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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代
書
籍
研
究
史
序
說

唐
人
正
集
・
小
集
・
卷
子
概
念
考

任

雅

芳

一
文
學
的
創
作
與
流
傳
通
常
受
文
學
風
尚
、
社
會
思
潮
等
影

響
頗
深
，
然
而
物
質
媒
介
的
進
步
直
接
關
係
到
作
品
的
保
存
、

彙
集
與
傳
播
，
也
會
影
響
到
各
個
時
期
文
學
的
發
展
，
甚
至
為

其
打
上
獨
特
的
時
代
烙
印
。
紙
張
替
換
竹
簡
並
成
為
主
要
書
寫

載
體
之
後
，
文
學
作
品
的
編
集
、
傳
播
等
方
式
自
然
會
出
現
相

應
的
改
變
。
唐
代
作
為
紙
張
普
及
應
用
的
典
型
時
代
，
較
之
前

朝
，
文
人
作
品
集
的
增
多
是
其
中
一
個
顯
著
的
特
徵
。
現
今
我

們
慣
以
唐
人
文
集
來
統
稱
唐
人
正
集
、
小
集
以
及
一
些
詩
筆
抄

卷
等
，
而
唐
時
的
具
體
概
念
如
何
，
還
需
進
一
步
辨
析
，
在
此

基
礎
之
上
方
可
對
唐
代
文
集
編
纂
與
流
傳
的
情
況
詳
加
考
索
。

「

」
。

唐
人
多
將
生
平
主
要
詩
文
的
正
式
彙
編
徑
稱
為

文
集

唐
時
所
撰
墓
誌
、
文
集
序
以
及
唐
書
傳
記
中
多
有
文
集
若
干
卷

之
類
的
記
載
。
如
李
乂
撰
「
大
唐
故
特
進
中
書
令
博
陵
郡
王
贈

幽
州
刺
史
崔
公
墓
誌
銘
並
序
」
載
：

公
諱
曅
，
字
玄
暐
，
博

「

陵
安
平
人
。
能
典
三
禮
，
伯
夷
也
，
實
征
五
侯
，
尚
父
也
。
食

崔
邑
，
隱
商
巖
，
擁
熊
四
郡
，
雕
龍
三
葉
。
北
州
之
緒
業
，
南

，

，

。
（

）

，

史
之
編
記

百
代
可
知

一
門
而
已

中
略

有
文
集
五
卷

撰
玉
璽
實
錄
、
行
己
要
範
各
一
卷
，
義
士
傳
十
五
卷
，
友
于
傳

十
卷
，
注
文
館
詞
林
策
廿
卷

」

「
文
集
」
當
是
唐
人
的
慣

。

[

１]

用
表
述
。

樊
晃
「
杜
工
部
小
集
序
」
云

：

[

２]

，

。

，

。

文
集
六
十
卷

行
於
江
漢
之
南

常
蓄
東
遊
之
志

竟
不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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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時
方
用
武
，
斯
文
將
墜
，
故
不
為
東
人
之
所
知
。
江
左
詞

人
所
傳
誦
者
，
皆
公
之
戲
題
劇
論
耳
，
曾
不
知
君
有
大
雅
之

作
，
當
今
一
人
而
已
。
今
採
其
遺
文
凡
二
百
九
十
篇
，
各
以

事
類
，
分
為
六
卷
，
且
行
於
江
左
。
君
有
子
宗
文
、
宗
武
，

近
知
所
在
，
漂
寓
江
陵
，
冀
求
其
正
集
，
續
當
論
次
云
。

杜
甫
的
六
十
卷
文
集
似
漸
散
佚

，
樊
晃
不
滿
於
「
江
左
詞
人

[

３]

所
傳
誦
者

，
提
出
「
冀
求
其
正
集

。
可
見
，
正
集
亦
含
有
權

」

」

威
文
本
之
意
。
文
集
之
稱
畢
竟
過
於
寬
泛
，
故
以
「
正
集
」
一

詞
代
指
能
夠
總
結
士
人
一
生
文
學
創
作
的
權
威
結
集
，
較
為
有

據
。

宋
人
整
理
唐
集
，
亦
沿
用
正
集
之
名
。
如
陳
振
孫
『
直
齋

書
錄
解
題
』
卷
十
六
著
錄
「
杜
工
部
集
二
十
卷
」
曰

：

[

４]

唐
左
拾
遺
檢
校
工
部
員
外
郎
劔
南
節
度
參
謀
襄
陽
杜
甫
子
美

撰
。
案
唐
志
六
十
卷
，
小
集
六
卷
。
王
洙
原
叔
蒐
裒
中
外
書

九
十
九
卷
，
除
其
重
複
，
定
取
千
四
百
五
篇
。
古
詩
三
百
九

十
九
，
近
體
千
有
六
。
起
太
平
時
，
終
湖
南
所
作
，
視
居
行

之
次
，
若
嵗
時
為
先
後
，
别
録
雜
著
為
二
卷
，
合
二
十
卷
。

寳
元
二
年
記
，
遂
為
定
本
。
王
琪
君
玉
嘉
祐
中
刻
之
姑
蘇
且

。

。

，

為
後
記

元
稹
墓
銘
亦
附
第
二
十
卷
之
末

又
有
遺
文
九
篇

治
平
中
太
守
裴
集
刋
附
集
外
。
蜀
本
大
略
同
，
而
以
遺
文
入

正
集
中
，
則
非
其
舊
也
。

由
上
可
知
，
此
正
集
實
經
宋
人
之
手
整
理
，
已
非
唐
集
舊
貌
。

宋
人
重
校
勘
，
欲
以
學
術
辨
析
的
方
式
製
作
唐
集
定
本
，
此
宋

人
所
謂
唐
人
正
集
，
稍
別
於
唐
人
語
。
朝
代
更
迭
，
使
得
不
少

文
集
反
復
經
歷
毀
損
、
輯
佚
之
過
程
，
由
此
而
言
，
也
可
謂
一

時
代
有
一
時
代
之
唐
人
正
集
。
而
討
論
唐
代
編
纂
問
題
時
，
則

要
注
意
回
歸
唐
人
的
正
集
觀
念
。

唐
時
即
有
自
編
正
集
者
。
如
司
空
圖
生
前
就
注
重
階
段
性

編
集
，
以
充
正
集
之
部
分
，
其
「
中
條
王
官
谷
序
」
云

：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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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捃
拾
詩
筆
，
殘
缺
無
幾
。
乃
以
中
條
別
業
一
鳴
以
目
其
前

集
，
庶
警
子
孫
耳
。

作
者
將
已
有
詩
筆
結
集
，
此
後
所
作
再
另
行
編
集
，
故
稱
此
為

前
集
。
前
後
集
可
合
而
為
正
集
。
而
白
居
易
則
在
生
前
就
基
本

完
成
了
正
集
的
編
纂
，
其
「
題
文
集
櫃
」
云

：

[

６]

，

。

，

。

破
柏
作
書
櫃

櫃
牢
柏
復
堅

收
貯
誰
家
集

題
云
白
樂
天

，

。

，

。

我
生
業
文
字

自
幼
及
老
年

前
後
七
十
卷

小
大
三
千
篇

，

。

，

。

誠
知
終
散
失

未
忍
遽
棄
捐

自
開
自
鎖
閉

置
在
書
帷
前

，

。

，

。

身
是
鄧
伯
道

世
無
王
仲
宣

只
應
分
付
女

留
與
外
孫
傳

二

，

，

唐
人
如
白
氏
之
例
者
較
少

多
數
士
人
雖
注
重
文
稿
留
存

然
正
式
編
纂
一
事
则
多
在
其
身
後
，
仰
賴
家
族
以
及
門
生
、
故

舊
之
力
完
成
。
且
正
集
編
成
後
，
不
僅
行
於
世
，
也
代
代
傳
承

於
家
族
之
中
。
故
而
，
正
集
與
家
集
的
概
念
亦
有
交
集
。
寬
泛

言
之
，
家
集
固
然
是
統
稱
保
存
於
家
族
中
的
各
類
文
獻
書
籍
，

而
唐
人
所
言
的
家
集
，
更
多
指
的
還
是
自
族
中
先
輩
至
同
代
己

輩
不
斷
累
積
的
文
集
與
著
述
。

王
績
「
閱
家
書
」
云

：

[

７]

，

。

，

。

張
氏
前
鈔
本

班
家
舊
賜
餘

尚
應
千
許
帙

何
啻
五
盈
車

，

。

，

。

縫
悉
龜
文
印

題
皆
龍
爪
書

牙
籤
過
半
在

玉
軸
已
全
疏

，

。

，

。

蘖
繫
防
黏
蠹

芸
香
辟
紙
魚

下
帷
堪
發
憤

閉
戶
足
為
儲

為
向
楊
雄
說
，
無
勞
羨
石
渠
。

王
績
所
言
家
書
當
包
括
家
族
所
有
藏
書
。
呂
才
「
王
無
功

文
集
序
」
載

：

[

８]

初
，
君
祖
安
康
獻
公
，
周
建
德
中
，
從
武
帝
征
鄴
，
為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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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
大
總
管
。
時
諸
將
既
勝
，
並
虜
獲
珍
物
，
獻
公
絲
毫
不

顧
，
車
載
圖
書
而
己
，
故
家
富
墳
籍
，
學
者
多
依
焉
。

王
氏
家
族
括
集
圖
書
之
契
機
與
先
祖
參
與
征
鄴
有
關

詩
言

千

。

「

許
帙

，
可
知
藏
書
之
富
。
但
龍
門
王
氏
以
儒
史
傳
家
，
王
通

」

著
『
文
中
子

，
王
度
、
王
績
、
王
凝
又
有
相
繼
修
『
隋
書
』

』

之
事
，
推
其
家
書
中
先
人
著
述
亦
當
佔
有
一
定
比
例
。
家
集
往

往
與
家
學
密
切
相
關
，
文
化
世
家
多
有
家
集
傳
承

。
唐
人
所

[

９]

。

「

」

提
家
集
多
在
兩
百
卷
到
四
百
卷
左
右

如
皇
甫
松

古
松
感
興

云

：

[
]10

，

。

，

。

皇
天
后
土
力

使
我
向
此
生

貴
賤
不
我
均

若
為
天
地
情

，

。

，

。

我
家
世
道
德

旨
意
匡
文
明

家
集
四
百
卷

獨
立
天
地
經

，

。

，

。

寄
言
青
松
姿

豈
羨
朱
槿
榮

昭
昭
大
化
光

共
此
遺
芳
馨

皇
甫
松
為
皇
甫
湜
之
子
，
皇
甫
湜
有
文
集
六
卷
傳
世
，
為
家
族

中
最
負
有
文
名
者

「
我
家
世
道
德
」
可
知
皇
甫
家
歷
數
代
而

。

有
四
百
卷
，
皇
甫
湜
文
集
亦
當
在
其
中
。
杜
牧
「
冬
至
日
寄
小

侄
阿
宜
詩
」
云

：

[
]11，

。

。

我
家
公
相
家

劍
佩
嘗
丁
當

舊
第
開
朱
門,

長
安
城
中
央

，

。

，

。

第
中
無
一
物

萬
卷
書
滿
堂

家
集
二
百
編

上
下
馳
皇
王

，

。

，

。

多
是
撫
州
寫

今
來
五
紀
強

尚
可
與
爾
讀

助
爾
為
賢
良

詩
言
「
多
是
撫
州
寫
，
今
來
五
紀
強

，
而
杜

曾
任
撫
州
刺

」

祐

，

。

史

可
知
杜
牧
所
言
的
家
集
應
主
要
是
祖
父
杜

當
年
的
著
述

祐

此
二
例
說
明
家
集
卷
數
通
常
與
傳
承
積
累
的
時
間
以
及
個
人
的

著
述
量
直
接
相
關
。

又
，
孟
郊
「
老
恨
」
云

：

[
]12

，

。

，

。

無
子
抄
文
字

老
吟
多
飄
零

有
時
吐
向
床

枕
席
不
解
聽

，

。

，

。

鬭
蟻
甚
微
細

病
聞
亦
清
泠

小
大
不
自
識

自
然
天
性
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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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知
在
家
集
編
纂
中
，
家
族
後
輩
多
擔
任
抄
錄
整
理
詩
文
的
助

手
。
白
居
易
「
劉
白
唱
和
集
解
」
云

：

[
]13

至
大
和
三
年
春
已
前
，
紙
墨
所
存
者
凡
一
百
三
十
八
首
。
其

餘
乘
興
扶
醉
，
率
然
口
號
者
，
不
在
此
數
。
因
命
小
姪
龜
兒

編
錄
，
勒
成
兩
卷
。
仍
寫
二
本
，
一
付
龜
兒
，
一
授
夢
得
小

兒
崙
郎
，
各
令
收
藏
，
附
兩
家
集
。

白
居
易
亦
是
命
姪
子
龜
兒
抄
錄
作
品
，
編
次
成
卷
的
。
而
長
輩

，

、

。

逝
世
後

後
人
也
有
自
覺
為
其
收
集
遺
文

編
定
家
集
的
責
任

權
德
輿
「
唐
故
銀
青
光
祿
大
夫
守
中
書
侍
郎
同
平
章
事
贈
太
傅

常
山
文
貞
公
崔
公
集
序
」
云

：

[
]14

公
薨
二
十
九
歲
，
天
子
命
公
嗣
子
植
為
右
拾
遺
。
植
乃
捧
公

遺
文
三
十
編
，
見
咨
論
敘

（
中
略
）
昔
公
能
修
先
孝
公
之

。

志
，
類
其
文
章
，
趙
郡
李
公
遐
叔
實
為
之
序
，
今
植
亦
能
修

公
之
志
，
而
德
輿
無
似
，
懼
辱
命
焉
。

李
白
曾
贊
崔
氏
家
族
為
「
代
業
文
宗

，
崔
暟
、
崔
沔
至
崔
成

」

甫
、

甫
三
代
人
均
有
文
名

。
此
序
可
見
崔
氏
修
家
集
之
傳

祐

[
]15

統
。
崔

甫
為
父
親
崔
沔
整
理
文
集
，
而
其
子
崔
植
又
為

甫

祐

祐

編
纂
遺
文
。
根
據
李
邕
所
撰
「
有
唐
通
議
大
夫
守
太
子
賓
客
贈

尚
書
左
僕
射
崔
孝
公
墓
誌

，
崔
沔
長
子
為
崔
成
甫
，
崔

甫

」

祐

不
為
長
子
但
為
嗣
子
。
可
知
家
集
的
編
纂
首
先
應
當
是
家
族
繼

。

，

「

」

承
人
即
嗣
子
的
責
任

又

崔

甫

齊
昭
公
崔
府
君
集
序

[
]

祐

16

云

：

[
]17公

薨
五
十
載
，
嗣
孫
起
居
舍
人
儒
，
以
文
事
主
便
蕃
禁
闥
，

追
懷
前
烈
，
思
有
以
發
揚
垂
裕
，
奉
昭
公
之
文
集
以
請
焉
。

（
中
略
）

甫
先
君
左
僕
射
與
昭
公
道
藝
敦
睦
，
故
贈
答
詩

祐

云
：
棣
華
襲
韡
萼
，
桂
樹
連
芳
根
，
又
接
閈
共
懷
鉛
，
齊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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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
賁
玉
。

甫
之
生
也
後
，
不
及
昭
公
之
當
代
，
儒
曰
：
叔

祐

父
當
代
敘
。
故
敘
焉
。

崔

甫
叔
父
崔
日
用
的
文
集
傳
承
至
嗣
孫
崔
儒
，
而

甫
為
之

祐

祐

序
引
。
此
再
證
嗣
子
、
嗣
孫
對
家
集
整
理
繼
承
的
優
先
權
與
責

任
擔
當
。
其
外
，
據
崔

甫
所
敘
，
似
乎
崔
日
用
家
集
系
統
又

祐

與
己
不
同
，
可
知
同
為
崔
氏
家
族
，
但
家
集
會
隨
着
家
族
分
支

而
進
入
不
同
的
文
集
積
累
系
統
。

如
果
直
系
後
代
中
未
有
得
力
者
或
族
中
另
有
名
位
突
出
之

人
，
那
麼
有
名
位
者
多
會
承
擔
編
集
之
責
。
如
權
德
輿
「
唐
故

[
]

通
議
大
夫
梓
州
諸
軍
事
梓
州
刺
史
上
柱
國
權
公
文
集
序
」
云
18

：
公
諱
若
訥
，
字
某
，
天
水
略
陽
人

（
中
略
）
弱
冠
與
伯
氏

。

，

，

，

，

無
待

叔
氏
同
光
同
遊
太
學

連
登
上
第

由
是
士
林
風
動

一
時
嚮
慕
，
言
文
章
者
，
實
歸
公
門

（
中
略
）
公
歿
後
二

。

，

，

，

十
餘
年

德
輿
先
人
筮
仕
河
朔

始
類
公
之
文
章
為
三
十
卷

成
都
府
君
、
長
安
府
君
各
二
十
卷
。
未
遑
序
引
，
遇
幽
陵
兵

亂
，
故
其
篇
皆
亡
。
德
輿
既
齓
而
孤
，
莫
知
世
德
，
逮
志
學

之
歲
，
距
公
之
下
世
，
年
逾
四
紀
。
諮
謀
於
諸
父
兄
，
故
德

善
行
義
，
不
得
其
詳
。
至
大
曆
末
，
方
獲
其
文
百
餘
篇
，
其

學
富
，
其
才
雄
。
有
賈
生
之
正
，
相
如
之
麗

（
中
略
）
合

。

而
類
之
，
列
為
十
卷
。
蓋
於
公
述
作
，
三
之
一
也
。
幸
而
異

日
盡
獲
公
之
遺
文
，
則
當
求
主
文
者
為
之
序
錄
。
今
姑
舉
其

官
命
事
業
，
書
於
篇
第
之
初
，
以
自
識
云
。

權
若
訥
、
權
無
待
、
權
同
光
當
為
兄
弟
，
權
德
輿
之
父
權
皐
曾

為
此
三
人
編
集
。
其
中
權
若
訥
文
集
為
三
十
卷

『
舊
唐
書
』

。

卷
一
四
八
載
權
皐
事

：

[
]19

（
權
德
輿
）
父
皐
，
字
士
繇
，
後
秦
尚
書
翼
之
後
。
少
以
進

士
補
貝
州
臨
清
尉
。
安
祿
山
以
幽
州
長
史
充
河
北
按
察
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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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假
其
才
名

表
為
薊
縣
尉

署
從
事

皐
陰
察
祿
山
有
異
志

畏
其
猜
虐
，
不
可
以
潔
退
，
欲
潛
去
，
又
慮
禍
及
老
母
。
天

寶
十
四
年
，
祿
山
使
皐
獻
戎
俘
，
自
京
師
迴
，
過
福
昌
。
福

昌
尉
仲
謨
，
皐
從
父
妹
婿
也
，
密
以
計
約
之
。
比
至
河
陽
，

詐
以
疾
亟
召
謨
，
謨
至
，
皐
示
已
喑
，
瞪
謨
而
瞑
。
謨
乃
勉

哀
而
哭
，
手
自
含
襲
，
既
逸
皐
而
葬
其
棺
，
人
無
知
者
。
從

吏
以
詔
書
還
，
皐
母
初
不
知
，
聞
皐
之
死
，
慟
哭
傷
行
路
。

祿
山
不
疑
其
詐
死
，
許
其
母
歸
。
皐
時
微
服
匿
跡
，
候
母
於

淇
門
；
既
得
侍
其
母
，
乃
奉
母
晝
夜
南
去
，
及
渡
江
，
祿
山

已
反
矣
。
由
是
名
聞
天
下
。

序
文
云
權
皐
「
筮
仕
河
朔

，
對
照
傳
記
可
知
應
是
其
進
士
及

」

第
不
久
，
初
入
安
祿
山
幕
府
之
時
。
為
何
待
權
皐
考
中
科
舉
、

步
入
宦
途
才
開
始
為
已
逝
的
族
人
編
集
？
此
時
距
權
若
訥
歿
後

已
經
二
十
餘
年
，
說
明
編
集
所
據
應
是
家
中
保
存
尚
為
完
善
的

底
稿
或
簡
編
，
否
則
很
難
想
像
時
隔
若
許
仍
能
輯
錄
卷
帙
繁
多

的
文
集
三
十
卷
。
似
乎
當
權
皐
取
得
功
名
之
時
，
方
才
具
有
了

一
種
正
式
整
理
族
中
前
人
遺
文
的
資
格
，
或
者
說
成
為
了
族
中

最
有
資
格
擔
負
家
集
傳
承
責
任
的
一
員
。

權
皐
因
善
斷
情
勢

忠
於
唐
廷
而
為
名
士

死
後
諡
為

孝

、

，

「

貞

。
其
子
權
德
輿
仕
宦
更
為
顯
達

『
舊
唐
書
』
卷
一
四
八
載

」

，

：

[
]20

德
輿
生
四
歲
，
能
屬
詩
；
七
歲
居
父
喪
，
以
孝
聞
；
十
五
為

文
數
百
篇
，
編
為
童
蒙
集
十
卷
，
名
聲
日
大
。
韓
洄
黜
陟
河

南
，
辟
為
從
事
，
試
秘
書
省
校
書
郎
。
貞
元
初
，
覆
為
江
西

觀
察
使
李
兼
判
官
，
再
遷
監
察
禦
史
。
府
罷
，
杜

、
裴
胄

祐

皆
奏
請
，
二
表
同
日
至
京
。
德
宗
雅
聞
其
名
，
徵
為
太
常
博

士
，
轉
左
補
闕

（
中
略
）
德
輿
居
西
掖
八
年
，
其
間
獨
掌

。

者
數
歲
。
貞
元
十
七
年
冬
，
以
本
官
知
禮
部
貢
舉
。
來
年
，

真
拜
侍
郎
，
凡
三
歲
掌
貢
士
，
至
今
號
為
得
人
。
轉
戶
部
侍

郎

（
中
略
）
五
年
冬
，
宰
相
裴
垍
寢
疾
，
德
輿
拜
禮
部
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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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
平
章
事
，
與
李
藩
同
作
相

（
中
略
）
德
輿
自
貞
元
至

。

元
和
三
十
年
間
，
羽
儀
朝
行
，
性
直
亮
寬
恕
，
動
作
語
言
，

一
無
外
飾
，
蘊
藉
風
流
，
為
時
稱
嚮
。
於
述
作
特
盛
，
六
經

百
氏
，
游
泳
漸
漬
，
其
文
雅
正
而
弘
博
，
王
侯
將
相
洎
當
時

名
人
薨
歿
，
以
銘
紀
為
請
者
什
八
九
，
時
人
以
為
宗
匠
焉
。

尤
嗜
讀
書
，
無
寸
景
暫
倦
，
有
文
集
五
十
卷
，
行
於
代
。

權
德
輿
不
僅
曾
居
相
位
且
為
當
時
文
宗
，
可
見
權
皐
、
權
德
輿

一
支
當
是
權
氏
家
族
中
最
鼎
盛
者
。
據
序
文
所
言
，
權
若
訥
文

集
逢
兵
亂
散
亡
，
距
其
下
世
四
十
多
年
後
，
亦
即
大
曆
末
年
，

權
德
輿
才
獲
其
殘
篇
。
再
編
權
若
訥
文
集
十
卷
之
事
約
在
大
曆

稍
後
的
建
中
年
間
，
權
德
輿
尚
為
二
十
余
歲
的
青
年
，
推
其
當

時
或
剛
剛
受
辟
于
韓
洄
，
因
而
極
可
能
也
是
初
入
仕
時
開
始
整

理
先
輩
遺
集
的
。

以
入
仕
或
科
舉
及
第
為
契
機
整
理
家
集
者
，
還
有
他
例
。

如
黃
滔
所
作
『
潁
川
陳
先
生
集
序
』
云

：

[
]21

唐
設
進
士
科
垂
三
百
年
，
有
司
之
取
士
也
，
喻
之
明
鏡
，
喻

之
平
衡
，
未
嘗
不
以
至
公
為
之
主
。
而
得
喪
之
際
，
或
失
於

明
鏡
，
或
差
于
平
衡
。
何
哉
？
俾
其
負
不
羈
之
才
，
蘊
出
人

之
行
，
歿
身
末
路
，
抱
恨
泉
臺
者
多
矣
。
嗚
呼
，
豈
天
之
否

其
至
公
之
道
邪
，
抑
人
之
自
坎
其
命
邪
。
潁
川
陳
先
生
，
實

。
（

）

。

，

斯
人
之
謂
與

中
略

滔
即
先
生
之
內
姪
也

自
草
趨
隅

洎
隨
計
之
歲
，
先
生
下
世
後
二
十
年
，
而
忝
登
甲
第
。
東
歸

之
日
，
求
遺
稿
，
其
季
子
蘧
泣
曰
：
兵
火
也
。
少
得
其
文
三

，

，

，

。

十
一
首

賦
若
干
首

他
處
得
詩
若
干
首

敬
俟
增
而
後
述

天
復
元
年
（
辛
酉

，
滔
叨
閔
相
之
辟
，
旋
使
錢
塘
，
與
羅

）

郎
中
隱
遇
。
隱
曰
：
咸
通
初
，
與
先
生
定
交
於
蒲
津
秋
賦
之

，

，

。

，

場

賦
則
五
老
化
為
流
星

詩
則
漢
武
橫
汾

先
生
之
作
也

為
試
官
嚴
郎
中
下
都
之
吟
諷
。
秋
場
五
十
人
之
降
仰
，
今
遺

，

。

，

，

、

稿
可
叢

願
為
之
序

既
還

不
及
求
增

謹
以
所
得
之
文

賦
、
詩
、
箋
、
檄
，
分
為
五
卷
，
收
淚
搦
管
，
為
之
前
序
。



- 16 -

如
序
所
言
，
黃
滔
登
第
歸
省
之
時
，
向
姑
父
陳
黯
之
子
求

索
其
家
藏
遺
文
，
並
主
動
承
擔
起
搜
訪
輯
錄
之
責
。
其
間
兩
點

值
得
注
意
：
其
一
，
科
舉
及
第
之
後
黃
滔
才
有
此
舉
，
此
時
已

，

，

距
陳
黯
下
世
二
十
年

此
前
固
然
因
應
試
未
歸
無
法
承
擔
此
事

但
取
得
功
名
也
表
明
黃
滔
有
資
格
成
為
家
族
中
的
主
文
者
。
序

言
開
篇
即
從
進
士
科
說
起

顯
然
黃
滔
有
意
以
進
士
身
份
為

負

，

「

，

」

。

，

不
羈
之
才

蘊
出
人
之
行

卻
抱
憾
科
場
的
陳
黯
正
名

二
則

黃
滔
向
陳
黯
子
輩
求
取
遺
文
，
得
知
毀
於
兵
火
。
此
事
再
次
說

。

，

明
保
存
遺
稿
簡
編
是
唐
人
文
化
家
族
之
慣
例

陳
黯
科
場
失
意

其
後
代
亦
不
見
顯
達
，
這
可
能
是
身
為
內
姪
的
黃
滔
主
動
承
擔

此
事
的
原
因
。

此
外
，
倘
若
沒
有
胤
嗣
或
後
嗣
年
幼
不
足
以
託
付
，
那
麼

編
集
遺
文
之
責
也
會
落
在
手
足
親
戚
或
知
音
舊
友
肩
上
。
如
尉

恭
仁
撰
、
萧
子
真
书
『
唐
故
朝
議
郎
使
持
節
光
州
諸
軍
事
守
光

州
刺
史
賜
緋
魚
袋
李
公
墓
誌
銘
兼
序
』
載

：

[
]22

公
名
潘
，
字
藻
夫

（
中
略
）
家
於
常
山
，
太
守
鄭
公
灒
性

，

，

，

，

，

，

樂
善

喜
後
進

因
目
之
為
奇
童

薦
於
連
帥

特
表
奏
聞

策
中
有
司
別
勅
同
孝
廉
登
第
，
時
纔
年
八
歲
。
其
後
討
覽
經

，

，

，

，

。

籍

九
流
百
家
之
語

靡
不
該
通

著
詩
業
文

名
顯
當
代

（
中
略
）
既
王
公
謝
位
，
中
書
舍
人
崔
公
蠡
雅
重
器
能
，
惜

其
忠
厚
，
條

文
行
，
冬
薦
於
有
司
，
制
授
均
州
刺
史
。

䟽

，

，

，

，

議
者
以
公
蘊
蓄
志
業

屈
於
小
郡

用
展
名
實

有
稱
紀
綱

乃
徵
拜
侍
御
史
。
屬
憲
府
更
易
，
直
道
不
合
，
出
為
江
陵
少

尹
轉
光
州
刺
史

（
中
略
）
以
開
成
五
年
八
月
三
日
染
疾
於

。

位
，
歿
于
弋
陽
之
官
舍
，
享
年
五
十
。
嗚
呼
，
神
理
奚
殛
，

毒
我
門
緒
，
手
足
之
內
，
淪
缺
過
半
，
吾
之
奇
蹇
，
官
緒
晚

立
，
仲
兄
季
弟
，
皆
薄
宦
情
，

一
門
，
俟
爾
光
顯
。
何

㥪
㥪

圖
陰
騭
不
祜
，
積
善
招
殃
，
禍
及
天
倫
，
凋
落
相
次
，
滿
室

，

，

，

。

，

號
叫

不
知
所
依

痛
發
一
聲

鋒
刃
在
腹

況
初
聞
遘
厲

，

，

，

，

奔
馳
在
途

竟
不
得
訣
平
生

終
不
及
執
湯
藥

支
離
兩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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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
變
終
天
，
餘
魂
驚
飛
，
何
所
顧
籍
，
其
為
忍
死
而
哭
者
，

亦
有
言
哉
。
實
以
爾
單
獨
重
丁
，
終
無
胤
嗣
，
主
辨
喪
祭
，

，

，

，

，

誠
欲
自
親

而
又
嘗
所
著
述

零
落
未
集

必
將
託
諸
親
舊

編
序
而
成
，
不
負
吾
心
，
永
慰
幽
昧
。

李
潘
負
有
文
名
，
曾
有
著
述
而
未
及
編
纂
便
暴
病
身
亡
。
墓
誌

提
及
李
潘
無
胤
嗣
，
尉
恭
仁
恐
其
遺
文
零
落
而
主
動
承
擔
起
了

編
序
的
責
任
。
尉
恭
仁
自
言
「
不
負
吾
心
，
永
慰
幽
昧

，
可

」

见
，
為
無
嗣
親
友
編
序
遺
文
亦
是
道
義
之
事
。

又
如
柳
宗
元
臨
終
前
寫
信
委
託
摯
友
劉
禹
錫
為
之
編
纂
文

集
。
劉
禹
錫
『
唐
故
尚
書
禮
部
員
外
郎
柳
君
文
集
序
』
云

：

[
]23

五
歲
不
得
召
，
病
且
革
，
留
書
抵
其
友
中
山
劉
禹
錫
曰
：
我

不
幸
卒
以
謫
死
，
以
遺
草
累
故
人
。
禹
錫
執
書
以
泣
，
遂
編

次
為
三
十
二
通
行
於
世
。

有
唐
一
代
文
學
興
盛
，
固
然
不
可
忽
視
漢
魏
六
朝
文
學
發

展
所
作
的
鋪
墊
以
及
唐
時
政
治
、
經
濟
、
社
會
方
方
面
面
的
綜

合
影
響
，
然
而
僅
從
家
集
編
纂
傳
統
一
點
來
看

，
唐
人
以
家

[
]24

庭
為
單
位
的
文
化
個
體
對
整
個
朝
代
所
作
的
集
腋
成
裘
式
的
文

化
貢
獻
亦
不
可
小
覷
。
遺
文
的
編
集
為
士
人
提
供
了
精
神
綿
延

的
載
體
，
也
是
家
族
文
化
傳
承
之
重
要
部
分
，
故
而
家
集
往
往

被
視
為
正
集
來
源
之
正
宗
。

當
家
集
指
代
個
人
文
集
時
，
其
含
義
可
能
比
正
集
更
廣
。

家
集
是
在
家
族
中
保
存
的
個
人
全
集
。
這
種
文
集
通
常
以
求
全

為
主
，
傳
存
於
家
族
中
，
卻
未
必
全
部
流
傳
於
世
。
而
正
集
則

多
行
於
世
，
其
內
容
雖
亦
力
求
全
面
，
但
一
般
要
經
作
者
或
作

者
認
可
的
編
者
嚴
格
編
輯
選
擇
。
除
此
之
外
，
二
者
在
編
纂
方

式
上
大
體
一
致
，
故
而
有
時
直
接
以
家
集
代
稱
正
集
。
如
顧
陶

『
唐
詩
類
選
後
序
』
云
：

若
元
相
國
稹
、
白
尚
書
居
易
，
擅

「

名
一
時
，
天
下
稱
為
元
白
，
學
者
翕
然
，
號
元
和
詩
。
其
家
集

浩
大
，
不
可
雕
摘
，
今
共
無
所
取
，
蓋
微
志
存
焉

」

其
中

。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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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集
」
指
的
應
是
元
白
正
集
。
此
序
又
云

：

[
]26

、

、

、

、

如
相
國
令
狐
楚

李
涼
公
逢
吉

李
淮
海
紳

劉
賓
客
禹
錫

楊
茂
卿
、
盧
仝
、
沈
亞
之
、
劉
猛
、
李
涉
、
李
璆
、
陸
暢
、

章
孝
標
、
陳
罕
等
十
數
公
，
詩
猶
在
世
，
及
稍
淪
謝
，
即
文

集
未
行
，
縱
有
一
篇
一
詠
得
於
人
者
，
亦
未
稱
所
錄
。
僻
遠

孤
儒
，
有
志
難
就
，
粗
隨
所
見
，
不
可
殫
論
。
終
愧
力
不
及

心
，
庶
非
耳
目
之
過
也
。
近
則
杜
舍
人
牧
、
許
鄂
州
渾
，
洎

張
祜
、
趙
嘏
、
顧
非
熊
數
公
，
並
有
詩
句
，
播
在
人
口
。
身

沒
纔
二
三
年
，
亦
正
集
未
得
絕
筆
之
文
，
若
有
所
得
，
別
為

卷
軸
，
附
於
二
十
卷
之
外
，
冀
無
見
恨
。
若
須
待
見
全
本
，

則
撰
集
必
無
成
功
，
若
但
泛
取
傳
聞
，
則
篇
章
不
得
其
美
。

已
上
並
無
采
摭
。
蓋
前
序
所
謂
終
恨
見
之
不
遍
者
矣
。
唯
歙

州
敬
方
才
力
周
備
，
興
比
之
間
，
獨
與
前
輩
相
近
。
亡
歿
雖

近
，
家
集
已
成
三
百
首
，
中
間
錄
律
韻
八
篇
而
已
。

這
條
材
料
多
被
引
證
唐
人
正
集
流
傳
速
度
不
一
的
情
形
。

，

「

，

，

」
，

誠
然

有
的
士
人

詩
猶
在
世

及
稍
淪
謝

即
文
集
未
行

有
的
士
人
「
身
沒
纔
二
三
年
，
亦
正
集
未
得
絕
筆
之
文

，
有

」

的
士
人
如
敬
方
「
亡
歿
雖
近
，
家
集
已
成
三
百
首

。
然
而
影

」

響
其
流
行
的
原
因
多
樣
，
首
先
家
集
編
纂
時
間
即
各
有
不
同
，

如
權
德
輿
編
權
若
訥
文
集
之
例
，
受
戰
亂
影
響
，
自
權
若
訥
身

歿
而
後
四
十
餘
年
方
編
集
完
成
，
至
少
說
明
家
集
編
纂
取
決
於

先
輩
遺
文
的
保
存
程
度
、
族
人
為
之
整
理
作
品
的
操
作
難
度
以

及
具
體
行
動
如
何
。
毋
庸
置
疑
，
這
在
客
觀
上
影
響
了
正
集
文

本
面
貌
的
定
型
以
及
文
本
流
行
於
世
的
時
間
。
其
次
，
其
流
行

速
度
與
完
整
性
自
然
也
受
社
會
條
件
、
物
質
現
實
的
制
約
，
紙

抄
不
及
印
刷
複
製
的
準
確
、
快
捷
與
高
產
量
，
失
傳
或
殘
缺
的

現
象
更
為
普
遍
。

三

，

。

，

唐
人
除
正
集
之
外

還
有
編
纂
單
行
集
的
慣
例

自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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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白
居
易
，
在
七
十
卷
大
集
之
外
，
另
編
有
『
洛
中
集

『
劉

』
、

白
唱
和
集
』
等
。
他
编
者
，
如
樊
晃
，
采
杜
甫
遺
文
二
百
九
十

篇
，
厘
為
六
卷
，
名
為
『
杜
工
部
小
集

。
由
樊
晃
序
可
知
，

』
，

，

所
謂
小
集
應
是
與
六
十
卷
文
集
對
舉
而
言

一
則
表
明
形
制
小

二
則
有
選
集
之
意
。
故
「
小
集
」
可
泛
指
唐
人
或
以
體
式
、
或

以
內
容
選
編
的
小
型
文
集
。

現
代
學
術
中
，
宇
文
所
安
從
流
傳
角
度
又
一
次
提
出
小
集

概
念

「
唐
代
的
手
抄
本
遺
產
：
以
文
學
為
例
」
一
文
將
各
類

。

形
制
或
大
或
小
、
形
成
時
間
有
異
、
收
錄
詩
文
不
一
（
但
非
作

者
全
部
作
品
）
的
寫
卷
，
統
稱
為
小
集
。
小
集
可
能
是
舉
子
用

於
干
謁
的
卷
子
，
可
能
是
以
某
一
時
間
為
截
點
整
理
出
的
作
品

集
，
也
可
能
是
以
專
門
體
裁
歸
類
的
單
行
本
，
甚
至
可
能
是
他

人
選
錄
而
成
的
抄
卷
等
等

。
宇
文
氏
認
為
在
紙
抄
時
代
的
傳

[
]27

播
條
件
之
下
，
小
集
更
易
成
為
作
品
流
傳
的
主
要
載
體
。
此
論

述
頗
有
啟
發
，
但
小
集
與
卷
子
的
差
異
還
當
進
一
步
區
分
，
以

便
分
析
唐
人
的
編
纂
觀
念
。

集
與
卷
有
着
顯
著
的
差
異
：
集
是
在
明
確
的
編
纂
意
識
之

下
形
成
的
。
成
書
意
圖
體
現
在
編
纂
體
例
上
，
即
無
論
正
集
、

小
集
皆
有
序
引
。
正
集
的
體
例
更
加
完
備
，
序
與
目
多
別
立
一

卷
，
不
計
入
正
集
卷
數
。
如
日
本
所
存
『
白
氏
文
集
』
金
澤
本

即
將
目
錄
與
元
稹
序
別
錄
一
卷
，
附
於
大
集
卷
末
。

「
卷
子
」
則
是
非
正
式
編
集
的
抄
卷
，
抄
錄
較
為
隨
意
，

可
以
是
作
者
選
文
錄
之
，
用
以
干
謁
、
贈
送
之
類
，
也
可
以
是

抄
寫
者
依
自
己
的
偏
好
摘
錄
、
彙
集
而
成
。
唐
時
抄
物
形
式
多

樣
，
常
見
如
卷
子
本
、
葉
子
本
等
，
敦
煌
文
獻
即
保
留
了
豐
富

的
樣
式
，
其
中
卷
子
最
為
典
型
，
故
以
其
代
稱
之
。
即
使
是
正

式
編
纂
的
文
集
，
其
裝
幀
樣
式
也
並
非
固
定
不
變
。
如
唐
時
日

本
和
尚
圓
仁
攜
入
日
本
的
唐
集
存
于
前
唐
院
，
其
中
不
少
文
集

的
形
制
為
葉
子
裝

圓
仁

入
唐
新
求
聖
教
目
錄

著
錄
有

杭

。

『

』

「

越
寄
和
詩
並
序
一
帖

，
而
『
日
本
國
見
在
書
目
錄
』
中
著
錄

」

「
杭
越
寄
詩
二

，
小
松
茂
美
即
認
為
這
可
能
是
冊
頁
與
卷
軸

」

裝
幀
不
同
的
緣
故

。
已
編
定
的
文
集
尚
有
形
制
變
化
，
出
於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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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際
或
學
習
等
需
要
而
形
成
的
各
類
轉
抄
雜
錄
，
其
形
式
之
多

樣
可
想
而
知
。

在
流
傳
方
面
，
卷
子
亦
與
文
集
不
同
，
靈
活
性
、
偶
然
性

是
其
重
要
特
點
。
如
白
居
易
作
品
在
其
生
前
已
傳
入
日
本
，
除

文
集
之
外
，
還
有
卷
子
。
日
本
史
書
『
文
德
實
錄
』
卷
第
三
文

德
天
皇
仁
壽
元
年
九
月
條
載

：

[
]29

散
位
從
四
位
下
藤
原
朝
臣
岳
守
卒
。
岳
守
者
，
從
四
位
下
三

成
之
長
子
也
。
天
性
寬
和
，
士
無
賢
不
肖
，
傾
心
引
接
。
少

，

，

。

，

。

遊
大
學

涉
獵
史
傳

頗
習
草
隸

天
長
元
年

侍
於
東
宮

應
對
左
右
，
舉
止
閑
雅
。
太
子
甚
器
重
之
。
三
年
，
拜
內
舍

人
。
七
年
，
喪
父
。
孝
思
過
禮
，
幾
於
毀
滅
。
太
子
踐
祚
，

拜
右
近
衛
將
監
，
俄
遷
為
內
藏
助
。
承
和
元
年
，
授
從
五
位

下
。
三
年
，
兼
為
讃
岐
介
，
遷
為
左
馬
頭
，
讃
岐
介
如
故
。

五
年
，
為
左
少
辨
。
辭
以
停
職
，
不
能
聽
受
，
出
為
大
宰
少

貳
。
因
撿
挍
大
唐
人
貨
物
，
適
得
元
白
詩
筆
奏
上
。
帝
甚
耽

悅
，
授
從
五
位
上
。
十
二
年
，
授
正
五
位
下
。
十
三
年
，
授

，

，

。

，

從
四
位
下

特
拜
右
近
衛
中
將

兼
為
美
作
守

嘉
祥
元
年

出
為
近
江
守
。
人
民
老
少
，
俱
皆
仰
慕
。
歸
罷
之
後
，
無
復

榮
望
。
論
者
高
之
。
卒
時
年
四
十
四
。

陳
翀
「
王
朝
公
權
的
威
嚴
象
徵
：
略
談
日
本
漢
籍
的
一
個

重
要
特
性
」
以
此
例
論
證
書
籍
不
為
唐
代
中
日
貿
易
清
單
中
的

商
品
，
此
「
元
白
詩
筆
」
因
是
被
偶
然
發
現
的
私
人
物
品
，
藤

原
岳
守
才
有
奉
進
天
皇
以
邀
賞
之
可
能
。
日
本
所
得
漢
籍
，
多

，

、

是
中
國
的
贈
送
之
物

或
是
通
过
長
年
在
中
國
的
日
本
留
學
生

留
學
僧
收
集
轉
抄
而
來

。
不
少
典
籍
、
文
集
的
傳
入
是
依
目

[
]30

，

。「

」

，

索
書

頗
具
計
劃
性

元
白
詩
筆

的
傳
播
情
況
與
之
有
別

其
名
亦
或
是
依
內
容
而
得
，
未
必
是
原
卷
所
題
。
之
後
這
本
詩

筆
抄
的
流
傳
再
難
覓
蹤
跡
。
此
類
卷
子
抄
錄
內
容
未
經
編
纂
，

不
具
有
文
本
的
權
威
性
，
恐
因
此
而
較
少
作
為
可
信
文
獻
見
於

著
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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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着
時
代
的
變
遷
，
唐
卷
漸
為
罕
見
珍
貴
之
品
。
现
今
各

類
唐
寫
卷
均
可
列
入
研
究
視
野
，
有
的
抄
卷
亦
可
能
保
留
唐
集

的
殘
集
面
貌
，
故
時
以
集
稱
。
如
敦
煌
文
獻

存
高
適
詩

P
.
3
8
6
2

四
十
九
首
，
學
界
稱
其
為
『
高
適
詩
集

，
此
為
研
究
之
便
。

』

然
细
究
其
所
據
底
本
，
是
源
於
一
部
有
目
序
的
正
式
別
集
，
還

是
源
於
唐
人
選
唐
詩
之
類
的
總
集
，
亦
或
是
抄
手
適
意
摘
錄
，

此
尚
難
遽
斷
。
正
是
由
於
唐
代
各
類
文
集
、
抄
物
留
存
面
貌
的

複
雜
斑
駁
，
我
們
還
需
對
正
集
、
小
集
、
卷
子
的
不
同
編
纂
特

點
、
流
傳
方
式
有
所
考
察
，
盡
可
能
貼
近
唐
人
觀
念
，
以
此
作

為
唐
代
書
籍
史
研
究
的
出
發
點
。

注

[

１]

周
紹
良
主
編
『
唐
代
墓
誌
彙
編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二

』

年
，
第
一
一
六
八
～
一
一
六
九
頁
。

[

２]
[

唐]

杜
甫
著
，
清
仇
兆
鼇
注
：

杜
詩
詳
注

，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七

『

』

九
年
，
第
二
二
三
七
頁
。

[

３]

杜
甫
文
集
六
十
卷
本
的
流
傳
撲
朔
迷
离
，
唐
時
可
能
已
經
失
傳
。

參
見
陳
尚
君
「
杜
诗
早
期
流
傳
考

『
唐
代
文
學
叢
考

，
中
國

」
，

』

社
會
科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七
年
。

[

４]
[

宋]

陳
振
孫
『
直
齋
書
錄
解
題

，
中
文
出
版
社
一
九
七
八
年
，

』

第
六
六
九
頁
。

[

５]
[

清]

董
誥
『
全
唐
文

，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八
三
年
，
第
八
四
八
八

』

頁
。

[

６]
[

唐]

白
居
易
著
，
朱
金
城
箋
校
『
白
居
易
集
箋
校

，
上
海
古
籍

』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八
年
，
第
二
〇
七
二
頁
。

[

７]
[

唐]

王
績
著
，
韓
理
洲
校
點
『
王
無
功
文
集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

社
一
九
八
七
年
，
第
一
一
八
頁
。

[

８]

『
王
無
功
文
集

，
第
一
頁
。

』

[

９]

童
岳
敏

唐
代
文
學
家
族
的
地
域
性
及
其
家
族
文
化
探
究

人

『

』
，
『

文
雜
誌

，
二
〇
〇
九
年
三
月
。

』

[
]
[

清]

彭
定
求
編
『
全
唐
詩

，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六
〇
年
，
第
四

』

10

一
五
三
頁
。

[
]
[

唐]

杜
牧
著
，
陳
允
吉
校
點
『
樊
川
文
集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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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〇
〇
九
年
，
第
九
頁
。

[
]
[

唐]

孟
郊
撰
，
華
忱
之
校
訂
『
孟
東
野
詩
集

，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

12

社
，
一
九
五
九
年
，
第
四
九
頁
。

[
]

『
白
居
易
集
箋
校

，
第
三
七
一
一
頁
。

』

13

[
]
[

唐]

權
德
輿
撰
，
郭
廣
偉
校
點
『
權
德
輿
詩
文
集

，
上
海
古
籍

』

14

出
版
社
，
第
五
〇
三
一
～
五
〇
三
二
頁
。

[
]
[

唐]

李
白
著
，
郁
賢
皓
校
注
『
李
太
白
全
集
校
注

，
鳳
凰
出
版

』

15

社
二
〇
一
五
年
，
第
三
八
一
二
頁
。

C
H
R
I
S
T
O
P
H
E
R

M
.
B
.
N
U
G
E
N

M
a
n
i
f
e
s
t

i
n

w
o

[
]
[

美]

倪
健
（

T
）<

16

r
d
s
,

W
r
i
t
t
e
n

o
n

p
a
p
e
r
-
-
-
P
r
o
d
u
c
i
n
g

a
n
d

C
i
r
c
u
l
a
t
i
n
g

P
o
e
t
r
y

i
n

T
a
n
g

D
y
n
a
s
t
y

C
h
i
n
a

t
h
e

H
a
r
v
a
r
d

U
n
i
v
e
r
s

>

，

，
二
〇
一
〇
年
，
第
二
六
七
～
二
六
九
頁
。

i
t
y

A
s
i
a

C
e
n
t
e
r

提
出
文
集
可
充
當
家
族
中
聯
繫
的
紐
帶
，
也
作
為
文
化
遺
產
留

給
指
定
繼
承
人
。
筆
者
以
為
這
一
指
定
繼
承
人
與
家
族
爵
位
、

財
產
繼
承
人
一
致
。

[
]

『
全
唐
文

，
第
四
一
九
一
頁
。

』

17

[
]
[

唐]

『
權
德
輿
詩
文
集

，
第
五
〇
三
一
～
五
〇
三
二
頁
。

』

18

[
]
[

五
代]

劉
昫
等
撰
『
舊
唐
書

，
中
華
書
局
一
九
六
五
年
，
第
四

』

19

〇
〇
一
頁
。

[
]

『
舊
唐
書

，
第
四
〇
〇
二
～
四
〇
〇
五
頁
。

』

20

[
]

『
全
唐
文

，
第
八
六
八
四
～
八
六
八
五
頁
。

』

21

[
]

『
唐
代
墓
誌
彙
編

，
第
二
二
〇
五
～
二
二
〇
六
頁
。

』

22

[
]

『
全
唐
文

，
第
六
一
一
一
頁
。

』

23

[
]

唐
人
家
族
文
學
的
相
關
研
究
中
已
有
對
家
集
編
撰
的
考
述
。
如

24

梁
爾
濤
博
士
論
文
『
唐
代
家
族
與
文
學
研
究

，
蘇
州
大
學
，
羅

』

時
進
教
授
指
導
，
二
〇
一
一
年
。
其
文
對
家
集
的
形
式
、
內
容
、

編
者
身
份
、
編
撰
方
式
、
編
撰
目
的
與
功
能
等
有
所
說
明
。

[
]

『
全
唐
文

，
第
七
九
六
〇
頁
。

』

25

[
]

『
全
唐
文

，
第
七
九
六
〇
頁
。

』

26

[
]
[

美]

宇
文
所
安
撰
，
卞
東
波
、
許
曉
穎
譯
「
唐
代
的
手
抄
本
遺

27

產
：
以
文
學
為
例

『
古
典
文
獻
研
究

，
二
〇
一
二
年
七
月
。

」
，

』

其
文
立
足
於
紙
抄
與
印
本
的
傳
播
條
件
差
異
，
關
注
紙
抄
文
集

在
傳
播
中
的
不
穩
定
性
，
提
出
小
集
傳
播
佔
優
勢
的
觀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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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日]

小
松
茂
美
『
平
安
朝
伝
来
の
白
氏
文
集
と
三
蹟
の
研
究

，
』

28

旺
文
社
一
九
九
七
年
，
第
二
冊
，
第
一
六
〇
～-

一
六
一
頁
。

[
]
[

日]

佐
伯
有
義
『
六
國
史

，
大
朝
日
新
聞
社
一
九
三
〇
年
，
卷

』

29

七
（

文
德
實
錄

，
第
四
九
～
五
〇
頁
。

『

』
）

[
]

陳
翀
「
王
朝
公
權
的
威
嚴
象
徵
：
略
談
日
本
漢
籍
的
一
個
重
要
特

30

性

『
中
國
學
術
前
沿

，
二
〇
一
一
年
一
月
。
卷
子
與
小
集
存

」
，

』

在
根
本
的
編
纂
差
異
，
此
概
念
辨
析
多
蒙
陳
翀
先
生
指
教
，
謹
此

致
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