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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憶
慰
堂
先
生
未
完
成
的
課
程        

前
言慰

堂
師
一
生
不
僅
貢
獻
於
我
國
圖
書
文
物
的
維
修
與
發
揚
，
他
擔
任
中
央
圖
書
館
館
長
三
十
四
年
，
擔
任
故

宮
博
物
院
院
長
十
八
年
，
擁
有
中
央
研
究
院
院
士
、
國
策
顧
問
的
榮
銜
，
他
的
事
功
顯
赫
；
此
外
，
他
利
用
公
餘

之
暇
從
事
學
術
研
究
，
他
也
是
一
位
誨
人
不
倦
的
老
師
。
想
起
慰
堂
師
多
年
前
，
以
他
九
十
二
高
齡
，
仍
在
國
立

中
央
圖
書
館
文
教
區
四
二
一
室
，
講
授
「
目
錄
學
專
題
講
座
」─

國
立
中
央
圖
書
館
館
藏
圖
書
源
流
及
相
關
版
本

目
錄
。
追
憶
當
時
情
景
，
歷
歷
如
新
，
句
句
成
理
，
願
記
載
下
來
，
隨
時
參
考
，
將
會
有
更
多
人
受
益
。

培
育
後
進
樂
此
不
疲   

中
國
圖
書
館
事
業
發
展
較
晚
，
缺
乏
人
才
，
亟
待
培
養
，
他
熱
心
於
人
才
的
培
育
，
他
也
常
說
：
「
先
父
以

教
讀
為
生
。
」
也
引
以
為
榮
。
慰
堂
師
擔
任
教
席
由
來
已
久
，
早
在
民
國
十
三
年
，
蔣
百
里
先
生
與
徐
志
摩
先
生

介
紹
慰
堂
師
在
北
京
清
華
學
校
擔
任
課
目
，
他
就
有
系
統
地
整
理
我
國
的
目
錄
學
。

民
國
三
十
三
年
秋
，
中
央
圖
書
館
已
遷
到
重
慶
大
後
方
，
慰
堂
師
應
沈
剛
伯
師
之
邀
聘
，
在
重
慶
沙
坪
壩
中

大
歷
史
系
兼
課
講
授
史
部
目
錄
學
。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四
月
，
奉
教
育
部
派
為
代
表
，
赴
巴
黎
出
席
聯
教
組
織
第
五

辜
瑞
蘭

屆
會
議
，
會
後
考
察
研
究
歷
時
半
載
。
到
了
香
港
，
大
陸
淪
陷
，
就
在
香
港
一
家
書
院
教
書
一
年
多
，
以
微
薄
的

鐘
點
費
維
生
。

民
國
四
十
年
初
，
沈
剛
伯
師
再
度
邀
聘
他
到
台
大
中
文
系
執
教
，
教
共
同
科
目
國
文
課
程
。

民
國
四
十
五
年
，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創
設
國
文
研
究
所
，
慰
堂
師
受
聘
該
所
教
授
目
錄
版
本
學
，
並
以
油
印
的

講
義
教
學
，
這
份
講
義
將
分
別
在
各
學
術
刊
物
中
刊
登
出
來
。
同
時
他
也
指
導
研
究
生
撰
寫
學
位
論
文
。

輔
仁
大
學
在
台
復
校
，
于
斌
主
教
聘
他
在
該
校
歷
史
系
教
授
宋
史
。
同
時
他
也
是
宋
史
座
談
會
二
十
餘
年
來

少
有
缺
席
的
會
員
，
後
來
他
也
在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史
學
研
究
所
講
授
宋
史
專
題
研
究
。

退
休
後
他
仍
孜
孜
不
倦
地
繼
續
學
術
研
究
，
並
決
定
在
中
央
圖
書
館
開
課
講
「
目
錄
學
專
題
講
座
」
。
若
非

有
誨
人
不
倦
之
精
神
，
怎
願
辛
苦
地
講
解
一
般
人
都
認
為
最
枯
燥
的
版
本
目
錄
學
呢
？

開
辦
目
錄
學
講
座
的
理
由

本
次
講
座
前
後
僅
三
個
月
（
民
國
七
十
八
年
三
月
二
日
至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
，
共
上
十
三
次
，
相
當
於
學
校

的
一
學
期
。
學
員
有
大
學
教
授
、
圖
書
館
員
和
研
究
生
，
每
次
上
課
人
數
不
等
，
多
者
四
十
人
，
少
時
十
七
人
。

慰
堂
師
在
第
九
次
上
課
時
，
特
別
說
明
為
什
麼
要
開
辦
這
次
講
座
，
歸
納
有
下
列
四
點
：

一
、
中
央
圖
書
館
藏
善
本
書
只
有
書
目
，
而
無
書
志
或
提
要
。
他
認
為
每
一
部
書
都
要
作
書
志
或
提
要
，
如

清
朝
編
︽
四
庫
全
書
︾
，
每
部
書
都
需
作
提
要
，
送
給
皇
帝
看
，
現
在
每
本
書
作
提
要
是
給
每
一
個
人
看
。

二
、
訓
練
一
班
專
門
目
錄
學
的
人
才
，
以
便
續
四
庫
提
要
。
他
計
畫
以
本
班
為
班
底
，
每
人
依
其
學
科
背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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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成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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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
寫
提
要
，
每
篇
不
超
過
一
千
字
，
由
慰
堂
師
自
已
指
導
版
本
，
蘇
瑩
輝
先
生
做
文
字
的
修
飾
。
可
惜
他
不
能
如

願
完
成
，
但
不
知
何
人
能
來
繼
續
這
份
工
作
。

三
、
大
批
重
要
善
本
書
都
是
他
親
自
經
手
買
來
的
，
對
這
批
書
有
感
情
，
印
象
最
深
刻
。
他
說
：
「
我
是
圖

書
館
館
長
，
這
些
書
不
能
不
瞭
解
。
」
他
將
依
照
國
立
中
央
圖
書
館
善
本
書
目
增
訂
本
經
史
子
集
順
序
，
一
本
一

本
的
講
，
每
星
期
講
二
十
部
，
兩
、
三
年
講
完
，
講
一
點
大
家
可
以
得
一
點
常
識
。
現
在
真
的
沒
有
一
個
人
能
比

他
更
瞭
解
這
批
善
本
書
。

四
、
慰
堂
師
說
學
術
是
一
種
公
器
，
應
講
實
話
。
大
陸
最
近
有
出
版
善
本
目
錄
，
表
示
大
陸
圖
書
館
也
開
始

做
事
，
我
們
也
該
在
善
本
書
方
面
做
些
事
。

進
修
版
本
目
錄
學
的
基
本
讀
物

 

慰
堂
師
說
，
研
究
目
錄
學
者
必
先
對
中
國
學
術
略
有
瞭
解
，
要
去
看
錢
穆
先
生
的
︽
國
學
概
論
︾
。
訓
練

目
錄
版
本
學
的
知
識
，
必
須
看
以
下
各
書
，
例
如
：
︽
四
庫
總
目
提
要
︾
、
︽
四
庫
全
書
簡
明
目
錄
標
註
︾
、
︽
經

義
考
︾
、
︽
文
獻
通
考
︾
、
︽
續
文
獻
通
考
︾
、
︽
皇
朝
文
獻
通
考
︾
︽
清
朝
續
文
獻
通
考
等
︾
；
私
家
藏
書
方

面
應
看
陸
心
源
︽
皕
宋
樓
藏
書
志
︾
、
︽
丁
丙
八
千
卷
樓
書
目
︾
、
楊
詔
和
︽
海
源
閣
書
目
︾
和
瞿
鏞
︽
鐵
琴
銅

劍
樓
藏
書
目
錄
︾
等
。
熟
上
述
舉
例
必
讀
之
書
目
，
大
可
增
進
目
錄
學
的
學
問
，
再
配
合
自
已
所
學
專
長
，
以
後

實
際
編
寫
提
要
才
能
得
心
應
手
。

講
座
進
行
的
方
式

這
次
講
座
共
講
十
三
次
，
每
次
兩
小
時
。
第
一
次
上
課
是
介
紹
慰
堂
師
自
己
的
生
平
與
搶
購
善
本
書
的
經

過
；
第
二
次
講
目
錄
學
的
定
義
，
功
能
與
版
本
的
特
性
；
第
三
次
至
十
三
次
是
一
部
一
部
書
的
介
紹
。
每
次
上
課

老
師
請
特
藏
組
廬
錦
堂
博
士
和
鄭
敦
仁
自
書
庫
中
提
出
當
天
要
講
的
善
本
書
，
供
大
家
傳
閱
比
較
，
認
識
每
本
書

不
同
的
版
本
特
色
。

每
部
書
則
按
劃
向
別
錄
編
目
的
體
例
內
容
介
紹
，
分
別
是
：

一
、
著
錄
書
名
與
篇
目
。

二
、
敘
述
讐
校
之
原
委
。

三
、
介
紹
著
者
之
生
平
與
思
想
。

四
、
說
明
書
名
之
涵
義
及
書
之
性
質
。

五
、
辨
別
書
之
真
偽
。

六
、
評
論
思
想
或
史
實
之
是
非
。

七
、
敘
述
學
術
源
流
。

八
、
判
定
書
之
價
值
。

要
對
每
一
部
書
做
到
以
上
八
點
，
實
在
不
是
一
件
容
易
或
可
速
成
的
事
。

追憶慰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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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經
的
書
、
易
經
的
學
問
與
應
用

從
︽
善
本
書
目
︾
第
一
頁
卷
一
︽
經
部
︾
之
「
易
類
」
講
起
，
三
個
月
來
主
要
是
講
「
易
」
的
書
與
學
問
。

慰
堂
師
先
講
書
，
再
講
學
問
，
但
是
大
家
對
易
經
的
瞭
解
太
少
，
我
請
老
師
先
講
學
問
，
所
以
在
最
後
一
次
上
課

時
對
易
經
做
了
簡
單
的
概
述
。
他
說
「
易
經
」
最
難
解
釋
，
歷
代
著
述
很
多
，
因
此
成
為
一
種
學
問
，
入
門
者
可

以
先
看
南
懷
瑾
等
撰
之
︽
周
易
今
註
今
釋
︾
。
他
說
，
每
個
時
代
有
不
同
的
講
法
，
一
切
學
問
都
可
以
與
其
發
生

關
係
，
易
經
深
奧
難
解
，
變
化
無
窮
，
可
有
三
種
講
法
：
一
、
簡
易
（
簡
單
化
）
；
二
、
變
易
（
變
化
無
窮
）
；

三
、
不
易
（
不
變
應
萬
變
）
。

他
說
易
學
各
朝
各
有
主
張
。
宋
人
對
漢
唐
的
注
疏
下
過
一
番
功
夫
，
能
辨
認
得
失
，
且
都
有
所
本
，
但
元
根

據
宋
人
之
說
法
，
其
言
差
矣
，
也
有
附
會
，
元
不
如
宋
。
明
朝
經
學
更
不
發
達
，
清
朝
之
經
學
則
大
放
異
彩
，
超

乎
唐
宋
，
直
迫
兩
漢
。
民
國
七
十
八
年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最
後
一
課
，
正
值
北
京
天
安
門
聚
集
爭
取
民
主
自
由
之
浪

潮
到
達
最
高
點
的
時
候
。
慰
堂
師
說
看
了
易
經
的
乾
卦
，
他
說
最
近
北
京
學
運
的
變
化
，
學
生
不
能
期
望
太
高
，

太
高
會
樂
極
生
悲
。
共
黨
調
軍
隊
來
控
制
，
學
生
不
是
敵
人
，
而
把
他
們
看
成
敵
人
，
勝
之
不
武
，
此
次
共
黨
動

武
，
使
全
世
界
的
中
國
人
變
成
共
黨
的
敵
人
。
那
天
距
離
「
六
四
」
天
安
門
事
件
還
有
十
天
，
老
師
已
從
易
經
推

算
出
將
發
生
的
事
了
。

往
事
只
能
追
憶

 

中
央
圖
書
館
館
藏
善
本
書
有
十
四
萬
冊
，
三
個
月
來
一
本
一
本
講
，
共
講
一
百
二
十
部
，
八
百
七
十
五
冊
。

若
照
此
進
度
，
需
十
三
年
才
能
講
得
完
，
多
漫
長
的
歲
月
。
慰
堂
師
原
計
畫
講
兩
、
三
年
，
誰
料
卻
縮
短
為
三
個

月
，
因
為
六
、
七
月
他
要
去
德
國
做
二
次
演
講
和
探
望
親
友
，
他
也
表
示
八
月
回
來
再
繼
續
。
可
惜
回
來
之
後
身

體
不
適
，
情
緒
不
穩
定
，
中
央
圖
書
館
也
沒
有
人
續
提
此
課
，
直
到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九
月
慰
堂
師
仙
逝
，
講
座
成

為
絕
響
。
我
們
這
批
學
生
原
本
希
望
在
老
師
的
指
導
下
，
慢
慢
進
入
此
一
領
域
，
如
今
希
望
成
空
。
蓋
世
事
多
變

化
，
又
有
誰
能
預
料
未
來
，
前
事
已
往
，
只
能
留
待
追
憶
。

（
本
文
原
載
於
︽
蔣
復
璁
先
生
百
歲
誕
辰
紀
念
文
集
︾
）	

辜
瑞
蘭
，
曾
擔
任
中
央
圖
書
館
採
訪
組
主
任
，
現
為
中
華
藝
風
書
畫
會
理
事
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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