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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
復
榘
出
生
在
河
北
省
霸
州
，
是
一
個
典
型
的
中
國
北
方
漢
子
，
身
高
一
米
八
○
左
右
，
略

瘦
，
卻
很
健
壯
；
皮
膚
白
皙
，
當
年
在
湖
南
沅
江
中
游
泳
，
袍
澤
戲
稱
之
﹁
浪
裡
白
條
﹂
︵
︽
水

滸
傳
︾
中
梁
山
水
軍
頭
領
張
順
的
綽
號
︶
；
李
宗
仁
對
韓
的
第
一
眼
印
象
不
是
預
料
中
的
赳
赳
武

夫
，
而
是
﹁
白
面
書
生
﹂
；
或
坐
或
立
，
永
遠
是
挺
胸
收
腹
，
軍
姿
挺
拔
；
剃
光
頭
，
幾
十
年
如

一
日
；
兩
眼
細
長
，
又
總
是
瞇
縫
著
，
往
往
在
不
經
意
中
流
露
出
一
絲
輕
蔑
的
目
光
：
鼻
樑
高
且

直
，
下
邊
是
一
道
烏
黑
的
短
鬚
，
簡
約
而
醒
目
；
嘴
唇
總
是
閉
得
緊
緊
的
，
嘴
角
微
微
下
垂
，
更

顯
冷
峻
、
堅
忍
。

韓
復
榘
從
來
就
不
是
戲
說
中
的
那
種
喳
喳
呼
呼
、
張
牙
舞
爪
的
魯
莽
軍
人
，
相
反
，
他
表
情

52
　
其
人
其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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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
板
，
不
苟
言
笑
，
幾
乎
沒
有
任
何
肢
體
語
言
。
他

說
話
一
急
，
便
有
些
口
吃
，
因
此
，
他
說
話
很
慢
、

很
簡
短
，
但
語
氣
卻
很
堅
定
，
斬
釘
截
鐵
，
不
容
置

疑
。
他
與
人
談
話
，
從
不
夸
夸
其
談
，
大
多
時
間
是

在
默
默
地
聽
，
很
少
插
嘴
，
兩
眼
逼
視
著
對
方
，
臉

上
毫
無
表
情
，
令
人
莫
測
。
他
出
身
書
香
門
第
，
自

幼
受
過
良
好
教
育
，
說
話
從
不
帶
粗
口
，
即
使
發
脾

氣
罵
人
，
也
是
如
此
。

韓
復
榘
擔
任
省
主
席
後
，
依
然
保
持
老
西
北
軍
的
簡
樸
傳
統
。
他
平
時
穿
一
身
灰
布
軍
裝
，
白
布
襪
，
黑

布
鞋
，
與
士
兵
的
區
別
僅
在
於
不
打
綁
腿
，
只
有
在
閱
兵
或
謁
見
蔣
介
石
、
馮
玉
祥
時
才
認
真
打
上
綁
腿
，
這

時
再
看
上
去
簡
直
就
是
一
個
大
兵
。
韓
若
是
去
南
京
或
北
平
開
會
，
會
正
式
一
點
，
換
上
黃
呢
軍
裝
或
長
袍
。

韓
當
過
騎
兵
團
長
，
平
時
又
酷
愛
騎
馬
，
但
他
從
不
穿
長
筒
皮
靴
。
韓
晉
升
二
級
上
將
後
，
南
京
方
面
發
給
他

一
套
金
碧
輝
煌
的
軍
禮
服
，
裝
在
一
個
很
考
究
的
箱
子
裡
，
他
一
次
也
沒
穿
過
，
連
著
裝
照
也
沒
有
。
他
之
所

以
如
此
，
並
非
出
於
簡
樸
，
而
是
覺
得
穿
上
這
樣
一
套
行
頭
像
舞
臺
上
的
戲
子
，
很
滑
稽
。
韓
從
來
不
戴
任
何

勳
章
、
獎
章
，
也
並
非
出
於
謙
虛
，
倒
是
因
為
自
負
：
他
自
度
既
往
戰
功
彪
炳
，
盡
人
皆
知
，
無
須
戴
那
些
小

零
碎
兒
來
炫
耀
。

韓復榘手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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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
復
榘
吃
飯
很
隨
便
，
平
時
在
辦
公
室
單
獨
用
飯
，
每
餐
兩
菜
一
湯
，
都
很
平
常
。
韓
是
北
方
人
，
愛
吃

麵
食
，
如
餃
子
、
烙
餅
之
類
，
那
就
更
簡
單
了
。

韓
復
榘
的
夫
人
、
子
女
及
家
庭
教
師
在
東
大
樓
吃
飯
，
每
餐
四
菜
一
湯
，
基
本
上
都
是
豬
肉
、
牛
羊
肉
及

時
令
菜
蔬
，
很
少
有
山
珍
海
味
。
一
次
，
韓
帶
次
子
去
青
島
，
青
島
市
長
沈
鴻
烈
設
宴
招
待
，
席
上
有
一
道
著

名
的
魯
菜
﹁
紅
燒
魚
翅
﹂
。
韓
次
子
時
年
十
歲
，
沒
見
過
，
更
沒
吃
過
魚
翅
，
忍
不
住
問
父
親
：
﹁
那
一
根
根

細
細
的
是
什
麼
東
西
？
﹂
滿
座
哄
堂
大
笑
，
韓
的
臉
都
紅
了
。
︵
註
一
︶

韓
復
榘
出
行
一
般
是
乘
汽
車
，
如
果
不
出
濟
南
市
範
圍
，
更
喜
歡
騎
自
行
車
。
有
一
陣
他
迷
上
了
摩
托
車
，

經
常
帶
幾
個
衛
士
騎
摩
托
車
去
離
濟
南
遠
一
點
的
地
方
。
韓
從
來
不
乘
人
力
車
和
轎
子
，
爬
泰
山
也
是
自
己
一

步
步
蹬
上
去
。
他
認
為
世
界
上
最
不
平
等
的
事
莫
過
於
人
拉
人
、
人
抬
人
。

韓
復
榘
的
辦
公
室
設
在
省
府
大
院
五
鳳
樓
的
一
層
。
韓
次
子
韓
子
華
撰
文
曰
：
﹁
我
父
親
的
辦
公
室
設
在

舊
巡
撫
大
堂
的
後
邊
，
原
名
﹃
五
鳳
樓
﹄
，
共
兩
層
，
樓
上
空
無
人
居
，
傳
說
有
狐
仙
出
沒
。
我
曾
上
去
﹃
探

險
﹄
，
空
蕩
蕩
的
，
滿
地
塵
土
，
有
許
多
蝙
蝠
飛
來
飛
去
，
卻
有
點
滲
人
。
﹂
︵
註
二
︶

早
年
，
袁
世
凱
的
母
親
曾
居
住
五
鳳
樓
。
袁
次
子
袁
克
文
在
其
遺
作
︿
洹
上
私
乘
﹀
中
曾
述
及
此
樓
：
﹁
山

東
撫
署
有
樓
七
楹
，
諺
曰
﹃
五
鳳
﹄
，
居
內
院
之
中
。
先
祖
母
寢
息
其
下
，
日
扃
樓
門
不
使
人
登
，
惟
逐
晨
命

︵
註
一
︶ 

韓
子
華
：
︿
記
先
父
韓
復
榘
先
生
﹀
，
︽
傳
記
文
學
︾
，
第
六
十
一
卷
，
第
三
期
，
第
六
十
二
頁
。

︵
註
二
︶ 

韓
子
華
：
︿
記
先
父
韓
復
榘
先
生
﹀
，
︽
傳
記
文
學
︾
，
第
六
十
一
卷
，
第
三
期
，
第
六
十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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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嫗
捧
酒
果
數
事
啟
而
獻
之
，
及
夕
復
入
，
持
空
器
下
。
余
怪
而
詰
之
，
嫗
輒
笑
不
答
。
一
日
，
余
躡
其
後
，

從
之
登
樓
，
比
其
覺
而
回
顧
，
余
已
入
室
矣
。
游
目
四
顧
，
幽
靜
無
塵
，
軒
然
一
室
，
惟
置
榻
幾
數
事
而
已
。

榻
上
衾
枕
咸
備
，
若
有
人
居
，
幾
陳
樽
箸
，
餘
瀝
尚
溫
。
嫗
以
酒
果
置
幾
上
，
亟
牽
余
下
，
至
梯
半
，
聞
上
有

步
履
聲
。
余
尤
心
詫
，
後
詰
嫗
其
上
為
誰
，
嫗
亟
揮
手
禁
余
勿
言
。
比
下
及
地
，
群
責
余
不
應
從
登
，
且
誡
後

勿
再
往
，
余
時
幼
小
，
終
不
解
其
故
也
。
先
祖
母
喜
聽
鼓
詞
，
日
招
二
瞽
者
彈
歌
於
窗
下
，
余
自
塾
歸
，
亦
往

聽
之
。
一
日
，
亭
中
侍
先
祖
母
餐
罷
，
退
至
外
室
，
坐
案
上
聽
瞽
人
歌
。
案
對
前
戶
，
戶
外
即
中
堂
，
堂
後
偏

左
門
通
後
院
，
右
門
接
層
梯
。
忽
見
一
嫗
自
左
門
入
，
轉
入
右
門
，
陟
級
而
上
，
履
之
有
聲
，
其
人
衣
月
白
色

布
衣
，
審
之
，
似
吾
家
王
嫗
，
遙
呼
不
應
，
乃
矚
而
待
之
，
時
余
左
右
無
一
人
在
。
俄
爾
王
嫗
自
外
至
，
余
詫

問
曰
：
﹃
頃
見
汝
登
樓
，
未
見
汝
下
，
胡
又
來
自
外
耶
？
﹄
王
嫗
曰
：
﹃
余
甫
自
外
間
返
，
蹬
樓
者
非
我
也
。
﹄

余
曰
：
﹃
確
見
蹬
樓
者
為
汝
，
誠
奇
也
！
﹄
王
嫗
亦
曰
奇
，
乃
就
梯
上
窺
，
扉
扃
如
故
，
且
加
鍵
焉
，
梯
下
更

無
他
戶
，
人
竟
杳
然
，
豈
不
翼
而
飛
耶
？
疾
奔
告
先
祖
母
。
先
祖
母
笑
曰
：
﹃
此
仙
也
，
日
進
酒
果
者
，
即
供

養
之
也
。
酒
果
朝
獻
，
夕
則
空
矣
。
幾
榻
衾
枕
不
需
人
拂
拭
，
自
無
纖
塵
；
或
有
疾
禱
之
，
無
不
瘳
。
雖
居
我

室
上
，
從
不
我
擾
，
故
我
亦
奉
之
惟
謹
，
汝
勿
妄
言
而
招
尤
也
。
﹄
余
聞
之
，
疑
始
釋
。
﹂
︵
註
三
︶

袁
二
公
子

在
這
裡
給
我
們
講
了
一
段
聊
齋
故
事
。

韓
復
榘
的
辦
公
室
在
樓
下
，
中
間
是
過
堂
屋
，
有
後
門
通
往
後
花
園
，
西
面
兩
間
是
機
要
室
和
警
衛
人
員

︵
註
三
︶ 

袁
克
文
：
︿
洹
上
私
乘
﹀
，
︽
辛
丙
秘
苑
︾
，
第
五
十
二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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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班
室
；
東
面
兩
間
是
是
韓
的
辦
公
室
和
臥
室
。
辦
公
室
內
順
南
牆
擺
一
套
沙
發
；
屋
中
間
有
一
張
圓
桌
，
圍

著
四
把
椅
子
；
靠
東
牆
有
一
張
中
式
硬
木
書
桌
，
即
是
韓
的
辦
公
桌
，
韓
每
天
就
坐
在
桌
後
一
把
圈
手
轉
椅
上

辦
公
。
轉
椅
背
後
靠
牆
有
一
排
書
架
，
上
面
散
放
著
一
些
線
裝
書
、
西
裝
書
和
文
牘
。
韓
喜
歡
用
毛
筆
，
書
桌

上
只
擺
著
四
樣
東
西
：
一
個
大
硯
臺
、
一
個
大
銅
墨
水
匣
、
一
個
大
筆
筒
和
一
對
銅
鎮
尺
。
筆
筒
內
插
著
十
幾

管
毛
筆
、
幾
隻
鉛
筆
和
鋼
筆
。
其
中
有
一
隻
鋼
筆
比
較
大
，
樣
子
也
有
點
怪
，
原
來
是
一
隻
鋼
筆
手
槍
，
裡
邊

只
能
裝
一
粒
子
彈
，
殺
傷
力
很
有
限
，
韓
留
在
身
邊
只
是
為
了
好
玩
。
辦
公
室
牆
上
掛
著
一
幅
中
堂
和
一
幅

畫
。
中
堂
上
書
于
謙
頌
︿
石
灰
詩
﹀
：
﹁
千
錘
萬
鑿
出
深
山
，
烈
火
焚
燒
若
等
閒
，
粉
身
碎
骨
渾
不
怕
，
要
留

清
白
在
人
間
。
﹂
字
體
古
樸
遒
勁
，
不
知
何
人
所
書
。
韓
極
欣
賞
此
詩
，
並
以
此
自
勉
。
那
幅
畫
很
大
，
是
岳

飛
全
身
像
，
端
坐
瓷
礅
，
儒
生
打
扮
。
當
時
的
中
國
軍
人
無
不
希
望
成
為
一
名
儒
將
。
辦
公
室
的
裡
間
是
韓
的

臥
室
，
裡
邊
有
一
張
掛
蚊
帳
的
單
人
木
床
、
一
個
中
式
衣
櫃
和
一
套
沙
發
，
除
此
再
沒
有
其
他
家
具
。
牆
上
懸

掛
一
幅
畫
，
畫
的
是
﹁
關
羽
夜
讀
春
秋
圖
﹂
，
仍
是
一
派
儒
將
風
度
。
景
仰
關
岳
是
中
國
舊
時
軍
人
的
傳
統
。

另
面
牆
上
掛
著
一
枝
捷
克
造
雙
筒
獵
槍
，
是
張
學
良
送
他
的
禮
物
。
蚊
帳
架
上
掛
著
一
柄
裝
飾
古
雅
的
寶
劍
。

韓
並
非
用
這
些
東
西
防
身
，
只
是
賞
玩
而
已
。
韓
平
時
身
上
從
不
帶
任
何
武
器
。
︵
註
四
︶

有
人
以
為
行
伍
出
身
的
韓
復
榘
只
是
一
介
武
夫
，
略
通
文
墨
而
已
，
其
實
這
是
一
種
很
大
的
誤
解
。
韓
出

身
耕
讀
之
家
，
其
父
韓
靜
源
是
一
位
秀
才
，
以
教
私
塾
為
業
。
韓
自
幼
隨
父
在
塾
刻
苦
讀
書
多
年
，
對
儒
家
的

︵
註
四
︶ 

韓
子
華
：
︿
記
先
父
韓
復
榘
先
生
﹀
，
︽
傳
記
文
學
︾
，
第
六
十
一
卷
，
第
三
期
，
第
六
十
一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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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籍
有
很
紮
實
的
根
基
，
參
軍
後
南
征
北
戰
，
戎
馬
倥
惚
，
但
仍
保
持
良
好
的
讀
書
習
慣
。
韓
主
魯
期
間
，
山

東
省
政
府
諮
議
、
著
名
學
者
沙
明
遠
經
常
為
韓
講
經
書
、
史
書
，
如
︽
易
經
︾
、
︽
左
傳
︾
等
。

梁
漱
溟
對
韓
復
榘
的
評
價
是
：
﹁
韓
復
榘
作
戰
勇
敢
，
又
比
較
有
文
化
，
方
深
得
馮
玉
祥
的
的
重
用
和
信

任
，
一
步
步
提
拔
，
而
成
為
馮
手
下
的
一
員
大
將
。
﹂
﹁
他
對
儒
家
哲
學
極
為
讚
賞
，
且
讀
過
一
些
孔
孟
理
學

之
作
，
並
非
完
全
一
介
武
夫
。
﹂
︵
註
五
︶ 

在
山
東
多
年
從
事
文
史
研
究
的
紀
慧
亭
老
人
斷
言
：
﹁
韓
復
榘
並

非
老
粗
，
當
屬
於
舊
知
識
份
子
範
疇
。
﹂

當
代
山
東
著
名
學
者
、
教
育
家
徐
北
文
撰
文
稱
：
﹁
韓
復
榘
在
西
北
軍
以
能
詩
文
、
擅
書
法
發
跡
。
他
在

山
東
主
政
後
，
把
一
些
術
士
、
僧
道
統
統
趕
出
衙
門
，
並
重
用
何
思
源
、
梁
漱
溟
、
趙
太
侔
等
西
新
派
文
人
。

韓
與
張
宗
昌
的
不
同
，
是
由
於
文
野
之
分
。
至
於
韓
復
榘
在
民
間
傳
說
中
已
成
為
粗
魯
無
知
的
軍
閥
典
型
，
其

實
不
確
，
筆
者
幼
年
時
，
曾
瞻
望
其
丰
采
，
頗
有
老
儒
風
範
，
其
詩
亦
合
平
仄
，
通
順
可
讀
。
﹂
︵
註
六
︶

飽
經
歷
史
滄
桑
的
百
歲
老
人
、
時
任
國
民
政
府
軍
委
會
官
員
陸
立
之
於
一
九
九
四
年
在
其
著
作
中
，
回
憶

他
與
韓
復
榘
會
面
時
的
情
景
：
﹁
筆
者
於
一
九
三
六
年
夏
季
，
奉
南
京
﹃
國
民
政
府
軍
委
會
國
民
軍
事
教
育

處
﹄
派
遣
，
到
濟
南
主
辦
﹃
山
東
高
中
以
上
學
生
暑
期
集
訓
班
﹄
，
因
此
與
韓
復
榘
有
多
次
接
觸
。
憑
我
個
人

觀
察
，
根
據
其
待
人
接
物
的
各
種
姿
態
，
其
談
吐
表
白
，
其
心
態
流
露
，
我
認
為
韓
是
一
個
不
平
凡
的
人
。
﹂ 

︵
註
五
︶ 

汪
東
林
：
︽
梁
漱
溟
問
答
錄
︾
。

︵
註
六
︶ 

徐
北
文
：
︿
李
景
林
之
死
及
其
他
﹀
，
︽
濟
南
日
報
︾
，
一
九
九
三
年
十
月
九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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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一
天
，
韓
忽
邀
我
赴
宴
，
這
是
一
次
奇
特
的
酒
宴
，
不
僅
形
式
上
特
殊
，
而
且
是
韓
復
榘
著
意
安
排
的
一

次
宣
講
會
，
不
重
酒
食
，
倒
有
些
類
似
西
方
人
的
餐
間
會
談
。
飲
宴
中
韓
復
榘
不
再
木
訥
，
而
是
侃
侃
談
笑
，

表
露
了
他
淵
博
的
知
識
，
使
我
當
時
就
感
到
世
人
是
誤
解
了
他
。
這
次
宴
會
的
奇
特
處
是
：
兩
桌
酒
席
，
一
桌

設
在
韓
的
起
居
室
內
，
只
有
韓
復
榘
、
孔
祥
榕
︵
黃
河
水
利
委
員
會
委
員
長
︶
、
方
覺
慧
︵
中
央
監
察
院
派
駐

山
東
監
察
使
、
元
史
學
家
︶
、
陸
夢
衣
︵
作
者
︶
四
人
入
席
。
另
一
席
設
在
房
門
外
的
廳
口
，
有
省
政
府
的
秘

書
長
、
民
、
財
、
建
、
教
四
位
廳
長
及
一
位
機
要
秘
書
入
座
。
當
時
張
秘
書
長
與
教
育
廳
長
何
思
源
等
舉
杯
祝

酒
時
，
只
停
在
門
檻
外
，
不
再
入
室
，
這
是
我
未
曾
見
過
的
奇
特
方
式
。
再
一
令
人
驚
奇
的
不
是
美
酒
珍
饈
，

而
是
聆
聽
韓
復
榘
的
娓
娓
高
論
，
這
有
些
像
新
聞
發
布
會
或
是
什
麼
雄
辯
會
。
韓
復
榘
的
放
言
毫
飲
，
談
鋒
犀

利
，
似
在
表
白
其
心
胸
坦
蕩
，
是
個
知
書
達
理
的
人
。
他
面
對
方
覺
慧
談
論
元
代
史
，
不
僅
評
說
了
成
吉
思
汗

的
黷
武
主
義
功
罪
，
竟
也
背
誦
了
元
好
問
的
絕
句
，
似
又
意
有
所
指
。
絕
句
是
：
﹃
漢
謠
魏
什
久
紛
紜
，
正
體

無
人
與
細
論
。
誰
是
詩
中
疏
鑿
手
？
暫
教
涇
渭
各
清
渾
。
﹄
韓
復
榘
借
酒
論
詩
是
宣
泄
著
什
麼
？
恰
又
是
面
對

正
在
撰
寫
︽
新
元
史
︾
的
監
察
使
，
這
可
說
是
妙
語
雙
關
，
在
當
時
的
國
民
黨
所
謂
﹃
儒
將
﹄
中
，
很
難
覓
到

第
二
人
。
其
次
，
韓
復
榘
與
孔
祥
榕
評
論
︽
水
經
︾
，
詼
諧
幽
默
。
孔
體
胖
善
飲
，
揮
汗
不
止
。
韓
風
趣
地
說
：

﹃
您
在
治
黃
之
前
，
先
得
治
您
這
一
身
水
。
︽
水
經
︾
一
書
，
連
隋
唐
漢
晉
誰
人
所
撰
都
搞
不
清
，
就
不
足
為

本
。
﹄
這
番
話
出
語
不
俗
，
又
顯
露
韓
復
榘
博
古
通
今
，
並
非
一
莽
莽
武
夫
。
﹂
﹁
我
從
濟
南
回
南
京
前
，
韓

復
榘
表
示
惜
別
，
親
自
題
上
下
款
，
臨
時
贈
送
了
一
張
照
片
給
我
。
當
時
他
懸
腕
振
筆
，
恭
正
地
寫
了
兩
行
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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勁
的
楷
字
，
我
又
看
到
了
韓
復
榘
的
書
法
也
有
功
底
。
﹂

陸
立
之
對
韓
復
榘
總
的
印
象
是
：
﹁
韓
復
榘
胸
有
韜
略
，
機
智
過
人
，
遠
非
一
般
傳
說
韓
僅
是
﹃
略
通
文

墨
﹄
之
輩
。
﹂
︵
註
七
︶

于
植
元
︵
一
九
二
七
︱
二
○
○
三
，
大
連
大
學
師
範
學
院
名
譽
院
長
、
教
授
、
遼
寧
省
文
史
館
員
、
著
名

學
者
、
教
育
家
、
書
法
家
︶
在
一
次
學
術
報
告
會
上
講
：
﹁
有
一
年
，
我
和
侯
寶
林
先
生
在
一
起
半
個
多
月
，

我
說
：
你
那
個
相
聲
︿
關
公
戰
秦
瓊
﹀
得
改
，
為
什
麼
？
因
為
韓
復
榘
雖
是
軍
閥
，
但
他
是
一
位
學
者
。
他
的

古
文
字
學
、
音
韻
學
的
修
養
很
深
，
詩
寫
得
好
，
字
也
不
錯
。
記
得
黃
侃
先
生
有
一
次
在
北
京
講
學
，
回
來
很

激
動
地
說
：
﹃
我
發
現
了
一
個
人
才

│
韓
復
榘
，
那
麼
多
人
聽
我
講
學
，
只
有
韓
復
榘
全
懂
。
他
對
古
音
韻

學
超
出
一
般
人
的
理
解
。
他
是
大
家
，
詩
寫
得
好
，
字
寫
得
好
。
﹄
瀋
陽
故
宮
裡
有
他
的
字
。
寫
文
藝
作
品
的

人
誤
會
了
他
，
他
們
是
把
山
東
督
軍
張
宗
昌
的
事
給
韓
復
榘
安
上
了
，
相
聲
上
這
麼
一
講
，
韓
復
榘
就
是
魯
莽

之
人
了
，
這
個
東
西
很
可
怕
。
所
以
我
們
現
在
不
學
歷
史
，
只
看
文
藝
作
品
，
看
電
影
，
聽
相
聲
，
以
後
還
不

一
定
把
人
都
教
成
什
麼
樣
子
了
。
﹂
︵
註
八
︶

黃
侃
︵
一
八
八
六
︱
一
九
三
五
︶
，
湖
北
省
蘄
春
縣
人
，
一
九
○
二
年
入
武
昌
湖
北
普
通
學
堂
，
與
宋
教

仁
、
董
必
武
同
學
。
一
九
○
五
年
留
學
日
本
，
師
從
章
太
炎
，
受
小
學
，
為
章
氏
大
弟
子
。
從
一
九
一
四
年
起
，

︵
註
七
︶ 

陸
立
之
：
︽
誰
主
沉
浮
︾
，
二
百
六
十
︱
二
百
六
十
一
頁
。

︵
註
八
︶ 

于
植
元
講
于
丹
等
整
理
：
︿
傳
統
文
化
芻
議
﹀
，︽
白
雲
論
壇
︾
，
第
一
卷
，
北
京
圖
書
館
出
版
社
，
二
○
○
四
年
九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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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後
在
北
京
大
學
、
北
京
師
範
大
學
、
東
北
大
學
、
南
京
中
央
大
學
任
教
授
。
在
小
學
、
音
韻
學
、
文
字
學
、

訓
詁
學
等
方
面
卓
有
成
就
。
章
太
炎
、
劉
師
培
、
黃
侃
被
時
人
稱
為
民
國
時
期
的
三
位
國
學
大
師
，
三
人
的
共

同
特
點
是
：
學
問
大
、
脾
氣
怪
。

有
人
把
︽
效
坤
詩
鈔
︾
中
的
幾
首
詩
說
是
韓
復
榘
所
作
，
大
加
嘲
笑
，
顯
然
是
把
韓
復
榘
與
張
宗
昌
︵
字

效
坤
︶
當
成
一
人
了
。
那
幾
首
詩
雖
選
自
︽
效
坤
詩
鈔
︾
，
其
實
也
並
非
張
宗
昌
所
作
，
而
是
由
張
的
老
師
、

前
清
末
代
狀
元
王
壽
彭
代
筆
，
乃
文
人
的
遊
戲
之
作
。
在
那
個
時
代
，
文
人
、
武
人
寫
﹁
打
油
詩
﹂
是
一
種
時

尚
，
追
捧
者
大
有
人
在
。
﹁
打
油
詩
﹂
是
詩
之
異
數
，
不
受
格
律
限
制
，
有
感
而
發
，
生
動
活
潑
，
詼
諧
幽
默
，

不
能
以
平
常
的
標
準
品
評
其
高
下
。
︽
效
坤
詩
鈔
︾
之
一
首
︿
天
上
閃
電
﹀
︵
﹁
忽
見
天
上
一
火
鏈
，
好
像
玉

皇
要
抽
菸
。
如
果
玉
皇
不
抽
菸
，
為
何
又
是
一
火
鏈
？
﹂
︶
，
就
得
到
某
位
現
代
詩
人
的
好
評
。
更
有
人
對
﹁
靠

窗
擺
下
酒
，
對
海
唱
高
歌
﹂
︵
︿
蓬
萊
閣
﹀
︶
之
句
拍
案
叫
絕
。

又
有
人
編
故
事
，
對
所
謂
﹁
韓
復
榘
講
話
﹂
大
加
嘲
諷
，
由
於
故
事
編
得
過
於
離
奇
荒
誕
，
自
己
反
倒
露

了
馬
腳
，
看
來
說
瞎
話
也
得
有
點
技
術
含
量
。
那
麼
韓
復
榘
講
話
到
底
怎
麼
樣
呢
？

一
九
三
一
年
，
濟
南
學
生
鬧
學
潮
，
韓
復
榘
認
為
學
校
內
一
定
有
共
產
黨
，
便
召
集
濟
南
中
等
以
上
學
校

校
長
舉
行
座
談
會
，
與
會
者
都
捏
了
一
把
汗
。
但
韓
的
態
度
很
好
，
只
說
明
要
嚴
防
共
產
黨
，
各
校
長
要
引
導

學
生
，
加
強
教
育
。
﹁
他
的
講
話
簡
明
扼
要
，
又
照
顧
各
方
面
，
對
各
校
長
的
顧
慮
和
意
見
也
作
了
解
釋
和
答

覆
，
而
且
說
得
有
分
寸
，
很
得
體
，
沒
有
帶
一
點
威
脅
口
吻
。
會
後
聚
餐
，
韓
復
榘
殷
勤
招
待
，
大
家
都
很
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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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
事
後
大
家
評
論
那
次
座
談
會
的
發
言
，
都
說
：
﹃
主
席
的
發
言
講
得
最
好
。
﹄
﹂
︵
註
九
︶

在
那
個
時
代
，

中
學
校
長
都
是
當
地
的
大
知
識
份
子
，
社
會
名
流
，
有
很
高
的
社
會
地
位
，
他
們
的
意
見
還
是
有
一
定
分
量

的
。

韓
復
榘
出
身
﹁
草
根
﹂
，
也
許
是
曾
經
遇
到
過
太
多
的
不
公
平
，
他
堅
持
一
種
樸
素
的
平
等
觀
念
。
他
除

了
拒
絕
乘
坐
人
力
車
和
轎
子
外
，
還
嚴
禁
家
中
僕
役
稱
呼
主
人
為
﹁
老
爺
﹂
、
﹁
少
爺
﹂
。
於
是
，
韓
的
三
個

兒
子
分
別
被
稱
作
﹁
大
學
生
﹂
、
﹁
二
學
生
﹂
、
﹁
三
學
生
﹂
。
一
次
，
韓
偶
然
聽
到
一
位
僕
役
管
韓
的
二
哥

叫
﹁
二
爺
﹂
，
立
即
尖
刻
地
訓
斥
他
：
﹁
你
就
那
麼
愛
當
孫
子
？
﹂
從
此
﹁
二
爺
﹂
變
成
﹁
二
先
生
﹂
。
︵
註
一
〇
︶

韓
復
榘
主
魯
時
期
，
公
務
員
星
期
日
都
休
息
。
一
天
，
韓
突
然
想
起
，
家
中
的
廚
子
星
期
日
不
能
休
息
，

這
太
不
公
平
！
於
是
宣
布
廚
子
星
期
日
也
要
休
息
，
是
日
由
家
人
自
己
動
手
做
飯
。
開
始
，
韓
認
真
實
行
，

還
親
自
下
廚
，
興
致
勃
勃
地
給
夫
人
幫
忙
。
後
來
，
韓
事
情
一
多
，
忙
不
過
來
，
做
飯
的
事
也
就
不
了
了

之
。
︵
註
一
一
︶

韓
復
榘
的
座
右
銘
是
﹁
不
怕
死
，
不
愛
錢
﹂
，
應
該
說
基
本
上
做
到
了
。
韓
的
個
人
收
入
究
竟
有
多
少
呢
？

這
是
一
個
令
人
感
興
趣
的
問
題
。
據
何
思
源
說
，
他
對
韓
在
軍
費
方
面
的
收
入
不
瞭
解
，
但
韓
多
次
說
過
：

︵
註
九
︶ 

何
理
路
：
︿
韓
復
榘
在
山
東
﹀
，
︽
縱
橫
︾
，
一
九
九
二
年
，
第
一
期
，
第
四
十
一
頁
。

︵
註
一
〇
︶ 

韓
子
華
：
︿
記
先
父
韓
復
榘
先
生
﹀
，
︽
傳
記
文
學
︾
，
第
六
十
一
卷
，
第
三
期
，
第
六
十
三
頁
。

︵
註
一
一
︶ 

韓
子
華
：
︿
記
先
父
韓
復
榘
先
生
﹀
，
︽
傳
記
文
學
︾
，
第
六
十
一
卷
，
第
三
期
，
第
六
十
三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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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
喝
兵
血
！
﹂
就
其
行
事
看
，
是
可
信
的
。
在
省
款
方
面
，
何
是
知
道
的
：
韓
每
月
薪
俸
六
百
七
十
五

元
，
特
別
辦
公
費
一
千
元
，
特
別
開
支
費
二
萬
元
，
這
些
都
是
在
預
算
以
內
。
特
別
開
支
費
包
括
支
付
顧
問
、

參
議
的
薪
水
、
車
馬
費
以
及
饋
贈
、
應
酬
等
項
開
支
。
另
外
如
馮
玉
祥
帶
一
營
衛
兵
在
泰
山
居
住
就
兩
三
年
，

亦
由
此
款
供
給
。
何
在
韓
去
世
後
，
曾
追
問
財
政
廳
長
王
向
榮
，
韓
是
否
還
有
其
他
收
入
。
王
說
，
財
政
廳

有
一
項
牌
照
稅
收
入
，
每
年
十
二
、
三
萬
元
，
全
部
給
韓
主
席
。
這
樣
，
韓
個
人
每
月
可
自
由
動
用
的
錢
不
過

三
萬
元
。
﹁
縱
令
侵
吞
貪
污
也
是
有
限
度
的
，
比
之
那
些
貪
婪
無
厭
、
擁
資
億
萬
的
大
軍
閥
，
真
是
小
巫
見
大

巫
。
﹂
︵
註
一
二
︶

何
思
源
是
山
東
省
政
府
委
員
、
教
育
廳
廳
長
，
後
來
還
擔
任
過
山
東
省
政
府
主
席
，
一
直
位
居
山
東
省
最

高
權
力
中
心
；
何
不
是
前
西
北
軍
人
，
更
不
是
韓
復
榘
的
親
信
，
而
是
蔣
介
石
派
到
山
東
的
人
。
何
的
話
應
該

是
可
信
的
。

有
政
治
面
貌
不
明
之
景
世
仁
者
，
一
九
三
八
年
初
，
在
剛
剛
淪
陷
的
濟
南
、
在
日
本
人
的
眼
皮
底
下
，
匆

匆
出
版
了
一
本
名
曰
︽
韓
復
榘
禍
魯
七
年
罪
惡
錄
︾
的
應
景
讀
物
，
對
屍
骨
未
寒
的
韓
復
榘
大
加
撻
伐
，
爆
料

韓
七
年
間
貪
污
一
億
元
！
︽
韓
復
榘
傳
︾
作
者
、
山
東
大
學
呂
偉
俊
教
授
認
為
：
﹁
此
說
可
信
程
度
值
得
懷

疑
。
﹂
景
在
自
序
中
豪
情
滿
懷
地
揚
言
，
接
下
去
還
要
寫
蔣
介
石
、
張
學
良
、
沈
鴻
烈
等
當
時
中
國
抗
戰
軍
人

的
﹁
罪
惡
錄
﹂
呢
。

︵
註
一
二
︶ 

何
理
路
：
︿
韓
復
榘
在
山
東
﹀
，
︽
縱
橫
︾
，
第
四
十
九
期
第
四
十
三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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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
復
榘
不
置
房
產
、
地
產
，
這
在
當
時
的
軍
政
官
員
中
也
算
是
另
類
。
那
個
時
代
人
有
了
錢
，
首
先
想
到

的
是
買
房
子
置
地
。
韓
在
河
南
、
山
東
當
省
主
席
，
一
直
住
公
房
，
夫
人
高
藝
珍
勸
韓
買
房
，
韓
豁
達
地
說
：

﹁
有
我
在
，
不
買
房
也
有
房
住
。
我
不
在
了
，
買
了
房
也
是
人
家
的
。
﹂
韓
生
前
曾
有
三
處
房
產
；
一
處
在
北

平
，
是
張
學
良
送
的
；
一
處
在
青
島
，
是
沈
鴻
烈
送
的
；
一
處
在
南
京
，
人
稱
﹁
韓
公
館
﹂
，
只
有
這
處
房
產

是
韓
出
於
政
治
上
的
原
因
，
自
己
花
錢
建
造
的
。
當
時
各
省
疆
吏
，
為
表
示
服
從
中
央
，
紛
紛
在
南
京
購
置
房

產
，
韓
當
然
也
不
能
例
外
。
﹁
韓
公
館
﹂
建
成
後
，
馮
玉
祥
一
家
搬
進
去
住
，
直
到
南
京
淪
陷
，
房
屋
毀
於
日

軍
炮
火
，
韓
及
其
家
人
一
天
也
沒
住
過
。

韓
復
榘
一
生
不
斂
財
，
也
不
理
財
，
究
其
原
委
，
主
要
是
沒
興
趣
。
在
西
北
軍
時
期
，
軍
中
就
流
傳
﹁
大

大
咧
咧
韓
向
方
﹂
之
說
。
無
論
是
在
西
北
軍
，
還
是
山
東
，
韓
即
使
算
不
得
﹁
窮
人
﹂
，
也
絕
不
是
什
麼
有
錢

人
。
韓
歿
後
，
蔣
介
石
念
其
﹁
身
後
蕭
條
﹂
，
發
給
其
家
眷
十
萬
元
撫
恤
金
。

西
北
軍
解
體
後
，
前
西
北
軍
人
紛
紛
投
資
銀
號
、
銀
行
、
公
司
、
貨
棧
等
，
即
使
是
副
官
、
參
謀
也
動
輒

入
股
幾
萬
、
十
幾
萬
，
而
韓
復
榘
僅
在
東
亞
毛
呢
公
司
有
股
折
合
人
民
幣
三
萬
餘
元
，
純
屬
為
公
司
董
事
長
宋

裴
卿
捧
場
，
並
非
為
牟
利
。
︵
註
一
三
︶

韓
復
榘
有
沒
有
貪
污
受
賄
，
山
東
的
民
營
企
業
家
最
有
發
言
權
。
民
國
大
總
統
黎
元
洪
之
子
黎
重
光
曾
在

山
東
棗
莊
中
興
煤
礦
任
駐
礦
辦
事
委
員
會
主
席
委
員
。
他
回
憶
當
年
在
山
東
捐
款
賑
災
的
事
：
﹁
一
九
三
一
年

︵
註
一
三
︶ 

吳
景
南
等
：
︿
馮
玉
祥
部
及
其
本
人
的
經
濟
情
況
﹀
，︽
西
北
軍
集
團
軍
政
擋
案
︾
，
第
一
百
七
十
一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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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東
境
內
黃
河
氾
濫
，
韓
復
榘
發
起
募
捐
，
賑
濟
災
民
。
我
適
在
天
津
，
中
興
總
公
司
給
我
一
電
，
叫
我
到
濟

南
見
韓
，
面
交
捐
款
兩
萬
元
。
總
公
司
又
給
我
一
信
說
，
韓
復
榘
好
名
，
要
投
其
所
好
，
錢
花
在
刀
刃
上
。
我

發
一
電
致
韓
，
告
以
中
興
公
司
捐
款
數
位
。
他
覆
我
一
電
，
歡
迎
我
去
。
我
到
濟
南
，
先
在
交
通
銀
行
辦
好
兩

萬
元
支
票
，
親
自
送
交
韓
復
榘
。
他
大
為
高
興
，
在
珍
珠
泉
北
面
一
廳
中
設
宴
款
待
我
。
﹂
﹁
韓
復
榘
自
命
清

廉
，
對
於
他
的
拉
攏
不
能
用
金
錢
，
而
要
用
別
的
辦
法
，
如
前
面
已
講
過
，
響
應
他
的
號
召
，
捐
款
賑
濟
山
東

水
災
。
﹂
︵
註
一
四
︶

韓
復
榘
個
人
生
活
很
節
儉
，
但
該
花
錢
的
地
方
，
則
出
手
大
方
，
從
不
吝
惜
。
老
長
官
馮
玉
祥
及
其
衛
隊

住
在
泰
山
，
每
月
六
千
元
的
開
銷
全
部
由
韓
個
人
可
自
由
支
配
的
三
萬
元
中
支
付
；
一
些
前
西
北
軍
袍
澤
、
北

洋
政
府
時
代
的
失
意
軍
人
、
下
野
政
客
，
找
到
濟
南
來
，
韓
都
冠
之
以
顧
問
、
參
議
的
名
義
，
按
月
送
錢
。
這

些
錢
也
同
樣
來
自
韓
個
人
的
﹁
特
別
開
支
﹂
。
韓
個
人
還
資
助
過
不
少
家
境
貧
寒
的
青
年
學
子
和
軍
官
到
國
外

留
學
，
每
年
按
期
匯
款
到
國
外
，
直
至
韓
離
世
為
止
。

反
之
，
韓
復
榘
對
某
些
南
京
政
府
大
員
的
﹁
敲
竹
槓
﹂
卻
一
毛
不
拔
。
賀
耀
祖
曾
任
蔣
介
石
的
參
軍
長
、

徐
州
行
營
主
任
、
軍
委
會
參
謀
本
部
第
二
廳
廳
長
。
一
次
，
賀
致
信
韓
復
榘
，
說
南
京
同
事
薪
水
皆
不
夠
開
銷
，

擬
向
韓
﹁
借
﹂
十
八
萬
元
，
以
便
償
還
債
務
。
地
方
官
主
動
向
京
官
﹁
進
貢
﹂
，
本
是
官
場
約
定
俗
成
之
潛
規

則
。
韓
不
識
時
務
，
等
人
家
京
官
都
放
下
身
段
張
嘴
﹁
借
﹂
了
，
韓
居
然
還
不
答
應
！
孫
桐
萱
勸
韓
：
﹁
不
能

︵
註
一
四
︶ 

黎
重
光
：
︿
中
興
煤
礦
與
山
東
省
府
的
周
旋
應
酬
﹀
，︽
一
代
梟
雄
韓
復
榘
︾
，
第
九
十
八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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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借
，
可
以
少
借
，
需
要
應
付
一
下
，
敷
衍
敷
衍
面
子
。
﹂
韓
頑
冥
不
化
，
仍
是
不
﹁
借
﹂
。
後
來
據
孫
說
：

﹁
此
事
不
但
得
罪
了
賀
本
人
，
當
然
也
得
罪
了
南
京
方
面
另
外
一
些
人
。
﹂
︵
註
一
五
︶

賽
金
花
，
又
名
彩
雲
，
晚
清
名
妓
，
早
年
淪
落
青
樓
，
復
又
嫁
入
豪
門
，
其
一
生
經
歷
頗
為
傳
奇
。
賽
氏

被
狀
元
洪
鈞
娶
為
侍
妾
。
洪
旋
以
外
交
官
身
分
出
使
歐
洲
四
國
，
賽
氏
亦
隨
行
。
八
國
聯
軍
侵
占
北
京
，
賽
金

花
因
略
諳
德
語
，
與
德
軍
統
帥
瓦
德
西
有
過
一
段
交
往
，
因
此
有
了
﹁
彩
雲
一
點
菩
提
心
，
操
縱
夷
獠
在
纖
手
﹂

之
句
。
時
至
二
十
世
紀
三
十
年
代
，
有
記
者
發
現
賽
氏
尚
在
人
間
，
困
居
陋
室
，
一
時
間
，
賽
氏
又
成
為
新
聞

人
物
。
接
著
，
劉
半
農
、
商
鴻
逵
走
訪
賽
氏
，
欲
為
其
書
寫
傳
記
；
張
競
生
則
提
議
為
賽
氏
募
金
濟
貧
。

一
九
三
六
年
秋
，
韓
復
榘
從
報
上
得
知
賽
金
花
的
消
息
，
以
其
垂
老
之
年
，
貧
病
交
加
，
晚
景
堪
憐
，
乃

資
助
她
國
幣
一
百
元
，
由
國
文
學
校
轉
交
。
大
約
在
賽
氏
病
故
前
一
個
多
月
，
有
兩
位
穿
中
山
服
的
人
來
到
北

京
前
門
外
天
橋
居
仁
里
十
六
號
賽
氏
家
裡
，
送
上
一
百
元
國
幣
，
說
是
山
東
韓
主
席
送
的
。
賽
氏
感
慨
萬
千
，

說
：
﹁
唉
，
回
首
可
憐
歌
舞
地
，
如
今
不
似
洛
陽
時
！
﹂
當
即
手
書
謝
詩
一
首
，
雲
：
﹁
含
情
不
忍
訴
琵
琶
，

幾
度
垂
頭
掠
鬢
鴉
。
多
謝
山
東
韓
主
席
，
肯
持
重
金
賞
殘
花
。
﹂
其
後
還
有
賽
氏
的
一
行
小
注
：
﹁
彩
雲
老
矣
，

誰
復
見
憐
！
昨
蒙
韓
主
席
賞
洋
百
元
，
不
勝
銘
感
。
僅
呈
七
律
一
章
，
用
申
謝
忱
。
﹂
此
事
公
諸
報
端
，
一
時

傳
為
佳
話
。
是
年
十
二
月
四
日
，
賽
氏
病
逝
，
葬
於
北
京
南
城
陶
然
亭
畔
，
享
年
七
十
三
歲
。

西
北
軍
人
都
知
道
：
韓
復
榘
膽
大
包
天
。
有
人
說
：
在
韓
的
字
典
裡
，
沒
有
﹁
怕
﹂
字
。
韓
當
年
發
動
﹁
甘

︵
註
一
五
︶ 

孫
桐
萱
：
︿
韓
復
榘
被
扣
前
後
﹀
，
︽
文
史
資
料
選
輯
︾
，
第
五
十
五
輯
，
第
九
十
九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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棠
東
進
﹂
，
率
領
一
萬
子
弟
兵
，
膽
敢
與
十
幾
萬
西
撤
的
大
軍
背
道
而
馳
，
擦
肩
而
過
，
令
世
人
瞠
目
。
當
馮

玉
祥
雄
踞
北
國
，
如
日
中
天
時
，
韓
敢
於
離
他
而
去
；
馮
走
投
無
路
時
，
也
只
有
韓
不
怕
得
罪
南
京
，
一
次
又

一
次
把
馮
接
上
泰
山
。
石
友
三
被
中
華
民
國
陸
海
空
軍
正
、
副
總
司
令
聯
手
打
垮
、
通
緝
，
只
有
韓
不
怕
結
怨

蔣
、
張
，
把
落
魄
的
石
藏
進
山
東
省
政
府
。
﹁
七
七
﹂
事
變
後
，
當
時
備
受
官
方
與
民
間
誤
解
的
張
自
忠
逃
離

日
本
人
控
制
的
北
平
，
首
先
想
到
的
是
去
濟
南
，
而
不
是
別
的
地
方
。
因
為
他
最
瞭
解
韓
的
性
格
。

韓
復
榘
桀
驁
不
馴
，
率
性
自
由
，
從
不
輕
易
服
從
，
對
絕
大
多
數
國
人
早
已
認
為
是
天
經
地
義
的
人
身
依

附
關
係
，
有
一
種
本
能
的
抗
拒
。
難
怪
西
北
軍
人
都
說
：
韓
復
榘
有
﹁
犯
上
﹂
的
毛
病
。

﹁
五
原
誓
師
﹂
之
後
，
在
馮
軍
上
層
出
現
一
個
由
﹁
權
臣
寵
吏
﹂
組
成
的
強
勢
利
益
集
團
，
他
們
一
亮
相

便
炙
手
可
熱
，
權
傾
朝
野
，
急
不
可
待
地
奪
取
豔
羨
已
久
的
兵
符
。
軍
中
老
將
紛
紛
落
馬
，
敢
怒
而
不
敢
言
。

韓
復
榘
偏
不
信
邪
，
一
味
嬉
笑
怒
罵
，
全
不
把
彼
輩
放
在
眼
裡
，
結
果
是
引
火
焚
身
，
成
了
眾
矢
之
的
，
傷
痕

累
累
。曾

經
在
北
伐
時
期
擔
任
過
韓
復
榘
的
作
戰
參
謀
，
後
來
在
臺
灣
出
任
防
空
炮
兵
司
令
的
空
軍
中
將
傅
瑞

瑗
，
於
一
九
八
○
年
代
說
過
這
樣
的
話
：
﹁
韓
先
生
這
個
人
什
麼
都
好
，
就
是
不
能
受
一
點
氣
，
不
能
忍
，
太

容
易
衝
動
，
﹃
小
不
忍
，
則
亂
大
謀
﹄
，
最
終
落
一
個
悲
劇
性
的
結
局
。
﹂

韓
復
榘
是
個
驕
傲
的
人
，
他
自
尊
、
自
信
、
自
負
。
一
九
二
六
年
馮
玉
祥
從
蘇
俄
回
國
，
舉
行
﹁
五
原
誓

師
﹂
。
已
接
受
晉
軍
收
編
的
石
友
三
主
動
跑
去
見
馮
，
跪
地
大
哭
。
同
樣
是
受
晉
軍
收
編
的
韓
復
榘
，
雖
然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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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
心
似
箭
，
卻
不
動
聲
色
。
馮
對
韓
的
秉
性
瞭
若
指
掌
，
不
顧
張
之
江
勸
阻
，
親
自
來
到
包
頭
，
一
個
電
話
就

把
韓
叫
回
來
了
。
多
年
之
後
，
馮
仍
為
此
很
是
得
意
。

北
伐
期
間
，
蘭
封
大
戰
前
夕
，
馮
玉
祥
為
確
定
前
敵
總
指
揮
人
選
而
舉
棋
不
定
。
他
意
屬
孫
良
誠
，
又
怕

韓
復
榘
不
服
氣
，
於
是
把
韓
叫
到
面
前
，
試
探
著
問
：
﹁
你
到
前
方
去
，
是
願
意
聽
孫
良
誠
指
揮
，
還
是
叫
孫

良
誠
聽
你
的
？
﹂
韓
不
假
思
索
，
脫
口
而
出
：
﹁
我
聽
孫
少
雲
的
！
﹂
馮
大
樂
。
韓
雖
傲
氣
十
足
，
對
袍
澤
還

是
有
情
有
義
的
。

一
九
三
七
年
八
月
中
旬
，
第
三
集
團
軍
副
總
司
令
兼
五
十
一
軍
軍
長
于
學
忠
偕
參
謀
處
長
韓
世
儒
到
濟

南
，
與
時
任
第
三
集
團
軍
總
司
令
的
韓
復
榘
討
論
膠
東
半
島
沿
海
布
防
問
題
。
于
對
韓
軍
部
署
有
異
議
，
韓

世
儒
對
韓
復
榘
說
：
﹁
敵
人
如
由
高
密
附
近
登
陸
，
可
以
繞
到
我
軍
背
後
，
腹
背
受
敵
，
無
法
作
戰
，
還
可

能
截
斷
我
軍
後
路
。
﹂
韓
復
榘
問
：
﹁
你
想
怎
麼
辦
好
呢
？
﹂ 

韓
世
儒
建
議
在
諸
城
附
近
山
地
構
築
防
禦
陣

地
。
韓
復
榘
說
：
﹁
你
在
諸
城
附
近
面
向
東
方
阻
敵
西
進
，
敵
人
如
由
日
照
附
近
登
陸
，
還
不
是
打
你
的
屁
股

嗎
？
﹂
韓
世
儒
說
，
任
何
地
方
都
有
背
後
。
韓
沉
思
片
刻
不
語
，
轉
身
而
去
。
事
後
，
韓
復
榘
的
參
謀
長
劉
書

香
對
韓
世
儒
說
：
﹁
你
的
膽
子
可
真
大
呀
。
﹂ 

﹁
這
個
部
署
是
韓
親
自
決
定
的
。
韓
的
脾
氣
是
，
他
說
的
話
，

任
何
人
不
能
駁
回
，
如
有
人
駁
回
，
當
時
就
給
個
下
不
了
臺
，
甚
至
撤
差
。
所
以
我
們
這
裡
任
何
人
都
不
敢
駁

他
。
今
天
沒
有
對
你
發
脾
氣
，
真
是
萬
分
的
客
氣
，
當
時
我
真
是
替
你
捏
著
一
把
汗
。
﹂
︵
註
一
六
︶

︵
註
一
六
︶ 

韓
世
儒
：
︿
與
韓
復
榘
的
一
次
接
觸
﹀
，
︽
一
代
梟
雄
韓
復
榘
︾
，
第
二
百
四
十
一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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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
復
榘
是
名
優
秀
的
軍
人
，
帶
兵
打
仗
是
他
的
天
職
。
他
的
悲
劇
在
於
他
沒
有
把
握
好
自
己
的
角
色
：
他

不
知
道
自
己
適
合
做
什
麼
，
不
適
合
做
什
麼
；
不
知
道
應
該
在
誰
面
前
謙
卑
，
在
誰
面
前
高
傲
； 

不
知
道
在

什
麼
時
候
謙
卑
，
什
麼
時
候
高
傲
。

韓
復
榘
崇
尚
本
色
，
厭
惡
矯
情
。

韓
復
榘
始
終
堅
持
在
第
三
路
軍
中
繼
承
老
西
北
軍
優
良
傳
統
，
但
也
不
是
全
盤
照
搬
。
當
年
橫
七
豎
八
縫

在
西
北
軍
軍
裝
上
的
那
些
寫
著
各
式
標
語
口
號
︵
如
﹁
我
們
為
取
消
一
切
不
平
等
條
約
誓
死
拚
命
﹂
、 

﹁
一

彈
當
作
全
軍
團
體
性
命
看
﹂
、
﹁
軍
隊
須
是
民
眾
武
力
﹂
等
︶
的
小
布
條
兒
，
統
統
被
韓
廢
棄
。

一
九
三
三
年
十
月
，
蔣
介
石
對
江
西
紅
軍
發
動
第
五
次
圍
剿
，
韓
復
榘
奉
蔣
命
派
李
漢
章
師
前
往
江
西
。

半
年
後
，
李
班
師
回
魯
，
韓
在
省
府
當
著
許
多
人
的
面
，
詢
問
李
在
南
方
軍
隊
︵
蔣
軍
︶
中
有
何
見
聞
。
李
回

答
：
﹁
現
在
的
南
方
軍
隊
，
只
要
提
到
蔣
委
員
長
，
在
場
官
兵
都
要
立
正
。
﹂
韓
回
過
頭
來
，
問
參
謀
處
的
人
：

﹁
這
在
︽
步
兵
操
典
︾
上
有
嗎
？
在
︽
勤
務
令
︾
上
有
嗎
？
要
是
當
兵
的
一
聽
到
長
官
就
立
正
，
那
﹃
老
總
﹄

們
一
天
到
晚
光
立
正
就
沒
完
了
，
還
幹
正
事
不
幹
？
﹂
︵
註
一
七
︶

一
九
三
六
年
，
韓
復
榘
巡
視
泰
安
縣
，
召
集
學
生
講
話
。
講
話
前
要
向
孫
中
山
像
敬
禮
、
唱
黨
歌
等
如
儀
。

當
時
司
儀
為
縣
長
周
百
鍠
，
唱
歌
時
為
表
示
積
極
，
便
站
在
大
家
面
前
打
起
拍
子
來
。
韓
當
即
說
了
一
聲
：

︵
註
一
七
︶ 

傅
瑞
瑗
：
︿
韓
復
榘
舊
事
﹀
，
︽
縱
橫
︾
，
一
九
九
一
年
，
第
四
十
四
期
，
第
四
十
頁
。



（下） 966

﹁
停
！
﹂
毫
不
客
氣
地
指
出
，
此
時
無
須
打
拍
子
，
命
周
縣
長
也
入
列
肅
立
唱
歌
。
︵
註
一
八
︶

周
是
西
北
軍
老
人
，

五
原
誓
師
期
間
調
馬
鴻
逵
軍
，
後
隨
馬
參
加
甘
棠
東
進
，
中
原
大
戰
結
束
後
隨
軍
駐
山
東
泰
安
。
韓
推
薦
周
任

泰
安
縣
縣
長
，
馬
率
部
去
寧
夏
後
，
周
仍
留
任
縣
長
。

韓
復
榘
並
不
嗜
賭
，
私
生
活
也
是
嚴
肅
的
。

仍
是
前
面
提
到
的
那
位
黎
重
光
，
他
還
憶
及
韓
復
榘
另
外
一
件
事
：
﹁
韓
復
榘
自
命
不
擾
民
，
他
屢
次
到

棗
莊
，
我
請
他
住
到
礦
場
，
他
總
是
不
肯
，
到
礦
場
參
觀
後
，
仍
住
在
車
上
。
一
九
三
六
年
他
又
到
棗
莊
，
我

因
有
事
，
沒
有
立
刻
去
迎
接
。
駐
礦
辦
事
委
員
申
殿
元
先
往
見
他
，
申
對
他
說
：
﹃
請
主
席
住
到
礦
內
東
樓
，

那
裡
很
方
便
，
叫
條
子
和
打
牌
都
可
以
。
﹄
韓
大
怒
。
我
隨
後
趕
到
，
他
對
我
說
：
﹃
申
殿
元
是
什
麼
東
西
！

侮
辱
我
。
把
我
當
什
麼
人
？
﹄
我
說
：
﹃
從
前
許
多
大
官
都
來
過
，
叫
條
子
和
打
牌
是
常
事
。
主
席
怎
麼
能
和

他
們
比
，
申
殿
元
無
知
，
請
息
怒
。
﹄
他
仍
忿
忿
不
平
。
中
興
總
公
司
認
為
此
事
開
罪
於
韓
，
對
礦
不
利
，
叫

申
自
動
辭
職
了
。
﹂ 

︵
註
一
九
︶

韓
復
榘
與
青
島
市
長
、
海
軍
第
三
艦
隊
司
令
沈
鴻
烈
私
交
甚
篤
，
韓
每
次
去
青
島
，
沈
必
盛
情
招
待
。
韓

歿
後
，
沈
接
任
山
東
省
政
府
主
席
。
一
次
，
沈
向
何
思
源
談
起
韓
當
年
去
青
島
的
往
事
，
說
：
﹁
韓
先
生
這
個

人
真
奇
怪
。
你
說
他
好
賭
麼
，
他
只
打
打
麻
將
，
而
且
打
上
四
圈
就
讓
給
別
人
；
你
說
他
好
嫖
麼
，
他
常
常
睡

︵
註
一
八
︶ 

徐
北
文
：
︿
韓
復
榘
與
高
步
贏
﹀
，
︽
山
左
鴻
爪
︾
，
第
八
十
五
頁
。

︵
註
一
九
︶ 

黎
重
光
：
︿
中
興
煤
礦
與
山
東
省
府
的
周
旋
應
酬
﹀
，︽
一
代
梟
雄
韓
復
榘
︾
，
第
一
百
○
一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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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
鋪
。
﹂
自
以
為
對
韓
的
脾
氣
秉
性
相
當
熟
悉
的
沈
，
仍
百
思
不
得
其
解
。
︵
註
二
〇
︶

社
會
上
流
傳
有
關
韓
復
榘
的
種
種
緋
聞
趣
事
，
均
出
自
酒
欄
茶
肆
及
﹁
地
攤
文
學
﹂
，
意
在
迎
合
低
級
趣

味
或
賺
錢
牟
利
，
不
足
與
辯
，
亦
不
足
與
考
，
當
不
在
本
書
討
論
之
列
。
至
於
說
到
韓
有
兩
位
如
夫
人
，
在
他

所
生
活
的
那
個
年
代
，
納
妾
作
為
一
種
社
會
陋
俗
，
具
有
一
定
的
普
遍
性
。
這
種
現
象
的
存
在
，
是
當
時
中
國

社
會
的
政
治
、
經
濟
、
文
化
、
傳
統
等
諸
多
因
素
造
成
的
，
不
能
完
全
以
此
判
定
某
個
人
的
道
德
水
準
。
隨
著

社
會
文
明
的
進
步
，
納
妾
這
種
社
會
陋
俗
已
經
徹
底
被
人
們
擯
棄
。

韓
復
榘
酷
愛
多
種
運
動
，
除
騎
馬
外
，
還
喜
歡
游
泳
、
踢
足
球
和
打
籃
球
。
韓
的
家
鄉
雖
在
北
方
，
但
距

白
洋
澱
很
近
，
河
流
縱
橫
，
他
出
生
的
台
山
村
就
四
面
環
水
，
猶
如
孤
島
，
出
門
就
要
乘
船
。
韓
自
幼
生
活
在

這
樣
的
環
境
裡
，
游
泳
自
然
不
在
話
下
。
韓
從
軍
後
曾
暢
遊
沅
江
，
橫
渡
長
江
，
就
任
山
東
省
政
府
主
席
後
，

在
濟
南
﹁
進
德
會
﹂
建
成
華
北
第
一
個
室
內
游
泳
池
。
韓
從
當
連
長
起
就
學
會
踢
足
球
、
打
籃
球
，
即
使
成
為

省
主
席
後
，
仍
不
能
忘
情
球
場
。

韓
復
榘
打
牌
，
但
不
上
癮
，
有
時
為
消
遣
，
有
時
是
應
酬
，
一
般
打
完
四
圈
﹁
衛
生
麻
將
﹂
，
故
意
輸
點

錢
，
就
找
藉
口
匆
匆
離
開
牌
桌
。
︵
註
二
一
︶

韓
復
榘
愛
喝
酒
，
尤
其
愛
喝
家
鄉
釀
造
的
﹁
老
白
乾
﹂
。
韓
平
時
住
在
辦
公
室
，
有
時
來
東
大
樓
過
夜
。

︵
註
二
〇
︶ 

何
理
路
：
︿
韓
復
榘
在
山
東
﹀
，
︽
縱
橫
︾
，
第
四
十
九
期
，
第
四
十
三
頁
。

︵
註
二
一
︶ 

韓
子
華
：
︿
記
先
父
韓
復
榘
先
生
﹀
，
︽
傳
記
文
學
︾
，
第
六
十
一
卷
，
第
三
期
，
第
六
十
二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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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要
聽
到
樓
下
門
口
站
崗
的
衛
兵
雷
鳴
般
吼
聲
：
﹁
立
正
，
敬
禮
！
﹂
，
韓
夫
人
就
將
韓
迎
到
二
樓
大
客
廳
，

二
人
隔
著
寫
字
臺
對
坐
吸
紙
菸
，
談
家
常
。
少
頃
，
有
僕
役
端
上
酒
菜
，
韓
慢
慢
自
酌
自
飲
，
下
酒
菜
永
遠
是

兩
小
碟
，
一
是
香
椿
炒
雞
蛋
，
一
是
小
蔥
拌
豆
腐
。
韓
酒
量
極
大
，
每
次
飲
半
斤
白
酒
毫
無
醉
意
，
但
也
僅
以

此
為
度
，
從
不
酗
酒
、
醉
酒
。
酒
宴
時
如
有
人
起
哄
、
鬧
酒
，
他
就
佯
醉
以
脫
身
。
︵
註
二
二
︶

韓
復
榘
的
菸
癮
很
大
，
而
且
只
吸
軟
裝
大
號
﹁
哈
德
門
﹂
牌
紙
菸
，
當
時
這
是
一
種
很
大
眾
化
的
菸
，
有

錢
人
一
般
都
吸
罐
裝
綠
﹁
炮
臺
﹂
。
韓
吸
這
種
菸
也
未
必
是
出
於
節
約
，
可
能
是
他
在
長
期
艱
苦
的
軍
旅
生
活

中
養
成
的
習
慣
。
他
持
菸
的
手
勢
很
有
特
點
：
用
右
手
拇
指
和
食
指
捏
住
紙
菸
，
並
使
菸
頭
向
上
翹
著
，
如
此

看
上
去
似
乎
有
些
笨
拙
、
土
氣
，
其
實
是
為
不
使
菸
燻
了
手
指
。
原
來
在
西
北
軍
是
嚴
禁
吸
菸
的
，
馮
玉
祥
經

常
檢
查
官
兵
手
指
，
若
發
現
有
菸
燻
黃
的
痕
跡
，
輕
則
罰
跪
，
重
則
打
軍
棍
。
韓
日
久
成
習
，
難
以
改
掉
了
。

韓
復
榘
對
兒
女
之
教
育
有
其
獨
特
的
方
式
。
韓
不
讓
兒
女
上
小
學
，
而
是
由
他
聘
請
家
庭
教
師
在
家
裡
教

兒
女
讀
書
，
等
兒
女
到
了
上
中
學
的
年
齡
，
才
允
許
去
上
中
學
。

韓
復
榘
為
兒
女
聘
請
四
位
家
庭
教
師
。
一
位
是
從
北
京
請
來
的
前
清
舉
人
，
姓
桂
名
保
，
字
燕
生
，
人
稱

桂
老
夫
子
，
是
位
旗
人
。
桂
教
四
書
五
經
，
全
是
舊
式
私
塾
的
教
法
，
略
事
串
講
之
後
，
就
責
令
學
生
熟
背
，

一
本
︽
上
論
語
︾
要
一
氣
背
出
。
桂
還
教
學
生
作
詩
，
先
是
對
對
子
，
然
後
就
是
熟
背
︽
千
家
詩
︾
及
︽
唐
詩

三
百
首
︾
，
他
不
教
作
詩
的
方
法
，
認
為
詩
背
多
了
，
自
然
就
會
作
詩
。

︵
註
二
二
︶ 

韓
子
華
：
︿
記
先
父
韓
復
榘
先
生
﹀
，
︽
傳
記
文
學
︾
，
第
六
十
一
卷
，
第
三
期
，
第
六
十
二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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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
復
榘
對
︽
左
傳
︾
很
感
興
趣
，
有
時
請
桂
老
夫
子
帶
著
學
生
到
其
辦
公
室
去
講
︽
左
傳
︾
，
他
在
一
邊

吸
著
紙
菸
當
﹁
旁
聽
﹂
。
這
時
桂
就
特
別
賣
力
，
按
照
﹁
朱
注
﹂
講
得
很
細
緻
。
韓
一
向
特
立
獨
行
，
常
對
﹁
朱

注
﹂
提
出
異
議
，
與
桂
探
討
。
桂
必
唯
唯
稱
是
，
但
從
眼
神
中
可
以
看
出
他
內
心
絕
不
苟
同
，
認
為
都
是
異
端

邪
說
。桂

老
夫
子
完
全
繼
承
了
旗
人
多
才
多
藝
的
生
活
情
趣
，
唱
崑
曲
、
下
圍
棋
、
鬥
蛐
蛐
、
養
蟈
蟈
，
無
一
不

精
。
他
還
經
常
為
學
生
講
︽
聊
齋
︾
、
︽
閱
微
草
堂
筆
記
︾
裡
的
故
事
，
繪
聲
繪
色
，
引
人
入
勝
，
講
到
興
奮
處
，

鬚
髮
皆
張
，
忘
乎
所
以
。 

現
代
語
文
教
師
由
秘
書
王
一
箴
擔
任
。
王
畢
業
於
師
範
學
堂
，
卻
很
迷
信
﹁
戒
尺
﹂
，
學
習
不
好
就
打
學

生
手
心
。
王
還
教
學
生
寫
毛
筆
字
及
圖
畫
。
縣
衙
﹁
帖
寫
﹂
及
軍
隊
﹁
司
書
生
﹂
出
身
的
韓
復
榘
，
對
兒
女
寫

字
抓
得
很
緊
，
親
自
布
置
作
業
，
規
定
每
天
必
須
寫
多
少
篇
大
楷
和
若
干
小
楷
，
雖
公
務
繁
忙
，
仍
不
忘
檢
查
。

首
先
查
數
量
，
完
不
成
就
罰
跪
，
三
子
貪
玩
，
罰
跪
次
數
最
多
。
一
日
，
次
子
寫
﹁
遠
﹂
字
，
上
下
都
寫
成
捺
形
，

受
到
韓
的
痛
斥
：
﹁
你
們
老
師
怎
麼
教
的
！
一
個
字
不
能
寫
兩
個
捺
，
都
沒
給
你
們
說
過
嗎
？
﹂

英
語
教
師
由
韓
復
榘
的
英
文
秘
書
兼
翻
譯
陸
鼎
吉
擔
任
。
陸
父
乃
山
東
赫
赫
有
名
的
﹁
陸
探
花
﹂
，
家
學

淵
源
頗
深
，
本
人
又
留
學
美
國
多
年
，
學
貫
中
西
，
難
免
恃
才
傲
物
。
山
東
省
府
秘
書
處
有
位
曹
秘
書
，
學
識

好
，
資
歷
深
，
又
是
位
長
者
，
韓
復
榘
對
老
先
生
十
分
尊
重
，
破
例
准
他
可
以
不
參
加
朝
會
，
還
允
許
乘
人
力

車
進
省
府
上
班
。
陸
每
有
詩
作
常
向
曹
請
教
；
曹
也
老
實
不
客
氣
，
拿
過
詩
來
，
信
手
加
減
，
往
往
將
陸
作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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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面
目
皆
非
，
陸
漸
不
悅
。
一
日
，
陸
又
當
眾
奉
上
一
詩
，
請
曹
斧
正
。
曹
又
依
例
徹
底
修
理
一
番
。
良
久
，

陸
方
緩
緩
道
來
：
﹁
曹
老
，
不
瞞
您
說
，
這
可
是
杜
工
部
的
詩
！
﹂
滿
堂
哄
然
大
笑
。
從
此
兩
人
再
不
說
話
，

視
同
路
人
。
曹
嗣
後
在
天
津
師
範
學
院
擔
任
史
學
教
授
。

韓
復
榘
的
私
人
武
術
教
練
于
化
行
擔
任
武
術
教
師
。
于
教
學
生
太
極
拳
、
行
意
拳
及
八
卦
拳
，
也
教
授
刀
、

劍
、
槍
、
棍
等
兵
器
。
於
擅
長
教
﹁
打
散
劍
﹂
，
即
令
兩
名
學
生
各
執
一
把
木
劍
，
相
互
隨
意
擊
打
，
但
只
准

觸
及
對
方
手
部
，
儘
管
事
先
戴
上
厚
手
套
防
護
，
手
還
是
常
被
打
得
紅
腫
。
︵
註
二
三
︶

于
化
行
，
直
隸
望
都
人
，
清
末
民
初
武
術
大
家
、
孫
氏
太
極
拳
傳
世
創
始
人
孫
祿
堂
的
第
子
，
孫
氏
太
極

拳
第
二
代
傳
人
。
在
山
東
省
國
術
館
︵
館
長
韓
復
榘
、
副
館
長
竇
來
庚
︶
任
教
務
員
。
一
九
三
五
年
撰
寫
並
出

版
︽
武
當
真
傳
太
極
拳
全
書
︾
，
韓
為
該
書
題
寫
書
名
並
作
序
。

韓
復
榘
的
兒
女
都
在
濟
南
齊
魯
中
學
上
學
，
那
是
一
所
私
立
教
會
學
校
。
韓
的
長
子
學
習
成
績
很
好
，
全

省
初
中
會
考
名
列
第
一
，
上
高
中
時
他
想
考
省
立
一
中
，
因
為
該
校
是
全
省
最
好
的
學
校
。
但
韓
堅
決
不
准
，

說
那
是
國
立
學
校
，
主
席
的
孩
子
去
那
裡
念
書
，
別
人
會
說
閒
話
。
韓
長
子
為
此
大
哭
一
場
，
最
後
還
是
在
齊

魯
中
學
上
高
中
。
︵
註
二
四
︶

韓
復
榘
在
生
活
上
對
兒
女
管
得
很
嚴
：
衣
服
是
黑
布
制
服
，
黑
布
馬
褲
，
膝
蓋
部
位
還
要
先
打
好
補
丁
，

︵
註
二
三
︶ 

韓
子
華
：
︿
記
先
父
韓
復
榘
先
生
﹀
，
︽
傳
記
文
學
︾
，
第
六
十
一
卷
，
第
三
期
，
第
六
十
四
頁
。

︵
註
二
四
︶ 

王
雨
林
：
︽
憶
韓
復
榘
二
三
事
︾
，
第
六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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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防
以
後
磨
破
；
鞋
是
黑
布
鞋
，
為
了
結
實
，
前
邊
還
有
皮
包
頭
；
新
襪
子
必
須
先
補
上
襪
底
才
能
穿
。
韓
吸

菸
時
，
不
許
兒
女
為
他
劃
火
柴
；
喝
酒
時
不
准
兒
女
為
他
斟
酒
；
打
牌
時
非
但
不
允
許
兒
女
在
旁
邊
觀
看
，
即

使
路
過
牌
桌
，
也
要
目
不
斜
視
，
快
步
通
過
，
否
則
必
遭
呵
斥
。
韓
認
為
這
些
都
是
﹁
壞
毛
病
﹂
，
孩
子
們
不

但
不
能
學
，
連
看
都
不
應
該
看
。
︵
註
二
五
︶

韓
復
榘
從
不
打
罵
兒
女
，
但
平
時
過
於
嚴
肅
，
兒
女
都
有
點
怕
他
。
但
偶
爾
碰
上
他
高
興
，
再
喝
點
酒
，

便
以
檢
查
功
課
為
名
，
把
孩
子
們
叫
去
閒
聊
，
這
時
他
往
往
很
和
藹
，
也
很
﹁
民
主
﹂
。
一
次
，
韓
的
長
子
問

他
世
界
上
最
欽
佩
誰
？
韓
想
了
想
，
說
：
﹁
英
國
的
愛
德
華
八
世
就
很
了
不
起
。
﹂
兒
女
們
沒
想
到
，
那
位
不

愛
江
山
愛
美
人
的
異
國
君
主
，
竟
是
父
親
心
目
中
的
英
雄
！
又
一
次
，
韓
與
兒
女
們
討
論
中
國
名
人
誰
的
名
字

起
得
最
好
。
兒
女
們
七
嘴
八
舌
，
說
了
一
大
堆
名
字
，
韓
都
不
以
為
然
。
兒
女
們
請
他
說
一
個
好
名
字
。
韓
說
：

﹁
我
看
﹃
徐
向
前
﹄
這
個
名
字
就
起
得
不
錯
。
走
得
慢
，
卻
不
停
向
前
走
，
這
個
世
界
上
還
有
什
麼
事
辦
不
成

呢
？
﹂韓

復
榘
主
魯
七
年
有
餘
，
得
罪
了
一
些
人
，
而
若
輩
偏
偏
又
是
掌
握
了
話
語
權
的
人
，
於
是
由
他
們
炮
製
、

散
布
的
關
於
韓
的
種
種
笑
話
便
不
脛
而
走
，
滿
天
飛
。

梁
漱
溟
說
：
﹁
對
於
民
間
流
傳
的
關
於
韓
復
榘
的
種
種
笑
話
，
不
只
是
我
，
如
韓
的
老
友
張
鈁
︵
原

國
民
黨
政
府
軍
事
參
議
院
副
院
長
︶
、
聞
承
烈
︵
馮
玉
祥
軍
隊
的
兵
站
總
監
︶
等
，
都
認
為
許
多
不
合
事

︵
註
二
五
︶ 

韓
子
華
：
︿
記
先
父
韓
復
榘
先
生
﹀
，
︽
傳
記
文
學
︾
，
第
六
十
一
卷
，
第
三
期
，
第
六
十
四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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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
﹂
︵
註
二
六
︶

對
這
種
現
象
， 

北
京
大
學
教
授
孔
慶
東
有
其
獨
特
的
解
釋
：
﹁
民
間
有
很
多
韓
復
榘
不
學
無
術
的
笑
話
，

孔
老
師
也
會
講
七
八
個
。
但
實
際
上
，
韓
復
榘
的
文
化
水
準
很
高
，
熟
讀
四
書
五
經
，
在
縣
衙
和
部
隊
裡
都
當

過
﹃
司
書
﹄
，
是
以
文
武
雙
全
的
本
事
當
上
一
員
大
將
的
。
傳
說
中
他
那
些
愚
蠢
的
搞
笑
之
舉
，
孔
老
師
認
為

一
部
分
是
民
間
文
學
的
﹃
集
合
﹄
作
用
，
將
發
生
在
多
人
身
上
的
事
集
中
到
一
個
人
身
上
，
造
成
﹃
典
型
﹄
效

果
；
另
一
部
分
則
可
能
是
韓
復
榘
裝
傻
充
愣
，
其
中
又
可
分
為
幽
默
調
侃
和
憤
世
嫉
俗
兩
種
。
比
如
，
蔣
介
石

推
行
﹃
新
生
活
運
動
﹄
，
強
令
國
民
上
街
一
律
﹃
右
側
通
行
﹄
。
韓
復
榘
說
在
：
﹃
蔣
委
員
長
腦
袋
瓜
子
進
水

啦
？
讓
人
走
道
都
靠
右
邊
走
，
那
他
的
左
邊
讓
誰
走
哪
？
那
馬
路
不
浪
費
一
半
了
嗎
？
﹄
一
個
省
主
席
是
斷
不

會
弱
智
到
這
種
地
步
的
。
韓
復
榘
假
如
確
實
說
過
此
話
，
那
就
是
故
意
裝
傻
充
愣
，
來
反
對
蔣
介
石
不
得
人
心

的
﹃
新
生
活
運
動
﹄
。
而
梁
漱
溟
搞
的
教
育
實
驗
，
韓
復
榘
就
不
但
支
持
，
而
且
親
自
考
察
。
韓
復
榘
個
性
倔

強
，
又
佯
狂
傲
物
，
所
以
馮
玉
祥
、
蔣
介
石
都
很
討
厭
他
。
馮
玉
祥
打
過
他
一
個
耳
光
；
老
蔣
則
終
於
尋
了
個

﹃
不
戰
而
逃
﹄
的
罪
名
把
韓
復
榘
給
誘
殺
了
。
﹂
︵
註
二
七
︶

一
九
九
三
年
夏
，
多
年
從
事
編
輯
工
作
的
吳
空
︵
國
務
院
參
事
室
副
主
任
兼
中
央
文
史
研
究
館
副
館
長
，

中
國
孔
子
基
金
會
擔
任
理
事
︶
去
看
望
谷
牧
︵
原
國
務
委
員
，
國
務
院
副
總
理
，
全
國
政
協
副
主
席
︶
，
並
贈

︵
註
二
六
︶ 

汪
東
林
；
︿
訪
梁
漱
溟
問
答
錄
︵
五
︶
﹀
，︽
人
物
︾
，
一
九
八
六
年
，
第
六
期
，
第
五
十
頁
。

︵
註
二
七
︶ 

孔
慶
東
：
︿
向
梁
漱
溟
先
生
學
習
﹀
，
︽
評
醒
論
客
︾
，
第
三
十
一
期
，
二
○
○
九
年
三
月
四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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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送
一
套
︽
全
國
文
史
筆
記
叢
書
︾
。
谷
看
了
很
高
興
，
他
說
我
們
這
些
人
讀
過
四
書
五
經
，
看
過
二
十
四
史
，

到
老
來
看
看
這
些
東
西
也
有
趣
。
吳
說
這
叢
書
史
料
豐
富
，
文
章
簡
短
易
讀
。
還
說
編
書
過
程
中
也
糾
正
了
一

些
謬
誤
流
傳
，
例
如
韓
復
榘
就
不
是
傳
說
中
的
草
包
。
谷
牧
是
山
東
人
，
知
道
這
些
事
，
便
說
：
韓
復
榘
不
簡

單
啊
，
他
治
理
山
東
，
興
辦
教
育
，
確
實
做
了
些
好
事
。
︵
註
二
八
︶

毋
庸
諱
言
，
韓
復
榘
是
民
國
史
上
最
有
爭
議
的
人
物
之
一
，
而
民
間
關
於
他
的
笑
話
仍
廣
為
流
傳
，
某
些

文
章
、
著
作
也
以
訛
傳
訛
，
樂
此
不
疲
，
甚
至
胡
編
亂
造
到
不
可
理
喻
，
以
致
其
人
本
來
面
目
和
真
實
性
格
卻

被
蒙
上
一
層
厚
厚
的
塵
埃
和
迷
霧
。
究
其
原
委
，
乃
是
長
期
流
行
於
世
的
﹁
二
元
思
維
定
式
﹂
使
然
，
非
好
即

壞
，
非
善
即
惡
，
非
美
即
醜
；
不
是
百
分
之
百
的
正
確
，
便
是
百
分
之
百
的
錯
誤
。
縱
觀
世
間
萬
物
，
人
最
複

雜
。
論
及
一
人
，
總
須
持
平
，
愛
而
知
其
惡
，
惡
而
知
其
美
，
沒
有
實
事
求
是
之
心
，
是
難
以
做
到
持
平
之
論

的
。

︵
註
二
八
︶ 

吳
空
：
︽
回
憶
谷
牧
同
志
︾
，
山
西
新
聞
網
︽
山
西
法
制
報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