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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你
印
象
中
，
孔
明
是
忠
心
耿
耿
的
老
臣
？
還
是

神
機
妙
算
的
軍
師
？
如
果
說
有
「
兩
個
孔
明
」
存
在
，

是
因
為
他
擅
長
分
身
術
？
還
是
有
其
他
原
因
？
讓
我

們
一
起
來
討
論
這
個
有
趣
的
問
題
。

王
溢
嘉

第
三
課

2929

兩
個
孔
明
的

文
化
玄
機

29

◆
◆

選
文
主
軸
與
課
綱
的
對
應

文
本
表
述

★

應
用
：
人
物
評
論
、
學
術
情
境
文
本
讀
寫

議
論
：
建
構
觀
點

文
化
內
涵

精
神
文
化
：
軍
師
原
型
的
崇
拜
文
化

議
題
融
入

閱
讀
素
養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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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

百
科
作
家
王
溢
嘉

●

出
身
：
寒
家
子
弟
，
勤
學
立
志

●

職
志
：
棄
醫
從
文
，
致
力
筆
耕

●

經
歷
：
健
康
世
界
總
編
輯
、
創
辦
野
鵝
出
版
社

●

作
品
特
色
：
跨
領
域
，
知
性
與
感
性
兼
具

●

著
作
：
新
編
古
典
今
看
、
賽
琪
小
姐
體
內
的
魔
鬼─

─

科
學
的
人
文
思
考

2

多媒體教學清單

作家動畫：王溢嘉

王溢嘉給年輕學子的建議

王溢嘉為何棄醫從文

林奕華另類解讀《三國》

課次式

引
起
動
機

●

影
像
三
國
：
播
放
三
國
預
告
影
片
，
帶
領
學
生
概
覽
三
國
重
要
人
事
。

︵
影
片
長
度
10
分
43
秒
︶

●
三
國
演
義
與
孔
明
：
複
習
國
中
所
學
，
關
於
三
國
演
義
與
孔
明
相
關
的

知
識
，
以
溫
故
知
新
。

1

課
文

●

兩
個
孔
明

的
真
相

3

歷
史

孔
明

文
化

孔
明

賢
相

儒
家
忠
誠
性
格
、
法
家
信
徒

謹
慎
、
執
法
公
正
、
堅
持
法
統

鞠
躬
盡
瘁
的
忠
臣

軍
師

道
家
形
象

神
機
妙
算
、
參
透
天
機

文
化
奇
想
下
的
悲
劇
英
雄

︵
三
國
志
︶

︵
三
國
演
義
︶

兩個孔明的文化玄機　備課地圖

陪
您
備
課

線
上
學
堂



3-2

延
伸
閱
讀

●

自
學
篇
目
︵
見
手
冊
A
冊
︶

羅
貫
中
博
望
坡
軍
師
初
用
兵
、
王
文
進
當
我

們
同
看
三
國
、
王
溢
嘉
美
麗
與
哀
愁
之
外
：

林
黛
玉
的
愛
情
、
疾
病
與
死
亡

●

加
深
加
廣
素
養
閱
讀

︹
學
術
情
境
︺
蔡
振
念
英
雄
與
英
雄
崇
拜

︹
生
活
情
境
︺
放
映
雞
一
招
破
解
所
有
套
路
！

解
構
所
有
劇
情
的
黃
金
公
式
？
英
雄
旅
程
理
論

︹
能
力
遷
移
︺
古
怡
青
從
歷
史
看
真
相
：
︽
三

國
演
義
︾
的
虛
與
實

6

文
化
常
識─

─

三
國
歷
史
與
演
義

●

三
國
志

5

作
者
：
陳
壽

體
裁
：
紀
傳
體
正
史

史
觀
：
以
魏
為
正
統

語
言
：
文
言

價
值
：
四
史
之
一

作
者
：
羅
貫
中

體
裁
：
章
回
小
說

史
觀
：
以
蜀
漢
為
正
統

語
言
：
淺
近
文
言

價
值
：
四
大
奇
書
之
一

●

三
國
演
義

篇
名
、
標
題
提
示
論
點

歷
史
與
文
化
對
照
鮮
明

科
學
與
人
文
跨
域
融
合

●

特
色

文
章
解
構

●

文
章
屬
性
：
文
化
評
論
、
議
論
文
本

●

結
構

●

議
論

三
要
素

4

文
化
奇
想
下
的
悲
劇
英
雄

﹁
知
其
不
可
而
為
之
﹂
的
英
雄

文
化
：
軍
師
原
型

歷
史
：
法
的
迷
戀
者

歷
史
：
謹
慎
人
格

緒
論
：
兩
個
孔
明

分
論

結
論

事
實
論
據
：
三
國
志
、
出
師
表
、
三
國
演
義
︙
︙

事
理
論
據
：
漢
民
族
集
體
潛
意
識
、
文
化
理
念
︙
︙

論
點
：
篇
名
標
舉
﹁
中
心
論
點
﹂

論
據

論
證

對
比
法
：
三
國
志
與
三
國
演
義
對
照

類
比
法
：
三
國
演
義
與
歷
來
開
國
演
義
小
說
對
照

例
證
法
：
舉
姜
子
牙
、
張
良
、
徐
茂
公
、
劉
伯
溫
︙
︙
說
明

演
繹
法
：
心
理
學
﹁
集
體
潛
意
識
﹂
↓
漢
民
族
的
原
型
人
物

↓
軍
師
原
型

歸
納
法
：
文
末
統
整
三
個
分
論
點
，
導
出
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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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解

我
們
相
信
，
是
因
為
美
好

奧
利
維
．
席
波
尼
︵O

livier Sibony

︶
教
授
是
「
行

為
經
濟
學
」
專
家
，
他
的
新
書
不
當
決
策
提
出
了
幾
個
有

趣
的
「
陷
阱
」
，
經
驗
豐
富
的
專
業
人
士
經
常
因
為
太
聰

明
、
太
專
業
而
落
入
陷
阱
，
例
如
有
人
宣
稱
能
在
飛
機
上

裝
置
特
殊
儀
器
，
便
能
偵
測
海
底
的
油
田
；
或
是
研
發
出

只
要
透
過
一
滴
血
，
便
能
檢
驗
出
身
體
潛
在
疾
病
的
神
奇

機
器
。
這
些
超
乎
一
般
人
常
識
的
騙
局
，「
飛
機
找
油
」

在
歐
洲
騙
倒
了
一
群
專
家
和
政
要
，
二
次
；
「
滴
血
探

病
」
則
在
美
國
吸
引
了
許
多
高
科
技
富
豪
搶
著
投
資
。
這

不
奇
怪
，
臺
灣
政
府
在
幾
年
前
也
被
一
個
號
稱
「
多
元
製

程
海
水
採
礦
」
的
德
國
人
詐
騙
成
功
，
貽
笑
國
際
。

人
心
是
一
個
非
常
有
趣
的
機
制
，
黑
天
鵝
效
應
︵The  

Black Swan

︶
的
作
者
納
西
姆
．
塔
雷
伯
︵N

assim
 Taleb

︶ 

曾
說
：
「
我
們
的
心
智
是
優
秀
的
解
釋
機
器
，
能
夠
從
幾

乎
所
有
事
物
裡
解
讀
意
義
，
能
夠
為
各
種
現
象
想
出
一
堆

解
釋
。
」
因
此
只
要
有
訊
息
傳
達
到
我
們
的
思
考
網
絡

中
，
我
們
便
會
忙
著
替
它
找
到
合
理
的
可
能
性
，
希
望
事

情
朝
向
自
己
喜
歡
或
期
待
的
方
向
去
發
展
。
如
果
一
架
飛

機
就
能
找
到
值
得
開
採
的
石
油
，
如
果
一
滴
血
就
能
讓
我

健
康
百
年
，
如
果
海
水
能
提
煉
出
稀
有
礦
物
而
創
造
幾

百
億
的
產
值
…
…
，
這
些
期
待
，
蒙
蔽
了
我
們
的
理
智
。

兩
個
孔
明
的
文
化
玄
機
一
文
所
提
出
的
思
考
，
很
近

於
行
為
經
濟
學
家
的
觀
察
。
每
一
個
文
化
都
有
它
的
嚮

往
、
期
待
與
夢
想
，
因
此
也
創
造
出
了
很
多
符
合
這
個
期

待
的
故
事
，
許
多
人
接
受
了
小
說
中
諸
葛
亮
仙
風
道
骨
、

神
機
妙
算
的
形
象
，
卻
也
感
嘆
他
時
運
不
濟
，
壯
志
未

酬
；
這
種
接
受
固
然
是
因
為
小
說
本
身
趣
味
性
高
，
具
有

更
貼
近
人
性
的
說
服
力
，
但
也
可
能
是
讀
者
將
自
己
投
射

於
歷
史
，
把
自
己
無
處
發
揮
的
滿
腔
抱
負
、
將
自
己
無
法

功
成
名
就
的
遺
憾
，
全
都
寄
託
於
諸
葛
亮
的
身
上
。

故
國
神
遊
，
悠
然
想
像
而
撫
事
慷
慨
是
感
性
的
，
我

們
的
心
智
會
圓
融
地
找
到
小
說
人
物
對
我
們
生
命
缺
憾
的

彌
補
，
但
過
度
陶
醉
其
中
，
似
乎
也
讓
理
性
暫
時
放
假
，

缺
乏
了
求
真
求
實
的
思
辨
態
度
。
因
此
本
文
或
可
提
醒
讀

者
，
很
多
的
線
索
就
在
眼
前
，
如
何
實
事
求
是
，
對
問
題

尋
求
合
理
的
解
答
，
並
發
現
問
題
背
後
的
複
雜
因
素
，
就

是
我
們
思
考
力
成
長
的
契
機
。

因
此
，
克
制
自
己
相
信
那
些
過
度
美
好
故
事
，
就
是

避
免
上
當
的
開
始
。
不
過
奧
利
維
．
席
波
尼
教
授
也
提
醒

讀
者
，
除
了
故
事
，
直
覺
、
自
信
、
慣
性
思
維
、
利
益
等

等
，
也
都
是
造
成
思
考
誤
判
的
原
因
，
這
一
課
實
實
在
在

告
訴
我
們
，
要
清
醒
地
活
著
，
真
是
不
容
易
啊
！

龍騰獨家選文

徐國能開講

徐
國
能
專
欄

可讓學生下載、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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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解

 

　
議
論
文
三
要
素―

―

論
點
、
論
據
、
論
證

1. 

論
點
：
議
論
文
有
許
多
寫
法
，
不
論
哪
一
種
寫
法
，﹁
論
點
﹂
都

是
文
章
的
靈
魂
。
所
謂
﹁
論
點
﹂
，
即
作
者
提
出
的
看
法
與
觀

點
，
必
須
判
斷
明
確
，
文
句
完
整
，
不
可
模
稜
兩
可
。
文
章
中

最
主
要
的
論
點
稱
為
﹁
中
心
論
點
﹂
，
是
對
議
論
主
題
的
最
主
要

思
想
觀
點
，﹁
中
心
論
點
﹂
會
搭
配
多
個
﹁
分
論
點
﹂
，
用
以
印

證
、
闡
述
，
使
﹁
中
心
論
點
﹂
更
具
說
服
力
。

2. 

論
據
：
當
作
者
提
出
論
點
時
，
要
進
一
步
說
服
讀
者
，
凸
顯
文

章
意
旨
，
就
必
須
舉
出
實
際
的
證
據
，
這
就
是
﹁
論
據
﹂
。
所
謂

﹁
論
據
﹂
主
要
分
二
類
：
一
為
提
出
史
實
、
新
聞
、
數
據
、
名
人

或
親
身
經
驗
等
事
實
來
說
明
論
點
，
屬
於
﹁
事
實
論
據
﹂
。
一
為

舉
出
名
言
、
警
句
、
定
理
、
文
化
思
想
等
來
說
明
論
點
，
使
立

論
更
具
權
威
性
，
屬
於
﹁
事
理
論
據
﹂
。

3. 

論
證
：
有
﹁
論
點
﹂
、﹁
論
據
﹂
，
也
有
﹁
論
證
﹂
，
方
能
成
就
一

篇
完
整
的
議
論
文
。
﹁
論
證
﹂
是
指
以
﹁
論
據
﹂
證
明
﹁
論
點
﹂

的
過
程
，
其
手
法
包
括
歸
納
法
、
演
繹
法
、
例
證
法
、
類
比

法
、
對
比
法
等
。

1 

歸
納
法
：
先
舉
出
一
些
例
子
，
再
歸
納
這
些
例
子
的
共
同
意

旨
，
作
為
文
章
的
中
心
論
點
。

2 

演
繹
法
：
根
據
一
個
已
經
論
證
的
原
理
，
舉
出
適
合
的
例

子
，
依
據
原
理
對
這
些
例
子
下
判
斷
，
從
而
推
出
結
論
。

3 

例
證
法
：
先
帶
出
中
心
論
點
，
然
後
羅
列
例
證
，
加
以
印
證
。

4 

類
比
法
：
透
過
兩
種
相
似
的
事
物
的
比
較
，
由
其
中
一
者
的

已
知
原
理
或
現
象
，
類
推
出
另
一
者
也
具
有
相
同
的
原
理
或

現
象
。

5 

對
比
法
：
把
兩
種
不
同
的
事
物
加
以
對
照
、
比
較
後
，
推
導

出
它
們
之
間
的
差
異
點
，
使
論
點
更
加
鮮
明
突
出
、
易
於
理

解
的
論
證
方
法
。

題
解
補
充    

議
論
文
三
要
素─

─

論
點
、
論
據
、
論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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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溢
嘉
的

人
文
天
地

王
溢
嘉

作 

者王
溢
嘉
出
身
貧
寒
，
幼
年
即
發
憤
苦
讀
，
立
志
成
為
學
識
廣
博
的
知
識
分

子
。
就
讀
臺
灣
大
學 

醫
學
系
時
，
勤
寫
文
章
投
稿
，
畢
業
後
放
棄
醫
生
職
務
，

以
筆
耕
的
方
式
服
務
社
會
大
眾
。
曾
任
健
康
世
界
月
刊
總
編
輯
，
創
辦
野
鵝
出
版

社
，
現
專
事
寫
作
。

王
溢
嘉
的
作
品
類
型
廣
泛
，
包
括
散
文
、
文
化
評
論
、
科
學
論
述
等
，
也
翻

譯
引
介
科
學
新
知
。
他
的
文
筆
兼
具
理
性
與
感
性
，
取
材
常
跨
越
學
科
藩
籬
，
又

能
出
入
於
古
今
中
外
，
論
點
多
元
而
深
入
，
令
人
耳
目
一
新
。
著
有
賽
琪
小
姐
體

內
的
魔
鬼―

―

科
學
的
人
文
思
考
、
新
編
蟲
洞
書
簡
、
新
編
古
典
今
看
等
。

籍
貫 

臺
中

生 

民
國
三
十
九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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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校園演講

作者個性內向，但演講後，發覺很多事情都是愈投

入愈有興趣，並學習在這件事中找到意義。

野鵝出版社

作者夫妻二人寫他們喜歡的東

西，自己創辦出版社出書。

30

王
溢
嘉
的

人
文
天
地

題 

解
本
文
節
選
自
新
編
古
典
今
看
，
藉
由
三
國
志
與
三
國
演
義
對
孔
明
的
記
述
，

比
較
正
史
與
小
說
的
書
寫
差
異
，
重
新
評
論
其
人
其
事
，
以
建
立
新
時
代
的
解
讀

觀
點
。作

者
應
雜
誌
社
之
邀
，
撰
寫
﹁
古
典
今
看
﹂
專
欄
。
他
認
為
古
典
文
學
是
古

人
留
下
的
重
要
精
神
遺
產
，
內
容
非
常
豐
富
精
彩
，
應
該
以
更
寬
廣
的
視
野
和
多

樣
化
的
角
度
解
析
，
以
吸
引
現
代
讀
者
的
關
注
與
思
考
，
因
此
運
用
自
己
熟
悉
的

知
識
體
系
來
品
評
詮
釋
，
賦
予
新
義
。
本
文
為
其
中
名
篇
。

文
章
以
﹁
兩
個
孔
明
﹂
設
問
議
論
，
揭
示
歷
史
追
求
真
實
、
小
說
馳
騁
想
像

的
不
同
寫
作
立
場
，
說
明
文
化
對
歷
史
人
物
的
形
塑
，
以
及
對
大
眾
心
靈
的
深
刻

影
響
，
鼓
勵
讀
者
多
角
度
引
證
思
考
。
全
篇
結
合
科
學
與
人
文
，
靈
活
舉
證
，
論

點
清
晰
有
力
，
論
述
條
理
分
明
。

30

棄醫從文

作者自覺對醫學系有虧欠，故將編製 

健康世界雜誌當作償還醫學債務。

30

兩
個
孔
明
的
文
化
玄
機

30

王
溢
嘉
的

人
文
天
地

題 

解
本
文
節
選
自
新
編
古
典
今
看
，
藉
由
三
國
志
與
三
國
演
義
對
孔
明
的
記
述
，

比
較
正
史
與
小
說
的
書
寫
差
異
，
重
新
評
論
其
人
其
事
，
以
建
立
新
時
代
的
解
讀

觀
點
。作

者
應
雜
誌
社
之
邀
，
撰
寫
﹁
古
典
今
看
﹂
專
欄
。
他
認
為
古
典
文
學
是
古

人
留
下
的
重
要
精
神
遺
產
，
內
容
非
常
豐
富
精
彩
，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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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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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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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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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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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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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品
評
詮
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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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
新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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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為
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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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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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
嘉
的

人
文
天
地

王
溢
嘉

作 

者王
溢
嘉
出
身
貧
寒
，
幼
年
即
發
憤
苦
讀
，
立
志
成
為
學
識
廣
博
的
知
識
分

子
。
就
讀
臺
灣
大
學 

醫
學
系
時
，
勤
寫
文
章
投
稿
，
畢
業
後
放
棄
醫
生
職
務
，

以
筆
耕
的
方
式
服
務
社
會
大
眾
。
曾
任
健
康
世
界
月
刊
總
編
輯
，
創
辦
野
鵝
出
版

社
，
現
專
事
寫
作
。

王
溢
嘉
的
作
品
類
型
廣
泛
，
包
括
散
文
、
文
化
評
論
、
科
學
論
述
等
，
也
翻

譯
引
介
科
學
新
知
。
他
的
文
筆
兼
具
理
性
與
感
性
，
取
材
常
跨
越
學
科
藩
籬
，
又

能
出
入
於
古
今
中
外
，
論
點
多
元
而
深
入
，
令
人
耳
目
一
新
。
著
有
賽
琪
小
姐
體

內
的
魔
鬼―

―

科
學
的
人
文
思
考
、
新
編
蟲
洞
書
簡
、
新
編
古
典
今
看
等
。

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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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生 

民
國
三
十
九
年

第三課  兩個孔明的文化玄機3131

走入校園演講

作者個性內向，但演講後，發覺很多事情都是愈投

入愈有興趣，並學習在這件事中找到意義。

野鵝出版社

作者夫妻二人寫他們喜歡的東

西，自己創辦出版社出書。

由
作
者
的
專
欄
文
章
結
集
而
成
，
初
版
名
為
古
典
今
看―

―

從
孔
明
到
潘
金
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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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經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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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修
改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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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名
改
為
新
編
古
典
今
看
。
內
容
除
本
文
之
外
，
還
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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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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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
愁
之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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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黛
玉
的
愛
情
、
疾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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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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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與
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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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公
案
中

的
欲
望
與
正
義
、
蛇
之
魅
惑
與
心
之
徬
徨
：
白
蛇
傳
的
多
重
含
義
等

塑
造
形
象

1◆

本
文

標
題
原
作
從
草
堂
春
睡
到

漢
賊
不
兩
立
：
試
析
孔
明

心
態
與
諸
葛
亮
人
格
，
改

版
時
標
題
改
為
三
國
演
義

　
三
國
志
：
兩
個
孔
明
的

文
化
玄
機
。

vs.

奔
放

2◆

兩
個
孔
明

即
為
﹁
文
化
的
孔
明
﹂
和

﹁
歷
史
的
孔
明
﹂
。
前
者

指
羅
貫
中 

三
國
演
義
所
描

述
的
孔
明
，
是
由
文
化
所

形
塑
、
再
造
出
來
的
人

物
。
後
者
指
陳
壽 

三
國
志

所
記
錄
的
孔
明
，
是
歷
史

紀
錄
中
的
真
實
人
物
。

馳
騁

塑
◆
◆

寫
作
動
機

新
編
古
典
今
看
書
前
序
言
：
﹁
中
國
古
典
文
學
是
祖
先
留
下
來
的
一
份
豐
富
精
神
遺
產
，
要
使
現
代

國
民
再
度
親
近
它
們
，
我
們
應
該
以
更
寬
廣
的
視
野
、
更
多
樣
的
角
度
來
賦
予
它
們
以
新
義
，
為
它

們
爭
取
更
多
的
讀
者
。
﹂
這
段
話
道
出
王
溢
嘉
的
寫
作
動
機
，
他
運
用
自
己
熟
悉
的
﹁
知
識
體
系
﹂

來
﹁
看
﹂
古
典
文
學
，
包
括
已
廣
被
接
納
的
精
神
分
析
學
和
分
析
心
理
學
，
還
有
社
會
生
物
學
、
意

識
進
化
論
、
性
醫
學
、
人
類
學
等
。
因
此
，
書
中
雖
從
中
國
古
典
小
說
取
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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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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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
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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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樣

的
視
野
，
對
傳
統
文
化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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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代
的
觀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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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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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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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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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彩
的
一
篇
，
王
溢
嘉
對
孔

明
這
個
家
喻
戶
曉
的
歷
史
人
物
的
評
論
，
迥
異
於
一
般
傳
統
中
文
學
界
的
論
述
，
為
孔
明
找
到
一
個

新
視
角
，
也
引
導
讀
者
以
現
代
角
度
，
重
新
解
讀
古
典
人
物
。

問
題
1 

試
從
名
稱
，
推
測

﹁
古
典
今
看
﹂
此
專
欄
文

章
的
寫
作
內
涵
？ 

答 

見

3-8
頁
。

問
題
2 

根
據
題
解
所
述
，

同
一
個
人
出
現
在
正
史
與

小
說
中
，
他
的
形
象
可
能

會
有
什
麼
差
異
？ 

答 

見

3-8
頁
。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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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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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個性內向，但演講後，發覺很多事情都是愈投

入愈有興趣，並學習在這件事中找到意義。

野鵝出版社

作者夫妻二人寫他們喜歡的東

西，自己創辦出版社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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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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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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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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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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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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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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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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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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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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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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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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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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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元
而
深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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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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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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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校園演講

作者個性內向，但演講後，發覺很多事情都是愈投

入愈有興趣，並學習在這件事中找到意義。

野鵝出版社

作者夫妻二人寫他們喜歡的東

西，自己創辦出版社出書。

針
對
人
類
在
歷
史
發
展
過
程

中
所
呈
現
的
思
想
、
現
象
、

人
物
等
，
加
以
評
論
的
著
作

範
圍
、
邊
界

此
指
文
章
給
人
新
奇
、
清
新
的
感
覺

針
對
科
學
議
題
加
以

闡
述
說
明
的
著
作

此
指
寫
作

藩

3.
見
3-5
頁

6.
見
3-5
頁

4.
見
3-5
頁

5.
見
3-5
頁

問
題
3 

王
溢
嘉
的
學
經

歷
，
和
你
認
識
的
哪
個
作

家
有
類
似
之
處
？
請
簡
要

說
明
。 

答 

見
3-8
頁
。

問
題
4 

王
溢
嘉
雖
然
不
當

醫
生
，
但
並
未
荒
廢
他
的

醫
學
專
業
，
請
舉
例
說

明
。 

答 

見
3-8
頁
。



3-5

作  
者

 

　
補
充
注
釋

3.	

健
康
世
界

一
群
臺
大
醫
學
院
先
後
期
的
師
生
於
民
國
六
十
五
年
所
創
辦

的
雜
誌
。
他
們
從
醫
療
經
驗
中
感
受
到
社
會
普
遍
缺
乏
正
確
的
醫
學

知
識
，
也
渴
望
得
到
對
的
知
識
，
卻
沒
有
適
當
的
管
道
，
於
是
廣
邀

國
內
學
有
專
精
的
醫
師
、
護
理
師
、
藥
師
、
營
養
師
、
心
理
學
家

等
，
利
用
工
作
之
餘
，
親
自
撰
文
，
將
各
種
醫
學
知
識
提
供
給
社
會

大
眾
。
具
有
醫
學
背
景
又
有
編
輯
經
驗
的
王
溢
嘉
，
當
時
受
邀
擔
任

雜
誌
總
編
輯
。

4.	

野
鵝
出
版
社

王
溢
嘉
於
民
國
六
十
八
年
所
創
辦
的
出
版
社
，
專
門
出
版
自

己
和
妻
子
嚴
曼
麗
的
著
作
，
他
堅
持
在
媚
俗
、
利
益
取
向
的
出
版
市

場
中
，
作
一
隻
清
醒
、
獨
立
、
自
由
的
﹁
野
鵝
﹂
，
出
版
符
合
理
想

的
著
作
。

5.	

賽
琪
小
姐
體
內
的
魔
鬼─
─

科
學
的
人
文
思
考

是
牛
頓
雜
誌
專
欄
文
章
集
結
而
成
的
科
學
論
述
。
此
書
標
榜

科
學
的
人
文
思
考
，
行
文
活
潑
有
趣
，
曾
榮
獲
中
國
時
報
一
九
九
二

年
十
大
好
書
推
薦
。
書
中
每
一
篇
章
都
經
過
精
心
構
思
，
像
一
般
人

物
兩
樣
情
：
從
曹
雪
芹
到
杜
聰
明
、
偶
然
與
必
然
：
上
帝
與
人
類
的

骰
子
遊
戲
、
對
唯
物
科
學
的
曖
昧
挑
逗
：
心
靈
十
字
軍
的
百
年
長
征

等
，
足
以
引
起
讀
者
閱
讀
興
趣
，
也
讓
科
學
知
識
結
合
歷
史
人
文
議

題
，
引
導
讀
者
跨
學
科
省
視
問
題
，
文
字
兼
具
新
穎
又
奇
幻
的
魅

力
。

6.	

新
編
蟲
洞
書
簡

由
七
十
四
封
書
信
構
成
的
散
文
集
，
王
溢
嘉
看
到
青
春
期
女

兒
和
兒
子
的
成
長
，
想
起
自
己
少
年
時
的
迷
惘
，
因
此
以
書
信
形

式
，
穿
越
時
光
隧
道
，
寫
信
給
年
少
的
自
己
，
談
論
英
雄
人
物
的
成

功
之
道
，
以
提
示
年
輕
讀
者
如
何
取
法
學
習
。

 

　
王
溢
嘉
看
寫
作

1.	

寫
作
是
滿
足
個
人
求
知
欲
望

王
溢
嘉
求
知
欲
旺
盛
，
自
幼
雖
家
貧
，
仍
排
除
萬
難
，
雜
讀

百
書
。
他
曾
言
：
﹁
不
論
是
寫
散
文
或
論
述
，
寫
作
是
我
對
人
類
心

靈
以
及
各
民
族
文
化
探
索
的
途
徑
。
寫
作
滿
足
了
我
個
人
的
求
知

欲
，
也
成
為
我
謀
生
的
方
式
。
﹂

2.	
寫
作
緊
扣
多
變
人
生
經
驗

王
溢
嘉
的
作
品
之
所
以
會
跨
越
多
種
文
類
，
除
了
歸
因
於
他

廣
博
的
學
識
之
外
，
一
部
分
原
因
來
自
他
個
人
的
人
生
經
驗
，
滿
足

﹁
求
變
﹂
的
渴
望
。
他
說
：
﹁
學
生
時
代
，
我
的
寫
作
很
單
純
，
生

活
卻
很
混
亂
。
結
婚
後
，
又
和
父
母
同
住
，
我
的
生
活
變
得
很
單

純
，
所
以
就
一
直
變
化
主
題
和
文
類
。
﹂

作
者
補
充    

補
充
注
釋    

王
溢
嘉
看
寫
作



第三課  兩個孔明的文化玄機3-6

3.	
寫
作
是
多
重
對
話

王
溢
嘉
個
性
靦
腆
，
生
活
單
純
。
對
他
而
言
，
寫
作
是
進
行
各

種
人
際
對
話
的
管
道
，
包
括
與
自
我
的
對
話
、
與
青
少
年
的
對
話
、

與
讀
者
的
對
話
，
更
因
為
寫
作
取
材
跨
越
古
今
中
外
，
交
叉
應
用
東

西
方
的
理
論
，
所
以
也
以
寫
作
與
古
今
中
外
的
人
物
交
流
對
話
。

4.	

寫
作
是
輕
鬆
自
如

王
溢
嘉
年
輕
時
為
了
營
生
，
曾
一
個
月
寫
二
十
個
專
欄
，
當
時

也
不
覺
得
辛
苦
。
近
年
來
，
他
調
整
到
一
年
只
寫
一
個
主
題
、
出
一

本
書
的
頻
率
。
在
他
看
來
，
寫
作
是
輕
鬆
自
如
、
不
覺
疲
累
的
工
作
。

 

　
王
溢
嘉
寫
作
特
色

1.	

臺
灣
醫
療
文
學
寫
作
先
驅

王
溢
嘉
是
臺
灣
醫
療
文
學
的
寫
作
先
驅
，
他
的
第
一
本
書
實

習
醫
師
手
記
，
就
在
文
壇
嶄
露
頭
角
。
書
中
記
述
擔
任
實
習
醫
師
的

見
聞
與
感
觸
，
呈
現
五
十
四
個
生
命
遭
遇
難
題
的
故
事
，
省
思
生
命

的
真
義
，
對
於
臺
灣
醫
療
文
學
的
寫
作
，
具
有
引
領
作
用
。

2.	

意
旨
豐
富
而
深
刻

王
溢
嘉
的
寫
作
題
材
多
元
，
常
藉
由
自
我
剖
析
與
回
顧
，
與

年
輕
人
對
話
，
提
出
建
言
與
引
導
。
如
世
說
心
語─

─

　

個
生
命
的

啟
示
以
百
位
典
範
人
物
的
故
事
，
揭
示
生
命
的
價
值
與
意
義
。
作
品

深
入
淺
出
，
意
旨
豐
富
而
深
刻
。

100

3.	

跨
越
學
科
藩
籬
，
新
穎
機
趣

王
溢
嘉
興
趣
廣
泛
，
著
作
內
容
包
括
文
學
、
心
理
學
、
醫

學
、
社
會
學
等
領
域
，
連
紫
微
斗
數
、
占
星
、
姓
名
學
、
房
中
術
、

春
宮
畫
、
風
水
、
鬼
怪
等
，
都
能
談
出
道
理
，
在
文
壇
上
獨
樹
一

格
。
因
此
，
他
的
文
章
能
跨
越
科
學
與
人
文
、
古
典
與
現
代
的
藩

籬
，
穿
梭
於
古
今
中
外
，
深
具
新
穎
機
趣
和
文
采
。

4.	

寫
作
眼
光
及
角
度
獨
特

在
文
化
評
論
的
寫
作
方
面
，
王
溢
嘉
展
現
獨
特
的
眼
光
和
角

度
，
能
發
掘
兼
具
知
識
與
趣
味
的
主
題
，
建
立
新
的
解
讀
觀
點
。
在

科
學
論
述
方
面
，
王
溢
嘉
常
出
入
於
人
性
的
深
處
世
界
，
探
索
生
命

之
謎
，
尤
其
對
人
性
中
的
幽
暗
、
變
異
，
特
別
有
深
究
的
興
趣
，
他

在
文
化
評
論
中
加
入
科
學
思
考
，
也
在
科
學
論
述
中
寄
寓
人
文
關

懷
，
讓
他
的
作
品
煥
發
出
特
殊
情
味
。

 

　
王
溢
嘉
二
三
事

1.	

不
為
考
試
讀
書
，
為
興
趣
而
讀

王
溢
嘉
小
時
候
特
別
喜
歡
讀
書
，
每
天
五
點
就
起
床
，
拿
起

唐
詩
三
百
首
背
誦
，
他
苦
讀
不
是
因
為
考
試
，
而
是
基
於
興
趣
。
他

閱
讀
的
範
疇
相
當
廣
泛
，
除
唐
詩
、
宋
詞
、
古
文
觀
止
等
古
典
文

學
，
其
他
如
文
星
雜
誌
、
武
俠
小
說
等
，
也
甚
喜
愛
。

作
者
補
充    

王
溢
嘉
寫
作
特
色    

王
溢
嘉
二
三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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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醫
學
系
的
另
類
學
生

在
臺
大 

醫
學
系
就
讀
期
間
，
王
溢
嘉
是
很
另
類
的
學
生
。
醫

學
不
是
他
的
興
趣
，
所
以
他
抗
拒
到
校
上
課
，
變
成
不
上
課
的
時
間

比
去
上
課
的
時
間
還
多
，
不
上
課
時
就
當
家
教
、
寫
稿
，
大
量
閱
讀

當
代
文
史
哲
學
論
著
及
西
洋
經
典
小
說
，
成
為
生
活
的
主
調
。
他
孤

獨
而
自
閉
，
卻
也
因
此
對
於
當
代
西
方
人
文
思
潮
有
多
元
的
吸
收
與

了
解
。

3.	

由
醫
生
成
為
書
生

王
溢
嘉
實
習
時
，
曾
想
選
擇
當
個
精
神
科
醫
師
，
卻
未
能
如

願
，
而
走
入
耳
鼻
喉
科
。
此
時
，
他
發
現
自
己
對
任
何
一
科
都
沒
興

趣
，
無
法
勉
強
自
己
成
為
醫
生
，
所
以
決
定
棄
醫
從
文
，
投
入
翻

譯
、
寫
作
與
編
輯
的
工
作
。
這
個
人
生
的
重
大
轉
折
，
讓
他
費
了
一

番
功
夫
，
取
得
家
人
的
諒
解
。
他
拚
命
寫
稿
，
曾
同
時
撰
寫
二
十
個

專
欄
，
稿
費
超
越
醫
生
的
收
入
，
以
此
來
向
家
人
證
明
，
以
寫
作
謀

生
是
可
行
的
。
他
回
憶
當
時
情
景
：
﹁
我
跟
父
母
很
懇
切
地
溝
通
，

我
告
訴
他
們
，
其
實
您
們
不
是
一
定
要
我
當
醫
生
，
只
是
希
望
我
能

過
幸
福
快
樂
的
日
子
；
在
我
的
認
知
中
，
寫
作
才
是
我
的
幸
福
和
快

樂
，
而
且
我
有
能
力
用
寫
作
來
奉
養
您
們
。
﹂

4.	

「
通
才
」
與
「
四
不
像
」

王
溢
嘉
放
棄
當
醫
生
，
不
想
當
割
胃
專
家
、
某
種
荷
爾
蒙
權

威
或
判
讀
腦
波
高
手
，
而
是
希
望
自
己
成
為
一
位
真
正
的
知
識
分

子
。
他
心
中
所
勾
勒
的
知
識
分
子
，
是
一
個
﹁
通
才
﹂
，
也
是
一
個

能
為
文
思
考
的
﹁
書
生
﹂
，
結
果
他
認
為
自
己
變
成
了
﹁
四
不
像
﹂

─
─

﹁
我
比
學
醫
的
朋
友
懂
得
更
多
文
學
，
比
搞
文
學
的
朋
友
懂
得

更
多
心
理
學
，
比
學
心
理
學
的
朋
友
懂
更
多
醫
學
，
就
像
姜
子
牙
的

坐
騎
﹃
四
不
像
﹄
，
沒
有
人
會
認
為
我
是
他
的
同
類
﹂
。

5.	

淡
水
姻
緣

王
溢
嘉
大
學
畢
業
後
到
健
康
世
界
雜
誌
社
工
作
，
女
同
事
嚴

曼
麗
家
住
淡
水
，
因
為
清
水
祖
師
誕
辰
淡
水
大
拜
拜
，
所
以
邀
約
編

輯
部
同
仁
到
家
中
吃
拜
拜
。
他
跟
著
女
同
事
穿
過
大
街
小
巷
，
聽
著

淡
水
的
各
種
傳
奇
故
事
，
在
廟
宇
中
上
香
求
籤
，
抽
中
﹁
籤
王
﹂
！

中
文
系
畢
業
的
嚴
曼
麗
興
奮
地
為
他
閱
讀
籤
詩
，
他
卻
從
她
的
容
顏

與
神
情
中
，
看
到
了
﹁
天
意
﹂
。
從
此
二
人
開
始
交
往
，
數
月
後
決

定
相
攜
相
守
，
這
場
姻
緣
成
就
於
淡
水
。

6.	

「
百
科
全
書
派
」
作
家

王
溢
嘉
的
著
作
，
或
為
親
切
溫
柔
的
心
靈
小
品
，
或
為
曉
示

大
眾
的
知
識
散
文
，
或
為
見
解
精
闢
的
科
普
論
述
，
或
為
旁
徵
博
引

的
文
化
評
論
，
都
能
閃
爍
感
性
與
知
性
的
機
鋒
與
文
采
，
兼
具
科
學

與
人
文
的
新
穎
機
趣
，
被
稱
為
﹁
百
科
全
書
派
﹂
作
家
。

作
者
補
充    

王
溢
嘉
二
三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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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落

題
目

參
考
答
案

題
目
層
次

題
解

1
試
從
名
稱
，  

推
測
﹁
古
典
今
看
﹂ 

此
專
欄
文
章
的
寫
作
內
涵
？

P.30

以
現
代
人
的
觀
點
，
重
新
解
讀
古
典
文
學
及
古
代
人
物
。

文
意
推
論

2
根
據
題
解
所
述
，
同
一
個
人
出

現
在
正
史
與
小
說
中
，
他
的
形

象
可
能
會
有
什
麼
差
異
？

P.30

正
史
中
的
人
物
形
象
比
較
貼
近
真
實
，
小
說
中
的
形
象
通
常
具
有
虛
構

成
分
。

訊
息
檢
索

作
者

3
王
溢
嘉
的
學
經
歷
，
和
你
認
識

的
哪
個
作
家
有
類
似
之
處
？
請

簡
要
說
明
。

P.31

魯
迅
。
他
們
都
選
擇
棄
醫
從
文
。

訊
息
檢
索

省
思
評
鑑

4
王
溢
嘉
雖
然
不
當
醫
生
，
但
並

未
荒
廢
他
的
醫
學
專
業
，
請
舉

例
說
明
。

P.31

1. 

他
擔
任
健
康
世
界
月
刊
總
編
輯
，
需
要
醫
學
專
業
知
識
。

2. 
賽
琪
小
姐
體
內
的
魔
鬼─

─

科
學
的
人
文
思
考
由
書
名
可
以
推
測
賽

琪
小
姐
體
內
的
魔
鬼
應
該
是
書
中
的
一
篇
文
章
。
賽
琪
小
姐
體
內
會

有
魔
鬼
，
從
科
學
角
度
看
來
應
該
牽
涉
心
理
學
。
所
以
，
由
此
書
副

標
題
及
篇
名
，
可
以
推
測
出
此
書
可
能
涉
及
心
理
學
的
內
容
。

統
整
解
釋

活
化
提
問

教
師
用
書
提
問

課
本
「
閱
讀
檢
測
」
提
問

課
本
「
問
題
與
討
論
」
提
問

配
合
課
程
地
圖

能
力
的
提
問

能力

活
化
提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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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落

題
目

參
考
答
案

題
目
層
次

第
一
節

5
文
中
提
及
的
﹁
兩
個
孔
明
﹂
從

何
而
來
？
為
何
一
個
日
漸
模
糊
， 

一
個
依
舊
鮮
明
？
︵
閱
讀
檢
測
︶

P.33

1. 

一
來
自
陳
壽 

三
國
志
的
記
錄
，
為
歷
史
上
的
真
實
人
物
，
故
稱
﹁
歷

史
的
孔
明
﹂
。
一
來
自
羅
貫
中 

三
國
演
義
的
鋪
寫
，
小
說
家
再
造
了

一
個
民
族
集
體
潛
意
識
中
的
﹁
軍
師
原
型
﹂
。
這
是
文
化
累
積
出
的

形
象
，
故
稱
﹁
文
化
的
孔
明
﹂
。

2. ﹁
歷
史
的
孔
明
﹂
日
漸
模
糊
，﹁
文
化
的
孔
明
﹂
依
舊
鮮
明
的
原
因
：

1 

流
通
量
：
三
國
演
義
的
流
通
量
大
於
三
國
志
。

2 

心
靈
影
響
：
三
國
演
義
裡
的
孔
明
，
較
契
合
漢
民
族
的
心
靈
。

文
意
統
整

深
層
推
論

第
二
節

6
演
義
小
說
所
描
述
的
軍
師
形
象

有
什
麼
特
色
？

P.35

1. 

道
家
傾
向
。

2. 

具
神
奇
能
力
。

3. 

瀟
灑
飄
然
。

4. 

能
輔
佐
君
王
開
創
王
朝
。

訊
息
檢
索

7
本
文
提
及
孔
明
的
形
象
及
事
蹟
， 

哪
些
是
正
史
沒
有
記
載
的
？

P.36

1. 

思
想
言
行
皆
具
道
家
傾
向
的
軍
師
。

2. 
頭
戴
綸
巾
、
身
披
鶴
氅
，
飄
飄
然
如
神
仙
。

3. 
精
通
奇
門
遁
甲
，
可
呼
風
喚
雨
，
能
建
壇
作
法
。

4. 

定
下
﹁
天
下
三
分
策
﹂
，
歷
史
發
展
幾
乎
完
全
照
他
的
分
析
進
行
，

絲
毫
不
爽
。

5. 

初
出
茅
廬
即
立
下
﹁
博
望
坡
大
捷
﹂
的
軍
功
。

訊
息
檢
索

統
整
歸
納

8
請
說
明
什
麼
是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的
軍
師
原
型
﹂
？
由
文
中
哪

些
例
證
可
以
看
出
來
？
︵
閱
讀

檢
測
1
︶

P.36

1.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的
軍
師
原
型
﹂
指
軍
事
才
能
乃
與
生
俱
來
的
﹁
本

質
﹂
，
不
須
日
後
的
教
育
與
錘
鍊
，
就
已
經
是
用
兵
如
神
的
軍
師
。

2. 

二
十
七
歲
時
的
孔
明
已
與
五
十
四
歲
時
的
孔
明
一
樣
高
明
與
睿
智
：

1 

三
顧
茅
廬
時
，
定
下
﹁
天
下
三
分
策
﹂
，
洞
見
往
後
的
歷
史
發
展
。

2 ﹁
博
望
坡
軍
師
初
用
兵
﹂
就
打
勝
仗
。

3 

赤
壁
之
戰
時
，
登
壇
作
法
，
呼
風
喚
雨
。

統
整
歸
納

深
層
推
論

活
化
提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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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9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
的
思
維
傾
向

為
什
麼
容
易
造
成
文
化
停
滯
與

閉
塞
？
︵
閱
讀
檢
測
2
︶

P.37

本
文
作
者
認
為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
的
思
維
傾
向
易
導
致
過
於
吹
捧
天

才
、
天
賦
，
忽
視
學
識
才
力
的
多
元
養
成
，
容
易
導
致
整
體
的
文
化
思

維
輕
忽
個
人
成
長
過
程
的
努
力
與
累
積
，
進
而
影
響
社
會
文
化
的
發
展

與
推
進
。

統
整
歸
納

深
層
推
論

第
三
節

10
作
者
認
為
孔
明
迷
戀
﹁
法
﹂
與

﹁
法
統
﹂
，
是
基
於
什
麼
證
據
推

論
出
來
？
︵
閱
讀
檢
測
︶

P.38

1. 

法
：

1 

重
視
法
家
著
作
：
手
抄
申
子
、
韓
非
子
、
管
子
、
六
韜
送
給
劉
禪
。

2 

用
法
嚴
明
：
為
維
持
軍
紀
，
揮
淚
斬
馬
謖
。

2. 

法
統
：

1 

扶
持
劉
備 

蜀
漢
正
統
：
﹁
由
是
感
激
，  

遂
許
﹃
先
帝
﹄
以
驅
馳
。
﹂ 

︵
出
師
表
︶

2 

漢
賊
不
兩
立
：
就
算
曹
丕
有
才
德
，
仍
是
欲
討
伐
的
﹁
賊
寇
﹂
；

即
使
劉
禪
再
昏
庸
，
依
然
是
欲
事
奉
的
﹁
明
主
﹂
。

統
整
歸
納

深
層
推
論

第
四
節

11
作
者
認
為
孔
明
具
有
謹
慎
的
人

格
特
質
，
是
如
何
推
論
出
來
的
？ 

︵
閱
讀
檢
測
︶

P.40

1. 

三
國
志
的
記
述
：
夙
夜
憂
嘆
、
事
必
躬
親
。

2. 

三
國
志
的
評
價
：
﹁
於
治
戎
為
長
，
奇
謀
為
短
﹂
、﹁
應
變
將
略
，
非

其
所
長
歟
﹂
，
不
善
奇
謀
及
應
變
，
正
是
性
格
謹
慎
之
人
的
表
現
。

3. 
出
師
表
的
自
述
：
﹁
先
帝
知
臣
謹
慎
，
故
臨
崩
寄
臣
以
大
事
也
。
﹂

統
整
歸
納

第
五
節

12
作
者
為
何
認
為
﹁
天
意
﹂
是
個

荒
謬
的
答
案
？
︵
閱
讀
檢
測
︶

P.42

孔
明
具
有
接
近
﹁
神
﹂
的
思
想
與
能
力
，
是
三
國
時
代
第
一
號
英
雄
人

物
。
這
個
神
一
般
、
無
所
不
能
的
英
雄
，
卻
無
法
﹁
匡
復
漢
室
﹂
，
此
結

局
與
孔
明
的
形
象
產
生
巨
大
矛
盾
衝
突
。
羅
貫
中
︵
創
造
孔
明
文
化
形

象
的
人
︶
無
法
圓
滿
解
釋
這
樣
的
衝
突
，
於
是
小
說
裡
把
它
歸
諸
於

﹁
天
意
﹂
。
因
此
作
者
認
為
﹁
天
意
﹂
是
個
荒
謬
的
答
案
，
孔
明
這
個
悲

劇
英
雄
是
文
化
奇
想
所
造
就
的
。

統
整
歸
納

深
層
推
論

活
化
提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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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落

題
目

參
考
答
案

題
目
層
次

綜
合

13
本
文
作
者
從
史
書
與
小
說
的
不

同
角
度
分
辨
孔
明
的
形
象
，
我

們
生
活
在
媒
體
與
網
路
盛
行
的

時
代
，
你
認
為
媒
體
與
網
路
報

導
人
物
時
常
有
什
麼
特
色
？
我

們
如
何
因
應
並
釐
清
真
相
？

配
合
課
程
地
圖
能
力
：
h 

學
術
情
境

P.42

此
題
為
開
放
題
型
，
可
就
三
方
面
加
以
提
示
並
引
導
：

1. 

媒
體
與
網
路
的
特
性
：

1 

超
越
時
空
，
無
遠
弗
屆
。

2 

傳
播
速
度
極
快
。

3 

觀
看
、
發
言
等
參
與
方
式
不
一
，
參
與
者
的
數
量
多
寡
不
一
。

2. 

媒
體
與
網
路
的
人
物
報
導
或
爆
料
常
有
的
特
色
：

1 

每
個
人
都
可
能
成
為
被
報
導
或
評
論
的
焦
點
，
但
關
注
的
時
間
很

短
暫
，
程
度
也
不
同
。

2 

對
於
人
物
的
描
述
易
有
錯
誤
，
也
常
有
過
度
渲
染
的
報
導
或
爆
料

內
容
。

3. 

相
對
因
應
之
道
：

1 

不
輕
信
，
不
盲
從
附
和
，
不
可
輕
率
按
﹁
讚
﹂
或
謾
罵
。

2 

了
解
發
言
或
轉
載
散
布
皆
須
負
擔
法
律
責
任
，
所
以
對
於
相
關
訊

息
要
多
查
證
、
多
思
考
。

省
思
評
鑑

14
本
文
最
可
貴
之
處
在
於
古
典
今

讀
的
思
辨
，
你
認
為
古
典
今
讀

有
何
價
值
？
在
現
今
社
會
可
以

有
哪
些
應
用
？
請
舉
例
說
明
。

P.42

本
題
為
開
放
題
型
，
請
鼓
勵
學
生
發
言
，
答
案
的
方
向
參
考
如
下
：

1. 

古
典
今
讀
的
價
值
：
學
力
的
養
成
、
人
生
經
驗
的
累
積
、
新
觀
點
的

建
立
、
求
真
求
實
的
精
神
、
透
視
文
化
的
奇
想
、
體
驗
不
同
時
空
人

事
的
樣
態
、
以
古
鑑
今
、
古
為
今
用
。

2. 

古
典
今
讀
的
現
代
應
用
：
歷
史
評
論
與
感
懷
的
散
文
、
歷
史
小
說
、

電
影
戲
劇
、
藝
術
繪
畫
、
廣
告
、
電
腦
遊
戲
、
網
路
直
播
、
文
創
商

品
、
室
內
外
裝
飾
布
置
等
。

省
思
應
用

能力

活
化
提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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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合

15
本
文
從
歷
史
、
文
化
層
面
闡
述

﹁
兩
個
孔
明
﹂
的
不
同
形
象
，
為

讀
者
撥
開
文
化
迷
霧
，
辨
析
孔

明
的
真
實
面
貌
。
請
根
據
文
章

內
容
，
分
析
﹁
歷
史
的
孔
明
﹂

與
﹁
文
化
的
孔
明
﹂
在
各
方
面

的
差
異
，
並
說
明
作
者
撰
寫
本

文
的
用
意
。
作
答
字
數
：
1 

4  

各
15
字
以
內
，
2 
3 

各
10
字
以

內
，
5 

25
字
以
內
。
︵
問
題
與
討

論
一
︶

配
合
課
程
地
圖
能
力
：
h 

學
術
情
境

P.43

見
3-13
頁
。

訊
息
檢
索

統
整
歸
納

16
本
文
引
用
孔
明
在
出
師
表
的
自

述
：
﹁
先
帝
知
臣
謹
慎
﹂
，
推
論

出
孔
明
是
﹁
體
制
內
改
革
者
、

保
守
主
義
者
﹂
，
你
是
否
認
同
作

者
的
解
讀
？
請
說
明
理
由
。
︵
問 

題
與
討
論
二
︶

P.44

見
3-14
頁
。

省
思
評
鑑

17
本
文
重
新
評
價
三
國
時
代
的
孔

明
，
賦
予
新
義
。
還
有
哪
些
歷

史
人
物
也
具
有
歷
史
與
文
化
上

的
不
同
形
象
？
請
舉
例
說
明
，

並
提
出
你
的
看
法
。
︵
問
題
與
討

論
三
︶

配
合
課
程
地
圖
能
力
：
h 

學
術
情
境

P.44

見
3-14
頁
。

省
思
應
用

能力 能力

活
化
提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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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型
人
物
假
借
自
歷
史
，
必
然
也
會
脫
離
歷
史
。
當
我
們
想

根
據
歷
史
和
小
說
去
辨
認
孔
明
的
形
貌
、
思
想
、
人
格
時
，
就
會

發
現
有
兩
個
孔
明
存
在
著
：
一
是
陳
壽 

三
國
志
裡
的
孔
明
，
是

塑
造
歷
史
的
英
雄
人
物
，
筆
者
稱
之
為
「
歷
史
的
孔
明
」
；
一
是

羅
貫
中 

三
國
演
義
裡
的
孔
明
，
是
文
化
所
塑
造
出
來
的
，
筆
者

稱
之
為
「
文
化
的
孔
明
」
。
時
至
今
日
，
「
歷
史
的
孔
明
」
日
漸

模
糊
，
但
「
文
化
的
孔
明
」
則
鮮
明
地
活
在
廣
大
漢
民
族
的
心
目

中
，
這
不
只
是
因
為
三
國
演
義
的
流
通
量
大
於
三
國
志
，
更
是
因

為
三
國
演
義
裡
的
孔
明
，
較
契
合
漢
民
族
的
心
靈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的
軍
師
原
型

三
國
演
義
是
三
國
志
的
再
造
，
孔
明
的
真
實
性
只
有
三
分
，

虛
構
性
反
倒
占
了
七
分
，
為
的
是
彰
顯
漢
族
文
化
裡
的
一
種
特
殊

原
型—

—

軍
師
。
在
歷
代
的
開
國
演
義
小
說
裡
，
都
有
軍
師
這
種

三

7

8

9

一

6 

原
型

　事
物
最
原
始
的
型

態
，
代
表
同
一
類
型
的
人

物
、
物
件
或
觀
念
，
即
上
文

所
說
的
﹁
共
同
的
主
觀
意

念
﹂
。

7 

陳
壽

　晉 

安
漢
︵
今
四
川 

南

充
︶
人
，
曾
任
著
作
郎
，
時

人
稱
其
善
敘
事
，
有
古
良
史

之
風
。

8 

羅
貫
中

　元 

太
原
︵
今
山

西 

太
原
︶
人
，
工
於
作
曲
，

善
寫
通
俗
小
說
。

9 

三
國
演
義

　又
名
三
國
志
通

俗
演
義
，
描
寫
魏
、
蜀
、

吳 

三
國
時
代
的
歷
史
小
說
。

演
義
，
以
史
實
為
基
礎
，
加

入
傳
聞
軼
事
而
編
成
的
小

說
。

 
◆

文
中
提
及
的
「
兩
個
孔
明
」

從
何
而
來
？
為
何
一
個
日
漸

模
糊
，
一
個
依
舊
鮮
明
？

閱
讀
檢
測

510

32

  
課 

文‧

注
釋

為
什
麼
會
出
現
兩
個
孔
明
？

「
滾
滾
長
江
東
逝
水
，
浪
花
淘
盡
英
雄
」
，
在
人
世
的
舞
臺

上
，
不
知
浮
沉
過
多
少
英
雄
。
雖
然
是
非
成
敗
轉
眼
成
空
，
但
這

些
人
物
和
他
們
的
事
蹟
卻
積
累
而
成
歷
史
，
在
物
換
星
移
之
後
，

後
世
只
能
透
過
歷
史
記
載
或
小
說
戲
曲
去
認
識
這
些
英
雄
人
物
。

在
一
個
民
族
的
集
體
潛
意
識
中
，
對
歷
史
與
人
物
似
乎
有
一

些
共
同
的
主
觀
意
念
，
它
們
像
文
化
的
篩篩
孔
，
特
別
易
於
過
濾
、

吸
納
符
合
此
一
心
靈
模
式
的
歷
史
枝
節
和
人
物
特
徵
，
然
後
以
想

像
力
填
補
其
不
足
，
再
造
歷
史
與
人
物
。
這
種
再
造
往
往
是
不
自

覺
的
，
甚
至
可
以
說
是
來
自
亙亙
古
的
召
喚
，
唯
有
透
過
此
一
再

造
，
一
個
民
族
集
體
潛
意
識
中
的
「
原
型
」
才
有
顯
影
的
機
會
。

一

1

2

二

3

4

5

6

510

1 

滾
滾
長
江
東
逝
水
二
句

　引

自
三
國
演
義
卷
頭
語
。

2 

物
換
星
移

　事
物
改
變
，
星

辰
移
動
。
形
容
時
序
景
物
的

變
遷
和
世
事
的
更
替
。

3 

集
體
潛
意
識

　瑞
士
精
神
分

析
學
者
榮
格
︵C

arl G
ustav 

Jung,1875-1961

︶
提
出
的
理

論
，
指
人
格
結
構
最
底
層
的

潛
意
識
，
包
含
來
自
同
樣
遠

祖
、
人
類
所
共
享
的
記
憶
及

行
為
傾
向
。

4 

篩
孔

　篩
子
的
孔
洞
。
篩
，

音

篩
，
有
密
孔
的
竹
器
。

5 

亙
古

　自
古
以
來
。
亙
，
音

亙
，
時
間
或
空
間
延
續
不

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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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型
人
物
假
借
自
歷
史
，
必
然
也
會
脫
離
歷
史
。
當
我
們
想

根
據
歷
史
和
小
說
去
辨
認
孔
明
的
形
貌
、
思
想
、
人
格
時
，
就
會

發
現
有
兩
個
孔
明
存
在
著
：
一
是
陳
壽 

三
國
志
裡
的
孔
明
，
是

塑
造
歷
史
的
英
雄
人
物
，
筆
者
稱
之
為
「
歷
史
的
孔
明
」
；
一
是

羅
貫
中 

三
國
演
義
裡
的
孔
明
，
是
文
化
所
塑
造
出
來
的
，
筆
者

稱
之
為
「
文
化
的
孔
明
」
。
時
至
今
日
，
「
歷
史
的
孔
明
」
日
漸

模
糊
，
但
「
文
化
的
孔
明
」
則
鮮
明
地
活
在
廣
大
漢
民
族
的
心
目

中
，
這
不
只
是
因
為
三
國
演
義
的
流
通
量
大
於
三
國
志
，
更
是
因

為
三
國
演
義
裡
的
孔
明
，
較
契
合
漢
民
族
的
心
靈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的
軍
師
原
型

三
國
演
義
是
三
國
志
的
再
造
，
孔
明
的
真
實
性
只
有
三
分
，

虛
構
性
反
倒
占
了
七
分
，
為
的
是
彰
顯
漢
族
文
化
裡
的
一
種
特
殊

原
型—

—

軍
師
。
在
歷
代
的
開
國
演
義
小
說
裡
，
都
有
軍
師
這
種

三

7

8

9

一

6 

原
型

　事
物
最
原
始
的
型

態
，
代
表
同
一
類
型
的
人

物
、
物
件
或
觀
念
，
即
上
文

所
說
的
﹁
共
同
的
主
觀
意

念
﹂
。

7 

陳
壽

　晉 

安
漢
︵
今
四
川 
南

充
︶
人
，
曾
任
著
作
郎
，
時

人
稱
其
善
敘
事
，
有
古
良
史

之
風
。

8 

羅
貫
中

　元 

太
原
︵
今
山

西 

太
原
︶
人
，
工
於
作
曲
，

善
寫
通
俗
小
說
。

9 

三
國
演
義

　又
名
三
國
志
通

俗
演
義
，
描
寫
魏
、
蜀
、

吳 

三
國
時
代
的
歷
史
小
說
。

演
義
，
以
史
實
為
基
礎
，
加

入
傳
聞
軼
事
而
編
成
的
小

說
。

 
◆

文
中
提
及
的
「
兩
個
孔
明
」

從
何
而
來
？
為
何
一
個
日
漸

模
糊
，
一
個
依
舊
鮮
明
？

閱
讀
檢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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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文‧

注
釋

為
什
麼
會
出
現
兩
個
孔
明
？

「
滾
滾
長
江
東
逝
水
，
浪
花
淘
盡
英
雄
」
，
在
人
世
的
舞
臺

上
，
不
知
浮
沉
過
多
少
英
雄
。
雖
然
是
非
成
敗
轉
眼
成
空
，
但
這

些
人
物
和
他
們
的
事
蹟
卻
積
累
而
成
歷
史
，
在
物
換
星
移
之
後
，

後
世
只
能
透
過
歷
史
記
載
或
小
說
戲
曲
去
認
識
這
些
英
雄
人
物
。

在
一
個
民
族
的
集
體
潛
意
識
中
，
對
歷
史
與
人
物
似
乎
有
一

些
共
同
的
主
觀
意
念
，
它
們
像
文
化
的
篩篩
孔
，
特
別
易
於
過
濾
、

吸
納
符
合
此
一
心
靈
模
式
的
歷
史
枝
節
和
人
物
特
徵
，
然
後
以
想

像
力
填
補
其
不
足
，
再
造
歷
史
與
人
物
。
這
種
再
造
往
往
是
不
自

覺
的
，
甚
至
可
以
說
是
來
自
亙亙
古
的
召
喚
，
唯
有
透
過
此
一
再

造
，
一
個
民
族
集
體
潛
意
識
中
的
「
原
型
」
才
有
顯
影
的
機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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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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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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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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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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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義
卷
頭
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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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換
星
移

　事
物
改
變
，
星

辰
移
動
。
形
容
時
序
景
物
的

變
遷
和
世
事
的
更
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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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體
潛
意
識

　瑞
士
精
神
分

析
學
者
榮
格
︵C

arl G
ustav 

Jung,1875-1961

︶
提
出
的
理

論
，
指
人
格
結
構
最
底
層
的

潛
意
識
，
包
含
來
自
同
樣
遠

祖
、
人
類
所
共
享
的
記
憶
及

行
為
傾
向
。

4 

篩
孔

　篩
子
的
孔
洞
。
篩
，

音

篩
，
有
密
孔
的
竹
器
。

5 

亙
古

　自
古
以
來
。
亙
，
音

亙
，
時
間
或
空
間
延
續
不

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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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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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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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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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
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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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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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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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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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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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少
英
雄
。
雖
然
是
非
成
敗
轉
眼
成
空
，
但
這

些
人
物
和
他
們
的
事
蹟
卻
積
累
而
成
歷
史
，
在
物
換
星
移
之
後
，

後
世
只
能
透
過
歷
史
記
載
或
小
說
戲
曲
去
認
識
這
些
英
雄
人
物
。

在
一
個
民
族
的
集
體
潛
意
識
中
，
對
歷
史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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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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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一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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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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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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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的
篩篩
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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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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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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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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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式
的
歷
史
枝
節
和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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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徵
，
然
後
以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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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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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其
不
足
，
再
造
歷
史
與
人
物
。
這
種
再
造
往
往
是
不
自

覺
的
，
甚
至
可
以
說
是
來
自
亙亙
古
的
召
喚
，
唯
有
透
過
此
一
再

造
，
一
個
民
族
集
體
潛
意
識
中
的
「
原
型
」
才
有
顯
影
的
機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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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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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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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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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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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
的

潛
意
識
，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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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自
同
樣
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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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類
所
共
享
的
記
憶
及

行
為
傾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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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
孔

　篩
子
的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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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篩
，

音

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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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孔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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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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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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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型
人
物
假
借
自
歷
史
，
必
然
也
會
脫
離
歷
史
。
當
我
們
想

根
據
歷
史
和
小
說
去
辨
認
孔
明
的
形
貌
、
思
想
、
人
格
時
，
就
會

發
現
有
兩
個
孔
明
存
在
著
：
一
是
陳
壽 

三
國
志
裡
的
孔
明
，
是

塑
造
歷
史
的
英
雄
人
物
，
筆
者
稱
之
為
「
歷
史
的
孔
明
」
；
一
是

羅
貫
中 

三
國
演
義
裡
的
孔
明
，
是
文
化
所
塑
造
出
來
的
，
筆
者

稱
之
為
「
文
化
的
孔
明
」
。
時
至
今
日
，
「
歷
史
的
孔
明
」
日
漸

模
糊
，
但
「
文
化
的
孔
明
」
則
鮮
明
地
活
在
廣
大
漢
民
族
的
心
目

中
，
這
不
只
是
因
為
三
國
演
義
的
流
通
量
大
於
三
國
志
，
更
是
因

為
三
國
演
義
裡
的
孔
明
，
較
契
合
漢
民
族
的
心
靈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的
軍
師
原
型

三
國
演
義
是
三
國
志
的
再
造
，
孔
明
的
真
實
性
只
有
三
分
，

虛
構
性
反
倒
占
了
七
分
，
為
的
是
彰
顯
漢
族
文
化
裡
的
一
種
特
殊

原
型—

—

軍
師
。
在
歷
代
的
開
國
演
義
小
說
裡
，
都
有
軍
師
這
種

三

7

8

9

一

6 

原
型

　事
物
最
原
始
的
型

態
，
代
表
同
一
類
型
的
人

物
、
物
件
或
觀
念
，
即
上
文

所
說
的
﹁
共
同
的
主
觀
意

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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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壽

　晉 

安
漢
︵
今
四
川 
南

充
︶
人
，
曾
任
著
作
郎
，
時

人
稱
其
善
敘
事
，
有
古
良
史

之
風
。

8 

羅
貫
中

　元 

太
原
︵
今
山

西 

太
原
︶
人
，
工
於
作
曲
，

善
寫
通
俗
小
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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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
演
義

　又
名
三
國
志
通

俗
演
義
，
描
寫
魏
、
蜀
、

吳 

三
國
時
代
的
歷
史
小
說
。

演
義
，
以
史
實
為
基
礎
，
加

入
傳
聞
軼
事
而
編
成
的
小

說
。

 
◆

文
中
提
及
的
「
兩
個
孔
明
」

從
何
而
來
？
為
何
一
個
日
漸

模
糊
，
一
個
依
舊
鮮
明
？

閱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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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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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什
麼
會
出
現
兩
個
孔
明
？

「
滾
滾
長
江
東
逝
水
，
浪
花
淘
盡
英
雄
」
，
在
人
世
的
舞
臺

上
，
不
知
浮
沉
過
多
少
英
雄
。
雖
然
是
非
成
敗
轉
眼
成
空
，
但
這

些
人
物
和
他
們
的
事
蹟
卻
積
累
而
成
歷
史
，
在
物
換
星
移
之
後
，

後
世
只
能
透
過
歷
史
記
載
或
小
說
戲
曲
去
認
識
這
些
英
雄
人
物
。

在
一
個
民
族
的
集
體
潛
意
識
中
，
對
歷
史
與
人
物
似
乎
有
一

些
共
同
的
主
觀
意
念
，
它
們
像
文
化
的
篩篩
孔
，
特
別
易
於
過
濾
、

吸
納
符
合
此
一
心
靈
模
式
的
歷
史
枝
節
和
人
物
特
徵
，
然
後
以
想

像
力
填
補
其
不
足
，
再
造
歷
史
與
人
物
。
這
種
再
造
往
往
是
不
自

覺
的
，
甚
至
可
以
說
是
來
自
亙亙
古
的
召
喚
，
唯
有
透
過
此
一
再

造
，
一
個
民
族
集
體
潛
意
識
中
的
「
原
型
」
才
有
顯
影
的
機
會
。

一

1

2

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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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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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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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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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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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物
改
變
，
星

辰
移
動
。
形
容
時
序
景
物
的

變
遷
和
世
事
的
更
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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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精
神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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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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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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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
的

潛
意
識
，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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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自
同
樣
遠

祖
、
人
類
所
共
享
的
記
憶
及

行
為
傾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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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
孔

　篩
子
的
孔
洞
。
篩
，

音

篩
，
有
密
孔
的
竹
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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亙
古

　自
古
以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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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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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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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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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續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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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型
人
物
假
借
自
歷
史
，
必
然
也
會
脫
離
歷
史
。
當
我
們
想

根
據
歷
史
和
小
說
去
辨
認
孔
明
的
形
貌
、
思
想
、
人
格
時
，
就
會

發
現
有
兩
個
孔
明
存
在
著
：
一
是
陳
壽 

三
國
志
裡
的
孔
明
，
是

塑
造
歷
史
的
英
雄
人
物
，
筆
者
稱
之
為
「
歷
史
的
孔
明
」
；
一
是

羅
貫
中 

三
國
演
義
裡
的
孔
明
，
是
文
化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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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出
來
的
，
筆
者

稱
之
為
「
文
化
的
孔
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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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今
日
，
「
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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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孔
明
」
日
漸

模
糊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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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的
孔
明
」
則
鮮
明
地
活
在
廣
大
漢
民
族
的
心
目

中
，
這
不
只
是
因
為
三
國
演
義
的
流
通
量
大
於
三
國
志
，
更
是
因

為
三
國
演
義
裡
的
孔
明
，
較
契
合
漢
民
族
的
心
靈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的
軍
師
原
型

三
國
演
義
是
三
國
志
的
再
造
，
孔
明
的
真
實
性
只
有
三
分
，

虛
構
性
反
倒
占
了
七
分
，
為
的
是
彰
顯
漢
族
文
化
裡
的
一
種
特
殊

原
型—

—

軍
師
。
在
歷
代
的
開
國
演
義
小
說
裡
，
都
有
軍
師
這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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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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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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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
事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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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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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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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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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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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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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代
的
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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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說
。

演
義
，
以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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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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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
，
加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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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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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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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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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什
麼
會
出
現
兩
個
孔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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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
滾
長
江
東
逝
水
，
浪
花
淘
盡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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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人
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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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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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
沉
過
多
少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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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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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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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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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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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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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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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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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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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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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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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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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史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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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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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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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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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式
的
歷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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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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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足
，
再
造
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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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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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再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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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是
不
自

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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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
至
可
以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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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自
亙亙
古
的
召
喚
，
唯
有
透
過
此
一
再

造
，
一
個
民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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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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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型
」
才
有
顯
影
的
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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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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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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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間
延
續
不

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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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型
人
物
假
借
自
歷
史
，
必
然
也
會
脫
離
歷
史
。
當
我
們
想

根
據
歷
史
和
小
說
去
辨
認
孔
明
的
形
貌
、
思
想
、
人
格
時
，
就
會

發
現
有
兩
個
孔
明
存
在
著
：
一
是
陳
壽 

三
國
志
裡
的
孔
明
，
是

塑
造
歷
史
的
英
雄
人
物
，
筆
者
稱
之
為
「
歷
史
的
孔
明
」
；
一
是

羅
貫
中 

三
國
演
義
裡
的
孔
明
，
是
文
化
所
塑
造
出
來
的
，
筆
者

稱
之
為
「
文
化
的
孔
明
」
。
時
至
今
日
，
「
歷
史
的
孔
明
」
日
漸

模
糊
，
但
「
文
化
的
孔
明
」
則
鮮
明
地
活
在
廣
大
漢
民
族
的
心
目

中
，
這
不
只
是
因
為
三
國
演
義
的
流
通
量
大
於
三
國
志
，
更
是
因

為
三
國
演
義
裡
的
孔
明
，
較
契
合
漢
民
族
的
心
靈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的
軍
師
原
型

三
國
演
義
是
三
國
志
的
再
造
，
孔
明
的
真
實
性
只
有
三
分
，

虛
構
性
反
倒
占
了
七
分
，
為
的
是
彰
顯
漢
族
文
化
裡
的
一
種
特
殊

原
型—

—

軍
師
。
在
歷
代
的
開
國
演
義
小
說
裡
，
都
有
軍
師
這
種

三

7

8

9

一

6 
原
型

　事
物
最
原
始
的
型

態
，
代
表
同
一
類
型
的
人

物
、
物
件
或
觀
念
，
即
上
文

所
說
的
﹁
共
同
的
主
觀
意

念
﹂
。

7 

陳
壽

　晉 

安
漢
︵
今
四
川 

南

充
︶
人
，
曾
任
著
作
郎
，
時

人
稱
其
善
敘
事
，
有
古
良
史

之
風
。

8 

羅
貫
中

　元 

太
原
︵
今
山

西 

太
原
︶
人
，
工
於
作
曲
，

善
寫
通
俗
小
說
。

9 

三
國
演
義

　又
名
三
國
志
通

俗
演
義
，
描
寫
魏
、
蜀
、

吳 

三
國
時
代
的
歷
史
小
說
。

演
義
，
以
史
實
為
基
礎
，
加

入
傳
聞
軼
事
而
編
成
的
小

說
。

 
◆

文
中
提
及
的
「
兩
個
孔
明
」

從
何
而
來
？
為
何
一
個
日
漸

模
糊
，
一
個
依
舊
鮮
明
？

閱
讀
檢
測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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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文‧

注
釋

為
什
麼
會
出
現
兩
個
孔
明
？

「
滾
滾
長
江
東
逝
水
，
浪
花
淘
盡
英
雄
」
，
在
人
世
的
舞
臺

上
，
不
知
浮
沉
過
多
少
英
雄
。
雖
然
是
非
成
敗
轉
眼
成
空
，
但
這

些
人
物
和
他
們
的
事
蹟
卻
積
累
而
成
歷
史
，
在
物
換
星
移
之
後
，

後
世
只
能
透
過
歷
史
記
載
或
小
說
戲
曲
去
認
識
這
些
英
雄
人
物
。

在
一
個
民
族
的
集
體
潛
意
識
中
，
對
歷
史
與
人
物
似
乎
有
一

些
共
同
的
主
觀
意
念
，
它
們
像
文
化
的
篩篩
孔
，
特
別
易
於
過
濾
、

吸
納
符
合
此
一
心
靈
模
式
的
歷
史
枝
節
和
人
物
特
徵
，
然
後
以
想

像
力
填
補
其
不
足
，
再
造
歷
史
與
人
物
。
這
種
再
造
往
往
是
不
自

覺
的
，
甚
至
可
以
說
是
來
自
亙亙
古
的
召
喚
，
唯
有
透
過
此
一
再

造
，
一
個
民
族
集
體
潛
意
識
中
的
「
原
型
」
才
有
顯
影
的
機
會
。

一

1

2

二

3

4

5

6

510

1 

滾
滾
長
江
東
逝
水
二
句

　引

自
三
國
演
義
卷
頭
語
。

2 

物
換
星
移

　事
物
改
變
，
星

辰
移
動
。
形
容
時
序
景
物
的

變
遷
和
世
事
的
更
替
。

3 

集
體
潛
意
識

　瑞
士
精
神
分

析
學
者
榮
格
︵C

arl G
ustav 

Jung,1875-1961

︶
提
出
的
理

論
，
指
人
格
結
構
最
底
層
的

潛
意
識
，
包
含
來
自
同
樣
遠

祖
、
人
類
所
共
享
的
記
憶
及

行
為
傾
向
。

4 

篩
孔

　篩
子
的
孔
洞
。
篩
，

音

篩
，
有
密
孔
的
竹
器
。

5 

亙
古

　自
古
以
來
。
亙
，
音

亙
，
時
間
或
空
間
延
續
不

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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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
麼
會
出
現
兩
個
孔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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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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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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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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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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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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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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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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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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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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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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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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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一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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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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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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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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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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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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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於
過
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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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一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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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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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
節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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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
後
以
想

像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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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不
足
，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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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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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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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種
再
造
往
往
是
不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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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甚
至
可
以
說
是
來
自
亙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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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召
喚
，
唯
有
透
過
此
一
再

造
，
一
個
民
族
集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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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識
中
的
「
原
型
」
才
有
顯
影
的
機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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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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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世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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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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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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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理

論
，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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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結
構
最
底
層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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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識
，
包
含
來
自
同
樣
遠

祖
、
人
類
所
共
享
的
記
憶
及

行
為
傾
向
。

4 

篩
孔

　篩
子
的
孔
洞
。
篩
，

音

篩
，
有
密
孔
的
竹
器
。

5 

亙
古

　自
古
以
來
。
亙
，
音

亙
，
時
間
或
空
間
延
續
不

斷
。

篩
選
、
揀
選

意
謂
民
族
會
對
某
類
人
物
形
象
特
別
喜
好
，
然
後
把
歷
史
人
物
改
造
成
符
合
這
類
形
象
的
樣
貌

原
是
攝
影
後
將
影
像
沖
洗

出
來
的
過
程
，
此
指
顯
現

指
歷
史
上
的
小
事
件

根
據
自
己
的
認
知
所
判
斷
出
來
的
想
法
，
未
必
符
合
實
際
狀
況

化
用
三
國
演
義
開
卷
語
的
文
句
：
﹁
是
非
成
敗
轉
頭
空
。
青
山
依
舊
在
，
幾
度
夕
陽
紅
。
﹂

出
於
潛
意
識
而
非
刻
意
的

吸
取
收
納

6 

王
溢
嘉
指
出
﹁
原
型
﹂
意
指
人
類
全
體
或
某
個
文
化

族
群
共
有
的
某
些
抽
象
概
念
，
而
文
學
藝
術
家
則
是

將
這
些
概
念
給
予
具
象
化
，
以
人
物
或
圖
像
來
呈

現
。
譬
如
在
三
國
演
義
裡
，
諸
葛
亮
是
中
國
文
化
裡

﹁
軍
師
原
型
﹂
的
具
象
化
，
關
羽
則
是
﹁
忠
義
原
型
﹂

的
顯
影
。
在
歷
史
的
長
河
裡
，
﹁
原
型
﹂
通
常
會
反

覆
出
現
，
提
醒
或
強
化
族
群
共
有
的
一
些
概
念
。

提
問

引
用

明
喻

主
觀
意
念

過
濾

覺

歷
史
枝
節

吸
納

顯
影

不
自

淘

第
一
節
段
旨
：
歷
史
孔

明
與
文
化
孔
明
並
存
，

而
後
者
形
象
更
鮮
明
。

◆
◆

段
析

本
節
為
緒
論
，
標
題
以
設

問
法
﹁
為
什
麼
會
出
現
兩

個
孔
明
？
﹂
，
引
出
﹁
兩

個
孔
明
﹂
的
主
題
。
文
中

運
用
心
理
學
集
體
潛
意
識

概
念
，
說
解
文
化
對
心
靈

的
影
響
，
增
加
立
論
的
說

服
力
。
再
運
用
﹁
對
比

法
﹂
，
將
三
國
志
與
三
國

演
義
對
照
比
較
，
帶
出

﹁
歷
史
的
孔
明
和
文
化
的

孔
明
﹂
的
中
心
論
點
。

補
注 

原
是
明
代 

楊
慎
所
作
的
臨
江

仙
一
詞
︵
見

3-18
頁
﹁
語
文
常
識

二
﹂
︶
。
清
初
，
毛
宗
崗
父
子
評

刻
三
國
演
義
，
將
這
闋
詞
置
於
卷

首
，
以
此
作
為
對
三
國
群
雄
割
據
、

爭
戰
不
休
這
段
歷
史
的
總
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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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型
人
物
假
借
自
歷
史
，
必
然
也
會
脫
離
歷
史
。
當
我
們
想

根
據
歷
史
和
小
說
去
辨
認
孔
明
的
形
貌
、
思
想
、
人
格
時
，
就
會

發
現
有
兩
個
孔
明
存
在
著
：
一
是
陳
壽 

三
國
志
裡
的
孔
明
，
是

塑
造
歷
史
的
英
雄
人
物
，
筆
者
稱
之
為
「
歷
史
的
孔
明
」
；
一
是

羅
貫
中 

三
國
演
義
裡
的
孔
明
，
是
文
化
所
塑
造
出
來
的
，
筆
者

稱
之
為
「
文
化
的
孔
明
」
。
時
至
今
日
，
「
歷
史
的
孔
明
」
日
漸

模
糊
，
但
「
文
化
的
孔
明
」
則
鮮
明
地
活
在
廣
大
漢
民
族
的
心
目

中
，
這
不
只
是
因
為
三
國
演
義
的
流
通
量
大
於
三
國
志
，
更
是
因

為
三
國
演
義
裡
的
孔
明
，
較
契
合
漢
民
族
的
心
靈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的
軍
師
原
型

三
國
演
義
是
三
國
志
的
再
造
，
孔
明
的
真
實
性
只
有
三
分
，

虛
構
性
反
倒
占
了
七
分
，
為
的
是
彰
顯
漢
族
文
化
裡
的
一
種
特
殊

原
型—

—

軍
師
。
在
歷
代
的
開
國
演
義
小
說
裡
，
都
有
軍
師
這
種

三

7

8

9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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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型

　事
物
最
原
始
的
型

態
，
代
表
同
一
類
型
的
人

物
、
物
件
或
觀
念
，
即
上
文

所
說
的
﹁
共
同
的
主
觀
意

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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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壽

　晉 

安
漢
︵
今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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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充
︶
人
，
曾
任
著
作
郎
，
時

人
稱
其
善
敘
事
，
有
古
良
史

之
風
。

8 

羅
貫
中

　元 

太
原
︵
今
山

西 

太
原
︶
人
，
工
於
作
曲
，

善
寫
通
俗
小
說
。

9 

三
國
演
義

　又
名
三
國
志
通

俗
演
義
，
描
寫
魏
、
蜀
、

吳 

三
國
時
代
的
歷
史
小
說
。

演
義
，
以
史
實
為
基
礎
，
加

入
傳
聞
軼
事
而
編
成
的
小

說
。

 
◆

文
中
提
及
的
「
兩
個
孔
明
」

從
何
而
來
？
為
何
一
個
日
漸

模
糊
，
一
個
依
舊
鮮
明
？

閱
讀
檢
測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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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什
麼
會
出
現
兩
個
孔
明
？

「
滾
滾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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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逝
水
，
浪
花
淘
盡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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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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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的
舞
臺

上
，
不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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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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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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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雄
。
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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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非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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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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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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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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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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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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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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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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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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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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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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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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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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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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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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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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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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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一
心
靈
模
式
的
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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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
節
和
人
物
特
徵
，
然
後
以
想

像
力
填
補
其
不
足
，
再
造
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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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人
物
。
這
種
再
造
往
往
是
不
自

覺
的
，
甚
至
可
以
說
是
來
自
亙亙
古
的
召
喚
，
唯
有
透
過
此
一
再

造
，
一
個
民
族
集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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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識
中
的
「
原
型
」
才
有
顯
影
的
機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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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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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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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江
東
逝
水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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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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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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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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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換
星
移

　事
物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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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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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
形
容
時
序
景
物
的

變
遷
和
世
事
的
更
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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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出
的
理

論
，
指
人
格
結
構
最
底
層
的

潛
意
識
，
包
含
來
自
同
樣
遠

祖
、
人
類
所
共
享
的
記
憶
及

行
為
傾
向
。

4 

篩
孔

　篩
子
的
孔
洞
。
篩
，

音

篩
，
有
密
孔
的
竹
器
。

5 

亙
古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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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來
。
亙
，
音

亙
，
時
間
或
空
間
延
續
不

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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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型
人
物
假
借
自
歷
史
，
必
然
也
會
脫
離
歷
史
。
當
我
們
想

根
據
歷
史
和
小
說
去
辨
認
孔
明
的
形
貌
、
思
想
、
人
格
時
，
就
會

發
現
有
兩
個
孔
明
存
在
著
：
一
是
陳
壽 

三
國
志
裡
的
孔
明
，
是

塑
造
歷
史
的
英
雄
人
物
，
筆
者
稱
之
為
「
歷
史
的
孔
明
」
；
一
是

羅
貫
中 

三
國
演
義
裡
的
孔
明
，
是
文
化
所
塑
造
出
來
的
，
筆
者

稱
之
為
「
文
化
的
孔
明
」
。
時
至
今
日
，
「
歷
史
的
孔
明
」
日
漸

模
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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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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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為
什
麼
會
出
現
兩
個
孔
明
？

「
滾
滾
長
江
東
逝
水
，
浪
花
淘
盡
英
雄
」
，
在
人
世
的
舞
臺

上
，
不
知
浮
沉
過
多
少
英
雄
。
雖
然
是
非
成
敗
轉
眼
成
空
，
但
這

些
人
物
和
他
們
的
事
蹟
卻
積
累
而
成
歷
史
，
在
物
換
星
移
之
後
，

後
世
只
能
透
過
歷
史
記
載
或
小
說
戲
曲
去
認
識
這
些
英
雄
人
物
。

在
一
個
民
族
的
集
體
潛
意
識
中
，
對
歷
史
與
人
物
似
乎
有
一

些
共
同
的
主
觀
意
念
，
它
們
像
文
化
的
篩篩
孔
，
特
別
易
於
過
濾
、

吸
納
符
合
此
一
心
靈
模
式
的
歷
史
枝
節
和
人
物
特
徵
，
然
後
以
想

像
力
填
補
其
不
足
，
再
造
歷
史
與
人
物
。
這
種
再
造
往
往
是
不
自

覺
的
，
甚
至
可
以
說
是
來
自
亙亙
古
的
召
喚
，
唯
有
透
過
此
一
再

造
，
一
個
民
族
集
體
潛
意
識
中
的
「
原
型
」
才
有
顯
影
的
機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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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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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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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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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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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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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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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出
的
理

論
，
指
人
格
結
構
最
底
層
的

潛
意
識
，
包
含
來
自
同
樣
遠

祖
、
人
類
所
共
享
的
記
憶
及

行
為
傾
向
。

4 

篩
孔

　篩
子
的
孔
洞
。
篩
，

音

篩
，
有
密
孔
的
竹
器
。

5 

亙
古

　自
古
以
來
。
亙
，
音

亙
，
時
間
或
空
間
延
續
不

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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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型
人
物
假
借
自
歷
史
，
必
然
也
會
脫
離
歷
史
。
當
我
們
想

根
據
歷
史
和
小
說
去
辨
認
孔
明
的
形
貌
、
思
想
、
人
格
時
，
就
會

發
現
有
兩
個
孔
明
存
在
著
：
一
是
陳
壽 

三
國
志
裡
的
孔
明
，
是

塑
造
歷
史
的
英
雄
人
物
，
筆
者
稱
之
為
「
歷
史
的
孔
明
」
；
一
是

羅
貫
中 

三
國
演
義
裡
的
孔
明
，
是
文
化
所
塑
造
出
來
的
，
筆
者

稱
之
為
「
文
化
的
孔
明
」
。
時
至
今
日
，
「
歷
史
的
孔
明
」
日
漸

模
糊
，
但
「
文
化
的
孔
明
」
則
鮮
明
地
活
在
廣
大
漢
民
族
的
心
目

中
，
這
不
只
是
因
為
三
國
演
義
的
流
通
量
大
於
三
國
志
，
更
是
因

為
三
國
演
義
裡
的
孔
明
，
較
契
合
漢
民
族
的
心
靈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的
軍
師
原
型

三
國
演
義
是
三
國
志
的
再
造
，
孔
明
的
真
實
性
只
有
三
分
，

虛
構
性
反
倒
占
了
七
分
，
為
的
是
彰
顯
漢
族
文
化
裡
的
一
種
特
殊

原
型—

—

軍
師
。
在
歷
代
的
開
國
演
義
小
說
裡
，
都
有
軍
師
這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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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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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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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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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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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代
的
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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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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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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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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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基
礎
，
加

入
傳
聞
軼
事
而
編
成
的
小

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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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中
提
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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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個
孔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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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而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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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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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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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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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充
︶
人
，
曾
任
著
作
郎
，
時

人
稱
其
善
敘
事
，
有
古
良
史

之
風
。

8 

羅
貫
中

　元 

太
原
︵
今
山

西 

太
原
︶
人
，
工
於
作
曲
，

善
寫
通
俗
小
說
。

9 

三
國
演
義

　又
名
三
國
志
通

俗
演
義
，
描
寫
魏
、
蜀
、

吳 

三
國
時
代
的
歷
史
小
說
。

演
義
，
以
史
實
為
基
礎
，
加

入
傳
聞
軼
事
而
編
成
的
小

說
。

 
◆

文
中
提
及
的
「
兩
個
孔
明
」

從
何
而
來
？
為
何
一
個
日
漸

模
糊
，
一
個
依
舊
鮮
明
？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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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為
什
麼
會
出
現
兩
個
孔
明
？

「
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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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江
東
逝
水
，
浪
花
淘
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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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
，
在
人
世
的
舞
臺

上
，
不
知
浮
沉
過
多
少
英
雄
。
雖
然
是
非
成
敗
轉
眼
成
空
，
但
這

些
人
物
和
他
們
的
事
蹟
卻
積
累
而
成
歷
史
，
在
物
換
星
移
之
後
，

後
世
只
能
透
過
歷
史
記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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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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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識
這
些
英
雄
人
物
。

在
一
個
民
族
的
集
體
潛
意
識
中
，
對
歷
史
與
人
物
似
乎
有
一

些
共
同
的
主
觀
意
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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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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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篩篩
孔
，
特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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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過
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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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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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的
歷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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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特
徵
，
然
後
以
想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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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補
其
不
足
，
再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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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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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
這
種
再
造
往
往
是
不
自

覺
的
，
甚
至
可
以
說
是
來
自
亙亙
古
的
召
喚
，
唯
有
透
過
此
一
再

造
，
一
個
民
族
集
體
潛
意
識
中
的
「
原
型
」
才
有
顯
影
的
機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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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二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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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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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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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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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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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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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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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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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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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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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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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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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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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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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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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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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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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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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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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關
羽

　字
雲
長
，
三
國 

河
東

︵
今
山
西 
解
縣
︶
人
。
為
蜀

漢
大
將
，
年
少
時
與
劉
備
、

張
飛
結
為
義
兄
弟
，
輔
佐
劉

備
成
大
業
。

y 

張
飛

　字
翼
德
，
三
國 

涿啄
郡

︵
今
河
北 

涿
縣
︶
人
。
驍
勇

善
戰
，
有
﹁
萬
人
敵
﹂
之
稱
。

u 

綸
巾

　以
青
絲
帶
做
成
的
頭

巾
。

i 

鶴
氅

　用
鶴
羽
製
成
的
外

衣
。

o 

周
瑜

　字
公
瑾
，
三
國 

舒
城

︵
今
安
徽 

舒
城
︶
人
。
東
吳

大
都
督
，
領
兵
抗
曹
。

p 

奇
門
遁
甲

　古
代
一
種
推
算

吉
凶
的
術
數
。

a 

七
星
壇

　道
教
祭
拜
北
斗
七

星
的
祭
壇
。

s 

爽

　差
錯
。

是
，
他
定
下
「
天
下
三
分
策
」
，
以
後
歷
史
的
發
展
，
幾
乎
完
全

照
他
的
分
析
進
行
，
絲
毫
不
爽
。
這
種
功
力
絕
非
時
下
的
「
趨
勢

報
告
」
所
可
比
擬
，
它
代
表
的
是
一
個
層
次
完
全
不
同
的
「
天
機

參
透
」
。

這
些
描
述
當
然
都
是
正
史
沒
有
的
。
三
國
志
裡
，
劉
備
雖
三

顧
茅
廬
，
對
孔
明
甚
為
禮
遇
，
但
初
始
並
未
重
用
，
在
赤
壁
戰

s

四

5

34

原
型
人
物
，
興
周
的
姜
子
牙
、
創
漢
的
張
良
、
開
唐
的
徐
茂
公
、

佐
明
的
劉
伯
溫
等
，
可
以
說
都
是
這
種
原
型
人
物
的
週
期
性
再

現
。
徐
庶
向
劉
備
推
薦
孔
明
時
說
：
「
若
得
此
人
，
無
異
周
得
呂

望
，
漢
得
張
良
也
。
」
孔
明
正
是
這
樣
的
軍
師
。

我
們
甚
至
可
以
說
，
羅
貫
中
是
聽
從
漢
民
族
集
體
潛
意
識
的

召
喚
，
根
據
既
有
的
文
化
理
念
，
把
他
描
繪
成
一
個
思
想
言
行
皆

具
有
道
家
傾
向
的
軍
師
。
在
三
顧
茅
廬
的
故
事
裡
，
劉
備
率
關 

羽
、
張
飛
第
三
次
來
訪
，
孔
明
總
算
出
來
相
見
，
劉
備
看
到
他
頭

戴
綸關
巾
，
身
披
鶴
氅氅
，
飄
飄
然
如
神
仙
一
般
。
在
赤
壁
之
戰
的
故

事
裡
，
孔
明
向
周
瑜
說
，
自
己
曾
遇
到
異
人
，
傳
授
奇
門
遁
甲
天

書
，
可
以
呼
風
喚
雨
。
在
建
了
一
座
七
星
壇
後
，
他
就
身
披
道
衣

作
起
法
來
。

羅
貫
中
筆
下
，
孔
明
的
神
機
妙
算
不
勝
枚
舉
，
最
驚
人
的

0

q

w

e

r

二

t

y

u

io

p

a

三

0 

姜
子
牙

　姜
尚
，
字
子
牙
，

周 

東
海
︵
今
山
東 

日
照
︶

人
，
輔
佐
周
武
王
建
立
周

朝
。
即
下
文
的
﹁
呂
望
﹂
。

q 

張
良

　字
子
房
，
漢 

城
父

︵
今
河
南 

新
鄭
︶
人
，
輔
佐

漢
高
祖
建
立
漢
朝
。

w 

徐
茂
公

　本
名
徐
世
勣勣
，

唐 

離
狐
︵
今
山
東 

菏荷
澤
︶

人
，
輔
佐
唐
高
祖
建
立
唐

朝
。

e 

劉
伯
溫

　劉
基
，
字
伯
溫
，

明 

青
田
︵
今
浙
江 

青
田
︶

人
，
輔
佐
明
太
祖
建
立
明

朝
。

r 

徐
庶

　字
元
直
，
三
國 

長
社

︵
今
河
南 

許
昌
︶
人
，
與
劉

備
友
好
，
後
被
迫
投
靠
曹

操
。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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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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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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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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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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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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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遁
甲
天

書
，
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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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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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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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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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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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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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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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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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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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

望
，
漢
得
張
良
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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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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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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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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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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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關
羽

　字
雲
長
，
三
國 

河
東

︵
今
山
西 

解
縣
︶
人
。
為
蜀

漢
大
將
，
年
少
時
與
劉
備
、

張
飛
結
為
義
兄
弟
，
輔
佐
劉

備
成
大
業
。

y 

張
飛

　字
翼
德
，
三
國 
涿啄
郡

︵
今
河
北 

涿
縣
︶
人
。
驍
勇

善
戰
，
有
﹁
萬
人
敵
﹂
之
稱
。

u 

綸
巾

　以
青
絲
帶
做
成
的
頭

巾
。

i 

鶴
氅

　用
鶴
羽
製
成
的
外

衣
。

o 

周
瑜

　字
公
瑾
，
三
國 

舒
城

︵
今
安
徽 

舒
城
︶
人
。
東
吳

大
都
督
，
領
兵
抗
曹
。

p 

奇
門
遁
甲

　古
代
一
種
推
算

吉
凶
的
術
數
。

a 

七
星
壇

　道
教
祭
拜
北
斗
七

星
的
祭
壇
。

s 

爽

　差
錯
。

是
，
他
定
下
「
天
下
三
分
策
」
，
以
後
歷
史
的
發
展
，
幾
乎
完
全

照
他
的
分
析
進
行
，
絲
毫
不
爽
。
這
種
功
力
絕
非
時
下
的
「
趨
勢

報
告
」
所
可
比
擬
，
它
代
表
的
是
一
個
層
次
完
全
不
同
的
「
天
機

參
透
」
。

這
些
描
述
當
然
都
是
正
史
沒
有
的
。
三
國
志
裡
，
劉
備
雖
三

顧
茅
廬
，
對
孔
明
甚
為
禮
遇
，
但
初
始
並
未
重
用
，
在
赤
壁
戰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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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
師
。

我
們
甚
至
可
以
說
，
羅
貫
中
是
聽
從
漢
民
族
集
體
潛
意
識
的

召
喚
，
根
據
既
有
的
文
化
理
念
，
把
他
描
繪
成
一
個
思
想
言
行
皆

具
有
道
家
傾
向
的
軍
師
。
在
三
顧
茅
廬
的
故
事
裡
，
劉
備
率
關 

羽
、
張
飛
第
三
次
來
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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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總
算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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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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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看
到
他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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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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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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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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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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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
明
向
周
瑜
說
，
自
己
曾
遇
到
異
人
，
傳
授
奇
門
遁
甲
天

書
，
可
以
呼
風
喚
雨
。
在
建
了
一
座
七
星
壇
後
，
他
就
身
披
道
衣

作
起
法
來
。

羅
貫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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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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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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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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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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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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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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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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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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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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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
拜
北
斗
七

星
的
祭
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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爽

　差
錯
。

是
，
他
定
下
「
天
下
三
分
策
」
，
以
後
歷
史
的
發
展
，
幾
乎
完
全

照
他
的
分
析
進
行
，
絲
毫
不
爽
。
這
種
功
力
絕
非
時
下
的
「
趨
勢

報
告
」
所
可
比
擬
，
它
代
表
的
是
一
個
層
次
完
全
不
同
的
「
天
機

參
透
」
。

這
些
描
述
當
然
都
是
正
史
沒
有
的
。
三
國
志
裡
，
劉
備
雖
三

顧
茅
廬
，
對
孔
明
甚
為
禮
遇
，
但
初
始
並
未
重
用
，
在
赤
壁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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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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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牙
、
創
漢
的
張
良
、
開
唐
的
徐
茂
公
、

佐
明
的
劉
伯
溫
等
，
可
以
說
都
是
這
種
原
型
人
物
的
週
期
性
再

現
。
徐
庶
向
劉
備
推
薦
孔
明
時
說
：
「
若
得
此
人
，
無
異
周
得
呂

望
，
漢
得
張
良
也
。
」
孔
明
正
是
這
樣
的
軍
師
。

我
們
甚
至
可
以
說
，
羅
貫
中
是
聽
從
漢
民
族
集
體
潛
意
識
的

召
喚
，
根
據
既
有
的
文
化
理
念
，
把
他
描
繪
成
一
個
思
想
言
行
皆

具
有
道
家
傾
向
的
軍
師
。
在
三
顧
茅
廬
的
故
事
裡
，
劉
備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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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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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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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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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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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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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到
他
頭

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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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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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
鶴
氅氅
，
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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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神
仙
一
般
。
在
赤
壁
之
戰
的
故

事
裡
，
孔
明
向
周
瑜
說
，
自
己
曾
遇
到
異
人
，
傳
授
奇
門
遁
甲
天

書
，
可
以
呼
風
喚
雨
。
在
建
了
一
座
七
星
壇
後
，
他
就
身
披
道
衣

作
起
法
來
。

羅
貫
中
筆
下
，
孔
明
的
神
機
妙
算
不
勝
枚
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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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原
型
人
物
，
興
周
的
姜
子
牙
、
創
漢
的
張
良
、
開
唐
的
徐
茂
公
、

佐
明
的
劉
伯
溫
等
，
可
以
說
都
是
這
種
原
型
人
物
的
週
期
性
再

現
。
徐
庶
向
劉
備
推
薦
孔
明
時
說
：
「
若
得
此
人
，
無
異
周
得
呂

望
，
漢
得
張
良
也
。
」
孔
明
正
是
這
樣
的
軍
師
。

我
們
甚
至
可
以
說
，
羅
貫
中
是
聽
從
漢
民
族
集
體
潛
意
識
的

召
喚
，
根
據
既
有
的
文
化
理
念
，
把
他
描
繪
成
一
個
思
想
言
行
皆

具
有
道
家
傾
向
的
軍
師
。
在
三
顧
茅
廬
的
故
事
裡
，
劉
備
率
關 

羽
、
張
飛
第
三
次
來
訪
，
孔
明
總
算
出
來
相
見
，
劉
備
看
到
他
頭

戴
綸關
巾
，
身
披
鶴
氅氅
，
飄
飄
然
如
神
仙
一
般
。
在
赤
壁
之
戰
的
故

事
裡
，
孔
明
向
周
瑜
說
，
自
己
曾
遇
到
異
人
，
傳
授
奇
門
遁
甲
天

書
，
可
以
呼
風
喚
雨
。
在
建
了
一
座
七
星
壇
後
，
他
就
身
披
道
衣

作
起
法
來
。

羅
貫
中
筆
下
，
孔
明
的
神
機
妙
算
不
勝
枚
舉
，
最
驚
人
的

0

q

w

e

r

二

t

y

u

io

p

a

三

0 

姜
子
牙

　姜
尚
，
字
子
牙
，

周 

東
海
︵
今
山
東 

日
照
︶

人
，
輔
佐
周
武
王
建
立
周

朝
。
即
下
文
的
﹁
呂
望
﹂
。

q 

張
良

　字
子
房
，
漢 

城
父

︵
今
河
南 

新
鄭
︶
人
，
輔
佐

漢
高
祖
建
立
漢
朝
。

w 

徐
茂
公

　本
名
徐
世
勣勣
，

唐 

離
狐
︵
今
山
東 

菏荷
澤
︶

人
，
輔
佐
唐
高
祖
建
立
唐

朝
。

e 

劉
伯
溫

　劉
基
，
字
伯
溫
，

明 

青
田
︵
今
浙
江 

青
田
︶

人
，
輔
佐
明
太
祖
建
立
明

朝
。

r 

徐
庶

　字
元
直
，
三
國 

長
社

︵
今
河
南 

許
昌
︶
人
，
與
劉

備
友
好
，
後
被
迫
投
靠
曹

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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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周
瑜

　字
公
瑾
，
三
國 

舒
城

︵
今
安
徽 

舒
城
︶
人
。
東
吳

大
都
督
，
領
兵
抗
曹
。

p 

奇
門
遁
甲

　古
代
一
種
推
算

吉
凶
的
術
數
。

a 

七
星
壇

　道
教
祭
拜
北
斗
七

星
的
祭
壇
。

s 

爽

　差
錯
。

是
，
他
定
下
「
天
下
三
分
策
」
，
以
後
歷
史
的
發
展
，
幾
乎
完
全

照
他
的
分
析
進
行
，
絲
毫
不
爽
。
這
種
功
力
絕
非
時
下
的
「
趨
勢

報
告
」
所
可
比
擬
，
它
代
表
的
是
一
個
層
次
完
全
不
同
的
「
天
機

參
透
」
。

這
些
描
述
當
然
都
是
正
史
沒
有
的
。
三
國
志
裡
，
劉
備
雖
三

顧
茅
廬
，
對
孔
明
甚
為
禮
遇
，
但
初
始
並
未
重
用
，
在
赤
壁
戰

s

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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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型
人
物
，
興
周
的
姜
子
牙
、
創
漢
的
張
良
、
開
唐
的
徐
茂
公
、

佐
明
的
劉
伯
溫
等
，
可
以
說
都
是
這
種
原
型
人
物
的
週
期
性
再

現
。
徐
庶
向
劉
備
推
薦
孔
明
時
說
：
「
若
得
此
人
，
無
異
周
得
呂

望
，
漢
得
張
良
也
。
」
孔
明
正
是
這
樣
的
軍
師
。

我
們
甚
至
可
以
說
，
羅
貫
中
是
聽
從
漢
民
族
集
體
潛
意
識
的

召
喚
，
根
據
既
有
的
文
化
理
念
，
把
他
描
繪
成
一
個
思
想
言
行
皆

具
有
道
家
傾
向
的
軍
師
。
在
三
顧
茅
廬
的
故
事
裡
，
劉
備
率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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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
飛
第
三
次
來
訪
，
孔
明
總
算
出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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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
劉
備
看
到
他
頭

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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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
，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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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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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飄
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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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仙
一
般
。
在
赤
壁
之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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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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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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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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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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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
他
就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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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

作
起
法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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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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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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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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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妙
算
不
勝
枚
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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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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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的

0

q

w

e

r

二

t

y

u

io

p

a

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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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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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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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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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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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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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破
上
天
的
機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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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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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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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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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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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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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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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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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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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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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
勢

參
透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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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

6

7
見

3-16
頁

問
題
6 

演
義
小
說
所
描
述

的
軍
師
形
象
有
什
麼
特

色
？ 

答 

見
3-9
頁
。

補
注 

關
羽
曾
大
破
曹
軍
，
威
震
一

時
。
後
吳
將
呂
蒙
襲
破
荊
州
，
關

羽
被
殺
。
其
為
人
忠
直
仁
義
，
廣

受
民
間
崇
祀
，
尊
其
為
﹁
關
公
﹂
、

﹁
關
帝
﹂
、
﹁
關
聖
﹂
、
﹁
關
聖

帝
君
﹂
。

補
注 

張
飛
，
原
字
益
德
，
後
改
為

翼
德
。
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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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
吳
時
，
張
飛
率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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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
出
兵
前
為
部
下
所
殺
。 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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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種
思
維
傾
向
很
容
易
造
成
一
個
文
化
對
成
長
價
值
的
低

估
，
結
果
造
成
文
化
的
停
滯
與
閉
塞
。

「
法
」
與
「
法
統
」
的
迷
戀
者

在
三
國
志
的
記
載
中
，
孔
明
少
有
「
道
家
」
傾
向
，
而
是
一

個
賞
罰
嚴
正
、
循
名
責
實
的
法
家
信
徒
。
他
曾
手
抄
申
子
、
韓
非

子
、
管
子
、
六
韜韜
，
送
給
皇
子
劉
禪
，
其
中
除
六
韜
是
兵
書
外
，

其
餘
都
是
法
家
的
經
典
之
作
。
第
一
次
北
伐
時
，
馬
謖訴
違
背
調

度
，
致
有
街
亭
之
失
，
孔
明
斬
了
視
如
己
子
的
馬
謖
，
大
家
以
為

可
惜
。
孔
明
流
著
淚
說
，
孫
武
所
以
能
制
勝
於
天
下
，
就
是
用
法

嚴
明
，
現
在
四
海
分
裂
，
征
戰
正
開
始
，
「
若
復
廢
法
，
何
用
討

賊
耶
！
」
由
這
些
記
載
，
我
們
多
少
可
以
知
道
，
「
歷
史
的
孔

明
」
基
本
上
是
一
個
「
法
家
」
的
信
仰
者
與
實
踐
者
。

「
若
復
廢
法
，
何
用
討
賊
耶
！
」
這
句
話
裡
的
「
法
」
，
還

六

f

一

g

h

j

k

l

;

z

二

k 

六
韜

　相
傳
為
西
周
時
姜
子

牙
所
撰
，
共
六
卷
。
韜
，
音

韜
，
兵
法
。

l 

馬
謖

　蜀
漢
將
領
，
好
論
兵

法
，
深
得
孔
明
器
重
。
謖
，

音

訴
。

; 

街
亭
之
失

　孔
明
得
知
魏
國

起
兵
，
派
馬
謖
帶
兵
駐
守
街

亭
要
地
，
叮
嚀
要
靠
山
近
水

紮
營
，
但
馬
謖
不
聽
，
終
被

魏
將
所
敗
，
導
致
街
亭
失

守
。

z 

孫
武

　春
秋
時
兵
法
家
，
著

有
孫
子
兵
法
。

1. 

請
說
明
什
麼
是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的
軍
師
原
型
」
？
由
文

中
哪
些
例
證
可
以
看
出
來
？

2.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
的
思
維

傾
向
為
什
麼
容
易
造
成
文
化

停
滯
與
閉
塞
？

閱
讀
檢
測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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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
才
任
命
他
為
「
軍
師
中
郎
將
」
，
其
職
責
只
是
監
督
、
調
度

地
方
賦
稅
，
以
充
實
軍
用
。
要
等
到
平
定
益
州
後
，
才
以
孔
明
為

「
軍
師
將
軍
」
，
這
時
距
離
三
顧
茅
廬
已
經
七
年
。
三
國
演
義

中
，
劉
備
卻
在
初
識
孔
明
後
沒
幾
個
月
，
就
將
大
軍
交
給
他
指

揮
，
而
有
了
「
博
望
坡
軍
師
初
用
兵
」
的
情
節
。

這
固
然
是
在
神
化
孔
明
，
卻
也
反
映
了
漢
族
文
化
中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
的
思
維
傾
向
。
孔
明
雖
然
讀
過
一
些
兵
書
，
但
沒
有

帶
兵
打
仗
的
經
驗
，
他
的
用
兵
如
神
與
所
戰
皆
捷
，
成
了
他
的
一

種
「
本
質
」
，
是
不
必
經
由
磨
鍊
與
考
驗
就
已
經
具
備
的
，
任
何

外
在
的
考
驗
都
只
是
在
彰
顯
這
種
本
質
的
存
在
。
從
某
個
角
度
來

看
，
二
十
七
歲
時
的
孔
明
已
與
五
十
四
歲
時
的
孔
明
一
樣
高
明
與

睿
智
，
若
從
另
個
角
度
而
言
，
卻
表
示
在
漫
長
的
二
十
多
年
間
，

孔
明
並
沒
有
他
個
人
的
成
長
。

d

五

d 

博
望
坡
軍
師
初
用
兵

　出
自

三
國
演
義
第
三
十
九
回
，
描

述
孔
明
初
任
軍
師
，
以
謀
略

擊
敗
曹
操
大
軍
。
博
望
坡
，

在
今
河
南 

方
城
。

f 

法
統

　指
政
權
之
正
當
傳

承
，
為
中
國
傳
統
政
治
觀
念

的
根
據
。

g 

循
名
責
實

　按
其
名
而
求
其

實
，
要
求
名
實
相
符
。

h 

申
子

　相
傳
為
戰
國
時
申
不

害
所
撰
，
共
二
篇
。

j 

管
子

　相
傳
為
春
秋
時
管
仲

所
撰
，
共
二
十
四
卷
。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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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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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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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睿
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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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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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
有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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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種
思
維
傾
向
很
容
易
造
成
一
個
文
化
對
成
長
價
值
的
低

估
，
結
果
造
成
文
化
的
停
滯
與
閉
塞
。

「
法
」
與
「
法
統
」
的
迷
戀
者

在
三
國
志
的
記
載
中
，
孔
明
少
有
「
道
家
」
傾
向
，
而
是
一

個
賞
罰
嚴
正
、
循
名
責
實
的
法
家
信
徒
。
他
曾
手
抄
申
子
、
韓
非

子
、
管
子
、
六
韜韜
，
送
給
皇
子
劉
禪
，
其
中
除
六
韜
是
兵
書
外
，

其
餘
都
是
法
家
的
經
典
之
作
。
第
一
次
北
伐
時
，
馬
謖訴
違
背
調

度
，
致
有
街
亭
之
失
，
孔
明
斬
了
視
如
己
子
的
馬
謖
，
大
家
以
為

可
惜
。
孔
明
流
著
淚
說
，
孫
武
所
以
能
制
勝
於
天
下
，
就
是
用
法

嚴
明
，
現
在
四
海
分
裂
，
征
戰
正
開
始
，
「
若
復
廢
法
，
何
用
討

賊
耶
！
」
由
這
些
記
載
，
我
們
多
少
可
以
知
道
，
「
歷
史
的
孔

明
」
基
本
上
是
一
個
「
法
家
」
的
信
仰
者
與
實
踐
者
。

「
若
復
廢
法
，
何
用
討
賊
耶
！
」
這
句
話
裡
的
「
法
」
，
還

六

f

一

g

h

j

k

l

;

z

二

k 

六
韜

　相
傳
為
西
周
時
姜
子

牙
所
撰
，
共
六
卷
。
韜
，
音

韜
，
兵
法
。

l 

馬
謖

　蜀
漢
將
領
，
好
論
兵

法
，
深
得
孔
明
器
重
。
謖
，

音

訴
。

; 

街
亭
之
失

　孔
明
得
知
魏
國

起
兵
，
派
馬
謖
帶
兵
駐
守
街

亭
要
地
，
叮
嚀
要
靠
山
近
水

紮
營
，
但
馬
謖
不
聽
，
終
被

魏
將
所
敗
，
導
致
街
亭
失

守
。

z 

孫
武

　春
秋
時
兵
法
家
，
著

有
孫
子
兵
法
。

1. 

請
說
明
什
麼
是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的
軍
師
原
型
」
？
由
文

中
哪
些
例
證
可
以
看
出
來
？

2.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
的
思
維

傾
向
為
什
麼
容
易
造
成
文
化

停
滯
與
閉
塞
？

閱
讀
檢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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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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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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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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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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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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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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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孔
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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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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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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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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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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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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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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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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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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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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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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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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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

所
撰
，
共
二
十
四
卷
。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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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
才
任
命
他
為
「
軍
師
中
郎
將
」
，
其
職
責
只
是
監
督
、
調
度

地
方
賦
稅
，
以
充
實
軍
用
。
要
等
到
平
定
益
州
後
，
才
以
孔
明
為

「
軍
師
將
軍
」
，
這
時
距
離
三
顧
茅
廬
已
經
七
年
。
三
國
演
義

中
，
劉
備
卻
在
初
識
孔
明
後
沒
幾
個
月
，
就
將
大
軍
交
給
他
指

揮
，
而
有
了
「
博
望
坡
軍
師
初
用
兵
」
的
情
節
。

這
固
然
是
在
神
化
孔
明
，
卻
也
反
映
了
漢
族
文
化
中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
的
思
維
傾
向
。
孔
明
雖
然
讀
過
一
些
兵
書
，
但
沒
有

帶
兵
打
仗
的
經
驗
，
他
的
用
兵
如
神
與
所
戰
皆
捷
，
成
了
他
的
一

種
「
本
質
」
，
是
不
必
經
由
磨
鍊
與
考
驗
就
已
經
具
備
的
，
任
何

外
在
的
考
驗
都
只
是
在
彰
顯
這
種
本
質
的
存
在
。
從
某
個
角
度
來

看
，
二
十
七
歲
時
的
孔
明
已
與
五
十
四
歲
時
的
孔
明
一
樣
高
明
與

睿
智
，
若
從
另
個
角
度
而
言
，
卻
表
示
在
漫
長
的
二
十
多
年
間
，

孔
明
並
沒
有
他
個
人
的
成
長
。

d

五

d 

博
望
坡
軍
師
初
用
兵

　出
自

三
國
演
義
第
三
十
九
回
，
描

述
孔
明
初
任
軍
師
，
以
謀
略

擊
敗
曹
操
大
軍
。
博
望
坡
，

在
今
河
南 

方
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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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統

　指
政
權
之
正
當
傳

承
，
為
中
國
傳
統
政
治
觀
念

的
根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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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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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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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某
事
物
的
一
定
狀
態
和
關

係
而
產
生
和
它
相
符
的
現
象

深
明
通
達
的
智
識

形
容
善
於
指
揮
作
戰

田
賦
及
各
種
租
稅

每
次
作
戰
必
定
獲
勝

神
格
化

後
，
才
任
命
他
為
「
軍
師
中
郎
將
」

所
戰
皆
捷

神
化

要
等
到
平
定
益
州
後
，
才
以
孔
明
為

思
維

賦
稅

睿
智

反
映

「
軍
師
將
軍
」
，
這
時
距
離
三
顧
茅
廬
已
經
七
年

用
兵
如
神

9

8
見

3-16
頁

人
類
特
有
的
精
神
活
動
，
將
外
在
所
得
的
表
象
、
概

念
，
經
由
分
析
、
判
斷
、
推
理
等
步
驟
的
思
考
過
程

1.
三
顧
茅
廬
時
，
定
下
﹁
天
下
三
分
策
﹂
。
2.
﹁
博
望
坡
軍
師
初
用
兵
﹂
即
打
勝
仗
。
3.
赤
壁

之
戰
時
，
登
壇
作
法
，
呼
風
喚
雨
。
由
以
上
三
事
可
看
出
，
孔
明
二
十
七
歲
便
極
高
明
睿
智

問
題
7 
本
文
提
及
孔
明
的

形
象
及
事
蹟
，
哪
些
是
正

史
沒
有
記
載
的
？ 

答 

見

3-9
頁
。

問
題
8 

課
本
閱
讀
檢
測
第

1
題
。

9◆

詞
辨

1. 

反
映
：

1 

由
某
事
物
的
一
定

狀
態
和
關
係
而
產

生
和
它
相
符
的
現

象
。
例
：
觀
念
是

現
實
生
活
的
反
映
。

2 

倒
反
映
現
。
例
：

遠
山
的
倒
影
，
反

映
在
湖
水
中
。

3 

各
種
政
策
、
作
風
，

所
得
到
下
級
或
民

間
的
意
見
。
例
：

施
政
滿
意
度
，
可

以
視
作
人
民
對
執

政
者
的
一
種
反
映
。

2. 

反
應
，
由
刺
激
所
引
起

的
一
切
活
動
。
例
：
這

種
舉
動
是
正
常
反
應
。

h 

申
不
害
，
生
卒
年
不

詳
，
戰
國
時
韓
人
，
相

韓
昭
侯
十
五
年
，
國
治

兵
強
，
終
其
身
，
沒
有

侵
韓
者
。
其
學
本
於

黃 

老
，
而
主
刑
名
，
與

慎
到
、
韓
非
同
為
法
家

代
表
人
物
。

補
注 

1. 

根
據
三
國
演
義
所
記
：
建
安
十

二
年
︵
二○

七
︶
，
劉
備
三
顧

茅
廬
，
孔
明
感
念
其
真
誠
，
出

山
相
助
。
曹
操
命
夏
侯
惇
攻
打

新
野
，
劉
備
屯
兵
於
博
望
，
求

計
於
孔
明
。
孔
明
初
任
軍
師
，

派
遣
諸
將
設
埋
伏
，
張
飛
不

服
。
曹
軍
至
，
孔
明
設
計
助
劉

備
火
燒
博
望
坡
，
偽
裝
逃
遁
，

夏
侯
惇
中
計
追
擊
，
被
劉
備
軍

伏
擊
而
大
敗
。
張
飛
於
是
心

服
，
向
他
負
荊
請
罪
。
此
情
節

日
後
成
為
三
國
故
事
的
戲
曲
劇

目
，
也
稱
為
﹁
張
飛
負
荊
﹂
。

2. 

歷
史
上
的
博
望
坡
之
戰
，
發
生

於
建
安
七
年
，
是
劉
備
策
劃
指

揮
的
一
場
成
功
的
伏
擊
戰
。
諸

葛
亮
出
山
是
在
建
安
十
二
年
，

此
戰
並
非
孔
明
之
功
。

j 

管
子
書
中
有
言
管
仲
以
後
之
事
，
乃
後
人
所
綴

輯
。
明
朝 

劉
績
撰
有
管
子
補
注
。
書
中
除
無
墨

家
、
名
家
學
說
外
，
關
於
儒
家
、
道
家
、
法
家
、

兵
家
、
陰
陽
家
、
雜
家
等
言
論
，
無
所
不
有
。

j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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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種
思
維
傾
向
很
容
易
造
成
一
個
文
化
對
成
長
價
值
的
低

估
，
結
果
造
成
文
化
的
停
滯
與
閉
塞
。

「
法
」
與
「
法
統
」
的
迷
戀
者

在
三
國
志
的
記
載
中
，
孔
明
少
有
「
道
家
」
傾
向
，
而
是
一

個
賞
罰
嚴
正
、
循
名
責
實
的
法
家
信
徒
。
他
曾
手
抄
申
子
、
韓
非

子
、
管
子
、
六
韜韜
，
送
給
皇
子
劉
禪
，
其
中
除
六
韜
是
兵
書
外
，

其
餘
都
是
法
家
的
經
典
之
作
。
第
一
次
北
伐
時
，
馬
謖訴
違
背
調

度
，
致
有
街
亭
之
失
，
孔
明
斬
了
視
如
己
子
的
馬
謖
，
大
家
以
為

可
惜
。
孔
明
流
著
淚
說
，
孫
武
所
以
能
制
勝
於
天
下
，
就
是
用
法

嚴
明
，
現
在
四
海
分
裂
，
征
戰
正
開
始
，
「
若
復
廢
法
，
何
用
討

賊
耶
！
」
由
這
些
記
載
，
我
們
多
少
可
以
知
道
，
「
歷
史
的
孔

明
」
基
本
上
是
一
個
「
法
家
」
的
信
仰
者
與
實
踐
者
。

「
若
復
廢
法
，
何
用
討
賊
耶
！
」
這
句
話
裡
的
「
法
」
，
還

六

f

一

g

h

j

k

l

;

z

二

k 

六
韜

　相
傳
為
西
周
時
姜
子

牙
所
撰
，
共
六
卷
。
韜
，
音

韜
，
兵
法
。

l 

馬
謖

　蜀
漢
將
領
，
好
論
兵

法
，
深
得
孔
明
器
重
。
謖
，

音

訴
。

; 

街
亭
之
失

　孔
明
得
知
魏
國

起
兵
，
派
馬
謖
帶
兵
駐
守
街

亭
要
地
，
叮
嚀
要
靠
山
近
水

紮
營
，
但
馬
謖
不
聽
，
終
被

魏
將
所
敗
，
導
致
街
亭
失

守
。

z 

孫
武

　春
秋
時
兵
法
家
，
著

有
孫
子
兵
法
。

1. 

請
說
明
什
麼
是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的
軍
師
原
型
」
？
由
文

中
哪
些
例
證
可
以
看
出
來
？

2.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
的
思
維

傾
向
為
什
麼
容
易
造
成
文
化

停
滯
與
閉
塞
？

閱
讀
檢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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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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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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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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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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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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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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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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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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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
中
除
六
韜
是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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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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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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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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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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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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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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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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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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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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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斬
了
視
如
己
子
的
馬
謖
，
大
家
以
為

可
惜
。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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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著
淚
說
，
孫
武
所
以
能
制
勝
於
天
下
，
就
是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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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
現
在
四
海
分
裂
，
征
戰
正
開
始
，
「
若
復
廢
法
，
何
用
討

賊
耶
！
」
由
這
些
記
載
，
我
們
多
少
可
以
知
道
，
「
歷
史
的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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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
本
上
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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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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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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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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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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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坡
軍
師
初
用
兵
」
的
情
節
。

這
固
然
是
在
神
化
孔
明
，
卻
也
反
映
了
漢
族
文
化
中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
的
思
維
傾
向
。
孔
明
雖
然
讀
過
一
些
兵
書
，
但
沒
有

帶
兵
打
仗
的
經
驗
，
他
的
用
兵
如
神
與
所
戰
皆
捷
，
成
了
他
的
一

種
「
本
質
」
，
是
不
必
經
由
磨
鍊
與
考
驗
就
已
經
具
備
的
，
任
何

外
在
的
考
驗
都
只
是
在
彰
顯
這
種
本
質
的
存
在
。
從
某
個
角
度
來

看
，
二
十
七
歲
時
的
孔
明
已
與
五
十
四
歲
時
的
孔
明
一
樣
高
明
與

睿
智
，
若
從
另
個
角
度
而
言
，
卻
表
示
在
漫
長
的
二
十
多
年
間
，

孔
明
並
沒
有
他
個
人
的
成
長
。

d

五

d 

博
望
坡
軍
師
初
用
兵

　出
自

三
國
演
義
第
三
十
九
回
，
描

述
孔
明
初
任
軍
師
，
以
謀
略

擊
敗
曹
操
大
軍
。
博
望
坡
，

在
今
河
南 

方
城
。

f 

法
統

　指
政
權
之
正
當
傳

承
，
為
中
國
傳
統
政
治
觀
念

的
根
據
。

g 

循
名
責
實

　按
其
名
而
求
其

實
，
要
求
名
實
相
符
。

h 

申
子

　相
傳
為
戰
國
時
申
不

害
所
撰
，
共
二
篇
。

j 

管
子

　相
傳
為
春
秋
時
管
仲

所
撰
，
共
二
十
四
卷
。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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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種
思
維
傾
向
很
容
易
造
成
一
個
文
化
對
成
長
價
值
的
低

估
，
結
果
造
成
文
化
的
停
滯
與
閉
塞
。

「
法
」
與
「
法
統
」
的
迷
戀
者

在
三
國
志
的
記
載
中
，
孔
明
少
有
「
道
家
」
傾
向
，
而
是
一

個
賞
罰
嚴
正
、
循
名
責
實
的
法
家
信
徒
。
他
曾
手
抄
申
子
、
韓
非

子
、
管
子
、
六
韜韜
，
送
給
皇
子
劉
禪
，
其
中
除
六
韜
是
兵
書
外
，

其
餘
都
是
法
家
的
經
典
之
作
。
第
一
次
北
伐
時
，
馬
謖訴
違
背
調

度
，
致
有
街
亭
之
失
，
孔
明
斬
了
視
如
己
子
的
馬
謖
，
大
家
以
為

可
惜
。
孔
明
流
著
淚
說
，
孫
武
所
以
能
制
勝
於
天
下
，
就
是
用
法

嚴
明
，
現
在
四
海
分
裂
，
征
戰
正
開
始
，
「
若
復
廢
法
，
何
用
討

賊
耶
！
」
由
這
些
記
載
，
我
們
多
少
可
以
知
道
，
「
歷
史
的
孔

明
」
基
本
上
是
一
個
「
法
家
」
的
信
仰
者
與
實
踐
者
。

「
若
復
廢
法
，
何
用
討
賊
耶
！
」
這
句
話
裡
的
「
法
」
，
還

六

f

一

g

h

j

k

l

;

z

二

k 

六
韜

　相
傳
為
西
周
時
姜
子

牙
所
撰
，
共
六
卷
。
韜
，
音

韜
，
兵
法
。

l 

馬
謖

　蜀
漢
將
領
，
好
論
兵

法
，
深
得
孔
明
器
重
。
謖
，

音

訴
。

; 

街
亭
之
失

　孔
明
得
知
魏
國

起
兵
，
派
馬
謖
帶
兵
駐
守
街

亭
要
地
，
叮
嚀
要
靠
山
近
水

紮
營
，
但
馬
謖
不
聽
，
終
被

魏
將
所
敗
，
導
致
街
亭
失

守
。

z 

孫
武

　春
秋
時
兵
法
家
，
著

有
孫
子
兵
法
。

1. 

請
說
明
什
麼
是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的
軍
師
原
型
」
？
由
文

中
哪
些
例
證
可
以
看
出
來
？

2.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
的
思
維

傾
向
為
什
麼
容
易
造
成
文
化

停
滯
與
閉
塞
？

閱
讀
檢
測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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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
才
任
命
他
為
「
軍
師
中
郎
將
」
，
其
職
責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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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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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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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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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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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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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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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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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
的
經
驗
，
他
的
用
兵
如
神
與
所
戰
皆
捷
，
成
了
他
的
一

種
「
本
質
」
，
是
不
必
經
由
磨
鍊
與
考
驗
就
已
經
具
備
的
，
任
何

外
在
的
考
驗
都
只
是
在
彰
顯
這
種
本
質
的
存
在
。
從
某
個
角
度
來

看
，
二
十
七
歲
時
的
孔
明
已
與
五
十
四
歲
時
的
孔
明
一
樣
高
明
與

睿
智
，
若
從
另
個
角
度
而
言
，
卻
表
示
在
漫
長
的
二
十
多
年
間
，

孔
明
並
沒
有
他
個
人
的
成
長
。

d

五

d 

博
望
坡
軍
師
初
用
兵

　出
自

三
國
演
義
第
三
十
九
回
，
描

述
孔
明
初
任
軍
師
，
以
謀
略

擊
敗
曹
操
大
軍
。
博
望
坡
，

在
今
河
南 

方
城
。

f 

法
統

　指
政
權
之
正
當
傳

承
，
為
中
國
傳
統
政
治
觀
念

的
根
據
。

g 

循
名
責
實

　按
其
名
而
求
其

實
，
要
求
名
實
相
符
。

h 

申
子

　相
傳
為
戰
國
時
申
不

害
所
撰
，
共
二
篇
。

j 

管
子

　相
傳
為
春
秋
時
管
仲

所
撰
，
共
二
十
四
卷
。

510

37 第三課  兩個孔明的文化玄機37

這
種
思
維
傾
向
很
容
易
造
成
一
個
文
化
對
成
長
價
值
的
低

估
，
結
果
造
成
文
化
的
停
滯
與
閉
塞
。

「
法
」
與
「
法
統
」
的
迷
戀
者

在
三
國
志
的
記
載
中
，
孔
明
少
有
「
道
家
」
傾
向
，
而
是
一

個
賞
罰
嚴
正
、
循
名
責
實
的
法
家
信
徒
。
他
曾
手
抄
申
子
、
韓
非

子
、
管
子
、
六
韜韜
，
送
給
皇
子
劉
禪
，
其
中
除
六
韜
是
兵
書
外
，

其
餘
都
是
法
家
的
經
典
之
作
。
第
一
次
北
伐
時
，
馬
謖訴
違
背
調

度
，
致
有
街
亭
之
失
，
孔
明
斬
了
視
如
己
子
的
馬
謖
，
大
家
以
為

可
惜
。
孔
明
流
著
淚
說
，
孫
武
所
以
能
制
勝
於
天
下
，
就
是
用
法

嚴
明
，
現
在
四
海
分
裂
，
征
戰
正
開
始
，
「
若
復
廢
法
，
何
用
討

賊
耶
！
」
由
這
些
記
載
，
我
們
多
少
可
以
知
道
，
「
歷
史
的
孔

明
」
基
本
上
是
一
個
「
法
家
」
的
信
仰
者
與
實
踐
者
。

「
若
復
廢
法
，
何
用
討
賊
耶
！
」
這
句
話
裡
的
「
法
」
，
還

六

f

一

g

h

j

k

l

;

z

二

k 

六
韜

　相
傳
為
西
周
時
姜
子

牙
所
撰
，
共
六
卷
。
韜
，
音

韜
，
兵
法
。

l 

馬
謖

　蜀
漢
將
領
，
好
論
兵

法
，
深
得
孔
明
器
重
。
謖
，

音

訴
。

; 

街
亭
之
失

　孔
明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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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什
麼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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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質
先
於

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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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
師
原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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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文

中
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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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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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看
出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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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本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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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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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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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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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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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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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
讀
檢
測

510

指
文
化
無
法
繼
續
發
展
且
封
閉
阻
塞

此
思
維
傾
向
易
導
致
過
於
吹
捧
天
才
、

天
賦
，
忽
視
學
識
才
力
的
多
元
養
成
，

容
易
導
致
整
體
的
文
化
思
維
輕
忽
個

人
成
長
過
程
的
努
力
與
累
積
，
進
而

影
響
社
會
文
化
的
發
展
與
推
進

語
譯
：
如
果
又
廢
除
法
令
，
也
不

用
討
伐
曹
魏
︵
自
己
就
先
失
敗
︶

可
看
出
孔
明
熟
稔
這
些
書
籍
，
也
可
看
出
他
期
許
劉
禪
能
熟
習
這
些
兵
法
家
的
經
典

賊
耶

文
化
的
停
滯
與
閉
塞

若
復
廢
法
，
何
用
討

見
3-17
頁

10

第
三
節
段
旨
：
歷
史
的

孔
明
是
法
家
信
徒
，
維

繫
蜀
漢
正
統
。

◆
◆

段
析

本
節
為
分
論
二
，
從
思
想

言
行
角
度
，
論
述
孔
明
對

﹁
法
﹂
與
﹁
法
統
﹂
的
迷

戀
，
文
中
舉
用
大
量
三
國

志
及
出
師
表
的
事
例
，
申

述
孔
明
是
賞
罰
嚴
正
、
循

名
責
實
的
法
家
信
徒
，
從

中
可
看
出
其
思
想
傾
向
與

局
限
，
也
更
凸
顯
兩
個
孔

明
的
形
象
差
異
。

問
題
9 
課
本
閱
讀
檢
測
第

2
題
。

補
注 

見
3-16
頁
。

補
注 

孫
武
，
字
長
卿
，
生
卒
年
不

詳
，
齊
人
，
春
秋
時
兵
法
家
。
吳

王 

闔
閭
用
為
將
，
破
楚
，
威
逼

齊
、
晉
，
遂
稱
霸
諸
侯
。
著
有
孫

子
十
三
篇
。

l 

馬
謖
為
馬
良
之
弟
，
才

氣
過
人
，
好
論
軍
計
，

嘗
謂
用
兵
之
道
，
攻
心

為
上
，
攻
城
為
下
，
諸

葛
亮
深
加
器
重
。
後
與

魏
將
張
郃郃
戰
於
街
亭
，

為
張
郃
所
敗
，
下
獄
而

死
，
年
僅
三
十
九
。

◆

字
辨
：

1. 

謖
，
音

謖
。
例
：

馬
謖
。

2. 

稷
，
音

稷
。
例
：

功
在
社
稷
。

 

答 

見
3-10
頁
Q9
。

 

答 

見
3-9
頁
Q8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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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治
戎

　治
理
軍
政
。

b 

應
變
將
略

　因
應
變
局
，
用

兵
的
謀
略
。

n 

南
轅
北
轍

　欲
往
南
方
卻
駕

車
向
北
行
駛
，
比
喻
行
動
和

目
的
彼
此
相
反
。

一
個
迷
戀
「
法
」
的
人
，
並
不
見
得
會
迷
戀
「
法
統
」
，
這

還
牽
涉
到
一
個
更
基
本
的
問
題
，
那
就
是
孔
明
的
人
格
特
質
。

謹
慎
的
人
格
特
質

歷
史
上
的
孔
明
跟
小
說
裡
的
孔
明
，
在
人
格
上
有
著
很
大
的

差
異
。
三
國
演
義
裡
的
孔
明
，
羽
扇
綸
巾
，
從
容
而
瀟
灑
。
三
國

志
裡
的
孔
明
，
卻
夙
夜
憂
嘆
，
有
著
謹
慎
甚
至
拘
謹
的
人
格
特

質
。
孔
明
在
出
師
表
裡
說
：
「
先
帝
知
臣
謹
慎
，
故
臨
崩
寄
臣
以

大
事
也
」
，
這
固
然
是
在
反
映
劉
備
的
知
人
之
明
，
但
也
是
自
我

表
白
，
謹
慎
是
他
人
格
的
核
心
樣
貌
，
而
且
還
自
認
這
是
優
點
。

三
國
志
評
價
孔
明
的
才
幹
，
認
為
他
「
於
治
戎
為
長
，
奇
謀

為
短
」
，
又
以
為
連
年
勞
師
動
眾
的
征
戰
，
未
能
成
功
，
是
因
為

「
應
變
將
略
，
非
其
所
長
歟
！
」
這
跟
三
國
演
義
足
智
多
謀
、
用

兵
如
神
的
孔
明
，
簡
直
是
南
轅
北
轍
。
歷
來
有
不
少
人
說
陳
壽
是

四一二

v

b

n

510

 
◆

作
者
認
為
孔
明
迷
戀
﹁
法
﹂

與
﹁
法
統
﹂
，
是
基
於
什
麼
證

據
推
論
出
來
？

閱
讀
檢
測

38

有
「
法
統
」
的
意
思
，
因
為
他
認
為
劉
備
延
續
的
是
漢
朝
的
法

統
。
劉
備
臨
死
之
時
託
孤
，
說
﹕
「
君
才
十
倍
曹
丕
，
必
能
安

國
，
終
定
大
事
。
若
嗣嗣
子
可
輔
，
輔
之
；
如
其
不
才
，
君
可
自

取
。
」
劉
禪
事
實
上
是
個
昏
君
，
而
孔
明
一
直
對
他
忠
心
不
二
，

出
師
表
裡
說
﹕
「
受
命
以
來
，
夙
夜
憂
嘆
，
恐
託
付
不
效
，
以
傷

先
帝
之
明
」
，
忠
義
之
情
，
躍
然
紙
上
。
若
換
個
角
度
看
，
即
使

劉
禪
再
昏
庸
，
依
然
是
他
欲
事
奉
的
「
明
主
」
，
就
算
曹
丕
再
有

才
德
，
仍
是
他
欲
討
伐
的
「
賊
寇
」
，
這
樣
的
思
維
也
是
對
「
法

統
」
的
一
種
迷
戀
吧
？

我
們
假
設
﹕
如
果
當
初
「
三
顧
茅
廬
」
的
不
是
劉
備
，
而
是

曹
操
，
孔
明
會
不
會
「
由
是
感
激
，
遂
許
『
先
帝
』
以
驅
馳
」

呢
？
筆
者
認
為
「
不
會
」
，
因
為
曹
操
並
不
代
表
他
所
要
維
繫
的

法
統
。

x

c

三

x 

曹
丕

　字
子
桓
，
三
國 

譙譙
縣

︵
今
安
徽 

亳亳
州
︶
人
，
曹
操

之
子
，
繼
承
曹
操
的
相
權
，

後
篡
漢
自
立
，
富
有
文
才
，

博
聞
強
識
。

c 

嗣
子

　承
繼
王
位
的
嫡
長
子
。

嗣
，
音

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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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軍
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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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變
將
略

　因
應
變
局
，
用

兵
的
謀
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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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轅
北
轍

　欲
往
南
方
卻
駕

車
向
北
行
駛
，
比
喻
行
動
和

目
的
彼
此
相
反
。

一
個
迷
戀
「
法
」
的
人
，
並
不
見
得
會
迷
戀
「
法
統
」
，
這

還
牽
涉
到
一
個
更
基
本
的
問
題
，
那
就
是
孔
明
的
人
格
特
質
。

謹
慎
的
人
格
特
質

歷
史
上
的
孔
明
跟
小
說
裡
的
孔
明
，
在
人
格
上
有
著
很
大
的

差
異
。
三
國
演
義
裡
的
孔
明
，
羽
扇
綸
巾
，
從
容
而
瀟
灑
。
三
國

志
裡
的
孔
明
，
卻
夙
夜
憂
嘆
，
有
著
謹
慎
甚
至
拘
謹
的
人
格
特

質
。
孔
明
在
出
師
表
裡
說
：
「
先
帝
知
臣
謹
慎
，
故
臨
崩
寄
臣
以

大
事
也
」
，
這
固
然
是
在
反
映
劉
備
的
知
人
之
明
，
但
也
是
自
我

表
白
，
謹
慎
是
他
人
格
的
核
心
樣
貌
，
而
且
還
自
認
這
是
優
點
。

三
國
志
評
價
孔
明
的
才
幹
，
認
為
他
「
於
治
戎
為
長
，
奇
謀

為
短
」
，
又
以
為
連
年
勞
師
動
眾
的
征
戰
，
未
能
成
功
，
是
因
為

「
應
變
將
略
，
非
其
所
長
歟
！
」
這
跟
三
國
演
義
足
智
多
謀
、
用

兵
如
神
的
孔
明
，
簡
直
是
南
轅
北
轍
。
歷
來
有
不
少
人
說
陳
壽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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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
法
統
」
的
意
思
，
因
為
他
認
為
劉
備
延
續
的
是
漢
朝
的
法

統
。
劉
備
臨
死
之
時
託
孤
，
說
﹕
「
君
才
十
倍
曹
丕
，
必
能
安

國
，
終
定
大
事
。
若
嗣嗣
子
可
輔
，
輔
之
；
如
其
不
才
，
君
可
自

取
。
」
劉
禪
事
實
上
是
個
昏
君
，
而
孔
明
一
直
對
他
忠
心
不
二
，

出
師
表
裡
說
﹕
「
受
命
以
來
，
夙
夜
憂
嘆
，
恐
託
付
不
效
，
以
傷

先
帝
之
明
」
，
忠
義
之
情
，
躍
然
紙
上
。
若
換
個
角
度
看
，
即
使

劉
禪
再
昏
庸
，
依
然
是
他
欲
事
奉
的
「
明
主
」
，
就
算
曹
丕
再
有

才
德
，
仍
是
他
欲
討
伐
的
「
賊
寇
」
，
這
樣
的
思
維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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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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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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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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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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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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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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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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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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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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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是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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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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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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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
馳
」

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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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認
為
「
不
會
」
，
因
為
曹
操
並
不
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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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要
維
繫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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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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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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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
不
見
得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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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
「
法
統
」
，
這

還
牽
涉
到
一
個
更
基
本
的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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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就
是
孔
明
的
人
格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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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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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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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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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的
孔
明
跟
小
說
裡
的
孔
明
，
在
人
格
上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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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大
的

差
異
。
三
國
演
義
裡
的
孔
明
，
羽
扇
綸
巾
，
從
容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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灑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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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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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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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
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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嘆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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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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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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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在
出
師
表
裡
說
：
「
先
帝
知
臣
謹
慎
，
故
臨
崩
寄
臣
以

大
事
也
」
，
這
固
然
是
在
反
映
劉
備
的
知
人
之
明
，
但
也
是
自
我

表
白
，
謹
慎
是
他
人
格
的
核
心
樣
貌
，
而
且
還
自
認
這
是
優
點
。

三
國
志
評
價
孔
明
的
才
幹
，
認
為
他
「
於
治
戎
為
長
，
奇
謀

為
短
」
，
又
以
為
連
年
勞
師
動
眾
的
征
戰
，
未
能
成
功
，
是
因
為

「
應
變
將
略
，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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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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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
跟
三
國
演
義
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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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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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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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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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
明
的
君
主

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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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大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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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
是
可
造
之
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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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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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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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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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為
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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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續
的
是
漢
朝
的
法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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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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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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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曹
丕
，
必
能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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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
定
大
事
。
若
嗣嗣
子
可
輔
，
輔
之
；
如
其
不
才
，
君
可
自

取
。
」
劉
禪
事
實
上
是
個
昏
君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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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一
直
對
他
忠
心
不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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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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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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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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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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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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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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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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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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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
謹
慎
，
故
臨
崩
寄
臣
以

大
事
也
」
，
這
固
然
是
在
反
映
劉
備
的
知
人
之
明
，
但
也
是
自
我

表
白
，
謹
慎
是
他
人
格
的
核
心
樣
貌
，
而
且
還
自
認
這
是
優
點
。

三
國
志
評
價
孔
明
的
才
幹
，
認
為
他
「
於
治
戎
為
長
，
奇
謀

為
短
」
，
又
以
為
連
年
勞
師
動
眾
的
征
戰
，
未
能
成
功
，
是
因
為

「
應
變
將
略
，
非
其
所
長
歟
！
」
這
跟
三
國
演
義
足
智
多
謀
、
用

兵
如
神
的
孔
明
，
簡
直
是
南
轅
北
轍
。
歷
來
有
不
少
人
說
陳
壽
是

四一二

v

b

n

510

 
◆

作
者
認
為
孔
明
迷
戀
﹁
法
﹂

與
﹁
法
統
﹂
，
是
基
於
什
麼
證

據
推
論
出
來
？

閱
讀
檢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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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
法
統
」
的
意
思
，
因
為
他
認
為
劉
備
延
續
的
是
漢
朝
的
法

統
。
劉
備
臨
死
之
時
託
孤
，
說
﹕
「
君
才
十
倍
曹
丕
，
必
能
安

國
，
終
定
大
事
。
若
嗣嗣
子
可
輔
，
輔
之
；
如
其
不
才
，
君
可
自

取
。
」
劉
禪
事
實
上
是
個
昏
君
，
而
孔
明
一
直
對
他
忠
心
不
二
，

出
師
表
裡
說
﹕
「
受
命
以
來
，
夙
夜
憂
嘆
，
恐
託
付
不
效
，
以
傷

先
帝
之
明
」
，
忠
義
之
情
，
躍
然
紙
上
。
若
換
個
角
度
看
，
即
使

劉
禪
再
昏
庸
，
依
然
是
他
欲
事
奉
的
「
明
主
」
，
就
算
曹
丕
再
有

才
德
，
仍
是
他
欲
討
伐
的
「
賊
寇
」
，
這
樣
的
思
維
也
是
對
「
法

統
」
的
一
種
迷
戀
吧
？

我
們
假
設
﹕
如
果
當
初
「
三
顧
茅
廬
」
的
不
是
劉
備
，
而
是

曹
操
，
孔
明
會
不
會
「
由
是
感
激
，
遂
許
『
先
帝
』
以
驅
馳
」

呢
？
筆
者
認
為
「
不
會
」
，
因
為
曹
操
並
不
代
表
他
所
要
維
繫
的

法
統
。

x

c

三

x 

曹
丕

　字
子
桓
，
三
國 

譙譙
縣

︵
今
安
徽 

亳亳
州
︶
人
，
曹
操

之
子
，
繼
承
曹
操
的
相
權
，

後
篡
漢
自
立
，
富
有
文
才
，

博
聞
強
識
。

c 

嗣
子

　承
繼
王
位
的
嫡
長
子
。

嗣
，
音

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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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治
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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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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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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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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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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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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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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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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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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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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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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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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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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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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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
至
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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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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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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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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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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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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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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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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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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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
孔
明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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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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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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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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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長
，
奇
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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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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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
年
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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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眾
的
征
戰
，
未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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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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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因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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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將
略
，
非
其
所
長
歟
！
」
這
跟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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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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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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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謀
、
用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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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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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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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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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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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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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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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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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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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
能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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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嗣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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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之
；
如
其
不
才
，
君
可
自

取
。
」
劉
禪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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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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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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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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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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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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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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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情
，
躍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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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若
換
個
角
度
看
，
即
使

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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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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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
，
依
然
是
他
欲
事
奉
的
「
明
主
」
，
就
算
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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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有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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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仍
是
他
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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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
的
「
賊
寇
」
，
這
樣
的
思
維
也
是
對
「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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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一
種
迷
戀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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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假
設
﹕
如
果
當
初
「
三
顧
茅
廬
」
的
不
是
劉
備
，
而
是

曹
操
，
孔
明
會
不
會
「
由
是
感
激
，
遂
許
『
先
帝
』
以
驅
馳
」

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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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認
為
「
不
會
」
，
因
為
曹
操
並
不
代
表
他
所
要
維
繫
的

法
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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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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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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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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譙譙
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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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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亳亳
州
︶
人
，
曹
操

之
子
，
繼
承
曹
操
的
相
權
，

後
篡
漢
自
立
，
富
有
文
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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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
強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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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
子

　承
繼
王
位
的
嫡
長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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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謂
孔
明
會
迷
戀
法
統
，
涉
及
到
他
的
人
格
特
質
與
價
值
觀

兩
個
孔
明
才
能
方
面
的
不
同
。
一
個
足
智
多
謀
、
一
個
拙
於
奇
謀
應
變

兩
個
孔
明
性
格
上
的
不
同
。
一
個
從
容
瀟
灑
、
一
個
謹
慎
拘
謹

映
襯

映
襯

映
襯

勞
師
動
眾

動
員
眾
多
的
人
力

第
四
節
段
旨
：
孔
明
性

格
謹
慎
，
是
體
制
內
改

革
者
。

◆
◆

段
析

本
節
為
分
論
三
，
從
人
格

特
質
角
度
論
述
孔
明
。
文

中
先
總
括
孔
明
在
正
史
與

小
說
的
不
同
性
格
樣
貌
，

接
著
附
和
陳
壽
的
評
論
，

並
舉
出
孔
明
的
諸
多
行

事
，
強
調
他
是
拘
謹
的
保

守
主
義
者
。
保
守
者
傾
向

體
制
內
改
革
，
所
以
是

﹁
法
統
﹂
的
迷
戀
者
。

字
辨 

1. 

轍
，
音

轍
。
例
：
南
轅
北

轍
。

2. 

撤
，
音

撤
。
例
：
撤
退
。

3. 

澈
，
音

澈
。
例
：
清
澈
見

底
。

4. 

徹
，
音

徹
。
例
：
貫
徹
始

終
。

補
注 

將
略
，
用
兵
的
謀
略
。
陳
壽

曾
在
三
國
志 

蜀
書 

諸
葛
亮
傳
評

論
孔
明
：
﹁
然
亮
才
，
於
治
戎
為

長
，
奇
謀
為
短
，
理
民
之
幹
，
優

於
將
略
。
﹂

補
注 

轅
，
古
代
車
前
用
來
套
駕
牲

畜
的
直
木
，
左
右
各
一
。
轍
，
車

輪
輾
過
所
留
下
的
痕
跡
。

 

答 

見
3-10
頁

Q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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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出
祁
山

　指
孔
明
發
動
北

伐
曹
魏
的
六
次
戰
爭
。
祁

山
，
山
名
，
在
今
甘
肅 

禮

縣
。

@ 

陽
壽

　人
活
在
世
上
的
歲

數
。

# 

祈
禳

　祈
禱
上
天
降
福
，
消

除
災
禍
。
禳
，
音

禳
，
祈

求
消
災
的
祭
祀
。

$ 

一
紀

　十
二
年
。

% 

魏
延

　蜀
漢
將
領
，
善
於
用

兵
，
作
戰
勇
猛
。

^ 

乖
離

　背
離
。

雖
然
嚴
厲
，
卻
沒
有
人
怨
恨
，
因
為
他
用
心
公
平
而
且
勸
戒
明

白
。
這
樣
的
褒
語
來
自
「
敵
國
之
臣
」
的
史
筆
，
殊
屬
難
能
可

貴
，
可
見
「
歷
史
的
孔
明
」
確
實
是
難
得
的
賢
相
，
也
留
給
後
人

無
限
的
景
仰
與
懷
念
。

後
世
透
過
三
國
演
義
去
認
識
「
文
化
的
孔
明
」
，
這
個
孔
明

有
著
接
近
「
神
」
的
思
想
與
能
力
，
乃
是
三
國
時
代
第
一
號
英
雄

人
物
。
然
而
，
在
六
出
祁
山
之
後
，
孔
明
夜
觀
天
象
，
悲
憤
地
發

現
自
己
的
「
將
星
欲
墜
，
陽
壽
將
終
」
，
而
以
祈
禳禳
之
法
，
祈
求

上
天
增
加
他
一
紀
之
壽
，
則
必
能
完
成
大
業
。
最
後
卻
因
魏
延
踢

倒
了
延
命
燈
，
導
致
不
得
不
棄
劍
而
嘆
，
吐
血
而
死
。

讀
者
讀
到
此
處
，
不
掩
卷
太
息
者
幾
希
！
雖
然
大
家
明
知
這

個
「
文
化
的
孔
明
」
乖
離
歷
史
，
是
虛
幻
的
，
仍
是
喜
歡
這
樣
的

人
物
和
他
的
英
雄
悲
劇
。
這
種
英
雄
悲
劇
彰
顯
了
孔
明
的
高
風
亮

二

!

@

#

$

%

三

^

510

 
◆

作
者
認
為
孔
明
具
有
謹
慎
的

人
格
特
質
，
是
如
何
推
論
出

來
的
？

閱
讀
檢
測

40

「
以
成
敗
論
英
雄
」
，
筆
者
則
認
為
他
的
話
應
是
可
信
的
，
因
為

拙
於
奇
謀
與
應
變
力
，
正
是
一
個
謹
慎
人
格
者
具
有
的
行
為
反
應

模
式
。
我
們
很
難
想
像
一
個
謹
慎
的
人
會
屢
出
奇
兵
與
險
計
。

孔
明
當
了
丞
相
後
，
事
必
躬
親
，
連
會
計
帳
冊
都
要
親
自
查

核
，
楊
顒顒
就
曾
進
諫
他
不
必
如
此
辛
苦
，
孔
明
雖
感
謝
他
的
規

勸
，
仍
無
法
完
全
改
變
這
種
習
慣
。
孔
明
之
所
以
要
事
必
躬
親
，

到
最
後
「
鞠
躬
盡
瘁瘁
，
死
而
後
已
」
，
並
非
想
大
權
獨
攬
，
而
是

同
樣
出
於
謹
慎
這
個
根
深
柢柢
固
的
人
格
。
一
個
謹
慎
乃
至
拘
謹
的

人
，
通
常
也
是
一
個
保
守
主
義
者
、
體
制
內
改
革
者
，
這
也
是
孔

明
基
本
的
政
治
立
場
。

文
化
奇
想
下
的
悲
劇
英
雄

陳
壽
在
三
國
志
裡
稱
讚
孔
明
擔
任
丞
相
時
，
撫
愛
百
姓
、
揭

示
法
規
、
開
誠
布
公
的
種
種
作
為
，
百
姓
敬
畏
又
愛
戴
他
，
刑
法

三

m

,

.

一

/

m 

楊
顒

　蜀
漢
的
主
簿
，
掌
管

文
書
簿
籍
。
顒
，
音

顒
。

, 

鞠
躬
盡
瘁

　不
辭
辛
苦
地
竭

盡
心
力
。
瘁
，
音

瘁
。

. 

根
深
柢
固

　形
容
根
基
堅
固

而
不
動
搖
。
柢
，
音

柢
，

樹
根
。

/ 

開
誠
布
公

　形
容
誠
懇
待

人
、
坦
白
無
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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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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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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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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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魏
的
六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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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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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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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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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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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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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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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將
領
，
善
於
用

兵
，
作
戰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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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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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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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
。

雖
然
嚴
厲
，
卻
沒
有
人
怨
恨
，
因
為
他
用
心
公
平
而
且
勸
戒
明

白
。
這
樣
的
褒
語
來
自
「
敵
國
之
臣
」
的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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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殊
屬
難
能
可

貴
，
可
見
「
歷
史
的
孔
明
」
確
實
是
難
得
的
賢
相
，
也
留
給
後
人

無
限
的
景
仰
與
懷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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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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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
過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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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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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認
識
「
文
化
的
孔
明
」
，
這
個
孔
明

有
著
接
近
「
神
」
的
思
想
與
能
力
，
乃
是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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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代
第
一
號
英
雄

人
物
。
然
而
，
在
六
出
祁
山
之
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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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觀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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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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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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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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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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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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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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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
將
終
」
，
而
以
祈
禳禳
之
法
，
祈
求

上
天
增
加
他
一
紀
之
壽
，
則
必
能
完
成
大
業
。
最
後
卻
因
魏
延
踢

倒
了
延
命
燈
，
導
致
不
得
不
棄
劍
而
嘆
，
吐
血
而
死
。

讀
者
讀
到
此
處
，
不
掩
卷
太
息
者
幾
希
！
雖
然
大
家
明
知
這

個
「
文
化
的
孔
明
」
乖
離
歷
史
，
是
虛
幻
的
，
仍
是
喜
歡
這
樣
的

人
物
和
他
的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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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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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
成
敗
論
英
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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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則
認
為
他
的
話
應
是
可
信
的
，
因
為

拙
於
奇
謀
與
應
變
力
，
正
是
一
個
謹
慎
人
格
者
具
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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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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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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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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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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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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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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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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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
善
於
用

兵
，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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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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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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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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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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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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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出
祁
山

　指
孔
明
發
動
北

伐
曹
魏
的
六
次
戰
爭
。
祁

山
，
山
名
，
在
今
甘
肅 
禮

縣
。

@ 

陽
壽

　人
活
在
世
上
的
歲

數
。

# 

祈
禳

　祈
禱
上
天
降
福
，
消

除
災
禍
。
禳
，
音

禳
，
祈

求
消
災
的
祭
祀
。

$ 

一
紀

　十
二
年
。

% 

魏
延

　蜀
漢
將
領
，
善
於
用

兵
，
作
戰
勇
猛
。

^ 

乖
離

　背
離
。

雖
然
嚴
厲
，
卻
沒
有
人
怨
恨
，
因
為
他
用
心
公
平
而
且
勸
戒
明

白
。
這
樣
的
褒
語
來
自
「
敵
國
之
臣
」
的
史
筆
，
殊
屬
難
能
可

貴
，
可
見
「
歷
史
的
孔
明
」
確
實
是
難
得
的
賢
相
，
也
留
給
後
人

無
限
的
景
仰
與
懷
念
。

後
世
透
過
三
國
演
義
去
認
識
「
文
化
的
孔
明
」
，
這
個
孔
明

有
著
接
近
「
神
」
的
思
想
與
能
力
，
乃
是
三
國
時
代
第
一
號
英
雄

人
物
。
然
而
，
在
六
出
祁
山
之
後
，
孔
明
夜
觀
天
象
，
悲
憤
地
發

現
自
己
的
「
將
星
欲
墜
，
陽
壽
將
終
」
，
而
以
祈
禳禳
之
法
，
祈
求

上
天
增
加
他
一
紀
之
壽
，
則
必
能
完
成
大
業
。
最
後
卻
因
魏
延
踢

倒
了
延
命
燈
，
導
致
不
得
不
棄
劍
而
嘆
，
吐
血
而
死
。

讀
者
讀
到
此
處
，
不
掩
卷
太
息
者
幾
希
！
雖
然
大
家
明
知
這

個
「
文
化
的
孔
明
」
乖
離
歷
史
，
是
虛
幻
的
，
仍
是
喜
歡
這
樣
的

人
物
和
他
的
英
雄
悲
劇
。
這
種
英
雄
悲
劇
彰
顯
了
孔
明
的
高
風
亮

二

!

@

#

$

%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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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認
為
孔
明
具
有
謹
慎
的

人
格
特
質
，
是
如
何
推
論
出

來
的
？

閱
讀
檢
測

不
擅
長

個
性
謹
慎
，
在
政
治
立
場
會
比
較
保
守
，
希
望
在
既
有
的
政
治
體

制
內
尋
求
改
革
進
步
。
所
以
，
孔
明
效
忠
劉
備
︵
漢
朝
政
權
︶
，

而
不
願
效
忠
曹
操

經
常
使
用
出
其
不
意

襲
擊
敵
軍
的
方
式

依
據
事
業
的
成
功
與
失
敗
來
論
定
是
否
為
英
雄

因
為
謹
慎
，
所
以
事
事
不
放
心
，
因
而
事
必

躬
親
，
導
致
﹁
鞠
躬
盡
瘁
﹂
的
下
場

凡
事
一
定
自
己
親
自
去
做

此
指
表
現
在
行
為

上
的
標
準
形
式

以
成
敗
論
英
雄

事
必
躬
親

屢
出
奇
兵

模
式

反
應

死
而
後
已

拙

11

一
直
到
死
為
止

引
用

第
五
節
段
旨
：
看
待
孔

明
，
應
以
現
代
眼
光
，

給
予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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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出
祁
山

　指
孔
明
發
動
北

伐
曹
魏
的
六
次
戰
爭
。
祁

山
，
山
名
，
在
今
甘
肅 

禮

縣
。

@ 

陽
壽

　人
活
在
世
上
的
歲

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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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
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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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
上
天
降
福
，
消

除
災
禍
。
禳
，
音

禳
，
祈

求
消
災
的
祭
祀
。

$ 

一
紀

　十
二
年
。

% 

魏
延

　蜀
漢
將
領
，
善
於
用

兵
，
作
戰
勇
猛
。

^ 

乖
離

　背
離
。

雖
然
嚴
厲
，
卻
沒
有
人
怨
恨
，
因
為
他
用
心
公
平
而
且
勸
戒
明

白
。
這
樣
的
褒
語
來
自
「
敵
國
之
臣
」
的
史
筆
，
殊
屬
難
能
可

貴
，
可
見
「
歷
史
的
孔
明
」
確
實
是
難
得
的
賢
相
，
也
留
給
後
人

無
限
的
景
仰
與
懷
念
。

後
世
透
過
三
國
演
義
去
認
識
「
文
化
的
孔
明
」
，
這
個
孔
明

有
著
接
近
「
神
」
的
思
想
與
能
力
，
乃
是
三
國
時
代
第
一
號
英
雄

人
物
。
然
而
，
在
六
出
祁
山
之
後
，
孔
明
夜
觀
天
象
，
悲
憤
地
發

現
自
己
的
「
將
星
欲
墜
，
陽
壽
將
終
」
，
而
以
祈
禳禳
之
法
，
祈
求

上
天
增
加
他
一
紀
之
壽
，
則
必
能
完
成
大
業
。
最
後
卻
因
魏
延
踢

倒
了
延
命
燈
，
導
致
不
得
不
棄
劍
而
嘆
，
吐
血
而
死
。

讀
者
讀
到
此
處
，
不
掩
卷
太
息
者
幾
希
！
雖
然
大
家
明
知
這

個
「
文
化
的
孔
明
」
乖
離
歷
史
，
是
虛
幻
的
，
仍
是
喜
歡
這
樣
的

人
物
和
他
的
英
雄
悲
劇
。
這
種
英
雄
悲
劇
彰
顯
了
孔
明
的
高
風
亮

二

!

@

#

$

%

三

^

510

 
◆

作
者
認
為
孔
明
具
有
謹
慎
的

人
格
特
質
，
是
如
何
推
論
出

來
的
？

閱
讀
檢
測

40

「
以
成
敗
論
英
雄
」
，
筆
者
則
認
為
他
的
話
應
是
可
信
的
，
因
為

拙
於
奇
謀
與
應
變
力
，
正
是
一
個
謹
慎
人
格
者
具
有
的
行
為
反
應

模
式
。
我
們
很
難
想
像
一
個
謹
慎
的
人
會
屢
出
奇
兵
與
險
計
。

孔
明
當
了
丞
相
後
，
事
必
躬
親
，
連
會
計
帳
冊
都
要
親
自
查

核
，
楊
顒顒
就
曾
進
諫
他
不
必
如
此
辛
苦
，
孔
明
雖
感
謝
他
的
規

勸
，
仍
無
法
完
全
改
變
這
種
習
慣
。
孔
明
之
所
以
要
事
必
躬
親
，

到
最
後
「
鞠
躬
盡
瘁瘁
，
死
而
後
已
」
，
並
非
想
大
權
獨
攬
，
而
是

同
樣
出
於
謹
慎
這
個
根
深
柢柢
固
的
人
格
。
一
個
謹
慎
乃
至
拘
謹
的

人
，
通
常
也
是
一
個
保
守
主
義
者
、
體
制
內
改
革
者
，
這
也
是
孔

明
基
本
的
政
治
立
場
。

文
化
奇
想
下
的
悲
劇
英
雄

陳
壽
在
三
國
志
裡
稱
讚
孔
明
擔
任
丞
相
時
，
撫
愛
百
姓
、
揭

示
法
規
、
開
誠
布
公
的
種
種
作
為
，
百
姓
敬
畏
又
愛
戴
他
，
刑
法

三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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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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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顒

　蜀
漢
的
主
簿
，
掌
管

文
書
簿
籍
。
顒
，
音

顒
。

, 

鞠
躬
盡
瘁

　不
辭
辛
苦
地
竭

盡
心
力
。
瘁
，
音

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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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深
柢
固

　形
容
根
基
堅
固

而
不
動
搖
。
柢
，
音

柢
，

樹
根
。

/ 

開
誠
布
公

　形
容
誠
懇
待

人
、
坦
白
無
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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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奇
兵
與
險
計
。

孔
明
當
了
丞
相
後
，
事
必
躬
親
，
連
會
計
帳
冊
都
要
親
自
查

核
，
楊
顒顒
就
曾
進
諫
他
不
必
如
此
辛
苦
，
孔
明
雖
感
謝
他
的
規

勸
，
仍
無
法
完
全
改
變
這
種
習
慣
。
孔
明
之
所
以
要
事
必
躬
親
，

到
最
後
「
鞠
躬
盡
瘁瘁
，
死
而
後
已
」
，
並
非
想
大
權
獨
攬
，
而
是

同
樣
出
於
謹
慎
這
個
根
深
柢柢
固
的
人
格
。
一
個
謹
慎
乃
至
拘
謹
的

人
，
通
常
也
是
一
個
保
守
主
義
者
、
體
制
內
改
革
者
，
這
也
是
孔

明
基
本
的
政
治
立
場
。

文
化
奇
想
下
的
悲
劇
英
雄

陳
壽
在
三
國
志
裡
稱
讚
孔
明
擔
任
丞
相
時
，
撫
愛
百
姓
、
揭

示
法
規
、
開
誠
布
公
的
種
種
作
為
，
百
姓
敬
畏
又
愛
戴
他
，
刑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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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出
祁
山

　指
孔
明
發
動
北

伐
曹
魏
的
六
次
戰
爭
。
祁

山
，
山
名
，
在
今
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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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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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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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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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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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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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
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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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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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將
領
，
善
於
用

兵
，
作
戰
勇
猛
。

^ 

乖
離

　背
離
。

雖
然
嚴
厲
，
卻
沒
有
人
怨
恨
，
因
為
他
用
心
公
平
而
且
勸
戒
明

白
。
這
樣
的
褒
語
來
自
「
敵
國
之
臣
」
的
史
筆
，
殊
屬
難
能
可

貴
，
可
見
「
歷
史
的
孔
明
」
確
實
是
難
得
的
賢
相
，
也
留
給
後
人

無
限
的
景
仰
與
懷
念
。

後
世
透
過
三
國
演
義
去
認
識
「
文
化
的
孔
明
」
，
這
個
孔
明

有
著
接
近
「
神
」
的
思
想
與
能
力
，
乃
是
三
國
時
代
第
一
號
英
雄

人
物
。
然
而
，
在
六
出
祁
山
之
後
，
孔
明
夜
觀
天
象
，
悲
憤
地
發

現
自
己
的
「
將
星
欲
墜
，
陽
壽
將
終
」
，
而
以
祈
禳禳
之
法
，
祈
求

上
天
增
加
他
一
紀
之
壽
，
則
必
能
完
成
大
業
。
最
後
卻
因
魏
延
踢

倒
了
延
命
燈
，
導
致
不
得
不
棄
劍
而
嘆
，
吐
血
而
死
。

讀
者
讀
到
此
處
，
不
掩
卷
太
息
者
幾
希
！
雖
然
大
家
明
知
這

個
「
文
化
的
孔
明
」
乖
離
歷
史
，
是
虛
幻
的
，
仍
是
喜
歡
這
樣
的

人
物
和
他
的
英
雄
悲
劇
。
這
種
英
雄
悲
劇
彰
顯
了
孔
明
的
高
風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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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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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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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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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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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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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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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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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
讀
檢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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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認
為
孔
明
具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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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
的

人
格
特
質
，
是
如
何
推
論
出

來
的
？

閱
讀
檢
測

高
尚
的
品
格
，

堅
貞
的
氣
節

大
聲
嘆
息

將
帥
的
星
宿

極
、
甚

很
少

天
空
變
化
的
現
象
，
古
人
用
來
占
卜
吉
凶

勸
導
警
告

殊

天
象

勸
戒

幾積
希

太
息

高
風
亮

將
星

景

褒褒

祁

祁

13

12

14

引
用

12◆

字
辨

1. 

褒
，
音

褒
。
例
：
褒

貶
損
諱
。

2. 

裹
，
音

裹
。
例
：
馬

革
裹
屍
。

3. 

褻
，
音

褻
。
例
：
不

可
褻
玩
。

4. 

裒
，
音

裒
。
例
：
裒

多
益
寡
︵
減
多
餘
以
補

不
足
︶
。

13◆

義
辨—

殊

1. 

極
、
甚
。
例
：
殊
屬
難

能
可
貴
。

2. 

不
同
的
。
例
：
殊
途
同

歸
。

3. 

特
別
的
。
例
：
殊
榮
、

殊
遇
。

4. 

拚
死
、
決
死
。
例
：
殊

死
之
戰
。

5. 

區
別
。
例
：
不
殊
貴
賤
。

14◆

義
辨—

景

1. 

仰
慕
。
例
：
景
仰
。

2. 

日
光
。
例
：
春
和
景
明

︵
范
仲
淹 

岳
陽
樓
記
︶
。

3. 

可
供
玩
賞
的
形
色
。

例
：
景
物
依
舊
。

4. 

情
況
、
境
遇
。
例
：
晚

景
淒
涼
。

5. 

姓
。
例
：
楚
國 

景
差搓
。

6. 

大
。
例
：
景
行性
行行
止

︵
詩
經 

小
雅 

車
舝舝
︶
。

補
注 

蜀
漢
於
建
興
六
年
︵
二
二

八
︶
到
建
興
十
二
年
︵
二
三
四
︶

發
動
對
曹
魏
的
戰
爭
，
正
史
中
有

記
載
者
共
五
次
，
最
終
維
持
魏
、

蜀
在
漢
中
三
十
年
的
對
峙
局
面
，

直
至
蜀
漢
滅
亡
。

 

答 

見
3-10
頁

Q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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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請
根
據
本
文
內
容
，
說
明
﹁
歷
史
的
孔
明
﹂
與
﹁
文
化
的
孔
明
﹂
在
形
貌
、
思
想
、
才
幹
、
人
格
特
質
方

面
各
有
什
麼
特
色
。

二
、
本
文
引
用
孔
明
在
出
師
表
的
自
述
：
﹁
先
帝
知
臣
謹
慎
﹂
，
推
論
出
孔
明
是
﹁
體
制
內
改
革
者
、
保
守
主

義
者
﹂
，
你
是
否
認
同
作
者
的
解
讀
？
請
說
明
理
由
。

三
、
本
文
重
新
評
價
三
國
時
代
的
孔
明
，
賦
予
新
義
。
還
有
哪
些
歷
史
人
物
也
具
有
歷
史
與
文
化
上
的
不
同
形

象
？
請
舉
例
說
明
，
並
提
出
你
的
看
法
。

ሧ
ؓ

本
文
為
文
化
評
論
，
帶
領
讀
者
穿
越
古
今
，
重
新
省
視
並
評
價
孔
明
，
也
教
導
如
何
發
現
問
題
，
多
方
思

索
推
論
，
建
立
自
我
的
主
張
和
觀
點
。
賞
析
重
點
如
下
：

ɓ
e

ᇐ
Τ
Ց
ሞ
ࠑ
d
˴
ᕚ
ණ
ʕ
d
ૢ
ଣ
ʱ

f
本
文
篇
名
即
標
舉
﹁
中
心
論
點
﹂
，
內
文
由
五
個
小
節
組

成
，
各
有
小
標
，
首
節
﹁
為
什
麼
會
出
現
兩
個
孔
明
？
﹂
切
要
地
帶
出
問
題
，
其
下
以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的
軍
師
原
型
﹂
、﹁﹃
法
﹄
與
﹃
法
統
﹄
的
迷
戀
者
﹂
、﹁
謹
慎
的
人
格
特
質
﹂
，
分
別
論
述
孔
明
的
形
貌
、

思
想
言
行
、
人
格
特
質
，
並
提
出
思
辨
，
末
節
以
﹁
文
化
奇
想
下
的
悲
劇
英
雄
﹂
作
為
總
評
。
全
文
結
構

嚴
謹
，
由
緒
論
、
本
論
到
結
論
，
逐
一
揭
示
論
點
，
使
主
題
集
中
，
論
述
條
理
井
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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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
其
實
也
反
映
了
一
個
文
化
執
拗澳
地
放
縱
它
的
奇
想
時
，
尷
尬

收
場
的
困
境
，
也
就
是
像
孔
明
這
樣
不
世
出
的
能
人
異
士
，
怎
麼

無
法
「
匡
復
漢
室
」
呢
？
答
案
只
有
一
個—

—

「
天
意
」
。
這
是

個
荒
謬
的
答
案
。

時
代
在
變
，
觀
念
也
在
變
，
我
們
只
有
縮
小
「
歷
史
孔

明
」
與
「
文
化
孔
明
」
的
差
距
，
才
能
給
孔
明
一
個
較
現
代
與

真
實
的
評
價
。
從
以
上
的
分
析
可
知
，
孔
明
的
確
是
一
位
傑
出

的
丞
相
，
也
是
亂
世
裡
的
一
號
英
雄
人
物
。
但
內
在
的
心
性
與

外
在
的
環
境
，
卻
決
定
了
他
的
格
局
和
命
運
：
拘
謹
的
人
格
特

質
使
他
成
為
一
個
夙
夜
憂
勞
的
體
制
內
改
革
者
、
保
守
主
義

者
，
而
不
利
於
蜀
漢
的
大
環
境
，
則
使
他
的
英
雄
悲
劇
更
帶
有

濃
厚
的
「
知
其
不
可
而
為
之
」
的
色
彩
。

&

*

四

&
執
拗

固
執
而
不
順
從
。

拗
，
音

澳
。

*
不
世
出

指
世
上
罕
見
。

510

◆

作
者
為
何
認
為
﹁
天
意
﹂
是

個
荒
謬
的
答
案
？

閱
讀
檢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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ਪ
ᕚ
ၾ
ী
ሞ

一
、
請
根
據
本
文
內
容
，
說
明
﹁
歷
史
的
孔
明
﹂
與
﹁
文
化
的
孔
明
﹂
在
形
貌
、
思
想
、
才
幹
、
人
格
特
質
方

面
各
有
什
麼
特
色
。

二
、
本
文
引
用
孔
明
在
出
師
表
的
自
述
：
﹁
先
帝
知
臣
謹
慎
﹂
，
推
論
出
孔
明
是
﹁
體
制
內
改
革
者
、
保
守
主

義
者
﹂
，
你
是
否
認
同
作
者
的
解
讀
？
請
說
明
理
由
。

三
、
本
文
重
新
評
價
三
國
時
代
的
孔
明
，
賦
予
新
義
。
還
有
哪
些
歷
史
人
物
也
具
有
歷
史
與
文
化
上
的
不
同
形

象
？
請
舉
例
說
明
，
並
提
出
你
的
看
法
。

ሧ
ؓ

本
文
為
文
化
評
論
，
帶
領
讀
者
穿
越
古
今
，
重
新
省
視
並
評
價
孔
明
，
也
教
導
如
何
發
現
問
題
，
多
方
思

索
推
論
，
建
立
自
我
的
主
張
和
觀
點
。
賞
析
重
點
如
下
：

ɓ
e

ᇐ
Τ
Ց
ሞ
ࠑ
d
˴
ᕚ
ණ
ʕ
d
ૢ
ଣ
ʱ

f
本
文
篇
名
即
標
舉
﹁
中
心
論
點
﹂
，
內
文
由
五
個
小
節
組

成
，
各
有
小
標
，
首
節
﹁
為
什
麼
會
出
現
兩
個
孔
明
？
﹂
切
要
地
帶
出
問
題
，
其
下
以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的
軍
師
原
型
﹂
、﹁﹃
法
﹄
與
﹃
法
統
﹄
的
迷
戀
者
﹂
、﹁
謹
慎
的
人
格
特
質
﹂
，
分
別
論
述
孔
明
的
形
貌
、

思
想
言
行
、
人
格
特
質
，
並
提
出
思
辨
，
末
節
以
﹁
文
化
奇
想
下
的
悲
劇
英
雄
﹂
作
為
總
評
。
全
文
結
構

嚴
謹
，
由
緒
論
、
本
論
到
結
論
，
逐
一
揭
示
論
點
，
使
主
題
集
中
，
論
述
條
理
井
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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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
其
實
也
反
映
了
一
個
文
化
執
拗澳
地
放
縱
它
的
奇
想
時
，
尷
尬

收
場
的
困
境
，
也
就
是
像
孔
明
這
樣
不
世
出
的
能
人
異
士
，
怎
麼

無
法
「
匡
復
漢
室
」
呢
？
答
案
只
有
一
個—

—

「
天
意
」
。
這
是

個
荒
謬
的
答
案
。

時
代
在
變
，
觀
念
也
在
變
，
我
們
只
有
縮
小
「
歷
史
孔

明
」
與
「
文
化
孔
明
」
的
差
距
，
才
能
給
孔
明
一
個
較
現
代
與

真
實
的
評
價
。
從
以
上
的
分
析
可
知
，
孔
明
的
確
是
一
位
傑
出

的
丞
相
，
也
是
亂
世
裡
的
一
號
英
雄
人
物
。
但
內
在
的
心
性
與

外
在
的
環
境
，
卻
決
定
了
他
的
格
局
和
命
運
：
拘
謹
的
人
格
特

質
使
他
成
為
一
個
夙
夜
憂
勞
的
體
制
內
改
革
者
、
保
守
主
義

者
，
而
不
利
於
蜀
漢
的
大
環
境
，
則
使
他
的
英
雄
悲
劇
更
帶
有

濃
厚
的
「
知
其
不
可
而
為
之
」
的
色
彩
。

&

*

四

&
執
拗

固
執
而
不
順
從
。

拗
，
音

澳
。

*
不
世
出

指
世
上
罕
見
。

510

◆

作
者
為
何
認
為
﹁
天
意
﹂
是

個
荒
謬
的
答
案
？

閱
讀
檢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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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
其
實
也
反
映
了
一
個
文
化
執
拗澳
地
放
縱
它
的
奇
想
時
，
尷
尬

收
場
的
困
境
，
也
就
是
像
孔
明
這
樣
不
世
出
的
能
人
異
士
，
怎
麼

無
法
「
匡
復
漢
室
」
呢
？
答
案
只
有
一
個—

—

「
天
意
」
。
這
是

個
荒
謬
的
答
案
。

時
代
在
變
，
觀
念
也
在
變
，
我
們
只
有
縮
小
「
歷
史
孔

明
」
與
「
文
化
孔
明
」
的
差
距
，
才
能
給
孔
明
一
個
較
現
代
與

真
實
的
評
價
。
從
以
上
的
分
析
可
知
，
孔
明
的
確
是
一
位
傑
出

的
丞
相
，
也
是
亂
世
裡
的
一
號
英
雄
人
物
。
但
內
在
的
心
性
與

外
在
的
環
境
，
卻
決
定
了
他
的
格
局
和
命
運
：
拘
謹
的
人
格
特

質
使
他
成
為
一
個
夙
夜
憂
勞
的
體
制
內
改
革
者
、
保
守
主
義

者
，
而
不
利
於
蜀
漢
的
大
環
境
，
則
使
他
的
英
雄
悲
劇
更
帶
有

濃
厚
的
「
知
其
不
可
而
為
之
」
的
色
彩
。

&

*

四

&
執
拗

固
執
而
不
順
從
。

拗
，
音

澳
。

*
不
世
出

指
世
上
罕
見
。

510

◆

作
者
為
何
認
為
﹁
天
意
﹂
是

個
荒
謬
的
答
案
？

閱
讀
檢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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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
其
實
也
反
映
了
一
個
文
化
執
拗澳
地
放
縱
它
的
奇
想
時
，
尷
尬

收
場
的
困
境
，
也
就
是
像
孔
明
這
樣
不
世
出
的
能
人
異
士
，
怎
麼

無
法
「
匡
復
漢
室
」
呢
？
答
案
只
有
一
個—
—

「
天
意
」
。
這
是

個
荒
謬
的
答
案
。

時
代
在
變
，
觀
念
也
在
變
，
我
們
只
有
縮
小
「
歷
史
孔

明
」
與
「
文
化
孔
明
」
的
差
距
，
才
能
給
孔
明
一
個
較
現
代
與

真
實
的
評
價
。
從
以
上
的
分
析
可
知
，
孔
明
的
確
是
一
位
傑
出

的
丞
相
，
也
是
亂
世
裡
的
一
號
英
雄
人
物
。
但
內
在
的
心
性
與

外
在
的
環
境
，
卻
決
定
了
他
的
格
局
和
命
運
：
拘
謹
的
人
格
特

質
使
他
成
為
一
個
夙
夜
憂
勞
的
體
制
內
改
革
者
、
保
守
主
義

者
，
而
不
利
於
蜀
漢
的
大
環
境
，
則
使
他
的
英
雄
悲
劇
更
帶
有

濃
厚
的
「
知
其
不
可
而
為
之
」
的
色
彩
。

&

*

四

&
執
拗

固
執
而
不
順
從
。

拗
，
音

澳
。

*
不
世
出

指
世
上
罕
見
。

510

◆

作
者
為
何
認
為
﹁
天
意
﹂
是

個
荒
謬
的
答
案
？

閱
讀
檢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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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
其
實
也
反
映
了
一
個
文
化
執
拗澳
地
放
縱
它
的
奇
想
時
，
尷
尬

收
場
的
困
境
，
也
就
是
像
孔
明
這
樣
不
世
出
的
能
人
異
士
，
怎
麼

無
法
「
匡
復
漢
室
」
呢
？
答
案
只
有
一
個—

—

「
天
意
」
。
這
是

個
荒
謬
的
答
案
。

時
代
在
變
，
觀
念
也
在
變
，
我
們
只
有
縮
小
「
歷
史
孔

明
」
與
「
文
化
孔
明
」
的
差
距
，
才
能
給
孔
明
一
個
較
現
代
與

真
實
的
評
價
。
從
以
上
的
分
析
可
知
，
孔
明
的
確
是
一
位
傑
出

的
丞
相
，
也
是
亂
世
裡
的
一
號
英
雄
人
物
。
但
內
在
的
心
性
與

外
在
的
環
境
，
卻
決
定
了
他
的
格
局
和
命
運
：
拘
謹
的
人
格
特

質
使
他
成
為
一
個
夙
夜
憂
勞
的
體
制
內
改
革
者
、
保
守
主
義

者
，
而
不
利
於
蜀
漢
的
大
環
境
，
則
使
他
的
英
雄
悲
劇
更
帶
有

濃
厚
的
「
知
其
不
可
而
為
之
」
的
色
彩
。

&

*

四

&
執
拗

固
執
而
不
順
從
。

拗
，
音

澳
。

*
不
世
出

指
世
上
罕
見
。

510

◆

作
者
為
何
認
為
﹁
天
意
﹂
是

個
荒
謬
的
答
案
？

閱
讀
檢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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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
其
實
也
反
映
了
一
個
文
化
執
拗澳
地
放
縱
它
的
奇
想
時
，
尷
尬

收
場
的
困
境
，
也
就
是
像
孔
明
這
樣
不
世
出
的
能
人
異
士
，
怎
麼

無
法
「
匡
復
漢
室
」
呢
？
答
案
只
有
一
個—
—

「
天
意
」
。
這
是

個
荒
謬
的
答
案
。

時
代
在
變
，
觀
念
也
在
變
，
我
們
只
有
縮
小
「
歷
史
孔

明
」
與
「
文
化
孔
明
」
的
差
距
，
才
能
給
孔
明
一
個
較
現
代
與

真
實
的
評
價
。
從
以
上
的
分
析
可
知
，
孔
明
的
確
是
一
位
傑
出

的
丞
相
，
也
是
亂
世
裡
的
一
號
英
雄
人
物
。
但
內
在
的
心
性
與

外
在
的
環
境
，
卻
決
定
了
他
的
格
局
和
命
運
：
拘
謹
的
人
格
特

質
使
他
成
為
一
個
夙
夜
憂
勞
的
體
制
內
改
革
者
、
保
守
主
義

者
，
而
不
利
於
蜀
漢
的
大
環
境
，
則
使
他
的
英
雄
悲
劇
更
帶
有

濃
厚
的
「
知
其
不
可
而
為
之
」
的
色
彩
。

&

*

四

&
執
拗

固
執
而
不
順
從
。

拗
，
音

澳
。

*
不
世
出

指
世
上
罕
見
。

510

◆

作
者
為
何
認
為
﹁
天
意
﹂
是

個
荒
謬
的
答
案
？

閱
讀
檢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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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本
文
從
歷
史
、
文
化
層
面
闡
述
﹁
兩
個
孔
明
﹂
的
不
同
形
象
，
為
讀
者
撥
開
文
化
迷
霧
，
辨
析
孔
明
的
真

實
面
貌
。
請
根
據
文
章
內
容
，
分
析
﹁
歷
史
的
孔
明
﹂
與
﹁
文
化
的
孔
明
﹂
在
各
方
面
的
差
異
，
並
說
明

作
者
撰
寫
本
文
的
用
意
。
︵
作
答
字
數
：
Ǻ
ǽ
各
15
字
以
內
，
ǻ
Ǽ
各
10
字
以
內
，
Ǿ
25
字
以
內
︶

歷
史
的
孔
明

Җ
Ⴖ  

身
長
八
尺
，
容
貌
甚
偉
。
︵
本
文
未
提
及
︶

ܠ
ซ

1. 
ج

ڦ

٫
ၾ
ྼ
ስ
٫
：
由
他
Ǻ

兩
項
作
為
可
以
得
知
。

2.
ǻ

：
即
使
曹
丕

再
有
才
德
，
仍
是
他
要
討
伐
的
對
象
；
劉
禪
再
昏

庸
，
仍
是
他
忠
心
事
奉
的
君
主
。

ʑ


1. 
ᄫ

݁
ਕ
：
擔
任
軍
師
中
郎
將
，
能
監
督
、
調
度

地
方
賦
稅
，
充
實
軍
用
；
擔
任
蜀
漢
丞
相
，
事
事

周
到
，
讓
百
姓
敬
畏
又
愛
戴
。

2.
Ǽ

：
治
理
軍
務

嚴
明
公
正
。

謹
慎
拘
謹
，
是
保
守
主
義
與
體
制
內
改
革
者
。

ɛ
ࣸ

त
ሯ

文
化
的
孔
明

Җ
Ⴖ  

ǽ

，

飄
飄
然
如
神
仙
。

ܠ
ซ  

Ո
༸

හ
Σ
：
學
習
奇
門
遁
甲
，
在
赤
壁
之
戰
中
作

法
呼
風
喚
雨
。

ʑ
  

1. 
ਞ
ீ
˂
ዚ
：
擬
定
﹁
天
下
三
分
策
﹂
符
合
歷
史
發

展
軌
跡
。

2.
ၚ
ஷ
ج
ஔ
：
能
夜
觀
天
象
，
以
祈
禳
之
法
增
壽
。

3.
足
智
多
謀
、
用
兵
如
神
。

 
 

 
 

從
容
瀟
灑
、
多
智
好
謀
、
喜
出
奇
兵
險
計
。

ɛ
ࣸ

त
ሯ

綜
觀
全
文
，
作
者
是
希
望
讀
者
在
看
待
歷
史
人
事
時
，
Ǿ

作
者
的

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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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
其
實
也
反
映
了
一
個
文
化
執
拗澳
地
放
縱
它
的
奇
想
時
，
尷
尬

收
場
的
困
境
，
也
就
是
像
孔
明
這
樣
不
世
出
的
能
人
異
士
，
怎
麼

無
法
「
匡
復
漢
室
」
呢
？
答
案
只
有
一
個—
—

「
天
意
」
。
這
是

個
荒
謬
的
答
案
。

時
代
在
變
，
觀
念
也
在
變
，
我
們
只
有
縮
小
「
歷
史
孔

明
」
與
「
文
化
孔
明
」
的
差
距
，
才
能
給
孔
明
一
個
較
現
代
與

真
實
的
評
價
。
從
以
上
的
分
析
可
知
，
孔
明
的
確
是
一
位
傑
出

的
丞
相
，
也
是
亂
世
裡
的
一
號
英
雄
人
物
。
但
內
在
的
心
性
與

外
在
的
環
境
，
卻
決
定
了
他
的
格
局
和
命
運
：
拘
謹
的
人
格
特

質
使
他
成
為
一
個
夙
夜
憂
勞
的
體
制
內
改
革
者
、
保
守
主
義

者
，
而
不
利
於
蜀
漢
的
大
環
境
，
則
使
他
的
英
雄
悲
劇
更
帶
有

濃
厚
的
「
知
其
不
可
而
為
之
」
的
色
彩
。

&

*

四

&
執
拗

固
執
而
不
順
從
。

拗
，
音

澳
。

*
不
世
出

指
世
上
罕
見
。

510

◆

作
者
為
何
認
為
﹁
天
意
﹂
是

個
荒
謬
的
答
案
？

閱
讀
檢
測

挽
救
危
難
，
復
興
國
家

處
境
困
窘
或
事
情

棘
手
，
難
以
應
付

提
問

尷尷
尬尬

匡
復

15

問
題
13

本
文
作
者
從
史
書

與
小
說
的
不
同
角
度
分
辨

孔
明
的
形
象
，
我
們
生
活

在
媒
體
與
網
路
盛
行
的
時

代
，
你
認
為
媒
體
與
網
路

報
導
人
物
時
常
有
什
麼
特

色
？
我
們
如
何
因
應
並
釐

清
真
相
？
答

見
3-11
頁
。

問
題
14

本
文
最
可
貴
之
處

在
於
古
典
今
讀
的
思
辨
，

你
認
為
古
典
今
讀
有
何
價

值
？
在
現
今
社
會
可
以
有

哪
些
應
用
？
請
舉
例
說

明
。
答

見
3-11
頁
。

音
辨

拗
：

1.
音

拗
，

1
不
順
。
例
：
拗
口
。

2
不
順
從
、
拂
逆
。
例
：
違

拗
。

2.
音

拗
，
固
執
、
倔
強
。
例
：

脾
氣
拗
。

3.
音

拗
，
折
。
例
：
拗
折
、
拗

花
。

答

見
3-10
頁

Q12
。

15
義
辨—

尷
尬

1.
處
境
困
窘
或
事
情
棘
手
，
難
以
應

付
。
例
：
尷
尬
收
場
。

2.
難
為
情
。
例
：
人
人
尷
尬
。

問
題
12

課
本
閱
讀
檢
測
。

節

出
自
論
語
憲
問
，
是
晨
門
對
孔
子
的
評
述
。

意
指
明
知
做
不
到
，
卻
還
要
去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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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與
討
論

一
、	

本
文
從
歷
史
、
文
化
層
面
闡
述
「
兩
個
孔
明
」
的
不
同
形

象
，
為
讀
者
撥
開
文
化
迷
霧
，
辨
析
孔
明
的
真
實
面
貌
。
請

根
據
文
章
內
容
，
分
析
「
歷
史
的
孔
明
」
與
「
文
化
的
孔

明
」
在
各
方
面
的
差
異
，
並
說
明
作
者
撰
寫
本
文
的
用
意
。

（
作
答
字
數
：
1	

4	
各
15
字
以
內
，
2	

3	

各
10
字
以
內
，

5	

25
字
以
內
）

答  

1  

手
抄
法
家
經
典
、
揮
淚
斬
馬
謖

 

2  

迷
戀
法
統
／
堅
持
法
統
／
維
繫
法
統

 

3  

長
於
治
戎

 

4  

頭
戴
綸
巾
，
身
披
鶴
氅

 

5  

勿
從
單
一
層
面
論
斷
，
宜
多
角
度
考
察
、
引
證
，
以
釐
清
真
相

1	

評
分
原
則

給
分

寫
出
﹁
手
抄
法
家
經
典
、
揮
淚
斬
馬
謖
﹂
的
類
似
答
案

全
對

答
案
敘
述
不
完
整
，
如
只
寫
﹁
手
抄
法
家
經
典
﹂
或
﹁
揮
淚

斬
馬
謖
﹂

半
對

未
作
答
或
答
案
完
全
錯
誤

不
給
分

2	

評
分
原
則

給
分

寫
出
﹁
迷
戀
／
堅
持
法
統
﹂
或
﹁
堅
持
蜀
漢
是
正
統
﹂
的
類

似
答
案

全
對

答
案
敘
述
不
完
整
，
如
只
寫
﹁
法
統
﹂

半
對

未
作
答
或
答
案
完
全
錯
誤

不
給
分

3	

評
分
原
則

給
分

寫
出
﹁
長
於
治
戎
﹂
、
﹁
擅
長
軍
政
﹂
、
﹁
善
於
管
理
軍

務
﹂
等
類
似
答
案

全
對

答
案
敘
述
不
完
全
適
切
，
如
寫
﹁
很
會
帶
兵
打
仗
﹂
︵
能
帶

兵
，
但
謀
略
並
非
歷
史
孔
明
的
專
長
︶
或
﹁
治
軍
嚴
明
﹂

︵
只
是
下
文
的
縮
寫
，
缺
乏
統
整
的
概
念
︶

半
對

未
作
答
或
答
案
完
全
錯
誤

不
給
分

4	

評
分
原
則

給
分

寫
出
﹁
頭
戴
綸
巾
，
身
披
鶴
氅
﹂
或
﹁
羽
扇
綸
巾
﹂
等
類
似

答
案

全
對

答
案
敘
述
不
完
整
，
如
只
寫
﹁
頭
戴
綸
巾
﹂
或
﹁
身
披
鶴
氅
﹂

半
對

未
作
答
或
答
案
完
全
錯
誤

不
給
分

5	

評
分
原
則

給
分

寫
出
﹁
勿
從
單
一
層
面
論
斷
，
宜
多
角
度
考
察
、
引
證
，
以

釐
清
真
相
﹂
、
﹁
擺
脫
窠
臼
，
正
視
文
化
對
心
靈
的
影

響
﹂
、
﹁
須
從
多
重
角
度
引
證
思
考
﹂
、
﹁
須
從
多
角
度
考

察
史
事
與
人
物
﹂
等
類
似
答
案
，
且
敘
述
完
整

全
對

答
案
敘
述
不
完
整
，
如
只
寫
﹁
不
要
從
單
一
層
面
論
斷
﹂
、

﹁
縮
小
歷
史
、
文
化
的
形
象
差
距
﹂
、
﹁
要
給
予
較
現
代
與

真
實
的
評
價
﹂

半
對

未
作
答
或
答
案
完
全
錯
誤

不
給
分

問
題
與
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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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本
文
引
用
孔
明
在
出
師
表
的
自
述
：
「
先
帝
知
臣
謹
慎
」
，

推
論
出
孔
明
是
「
體
制
內
改
革
者
、
保
守
主
義
者
」
，
你
是

否
認
同
作
者
的
解
讀
？
請
說
明
理
由
。

答  

本
文
作
者
提
出
的
論
點
，
屬
於
後
人
評
論
，
請
鼓
勵
同
學
分

就
不
同
角
度
思
辨
：

 

1.  

認
同
作
者
論
點
：

 
 

1  

作
者
的
推
論
方
法
頗
為
客
觀
，
能
援
用
史
實
記
載
，
不

會
被
種
種
文
化
奇
想
所
障
蔽
。

 
 

2  

作
者
的
論
點
有
道
理
，
立
論
明
確
有
力
：

 
 

 

1  

過
於
謹
慎
乃
至
拘
謹
，
易
導
致
思
想
言
行
趨
於
保

守
，
拙
於
奇
謀
與
應
變
力
。

 
 

 

2  

過
於
謹
慎
乃
至
拘
謹
，
常
畫
地
自
限
，
只
在
體
制
內

改
革
，
缺
乏
大
膽
開
創
的
精
神
與
作
風
。

 

2.  

不
認
同
作
者
論
點
： 

 
 

1  

作
者
的
推
論
方
式
較
為
單
一
。

 
 

2  

作
者
的
論
點
可
以
擴
大
面
向
省
察
：

 
 

 

1  

面
對
大
環
境
，
謹
慎
是
必
要
的
。
在
三
分
天
下
、
蜀

漢
偏
居
一
隅
、
軍
力
最
弱
的
大
環
境
下
，
孔
明
沒
有

躁
進
的
本
錢
。

 
 

 

2  

謹
慎
不
等
同
於
保
守
主
義
，
也
可
視
為
務
實
主
義
。

 
 

 

3  

謹
慎
也
具
開
創
性
。
在
內
政
上
，
保
守
沉
穩
，
成
為

軍
隊
的
後
盾
，
先
安
內
再
攘
外
。
在
軍
事
上
，
不
奇

襲
搶
進
，
足
以
穩
紮
穩
打
。

三
、	

本
文
重
新
評
價
三
國
時
代
的
孔
明
，
賦
予
新
義
。
還
有
哪
些

歷
史
人
物
也
具
有
歷
史
與
文
化
上
的
不
同
形
象
？
請
舉
例
說

明
，
並
提
出
你
的
看
法
。

答  

本
題
為
開
放
題
型
，
請
鼓
勵
學
生
查
找
資
料
，
或
就
本
身
的

知
識
經
驗
發
言
。
答
案
的
方
向
如
下
：

 

1.  

課
文
中
﹁
興
周
的
姜
子
牙
、
創
漢
的
張
良
、
開
唐
的
徐
茂

公
、
佐
明
的
劉
伯
溫
﹂
：
可
以
提
醒
學
生
比
較
他
們
與
孔

明
的
異
同
，
如
他
們
都
是
歷
史
上
本
有
的
人
物
，
也
都
是

小
說
作
者
塑
造
出
來
的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的
軍
師
原
型
﹂
， 

但
姜
子
牙
等
人
都
是
為
了
推
翻
一
個
腐
敗
的
政
權
，
孔
明

卻
是
想
維
繫
一
個
已
經
名
存
實
亡
的
﹁
法
統
﹂
，
所
以
他

只
能
是
個
﹁
悲
劇
英
雄
﹂
。

 

2.  

關
羽
、
張
飛
：
二
人
都
是
三
國
時
代
的
真
實
人
物
，
才
智

過
人
，
英
勇
善
戰
，
也
有
其
性
格
、
作
風
上
的
弱
點
，
而

在
文
化
奇
想
之
下
，
變
成
小
說
中
讓
人
景
仰
的
英
雄
，
最

終
成
為
廣
被
信
奉
的
神
明
。
類
似
的
人
物
，
還
有
海
神
媽

祖
，
她
也
是
歷
史
上
本
有
其
人
，
但
在
文
化
奇
想
之
下
，

蛻
變
成
神
明
。

問
題
與
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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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與
討
論

一
、
請
根
據
本
文
內
容
，
說
明
﹁
歷
史
的
孔
明
﹂
與
﹁
文
化
的
孔
明
﹂
在
形
貌
、
ܠ
ซ
、
才

、
人
ࣸ
त
ሯ
方

面
各
有
ʡ
ჿ
त
Ѝ
。

ɚ
、
本
文
ˏ
用
孔
明
在
出
師
ڌ
的
І
述
：
﹁


知
Ѕ
謹
慎
﹂
，
પ
ሞ
出
孔
明
是
﹁
體
制
內
改
革
者
、
保
守
主

義
者
﹂
，
Ы
是
щ
Ⴉ
同
作
者
的
༆
讀
k
請
說
明
理
由
。

三
、
本
文
ࠠ
อ
൙
ᄆ
三

時
˾
的
孔
明
，
賦
ʚ
อ
義
。
ᒔ
有
ࡳ
Ԭ
歷
史
人
ي
ɰ
Ո
有
歷
史
與
文
化
ɪ
的
不
同
形

象
k
請
ᑘ
Է
說
明
，
並
提
出
Ы
的
看
法
。

ሧ
ؓ

本
文
為
文
化
൙
ሞ
，
੭
ჯ
讀
者
߈
൳
̚
ʦ
，
ࠠ
อ

ൖ
並
൙
ᄆ
孔
明
，
ɰ

ኬ
如
О
發
ତ
ਪ
ᕚ
，
多
方
ܠ

॰
પ
ሞ
，
ܔ
ͭ
І
Ң
的
主
ੵ
ձ
觀
ᓃ
。
ሧ
析
ࠠ
ᓃ
如
下
：

ɓ
e

ᇐ
Τ
Ց
ሞ
ࠑ
d
˴
ᕚ
ණ
ʕ
d
ૢ
ଣ
ʱ

f
本
文
ᇐ
Τ
即
ᅺ
ᑘ
﹁
中
心
ሞ
ᓃ
﹂
，
內
文
由
ʞ
個
ʃ
ື
ଡ଼

ϓ
，
各
有
ʃ
ᅺ
，

ື
﹁
為
ʡ
ჿ
ึ
出
ତ
兩
個
孔
明
k
﹂
ʲ
要
地
੭
出
ਪ
ᕚ
，
Չ
下
以
﹁
本
ሯ


π
在

的
軍
師
ࡡ
ۨ
﹂
、﹁�
法
�
與
�
法
୕
�
的
迷
ᛸ
者
﹂
、﹁
謹
慎
的
人
ࣸ
त
ሯ
﹂
，
分
й
ሞ
述
孔
明
的
形
貌
、

ܠ
ซ
Ԋ
Б
、
人
ࣸ
त
ሯ
，
並
提
出
ܠ
辨
，
͋
ື
以
﹁
文
化
奇
ซ
下
的
ే
ᄌ
ߵ
ඪ
﹂
作
為
ᐼ
൙
。
全
文
ഐ


嚴
謹
，
由
ၫ
ሞ
、
本
ሞ
到
ഐ
ሞ
，

一
౧
ͪ
ሞ
ᓃ
，
使
主
ᕚ
ණ
中
，
ሞ
述
ૢ
理
ʜ
然
。

42

節
，
其
實
也
反
映
了
一
個
文
化
執
拗澳
地
放
縱
它
的
奇
想
時
，
尷
尬

收
場
的
困
境
，
也
就
是
像
孔
明
這
樣
不
世
出
的
能
人
異
士
，
怎
麼

無
法
「
匡
復
漢
室
」
呢
？
答
案
只
有
一
個{

{

「
天
意
」
。
這
是

個
荒
謬
的
答
案
。

時
代
在
變
，
觀
念
也
在
變
，
我
們
只
有
縮
小
「
歷
史
孔

明
」
與
「
文
化
孔
明
」
的
差
距
，
才
能
給
孔
明
一
個
較
現
代
與

真
實
的
評
價
。
從
以
上
的
分
析
可
知
，
孔
明
的
確
是
一
位
傑
出

的
丞
相
，
也
是
亂
世
裡
的
一
號
英
雄
人
物
。
但
內
在
的
心
性
與

外
在
的
環
境
，
卻
決
定
了
他
的
格
局
和
命
運
：
拘
謹
的
人
格
特

質
使
他
成
為
一
個
夙
夜
憂
勞
的
體
制
內
改
革
者
、
保
守
主
義

者
，
而
不
利
於
蜀
漢
的
大
環
境
，
則
使
他
的
英
雄
悲
劇
更
帶
有

濃
厚
的
「
知
其
不
可
而
為
之
」
的
色
彩
。

&

*

四

&
ੂ
ׯ

固
執
而
不
順
從
。

拗
，
音

澳
。

*
ʔ
˰
̈

指
世
上
罕
見
。

510

◆

作
者
為
О
Ⴉ
為
﹁
天
意
﹂
是

個
ঞ
ᔬ
的
答
ࣩ
k

ቡ
ᛘ
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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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與
討
論

一
、
請
根
據
本
文
內
容
，
說
明
﹁
歷
史
的
孔
明
﹂
與
﹁
文
化
的
孔
明
﹂
在
形
貌
、
ܠ
ซ
、
才

、
人
ࣸ
त
ሯ
方

面
各
有
ʡ
ჿ
त
Ѝ
。

ɚ
、
本
文
ˏ
用
孔
明
在
出
師
ڌ
的
І
述
：
﹁


知
Ѕ
謹
慎
﹂
，
પ
ሞ
出
孔
明
是
﹁
體
制
內
改
革
者
、
保
守
主

義
者
﹂
，
Ы
是
щ
Ⴉ
同
作
者
的
༆
讀
k
請
說
明
理
由
。

三
、
本
文
ࠠ
อ
൙
ᄆ
三

時
˾
的
孔
明
，
賦
ʚ
อ
義
。
ᒔ
有
ࡳ
Ԭ
歷
史
人
ي
ɰ
Ո
有
歷
史
與
文
化
ɪ
的
不
同
形

象
k
請
ᑘ
Է
說
明
，
並
提
出
Ы
的
看
法
。

ሧ
ؓ

本
文
為
文
化
൙
ሞ
，
੭
ჯ
讀
者
߈
൳
̚
ʦ
，
ࠠ
อ

ൖ
並
൙
ᄆ
孔
明
，
ɰ

ኬ
如
О
發
ତ
ਪ
ᕚ
，
多
方
ܠ

॰
પ
ሞ
，
ܔ
ͭ
І
Ң
的
主
ੵ
ձ
觀
ᓃ
。
ሧ
析
ࠠ
ᓃ
如
下
：

ɓ
e

ᇐ
Τ
Ց
ሞ
ࠑ
d
˴
ᕚ
ණ
ʕ
d
ૢ
ଣ
ʱ

f
本
文
ᇐ
Τ
即
ᅺ
ᑘ
﹁
中
心
ሞ
ᓃ
﹂
，
內
文
由
ʞ
個
ʃ
ື
ଡ଼

ϓ
，
各
有
ʃ
ᅺ
，

ື
﹁
為
ʡ
ჿ
ึ
出
ତ
兩
個
孔
明
k
﹂
ʲ
要
地
੭
出
ਪ
ᕚ
，
Չ
下
以
﹁
本
ሯ


π
在

的
軍
師
ࡡ
ۨ
﹂
、﹁�
法
�
與
�
法
୕
�
的
迷
ᛸ
者
﹂
、﹁
謹
慎
的
人
ࣸ
त
ሯ
﹂
，
分
й
ሞ
述
孔
明
的
形
貌
、

ܠ
ซ
Ԋ
Б
、
人
ࣸ
त
ሯ
，
並
提
出
ܠ
辨
，
͋
ື
以
﹁
文
化
奇
ซ
下
的
ే
ᄌ
ߵ
ඪ
﹂
作
為
ᐼ
൙
。
全
文
ഐ


嚴
謹
，
由
ၫ
ሞ
、
本
ሞ
到
ഐ
ሞ
，

一
౧
ͪ
ሞ
ᓃ
，
使
主
ᕚ
ණ
中
，
ሞ
述
ૢ
理
ʜ
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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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
其
實
也
反
映
了
一
個
文
化
執
拗澳
地
放
縱
它
的
奇
想
時
，
尷
尬

收
場
的
困
境
，
也
就
是
像
孔
明
這
樣
不
世
出
的
能
人
異
士
，
怎
麼

無
法
「
匡
復
漢
室
」
呢
？
答
案
只
有
一
個{

{

「
天
意
」
。
這
是

個
荒
謬
的
答
案
。

時
代
在
變
，
觀
念
也
在
變
，
我
們
只
有
縮
小
「
歷
史
孔

明
」
與
「
文
化
孔
明
」
的
差
距
，
才
能
給
孔
明
一
個
較
現
代
與

真
實
的
評
價
。
從
以
上
的
分
析
可
知
，
孔
明
的
確
是
一
位
傑
出

的
丞
相
，
也
是
亂
世
裡
的
一
號
英
雄
人
物
。
但
內
在
的
心
性
與

外
在
的
環
境
，
卻
決
定
了
他
的
格
局
和
命
運
：
拘
謹
的
人
格
特

質
使
他
成
為
一
個
夙
夜
憂
勞
的
體
制
內
改
革
者
、
保
守
主
義

者
，
而
不
利
於
蜀
漢
的
大
環
境
，
則
使
他
的
英
雄
悲
劇
更
帶
有

濃
厚
的
「
知
其
不
可
而
為
之
」
的
色
彩
。

&

*

四

&
ੂ
ׯ

固
執
而
不
順
從
。

拗
，
音

澳
。

*
ʔ
˰
̈

指
世
上
罕
見
。

510

◆

作
者
為
О
Ⴉ
為
﹁
天
意
﹂
是

個
ঞ
ᔬ
的
答
ࣩ
k

ቡ
ᛘ
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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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
其
實
也
反
映
了
一
個
文
化
執
拗澳
地
放
縱
它
的
奇
想
時
，
尷
尬

收
場
的
困
境
，
也
就
是
像
孔
明
這
樣
不
世
出
的
能
人
異
士
，
怎
麼

無
法
「
匡
復
漢
室
」
呢
？
答
案
只
有
一
個{

{

「
天
意
」
。
這
是

個
荒
謬
的
答
案
。

時
代
在
變
，
觀
念
也
在
變
，
我
們
只
有
縮
小
「
歷
史
孔

明
」
與
「
文
化
孔
明
」
的
差
距
，
才
能
給
孔
明
一
個
較
現
代
與

真
實
的
評
價
。
從
以
上
的
分
析
可
知
，
孔
明
的
確
是
一
位
傑
出

的
丞
相
，
也
是
亂
世
裡
的
一
號
英
雄
人
物
。
但
內
在
的
心
性
與

外
在
的
環
境
，
卻
決
定
了
他
的
格
局
和
命
運
：
拘
謹
的
人
格
特

質
使
他
成
為
一
個
夙
夜
憂
勞
的
體
制
內
改
革
者
、
保
守
主
義

者
，
而
不
利
於
蜀
漢
的
大
環
境
，
則
使
他
的
英
雄
悲
劇
更
帶
有

濃
厚
的
「
知
其
不
可
而
為
之
」
的
色
彩
。

&

*

四

&
ੂ
ׯ

固
執
而
不
順
從
。

拗
，
音

澳
。

*
ʔ
˰
̈

指
世
上
罕
見
。

510

◆

作
者
為
О
Ⴉ
為
﹁
天
意
﹂
是

個
ঞ
ᔬ
的
答
ࣩ
k

ቡ
ᛘ
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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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與
討
論

一
、
本
文
從
歷
史
、
文
化
層
面
闡
述
﹁
兩
個
孔
明
﹂
的
不
同
形
象
，
為
讀
者
撥
開
文
化
迷
霧
，
辨
析
孔
明
的
真

實
面
貌
。
請
根
據
文
章
內
容
，
分
析
﹁
歷
史
的
孔
明
﹂
與
﹁
文
化
的
孔
明
﹂
在
各
方
面
的
差
異
，
並
說
明

作
者
撰
寫
本
文
的
用
意
。
︵
作
答
字
數
：
①
④
各
15
字
以
內
，
②
③
各
10
字
以
內
，
⑤
2 5
字
以
內
︶

歷
史
的
孔
明

形
貌  

身
長
八
尺
，
容
貌
甚
偉
。
︵
本
文
未
提
及
︶

思
想

1.  
法
家
信
仰
者
與
實
踐
者
：
由
他
①

兩
項
作
為
可
以
得
知
。

2 .
②

：
即
使
曹
丕

再
有
才
德
，
仍
是
他
要
討
伐
的
對
象
；
劉
禪
再
昏

庸
，
仍
是
他
忠
心
事
奉
的
君
主
。

才
幹

1.  
嫻
於
政
務
：
擔
任
軍
師
中
郎
將
，
能
監
督
、
調
度

地
方
賦
稅
，
充
實
軍
用
；
擔
任
蜀
漢
丞
相
，
事
事

周
到
，
讓
百
姓
敬
畏
又
愛
戴
。

2 .
③

：
治
理
軍
務

嚴
明
公
正
。

謹
慎
拘
謹
，
是
保
守
主
義
與
體
制
內
改
革
者
。

人
格

特
質

文
化
的
孔
明

形
貌  

④

，

飄
飄
然
如
神
仙
。

思
想  

具
道
家
傾
向
：
學
習
奇
門
遁
甲
，
在
赤
壁
之
戰
中
作

法
呼
風
喚
雨
。

才
幹  

1.  
參
透
天
機
：
擬
定
﹁
天
下
三
分
策
﹂
符
合
歷
史
發

展
軌
跡
。

2 .
精
通
法
術
：
能
夜
觀
天
象
，
以
祈
禳
之
法
增
壽
。

3.
足
智
多
謀
、
用
兵
如
神
。

 
 

 
 

從
容
瀟
灑
、
多
智
好
謀
、
喜
出
奇
兵
險
計
。

人
格

特
質

綜
觀
全
文
，
作
者
是
希
望
讀
者
在
看
待
歷
史
人
事
時
，
⑤

作
者
的

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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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
其
實
也
反
映
了
一
個
文
化
執
拗澳
地
放
縱
它
的
奇
想
時
，
尷
尬

收
場
的
困
境
，
也
就
是
像
孔
明
這
樣
不
世
出
的
能
人
異
士
，
怎
麼

無
法
「
匡
復
漢
室
」
呢
？
答
案
只
有
一
個{

{

「
天
意
」
。
這
是

個
荒
謬
的
答
案
。

時
代
在
變
，
觀
念
也
在
變
，
我
們
只
有
縮
小
「
歷
史
孔

明
」
與
「
文
化
孔
明
」
的
差
距
，
才
能
給
孔
明
一
個
較
現
代
與

真
實
的
評
價
。
從
以
上
的
分
析
可
知
，
孔
明
的
確
是
一
位
傑
出

的
丞
相
，
也
是
亂
世
裡
的
一
號
英
雄
人
物
。
但
內
在
的
心
性
與

外
在
的
環
境
，
卻
決
定
了
他
的
格
局
和
命
運
：
拘
謹
的
人
格
特

質
使
他
成
為
一
個
夙
夜
憂
勞
的
體
制
內
改
革
者
、
保
守
主
義

者
，
而
不
利
於
蜀
漢
的
大
環
境
，
則
使
他
的
英
雄
悲
劇
更
帶
有

濃
厚
的
「
知
其
不
可
而
為
之
」
的
色
彩
。

&

*

四

&
ੂ
ׯ

固
執
而
不
順
從
。

拗
，
音

澳
。

*
ʔ
˰
̈

指
世
上
罕
見
。

510

◆

作
者
為
О
Ⴉ
為
﹁
天
意
﹂
是

個
ঞ
ᔬ
的
答
ࣩ
k

ቡ
ᛘ
Ꮸ


問
題
15

評
分
原
則

見
3-13
頁
。

手
抄
法
家
經
典
、

迷
戀
法
統

頭
戴
綸
巾
，
身
披
鶴
氅

長
於
治
戎

面
論
斷
，
宜
多
角
度
考
察
、
引
證
，
以
釐
清
真
相

揮
淚
斬
馬
謖

勿
從
單
一
層

緊
扣
課
文
題
旨
，

具
體
分
析
﹁
兩
個

孔
明
﹂
的
差
異
。

透
過
題
目
設
計
，

既
引
導
學
生
分
就

﹁
形
貌
﹂
、
﹁
思

想
﹂
、
﹁
才
幹
﹂
、

﹁
人
格
特
質
﹂
等

四
大
面
向
比
較
，

又
總
括
全
文
寫
作

命
意
，
藉
以
啟
引

學
生
反
思
。

★
命
題
說
明動態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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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透
過
評
價
孔
明
，
凸
顯
古
典
今
看
的
時
代
意
義
。
本
文
透
過
三
國
志
、
三
國
演
義
的
對
照
，
闡
述
「
兩
個

孔
明
」
的
論
點
，
引
發
「
古
典
今
看
」
的
思
考
方
向
，
使
文
章
展
現
積
極
意
義
。
如
由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
帶
出
英
雄
人
物
學
識
才
力
的
養
成
問
題
，
提
醒
讀
者
注
意
：
一
個
文
化
低
估
成
長
價
值
，
可
能
造
成

負
面
效
應
。
又
如
由
孔
明
對
「
法
」
與
「
法
統
」
的
執
著
，
以
及
所
具
有
的
謹
慎
特
質
，
讓
人
領
會
到
，

個
人
內
在
心
性
可
能
影
響
格
局
和
命
運
。
至
於
強
調
「
天
意
」
是
個
荒
謬
的
答
案
，
則
引
導
讀
者
辨
識
小

說
情
節
的
局
限
性
，
多
角
度
考
察
史
事
與
人
物
，
以
產
生
獨
立
的
思
維
。

三
、
結
合
科
學
與
人
文
，
靈
活
引
證
，
用
語
精
鍊
。
作
者
運
用
心
理
學
集
體
潛
意
識
的
概
念
，
解
釋
文
化
對
心

靈
的
影
響
，
增
加
說
服
力
。
又
善
於
舉
證
對
照
，
使
意
旨
多
元
，
如
列
舉
姜
子
牙
、
張
良
等
人
物
，
說
明

漢
族
集
體
潛
意
識
和
軍
師
原
型
的
概
念
，
而
他
們
都
是
「
文
化
奇
想
」
下
的
成
功
者
，
孔
明
卻
成
為
「
悲

劇
英
雄
」
，
兩
相
對
比
，
令
人
深
思
。
作
者
的
用
語
精
鍊
，
概
括
性
強
，
如
文
末
以
「
知
其
不
可
而
為

之
」
一
語
，
揭
示
孔
明
悲
劇
的
根
本
原
因
，
全
文
自
不
同
面
向
重
新
觀
看
古
典
作
品
，
期
勉
讀
者
擺
脫
窠

臼
，
正
視
文
化
對
心
靈
的
影
響
。

延伸閱讀

新編古典今看
◆◆ 王溢嘉 著
◆◆有鹿 出版

作者跨越學科分野，運用精神分
析學、病理學、人類學等，重新
解讀古典文學，賦予新義。

歷史的盲目： 
我們世界的 
另一個故事
◆◆ 馬克．費侯 著 
林舒瑩 譯
◆◆允晨 出版

作者多角度指出人們看待歷史常
有的盲點，希望讀者能借鏡歷
史、汲取智慧。

史詩與英雄
◆◆ 哈洛．卜倫 著 
宋偉航 譯
◆◆漫遊者 出版

引導讀者閱讀世界各國的經典文
學，並予分析、評論，有助擴展
視野，加強思辨深度與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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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本
文
引
用
孔
明
在
出
師
表
的
自
述
：
「
先
帝
知
臣
謹
慎
」
，
推
論
出
孔
明
是
「
體
制
內
改
革
者
、
保
守
主

義
者
」
，
你
是
否
認
同
作
者
的
解
讀
？
請
說
明
理
由
。

三
、
本
文
重
新
評
價
三
國
時
代
的
孔
明
，
賦
予
新
義
。
還
有
哪
些
歷
史
人
物
也
具
有
歷
史
與
文
化
上
的
不
同
形

象
？
請
舉
例
說
明
，
並
提
出
你
的
看
法
。

賞 

析
本
文
為
文
化
評
論
，
帶
領
讀
者
穿
越
古
今
，
重
新
省
視
並
評
價
孔
明
，
也
教
導
如
何
發
現
問
題
，
多
方
思

索
推
論
，
建
立
自
我
的
主
張
和
觀
點
。
賞
析
重
點
如
下
：

一
、
從
篇
名
到
論
述
，
主
題
集
中
，
條
理
分
明
。
本
文
篇
名
即
標
舉
「
中
心
論
點
」
，
內
文
由
五
個
小
節
組

成
，
各
有
小
標
，
首
節
「
為
什
麼
會
出
現
兩
個
孔
明
？
」
切
要
地
帶
出
問
題
，
其
下
以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的
軍
師
原
型
」
、「『
法
』
與
『
法
統
』
的
迷
戀
者
」
、「
謹
慎
的
人
格
特
質
」
，
分
別
論
述
孔
明
的
形
貌
、

思
想
言
行
、
人
格
特
質
，
並
提
出
思
辨
，
末
節
以
「
文
化
奇
想
下
的
悲
劇
英
雄
」
作
為
總
評
。
全
文
結
構

嚴
謹
，
由
緒
論
、
本
論
到
結
論
，
逐
一
揭
示
論
點
，
使
主
題
集
中
，
論
述
條
理
井
然
。

二
、
透
過
評
價
孔
明
，
凸
顯
古
典
今
看
的
時
代
意
義
。
本
文
透
過
三
國
志
、
三
國
演
義
的
對
照
，
闡
述
「
兩
個

孔
明
」
的
論
點
，
引
發
「
古
典
今
看
」
的
思
考
方
向
，
使
文
章
展
現
積
極
意
義
。
如
由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
帶
出
英
雄
人
物
學
識
才
力
的
養
成
問
題
，
提
醒
讀
者
注
意
：
一
個
文
化
低
估
成
長
價
值
，
可
能
造
成

負
面
效
應
。
又
如
由
孔
明
對
「
法
」
與
「
法
統
」
的
執
著
，
以
及
所
具
有
的
謹
慎
特
質
，
讓
人
領
會
到
，

延伸閱讀

新編古典今看
◆◆ 王溢嘉 著
◆◆有鹿 出版

作者跨越學科分野，運用精神分
析學、病理學、人類學等，重新
解讀古典文學，賦予新義。

歷史的盲目： 
我們世界的 
另一個故事
◆◆ 馬克．費侯 著 
林舒瑩 譯
◆◆允晨 出版

作者多角度指出人們看待歷史常
有的盲點，希望讀者能借鏡歷
史、汲取智慧。

史詩與英雄
◆◆ 哈洛．卜倫 著 
宋偉航 譯
◆◆漫遊者 出版

引導讀者閱讀世界各國的經典文
學，並予分析、評論，有助擴展
視野，加強思辨深度與廣度。

◆

個
人
內
在
心
性
可
能
影
響
格
局
和
命
運
。
至
於
強
調
「
天
意
」
是
個
荒
謬
的
答
案
，
則
引
導
讀
者
辨
識
小

說
情
節
的
局
限
性
，
多
角
度
考
察
史
事
與
人
物
，
以
產
生
獨
立
的
思
維
。

三
、
結
合
科
學
與
人
文
，
靈
活
引
證
，
用
語
精
鍊
。
作
者
運
用
心
理
學
集
體
潛
意
識
的
概
念
，
解
釋
文
化
對
心

靈
的
影
響
，
增
加
說
服
力
。
又
善
於
舉
證
對
照
，
使
意
旨
多
元
，
如
列
舉
姜
子
牙
、
張
良
等
人
物
，
說
明

漢
族
集
體
潛
意
識
和
軍
師
原
型
的
概
念
，
而
他
們
都
是
「
文
化
奇
想
」
下
的
成
功
者
，
孔
明
卻
成
為
「
悲

劇
英
雄
」
，
兩
相
對
比
，
令
人
深
思
。
作
者
的
用
語
精
鍊
，
概
括
性
強
，
如
文
末
以
「
知
其
不
可
而
為

之
」
一
語
，
揭
示
孔
明
悲
劇
的
根
本
原
因
，
全
文
自
不
同
面
向
重
新
觀
看
古
典
作
品
，
期
勉
讀
者
擺
脫
窠

臼
，
正
視
文
化
對
心
靈
的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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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透
過
評
價
孔
明
，
凸
顯
古
典
今
看
的
時
代
意
義
。
本
文
透
過
三
國
志
、
三
國
演
義
的
對
照
，
闡
述
「
兩
個

孔
明
」
的
論
點
，
引
發
「
古
典
今
看
」
的
思
考
方
向
，
使
文
章
展
現
積
極
意
義
。
如
由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
帶
出
英
雄
人
物
學
識
才
力
的
養
成
問
題
，
提
醒
讀
者
注
意
：
一
個
文
化
低
估
成
長
價
值
，
可
能
造
成

負
面
效
應
。
又
如
由
孔
明
對
「
法
」
與
「
法
統
」
的
執
著
，
以
及
所
具
有
的
謹
慎
特
質
，
讓
人
領
會
到
，

個
人
內
在
心
性
可
能
影
響
格
局
和
命
運
。
至
於
強
調
「
天
意
」
是
個
荒
謬
的
答
案
，
則
引
導
讀
者
辨
識
小

說
情
節
的
局
限
性
，
多
角
度
考
察
史
事
與
人
物
，
以
產
生
獨
立
的
思
維
。

三
、
結
合
科
學
與
人
文
，
靈
活
引
證
，
用
語
精
鍊
。
作
者
運
用
心
理
學
集
體
潛
意
識
的
概
念
，
解
釋
文
化
對
心

靈
的
影
響
，
增
加
說
服
力
。
又
善
於
舉
證
對
照
，
使
意
旨
多
元
，
如
列
舉
姜
子
牙
、
張
良
等
人
物
，
說
明

漢
族
集
體
潛
意
識
和
軍
師
原
型
的
概
念
，
而
他
們
都
是
「
文
化
奇
想
」
下
的
成
功
者
，
孔
明
卻
成
為
「
悲

劇
英
雄
」
，
兩
相
對
比
，
令
人
深
思
。
作
者
的
用
語
精
鍊
，
概
括
性
強
，
如
文
末
以
「
知
其
不
可
而
為

之
」
一
語
，
揭
示
孔
明
悲
劇
的
根
本
原
因
，
全
文
自
不
同
面
向
重
新
觀
看
古
典
作
品
，
期
勉
讀
者
擺
脫
窠

臼
，
正
視
文
化
對
心
靈
的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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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鹿 出版

作者跨越學科分野，運用精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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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古典文學，賦予新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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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世界的 
另一個故事
◆◆ 馬克．費侯 著 
林舒瑩 譯
◆◆允晨 出版

作者多角度指出人們看待歷史常
有的盲點，希望讀者能借鏡歷
史、汲取智慧。

史詩與英雄
◆◆ 哈洛．卜倫 著 
宋偉航 譯
◆◆漫遊者 出版

引導讀者閱讀世界各國的經典文
學，並予分析、評論，有助擴展
視野，加強思辨深度與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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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本
文
引
用
孔
明
在
出
師
表
的
自
述
：
「
先
帝
知
臣
謹
慎
」
，
推
論
出
孔
明
是
「
體
制
內
改
革
者
、
保
守
主

義
者
」
，
你
是
否
認
同
作
者
的
解
讀
？
請
說
明
理
由
。

三
、
本
文
重
新
評
價
三
國
時
代
的
孔
明
，
賦
予
新
義
。
還
有
哪
些
歷
史
人
物
也
具
有
歷
史
與
文
化
上
的
不
同
形

象
？
請
舉
例
說
明
，
並
提
出
你
的
看
法
。

賞 

析
本
文
為
文
化
評
論
，
帶
領
讀
者
穿
越
古
今
，
重
新
省
視
並
評
價
孔
明
，
也
教
導
如
何
發
現
問
題
，
多
方
思

索
推
論
，
建
立
自
我
的
主
張
和
觀
點
。
賞
析
重
點
如
下
：

一
、
從
篇
名
到
論
述
，
主
題
集
中
，
條
理
分
明
。
本
文
篇
名
即
標
舉
「
中
心
論
點
」
，
內
文
由
五
個
小
節
組

成
，
各
有
小
標
，
首
節
「
為
什
麼
會
出
現
兩
個
孔
明
？
」
切
要
地
帶
出
問
題
，
其
下
以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的
軍
師
原
型
」
、「『
法
』
與
『
法
統
』
的
迷
戀
者
」
、「
謹
慎
的
人
格
特
質
」
，
分
別
論
述
孔
明
的
形
貌
、

思
想
言
行
、
人
格
特
質
，
並
提
出
思
辨
，
末
節
以
「
文
化
奇
想
下
的
悲
劇
英
雄
」
作
為
總
評
。
全
文
結
構

嚴
謹
，
由
緒
論
、
本
論
到
結
論
，
逐
一
揭
示
論
點
，
使
主
題
集
中
，
論
述
條
理
井
然
。

二
、
透
過
評
價
孔
明
，
凸
顯
古
典
今
看
的
時
代
意
義
。
本
文
透
過
三
國
志
、
三
國
演
義
的
對
照
，
闡
述
「
兩
個

孔
明
」
的
論
點
，
引
發
「
古
典
今
看
」
的
思
考
方
向
，
使
文
章
展
現
積
極
意
義
。
如
由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
帶
出
英
雄
人
物
學
識
才
力
的
養
成
問
題
，
提
醒
讀
者
注
意
：
一
個
文
化
低
估
成
長
價
值
，
可
能
造
成

負
面
效
應
。
又
如
由
孔
明
對
「
法
」
與
「
法
統
」
的
執
著
，
以
及
所
具
有
的
謹
慎
特
質
，
讓
人
領
會
到
，

延伸閱讀

新編古典今看
◆◆ 王溢嘉 著
◆◆有鹿 出版

作者跨越學科分野，運用精神分
析學、病理學、人類學等，重新
解讀古典文學，賦予新義。

歷史的盲目： 
我們世界的 
另一個故事
◆◆ 馬克．費侯 著 
林舒瑩 譯
◆◆允晨 出版

作者多角度指出人們看待歷史常
有的盲點，希望讀者能借鏡歷
史、汲取智慧。

史詩與英雄
◆◆ 哈洛．卜倫 著 
宋偉航 譯
◆◆漫遊者 出版

引導讀者閱讀世界各國的經典文
學，並予分析、評論，有助擴展
視野，加強思辨深度與廣度。

◆

個
人
內
在
心
性
可
能
影
響
格
局
和
命
運
。
至
於
強
調
「
天
意
」
是
個
荒
謬
的
答
案
，
則
引
導
讀
者
辨
識
小

說
情
節
的
局
限
性
，
多
角
度
考
察
史
事
與
人
物
，
以
產
生
獨
立
的
思
維
。

三
、
結
合
科
學
與
人
文
，
靈
活
引
證
，
用
語
精
鍊
。
作
者
運
用
心
理
學
集
體
潛
意
識
的
概
念
，
解
釋
文
化
對
心

靈
的
影
響
，
增
加
說
服
力
。
又
善
於
舉
證
對
照
，
使
意
旨
多
元
，
如
列
舉
姜
子
牙
、
張
良
等
人
物
，
說
明

漢
族
集
體
潛
意
識
和
軍
師
原
型
的
概
念
，
而
他
們
都
是
「
文
化
奇
想
」
下
的
成
功
者
，
孔
明
卻
成
為
「
悲

劇
英
雄
」
，
兩
相
對
比
，
令
人
深
思
。
作
者
的
用
語
精
鍊
，
概
括
性
強
，
如
文
末
以
「
知
其
不
可
而
為

之
」
一
語
，
揭
示
孔
明
悲
劇
的
根
本
原
因
，
全
文
自
不
同
面
向
重
新
觀
看
古
典
作
品
，
期
勉
讀
者
擺
脫
窠

臼
，
正
視
文
化
對
心
靈
的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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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本
文
引
用
孔
明
在
出
師
表
的
自
述
：
「
先
帝
知
臣
謹
慎
」
，
推
論
出
孔
明
是
「
體
制
內
改
革
者
、
保
守
主

義
者
」
，
你
是
否
認
同
作
者
的
解
讀
？
請
說
明
理
由
。

三
、
本
文
重
新
評
價
三
國
時
代
的
孔
明
，
賦
予
新
義
。
還
有
哪
些
歷
史
人
物
也
具
有
歷
史
與
文
化
上
的
不
同
形

象
？
請
舉
例
說
明
，
並
提
出
你
的
看
法
。

賞 

析
本
文
為
文
化
評
論
，
帶
領
讀
者
穿
越
古
今
，
重
新
省
視
並
評
價
孔
明
，
也
教
導
如
何
發
現
問
題
，
多
方
思

索
推
論
，
建
立
自
我
的
主
張
和
觀
點
。
賞
析
重
點
如
下
：

一
、
從
篇
名
到
論
述
，
主
題
集
中
，
條
理
分
明
。
本
文
篇
名
即
標
舉
「
中
心
論
點
」
，
內
文
由
五
個
小
節
組

成
，
各
有
小
標
，
首
節
「
為
什
麼
會
出
現
兩
個
孔
明
？
」
切
要
地
帶
出
問
題
，
其
下
以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的
軍
師
原
型
」
、「『
法
』
與
『
法
統
』
的
迷
戀
者
」
、「
謹
慎
的
人
格
特
質
」
，
分
別
論
述
孔
明
的
形
貌
、

思
想
言
行
、
人
格
特
質
，
並
提
出
思
辨
，
末
節
以
「
文
化
奇
想
下
的
悲
劇
英
雄
」
作
為
總
評
。
全
文
結
構

嚴
謹
，
由
緒
論
、
本
論
到
結
論
，
逐
一
揭
示
論
點
，
使
主
題
集
中
，
論
述
條
理
井
然
。

二
、
透
過
評
價
孔
明
，
凸
顯
古
典
今
看
的
時
代
意
義
。
本
文
透
過
三
國
志
、
三
國
演
義
的
對
照
，
闡
述
「
兩
個

孔
明
」
的
論
點
，
引
發
「
古
典
今
看
」
的
思
考
方
向
，
使
文
章
展
現
積
極
意
義
。
如
由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
帶
出
英
雄
人
物
學
識
才
力
的
養
成
問
題
，
提
醒
讀
者
注
意
：
一
個
文
化
低
估
成
長
價
值
，
可
能
造
成

負
面
效
應
。
又
如
由
孔
明
對
「
法
」
與
「
法
統
」
的
執
著
，
以
及
所
具
有
的
謹
慎
特
質
，
讓
人
領
會
到
，

 

個
人
內
在
心
性
可
能
影
響
格
局
和
命
運
。
至
於
強
調
「
天
意
」
是
個
荒
謬
的
答
案
，
則
引
導
讀
者
辨
識
小

說
情
節
的
局
限
性
，
多
角
度
考
察
史
事
與
人
物
，
以
產
生
獨
立
的
思
維
。

三
、
結
合
科
學
與
人
文
，
靈
活
引
證
，
用
語
精
鍊
。
作
者
運
用
心
理
學
集
體
潛
意
識
的
概
念
，
解
釋
文
化
對
心

靈
的
影
響
，
增
加
說
服
力
。
又
善
於
舉
證
對
照
，
使
意
旨
多
元
，
如
列
舉
姜
子
牙
、
張
良
等
人
物
，
說
明

漢
族
集
體
潛
意
識
和
軍
師
原
型
的
概
念
，
而
他
們
都
是
「
文
化
奇
想
」
下
的
成
功
者
，
孔
明
卻
成
為
「
悲

劇
英
雄
」
，
兩
相
對
比
，
令
人
深
思
。
作
者
的
用
語
精
鍊
，
概
括
性
強
，
如
文
末
以
「
知
其
不
可
而
為

之
」
一
語
，
揭
示
孔
明
悲
劇
的
根
本
原
因
，
全
文
自
不
同
面
向
重
新
觀
看
古
典
作
品
，
期
勉
讀
者
擺
脫
窠

臼
，
正
視
文
化
對
心
靈
的
影
響
。

45 第三課  兩個孔明的文化玄機

二
、
本
文
引
用
孔
明
在
出
師
表
的
自
述
：
「
先
帝
知
臣
謹
慎
」
，
推
論
出
孔
明
是
「
體
制
內
改
革
者
、
保
守
主

義
者
」
，
你
是
否
認
同
作
者
的
解
讀
？
請
說
明
理
由
。

三
、
本
文
重
新
評
價
三
國
時
代
的
孔
明
，
賦
予
新
義
。
還
有
哪
些
歷
史
人
物
也
具
有
歷
史
與
文
化
上
的
不
同
形

象
？
請
舉
例
說
明
，
並
提
出
你
的
看
法
。

賞 

析
本
文
為
文
化
評
論
，
帶
領
讀
者
穿
越
古
今
，
重
新
省
視
並
評
價
孔
明
，
也
教
導
如
何
發
現
問
題
，
多
方
思

索
推
論
，
建
立
自
我
的
主
張
和
觀
點
。
賞
析
重
點
如
下
：

一
、
從
篇
名
到
論
述
，
主
題
集
中
，
條
理
分
明
。
本
文
篇
名
即
標
舉
「
中
心
論
點
」
，
內
文
由
五
個
小
節
組

成
，
各
有
小
標
，
首
節
「
為
什
麼
會
出
現
兩
個
孔
明
？
」
切
要
地
帶
出
問
題
，
其
下
以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的
軍
師
原
型
」
、「『
法
』
與
『
法
統
』
的
迷
戀
者
」
、「
謹
慎
的
人
格
特
質
」
，
分
別
論
述
孔
明
的
形
貌
、

思
想
言
行
、
人
格
特
質
，
並
提
出
思
辨
，
末
節
以
「
文
化
奇
想
下
的
悲
劇
英
雄
」
作
為
總
評
。
全
文
結
構

嚴
謹
，
由
緒
論
、
本
論
到
結
論
，
逐
一
揭
示
論
點
，
使
主
題
集
中
，
論
述
條
理
井
然
。

二
、
透
過
評
價
孔
明
，
凸
顯
古
典
今
看
的
時
代
意
義
。
本
文
透
過
三
國
志
、
三
國
演
義
的
對
照
，
闡
述
「
兩
個

孔
明
」
的
論
點
，
引
發
「
古
典
今
看
」
的
思
考
方
向
，
使
文
章
展
現
積
極
意
義
。
如
由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
帶
出
英
雄
人
物
學
識
才
力
的
養
成
問
題
，
提
醒
讀
者
注
意
：
一
個
文
化
低
估
成
長
價
值
，
可
能
造
成

負
面
效
應
。
又
如
由
孔
明
對
「
法
」
與
「
法
統
」
的
執
著
，
以
及
所
具
有
的
謹
慎
特
質
，
讓
人
領
會
到
，

延伸閱讀

新編古典今看
◆◆ 王溢嘉 著
◆◆有鹿 出版

作者跨越學科分野，運用精神分
析學、病理學、人類學等，重新
解讀古典文學，賦予新義。

歷史的盲目： 
我們世界的 
另一個故事
◆◆ 馬克．費侯 著 
林舒瑩 譯
◆◆允晨 出版

作者多角度指出人們看待歷史常
有的盲點，希望讀者能借鏡歷
史、汲取智慧。

史詩與英雄
◆◆ 哈洛．卜倫 著 
宋偉航 譯
◆◆漫遊者 出版

引導讀者閱讀世界各國的經典文
學，並予分析、評論，有助擴展
視野，加強思辨深度與廣度。

◆

個
人
內
在
心
性
可
能
影
響
格
局
和
命
運
。
至
於
強
調
「
天
意
」
是
個
荒
謬
的
答
案
，
則
引
導
讀
者
辨
識
小

說
情
節
的
局
限
性
，
多
角
度
考
察
史
事
與
人
物
，
以
產
生
獨
立
的
思
維
。

三
、
結
合
科
學
與
人
文
，
靈
活
引
證
，
用
語
精
鍊
。
作
者
運
用
心
理
學
集
體
潛
意
識
的
概
念
，
解
釋
文
化
對
心

靈
的
影
響
，
增
加
說
服
力
。
又
善
於
舉
證
對
照
，
使
意
旨
多
元
，
如
列
舉
姜
子
牙
、
張
良
等
人
物
，
說
明

漢
族
集
體
潛
意
識
和
軍
師
原
型
的
概
念
，
而
他
們
都
是
「
文
化
奇
想
」
下
的
成
功
者
，
孔
明
卻
成
為
「
悲

劇
英
雄
」
，
兩
相
對
比
，
令
人
深
思
。
作
者
的
用
語
精
鍊
，
概
括
性
強
，
如
文
末
以
「
知
其
不
可
而
為

之
」
一
語
，
揭
示
孔
明
悲
劇
的
根
本
原
因
，
全
文
自
不
同
面
向
重
新
觀
看
古
典
作
品
，
期
勉
讀
者
擺
脫
窠

臼
，
正
視
文
化
對
心
靈
的
影
響
。

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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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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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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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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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透
過
評
價
孔
明
，
凸
顯
古
典
今
看
的
時
代
意
義
。
本
文
透
過
三
國
志
、
三
國
演
義
的
對
照
，
闡
述
「
兩
個

孔
明
」
的
論
點
，
引
發
「
古
典
今
看
」
的
思
考
方
向
，
使
文
章
展
現
積
極
意
義
。
如
由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
帶
出
英
雄
人
物
學
識
才
力
的
養
成
問
題
，
提
醒
讀
者
注
意
：
一
個
文
化
低
估
成
長
價
值
，
可
能
造
成

負
面
效
應
。
又
如
由
孔
明
對
「
法
」
與
「
法
統
」
的
執
著
，
以
及
所
具
有
的
謹
慎
特
質
，
讓
人
領
會
到
，

個
人
內
在
心
性
可
能
影
響
格
局
和
命
運
。
至
於
強
調
「
天
意
」
是
個
荒
謬
的
答
案
，
則
引
導
讀
者
辨
識
小

說
情
節
的
局
限
性
，
多
角
度
考
察
史
事
與
人
物
，
以
產
生
獨
立
的
思
維
。

三
、
結
合
科
學
與
人
文
，
靈
活
引
證
，
用
語
精
鍊
。
作
者
運
用
心
理
學
集
體
潛
意
識
的
概
念
，
解
釋
文
化
對
心

靈
的
影
響
，
增
加
說
服
力
。
又
善
於
舉
證
對
照
，
使
意
旨
多
元
，
如
列
舉
姜
子
牙
、
張
良
等
人
物
，
說
明

漢
族
集
體
潛
意
識
和
軍
師
原
型
的
概
念
，
而
他
們
都
是
「
文
化
奇
想
」
下
的
成
功
者
，
孔
明
卻
成
為
「
悲

劇
英
雄
」
，
兩
相
對
比
，
令
人
深
思
。
作
者
的
用
語
精
鍊
，
概
括
性
強
，
如
文
末
以
「
知
其
不
可
而
為

之
」
一
語
，
揭
示
孔
明
悲
劇
的
根
本
原
因
，
全
文
自
不
同
面
向
重
新
觀
看
古
典
作
品
，
期
勉
讀
者
擺
脫
窠

臼
，
正
視
文
化
對
心
靈
的
影
響
。

延伸閱讀

新編古典今看
◆◆ 王溢嘉 著
◆◆有鹿 出版

作者跨越學科分野，運用精神分
析學、病理學、人類學等，重新
解讀古典文學，賦予新義。

歷史的盲目： 
我們世界的 
另一個故事
◆◆ 馬克．費侯 著 
林舒瑩 譯
◆◆允晨 出版

作者多角度指出人們看待歷史常
有的盲點，希望讀者能借鏡歷
史、汲取智慧。

史詩與英雄
◆◆ 哈洛．卜倫 著 
宋偉航 譯
◆◆漫遊者 出版

引導讀者閱讀世界各國的經典文
學，並予分析、評論，有助擴展
視野，加強思辨深度與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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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本
文
引
用
孔
明
在
出
師
表
的
自
述
：
「
先
帝
知
臣
謹
慎
」
，
推
論
出
孔
明
是
「
體
制
內
改
革
者
、
保
守
主

義
者
」
，
你
是
否
認
同
作
者
的
解
讀
？
請
說
明
理
由
。

三
、
本
文
重
新
評
價
三
國
時
代
的
孔
明
，
賦
予
新
義
。
還
有
哪
些
歷
史
人
物
也
具
有
歷
史
與
文
化
上
的
不
同
形

象
？
請
舉
例
說
明
，
並
提
出
你
的
看
法
。

賞 

析
本
文
為
文
化
評
論
，
帶
領
讀
者
穿
越
古
今
，
重
新
省
視
並
評
價
孔
明
，
也
教
導
如
何
發
現
問
題
，
多
方
思

索
推
論
，
建
立
自
我
的
主
張
和
觀
點
。
賞
析
重
點
如
下
：

一
、
從
篇
名
到
論
述
，
主
題
集
中
，
條
理
分
明
。
本
文
篇
名
即
標
舉
「
中
心
論
點
」
，
內
文
由
五
個
小
節
組

成
，
各
有
小
標
，
首
節
「
為
什
麼
會
出
現
兩
個
孔
明
？
」
切
要
地
帶
出
問
題
，
其
下
以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的
軍
師
原
型
」
、「『
法
』
與
『
法
統
』
的
迷
戀
者
」
、「
謹
慎
的
人
格
特
質
」
，
分
別
論
述
孔
明
的
形
貌
、

思
想
言
行
、
人
格
特
質
，
並
提
出
思
辨
，
末
節
以
「
文
化
奇
想
下
的
悲
劇
英
雄
」
作
為
總
評
。
全
文
結
構

嚴
謹
，
由
緒
論
、
本
論
到
結
論
，
逐
一
揭
示
論
點
，
使
主
題
集
中
，
論
述
條
理
井
然
。

二
、
透
過
評
價
孔
明
，
凸
顯
古
典
今
看
的
時
代
意
義
。
本
文
透
過
三
國
志
、
三
國
演
義
的
對
照
，
闡
述
「
兩
個

孔
明
」
的
論
點
，
引
發
「
古
典
今
看
」
的
思
考
方
向
，
使
文
章
展
現
積
極
意
義
。
如
由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
帶
出
英
雄
人
物
學
識
才
力
的
養
成
問
題
，
提
醒
讀
者
注
意
：
一
個
文
化
低
估
成
長
價
值
，
可
能
造
成

負
面
效
應
。
又
如
由
孔
明
對
「
法
」
與
「
法
統
」
的
執
著
，
以
及
所
具
有
的
謹
慎
特
質
，
讓
人
領
會
到
，

延伸閱讀

新編古典今看
◆◆ 王溢嘉 著
◆◆有鹿 出版

作者跨越學科分野，運用精神分
析學、病理學、人類學等，重新
解讀古典文學，賦予新義。

歷史的盲目： 
我們世界的 
另一個故事
◆◆ 馬克．費侯 著 
林舒瑩 譯
◆◆允晨 出版

作者多角度指出人們看待歷史常
有的盲點，希望讀者能借鏡歷
史、汲取智慧。

史詩與英雄
◆◆ 哈洛．卜倫 著 
宋偉航 譯
◆◆漫遊者 出版

引導讀者閱讀世界各國的經典文
學，並予分析、評論，有助擴展
視野，加強思辨深度與廣度。

◆

個
人
內
在
心
性
可
能
影
響
格
局
和
命
運
。
至
於
強
調
「
天
意
」
是
個
荒
謬
的
答
案
，
則
引
導
讀
者
辨
識
小

說
情
節
的
局
限
性
，
多
角
度
考
察
史
事
與
人
物
，
以
產
生
獨
立
的
思
維
。

三
、
結
合
科
學
與
人
文
，
靈
活
引
證
，
用
語
精
鍊
。
作
者
運
用
心
理
學
集
體
潛
意
識
的
概
念
，
解
釋
文
化
對
心

靈
的
影
響
，
增
加
說
服
力
。
又
善
於
舉
證
對
照
，
使
意
旨
多
元
，
如
列
舉
姜
子
牙
、
張
良
等
人
物
，
說
明

漢
族
集
體
潛
意
識
和
軍
師
原
型
的
概
念
，
而
他
們
都
是
「
文
化
奇
想
」
下
的
成
功
者
，
孔
明
卻
成
為
「
悲

劇
英
雄
」
，
兩
相
對
比
，
令
人
深
思
。
作
者
的
用
語
精
鍊
，
概
括
性
強
，
如
文
末
以
「
知
其
不
可
而
為

之
」
一
語
，
揭
示
孔
明
悲
劇
的
根
本
原
因
，
全
文
自
不
同
面
向
重
新
觀
看
古
典
作
品
，
期
勉
讀
者
擺
脫
窠

臼
，
正
視
文
化
對
心
靈
的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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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透
過
評
價
孔
明
，
凸
顯
古
典
今
看
的
時
代
意
義
。
本
文
透
過
三
國
志
、
三
國
演
義
的
對
照
，
闡
述
「
兩
個

孔
明
」
的
論
點
，
引
發
「
古
典
今
看
」
的
思
考
方
向
，
使
文
章
展
現
積
極
意
義
。
如
由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
帶
出
英
雄
人
物
學
識
才
力
的
養
成
問
題
，
提
醒
讀
者
注
意
：
一
個
文
化
低
估
成
長
價
值
，
可
能
造
成

負
面
效
應
。
又
如
由
孔
明
對
「
法
」
與
「
法
統
」
的
執
著
，
以
及
所
具
有
的
謹
慎
特
質
，
讓
人
領
會
到
，

個
人
內
在
心
性
可
能
影
響
格
局
和
命
運
。
至
於
強
調
「
天
意
」
是
個
荒
謬
的
答
案
，
則
引
導
讀
者
辨
識
小

說
情
節
的
局
限
性
，
多
角
度
考
察
史
事
與
人
物
，
以
產
生
獨
立
的
思
維
。

三
、
結
合
科
學
與
人
文
，
靈
活
引
證
，
用
語
精
鍊
。
作
者
運
用
心
理
學
集
體
潛
意
識
的
概
念
，
解
釋
文
化
對
心

靈
的
影
響
，
增
加
說
服
力
。
又
善
於
舉
證
對
照
，
使
意
旨
多
元
，
如
列
舉
姜
子
牙
、
張
良
等
人
物
，
說
明

漢
族
集
體
潛
意
識
和
軍
師
原
型
的
概
念
，
而
他
們
都
是
「
文
化
奇
想
」
下
的
成
功
者
，
孔
明
卻
成
為
「
悲

劇
英
雄
」
，
兩
相
對
比
，
令
人
深
思
。
作
者
的
用
語
精
鍊
，
概
括
性
強
，
如
文
末
以
「
知
其
不
可
而
為

之
」
一
語
，
揭
示
孔
明
悲
劇
的
根
本
原
因
，
全
文
自
不
同
面
向
重
新
觀
看
古
典
作
品
，
期
勉
讀
者
擺
脫
窠

臼
，
正
視
文
化
對
心
靈
的
影
響
。

延伸閱讀

新編古典今看
◆◆ 王溢嘉 著
◆◆有鹿 出版

作者跨越學科分野，運用精神分
析學、病理學、人類學等，重新
解讀古典文學，賦予新義。

歷史的盲目： 
我們世界的 
另一個故事
◆◆ 馬克．費侯 著 
林舒瑩 譯
◆◆允晨 出版

作者多角度指出人們看待歷史常
有的盲點，希望讀者能借鏡歷
史、汲取智慧。

史詩與英雄
◆◆ 哈洛．卜倫 著 
宋偉航 譯
◆◆漫遊者 出版

引導讀者閱讀世界各國的經典文
學，並予分析、評論，有助擴展
視野，加強思辨深度與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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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本
文
引
用
孔
明
在
出
師
表
的
自
述
：
「
先
帝
知
臣
謹
慎
」
，
推
論
出
孔
明
是
「
體
制
內
改
革
者
、
保
守
主

義
者
」
，
你
是
否
認
同
作
者
的
解
讀
？
請
說
明
理
由
。

三
、
本
文
重
新
評
價
三
國
時
代
的
孔
明
，
賦
予
新
義
。
還
有
哪
些
歷
史
人
物
也
具
有
歷
史
與
文
化
上
的
不
同
形

象
？
請
舉
例
說
明
，
並
提
出
你
的
看
法
。

賞 

析
本
文
為
文
化
評
論
，
帶
領
讀
者
穿
越
古
今
，
重
新
省
視
並
評
價
孔
明
，
也
教
導
如
何
發
現
問
題
，
多
方
思

索
推
論
，
建
立
自
我
的
主
張
和
觀
點
。
賞
析
重
點
如
下
：

一
、
從
篇
名
到
論
述
，
主
題
集
中
，
條
理
分
明
。
本
文
篇
名
即
標
舉
「
中
心
論
點
」
，
內
文
由
五
個
小
節
組

成
，
各
有
小
標
，
首
節
「
為
什
麼
會
出
現
兩
個
孔
明
？
」
切
要
地
帶
出
問
題
，
其
下
以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的
軍
師
原
型
」
、「『
法
』
與
『
法
統
』
的
迷
戀
者
」
、「
謹
慎
的
人
格
特
質
」
，
分
別
論
述
孔
明
的
形
貌
、

思
想
言
行
、
人
格
特
質
，
並
提
出
思
辨
，
末
節
以
「
文
化
奇
想
下
的
悲
劇
英
雄
」
作
為
總
評
。
全
文
結
構

嚴
謹
，
由
緒
論
、
本
論
到
結
論
，
逐
一
揭
示
論
點
，
使
主
題
集
中
，
論
述
條
理
井
然
。

二
、
透
過
評
價
孔
明
，
凸
顯
古
典
今
看
的
時
代
意
義
。
本
文
透
過
三
國
志
、
三
國
演
義
的
對
照
，
闡
述
「
兩
個

孔
明
」
的
論
點
，
引
發
「
古
典
今
看
」
的
思
考
方
向
，
使
文
章
展
現
積
極
意
義
。
如
由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
帶
出
英
雄
人
物
學
識
才
力
的
養
成
問
題
，
提
醒
讀
者
注
意
：
一
個
文
化
低
估
成
長
價
值
，
可
能
造
成

負
面
效
應
。
又
如
由
孔
明
對
「
法
」
與
「
法
統
」
的
執
著
，
以
及
所
具
有
的
謹
慎
特
質
，
讓
人
領
會
到
，

延伸閱讀

新編古典今看
◆◆ 王溢嘉 著
◆◆有鹿 出版

作者跨越學科分野，運用精神分
析學、病理學、人類學等，重新
解讀古典文學，賦予新義。

歷史的盲目： 
我們世界的 
另一個故事
◆◆ 馬克．費侯 著 
林舒瑩 譯
◆◆允晨 出版

作者多角度指出人們看待歷史常
有的盲點，希望讀者能借鏡歷
史、汲取智慧。

史詩與英雄
◆◆ 哈洛．卜倫 著 
宋偉航 譯
◆◆漫遊者 出版

引導讀者閱讀世界各國的經典文
學，並予分析、評論，有助擴展
視野，加強思辨深度與廣度。

◆

個
人
內
在
心
性
可
能
影
響
格
局
和
命
運
。
至
於
強
調
「
天
意
」
是
個
荒
謬
的
答
案
，
則
引
導
讀
者
辨
識
小

說
情
節
的
局
限
性
，
多
角
度
考
察
史
事
與
人
物
，
以
產
生
獨
立
的
思
維
。

三
、
結
合
科
學
與
人
文
，
靈
活
引
證
，
用
語
精
鍊
。
作
者
運
用
心
理
學
集
體
潛
意
識
的
概
念
，
解
釋
文
化
對
心

靈
的
影
響
，
增
加
說
服
力
。
又
善
於
舉
證
對
照
，
使
意
旨
多
元
，
如
列
舉
姜
子
牙
、
張
良
等
人
物
，
說
明

漢
族
集
體
潛
意
識
和
軍
師
原
型
的
概
念
，
而
他
們
都
是
「
文
化
奇
想
」
下
的
成
功
者
，
孔
明
卻
成
為
「
悲

劇
英
雄
」
，
兩
相
對
比
，
令
人
深
思
。
作
者
的
用
語
精
鍊
，
概
括
性
強
，
如
文
末
以
「
知
其
不
可
而
為

之
」
一
語
，
揭
示
孔
明
悲
劇
的
根
本
原
因
，
全
文
自
不
同
面
向
重
新
觀
看
古
典
作
品
，
期
勉
讀
者
擺
脫
窠

臼
，
正
視
文
化
對
心
靈
的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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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本
文
引
用
孔
明
在
出
師
表
的
自
述
：
「
先
帝
知
臣
謹
慎
」
，
推
論
出
孔
明
是
「
體
制
內
改
革
者
、
保
守
主

義
者
」
，
你
是
否
認
同
作
者
的
解
讀
？
請
說
明
理
由
。

三
、
本
文
重
新
評
價
三
國
時
代
的
孔
明
，
賦
予
新
義
。
還
有
哪
些
歷
史
人
物
也
具
有
歷
史
與
文
化
上
的
不
同
形

象
？
請
舉
例
說
明
，
並
提
出
你
的
看
法
。

賞 

析
本
文
為
文
化
評
論
，
帶
領
讀
者
穿
越
古
今
，
重
新
省
視
並
評
價
孔
明
，
也
教
導
如
何
發
現
問
題
，
多
方
思

索
推
論
，
建
立
自
我
的
主
張
和
觀
點
。
賞
析
重
點
如
下
：

一
、
從
篇
名
到
論
述
，
主
題
集
中
，
條
理
分
明
。
本
文
篇
名
即
標
舉
「
中
心
論
點
」
，
內
文
由
五
個
小
節
組

成
，
各
有
小
標
，
首
節
「
為
什
麼
會
出
現
兩
個
孔
明
？
」
切
要
地
帶
出
問
題
，
其
下
以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的
軍
師
原
型
」
、「『
法
』
與
『
法
統
』
的
迷
戀
者
」
、「
謹
慎
的
人
格
特
質
」
，
分
別
論
述
孔
明
的
形
貌
、

思
想
言
行
、
人
格
特
質
，
並
提
出
思
辨
，
末
節
以
「
文
化
奇
想
下
的
悲
劇
英
雄
」
作
為
總
評
。
全
文
結
構

嚴
謹
，
由
緒
論
、
本
論
到
結
論
，
逐
一
揭
示
論
點
，
使
主
題
集
中
，
論
述
條
理
井
然
。

二
、
透
過
評
價
孔
明
，
凸
顯
古
典
今
看
的
時
代
意
義
。
本
文
透
過
三
國
志
、
三
國
演
義
的
對
照
，
闡
述
「
兩
個

孔
明
」
的
論
點
，
引
發
「
古
典
今
看
」
的
思
考
方
向
，
使
文
章
展
現
積
極
意
義
。
如
由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
帶
出
英
雄
人
物
學
識
才
力
的
養
成
問
題
，
提
醒
讀
者
注
意
：
一
個
文
化
低
估
成
長
價
值
，
可
能
造
成

負
面
效
應
。
又
如
由
孔
明
對
「
法
」
與
「
法
統
」
的
執
著
，
以
及
所
具
有
的
謹
慎
特
質
，
讓
人
領
會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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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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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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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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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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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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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改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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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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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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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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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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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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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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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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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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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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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歷
史
與
文
化
上
的
不
同
形

象
？
請
舉
例
說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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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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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的
看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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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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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為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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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
領
讀
者
穿
越
古
今
，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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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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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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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
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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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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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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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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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論
，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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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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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主
張
和
觀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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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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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下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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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篇
名
到
論
述
，
主
題
集
中
，
條
理
分
明
。
本
文
篇
名
即
標
舉
「
中
心
論
點
」
，
內
文
由
五
個
小
節
組

成
，
各
有
小
標
，
首
節
「
為
什
麼
會
出
現
兩
個
孔
明
？
」
切
要
地
帶
出
問
題
，
其
下
以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的
軍
師
原
型
」
、「『
法
』
與
『
法
統
』
的
迷
戀
者
」
、「
謹
慎
的
人
格
特
質
」
，
分
別
論
述
孔
明
的
形
貌
、

思
想
言
行
、
人
格
特
質
，
並
提
出
思
辨
，
末
節
以
「
文
化
奇
想
下
的
悲
劇
英
雄
」
作
為
總
評
。
全
文
結
構

嚴
謹
，
由
緒
論
、
本
論
到
結
論
，
逐
一
揭
示
論
點
，
使
主
題
集
中
，
論
述
條
理
井
然
。

二
、
透
過
評
價
孔
明
，
凸
顯
古
典
今
看
的
時
代
意
義
。
本
文
透
過
三
國
志
、
三
國
演
義
的
對
照
，
闡
述
「
兩
個

孔
明
」
的
論
點
，
引
發
「
古
典
今
看
」
的
思
考
方
向
，
使
文
章
展
現
積
極
意
義
。
如
由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
帶
出
英
雄
人
物
學
識
才
力
的
養
成
問
題
，
提
醒
讀
者
注
意
：
一
個
文
化
低
估
成
長
價
值
，
可
能
造
成

負
面
效
應
。
又
如
由
孔
明
對
「
法
」
與
「
法
統
」
的
執
著
，
以
及
所
具
有
的
謹
慎
特
質
，
讓
人
領
會
到
，

延伸閱讀

新編古典今看
◆◆ 王溢嘉 著
◆◆有鹿 出版

作者跨越學科分野，運用精神分
析學、病理學、人類學等，重新
解讀古典文學，賦予新義。

歷史的盲目： 
我們世界的 
另一個故事
◆◆ 馬克．費侯 著 
林舒瑩 譯
◆◆允晨 出版

作者多角度指出人們看待歷史常
有的盲點，希望讀者能借鏡歷
史、汲取智慧。

史詩與英雄
◆◆ 哈洛．卜倫 著 
宋偉航 譯
◆◆漫遊者 出版

引導讀者閱讀世界各國的經典文
學，並予分析、評論，有助擴展
視野，加強思辨深度與廣度。

◆

個
人
內
在
心
性
可
能
影
響
格
局
和
命
運
。
至
於
強
調
「
天
意
」
是
個
荒
謬
的
答
案
，
則
引
導
讀
者
辨
識
小

說
情
節
的
局
限
性
，
多
角
度
考
察
史
事
與
人
物
，
以
產
生
獨
立
的
思
維
。

三
、
結
合
科
學
與
人
文
，
靈
活
引
證
，
用
語
精
鍊
。
作
者
運
用
心
理
學
集
體
潛
意
識
的
概
念
，
解
釋
文
化
對
心

靈
的
影
響
，
增
加
說
服
力
。
又
善
於
舉
證
對
照
，
使
意
旨
多
元
，
如
列
舉
姜
子
牙
、
張
良
等
人
物
，
說
明

漢
族
集
體
潛
意
識
和
軍
師
原
型
的
概
念
，
而
他
們
都
是
「
文
化
奇
想
」
下
的
成
功
者
，
孔
明
卻
成
為
「
悲

劇
英
雄
」
，
兩
相
對
比
，
令
人
深
思
。
作
者
的
用
語
精
鍊
，
概
括
性
強
，
如
文
末
以
「
知
其
不
可
而
為

之
」
一
語
，
揭
示
孔
明
悲
劇
的
根
本
原
因
，
全
文
自
不
同
面
向
重
新
觀
看
古
典
作
品
，
期
勉
讀
者
擺
脫
窠

臼
，
正
視
文
化
對
心
靈
的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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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No

No

No

Yes

Yes

Yes

Yes

Yes

No

Yes

No

諸葛亮知多少

知識
千百年來，諸葛亮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以下哪些

是史實上諸葛亮的事蹟呢？

他曾經躬耕南陽？

草船借箭是他一手

策劃的？

他大開空城，

巧退敵軍？

劉備為了他曾

三顧茅廬？

在赤壁之戰中，

他施法借東風？

劉備在白帝城將

劉禪託付給他？

你真是我的知音啊！

順道告訴你，草船借箭、

借東風、空城計，這些事

件也都是小說虛構的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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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構
分
析
表

結
論

分
論
二

分
論
三

分
論
一

緒
論

兩個孔明的文化玄機

給
予
孔
明
新

時
代
評
價

孔
明
的
神
機
妙
算
，
是
文
化
奇
想
所
造
就

孔
明
無
法
匡
復
漢
室
，
是
奇
想
下
的
悲
劇

歷
史
的
孔
明─

─

三
國
志

文
化
的
孔
明─

─

三
國
演
義

手
抄
法
家
著
作

認
定
蜀
漢
正
統
，
堅
決
漢
賊
不
兩
立

用
法
嚴
明
，
揮
淚
斬
馬
謖

先
帝
知
其
謹
慎

治
戎
為
長
，
奇
謀
為
短

夙
夜
憂
嘆
、
事
必
躬
親

應
變
將
略
，
非
其
所
長

道
家
傾
向
軍
師
形
象

博
望
坡
初
用
兵
，
一
出
隆
中
即
立
大
功

天
下
三
分
策
，
能
預
卜
歷
史
發
展

赤
壁
之
戰
登
壇
作
法
，
呼
風
喚
雨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的
軍
師
原
型

兩
個
孔
明

謹
慎
的
人
格
特
質

「
法
」
與
「
法
統
」
的
迷
戀
者

文
化
奇
想
下
的
悲
劇
英
雄

結
構
分
析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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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文

 

　
補
充
注
釋

8	

羅
貫
中

 

　
　

本
名
羅
本
，
字
貫
中
，
號
湖
海
散
人
。
生
平
事
蹟
史
傳
鮮
少

記
載
，
約
生
於
元
末
，
卒
於
明
初
。
相
傳
為
小
說
家
施
耐
庵
弟

子
，
生
當
亂
世
，
懷
才
不
遇
，
遂
以
三
國
志
平
話
為
藍
本
，
著
三

國
志
通
俗
演
義
︵
簡
稱
三
國
演
義
︶
，
以
抒
發
心
中
不
平
之
氣
。

9	

三
國
演
義

 

　
　

記
述
時
間
自
東
漢 

靈
帝 

中
平
元
年
︵
一
八
四
︶
黃
巾
之
亂

起
，
至
西
晉 

武
帝 

太
康
元
年
︵
二
八○

︶
東
吳
滅
亡
止
，
前
後

共
九
十
七
年
。
以
淺
近
文
言
寫
成
，
大
都
以
三
國
志
作
根
據
，

但
三
國
志
以
魏
為
正
統
，
三
國
演
義
則
尊
蜀
貶
魏
。

2 

三
國
演
義
是
三
國
志
的
再
造
，
孔
明
的
真
實
性
只
有
三
分
，
虛

構
性
反
倒
占
了
七
分

 

　
　

據
許
盤
清
等
著
三
國
演
義
三
國
志
對
照
本
指
出
﹁
神
化
諸

葛
亮
﹂
是
書
中
虛
構
用
得
最
多
的
地
方
。
如
：
﹁
三
顧
茅
廬
﹂

相
關
情
節
，
從
﹁
元
直
走
馬
薦
諸
葛
﹂
到
隆
中
對
，
計
五
千
八

百
零
九
字
，
除
了
人
名
之
外
，
幾
乎
全
是
虛
構
。
又
如
：
﹁
赤

壁
之
戰
﹂
共
八
回
，
幾
乎
都
是
杜
撰
。
孔
明
舌
戰
群
儒
，
不
見

於
正
史
。
﹁
借
箭
﹂
一
事
乃
孫
權
始
為
，
火
攻
之
計
是
黃
蓋
、
周

瑜
合
謀
設
計
，
都
改
成
孔
明
的
豐
功
偉
業
。
此
外
，
神
借
東

風
，
三
氣
周
瑜
，
搶
占
彝彝
陵
，
智
算
華
容
道
，
也
是
虛
構
。

 

　
　

﹁
三
分
真
實
，
七
分
虛
構
﹂
是
作
者
的
文
學
式
形
容
，
主
要

強
調
孔
明
的
形
象
塑
造
，
虛
構
多
於
真
實
。
並
藉
此
探
討
：
三

國
演
義
或
更
早
的
說
書
人
為
什
麼
會
以
那
麼
多
虛
擬
的
內
容
來

取
代
真
實
，
而
且
成
為
受
歡
迎
的
敘
述
形
式
？
它
們
背
後
有
什

麼
可
能
的
文
化
與
心
理
因
素
。

7 

在
赤
壁
戰
後
，
才
任
命
他
為
「
軍
師
中
郎
將
」

 

　
　

三
國
志
記
載
：
﹁
曹
公
敗
于
赤
壁
，
引
軍
歸
鄴
。
先
主
遂

收
江
南
，
以
亮
為
軍
師
中
郎
將
，
使
督
零
陵
、
桂
陽
、
長
沙
三

郡
，
調
其
賦
稅
，
以
充
軍
實
。
﹂
這
一
年
是
赤
壁
之
戰
後
一
年
，

諸
葛
亮
二
十
九
歲
，
已
跟
在
劉
備
身
邊
兩
年
了
。

8 

要
等
到
平
定
益
州
後
，
才
以
孔
明
為
「
軍
師
將
軍
」
，
這
時
距
離

三
顧
茅
廬
已
經
七
年

 

　
　

三
國
志
云
：
﹁
成
都
平
，
以
亮
為
軍
師
將
軍
，
署
左
將
軍

府
事
。
先
主
外
出
，
亮
常
鎮
守
成
都
，
足
食
足
兵
。
﹂
這
一
年
，

諸
葛
亮
三
十
四
歲
，
劉
備
三
顧
茅
廬
時
，
諸
葛
亮
二
十
七
歲
，

前
後
相
距
七
年
。

;	

街
亭
之
失

 
　
　

為
三
國
時
期
著
名
戰
役
。
建
興
六
年
︵
二
二
八
︶
，
孔
明
得

知
魏
國
起
用
司
馬
懿
為
將
帥
，
遂
派
馬
謖
帶
兵
駐
守
街
亭
要

地
。
他
再
三
叮
嚀
馬
謖
要
靠
山
近
水
紮
營
，
並
且
命
令
王
平
跟

隨
輔
佐
。
豈
料
馬
謖
剛
愎
自
用
，
不
聽
王
平
勸
諫
，
竟
紮
營
於

山
頂
，
因
此
被
魏
將
張
郃
所
敗
，
導
致
街
亭
失
守
。
馬
謖
與
王

平
回
營
請
罪
，
孔
明
雖
愛
惜
馬
謖
的
才
能
，
但
因
為
軍
法
無

私
，
只
好
揮
淚
斬
之
，
並
因
自
己
用
人
不
當
而
上
表
自
貶
。

課
文
補
充    

補
充
注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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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若
復
廢
法
，
何
用
討
賊
耶

 

　
　

見
三
國
志 

董
劉
馬
陳
董
呂
傳
附
襄
陽
記
曰
：
﹁
謖
臨
終
與

亮
書
曰
：
﹃
明
公
視
謖
猶
子
，
謖
視
明
公
猶
父
，
願
深
惟
殛殛
鯀鯀

興
禹
之
義
，
使
平
生
之
交
不
虧
於
此
，
謖
雖
死
無
恨
於
黃
壤

也
。
﹄
于
時
十
萬
之
眾
為
之
垂
涕
。
亮
自
臨
祭
，
待
其
遺
孤
若
平

生
。
蔣
琬
後
詣
漢
中
，
謂
亮
曰
：
﹃
昔
楚
殺
得
臣
，
然
後
文
公

喜
可
知
也
。
天
下
未
定
而
戮
智
計
之
士
，
豈
不
惜
乎
！
﹄
亮
流

涕
曰
：
﹃
孫
武
所
以
能
制
勝
於
天
下
者
，
用
法
明
也
。
是
以
楊

干
亂
法
，
魏
絳
戮
其
僕
。
四
海
分
裂
，
兵
交
方
始
，
若
復
廢

法
，
何
用
討
賊
耶
！
﹄﹂︵
注
釋
：
1
惟
：
思
量
。
2
殛
：
殺

死
。
3 

鯀
：
禹
的
父
親
，
因
治
水
無
功
被
殺
。
4 

黃
壤
：
指
黃

泉
。
5 

得
臣
：
楚
國
大
將
成
得
臣
。
6 

文
公
：
晉
文
公
。
7 

楊

干
：
春
秋
時
晉
國
公
子
。
8 

魏
絳
：
春
秋
時
晉
國
武
將
。
︶

 

　
本
文
議
論
手
法

論
點

本
文
篇
名
即
是
中
心
論
點─

─

﹁
兩
個
孔
明
的
文
化
玄
機
﹂
。

論
據

1. 

事
實
論
據
：
本
文
的
論
據
主
要
是
﹁
事
實
論
據
﹂
，
由
三
國
志
、
出
師
表
等
歷
史
事
實
，
與
三
國
演
義
對
照
、
評
論
。

2. 

事
理
論
據
：
由
漢
民
族
集
體
潛
意
識
、
文
化
理
念
，
分
析
歷
來
開
國
演
義
小
說
對
軍
師
原
型
的
塑
造
與
複
製
。

論
證

1. 

對
比
法
：
如
三
國
志
與
三
國
演
義
對
照
比
較
，
帶
出
﹁
歷
史
的
孔
明
和
文
化
的
孔
明
﹂
的
中
心
論
點
。
又
如
文
中
多
處
將
歷
史
的
孔

明
與
文
化
的
孔
明
對
照
，
比
較
二
者
在
各
方
面
的
差
異
。

2. 

類
比
法
：
如
將
歷
來
的
開
國
演
義
小
說
與
三
國
演
義
比
較
，
帶
出
漢
族
文
化
根
深
柢
固
的
思
想
根
源
，
為
塑
造
開
國
神
話
、
鞏
固
王

朝
法
統
而
形
塑
出
軍
師
英
雄
的
形
象
，
這
些
軍
師
英
雄
有
助
於
烘
托
創
業
的
維
艱
及
王
朝
的
神
聖
偉
大
，
但
每
個
朝
代
都
是
如
此
，

就
會
形
成
固
定
模
式
，
成
為
代
代
因
循
複
製
的
軍
師
原
型
。

3. 

演
繹
法
：
提
出
民
族
潛
意
識
這
個
心
理
學
原
理
，
再
以
歷
代
開
國
軍
師
來
印
證
此
原
理
，
然
後
提
出
三
國
演
義
中
孔
明
的
形
象
、
作

為
，
判
斷
羅
貫
中
正
是
根
據
漢
民
族
潛
意
識
中
的
軍
師
原
型
來
描
繪
孔
明
。

4. 

例
證
法
：

1 

舉
﹁
興
周
的
姜
子
牙
、
創
漢
的
張
良
、
開
唐
的
徐
茂
公
、
佐
明
的
劉
伯
溫
﹂
，
說
明
孔
明
與
這
些
人
性
質
相
同
，
都
是
軍
師
原
型
。

2 

舉
徐
庶
向
劉
備
推
薦
﹁
若
得
此
人
，
無
異
周
得
呂
望
，
漢
得
張
良
也
﹂
的
話
語
為
例
，
強
調
三
國
演
義
對
孔
明
的
塑
造
，
猶
如
來

自
於
漢
民
族
集
體
潛
意
識
的
召
喚
，
所
以
孔
明
的
形
象
符
合
軍
師
原
型
，
也
符
合
廣
大
讀
者
的
心
靈
需
求
，
順
應
他
們
的
期
待
。

5. 

歸
納
法
：
最
後
一
節
運
用
﹁
歸
納
法
﹂
，
將
﹁
本
質
先
於
存
在
的
軍
師
原
型
﹂
、﹁﹃
法
﹄
與
﹃
法
統
﹄
的
迷
戀
者
﹂
、﹁
謹
慎
的
人
格

特
質
﹂
三
個
主
要
分
論
進
行
統
整
歸
納
，
導
出
﹁
文
化
奇
想
下
的
悲
劇
英
雄
﹂
的
整
體
評
價
。

課
文
補
充    

本
文
議
論
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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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文
常
識

一
、
三
國
志
vs.
三
國
演
義

書
名

三
國
志

三
國
演
義

體
裁

紀
傳
體
正
史

章
回
小
說

性
質

斷
代
史

歷
史
小
說

成
書
時
代

晉

元
末
明
初

作
者

陳
壽

羅
貫
中

內
容

記
錄
東
漢
黃
巾
之
亂
到

西
晉
統
一
，
其
間
共
九

十
六
年
的
史
事
。

演
說
三
國
故
事
，
參
酌

正
史
資
料
，
融
合
民
間

傳
說
、
戲
曲
及
話
本
內

容
。

史
觀

以
曹
魏
為
正
統

以
蜀
漢
為
正
統

價
值
及
影
響

1. 

二
十
四
史
中
評
價
最

高
的
﹁
四
史
﹂
之
一
。

2. 

裴
松
之 

三
國
志
注
保

留
三
國
時
期
大
量
史

料
，
價
值
甚
高
。

1. 

小
說
四
大
奇
書
之
一
。

2. 

中
國
最
流
行
的
歷
史

小
說
。

二
、
三
國
演
義
卷
頭
語―

―

臨
江
仙

滾
滾
長
江
東
逝
水
，
浪
花
淘
盡
英
雄
。
是
非
成
敗
轉
頭
空
。
青
山
依

舊
在
，
幾
度
夕
陽
紅
。

白
髮
漁
樵
江
渚
上
，
慣
看
秋
月
春
風
。
一
壺
濁
酒
喜
相
逢
。
古
今
多

少
事
，
都
付
笑
談
中
。

︻
賞
析
︼
上
片
，
一
、
二
句
為
客
觀
歷
史
現
象
的
描
述
和
概
括
，
寫

英
雄
豪
傑
在
歷
史
長
河
中
，
隨
著
時
間
的
推
移
，
無
法
逃
避
自
然
演

化
的
變
滅
。
第
三
句
說
明
一
切
是
非
成
敗
，
在
歷
史
長
河
中
，
轉
眼

成
空
，
藉
此
對
歷
史
現
象
做
出
深
沉
的
反
思
。
四
、
五
句
掉
轉
筆

鋒
，
在
景
語
中
寓
含
﹁
常
與
無
常
﹂
、﹁
變
與
不
變
﹂
的
哲
理
，
意

境
深
邃
。
下
片
作
者
化
身
白
髮
漁
翁
來
抒
發
對
歷
史
和
人
生
的
感

慨
，
既
寫
白
髮
漁
翁
隱
逸
山
林
的
情
趣
與
襟
懷
，
亦
寫
其
曠
達
與
豪

放
，
藉
以
傳
達
作
者
的
人
生
理
想
。
當
紅
塵
之
是
非
成
敗
不
再
縈

懷
，
則
古
今
多
少
事
，
自
然
可
以
付
諸
笑
談
之
中
。

語
文
常
識    

三
國
志
vs.
三
國
演
義    

三
國
演
義
卷
頭
語─

─

臨
江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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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與
本
文
中
人
物
有
關
的
成
語
詞
語

成
語
詞
語

相
關
人
物

說
明

髀髀
肉
復
生

劉
備

漢
末
，
劉
備
寄
住
荊
州
多
年
，
因
見
自
己
久
不
騎
馬
，
大
腿
上
的
肉
已
經
長
了
出
來
，
於
是
發
言
感
嘆
。
後
用
以
形

容
或
自
嘆
久
處
安
逸
，
壯
志
未
酬
，
虛
度
光
陰
。
見
三
國
演
義
第
三
十
四
回
：
﹁
因
見
己
身
髀
肉
復
生
，
亦
不
覺
潸

然
流
淚
。
﹂

顧
曲
周
郎

周
瑜

三
國 

周
瑜
精
通
音
律
，
就
算
是
在
喝
了
酒
的
情
況
之
下
，
也
能
精
確
地
指
出
曲
律
上
錯
誤
的
故
事
。
後
多
用
以
形
容

知
音
。
典
出
三
國
志
卷
五
十
四
吳
書
周
瑜
傳
。

初
出
茅
廬

諸
葛
亮

東
漢
末
年
，
諸
葛
亮
隱
居
南
陽
，
劉
備
三
顧
茅
廬
，
竭
誠
聘
請
諸
葛
亮
協
助
其
興
復
漢
室
。
諸
葛
亮
才
出
山
就
大
敗

曹
操
的
軍
隊
。
後
形
容
初
入
社
會
，
缺
乏
歷
練
。
見
三
國
演
義
第
三
十
九
回
。

神
機
妙
算

諸
葛
亮

形
容
神
奇
的
機
謀
策
略
。
出
自
三
國
演
義
第
四
十
九
回
：
﹁
魯
肅
入
見
周
瑜
，
備
說
孔
明
取
箭
之
事
。
瑜
大
驚
，
慨

然
嘆
曰
：
﹃
孔
明
神
機
妙
算
，
吾
不
如
也
！
﹄﹂

樂
不
思
蜀

劉
禪

蜀
漢
滅
亡
後
，
後
主 
劉
禪
被
送
往
洛
陽
，
司
馬
昭
設
宴
招
待
劉
禪
，
安
排
原
先
蜀
漢
宮
廷
的
歌
妓
們
在
前
，
劉
禪
樂

在
其
中
，
司
馬
昭
因
而
問
劉
禪
：
﹁
是
否
思
蜀
？
﹂
劉
禪
回
答
：
﹁
此
間
樂
，
不
思
蜀
。
﹂
後
形
容
樂
而
忘
返
或
樂

而
忘
本
。
典
出
三
國
志
卷
三
十
三
蜀
書 

後
主
禪
傳 

裴
松
之 

注
引
漢
晉
春
秋
。

望
梅
止
渴

曹
操

曹
操
率
兵
行
軍
至
途
中
，
士
兵
乾
渴
難
耐
，
曹
操
就
騙
士
兵
前
有
梅
林
，
梅
子
又
酸
又
甜
，
誘
使
士
兵
流
出
口
水
以

解
渴
的
故
事
。
後
比
喻
用
空
想
來
安
慰
自
己
。
典
出
南
朝 

宋 

劉
義
慶 

世
說
新
語 

假
譎
。

太
公
釣
魚

姜
子
牙

︵
歇
後
語
︶
願
者
上
鉤
。
比
喻
心
甘
情
願
。
相
傳
姜
太
公
釣
魚
不
用
香
餌
，
且
釣
鉤
離
水
面
三
尺
，
並
說
：
﹁
負
命

者
上
釣
來
！
﹂︵
負
命
，
拼
命
、
捨
命
︶
見
武
王
伐
紂
平
話
。

藉
箸
代
籌

張
良

指
借
所
用
的
筷
子
當
籌
碼
來
計
量
規
劃
。
楚
、
漢
相
爭
時
，
酈
食
其
建
議
劉
邦
分
封
六
國
後
裔
來
削
弱
楚
王
勢
力
。

張
良
從
外
地
回
來
謁
見
劉
邦
，
劉
邦
正
在
吃
飯
，
說
：
﹁
子
房
，
到
我
面
前
來
。
有
位
客
卿
幫
我
策
劃
削
弱
楚
王
權

勢
。
﹂
接
著
把
酈
食
其
計
謀
告
訴
張
良
，
並
詢
問
他
的
意
見
。
張
良
說
：
﹁
誰
為
陛
下
謀
劃
此
計
？
陛
下
大
事
要
失

敗
了
。
﹂
劉
邦
說
：
﹁
為
什
麼
呢
？
﹂
張
良
說
：
﹁
請
讓
臣
借
您
前
面
的
筷
子
為
您
分
析
籌
劃
。
﹂
後
比
喻
代
人
謀

劃
策
略
。

語
文
常
識    

與
本
文
中
人
物
有
關
的
成
語
詞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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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語
詞
語

相
關
人
物

說
明

孺
子
可
教

張
良

一
日
，
張
良
在
橋
上
遇
到
一
位
老
人
，
老
人
的
鞋
掉
在
橋
下
，
張
良
為
老
人
拾
鞋
，
還
幫
他
穿
上
。
老
人
與
張
良
約

定
五
日
後
到
此
地
相
見
。
第
五
天
早
上
，
張
良
趕
到
橋
上
，
老
人
已
先
到
了
，
斥
責
張
良
：
﹁
跟
老
人
約
會
，
應
該

早
點
來
。
過
五
天
，
早
些
來
見
我
！
﹂
又
過
五
天
，
張
良
趕
到
橋
上
，
老
人
又
先
到
了
，
他
說
：
﹁
你
又
比
我
晚

到
，
過
五
天
再
來
。
﹂
又
過
五
天
，
張
良
半
夜
就
來
到
橋
上
。
天
將
亮
時
，
老
人
前
來
，
高
興
地
說
：
﹁
小
伙
子
，

這
樣
才
對
！
﹂
贈
送
一
本
兵
書
給
張
良
。
張
良
研
讀
這
本
太
公
兵
法
，
後
來
協
助
劉
邦
建
立
了
漢
朝
。
此
語
用
來
稱

讚
可
以
造
就
的
年
輕
人
。
語
出
史
記 

留
侯
世
家
。

刮
骨
療
毒

關
羽

就
是
將
深
入
骨
頭
的
毒
液
用
刀
刮
除
，
達
到
治
療
的
目
的
。
特
指
歷
史
上
三
國
時
期
華
佗
為
關
羽
刮
骨
療
毒
，
後
來

也
用
刮
骨
療
毒
比
喻
意
志
堅
強
的
人
。
典
出
三
國
志 

關
羽
傳
。

單
刀
赴
會

關
羽

原
指
蜀
將
關
羽
只
帶
一
口
刀
和
少
數
隨
從
赴
東
吳
宴
會
。
後
泛
指
一
個
人
冒
險
赴
約
。
有
讚
揚
赴
會
者
的
智
略
和
膽

識
之
意
。
見
三
國
演
義
第
六
十
六
回
：
﹁
吾
來
日
獨
駕
小
舟
，
只
用
親
隨
十
餘
人
，
單
刀
赴
會
，
看
魯
肅
如
何
近

我
。
﹂

身
在
曹
營

心
在
漢

關
羽

比
喻
身
子
雖
然
在
對
立
的
一
方
，
但
心
裡
想
著
自
己
原
來
所
在
的
一
方
。
三
國
演
義
第
二
十
五
回
至
二
十
七
回
記

載
：
關
羽
和
劉
備
走
散
後
，
被
曹
操
留
在
營
中
，﹁
封
侯
賜
爵
，
三
日
一
小
宴
，
五
日
一
大
宴
，
上
馬
一
提
金
，
下

馬
一
提
銀
﹂
，
非
常
禮
遇
。
但
關
羽
繫
念
劉
備
，
後
來
得
知
劉
備
在
袁
紹
處
，
遂
掛
印
封
金
，
過
五
關
斬
六
將
，
回

到
劉
備
身
邊
。

斷
頭
將
軍

張
飛

嚴
顏

比
喻
堅
決
抵
抗
，
寧
死
不
屈
的
將
領
。
據
三
國
志 

蜀
書 

張
飛
傳
記
載
：
張
飛
到
達
江
州
後
，
攻
破
劉
璋
大
將
巴
郡
太

守
嚴
顏
的
軍
隊
，
並
活
捉
嚴
顏
。
張
飛
呵
斥
嚴
顏
說
：
﹁
大
軍
到
達
，
為
什
麼
不
投
降
而
竟
敢
抗
戰
？
﹂
嚴
顏
回

答
：
﹁
你
們
沒
有
正
當
理
由
，
侵
奪
我
們
州
郡
，
我
們
州
郡
只
有
斷
頭
將
軍
，
沒
有
投
降
將
軍
。
﹂
。

語
文
常
識    

與
本
文
中
人
物
有
關
的
成
語
詞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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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令
五
申

孫
武

再
三
叮
嚀
告
誡
。
春
秋
時
期
，
吳
王
要
測
試
孫
武
的
能
力
，
挑
選
了
一
批
宮
女
，
讓
孫
武
訓
練
。
孫
武
發
號
施
令

時
，
宮
女
們
捧
腹
大
笑
，
不
理
會
他
。
孫
武
便
將
演
練
動
作
更
詳
盡
地
說
明
一
遍
，
再
擊
鼓
發
令
，
一
而
再
，
再
而

三
，
宮
女
們
總
是
笑
不
聽
指
揮
。
孫
武
說
：
﹁
軍
令
解
釋
不
明
是
指
揮
官
的
錯
誤
；
現
在
我
已
三
令
五
申
，
你
們
卻

仍
然
不
聽
從
，
這
是
隊
長
的
責
任
。
﹂
說
完
，
下
令
把
二
位
隊
長
斬
首
。
此
後
，
孫
武
再
發
號
施
令
時
，
所
有
宮
女

乖
乖
遵
守
命
令
，
認
真
操
練
。
孫
武
的
用
兵
才
能
獲
得
吳
王
認
同
，
被
任
命
大
將
軍
。
見
史
記 

孫
子
吳
起
傳
。

靜
若
處
子

動
若
脫
兔

孫
武

指
軍
隊
未
行
動
時
就
像
未
出
嫁
的
女
子
那
樣
沉
靜
，
一
行
動
就
像
逃
脫
的
兔
子
那
樣
敏
捷
。
出
自
孫
子
兵
法 

九
地

篇
：
﹁
是
故
始
如
處
女
，
敵
人
開
戶
；
後
如
脫
兔
，
敵
不
及
拒
。
﹂

四
、
歷
屆
大
考
試
題

1. 

下
列
文
句
畫
底
線
處
的
詞
語
，
運
用
適
當
的
是
：　

A
緊
繃
的

壓
力
使
現
代
人
比
以
往
更
焦
躁
，
常
見
有
人
因
毫
髮
不
爽
就
大

動
干
戈　

B
因
德
軍
俘
虜
許
多
英
軍
，
英
國 
投
鼠
忌
器
，
不
敢

對
德
國
軍
營
展
開
轟
炸
行
動　

C
家
母
身
為
教
師
，
總
戰
戰
兢

兢
，
危
言
危
行
，
深
怕
不
能
給
學
生
良
好
的
身
教　

D
家
父
因

工
作
須
至
各
地
出
差
，
常
東
西
奔
波
，
南
轅
北
轍
，
難
得
能
全

家
共
餐　

E
為
搶
到
週
年
慶
特
價
商
品
，
百
貨
公
司
一
開
門
，

我
就
首
當
其
衝
，
直
奔
專
櫃
。 

︻
109
學
測
︼

	

A
「
毫
髮
不
爽
」
：
絲
毫
不
差
，
非
常
準
確
。
此
處
應
用
「
一

言
不
合
」　
B
「
投
鼠
忌
器
」
：
比
喻
做
事
有
所
顧
忌
，
不
敢
下

手
　
C
「
危
言
危
行
」
：
言
行
舉
止
均
正
直
不
阿
　
D
「
南
轅

北
轍
」
：
比
喻
行
動
和
目
的
彼
此
相
反
。
此
處
應
用
「
南
北
跋

涉
」　
E
「
首
當
其
衝
」
：
最
先
受
到
攻
擊
，
或
首
先
遭
遇
災

難
。
此
處
應
用
「
一
馬
當
先
」
。

BC

語
文
常
識    

歷
屆
大
考
試
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