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个
共
识
的
达
成
：
基
于
历
史
的
『
言
志
』
与

『
缘
情
』
之
辩
审
视

『
诗
言
志
』
与
『
诗
缘
情
』
是
中
国
古
代
诗
歌
理
论
中

两
个
重
要
的
命
题
，
学
界
历
来
争
论
久
矣
。
这
场
争
论
诞
生

的
根
源
，
在
于
二
者
皆
关
注
于
主
观
情
感
的
表
达
；
而
争
论

之
所
以
绵
长
，
又
在
于
二
者
看
似
意
义
相
近
，
实
则
存
在
巨

大
分
歧—

已
有
研
究
或
直
言
『
诗
言
志
』
实
为
儒
家
治
理

天
下
、
教
化
民
众
的
政
治
工
具
，
朱
自
清
先
生
于
几
十
余
年
前

即
述
『
「
诗
言
志
」
是
开
山
的
纲
领
，
接
着
是
汉
代
提
出
的

「
诗
教
」
』
，
『
「
诗
教
」
是
就
读
诗
而
论
，
作
用
显
然
也
在

政
教
』
[1]

，
而
对
于
多
数
执
此
论
者
之
观
，
援
引
吴
小
如
先

生
的
一
段
读
书
总
结
，
意
即
『
「
言
志
」
即
「
载
道
」
』
，

『
「
志
」
的
范
围
只
是
合
于
「
道
」
（
与
政
教
有
关
）
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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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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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
诗
言
志
』
与
『
诗
缘
情
』
是
中
国
古
代
诗
歌
理
论
的
两
个
重
要
命
题
，
因
其
皆

对
主
观
情
感
的
表
达
投
以
关
注
而
实
存
巨
大
分
歧
，
学
界
争
论
久
矣
。
本
文
从
『
言
志
』
与
『
缘

情
』
的
争
辩
与
基
于
历
史
的
审
视
共
识
出
发
，
提
出
对
『
书
为
心
画
』
的
看
待
亦
应
还
原
至
其
所

处
时
代
背
景
，
分
析
该
论
意
涵
的
最
初
界
定
与
事
随
时
迁
中
的
转
变
、
丰
富
甚
至
『
模
糊
化
』
，

进
而
借
『
言
志
』
与
『
缘
情
』
之
辩
在
发
展
过
程
中
的
融
合
对
『
书
为
心
画
』
理
论
的
具
体
生
发

机
制
进
行
追
问
与
探
讨
。

【
关
键
词
】
诗
言
志 

 

诗
缘
情 

 

书
为
心
画 

 
历
史 

 

生
发
机
制而

与
「
缘
情
」
则
不
能
混
为
一
谈
』
[2]

；
或
将
『
诗
缘
情
』
视

作
『
创
作
理
论
的
总
结
』
，
认
为
此
『
诗
』
与
彼
『
诗
』
在
内

涵
上
并
不
完
全
相
同
[3]

；
或
认
为
二
者
后
期
存
在
转
化
，
『
虽

然
汉
代
诗
学
以
诗
歌
作
为
政
治
教
化
的
工
具
，
却
不
自
觉
地
拈

出
所
谓
「
止
乎
礼
义
」
的
「
情
」
，
无
意
中
为
「
诗
言
志
」
向

「
诗
缘
情
」
的
转
化
架
起
了
一
座
桥
梁
』
[4]

，
更
点
明
二
者

『
不
是
对
立
的
，
而
是
能
够
而
且
需
要
统
一
在
诗
歌
艺
术
中
的

美
学
思
想
』
[5]

。

纵
览
其
间
珠
玑
之
论
，
各
路
观
点
虽
不
能
一
也
，
但
研
究

者
们
却
亦
于
各
执
一
端
间
、
在
有
关
二
者
内
涵
界
定
的
重
要
层

面
达
成
共
识
：
『
言
志
』
与
『
缘
情
』
之
辩
，
盖
因
其
所
提
出

的
时
间
与
社
会
背
景
不
同
，
因
而
意
涵
大
相
径
庭
。
这
一
共
识

实
则
提
醒
我
们
，
进
行
基
于
历
史
的
人
类
思
想
研
究
时
必
须
对

其
所
处
时
代
、
社
会
条
件
、
文
化
背
景
等
诸
多
因
素
进
行
综
合

考
量
，
恰
如
力
倡
『
物
质
文
明
和
精
神
文
明
的
性
质
面
貌
都
取

决
于
种
族
、
环
境
、
时
代
因
素
』
的
法
国
史
学
家
兼
文
学
评
论

家
丹
纳
在
其
著
作
《
艺
术
哲
学
》
中
所
提
出
的
，
『
我
们
研
究

自
然
界
的
气
候
，
以
便
了
解
某
种
植
物
的
出
现
，
同
样
我
们
应

该
研
究
精
神
上
的
气
候
，
以
便
了
解
某
种
艺
术
的
出
现
。
精
神

文
明
的
产
物
和
动
植
物
界
的
产
物
一
样
，
只
能
用
各
自
的
环
境

来
解
释
。
』
[6]

回
观
当
下
学
界
关
注
甚
隆
的
『
书
为
心
画
』
之
论
，
大

略
地
讲
，
其
所
追
问
的
要
义
趋
同
于
『
诗
言
志
』
『
诗
缘
情
』

关
乎
人
的
心
理
活
动
的
研
究
，
故
由
此
观
出
发
延
伸
至
人
之
情

感
、
情
操
、
性
灵
、
德
行
乃
至
精
神
的
探
究
不
可
胜
数
；
然
若

细
究
其
理
，
则
会
发
现
某
种
『
模
糊
化
』
，
近
于
『
言
志
』
与

『
缘
情
』
的
精
细
爬
梳
与
追
根
究
底
少
之
又
少
。
恰
如
上
述
论

辩
共
识
的
达
成
，
今
天
我
们
重
新
审
视
『
心
画
』
论
，
将
之
还

原
至
其
所
生
存
的
历
史
大
背
景
，
关
注
于
其
间
『
精
神
上
的
气

候
』
，
或
许
是
对
这
一
熟
悉
问
题
进
行
『
陌
生
化
』
探
讨
的
可

行
之
径
。

『
书
为
心
画
』
意
涵
的
最
初
界
定

在
中
国
现
代
散
文
家
、
诗
人
、
学
者
朱
自
清
先
生
的
考
证

中
，
『
诗
』
『
乐
』
最
早
是
不
分
家
的
，
其
后
『
由
于
诗
、
乐

的
分
开
而
产
生
了
以
「
义
」
说
「
诗
」
，
然
后
「
教
诗
明
志
」

而
有
了
「
诗
教
」
，
而
有
了
孟
子
的
「
知
人
论
世
」
』
，
作
为

以
礼
乐
教
化
治
理
天
下
的
汉
代
儒
家
经
世
之
道
，
『
诗
言
志
』

论
所
言
之
『
志
』
，
皆
是
合
乎
政
教
之
道
的
，
故
《
毛
诗
大

序
》
云
『
在
心
为
志
，
发
言
为
诗
』
，
同
时
亦
对
这
种
抒
发
心

志
做
出
明
确
的
范
围
划
定
：
『
发
乎
情
，
止
乎
礼
』
，
辞
约
言

丰
间
已
然
说
明
汉
代
时
期
所
探
讨
的
『
主
观
情
感
的
表
达
』
，

有
着
浓
重
的
政
治
工
具
色
彩
，
其
美
学
意
义
建
立
于
以
儒
家
思

想
理
念
为
底
色
的
礼
乐
教
化
基
础
之
上
。

反
观
『
书
为
心
画
』
之
论
，
此
四
字
学
界
早
已
熟
稔
，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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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以
『
言
为
心
声
』
连
缀
而
用
。
然
而
，
在
西
汉
扬
雄
的
《
法

言
·
问
神
》
的
论
述
里
，
『
言
，
心
声
也
；
书
，
心
画
也
』
之

后
的
半
句
却
落
在
了
关
乎
德
行
品
鉴
的
层
面
，
曰
『
声
画
形
，

君
子
小
人
见
矣
。
声
画
者
，
君
子
小
人
之
所
动
情
乎
？
』
[7]

其

后
，
以
人
品
修
炼
品
鉴
笔
墨
法
度
、
以
笔
下
书
迹
观
照
人
格
修

为
的
理
念
一
直
为
历
代
书
论
家
所
倚
重
，
故
柳
公
权
直
言
『
用

笔
在
心
，
心
正
则
笔
正
』
[8]

，
张
怀
瓘
曰
『
至
若
磔
髦
竦
骨
，

裨
短
截
长
，
有
似
夫
忠
臣
抗
直
补
过
匡
主
之
节
也
。
矩
折
规

转
，
却
密
就
疏
，
有
似
夫
孝
子
承
顺
慎
终
思
远
之
心
也
』
[9]

，

宋
人
朱
长
文
更
道
出
『
扬
子
云
以
书
为
心
画
，
于
鲁
公
信
矣
』

之
言
，
能
将
如
此
千
古
一
言
作
为
对
颜
真
卿
的
注
脚
，
足
见
颜

真
卿
『
如
忠
臣
义
士
，
正
色
立
朝
』
的
品
格
德
行
与
其
『
刚
毅

雄
特
，
体
严
法
备
』
的
书
法
语
言
之
高
度
一
致
在
前
人
眼
中
的

地
位
，
故
以
『
心
画
』
概
之
。
由
此
可
见
，
作
为
儒
家
传
统

『
六
艺
』
之
一
的
书
法
，
在
以
儒
学
思
想
为
尊
的
汉
代
封
建
统

治
之
下
，
其
品
评
标
准
重
在
人
的
德
行
修
为
，
故
扬
雄
笔
下
的

『
书
为
心
画
』
，
强
调
的
正
是
书
与
人
在
品
行
方
面
的
合
二
而

一
，
书
法
正
是
人
之
德
性
、
品
质
、
品
行
的
反
映
，
如
此
方
能

『
君
子
小
人
见
矣
』
！

以
历
史
的
眼
光
视
之
，
『
书
为
心
画
』
与
『
诗
言
志
』
之

论
的
产
生
时
期
实
极
相
近
，
在
汉
初
武
帝
『
罢
黜
百
家
，
独
尊

儒
术
』
主
张
的
强
盛
影
响
力
之
下
，
诗
、
书
等
诸
多
文
艺
形
式

的
实
际
目
的
直
接
指
向
儒
家
思
想
的
教
化
。
因
而
，
此
间
诗
歌

所
言
之
『
志
』
，
是
合
乎
政
教
仪
礼
之
『
志
』
；
被
视
作
『
心

画
』
之
『
书
』
，
亦
属
儒
家
道
德
要
求
之
下
的
书
法
范
畴
。
此

即
『
书
为
心
画
』
意
涵
的
最
初
界
定
。

『
书
为
心
画
』
意
义
的
转
变
与
进
一
步
丰
富

在
学
界
当
下
的
相
关
研
究
与
评
论
中
，
『
书
为
心
画
』
的

『
点
击
率
』
依
然
可
观
，
然
更
多
的
场
合
中
，
其
已
渐
渐
远
离

关
乎
道
德
品
性
的
纸
端
外
化
之
意
，
反
而
更
加
趋
向
于
与
『
诗

缘
情
』
的
异
曲
同
工
之
处—

关
注
情
感
的
宣
泄
、
反
映
胸
臆

的
抒
发
，
从
『
道
德
教
化
』
的
内
涵
转
移
到
『
书
者
，
抒
也
』

的
意
义
。

在
诗
学
领
域
的
探
讨
中
，
『
缘
情
』
论
将
更
多
的
目
光

投
射
于
人
在
社
会
生
活
中
真
情
实
感
的
流
露
。
确
然
，
『
诗
缘

情
』
起
于
魏
文
帝
曹
丕
所
言
『
诗
赋
欲
丽
』
，
后
西
晋
陆
机
以

『
诗
缘
情
而
绮
靡
，
赋
体
物
而
浏
亮
』
之
观
，
道
出
突
破
了
政

治
教
化
与
伦
理
道
德
界
限
的
个
人
体
验
之
『
情
』
；
而
回
溯
历

史
长
河
，
此
间
正
是
宗
白
华
先
生
于
《
论
〈
世
说
新
语
〉
和
晋

人
的
美
》
一
文
所
言
『
中
国
政
治
上
最
混
乱
、
社
会
上
最
苦
痛

的
时
代
，
然
而
却
是
精
神
上
极
自
由
、
极
解
放
，
最
富
于
智

慧
、
最
浓
于
热
情
的
一
个
时
代
，
因
此
也
就
是
最
富
有
艺
术
精

神
的
一
个
时
代
』
[10]—

汉
末
魏
晋
六
朝
。

魏
晋
时
期
是
人
的
自
我
意
识
全
面
觉
醒
的
时
代
，
这
种

自
觉
意
识
不
仅
限
于
文
学
领
域
诗
赋
辞
章
的
昂
然
秀
出
，
亦
在

书
法
艺
术
领
域
投
下
耀
眼
的
光
圈
。
据
传
『
书
圣
』
王
羲
之
即

有
『
把
笔
抵
锋
，
肇
乎
本
性
』
之
论
，
其
中
已
然
可
见
主
体
心

性
的
幽
微
光
芒
；
梁
武
帝
萧
衍
在
《
答
陶
隐
居
论
书
》
中
云

『
任
意
所
之
，
自
然
之
理
也
』
，
亦
足
见
书
法
在
德
化
功
用
上

的
弱
化
；
『
云
鹄
游
天
，
群
鸿
戏
海
』
『
龙
跳
天
门
，
虎
卧
凤

阙
』
等
，
皆
于
字
里
行
间
迸
发
出
跃
然
生
机
；
以
至
于
南
朝
梁

袁
昂
在
述
及
王
羲
之
笔
底
风
云
时
，
以
『
王
右
军
书
如
谢
家
子

弟
，
纵
复
不
端
正
者
，
爽
爽
有
一
种
风
气
』
之
论
，
道
尽
『
文

似
看
山
不
喜
平
』
式
的
书
评
理
念
，
关
注
到
前
人
未
曾
捕
获
的

美
感
，
而
这
种
令
人
感
觉
俊
朗
疏
宕
的
『
爽
爽
』
风
骨
，
正
是

生
活
于
此
间
的
艺
术
家
流
淌
自
心
的
笔
墨
性
情
，
空
明
澄
澈
，

光
可
鉴
人
。
如
是
观
之
，
清
人
刘
熙
载
所
云
『
笔
墨
性
情
，
皆

以
其
人
之
性
情
为
本
。
时
则
理
性
情
者
，
书
之
首
务
也
』
及

『
书
，
如
也
。
如
其
学
，
如
其
才
，
如
其
志
，
总
之
曰
如
其
人

而
已
』
，
信
也
。

无
怪
乎
羲
之
曾
叹
『
固
知
一
死
生
为
虚
诞
，
齐
彭
殇
为
妄

作
』
，
尽
言
生
死
大
事
之
痛
而
无
所
顾
忌
，
亦
无
怪
乎
奉
橘
于
友
、

藏
纳
浆
果
、
嘘
寒
问
暖
、
悼
念
亡
魂
的
人
间
生
活
百
态
尽
展
纸

端
而
一
览
无
余—

可
以
说
，
尽
管
魏
晋
时
期
的
书
家
与
书
评

者
并
未
再
造
概
念
对
实
际
异
于
汉
代
『
书
为
心
画
』
的
理
念
加

以
区
分
，
但
由
于
『
玄
学
』
思
想
地
位
上
升
，
加
之
人
的
个
性

得
以
极
大
解
放
，
以
往
基
于
儒
家
道
德
要
求
的
『
心
画
』
论
之

意
涵
正
在
悄
然
发
生
转
变
。
『
书
』
仍
是
『
心
画
』
，
却
变
得
更

贴
近
于
『
诗
缘
情
』
之
内
涵
，
以
重
感
受
、
表
真
情
、
抒
襟
怀
、

写
生
活
的
面
貌
消
解
了
加
诸
其
上
的
封
建
道
德
要
求
。

事
实
上
，
后
世
书
评
之
中
亦
不
乏
基
于
道
德
要
求
的
书

法
艺
术
评
判
，
如
明
人
董
其
昌
《
画
禅
室
随
笔
》
所
言
『
颜
鲁

公
碑
书
如
其
人
，
所
谓
骨
气
刚
劲
，
如
端
人
正
士
，
凛
不
可
犯

也
』
，
对
颜
氏
行
书
赋
以
盛
赞
，
缘
由
全
然
在
于
『
盖
以
气
格

盛
，
磊
磊
砢
砢
，
不
受
绳
束
，
最
是
端
正
人
正
士
本
色
耳
』
，

清
人
朱
和
羹
《
临
池
心
解
》
述
『
学
书
不
过
一
技
耳
，
然
立
品

是
第
一
关
头
』
，
又
傅
山
在
《
作
字
示
儿
孙
》
中
云
『
作
字
先

做
人
，
人
奇
字
自
古
』
，
皆
恪
守
儒
家
道
德
伦
理
而
将
之
一
寓

于
书
；
然
随
着
时
移
事
迁
，
『
书
为
心
画
』
之
观
已
然
在
历
史

的
演
进
与
人
类
思
想
发
展
的
曲
折
变
迁
中
具
备
了
有
如
欧
阳
修

『
寓
其
意
』
『
乐
其
心
』
之
功
、
陆
游
之
『
赋
予
书
法
以
治

病
充
饥
的
作
用
』
[11]

、
郑
杓
之
『
养
生
』
『
忘
形
』
『
玩
世
』

『
流
名
』
之
用
等
更
加
宽
泛
而
丰
富
的
含
义
。
故
当
下
『
书
为

心
画
』
的
相
关
研
究
呈
现
出
『
学
界
关
注
甚
隆
』
与
『
细
究
众

说
纷
纭
』
的
状
态
，
多
层
面
、
多
角
度
的
阐
释
中
隐
含
着
某
种

『
模
糊
化
』
的
趋
向
。

从
『
言
志
』
『
缘
情
』
之
辩
到
『
心
画
』
论
的

生
发
机
制
探
讨

纵
观
历
代
书
论
中
有
关
书
法
本
体
与
书
写
主
体
看
似
庞

杂
无
绪
的
探
讨
，
要
因
实
指
随
『
书
为
心
画
』
意
涵
日
渐
丰
富

而
产
生
的
解
读
『
模
糊
化
』
趋
向
；
而
其
内
在
渊
源
，
正
在
于

『
书
为
心
画
』
的
理
念
，
始
终
与
主
观
情
感
的
表
达
紧
密
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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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
正
如
文
学
领
域
享
有
盛
名

的
『
诗
言
志
』
与
『
诗
缘
情
』

之
辩
，
无
论
从
『
诗
』
之
创
作

动
机
、
时
风
要
求
、
表
达
方
式

抑
或
呈
现
结
果
各
个
方
面
出
发

而
述
，
『
言
志
』
与
『
缘
情
』

之
争
实
际
是
针
对
其
共
同
内
涵

而
展
开
的
不
同
阶
段
、
不
同
层

面
的
具
体
化
探
讨
。

同
样
地
，
随
历
代
认
知

逐
渐
复
杂
而
『
模
糊
化
』
了
的

『
心
画
』
观
，
并
非
沦
于
混
淆

囫
囵
而
全
然
无
益
，
反
而
给
我

们
当
下
的
思
考
提
出
一
个
新
的

命
题
：
从
『
言
』
伦
理
教
化
之

『
志
』
，
到
『
缘
』
舒
散
怀
抱

之
『
情
』
，
『
书
为
心
画
』

究
竟
呈
现
出
怎
样
的
『
书
』

『
人
』
关
系
？

查
证
相
关
文
艺
理
论
之
论

述
，
学
者
狄
其
骢
在
《
艺
术
创

作
中
的
情
感
问
题
》
一
文
中
曾

指
出
，
『
艺
术
创
作
中
的
情
感

与
一
般
工
作
中
的
情
感
有
所
不

同
』
，
『
艺
术
创
作
中
的
情
感
，

不
仅
是
创
作
的
动
力
，
而
且
是

创
作
的
内
容
和
能
力
』
[12]

；
基

于
此
，
其
后
学
者
将
『
情
感
在

艺
术
创
作
中
的
作
用
』
细
化

为
『
动
力
』
『
提
炼
』
『
结
构
』

与
『
移
入
』
四
大
方
面
[13]

，
从

而
对
『
艺
术
创
作
活
动
必
须
始

终
处
在
饱
满
的
情
感
状
态
中
』
[12]

之
观
做
出
强
调
，
并
从
『
生

活
体
验
』
『
艺
术
构
思
』
再
至
『
艺
术
传
达
』
[14]

三
方
面
说
明

情
感
的
运
用
及
其
巨
大
作
用
始
终
贯
穿
于
艺
术
创
作
的
各
个
阶

段
；
学
者
谢
海
泉
更
援
引
法
国
学
者
李
博
关
于
『
两
道
感
情
之

流
』
之
论—

即
作
为
创
作
推
动
力
的
感
情
因
素
与
作
为
创
作

材
料
的
感
情
状
态
的
交
汇
，
论
述
『
感
情
性
反
映
于
作
家
的
艺

术
思
维
过
程
』
[15]

问
题
，
认
为
尤
以
作
者
『
能
感
受
到
自
己

所
创
造
的
人
物
的
情
感
和
欲
望
，
和
创
造
的
人
物
完
全
融
合
为 

一
』
[16]

最
关
系
到
创
作
的
成
败
。

纵
览
中
国
历
代
经
典
书
家
书
作
，
虽
鲜
有
西
方
文
艺
理
论

所
谈
『
原
理
』
『
过
程
』
之
说
，
然
细
观
其
间
生
发
机
制
，
书

法
创
作
实
为
书
家
将
目
及
耳
闻
的
生
活
体
验
与
艺
术
构
思
融
为

一
炉
的
成
果
。
唐
代
文
学
巨
匠
韩
愈
在
其
《
送
高
闲
上
人
序
》

中
曾
论
及
盛
唐
书
家
张
旭
作
书
之
态
：
『
往
时
张
旭
善
草
书
，

不
治
他
技
。
喜
怒
窘
穷
，
忧
悲
、
愉
佚
、
怨
恨
、
思
慕
、
酣
醉
、

无
聊
、
不
平
，
有
动
于
心
，
必
于
草
书
焉
发
之
。
…
…
』
[17]

笔

者
观
之
，
『
有
动
于
心
，
必
于
草
书
焉
发
之
』
一
句
精
到
的
文

字
背
后
，
实
际
隐
藏
了
悬
而
未
尽
道
出
的
具
体
发
生
机
制
，
古

人
云
『
书
为
心
画
』
，
并
非
『
有
动
』
则
直
『
发
』
，『
动
』
与
『
发
』

二
者
之
间
实
际
上
存
在
着
书
法
创
作
中
既
彼
此
差
异
又
暗
藏
关

联
的
两
个
层
面
：
感
应
与
联
想
。

其
一
，
关
于
『
感
应
』
。
清
人
郑
板
桥
在
《
板
桥
题
兰

竹
》
中
有
著
名
的
『
画
竹
论
』
：
『
江
馆
清
秋
，
晨
起
看
竹
，

烟
光
日
影
露
气
，
皆
浮
动
于
疏
枝
密
叶
之
间
。
胸
中
勃
勃
遂
有

画
意
。
其
实
胸
中
之
竹
，
并
不
是
眼
中
之
竹
也
。
因
而
磨
墨
展

纸
，
落
笔
倏
作
变
相
，
手
中
之
竹
不
是
胸
中
之
竹
也
。
总
之
，

意
在
笔
先
者
，
定
则
也
；
趣
在
法
外
者
，
此
机
也
。
独
画
云
乎

哉
！
』
[18]

这
一
从
『
眼
中
』
到
『
心
中
』
的
过
程
，
即
『
动
』

与
『
发
』
之
间
的
重
要
步
骤
，
学
者
刘
元
平
以
『
感
应
』
述

之
，
『
「
胸
中
勃
勃
，
遂
有
画
意
」
，
「
勃
勃
」
即
是
主
体
心

灵
与
自
然
对
象
碰
撞
所
产
生
的
创
作
冲
动
；
「
画
意
」
即
是
创

作
者
正
在
脑
海
中
运
化
的
「
胸
中
之
竹
」
』
[19]

。
同
样
的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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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生
发
原
理
亦
存
在
于
书
法
艺
术
的
创
作
过
程
，
正
如
韩
愈
所

言
，
『
观
于
物
，
见
山
水
崖
谷
，
鸟
兽
虫
鱼
，
草
木
之
花
实
，

日
月
列
星
，
风
雨
水
火
，
雷
霆
霹
雳
，
歌
舞
战
斗
，
天
地
事
物

之
变
，
可
喜
可
愕
，
一
寓
于
书
』
，
盖
亦
全
然
吸
收
『
眼
中
』

之
景
而
后
感
应
于
『
心
』
，
这
诸
多
寄
寓
笔
端
的
喜
怒
忧
悲
皆

为
自
然
物
象
与
主
体
心
灵
之
碰
撞
得
来
，
对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的

『
意
象
』
式
表
达
进
行
『
有
动
于
心
』
的
形
象
思
维
，
故
而
成

就
了
『
变
动
犹
鬼
神
，
不
可
端
倪
，
以
此
终
其
身
而
名
后
世
』

的
『
颠
张
』
之
书
。

其
二
，
关
于
『
联
想
』
。
『
诗
圣
』
杜
甫
的
《
观
公
孙

大
娘
弟
子
舞
剑
器
行
》
之
序
中
有
言
：
『
昔
者
吴
人
张
旭
，
善

草
书
帖
，
数
常
于
邺
县
见
公
孙
大
娘
舞
西
河
剑
器
，
自
此
草
书

长
进
，
豪
荡
感
激
。
』
[20]

造
就
张
旭
笔
下
风
神
的
，
除
了
仰
观

宇
宙
、
俯
察
品
类
对
内
心
的
触
动
，
还
有
积
极
主
动
的
艺
术
联

想
。
张
旭
『
见
唐
舞
蹈
家
公
孙
大
娘
舞
剑
器
，
从
低
昂
回
翔
之

状
中
悟
得
笔
势
』
，
『
又
从
「
担
夫
争
道
」
和
「
鼓
吹
」
得
笔

法
意
象
』
[21]

，
可
以
说
，
张
旭
正
是
在
个
人
的
艺
术
创
作
中
，

『
把
形
象
思
维
、
艺
术
联
想
等
艺
术
创
作
的
特
殊
思
维
方
式
运

用
得
极
为
充
分
』
[22]

的
一
个
典
例
；
与
之
相
似
地
，
『
羲
之
爱

鹅
』
『
怀
素
从
夏
云
奇
峰
，
颜
真
卿
从
屋
漏
痕
，
黄
庭
坚
从
长

年
荡
桨
中
悟
笔
势
，
就
是
运
用
意
象
思
维
由
物
象
联
想
到
书

法
的
』
。

可
以
说
，
产
生
于
『
有
动
于
心
』
后
、
而
挥
运
于
借
书

法
『
发
之
』
之
前
，
『
书
为
心
画
』
的
具
体
生
发
机
制
（
无
论

『
感
应
』
与
『
联
想
』
）
实
际
上
早
已
形
成
于
自
古
而
今
的
广

大
艺
术
实
践
中
，
只
是
在
盛
行
西
方
社
会
的
文
艺
理
论
影
响
中

国
以
前
，
学
界
无
以
对
其
以
具
体
语
词
界
定
，
仅
时
见
摸
索
、

描
述
、
感
官
式
概
括
，
未
能
形
成
系
统
的
讨
论
甚
至
完
整
的
理

论
。
故
有
关
『
书
』
与
『
人
』
的
关
系
之
讨
论
，
往
往
被
归
结

于
『
书
为
心
画
』
之
论
，
其
意
涵
因
事
随
时
迁
而
渐
被
『
模
糊

化
』
，
根
源
亦
在
于
此
！

综
前
所
述
，
从
『
诗
言
志
』
与
『
诗
缘
情
』
的
争
辩
与

共
识
出
发
，
我
们
今
天
对
『
书
为
心
画
』
的
重
新
审
视
亦
应
还

原
至
历
史
的
角
度
，
客
观
看
待
其
意
涵
的
最
初
界
定
与
事
随
时

迁
中
的
转
变
、
丰
富
甚
至
模
糊
，
我
们
须
考
量
『
模
糊
』
本
身

恰
所
表
明
的
事
实
，
对
以
往
乏
于
关
注
的
层
面
进
行
思
考
，
对

『
书
为
心
画
』
具
体
生
发
机
制
进
行
追
问
。
同
时
，
正
因
关
注

于
『
书
』
与
『
人
』
的
关
系
，
『
书
为
心
画
』
理
念
在
当
下
的

书
法
探
讨
中
仍
未
褪
色—

在
现
今
时
代
的
语
境
中
，
『
言

志
』
与
『
缘
情
』
两
种
对
文
艺
形
式
生
发
机
制
的
探
讨
在
实
际

情
形
中
已
然
相
异
于
以
往
单
纯
的
道
德
评
判
或
畅
然
抒
情
，
并

且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产
生
二
重
化
融
合
；
对
于
以
诗
之
姊
妹
艺
术

面
目
出
现
的
书
法
，
更
应
在
多
层
次
评
判
、
多
角
度
观
察
互

融
互
衍
的
角
度
下
，
探
讨
其
与
书
写
主
体
的
关
系
，
重
新
『
陌

生
』
地
审
视
『
书
为
心
画
』
这
一
熟
悉
的
命
题
。

注
释
：

[1]
朱
自
清
，
《
诗
言
志
辨
》
，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六
年
，
第
一
八
九
页
。

[2]
吴
小
如
，
《
读
朱
自
清
先
生
︿
诗
言
志
辨
﹀
》
，
《
北

京
大
学
学
报
》
（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
）
一
九
八
四
年
十
二
月
，

第
十
一
页
。

[3]
戴
伟
华
，
《
论
五
言
诗
的
起
源—

从
『
诗
言
志
』

『
诗
缘
情
』
的
差
异
说
起
》
，
《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
二
〇
〇
五

年
第
六
期
，
第
一
五
四
页
。

[4]
邓
晶
艳
，
《
汉
代
诗
论—

『
诗
言
志
』
向
『
诗
缘

情
』
发
展
的
无
意
桥
梁
》
，
《
廊
坊
师
范
学
院
学
报
》
（
社
会

科
学
版
）
二
〇
〇
一
年
六
月
，
第
二
十
八
页
。

[5]
徐
定
辉
，
《
『
诗
言
志
』
与
『
诗
缘
情
』
辨
疑
》
，

《
中
南
民
族
大
学
学
报
》
（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版
）
二
〇
〇
七
年

二
月
，
第
一
四
五
页
。

[6]
丹
纳
、
傅
雷
，
《
艺
术
哲
学
》
（
上
）
，
天
津
社
会
科

学
院
出
版
社
，
二
〇
〇
四
年
，
第
十
八
页
。

[7]
汪
荣
宝
，
《
法
言
义
疏
》
，
中
华
书
局
，
一
九
八
七
年
。

[8]
刘
昫
等
，
《
旧
唐
书
柳
公
权
传
》
，
中
华
书
局
，

一
九
五
九
年
。

[9]

《
历
代
书
法
论
文
选
》
，
上
海
书
画
出
版
社
，

一
九
七
九
年
，
第
三
十
八
页
。

[10]
宗
白
华
，
《
艺
境
》
，
商
务
印
书
馆
，
二
〇
一
一
年
，

第
一
五
一
页
。

[11]
杨
晓
萍
，
《
古
代
书
论
分
类
评
注
》
，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
二
〇
一
五
年
，
第
三
十
七
页
。

[12]
狄
其
骢
，
《
艺
术
创
作
中
的
情
感
问
题
》
，
《
文
史

哲
》
一
九
八
一
年
二
月
，
第
十
二
页
。

[13]
《
情
感
在
艺
术
创
作
中
的
作
用
》
，
《
文
艺
理
论
研

究
》
一
九
八
一
年
三
月
，
第
一
八
八—

一
八
九
页
。

[14]
荣
小
欢
，
《
论
情
感
在
艺
术
创
作
三
阶
段
中
作
用
》
，

《
艺
术
科
技
》
二
〇
一
四
年
四
月
，
第
二
二
二
页
。

[15]
谢
海
泉
，
《
艺
术
创
作
的
情
感
体
验
》
，
《
江
淮
论

坛
》
一
九
八
二
年
四
月
，
第
一
〇
八—

一
〇
九
页
。

[16]
《
外
国
理
论
家
、
作
家
论
形
象
思
维
》
，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
一
九
七
九
年
，
第
一
八
六
页
。

[17]
马
其
昶
，
《
韩
昌
黎
文
集
校
注
》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七
年
。

[18]
卞
孝
萱
，
《
郑
板
桥
全
集
研
究
资
料
诗
词
书
信
》
，
齐

鲁
书
社
，
一
九
八
五
年
，
第
一
九
九
页
。

[19]
刘
元
平
，
《
论
艺
术
作
品
的
生
成—

从
郑
板
桥
『
画

竹
三
段
论
』
谈
起
》
，
《
艺
术
百
家
坛
》
二
〇
〇
七
年
八
月
，

第
二
十
三
页
。

[20]
仇
兆
鳌
，
《
杜
诗
详
注
》
，
中
华
书
局
，
一
九
七
九
年
。

[21]
钟
明
善
，
《
钟
明
善
艺
术
世
界—

书
法
欣
赏
》
，

西
安
交
通
大
学
出
版
社
，
二
〇
〇
三
年
九
月
，
第
三
十
五—

三
十
八
页
。

[22]
钟
明
善
，
《
中
国
书
法
史
》
，
河
北
美
术
出
版
社
，

二
〇
〇
一
年
，
第
一
一
二
页
。

作
者
单
位
：
西
安
交
通
大
学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学
院
中
国

书
法
系

2017.07 总310期

144

· 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