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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

小

説

鉤

沈

」
校

本

四

郭
子

(續
完
)

笑
林

魯

迅

輯

中

島

長

文

校

郭
子

(
一
)

(
二
)

(三

)

(
四
)

(五
)

(
六
)

60

王
長
史
病
巳
篤
、
寢
臥
、
燈
下
轉
鏖
尾
而
睨
之
、
歎
日
、
『
如
此
人
曾
不
得
滿
四
十
。』
及
亡
、
劉
尹
臨
殯
、
以
犀
柄
尾
置
之
柩
中
、
因

ハモ
 

働
絶
。

校

記

書
鈔

一
百
三
十
四
。
御
覽
三
百
九
十
三
、
又
七
百
三
。
○
天
中
記
四
九
。
淵
鑑
三
七
九
麈
尾
。
玉
函
13
。
同
話
は

『世
読
』
傷
逝

篇

10
。
『
建
康
實
録
』
八
。

(
一
)
御
覽
三
九
三
原
注
云
、
王
仲
組
也
。

0
書
鈔
無

「
王
」
字
、
「
已
」
字
。
御
覽
三
九
三
亦
無

「已
」
字
。

(
二
)
○
書
鈔
、
御
覽

七
〇
三
無

「臥
」
字
。
(
三
)
○
書
鈔
、
御
覽
三
九
三
皆
無

「而
」
字
。
(
四
)
○
書
鈔

「
歎
」
上
有

「
而
」
字
。
(
五
)
○
書
鈔
無

「如
 

字
。
御
覽
三
九
三
無

「滿
」
宇
。
(
六
)
御
覽

一

〔三
九
三
〕
引
作
「
以
璧
柄
麈
尾
着
柩

〔鮑
本
。
叢
刊
本
作
棺
〕
中
」
。
○
書
鈔
無

「柄
置

(1)



字
。
「
塵
」
各
本
皆
有
此
字
、
鉤
沈
獨
睨
之
、

七
三
年
版

『
全
集
』
己
補
之
。

覽

七
〇
三
作

「
置
柩
中
」
。
(
七
)
○
御
覽
七
〇
三

「絶
」
作

「哭
」
。

「
置
之
柩
中
」
鉤
沈
本
作

「著
棺
中
」
、
今
依
書
鈔
改
。
御

二

V

(
二
)

(
三
)

(
四
)

61

范
玄
李
在
簡
文
坐
、
談
欲
屈
、
引
王
長
史
日
、
「卿
助
我
。』
王
日
、
『
此
非
拔
山
之
カ
所
能
救
。』

校
記

書
鈔
九
十
八
。
類
聚
五
十
五
。
御
覽
六
百
十
七
。
○
淵
鑑
二
〇
二
講
論
。
玉
函
26
。
同
話
は

『
世
詭
』
排
調
篇
34
。

(
一
)
「范
玄
卒
」
下
原
注
去
、
汪
字
玄
李
。
○
鉤
沈
引
御
覽
注
、
書
鈔
無
注
。
以
下
同
。
(
二
)
原
注
云
、
王
仲
祀
也
。
○
書
鈔
注
云
、

長
吏
王
仲
租
、
「
吏
」
誤
。
御
覽
注
云
、
長
史
王
仲
詛
。
鉤
沈
引
類
聚
注
。
本
文
書
鈔
、
御
覽
倶
無

「王
」
字
。
(
三
)
四
字
類
聚
引
有
○

御
覽
亦
引
有
。
(
四
)
○
類
聚
、
御
覽

「
救
」
作

「
助
」
。
御
覽
文
末
有

「也
」
字
。

(
一
V

62

張
憑
擧
孝
廉
、
出
京
、
負
其
才
氣
、
謂
必
參
時
彦
。
欲
詣
劉
眞
長
、

郷
里
及
同
擧
者
咸
共
晒
之
。

張
途
徑
往
詣
劉
、

既
前
、

處
之
下

(
二
)

坐
、
通
寒
暑
而
已
。
眞
長
方
洗
濯
料
事
、
神
意
不
接
、
良
久
、
張
欲
自
發
、
而
未
有
其
端
。
頃
之
、
王
長
史
諸
賢
來
詣
、
言
各
有
隔
而
不
逋

(三
)

處
、

張
忽
遙
於
末
坐
剣
之
、
言
約
旨
遠
、
便
足
以
暢
彼
我
之
懷
。
擧
坐
皆
驚
、
眞
長
延
之
上
坐
。
途
清
言
彌
日
、
因
留
宿
、
途
復
至
曉
。
張

(
四
)

(五
)

(六
)

退
、

劉
日
、
『
卿
且
前
去
、
我
正
爾
往
取
卿
、
共
詣
撫
軍
。』

張
既
還
船
、

同
旅
笑
之
日
、

『卿
何
許
宿
還
。』

張
笑
而
不
荅
。
須
臾
、
眞
長

(
七
)

至
、

遣
教
覓
張
孝
廉
船
、
同
侶
椀
愕
。
既
同
載
、
倶
詣
撫
軍
。
至
門
、
劉
前
進
、
謂
撫
軍
日
、
『下
官
今
日
爲
公
得

一
太
常
博
士
妙
選
。』
既

(八
)

(九

)

前
、
撫
軍
與
之
語
言
、
咨
嗟
稱
善
、
數
日
乃
止
、
日
、
『
張
憑
勁
粹
、
爲
理
之
窟
。』
即
用
爲
太
常
博
士
。

校

記

御
覽
六
百
十
七
、
又
*
二
百
二
十
九
。
*
書
鈔
六
十
七
。

*
類
聚
四
十
六
。

○
勢
書
鈔
九
八
、
但
し

「
鄭
子
」

と
す
る
は

「
郭

子
」

の
誤
。
*
淵
鑑
二
〇

二
講
論
。
玉
函
67
。
・
同
話
は

『世
詭
』
文
學
篇
53
、
御
覽
六

一
七
引

『
郭
子
』
と
最
も
合
う
。
『李
翰
蒙
求
注
』

(2)



中
。
『
晉
書
』
七
五
張
憑
傳
。
「
白
帖
』
三
、
又
八
。
『
海
録
碎
事
』
五
孝
廉
船
。

書
鈔

六
七
云
、
張
馮
字
嗣
宗
、
劉
眞
長
薦
之
撫
軍
日
、
下
官
今
日
爲
公
得

一
太
常
博
士
好
選
。
撫
軍
稱
善
。

又
九

八
云
、
張
馮
擧
孝
廉
、
出
詣
劉
眞
長
、
因
倶
詣
撫
軍
。
既
前
、
撫
軍
與
之
談
論
、
苔
嗟
稱
善
日
、
張
馮
勁
粹
、
爲
理
之
窟
。

類
聚

四
六
云
、
張
憑
擧
孝
廉
、

請
劉
眞
長
、
還
缸
。

須
臾
眞
長
至
、
遣
覓
張
孝
廉
肛
。

同
旅
愕
然
。

既
同
載
倶
詣
軍
。
劉
前
進
謂
撫
軍

日
、
爲
公
得

一
士
、
太
常
博
士
之
妙
選
。
既
前
、
撫
軍
與
之
言
、
咨
嗟
稱
善
、
乃
日
、
張
憑
勃
搴
爲
理
窟
。
即
用
爲

太
常
博
士
。
御
覽

二

二
九

は
叢
刊
本
が

「
咨
嗟
」
を

「
咨
曙
嗟
」
に
、
「勃
搴
」
を

「
勃
倅
」
に
作
る
他
は
、
「類
聚
』
引
と
ま

っ
た
く
同
じ
で
あ
る
。

(
一
)
○

「謂
必
」
鉤
沈
本
依
鮑
本
引
爲

「
必
謂
」
、
今
依
叢
刊
本
改
。

(
二
)
○

「端
」
鉤
沈
本
依
鮑
本
作

「請
」
、

今
依
叢
刊
本
改
。

(
三
)
○
叢
刊
本

「
旨
」
作

「
皆
」
、
誤
。
鮑
本
不
誤
。
(
四
)
御
覽
原
注
云
、
撫
軍
、
簡
文
。
(
五
)
O
叢
刊
本

「船
」
作

「肛
」
、
以
下

同
。
(
六
)
○

「
旅
」
鉤
沈
本
作

「侶
」
、
類
聚
御
覽
倶
作

「旅
」
。
下
同
。

(
七
)
○

「前
進
」

二
宇
依
類
聚
御
覽

二
二
九
引
。

(
八
)
○

御
覽

六

一
七

「語
」
下
有

コ
言
」
、
今
依
補
。
御
覽

二
二
九
類
聚
倶

「
語
」
作

「
言
」
。
(
九
)
御
覽

一

〔
ご
二
九
鮑
本
〕
引
作

「
勃
搴
」
。

O
叢
刊
本
作

「勃
倅
」
。

(3)

 

63

許
玄
度
在
西
州
講
、
韓
王
諸
人
竝
在
坐
。
林
公
毎
欲
小
屈
、

校
記

書
鈔
九
十
八
。
○
類
話
は

『
世
説
』
排
調
篇
52
。

(
一
)
○
書
鈔
蛻

「
公
」
字
、
鉤
沈
或
據
世
諡
補
。

 
ご

孫

興

公

日

、

『法
師
今
日
如
著
敝
絮
、
在
剃
棘
間
行
、
觸
地
挂
礙
。
』

 
ご

 
ニ
 

64

梁

國

楊

氏

子

、

年

九

歳

、

甚

聰

慧

。

孔
君
李
詣
其
父
、

(三
)

(四

)

〔五

)

父

不

在

、

乃
呼

兒

出

。

爲

設

果
、

有
楊
梅
。

  

 

 モ

 

孔
指
示
兒
日
、
『
此
貴
君
家
果
。』



児
應
聲
荅
日
、
『
未
聞
孔
雀
是
夫
子
家
禽
。』

校
記

類
聚
九
十

一
、
又
八
十
七
。
六
帖
二
十
、
又
九
十
九
。
御
覽
三
百
八
十
五
、
又
四
百
六
十
四
、
又
五
百
十
八
、
又
九
百
二
十
四
。

案
御
覽
五
百
十
八
引
作
楊
修
字
徳
租
、
孔
君
李
作
孔
文
擧
。
金
樓
子
又
以
爲
楊
周
七
歳
時
事
。
O
白
帖
六
、
又
三
十
。
事
文
類
聚
後
集
二

七
。
天
中
記
五
二
。
淵
鑑
四
一
=

孔
雀
、
又
四
〇
三
楊
梅
。

玉
函
29
。
同
話
は

『世
読
』
言
語
篇
43
。

『金
樓
子
』
捷
對
篇

(御
覽
九
七

二
引
)
。
敦
煌
文
書
P
二
五
二
四
談
講
篇
。
『海
録
碎
事
』
七
下
。
「類
林
雜
説
』
四

(引
劉
劭
幼
童
傳
)
。
「白
帖
』

二
九
。

白
帖
六
云
、
楊
子
氏
年
九
歳
、
聰
惠
。
孔
君
丕
-指
楊
梅
謂
之
日
、
此
君
家
果
。
答
日
、
未
聞
孔
雀
是
夫
子
家
禽
。

御
覽
五

一
八
云
、
楊
脩
字
徳
詛
、
九
歳
聰
惠
。
孔
文
擧
詣
其
父
、
父
不
在
、
乃
呼
脩
、
脩
爲
設
果
、
果
有
楊
梅
。
融
指
示
兒
日
、
此
君
之

家
果
耶
。
脩
應
聲
日
、
未
聞
孔
雀
是
夫
子
之
家
禽
獸
。

(
一
)
○
類
聚
八
七
、
白
帖
、
六
帖
皆
無

「
梁
國
』
ご
字
。
御
覽
九
二
四

「楊
」
作

「陽
」
。
(
二
)
○
類
聚
八
七
、
白
帖
三
〇
、
六
帖
九

九
倶
略

「甚
聰
慧
」
三
字
。
(
三
)
○
御
覽
叢
刊
本
九
二
四
無

「父
」
字
。
鮑
本
作

「其
家
父
、
不
在
」
。
(
四
)
○
御
覽
三
八
五
無

「
出
」

字
。
(
五
)
○
類
聚
八
七
無

「父
不
在
乃
呼
兒
出
爲
」
八
字
。
御
覽
九
二
四

「爲
」
下
有

「
之
」
字
。

類
聚
八
七
、

御
覽
三
八
五
、
四
六

四
倶

「
果
」
作

「
菓
」
、
以
下
同
。
(
六
)
○
類
聚
、
御
覽
三
八
五
、
九
二
四
皆

「
指
」
下
有

「
以
」
字
。
御
覽
三
八
五
、
四
六
四
、
九
二

四
皆
無

「日
」
字
。
(
七
)
○
御
覽
三
八
五
、
九

二
四

「貴
」
作

「實
」
、
又
四
六
四
無

「貴
」
字
。

(
ご

(二
)

(三
)

(
四
)

(五
)

(六
)

65

孫
安
國
往
殷
中
軍
許
共
語
、
往
反
精
苦
、
賓
主
無
間
。
左
右
進
食
、
冷
而
復
煖
者
數
四
。
彼
我
奮
擲
塵
尾
、
毛
悉
墮
落
、
滿
喰
飯
中
。

(七
)

(
八
)

賓
主
途
至
暮
忘
殲
。
殷
方
語
孫
卿
日
、
『
公
勿
作
強
口
馬
。
我
當
併
卿
控
。
』
孫
亦
日
、
『
卿
勿
作
冗
鼻
牛
、
我
當
穿
卿
頬
。』

校

記

御
覽
三
百
九
十
、
又
*
七
百
三
。
*
書
鈔

↓
百
三
十
四
。
O
*
天
中
記
四
九
。
*
淵
鑑
二
六
六
言
語
、
又
*
三
七
九
麈
尾
。
*
玉

(4)



函
14
。
同
話
は

『
世
詭
』
文
學
篇
31
。
『
白
帖
』
二
六
。

(
↓
)
御
覽
三
九
〇
原
注
云
、
盛
字
安
國
。
殷
名
浩
也
。
(
二
)
○
書
鈔
無
此
句
四
字
。
(
三
)
○
書
鈔
此
句
四
字
作

「住
及
客
主
無
閑
」

六
字
、
按

「
住
及
」
疑
當
作

「
往
反
」
。
御
覽
七
〇
三
無
二
句
八
字
。
(
四
)
○
書
鈔

「
四
」
作

「次
」
。
(
五
)
○
御
覽
七
〇
三
無

「
毛
」
。

(
六
)
○
書
鈔
二
句
作

「落
毛
滿
飯
中
」
。
御
覽
七
〇
三
無

「喰
」
。
(
七
)
書
鈔

一
百
三
十
四
、
御
覽
七
百
三

〔引
至
此
爲
止
〕
。
○
御
覽

七
〇
三
句
末
有

「
也
」
字
。
(
八
)
○

「
穴
」
鉤
沈
本
作

「
冗
」、
今
依
正
。
世
諡
作

「
決
」
。

(
一
)

(
二
)

(三

)

(
四
)

66

殷
浩
作
揚
州
。
尹
行
、
日
小
暮
、
便
命
左
右
取
被
樸
。
入
間
其
故
、
苔
日
、
『
刺
史
嚴
、
不
敢
夜
行
。』

校
記

類
聚
七
十
。
御
覽
七
百
七
。
○
天
中
記
四
八
。
淵
鑑
三
七
八
被
。
玉
函
28
。
同
話
は

『世
論
』
政
事
篇
22
。

(
一
)
御
覽
引
作
殷
浩
好
作
楊
州
劉
君
行
。
○
按
世
論

「好
」
作

「始
」
、
「
好
」
或
衍
歟
。
又

「君
」
作

「
尹
」
、
當
依
世
説
。
(
二
)
0

御
覽

「
日
」
作

「
日
」
、
誤
。
又

「
小
」
下
有

「
欲
」
字
。

(
三
)
○
御
覽

「
命
」

作

「令
」
。
類
聚

「樸
」
作

「
僕
」
。

(
四
)
○
御
覽

「
日
」
作

「
云
」
。

67

殷
中
軍
廢
後
、
恨
簡
文
日
、
「
上
人
著
百
丈
樓
上
、
擔
梯
將
去
。』

校
記

初
學
記

二
十
四
。
0
淵
鑑
三
四
七
樓
。
玉
函
32
。
同
話
は

『世
論
』
黜
冤
篇
5
。

(
一
)
○

「
丈
」
鉤
沈
本
作

「
尺
」、
今
依
初
學
記
改
。

(
一
)

(二
)

(三
)

68

陶
公
自
上
流
來
、
赴
蘇
峻
之
亂
、
含
怒
於
庚
公
。
庚
公
謂
必
戮
己
、
進
退
無
計
。

温
公
乃
勸
詣
陶
公
、

『卿
但
徑
拜
、
必
無
他
、
我
爲

(5)



 
 
 

卿
保
之
。』
庚
殊
未
了
、
而
不
得
不
往
。
乃
從
温
言
詣
陶
。
至
便
拜
、
庚
風
姿
雅
潤
、
陶
見
拜
、
不
覺
自
起
止
之
日
、
『
庚
元
規
何
縁
拜
陶
士

(五
)

行
。』

校

記

書
鈔
八
十
五
。
御
覽
五
百
四
十
二
。
○
玉
函
65
。
同
話
は

『世
論
』
假
講
篇
8
。
又
容
止
篇
23
參
照
。

(
一
)
御
覽
原
注
云
、
陶
侃
字
士
衡

〔鉤
沈
訂
行
〕
也
。
(
二
)
○
御
覽

「
亂
」
作

「難
」
。
(
三
)
○
御
覽

「温
公
」
作

「
温
父
」
。
(
四
)

己
上
六
句
見
御
覽
引
。
0
書
鈔
只
作

「庚
公
詣
陶
公
」
五
字
。
(
五
)
○
御
覽

「
行
」
作

「
衡
」
。

69

庚
公
爲
護
軍
、
屬
桓
廷
尉
爲
索

一
柱
吏
。
桓
後
遇
見
徐
寧
而
知
之
、
致
與
庚
公
而
稱
云
、
『
是
海
内
清
士
。』

校

記

御
覽
四
百
二
十
六
。
○
玉
函
43
。
同
話
は

『世
説
』
賞
譽
篇
65
。

(
一
)
原
注
云
、
寧
字
安
期
、
東
海
人
。

70

世
中
稱
庚
文
康
爲
豐
年
玉
、
庚
稚
恭
爲
荒
年
穀
。

校
記

御
覽
四
百
四
十
七
。
○
大
典

一
一
六
〇
三
。
玉
函
48
。
同
話
は

罰世
詭
』
賞
譽
篇
69
。

二

V

(
二
)

71

庚
道
季
云
、
「藺
相
如
雖
千
載
死
人
、
懍
懍
恆
如
有
生
氣
。
曹
蜍
李
志
雖
見
在
、
厭
厭
如
在
九
泉
下
。』

校
記

類
聚
二
十
二
。
御
覽

四
百
四
十
七
。
○
玉
函
22
。
同
話
は

『
世
詭
』
品
藻
篇
68
。

(
一
)
○

「懍
懍
」
鉤
沈
本
作

「
凛
凜
」、
玉
函
亦
同
、
今
依
改
。
(
二
)
○
御
覽
無

「
在
」
字
。

(6)



(
一
)

72

畢
茂
世
云
、
『
「
手
持
蟹
螯
、

一
手
持
酒
盃
、
拍
淨
酒
池
中
、
可
了

「
生
哉
。』

校

記

御
覽
九
百
四
十
二
。
○
高
似
孫

『
蟹
略
』
(
明
鈔

『
説
郛
』
三
六
引
)。
玉
函
74
。

畢
卓
傳
。,
又
明
鈔

『
諡
郛
』
三
六

『蟹
略
』
引

『晉
春
秋
』
云
。
「類
林
雜
説
』
七
。

(
亠
)
○
鉤
沈
脱

「酒
」
字
、
今
補
之
。

同
話
は

『世
読
』

任
誕
篇
21
。
コ
督
書
』
四
九

(
一
)

(
二
)

73

桓

公
年
少
至
貧
、
嘗
樗
蒲
失
數
百
斛
米
、
齒
既
惡
、
意
亦
沮
。
自
審
不
復
振
、
乃
請
救
於
袁
彦
道
。
桓
且
ハ以
情
告
、
袁
在
艱
中
、
欣
然

(三

)

(四

)

無
忤

。
便
云
、
「
大
快
、
我
不
但
拔
卿
、
要
爲
卿
破
之
。
我
必
作
快
齒
、
卿
但
快
喚
。』
印
腕
其
衰
、
共
出
門
去
。
覺
頭

上
有
布
帽
、
擲
去
、

(五
)

(六

)

(七
)

(八
V

著
小
帽
。
既
戲
、
袁
形
勢
呼
咀
、
慨
牡
、
擲
必
盧
雉
。
二
人
齊
叫
、
敵
家
震
懼
喪
氣
、
俄
傾
獲
數
百
萬
。

校

記

世
設
任
誕
篇

〔
34
〕
注
。
御
覽
七
百
五
十
四
。
○
同
話
は

『世
論
』
任
誕
篇
34
。
「
晉
書
』
八
三
袁
耽
傳
。
『
白
帖
』

一
九
。

世
説
任
誕
篇
34
注
云
、
桓
公
樗
蒲
、
失
數
百
斛
米
、
求
救
於
袁
耽
。
耽
在
艱
中
、
便
云
、
大
快
、
我
必
作
采
、
卿
但
大
喚
。
師
腕
其
衰
、

共
出
門
去
。
覺
頭
上
有
布
帽
、
擲
去
、
箸
小
帽
。
既
戲
、
袁
形
勢
呼
袒
、
擲
必
慮
雉
、

二
人
齊
叫
、
敵
家
頃
刻
失
數
百
萬
也
。

御
覽
七
五
四
云
、
桓
公
年
少
至
貧
、
嘗
樗
蒲
、
失
數
百
斛
米
。
齒
既
惡
、
意
亦
沮
。
自
審
不
復
振
、
乃
請
求
於
袁
彦
道
。
桓
具
以
情
告
、

袁
欣
然
無
忤
、
便
即
倶
去
出
門
、
云
、
我
不
但
拔
卿
、
要
爲
卿
破
之
。
我
必
作
快
齒
、
卿
但
快
喚
。
既
戲
、
袁
形
勢
呼
咀
慨
牡
、
擲
必
盧

雉
、

二
人
齊
叫
。
敵
家
震
懼
喪
氣
、
俄
頃
獲
數
百
萬
。

(
一
)
御
覽
原
注
云
、
宣
武
也
。
(
二
)
已
上
世
論
注
引
云
、
桓
公
樗
蒲
、
失
數
百
斛
米
、
求
救
於
袁
耽
。
(
三
)
御
覽
引
有
欣
然
句
、
次

作
便
即
倶
去
出
門
云
。
(
四
)
已
上
四
旬
、
世
詭
注
引
作
我
必
作
采
卿
但
大
喚
。
(
五
)
已
上
五
句
、
世
説
注
引
有
之
。
○

「布
」
鉤
沈
本

作

「
巾
」
、
今
改
。
(
六
)
御
覽
原
注
云
、
音
怛
、
咀
、
相
呵
。
O
鉤
沈
本
作

「音
恒
、
咀
、
相
呼
」
、
今
皆
改
。
(
七
)
二
字
御
覽
引
有
。

(7)



(
八
)
已
上
二
旬
、
世
諡
注
引
作
敵
家
頃
刻
失
數
百
萬
也
。

(
一
)

(
二
)

74

桓
大
司
馬
病
篤
、
謝
公
省
病
、
從
東
門
入
。
桓
遙
矚
而
歎
日
、
『
吾
門
中
不
久
復
見
如
此
客
。』

校

記

御
覽
四
百
五
。
○
淵
鑑
二
五
四
賓
主
。
玉
函
42
。
同
話
は

『
世
諡
』
賞
譽
篇
鵬
。

(
一
)
御
覽
注
云
、
桓
温
字
元
子
也
。
(
二
)
御
覽
注
云
、
謝
安
字
安
石
也
。

(
ご

75

衞
晨
爲
桓
公
長
史
、
温
公
甚
重
之
。
於
温
毎
宴
、
率
爾
提
酒
脯
以
就
衞
相
對
也
。

校

記

書
鈔

一
百
四
十
五
。
○
淵
鑑
三
八
九
脯
。
玉
函
17
。
同
話
は

『
世
詭
』
任
誕
篇
29
。

書
鈔
孔
注
云
、
今
案
陳

・
兪
本

「農
」
作

「
辰
」、
「
温
」
作

「桓
」
、
「
重
」

作

「
厚
」
、
「
毎
」
上
嬲

「於
温
」
二
字
、
「
率
爾
」
作

「
公

輙
」
、
無

「相
對
也
」
三
字
。
餘
同
。
玉
函
山
房
輯
本
郭
子

「晨
」
作

「
展
」
、
餘
與
陳

・
兪
同
。
長
文
按

「
晨
」
當
是

「
君
長
」
之
誤
寫

也
。
「
君
長
」
衞
永
字
。

(
一
)
○

「
於
温
」
二
字
、
今
依
書
鈔
補
。

(
一
)

(
二
)

(三
)

(四

V

(五
)

76

孫
興
公
道
曹
輔
佐
云
、
『才
如
白
地
明
光
錦
、
裁
爲
負
版
袴
。
非
無
文
綵
、
然
酷
無
裁
製
。
』

校

記

御
覽
六
百
九
十
五
。
*
書
鈔

一
百
二
十
九
。
○
秘
府
略
八
六
八

(續
群
書
類
從
本
)。
天
中
記
四
七
。
玉
函

11
。
同
話
は

『
世
説
』

文

學
篇
93
。

(
一
)
○
御
覽
叢
刊
本

「
云
」
上
有

「才
」
、

コ
ム
」
下
無

「才
」。

秘
府
略
亦
同
。

鮑
本
無

コ
ム
」。

秘
府
略

「
孫
興
公
」
下
有
注
云
、

(8)



「
綽
、
字
興
公
」
。
(
二
)
○
秘
府
略
無

「
才
如
白
地
明
光
」
六
字
。
(
三
)
O
秘
府
略

「
負
版
」
作

「
員
板
」
。

「
員
」
誤
。

御
覽

「版
」

作

「板
」
。
書
鈔
引
至
此
爲
止
。
(
四
)
○
秘
府
略

「
綵
」
作

「
采
」。
(
五
)
○
秘
府
略

「
製
」
作

「
制
」
。

(
一
)

77

租
士
少
道
右
軍
、
『
王
家
阿
菟
、
何
縁
復
滅
處
仲
。』
右
軍
道
祀
士
少
、

『
風
領
毛
骨
、

恐
沒
世
不
復
見
如
此
人
。』
王
子
猷
諡
、
『
世
目

(二
)

(三

)

士
少
爲
朗
邁
、
我
家
亦
以
爲
徹
朗
。』

校
記

御
覽
四
百
四
十
七
。
○
大
典

一
一
六
〇
三
。
玉
函
60
。
同
話
は

『
世
論
』
賞
譽
篇
88
、
魏
。

(
一
)
原
注
云
、
菟
、
羲
之
小
名
吾
菟
。
(
二
)
○

「朗
」
鉤
沈
本
作

「清
」
、
今
依
御
覽
、
大
典
改
。
(
三
)
○

「
徹
」
鉤
沈
本
作

「撤
」
、

今
改
。

(
一
)

(
二
)

(三

)

78

丞
相
辟
王
藍
田
爲
掾
、
庚
公
問
丞
相
、
『
藍
田
何
似
。』
王
日
、
『眞
獨
簡
貴
、
不
減
父
祀
。
然
曠
澹
處
故
當
不
如
爾

。』

校
記

*
書
鈔
六
十
八
。
○
同
話
は

『世
説
』
品
藻
篇
23
。

(
一
)
○

「丞
相
」

二
字
鉤
沈
本
作

「承
指
」
、

按
因
字
形
相
似
而
訛
誤
、

今
依
世
読
品
藻
篇
23
改
。

(
二
)
0
書
鈔
六
十
八
脱
下
文
。

「
王
日
」
作

「王
也
」
、
鉤
沈
依
世
説
改
作

「日
」
字
。
(
三
)
三
句
原
撹
、
今
依
世
読
品
藻
篇
補
。

 
ご

79

光
禳
王
蘊
指
廳
前
辮
日
、
『
我
嘗
在
下
得
殘
盤
冷
炙
。
』

校
記

書
鈔

一
百
四
十
五
。
御
覽
七
百
五
十
八
引
云
、
王
光
祿
日
、
正
得
殘
槃
冷
炙
。
○
淵
鑑
三
八
五
盤
。
玉
函
71
。

(
一
)
0
書
鈔
孔
注
云
、
按

「辮
」
字
有
誤
。

(9)



 
ご

80

殷
伸
堪
云
、
『
三
日
不
讃
道
徳
經
、
便
覺
舌
本
閾
強
。
』

校

記

類
聚
十
七
。
御
覽
三
百
六
十
七
。
○
天
中
記
一=
↓。
淵
鑑

二
六
〇
舌
。
玉
函
20
。
同
話
は

『世
説
』
文
學
篇
63
。

(
一
)
○
御
覽

「經
」
作

「
論
」
。

(
一
)

(
二
)

81

王
佛
大
嘆
日
、
「
三
日
不
飮
酒
、
覺
形
神
不
復
相
和
親
也
。
酒
自
引
人
入
勝
地
耳
。』

校

記

書
鈔

一
百
四
十
八
。
○
淵
鑑
三
九

二
酒
。
玉
函
18
。
同
話
は

『
世
諡
』
任
誕
篇
52
。
末

一
句
、
同
48
は

「王
衞
軍
、
管
」
の
言
と

す
る
。
又

『晉
書
』
七
五
王
忱
傳
。

(
一
)
○

「嘆
」
鉤
沈
睨
、
今
依
補
。
(
二
)
○
孔
注
本

「
形
」
作

「
行
」
。
又
無

「和
」
字
。
世
説
亦
無

「
和
」
字
、
然
淵
鑑
有

「
和
」

而
無

「
親
」
、
故
姑
存
之
。

(
一
)

(
二
)

麗

謝
萬
嘗
詣
王
恬
、
既
至
、
坐
少
時
、
恬
便
入
内
。
謝
殊
有
喜
色
、
謂
必
厚
供
。
待
良
久
、
沐
頭
散
髪
而
出
。
既
亦
不
復
坐
、
乃
踞
坐
于

(
三
)

(四

)

(
五
)

(
六
)

(七
)

胡
床
、
在
于
中
庭
驪
頭
、
神
色
傲
上
、
了
無
慚
作
相
對
干
。
是
而
還
。

校

記

書
鈔

一
百
三
十
五
。
類
聚
七
十
。
○
玉
函
16
。
同
話
は

『世
諡
』
簡
傲
篇
12
。

(
一
)
○
類
聚

「恬
」
作

「
王
」
。
(
二
)
已
上
三
旬
、
類
聚
引
有
。
(
三
)
○

「踞
坐
于
」
類
聚
作

「
據
」

一
字
。
「
踞
」
鉤
沈
本
作

「倨
」
。

(
四
)
○

「頭
」
鉤
沈
本
作

「髪
」
、
今
依
改
。
(
五
)
○
書
鈔
作

「檄
」
、
鉤
沈
本
作

「
傲
」
。
類
聚
此
句
作

「神
氣
慨
然
」
。
(
六
)
類
聚

引

作
了
無
相
酬
對
意
。
(
七
)
○

「還
」
鉤
沈
本
作

「退
」
、
今
依
改
。

(10)



 
 
 
 
 
 
 
 
 
 
 
 
 
 
 
 
 
 
 
 
 
 
 
 
 
 ご

83
 

謝
哲
字
穎
豫
、
陳
郡
人
也
。
美
風
儀
、
擧
止
蘊
藉
、
而
襟
情
翻
然
、
爲
士
君
子
所
重
。

 
校

記
 
御
覽
三
百
八
十
。
○
玉
函
37
。

 

(
一
)
○

「
情
」
鉤
沈
本
作

「懷
」、
今
改
。

84
 
萍

之
依
水
、
獪
卉
植
地
、
擁
見
其
布
、
漠
爾
鱗
被
。
物
有
常
託
、
孰
知
所
自
。

 
校

記
 
御
覽

一
千
。
案
文
是
郭
景
純
萍
贊
。
疑
御
覽
誤
題
也
。
○
鉤
沈
注
に
從

っ
て
闘
る
べ
き
で
あ
る
。

0
85
 

博
學
之
士
、
所
求
而
不
得
者
鮮
矣
。
未
有
不
求
而
得
者
也
。

 
校

記
 
玉
函
6
所
引
、
云
北
堂
書
鈔
九
十
七
。
孔
注
云
、
今
案
御
覽
八
百
十
三
引
鄒
子
、
與
本
鈔
同
。
陳
愈
本
鄒
誤
郭
。
玉
函
山
房
輯
郭

 
子

一
卷
、
途
收
此
條
、
竟
爲
陳
兪
所
誤
矣
。
當
然

『
郭
子
』
に
牧
録
す
べ
き
も
の
で
は
な
い
。
文
体
も
他
の
條

に
似
な
い
。

0
86
 
襄
邑
縣
南
十
八
里
日
瀬
郷
。
有
廟
、
中
九
井
。

或
云
、
毎
汲

一
井
、

而
八
井
水
倶
動
。

有
能
潔
齋
入
祠
者
、

須
水
温
、
印
隨
事
而

淵
。

 
校
記
 
明
鈔

『
諡
郛
』
卷
二
五

『
小
説
』

に
引
く
。
但
し
御
覽

一
八
九
に

『瀬
郷
記
』

と
し
て
前
半
を
引
く
か
ら
、
こ
れ
は
明
鈔

『
説

 
郛
』
の
抄
録
者
が
こ
の
條
の
直
前
に
引
く

『撰
玄
干
瀬
郷
記
』
と
同
じ
く
す
べ
ぎ
と
こ
ろ
を
何
ら
か
の
理
由
で
誤
認
し
た
も
の
だ
ろ
う
。

 
文
自
體
も
志
怪
に
類
し
て

『郭
子
』
に
似
な
い
。

(11)



 
 
 
 
 
笑
林
 
 
鉤
沈
二
九
條
、
新
附

一
條
、
凡
三
十
條

 
 
 
 
 
 
 
 
 
 
 
 
 
 
(一)

1
 
魯
有
執
長
竿
入
城
門
者
、
初
豎
執
之
、
不
可
入
、
横
執
之
、
亦
不
可
入
、
計
無
所
出
。
俄
有
老
父
至
、
日
、

『
吾
非
聖
入
、
但
見
事
多

矣
。
何
不
以
鋸
中
截
而
入
。』
途
依
而
截
之
。

 
校
記
 
 廣
記
二
}日
六
十
二
。
○
玉
函
認
O

 

『
太
夲
廣
記
』
の
卷
二
百
六
十

一
か
ら
二
百
六
十
五
ま
で
、
及
び
二
百
七
十
は
、
談
榿
初
刻
本
が
底
本
と
し
た
宋
本

は
そ
の
部
分
を
欠
い

 
て
い
た
。
そ
の
後
欠
落
部
分
を
ど
の
よ
う
な
經
緯
で
、
ど
ん
な
底
本
で
埋
め
た
か
が
不
明
で
、
い
ま
だ
に
問
題
と
な

っ
て
い
る
。
魯
迅
が

 
據

っ
た
の
は
黄
刻
本
と
考
え
ら
れ
、
こ
の
問
題
に
つ
い
て
は
お
そ
ら
く
考
え
及
ぼ
な
か

っ
た
こ
と
と
思
わ
れ
る
。
た
だ
卷

二
百
六
十
二
に

 
收
め
ら
れ
る
笑
林
の
文
は
い
ず
れ
も
比
較
的
古
樸
で
あ
る
の
で
、 
テ
キ
ス
ト
の
來
歴
に
問
題
は
殘
る
も
の
の
、

暫
く

『
鉤
沈
』

に
從

っ

 
て
、
宋
本

『
太
李
廣
記
』
に
も
あ

っ
た
も
の
と
し
て
收
録
す
る
。

 

(
一
)
0

「
豎
」
七
三
年
版

『
全
集
』
却
作

「竪
」
。

 
 
 
 
 
 
 
 
 
 
 
 
 
 
 
 
 
 
 
 
 
 
 
 
 
 
 
 
 
 
 
 
 
 
 
 
 
 
 
 
 
 
 

二
)

2
 
齊
人
就
趙
人
學
瑟
、
因
之
先
調
膠
柱
而
歸
、
三
年
不
成

一
曲
。
齊
人
怪
之
、
有
從
趙
來
者
、
問
其
意
方
知
向
人
之
愚
。

 
校
記
 
廣
記
二
百
六
十
二
。
○
玉
函
23
。

 

(
一
)
○

「
方
」
鉤
沈
本
作

「
乃
」
、
今
依
改
。

(12)



3

楚
人
有
擔
山
難
者
、
路
人
間
日
、
『
何
鳥
也
。』
擔
者
欺
之
日
、
「
鳳
皇
也
。』
路
人
日
、
「我
聞
有
鳳
皇
久
矣
、
今
眞
見
之
、
汝
費
之
乎
。」

日

『
然
。』
乃
酬
千
金
、
弗
與
。
請
加
倍
、
乃
與
之
。
方
將
獻
楚
王
、
經
宿
而
鳥
死
。
路
人
不
遑
惜
其
金
、
惟
恨
不
得
以
獻
耳
。
國
人
傳
之
、

威
以
爲
眞
鳳
而
貴
、
宜
欲
獻
之
、
途
聞
子
楚
王
。
王
感
其
欲
獻
己
也
、
召
而
厚
賜
之
、
過
買
鳳
之
値
十
倍
矣
。

校

記

廣
記
四
百
六
十

一
。
○
*
五
色
線
上
。
玉
函
25
。

4

楚
人
居
貧
、
讀
淮
南
、
方
得

『
螳
蚊
伺
蝉
、
自
郵
葉
可
以
隱
形
。』
途
於
樹
下
仰
取
葉
。
螳
蚊
執
葉
伺
蝉
、

以
摘

之
、

葉
落
樹
下
。
樹

(
一
》

下
先
有
落
葉
、
不
能
復
分
、
別
埔
取
數
斗
歸
。

一
一
以
葉
自
郵
、
問
其
妻
日
、

『
汝
見
我
不
。』

妻
始
時
恒
答
言

『
見
。
』

經
日
乃
厭
倦
不

堪
、
紿
云
、
『
不
見
。
』
嘸
然
大
喜
、
齎
葉
入
市
、
對
面
取
人
物
、
吏
途
縛
詣
縣
。
縣
受
辭
、
自
説
本
末
。
官
大
笑
、
放
而
不
治
。

校

記

御
覽
九
百
四
十
六
。
○
御
覽
引
日
邯
鄲
淳
笑
林
。
天
中
記
五
七
。
『珀
邪
代
醉
編
』

二
八
。
玉
函
14
。

(
一
)
○
叢
刊
本

「
恒
」
誤
作

「
怕
」
。

5

漢
司
徒
径
烈
辟
上
黨
鮑
堅
爲
掾
、
將
謁
見
、
自
慮
不
過
、
問
先
到
者
儀
、
適
有
答
日
、
「隨
典
儀
口
倡
。』
既
謁
、
讃
日
可
拜
、
堅
亦
日

可
拜
。
讚
者
日
就
位
、
堅
亦
日
就
位
。
因
復
着
履
上
座
、
將
離
席
、
不
知
履
所
在
、
讚
者
日
履
着
脚
、
堅
亦
日
履
着
脚
也
。

校
記

御
覽
四
百
九
十
九
。
○
天
中
記
二
九
。
玉
函
8
。

(
ご

(二
)

6

桓
帝
時
有
人
辟
公
府
掾
者
、
倩
人
作
奏
記
文
。
人
不
能
爲
作
、
因
語
日
、
「梁
國
葛
聾
者
先
善
爲
記
文
、
自
可
寫
用
、
不
煩
更
作
。
』
途

(三
)

(
四
)

(五

)

從
人

言
寫
記
文
、
不
去
聾
名
姓
。
府
公
大
驚
、
不
答
而
罷
歸
。
故
時
人
語
日
、
『作
奏
雖
工
、
宜
去
葛
聾
。』

(13)



 

校

記
 

御
覽

四
百

九

十

六
。

案

後

漢

書

〔
卷

八
十

〕

葛

聾

傳

注

云
、

聾

善

爲

文

奏

。
或

有
請

聾

奏

以

干

入
者

、
聾

爲

作

之

。

其

人

寫

之

、

 

忘

自

載

其

名

、

因

井

寫

聾

名

以

進

之

。

故

時

人

爲

之

語

日

、

作

奏

雖

工
、

宜

去
葛

聾

。

事

見
笑

林

。
與

御
覽

引

異

。
○

*
記

纂

淵

海

一
五

 

〇

、

一
五

二
、

注

云

邯

鄲

(
氏

)

笑

林

、

又

一
五

二
、

注

云
斐

榮

笑

林

、

又

見

史

通

。

玉

函

7

。

 

記

纂

淵

海

一
五

二
云

、

昔

漢

代

有

脩

奏

記

於

其

府

者

、

途

葛

聾

所

〔爲

〕

以
進

之

、

不

知

改

易

姓

名

。
時

人
爲

之

語

日

、
作

奏

記

雖

工
、

 

宜

去

葛

聾

。

 

(
一
)

○

「
辟

」

鉤

沈

本

作

「
辭

」
、

七

三

年

版

『
全
集

』

已

改

。
[(
ご
)

○

御

覽

「
聾
」

下

有

「
者

」

字

。

今

依

補

。

(
三

)
○

鉤

沈

補

 

「
葛

」
、

今

刪

。
(
四
)

○

「
公

」

鉤

沈

本

作

「
君

」
、
今

依
改

。
(
五
)

○

御

覽

「
罷
」

下
有

「
歸

」
、

今

補

。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7
 

某

甲

夜

暴

疾

、

命

門

入
鑽

火

。

其

夜

陰

暝

、

不

得

火

、

催

之

急

、

門

人

忿

然

日

、

『
君

責

之

亦

大
無

道

理

。
今

闇

如

漆

、

何
以

不

把

火

 

 モ
  
 
 
 
 
 
 
 
 
 

  
 

照

我

。

我

當

得

覓
鑽

火
具

、

然

後

易

得

耳

。
』

孔

文

擧

聞

之

日

、

『
責

人
當

以
其

方

也

。
』

 

校

記
 

廣

記

二
百

五

十

八

。

*
類

聚

八

十

。

*
御

覽

八

百

六

十

九

。
○

天
中

記

二
九

。

玉
函

3
。

類

話

は
鉤

沈

『
小

諡

』

77
。

 

(
一
)

〔
某

甲

〕
廣

記

引

作

魏

人

。

(
二
)
○

御

覽

無

「
命

」
。

(
三

)
○

「
其

夜

」

御

覽

作

「
是

夕

」
、

「
暝

」

作

「
暗

」
。

(
四
)

0

廣

記
無

 

此

一
句

三

字

。
御

覽

「
不
」

作

「
未
」
。

(
五

)
廣

記

引

作

「
督

迫

頗
急

」
。
(
六
)

0

御

覽

、

廣

記

「
之

」

作

「
人

」
、

廣

記

又
無

「
道

」
。

 

(
七
)

○

御

覽

無

「
我

」

】
字

。

(
八
)

類

聚

八
十

、

御

覽

八

百

六

十

九

〔引

至

此
爲

止
〕
。

 

 

 

 

 

 

 

(
}
) 
 
 
 
 
 
 
 
 
 
 
 
 
 

(二
) 
 
 
 
 
 
 

(三
) 
 
 
 
 
 
 
 
 
 
 
 
 
 
 

(四
)

8
 

趙

伯

翁

爲

人

肥

大

、

夏

日
醉

臥

、

有

數

歳

孫
兒

、

縁

其

肚

上

戲

、

因

以

李

子

八

九

枚

内

眦

臍

中

。

既

醒

、

了

不

覺

。
數

日
後

、

乃
知

(五
) 
 
 
 
 
 
 
 
 
〔山ハ
)
 
 
 
 
 
 
 
 
(
七
)
 
 
 
 
 
 
 
 
 
 
 
 
 
 
 
 
 
 
 
 
 
(八
) 
 
 
 
 
 
 
 
 
(九
) 
 
 
 
 
 
 
 
 
 

(
一
〇
) 
 
 
 
 
 
 
 
 
(
}
「
)
 
 

(
}
二
)

痛
。
李
大
爛
汁
出
、
以
爲
臍
穴
、
懼
死
乃
命
妻
子
、
處
分
家
事
、
泣
謂
家
入
日
、
『
我
腸
爛
將
死
。』
明
日
李
核
出
、
尋
問
、
乃
知
是
孫
兒
所

(ユ4)



(
=
二
)

内
李

子
也
。

校
記

御
覽
三
百
七
十

一
、
又
九
百
六
十
八
。
珊
玉
集
十
四
。
類
林
雜
諡
十
。
○
天
中
記

一=

。
玉
函
6
。
王
仁
俊

玉
函
山
房
輯
佚
書
補

編
引
珊
玉
集
。

(
一
)
〔「
公
」〕
類
林
作
翁
。

○
御
覽
鮑
本
作

「
公
」
、
但
叢
刊
本
亦
倶
作

「翁
」
、
今
依
改
。

珊
玉
集
無

「
翁
」
字
、
而
下
有

「姓
趙
、

字
伯
翁
。
不
知
何
時
人
也
」
十

】
字
。
御
覽
三
七

一
無

「
爲
人
」
二
字
。
(
二
)
○
御
覽
三
七

一
無

「
有
數
歳
」
、
九

六
八
無

「有
」
。
(
三
)

○

「
肚
上
」
御
覽
九
六
八
、
珊
玉
集
作

「腹
」
、
類
林
作

「肚
子
」
。

(
四
)
〔
「
眦
下
」
〕
御
覽
原
注
云
、
音
眦
。

○
御
覽
三
七

一
、
類
林

倶
無

「子
」
、
「
眦
」
。
(
五
)
○
御
覽
三
七

一
、
以
上
四
句
十

一
字
作

「
至
後
日
」
三
字
、
珊
玉
集
作

「
後
」

一
字
、
類
林
作

「
後
數
日
」

三
字
。
(
六
)
○
珊
玉
集
、
類
林
無

「
大
」
。
類
林

「沐
」
作

「莫
」
。
(
七
)
〔「
穴
」〕
珊
玉
集
引
作
膿
。
0
瑚
玉
集
此
句
四
字
作

「
謂
言
臍

膿
」
。
御
覽
三
七

一
、
類
林
無
此
句
。

(
八
)
○
以
上
二
句
十
字
御
覽

三
七

一
、
類
林
倶
作

「
乃
」

一
字
、
墹
玉
集
無
。

(
九
)
○
躙
玉
集

「
泣
謂
」

作

「
告
」
。

(
一
〇
)

O
御
覽
九
六
八
無
以
上
二
句
十
字
。

珊
玉
集
無

「腸
爛
」
、

而
句
末
有

「矣
」
。

類
林
亦
有

「矣
」
。

(
一
一
)
○
御
覽
九
六
八
無

「
明
日
」
。

墹
玉
集
此
句
作

「
途
逡
勅
分
處
、

須
臾
李
核
出
」
。
類
林
作

「明
日
覗
之
、

乃
有
李
核
出
」
。

(
一
二
)
○
御
覽
三
七

一
、
珊
玉
集
、
類
林
倶
無
此
句

二
字
。
(
一
三
)
○
珊
玉
集

「
乃
」

作

「
始
」
、
類
林
無

「
乃
」
。
類
林

「
孫
兒
」

作

「向
小
兒
」
。
御
覽
三
七

一
、
珊
玉
集
、
類
林
皆
無

「是
」
。
御
覽
九
六
八
、
珊
玉
集

「
内
李
子
也
」
倶
作

「爲
」

一
字
。

(15)

 

9

伯
翁
妹
肥
於
兄
、
嫁
於
王
氏
、

校
記

類
林
雜
諡
十
。

嫌
其
太
肥
、
途
誣
云
無
女
身
、
乃
遣
之
。
後
更
嫁
李
氏
、
乃
得
女
身
。
方
驗
前
誣
也
。



10

漢
世
有
人
年
老
無
子
、
家
富
、
性
儉
嗇
。
惡
衣
蔬
食
、
侵
晨
而
起
、
侵
夜
而
息
。
營
理
産
業
、
聚
斂
無
厭
。
而
不
敢
自
用
。
或
人
從
之

求
丐
者
、
不
得
已
而
入
内
取
錢
十
、
自
堂
而
出
、
隨
歩
輙
滅
、
比
至
於
外
、

纔
餘
半
在
、

閉
目
以
授
乞
者
。
尋
復
囑
云
、
『我
傾
家
瞻
君
、

愼
勿
他
論
、
復
相
效
而
來
。』
老
入
俄
死
、
田
宅
沒
官
、
貨
財
充
於
内
帑
矣
。

校
記

廣
記

一
百
六
十
五
。
○
天
中
記
二
八
。
玉
函
16
。

二

)

(
二
)

(三

)

(四
)

(
五
)

11

姚
彪
與
張
温
倶
至
武
昌
、
遇
呉
興
沈
垳
于
江
渚
守
風
、
糧
用
盡
、
遣
人
從
彪
貸
鹽

一
百
斛
。
彪
性
峻
直
、
得
書
不
荅
、
方
與
温
談
論
良

(六
)

(
七
)

(八
)

(九
)

(
一
〇
)

久
、
敕
左
右
、
倒
鹽
百
斛
著
江
水
中
。
謂
温
日
、
『
明
吾
不
惜
、
惜
所
與
耳
。』

校
記

廣
記

一
百
六
十
五
。
御
覽
八
百
六
十
五
。
○
天
中
記
四
六
。
玉
函
14
。
同
話
は

『
何
氏
語
林
』
十
二
。

(
}
)
○
按

「姚
彪
」
當
是

「徐
彪
」
之
訛
誤
。
依
呉
志
徐
彪
、
張
温
、
沈
垳
倶
是
呉
人
、
而
且
張
温
宿
與
曁
懿
、
徐
彪
同
意
、
因
鐐
事

徐
彪
坐
自
殺
、
張
温
廢
。
御
覽
無

「與
張
温
倶
」
四
字
。
(
二
)
○
此
句
御
覽
作

「
遇
風
、
與
沈
浙

〔疑
垳
誤
浙
〕
江
渚
守
風
」
、
廣
記
無

「
于
江
渚
」
、
「
子
」
字
鉤
沈
所
加
。
(
三
)
○
廣
記
無

「
用
」
。
(
四
)
○
御
覽
無

コ

」。
(
五
)
○
御
覽
無

「性
峻
直
」
三
字
。
(
六
)
○

御
覽
無
此
句
七
字
。
(
七
)
O
慶
記

「敕
」
作

「
呼
」
。

(
八
)
○
廣
記
作

「
百
斛
鹽
」
、
又
無

「
水
」
字
。

(
九
)
○
御
覽
無

「謂
温
」
ご

字
。
(
「
○
)
○
廣
記
文
末
有

「
沈
垳
弟
峻
、
有
名
譽
而
性
儉
吝
」
十

一
字
、
蓋
是
後
節
12
之
睨
簡
也
。

(16)

(
一
)

(
二
)

(三
)

(四
)

(
五
)

(六
)

(
七
)

12

沈
垳
弟
峻
、
字
叔
山
、
有
名
譽
、
而
性
儉
去
。
張
温
使
蜀
、
與
峻
別
、

峻
入
内
良
久
、

出
語
温
日
、
『
向
擇

一
端
布
、
欲
以
邊
卿
、
而

(
八
)

 無
驫
者
。』
温
嘉
其
能
顯
非
。
又
嘗
經
太
湖
岸
上
、
使
從
者
取
鹽
水
。
已
而
恨
多
、
敕
令
還
減
之
。
尋
亦
自
愧
日
、
『
此
吾
天
性
也
。』

校
記

廣
記

一
百
六
十
五
。
*
類
聚
八
十
五
。
*
御
覽
八
百
二
十
。
*
績
談
助
四
。
○
天
中
記
二
八
、
又
五
〇
。
淵
鑑
三
六
六
布
。
玉
函



 
5
。

 

(
一
)
○
廣
記
此
句
作

「呉
沈
峻
」
。
續
談
助
作

「
沈
峻
垳
之
弟
也
」
。
(
二
)
○
續
談
助

「有
」
上
有

「
甚
」
字
。
御
覽
無

「
名
」
。
(
三
)

 
O
御
覽
無

「歪
」
字
、

廣
記
、

續
談
助
倶
作

「吝
」
字
。

(
四
)
○
類
聚
無
此
句
三
字
、
御
覽
作

「辭
峻
」
二
字
。

(
五
)
○
續
談
助
無

 

「
内
」
字
。
(
六
)
○
續
談
助

「
出
語
」
作

「
謂
」
。

(
七
)
○
續
談
助

「迭
卿
」
作

「相
途
」
。

(
八
)
已
上
亦
見
類
聚
八
十
五
、
御
覽
八

 
百

二
十
、
續
談
助
四
。
○
續
談
助

「能
顯
非
」
作

「
能
自
顯
其
非
」
。
廣
記
作

「無
隱
」
。

 
 
 
 
 
 
 
 
 
 
 
 
 
 
 
 
 
 
 
 
 
 
 
 
 
 
 
 
 
 
 
 
 
 
 
 
 
 
 
 
 
 
 
 
 
 
 
(一V

13
 

呉
國
胡
昌
、
爲
人
好
色
、
娶
妻
張
氏
、
憐
之
不
捨
。
後
卒
、
畠
亦
亡
、
家
人
便
殯
干
後
園
中
。
三
年
取
葬
、
見
冢
土
化
作
二
人
。
常
見

抱
如
臥
時
。
人
競
笑
之
。

 
校
記
 
廣
記
三
百
八
十
九
。
○
玉
函
24
。

 

(
一
)
○

「土
」
、
各
本
皆
作

「
上
」
、
疑
鉤
沈
意
改
。

14
 

李
原
陶
丘
氏
、
取
勃
海
墨
台
氏
女
、
女
色
甚
美
、
才
甚
令
、
復
相
敬
。
已
生

一
男
而
歸
、
母
丁
氏
年
老
、
進
見
女
汎
耳
。
女
恐
 既
歸
而
遣

 
 
 
 
 
 
 
 
 
 
 
 
 
 
 
 
 
 

(一)

婦
。
婦
臨
去
請
罪
。
夫
日
、
『曩
見
夫
人
、
年
徳
以
衰
、
非
昔
日
比
。
亦
恐
新
婦
老
後
、
必
復
如
此
。
是
以
遣
、
實
無
他
故
。』

 
校

記
 
御
覽
四
百
九
十
九
。
○
淵
鑑
三

一
四
愚
。
玉
函
9
。

 

(
一
)
0
叢
刊
本

「
以
」
作

「己
」
。

 
 
 
 
 
 
 
 
 
 
 
 
 
 
 

(一) 
 
 
 
 

(二
) 
 
 
 
 
 
 
 
 
 
 
(三
) 
 
 
 
 
 
 
(四
) 
 
 
 
 
 
 
 
 
 
 
 
 
(五
)

15
 

漢
人
有
適
呉
、
呉
人
設
筍
、
問
是
何
物
。
語
日
竹
也
。
歸
煮
其
床
簀
而
不
熟
、
乃
謂
其
妻
日
、
『
呉
人
轣
轆
、
欺
我
如
此
。』

(17)



校

記

筍
譜
下
。
紺
珠
集
十

一
。
〇
五
色
線
下
、
云
陸
雲
笑
林
。
海
録
碎
事

二
二
下
引
云
、
六
雲
笑
林
、
出
干
談
助
。
紺
珠
集
引
云
、
陸

雲

笑
林
。
事
文
類
聚
後
集
ご
四
。
明
鈔
論
郛
七
五
談
助
、

亦
云
陸
雲
笑
林
。

淵
鑑
四

一
七
竹
。

玉
函
26
。

同
話
は
明
鈔

『説
郛
』

一
四

『
啓
顔
録
」
。
筍
譜
、
五
色
線
、
事
文
類
聚
の
系
統
と
紺
珠
集
ー
談
助
ー

(海
録
)
1

(設
郛
)
r
淵
鑑
の
二
つ
の
系
統
が
認
め
ら
れ
る
。

(
一
)
○
紺
珠
集
、
詭
郛
倶
無

「
是
」
字
。
紺
珠
集
句
末
有

「也
」
字
。
(
二
)
○
紺
珠
集
、
論
郛
倶
無

「語
」
字
。
(
三
)
○
設
郛

「簀
」

作

「簣
」
。
紺
珠
集
無

「而
」
字
。

(
四
)
○
紺
珠
集
、
説
郛
倶
无
此
句
四
字
。

(
五
)
○
紺
珠
集
、
論
郛

「轣
轆
」
以
下
作

「欺
我
哉
」

三
字
。

(
一
)

(
二
)

(三
)

(四

)

16

呉
人
至
京
師
、
爲
設
食
者
有
酪
蘇
、
未
知
是
何
物
也
、

強
而
食
之
、

歸
吐
途
至
困
頓
。
謂
其
子
日
、
『與
愴
人
同
死
、
亦
無
所
恨
。
然

(
五
)

汝
故
宜
愼
之
。』

校
記

類
聚
七
十
二
。
御
覽
八
百
五
十
八
。
○
天
中
記
四
六
。
淵
鑑
三
九

一
酪
酥
。
玉
函
1
。

(
一
)
○
類
聚
無

「
師
」
字
。

(
二
)
○
御
覽

「
蘇
」
作

「酥
」
。

(
三
)
○
類
聚

「未
」
誤

「來
」
。
(
四
)
O
御
覽

「頓
」
作

「
顧
」
接

下
。
(
五
)
○
御
覽
無

「然
」
。

(
ご

〔二
)

(三
)

(四
)

(五
)

17

南
方
入
至
京
師
者
、
人
戒
之
日
、
「汝
得
物
唯
食
、
愼
勿
問
其
名
也
。』
往
詣
主
人
、
入
門
内
、
見
馬
矢
、
便
食
之
、
覺
惡
臭
、
乃
止
。

(六
)

(七
V

(八
)

(九
)

歩
進
見
敗
属
棄
於
路
、
因
復
嚼
、
殊
不
可
咽
。
顧
伸
日
、
「
且
止
。
人
言
不
可
皆
信
。
』
後
詣
貴
官
、

爲
設
鎚
、

因
見
親
日
、
『故
是
首
物
、

且
當
勿
食
。』

校
記

御
覽
六
百
九
十
八
、
又
*
八
百
五
十

一
。
○
淵
鑑
三
七
五
属
。
玉
函
11
。

(18)



(
一
)
○
御
覽
八
五

一
無

「其
名
也
往
詣
」
五
字
。
六
九
八
叢
刊
本

「
往
作
後
」
。
(
二
)
〇
八
五

一
「
矢
」
作

「屎
」
。
(
三
)
〇
六
九
八

無

「之
」
字
。
(
四
)
〇
六
九
八
無

「覺
」
。
八
五

一
「
惡
臭
」
作

「
昆
」
。
(
五
)
〇
六
九
八
無

「止
」
。
(
六
)
〇
八
五

一
無
自

「歩
進
」

至

「皆
信
」

二
十
六
字
。
(
七
)
〔「
鎚
」〕

一
〔
六
九
八
〕
引
作

「
饌
」
。
(
八
)
○

「
見
」
、
八
五

一
無
、
叢
刊
本
六
九

八
作

「相
」
。
(
九
)

〔
八
五

一
〕
引
作
戒
故
昔
物
。
○

「
故
」
鉤
沈
依
鮑
本
作

「汝
」
、
今
依
叢
刊
本
六
九
八
改
。

(
「
)

(二
)

(三
)

(
四
)

(五

V

18

太

原
人
夜
失
火
、
出
物
、
欲
出
銅
鎗
、
誤
出
熨
斟
、
便
大
驚
怪
。
語
其
兒
日
、
『
異
事
。
火
未
至
、

校

記

書
鈔

一
百
三
十
五
。
類
聚
七
十
三
。
御
覽
七
百
五
十
七
。
○
淵
鑑
三
八
〇
熨
斗
。
玉
函
2
。

(
一
)
○
御
覽
無
此
句

二
字
。
(
二
)
○
御
覽

「
誤
出
」
作

「
設
得
」
。
書
鈔

「
蚪
」
作

「
斗
」
。
(
三
)

〔「
語
其
兒
」
〕
三
字
類
聚
引
有
。
(
五
)
二
字
類
聚
引
有
。
(
六
)
○
御
覽
無

「
鎗
」。

19

李

原

人

有

善

治

傴

者

、

自

云

、

『
不

善

、

人

百

一
人

耳

。
』

有

人

曲

度

八

尺
、

之

。

傴

者

日
、

『
將

殺

我

。
』

日
、

『
趣

令

君

直

、

焉

知

死

事

。
』

校

記

續

談

助

四
。

○

鉤

沈

殷

芸

『
小

説

』

91

。

(六
)

鎗
已
被
燒
失
脚
。
』

0
類
聚

「
怪
」
作

「
椀
」。
(
四
)

直
度
六
尺
、
乃
厚
貨
求
治
。
日
、
『君

且
口
。』
欲
上
背
踏

(19)

(
一
)

(
二
)

20

某
甲
者
爲
霸
府
佐
、
爲
人
都
不
解
。
毎
至
集
會
、
有
聲
樂
之
事
、

己
輙
豫
焉
、
而
恥
不
解
。

妓
人
奏
曲
、

讃
之
、

己
亦
學
人
仰
讃
和

同
。
時
人
士
令
己
作
主
人
、
井
使
喚
妓
客
。
妓
客
未
集
、
召
妓
具
問
曲
吹
、

=

疏
、
着
手
巾
箱
下
。
先
有
藥
方
。
客
既
集
、
因
問
命
曲
、

(三
)

 先
取
所
疏
者
、
誤
得
藥
方
、
便
言
是
疏
方
、
有
附
子
三
分
當
歸
四
分
。
己
云
、
「
且
作
附
子
當
歸
以
迭
客
。』
合
座
絶
倒
。



校
記

御
覽
五
百
六
十
八
。
○
玉
函
10
。

(
一
)
○
鉤
沈

「
甲
」
下
脱

「
者
」、
今
補
。
(
二
)
○
叢
刊
本
肬

「
曲
」
。
(
三
)
○
叢
刊
本

「合
」
作

「舍
滿
」
。
按

「舍
」
字
或
衍
。

(
一
)

(二
)

(三
)

(
四
)

21

有
人
弔
喪
、
井
欲
齎
物
助
之
、
問
人
、
『可
與
何
等
物
。』

人
荅
日
、

『錢
布
穀
帛
、

任
卿
所
有
耳
。』

因
齎
大
豆

一
斛
置
孝
子
前
、
謂

(
五
)

(亠ハ
)

(
七
)

(
八
)

日
、

『無
可
有
、
以
大
豆

一
斛
相
助
。』
孝
子
哭
喚
奈
何
、
己
以
爲
問
豆
、
荅
日
、
『
可
作
飯
。』

孝
子
復
哭
喚
窮
。
己
日
、

「適
得
便
窮
、
自

 ぬ
 

當
更
迭

一
斛
。』

校

記

類
聚
八
十
五
。
度
記
二
百
六
十
二
。
○
玉
函
4
。

(
一
)
○
廣
記
無

「人
」
字
。
(
二
)
○
廣
記
無

「
穀
」
。
(
三
)
廣
記

「
卿
」
作

「
君
」
。
(
四
)
○
類
聚

「
因
」
誤

「
困
」
。
而

「
置
孝
子

前
」
作

「相
與
」、
無
以
下
二
句
。
(
五
)
〔「
一
斛
」〕
巳
上
十
四
字
据
廣
記
引
補
。
○
鉤
沈
作

コ

斛
大
豆
L
。
今
依
廣
記
各
本
改
。
(
六
)

○
類
聚

「復
哭
」
作

「
哭
復
」
。
(
七
)
廣
記
引
作

「孝
子
哭
、
孤
窮
奈
何
。
日
、
造
鼓
。
孝
子
又
哭
孤
窮
。
日
、」
(
八
)
0
鉤
沈

「
得
」

作

「有
」
、
今
依
改
。
(
九
)
○
廣
記
此
句
引
作

「更
途

一
石
」
。

(
一
)

22

人
有
和
羹
者
、
以
杓
嘗
之
、
少
鹽
、
便
盆
之
。
後
復
嘗
之
、
向
杓
中
者
、
故
云
鹽
不
足
。
如
此
數
盆
升
許
。
鹽
故
不
鹹
、
因
以
爲
怪
。

校
一記

撫御
臨見
八
百
亠ハ
十

一
。
○
玉
函
瓰
。

(
一
)
「和
」
鉤
沈
本
作

「
所
」
、
叢
刊
本
作

「和
」、
七
三
年
版

『
全
集
』
依
此
。
玉
函
誤
作

「斫
」
。

(
一
)

(二
)

(三
)

〔四
)

23

甲
買
肉
、
過
入
都
廁
、
挂
肉
著
外
。
乙
偸
之
、

未
得
去
、
甲
出
覓
肉
、

因
詐
便
口
銜
肉
日
、
「挂
著
門
外
、
何
得
不
失
。
若
如
我
銜
肉

(20)



(五
)

著

口
、
豈
有
失
理
。
』

校

記

御
覽
八
百
六
十
二
。
*
書
鈔

一
百
四
十
五
。
○
淵
鑑
三
八
九
肉
。
玉
函
13
。

(
一
)
○

「
過
入
都
厠
」
、
鉤
沈
本
作

「
過
都
入
厠
」
、
七
三
年
版

『
全
集
』
已
依
御
覽
、
書
鈔
改
。
淵
鑑
所
引
與
鉤
沈
同
。
(
二
)
○

「
便

口
銜
」
書
鈔
作

「
啣
」
。
「
日
」
鉤
沈
本
作

「
云
」
、
今
改
、
書
鈔
無

「
日
」
。
(
三
)
○

「
門
外
」
御
覽
顛
倒
、
鉤
沈
或
意
改
。
(
四
)
○
書

鈔
無

此
二
句
八
字
。
(
五
)
○
書
鈔
無

「若
」
、
又
無

「銜
肉
」
二
字
。

24

有

甲
欲
謁
見
邑
宰
、
問
左
右
日
、
『令
何
所
好
。』
或
語
日
、
『
好
公
羊
傳
。』
後
入
見
、
令
問
、
「君
讀
何
書
。』
荅

日
、
『惟
業
公
羊
傳
。』

試
問

『誰
殺
陳
他
者
。』
甲
良
久
對
日
、

『卒
生
實
不
殺
陳
他
。』

令
察
謬
誤
、
因
復
戲
之
日
、
「
君
不
殺
陳
他
、
請
是
誰
殺
。』
於
是
太
怖
、

徒
跣
走
出
。
人
間
其
故
、
乃
大
語
日
、
『
見
明
府
、
便
以
死
事
見
訪
、
後
直
不
敢
復
來
、
遇
赦
當
出
耳
。』

校

記

出貭
記
二
百
亠ハ
十
。
○
}土
函
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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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甲
父
母
在
、
出
學
三
年
而
歸
、
舅
氏
問
其
學
何
得
、

盆
。』
荅
日
、
「
少
失
過
庭
之
訓
、
故
學
無
盆
。』

校

記

廣
記
二
百
六
十
二
。
○
玉
函
19
。

井
序
別
父
久
。
乃
荅
日
、

『
渭
陽
之
思
、

過
于
秦
康
。』
銑
而
父
數
之
、
『
爾
學
奚

26

甲
與

乙
鬪

爭
、

子

就

齧

之

。
』

甲
齧
下
乙
鼻
。
官
吏
欲
斷
之
、
甲
稱
乙
自
齧
落
。
吏
日
、

『
夫
人
鼻
高
耳
口
低
、

豈
能
就
齧
之
乎

。』
甲
日
、
『他
踏
床



校

記

慶
記

二
百
六
十
二
。
○
玉
函
18
。

27

愴
人
欲
相
共
弔
喪
、
各
不
知
儀
。

一
人
言
粗
習
、
謂
同
件
日
、
『
汝
隨
我
擧
止
。』
既
至
喪
所
、
舊
習
者
在
前
、
伏
席
上
、
銖
者

=

相

髭
於

背
。
而
爲
首
者
以
足
觸
詈
日
、
『癡
物
。』
諸
人
亦
爲
儀
當
爾
、

各
以
足
相
踏
日
、

「癡
物
。』
最
後
者
近
孝
子
。
亦
踏
孝
子
而
日
、
『癡

物
。』

校

記

廣
記

二
百
六
十
二
。
○
玉
函
20
。

28

有
癡
壻
、
婦
翁
死
・
婦
教
以
行
吊
禮
。
於
路
値
水
・
乃
睨
襪
而
渡
・
惟
還

一覦
。
又
覩
林
中
鳩
鴨
云
・
「鵯
鴣
鴫

鴣
。』
而
私
誦
之
・
都

忘
弔
禮
。
及
至
、
乃
以
有
襪

一
足
立
、
而
縮
其
跣
者
、
但
云
、
『
鵯
鴣
囃
鴣
。』
孝
子
皆
笑
。
又
日
、
『
莫
笑
莫
笑
。
如
拾
得
襪
、
印
還
我
。』

校

記

廣
記
二
百
六
十
二
。
○
玉
函
別
。

(
一
)
○

「惟
」
原
闕
、
依
黄
本
補
。

(
一
)

29

有
人
常
食
蔬
茹
、
忽
食
羊
肉
、
夢
五
臟
神
日
、
「羊
踏
破
菜
園
。』

校

記

紺
珠
集
十
三
。
○
紺
珠
集
引
云
陸
雲
笑
林
。
海
録
碎
事
六
、
亦
云
陸
雲
笑
林
。
同
話
は

『類
諱
』
十
四
引

『啓
顔
録
」
。

(
一
)
○
海
録

「有
」
上
有

「昔
」
字
。

0
30

有
民
妻
不
識
鏡
。
夫
市
之
而
歸
。
妻
取
照
之
、
驚
告
其
母
日
、
「
某
郎
又
索

一
婦
歸
也
。」
其
母
亦
照
日
、
「
又
領
親
家
母
來
也
。」

(22)



 
校

記
 
廣
記
ご
六
二
。
こ
れ
は
宋
抄
本
も
黄
刻
本
も
と
も
に

『
北
夢
瑣
言
』
に
出
る
と
す
る
。
し
か
し
現
行
の

『
北
夢
瑙
言
』
お
よ
び
逸

 
文

四
卷
に
も
收
録
さ
れ
ず
、
な
に
よ
り
も
そ
の
文
体
が
似
な
い
か
ら
、
こ
こ
は
直
前
の

「
周
韋

二
子
」

の

『
北
夢
瑙
言
』
に
ひ
か
れ
た
誤

 
り

の
可
能
性
が
あ
る
。
い
ま
文
友
堂
な
ら
び
に
中
文
出
版
社
の
覆
談
榿
刻
本
お
よ
び
汪
校
本

に
な
ら

っ
て

『
笑
林
』
と
す
る
。

 
 

 
 
 

『斐
子
語
林
』
補
遺

○
鵬
 

禰
衡
被
武
帝
謫
爲
皷
吏
。
正
月
十
五
日
、
試
撃
漁
陽
之
曲
、
淵
淵
有
金
石
聲
。

 
校
記
 
隋
杜
公
瞻
撰

『編
珠
』

二
、

康
熙
四
十
九
年
高
士
奇
補
遺
刊
本
景
印
本
。

同
話
は

『世
読
』

言
語
篇
8
。

類
話
は
張
衡

『
文
士

 
傳

』
(
『魏
志
』

一
〇
荀
或
傳
注
、
『
世
説
』
言
語
篇
8
注
引
)、
『
後
漢
書
』
八
〇
禰
衡
傳
。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