
易
十
四
的
年
代
》一
書
在

柏
林
的
發
行
量
，
亦
達
三
千
本
別
。
但
若
是
剔
除
當
時
的
教
科
書
與
歌
謠
故
事
集
，
則
十
八
世
紀
的
單
版
印
刷

量
，
比
起
其
他
時
期
並
不
算
多
。
這
不
免
令
人
覺
得
，
即
使
是
確
知
出
版
後
將
大
受
歡
迎
的
作
品
，
也
沒
有
出

版
商
敢
用
大
幅
超
越
傳
統
印量
的
規
模
來
印
書
。
筒
中
理
由
如
下
。

從
紀
錄
上
看
，
即
便
是
今
天
的
出
版
社
，
也
只
需
印
製
數
量
少
到
令
人
詰
異
的
書
籍
，
就
足
以
應
付
一
個

中
型
城
市
裡
所
有
潛
在
讀
者
的
需
求
。
當
然
也
有
一
些
例
外
：
像
在
法
園
，
贏
得
獎
固
爾
獎
的
著
作
，
銷
量
就

會
好
些
。
因
此
我
們
可
以
猜
想
，
在
十
六
、
十
七
甚
至
十
八
世
紀
，
城
鎮
人
口
比
現
在
少
的
多
，
讀
書
的
人
比

例
小
的
多
，
運
輸
更
形
艱
困
，
盜
印
也
更
加
猖
厥
，
書
商
所
面
對
的
難
題
尤
甚
於
現
代
。

以
下
的
數
據
，
有
助
於
我
們
認
識
當
時
的
書
籍
物
流
學
，
並
從
中
得
窺
，
將
大量
書
籍
分
批
託
運
，
每
批

數
量
皆
甚
少
，
僅
含
數
本
，
有
時
甚
至
只
有
一
本
，
相
同
著
作
的
情
況
，
究
竟
有
多
普
遍
。
畢
達
的
《
注
釋

集
》
’
詮
解
對
象
為
戴
塔
普
勒
與
伊
拉
斯
誤
斯
。
員
德
曾
發
行
此
書
，
而
一
五
二
六
年
的
配
銷
情
況
如
下
：
三

十
二
本
給
紐
倫
堡
的
梅
爾
希
奧
﹒
柯
貝
格
，
五
十
本
給
員
德
在
里
昂
的
代
理
商
（
擬
銷
義
大
利
）
，
五
十
本
給

另
一
位
代
理
人
，
二
十
本
給
事
業
遍
及
巴
塞
爾
與
巴
黎
的
書
商
雷
許
，
六
十
二
本
外
銷
英
格
蘭
，
四
十
本
賣
往

盧
昂
，
六
本
運
往
奧
爾
林
別
。
十
七
世
紀
時
二
起
出
貨
的
各
細
書
籍
，
所
含
數
量
同
樣
偏
少
。
這
點
從
下
面

的
清
單
裡
可
見
一
斑.. 
一
六
三
九
年
二
月
十
七
日
，
摩
雷
特
斯
向
克
拉
馬
希
訂
購
的
書
本
，
計
有.. 
法
學
專
家

修
邦
的
作
品
三
本
，
杜
皮
伊
的
《
法
國
教
會
特
權
紀
實
》
十
本
，
《
民
刑
事
實
務
判
例
》
六
本
，
奈
歐
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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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圖
書
交
易
的
問
題

《
酷
暑
集
》
三
本
，
波
利
比
奧
斯
作
品
三
本
，
亞
里
斯
多
德
作
品
三
本
，
《
不
列
顛
本
國
律
法
評
注
》
六
本
，

以
及
杜
珮
陸
作
品
三
本
淵
。
十
七
世
紀
後
半
，
書
本
訂
單
的
規
模
大
抵
相
同
。
德
呂
伊
納
曾
在
洽
詢
客
戶
時
宣

稱
，
自
己
印
製
的
普
利
米
《
荷
蘭
戰
史
》
，
有
二
十
四
本
交
付
里
昂
的
阿
尼
松
與
波
蘇
伊
販
售
，
五
本
批
給
南

特
的
胡
格
維
爾
，
八
本
批
給
雷
姆
的
加
尼
爾
，
六
本
批
給
波
爾
多
的
拉
竄
爾
，
另
出
貨
予
杜
埃
某
書
商
的
也
有

四
本
仙
。
這
固
然
只
是
德
呂
伊
納
剛
開
始
推
銷
書
籍
時
的
成
果
，
卻
足
以
證
明
，
當
時
依
訂
單
出
貨
的
書
本
，

數
目
究
竟
有
多
小
。

凡
此
種
種
，
贅
列
無
益
，
就
此
打
住
，
來
看
看
最
後
這
個
特
別
值
得
研
究
的
例
子
：
即
克
拉
默
兄
弟
籌
印

的
伏
爾
泰
全
集
，
甫
出
版
那
一
年
的
配
銷
情
況
悅
。
他
們
有
些
時
候
分
批
出
貨
，
但
也
有
大
量
託
運
之
時
。
巴

黎
的
書
商
當
中
，
一
位
名
叫
羅
賓
的
得
書
一
千
六
百
冊
，
另
一
位
藍
伯
也
有
六
百
冊
﹔
亞
維
農
諸
書
商
分
得
一

百
四
十
二
冊.. 
巴
塞
爾
的
書
商
八
十
冊
﹔
迪
殘
的
零
售
商
三
十
六
冊
﹔
阿
姆
斯
特
丹
的
雷
伊
五
十
冊
﹔
盧
昂
的

馬
素
爾
七
十
五
冊
﹔
巴
松
皮
埃
爾
的
書
商
二
十
五
冊
﹔
尼
姆
的
高
德
二
十
五
冊
﹔
員
桑
松
大
教
堂
一
位
名
叫
吉

伊
伯
的
教
士
二
十
五
冊
﹔
米
蘭
的
雷
森
德
與
哥
羅
布
二
十
五
冊
﹔
里
昂
書
商
中
則
有
德
拉
維
伊
二
十
冊
、
布
魯

伊
塞
十
八
冊
、
德
拉
羅
赫
十
二
冊
、
坎
普
十
五
冊
﹔
漢
堡
的
赫
羅
德
二
十
四
冊
﹔
馬
賽
的
布
瓦
爾
與
寇
陸
各
十

六
冊
﹔
哥
本
哈
根
的
菲
里
伯
十
二
冊
﹔
利
摩
日
的
巴
爾
樸
十
二
冊
﹔
布
魯
塞
爾
的
瓦
希
十
冊
、
修
奧
七
冊
﹔
紐

倫
堡
的
洛
赫
納
六
冊
﹔
萊
登
的
魯
薩
和
六
冊
﹔
其
他
小
額
出
貨
，
則
運
往
熱
納
亞
、
加
地
斯
、
杜
林
、
米
蘭
、

帕
爾
馬
、
伯
恩
與
威
尼
斯
﹔
以
上
並
不
包
括
直
接
賣
給
個
人
的
零
售
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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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籌
一
個
有
效
率
的
經
銷
系
統
，
是書
商
的
必
要
工
作
。
倘
若
書
本
皆
以
前
述
的
少
量
多
次
方
式
，
託
連

過
大
半
個
歐
洲
，
這
件
工
作
將
更
形
棘
手
。
首
先
，
就
運
輸
而
言
，
書
籍
屬
於
貴
重
商
品
，
重

盡
可
觀
且
搬
運

不
便
。
在
那
個
年
代
裡
’
運
費
自
始
至
終
居
高
不
下
，
此
對
書
本
售
價
的
影
響
甚
鉅
。
為
了
降
低
書
貨
的
重
量

與
體
積
，
當
時
習
慣
以
散
裝
形
式
連
書
，
即
不
加
封
皮
逕
行
裝
箱
。
只
是
，
這
種
方
法
有
很
多
明
顯
的
缺
點
。

印
刷
鋪
裡
負
責
裝
箱
的
工
人
，
還
得
確
定
書
內
各
頁
全
無
缺
漏
且
順
序
正
確
﹔
這
不
僅
容
易
出
錯
，
更
令
當
時

的
書
商
得
經
常
去
函
印
刷
商
，
索
取
漏
頁
缺
張
，
才
能
湊
齊
一
冊
完
整
的
書
本
。

此
外
，
書
籍
也
是
種
脆
弱
的
商
品
。
早
期
運
輸
方
式
只
有
兩
種
，
不
是
船
運
便
是
車
載
，
故書
籍
可
能
在

途
中
就
被
艙
底
的
海
水
泡
爛
，
或
因
天
候
惡
劣
，
於
載
具
上
被
雨
淋
濕
二
般
說
來
，
貨
物
都
會
用
牢
固
的
木

製
板
條
箱
裝
盛
，
以
避
免
損
傷
，
但
在
運
抵
目
的
地
時
，
濕
透
或
破
損
的
書
本
，
仍
是
所
在
多
有.. 
萬
一
運
輸

過
程
中
還
得
多
次
更
換
交
通
工
真
，

損
壞
的
機
率
就
更
高
了
。
據
我
們
所
知
，
當
時
的
安
特
衛
普
書
商
，
係
以

如
下
方
式
出
貨.. 
運
往
巴
黎
的
，
交
給
專
門
（
或
經
常
）
運
送
此
類
商
品
的
馬
車
夫
，
全
程
車
載
﹔
再
不
然
，

就
是
先
經
海
路
運
抵
盧
昂
，
再
轉
交
塞
納
河
上
的
平
底
船
。
至
於
運
往
里
昂
的
，
有
時
以
貨
運
工
真
直
接
送

達
，
但
多
半
會
先
抵
巴
黎
，
再
由
里
昂
書
商
在
當
地
的
代
理
商
負
責
，
半
陸
路
、
半
水
路
地
轉
往
目
的
地
。
普

朗
坦
曾
將
許
多
書
籍
運
往
西
班
牙
，
先
走
海
路
抵
達
盧
昂
或
布
列
塔
尼
的
某
個
港
埠
，
續
以
海
路
運
至
西
國
港

口
，
繼
續
轉
銷
至
美
洲
者
亦
屬
常
見
。
摩
雷
特
斯
便
因
為
書
本
出
口
但
澤
、
卑
爾
根
、
英
格
蘭
等
地
，
經
常
煩

惱
著
船
期
問
題
，
焦
急
地
等
待
商
船
入
港
，
或
為
惡
劣
天
候
憂
心
，
戰
時
還
得
提
防
像
巴
爾
這
種
劫
掠
敵
國
船

隻
的
海
盜
。
其
實
，
一
旦
爆
發
戰
爭
，
整
個
書
籍
產
業
都
有
危
險
。
在
紅
衣
主
教
黎
塞
留
時
代
，
法
國
曾
與
西

班
牙
交
戰
，
期
間
低
地
諸
國
便
因
為

多
項
皇
家
禁
令
，
無
法
直
接
與
法
國
通
商
。
權
宜
之
計
應
運
而
生
，
並
成

﹒圖.. 



283 第七，t 書籍生意經

為
普
遍
的
做
法
：
先
把
書
籍
裝
上
掛
著
中
立
旗
幟
的
貨
船
，
送
往
多
佛
的
某
家
書
店
，
再
安
排
轉
往
巴
黎.. 
若

非
如
此
輾
轉
，
貿
易
無
以
為
繼
。
即
便
在
承
平
之
世
，
貨
運
風
險
亦
不
可
謂
小
，
對
里
昂
書
商
來
說
尤
然
﹔
他

們
有
許
多
商
品
銷
往
義
大
利
與
西
班
牙
，
前
者
必
須
以
載
真
橫
越
阿
爾
卑
斯
山
，
後
者
在
抵
達
羅
亞
爾
河
畔
之

前
採
陸
運
，
之
後
藉
河
道
前
往
南
特
，
再
經
大
西
洋
運
至
西
國
港
口
，
最
後
才
經
陸
路
抵
達
坎
波
城
，
配
銷
其

他
地
方
划
。

在
多
數
情
況
下
，
無
法
直
達
目
的
地
的
書
本
，
都
必
須
仰
賴
書
商
在
轉
運
地
點
安
排
代
理
人
，
方
能
順
利

出
貨
。
也
因
為
當
時
的
識
字
率
低
，
貨
物
在
轉
運
時
遭
人
遺
往
錯
誤
地
點
，
遂
成
為
必
然
的
額
外
風
險
。
除
了

寫
明
收
件
地
址
，
委
運
人
通
常
會
把
貨
品
目
的
地
的
地
名
縮
寫
，
以
花
押
字
樣
刻
在
箱
上
，
但
此
舉
經
常
幫
倒

忙
。
這
種
種
的
問
題
，
解
釋
了
這
個
行
業
為
何
總
發
展
在
往
來
方
便
、
通
聯
順
暢
的
地
方
，
諸
如
港
埠
與
其
他

正
在
擴
張
的
商
業
中
心
。

貨
箱
完
好
無
損
地
送
達
，
寄
件
人
與
收
件
人
總
算
鬆
了
口
氣
，
接
下
來
只
要
付
清
貨
款
，
就
算
功
德
園

滿
。
但
對
書
商
來
說
，
這
個
階
段
的
問
題
，
才
是
最
多
、
最
棘
手
的
，
畢
竟
當
時
的
金
融
體
系
，
甚
難
滿
足
這

種
質
易
需
求
，
欲
以
實
體
貨
幣
付
款
，
通
常
無
法
如
願
。
要
求
書
商
每
收
貨
一
次
，
就
把
貨
款
寄
往
海
外
一

次
，
焉
能
不
出
差
錯
？
這
當
中
有
太
多
無
法
克
服
的
難
處
，
他
們
只
好
另
謀
他
法
，
甚
至
成
本
提
高
也
在
所
不

惜
。

十
七
世
紀
末
之
前
，
貿
易
商
大
都
以
兩
種
方
式
代
替
直
接
付
款
，
除
了
實
品
償
抵
、
以
物
易
物
？
亦
可

使
用
承
兌
票
，
而
兩
者
更
經
常
並
用
。
大
致
流
程
如
下

.. 
收
到
貨
品
時
，
書
商
便
將
己
方
的
欠
款
記
在
帳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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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同
樣
地
，
如
果
出
貨
的
人
是
他
，
他
也
會
記
下
自
己
應
對
客
戶
催
收
的
款
項
。
經
過
幾
次
交
易
（
通
常
是

頗
長
的
一
段
時
間
）
之
後
，
所
有
參
與
買
賣
的
書
商
各
自
結
算
，
欠
款
的
一
方
再
透
過
傳
統
的
承
兌
票
來
付

款
。
舉
例
來
說
，
克
拉
馬
希
在
巴
黎
向
安
特
衛
普
的
摩
雷
特
斯
批
貨
，
素
來
多
過
對
方
從
他
那
裡
進
貨
，
損
益

相
抵
之
後
，
他
自
然
成
為
較
常
欠
款
的
一
方
。
不
過
，
由
於
他
過
去
曾
對
布
魯
塞
爾
的
書
商
（
尤
其
是
老
雷
歐

拿
，
即
巴
黎
雷
歐
拿
的
父
親
）
大
量
出
貨
，
只
要
開
出
承
兌
票
，
要
求
雷
歐
拿
將
積
欠
他
的
貨
款
移
轉
給
摩
雷

特
斯
，
他
與
雷
歐
拿
的
債
務
便
同
時
清
償
。
安
特
衛
普
鄰
近
布
魯
塞
爾
，
兩
城
當
時
又
隸
屬
同
一
國
家
，
這
麼

做
當
然
不
會
有
問
題
。
這
種
制
度
的
原
理
看
似
簡
單
，
實
行
上
卻
頗
為
複
雜
，
畢
竟
承
兌
票
會
在
過
程
中
數
度

轉
手
。
尤
有
甚
者
，
此
法
有
時
會
誘
使
書
商
在
從
事
買
賣
時
，
倚
賴
手
中
承
兌
票
（
而
非
法
定
貨
幣
）
的
效

力
，
一
如
其
他
行
業
的
商
人
﹔
偏
偏
這
麼
做
是
有
風
險
的
。
一
旦
國
與
國
之
間
的
商
業
往
來
中
斷
，
買
賣
便
有

癱
瘓
之
虞
﹔
而
貨
款
清
償
延
右
的
結
果
，
還
可
能
導
致
某
一
方
的
破
產
，
連
帶
引
發
其
他
書
商
的
周
轉
不
靈
。

為
了
降
低
自
己
的
生
意
風
險
，
書
商
大
都
願
意
在
同
業
面
臨
破
產
威
脅
之
時
，
再
度
代
墊
或
協
助
周
轉
，
否
則

別
人
跳
票
，
自
己
的
買
賣
也
無
以
為
繼
。
而
這
種
制
度
更
成
為
做
生
意
的
標
準
方
法
，
直
到
十
八
世
紀
為
止
。

三
、
圖
書
市
集
的
交
易
方
式

這
麼
一
來
，
對
早
期
的
印
刷
商
而
言
，
如
何
建
構
確
實
可
行
的
商
業
網
絡
，
快
速
而
有
效
率
地
將
足
額
的

書
本
賣
出
、
籽
解
現
金
壓
力
，
便
成
了
主
要
的
課
題
。
為
了
解
決
這
個
難
處
，
首
先
應
運
而
生
的
方
法
，
就
是

透
過
中
間
人
買
賣
。
早
年
的
印
刷
商
，
很
早
便
開
始
雇
用
自
己
信
賴
的
人
士
，
替
其
遊
說
促
銷.. 
這
些
仲
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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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訪
大
大
小
小
的
各
城
鎮
，
尋
覓
潛
在
的
客
戶
。
多
數
情
況
下
，
他
們
會
帶
著
許
多
小
張
傳
單
與
招
貼
，
除
了

宣
傳
生
意
，
也
將
自
己
兜
售
的
書
籍
逐
一
列
出
。
抵
達
某
座
城
鎮
之
後
，
他
們
隨
即
張
貼
、
分
發
這
些
廣
告

單
，
通
常
單
子
上
還
會
注
記
著
他
們
落
腳
的
旅
舍
名
稱
，
以
及
哪
幾
天
是
他
們
的
營
業
日
。
顯
然
，
這
仍
是
相

當
原
始
的
手
法
。
而
地
方
節
慶
的
日
子
，
自
然
成
為
仲
介
商
較
常
造
訪
某
鎮
的
時
節
，
藉
此
對
更
多
人
宣
傳
，

招
攬
更
多
商
機
。
至
於
令
四
方
商
人
匯
聚
於
一
處
的
市
集
，
當
然
也
會
出
現
他
們
的
蹤
跡
，
期
待
前
來
趕
集
的

商
人
賺
了
錢
後
，
順
手
向
他
們
買
本
書
或
月
曆
。
不
過
，
更
重
要
的
是
，
這
些
趕
集
商
人
有
可
能
受
不
克
前
來

的
同
鄉
所
託
’
代
為
訂
購
書
籍
，
亦
可
能
願
意
替
賣
書
人
運
貨，或
收
款
。
有
些
時
候
，
商
人
之
中
甚
至
會
有
人

批
走
一
小
部
分
的
書
，
回
鄉
承
銷
。
如
果
仲
介
商
在
某
鎮
的
業
績
特
別
好
，
他
們
便
會
一
再
造
訪
，
最
後
可
能

常
駐
此
地
，
憑
藉
自
己
的
力
量
，
或
由
聘
雇
他
們
的
印
刷
商
出
資
，
開
設
小
書
攤
或
店
面
。
這
麼

一
來
，
零
售

書
店
遂
普
遍
開
業
，
廣
設
於
許
多
的
城
鎮
，
並
負
責
將
上
游
大
出
版
社
的
商
品
，
分
別
賣
給
各
地
的
民
眾
。

此
後
，
書
籍
事
業
很
快
地
發
展
成
涵
蓋
全
歐
的
大
組
織
。
巴
黎
原
本
即
是
手
抄
本
贈
製
與
買
賣
的
重
鎮

.. 

早
在
一
四
六
O
到
一
四
七
0
年
間
，
修
埃
佛
與
他
的
仲
介
商
，
便
已
造
訪
這
個
大
城
，
並
於
此
時
安
排
史
塔
波

恩
常
駐
當
地
，
做
他
的
長
期
代
理
商
。
一
四
七
四
年
，
史
塔
波
恩
死
時
，
庫
存
的
修
埃
佛
書
籍
，
價
值
高
達
兩

干
四
百
二
十
五
克
朗
。
史
威
罕
與
潘
拿
茲
，
自
德
國
派
遣
代
理
商
常
駐
羅
馬
的
時
候
，
恰
好
也
是
其
他
事
業
規

模
比
他
們
小
的
書
商
兼
印
刷
商
，
開
始
與
大
出
版
商
簽
約
代
銷
商
品
，
或
彼
此
合
併
、
共
同
銷
售
自
印
書
籍
之

時
。
邁
寧
根
的
萊
因
納
迪
，
雖
只
印
製
過
一
部
重
要
作
品
，
卻
能
遣
人
聯
絡
上
義
大
利
的
書
商
，
在
該
書
出
版

的
同
一
年
，
將
其
遠
銷
至
羅
馬
與
佩
魯
嘉
。
另
方
面
，
佩
魯
嘉
本
地
的
部
分
書
商
，
則
聯
合
起
來
出
版
書
籍
）

在
一
四
七
一
到
一
四
七
六
年
間
，
憑
藉
他
們
籌
設
在
羅
馬
、
那
不
勒
斯
、
錫
耶
納
、
比
薩
、
波
隆
納
、
費
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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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
、
帕
度
阿
的
書
攤
，
廣
銷
各
地
。
同
樣
地
，
馬
提
亞
與
台
夫
特
的
蘭
柏
園
，
開
業
的
地
點
雖
然
都
在
熱
納

亞
，
銷
書
的
範
圍
卻
不
限
於
倫
巴
底
的
諸
多
城
鎮
，
還
向
南
延
伸
至
那
不
勒
斯
王
圈
。
至
於
里
昂
的
小
布
伊

爾
，
如
何
在
一
四
八
五
年
之
前
廣
泛
拓
展
銷
售
通
路
，
以
及
紐
倫
堡
的
柯
貝
格
如
何
外
銷
書
本
，
前
面
章
節
業

已
詳
述
﹔
同
時
期
的
威
尼
斯
，書
籍
交
易
同
樣
已
經
高
度
組
織
化
。
據
悉
，
楊
頌
在
死
前
一
段
時
間
，
似
乎
已

經
放
棄
印
刷
，
全
心
投
入
書
籍
銷
售
，
為
此
還
與
好
幾
位
德
國
書
商
締
結
重
要
的
合
夥
關
係
，
即
「
尼
可
拉
﹒

楊
頌
暨
同
業
」
出
版
社
，
並
在
多
個
義
大
利
城
鎮
安
排
代
理
商
，
尤
以
羅
馬
、
佩
魯
嘉
、
那
不
勒
斯
等
地
為

最
。
楊
頌
的
夥
伴
則
在
他
身
後
，
與
經
營
出
版
社
的
曼
鵬
以
及
科
陸
的
約
翰
結
盟
長
達
五
年
﹔
此
一
新
事
業
的

組
織
廣
布
各
地
從
事
交
易
。
就
在
零
售
通
路
與
日
俱
增
的
同
時
，
各
版
書
籍
的
印
量
同
時
成
長
，
書
本
的
單
價

隨
之
下
跌
，
亦
符
常
理
，
不
足
為
奇
抑
。

到
了
一
四
九
0
年
前
後
，
書
籍
產
業
的
銷
售
組
織
，
已
經
相
當
健
全
，
歐
洲
的
每
一
個
角
落
，
盡
皆
納

入
。
多
數
的
城
鎮
，
都
有
零
售
書
商
，
提
供
大
出
版
社
的
產
品
供
人
選
購
，
而
這
些
出
版
社
的
代
理
商
，
也
出

現
在
許
許
多
多
的
城
鎮
裡
。
從
那
時
起
，
產
業
內
部
開
始
形
成
階
層
組
織
。
擠
身
出
版
鉅
子
之
列
的
柯
員
格
，

光
在
法
國
便
有
三
家
分
鋪
，
設
於
巴
黎
、
里
昂
與
土
魯
斯
。
土
魯
斯
有
位
名
叫
德
帕
黎
的
印
刷
商
，
因
為
西
班

牙
的
生
意
需
要
安
排
，
還
在
一
四
九
一
年
派
遣
唐
下
某
位
代
理
人
遠
赴
該
圓
，
拜
訪
柯
貝
格
的
手
下
，
足
見
其

影
響
力
之
大
。
在
這
之
前
的
一
四
八
九
年
，
來
自
瓦
倫
西
亞
的
書
商
兼
印
刷
商
利
克
斯
，
則
在
西
班
牙
的
許
多

地
方
，
替
數
家
威
尼
斯
的
出
版
社
銷
售
書
籍
。
同
一
時
期
裡
’
「
叫
賣
書
販
」
在
法
國
出
現
，
而
在
德
國
境
內

更
是
普
遍
﹔
他
們
或
在
城
鎮
，
或
在
鄉
間
，
販
賣
小
冊
書
本
與
曆
書
。
十
六
世
紀
的
宗
教
改
革
得
以
風
行
草

喔
，
這
些
人
的
傳
布
居
功
厥
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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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市
集
場
合
賣
書
，
乃
是
既
有
的
慣
例
，
起
源
甚
早
，
並
延
續
數
百
年
之
久
，
舉
凡
巴
黎
地
區
的
許
多
市

集
，
與
英
格
蘭
斯
道
布
里
吉
的
大
市
集
，
此
景
皆
然
跡
。
趕
集
的
商
人
得
享
通
關
特
權
與
各
種
優
待
，
令
搬
運

集
散
更
方
便.. 
貨
幣
兌
換
員
的
設
置
，
促
進
了
商
品
的
成
交
﹔
間
風
而
來
的
龐
大
人
潮
，
更
使
商
人
不
愁
找
不

到
買
家
。
大
型
市
集
也
就
這
樣
成
為
早
期
印
刷
商
與
書
商
的
關
注
焦
點
。
其
他
的
有
利
因
素
如
下
：
市
集
定
期

舉
行
，
利
於
書
商
定
期
結
帳
、
償
債
﹔
鑄
模
匠
、
刻
字
師
傅
，
也
會
現
身
市
集
，
便
於
印
刷
商
採
買
器
材
﹔
它

又
宛
如
論
壇
，
同
業
在
此
討
論
常
見
問
題
，
並
宣
布
未
來
的
出
版
計
壺
，
藉
機
確
認
其
他
人
即
將
出
版
的
書
籍

未
與
自
己
重
複
﹔
此
外
，
這
更
是
聯
絡
、
洽
談
生
意
合
作
的
良
機
。
凡
此
種
種
，
都
是
趕
集
的
重
要
理
由
。
欲

理
解
書
籍
產
業
的
成
長
，
就
不
能
不
探
究
，
萊
比
錫
、
里
昂
、
法
關
克
福
、
坎
波
城
等
地
的
大
型
市
集
，
究
竟

在
當
時
的
歐
洲
扮
演
何
種
角
色
。

起
初
，
最
重
要
的
圖
書
市
集
所
在
地
，
當
推
里
昂
跡
。
很
早
之
前
，
這
個
城
鎮
便
是
舉
足
輕
重
的
印
刷
業

基
地
，
同
時
身
兼
數
個
跨
國
大
型
市
集
的
舉
辦
地
點
。
從
E
年
戰
爭
結
束
起
，
此
鎮
便
數
度
獲
得
特
許
與
皇
室

授
權
，
致
力
於
各
種
市
集
的
籌
建
，
期
間
送
有
興
衰
，
但
在
路
易
十
一
於
一
四
八
三
年
駕
崩
之
前
，
穩
固
地
位

儼
然
確
立
。
法
國
入
侵
義
大
利
，
實
則
刺
激
了
法
義
兩
國
的
賀
易
，
尤
其
帶
動
里
昂
與
當
地
諸
市
集
的
成
長
，

於
十
六
世
紀
前
半
達
到
高
峰
。
如
此
蓬
勃
光
景
，
全
賴
其
位
置
優
越
，
地
處
商
業
要
衝
。
值
此
時
期
，
頌
恩
河

與
陸
河
的
水
連
，
承
載
數
量
龐
大
的
貨
品
﹔
此
外
，
里
昂
還
是
兩
條
重
要
陸
運
路
線
的
匯
合
點
，
一
條
取
道
吉

羅
堤
耶
橋
，
途
經
多
菲
內
與
阿
爾
卑
斯
隘
口
，
進
入
義
大
利
，
而
另
一
條
則
在
羅
阿
訥
與
羅
亞
爾
河
再
度
交

會
。
里
昂
有
著
熙
熙
攘
攘
的
商
業
活
動
，
對
此
威
尼
斯
人
李
波
馬
諾
有
如
下
描
述

.. 
「
此
地
幾
乎
處
於
義
大
利

與
法
國
的
邊
界
，
又
假
瑞
士
與
德
國
通
連
，
就
此
成
為
歐
洲
最
富
裕
、
人

T
最
旺
的
三
個
國
家
，
共
通
的
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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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
。
」
所
有
在
歐
洲
境
內
買
賣
的
商
品
，
在
里
昂
的
市
場
上
統
統
見
的
著
，
尤
其
是
香
料
與
絲
網
﹔

產
自

義
大

利
、
葡
萄
牙
與
黎
凡
特
的
稻
米
、
杏
仁
、
香
草
、
藥
草、
染
料
，
也
得
先
經
里
昂
，
再
配
銷
至
法
國
四
隅
。

如
此
一
來
，
里
昂
市
集
的
商
業
重
要
性
，
便
愈
發
顯
著
。
歷
任
法
國
國
王
與
地
方
政
耍
，
大
方
地
將
各
種

權
利
授
予
各
國
前
來
趕
集
的
商
人
，
正
是
為
了
繁
榮
市
集
。
在
這
裡
’
商
業
機
密
得
到
保
障
，
商
人
不
必
出
示

帳
本
供
官
員
稽
查
，
金
錢
借
貸
皆
獲
恩
准
，
至
於
造
訪
市
集
的
外
國
人
士
，
出
境
入
境
都
沒
有橫遭
阻
擋
之

虞
。
此
地
的
商
人
不
用
擔
心
私
掠
許
可
證
、
財
產
沒
入
令
，
或
財
貨
復
歸
法
的
騷擾
。
就
連
他
們
攜
往
市
集
的

商
品
，
亦
獲
數
項
特
權
保
護
，
且
免
繳
運
輸
稅
捐
。

市
集
每
年
舉
行
兩
次
，
每
次
十
五
日
，
期
間
商
販
與
滿
載
貨
品
的
馬
車
，
雲
集
於
旦
昂
。
由
於
此
地
沒
有

棚
頂
商
場
供
生
意
人
進
駐
，
趕
集
商
人
的
攤
位
，
便
設
在
任
何
找
的
到
空
位
的
場
所
，
有
的
位
於
街
道
兩
側
，

有
的
坐
落
廣
場
各
處
﹔
有
人
布
置
體
面
的
貨
架
，
有
人
搭
起
應
急
的
遮
蔽
﹔
甚
至
連
以
前
用
來
暫
屯
貨
物
的
旅

館
，
也
變
成
開
張
的
地
點
。
市
集
的
核
心
，
則
是
頌
恩
河
上
的
幾
座
橋
樑
’
以
及
聖
尼
齊
耶
教
堂
周
邊
的
小
胡

同
。

販
賣
結
束
立
後
，
才
是
付
款
的
時
刻
。
市
集
舉
行
期
間
，
買
賣
憑
藉
的
是
實
質
信
用
，
而
後
由
交
易
所
於

市
集
結
束
時
下
令
停
止
所
有
的
純
商
品
交
易
。
接
下
來
兩
到
三
天
，
貸
款
未
吃
而
產
生
的
信
用
狀
，
得
由
除
帳

的
一
方
來
「
認
帳
」
，
即
就
期
滿
付
款
的
約
定
正
式
達
成
協
議
。
而
後
，
商
人
分
別
派
出
代
表
，
協
商
後
決
定

承
兌
票
於
第
三
地
兌
現
的
期
限
，
以
及
下
次
市
集
之
前
適
用
的
票
據
利
率
。
三
天
過
去
之
後
，
開
始
結
清
雙
方

確
認
無
誤
的
蜍
款
，
現
金
償
付
固
無
不
可
，
但
大
都
是
開
立
承
免
票
。
如
此
交
易
方
式
，
自
然
吸
引
銀
行
家
前

來
里
昂
，
其
中
又
以
義
大
利
的
銀
行
家
最
負
盛
名
，
並
使
里
昂
很
快
地
成
為
法
國
的
金
融
中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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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商
與
印
刷
商
，
大
都
將
店
鋪
設
在
梅
西
耶
街
與
其
附
近
，
並
成
為
里
昂
商
業
活
動
的
中
堅
﹔
他
們
之
中

還
有
不
少
的
外
國
人
。
一
五

0
0
年
之
前
，
在
里
昂
謀
生
的
書
商
與
印
刷
商
約
莫
四
十
九
人
，
其
中
法
國
人
還

不
到
一
半
，
僅
二
十
位
﹔
德
國
人
則
有
二
十
到
二
十
二
位
，
義
大
利
人
五
位
，
比
利
時
人
一
位
，
西
班
牙
人
一

位
。
拜
地
理
位
置
之
賜
，
里
昂
變
成
了
一
整
個
地
區
的
跨
國
書
籍
交
易
樞
紐
，
當
時
舉
足
輕
重
的
義
大
利
書

籍
，
便
由
里
昂
書
商
引
進
法
國
，
至
於
德
國
書
與
瑞
士
書
亦
然
。
不
過
，
在
進
口
書
本
之
餘
，
他
們
照
樣
從
事

仿
印
、
僑
造
外
國
書
籍
的
勾
當
。
藉
著
開
設
於
土
魯
斯
的
分
鋪
，
他
們
也
在
西
班
牙
書
市
的
拓
展
上
，
扮
演
關

鍵
角
色
。
基
於
此
，
季
翁
塔
、
加
比
亞
尼
與
波
托
納
黎
等
主
要
的
義
大
利
出
版
家
族
，
迅
速
於
里
昂
開
設
分

店
，
也
就
不
足
為
奇
了
﹔
這
些
分
店
大
都
發
展
成
重
要
的
事
業
據
點
，
走
上
獨
立
經
營
之
途
，
但
還
是
會
與
以

前
的
總
店
密
切
往
來
。
里
昂
的
市
集
就
這
樣
迅
速
地
發
展
成
大
規
模
的
圖
書
市
集
﹔
源
自
義
大
利
、
德
國
、
瑞

士
的
書
本
，
經
此
銷
往
法
國
與
西
班
牙
，
同
時
也
有
許
多
法
國
印
製
的
書
籍
（
其
中
又
以
出
版
於
里
昂
的
法
律

書
刊
最
享
盛
名
）
由
此
銷
往
義
大
利
、
西
班
牙
與
德
國
。
這
些
市
集
還
成
為
一
般
人
匯
聚
群
集
的
盛
事
﹔
他
們

愛
讀
的
通
俗
書
刊
，
在
此
大
量
售
出
，
包
括
曆
書
、
預
言
書
、
通
常
伴
有
木
刻
插
圖
的
通
俗
故
事
集
等
，
盡
皆

待
價
而
沾
。
拉
伯
雷
自
言
其
作
品
《
巨
人
卡
岡
都
亞
傳
》
大
受
歡
迎
，
在
一
次
里
昂
市
集
上
，
就
可
以
銷
出
比

《
聖
經
》
長
賣
十
年
更
多
的
數
量
？

十
六
世
紀
裡
，
男
有
一
個
圖
書
市
集
發
展
茁
壯
，
重
要
性
甚
至
超
過
里
昂
市
集
，
即
法
蘭
克
福
市
集
輛
。

在
美
因
茲
印
刷
業
肇
始
之
時
，
距
其
不
遠
的
法
蘭
克
福
，
早
已
是
重
要
市
集
長
期
舉
行
的
地
點
，
市
集
本
身
更

變
成
整
個
萊
因
地
區
的
票
據
交
換
所
，
其
他
市
集
相
形
失
色
。
許
許
多
多
留
存
至
令
的

十
五
世
紀
晚
期
、
十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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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紀
文
獻
，
皆
佐
證
了
它
在
當
時
的
顯
赫
地
位
。
就
連

英
格
蘭
與
低
地
諸
國
的
布
吊
商
，
也

為
趕
集
遠
道
而

來
。
來
自
東
方
的
香
料
、
產
自
南
歐
的
佳
釀
、
德
國
諸
城
的
製
口
間
，
統
統
在
法
蘭
克
福
成
交
。
呂
貝
克
、
維
也

納
、
威
尼
斯
、
里
昂
、
安
特
衛
普
與
阿
姆
斯
特
丹
的
商

賈

，
在
這
裡
跟
史
特
拉
斯
堡、
巴
塞
爾
、
鳥
姆
、
紐
倫

堡
、
奧
格
斯
堡
的
同
業
互
通
有
無
。
至
於
商
品
的
種
類
，
更
是
不
勝
枚
舉

.. 
魚
類
、
馬
匹
、
漢
撒
同
盟
（
起
源

於
十
三
世
紀
的
日
耳
曼
商
業
聯
盟
）
諸
鎮
的
譯
草
與
金
屬
、
波
希
米
亞
的
玻
璃
、
鋼
料
、
白
銀
、
施
泰
爾
馬
克

的
錫
、
圍
林
根
的
銅
、
烏
姆
的
亞
麻
、
亞
爾
薩
斯
的
酒
、
史
特
拉
斯
堡
的
布
自
巾
與
金
飾
銀
飾
、
瑞
士
的
酒
、
義

大
利
的
酒
與
油
品
，
以
及
來
，
自
東
方
的
各
種
產
品
。
早
在
歐
洲
人
發
現
前
往
印
度
群
島
的
航
線
之
前
，
法
蘭
克

福
市
集
上
便
有
大
象
的
蹤
跡
，
其
國
際
化
的
程
度
可
見
一
斑
。
不
管
是
白
銀
還
是
其
他
商
品
，
在
這
裡
的
市
集

都
買
得
到
﹔
湧
入
此
鎮
的
商
人
，
與
絡
繹
不
絕
的
運
車
，
分
別
來
自
不
同
地
方
，
並
在
神
聖
羅
馬
帝
國
士
兵
的

護
衛
下
，
成
群
結
隊
地
造
訪
。
皇
帝
的
部
隊
，
更
捍
衛
著
該
市
集
獨
享
的
各
種
權
利
。

印
刷
術
來
到
法
蘭
克
福
的
時
間
，
相
較
之
下
算
是
晚
的
了
。
事
實
上
，
要
到
埃
傑
諾
夫
在
此
創
業
之
後
，

也
就
是
一
五
三
0
年
開
始
，
這
裡
的
印
刷
業
才
發
展
起
來
﹔
不
過
，
在
此
之
前
許
久
，
便
有
大
書
商
的
代
理
商

前
來
趕
集
。
修
埃
佛
曾
親
自
參
與
，
而
溫
斯
勒
與
阿
默
巴
赫
亦
曾
在
一
四
七
八
年
前
來
。
此
後
的
阿
默
巴
赫
成

為
常
客
，
並
很
快
地
利
用
起
市
集
的
機
會
，
和
來
自
紐
倫
堡
與
義
大
利
各
地
的
書
商
會
面
。
一
四
九
五
年
之

後
，
柯
貝
格
則
定
期
帶
著
一
箱
箱
的
書
貨
，
抵
達
法
蘭
克
福
﹔
一
四
九
八
年
到
一
五0
0
年
之
間
的
幾
次
市

集
，
他
更
是
無
一
缺
席
。
由
於
他
時
常
投
宿
法
蘭
克
福
的
某
家
旅
店
，
旅
店
老
闆
遂
在
一
五O
六
年
，
替
他
搭

建
一
問
書
店
，
好
讓
他
的
商
品
能
像
在
紐
倫
堡
的
店
鋪一
樣
展
售
，
並
在
市
集
結
束
後
將
書
本
寄
屯
於
此
，
直

到
下
次
市
集
開
鑼
。
從
此
，
柯
員
格
便
在
法
蘭
克
福
市
集
擁
有
據
點
，
他
和
巴
塞
爾

書
商
之
間
，
活
絡
而
興
旺

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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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生
意
關
係
，
就
是
這
麼
來
的
。

年
復
一
年
，
來
自
四
面
八
方
的
書
商
前
來
趕
集
，
人
數
也
愈
發
龐
大
。
德
國
境
內
的
馬
爾
堡
、
萊
比
錫
、

威
登
堡
、
圖
賓
根
、
海
德
堡
、
巴
塞
爾
，
皆
有
生
意
人
赴
此
。
外
國
書
商
也
不
少
：
威
尼
斯
人
拜
訪
這
裡
的
足

跡
，
可
以
追
溯
到
一
四
九
八
年
之
後
，
而
巴
黎
書
商
杜
普
伊
從
一
五
四
0
年
之
後
成
為
常
客
，
此
後
不
久
侯

員
﹒
埃
蒂
安
納
亦
加
入
。
一
五
五
七
那
年
的
最
後
一
場
市
集
，
出
現
了
兩
位
里
昂
書
商
、
四
位
巴
黎
書
商
、
兩

位
日
內
瓦
書
商
、
五
位
安
特
衛
普
書
商
，
以
及
其
他
從
烏
特
列
茲
、
阿
姆
斯
特
丹
、
魯
汶
出
發
的
業
者
。
至
於

一
五
六
九
年
的
幾
次
市
集
，
可
考
的
書
商
多
達
八
十
七
位
，
其
中
十
七
人
來
自
法
蘭
克
福
，
三
人
來
自
威
尼

斯
，
四
人
來
自
里
昂
，
五
人
來
自
日
內
瓦
，
而
且
每
一
位
都
受
到
不
克
前
來
的
同
業
所
託
，
或
承
銷
，
或
代

購
。

市
集
期
間
，
書
商
攤
位
的
集
中
區
，
坐
落
在
美
因
河
與
聖
良
納
德
教
堂
之
間
，
名
為
布
赫
加
賽
﹔
「
布
赫
」

的
意
思
是
書
，
而
「
加
賽
」
為
街
道
之
意
。
市
集
一
旦
開
始
，
書
商
就
得
趕
緊
幹
活
，
從
馬
車
上
卸
貨
，
把
書

攤
展
在
架
上
，
並
從
每
位
參
展
出
版
商
的
清
單
中
選
出
自
己
想
要
採
購
的
書
籍
以
便
進
貨
，
同
時
也
把
自
己
的

貨
品
賣
給
同
業
或
個
別
讀
者
，
幾
乎
沒
有
時
間
休
息
。
遇
上
其
他
書
商
與
出
版
商
，
他
們
便
與
之
交
換
情
報
，

宣
告
自
己
未
來
的
出
版
計
畫
，
並
為
下
次
市
集
或
將
來
的
生
意
預
先
接
單
。
某
部
特
定
作
品
的
大
宗
買
賣
，
亦

在
此
進
行.. 
弗
洛
蕭
爾
曾
在
一
封
日
期
注
記
為
一
五
三
四
年
十
月
十
日
的
信
中
提
到
，
他
將
自
己
印
製
的
對
閱

本
與
八
開
本
《
三
洲
地
理
管
窺
》
共
計
兩
千
冊
，
攜
往
市
集
並
銷
出
一
半
，
預
料
下
次
市
集
可
全
數
出
清
。

即
便
在
印
刷
設
備
的
交
易
方
面
，
法
蘭
克
福
也
培
養
出
一
定
的
知
名
度
﹔
印
刷
商
在
這
裡
，
向
德
國
的
鑄

字
、
刻
字
匠
，
採
購
活
字
組
與
陰
文
字
模
，
尤
其
是
那
些
長
期
在
城
裡
開
業
的
匠
人
。
精
於
木
雕
、
銅
刻
的
藝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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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
家
，
同
樣
前
來
趕
集
，
貢
獻
一
己
技
術
。
慢
慢
地
，
這
裡
的
市
集
變
成
所
有書
籍
產
業
相
關
人
士
的
集
結

地
，
生
氣
盎
然
、
熱
鬧
非
常
，
圖
畫
般
的
活
絡
場
面
，
亦
成
為
亨
利
﹒
埃
蒂
安
納
等
當
時
作
家
樂
於
描
寫
的
景

象
。
舉
目
所
見
的
，
是
書
商
與
他
們
的
助
手
從
店
鋪
的
門
口
跟
窗
戶
探
出
頭
來
，
對
過
路
人
喊
著
求
售
新
書
的

名
稱.. 
小
販
四
處
遊
走
，
叫
賣
記
敘
近
期
大
事
的
年
曆
、
版
畫
與
小
冊
書
。
作
家
置
身
人
群
中
，
有
的
拿
著
自

己
著
述
的
抄
本
，
尋
訪
有
意
願
的
出
版
商
，
有
的
則
觀
察
起
自
己
的
作
品
質
相
如
何
。
還
有
讀
書
人
群
眾
於

此
，
打
聽
替
印
刷
社
譯
稿
、
校
稿
的
機
會
，
承
接
自
己
擅
長
的
差
事
。
根
據
亨
利
﹒
埃
蒂
安
納
的
描
述
，
法
蘭

克
福
儼
然
成
為
「
新
時
代
的
雅
典
城
」

.. 
名
聞
遐
遁
的
學
者
，
在
驚
訝
的
群
眾
面
前
，
操
拉
丁
語
與
同
儕
交

談
、
辯
論
，
推
擠
著
身
旁
的
演
員
伶
人
﹔
他
們
正
向
前
來
籌
組
劇
團
的
演
出
經
紀
人
，
洽
詢
工
作
機
會
。
如
果

讓
後
來
的
莎
士
比
亞
獲
悉
這
種
盛
況
，
料
想
他
也
會
為
之
著
迷
吧
。

法
蘭
克
福
市
集
的
最
重
大
創
舉
，
當
是
將
市
集
上
供
人
採
買
的
各
種
書
本
，
編
成
商
品
目
錄
。
時
至
今

日
，
依
固
定
時
間
發
行
，
以
提
供
最
新
出
版
訊
息
的
圖
書
目
錄
，
應
奉
此
為
先
祖
。
在
這
個
行
業
裡
’
為
銷
售

中
與
甫
出
版
的
書
本
製
作
目
錄
，
起
源
頗
早
。
至
少
從
一
四
七
0
年
或
更
早
之
前
，
就
已
經
有
大
出
版
商
聘
雇

的
代
理
商
，
開
始
替
手
頭
代
售
的
書
本
編
列
清
單
，
初
期
全
用
手
寫
，
後
來
改
採
印
製
。
至
於
多
位
印
刷
商
聯

合
發
行
的
目
錄
，
由
來
亦
久.. 
梅
明
根
的
阿
布
雷
希
這
位
書
商
，
便
曾
推
出
一
千
五
本
冊
的
《
威
尼
斯
、
紐
倫

堡
暨
巴
塞
爾
售
書
一
覽

γ
其
中
列
出
兩
百
餘
種
出
版
物
。
十
六
世
紀
時
，
書
商
更
加
體
認
到
，
將
新
印
書
籍

公
告
周
知
，
乃
是
必
要
之
舉
，
因
而
編
印
、
發
行
書
籍
目
錄
者
，
也
愈
來
愈
多
。
一
五
四
一
年
，
小
阿
爾
都
斯

（
阿
爾
都
斯
的
孫
子
）
曾
在
威
尼
斯
出
版
此
種
目
錄
﹔
一
五
四
六
年
之
前
，
德
柯
萊
也
於
巴
黎
發
行
過
一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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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一
五
四
八
年
，
蘇
黎
世
的
克
里
斯
多
﹒
弗
洛
蕭
爾
，
亦
依
樣
畫
葫
蘆
﹔
一
五
四
九
那
一
年
，
則
有
里
昂
的
格

利
甫
，
以
及
巴
塞
爾
的
富
羅
本
，
分
別
編
製
目
錄
。
此
外
，
侯
貝
﹒
埃
蒂
安
納
兩
度
發
行
目
錄
，
時
間
分
別
在

一
五
五
二
年
血
二
五
六
九
年
﹔
普
朗
坦
在
安
特
衛
普
發
行
的
目
錄
，
可
考
者
最
多
，
先
後
於
一
五
六
六
、
一
五

六
七
、
一
五
七
五
、
一
五
八
七
年
問
世
。

這
些
目
錄
，
也
常
在
法
蘭
克
福
市
集
上
流
通
、
傳
閱
。
一
段
時
間
之
後
，
更
有
人
領
略
，
將
各
家
書
商
分

別
發
行
的
目
錄
，
彙
集
成
單
一
的
總
目
錄
，
列
出
市
集
裡
所
有
可
以
買
到
的
書
，
效
果
可
能
更
好
。
此
外
，
日

耳
曼
的
出
版
商
，
以
及
不
少
外
國
來
的
出
版
商
，
也
常
以
法
蘭
克
福
做
為
新
印
書
籍
的
首
賣
地
點
﹔
這
些
人
很

快
地
發
現
，
如
果
想
讓
潛
在
客
戶
獲
悉
這
些
新
書
，
並
替
自
己
的
招
牌
打
響
知
名
度
，
那
就
非
得
借
助
總
目
錄

之
力
不
可
。
一
五
六
四
年
起
，
奧
格
斯
堡
的
書
商
威
勒
，
肩
負
起
這
個
責
任
，
為
每
次
市
集
的
求
售
書
籍
造

冊
，
一
年
出
版
兩
次
目
錄
，
直
到
一
五
九
二
年
才
停
止
。
沒
過
多
久
，
包
括
掃
爾
、
費
耶
拉
本
、
施
密
德
在
內

的
書
商
，
亦
起
而
效
尤
。
最
後
，
法
蘭
克
福
市
政
會
議
終
於
在
一
五
九
八
年
，
決
定
發
行
官
方
版
本
的
圖
書
總

目
錄
，
年
復
一
年
、
不
曾
問
斷
地
持
續
至
十
八
世
紀
。
十
七
世
紀
問
世
於
德
國
的
第
一
批
文
獻
書
目
學
論
文
，

即
以
此
為
研
究
素
材
。

前
述
目
錄
乃
是
珍
貴
的
第
一
手
資
料
，
見
證
了
各
種
書
籍
在
法
蘭
克
福
的
銷
售
。
一
五
六
四
到
三
八0
0

年
間
發
行
的
目
錄
，
涵
蓋
了
超
過
兩
萬
種
不
同
的
書
籍
，
其
中
有
一
萬
四
千
七
百
二
十
四
種
產
於
德
國
，
分
別

出
自
六
十
一
個
鄉
鎮
裡
’
一
百
一
十
七
家
出
版
社
的
手
筆
﹔
在
德
國
境
外
印
成
的
也
有
六
千
一
百
一
＋
二
種
，

另
有
一
千
零
一
＋
四
種
來
源
不
詳
。
十
七
世
紀
的
目
錄
，
納
編
了
為
數
更
多
的
書
籍
。
該
世
紀
前
半
的
目
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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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共
記
載
了
一
萬
八
千
三
百
零
四
種
德
國
書
，
與
一
萬
七
千
零
三
十
二
種
外
國
書
﹔
十
七
世
紀
下
半
，
則
有
三

萬
八
千
六
百
六
十
二
種
德
國
書
籍
名
列
其
中
，
外
國
書
亦
有
四

千
九
百
六
十
二
種
。

求
售
的
書
本
當
中
，
以
德

文
排
印
者
不
少
，
但
有
很
長
一
段
時
間
，
拉
T
文
書
籍
的
數
量
要
來
的
更
多
些
。
從
一
五
六
六
到
一
五
七
0

年
，
市
場
上
的
三
百
二
十
九
種
新
書
裡
，
拉
T
文
書
籍
多
達
兩
百
二
十
六
種
，
德
文
一
百
一
十
八
種
﹔
一
六
。

一
到
一
六O
五
年
計
有
一
千
三
百
三
十
四
種
新
書
，
其
中
拉
T
文
達
八
百
一
十
三
種
，
德
文
四
百
二
十
二
種
﹔

三
八
一
三
至
三
八
三
五
年
，
七
百三
十
一
種
新
書
問
世
，
拉
丁
文
四
百
三
十
六
種
，
德
文
兩
百
七
十
三
種
。
事

實
上
，
直
到
一
六
八
O
到
三
八
九
0
年
，
局
面
才
演
變
成
德
文
書
多
過
拉
丁
文
章
罰
。

這
也
就
是
說
，
在
十
六
世
紀
下
半
葉
與
十
七
世
紀
上
半
葉
，
法
蘭
克
福
市
集
，
既
是
德
文
書
的
主
要
市

場
，
同
時
也
是
拉
T
文
著
作
的
國
際
市
場
。
普
朗
坦
有
非
常
多
的
生
意
在
此
成
交
﹔
各
次
市
集
，
他
的
攤
位
必

不
缺
席
，
若
非
親
自
前
去
趕
集
，
便
派
遣
親
信
代
勞
（
通
常
是
女
婿
尚
﹒
摩
雷
特
斯）
。
除了
在
那
裡
會
見
其

他
出
版
社
的
代
表
，
跟
他
們
結
清
早
先
的
帳
款
，
市
集
也
常
是
他
採
購
必
需
的
印
刷
設
備
的
地
點。
艾
齊
維
埃

家
族
則
從
十
七
世
紀
早
期
開
始
成
為
常
客
。
此
外
，
每
年
出
席
的
巴
黎
書
商
，
至
少
都
有
三
或
四
位
，
這
還
不

包
括
其
他
地
方
的
書
商
﹔
其
中
，
英
國
商
人
的
陣
仗
總
是
特
別
浩
大
，
畢
竟
這
是
他
們
採
購
歐
陸
印
刷
書
籍
的

主
要
管
道
。
三
八
一
七
年
起
，
英
國
書
商
比
爾
，
則
在
倫
敦
定
期
地
翻
印
起
法
蘭
克
福
的
書
籍
目
錄
。

拉
T
文
書
籍
，
特
別
是
天
主
教
的
書
籍
，
固
以
法
蘭
克
福
市
集
為
跨
國
交
易
中
心
，
但
信
奉
新
教
的

書

商
，
同
樣
會
在
此
地
會
面
、
買
賣
，
在
十
六
世
紀
尤
其
如
此
。

他
們
從
里
昂
、
史
特
拉
斯
堡
、
日
內
瓦
、
巴
塞

爾
前
來
，
就
為
了
尋
訪
德
國
宗
教
改
革
者
的
作
品
﹔
這
些
書
大
都
印
製
於
威
登
堡
與
萊
比
錫
。
日
內
瓦
的
印
刷

商
也
是
常
客
，
他
們
趕
工
印
刷
新
教
的
異
議
著
述
，
期
能
在
市
集
期
間
及
時
上
架
。
這
麼
一
來
，
市
集
也
變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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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
導
宗
教
改
革
理
念
的
基
地
，
日
子
一
久
，
神
聖
羅
馬
帝
國
很
難
沒
有
芒
刺
在
背
之
感
。
十
七
世
紀
初
，
帝
國

書
刊
評
議
會
決
定
採
取
行
動
，
此
後
新
教
書
商
橫
遭
迫
害
，
風
聲
鶴
頓
的
結
果
，
便
是
迫
使
印
刷
商
逐
漸
從
法

蘭
克
福
出
走
，
前
往
沒
有
此
等
妨
礙
的
萊
比
錫
執
業
。

從
三
八
一
八
年
開
始
，
至
一
六
四
八
年
結
束
的
三
十
年
戰
爭
，
一
度
令
德
國
的
書
籍
印
製
事
業
土
崩
瓦

解
，
幾
乎
消
失
，
法
蘭
克
福
市
集
也
受
到
頗
大
打
擊
。
三
川

－
0
年
，
德
國
出
版
商
推
出
一
千
五
百
一
十
一
本

著
作
，
一
六
一
三
年
則
有
一
千
七
百
八
十
本
﹔
但
在
三
八
二
六
年
，
數
量
銳
減
為
一
千
零
五
本
，
三
台
主
年

更
只
有
三
百
零
七
本
。
戰
爭
末
期
那
幾
年
，
絕
大
多
數
外
國
書
商
不
再
參
與
市
集
﹔
一
六
二
0
至
一
六
二
五
年

之
後
，
市
集
裡
幾
乎
見
不
著
法
國
人
。
縱
然
交
易
在
戰
後
復
甦
’
法
蘭
克
福
過
往
的
國
際

書
市
地
位
已
然
不

復
，
甚
至
迅
速
失
去
日
耳
曼
地
區
主
要
市
集
的
寶
座
。
探
究
筒
中
種
種
的
原
因
，
最
主
要
的
一
個
，
在
於
德
國

書
籍
產
業
的
本
質
已
經
改
變
。
在
大
約
一
六
三
O
至
一
六
四
0
年
之
前
，
日
耳
曼
境
內
出
版
的
神
學
作
品
，
乃

是
天
主
教
書
籍
多
過
新
教
，
此
外
南
德
的
印
刷
鋪
也
比
北
邊
更
活
躍
。
然
一
如
前
述
，
這
種
情
況
並
沒
有
延
續

到
一
六
四
0
年
之
後
。
原
本
即
長
期
與
法
蘭
克
福
打
對
台
的
萊
比
錫
市
集
，
在
新
的
情
勢
助
長
下
，
日
益
發

達
﹔
而
在
瑞
典
國
王
古
斯
塔
夫
二
世
南
征
告
捷
後
，
萊
比
錫
印
製
的
新
教
書
籍
隨
之
大
增
，
更
加
鞏
固
了
當
地

市
集
的
繁
榮
？

印
刷
術
傳
至
萊
比
錫
的
時
間
，
約
當
一
四
七
九
年
，
比
法
蘭
克
福
早
得
多
﹔
事

實
上
，
早
在
一
四
七
六

年
，
修
埃
佛
以
及
來
自
巴
塞
爾
的
印
刷
商
，
便
於
當
地
販
售
印
刷
書
。
之
後
，
柯
頁
格、林
曼
，
和
許
多
來
自

奧
格
斯
堡
及
紐
倫
堡
的
書
商
，
亦
在
萊
比
錫
做
起
生
意
。
十
六
世
紀
初
，
萊
比
錫
的
印
刷
事
業
發
展
更
顯
蓬

I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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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
。
雖
然
新
教
一
度
遭
到
薩
克
森
選
侯
喬
治
公
爵
的
殘
害
，
迫
使
許
多
重
量
級
的
新
教
印
刷
商
，
包
括
羅
特
赫

在
內
，
離
開
萊
比
錫
，
但
稍
後
也
有
數
位
改
信
新
教
的
選
侯
，
有
系
統
地
推
行
包
容
新
教
的
政
策
，
還
允
許
天

主
教
出
版
商
參
與
市
集
。
尤
有
甚
者
，
三
八
九
七
年
執
政
的
選
侯
於
該
年
改
信
舊
教
，
卻
蕭
規
曹
隨
，
延
緻
對

新
教
徒
的
寬
容
政
策
，
確
保
住
萊
比
錫
市
集
的
穩
健
成
長
。
就
這
點
來
說
，
宗
教
改
革
，
與
改
革
所
導
致
的
北

德
新
教
印
刷
鋪
增
加
，
乃
至
於
普
魯
士
國
家
在
東
歐
的
勃
興
，
皆
有
貢
獻
。
三
八
0
0
年
，
萊
比
錫
印
出
第
一

本
商
品
目
錄
，
從
此
宣
告
當
地
市
集
的
重
要
性
巳
概
略
等
同
於
法
蘭
克
福
市
集
，
之
後
更
在
三
十
年
戰
爭
終
止

後
凌
駕
其
上
。

十
七
世
紀
裡
’
萊
比
錫
的
商
業
活
動
穩
步
擴
張
，
法
蘭
克
福
卻
相
對
萎
縮
﹔
還
可
說
是
歐
洲

書
籍
產
業
演

進
的
重
要
階
段
。
在
此
之
前
，
法
蘭
克
福
以
全
歐
主
要
出
版
商
匯
聚
地
的
姿
態
，
先
行
發
跡
﹔
萊
比
錫
則
主
要

是
德
國
印
刷
商
的
開
業
重
鎮
，
糾
合
了
來
白
俄
羅
斯
、
波
蘭
、
荷
蘭
的
同
業
，
成
為
後
起
之
秀
。
也
可
以
說
，

一
六
三
0
至
一
六
四
0
年
間
，
萊
比
錫
市
集
的
勝
出
，
象
徵
書
籍
生
意
分
區
化
的
開
端
。
二
八
四

0
年
以
降
，

用
拉
T
文
印
製
的
書
本
愈
來
愈
少
，
以
在
地
方
言
寫
成
的
書
本
愈
來
愈
多
，
出
版
便
不
再
是
跨
越
國
界
的
事
業

了
。

四
、
邁
向
新
的
交
易
方
式

在
這
個
時
期
裡
’
商
業
出
版
與
銷
售
方
法
，
正
歷
經
緩
慢
的
轉
變
。
而
本
節
首
先
討
論
的
，
乃
是
償
付
方

式
的
改
變
。
一
如
前
述
，
十
六
世
紀
時
，
書
商
兼
印
刷
商
最
常
採
用
的
支
付
方
式
，
就
是
以
物
易
物.. 
透
過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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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
，
他
們
自
印
的
書
籍
得
以
出
清
，
同
時
換
得
自
己
店
鋪
裡
所
需
的
各
種
書
籍
並
牌
售
之
。
這
種
制
度
不
僅
在

德
國
高
度
發
展
，
更
成
為
不
同
國
家
的
出
版
商
彼
此
買
賣
的
常
用
手
法
，
跨
國
結
帳
的
問
題
因
而
簡
化
。
然
而

這
也
不
是
沒
有
風
險
。
事
實
上
，
大
出
版
商
經
常
為7
出
清
己
方
存
貨
，
被
迫
收
受
較
難
賣
的
書
籍
﹔
這
說
明

了
為
何
在
十
七
世
紀
裡
’
率
先
棄
絕
以
物
易
物
方
法
的
，
多
為
規
模
較
大
的
出
版
社
。
曾
有
一
段
時
間
，
他
們

似
乎
在
多
數
場
合
持
續
使
用
承
兌
票
，
後
來
又
在
十
八
世
紀
廣
泛
地
改
採
信
用
轉
讓
系
統
。
即
使
如
此
，
日
耳

曼
地
區
仍
長
期
奉
行
以
物
易
物
。
對
於
德
國
書
商
延
續
的
這
種
慣
例
，
荷
蘭
同
業
雖
然
配
合
，
卻
也
不
願意
拿

自
己
印
製
的
高
級
貨
，
換
取
品
質
多
半
較
差
的
德
國
書
刊
，
除
非
能
用
一
本
荷
蘭
書
換
得
三
到
四
本
德
國
印
製

的
書
籍
。
一
直
要
等
到
十
八
世
紀
進
入
尾
聲
，
專
鬥
出
版
新書
、
印
書
品
質
不
俗
的
萊
比
錫
書
商
，
才
總
算
終

結
了
這
種
令
自
己
吃
虧
，
也
普
遍
妨
害
大
型
出
版
社
發
展
的
交
易
制
度
。

由
於
書
籍
產
量
每
年
皆
穩
定
成
長
，
即
便
是
業
者
人
士
了
也
愈
來
愈
難
獲
悉
近
來
有
哪
些
新

書
出
版
﹔
學

者
與
受
過
教
育
的
讀
者
大
眾
，
對
此
更
是
無
力
掌
握
拙
。
長
期
以
來
，
法
蘭
克
福
的
商
品
目
錄
二
直
是
新
近

出
版
書
籍
目
錄
的
代
名
詞
，
但
在
市
集
沒
落
之
際
，
書
籍
交
易
分
區
化
，
使
得
有
新
的
書
目
供
人
參
考
才
行
。

隨
著
十
七
世
紀
的
產
業
進
展
，
主
要
的
大
出
版
商
紛
紛
推
出
自
己
的
書
籍
目
錄
，
且
常
常
附
在
新
書
的
最
後
幾

頁
上
，
但
目
錄
只
列
出
單
一
出
版
社
的
商
品
，
仍
嫌
不
足
。
萊
比
錫
書
籍
目
錄
，
固
然
甚
具
參
考
價
值
，
卻
只

能
服
務
德
國
的
業
界
人
士
。
很
快
地
，
在
法
國
、
英
格
蘭
等
其
他
地
方

（尤
其
是
後
者
）
的
書
商
，
也
感
受
到

定
期
製
作
清
單
、
促
銷
新
書
的
必
要
二
六
四
八
年
二
位
名
叫
霞
柯
神
父
的
書
目
編
輯
，
開
始
彙
編
《
巴
黎

書
誌
》
與
《
高
盧
書
詰
忌
，
分
別
列
出
巴
黎
與
法
國
境
內
出
版
的
新
書
，
或
可
視
為
多
年
之
後
《
法
蘭
西
圖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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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
的
先
祖
﹔
不
過
，
這
些
發
行
時
間
大
致
規
律
的
老
書
誌
，
僅
維
持
到

一
六
五
四
年
即
告
中
斷
，
要
到
很

久
之
後
才
由
新
的
目
錄
承
襲
之
。
約
莫
同
時
，
英
格
蘭
專
屬
的
書
誌
開
始
出
現
，
首
先
是
一
六
五
七
年
的
《
英

格
蘭
求
售
書
籍
總
目
γ

而
後
又
有
數
本
類
似
的
目
錄
。
一
六
八
八
年
，
倫
敦
一
位
名
叫
史
達
奇
的書
商
，
在

克
雷
淚
的
協
助
下
，
開
始
推
出
名
為
《
水
星
書
商
目
錄
》
的
定
期
目
錄
，
每
年
發
行
四
次
，
規
律
地
出
版
至

一

七
O
九
年
，
而
後
則
由
其
他
同
性
質
的
目
錄
接
績
之
。
克
雷
淚
也
以
自
己
替
這
部
定
期
目
錄
編
列
的
清
單
，
後

續
推
出
四
個
修
訂
版
的
總
目
錄
，
納
入
一
六
六
六
年
（
也
就
是
倫
敦
大
火
燒
毀
許
多
書
商
存
貨
的
那
一
年
）
以

降
，
所
有
在
英
格
蘭
印
製
的
的
書
本
。

此
類
書
籍
清
單
，
主
要
供
生
意
人
參
考
，
並
非
專
為
學
者
與
知
識
份
子
設
計
。
若
是
學
人
文
士
，
則
必
須

仰
賴
遍
布
於
歐
洲
各
地
的
友
人
與
同
儕
提
供
情
報
，
才
能
得
知
近
期
有
哪
些
新
書
是
自
己
或
許
有
興
趣
一
讀

的
。
較
真
地
位
的
讀
書
人
，
也
會
在
這
樣
的
聯
絡
網
絡
中
，
扮
演
資
訊
中
樞
的
角
色
﹔
例
如
被
人
封
為
「
文
人

共
和
國
總
買
辦
」
的
佩
雷
斯
克
，
以
及
夏
普
蘭
、
杜
皮
伊
兄
弟
等
。

到
了
十
七
世
紀
晚
期
，
這
些
方
法
顯
然
不
足
以
應
付
與
日
俱
增
的
新
出
版
品
﹔
隨
著
期
刊
出
版
的
帽
起
，

又
有
一
類
全
新
的
書
目
期
刊
紛
紛
問
世
，
其
中
影
響
深
遠
者
有
之
，
無
足
輕
重
者
亦
有
之
于
法
國
重
臣
柯
爾

買
爾
，
可
謂
催
生
此
種
目
錄
的
第
一
人
。
掌
控
國
內
的
智
識
與
經
濟
活
動
，
乃
是
他
念
茲
在
茲
之
事
，
故
在
夏

普
蘭
的
建
議
之
下
，
他
責
成
君
王
法
院
參
事
，
同
時
也
是
國
際
知
名
學
者
的
德
沙
洛
’
將
科
學
實
驗
的
紀
錄
與

近
期
新
書
的
書
評
，
每
月
公
開
一
次
，
以
期
刊
形
式
發
行
。
顯
然
地
，
這
樣
的
書
評
是
為
了
在
「
必
要
情
況
下
」

影
響
智
識
界
的
輿
論
而
作
。
這
份
名
為
《
學
人
誌
》
的
刊
物
，
創
刊
於
一
六
六
五
年
的
元
旦
。
德
沙
洛
與
同
僚

在
刊
物
裡
彙
集
了
相
當
豐
富
的
資
訊
，
但
部
分
讀
者
卻
覺
得
它
對
特
定
書
籍
的
非
議
太
露
骨
，
更
惹
惱
許
多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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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
不
多
時
，
德
沙
洛
便
遭
撤
換
，
由
審
慎
練
達
的
賈
洛
瓦
神
父
接
手
，
並
將
苛
評
從
刊
物
的
新
書
摘
要
中
剔

除
。
此
後
《
學
人
誌
》
大
受
歡
迎
，
不
僅
譯
成
義
大
利
文
、
德
文
、
拉
丁
文
，
更
於
一
六
七
八
年
由
賈
洛
瓦
改

版
成
小
閱
本
，
好
讓
它
能
像
信
件
一
樣
，
藉
郵
驛
寄
往
國
外
與
地
方
省
份
。

在
此
同
時
，
倫
敦
皇
家
學
會
於
一
六
六
五
年
開
始
出
版
「
哲
學
彙
刊
可
並
於
一
六
七
五
年
起
，
在
萊
比

錫
增
印
拉
丁
文
版
本
。
至
於
《
學
人
誌
γ
則
在
一
六
八
0
年
之
後
遭
逢
多
種
期
刊
的
挑
戰
，
它
們
發
行
的
動

機
各
不
相
同
，
其
中
包
括
－
t

一
二
至
一
七
六
八
年
間
，
耶
穌
會
士
在
勃
良
地
棟
布
使
國
印
行
的
「
特
雷
鳥
期

刊
」
﹔
不
過
，
更
為
典
型
的
例
子
，
乃
是
發
難
於
荷
蘭
的
幾
份
報
刊
。
值
得
在
此
一
提
者
，
計
有
培
爾
創
辦
、

一
六
八
四
年
問
世
的
《
文
人
共
和
國
新
象Y
勒
克
勒
格
創
辦
於

一
六
八
六
年
的
《
通
識
暨
史
學
總
錄
γ
以
及

巴
斯
納
吉
的
《
學
人
著
述
誌
丫
相
較
於
《
學
人
誌
》
避
兔
選
邊
站
的
立
場
，
培
爾
、
勒
克
勒
格
與
巴
斯
納
吉

則
採
批
判
態
度
，
並
以
荷
蘭
為
基
地
，
令
法
國
讀
者
首
度
接
觸
英
國
（
尤
其
是
洛
克
）
的
思
維
與
哲
學
。
打
從

未
臻
成
熟
的
草
創
期
起
，
這
些
刊
物
便
深
遠
地
影
響
了
近
代
思
潮
的
演
進
。

與
今
天
相
比
，
十
七
世
紀
時
候
的
印
刷
著
作
，
生
命
周
期
長
得
多
二
般
的
書
籍
，
視
同
珍
稀
物
品
，
收

藏
上
格
外
小
心
翼
翼
，
有
時
則
轉
售
他
人
，
使
用
年
限
當
然
較
長
，
教
科
書
尤
其
如
此
。
拉
辛
便
是
很
好
的
例

子.. 
此
君
初
讀
的
希
臘
悲
劇
，
乃
是
上
個
世
紀
阿
爾
都
斯
排
印
的
版
本
，
到
他
手
上
時
已
經
是
一
百
五
十
年
的

老
書
。
是
以
二
手
書
市
長
期
興
盛
，
地
位
亦
重
要
。
大
致
說
來
，
二
手
書
的
買
賣
也
是
經
過
書
販
，
與
市
場
裡

的
舊
書
攤
﹔
只
要
是
大
城
鎮
，
諸
如
里
昂
的
頌
恩
橋
一
帶
、
巴
黎
塞
納
河
的
橋
上
與
碼
頭
邊
，
都
有
它
們
的
蹤

影
。
除
此
之
外
，
更
有
許
多
大
書
店
，
投
身
二
手
生
意.. 
十
六
世
紀
晚
期
，
巴
黎
的
杜
歇
爾
大
量
固
積
了
宗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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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
爭
期
間
掠
奪
自
各
地
圖
書
館
的
書
籍
，
轉
化
為
可
觀
的
獲
利
。
到
十
七
世
紀
，
則
有
布
雷
塞
與
畢
安
，
先
後

自
海
外
（
特
別
是
英
格
蘭
）
購
得
上
干舊
書
，
並
以
《
萬
卷
錄
》
之
名
發
行
二
手
目
錄
為
之
促
銷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二
手
書
專
家
經
常
成
為
學
界
、
文
壇
的
瑰
寶
，
例
如
圖書管
理
學
家
諾
德
，
便
曾
遍
尋
塞
納
河
畔
的
舊

書
攤
，
保
位
投
石
黨
爭
（

一
六
四
八
至
一
六
五
三
年
，
路
易
十
四
尚
未
說
政
前
的
內
亂）
期
間
，
從
樞
機
主
教

馬
薩
連
的
圖
書
館
中
遭
人
劫
掠
的
書
籍
。
法
蘭
西
學
院
的
專
屬
書
商
卡
慕
薩
，
似
乎
也
是
筒
中
專
家
，
專
門
從

國
外
蒐
羅
院
士
們
需
要
的
古
籍
舊
書
﹔
亦
有
很
多
大
型
的
書
商
兼
出
版
商
，
從
事
此
種
生
意
。

與
今
日
相
同
的
是
，
當
時
的
二
手
書
商
，
也
會
大
批
收
購
過
世
學
者
留
下
的
藏
書
，
以
充
實
店
鋪
存
貨
。

十
七
世
紀
裡
’
這
門
生
意
持
續
發
展
，
書
本
拍
賣
會
遂
成
為
常
見
的
交
易
管
道
（
今
日
亦
然
）
。
爾
後
，
藏
書

豐
厚
的
某
人
辭
世
之
後
，
會
有
人
先
替
這
些
書
發
行
目
錄
，
再
將
所
有
收
藏
打
散
、
分
批
拍
賣
﹔
常
見
的
情
況

則
是
，
亟
欲
典
藏
某
本
作
品
的
幾
位
專
家
，
以
及
很
快
加
入
此
一
行
列
的
愛
書
人
士
，
形
成
人
數
龐大
的
一

群
，
與
書
商
激
烈
捨
奪
眾
人
觀
靚
的
書
中
逸
晶
。
一
五
九
九
年
，
德
聖
阿
德
洪
的
生
前
藏
書
，
在
萊
登
書
商
波

瑞
特
的
規
畫
下
拍
賣
，
乃
是
我
輩
所
知
最
早
的
舊
書
拍
賣
。
此
後
拍
賣
會
迅
速
成
為
荷
蘭
最
受
歡
迎
的
舊
書
販

售
方
式
，
其
中
還
有
不
少
由
艾
齊
維
埃
家
族
成
員
主
持
。
十
七
世
紀
後
半
，
舊
書
拍
賣
的
風
氣
吹
進
了
英
國
與

德
國
，
十
八
世
紀
初
復
傅
往
法
國
。

本
節
最
後
探
討
的
是
市
井
書
刊
的
交
易
。
一
如
前
述
，
早
期
的
大
出
版
商
，
會
派
遣
捐
客
前
往
沒
有
業
務

往
來
或
聯
繫
的
城
鎮
，
以
大
致
固
定
的
時
間
間
隔
，
在
外
地
售
書
。
而
後
，
非
專
業
性
質
的
書
店

，
迅
速
在
各

大
城
市
開
業
，
出
版
商
對
摘
客
的
需
求
也
遞
減
。
不
過
，
從
十
五
世
紀
起
，
一
些
人
口
稀
少
的
小
鎮
與
鄉
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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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法
穩
固
支
持
書
商
生
計
，
遂
成
為
小
販
的
市
場
﹔
他
們
除
了
販
售
宗
教
塑
像
、
衣
褲
布
鳥
，
也
將
短
期
流
通

的
簡
單
小
書
，
賣
給
未
受
教
育
、
幾
不
識
字
的
民
累
。
這
些
印
刷
品

主
要
包
括
簡
明
字
母
書
、
年
曆
、
預
言

書
、
牧
民
曆
等
。
宗
教
改
革
思
想
傳
播
期
間
，
開
業
於
固
定
地
點
的

書
商
，
容
易
淪
為
當
局
監
控
的
對
象
，
小

販
卻
能
倖
兔
，
因
此
其
數
量
遂
日
益
增
多
，
甚
至
成
為
宣
揚
新
教
「
非
法
」
理
念
最
活
躍
的
使
者
。
宗
教
改
革

的
早
期
，
他
們
在
德
國
扮
演
的
角
色
尤
其
重
要
，
將
各
種
宣
傳
小
冊
傳
遍
各
地
，
當
中
偶
爾
可
見
舊
教
文
本
，

但
更
常
見
的
還
是
新
教
的
讀
物
，
尤
其
是
批
評
教
宗
與
教
延
，
意
在
挑
戰
神
職
人員
聲
望
與
威
權
者
。
一
五
四

。
到
一
五
五
O
的
十
年
間
，
來
自
日
內
瓦
的
新
教
主
張
，
便
藉
著
小
販
傳
往
法
國
各
地
。
十
六
世
紀
裡
’
則
又

形
成
了
井
然
有
序
的
正
規
商
業
網
絡
，
以
散
播
說
帖
、
捍
衛
「
非
法
」
信
仰
為
主
要
任
務
，
並
在
適
逢
強
弱
不

一
的
阻
力
之
後
轉
入
地
下
。
這
些
書
商
首
見
於
德
國
，
而
後
出
現
於
法
圈
，
並
終
於
遍
布
全
歐
。

下
面
所
言
，
便
是
此
種
交
易
的
後
果
。
禁
書
因
為
印
行
、
買
賣
皆
犯
法
，
反
而
變
成
熱
門
商
品
，
不
僅
常

常
數
度
轉
手
，
更
得
花
上
大
錢
才
能
一
睹
。
情
勢
如
此
，
令
這
種
買

賣
更
加
有
利
可
圖.. 
到
了
十
六
世
紀
後

半
，
眾
多
的
巧
匠
與
工
人
失
業
，
小
販
的
數
量
隨
之
成
長
，
尤
其
是
在
法
圈
，
不
僅
有
許
多
婦
女
跟
小
孩
加
入

禁
書
販
子
的
行
列
，
就
連
丟
了
飯
碗
的
印
刷
師
傅
，
也
藉
此
關
口
﹔
他
們
在
書
籍
產
業
有
人
脈
，
輕
輕
鬆
鬆
就

能
弄
到
大
批
禁
書
，
甚
至
自
己
動
手
，
偷
偷
地
印
起
宣
傳
小
冊
來
。
這
些
流
浪
販
子
與
「
好
手
好
腳
的
乞

丐
」
，
無
視
於
當
局
的
徹
查
嚴
徵
心
，
變
成
城
市
裡
每
日
必
見
的
景
象
﹔
他
們
在
兜
售
小
本
的
違
禁
書
刊
之
餘
，

也
一
併
叫
賣
官
方
律
令
和
時
事
快
報
，
而
後
者
亦
逐
漸
演
變
成
每
天
都
會
發
行
的
刊
物
。

兵
攻
平
息
之
後
，
執
政
者
大
力
掃
蕩
此
類
商
業
行
為
。
大
城
鎮
的
商
會
，
則
試
圖
禁
止
沒
有
營
業
執
照
的

書
商
繼
續
賣
書
，
但
這
些
盡
皆
徒
勞
。
在
遭
到
起
訴
的
諸
多
異
議
人
士
當
中
，
固
然
有
不
少
的
雜
貨
販
子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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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時
也
有
人
在
巴
黎
與
其
他
城
鎮
，
試
著讓特
定
宗
教
書
籍
的
兜
售
就
地
合
法
，
並
納
入
當
局
管
理
。
於
是
，

曾
經
為
印
刷
商
所
聘
雇
，
如
今
卻
不
過
任
打
印
、
排
字
工
作
的
師
傅
，
獲
准
叫
賣
宗
教
書
籍
，
並
在
地
方
官
員

的
授
權
下
，
販
售
類
似
令
天
報
紙
的
刊
物
﹔
他
們
也
舉
令
叫
賣
官
方
的
出
版
品
與
公
報
。
不
過
，
這
種
制
度
難

免
助
長
違
法
行
為
。
想
當
然
耳
，
即
使
是
官
方
允
許
的
小
販
與
報
攤
，
亦
販
售著
許
多
超
出
法
令
許
可
範
圓
的

商
品
。
只
要
是
民
眾
生
計
陷
入
危
機
的
時
期
，
「
好
手
好
腳
的
乞
丐
」
必
然
激
增
，
在
城
鎮
中
最
熱
鬧
的
各

處
，
暗
中
賣
著
一
般
書
店
不
敢
公
然
展
售
的
報
刊
與
小
冊
。
十
六
世
紀
時
，
眾
多
街
頭
商
販
遭
處
火
刑
，
就
是

因
為
販
賣
異
端
書
籍
﹔
到
了
十
七
、
十
八
世
紀
，
法
國
還
有
更
多
小
販
，
兜
售
批
評
當
權
貴
族
的
小
冊
被
遠
，

送
往
巴
士
底
監
獄
服
刑
。

然
而
，
宗
教
書
籍
的
兜
售
遭
逢
打
壓
，
僅
限
於
城
市
地
區
。
較
小
的
城
鎮
與
鄉
村
，
縱
有
法
規
也
幾
無
貫

徹
執
行
的
可
能
，
地
下
印
刷
業
因
此
得
以
持
續
。
十
七
世
紀
的
鄉
間
小
販
，
大
量
承
銷
內
容
僅
俗
且
完
全
合
法

的
印
刷
品
，
至
十
八
世
紀
愈
發
盛
行
。
當
時
的
村
莊
房
屋
與
簡
樸
農
舍
，
經
常
以
原
始
組
陋
的
版畫
藝
術
裝
飾

牆
面
，
即
是
此
種
買
賣
所
致
。

專
門
印
製
通
俗
書
本
的
印
刷
商
，
大
量
印
製
插
圖
版

《聖
經
γ
牧
民
曆
、
一

般
曆
書
，
以
及
傍
晚
時
闇
家
閱
讀
的
傳
奇
故
事
，
諸
如
《
美
露
希
妮》
與
《
艾
蒙
的
四
個
兒
子
》
等
，
其
數
以

千
計
。
首
見
於
十
九
世
紀
的
單
張
大
報
，
亦
以
同
樣
方
式
銷
售
，
成
為
今
天
地
方

，

性
報
紙
的
先
祖
二
併
販
賣

者
尚
有
套
色
粗
糙
的

《埃
皮
納
勒
群
像
γ
藉
版
畫
形
式
歌
頌
皇
帝
的
功
業
，
維
繫
君
王
在
鄉
間
的
威
望
。
傳

統
的
市
井
書
刊
，
種
類
更
是
豐
富
而
繁
多
，
其
中
的
木
刻
插
圖
則
以
十
六
世
紀
的
通
俗
讀
物
為
臨
摹
對
象
，
歷

三
百
年
而
不
衰
，
廣
受
歡
迎
的
程
度
穩
定
攀
升
。
在
此
之
前
，
幾
乎
全
靠
口
耳
相
傳
的
民
間
文
化
，
就
這
樣
變

成
印
刷
機
一
展
身
手
的
舞
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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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特
權
與
侵
權

書
籍
產
業
固
然
在
十
五
到
十
八
世
紀
間
，
充
分
展
現
了
跨
越
國
界
的
特
質
，
但
若
據
此
對
實
際
情
況
妄
下

斷
語
，
認
為
當
時
的
書
市
毫
無
內
在
壁
壘
可
言
，
印
刷
商
的
產
品
亦
得
法
律
充
分
保
障
，
甚
至
誤
信
書
本
的
流

通
全
然
自
由
，
那
可
就
錯
得
離
譜
。
事
實
上
，
當
時
的
出
版
活
動
並
無
國
際
協
議
做
基
礎
，
防
杜
盜
版
的
舉
措

也
從
來
沒
有
周
全
過
，
相
關
的
立
法
不
但
漏
洞
百
出
而
且
還
只
在
少
數
地
區
有
效
，
當
局
官
員
平
預
各
種
瑣
事

卻
無
力
節
制
違
法
，
就
連
圖
書
檢
查
的
執
行
單
位
也
多
到
相
互
摯
肘
的
程
度
。
這
種
種
的
情
況
，
阻
礙
的
可
不

只
是
書
籍
事
業
的
發
展
，
還
有
理
念
的
交
流
。
要
把
這
些
限
制
因
素
的
來
龍
去
脈
講
個
仔
細
，
可
得
寫
上
好
幾

本
書
才
行
，
在
此
僅
述
其
大
耍
。

在
書
籍
生
意
的
最
早
期
，
印
刷
商
發
行
某
書
後
，
根
本
無
法
節
制
其
他
同
樣
看
好
此
書
的
同
行
，
印
製
同

樣
的
作
品
。
起
初
，
這
種
狀
況
倒
不
怎
麼
惹
人
嫌
。
對
當
時
，
特
別
是
最
早
期
的
印
刷
商
來
說
，
古
代
典
籍
與

中
世
紀
作
品
的
手
抄
本
，
乃
是
市
場
的
基
礎
﹔
由
於
足
堪
出
版
的
文
本
甚
多
，
選
擇
非
常
豐
富
，
再
加
上
書
本

的
需
求
甚
是
迫
切
，
即
便
令
一
部
作
品
的
不
同
印
刷
版
本
同
時
出
現
，
也
不
至
於
對
哪
位
印
刷
商
不
公
平
，
反

正
市
場
都
能
照
單
全
收
。
就
此
一
時
期
論
，
出
版
商
鮮
少
能
從
損
害
同
業
的
生
意
當
中
圍
得
私
利
，
也
沒
有
興

趣
挑
起
可
以
避
兔
的
同
行
競
爭
。

等
到
書
籍
的
銷
售
發
展
成
有
組
織
的
系
統
，
情
況
隨
之
改
變
。
那
些
最
尋
常
的
作
品
，
開
始
大
量
付
印
，

配
銷
各
地
﹔
當
代
作
家
委
託
印
刷
鋪
印
製
的
著
述
，
也
逐
漸
增
加
。
出
版
商
之
間
，
競
爭
轉
趨
激
烈
，
書
本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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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
是
否
低
過
競
爭
對
手
，
日
益
重
要
。
這
也
使
得
翻
印
他
人
甫
出
版書
籍
的
誘
惑
，
愈
來
愈
強
烈
，
畢
竟
盜
版

商
不
但
不
用
負
擔
各
頁
版
面
編
排
調
整
的
成
本
（
僅
需
逐
頁
照
印
即
可
）
，
更
無
須
支
付
作
者
全
是
。
尤
有
甚

者
，
盜
印
商
還
可
以
犧
牲
製
書
品
質
或
獲
利
率
，
藉
此
壓
低
書
籍
售
價

，
把
原
出
版
商
比
下
去
。
十
六
世
紀

初
，
人
文
主
義
出
版
商
的
出
版
物
，
就
這
樣
不
時
淪
為
仿
冒
的
對
象
。
在
巴
黎
，

貝
德
印
製
的
書
籍
，
常
常
被

一
群
書
商
與
印
刷
商
仿
印
，
甚
至
有
位
名
叫
德
斯
普
瑞
茲
的
印
刷
商
，
特
別
刻
製
一
塊
頁
綠
飾
版
，
其
圓
樣
完

全
仿
造
頁
德
打
印
在
書
名
頁
上
的
花
紋
，
以
收
魚
目
混
珠
之
效
。
在
里
昂
，
盜
印
商
剩
竊
威
尼
斯
與
巴
塞
爾
印

刷
商
的
心
血
，
也
是
毫
不
手
軟
。
至
此
，
伊
拉
斯
讓
斯
與
德
波
提
瑞
眼
見
作
品
到
處
被
人
翻
印
，
卻
未
經
自
己

許
可
，
經
常
流
露
憤
慨
不
平
之
意
。

盜
印
行
為
或
多
或
少
抑
制
了
出
版
新
書
的
意
願
’
這
是
因
為
優
秀
的
印
刷
商
，
總
擔
心
自
己
印
製
的
高
品

質
書
籍
，
會
被
人
組
劣
地
翻
印
，
並
以
半
價
拋
售
，
反
而
害
自
己
的
高
價
「
正
版
」
產
品
滯
銷。
為
避
免
這
種

情
況
，
愈
來
愈
多
的
出
版
商
，
在
籌
印
重
要
書
籍
之
際
，
求
助
於
政
府
當
局
，
盼
上
級
把
特
定
著
作
在
一
定
期

限
之
內
的
專
印
、
專
賣
權
，
授
予
他
們
。

對
版
權
（
或
發
行
某
書
的
獨
家
權
利
）
需
求
最
先
有
所
體
認
的
，
可
能
是
義
大
利
，
尤
其
是
米
蘭
的
出
版

商
。
早
在
一
四
八
一
年
二
位
名
叫
德
波
西
斯
的
出
版
商
，
便
知
道
爭
取
希

蒙
內
塔
所
著

《斯
褔
爾
札
傳
》
的

出
版
專
權
，
並
委
託
查
洛
提
印
刷
。
一
四
八
三
年
，
米
蘭
公
爵
又
把
菲
萊
爾
褔
的

《
樂
宴
集
》出
版
權
，
獨
家

授
予
托
倫
蒂
諾
的
查
斯
提
努
’
為
期
五
年
。
很
快
地
，
威
尼
斯
議
會
也
開
始
定
期
核
發
類
似
的
獨
占
權
﹔
到
十

六
世
紀
初
，
法
國
同
樣
施
行
此
制
，
起
初
出
版
權
須
由
國
王
或
君
王
法
院
親
授
，
而
後
地
方
法
庭
亦
開
始
授

予
﹔
至
於
德
國
，
皇
帝
與
地
方
政
府
皆
有
此
種
權賞
。
其
中
，
法
國
與
德
國
的
統
治
者
，
不
僅
試
圖
全
面
掌
控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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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
定
作
品
的
專
印
權
，
應
授
予
何
人
」
的
裁
量
權
，
更
設
法
將
這
種
授
權
之
權
，
轉
化
為
進
一
步
監
控
印
刷

鋪
書
籍
生
產
的
機
制
。
法
王
查
理
九
世
甚
至
在
一
五
六
三
年
下
詔
，
除
非
得
到
皇
室
執
照
、
蓋
上
總
理
官
署
的

大
官
印
，
否
則
任
何
書
籍
皆
不
得
出
版
﹔
此
制
使
君
主
得
以
監
控
印
刷
成
品
，
更
令
往
後
的
查
理
九
世
成
為
法

國
境
內
唯
一
有
權
核
發
出
版
執
照
的
人
淵
。
相
較
之
下
，
日
耳
曼
皇
帝
即
便
有
意
將
權
威
提
升
到
同
樣
程
度
，

成
效
也
不
彰
，
數
度
推
行
同
樣
政
策
，
卻
無
法
終
結
地
方
政
府
授
權
與
皇
帝
授
權
並
行
的
局
面
。

整
個
獨
占
權
、
專
屬
權
的
制
度
，
衍
生
出
的
缺
點
可
不
少
，
至
於
相
關
的
各
種
立
法
繁
多
而
矛
盾
，
令
問

題
更
加
嚴
重
。
其
中
，
仍
被
繼
續
翻
印
的
舊
書
版
權
與
專
印
權
的
再
次
授
予
，
引
發
的
激
辯
最
是
熱
烈
。
原
則

上
來
說
，
翻
印
舊
書
的
權
利
二
如
印
製
新
書
的
權
利
，
是
可
以
自
由
授
予
的
。
享
有
皇
室
青
睞
的
出
版
商
，

總
希
望
手
中
握
有
的
專
印
權
能
無
眼
次
展
延
，
而
政
府
則
傾
向
把
權
利
保
留
給
最
服
膺
正
統
、
最
順
從
政
令
的

出
版
商
。
為
了
組
織
強
大
的
出
版
商
聯
合
會
，
發
行
高
品
質
（
且
口
徑
一
致
）
的
書
籍
，
查
理
九
世
與
亨
利
三

世
毫
不
遲
疑
地
，
將
獨
占
出
版
權
授
予
支
持
天
主
教
聯
盟
的
一
群
書
商
，
令
其
印
製
基
督
教
諸
教
父
中
主
要
人

物
的
著
述
，
以
及
依
照
特
利
騰
大
公
會
議
決
議
修
訂
的
教
會
儀
式
用
書
。
法
國
之
外
，
保
盧
﹒
馬
努
蒂
鳥
斯
則

自
教
宗
處
獲
得
類
似
的
特
權
，
而
普
朗
坦
亦
由
西
班
牙
國
王
授
予
此
權
。
這
種
舊
書
授
權
帶
來
的
龐
大
獲
利
，

有
時
可
持
續
三
十
年
之
久
﹔
相
較
之
下
，
印
行
當
代
作
品
的
出
版
商
，
則
致
力
在
最
初
獲
得
的
權
利
到
期
後
，

協
議
延
長
之
。

大
多
數
的
印
刷
商
與
出
版
商
，
都
不
是
大
型
獨
占
業
者
的
對
手
，
事
業
受
創
之
餘
，
便
發
出
激
烈
的
不
平

之
鳴
。
大
致
說
來
，
這
些
小
商
人
在
法
國
贏
得
了
君
主
法
院
的
支
持
，
這
是
因
為
君
王
法
院
原
本
即
反
對
任
何

的
王
權
擴
張
。
這
麼
一
來
，
君
主
對
於
較
老
舊
的
作
品
所
行
使
的
授
權
，
便
愈
來
愈
少
，
對
當
代
新
作
品
的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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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權
展
延
，
則
愈
發
從
寬
審
核
，
以
保
障
那
些
背
負
虧
本
風
險
、
發
行
初
版
新

書
的
出
版
商
。

於
是
，
這
樣
的
特
權
授
予
制
度
，
也
就
形
同
犧
牲
其
他
的
出
版
商
，
好
一

一

特
定
的
出
版
商
占
得
優
勢
﹔
即

便
授
權
範
園
僅
限
於
單
一
著
作
，
仍
是
如
此
。
以
法
國
為
例
，
這
種
制
度
實
際
上
偏
袒
的
乃
是
巴
黎
的
出
版

商
。
比
起
其
他
地
方
的
同
業
，
他
們
距
離
王
宮
較
近
，
對
執
政
者
施
壓
也
較
敏
感
，
知
名
度
更
是
高
出
一
截
。

從
十
七
世
紀
後
半
開
始
，
作
家
出
現
只
在
巴
黎
出
版
其
作
的
傾
向
。
在
此
同
時
，
地
方
各
省
的
印
刷
商
沒
有
作

品
可
印
，
聽
聞
巴
黎
傳
出
某
書
暢
銷
消
息
，
只
能
焦
躁
地
等
待
，
直
到
該
書
的
專
印
權
期
限
屆
滿
，
才
輪
到
他

們
動
手
﹔
萬
一
原
本
那
位
印
刷
商
的
權
利
得
到
展
延
，
他
們
也
不
吝
於
抗
議
。
對
這
些
人
而
言
，
盜
印
幾
乎
是

一
種
謀
生
管
道
，
不
想
讓
印
刷
機
開
置
下
來
，
就
非
得
這
麼
做
不
可
。
他
們
膽
敢
挑
戰
巴
黎
印
刷
商
的
獨
占

權
，
係
因
執
法
機
制
本
身
即
欲
振
乏
力
，
有
些
時
候
又
太
過
複
雜
難
以
施
行
。

不
過
，
在
公
平
性
的
問
題
之
外
，
此
制
度
還
有
著
更
重
大
的
缺
陷
。
不
論
獨
占
權
的
授
予
者
是
國
家
還
是

地
方
封
皂
，
其
效
力
皆
有
地
域
性
，
出
了
國
境
便
不
算
數
。
若
說
法
國
、
英
國
、
西
班
牙
等
早
就
已
經
大
一
統

的
國
家
，
國
內
市
場
尚
能
消
化
某
一
版
的
印
刷
書
，
那
麼
，
公
國
、
侯
國
林
立
的
日
耳
曼
或
義
大
利
，
不
管
是

效
力
僅
限
於
諸
親
王
疆
界
內
的
獨
占
權
，
還
是
皇
帝
下
授
的
特
權
，
皆
不
足
以
真
正
保
障
出
版
商
。
如
此
環
境

下
，
從
事
跨
國
生
意
的
當
地
大
書
商
，
便
長
期
處
於
僑
書
的
威
脅
下
，
新
近
印
書
的
龐
大
投
資
，
仍
有
血
本
無

歸
之
虞
。

但
一
般
說
來
，
書
商
與
印
刷
商
是
沒
有
興
趣
跟
同
業
起
衝
突
的
﹔
因
為
，
在
那
個
年
代
裡
，
每
一
家
大
出

版
社
，
皆
與
海
外
商
人
有
著
密
切
的
生
意
往
來
，
某
個
人
的
事
業
垮
了
，
其
他
同
業
很
容
易
被
拖
下
水
。

每
家

印
刷
鋪
、
每
個
印
書
的
城
鎮
，
皆
有
其
專
屬
印
記
，
基
於
商
場
價
例
與
總
體
利
益
二
般
人
並
不
會
偽
造
同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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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印
記
。
一
旦
偽
書
出
現
，
那
臨
同
時
跟
苦
主
與
偏
造
者
做
生
意
的
商
人
，
便
迅
速
介
入
、
權
充
調
人
，
好
讓

兩
方
達
成
和
解
協
議
。
再
不
然
，
遭
人
盜
印
的
苦
主
也
可
能
以
其
人
之
道
還
治
其
身
，
偽
造
起
盜
印
者
自
己
的

印
記
來
。
這
種
「
用
借
書
打
偽
書
」
的
戰
爭
，
就
等
於
逼
迫
那
些
跟
兩
方
都
有
買
賣
的
商
人
選
邊
站
，
最
後
淪

為
損
人
不
利
己
的
消
耗
戰
，
業
界
人
士
尤
為
忌
偉
。

如
果
說
，
避
兔
盜
印
彼
此
書
籍
，
最
符
合
一
般
出
版
商
的
利
益
，
到
了
產
業
陷
入
危
機
的
時
期
，
這
種
共

識
仍
兔
不
了
破
局
。
就
算
十
六
世
紀
，
乃
至
於
十
七
世
紀
上
半
時
的
盜
印
書
，
尚
且
不
到
氾
濫
的
程
度
，
但
大

約
從
一
六
五
0
年
開
始
，
情
況
業
已
惡
化
。
甚
至
可
以
說
二
六
四

0
到
－
4公
八
0
年
間
的
變
化
，
不
僅
是
出

版
史
上
的
巨
變
，
更
是
整
個
書
籍
產
業
史
的
巨
變
。
此
時
的
書
本
市
集
重
要
性
盡
失
（
德
圍
的
市
集
除
外
）
，

各
國
的
大
出
版
商
都
不
再
參
與
。
各
種
版
本
的
大
部
頭
宗
教
書
籍
，
原
本
是
反
宗
教
改
革
運
動
的
重
要
特
色
，

且
外
銷
與
內
銷
一
樣
暢
旺
，
如
今
銷
量
卻
滑
落
。
拉
丁
文
書
籍
的
出
版
畫
愈
來
愈
少
，
就
連
學
術
作
品
也
愈
來

愈
多
以
地
方
語
文
寫
成
。
而
在
想
像
文
學
、
通
俗
文
學
大
行
其
道
之
際
，
史
上
第
一
份
報
紙
也
問
世
了
。
就
在

這
個
行
業
的
許
多
領
域
面
臨
轉
型
的
節
骨
眼
上
，
融
資
卻
相
對
緊
縮
。
很
快
地
，
出
版
業
陷
入
危
機
，
書
籍
市

場
亦
分
區
化
，
各
國
市
場
溼
滑
分
明
。
反
觀
早
年
的
神
學
、
護
神
學
（
辯
護
、
佐
證
基
督
教
義
的
學
問
）
、
必
備

典
籍
，
市
場
需
求
開
始
萎
縮
，
從
而
使
得
安
特
衛
普
、
科
陸
、
威
尼
斯
、
里
昂
等
地
，
專
鬥
出
版
聖
哲
羅
姆
、

阿
里
亞
加
與
埃
思
科
瓦
爾
著
作
的
商
人
，
滿
倉
庫
的
厚
重
典
籍
卻
無
處
銷
售
肘
。

在
安
特
衛
普
的
出
版
生
意
日
漸
式
微
的
當
兒
，
科
陸
、
盧
昂
與
里
昂
的
印
刷
商
，
被
迫
改
以
盜
印
來
維
持

生
計
。
約
在
一
六
五
0
年
之
後
，
激
烈
的
商
戰
爆
發
，
持
續
了
數
十
年
之
久
。
外
地
的
印
刷
商
，
有
系
統
地
盜

印
起
巴
黎
出
版
、
賣
相
不
錯
的
讀
物
，
同
業
眼
中
規
模
太
大
的
出
版
商
，
則
變
成
攻
擊
對
象
。
貝
爾
提
埃
離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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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昂
之
後
，
在
巴
黎
創
建
印
刷
鋪
，
與
西
班
牙
的
生
意
往
來
頗
有
成
就
，
但
終
究
還
是
在
這
場
商
戰
中
破
產
。

幾
位
頂
尖
的
巴
黎
出
版
商
，
包
括
克
拉
馬
希
、
居
爾
貝
與
後
來
的
德
斯
普
雷
，
下
場
也
好
不
到
哪
裡
去
。

對
此
，
巴
黎
的
書
商
當
然
竭
力
抵
抗
。
奈
何
在
巴
黎
的
書
籍
買
賣
歷
經
危
難
之
際
，
荷
蘭
書
商
日
益
壯

大
。
一
如
前
述
，
到
了
十
六
世
紀
晚
期
，
阿
姆
斯
特
丹
儼
然
成
為
第
二
大
的
法
文
書
籍
出
版
中
心
，
僅
次
於
巴

黎
。
荷
蘭
印
刷
商
置
身
法
國
疆
域
外
，
盜
印
在
法
出
版
的
書
籍
也
不
會
受
罰
，
甚
至
還
能
輕
鬆
地
把
盜
印
書
回

銷
巴
黎
。
更
重
要
的
是
，
法
國
當
局
百
般
打
壓
的
禁
書
，
他
們
仍
能
自
由
印
行
，
並
以
走
私
方
式
運
回
法
國
，

身
家
性
命
卻
不
受
威
脅
。
正
因
當
時
缺
乏
版
權
與
出
版
的
國
際
法
規
，
才
有
這
些
「
好
處
」
。

從
十
五
到
十
八
世
紀
，
執
政
當
局
意
圖
掌
控
、
管
制
印
刷
業
（
或
者
說
意
圖
掌
控
而
未
果
）
之
舉
，
屢
見

不
鮮
﹔
這
反
倒
刺
激
盜
印
書
的
大
量
增
長
，
並
連
帶
促
使
多
少
帶
有
地
下
色
彩
的
書
籍
產
業
成
長
茁
壯
。
在
此

同
時
，
圖
書
檢
查
的
嚴
令
峻
法
，
在
行
政
機
構
長
期
以
來
無
力
防
堵
新
觀
念
傳
布
的
情
況
下
，
也
導
致
類
似
的

結
果
，
甚
至
在
許
多
例
子
裡
’
成
為
書
籍
生
意
轉
往
地
下
的
主
要
推
手
。

就
這
點
來
說
，
天
主
教
會
的
角
色
至
為
重
要
，
特
別
是
在
早
期
肘
。
諸
君
可
能
還
記
得
，
印
刷
術
誕
生
之

初
，
許
多
主
教
和
神
職
人
員
不
僅
熱
情
地
接
納
，
還
扶
植
不
少
印
刷
工
坊
的
建
立
。
但
教
會
同
時
也
是
宗
教
正

統
的
捍
衛
者
，
力
阻
異
端
邪
說
擴
散
。
早
在
中
世
紀
，
便
有
許
多
文
本
遭
教
會
譴
責
，
閱
覽
、
抄
膽
、
販
售
，

一
概
嚴
禁
。
而
教
會
的
當
權
派
很
早
就
覺
察
，
必
須
防
杜
「
妖
言
惑
眾
」
之
書
假
印
刷
方
式
大
行
其
道
﹔
在
宗

六
、
險
查
制
度
與
禁
書

l
i
l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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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改
革
者
採
用
印
刷
術
之
後
，
更
是
如
此
。
於
是
，
教
宗
便
將
審
查
執
照
授
予
科
隆
大
學
，
命
其
揪
出
監
控
的

印
刷
鋪
、
出
版
商
、
作
者
，
甚
至
讀
者
，
而
當
時
不
過
才
一
四
七
五
年
。
美
因
茲
總
主
教
巴
莎
雖
對
印
刷
術
甚

有
好
感
，
卻
仍
在
一
四
八
六
年
援
引
教
宗
英
諾
森
八
世
詔
書
，
囑
咐
兩
位
博
士
與
其
主
教
座
堂
轄
下
兩
位
司

鐸
，
全
面
檢
查
所
有
書
籍
。

到
一
四
九
六
年
，
他
又
禁
止
任
何
未
經
總
主
教
批
准
的
書
籍
出
版
，
違
者
逐
出
教

會
。
另
外
，
身
兼
教
廷
駐
威
尼
斯
使
節
的
特
雷
維
索
總
主
教
法
蘭
寇
，
於
一
四
九
一
年
制
定
法
規
，
要
求
所
有

涉
及
信
仰
或
教
會
權
威
的
著
作
，
必
須
先
取
得
該
教
區
主
教
或
代
理
主
教
的
批
准
，
才
能
付
印。
在
此
同
時
，

羅
塞
利
探
討
君
主
政
體
的
專
著
，
與
皮
科
的
作
品
，
成
為
譴
責
對
象
，
後
者
更
在
接
下
來
的
六
年
裡
’
背
負
異

端
嫌
疑
，
無
由
平
反
。

十
六
世
紀
，
教
會
涉
入
圖
書
檢
查
的
程
度
，
穩
定
地
增
加
二
五O
一
年
，
教
宗
亞
歷
山
大
六
世
發
布
名

為
「
聖
靈
統
一
」
的
詔
書
，
從
此
在
德
國
建
立
預
防
性
的
圖
書
檢
查
機
制.. 
未
獲
教
會
高
層
授
權
的
書
刊
，
一

律
不
准
印
製
，
同
時
任
命
三
位
總
主
教
選
侯
與
馬
德
堡
總
主
教
，
控
管
書
籍
出
版
。
一
五
一
五
年
，
教
宗
聖
良

十
世
（
利
奧
十
世
）
利
用
拉
特
闌
大
公
會
議
場
合
，
禁
止
所
有
教
會
權
力
不
允
准
的
書
籍
印
製
。
在
羅
馬
，
這

種
核
准
權
歸
屬
教
宗
或
教
廷
衛
道
部
（
聖
職
部
）
首
席
﹔
在
其
他
地
方
，
則
由
教
會
總
法
官
或
其
委
任
官
員
判

定
。

在
這
些
法
條
、
諭
令
之
下
，
獲
判
禁
印
或
裁
為
邪
書
者
，
在
十
六
世
紀
裡
漸
次
增
加
，
數
量
之
多
令
人
昨

舌
，
此
處
就
算
有
辦
法
悉
數
列
出
，
只
怕
意
義
也
不
大
。
值
得
我
輩
注
意
的
是
，
由
於
禁
書
的
成
長
太
過
迅

速
，
當
局
不
得
不
編
築
《
禁
書
索
引
》
供
人
查
閱
，
並
不
停
地
增
修
這
部
索
引
。
即
使
如
此
，
若
是
沒
有
俗
世

執
法
機
構
的
協
助
，
教
會
仍
無
從
落
實
這
些
法
令
。
至
於
俗
世
政
權
協
助
教
會
查
緝
禁
書
，
自
有
一
套
別
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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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
其
所
打
壓
的
，
其
實
是
不
利
於
在
位
者
或
政
府
的
著
述
。

率
先
干
預
出
版
的
俗
世
力
量
，
來
自
神
聖
羅
馬
帝
國
的
皇
帝
﹔
其
中
一
任
曾
將
帝
國
境
內
審
查
、

督
導
印

刷
活
動
之
責
，
指
頒
給
史
特
拉
斯
堡
的
歐
斯
勒
，
時
值
十
六
世
紀
初
。
過
不
了
多
久
，
帝
國
又
設
立
委

員
會
，

負
責
評
議
圖
書
檢
查
措
施
，
並
研
擬
可
行
方
案
以
查
扣
違
禁
書
本
。
委
員
會
後
來
落
入
耶
穌
會
士
手
中
，
並
於

十
六
世
紀
末
試
圖
禁
止
新
教
書
商
在
法
蘭
克
福
從
事
買
賣
。
只
是
皇
帝
在
圖
書
檢
查
方
面
的
努
力
，
大
都
白
費

了
心
機.. 
真
正
控
管
各
地
書
籍
生
意
的
，
其
實
是
各
行
其
是
的
日
耳
曼
諸
侯
。
他
們
當
中
有
好
幾
位
，
與
帝
國

政
府
、
天
主
教
會
皆
敵
對
。
帝
國
政
權
的
分
裂
狀
態
，
導
致
許
多
重
大
後
果
，
其
中
之
一
更
助
長
了
萊
比
錫
市

集
取
代
法
蘭
克
福
，
蓮
勃
成
長
﹔
畢
竟
萊
比
錫
是
薩
克
森
選
侯
的
地
盤
，
發
展
成
新
教
書
籍
的
重
鎮
，
也
是
很

自

然
的
事
。

在
法
國
，
情
況
的
演
變
頗
不
相
同
。
十
六
世
紀
前
半
，
在
索
邦
當
局
與
君
王
法
院
對
圖
書
的
審
核
、
查
禁

與
告
發
日
益
嚴
格
之
際
，
國
王
親
自
干
預
出
版
管
理
相
關
問
題
的
頻
率
，
也
節
節
升
高
。
查
理
九
世
於
一
五
六

三
年
下
詔
’
所
有
書
籍
出
版
之
前
都
必
須
取
得
執
照
，
至
此
掌
控
住
所
有
問
世
的
新
書
。
執
照
核
發
與
否
，
圖

書
審
查
官
的
進
言
乃
是
唯
一
依
據
﹔
起
初
的
審
查
官
多
由
索
邦
校
區
的
神
學
家
出
任
，
而
後
進
入
十
七
世
紀
，

改
由
政
府
官
員
（
非
神
職
人
員
）
擔
綱
。
透
過
版
權
法
規
的
掩
護
，
法
國
國
王
與
其
他
施
行
此
制
度
的
歐
洲
國

家
君
王
，
嚴
密
看
管
書
籍
的
產
製
，
只
是
仍
有
一
些
「
不
受
歡
迎
」
的
書
籍
得
以
突
園
、
流
通
於
各
地
。
後
文

將
述
及
法
國
印
刷
商
如
何
在
宗
教
改
革
年
代
裡
繼
續
印
製
異
端
書
刊
，
也
會
論
及
鄰
近
法
國
的
重
要
印
刷
商
如

何
在
境
外
發
展
成
專
門
出
版
此
類
書
刊
的
事
業
。
就
十
七
、
十
八
世
紀
來
說
，
禁

書
的
發
行
與
流
通
，
依
舊
普

及
大
多
數
地
方
，
受
阻
並
不
嚴
重
，
與
過
往
情
形
無
異
。
也
因
為
可
能
惹
惱
官
方
的
著
作
數
量
實
在
太
多
，
即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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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
是
最
奉
公
守
法
的
書
商
，
還
是
有
可
能
被
起
訴
。
話
雖
如
此
，
他
們
對
於
被
捕
下
獄
並
不
一
定
疑
懼
內
疚
，

反
正
這
種
莫
須
有
罪
名
泰
半
不
會
損
及
名
望
之
士
的
聲
譽
。
在
法
國
，
柯
爾
買
爾
首
開
先
例
，
憑
藉
效
率
卓
著

的
執
法
網
，
大
暉，文
字
獄
，
引
發
危
機
，
相
關
的
判
決
隨
之
加
重
。
為
了
防
堵
盜
印
本
與
地
下
書
刊
擴
散
，
柯

爾
頁
爾
毫
不
遲
疑
地
削
減
、
限
制
合
法
印
刷
商
的
數
量
，
還
將
他
們
統
統
遷
至
首
都
集
中
管
理
。
來
自
國
外
，

特
別
是
荷
蘭
的
禁
書
，
輸
入
法
國
照
常
買
賣
，
尤
令
他
芒
刺
在
背.. 
這
些
書
在
他
轄
外
印
成
，
且
通
常
敵
視
天

主
教
與
法
國
君
主
。
正
當
他
盤
算
著
如
何
禁
止
荷
蘭
書
籍
進
口
法
國
，
卻
又
被
夏
普
蘭
所
課
阻
，
指
出
法
國
學

者
從
事
研
究
的
必
備
書
籍
，
恐
因
進
口
禁
令
而
斷
炊
。

沒
有
多
久
，
被
柯
爾
買
爾
緊
拖
住
脖
子
的
法
國
印
刷
業
，
又
遭
低
迷
景
氣
的
打
擊
，
頗
見
凋
零
﹔
在
此
同

時
，
各
種
盜
印
與
未
經
核
准
的
出
版
品
，
竟
大
行
其
道
，
填
補
了
書
市
供
給
的
真
空
。
違
禁
的
傳
單
與
宣
傳
小

冊
，
暗
渡
陳
倉
運
進
法
園
，
並
非
難
事
，
就
連
囚
於
獄
中
的
胡
格
諾
教
徒
，
也
能
讀
到
這
些
書
。
交
易
非
法
書

刊
的
地
下
組
織
，
遍
布
各
地
。
書
商
商
會
裡
負
責
查
驗
進
口
書
貨
的
官
差
，
還
經
常
變
成
禁
書
交
易
的
共
犯
﹔

實
際
上
，
這
些
官
員
只
有
在
別
無
選
擇
之
時
，
才
真
正
對
私
梟
採
取
行
動
。
既
然
當
時
政
府
的
行
政
能
力
有

限
，
書
籍
又
是
體
積
小
、
易
藏
匿
的
貨
品
，
消
調
走
私
的
舉
惜
，
怎
麼
可
能
收
效
？
如
此
一
來
，
官
方
實
施
嚴

厲
圖
書
檢
查
的
主
要
後
果
，
反
而
是
在
十
八
世
紀
裡
，
造
就
了
法
國
邊
界
附
近
許
許
多
多
專
印
禁
書
、
盜
版
書

的
印
刷
商
，
營
運
全
然
自
由
。
「
啟
蒙
哲
人
」
的
著
述
，
即
在
他
們
手
中
印
成
。
有
些
時
候
，
總
理
官
署
甚
至

悴
悍
然
地
驚
覺
，
挾
帶
「
邪
書
」
偷
運
進
巴
黎
的
馬
車
，
竟
由
自
己
的
馬
車
夫
駕
駛
。
不
多
時
，
在
新
上
任
的

馬
爾
塞
布
主
導
下
，
負
責
圖
書
被
查
的
官
員
也
試
著
放
寬
管
制
，
默
許
某
些
書
籍
的
出
版
，
或
以
其
他
方
式
網

開
一
面
。
顯
然
，
當
時
所
認
知
的
官
方
圖
書
檢
查
，
終
究
還
是
功
虧
一
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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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從
手
抄
本
到
印
刷
書

本
書
的
最
後
一
章
，
旨
在
總
結
全
文
，
試
算
出
一
張

「
資
產
負
債
表
了
並
勾
勒
出
印
刷
術

在
十
五
世
紀

末
、
十
六
世
紀
初
的
數
十
年
間
，
對
歐
洲
人
造
成
何
種
影
響
，
藉
此
評
估
前
文
縱
橫
時
空
所
言
的
種
種
。
透
過

研
究
印
刷
書
問
世
之
後
一
個
世
紀
的
沿
革
，
本
書
將
試圖
釐
清
，
新
的
印
刷
技
術
’
究
竟
在
文
藝
復
興
與
宗
教

改
革
的
畫
時
代
變
局
裡
’
扮
演
何
種
角
色
。

印
刷
發
明
之
前
的
幾
個
世
紀
，
以
親
手
抄
贈
書
籍
為
業
的
人
，
屢
次
因
應
需
求
的
變
遷
，
而
調
整
他
們
的

抄
贈
方
法
與
成
品
﹔
這
點
前
面
已
經
提
過
。

十
五
世
紀
早
期
，
有
能
力
將
需
求
殷
切
的
書
籍
，
一
口
氣抄
寫
十

餘
本
，
甚
或
上
百
本
的
抄
書
坊
，
已
存
在
於
許
多
地
方
﹔
當
時
需
求
量
最
大
的
書
，
不
外
乎
各
種
時
辰
禱
書
、

通
俗
宗
教
作
品
，
與
通
用
的
入
門
教
科
書
。
對
古
騰
堡
那
個
時
代
的
人
來
說
，
印
刷
大
概
只
是
一
種
借
助
機
器

力
量
，
用
以
複
製
最
迫
切
需
要
文
本
的
方
法
。

然
而
，
這
種
新
方
法
的
潛
力
，
很
快
地
轉
趨
明
顯
。
隨
著
印
刷
帶
動
文
本
的
大
規
模
普
及
，
它
更
成
為
變

遷
背
後
的
原
動
力
，
其
影
響
已
非
手
抄
書
本
所
能
企
及
。
這
裡
謹
以
數
據
佐
證
此
種
變
遷
的
程
度
。
在
一
四
五

第
八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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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一
五
0
0
年
間
印
製
的
各
種
書
籍
，
殘
存
迄
令
的
就
有
三
萬
到
三
萬
五
千
版
之
多
，
各
自
代
表
一
萬
到
一

萬
五
千
種
不
同
的
著
作
﹔
若
把
亡
俠
的
書
本
與
作
品
也
計
入
，
數
目
必
然
更
為
可
觀
。
若
我
們
假
定
各
版
的
印

書
量
不
超
過
五
百
冊
，
則
一
五
0
0
年
之
前
印
出
的
各
種
書
籍
，
數
目
已
然
達
到
兩
千
萬
冊
”
。
即
便
用
二
十

世
紀
的
標
準
看
待
，
這
仍
是
了
不
起
的
成
果
﹔
若
思
及
當
時
的
歐
洲
人
口
遠
不
如
目
前
調
密
，
如
此
數
據
更
叫

人
肅
然
起
敬
。
在
印
刷
術
發
展
的
歐
洲
諸
國
裡
’
早
年
的
總
人
口
絕
對
不
到
一
億
，
其
中
識
字
者
僅
占
少
數
。

這
顯
然
是
種
變
遷
，
且
變
的
腳
步
還
頗
快
。
既
然
如
此
，
變
的
結
果
是
什
麼
？
大
眾
究
竟
需
要
書
商
與
印

刷
商
提
供
他
們
哪
類
書
刊
？
印
刷
究
竟
令
傳
統
的
中
世
紀
文
本
，
普
遍
到
何
種
程
度
？
這
些
舊
時
代
的
傳
承

物
，
又
被
印
刷
術
保
存
住
多
少
？
印
刷
機
驟
然
突
破
了
既
有
的
智
識
作
品
保
存
媒
介
，
是
否
也
助
長
了
新
的
文

類
？
或
者
情
況
正
好
相
反
，
是
早
期
的
印
刷
機
大
量
印
製
了
許
多
傳
統
的
中
世
紀
書
籍
，
才
讓
這
些
作
品
的
壽

命
意
外
地
延
長
數
十
年
，
一
如
米
歇
列
所
言
？
我
們
將
試
著
找
出
這
些
問
題
的
答
案
。

牟
利
，
從
一
開
始
就
是
書
商
與
印
刷
商
的
最
主
要
宗
旨
，
這
是
不
能
忽
略
的
事
實
。
第
一
個
印
刷
合
資
事

業
（
即
傳
斯
特
與
修
埃
佛
創
設
者
）
的
故
事
，
可
以
為
證
。
十
五
世
紀
的
出
版
商
，
跟
今
天
的
出
版
商
一
樣
，

只
有
那
些
能
在
合
理
時
間
內
售
出
足
夠
數
量
，
並
帶
來
利
潤
的
書
籍
，
才
能
說
服
他
們
掏
腰
包
。
基
於
此
，
我

們
不
難
理
解
，
印
刷
術
的
最
直
接
效
應
，
不
過
是
讓
手
抄
本
時
代
裡
已
然
廣
獲
爭
讀
的
作
品
，
進
一
步
地
擴
大

發
行
而
己
，
其
他
較
不
受
歡
迎
的
文
本
，
則
泰
半
淪
為
絕
響
。
印
刷
機
大
量
複
製
的
書
籍
，
其
冊
數
以
百
計
，

而
後
更
達
千
冊
，
這
不
僅
促
成
書
本
數
量
的
提
升
，
更
令
選
書
變
得
嚴
格
。
記
住
這
些
事
實
，
有
助
我
們
更
加

深
刻
地
體
認
十
五
世
紀
印
刷
產
業
的
本
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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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先
，
以
下
數
據
或
有
利
於
我
們
概
括
認
識
當
時
的
情
況
。
在
西
元
一
五

0
0
年
之
前
印
成
的
書
本
，
即

所
謂
的
搖
籃
本
，
拉T
文
書
籍
的
比
例
甚
高
，
約
百
分
之
七
十
七
。
其
餘
義
大
利
文
約
占
百
分
之
七
，
德
文
百

分
之
四
到
六
，
法
文
百
分
之
四
到
五
，
法
蘭
德
斯
文
只
比
百
分
之
一
多一
點
。
這
個
時
期
的
書
籍
，
宗
教
類
的

勢
力
最
龐
大
，
比
例
高
達
百
分
之
四
十
五.. 
至
於
希
臘
羅
馬
舊
作
、
中
世
紀
與
當
代
作
品
，
比
例
略
高
於
三

成
﹔
法
學
叢
書
比
百
分
之
十
多
一
點
，
而
科
學
類
的
比
例
則
在
百
分
之
十
上
下
”
。

因
此
，
絕
大
多
數
的
（
或
至
少
將
近
半
數
的
）
書
籍
屬
於
宗
教
類
，
其
中
當
然
也
包
括
許
多
不
同
版
本
的

《
聖
經γ
畢
竟
，
在
那
個
大
多
數
讚
者
都
是
神
職
人
員
的
年
代
，
還
有
哪
種
題
材
更
能
替
印
刷
商
賺
錢
？
至
於

早
期
印
刷
鋪
最
先
推
出
的
兩
種
主
流
書
籍
，
分
別
為
《四
十
二
行
聖
經
》
與

《
三
十
六
行
聖
經
》
’
亦
非
偶
然

或
巧
合
﹔
綜
觀
整
個
十
五
世
紀
，
《
聖
經
》
的
版
本
之
多
，
難
以
盡
數
。
光
是
赫
恩
考
證
出
的
拉T
文
《
聖

經
γ

就
有
一
百
零
九
種
版
本
，
克
品
杰
更
列
出
多
達
一
百
二
十
四
種
﹔
有
些
附
有
九
世
紀
斯
特
拉
勃
、
毛

祿
、
阿
爾
昆
或
拉
昂
的
安
塞
姆
的
注
釋
，
有
些
則
，
否
。
拉T
文
《
聖
經
》
係
為
司
鐸
與
大
學
學
生
而
印
，
除
此

之
外
亦
有
翻
譯
版
的
全
本
《
聖
經
》
印
製
成
書.. 
德
文
版
十
一
種
，
低
地
德
文
三
種
，
義
大
利
文
四
種
，
法
文

一
種
，
此
外
尚
有
西
班
牙
文
、
法
蘭
德
斯
文
、
捷
克
文
等
版
本
。
這
些
還
不
包
括

《
聖
經
》
片
段
或
摘
錄
的
翻

譯
，
其
版
本
繁
多
更
勝
一
籌
，
尤
以
《
聖
詠
集
γ

《
默
示
錄
》
（
《
啟
示
錄
》
）
、
《
約
伯
傳
》
（
《
約
伯
記
》
）
等

篇
章
為
最
”
。

與
《
聖
經
》
經
文
同
樣
印
製
成
書
，
且
數
量
多
出
更
多
的
，
乃
是
教
會
儀
式
與
教
士
、
信
眾
私
下
祈
禱
時

必
備
的
書
冊
。
但
因
這
類
書
籍
亡
俠
失
傳
者
不
在
少
數
，
故
其
總
數
難
以
計
算
。
想
當
然
耳
，
那
時
候
的
每
日

頌
禱
與
彌
撒
經
本
，
數
量
必
然
驚
人
﹔
較
小
的
思
落
裡
’
若
是
沒
有
印
刷
鋪
，
當
地
的
神
職
人
員
通
常
會
聘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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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
匠
前
來
，
其
任
務
正
是
印
製
這

一
類
的
書
。
至
於
時
辰
禱
書
，

早
在
印
刷
書
誕
生
前
，
需
求
即
已
存
在
，

其
抄
膽
、
添
飾
紋
圖
等
，
皆
按
標
準
化
的
程
序
行
之
。
十
五
世
紀
裡
，
許
多
印
刷
鋪
為
了
印
刷
此
類
信
仰
作

品
，
而
忙
得
不
可
開
交
，
＋
六
世
紀
的
情
況
更
是
如
此
，
且
容
後
文
詳
述
。

自
然
地
，
中
世
紀
神
學
與
哲
學
的
經
典
著
作
，
印
製
的
版
本
便
相
對
少
了
許
多
。
這
些
書
是
專
門
為
一
特

定
族
群
而
印
的
，
但
這
一
小
撮
人
仍
稱
重
要
﹔
他
們
是
來
自
各
大
學
的
教
師
與
學
生
（
在
波
隆
納
、
科
陸
、
巴

黎
等
地
學
府
，
其
人
數
動
輒
上
千
）
，
而
他
們
需
要
的
課
程
大
綱
、
參
考
著
述
，
在
新
設
印
刷
機
的
協
助
下
，

以
印
刷
品
的
型
態
問
世
。
舉
例
來
說
，
除
了
《
聖
經
》正
文
，
各
種
注
釋
也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
是
以
陸
巴
第
的

《
名
言
錄
γ

乃
至
於
其
他
評
注
家
（
司
各
托
、
奧
坎
、
比
里
當
、
阿
奎
那
）
為
數
更
多
的
作
品
，
皆
印
製
成

書
。
專
門
印
製
此
類
學
術
讀
物
的
印
刷
商
，
早
年
多
在
巴
塞
爾
、
威
尼
斯
、
紐
倫
堡
等
商
業
大
城
（
而
非
主
要

大
學
城
）
開
業
，
筒
中
原
因
值
得
深
究
。
這
意
味
著
，
選
擇
在
商
業
重
鎮
開
店
，
則
他
們
的
商
品
，
即
便
是
再

笨
重
、
再
累
贅
的
未
裝
訂
對
開
書
，
依
舊
能
順
利
運
往
四
面
八
方
，
顯
見
開
業
地
點
的
選
擇
，
乃
是

一
種
提
高

行
銷
效
率
的
策
略
。
於
是
，
一
五
0
0
年
之
前
，
市
面
上
有
十
六
個
版
本
的
隆
巴
第
《
名
言
錄
》
，
其
中
至
少

有
八
種
來
自
巴
塞
爾
，
七
種
由
凱
斯
勒
塵
下
的

一
家
印
刷
社
推
出
，
卻
無
一
產
自
當
時
最
大
學
府
坐
落
的
巴

黎
。
同
樣
的
，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作
品
，
主
要
出
版
於
威
尼
斯
、
奧
格
斯
堡
、
科
陸
、
萊
比
錫
等
地
，
這
當
中
只

有
一
個
城
鎮
位
於
大
學
附
近
。
但
在
部
分
古
代
典
籍
翻
印
次
數
相
對
較
少
的
情
況
下
，
倒
也
有
些
中
世
紀
彙
編

的
書
籍
（
大
都
為
字
典
、
專
門
詞
典
等
）
被
人
一
印
再
印
，
像
是
巴
爾
比
的
金
自
天
語
典γ
馬
卻
希
尼
的

《
鉅
論γ
科
梅
斯
托
的
《
經
院
哲
學
史
》
等
。

信
仰
書
籍
的
讀
者
群
，
可
比
專
業
的
神
學
典
籍
讀
者
群
龐
大
許
多
.. 
特
別
是
那
些
帶
有
玄
祕
色
彩
的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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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
數
量
更
達
印
刷
總
數
的
六
分
之
一
。
由
坎
普
勝
的
托
瑪
斯
所
撰
的
《
師
主
篇
》
，
便
從
這
個
時
期
開
始
，

成
為
《
聖
經
》
以
外
，
近
代
最
常
被
翻
印
的
作
品
。
即
便
在
基
督
教
諸
教
父
的
著
述
裡
’
玄
秘
之
作
印
製
成
書

的
次
數
，
也
多
過
悶
釋
教
義
者
。
這
當
中
又
以
奧
古
斯
T
的
《
上
帝
之
城
》
最
受
歡
迎
﹔
其
他
歸
功
於
他
的
作

品
，
諸
如
《
默
思
錄
γ

《
獨
白
集
γ

《
主
答
性
靈γ

《
戒
律
手
冊
》
等
亦
然
。
聖
伯
納
的
神
祕
主
義
著

作
，
以
及
其
他
許
許
多
多
的
僑
經
與
經
外
書
，
同
樣
再
三
翻
印
。
被
人
喚
作
「
聖
使
博
士
」
的
聖
波
拿
文
都

拉
，
則
有
《
基
督
生
平
靜
思
集
》
與
其
他
相
傳
由
他
所
作
的
書
籍
，
享
有
廣
大
讀
者
。
熱
爾
松
與
德
埃
利
的
玄

祕
短
論
，
再
版
與
加
印
的
頻
率
，
遠
遠
勝
過
其
他
教
義
典
籍
。
在
此
同
時
，
一
版
再
版
的
尚
有
出
身
阿
西
西
的

聖
方
濟
《
纖
卉
集
γ

聖
佳
琳
（
錫
耶
納
的
聖
凱
瑟
琳
）
的
《
主
命
之
童
品
，
與
瑞
典
聖
彼
濟
達
的
《
神
啟

記
Y
至
於
日
耳
曼
神
秘
主
義
作
家
的
著
作
，
影
響
延
續
數
個
世
代
，
市
場
需
求
更
殷
﹔
這
些
書
包
括
赫
甫
的

亨
利
赫
所
著
的
《
至
善
鏡γ
十
四
世
紀
蘇
索
所
著
的
《
永
恆
智
慧
鐘
》
等
。

這
一
類
書
籍
之
所
以
暢
銷
，
可
能
是
因
為
它
們
的
讀
者
並
不
限
於
大
學
裡
的
文
學
院
學
者
﹔
基
層
的
神
職

人
員
，
甚
至
虔
誠
的
俗
世
信
眾
，
皆
為
訴
求
對
象
。
為
收
啟
迪
之
效
，
它
們
皆
以
方
言
印
刷
成
書
。

男
有
許
多
專
為
教
士
準
備
的
著
作
，
數
度
付
梓
’
尤
其
是
牧
靈
手
冊
﹔
佩
迪
曾
考
證
出
二
十
五
種
不
同
版

本
的
《
慰
苦
牧
靈
童
忌
，
至
於
德
蒙
卓
卻
所
作
的
《
牧
靈
圓
》
更
被
印
刷
了
大
約
百
次
（
佩
迪
曾
列
出
九
十
八

種
版
本
）
。
神
職
人
員
每
天
講
道
傳
教
所
需
的
書
冊
，
種
類
問
樣
繁
多
。
其
中
，
布
道
合
輯
早
在
手
抄
本
的
時

代
，
業
已
相
當
豐
富
﹔
指
導
神
父
聆
聽
告
解
的
書
籍
，
像
是
相
傳
為
聖
安
東
尼
努
作
品
的
全
口
解
錄Y
翻
印

了
數
百
次
之
多
，
此
外
艾
斯
柯
巴
的

《
告
解
法
》也
同
樣
廣
獲
採
用
﹔
葛
黎
奇
的
《
四
旬
布
道
本

》
，
以
寓言

插
圖
搭
配
其
中
的
布
道
詞
（
佩
迪
書
中
列
有
三
十
一
種
版
本
）
而
聞
名
，
但
論
普
及
程
度
，
尼
德
爾
的
作
品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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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
一
籌
。

在
同
一
個
時
期
裡
’
旨
在
鼓
舞
大
眾
信
仰
的
各
種
讀
物
，
應
運
而
生
。
也
因
為
崇
拜
聖
母
的
風
氣
進
入
7

極
盛
期
，
許
多
讚
頌
耶
穌
聖
母
生
平
與
懿
德
的
作
品
，
例
如
德
因
蘇
拉
的
《
漫
談
》
，
或
寇
拿
察
諾
的
《
聖
母

傳
》
（
據
佩
迪
考
證
，
有
十
五
種
版
本
）
，
更
是一印
再
印
。
另
一
方
面
，
民
眾
對
諸
位
聖
人
的
崇
拜
，
則
令
德

瓦
拉
古
納
的
《
黃
金
傳
奇
》
大
為
風
行
，
光
是
拉
丁
文
版
本
就
有
八
十
八
種
，
此
外
法
文
版
有
十
八
種
、
英
文

五
種
、
德
文
兩
種
、
捷
克
文
兩
種
、
法
蘭
德
斯
文
十
三
種
、
義
大
利
文
六
種

m
﹔
其
他
記
敘
聖
人
事
蹟
的
故

事
，
更
是
不
計
其
數
。

道
德
書
、
教
誨
書
，
則
與
前
述
書
籍
同
樣
存
在
著
需
求
。
它
們
大
都
沿
襲
了
木
刻
版
書
籍
的
傳
統
，
經
常

附
有
插
圖
﹔

譯
成
各
種
語
言
的
《
死
亡
藝
術
γ
薩
克
森
的
盧
道
甫
所
作
的
《
假
救
主
生
平
》
與
《
基
督
生

平
γ
圖
解
《
聖
經
》
故
事
，
乃
至
於
多
不
勝
數
的
同
類
作
品
，
盡
皆
屬
之
。
面
對
數
量
如
此
龐
大
的
宗
教

書
，
令
人
不
得
不
承
認
，
印
刷
術
早
期
的
效
應
之
一
，
便
是
大
幅
增
加
了
通
俗
信
仰
書
籍
的
數
目
，
並
促
其
廣

泛
流
通
﹔
印
刷
事
業
也
就
這
樣
地
見
證
了
十
五
世
紀
晚
期
，
民
眾
根
深
抵
固
的
宗
教
情
感
。

因
此
，
早
在
人
類
應
用
印
刷
機
的
最
初
，
就
已
經
實
現
了
許
多
極
重
要
的
成
就.. 
同
時
以
拉
丁
文
和
各
地

方
言
印
製
《
聖
經
γ
使
之
普
遍
程
度
迅
速
達
到
空
前
水
準
﹔
還
印
經
院
學
者
豐
富
著
述
裡
的
重
要
典
籍
，
服

務
大
學
裡
的
學
生
與
教
師
﹔
促
使
每
日
祈
禱
與
教
會
儀
式
所
需
之
書
，
諸
如
每
日
頌
禱
與
時
辰
禱
書
等
，
供
應

無
虞.. 
更
重
要
的
是
，
它
令
一
般
人
得
以
接
觸
信
仰
實
務
與
神
祕
主
義
作
品
。
隨
著
書
籍
數
量
的
提
升
，
有
機

會
讀
書
的
人
愈
來
愈
多
，
讀
書
的
門
檻
則
愈
來
愈
低
，
讀
者
的
規
模
便
這
樣
擴
張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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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
，
時
人
對
於
拉
了
語
文
與
古
代經
典
作
家
的
認
識
，
也
因
印
刷
術
而
更
加
明
確
。
義
大
利
人
文
主
義

的
學
間
，
就
是
在
印
刷
書
問
世
之
後
，
才
得
以
傳
遍
歐
洲
。
文
人
對
遠
古
文
明
與
拉
丁
語
文
的
興
趣
，
遂
成
長

於
歐
洲
各
處
﹔
在
此
之
前
許
久
即
已
發
展
出
人
文
主
義
的
義
大
利
，
尤
其
如
此
。
諸
如
索
邦
校
區
的
贊
歇
與
海

恩
林
等
人
士
，
雖
然
從
未
棄
絕
既
有
的
研
究
課
題
，
仍
有
餘
裕
啟
發
少
數
喜
愛
純
粹
拉
丁
古
風
的
同
好
﹔
一
如

前
述
，
這
群
復
古
派
積
極
鼓
勵
印
刷
鋪
的
設
立
，
相
信
此
舉
終
能
將
正
確
的
古
代
經
典
推
廣
開
來
。
十
五
世
紀

結
束
之
前
，
印
刷
術
對
人
文
主
義
學
術
活
動
的
主
要
貢
獻
，
與
其
說
是

一讚
古
代
文
本
歷
經
中
世
紀
的
缺
漏
、
訛

傳
之
後
，
接
受
人
文
主
義
學
者
的
重
新
發
掘
、
校
正
、
補
遣
，
並
廣
為
流
傳
，
倒
不
如
說
是
藉
著
發
行
量
的
大

幅
提
升
，
讓
中
世
紀
裡
廣
泛
使
用
的
文
本
更
加
唾
手
可
得
，
替
希
臘
羅
馬
古
文
學
的
鑽
研
預
先
鋪
路
。

首
先
應
當
注
意
的
是
，
印
刷
機
的
應
用
，
令
初
階
拉
T
文
法
教
材
的
數
量
增
加
許
多
，
其
中
又
以
印
刷
版

的
維
伊
度
《
文
法
教
本
》
與
多
納
固
的
《
拉
T
文
詞
類
八
講
》
最
是
重
要
。
流
傳
迄
今
的
維
伊
度
《
文
法
教

本
》
’
版
本
超
過
三
百
種
，
雖
是
十
三
世
紀
文
法
學
家
的
作
品
，
卻
始
終
是
學
童
研
習
的
對
象
，
一
代
傳
一

代
。
這
部
中
世
紀
作
品
，
以
韻
文
形
式
成
書
，
而
繼
承
維
伊
度
職
志
的
後
進
，
竟
無
人
敢
更
動
其
內
容
，
最
多

也
只
是
增
補
注
釋
，
足
見
其
地
位
尊
崇
。
縱
有
精
通
拉
丁
文
的
人
文
主
義
者
，
經
常
挖
苦
這
本
書
，
買
德
卻
認

為
，
只
要
加
以
增
補
，
此
書
依
舊
值
得
出
版
﹔
至
於
伊
拉
斯
護
斯
，
亦
將
此
書
評
為
「
尚
且
堪
讀
」
。
男
方

面
，
再
版
次
數
可
能
與
《
文
法
教
本
》
不
相
上
下
的
，
則
是
多
納
圓
的
文
法
書
.. 
一
如
前
述
，
此
書
甚
至
有
可

能
是
史
上
第
一
本
印
刷
書
。
這
同
樣
是
一
部
全
然
因
興
古
代
觀
點
的
作
品
，
作
者
是
四
世
紀
的
文
法
學
家
，
就

連
聖
哲
羅
姆
也
曾
受
教
於
他
。
在
一
三
六
六
年
之
前
，
如
欲
取
得
學
位
，
這
本
書
可
是
必
甜
甜
﹔
所
有
中
世
紀
的

學
童
，
都
曾
透
過
此
書
習
得
基
礎
的
拉
T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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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此
同
時
，
我
們
必
須
了
解
，
最
能
替
出
版
商
帥
錢
的
拉
丁
文
經
典
作
品
，
當
然
是
那
些
中
世
紀
時
便
已

大
受
歡
迎
的
作
品
，
也
就
是
那
些
最
常
被
改
寫
、
翻
譯
成
通
俗
方
言
的
作
品
。
這
些
古
書
中
，
又
以
伊
索
、
卡

圓
兩
人
之
作
，
最
是
廣
獲
傳
頌
﹔
不
僅
有
許
許
多
多
方
言
版
本
的
諷
諭
詩
集
與
寓
言
故
事
集
選
錄
了
他
們
的
作

品
，
更
有
不
少
誕
生
於
中
世
紀
的
類
似
作
品
，
借
用
了
他
們
的
故
事
原
型
。
當
時
的
學
童7
在
完
成
邏
輯
課
程

之
後
，
修
習
道
德
學
理
之
前
，
大
都
會
從
這
兩
人
的
作
品
著
手
，
開
始
研
讀
古
代
拉
丁
文
經
典
。
甚
至
到
了
一

五
O
三
年
，
巴
黎
大
學
的
校
長
仍
然
因
為
年
輕
的
畢
業
生
將
全
部
時
間
拿
來
研
究
亞
里
斯
多
德
，
對
卡
圖
卻
一

無
所
知
而
轉
趨
激
憤
，
熟
讀
卡
圍
著
作
的
重
要
性
由
此
可
見
。
若
說
這
些
學
子
對
卡
圓
的
《
雙
行
訓
》
欠
缺
認

識
，
是
因
為
該
書
的
印
刷
量
不
足
，
那
可
就
錯
了
﹔
就
連
伊
拉
斯
讀
斯
，
也
曾
替
這
本
書
添
過
注
解
、
助
其
出

版
。
截
至
一
五
0
0
年
，
市
面
上
共
有
至
少
六
十
九
種
的
拉
丁
文
版
《
雙
行
訓
Y
三
十
六
種
德
文
暨
拉
T
文

對
照
本
，
九
種
義
大
利
文
暨
拉
T
文
對
照
本
，
兩
種
西
班
牙
文
暨
拉

T
文
對
照
本
。
至
於
未
附
拉
丁
原
文
的
方

言
譯
本
，
數
量
也
不
少
，
其
中
包
括
法
蘭
德
斯
文
一
種
，
法
文
九
種
，
德
文
三
種
。
《
伊
索
寓
言
》
流
行
的
程

度
，
可
也
不
遑
多
讓
，
在
一
五
0
0
年
之
前
，
拉
丁
文
版
本
超
過
八
十
種
（
大
都
在
義
大
利
印
製
）
，
義
拉
對

照
版
十
五
種
，
希
臘
文
版
一
種
，
希
拉
對
照
版
一
種
，
德
文
版
十
五
種
，
低
地
德
文
一
種
，
法
文
垃
種
，
英
文

三
種
，
捷
克
文
一
種
，
法
蘭
德
斯
文
兩
種
﹔
其
中
捷
克
文
與
法
蘭
德
斯
文
版
，
甚
至
附
有
插
圖
，
可
能
是
為
學

術
圈
外
的
讀
者
而
印
。

換
句
話
說
，
印
刷
衛
問
世
之
初
，
拉
丁
文
的
鑽
研
，
仍
以
傳
統
上
做
為
拉T
語
文
入
門
書
的
舊
有
文
本
為

起
點
。
率
先
交
由
印
刷
機
大
量
印
製
的
書
籍
當
中
，
除
了
伊
索
與
卡
圓
的
著
作
之
外
，
尚
有
其
他
書
籍
，
例
如

《
八
文
士
集
》.. 
此
書
係
各
校
廣
為
踩
用
的
初
級
讀
本
，
且
在
早
年
即
由
抄
寫
員
大
量
抄
膽
、
供
應
大
宗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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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
抄
膳
的
冊
數
動
輒
上
西
。
《
八
文
士
集
》
不
僅
收
錄
《
雙
行
訓
》
與
《
伊
索
寓
言
》
，
還
納
入
一
些
富
含

更
多
中
世
紀
習
氣
與
觀
點
的
作
品.. 
希
奧
多
勒
斯
、
法
瑟
固
斯
、
弗
洛
瑞
國
斯
，
德
旺
多
姆
的
《
多
俾
亞
傳
》

（
新
教
譯
《
多
比
傳
》
）
、
里
耳
的
阿
蘭
的
《
寓
言
集
》
，
以
及
詩
體
的
小
論
文
《
論
譴
責
俗
世

Y
也
是
在
這
個

時
期
，
波
伊
提
鳥
的
《
哲
學
的
慰
藉
》
大
為
風
行
三
五
0
0
年
前
出
現
過
七
十
種
重
新
發
行
版
本
）
，
但
這

並
不
讓
人
驚
訝
﹔
畢
竟
，
對
十
五
世
紀
末
的
絕
大
多
數
學
者
，
乃
至
於
先
前
數
百
年
的
學
者
來
說
，
波
伊
提
烏

象
徵
了
古
典
思
想
與
中
世
紀
價
值
的
完
美
融
合
。

事
實
上
，
如
欲
學
習
文
情
並
茂
的
一
流
拉
T
文
體
，
閱
讀
、
師
法
早
期
基
督
教
會
幾
位
教
父
的
作
品
，
乃

是
當
時
最
主
要
的
途
徑
﹔
哲
羅
姆
、
拉
克
坦
提
鳥
斯
、
奧
古
斯

T
的
著
述
（
尤
其
是
後
者
）
，
廣
獲
推
崇
、
爭

睹
，
部
分
原
因
即
在
此
。
其
他
在
中
世
紀
享
有
盛
名
，
並
經
常
為
人
傳
抄
、
翻
譯
、
改
寫
的
古
拉T文
經
典
，

則
是
進
一
步
增
廣
此
類
學
識
的
法
門
。
在
這
些
古
代
文
豪
中
，
維
吉
爾
的
作
品
，
於
一
五

0
0
年
之
前
，
翻
印

的
次
數
尤
多
，
許
多
版
本
印
製
於
義
大
利
，
專
供
學
者
研
究
收
藏
，
但
翻
譯
本
付
梓
的
也
不
少
。
古
羅
馬
詩
人

奧
維
德
，
同
樣
在
中
世
紀
享
有
盛
譽
，
翻
印
其
作
品
的
頻
度
之
高
，
不
亞
於
維
吉
爾
。
手
抄
本
時
代
，
奧
維
德

已
是
熱
門
的
抄
體
對
象
﹔
應
用
印
刷
術
之
後
，
其
作
品
分
別
以
拉
T
原
文
、
詩
體
翻
譯
、
通
俗
改
寫
本
（
附
插

圖
）
的
型
態
發
行
，
同
時
滿
足
學
者
與
一
般
讀
者
。
其
中
較
受
歡
迎
的
改
寫
本
，
直
到
十
六
、
十
七
世
紀
，
仍

舊
反
覆
出
版
。

其
他
比
較
普
遍
的
古
典
作
家
作
品
，
則
出
自
尤
維
納
利
斯
（
在
赫
恩
的
著
述
中
，
列
有
六
十
一
種
不
同
版

本
的
尤
氏
《
諷
刺
詩
》
）
、
佩
爾
西
鳥
斯
（
三
十
三
種
）
、
盧
奇
安
（
十
九
種
）
、
普
勞
圓
斯
（
十
三
種
）
等
人
之



321 第八章 J;p辱，l書：變革的推手

t 

i
!
tj

tj 

手
。
喜
劇
作
家
泰
倫
斯
，
尤
令
中
世
紀
文
人
折
服
，
十
二
、
十
三
世
紀
的
劇
本
，
模
仿
他
的
頗
不
少
﹔
其
劇
作

的
印
刷
版
本
之
多
，
絕
不
亞
於
六
十
七
種
。
講
到
史
家
，
薩
盧
斯
特
應
是
當
時
最
得
人
心
的
史
書
作
者
（
赫
恩

考
證
出
五
十
七
種
印
刷
版
）
。
至
於
羅
馬
史
家
李
維
的
作
品
，
在
一
五0
0
年
之
前
，
全
文
照
收
的
印
刷
版
約

有
二
十
三
種
，
但
這
並
不
包
括
摘
錄
本
﹔
其
實
早
在
中
世
紀
峙
，
其
著
作
便
經
常
以
摘
要
本
、
改
寫
本
問
世
。

韋
格
提
鳥
斯
之
作
，
印
刷
版
本
更
達
九
十
九
種
（
以
上
皆
根
據
赫
恩
的
統
計
）
。
《
圖
書
總
目
》
記
載
，
凱
薩

的
《
高
盧
戰
記
γ
亦
印
製
成
十
六
種
不
同
版
本
。
至
於
其
他
廣
獲
翻
譯
的
史
書
，
不
在
話
下
。

哲
學
家
方
面
，
西
尼
加
的
作
品
仍
然
極
度
暢
銷
（
赫
恩
書
中
列
出
七
十
七
種
版
本
）
。
不
過
，
眾
多
古
典

作
家
的
作
品
當
中
，
卻
是
西
塞
羅
著
述
的
大
為
風
行
，
最
能
體
現
印
刷
術
帶
來
的
嶄
新
出
版
前
景
。
十
五
世
紀

裡
，
西
塞
羅
自
始
至
終
都
是
最
常
被
翻
印
的
古
拉
T
作
家
，
這
可
不
限
於
他
的
哲
學
文
章
，
就
連
演
講
稿
與
書

信
，
長
期
的
需
求
也
甚
可
觀
（
尤
其
是
後
者
）
。
一
五
0
0
年
之
前
，
其
作
品
已
有
至
少
三E
一
十
六
種
印
刷

版
問
世
，
其
中
大
多
數
印
製
於
義
大
利
，
但
成
書
於
德
國
的
也
不
少
，
印
於
法
國
的
更
多
。
他
的
主
要
作
品
，

即
合
調
職
責
γ

金
冊
老
年γ

《
論
友
愛
》
三
書
，
計
有
四
十
種
印
刷
版
，
此
外
演
講
稿
也
印
有
三
十
八
種
、

書
信
集
八
十
四
種
，
當
中
又
以
《
家
書
》
最
獲
青
睞
。

此
間
，
欣
賞
古
典
文
學
的
風
氣
，
日
益
成
長
，
在
義
大
利
，
更
是
早
就
蓬
勃
發
展
起
來
。
但
卻
有
部
分
人

士
，
對
此
頗
表
憂
慮
，
甚
至
有
些
學
人
，
縱
使
承
認
散
體
拉
丁
文
的
素
養
應
當
培
植
，
仍
、
心
存
顧
思
。
這
是
因

為
，
人
文
主
義
早
將
組
觸
基
督
教
義
的
思
維
，
引
進

7

義
大
利
的
大
學
殿
堂
。
教
會
正
統
如
是
聲
稱
誰
說
且

督
教
作
家
寫
不
出
像
維
吉
爾
那
樣
的
抑
揚
六
步
格
，
基
督
教
演
說
家
沒
有
西
塞
羅
那
樣
的
三
寸
不
爛
之
舌
？
佛

羅
倫
斯
的
多
明
尼
奇
、
亞
爾
陸
斯
的
溫
菲
林
、
巴
黎
的
嘉
圭
因
，
似
乎
都
有
這
種
想
法
。
更
重
要
的
是
，
基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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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作
家
，
不
宜
全
盤
忽
略
﹔
要
是
沒
有
他
們
，
後
世
沿
用
的
中
世
紀
文
法
書
，
引
證
必
然
失
據
。
基
於
這
種
種

理
由
，
亦
有
人
聘
雇
許
多
印
刷
商
，
捨
救
瀕
臨
失
傳
的
基
督
教
詩
人
作
品。
他
們
並
推
廣
朱
文
可
斯
、
普
魯
登

蒂
鳥
斯
、
塞
杜
里
鳥
斯
、
亞
拉
脫
等
中
世
紀
作
家
，
試
圖
取
代
維
吉
爾
，
還
將
布
盧
瓦
的
彼
得
所
著
之
《
論
基

督
徒
之
友
愛
》
跟
西
塞
羅
的
《
論
友
愛
》
相
提
並
論
。
如
此
力
挽
頹
勢
，
最
後
畢
竟
是
一
場
空
，
但
也
不
能
不

承
認
，
那
些
文
名
看
似
衰
弱
、
終
將
凋
零
的
作
家
，
總
還
是
藉
著
印
刷
出
版
之
力
，
延
長
了
風
行
的
時
間
。
所

幸
當
時
尚
有
一
批
雅
好
古
典
文
學
之
士
，
以
優
美
雅
馴
的
拉
T
文
采
，
傳
述
基
督
教
故
事
與
義
理
，
供
學
童
研

讀
，
獲
得
較
大
的
回
響
。
曼
圖
阿
努
斯
的
詩
作
，
光
是
在
一
四
八
八
到
一
五0
0
年
間
，
便
被
翻
印
一
百
次
以

上
，
其
中
又
以

《聖
母
詩
》
與

《
牧
詩
》
最
著
名
。他
的
文
風
頗
能
見
容
於
當
時
，
廣
獲
傅
誦
的
情
況
還
延
續

至
十
六
世
紀
。
話
雖
如
此
，
此
刻
的
義
大
利
人
文
主
義
者
，
在
義
大
利
以
外
，
仍
然
不
成
大
氣
候
，
諸
如
塔
西

圖
斯
等
重
獲
肯
定
的
古
羅
馬
作
家
，
作
品
影
響
力
也
有
限。直
到
十
五
、
十
六
世
紀
之
交
，
由
古
文
學
者
考
據

訂
正
的
古
書
，
方
以
各
種
版
本
問
世
﹔
怕
拉
圖
、
荷
馬
的
作
品
，
至
此
才
大量
發
行
。
倒
是
人
文
主
義
者
創
造

的
拉
T
文
寫
作
格
式
，
在
十
五
世
紀
裡
’
已
然
大
為
風
行
，
尤
其
是
安
送
里
尼
、
老
買
羅
阿
都
、
菲
萊
爾
褔
、

德
巴
爾
齊
札
等
人
之
作
﹔
前
文
會
言
，
第
一
部
在
巴
黎
印
製
的
書
本
，
就
是
德
巴
爾
齊
札
的
《
修
詞
學
》
。
他

們
享
有
的
文
名
，
證
明
文
壇
的
眼
界
已
不
同
於
以
往
，
但
要
等
到
十
六
世
紀
初
期
，
此

種
改
變
方
得
開
花
結

果
。

一
如
前
述
，
印
刷
書
當
中
，
逕
採
方
言
創
作
者
，
比
之
於
拉
T
文
作
品
，
實
為
少
數

，
大
約
只
占
十
五
世

紀
印
刷
總
量
的
百
分
之
二
十
二
。
絕
大
多
數
以
當
時
通
行
方
言
成
書
的
作
品
，
其
實
是
拉
T
文
舊
作
的
譯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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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道
德
短
訓
、
信
仰
篇
章
、
《聖
經
》
經
文
與
注
解
、
古
典
文
學
，
到
原
本
即
以
拉
T
文
寫
成
的
中
世
紀
文
學

等
，
不
一
而
足
。

在
這
眾
多
的
印
刷
作
品
裡
，
原
創
的
方
言
著
作
極
少
，
但
可
以
想
見
的
是
，
其
中
仍
有

一
些

廣
獲
閱
讀
﹔
義
大
利
境
內
，
情
況
尤
其
如
此
。
但
丁
名
著
，
即
為
人
一
讀
再
說

（已
知
的

《神
曲
》
版
本
就
有

十
五
種
）
，
至
於
讀
者
喜
愛
薄
伽
丘
的
程
度
，
相
去
亦
不
遠
，
是
以

《十
日
談
》
不
僅
有
十
一
種
義
大
利
文
版

本
，
還
兩
度
譯
成
德
文
，
一
度
譯
成
法
文
與
西
班
牙
文
。

講
到
佩
脫
拉
克
的
《歌
集
γ
和
布
魯
尼
之
作
，
翻

印
、
邊
譯
的
次
數
，
同
樣
可
觀
。

以
宮
廷
為
背
景
的
情
詩
艷
詞
，
乃
至
於
勃
良
地
公
爵
宮
中
象
養
的
文
人
之
作
，
早
在
法
國
印
刷
術
發
展
之

初
，
即
蔚
為
其
特
色
。
十
五
世
紀
裡
’
《
玫
瑰
傳
奇
》
八
度
送
上
印
刷
機
，
其
人
氣
於
十
六
世
紀
仍
然
不
滅
。

勒
法
朗
克
的
《
護
花
使
者
γ
亦
於
此
間
付
梓
。
同
屬
宮
廷
文
學
的
創
作
，
尚
包
括
米
修
爾
的
《
宮
儀
廷
規

γ

相
傳
為
勒
內
一
世
所
作
的
《
宮
闕
禁
語
γ
達
刺
的
《
美
露
希
妮
γ
以
及
《魔
鬼
之
審
》
﹔
此
外
當
然
還
有
德

皮
桑
跟
夏
提
埃
的
大
作
。
到
一
五

0
0
年
前
後
，
梅
斯
基
諾
的
《
王
子
的
透
鏡
》
、
格
林
哥
爾
的
《
農
忙
之

德
γ
維
雍
的
《遺
囑
詩
》
與
尚
﹒

米
樹
的

《耶
穌
受
難
之
謎
Y
盡
皆
進
入
它
們
最
暢
銷
的
時
期
。

在
這
些
作
品
裡
，
有
些
似
乎
只
付
印
一
到
兩
次
﹔
其
中
需
求
量
最
大
者
，
當
推
《
玫
瑰
傳
奇
Y

《
魔
鬼

之
審
γ

《
宮
闕
禁
語
γ
與
夏
蒂
埃
、
格
林
哥
爾
、
梅
斯
基
諾
、
維
雍
之
作
。
很
快
地
，
又
有
另
一
類
的
創

作
，
以
印
刷
書
的
型
態
問
世
﹔
它
們
早
就
廣
獲
喜
愛
，
熱
門
的
程
度
至
此
仍
未
式
微
。
此
類
騎
士
傳
奇
當
中
，

又
以
歌
頌
中
世
紀
英
雄
功
業
、
多
少
帶
些
誇
大
的
故
事
，
聲
名
最
著
。
《
榮
勳
記
》
即
為
一
例
﹔
此
書
有
時
題

為
《
查
理
曼
征
討
記
γ
以
法
文
付
梓
十
三
次
，
義
大
利
文
兩
次
。
《
戈
德
弗
拉
公
爵
其
人
其
事
》
以
法
文
印

刷
一
次
，
英
文
一
次
，
德
文
一
次
，
法
蘭
德
斯
文
兩
次
。
其
他
如
《
梅
林
γ

《
普
羅
旺
斯
的
皮
耶γ

《
魔
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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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伯
爾
》
、
《
蘭
斯
洛
傳
奇
》
、
《
特
力
斯
坦
》
等
，
皆
此
之
屬
。
另
外
，
關
於
特
洛
伊
的
各
種
歷
史
故
事
（
其

中
特
別
暢
銷
的
則
是
《
特
洛
伊
淪
亡
錄
》
）
，
亦
多
不
勝
數
﹔
它
們
雖
是
由
拉
T
文
作
品
改
編
、
轉
譯
而
來
，
實

則
應
與
傳
奇
歸
於
同
類
。
成
書
較
晚
的
《
史
潮
》
等
其
他
作
品
，
其
理
亦
同
。

當
時
的
閱
讀
大
眾
，
對
於
道
德
短
文
與
勸
人
向
善
的
故
事
，
也
有
極
高
的
興
趣
。
但
在
純
粹
的
勵
德
小
語

之
外
，
蒐
羅
宮
廷
趣
談
的
《
奇
聞
百
篇
》
等
書
，
則
以
淫
誰
笑
料
為
賣
點
。
哥
德
風
小
冊
（
以
黑
體
字
印
成
的

小
開
本
）
在
十
六
世
紀
享
有
最
廣
大
的
讀
者
群
﹔
此
種
小
本
書
的
前
身
，
即
發
韌
於
此
峙
。
時
至
今
日
，
它
們

幾
乎
絕
跡
，
仍
然
陳
列
於
圖
書
館
珍
貴
藏
書
區
的
也
剩
不
到
幾
本
，
更
鮮
少
為
人
所
提
及
、
引
述
。
然
而
在
歷

史
上
，
它
們
似
乎
一
度
以
龐
大
的
數
量
，
占
據
書
商
的
攤
位
。
舉
例
來
說
，
婚
姻
的
苦
與
樂
，
自
古
即
是
寫
作

題
材
，
在
當
時
更
有
人
以
各
種
不
同
的
角
度
詮
釋
之
。
《
婚
姻
妙
趣
十
五
篇

γ

相
傳
為
十
五
世
紀
德
拉
薩
勒

所
作
，
而
《
新
婦
訓
》
與
其
他
許
多
題
為
《
新
婚
守
則
》
的
不
同
作
品
，
亦
屬
此
類
﹔
書
中
各
種
正
經
八
百
的

忠
告
之
多
，
甚
至
超
出
書
名
給
人
的
預
期
。
這
些
作
品
的
訴
求
對
象
，
其
實
也
就
是
那
些
會
向
叫
賣
書
販
購
買

阿
雷
克
塞
《
世
界
之
懶
Y

《
帕
舍
林
鬧
劇
γ
各
種
版
本
的
《
死
亡
藝
術
》
與
其
他
小
書
的
讀
者
。
前
述
種
種

書
籍
，
連
同
牧
民
曆
、
一
般
曆
書
，
以
及
用
以
裝
飾
牆
面
的
通
俗
詩
掛
圖
等
，
想
必
曾
經
在
十
五
世
紀
開
始
之

後
，
成
為
印
刷
品
的
大
宗
（
尤
其
是
在
日
耳
曼
地
區
）
訓
，
奈
何
遺
留
迄
令
者
，
已
寥
寥
無
幾
。

誠
然
，
所
謂
的
實
證
科
學
，
在
當
時
尚
未
萌
芽
？
但
堪
稱
科
學
類
著
作
的
書
籍
，
產
量
業
已
相
當
可

觀
，
約
在
三
千
種
之
譜
，
相
當
於
著
述
總
數
的
十
分
之
一
。
中
世
紀
的
大
部
頭
總
輯
，
乃
是
其
中
最
常
印
製
成

書
的
一
種
，
其
內
容
理
應
涵
蓋
當
時
所
有
的
知
識
科
目
，
與
後
世
的
百
科
全
書
有
著
異
曲
同
工
之
妙
。
《
俗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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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鏡
》
便
是
印
刷
興
起
之
後
的
半
世
紀
裡
，
此
類
書
籍
大
行
其
道
的
見
證
。
其
內
文
計
有
四
部
，
分
別
名
為
法

理
之
鏡
、
歷
史
之
鏡
、
自
然
之
鏡
與
道
德
之
鏡
。
前
三
部
係
由
兩
百
多
年
前
三
二
六
四
年
）
已
經
作
古
的
道

明
會
士
德
博
韋
所
作
﹔
他
曾
擔
任
太
傅
，
教
導
路
易
九
世
的
子
女
。
而
在
自
然
現
象
的
領
域
裡
’
十
三
世
紀
時

候
編
築
的
書
籍
，
仍
為
後
世
反
覆
研
讀
，
其
中
又
以
德
克
雷
臣
的
《
論
事
物
之
性
質

γ
定
期
翻
印
成
各
種
語

文
，
最
是
著
名
。
這
些
選
集
與
套
書
，
替
讀
者
省
去
了
尋
覓
、
翻
查
原
典
的
麻
煩
，
也
因
為
方
便
，
成
為
經
常

使
用
的
參
考
書
﹔
一
如
當
時
的
神
學
家
，
常
將
疑
難
訴
諸
字
典
、
詞
書
、
摘
耍
，
查
閱
原
文
的
反
倒
不
多
見
。

至
於
所
有
古
代
的
科
學
先
驅
與
數
學
巨
壁
裡
’
最
後
仍
以
亞
里
斯

多
德
、
歐
幾
里
德
、
老
普
林
尼
、
托
勒
密
，

以
及
最
受
景
仰
的
阿
拉
伯
科
學
家
阿
維
森
納
等
人
的
作
品
，
出
版
頻

率
最
高
。

這
些
大
師
當
然
不
會
是
多
數
讀
者
直
接
神
交
的
對
象
。

即
便
是
鑽
研
神
學
的
人
，
也
不
常
援
引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原
著
，
寧
可
研
究
《
亞
氏
正
義
γ
或
是
一
部
名
叫
《
祕
中
祕
》
的
藥
方
合
輯
﹔
後
者
早
就
以
手
抄
本
的

形
式
廣
泛
流
通
，
而
後
並
數
度
印
製
成
書
，
但
當
時
的
人
經
常
誤
信
此
書
為
亞
里
斯
多
德
或
十
三
世
紀
大
阿
爾

伯
國
斯
的
傑
作
。
這
些
書
受
到
的
歡
迎
跟
肯
定
，
竟
超
過
今
天
所
公
認
的
真
正
科
學
論
著
。

此
外
，
當
代
科
學
著
述
，
逕
印
成
書
的
自
然
也
不
少
。
此
類
新
近
創
作
，
古
科
學
類
搖
籃
本
總
數
的
百
分

之
五
十
七
左
右
，
其
中
兩
百
五
十
五
種
以
義
大
利
文
寫
成
，
德
文
一
百
二
十
四
種
，
法
文
四
十
六
種
，
西
班
牙

文
四
十
四
種
，
來
自
低
地
諸
國
者
二
十
六
種
，
英
格
蘭
或
蘇
格
蘭
也
有
三
十
一
種
。
偏
偏
在
某
些
地
方
，
由
於

各
種
著
作
尚
未
歷
經
時
間
的
考
驗
與
篩
選
，
不
值
一
讀
卻
仍
舊
出
版
的
書
籍
，
所
占
比
例
更
高
。
年
復
一
年
，

愈
來
愈
多
的
科
學
類
著
作
打
印
成
書
，
奈
何
多
數
的
課
題
均
欠
缺
長
期
研
究
的
價
值
。
許
多
「
科
學
家
」
所
嚮

往
的
，
不
過
是
在
占
星
學
的
實
務
領
域
中
，
留
下
作
品
傳
世
。
馬
可
波
羅
的
《
遊
記γ
雖
是
中
世
紀
最
出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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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地
理
作
品
，
但
截
至
一
五
0
0
年
為
止
，
卻
只
被
人
翻
印
四
次
﹔
思
及
當
時
讀
者
大
眾
的
品
味
，
這
點
也
就

不
令
人
訝
異
了
，
畢
竟
《
曼
德
威
爾
爵
士
遊
記
》
裡
光
怪
陸
離
的
故
事
，
相
較
之
下
更
富
趣
味
。
是
以
用
我
們

的
眼
光
來
看
，
至
關
重
要
的
客
觀
知
識
，
在
當
時
是
全
然
缺
席
的
﹔
話
又
說
回
來
，
世
事
的
常
態
不
也
如
此
？

同
理
，
出
版
於
當
時
的
數
學
著
作
，
有
著
同
樣
的
情
況
，
亦
不
致
令
我
輩
意
外
。
這
類
著
作
不
僅
很
早
就
印
刷

成
書
，
其
次
數
也
頗
頻
繁.. 
第
一
本
首
見
於
一
四
七
八
年
的
特
雷
維
索
，
而
一
四
八
四
年
的
威
尼
斯
、
一
四
八

二
年
的
巴
塞
隆
納
，
亦
有
新
印
書
問
世
。
反
倒
是
十
五
世
紀
後
半
最
具
原
創
性
的
算
數
、
代
數
專
論
，
即
丘
凱

的
《
數
學
三
篇
》
’
完
成
時
間
雖
晚
（
一
四
八
四
年
）
，
竟
只
見
手
抄
本
。
尤
有
甚
者
，
知
名
的
雷
喬
蒙
塔
努

斯
，
身
兼
數
學
家
與
天
文
學
家
，
是
當
時
探
討
相
關
課
題
的
頂
尖
學
者
，
更
有
金
主
贊
助
他
印
刷
機
來
打
印
作

品
，
然
其
著
作
終
究
只
有
少
數
印
成
書
，
且
付
印
的
幾
部
大
都
在
他
死
後
才
出
版
。
他
的
《
論
三
角
學
》
乃
是

西
方
第
一
部
闡
述
平
面
三
角
與
球
面
三
角
的
專
書
，
卻
要
到
一
五
三
三
年
才
印
製
出
來
。

簡
言
之
，
在
一
開
始
的
時
候
，
印
刷
術
對
於
科
學
理
論
的
發
展
，
彷
彿
沒
有
太
大
貢
獻
，
倒
是
世
人
對
工

藝
技
術
的
重
視
，
印
刷
似
乎
可
以
居
功
。
實
用
技
術
著
作
，
印
製
成
書
較
早
，
例
如
亞
伯
蒂
的
《
建
築
十
書
》

印
於
一
四
八
五
年
，
德
克
雷
臣
的
《
農
產
論
》
印
於
一
四
八
六
年
﹔
至
於
由
里
米
尼
的
決
園
里
歐
所
著
的
《
機

器
論
》
在
一
四
七
二
年
初
印
之
後
，
又
在
一
四
八
二
血
二
四
八
三
年
的
維
洛
納
、
一
四
八
三
年
的
波
陸
納
，
以

及
一
四
九
三
年
的
威
尼
斯
，
獲
得
翻
印
。
在
那
個
時
候
，
許
多
領
域
的
工
藝
技
術
，
都
有
不
少
進
展
，
儼
然
一

片
新
氣
象
，
且
早
在
十
五
世
紀
前
半
，
即
已
有
跡
可
循
。
若
說
印
刷
術
是
眾
多
技
術
裡
最
可
觀
的
一
樣
，
並
不

為
過
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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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
術
問
世
的
最
初
五
十
年
，
印
刷
書
的
主
要
類
型
，
大
揖
如
斯
。
單
就
前
述
的
既
有
進
展
來
看
，
我
們

該
對
這
種
嶄
新
文
本
複
製
技
術
的
成
果
，
做
出
何
種
定
論
？

以
上
種
種
足
以
證
明
，
印
刷
肇
始
之
初
，
並
未
帶
來
驟
然
或
徹
底
的
轉
變
，
至
少
就
一
般
性
的
特
徵
而

言
，
當
時
的
文
化
開
始
時
幾
乎
未
受
影
響
。
然
而
，
成
千
上
萬
的
中
世
紀
手
抄
本
，
不
可
能
全
部
印
製
成
書
，

固
定
以
筒
中
的
取
捨
，
很
快
就
變
成
了
當
務
之
急
。
一
如
前
述
，
書
商
的
主
要
考
量
既
然
在
於
獲
利
與
暢
銷
，
當

然
會
把
當
時
最
多
人
感
興
趣
的
著
作
，
優
先
列
入
考
慮
。
這
也
就
是
說
，
印
刷
術
的
問
世
，
其
實
可
以
看
成
人

類
邁
向
大
宗
消
費
與
標
準
化
的
現
代
社
會
之
前
二
度
歷
經
的
階
段
。

決
定
哪
些
作
品
值
得
一
印
，
係
以
十
五
世
紀
的
良
竄
標
準
行
之
，
判
定
為
過
時
之
作
的
，
則
就
此
亡
候
。

最
先
銷
聲
匿
跡
的
，
乃
是
問
世
於
《
俗
世
之
鏡
》
之
前
的
知
識
總
彙
，
以
及
成
書
於
十
三
世
紀
全
面
編
審
之

前
，
仍
成
遺
珠
的
許
多
神
學
作
品
。
另
有
一
些
文
學
類
別
，
隨
著
印
刷
誕
生
而
宣
告
死
亡
，
例
如
中
世
紀
流
浪

書
生
的
但
誰
拉
丁
詩
。
今
日
碩
果
僅
存
的
幾
首
僅
誰
詩
，
靠
印
刷
而
流
傳
下
來
的
極
少
，
且
多
半
是
為
了
湊
滿

書
末
的
幾
頁
空
白
，
才
打
印
上
去
的
，
可
以
說
是
偶
然
倖
存
。

相
反
地
，
遭
人
長
期
遺
忘
的
若
平
作
品
，
也
因
為
再
度
得
到
十
五
世
紀
讚
者
的
青
睞
，
藉
著
印
刷
重
獲
新

生
一
划
。
義
大
利
人
文
主
義
者
窮
百
餘
年
時
間
，
有
系
統
地
從
古
代
手
抄
本
中
搶
救
出
的
希
臘
羅
馬
典
籍
（
後
文

將
探
討
它
們
風
行
於
十
六
世
紀
的
情
況
）
，
只
是
其
中
一
部
分
。
在
十
五
世
紀
人
的
眼
中
，
與
當
時
生
活
仍
有

關
聯
，
或
實
用
價
值
歷
久
彌
新
的
一
些
中
世
紀
著
述
，
同
樣
開
展
了
第
二
春
。
就
這
樣
，
部
分
基
督
教
詩
人
的

拉
丁
文
創
作
，
因
應
當
時
的
需
要
，
得
以
風
華
再
現
︱
︱
倒
是
里
耳
的
阿
蘭
所
著
的
詩
集
《
反
克
勞
狄
安γ

以
及
里
加
的
彼
得
所
作
的
《
曙
光
女
神
γ
縱
有
許
多
手
抄
本
流
通
於
市
，
終
為
印
刷
商
所
忽
略
。
更
有
一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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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二
、
十
三
世
紀
的
神
祕
主
義
作
品
，
在
戴
塔
普
勒
等
人
的
努
力
下
，
硬
是
從
失
傳
的
邊
緣
給
赦
了
回
來
。
最

後
，
決
定
哪
些
印
刷
成
品
得
以
存
績
的
，
則
是
歲
月
本
身
。
一
五
－
0
年
之
後
，
再
也
沒
被
翻
印
過
的
印
刷

書
，
為
數
頗
眾
。
反
過
來
看
，
也
有
許
多
馳
名
於
現
代
的
古
早
著
作
，
不
僅
未
能
在
一
四
五

O
到
一
五
0
0
年

間
印
製
成
書
，
還
被
當
時
人
視
為
不
合
時
宜
。
它
們
當
中
運
氣
好
的
，
偶
然
為
十
六
世
紀
的
人
文
主
義
者
，
或

十
七
、
十
八
世
紀
一
些
較
博
學
的
本
篤
會
修
士
發
現
，
重
見
天
日
﹔
比
較
不
濟
的
，
就
只
能
等
到
十
九
、
二
十

世
紀
發
韌
的
現
代
文
獻
學
來
拯
救
它
們
了
。
佩
脫
拉
克
曾
經
提
及
的
《
埃
羅
伊
姿
暨
阿
伯
拉
雷
書
信
集

Y
直

到
三
八
一
六
年
才
付
印
，
即
屬
此
類
一
度
快
失
的
傑
出
作
品
。
這
種
「
中
興
之
作
」
還
包
括
九
世
紀
艾
利
基
納

大
多
數
的
作
品
、
十
三
世
紀
員
根
的
作
品
、
十
一
世
紀
德
菲
利
耶
與
熱
員
爾
的
書
信
、
聖
加
侖
的
埃
克
哈
德
的

回
憶
錄
，
以
及
蒂
爾
伯
里
的
杰
爾
衛
、
帕
里
、
馬
姆
斯
伯
里
的
威
廉
所
寫
的
編
年
史
與
其
他
史
書
。
至
於
拉
瓦

T
的
希
德
伯
之
作
，
與
《
羅
蘭
之
歌
γ
亦
是
典
型
例
子
。
這
也
就
是
說
，
孰
存
孰
廢
的
選
擇
，
起
初
確
是
由

十
五
世
紀
的
人
，
憑
藉
十
五
世
紀
的
品
味
與
輕
重
緩
急
，
抽
板
定
案
。

雖
然
說
，
當
時
印
刷
鋪
選
擇
所
印
之
書
的
標
準
，
不
能
隨
便
用
「
人
文
主
義
」
一
詞
形
容
之
，
卻
不
代
表

它
們
對
人
文
主
義
運
動
是
沒
有
貢
獻
的
。
事
實
擺
在
眼
前
：
以
羅
馬
體
活
字
印
製
的
古
代
經
典
著
作
，
品
質
良

好
且
供
應
充
足
，
產
自
義
大
利
印
刷
鋪
者
尤
然
。
書
籍
交
易
的
組
織
，
業
已
相
當
健
全
，
能
將
這
些
印
刷
成
品

銷
往
歐
洲
各
地
。
阿
爾
都
斯
的
時
代
即
將
到
來
，
而
後
不
久
又
會
有
來
，
自
法
國
的
幾
位
同
業
與
之
競
爭
。
也
就

在
這
個
時
候
，
印
刷
事
業
艱
苦
的
本
質
，
迫
使
印
刷
商
（
並
連
帶
促
使
讀
者
）
修
正
了
前
人
遺
留
的
既
有
觀

念
。
為
了
確
保
即
將
付
印
的
書
籍
，
在
排
版
組
字
上
精
確
無
誤
，
並
尋
訪
最
真
參
考
價
值
的
手
抄
本
做
為
原

稿
，
文
獻
、
古
語
的
相
關
研
究
，
遂
在
這
些
需
求
的
刺
激
下
勃
興
。
更
重
要
的
是
，
中
世
紀
的
作
家
發
表
著

: 
.
. 
!

-zil

--
j

i
f.
s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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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並
不
喜
歡
具
名
，
如
此
印
刷
商
便
不
得
不
考
誰
（
或
遺
人
查
證
）
，
所
印
之
書
的
作
者
，
身
分
究
竟
為

何
﹔
未
經
考
證
而
胡
謂
瞎
掰
者
，
姑
且
不
論
。
許
多
十
五
世
紀
裡
’
按
中
世
紀
手
抄
本
逐
字
印
製
的
書
籍
，
作

者
仍
然
不
詳
，
或
牽
強
附
會
﹔
不
過
，
此
種
普
遍
情
況
很
快
地
就
改
變
了
。
當
時
的
作
家
，
對
個
人
的
名
聲
頗

有
自
覺
，
著
作
一
旦
付
梓
’
數
以
百
千
計
的
印
刷
本
，
都
會
附
上
自
己
的
大
名
。
名
聲
遂
成
為
新
的
原
動
力
，

象
徵
著
創
作
者
署
名
、
著
作
權
抬
頭
的
新
時
代
，
巴
翩
然
降
臨
。
於
是
，
為
持
續
增
加
的
讀
者
而
撰
寫
的
新

書
，
如
雨
後
春
筍
般
湧
出
，
中
世
紀
的
慣
例
與
遺
風
，
便
在
時
代
的
洪
流
裡
滅
頂
。

一
五O
O
到
一
五
－
0
年
間
，
印
刷
書
的
時
代
，
算
是
揭
開
了
序
幕
。
這
些
書
本
漸
漸
取
代
了
圖

書
館
裡

的
手
抄
本
，
使
之
屈
居
其
下
。
到
一
五
五
0
年
，
手
抄
本
幾
乎
無
人
問
津
，
只
剩
從
事
特
殊
研
究
的
學
者
還
在

沿
用
。欲

解
釋
這
種
革
命
何
以
如
此
風
行
草
值
，
就
必
須
重
提
首
批
印
刷
鋪
龐
大
且
迅
速
攀
升
的
產
能
。
一
如
前

文
所
述
二
五

0
0
年
之
前
問
世
、
如
今
有
案
可
考
的
印
刷
書
，
版
本
多
達
三
萬
到
三
萬
五
千
種
，
總
發
行
量

約
當
一
千
五
百
萬
到
兩
千
萬
冊
。
到
了
十
六
世
紀
，
規
模
則
是
不
減
反
增
。
此
處
謹
以
前
面
提
過
的
數
字
再
度

舉
證
：
出
版
於
十
六
世
紀
巴
黎
的
書
籍
，
超
過
兩
萬
五
千
種
，
里
昂
有
大
約
一
萬
三
千
種
，
在
德
國
約
有
四
萬

五
千
種
，
威
尼
斯
一
萬
五
干
種
，
低
地
諸
國
只
算
十
六
世
紀
前
半
就
超
過
四
干
兩
百
種
。
至
於
英
格
蘭
當
地
，

光
是
以
英
文
印
製
者
，
一
六
四
0
年
之
前
就
有
兩
萬
六
千
種
，
其
中
約
有
一
萬
種
為
十
六
世
紀
產
物
惱
。
據
此

二
、
人
文
主
義
與
印
刷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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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略
推
佑
，
則
一
五O
O
到
一
六
0
0
年
間
印
製
的
書
籍
，
應
有
十
五
萬
到
二
十
萬
種
的
不
同
版
本
。
為
了
計

算
方
便
，
我
們
假
設
單
版
的
平
均
印
刷
量
為
一
千
冊
﹔
這
麼
一
來
，
推
算
十
六
世
紀
裡
出
版
的

書
本
總
額
，
便

達
一
﹒
五
億
到
兩
億
冊
。
這
樣
的
推
計
還
嫌
保
守
，
可
能
低
估
了
實
際
數
字
。
當
然
，
較
之
於
二
十
世
紀
的
法

國
，
一
年
就
有
一
萬
五
千
種
書
籍
依
法
登
記
，
每
種
印
刷
五
千
到
一
萬
冊
（
小
冊
與
期
刊
尚
不
包
含
在
內
﹔
這

當
中
亦
有
動
輒
印
刷
五
十
萬
冊
者
）
，
十
六
世
紀
的
產
量
並
不
足
掛
齒
。
但
重
點
在
於
’
十
六
世
紀
出
產
的
印

刷
書
，
其
數
額
之
多
，
已
經
足
以
讓
所
有
識
字
的
人
，
都
有
饑
會
讀
到
害
。
十
六
世
紀
初
期
，
出
版
業
在
古
典

文
學
知
識
的
傳
布
上
，
扮
演
關
鍵
角
色
，
稍
後
並
成
為
宗
教
改
革
信
條
的
推
廣
主
力
﹔
它
也
促
成
了
方
言
的
固

定
、
確
立
，
刺
激
民
族
文
學
的
發
展
。

本
節
首
先
探
討
的
，
是
當
時
的
讀
者
？
倘
若
在
十
六
世
紀
裡
’
有
志
建
立
私
有
書
庫
的
人
士
逐
年
增

加
，
而
藏
書
的
規
模
也
穩
健
擴
張
，
那
也
不
足
為
怪
。
當
時
的
人
一
旦
亡
故
，
負
責
料
理
後
事
者
，
便
在
勸
募

者
面
前
草
擬
遺
產
清
單
，
其
中
也
包
括
書
籍
目
錄
。
這
些
目
錄
乃
是
認
識
苦
日
法
國
私
人
書
庫
的
寶
貴
資
料
，

對
研
究
富
椅
階
級
的
藏
書
，
助
益
尤
大
。

擁
有
私
人
書
庫
的
，
都
是
些
什
麼
人
？
在
我
們
獲
得
的
目
錄
裡
’
記
載
了
十
五
世
紀
晚
期
與
十
六
世
紀

裡
’
三
百
七
十
七
座
私
人
書
庫
的
情
況
，
其
中
一
百
零
五
座
歸
神
職
人
員
所
有
（
五
十
三
座
為
總
主
教
、
主

教
、
主
教
座
堂
司
鐸
、
修
道
院
長
等
教
會
要
人
資
產
，
十
八
座
為
大
學
師
生
所
用
，
三
十
五
座
隸
屬
教
區
司

鐸
）
。
此
外
，
法
律
工
作
者
所
擁
有
的
數
目
也
頗
多
三
百
二
十
六
座
）
，
其
中
二
十
五
人
為
君
王
法
院
或
其
他

上
訴
法
庭
成
員
，
六
人
任
職
於
地
方
政
府
，
四
十
五
人
為
出
庭
律
師
，
十
人
為
檢
察
官
，
公
證
人
則
有
十
五

位
。
其
間
，
歸
屬
法
界
人
士
的
書
庫
，
數
目
逐
年
增
加
，
與
神
職
人
員
擁
有
的
數
量
恰
成
對
比
﹔
這
倒
與
一
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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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一

四
八
O
︱
一
五

0
0
年

一
五
。
一
！
一
五
五
0
年

一
五
五
－
t
︱
一
六

0
0
年

隨
著
神
職
人
員
添
購
的
書
籍
日
益
減
少
，
其
在
出
版
市
場
的
重
要
性
也
相
對
下
降
﹔
至
於
社
會
地
位
與
日

偎
增
的
律
師
，
則
逐
漸
變
得
舉
足
輕
重
。
此
種
情
況
在
巴
黎
尤
然
，
因
為
政
府
機
關
與
上
訴
法
庭
群
眾
於
此
，

當
地
的
法
律
工
作
者
多
達
一
萬
人
，
對
書
商
來
說
，
更
是
動
見
觀
膽
的
大
客
戶
。
一
五

O
O
到
一
五
六
0
年

間
，
位
於
巴
黎
且
有
案
可
考
的
一
百
八
十
六
座
書
庫
，
由
法
律
工
作
者
與
朝
中
官
員
擁
有
者
超
過
一
百
零
九

座
，
只
有
二
十
九
座
的
主
人
是
神
職
人
員
。
至
於
軍
人
與
「
配
劍
貴
族
」
’
擁
有
書
庫
者
甚
少
（
三
百
七
十
七

座
中
僅
三
十
座
）.. 
倒
是
生
意
人
、
商
販
、
工
匠
等
，
雅
好
藏
書
的
還
不
少
，
有
些
收
藏
數
量
頗
大
，
令
人
琵

異
。
三
百
七
十
七
座
書
庫
裡
’
六
十
六
座
屬
於
雜
貨
商
、
織
布
匠
、
衣
吊
商
、
韓
皮
匠
、
食
材
商
、
乳
酪
商
、

叫
賣
販
、
鎖
匠
、
糕
餅
師
傅
、
剝
皮
匠
、
染
房
工
、
製
鞋
匠
、
製
車
匠
等
。
當
然
，
書
庫
規
模
不
一
，
彼
此
差

異
很
大
，
例
如
任
職
於
主
教
座
堂
的
德
奧
頓
即
擁
有
四
千
本
書
之
多
，
但
也
有
人
藏
書
不
過
寥
寥
數
卷
。
書
本

多
寡
姑
且
不
論
，
十
六
世
紀
的
書
庫
，
隨
年
代
的
推
移
而
規
模
漸
增
，
可
說
是
明
顯
的
趨
勢
。
現
今
所
知
的
最

早
書
庫
，
建
於
十
五
世
紀
末
，
書
籍
總
數
（
包
括
手
抄
本
）
亦
以
十
五
到
二
十
本
最
為
常
見
，
並
無
傲
人
之

的
預
期
相
符
，
如
以
下
所
示

七
十
一
座

五
十
四
座

法
律
工
作
者

一
座

二
十
四
座

六
十
座

二
十
一
座

神
職
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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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
但
是
到
了
一
五
二
九
年
，
巴
黎
某
位
富
商
過
世
時
，
留
下
的
藏
書
已
經
多
達
一
百
七
十
冊
。
一
五
二
五
年

以
降
，
數
額
龐
大
的
藏
書
，
開
始
出
現
在
法
界
人
士
與
朝
中
官
員
的
財
產
清
單
裡
﹔
曾
經
擔
任
君
王
法
院
訊
問

委
員
會
主
席
的
波
特
，
一
五
二
六
年
的
藏
書
量
為
三
百
零
九
冊
，
而
一
位
名
叫
德
梅
篤
拉
的
君
王
法
院
法
官
，

於
一
五
二
九
年
時
也
擁
有
兩
百
三
十
五
冊
藏
書
。

這
種
成
長
是
持
續
的
﹔
到
了
一
五
五0
年
，
擁
有
五
百
本
藏
書
的
法
官
，
已
是
司
空
見
慣
。
另
一
位
曾
任

君
王
法
院
訊
問
委
員
會
主
席
的
鮑
德
利
，
於
一
五
五0
年
的
藏
書
量
為
七
百
本
。
一
五
五
四
年
，
君
王
法
院
的

資
深
法
宮
里
才
，
則
坐
擁
五
百
一
十
三
本
書
。
從
此
以
後
，
幾
乎
找
不
到
一
位
君
王
法
院
成
員
、
地
方
行
政

官
，
甚
至
出
庭
律
師
，
手
中
沒
有
相
當
圖
書
收
藏
的
。
至
於
化
學
家
、
剃
頭
刀
手
術
師
（
中
世
紀
時
，
兼
做
簡

單
外
科
手
術
的
理
髮
師
）
、
檢
察
官
等
，
藏
書
豐
富
者
，
也
占
頗
大
比
例
。

擁
有
此
種
書
庫
的
人
，
當
然
不
會
是
書
商
唯
一
的
顧
客
群
。

十
六
世
紀
的
法
律
工
作
者
，
固
然
是
書
商
眼

中
的
衣
食
父
母
，
不
過
，
會
買
書
的
，
可
不
只
這
批
讀
書
人
與
些
許
商
人
、
工
匠
而
已
。
通
俗
書
刊
的
買
賣
，

始
終
都
存
在
﹔
月
曆
、
聖
徒
生
平
、
曆
書
、
時
辰
禱
書
等
，
大
量
販
售
給
更
廣
大
的
群
眾
。
書
商
霞
諾
便
專
做

這
種
大
眾
生
意
，
其
店
鋪
內
固
售
的
宗
教
類
小
冊
與
其
他
通
俗
讀
物
，
在
一
五
二
二
年
達
到
五
萬
多
本
。
一
五

二
八
年
時
，
書
商
陸
瓦
爾
庫
存
的
十
萬
零
兩
千
兩
百
八
十
五
本
時
辰
禱書
與
其
他
信
仰
類
書
冊
，
也
是
考
量
同

樣
的
市
場
而
進
貨
﹔
一
五
四
五
年
的
高
達
，
手
中
更
有
二
十
七
萬
一
千
九
百
三
十
九
本
類
似
的
書
刊
待
價
而

沾
切
。與

更
早
之
前
相
比
，
十
六
世
紀
前
段
所
生
產
的
各
類
書
籍
，
有
著
明
顯
的
消
長
。
此
時
的
宗
教
書
籍
仍
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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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五
二
五
年

一
五
二
八
年

一
五
四
九
年

時
間一

五
。
一
年

一
五
一
五
年

極
大
宗
，
且
印
製
而
成
的
實
際
數量
很
可
能
多
過
十
五
世
紀
，
只
是
隨
著書
籍
總
產
量
的
提
升
，
其
在
總
額
當

中
所
占
比
例
顯
著
下
滑
，
倒
是
愈
來
愈多的
古
典
著
述
膺
續
付
梓
’
令
人
印
象
深
刻
。
在
十
五
世
紀
的
史
特
拉

斯
堡
，
超
過
五
成
的
印
刷
書
屬
宗
教
類
，
而
古
代
經
典
成
書
者
不
到

一
成
。
一
五
O
O
至
一
五
二
0
年
間
，
拉

丁
或
希
臘
文
古
籍
，
以
及
當
代
人
文
主
義
者
的
作
品
，
古
印
刷
總
數
的
百
分
之
三
十
三
，
與
宗
教
相
關
的
書
刊

竟
降
為
百
分
之
二
十
七
划
。
在
巴
黎
，
演
變
的
步
伐
較
慢
，
但
持
續
進
行
著
，
如
以
下
所
列

m.. 

印
製
總
數

八
十
八
種

一
九
八
種

一
一
六
種

二
六
九
種

三
三
二
種

五
十
三
種

－
O
五
種

五
十
六
種

九
十
三
種

五
十
六
種

三
四
種

－O
四
種

宗
教
類
書
籍

古
典
暨
復
古
作
品

二
十
五
種

三
十
七
種

針
對
當
時
的
任
何
地
方
，
進
行
類
似
的
研
究
，
幾
乎
都
會
得
到
同
樣
結
果
。
也
由
於
這
個
階
段
正
是
後
人

所
稱
的
人
文
主
義
精
神
最
盛
的
年
代
，
如
此
情
勢
實
不
足
為
奇
。

在
義
大
利
，
尤
其
是
威
尼
斯
與
米
蘭
印
製
的
古
代
經
典
，
品
質
精
良
，
一
方
面
早
從
十
五
世
紀
起
，
便
令

那
些
尚
未
被
中
世
紀
遺
忘
的
遠
古
文
豪
更
享
盛
名
，
另
一
方
面
則
讓
部
分
讀
者
，
雖
然
僅
限
於
一
小
群
，
重
新

認
識
人
文
主
義
學
者
所
推
崇
的
其
他
古
代
作
家
。
這
正
是
爾
後
逐
漸
茁
壯
的
復
古
運
動
，
初
試
啼
聲
的
時
刻
。

五
十
七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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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此
十
五
、
十
六
世
紀
之
交
，
這
一
個
領
域
裡
穩
坐
第
一
把
交
椅
的
出
版
商
，
當
推
阿
爾
都
斯
﹔
他
所
出
版
的
古

文
著
作
，
種
類
繁
多
且
引
證
淵
博
，
更
以
便
攜
易
讀
的
小
開
本
發
行
。
也
因
為
他
事
業
有
成
，
巴

塞
爾
、
史
特

拉
斯
堡
、
巴
黎
等
地
，
隨
即
出
現
有
樣
學
樣
的
競
爭
者
。
前
面
的
章
節
，
已
經
大
略
敘
述
了
人
文
主
義
印
刷

商
，
奮
門
不
懈
、
終
告
勝
利
的
冗
長
歷
程
，
此
處
不
再
贅
言
，

但
這
些
人
文
主
義
出
版
社
的
部
分
成
就
，
有
必

要
在
此
重
提
。
在
大
約
一
五O
O
到
一
五
－
0
年
之
前
，
義
大
利
乃
是
人
文

主
義
印
刷
業
的
唯
一
核
心
。
義
大

利
以
外
，
復
古
進
展
的
第
一
步
，
則
是
史
特
拉
斯
蜜
的
舒
爾
與
尚
﹒
修
特
、
自
（
德
、
巴
黎
的
吉
伊
﹒
德
古
爾
蒙

等
人
所
出
版
的
小
開
本
書
籍
﹔
這
些
韻
文
係
由
安
送
里
尼、
小
買
羅
阿
都
、
曼
圖
阿
努
斯
等
流
浪
海
外
的
義
大

利
文
人
，
亦
或
他
們
的
門
生
，
仿
效
一
流
的
拉
丁
文
采
所
作
。
瓦
拉
的
《
拉
丁
詞
藻
γ
亦
於
此
時
獲
得
極
大

回
響
。
尤
其
重
要
的
是
，
傳
統
的
拉T
散
文
寫
作
入
門
，
經
過
員
德
、
伊
拉
斯
誤
斯
等
學
人
的
補
遺
、
校
訂
，

與
時
俱
進
，
更
有
一
些
新
撰
的
文
法
書
取
而
代
之
。
諸
如
德
波
提
瑞
大
獲
成
功
的
著
作
，
以
及
林
納
克
、
塔
迪

夫
的
作
品
，
與
馮
胡
騰
的
《
耕
韻
藝
術
》
、
裴
洛
托
的
《
拉
丁
文
法
入
門
》
’
皆
是
例
證
。
另
外
，
新
的
詞
典
開

始
出
現
，
其
中
包
括
卡
利
庇
諾
的
詞
典
，
與
裴
洛
托
的
《
羊角
成
且
宴》
﹔
此
後
沒
有
多
久
，
侯
員
﹒
埃
蒂
安
納

的
《
拉
T
語
典
》
問
世
，
更
為
後
世
長
期
援
用
。

閱
讀
古
希
臘
羅
馬
經
典
的
人
口
，
在
此
期
間
穩
定
成
長
。
至
於
那
些
十
五
世
紀
即
不
乏
讀
者
的
作
品
，
則

更
廣
為
人
知
。
泰
倫
斯
著
作
受
歡
迎
的
程
度
，
持
續
上
揚
，
便
是
一
例
﹔
其
中
，
由
徐
恩
諾
與
頁
德
編
輯
，
特

雷
瑟
爾
於

一
四
九三
年
於
里
昂
出
版
的
版
本
，
在
不
到
二
十
五
年
的
時
間
裡
，
也
就
是
一
五

一
七
年
之
前
，
即

再
版
三
十
一
次
。
維
吉
爾
的
各
種
著
作
，
十
五
世
紀
裡
即
付
印
一
百
六
十
一
次
，
在
十
六
世
紀
裡
更
又
付
印
了

兩
百
六
十
三
次
﹔
這
還
不
包
括
難
以
計
數
的
各
種
譯
本
（
爾
後
的
譯
本
數
目
更
多
）
。
所
有
主
要
的
拉
丁
文
學



335 第八章 印刷書：變革的推手

著
作
，
慢
慢
變
成
隨
處
可
見
的
普
遍
讀
物
。
一
五0
0
年
以
前
，
塔
西
國
斯
作
品
的
出
版
次
數
寥
寥
可
數
，
此

時
也
出
現
數
十
種
印
刷
版
本
。
一
五
二
六
到
一
五
五
0
年
間
，
巴
黎
地
區
尋
常
百
姓
的
藏
書
，
大
都
包
含
幾
部

公
認
的
拉
T
文
學
必
讀
之
作
，
足
見
這
些
遠
古
作
家
的
讀
者
群
確
實
廣
大
﹔
特
別
符
合
當
時
喜
好
的
，
係
卡
圖

盧
斯
、
提
布
盧
斯
、
普
洛
佩
提
鳥
等
拉
丁
哀
詩
的
作
者
。
諷
刺
詩
當
中
，
出
自
賀
拉
斯
與
佩
爾
西
烏
斯
手
筆

的
，
最
受
當
時
讀
者
肯
定
，
後
者
尤
然
﹔
貝
德
曾
在
一
四
九
九
年
發
行
佩
爾
西
烏
斯
的
詩
集
，
結
果
在
一
五
一

六
年
之
前
十
五
度
再
版
。
歷
史
學
方
面
，
不
僅
薩
盧
斯
特
、
李
維
、
蘇
埃
托
尼
烏
斯
、
凱
薩
的
論
著
長
期
暢

銷
，
馬
克
希
穆
的
作
品
，
需
求
更
是
特
別
龐
大
。

在
古
拉
丁
文
作
家
成
為
書
市
新
繩
之
後
，
對
古
希
臘
文
學
的
需
求
，
旋
即
興
起
、
茁
壯
。
這
方
面
亦
以
阿

爾
都
斯
為
引
領
風
潮
的
主
要
人
物
。
既
有
風
氣
如
此
，
鑄
造
合
用
的
希
臘
文
活
字
，
自
然
成
為
印
刷
商
在
技
術

上
的
新
挑
戰
。
偏
偏
希
臘
文
的
氣
音
、
重
音
符
號
，
必
須
與
字
母
鑄
刻
在
同
一
粒
活
字
上
，
才
能
確
保
印
刷
效

果.. 
這
就
使
得
希
臘
文
的
特
殊
字
樣
遠
多
於
拉
T
文
，
憑
添
難
度
。

印
刷
書
於
內
文
引
進
希
臘
文
呦
，
係
一
漸
進
的
過
程
，
初
期
出
現
在
古
人
語
旬
的
引
述
中
，
這
在
西
塞
羅

的
作
品
裡
尤
多
。
多
數
印
刷
商
起
先
的
做
法
，
是
把
這
些
句
子
改
寫
成
拉

T
文
，
或
在
打
印
時
留
白
，
印
畢
再

以
手
寫
補
上
希
臘
文
。
一
四
六
五
年
開
始
二
些
勇
於
嘗
試
的
印
刷
商
，
試
著
鑄
刻
少
許
的
希
臘
文
字
母
﹔
它

們
不
僅
模
樣
原
始
，
有
時
連
氣
音
、
重
音
符
號
都
省
略
。
至
於
缺
漏
字
母
，
他
們
多
半
以
形
狀
差
異
不
大
的
拉

T
文
字
樣
補
上
，
湊
成
一
整
套
希
臘
字
，
例
如
以A
頂
替
大
寫
的
α

，
以
c
代
表
σ

或
C

等
。
蘇
比
亞
科
的
史

威
罕
與
福
拿
茲
在
一
四
六
五
年
十
月
三
十
日
發
行
的
拉
克
坦
提
鳥
斯
作
品
裡
’
以
及
修
埃
佛
在
一
四
六
五
年
發

行
的
西
塞
羅
《
論
職
責
》
裡
’
率
先
採
用
此
種
權
宜
做
法
，
隨
後
為
許
多
義
大
利
印
刷
商
仿
效
之
。
在
羅
馬
，

’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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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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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
恩
與
德
利
尼
亞
明
於
一
四
七0
年
印
製
的
書
籍
，
內
文
的
引
句
也
出
現
希
臘
字
母
。
一
四
七
一
年
，
開
業
於

米
蘭
的
查
洛
提
，
與
開
業
於
威
尼
斯
的
施
派
爾
的
溫
德
林
，
亦
如
法
炮
製
。
此
後
二
四
七
四年
的
費
拉
拿
，

和
一
四
七
六
年
的
特
雷
維
索
、
維
琴
察
等
地
，
也
陸
續
出
現
這
樣
的
書
籍
。
另
外
更
有
好
幾
位
義
大
利
印
刷

商
，
從
一
四
七
四
年
開
始
，
便
試
著
以
希
臘
文
打
印
整
本
書
，
或
令
書
中
文
走
兩
欄
，
一
欄
是
希
臘
原
文
，
另

一
欄
為
拉
T
譯
文
，
兩
相
對
照
。
布
雷
西
亞
的
佛
朗
都
斯
，
即
在
大
約
一
四
七
四
年
，
以
希
臘
文
與
拉
T
文
印

製
《
蛙
鼠
之
戰
》
。
一
四
七
六
年
起
，
則
有
帕
拉
維
希
努
、
阿
庫
爾
蘇
，
以
及
後
來
的
辛
臣
斯
勒
，
開
始
或
已

經
在
米
蘭
印
製
希
臘
文
作
品
﹔
此
後
，
希
臘
書
便
在
義
大
利
的
部
分
城
鎮
持
續
出
版
，
尤
其
是
佛
羅
倫
斯

、
威

尼
斯
與
米
蘭
。
十
五
世
紀
末
，
義
大
利
境
外
亦
見
希
臘
文
書
籍
。

德
國
與
法
國
的
印
刷
商
，
循
義
大
利
同
業
之
前
例
，
先
是
鑄
刻
了
少
許
的
希
臘
文
字
，
用
以
打
印
引
語
。

阿
默
巴
赫
並
於
一
四
八
六
年
，
在
巴
塞
爾
出
版
菲
萊
爾
福
的
書
信
，
當
中
引
用
的
不
少
語
旬
，
以
希
臘
原
文
印

出
。
依
樣
畫
葫
蘆
的
，
包
括
了
戴
芬
特
爾
的
帕
夫
洛
特
跟
布
雷
達
的
傑
克
，
時
間
分
別
為
一
四
八
八
年
與
一
四

九
六
年
。
柯
員
格
於
一
四
九
二
年
出
版
的
維
吉
爾
詩
集
，
注
腳
裡
也
有
若
平
希
臘
文
引
言
。一
四
九
二
年
起
，

里
昂
印
製
的
書
本
裡
開
始
出
現
希
臘
文
（
特
晶
晶
瑟
爾
首
開
風
氣
之
先
）
﹔
一
四
九
四
年
起
，
巴
黎
印
製
的
書
本

也
加
入
此
一
行
列
（
戈
林
與
倫
堡
德
在
當
地
拔
得
頭
籌
）
。
話
雖
如
此
，
全
本
皆
以
希
臘
文
印
刷
的
書
籍
，
似

乎
要
等
到
一
五
二
0
年
代
開
始
，
方
才
出
現
於
義
大
利
以
外
的
地
方
。
吉
伊
﹒
德
古
爾
蒙
嘗
在
堤
薩
爾
的
指
點

下
，
於
一
五
O
七
年
的
巴
黎
，
把
字
母
與
氣
音
、
重
音
符
號
分
開
，
鑄
出
一
整
套
希
臘
活
字
﹔
翻
印
阿
爾
都
斯

版
的
式
奧
克
里
托
斯
作
品
時
，
這
副
活
字
便
在
些
許
段
落
派
上
用
場
。
到
了
一
五
一
二
年
，
德
古
爾
蒙
再
接
再

厲
，
完
成
另
一
套
字
母
與
氣
音
、
重
音
符
號
鑄
在
同
顆
字
粒
上
的
希
臘
活
字
。
約
莫
同
時
，
勞
顧
能
堡
先
是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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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五
二
年
的
威
登
堡
，
將
《
希
臘
文
法
入
門
》
的
部
分
內
容
以
希
臘
原
文
印
出
，
而
後
又
在
一
五
三
二
年
，

推
出
附
有
挂
T
譯
文
的
《
蛙
鼠
之
戰
》
。
在
那
之
後
進
展
轉
趨
迅
速
，
早
年
印
刷
匠
所
使
用
的
原
始
希
臘
活

字
，
遂
汰
換
成
字
體
較
為
優
雅
的
活
字
。
在
一
五

一
四
至
一
五
一
七
年
間
，
為
了
打
印
樞
機
主
教
席
梅
內
茲
所

需
的
多
語
版
《
新
約
》
與
《
聖
經
全
畫
忌
，
匠
人
也
特
別
鑄
製
一
套
希
臘
活
字
。

此
外
，
許
多
大
出
版
商
察
覺
，
在
當
時
的
市
面
上
，
已
有
極
多
不
同
版
本
的
古
典
拉
丁
文
作
品
問
世
，
故

轉
而
承
攬
希
臘
文
作
品
的
出
版
事
宜
。
各
種
希
臘
新
體
活
字
，
在
許
多
城
鎮
嶄
露
頭
角
，
且
多
以
阿
爾
都
斯
字

體
為
模
仿
對
象
。
我
們
發
現
，
舉
凡
紐
倫
堡
的
采
爾
蒂
斯
，
史
特
拉
斯
堡
的
舒
爾
，
奧
格
斯
堡
的
米
勒
，
萊
比

錫
的
舒
曼
，
科
陸
的
瑟
威
柯
努
、
梭
特
爾
、
琴
尼
赫
，
乃
至
於
先
後
在
佛
茲
罕
、
圓
賓
根
與
阿
格
諾
開
業
的
安

斯
罕
，
都
使
用
過
這
類
活
字
。
地
位
格
外
重
要
的
，
則
是
巴
塞
爾
的
富
羅
本
﹔
他
曾
將
希
臘
活
字
賣
給
法
國

（
巴
黎
與
里
昂
）
和
德
國
的
印
刷
商
。
法
王
法
蘭
西
斯
一
世
，
於
一
五
四
一
至
一
五
五
0
年
間
，
亟
欲
帶
動
巴

黎
研
究
希
臘
古
文
的
風
氣
，
遂
命
加
拉
蒙
仿
效
克
里
特
島
書
法
家
維
吉
圖
斯
的
筆
跡
，
鑄
刻
知
名
的
御
用
希
臘

體
活
字
，
更
使
印
刷
商
推
動
下
的
希
臘
活
字
發
展
，
達
到
高
峰
。
埃
蒂
安
納
家
族
，
以
及
許
多
的
巴
黎
印
刷

商
，
日
後
都
曾
使
用
這
種
字
體
。

以
上
簡
短
敘
述
，
當
使
我
們
明
白
希
臘
語
文
相
關
知
識
的
傳
播
過
程
，
也
認
識
7
古
典
希
臘
著
作
的
原
文

書
市
場
是
如
何
一
點
一
滴
建
立
起
來
的
。
前
面
已
經
提
過
，
阿
爾
都
斯
的
做
法
，
是
先
行
出
版
文
法
書
與
入
門

教
範
，
為
讀
者
奠
定
研
習
希
臘
文
的
基
礎
，
而
後
再
遂
行
更
大
規
模
的
出
版
計
畫
﹔
至
於
巴
黎
的
吉
伊
﹒
德
古

爾
蒙
，
與
史
特
拉
斯
堡
的
舒
爾
，
做
法
大
致
雷
同
，
只
是
採
用
的
字
體
更
加
原
始
些
。
當
時
人
的
希
臘
文
知
識

得
以
增
長
，
都
得
歸
功
於
這
種
按
部
就
班
的
措
施
。
在
一
五
二
五
年
之
後
，
義
大
利
以
外
的
地
方
，
簡
直
掀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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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研
讀
希
臘
文
的
狂
潮
。
牛
津
與
魯
汶
（
一
五
一
七
）
、
埃
納
雷
斯
堡
（
一
五
二
八
）
、巴
黎
（
一
五
二
九
）
，

乃
至
於
德
國
數
個
城
鎮
的
大
學
，
相
繼
開
設
正
式
的
希
臘
文
課
程
。
在
巴
黎
，
貝
德率
先
印
製
多
種
希
臘
文
著

作
，
起
而
效
尤
的
包
括
德
何
萊
、
奧
熱
羅
、
魏
卻
爾
，
最
後
連
埃
蒂
安
納
家
族
也
加
入
此
行
列
。
克
雷
拿
並
於

一
五
三
0
年
寫
道
，
他
所
編
撰
的
《
希
臘
文
法
則
》
，
僅
幾
天
時
間
就
在
巴
黎
賣
出
五
百
本
。
這
種
說
法
看
似

不
足
採
信
，
實
則
未
必
誇
大
其
詞
，
畢
竟
那
一
年
的
法
國
出
版
了
四
十
種
古
希
臘
著
作
，
其
中
以
原
文
印
行
者

多
達
三
十
二
種
，
與
同
年
出
版
的
拉
T
文
作
品
（
三
十
三
種
）
不
相
上
下
。
一
五
四
九
年
，
巴
黎
又
額
外
出
版

了
三
十
三
種
希
臘
文
作
品
（
不
合
譯
本
）
，
而
同
年
發
行
的
拉

T
文
作
品
不
過
四
十
種
。
是
以
在
十
六
世
紀
前

半
，
印
刷
業
先
是
致
力
於
出
版
拉
T
文
書
籍
，
而
後
是
希
臘
文
書
籍
﹔
接
下
來
，
希
伯
來
文
著
述
，
也
或
多
或

少
普
遍
於
全
歐
各
地
（
以
下
探
討
希
伯
來
文
書
籍
的
段
落
，
係
根
據
卡
唐
先
生
的
筆
記
寫
成
）
。

十
六
世
紀
人
文
主
義
陣
營
的
學
者
裡
，
有
不
少
人
立
志
成
為
「
古
語
三
通
」
（
即
同
時
通
曉
希
臘
文
、
拉

T
文
以
及
希
伯
來
文
的
人
）
，
其
中
許
多
人
得
償
宿
願
’
例
如
德
內
布
里
亞
、
羅
伊
希
林
、
季
達
齊
耶
、
明
斯

特
與
克
雷
拿
。
法
國
皇
家
學
院
的
宗
旨
之
一
，
便
是
鑽
研
這
三
種
古
語
，
瓦
達
博
勒
的
希
伯
來
文
課
程
，
即
在

此
校
開
設
。
大
約
從
一
五
二
O
到
一
五
三
0
年
開
始
，
懂
得
希
伯
來
文
的
學
人
，
已
經
相
當
常
見
了
？

一
四
五
三
年
，
君
士
坦
T
堡
陷
落
，
此
後
許
多
拜
占
庭
學
者
流
亡
至
義
大
利
，
以
躲
避
土
耳
其
的
鐵
騎
﹔

有
意
學
習
希
臘
文
的
人
文
主
義
者
，
便
向
這
些
人
請
益
。
在
另
一
方
面
，
想
學
希
伯
來
文
的
，
以
猶
太
學
者
為

師
，
卻
得
忍
受
旁
人
質
疑
他
們
悸
離
耶
穌
，
意
圖
改
皈
猶
太
教
，
或
像
羅
伊
希
林
那
樣
，
面
對
死
敵
偏
頗
地
貶

低
猶
太
文
化
，
仍
不
改
其
志
。
人
文
主
義
者
對
希
伯
來
文
的
興
趣
，
意
味
從
很
早
期
開
始
，
便
有
為
數
眾
多
的

注
疏
、
神
學
書
或
語
言
學
作
品
，
一
如
引
用
希
臘
文
那
樣
，
引
用
希
伯
來
字
母
寫
成
的
字
詞
或
語
句
。
但
與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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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
認
知
不
一
樣
的
是
，
猶
太
文
的
書
籍
，
泰
半
出
自
猶
太
印
刷
商
之
手
，
讀
者
也
以
猶
太
裔
為
多
。
人
文
主
義

印
刷
商
，
固
然
常
向
猶
太
同
業
學
習
這
種
文
字
，
然
其
印
出
的
成
品
，
服
務
的
卻
未
必
是
有
意
鑽
研
原
典
的
基

督
教
徒
。
例
如
普
朗
坦
打
印
的
希
伯
來
文
《
聖
經
》
（
即
《
聖
經
》
舊
約
的
原
典
）
，
數
量
雖
達
兩
千
五
百
到
三

千
冊
，
似
乎
仍
以
猶
太
讀
者
為
主
要
訴
求
對
象
，
基
督
教
學
者
倒
是
其
次
。

印
刷
術
的
發
明
，
猶
太
人
當
然
不
會
毫
不
聞
問
。
這
個
民
族
的
文
化
，
必
須
透
過
希
伯
來
文
方
得
表
述
﹔

他
們
所
讀
所
寫
，
皆
是
希
伯
來
文
字
。
縱
令
猶
太
婦
女
與
教
育
程
度
較
低
者
，
置
身
非
猶
太
裔
占
大
多
數
的
環

境
，
一
百
談
間
已
經
慣
於
使
用
方
言
，
閱
讀
或
書
寫
時
候
，

仍
以
希
伯
來
書
寫
文
字
為
主
。
他
們
擁
有
許
多
手
抄

本
，
宗
教
類
與
俗
世
書
籍
兼
而
有
之
，
是
因
為
他
們
的
生
活
與
信
仰
緊
密
結
合
，
且
以
誠
惶
誠
恐
的
心
態
面
對

下
一
代
的
教
育
，
或
謹
守
著
每
日
恭
讀
經
書
片
段
的
誡
律
。
他
們
歡
迎
印
刷
術
，
則
是
因
為
各
種
學
術
、
禱

詞
、
儀
式
、
祭
典
、
宗
教
律
令
與
法
規
的
文
本
，
不
但
可
用
這
種
花
費
低
廉
的
方
式
傳
布
，
印
出
的
成
品
更
是

經
過
細
心
校
對
，
少
了
傳
抄
的
訛
誤
。
此
外
，
印
刷
書
的
頁
面
編
排
，
讓
他
們
得
以
輕
易
在
宗
教
典
籍
的
空
白

處
，
添
進
各
種
注
解
，
這
種
便
利
可
是
前
所
未
有
。

西
班
牙
與
義
大
利
境
內
的
猶
太
人
，
是
當
時
最
進
步
、
最
富
庶
的
兩
個
猶
太
社
群
，
他
們
比
落
腳
他
國
的

同
胞
更
早
擁
有
希
伯
來
文
印
刷
機
，
且
兩
者
幾
乎
同
時
開
始
印
製
希
伯
來
文
書
籍
。
雖
然
第
一
本
日
期
可
考
的

希
伯
來
文
印
刷
書
，
乃
是
狄
卡
拉
布
黎
亞
發
行
於
一
四
七
五
年
的
《
摩
西
五
經
》
注
，
作
者
為
特
魯
瓦
的
掃
羅

門
，
出
版
地
點
則
在
義
大
利
，
但
最
近
這
幾
十
年
的
研
究
卻
發
現
，
義
大
利
並
不
是
猶
太
印
刷
業
唯
一
的
發
朝

地
。
其
他
付
印
日
期
不
詳
的
書
本
，
有
些
是
由
遐
拿
特
在
曼
圓
亞
所
印
，
有
些
則
有
人
認
為
產
自
羅
馬
，
雖
未

標
示
確
切
的
出
版
地
點
，
卻
幾
乎
可
以
確
定
其
年
代
早
過
一
四
七
五
年
。
另
外
，
第
一
本
產
自
西
班
牙
的
希
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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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文
印
刷
書
（
同
樣
是
特
魯
瓦
的
掃
羅
門
所
作
的
那
部
注
）
，
印
製
於
蒙
塔
班
，
時
間
與
前
述
的

義
大
利
版
幾

乎
相
同
。一

四
九
二
年
，
西
班
牙
境
內
的
猶
太
人
遭
強
行
驅
逐
，
希
伯
來
印
刷
事
業
的
一
支
，
在
歷
史
上

夏
然
而

止
。
鄰
近
的
葡
萄
牙
，
由
於
境
內
猶
太
人
投
身
印
刷
的
時
間
三
四
八
七
年
）
比
基
督
徒
早
了
七
年
，
一
度
取

代
西
國
成
為
希
伯
來
文
印
刷
中
心
，
然
此
一
榮
景
亦
甚
短
暫
﹔
一
四
九
八
年
，
拒
絕
改
信
基
督
的
猶
太
裔
葡

人
，
也
遭
驅
逐
出
境
。
如
此
情
勢
下
，
希
伯
來
文
印
刷
的
發
展
自
然
更
集
中
於
義
大
利
。
希
伯
來
印
刷
鋪
散
見

於
數
地
，
其
中
又
以
曼
圖
亞
附
近
桑
奇
諾
一
地
最
為
著
名
妞
，
以
地
名
為
姓
的
桑
奇
諾家族
發
跡
於
此
，
並
成

為
最
享
盛
名
的
猶
太
印
刷
商
家
族
。

不
過
，
在
德
國
、
瑞
士
、
低
地
諸
國
、
法
國
、
英
格
蘭
等
地
，
仍
有
些
許
的
人
文
主
義
書
籍
，
印
著
少
量

的
希
伯
來
字
旬.. 
這
些
書
泰
半
是
注
疏
、

神
學
、
文
法
方
面
的
論
文
。
尼
格
利
的
《
反
猶
太
背
信
抖
。
，
於

一

四
七
五
年
印
刷
於
埃
斯
靈
，
首
開
先
例
。
但
在
莫
納
爾
於
一
五
一
二
年
的
法
蘭
克
福
出
版
猶
太
教
儀
式
全書
，

以
及
猶
太
裔
印
刷
商
舒
瓦
茲
與
約
拿
桑
之
子
達
維
於
一
五
三
0
年
的
西
里
西
亞
出
版
《
摩
西
五
經
》
之
前
，
並

沒
有
純
粹
的
希
伯
來
文
印
刷
書
可
言
。
間
樣
一
位
舒
瓦
茲
，
而
後
又
與
他
人
共
事
，
於
一
五
三
三
年
的
奧
格
斯

堡
，
印
製
特
魯
瓦
的
掃
羅
門
那
部
不
可
或
缺
的
五
經
注
﹔
此
後
，
在
巴
伐
利
亞
的
伊
臣
浩
森
和
鄰
近
法
蘭
克
福

的
黑
登
罕
所
印
成
的
書
籍
，
又
相
繼
出
現
他
的
名
字
？

一
五
一
二
年
，
在
布
拉
格
與
克
拉
柯
夫
，
日
益
繁
榮
的
猶
太
印
刷
中
心
，
亦
隨
之
而
起
﹔
一
五
三
四
年
，

黑
里
茲
家
族
在
此
創
建
印
刷
鋪
，
並
自
一
五
五
一
年
以
降
，
出
版
各
種
版
本
的
聚
會
禱
本
，
供
善
男
信
女
使

用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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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法
圈
，
馮
別
登
巴
赫
的
《
遊
記
》
出
版
於
一
四
八
八
年
的
里
昂
，
而
後
在
一
五
二
六
年
，
又
有
帕
尼
努

斯
的
《
聖
經
詞
典
》
問
世
。
同
期
的
巴
黎
，
堤
薩
爾
的

一
部
文
法
著
作
，
也
包
含
若
平
希
伯
來
文
，
出
版
商
則

是
當
地
率
先
鑄
刻
、
使
用
希
臘
文
活
字
的
吉
伊
﹒
德
古
爾
蒙
。
一
五
二
0
年
，
德
古
爾
蒙
又
印
製
了
十
三
世
紀

基
姆
希
的
一
部
短
篇
著
作
，
稍
後
並
印
出
部
分
的
希
伯
來
文
《
聖
經
》
。
不
管
是
巴
黎
的
德
古
爾
蒙
、
魏
卻

爾
，
還
是
里
昂
的
謝
法
龍
、
格
利
甫
’
皆
曾
出
版
若
干
希
伯
來
文
作
品
，
稍
後
並
由
老
侯
員
﹒
埃
蒂
安
納
承
續

此
風
，
印
製
出
迄
今
仍
是
傳
世
傑
作
的
希
伯
來
文
《
聖
經
》
訕
。

研
究
希
伯
來
文
的
人
文
主
義
學
者
，
不
僅
在
法
國
多
，
在
瑞
士
與
低
地
諸
國
也
不
少
。
一
五
一
六
年
，
富

羅
本
在
巴
塞
爾
出
版
希
伯
來
文
的
《
聖
詠
集
丫
蘇
黎
世
方
面
，
其
實
在
一
五
二
六
年
已
有
印
刷
匠
使
用
些
許

希
伯
來
文
活
字
，
唯
第
一
部
全
本
以
希
伯
來
文
印
刷
的
書
籍
，
即
一
本
名
為
《
約
西
彭
》
（
以
作
者
名
為
書
名
）

的
史
略
，
還
得
等
上
二
十
年
方
與
世
人
見
面
。
至
於
魯
波
與
安
特
衛
普
，
只
有
幾
本
援
用
些
許
希
伯
來
字
彙
的

手
邊
冊
付
梓
。
倒
是
出
身
安
特
衛
普
、
一
五
一
七
年
於
威
尼
斯
開
業
的
波
姆
伯
格
，
雖
致
力
於
希
伯
來
文
本
的

出
版
，
也
聘
請
猶
太
裔
的
印
刷
匠
與
校
稿
員
做
幫
手
，
卻
是
一
位
不
折
不
扣
的
基
督
徒
印
刷
商
﹔
據
他
在
牌
記

中
自
述
，
這
是
他
對
猶
太
文
化
的
同
情
與
個
人
喜
好
使
然
。
他
也
是
出
版
全
本
《
塔
木
德
經
》
的
第
一
人
，
並

將
特
魯
瓦
的
掃
羅
鬥
及
其
門
生
的
評
注
（
此
部
分
又
稱
《
托
薩
佛
實
》
）
打
印
在
正
文
的
左
右
欄
位
。
時
至
今

日
，
這
部
記
載
誡
律
、
教
規
的
經
書
，
仍
然
遵
照
他
所
確
立
的
樣
式
成
書
，
不
論
何
種
版
本
的
《
塔
木
德

經
γ

其
頁
碼
標
示
與
頁
面
編
排
，
皆
以
渡
姆
伯
格
的
版
本
為
準
訕
。
總
的
來
說
，
他
在
一
五
一
七
到
一
五
四

九
年
間
，
印
出
兩
百
五
十
種
希
伯
來
文
書
籍
，
其
中
還
是
以
歷
久
彌
新
的
《
塔
木
德
經
》
最
是
經
典
﹔
其
所
聘

雇
的
猶
太
印
刷
匠
，
約
當
兩
百
人
，
並
由
知
名
的
阿
德
金
統
籌
指
導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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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相
信
，
十
五
世
紀
裡
，
大
概
有
兩
百
種
希
伯
來
文
作
品
印
製
成
書
，
而
十
六
世
紀
的
數
量
則
增
為
四

千
種
。
現
存
的
搖
籃
本
當
中
，
超
過
一
百
種
希
伯
來
文
書
籍
出
自
義
大
利
，
餘
皆
產
自
伊
比
利
半
島
（
西
班
牙

與
葡
萄
牙
所
印
之
書
，
數
量
約
為
二
比
一
）
，
例
外
的
也
只
有
三
本
划
。
它
們
幾
乎
全
是
既
有
的
傳
統
作
品
，

當
代
的
新
著
作
僅
三
本
。
在
這
個
階
段
裡
，
希
伯
來
《
聖
經
》
四
度
全
書
付
印
，
各
種
節
錄
版
則
共
計
印
刷
三

十
次
。
至
於
《
塔
木
德
經
》
，
十
六
世
紀
之
前
不
曾
全
本
印
出
，
卻
也
發
行
了
二
十
七
種
不
同
的
評
述
摘
錄
，

而
《
密
西
拿
經
》
的
內
文
亦
兩
度
出
版
。
在
《
聖
經
》
評
注
的
部
分
，
共
有
十
五
種
各
自
獨
立
的
著
述
問
世
，

評
注
《
摩
西
五
經
》
者
尤
多
﹔
在
《
聖
經
》
本
文
旁
附
上
評
注
者
尚
且
不
計
。
這
些
評
注
的
作
者
，
通
常
是
法

國
或
西
班
牙
的
猶
太
學
者
，
筒
中
的
第
一
把
交
椅
，
一
如
前
述
，
當
推
特
魯
瓦
的
掃
羅
門
﹔
其
論
著
在
義
大
利

印
製
的
有
五
種
，
在
西
班
牙
有
三
種
，
葡
萄
牙
一
種
划
。
其
他
宗
教
法
規
與
道
德
裁
量
的
論
文
，
出
版
成
二
十

七
種
書
，
亦
真
同
樣
的
重
要
性
﹔
其
中
，
將
亞
舍
之
子
雅
各
伯
（
與
希
伯
來
人
先
祖
同
名
的
十
三
世
紀
末
猶
太

學
者
）
彙
編
的
《
四
類
書
》
全
篇
或
部
分
印
出
者
十
六
種
，
十
二
世
紀
邁
蒙
尼
德
彙
整
的
「
第
二
律
法
」
《
猶

太
律
法
輔
導
》
有
五
種
，
庫
西
的
摩
塞
所
作
的
「
規
戒
小
書
」
亦
印
成
兩
種
。
除
了
這
一
些
，
另
有
十
四
種
禱

本
，
一
部
宗
教
儀
式
評
注
，
與
一
本
兼
論
聖
祭
事
務
的
月
曆
（
純
粹
的
月
曆
反
倒
只
有
兩
種
）
。
由
於
《
塔
木

德
經
》
的
研
讀
，
在
猶
太
教
裡
似
乎
是
比
參
與
猶
太
教
堂
儀
式
更
加
要
緊
的
職
責
，
前
述
類
別
的
信
仰
書
籍
，

竟
古
總
數
的
八
成
以
上
。
剩
下
的
或
可
如
此
分
類
.. 
文
法
書
暨
字
典
（
六
種
）
，
詩
集
、
文
藝
作
品
暨
哲
學
書

（
十
二
種
）
，
旅
遊
、
歷
史
與
醫
藥
書
（
各
一
種
）
。
十
六
世
紀
裡
，
除
了
各
種
學
者
版
的
《
聖
經
》
（
如
德
內
布

里
亞
參
與
、
埃
納
雷
斯
堡
出
版
的
多
語
版
，
普
朗
坦
版
，
埃
蒂
安
納
版
等
）
，
還
是
有
許
多
其
他
書
籍
，
包
括

文
法
入
鬥
、
指
導
手
冊
等
，
受
到
人
文
主
義
學
者
的
影
響
。
總
的
來
看
，
一
四
九
七
到
一
五
二
九
年
間
，
共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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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八
種
希
伯
來
文
法
書
發
行
，
當
中
又
以
羅
伊
希
林
、
德
內
布
里
亞

、
卡
皮
敦
、
艾
可
、
克
雷
拿
、
帕
尼
努

斯
、
萊
維
塔
、
明
斯
特
等
人
的
作
品
最
著
。
這
些
在
在
證
明
了
，
希
伯
來
文
研
究
，
與
希
臘
文
的
研
究
同
受
重

視
。

與
早
年
不
同
的
是
，
此
時
有
愈
來
愈
多
的
人
，
對
學
術
氣
息
濃
厚
的
作
品
，
產
生
興
趣
。
這
些
人
對
於
前

述
幾
種
學
術
語
文
的
通
曉
程
度
泰
半
低
落
，
卻
已
然
受
到
出
版
業
的
影
響
，
緩
慢
地
培
養
出
閱
讀
的
雅
興
。
出

版
商
也
理
解
，
書
市
需
求
有
限
，
很
快
就
會
飽
和
，
如
能
擴
大
讀
者
群
，
必
然
有
利
於
生
意
。
是
以
就
我
們
目

前
探
討
的
作
品
類
型
而
言
，
翻
譯
書
籍
的
數
目
因
而
驟
增
。
特
別
是
一
五
二
0
年
以
降
，
許
多
印
刷
商
（
一
些

重
量
級
的
業
界
人
士
，
亦
包
含
在
內
）
還
把
自
己
的
工
作
間
變
成
譯
書
坊
：
德
圖
爾
恩
即
是
里
昂
當
地
的
一
個

例
子
翩
。
這
樣
一
來
，
已
然
快
速
演
進
的
各
地
民
族
語
言
，
便
藉
著
翻
譯
與
古
典
語
文
擴
大
交
流
，
進
一
步
地

充
實
內
涵
，
去
蕪
存
菁
。

民
族
語
言
從
帽
起
到
扶
正
為
官
方
語
文
的
過
程
，
首
見
於
義
大
利
，
至
於
法
國
在
這
方
面
的
沿
革
，
則
最

值
得
一
提
。
歷
來
幾
位
法
國
國
王
皆
以
促
進
國
家
統
一
為
其
政
策
的
一
環
，
到
了
一
五
三
九
年
，
更
有
「
維
萊

科
特
雷
敕
令
」
宣
告
法
語
成
為
各
級
法
院
的
官
方
語
言
。
此
外
，
多
數
的
在
位
者
皆
認
為
，
支
持
、
鼓
勵
譯
者

翻
譯
古
文
或
外
語
，
有
利
於
鞏
固
本
國
語
文
。
是
以
法
國
的
路
易
十
二
與
法
蘭
西
斯
一
世
（
尤
其
是
後
者
）
，

積
極
促
成
各
種
譯
成
方
言
的
作
品
。
前
者
詔
令
德
塞
索
翻
譯
古
典
著
作
，
後
者
則
把
譯
本
從
楓
丹
白
露
的
皇
家

圖
書
館
遷
出
，
俾
利
印
刷
。
亨
利
四
世
在
位
時
，
法
文
譯
本
產
量
大
增
，
經
國
王
欽
點
而
印
製
的
譯
作
愈
來
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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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
且
通
常
成
為
重
要
而
成
功
的
出
版
品
。
最
多
產
的
幾
位
譯
者
中
，
不
乏
頭
角
崢
嶸
之
輩
.. 
像
是
與
德
塞
索

同
期
的
德
聖
杰
萊
，
以
及
德
圖
爾
、
馬
羅
、
阿
米
歐
、
德
巴
伊
夫
、
多
雷
等
人
。

就
這
樣
，
從
十
六
世
紀
初
開
始
，
法
國
境
內
將
古
典
著
作
譯
為
法
文
的
例
子
，
逐
漸
增

長
、
日
益
繁
多
。

出
版
商
若
是
置
身
於
一
個
財
富
與
人
口
成
長
飛
快
，
且
治
權
迅
速
統

一
的
國
家
，
便
有
足
夠
龐
大
的
翻
譯
書
市

場
支
撐
其
事
業
。
相
較
之
下
，
西
班
牙
與
英
格
蘭
的
翻
譯
書
市
，
帽
起
步
伐
就
慢
了
也
一
﹔
後
者
因
為
人
口
少
於

法
國
，
似
乎
要
到
十
六
世
紀
後
半
，
翻
譯
書
的
銷
路
方
才
讓
書
商
鬆
了
一
口
氣
。
一
五
五0
年
之
前
的
英
國
，

古
典
作
品
譯
成
英
文
者
，
僅
四
十
三
種
付
梓
。
一
五
五O
至
一
六
0
0
年
間
，
則
增
為
一
百
一
十
九
種
？
至

於
宗
教
改
革
時
期
的
德
國
，
這
方
面
的
進
展
自
然
更
遲
緩ι
了
西
邊
的
低
地
諸
國
，
民
族
語
言
通
行
的
範
圍
太

過
有
限
，
只
有
千
篇
一
律
的
騎
士
傳
奇
與
信
仰
作
品
，
因
為讀
者
多
，
印
成
當
地
方
言
之
後
尚
有
足
夠
銷
路
。

享
有
最
多
不
間
譯
本
的
作
品
，
通
常
出
自
那
些
最
早
受
眾
人
肯
定
，
且
地
位
最
穩
固
的
古
代
文
人
。
十
六

世
紀
譯
人
，
頻
繁
逢
譯
維
吉
爾
的
作
品
，
可
謂
改
故
不
倦
﹔
其
數
種
不
同
作
品
，
印
刷
成
兩
百
六
十
三
個
版本

的
拉
丁
原
文
，
一
併
出
版
的
義
大
利
譯
文
也
有
七
十
二
種
（
十
五
世
紀
時
僅
六
種
）
、
法
文
翻
譯
二
十
七
種

（
十
五
世
紀
僅
一
種
）
、
英
文
翻
譯
十
一
種
（
十
五
世
紀
僅
一
種
）
、
德
文
翻
譯
五
種
（
十
五
世
紀
時
無
）
、
西
班

牙
文
翻
譯
五
種
（
十
五
世
紀
無
）
、
法
蘭
德
斯
文
兩
種
（
十
五
世
紀
無
）
訓
。
在
另
一
方
面
，
奧
維
德
的
作
品
，

恐
怕
比
維
吉
爾
更
常
被
翻
譯
，
其
詩
集
有
各
種
天
馬
行
空
的
不
同
譯
法
，
《
變
形
記
》
亦
屢
經
改
寫
，
數
目
之

多
難
以
盡
數
。
在
此
同
時
，
尚
有
許
多
古
代
文
豪
重
新
躍
然
紙
上
，
史
書
作
者
尤
其
特
出
，
與
多
年
前
一
樣廣

獲
傳
頌
，
例
如
凱
薩
、
蘇
埃
托
尼
烏
斯
、
約
瑟
夫
斯
、
塔
西
圖
斯
、
馬
克
希
穆
、
普
盧
塔
克

、

優
西
比
烏
斯
、

波
利
比
奧
斯
、

希
羅
的
安
、
色
諾
芬
、
修
斯
提
底
斯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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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
產
業
的
發
展
，
使
當
時
所
有
識
字
的
人
，
無
不
關注
起
古
希
臘
羅
馬
的
創
作
與
論
著
。
至
於
文
本
所

承
載
的
知
識
，
以
其
譯
文
為
主
要
傳
布
媒
介
，
原
文
的
角
色
反
而
居
次
。
以
柏
拉
圖
作
品
為
例
，
就
要
等
到
一

五
七
八
年
，
才
在
法
國
發
行
完
整
未
刪
的
希
臘
原
文
版
，
但
仍
得
附
上
平
行
的
拉

T
譯
文
。
在
那
之
前
，
柏
拉

圖
的
顯
赫
文
名
，
與
其
說
是
透
過
摘
錄
版
的
希
臘
文
原
著
而
建
立
，
不
如
說
是
菲
奇
諾
的
拉
丁
文
譯
本
和
《
對

話
錄
》
部
分
篇
章
的
法
文
譯
本
所
致
。
前
者
（
菲
奇
諾
譯
本
）
在
十
六
世
紀
前
半
的
法
國
翻
印
了
五
次
，
後
者

（
法
文
版
《
對
話
錄
》
）
則
經
常
為
格
利
甫
、
德
圖
爾
恩
、
瓦
斯
科
桑
所
翻
印
。

推
出
各
種
古
典
作
品
譯
本
的
人
文
主
義
者
、
古
文
學
者
、
作
家
與
印
刷
商
，
同
時
也
是
出
版

《
聖
經
》
原

典
翻
譯
本
的
生
力
軍
。
自
然
地
，
人
文
主
義
者
在
復
古
風
潮
引
領
下
，
創
作
的
各
種
新
拉T
語
文
學
當
中
，
亦

有
許
多
膽
炙
人
口
的
作
品
譯
成
各
國
語
文
。
這
其
中
不
僅
有
摩
爾
的

《
烏托
邦
γ
波
焦
（
即
布
拉
喬
利
尼
）

的

《
該諧
集
γ
曼
圖
阿
努
斯
的
詩
集
，
更
涵
蓋
7
埃
米
黎
、
喬
維
歐
、
圭
恰
爾
迪
尼
等
史
家
的
著
作
。

更
進
一
步
說
，
這
個
時
期
還
有
一
種
特
徵
，
就
是
翻
譯
某
種
當
代
語
文
書
寫
的
作
品
，
以
服
務
使
用
男
一

種
當
代
語
文
的
讀
者
。
像
義
大
利
的
人
文
主
義
者
與
詩
人
，
長
期
以
自
己
的
語
文
來
創
作
，
深
達
的
影
響
力
遍

及
全
歐
﹔
又
因
為
當
地
語
的
文
學
日
益
普
及
，
各
種
翻
譯
成
法
文
、
英
文
、
德
文
的
義
語
和
西
語
書
籍
，
為
數

甚
眾
。
除
了
佩
脫
拉
克
與
薄
伽
丘
的
名
作
持
續
譯
成
多
種
語
言
之
外
，
從
上
個
世
紀
開
始
流
行
的
布
蘭
德
作
品

《
弄
臣
之
船γ
也
在
此
列
。
只
是
出
自
義
大
利
與
西
班
牙
文
人
手
筆
，
並
藉
譯
本
風
行
全
歐
的
作
品
，
數
量
過

於
龐
大
，
不
可
能
在
此
細
數
而
盡
。
至
於
其
中
人
氣
最
旺
、
最
能
迎
合
當
時
風
尚
的
幾
本
書
，
則
是
從
薩
拿
札

洛
、
本
博
、
馬
基
維
利
，
以
及
後
來
的
阿
里
奧
斯
托
、
塔
索
等
人
的
論
著
翻
譯
而
來
。
另
外
還
有
一
些
著
作
，

立
論
於
菲
奇
諾
所
悶
釋
的
「
柏
拉
圖
式
精
神
之
愛
」
，
雖
與
遠
古
大
哲
頗
有
段
距
離
，
仍
然
引
領
風
騷
，
並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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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維
卻
歐
的
《
流
浪
者
之
書γ
阿
布
拉
瓦
諾
的
《
愛
神
之
箭
》
、
卡
斯
蒂
流
內
的
《
侍
臣
之
書
》

一
同
熱
賞
。

以
至
善
觀
點
描
述
完
美
廷
臣
的
《
侍
臣
之
書
》
尤
獲
好
評
悶
，
此
後
並
有
《
高
盧
的
阿
瑪
迪
》
試
圖
進
一
步
悴

煉
此
書
所
言
之
理
想
典
型
。
透
過
各
國
的
眾
多
譯
者
在
這
方
面
的
努
力
，
即
便
有
民
族
性
的
當
地
俗
文
學
於
此

時
誕
生
，
歐
洲
文
化
的
整
體
同
質
性
仍
得
以
保
全
。
某
些
情
況
下
，
翻
譯
印
刷
書
的
數
量
，
甚
至
多
過
原
作
的

印
製
版
本
。
以
西
班
牙
文
學
為
例
，
顧
瓦
拉
的
《
馬
可
﹒
奧
里
略
的
黃
金
童
忌
，
一
五
二
九
年
首
度
出
版
，
至

一
五
七
九
年
已
翻
印
出
三
十
三
種
西
班
牙
文
版
本
。
一
五
三
O
血
二
五
三
二
年
，
該
書
分

別
印
成
法
文
和
英

文
，
之
後
又
出
現
超
過
二
十
種
法
文
、
五
種
英
文
的
翻
印
版
。
德
聖
佩
羅
的
《
愛
的
牢
籠
》
’
情
況
也
類
似

.. 

一
四
九
二
年
首
度
出
版
，
而
後
出
現
十
五
種
西
班
牙
文
版
，
十
二
種
法
文
與
法
西
對
照
版
，
十
種
義
大
利
文

版
，
一
種
英
文
版
。
德
羅
哈
斯
創
作
的
喜
劇
《
卡
利
斯
托
與
梅
莉
貝
亞Y
以
《
塞
萊
斯
蒂
娜
》
之
名
廣
為
人

知
，
也
有
六
十
種
西
班
牙
文
版
，
十
二
種
法
文
版
，
十
一
種
義
大
利
文
版
，
三
種
德
文
版
，
三
種
荷
蘭
文
版
，

兩
種
拉
T
文
版
，
兩
種
英
文
版
，
以
及
一
種
加
泰
隆
語
版
。

至
於
拉
丁
文
的
國
際
語
言
地
位
，
則
要
等
到
十
七
世
紀
才
全
面
式
微
。
至
此
，
各
地
的
民
族
文
學
皆
建
立

起
基
礎
，
並
令
泛
歐
書
市
開
始
分
裂
﹔
各
國
執
政
者
基
於
政
治
與
宗
教
理
由
，
推
展
各
種
成
效
顯
著
的
圖
書
審

查
，
亦
助
長
這
種
分
化
。
到
頭
來
，
歐
洲
的
不
同
國
家
，
終
以
文
化
差
異
為
界
，
將
彼
此
的
出
版
市
場
永
久
區

隔
開
來
。

如
前
所
述
二
部
分
當
時
作
家
的
作
品
，
憑
藉
前
述
的
翻
譯
與
交
流
，
從
十
六
世
紀
開
始
，
登
上
更
廣
大

的
舞
台
。
這
當
然
也
包
括
與
本
節
主
旨
息
息
相
關
的
書
籍
類
型
，
亦
即
影
響
力
一
度
廣
被
各
地
的
人
文
主
義
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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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
人
物
著
述
。

首
先
，
欲
了
解
幾
位
菁
英
作
家
的
作
品
如
何
傳
布
各
地
，
就
得
從
相
關
的
史
料
片
段
著
手

。
此
間
的
頭
號

思
想
家
，
自
非
伊
拉
斯
誤
斯
絢
莫
屬
﹔
十
六
世
紀
大
多
數
的
國

書
館
與
私
人
藏
書
裡
’
都
能
找
到
他
的
大
作
。

一
五O
O
到
一
五
二
五
年
間
，
他
的
《
敢
言》
尚
未
完
全
成
書
，
業
已
分
階
段
發
行
，
市
面
上
的
初
版
、
翻
印

版
、
修
訂
版
等
，
共
計
七
十
二
種
﹔
一
五
二
五
到
一
五
五
0
年
間
，
另
有
五
十
多
種
版
本
問
世
，
此
後
到
一
五

六
0
年
又
再
出
現
了
四
十
多
種
。
至
於
《
對
話
集
》
在

一
五
一
八
到
一
五
二
六
年
間
，
發
行
過
六
十
種
已
知
的

版
本
，
一
五
二
六
到
一
五
五
0
年
也
有
七
十
種
上
下
，
一
五
五
O
到
一
六
0
0
年
再
印
出
二
十
種
﹔
這
還
不
包

括
各
種
翻
譯
本
與
節
錄
本
。
在
這
兩
部
鉅
著
淪
為
《
禁
書
索
引
》
列
管
對
象
之
前
的
半
個
世
紀
，
各
種
版
本
的

印
刷
量
總
和
，
恐
已
達
到
數
十
萬
冊
。

倘
若
我
們
將
伊
拉
斯
誤
斯
視
為
拉
T
文
寫
作
、
作
品
通
行
全
歐
的
代
表
性
人
物
，
則
在
民
族
文
學
領
域
占

有
一
席
之
地
的
拉
伯
富
，
或
可
視
為
前
者
的
對
照
組
，
頗
切
合
研
究
之
所
需
捕
。
一
五
三
三
年
，
拉
伯
雷
首
度

以
納
席
耶
的
假
名
發
表
《
龐
大
固
埃
Y
該
書
的
初
版
印
製
多
少
冊
，
不
得
而
知
，
如
今
可
考
者
僅
餘
一
冊
，

但
在
發
行
的
第
一
年
裡
即
巳
五
度
翻
印
（
可
能
還
有
更
多
亡
快
的
版
本
）
﹔
一
五
三
三
到

一
五
四
三
年
間
，

《
龐
大
固
埃
》
與
《
徵
兆
書
》
兩
書
先
後
印
行
的
版
本
，
合
計
有
二
十
七
種
之
多
。

《
龐
大
固
埃
》
問
世
之
後
十
二
年
，
拉
伯
雷
的
《
第
三
卷
》
（
即
《
龐
大
固
壤
》
續
集
）
官
一
告
出
版
，
不

再
依
循
前
作
以
黑
體
字
打
印
的
先
例
，
改
採
用
羅
馬
體
活
字
，
作
者
並
以
真
名
示
人
。
在
巴
黎
，
此
書
由
人
文

主
義
出
版
商
魏
卻
爾
發
行
，
訴
求
對
象
則
顯
然
是
涵
養
較
佳
的
菁
英
讀
者
。
在
一
五
四
六
到一
五
五
二
，
將
近

七
年
的
時
間
裡
，
此
書
再
版
至
少
九
次
。
他
的
《
第
四
卷
》
於
一
五
四
八
年
初
次
發
行
，
此
後
五
年
至
少
再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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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次
﹔
《
第
五
卷
》
則
在
一
五
六
二
到
一
五
六
五
年
間
五
度
翻
印
。
從
一
五
五
三
年
起
，
到
一
五
九
九
年
止
，

拉
伯
雷
的
諸
多
作
品
至
少
再
版
二
十
四
次
。
由
此
推
敲
，
十
六
世
紀
裡
’
市
面
上
應
有
上
萬
冊
的
拉
伯
雷
作
品

流
通
著
﹔
如
將
亡
仗
的
版
本
一
併
計
入
，
發
行
總
數
可
能
上
看
十
萬
冊
。

即
便
像
比
岱
這
樣
的
學
究
，
也
不
讓
享
有
廣
大
讀
者
的
伊
拉
斯
護
斯
與
拉
伯
雷
專
美
於
前
，
一
部
名
為

《
論
錢
幣
》
的
學
術
專
書
，
印
製
成
二
十
種
法
文、
拉
丁
文
版
本
。
相
較
之
下
，
摩
爾
的
《
烏
托
邦
》
更
像
是

為
了
通
俗
大
眾
而
寫
，
一
五
一
六
年
於
安
特
衛
普
初
版
之
後
，
在
整
個
十
六
世
紀
裡
再
版
十
一
次
﹔
這
還
不
包

括
十
二
種
法
文
、
四
種
德
文
、
三
種
英
文
，
以
及
三
種
義
大
利
文
的
譯
本
。
前
述
情
形
也
發
生
在
其
他
許
多
十

六
世
紀
作
家
的
作
品
上
，
比
維
斯
的
著
作
亦
是
一
例
。
這
些
史
事
足
以
證
明
，
當
時
有
能
力
領
略
最
高
水
準
著

述
的
讀
者
群
，
已
經
相
當
龐
大
，
而
唯
有
新
興
的
印
刷
技
術
’
才
能
滿
足
這
群
既
重
質
又
重
量
的
讀
者
。
更
進

一
步
說
，
古
典
文
學
重
新
獲
得
重
視
，
帶
動
了
數
股
風
潮
的
發
展
﹔
這
些
風
潮
我
們
無
以
名
之
，
只
能
視
為
盛

極
一
時
的
流
行
，
雖
然
終
不
兔
消
退
，
卻
足
以
替
異
常
興
旺
的
印
刷
事
業
奠
定
基
礎
。
其
中
，
寓
言
作
品
亦
是

當
時
風
潮
的
一
端
。
身
兼
法
學
專
家
的
阿
爾
恰
特
，
於
一
五
三
年
的
奧
格
斯
堡
，
推
出
一
套
遠
古
格
言
故
事

的
小
選
集
，
每
則
故
事
皆
佐
以
雕
版
插
圖
。
就
因
為
這
些
版
畫
，
這
部
《
拉
T
寓
言
詩
選
》
大
受
歡
迎
，
在
一

五
三
一
到
一
五
五
0
年
問
翻
印
了
三
十
九
次
，
一
五
五
一
到
一
六
0
0
年
間
又
翻
印
了
五
十
四
次
。
很
快
便
有

桑
布
克
、
帕
拉
丁
、
圭
盧
特
等
人
，
起
而
仿
效
阿
爾
恰
特
的
做
法
，
興
起
一
股
一
直
延
續
到
下
個
世
紀
的
寓
言

書
風
尚
捕
。

科
學
知
識
的
範
疇
裡
，
人
文
主
義
者
所
關
心
的
，
大
體
而
言
，
在
於
挽
救
並
恢
復
古
典
理
論
文
本
的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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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
，
修
編
後
重
新
發
行
，
徹
底
擺
脫
中
世
紀
編
輯
者
遺
留
下
來
的
解
釋
與
評
注
。
故
十
五
世
紀
以
降
，
人
文
主

義
者
一
而
再
、
再
而
三
地
，
把
古
典
科
學
理
論
的
主
要
著
述
送
上
印
刷
機
捕
。
一
四
九
九
年
，
阿
爾
都
斯
將
遠

古
天
文
學
家
的
基
本
論
著
，
集
結
成
一
整
套
的
《
星
象
古
說

》
並
出
版
，
內
容
則
是
希
臘
文
、
拉
丁
文
均
有
。

至
於
同
樣
由
他
發
行
的
希
臘
文
對
開
本
亞
里
斯
多
德
全
集
，
問
世
更
早
（
一
四
九
五
至
一
四
九
八
年
）
，
全
套

共
五
冊
書
，
其
中
第
三
冊
為
《
動
物
誌γ
第
四
冊
則
為
《
習
題
篇
γ

《
力
學
篇
》
與
亞
氏
門
生
泰
奧
弗
拉
斯

圓
的
《
植
物
誌
》
合
訂
本
。
托
勒
密
的
《
宇
宙
誌V
於
一
四
七
五
年
已
然
印
製
成
書
，
但
沒
有
附
上
星
象
圖
.. 

俟
一
四
七
八
年
在
羅
馬
發
行
時
，
方
才
把
銅
版
雕
印
的
星
圖
加
進
去
。
何
瓦
根
於
一
五
三
三
年
的
巴
塞
爾
，
首

度
出
版
歐
幾
里
得
的
《
幾
何
原
本
γ

而
後
又
於
一
五
四
四
年
率
先
印
行
阿
基
米
德
作
品
。
加
倫
的
著
作
，
則

於
一
五
二
五
年
，
由
阿
爾
都
斯
首
度
出
版
，
全
套
五
冊
採
小
對
開
格
式
﹔
希
波
克
拉
底
的
希
臘
文
作
品
，
同
樣

由
他
在
一
五
二
六
年
出
版
，
唯
相
同
文
本
已
然
在
前
一
年
的
羅
馬
問
世
。
醫
學
領
域
中
，
阿
維
森
納
算
是
較
早

（
一
四
七
三
、
一
四
七
六
、
一
四
九
一
年
）
印
製
成
書
的
，
但
就
博
物
學
著
作
而
言
，
普
林
尼
又
比
其
他
作
家

早
，
先
由
施
派
爾
的
約
翰
於
一
四
六
九
年
在
威
尼
斯
發
行
，
而
後
復
於
一
四
七0
、
一
四
七
三
、
一
四
七
六
，

以
及
一
四
七
九
等
年
份
付
梓
。
於
是
在
力
學
、
天
文
學
、
地
理
學
、
物
理
學
、
自
然
史
與
醫
學
領
域
，
古
代
碩

懦
的
作
品
皆
有
新
版
本
與
新
譯
本
誕
生
，
供
應
那
些
足
以
體
會
筒
中
奧
妙
的
讀
者
，
並
取
代
過
時
的
＋
二
、
十

三
世
紀
舊
版
本
。
到
這
個
時
候
，
古
典
科
學
家
的
學
說
與
教
誨
，
總
算
有
機
會
接
受
重
新
詮
釋
、
評
注
，
甚
至

增
添
補
述
﹔
就
算
古
書
新
解
不
曾
見
於
當
時
，
也
只
是
因
為
古
代
理
論
深
受
崇
敬
，
並
非
無
力
為
之
。
人
文
主

義
者
的
普
遍
職
志
，
在
於
重
現
托
勒
密
、
泰
奧
弗
拉
斯
圖
或
阿
基
米
德
的
文
本
。
他
們
以
為
，
只
要
經
過
精
確

地
考
謹
、
傳
播
，
古
代
的
學
術
權
威
即
足
以
解
決
所
有
疑
難
雜
症
。
至
於
這
些
古
籍
的
文
筆
修
詞
，
在
他
們
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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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常
與
其
科
學
價
值
同
樣
引
人
入
勝
。
結
果
，
中
世
紀
作
家
全
然
遭
到
蔑
視
，
復
古
派
對
其
論
點

隻
字
不
提
，

簡
直
像
是
串
通
好
了
一
樣
﹔
在
另
一
方
面
，
負責
古
籍
彙
編
的
人
文
主
義
者
，
大
量
援
引
古
希
臘
羅
馬
的
原
始

資
料
，
以
炫
耀
自
己
的
博
學
。
雖
然
仍
有
人
文
主
義
出
版
商
，
有
系
統
地
將
中
世
紀
的
科
學
著
作
打
印
成
書
，

唯
書
中
宣
稱
的
原
作
者
，
常
是
假
託
、
附
會
而
來
。

於
是
，
另
一
種
奠
基
於
古
籍
舊
典
的
智
識
傳
統
就
此
蓬
勃
，
與
既
有
的
學
術
傳
統
分
流
而
並
立
。
在
此
同

時
，
尚
有
一
類
讀
者
群
更
廣
的
「
科
學
」
讀
物
，
在
印
刷
技
術
的
刺
激
下
發
展
起
來
﹔
這
些
書
以
方
言
編
寫
，

呼
應
龐
大
的
市
場
需
求
。
學
理
摘
要
、
療
術
藥
方
、
種
兆

，
卜
詞
、
占
星
圖
譜
等
，
占
去
此
類
書
刊
的
絕
大
部

分
。
相
對
來
說
，
以
拉
丁
文
寫
成
的
科
學
書
，
仍
不
能
兔
於
讀
者
稀
少
、
銷
量
不
彰
的
顧
慮
，
有
時
亦
令
印
刷

商
躊
躇
不
前
。
這
就
使
得
科
學
類
的
著
述
裡
’
比
其
他
類
別
有
著
更
多
遲
未
付
印
、
僅
以
抄
本
流
通
的
作
品
。

許
多
新
撰
論
文
，
重
要
性
不
俗
，
卻
不
會
出
版
，
或
在
筆
者
作
古
之
後
才
印
出.. 
一
五
。
一
年
，
瓦
刺
的
《
常

識
總
論
暨
補
遺
》
’
即
是
一
例
。
斯
托
埃
佛
勒
以
近
八
十
的
高
齡
卒
於
一
五
三
三
年
，
生
前
印
製
過
不
少
占
星

譜
，
但
他
自
己
編
著
的
《
星
象
全
解
γ
卻
要
等
到

一
五
三
七
年
，
才
在
馬
爾
堡
首
度
問
世
。
類
似
的
例
子
頗

多
，
此
不
贅
述
。

與
十
五
世
紀
相
同
的
是
，
涉
及
古
星
術
寶
務
的
書
籍
，
在
十
六
世
紀
裡
特
別
受
歡
迎
。
巴
黎
有
許
多
律
師

與
商
人
，
基
於
對
占
星
術
的
興
趣
，
而
收
藏
占
星
命
盤
。

一
五
二
四
年
二
月
，
五
大
行
星
在
鄰
近
雙
魚
座
的
天

空
彼
此
趨
近
，
幾
乎
匯
合
成
一
點
，
被
占
星
術
士
預
告
成
恐
怖
大
災
難
的
前
兆
，
更
引
發
超
過
五
十
六
位
作
家

為
此
撰
寫
專
論
，
其
中
包
括
斯
托
埃
佛
勒
、
尼
褔
與
殉
道
者
彼
得
。
這
個
事
件
蒙
受
的
高
度
關
注
，
並
不
值
得

驚
訝
：

占
星
術
在
當
時
本
來
就
被
視
為
完
全
理
性
的
學
科
。
倒
是
哥

，日
尼
在
幾
經
躊
躇
後
，
將
研
究
成
果
發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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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
天
體
運
行
論
》
第
六
卷
，
並
於
一
五
四
三
年
交
付
紐
倫
堡
的
佩
特
雷
伍
出
版
，
反
而
證
明
當
時
的
大
眾
對

此
類
嚴
謹
的
學
術
書
籍
興
趣
缺
缺
。
此
書
拖
到
一
五
六
六
才
再
版
，
足
足
等
了
二
十
三
載
。

最
得
力
於
早
期
印
刷
術
的
學
術
領
域
，
或
許
可
以
用
「
敘
述
性
科
學
」
一
詞
名
之
，
內
容
以

當
時
的
自
然

科
學
與
解
剖
學
為
主
﹔
而
印
刷
術
在
此
間
的
功
勞
，
首
推
打
印
插
圖
的
相
關
技
術
訓
。

就
在
哥
白
尼
《
天
體
運
行
論
》
成
書
的
同
年
（
一
五
四
三
年
）
，
維
薩
里
也
委
託
巴
塞
爾
的
出
版
商
歐
波

林
替
他
發
行
《
人
體
結
構
七
卷
》
﹔
書
中
細
膩
的
木
刻
插
圖
，
出
自
堤
香
門
生
嗎
卡
爾
卡
的
手
筆
。
這
些
圖
樣

係
由
維
薩
里
親
繪
，
且
早
在
一
五
三
八
年
，
岡
特
魯
斯
版
本
的
《
解
剖
學
理
》
於
威
尼
斯
推
出
時
，
已
然
派
上

用
場
。
維
薩
里
的
作
品
，
經
常
為
人
所
再
版
、
複
印
、
仿
製
﹔
透
過
其
中
的
雕
版
插
圖
，
人
體
的
解
剖
結
構
，

方
能
廣
為
人
知
。
約
莫
在
同
時
，
植
物
學
家
憑
藉
遠
古
的
草
木
誌
’
試
著
辨
識
各
種
當
地
植
物
的
物
種
卻
飽
嘗

困
頓
，
這
才
發
現
古
書
作
者
並
不
認
識
這
些
植
物
，
從
而
改
採
直
接
觀
察
法
。
過
不
了
多
久
，
動
物
學
家
也
起

而
效
尤
。
這
段
期
間
問
世
的
著
作
不
在
少
數
。
一
五
三0年
，
布
隆
費
斯
鉅
作
《
擬
真
草
本
圖
鑑
》
的
第一

卷
，
於
史
特
拉
斯
堡
問
世
，
並
為
爾
後
所
有
的
植
物
園
鑑
’
樹
立
實
質
典
範

o

富
克
斯
的
《
植
物
記
》
繼
之
出

版
於
一
五
四
二
年
的
巴
塞
爾
。
格
斯
諾
則
把
自
己
曾
經
讀
過
（
書
籍
類
型
不
拘
）
的
所
有
動
物
加
以
描
述
，
彙

整
成
對
開
的
四
鉅
冊
，
於
一
五
五
一
年
的
蘇
黎
世
出
版

.. 
真
實
存
在
的
魚
蟲
鳥
獸
，
與
虛
構
的
動
物
並
列
其

中
。
過
沒
多
久
，
隆
德
萊
完
成
一
本
描
述
魚
類
的
專
書
二
如
其
他
嚴
謹
的
科
學
作
品
，
這
部
搭
配
出
色
木
雕

插
圖
的
書
籍
先
以
拉
丁
文
於
一
五
五
一
年
發
行
，
而
後
又
於
一
五
五
八
年
出
版
法
文
本
。
約
莫
在
同
時
，
勒
芒

的
貝
陸
所
著
《
魚
》
、
《
鳥
》
兩
誌
亦
出
版
。
早
期
礦
學
家
埃
格
里
科
拉
，
先
是
在
一
五
四
六
年
的
巴
塞
爾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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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
睛
，
層
形
因
考
γ

一
五
五
五
年
又
在
當
地
以
對
開
本
發
行
其
代
表
作
《
金
屬
論
》
。
前
述
所
有

書
籍
，
皆
附

有
另
版
印
製
的
整
頁
插
圖
，
俾
利
按
圖
索
贖
.. 
負
責
雕
版
的
木
刻
師
傅
，
則
在
自
然
學
家
的
指
導
下，
生
產
出

數
以
千
計
的
圈
版
。
現
今
仍
由
普
朗
坦
摩
雷
特
斯
博
物
館
典
藏
者
，
約
有
三
千
多
塊
。
這
些
佐
以
華
麗
國
雕
、

印
製
成
本
高
昂
的
書
籍
，
亦
讓
許
多
略
通
學
理
的
既
有
業
餘
人
士
趨
之
若
驚
，
其
中
大
多
數
人
可
能
是
對
特
定

幾
冊
書
較
感
興
趣
，
並
非
純
粹
研
究
科
學
。

印
刷
在
某
些
領
域
，
確
實
幫
了
學
者
的
忙
，
但
若
據
此
認
定
，
加
速
促
成
時
人
接
受
新
知
、
新
觀
念
的
，

就
是
印
刷
術
，
整
體
而
言
仍
然
不
宜
。
事
實
上
，
印
刷
術
還
一
度
推
廣
著
既
定
的
舊
信
仰
，
強
化
了
傳
統
的
偏

見
，
並
令
似
是
而
非
的
理
論
更
難
動
搖
﹔
許
多
新
觀
點
難
確
認
同
，
甚
至
可
說
是
印
刷
術
從
中
作
慣
。
學
界
即

便
有
了
新
發
現
，
也
常
常
被
冷
落
，
傳
統
的
思
想
權
威
，
則
持
續
受
人
信
賴
。
地
理
上
的
大
發
現
，
與
此
後
歐

洲
諸
帝
國
在
海
外
的
侵
略
，
固
然
深
遠
地
影
響
了
歐
洲
人
的
日
常
生
活
，
但
只
要
研
究
十
六
世
紀
一
般
人
的
態

度
就
會
發
現
，
民
眾
對
這
股
影
響
力
的
重
要
性
與
成
因
，
要
到
很
晚
才
有
體
，
認
﹔
這
點
或
許
是
新
發
現
難
敵
舊

認
知
的
最
有
力
證
據
捕
。．

葡
萄
牙
航
海
探
險
之
所
得
，
有
很
長
一
段
時
間
祕
而
不
宣
。
參
與
者
跟
資
助
者
的
小
圈
子
，
外
人
不
得
其

門
而
入
，
是
以
地
理
新
發
現
的
知
識
，
外
界
完
全
無
從
獲
悉
。
事
實
上
，
一
直
要
到
哥
倫
布
（
即
發
成
新
大
陸

的
那
一
位
）
以
一
封
名
間
遐
週
的
書
信
，
敘
述
一
己
首
航
的
見
間
，
這
才
喚
起
公
眾
對
海
上
探
險
的
興
趣
。
由

於
這
封
信
曾
在
一
四
九
三
年
，
同
時
於
巴
塞
隆
納
、
羅
馬
、
巴
塞
爾
、
巴
黎
等
地
付
印
並
公
開
，
稍
後
並
於
一

四
九
四
、
一
四
九
七
年
，
分
別
於
巴
塞
爾
與
史
特
拉
斯
堡
重
印
（
後
者
為
德
文
翻
譯
）
，
此
趟
航
行
所
引
發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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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
視
極
為
廣
泛
，
無
庸
置
疑
。
然
而
，
新
發
現
的
熱
潮
真
正
揭
開
序
幕
，
卻
是
十
六
世
紀
初
的
事
。
由
殉
道
者

彼
得
執
筆
的
《
手
札
》
，
記
載
了
哥
倫
布
前
三
次
的
航
行
，
一
五

O
四
年
出
版
於
威
尼
斯
。
此
後
在
一
五

O
五

到
一
五
一
四
年
間
，
又
有
一
系
列
的
文
獻
公
諸
於
世
，
首
度
將
葡
萄
牙
人
在
東
印
度
群
島
的
活
動
紀
實
印
製
成

冊
，
其
出
版
地
點
以
羅
馬
為
主
，
但
在
紐
倫
堡
、
科
陸
與
其
他
地
方
亦
曾
發
行
。
這
裡
面
包
含
許
多
寫
給
教

宗
、
署
名
葡
萄
牙
國
王
的
書
信
，
多
數
以
拉

T
文
印
行
，
偶
有
印
成
德
文
者
。
大
約
同
時
還
有
男
一
本
小
書
流

通
於
世
，
內
容
關
乎
新
大
陸
﹔
該
書
題
為
《
新
世
界
》
’
係
根
據
十
五
世
紀
末
韋
斯
普
奇
寫
給
羅
倫
佐
﹒
德
麥

迪
奇
的
一
封
信
所
撰
。
這
本
書
大
為
成
功
，
在
一
五

O
四
年
之
後
更
以
多
種
語
文
印
行
，
分
別
出
版
於
羅
馬
、

巴
黎
、
維
也
納
、
奧
格
斯
堡
﹔
繼
之
而
起
的
其
他
同
類
型
作
品
，
也
很
快
地
出
現
。
光
是
一
五
。
一
到
一
五
二

五
年
間
，
《
新
世
界
》
便
在
法
國
印
出
六
種
法
文
血
二
種
拉

T
文
版
。
而
在
一
五
二
二
到
一
五
三
三
年
間
，
又

有
三
封
柯
提
茲
的
書
信
，
分
別
在
西
班
牙
、
義
大
利
、
法
國
、
德
國
印
成
十
四
種
書
籍
。
至
此
，
西
班
牙
、
葡

萄
牙
境
內
，
興
起
了
全
新
的
文
類
，
記
載
著
新
大
陸
的
種
種
，
與
其
遭
到
征
服
的
故
事
﹔
這
不
僅
是
海
外
征
伐

引
發
大
眾
興
趣
所
致
，
也
是
諸
位
國
王
支
持
相
關
書
籍
出
版
的
激
勵
結
果
。
前
文
提
過
的
殉
道
者
彼
得
，
於
一

五
二
年
在
西
班
牙
首
度
出
版
他
的
《
旬
年
錄γ
並
很
快
引
來
其
他
仿
效
之
作
﹔
至
一
五
一
九
年
，
德
恩
西

索
推
出
一
部
《
地
理
略
記
》
。
奧
維
耶
多
伊
巴
德
則
從
一
五
二
六
年
起
，
出
版
與
西
印
度
群
島
相
關
的
一
系
列

史
地
書
。

凡
此
種
種
皆
顯
示
，
西
班
牙
與
葡
萄
牙
的
地
理
發
現
與
帝
國
征
伐
事
業
，
並
非
不
為
人
知
。
只
是
，
在
伊

比
利
半
島
之
外
，
除
卻
一
批
人
數
甚
少
的
學
者
、
商
人
與
延
臣
，
此
類
書
籍
並
未
引
起
世
人
太
大
的
興
趣
，
直

到
大
約
一
五
五
0
年
之
後
才
改
觀
，
這
點
似
應
特
別
澄
清
。
尤
有
甚
者
，
探
險
遠
航
的
新
經
驗
，
並
未
完
全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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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接
納
，
許
多
至
為
重
要
的
相
關
著
述
，
僅
以
手
抄
本
流
通
，
沒
人
願
意
承
印
。
同
時
期
的
法
國
，
尚
有
一
事

值
得
一
提
，
那
就
是
曼
德
威
爾
爵
士
浮
誇
空
撰
的
《
遊
記
》
於
一
五
三
0
年
又
以
法
文
翻
印
了
三
次
，
反
倒
是

殉
道
者
彼
得
的
諸
多
著
作
中
，
一
五
五
0
年
之
前
僅
一
部
《
群
島
初
訪
摘
記
》
印
製
成
書
三
五
三
三
年
）
。

就
連
一
五
三
九
到
一
五
五
八
年
間
，
七
度
以
法
文
翻
印
的
波
埃
謬
斯
地
理
書
，
也
對
美
洲
隻
字
不
提
，
關
於
亞

非
兩
洲
的
新
發
現
亦
少
著
墨
。

一
五
五0
年
以
後
，
這
種
情
況
方
有
改
變
，
歐
洲
人
地
理
認
知
裡
的
新
地
平
線
，
也
才
更
趨
清
晰
。
西
班

牙
方
面
，
擔
任
柯
提
茲
祕
書
的
德
戈
馬
拉
，
有
《
西
印
度
史
暨
墨
西
哥
收
伏
，
記
》
一
書
出
版
﹔
道
明
會
名
人
拉

斯
卡
薩
斯
神
父
替
美
洲
原
住
民
（
印
地
安
人
）
說
項
的
一
系
列
書
信
，
也
公
諸
於
世
。
在
葡
萄
牙
，
這
些
新
發

展
更
是
醒
目
，
一
連
串
傑
出
的
編
年
體
史
地
著
作
就
此
問
世
。
其
中
，
德
巴
羅
的
《
旬
年
錄
》
，
從
一
五
五
二

年
開
始
出
現
﹔
《
葡
屬
印
度
之
發
現
與
征
服
大
事
記
》
’
則
是一
五
五
一
年
起
問
世
的
系
列
作
品
﹔
阿
爾
布
克

爾
克
（
昔
日
任
印
度
總
督
）
的
《
評
釋
集
》
’
於
一
五
五
七
年
出
版
，
負
責
編
輯
的
正
是
他
的
兒
子
。
俟
卡
蒙
斯

（
曾
旅
居
澳
門
的
葡
文
詩
大
家
）
的
《
盧
濟
塔
尼
亞
人
之
歌
》
付
梓
，
更
是
長
期
風
行
而
不
墜
，
早
期
殖
民
文

學
的
出
版
運
動
，
從
而
達
到
巔
峰
。
至
此
，
論
及
晚
近
地
理
發
現
與
探
索
的
書
刊
，
如
雨
後
春
筍
般
紛
紛
露

臉
，
尤
其
是
關
乎
西
班
牙
、
葡
萄
牙
海
外
征
伐
之
作
。
部
分
的
傳
教
士
團
隊
，
開
始
將
自
身
活
動
的
紀
錄
定
期

回
報
歐
洲
。
大
環
境
如
此
，
明
斯
特
的
《
穹
蒼
寰
宇
志
》
遂
於
一
五
四
四
年
的
巴
塞
爾
問
世
，
概
括
地
記
載
了

當
時
歐
洲
所
知
的
世
界
全
貌
。
這
部
書
引
發
巨
大
回
響
，
甚
至
在
初
版
之
後
的
一
百
年
內
，
以
六
種
不
同
語
文

出
版
四
十
六
次
。
另
一
方
面
，
一
五
五

0
年
之
前
的
法
國
，
僅
八
十
三
種
地
理
專
書
出
版
，
但
在
一
五
五
一
到

一
五
六
0
年
間
即
出
版
了
四
十
八
種
，
一
五
六
一
到
一
五
七
0
年
間
又
出
版
了
七
十
種
，
一
五
七

一
到
一
五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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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年
間
更
出
版
八
十
二
種
，
一
五
八
一
到
一
五
九

0
年
間
也
出
版
了
七
十
六
種
，
一
五
九
一
到
一
六
0
0
年
間

則
出
版
五
十
四
種
（
疑
因
宗
教
戰
爭
削
減
發
行
量
）
，
三

八O
一
到
一
六
O
九
年
間
甚
至
出
版
至
一
百
一
十
二

種
之
多
。
這
些
書
籍
占
法
文
圖
書
出
版
總
數
的
相
對
比
例
，
若
與
其
他
語
文
的
地
理
出
版
品
相
較
，
大
概
相
去

不
遠
。
除
了
銷
量
驚
人
的
殉
道
者
彼
得
作
品
，
卡
斯
當
涅
朵
編
年
史
書
的
西
班
牙
文
、
拉
T
文
、
法
文
譯
本
，

亦
為
人
所
爭
讀
，
至
於
德
戈
馬
拉
與
阿
爾
布
克
爾
克
的
見
聞
錄
，
需
求
同
樣
龐
大
。
若
從
最
受
歡
迎
的
新
書
當

中
隨
機
舉
出
數
例
，
則
有
耶
穌
會
士
馬
菲
依
的
《
印
度
史
卷
十
六

γ

皮
嘉
費
塔
關
於
剛
果
的
著
作
，
以
及
德

埃
斯
卡
蘭
特
與
德
曼
多
薩
關
於
中
國
的
著
作
。
其
他
不
勝
枚
舉
的
作
品
中
，
《
非
洲
總
述
》
尤
不
宜
等
閒
視

之
﹔
其
作
者
係
來
自
格
拉
納
達
的
阿
拉
伯
裔
，
曾
經
遊
歷
整
個
非
洲
，
後
遭
信
奉
基
督
教
的
水
手
所
擒
，
交
予

教
宗
聖
良
十
世
發
落
。
教
宗
於
是
鼓
勵
他
整
理
遊
記
供
人
出
版
。

在
那
之
後
，
又
發
行
了
許
多
關
於
新
世
界
的
書
籍
，
其
種
類
之
龐
雜
，
直
令
我
們
眼
花
撩
亂
。
大
眾
對
此

類
作
品
的
興
趣
與
日
俱
增
，
也
催
生
了
以
此
為
題
的
大
型
圖
書
總
輯
，
當
時
多
數
的
印
刷
重
鎮
，
都
曾
印
製
此

類
套
書
。
其
中
，
十
六
世
紀
由
賴
麥
錫
編
築
並
出
版
於
義
大
利
者
頗
享
盛
名
，
由
哈
克
路
特
與
珀
卻
斯
在
英
格

蘭
彙
編
的
總
輯
則
更
是
家
喻
戶
曉
。
於
美
因
河
畔
法
蘭
克
福
買
賣
出
版
品
的
德
布
里
家
族
，
旋
即
推
出
各
種
規

模
龐
然
的
大
小
遊
記
選
集
，
佐
以
華
美
精
巧
的
蝕
刻
版
插
圖
。
這
一
整
個
系
列
的
叢
書
，
花
了
他
們
四
十
四
年

才
出
版
完
畢
，
其
中
不
少
單
行
本
經
常
以
拉
丁
文
或
德
文
翻
印
。
即
使
如
此
，
德
布
里
最
後
還
是
打
消
了
發
行

法
文
版
總
輯
的
念
頭
，
可
能
是
因
為
有
意
訂
購
的
讀
者
太
少
，
不
敷
成
本
。

綜
上
所
述
，
新
世
界
的
存
在
，
要
到
一
五
六
0
年
之
後
，
才
在
特
定
的
一
小
撮
人
以
外
，
真
正
為
一
般
人

所
知
悉
，
並
成
為
引
人
入
勝
的
課
題
。
至
於
此
課
題
化
為
普
遍
的
興
趣
，
則
又
要
等
到
十
六
世
紀
步
入
尾
聲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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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幾
年
。
可
見
在
十
六
世
紀
，
新
知
新
訊
若
是
與
既
存
世
界
觀
相
仟
格
，
就
得
耗
費
相
當
的
歲
月
，
方
能
得
到

大
眾
的
接
受
與
理
解
。
甚
至
到
了
十
六
世
紀
末
，
舊
有
的
世
界
觀
在
本
質
上
究
竟
有
了
多
大
程
度
的
改
變
，
也

實
在
說
不
準
。
在
法
文
地
理
讀
物
的
範
疇
裡
’
艾
金
森
的
作
品
，
尤
其
清
楚
地
證
明
了
舊
觀
點
的
根
深
抵
固
。

就
這
點
來
看
，
馬
可
波
羅
的
《
遊
記
》
’
處
境
就
非
常
有
趣
了
﹔
它
雖
是
十
六
世
紀
法
國
人
最
常
說
的
作
品
之

一
，
獲
得
的
重
視
卻
不
比
上
個
世
紀
高
出
多
少
，
百
載
光
陰
裡
，
僅
於
一
五
五
六
年
的
巴
黎
，
以
法
文
出
版
過

一
次
。
卡
蒂
埃
與
山
普
倫
的
見
聞
錄
，
同樣
無
法
在
作
者
尚
且
在
世
時
廣
受
歡
迎
。
十
六
世
紀
裡
，
最
常
被
翻

印
的
法
文
地
理
作
品
，
乃
是
耶
穌
會
佛
洛
也
斯
神
父
在
日
本
時
所
撰
寫
的
書
信
集
（
付
印
十
九
次
）
、
在
令
人

眼
中
不
算
重
要
的
維
拉
蒙
《
土
耳
其
敘
利
亞
埃
及
遊
記
》
（
付
印
十三
次
）
，
以
及
勒
胡
瓦
、
波
斯
帖
、
員
陸
、

德
威
特
等
人
的
著
作
﹔
這
些
作
品
的
發
想
固
然
原
創
，
文
內
的
二
手
地
理
知
識
卻
露
了
餾
兒
，
有
時
還
出
現
態

度
欠
嚴
謹
、
資
訊
數
量
不
足
之
弊
（
勒
胡
瓦
或
許
是
個
例
外
）
。
前
文
提
過
的
波
埃
謬
斯
，
在
一
五
五
八
年
之

前
仍
持
續
出
版
﹔
至
於
奧
特
利
鳥
斯
之
作
，
也
常
是
翻
印
對
象
，
唯
其
聲
望
主
要
來自
華
麗
的
雕
版
地
圖
。
更

重
要
的
是
，
前
述
書
籍
流
行
的
程
度
，
就
連
那
些
偉
大
西
班
牙
探
險
作
品
的
譯
本
，
竟
也
自
嘆
弗
如
﹔
著
作
較

受
法
國
人
歡
迎
的
幾
位
，
不
外
乎
德
戈
馬
拉
（
共
計
印
出
六
種
不
同
的
法
文
版
）
、
德
曼
多
薩
（
五
種
）
、卡
斯

當
涅
朵
（
五
種
）
等
人
。
這
倒
不
能
說
是
法
國
與
西
班
牙
在
政
治
上
交
惡
，
所
導
致
的
普
遍
敵

意
使
然
，
畢
竟

拉
斯
卡
薩
斯
神
父
批
判
西
班
牙
軍
隊
在
新
大
陸
暴
行
的
作
品
，
也
只
發
行
了
三
個
版
本
的
法
文
譯
本
。

我
輩
若
進
一
步
探
究
，
論
及
哪
些
國
家
的
書
籍
最
受
歡
迎
，
所
得
的
事
實
也
頗
有
趣
：
絕
大
多
數
的
法
文

地
理
書
與
遊
記
，
皆
以
今
日
所
謂
的
近
東
地
區
為
題
。
在
當
時
，
關
於
土
耳
其
人
的
著
作
，
比
談
述
美
洲
的
書

籍
多
出
一
倍
，
似
乎
在
法
國
民
眾
的
想
像
裡
，
前
者
較
具
魅
力
。
關
乎
西
印
度
群
島
與
葡
萄
牙
殖
民
地
的
作
品



357 第八章 印刷書：變革的推手

次
之
，
數
量
也
不
少
﹔
亞
洲
國
度
的
相
關
書
籍
則
又
次
之
，
數
量
相
去
並
不
遠
，
除
了
提
及
中
國
、
鰱
阻
，
當

然
更
少
不
了
耶
路
撒
冷
（
東
遊
聖
城
的
記
敘
文
字
，
尤
其
常
見
）
。
以
美
洲
為
旨
的
書
籍
，
數
量
僅
排
名
第

四
，
最
後
才
是
乏
人
問
津
的
非
洲
與
南
半
球
風
物
誌
。
十
六
世
紀
的
法
國
讀
者
，
對
於
鄰
近
疆
域
的
關
切
程

度
，
似
乎
大
幅
超
過
遙
國
遠
邦
，
且
對
以
往
已
然
耳
熟
能
詳
的
地
區
較
為
好
奇
，
新
進
展
開
交
流
者
反
被
冷

落
。
他
們
注
目
的
焦
點
在
東
方
而
非
西
方
，
縱
令
其
地
理
視
野
在
文
藝
復
興
期
間
開
展
，
腦
海
中
的
世
界
全
貌

仍
不
兔
失
真
。

略
真
素
養
的
十
六
世
紀
讀
者
，
對
法
律
的
興
趣
似
乎
超
過
地
理
、
自
然
科
學
，
甚
或
是
醫
藥
（
此
指
真
有

科
學
根
據
的
醫
學
，
而
非
詳
述
民
俗
偏
方
的
暢
銷
讀
物
）
。
成
文
法
規
的
合
訂
本
，
大量
地
出
售
，
威
尼
斯
與

里
昂
更
有
一
些
專
門
零
售
、
經
銷
法
律
書
籍
的
大
書
商
。
跟
十
五
世
紀
比
起
來
，
十
六
世
紀
印
製
的
法
律
書
籍

更
多
。
前
文
曾
經
提
過
，
這
是
一
個
法
界
人
士
〈
包
括
從
業
人
員
與
學
者
）
構
成
多
數
書
籍
消
費
人
口
的
時

代
，
故
此
一
事
實
並
不
足
為
奇
。
在
當
時
的
法
文
藏
書
當
中
，
所
有
迄
今
尚
且
可
考
的
，
便
有
超
過
四
分
之

三
，
涵
蓋
了
大
量
的
法
律
類
文
本
﹔
亦
有
許
多
法
律
書
的
收
藏
者
，
從
事
的
是
看
似
不
會
關
心
法
律
的
職
業
，

諸
如
金
匠
、
磨
坊
老
閩
、
藥
材
商
等
。
顯
然
地
，
那
些
從
事
法
律
與
法
庭
相
關
行
業
的
人
，
更
是
清
一
色
坐
擁

為
數
甚
多
的
法
律
書
籍
﹔
在
一
五
一
八
年
的
巴
黎
有
位
名
喚
辜
西
諾
的
律
師
，
擁
有
五
十
五
本
書
，
其
中
法
律

書
籍
即
占
四
十
二
本
，
且
－
E
王
年
的
首
席
書
記
官
里
才
，
情
形
亦
類
似
，
在
其
五
百
一
十
三
本
藏
書
中
有

三
百
一
十
八
本
法
律
書
籍
。
如
此
的
高
比
例
，
絕
非
偶
然
或
特
例
。

《
民
法
全
書
》
與
《
教
會
法
全
書
》
’
是
當
時
最
常
被
人
翻
印
的
法
律
書
籍
﹔
在
各
種
書
庫
裡
’
亦
最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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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到
此
類
館
臟
。
但
時
至
今
日
，
這
些
書
籍
頗
多
已
經
亡
快
，
難
以
估算
其
出
版
的
次
數
。
而

《
法
學
總

論
》
、
《
法
學
彙
編
》
、
《
敕
令
典
》
、
《
新
律
》
，
以
及
《
格
拉
蒂
安
教
規
集
》
、
教

宗
國
瑞
九
世
《教
令
集
》

等
法
規
全
集
的
片
段
條
文
，
則
同
樣
印
製
成
多
個
版
本
，
唯
數
量
不
詳
。
此
類
書
籍
的
陣
容
裡
’
或
許
還
包
括

不
少
標
準
的
參
考
典
籍
與
摘
要
，
像
是
《
盛
年
法
典
》
、
《
司
法
之
鏡
》
等
，
其
中
又
以
《
民
法
暨
教
會
法
選

粹
》
最
為
重
要
。
這
些
涉
及
羅
馬
法
與
教
會
法
的
專
論
，
乃
是
任
何
法
學書
庫
必
備
的
基
礎
書
籍
，
但
普
通
法

與
近
代
法
的
相
關
著
作
也
漸
趨
普
遍
，
並
再
三
翻
印
，
法
國
的
情
況
尤
其
如
此
。
此
類
書
給
並
經
常
出
現
在
各

種
私
人
藏
書
當
中
。
話
雖
如
此
，
隨
著
王
室
立
法
之
制
勃
興
於
法
圈
，
愈
來
愈
多
的
成
文
法
選
集
在
宮
廷
出

版
。
為
了
讓
王
室
成
文
法
的
內
容
能
在
頒
布
之
後
儘
速
公
告
周
知
，
法
國
國
王
很
快
地
任
命
了
專
門
的
印
刷

商
，
令
他
們
印
刷
、
傳
布
這
些
法
規
。
君
王
法
院
與
下
級
法
院
見
狀
，
旋
即
遵
循
宮
廷
先
例
，
有
樣
學
樣
起

來
。
這
麼
一
來
，
當
時
數
量
日
增
的
官
方
傳
單
與
招
貼
，
在
印
刷
的
目
的
上
，
便
與
今
天
的
政
府
公
報
極
為
相

近
了
。在

法
學
、
法
典
之
外
，
還
有
一
類
書
籍
，
更
令
那
個
年
代
的
大
多
數
讀
者
所
喜
：
歷
史
故
事
。
許
多
史
書

出
版
之
後
便
席
捲
市
場
，
以
方
言
成
書
者
尤
其
成
功
。
古
典
作
家
與
歷
史
學
家
的
著
述
，
究
竟
如
何
地
受
歡

迎
，
又
如
何
頻
繁
地
譯
成
各
國
文
字
，
前
文
已
經
提
及
。
就
十
六
世
紀
來
說
，
希
羅
多
德
、
修
斯
提
底
斯
、
塔

西
圖
斯
、
蘇
埃
托
尼
烏
斯
，
以
及
馬
克
希
穆
，
作
品
出
版
皆
算
頻
繁
，
也
是
許
多
私
人
收
藏
裡
的
常
客
。
比
這

些
更
普
遍
的
史
書
，
則
有
李
維
的
作
品
，
凱
薩
的
《
高
盧
戰
記γ
約
瑟
夫
斯
的
《
上
古
猶
太
史
γ
優
西
比
烏

斯
的
《
教
會
史
γ

以
及
普
盧
塔
克
的
《
希
臘
羅
馬
名
人
傳
》
等
。
這
些
作
品
的
大
部
分
，
經
常
被
翻
譯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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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還
發
行
插
圖
版
本
。
在
同
個
時
期
裡
’
也
有
許
許
多
多
的
人
文
主
義
者
，
動
手
寫
史
書
捕
﹔
他
們
意
在
師
法

古
典
鉅
著
，
尤
其
是
李
維
的
作
品
，
故
許
多
人
以
拉
T
文
寫
作
。
這
就
使
得
義
大
利
再
度
獨
領
全
歐
風
騷
。
先

有
布
魯
尼
在
十
五
世
紀
裡
記
敘
自
身
時
代
之
事
，
而
在
波
焦
替
佛
羅
倫
斯
人
作
史
之
後
，
又
有
本
博
撰
寫
威
尼

斯
人
史
。
此
外
，
席
爾
維
斯
（
即
教
索
庇
護
二
世
）
以
《
當
代
奇
聞
要
事
史
》
為
題
，
撰
寫
回
憶
錄
。
義
大
利

史
家
的
做
法
，
從
十
五
世
紀
末
開
始
，
成
為
全
歐
各
地
仿
效
的
對
象
，
至
十
六
世
紀
風
潮
更
盛

：
在
西
班
牙
有

殉
道
者
彼
得
，
在
法
國
則
有
查
理
八
世
欽
命
義
大
利
裔
的
史
料
編
築
官
埃
米
黎
。
埃
米
黎
於
十
五
世
紀
末
撰
寫

《
法
蘭
克
史
論
γ
在
他
之
後
又
有
法
裔
的
嘉
圭
因
，
繼
之
以
《
法
蘭
克
史
要
丫
爾
後
，
此
類
著
述
便
相
繼
在

各
地
誕
生
。
回
溯
史
書
撰
寫
的
發
展
沿
革
，
當
然
不
是
本
書
宗
旨
﹔
此
處
只
是
想
強
調
一
項
普
遍
且
重
要
的
事

實
，
即
前
述
史
書
不
僅
極
度
風
行
，
也
常
常
被
譯
成
各
國
的
方
言
。
以
嘉
圭
因
的
《
法
蘭
克
史
要
》
為
例
，
除

了
拉
T
原
文
在
一
四
九
四
到
一
五
八
六
年
間
十
九
度
翻
印
，
法
文
譯
本
也
在
一
五
一
四
到
一
五
三
八
年
間
翻
印

過
七
次
。
而
後
，
圭
恰
爾
迪
尼
的
《
義
大
利
史
》
於
一
五
六
一
年
初
版
，
此
後
更
印
出
難
以
計
數
的
眾
多
義
大

利
文
譯
本
，
法
文
譯
本
也
不
少.. 
該
書
亦
以
西
班
牙
文
、
英
文
，
甚
至
法
蘭
德
斯
文
版
本
流
通
於
世
。

鐘
情
歷
史
的
語
者
，
包
括
的
不
只
是
神
職
人
員
、
人
文
主
義
學
者
與
學
生
，
也
涵
蓋
律
師
與
朝
臣
、
軍
人

與
商
賈
，
甚
至
單
純
的
工
匠
。
古
代
史
家
的
大
作
也
好
，
人
文
主
義
者
的
史
學
仿
作
也
罷
，
都
是
顧
念
這
些
讀

者
，
方
才
譯
成
現
代
的
方
言
。
但
這
些
人
愛
讀
的
史
著
，
實
際
上
卻
比
較
偏
向
編
年
史
（
依
中
世
紀
的
習
價
而

編
著
者
）
、
年
鑑
總
輯
、
政
治
人
物
回
憶
錄
等
體
裁
。
德
博
韋
的
遠
古
史
書
《
史
事
寶
鑑γ
與
羅
勒
文
克
的

《
簡
編
史Y
仍
獲
不
少
讀
者
青
睞
。
《
史
潮
》
曾
在
十
六
世
紀
裡
數
度
再
版
、
改
寫
，
而
謝
德
爾
的
《
紐
倫
堡

編
年
史
》
更
與
其
他
同
類
作
品
一
樣
大
大
地
暢
銷
﹔
這
些
作
品
有
時
並
印
製
成
卷
軸
狀
，
採
單
面
印
刷
，
各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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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頁
首
尾
相
黏
成
一
長
串
。
民
族
史
、
年
鑑
、
編
年
史
，
甚
至
只
是
記
載
單
一
地
區
史
事
的
著
作
，
盡
皆
引
領

書
壇
風
騷.. 
在
西
班
牙
，
德
瓦
勒
拉
的
《
西
班
牙
紀
年
史γ
以
及
西
古
羅
的
《
西
班
牙
記
略
》
，
便
是
其
中
兩

例
。
後
者
印
出
六
種
版
本
，
而
一
五
三O
到
一
五
三
九
年
問
問
世
的
版
本
即
占
五
種
，
包
括
三
種
卡
斯
提
爾
語

（
以
正
統
自
居
的
舊
有
西
班
牙
語
）
和
兩
種
拉T
文
本
。
法
國
的
讀
者
則
重
拾
中
世
紀
的
史
書
與
年
鑑
，
其
中

特
別
風
行
的
，
當
推
圖
爾
的
格
列
高
瑞
（
六
世
紀
時
曾
任
圖
爾
主
教
）
所
著
的
《
法
國
教
會
史
》
’
與
吉
依
的

《
法
蘭
西
年
鑑
》
﹔
兩
書
在
這
百
年
間
皆
翻
印
達
十
餘
次
之
多
。
此
一
時
期
印
製
成
書
的
地
方
史
料
也
頗
多
，

當
中
諸
如
布
歇
特
的
《
亞
奎
丹
年
鑑
》
和
德
阿
棋
特
雷
的
《
布
列
塔
尼
年
鑑γ
直
至
十
七
世
紀
，
市
場
需
求

依
舊
穩
定
。
另
有
柯
洛
塞
於
一
互
王
年
出
版
的
《
巴
黎
遇
事
γ

在
十
六
世
紀
往
後
的
幾
十
年
間
頻
頻
修
訂

再
版
。
不
過
，
比
起
德
科
米
尼
的
《
回
憶
錄
》
’
與
後
來
馬
當﹒
杜
頁
萊
的
同
穎
作
品
，
也
許
前
述
史
書
的
暢

銷
程
度
都
還
差
上
一
截
。
之
後
沒
有
多
久
，
由
帕
基
耶
編
寫
的
《
法
蘭
西
遺
事
考
》
出
版
，
旋
即
再
版
無
數

次
。
在
此
之
前
的
十
六
世
紀
讀
者
，
則
以
德
貝
爾
勒
撰
寫
的
《
高
盧
群
像
與
特
洛
伊
秉
性
》
自
娛
。
德
員
爾
勒

是
莫
利
尼
的
親
戚
，
而
他
這
部
有
趣
的
著
作
，
聲
稱
證
實
了
特
洛
伊
人
乃
是
高
盧
人
與
日
耳
曼
人
的
共
同
先

祖
，
多
次
付
印
不
在
話
下
，
書
中
插
圖
還
變
成
簾
雌
繡
圓
常
用
的
範
本。
凡
此
種
種
皆
足
以
證
明
，
當
時
的
民

眾
雖
為
「
歷
史
」
深
深
著
迷
，
對
凝
聚
國
族
意
識
的
史
料
更
是
日
益
認
同
，
但
大
致
上
仍
無
力
辨
別
傳
說
與
史

實
，
也
有
可
能
懶
得
釐
清
兩
者
間
有
何
不
同
。

這
一
股
為
數
龐
大
的
群
眾
，
對
史
書
懷
抱
著
不
可
遇
抑
的
偏
好
﹔
帶
著
傳
奇
色
彩
的
歷
史
故
事
，
像
是
特

洛
伊
的
掌
故
，
常
比
客
觀
的
史
事
陳
述
更
能
博
得
他
們
的
歡
心
。
對
於
幻
想
、
杜
撰
的
文
學
作
品
，
他
們
亦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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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等
程
度
的
迷
戀
。
十
六
世
紀
的
印
刷
事
業
，
自
始
至
終
持
續
印
製
出
版
本
繁
多
的
中
世
紀
小
說
，
尤
其
是
永

遠
不
退
流
行
的
古
早
騎
士
冒
險
故
事
，
便
是
此
種
偏
好
的
首
要
證
據
。
一
方
面
，
十
五
世
紀
已
經
付
梓
的
故

事
二
二
不
五
時
地
翻
印
，
在
另
一
方
面
也
有
印
刷
商
持
續
把
未
曾
出
版
的
文
本
引
介
給
讀
者
大
眾
，
或
從
尚
未

亡
仗
的
中
世
紀
手
抄
本
中
隨
機
取
材
，
依
照
當
時
讀
者
的
口
味
加
以
改
寫
再
行
出
版
。
常
被
視
為
民
族
史
詩
的

《
騎
士
與
天
聽
》
或
《
波
爾
多
的于
翁
》
’
與
《
納
韋
爾
的
熱
拉
爾
》
、
《
佛
羅
里
芒
》
等
諸
多
遠
古
騎士
傳

奇
，
同
在
此
時
發
行
再
三
。
根
據
奧
特
龐
的
統
計
，
當
時
所
有
以
散
文
體
裁
流
通
的
騎
士
傳
奇
與
民
族
史
詩

裡
，
有
十
三
首
民
族
史
詩
係
於
十
六
世
紀
首
度
出
版
（
十
五
世
紀
時
僅
兩
首
）
，
而
民
間
流
傳
的
英
雄
故
事
也

有
八
篇
（
十
五
世
紀
僅
五
篇
）
。
至
於
一
五
五0
年
之
前
印
行
的
八
十
餘
篇
中
世
紀
故
事
中
，
無
疑
以
《
艾
蒙

的
四
個
兒
子
》
（
一
五
三
六
年
之
前
印
有
十
八
種
版
本
，
十
六
世
紀
內
共
印
出
大
約
二
十
五
種
版
本
）
、
《
榮
勳

記
》
（
版
本
數
目
與
前
者
相
仿
）
以
及
金
目
羅
旺
斯
的
皮
耶
》
（
一
五
三
六
年
之
前
印
出
十
九
種
版
本
）
贏
得
最

多
的
書
迷
。
勒
費
弗
爾
的
《
特
洛
伊
史
彙
》
’
是
將
多
個
中
世
紀
的
特
洛
伊
故
事
合
編
成
冊
，
反
映
出
十
六
世

紀
及
其
後
，
讀
者
對
這
個
題
材
的
興
趣
持
續
增
長
﹔
至
於
《
奇
人
奇
事
維
吉
爾
γ
則
繼
續
讓
上
古
詩
聖
維
吉

爾
以
巫
師
的
身
分
，
扮
演
中
世
紀
故
事
的
男
主
角
。
法
蘭
德
斯
的
包
杜
旺
、
波
爾
多
的
于
翁
、
丹
麥
人
歐
吉
以

及
伯
斯
佛
瑞
斯
等
英
雄
豪
傑
的
事
蹟
’
乃
至
於
圓
桌
武
士
、
亞
瑟
王
、
仙
湖
武
士
蘭
斯
洛
、
魔
法
師
梅
林
、
帕

齊
法
爾
爵
士
、
特
力
斯
坦
等
傳
奇
人
物
，
更
是
家
喻
戶
曉
，
歷
久
而
彌
新
。
即
便
有
這
麼
多
的
故
事
，
還
是
無

法
完
全
滿
足
十
六
世
紀
民
眾
的
小
說
癮
﹔
是
以
在
十
六
世
紀
的
頭
四
十
年
裡
’
《
玫
瑰
傳
奇
》
不
得
不
重
印
多

達
十
四
次
。
薄
伽
丘
的
《
菲
亞
美
達
》
之
所
以
讀
者
滿
天
下
，
部
分
原
因
即
是
它
滿
足
群
眾
在
這
個
面
向
的
需

求
。
諒
自
希
臘
羅
馬
時
代
的
古
典
小
說
，
像
是
阿
普
留
斯
的
《
金
驢
記
》
與
赫
利
奧
多
魯
的
《
衣
索
比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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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
需
求
又
特
別
龐
大
，
並
不
時
推
出
翻
譯
、
翻
印
本
。

在
此
同
時
，
也
有
幾
種
文
學
型
態
，
或
多
或
少
與
前
述
的
虛
構
小
說
、
鄉
野
故
事
，
有
著
密
切
的
相
闕
，

並
在
全
歐
各
地
發
展
起
來
。
新
的
文
學
之
所
以
能
博
得
大
眾
好
感
，
大
抵
是
這
種
相
關
性
的
的
功
勞
﹔
摩
爾
的

《
烏
托
邦
》
與
拉
伯
雷
的
作
品
廣
獲
爭
讀
，
無
疑
也
是
拜
此
關
聯
之
賜
。
然
而
在
十
六
世
紀
裡
’
杜
撰
作
品
最

為
發
達
的
兩
個
國
家
，
並
不
是
摩
爾
或
拉
伯
雷
的
祖
國
﹔
倒
是
西
班
牙
與
義
大
利
，
擁
有
無
庸
置
疑
的
優
越
地

位
。
在
西
班
牙
，
騎
士
冒
險
故
事
的
魅
力
與
影
響
力
甚
是
深
刻
。
十
六
世
紀
初
期
，
更
有
《
高
處
的
阿
瑪
迪
》

在
此
出
版
，
其
起
源
雖
難
以
考
證
，
卻
絕
對
是
那
個
年
代
銷
售
成
績
最
傲
人
的
一
本
書
。
也
就
是
在
同
個
世
紀

裡
’
這
部
作
品
（
包
括
其
續
集
）
印
製
成
超
過
六
十
種
西
班
牙
文
的
版
本
，
許
許
多
多
的
法
文
、
義
大
利
文
譯

本
，
以
及
英
文
、
德
文
、
荷
蘭
文
譯
本
各
一
種
。
正
因
為
它
太
過
暢
銷
，
短
短
一
百
年
的
光
景
，
《
阿
瑪
迪
》

竟
發
展
成
一
整
套
的
系
列
故
事
，
包
含
前
傳
、
外
傳
、
續
作
等
。
阿
瑪
迪
之
子
埃
斯
普
蘭
丹
的
英
勇
行
徑
，
以

及
英
格
蘭
的
阿
瑪
迪
、
奧
利
瓦
的
帕
梅
林
、
英
格
蘭
的
帕
梅
林
等
豪
俠
人
物
的
功
績
，
接
連
地
創
作
、
印
行
，

無
非
是
為
了
沾
點
光
，
藉
《
高
盧
的
阿
瑪
迪
》
的
盛
名
獲
利
。

綜
觀
書
市
，
新
版
的
《
高
盧
的
阿
瑪
迫
》
固
然
持
續
出
版
，
同
時
還
是
有
不
少
風
格
迴
異
的
新
小
說
，
大

童
印
製
成
書
。
同
樣
在
西
班
牙
境
內
，
「
感
傷
小
說
」
便
非
常
受
到
歡
迎
，
諸
如
德
聖
佩
羅
的
《
愛
的
牢
籠
》

（
部
分
內
容
改
編
自
前
文
已
列
為
暢
銷
著
作
的
薄
伽
丘
《
菲
亞
美
達
》
）
、
《
阿
納
爾
特
與
盧
森
姐
的
愛
情
合
約
》

（
一
五
二
二
至
一
五
二
七
年
間
印
出
三
種
西
班
牙
文
版
，
十
七
種
法
文
版
則
從
一
五
三
七
年
起
陸
續
發
行
，
另

有
四
種
英
文
版
）
，
德
富
羅
瑞
的
《
格
麗
賽
與
米
拉
員
拉
記
》
（
西
班
牙
文
版
八
種
、
義
大
利
文
九
種
、
法
文
十

九
種
）
，
以
及
作
者
不
詳
的
《
愛
戀
情
事
》
（
約
印
出
十
五
種
版
本
）
等
等
。
此
種
文
學
傳
統
，
催
生
了
蒙
特
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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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的
《
狄
安
娜
》
，
以
及
稍
晚
出
現
在
十
七
世
紀
法
國
的
于
爾
菲
作
品
《
阿
斯
特
萊
γ
最
終
則
演
變
為
田
園
小

說
、
感
傷
小
說
一
派
。
這
麼
看
來
，
如
此
文
類
乃
是
以

薄
伽
丘
的

《
菲
亞
美
達
》
為
源
頭
，

逐
步
發
展
起
來

的
。
在
另
一
方
面
，
義
大
利
風
行
的
卻
是
另
一
種
小
說
，
尤
其
是
受
到
亞
瑟
王
系
列
與
加
洛
林
王
朝
等
源
自
中

世
紀
法
國
的
傳
說
所
影
響
，
而
創
作
的
一
連
串
騎
士
史
詩
。
這
些
作
品
受
到
歡
迎
，
無
疑
也
應
歸
功
於
其
中
虛

構
的
主
人
翁
。
在
十
五
世
紀
浦
爾
契
的
《
摩
爾
干
提
》
與
博
亞
爾
多
的
《
熱
戀
的
羅
蘭
》
之
後
，
又
有
出
自
阿

里
奧
斯
托
手
筆
的
《
瘋
狂
的
羅
蘭
γ

贏
得
廣
大
的
回
響
。
也
就
在
這
個
時
候
，
傳
統
的
騎
士
冒
險
故
事
，
與

《聖
特
雷
的
小
約
翰
》
之
類
專
供
勃
良
地
貴
族
消
磨
時
間
而
寫
的
小
說
，
變
成
了
小
販
聽
中
必
備
的
書
籍
商

品
，
與
牧
民
曆
一
同
兜
售
。
我
們
不
難
看
出
，
此
間
有
種
迄
今
仍
顯
而
易
見
的
演
進
歷
程
在
連
作
.. 
一
部
原
本

訴
諸
菁
英
階
級
讀
者
的
經
典
，
經
過
後
人
一
代
一
代
地
改
寫
，
讀
者
群
也
一
代

一
代
地
擴
大
。
令
人
欣
賞
電

影
、
報
載
過
畫
或
觀
看
電
視
，
透
過
新
興
媒
體
認
識
雨
果
、
斯
湯
達
爾
、
莫
泊
桑
等
文
壇
祭
酒
的
力
作
（
或
是

那
些
聲
稱
出
自
大
文
豪
手
筆
的
作
品
）
，
其
理
亦
同
。

當
然
，
傳
統
的
道
德
與
宗
教
書
籍
，
在
這
段
期
間
內
仍
持
續
出
版
，
與
之
齊
頭
並
進
的
，
包
括
了書
籍
消

費
群
眾
的
增
長
、
希
臘
羅
馬
經
典
著
述
的
印
行
（
原
文
與
譯
本
皆
然
）
，
與
新
文
學
類
型
的
帽
起
。
《
師
主
篇
》

（
坎
普
臉
的
托
鴉
斯
所
作
）
、
《
黃
金
傳
奇
》
’
乃
至
於
聖
人
聖
女
的
傳
記
，
在
十
六
世
紀
初
期
依
舊
大
行
其

道
，
與
《
救
贖
之
鏡
γ
卡
圓
的
德
訓
故
事
、
各
種
假
救
主
生
平
的
記
載
，
同
樣
熱
門
。
此
外
尚
有
蘇
索
、
熱

三
、
印
刷
書
與
宗
教
改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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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
松
、
尼
德
爾
等
作
家
，
十
五
世
紀
即
非
常
流
行
的
神
祕
主
義
作
品
，
以
及
標
準
版
的
布
道
詞
選
集
（
有
時
還

會
增
錄
一
些
較
新
的
講
道
內
容
）
，
也
一
樣
擁
有
廣
大
讀
者
。
同
理
，
教
父
諸
賢
作
品
，
尤
其
是
聖
奧
古
斯
丁

與
聖
伯
納
所
言
所
書
，
銷
量
之
大
未
曾
稍
減
。
奧
坎
、
德
拉
帕
盧
、
杜
朗
、
司
各
托
、
比
里
當
等
神
學
大
家
的

鉅
著
，
暢
銷
程
度
則
一
如
往
年.. 
男
有
麥
爾
、
塔
特
瑞
、
布
里
寇
等
較
為
晚
近
的
思
想
家
齊
草
盛
名
，
在
巴
黎

地
區
大
量
印
刷
成
冊
，
直
到
大
約
一
五
二
0
年
為
止
。
同
期

（十
六
世
紀
初
）
嶄
露
頭
角
的
全
新
神
學
著
述
，

則
是
伊
拉
斯
誤
斯
、
戴
塔
普
勒
與
其
同
儕
的
傑
作
，
以
《
聖
經
》
文
本
研
究
為
基
礎
。
換
句
話
說
，
宗
教書
在

十
六
世
紀
肇
始
之
際
，
印
刷
數
量
仍
維
持
在
高
檔
，
可
能
還
超
過
十
五
世
紀
。
然
一
如
前
述
，
這
類
書
籍
占
印

刷
書
總
額
的
百
分
比
，
卻
隨
著
印
刷
鋪
產
童
的
廣
續
攀
升

，
愈
發
遜
於
以
往
翩
。
總
的
來
看
，
此
類
圖書
似
與

絕
大
多
數
的
非
宗
教
書
刊
不
同
，
即
未
能
在
讀
者
數
量
上
比
十
五
世
紀
更
上
層
樓
。
誠
然
，
戴
塔
普
勒
的
作

品
，
像
是
他
所
翻
譯
的
聖
保
祿
宗
徒
（
使
從
聖
保
羅
）
書
信
，
乃
至
於
聲
名
更
著
的
伊
拉
斯
誤
斯
部
分
著
述
，

書
市
需
求
似
乎
相
當
龐
大
，
各
種
翻
印
版
本
的
數
量
之
多
，
更
證
明
學
術
書
籍
在
當
時
亦
能
維
繫
相
當
的
發
行

量
。
但
大
體
言
之
，
一
五
二
0
年
之
前
的
宗
教
書
，
流
通
範
圍
還
是
固
於
擔
任
神
職
的
知
識
份
子
與
人
文
主
義

學
者
的
小
圈
子
內
，
鮮
有
例
外
者
。

在
一
五
一
七
年
的
德
國
，
前
述
情
況
驟
變
，
稍
晚
並
逐
步
感
染
至
歐
洲
其
他
地
方
。
宗
教
爭
議
於
此
刻
迅

速
變
成
至
高
無
上
的
重
大
問
題
，
掀
起
民
眾
內
心
最
激
昂
的
情
緒
。
藉
印
刷
媒
體
之
力
推
展
的
理
念
宣
傳
運

動
，
亦
發
展
於
此
時
期
，
成
為
空
前
創
舉
。
世
人
見
識
了
印
刷
業
的
厲
書
之
處
.. 
即
協
助
有
意
引
領
思
潮
、
塑

造
輿
論
之
人
，
實
現
其
目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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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宗
教
改
革
的
肇
始
與
發
展
，
過
度
歸
功
於
印
刷
書
或
傳
道
人
，
則
失
之
偏
頗
﹔
對
此
我
們
當
然
得
戒
慎

小
心
。
把
新
教
的
宣
傳
與
新
教
推
廣
者
，
視
為
這
種
變
革
歷
程
的
主
要
起
因
，
同
樣
有
誤
。
本
書
的
宗
旨
，
也

不
是
為
了
讓
「
印
刷
為
宗
教
改
革
之
母
」
的
荒
謬
命
題
借
屍
還
魂
。
若
說
單
憑
一
部
書
不
足
以
改
變
任
何
人
的

既
定
立
場
，
則
宗
教
改
革
的
例
子
或
許
正
能
佐
諾
此
說
法
。
雖
然
印
刷
書
未
必
是
成
功
的
說
帖
，
至
少
書
內
文

字
體
現
、
象
徵
的
信
念
，
為
抽
象
的
信
念
留
下
了
具
體
的
證
據
。
尤
有
甚
者
，
書
本
更
將
論
證
過
程
提
供
給
那

些
已
經
改
信
新
教
的
讀
者
，
促
其
信
仰
成
長
茁
壯
，
列
出
各
種
論
點
、
助
他
們
在
辯
論
中
勝
出
，
並
勸
進
那
些

躊
躇
之
人
。
綜
觀
以
上
總
總
理
由
，
印
刷
書
確
實
在
十
六
世
紀
新
教
陣
營
的
發
展
裡
’
扮
演
了
關
鍵
性
的
角

色
。
在
那
之
前
，
教
會
固
然
發
現
過
許
多
異
端
的
存
在
，
卻
總
是
立
於
不
敗
之
地
﹔
至
少
在
西
歐
是
如
此
。
史

界
先
輩
豪
瑟
爾
曾
納
悶
，
若
令
那
些
較
早
期
的
異
端
（
例
如
胡
斯
教
派
）
也
得
以
任
意
支
使
印
刷
機
的
力
量
，

像
路
德
或
喀
爾
文
那
樣
純
熟
地
利
用
印
刷
品
，
先
攻
訐
羅
馬
教
娃
，
而
後
傳
播
新
教
義
，
則
可
能
會
導
致
何
種

後
果
﹔
這
樣
的
疑
惑
並
不
違
背
常
理
。
路
德
、
喀
爾
文
等
宣
傳
家
的
中
心
任
務
，
即
試
圖
以
系
統
化
的
做
法
，

將
改
革
教
理
、
中
興
信
仰
的
基
髓
，
即
《
基
督
聖
訓
》
（
《
聖
經
》
的
別
稱
）
，
以
方
言
重
新
印
行
，
讓
尋
常
百

姓
都
能
讀
到
。
豪
瑟
爾
強
調
，
宗
教
改
革
者
「
在
一
己
著
作
的
卷
首
插
畫
裡
，
用
萃
取
葡
萄
原
汁
、
製
作
上
等

佳
腰
的
榨
酒
池
，
比
喻
他
們
為
新
教
信
徒
擺
設
心
靈
飲
宴
時
憑
藉
的
印
刷
機
」
，
自
有
其
充
分
理
由
划
。

印
刷
術
確
實
在
宗
教
改
革
之
前
許
久
，
即
為
自
身
傳
播
信
仰
的
新
角
色
，
預
做
了
準
備

.. 
先
是
反
覆
印
製

出
數
量
可
觀
的
宗
教
版
畫
（
這
可
以
追
溯
至
木
雕
版
複
製
術
的
時
代
）
，
而
後
印
出
數
量
同
樣
龐
大
的
基
本
信

仰
讀
物
（
尤
其
是
時
辰
禱
書
）
，
最
後
又
被
用
來
大
量
印
刷
《
聖
經
》
（
以
方
言
版
本
居
多
）
。
事
實
上
，
早
在

路
德
譯
經
之
前
，
市
面
上
已
經
出
現
過
十
九
種
的
高
地
德
語
《
聖
經
》
﹔
而
在
戴
塔
普
勒
的
版
本
之
前
，
譯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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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代
法
語
的
插
圖
版
《
舊
約
》
（
或
《
舊
約
》
節
譯
本
）
亦
達
二
十
四
種
。
印
刷
設
備
不
僅
便
利
、
激
發
了
新

的
《
聖
經
》
研
讀
風
潮
，
也
替
一
般
大
眾
印
出
數
以
千
計
的
傳
單
、
海
報
與
全
張
招
貼
。
史
上
第
一
種
傳
播
資

訊
的
刊
物
，
即
現
代
報
紙
的
鼻
祖
，
便
發
展
於
此
時
。
此
類
刊
物
存
續
至
今
的
非
常
少
，
是
以
令
人
很
難
想
像

其
樣
貌
，
然
稱
其
真
備
相
當
重
要
性
，
並
不
為
過
。
畢
竟
海
報
與
公
告
可
能
比
印
刷
書
更
早
出
現
，
且
其
中
提

供
時
事
訊
息
者
頗
多
。
在
此
同
時
，
宣
告
各
種
大
事
的
報
導
，
例
如
記
載
彗
星
凌
空
、
敘
述
佳
節
慶
典
、
描
寫

國
王
進
城
儀
式
、
直
陳
戰
役
勝
敗
者
，
在
十
五
世
紀
愈
後
期
愈
是
常
見
，
印
刷
量
動
輒
上
千
。
在
法
國
，
此
類

傳
單
把
法
王
在
義
大
利
的
勳
業
，
與
法
軍
在
戰
場
上
的
捷
報
，
告
知
民
眾
﹔
在
德
國
，
神
聖
羅
馬
帝
國
帝
位
的

遴
選
更
送
，
亦
藉
此
流
傳
開
來
，
並
為
宗
教
改
革
期
間
無
數
「
飛
字
本
」
（
德
文
教
改
小
冊
）
的
印
刷
預
先
鋪

路
？

群
眾
對
於
宗
教
改
革
者
的
活
動
、
改
革
者
所
涉
入
的
爭
端
、
「
異
端
邪
說
」
的
進
展
與
其
所
受
到
的
壓
制

手
段
，
常
是
透
過
這
些
短
期
流
通
的
小
冊
與
傳
單
，
才
得
以
獲
悉
。
這
就
使
人
不
得
不
做
如
是
想
：
如
欲
估
量

印
刷
機
造
成
的
影
響
，
則
應
顧
及
印
刷
海
報
在
宗
教
改
革
進
程
裡
的
角
色
。
改
革
運
動
期
間
，
每
一
樁
大
事
發

生
之
前
，
都
會
有
人
印
製
海
報
昭
告
大
眾
，
事
件
本
身
的
普
遍
重
要
性
也
從
中
得
到
彰
顯
。
象
徵
路
德
對
贖
罪

券
制
度
展
開
抨
擊
的
里
程
碑
，
與
其
說
是
他
在
講
道
中
的
批
判
之
詞
，
不
如
說
是
一
五
一
七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那
天
，
他
將
宣
傳
海
報
貼
在
威
登
堡
奧
古
斯
丁
教
堂
大
門
上
的
舉
動
。
他
的
幾
篇
論
文
，
在
擇
要
譯
成
德
文
之

後
，
亦
是
印
在
單
頁
傳
單
之
上
，
才
流
通
於
全
德
﹔
不
出
十
五
天
，
該
國
每
個
角
落
都
看
得
到
。
數
載
後
的
一

五
二
一
年
，
皇
帝
查
理
五
世
令
路
德
出
席
決
爾
姆
斯
的
帝
國
議
會
﹔
他
跟
隨
皇
帝
的
傳
令
官
橫
越
帝
國
疆
土
，

所
到
之
處
只
見
每
個
鎮
上
都
張
貼
諭
旨
，
命
百
姓
焚
毀
路
德
著
作
，
不
禁
為
之
氣
結
。
或
有
人
猜
想
，
尋
常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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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即
是
透
過
這
樣
的
海
報
，
得
知
禁
書
或
所
謂
邪
書
的
存
在
，
甚
至
常
常
據
此
判
斷
哪
些
書
得
儘
快
弄
到
手
。

除
此
之
外
，
就
連
針
對
這
一
類
對
邪
書
的
指
摘
所
引
發
的
回
應
，
也
經
常
張
貼
在
城
鎮
的
牆
面
上
。
一
五
二
四

到
一
五
二
五
年
間
，
爆
發
於
莫
歐
的
筆
戰
，
即
是
正
反
雙
方
藉
海
報

交
鋒
的
例
子

，
事
件
起
於
教
會
高
層
以
公

告
指
控
當
地
主
教
布
里
松
內
為
路
德
派
異
端.. 
一
五
二
四
年
十
二
月
，
布
里
松
內
轉
守
為
攻
，
在
城
門
與
大
教

堂
牆
上
大
舉
張
貼
教
宗
格
勒
孟
七
世
赦
免
自
己
的
證
據
，
但
當
時
教
宗
詔
書
已
然
遭
人
撕
毀
，
並
被
更
多
反
稱

教
宗
才
是
假
救
主
的
布
告
取
而
代
之
。
過
不
多
時
，
在
一
五
二
八
年
的
一
月
十
三
日
，
竟
有
人
張
貼
一
紙
假
造

的
格
勒
孟
七
世
詔
書
，
「
允
許
並
要
求
信
徒
反
覆
閱
讀
、
廣
為
傳
布
路
德
著
述
」
，
對
教
延
的
蔑
視
儼
然
達
到

最
高
峰
。
最
後
，
這
場
小
規
模
的
筆
戰
演
變
成
一
五
三
四
年
的
「
布
告
教
案
」
﹔
其
中
大
膽
宣
告
彌
撒
儀
式
無

效
的
知
名
布
告
，
係
由
皮
耶
﹒
德
文
格
勒
在
納
沙
泰
爾
所
印
，
還
被
人
貼
在
國
王
行
館
的
房
門
上
。
如
此
挑
釁

所
引
發
的
鎮
壓
，
以
及
法
王
法
蘭
西
斯
一
世
隨
後
對
印
刷
業
採
行
的
政
策
，
則
變
成
廣
為
人
知
的
歷
史
事
件
。

像
這
樣
的
告
示
，
不
過
是
當
時
民
眾
內
心
掙
扎
日
益
激
烈
的
外
在
表
現
、
真
體
徵
兆
罷
了
。
牆
壁
上
、
教

堂
大
門
上
，
乃
至
於
鬥
廊
上
緣
垂
吊
著
的
，
盡
皆
屬
之
。
有
些
是
趁
著
夜
晚
偷
偷
張
貼
上
去
的
，
旨
在
批
判
彌

撒
禮
或
教
宗
﹔
其
他
則
為
教
會
的
正
式
通
知
，
預
告
其
對
付
異
端
的
舉
措
，
或
下
令
禁
止
、
沒
收
某
些
「
淫
邪

之
書
」
。
自
然
地
，
滿
懷
好
奇
的
社
會
大
眾
，
會
把
所
有
的
公
告
都
看
過
，
密
切
注
意
著
論
戰
的
進
展
與
雙
方

你
來
我
往
的
辯
詰
。
同
時
，
在
街
頭
文
宣
交
鋒
的
背
後
，
則
有
大
量
的
相
關
書
籍
，
被
人
扣
上
「
不
見
容
於
當

道
」
、
「
異
端
邪
說
」
、
「
搬
弄
是
非
」
的
帽
子
。
以
下
探
討
的
，
就
是
這
些
書
籍
在
此
一
時
期
的
印
製
與
流

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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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德
責
難
贖
罪
券
的
主
張
，
變
成
當
時
最
搶
手
的
印
刷
書
，
連
作
者
本
人
都
感
琵
異
。
他
也
因
而
發
覺
，

德
國
確
實
，
等
著
把
祕
而
不
宣
的
滿
腹
怨
氣
公
然
表
露
，
唯
獨
欠
缺
一
個
暗
號
、
一
位
領
袖
。
最
後
，
印
刷
機
的

產
物
成
了
暗
號
。
首
先
是
馮
胡
艙
，
因
為
厭
倦7
一
己
言
論
僅
能
在
狹
隘
的
神
學
家
圈
子
流
通
，
遂
將
自
己
的

拉
T
文
對
話
錄
《
怯
熱
一
集
》
與
《
怯
熱
二
集
》
於一
五
一
九
至
一
五
二
0
年
間
譯
成
德
語
抖
，
路
德
則
為
了

儘
量
讓
更
多
人
讀
懂
，
於
一
五
二
0
年
選
擇
用
德
語
撰
寫
《
告
日
耳
曼
民
族
貴
胃
基
督
徒
盡
卒
，
唯
其
回
應
正

統
派
神
學
家
的
文
章
仍
以
拉
T
文
寫
作
。
至
於
路
德
的
講
道
詞
、
德
訓
短
文
，
以
及
說
理
鑑
鏘
的
異
議
言
論
，

從
威
登
堡
的
印
刷
鋪
裡
源
源
不
絕
地
產
出
，
印量
動
輒
上
千
，
都
是
方
言
的
版
本
。
德
國
各
地
都
有
人
第
一
時

間
翻
印
這
些
書
，
雖
然
只
是
輕
薄
易
攜
的
短
文
集
，
印
刷
卻

毫
不
馬
虎
，
標
題
採
用
明
晰
的
粗
體
，
過
框
圖
樣

精
美
且
富
日
耳
曼
風
格
。
印
刷
地
點
或
出
版
日
期
並
未
標
注
，
但
書
冊
正
面
一
概
打
印
著
人
盡
皆
知
的
馬
T

﹒

路
德
名
諱
，
也
常
常
搭
配
其
肖
像
，
讀
者
就
這
樣
熟
悉
了
他
的
長
相
淵
。

這
股
熱
潮
延
燒
到
整
個
德
國
。
每
個
陣
營
都
推
出
了
措
詞
強
烈
、
振
聾
發
曠
的
宣
傳
小
冊
。
發
行
於
一
五

二
O
至
一
五
三
0
年
間
，
並
流
傳
迄
今
的
「
飛
字
本
」
（
德
文
以
此
形
容
其
印
製
飛
快
，
著寶
傳
神
）
，
超
過
六

百
三
十
種
。
投
入
這
項
事
業
的
可
不
只
是
印
刷
匠
，
還
包
括
插
圖
畫
師
甚
至
諷
刺
圖
文
的
創
作
者
﹔
題
為
《
驢

教
宗
與
牛
修
士
》
的
小
冊
，
挖
苦
的
對
象
正
是
教
宗
與
眾
多
修
士
。
身
兼
安
貧
修
士
與
《路
德
派
狂
人
》
作
者

的
莫
納
爾
，
因
為
名
字
寫
起
來
與
德
文
的
公
貓
近
似
，
便
以
貓
頭
人
身
的
修
士
形
象
出
現
在
諷
刺
畫
裡
。
此
時

德
文
書
籍
占
出
版
總
數
的
比
例
激
增
：
在
馬
德
堡
、
羅
斯
托
克
、
漢
堡
、
威
登
堡
與
科
隆
，
計
有
七
十
種
低
地

德
語
書
刊
在
一
五
O
一
到
一
五
－
0
年
間
出
版
，
一
五
一
一
到
一
五
二

0
年
間
也
只
有
九
十
八
種
，
但
在
一
五

二
一
到
一
五
三
－0
年
間
卻
增
為
兩
百
八
十
四
種

（
其中
兩
百
三
十
二
種
論
及
宗
教
或
教
會
事
務
）
，
一
五
三
一



zzi ’

,

i 

t

jlil 

i

-

--

lil

-- 

369 第八章 印刷書：變革的搶手

到
一
五
四
0
年
間
也
有
兩
百
四
十
四
種
（
包
括
一
百
八
十
種
宗
教
作
品
）
。
想
當
然
耳
，
路
德
的
著
作
於
此
間

尤
其
突
出
﹔
根
據
估
計
，
書
商
在
一
五
一
八
到
一
五
二
五
年
間
售
出
的
所
有
德
文
書
冊
，
超
過
三
分
之

一
是
路

德
作
品
？
它
們
當
中
有
些
特
別
暢
銷
，
像
是
一
五
一
八
到
一
五
二

0
年
間
翻
印
就
超
過
二
十
次
的
布
道
詞

《
論
贖
罪
與
寬
有Y
另
外
於
一
五
一
九
年
首
印
，
同
為
布
道
詞
的
《基
督
蒙
難
聖
化
論
》
則
有
二
十
種
可
考
的

印
刷
本
。
在
雷
納
魯
斯
寫
於
一
五
一
九
年
五
月
二
十
四
日
的

一
封
信
中
提
到
，
路
德
的

《神
學
論
》
與
《上
主

禱
詞
解
》
兩
書
「
被
查
扣
的
比
賣
出
去
的
還
多
」
。
在
另一方
面
，
享
有
盛
名
的

《告
日
耳
曼
民
族
貴
間
基
督

徒
書
》
在
一
五
二
0
年
八
月
十
八
日
問
世
，
到
二
十
五
日
即
因
售
聲
而
增
刷
﹔

此
書
在
三
周
內
配
銷
四
千
冊
，

兩
年
內
出
現
過
十
三
種
印
刷
本
。
短
文
《
論
自
由》
則
在
一
五
二
六
年
之
前
出
現
過
大
約
十
八
種
迄
令
可
考
的

翻
印
版
。
除
此
之
外
，
他
在
一
五
二
二
年
裡
最
出
名
的
三
部
著
作
足
以
佐
證
’
任
何

一
篇
出
自
路
德
手
筆
的
文

章
，
讀
者
無
不
爭
相
拜
讀
，
程
度
幾
近
狂
熱
：
《論
人
世
知
識
之
不
宜
》
十
三
度
付
印
，

《婚
姻
小
書
》
印
了

十
一
次
，
而
《
小
禱
簿
》
更
在
一
五
四
五
年
之
前
印
了
二
十
五
次
。

而
後
，
德
國
境
內
的
印
刷
鋪
，
忙
碌
的
大
半
都
是
宗
教
改
革
著
述
的
發
行
二
如
同
時
期
多
數
的
中
產
階

級
，
印
刷
商
通
常
對
老
教
會
沒
有
特
別
好
感
，
其
中
還
有
不
少
人
因
為
不
時
接
觸
人
文
主
義
者
與
學
界
、
藝
文

界
，
頗
能
趕
上
新
思
維
的
腳
步
。
多
數
情
況
下
，
他
們
拒
絕
為
天
主
教
會
印
製
宣
傳
小
冊
，
卻
煞
費
功
夫
地
細

心
印
刷
路
德
、
馮
胡
臘
、
梅
蘭
希
頓
之
作
﹔
就
算
這
未
必
出
自
他
們
對
新
教
理
念
的
堅
信
，
至
少
證
明
改
革
書

籍
比
較
有
利
可
圖
。
在
這
個
時
期
裡
，
每
件
事
情
都
能
扯
上
路
德
，
反
動
派
就
算
攻
擊
他
，
也
不
曾
占
得
便

宜
。
莫
納
爾
的
《
路
德
派
狂
人
》
銷
量
悽
慘
，
至
於
先
前
風
靡
至
極
的
作
品
，
尤
其
是
伊
拉
斯
誤
斯
的
書
，
願

買
的
讀
者
亦
日
漸
稀
少
。
相
反
地
，
發
行
路
德
著
作
的
印
刷
商
頗
有
賺
頭
，
其
中
尤
以
羅
特
赫
與
魯
伏
特
最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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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功
，
甚
至
搖
身
變
成
威
登
堡
最
富
裕
、
地
位
最
重
要
的
市
民
，
後
者
更
一
度
官
拜
市
長
。
在
史
特
拉
斯
堡
，

納
布
洛
克
曾
因
慷
慨
捐
款
予
天
主
教
組
織
而
名
噪
一
時
，
如
今
其
辦
公
室
竟
成
為
路
德
思
想
的
傳
插
中
心
。
哥

夜
”
研
究
過
的
七
十
位
德
國
印
刷
商
裡
’
至
少
有
四
十
五
位
隸
屬
路
德
陣
營
，
其
中
開
業
於
威
登
堡
者
盡
皆
屬

之
，
開
業
於
史
特
拉
斯
堡
的
則
有
六
人
（
共
八
人
執
業
）
，
開
業
於
奧
格
斯
堡
的
也
有
九
人
（
當
地
僅
三
位
天

主
教
印
刷
商
）
。
即
便
在
那
些
俗
世
政
府
忠
於
羅
馬
教
廷
的
城
鎮
，
還
是
有
人
印
製
改
革
派
的
作
品
，
且
通
常

可
以
躲
過
刑
罰.. 
當
然
，
開
工
之
前
該
防
範
或
該
打
點
的
，
仍
不
能
免
。
印
刷
商
塞
哲
爾
，
便
因
梅
蘭
希
頓
與

他
關
係
密
切
，
而
名
留
青
史
。
他
除
了
在
阿
格
諾
印
刷
梅
蘭
希
頓
的
作
品
，
也
印
刷
路
德
的
書
，
以
及
布
恨
哈

根
、
布
倫
茲
、
艾
格
里
科
拉
、
萊
吉
鳥
斯
編
寫
的
小
冊
。
帝
國
總
理
官
署
對
此
並
沒
有
坐
視
，
但
在
一
五
二

四
、
一
五
二
六
年
兩
度
的
下
令
干
預
中
，
卻

顯
得
理
不
直
氣
不
壯
，
收
效
也
不
大.. 
這
是
因
為
塞
哲
爾
所
出
版

的
，
係
專
供
外
銷
的
拉
丁
文
書
籍
，
是
以
縱
有
部
分
作
品
的
序
言
，
以
筆
鋒
過
勁
的
拉
丁
詞
藻
指
控
羅
馬
當
局

是
「
宛
如
猶
太
教
堂
的
假
救
主
淵
數
」
’
執
政
者
也
莫
可
奈
何
。
直
到
一
五
三
二
年
，
塞
哲
爾
以
德
語
出
版
一

本
成
年
領
洗
派
（
主
張
教
會
不
應
對
嬰
孩
施
洗
的
教
派
）
的
小
書
，
其
印
製
品
才
真
正
遭
到
查
扣
，
但
這
樣
的

打
壓
，
亦
未
能
阻
止
他
在
一
五
三
七
年
印
行
塞
爾
維
特
的
《
三
位
一
體
﹒謬
誤
論
》
韌
。

不
過
，
如
此
的
寬
貨
，
並
非
各
地
皆
然
。

舉
例
來
說
，
一
五
二
七
年
的
紐
倫
堡
，
就
有
一
位
顧
登
朗
，
因

印
製
反
對
教
宗
書
刊
而
面
臨
起
訴
﹔
當
地
畢
竟
是
喬
治
公
爵
（
當
時
的
薩
克
森
選
侯
）
當
家
，
豈
能
容
忍
轄
內

印
刷
商
意
圖
造
反
。
另
有
好
幾
位
印
刷
商
出
走
萊
比
錫
，
係
因
政
府只准
他
們
發
行
天
主
教
讀
物
，
偏
偏
印
這

種
書
又
賺
不
了
錢
。
無
怪
乎
4譚
納
留
在
萊
比
錫
，
卻
因
債
台
高
築
而
入
獄
。
倒
是
斯
托
克
爾
在
喬
治
公
爵
領
地

以
外
籌
設
印
刷
鋪
，
打
印
路
德
的
短
篇
論
文
以
彌
補
虧
損
，
便
顯
得
較
有
生
意
頭
腦
。
吧
書
運
往
管
制
禁
書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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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邦
，
並
在
鄉
間
流
通
的
，
則
是
當
時
的
叫
賣
小
販
。

話
雖
如
此
，
接
受
宗
教
改
革
的
各
邦
，
在
施
行
法
爾
姆

斯
帝
國
議
會
的
圖
書
檢
查
決
議
時
，
反
比
舊
教
陣
營
的
地
方
政
府
更
加
嚴
格
、
積
極
﹔
這
是
因
為
議
會
的
本
意

在
對
付
路
德
，
決
議
的
措
詞
卻
模
稜
兩
可
，
僅
稱
禁
止
詳
謗
書
刊
出
版
，
新
教
徒
遂
以
利
己
角
度
詮
釋
決
議
，

修
理
那
些
發
行
天
主
教
宣
傳
冊
的
印
刷
商
。
葛
林
姆
便
曾
因
出
版
艾
可
的
《彌
撒
與
獻
祭
》
而
獲
罪
，
並
於
一

五
二
六
年
的
奧
格
斯
堡
被
捕
。
而
在
史
特
拉
斯
堡
，
格
呂
寧
格
是
唯
一
對
舊
教
不
離
不
棄
的
印
刷
商
，
持
續
印

製
艾
可
、
伊
拉
斯
讀
斯
與
莫
納
爾
的
作
品
而
無
所
懼
﹔

一
五
二
二
年
，
地
方
行
政
官
沒
收
了
他
發
行
的
《
路
德

派
狂
人
》
。
整
體
言
之
，
德
國
境
內
捍
衛
天
主
教
信
仰
的
書
刊
，
比
起
各
種
敵
視
教
廷
著
作
的
排
山
倒
海
之

勢
，
確
實
少
得
可
憐
。
一
五
二
三
年
之
前
，
另
有
少
數
印
刷
商
，
同
時
出
版
路
德
誠
與
舊
教
的
文
本
，
像
是
布

雷
斯
勞
的
德
勇
、
馬
德
堡
的
拿
普
斯
，
與
美
因
茲
的
漢
斯
﹒
修
埃
佛
。
天
主
教
的
反
哩
，
則
要
到
一
五
二
六
至

一
五
二
八
年
間
才
發
展
起
來
，
其
根
據
地
包
括
萊
比
錫
（
以
薩
克
森
的
喬
治
公
爵
為
後
援
）
、
瑞
士
的
弗
萊

堡
、
因
戈
斯
塔
（
此
鎮
自
古
即
支
持
教
宗
。
有
位
來
自
奧
格
斯
堡
的
印
刷
商
，
名
喚
威
森
洪
的
巨
歷
山
大
，
在

此
與
艾
可
、
科
克
拉
烏
斯
以
及
當
地
大
學
的
神
學
家
合
流
，
印
刷
他
們
的
書
）
、
琉
森
（
莫
納
爾
於
一
五
二
六

年
在
此
設
立
印
刷
鋪
，
發
行
己
作
）
等
。
而
在
其
他
地
方
，
未
替
宗
教
改
革
勢
力
服
務
的
印
刷
商
二
般
而
言

僅
止
於
印
行
純
粹
的
學
術
及
神
學
著
述.. 
這
類
書
與
當
時
風
起
雲
湧
的
各
種
事
件
，
較
無
直
接
牽
連
。

宗
教
改
革
思
潮
的
推
行
，
係
以
宣
導
小
冊
與
傳
單
的
形
式
，
透
過
流
動
書
販
滲
入
農
村
地
帶
。
煽
動
歐
陸

農
民
起
義
的
諸
多
原
因
裡
’
印
刷
術
也
得
記
上
一
筆
，
似
無
疑
義
。
尤
有
甚
者
，
一
些
印
刷
商
似
乎
也
打
從
心

裡
接
受
了
激
進
的
政
治
與
宗
教
新
主
張
。
替
席
范
﹒
歐
特
瑪
校
對
書
稿
的
赫
策
商
，
便
曾
親
自
撰
寫
若
干
短

論
，
而
他
也
是
奧
格
斯
堡
的
浸
信
會
眾.. 
開
業
於
史
特
拉
斯
堡
與
羅
騰
堡
的
印
刷
商
克
爾
納
，
在
數
度
涉
入
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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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
堡
的
宗
教
事
件
後
受
到
譴
責
，
支
付
高
額
罰
緩
之
餘
，
亦
被
視
之
為
危
險
的
鬧
事
者

.. 

一
五
二
七
年
的
紐
倫

堡
，
更
有
一
位
成
年
領
洗
澈
的
知
名
印
刷
商
遭
處
火
刑
。
如
此
一
來
，
就
等
於
告
訴
卡
爾
斯
達
睡
下
的
成
年
領

洗
教
派
，
與
後
來
的
農
民
領
袖.. 
印
刷
商
已
經
準
備
好
，
站
在
他
們
那
一
邊
。
其
動
機
則
不
外
乎
二
，
實
踐
信

仰
或
多
賺
點
印
書
錢
。

在
路
德
派
宗
教
改
革
的
歷
史
上
，
有
幾
個
決
定
性
的
轉
棋
點
，
農
民
起
義
與
其
面
臨
的
鎮
壓
，
亦
屬
其

一
。
起
義
之
後
，
官
一
導
小
冊
已
不
似
以
往
那
樣
氾
濫
，
就
連
路
德
自
己
出
版
的
辯
詰
文
章
也
逐
漸
減
少
﹔
所
幸

其
《
聖
經
》
翻
譯
工
作
未
曾
中
斷
，
且
成
效
甚
為
卓
著
。
他
所
翻
譯
的
《
新
約》
，最
早
是
由
羅
特
赫
動
用
三

架
不
會
稍
歇
的
印
刷
機
，
在
威
登
堡
印
行
，
其
售
價
雖
比
一
般書
貴
，
但
自
一
五
二
二
年
九
月
上
市
以
來
，
僅

十
周
時
間
便
銷
售
一
空
。
從
一
五
二
二
到
一
五
二
四
的
兩
年
內
，
威
登
堡
一
共
推
出
十
四
個
翻
印
版
的
《
新

約
》
，
其
他
在
奧
格
斯
堡
、
巴
塞
爾
、
史
特
拉
斯
堡
、
萊
比
錫
出
版
者
更
多
達
六
十
六
種
。
同
樣
的
譯
作
，
光

是
亞
當
﹒
佩
特
里
，
即
在
巴
塞
爾
一
地
七
度
付
印
。
科
克
拉
鳥
斯
見
狀
，
也
不
免
感
慨
.. 
「
這
個
譯
本
人
人

讀
，
乃
至
滾
瓜
爛
熟
。
」
路
德
翻
譯
的
《
舊
約
》
’
於
一
五
二
三
年
首
度
問
世
，
風
靡
的
程
度
亦
同
。
從
那
時

起
，
《
聖
經
》
幾
乎
成
為
人
手
一
冊
的
典
籍
，
而
宗
教
爭
議
所
引
燃
的
熱
情
更
形
激
昂
，
連
目
不
識T的
信

眾
，
也
拜
託
讀
過
書
、
習
過
字
的
友
人
，
幫
忙
口
述
、
解
釋
經
文
。
此
種
風
氣
，
從
瑞
士
新
教
領
袖
夜
溫
利
的

記
敘
中
可
見
一
斑.. 
農
民
起
義
肇
始
之
際
，
每
位
莊
緣
人
的
住
所
，
都
變
成
傳
授
新
舊
約
文
本
的
私
人
學
堂
。

這
些
發
展
，
當
局
無
力
管
束
，
早
先
如
此
，
此
刻
亦
然
。
路
德
的
《
舊
約
》
譯
經
工
作
，
送
有
進
展.. 
他

動
輒
尋
求
梅
蘭
希
頓
與
同
儕
的
建
言
，
至
於
構
成
整
部
經
文
的
各
書
，
則
逐
冊
出
版
。
一
五
一
九
到
一
五
三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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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間
，
《
新
約
》
路
德
譯
本
共
計
發
行
八
十
七
種
高
地
德
語
版
本
，
和
十
九
種
低
地
德
語
版
。
經
內
各
書
分
別

印
行
的
《
舊
約
Y
須
與
即
遭
紐
倫
堡
的
激
普
斯
、
蘇
黎
世
的
弗
洛
蕭
爾
、
法
爾
姆
斯
的
修
埃
佛
等
人
盜
印
。

總
的
來
看
，
則
有
四
百
三
十
種
完
整
或
片
段
的
印
刷
譯
本
，
在
一
五
二
二
到
一
五
四
六
年
間
推
出
，
當
中
若
干

版
本
的
印
章
格
外
龐
大
。
像
是
赫
茍
特
於
一
五
二
六
年
推
出
的
盜
印
本
，
雖
未
注
明
譯
者
名
諱
，
倒
也
印
出
三

千
冊
成
品
。
從
這
點
來
看
，
路
德
譯
經
的
印
刷
量
之
多
，
已
達
史
無
前
例
的
驚
人
地
步
，
即
便
進
入
十
六
世
紀

後
半
，
產
量
鮮
見
下
滑
﹔
魯
伏
特
在
一
五
四
六
到
一
五
八
0
年
間
，
發
行
過
三
十
七
個
版
本
的
《
舊
約
》
譯

文
，
可
以
為
諱
。
這
也
暗
示
著
，
克
雷
流
斯
聲
稱
魯
伏
特
在
一
五
三
四
到
一
五
七
四
年
間
印
出
《
聖
經
》
十
萬

冊
，
似
非
誇
大
之
詞
。
在
同
一
時
期
，
法
蘭
克
福
先
後
出
現
二
十
四
種
全
本
《
聖
經
》
（
節
譯
本
不
計
）
的印

刷
版
。
據
此
推
敲
，
十
六
世
紀
前
半
的
《
聖
經
》
印
刷
量
，
總
額
可
能
突
破
一
百
萬
冊
，
且
接
下
來
的
五
十
年

更
多
。
換
句
話
說
，
即
便
以
令
目
的
標
準
來
衡
量
，
暢
銷
鉅
著
之
銜
，
《
聖
經
》
仍
是
當
之
無
愧
。
不
過
，

《
聖
經
》
譯
本
只
是
路
德
作
品
的
一
部
分
，
在
這
之
外
他
還
撰
寫
售
價
更
低
、
易
讀
易
懂
的
講
道
詢
、
議
論
文

（
諸
如
金
口
日
耳
曼
民
族
貴
胃
基
督
徒
書
》
）
、
教
理
問
答
，
而
此
類
著
述
的
印
刷
量
又
更
勝
一
籌
。
由
此
可

知
，
史
上
首
度
出
現
真
正
的
大
宗
讀
者
群
，
以
及
人
人
皆
得
以
一
覽
的
通
俗
讀
物
，
原
來
就
在
此
時
翩
。

幾
乎
在
此
同
時
，
法
國
宗
教
改
革
者
的
諸
多
目
標
裡
，
有
一
樣
跟
路
德
欲
藉
印
刷
機
實
現
者
相
同
：
把

《
聖
經
》
印
成
當
地
方
言
，
令
所
有
人
皆
能
一
讀
。
戴
塔
普
勒
應
改
革
派
主
教
布
里
松
內
之
邀
，
於
一
五
二
一

年
來
到
莫
歐
，
還
因
此
放
棄
學
術
研
究
，
就
是
為
了
把
《
聖
經
》
譯
成
法
文
，
服
務
庶
民
讀
者
。
一
五
二
三

年
，
四
大
福
音
、
使
徒
（
宗
徒
）
書
信
暨
行
傳
（
大
事
錄
）
，
由
德
柯
萊
印
製
成
書
，
接
著
又
有
一
五
二
四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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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詩
篇
》
（
天
主
教
《
聖
詠
集》）
，
以
及
一
五
二
五
年
的
《
全
年
各
周
書
信
褔
音
說
本
》
﹔
後
者
是

一
本
信

仰
手
冊
，
旨
在
將
《
聖
經
》
內
基
督
教
義
的
基
本
原
則
與
切
身
真
理
，
播
種
於
尋
常
讀
者
的
家
中
。
這
種
做

法
，
等
於
用
最
方
便
的
型
態
（
即
八
開
或
十
六
開
的
小
書
）
，
把
《
聖
經
》
經
文
傳
給
法
國
民
眾
，
時
間
則
與

德
國
方
言
《
聖
經
》
的
發
行
約
略
同
時
。
一
五
二
四
年
夏
天
，
布
里
松
內
設
計
出
比
神
父
講
道
更
加
平
易
近
人

的
公
開
讀
經
會
，
每
天
早
上
進
行
一
小
時
，
由
宣
教
者
對
信
眾
裡
的
尋
常
百
姓
朗
讀
、
詮
解
《
聖
經
》
﹔
遇
上

教
育
程
度
稍
高
的
信
眾
，
則
講
解
《詩
篇
丫
初
期
幾
次
試
辦
成
功
後
，
讀
經
會
的
場
次
旋
即
大
增
，
並
有
四

位
「
讀
經
師
傅
」
銜
命
造
訪
其
他
較
大
城
鎮
。
為7
徹
底
啟
迪
信
徒
中
的
識
字
者
，
布
里
松
內
遺
人
分
發
四
大

褔
音
的
印
刷
法
文
譯
本
，
鼓
勵
收
受
者
帶
著
譯
本
出
席
教
會
儀
式
。
此
舉
深
深
感
動
了
他
的
某
位
追
隨
者
，
促

使
此
君
發
願
在
莫
歐
設
立
印
刷
鋪
，
以
具
體
行
動
籌
措
必
要
的
設
備
。

此
種
行
動
得
到
善
果
，
莫
歐
與
鄰
近
地
帶
的
百
姓
，
像
是
織
布
工
、
梳
刷
毛
料
的
工
人
與
其
他
寒
微
工

匠
，
無
不
對
褔
音
的
道
理
心
悅
誠
服
。
這
套
有
效
的
宣
教
方
法
，
終
將
為
胡
格
諾
教
派
的
宗
教
改
革
人
士
所
奉

行
。
為
了
閱
讀
經
文
、
研
討
經
義
、
齊
唱
頌
歌
（
後
者
尤
令
不
識
字
的
信
徒
心
領
神
會
）
，
共
聚
一
堂
的
眾

人
，
形
成
了
自
己
的
圈
子
。
法
國
遂
以
這
樣
的
圈
子
為
起
點
，
與
德
國
同
樣
地
發
展
出
新
教
教
會
。
也
因
為
當

時
有
宗
教
議
題
喚
醒
民
眾
的
激
昂
情
感
，
戴
塔
普
勒
譯
本
的
傳
播
便
更
形
迅
速
，
足
令
咱
們
現
代
人
琵
異
。
不

假
時
日
，
新
譯
經
文
的
流
通
範
圍
已
經
超
越
莫
歐
與
巴
黎
，
伸
向
里
昂
、
諾
曼
地
與
香
檳
地
區
﹔
連
地
處
偏
遠

的
普
羅
旺
斯
，
以
及
多
菲
內
、
皮
埃
蒙
特
等
地
華
爾
多
教
徒
的
藏
書
裡
’
都
能
見
到
此
類
印
刷
本
的
蹤
跡
。
同

一
時
間
裡
’
尚
有
第
一
部
法
文
版
的
禱
詞選
集
在
巴
黎
付
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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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國
首
度
接
觸
路
德
的
著
作
，
亦
在
此
時
。
書
籍
買
賣
本
來
就
是
跨
國
事
業
，
這
些
作
品
會
在
多
短
時
間

內
出
現
在
法
國
書
市
，
不
難
想
像
。
來
自
巴
黎
、
里
昂
的
書
商
和
印
刷
商
，
既
然
能
在
法
蘭
克
福
市
集
期
間
，

與
萊
比
錫
、
威
登
堡
的
同
行
碰
面
，
藉
機
把
這
類
造
成
日
耳
曼
社
會
大
騷
動
的
書
刊
帶
個
幾
冊
回
國
內
，
自
是

常
事
。
尤
有
甚
者
，
有
些
外
國
書
商
從
很
早
開
始
，
便
特
意
印
製
專
銷
法
國
的
版
本
，
安
排
新
教
書
籍
打
進
法

國
書
市
。
富
羅
本
即
是
一
例.. 
在
一
五
一
九
年
二
月
十
四
日
一
封
寫
給
路
德
的
信
裡
，
他
自
言
翻
印
了
若
干
路

德
的
作
品
，
其
中
六
百
冊
出
口
至
法
國
，
另
有
銷
往
英
格
蘭
、
西
班
牙
、
義
大
利
、
布
拉
班
特
（
位
於
今
日
比

利
時
境
內
）
者
。
在
巴
黎
，
甚
至
掛
著
「
巴
塞
爾
幣
」
招
牌
開
業
的
雷
許
，
利
用
購
自
巴
塞
爾
的
印
刷
設
備
，

印
出
一
系
列
議
論
宗
教
的
傳
單
，
其
中
包
括
一
篇
路
德
撰
寫
的
文
章
，
解
釋
他
為
何
在
威
登
堡
把
教
宗
控
訴
他

的
詔
書
燒
毀
。
約
從
一
五
二
0
年
開
始
，
巴
黎
各
學
院
開
始
閱
讀
、
探
討
路
德
，
他
的
文
章
旋
即
流
傳
至
較
遠

的
里
昂
與
莫
歐
。
至
於
當
局
對
這
些
異
端
著
述
的
散
播
做
何
反
應
，
讀
過
法
國
史
的
人
，
必
不
陌
生
。
在一
五

二
0
年
六
月
十
五
日
的
教
宗
詔
書
之
後
，
巴
黎
大
學
復
於
一
五
一
二
年
的
四
月
十
五
日
發
表
譴
責
聲
明
。
這
些

動
作
似
乎
觸
發
了
真
正
的
印
刷
宣
傳
戰
，
許
許
多
多
的
小
冊
與
詩
歌
因
而
出
版
。
梅
蘭
希
頓
回
應
反
動
派
的

《
駁
巴
黎
神
學
界
謬
論
》
’
先
有
拉
丁
文
本
在
巴
黎
販
售
，
同
年
七
月
又
有
法
文
本
問
世
。
其
實
早
在
一
五
二
一

年
的
三
月
十
八
日
，
王
室
已
經
根
據
教
宗
詔
書
的
指
示
通
令
君
王
法
院
，
傳
喚
書
商
與
印
刷
商
出
席
，
確
保
所

有
未
獲
巴
黎
大
學
出
版
許
可
的
書
籍
不
得
發
行
，
尤
其
是
涉
及
《
聖
經
》
的
文
本
。
同
年
六
月
十
三
日
，
君
王

法
院
針
對
所
有
未
送
巴
黎
大
學
神
學
院
教
授
群
審
查
，
即
逕
自
印
行
或
販
售
的
《
聖
經
》
相
關
作
品
發
布
禁

令
，
這
項
禁
令
自
然
變
得
聲
名
狠
藉
。
至
一
五
二
二
年
的
三
月
二
十
二
日
，
禁
令
增
補
，
納
入
初
步
批
准
的
新

原
則
﹔
在
另
一
方
面
，
列
席
巴
黎
議
會
的
錢
位
桑
斯
省
主
教
，
已
經
著
手
彙
編
禁
書
目
錄
。
布
里
松
內
一
頓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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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
遭
到
高
層
猜
忌
，
莫
歐
的
神
職
團
體
宣
告
解
散
。
戴
塔
普
勒
迫
於
情
勢
，
前
往
史
特
拉
斯
堡
暫
避
風
頭

.. 
一

五
二
六
年
，
國
王
召
他
進
宮
，
以
布
盧
瓦
的
皇
家
圖
書
館
員
一
職
任
用
，
雖
也
交
付
他

壁
畫
法
國
兒
童
教
育
體

系
的
重
責
，
卻
未
允
准
他
所
譯
的
《
聖
經
》
在
國
內出
版
。
一
五
二
八
年
，
他
的
《
法
文
新
約
》
終
於
在
安
特

衛
普
露
臉
，
而
法
文
版
的
聖
經
全
書
︱
︱
《
聖
盡
早
則
於
一
五
三

0
年
出
版
，
唯
當
時
仍
須
匿
名
發
行
。

至
此
，
巴
黎
大
學
神
學
院
與
君
王
法
院
的
政
策
，
已
等
同
公
然
打
壓
（
有
時
還
與
國
王
的
意
思
相
左
）
，

查
察
禁
書
的
行
動
，
則
由
畢
達
與
里
才
協
同
指
揮
。
這
時
的
書
商
與
印
刷
商
，
不
得
不
小
心
翼
翼
，
疑
似
禁
鞏

固

的
作
品
，
沒
有
人
敢
太
過
公
開
地
散
布
、
經
銷
。
倒
是
在
一
五
三
四
年
的
「
布
告
教
案
」
之
前
，
鮮
有
書
商
遭

逢
嚴
厲
盤
查
，
唯
嚴
密
的
監
視
與
頻
繁
的
騷
擾
在
所
難
免
﹔
至
少
在
巴
黎
的
情
況
是
如
此
。
其
間
固
然
有
人
大

膽
嘗
試
續
印
禁
書
，
特
別
是
先
後
在
巴
黎
、
阿
朗
松
設
鋪
印
行
大
量
路
德
短
文
的
篤
布
瓦
（
即
為
那
瓦
爾
王
后

瑪
格
麗
特
印
製
詩
集
者
）
，
但
形
勢
已
然
如
此
，
實
在
很
難
把
新
觀
念
賴
以
傳
遞
的
議
論
書
冊
悉
數
印
出
？

外
國
的
書
商
與
印
刷
商
見
狀
，
自
然
試
著
滿
足
法
國
在
新
教
書
刊
方
面
的
需
求
，
而
第
一
批
的
法
國
宗
教

改
革
者
，
則
已
然
張
羅
著
完
全
自
主
的
印
刷
事
業
。
曾
為
前
往
威
登
堡
追
隨
路
德
，
不
惜
脫
離
方
濟
會
的
亞
維

農
修
士
蘭
貝
爾
，
於
一
五
二
三
年
規
畫
在
漢
堡
開
設
印
刷
鋪
，
以
法
文
出
版
路
德
作
品
。
約
莫
同
時
，
寇
格
與

法
雷
爾
，
肚
子
裡
也
打
著
類
似
的
算
盤
。
一
五
三
三
年
，
法
雷
爾
的
計
童
在
納
沙
泰
爾
實
現
，
一
五
三
六
年
復

於
日
內
瓦
設
鋪
。
至
於
法
國
的
新
教
難
民
，
此
刻
轉
向
德
國
印
刷
商
求
助
，
於
是
鄰
近
法
國
邊
界
的
安
特
衛

普
、
史
特
拉
斯
堡
、
巴
塞
爾
等
地
，
紛
紛
印
起
宣
傳
讀
物
，
以
便
走
私
進
入
法
國
。
其
中
史
特
拉
斯
堡
或
可
視

為
私
印
活
動
的
重
鎮
﹔
當
地
居
民
頗
早
之
前
即
服
膺
改
革
派
志
向
，
法
國
難
民
在
此
受
到
盛
情
歡
迎
。
也
有
許

多
知
名
人
士
，
一
同
客
居
於
此
，
自
威
登
堡
返
回
的
關
頁
爾
，
即
於
一
五
二
四
至
一
五
二
六
年
間
在
此
停
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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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五
二
五
年
十
月
從
莫
歐
逃
出
的
戴
塔
普
勒
，
偕
路
塞
爾
共
同
抵
達
，
借
住
史
特
拉
斯
堡
新
教
領
袖
卡
皮
敦
家

中
，
鄰
近
德
阿
蘭
送
與
法
雷
爾
的
落
腳
處
。
不
多
久
，
塞
爾
維
特
也
在
史
特
拉
斯
堡
找
到
庇
護
，
喀
爾
文
更
在

這
裡
結
婚
，
並
於
一
五
三
九
年
發
行
第
二
版
的
拉T
文
《
基
督
教
原
理
》
。
其
他
籍
籍
無
名
的
廣
大
難
民
，
則

在
一
波
波
新
迫
害
的
驅
使
下
，
魚
貫
進
入
該
城
。
到
一
五
三
八
年
時
，
難
民
數
量
之
多
，
已
足
以
讓
喀
爾
文
在

當
地
建
立
法
語
教
區
﹔
一
五
七
六
年
八
月
的
「
聖
祿
茂
之
夜
」
過
後
，
教
區
信
眾
已
達
一
萬
五
千
人
之
譜
。

就
這
樣
，
史
特
拉
斯
堡
順
理
成
章
地
變
成
法
國
境
內
新
教
理
念
的
散
播
中
心
。
在
此
地
的
印
刷
商
當
中
，

普
魯
斯
執
著
於
法
文
印
刷
，
算
是
一
位
異
數
，
其
餘
的
人
則
長
期
拒
印
法
文
書
，
只
在
情
況
特
殊
時
才
偶
爾
破

例
，
以
避
兔
法
國
當
局
找
磕
﹔
事
實
上
，
他
們
的
使
命
與
普
魯
斯
不
同
。
他
們
在
一
五
二O
到
一
五
四
0
年
間

對
法
國
新
教
運
動
的
貢
獻
，
是
將
路
德
的
拉
丁
文
作
品
輸
入
法
國
，
並
以
組
織
井
然
的
國
隊
把
路
德
的
德
文
著

述
譯
成
拉
T
文
。
諸
如
尚
﹒

修
特
、
何
瓦
根
、
黎
切
爾
和
塞
哲
爾
等
重
要
印
刷
商
，
皆
矢
志
於
斯
。
他
們
為
數

龐
大
的
成
品
在
法
國
販
售
，
令
法
國
天
主
教
會
惱
羞
成
怒
，
光
是
譴
責
史
特
拉
斯
堡
已
不
足
以
洩
償
。
同
一
時

間
的
安
特
衛
普
，
出
現
一
群
專
門
印
刷
法
文
議
論
傳
單
的
印
刷
商
，
佛
斯
特
曼
與
德
凱
瑟
倫
（
法
文
姓
名
寫
成

宮
R
E
E
S
B
B
C
『
）
屬
當
中
最
活
躍
的
兩
位.. 
後
者
並
在
一
五
二
八
、
一
五
三
0
年
，
兩
度
扛
下
戴
塔
普
勒

在
法
國
未
能
完
成
的
工
作
，
即
打
印
其
法
譯
本
《
聖
經
丫
伊
拉
斯
讓
斯
《
基
督
教
騎
士
手
冊
》
法
文
本
（
相

傳
為
德
伯
坎
所
譯
）
的
出
版
，
也
是
德
凱
瑟
倫
的
傑
作
。
最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他
與
篤
布
瓦
致
力
於
印
製
一
種

小
本
信
仰
手
冊
，
並
在
一
五
三
0
年
之
前
通
行
於
法
國
，
可
能
是
路
德
神
學
最
有
效
的
推
廣
媒
介
。
如
此
一

來
，
出
自
安
特
衛
普
的
新
教
宣
傳
品
，
林
林
總
總
盡
皆
齊
備
，
欲
借
商
賈
流
販
之
力
暗
銷
法
國
亦
不
為
難
﹔
這

無
疑
是
法
國
新
教
難
民
努
力
的
結
果
。
當
地
的
統
治
者
來
自
西
班
牙
，
起
初
或
對
這
些
意
在
外
銷
的
出
版
物
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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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隻
眼
閉
一
隻
眼
，
就
連
魯
仗
的
神
學
家
也
准
許
戴
塔
普
勒《
聖
經
》
譯
本
發
行
，
但他
們
終
究
還
是
踩
取
了

行
動
。
一
五
二
九
年
的
十
一
月
十
四
日
，
當
局
禁
止
新
教
版
《
新
約
》
在
安
特
衛
普
出
版
，
至
於

「
以
法
文
或

低
地
日
耳
曼
語
成
書
，
並
於
序
文
、
前
昔
日
、
眉
批
或
注
解
中
挾
帶
偏
邪
教
義
或
謬
誤
神
學
者
，
諸
如

《
聖
經
》

內
福
音
書
、
宗
徒
書
信
（
使
徒
書
信
）
、
先
知
書
（
預
言
書
）
或
其
他
任
何
篇
章
」
’
一
概
比
照
辦
理
。
一
五
三

一
年
，
當
權
派
重
申
前義
，
而
這
兩
道
禁
令
似
乎
讓
安
特
衛
普
的
印
刷
商
謹
慎
了
些
，
爾
後
他
們
印
製
的
法
語

文
本
，
遂
慘
雜
著
更
少
量
的
新
教
主
張
。

經
伊
拉
斯
議
斯
要
求
，
巴
塞
爾
的
富
羅
本
決
定
不
再
印
刷
路
德
派
作
品
，
但
他
的
同
事
亞
當
﹒
佩
特
里
則

不
願
做
出
違
心
之
舉
，
堅
持
己
見
，
並
因
此
獲
利
﹔
當
中
更
有
部
分
書
籍
，
係
專
為
法
國
讀
者
而
印
。
巴
塞
爾

的
法
國
難
民
數
量
頗
眾
，
在
當
地
的
影
響
力
可
能
還
超
過
史
特
拉
斯
堡
，
是
以
他
們
同
樣
積
極
促
成
新
教
宣
傳

書
刊
付
梓
，
也
幫
忙
把
這
些
書
偷
渡
入
法
國
。
一
位
名
叫
法
爾
弗
的
當
地
印
刷
商
，
似
與
新
教
難
民
過
從
尤

密
。
一
如
安
特
衛
普
的
德
凱
瑟
倫
，
改
爾
弗
打
印
不
少
法
文
章
目
﹔
他
先
在
一
五
二
三
年
印
製
《
法
文
版
聖
經
全

盡
忌
，
隔
年
並
推
出
一
本
嘲
諷
巴
黎
大
學
決
策
的
知
名
作
品
，
其
作
者
化
名
穆
爾
茂
。
一
五
二
五
年
，
他
發
行

戴
塔
普
勒
的
《
新
約
》
譯
本
，
書
內
雕
版
畫
係
仿
製
自
克
拉
納
赫
為
第
一
版
路
德
《
聖
經
》
譯
本
刻
繪
的
插

圖
﹔
於
此
同
時
，
他
還
出
版
許
多
譯
自
德
文
版
路
德
作
品
的
拉
丁
書
，
令
人
聯
想
起
史
特
拉
斯
堡
的
何
瓦
根
。

此
類
書
籍
印
製
於
法
國
境
外
不
遠
之
地
，
且
常
是
法
國
新
教
徒
搧
風
點
火
的
結
果
，
它
們
大
舉
輸
入
法

園
，
毫
不
費
力
。
這
方
面
的
史
料
十
分
充
足
﹔
審
訊
異
端
時
，
常
做
為
物
證
的
被
告
家
中
禁
書
清
單
，
尤
可
為

證
。
但
這
些
書
何
以
輕
易
地
運
進
法
國
？
常
見
的
解
釋
是
，
由
出
境
洽
商
的
生
意
人
在
返
國
時
挾
帶
，
或
隨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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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
的
小
販
入
境
。
當
然
，
這
些
人
也
確
實
是
若
平
書
本
的
進
口
商
。
不
過
，
位
於
日
內
瓦
的
地
下
組
織
，
在
禁

書
的
流
通
上
，
有
著
格
外
重
要
的
地
位
。
此
種
組
織
約
從
一
五
四
0
、
一
五
五
0
年
開
始
發
展
﹔
印
製
於
喀
爾

文
根
據
地
的
書
刊
，
便
由
它
們
負
責
配
銷
。
在
那
之
前
，
叫
賣
書
販
的
活
躍
程
度
自
不
在
話
下
，
甚
至
在
專
責

組
織
興
起
之
後
，
他
們
仍
繼
續
從
大
城
鎮
出
發
，
祕
密
前
往
各
地
的
小
鎮
與
村
落
兜
售
禁
書
，
委
託
當
地
書
商

代
銷
者
也
很
常
見
。
即
使
如
此
，
要
說
這
些
異
議
書
籍
的
買
賣
，
可
能
有
相
當
一
部
分
無
異
於
合
法
的
一
般
交

易
，
只
是
移
至
規
模
非
常
龐
大
的
黑
市
來
進
行
，
仍
屬
合
理
假
設
。
如
此
一
來
，
法
國
本
土
書
商
與
印
刷
商
在

禁
書
生
意
裡
扮
演
的
角
色
，
便
不
能
等
閒
視
之
。
他
們
之
中
有
許
多
人
同
情
改
革
理
念
，
在
里
昂
的
尤
其
如

此
，
因
此
加
入
新
教
教
會
的
亦
不
在
少
數
。
他
們
與
海
外
同
業
的
生
會
在
來
相
當
頻
繁
，
常
藉
此
在
法
國
引
介

禁
書
，
並
承
擔
起
打
印
異
議
著
述
的
風
險
。
此
間
不
少
人
與
出
亡
在
外
的
宗
教
改
革
領
袖
交
好
，
提
供
他
們
各

種
協
助
：
有
時
是
他
們
的
金
主
，
更
常
常
替
他
們
通
風
報
信
、
居
中
傳
話
。
這
些
生
意
人
所
以
能
避
開
許
多
風

險
與
麻
煩
，
訣
竅
在
於
事
前
小
心
防
範
’
並
採
取
必
要
的
自
保
措
施
。
畢
竟
那
個
年
代
沒
有
警察
，
法
律
程
序

又
繁
瑣
，
即
使
貴
為
一
國
之
君
，
也
並
非
總
是
嚴
厲
執
法
。
凡
此
種
種
，
只
消
引
述
一
項
針
對
當
時
書
商
集
體

活
動
所
做
的
研
究
結
果
，
便
昭
然
若
揭
：
曾
有
一
批
書
商
，
或
其
親
屬
關
係
，
或
互
為
事
業
夥
伴
，
在
宗
教
改

革
時
期
，
始
終
協
同
行
動
，
步
調
完
全
一
致
。
他
們
在
巴
黎
與
里
昂
的
店
面
二
概
以
「
巴
塞
爾
幣
」
或
「
科

隆
幣
」
做
為
招
牌
。
這
群
商
人
象
徵
著
巴
塞
爾
書
商
在
法
國
的
利
益
？

此
一
事
業
群
的
創
建
者
，
就
是
出
身
於
士
瓦
本
的
夏
布
勒
（
或
在
法
文
寫
成
的
自
σ
巳
一
月
）
﹔
瓦
臘
徐
尼
是

他
比
較
知
名
的
別
號
。
一
四
八
三
年
他
在
里
昂
落
腳
，
也
可
能
資
助
過
從
事
印
刷
的
同
鄉
胡
茲
。
而
後
他
在
一

四
八
五
年
自
行
創
業
，
經
營
的
並
非
出
版
社
或
地
方
書
店
，
倒
有
點
類
似
小
布
伊
爾
，
既
是
書
籍
買
賣
的
中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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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也
是
專
跑
書
本
市
集
的
單
幫
客
。
他
即
刻
變
成
巴
塞
爾
書
商
在
里
昂
的
首
席
代
理
商

，

並
於
一
四
九
五
年

成
為
巴
塞
爾
公
民
。
到
了
一
五O
四
年
，
他
表
明
擴
張
事
業
的
意
向
，
把
里
昂
店
面
交
給一
位
名
叫
皮
耶
﹒
帕

門
提
耶
的
員
工
管
理
﹔
大
約
在
一
五
二
一
到
一
五
二
四
年
間
，
他
又
促
成
一
度
調
職
、
年
紀

最
長
的
表
親
握
格

里
斯
與
帕
門
提
耶
合
夥
。
這
兩
人
獲
派
的
職
務
，
分
工
非
常
明
確
：
法
國
南
部
、
義
大
利
、
西
班
牙
各
城
鎮
，

由
帕
門
提
耶
負
責
，
而
握
格
里
斯
則
關
照
史
特
拉
斯
堡
、
巴
塞
爾
、
日
內
瓦
與
法
蘭
德
斯
的

業
務
。
至

一
五
三

六
年
前
後
，
帕
門
提
耶
設
立
兩
個
分
支
，
分
別
位
於
亞
維
農
和
土
魯
斯
。

夏
布
勒
曾
有
一
度
想
在
南
特
另
開
分
店
，
動
機
很
可
能
是
替
巴
塞
爾
與
里
昂
的
出
版
商
著
想
，
為
其
銷
往

西
班
牙
的
圖
書
建
立
中
繼
站
，
但
念
頭
一
轉
，
他
似
乎
又
改
於
在
一
五
O
四
年
前
後
，
涉
足
巴
黎
的
出
版

事

業
﹔
克
韋
爾
與
佩
堤
曾
在
此
地
發
行
一
部
教
會
法
典
，
別
真
歷
史
價
值
，
而
他
也
參
與
其
中
。
在
那
之
前
他
是

否
已
在
巴
黎
開
店
，
無
法
確
知
﹔
可
以
確
定
的
是，
一
五
一
六
年
開
業
於
巴
黎
聖
雅
各
街
，
並
高
掛
「
巴
塞
爾

幣
」
招
牌
的
雷
許
，
其
實
就
是
他
的
外
愣
。
里
昂
市
集
舉
行
期
間
，
信
函
與
但
襄
大
量
寄
至
米
謝
﹒
帕
門
提
耶

處
，
由
他
確
保
每
樣
貨
品
皆
安
抵
收
件
人
手
中
，
就
連
阿
爾
恰
特
、
拉
伯
雷
、
馬
當
﹒
杜
員
萊
、
阿
默
巴
赫

家

族
，
乃
至
於
許
多
宗
教
改
革
的
推
手
，
都
得
靠
他
周
詳
地
居
中
聯
絡
，
方
能
成
事
。
夏
布
勒
後
來
在
巴
塞
爾
退

休
，
時
間
約
莫
在
一
五
一
六
年
或
更
早
，
並
維
持
與
法
雷
爾
、
寇
格
等
人
的
良
好
交
惰
。
至
於
握
格
里
斯
，
身

為
夏
布
勒
在
法
蘭
克
福
與
史
特
拉
斯
堡
的
代
理
人
，
可
能
也
曾
與
宗
教
改
革
運
動
聲
息
相
通
﹔
他
在

一
五
二
0

年
的
十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致
信
阿
默
巴
赫
，
其
中
提
及
.. 

「
倘
若
你
有
德
文
版
的
路
德
，
勞
煩
寄
來
里
昂
給
我
。

這
裡
有
好
些
個
師
傅
有
意
拜
讀
。
」
遊
歷
四
方
、
交
遊
廣
闊
的
結
果
，
令
他
成
為
搶
先
獲
悉
最
新
要
間
的
包
打

聽
﹔
像
是
他
在
受
託
寄
錢
給
波
尼
法
﹒
阿
默
巴
赫
（
當
時
在
亞
維
農
求
學
）
的
時
候
，
便
隨
信
通
報
了
嗎
胡
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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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死
訊
與
伊
拉
斯
護
斯
的
近
況
。
考
諸
結
果
顯
示
，
他
為
了
催
促
法
雷
爾
的
論
文

《論
天
主
經
》
（
或
《
論
主

禱
文
》
）
儘
速
發
行
，
曾
於
一
五
二
四
年
在
巴
塞
爾
插
手
輯
雄
，
並
於
同
年
八
月
二
十
日
寄
信
給
當
時
人
在
蒙

貝
利
亞
爾
的
法
雷
爾
，
信
中
透
露
許
多
關
於
他
所
扮
演
角
色
的
資
訊
。
原
信
以
法
文
寫
成
，
內
文
的
拼
字
方
式

與
今
日
價
例
迴
異
，
以
下
僅
節
錄
較
可
觀
的
數
行.. 

威
廉
，
我
的
好
友
與
兄
弟
，
願
主
將
慈
悲
平
安
降
臨

於
你
。
你
的
來
信
囑
我
把

錢
送
交
爵
士
先
生

（即
寇

格
）
，
我
亦
已
拜
託
臼
舅
父
雷
許
轉
交
十
盾
。
第
一
，你的
書
一
送
過
來
，
我
馬
上
擱
下
所
有

事
情

，
替
你

處
理
，
現
已
裝
訂
完
成
。
第
－
了
我
正
將
這
些
書
寄
還
給
你
，
由
爵
士
代
故
，
另
外
尚
有
兩
百
冊
的
《
天

父
》
（
即
法
雷
爾
所
著
《
天
主
經
暨
信
經
普
釋
》
）
（
《
天
主
經
》
或
《
主
禱
文
》
的
第

一
句
為
「
我
們
在
天

土
的
父
」
，
故
省
稱
為
《
天
父
》
）
與
五
十
冊
《
書
信
集
》
（
可
能
是
今
已
亡
快
的
法
雷
爾
作
品

）
，
只
是
我

不
清
楚
你
打
算
怎
麼
把
書
賣
出
去
，
或
是
委
人
代
售

...... 
我
曾
對
旗
下
幾
位
代
理
商
表
達
謝
意
，
好
讓
他

們
賣
起
書
來
更
起
勁
兒
，
這
樣
的
話
東
西
就
能
一
點
一
點
地
出
清
，
並
同
時
獲
利
。
第
三
，
可
能
的
話
，

我
覺
得
你
應
該
責
成
才
識
足
夠
之
人
，
參
酌
忱
L
（
即
馬
丁
﹒
路
德
）
的
版
本
，
將
《
新
約
》
譯
成
法

文
，
畢
竟
法
蘭
西
、
勃
民
地
、
薩
仗
伊
等
省
份
都
很
是
需
要
。
若
有
必
要
，
我
可
從
里
昂
或
巴
黎
派
違
法

文
學
者
過
幸
，
如
果
巴
塞
爾
就
有
合
適
人
選
當
然
更
好
。
第
四
，
人

7

日
我
將
從
巴
塞
爾
出
發
，
前
往
法
蘭

克
福
。
一
五
二
四
年
八
月
十
九
日
於
巴
塞
爾
。

在
宗
教
改
革
宣
傳
品
的
傳
播
上
，
猩
格
里
斯
有
著
決
定
性
的
貢
獻
，
這
是
毫
無
疑
問
的
。
他
在
巴
黎
與
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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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河
畔
沙
陸
的
店
鋪
裡
，
想
必
積
存
過
許
多
來
自
巴
塞
爾
出
版
商
的
異
端
書
刊
，
諸
如
夏
布
勒
、
寓
羅
本
、
克

拉
坦
德
、
庫
里
翁
印
製
的
新
教
作
品
，
而
他
則
是
他
們
的
業
務
代
表
。
正
因
為
這
樣
，
俟
他
於
一
五
二
七
年
六

月
，
在
巴
黎
洽
商
折
返
途
中
碎
死
於
洛
林
的
納
坦
庫
特
，
君
王
法
院
就
在
聖
伯
努
瓦
樂
貝
土
內
教
會
的
通
報
之

下
，
查
拍
他
在
巴
黎
分
店
籌
備
處
的
庫
存
書
籍
.. 
籌
備
處
與
克
韋
爾
的
工
作
坊
位
於
同
一
棟
獨
角
獸
商
號
裡
。

此
外
，
馬
恩
河
畔
沙
陸
的
主
教
也
採
取
了
類
似
行
動
。
巴
塞
爾
書
商
見
狀
頗
感
憂
慮
，
遂
對
市
議
會
上
告
此

事
，
議
會
勃
然
，
出
面
干
預
。
由
於
君
王
法
院
不
願
跟
瑞
士
人
起
衝
突
，
相
關
調
查
似
乎
也
就
平
息
了
。
話
雖

如
此
，
既
是
巴
塞
爾
公
民
，
也
是
涯
格
里
斯
娘
家
親
戚
的
書
商
魏
因
加
納
，
還
是
在
一
五
二
九
年
的
巴
黎
遭
到

當
局
農
擾
。

以
「
巴
塞
爾
幣
」
做
為
巴
黎
店
鋪
招
牌
的
雷
許
，
一
如
握
格
里
斯
，
也
把
事
業
全
心
奉
獻
給
宗
教
改
革
.. 

現
存
最
早
的
路
德
著
作
法
譯
印
刷
本
，
亦
是
出
自
他
，
這
點
前
文
已
經
提
過
。
雷
許
對
當
時
的
信
仰
爭
議
非
常

有
興
趣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就
連
他
所
聘
雇
的
兩
位
印
刷
師
傅
，
維
篤
以
及
篤
布
瓦
，
也
對
新
教
懷
抱
同
等
熱

忱
。
一
五
二
三
年
，
雷
許
委
託
維
篤
印
製
伊
拉
斯
誤
斯
《
聖
經
釋
義
》
中
，
詮
釋
宗
徒
（
使
徒
）
書
信
的
部

分
，
而
這
部
書
似
乎
招
致
巴
黎
大
學
相
當
的
敵
意
。

雷
許
在
一
五
二
六
年
，
跟
隨
夏
布
勒
與
猩
格
旦
斯
前
往
巴
塞
爾
，
可
能
是
嚮
往
更
多
行
動
自
由
的
心
情
使

然
。
他
和
兩
位
親
戚
一
樣
，
重
操
書
籍
舊
業
，
定
期
趕
赴
市
集
，
並
維
繫
著
自
己
在
法
國
的
商
業
利
益
。
這
個

時
期
的
雷
許
，
似
與
法
雷
爾
、
喀
爾
文
聯
絡
頻
繁
。
一
五
三
八
年
，
巴
黎
的
社
堤
伊
表
示
願
意
捐
款
給
當
時
人

在
巴
塞
爾
的
喀
爾
文
，
也
是
他
穿
針
引
線
的
結
果
。
魏
卻
爾
一
度
擔
任
雷
許
代
理
商
，
至
此
則
頂
下
巴
黎
的

「
巴
塞
爾
幣
」
店
面
﹔
他
在
雷
許
客
居
巴
塞
爾
期
間
，
誰
明
自
己
對
宗
教
改
革
的
支
持
，

一
點
也
不
輸
給
舊
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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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
魏
卻
爾
出
身
布
拉
班
特
，
不
僅
與
德
國
方
面
保
持
密
切
往
來
，
更
常
常
出
版
德
國
作
家
的
文
章
，
尤
其
是

杜
瑞
爾
的
神
學
論
文
。
雖
然
出
版
了
許
多
異
端
著
述
，
他
卻
審
慎
異
常
，
極
盡
規
避
過
度
風
險
之
能
事
，
就
連

路
德
的
《
小
禱
簿
》
片
段
，
也
要
改
寫
成
明
顯
不
犯
上
意
的
短
文
，
重
新
題
為
《
純
正
禱
詞
之
盡
忌
，
並
尋
求

王
室
特
准
，
方
於
一
五
二
八
、
一
五
三
0
年
兩
度
發
行
。
同
在
一
五
三
0
年
，
他
還
出
版
了
《
聖
經
禱
詞
經
文

選
》
﹔
該
書
譯
自
布
隆
費
斯
選
錄
《
聖
經
》
文
本
的
小
書
《
聖
經
惕
世
主
己
，
唯
其
內
容
照
實
譯
出
必
遭
查

禁
，
故
特
別
譯
得
表
面
上
溫
順
無
傷
，
方
能
拖
到
一
五
五
一
年
才
列
入
禁
書
目
錄
。
也
虧
得
親
卻
爾
行
事
迂

迴
’
執
業
期
間
似
乎
未
曾
遭
到
當
局
嚴
厲
騷
擾
，
安
詳
地
在
巴
黎
辭
世
。
倒
是
他
的
兒
子
碰
上
了
「
聖
祿
茂
慘

案
」
（
一
五
七
二
年
八
月
二
十
四
日
起
，
新
教
貴
族
與
平
民
在
巴
黎
遭
太
后
擁
護
者
屠
殺
一
案
）
，
幸
得
借
宿
他

家
的
薩
克
森
教
士
蘭
古
耶
援
助
，
僅
以
身
免
，
翠
年
遷
居
法
關
克
福
。

尚
有
另
一
個
出
版
機
構
，
與
「
巴
塞
爾
幣
」
的
招
牌
成
長
於
同
一
時
期
，
且
同
樣
跟
巴
塞
爾
印
刷
商
與
宗

教
改
革
有
關
係
。
他
們
是
尚
與
弗
朗
索
瓦
﹒
浮
瑞
陸
兄
弟
，
父
親
是
巴
黎
的
書
商
，
自
己
則
在
里
昂
開
業
，
以

「
科
隆
幣
」
為
招
牌
。
身
為
兄
長
的
尚
，
曾
受
雇
於
雷
許
，
在
那
之
後
似
乎
也
到
過
巴
塞
爾
﹔
這
可
能
是
為
了

完
成
修
業
，
也
可
能
是
因
為
他
的
信
仰
逼
他
離
開
巴
黎
避
風
頭
。
回
國
之
際
，
他
選
擇
在
較
能
包
容
異
己
的
里

昂
繼
續
發
展
，
雖
然
巴
黎
的
店
鋪
仍
為
他
所
有
，
巴
黎
卻
不
再
是
他
的
棲
身
所
。
很
快
地
，
他
開
始
與
弟
弟
弗

朗
索
瓦
聯
手
經
營
事
業
，
並
在
一
五
四
二
年
成
為
出
版
商
。
他
對
外
宣
稱
自
己
信
譽
舊
教
，
無
疑
是
審
慎
盤
算

的
結
果
，
至
於
他
內
心
堅
定
的
新
教
信
念
，
大
概
不
會
有
人
質
疑
。
想
當
然
耳
，
他
在
巴
塞
爾
的
印
刷
商
友

人
，
也
印
出
不
少
異
端
書
刊
，
由
他
引
介
至
法
圈
。
他
與
雷
許
，
同
為
巴
塞
爾
印
刷
業
在
巴
黎
的
代
言
人
。
一

五
三
八
年
五
月
三
日
的
事
件
，
可
以
譚
明
尚
﹒
浮
瑞
陸
與
巴
塞
爾
的
淵
源
有
多
深
厚

.. 
巴
塞
爾
市
議
會
獲
悉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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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
西
斯
一
世
下
詔
禁
止
《
路
德
靈
糧
》
銷
售
，
便
故
使
重
施
，
以
一
五
二
七
年
握
格
里
斯
過
世
時
對
付
查
扣
令

的
辦
法
先
發
制
人
，
同
時
去
函
巴
黎
地
區
檢
察
長
，
一
方
面
替
雷
許
與
浮
瑞
陸
這
兩
位
優
秀
的
市
民
同
胞
與
書

商
美
言
幾
旬
，
二
方
面
請
他
不
要
過
度
解
讀
兩
人
遭
受
的
不
實
指
控
。
指
控
真
的
不
實
嗎
？
恐
怕
不
至
於
’
畢

竟
浮
瑞
陸
確
實
和
雷
許
一
樣
，
與
法
雷
爾
、
喀
爾
文
互
通
書
信
，
並
一
度
聘
雇
塞
爾
維
特
替
他
校
對
版
樣
。
此

外
，
塞
爾
維
特
與
喀
爾
文
聯
絡
，
也
曾
靠
他
居
中
傳
話
﹔
塞
爾
維
特
的
《
基
督
教
義
原
貌
》
在
多
菲
內
的
維
埃

納
出
版
時
，
浮
瑞
隆
還
允
諾
協
助
經
銷
。
乍
看
之
下
，
浮
瑞
陸
的
出
版
物
與
天
主
教
的
儀
式
用
書
頗
為
相
似
，

實
則
常
常
是
新
教
教
義
的
倡
導
工
具
，
下
面
由
他
在
一
五
四
五
年
出
版
的
兩
本
小
冊
就
是
例
證.. 
《
詠
歌
仿
作

裡
的
教
義
訓
示
γ
以
及
《
新
舊
約
訓
示
》
。
他
還
在
一
五
五
三
年
版
的
《
新
約
》
裡
，
以
雙
腳
狀
似
豬
蹄
的
修

士
象
徵
誘
人
犯
罪
的
魔
鬼
。
後
文
將
會
提
到
一
位
凡
森
，
身
兼
里
昂
與
日
內
瓦
兩
地
的
出
版
商
，
且
全
心
奉
獻

在
新
教
志
業
上
﹔
浮
瑞
隆
真
正
的
信
仰
認
同
，
或
是
他
的
出
版
事
業
在
本
質
上
隸
屬
哪
一
方
，
從
他
與
凡
森
的

關
係
來
看
，
就
更
加
沒
有
疑
問
了
。

也
就
是
說
，
支
持
改
革
、
組
織
井
然
的
書
商
團
體
，
係
以
巴
塞
爾
的
公
民
身
分
為
掩
護
，
方
能
在
十
六
世

紀
前
半
的
法
國
，
幾
未
受
阻
地
經
營
滿
是
異
端
書
刊
的
店
面
，
甚
至
偶
爾
在
巴
黎
、
里
昂
等
地
逕
印
新
教
著

作
。
他
們
既
是
巴
塞
爾
書
商
的
代
理
商
，
又
是
法
雷
爾
、
喀
爾
文
及
其
友
人
的
眼
線
，
有
時
還
權
充
這
些
新
教

領
袖
的
金
主
。
細
究
他
們
的
活
動
，
便
不
會
訝
異
，
何
以
在
各
種
法
規
層
層
箱
制
之
下
，
當
時
法
國
的
禁
書
流

通
量
竟
比
早
年
更
多
。

此
外
，
「
巴
塞
爾
幣
」
與
「
科
隆
幣
」
這
兩
塊
招
牌
，
更
絕
對
不
會
是
那
個
時
代
中
，

絕
無
僅
有
的
禁
書
出
版
總
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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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時
有
愈
來
愈
多
的
書
商
，
其
實
只
是
純
粹
基
於
牟
利
的需
要
，
才
銷
售
禁
書
，
從
而
悴
逆
索
邦
當
局
、

君
王
法
院
，
甚
或
是
國
王
本
人
所
下
達
的
禁
令
。
早
在
一
五
二
一
年
，
官
方
封
殺
路
德

著
作
之
時
，
這
些書
就

已
經
令
讀
者
深
感
興
趣
，
終
年
熱
賣
也
是
理
所
當
然
，
故
在
許
多
生

意
人
眼
中
，
禁
令
想
必
擋
住
不
少
財
路
。

另
外
，
馮
胡
騰
的
作
品
，
銷
路
尤
其
出
色
，
一
旦
書
商
無
法
公
然
出
版
他
撰

寫
的
小
冊
，
生
意
所
面
臨
的
威

脅
，
理
應
與
前
者
類
似
。
在
這
個
人
文
主
義
與
宗
教
改
革
仍
然
密
不
可
分
的
時
代
，
書
市
對
人
文

主
義
作
品
的

需
求
格
外
殷
切
，
出
版
商
卻
只
能
眼
睜
睜
看
著
暢
銷
作
家
的
作
品
接
連
被
禁
。
戴
塔
普
勒
的
《
聖經
》
譯
本
於

一
五
二
五
年
遭
查
禁
之
後
，
遍
布
各
家
書
店
的
伊
拉
斯
讀
斯
作
品
，
成
為
下
一
波
受
害
者
。
再
來
，
馬
羅
也
被

列
入
黑
名
單
。
理
論
上
來
說
，
巴
黎
與
里
昂
的
書
商
礙
於
禁
令
，
不
能
像
當
時
在
安
特
衛
普
與
巴
塞
爾
的
同
業

那
樣
，
任
意
展
售
戴
塔
普
勒
的
新
版
《
聖
經γ
只
得
將
就
著
翻
印
舊
有
的
插
圖
版

《聖
經
V
﹔
即
使
如
此
，

舊
版
還
是
賣
得
不
錯
，
屢
屢
增
刷
，
反
映
民
眾
爭
賭
《
聖
經
》
的
強
烈
慾
望
。
倘
若
戴
塔
普
勒
的
譯
本
不
是
禁

書
，
不
知
道
會
有
多
暢
銷
！
一
五
二
五
年
的
五
、
六
月
，
巴
黎
大
學
神
學
院
譴
責
了
伊
拉
斯
讀
斯
的
《
婚
姻
讀

詞
γ

《
祈
禱
方
法
訓
略
γ

《
宗
徒
信
經
》
與
《
和
平
的
泣
訴
》
等
四
種書
，
至
一
五
六
二
年
五
月
又
禁
止
民

眾
，
尤
其
是
年
輕
人
，
閱
讀
他
的
《
對
話
集Y
由
於
這
部
作
品
很
可
能
是
許
多
巴
黎
書
店
必
備
的
商
品
，
業

界
對
此
禁
令
做
何
反
應
，
可
想
而
知
。
就
連
基
督
教
諸
教
父
論
文
當
中
，
最
廣
獲
閱
讀
的
幾
篇
，
都
必
須
先
取

得
批
准
才
能
出
版
﹔
謝
瓦
隆
發
行
的
聖
哲
羅
姆
文
集
，
因
以
伊
拉
斯
誤
斯
的
詮
釋
為
依
據
，
還
是
招
來
側
目
，

足
見
索
邦
當
局
對
伊
氏
十
分
猜
疑
。
事
實
上
，
索
邦
當
局
也
不
吝
於
表
達
反
對
之
意
，
經
過
嚴
詞
警
告
，
謝
瓦

隆
終
究
學
到7
教
訓
，
在
一
五
三0
年
的
二
月
十
五
日
，
主
動
把
即
將
付
梓
的
聖
奧
古
斯
丁
作
品
送

交
巴
黎
大

學
審
查
。



印刷害的誕生 386 

那
時
候
官
司
纏
身
的
尚
有
德
伯
坎
，
此
君
受
到
的
折
磨
凌
虐
，
只
怕
更
使
其
他
書
商
恍
慄
不
已
。
但要
等

到
一
五
三
0
年
，
盤
查
侵
擾
書
商
與
印
刷
商
才
成
為
常
事
。
就
在
那
一
年
的
四
月
，
索
邦
當
局
宣
稱
，
任
何
主

張
研
習
希
臘
文
與
希
伯
來
文
方
能
正
確
領
略
《
聖
經
》
的
，
皆
屬
叛
教
。
到
一
五
一
三
年
的
三
月
二
日
，
同
一

批
人
又
對
一
系
列
的
書
籍
展
開
審
查
，
其
中
包
括
《
異
論
輯
γ

《
耶
穌
基
督
即
天
父
禱
詞Y

《
信
經
暨
十
誠

法
譯
全
文
》
等
。
他
們
還
煽
動
君
王
法
院
的
高
等
法
院
，
在
一
五
三
二
年
七
月
十
二
日
委
脈
兩
位
成
員
與
巴
黎

大
學
神
學
院
的
兩
位
代
表
合
作
，
共
同
檢
查
所
有
在
巴
黎
銷
售
的
書
籍
，
凡
夾
雜

「
訛
偽
教
義
」
者
一
概
沒

入
。
一
五
三
二
年
的
五
月
十
七
日
，
索
邦
不
但
重
申
前
令
，
還
特
准
神
學
家
逕
自
搜
索
書
店
，

專
擅
的
程
度
令

君
王
法
院
不
得
不
下
令
，
除
非
君
王
法
院
代
表
在
場
，
否
則
不
得
搜
索
店
家
屋
舍
，
亦
不
得
逕
自
發
布
禁
書

令
。
至
一
五
三
四
年
初
，
「
皇
家
講
師
事
件
」
終
告
爆
發
。
事
件
起
於
幾
份
告
示
，
稱
季
達
瑟
魯
、
瓦
達
博
勒

與
達
內
斯
有
意
公
開
講
解
《
聖
經
》
與
亞
里
斯
多
德
。
君
王
法
院
與
索
邦
當
局
聞
訊
，
恕
不
可
遇
﹔
前
者
旋
即

下
令
，
未
經
索
邦
神
學
院
允
准
，
不
得
閱
讀
、
詮
釋
《聖
經
丫
顯
然
在

同
一
時
間
，
供
書
給
這
些
皇
家
講
師

的
官
方
指
定
代
理
商
，
營
業
處
所
亦
遭
搜
索
，
其
中
巍
卻
爾
、
謝
洛
姆
﹒
德
古
爾
蒙
和
奧
熱
羅
三
人
，
名
字
還

曾
出
現
在
最
初
那
份
告
示
裡
。
奧
熱
羅
的
牢
獄
之
災
即
源
於
此
划
。

大
多
數
的
巴
黎
書
商
與
印
刷
商
，
皆
服
膺
於
巴
黎
大
學
的
權
威
，
且
通
常
與
舊
教
正
統
的
兩
大
堡
壘
（
此

指
巴
黎
大
學
神
學
院
成
員
與
君
王
法
院
官
員
）
保
持
友
善
關
係
﹔
比
之
於
國
內
其
他
地
方
的
同
行
，
他
們
可
能

較
不
願
意
支
持
新
興
的
意
識
型
態
。
然
而
他
們
仍
得
滿
足
客
戶
，
在
商
言
商
的
結
果
，
很
難
不
被
加
諸
於
他
們

生
意
之
上
的
種
種
限
制
惹
惱
。
以
下
的
事
件
尤
能
說
明
這
一
點
。
一
五
四
五
年
，
在
君
王
法
院
批
准
了
索
邦
神

學
院
草
擬
的
一
長
串
邪
書
譴
責
清
單
之
後
，
由
索
邦
發
給
執
照
的
二
卡
四
位
書
商
，
思
及
這
份
書
單
很
可
能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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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們
破
產
，
同
意
提
出
抗
議
。
根
據
書
單
內
容
，
他
們
不
僅
必
須
將
店
內
庫
存
註
銷
、
承
擔
虧
損
，
連
已
經
敲

定
的
印
刷
訂
單
也
得
認
賠
了
事
。
為
了
避
免
這
些
慘
事
，
他
們
請
求
當
局
准
許
在
禁
書
上
加
上
封
套
，
注
明
書

內
哪
些
段
落
不
准
閱
讀
，
如
此
書
本
照
賞
，
民
眾
亦
不
致
誤
信
妖
言
。
這
項
陳
情
當
然
沒
有
過
關
于

面
對
如
此
施
政
，
業
界
對
於
法
令
自
然
是
能
規
避
就
規
避
，
尤
其
在
當
局
執
法
鬆
散
，
法
庭
上
寧
採
寬
容

態
度
的
一
方
又
頗
強
勢
（
特
別
是
在
一
五
三
四
年
之
前
）
的
條
件
下
，
情
況
更
是
如
此
。
這
應
該
歸
功
於
那
瓦

爾
王
后
瑪
格
麗
特
以
及
社
貝
萊
家
族
的
尚
與
吉
堯
姆
等
人
的
影
響
力
，
和
他
們
不
吝
於
插
手
袒
護
宗
教
威
權
受

害
者
的
態
度
。
不
僅
如
此
，
就
連
法
國
國
君
也
認
為
神
學
家
與
地
方
長
官
對
教
規
不
宜
太
過
狂
熱
﹔
這
點
人
盡

皆
知
。
更
何
況
在
這
個
節
骨
眼
上
，
新
教
異
端
與
舊
教
正
統
的
分
界
線
仍
舊
模
糊
，
每
件
案
子
皆
然
。
諸
位
千

萬
別
忘
記
，
此
一
時
期
裡
’
插
手
袒
護
德
伯
坎
的
，
在
索
邦
攻
擊
伊
拉
斯
護
斯
時
支
持
馬
羅
馬
之
辯
護
的
，
替

戴
塔
普
勒
提
供
保
護
傘
的
，
將
豁
免
權
核
予
索
邦
眼
中
異
端
書
籍
的
，
乃
至
於
國
王
的
親
姊
姊
（
即
前
述
瑪
格

麗
特
王
后
〉
遭
懷
疑
、
著
作
遭
責
難
時
挺
身
而
出
的
，
可
都
是
國
王
法
蘭
西
斯
一
世
本
人
。
即
便
到
了
後
來
，

這
位
國
君
執
政
晚
年
的
教
爭
加
劇
，
他
還
是
下
詔
保
護
自
己
的
印
刷
商
侯
員
﹒
埃
蒂
安
納
兔
於
索
邦
淫
威
，
更

在
索
邦
與
君
王
法
院
將
《
巨
人
傳
》
、
《
龐
大
固
埃
》
列
為
禁
書
的
情
況
下
，
於
一
五
四
五
年
特
准
拉
伯
雷
出

書
，
並
容
許
拉
伯
雷
委
託
魏
卻
爾
印
刷
《
第
三
書
γ

索
邦
當
局
全
不
理
會
王
室
的
授
權
，
以
極
快
速
度
公
開
譴
責7
拉
伯
雷
的
新
書
。
雖
然
這
項
譴
責
不
至
於

阻
撓
國
王
將
一
五
四
五
年
核
發
的
特
准
令
自
一
五
五
0
年
起
再
延
十
年
，
以
王
室
為
靠
山
的
拉
伯
雷
依
舊
不

安
，
遂
以
走
為
上
策
、
逃
往
梅
茲
。
以
下
的
事
例
，
說
明
了
這
確
實
是
個
怪
異
的
時
代
。
安
送
既
是
服
務
君
王

法
院
的
印
刷
商
，
也
是
院
長
里
才
的
報
馬
仔
。
他
曾
數
度
替
舊
教
陣
營
印
刷
禁
書
目
錄
，
卻
在
一
五
四
四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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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同
樣
一
台
印
刷
機
，
印
製
一
部
紀
念
馬
羅
的
詩
集.. 
馬
羅
不
但
是
叛
教
份
子
、
御
用
詩
人
，
更
有
作
品
名
列

禁
書
目
錄
。

綜
觀
種
種
情
勢
，
不
難
理
解
圖
書
檢
查
制
度
何
以
徒
勞
，
又
為
何
會
有
愈
來
愈
多
異
端
書
籍
誕
生
，
乃
至

於
新
教
信
眾
憑
什
麼
穩
定
成
長
。
實
情
是
，
在
許
多
的
案
例
裡
’
法
國
的
書
商
都
有
辦
法
總
續
印
刷
、
銷
售
異

端
書
刊
，
滿
是
客
戶
的
熱
切
需
求
，
卻
不
因
此
惹
禍
上
身
﹔
只
要
行
事
慎
重
點
，
再
編
幾
個
好
用
的
藉
口
即

可
。
書
商
當
然
不
會
毫
不
遮
掩
地
出
版
甫
遭
查
禁
的
著
作
，
反
正
他
們
總
是
可
以
仿
效
拉
伯
雷
的
出
版
商
，
一

旦
碰
到
禁
書
，
就
把
出
版
社
的
地
址
從
書
名
頁
上
槓
掉
。
反
過
來
說
，
他
們
印
製
艾
可
、
贊
希
爾
、
畢
達
等
人

對
異
端
的
駁
斥
，
除
非
國
王
擺
明
了
不
准
，
否
則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都
不
會
受
阻
。
同
理
，
如
果
在
一
部
滿
紙
舊

教
正
統
思
想
的
書
本
中
，
巧
妙
地
穿
插
離
經
叛
道
的
言
論
，
風
險
亦
是
微
乎
其
微
。
實
際
說
來
，
想
要
智
取
神

學
家
、
誤
導
君
王
法
院
，
辦
法
可
是
有
一
經
籃
。

也
因
為
這
樣
，
縱
使
譴
責
不
曾
停
歇
，
各
種
掛
羊
頭
賣
狗
肉
的
正
統
教
義
書
籍
，
卻
日
益
增
多
。
在
法
國

境
外
印
製
的
，
可
以
比
較
大
鳴
大
放
峰
了
印
製
於
法
國
的
，
也
許
就
得
稍
加
掩
飾
大
膽
主
張
﹔
但
不
論
明
講
還

是
暗
示
，
都
有
宣
揚
宗
教
理
今
可
已
效
。
這
點
可
以
從
下
面
幾
部
作
品
的
出
版
沿
革
看
出
來
。

首
先
僅
以
《
聖
母
時
辰
禱
書
》
為
例
。
是
書
係
由
詩
人
格
林
哥
爾
假
託
「
傻
媽
」
之
名
，
於
一
五
二
五
年

譯
成
法
文
，
但
在
許
多
重
要
層
面
皆
與
拉
丁
原
文
有
出
入
。
更
離
譜
的
是
，
譯
者
似
乎
在
書
中
開
了
個
不
甚
莊

重
的
玩
笑
，
沐
猴
而
冠
地
自
比
基
督
，
身
穿
教
士
大
衣
、
頭
戴
博
士
方
帽
。
雖
然
其
插
圖
沒
被
挑
出
毛
病
來
，

內
文
還
是
令
君
王
法
院
不
安
，
決
定
徵
詢
索
邦
當
局
看
法
。
一
五
二
五
年
八
月
二
十
六
日
，
索
邦
正
式
譴
責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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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
君
王
法
院
亦
不
准
它
發
行
。
負
責
出
版
的
尚
﹒
佩
堤
並
不
死
心
，
仍
想
著
把
他
花
大
錢
替
這
本
書
雕
製
的

木
刻
圖
版
派
上
用
場
，
或
至
少
重
印
文
字
部
分
。
經
過
三
年
等
待
，
他
猜
想
此
事
已
被
淡
忘
，
於
一
五
二
八
年

將
其
再
版
﹔
為
慎
重
起
見
，
這
一
版
的
部
分
成
品
不
再
採
用
原
本
的
怪
誕
插
圖
，
改
印
較
為
單
純
的
圓
樣
。
一

五
三
三
年
血
二
五
四
0
年
前
後
，
《
聖
母
時
辰
禱
書
》
再
度
翻
印
，
初
版
的
詭
異
插
圖
竟
又
借
屍
還
魂
。
這
或

許
是
因
為
這
部
譯
作
不
算
很
顛
覆
，
但
即
便
是
路
德
的
著
述
，
似
乎
也
曾
在
法
國
境
內
成
功
地
出
版
、
銷
售
，

遇
上
的
阻
力
並
未
大
上
太
多
。
《
小
禱
簿
》
即
是
一
例.. 
初
版
於
一
五
二
二
年
，
拉

T
文
譯
本
則
問
世
於
一
五

二
五
年
，
出
版
商
是
史
特
拉
斯
堡
的
何
瓦
根
。
前
面
提
過
的
信
仰
小
冊
《
純
正
禱
詞
之
盡
早
，
是
魏
卻
爾
以
王

室
執
業
許
可
為
掩
護
，
於
一
五
二
八
、
一
五
三
0
年
出
版
的
，
光
看
目
次
無
法
覺
察
其
與
異
端
有
涉
，
實
則
包

含
片
段
的
路
德
著
作
翻
譯
。
奈
何
到
了
這
個
階
段
，
索
邦
的
賽
訊
官
已
經
懂
得
不
能
光
看
表
象
，
故
於
一
五
三

一
年
三
月
二
日
譴
責
這
卷
書
。
此
舉
影
響
不
大
，
畢
竟
德
凱
瑟
倫
依
然
在
一
五
三
四
年
的
安
特
衛
普
接
手
其
印

刷
。
隱
忍
一
段
時
間
後
，
德
布
利
的
嬌
妻
見
時
機
成
熟
，
又
於
一
五
四0年
在
巴
黎
公
開
翻
印
之
，
在
她
之
後

還
有
雷
尼
奧
與
富
寇
在
一
五
四
三
年
起
而
效
尤
，
印
製
地
點
同
為
巴
黎
。
最
後
是
威
斯
馬
肯
與
奧
里
維
耶
﹒
阿

奴
雷
兩
人
，
分
別
在
安
特
衛
普
（
一
五
四
五
年
）
與
里
昂
（
年
份
待
考
）
打
印
同
一
作
品
。
如
此
一
來
，
這
卷

可
能
部
分
出
自
德
伯
坎
手
筆
的
路
德
作
品
譯
本
，
等
於
先
後
印
成
六
種
不
同
版
本
，
總
共
發
行
上
千
或
上
萬

冊
，
卻
沒
有
書
商
或
印
刷
商
因
此
遭
罰
划
。

當
時
可
有
不
少
宗
教
改
革
者
著
作
，
以
同
樣
的
規
模
大
量
印
行
。
《
異
論
輯
》
作
者
署
名
玻
迪
鳥
，
實
為

布
塞
爾
的
化
名
。
此
書
於
一
五
二
七
年
的
科
隆
印
出
拉
丁
文
版
，
之
後
又
在
一
五
一
三
年
的
安
特
衛
普
，
與
一

五
三
一
、
一
五
三
二
、
一
五
三
三
、
一
五
三
四
年
的
里
昂
付
梓
。
其
法
文
譯
本
，
先
由
德
凱
瑟
倫
的
印
刷
鋪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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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五
二
八
、
一
五
三
二
年
兩
度
打
印
，
而
後
又
在
一
五
三
九
與
一
五
五
一
年
於
日
內
瓦
成
齒
。
布
隆
費
斯
的

《
論
真
正
規
約
與
戒
律γ
首
度
出
版
於
一
五
二
五
年
，
索
邦
當
局
於
一
五
三
三
年
譴
責
之
，
在
此
之
前
的
日
由
侯

員
﹒
埃
蒂
安
納
於
一
五
二
七
年
的
巴
黎
發
行
，
被
禁
之
後
格
利
甫
於
一
五
三
八
年
的
里
昂
率
先
出
版
，
俟
一
五

四
一
、
一
五
四
二
年
回
到
巴
黎
印
行
，
復
與
黑
根
道
夫
的
《
理
論
》
合
為
一
冊
。
廣
或
在
里
昂
推
出
此書
法
文

譯
本
的
時
候
，
已
經
是
一
五
五
八
年
了
。
倒
是
布
隆
費
斯
的
《
聖
經
惕
世
語
》
讀
者
回
響
更
佳
﹔
這
是
因
為
逃

離
祖
國
的
法
國
新
教
徒
有
意
發
行
引
述
《
聖
經
》
章
旬
的
短
篇
論
文
，
以
取
代
各
種
傳
統
版
本
的
《
新
約
γ

故
拜
讀
這
部
作
品
之
後
加
以
翻
譯
。
以
《
聖
經
禱
詞
組
文
選
》
為
名
的
法
譯
本
於焉
誕
生
，
且
一
直
到
一
五
五

。
、
一
五
五
一
年
，
才
分
別
在
魯
仗
、
巴
黎
兩
地
列
為
縈
書
，
是
以
成
功
的
程
度
尤
勝
原
作
，
期
間
並
於
一
五

二
九
年
以
及
一
五
三
三
年
的
安
特
衛
普
，
分
別
由
佛
斯
特
曼
與
德
凱
瑟
倫
重
印
之
。
打
印
於
巴
黎
的
版
本
首
見

於
一
五
三
0
年
，
由
魏
卻
爾
主
其
事
，
此
後
更
被
多
雷
三
五
四
二
年
）
與
德
國
兩
恩
（
一
五
四
三
年
）
印
行

過
。

一
五
三
四
年
之
前
，
扯
上
這
類
違
禁
書
的
書
商
與
印
刷
商
，
顯
然
尚
有
豁
免
權
可
恃
，
至
於
因
此
遭
逢
嚴

重
騷
擾
者
，
鮮
少
聽
聞
。
奈
何
在
「
布
告
教
案
」
過
後
，
好
日
子
結
束
了
，
法
國
國
王
榔
趨
野
蠻
的
對
策
更
是

惡
名
昭
彰
于
懺
悔
遊
行
在
一
五
三
四
年
的
十
月
二
十
二
、
二
十
三
、
二
十
四
日
舉
行
三
天
，
君
王
法
院
更
在

宮
廷
內
宣
布
：
「
凡
檢
舉
張
貼
前
述
布
告
之
個
人
或
國
體
，
經
查
屬實
者
，
逕
發
賞
金
一
百
盾
。
至
於
窩
藏
疑

犯
之
罪
，
概
以
火
刑
伺
候
。
」
此
言
一
出
，
各
種
控
訴
之
詞
從
全
國
各
地
湧
入
巴
黎
。
在
國
爾
更
有
書
商
、
印

刷
商
的
住
處
遭
到
搜
索
，
而
這
些
商
人
在
羈
押
疑
犯
當
中
占
了
頗
大
一
部
分
。
一
五
三
四
年
十
月
，
接
連
不
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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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公
開
處
決
揭
開
序
幕
，
十
日

當
天
即
有
某
位
印
刷
商
被
活
活
燒
死
，
罪
名
為
印
製
、
裝
訂
路
德
「
謬
論
」
。

同
年
的
十
二
月
二
十
日
，
《
女
罪
人
心
靈
之
鏡

》
的
印
刷
商
之
一
，
且
已
然
因
皇
家
講
師
事
件
下
獄
的
奧
熱

羅
，
也
在
火
刑
性
上
斷
氣
。
隔
年
元
月
的
二
十
一
日
，
白
天
先
是
舉
辦
了
懺
悔
遊
行
，
穿
梭
於
巴
黎
街
道
的
行

列
中
，
也
包
括
國
王
率
領
的
隊
伍
﹔
傍
晚
時
分
，
遊
行
經
過
的
街
道
上
，
焚
死
了
異
端
六
人
。
為
了
強
化
火
刑

所
象
徵
的
意
義
，
從
六
員
死
囚
家
中
搜
出
的
三
大
袋
書
刊
，
還
在
正
式
行
刑
之
前
，
一
併
扔
進
將
燃
的
柴
堆
。

查
緝
禁
書
期
間
，
大
量
曝
光
的
傳
單
與
扣
留
的
眾
多
可
疑
書
刊
，
想
必
令
國
王
非
常
詰
異
，
似
乎
也
在
此

刻
突
然
明
瞭
’
印
刷
書
對
異
端
思
想
的
宣
傳
究
竟
有
多
重
要
。
更
進

一
步
說
，
欲
將
疑
犯
定
罪
，
印
刷
書
更
是

唯
一
的
具
體
建
據
，
實
質
地
證
明
了
疑
犯
不
為
人
知
的
私
密
見
解
確
實
傾
向
異
端
。
於
是
法
蘭
西
斯
一
世
下
了

決
心
，
非
得
將
偏
邪
信
仰
根
除
不
可
，
遂
採
取
極
端
手
段
，
於
一
五
三
五
年
的
一
月
十
三
日
詔
令
全
國
不
得
印

書
，
違
者
絞
刑
伺
候
。
這
項
敕
令
史
無
前
例
，
且
不
可
能
真
正
落
實
，
更
何
況
在
任
何
情
況
下
這
都
不
是
平
息

學
端
的
辦
法
。
事
實
上
，
觸
怒
國
王
，
並
引
發
諸
般
迫
害
舉
措
的
導
火
線
，
根
本
就
是
皮
耶
﹒
德
文
格
勒
在
法

國
境
外
納
沙
泰
爾
所
印
的
傳
單
，
「
帝
力
於
我
何
有
哉
」
。
經
過
比
岱
與
俏
﹒
社
員
萊
的
謀
阻
，
國
王
收
回
成

命
，
並
於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宣
告
「
最
後
裁
奪
延
後
公
布
」
。
同
時
他
御
筆
親
點
了
十
二
位
巴
黎
印
刷
商
，
聲
稱

「
他
們
之
外
再
無
旁
人
」
有
資
格
印
製
「
必
需
且
證
實
有
益
大
眾
」
的
讀
物
，
至
於
新
書
更
是
一
本
都
不
准

nH
’ 

rVLF

-- 

這
道
諭
旨
與
同
一
時
期
英
格
蘭
元
首
的
三
令
五
申
，
內
容
非
常
近
似
，
但
從
來
都
沒
有
落
實
過

。

實
際
說

來
，
法
國
各
地
的
印
刷
商
繼
續
作
業
，
並
未
因
此
中
斷
，
在
一
五
三
五
年
裡
印
出
的
書
籍
，
絲
毫
不
比
其
他
年

份
來
得
少
，
只
是
對
書
籍
的
監
管
，
比
先
前
更
加
嚴
苛
。
一
五
三
五
年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
七
位
書
籍
產
業
人
士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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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名
字
，
出
現
在
疑
似
異
端
的
名
單
上
﹔
這
些
人
在
逃
跑
途
中
，
當
局
以
軍
號
代
替
傳
票
，
押
解
他
們
出
庭
。

書
商
與
印
刷
商
，
此
後
便
經
常
被
逮
捕
，
遭
處
火
刑
者
亦
有
所
間
。
禁
書
的
印
製
與
銷
售
，
隨
著
民
眾
對
新
教

信
仰
的
支
持
而
日
益
增
長
，
是
再
自
然
也
不
過
的
事
，
但
為
了
過
止
這
種
風
氣
，
一
整
套
的
法
令
因
而
頒
布
，

且
規
範
事
項
愈
來
愈
明
確
，
執
行
也
愈
來
愈
嚴
厲
。
一
五
四
二
年
，
一
些
印
刷
完
成
的
喀
爾
文
《
基
督
教
原
理
》

遭
查
扣
，
君
王
法
院
趁
機
重
申
前
義
，
強
調
不
管
任
何
書
，
凡
事
前
未
經
索
邦
神
學
家
審
查
通
過
者
，
一
概
列

為
違
禁
品
，
絕
不
寬
貸
。
前
文
曾
經
提
及
的
第
一
部
法
文
禁
書
目
錄
，
完
成
於
一
五
四
五
年
，
或
可
視
為
先
前

許
多
年
以
來
，
反
動
跟
在
巴
黎
持
續
搜
索
書
店
的
「
戰
果
」
。
一
五
四
七
年
四
月
，
國
王
再
次
主
動
出
擊
，
於

楓
丹
白
露
二
度
下
令
禁
止
《
聖
經
》
相
關
作
品
印
行
、
銷
售
，
至
於
來
自
日
內
瓦
或
德
國
的
書
刊
，
更
是
不
間

內
容
全
數
禁
售
，
除
非
內
容
已
先
行
通
過
巴
黎
大
學
神
學
院
的
審
核
。
最
後
，
國
王
復
於
一
五
五
一
年
在
夏
托

布
里
揚
降
旨
，
確
認
了
過
往
所
有
的
箱
制
措
施
並
加
以
整
合
，
使
形
成
完
整
的
體
系
，
同
時
特
別
強
調
，
絕
對

禁
止
自
日
內
瓦
或
其
他
異
端
國
度
進
口
書
籍
。

簡
而
言
之
，
當
時
出
現
的
大
規
模
立
法
，
苛
刻
、
殘
酷
且
鉅
細
靡
遺
，
涵
蓋
了
所
有
可
能
的
案
惰
，
卻
換

來
普
遍
的
漠
視
。
事
實
上
，
嚴
律
峻
法
在
周
延
化
、
細
膩
化
的
過
程
裡
’
反
倒
印
證
了
新
教
支
持
力
量
的
進

展
，
與
禁
書
買
賣
的
增
長
。
從
一
五
四
0
年
開
始
，
尤
其
是
一
五
五

0
年
以
後
，
法
國
的
書
商
與
印
刷
商
，
逐

漸
變
得
大
膽
起
來
。
地
下
印
刷
鋪
在
全
國
各
地
忙
碌
著
，
叫
賣
書
販
行
走
四
方
書
囊
飽
滿
﹔
省
略
出
版
注
記
，

或
印
上
假
標
記
的
異
端
小
冊
，
發
行
量
更
勝
以
往
。
在
此
同
時
，
愈
來
愈
多
的
異
端
著
述
，
憑
藉
看
似
無
害
的

書
名
掩
人
耳
目
。
外
觀
看
來
全
然
臣
服
於
正
統
、
無
懈
可
擊
，
但
骨
子
裡
卻
是
新
教
宣
傳
工
真
的
書
籍
，
遂
發

展
成
一
種
龐
大
的
出
版
品
類
型
。
通
俗
讀
物
的
各
種
樣
貌
，
都
被
這
類
書
拿
來
偏
裝
，
有
些
禁
書
乍
看
之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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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
至
與
字
母
書
或
曆
書
無
異
。
舉
例
來
說
，
《
默
示
錄
人
物
誌
》
出
版
於
一
五
五
二
年
，
其
上
的
出
版
標
記
屬

於
格
盧
洛
，
即
專
鬥
出
版
通
俗
小
本
書
的
巴
黎
大
出
版
商
雅
諾
的
繼
承
人
，
然
其
內
文
卻
屬
異
端
。
《
字
母
書

或
基
督
教
幼
童
教
本
》
一
書
亦
然
，
雖
然
屢
遭
封
殺
，
埃
斯
提
亞
德
卻
仍
然
在
離
開
里
昂
、
前
往
史
特
拉
斯
堡

之
前
，
公
然
印
製
之
，
時
值
一
五
五
八
年
。
此
外
，
德
國
爾
恩
也
做
過
同
樣
明
目
張
膽
的
事
，
於
一
五
五
九
年

的
里
昂
發
行
信
仰
小
冊
《
悔
罪
者
之
鏡
》
站
。

由
此
觀
之
，
前
述
由
法
律
專
家
設
計
的
續
密
法
規
，
究
竟
有
何
重
要
性
可
言
？
在
當
時
那
種
情
況
下
，
某

地
的
某
位
印
刷
商
，
被
捕
下
獄
或
是
判
處
火
刑
，
又
有
什
麼
意
義
？
如
果
想
讓
打
壓
更
有
效
，
大
可
訂
立
更
嚴

苛
的
法
條
，
但
即
使
如
此
，
也
不
保
證
必
然
能
抑
制
異
端
。
更
別
提
那
些
被
捕
或
焚
燒
至
死
的
，
大
都
是
叫
賣

的
書
販
了
，
偶
爾
才
有
小
書
商
或
印
刷
鋪
小
廝
獲
罪
判
刑
。
在
所
有
真
正
淪
為
宗
教
迫
害
受
難
者
的
異
端
當

中
，
沒
有
任
何
一
人
出
身
於
稱
霸
書
籍
產
業
的
印
刷
世
家
。
德
拉
圖
爾
，
便
注
意
到
這
一
點
，
從
而
宣
稱
較
富

有
的
書
商
、
印
刷
商
，
擁
有
店
面
或
印
刷
鋪
房
契
，
自
不
願
冒
險
觸
法
，
故
異
端
書
刊
一
般
是
由
地
下
印
刷
鋪

承
印
。
單
就
巴
黎
地
區
言
，
這
樣
的
推
論
倒
有
幾
分
真
實
，
但
更
貼
切
的
解
釋
是
，
大
型
出
版
商
擁
有
太
豐
富

的
人
脈
、
太
多
可
供
自
保
的
資
源
了
。
一
旦
危
機
浮
現
，
這
些
人
根
本
不
愁
沒
有
友
人
出
面
搭
救
、
事
先
警

告
，
甚
或
拖
延
查
緝
。
就
算
發
生
最
壞
的
狀
況
，
地
位
顯
赫
如
康
拉
德﹒
買
德
或
侯
員
﹒
埃
蒂
安
納
，
也
會
有

充
裕
時
間
準
備
遠
走
高
飛
。

里
昂
一
地
最
是
特
別
，
書
商
與
印
刷
商
的
營
業
，
幾
乎
完
全
自
由
。
一
五
四
二
年
之
後
，
此
地
已
無
人
印

製
舊
版
的
插
圖
《
聖
經
γ
取
而
代
之
的
是
奧
里
維
坦
的
譯
本
，
外
觀
宛
如
正
統
教
會
典
籍
。
舉
凡
阿
奴
雷
、

浮
瑞
陸
、
德
圖
爾
恩
、
路
伊
耶
、
帕
顏
、
皮
迪
耶
、
巴
克
諾
瓦
、
伯
霖
根
家
族
，
曾
經
印
過
這
部
《
聖
經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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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刷
商
，
沒
有
一
人
因
此
獲
罪
。
稍
晚
從
一
五
五
八
年
開
始
，
畫
家
沙
羅
鬥
的
女
婿
廣
戒
（
無
巧

不
成
書
，
廣

戒
岳
父
的
岳
父
就
是
出
版
家
德
國
爾
恩
）
使
用
一
種
名
為
「
儀
禮
體
」
的
活
字
體
，
印
製
一
套
冊
數
不
多
，
但

徹
頭
徹
尾
宣
揚
異
端
的
信
仰
手
冊
﹔
這
種
字
體
一
看
就
能
認
出
是
誰
的
傑
作
，
印
者
卻
不
避
嫌
。
這
套
書
竟
也

不
影
響
他
在
後
來
前
往
羅
馬
替
梵
蒂
岡
鑄
刻
活
字
。
此
時
期
里
昂
最
享
盛
名
的
幾
位
書
商
、
印
刷
商
，
皆
同
情

新
教
，
其
中
亦
有
不
少
與
法
雷
爾
、
喀
爾
文
，
以
及
日
內
瓦
當
局
互
通
聲
息
。
德
圖
爾
恩
即
與
改
革
派
同
儕
過

從
甚
密
，
格
利
甫
還
在
多
雷
自
土
魯
斯
出
獄
後
相
迎
，
對
於
曾
被
索
邦
禁
過
的
書
，
二
話
不
說
就
付
印
。
舉
足

輕
重
的
印
刷
商
森
內
敦
家
族
，
則
與
浮
瑞
隆
一
樣
改
信
新
教
。
巴
塔
薩
﹒
阿
奴
雷
名
義
上
奉
行
天
主
教
教
義
，

實
則
與
後
來
在
日
內
瓦
活
動
的
圭
盧
特
合
夥.. 
他
跟
喀
爾
文
的
關
係
頗
密
切
，
還
委
請
塞
爾
維
特
擔
綱
校
對
。

一
五
五
三
年
，
圭
盧
特
經
他
暗
中
允
許
，
於
維
埃
納
出
版
《
基
督
教
義
原
貌
γ
就
連
與
塞
爾
維
特
交
惡
的
喀

爾
文
，
也
不
得
不
在
巴
塔
薩
﹒
阿
奴
雷
下
獄
之
前
，
表
態
譴
責
他
，
所
幸
他
很
快
就
獲
釋
了
，
重
操
舊
業
之
餘

也
跟
喀
爾
文
和
好
。
在
這
種
政
治
氣
候
下
，
縱
使
市
面
上
的
異
端
書
籍
為
數
甚
多
，
也
不
致
令
人
意
外
。
君
不

見
還
有
一
位
凡
森
，
為
這
類
書
籍
提
供
資
金
、
策

畫
產
銷

，
其
規
模
之
大
，
在
巴
黎
、
梅
茲
、
里
昂
或
日
內

瓦
，
皆
屬
空
前
？
他
可
是
同
時
經
營
著
日
內
瓦
與
里
昂
兩
地
的
事
業
據
點
哩
。

蘭
頁
爾
、
寇
格
與
法
雷
爾
長
期
勾
勒
的
願
景
，
是
為
法
國
建
立
新
教
難
民
的
庇
護
所
，
並
打
造
改
革
理
念

的
宣
傳
基
地
，
與
威
登
堡
的
路
德
派
大
本
營
媲
美
。
而
後
，
法
雷
爾
得
到
納
沙
泰
爾一
部
分
商
人
的
支
持
，
於

一
五
三
0
年
進
入
該
城
，
並
於
同
年
十
一
月
四
日
驅
逐
舊
教
司
鐸
’
廢
止
彌
撒
儀
式
，
願
景
才
終
於
實
現
。

至
此
，
納
沙
泰
爾
變
成
法
國
流
亡
人
士
的
聚
會
所
，
與
福
音
派
（
狹
義
而
言
專
指
路
德
派
，
也
可
能
泛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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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
爾
文
派
以
外
的
新
教
團
體
）
宣
教
的
總
部
。
法
雷
爾
是
位
務
實
的
行
動
家
，
深
刻
理
解
印
刷
術
的
力
量
，
故

即
刻
遊
說
印
刷
商
皮
耶
﹒
德
文
格
勒
空
間
來
納
沙
泰
爾
。
出
身
皮
迦
地
的
皮
耶
，
父
親
也
是
印
刷
商
（
尚
﹒
德

文
格
勒
）
。
一
五
二
五
到
一
五
三
三
年
間
，
他
曾
擔
任
努
瑞
的
印
刷
匠
領
班
。
努
瑞
在
里
昂
開
業
，
堪
稱
通
俗

讀
物
印
製
的
專
家
，
後
來
還
變
成
皮
耶
的
岳
父
。
改
信
新
教
之
後
，
皮
耶
成
了
法
雷
爾
的
得
力
助
手
，
一
五
二

五
年
以
降
，
更
利
用
岳
父
的
印
刷
機
打
印
新
教
書
籍
，
再
以
假
的
出
版
商
資
訊
掩
人
耳
目
。
一
五
三
二
年
，
前

文
提
過
不
止
一
次
的
小
書
《
異
論
輯
Y
以
他
自
己
的
名
義
印
行
，
同
年
三
月
二
日
遭
索
邦
當
局
譴

責
。
據
他

自
己
說
，
此
後
沒
有
多
久
，
他
就
因
為
印
製
《
新
約
》
法
文
譯
本
，
出
走
里
昂
逃
避
追
捕
。
他
憑
著
一
紙
來
自

伯
恩
的
介
紹
信
，
獲
准
在
日
內
瓦
創
業
，
奈
何
這
個
時
候
的
日
內
瓦
，
局
勢
也
不
穩
定
，
法
雷
爾
遂
建
議
他
前

往
馬
諾
斯
克
﹔
出
身
加
普
的
法
雷
爾
在
那
裡
有
好
幾
位
親
戚
，
且
當
地
的
新
教
勢
力
正
邁
向
成
功
之
途
。
除
了

販
賣
新
教
宣
傳
品
，
他
也
在
馬
諾
斯
克
印
製
較
為
單
純
、
短
期
流
通
的
書
刊
，
例
如
牧
民
曆
。

一
五
三
二
年
十
月
，
華
爾
多
教
派
的
新
教
徒
，
為
了
在
他
們
居
住
的
多
菲
內
與
皮
埃
蒙
特
谷
地
傳
褔
音
，

要
求
法
雷
爾
印
製
《
聖
經
》
，
以
及
掃
尼
耶
翻
譯
的
《
聖
經
篇
章
總
彙
》
（
原
著
為
拉
丁
文
，
布
塞
爾
撰
）
。
承

印
這
批
書
的
合
適
人
選
，
非
皮
耶
﹒
德
文
格
勒
莫
屬
。
詩
人
葛
寧
遂
在
同
年
十
二
月
的
日
內
瓦
恭
候
德
文
格
勒

大
駕
，
以
便
轉
交
華
爾
多
派
支
付
的
五
百
金
盾
印
書
款
。
德
文
格
勒
稍
晚
才
趕
到
，
帶
著
那
封
來
自
伯
恩
的
介

紹
信
，
選
在
一
位
名
叫
蕭
譚
普
的
富
商
隔
壁
架
設
印
刷
機
。
這
位
商
人
聘
請
喀
爾
文
的
表
親
（
即
奧
里
維
坦
）

搪
任
小
孩
的
家
庭
教
師
，
對
德
文
格
勒
創
業
所
需
的
資
金
似
乎
也
出
過
力
。
該
市
行
政
官
則
受
蕭
譚
普
之
託
，

准
許
德
文
格
勒
根
據
安
特
衛
普
印
製
的
《
聖
經
》
法
文
譯
本
（
即
戴
塔
普
勒
譯
本
）
，
打
印
、
銷
售
經
文
。
然

在
四
月
十
三
日
，
當
局
卻
又
禁
止
《
篇
章
總
彙
》
發
行
，
德
文
格
勒
只
好
假
造
「
皮
耶
﹒
杜
邦
印
于
安
特
衛
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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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標
記
，
祕
密
出
書
。
他
所
印
製
的《
聖
經
》
也
在
當
月
問
世
（
雖
然
只
包
含
《
新
約
》
部
分
），
按
著
又
印

行
另
一
部
作
晶
，
即
奧
里
維
坦
的《
孩
童
之
教
導
》’
之
後
於
八
月
轉
往
納
沙
泰
爾
開
店
，
還
得
到
當
地
牧
師

馬
庫
爾
特
與
前
道
明
會
士
馬
林
桂
的
協
助
，
得
以
不
受
干
擾
地
印
製
為
數
甚
多
的
書
本
。
一
五
五
三
年
，
他
推

出
了
法
雷
爾
的
禮
拜
儀
式
書
，
以
及
一
部
褔
音
頌
歌
選
集
﹔
隔
年
印
成
的
包
括
《
便
概γ
數
本
宣
教
小
冊
、

《
商
賈
盡
早
，
以
及
因
批
判
彌
撒
而
聞
名
的
數
張
招
貼
。
印
製
於
一
五
三
五
年
者
，
除
了
奧
里
維
坦
的
《
聖
經
》

譯
本
，
亦
有
不
少
近
期
才
考
證
出
起
源
的
著
作
。
以
上
種
種
，
全
是
以
法
國
境
內
讀
者
為
主
要
考
量
而
印
，
上

面
的
出
版
商
資
訊
皆
為
偽
造
且
各
不
相
同
（
例
如
「
印
于
科
林
斯
」
、
「
皮
耶﹒
德
維
諾
雷
印
于
巴
黎
索
邦

街
」
’
甚
或
只
有
「
印
于
巴
黎
」
四
字
）
，
或
根
本
沒
有
出
版
注
記
。

法
雷
爾
則
坐
鎮
納
沙
泰
爾
，
朝
日
內
瓦
的
反
動
勢
力
開
砲
。
一
五
三
五
年
的
八
月
十
日
，
日
內
瓦
兩
百
人

議
會
也
廢
止
了
舊
教
的
彌
撒
’
十
一
個
月
後
喀
爾
文
順
利
進
城
。
新
教
攻
陷
日
內
瓦
，
等
於
掃
除
了
前
進
里
昂

的
障
礙
。
改
信
新
教
的
城
鎮
、
串
串
落
，
從
史
特
拉
斯
保
三
路
延
伸
到
日
內
瓦
而
沒
有
間
隙
，
令
法
國
不
再
與
日

耳
曼
的
天
主
教
諸
邦
接
壤
﹔
環
繞
法
國
邊
境
的
新
教
城
市
二
本
接
著
一
本
地
印
製
著
各
種
異
端
書
籍
。
在
那

之
後
，
法
雷
爾
的
密
使
頻
頻
從
法
蘭
克
福
與
史
特
拉
斯
堡
前
往
巴
塞
爾
與
日
內
瓦
，
再
由
日
內
瓦
推
進
至
里

昂
、
巴
黎
。
日
內
瓦
印
製
的
書
本
，
彷
彿
滾
滾
洪
流
，
濟
向
法
國
。

法
雷
爾
與
喀
爾
文
回
到
日
內
瓦
的
時
候
，
當
地
只
有
幾
座
印
刷
機
，
承
包
的
不
過
是
一
般
的
印
刷
工
作
，

例
如
齊
爾
恩
，
即
以
黑
體
字
打
印
公
告
與
曆
書
糊
口
。
法
雷
爾
旋
即
著
手
改
變
這
種
情
況
。
一
般
認
為
，
來
自

蘇
伽
的
熱
拉
爾
，
便
是
在
法
雷
爾
的
請
求
下
，
於
一
五
三
六
年
設
鋪
，
同
年
打
印
出
法
文
版
《
新
約
》
之
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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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印
刷
了
《
大
衛
王
詩
篇
》
（
天
主
教
《
達
味
聖
詠
》
）
、
《
孩
童
之
教
導

γ
以
及
後
來
許
多
的
宣
教
小
冊
。
熱

拉
爾
的
印
刷
產
能
從
一
五
四

0
年
起
又
向
上
攀
升
，
在
一
五
四
五
年
達
到
巔
峰
。
維
雷
特
的
作
品
，
他
固
然，印

了
不
少
，
喀
爾
文
的
著
作
，
由
他
打
印
的
更
多
﹔
後
者
以
他
為
指
定
印
刷
商
。

在
這
座
新
教
思
想
的
堡
壘
裡
’
備
有
其
他
印
刷
機
投
產
。
尚
﹒
米
樹
在
一
五
三
八
到
一
五
四
四
年
於
此
執

業
，
器
材
來
自
納
沙
泰
爾
的
印
刷
鋪
﹔
米
樹
﹒
杜
布
瓦
也
在
一
五
三
七
到
一
五
四
一
年
間
投
身
這

一
行
。
父
親

是
巴
黎
律
師
的
奎
斯
班
，
一
度
克
紹
冀
裘
’
一
五
四
八
年
來
到
此
地
改
行
印
書
﹔
大
名
鼎
鼎
的
康
拉
德
﹒
貝
德

和
侯
貝
﹒
埃
蒂
安
納
，
亦
分
別
於
一
五
四
九
跟
一
五
五
0
年
從
根
據
地
巴
黎
來
此
。
爾
後
的
日
內
瓦
市
，
變
成

許
多
大
印
刷
工
坊
的
坐
落
之
處
。
隨
著
新
教
難
民
的
大
量
調
入
，
印
刷
商
與
書
商
的
人
數
愈
見
攀
升
，
光
是
一

五
五
O
到
一
五
六
0
年
，
就
有
超
過
一
百
三
十
人
進
城
。
至
於
當
地
印
製
的
著
作
，
一
五
三
三
到

一
五
四
0
年

間
不
過
四
十
二
部
，
一
五
四
O
到
一
五
五
O
增
為
一
百
九
十
三
部
，
一
五
五
O
到
一
五
六
四
計
有
五
百
二
十
七

部
。
至
此
已
有
四
十
架
左
右
的
印
刷
機
運
作
著
，
且
多
數
機
器
任
由

一
小
撮
有
效
掌
控
書
籍
產
業
的
大
出
版
商

差
遣.. 
奎
斯
班
、
侯
員
﹒
埃
蒂
安
納
，
乃
至
於
更
富
影
響
力
的
凡
森
，
與
德
諾
曼
地
。
其
中
後
者
還
可
能
操
縱

著
所
有
在
法
國
私
售
禁
書
的
勾
當
划
。

撇
開
埃
蒂
安
納
不
提
，
日
內
瓦
的
印
刷
商
，
幾
乎
不
太
出
版
宗
教
作
品
以
外
的
書
籍
，
以
下
的
數
據
可
以

為
證
。
一
五
五
O
到
一
五
六
四
年
間
，
當
地
印
行
的
全
本
《
聖
經
》
或
《
新
約
γ
光
是
現
存
的
法
文
版
就
有

五
十
九
種
，
這
還
不
包
括
拉
丁
文
、
希
臘
文
、
義
大
利
文
與
西
班
牙
文
版
本
。
後
文
還
會
提
到
各
種
不
同
的

《
詩
篇
》
印
刷
本
，
其
數
量
也
頗
多
。
部
分
的
小
冊
直
斥
教
宗
站
在
耶
穌
的
對
立
面
，
遣
詞
組
鄙
，
也
獲
出

版
，
例
如
《
暴
虐
瘋
教
宗
結
局
的
鬧
劇
》
。
不
過
，
比
前
述
各
書
更
普
遍
的
作
品
，
是
以
當
地
俗
語
文
寫
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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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學
短
論
，
旨
在
協
助
每
位
信
徒
從
中
領
略
新
的
神
學
觀
，
並
盡
可
能
誕
新
的
教

義
跨
越
社
會
階
級
游
離
而
遠

播
，
諸
如
維
雷
特
的
《
福
音
真
義
與
舊
教
謬
論
簡
述Y
布
林
格
的
《
福
音
教
義
略
Y

以
及
寇
瑟
的
《
對
話
裡

的
信
仰
之
盾
》
。
當
然
，
為
數
最
龐
大
的
，
恐
怕
還
是
喀
爾
文
所
撰
之書
。
一
五
五
O
到
一
五
六
四
年
間
，
喀

氏
作
品
一
共
打
印
了
兩
百
五
十
六
次
，
其
中
一
百
六
十次
是
在
日
內
瓦
。
他
的
《
基
督
教
原
理
》
，
在
這
段
期

間
內
二
十
五
度
付
印
，
包
括
拉T
文
版
九
種
、
法
文
版
十
六
種
，
當
中
多
數
為
日
內
瓦
印
刷
商
傑
作
﹔
風
行
程

度
更
勝
一
籌
的
，
還
有
一
五
四
一
年
的
《
問
與
答
解
教
理γ
跟
一
五
五
一
年
的
喀
爾
文
版
《
聖
經
》
譯
本
。

如
此
多
產
的
書
籍
印
刷
量
，
確
保
了
信
仰
新
正
統
的
風
行
草
值
。

出
版
規
模
既
己
這
般
宏
大
，
資
金
哪
裡
來
，
書
本
如
何
賀
，
難
兔
衍
生
出
許
多
問
題
。
日
內
瓦
的
書
商
與

印
刷
商
’
，
自
然
不
會
錯
過
法
蘭
克
福
市
集
。
運
抵
會
場
的
書
籍
，

一
方
面
可
供
新
教
國
家
的
鞏
固
商
自
由
進
貨
，

二
方
面
亦
讓
現
場
的
法
國
書
商
帶
回
法
園
，
只
要
設
法
規
避
異
端
書
刊
的
進
口
禁
令
即
可

。
但
自
一
五
四
二
年

起
，
法
國
當
局
開
始
有
組
織
地
對
付
產
自
日
內
瓦
的
書
本
﹔

一
五
四
八
年
的
禁
令
，
更
全
面
封
殺
所
有
日
內
瓦

的
印
刷
品
，
此
後
這
類
書
貨
只
能
仰
賴
小
販
暗
中
零
售
。
在
日
內
瓦
，
每
位
印
刷
商
都
擁
有
自
己
的
通
路
，
由

許
多
叫
賣
書
販
所
構
成
，
他
們
分
別
在
不
同
的
「
轄
區
」
兜
售
商
品

。
這
種
勾
當
頗
危
險
，

書
商
得
與
遊
走
四

方
的
推
銷
員
共
同
承
擔
各
種
虧
損
，
俟
書
貨
出
清
才
結
算
、
拆
帳
。
不
多
時
，
奉
命
潛
入
法
國
的
日
內
瓦
傳
教

士
，
也
仿
效
、
組
織
此
種
通
路
，
其
中
不
乏
改
行
的
書
商
，
而
康
拉
德
﹒
貝
德
就
是
一
例
﹔
他
在
一
五
六
二
年

結
束
店
面
營
業
，
前
往
奧
爾
林
地
區
傳
褔
音
，
後
因
瘟
疫
殼
於
當
地
。
魚
貫
進
入
法
國
的
異
端
書
刊
，
若
產
自

德
國
，
則
途
經
柯
陸
熱
、
聖
尚
德
羅
斯
內
、
朗
格
勒
、
聖
狄
奇
耶
入
境
﹔
若
印
於
日
內
瓦
，
則
取
道
熱
克
斯
、

薩
伏
伊
、
沙
布
萊
斯
一
線
，
再
從
里
昂
轉
往
各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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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此
偷
渡
的
可
不
是
絕
無
僅
有
的
寥
寥
數
冊
，
而
是

一
度
多
達
百
冊
的
書
本
，
或
打
包
裝
箱
，
或
塞
進
商

人
行
囊
，
或
搬
上
走
販
馬
車
。
那
個
年
代
欠
缺
有
效
響
力
，
途
中
被
速
的
風
險
甚
低
，
或
許
只
有
城
門
守
衛
構

成
威
脅
。
話
說
回
來
，
一
或
幾
箱
的
禁
書
，
與
成
堆
的
合
法
商
品
並
置
，
甚
至
為
了
謹
慎
起
見
而
夾
藏
在
其
他

貨
品
之
下
，
守
衛
要
從
何
搜
起
？
這
麼
一
來
，
書
籍
運
抵
目
的
地
就
再
無
困
難
可
言
，
其
中
先
行
運
往
巴
黎
或

里
昂
者
居
多
，
而
後
分
銷
地
方
各
省
，
最
終
無
法
順
利
送
達
書
店
者
幾
希
。
各
地
書
商
也
頗
願
意
收
受
這
些

貨
，
至
少
據
我
們
所
知
，
在
圖
爾
、
普
瓦
捷
、
昂
熱
、
培
里
戈
、
博
熱
等
地
，
都
不
成
問
題
。
若
情
勢
順
遂
，

某
地
區
恰
好
處
於
某
個
相
當
包
容
異
端
的
時
期
，
當
地
書
商
有
時
候
會
在
開
放
書
架
上
，
偷
偷
擺
上
一
本
異
端

書
，
與
舊
教
書
籍
共
置
一
處
。
只
要
書
上
打
印
的
出
版
商
資
訊
是
捏
造
的
（
此
為
常
事
）
，
且
能
以
近
似
正
統

信
仰
著
作
的
外
觀
誤
導
不
知
惰
的
人
，
即
便
是
公
然
展
售
，
風
險
也
不
至
於
太
大
。
但
大
致
說
來
，
帶
有
新
教

色
彩
的
書
刊
，
多
半
還
是
藏
於
地
害
，
或
存
放
在
特
別
的
儲
藏
室
裡
’
儲
藏
室
裡
的
貨
品
只
賣
給
初
識
新
教
的

民
眾
。
憑
藉
此
法
，
異
端
書
籍
通
行
八
方
，
甚
至
闖
進
修
道
院
和
神
學
院
裡
。
萬
一
苗
頭
不
對
，
這
些
以
八
開

或
十
六
開
發
行
的
書
本
，
也
很
容
易
藏
匿
翩
。
土
倫
有
位
藥
劑
師
，
發
現
自
己
名
列
疑
犯
，
索
性
把
一
己
藏
書

埋
進
後
院
。
其
他
尚
有
許
多
此
類
小
書
與
短
論
的
印
刷
本
，
被
人
藏
在
各
式
各
樣
的
隱
密
處
，
過

7
許
多
年
終

於
見
天
日
。

地
下
的
書
本
交
易
，
究
竟
延
伸
至
多
廣
衷
的
範
圈
，
並
不
容
易
評
估
。
畢
竟
又
有
誰
知
道
，
在
那
些
看
似

空
白
的
問
隔
地
帶
，
有
多
少
禁
書
亡
仗
？
倒
是
這
個
行
業
的
規
模
甚
大
，
無
庸
置
疑
。
這
麼
說
是
有
憑
據
的
，

此
處
謹
以
德
諾
曼
地
舉
證
幟
。
此
君
與
喀
爾
文
交
好
，
與
喀
氏
同
樣
出
身
諾
洋
，
旅
居
日
內
瓦
期
間
是
活
躍
的

律
師
，
然
他
主
要
的
精
力
還
是
用
在
出
版
與
賣
書
方
面
，
並
控
有
龐
大
的
地
下
銷
售
網
。
一
五
六
三
年
時
，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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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印
刷
商
沛
林
的
鋪
子
，
就
有
四
座
印
刷
機
為
他
印
書
，
可
以
想
見
應
該還
有
其
他
印
刷
機
供
他
差
遣
。他
在

一
五
六
九
年
辭
世
時
，
店
裡
屯
放
了
三
萬
四
千
九
百
一
十
二
冊
書
。
他
與
眾
多
書
商
直
接
接
觸
，
藉
此
大

量
銷

書
，
舉
凡
秀
希
、
梅
茲
的
波
樹
榮
、
錫
斯
特
龍
的
馬
何
丹
、
雷
姆
的
德
鳥
和
其
他
許
多
書
商
，
都
曾
向
他
批

貨
。
不
過
，
起
用
叫
賣
書
販
為
他
效
勞
，
才
是
他
的
拿
手
好
戲
﹔
這
些
人
是
來
自
法
國
各
地
、
與
書
籍
產
業
有

關
的
難
民
。
伯
納
爾
跟
瓦
列
鳥
，
便
是
其
中
的
兩
位
，
他
們
曾
在
一
六
五
三
年
的
十
二
月
六
日
，
收
下
德諾曼

地
寄
出
的
書
貨
十
七
大
箱
又
四
綱
，
運
回
祖
國
求
售
。
拉
汶
朵
出
身
法
國
的
哈
佛
爾
德
格
拉
斯
，
也
在
同
月
十

五
日
受
他
之
託
返
國
兜
售
。

巴
陸
以
難
民
身
分
於
一
五
五
五
年
前
往
日
內
瓦
，
並
向

德
諾
曼
地
購
買
宗
教
書
，

返
回
法
國
叫
賣
。
隔
年
他
在
普
瓦
捷
被
捕
，
死
罪
定
撤
後
脫
逃
，
稍
後
於
馬
恩
河
畔
沙
陸
二
度
落
網
，
一
五
五

八
年
遭
處
火
刑
，
命
喪
巴
黎
。
類
似
的
例
子
還
有
許
多
。
顯
而
易
見
的
固
定
，
當
局
的
鎮
壓
政
策
斬
獲
甚
小
，
無

力
防
杜
異
端
教
義
書
籍
買
賣
擴
散
。
喀
爾
文
《
基
督
教
原
理
》
淪
為
查
扣
目
標
之
後
，
君
王
法
院
於
一
五
四
二

年
通
過
一
項
敕
令
，
旨
在
重
整
書
籍
產
業
。
查
扣
的
書
籍
悉
數
焚
毀
，
至
一
於
流
通
這
些
書
的
叫
賣
小
販
，
即
自

日
內
瓦
取
道
安
特
衛
普
入
境
法
國
的
安
圖
瓦
尼
﹒
勒
諾
瓦
，
則
被
迫
於
聖
康
坦
與
巴
黎
聖
母
院
的
台
階
上
，
公

開
宣
告
自
己
棄
絕
新
教
主
張
。
勒
諾
瓦
接
著
慘
遭
流
放
，
然
新
教
的
地
下
活
動
未
受

影
響
，
就
連
一
五
四
四
年

於
聖
母
院
門
口
焚
燒
一
冊
《
基
督
教
原
理
》
的
象
徵
性
訓
誠
，
效
果
也
好
不
到
哪
裡
去
。
雖
有
更
多
的
教
令
與

法
規
限
制
書
籍
買
賣
，
異
端
書
販
屢
遭
追
緝
、
逮
捕
之
餘
，
更
在

一
五
五
六
到
一
五
六
0
年
間
成
為
火
刑
場
的

常
客
，
禁
書
照
樣
進
逼
法
國
，
如
入
無
人
之
境
。

禁
書
席
捲
法
國
的
程
度
，
或
可
以
宗
教
戰
爭
前
夕
出
版
的
各
種
《
詩
篇》
版
本
，
做
為
度
量
的
依
據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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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
所
皆
知
，
新
教
教
會
非
常
重
視
《
詩
篇
》
的
吟
唱
﹔
早
期
的
宗
教
改
革
者
，
以
馬
羅
與
員
札
的
譯
本
為
準
，

在
普
雷
奧
克
勒
或
瓦
席
穀
倉
裡
的
聚
會
場
合
高
歌
。
赴
火
刑
柱
就
義
的
新
教
徒
，
與
宗
教
戰
爭
期
間
馳
援
沙
場

的
新
教
士
兵
，
詠
唱
的
歌
曲
亦
同

。

雖
說
馬
羅
對

《
詩
篇
》的
詮
釋
，
在
法
國
數
度
遭
禁
，
卻
還
是
贏
得
法
蘭

西
斯
一
世
的
垂
青
與
研
讀
，
其
子
亨
利
二
世
不
但
自
己
唱
，
更
常
把
各
篇
分
別
指
派
給
多
位
貴
族
，
於
廟
堂
之

上
輪
唱
。
無
怪
乎
凱
特
琳
﹒
德
麥
迪
奇
（
即
法
玉
亨
利
二
官
之
妻
，
支
持
新
教
）
會
在
普
瓦
西
會
談
（
一
五
、
一
九

一
年
九
月
舉
行
，
欲
消
拜
新
舊
教
問
歧
見
而
未
果

）
終
了
之
際
接
受
貝
札
請
求
，
將
其
甫
完
成
的
法
文
新
譯
本

授
權
給
里
昂
書
商
凡
森
出
版
。
帕
爾
馬
的
瑪
佳
烈
（
西
班
牙
統
治
下
的
尼
德
蘭
總
督
）
同
樣
包
容
新
教
，
並
於

大
約
同
一
時
間
將
類
似
的
出
版
許
可
授
予
普
朗
坦
。

從
那
時
候
起
，
凡
森
便
著
手
進
行
空
前
龐
大
的
出
版
創
舉
，
旨
在
讓
法
國
每
位
新
教
徒
，
都
能
擁
有

一
冊

屬
於
自
己
的
《
聖
經
﹒
詩
篇
》
。
身
為
里
昂
的
書
商
，
凡
森
一
方
面
與
當
地
的
浮
瑞
隆
兄
弟
合
夥
，
另
一
方
面

在
日
內
瓦
經
營
另
一
家
出
版
社
﹔
那
裡
架
設
著
四
座
歸
他
一
人
所
有
的
印
刷
機
，
唯
將
書
籍
發
包
給
其
他
印
刷

商
承
印
亦
不
成
問
題
。
就
這
樣
，
日
內
瓦
所
有
的
印
刷
鋪
，
或
經
他
勸
誘
，
或
自
動
自
發
，
全
都
投
入
《
詩
篇
》

的
出
版
工
作
，
幾
個
月
的
光
景
，
竟
印
出
兩
萬
七
千
四
百
冊
。
至
於
里
昂
的
印
刷
鋪
，
也
為
同
樣
的
計
畫
努
力

著
。
凡
森
進
一
步
善
用
手
中
的
許
可
令
，
和
梅
茲
、
普
瓦
健
、
聖
洛
、
巴
黎
的
印
刷
商
簽
約
。
巴
黎
方
面
計
有

十
九
家
較
為
重
要
的
印
刷
商
與
出
版
商
加
入
此
行
列
，
不
只
幫
忙
發
行
《
詩
篇
γ

還
允
諾
提
撥
獲
利
的
百
分

之
八
，
逕
捐
巴
黎
新
教
教
會
的
貧
困
信
眾
，
幾
個
月
內
完
成
的
《
詩
篇》
印
刷
本
，
同
樣
數
以
萬
計
。
法
國
宗

教
戰
爭
爆
發
之
前
，
竟
有
如
此
群
策
群
力
的
異
端
書
刊
大
量
印
製
’
迅
速
而
激
烈
的
反
制
之
舉
，
自
是
在
劫
難

逃
。
包
括
吉
堯
姆
﹒
勒
諾
瓦
、
勒
普
路
、
歐
丹
﹒
佩
堤
等
，
在
與
凡
森
締
約
的
巴
黎
地
區
出
版
業
要
人
中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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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幾
位
進
了
監
獄
。
「
改
信
舊
教
，
或
連
夜
潛
逃
」
的
兩
難
，
終
於
來
到
必
須
抉
擇
的
時
刻
。
在
新
教
印
刷
商

當
中
地
位
顯
赫
的
浩
爾
廷
家
族
，
選
擇
遷
往
拉
羅
謝
﹔
前
文
提
過
的
安
德
列
﹒
魏
卻
爾
逃
至
法
蘭
克
福
﹔
勒
普

路
與
尚
﹒
佩
堤
三
世
則
出
奔
洛
桑
與
日
內
瓦
。
同
一
時
間
，
除
了
剛
剛
揭
開
序
幕
的
宗
教
戰
爭
，
尚
有
更
進
一

步
的
新
教
宣
傳
戰
，
以
各
地
忙
碌
的
印
刷
鋪
為
基
礎
，
推
出
各
種
小
冊
與
宣
言
，
投
入
戰
局
﹔
不
過
這
已
經
是

後
話
了
。一

如
印
刷
助
長
了
宗
教
改
革
的
茁
壯
，
對
於
歐
洲
現
代
語
文
的
定
型
，
它
的
出
力
也
不
少
。
十
六
世
紀
開

展
之
前
，
西
歐
諸
國
的
民
族
語
言
，
發
展
成
書
寫
語
文
的
時
間
雖
有
先
後
不

一
，
卻
都
緊
緊
跟
隨
著
口
說
語
言

持
續
演
化
。
就
是
因
為
這
樣
，
《
武
功
歌
》
（
以
查
理
曼
大
帝
及
其
龐
下
俠
客
為
主
角
的
英
雄
史
詩
）
以
法
文

書
寫
的
樣
子
，
在
維
雍
改
編
時
的
十
五
世
紀
，
儼
然
已
與
十

二
世
紀
大
相
逕
庭
訓
。
進
入
十
六
世
紀
，
書
面
文

字
的
演
變
開
始
停
下
腳
步
，
至
十
七
世
紀
歐
洲
語
文
的
樣
貌
更
與
今
日
大
同
小
異
。
在
此
同
時
，
中
世
紀
通
行

的
一
些
書
寫
語
文
俠
失
，
或
在
此
後
逐
漸
變
成
純
口
語
的
溝
通
方
式
，
愈
來
愈
少
人
用
它
來
寫
字
，
像
是
令
天

的
普
羅
旺
斯
語
跟
愛
爾
蘭
語
。
最
終
就
連
拉
T
文
的
使
用
頻
率
也
驟
滅
，
並
慢
慢
地
宣
告
死
亡
。

這
也
就
是
說
，
單
一
的
書
寫
語
文
之
所
以
能
在
相
當
遼
闊
的
疆
域
內
確
立
地
位
、
通
行
無
阻
，
乃
是
歷
經

7
統
合
、
整
併
的
過
程
而
致
。
今
日
隸
屬
於
諸
民
族
的
語
文
，
當
時
分
別
在
各
自
的
疆
域
裡
或
多
或
少
地
迅
速

發
展
，
取
得
決
定
性
的
地
位
。
至
於
字
，
祠
的
拼
寫
法
，
則
日
趨
固
定
，
字
母
組
成
與
發
音
之
間
的
關
聯
也
愈
來

四
、
印
刷
和
語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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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
不
明
顯
，
有
時
更
因
為
古
代
語
言
的
影
響
而
轉
趨
複
雜
。
促
成
這
種
演
化
的
因
素
，
當
然
不
只
印
刷
書
一

端
。
長
期
以
來
，
各
國
總
理
官
署
使
用
的
官
方
語
文
，
皆
試
圖
爭
取
廣
泛
的
認
同
與
應
用
，
並
在
很
多
例
子
裡

化
身
為
寫
作
語
文
。
到
了
十
六
世
紀
，
中
央
集
權
、
君
主
統
治
的
民
族
國
家
，
或
逐
漸
成
形
，
或
日
益
強
大
，

有
利
於
民
族
語
言
大
一
統
的
趨
勢
。
法
國
與
西
班
牙
的
國
王
，
尤
其
明
顯
地
以
政
策
實
現
此

一
目
標
。
話
雖
如

此
，
在
國
族
語
言
的
發
展
上
，
印
刷
術
既
深
且
遠
的
影
響
，
自
比
其
他
因
素
更
勝一籌
﹔
梅
頤
與
布
盧
諾
這
兩

位
語
言
學
家
，
都
曾
強
調
過
這
點
。
出
版
商
之
所
欲
，
無
非
是
盡
可
能
地
滿
足
最
大
的
市
場
需
求
，
當
然
樂
於

推
廣
方
言
的
新
用
途
（
即
用
來
印
書
）
。
更
重
要
的
是
，
機
器
打
印
在
頁
面
上
的
文
本
，
是
恆
常
不
變
的
，
根

據
梅
頤
的
說
法
，
這
就
使
得
書
籍
兔
於
橫
遭
竄
改
，
畢
竟
「
抄
寫
員
特
有
的
習
慣
，
是
在
抄
贈
的
同
時
修
飾
內

文
，
使
之
較
真
現
代
感
﹔
這
一
部
分
是
有
意
識
為
之
，
一
部
分
是
不
自
覺
的
」
。
一
旦
由
印
刷
匠
接
手
了
抄
寫

員
的
工
作
，
前
者
便
著
手
消
胡
文
本
裡
各
種
隨
興
的
單
字
拼
法
，
與
方
言
獨
有
的
習
慣
語
彙
’
從
而
使
更
廣
泛

的
讀
者
能
立
刻
讀
懂
書
中
的
意
思
。

文
藝
復
興
固
然
掀
起
了
復
古
學
術
風
，
但
在
十
六
世
紀
裡
，
拉
丁
文
還
是
開
始
失
去
立
足
之
地
。
一
五
三

0
年
以
降
，
此
一
趨
勢
愈
發
明
顯
，
說
來
也
沒
有
什
麼
好
驚
訝
的
。
一
如
前
述
，
愈
來
愈
多
的
一
般
民
眾
與
非

專
業
人
士
，
從
那
時
起
開
始
加
入
閱
蠶
的
行
列
，
當
中
有
頗
多
是
婦
女
與
生
意
人
，
不
少
人
幾
乎
不
識
拉
丁

文
。
宗
教
改
革
領
袖
以
當
地
方
言
撰
寫
宣
教
作
品
，
就
是
為
了
顧
及
多
數
人.. 
就
連
人
文
主
義
者
，
一
旦
必
須

訴
諸
較
廣
大
的
讀
者
時
，
也
不
吝
於
放
下
身
段
，
採
用
同
樣
的
語
文
媒
介
表
達
理
念
。
以
義
大
利
為
例
，
如
此

現
象
已
然
持
續
了
好
幾
個
世
紀
。
很
早
之
前
，
即
有
佩
脫
拉
克
以
義
大
利
文
寫
作
，
這
樣
一
位
復
古
楷
模
尚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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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此
，
自
然
更
能
說
服
同
道
中
人
拋
開
疑
慮
。
比
岱
曾
自
友
人
拉
斯
卡
里
斯
處
，
收
過

一
封
希
臘
文
章
回信
，
並

在
國
王
面
前
即
席
翻
譯
，
對
此
甚
為
自
豪
，
然
他
臨
終
前
所
寫
的
《
公
侯
論
》
’
仍
以
法
文
成

書
。
換
種
看
似

怪
誕
的
角
度
來
說
，
古
典
學
術
的
中
興
，
反
倒
促
成
拉
丁
文
的
死
亡
。
一
如
布
盧
諾
強
調
過
的
，

一
味
追
求
純

粹
拉
T
古
風
的
西
塞
羅
主
義
，
雖
然
擺
脫
了
常
見
的
偏
邪
文
法
與
蠻
夷
鄙
語
之
弊
，
卻
也
逼
得
寫
作
者
迂
迴
表

意
堆
疊
詞
藻
’
反
而
自
暴
其
短
﹔
文
人
為
了
明
確
傳
遞
新
理
念
，
最
後
還
是
得
棄
絕
僵
化
的
拉
丁
文
泊
。

十
六
世
紀
的
一
百
年
裡
’
方
言
著
作
的
發
行
，
古
書
籍
總
數
的
比
例
愈
來
愈
高
，
算
不
上
值
得
意
外
的

事
﹔
可
惜
，
相
關
的
佐
譜
數
據
，
都
無
法
反
映
全
面
的
情
況
。
然
而
從
一
五

O
O
到
一
五
四
0
年
間
，
安
特
衛

普
出
版
的
兩
千
兩
百
五
十
四
種
書
籍
裡
，
法
蘭
德
斯
語
有
七
百
八
十
七
種
、
法
文
一
百
四
十
八
種
、
英
文
八
十

八
種
，
至
於
丹
麥
文
、
西
班
牙
文
與
義
大
利
文
加
起
來
也
有
大
約
二
十
種
，
幾
乎
達
到
總
數
的
一
半
.. 
這
些
數

字
雖
是
一
時
一
地
的
管
窺
’
仍
有
重
大
意
義
的
。
安
特
衛
普
係
一
商
業
重
鎮
，
當
地
書
商
的
客
戶
，
想
必
至
少

有
一
部
分
是
新
近
發
跡
，
但
肚
裡
墨
水
不
太
多
的
生
意
人
。
但
就
算
是
安
特
衛
普
以
外
的
地
方
，
相
同
的
趨
勢

還
是
廣
泛
地
出
現
。
在
一
五
O
一
到
一
五
－
0
年
的
亞
拉
岡
地
區
，
出
版
了
二
十
五
種
拉

T
文
作
品
，
多
過
西

班
牙
文
的
十
五
種
，
且
前
者
在
接
下
來
的
三
十
年
裡
激
增
至
一
百

一
十
五
種
，
同
期
的
西
文
書
竟
不
超
過
五

種
﹔
但
在
一
五
四
一
到
一
五
五

0
年
間
，
拉
T
文
書
籍
又
聽
減
為
十
四
種
，
讓
西
文
書
以
七
十
二
種
超
前
例
。

即
使
如
此
，
我
們
還
是
不
該
光
憑
這
些
證
據
就
草
率
地
下
結
論
，
一
如
書
目
考
證
顯
示
，
十
六
世
紀
印
製
於
英

格
蘭
的
書
籍
主
要
是
英
文
作
品
，
未
必
代
表
英
人
少
讀
拉
丁
文
書
。
由
於
英
格
蘭
與
西
班
牙
所
需
的
拉

T
文

章
日
，
也
有
自
法
國
、
德
國
、
低
地
諸
國
進
口
者
，
單
就
這
點
來
看
，
英
格
蘭
與
西
班
牙
的
印
刷
業
，
係
以
彌
補

西
歐
各
國
之
不
足
為
其
功
能
。
倒
是
從
巴
黎
產
製
的
書
籍
，
可
以
一
清
二
楚
地
辨
識
出
現
代
語
言
的
發
展
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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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
。
一
五
。
一
年
裡
，
當
地
印
出
八
十
八
部
作
品
，
其
中
僅
八
種
法
文

書
，
而
在
一
五
二
八
年
，
兩
百
六
十
九

種
書
裡
也
只
有
三
十
八
種
是
法
文
作
品
。
但
到
了
一
五
三
0
年
，
隸
屬
今
日
法
國
疆
土
的
所
有
地
區
（
包
括
亞

爾
薩
斯
）
內
，
就
有
一
百
二
十
一
種
法
文
書
與
十
種
德
文
書
問
世
，
而
出
版
總
數
不
過
四
百
五
十
六
種
。
一
五

四
九
年
裡
’
巴
黎
一
共
印
出
三
百
三
十
二
種
書
，
其
中
法
文
七
十
種
﹔
而
在
一
五
七
五
年
，
法
文
書
的
數
量
已

然
過
半
，
在
四
百
四
十
五
種
中
占
去
兩
百
四
十
五
種
。
新
教
的
小
冊
與
傳
單
，
固
然
是
法
文
印
刷
品
的
大
宗
，

但
就
算
在
宗
教
戰
爭
落
幕
之
後
，
巴
黎
所
印
之
書
，
終
究
還
是
以
法
文
居
多
的
。

在
路
德
生
平
的
幾
十
年
間
，
拉
丁
文
在
日
耳
曼
國
度
的
式
微
，
比
鄰
邦
的
情
形
更
快
，
只
是
單
一
民
族
語

言
的
進
展
腳
步
卻
沒
有
跟
上
。
衛
勒
的
書
目
研
究
頗
欠
完
整
，
但
至
少
列
出
了
一
五
O
一
到
一
五
二
五
年
間
，

以
德
國
各
地
方
言
印
成
的
四
千
多
部
作
品
。
一
五
二

0
年
之
後
，
方
言
成
為
大
勢
所
趨
，
這
都
得
感
謝
路
德
的

宣
教
。
比
之
於
一
五
一
九
年
裡
僅
有
的
四
十
部
德
文
作
品
，
一
五
一
二
年
的
德
文
書
增
為
兩
百
一
十
一
部
，
一

五
二
二
年
有
三
百
四
十
七
部
，
一
五
二
五
年
又
攀
升
至
四
百
九
十
八
部
，
其
中
光
是
路
德
的
各
種
作
品
就
包
含

了
一
百
九
十
八
部
啊
。
宗
教
改
革
運
動
期
間
，
德
文
書
始
終
都
是
主
角
，
倒
是
在
稍
後
拉T
文
又
恢
復
了
一
陣

子
的
地
位
二
如
前
述
，
至
十
六
世
紀
晚
期
，
拉
丁
文
作
品
明
顯
地
變
成
法
蘭
克
福
市
集
的
主
力
商
品
。
想
當

然
耳
，
這
是
因
為
許
多
供
應
本
地
市
場
的
德
文
書
沒
有
列
入
市
集
目
錄
的
緣
故
，
但
光
從
表
象
來
看
，
則
這
段

期
間
印
出
的
拉
丁
文
書
似
乎
較
多
，
呼
應
了
天
主
教
的
漸
占
上
風
。
而
後
進
入
十
七
世
紀
，
萊
比
錫
的
市
集
取

代
了
法
蘭
克
福
，
最
後
的
勝
利
仍
屬
於
德
文
，
只
是
比
其
他
現
代
語
言
晚
一
步
罷
了
。

印
刷
術
帶
來
的
語
言
統
合
歷
程
，
對
於
德
國
寫
作
語
文
的
成
形
，
貢
獻
特
別
顯
著
”
。
當
然
，
在
印
刷
機

誕
生
之
前
許
久
，
通
用
語
文
已
經
在
各
國
的
總
理
官
署
發
展
起
來
﹔
此
係
專
業
的
公
文
書
起
草
官
員
，
極
力
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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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文
意
明
晰
精
確
的
成
果
。
而
在
十
五
世
紀
後
半
，
印
刷
術
的
影
響
尚
未
全
面
展
現
峙
，
一
套
傑
準
的
文
體
與

拼
字
原
則
已
然
嶄
露
頭
角
，
並
得
到
德
國
知
識
份
子
圈
內
重
要
團
體
的
認
可
，
視
之
為
書
寫
語
文
的
正
規
形

態
。
現
代
德
文
即
是
源
於
此
種
語
文
”
。

即
使
如
此
，
路
德
在
印
刷
術
的
幫
助
之
下
，
仍
舊
扮
演
德
文
發
展
過
程
中
的
關
鍵
角
色
。
據
他
自
己
所

言
，
他
希
望
自
己
的
理
念
「
能
同
時
為
北
德
與
南
德
的
民
眾
所
理
解
」
﹔
這
個
目
標
使
他
擬
定
出
一
套
原
則
，

用
以
構
築
他
的
書
寫
語
文
。
更
因
為
其
作
品
（
尤
其
是
《
聖
經
》
譯
本
）
廣
為
流
傳
，
路
德
才
有
機
會
成
為

「
德
文
規
則
的
起
草
人
」
。
但
他
的
語
文
改
造
志
業
並
未
一
夕
功
成
，
畢
竟
德
國
各
地
的
方
言
南
轅
北
轍
雖
有
交

集
，
而
起
初
的
他
並
沒
有
體
認
到
這
一
點
。
是
以
他
早
先
的
寫
法
屢
有
變
化
，
在
一
五
二
四
年
之
前
都
沒
有
按

部
就
班
的
方
法
可
言
，
而
後
才
著
手
把
德
文
字
的
拼
法
簡
化
，
像
是
廢
除
了
雙
子
音
（
即
E

、
口
等
）
的
單
字

結
構
等
。

建
立
一
種
所
有
人
都
能
即
刻
看
懂
的
語
文
，
則
文
法
與
字
彙
必
須
標
準
化
，
其
重
要
性
更
勝
拼
字
的
統

一
。
為
此
，
路
德
非
得
努
力
擺
脫
一
己
母
語
（
即
下
薩
克
森
方
一
一
百
）
的
影
響
不
可
。
除
此
之
外
，
他
住
在
國
林

根
與
薩
克
森
的
時
間
甚
長
，
自
然
對
薩
克
森
公
園
總
理
官
署
的
洗
鍊
語
言
最
有
好
感
，
並
視
之
為
理
想
的
模
範

與
靈
感
的
主
要
來
源
﹔
但
他
賴
以
寫
作
的
文
法
，
還
是
長
期
流
露
著
地
方
方
言
的
痕
跡
，
佐
證
他
不
厭
其
煩
的

努
力
，
無
非
是
為
了
掙
脫
個
人
的
偏
好
。
至
於
他
主
要
的
關
懷
則
是
字
彙
’
不
僅
尋
找
最
精
確
的
字
眼
來
表

意
，
更
同
時
從
許
多
同
義
字
當
中
，
挑
選
尋
常
百
姓
最
熟
悉
者
用
以
寫
作
。
本
著
這
項
宗
旨
，
德
國
中
、
南
部

地
區
最
普
遍
的
口
語
講
法
，
成
為
他
取
材
的
對
象
，
唯
其
著
述
的
基
本
字
彙
終
究
源
自
國
林
根
與
薩
克
森
。

就
因
為
這
樣
，
路
德
塑
造
的
語
文
，
比
起
當
時
他
的
大
多
數
同
胞
所
說
所
撰
’
更
加
接
近
現
代
德
文
的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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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
。
他
的
作
品
富
於
文
學
氣
息
，
銷
路
甚
佳
，
新
舊
約
譯
本
又
被
死
忠
支
持
者
賦
予
幾
近
神
聖
的
地
位
，
這
一

切
種
種
都
令
他
的
語
言
昇
華
成
廣
獲
採
用
的
範
本
。
操
標
準
高
地
德
語
的
讀
者
，
可
以
馬
上
理
解
其
文
意
，
至

於
巴
伐
利
亞
人
與
士
瓦
本
人
，
乍
讀
之
下
可
能
一
頭
霧
水
﹔
但
到
了
最
後
，
隸
屬
德
文
大
家
族
的
所
有
同
義
字

群
裡
’
最
獲
廣
泛
使
用
的
幾
個
單
字
，
幾
平
都
是
路
德
開
風
氣
之
先
。
許
多
字
詞
本
來
只
有
德
國
中
部
居
民
懂

得
，
亦
是
在
路
德
的
影
響
下
，
終
於
推
廣
到
整
個
德
語
區
。
他
所
選
用
的
字
彙
’
武
斷
而
不
容
質
疑
，
幾
乎
沒

有
印
刷
匠
膽
敢
替
換
其
中
任
何
三
子
。
縱
然
巴
塞
爾
、

奧
格
斯
堡
、
紐
倫
堡
、

史
特
拉
斯
堡
等
地
，
有
些
印
刷

師
傅
更
動
了
原
文
字
彙
的
拼
法
，
但
用
詞
遺
字
卻
不
曾
被
擅
改
。
一
旦
遇
上
路
德
選
用
的
語
彙
是
某
地
民
眾
無

法
明
暸
的
，
當
地
印
刷
商
也
只
是
加
印
難
字
表
，
逐
條
解
釋
之
。

如
此
一
來
，
高
地
德
語
便
確
立
了
優
勢
地
位
，
印
刷
術
也
令
更
多
高
地
德
語
書
籍
流
通
於
世
，
從
而
使
其

日
耳
曼
族
寫
作
語
文
的
姿
態
日
趨
明
朗
。
不
過
，
僅
以
路
德
一
人
的
作
品
為
範
本
，
過
不
了
多
久
就
顯
得
捉
襟

見
肘
，
亦
有
人
開
始
體
認
，
想
要
更
有
方
法
地
學
習
德
文
，
文
法
實
不
可
或
缺
。
大
約
在
一
五
二
六
年
起
算
的

四
分
之
一
個
世
紀
裡
’
德
文
文
法
這
個
先
前
幾
乎
無
人
鑽
研
的
課
題
，
開
始
浮
上
樓
面
。
起
初
的
文
法
書
係
以

拉
T
文
撰
寫
，
最
有
名
的
要
屬
《
路
德
譯
經
之
德
語
文
法
暨
相
關
書
選
γ
由
萊
比
錫
的
卡
拉
儒
斯
於
一
五
七

八
年
出
版
﹔
爾
後
，
這
種
由
路
德
決
定
其
基
本
特
徵
的
語
文
，
遂
在
各
地
的
新
教
徒
圈
子
裡
散
播
開
來
，
天
主

教
徒
雖
然
拒
斥
，
終
究
還
是
得
順
應
時
勢
。

進
：峰

一，與德
系國
統之
化外

在其
英他
格國
蘭家
m 的
﹛印
示刷

鼓手
革同
的樣
強藉
懸著
令多
《種

擎 n

;! 
其的

也喜
刀＇ 1if 
教白
宮刷
日日 , 
的促
譯進
本 7
得該
以國
出寫
版作
，語
而文
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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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譯
者
的
語
言
注
定
成
為
深
刻
影
響
英
文
發
展
的
力
量
，
一
如
路
德
之
於
德
文
。
在
丁
道
爾
與
科
佛
戴
兩
相
繼

譯
經
之
後
，
又
有
各
種
譯
本
承
襲
他
們
首
開
先
例
的
志
業
，
並
在
一
六
二
年《
欽
定
本
英
文
聖
經
》
問
世
時

達
到
高
峰
，
成
就
了
英
語
散
文
發
展
史
上
傲
人
的
一
頁
。
其
實
在
此
之
前
許
久
，
似
乎
已
有
一
些
作
品
激
發
出

英
國
人
對
民
族
語
文
的
自
一
裳
，
其
中
功
勞
最
大
的
，
應
是
一
五
四
九
年
的
《
平
民
禱
本
暨
聖
餐
禮
程
序
丫
此

書
在
一
五
六
七
年
復
行
增
補
，
添
上
斯
登
霍
德
與
哈
普
金
斯
以
韻
文
譯
成
的
《
詩
篇
全
書
丫
它
們
之
所
以
易

讀
易
懂
，
實
是
因
為
其
中
援
用
的
字
彙
非
常
有
限
，
只
有
六
千
五
百
多
個
不
同
單
字
（
莎
士
比
亞
用
過
的
單
字

多
達
兩
萬
一
千
個
）
﹔
至
於
書
中
的
許
多
祠
語
，
則
很
快
地
通
行
開
來
，
一
如
路
德
作
品
在
日
耳
曼
的
情
況
。

印
刷
術
替
這
些
譯
著
生
產
出
數
以
萬
計
的
印
製
本
，
同
時
固
定
了
英
文
的
樣
貌
。
此
時
的
英
格
蘭
，
書
錯
事
業

堪
稱
蓬
勃
，
但
還
是
有
許
多
書
籍
進
口
自
法
國
、
西
班
牙
為
首
的
歐
陸
國
家
，
尤
其
是
在
一
五
四0年
之
前
。

除
了
譯
自
進
口
書
的
許
多
作
品
之
外
，
英
文
版
的
拉
丁
文
、
希
臘
文
古書
譯
本
也
隨
即
流
行
。
多
虧
了
這
一
段

翻
譯
與
出
版
的
歷
程
，
即
將
定
型
的
英
文
才
得
以
吸
收
許
許
多
多
的
西
班
牙
文
、
法
文
、

拉
丁
文
措
詞
，
變
得

更
加
豐
富
。
就
是
因
為
英
文
接
受
的
異
國
語
彙
甚
多
，
十
六
世
紀
末
還
出
現
激
烈
反
對
外
來
語
的
聲
浪
，
反
映

出
這
種
民
族
語
言
發
展
的
實
質
危
機
。

英
文
文
法
書
的
印
製
，
當
時
也
有
增
多
之
勢
，
至
於
單
字
拼
法
的
確
定
則
比
較
緩
慢
﹔
作
者
即
將
付
印
的

手
稿
，
有
時
會
由
印
刷
商
主
動
校
訂
，
有
系
統
地
去
除
文
中
累
贅
而
罕
見
的
拼
字
。
只
消
把
留
存
至
今
的
手
稿

與
其
付
梓
之
後
的
成
品
相
互
對
照
，
就
能
清
楚
看
出
，
印
刷
商
為
了
求
取
拼
字
的
規
律
與
統
一
，
付
出
多
少
努

力
。
下
面
的
例
子
出
自
哈
林
頓
翻
譯
阿
里
奧
斯
托
的
原
稿
與
印
刷
本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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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
。
『m
m
w

m
w
o－
們
戶
戶
口

m
w

的
逞
。
。
且

m
m
w『〈
且
已
口
同

一
旦
印
刷
術
將
民
族
語
文
提
升
至
國
民
文
學
表
述
媒
介
的
地
位
，
並
同
時
建
立
起
拼
字
、
文
法
、
字
彙
運

用
的
標
準
化
通
則
，
基
本
規
律
即
告
確
立
，
印
刷
商
也
就
隨
之
退
守
本
分
。
他
們
固
然
可
以
試
著
更
進
一
步
，

大
刀
闊
斧
地
創
造
新
語
，
條
理
分
明
地
自
定
語
法
，
卻
都
沒
有
輸
矩
，
唯
恐
做
得
太
過
火
。
在
拼
字
的
問
題

上
，
他
們
的
躊
躇
不
前
尤
其
強
烈
﹔
一
如
前
述
，
路
德
問
樣
是
在
這
個
領
域
，
對
德
文
的
影
響
最
不
明
確
。
雖

說
英
格
蘭
印
刷
商
已
將
文
中
可
能
妨
害
閱
讀
的
異
常
拼
字
剔
除
大
半
，
仍
然
饒
過
了
許
多
其
他
的
怪
誕
拼
法
。

倒
是
法
國
印
刷
商
對
拼
字
問
題
的
處
理
，
最
值
得
仔
細
探
討
﹔
不
為
別
的
，
只
因
為
他
們
在
字
母
增
刪
上
所
受

固
限
，
可
能
比
其
他
國
家
的
同
行
更
為
明
顯
。
十
六
世
紀
的
法
國
，
一
如
其
他
地
方
，
通
用
口
語
穩
固
地
成
為

民
族
寫
作
語
文
的
基
礎
，
同
時
也
有
許
多
人
努
力
豐
富
法
文
的
內
涵

，

並
編
築
語
法
規
則
划
。
到
這
個
階
段
，

m叫
門
。
何
『

門
旨
。
卸
的
個

。
口

σ
m
w
n
 

原
稿

的
口
。
】
已
恥
口
”

的
宅
。
且

D
C
『
的
。

的
。
『
〈
阻H
H丹

＝巳 (IQ 。
;:;: ::i. ::I 
~ O 0 
0 ”啊

g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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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面
語
文
業
已
享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規
律
性
，
這
主
要
是
因
為
法
國
的
王
室
總
理
官
署
與
各
級
法
院
的
司
法
工
作

者
，
書
寫
的
傳
統
已
經
發
展
了
幾
百
年
，
再
加
上
較
為
中
央
集
權
的
國
家
，
君
主
意
志
容
易
貫
徹
所
致
。
這
便

使
得
絕
大
多
數
的
法
國
印
刷
商
，
變
得
相
對
保
守
，
敢
在
拼
字
上
創
新
的
人

只
有
幾
位
。
為
了
避
免
自
己
的
書

籍
存
貨
滯
銷
，
也
避
免
工
作
內
容
變
得
複
雜
，
最
符
合
法
國
印
刷
商
利
益
的
質
際
做
法
，
乃
是
盡
可
能
避
免
大

幅
度
更
動
，
維
護
、
延
續
既
有
成
規
，
不
強
求
內
文
符
合
嚴
苛
的
字
詞
規
則
，
在
拼
字
問
題
方
面
尤
其
如
此.. 

總
的
來
說
，
就
是
寧
可
讓
寫
作
語
文
歷
經
較
長
的
過
程
才
塵
埃
落
定
，
以
便
順
應
最
穩
當
的
既
定
做
法
。
然

而
，
部
分
的
人
文
主
義
印
刷
商
，
在
羅
馬
體
與
斜
體
字
在
法
國
各
地
廣
泛
應
用
之
際
，
尤
其
是

一
五
三
0
年
前

後
開
始
，
變
得
更
勇
於
破
除
舊
例
，
從
而
擠
身
第
一
批
法
語
改
革
者
之
列
，
卻
不
能
說
是
意
料
之
外
的
發
展
。

在
這
些
人
當
中
，
曾
經
擔
任
社
普
萊
西
學
院
教
授
的
托
利
，
雕
版
工
夫
頗
為
精
熟
﹔
因
為
久
居
義
大
利
，
產
自

義
大
利
的
範
本
，
便
成
為
他
的
靈
感
泉
源
。
讓
自
己
的
母
語
能
像
希
臘
文
或
拉
T
文
那
般
，
洗
鍊
而
有
規
則
可

循
，
則
是
他
的
宏
願
。
一
五
二
九
年
，
名
著
《
野
花
集
》
出
版
，
他
對
視
覺
設
計
的
興
趣
，
終
於
有
了
表
述
機

會
。
根
據
他
在
書
中
詳
細
闡
釋
的
驚
人
理
論
，
大
寫
的
羅
馬
體
字
母
，
設
計
時
可
依
人
體
比
例
做
為
參
考
準

則
。
他
也
藉
此
書
歌
頌
法
文
，
比
杜
貝
萊
早
了
二
十
年
。
更
重
要
的
是
，
他
用
各
種
角
度
研
究
法
文
字
母
的
成

果
，
亦
在
此
書
呈
現
，
不
僅
示
範
了
拉
T
文
、
希
臘
文
、
法
文
在
字
母
發
音
上
的
異
同
，
還
分
別
記
載
法
國
境

內
不
同
地
區
的
發
音
法
。

在
此
同
時
，
他
建
議
法
文
的
拼
字
應
行
改
革
，
提
倡
重
音
符
號
、
c
a
尾
符
號
（
即
G
下
方
的
小
鉤
）
與
省

略
符
號
（
反
逗
點
）
的
使
用
。
在
他
一
五
三
三
年
出
版
的
兩
部
書
，

《少
年
版
格
勒
孟
書
》
與
《
法
文
書
寫
規

則
特
性
簡
述
》
裡
’
托
利
實
踐
了
自
己
的
改
革
主
張
﹔
此
後
，
拼
字
法
應
否
變
革
的
大
哉
間
，
成
為
公
眾
辯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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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課
題
。
篤
布
瓦
於
一
五
二
九
年
出
版
《
法
文
拼
字
藝
術
與
學
理
之
實
用
成
規
概
論
》
’
倡
言
數
種
簡
化
的
辦

法
，
而
在
這
之
後
，
又
有
與
托
利
同
屬
人
文
主
義
印
刷
商
的
多
雷
，
於
一
五
四
0
年
出
版
《
一
統
語
文
之
正
確

變
易
法
則.. 
兼
論
法
語
標
音
符
號
之
長
處
與
地
方
腔
調
》
’
書
名
雖
然
冠
冕
堂
皇
，
多
數
內
容
卻
抄
自
《
法
文

書
寫
規
則
特
性
簡
述
Y
至
此
，
幾
乎
每
一
位
有
意
提
升
法
文
格
調
的
文
人
，
都
像
著
魔
一
般
執
著
於
拼
字
問

題
。
到
了
一
五
三
五
年
，
翻
譯
《
聖
經
》
的
奧
里
維
旭
二
度
表
示
，
希
望
「
未
來
能
有
一
套
可
長
可
久
的
規

則
，
解
決
此
一
爭
議
」
。
梅
格
列
一
五
四
二
年
的
作
品
《
法
文
書
寫
通
則
之
相
關
特
徵γ
與
他
後
來
的
著
述
試

圖
解
決
的
，
正
是
同
樣
的
問
題
。
他
是
推
動
拼
字
法
恨
本
變
革
的
代
表
人
物
，
把
各
種
拼
字
疑
義
視
為
一
個
整

體
，
倡
導
「
省
略
不
必
要
字
母
」
（
以
呂
代
替

g
m
、

2

月3

代
替
E

－5

、

Z
E
Z

代
替
品
E

丘
∞
）
、
「
替
換
爭
議

字
母
」
（
以
。5
σ
5
取
代
c
g
σ
5
、
自
己
E
O
D
E

門
取
代E
O
E
Z
E
E
、
E
E

∞
R

取
代
B
E
a
o『
）
、
「
以
字
母
變
化
區

隔
發
音
變
化
」
（
0

唸
成
開
放
母
音
時
以
o

代
替
，
例
如
B
E

應
作
B
S

）
等
觀
念
。

本
書
要
旨
並
非
探
討
梅
格
列
著
作
所
引
發
的
爭
論
，
故
相
關
細
節
無
需
贅
述
。
必
須
強
調
的
是
，
這
些
創

新
人
士
率
先
提
出
的
主
張
，
雖
有
當
時
最
富
盛
名
的
一
批
作
家
在
背
後
支
持
，
卻
沒
有
什
麼
成
果
可
言
﹔
主
要

的
原
因
，
終
究
還
是
安
於
現
狀
的
慣
性
，
阻
礙
了
語
言
的
徹
底
改
革
，
此
乃
各
國
語
言
發
展
的
普
遍
現
象
。
但

特
別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此
一
課
題
的
最
終
決
定
權
，
操
在
印
刷
商
手
上
二
旦
他
們
之
中
多
數
人
寧
可
墨
守
舊

例
，
推
動
變
革
當
然
失
敗
。
部
分
文
法
學
者
，
諸
如
杜
曼
與
蘭
堡
，
認
為
替
法
文
設
計
全
新
的
字
母
系
統
，
才

是
最
好
的
辦
法
，
奈
何
支
持
兩
人
看
法
的
幾
位
印
刷
商
，
不
曾
得
到
同
行
的
響
應
。
博
列
鳥
曾
經
費
心
研
究
巴

黎
大
出
版
商
蘭
熱
黎
爾
發
行
過
的
書
籍
，
尤
其
針
對
先
後
於
一
五
四
九
年
與
一
五
五
七
年
推
出
的
兩
版
《
法
文

的
捍
衛
與
宣
揚
Y

鉅
細
廓
遺
地
比
較
，
結
果
發
現
，
即
便
是
在
同
一
家
出
版
社
裡
’
慣
例
也
會
變
化
。
字
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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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
在
一
五
五
七
年
已
不
若
一
五
四
九
年
時
受
到
重
視
，
曾
在
一
五
四
九
年
一
度
提
用
的
「
，
已
到
一
五
五

七
年
則
常
被
剔
除
不
用
﹔
至
於
g
尾
符
號
，
早
先
即
已
出
現
在
托
利
和
奧
熱
羅
的
出
版
品
裡
’
關
熱
黎
爾
卻
到

後
來
才
漸
漸
採
用
。

長
期
以
來
，
拼
字
一
直
任
憑
印
刷
工
頭
與
組
版
員
隨
意
更
動
，
作
家
對
此
縱
有
微
詞
也
莫
可
奈
何
。
不

過
，
標
準
終
究
還
是
一
點
一
滴
地
固
定
下
來
了
，
這
與
其
說
是
創
新
派
語
文
理
論
家
的
發
明
，
不
如
說
是
習
慣

漸
變
的
結
果
。
事
實
上
，
十
六
世
紀
最
致
力
於
法
文
拼
字
法
則
確
立
的
，
乃
是
人
文
主
義
印
刷
商
侯
員

﹒

埃
蒂

安
納
，
但
他
的
變
革
方
法
格
外
保
守
，
且
其
影
響
力
並
非
來
自
他
所
建
構
的
理
論
，
而
是
他
所
出
版
的
字
典
。

侯
員
是
印
刷
商
亨
利
﹒
埃
蒂
安
納
一
世
的
兒
子
。
他
生
於
一
五
O
三
年
，
故
能
充
分
利
用
文
藝
復
興
新
人

文
研
究
的
成
果
。
比
岱
不
僅
是
他
的
摯
友
，
在
出
版
上
更
常
常
與
之
合
作
。
侯
員
最
關
心
的
，
始
終
是
如
何
出

版
最
正
確
的
《
聖
經
》
文
本
，
除
了
放
我
不
倦
地
解
決
相
關
問
題
，
也
在
字
典
編
器
的
領
域
上
付
出
大
量
心

力
。
卡
利
庇
諾
的
拉
T
文
字
典

，
在
當
時
准
稱
權
威
，
曾
有
人
建
議
他
修
訂
、
重
印
這
部
參
考
書
，
他
卻
寧
願

從
零
開
始
，
編
築
全
新
的
《
拉

T
語
且
心
，
一
五
三
二
至
一
五
三
二
年
間
首
度
成
書
之
後
，
又
在
一
五
三
六
年

推
出
加
大
開
本
的
新
版
。
《
拉
丁
文
︱
法
文
字
典
》
問
世
於
一
五
三
八
年
，
是
他
專
為
學
生
出
版
，
長
期
以
來

廣
受
歡
迎
，
前
文
已
有
述
及
﹔
一
五
三
九
到
一
五
四

0
年
間
，
他
的
《
法
文
︱
拉
T
文
字
典
》
終
於
推
出
，
此

書
於
一
五
四
九
年
發
行
的
二
版
，
體
積
只
有
初
版
的
一
半
。
在
這
之
外
，
他
還
以
這
兩
本
大
字
典
為
基
礎
，
編

輯
過
兩
部
詞
彙
書
，
分
別
出
版
於
一
五
四
二
年
血
二
五
四
四
年
，
供
課
堂
講
解
之
用
。

在
編
輯
字
典
的
過
程
中
，
埃
蒂
安
納
自
然
而
然
地
深
刻
沙
入
法
文
拼
字
的
各
種
問
題
。
他
曾
參
考
篤
布
瓦

與
梅
格
列
倡
議
的
文
法
規
則
，
但
努
力
的
重
點
仍
在
追
求
與
王
室
總
理
官
署
、
財
政
部
、
君
王
法
院
的
拼
字
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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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一
致
。
尤
有
甚
者
，
由
於
他
想
當
然
耳
地
認
定
，
法
文
字
彙
與
其
拉T
同
義
字
彙
間
，
必
然
有
所
關
聯
，
故

字
典
中
某
些
法
文
字
的
拼
寫
，
甚
至
遵
從
拉
T
單
字
的
形
構
，
實
則
值
得
商
榷
。
如
此
研
究
成
果
毫
無
革
命
性

可
言
，
卻
不
失
為
方
便
的
參
考
依
據
，
同
時
贏
得
了
印
刷
業
與
法
律
界
的
支
持
。
結
果
，
他
的
字
典
迅
速
成
為

拼
字
學
界
廣
獲
認
同
的
權
威
。

但
是
，
天
馬
行
空
的
怪
拼
字
，
還
是
存
在
了
頗
長
一
段
時
間
，
直
到
十
七
世
紀
，
即
決
熱
拉
、
梅
納
日
與

《
法
蘭
西
學
院
字
典
》
的
時
代
揭
開
序
幕
，
才
真
正
改
觀
。
拼
音
的
標
準
化
，
乃
是
緩
慢
漸
進
的
過
程
，
過
程

當
中
，
來
自
荷
蘭
與
法
蘭
德
斯
印
刷
商
的
影
響
，
諸
如
普
朗
坦
、
艾
齊
維
埃
家
族
等
，
皆
不
宜
小
戲
。
身
為
法

文
書
籍
的
大
宗
出
版
商
，
他
們
遭
逢
的
棘
手
難
題
，
在
於
壓
下
的
印
刷
師
傅
只
懂
得
粗
淺
的
法
文
，
卻
得
用
法

文
活
字
來
組
版
。
為
了
避
免
不
忍
卒
讀
的
錯
誤
，
他
們
開
始
在
某
些
出
版
計
畫
裡
’
推
動
有
系
統
的
拼
字
簡

化
。
對
語
言
相
關
問
題
頗
感
興
趣
的
普
朗
坦
，
想
必
是
在
安
特
衛
普
那
樣
的
大
都
會
裡
’
覓
得
7
足
夠
的
資

料
，
並
在
幾
經
反
思
之
後
，
成
為
法
蘭
德
斯
出
版
商
當
中
’
領
略
法
文
拼
字
系
統
簡
化
有
何
好
處
的
第
一
人
。

第
一
批
由
他
發
行
的
書
籍
，
與
他
後
來
的
出
版
品
，
除
了
採
用
字
母
「

j
y

省
略
字
尾
的
字
母
「
X

」
之

外
，
還
效
法
詩
人
龍
薩
的
辦
法
，
把
許
多
累
質
的
中
間
音
字
母
，
一
概
改
寫
成
重
音
符
號
。
一
五
六
0
年
，

《
阿
瑪
迪
的
寶
藏
》
出
版
，
他
藉
著
作
序
發
表
一
篇
類
似
宣
言
的
文
章
，
官
一
告
他
已
用
「
會
」
取
代
「

2
月
」
（
文

中
的
習
g
s

皆
改
為
買
2
）
、
以
。E
B

取
代
。c
－5

、
以
皂
白Z
H取
代
E
E
Z

。
為
避
兔
外
銷
法
國
的
業
績
折
損
，

他
所
發
明
的
簡
化
拼
法
，
後
來
有
一
部
分
被
他
自
己
棄
置
不
用
，
但
在
他
的
法
文
︱
法
蘭
德
斯
文
字
典
裡
’
援

引
的
拼
法
仍
比
當
時
通
行
者
簡
化
許
多
。
低
地
諸
國
其
他
的
印
刷
商
，
遂
起
而
效
尤
，
專
門
出
版
字
典
的
偉
斯

伯
格
即
固
定
一
例
.. 
至
於
有
系
統
地
採
用
「
j

」
、
「
V

」
等
字
母
的
艾
齊
維
埃
家
族
，
令
這
些
新
字
母
的
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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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趨
普
遍
，
更
是
重
要
的
後
繼
者
。
換
句
話
說
，
來
自
異
國
的
印
刷
商
，
憑
藉
成
千
上
萬
銷
往
法
國
當
市
的
印

刷
品
，
對
於
法
文
拼
字
的
標
準
化
，
亦
有
相
當
貢
獻
。
也
因
為
這
些
印
刷
讀
物
的
活
字
排
版
品
質
甚
高
，
甚
至

贏
得
法
國
學
界
人
士
的
讚
賞
。

不
論
印
刷
商
對
於
拼
字
法
變
革
持
何
種
態
度
，
可
以
確
定
的
是
，
印
刷
業
對
於
方
言
著
述
的
成
長
，
大
致

而
言
仍
是
一
股
助
力
。
民
族
語
文
遂
在
印
刷
術
的
助
長
之
下
，
化
身
為
日
益
精
巧
複
雜
的
表
述
工
真
，
並
在
十

六
世
紀
裡
憑
藉
堅
實
的
基
礎
，
各
自
發
展
出
分
屬
各
國
的
民
族
文
學

。
在
此
同
時
，
各
國
語
言
文
法
的
制
定
，

也
有
相
當
普
遍
的
進
展
。
西
班
牙
方
面
，
德
內
布
里
亞
在
一
四
九
三
年
出
版
了
他
的

《
卡斯
提
爾
語
法
Y
雖

於
十
六
世
紀
遭
巴
爾
德
斯
批
判
，
卻
還
是
成
為
現
代
西
班
牙
文
確
立
的
重
要
基
石
，
並
驅
使
整
個
西
班
牙
接
納

了
源
自
卡
斯
提
爾
的
語
文
傳
統
。
亞
拉
岡
地
區
的
印
刷
商
與
作
家
，
主
要
也
是
受
到
這
股
影
響
力
的
帶
動
，
放

棄
出
版
原
本
蔚
為
特
色
的
方
言
習
癖
，
向
語
文
統
一
之
路
邁
出
重
要
的
一
步
？
至
於
十
六
世
紀
的
法
國
，
不

僅
有
眾
多
的
文
法
學
家
，
包
括
杜
貝
萊
在
內
的
語
言
研
究
者
、
文
體
理
論
家
，
更
是
多
不
勝
數
。
在
日
耳
曼
地

區
，
書
面
德
語
的
文
法
，
於
十
六
世
紀
的
最
後
二
十
五
年
內
形
成
常
規
，
乃
是
文
法
學
者
參
考
路
德
著
述
的
結

果
，
前
文
業
已
敘
述
。
歐
陸
以
外
的
英
格
蘭
，
亦
有
史
密
斯
、
哈
特
與
布
洛
卡
等
理
論
家
，
先
後
在
一
五
六

。
、
七
0
、
八
0
年
，
發
現
英
文
拼
字
受
印
刷
術
影
響
轉
趨
確
定
之
後
→
發
音
與
拼
字
的
關
聯
日
漸
薄
弱
，
故

倡
議
徹
底
改
革
。
在
此
同
時
，
早
在
二
二

O
四
到
三
二
O
六
年
間
即
有
但
T
創
作
《
論
通
俗
口
詛
己
的
義
大

利
，
開
始
出
現
當
代
義
大
利
文
的
文
法
書
與
字
典
。
包
括
馬
基
維
利
、
本
博
、
特
里
希
諾
在
內
的
許
多
文
人
，

在
研
究
本
國
母
語
之
餘
，
也
試
著
擬
定
其
文
法
規
則
。
這
個
時
期
裡
尚
有
斯
佩
羅
尼
以
體
現
義
大
利
文
優
異
特

質
為
著
眼
點
，
提
出
一
套
獨
創
的
說
法
﹔
杜
買
萊
在
《
法
文
的
捍
衛
與
宣
揚
》
一
書
中
所
倡
議
者
，
即
脫
胎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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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
然
而
，
義
大
利
境
內
多
種
方
言
，
究
竟
哪
種
最
有
資
格
奉
為
首
要
語
文
，
卻
引
發
激
辯
，
阻
礙
了
理
論
的

進
展
。
該
國
沒
有
中
央
集
權
的
政
治
力
量
出
面
律
定
何
者
為
官
方
語
言
，
也
欠
缺
像
路
德
那
樣
一
呼
百
諾
的
權

威
人
物
，
使
得
辯
論
持
續
了
頗
長
一
段
時
間
﹔
到
底
應
該
直
接
把
托
斯
卡
尼
語
當
成
寫
作
語
文
，
還
是
綜
合
各

地
方
言
另
創
新
語
，
叫
人
莫
衷
一
是
。

至
此
，
拉
T
文
式
微
已
成
定
局
，
唯
幾
經
掙
扎
，
還
是
殘
存
了
一
段
不
算
短
的
時
日
勢
。
拉
丁
文
的
優

勢
，
在
於
不
同
國
籍
的
文
人
皆
解
其
意
，
而
這
種
國
際
語
文
的
地
位
，
也
得
以
長
期
延
續
，
尤
其
在
學
術
圈

裡
’
甚
至
幾
度
迴
光
返
照
，
似
欲
收
復
失
土
。
不
過
，
十
六
世
紀
裡
，
原
本
以
拉
了
文
寫
成
的
學
術
典
籍
，
已

偶
有
翻
譯
或
改
寫
的
版
本
問
世
，
諸
如
法
國
比
岱
的
《
論
錢
幣
》
和
查
理
﹒
埃
蒂
安
納
的
《
解
剖
學
》
。
尤
有

甚
者
，
此
一
時
期
的
貝
隆
，
乃
至
於
後
來
的
帕
壘
、
帕
利
西
等
人
，
直
接
用
法
文
寫
書
﹔
只
是
這
些
例
子
不
但

少
見
，
帕
壘
還
因
不
用
拉

T
文
寫
作
，
招
致
巴
黎
大
學
醫
學
院
的
怒
目
相
向
。
就
立
場
言
，
天
主
教
會
反
對
方

言
的
使
用
與
發
展
，
支
撐
拉
了
文
兔
於
衰
敗
，
有
別
於
新
教
。
官

一揚
科
學
新
發
現
的
著
作
，
只
要
以
拉
丁
文
成

書
，
舊
教
多
半
認
可
﹔
俟
學
界
開
始
使
用
尋
常
讀
者
看
得
懂
的
普
通
語
文
傳
播
新
知
，
舊
教
又
予
譴
責
。
是
以

學
者
常
常
擇
拉
丁
而
棄
俗
語
，
既
能
為
學
術
園
的
同
儕
所
理
解
，
又
能
兔
於
叛
教
罪
名
，
可
謂
一
石
二
鳥
。

隨
著
皮
宗
教
改
革
運
動
在
歐
洲
許
多
地
方
高
唱
凱
歌
，
耶
穌
會
士
也
針
對
智
識
領
域
當
中
最
活
躍
的
幾
個

社
會
階
層
，
廣
興
學
院
以
傳
布
拉
丁
文
知
識
，
為
了
振
興
拉T
新
文
學
的
發
展
，
甚
至
以
戲
劇
為
媒
介
，
試
圖

著
以
下
由
史
戴
格
曼
先
生
提
怯
的
史
特
，
說
明
了
當
時
的
情
況
，
謹
此
致
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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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其
注
入
新
生
命
。
拉
T
劇
場
在
這
個
階
段
大
厲
風
行
，
諸
如
人
文
學
家
格
勞
秀
斯
的
拉
丁
悲
劇
，
或
是
師
承

魯
技
大
學
利
普
修
斯
的
維
努
爾
茲
筆
下
本
事
，
皆
馳
名
歐
洲
各
地
，
廣
獲
討
論
。
另
外
，
這
種
文
人
眼
中
最
尊

貴
的
語
文
，
還
被
用
來
書
寫
最
高
貴
的
詩
詞
形
式
，
史
詩
，
是
以
十
七
世
紀
問
付
印
的
拉
丁
文
史
詩
，
數
目
之

多
實
難
計
量
﹔
舉
凡
皇
室
聯
姻
、
貴
由
同
得
子
、
征
戰
告
捷
，
即
便
只
是
寫
成
史
詩
也
湊
不
滿
十
五
行
的
小
事
，

稱
頌
時
仍
得
祭
出
拉
T
文
。
以
慶
賀
路
易
十
三
攻
陷
拉
羅
糊
的
數
首
史
詩
為
例
，
作
者
包
括
義
大
利
人
、
法
蘭

德
斯
人
、
德
國
人
與
法
國
人
，
幾
乎
每
一
位
都
用
拉

T
文
下
筆
，
就
連
能
寫
法
文
的
後
者
亦
然
。
倒
是
馬
萊
伯

爵
此
一
事
件
創
作
的
頌
詞
採
用
法
文
，
宜
以
特
例
視
之
﹔
受
到
他
的
影
響
，
愈
來
愈
多
的
頌
歌
改
用
法
文
寫

作
，
可
見
拉
丁
文
的
勢
力
並
非
沒
有
消
退
，
只
是
速
度
非
常
緩
慢
。
將
拉
丁
文
推
向
衰
亡
的
最
後
一
擊
，
可
能

是
一
六
三
0
年
前
後
法
蘭
克
福
市
集
的
式
微
，
以
及
書
籍
生
意
的
分
區
化
。
拉
丁
文
較
晚
棄
守
的
一
些
地
區
，

則
要
等
到
十
七
世
紀
末
，
甚
至
十
八
世
紀
初
，
才
由
現
代
的
各
地
方
言
全
盤
取
而
代
之
。

拉
T
文
何
以
頑
強
地
殘
存
，
有
許
多
可
能
的
解
釋
。
首
先
，
它
一
直
是
最
多
人
使
用
的
跨
國
溝
通
語
文
。

一
個
國
家
的
民
族
語
言
，
愈
沒
有
外
國
人
懂
得
，
該
國
以
拉
T
文
寫
作
的
傾
向
就
愈
強
﹔
如
此
情
況
不
只
發
生

在
法
蘭
德
斯
，
就
連
二
八
四
O
到
一
六
六
0
年
間
，
與
庫
黎
努
斯
往
來
密
切
的
許
多
德
國
法
學
家
，
亦
以
拉T

文
出
版
作
品
。
英
格
蘭
的
情
形
同
樣
證
明
了
這
點
。
莎
士
比
亞
也
好
，
都
鐸
王
朝
其
他
的
劇
作
家
也
罷
，
因
以

英
文
創
作
，
在
歐
陸
鮮
有
人
知.. 
反
而
是
康
登
、
霍
布
斯
、
巴
克
萊
與
諷
刺
詩
人
歐
文
，
作
品
多
為
拉
T
文
，

暢
銷
程
度
便
不
直
於
歐
陸
文
人
著
述
。
西
班
牙
、
義
大
利
與
法
國
，
也
許
較
少
使
用
拉
T
文
，
但
若
訴
求
的
對

象
為
廣
大
的
泛
歐
請
者
，
仍
不
得
不
藉
拉
丁
文
之
力
﹔
利
害
關
乎
兩
個
以
上
國
家
的
宗
教
、
政
治
、
文
學
、
法

律
爭
議
，
尤
其
是
拉
T
文
的
勝
場
。
作
家
宜
用
哪
種
語
文
寫
作
，
終
究
還
是
取
決
於
心
目
中
的
讀
者
為
何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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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在
羅
馬
擔
任
耶
穌
會
英
格
蘭
學
院
院
長
的
費
茲
赫
伯
，
為
了
勸
說
家
鄉
的
英
國
國
教
徒
改
信
天
主
教
，
當
然

得
以
英
文
撰
寫
神
學
短
論
二
旦
為
文
批
判
馬
基
維
利
，
則

又
改
用
拉
T
文
，
好
讓
歐
陸
的
讀
者
都
能
看
懂
。

身
兼
神
學
家
與
巴
黎
大
學
校
長
的
斐
勒
薩
，
曾
於
一
六
O
六
年
以
法
文
針
對
一
項
關
乎
法
國
利
益
的
教
會
法
典

議
題
做
出
宣
判
，
事
隔
十
年
則
又
針
對
當
時
激
烈
爭
辯
的
王
權
限
度
問
題
，
發
表
兩
篇
拉
T
文
論
文
，
好
讓
自

己
的
論
點
能
在
法
國
以
外
贏
得
認
同
。
「
紅
衣
主
教
」
黎
塞
留
公
爵
一
派
的
舊
教
宣
揚
者
也
不
例
外
，
其
中
有

位
希
爾
蒙
神
父
，
在
義
大
利
戰
爭
與
「
最
虔
誠
國
君
」

（
係
法
囡
囡
玉
自
道
之
詞
）
向
新
教
徒
靠
攏
等
問
題
的

態
度
上
，
淪
為
瓊
內
神
父
攻
訐
的
對
象
，
其
自
辯
即
以
拉
T
文
寫
成
。
另
一
方
面
，
法
蘭
德
斯
與
低
地
諸
國
的

烽
火
，
刺
激
了
許
多
小
冊
書
的
出
版
，
但
這
些
記
錄
戰
事
的
史
料
，
卻
有
不
少
是
先
用
該
國
語
文
寫
成
，
再
譯

成
拉
丁
文
﹔
在
德
國
境
內
舉
辦
市
集
的
各
城
鎮
，
拉T
譯
本
尤
其
常
見
，
以
爭
取
更
廣
泛
的
讀
者
。
許
多
文
學

創
作
，
同
樣
是
在
原
初
的
方
言
版
本
風
行
之
後
，
方
才
發
行
拉T
譯
本
，
其
中
又
以
悲
劇
劇
本
和
史
詩
最
多
。

拉
T
文
的
長
處
，
像
是
指
涉
精
確
、
表
意
清
晰
等
，
無
疑
地
展
延
了
這
種
語
文
的
壽
命
。

面
對
不
斷
發

展
、
不
時
變
化
的
各
種
現
代
語
言
，
拉
丁
文
的
優
勢
，
在
於
擁
有
一
套
固
定
的
字
彙
’
且
每
個
單
字
的
定
義
皆

易
釐
清
，
只
要
參
照
知
名
的
權
威
文
本
即
可
。
它
所
以
在
十
七
世
紀
裡
，
繼
續
扮
演
外
交
、
科
學
、
哲
學
語
文

的
角
色
，
想
必
有
一
部
分
的
理
由
，
跟
此
種
優
勢
有
關
。
雖
然
醫
學
界
使
用
拉

T
文
的
頻
率
逐
步
減
少
，
數
學

與
天
文
學
，
依
舊
靠
它
來
溝
通
。

笛
卡
兒
係
以
法
文
完
成
《
方
法
論
》
一
書
，
但
他
和
數
學
家
巴
斯
卡
一
樣
，
絕
大
多
數
情
況
下
都
用
拉

T

文
寫
信
。
《
默
恩
錄
》
的
內
文
深
真
權
威
性
，
被
人
視
為
拉
丁
文
的
範
本
，
更
是
文
人
在
閻
明
某
項
晦
澀
論
點

時
必
須
訴
諸
的
語
言
，
而
這
也
是
法
文
不
及
之
處
。
即
便
到

7

一
六
六
五
年
，
曾
以
法
文
演
繹
史
詩
鉅
作
《
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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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
的
夏
普
蘭
仍
然
發
現
，
用
拉T
文
出
版
的
科
學
著
作
，
可
以
吸
引
更
多
讀
者
。
一
直
要等到
十
七
世
紀

末
、
十
八
世
紀
初
豐
特
奈
爾
的
時
代
，
《
法
國
科
學
院
回
憶
錄
》
才
以
法
文
章
目
的
型
態
問
世
﹔
至
於
萊
布
尼
茲

與
同
期
的
許
多
德
國
人
，
還
是
習
慣
用
拉
丁
文
寫
文
章
。
一
言
以
蔽
之
，
其
他
民

族
語
文
推
翻
拉
T
文
的
地

位
，
乃
至
於
法
文
取
代
拉
丁
文
成
為
哲
學
、
科
學
、
外交
場
合
的
通
用
語
文
，
都
是
十
七
世
紀
末
葉
才
有
的
現

象
。
進
入
這
個
階
段
，
歐
洲
的
智
識
圈
裡
’
人
人
皆
得
學
習
法
文
，
而
法
文
的
出
版
品
，
亦
由
法國籍
或
出
身

瓦
隆
地
區
的
流
亡
書
商
，
在
全
歐
各
地
販
售
。
培
爾
、
巴
斯
納
吉
、
勒
克
勒
格
，
以
及
眾
多
仿
效
他
們
的
人
，

則
投
身
法
文
學
術
期
刊
的
編
輯
，
同
時
滿
足
不
同
國
家
的
讀
者
。

即
便
拉
T
文
在
十
六
世
紀
式
微
，
文
學
作
品
與
知
識
學
習
，
依
然
是
跨
國
界
的
。
一
如
前
文
所
示
，
只
要

是
引
人
入
勝
的
書
籍
，
不
管
用
哪
一
種
語
言
出
版
，
都
會
衍
生
出
多
種
語
文
的
譯
本
。
但
另
一
方
面
，
文
藝
世

界
的
分
區
化
，
正
一
點
一
滴
地
發
生
作
用
。
十
七
世
紀
的
法
國
人
，
對
莎
士
比
亞
能
有
多
少
認
識
？
十
八
世
紀

的
法
國
人
，
對
當
代
德
國
的
著
述
，
又
知
道
多
少
？
一
六
三

0
年
的
法
國
，
就
有
夏
普
蘭
這
樣
抱
怨
著
：
法
關

克
褔
市
集
式
微
之
後
，
德
國
地
區
出
版
的
新

書
，
他
已
無
從
認
識
。
十
七
世
紀
末
到
十
八
世
紀
初
，
英
國
文
化

除
了
借
助
荷
蘭
期
刊
之
力
，
再
無
其
他
傳
往
法
國
的
管
道
。

法
文
本
身
固
然
在
十
八
世
紀
升
格
成
首
要
的
國
際

語
文
，
奈
何
始
終
無
法
完
全
填
補
拉
丁
文
消
逝
所
留
下
的
永
久
真
空
。
這
也
就
是
說
，
書
籍
產
業
為
牟
取
經
濟

利
益
而
鼓
勵
書
刊
以
民
族
語
文
出
版
，
最
後
則
助
長
了
這
些
語
文
的
茁
壯
，
同
時
造
成
拉

T
文
的
衰
微
。
如
此

發
展
不
僅
決
定
了
歐
洲
語
文
往
後
的
命
運
，
也
確
實
標
記
著
一
種
廣
大
民
眾
文
化
的
濫
觴
﹔
此
一
歷
程
一
旦
觸

發
，
便
會
導
致
深
遠
而
難
以
逆
料
的
影
響
。
各
種
的
方
言
，
受
惠
於
印
刷
機
的
力
量
而
勃
興
，
終
究
瓦
解
7
萬

流
歸
宗
的
歐
洲
拉
T
文
文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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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sle, Le C

abinet des M
anuscrits, passim

. 

O
n illum

inators’w
orkshops in the early p

剖
1

o
f the 15th century, see the catalogue o

f the exhibition, M
anuscrits a P

einture du 

X
III au X

V
I Siecle, P

aris, B
ibliotheque National

巴，
1955.

R
eview

s o
f this have been com

piled by Jean P
orcher, w

ith an 

extensive bibliography. 

T
h

e T
enth C

ongress, R
om

e, 4-11 S
eptem

ber, 1955. in A
rri, F

lorence, 1955, p. 152
仟

H
. S

. B
ennet,‘T

he A
uthor and his P

ublic in the 14th and 15th Centur芋
，

in
E

ssays and S111dies by M
em

bers o
f the E

nglish 

A
ssocia1ion, X

X
I
且

，
1938,p.

7
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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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相
緊
接
互
支
軍
站
崗
至
是
E聲
叫
盡
量
~
A
l
÷
知
＊
語
言
里
是

;t,;;ij言
圍
在
。
濃
綠
孟
子
，
因
偎
依
愷

lll!ll盡
量
至
總
︱
話
總
要

i盛
軍
甚
至

4起
草
子
，
總
宣
部

制
是
宣
豈
泛
峰
＋
去
~
1
司
（
主
主
圈
。
樣
甚
至
匪
．
．
將
嗯
，

~!11迪
總
漲

1迪
總
話

lll!ll滋
滋
毛
主
草
綠
卡
荐
，
組
~
幫
幫
＋
〈
正
是
全
士
已
直
至
案
制

：毒
型
幸
早
呎

。
O
n

this see 

T
. F. Cart缸

，
T
h
e

lnvem
ion o

f P
rinting i11 C

hina a11d i的
S
p
r
e
a
d

W
estw

ard, revised by L
. C

arrington G
oodrich, 2nd edition, 

N
ew

 Y
ork, 1955. 

27 
A

. B
lum

, Les O
rigi11es du P

apie,;
de l'lm

prim
erie et de la G

rav11re, Paris, 1935, p. 22 (E
nglish edition, O

n the O
rigin o

f 

P
aper, N

ew
 Y

ork, 1934, translated by H
. M

. L
ydenberg.) 

28 
O

n
 the w

ater m
ill and m

edieval technology, see M
. B

loch
’
‘A

venem
ent et C

onquetes du M
oulin a E

au', in A1111a/es d
'H

istoire 

E
conom

iq11e et Sociale, V
ll, 1935;

R
. G

illes,
‘L

ents P
rogres d

e la T
echnique.

in Reν11e de Sym
hese, X

X
X
日

，
1953.

O
n

 the 

paper m
ill, see C

. M
. B

riquet, O
puscula, 195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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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e A
. Z

onghi, Z.O
nghi s W

atennarks, H
ilversum

, 1953, an
d

 C
. M

. B
riquet, op. cit. 

30 
C

. M
. B

riquet, Les Filigra11es: dictio1111aire historique des m
arques de papier, P

aris, 1907, 4 V
ol. (reissued 1927), nos. 65-71. 

”
A

. Z
onghi, op. cit., p. 27;A

 
Blanchet，ε

ssai s11r l’H
istoire du P

apieret de sa F
abrication

, P
art I, P

aris 1900, p. 6
1 ff. 

32 
A

rchives N
ationales, JJ, 7

6
 (1340-1348). 

33 
O

n
 C

ham
pagne as a paperm

aking region, see L
. Le Cl間

，
Les

P
apier.;

recherches et notes pour servir ii l'histoire du papier; 

principalem
ent a Troyes et a

以
environs,

depuis le X
JV

 siecle, P
aris, 1926, 2 V

ols. 

”
G

erson, D
e Laude Scriptorum

. 

35 
P

apier in D
iderot and d’A

lem
ben’s E

ncyclopedie F
ranraise, L 751-1772. 

36 
C

. M
. B

riquet, O
puscula, p. 2

0;J.M
. Janot, Les M

ou/ins a Papier
泌
的

Region
l甸
甸

ienne,
P

aris, 1952, 2 V
ols. V

ol. l, p.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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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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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
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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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
-K
圖
，
E
斗

Et}
• ~,Kt-IQ~

！
！
！
：
語
言
辛
苦
（
每
個
拉
割
草
詳
糧
棉
卜
器
峰
時
~
握
自
籃
。
時
嗯
畔
崎
孟
斗
學

llllll出
制
跟
毛
主

擱
！
缸
，
總
E露
出
版
憑
其
驅
車

!lz!軍
E
圈
，
華
P耳!l~♀6個

峙
，這
輩
PJ至

..YS金
霍
達
藍
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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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B
lanchard, 'L

’Jndustrie du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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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nce du S
ud-E

st’,in the 811/letin de la Societe Scientiftque du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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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V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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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 p. 279-460. 

R.Coπaze, 'L
 'lndustrie du P

apier a T
oulouse

', in Co11trib111io11 a l'H
istoire de la P

apeterie en F
rance, II, 1934. p. 95

仔
．

C
f. L

. L
e C

lert, op. cit., and A
. Nicolai'，

的
sroire

des M
ou/ins,, P

apier du Sud-O
uesr de la F

rance (1300-18
仰

）
, B

ordeaux, 

1935, 2 V
ols. 

A
. B

lanchet, op. cit., p. 60, IO
 1-102, I 08; C

. M
. B

riquet, op. cit., p. 70
仟

.，and p. 182 ff. 

H
. C

hobaut. 'L
es D

ebuts d
e i’lndustrie de P

apier d
ans le C

om
tat V

enaissin
’in Le B

ibliographe M
oderne, X

X
IV

, 1928/29, p. 

157-215. 

A
. B

lanchet, op. cit刊
p.

72-76. 

L
. L

e Cle吭，
op.

cit.;
H

. S
tein,

‘L
a P

apeterie d 'E
ssones

’,
in A1111ales de la Societe H

istorique er A
rcheologique d11 G

ilrinais, 

X
II, 1894, p. 334-364;

‘L
a Papete討

e
d

e S
aint-C

loud', a supplem
ent to Le B

ibliographe M
odem

e, V
lll, 1904. 

C
. M

. B
riquet, Les Filigra11es, nos. 345 ff. 

C
f. H

.J. M
artin, 'Q

uelques A
spects de 1 ’臼

ition
P

arisienne au X
V

II S
iecle'. in A

nna/es, 7th Y
ear, 1953, p. 314

侃

A
ntoine Vi

甘
e,

C
e que /es P

resses q11i Travail/em
 ii P

resent dans P
aris co11som

m
e11t de P

apier, M
e

『noire
in the B

ibliotheque 

N
ationale, M

S
叮

fr.(F
rench), 16746, leaves 4

0
2
仔

．

C
f. p. 5

8
個
d

note 68. 

L
. L

e C
lert, op. cit., V

ol.2, p. 351
仔，

and
E

. H
ow

e, 'T
he L

e B
e F

am
ily ’,in Sig11ar11re, (8), 1938. 

F. R
iller, H

isroire de l'lm
prim

erie ii Strasbourg m
α
X
V
 et X

V
I Siecles, P

aris, 1955, p. 467. 

C
. M

. B
riquet, o

p. cit., nos. 873-881. 

R
. G

andhilon,
‘Im

prim
eurs et P

apetiers du M
idi de la F

rance', in
 Co11rriburion ii /'H

isroire de la P
apeterie en F

rance, V
ol. 2

, 

1934
,p

.
9

1
任

C
f. P. B

aud, L’llldustrie C
him

ique en F
rance. Et11de H

istorique et G
eographique, P

紅
is,

1932, p
. 195

何.
(A

n
 essential w

ork.) 

C
. M

. Briqu
剖
，
O
p
u
s
cu/a,

p. 2
6
9
任

C
. M

. B
riquet, Les F

iligranes, passim
;

A
. S

chute,
‘D

ie A
.ltesten P

apierm
iihlen d

er R
heinlande’

in the G
urenberg-Jahrbuch, 



1932, p. 44-52;and
‘P

apierm
iihlen und W

asserzeichenforschung', in G
ute11berg-Jahrb11ch, 1934, p. 9-27. 

56 
R

. R
ooses, C

hristophe P
旬，1ti11,2nd edition, Antwe巾

，
1892,p. 116 and 123思

主
至
2是
臨
輯
〈
判
主

6:r薑
婚
，
輯

Iii盔
！
；
那
個
組
酬
m
a
~

綠
卡
忘
錄
藍

cg個
rt:斗
騙
你
孟

'si正
蟬
無
言
算
是
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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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L
ebegue, Les C

orrespo11dants de Peiresc d
a’
的

/es A
nciens Pays-B

as, B
russels, 1943, p. 61. 

．
華
民
11哥

哥
報
~
藍
國
週
〔
§
盤
是
名
叫
總

” 
C

. M
ortet, Les O

rigines et /es D
ebuts de l’lm

prim
erie d

’apres /es R
echerches /es plus R

ecentes, P
紅
挖

，
1
9
2
2

,
p.

8
侃
﹔
A

B
lum

, 

L
es O

r
甸
的
es

de la G
r
a
v

t何
en

F
rance, Paris, 1927, p. 

12
叮

．﹔
H

.
B

ouchot’
Les D

e1α
C
e
nts Inc1111ab/es X

ylograph 
ues d, 1. ' 

D
epanm

ent des E
stam

pes, P
叩

s’
1
9
0
3
,p. 40-49. 

”
C

. M
ortet, op. cit., p. I 8 ff. 

“
C

f. p. 68 ff. 

s1 
C

. M
ortel, op. cit., p. 18, 20 ff.;

H
. B

ouchot, op. cit., p. 55. 

e2 
C

. M
ortet, op. cit., p. I l;A

. B
lum

, op. cit., p. 3
5
仔

.，5
2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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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M
ortet, op. cit., p. 22 ff. 

“
Ibid., p. 28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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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d.,p. 31. 

“
M

arius A
udin, 'L

a M
etallographie et le P

roblem
e du L

ivre', in the G
utenberg

-Jahrbuch
, 1930, p. 11-52;

‘T
ypographie et 

Stereographie
’，in

曲
e

G
11te11berg-Jahrb11ch, 1931, p. 28-37;and V

ol. I o
f the S

o
m
m
e
乃

＇pographique,
P
紅
訟

，
1948.

&
7 

D
e L

aborde, D
ebuts de l’lm

prim
erie a Strasbu嗯

，
Paris,

1840;
C

. M
ortel, op. cit., p. 35-37;

A
. R

uppel, Johannes Gutenbe，宮，

贊
s仰

leb…
ds仰

悅
成

’伽
i

K
ulturgeschichte’X

X
X

V
II’fascicule 2, 1955, p. 244-263. 

§
”

An耐dre
H

eilm
anr 

ned a paper『r】ii
SIi 

H
. R

e
q
t』in，‘

D
o
c
t』m

e
n
t
s

inedits sur les Origi『1es
de la T

ypographie’,
in B

ulletin H
istorique et P

hilologique du C
om

ite 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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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vato: H
istoriq11es et Scie111ijiq11es, 1890, p. 288

侃
，p.

328-350;
H

. R
equin,L’lm

prim
erie d Avig11011 en /444. P

aris, 1890. 
In M

arius A
udio, Som

m
e Typographiq11e, V

ol. I. 

C
. M

ortel, op. cit.. p. 37. 

T
h

e m
ost im

portant o
f these studies are listed in V

ictor S
cholderer's bibliography..T

he Invention o
f P

rinting', in The Library, 
X

X
I, June, 1940, p. 1-25. 

C
f. C

. M
ortel, op. cit., p. 39;V

. S
cholderer, op.cit., p. 2. 

C
f. N

ote 72. 

C
. M

ortel, op. cit., p. 51
庇

﹔
R.

B
lum

, D
er P

rozess F
ust gege11 G

111enb11rg, W
iesbaden, 1954. 

R
uppel, G111e11b11rg;

A
 

D
resler,

‘H
at G

utenberg in B
am

berg G
edruckt?

’
in D

as A111iq11aria, 1955, p. 197-200, 229 ff.; H
. 

L
ufing, N

eue Litera111r w
r G

eschichte des 811ch
w
e
s
e肘
，

loc.cit. 

S
eym

our d
e R

icci, C
atalogue Raiso11111f des P

rem
ieres Im

pressions de M
ayence, M

ainz, 1911. 

C
f. A

. G
ieeseke,‘D

as S
chriftm

etall G
utenbergs', in the G111e11berg-Jahrb11ch, 1944-49. p.

的
任

﹔
V

.S
cholderer,‘T

he S
hape o

f 
E

arly T
ypes

’,in the G
utenberg-Jahrbuch, 1927, p. 2

4
仟．

A
. F

innin-D
idot, A

ide M
a1111ce et l’H

el/enis.’”e (I L告
nise,P

aris, 1875. p. 99
仔

．

O
n

 the types recovered from
 the R

iver S
的
肘

，
see

M
arius A

udin, 'A
 propos des prem

ieres T
echniques T

ypographiques ', in 
Bibliotheq11e d

’H
u111a11ism

e et R
enaissance, V

ol. X
V

III, 1956, p. 161-170;
M

. A
udin, Les 乃

•pes
Lyo1111ais Primit彷

Conserves

au D
epartem

e/11 des h
ψ
巾
，

t缸
，
Biblio1heq11e

N
a1io11a/e, P

aris, 1955. 

P. S
. F

ournier, M
a1111el Typographiq1紙

Paris,
1764

－
話
，
2

V
ols. V

ol. I, p. 
1
0
9
仔.（English

edition. F
ournier 011 Typefo11nding, 

L
ondon 1930, translated by H

arry C
arter.) 

K
. H

aebler, 'S
chriftguss und S

chrifthandel in der F
riihdruckzeit'. in Ze111ralbla11 fiir B

ibliotheksw
esen, 1924, p. 81-104; H

. 
H

arisse, Les P
rem

iers /11c1111ab/es B
alois et Le11rs D

erives: 7初
，
lo

use,
Lyo11, Vie1111e e11 Da11phi11e, Spire, E

ltville, etc, 1471-84, 
P

aris, I 902, 2nd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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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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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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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
﹛
子
廠
。
其
中
，
法
國
皇
家
印
刷
飽
擁
有
當
時
最
精
繳
的
陽
文
字
純
紹
，
包
括
由
加
拉
教
雕
製
的
御
用
希
臘
體
。
大
傅
尼
耶
（
即

作
者
兄
真
）
借
來
自
雷gn家
族
的
錯
字
廠
，
擁
有
吉
堯
姆
（
十
六
世
紀
著
名
的
陽
文
字
純
雕
刻
師
）
、
加
拉
蒙
、
德
柯
萊
等
名
家
的

陰
文
字
模
與
陽
文
字
純
。
桑
雷
克
（
的S
E
A
E
n）
鈴
字
廠
由
吉
堯
姆
的
弟
子
德
桑
雷
克
創
建
於
一
五
九
六
年
，
而
後
一
直
是
雷
貝

家
族
事
業
的
一
部
份
﹔
另
外
尚
有
五
家
錄
﹛
子
廠
設
立
時
間
較
晚
。
里
昂
方
面
，
傅
尼
耶
提
到
兩
家
鈴
字
轍
。
表
絡
中
尚
有
二
十
三

家
日
耳
曼
錯
字
廠
，
以
羅
特
赫
在
法
蘭
克
福
、
布
賴
科
夫
（
切
旦
失
。
可
『
）
在
萊
比
錫
的
事
業
最
有
名
。
荷
蘭
境
內
，
阿
姆
斯
特
丹
有

三
家
，
其
中
一
家
由
第
克
（
〈g
o
c
n
w）知
名
的
總
承
者
布
斯
（
』n
B
D
E
已
經
營
﹔
魏
斯
坦
（
建
n
g
E
E）
的
工
坊
位
於
哈
倫
，
後

由
恩
謝
德

E
g
n
z
a
h）
接
管
，
迄
令
仍
在
營
運
，
並
擁
有
十
六
世
紀
流
傳
下
來
的
鉛
質
字
模
﹔
此
外
還
有
四
家
錯
字
廠
。
安
特
衛

著
當
然
還
有
普
朗
坦
摩
雷
特
斯
的
工
坊
，
位
於
現
今
普
朗
坦
博
物
館
所
在
地
。
英
格
蘭
雖
然
只
有
四
家
錯
字
廠
，
設
備
倒
是
齊
全

精
良.. 
除
了
寇
崔
爾
（
P
H
E
－
－）
在
牛
津
、
擎
森
（』
臼B
a
t
s
z
o
口
）
在
愛T
堡
經
營
的
之
外
，
卡
斯
陸
的
倫
敦
工
坊
與
巴
斯
克
維

的
伯
明
罕
工
坊
，
尤
其
值
得
一
書
（
博
馬
倒
在
凱
爾
印
製
的
伏
爾
泰
全
集
，
即
般
用
向
後
者
買
固
的
活
字
）
。
義
大
利
的
錯
字
廠
不

算
多
，
教
宗
國
瑞
（
格
列
高
利
）
十
三
世
徵
召
廣
或
前
來
羅
馬
，
於
贊
蒂
岡
創
建
者
（
一
五
七
八
）
，
算
是
最
有
名
的
一
家

.. 

宏
教

印
刷
社
（d
司
。
個B
H
S
a丘
吉
罪
。
B
a
g
a個
）
為
前
往
東
方
傳
教
者
印
製
的晶
晶
日
本
，
即
採
用
該
廠
的
東
方
體
（
。
且g
E

）
活
﹛
子
。
其
餘

的
鑄
﹛
子
工
坊
，
位
於
西
班
牙
者
三
家
、
瑞
典
一
家
、
哥
本
哈
被
一
家
、
里
斯
本
一
家
、
華
沙
一
家
，
俄
羅
斯
也
有
兩
或
三
家
。
總

的
來
看
，
當
時
約
有
六
十
家
錯
字
廠
供
應
歐
洲
各
國
所
需
。

甘
心
已
.. 
〈o
－
－
？
可
﹒
－

M
U﹒

M
V一
個
再
由O
F
a
g
s立
R
S
E
明
是
個
月nS
F
『
岳
個
P
M＝
F
E
n－
＝Z
訪
問
h
g
a
h
k
尚
可
臼F
t
h這
q
h
E
肉
之
間
？
可
R
F駒
，
－
斗
∞a
u。
且
每
個
個
〕

E
o
s
－u『
。
可
。
＝
＝
a
E
σ『

”
的
－F
E
E
－m
『
﹒
紹
祖F
E
－
－s
h
起
～
3
、
a
E
h－
－h
q
E
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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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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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到
一
五
六
四
年
間
，
他
一
共
把
一
千
零
五
十
七
個
莒
頁
漲
送
回
國
，
其
中
九
百
一
十
九
緬
來
自
盟
昂
，
一
百
零
三
細
來
自
巴
黎

（
巴
黎
的
書
貨
中
，
多
數
比
自
自
里
昂
下
單
訂
購
）
。
其
專
業
版
岡
甚
至
延
伸
至
布
爾
文
斯
、
瓦
拉
朵
聞
（

S
E
E

－
－
已
）
、
薩
拉
曼
卡
等

地
，
唯
交
易
仍
以
炊
波
城
為
核
心
。
檔
案
祖
的
席
內
統
（
切
叩
開
旦
旦
。
＝

）
與
佩
斯
諾
（
3
2
。
【
）
係里
昂
書
商
，
其
中
佩
斯
諾
出
版
鋪

的
經
營
者
，
起
初
曾
任
命
其
經
查
理
﹒
佩
斯
諾
在
坎
波
城
惜
任
代
理
商
，
最
後
並
由
返
回
里
昂
的
查
理
總
承
店
鋪
。
之
後
甜
起
的

季
翁
塔
家
族
、
路
伊
波
托
納
旦
家
族
（
月z
n
M
N
O
E
－
－m
s
g
z
g阻
『
一
個
）
、
米
利
家
族
（
同

F
n
E
Z
E
）
，
皆
在
坎
放
城
派
駐
代
表
。
一
五
七
四

年
，

在
安
德
列

﹒
魯
宜
的
安
排
下

，
－
E
二
十
六
個
教
會
儀
式
用
書
，
從
安
特
銜
普
運
抵
西
班
牙
﹔
一
五
七
八
年
，
他
更
與
德
拉

t
p
雷
薩
（
可
B
R

宵
。
且
n
z
p
m
S
）
合
作
努
設
大
型
商
社
，
以
滿
足
西
班
牙
對
教
會
儀
式
用
苦
的
需
求
。
這
項
計
單
雖
然
失
敗
，
相

關
檔
案
卻
披
露
，
每
日
頌
償
需
求
達
一
千
五
百
冊
的
主
教
，
在
當
時
的
西
國
境
內
即
多
達
五
十
位

。
總
的
來
說
，
西
班
牙
境
內
約

有
四
十
架
印
刷
機
，
足
以
印
出
四
萬
冊
彌
撒
經
本
以
及
四
萬
冊
每
日
頌
緒
。

Q
－
2
．
F
e
a
F
E
呵
呵
h
d
E
E
丸
同
志
b
R
E
B
E
h﹒
E

F

〕
三
間M
E
M－
－g
u
﹒
可
－u
a
a
R至
於
爾
特
做
為
剖
開
運
中
心
的
價
值
，
彰
顯
在
該
城
鎮
的
位
置
上
（
羅
亞
爾
河
口
）
。
至
於
水
連
成
本
低

於
陸
運
的
情
形
，
可
自
以
下
比
較
綴
知
。S
Z
E
g
p
o
S
E
B
E

﹛
。
可
﹒
n
z﹒
﹞
【
冒
”
。
岳

R
P
O
E
m
－
司
。
n
g
E
E

玄
﹒
o
n
E
E
M
M
P
E

n
口
豆
豆
向
R
h

勻
。n
b而
E
R
H凡
而
設
有
E
H
h
h
h
h
k
v

、
h
h
h
w
n

t
b
h
h
b
h
T
h
h
h
h
h
h

、
認
這h
h
u
h
叩n
ee
M
V
R
F
S
U
M

－可
﹒
們E
U﹒
）

一
五
六
三
年
間
，
由
里
昂
運
書
前
往
西
班
牙
與
葡
萄
牙
（
途
經
拉
獲
梯
）
的
成
本.. 

旦
時
至
拉
是
捕
的
馬
車
（
陸
路
）
五
至
六
里
街

拉
草
棚
至
畢
爾
包
十
四
至
十
六
索
（
土
述
成
﹒
本
的
八
分
之
一
）

拉
冤
叫
何
至
里
斯
本
二
十
索
（
六
分
之
一
〉

拉
建
制
向
至
塞
維
爾
一
星
街
又
十
素
（
四
分
之
一
）

自
星
串
連
送
二
十
一
冊
，
甜
甜
（
低
於
平
均
託
運
量
）
至
坎
波
議
（
途
徑
南
特
）
的
成
本.. 

里
昂
至
南
特
（
先
﹒
走
陸
路
，
而
後
取
這
一
旦
荷
七
索

.. 
五
六
三
為
拉

唔
唔帝
（
g
g
s
a

』
駒
，
古
西
班
牙
銅
融
市
單
位
）

蠶
豆
爾
河
）

水
運
保
險
費
百
分
之
四

.. 
約
三
六
五
為
拉
維
帝

畢
爾
包
至
坎
波
紋
四
八
八
為
拉
維
帝

如
此
簡
單
比
較
，
解
釋
了
「
里
昂
︱
拉
羅
謝
」
的
陸
運
路
線
何
以
乏
人
問
津
，
以
及
智
商
為
何
偏
好
以
羅
亞
爾
河
道
途
經
爾
特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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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 I, p. 879 ff.: Fr. K
app and J. G

oldfriedrich, G
eshchich

te des D
eutsche11 B

uchha
n

dels, L
eipzig, 1886; 

H
. Estien悶

，
2月1,e

F
rankfurt B

ook F
air, tr祖

nslated
and w

ith an introduction by J. W
. T

hom
pson, C

hicago, 1911
. 

”
。

See
K
a
p
p
組
d

G
oldfriedrich, op. cit., V

ol. I;
H

. E
stienne, op. cit.; A

. D
ietz, Z

ur G
eschichte d

er F
rankfurter B

ucherm
esse, 

1462-1792, F
rankfurt, 1921. 

3竹
E

M
ilkau, o

p. cit., p. 894. 

312 
A

. G
row

oll, op. cit., and the w
orks cited in note 310. 

313 
G

. W
eill, 

L
e Journal, O

rig
ine, E

volution de la P
resse P

eriodique, P
aris, 1934 (V

ol. 95 o
f L’E

volution d
e L’H

um
an

itl), p. 19 

307 

309 

ff. 

314 
H

. F
alk, L

es P
rivileges d

e L
ibrairie sous l’A

ncien R
eg

im
e, P

aris, 1906. 

315 
B
n

﹒φ
visseling van de G

e
b
r
o
eders

始
rduss，帥

，
1669-1672,

ed. B
y M

. S
a
b悅
，
A
n
t
w
e
rp-The

H
ague, 1936, 2 V

ols.;
H

. J. M
artin, 

'L
 'E

dition P
arisienne au X

V
II S

iecle ', in Anna／.白，
7th

Y
ear, 1952, p. 309-3

19
. 

316 
G

. H
. P

utnam
, B

ooks a
n

d
 T

heir M
arket during the M

iddle A
ges, L

ondon, 1896-1897, 2 vols. 



隊必

﹒
語
義
〈
鍋

!fr薑
祖
.

. SI播
雪
給

It←

317
個
餒
，
思
主
這
里
追
趕
口
〔~~I'-『

護
哩
哇柯：~!l!臣

。
雖
彎
曲
是
主
甚
至
蝴
（

V
ladim

ir Loublinsky
）
軍
$
搭
起
，
個
重
宮
發
E
蚓
這
堅
~
l
特
區

個
越
高
區
特
輯
E
皂
吋
臣
。

Cf.
the review

 o
f the first edition o

f the present book in Vest11ik h
的
吋

i
M

irovoi Kultury九
M
o
s
c
o
w
,

1959, no. 4. 

”,
E

ncyclopedie Fra11,aise, V
ol. 18, La C

ivilisatio11 E
crite, P

aris, 1939;
R

. S
teel,

‘W
hat F

ifteenth C
entury B

ooks A
ie A

bout', in 

The Library, N
ew

 S
eries, V

ol. 5, 1903-07;
J. M

. L
ehnart, P

re-R
efonnatio11 P

rim
ed B

ooks: a study in statistical a11d applied 

bibliography, N
ew

 Y
ork, 1935. 

叭
，
W

. A
. C

o
p
i
n
g缸
，
Incunabula

B
iblica, or, The F

irst H
alfC

e111ury o
f the Latin B

ible, L
ondon, 1892. In an appendix the author 

quotes 437 editions o
f the B

ible in the 16th century. (S
ee G

esam
tkata/og under ‘Bible

＇）.
前

1e
exam

ples given are taken from
 

various sources, and are only an indication, not m
eant to b

e definitive. 

320 
M

. P
ellechet’

‘Jacques de V
oragine. L

iste des E
ditions de des O

uvrages P
ubli~

es au X
V

 S
iecle ’

(from
 the R

evue des 

B
ibliotheques, A

p
討

I,
1895). 

321 
S

ee particularly B
. W

oledge, B
ibliographie des R

o
m
a
’
的
etN

ouvelles en P
rose A

nterieurs a 1
5

，仰
，
G
e
n
e
v
a
,

1954. 

322 
O

n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in the 沾
自

c
e
n
仙
旬
，

see
G

. S
arton, 'S

cientific literature transmitted
出
r
o
u
g
h

incurrabula', in O
siris, 

V
ol. 5, 1938, p. 41-245. 

323 
B

. Gilles’‘L
凹
的

Progr，主s
de la T

echnique', in R
evue de Sy111hese, 32, 1953, p

. 69-88. 

324 
E

. P. G
oldschm

idt, M
edieval Texts a11d their F

irst A
ppearance in P

rint, O
xford, 1943. 

325 
T

he exam
ples given are from

 notes prepared by P. R
enouard for the B

ibliograplrie des Im
pressions P

arisiennes au X
V

I Siecle. 

F
or L

yons see B
ibliograplrie Lyo11naise by J. B

audrier. F
or E

ngland, the Short Ttrle C
atalogue o

f B
ooks P

rim
ed before 1640, 

edited by P
ollard and R

edgrave, L
ondon, 1926. F

or G
ennany and V

enice, see J. B
enzing, D

ie B
uclrdrucker des /6

 und 17 

~ 
328 T叫

gure
叫

P
arisiennes au X

V
I Siecle, Pa巾

，
1956﹔

A
H

. Schu眩
，

Vernacular
B

ooks in P
arisian P

rivate L
ibraries o

f the Sixteem
lz 

Jahrbunderts im
 D

eutschen Sprachgebiet, W
iesbaden, 1965. 

一
，·－－：~

~,,-- 
_. 

.... －
·

一﹒－
可
~

－··：·和
唔
，
可
可
申
一
句
﹜
﹜
閏
月
閣
”
帥
，

.，.；：ι
；.：：；~－

τ
呵
呵
呵
呵



寸寸寸叫咱悅念你寄LU

Ce11111ry, C
hapel H

ill, N
orth C

arolina, I 958. 

· 
327 

C
f. R

. D
oucet, op. cit. 

328 
P. R

itter, H
istoire de l’lm

prim
erie A/sacie1111e au X

V
 er X

V
I Siec/e, p. 463

叮－

329 
P. R

enouard’s notes. 
330 

R
. P

roctor, T
he P

rinting o
f G

reek in the F
ifteenth Centu句

，
Oxford,

1900; B
ritish M

useum
, 

G
reek P

rinting T
ypes, 1465-1927, 

(C
atalogue o

f an exhibition), L
ondon, 1927. 

P
aul C

olom
ies, G

allia Oriental此，
T
h
e

H
ague, 1665; P

aul Colomies、
Italia

et H
ispa11ia Oriemal悶，

the
H

ague, 1730; W
ilhelm

 

B
acher, D

ie H
ebriiische Spraclzw

issenschaft vom
 1

0
 bis zum

 16 Jahr/111ndert, T
raves, 1892;

B
ernhard W

alde, C
hristliche 

H
ebraisten D

eutsch/ands a
m

 A
usgang des M

illelalters, M
iinster-in-W

estfallen, 1916; E
ncyclopedia Judaica, see

‘
日
的
r誼ische

S
p

rach
e (C

hristliche H
ebraisten

),;
D

aniel M
ero

w
sk

i, H
eb

rew
 G
r
a
m

，η
a
r
 a

n
d

 G
ra

m
m

a
ria

n
s T

h
ro

u
g

h
o

u
t th

e A
g

es, 

Johannesburg, 1955 (doctorate thesis);L
 

K
ukenheim

, C
ontribution a l'H

istoir, 
de la G

ram
m

aire G
recque, L

atine et 

H
ebraique a l’E

poque de la R
enaissance, L

eyden, 1951. J. S
oury, D

es E
tudes H

ebraiques et E
xegetiques chez /es C

hretiens 

d
’O

ccidem
, P

aris, 1867;
S

am
uel B

e
r
g缸
，
Q
u
e
m

N
otitiam

 L
inguae H

ebraicae H
abuerint C

hristiani M
edii A

evi T
em

poribus in 

G
allia, N

ancy, 1893. 

332 
D

. W
. A

m
ram

, T
he M

akers o
f H

ebrew
 B

ooks in Italy, P
hiladelphia, 1909;

C
. B

. F
riedberg, Toledoth H

a
-
d

，φ
us H

a-ivri 缸
，

m
edinoth Italya, A

spanya-P
ortugalya, T

ogarm
a W

e-arstoth H
akede

’,,.(H
istory o

f P
rinting in Italy, S

pain, P
ortugal, T

urkey 

and the W
est), A

n
t
w
e
巾
，

1
9
3
4
.
G
i
a
c
o
m
o

M
anzoni, 

A
n
n
a
l
i
η
pograjici dei Soncini, B

ologna, 1883-86. V
ols. 1 and 2 the only 

ones to appear. 

333 
C

. B
. F

riedberg, 
To/edoth H

a-defous H
a-ivri B

e-arim
 H

a-ele C
hebe-E

rope H
a-tikhona: A

ugsburg, O
ffenbach. (H

istory o
f 

H
ebrew

 printing in the follow
ing T

ow
ns in C

entral E
urope;

A
ugsburg, O

ffenbach), A
ntw

erp, 1935;
K

. H
aebler.’

‘D
ie 

D
eutschen B

uchdrucker des X
V

 Jahrhunderts
’(a chapter from

 D
ie H

ebriiische D
r
u
k
e
，﹔

／4
7
5
-
1
5
0
0

，如
tunich,

1924.) 

叫
C.

B
. Friedbe嗨

，
Toledoth

H
刊
物

us
H

a-ivri b
e P

olonye. (H
istory o

f H
ebrew

 printing in P
oland), A

n
t
w
e
巾
，

1933.

335 
H

. O
nnont,‘A

lphabets G
recs et H

ebreux P
ublies a P

aries au X
V

I S
iecle

’(from
 B

ulletin de la Societe de l'H
istoire de P

aris et 

331 



殺，她

de l ’l/e-de-F
ra11ce, I 885

);
H

. O
rm

ont, 'Specim
ens de C

aracteres H
ebreux G

raves a Paris et a V
enise par G

uillaum
e Le B

e 

(1546-1574)' (from
 M

em
oires de la Sociere de /'H

istoire de P
aris, 1887);

H
. O

rm
ont, 'Specim

ens de C
aracteres H

ebreux, 

G
r
皂
白
，
Latins

et de M
usique, G

raves a V
enise et

孟
Paris

p訂
Guillaume

L
e B

e (1545-1592)' (from
 M

em
oires, 1889); E

 H
ow

e, 

'A
n Introduction to H

ebrew
 T

ypography ', and ‘T
he L

e B
e Fam

ily
', in Sig11at1冊

，
5,

1937 and 8, 1938. 

336 
R

. N
. R

abbinow
itz, M

aam
ar'a/ H

a
φ

assath H
a-T

alm
oud （

前
1e

printing o
f the T

alm
ud), M

unich, 1877; 2nd edition, Jerusalem
, 

1940. 

337 
A

lexander M
arx,

‘T
he C

hoice of B
ooks by the Printers of H

ebrew
 lncunables ’ reprinted from

 
To D

octor R
, Philadelph

尬
，

1948. 

338
個
閻
健
腔
圓
潤
~
~
闖
過
，
草
草
帽
岳
直
遷
往
霉
祖
刊

)Iq-科
（
組
揍
，
監
控
制
草
草
踏
雪
，
割
告
空
白
H

1國
E
董
事
很
孟
組
鐘
。

+l
障
制
（
因
巨

t注
音
追
尋
辛
$
楚
楚
令
＜
5:r直

調
m雪
皇
但
崗
，
~

＼－
＆
（
還
掌
聲
扣
除
追
回
去
三
™
＞

（η
1e B

ook o
f the F

our G
enerations o

f Jacob
）
罕
蟬
︱
目
共
川
頁
頁

︱
惘
。

Ill崎
E
迫
歸
咎
軸
孟
子
。
剛

I
)-q

Q
II I沿

街
11]~

持
令
事
農
村

fil霍
惺
相

+lln\"制
（
梅
園
~
K
監
糕

。
2頁
哥
拉
霍
恩
~
閣
總
（

Gerson

de S
oncino) 儡

l
個
個
︱
自
〈
長
高
︱
闆
川
自
崎
E
，
總
料
〈
圈
綠
卡
~
l
每
每
草草
草
書
啦
，
通
因
簡
單
盡
心
昌
盛
喜
謂
姐
岳

趴
li[t);:草

草
佛
章
還

語
言
，
健
蜜
刊

ID\"柯
：．．

毒
盟
軍
封
盛
E
肥
，
提
~
溢
嫂
嫂
世

.!Jι
（ S

alonica) 
Im：

帥
-H
恩

l←
馳
l
~
草
草
。

Cf.
G

. M
anzoni, A

n
n

a
li 

η
1pograftci dei S

o
n
c側
，

and
A

. M
. H

aberm
ann, H

a-m
adpissim

 bene Soncino, V
ienna, 1933屆

國
'dlut恩

＋
＜
－
＜
經
血
刊
債
總
是
E
割

草
'l!i喻
，
經
盟
軍
總
（

N
icola de Nicolay

）
剛
剛
帽

l
關
〈
卡
拉
＋
宮
輛
是
〈
刊

ID\"柯：－$：僻〔！；：墨~~）
( D

iscours et H
istoires 

V
eritables des N

avigatio’”,
P

eregrinations et 協
，yages

F
aits en T

urquie) 
《
咱
哥
，
除
』
輯
：
如
巨
＋
＜
安
街
串
在
草
草
帽
〈
「
相
隔
料
到
←
酬

是
任
甜

filiie'.毯
，

2至
﹜
但
1民
主
草

I迢
-
N
~叫i霍

苟
峙

，
＃
封
閉
匹
柏
﹛
叫
﹛
外
尊
重
，
~-Nfil霍

梅
軍
區
抖

，
~
←
抖
，
總
＋
＜
~
柄
，
因
語
言
且
可
抖
動
R
剛

進主串串E是
尊
重
型
團
口
問
E抖
抖
叫
輛
自
認
E」
。

Cf.
A

. B
l
u
m
，
屯
，
Hellenisme a C

onstantinople apres la C
onquete T

orque', in R
evue des 

D
eux-M

ondes, M
ay 1943, p. 9

8
仟

.， and C
. R

oth, 'Jew
ish Printers o

f N
on-Jew

ish B
ooks in

曲
e

15th and 16th century', in 

Jo
u

m
a

l o
f Jew

ish S111dies, IV
, 3, 1953. 

339 
F. B

runot, H
istoire de la I.A

ngue F
ranraise, V

ol. 2:“
th Centu『γ

， p. 3, Paris，
的
05-1953,

13 V
ols. 

v
可

：
$
蝴

H
.
B
.
L
a
山
rop,

Tran叫station.
rom

 the C
lassics into E

nglish from
 C

axton to C
hapm

an ( /477-1620) , M
adison, W

isconsin, 

1933. 

一
a
…
一

－一
”
．
．
一
一
一
．
．
，
．
一
一
－
．
．
一
．
．
一

－
…
一
…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 祖國
明
自
每
逼
真



心可可

3
4

2
 

J明濃密心神志 LH

3
4

3
 

3
4

4
 

346 

”,
G

. M
am

belli, G
/i A

nnali de/le E
dizioni Virgilicm

e, F
lorence, 1954. 

A
. J. Festigier暉，

La
P

hilosophie de l’A
m

our de M
arssile F

icin et son /11j111e11ce s11r la Liuerature Fra11raise du X
V

I Siecle,2nd 
edition, P

aris, 1944. 

B
ibilotheca B

elgica, 2nd edition, V
ols. 6-14. 

C
f. P. P. Pl徊

，
Les

E
dition de R

abelais de 1532 ii 1711, P
aris, 1904, 

3
4

5
 

G
. D

uplessis, Les E
m

blem
es d'A

lciar, P
aris, 1884;

M
. P

raz, Sw
dies in Seventeelllh C

entury Im
agery, L

ondon, 1939, 2 V
ols. 

L. F
ebvre. Le P

r
o
b
／訓

e
de /'l11croya11ce au X

V
I Siecle: la religion de R

abelais, P
aris, I 968 (reprint);L

 T
hrondike, Scie11Ce 

and Thought in the 15th C
em

ury, N
ew

 Y
ork, 1929. H

ere w
e confine discussion to a brief review

 o
f the question, w

ith the help 
o

f these tw
o w

orks. W
e should also m

ention a very valuable guide: G
eroge S

釘
ton,

The A
ppreciation o

f A11ciefll and M
edieval 

Science during the R
enaissance, P

hiladelphia, 1955. 

O
n

 the evolution o
f illustration from

 the early fabulous pictures to accurate observation o
f nature, see S

arton, op. cit., p. 89
旺－

B
. P

enrose, Travel and D
i
s
c
o
v
e
η
’
的

the
R

enaissance, C
am

bridge, 1952;
G

. A
tkinson, Les N

ouveaux H
orizons de la 

R
enaissance Fra11raise, Par訟

，
1
9
3
5

.

V
an T

ieghem
,‘L

a L
itterature L

atine de la R
enaissance ’,in B

ib/iotheque d
’
的

1111a11ism
e

et R
enaissance, V

I, 1944, p. 177-409. 
C

f. p. 371 in V
erso edition. 

H
. H

auser, La N
aissance du P

rotestalllism
e, P

aris, 1940, and Et11des sur la R
仰
，

11e
F

ranraise, P
aris, 1909. p. 8

6
 ff., and p. 

347 

3
4

8
 

349 

3” 351 

2
5
5
仟－

3
5

2
 

J.P
. S

eguin, 'L
'Infonnation a lafin du X

V
 S

iecle en F
rance’,

in A
rts et Traditions Pop11/aires, O

ctober/D
ecm

ber 1956, n
o. 4, 

and 1957, nos. I and 2. 

353 
O

n the w
idespread influence o

f U
lrich von H

utten’s w
orks, see J. B

enzing, U
lrich von H

uuen end seine D
rncker, W

iesbaden, 
1956. 

3
5

4
 

L
. F

ebvre, U
n D

estin: M
artin Luther, P

aris, 1928. 

355 
M

. G
ravier, L

uther et l’
。•pinion

P
ublique, Par訟

，
1942

.



一

雖叫何明卜等

356 
A

. G
oetze, D

ie H
ochdeutsche11 D

rucker der Refon11ario11szeir, S
trasbourg, 1905. 

357 
C

. R
itter, H

isroire de l'lm
prim

erie Alsacie1111e au X
V

 er a
u

 X
V

I Siecle, pp
. 384-396

. 

358 
O

n this see the W
eim

ar E
dition. A

nd see 0
. C

lem
en, D

ie Lurherische Refon11ario11 1111d der B
uchdruck, Leipz嗨

，
1939.

359 
A

. T
的
card’‘L

a
P

ropagande E
vangelique en F

rance: I’Im
prim

eur S
im

on D
ubois (1526-1534)', in A

spects de la P
ropagande 

Rel仿
ie1肘

，
Geneva,1957,

p. 1-37. 

360 
J. B

audrier, B
ibliographie Lyonna帥

，
Vol.

8;i 
P

lattard, 'L
 'E

cu de B
ale

', in R
evue du X

V
I Siec/e, V

ol. 13, 1926, p. 282-285;R
 

R
enouard, lm

prim
eurs P

arisiens, Libraires et Fo11deurs de C
aracteres, op. cit., articles on C

abiller, R
esch, and V

idoue;E
 

H
u
b
e
r
t
，
℃
hretien W

echel, Im
prim

eur a P
aris', in the G

ute11berg-Jahrbuch, 1954, p
. 181.187. 

361 
J. V

eyrin-F
orrer,

‘A
ntoine A

ugereau, G
raveur d

e L
ettres et Im

prim
eur P

arisien (vers 1485-1534)’,
in P

aris et lle-de-F
ra11ce. 

M
em

oires P
ub/ies par la F

ederation des Societes H
istoriques ... de P

aris et de /'lle-de-F
ra11ce, 1957. 

3
6

2
 

N
. W

eiss, Jean D
u B

e/lay, /es Protesta/11s et la Sorbonne ( I 5
2

9
-1

5
3

5
), P

aris, I 904. 

363 
W

. G
. M

oore, L
a

 R
φ
n
n
e
 A

llem
ande et la Litterature F

rancaise, p. 446 ff. and passim
. 

3個
N
.

W
iess, and V

. L
. B

ourilly’
‘Jean D

u B
ellay, les P

rotestants et la S
orbonne', in B

ulletin de la Societe de l'H
istoire du 

P
rotestantism

e F
r
a
n
r
a
旬，

Vol.
53, 1904, p. 97-143;L

 F
ebvre,‘L

’origine des P
lacards de 1534', in B

ibliotheque d
’H

um
anism

e 

et R
enaissance, V

ol. 7, 1945, p. 62-75;
R

. H
ari,

‘L
es P

lacards de 1534 ', in A
spects de la P

ropagande R
eligieuse, G

eneva, 

D
roz, 1957, p. 79-142. T

he articles in the last m
enlioned w

ork are ofoutstanding m
erit. 

385
日

.H
auser, E

tude.f sur la R
φ
nne F

ranraise, p. 255-298. 

388 
T

. D
ufour, 'N

otice B
ibliographique sur le C

atechism
e et la C

onfession de Foi de C
alvin (1537) et sur les A

utres L
ivres 

Im
prim

es a G
eneve et a N

euchatel dans les P
rem

iers T
em

ps de la R
eforrne (1533-1540)’,

p. ccx-cclxxxviii o
f L

e
 C

arechism
e 

F
ranrais de C

alvin, G
eneva, 1878;i 

G
uignard, L'lntroduction de l'lm

prim
erie a N

euclriJte/ et P
ierre de V

ingle, N
euchatel, 

1933;
H

. D
clarue,

‘O
livetan et P

ierre d
e V

ingle a G
eneve, 1532-1533 ', in B

ibliotheque d’H
um

anism
e et R

enaissance, V
ol. 8, 

1946, p. 105-118; E
. D

roz, 'P
ierre d V

ingle, I 'Imp討
m
e
u
r

de Fare! ’, and G
. B

erthoud, 'L
ivres pseudo-C

atholiques de C
ontenu 

P
rotestant', in A

spects de la P
ropagande R

eligieuse, p. 38-78, and p. 143-166. 

…
’

，．．～
﹒白

，，
一
．
．
．
一
一
一
間
，
一
…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
…
－
一
－

－
－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

－
一

.；.：；.，明H
f'叮

..,. ~
斗
叫
μ
吾
吾
吋
~－~耐心

鼠
忌

.....~.扭曲伊啊：；..＿＇；.，白帽
.
－
.
.
.
﹛
呼
叫
J叫
咱
也
－



∞才可

367 
S

ee P. C
haix, R

echerches su
r /'lm

p
rim

erie a G
enel'e d

e J 550 () J 564,G
eneva, I 954; M

. K
ingdom

. G
en

eva
 a

n
d

 the C
om

ing o
f 

the W
ars o

f R
eligion in F

rance, J 555-1563, G
eneva, 1956. 

P. lrnbart de la T
our, L

es O
rigines d

e la R
eform

e, Pa吋
s,

1935, V
ol. 4, p. 292-299. 

H
. L

. S
chlaepfer,‘L

aurent d
e N

orm
andie ·, in A

spects de la P
ropagan

d
e R

eligieuse, p.
176-230. 

E
. D

roz,‘A
ntoine V

incent. L
a P

ropagande P
rotestante par le P

sautier'. in A
spects 泌

的
P
ropcm

ga
n
de

R
eligieuse, p. 276-293. 

371 
C

F. A
. M

eillet. L
es lcm

g11es dans L’E
urope N

ouvelle‘
P

aris, I 928, p. 16. 

F. B
runot, H

istoire de la La11g11e Fra111;aise, V
ol. 2: L

e X
V

I Siecle, p. 2
仔．

373 
B

ibliotheque N
ationale. A

n
vers a

u
 T

em
ps d

e Pla111i11 et d
e R

ubens, (C
atalogue o

f an exhibition), p. 95. 

374 
J.M

. S
anchez, Bibliogr.可

ia
A

ragonesa d
el Sig lo X

V
I, M

adrid, 1913, 2 V
ols. 

375 
Inform

ation from
 the papers o

f P. R
enouard. 

376 
E

. W
iler, Repertori11111 Typ

ographicum
 

D
ie D

elllsche L
iterallir im

 erste11 V
iertel des Sechzel111te11 Jahrhunderts, Nordli

『1gen,

1864;
R

 M
ilkau, H

a11db11ch d
er B

ibliotheksw
issensclraft, V

ol. 
I, p

. 5
1
6
仔

．﹔
B

C
lausse, 'N

iederdeutsche D
rucke im

 X
V

I 

J泌
的

undert
’，

in
'Z

eitschriftfiir Bibliothek
s
w
ese11，妞

，
的

12,p.201
仔．

377 
E

. T
onnelat, H

istoire d
e la L

angue A
llem

ande, Paris, 1927, p. 127-145. 

378 
C

f. E
. T

onnelat, op.cit., p.125. 

F. M
osse, E

squisse d’111,e H
istoire de la L

angue A
n

g
la

ise, L
yons, 1947, p

. 105
仔．

捌
Q
u
o
t
e
d

in M
osse. 

361 
F. B

runot, H
istoire d

e la L
angue F

ran~
aise, V

ol. 2;
k 

X
V

I S
iecle, Paris, 1931;

C
. B

eaulieux, H
istoire d

e l'O
rth

og
raphie 

F
ran~

aise, P
aris, 1927, 2 V

ols. 

R
. M

enendez Pid訓
，
‘
El

L
enguaje del S

iglo X
V

I’,
in C

ruzy R
aya

, 6th and 15th S
eptem

ber 1933
, p. 7-63. 

368 

4們總雷特蒂安

369 

370 

372 

379 

382 



！
快
~

l
個

(1..\-10
11尉，早型-a-園

叫
：
噩

lllK組
l悔
〉

Lettres edifiantes et curieuses depuis 
1702 

272 

(
If忌

恨
g-p<叫

阿
逛
到
聽
起
直

．．
喝
著
繹
古
巴

用
g!!!.l§ttmtt::ll昌

叫
U¢{盤磁（主亨｛！；：~.嘿〉

M
aniere de bien rracduire d

’une 

langue en aultre. D
’advantage de la 

punctuation de la la11gue fra11roise 

plus D
es accents d’ycelle 

41 I 

峙悵。寸寸

,,. ←
總
健

Tyndale,
W

illiam
 (149

?. 

1536) 
408 

斗
J剛
結
尊
重

Plc!iade, the 
I J 5 

〈
斗J
~
村
經
〉

H
istoria seprem

 
sapienrium

 
218 

l
阻

tittcrim經
two-revolution

press 

21 

「－－＜H
鵬
﹛
伴
」
懿
草
E

ars anificialirer 
scribendi, art o

f artificial w
吋
ting

7
0

 

〈
制
制
縛
，
〈
卡
〈
聞
樂
，
〈
令
＜

IH辛哥華

hum
anism

 
2

2
,1

0
4

,1
0

7
,1

0
9

, Ill, 

114-115, 119,150,156,
183,

185, 

187, 189, 191-192, 195, 197, 200, 

203-204, 225, 235-237, 253,271, 

304,318,321, 328-329, 333-334, 

338-340, 346-347, 350, 385, 410-

412 

〈
令
〈
＋
＋
﹛
絲
棉

humanists
42, 72, 

102-105, 11s: 119,126,140,156, 
160, 183-184, 187-188, 190,2

0
4, 

224-225, 227, 237-238, 240, 3 l 8, 

322, 327-328, 333, 338, 345, 348-

3
5

0
,3

5
9

,3
6

9
,4

0
3

 

〈
糾
纏

hum
anist sc吋

叭
，the

102, 

104-106 

＜
－
－
＜
~
扣
除
N
報
盤
〉

M
irouerd

e la 

Rede111p1io11 de l'hu111ai11 lignaige 

118 

〈
〈
廠
制

4li-N~按
〉

Speculum
 

hu111a11ae
νitae 

125,227 

〈
〈
聖
賢
惠
革
盛
叫
嶽
〉

Speculum
 

l111m
anae salvationis 

58, 72, 121-

122 

＜－
－
＜
~
逛
逛
斗
J草扣〉

D
ehum

a11i 

corporisfabrica libri septem
 

351 

〈
〈
體
提
盟
軍
區
〉

V
ivae im

agines 

parrium
 corporis 

130 

〈
〈
抖
抖
揮
最〉

A
uctores ocro 

呦
，

319-320 

F:;:
（海峰﹔﹔1﹔E擱

置
哥
扭
）

quire 
27, 4

7
 

(f::詩
經
〉

M
echanica 

349 

〈
＋
血
泊
〉

D
ecam

eron 
155, 187, 

323 

11 I”, 
川
十
崎
露
自
私
冒
血
y

Y
ears' W

ar 

116, 195,247, 295-296 

(111祖
︱
組
臨
$
描
繪
〉

D
e Triniratis 

E
rroribus 

370 

〈
︱︱︱

美
草
草
闖
紅
~
）

E
pitom

e lrium
 



。們可叫咱諸君仲寄去

terrae panium
 

291 

(1 11思
議
草
〉

Triodion 
260品

l

〈
斗
制
空
空
馬
§
的

ε
xpla11a1io11 o

f the 

lord's P
rayer 

369 

〈
斗
柏
~
料
到
〉

Jew
ish A

ntiquities 

358 

斗
悔
叫
錄

City
of G

od, the 
32, 3 I 6 

〈
桐
樹

Van
E

yck (13
??.1441) 

121 

同
樣

Vincent’ 的
toine

384, 394, 

397,401 

＜
~
隘
制
療
單
恩
將
〉

1借
助
，
n

119 

年
~
~
祿
越

H
uy fam

ily, the 
13。

外
喇
$
，

1~樣起草
H

uguetans, the 
182 

串
連
（
單
戀
叫
糕
）

Saint-C
her, 

H
ugues de 

160 

？
←
隘
軒
在

U
繭

， Honor話
d

'

非
酸
苦
E

U
zes 

219 

+l尚
抖（

T
urkey 

258, 338, 356, 438 

刊
尚
湖

：－＜
T

urks 
76, 356 

〈
刊
阿
柯
（
語
言E
間
悠
肖
擱

r,;cJ)

in Turk句
：
Syria

and E
gypt 

刊
選

Toulon
399 

刊
的
草
草

T
oulouse 

45，
紗
，
57-58,

104, 151
, 153-154, 191

, 193, 199, 

M
issal o

f 

205, 363 

Travels 

356 

213, 218,232, 239-240, 2
4
7
、
286,

289,380,394 

+
H
吋
特

Swabia
190, 379, 407 

-I<告
也
隨

B
uyer, Pierre 

152 

-I<固
體

G
ros O

eil 
81 

-I<主E
gros cahier 

92 

-l<tK隆
皇
軍
區
甚
至

A
lbertus M

agnus 

(? 1200-1280) 
325 

-I<暫定﹛悴
的
巨
星

upper case 
83 

k
蹲
監
扭

G
ros R

om
ain 

81 

-I<緒
個

Great
C

ouncil, the 
116 

〈
執
盟
在
－
＜

，忌
關
-N！這〉

M
iroirde 

l ’iim
e pecheresse 

391 

~
w
~
隘

Buyer, B
arthelem

y 

152-156,229,232,286,379 

毛
手
血（臨
巨
篇

B
eroaldus. Filippo, the 

younger 
334 

毛
主
E

feuilleton 
92 

4手
E
睦
結
這
E

M
anutius, A

ldus the 

younger 
292 

「
手
盟
黨
J

petite forrne 

毛
已
接
﹛
悴
的
~

low
ercase 

毛
i這

alloue
174,393 

毛
還
E

Petit Pont 
155 

毛
認
：
到
衛

W
eiditz the Y

ounger, 150, 

H
ans (149?-1536) 

123 

〈
王子
景
是
發
〉

B
etbiichlei11 

369, 383, 

389 

至
詞

Ills!
C

ham
plain, Sam

uel (1567-

1635) 
356 

弓
慾
午

Sam
buca, Jean 

H
是
主
捌

atel間
，
workroom

132, 135, 165,216 

H
~

 
w

orkshop 
32, 39－

呦
， 55,64,

66, 76, 94, 99, 130, 135, 137, 150, 

155, 158, 160, 162, 167-169, 172, 

175,200,216, 219, 221
, 223,2

25, 

230-231, 234,237, 242-243, 247, 

254, 258-260, 308, 397 130 38--40, 

27 83-84 

目
.. 

(f÷京
磁
卡
毒
團
組
道
單
位
組
〉

C
om

m
elllarii in P

atrias B
rito11um 

Leges 
281 

各
國

China
8-9, 43, 93-”,

139, 

270-273, 355, 357 

(-8--囡
囡
捏
單
單
〉

M
em

oires 

co11cem
a111 /es C

hi11ois 
272 

(-H-區
還
想
〉

D
escriptio11 de

的

C
hine 

272 

"
’ , 



、r、
有學§

－m才

－
＆
監

m
edian 

93 

it:譜
儀
〈
盡
量
相
口

O
gier the D

ane 
36 l 

〈
間
軍

l;哀思
.
»
）

Triod C
vernaja 

254 

士
京
這

i:t重
S

chlesw
ig 

214 

在
回

N
ecker (1732-1804) 

20 I 

.g:~酬
草
草
棚

N
edelisce 

258 

K
i
t
！
寶
善

-ll<
Nefed帥

，Marusha

260 

,K$是
這
嘻
地

v咖
，

A
ndronik 

261 

是
司
調〈令

〈
帥
E

P
ublic R

ecord O
ffice 

45 

(
(--1悠
總
〉

Institution du Pri，，
即

404 

(--1帽
－
＜

notaries 
I 66, 330 

余
H
4
日
闖
世
－

4!I醫申1之H

rationalisation 
40, 165,247 

余
制
請
詳
細

chapter 
5

2
 

余
盟
主
主

fragm
ent, fragm

entation 

2
9
6
司2
9
7
,
3
0
7
,
4
1
6

,4
1
8

余
個
（
熄
﹛
的

distribution 
83-84 

5主
體
自
斜
水

C
hem

igov 
261 

尚
無
~
（
總
罷
）

Judith 
117 

〈
出
個
你
這
話
似
〉

A
nti-C

laudianus 

327 

區
。
括
海
有
3織
（
閱
齒
）

C
ounter-

R
efonnation 

116, 195, 240, 245-

246,307,415 

〈
出
事
惡

-K;:m:但
總
〉

Tracta/11s co111ra 

perfidos Judaeos 
340 

(
H
<令
＜
）

P
aters 

381 

H<-t+-l認
這
幸
自

C
atholic L

eague, the 

305 

(
H<制

§
器
翻
也
E單
調

lil!!/1;:)
E

xposition 

F
am

iliere de l’。raison
D

om
inica/e 

et des A
nic/es du C

redo 
381 

H<主
忌
諱
蝴
固

A
nnunciation, the 

39 

(
H
<
盡
量
開
！
拉
總
〉

D
e revolw

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
 

351 

-!I<§
！
單
酬
迎
接
E

F
rom

entalle, R
ue 

226 

~
~
回
國

C
ondillac ( 1715-1780) 

209 

阿
三
學F書長，E

綠
C

om
tat V

enaissin 
4

6
 

〈
令
崎
瑩
緝
毒
牽
制
伽
〉

A
dolescence 

c/em
entine 

410 

科
雄
心
·
~
瞬
息

R
om

e, Joachim
 de 

153 

~
底
細
品

1;;
﹒
書
長
封
住
權
躍
E

F
roschauer, 

E
ustache 

5
7

 

~
~
學
：
！
£
~
甚
至

Juvenal 
l肘
，
320

由
全
是
回

Babi志，
Jacob

256 

由
主
是
草
委

B
arbier, S

ym
phorien 

142, 

157 

由
-4'-~

B
akalar, M

ikulM
 ( 1489-

1513) 
251 

U
逃
荒
闢

B
avaria 

253, 255, 340, 

407 

由
單
酬
（
吉
訟
擅
卅
）

S
tephen 

B
atho目，

K
i
n
g

o
f Poland 

255 

8.J~elnliii 
B

artolus (1314-1357) 
4

4
 

目
圓

B
razil 

l訓
，
268,269

由
1試
機

B
arclay, W

illiam
 (1582-

1621) 
416 

自
個
組
~

B
acquenois 

393 

由
起
經

B
aduel, C

laude 
191 

目
叫
姬

B
aligault, P

hilippe 
156 

BJ起
←
也
~

C
ount P

alatine 
182 

由
組
健

B
剖
lard

56 

自
學
生
越
古
繁
體

B
assom

pierre 
281 

U
告
經
.

m:直氣
U
穩

A
m

erbach, 

B
asil 

184 

由
學
副
總

B
ag

lio肘
，
Braccio

218 

U
絲
露
司
是

B
arthelem

y, Fran~ois 

158 

U
露
頭
H

B
ar-le-D

ue 
58 

--- 
’ .. ’．

嘲
－
－
、
，呵，祖
戶

．←司F
- 

？
莒
齣
.
.
.
 ’ .. 闡

一
一
﹜
－.. 聶

誨
，
向
前
前
甜
哥
措
』
晶

，
一

一
一

。
→

••• 
．
也
司
，

一
, 

－
－
－
一

－
·
·
，
一
.
.
一
－

”
，
咱
－
呻
．
．
闕
，
－
－
－
，
可
－
－
﹒
呵
，
扭
扭
‘
拍
一
旬
，
呵
國
桐
，
一
”
－
－
－
句
“
－
一
－
一
占
聶
』
司
h

﹒
呵，..，.，"""'"111 ITllffl'團”n

,
酬
，m
γ
r
r
r
-
r

' • ''’”
”

t 
II U

‘，
一團
長

... ·,. -
·----.. -



早
』

v
、
吋

B
erthold, 

309 

制緣。咽仲寄去

因
為
（

ffl!<因
陶
器
2制
報
）

A
rchbishop o

f M
ainz 

凹
甚
至
半

P
ascal 

417 

由
每
個
還
是

B
askerville, John 

2
0

2
 

別
忘
宰
相
E

418 

U
制
自
嘲

B
aden-B

aden 
150 

U
組

Ballon,
N

icholas 
400 

自
斜

1型
~

B
arcelona 

184,213, 

240-241
, 3

2
6

,3
5

2
 

目
輔
隘

B
asel 

50, 57
－兒，

67,104,

110, 118, 120-121, 124, 127, 148-

150, 153, 157, 160, 178-179, 183-

1
8

4
,2

1
8

,2
2

5
,2

3
1

,2
3

3
,2

3
5

, 237-

2
4

0
,2

4
6

,2
7

7
, 280-281, 290-291, 

293-295, 3
0

4
,3

1
2

,3
1

5
,3

3
4

, 336-

3
3

7
,3

4
1

,3
4

9
, 351-352, 354,372, 

375-376, 378-385, 396, 407 

「
由
欄
腿
還
E」

E
cu de B

ate 
375, 

379-380, 382-384 

8..l!sP總
量
.
！＆：£至胸

A
rnoullet, 

B
althasar 

394 

目
眩

B
art, Jean 

282 

副
經
世

B
albi, G

iovanni 

60, 

B
asnage, H

enri 
299, 

7
6

,3
1

5
 

由
隘
持

B
arbou 

182, 20 l 

目
眩
：
；
；
；
t氓

B
alzac, H

onore de 

剖
腹
血

（
B

arbe, Jean 
189 

目
瞪
眼
連
隊

B
aldung-G

rien, H
ans 

(148?-1545) 
110,1

2
4

 

由
陸
關

B
arbin, C

laude 
206,210, 

228 

回
隘
理
控
告
E

V
aldes, Juan 

414 

因
絲

P
aris 

26-27, 32, 45-46, 52-

54, 56, 7
4, 89, 99, JO

l-104, 106, 

110,115, 119-122, 127, 128-132, 

141-146, 151-156, 158, 160-163, 

166-172, 174, 180, 181, 182, 183, 

184, 188, 189, 192, 194, 197, 199, 

2
0
0
,
2
日
，
216,

221-228, 230-235, 

238-239, 24
1-242, 245, 247,249, 

272, 279-287, 291-292, 294,297, 

299,302,304, 306-308, 311,315, 

319, 321-322, 329, 331-338, 341
, 

347,350, 352-353, 356-357, 364, 

374-386, 389-394, 396-397, 399-

401, 4
0
4
-
4肘
，
4
1
1
,
4
1
5
,
4
1
7

{8..l串
串
題
是
巨
細
〉

Tableaiα
de P

aris 

279 

{8..l串
串
枷
棺
〉

211 

Parisia11a 
297 

〈
巴
拉
拉
詞
！
£
串
〉

A
ntiquitez de P

aris 

360 

{8..l鐘
llil（

、
軍
令
士
也
〉

Josaphar 
251 

〈
心
關
毛
園
〉

H
orrulus anim

ae 

12
4

,2
5

5
 

(
,.;i閣

II£(譯
法
〉

255 

執
掌

G
ering, U

lrich 
53, 103, 105-

106, l5
6

,2
2

5
-2

2
7

,2
3

2
,2

3
4

,3
3

6
 

〈
料
理
控
告
去
詞
也
S葛
湖
（
〈
柯
：

i酪
〉

Fairz et 

gestes de Gode_斤
。
y

de B
ouillon 

323 

{ \I•
:;;;) 

Libreno 
353 

\I←
~
特

manuscrip心
18, 24-26, 28-

3
3
,
3
7
司40,

42, 44, 46, 63, 77, 92-93, 

95, 100-103, 105, 107, 109, 112-

113, 116-117, 119,121,126, 134-

135, 155, 160, 180, 184, 187-188, 

196,203,2
0

7, 223-224, 251,258, 

2
6

2
,2

8
5

,3
0

3
, 312-313, 316,320, 

325-329, 3
3

1
,3

3
9

,3
5

4
,3

6
1

 

l弗
雷
E
革
遺
言

hand press 
21
’
的
，

62,

9
0

,1
3

4
 

B
alaam

 and 

An1idotari111n anim
ae 

B
ibliographia 



悶
、

你
告們的可

It←
~
﹛
件
撞

handw
riting 

100, 102, 

107, 168 

〈
柯
〈
相
﹔
~
國
裝
機
〉

N
ouvelles de 

的
Republique

des Lettres 
299 

〈
抖
起
（
＇
＠
］
悔l徘

〉
Mela略

esde

litterature, d’histoire et de 
phi/osophie 

209 

抖
抖
＊
串
個

typographic fact 
130 

〈
抖
她
認

-14)
D

octrinal/D
octrinale 

110,318 

〈
制
磁
〉
（
制
感
個
嚴
←
柵
）

W
orks 

253 

令
〈
關
~
眩
啥
叫

-k-
R

enaissance m
an 

190 

-J.C:Et 
Fontaine, C

laude 
194 

-j.c:1]1m 
vernacular 

22, 33-34, 37, 65, 

76, 102, 107-108, 120, 125-126, 

196, 246-247, 270,296, 316-317, 

319, 322-323, 330,339, 343-344, 

350, 358-359, 365, 368, 373-374, 

403-407, 414-418 

《
拉
姆
總
〉

D
iscours de la M

erhode 

2
2

7
,2

7
8

,4
1

7
 

田
在
~

G
eneva 

168-170, 173-174, 

182, 189, 192, 200-201, 244,246, 

2
9

1
,2

9
4

,3
0

1
,3

7
6

, 379-380, 384, 

390, 392, 394-402 

因
在

l再
區
阻
〈
緒
個

G
enevan 

C
ouncil of T

w
o H

undred, the 
20

1, 

396 

且
特

Japan 
270, 273, 356 

＋
毛
夜
監
細

block-prints 
63-64, 117, 

125, 129, 155,233 

長
盔
，
＊
頁
皇
室

w
ood-cut 

62, 64-

67, 72-73, 84, 111, 118, 124, 126, 

128-131, 2
4

0
,2

5
2

,2
5

5
,2

6
1

, 270-

271,317 

4每
星
星
fil霍

xylography 
缸
，
65
－
肘

，

72, 74, 97-99, 117 

耗
單
單
岳

M
outiers 

214 

主:i~當
Belgium

16 I, 2”,
232, 

2
4

9
,2

8
9

,3
7

5
 

全
是
酬
軸

B
uridanus, Jacopus (1300-

1358) 
2

2
4

,3
1

5
,3

6
4

 

封
也

Bude,
G

uillaum
e (1467-1540) 

188, 191, 348,391, 4
0

4
,4

1
2

,4
1

5
 

封
學
F

B
idpay 

125 

主
才
隨E

B
ill, John 

294 

封
隘
綠

Pilsen 
250-251 

封
章
程
造
E

V
ives, Juan L

uis (1492-

1540) 
3

48 

封
邀

Pisa 
151,285 

W
達
拉

M
aufert 

233 

滿
J紫

Maurus,
R

abanus (776-856) 

314 

〈
辛
苦
叫
耕
田恆
血
殺
〉

M
ercurius 

Librarius 
298 

士
卡
免
在

O
xford 

5
8

,2
1

2,242,338 

〈
卅
伴
草
棚
~
）

Lunettes des 

P
rinces 

323 

鬧
個

姐
。
長

Sejong
98 

〈
詛
~
-
N
§
藍
）

F
aintises du M

onde 

324 

1司
聶

C
h
u
q
闕
，

Nicolas
(1445-1488) 

326 

(t+H告
村
剩
m)

B
ook o

f D
ivine 

P
rovidence 

316 

制
E主
制
〈

patron saint 
64, 180 

〈
叫
劉
E封
關
〉

D
ialogues o

f the Soul 

w
ith G

od, The 
316 

「
制
制
-NO樣

」
曲
直
互
助

tel-Dieu
155 

州
回
直
線

m
otifs 

138 

Z三
毛
已
經
絡

au petit fer 
138 



可們可叫嘲叫悅。唱“神志 tu

~
遜
總
世

taille en m
oule 

73 

~
悠
悠
世

jete
en m

oule 
72-73 

2三ffilt+-lli語
vicar-general

309 

4F 
ream

s 
27, 47, 52, 55, 60. 144-

147 

E
揍
，

fil~

63 

罰
單
至
E
事惜這司

@I
C

om
pany o

f 

S
tationers 

181,2
4

2
 

迫
鎧
E
都＊＜..:i＠

緒
也

C
ourt o

f the 

C
om

pany, the 
181 

迫
皇
室
士
也

[}cl
im

prints 
392, 396 

迫
舉
權

publisher
呵
，

106,
109-

112, 120-121, 124, 1
2
ι
1
2
8

，
的

0,

132-133, 135, 137, 139-140, 142-

143, 148, 155-159, 161, 163, 175-

177, 179-181, 183, 185, 189-190, 

195-196, 198-201. 204-206. 208-
211,226.229, 235-238, 240-241, 

243, 245-249, 251, 256, 260, 263, 

274, 276, 278-280, 285, 2
9
1
-
2
9
3

、

295-297, 300, 303-309, 313, 319, 

334,337,341, 343-344. 347, 350-

351, 380, 382-385, 388-389, 393, 

395-397, 399-401, 403,411, 4
日

intaglio, im
pression 

里
封
關
阻
。
為
最
堅

G
abiani, the 

289 
5至

E追
隨

G
arnier 

281 

玉
是
長
京

－
闢
~
說

C
ram

er, G
abriel 

200 

思
主
草
草
E

C
adiz 

200,281 

晨
起

G
a
z
e
a
u

124 

E:!Zl員
隊

G
a
r
a
m
o
n
d

(?-1561) 

107,337 

5吉
姆
總
章
t
~；，（

G
arasse, F

ather 
198 

5至
娘
拉
→
忌
恨
個
時
制
體

C
arolingian 

m
inuscule 

102 

晨
~

G
alen, C

laudius (129-?l99) 

224,349 

思
戀
戀

G
aeta 

214 

晨
捕
事
重
重
用
E

C
atalan 

346 

頁
詞
E

G
ap 

395 

主
主
制
~

G
arda, L

ake 
45 

頁
綠
﹒
起
糢

l個
D

u Pre. G
aliot 

109 

5至
1也

G
位

a,T
heodore (?1398-?1478) 

186 

科
怯

Peking 
8, 95,271 

.1/ι已
答
：
摺

C
avalcanti, M

aghinardo 

dei 
35 

.1/ι拷
問

C
apua 

80, 

2
14 

107, 

.1/ι＋
毒
禍
甚
至

C
街
-pentrdS

52, 191 

牛
毛
越
容

C
apiton 

343. 377 

.1/ιE函
Catone.

A
ngelo 

218-219 
.1/ι出

究
巴
i余

K
achelofen, K

onrad 
234 

半
個
忘
恩

C
axton, W

illiam
 (?1422-

1491) 
232,241 

.1/ι~ 
C

agli 
212 

.1/L~t這
總

C
alepino, A

. 
334,412 

〈
牛
耳
愷
想
罵
老
去
〉

C
alepinus 

178 

〈
午
~
注
重
單
忌
，
變
得
血
（
回
〉

C
alisto y 

M
elibea 

346 

.1/ι:IZl嘴
里
~

C
araccioli, R

oberto 
276 

.1/ι扭
捏
造

Cl甸
的
，
Johann

407 

.1/L總
Callot,

Jacques{?
1592-1635) 

131 

半
也

Catane,
M

oche 
338 

.1/L
!Jt:~ 

C
arteron, A

ntoinette 
278 

半
拉
霆
裝
裝
霍
恩
量
控
怨
怪
你
鷗

Paltasichis Catterens時
，
A
n
d
r
e
a
s

259 

( .1/Ll樣
蟬
豈
是
〉

C
asolovec 

254 

.1/ι這
i:~喧

鬧
E

C
astilian 

360,414 

〈
串
連

ii耳出
退
賠
巡
〉

Gram’，的tica
C

astellana 
414 

.1/ι草i
i
i
~
~

C
astillo 

179 



帝
時mm寸

ljι草
草
草
型

C
aston, W

illiam
 ( 1692-

1766) 
202 

半
甚
至
祖
間
«

C
astanhedo 

355-356 
牛
草
草
綠
錯
在

C
astiglione, B

althasar 

(1478-1529) 
346 

A仔
細

K
am

p, Jan 
252 

.ljL輔
m
.
2
~

C
apcasa, M

atteo 
276 

ljι梅
毒
草

C
artier, Jacques ( 1491-1557) 

356 

.ljL圍
Cato

呦
，

125,319,363

.ljL團
團
這
E

C
atullus 

335 
-Ifι隘

盤
還

C
位

-pi
186 

A﹔ι健
忘
？
如

C
arlstadt (I 480-1541) 

372 

.ljL豈
是5

產量
C

aviceo, Jacom
o 

346 

丰
縣
草
草

C
am

oens, L
uis de ( I 5針

，

1580) 
354 

牛
車
盟
軍
總

C
剖
derino,

D
om

izio 

(?1447-1478) 
185 

ljι也
i'lil也

:g;1炮
制

D
avin o

f 

C
aderousse 

71 

-11ι橄
繼

C
a
m
u
s
瓜
，
Jean

146, I 96, 

300 

也
叫
峙
的
叮

ology
325 

(la椒
於
中
均

Precie11ses ridicules 

207 

〈
！
言
極
製
〉

K
oran 

32 

(-f{:]4「
卻
詛
巴
基
豎
起
遲
至
〉

/cones 
veterm

n. aliquot et 110νo
r
u
m
 

m
edicorum

 philosophorum
que 

130 

＋
也
令
〈
齡
相

philologists 
322, 345 

個
報

G
oujon, Jean (?1510-156?) 

124-125 

個
神
告
單
釀
出
1m居

老
f
g

classic/classical 

182,187, l9
4

,2
7

8
,3

3
4

,3
4

5
,3

5
0

 

〈
個
~!I:)

Antiquite
ε
x:pliquee 

279 

粗
略
民
︱
詛

C
ousin the E

lder, Jean 

(?1495-1560) 
125 

個
述
這
啦
！

C
ulem

burg 
214 

＋
。
這E經

~-II<I I聿
1
（
聽
聽
國
卅
）

A
dolphus, G

ustavus ( 1594-1632) 

295 

個
翩
翩

C
ourcelles 

57 

-f{]!l,1g川
翱

hom
o trilinguis 

338 

個
鐘
蚓

Gutenberg,
Johann (1397-

1468) 
22, 28, 43, 53, 55, 57, 62, 

66-67, 69-70, 72, 74-7
6, 93, I 83, 

216-217,219,231
.250,270,312 

lia相
結

D
uns S

cotus, John (1266?. 

1308) 
I呵
，

183-184
,224-226, 

315,364 

〈
阿
姆
-N~說

〉
Speculum

 Juris 
358 

日E
也
真

Stuttgart 
214 

百
扭
蒂
固
追
星

colporteurs 
286, 324, 

379,392,398,400 

倒
~
H
J
搭
車
里

Schw
abach script 

108, 251-252, 256 

-H.<4刊相E
Strange, John 

50 

色
（
尉
健

Stoll, Johann 
226-227 

〈
到

1峙
缸
掛
〉

M
iroir historial 

359 
刮
到

Stein
52 

色
（
聽
I
~

S
teyner (?.1548) 

123 

刮
到
開
詞
m
$
＠
主

Stanhope,
L

ord 

(1753-1816) 
90 

色
＜

'ti靈
的
＋

S
w

eynheym
, C

onrad (?
. 

1477) 
105, 118,217-218,231, 

275,285,335 

到
iti;!忘

酬
S

trasbourg 
42, 57-58, 

69-71, 74-75, 105,110,121,123. 

149, 157, 160, 183-184, 212, 216-

217,231,233. 235-237, 239,253, 

290,294,310, 333-334, 337, 351-

352, 370-372, 376-378, 380, 389, 

禽
~
師
副
“
.

，＿
廓
，

.. ﹒
風
－
雄
咽
，
甸
甸
~
－
一
.
.
.
.
.
.
.
.



。們可叫咱俏。咽仲否已祖

3
9

3
,3

9
6, 407 

色（:ii主
觀
總

Stroem
er, U

lm
an 

5
2

 

到
拉
底
單
單
Z

Strozzi, E
rcole 

185 

到
細
聽

Scotti, Jacob 
161 

叫
樹
草
草

Sm1咐
， Thomas

414 

學
（
您
認
頤

Statboen, H
erm

ann von 

225
, 285 

到
維
持
﹒
黛
色

D
ay, Stephen 

倒
！
如
你

Starkey, John 
298 

〈
告4男i)

M
er des hi.」

359 

到
2霍
建
國
H

Stegm
ann, A

ndre 
4 I 5 

4口
來
拉

D
elft 

5
3

,2
1

0
,2

3
3, 286 

〈
目
丘
吉
姆
總
＊>

 
Q

uadragesim
ale 

316 

(g:Jiji'~盟
持
〉

254 

〈
固
倒
霉

l!!帥

11 8 

(
g
J
~
觸
。

如
何

’。
Tourim

342 

〈
求
安
〈
〉

P
rovinciales 

198 

世
lei是

﹒
＃哥哥M

H
igm

an, N
icholas 

144 

E封
信

:l;j
.
拿
過
血

142 

278 

265 

Triod P
ostnaja 

F
our Stories, The 

L
e R

ouge, N
icolas 

也
相

:l;j
.
主；!tt霎

時
目

221 

〈
世
你
甚
至
~
巨堅〉

133 

盟
軍
Z

N
im

es 
281 

〈
巴
拉
退
還
盟
〉

N
icom

ede 

E盟
秘
祖
巨

N
ivem

ais 
49 

世
主
學
~

N
igri, Peter ( I 434-148?) 

34。
也
但
總

N
icholson 

21 

也
僅
陸
學

N
ilm

egen 
212 

自
！
釋

Nifo,
A

gostino (?1473-15??) 

350 

世
l€n:遂

自
器
來

N
ikiforov, V

asjuk 
260 

世
也
陸

N
ider, Johannes 

226, 3 I 6, 

364 

〈
型
經
歷
酬
棺
〉

D
escrittione di tutti 

i P
aesi B

assi 
205 

〈
山
－
＜
4ι區

~
間
是
生
〉

（〈
叫
〈是！：）

) 

G
randes el lnestim

ables Cro11icq11es 

du G
rand er £11on11e G

ean/ 

G
argantua 

107, 289, 387 

佢
土
問

ml:j::
street literature 

300, 302 

lE
出

IT[~
cives nostros (citizens of 

m
ine) 

384 

D
u P

雨
，
Nicholas

Tem
ple o

f C
nidus 

峙
，
認

B
o
uillon

199 

括
王
~
安

B
oileau (1636- 171 I) 

2肘
，

206,278 

持
~
睦

B
o
y
e
r

281 

~!J;已聽罷
B

ouillerot, Joseph 

但
去
~
﹛
執
遞
給
間
接
毯

B
rehan-

L
oudeac, L

ord of 
220 

＊
巨
去
送
P世

B
rittany 

58, 60, 282 

持
京
怨
巴
也
固
~
皇
豆
制
制

A
nne of 

B
rittany 

117 

〈
持
京
雖
P巴
拉
士
組
〉

B
retag11e 

360 

＜
＊
~
也F固
堅
這
報
告
照
你
〉

Co11st111nes el C
o11stilutio11s de 

B
retaigne 

220 

長
~

B
rie 

60,2
12 

每
封
口
轉
機

affaire des placards 

376,39。

每
封

l!iE
B

uchanan, G
eorge (1 5的

﹒

1582) 
205 

持
酬
誨
，
E

Bri♀onnet, G
uillaum

e 

367
、
373-375

持
酬
持

＊﹛
Briqu凹

， Charles-
M
o
ise

4
8

 

持
酬
體

146 

A
nna/es de 

B
ricot, T

hom
as 

367, 

45, 

364 



悶
、

有
時抖的可

但E酬
峰
、
單

B
ristol 

242 

持
:\Zl主

三
Braga

215 

~:\Zl捕
、

Blade
240 

~
~
草
頑
皮

:\Zl認
B

ratislava 
253 

*:IZ
l~

 
Prague

肘
，
70,212,238,

2
5

0
,2

5
2

,2
5

6
,3

4
0

 

持
輯
出
~

B
rabant 

375, 383 

＋
字
報

1除
封
＋

B
lagushin, G

討
gory

261 

持
:\Zl豈

是
海

S
lavis 

233 

*:IZl攜
Brahe,

T
ycho (1546-1601) 

89,197 

＋
手
掌
~

B
ullinger (1504-1575) 

398 

持
總

.ljL
B

ullokar, W
illiam

 
414 

持
續
~

B
ourdichon, Jean (?-1521) 

117 

梧
貍
擷

B
renz (1499-1570) 

370 

持
剛
健
崎

L
'Ile B

ouchard 
157 

持
維

Busch
160 

持
E話
留
學

B
ugenhagen 

370 

倍
連
你
刊
〈

B
urgdorf 

212 

持
每

B
laeu, W

illem
 Janszoon ( 1571. 

1638) 
6

2
,8

9
, 197,2

46 

持
怠
。
為
最
E

Blaeus，
伽

162,168 

待
你
回
：
~

B
laubeuren 

212,222 

持
對
醬
缸

atier,
M

arie 
152 

卡
母
甚
至
擔

Buse!袍
，H
e
r
m
a
n
n

von dem
 

(1468-1534) 
238 

愕
然
盛

B
rem

en 
50 

是
誰
是
制
〈
鼠
也

Bremerv位
rde

50 

是
鱗
鱗
但
這
車
制

P
rem

onstrants 
222 

是
誰
是
經
！
賠

B
radford, W

illiam
 

266 

每
組
點
安

Brunfe峙，
O
n
o

(1464-

1534) 
123, 351, 383, 390 

持
關
健

B
ucer, M

artin (1491-1551
) 

389,395 

持
直
至

B
oucher, Fran,;;ois 

133 

持
直
至
~

S
ouchet, Jean 

360 

〈
每
個
單
民
〉

Sennons 
226 

持
總

B
uda 

120 

持
！
如
霍
達
E

B
udapest 

160,212 

持
個
回
回

B
rescia 

2
1

2
,2

3
2

,3
3

6
 

持
制
度
造
R

Breslau
呵
，
212,232,

371 

待
開
輔

i
B

laise, T
hom

as 
300 

*t.ffl制
草
要
差
回

Jack o
f B

reda 
336 

持
健
今
〈
射

B
ourgogne 

189 

持
健
制
造
E

B
urgos 

158,214,240 

持
隘
血

Bourges
144 

特
區
軍
閥

B
ourgoin 

4
9

 

＊
區
由
E固
體

B
ourgeois script 

141. 

142 

持
健
純

B
rno 

214,252 

持
穩
晨
總

B
iichergasse 

291 

是
經
商

Boudes’
的
e

57 

持
祖
祖
K

B
runet, M

ichel 
145 

悔
過
E

B
ruges 

弱
，

72,
103, 118, 

160,2
1

0
,2

3
2

 

*,!i!j!I[Il主
~
~

John ofB
ruges 

102 

持
畸
型

B
runi, L

eonardo (? 1370-

l科
4)

217,323,359 

峙
的
思
翰

l
B

ruyset, Jeanne-M
arie 

281 

持
翰
掛
啞
H

B
ruckm

an 
50 

持
卻
醬
缸

B
rouiU

y, Jean de 
277 

悸
轉
機
~

B
reuchin, the 

52 

持
祖
祖
欄
隘

B
russels 

58, 118, 199, 

204,2
12,281,284 

「
峙
的
樹

1億
主
制

inn:;中
心

V
irgin o

f 

B
russels 

64 

＊
$祖
純
.

oc晶
石
U
草S

A
m

erbach, 

B
runo 

184 

持
2茵
~

B
lois 

157,376 

持
團
~
吉

~S!E
Blo時

，Peter
o

f 

(?1130-?1203) 
322 

持
迴
紙
E

B
runot, F

erdinand 
403-



∞們可划線。也神寄去

404 

持
純

B
uanno, G

oropius 
161 

是
副
主
旦
位

B
uffon 

133, 209 

提
陸
經

B
randt, S

ebastian 
120, 

184,345 

(I手
區
經
持
翻
制
單
位
組
迎
世
〉

B
ook 

o
f the C

om
m

on P
rayer and 

A
dm

inistration o
f the Sacram

em
es 

408 

時
挺
直
重

P
incio, firm

 o
f 

235 

君
去
草
禮
遇

1送
醫

Ferte-Loupie時，
La

122 

君
去
單
科
~
陸

F
ragonard 

133 

在長土ε
f
l
o
r
i
n
s

74, 144-145, 205 

徐
娘
護
區
甚
至

F
loretus 

320 

需
長

ffll<隘
Vermeer

( 1623-1675) 

提
長
I
i
~
崗
﹒
起
告
~

D
u B

ois, 

Fran雪
ois

188 

提
長
I
i
~
闢
﹒
投
書
哥
姐

Fran~ois 
383 

有
長
~
酬

V
o

l肘
45

書
長
機
制

F
reiburg 

5
8

,1
8

4
,2

1
4

,3
7

1
 

〈
持
僻
區
調
〉

E
icones vivae 

herbarum
 

123 

＋
等
設

B
em

bo, G
ardinal P

ietro (1470-

F
rellon, 

248 

1547) 
186- 187,3

4
5

,3
5

9
,4

14 

~
：
，
$
祖
惜

Z
a
g
r
e
b

258 

([li:{妄
IS串
宜
昌
詩
~
~
＠
：
；
）

lnstilw
es de 

P
ractique en M

atiere C
ivile et 

Cri111i11elle 
280 

(t!垃
圾
＋
＜
制
〉

C
orpus Juris C

ivilis 

278 

([li:{:I;道
你
﹛
棚
〉

357 

(I!垃
圾
斟
認
領
土
包
翱
~
）

M
odus 

Lege11di A
bbreviaturas in U

troque 

Jure 
358 

[li:{最
喜訊

E巾m
national language 

343-

344, 402-403, 405, 408-409, 414, 

416,418 

〈
，
年
三
屆Rm
制

2頁
〉

H
oro/ogium

 

A
etem

ae Sapientiae 
316 

’
榮
制
到
重
主
吉
詳
細
玉
言
封
骰
給

P
ilsna 

christianissim
a sem

perque fidelis 

251 

E遺
言
？
世R
單

G
uatem

ala 

E這
酬
世

G
uarini, G

. B
. 

E達
1總

:jzj~:jzj
G

uadalajara 

~
~

{)]F, 
V

alleau, A
ntoine 

~;jz:~草
草
草

V
arillas 

206 

C
orpus o

f C
ivil Law

 

265 

185, 187 

215 

400 

~
幣

Vasse,
Pierre 

281 

~
退
還
甚
至

V
alturius 

I 19 

~
~
~
怨

Vaypicota
269 

~
組

Valla,
L

aurentius (1407-1457) 

225,334 

~
~
單
閥
←

V
arazdin 

258 

~
報
道
坦
問

W
allachia 

257 

~
*
 

V
alla, G

iorgio 
350 

~
i
i巨
細

V
alverda 

130 

~
鐘
阻
間

V
alencia 

106, 187. 212, 

276.2
8

6 

~
世
E

W
assy 

401 

~
崗
蚓

V
asberg 

178 

~
澱
詩
！
－

V
alenciennes 

214 

h這
甚ii:~lli路

。
綠草
草

V
ascosans, the 

345 

~
出
要
回

W
a
l
l
o
o
n

249,418 

l吋
制
這
煽
起
草

V
aldafers, the 

233 

~
~
世
~

V
atable, Jean 

338, 386 

~
鎧
維
也

W
attenschnee 

379 

~
惱
$
：
：
事
何
樂
摺
鎧

Convent
o

f 

V
adstena 

214 

〈
叩
括
村
里
路
恆
〉

Ttranl le 8/ancho 

276 

也
蕊

pew
ter 

188, 

68 



"" 
餅。們可

倒
在
暐
竟
也

Pinerolo 
212 

t越
~

Pico della M
irandola (1463-

1494) 
185-186, 309 

毛
越
岳
﹒
草
草
綠

D
u Pont, Pierre 

395 

巡
醫

﹒
草
E
酪
接

Parmentier,
Pierre 

380 

t越
接
﹒
霉
的
回

L
e R

ouge, Pierre 

155 

到
醫
﹒
鐘
韓
掌
聲
E

M
etlinger, Pierre 

184 

4越
接

﹒
理
控
制
$
每
每

V
ingle, Pierre de 

367,391,395 

~
盤
﹒
單
控
~
單
純
個

V
ignolle, Pierre de 

396 

越
接
有
去

lllil恢
同
.

t曾
數

D
idot, Pierre

Fran~ois 
203 

〈
直
起
僅
是
器
設
症
結
監
控
賠
〉

L’O
raisonde 

P
ierre de N

esson 
220 

生
越
甚
番
風

R
oux, Pierre 

145 

倒
續
費

Picardy 
53, 395 

個
想
起
F

P
idier 

393 

主越$車撞騙~
Piedm

ont 
52, 374, 395 

倒
3$射

線
Pignerol 

52 

t越
倒
H紅
包
F

Pigafetta 
355 

倒
圖

Pi曲
ou,

P
ierre 

278 

毛
越
敝
國
農

Pizarro (?1475-1541) 
263 

血
機

catalogues
l詣

， 239,254,

2
7
1
,
2
9
2
司2
9
4
,

296-298, 300, 330, 

375, 383, 387-388, 392, 405 

間
詩
話

m
arbled paper 

139 

悶
罐
凶

m
arsh w

eed 
51 

1:::1璽
﹛
反

L
ithuania 

256, 261 

﹛三.. 
老
三-r{l躍

littera antiqua 
102 

〈
色
世
回
車
且
還
n

＜
＜
~
姐
度
甚
至
~
）

）

A
eneid 

122 

急
出
現
且
總

lchenhausen 
340 

色
因

Issy 
156 

里
』
單
單
E純
這
E

E
rasm

us, D
esiderius 

J 15, 128, 184, 186, 190, 192, 194, 

204,237,271,277,280,304,318, 

334,346,348
, 364,369,37! , 377-

378,380,382,384,386 

駐
軍

Iran 
99 

色
~lifi起

Egnazio,
B

attista 
186 

巴
嫩

A
esop 

119, 125, 127,252, 

318-320 

駐
海
會
學

Ibn lsh呵
，
M
o
h
a
m
m
e
d

95 

里
』
甚
至
~
~
起

Istria 
259 

〈
悠
遠
E說回

洹
給
你
主
f草
擬
〉

Sergias 

de Esplandian 
262 

君
主
輝
總

V
oltaire 

57, 128, 198, 200-

202,209, 279-281 

板
車
輛
m
（
應

1111日親自）
prophets 

378 

〈
酬
＊
制
體
毛
士
也
〉

P
osti/lae 

226 

〈
刷
崎
特
區
胸
腔
！
息
時
E黯
＊

＞
E

pitres 

et E
vangiles pour /es cinquantedeux 

sem
ai11esde l’。n

374 

411匪
淺
吾
恥
鐵
路
灑

sheet 
22, 65, 86-

87, 89-92, 113, 143, 145-147, 169-

170,176 

~
rn

 
Li色ge

153, 199,279 

言足
r
n
m
抖
起

Societeτypographique 

o
f L

iege, the 
279 

~-II路
5倉
健

R
eaum

ur (1683-1757) 

50 

$
＇
甚
至
連
連

Schtinsperger 
120, 123, 

233, 237 

E
間
4口

press
stone 

85 

(mlifiH童
出
U
叫
1
0

P
rinter's 

D
ance o

f D
eath 

82 

E
富
H
個

Confreries
(B

rotherhoods 

or C
hapels) 

171 

w
~•

-
·~· 

-
-

－
~
固
，

盟
曙
軍
團
－
＝
厲
圖
~
圖
~
ι

可
~
國
＝
這
是
個
~
：
：
團
軍
~
曳
圖

.
-
r.
＝
寓
，
a
圓
圓
白
團
酬
.
.
 眉目
使
周
體
司
開
＂
＂
＇
零
配
『
嘲
E
曳
冒
”
，
用
．
，
便
可
皆
可

,
:
 

-
v
辱
，
珊
，

尸
J
，
.
~
蚓
、
．
闕
，
咕
”.. ”問

『



。。可

F
ather o

f the C
hapel 

叫吶諸君你一起 LU

m-
直
H
緝
毒
組

II!!?(

172 

E
蓋
世

printer
喲
，

76,
77-81, 85-

8
9

,9
1

,9
3

, 100-101, 103-IO
S, 113, 

119, 157-158, 160-161, 165-167, 

169, 170-174, 180,
184,195, 216-

217,219, 221-223, 225, 232-233, 

238-240, 255, 258, 260, 264-266, 

2
6

9
,3

1
5

,3
3

7
,3

4
1

,3
6

8
,3

9
5

,4
0

3
, 

407 

E
直
是
對
有

press w
ork 

92-93, 113,171 

E
盡
量
控

journeyman
p巾
御
的
，

72, 77, 84, I 19, 148, 153-157, 165-

166,168,171, 174-175, 180, 219-

2
2

2
,2

3
1

,2
4

4
,2

4
7

,3
0

1
,3

8
2

,4
0

7
, 

413 

Eu-軍
恆

printer
57, 76, 78-82，

徊
，

90-93, IO
I, I 肘

，
110,

114-115, 117-

119,121, 123-125, 128-129, 132, 

135, 140-150, 152-160, 163-165, 

167-169, 172-178, 180-184, 186-

193, 195-199、
203,205,

207, 216-

218, 220-221, 223, 225-229, 231-

235, 238-239, 241-243, 246-248, 

43, 85, 87, 

251-253, 255-256, 259, 263-264, 

2
6

6
,2

6
7

,2
6

9
,2

7
5

,2
7

7
,2

7
9

,2
8

2
, 

284-287, 289, 291-292, 294-296, 

302-308, 310-311, 313-315, 322, 

327-329, 334-337, 339-340, 343, 

3
4
5
,
3
5
0
,
3
5
8
,
3
6
1
,
3
6
9
司3
7
2
,
3
7
5
-

378,383, 386-387, 389-395, 397-

398, 400-402, 407-414 

(Eu-巨
喜
邏
輯
聽

!llK館
每
〉

O
rigines et 

debuts de l'imprimer佑，
L
e
s

18 

(Eu-霍
建
湖
＊
~
畫
室
〉

Traite 

elem
elllaire de l’im

prim
erie 

E
革
結

printer, printing shop, press 

21, 46, 54-55, 58, 75-76, 79-80, 82-

84, 89-91, IO
I, 1

0
3
,
1
0
5
司
I06,

108-

110,119,121,137, 140-145, 147, 

149-151, 153,157,159, 161-162, 

165-176, 180-181, 188-190, 193, 

195,200, 202-203, 216-218, 221, 

223, 226-228, 230-233, 235-239, 

243-248, 251-255, 257,259,261, 

263-267, 274, 282, 295-296, 303, 

305-306, 308-309, 314-315, 318, 

328-329, 340,364, 368-317, 374, 

376, 389, 392-393, 3
9

7
,4

0
1

,4
0

2
 

85 

E
軍
裝
E
尉

m
arks, printers' 

89, 108, 109 

{5:r產
品
~
溶
〉

L
a

 Scie11ce pratique 

de l'im
prim

erie 
8

4
 

E
個

India
95 96, 262, 268-270, 

2
7

3
,2

9
0

,3
5

4
 

{Eu-宜
昌
叫
苦
。
＋
i三
）

H
istoriarum

 

i11dicarum
 libri X

V
I 

355 

E
括：~ti

S
ociete T

ypographique 

200 

個
色
﹒
個
溢
血

«m

155 

帕
皂
主
＇
也
相
健
兒
時

G
ourm

ont, G
illes 

de 
189,334, 336-337, 341 

怕
是
豆

G
ille, N

icole 
369 

-H
a~!:l::lita 

G
irardengo 

233 

怕
你
當
﹒
起
血
（
總

D
u B

ellay, 

G
uillaum

e 
387 

-Hm眼
里
主
.

；！言組lq
L
e
N
o
缸，

G
uillaum

e 
102,387,401 

怕
你
當
﹒
鞠
﹛

-fl<
S

ceve, G
uillaum

e 

191 

-Ha綠
豆
豆

I
＝
扭
﹒
抽
血
（

G
uillaum

e I 
56 

個
1獄
里
主
川
割
﹒
個
血
（

82. 

C
oustiau, G

illet 

L
e B

e, 

L
e B

e, 



mu咽這才

G
uillaum

e II 
56 

們
[I自
提
單
單
店
主
輝

G
uillotiere B

ridge 

287 

(
W
－
＜
個
選
〉

P
ortriacls des hom

es 

illus/res 
130 

(
W

1J11a忠是｝
Se111entiae 

224-226, 

315 

區
科
海
送
F

Ingolstadt 
214,222,371 

固
製
〈

U
ighurs 

99 

〈
固
體
蟻
〉

M
em

oires 
218,360 

草
草
制
如
隔

bailiffs 
166 

〈
智
麗
早
~
肥
〉

Sum
m

a de G
eografia 

353 

喇
$
眩
頭
世

Guicci紅
也
則
，

Francesco

(1483-1540) 
205,345, 359 

4棚
里
長
隘

G
uignard, M

. R
. 

93 

喇
個
~

G
uerout, G

uillaum
e 

348, 

394 

捕
、
E
眩
目
E

D
om

inici, B
anchini 

(1356-1420) 
321 

練
、1滋
滋

D
odoens (151?-1585) 

277 

你
糞

D
B

ring, C
hristian 

243 

練
、
錯
酬
個

D
o
b耐
，
Dobru§ko

259 

〈
你
是
生
問
過
t
)
（
（
捕
、
封
建
〉
）

Tobias 

320 

林
華
園

D
onatus. A

elius 
72-73, 75-

﹛
降
~

quoins 
146 

76,275,318 
〈
扑
個
掠
〉

C
osm

ographia 
349 

你
~

D
ole 

l徊
，
220,222

﹛
拭
目

11'-~起
草E

A
m

bacalate 
269 

~
屆
世
立
！
如
（
聽
這
豈
料
認
）

~
待
單
單
美
.
芳
型
數
（
︱
輯
）

D
idotl, 

T
orquem

ada, C
ardinal ( 1388-1468) 

Fran♀ois-Ambroise (1730-1804) 

118-119, 217-218, 222,253 
22, 81, 202-203 

你
持
正
在

D
auphine 

49, 60, 122, 124, 
~
持
樹

E
m

brun 
214 

218,287,374,384,395 
做
持
蝶
闢
﹒
胸
懷
皇
糧

H
olbein, 

你
個

Dolet，
豆tienne

(1509-1546) 
A

m
brosius (149牛

1519)
124,237 

191-195, 344,390,394,411 
〈
做
峙
鐘
也
〉

A
ndrom

ede 
278 

你
噩
哥
拉

A
scensiani 

188 
~
臣
這
叫

ill!
A
n
n
巴，
Q
u
e
e
n

o
f E

ngland 

絲
絲
也

D
ortm

und 
55 

208 

〈綠、)t1g持
制
提
〉

P
olyglot B

ible 
E扒
拉
~

A
ncona 

44 

162 
制
制

Andre,
Jean 

387 

練
、
尊
重

D
ore, Pierre 

144, 277 
~
剝
酬
世

A
ndrelini, Publio Fausto 

﹛
件
白
相
E

A
B

C
s 

73,175,247,259, 
322,334 

261,264,266,274,279,301
,393 

做
學
酬
世

Angel凶
，

Evangelista

〈
﹛
吽
啦
鯽
舖
蝴
馳
海
法
制
請
詳
持
〉

217 

A
lphabet ou Instruction chretienne 

~：！／$海
Angst,W

olfgang 
150 

pour /es petits en/ants 
393 

﹛
扒
拉
紐
省
E

A
ntw

erp 
112, 118, 129-

﹛
吽E

車員尊崇
G

rosse ecritoire 
56 

﹛
舟
~

sort 
42，

帥
，
77-78, 80-8 I’的

，

86,88,98, 142,146,230,237,336 

﹛
停
車
已
也
幽

type heights 
訓
，
88

扑
國

shank 
83 

130, 158, 160-162, 169-170, 178-

179, 192, 229-230, 236,238, 240-

241,245,247,263,278,282,284, 

290-291, 293, 307, 341
, 348, 376-

378, 385, 389-390, 395, 400, 404, 

啊
，
~
『

...晰
可
－
~
棚
”
：
；

..... 1'.i:r.ira:i;,-..：，－~主2晶
晶
~
＝
＂
＝
＇
＝
＝
＝
－
＝
＝
丸
屯
缸
中
：
.
.
－
：
：
：
：
＝
：
立
法

::r.
＝
唱
丸
＝
玄
＂
＂
＂
＂
＂
乏
誠道
＂
＂
＂
言
詞
”
＠
‘
祖
國
~
，
＿
＿
＝
可
揖
阱
，
“
之
道
，
問
敦
白
組
6萬
語
＿
，
.
，
團
”
開
哼
。
”
帥
，『
’
”
唱冊
啊
，
姆
”
”
，
‘
阿
擠
到
.... “電

揖
靜
，~
－
ξ



運4叫濃密心神寄去

413 

~
總
是
金
制
制

ar
368 

~
控
制

d
﹒Amboise,

G
eorge 

I 05 

~
草
草
阱

A
nshelm

, T
hom

as 
l訓

，
150, 191-192, 337 

你
圖

~ll迫
﹒
露
梅
同

L
enoir, A

ntoine 

400 

你
也
京

﹒
軍
車
思
隘

402 

~
車
去
京
回

238 

位
借
廢
話
鼠
霍

372 

k丘吉Z
T

ory, Geo
銜
。
y

(1480-1533) 

124, 127, 138, 156, 189,2
0

2
,2

2
9

, 

410-412 

~
腿

Topie,
M

ichel 
219 

~
選
自

Tolumba
264 

~
S
!
韓
信
組

T
olentino, P

etrus Justinus 

d
e 

304 

：
巴
黎
話

T
ortoea 

213 

I拉
出
R

τbomas, M
arcel 

24 

單
容
為
純

Torresano,
A

ndrea (1451-

1529) 
158-159 

緝
毒

ii,急
緝
。
提
起
草

Torresano，
伽

W
echel, A

ndre 

A
ndreae, Hierony

『n
o
u
s

A
nabaptist 

370, 

235 

緝
毒
草
Qls1建

輝
E

T
orrebow

ichao 
2 I 3 

緝
毒
軍
t姐

P
tolem

y (85-165) 
19,325, 

349 

滋
滋
午
血
卡
〈
﹒
甜
蜜

JjιH且
富

45,415 

呵
甚
至
志
嗯
嗯

Toscolan。

對
個
總

Toledo
215 

~
隘
嗯

Torti,
B

attista 
233, 276 

話
~

C
orneille, T

hom
as (I 625-

1709) 
209 

緝
隊

lW-
﹒
精
＋
怨
怨

158 

〈
財
組
建f;~）

Tossaf 0th 
341 

(!iii'份
量
是
〉

D
ecades 

353-354 

主
制

mt!;:：＼＼＇.員單
U

m
laut SC吋

pt
108 

土
長
卡
〈
信
這
E

Juvencus 
322 

＊
制
造
~

rubricator 
37 

樑
ll逆

Doni,
A

nton F
rancesco 

«
a
迪
機
起
草

D
oni, the 

240 

4
控
臣
的

D
om

ene 
4

9
 

〈
隊

{....IN獻
）

D
anses m

acabres 

122 

〈
隊
U
愉
~

）
A

rs m
oriendi 

106,317,3
2

4
 

〈區長:!!tQ
訟
〉

Sim
ulacres de la M

on 

T
uscan 

213 

G
iunta, T

om
m

aso 

158 

58,6
5

, 

115 

越
~

litt
Jullien, Jean 

146 

〈
個
~
制
開
〉
（
班
制
單

）

E
ncyclopedie (Fr仰

伊
ise)

85, 133, 

147, 198-200, 279 

「
個
~
俐
在
E監
牢
」

Journal 

E
ncyclopedique 

199 

渠
道
車
陸

M
ichault, P

ierre 
323 

哥
哥
崗
~
吉
誰
個

M
stislavec, P

etr 
261 

哥
哥
華

M
iller, Johann 

238, 337 

哥
哥
話

﹒
霉
紹
~

L
e
N
o
肌

Michel

155 

哥
哥
語
言
玄

M
ichelet, Jules (1

798-1874) 

20,313 

哥
哥
個
蓋
率
~

258 

哥
哥
莓

﹒
主
1梅
同

397 

哥
哥
~

• :
W
l
[
:
~
e毒

M
ichel 

380 

哥
哥
擅

M
ilan 

呵
，

137,
150, 232-235, 

2
3

7
,2

4
0

,2
7

1
,2

8
1

,3
0

4
,3

3
3

,3
3

6
 

哥
哥
僵
持
、
單

Mira『1dola
185 

扑
倒
（
縫
）

parchm
ent 

25-26, 43-

45, 75, 86, 134, 137-138 

M
』leseva,

m
onastery o

f 

D
u B

ois, M
ichel 

P
訂
rnentier,



""' 
4怯們。可

:ltH越
出

parchm
enter 

53 

(1特
拉
儲
糊
〉

C
om

ucopia{e) 
114, 

334 

萬
句
﹞
哥
哥
甜
苦
懸

M
irabeau, C

om
te d

e 

(1715-1789) 
2

0
0

 

城
）

(Ill（
酷
E
精

Beroaldus
, F

ilippo, the 

elder ( 1453-1505) 
187, 322 

再有）這P
l
ι
~
經

S
caliger, Jules-C

esar 

(1484-1558) 
191 

〈
個
圈
出
神
思
〉

Freema的
Oath

2
6

6
 

個
由
國
軍
月
1別
扭

F
reethinkers 

22 

(!IIJ違
反
：
到
〉

H
istoire nature/le 

209 

〈
刷
榔
~
｝

Speculum
 P
e
φ

ctionis 

3
16 

〈
剛
W
$
程
草
〉

T
euerdank 

123,238 

l!il京
甚
至
？
如

S
elestat 

184 

也
j紹
除

X
e
n
o
p
h
o
n

187, 344 

制
la

E
ck, Jean 

343, 37 I, 388 

p
(
~
蝴
譯
制

gena,
John S

cotus 

(8 JO
-?877) 

328 

P<m!i:輯
III

E
piscopus, E

usebius 
5

7
 

斜
拉
蚓

E
ilenburg 

243 

P<4輔
綠

A
tkinson, G

. 
356 

斜
拉
底
也
P
~

E
ichstlitt 

2
1

4
 

倒
退
酬

E主
~

A
gricola, Johann 

(1494-1566) 
370 

p(直
售
總
＠
：
~

A
igues-M

ortes 
45 

p
(
~
濃
煙

E
ltvil 

212 

p(
甚至~F-~草

E
sslingen 

212 

p(
甚
至
紹
出

E
stoc, Jean 

198 

特〈甚a:~H.l
Escob缸，

Andreas
316 

制
甚
至
軍
酬
陸

E
scorial, the 

162 

p(
甚
至
也
隘

(Z主
甚
至
草
）

E
st.her 

117 

桐
樹
j
~

E
xeter 

242 

制
經
~
1
學

EltviUe
75 

〈
特
〈
插
隊
主
固
堅
~
←←
〉

Q
uatrejils 

A
ym

on 
302, 361 

細
聽
E鍵
是
態
。
為
最
E

E
lzeviers, the 

呵
，

162
,1

9
6

,2
2

7
,2

4
6

,2
9

4
,3

0
0

,4
1

3
 

倒
也
←

E
d-D

in, R
ashid 

99 

p
(
胞
軍
裝

A
cciajuoli, A

ndrea 
35 

〈
駐
巴
結
〉

D
e re m

ilitari 
119 

！
拉
個
（
［
［
銷
員
也
＠
）

G
uild 

30, 53, 

5
5

,6
7

, 100, 180-181, 195, 2
4

2
,2

5
4

 

！
拉
個
個

Ill!?(
M

aster 
172, 181 

〈
隔

1僚
主
才
回
〈
〉

A
etlziopica 

361 

間
怕

ll!lf
S

iculo, L
ucio M

arinea 
360 

固
自
廣

S
eneca 

227,321 

間
也
~
間
霍
~
~

W
estphalia, John 

o
f 

232 

〈
阻
E
個
叫
樹
嘲
固
城
E主至1歪

扭
〉

H
istoria d

e las lndias y conquista de 

M
exico 

354 

因
告
世
龍
主
剖
E

W
est Indies 

262, 353, 

356 

囡
fir~

呂
~

m
estizos 

264 

閣
總
、
學
金
劍
出

Citea凹
， A
b
b
e
y

o
f 

222 

阻
阻
酬
富
暐
毯

R
oger, K

ing o
f S

icily 

4
4

 

囡
酬
悶
闢

S
ilesia 

255, 340 

悶
酬
因
回
〈

S
ilesians 

253 

間
酬
眩
耀

C
yrillic script 

I 08, 254, 

256-257, 259-262 

因
E
這
E

S
im

m
ons, S

am
uel 

208 

〈
阻
斜
〉

C
i11na 

2
0

6
 

囡
囡
~

S
pain 

7
’ 的
，
46，

鈍
，
59
，
帥
，

I 04, 106. !08, I I 8, 153-154, I 62, 

1
7

9
,1

9
2

,2
3

0
,2

3
2

,2
3

4
, 240-241, 

245-246, 248-249. 262-265. 268, 

277, 282-283, 286,2
89, 305-306, 

308, 339-340. 342, 344-346, 353-

354, 356, 359-360, 362, 375, 377, 

380,401
, 403-404, 408. 414. 416 



囡
囡
~
t
單
單
純

263 

〈
囡
囡
~
Q
i
扯
到
〉

E
s
p
a加

3
6
0

〈
間
接
還

1:i,;,-fimlW)
D

e rebus H
ispaniae 

m
em

oralibus 
360 

間
關
單
是

C
icero 

81, l05-106, 193-

194,217, 224-225, 227,232,275, 

321-322, 335 

因
機

1酷
刑
輯
部

C
iceronianism

 
404 

悶
側
雖
經

cicero script 
142, 147 

C
onquistadors 

可。可
C

ronicade 
」明甜恰當你一是 LU

262-

-P• 
i除
這
~

H
um

phrey 
l05 

伽
~

﹒
輩
革
推
楓
葉
（

I ＝扭）
E

stienne, H
enri I 

156, I 89-190, 

292,412 

〈
悔
~
川
組
殷
商
〉

II 
124 

個
廿~
g
(
事
l

N
avarre, H

enry o
f 

343 

”
、
~
穩
﹒
咄
總
體

238 

1小
:§i劉

玉
E
血

（對
隨
軍
自

B
ertold o

f 

H
enneberg (1442-1504) 

221 

E
ntree de H

enri 

198, 

Q
uentell, H

einrich 

主g
~

F
orti 

214 

主
皇
軍
甚
至
:§i

F
rissner 

I 60 

達
1請
隨

V
erard, A

ntoine 
101-102, 

I 10, 117, 119. 126,155,228,234, 

241 

看
I
s
~

·
i型
戰

D
idot, F

innin (1790-

1876) 
78,203 

建
皇
宮
包
~
海
軍
l;~：，（

F
roes, F

ather. S
. J. 

356 

遐
思
土
耳
辦
學

F
ranche-C

om
te 

57 

建
軍
區
每
志
﹒
料
總
值

G
iunta, 

F
rancesco 

158 

意!s臣
l核

l吋
.

i費
數

D
ido!, F

ram
,ois 

{1689-1757) 
202 

主!sllii結
底

F
errandus, T

hom
as 

遼
闊
阱

P
forzheim

 
157,337 

是Is~拉
Foster,

John 
226 

遠
甚
至
~
酬

V
orstem

ann 
377,390 

〈
是
主
體
制
制
〉

F
/orim

ont 
361 

意E蝶
~
~

F
lorence 

102, 104, 119, 

150-151, 157-158, 160, 185,222, 

232-233, 235,240,276,321,336 

！
［
~
~
學

Herwagen,
Johann 

349, 

377-378, 389 

遺
憾

：到
Gassendi

(1592-1655) 

336 

178 

!!!!•
D

ante A
lighieri 

323,414 

思
！
聽

Danzig
162,2

5
3

,2
8

2
 

是
總
哥
拉

trouv的
s

34 

是
主吾
吾
絢

troubadours 
34 

草
草
｛＝~

PeU
iot, P

aul ( 1878司1945)

9
7

,9
9

 

主
g
g
f
阱

Binningharn
242 

2豆
粒
總

B
erckenhaut 

I 60 

~
頤

Berne
184, 281, 395 

$:'1$! 
B

urger, K
onrad 

233 

$
~
特
＼
.
將
綠
色
些

G
iunta, B

ernardo 

(1487-1581) 
158 

主E
莘
學
~
驅
車軍已〈

Bern紅
d
-
M
剖
肘
，

H
enri 

268 

主
~
經

Bernard,
Jacques 

400 

軍
甚
至
做
持
巴

Pe抽
A
m
b
o
y

267 

$
甚
至
連
普
車
甚
至

P
erceforest 

361 

（
$
輝
總
拉
〉

P
ertharite 

278 

$
t.重峰

。
耗
量
E

B
eringens, the 

393 

也
要
紹
國

L
ow

 C
ountries, the 

45-

46, 53-54, 58-59, 89, 102, 108, 120, 

182,230,232,236,245,249,282, 

290,325,329, 340-341, 344,404, 

413,417 

187,217. 



︱自
II 

間
’”
,
 

忘
卻
橄

1剝
U

122 

個
..L建

Kepfer,
H

einrich 
231 

囡
囡
在
僅
漫
主
國
E

K
 vam

er, Island of 

259 

個
血
型

C
luny 

151
, 222 

掛
酬
草

t':lillg
C

andia, C
rete 

185-186, 

337 

4頁
酬
甚
至
你
﹒
有
去
經
權
腫

C
hristoph 

5
7

,2
9

3
 

回
報
周
恩

C
ratander 

3
8

2
 

個
~!i:+I<

C
racow

 
232, 253-257, 

3
4

0
 

個
~
~
~
~
；
，
（
伴

378 

1國
祖
國
E

C
lam

art 
156 

個
~
隘
E喝E

C
ram

oisy, Sebastien 

163, 175, 196-197, 2
4

5
,2

8
0

,2
8

4
, 

308 

個
a§提

Copinger
3

1
4

 

個
總
牛
草
草
甜

K
lopstock (1724戶

1803)

208 

l囡
”
經

Kerver

3
8

0
,3

8
2

 

個
Iii

crow
ns 

C
im

etiere des Innocents 

Froschauer, 

C
ranachs, the 

l\t>
 

‘快吶。可
285 

124, 

109, 124, 127, 156, 

減
軍
闢

Kr組
z,

M
artin 

225 

個
做
個

Claret,
Jean 

153 

1民
總
編

C
lerm

ont 
157 

械
制
全
是
，
掃
毒

C
rebillon (1674-1762) 

209 

個
個
芳
草

C
lave!, R

obert 

~
個
滋
滋

C
leves 

5
8

 

個
個
絕
草
E

Crelli1的
373

1氓
翱
斜

C
lenard, N

icolas 

343 

個
鐘
~

K
erner, C

onrad 
371 

個
體
運

3$!燃
起
E

Cromberger草，
the

230,241 

個
瞋
崗

~;g;-草
船
隘

K
rozna 

255 

~+I< 
R

iff, H
ans 

7
0

 

~-11ι你
Ricardo,

A
ntonio 

~
-
K
I
~
間

Ligu巾
45

~
掛
甚
E

R
以
，

H
ans 

276, 286 

~
~
i
霞

Liverpool
242 

~
陸
學

R
iessinger 

118 

~
蛇

L
i
m
a

263-265 

~
帥

Lisieux
184 

~
細
心
底

Lipsius,
Justus (1547-

1606) 
416 

298 

2
7

8
,3

3
8

, 

C
onstantinople 

137, 

-I
l
l

- 

P
aw

elof 

264 

~
拉
接
站
起

L
im

ousin 
122 

~
禮
堂
回

L
im

oges 
157,182,2

8
1 

惡I;~
N
o
u
叮
，
Claude

395 

叩
在
劉

L
iineburg 

5
8

 

叩
色
~

L
uynes, G

uillaum
e de 

278 

叩
血
〈
闢

Liibeck
兒
，

230-232,
234, 

290 

師
＋
曙

l←
酬

2
6

9
,3

3
8

 

俯
卅
挺
起
（
土
包
圍
）

Parleme肘，
the

192-194, 197,2
2

8
,2

7
6,2

98, 304-

305, 310, 3
3

0, 332, 358, 3
7
5
周376,

382, 385-390, 3
9

2
,4

0
0

,4
1

2
 

師
~

G
ent 

214 

〈
封
a
m
阿
獻
出
聲
巨
司
或

l!E蝴
駒
單
單
帥
〉

the C
hristian N

obility o
f the 

G
em

,a
n

 N
ation 

368-369, 373 

〈叫a§藍士也〉
M

od11sco’”
tendi 

3
1

6
 

（
叫
日
撞
在
殺
〉

C
o

，』ifessiona/e
215, 

3
1

6
 

t:i單
單

V
edas 

273 

含
糊
純
－
＜

jongleurs, troubadours 

3
4

,3
6

 

主石~
l
聲

Medina
del C

am
po 

2
8

3
,2

8
7

 

To 

158, 

面..... 晶鵬也告。‘’。咽
．
”
﹒
‘
~
回
間
塾
，
”

r..-......... 耳語圖渴筒，為.. ”‘
國
。
遍
體
圖
尚
昆
個
組
~
回
國
回
誼
通
侷
趟
趟
，
”Nf;－

‘
~.... 肉酬

，0
0
,揖軍革遍認事過.. ”~

﹒
蝸
暉
趙
劍
，
．
咽
＂
＂
冀
，0
.
-”
－
曲
剛
晦
”
回.. ” .... ”

－
－
－
胸
禮
，
”

，想R”．，.. ” .. 



這弋
r

叫咱咱倆念神寄去

主：－＜~主E
酬

Canterbury
55, 242 

《主：－＜~連叫半百11!串》
C

anterbury Tales 

58 

主
譯
制

C
am

p 
281 

主
制
E證
吉
姆
眩
注
重

K
em

pis, T
hom

as a 
316,363 

依
法
三
組

frisket 
86 

會
←
固

Vosges
48-49, 58 

胸
有
譯
告
草
草
d

T
ipografia della 

P
ropadanda 

202 

~
~
法
制

H
ittorp 

238 

海
軍
綠
卡
〈

H
ebrew

 
55-56, 71, 162, 

278, 338-343, 386 

《
梅
克
耳
機
卡
〈
士
也
》

G
ram

m
atica 

H
ebraea 

205 

《
~
吉
旦
真
是

!l,lg慈
》

T
hesaurus 

hebraicus 
I 91 

梅
克
惡
掛
立
司
世

H
ippocrates 

224, 349 

請
聽
你
壽
星

iii
T

heodolus 
320 

~
眩
目
帳
單
l:~~

S
irm

ond, F
ather 

417 

裝
機
在

!sP
S

im
onetta, Jean 

3個

場
辛
蝶

E逆
~
－
~
瞇
陸

H
oltzel, 

H
ieronym

us 
138 

帶E
暐

q你
碧
空

H
erodotus 

187, 358 

提
單
單
主
制

H
erodian ( o

f S
yria) 

(? 170-240) 
344 

神
幸
運E

G
reece 

22‘
143,224,269 

海
盡
量
扣
〈

G
reek 

135. 159, 166. 174, 

185-187, 189,197.237, 278,319, 

333, 335-338, 341,343,345,349, 

386.397
.404,408,410 

《
惜
重
卡
〈
道
~
》

lnstitutiones 

L
inguae G

raecae 
338 

《＃幸運量-1:><糙，－＜：［：》
E
﹛σα.yroyrjπp6已

τ的
v
'YPαμματrov t

λ
λ.f1vrov 

337 

游
單
單
主
體

N
ew

 G
reek script 

337 

《
每
單
臨
蛇
仲
〈
建
》

Liv臼
（
by

Plutarch) 
358 

位
三
個
話

Pigouchet 
155 

《
做
出
叫
這
巨
》

Ship o
f F

ools 

345 

《
續
懇
、
外
皂
》

M
a
m
叫
，

The
316 

羊
忌
恨
回
E

scri悅
，

copyist,
sc吋

vener

26, 30-33, 35-40, 53, 63, 74, 92, 

100-105, I 13,135,203,319,403 

《
j$nl制

軍
》

T
ractatus colllra 

tyrannos 
197 

能
是
要
給
〈

m
instrel 

34 

~
向
總
件

Fronde, the 
300 

＊
＊
每
括
自
怨
自

llets
I 35-136 120, 

論
＋
滋
~

R
ipoli 

144 

恃
強
岐
紹

L
ippom

ano 
287 

持
＋
吉
達

L
ivy 

321
,335, 358-359 

佛
也
盡
量

L
ydgate. John (1370-1446) 

29 

除
主
重
組
﹒
也
酬
甚
至
個

D
elisle, 

L
eopold (1826-1910) 

38 

佛
在
重
苦
﹒
懲
制
甚
至
個

D
elisle, L

eorier 

51 

起
.ljL

ducats 
144 

起
每
酷
熱
世
個
（

:i請
個
組
）

D
ubrovnik 

259 

1三
世
色

D
upuy, P

ierre 
280, 298 

起
草
色
跤
，
E

T
richel du F

resne, 

R
aphael ( 1611-1661) 

168 

注
；
！
~
起
哥
哥
叫

C
rnojevic, P

rince D
urad 

257 

起
本
刊
巾

l訓
，
281

記
錄

D
ouai 

271,281 

主；！\lli
D

urand, G
uillaum

e (1230-

1296) 
3

5
,1

5
9

,1
9

4
,2

0
9

,3
6

4
 

這
；
！
~
幽

D
u

Perron, C
ardinal Jacques 

D
avy 

281 

單
薄

D
iirer, A

lbrecht (1471-1528) 

1
2
0
,
1
2
3
司124,

129, 160. 184,238 



•• •u•n 
,. ,. , 

mu會忘寸

這~IOI
P

eletier du M
翎
趴

Jacques

(1517-1582) 
411 

＃
溫
舊
議

D
u C

ange (1610-1688) 

196 

起
草
幫
！
！
』

D
u T

illet, L
ouis 

382 

起
卻
也

D
u Puys, Jae俐

的
291

草
草
榔
終
因

D
u P

lessy 
189,410 

卓
越
糧

D
ouceur, D

avid 
299 

起
草
聖
經

D
ilrer, A

lbrecht 
383 

起
草
帳單
單

M
onte!, R

aoul du 
37 

起
草
章
也
軍
訓

du H
alde, F

ather (1674-

1743) 
272 

緝
部
圖
個

T
uileries, the 

l仰

起
草
藍
色

D
upuis, Nicol泌

的
8

l般
由
愿
望
寞
，
維
持

breviary 
28, 92, 

142-143, 145,219,221,247,254, 

2
7

6
,3

1
4

,3
1

7
,3

4
0

,3
4

2
 

這
己
慰
~

Xavi前，
St.

Francis (I 506-

1552) 
269,270 

這b
姆
總
忘

C
hablais 

398 

法
巴
拉
機
悔
紙
糊

1
C

h4telet 
I 6

6
 

這
己
~
隘

C
h
帥
的

221

這b
醋
世

S
anines 

210 

這
己
國
E

Salom
on, B

ernard ( 1506-

1561) 
122, 125,394 

獲
1εPerrin

400 

草
草
里
已
滋
制

vojv叫
a

257 

雄
主
出

W
alker 

90 

法豆豆E
世
闢

V
olhynia 

26
1 

版
問

G
oa 

269 

反
~
訟
草
Z

W
olgem

ut ( 1434-1519) 

120 

滋
滋
詳
細

Vos帥
，
Simon

124, 155 

崑
隘
書
長

W
o
l
何，

T
h
o
m
a
s

378 

法
草
障
星
星
重
建E

W
orm

s 
366, 371

, 373 

持豈~豆JZ!
V

augelas (1585-1650) 
413 

講
話
亭

:!Z!持
儲
間

di C
alabria, R

eggio 

339 

〈
講
話

tlil！金〉
D

iana 
363 

這
眉
弄
嘻
嘻
§
提
出
~
叫

D
im

itrovic, P
rince 

R
adi~a 

258 

講
話
接
酬

τbieπy, D
enis 

163,228, 

232 

指
控
昏
睡

D
iderot, D

enis (1713-1784) 

199- 200, 209-210, 279 

~
哩
哇
阻
世

D
em

osthenes 
187 

除
海

Josse,
L

uc 
400 

眩
，
K
l
則

B
e
n
e
d
a

252 

歐
島
慨

B
ergam

o 
225 

眩
t

Beza，
布
eodorc

(1519-1605) 

401 

底
出

B
eck, L

onard (1487-1554) 

123 

血
（聽

B
a
c
o
n

, R
oger (?1220-1292) 

328 

血
（
綠
豆
豆

B
esan~on 

184, 281 

血
（
再
缺
乏
主
懇
懇
製
椅

B
esan~on m

issal, 

the 
221 

固
﹔需
隘

B
enard, G

uillaum
e 

146 

眩
組

B
elon, Pierre (1517-1564) 

351,356, 415 

血
（綠

l
B

esse 
279 

血
（哥哥
也
能

B
erry, Jean, D

uke o
f 

37, 

39,121 

歐
陽
畫
~
；
；
言

B
elgrade 

258 

回
〈腫
個
~

B
elfortis, A

ndreas 
275 

眩
耀
早
出
去
感

B
e
抽

i缸
，
Antoine

307 

眩
樂
器
她
F

B
evilacqua 

235 

m
：您

Bade,
Joost 

106, 110, 143, 

156-157, 168, 175, 187-190, 237, 

276,280,304,318,334-335,338 

眩
目
諾
綠
草
i:~

B
erom

ilnster 
222 

啡
回
這

i:il露
Scinzenzeler, H

einrich 

235,336 

排
這
E

Z
inns 

214 

」’... ‘ .. 間.....＿...~‘.－譚”“胸前.. ”開w·•且...
-

可
4

→－－
- 

.” .... 缸
，開帥”



∞海可叫咱有宮仲寄去

~
側

l:!Z!也
Benserade,

Isaac de 
(1612-1691) 

205 

~I÷ii;甚至
N

aples 
104-105, 118-

119,
137,162,200,232,271,276, 

285-286 

酬
-k-

L
izet, Pierre 

387 

酬
五
三
軍
車
墊
~

R
iga, P

eter o
f 

327 
酬
持

R
ibou 

198,207,209 
酬
尋
哈
巴
g
-
~
圈
酬
畫
面

R
im

ini, Vultu巾
o

f 
326 

酬
同

L
eers, R

ainier 
230, 249 

酬
ln\':g'lg:擅

Alain
de L

ille 
320, 

327 

酬
混
水

L
vov 

261 

酬
iDfr

L
yons 

49’
”
，
刻
，

78,
80-82, 

89-90, 104, 106-107, 115, 118-120, 
124-125, 127, 129, 1

4
4
-
1
4
5
，
的
0-

154, 156-158, 162, 169-170, 172-
173, 177, 179, 182, 187-188, 190-
194,196,200,216,218,221,229, 
232-235, 239-241, 244-245, 247, 
278-283, 286-291, 293-294, 299, 
304, 307-308, 329,334, 336-337, 
341,343,3

57, 374-375, 379-381, 

332,357,376, 

383-385
. 389-390, 393-396, 398-

399,401 

酬
醫
午

R
ijeka 

259 

酬
le

livres 
75, 141-143, I俑

，
147,

154, 158,
170,206 

酬
甚
至
持

L
isbon 

162,201
,269 

酬
鍾
宰
你
﹒
剖
面

Pio, L
eonardo 

185 

唱
團
幫
個
副
對
甚
至

336 

唱
隊

Trot,
B

arthelem
y 

T
heocritus 

186, 

106 

<
.

〈
間
嵐

1-=l轉
譯
〉

A11ctoritates 
A

ristotelis 
325 

間
提
議
是

A
bbevil 

215 
間
是
你
﹒
凶
極

Pio, A
lberto 

186 

聞
單
梅

Albe叫
，
Leone

B
attista 

(1404-1472) 
104,326 

間
酬
造
林
除

A
ristophanes 

回
酬
造
林
也

A
ristotle 

〈
崗
酬
造
林
您
這
苦
追
〉

Secret des 
Secrets d

’'A
ristote 

220 
回
詞
匯

A
ragon 

137,404,414 185-

187 

回
:iZ!直至

A
rator 

322 

問
4個

Aser
342 

〈
間
欄
目
：措
車
過
〉

A
nna/es 

d
’Aq11i1ai11e 

360 
闊
葉

A
sia 

9
9

,2
5

0
,2

6
9

,3
5

7
 

間
盔

A
m

iens 
84 

間
里
生
酬
間
變
：
＆
？

A
driatic 

間
甚至~

A
alst 

212 

間
~

A
ix-la-C

hapelle 
70 

間
酒
－
~
~
酬

Petri, A
d

am
 

184,372,378 

閻
健
繼
這
E

A
lsace, A

lsatian 
124, 

149,241,253,290,321,405 
間
草
草
越

A
vignon 

42, 52, 58, 7
0, 

74,101
,

151
, 153-154, 231

,277, 
281, 376, 380 

〈
間
難
過
混
蛋
〉

145 

問
世
弓
＋
＜
園
附
（
諸
種
！
！
）

A
lexander, 

K
ing o

f Poland ( I 4
6
卜
1506)

254 
間
總

A
neau, B

紅
白
elemy

191 
間
屋
﹒
也
體
重
重

R
om

e, A
lain de 

153 

〈
吐
出
村
級
自
〉

346 

257-258 

157, 

S1a1111es o
f A

vignon 

Libro de/ C
ortegiano 



l\t、
無。。 可

扭
扭
！
扛
章

（{1長
也

-l<I略
單
單
）

A
cts of 

the A
postles, the 

373 

坦
起
草
草
棚
也
總
（

-0時
草
草棚
也
串
串）

Epistles, the 
378, 382 

~
＋
待
單

Papenburg 
179 

歷
史
越
世
E

Perpignan 
215 

~
i
到

Peddie,
R

. A
. 

316-317 

屋
︱刪

Pescia
214 

g
拉
個
回

Pe官
司
us, Johann 

238, 

351 

巨
型
F越

R
Pepelaw

, Jan 
254 

g
遐

:l?:!t民
Petrarch

102, 104-105, 

123, 187,222, 252,323,328,345, 

403 

~
~
 

Petit, Jean 
156-157, 188,236, 

380, 389,402 

l!f胸
溢
出

Peiresc (1580-1637) 
298 

.
腔
圓

am裝
Persil』s

187, 320, 335 

Q!fa'JD甚至
Peyrus 

49 

~di!祖祖嚷
Perugia 

45,218, 285-286 

cg榴
紅

.
IIIl;~

 
B

ade, Perrette 
I 89 

區
縣
單
單
土
m
直
響

double action 

press
冊

書
草
緝
－

Paragon script 
81 

樹
造
E種I(

B
eschi (1680-?1746) 

273 

在
時
隘
E學

B
ergen 

162, 282 

導
。
油
2息
網

frontispiece 
112, 132, 

365 

5雪
交
總

Sussaneau, H
uben 

191 

〈
是
排
主
對
糙

〉
C

om
plaim

e de la 

paix 
385 

~
I持
酬
咱

ii'~怪
這

!i
T

unbridge W
ells 

242 

頁
l哥
哥
陸

T
am

il 
269, 273 

〈
愉
〈
晶
宮
齡
3響
他
隨
〉

F
aits 

merveilletα
d
e
 V

irgile 
361 

〈
呵ii'~草t

H
事
？
世
輝
〉

M
agnalia D

ei 

in /ocis subterraneis 
5

0
 

”ii'喜
舉
制
機

C
ividale 

212 

〈
材ii'a個

海
〉

C
ent 11011velles 

nouve/les 
324 

詞
時
宜
重
酬

N
aioli, Sim

one 
280 

個
有
汽
叡
4部

'cl:(
Montgolfie時，

the
60 

村
也
裝
費

M
ontesquieu 

133 

恥
＋
毒
感
緝
隊
最
S

G
iunta, the 

157-158, 

175,240 

將
l!l!li駒

a'lD
Guidaceri1眩

， Agathas

386 

枷
劍
權

It區妥
G

uidacier 
338 

〈
帳
單
單
也
~
）

Sym
bo/e des A

potres 

385 

。
其
爺
手
瑟
縮

R
eformatio『I, T

he 
115-

116,192,238, 241
-244, 256, 259, 

2
8
6
,
2
9
4月2

9
6,

301
, 3IO

, 312,3
30, 

344,363, 365-366, 369, 371-374, 

376, 379-383, 385,389, 401-403, 

405,4
07 

0鳥
籠
＠
駕
車
長
4
F

synodal decrees 

144 

。
各
有
再
宜
昌
蔥
，
。
鳥
籠
溢
血

Feast D
ays 

171, 173, 180 

。
時
毒
忌
器
官
杯

W
ars o

f R
eligion, the 

128,2
46,355, 400-402, 405 

個
§i
血
發

Term
 C

atalogues 
298 

~
﹒
柴
草
E

M
ichel, Jean 

323, 397 

~
 . :;t!血

（
總

D
u

Bell旬
，
Jean

391 

~
﹒
起
憶
個

D
u Pre, Jean 

119, 155 

~
﹒
訟
拉

Schott, Jean 
184, 237, 

334,377 

~
﹒
車
t
~
組

Frellon, Jean 
383 

~
－
！
控
制
2巴
拿

V
ingle, Jean de 

395 

~
﹒
您
想
蓋
帽
R

B
ourbon, Jean de 

151 

建
﹒
直
是
個
~
這
E

M
oretus, Jean 

294 

~
－
，
量
~
憾

Otrnar,
Jan 

157 

一
－
…

巾
的
明
白
『
一
一
一

一

"" 



0 I"--
可划經宮仲寄去

~
阻
亞
美

G
olein, Jean 

35-36 

血
紅
心
＋
﹛
＠

B
rothers o

f the 

C
om

m
on L

ife 
187 

也
糧
田

；
Cour蟬

，
Augustin

308 

區
~
K
繕

Guntk.necht,
Jobst 

238 

匿
靠
的
海

Gunten芯，
Johannes

351 

E
績
酬
個

Gundulic,T
rojan 

258 

草
quire, section 

26，
訓
，
92司的，

96,

113, 144-145 

草
~

signature 
113-114 

草
叫
〈
妓
~

P
affroet, R

ichard 

336 

草
世
敘
述
E

Pagninus, Sanctes (1470-

1536) 
191,341,343 

霍
梅
體

Pablo, Juan 
264 

~
芷
圓

Palis勻
，
Bernard

(15 JO司

1589) 
415 

草
酬

Paris,
M

athew
 

328 

〈
軍
酬
是
單
位
〉

P
alinurus 

277 
草
酬
色

Palli叭
，
Pierre

197 

~
叫
做

Parian 
270 

軍
酬
間
串
串
恆

P
aleario (?1500-1570) 

191 

草
樹

Patin 
179 

單
詞
卜

Paradin, C
laude 

235, 

125,348 

單
單
鍵
因
型

車
:lzl總

借
眉
R

336 

〈
軍

4l!I:lt噩
噩
〉

106,324 

車
站
隘
煽
起
5

240 

E
凶
E

P
adua 

259,286 

草
~
n
逆
~
~
為
輩
革

Pagnanini, the 
240 

草
蝴
接

Pasquier.，已tienne
( 1529-

1615) 
360 

霍
建
霎

Palm
erin 

362 

~
~
 

Passau 
214 

華
盟
草
草
草

P
atisson, M

am
ert 

189 

草
草
草
草
控
e
祖

Pasdeloup 
139 

軍
9!!!l
﹒
間
總

:lt
Severyn, Pavel 

草
個
甚
至

1國
Pairesc 

197 

〈
草
廢
~
嚴
厲
票
結
〉

P
am

asse 
satyrique 

198 

雪
健
世
R

P
arm

a 
202,232,281 

霍
建
主
眩
g
:軍
事
態

B
ernard o

f P
anna, 

know
n as B

ottonus 
227 

草
種
世

r,g
:您
也
最

Parm
a, M

arguerite 

o
f (1522-1586) 

401 

Palavicini 
178 

Palavicinus, D
ior>ysius

F
arce de P

atthelur 

Pachels, the 
233,235, 

45, 193,233,256, 

252 

軍
蹉
跎
~

P
a
l
m
甜
.

L
am

bert 

草
艦
也
F趕
回

Paltasic, A
ndrija 

草
1學
問

P
avia 

l訓
，
2
3
2

軍
眩
耀
怪
也
材

P
erceval, S

ir 
361 

i豆
瓣
且
是
在
長

brothers Paris, the 
199 

單
純
哥
哥
說
F組

Panorrnitano 
227,276 

華
晦

l
P
肘
，
A
m
b
r
o
i
se

( 1510-1590) 

415 

草
草
草

Payen, T
hibault 

393 

〈
滋
滋

I
l
磁
〉

F
ebris Pri，間

368

〈
羊
直
接

I
l尋求

〉
F

ebris Secunda 
368 

偎
依
麟
，
閩
睞

bills o
f exchange 

163, 283-284, 288,297 

1逗
←
令

＜
L

atin 
22, 27, 32－

刃
，
呦

，

53, 70-72, 76, 83, 102-103, 105, 

108,
115,

120,144,153, 165-166, 

168, 174, 176, 185-186, 189, 191, 

193-194, 197,201, 224-225, 233, 

238,246,251, 253-255, 259, 270-

271,276,279,292,294,296,299, 

307,314, 317-324, 327, 333-338, 

344-351, 353, 355, 359-360, 368, 

370, 375, 377-378, 388-389, 395, 

397-398, 402-405, 407-408, 410, 

412-4
日
，
4
1
5
-
4
1
8

106 

259 



II:'>
 

般- 「、可

（
立
道
←
『
卡
〈
一
起
材
料
膏
、
〉

D
ictionnaire 

L
atino-G

allicum
 

412 

(!Z!←
令
〈
施
，
－
＜

m:::::)
R

udim
enta 

(G
ram

m
aticae) 

227,334 

（
~
司
←
卡
〈
屜
里
藍
〈
總
〉

D
eo

cto
 

partibus linguae /arinae 
318 

（
~
←
制
組
盤
〉

C
om

m
entarii 

linguae latinae 
191 

(:!Zl卜
恆

1Jna;n:;;關
〉

E
m

blem
s 

115, 

348 

（
~
←
馬
機
〉

E/ega.叫
iae/Elegentiae

225,334 

(:jzj←
捕

g,ffl~）
T

hesaurus Lati.叫
$
／

T
hesaurus L

inguae L
atinae 

334, 

412 

(:!Zl←
間
E毒
室
揮
重
〉

D
e causis linguae 

latinae 
191 

~
困
難
4個

L
azarist 

271 

~
但
也

R
agusa 

259 

~
~
0
{
1
盤
腿

L
a B

ruyere, Jean de 

(1645-1696) 
205,278 

~
~
←
霍
梅
扭
扭

Hildebert
o

f 

L
avardin 328 

~
抽
出

L
' A

quilla 
214 

~
$
個

Rabelais,
Fnm

1rois ( 149?. 

1553) 
107,

115,128,191,194, 

200,289,347-348,362,380,387-

388 

!Zl$ffi去
Laborde,

Jean B
enjam

in de 

(1734-1794) 
I 33 

~
回
頭

l~!!lll~
Lactant』us

320, 

335 

:!Zl~樑
L

avaudo 
400 

單
單
單
憑

L
a Perouse 

133 

:IZJD!fr:lf;制
欄
里
E

A
nselm

, o
f L

aon 

314 

:jzj~
i;t 

L
a F

ontaine. Jean de 
128, 

133,200,205, 2IO
 

詞
語
健

R
achol 

269 

i起
~
極
-
K
也
但
總

L
ateran C

ouncil, 

the 
309 

!Z!拉
到
E

R
atdolt, E

rhard 
233, 237 

~
抴
控

L
a

C
ourt 

281 

:!Zl！
單
單
軍
事
國

R
atisbon 

144 

詞
嚴
在

L
asne, M

ichel 
112 

~
注

i:11ι酬
甚
E

L
ascaris ( I 434-150 I) 

186,404 

甜
蜜
半
繼
草

:j:ff:~~
L

as C
asas, F

ather 

354,356 

1淵
E擅

Lapland
130 

1草
書
室
嚀

L
achner, W

olfgang 
237 

:lZl體
才
三
個
3年（..：＼草草

L
a R

ochefoucauld, 

Fran~ois de M
arsilla, D

ue de 
201 

!Z!蟬
王
軍

L
a R

ochelle 
54, I剖

，
245,

402,416 

揖
E

rubbing 
67司

曲
，
87,96

〈
輯
學
~
時
也
甘
〉

H
istoria belli 

a.dversus G
othos 

217 

的
＊
＂

!"g:
E

lbe, the 
236 

(m圓
圈
棺
〉

H
um

anae sa/utis 

m
onum

enta 
130 

咄
l
j
ι
C
u
e
n
c
a

265 

回
迪
總
燼
。
舔
草
草

Q
uentells, the 

233 

眩
祖
祖
I
f
(
~
~

A
ngoum

ois 
48, 51 

E
但
總
重
重
回

A
ngoulem

e 
52,”

, 
58-59 

lllfr＋
司
總
是
主
團
副
博
幸

:!Zl毒
草

St. H
ilaire 

d ’A
ngoulem

e 
52 

1llfr固
體

A
m

bert 
48, 58 

lllfr~~H!RQ誼
U
n
g
n
祉
，
Baron

259 

mfr：
／
$
綠

Ungler,
Florjan 

255 

lllfr;ffi\ 
A
nge的

231-232,
239. 399 

E
甚
至
~

M
iinster, S

ebastian (1489-

1552}
338.343,354 

1民
1封
認
軍
段
時

D
eacon 

260 

一一
一
一

一
步
嗯
，
輛
輛
車
，
’
，
’.. ”，

中
呵
呵
，
，
曹
﹒
間
，
’
，
『
喝

一
一
一

·－
﹜
廿
一
、
一
日

，
、
－

. .J 



R
em

brandt (1606-1669) 
C

"l 
F
、
可叫明路當伸一令 LU

袁
崇
還

248 

:lt~t民
Linacre,

T
hom

as (?1460-

1524) 
334 

拉
出

L
inz 

200 

霎
時
M

R
ynm

an, H
ans 

295 

1
ε
輸
部
領

271 

〈
話

f玄
虛
番〉

402 

結
~
1
學
回

Vukovi丘，
Bozid缸

257,260 

〈
土
巴
拉
睡
眠
〉

A
nnotatione 

輩
革
胡
思

B
oston 

266 

~
＋
巨
莖

Bocard,
A

ndre 
156 

總
巴
巴
草
草

B
oninis, B

onino 
259 

主
題
巴
士
也
.

lg:踩
由
黨

A
m

erbach, 

B
oniface 

185,237,380 

主惡！！生E耀
眼

B
o
e出

IUS
159,224, 320 

姆
緝
毒
傲
。
線
路

Portonari, the 
289 

草
草
~
全
是
喜
歡
這E

Polybius 
2叭
，
344

輩
革
~
叫
E
悶
棍

Politian (1454-1494) 

185,
191 

姆
＃
辛
苦
看
崗

B
ohem

ia 

149-150, 157, 

A
ccadem

ia dei L
incei 

C
hansons de G

este 256-

276,280 

232, 250-253, 

257-258, 290 

交
菩
提
哥
哥
問
世
祖
R
@

B
ohem

ian 

Brothers，
自
e

252 

~
M
i
闊
葉

B
onacina 

178 

姆
fii~:g!

B
onaspes 

I 88 

塊
豆
豆
主
Q:1$!

B
om

berg, D
aniel 

磁
$

B
ozon, P

ierre 
I 70 

穩
定
總
要

Po V
alley 

216 

草
草
控
目
眩

B
audoin, Fran1rois 

191 

滋
量
將
它
甚
至

B
oem

ius 
354, 356 

~
｛
蜂
起
E

B
onnem

ere, A
ntoine 

144, 

157, 277 

續
做

B
o
u
r加

n
, N

icolas 
191 

姆
拉

Pot, P
hilippe 

332 

姆
拉
達
E

P
ortess 

214 

想
草
案

B
oner, U

lrich 
117 

草
草
~
~
世
糊

B
onacorse 

240 

~
~
做

Bonacci
240 

學
甚
遠E

P
ersia 

帥
，
269

總
這
E草

Postel,
G

uillaum
e 

356 

總
~
＼
（
詩
詞
當
［
~
世
）

P
oggio 

(B
racciolini) (1380-1459) 

345, 

359 

~
壘
起
~

B
ologna 

102, 104，
凹

，

187, 232-233, 240,285, 315,326 

341 

挖
苦
苦
E

Poret, C
hristophe 

300 

:!£1接
待
扭
扭

Podicbrad, Jurii 
250 

~
牽
線

B
ocheron, C

laude 
400 

姆
僵
持
、

B
ordeaux 

5
4

,2
3

9, 281 

〈
製
怪
味
，
:g;it,~的

H
11011de 

B
ordeaia 

361 

越
短
底
是
回
懂
這
車
﹔
唱
起

198 

拇
噁
望
重

B
onhom

m
e, Pasquier 

諸
城

potin 
78 

~
蝶
主
變
S

B
altic 

19,
”

, 59 
第
蟬
織
之

P
olozk 

256 

~
l這
里
已

Posi』el
281 

諸
種

Poland 
120, 232-233, 249, 

253-257. 261,296 

〈
抱
在
圓
恩
盟
N
話
〉

E
pithalam

ia 

A
lexandri F

am
esii 

205 

〈
總
卡
＜
－
~
是
←
抖
抖
華
主
〉

Diet馴
叩
開

F
ranrais-Latin 

412 

〈士
也令
〈
單
單
制
學
酬
報
m)

Som
m

ede 

l'Esc
ritu月

Sainte
378 

〈施
令
〈
軍
駐
甚
至
抵
制
~
）

Deffenα
et 

i/111srrario11 
41 I, 414 

〈士
也
令
〈
§
是
莒
＼
特
區
〉

P
racticien 

F
ranrais 

278 

Port-R
oyal 155 



〈
也
拭
去
拉
﹛
件
括
部
接

mi:這
＋
間
村
串
B:(1£1還

~
~

i!O
 

Tre utile et compedieiα
 

札
h

有
缺們凡γ可

54-55, 57-60, 72, 75, 80, 8
4
－
肘
，

87,

89-90, 95, 97, 102, I 04, I 06, I 08-

traicte de /'a
n

 et science 
112, 116, 118, 120-121, 123-124, 

donhographieG
allicane 

411 
126-134, 136-138, 145,148,150, 

〈
謎
科
研
E改
戰
軍
撐
起
避
想
〉

B
riesve 

153,167,170, 172-174, 178, 181-

doctrine pour deu’nem
 escriptre 

183, 192, 195, 199-201
, 203, 207-

selon la propriete du langaige 
210,216, 219-220, 223-224, 227-

franrois 
410-411 

228,230,232, 234-235, 239-241
, 

〈
挺
科
研
m草
定
嗯
直
叫

.S;!墨
!it::選

〉
244-249, 253, 272-273, 2

帥
，

282,

Traite touchant le com
m

un usage de 
286-289, 295, 297-302, 304-306, 

l’
的criture

F
ranroise 

411 
308, 310-311

, 321
,323,328,330, 

〈
指
令
〈海
主
〉

N
ouveau Testam

ent 
336-345, 353-360, 363, 366, 373-

376 
380, 382-384, 387-392, 394, 396-

士
也
指
緝
捕

Fabriano 
44-45, 49 

398, 400-401, 403-405, 408-410, 

斑
揖
楓
園
盟

Fraktur
script 

238 
4
日

，418

;I;!;!~健
Far剖，

Edmond
34 

起
因
刪
絨
峙
起

C
ollege Roy到

338 

士
也
剛
這E

Faques, G
uillaum

e 
241 

〈
士
也
因
荐
這
串
起
因
腿
獵
〉

M
em

oires 

士
也
扭
H
挂
棚
，
混
戰
〈
料
，
給
垣

de l’'A
cadem

ie des Sciences 
4 I 8 

law
yers 

刃，
103,116,

I訝
，227-

頑
固
！
喧

i1tt:監
獄
但
當
答
道
串
起

草cole
229, 265, 330-332, 350, 357, 359, 

Pratique des H
aute E

tude 
2 

397,399 
〈
士
也
固
搭
個
叫
〉

H
istoire de l'E

glise 

:is使
Faro

215 
de F

rance 
360 

古巴醫酬。綠草草
Faelli, the 

240 
〈
士
也
圖
器
＠
拉
單
單
單
個
〉

P
re11vesdes 

土包圍
France, French 

5-8, 22, 26-
Libertes de l世

glise
G

a/licane 
280 

妞
，
鉤
，35,37’”，

45-46,
48, 50-52, 

士也
咱
國
草
草

Faceu』S
320 

起
胸
腔

Fare!, G
uillaum

e (1489-

1565) 
376-377, 380-382, 384, 

394-396 

古
巴
庭
除
甚
至

Falm
outh 

268 

〈
道
路
縣
里
是
〉

D
igest 

358 

〈道
路
連
i司！O

Institutes 
275, 358 

劍
賠

Fano 
45 

〈
土
包
僅
因
且
土
總
〉

A
nna/es et 

C
hroniques de F

rance 
360 

現
極
間
裝

！
祖

Francis I, K
ing of 

France (
1
4
9
4」

5
4
7
)

I間
，

337,

343,367,387,391,401 

〈
滋
置
閏
誼
風

，〉
G

uide des chem
ins 

de F
rance 

I 89 

〈
古
道
糧
區
區
科
目
血
器
是
〉

B
ibliographie 

de la F
rance 

297 

總
~
阻
~
串
~

A
cadem

ie Fram
;aise 

196,300 

〈
游
靈
因
過
升起
﹛
件
容
〉

D
ictionnaire 

de l'A
cadem

ie F
ranraise 

278,413 

〈
昶
僅
因
親

i路
卻
〉

R
echen:lzes des 

A
ntiquites de la F

rance 
360 

〈
挺
僅

1鼠
也
﹛
關
〉

C
om

pendium
 

historiae Fm
ncor11111 

359 

〈
古
巴
還
幫
副
總
〉

D
e rebus gestis 



可h、可

253-

4mg念你寄去

Fra11com
m

 
359 

挺
僅
個
世
間
〈

F
ranconians 

254 

1短
區
賊
！
想

F
rankfurt 

107, 149, 158, 

160, 162, 169, 173, 178-179, 184, 

231,239,244,247,271,276,287, 

289-297, 3 IO
, 340. 355, 373, 375

, 

380-381
, 383,396,398,402,405, 

416,418 

士
也
堅
固
！
恩

;g:11史
個
單
甚
至

F
rankfurt 

276 

起
極
個
（

!It::個
豈
是
~
!
2
制
輯
）

F
ranco, N

iccolo (A
rchbishop o

f 

T
reviso) 

309 

士
也
僅
聖
經
甚
至

Flander盲，
Flemish

39-

40, 53-54, 89. 106, 130, 132, 136, 

167, 174, 177-178, 187,230,236, 

272,314,317,319,323,344,359, 

361. 380,404, 4
日
，
4
1
6
-
4
1
7

斑
僅
包
裝
吉
思
）
退
出

B
audoin o

f 

F
landers 

361 

主
手
~
陸
E

shepherds' calendars 
I 06, 

122, 125, 128, 301-302, 324,363, 

395 

〈去單純
〉

N
icholas o

f 

B
uco/icae 

322 

〈
詳
細
菌
〉

M
a11ip11/11s er間

的
r
u
m

226-227, 316 

〈
主
革
連
串
連E
封
ii)

R
om

an de la R
ose 

107. 127. 323,361 

「
詞
也
認
製
聽
到
肚
組
J

A
n
間
的

d'histoire eco110111iq11e et sociale 

~
繼

Chinon
178 

（
~
糊

~llt--\1吾）
C

osm
ographia 

U
rriversalis 

354 

4!nl:t 
S

edan 
246 

個
組
純

ltK
B

asanoff 
250 

姆
總
區
區

lace pattern book 

綠
綠
財

Cet
i吋

e
257,260 

~
陸
特
拳
法
E

C
eltes, C

onrad (I 459-

1508) 
160, 337 

4明
世
E

T
rigault, N

icholas{1577-
1628) 

271 

〈
制
朴

\\\-1妮
絲
〉

H
叫

oire
de la 

corrquete de la Toiso11 d’o
r 

122 

「
何
也
J-K墜

J
L

eS
oleil d’O

r 
226 

4輔
\Im!

gold ecus 
37,395 

4甜
蜜
E

gu
lden 

173, 256 

4胡
i忽

gold
leaf 

135, 137 

4割
讓
岳

51:
gold em

broiderer 
254 

〈
制
區
總
〉

D
e re m

etal/ica 
352 

123 

2 

(
4輯
童男
尉
〉

G
olden A

ss, The 

ll1!?(堂
童
話
g

stream
er 

135 

〈
回
去
E否
認
諾
〉

Cas11s /011gi 
227 

（
：
［
：
躍
投
〉

A
postol 

260-261 

([&:,K區i
臣
旦
發
卅
能
混
蛋
〉

Sta/U
ta 

A
m

esti 
251 

E
主
才
巴
巴
間

A
byssinia 

269 

!&:ta肆
宣
詐

A
ltkloster 

50 

E
世
忌

。綠
草
草

A
nissons. the 

196, 

247,278,281 

E
持

1美
ltj純

Abravanel,
Judah 

346 

o
c
~
因
煽
起
E

Hardouyr時，
the

124 

E
哥
哥
盡
量

A
m

yot, Jacques ( 1513-1593) 

344 

區
囡
囡

A
ssisi 

316 

I&:~起
草
本

A
licante 

201 

E
酬
闢
晨

A
riaga (? 1592-1667) 

278,307 

E
酬
撞
擊
草
草
緝

A
riosto, L

udovico 

(1474-1533) 
345,363,408 

E
是
主
甚it!lt::曰

：
A

m
sterdam

 
呵
，

72,

178,197.230, 246,249,278,28
1, 

290-291, 308 

E
扭
捏

A
rab, A

rabian 

217,258,325,355 

361 

43-44, 95, 



"" 
啥
時

吶？
、
可

tg:~回
道
R

A
llakraw

 
252 

tg::jtl時
（
單
單
單
＋
刊
提
）

A
leandro, 

G
irolam

o 
186 

oc
惡
孟
~

A
rchettes 

57 

監
察

Kil最
A

rches 
57 

E
愉
~a奏

Aquinas,
T

hom
as (1225-

1274) 
159, 224,315 

m
:
~
酬
到
炯
闊
的

coli
Piceno 

212 

區
優
隘
！
這

Accursh時
， Bonus

336 

OC~.'.;i;:1 
A

len~on 
I蚣

， 376

OC
莒
$
也
能

A
len~on, D

uke o
f 

(1554-1584) 
192 

m::1學
副
主
主
~

A
gricola, R

udolf (144?-

1485) 
255 

OC~:I起
Agra

273 

o
c
~
總

H
a
g
u
e
n
a
u

121, 149-150, 

157,
191,239,277,337, 370 

OC
！
阪
~

A
sola 

159 

(
O
C
~
遠至~iill：哩

當
你
思
主
制
~
4
0
~
）

Tratado de A
m

ores de A
m

alle y 

Lucenda 
362 

E
出lt~§I單

A
l
m
a
g
r
o
,

D
iego de (1475-

1538) 
263 

OCEI<闢
A
m
m
a
n
,

Jost (1539-1591) 

124 

E
蝴
哥
哥
也

A
rchim

edes 
349 

(OC
盟軍拉
機
〉

A
stree 

205, 363 

E
榔
扭
這
E

A
puleius 

361 

E
絡
組
陸
毯
祖
輩
區
科
E控

L
ibrary o

f the 

A
rsenal 

39 

E
個
~
輸

l
A

lexis, G
uillaum

e 
324 

E
輝

主
是

A
lbi 

218 

E
極
持
同
路

1民
A

lbuquerque (1453-

1515) 
354-355 

E
陸
~
＜
~
億

A
lba,

D
uke o

f 
192 

度
陸
崎
裝
主
題

A
lps 

283, 287 

區
經
醋

Alcuin
(?732-804) 

314 

E
健
忽
~

A
lciat, A

ndrea 
115,191, 

348,380 

E
隨
值

A
argau 

222 

E
健
編
造
E

M
anutius, A

ldus 
袍
，

1師
，
109,

I l牛
l 15, 120, 127, 137, 

140, 159, 168, 185-186, 188-191
, 

196,202, 236-237, 240,245,292, 

299, 328, 334-335,337,349 

區
服
搞
甚
E
封
盛

A
ldi, the

鉤
，
7
8

E
健
結
底
。
為
越

M
anutius fam

ily 

78,109, J
I!, 114-115, 120,127, 

137, 140, 158, 188, 190,196,202, 

235,2
3

7
,2

4
0, 328 

E
燈
結
甚
至
直
串
起

A
ldine A

cadem
y, the 

186 

〈
監
蛇
頭
:fh~蠻

〉
Tresor de A

m
adis 

413 

E
豈
容
綠
葉

A
vicenna 

188, 325, 349 

區
也
報
總
喜
該
組

A
dram

yttenos, 

E
m

m
anuel 

185 

E
草
屋4封

A
delkind, C

ornelius 
341 

E
鼠
目
護
（
試
）

A
m

erbach
, Jean 

(?- 1513) 
106, 160, 183-185, 237, 

257,290,336,380 

綠
豆
豆

A
frica, A

制
can

50, 269, 355, 

357 

〈
株
案
發
總
〉

D
e toti11s A

fricae 

descriptio11e 
355 

民
.. 
姆
總

varnish 
94 

也
BE－

.
鴨

c
redit

transfer 
297 

〈
阻
~
酬
十
搭
起
總
局

fl卡
〈〉

C
redo 

avec /es D
ix C

om
m

a
’,dem

e111s de la 

Loi, le 10111 en Fra11rais 
386 

悠
眼
﹒
毒
草
繪
制

:lfi
( I
輯
）

E
sticnne, R

obert I (1503-1559) 

55-56, I 06- I 07, 168, 188-190, 192, 



可
2

r、可4m秘密uw一必去

291
, 293,334, 341

,3
8

7
,3

9
0

,3
93

, 

397,412 

E監
血
（
隨

Robe此
， Louis-Nicolas

(176
卜
1828)

60 

且毯草草這是送F
H

rosw
ita 

120 

2任
劉
﹒
出
E獻
給

llll：這E
M

anutius, 

Paulus (1512-1574) 
78, 107,305 

〈
經
組
村
級
〉

Specu/11111 M
w

uli 

327 

紹
祖
盡
早

2
8

,3
7

 

甚
至
瞋
草
草

R
ussia 

296 

〈
甚
至
體
裝
梅
園
到
〉

H
istoirede 

l ’E
m

pire de R
ussie 

280 

趕
過
串
連
~
←
純

goliardic 
327 

主言l密
只

I!←
5至
當

barber-surgeons 

332 

客
車
~
要

B
urgundy 

49, 63, 149, 

151,299,3
2

3
, 363,381 

毒
草
連
你

Burgkma廿
（
1473-1531)

123 

毒
草
每
每
Kl!<

B
urschev, V

. F. 

恭
祖
祖

1個
健

B
ruegel 

130 

恆
~

N
antes 

281, 283, 380 

S
ecular A

ge, the 
24-25, 

256, 260-262, 269, 

261 

〈
控
!J4:m草

室
將
〉

143
” 144 

~
缸
里
已

N
anteuil (? 1623-1678) 

131-132 

恆
~
遲
至

4F-
Nantes、

Edict
o

f 

249 

恆
星
a:~-11<

Y
ugoslavia 

經
聽

N
a
n
c
y

2 

恆
單
單
U

V
erbiest, F

erdinand 
272 

(a§~卸
車
〉

C
haracters 

278 

會
主
E

H
arvard, John 

265 

也
畫
畫
陸
軍
旦
~
~
甚
至

H
avre-de-G

race 

400 

~
！
«
~
~
 

Haklyl此， R
ichard

(? 1552-

1616) 
355 

當
你
問

Hackil尬
， Cornelius

179 

位
巷
里
否

H
arington, S

ir John (1561. 

1612) 
408 

忽
S!

H
aarlem

 
4

2, 72-73 

~
國

Hahn,
U

lrich 
217,222,336 

~lll,:: 
H
凹
，
John

414 

~
調
回
4咱
這

H
opkins 

408 

~
駒
~

H
assett 

212 

重
F
豆
穿

H
a
n
a
u

231 

N
antes breviary. the 

257 

H
als, F

rans (?1582- 1666) 

198 

178-

~
庭
甚
至

248 

~
~
 

H
alm

a. Franz 
278 

會
通
話

H
aller, Jean 

254-255 

~
~
i
i
豆

Hanover
268 

將lll安
慰

C
respin. Jean 

397 

E靈
自
甚
至

V
enice 

45-46, 49
， 訓

， 54
,

56,
102, 105-106, I 15, 118-121. 

126-127, 129, 137, 144, 150, 152, 

154, 157-160, 162, 181
, 185-186, 

188,190, 200,22
1, 232-235, 239-

240,245,247,253, 256-259, 275-

276, 281, 286-287, 290-292, 304, 

307, 309,315,326, 329,333,336, 

3
4

l,3
4

9
,3

5
1

,3
5

3
,3

5
7, 359 

〈
窗
也
淺

，
奧
運
劉
翻
白
輔

！權主題且偷
l

甚或〉
Libri venales

惚
，
ietii旬，

N
urem

bergae et B
asileae 

292 

賢
世
滋
味
是
因

V
enetian R

epublic 

45,
144 

鐘
山
甚
至
輛
自
盛
極
＠

C
orporation o

f 

V
enerian b

o
o
k
sellers，伽

19。

在
蓋
世
~
緝
毒
誼

V
enetian S

enate, the 

4
9

,3
0

4
 

還
拿

W
ietor 

255 



悶
、

快FF可

2豆
豆
露

Will肘，
Georges

293 

儘
嗯

H
uete 

215 

t還
溢
出
削
E

V
issm

aken, G
uillaum

e 

389 

2這
甚
至2至

草ii:~
W

estm
inster 

213 

它
還
憐
惜
穩

W
eissenbruch, M

aurice 

200 

t逐
條
起
童
問
世
弓
-K

W
eissenhom

, 

A
lexander o

f 
371 

t豆
制
制

W
ittenberg 

124,238, 243-

244,291,294,337,366,368,370, 

372, 375-376, 394 

蠻
趕
回
甚
至

W
iericx 

i3
0

 

世
靈
眶
里
控
制

Id,
L

eonard 
144,276 

〈
言
語
個
叫
幸
存
卸
〉

Instruction des 

enfants 
396-397 

有
吾
國
棚

j:j::f.tm嘻
嘻
誼

Im
perial 

C
om

m
ission on B

ooks 
295 

悔
區
總
領
（
建
制
蟬
蛇
梅
園
）

Im
perial D

iet 
366, 37 I 

〈
紹
說
居
十
純
國
〉

Ten B
ooks o

n
 

A
rchitecture 

104,326 

~
m
l
f
至

forme
80-82, 85-89, 91-92, 

117, 129, 144, 168-169 

拉
疆
﹛
伴
尉

lettre d'attente 
38 

國
~
！
鮑
隘

Skod紅
258 

（~-0伴
$1-:':l)

O
n O

rthography 

225 

¥2!{1叫
阿
倫
盟
軍

com
m

ittim
us, the 

privilege o
f 

30 

〈
半
百
阱

;\l:;;)
C

om
es (of L

a F
ontaine) 

133, 200, 210 

遠
獲
至
臨

S
peyer 

l駒
，
232

,275-276, 

336,349 

遐
思
。
也
隨

Schongau仗
，
Johann

由
e

E
lder (14??-1491) 

124, 129 

蠻
l總
經
出

f:l反
S

tyria 
290 

還
楓
華
盟

S
chm

idt, P
eter 

293 

遺
書
軍
阱
，
臆
附
國

S
chreck, Johann 

(1576-1630) 
271 

酬
磁
盤

S
tar C

ham
ber 

278 

〈
酬
輔
相
輔
〉

A
stronom

ici veteres 

349 

〈
刪
曲
研
制
盤
〉

Cosn呵
raphicae

aliquot descriptiones 
350 

!i:-K糞
土
包
絲
路

C
ourtalin-

F
arem

outiers 
6

0
 

)i:,K個
Cornelius

178 

Ji:~
~

 
K

oenig, F
rederick 

21 

Ji:間
做
﹒
絕
你
想
你

Medici,
di’ 

C
osim

o (1389-1464) 
158 

~
回

Cock,
Jerom

e (1510-1570) 

130 

軍
Oll＼學

Koberg缸，
Anton

(1455-

1513) 
120, 135, 150, 159-160, 

162, 168, 175, 183-184, 231,286, 

290,295,336 

軍
血
＼
：
＼
$
！
隙
縫

K
oberger fam

ily 
162, 

233,236,238,255,276 

Ji:漿
糊

Corro21前，
Gille

228, 360 

~
際
崩

Cortez,
F

em
and (1485-

1547) 
2
6
3
。264,

353-354 

軍
區
妄
拉
（
特
P
泳
運
亞
軍

）
C

oster, 

L
aurens Janszoon 

72, 74 

軍
報
E君
主

K
opfel 

57 

w;iS型
話
：

C
ollonges 

398 
w
;
僅
由

（隘
C

olbert (1619-1683
）
鉤
，

174, 198, 247-248, 298, 311 

(Ji:健
側

-!K~扯
到
〉

K
oelhoff. th

e 

C
hronicle o

f 
221 

桐
柏
←
世

-K梅
Justini徊

，
E
m
p
e
r
o
r

275 

〈
綱
村
←
世
士

！：H
t
)

C
odex 

276 

喇
封
信
堅
信

Z
arotti, A

ntonio 
304, 336 

綱
總
嗯
憾
輩
革

Zarotti，
也
e

233 

呵，’”，!!I!!!
自
凶
儡
訕h
話.. 



D
u Pre, C

harles 
∞kγ 寸叫明路。也必押運 LU

制
問
﹒
注
1挺
胸

221 

制
Ml
﹒
毒
草
樣
做
事

189,415 

桐
閥
﹒
也
總
你
（
單
追
星
刑
事
縣
）

B
ourbon, C

ardinal C
harles de 

150-151, 218 

桐
樹
〈
組

Charles
V

III, IG
ng of 

France 
53, 55, 359 

細
間
隔
祖
（
控
制
體
世
竟
有
吾
國
刪
梅
）

C
harles V

, E
m

peror 
264, 366 

制
闖
闖
聿

l
（
古
巴
園
區
叫
）

C
harles V

, 

IG
ng o

f France 
3

6
 

〈
綱
闖
闖
詛
園
戀
~

）
A

ccount o
f the 

F
uneral C

erem
onies o

f C
harles V

 

161 

〈
姻
自
對
國
以
糧
站
服
〉

C
onquests o

f 

C
harlem

agne, T
he 

323 

糊
~
！
控
器
R

Justinus, Petrus 

綱
健
忘

﹒
E乏
法
宜
生
學

V
an 

B
o
m
b
e
r
g
峙
，

Charles
161 

制
健
草
草
路

C
h
訂

lesion
267 

綱
眩
酬
對

Chamali色res
48 

軍
國
般
說

Pirckheim
er (1470-1530) 

160 

E
stienne, C

harles 

138, 

304 

:It;!~國
Plato

322,345 

$!:lt 
B

erlin 
249, 280 

:It;!姻
自

B
olzani, U

rbano 
186 

想；
t,\Q~

Fontaney, de (1643-1710) 

272 

〈
？
還
草
草
棚
叫
樹
m)

346 

1也
﹛
件

m
o
vable

type, type 
18, 42-

43, 53, 56, 66-69, 73-74, 76-88, 92-

93, 97-99, 102-107, 111-112, 117, 

128,133, 141-143, 146-147, 149, 

154, 168, 170, 175, 186, 189, 191-

192, 202-203
, 237-238, 241, 256-

258, 260-262, 264, 269-270, 274-

275,328, 335-337, 341. 347,394, 

413 

ltf!﹛
吟
片

typographer 
165, 190 

肥
胖
裝
E

’
1也
﹛
伴
扭
捏

a
t迎

i件
5:i:富

typography 
43, 56, 65-66, 72, 81, 

88, 98-99, 158,2
0

2, 216,234,239, 

414 

但
﹛
伴
！
$

founts 
103, 105, 141-142, 

145,
155,257,261,291 

熄
﹛
伴
單

case 
82
－
肘
，

141,
143, 147 

144, 187,225,2
7

6
, 

L
ibro d

e/ P
eregrino 

5也
﹛
伴
！
！
：
相
當
重

letter foundry 
5

6
 

t但
2至
韻
，
﹔
但
扑
注
重

galley 
82. 87

－
郎
，

92, 129, 132, 147 

鎚
細
注
E

Peypus, Friedrich 
238, 373 

嫂
闊
葉

L
ochner, C

hristoph 
149 

青
巴
拉

L
orraine 

57, 149, 382 

碧
空
軍
個

R
ocollet, Pierre 

196, 198 

搜
尋
意
宰

L
ochner, Johann-G

eorg 

281 

懿
瑕
。

If(
B

odius, H
erm

ann 
389 

習
馬
甚
至

Purchas, Sam
uel (?1577-

1626) 
355 

〈
刪
絨
毛
慈
〉

P
etit A

p
p

a
ra

t R
o

ya
l 

279 

刪
憾
封
宣
言

I@:
R

oyal Publishing 

O
ffice 

162 

叫
。
為

5:i:富
組

（
古
巴
固
）

royale, Paris 
I I 2 

叫
。
話

i1f笛
Palais-Royal,

the 
199 

副
縣
團
制
扭
（
姆
國
）

Biblioth色que

R
oyale 

134, 3
4

3
,3

7
6

 

刪
絨
線
還
怖
主
K

A
府
也
r

of the royal 

lecture時
，
the

386,391 

刪
l型
研

IDt:Jti魁
Impe

吋
叫

Chancellery

script 
238 

Im
prim

erie 



"" 
你mvhr 可

叫
E

reg叫
is

92-93 

優
化
的

l站
起

迦
這
主
每
個

coat o
f arm

s 
135 

（
~
~
卡
挺
需
宮
〉

B
rieve 

。
d
m
o
n
i
t
i
o
n

de la m
aniere de prier 

385 

~
將

C
o
m
o

213 

E主
持
貍

1起
莘
莘
海

John o
f C

oblence 

156 

~
~
隘

Kotor
259 

~
是
蓋
章
護
體

C
overdale, M

iles (148?-

1569) 
408 

3立
個
詞
也
m
2

C
ochlaeus 

371-372 

~
酬
間

C
oria 

215 

~
掌
握
軍

Corin曲
396 

~
拉
蟬

Conereau
I 94 

~
韓
星
ii:~

C
om

ester, Pierre 
315 

~
M
百
個

C
oqueret 

I 89 

荐
給
你

C
o
s
e
n
z
a

212 

志
指

C
ochin 

269 

~
組

Cologne
且
，

56,
72, J 18, 150, 

160, 178-179, 184,227, 231-233, 

235, 238-239, 245,247,251
,272, 

286,307,309,315,337,353,368, 

389 

~
組

HJ
C

olum
ba 

117 

「
志
對
華
EJ

£cu de C
ologne 

379, 

383-384 

〈
泣
起
~lit-到

〉
C

ologne C
hronica/ 

72 

5叫
Iii

Cr俗
，
Jean

220 

E主
隘
血

（
C

orbeil 
46, 52-53 

志
隨
躊

C
olm

ar 
225 

E立
經
開
來
。
為
最
善

Koelho品
，自

e
233 

3立
起
降2星

（
土
包
圍
）

A
cadem

ie des 

S
ciences 

50, 272 

（
~
悶
：
訟
）

Josippon 
341 

~
l
氓
鵑

Y
ork 

242 

~
斜
機
干
＼
／

rt-~總
主
是

D
avid, son o

f 

Jonathan 
340 

~
駒

-!I<• l國
純
學
阻
嗯
，

Joseph

243 

玉
言
說
過
神
〈
草
草

Josephus, A
avius 

344, 

358 

軍
~
﹒
學
~
零
星
星

M
etlinger, John 

222 

l!IK因
陶

M
ainz 

42, 53, 56, 69, 72-

76,216, 218-219, 221, 230-231, 

234,237,289,309,371 

〈
揪
國
衛
制
﹔
提
〉

M
ail)Z

 Psalter, the 

75-76 

l!IK~
 

A
m

erica 
230, 245, 262-266, 

268-269, 282, 354, 356-357 

j;\\(國
United

States o
f A

m
erica 

60, 

263, 265-266 

(l!IK瞄
縫
里
還
〉

M
elusine 

128,302, 

323 

E委
主:1ifi

Epin剖
48 

E妻
間

Iesi 
232 

E妄
吉
普
主
要
好

Jerusalem
 

357 

〈
籃
子
豆
豆
酬
這
是
〉

P
assion, The/G

reat 

P
a
s
s
i
o
n，
刃
1e

65, 123 

〈
昌
安
遠
看
酬
逢
星
叫
草
草
〉

M
ystere de la 

P
assion 

323 

〈
岳
旦
首
尚
早
回
ffii"H<令

〈
望
在
臨
〉

O
raison 

de Jesus-C
hrist qui est le P

ater 

N
oster 

386 

〈
峰
造
註
蝴
塔
區建
〉

Vie de Jesus-C
hrist 

220 

瞎
話
個
村

Jesuits,
the 

I I 6, 195, 

199, 229, 245, 264-265, 270-273, 

299; 31 o. 355-356, 415, 417 
峰
造
員
總
刮
目

Nativity，
伽

39 

宿
制

Juli 
265 

軍
祖
時

!Ilr,
H

unnaeus, A
ugustin 

205 



。∞可叫吶吋恰念“哪一令 LH

軍
~
難
懂

H
ugueville 

281 

軍
量
單
純
音
譯
聽
（
這
再
也
）

H
uguenots 

60, 173, 311, 374 

早E惱
Hu

紹，
Matthew

82, 118, 2
悶

，
379 

草
草
E

H
uss,John(l37?-1415) 

250 

草
滋
有
海
灣
S

H
ussite 

250, 254, 365 
早
在
懶
覺

Hupfu仔
，Matthias

121 

♀a
s祖甚至

H
urus, Paul 

184 

〈
認

ocsi居
世
甚
至
棚
〉

E
pisto/ae a

d
 

A
tticu

m
 

106 

〈在這f湘
軍
軍
帥
〉

L
ei/re a d

'A
/em

bert 

209 

﹔
但
盟
運

V
a
n
Z
u
r凹
，
Jan

72 

1剪
輯
｛

-1:i<ff:~＜＇（
Valigna間

，
Father

A
lexander ( 1539-1606) 

270 

twlilfr川
聿

I
（
總
姆
俄
國
卅
）

John III, 
K

ing o
f Portugal 

269 

榔
桶
（
£
臨
）

Joseph 
117 

tw經
悟
出

Johanno俗，
the

60 

＃♀1sl: . .(j甚至:!E~
S

chtinsperger, 

Johann 
238 

t,w草緊
.
g!it酬

Pe肘
，
Johann

237 

tw1sl:
﹒
你
陸

Lauer,
Johann 

173 
｛
＊
«
~
區
將
組
輛
自
幣
發
血
〉

C
m

a/ogue o
frh

e M
o
s
t
坊
，
ulible

B
oo

ks i11 E
ngland. A

 
298 

1故
園
，
l
«
~
極

E
ngland, E

nglish 

2 I. 27. 29, 37, 4
6, 50-51, 53-54. 58-

60, 89, 103-104. 108. 110, 118-119, 
155, 207-208, 230. 232-234. 239. 

241-242, 245-249, 265-266, 278, 

280,282,287,290,294, 297-300. 

3
0

6
,3

2
5

,3
2

9
,3

4
0

,3
4

4
,3

5
5,362, 

3
7
5
.
3
9
1

、404,
407-409, 414, 416-

418 

報
酬

~ll芒。為起草
G

alliziani, the 
58 

：聽
4以
每
蟑
螂

di A
m

brogio, L
odovico 

45 

須
做

D
ijon 

鉤
，

184,
197,222,2

8
1 

想
E
腿
軍

di Alo闕
，
Alonzo

276 
：
與
軍
對
華

di C
olonna, G

uido 

(? I 215-? 1290) 
25 I 

f費
旭E時E盡量

di M
archio, F

rancesco 
52 

：閉目毀。為主主
D

idots. the 
22, 57, 60, 

7
8

,9
0

,2
0

2
 

蝴
盟
軍
聽
聞

dragonnades 
248 

輛
~!!I怨

恨
這
E

V
egetius 

321 

串
哥
拉
開

V
itre, A

ntoine 
I 68, 197 

指
甚
至
卻
再
E

V
espucci. A

m
erigo ( 1454-

1512) 
251,353 

船
！
無

m::副
團

V
elletri 

185 

{Iii至
連
釋
〉

E
ssai su

r /es m
o

eu
rs 

280 

馬
里
﹛
件
持

Flugschriften 
366, 368 

細
亞
三
寄
回
（
治
區
）

Ile-de-F
rance 

150 

徊
包
括
鄧

vurbyldung 
72 

絢
~
回

Champagne
54, 58-59 

＋
創

〈望
這
件
〉

E11fa111 prodigue 
209 

崗
京
持
續
收

Z
w

eibriicken 
214 

控
告
E

C
hopin

, R
ene 

280 

學
悠
遠

Schoeffer, P
eter 

72, 74-75, 

77, 152,165,216,219,225.231, 

237,285,290
,2

9
5

,3
3

5
 

堂
皇
悠
遠
川
祖

S
choeffer (the· 

Y
ounger), P

eter 
237 

堂
堂
皇
星
室
主
三

M
onastic A

ge, the 
24-

2
5

,2
8

 

這些基i:!!1但
也
甚
E

T
hucydides 

143, 187, 
190,276,344,358 

〈型企
馬
路
〉
（
通
耳
語
絲申）

Rhetor句
ue



＂＇、
4悵－∞寸

151,225 

〈
學
馬
點
〉
（
總
目
眩
種

n:：；.；榔）

R
hetoric 

322 

這
是
聽

C
houaud, P

ierre 
28 I 

禮堂昌盛
S

chotten 
123 

~
凹
咀

L
om

bard 
45, 52, 286 

~
咱
也

R
em

bolt, B
erthold 

l弱
，

336 

1喜
事
羊

L
ondon 

90, 119, 155, 162, 

169, 181,184,238, 241-242, 249, 

2
6

7
,2

9
4

,2
9

8
 

~
齡
刪
械
部
領

Royal
S

ociety, the 

299 

董
11*

C
ongo 

269, 355 

時
你
辦

C
ordova 

137 

篩
選
持

C
olum

bus, C
hristopher 

352-253 

個
世
惱

G
oetze 

370 

阿
通
R星i

$：：（－：＼~la科
書Is~

G
loucester, 

H
um

phrey, D
uke o

f 
J 05 

偷
車
盟
區
毛
皂

plaquettes go由
iques

I 15,324 

隙
里
自
接
連
E

textura 
251-252 

時
也

IBIK扭
bastard gothic, gothic 

bastarda 
102-I 03, I 06, 107 

！
楷
體
盟
盟

gothic script 
帥
，

102-103
,

105-108, 114,128,
141,190,234, 

264 

lalalli是
每

C
olom

b, o
f M

ilan 
281 

〈
驅
動
H
固〈〉

O
rganon 

186 

〈單泊迫串z
斟
搜
〉

Deco
，『s

philosophiae 
159,320 

〈
個
點
悟
空
去
〉

D
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 
201 

「
組
建
串
舖

育：：J 
P

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299 

組
提
案

G
e
r
o
n
a

215 

是
單
是

E
yb, A

lbertus de (1420-1475) 

227 

〈
悠
個
5草
莓
畫
畫
追
查
〉

Im
ages d’E

pinal 

302 

4繁
榮
串
串

E
m

ili, P
aolo 

345, 359 

4慈
母
國

E
ssonnes 

46, 52-53, 57, 

6
0

,2
0

3
 

緝
捕

!ll樂
$
b
時

visse,
G

uillaum
e 

6
0

 

i惠
國
蒂
固
陸

E
scobar, A

ndreas 
307 

怨
誰
也
悟

l
E

ggestein, H
einrich 

231 

封
建
酬
~
~

A
gricola, G

eorge 

(1494--1555) 
351 

主
草
$
：
：
誰
聽

E
ttlingen 

5
8

 

〈全草草，；：：~肘〉
D

eA
etna 

186 

輩
革
革
開
甚
至
蚓

A
lcala 

2
4

1
,3

3
8

,3
4

2
 

型
車
甚
至
提
K

E
genolff, C

hristian (1502-

1555) 
107
，
必
4
,
2
9
0

輩
革
甚
至
蝴
財
草
屋

A
eschines 

187 

悠
遠
豆

!I')¥聞
單
草

E
stiard, P

ierre 
393 

毒
草
甚
至
油
墨
曰
：

E
splandian 

362 

全
F甚
至
關

E
ssling 

340 

是草
tt接
指
~
哲
按
最
重

E
stiennes, the 

109, 

Ill, 140,168
, 188-189, 196,337-

3
3

8
,3

4
2

,3
9

7
,4

1
2

 

輩革
隘
總
＼
~翠綠、

E
ldorado 

263 

毒
草
也
個

Isaac, Jean 
205 

〈
吉
思
輯
也
愉
制
E
扭
扭
細
細
吧
睡
眠
〉

Letters o
f H

eloi"se and A
belard 

328 

恤
4余
蚓

S
charfenberg, M

ark 
255 

剛
，
$

iii,
S

chabler, Johann 
379-380, 

382 

剛
~
持
酬
~

C
hateaubriant 

392 

闢
建

S
chaffer 

5
0

 

世ll.<~ii羊
C
harenton

59-60 

關
早
出
錯

C
hartier, A

lain (? 1385-143 ?) 

107,323 

剛
細
細
除

S
chapphoven 

214 



N∞可．制韓念仲寄去

倒
錯
固
堅

C
hapelain, Jean ( 1595-1674) 

132, 196-197,298,3
1l ,4

1
8

 

剛
純

J徊
。

t
48 

〈機
組
m)

勾
1istolae

adfam
iliares 

1
0

5
,2

1
7

,2
3

2
,2

7
5

,3
2

1
 

個
閣
總
日
恆

bookseller o
f the P

alais, 

the 
182 

〈個
選
海
！
~
｝

323 

〈
個
霍
梅
E賠
〉

A
b

u
ze en

 co
u

r 

怪
Et

S
chiedam

 
214 

陸
提

－
宜
重
~
終

O
tm紙

S
y
lvan

238,371 

佳
盤
在
崗
（
暐
畫
室
刑
事
譯
）

X
im

enez, 

C
ardinal (1436-1517) 

2
4

0
,3

3
7

 

陸
眩
~
椅

Schirlentz,
N

ickel 
243 

怪
陸
這
是
這
（
隸
。
民
愷
黯

I I聿
l)

S
ilvius (P

iccolom
ini), A

eneas 

(1405-1464) 
2

1
8

,2
2

7
,3

5
9

 

〈
屬
制
海
〉

Im
itation o

f C
hrist 

3
1

6
,3

6
3

 

啞
巴
縷
的

nig
178 

哩
哇
~
閻
健

C
oignard, Jean-B

aptiste 

278-279 

糧
田

;g'ii輔

D
octrinal de la C

ourt 

M
oses o

f C
ouey 323 

157, 

342 

t覺
出
豆
是
~

C
ook, Jam

es 

糧
油
＋

K
uche 

9
7

 

~
酬
總

C
urion 

382 

t噩
祠

（絕
望
重

K
uchheim

 
214 

~
國

Ki』h『1, John 
185 

體
監
拉
攏

K
utno 

252 

世
監
甚
至
~
~

C
oustelier, U

rbain 
201 

~
陸
繪

C
oom

hen, D
irk V

olkertroon 

7
2

 

燈
區
組

C
o
u
m
o
t

( 1801-1877) 

越
徹
徐
海

C
ourinus 

416 

t量
組
你

cruzados 
269 

連
長
國
總

Jouennea1瓜
，
G
u
y

$甚至E
尊

H
yst 

149 

由
是
E
盡
是
』
E史
（
皂
白
是
自
組
）

T
errible 

255, 260-261 

〈
草
堂
眛
尋
租
N
~

）
M

iroirdu P
enitent 

393 

總
部
甚
至

K
n
a
p
阱
，
Hans

斜
眼

N
assau 

248 

〈
宮
廷
敵
蠶
〉

Fascicult的
Temporum

5
8, 221 

〈
堂
~
棚
）

H
o

u
rs 

117 

當
u崑
經
輛
自

B
ooks o

f Hour冒
犯
，

38,

3
9

,9
2

, 1
1

4
,1

1
6

,1
2

0
,1

2
2

,1
2

4
,1

2
6

, 

133 

371 

268 

334 

Ivan the 

136,143,155
, 312,315, 317, 332, 

365, 388-389 

〈
棚
叫
制
〉

P
hilobiblion 

33 

關
舟

PJIII(
title page 

108-112, 189, 

2
3

7
,2

5
2

,2
6

1
,3

0
4

,3
8

8
 

1個
游

calligraphy 
29, 73-74，

呃
，
嗨
，

100, 104, 117,337 

〈
制

!l!!!!串
串
〉

Lene
η
 

225 

〈
帥

!l!!!!串串｝
(lo鎚

值
班
個
區
U
越
是
主
ain

E
pistolae 

38 I 

倆
結

spine (o
f a book) 

139 
民
E
鬥

冒
. 

申
耐
百

scnvener, n
o
t
紅
y

2
3

1
,3

5
7

 

輛
懂

bookseller, bibliopolas 
6, 30-

31, 35-37, 40, 53-55, 57, 101, l03, 

109, 122, 124, 126, 128-129, 136, 

138, 140, 142-143, 149, 153-154, 

156-160, 162-163, 175-183, 186, 

189
司200,

204-210, 223, 227-229, 

235, 237-242, 244, 249, 251, 263, 

275-276. 279-287, 289-298, 300-

301, 304-306, 308, 3I0-311, 313, 

3
2

4
,3

2
7, 331-332, 3

2
4

,3
5

7
,3

6
8

, 

375-376, 379-380, 382-386, 388-

9
6

,1
3

4
, 

30, 4
0, 153, 



"" 
啥
時們∞可

390,392,394, 397-401
, 404,418 

軸
線
（
腔
圓
棚
恤
相
當
主
︱
峰
欄
目
總
）

leaf 
26, 92, I 09-110, 112 

軸
線
燼

foliation, leaf signature
訝
，

112 

棚
liw(

stationers 
30-31, 37, 100-

IO
I, 135,223 

的
mt1if,fil

script 
77, 102, 104-105, 

107,238 

「
軸
線
莒
阻

-a.<叫
匪
」

B
ook in the 

Service o
f Histo句

，
The

18 

軍
3$你
回

L
anguedoc 

45 

屆
學
容

L
angres 

398 

躍
在
調
E

G
ennep 

58 

聽
:it::

G
hent 

187 

學
個
總
編

G
ensfleisch, Johann 

69-

7
0

 

起
且
已
對

G
uillebaud, N

icolas 
154 

紹
智
健

Guettard,
Jean毛

tienne

(1715-1786) 
50 

H難
＋
亡
國

Sambt時
，Jean

348 

時I
*
~

S
enlis 

143 

11:.!f甜
言
緝

S
oncino 

340 

地軒~{l]j：草草
S

ant’O
rse 

213 

略
研
單
妄

S
ens 

122, 144,375 

再
跟
控
制
酬

Santarelli, F
ather 

197 

誼
醫
隘

Z
ell, U

lrich 
72, 118, 231, 251 

若
有
經
每

Z
edler, G

ottfried 
20 I 

3$
巨玄
隘

G
erlier, D

urant 
155-156 

3學
~
恆

Gryphe,
Sebastien 

190-

191, 193, 200, 293, 341, 345, 390, 

394 

3$
叩
自
串
連

G
runinger, Jean 

I 10, 

122-124, 160,235,237,371 

3$叫
世

:iE
C

rem
ona 

213 

3$!~-tl<~ 
G

rafton, R
ichard 

242 

連
詞

i是
自
午

G
racanica 

258 

蜂
起
︱
指
酬
﹛
件
白

G
lagolitic 

259 

漣
~
~
！
如

Granada
217,355 

3
$
~
閣
也

G
orazde 

258 

〈
學

1諾
維

tPI請
詳
瞇
起
飛
〉

D
e
c
仿
twr~

G
r
a
n
t
i
a
n
話

3
5
8

3$!:lt 
G

reen, S
am

uel 
157,266 

誰
誰

liifa隘
Gringor罩，

Pierre
323, 

388 

3$軍
1學
隘
（
暐
輩
革
叫
請
詳
）

G
ranvelle, 

C
ardinal(1517-1586) 

162 

〈
$
每
每
個
總
結
串
串
〉

A
pparatus in 

C
lem

entirm
s. 

227 

3但
這
R＼狀草草

G
rotius (1583-1645) 

278,416 

2捏
造
~

G
essner, C

onrad 
351 

婆
婆
最
劍

G
renada 

215 

退
還
是
S

Groulle仙
，
已
tienne

127, 

393 

3$盟
副
對

G
rolier, Jean (1479-1565) 

137 

〈
建
起
嘗
試

1i'ii〔祺
瑞
區

（~翠.\}cl)
H

istoria 

de G
risel y M

irabella 
362 

~
賴
特
扭
扭
~

M
artyr, P

eter 
350, 

353-355, 359 

體
事
還
是
車
甚
至

T
errentius 

271 

輛
裝
進
甚
至

T
erence 

321,334 

「醫學W
-
H
器
」

Tim
es, The 

9
0

 

總
思
主
去
~
甚
至
圈

T
heophrastus 

349 

1震
種
觀
〈

Pulci, L
uigi (1432-1.484) 

363 

瞇
!)!!g@I!

B
aptist 

371 

搭建~;.ji,
H

aebler, K
onrad (1857-

1946) 
62, 276 

鍵
因
土
豆
這
E

H
einsius ( 1641-1720) 

197 

援
國
悉

H
eynlin (von S

tein), Johann 

152, 183-184, 225,318 

J度
隨
酬

H
eilm

ann, A
ndreas 

57, 70 



寸∞可4們甜怕穹倆一通 LU

投
理
控
制

H
eidelberg 

55,184,291 

史
辛
苦
E

w
atennark, Les F

iligranes 

44-45
， 詞
，
5
5
,
5
8

也
隨
即

1-0綠
草
草

H
aultin fam

i ly, the 

402 

位
主
司
總

U
rbino 

214 

(lllr,~
~

) 
U

topia 
345,348,362 

lllr,豆主
U
l
m

紹
，

118,
232, 290 

lllr,~譜
尊
重

U
rach 

259 

lilfl草t::巨
玄
擷

U
甘
echt

55,58,291 

lllr,憾
，
E

U
dine 

214 

lllJ：
取
純

Utino
226 

lllJ：這i:~
W

orcester 
242 

〈草t::＋：：甚ii:$.1)
Tristan 

324 

~
村
漿
糊

Tergovis在e
257 

~
這
支
部
竟
也

T
repperel 

155 

~
芷

Ii皇
-t<＜

~
但
總

Trent, C
ouncil o

f 

145,
162,2

4
5

,3
0

5
 

草E
酬
~
組

Trissino
( 14 78-1550) 

414 

~
酬
幣
基
建

T
rithem

e 

~
酬
隘

T
巾

r
214 

〈
撐
起
巴
巴
學
（
〉

H
istory o

f Troy, 

K
ronika Trojanska 

127, 251-252 

〈
拉
嫂
色
也
（
總
〉

R
ecueil des 

184,1
8

8
 

H
istoires de Troyes 

361 

〈
拉
您
怎

!W,J...J串
串
〉

H
istoria 

destm
ctionis Trojae 

324 

拉
鐘
韓

Trento
212 

~
甜
互
妥

L
euers Patent 

53 

~
串

IB-\lC!臣
妾

Treguier
215 

「
~
個

lllf;la:q=:J
Joum

al de Trevoux 

299 

~
個
蝸
隘

Trechsel
124, 156, 187-

188, 234-235, 334, 336 

拉
關
鍵

1億
Treviso

45
，
峙
，
232,

309,326,336 

草t::a祖
\Et

T
royes 

46, 49-55, 58, 122, 

128, 142, 157, 239,2
47, 339-342 

~
－

\Et孟
~
酷
E

R
achi, Salom

on o
f 

T
royes 

339-342 

詩
是
因

＼:i學
B

am
berg 

7
5
司76,117,222,

231 

H譯
機

L
ucerne 

371 

〈
告
當
戀
戀
〉

E
delstein, The 

117 

西
詞
~
$
訴
您
唾
H

A
nglo-N

onnan 
l03 

〈
路
累
起
＋
國
〉

C
ollege de Sapience 

144,277 

橙
甚
至

pot casse 
138 

＜~
岳
主
的

Secret o
f Secrets 

〈
裝
部
財
〉

120,316 

〈
軍
感
釋
〉

Theology 
369 

〈
震
玲

li;e)
D

isputationes 

Theo/ogicae 
278 

jt星
套
菌
Im

chapter 
凹
，
222,376

~d'lil 
Peru 

264, 268 

3至
還

em
blem

 
l09, 134, 138, 151 

〈
機
話
〉

O
sm

og/as11ick 
254 

機
語
絲

Plainchant 
257-258 

~
 

sols 
27.W

 

1齡、苦是降至
Saum

ur 
182, 227-228, 245 

~
~
甚
至

Solis, V
均

II (1514-1562) 

124 

4帳
單

f;
（
個
眩
，
認
團
）

Sorbonne, the 

53, l03, 106, 126, 152, 183, 225-

226,232,310,318, 385-390, 392, 

394, 395-396 

~
單
主
制
男
迷
信

-1lι組

141 

1帳
單
童
車
里

L
ettre de Som

m
e 

l前
﹛
~

Sorg 
233 

l恢
mfl~

Souillon 
246 

~
區
t$學
健

Som
m

aville, A
『1toinede

198 

R
evelations o

f St. B
rigid 

Som
m

e angelique 

141 

325 

︱ ︱



代
h

i
唾們∞可

做
!!fl國

每
甚
至

Sophocles 
I 87 

3言
抖
起
降
（
支
主
ag)

belles lettres 
I 05 

〈
軍
出
結
賠
付
棚
〉

L
ivre de pa,faite 

orasion 
383, 389 

S
草
草
旦
國

N
ew

 B
ern 

267 

5起
姆
拉

N
ew

port 
267 

$
~

 
N

ew
 Y

ork 
266必

7

$S!!ll酬
Nuremberg

52’”
,

llO
, 

120, 124, 149, 157, 159, 162, 183-

185,217,222,231,233,235,238, 

252-253, 280-281, 286,290,292, 

295,315,337,351,353,370, 372-

373,407 

(f題
進
蚓
盟
軍
盼
到
〉

lib
er 

C
hronicarum

 
120,359 

$
肇
事
革

N
ew

 L
ondon 

267 

$
譜
儀
這
ii~

N
eum

eister, Johann 

217-219, 221,232,275 

~
峰
是
也

i仗
K

nobloch, Jean 
llO

, 

123, 149-150, 157,370 

~
持
使
個

Knobloch！
缸
，
Henri

236 

華
：
品
總
經

N
euchatel 

367, 376, 

391, 394-397 

~$.I哩
哇
拉

N
ettancourt 

382 

iE樹
隘

N
evers 

143 

(iE樹
庭
主
豆
豆

11:t:詩
經
〉

G
erard de 

N
evers 

361 

事
怪
醫

N
asier, A

lco ribas 
347 

iE餓
Nuthead.

W
illiam

 
266 

!lE降至眉毛
N

arbonne 
279 

叫
：
器
出
（

s這
）

vellum
 

18, 26-28, 

37, 46. 101. 113, 117, 138, 155 

甘
露
怯
剛
回

U
m
b
吋
m

217 

迫
退
出

com
pagnons en conscience 

168 

(i巨
變
甜
蜜
〉

H
istoire generate d

es 

voyages 
202 

僻
圈

cartoon 
39,133 

倒
使
體

cursive script 
102-103 

〈
招
呼
棋
擂
〉

F
rum

entorum
 H

istoriae 

277 

＊
~
閣
~

Z
w

ingli (1484-1531) 
372 

E
組
組
~
挺

law
 o

f escheat, the 

288 

＜
：
玄
怯
側
〉

G
liicksbuch 

123 

〈
親
把
您
〉

M
e
m
o
巾
以

73

國
~
縣
最
S

noblessed’~pee 
331 

t豈
料

alm
a m

ater 
l俑
，
300

國R
卜
﹒
還
是
~

S
chott, M

artin 
236 

〈
眩
4﹔〈
臼
（報目

叫
〉

P
odkoni a Z

ak 

251 

眩
封
建
R

M
abillon ( 1632-1707) 

196 

〈
眩
la
﹒
感
酬
會
主
總
4瞞
自
〉

L
ibro 

a
ureo de M

arco A
urelio 

346 

ll!f;la撥
單
是

Polo, M
arco 

99, 325, 

356 

岐
自
~

M
anila 

270 

區m
~
目
：
M
的

n,Sebastien
的
O

區F:l民
間
哥
哥
總

︱
扭
（
刪
梅
）

E
m

peror 

M
axim

ilian 
123, 238 

〈
出f;j囡

囡
哥
哥

i聽
話
語
〉

η
i
u
m
p
h
s
o
f
 

M
axim

ilian 
123 

世f,j威
海
~

M
axim

us, V
alerius 

225, 

335,344,358 

蛇
出
極

M
acrin, Salm

on 
191 

世f:~區幸~但
·
i故
軒
在
世

O
rfm

i, M
arietto 

217 

眩
酬
材
〈
個
戀
孟

.!JL健
拉
送
些
飄
起

C
harterhouse o

f M
ariefred 

214 

眩
酬
糧

M
aryland 

266-267 

凶
：
宮
這
巨
：
$
！
酬~ii靈亞蓋

W
illiam

 o
f 

M
alm

esbury 
328 

出f:~主
草
S

Malingr宜
，
而
omas

396 

ll!f;認
個

Malbork
214 



M
archesini, G

iovanni 

海∞可

國R忠
游
世

315 

眩
護
車
﹒
串
藍
色

D
ay, M

atthew
 

眼
t暈
眩
拉

M
arcourt 

396 

國E固
定
當
：
金
組

C
halons-sur-M

am
e 

382,400 

世fa~
M

aheu, D
idier 

141. 143 
眩
縣
經

M
achuel, Pierre 

281 

毆
容

Male，已mile
(1862-1954) 

121 

出r,臣
恩
怨

M
ariette 

132 

世R糊
樂
~

M
achiavelli, N

iccolo 

345, 414,417 

世R世堅
M

acon 
214 

固
立
起
監
~
息
R

M
a
m
m
e
r
a
m
時，

Nicholas

205 

眩
憫

M
arin, P

ieter 
279 

蛇
眼
間

M
athiae, A

ntonius 

眩
海
定

M
euse, the 

58 

IHf;總
$

M
alherbe (1555-1628) 

416 

眩
軒
在
逆

M
a
仟

ei,
F

ather 
355 

世R
粗
﹒
起
回
（
總

D
u

B
ellay, M

artin 

360,380 

眩
隘
$
，

1
M
甜

in,
H

enri-Jean 

17, 38-39 

266 
划線雲仲哥LU

286 

6-7, 

世
E
陸
要

234 

岐
腿
也

1
M

arburg 
291, 350 

u
：
這
至
械
I#;

M
alesherbes ( 1721-1794) 

210,311 

岐
經
憫
之

M
a
r
d
甜

i
258 

IHf;尊
重
也
M
叫

n,
E

dm
e 

197 

出E
也
酬

M
adrid 

158, 162, 240-241 

《
岐
也
酬
零
星
tt:$？共》

M
em

oires sur 

la B
anque de M

adrid 
200 

值
也
蚓

M
agdeburg 

309, 368, 371 

岐
惜
這
E個

M
anosque 

395 

世E
單
位

M
arseilles 

45, 281 

凶
：
體
制
（
~
送
＋
叫
幫
）

M
位

arin,

C
ardinal 

196, 300 

世E蝶
Marot.

C
lem

ent 
115, 191. 

194,344,385, 387-388, 401 

世r,~里
甚
至

M
artens 

232 

1征
信
這
豆

C
orneille‘

Pierre ( 1606-

1684) 
205-206, 209, 278 

懼
K
.
S祖
－
~
~
望
重
建

V
an 

B
om

berghe, C
ornelius 

161 

l曜
盟
軍
接

G
autier, L

eonard 
112 

1屯
！
她

G
o
d
a
r
d,

G
uillaum

e 
332 

俺
也

G
a
u
d
e

281 

M
archant, G

uy 
122,

156, 
《！喧

還
〈
主
証
書
頁
》

186 

《
也
在
還
:{i;OC~i到

》
A

m
adis de G

aule 

128,2
6

3
,3

4
6

,3
6

2
 

《
ii@也

糊
提
》

B
ib/iographia G

a/lica 

297 

《
i屯
盟
畫
畫
盡
量
》

lllustratio11 des 

G
au/es 

122 

《J厄
迪
拉
遲
至

m;;;ll,::史
色
目
帳
單
》

Illustrations de la G
au/e et 

singularitez de Troye 
360 

《
姬
迪
是
單
財
》

Gallic
肋

r
321,358 

G
allom

yom
achia 

＋
︱
個

辦
員
還

blind stam
ps 

68 

﹛
拉
耳
單
純
m
霍
單
單

stop-cylinder press 

21 

《
鐘
都
制
制
峙
》

317 

位
海
連
連

W
aesberghe 

413 

露
在
︱
聿

l
R

ene d’A
njou, K

ing o
f 

(1409-1480) 
323 

~-11ι壘
起

L
e C

aron, P
ierre 

155 

4言
世
但
該

R
egnault, Franr;ois 

142 

每
每
~

L
e
B
r
凹
，
Charles

132 

V
itae A11ticl1risti 



""' 
帝
時hr ∞寸

d吝
惜
帕
拉

L
e B

ret 
277 

〈
露
＊
~
土
包
括
言
〉
«
芷
＊

Q;4士
也
還
〉
）

C
om

m
entarii in L

e
νitici Librum

 

205 

這
蓋
世

L
e Puy 

151 

每
個
昌
安

L
e G

ier 
155 

率
1民
進
言
學

Le C
lerc, Jean 

230, 299, 

418 

霉
國
奪
眶

Le C
lert, L

ouis 
52 

孟itU
L

e M
ans 

351 

露
自
藍
眼

L
e Petit, Pierre 

198 

~
臣

le B
on, Jean 

52 

怠
士也
富
國

L
e Franc, M

artin 
323 

~
扭
扭

Robert,
Je仰
自

73

話
主
講
個
眼

L
e B

reton 
200 

露
宿
~

L
e R

oy, L
ouis 

356 

霉
蟹
，
E
經

L
e Signere 

240 

辜
者
m
~

LePre1肢
，
Jean

401-402 

搭
檔
﹜

L
e

R
oy, G

uillaum
e 

104, 153-

154,232 

霉
酷
暑
去
經

L
e
F
~
v時，

Raoul
361 

S
緝
部
恆

L
e Talle1汀，

Guillaume

103 

夸
耀

L
evet, Pierre 

155 

容
經
祖
祖

L
e D

ru, Pierre 
156 

〈
孟
幸
運
~
燃
起
草
U
郁
品
（
經
帽
£
：
fg:g;咱ii'~

~
制
叫
起
這
〉

Les lo
ysd

es 

Trepasses avec le P
e/erinage 

M
aistre Jean de M

1111g en vision 

220 

〈
齒
幸
言
拙
〉

D
e historia anim

alium
 

349 

剛
起
將
這
E

M
anzolies 

233 

國
以
主
豆
~

M
antegna (1431-1506) 

129 

國
斜
拉
拉

M
entelin, Jean 

184, 216, 

231,236 

種
試
圖
間

M
antua 

187, 232, 339-340 

酬
區
E
徐
海

M
antuanus, B

aptista 

(1448-1516) 
322,334,345 

酬
§
差
甚
至
~

M
anchester 

242 

獻
闇

Mansion,
C

o lard ( 1425-I 484) 

103 

〈
酬
~li藍

燈
~
＋
﹛
摺
財
〉

Travels o
f 

Sir John M
andeville 

40, 326 

國
H也巨lli

M
enzius 

179 

回
到
~

M
anthen, Jean 

286 

〈
恆
祖
師
〉

Livre des M
archands 

396 

（
巨

Ila(綿
變
革
語
間
〉

C
atechism

e par 

dem
andes et reponses 

398 

誓
牽
線
相

M
aterialists 

22 

園
區
也
包
（
謎
團
）

C
onvention, the 

210 

圈
。
添
置
割
m遐

（
迎
國
）

B
ibliotheque 

N
ationale 

6, 39, 95, 97, 134 

圍
起

S<'Jil嚮
（
姆
國
）

C
ouncil o

f 

State, the 
210 

埔
軍
主
唸

K
im

hi, D
avid (?I l的

﹒
？
1235)

341 

〈
蝴
制
制
除
〉

Life o
f C

hrist 
224, 

317 

〈
蝴
塔
自制
除
種
研
單
來
〉

M
editationes 

vitae C
hristi 

316 

〈
蝴
馳
。
長
認
E車
間
〉

Tr111h o
f the 

C
hristian Relig

仿
n

218 

〈
蝴
這
E怨
恨

ll!ID)
C

ato C
hristian11s 

194 

〈
蝴
如
詩
區
是
間
〉

lnstitllles o
f the 

C
hristian R

eligion, Institution 

Chre1ie1111e 
194,377,392,398, 

400 

〈
蝴
單
團
立
器
甜
諾
區
至
$
弱
〉

Cl，』ristianissimi

Restit11tis, C
hristiana Res1i1111io 

384,394 

-111111fri :in
富，

r·i冒
，~

I
寸
i

珊
，
由
自
－
－
『



∞∞可制泌研咽倆一通告

絲
毫
扭
曲
器
總
國
共
制
〈

N
ine 

C
ham

pions o
f C

hristendom
, the 

65 

〈
蝴
馳
車
否
盟
軍
＋
n吽
皂
〉

E11cl1iridio11 

M
i/iris C

hristiani 
194,3

77 

〈
糊
~
制
言
〉

H
o砂
W
叭

The
365 

〈
糊
認
自
睡
眠
這
是
制
主
至
1電
〉

泊
，

1der 

Betrach11111g H
eiligen Leidens 

C
hristi 

369 

婦！草草
m

otifs 
135, 137, 139 

!lP酬
剎
時
向

ueux
兒

，399
!lP健

Bayle,
Pierre (1647-1706) 

230,249,279,299,418 

〈
學
恩
吾
吾
棚
〉

B
ooklet 011 M

arriage 

369 

〈
禦
思
這
是
總
＋
岡
縫
〉

Q11i11ze joies 

de m
ariage 

324 

0
要
單
純
馬
〉

D
elcaration des 

louanges de m
ariage 

385 

個
堅
固

Coyecqu巴，
Ernest

141 

個
E遲
早R這E

C
orvinus, M

athias (1443-

1495) 
105 

個
~
樂
呵

ii'~卅
岫
吋

kevich,
Prince 

261 

個
斜
拉

C
onat 

339 

個
4排
怯
懦

C
om

azzano 
317 

個
~

C
oct, A

nem
ond de 

376, 380-

381.394 

總
甚
至
隊
也

Ir,
C

oustiau 
122, 155, 157 

f超
出

C
olom

b, Joseph 
281 

闊
的

Causse,
B

arthelem
y 

398 

〈
樹
恆
斜
學
〉

Mish叫
342

街
區
里
要

M
ilton. John 

208 

(t任
總
還
i目!!l翻

這
摺
〉

D
e expetendis 

etfi仿
iendis

rebus 
350 

fie主
菩
提
這

headbands 
137,2

3
7

 

〈
緯
國
在
輔
音
譯
雷
帽
嶽
伴
〉

L
eM

iroer 

d’O
r de /'A

m
e P

echeresse 
220 

堅
持
個
路
出

C
ollege de C

am
brai 

226 

圖
畫
扭
扭
﹒
固
（
包

B
ade, C

onrad 
393, 

397-398 

世
蜜
蜂

C
aen 

239 

~
袋
里
即
被

C
onstance 

184, 225 

〈
越
是
軍
副
總
態
語
~
＊>

 
M

issal o
f 

C
onstance 

76. 237 

世
草
制

C
am

den, W
illiam

 (1551-1623) 

416 

溫
舊
建

C
om

paing. N
icolas 

193 

正
這
這

』lluminate(d)
29, 37-39, 101

, 

117. 119,126 

已
這
還
這
這
E

illum
inator 

25
, 37-39. 

53, 117.180,231 

l§Bf
海
軍
呂
學

G
recs du R

oi 
337 

盟
退
回

C
zechoslovakia, 

C
zechoslovakian 40, 250-253, 256-

257,314,317,319 

2巨
型
醬
缸

ulnier
395 

5崔
健

Sauer, Johann 
293 

全
豈
料
H

com
positor 

82－駒，
144,

165-170, 173. 186,230,256 

主
豈料
堂
堂

com
posing stick 

82-83 

〈發
盔
叫
綜
〉

M
irror o

f the 

R
edem

ption, The, Speculum
 

salvationis 
65

, 125, 363 

離
科
（
蝴
塔
甜
的

C
hurch Fathers 

105, 116, 163, 183. 185, 195,224, 

246,305,316,320,364,385 

〈
終
存
串
串
〉

D
ecretals 

159,276, 

358 

音
譯
＊

D
octrinale 

72, 161 

提
出

l經
組
站

（制
套
話
）

H
oly 

O
ffice, the 

309 

有
証
綠
色
封
建
這
R同
聿

l
N

icholas V
, P

ope 

76 



＂＇、
有
缺

。∞可

有
証
。
民
間
間
召
-Ki
三
詛

A
lexander V

I, 
Pope 

309 
攏
。
長

I!!﹔
欄
目
組
（
囡
囡
甚
至
圈
滋
目
輯
）

Sixtus IV
, Pope 

218 

撼
。
路
線
組
機
〈
聿

l臨
棚

B
ull o

f 
Innocent V

III 
309 

認
﹛

l長
~
毒
草
帽
扭
扭

C
lem

ent V
D

, Pope 
367 

萬
惡
敝
國
建
（
~
~
l
喧
~
）
千
三
組

G
regory IX

, Pope 
276, 358 

幕
。
長
圖
書
聲
（
總
京

Ji€志
）

+111
車

i

G
regory X

I
日，

Pope
161 

較
﹛

l能
聽
翎

Papal B
ulls, the 

367, 

375 

報
紙
制
~
＋
祖
（

~ii(＋
輯
）

Leo 

X
, Pope 

3
的
，
3
5
5

認
控
早
臣
~a

catechism
 

259, 264, 

266,269,373 

〈
請
詳
間
國
固
眉
目
峙
甜
蜜
〉

H
istoire 

generate des dogm
es et opinions 

philosophiques 
200 

〈
有
認
領

-a.<)
C

hurch H
istory 

358 

〈
車
每
個
班
喇
帥
〉

C
orpus o

f C
anon 

I.A
w

 
357 

~
@
I
昶
截

canon law
 

103, II 6, 

159,226,237,380,417 

綜
領
土
包
i血

Inquisitors 
192 

〈
＃
惡
毒
扭
扭
士
控
制
~
）

C
orps de D

roit 
cano11 

278 

＃
否
也
割
裂
主
也
﹛
叩

Inquisitor G
eneral 

309 

卻
偏
（
制
總
）
當
霆
，
卻
偏
開
齒

E
nlightenm

ent, the 
133, 183, 198, 

200 

ta拉能
阻
〈

philosophes 
133, 199-

200,249,279,311 

〈
督
導
慈
〉

C
ode 

358 

起
草
~
撮

”w
hirling book" 

95-96 

也
霉
事
4月非

crank 
85, 89 

立
足
＃
學
匿

V
atican 

162, 240, 245, 394 

誰
這
樣
匿
瞳
給
自
屋

V
atican C

hancellery 

102 

〈
路
過
革
〉

Sorm間
的

396 

過S!~
腔

Soter,
Johann 

337 

懿
毒
草

Z
w

olle 
58 

過
S!＃
能
接

C
haudiere, R

egnauld 
189 

搶
回
醫
lB

M
erciere, R

ue 
194, 289 

緯
~
個
輯
財

M
eslay-le-G

renet 
122 

搶
~
$
:
g
'
[
K
持

1細
地
E

M
em

m
ingen, 

A
lbrecht o

f 
292 

〈
鐘
韓
〉

M
erlin 

323 

雖
是

M
aire, L

ouis 
227, 278 

接
$
學
~

M
eigret, L

ouis 
411-412 

肇
事
E

M
enage (1613-1692) 

413 

肇
事
健

M
enard, Jean 

l泣
，

155

雖
崗

M
etz 

387,394, 400-401 

蓋
章
甚
至
蝴
紹

M
eschinot 

323 

處
僅
因
對

M
ercier, Sebastien (1740-

1814) 
279 

控
區
~
恥

Merksin,
m

onastery o
f 

258 

！$腔
提
感
.

i;l!Il(j學
K
o
b
e
也

er,

M
elchior 

280 

建
區

MeiUet,
A

ntoine (1866-1936) 
403 

肆
宣
重
縫
里
喜

M
elanchthon (1497-1560) 

150, 168, 191-192, 194,256, 369-

370,372,375 

學
區

2過
尊
重

M
elantrich 

256 

經
撥
單
單
士
認
出

Pilgrim
 Father盲

，
伽

265 

閥
i吟

Ill}(
W

arden 
181 

間
喇
﹒
也
持
酬

B
ury, R

ichard o
f 

(1287-1345) 
33 

區~ff:總
相

D
eists 

22 



~
 

可刑法意仲寄LU

(l!ltlt電）
lnstitutio

. 
390 

（
~
乞

J:lm§i*總
）

D
issertation sur la 

’,1usique m
odem

e 
209 

體
對
幫
幫
個
:E®J

S
yndical 

154 
盼
做

B
illaine, L

ouis 
300 

盼
f憾

Beda,
N

oel ( 1470-1537) 
280,376,388 

盼
隘

1試
這
E

B
irckx 

150 
(IB在重要〉

H
eresie 

206 
(IBlKt電

~
）

U
nio dissidentium

 
389,395 

〈
圖
借
您
還
去
〉

F
lores /egum

 
358 

〈
總
川
晶
。
〉

Tters Livre 
347 

OlHi:I晶扣）
C

inquiem
e Livre 

348 
〈
給
因
如
〉

Q
uart Livre 

347 
tt惱
制

Wiirzburg
222 

tt還
員
肥
胖

typographic signs 
77, 84 

ffif姐
擱

m
iniature 

116-117, 121, 
136,155 

嘉
樂
~
世

hatching 
I 26 

~\t重
imposition

90, 92-93, 147, 
168, 176, 4

1
2
-
4
日

〈
細
胞
接
〉

P
roblem

ata 
349 

為
-ti封
閉

Shakespeare,
W

illiam
 

270,292,408,416,418 

276, 

386, 

. 

祖！）（,
K
a
]
也
回

M
oncm

basia 
186 

拉
車
~ll:坐

M
oline! ( 1435-1507) 

360 
僻
叫
做

M
oliere 

205, 207 
隊
酬
甚
E
﹒
鱗
H1<

S
ceve, M

aurice 
(?150

1-156?) 
191 

抽
取
酬
這
車
趕
卅

P
rince M

a
u
吋
cc

(1567-
1625) 

248 

織
等

M
orin 

132 
叫
王
E
健：［~!lf

P
lace M

aubcrt 
194 

祖!I(~陸
M
u
m
e
r
,

T
hom

as (1475-
1537) 

340, 368-369, 37
1 

祖I!<~酬
Moreri

(1643-1680) 
279 

叫
甚
至
~

M
oscow

 
254, 260-261 

祖!I(拉售量單。綠草草
M

ortiers, the 
249 

做
個
眶
。
綠
毯

M
orels, the 

l郎

織
也
~

M
odena 

213 
個
宜
重

M
eaux 

367, 373-377 
定
出
E

H
om

er 
322 

絃
擅

H
olland 

39, 45, 54, 59-60, 
72-74, 89, 131, 162, 170, 178, 181. 
182, 196-197、

200,
232, 246, 248-

249, 278-279, 296-297, 299-300, 
308,31

1,3
4

6
,3

6
2,413,418 

紅
軍
極
斗
私
緒
皇
星

S
tates G

eneral, the 
59 

(11[鐘
海
盼
到
〉

o
f 

72 

(!e:控
告
華
盛
（
〉

H
istoire de la G

uerre 
de H

ollande 
278, 281 

(
t酒
綠
翻
到
這
＋
繁
發
〉

B
ibliotheque 

universe/le et historiq11e 
299 

！
對
﹛
件
發

ligatures 
77

,251 

！
對
財

ll1l
notaries 

44-45 
現
凝
固

paperm
aker, paupeleurs 

52-53 

擱
淺
已
辦

paper indu
s昀
科

-45,
48-

52, 54-55, 57-60, 91,136,268 
總
婆
豆
鐘
，
提
還

paperm
ill 

44, 46-
6
0
，
叭
，
2
0
3
,
24
4
,
2
5
4
,
2
6
6

〈
閱
單
拉
總
〉

Treatise 011 P
erspective 

125 

誌
眩
卅
捌
刊

dors,the 
241,416 

〈
當
有
同
串
串
〉

C
ham

pj/eury 
190, 410 

盟
國
經

R
oyer, Jean 

332 
撞
車
抖
抖
草
草

m
atrix 

42, 68, 71, 73, 
77-79, 104,148,162,230,237,291 

輛
軒
在
黨

Schiil』felin
(1490-I 540) 

123 

(
$

)
 

(-0(} 

H
olland, C

hronicles 

P
oissons 

35 I 

Oisea1α
3
5
1
 



4快- 0
、
可

世
!it::目：

Rotterdam
230, 249 

絲
絲

M
eissen 

214 

語
氣
制
也

i
M

erseburg 
212 

~
健

M
祉
，
Jean

241, 364 

曾
做
陸
鐘

M
yllan, A

dnrew
 

241 

目
擊1迪
總
鞠

1
M

assachusetts 
265, 267 

〈
盤
盤
相
輔
導
E蝴
特
混
〉

C
apital 

Law
s o

f M
assashusett B

ay 
266 

＋
︱
︱
細

審
主
u且
每

Fournier, Pierre-Sim
on 

(1712-1768) 
78, 81 

運｝：草至$：
Fust, Johann 

67, 7
4司75,

165,216,225,231,313 

萬
蓋
袋
里
主

－
~
殿
陸
軍

H
oltzer, Jerom

e 

157 

時
哥
姐
穩
固
腳

M
ost C

hristian K
ing, 

the 
417 

5哥
拉
誓
·

l!!盟
總
環
衛

M
edici, 

C
atherine de 

401 

5哥
拉

K
eller, G

ottlieb 
51 

Oi吾
與

1m十島建〉
Trium

phw
agen 

238 

〈
括
起
話

ill:)
Trium

phal A
rch 

123 

屆
安
霧

K
essler, N

icolas 
315 

眉
陸

Kehl
199, 202 

哥哥站起
C

aesar, Julius 
3剖
，
335,344,

358 

你
因
學

L
auingen 

212 

泳
運

L
aurent, Pierre 

155 

這
R置
站
起
也

i
R

hau-G
riinenberg, Johann 

243, 336 

設
置
玄
~

Beaulie1瓜
，
Charles

411 

蓋
章
你
自

B
odoni (1740-1813) 

202 

2空
間
隨
你

B
oiardo ()44?-1494) 

363 

宜
生
惚
惚

B
eauiolais 

詞
，
58

控
l!IF;~

B
eaum

archais, Pierre 

A
ugustin C

aronde (1732-1799) 

57, 199, 201-202 

全
$

B
osse, A

braham
 (1602-1676) 

131 

銓
~
＼

B
auge 

399 

控
雌
雄
聖
戰
（
暐
盟
軍

+tl認
）

B
orrom

eo, 

C
ardinal Frederico (I 538-1584) 

271 

~
弓

Kazan
260 

起宇~I!聲
Kerbriant, Jean 

144 

起F般
令
＜

C
alvin, John 

194,244, 

3
6

5
,3

7
7

,3
7

9
,3

8
2

,3
8

4
,3

9
2

,3
9

4
-

400 

當
隨
制
品
$
話
，
智
健
卡
〈
吉
每
單
單

C
alvinism

 
244, 248, 395 

錯
。
伴
恣
意
碧
藍

m
onotype 

82 

輯
卡
單
單
單

tfil富
單
單

single-action press 

203 

值
班

﹒
你
隘

L
auer, G

eorges 
222 

艇
:l且
也
越
（
也

1仗
隊
翱
也
）

G
eorge, 

Elector of Saxony 
296, 370-371 

幫
e'.i學

宜
重

G
iovio, Paolo (1483-1552) 

345 

!llltil陶
Titian

(14??-1576) 
351 

~
提
單
隘

T
issard, Fram

;ois 
336,341 

個
自
疫

F
unius,

A
drien 

205 

個
個
甚
至

Fuchs, L
eonard ( 150 I.1566) 

351 

個
酬
~
草
學

Friburger,M
ichael 

225 

個
:tZl械

Flach
124, 235 

個
攝
制

Fouquet, R
obin 

220 

個
總

Foucault, E
ustache 

389 

個
瞋
恃

Froben, Johann (1460-1527) 

l師
，

i10, 121
, 124, 168, 185, 236-

237,277,293,337,341,375,378, 

382 

個
重
重
國

:It:
Franklin, B

enjam
in 

267 

〈
值

1111a嶽
）

P
araboles 

320 

一
一
一
一



N
 
o
、
可

127 
叫咱濃密伸一赴 LU

〈
價
mm結

）
F

ables (o
f L

a
 Fo11w

i11e) 

133,200,2
1

0
 

健
l』IQ區

皂
emblems,

books o
f 

〈
領
軍
區
豆
瓣
〉

E
/em

el11s 
349 

l!,;ql&!,(甚至
H

uygens, C
onstantin (1629-

1695) 
248 

盟
軍
區

illustration 
38-”,

l 15-130, 
132-133, 139, 155,

160,203,209, 

218, 231-233, 236-238, 252, 255-

256,261
,279,289,302, 316-317, 

319-320, 348, 351-352, 355
, 359-

360, 366, 378, 385, 388-389, 393 

盟
軍
團
擱
置

illus固
tor

詣
，

127,368

嗯
持
團
甚
至

T
ibullus 

335 

輯
區
委
健

T
hiers 

48 

憋
在
重
林
間

T
heodosius 

258 

提
草
草
迪
拉

pecia, system
 o

f the 

3
2

,4
0

,4
2

 

器
以
想
控
卅

F
erdinand, K

ing o
f 

A
ragon 

137 

器
械
露
搭
起

F
ilesac 

417 

這
j:ljι耀

Scarron
(?-1660) 

甚a:~崗
樓
E

S
tockel, W

olfgang 

2
4

3
,3

7
0

 

崑
緝
毒
草
書
豈
容

S
toeffler, Johann 

31
, 

206 234, 

350 

甚
至
封
煩
悶
媳

S
candiano 

214 

甚
至
~
臣
是
世

S
peroni, S

perone 
414 

甚iii!B_l區
能
材

S
tein, A

urel (1862-

1943) 
95 

甚至:IZl浴
血
倒
叫

S
lavonic 

256 

甚
至
總
酬
獸

S
polm

annus 
179 

海
鍵
是
芝
風

S
lovakia 

256 

這
E究
巴黎
巴
間

S
lovenia 

259 

這i:~記
者
E

S
trabo, W

alafridus{?
808-

849) 
314 

草
草
帽
踩

S
coto 

233 

草
草
帽
酬
~

S
korina, F

racisk 

260 

甚
至
慰
安
臣
是
豈
是
間

S
candinavia 

234 

甚至R控
制
健

S
tendhal (1783-1842) 

363 

草
草
聽
話
區

S
tendal 

214 

甚
至
制
胸
也

S
tem

hold 
408 

溢
組

S
lon 

214 

甚
至
雙
眼
也

If:裝
S

tatius 
187, 275 

甚
至迎
國

f:
S

tahel, K
onrad 

252 

甚
至
現
持
叫
個

S
tourbridge 

287 

甚
至
區
議

Stuc恥
，George

157 

〈甚至恩庭：.，；是生〉
駒
，

7.iade
304 

宣
慰
問
古怪
舊
是

S
tockholm

 
200 256, 

〈損
m
H
<
取
gg
)

C
atho

/ico11 

如
世
惡
僅

P
unicale 

269 

榔
~
悶

Poisy
156, 401 

曾
因囡
囡

®I
浴

P
oissy C

onference, the 

401 

說
m
~
~

P
oitiers 

239. 399-401 

商
m
~
蓋
起
思
路
菩
提
叫
~

Poitiers, 

A
lphonse o

f (1220-1271) 
4

5
 

翻
個
拉

P
roctor 

62 

頭
m
~
司
是

P
rim

i 
278,281 

請
回
~
出
FsS豈

能
P

rim
aticcio 

129 

卻
也

l畫
畫

Peutinger, K
onrad ( 1465-

1547) 
238 

鄉
黨
自

Pliny 
325, 349 

胡
田
竟
也
I!;！

躍
!I!![

P
ropertius 

335 

細
姐
姐

P
rovins 

214 

調
回
您
健

P
rault 

209 

輯
E您

自
隔
圈

P
rom

enthoux 
214 

相
m富

!a_l
P

lantin, C
hristopher ( 1514

?
. 

1589) 
59, 107, 130, 160-162, 168-

169, 171-173, 175,
192, 197,204-

205,227,229,236,245
,255,263, 

277,282, 293-294, 3
0

5
,3

3
9,342, 

3
5

2
,4

0
1

,4
1

3
 

7
6,315 

45, 145,228.232, 



＂＇、
‘快們。可

相
ar臣

m,1哩
哇
個
草
亡
海

Plantin-M
oretus, 

finn o
f 

l的
，

171-172,
204,263, 

352 

對
田
機

Poussin, N
icolas ( 1594-1665) 

112,132 

榔
惱
除
草
草

Portsm
outh 

268 

萬
E姆
總

Pojano
213 

細
讀
R圖
通
E

P
lautus 

320 

細
細
至
~

P
iacenza 

213 

輔
m$flll:J:$ff:~；，（

Prevo鈍，
A
b
b
e

(1697-

1763) 
202 

細
驅
直
京
耐
看
E

Pre-aux-C
lercs 

401 

a目
的
安

Pru鈴，
Je飢

236,337 

詞
ariji酬

＃
學

llll：
每

Prudentius
322 

榔
蟹
您
回

Plutarch 
344, 358 

調
回
瞋
-K齡

proletariat。
由
e

21 

輯
DIii!單

出
這
E

Provence 
323,361,374, 

402 

〈
輛
自
躍
出
~
:
g
;
倒
昌
安
〉

P
ierre de 

P
r
oνence 

323,361 

(
i
!
D
~
~
斷

）
A

rs B
revis 

277 

(lli!i:制
l\i!J;::)

H
oly P

ilgrim
ages 

251 

S掌
~
~
固

Dorr】bes
299 

機
在
富
裕
。
綠
草
草

Sennetons, the 
394 

除
回
甚
至
悔

Sensenschm
idt, Johann 

231 

繪
制

Se吋
259

0
畢
露
！
但
〉

H
istoria stirpium

 
351 

〈單
套
措
〉

H
istoria p/atarum

 
349 

霉
惜
這
三
個
r的

cul/anea
44 

〈毒
草
個
特
械
制
制
~
）

B
ible, the 

A
uthorised V

ersion 
408 

念
正
個
匡
正

king’s foot 
81 

歸
回
~

W
auquelin, Jean 

35 

闢
接
~

W
oelter 

51 

且
封
建
酬
這
E

V
augris, Jean 

380-382, 

384 

阻
~

W
orth 

241 

每
§
~
綠

Thompson,
J. W

. (1924--

1993) 
27 

獲
抑
制

S
chall, A

dam
 

272 

輯
：
牽
線
相

Atheists
22 

〈串票-K~在
m
軍
車
會
〉

M
is/m

a Torah 

342 

（
~
釋
這
t
)

Judith (by N
icolas 

L
escalopier) 

146 

高
聲
盟
章
制

enam
el 

122 

陸(r~ll迫
D'Andr闕

，Cennini
129 

肘
世
繪

Gymnich,
Johann 

337 

〈制
l固
執
起
﹛
除
〉

Lives o
f the

切
rgin

65,
123 

絃
單
單
宰

C
esena 

214 

S司a
~
綠
豆

antiphonary 
28, 162 

獻
~!t,1g

Sogdian 
95 

輸
血
（
酬

C
h
a
m
b
e
r
y

214 

〈淵
a
m
相
揖

﹔~4li-<)
A

rt de bien 

’,w
urir et celui de bien vivre 

125 
畫
畫
卡

I
I聿

I
（囡
囡
~
固
卅
）

Philip II, 

K
ing o

f S
pain 

162 

益
~
志
：
川
組
（

j章
制
醋

l!lf;梅
園
刪
梅
）

Frederick 日，
E
m
p
e
r
o
r

44 

Sia崗
崗

S
chw

artz, H
ayim

 
340 

駐
~
閻
健
也
能

C
hoiseul, D

uck de 

(1719-1785) 
201 

指
出
鏘

Schussenried 
222 

為
酬

Schumann,
V

alentin 
337 

場E糧
Schilr前，

Mathias
I 21, 334, 

337 

繃
~

W
alker, John 

9
0

 

辮
~
（
~
糧
細
論
）

W
arsaw

 
160 

枷
鼠
也

W
aldvogel, P

rocopius 
67, 

70-71
, 74 

〈
織
啾
當
~
起
棚
〉

Tres riches heures 

121 



守。可叫咱份申也仲寄去

機
＃
隨
你
認
濃
重
E

V
aldensian, 

W
aldensian 

395 

轉
溪
水
﹛
吟
出

L
ieftinck, G

. I. 
39 

括各主才E家
L

eipzig 
兒
，

160,201,208,

229, 234-235, 237-239, 243, 247, 

287,291
, 294-297, 299,310,315, 

337, 370-372, 375
,405, 407 

總
持
自
織

L
eibnitz (1646-1716) 

272,418 

總
1tan!F;甚至

Rhegi肘
，Urbanus

370 

熊
國
安
團

R
hineland 

59, 72, 104, 

216-217, 219,2
4

0.289 

線
國
總
要

R
hine V

alley 
118, 15。

總
固
定
即
，

i肘
，

the
63, 150. 218, 

236,247 

終
因
劍
華

R
henish gold piece 

256 

糕
囡
雪
飄

R
heinardi, Johannes 

285 

總
囡
囡
瘖
重
要
製
峙

M
issal, R

henish 

100 

轉
送
酬

L
eyden 

39, I的
，

196,227-

2
2

8
,2

4
6

,2
7

8
,2

8
1

,3
0

0
 

曾是百牽連E
L

eiris 
215 

持
長3誰

也
F

L
evita, E

lie ( 1469-1549) 

343 

幟
，E

F
ine, C

ronce ( 1494斗
555)

124,127 

ffil;~滋
﹒
料
也
憨
態
P

G
iunta. F

ilippo 

(1450-1517}
157-158 

ffi\;志
i震

Philippe,
G

aspard 
156 

持ll;~笠
－
~
~
i
說

Cramer.
P

hiliben 

200 

但
是
酬
逗

P
hilibert, C

laude 
281 

〈
掉
在
岡
村，＜制〉

F
iam

m
elta 

361-363 

惜
你
紹

F
icino, M

arsilio (1433-

1499) 
144.223,345 

輯在這i:!Jt::
Pfis肘

，
Albrecht

231 

ffil;l機
隨
！
恩

F
ilelfo, F

rancesco ( 1398-

1481) 
304,322,336 

軒
在
給

F
edor, m

onk in the m
onastery 

o
f M

ileseva 
258 

〈
草
封
面
N

昌革
〉

B
atrachom

yom
achia 

336-337 

（
；自電
話
搭
起
去
早
已
宣
主
語
絲
焉

l長
〉

P
recationes c

h
吋
s
t
i
a
n
a
e
a
d

im
itationem

 psalm
orum

 com
positae 

384 

〈
駝
士已車票〉

226 

〈
駝
~
串
串〉

C
om

m
em

aries 

C
om

m
em

aries 76,117, 

354 

巨
€
S
i至
于
亞
時

Calepin.
帥

部
這
﹛
件

pictogram
94 

正
議
書
室
主
盟
條
童
話
主
主
要
量

rcligiot』S

iconography 
64 

都
在

F
em

ey 
201 

學
lr-l!<員t

F
ebvre, L

ucien 
6-7, 17-18 

~i'ij支
持
民
的

bouc.
Jacques 

141,143 

租
借
隆
皇

F
isher, John ( 1469-1535) 

388 

是
l
~
斜

Ferrara
102, 105, 151

, 185, 

187,232,2
75

.3
3

6
 

顯
露

P
hiladelphia 

266 

微
草
草
草
立
組

F
ivizzano 

232 

如
醫

1是
＊

F
eyerabend, Johann 

124,293 

您
想

la£卅
伴

202 

~
將
隨

84 

$
（
惱
尊
重

:g:!

417 

紅
露

Ferret，已mile
點
宜
重

F
ichet, G

uillaum
e 

224-225, 318 

179 

Infante F
erdinand 

F
ertel, M

a
r
世
n

D
om

inique 

Fitzherbe口
，
Father,S

. J. 

225-
191 

151-152, 



"" 
你
§

W
可

。、 可

[@I(宜重陸至
Fiol, Sw

iatopolk 
254, 256-

257,260 

點
緝
毒
草

Fenollar, B
ernardo 

106 

點
思
念
聽
取

Fedorov, Ivan 
260-261 

赦
組
這
E

H
orace 

335 

~
姆
拉

H
erbort, Jean 

233 

個
運
組

H
orunken 

238 

〈
倒
退
景
畫
番
話
〉

B
reviaire des N

obles 

220 

輛
懦
持
隘

G
renoble 

239 

出
過
五
糧
個

height to paper 
80 

個
＃
悶
棍

C
ousino! 

357 

個
＃
艦

Court,B
enoit 

I 91 

「
電
話
碌
」

L
es A

jfiches 
199 

直
持

fonnat 
詣
，
呵

，90-93,
112, 

114-116, 143, 146, 159, 178-179, 

191,2
0

1,279,291.299, 324,334, 

349,352,412 

瞪
抖
抖
起
露
，
﹛
件

I!§
punch 

42, 5
5, 

67-68, 71, 73-74, 79-81, 103-104, 

107, 141, 148,162,202,230 

監
抖
抖
出
置
豈
~
垣

punch-cutters 

55, 79,81 

盟
副
總

L
om

bard, P
eter 

1個
，

224-

225,315 

盤
！
芝
悶
的
悶

，the
詞

，
287

重
型
經
總

R
ondelet {1507-1566) 

351 
齡
相
連

Jacob
342 

還
是
l
$
.
每

lib僅
B

uyer, Jacques 
154 

灣
學
﹒
將
終
鎧
F

G
iunta, Jacques 

158 

齡
組

Janot,
D

enys 
44-45

, 49, I 15, 

127,393 

哩IT.!JL腔
午

C
alcar, Jean V

on 
351 

終
歪
曲
同
日
繪

von B
reydenbach, 

B
ernhard 

25 I, 341 

變IT軍
鐘

von
H

utten, U
lrich (1488-

?1523) 
237-238, 334, 368-369, 

380,385 

雙
重
盃
啪
啦
﹛

K
ayserberg ( I 445-1510) 

238 

哩IT！！豈容
W

yle, von 
160 

《
祖
輔
音
金
積
E
》

G
olden L

egend, T
he 

125,226,317,363 

國
j酬
崗

H
elicz 

340 

國：E草
棚

fl<
Hegendo『宵

”
。

因：這E持
釗

H
eilsbronn 

253 

睬
酬
阱

H
eddernheim

 
340 

+111• 

－－－·
－
－
勻，’－

‘
... ‘
~
－
扭
扭

... 鼠
，
但
－

3，
嗯
，p
‘... ’

”
司
空
哩2

毯
~

M
ere S

otte 
388 

區
提

rotunda script 
252 

關
持
志

C
hablis 

212 

關
i胡ae妄

，
＜
士
也
恤

S
eguier, P

ierre 

(1588-1672) 
196 

關
︱
起
酬

!llf;甚E
Sedulius 

322 

欄
除
斜

Savannah 
268 

攔
阻
健

Setzer, Jean 
150, I叭

，
l妞

，

370,377 

戰
l'.!Et[:

Seine, the 
53, 55, 230, 

282, 299-300 

〈糊
認
這E梅

里
會
〉

C
elestine 

346 

輔
陸
H
退
回

Serbia 
258 

關
健
§
學

IJt':
Serveti時

，Michel
(?151 l. 

1553) 

攔
豈
容
隘

Seville 
216,230,241, 263-

264 

〈
悠
長
也
提
〉

T
alm

ud 
341-342 

憋
悶
區
區

Tacitus
322, 335, 344, 

358 

~
~
除

:IE
T

arragona 
215 

設
p
~
禮
堂
事

T
alam

ona 
45 

饗
讀

fl<
T

ardif, G
uillaum

e 
334 

起
P
e
色
阻
隔

Tacuini,
the 

235 

學
p!Jt':輝

Tateret,Pierre 
364 



~
 

可叫法宮”一通LU

怨
恨

T
asso, T

orquato (1544-1595) 
345 

感
←

Audin,
M

aurice 
71. 78 

種車-t{]~←
A

ugustin 
81

, 146, 159, 

1
8

4
,2

2
4

.2
3

7
,2

5
3

,2
6

8
,2

7
7

,3
1

6
. 

3
2

0
,3

6
4

,3
6

6
,3

8
5

 

慰
安
~

Aus甘
ia

俑
，

108
感
~
~

O
liva 

362 

團故主革
O

ckham
, W

illiam
 o

f (?-1349) 

106,
184,2

2
4

,3
15,3

6
4

 

WI(酬
豈
是

!t{I
O

livetan 
194,393, 395-

396,411 

獸
酬
還
是
接
﹒

Jg:星
三
個

O
livier 

389 

WI(壁
畫
惱

。
lmiitz

214 

11(:jz!~芷
·
+
l
（
迪
總
還
是
+l)

Orato吋
ans

229 

甚草草草+1
O
p
o
口
o

215 

甚歡t余
也

1
。
他
nburg

214 

甚
故
國
但
這
是
+l

A
ugustinian herm

its 

222 

聽
她
自
愁
緒

O
lom

uk 
252 

歡
鐘
惱

。
rense

215 

留
學
海
制

A
ugsburg 

58-59, 110, 

117, 120, 123, 149,157,222,231. 

A
m

oullet, 

233. 235
,237,290,293.295. 315, 

337. 340. 348, 353, 370-372 

直留~~!!If(這E
O

nelius (1527-1598) 

356 

甚
歡
詳
細

H
otm

an, Fran♀ois ( 1524-
1590) 

191 

獸
拉
選

Outrepont
361 

置改造i:~線
建

O
strog 

261 

ii(軒
在
世

0
的

ni,
E

m
iliano 

217 

甚
瞞
自
盟
主

O
resm

e. N
icole (1323-1382) 

36 

聽
懂

1主

398 

甚
弦
樂
僵
持
、
皂
白
也

O
viedo y V

aldes. 

F
ernandez 

353 

甚
密
§
學
財

A
uvergne 

60 

a弦
樂
也

O
vid 

115. 120,122, 125-

126,
187,320,344 

聲
：
妄
自
單

A
ugereau, A

ntoine (?-1534) 

107. 192,338.386, 391. 412 

聽
懂

：~
11!1$倒

t蓋
亞
美

W
illiam

 o
f O

range 

(1650-1702) 
192, 246 

(ij｝
－
＜
感
）

/11 P
raise o

f Fol秒
277

姆
媽
（
輯
錯
）

F
am

ily o
f C

harity 

O
rleans 

35, 151. 157,280, 

48-51, 54, 58, 

161 

~
﹔
~
至
于
給

363 

〈
制
主
持
握
〉

362 

〈
制
定
叫
提
〉

346 

〈
劇
是
空
車
全
盤
〉

A
rresta a11w

rum
 

191 

制
僅
在
巨
型
企

H
elvetius ( 1715-1771) 

200.279 

蜘
眩
耀
~

E
rfurt 

222 

〈
制
憲
~
）

E
m

ile 
2的

〈
制
研
~
！
昏
〉

Q
uestionsd.'A

m
our 

362 

生
頭
腦
持

incunabula 
53, 58, 62, 79, 

93. 100, 103, 125, 135,233, 252-

2
5

3
,2

7
0

,3
1

4
,3

2
5

,3
4

2
 

姆
拉

cylinders
47, 59 

教
學

beating troughs 
47 

〈
草
草
祖
6!;)

M
undus 110νllS 

353 

（
~
組
成
E玄
宗
純
國
憾
〉

N
e
w

＼物
rid

and N
ew

ly D
iscovered C

ou111ries 
251 

~
~
←
訊
g

N
ee•

L
atin 

345 

（
~
~在）

N
ovellae 

358 

sentim
ental novels 

C
arce/ de A

m
or 362-

346. 

Traite de /'A
m

our 



"" 
e快「、

°' 可

一
一
一
一
一

海
做
學
擅

N
ew

 E
ngland 

265 

〈
漲
2蜜
語
〉

D
octrinal desjilles 

m
ariees 

324 

（
~
~
鼓
{r-ffiE)

D
ocrrinal des 

nouveaux m
aries 

324 

iii®
! 

N
ew

castle 
242 

〈
每
個
玉
言
語

l盼
P

recariones 

biblicae ... Vereris er N
ovi Tesram

enri 

384 

〈
諾
言
柚
~
制
學
辛
苦
！
路
〉

Sroryofrhe 

O
ld and the N

ew
 Testam

ent 
127 

每
周
軍

Sinkiang 
97 

~
 · 械
·
~

K
rieger, J個

254

~
哩
哥

·
Jenson, N

icolas (1420-1480) 

106,
152,233,286 

眉
誰
也

i
W

interberg 
252 

蟬
攝
制
~

W
im

pheling 
I 84 

屆
海
~

W
enssler 

222, 290 

甜
軒
在
~

W
im

pfeling (1450-1528) 

160,321 

眉
~
~

W
endelin 

57, 276, 336 

點
齒
戀
阻
討

age
85-87, 89 

〈且e:re-s輯
）

R
om

an com
ique 

206 

駒
優

ii:~
C

ervicom
us, E

ucharius 

238,337 

駒
樂
業

S
everyn, Jan 

252 

蝸
禮
堂，E
碧

Seπnonena 
185 

制
做
回
答
R

Se
吋
徊
的

205 

哥
哥
村

Sw
itzerland 

45-46，
鉤
，

52,

5
8

,8
9, 104,153,232,246,249, 

287, 289-290, 340-341, 371-372, 

382 

百害
tm
僵
持
〈
業
單

R
eggio E

m
ilia 

213 

~
總
酬

R
ipoli 

222, 275 

普
車
接

R
eze, Jacques 

229 

洒
走
去
〈
令
〈點
鐘

{17體
相
（
當
錄
）

fautor hum
anissim

us vivorum
 

docrorum
 

255 

〈
個
是
三
材
.gg關

挪
到
〉

H
istoria rerum

 

’,1irabiliu111 sui tem
poris 

359 
〈
都
輛
ml踩
在
r
)

Index librorum
 

P
rohibitorum

 
309, 347 

〈
值
卻
Z當
〉

M
illiaria 

300 

〈
單
鎧
翩
起
件
到
〉

H
istoire eco/tltre 

315 

~
崖
路
相

S
choolm

en 
32, 103, 

184,224,317 

講
話
＋
＜
軍

Italy, Italian 
5, 7, 30, 43-

46, 51-54, 58-60, 69, 91, 104-106, 

l08, Ill, 118-121, 124, 126-127, 

129, 132, 137-138, 150, 154, 157, 

160, 179, 182, 184-187, 189-190, 

193,196,202, 217-218, 222, 224-

225, 231-235, 240,245,249,251
, 

253, 255, 259, 27 I, 278, 280, 283, 

285-290, 299,304,306,314, 317-

323, 325, 327-328, 333-340, 342-

346, 348, 353, 355, 359, 362-363, 

366,375,380,397, 403-404, 410, 

414-417 

〈綠
卡
草
莓
（
〉

H
istoria d

'ltalia 
359 

「
爛
紙
~

a還
直
至
」

C
om

edic ltalienne 

131 

〈
室
主
喝
早
已
結
盟
軍
閥
〉

E
xtrait ... des lies 

Tro11vees 
354 

〈
制
〈
連
生
〉

Vitae Patn1111 
27, 125 

〈
制
執
〉

u
i P

uce/le 
132 

制
制
慰
（
制
總
緝
令
〈
騙
祖
）

St. 

B
onaventura 

224 

制
恨
”
E

St. Francis (of A
ssisi) 

316 

翩
皂

4fg'悠
國
會
控

E
kkehard o

f St. 

G
all 

328 

創
世
做
昌
安
綜
制

S
aint-N

izier 
288 

劇
由
毛
起

S
anta M

aria sopra 

M
inerva 

119 

·－
肉
祖
~
’

::i位
＝
＂
閥
、
，

防科
叫
于
W
叮
可
眉
目
祖
揖
M

‘.....
－
一
－
－

回
嘲
岫
闡.. ”

曲
”
‘
闡
闡
峙
，
咱
國
岫
－



。。。、 甘叫吶緒。咀棉一是江山

〈
制
的
當

ll巡
空
空
相
m)

H
eures de N

os/re 

D
am

e 
388-389 

〈
制
的
~
-
N
關
〉

Trepassem
elll de 

N
otre-D

am
e 

220 

〈
制
血
漿
〉

的
ta

de N
ostra D

am
a 

317 

創
世
海
甚
至

N
euve-N

otre-D
am

e, R
ue 

d
e 

155 

〈
酬
的
結
〉

P
arthenicae 

322 

制
主
草

l:i<;:l司
古
怪
認

S
antiago de 

C
om

postela 
215 

卸
l捕

、:\flKmlij
S

ao T
om

e 
217 

樹
林
眩
這
E

S
t. T

hom
as 

224月226

樹
林
區
穿
這
器
翻

S
t. T

hom
as, the 

chapter o
f 

75 

制
制
~
世
忠
R

S
t. A

ntoninus (1389-

1459) 
275,316 

制
制
盟
主

S
t. A

m
brose (?339-397) 

159,184 

制
制
宜
生
區
研

rn忠
B

iblioteca 

A
m

brosiana 
271 

制
t«持

學
做
起
草
已
經
材
忘
錄

du G
ue de l'lsle 

220 

制
p
(單
語
絲

S
t. E

dm
unds 

29 

制
思
路

f;jtj頭
趕
回
刊
在

St.-B
eno\'t-le-

St.
孟
tienne

B
etourne 

382 

副主！；！:ifi
St. B

ernard 
224, 316, 364 

制
連
數

（副
主
巨
型
生
）

St. Peter 
222 

制
個
個

S
aint-C

loud 
俑

，52

創
立
正
的
E臣
是

S
t.-D

izier 
398 

制
也

l?('.ifi車去
St. L

eonard 
291 

〈
制

1路
線
〉

R
ational 

35 

制
間
是
京
祖
（
制

tg:tll<:l;:l)
S

t. A
fra 

222 

制
問
磁
盤
軒

:ifi
S

t. A
pollina 

64 

樹
也
番
，
~
岳
重
喜
莒
制
5頁
桶
誓

C
atherine o

f S
ienna 

316 

制
~
宜
生
~

seraphic doctor, the 

酬
是
E
章
里
姆
拉
E

St.-Jean-de-La甘
個

56 

翩
起
也
宜
生
船

56 

酬
是E
也
蝶
裝
在

398 

制
tg:tU

207 

制
迷
戀
。
長
起

（扭
扭
制
~
蟬
）

Paul 
364 

制
媛

S
a
i
n
t
-
L
δ
4
0
1
 

制
＋
↓
早
訓
。
哈
姆

（！
恩
姻
是
土
司
粗
制
幸
豆
豆
）

159, 

316 

S
t-Jean-de-B

eauvais 

St.-Jean-de-L
osne 

S
aint-A

m
ant (1594-166 I) 

St. 

St. John the E
vangelist 

180 

酬
f
!
Q
~
霞
認
§

St. John Porte

L
atine, the F

east o
f 

180 

§lllf
!
Q
~
直譯
制

St. Jean 
151 

創
世
E
毯
，
制
~
芷
這
E

S
t. M

aurice 

122 

翩
現
臣
是

S
剖
nt-Die

48 

制
細
聽
器
重
重

S
t. Jerom

e (?-401) 

184-185, 307,318,385 

制
世

~:l;:l
S
個

Cuculate
215 

〈
翩
起豆
制

l手
〉

Lives o
f the Saints 

65 

〈
制
惘
。

Saillle B
ible 

376 

§lll!llf;酬
梅

S
t. U

lrich 
222 

〈
制
掌
關
宣
毛
主
草
草
〉

P
etit Jean de 

Saintre 
363 

制
尚

1練
、l恩

St. C
hristopher 

64 

制
也
要

!E_I
S

aint-Q
uentin 

衍
，
4
0
0

副
駕
制

S
ainte C

hapelle 
122 

〈
翩
（
指點
對
〉

C
om

m
entary on the 

P
salm

s 
277 

〈
制

﹔需
蠟
〉

P
saltir, P

salm
s 
呦

，

179, 186, 194, 251-252, 314,341, 

374 

〈
制
﹔憶起最

〉
（
結
揖
）

i監
控
斗
J海

S
even 



f\t'>
 

快內心。可

P
enitential P

salm
s 

40 

〈
副
總
~
且
還
〉

E
xplanatio in 

P
salterium

 
253 

侮
tt毒
草
封
信
克
里
（
制
齡
相
）

S
t. Jam

es 

2
2

2
,2

7
5

 

卸
！
齡
學

S
t. Jacques 

103, 106, 155, 

228 

制
磁
卡
口
述
E←

S
t. A

ugustine (354-

430) 
146, 159, 1

8
4

,2
2

4
,2

3
7

, 253, 

2
6

8
,3

6
4

,3
8

5
 

制
感
相
容
←
體

S
t. A

ugustin script 

146 

勵
留
連
理
盟
主
羊
毛
e
總

S
t. A

ubert d
e 

C
am

brai 
7

3
 

制
甚
敢
追
尋
甚
至

S
t. A

lbans 
213 

「
侮tt維
世

-N惱
J

St. B
artholom

ew
's 

E
ve 

377 

「
制
維
持
這
是
盤
機
」

S
t. B

artl1olom
ew

, 

the M
assacre o

f 
383 

〈
制
製
〉

B
ible 

詣
，

28,
64, 119-

120, 122-123, 144, 159-160, 162, 

189, 1
9

4
,1

9
7

,2
1

6
,2

2
1

,2
2

4
,2

4
1

, 

2
4

3
,2

5
2

,2
5

6
,2

6
1

,2
6

6
, 276-279, 

2
8

9
,3

0
2, 3

1
4

-3
1

7
,3

2
3

,3
3

9
,3

4
1

-

342, 345, 364-366, 372-378, 383, 

385-386, 390, 392-393, 395-398, 

406-407, 411-412 

〈
制
單
〈
牽
槌
〉

F
igures de la B

ible 

115,124 

〈
制
製
話

︱酪
〉

Story o
f the B

ible, The 

125 

〈
制
艱
辛
百
悔
自
巴
拉
〉

Quadri’的

historiques de la B
ible 

125 

〈
制
單
幸
在
！
舔
連
任
〉

Stories o
f the B

ible, 

The 
128 

〈
制
§
缸
里
E
扭
扭
〉

P
recationes 

biblicae 
383, 390 

〈
制
~
跨
國
民
〉

Scenes from
 the B

ible 

127-128 

〈
制
單
~
慈
〉

C
oncordance 

341 

〈
制
組
團
磁
〉

Im
ages de la B

ible 

115 

〈
制
~
海
制
發
蠟
〉

U
nion de 

plusieurs passages de l ’E
criture 

sainte 
395 

〈
制
5程
車
在
馬
器
材
開
〉

P
riereset 

O
raisons de la B

ible 
383, 390 

〈
制
學
拉
總
〉

P
araphrases 

382 

訓
健
劃
﹛
皂
白
.

M
ary C

ity 
266 

制
~
（
~
$
發
R<t·械

、.l:j
M

ontS
te. 

G
e
n
e
v
i
色
v
e

228 

蝴
蝶

:I'$
S

t. R
och 

6
4

 

制
個
語
言

l
Inter M

ultiplices 
309 

梅
隨
軍
酬
宰
終
陰
過

G
ervaise o

f 

T
ilbury 

328 

個
~
君
主

Gri的
，

Francesco
(?

.1518) 

106,186 

〈
陣
~
欄
~
i
寶
玉E
注
重
型
〉

P
atience de 

G
riselidis 

2
2

0
 

陣
i器

-!l<
G

raf, U
rs 

121, 124, 237 

姆
尊
室
主

G
rim

, S
igm

und 
37 I 

誰
會
愉
躁
輯
m
t祖

G
regoropoulos 

186 

榔
l!ii

G
ran, H

enri 
149, 157,277 

陣
線
甚
至
~

G
leism

iihl 
52, 5

8
 

樹
起
b

G
o
n
i
n
,
M
缸
也

1
395 

陣
儲
備

G
ritsch, Johann 

316 

回
睡
意
E

G
lover 

265-266 

拉
布
曝

1睬
G

rom
ors, P

ierre 
142, 144, 

157 

t..~~l±x 
P

ortugal, P
ortuguese 

249, 

268-270, 288, 340, 342, 352-354, 

356 

（
！
是
隨
E
倒
付
給
~
i
j
（
組
盟
＋
＜

l路
尉
〉

H
istoria do descobrim

em
o e 

conquista da India pelos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 .
.

- 
. 

. 



。om4們諸君榔這LU

P
ortuguezes 

部
審

bindings

139 

陸
軍
部

415 

〈
§
益
高
點
間
〉

I叫
iruriones

anarom
icae 

351 

〈
§
金
剛
草
根
〉

A
ntidorum

 M
elancoliae 

179 

〈
總
結
桐
樹
m)

408 

(;\!i;;隨
俗
口
g
)

227 

〈
絡
繹
串
串
〉

F
acetiae 

345 

越
重
重
每
單

Jam
estow

n 
266 

~
縫
藤
澤
至
吧
草
草

Janseni呦
，

the

個
總

l吋
業
科

G
allois, A

bbot Jean 

299 

迪
是
每

Rouille,G
uillaum

e 

誼
主
主
~
且
盡
量
﹒
將
電
搭
起
F

Giu
呦
，

L
ucantonio 

158 

誼
~
干
這
聿

i
St. L

ouis (1214-1270) 

325 

誼
~
十
同

81 

354 

95, 133-134, 137-

anatom
y 

130,
189,351, 

W
hole B

ook o
f P

salm
s 

M
argarita P

oetica 196 

393 

L
ouis X

V
, K

ing o
f F

rance 

誼
~
＋

gi
L

ouis X
IV

, K
ing o

f 

F
rance 

50, 5
9

,2
0

6
,2

4
8, 271-272, 

300 

〈
誼
~
斗
－
gj主

持
主
主
〉

X
IV

 
280 

~
梅

Rusch,
A

dolf 

236 

盟
關
隘

R
oussel 

377 

盟
運
自
（
出
E
←
－
訟
也
）

L
uther, 

M
artin 

108, 115, 124, 145, 150, 

192-193, 238, 243-244, 277, 365-

373, 375-378, 380-383, 385, 389, 

391, 405-409, 414-415 

盟
軍
盟
軍
蓮
，
留
戀
請
詳
能

L
utheranism

, 

L
utheran 

238,243,367, 371-372, 

378,394 

〈
盟
軍
望
跨
出
〈
〉

Lutheran M
adm

an, 

刃
ze

368-369, 371 

〈
誼
理
且
聽
罷
N
慰
問
E制
主
任
由
煚
盔
欄
目
翱
〉

G
ram

m
atica G

ennanicae linguae .. 

ex bibliis Lutheri G
ennanicis et aliis 

ei11s libris collecta 
407 

〈
誼
里
還
關
單
單
〉

Lutheranae farinae 

384 

〈
也
起
叫
也
〉

Siec/e de Louis 

105,184,231, 

C
hasreau de labour 

323 

〈
過
~
串
iiH幸

逃
〉

A
griculture et 

m
aisons rust句

ues
189 

〈
星
E樹
緝
〉

7子·ec.仰
e
o
n

A
gricu 

326 

〈
組
，
~
）
（
感
言
制
日
尊
重
榔
）

P
eregrinationes 

341 

相
$
哇
到
抖
，
~
$
＠
控
制

，
你
哥
哥

E迫
出

個
制

D
om

inican 
l的
，
325,396

總
隊

Taoism
9

6
 

擱
在
甚
至

Dar郎
，

Pierre

〈
劍
＊
世
達
祖
：
草
華
史
盡
量
〉

and C
hloe 

279 

個
色
（
凶
祖

da S
pira, Johannes (?. 

1469) 
105 

微
型
糧
（
包
這
尉
）

D
aniel 

117 

劍
哥
哥
﹛
執
﹒
提
起
訴

H
igm

an, D
am

ein 

189 

1劍
客

d’A
rras, Jean 

323 

？
如E
坦

D
’Alembert,Jean (1717-

1783) 
199,201,209 

！
如
駐
坦
R
←

D
alm

atin, G
rgur 

259 

！
如
陸
國
E
阻
間

D
alm

atia 
259 

？
如
選

D
avid, Jacques-L

ouis 
203, 

340 

188,386 

D
aph11is 



純
F

啥
時-om

 

帽
者
喜
語
言
划
~
＊
時

pascal lam
b 

135 

5控
制

quadrats 
146 

〈
騙
緝
〉

M
am

m
etractatus 

315 

個
半
際
巡
接

L
escalopier, N

icolas 

146 

個
駁
回

R
enouard, P

hilippe 
239 

個
世
感

R
e
g
n
m
此
，
Jacques

142, 

1
4

4
,2

4
1

,3
8

9
 

棚
里
』

R
ey, M

arc-M
ichel 

200-201, 

249,281 

個
荐
信

L
erico 

218 

個
眼

L
e B

e 
55-57 

個
區

； I E組
L
e
扭
曲

E
elder, G

uyot 

55 

個
酬

l!l!l!
L

erida 
213 

個
是
E

R
heim

s 
1

2
2

,2
8

1
,4

0
0

 

個
頤

R
ennes 

214 

帕
拉
塔
巴

L
egnani 

240 

個
宰
你
這
E

R
henanus, B

eatus (1485-

1547) 
168, 1

8
4

,1
8

8
,2

3
7

,3
6

9
 

肺
結

R
esch, C

onrad 
121, 280, 375, 

380-384 

個
值

阻隔
終
於
這
E

R
egiom

ontanus, 

Johan M
U

iler (
1
4
3
6陶

1476)
326 

細
細
誼

Leprei眺，
Georges

239 

軸
線
也

R
eycendes 

281 

祖
輩
是
4露
出

R
eveillon, the 

6
0

 

個
宜
重
尋
呼

L
eonard, F

rederic 
196, 284 

勝
H

com
pagnons a la tiiche 

I 68 

驗
過
E帽
誼

retail outlet 
274-275, 

286 

感
固
定

S
aone 

49, 53, 287-288 

感
固
定
當
發
起

Chalon-sur-S泌
的

122 

十固
.. 

橄
喇
區

G
aguin, R

obert 
l郎
，
3刻
，

359 

橄
閒

Garin,
L

ouis 
151 

區
巷
里
主

T
huringia 

290, 406 

固
氮

T
u
p
p
o

119 

園
伽
扭

L
ibraries 

6, 8, 24, 39, 42, 

73, 9
3
，
肘

，
97,

114-116, 134,141
, 

151, 196, 222, 224, 226, 271, 300, 

3
2

4
,3

2
9

,3
4

3
,3

4
7

,3
7

6
 

〈圖
個

l!l!i血
〉

G
esam

tkatalog 
321 

區
綠

Toussaint,
Jacques 

188 

國
毒
草

T
oul 

143 

〈固
妄
自
壘
~
聲
叫
$
｝

Tusculan 

D
isplltations 

225 

園
區
華

T
ullins 

49 

區
糧

Tours
111, 115, 122, 125, 

127, 155
，
的

7-1
兒
，

182,
I 9

2, 200, 

215, 343-345, 360,390, 393-394, 

399 

團
經

;g;:1$巨
玄i直
接

G
regory o

f T
ours 

360 

區
體
也
（
自
且
還
告
卅
請
詳
）

T
ournon, 

C
ardinal 

158 

區
傾
聽

T
iibingen 

l鉤
，

184,191,

2
1

4
,2

3
8

,2
5

9
,2

9
1

,3
3

7
 

區
紹
自
請
詳
~

T
rubar, P

rim
us 

259 

區
每
搭

Touraine
161 

論
i單
單

tym
pan 

86, 141 

〈
繪
制
叫
悔
〉

H
ypnerotom

achia 

P
o
l伊

hili
120, 124, 127 

面
臨
闡
述
E

Z
asius, U

lrich 
184 

〈
茹
闊

liil*}
C

olloquies 
277,347, 

385 

〈
高
抽
早
起
宰

!!)!g§
：
叫

'dm!}
B

ouclier de 

lafoi m
is en dialogue 

398 

〈
高
相
蟋
〉

D
ialogues 

345 

〈練這是！﹔;;s}
F

ierabras 
3

2
3

,3
6

1
 

ijl吋
組

C
hevallon, C

laude 
385 

至5
酬
你

C
helcicky 

252 

－
－
”
－
«
：
海
h
皆
－
峙
，
月
－

·－
時
峙
，
－
”
咱

風
H
』
~
－
’
”
－
－
－

,(U,.·－
.
：
，
－
”
帥
”
‘
品
－
』
咽
，
關
益
倒
掙
－
眶
而
恥
，
－
－
－
－
祠
的
情
，
也

＿.＿
＿
’
‘
－
－
－
－
”
叫

樹
．
．
』
由
喝
一
句
拍
攝－

司
”一
白
白
血
”

．．﹜
.. ”
“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一
一
一
句

. 
. 

. 
' 

. 
. . 

. 
.

. 



268 
N

O
m

 

叫啪啦悅。唱“神寄去

~
書
還
惱
怒

S
hepherdstow

n 

遐
想
里
1·
戀
怕
眩
目
縣

G
ourm

ont, 

Jerom
e de 

386 

~
甚
至
f寶玉言

C
haise-D

ieu 
122 

〈
語
絲
〉

C
anw

11iere 
222, 323 

〈
話
闖
關
〉

C
hansons 

133 

〈
聲
單
純
睡眠〉

O
rationes 

187 

駕
車
~
話
害
國
且
在

roulettes 
I 35 

總
也

l
H

am
burg 

2
1

4
,2

8
1

,3
6

8
,3

7
6

 

總
甚
至
．
這
些
悠
遠

Schoeffer, H
ans 

371 

續
這
E

﹒
產量me隱

O
tm

ar, H
ans 

詩意這正
﹒
制
健
醫
d

H
olbein, H

ans 

(1497-1543) 
238 

總
蓋
章
E
割

H
ansa 

290 

〈續
給
〉

Q
uodlibeta 

317 

餒
，
K-ll<

M
am

ef 
156,

188, 241 

懷
半
~

M
欲
訂

ii
257,2

60 

自
雪
~
輛
裝
隘

M
arienthal 

212 

能
學
自

me
<a是
~
健
卅

Ilg)
N

avarre, 

M
a
r
g
u
e
討
te

de 
115, 192,3

7
6

,3
8

7
 

〈
臆
想
醋
拉
倒
取
翱
睡
眠
〉

M
arguerite 

des M
arguerites des princesses 

125 

億
個
酬
間
。
綠
燈

238 

M
arcolini, the 

240 

陸
軍
屆
執
叫

M
的

I, Q
ueen o

f E
ngland 

(1542- I 587) 
242 

（
！
露
出
宮

Ill單
控
〉

O
rlando F

urioso 

363 

頁ll!蠶
豆
言

B
eam

lers 
233 

棚
昏
迷

B
ievres 

156 

呵
。
隨
國
也
H

B
irckm

ann, F
ranz 

238 

！
感
酬
血
戰

275 

~tt固
棚

G
ospel, the 

258, 260, 378 

(!l!l!!ttm撞
車
總
監
植
撥
給
結
盟
總
〉

A
brege de la doctrine eva11geliq11e 

et papistique 
398 

〈
啤
咱
自
立
語
絲
吉
普
〉

Bri建fsom
m

aire de 

la doctrine eva11gelique 
398 

〈！絕
關
察
線
吋
茫

E藍
〉

D
e rem

edies 

utril叫
u
e
f
o
r
t
u
n
a
e

252 

！
恩
個

F
orez 

49 

〈
護
首E﹜違

章
la)

A
pparatus 

E
legantiarum

 
146 

〈
辜
會
〉

C
om

pendium
 breve 

232 

樂
音
訪
華

V
ienna 

255,290,353 

F
oligno 

236. 

212,217,232, 

160,2
14

, 237, 

「
導
至

l莘
莘
制
駒
U
甚
至
曰：」

St. 

S
ebastian o

f V
ienna 

64 

黎
巴
個

V
illedieu, A

lexandre de 

110,185, 224,318 

3學
E玄

m
e

V
illette, M

arquis o
f 

51 

緣
相

[li§j這
V

ergetus 
337 

豈
是
相
E陸

V
irgil 

l詣
，

186,
194, 202, 

206, 224, 226, 320-322, 336, 344, 

361 

樂
學
R怪
悶

416 

3建
立
1縫
煽
起
草

Verdus泌
的
，

the

S單
單
線

V
illam

ont 
356 

緯
度
me

Vi訓
，
G
u
y
o
n
n
e

l關

鍵
忽
笠

V
erhaeren, M

. 
271 

器
是
巴
~

V
erona 

119, 2
日
，
285,326

豈
是
受
~
吉

m沼
甚
至
$
！

V
erona, Jasper o

f 

185 

豈
是
悠
~

394 

樂
章
草
~
$
@
5
;
！
建
制
童
話

V
ienne, C

ount 

A
rchbishop o

f 
218 

難
拉
姆

V
iterbo 

214 

主
體
~
~
也

V
ic-le-C

om
te 

122 

3學
霉
甚
至
緝
令
〈

V
eleslavine, A

dam
 

V
em

ulz (1583-1649) 

V
ienne 

245 

122,212,218,384, 

153, 



悶
、

做(
"
)
 

0 、n

256 

3學
~
「
駭

Vicenza
336 

豈
是
機

V
elay 

49 

S單
靠
暴
露
$
＂
.
個
重
要
4F

V
illers-C

otterets, 

ordonnances o
f 

343 

縫
制
豈
是
甚
至

V
itruvius 

124 

S控
告
過

Vign凹
，
Claude

( 1593-I 670) 

緝
惚

V
illon, Fram

;ois (]43!-?1463) 

106-107, 120,323,402 

5提
個
草
Z

V
iret (151 卜

的
71)

397-398 

學
健
~

V
ilna 

256 

告
提
華
夏

V
idoue, Pierre 

l訓
，
1
2
4
,
1
5
7

,

382 

樂
器
重
酬

V
esalius (1514-1564) 

130, 

351 

鍵
盤
指

V
isagier,J. 

191 

制
~

Z
ainer, G

unther 
117,231, 

253 

鱗
-K品

R
Montan1尬，

Arias
( 1527-

1598) 
130 

概
相

M
ongols 

9
9

 

起語世
接

M
onnier 

139 

騙
你
在
你

M
o
n
d
o
n
e
d
o

215 

條
持
緝

M
ondovi 

212,232 

組
隊
已
卅
日
接
結

M
ontorgueil, R

ue 
128 

拉馬
賊
個
甚
至
2

M
ontchrestien 

170 

鵬
因

（芝
閻
健

M
ontbeliard 

57,381 

綠
IIIK~醫

M
o
n
中
eUier

45, 199 

拉
馬
蚱
，
E
愉
暐

M
ontenegro 

257 

機
拉
峻
~

M
ontem

ayor (?1520-

1561) 
362 

絲
拉
選

M
onterrey 

215 

員
縣
革J.':1違

章
E

M
onteverde 

263 

絲
甚
至
$
＂
.

M
unster 

214 

自帳單！！S
M

ontalban 
340 

體
跟
咱
i沼
~

M
ontserrat 

215 

自
帳
悍
~

M
ontfaucon (1655-1741) 

279 

員
隔
離

M
unzer, Jerom

e 
217 

1細
語

G
eiber 

238 

都
控
單

Perotto,
N

iccolo 
227, 334 

總
聽
醋

Perotti, N
icolo 

114 

做
bundle

詣
，
28

部
儒
m
H
是主

W
erk der B

ucher 
74 

慚
辦
單
，
偏
僻
＊

de luxe edition, 

luxury edition 
35-37, 111, 117, 

132,
139 

織
編
撒
~

luxury binding 
133-134, 

137-139 

橫
眉
目S

H
auser, A

rnold ( 1892-1978) 

165,172,365 

織
駒
健

H
auser, H

enri 
365 

衛
劍

G
ouda 

118,120,212,232-

233 

議
:;z:陸

Hopyl,
W

olfgang 
141-142, 

155 

1憲
~!£1莘

莘
~

John of H
ollyw

ood 

224 

穩
~
直
認
~'111

H
eliodorus 

361 

持
富
經
草
棚
、
~

H
e
中
h

,H
enri o

f 
316 

穩
ila'草

E
H

ergot, H
ans 

373 

草
套
西

H
ain 

62,314, 320-321 

濾
跟
隨

H
etzer(?

.1529) 
371 

草
§
斜

1篩
選
宰

H
erzegovina 

258 

繕
雖
經

H
erold, C

hristian 
281 

〈
甜
甜

lti()
D

ies C
a11iculares 

281 

g
員
出
草
綠
綿

ars arge11teria, art o
f 

the silversm
ith 

70 

〈
臣
中
說
感
〉

S011ge de la P
ucelle 

220 

〈
鼠
目
徽
章
給

l!!;ffi經
結
〉

A
dversus 

ρ
1rios11111 Parisie11si11m

 

theo/ogastrornm
 decretum

 
375 

敏
腔
圓

Koe凶
，Wiegand

396 

’，‘－
、
－
－
司，．．祠，...－”‘酬，闕，

－
－

‘．．．”... 崎刮風，
亂，”
－

”．”．．．．．．．．．．
．”﹒－

－”－
』．

－
－
－
恥
－
‘
4
風樽.....你‘’－·－

·
－”.. 闕

，
－
”
，
．
“
－
’
＿
＿

＿，.、－－
“
‘.. ”國時司司、自

．．．、.. 呵，... ”．．時，.. ” .. ’，．自“．”，”... ”．、．．．．．
‘.... －﹒司””.... ”

”
－
－
”

而－
－

﹒’，‘－”－
－
－

－蝠，蝠
，.... －﹒呵，－－．”－，飄，司”

－
一
－
一
一
一
＿＿＿：一
~

_ ＿＿＿＿：司
自
明

丸



寸。們叫咱恕。喝神寄去

＋
鬧
個

整
整
靶
el

C
ivilite script 

394 

可
蜜
蜂
（
總
國
）

C
am

bridge 
242, 

265 

報
道
室
主

Ci敝
國
）

U
.S

.A
. 

266 

般
是
對

g,p<
literary language 

4
肘

，4
0
7

,409-410. 415 

E墨
綠

G
ranjon, R

ohen ( 15 I 3-1589) 
8

0
,3

8
0

,3
9

4
 

理旦K
持
酬
間

N
ebrija, A

ntonio d
e 

241,338, 342-343, 414 

也
巴
巴

-11<
B

aY
f, A

ntoine de ( 1532-

1589) 
344 

也
U
綱
個

B
alzac, G

uez de (1597-

1654) 
196,248 

事fi8.J區
mu:平t

G
asparino d

a B
arzizza 

(? 1360-1431) 
225, 322 

學fi8.J蝶
Barros,

Juan d
e 

269, 354 

也
科
岐
揖

L
opez d

e Gorn帥
，

F
rancisco 

354-356 

思
主
主
~
＊
紹

G
abiano, B

althasar de 

106 

~
E
圈
悶

C
aturce, Jean d

e 
193 

經
半
毒
草

C
ayas, G

abriel de 
162 

C
am

bridge, 
193 

403, 

理
互
相
告
提
~

191 

也
世
時
酬

N
iccoli, N

iccolo d巴，

(1364-1437) 
104 

理
且
每

ltj睡法
B

oyssonne, Jean de 

戀
持
有
E

B
rie. Jean de 

389 

也
持
酬

B
ry, T

hom
as de 

33, 130, 

355 

車
去
借
粗
制

也
持
瞬
息

241 

也
\tj~

－＼U
l
~

V
oragine, Jacques d

e 

125,2
2

4
,2

2
6,3

1
7

 

也
ltj;l言

詞
V

alera, D
iego de 

360 

也
越
機

Pis徊
，Christine

de ( 1364-

?1430) 
323 

也
因
︱
遁
詞

lnsula, F
rancesco de 

317 

草堂哥哥l旦
旦

122 

經
$
主
主

B
erquin, L

ouis d
e 

194,3
77, 386-387, 389 

經
回
祖
國

C
rescens, P

ierre de 

326 

~
芝
世
間
E

G
ouvera, A

ntoine d
e 

B
reda, Jacques d

e 
235 

B
rocas, A

rnao G
uillon de 

M
eauregard, Jean de 

188, 

7
6

 

325-

L
ignam

ine, Johannes 

P
hilippus d

e 
275, 336 

也
~!Ilf:

L
eeu, G

erard d
e 

120, 232 

也
固
堅
~

L
uynes, G

uillaum
e d

e 

281 

毫
沒
叩
唸
恆

G
uy d

e L
usignan 

也
念
你

de S
aci 

206, 279 

也
：
已
經

S
allo, D

enis de 
298-299 

~
怠
慢
E

Savor惚，
Pierre

d
e 

205 

車
去
芳
草
草E

W
orde, W

ynkyn d
e 

241 

經
囚
（
僅
存

L
e M

aire de B
eiges, Jean 

(1473-1525) 
1

2
2

,3
6

0
 

也
﹝
m
；
豆
豆
.
~
~

C
yrano d

e B
ergerac, 

S
avinien (1619-1655) 

207 

也
酬

!Il?;
L

eu, T
hom

as d
e (1560-

1612) 
112 

您
愿
這
個

P
resles, R

aoul d
e 

32 

也
柯
：
個

C
irey, Jean de 

222 

也
霍
霍
射

Champaigr嗨，
Philippe

de 

132 

也
軍
齡

P
aris, Jean de 

286 

學旦
1乏
這
個

L
a F

orge, Jean de 
146 

慰
扭
軍
團

L
a P

aluel, P
ierre d

e 
364 

紹
祖
區
隘

Im
ban de la T

our, P. 
393 

~
~
莘
學
也

Lavill巴，
Jean

d
e 

281 

軍
控
器
裝
型
諾
言

L
a S

alle, A
ntoine d

e 



!\t、
無吶。的

(?1386-?1460) 
324 

理巨
:jZ!蝶
穩

L
a R

oche d
e 

281 

理
旦
出
捕
、
發

V
endom

e, M
athieu de 

320 

控
告
還
世

B
ogne, G

eorges de 
154 

給
總

1-c::l個
酬

B
oisgerm

ain, L
uneau 

de (1732-1804) 
147,210 

理
盟
主
巡
回
這

B
osiis, A

ndrea de 
3個

經
緝
隊
趕

Despautere
304, 334 

戀
磁
益
F

Porta, Petrus de 
277 

理1-l匡
~
事
~
軸

d
’Argentre,

B
ertrand 

360 

醒自E
選
總

d
’Aran悔

，
Michel

377 

組
成

D
yon, A

dam
 

371 

！！？語言繪
der B

orcht, Pierre V
an 

130 

l:!!R極
~

T
hevet 

356 

里
盟
軍
總

C
olines, S

im
on de (1480-

1546) 
l07, Ill, 115,168, 188-

189,277,292,338,372 

坦
盟
總
哥
哥

D
erom

e 
139 

理
盟
~
哥
哥
自

C
om

ines, Philippe de 

(?1447-1511) 
218,360 

理
控
：
＼
部
到
紹
~

E
spinosa, A

ntonio de 

264 

戀
戀
~

d'A
illy, Pierre (1350-1420) 

224,316 

戀
戀
甚
至
半
擅
拉

Escalan峙，

B
ernardino d

e 
355 

恩
怨
這
j:~

d’E
ste, E

rcole 
185 

~
囡
囡
恢

E
nciso, M

artin Fernandez 

de 
353 

戀
情
R拉

Pon
惚，

Petrus
de 

204 

也
財

D
eniers 

26-27, 31, 33, 144-

145, 147, 170 

理1-l-O!f:
H

u, L
oys de 

400 

經
草

tc:lZ!直
是

T
heram

o, Jacques de 

125 

也
~
個
單

T
revou, H

enri de 
35 

也
~l!if€:jZ!早

至
Zurn釘

raga,
Juan de 

(1468-1548) 
264 

經
酬
捕
、
組

M
endoza, G

onzales de 

355-356 

單
盟
國

G
erm

any, G
erm

an 
46, 50, 

52-54, 58-60, 70, 72, 80, 89, 104, 

106,108, 118-119, 121, 123-124, 

126, 129, 132, 134, 150, 153-154, 

157, 167, 174. 177, 190,195,207, 

208,217,222.226, 231-249
，
話

I,

2
5
3
,
2
5
5
，
站
7,259,

285-
297, 300-

301,304,307,309,321,329, 336-

338,340,344,353,364,366,368-

371, 374, 376, 383, 392, 398, 404-

407, 416-418 

~
學
與

:lZ!
M

edulla, Fran1,ois de 

332 

也
眉
駒

S!
K

eyseren, M
artin de (in 

French, M
artin L

em
pereur) 

377-

378, 389-390 

E
且
這
只
~
妥
善

L
augeriere, A

ntoine de 

49 

握
自
銓
船

V
incent de B

eauvais (1190?. 

1264) 
56,

159,224,325,359 

連
自
個
躍
著

Flores, Juan de 
362 

~
早
出
冊

1-c::l
T

isnova, M
artin de 

252 

慰
安
續
也
做
起
草

D
esbordes, the 

182,227 

您
這
E詳
細
車
i
~

D
estrez, A

bbot Jean 

31 

~
溢
出
f;~

D
esm

arestz 
6。

也
忘
卻
哥
哥
崗

D
es P

rez 
3個

經
學
研
E個

Despr紹
， Guillaume

196, 1
9
8
,
2
0
6
,
2
7
8

, 3個

避
自
細
胞

des Prez, N
icholas 

156 

〈
也
辮
磁
〉

Si/vae M
orales 

187 

姆
總
報

D
elaisse 

39 

.. .. ” ... 削
，甸、，......”，”，c

~
亡
：.：：：： .. .:. 

.. 
. .. 

－
．
司
－
．
．
．
．
．
－
．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
’
，
．
一

－－
－
．
，
－
－
－
．
．

．．
』
－
＇
」二
－



海。們划線。也仰寄去

理
堅
持
在
芷
甚
妾

Ferri帥
，
Loupde

328 

禮
堂
輔
料
誰
是

D
e G

regori, firm
 o

f 
235 

量
控
制
1*

S
eyssel, C

laude de ( 14 ??. 

1520) 
143, 343-344 

思
壘
球

:it
（
土
包
圍
曙
直
至
卅
）

O
rleans, 

P
hilippe 悔

，
Regent

o
f F

rance 
139 

恩
恩
恩

d
’
的

tun,
G

uillaud, C
anon 

331 

戀
蟬
現
草
草

W
indis, M

atheus Ce叫
onis

de 
259 

也
制
屋
里
舉

S
an P

edro, D
iego de 

3
4

6
,3

6
2

 

軍
控
制
院
總

Saint-Gel曲
，

Mellin
de 

344 

理
控
制
E
理
豆
漿
M
訂
叫
x

de S
ainte

A
ldegonde (1540-1598) 

300 

戀
區
士

D
estouches ( 1680-1754) 

209 

~
固
陸

344 

望
去
區
隘
頤

T
o
u
m
郎

，J馴
de

Ill, 

115,
122,

125,127,
182,

192,200, 

343, 345, 390, 393-394 

里
且
這
星
星
京

V
iau, T

heophile de (1590-

1626) 
198,248 

T
ours, G

uillaum
e-M

ichel de 

里
!'i拉
娘
叫
馬

M
ontrocher, G

uy de 

226,316 

戀
驗
設
F綠

M
ontauron 

206 

軍
區
鄉
1是

L
yra. N

icholas o
f (?-1349) 

106,224,226 

體
聽
途
lq

Jou仔
roy,

Jean de 
5

2
 

也
迦
持
酬
~

L
ublina, B

iernat de 

255 

戀
組
主
:
t
~業
科

269 

也
純
國
故
宮

N
o
r
m
a
n
d
時

，Laurent
de 

397, 399-400 

事
巨
型
結

D
討
tzehn

,A
ndreas 

7
0

 

恩
怨
個

Lemaistre
de S

acy 
26 

理
旦
鄧
般

Jonghe, A
drien de 

72 

經
蝶

lilfr
R

ohan, Jean de 
22。

也
膜
忽
甚
至

R
ojas, F

ernando de 

(?1465-?1541) 
346 

〈
單
單
幫
個
m)

P
rognostication 

347 

〈
起

1個
學
攝
制

自〉
E

pistola de M
iseria 

C
uratom

m
 

316 

當壘凹
，
E

M
aubanel, Jean 

155 

〈
匡正悶

閩
恩
〉

P
antateuch, The 

339-340, 342 

禮
堂
間
問

M
urcia N

obili, F
ather de 

禮
堂1諸

位
甚
至

M
oravus, M

atthias 
276 

禮
堂
輯
學
問

M
oravia 

250, 252-253 

壁
壘
螢

M
olin, A

ndre 
279 

哩
哇
趕
盡
到
車t~-x

M
orellot, A

bbe 

哩
哇
！
如
鍵
問

M
oldavia 

257 

禮
堂i帕
拉
甚
至

M
oretus 

59, 111, 169, 

171-172, 182,204,245,247
,263, 

280,282,2
8

4
,2

9
4

,2
5

2
 

禮
堂
燈

M
ore, S

ir T
hom

as (1477-1535) 

345, 348, 362 

（
~
權
宣
恃
嗤
〉

M
o
r宮
。
nte

盤
查
庭
主
豆

M
ortet 

18 

禮
堂
甚
至
臣是

M
om

oro, A
. F. (1756-1794) 

85 

悔
圈
適
量

carta lustra 
3

9
 

〈
童
話
鈴
川
獲
〉

Tripa吋
326 

〈曲線i迦
！
聽
器
。
搭
話
巨

!IIE'主
噩
噩
〉

C
om

edie du P
ape m

alade et tyrant a 
saji11 

397 

~
悔
車
里

C
ancelleresca 

102, 106 

悠
unK

m
ould 

67-70, 73 

〈
這話
關
睡
眠
〉

C
o
n
νivium 

304 

嶽
!i§

D
elices 

20 I 

直
至
it:·

~
對

Petit, O
udin 

4
0

 l 

盔
抖

O
w

en, John (?1560-1622) 201 

363 

215 



"" 
啥
時

p
、

0 
V
可

416 

毒
面
姆
拉

O
porin 

351 

產
量
縈
憊
的
吋

257

起
草
率
羹

。
eglin,E

rhard 
157 

函
數
酬
~

E
uclid 

349 

直
至
每
每

O
essler, Jacques 

3 I 0 

!I!世
E

P
anckouke 

20 I , 297 
軍
車
尋
呼
崗

Panna巾
，
Arnold

(?-1476) 

105,118, 217-218, 231,275,285, 

335 

聲
學
輯

lili!!ll!:$;
P

am
plona 

215 

話
：
出
單

G
e
x

398 

昌
安
血
（
經

G
erbert (of A

u
吋
llac）

。
945-

1003) 
328 

1妄
扭
隘

G
erard, Jean 

396-397 

話
！
~
回

Genoa
44-45, 48-50,”

, 
2

1
2

,2
8

1
,2

8
6

 

話
：
經
豆
豆

G
erson (1363,1429) 

46, 

3
1

6
,3

6
3

 

霖
甜
E

hot-stam
ping 

J 38 

〈話：!'J吉:lh隊
僅
〉

O
rlando 

Innam
orato 

363 

〈
儀
〈
制
製
〉

B
iblia pauperum

 
65, 

121.122,128 
Iii* 

exempl缸，
exemplaria

31-33, 

一
－
一
峙
，
－
－
－
－
一
…

.. 冉
一
．
．
的
一
叮
．
一
－
－

·

65, 103, 115, 121,360,407,410, 

417 

〈
總

1]110)
A

dages 
115,187,271, 

347 

聞
聞

ηeurs d
e !

”
 

135 

傲
是
堅

Ts也
L
u
n

9
4

,9
7

 

軍
幸
這
是
輯
、

utterfly
book" 

96 

按
每

W
eiler 

405 

〈
總
制
草
孟
量對思

〉
Sanctorale 

277 

〈
緝
〈
割
草
草
草
干
這
時
﹛
叫
〉

Von 

M
enschenlehre zu M

eiden 
369 

〈
總
－
＜
~
~
結
盟
草
草
〉

E
ssai sur 

I’。rigine
des connaissances 

hum
aines 

209 

〈
緝

l川
4宣
部
〉

D
e
r
r，的，zgulis

326 

〈
緒
時
~
卡
M-叫

躍
躍
〉

D
iscours sur 

l'inegalite 
209 

〈
緝
↓
趕
制
〉

D
e A

m
icitia 

321-322 

〈
結
H<制

製
〉
（
〈
總

++1，
在
科
〉
）

D
e 

O
ratione D

om
inica 

381 

〈
總
司
紛
紛
〉

D
e Senectute 

321 

《
緝
個
個
〉

O
n Liberty 

369 

〈
絕
回
避

1'幸
要
圓
（
裕
起
付

:,Jg)
E

ssai sur 

!es regnes de C
laude et de N

eron 

200 

（司喜
l路
軍
叫
起
個
〉

D
e proprietatibus 

rerum
 

325 

〈
釋
泉
州
抓
起
〉

D
e clans 

m
ufieribus 

35 

〈
線
路
﹜
吐
氣
旦
£
：

illl〔，
至
紐
〉

D
e 

disciplina et institutione puerom
m

 

390 

〈
緝
捕
單
且
也
-N
↓
越
劇
〉

D
eA

m
icitia 

C
hristiana 

322 

〈
釋

f菊
豆
但
口

t;tg)
D

e vulgari 

eloq11entia 
414 

〈
結
制
週
（
主
單
選
〉

D
e am

oris rem
edio 

218 

〈
總
書
退
學
〉

D
e A

sse 
348, 415 

〈
總
量
重
組
〉

D
e O

fficiis 
225,321, 

335 

〈
經
嗯

li'm(組
祖
〉

D
e con紹

，
妙
的

m1111di 
320 

〈
綠
草
星
島
在
恩
（
制
~
）

Von A
blasz 1111d 

G
nade 

369 

單
單
t:(幣

2展
Ea-iiii道

路
cylinder steam

 

press 
21 

S富
H

coucheur 
47 

e祖
惜
這
E

R
ubens, P

eter-P
aul (1577-

1640) 
Jll-112, 132 



S
aint-Jean-en-

∞。們叫咱縛。咽仲寄去

祖
祖

\ll:{！返
回
主
倒
是
E

R
oyans 

49 

翩
起
草
E

L
ufft, H

ans 
243, 369, 373 

遍
認

Louvain
詞
，
兒
，

l 18, 187, 

212, 232-233, 29 I, 338, 341, 378, 

390 

a祖
揚

R
uppel, A

loys (1882-1977) 

28 

胸
章
菩
隘

R
uppel, B

皂
的
10ld

231 

iln
~

~
$

 
R

eutlingen 
59, 183, 190, 

212 

廊
畫
畫
鱗

R
ougem

ont 
214 

的
盟
軍
甚
至

1氓
R
吋
ansk, m

onastery o
f 

258 

廠
組
~

L
uzac, E

lias 
28 l 

線
~
~

L
evant 

137,288 

都
.5億

Rizhel,
Jean 

377 

斜
斜

1個
（
~
械
制
幸
的

R
ichelieu, 

C
ardinal 

282, 417 

華軒尊重1齡
甚
至
$1

L
iechtenstein, P

ierre 

157 

嘲
盟
關
E

M
exico 

關
單

ink dabber 

＋
﹛
三
個
國

263-264, 268 

85 

~'1--<:l:l;~
 

G
elehrlenrepublik 

〈
動
〈
科
研想
指
〉

H
istoire des 

ouvrages des savants 
299 

〈
點
〈
棺
）

Joum
al des Sava/1/s 

296-297 

〈
動
w
母語〉

N
om

enc/ator 
205 

員Jr皇
互
諒
個

collegiate church 
154 

酪
個
早
在
＊

prim
er 

143,247 

售
商
胖
胖
萄
（

universal lexicon 
201 

〈寫
臣
〉

”La C
oche” 

125 

!ll'F!Pl): 
guide，

出
e

85 

謝
！拉
草草
主
主
擊

linotype 
82 

鑽
研
m

calendars 
94, 9

7
,2

5
2, 266, 

274, 286, 289, 302, 324, 332, 393, 

396 

〈
遺
言
歸
繹
〉

326 

聞
到
這
＋
但
總
（
古
巴
國
）

C
ongres des 

S
ciences H

istoriques 
39 

毒
草E

M
acao 

269-270, 354 

鑽
研

lam
p black 

67 

聽
個

gold tooling 
134, 137-139 

〈
憊
曲
線
〉

Soliloquies, The 
316 

聽
紅
高
權
露

U
nicom

, the H
ouse o

f 

the 
382 

208 

Treatise on M
achines 

﹔迴
.iiι
L
u
c
c
a

ISO
, 158, 212 

留
待
庭
還
~

L
jubljana 

259 

迴
你
做

L
ucian 

277. 320 

團
時

R
ouen 

I 03-105, I 57‘
161-

162, 228-230, 239, 241,247, 280-

282, 307,213 

宙
lilfr倍

緝
毒
封

R
ouen Parlement，

自
E

157 

週
＇
＊

R
ousseau, P

ierre 

但
難

R
ousseau, Jean-Jacques 

201, 209,279 

盡
量
絡
的

l
L

uxem
bourg 

圈
齣
怠

L
uxeuil 

52 

團
陸

Lulle,
R

aym
ond (?1235-1316) 

277 

嗤
毅
軍
~

124 

〈
迦
鍵
盤

Pll追
問
〈
叫
番
話
〉

The 
354 

~
豆
豆
進

P
ont-a-M

ousson 

~
經
出

M
u
r
m
a
u

378 

2益
關

l且
甚
E

M
usaeus 

186 

哲學
l通
體

M
usuros, M

ark 
186 

華夏
持
阿

D
ubois, S

im
on 

l妞
，
376-

377,382, 411-412 

199-201 199-

279 

L
iitzelburger (?-1526) 

Lusiads, 

49 



"" 
你。、。 V') 

輯
室
聽
輯
E

C
hautem

ps, Jean 
395 

純
←
阱

Nottingham
242 

緝
私
問
古
龍
是
思

N
ovgorod 

26 I 

概
腔
：
它
組

N
onantola 

213 

純
賢
：
m

N
orw

ich 
242 

融
投

N
oyonu 

399 

線
總
書
穿

N
otary, Julian 

241 

組
酬
草
草

N
onnandy 

錯
，

157,239,

241
, 374,397, 399-400 

相
當
盟

N
ovi 

214 

純
經

N
aude, G

abriel (1600-1653) 

59,196, 217,300 

純
經
掌
.
$

N
ordlingen 

59,217 

〈
駕
車
支

;tt!i;)
Satires 

320 

跨
國
認
~

R
am

usio(l485-1557) 
355 

關
也

E
lector 

243, 296, 309-310, 

370 

〈
嗯
鐘
書

W!?(;l!ic;)
G

ram
 Testam

ent 

106-107 

〈
翱
壓

;Ilic;)
Testam

ents 
323 

親
密
紹
，
H

函
la dentelle 

139 

~
扑
E

staneis typis 
78 

E雷
鋒
事

S
iena 

214,285,316 

g寶
安
掌
握

S
isteron 

400 

扭
曲
單

portable
fonnat 

114-115, ’ 

186 

瑩
瑩
E
直

block printing 
7

1, 97, 

118,122 

證
單
純

block-book 
65-67, 87, 97-

98, 121. 
125 

i!il~
 

die 
141-142, 230 

開
持
甚

ii:
H

obbes, T
hom

as (1588-

1679) 
416 

關
村
甚
至
也
聽

H
aw

kins C
ourt H

ouse 

268 

個
隨
S

H
olbein 

110, 115, 124, 

127, 237 

翱
穩
軒
在
經

H
ochfeder, G

aspard 
254 

縈
機

Pynson,
R

ichard (?-1530) 

103,241 

〈
蕊
自
哥
倫
~
）

Arsvers伊
catoria

334 

數
也
~

B
audry 

332 

師
l長
~
（
部

l時
嶽
）

A
pocalypse, 

T
he 

65,123,314,393 

〈
籲

l品
零
星
－
＜
~
棺
〉

F
igures de 

l ’'A
pocalypse 

393 

師
1眠

Mendo1』
156

〈
昌
話
~
~
居
〉

M
editations, The 

316, 

417 

是系
~
酬

lilfs
M

unnellius (1480-1517) 

238 

宣
言
學
甚
至

M
eursius 

178 

〈蓋亞
思
戀
〉

M
editationes 

118-119, 

218,222 

耀
祖

R
onsard (1524-1585) 

413 

＋抖
.. 

~
盟
主
才

llll：甚至
E

usebius 
344, 358 

圓
E
盟
主

press bar 
85-87, 89, 169 

國
蟬

platen 
85-86, 89, 141 

員
要
重
要恩
將

m
issal 

28, 76, 100, 116, 

I 19, 145, 218-219, 221, 237, 254, 

257,314 

標
譯
制
紙
（
主
）

liturgical 
107, 

162-163 

〈
僚
主
要
留
（逼
迫
民
〉

M
issa est 

Sacrificium
 

37 J 

講
話
除
~
健

D
eventer 

212, 235-236, 

336 

自
諾
德
詞
m;i:

d'E
taples, L

efevre 
184, 

188,194,276,280,328, 364-365, 

373-374, 376-378, 385,387,395 

(
l
l
~
織
特
區
組
〉

H
erbarum

 

eicones ad naturae im
itationem

 



。－叭4m緒。喵你寄去

effigiatae 
351 

〈
控
告
貝
卡
〈
震
〉

A
urora 

327 

瞇
鉗
制

fresco painting 
119 

總
制
提
翱
嗈

A
rchbishop E

lectors 

309 

萬
2回
｛
nn腳

Chancellery
44-45, 102, 

198, 305, 311, 370, 403, 405-406, 

410,412 

樣
是
蓋
世

B
occaccio, G

iovanni ( 1313-

1375) 
35,118, 187, 323,345, 

361-363 

~
！
丟
你

screw
 thread 

89-90, 141 

〈
縫
制
斟
嗨
創
建
喜
馬
〉

S
en

n
o

n
esd

e 

L
audibus Sanctorum

 
276 

3軍
士
也
組

C
ephalon 

341 

幸
這
雖
經

Schedel, H
甜

m
a
n
n

(1440-

1514) 
120,359 

!!!M
-

copy 
31-32, 35, 36-38，

呦
，
42

哲
歌
唱
關
注
吉
~

C
irencester 

242 

單
位
曾
回
~
草
草

C
yprus 

7
6

 

體
是
已

M
aillet 

221 

翱
對

Myto,
Jonata de V

ykohevo 

252 

嗯
接

!l-5巨
M

einingen 
285 

嗯
相
隔
世
態

M
aim

onides (1135-1204) 

342 

且
每
迎
您
（
g
:
)

m
etallographic 

阻
軍

:lt~：－，（
Jacob, F

ather L
ouis 

間
組

Janot, Jean 
332 

韓
國
，
憲
法

K
orea, K

orean 

9
8

,2
7

0
 

直
是
重
器
條
語
言

203 

points system
, the 

67 

297 

96, 

81, 

＋
〈
個

組
撞
車

die-stam
ps 

68-69, 138 

盟
章
主
單
單
（
午
手
拉
法
草
）

w
ove 

202-203 

~
｛
.
$
制

scriptoria
28

, 37, 104-105, 

258,262 

錯
啊
。
隔

bibliophile 
6, 134, 138 

迦
試
函
：
＆
；
：
盟
軍
叫
回

N
icolini da 

S
abio 

240 

繼
恃
翱
你
叫
〈

Z
abludov 

261 

盤
是
三
色

S
avoy 

l詞
，3
剖
，
398

繼
主
主
~
組
組

S
avonorola, G

irolam
o 

(1452-1498) 
194 

盟
軍
史

-ll<~欄
Zaborovsky

255 

組
掛
樣

S
axony 

50, 224, 243, 296, 

310,317, 370-371, 383,406 

也
回
給
王
吉
！
適
？
聽
,HE

L
udolphus o

f 

Saxony （
下
137

8)
224,37

1 

搭
盟
~
~
孟

ll逆
to:!Z!

S
alicet, N

icolas o
f 

255 

繼
un：
~
~

S
abellico, A

ntonio (1436-

1506) 
186 

繼
呵
！
會
繼

S
aragossa 

也
:\Z!酬
午

S
alam

anca 

240-241 

組
斜
諾
獎

S
annazaro, Jacopo ( I 458-

1530) 
345 

繼
絲
呵

Z
am

ora 
215,227 

繼
誓
甚
至

S
atins 

2
14

,221 

體
告
幸
極

S
am

aran, C
harles 

39 

繼
圍
在
至
~

Sallust 
224-225, 227, 

321,335 

僅
數

1個
S

adolet (1477-1547) 

194 

劃
撐
船
陸

418 

霍
霉

hinge 
86 

〈
蓮
說
！
拉
詰
〉

D
isticha 

40, 319-320 

凱
恩
鎧

double im
position 

111, 

132 

盟
堅
稱
自
團

D
edicatory epistles 

187 

〈
搔
4個
：
H<發
〉

「
盟
軍
村
諒
版
發
」

158,184,213 

158,213, 

191, 

F
ontenelle (1657-1757) 



C
hevalier au cygne 

226,361 

穩
固
皂
~

W
eingartner, A

ndreas 

382 

報
思
隨

W
echel, C

hristian 
l0

7
, 

124,277,338,341,347, 382-383, 

386-387, 389-390, 402 

車直追星
V

ignon, Jean 
143 

績
單
E

Wei鉤
，
Hans

95,243 

書
E安
裝
輯
部

W
iesner, P

rofessor J. 

von 
95 

報
酬

V
an d

er W
eyden ( 1399-1464) 

121 

""' 
悔
恨同【們

＋
反
個

〈
單
＋
＜
固
毒
草
〉

P
antagruel 

347, 387 

搭
話
還

Whitechurch，
因
ward

242 

~K
ff:~

:,( 
Joannes, F

ather E
ndem

an 

417 

鑿
鑿
淒
圖
個

pes叮
122,360

〈§受Q;l呎
士
!:1~~'1式

）
Instruction er 

m
a11iere de tenir livres de com

pte 

205 

(!I縛
，
到
這
告
提
〉

Illustrated 

M
etam

orphoses 
127 

曬
J.jι轉

告
~

L
ocatelli 

235 

底
是
駐
海

:lt:
R

euchlin (1455-1522) 

184, 191,338,343 

曝
酬
E
~

R
odriguez, B

ishop o
f 

Z
am

ora 
227 

臨
時
盛

de R
ohan 

38 

蝶
E
副
章
t
~：，（

R
uggieri, F

ather 
270-

271 

輯
E
需

R
o
a
n
n
e

287 

暐
~
－

lg:世
遲
早

A
nisson, L

aurent 

177, 179, 196 

躍
進
祖

﹒
草
里
讀龍
頭
再
E

M
edici, 

L
orenzodei (1449-1492) 

353 

蟬
樣
隨

（姐
送
制
輯

）
L

othaire, 

C
ardinal 

I 53, 232 

蟬
!Jt:::lil

L
onher, M

elchior 
234, 

237,243, 296, 369,372 

瞋
~
i
祖

Rotrou,
Jean de (1609-1650) 

205 

雖
出
E

R
om

e, R
om

an 
22, 24, 26, 34, 

7
2
，
呵
，

104-I05,
118-119, 124, 126, 

194,197,202, 217-218, 222,224, 

231, 233-234, 240, 245, 259, 271, 

275, 285-286, 309, 320-322, 335, 

339, 349, 352-353, 358, 365, 370, 

394,417 

體
世
質
體

rom
an script, the 

80, 102-

108, Ill, ll3
-ll4

, 142, 146, 190, 

226,234,237,256, 264,328, 347, 

410 

酷
穿
制
國

R
olevinck, W

erner 
359 

躍
起

II R
osso 

129 

體
甚
至
憑
這
里
隨

R
ogersville 

268 

體
制

R
o
位

t
124 

輯
甚
至
結
出

R
ostock 

212, 222, 368 

躁
攔
軍

R
oselli, A

ntonio 
309 

蝶
星
星
也

i
R

ottenberg 
371 

〈
瞋
控
聖
叫
括
〉

Cl叫

The 
328 

語
道
概
括
何
提

vignette 
115 

賠
~

T
hanner, Jakob 

243, 370 

彈
賢
組
（
萄
園
阻
叫
孟
團
總
俘
提
甚
至
草
草
世
）

fram
es 

1IO
, 111,119,122,124, 

126-127, 138-139, 368 

議
員
以
聽

La F
leche 

229 

11＋
個

〈
眩
耀
~
）

Schatzebehalter 
120 

蠻
控
嶺

S
hrove T

uesday 
173 

(ffi~浴
因
你
〉

D
e ortu et causis 

s11bterra11eorum
 

352 



N-m
 

川叫咱忱。也棉一海 LU

織
（
＝
︱
做
＝
0
·
0
闆
酬
tg

=+1 I 
單
單
間
）

sous 
2

6
~

 

草
草
迂
回
志

S
ubiaco 

l肘
，
212,217,

222,231,335 

1追
星
星

S
uze 

396 

惱
怒

~ll逆
~
草
E

S
uetonius 

335,344,358 

1數
學
極

S
cotland 

241, 32S 

續
做

S
uso, H

einrich (? l 29S-1366) 

316,363 

磁
盤
各
組

Z
urich 

351
, 373 

〈
緝
毒
認
倒
〉

H
istoria C

oncilii 

〈
哥
拉
獨
〉

C
asovnik 

261 

194, 

S7, 212,293,341, 

178 

1
1

+
1

• 
惺
相
接

L
anguet, H

ubert 
383 

還
血
（
隘

Lambert
(1486-1S30) 

376, 

394 

壓
制
E
綠

Lendit
F
叮
叮

陸
軍
區

L
am

bertus 
286 

極
細
細

L
anglee 

S
I 

極
U(::,Klg:

L
antem

e, the 
S2 

極
措
草
草
E

L
andshut 

S9 

趣
的

l
R

am
baud, H

onorat 
411 

〈
屋
甚
至
經
邀
你
〉

127,324 

趣
也
甚
至
®l

L
andsberg, M

artin 

243 

擅
話
：
串
串
隘

412 

〈
組
悟
出
相
〉

323 

鵑
零
點

apologetics 
307 

〈
敏
閥
混
〉

D
ialectica 

20S 

鐵
鏈

Thevet,
Jean 

130 

體
H<1E單

單
fairground 

131 

!ii~:\z! 
G

uevara, A
ntonio de 

(?1480-1S4S) 
346 

瞳
里
已
做

G
uilland, C

laude 

極
糊
E

G
uldenrund, H

ans 

~
喇
喇

K
uttenberg 

214 

〈
盟
國
叫
做
〉

P
roces de Bel的

l

〈
留
在
建
尉
〉

B
elia/ 

12S 

〈
盤
甚
聽
聽
單
單
路
至
〉

R
o
b
e
川

le
D

iable 

323-324 

LLm
celot 

113, 

L
angelier, A

m
oul 

234, 

411, 

C
ham

pion des dam
es 

191 

370 323 

單
島
雖
然

indulgences 

243,366, 368 

路
i件
H
出

letter
founders 

264 

滋
~

m
ould 

287 

戰
固
眶
里
去

64. 76, 22
1, 

S6, 106, 

73-74, 77, 79, 141
, 

Prix G
oncourt 

280 

I I十
︱
︱
個

關
cahier

〈
結
盟
4口
〉

2
6

 

L
e

 Lutri11 

I l十
Ill個

〈吉達＋主題很〉
F

ioretti 
316 

〈
義
制
訟
尉
〉

M
etam

orphoses 

122,125,344 

響
到
ttm~攝

diacritical signs 
2S I 

〈
慧
副
部
景
是
個
區
〉

的
rgile

travesti 

206 

11S, 

1
1
+
1
三
個

〈
單
單
誨
。
長
留
（分
這
些

-t-1)
P

ope D
onkey 

and C
ow

 M
onk 

368 

278 





O
MMMMMMMM n

UH
H
M
M
U
U
U
M
M
U
U

副M
m
m
u
叫
別

YK I025C 定價： 6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