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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秋
日
登
洪
府
滕
王
閣
餞
別
序
／
王
勃 

 
 

豫
章
故
郡
，
洪
都
新
府
。
星
分
翼
軫
，
地
接
衡
廬
。
襟
三
江
而
帶
五
湖
，
控
蠻
荊
而
引
甌
越
。
物
華
天

寶
，
龍
光
射
牛
鬥
之
墟
；
人
傑
地
靈
，
徐
孺
下
陳
蕃
之
榻
。
雄
州
霧
列
，
俊
采
星
馳
。
台
隍
枕
夷
夏
之
交
，

賓
主
盡
東
南
之
美
。
都
督
閻
公
之
雅
望
，
棨
戟
遙
臨
；
宇
文
新
州
之
懿
範
，
襜
帷
暫
駐
。
十
旬
休
假
，
勝
友

如
雲
，
千
里
逢
迎
，
高
朋
滿
座
。
騰
蛟
起
鳳
，
孟
學
士
之
詞
宗
；
紫
電
青
霜
，
王
將
軍
之
武
庫
。
家
君
作

宰
，
路
出
名
區
；
童
子
何
知
，
躬
逢
勝
餞
！ 

 
 

時
維
九
月
，
序
屬
三
秋
。
潦
水
盡
而
寒
潭
清
，
煙
光
凝
而
暮
山
紫
。
儼
驂
騑
於
上
路
，
訪
風
景
于
崇

阿
。
臨
帝
子
之
長
洲
，
得
天
人
之
舊
館
。
層
台
聳
翠
，
上
出
重
霄
；
飛
閣
翔
丹
，
下
臨
無
地
。
鶴
汀
鳧
渚
，

窮
島
嶼
之
縈
回
，
桂
殿
蘭
宮
，
列
岡
巒
之
體
勢
。
披
繡
闥
，
俯
雕
甍
，
山
原
曠
其
盈
視
，
川
澤
紆
其
駭
矚
。

閭
閻
撲
地
，
鐘
鳴
鼎
食
之
家
；
舸
艦
迷
津
，
青
雀
黃
龍
之
軸
。
雲
銷
雨
霽
，
彩
徹
區
明
。
落
霞
與
孤
鶩
齊

飛
，
秋
水
共
長
天
一
色
。
漁
舟
唱
晚
，
響
窮
彭
蠡
之
濱
，
雁
陣
驚
寒
，
聲
斷
衡
陽
之
浦
。 

 
 

遙
襟
甫
暢
，
逸
興
遄
飛
。
爽
籟
發
而
清
風
生
，
纖
歌
凝
而
白
雲
遏
。
睢
園
綠
竹
，
氣
淩
彭
澤
之
樽
；
鄴

水
朱
華
，
光
照
臨
川
之
筆
。
四
美
具
，
二
難
並
。
窮
睇
眄
于
中
天
，
極
娛
遊
於
暇
日
。
天
高
地
迥
，
覺
宇
宙

之
無
窮
；
興
盡
悲
來
，
識
盈
虛
之
有
數
。
望
長
安
於
日
下
，
指
吳
會
於
雲
間
。
地
勢
極
而
南
溟
深
，
天
柱
高

而
北
辰
遠
。
關
山
難
越
，
誰
悲
失
路
之
人
？
萍
水
相
逢
，
儘
是
他
鄉
之
客
。
懷
帝
閽
而
不
見
，
奉
宣
室
以
何

年
？ 

 
 

嗟
乎
！
時
運
不
齊
，
命
途
多
舛
。
馮
唐
易
老
，
李
廣
難
封
。
屈
賈
誼
于
長
沙
，
非
無
聖
主
；
竄
梁
鴻
于

海
曲
，
豈
乏
明
時
？
所
賴
君
子
見
幾
，
達
人
知
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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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陳
情
表
／
李
密 

 
 

臣
密
言
：
臣
以
險
舋
，
夙
遭
閔
兇
。
生
孩
六
月
，
慈
父
見
背
；
行
年
四
歲
，
舅
奪
母
志
。
祖
母
劉
愍
臣

孤
弱
，
躬
親
撫
養
。
臣
少
多
疾
病
。
九
歲
不
行
。
零
丁
孤
苦
，
至
於
成
立
。
既
無
叔
伯
，
終
鮮
兄
弟
。
門
衰

祚
薄
，
晚
有
兒
息
。
外
無
期
功
強
近
之
親
，
內
無
應
門
五
尺
之
童
。
煢
煢
孑
立
，
形
影
相
弔
。
而
劉
夙
嬰
疾

病
，
常
在
床
蓐
；
臣
侍
湯
藥
，
未
嘗
廢
離
。 

 
 

逮
奉
聖
朝
，
沐
浴
清
化
。
前
太
守
臣
逵
，
察
臣
孝
廉
；
後
刺
史
臣
榮
，
舉
臣
秀
才
。
臣
以
供
養
無
主
，

辭
不
赴
命
。
詔
書
特
下
，
拜
臣
郎
中
。
尋
蒙
國
恩
，
除
臣
洗
馬
。
猥
以
微
賤
，
當
侍
東
宮
，
非
臣
隕
首
所
能

上
報
。
臣
具
以
表
聞
，
辭
不
就
職
。
詔
書
切
峻
，
責
臣
逋
慢
。
郡
縣
逼
迫
，
催
臣
上
道
。
州
司
臨
門
，
急
於

星
火
。
臣
欲
奉
詔
奔
馳
，
則
以
劉
病
日
篤
；
欲
苟
順
私
情
，
則
告
訴
不
許
。
臣
之
進
退
，
實
為
狼
狽
。 

 
 

伏
惟
聖
朝
，
以
孝
治
天
下
。
凡
在
故
老
，
猶
蒙
矜
育
；
況
臣
孤
苦
，
特
為
尤
甚
。
且
臣
少
事
偽
朝
，
歷

職
郎
署
，
本
圖
宦
達
，
不
矜
名
節
。
今
臣
亡
國
賤
俘
，
至
微
至
陋
。
過
蒙
拔
擢
，
寵
命
優
渥
，
豈
敢
盤
桓
，

有
所
希
冀
？
但
以
劉
日
薄
西
山
，
氣
息
奄
奄
，
人
命
危
淺
，
朝
不
慮
夕
。
臣
無
祖
母
，
無
以
至
今
日
；
祖
母

無
臣
，
無
以
終
餘
年
。
母
孫
二
人
，
更
相
為
命
。
是
以
區
區
不
能
廢
遠
。
臣
密
今
年
四
十
有
四
，
祖
母
劉
今

年
九
十
有
六
；
是
以
臣
盡
節
於
陛
下
之
日
長
，
報
劉
之
日
短
也
。
烏
鳥
私
情
，
願
乞
終
養
！ 

 
 

臣
之
辛
苦
，
非
獨
蜀
之
人
士
，
及
二
州
牧
伯
，
所
見
明
知
；
皇
天
后
土
，
實
所
共
鑑
。
願
陛
下
矜
愍
愚

誠
，
聽
臣
微
志
。
庶
劉
僥
倖
，
卒
保
餘
年
。
臣
生
當
隕
首
，
死
當
結
草
。
臣
不
勝
犬
馬
怖
懼
之
情
，
謹
拜
表

以
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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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與
元
微
之
書
／
白
居
易 

 
 

四
月
十
日
夜
，
樂
天
白
： 

 
 

微
之
，
微
之
，
不
見
足
下
面
已
三
年
矣
；
不
得
足
下
書
欲
二
年
矣
。
人
生
幾
何
，
離
闊
如
此
！
況
以
膠

漆
之
心
，
置
於
胡
越
之
身
，
進
不
得
相
合
，
退
不
能
相
忘
，
牽
攣
乖
隔
，
各
欲
白
首
。
微
之
，
微
之
，
如

何
！
如
何
！
天
實
為
之
，
謂
之
奈
何
！ 

 
 

僕
初
到
潯
陽
時
，
有
熊
孺
登
來
，
得
足
下
前
年
病
甚
時
一
札
，
上
報
疾
狀
，
次
敘
病
心
，
終
論
平
生
交

分
。
且
云
：
「
危
惙
之
際
，
不
暇
及
他
，
惟
收
數
帙
文
章
，
封
題
其
上
，
曰
：
『
他
日
送
達
白
二
十
二
郎
，
便

請
以
代
書
。
』」
悲
哉
！
微
之
於
我
也
，
其
若
是
乎
！
又
睹
所
寄
聞
僕
左
降
詩
，
云
：
「
殘
燈
無
焰
影
幢
幢
，

此
夕
聞
君
謫
九
江
。
垂
死
病
中
驚
坐
起
，
闇
風
吹
雨
入
寒
窗
。
」
此
句
他
人
尚
不
可
聞
，
況
僕
心
哉
！
至
今

每
吟
，
猶
惻
惻
耳
。
且
置
是
事
，
略
敘
近
懷
。 

 
 

僕
自
到
九
江
，
已
涉
三
載
，
形
骸
且
健
，
方
寸
甚
安
。
下
至
家
人
，
幸
皆
無
恙
。
長
兄
去
夏
自
徐
州

至
，
又
有
諸
院
孤
小
弟
妺
六
、
七
人
，
提
挈
同
來
。
昔
所
牽
念
者
，
今
悉
置
在
目
前
，
得
同
寒
暖
飢
飽
：
此

一
泰
也
。 

 
 

江
州
風
候
稍
涼
，
地
少
瘴
癘
，
乃
至
虵
虺
蚊
蚋
，
雖
有
甚
稀
。
湓
魚
頗
肥
，
江
酒
極
美
，
其
餘
食
物
，

多
類
北
地
。
僕
門
內
之
口
雖
不
少
，
司
馬
之
俸
雖
不
多
，
量
入
儉
用
，
亦
可
自
給
，
身
衣
口
食
，
且
免
求

人
：
此
二
泰
也
。 

 
 

僕
去
年
秋
始
遊
廬
山
，
到
東
、
西
二
林
間
香
爐
峰
下
，
見
雲
水
泉
石
，
勝
絕
第
一
，
愛
不
能
捨
，
因
置

草
堂
。
前
有
喬
松
十
數
株
，
修
竹
千
餘
竿
；
青
蘿
為
牆
垣
，
白
石
為
橋
道
；
流
水
周
於
舍
下
，
飛
泉
落
於
簷

間
；
紅
榴
白
蓮
，
羅
生
池
砌
；
大
抵
若
是
，
不
能
殫
記
。
每
一
獨
往
，
動
彌
旬
日
，
平
生
所
好
者
，
盡
在
其

中
，
不
惟
忘
歸
，
可
以
終
老
：
此
三
泰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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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深
慮
論
／
方
孝
孺 

 
 

慮
天
下
者
，
常
圖
其
所
難
，
而
忽
其
所
易
；
備
其
所
可
畏
，
而
遺
其
所
不
疑
。
然
而
禍
常
發
於
所
忽
之

中
，
而
亂
常
起
於
不
足
疑
之
事
。
豈
其
慮
之
未
周
歟
？
蓋
慮
之
所
能
及
者
，
人
事
之
宜
然
；
而
出
於
智
力
之

所
不
及
者
，
天
道
也
。 

 
 

當
秦
之
世
，
而
滅
六
諸
侯
，
一
天
下
；
而
其
心
以
為
周
之
亡
，
在
乎
諸
侯
之
強
耳
。
變
封
建
而
為
郡

縣
，
方
以
為
兵
革
可
不
復
用
，
天
子
之
位
可
以
世
守
；
而
不
知
漢
帝
起
隴
畝
之
匹
夫
，
而
卒
亡
秦
之
社
稷
。

漢
懲
秦
之
孤
立
，
於
是
大
建
庶
孽
而
為
諸
侯
，
以
為
同
姓
之
親
，
可
以
相
繼
而
無
變
；
而
七
國
萌
篡
弒
之

謀
。
武
宣
以
後
，
稍
剖
析
之
而
分
其
勢
，
以
為
無
事
矣
；
而
王
莽
卒
移
漢
祚
。
光
武
之
懲
哀
平
，
魏
之
懲

漢
，
晉
之
懲
魏
，
各
懲
其
所
由
亡
而
為
之
備
；
而
其
亡
也
，
皆
出
其
所
備
之
外
。
唐
太
宗
聞
武
氏
之
殺
其
子

孫
，
求
人
於
疑
似
之
際
而
除
之
；
而
武
氏
日
侍
其
左
右
而
不
悟
。
宋
太
祖
見
五
代
方
鎮
之
足
以
制
其
君
，
盡

釋
其
兵
權
，
使
力
弱
而
易
制
；
而
不
知
子
孫
卒
困
於
夷
狄
。
此
其
人
皆
有
出
人
之
智
，
負
蓋
世
之
才
，
其
於

治
亂
存
亡
之
幾
，
思
之
詳
而
備
之
審
矣
；
慮
切
於
此
，
而
禍
興
於
彼
，
終
至
於
亂
亡
者
，
何
哉
？
蓋
智
可
以

謀
人
，
而
不
可
以
謀
天
。
良
醫
之
子
，
多
死
於
病
；
良
巫
之
子
，
多
死
於
鬼
；
彼
豈
工
於
活
人
而
拙
於
活
己

之
子
哉
？
乃
工
於
謀
人
而
拙
於
謀
天
也
。 

 
 

古
之
聖
人
，
知
天
下
後
世
之
變
，
非
智
慮
之
所
能
周
，
非
法
術
之
所
能
制
；
不
敢
肆
其
私
謀
詭
計
，
而

惟
積
至
誠
、
用
大
德
，
以
結
乎
天
心
；
使
天
眷
其
德
，
若
慈
母
之
保
赤
子
而
不
忍
釋
。
故
其
子
孫
，
雖
有
至

愚
不
肖
者
足
以
亡
國
，
而
天
卒
不
忍
遽
亡
之
，
此
慮
之
遠
者
也
。
夫
苟
不
能
自
結
於
天
，
而
欲
以
區
區
之

智
，
籠
絡
當
世
之
務
，
而
必
後
世
之
無
危
亡
，
此
理
之
所
必
無
者
也
，
而
豈
天
道
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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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潮
州
韓
文
公
廟
碑
／
蘇
軾 

 
 

匹
夫
而
為
百
世
師
，
一
言
而
為
天
下
法
。
是
皆
有
以
參
天
地
之
化
，
關
盛
衰
之
運
，
其
生
也
有
自
來
，

其
逝
也
有
所
為
。
故
申
、
呂
自
嶽
降
，
傅
說
為
列
星
，
古
今
所
傳
，
不
可
誣
也
。 

 
 

孟
子
曰
：「
我
善
養
吾
浩
然
之
氣
。
」
是
氣
也
，
寓
於
尋
常
之
中
，
而
塞
乎
天
地
之
間
，
卒
然
遇
之
，
則

王
公
失
其
貴
，
晉
、
楚
失
其
富
，
良
、
平
失
其
智
，
賁
、
育
失
其
勇
，
儀
、
秦
失
其
辯
。
是
孰
使
之
然
哉
？

其
必
有
不
依
形
而
立
，
不
恃
力
而
行
，
不
待
生
而
存
，
不
隨
死
而
亡
者
矣
。
故
在
天
為
星
辰
，
在
地
為
河

嶽
，
幽
則
為
鬼
神
，
而
明
則
復
為
人
。
此
理
之
常
，
無
足
怪
者
。 

 
 

自
東
漢
以
來
，
道
喪
文
弊
，
異
端
並
起
，
歷
唐
貞
觀
、
開
元
之
盛
，
輔
以
房
、
杜
、
姚
、
宋
而
不
能

救
。
獨
韓
文
公
起
布
衣
，
談
笑
而
麾
之
，
天
下
靡
然
從
公
，
復
歸
於
正
，
蓋
三
百
年
於
此
矣
。
文
起
八
代
之

衰
，
而
道
濟
天
下
之
溺
；
忠
犯
人
主
之
怒
，
而
勇
奪
三
軍
之
帥
。
此
豈
非
參
天
地
，
關
盛
衰
，
浩
然
而
獨
存

者
乎
？ 

 
 

蓋
嘗
論
天
人
之
辨
，
以
謂
人
無
所
不
至
，
惟
天
不
容
偽
。
智
可
以
欺
王
公
，
不
可
以
欺
豚
魚
；
力
可
以

得
天
下
，
不
可
以
得
匹
夫
匹
婦
之
心
。
故
公
之
精
誠
，
能
開
衡
山
之
雲
，
而
不
能
回
憲
宗
之
惑
；
能
馴
鱷
魚

之
暴
，
而
不
能
弭
皇
甫
鎛
、
李
逢
吉
之
謗
；
能
信
於
南
海
之
民
，
廟
食
百
世
，
而
不
能
使
其
身
一
日
安
於
朝

廷
之
上
。
蓋
公
之
所
能
者
，
天
也
；
其
所
不
能
者
，
人
也
。 

 
 

始
潮
人
未
知
學
，
公
命
進
士
趙
德
為
之
師
。
自
是
潮
之
士
，
皆
篤
於
文
行
，
延
及
齊
民
，
至
於
今
號
稱

易
治
。
信
乎
孔
子
之
言
：
「
君
子
學
道
則
愛
人
，
小
人
學
道
則
易
使
也
。
」
潮
人
之
事
公
也
，
飲
食
必
祭
，
水

旱
疾
疫
，
凡
有
求
必
禱
焉
。
而
廟
在
刺
史
公
堂
之
後
，
民
以
出
入
為
艱
。
前
太
守
欲
請
諸
朝
，
作
新
廟
，
不

果
。
元
祐
五
年
，
朝
散
郎
王
君
滌
來
守
是
邦
，
凡
所
以
養
士
治
民
者
，
一
以
公
為
師
。
民
既
悅
服
，
則
出
令

曰
：
「
願
新
公
廟
者
，
聽
。
」
民
讙
趨
之
，
卜
地
於
州
城
之
南
七
里
，
期
年
而
廟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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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岳
陽
樓
記
／
范
仲
淹 

慶
曆
四
年
春
，
滕
子
京
謫
守
巴
陵
郡
。
越
明
年
，
政
通
人
和
，
百
廢
具
興
，
乃
重
修
岳
陽
樓
，
增
其
舊

制
，
刻
唐
賢
今
人
詩
賦
於
其
上
；
屬
予
作
文
以
記
之
。 

 
 

予
觀
夫
巴
陵
勝
狀
，
在
洞
庭
一
湖
。
銜
遠
山
，
吞
長
江
，
浩
浩
湯
湯
，
橫
無
際
涯
；
朝
暉
夕
陰
，
氣
象

萬
千
；
此
則
岳
陽
樓
之
大
觀
也
，
前
人
之
述
備
矣
。
然
則
北
通
巫
峽
，
南
極
瀟
湘
，
遷
客
騷
人
，
多
會
於

此
，
覽
物
之
情
，
得
無
異
乎
？ 

 
 

若
夫
霪
雨
霏
霏
，
連
月
不
開
；
陰
風
怒
號
，
濁
浪
排
空
；
日
星
隱
曜
，
山
嶽
潛
形
；
商
旅
不
行
，
檣
傾

楫
摧
；
薄
暮
冥
冥
，
虎
嘯
猿
啼
。
登
斯
樓
也
，
則
有
去
國
懷
鄉
，
憂
讒
畏
譏
，
滿
目
蕭
然
，
感
極
而
悲
者

矣
。 

 
 

至
若
春
和
景
明
，
波
瀾
不
驚
，
上
下
天
光
，
一
碧
萬
頃
；
沙
鷗
翔
集
，
錦
鱗
游
泳
，
岸
芷
汀
蘭
，
郁
郁

青
青
。
而
或
長
煙
一
空
，
皓
月
千
里
，
浮
光
躍
金
，
靜
影
沉
璧
，
漁
歌
互
答
，
此
樂
何
極
。
登
斯
樓
也
，
則

有
心
曠
神
怡
，
寵
辱
皆
忘
，
把
酒
臨
風
，
其
喜
洋
洋
者
矣
。 

 
 

嗟
夫
！
予
嘗
求
古
仁
人
之
心
，
或
異
二
者
之
為
，
何
哉
？
不
以
物
喜
，
不
以
己
悲
。
居
廟
堂
之
高
，
則

憂
其
民
；
處
江
湖
之
遠
，
則
憂
其
君
。
是
進
亦
憂
，
退
亦
憂
；
然
則
何
時
而
樂
耶
？
其
必
曰
：「
先
天
下
之
憂

而
憂
，
後
天
下
之
樂
而
樂
」
歟
！
噫
！
微
斯
人
，
吾
誰
與
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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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醉
翁
亭
記
／
歐
陽
脩 

 
 

環
滁
皆
山
也
。
其
西
南
諸
峰
，
林
壑
尤
美
。
望
之
蔚
然
而
深
秀
者
，
琅
琊
也
。
山
行
六
七
里
，
漸
聞
水

聲
潺
潺
，
而
瀉
出
於
兩
峰
之
間
者
，
釀
泉
也
。
峰
迴
路
轉
，
有
亭
翼
然
臨
於
泉
上
者
，
醉
翁
亭
也
。
作
亭
者

誰
？
山
之
僧
曰
智
僊
也
。
名
之
者
誰
？
太
守
自
謂
也
。
太
守
與
客
來
飲
於
此
，
飲
少
輒
醉
，
而
年
又
最
高
，

故
自
號
曰
醉
翁
也
。
醉
翁
之
意
不
在
酒
，
在
乎
山
水
之
間
也
。
山
水
之
樂
，
得
之
心
而
寓
之
酒
也
。 

 
 

若
夫
日
出
而
林
霏
開
，
雲
歸
而
巖
穴
暝
，
晦
明
變
化
者
，
山
間
之
朝
暮
也
。
野
芳
發
而
幽
香
，
佳
木
秀

而
繁
陰
，
風
霜
高
潔
，
水
落
而
石
出
者
，
山
間
之
四
時
也
。
朝
而
往
，
暮
而
歸
，
四
時
之
景
不
同
，
而
樂
亦

無
窮
也
。 

 
 

至
於
負
者
歌
於
途
，
行
者
休
於
樹
，
前
者
呼
，
後
者
應
，
傴
僂
提
攜
，
往
來
而
不
絕
者
，
滁
人
遊
也
。

臨
谿
而
漁
，
谿
深
而
魚
肥
；
釀
泉
為
酒
，
泉
香
而
酒
洌
；
山
肴
野
蔌
，
雜
然
而
前
陳
者
，
太
守
宴
也
。
宴
酣

之
樂
，
非
絲
非
竹
，
射
者
中
，
弈
者
勝
，
觥
籌
交
錯
，
起
坐
而
諠
譁
者
，
眾
賓
懽
也
；
蒼
顏
白
髮
，
頹
然
乎

其
間
者
，
太
守
醉
也
。 

 
 

已
而
夕
陽
在
山
，
人
影
散
亂
，
太
守
歸
而
賓
客
從
也
。
樹
林
陰
翳
，
鳴
聲
上
下
，
遊
人
去
而
禽
鳥
樂

也
。
然
而
禽
鳥
知
山
林
之
樂
，
而
不
知
人
之
樂
；
人
知
從
太
守
遊
而
樂
，
而
不
知
太
守
之
樂
其
樂
也
。
醉
能

同
其
樂
，
醒
能
述
以
文
者
，
太
守
也
。
太
守
謂
誰
？
廬
陵
歐
陽
脩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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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項
脊
軒
志
／
歸
有
光 

 
 

項
脊
軒
，
舊
南
閤
子
也
。
室
僅
方
丈
，
可
容
一
人
居
。
百
年
老
屋
，
塵
泥
滲
漉
，
雨
澤
下
注
，
每
移

案
，
顧
視
無
可
置
者
。
又
北
向
，
不
能
得
日
，
日
過
午
已
昏
。
余
稍
為
修
葺
，
使
不
上
漏
；
前
闢
四
窗
，
垣

牆
周
庭
，
以
當
南
日
；
日
影
反
照
，
室
始
洞
然
。
又
雜
植
蘭
桂
竹
木
於
庭
，
舊
時
欄
楯
，
亦
遂
增
勝
。
借
書

滿
架
，
偃
仰
嘯
歌
，
冥
然
兀
坐
，
萬
籟
有
聲
；
而
庭
階
寂
寂
，
小
鳥
時
來
啄
食
，
人
至
不
去
。
三
五
之
夜
，

明
月
半
牆
，
桂
影
斑
駁
，
風
移
影
動
，
珊
珊
可
愛
。 

 
 

然
余
居
於
此
，
多
可
喜
，
亦
多
可
悲
。
先
是
，
庭
中
通
南
北
為
一
，
迨
諸
父
異
爨
，
內
外
多
置
小
門

牆
，
往
往
而
是
。
東
犬
西
吠
，
客
逾
庖
而
宴
，
雞
棲
於
廳
。
庭
中
始
為
籬
，
已
為
牆
，
凡
再
變
矣
。
家
有
老

嫗
，
嘗
居
於
此
。
嫗
，
先
大
母
婢
也
，
乳
二
世
，
先
妣
撫
之
甚
厚
。
室
西
連
於
中
閨
，
先
妣
嘗
一
至
。
嫗
每

謂
余
曰
：「
某
所
，
而
母
立
於
茲
。
」
嫗
又
曰
：
「
汝
姊
在
吾
懷
，
呱
呱
而
泣
；
娘
以
指
叩
門
扉
曰
：
『
兒
寒

乎
？
欲
食
乎
？
』
吾
從
板
外
相
為
應
答
。
」
語
未
畢
，
余
泣
，
嫗
亦
泣
。
余
自
束
髮
讀
書
軒
中
，
一
日
，
大

母
過
余
曰
：
「
吾
兒
，
久
不
見
若
影
，
何
竟
日
默
默
在
此
，
大
類
女
郎
也
！
」
比
去
，
以
手
闔
門
，
自
語
曰
：

「
吾
家
讀
書
久
不
效
，
兒
之
成
，
則
可
待
乎
？
」
頃
之
，
持
一
象
笏
至
，
曰
：「
此
吾
祖
太
常
公
宣
德
間
執
此

以
朝
，
他
日
汝
當
用
之
。
」
瞻
顧
遺
跡
，
如
在
昨
日
，
令
人
長
號
不
自
禁
。 

 
 

軒
東
故
嘗
為
廚
，
人
往
，
從
軒
前
過
。
余
扃
牖
而
居
，
久
之
，
能
以
足
音
辨
人
。
軒
凡
四
遭
火
，
得
不

焚
，
殆
有
神
護
者
。 

 
 

項
脊
生
曰
：
蜀
清
守
丹
穴
，
利
甲
天
下
，
其
後
秦
皇
帝
築
女
懷
清
臺
。
劉
玄
德
與
曹
操
爭
天
下
，
諸
葛

孔
明
起
隴
中
，
方
二
人
之
昧
昧
於
一
隅
也
，
世
何
足
以
知
之
？
余
區
區
處
敗
屋
中
，
方
揚
眉
瞬
目
，
謂
有
奇

景
；
人
知
之
者
，
其
謂
與
埳
井
之
蛙
何
異
？ 

 
 

余
既
為
此
志
，
後
五
年
，
吾
妻
來
歸
。
時
至
軒
中
，
從
余
問
古
事
，
或
憑
几
學
書
。
吾
妻
歸
寧
，
述
諸

小
妹
語
曰
：
「
聞
姊
家
有
閤
子
，
且
何
謂
閤
子
也
？
」
其
後
六
年
，
吾
妻
死
，
室
壞
不
修
。
其
後
二
年
，
余
久

臥
病
無
聊
，
乃
使
人
復
葺
南
閤
子
，
其
制
稍
異
於
前
。
然
自
後
余
多
在
外
，
不
常
居
。 

 
 

庭
有
枇
杷
樹
，
吾
妻
死
之
年
所
手
植
也
。
今
已
亭
亭
如
蓋
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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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黃
州
快
哉
亭
記
／
蘇
轍 

 
 

江
出
西
陵
，
始
得
平
地
，
其
流
奔
放
肆
大
；
南
合
湘
、
沅
，
北
合
漢
、
沔
，
其
勢
益
張
；
至
於
赤
壁
之

下
，
波
流
浸
灌
，
與
海
相
若
。
清
河
張
君
夢
得
，
謫
居
齊
安
，
即
其
廬
之
西
南
為
亭
，
以
覽
觀
江
流
之
勝
；

而
余
兄
子
瞻
，
名
之
曰
「
快
哉
」
。 

 
 

葢
亭
之
所
見
，
南
北
百
里
，
東
西
一
舍
。
濤
瀾
洶
湧
，
風
雲
開
闔
。
晝
則
舟
楫
出
沒
於
其
前
，
夜
則
魚

龍
悲
嘯
於
其
下
。
變
化
倏
忽
，
動
心
駭
目
，
不
可
久
視
。
今
乃
得
翫
之
几
席
之
上
，
舉
目
而
足
。
西
望
武
昌

諸
山
，
岡
陵
起
伏
，
草
木
行
列
，
煙
消
日
出
，
漁
夫
樵
父
之
舍
，
皆
可
指
數
，
此
其
所
以
為
「
快
哉
」
者

也
。
至
於
長
洲
之
濱
，
故
城
之
墟
，
曹
孟
德
、
孫
仲
謀
之
所
睥
睨
，
周
瑜
、
陸
遜
之
所
騁
騖
；
其
流
風
遺

跡
，
亦
足
以
稱
快
世
俗
。 

 
 

昔
楚
襄
王
從
宋
玉
、
景
差
於
蘭
臺
之
宮
，
有
風
颯
然
至
者
，
王
披
襟
當
之
，
曰
：
「
快
哉
此
風
！
寡
人
所

與
庶
人
共
者
耶
？
」
宋
玉
曰
：「
此
獨
大
王
之
雄
風
耳
，
庶
人
安
得
共
之
！
」
玉
之
言
，
葢
有
諷
焉
。
夫
風
無

雌
雄
之
異
，
而
人
有
遇
不
遇
之
變
。
楚
王
之
所
以
為
樂
，
與
庶
人
之
所
以
為
憂
，
此
則
人
之
變
也
。
而
風
何

與
焉
？ 

 
 

士
生
於
世
，
使
其
中
不
自
得
，
將
何
往
而
非
病
？
使
其
中
坦
然
，
不
以
物
傷
性
，
將
何
適
而
非
快
？
今

張
君
不
以
謫
為
患
，
竊
會
計
之
餘
功
，
而
自
放
山
水
之
間
，
此
其
中
宜
有
以
過
人
者
。
將
蓬
戶
甕
牗
，
無
所

不
快
；
而
況
乎
濯
長
江
之
清
流
，
挹
西
山
之
白
雲
，
窮
耳
目
之
勝
，
以
自
適
也
哉
？
不
然
，
連
山
絕
壑
，
長

林
古
木
，
振
之
以
清
風
，
照
之
以
明
月
，
此
皆
騷
人
思
士
之
所
以
悲
傷
憔
悴
而
不
能
勝
者
，
烏
睹
其
為
快
也

哉
？
元
豐
六
年
十
一
月
朔
日
趙
郡
蘇
轍
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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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鳴
機
夜
課
圖
記
／
蔣
士
銓 

 
 

吾
母
姓
鍾
氏
，
名
令
嘉
，
字
守
箴
，
出
南
昌
名
族
，
行
九
。
幼
與
諸
兄
從
先
祖
滋
生
公
讀
書
。
十
八
歸

先
府
君
。
時
府
君
年
四
十
餘
，
任
俠
好
客
，
樂
施
與
，
散
數
千
金
，
囊
篋
蕭
然
，
賓
從
輒
滿
座
。
吾
母
脫
簪

珥
，
治
酒
漿
，
盤
罍
間
未
嘗
有
儉
色
。
越
二
載
，
生
銓
，
家
益
落
，
歷
困
苦
窮
乏
，
人
所
不
能
堪
者
，
吾
母

怡
然
無
愁
蹙
狀
；
戚
黨
人
爭
賢
之
。
府
君
由
是
得
復
遊
燕
、
趙
間
，
而
歸
吾
母
及
銓
，
寄
食
外
祖
家
。 

 
 

銓
四
齡
，
母
日
授
《
四
子
書
》
數
句
。
苦
兒
幼
不
能
執
筆
，
乃
鏤
竹
枝
為
絲
斷
之
，
詰
屈
作
波
磔
點

畫
，
合
而
成
字
，
抱
銓
坐
膝
上
教
之
。
既
識
，
即
拆
去
。
日
訓
十
字
。
明
日
令
銓
持
竹
絲
合
所
識
字
，
無
誤

乃
已
。
至
六
齡
，
始
令
執
筆
學
書
。 

 
 

先
外
祖
家
素
不
潤
，
歷
年
饑
大
凶
，
益
窘
乏
；
時
銓
及
小
奴
衣
服
冠
履
，
皆
出
於
母
。
母
工
纂
繡
組

織
，
凡
所
為
女
紅
，
令
小
奴
攜
於
市
，
人
輒
爭
購
之
；
以
是
銓
及
小
奴
，
無
襤
褸
狀
。 

 
 

先
外
祖
長
身
白
髯
，
喜
飲
酒
。
酒
酣
，
輒
大
聲
吟
所
作
詩
，
令
吾
母
指
其
疵
。
母
每
指
一
字
，
先
外
祖

滿
引
一
觥
；
數
指
之
後
，
乃
陶
然
捋
鬚
大
笑
，
舉
觴
自
呼
曰
：
「
不
意
阿
丈
乃
有
此
女
！
」
既
而
摩
銓
頂
曰
：

「
好
兒
子
！
爾
他
日
何
以
報
爾
母
？
」
銓
稚
，
不
能
答
，
投
母
懷
，
淚
涔
涔
下
；
母
亦
抱
兒
而
悲
。
簷
風
几

燭
，
若
愀
然
助
人
以
哀
者
。 

 
 

記
母
教
銓
時
，
組 

績
紡
之
具
，
畢
置
左
右
；
膝
置
書
，
令
銓
坐
膝
下
讀
之
。
母
手
任
操
作
，
口
授
句

讀
，
咿
唔
之
聲
，
與
軋
軋
相
間
。
兒
怠
，
則
少
加
夏
楚
；
旋
復
持
兒
泣
曰
：
「
兒
及
此
不
學
，
我
何
以
見
汝

父
？
」
至
夜
分
寒
甚
，
母
坐
於
床
，
擁
被
覆
雙
足
，
解
衣
以
胸
溫
兒
背
，
共
銓
朗
誦
之
。
讀
倦
，
睡
母
懷
；

俄
而
母
搖
銓
曰
：「
可
以
醒
矣
！
」
銓
張
目
視
母
面
，
淚
方
縱
橫
落
，
銓
亦
泣
。
少
間
，
復
令
讀
，
雞
鳴
臥

焉
。
諸
姨
嘗
謂
母
曰
：
「
妹
，
一
兒
也
。
何
苦
乃
爾
！
」
對
曰
：
「
子
眾
可
矣
，
兒
一
不
肖
，
妹
何
託
焉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