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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平
經
鈔
』
丁
部

五
葉
裏
三
行
～
六
葉
表
十
行
（
合
校

頁
）
※
『
經
』
缺

212二
〇
二
〇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担
当

亀
田
勝
見

原
文

□
應
天
理
上
下
和
合
天
災
除
奸
偽
斷
絶
讖
本
文
。

上
古
之
人
、
皆
心
開
目
明
耳
洞
、
預
知
未
然
之
事
、
深
念
未
然
、
感
動
無
情
、
卓
然
自
異
、
未
有
不
成
之
施
。

所
言
所
道
、
莫
不
篤
達
、
不
失
皇
虚
之
心
、
思
慕
無
極
之
智
、
無
極
之
言
。
知
人
壽
命
進
退
長
短
、
各
有
分
部
、

常
以
陰
陽
、
合
得
消
息
、
上
下
中
取
其
要
、
與
衆
神
有
約
束
。
但
各
不
得
犯
天
地
大
忌
、
所
奉
所
得
、
當
合
天

意
。

書
き
下
し

●
天
理
に
應
ず
れ
ば
上
下
和
合
し
天
災
除
か
れ
奸
偽
斷
絶
す
る
の
讖
の
本
文
。

上
古
の
人
、
皆
心
は
開
き
目
は
明
ら
か
に
耳
洞
り
、
預
め
未
然
の
事
を
知
り
、
深
く
未
然
を
念
じ
、
無
情
を
感

動
し
、
卓
然
と
し
て
自
ら
異
な
り
、
未
だ
成
さ
ざ
る
の
施
し
有
ら
ず
。
言
ふ
所
道
ふ
所
、
篤
達
せ
ざ
る
は
無
く
、

皇
虚
の
心
を
失
は
ず
、
無
極
の
智
、
無
極
の
言
を
思
慕
す
。
人
の
壽
命
の
進
退
長
短
に
各
の
分
部
有
り
、
常
に

陰
陽
を
以
て
合
は
せ
て
消
息
す
る
を
得
る
を
知
り
、
上
下
中
に
其
の
要
を
取
り
、
衆
神
と
約
束
有
り
。
但
だ
各

の
天
地
の
大
忌
を
犯
す
を
得
ず
、
奉
ず
る
所
得
る
所
、
當
に
天
意
に
合
す
べ
し
。

〔
現
代
語
訳
〕

天
の
理
に
応
じ
れ
ば
君
臣
上
下
が
和
合
し
、
天
災
は
除
か
れ
、
よ
こ
し
ま
・
い
つ
わ
り
は
断
絶
す
る
讖
（
神
の

お
告
げ
）
の
本
文
。

上
古
の
人
は
み
な
、
心
は
広
く
開
通
し
、
目
は
よ
く
も
の
が
見
え
、
耳
も
よ
く
利
き
、
未
来
の
こ
と
を
事
前
に

知
り
得
た
。
未
来
の
事
を
深
く
考
え
（
判
断
行
動
す
）
る
こ
と
で
、
情
が
備
わ
ら
ぬ
存
在
に
も
感
応
し
て
心
を

動
か
し
、
周
囲
に
抜
き
ん
出
た
存
在
と
し
て
、
教
化
を
行
き
わ
た
ら
せ
る
。
そ
の
語
る
内
容
は
い
ず
れ
も
懇
切

周
到
で
、
皇
天
虚
静
〔
皇
虚
の
神
？
〕
の
心
を
失
わ
ず
、
極
ま
り
の
な
い
知
恵
・
極
ま
り
の
言
葉
を
思
い
慕
う
。

ま
た
彼
ら
は
人
の
寿
命
の
伸
び
縮
み
や
長
短
に
は
そ
れ
ぞ
れ
に
定
め
ら
れ
た
領
分
が
あ
り
、
常
に
陰
陽
の
消
長

と
連
動
し
て
寿
命
が
伸
び
縮
み
す
る
こ
と
を
知
っ
て
い
る
。（
寿
命
は
）
そ
の
上
下
す
る
中
の
枢
要
を
と
ら
え
て

あ
ま
た
の
神
と
の
間
に
約
定
の
ご
と
き
も
の
と
し
て
定
ま
る
。
た
だ
、
い
ず
れ
も
天
地
の
大
い
な
る
禁
忌
を
犯

す
こ
と
は
で
き
ず
、
司
命
が
奉
ず
る
内
容
や
そ
こ
か
ら
得
ら
れ
る
寿
命
は
、
必
ず
上
天
の
意
に
合
致
し
て
い
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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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理『

鈔
』
丁
部
「
夫
治
者
有
四
法
，
有
天
理
，
有
地
理
，
有
人
理
，
三
氣
極
，
然
後
蚑
行
萬
物
理
也
。
願
聞
其
意
。

、
、

天
理
者
，
其
臣
老
，
君
乃
父
事
其
臣
也
。
︙
象
天
理
者
，
人
好
生
不
傷
；
地
理
者
，
順
善
而
成
小
傷
；
︙
」

、
、

、
、

（2a10
）

※
『
經
』

分
別
四
治
法

で
は
「
天
治
」

53

79

奸
僞『

鹽
鐵
論
』
錯
幣
「
文
帝
之
時
，
縱
民
得
鑄
錢
、
冶
鐵
、
煮
鹽
。
呉
王
擅
鄣
海
澤
，
鄧
通
專
西
山
。
山
東
奸
猾
，

咸
聚
呉
國
，
秦
、
雍
、
漢
、
蜀
因
鄧
氏
。
呉
、
鄧
錢
布
天
下
，
故
有
鑄
錢
之
禁
。
禁
禦
之
法
立
，
而
奸
偽、、

息
，
奸
偽
息
，
則
民
不
期
於
妄
得
，
而
各
務
其
職
。」

、
、

『
鈔
』
庚
部
「
帝
王
久
愁
、
不
能
拘
制
、
其
下
爲
奸
僞
、
故
天
置
三
道
文
出
也
」（20a4

）

、
、

※
姦
僞

賈
誼
『
新
書
』
過
秦
中
「
天
下
多
事
，
吏
不
能
紀
，
百
姓
困
窮
，
而
主
不
收
卹
。
然
後
姦
偽
並
起
，
而
上
下
相

、
、

遁
，
蒙
罪
者
衆
，
刑
僇
相
望
於
道
，
而
天
下
苦
之
。」

『
經
』

妒
道
不
傳
處
士
助
化
訣

「
賢
不
肖
吏
民
共
為
姦
僞
，
倶
不
能
相
禁
絶
。」

、
、

97

154

心
開
・
目
明
・
耳
洞

『
素
問
』
八
正
神
明
論
篇
第
二
十
六
「
帝
曰
．
何
謂
神
．
岐
伯
曰
．
請
言
神
．
神
乎
神
．
耳
不
聞
．
目
明
心
開
．

、
、
、
、

而
志
先
．
慧
然
獨
悟
．
口
弗
能
言
．
倶
視
獨
見
．
適
若
昏
．
昭
然
獨
明
．
若
風
吹
雲
．
故
曰
神
．」

『
後
漢
書
』
列
伝

王
常
「
聞
陛
下
即
位
河
北
，
心
開
目
明
，
今
得
見
闕
庭
，
死
無
遺
恨
。」

、
、
、
、

5

『
經
』

有
知
人
思
慕
與
大
神
相
見
訣

「
在
其
所
至
，
不
敢
還
言
，
應
時
如
到
，
思
得
心
開
。」

、
、

111

183

同
・
有
心
之
人
積
行
補
真
訣

「
見
戒
，
心
開
目
明
，
欲
在
久
長
之
文
，
增
年
壽
，
思
進
有
功
，
以
身
躬
親
，

、
、
、
、

184

不
敢
自
信
，
而
擅
道
曲
直
，
爭
其
不
足
也
。」

『
鈔
』
癸
部
・
賢
不
肖
自
知
法
「
上
士
高
賢
，
事
無
大
小
，
悉
盡
畏
之
；
中
士
半
畏
之
，
下
士
全
無
可
畏
。
上

士
所
以
畏
之
者
，
反
取
諸
身
，
不
取
他
人
。
心
開
意
通
無
包
容
，
知
元
氣
自
然
之
根
，
尊
天
重
地
，
日
月

、
、

列
星
、
五
行
四
時
、
六
甲
陰
陽
、
萬
物
蚑
行
動
搖
之
屬
，
皆
不
空
生
。」（7a3

）

預
知
未
然
之
事
、深
念
未
然

『
經
』

有
德
人
祿
命
訣

「
惟
太
上
有
德
之
人
，
各
自
有
理
，
深
知
未
然
之
事
，
照
達
上
下
，
莫
不
得
開
。

、
、
、
、
、

111

181

心
之
所
念
，
常
不
離
於
内
，
思
盡
所
知
，
而
奉
行
大
化
，
布
置
正
天
下
，
所
當
奉
述
，
皆
不
失
其
宜
。
篤、

達
四
方
，
意
常
通
問
，
正
其
綱
紀
，
星
宿
而
置
，
列
在
四
維
。」

、

『
抱
朴
子
』
内
篇
金
丹
「
又
有
九
光
丹
。
︙
欲
隱
形
及
先
知
未
然
方
來
之
事
、
及
住
年
不
老
、
服
黄
丹
一
刀
圭
、

、
、
、

、
、

即
便
長
生
不
老
矣
。
及
坐
見
千
里
之
外
、
吉
凶
皆
知
、
如
在
目
前
也
。」

感
動
無
情

『
禮
記
』
樂
記
「
凡
音
之
起
．
由
人
心
生
也
．
人
心
之
動
物
使
之
然
也
．
感
於
物
而
動
。
︙
人
生
而
靜
．
天
之

、

、

※
『
經
』
＝
『
太
平
經
』、『
鈔
』
＝
『
太
平
經
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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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也
．
感
於
物
而
動
．
性
之
欲
也
．
物
至
知
知
．
然
後
好
惡
形
焉
．
好
惡
無
節
於
内
．
知
誘
於
外
．
不
能

、

、

反
躬
．
天
理
滅
矣
．」

、
、

『
鈔
』
乙
部
・
行
道
有
優
劣
法
「
夫
王
氣
與
帝
王
氣
相
通
，
相
氣
與
宰
輔
相
應
，
微
氣
與
小
吏
相
應
，
休
氣
與

後
宮
相
同
，
廢
氣
與
民
相
應
，
刑
死
囚
氣
與
獄
罪
人
相
應
，
以
類
遙
相
感
動
。」（6b2

）

、
、

同
乙
部
・
名
爲
神
訣
書
「
太
陰
、
太
陽
、
中
和
三
氣
共
爲
理
，
更
相
感
動
，
人
爲
樞
機
，
故
當
深
知
之
。」

、
、

『
莊
子
』
斉
物
論
「
形
固
可
使
如
槁
木
，
而
心
固
可
使
如
死
灰
乎
？
」
郭
象
注
「
死
灰
槁
木
，
取
其
寂
莫
無
情
、
、

耳
。
夫
任
自
然
而
忘
是
非
者
，
其
體
中
獨
任
天
真
而
已
，
又
何
所
有
哉
！
」

『
南
史
』

庾
肩
吾
傳
「
簡
文
與
湘
東
王
書
論
之
曰
：
︙
詩
既
若
此
，
筆
又
如
之
。
徒
以
煙
墨
不
言
，
受
其
驅

40

染
，
紙
札
無
情
，
任
其
搖
襞
。」（
又
『
梁
書
』

文
学
上
）

、
、

43

卓
然
自
異

『
淮
南
子
』
原
道
「
所
謂
無
形
者
，
一
之
謂
也
。
所
謂
一
者
，
無
匹
合
於
天
下
者
也
。
卓
然
獨
立
，
塊
然
獨
處
，

、
、

上
通
九
天
，
下
貫
九
野
，
員
不
中
規
，
方
不
中
矩
︙
。」

『
鈔
』
庚
部
「
故
使
人
主
爲
作
羽
翼
，
開
導
頭
尾
，
成
其
所
爲
城
郭
，
卓
然
可
知
。」（16b2

）
※
『
合
校
』
作

、
、

「
倬
然
」

未
有
不
成
之
施

『
漢
書
』
武
帝
紀
「（
元
朔
元
年
）
春
三
月
甲
子
，
立
皇
后
衛
氏
。
詔
曰
：『
朕
聞
天
地
不
變
，
不
成
施
化
；
陰

、
、

陽
不
變
，
物
不
暢
茂
。』」

『
鈔
』
丁
部
「
不
施
自
成
，
天
之
所
仰
，
當
受
其
名
。」（7b2

）

、

、

所
言
所
道
、莫
不
篤
達

『
經
』

不
孝
不
可
久
生
誡

「
惟
古
今
世
間
，
皆
多
不
副
人
意
。
苟
欲
自
可
，
不
忠
任
事
。
所
言
所
道
，
樂

、
、
、
、

114

194

無
奇
異
，
見
人
為
善
，
含
笑
而
言
，
何
益
於
事
？
」

『
經
』

大
功
益
年
書
出
歳
月
戒

「
惟
上
古
聖
人
之
為
道
也
，
乃
出
自
然
。
心
知
天
上
之
治
，
所
施
行
皆
豫

110

179

知
者
。
音
聲
徹
通
，
還
知
形
容
，
自
視
心
昭
然
意
解
。
知
當
救
之
事
，
吉
凶
之
會
，
了
然
可
知
。
心
内
欣

、
、
、
、

然
，
乃
知
得
天
之
福
也
。
使
見
前
行
之
事
，
皆
戒
篤
達
。」（『
鈔
』
庚
部14b4

）

、
、

篤
達
→
『
經
』

有
德
人
祿
命
訣

（
前
出
→
「
知
未
然
之
事
」）

111

181

不
失
皇
虚
之
心

『
鈔
』
甲
部
「
長
生
大
主
號
太
平
眞
正
太
一
妙
氣
、
皇
天
上
清
金
闕
後
聖
九
玄
帝
君
，
姓
李
，
是
高
上
太
之
冑
，

玉
皇
虚
無
之
胤
，」（1b7

）

、
、

『
雲
笈
七
籤
』

雜
要
圖
訣
法
・
回
元
行
事
訣
「
第
六
紀
星
。
命
機
北
極
闓
陽
魂
靈
上
丹
皇
虚
君
。（
七
過
）
願

、
、

52

得
除
某
七
世
以
來
下
逮
某
身
所
犯
所
行
賊
悪
罪
過
。
奸
逆
亂
妄
。
列
記
帝
宮
。
皆
令
消
滅
。
百
痾
康
愈
。

體
氣
利
正
。
名
書
仙
臺
。
刻
金
上
清
。
役
使
萬
神
。
飛
行
大
明
。」

『
經
』

試
文
書
大
信
法

「
善
哉
善
哉
！
子
之
問
事
，
可
謂
已
得
皇
天
之
心
矣
，
此
其
大
要
之
爲
解
。」

、
、
、
、

37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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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
笈
七
籤
』

三
洞
經
教
部
「
上
清
黄
庭
内
景
經
」
上
清
章
第
一
「
上
清
紫
霞
虚
皇
前
，
太
上
大
道
玉
晨
君
」

、
、

11

注
「
上
清
者
，
三
清
名
也
。
虚
皇
者
，
紫
清
太
素
高
虚
洞
曜
三
元
道
君
内
号
也
。」

、
、

思
慕
無
極
之
智
、無
極
之
言

『
經
』

大
功
益
年
書
出
歳
月
戒

「
聞
人
有
過
，
助
其
自
悔
。
主
其
有
知
，
善
所
諫
，
用
其
人
言
，
并
見
其

110

179

榮
，
善
教
戒
人
求
生
索
活
之
道
。
是
善
人
之
極
，
但
當
有
功
，
不
敢
違
神
之
願
，
思
慕
長
在
，
復
得
行
見

、
、

人
之
願
所
當
逮
及
。」

『
鈔
』
乙
部
「
乃
無
極
之
經
也
、
前
古
神
人
治
之
以
眞
人
爲
臣
」（14a3

）

、
、
、

『
老
子
』

章
「
知
其
雄
，
守
其
雌
，
爲
天
下
蹊
。
爲
天
下
蹊
，
常
德
不
離
，
復
歸
於
嬰
兒
。
知
其
白
，
守
其

28

黑
，
爲
天
下
式
。
常
得
不
忒
，
復
歸
於
無
極
。
知
其
榮
，
守
其
辱
，
爲
天
下
谷
。
爲
天
下
谷
，
常
得
乃
足
，

、
、

復
歸
於
朴
。
朴
散
爲
器
，
聖
人
用
爲
官
長
。
是
以
大
制
無
割
。」

『
莊
子
』
養
生
主
「
吾
生
也
有
涯
，
而
知
也
無
涯
。
以
有
涯
隨
無
涯
，
殆
已
。」
郭
象
注
「
以
有
限
之
性
尋
無
極、、

之
知
，
安
得
而
不
困
哉
！
」

、
、

知
人
壽
命
進
退
長
短
、各
有
分
部

『
史
記
』
呂
太
后
本
紀
「
太
尉
起
，
拜
賀
朱
虚
侯
曰
：「
所
患
獨
呂
産
，
今
已
誅
，
天
下
定
矣
。」
遂
遣
人
分
部、、

悉
捕
諸
呂
男
女
，
無
少
長
皆
斬
之
。」

『
潛
夫
論
』
相
列
「
詩
所
謂
「
天
生
烝
民
，
有
物
有
則
」。
是
故
人
身
體
形
貌
皆
有
象
類
，
骨
法
角
肉
各
有
分
部
，

、
、
、
、

以
著
性
命
之
期
，
顯
貴
賤
之
表
，
一
人
之
身
，
而
五
行
八
卦
之
氣
具
焉
。」

『
經
』

衣
履
欲
好
誡

「
自
古
及
今
，
各
有
分
部
，
上
下
傍
行
，
有
所
受
取
。」

、
、
、
、

112

189

同

為
父
母
不
易
訣

「
善
惡
之
人
，
各
有
分
部
，
何
得
二
千
乎
？
」

、
、
、
、

114

203

常
以
陰
陽
、合
得
消
息

『
史
記
』

孟
子
荀
卿
列
伝
「
騶
衍
睹
有
國
者
益
淫
侈
，
不
能
尚
德
，
若
大
雅
整
之
於
身
，
施
及
黎
庶
矣
。
乃

74

深
觀
陰
陽
消
息
而
作
怪
迂
之
變
，
終
始
、
大
聖
之
篇
十
餘
萬
言
。」

、
、
、
、

上
下
中
取
其
要
、與
衆
神
有
約
束

『
經
』

天
讖
支
干
相
配
法

「
皇
天
迺
以
四
時
為
枝
，
厚
地
以
五
行
為
體
，
枝
主
衰
盛
，
體
主
規
矩
。
部
此

69

105

九
神
，
周
流
天
下
，
上
下
洞
極
，
變
化
難
睹
。
為
天
地
重
寶
，
為
衆
神
門
戸
。」（『
鈔
』
戊
部
）

、
、

同

大
功
益
年
書
出
歳
月
戒

「
天
有
要
令
，
犯
者
尤
醜
，
輒
見
治
問
，
責
其
過
咎
。
用
是
之
故
，
益
復
悸
動
，

110

179

惻
然
念
天
恩
所
施
行
，
使
得
全
完
為
人
，
知
好
惡
之
義
，
人
以
此
等
念
恩
深
厚
，
不
知
以
何
報
之
。
但
心

思
欲
進
，
而
有
忠
誠
之
信
，
所
為
所
作
，
承
奉
不
敢
失
小
差
。
恐
為
衆
神
所
白
，
見
過
於
上
，
有
不
竟
年

、
、

、
、

命
之
壽
。
以
是
益
復
感
傷
憂
心
，
不
敢
自
解
，
而
望
報
施
之
意
。」

、
、

同

有
功
天
君
敕
進
訣

「
惟
思
古
今
有
大
誠
信
之
人
，
各
有
效
用
，
積
功
於
天
，
乃
敢
自
前
。
動
作
止
進
，

114

198

未
曾
有
小
差
之
惡
。
常
懷
慈
仁
之
施
，
布
恩
有
惠
，
利
於
人
衆
。
不
有
失
小
信
，
而
不
奉
承
天
地
，
隨
四

時
五
行
之
指
歴
，
助
其
生
成
，
不
敢
有
不
成
之
意
，
而
自
危
身
，
令
不
安
。
故
自
剋
念
過
負
，
恐
不
解
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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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
為
衆
神
所
疏
記
，
而
有
簿
文
聞
太
上
也
，
以
是
故
敢
有
安
時
也
。」

、
、

、
、

但
各
不
得
犯
天
地
大
忌

『
經
』

起
土
出
書
訣
「（
冒
頭
）
願
得
知
天
地
神
靈
其
常
所
大
忌
諱
者
何
等
也
？
︙
所
以
使
子
問
是
者
，
天
上

、
、

、
、

45
皇
太
平
氣
且
至
，
治
當
太
平
，
恐
愚
民
人
犯
天
地
忌
諱
不
止
，
共
亂
正
氣
，
使
爲
凶
害
，
如
是
則
太
平
氣

、
、
、
、

不
得
時
和
，
故
使
子
問
之
也
。」

『
經
』

守
一
入
室
知
神
戒

「
是
故
上
士
得
之
大
喜
，
不
而
自
禁
為
也
；
中
士
得
之
，
不
而
自
止
，
常
悅
欲

96

152

言
也
；
下
士
見
之
，
是
其
大
忌
也
。
以
吾
文
觀
此
三
人
，
而
天
下
善
惡
分
別
明
矣
。
子
知
之
乎
？
」

、
、

所
奉
所
得
、當
合
天
意

『
鈔
』
丁
部
「
機
衡
所
指
，
生
死
有
期
，
司
命
奉
籍
，
簿
數
通
書
，
不
相
應
召
。」（7b2

）

、

『
漢
書
』

谷
永
傳
「
漢
興
九
世
，
百
九
十
餘
載
，
繼
體
之
主
七
，
皆
承
天
順
道
，
遵
先
祖
法
度
，
或
以
中
興
，

85

或
以
治
安
。
至
於
陛
下
，
獨
違
道
縱
欲
，
輕
身
妄
行
，
當
盛
壯
之
隆
，
無
繼
嗣
之
福
，
有
危
亡
之
憂
，
積

失
君
道
，
不
合
天
意
，
亦
已
多
矣
。」

、
、
、

原
文

□
文
書
相
白
、
上
至
天
君
、
天
君
得
書
、
見
其
自
約
束
分
明
。
乃
後
出
文
、
使
勿
自
怨
、
中
直
自
進
、
不
白
自
聞
、

音
聲
洞
徹
、
上
下
法
則
、
各
不
失
期
。
恐
有
不
及
、
未
曾
有
不
自
責
、
時
常
恐
有
非
見
督
録
。
神
相
白
未
曾
懈
、

有
過
見
退
用
。
故
重
復
語
敕
、
反
覆
辭
文
、
宜
不
違
所
言
。
是
天
之
當
所
奉
承
、
神
祇
所
仰
、
皆
如
法
、
常
不

敢
息
。
恐
有
不
達
、
所
受
非
一
、
皆
當
開
心
、
意
恐
違
期
。
神
有
尊
卑
、
上
下
相
事
、
不
如
所
言
、
輒
見
疏
記
。

憂
心
惻
惻
、
常
如
飢
渇
欲
食
。
天
君
開
言
、
知
乃
出
教
、
使
得
相
主
、
文
書
非
一
、
當
得
其
意
、
後
各
有
信
。

書
き
下
し

●
文
書
相
白
せ
ば
、
上
天
君
に
至
り
、
天
君
書
を
得
て
、
其
の
自
ら
約
束
分
明
な
る
を
見
る
。
乃
ち
後
に
文
を
出

し
、
自
ら
怨
む
勿
く
、
中
直
も
て
自
ら
進
ま
し
む
。
白
さ
ざ
れ
ど
も
自
ら
聞
き
、
音
聲
も
て
洞
徹
す
れ
ば
、
上

下
は
法
則
し
、
各
の
期
を
失
は
ず
。
及
ば
ざ
る
こ
と
有
る
を
恐
れ
、
未
だ
曾
て
自
責
せ
ざ
る
有
ら
ず
、
時
に
常

に
非
有
り
て
督
録
せ
ら
る
を
恐
る
。
神
相
白
未
だ
曾
て
懈
ら
ず
、
過
有
れ
ば
退
用
せ
ら
る
。
故
に
語
敕
を
重
復

し
、
辭
文
を
反
覆
し
、
宜
し
く
言
ふ
所
に
違
は
ざ
る
べ
し
。
是
れ
天
の
當
に
奉
承
す
る
所
、
神
祇
の
仰
ぐ
所
、

皆
如
法
、
常
に
敢
へ
て
息
わ
ず
。
達
せ
ざ
る
有
る
を
恐
れ
、
受
く
所
は
一
に
非
ず
、
皆
な
當
に
心
を
開
き
、
意

に
は
期
に
違
ふ
を
恐
る
。
神
に
尊
卑
有
り
、
上
下
相
事
ふ
る
に
、
言
ふ
所
に
如
か
ら
ざ
れ
ば
、
輒
ち
疏
記
せ
ら

る
。
憂
心
惻
惻
、
常
に
飢
渇
し
て
食
ら
は
ん
と
欲
す
る
が
如
し
。
天
君
言
を
開
く
に
、
知
れ
ば
乃
ち
教
を
出
だ

し
、
相
主
る
を
得
し
め
、
文
書
一
に
非
ず
、
當
に
其
の
意
を
得
れ
ば
、
後
に
各
の
信
有
る
べ
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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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
代
語
訳
〕

文
書
を
奏
上
す
れ
ば
天
君
へ
と
届
け
ら
れ
、
天
君
は
そ
の
書
を
得
て
読
み
、
天
人
間
の
約
定
が
截
然
か
つ
明
瞭

で
あ
る
内
容
で
あ
る
こ
と
を
確
認
す
る
。
そ
の
上
で
天
界
の
文
を
俗
世
に
現
出
さ
せ
る
。
こ
の
手
続
き
に
よ
っ

て
人
は
自
ら
を
恨
む
こ
と
な
く
、
中
正
か
つ
実
直
に
自
ら
励
む
の
で
あ
る
。
奏
上
し
な
く
て
も
天
君
は
自
ら
進

ん
で
そ
の
内
容
を
耳
に
入
れ
、（
雷
鳴
な
ど
の
）
音
声
に
よ
っ
て
そ
の
意
を
行
き
渡
ら
せ
る
。
こ
れ
に
よ
り
上
下

の
齟
齬
な
く
指
令
に
従
い
、
各
自
求
め
ど
お
り
に
動
く
の
で
あ
る
。（
人
は
）
そ
の
求
め
ら
れ
る
と
こ
ろ
に
及
ば

な
い
こ
と
を
恐
れ
、
自
ら
を
責
め
な
い
こ
と
は
な
く
、
自
ら
に
非
が
あ
れ
ば
処
罰
に
会
う
こ
と
を
恐
れ
て
ば
か

り
。
諸
神
も
天
君
へ
奏
上
す
る
が
、
こ
れ
を
怠
っ
た
こ
と
は
な
く
、
も
し
過
ち
が
あ
れ
ば
神
も
そ
の
役
目
を
は

ず
さ
れ
る
。
そ
れ
故
天
界
か
ら
の
命
を
繰
り
返
し
念
じ
そ
の
文
章
を
反
復
し
て
、
天
の
教
え
と
違
わ
ぬ
よ
う
に

せ
よ
。
こ
れ
が
天
を
尊
び
奉
る
こ
と
で
、
諸
神
が
仰
ぎ
み
る
所
以
で
あ
り
、
す
べ
て
法
に
従
う
が
ご
と
く
、
常

に
そ
の
任
務
を
果
た
し
休
む
こ
と
は
な
い
。
要
求
に
及
ば
な
い
点
が
あ
る
こ
と
を
恐
れ
ね
ば
な
ら
ず
、
授
か
る

教
令
も
様
々
。
み
な
心
を
開
い
て
受
け
入
れ
、
そ
の
求
め
に
違
わ
ぬ
よ
う
恐
れ
つ
つ
し
む
よ
う
に
。
神
に
は
尊

卑
の
別
が
あ
り
、
上
下
の
や
り
取
り
に
従
事
す
る
際
、
そ
の
言
葉
ど
お
り
に
で
き
な
け
れ
ば
そ
の
失
敗
を
記
録

さ
れ
て
し
ま
う
。
そ
れ
ゆ
え
憂
え
て
心
を
痛
め
、
常
に
飢
え
渇
き
食
物
を
欲
す
る
が
ご
と
く
任
務
を
遂
行
し
て

い
る
の
で
あ
る
。
天
君
が
言
葉
を
発
し
た
際
、（
人
や
神
々
が
）
こ
の
よ
う
な
こ
と
を
踏
ま
え
て
い
れ
ば
、
そ
の

教
え
が
世
に
現
れ
、
そ
の
後
こ
れ
に
則
り
担
当
を
果
た
さ
せ
る
こ
と
が
で
き
る
。
天
か
ら
の
文
書
は
一
つ
で
は

な
い
。
そ
の
意
図
す
る
と
こ
ろ
を
把
握
す
れ
ば
後
に
そ
れ
ぞ
れ
（
天
か
ら
の
）
信
頼
〔
あ
か
し
＝
天
書
の
出
現
？
〕
が

生
じ
る
で
あ
ろ
う
。

ି
文
書
相
白

『
經
』

有
心
之
人
積
行
補
真
訣
第

「
有
知
之
人
多
所
分
明
，
但
恐
當
時
有
不
如
言
耳
，
何
嫌
不
相
白
説
，

、
、

111

184

其
人
有
心
自
思
愆
負
也
。
︙
唯
大
神
相
白
，
成
就
之
日
，
以
死
命
自
效
，
何
須
望
還
報
。」

、
、

上
至
天
君
（『
鈔
』で
は
天
君
初
登
場
。以
降
多
出
）

『
荀
子
』
天
論
「
天
職
既
立
，
天
功
既
成
，
形
具
而
神
生
，
好
惡
喜
怒
哀
樂
臧
焉
，
夫
是
之
謂
天
情
。
耳
目
鼻

口
形
能
各
有
接
而
不
相
能
也
，
夫
是
之
謂
天
官
。
心
居
中
虚
，
以
治
五
官
，
夫
是
之
謂
天
君
。」

、
、

『
經
』

上
善
臣
子
弟
子
爲
君
父
師
得
仙
方
訣

「
勿
敢
。
但
財
利
其
身
者
，
自
言
爲
善
，
上
以
置
天
君
父
師

、
、

47

63

也
。
︙
以
何
上
有
益
於
天
君
父
師
，
其
爲
行
增
，
但
各
自
祐
利
而
已
邪
？
」

、
、

約
束
分
明

『
經
』

要
訣
十
九
條

「
欲
知
集
行
書
訣
也
，
如
其
文
，
而
重
丁
寧
，
善
約
束
之
。
行
之
一
日
，
消
百
害
猾

、
、

108

173

人
心
，
一
旦
轉
而
都
正
也
，
以
為
天
信
。」

※
敦
煌
目
録
太
平
經
卷
第
五
十
六
「
与
神
約
束
（
東
）
訣
第
八
十
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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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直
自
進

『
周
易
』
同
人
「
九
五
，
同
人
先
號
咷
而
後
笑
，
大
師
克
相
遇
。」
象
傳
「
同
人
之
先
，
以
中
直
也
，
大
師
相
遇
，

、
、

言
相
克
也
。」

音
聲
洞
徹

『
鈔
』
丙
部
・
大
小
諌
正
法
「
天
地
音
聲
、
小
諫
雷
電
小
急
、
大
諫
霹
靂
數
作
、
諫
而
不
從
、
因
而
消
亡
矣
」

、
、

（27a5

）

『
鈔
』
壬
部
「
人
各
自
度
量
，
志
意
日
高
，
貪
慕
上
升
。
其
化
生
光
耀
，
日
中
所
見
，
洞
徹
正
神
，
相
隨
浮
遊

、
、

八
表
。」（13a7

）

『
經
』

大
功
益
年
書
出
歳
月
戒

「
音
聲
徹
通
」（
前
出
→
〈
篤
達
〉）

110

179

上
下
法
則

『
經
』

寫
書
不
用
徒
自
苦
誡

「
天
有
教
令
，
當
復
行
矣
。
無
失
法
則
枉
疏
記
，
為
置
證
左
，
不
宜
自
服
。」

、
、

112

187

同

不
忘
誡
長
得
福
訣

「
戒
無
小
大
，
可
法
則
也
。
不
忘
此
言
長
得
福
，
宜
慎
用
行
之
，
不
失
節
也
。」

、
、

112

190

同

不
承
天
書
言
病
當
解
謫
誡

「
是
曹
之
人
，
皆
如
六
畜
。
但
口
知
臭
，
香
衣
好
禮
，
跪
起
不
可
法
則
，
常

、
、

114

202

有
不
録
之
心
。」

督
録『

漢
書
』

西
域
傳
「
最
凡
國
五
十
。
自
譯
長
、
城
長
、
君
、
監
、
吏
、
大
祿
、
百
長
、
千
長
、
都
尉
、
且
渠
、

96

當
戸
、
將
、
相
至
侯
、
王
，
皆
佩
漢
印
綬
，
凡
三
百
七
十
六
人
。
而
康
居
、
大
月
氏
、
安
息
、
罽
賓
、
烏

弋
之
屬
，
皆
以
絶
遠
不
在
數
中
，
其
來
貢
獻
則
相
與
報
，
不
督
録
總
領
也
。」

、
、

『
後
漢
書
』
安
帝
紀
「（
延
光
三
年
六
月
）
辛
巳
，
遣
侍
御
史
分
行
青
冀
二
州
災
害
，
督
録
盜
賊
。」

、
、

反
覆
辭
文

『
經
』

件
古
文
名
書
訣

「
子
已
知
之
矣
。
如
都
拘
校
道
文
經
書
，
及
衆
賢
書
文
、
及
衆
人
口
中
善
辭
訣
事
，

41

55

盡
記
善
者
，
都
合
聚
之
，
致
一
間
處
，
都
畢
竟
，
迺
與
衆
賢
明
大
德
共
訣
之
，
以
類
更
相
微
明
，
去
其
復

重
，
次
其
辭
文
而
記
置
之
。」

、
、

天
之
當
所
奉
承

『
左
伝
』
昭
公
七
年
「
昔
先
君
成
公
、
命
我
先
大
夫
嬰
齊
曰
、『
吾
不
忘
先
君
之
好
、
將
使
衡
父
照
臨
楚
國
、
鎮

撫
其
社
稷
、
以
輯
寧
爾
民
。』
嬰
齊
受
命
于
蜀
、
奉
承
以
來
、
弗
敢
失
隕
、
而
致
諸
宗
祧
」

、
、

『
戰
國
策
』

昌
國
君
樂
毅
爲
燕
昭
王
合
五
國
之
兵
而
攻
齊
「
臣
不
佞
，
不
能
奉
承
先
王
之
教
，
以
順
左
右
之

、
、

30

心
，
恐
抵
斧
質
之
罪
，
以
傷
先
王
之
明
，
而
又
害
於
足
下
之
義
，
故
遁
逃
奔
趙
。」

同

大
功
益
年
書
出
歳
月
戒

（
前
出
→
〈
衆
神
〉）

110

179

『
經
』

善
仁
人
自
貴
年
在
壽
曹
訣

「
常
生
貪
活
，
思
奉
承
天
化
，
復
知
地
理
。」

、
、

111

182

神
祇
所
仰

『
墨
子
』
天
志
中
「
紂
越
厥
夷
居
，
不
肯
事
上
帝
，
棄
厥
先
神
祇
不
祀
，
乃
曰
吾
有
命
，
毋
僇
其
務(

或
罔
懲
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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侮)

。
天
亦
縱
棄
紂
而
不
葆
。」

『
經
』

大
小
諌
正
法
「
善
哉
，
子
之
所
問
，
已
得
天
道
實
核
矣
。
天
精
已
出
，
神
祇
悅
喜
矣
。」
頻
出

、
、

43

上
下
相
事

『
荀
子
』
王
制
「
夫
兩
貴
之
不
能
相
事
，
兩
賤
之
不
能
相
使
，
是
天
數
也
。」

、
、

『
經
』

見
誡
不
觸
惡
訣

「
是
行
當
可
久
見
於
天
神
，
日
月
星
辰
，
安
肯
久
照
？
為
天
神
所
祐
，
而
爭
欲
危

114

195

之
，
是
誰
過
乎
？
不
當
是
善
行
孝
順
之
人
邪
？
輒
有
祿
位
，
食
於
司
農
，
久
復
子
民
，
使
上
下
相
事
，
是

、
、
、
、

民
之
尊
者
也
。」

輒
見
疏
記

『
史
記
』

匈
奴
列
傳
「
初
，
匈
奴
好
漢
繒
絮
食
物
，
中
行
説
曰
：「
匈
奴
人
衆
不
能
當
漢
之
一
郡
，
然
所
以
彊

110

者
，
以
衣
食
異
，
無
仰
於
漢
也
。
今
單
于
變
俗
好
漢
物
，
漢
物
不
過
什
二
，
則
匈
奴
盡
歸
於
漢
矣
。
其
得

漢
繒
絮
，
以
馳
草
棘
中
，
衣
袴
皆
裂
敝
，
以
示
不
如
旃
裘
之
完
善
也
。
得
漢
食
物
皆
去
之
，
以
示
不
如
湩

酪
之
便
美
也
。」
於
是
説
教
單
于
左
右
疏
記
，
以
計
課
其
人
衆
畜
物
。」

、
、

『
經
』

有
功
天
君
敕
進
訣

（
前
出
→
〈
衆
神
〉）

114

198

憂
心
惻
惻

『
毛
詩
』
邶
風
・
柏
舟
「
憂
心
悄
悄
．
慍
于
群
小
．
覯
閔
既
多
．
受
侮
不
少
．
靜
言
思
之
．
寤
辟
有
摽
」

、
、

『
經
』

大
功
益
年
書
出
歳
月
戒

（
前
出
→
〈
衆
神
〉）

110

179

楊
雄
『
太
玄
經
』
翕
「
次
七
、
翕
繳
惻
惻
。」
范
望
注
「
鳥
而
失
志
、
故
高
飛
、
飛
而
遇
繳
、
欲
去
不
得
、
故
惻

、
、

惻
也
。
惻
，
痛
也
。」（H

D
C

）

潘
嶽
「
寡
婦
賦
」（『
文
選
』

）「
庶
浸
遠
而
哀
降
兮
、
情
惻
惻
而
彌
甚
。
願
假
夢
以
通
靈
兮
、
目
炯
炯
而
不
寢
。」

、
、

16

飢
渇
欲
食

『
經
』

守
三
實
法

「
愚
哉
，
然
天
下
人
本
生
受
命
之
時
，
與
天
地
分
身
，
抱
元
氣
於
自
然
，
不
飲
不
食
，

36

44

嘘
吸
陰
陽
氣
而
活
，
不
知
飢
渇
，
久
久
離
神
道
遠
，
小
小
失
其
指
意
，
後
生
者
不
得
復
知
，
眞
道
空
虚
，

、
、

日
流
就
僞
，
更
生
飢
渇
，
不
飲
不
食
便
死
，
是
一
大
急
也
。」

、
、

天
君
開
言

『
晉
書
』

慕
容
超
載
記
「
超
論
宿
豫
之
功
，
封
斛
穀
提
等
並
爲
郡
、
縣
公
。
慕
容
鎮
諫
曰
：「
臣
聞
懸
賞
待
勳
，

128
非
功
不
侯
。
今
公
孫
歸
結
禍
延
兵
，
殘
賊
百
姓
，
陛
下
封
之
。
得
無
不
可
乎
！
夫
忠
言
逆
耳
，
非
親
不
發
。

臣
雖
庸
朽
，
忝
國
戚
藩
，
輒
盡
愚
款
，
惟
陛
下
圖
之
。」
超
怒
，
不
答
，
自
是
百
僚
杜
口
，
莫
敢
開
言
。」

、
、

後
各
有
信

『
雲
笈
七
籤
』

三
洞
經
教
部
・
老
子
中
經
・
第
二
十
六
神
仙
「
經
曰
、
子
欲
爲
道
、
當
先
歴
藏
皆
見
其
神
、

18

乃
有
信
、
有
信
之
積
、
神
自
告
之
也
。」

、
、

、
、

『
鈔
』
乙
部
・
名
爲
神
訣
書
「
夫
天
無
私
祐
，
祐
之
有
信
。
夫
神
無
私
親
，
善
人
爲
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