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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序

序

按
照
本
會
初
創
時
的
計
飢
在
譯
釋
完
畢
全
部
制
制
制
和
為
一
般
教
文
出
版
一
部
聖
經
合
訂
一
制
之
能
應
出
版
斟
倒
制
制
如
本
會
同
人
在
五
年
計
劃
之

f
h終能
在
建
年
及

奉
獻
中
華
於
聖
母
金
路
年
內
將
這
本
辭
典
出
版
問
世
奉
獻
於
中
國
教
會
質
應
歸
功
於
天
上
母
皇
l
l
1

中
國
之
后
的
特
別
護
佑

編
著
這
部
辭
典
的
主
要
宗
且
是
在
於
協
助
對
劉
制
研
讀
作
進
一
步
進
修
的
人
在
教
會
內
宣
講
天
主
學
言
的
九
或
在
學
校
拘
牧
露
中
心
黃
宗
解
經
的
人
我
們
認
為
這

部
辭
典
是
研
讀
斟
制
必
鏘
的
一
部
工
具
也
因
為
到
目
前
為

L
此
類
告
她
在
救
國
尚
屬
創
亂
雖
然
我
們
分
離
的
弟
兄
已
出
版

f

叫
劉
輯
屁
斟
倒
辭
取
到
制
備
制
斜
對
副
研
科

全
書
四
一
路
立
日
大
辭
典
等
但
皆
屬
翻
譯
且
其
中
有
許
多
人
名
地
名
以
及
專
有
名
詞
對
我
教
會
人
士
頗
感
陌
生
尤
有
甚
者
單
位
早
在
最
近
數
十
年
來
國
了
考
古
學
的
發
展
上

述
各
譯
著
未
兔
有
不
合
時
宜
之
感

我
們
在
一
縮
著
這
部
辭
典
時
會
採
用
了
歐
美
各
國
無
論
是
天
主
教
或
非
天
主
教
最
近
出
版
的
徊
于
頌
似
的
著
作
並
且
也
引
用
了
各
專
家
丹
各
專
題
在
各
雌
性
誌
中
所
撰
寫

的
專
丸
在
此
謹
表
衷
心
的
謝
志
因
為
斟
別
的
研
究
範
園
是
如
此
的
廣
恥
除

f

應
研
讀
斟
側
的
語
文
凡
尚
需
研
究
考
古
拉
文
字
且
屋
史
問
恥
地
質
拉
人
類
學
東
方
宗
教
學
東

方
文
化
史
尤
其
聖
經
科
學
像
諸
如
此
類
的
專
門
學
問
當
然
超
出
了
我
們
微
泣
的
能
力
是
以
翁
們
不
得
不
依
賴
各
專
家
對
各
專
題
所
作
的
論
斷
與
所
擁
護
的
意
見
如
遇
有

學
者
意
見
不
間
的
時
候
敘
們
選
擇
目
前
比
較
為
聖
經
學
者
所
接
受
的
意
μ
尤
其
赴
闕
淤
怕
是
經
柳
川
P

問
題
我
們
也
會
注
意
到
現
代
學
詣
的
芯
兒
但
教
們
處
處
以
做
審
的
態

度
加
以
斟
酌
取
捨
以
兔
混
亂
我
圓
信
友
尤
其
新
入
教
者
的
信
仰

劉
樹
飯
是
歇
會
的
且
是
出
於
教
會
的
思
又
是
天
主
交
與
教
會
作
為
信
仰
準
繩
的
氏
為
此
我
們
無
論
討
論
什
麼
悶
悶
也
總
以
教
會
對
天
主
娶
一

-昂
的
解
釋
為
依
歸
因
為
為

信
友
解
釋
劉
樹
的
最
後
準
她
絕
不
能
取
之

H
K一
個
或
少
數
解
經
學
者
的
意
見
解
經
的
最
高
檔
威
應
是
教
會
的
訓
導
機
忱
這
機
構
是
基
於
古
代
教
父
與
學
師
以
及
今
日
代

表
教
會
的
與
羅
馬
教
宗
共
融
的
主
教
團
因
為
基
督
對
宗
徒
所
說
的
涼
的
「
誰
聽
你
們
就
是
聽
我
」

(
路
m
H

)
為
宗
徒
的
繼
承
人
始
終
有
效

這
部
辭
典
是
學
會
向
人
合
作
編
寫
仙
趴
在
每
一
條
文
之
後
具
有
執
筆
人
的
姓
名
以
頁
文
亂
殺
們
亦
會
邀
刊
的
過
各
界
學
札
爪
的
木
辭
典
撰
寫
一
些
專
題
但
因
種
種
原
的
未

能
如
願
以
也
不
血
本
書
仍
附
有
附
篇
數
篇
.
如
鬧
到
別
倒
叫
到
制
由
圳
文
教
授
劇
創
制
先
生
執
辟
的
制
制
叫
樹
叫
到
很
制
制
制
制
叫
到
側
向
自
創
大
考
古
人
類
學
教
授
叫
到
剖

博
士
執
筆
辭
典
內
還
有
「
傳
授
」
一
文
由
八
閉
目
志
里
神
父
執
筆
在
此
此
表
前
門
分
的
謝
悉

這
部
辭
典
雖
不
能
稱
為
聖
經
百
科
全
書
但
本
會
向
人
在
可
能
站
間
內
已
毅
力
將
有
關
聖
經
的
主
耍
資
料
濃
縮
於
二
仰
望
經
上
的
人
名
與
地
名
笙
經
的
展
史
與
神
學

論
題
皆
在
討
論
之
列
閑
時
本
會
問
人
在
寫
作
時
常
以
中
間
請
各
為
對
象
處
處
為
中
國
讀
者
設
想
本
會
雄
會
希
望
多
引
用
些
一
我
國
歷
史
文
化
宗
教
信
仰
哲
學
思
想
有
如
古

代
教
女
在
古
希
磁
拉
丁
文
化
裝
常
見
有
福
音
天
啟
的
準
備
同
樣
在
敘
凶
古
文
化
與
宗
教
信
仰
里
等
出
天
啟
的
準
倘
但
總
感
力
不
從
心
因
為
這
需
要
更
深
入
的
研
究
和
較

長
的
時
日
為
此
本
會
同
人
只
有
留
待
我
國
國
學
淵
博
的
公
教
學
者
在
這
一
方
面
多
作
努
力
研
究

本
會
同
人
認
為
編
著
聖
經
辭
典
的
主
要
目
標
是
將
建
經
的
恩
想
作
一
更
完
善
的
介
紹
興
解
釋
概
括
的
說
無
論
在
何
種
宗
教
裘
為
表
達
其
思
想
與
高
起
的
體
驗
都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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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特
有
的
芳
式
與
術
語
那
末
在
完
全
基
於
天
主
啟
示
的
基
督
教
會
內
不
消
說
更
應
有
其
特
有
的
語
言
甚
或
創
造
新
的
術
語
天
主
垂
神
形成
了
基
督
的
人
性
以
作
救
贖
人

類
的
工
具
同
一
的
聖
料
也
以
人
的
語
言
作
為
工
具
來
啟
示
天
主
的
奧
義
有
如
天
主
學
言
取
了
人
性
以
所
取
的
人
性
不
但
更
新
了
人
性
而
且
提
高7
人
性
同
樣
天
主
的
聖

言
也
充
實
了
人
的
語
言
賦
興
了
人
的
語
言
一
番
更
新
更
深
的
意
義
比
如
聖
經
上
的
用
的
字
架
如
「
光
」

「
真
理
」
「
生
命
」
「
正
義
」
「
恩
能
」
「
悔
改
」
「
天
國
」

「
教
會
」
等
這
些
一
字
葉
與
普
通
日
常
所
用
者
當
然
訂
所
不
岡
這
是
顯
而
易
見
的
信
友
們
對
這
些
一
字
彙
雖
習
以
為
常
但
對
其
涵
意
瞭
解
的
深
度
則
應
與
日
俱
進
為
非
基
督

教
的
讀
話
不
必
說
更
需
要
有
所
解
釋
由
此
可
見
聖
經
辭
典
的
需
要
與
其
俾
益

為
更
容
易
瞭
解
學
經
經
文
本
辭
典
插
入
了
許
多
插
園
地
悶
像
片
和
年
代
表
尤
其
在
聖
經
與
世
界
大
事
年
表
內
將
選
民
的
歷
史
與
我
中
華
民
族
的
歷
史
加
以
比
較
可

使
我
國
同
胞
兩
相
對
間
對
救
恩
央
更
加
熟
悉
在
此
我
們
也
向
西
班
牙
開
全
巳8
3

。
ω
E
m
p
∞
〉
和
意
國
也

-o

全
旦
出
版
社
致
最

誠
摯
的
謝
意
因
為
該
二
出
版
社

慨
然
允
准
我
們
自
由
使
用
其
所
出
版
的
聖
經
百
科
全
書
內
的
圖
片
在
此
特
向
讀
者
推
跨

本
辭
典
所
用
的
聖
經
人
名
地
名
以
及
而
把
全
按
本
學
會
所
出
版
的
聖
經
合
訂
本
但
對
那
些
』
執
…
悉
分
離
弟
兄
所
出
版
的
聖
經
人
士
特
一
編
製
一

「
基
督
教
與
天
主
教
聖

經
人
名
地
名
對
照
黨
引
」
附
於
芷
後
以
便
儉
梅
此
外
為
使
讀
品
更
谷
易
眩
用
木
辭
典
起
且
又
特
編
製
了
封
封
和
蚓
叫
文
宗
札
按
字
母
順
序
排
列
並
附
以
號
碼
列
於
書
後

任
何
一
部
辭
典
右
想
指
延
所
有
讀
益
的
心
關
幾
于
是
不
呵
能
的
布
什
何
況
在
這
本
辭
典
內
定
布
不
少
遺
漏
或
欠
明
之
處
本
會
向
人
可
能
甚
或
實
在
比
讀
者
更
能
看
出

本
辭
典
有
令
人
不
誦
的
地
方
但
在
「
有
勝
趴
仇
恨
」
的
原
則
下
本
俏
貨
然
山
版
)
迫
部
辭
典
無
非
希
望
得
到
拋
的
引
玉
的
效
果
更
期
望
各
位
讀
者
尤
其
各
位
學
者
各
位
專
家

不
吝
賜
教
木
由
U
M
人
則
感
激
不
益

我
們
在
此
多
謝
從
各
方
面
協
助
與
鼓
勵
從
們
的
人
尤
其
多
謝
所
布
的
瓜
人
使
我
們
能
在
物
價
飛
勝
的
今
日
得
以
出
版
這
部
篇
幅
相
當
可
觀
的
辭

典

最
後
我
們
從
心
益
深
處
瓜
政
我
們
的
主
似
中
學
之
后
天
上
的
母
親
造
良
學
母
瑪
利
亞
她
不
但
時
時
協
助
我
們
工
作
並
在
天
主
前
為
我
們
轉
求
賜
與
我
們
能
在
工
作

中
忍
苦
耐
勞
但
願
基
督
的
母
親

|
|
1

天
主
聖
一
育
的
母
親
繼
納
助
佑
我
們
和
研
譜
聖
經
的
人
士
不
但
聆
聽
天
主
的
學
言
而
且
默
存
於
心
結
出
嘲
盛
頓
的
美
果

恩
高
聖
經
學
會
謹
識
於
香
港

一
九
七
四
年
十
二
月
八
日

聖
母
無
染
原
罪
筒

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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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一
)
本
辭
典
經
內
人
名
地
扎
除
教
會
與
普
通
常
用
者
外
大
抵
依
原
文
音
聾
的
經
外
譯
名
大
低
依
照
綜
合
英
漢
大
辭
此
該
辭
典
所
無
者
則
按
各
國
語
言
原
音
音
譯

j
t

‘
s
'

，
1

‘
g
t
s

。

(
二
)
本
辭
典
引
用
經
文
概
以
本
學
會
出
版
聖
經
合
訂
本
為
依
接

(
三
)
本
辭
典
引
用
經
文
時
概
以
阿
刺
伯
數
字
標
山
山
章
簡
章
數
用
大
毛
節
歡
用
小
{
已
如
戰
5
“
即
瑪
簣
福
音
第
五
章
第
四
十
八
配
如
一
書
沒
有
章
數
只
有
筍
數
概

以
大
字
標
出
如
猶
日
即
猶
達
書
第
十
三
筍

(
四

)
條
文
之
後
有
時
標
出
有
闋
的
詞
句
或
術
語
以
便
讀
者
參
照
收
互
為
補
充
之
效

(
五
)
各
條
均
予
編
號
以
便
檢
查
且
附
有
英
文
蚓
叫
文
標
間
也
以
便
叫
回
人
士
參
他

(
4川
)
檢
字
索
引
分
中
英
控
三
種
中
文
黨
引
置
於
目
錄
之
後
依
筆
畫
排
列
筆
畫相
同
者
依
部
首
排
列
部
首
相
同
者
大
低
依
A
B
C

發
音
排
列
芙
往
則
依
A
B
C

訣

列
置
於
書
末
旦
的
有
一
編
號
以
便
查
閱

(
七
)
為
吶
應
合
一
運
動
特
為
分
離
弟
兄
問
道
一
編
有
「
基
督
教
與
天
主
教
聖
經
人
名
地
名
對
照
索
引
」

但
只
以
本
辭
典
內
所
有
者
為
眼
人
名

地
名
後
並
附
以
編
號

使
於
檢
查

(
八
)
篇
末
附
有
執
筆
者
性
名
如

(
雷

)
為
劃
剖
開
(
韓

)
為
蚓
剝
削
必(義
)
為
李
智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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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和
德
神
父

主
編
者

雷
、
水
明
神
父

陳
維
就
神
文

編
輯
者

李
士
漁
神
父

翟

煦
神
父

李
智
義
神
父

梁
雅
明
神
父

韓
承
良
神
父

(
雷
〉

(
陳
〉

(
漁
)

(
翟
〉

(
義
)

(
梁
〉

〈
轉
)

〈
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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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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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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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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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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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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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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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i
-
-
-

三
一
一
九l

一
二
二0

度
量
衡
幣
制
與
公
制
比
較
表

(
甲
)
舊
約
時
代
-
j
i
-
-•••••••••.••••• 

ji---ji--

••••••• 

三
三
三

(
乙
)
新
約
時
代
-
j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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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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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99~5~~~~~9mmwz揭 245 244 243 242 241 240 239 

I
S

百
H

f
t
-

4

日
，

同
月月

亮
木木

納
松

比
喻

比
喻
(
新
約
中
的
)

比
拉
多

水水
蒼
玉

火火
把

火
客

父
親

父
母

牛牛
膝
筆

王
冠

281 280 Zl9 Zl8 m Zl6 Zl5 ZI4 ZI3 ZI2 Zll ZlO 269 268 訪7 孤獨5 捌

五
畫

丕
洛

丕
雄

丕
通

丕
斯
加

丕
貝
色
特

286285 捌 283282



五.型經辭典中文尊重;w ~ 1

丕
乃
叫
戶
口
斯

丕
怠
狄
雅

丕
哈
希
洛
特

世
代

主
、
主
人

主
日

主
的
語
錄

主
的
復
活

代
兄
弟
立
制
律

以
色
列

以
色
列
國

以
色
列
選
民

以
民
曠
野
行
程

兄
弟

可
憎
之
物

出
神

出
谷
紀

加
-1日

加
拉

加
得

加
約

加
林

加
納

加
特

加
步
耳

311 310 紛紛 307 3æll5 304~302 羽1 300 299 ~ 297 l.抽筋捌 293 'lfl. 291 ~ 289 288 æ7 

加
耳
乃

加
肋
布

加
黎
雅

加
色
丁

加
阿
耳

加
巴
達

加
達
辣

加
里
雍

加
勒
布

加
非
托
爾

加
革
米
士

加
爾
勢
，
耳

加
爾
瓦
略

加
俾
額
爾

加
里
肋
亞

加
瑪
里
耳

加
默
里
耳

加
特
黎
孟

加
特
赫
費
爾

包
皮

區
幽
且

直
開

區
凱

區
汪

區
區

336 335 334 333 l'l2 331 330 329 328 m 326 必 324 323 3'l2 321 320 319 318 317 316 315 314 3日 312

區
拜

值
多
克

區
耳
孟

匣
爾
堂

區
巴
得

區
巴
泰

區
步
得

區
一
雇
一
爾

區
刻
約

區
諾
亞

區
貝
狄

區
耳
摩
納

區
爾
法
特

區
貝
狄
耳

區
加
利
亞

區
加
利
亞
書

恆
加
利
亞
歌

區
默
祖
明

占
1
「

卡
步

卡
納

卡
納
谷

卡
爾
頗

卡
德
士

卡
德
士
巴
爾
乃
亞

施1 360 359 3油 357 ~五妨以 353 3血泊l 刻划 348 347 346 細細的 342 341 340 339 338 337 



聖經辭典中文尊重索引六.

卡
爾
納
殷

卡
帕
多
細
雅

古
民
族
的
分
布

召
選

史
學

史
權

史
米

史
孟

史
品
爾

史
羅
亞

史
默
紅

史
默
龍

史
納
爾

史
斐
辣

史
沙
克

史
托
頗
里

司
祭

司
祭
鐵

司
祭
法
典

四
書

四
散
的
以
民

外
衣

外
方
人

外
邦
歸
化
的
基
督
徒

釵
僕

草草犯5 38( 3t日 382 招1 3æ 379 378 377 316 衍訓 373 372 371 370 紛紛紡車站~淑 363 3æ

奴
默
尼

奶奶
餅

尼
羅
河

尼
散

尼
苛
勞

尼
苛
勞
黨

尼
革
爾

尼
默
辣

尼
默
毆

尼
尼
微

尼
普
爾

尼
貝
哈
次

尼
加
諾
爾

尼
苛
德
摩

尼
苛
頗
里

尼
默
洛
得

尼
色
洛
客

左
爾

左
罕

左
哈
爾

左
法
爾

左
赫
肋
特

布
拉
斯
托

平
原

411 410 4的側的偏紛紛 4的仰的lω 紛紛紛論 395394393392 糾紛耳目謝謝

平
行
體

幼
鹿

幼
發
拉
的

弗
肋
貢

打
獵

未
錄
主
言

末
世
論

末
日
審
判

本
都

本
性

本
希
農

本
雅
明

正
經

正
義

母
牛

母
親

民
長
(
紀
)

、永
戶
晶
晶

玉
石

玉
髓

玉
蜀
秦

瓦
片

瓦
市
提

甘
達
刻

生
命

你必 434 433 432 mω 的 4泌的 4泌的42l 423 4Z1 121 呦(19 118 m 416 415 ll! 113 412 



七﹒黨引聖經辭典中文.

生
命
研

生
命
樹

甲

a
m狀
闢

-一
倍

申
命
紀

自
冷

自
驚

自
松
香

白
瑪
洛

皮
囊

石
、
聲
石

石
榴

石
油

石
時

「
個
舖
地

立
像

六
畫

伊
甸

伊
壁
鳩
魯
派

伍
茲

休
鞏
固

充
軍

先
知
、
先
知
職
良

先
存

光
明

4日 4切的倒 447 媽的叫“3 442 441 440 439 I泌的459 458 457 456 4臼 454 仰 452

光
榮

光
榮
頌

全
能
各

全
燭
祭

再
來

刑
罰

列
正
如
札

印印
度

名
字

地地
獄

地
開

地
中
海

地
質
時
代

多
丹

多
克

多
掌

多
默

多
戰
，
大
事
錄

多
爾

多
厄
格

多
爾
卡

多
神
教

多
夫
制

4倒 483 482 481 480 lï9 478 47ï 1泊的 li4 日 1花 471 470 4的倒 467 偏偏 4&1 4日 4位 461 I的

多
委
制

多
彼
雅

多
俾
亞

多
俾
亞
博

多
貝
辣
特

拉
門
，
兩
托

』F

月
字
母
順
序
汙

宇
宙

宇
宙
棍

安
慰「

安
慰
之
聖
神
」
通
識

安
德
肋

安
德
肋
大
事
錄

安
門
心
臼

安
息
日
帥
的
m
M

安
，
也
年

安
息
油
液

安
提
帕

安
提
帕
特

安
心
夕
尼
喂

安
。
夕
尼
叮

安
瞇
的

ι
l
u

安
蜓
的
作
哨
雅

安
得
治
尼
抖

;m划 W 協助湖泊油田i 淵明 4喝咖你媽似叫做的1 4~ 4的倒你必必



聖經辭典中文章I!黨呂lj\ . 

年年
齡

托
布

托
拉

托
辣

托
彼
特

托
彼
雅

托
非
立
特

托
加
爾
馬

收
倚
筍
節

早
日
烈
的
無
花
果

旭
日

朱
紅

次
經

死
亡

死
梅

死
海
文
件

死
人
復
活

泛
巴
比
倫
主
從

灰百
夫
長

百
合
花

米
加

米
羅

米
納

自4 533 ~ 531 5初到 528 5ll 526 站立 51日5'l/.沼1 i.?O 519 518 517 516 515 514 513 512 511 510 

米
辣

米
加
雌
H

L\nufr 
u
v
m川
&
H
H
V
E
g
-

米
技
位

米
J
d門
1
月

米
不
龍

米
﹒
德
州
阿

米
耳
八
4

、
際
肋
中
什

米
肋
托

t
A巾
制
恥
而
心
仕

米
，U
雅

米
市
納

米
抄
叮
叮

米
絃
帕

米
德
辣
巾

米
苓
瑪
斯

已
h
n
s
E
h刀
九
J

U
Z
A
M
ν
ν
n
n
n
7
J
 

米
不
多
耳

米
革
多
耳
加
得

羊羊
門

羊
棧

羊
皮
卷

老
年

老
鼠

559 558 551 5話筒 551 553 5扭扭扭扭9 )l8 ~7 滔滔划刻划划1 )l0 划 538 日7 日耳目1

h
刊肉

，
身

肉
身
役
的

徊
，
性

肋
米

肋
木
人

肋
卜
木
城

肋
卜
木
紀

肋
卜
木
交
派

肋
仁
4
泣
，
如

h
H
7月
，

Q
U
叫
伊
圳
山
「

的
少

lt 
肋
巴
，們

肋
附
官
u

肋
菸
耳

肋
特
客

肋
突
興

臣
僕

自
然
、
本
性

，
叫
巾

自
由
人

至
高
者

舌色
阿

色
巴
、
合
巴

湖泊3 582 泊l 站o 5i9 5;8 5;i 5;6 JIJ 5;4 5i3 泊 5;1 5;0 刮到新描述3 湖泊混到弱。



聖經辭典中文筆畫索引
九﹒-.--
色
拉

色
巳
貝
多

色
依
爾

色
宴
苛

一
世

色
婆
基
雅

色
爾
爵
保
祿

色
斐
特

色
辣
仲
介

色
辣
雅

色
魯
裕

色
威
乃

色
法
辣
得

色
法
瓦
附

艾
民

艾
斯
德
爾

艾
斯
德
爾
傳

血血
m

血
仇

行
星

-
t
口
帆

1

月

西
乃

丙
瓜

尚
品
閥
、
巴
孟

丙
滿
和
猶
遠
大
事
錄

仰包圍的側的似的似的l ω599 喝到;油 595 5叫到 1恆的1 5!Xl ;x四日l8 587 論自5

肉
到
海

內
戰
，
盎
敢

向
班
牙

七畫

的
達
尼

的
多
祿

伯
多
祿
的
俊
H
H門

伯
多
祿
卜
人
事
錄

怕
多
祿
叭
示
錄

的
們
多
除
和
安
德
肋
大
事
錄

伶
馳

立
的

估
有
物

克
爾

t兄
士

克
維

克
汪

克
德
龍

克
勞
達

克
勞
狄

克
肋
孟

克
用
主
特

克
羅
帕

克
勞
狄
雅

。
-6 l l Fhu t -6 

自1 日1 日。間的偷偷偷的62.1 622 621 620 側的 617 616 615 似的

克
宴
帕
達

克
宴
帕
特
辣

克
黎
雅
特

克
黎
約
特

克
爾
哈
勒
斯

克
爾
赫
勒
斯

克
黎
雅
塔
閃

克
貝
洛
特
阿
塔
瓦

克
黎
雅
特
耶
阿
殷

克
黎
約
特
赫
茲
龍

初
果

判
官

利
息

利
比
亞

君
主
政
體

含吳
爾
巴
諾

五
口
主
來
罷

告
解
聖
事

呂
考
尼
雅

呂
斯
特
辣

呂

撒
尼
雄
性

夾
住

妓
女

孝
敬
父
母

的7 位面的 654 昀仰自1 &:油倒側 647 峭的側的3 642 臼l 側 ω 自1 日7 日6 位5 日4ω



聖經辭典中文尊重~51
十﹒

甘
心u術

希
吵
了
望
德

希
臘

希
何
作

希
良

t
m
m刷

品
成

希
伯
來

希
伯
來
且
門

希
伯
來
，
而
交

希
臘
主
義

希
克
索
斯

希
耳
克
雅

系
則
克
雅

弟
鐸

品
咐
德
問
R
門

弟
茂
德

為
改
德
前
俊
H
E
H

忍
耐

志
辣
芬

仗
義

L
2
、
4
1
.
"等
。

“
幻
，
f
9

自

杏
樹

社
瑪

扯
辣

6位翩翩們的仰的 675 674 673 6ï2 6;1 6íO 翩翩偷偷盼倒制服翩翩翩翩

ι
h
L
L
r
4
 

ι
b
-
h們μ

步
伙

步
向

沈
丹
、
…
喝
搭
開

沐
浴

沒
欒

沙
條

沙
龍

少
瑪

沙
番

沙
委

抄
法
特

，
已

l
i

圳
川U
H剎
A
閃
閃

沙
坪

fu

沙
米
爾

抄
烏
耳

沙
沙
克

沙
阿
拉
賓

沙
得
辣
客

炒
耳
提
耳

沙
則
加
兩

吵
丘
，
瑪
乃
巴

-
J
A
A
鬥

14 
狄
朋

狄
注
瑪

:昕涓涓涓 703 但珊珊偷偷偷偷偷偷的1 駝的l 間的側的偷偷翩翩

狄
雅
納

狄
約
尼
削

狄
約
勒
婪

皂
夾
側

弘
慾

行
像

↓
汁
，

γ
「一

良
心

勾
勒
克

見
証

街
門

角
-
h

昔
日
、m垂

--
Z
鬥

定
論
你
來

叫
什
木隔

一旦豆
災

貝
丹

貝
卡

貝
耳

貝
爾

只
納
雅

只
勒
阿

仗
的
雅

i32 刀1 ;30 729 羽油加í25加花3 -:tJ. ηl 泣。涓涓 il7 ïl6 il5 il4 il3 íl2 ;n ïlO 珊珊



十-﹒聖經辭典中文章1i.~5\

貝
洛
特

貝
特
耳

貝
特
辣

貝
特
一
商

貝
突
耳

貝
則
克

貝
耳
沙
區

貝
耳
則
步

貝
閉
匕
雅
耳

貝
爾
則
特

貝
爾
舍
巴

貝
勒
尼
切

貝
特
阿
文

貝
特
品
龍

貝
特
肋
恆

貝
特
法
草

貝
特
賽
達

貝
特
區
達

貝
特
族
爾

貝
恆
肋
耳

貝
耳
特
沙
區

貝
特
培
赦
爾

貝
特
舍
獸
士

赤
玉

走
廊

呵?協商 7547日 7527日前的的 747 746 745 744 7!3 7!2 7u珊珊珊 7377蕊 735731733

辛邪
淫

雯
諾

里
這

里
貝
納

里
狄
雅

里
基
雅

里
息
雅

里
外
雅
堂

里
息
瑪
苛

7的 7的 765 珊瑚 7位高l 珊珊珊

八
畫

乳
母

乳
酪

乳
香

乳
香
樹

亞
當

亞
納

亞
郎

亞
述

亞
巴
郎

亞
巴
辣
罕

亞
伯
爾

亞
毛
斯

亞
毛
斯
書

7個 Tl9 Tl8 777 Tl6 775 刑的 mη1 TlO 珊珊

亞
納
斯

亞
細
亞

亞
細
亞
省
省
長

亞
北
底
亞

亞
北
底
亞
書

亞
肋
路
亞

亞
美
尼
亞

亞
歷
山
大

亞
歷
山
大
巴
拉

亞
歷
山
大
型
亞

亞
歷
山
大
辣
女
主

亞
歷
山
大
雅
乃
烏
斯

使
者

來
臨

侍
衛

供
桌

供
餅

依
賴

依
辣

依
史

依
貝
散

依
貝
贊

依
弗
大

依
辣
得

依
撒
格

紡制1m ro2 rol Inl 7珊珊 7個珊珊瑚 7937位內1 m 7個 7個 7前 1泊爾 7817臼 7位花l



聖經辭典中文尊重紮引十二.

依
沙
依

依
史
雅

法
貝
肋
罕

依
加
波
得

依
達
斯
貝

依
德
阿
拉

依
社
科
烈
雅

依
科
尼
雍

依
里
黎
筍

依
戰
納
約

依
爾
卡
諾

依
斯
加
略

依
撒
伯
爾

依
撒
加
爾

依
撒
意
亞

依
撒
意
亞
書

依
繳

-
一背心
亞
升
天
錄

依
市
巴
耳

依
市
瑪
耳

依
塔
瑪
爾

依
突
勒
雅

依
次
勒
耳

依
則
貝
耳

依
耶
阿
巴
毆

依
質
塔
赫
耳

KlO~~gz'/8í單位5 創lQ3 822 821 820 的 818 817 泌的 814 813 812 811 810 ID.l pæ W roì 

夜夜夜 J立和和取取叔叔叔叔叔協協刻刻刻刻刻刻主IJ 兩兔依
更鷹 圾平好潔潔提拉默爾能放刻尼納依哈德達兩文子市

水禮雅米爾 耳耳人次拉特士爾 銅 波
人特 錢舍

特

郎&\4 &\3 852 851 紛紛紛 847 846 細細閥割2 841 840 &19 æs &17'郎郎郎4 &l3 &l2 &11 

奇
蹟

妾
、
拼
居

季
禦
諾

官
紳

官
員

宗
祖

宗
教

宗
徒
、
使
徒

宗
徒
會
治

宗
徒
論
文

宗
徒
教
理

宗
徒
教
訓

宗
徒
大
事
錄

居
魯
士

岳
厄
爾

岳
厄
爾
書

帕
佛

帕
蘭

帕
特
摩

帕
塔
辣

帕
耳
米
辣

帕
爾
默
納

帕
爾
瓦
閃

帕
特
洛
巴

帕
特
洛
斯

眉目前9 878 877 876 875 874 873 872 871 翩翩翩前7 紛紛似的紋路l 胸紛紛郎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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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
仙
仇
雅j

y
、
內b
L
M
W

Hii 
‘
民
他
叭
斯

彼
耳
的

他
耳
♂
、

仙M
K
W維
斯

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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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現
在
及
將
來
的
分
別
(
削

9

時

民
3
2

依
況
，
路
1
"

弗
3
5

缸
}

五
指
某
一
同
時
期
人
的
倫
理
狀
態
稱
「
一
種
人
」

或
「
一
類
人
」
或
亦
稱
世
代

(
鐵
鉤
u

詠
M
S
M
m
6

瑪
口
叮
路
口

"
|
血
泊
8
“
|
叫
)

六
亦
用
為
一
切
生
物
甚
至
無
生
物
的
開
端
起
始

息
高
本
譯
作
「
來
圳
股
」
(
創
2

4

)
(

韓
)

3 

一
步
(
詩
句
)
見
度
重
衡
幣
制
志

二
畫

4

丁
香
(
2
3
5
)
見
香
氣

E
I
J
d
「
∞2
g
J

「
七
」
這
個
數
字
在
建
純
泣

1
1
1
/

∞
名
阱。
自
」
其
他
古
東
方
文
件

L
是
屢
見

不
鮮
的
它
為
一
切
閃
革
開
民
族
是
一
個
懷
有
特
許
你
意
義

的
數
字
按
現
代
學
者
們
的
意
見
它
除
了
有
數
字
上
的

價
值
之
外
更
主
要
的
是
它
在
古
東
方
文
件
上
的
象
徵

價
值
這
種
仿
他
的
來
源
與
其
說
是
由
於
古
東
方
人
所

認
識
的
七
個
星
宿
毋
寧
說
是
來
自
閃
語
民
族
所
偵
鬧

的
陰
曆
亦
即
是
根
鐵
月
亮
盈
虧
的
四
個
階
段
每
一
階

段
為
七
天
是
以
「
七
」
字
指
示
某
一
階
段
或
某
事
物
及

行
為
的
因
漏
及
終
結
加
音
拼
值
得
七
倍
的
報
復
投
默
客

七
十
七
倍
(
削
4臼
M
)。
聖
所
的
燈
台
有
七
米
(
制

鈞
缸
|
盯

)
意
謂
上
主
有
全
備
的
光
明
是
以
「
七
」
數

成
為
重
數
時
筍
亦
以
它
來
作
標
准
于
安
息
日
(
出
HM
H

創
1
1

i
a
)
安
息
年
(
出
n
u
u
肋
鈞
1
!
7

)

喜
年
(
七
個
安
息
年
肋
鈞
8

)
以
民
七
十
年
後
將
獲

得
你
救
(
喘
衍
u
)。
瀏
周
勵
七
十
星
期
的
預
言

(
達

9
H
)
。
上
主
的
七
位
天
使
(
到
U
H
叮
義
人
每
天
七
次

跌
倒

(
續
川的
“
)
佔
婊
瑪
途
肋
納
的
七
個
思
路
(
谷

的
9
)人
應
寬
恕
自
己
的
弟
兄
七
十
個
七
次
(
蹦

m
n

等
)
除
此
之
外
聖
經
的
作
者
在
寫
作
的
程
序
上
也
受

著
「
七
」
字
的
甜
甜
吶
比
如
瑪
圈
，
由
冒
出
具
將
那
酥
的
終
站
合

成
三
組
每
組
有
十
四
位
亦
即
每
組
由
二
乘
七
所
構
成

(
瑞
1
3
1

叮
叮
默
示
錄
上
的
「
七
」
數
更
是
屢
見
本

鮮
若
將
「
七
」
與
「
六
」
來
比
較
則
「
六
」
是
絕
對

不
完
備
的
數
字
(
見
默
的
問
)
而
「
八
」
字
刊
即
是
絕

頂
的
完
備
及
最
高
圓
滿
的
數
占

(
見
關
5
3

1

刊
的

「
真
禍
八
端
」
)
(
的
牌
)

i
J
d
H
l
Z
主
」
」
軍
事
倍
內

3
。
可
吉
凶
聞
自
己J

4

自

1
1
1
屆
主
1
1
4了
一
阱，
到
什
/
∞
名
古老丘
之

「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
是
向
約
最
古
的
譯
本
也
是

多
種
譯
成
希
臘
文
的
譯
本
中
最
占
的
譯
本
譯
於
公
元

前
第
三
至
第
一
也
紀
譯
自
另
一
種
與
現
存
的
「
瑪
余

辣
本
」
|
|
郎
「
標
準
註
式
日
本
」
|
|
不
同
的
希
的

喇
文
趴
在
「
谷
木
蘭
」
發
現
的
殘
程
中
也
有
這
關
文
本

的
幾
個
片
段
這
譯
本
按
照
亞
歷
山
大
「
經
書
目
錄
」
的

傳
統
誠
有
凹
十
六
卷
經
香
即
除
了
三
十
九
卷
「
首
正

經
」
外
另
放
有
七
卷
「
次
正
純

」
其
中
除
了
抑
制
及
加

下
是
原
文

(
希
瞞
臘
文
)
煦
的
制
以
外
其
他
四
十
四
卷
經

占
全
是
希
繼
譯
文
三
十
九
卷
譯
自
原
文
猶
存
的
希
伯

喇
文
三
卷
譯
自
原
文
失
傳
(
加
上)
或
原
文
局
部
猶

存
(
德
和
巴

)
的
希
伯
來
文
兩
卷
譯
自
原
文
失
傳
的

刷
刷
喇
文
或
間
圳
劃
文(針
和
封
)
此
外
尚
有
如
此
汰

出
的
原
文
失
傳
的
制
蚓
文
片
段(參
閱
「
聖
經
」
一
聖

經
苦
目
」
「
經
文
」
「
谷
木
蘭
」
及
有
關
每
本
經
省

各
條
)
遠
自
公
元
第
一
世
紀
猶
太
哲
士
准
羅
(
2
=。
)

並
多
位
希
岫
觸
及
拉
丁
教
父
志
為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是
在



天
主
默
感
下
譯
成
的
今
日
的
學
者
尤
其
是

M
M
H
R
B

F
S
R

。
-
M
V﹒
也
一
再
強
調
這
譯
本
的
默
感
性
但
對

此
主
張
大
部
份
學
者
仍
表
懷
疑
(
參
閱
「
默
感
」
條
)

(
甲
)
來
頭
典
名
稱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的
來
源
尚
未
明
朗
技
句
話
且
?

K
F
S
H
B
ω
(公
元
前
第
三
世
紀
)
的
傳
說
埃
及
王

M
V
H已。
目
可M
V
E泣
。
守7
5

公
元
前
(
二
八
五
i

一
一
四

七
)
由
耶
路
撒
冷
邀
請
了
七
十
二
位
「
經
師
」
前
往
埃

及
的
亞
歷
山
大
里
亞
城
叫
他
們
將
梅
瑟
五
香
譯
成
希

臘
文
以
充
實
該
城
的
園
咎
館
好
方
便
不
僅
希
伯
來
文

的
「
猶
僑
」
他
們
在
快
樂
島
(
可E
S
)
各
居
一
室
經
七

十
二
日
便
翻
譯
完
竣
按
准
羅
的
記
載
他
們
的
譯
文
彼

此
竟
逐
字
相
同
後
期
的
猶
太
和
公
教
作
家
則
謂
譯
者

共
七
十
人
譯
就
了
全
本
舊
約
故
日
後
得
名
「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
泛
指
全
希
磁
文
的
舊
約
經
營
英
文
用
拉
T

名
詞

﹒
吋
Z
m
G
H
E
m
-
z‘
或
用
羅
馬
數
字
簡
寫
為

F
v
n
M
{
H吋
0
)有
時
也
筒
寫
為
G
(
H
G
E

各
〈
丘
，

E
S
)
本
文
中
我
們
簡
稱
為
「
七
十
」
由
於
這
譯
本
源

於
圓
圓
山
封
盟
副
城
故
叉
名
「
亞
歷
山
大
里
亞
譯
本
」

(
吋a
g
〉
戶
。
自
旦
旦
呂
〈
月
丘

。

口
)
按
照
德
的
希
臘
譯

本
序
言
(
見
劉
樹-O
八
八
頁
)
這
譯
本
大
概
完
成

於
公
元
三
二
0
年
是
二
百
多
年
期
間
多
人
的
譯
品

(
乙
)
「
七
+
」
的
價
值

以
希
臘
文
學
而
言
無
疑
的
智
的
希
臘
文
最
美
加

2

一
下
則
次
之
因
這
兩
經
害
的
原
文
同
是
希
酬
臘
文
至
於
譯

一
文
則
以制
能
及
制
刮
到
割
的
制
酬
文
為
最
峰
山

6 畫

以
「
聖
經
批
判
學
」
郎
「
鑑
經
學
」
而
言
這
譯

本
中
梅
瑟
五
害
的
譯
文
最
忠
肯
早
期
先
知
書
(
蘇
民

繳
上
撒
下
列
上
列
下
)
的
譯
文
亦
夠
忠
肯
後
期
先
知

魯
(
依
耶
則
及
十
二
小
先
知
)
的
譯
文
則
欠
佳
途
的

譯
文
過
於
隨
便
以
致
日
後
教
會
當
局
以
「
德
放
多
齊

放
譯
本
」
(
後
詳
)
取
而
代
之
至
於
經
替
盧
詠
約
綴

訓
歌
哀
艾
厄
上
厄
下
編
上
編
下
)
的
譯
文
則
最
劣
特

別
詠
譯
文
極
刻
版
文
譯
文
很
隨
便
約
譯
文
比
原
文
短

六
分
一
至
於
德
巴
多
蘇
加
上
譯
文
的
忠
肯
程
度
則
無

從
對
照
因
原
文
失
傳
或
只
存
殘
片

至
於
以
聖
經
地
位
及
神
學
道
理
而
言
七
十
有
其

不
可
忽
視
的
價
值
和
重
要
性
一
因
為
它
不
純
是
譯
本

且
還
加
上
釋
義
二
因
為
是
當
時
希
臘
化
猶
太
人
的
舊

約
通
行
本
特
別
因
為
耶
缸
耶
和
宗
徒
們
採
用
的
也
是
這

譯
本
三
因
為
新
約
中
會
約
三
百
次
明
文
引
用
舊
約
經

旬
其
中
大
部
份
引
用
七
十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在
七
十
與

原
文
差
異
時
新
約
作
者
多
次
仍
引
用
七
十
(
例
如
宗

臼
叮
H

剛
剛9
n
酷
的M
H

刑
犯
u

制
後
4
U

H

制
m

m

參
閱
「
新
約
引
徵

」
條
)
四
初
世
紀
的
教
會
以
叫

甘
為
制
制
法
定
本
只
是
出
除
外
(
見
上
)
五
極
大
部

份
希
臘
教
父
引
用
舊
約
時
常
採
用
七
十
他
們
給
信
友

講
道
或
講
授
要
理
時
亦
以
此
為
藍
本

(
丙
)
「
七
+
」
外
的
希
磁
譯
本

七
十
悶
悶
以
後
雖
成
為
希
臘
化
猶
太
人
的
背
約

通
行
本
可
是
它
那
不
完
善
的
譯
文
部
使
當
時
的
猶
太

人
覺
得
有
重
譯
或
修
訂
的
必
要

第
一
本
新
譯
本
是
阿
拉
拉
譯
本

(
〉A
E
E
簡
均

為
A
)
阿
桂
拉
是
本
都

可
g
g

ω
)的
外
教
軍
有
後

歸
依
天
主
教
最
後
轉
歸
猶
太
教
按
傳
說
他
是
阿
基
巴

經
師
(
閱
各
立
〉

E
Z
)
的
弟
子
公
元
三

-
ol

一
間

0
年
問
他
完
成
了
這
譯
本
譯
文
拔
希
伯
來
原
文
刻
版

地
逐
字
譯
出
不
顧
希
臘
文
怯
和
結
構
沒
有
原
文
對
照

屢
不
易
瞭
解
其
文
意
可
是
這
逐
字
忠
肯
的
刻
板
譯
火

如
贏
得
當
時
猶
太
人
的
敬
愛
且
極
有
助
於
鑑
定
要
經

的
原
文
可
惜
這
譯
本

今
已
失
傳
只
存
有
一
八
九
六
年

在
閃
耀
廢
替
陣
發
現
的
一
本
源
自
第
六
世
紀
的
抄
本

的
殘
片另

一
譯
本
是
德
放
多
齊
放
譯
本
或
更
好
說
修
訂

本
(
吋
言
。
已
。
5

簡
寫
為

θ
)
德
氏
是
歸
依
猶
太
教
的

厄
弗
所
人
他
在
的
。
旦
旦
旦
E

執
政
年
間
(
公
元
一
八

O
l

一
九
一
二
將
當
時
通
行
的

一
本
希
種
譯
本
(
這

譯
本
是
否
是
七
十
則
學
者
忽
見
不

一
)
技
照
希
伯
來

文
原
文
本
重
加
修
訂
這
是
一
本
有
做
你
的
修

訂
本
日

後
教
會
以
這
一
修
訂
本
的
達取
代
七
卡

之
這
可
恰
這
修

訂
本
今
只
存
有
殘
片

另
一
譯
本
是
息
瑪
府
所
浮
木
(
∞
『
B
E
E

F
E

簡

寫
為
2

)
按
學
熱
羅
尼
莫
(
切
門
，
-
0
3
5
η
)息反
是

開
V
E
E
H
(
當
時
的
一
種
異
端
教
徒
)
校
學
厄
丕
法
尼

(
叩
門
﹒
開
-
u
e
F
E
M
E
)

則
是

一
歸
依
M
t

、

弘
軾
的
指
瑪
緯

雅
人
他
於
去
側
門
口5

〉
自
己
E

m
(﹒

L
h
-
-
-
l

一
八
1

)

或
切
的
M
H
H
H
B
E
F
S
E
ω
(
一
九

-
l

二
一
一
)
執
政

時
完
成
了
這
譯
本
譯
文
獲
准
昔
電
思
譯
泄

一
無
縫
足
的
美



古巴比倫宇宙起源敘事詩( Enuma Elish ) 

亞述尼默洛得城宮毆內的影像

(兩個有翼的生物保護著「聖樹J '見革魯賓)



巴貝耳塔的擬建園

索多瑪及哈摩辣原址



哈慕辣彼碑文

哈
慕
辣
彼
石
柱



加色丁人的烏爾城

(即古聖祖暫住之處，亦即十二支派由埃及
古舍根拔原址

入福地後，若蘇厄聚集以民之處，見蘇24 ) 



-
會
稱
車
韋
造
兩
優
點
且
翻
譯
拉
丁
通
行
本
時
(
參
閱

3

一
「
設
丁
文
譯
本
」
條
)
也
取
而
效
之
這
譯
本
今
只
存

一
殘
段

一

此
外
尚
有
所
謂
第
五
譯
本
(
O
E
D
G
)
第
六
譯

科
(
∞
m
H
S
)
及
期
叫
荊
科
(
F
Z
E
)
|
|
按
叫
刊

是
第
一
希
岫
臘
文
譯
本A
是
第
二
譯
本
θ
是
第
三
譯
本

三
是
第
四
譯
本
故
名
|
|

可
惜
對
這
些
一
譯
本
我
們
僅

知
莫
名
而
已
因
已
失
傳
(
參
閱
下
面
「
六
行
本
」

)

(
7
)
「
七
+

」
的
修
訂
本

除
了
上
述
的
譯
本
外
尚
有
多
種
七
十
的
修
訂
本

例
如
希
斯
基
修
訂
本

(
吋
冒
出
自
古
E
E
M
H
o
g
g
-
3
)

和
路
齊
雅
修
訂
本

(
H
a
Z
F
E
S
E
n
H
H
O
B
E
-
8
)
是

也
爾
本
都
是
按
照
原
文
校
勘
的
七
十
修
訂
本
希
民
大

概
是
公
元
三
一
一
年
在
圓
圓
山
河
里
亞
城
致
命
的
主

教
他
的
修
訂
本
是
第
四
第
五
世
紀
埃

及
教
會
採
用
的

經
文
也
是
日
後
苛
仆
特
譯
本
(見
後
)的
藍
本
路
氏
則

是
釵
利
亞
安
提
約
基
雅

教
理
學
院
的
創
辦
人
致
命
肝
、

三
-
o
l
三
二
二
年
問
他
的
修
訂
本
是
安
提
約
基
雅

的
教
父
們
尤
其
是
金
口
聖
若
望
採
用
的
經
文

但
是
最
著
名
的
還
是
放
黎
革
乃
(
。
E
m
g
g
)
的

「
六
欄
本
」
(
目
。
當
叮
叮
)
放
民
是
亞
歷
山

大
里
盟
的
一
腳

學
家
(
一
九
三
l

二
五
四

)
他
於
二
二
八
l

二
四
0

年
間
編
了
泣
巨
著
所
謂
「
六
欄
本
」
就
是
將
希
伯
來
原

文

(
第
一
行

)
制制
喇
原
文
的
制
蚓
譯
音(第
二
行
)

阿
挂
出
調
科(
第
三
行

)
息
瑪
麗
制
制
制(第
四
行
)

七
十
賢
封
調
制(第
五
行
)
以
及
制
制
針
劑
別
關
訊
科

進6 

(
第
六
行
)
以
合
壁
的
方
式
逐
字
判
列
出
來
並
加
上

比
一
一
鑑
別
記
號
(
白
R
E
H
E
Z
H
m
E
)
好
使
讀
者
易
於

發
覺
譯
文
與
原
文
闊
的
差
異
但
是
為
好
幾
木
齊
(
如

制
)
他
還
多
列
出
其
他
三
種
希
擻
譯
丸
斟
上
面
提
及

過
的
第
五
譯
本
第
六
譯
本
第
七
譯
本
的
譯
文
因
此
這

些
多
加
了
的
譯
文
按
照
多
加
的
譯
文
又
有
「
七
欄
本
」

(
且
也
Z
M
U
U
)

或
「
八
欄
本
K
o
n
g-
ω
)之
裕
的
怕
得
注

意
的
是
在
這
U
著
的
第
五
行
中
作
者
並
非
將
七
十
照

抄
下
來
而
是
按
照
原
文
加
以
修
訂
因
此
第
五
行
的
七

村
稱
為
「
六
欄
本
的
修
正
本
」(出
2名
-
R
M
H
o
n
g
-

2
8
)或
「
放
黎
革
乃
修
訂
本
」

(
H
d
Z
O
2
m
g
o
E

H
H
m
2
5
5
口
)
作
者
之
所
以
如
此
吃
力
出
版

了
這
巨

著
一
來
為
使
當
時
的
基
督
徒
具
有
一
本
創
一的
標
準

譯
本
二
來
是
使
當
時
的
基
督
徒
與
那
比
一
一
只
引
用
希
伯

來
原
文
的
猶
太
人
辯
論
默
西
區
問
題
時
能
有
木
共
同

的
經
苦
其
後
敘
氏
又
出
版
了
一
本
「
四
欄
本
」
(
斗
2
，

E
M
M
U
)
|
|
也
有
學
者
認
為
四
側
本
是
六
欄
本
的
前

身
l
|
郎
只
對
列
出

上
述
的
第
三
四
五
六
欄
這

兩
本

巨
著
於
第
四
世
紀
放
入
凱
撒
勒
雅
(
。
"
。
自
『
2
)
馳
名

的
圖
書
館
內
但
可
惜
今
已
失
傳
大
概
公
元
六
三
八
年

剛
刺
叫
人
毀
滅
該
城
時
被
焚
毀了
但
是
大
部
份
資
料

仍
可
見
諸
敬
父

們
的
著
作
至
於
六
欄
本
的
修
正
本
由

於
F
E
z
-
-
5
(
卒
於
一
二
O
九
年
)
及
開
E
O
E
E
皂

白
"
。
E
B
凶
(卒於
三
四
0
年
)
認
為
與
原
文
無
異
會

邀
請
經
師
另
抄
單
行
本
但
亦
已
失
傳
此
外
敘

利
亞
文

六
欄
本

(
2
門
?
因
a
e
z
)
也
是
六
欄
本
很
有
價
值

的
譯
本

(
見
後
)

(
戊

)
「
七
十
」
的
其
他
譯
本

由
七
十
或
其
修
訂
本
譯
成
其
他
文
字
的
還
有
多

種
古
譯
本
一
固
定
拉
了
教
會
的
〈
Z
E
F
E
E
郎
古
拉

T
譯
本
(
參
閱
「
拉
丁
文
譯
本
」
條
)
二
是
埃
及
教

會
的
吐
，z
n

。
可
言
，
F
Y
庄
戶

口
〈
且
已
。
且
即
背
仆
特
南

方
方
一
一
首
譯
本
及斗宮
的
。
苟
同
。
臼
。
Z
F
E
口
〈
巴
巴
。
口

創

苛
仆
特
北
方
方
言
譯
本
這
兩
本
都
是
第
三
世
紀
的
譯

本
譯
自
七
十
而
依
錢
六
欄
本
加
以
修
訂
前
者
譯
女
較

為
優
雅
及
靈
活
後
者
則
逐
字
譯
出
不
求
達
意
兩
者
揖
冊

封
刊
的
鑑
經
工
作
(
門
S
H
E

-
R
h
E
S
E
-

均
有
莫
大
幫

助
三
是
斗
Z
C
。
"
F
E
〈
自
己
。
口
郎
哥
德
譯
本
約
譯

於
三
五
0
年
也
刮
到
異
端
派(
k
p口胸
口
訪
日
)
的
主
教

d
E
S
(
約
卒
於
三
八
三
年
)
譯
自
喇
喇
喇喇斟
刮到
恥除

剛
到
制
M
m全
部
制
制
譯
比
這
譯
本
今
只
存
削

5
3
l

m

剎
洶
2

|

3
罔
下
的
問
|
凹
的
H
l
η
s
口
|

“

四
是
斗
Z
H
N
E
G
E
〈
月
2
3
郎愛
提
約
丕
雅
譯
本

(第
四
世
紀
)由
七
十
直
譯
或
自
苛

仆
特
譯
本
轉
譯
除

瑪
加
伯
傳
外
全
本
首
約
譯
出
五
是

吋
Z

KC
B
O
D
-
E

J
H
O
E
-
即
四
封
回
到
輯
科(
第
五
世
紀

叫
自
F

玄
g
g
-
u
(三五
四
l

四
四
一

)
從六
欄
本
譯
成
但
同

時
借
鏡
於
制
制
的
調
科(參
閱
「
創
利
到
文
譯
本
」
條
)

六
是
斗
F
O
C
o
。
『
個
古
〈
。
E
S
即

喬
治
亞
譯
本
(
大
概

第
六
世
紀

)
出
處
不
詳
學
者
多
認
為
譯
自
亞
美
尼
亞

譯
本
譯
者
可
能
是
?
﹒
玄
B
E
M
M
七
是
4
y
o
r
2，

M
V
E
Z
H
O
E
E
〈
早
已
。
口
(
第
六
世
紀
)
譯
自

路
齊
雅



叫
到
k
h八是
甘

，z
g

門。，3
-
2
5
5
3
2
3

口
，
是

第
七
世
紀
的
譯
本
九
是
斗
Z
E
E
E
固
自
名
古
『
〈
魚
，

已
。
口
(第
七
世
紀

)這
兩
譯
本
自
六
欄
本
(
參
閱
「
敘

利
亞
文
譯
本
」
條
)
十
是

斗
古
巴

望
。

目
前
〈

O
E
S

即
斯
拉
封
調
料
(
第
九
世
紀圳是
ω
戶
的
可
口
-及
切
片﹒

言
。H
Y且
E
m
由
制
劑
蚓
叫
樹
副
科
譯
就
的
叫
他

們
兄
弟
二

人
是
蚓
蚓
蚓教
會
的
創
立
九
可
恰
原
譯
文
已
於
十
三

世
紀
蒙
古
西
征
時
失
掉
了
(
可
參
闖

出
回
﹒
切
還

o
g


-
3』
正
的
。
~
丸M
32
、
自
主
肉
、
之
三
門
圳、
向
內
時
﹒
凶，、
。-r

n
M
W
B
E

『
且
已
開
拘

】
∞
∞
斗
，
】
∞
申

H
U

〉
-
H
HMME
r
-
切
問
』
U
HHh
b
h
E
H
F

ω
H
C
H
同
m
R
H
H
A
V
凶
出
)
(

用1
)

7
向
J
叮
咬
(
ZO
Z

J
乃
悶
悶
謂
〔
隔
世
位

-

/
寸

、
一

，
、
於
摩
阿
布
地
域
耶
里
哥
城

對
面
高
約
九
百
餘
公
尺
向
北
有
培
放
爾
山
鑫
向
西
挺

立
著
丕
斯
加
山
系
皆
屬
倒
巴
陵
山
脈

從
乃
波
山
頂
可
以
看
到
幾
乎
全
部
許
地
從
丹
至

貝
爾
對
已
從
劇
剛
制
平
原
到
大
亂
郎
蝴
叫
臥
天
主

叫

樹
割
登上
此
山
見
了
許
地
位
枷
安
然
而
逝
見
門

HM
叫
申

花
的

“
1

加
下
2
4

凹
所
記
載
的
關
於
耶
肋
米
亞

先
知
在
乃
波
山
核
匿
約
植
一
項
屬
於
一
本
已
失
縛
的

關
制
原
無
歷
史
價
值
占
時
的

基
督
也
為
記
念
大
學
梅

詞
在
叫
樹
山上
建
築
了
一
座
又
寬
大
又
華
美
的
大
殿

在
附
近
也
建
立
了

一
些
一
修
院
在
一
九
三
五
年
至
一
九

三
七
年
間
耶
路
撒
冷
方
濟
會
學
經
學
會
挖
掘
了
孩
地

發
現
了
該
古
草
堂
和
修
院

的
遺
址

見
阿
巴
陵
山

脈

7-10 JI1 4 

(
雷

8

苟
吱

(
2
。
)
一
這
座
品
因
位
於
乃
陌

-
/
、

A
'

，
、
坡
而
得
名
此
城
位
於
乃
波

山
之
南
約
二
公
型
現
代
阿
刺
伯
人
稱
為
「
哀
哈
葉
特

廢
墟
」
梅
瑟
把
這
座
城
釗
與
勒
烏
本
文
派

(
同
n
z

|

甜
"
叫
欄
上
5
8

)
日
後
為
劇
剛
制
王
制
制(
公

元
前
第
九
世
紀

)
收
罔
從
此
屬
於
摩
阿
布
領
土
見

「
默
沙
碑
文
」
叫
什
|
的行
及
依
臼
2

晰
付
1

自

二
在
猶
大
又
被
領
域
中
也
有
一
座
乃
波
城
見
厄

上
2

H

m
H
及
一
把
下7

間
在
厄
下
7

詞
有
些
一
抄
木
在

域
名
前
加
「
另
一
」
一
詞
郎
「
另
一
乃
波
」
以
與
那
位

於
勒
烏
本
文
派
中
的
乃
波
有
別
有
些
一
學
者
以
個
月
猶
大

用
制
即
是
耶
京
之
北
的
諾
航

見
臨
陣
附
布
默
沙
石
碑
諾
布

(
即
凹)

9
向
J
波

(Z
n
g
五
名
按
附
加
神
文
「
納
布
」

-
/

、
A
'

，
、
意
謂
「
報
信
者
」
他
頗
似

希
般
人
的
神
|

赫
爾
默
斯
羅
馬
人
的
神
l

默
爾
一
龐
留

埃
及
人
的
神
托
特
因
為
他
報
告
給
世
人
神
明
的
旨
意

他
又
發
明
了
鑫
衛
和
文
字
是
以
他
是
智
慧
之
神
他
的

敬
禮
可
上
溯
白
哈
慕
辣
彼
皇
帝
敬
艘
他
的
中
心
是
按

闊
別
蚓
城
(
切
。3
3
"
)

位
於
凹
制
制
城
以
南
約

三
十
餘
公
里
為
陸
重
地
總
行
崇
拜
儀
式
人
特
立
從
巴

比
倫
關
關
了
一
條
大
路
直
通
波
爾
息
帕
的
昕
謂
的
「

遊
行
道
」
一
些
一
旦
帝
的
名
字
如
納
技
頗
拉
繳
納
波
尼

F
對
劉
副
等
都
帶
有
川
蚓
帥
的
名
字
這
也
指
明
對
叫
叫

樹
神
的
敬
禮
是
多
麼
普
遍
在
喇
叭
俑
3

先
知
預
言
凹
山

刷
城
和
帝
國
的陷
蒸
l

故
古
代
人
的
思
想
說
該
城
重

耍
的
神
貝
耳
!

似
乎
是
瑪
爾
位
客
和
瑪

棘
的
兒
子
力

放
必
要
傾
倒
閉
咽下

見
凹
出
山W則
早
瑪
動
制
單
偶
像
崇
丸
(
電
)

E
H可
\
Z
R
E
J
乃
苛
是
埃
及
第
廿
六
朝

開

-
Y
-
p
f
z
o
nE

已

|
|
|
|
|

二
，

、
國
法
郎
仆
撤
美
援
科
一
址

(
公
元
前
六
六
三
|

六
O
九
)
之
子
(
六

O
九
-

i

九
三
)
甫
登
法
郎
寶
座
正
值
亞
述
帝
國
返
亡
而
瑪
待

及
巴
比
倫
興
起
之
際
這
種
凶
際
形
勢
使
他
終
食
不
去

懼
怕
巴
比
倫
勢
力
的
擴
展
會
影
附
埃
及
的
威
望
乃
於

登
極
之
同
年
出
兵
援
救
亞
述
以
求
留
際
努
力
之
平
衡

法
郎
親
自
帶
兵
北
進
那
知
途
經
猶
大
國
的
默
基
多
時

半
路
上
部
殺
川
了
約
史
雅
國
王
阻

攬
乃
苛
的
去
的m
法

郎
乃
令
兵
土
集
中
弓
箭
向
敵
人
射
擊
約
央
雅
一
小
幸
中

箭
身
亡

(
列
下
n
M
編
下
衍
叩
詞

)
乃
背
以
救
亡

為
己
任
無
心
對
逃
亡
的
猶
太
敗
軍
追

擊
逕
自
揮
軍
北

上
與
亞
述
殘
軍
相
會
A口
更
准
軍
進
至
幼
發
挂
的
河
區

扣
已
遲
到
一
步
並
述
的
最
後
後
點
哈
蘭
己
陷
敵
手
從

此
直
述
大
帝
國
完
全
消
跡
鈴
歷
史

乃
苛
見
大
勢
已
去
乃
郭
富
于
南
返
坐
鎮
黎
具
校
威

以
收
統
治
敘
利
亞
及
巴
力
斯
坦
之
效
此
時

得
知
約
附

哈
次
在
猶
大
稱
王
大
為
不
滿
立
即
將
之
撤
換
白
吃
厄

里
雅
金
為
王
並
賜
名
約
雅
金

(
六
O
八
l

五
九
八
)

見
到
下幻
缸
|
抽
田
間
下
衍
目
!

M
M
m8
4

職
n
u
u

H
U
A
Y2l

l

s 

日
H
4
I

繪
亞
述
而
興
起
的
巴
比
倫
帝
國
首
任
君
王
納
波

頗
拉
撒
勵
精
圖
治
於
六

O
五
年
打
發
兒
于
拿
步
高
率



領
馬
飽
人
壯
的
大
軍
南
下
攻
經
埃
反
報
一
箭
之
仇
並

關
拓
國
土
兩
軍
戰
於
加
革
米
士
乃
苛
敗
北
逃
罔
埃
及

本
土
可
惜
此
時
凹
出
制
王
糊
蚓
蚓
出
制
突
然
逝
世
拿

對
副
只
好
暫
時
收
兵
逕
返
凹
出
制
(鵬的
2

則
下
圳
的

1
?

見
職
衍
1
)
到
創
作
結
論謂
「
從
此
喇
別
玉
不

敢
再
離
開
本
國
出
征
因
為
巴
比
倫
王
征
服
了
從
埃
及

河
直
到
幼
|
劃
出
蚓
河
屬
於
樹
別
的
領
土
」
(
則
下
川
的

乃
苛
除
軍
事
外
曾
經
企
閱
修
建
貫
通
紅
海
及

地

中
海
的
運
河
打
發
他
的
商
船
運
行
非
洲
海
岸
遠
至
直

布
羅
陀
並
倡
導
及
歡
迎
希
趨
向
埃
及
移
民
(
韓
)

-

L
J
S
悶
「

Z
I
J
人
名
有
光
明
之
意
是
撒
鳥

-

v
F

E

E
門
，

:
1

』
l
l

l
i
l
i

-
-

-

J

-4
|

'
、
耳
王
的
大
將
阿
貝
乃
爾
之
父

(
見
刷
上M
M
H
必
5
H

樹
下
2
.
u
3
6

扭
扭
扭

盯
列
上
2
5

扭
編
上
必
自
)
按
撒
上
刊
叫
乃
爾
也
是

撒
烏
耳
的
叔
父
這
樣
乃
爾
與
撤
烏
耳
的
父
親
克
士
是

弟
兄
乃
爾
的
父
親
叫
阿
彼
耳
(
撒
上

M
H
)
是
以
乃

爾
的
家
譜
可
列
表
如
下

5 
益11-1a 

不
過
欄
上8
臼
記
胡
恥
而
關
生
到
刮
到
封
生
喇

鳥
耳
那
末
乃
爾
成
了
撤
鳥
耳
的
祖
父
而
非
叔

父
對
這

一
難
題
解
經
學
者
作
了
兩
種
解
釋
不
過
仍
不
能
說
是

一
個
絕
對
的
解
釋
法
郎
一
一
欄
上

8

抽
抄
寫
時
遺
漏
了

阿
貝
乃
爾
按
某
人
生
某
人
的
設
法
加
入
了
克
士
原
來

您
是
乃
爾
生
阿
貝
乃
爾
克
士
生
撤
鳥
耳
這
按
在
該
筒

未
提
到
封
之
九
按
另
一
說
法
尤
其
按
編
上

9

缸
"
有

兩
個
刑
制
及
兩
個
到
封
其
家
譜
可
列
表
如
下

、
乃
爾l
阿
貝
乃
爾

、
乃
爾
|
附
彼
耳
〈

耶
依
耳
〈
|
|
，
克
士

l

撒
鳥
耳

(
克
士

如
此
阿
彼
耳
也
稱
寫
乃
爾
這
樣
問
題
就
解
決
了

(
義
)

2
h
J
U
R
「z
l
u
J人
名
按
蚓
圳
所
記
的
耶
穌
族
譜

，
A

W
'，

￡
回
苟
同
，
包

d
t
:

、
I
l
l
-
1
1
1
l
l
l
l
l

-
f
z
j

、

乃
黎
是
默
耳
希

的
兒
子
是
沙
耳

提
耳
之
父
叫
劉
凹
則
到
則
是
乃
黎
的
孫
乳
白
此
可
知

而
劉
是
充
軍
翔
的
人
(
義
)

口
巧
車
市

7
1
)
地
至
兩
惜
自
平
之

-
/
-
1

-

4

，
、

地
」
是
巴
力
斯
過
的
南

方
地
區
因
此
廢
氣
南
方
的
代
名
詞
(
創

U
H
m
u
出

柏
村μ
戶

"
3
等
)
此

一
地
區
雄
然
自
貝
爾
舍
巴
以
南

是
一
廣
大
平
原
區
但
一
來
因
無
水
源
河
流
二
來
雨
盎

缺
乏
故
耕
地
甚
少
幾
乎
只
限
於
山
谷
及
低
種
地
帶
居

民
掘
并
儲
水
以
備
人
畜
經
年
之
用
舊
約
將
此
區
域
按

民
族
之
不
同
大
致
創
分
如
下
蚓划
人
喇
喇
喇
到
人
及

刻
尼
人
所
居
住
的
乃
革
布
(
撒
上

U
U
)
革
勒
提
人

扎
扎
加
肋
希
人
所
居
住
的
乃
革
布
(
樹
上

m
m
H
)而
這

一
北
起
到
飄
到
巴
南
達
凹
別
半
島
高
原
的
廣
大
地
區

原
是
阿
瑪
肋
克
人
的
地
業
(
門
口
目
)
斟
蚓
記
載
這

一
區
的
村
鎮
竟
達
二
十
九
處
之
多
(
蘇
臼
缸
|
扭
)
但

被
考
占
學
者
所
證
質
的
部
很
少
如
別
關
劉E
戶
制
幻

叫
)
阿
挾
辣
(
撒
上
州
刮
目
)
普
農
戶
戶
，
刊
叫
“
)
及
厄

劉
胡
胡
同
副
研
(
則
上
9
扭
扭
刊
)
其
他
的
古
村
揖
擴
大

部
已
無
處
可
尋

別
喇
喇
在
歷
史上
是
自
剖
珊半
島
及
其
東
北
方

瑚
划
之
間
的
必
經
之
地
(
側
的
7

必
1

筠
u

削
的
位

同
叫
“8
)。
諸
凡
聖
祖
(
削
叭
"
的
臼
必
也
)
問
到
人
哈
達

倒
閉
(
則
上
M
H

口
刮
目
)
恥
叫
蚓
劃
先
知
(
珊
的

6

-

M
)
以
及
學
家
逃
難
埃
及
時

(
瑪
2
H
H
)
大
都

途
經
此
地
猶
大
國
王
鳥
齊
雅
(
又
名
阿
匣
黎
雅
七
八

-
l
七
四
O
?
)
寫
加
強
耶
京
的
防
禦
工
事
會
在
此

區
修
建
堡
壘
及
蓄
水
池
(
編
下
必
刊
)

乃
革
布
又
是
自
古
以

來
各
民
族
之
間
的
緩
衝
區

及
居
民
過
盛
的
徙
置
區
此
外
它
東
部
的
礦
區
(
銅
)

也
向
來
很
受
人
重
視
這
可
能
就
是
撒
鳥
耳
與
阿
瑪
肋

到
人
及
問
到
人
作
戰
的
原
因
(
樹
上
叫
叮
叮
“
一
制
蚓
到

死
後
瀏
喇
繼
續
末
世
見
之
戰
終
獲
全
勝
(
則
上

u

n
H
)

由
此
我
們
也
可
以
更
能
瞭
解
撤
經
淪
在
厄
茲
雍
革
貝

爾
及
鳥
齊
雅
在
厄
拉
特
修
建
港
口
的
用
意
(
列
上
9

扭
扭
“
別
下M
n
)。

上
述
兩
個
港
口
皆
位
於
乃
革
布

的
靠
海
地
區

考
古
學
家
告
訴
我
們
乃
革
布
遠
在
公
元
前
六
七

千
年
以
前
已
有
人
煙
更
在
四
千
五
百
年
前
後
已
有
其

文
化
存
在
的
跡
象
其
後
在
兩
千
一
百
至
一
千
九
百
年

間
可
謂
其
文
化
的
發
遂
時
期
它
文
化
的
再
度
發
達
期

要
算
是
以
民
佔
領
時
代
(
公
元
前
七
至
六
世
紀
)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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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一
段
時
期
是
自
納
巴
泰
人
至
拜
占
庭
時
代

(
公
元

前
二
世
紀
至

公
元
六
世
紀
)
其
後
寫
阿
刺
伯
人
所
佔

領
竟
幾
乎
完
全
成
了
荒
蕪
的
地
區
直
至

一
九
四
八
年

五
月
以
色
列
國
成
立
以
來
猶
太
人
再
度
大
力
開
發
並

綠
化
乃
革
布
至
今
已
獲
得
了
顯
著
的
成
效

主E

(
韓
)

4

恥
J
b
h
vh
降

至
8
5
月

/
是
指
一
種
濃
厚
易

1

，
'
，
.
唔
唔
y
4

Z
U
司
，

z

a
3
T
e
T

B

、

-

J
-

j

三

-

z
i
-
-
i

、

燃
的
液
體
為
乃
赫

米
雅
的
手
下
所
發
現
用
它
重
新
燃

起
祭
壇
上
的
聖
火

聖
潔
了
祭
品
和
油
一
區(別
下
-
M

叮
這個
名
詞
只
一
次

見
淤
聖
經
學
者
們
至
今
仍
不
能
擺
定
它
的
字
源
意
義

至
於
發
現
這
種
易
燃
液
體
的
地
方
自
十
六
壯
紀

以
來
有
人
主
張
是
在
彼
爾
厄
猶
布

即
耶
京
附
近
克
德

關
及
相
創
二
谷
的
交
界
也
但
現
代
的

學
者
多
主
張
在

制
剖
開
水
泉
處
但
民
證
質
此
說
部
也
找
不
出
確
切
的

很
撿
來
(

緯

)

5
L
J
卓
財
主
刁
「
z
l
ui
J原
是
希
臘
神
話
中

一

言
A

'
，
，
肉
眼
制
g
t
3
←
k
恥
，

包

4

，
L
F
E
G

』

-

/
d

z

一
'

，
、

海
神
名

後
多
次
為
人

用
來
作
寫
人
扎
從
刷
刷

的
自
得
知
在
擱
蚓
信
友恥
的
有

位
叫
別
馴
蚓
趴

(
義
)

6

h
J
B
R
扭
住
「Z
R
E
F
J人名
為
那
肋
米

亞
先
知

1
7
/
菊
4副
局
A
Ez
g
g
k

弟
子
凹
制到
之
父
(
職

呵
呵4
8

H

泊
的
3

6
)
按
職
訂
閱
所
載
乃
黎
雅

還
有

一
個名
叫
色
辣
雅
的
兒
子
他
在
猶
大
王
漆
德
克
雅
為

王
第
四
年
同
被
楊
往
巴
比
倫
時
會
任
行
營
總
督
乃
黎

雅
的
祖
譜
見
巴
I

Z

(
義

)

6 

7
h
J
K
R
H
H
「Z
O
N』σ
J
城
名
按
希
伯
來
文
有

被
M
V逆
旬

，
Z
S
F

」
「
柱子
」
(制
"
問
)

及
「
官
吏
」
(
則
上
4

刊
)
之
意
位
於
劉
刻
支
派
境

內
(
如
闊的
“
)
。
也
許郎是
現
在
的
問
蚓
蚓
創
制或
按

其
他
學
者
的
意
見
即
是
現
在
的
問
蚓
斟
桐樹

(
義
)

8
h
J
E
I
H←
r
H「Z
丘
。
可
Z
F
J
域
名
意
謂
「
滴
下
」

t
A

W
'
，

L
E
F
l
h
r
-
"

，
4
C
b
T
闕
，
T
z

h

-

J

-

T

J
-
t
i
s
-
5

、

位
於
猶
大
白

泠
東

南
約
三
公
里
處
按
編

上
2

叩
|

M

居
民
屬
問
蚓
蚓
封

後
裔
在
瀏
咐
王
朝
臨
的
出
了

不
少
名
~
瀏
喇
的
三
十
勇

士
中
就
有
兩
九
的
瑚
制
制
和
蝴
叫
剖
開

(撇
下
幻
甜
甜
一

耶
肋
米
亞
時
代
有
一
位
猶
大

將
軍
名
吽
色
辣
雅
也
是

用
蚓
出
城
人
(
叫
下
討
自
)
。
充
軍
期
後
由
凹
出
刪

罔

國
的
人
中

也
提
及
有
別
叫
樹
人(見
聞
上
2
n

間
下

7

自
)
不
過
兩
次
提
及
的
敏
字
有
九
人
的
差
別
(
按

厄
下
7

凹
，
臼
冷
人
和
乃
托
法
人
共
一
百
八
十
八
人
但

按
厄
上
2
缸
"叮創
制
人
一
百
二
十
三
人
用
蚓
出
人
五

十
六
人
共
為
一
百
七
十
九
人

)
由
於
每
次
將
乃

托
法

和
白
冷
常
連
在
一

起
足
譴
乃
托
法
和
白
冷
相
距
不
遠

是
以
在
人(
1日
白
泠
東
南
約

三
公
里
處
一
個
名
叫
具
特

法
俠
小
村
近
旁
有
一
個
水
泉
名
叫
乃
托
法
泉
仍
保
存

古
名
一

(
義

)

"
的
J

呵
蹟
盟

(
3名
。
三
城
名
言
「

學

/

I
I
i

b
-

-

:

、

新
城
」
位
於

馬
其
頓
之
東
原
屬
斐
現
伯

(
首
都

)
的
一
座
城
市
及

良
港
現
屬
希
擻
距
得
撒
洛
尼
約
有

一
六
三
公
里
常
保

喇
二
次
出
外
傳
教
時
會
自
蚓
叫
阿
起
程
搭
船
經
制
酬

辣
刻
低
遠
比
城
(
宗
的
u
)
時
在
公
元
四
十
九
年

位

保
祿
及
其
同
伴
息
拉
弟
茂
德
和
路
加
似
乎
並
未
在

此

久
居
而
逕
赴
該
區
的
首
都
斐
理

伯
去
了
保
祿
第
三
次

也
外
傳
教
時
很
可
能
也
會
苟
地
重
遊
拜
訪
他
在
此
地

建
立
的
教
會
(
dm
m
1
s
e

格
後
2
u
)
乃
阿
順
里

後
來
改
稱
為
基
督
頗
里
可
能
是
呵
呵
記
念
基
督
之
名
經

由
此
港
而
傳

入
剛
洲
之
比
現
今
名

叫
刮
到
臨(韓

)

。
心
J
#
呼
比
K
E
匪

E
o
y
o
g
g
rJ而
且
謂
「上
主

2

.Y
/

主
慷
叫
河
風
引
/
Z
O
Z臣
"
」

。
i
t

t

斗
斗
月
1

-

J

F

句

，
仰

、

施
間
也
」
聖
經

上
具
有
此
名
者
共
三
人
皆
為
充
軍
後
期
的
人

一
哈
加
里
雅
之
子
乃
赫
米
雅
嵐
猶
大
支
派

(
厄

上
2
2
)
是
猶
大
充
軍
後
偉
大
領
袖
之
一
在
重
修
耶

京
城
回
及
恢
復
一
切
社
會
和
道
德
的
秩
序

上
表
現
了

他
百
折
不
繞
十
分
堅
強
的
意
志

(
厄
下
3
l
5
)
他

生
於
充
軍
之
地
亦
長
於
充
軍
之

地
並
在
改
斯
王
阿
搭

薛
西
斯
一
世

(
四
六
四
l

四
二
四

)
年
悶
在
穌
撒

樂
城
作
了
國
王
的
酒
司

(
厄
下
2
1
)
待
他
罔
園
時

(
四
四
四

年
)
國
王
委
派
他
作
猶
大
的
省
長

(
厄
下

4
H
)
關
於
他
一
生
的
功
行
詳
見
厄
下
因
為
此
古
亦

稱
乃
赫
米
雅
罔
憶
錄
德
物
時
會
讚
鑽
過
他
加
下
2
u

並
記
載
他
會
建
立
了
圖
書
館
放
搜
集
了
列
王
梁
先
知

和
達
昧
的
替
籍
以
及
諸
王

來
往
的
書
扎
等

二
阿
次
步
克
的
兒
子
乃
赫
米
雅
他
是
貝
特
族
那間

半
區
的
區
長
寅
貴
修
建
耶
京
城
站
東
部
見
厄
下

3
M



7 -見
厄i
上三、
2 乃
2 赫
厄i 剩
下 雅
7 由

7。充
草
地
首

批
罔
國
的
領

(袖

陳之

:r!l 

l
k
J
b

恥
V
S
F
E
K

主
，
\
切
。
矣
。
同
Z
岳
。
B
E
F
J

Z
Y
-
m
叫
司
副
“
這

p
t
ffg
z
o
Z

E
E

\

見
厄
斯
德
拉
上
下

Z
A
J
3
d
h叮
本
可
「Z
$
3
2

3
人
名
意
義
不
詳

z
y
u
L
G

有
恥
于

f
p
E

。
H
yk
-
-
-
-
-

-
J

E
t
-

州
州

4
1

、
依
市
瑪
耳
的
長

子
〔
削M
A
n
m
s必
3

)
他
的
後
代
皆
以
遊
牧
為
生

(
制的
7

) ，

活
動
於
幼
|
劍
出
制
及
國
樹
劉
制
二
河
之

也
曾
被
到
叫
王
唱
唱
出
蚓
剛
到
叫
倒
爾
第
三
世

(
公
元

前
七
四
五|
七
二
七
)
所
征
仇
釘
封
封
及
勳
羅
尼
到

強
調
刊
凹
約
職
人
就
是
數個世
紀
後
納
巴
泰
人
的
祖

先
以
制
蚓
蚓
為
首
都
雖
然
這
種
意
見
的

可
能
性
相
當

大
但
反
對
此
設
者
也
不
乏
其
人

見
制
凹
私

(
韓
)

，
可J
P

、-
h
J
r
L
E
\
J

人
名
意
為

內
叫
兩J
堂
口
問
J

曰
吋
(
2
丘
吉
口
"
。
二

:
「

/
#
J
h
/
-
7

、

「
天
主
賜

予
」
斟
樹
上
以
此
為
名
者
有
下
列
諸
人

@
樹
剛
甜的
兒
子
是
喇
喇
喇
闡
支
派
的
族
長

(
同
1
8
)帶
兵
五
萬
四
千
四
百
人
(同
2
s
m
H
)

在
舉
行
祝
聖
帳
幕
典
融
那
天
會
代
表
本
支
派
獻

上
供

物
(
同
7
M

l

n
)

@
劉
割
的
第
四個
兒
子
是
瀏喇
的
兄
長
之
一

(騙
上
2
H
)。

@
是
一
位
司
低
當
瀏
喇
將
約

權
自
制
則
倒
閉
周
到

家
中

迎
往
瀏
喇
城
時
這
位
司
祭
會
任
儀
仗
隊
的
號
手

21-26 

(
編
上
的
叫
)

@
是
瀏
喇
時
代
對
蚓
蚓
峭
壁
起
的
父
親叫刑
人

(
編
上
m
e
)。

@
是
叫
到
剖
開
間
刺
的
第
五
個
兒
子
曾
任
學
殿
的

守
門
職
(
欄
上
必
‘
)

@
是
蚓
蚓
國
王
制
叫
樹
特
的
官
且
會
與
其
他
數

位
同
車
被
閻
王
打
發
下
鄉
宣
傳
上
主
的
法
律
杏

(
編

下
口
，

-
9

)

@
司
制
自
繭
的
兄
弟
叫
蚓
人
的
首
領
約
史
雅
國

王
時
代
人
曾
經
奉
獻
了
五
千
隻
羔
羊
及
五
百
頭
公
牛

以
資
臨
重
慶
祝
逾
越
節
(
編
下
衍
，

)

@
充
軍
後
的
一
位
司
祭
是
帕
制
制
制
的
後
代
品

問
蚓
制
制
命
將
自
己
的
外
邦
妻
子
休
棄

(厄
上
m
n
)

@
是
在
制
蚓
劃
大
司
祭
時
代
的
一
位
司
祭
剛
瀏

蚓
司
祭
家
族
的
首
長
(
間
下
u
n
)

@
在
舉
行
闖
京
城
前
落
成
典
禮
時
凡
曾
經
參
與
典

位
並
寅
貴
奏
樂
的
一
位
叫
荊
人
(
罔
下
也
抽
)
是
別

蚓
倒
出
時
代
~
故
此
有
人
以
為
此
人
說
是
@

所
說
的

那
位
司
祭
(
見
聞
上
的
自
)
(

韓

)

4
7

一
口
匕
佐
「
E
V
E
-
5人
名
意
思
是

材
V
F
F
Y副m
w
f
z
"
H
V
E
g
\

「天
主
闖關
予
」

與
此
同
名
的
聖
經
人
物
有
下
列
諸
人

@
是
制
制
瑚
割
的
父
親
王
家
的
後
代
依
市
瑪
耳

就
是
那
位
刺
殺
革
遠
里
雅
的
兇
手(則
下
諂
扭
扭
耶

的
利S
H

凹
的
1

|

刊
)

@
剛
酬
刻
的
第
三
子
會
任
聖
殿
歌
詠
團
第
五
班

的
首
領
(

端
上
明U
Z
間
)

@
是
蚓
列
國
王
制
州
樹
特
的
官
員
會
與
其
他
同

事
被
國
王
打
滾
下
鄉
宣
傳
上
主
的
法
律
古
(
編
下
口

@
瑚
側
的
父
親
闡
圳
是
猶
大
國
王
約
雅
金
的

-H
M

具
會
遵
命
召
傅
凹
剛
到
先
知
入
見
王
宮
內
的
聚
首
長

(
則
必
H
)。

(
韓
)

5
K
J
B
3
、
ι
」
區
巴
\
Z名
言
。
各
J
水
泉
名
忱
於

r
F

是

F
h
f
E
/
Z
2
2

6
2

話

到
與
科
蚓
喇
喇
二
支
派
的
分
界
線

郎

以
此
水
泉
為
依
錄

(研
臼
9

時
間
)
。
此
水
泉
離
蚓
京
不
太
品
援
謂
就
是

現
在
到
封
蚓(
E
P
P
)
村
莊
的
劃
與
港
水
泉

(
韓

)

甜
乃
胡
市
堂
(
也
叮
叮
叮
叮
目

前
持
叫

樹
詞
在
曠
野
製
造
的
那個
銅
蛇

(
魚
吃
，
)

它

一
直
被
當
作
歷
史
的
記
念
品
保
存
下
來
漸
漸
人

們
反

對
它
進
行
宗
教
儀
式
的
崇
拜
直
至
制
叫
到
蚓
閻
王
時

也
深
懷
宗
教
熱
誠
的
科
則
如
禍
為
清
理
並
廢
除
叫
民

的
種
種
迷
信
乃
將
它
自
聖
殿
中
搬
出
加
以
毀
壞
(
列

下
的
‘
見
割
的
5
l

T
)。

考
古
學
者
會
在
朝
叫
關
(
見
制
U
H
)
挖
出
一

條
銅
蛇
成
長
九
公
趴

可
見
這
種
敬
禮
在
墓
地
曾
有
一

時
是
相
當
普
遍
的
大
概
當時
的
人
視
它
為
幸
福
體
健

的
象
徵
故
會
頂
香
禮
拜

見
革
則
爾

(
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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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L
J
目
悶
m
H干
1
1「Z
月

1
/
的
艸名
是
從
雇
特
遷

2
7

官
方

3
/
2

月
間
。
之移
到
制
蚓
到
刷
的

人
所
恭
敬
的
神

(
列
下
η
叩
)
此
名
按
叔
默
爾
文
意

回
咐
「
卜
入
商
所
的
權
威
」
。
他
的
配
且
即
是
問
制
制
蚓
圳

耳
安
門
神
意
調
「
大
領
域
的
公
主
」
「
大
寓
所
」
和
「

大
領
域
」
同
指
「
陰
府
」
所
以
是
陰
府
嫂
的
大

E
m

爾
加
耳
最
大
的
般
干
娃
立
於
一
朕
特
城
離
巴
比
倫
城
約

三
十
公
里
這
一
神
從
陰
府
中發
出
戰
爭
和
死
亡
的
災
禍

到
陽
間
來
為
懲
治
人
類
因
此
他
也
被
視
為
戰
艸
紅
色

的
火
屋
(
玄
〉
m
ω
)的
是
他
的
象
以
首
乃
爾
加
耳
作
太

陽
神
的
代
表
時
就
繪
成
或
膨
刻
成
一
隻
獅f

見
一
反
特
偶
像
崇
拜

(
一
心
)

n

乃
爾
加
耳
沙
勒
主
貝
爾

\
Z
O「
間
丘a
E
Z
N
R
J

/
Z
R
o
m
丘
，
∞Z
2

月
」

人
名
意
思
是
「
乃
爾
加
卅
一
副
保
護
國
主
」
是
凹
叫

制
玉
對
別
副
的
大
臣
之
一
，
會
參
與
攻
陷
蚓
京
的
職
札

入
城
後
間
國
王
坐
鎮
中
央
門
並
偕
同

其
他
二
位
大
將

的
乃
步
回
閱
當
及
月
我
叫
蚓W
遵
王
命
解
放
了
蚓叫

米
亞
先
知
且
善
待
之

(
耶
列
3

凹
)
至
於
他
的
官
階

頭
銜
困
山
高
本
相
當
正
確
地
譯
作
「
戰
卡
車
司
令
」
這
也

是
現
代
聖
經
學
者
們
的
主
兒

有
人
以
為
這
位
「
戰
車
司
令
」
就
是
後
來
將
繼

拿
步
高
馮
王
的
兒
子
阿
默
耳
默
洛
遂
客
刺
死
而
自
行

稱
王
的
那
位
乃
黎
出
帕
里
搬
爾
(五
五
九
l

五
五
六
)

(
梅

)

f賞
101. 8 

9
A
J
b
v
k
u
f
v
、
甘
宜
\
Z
仿
古
巴
巴
冒
出
/

2
7
/
』
s
a
c
-
v
祖
u
q
f
z
"
Z
Z
N
E

口
」

人
名
意
鴨
山
「
川
蚓
(
一
腳
)
救
助
說
吧
」
是
凹
叫

倫
E
f

步
』
峙
的
一
位
大
將
這
耶
京
被
攻
陷
後
會
隨
向

國
五
入
城
坐
鎮
巾
央
門
(
郎
"
3
)
後
受
凶
玉
的
委

托
將
那
肋
米
必
先
知
山
拘
紹
所
提
圳
夫
給
本
也
到r

A
其
將
先
知
你
回
臼
己
家
中
花
毒
手

J
招
待
(
刷
刷
狗
叫

(
韓
)

。
恥
J
h
v

「
向」
K
W
VV
T司
\
Z
n『
口N
m
E
已
Z
J

3
7
/
判
刑J
H
U
t
-抖
，r自
fZ
Z
N
m

門
去
口
」

人
名
g
m

「
川
圳
(
神
)
賜
與
了
俊
月
間
」
是
凹

比
倫
王
傘
步
尚
的
衛
隊

-
K炭
火
山
作
國
都
以
附
“
晶
晶
叫
他

手
下
的
上
兵
縱
火
災
燒
了
聖
殿
五
古
一
切
戶
的
大
的
娃

築
及
一
切
平
民
M
b毛
拆
除
r

耶
恥
的
城
梢
收
符
城
中

一
切
居
氏
鱗
往
巴
比
倫
只
剩
下
了
一
部
份
的
微
賤
貧

此
放
農
夫
留
居
城
中
他
的
山
一
功
約
是
摘
做
了
大
司

的
東
色
辣
仰
而
叫
大
斗
祭
芷
惚
也
做
決
他
們
的M
M從
將
這

批
犯
人
送
往
坐
鎮
黎
此
他
的
唯
步
一
峙
的
行
管
聽
候
發

“
為
(
列F
鈞
8

1

間

M
l
u

郎
"
g
m
曰
M
M
M

刊

叩
的
6
)
這
位
國
王
大
區
投
救
助
了
恥
肌
料
劃
先
知

使
其
重
獲
自
由
及
受
善
待
(制
"
?
H

的
1
l

s

…

五
年
後
他
又
將
一
批
為
數
七
間
五
名
的
糾
糾
圳
人
岫
愣
住

巴
比
倫
過
充
軍
的
生
活
(
耶
扭
扭
)
(
韓
)

-
t
t
、
「
玄E
J

聖
經
在
一
定
的
忠
義
下
可
次
是
-

3

，
因
。
目
。
、部
討
論
人
類
學
的
色
團
為
其
中
所

論
一
都
是
與
人
類
有
關
係
的
話
，
天
主
在
聖
經
內
固
然
是

神
廿
一
不
自
己
但
他
啟
示
日
己
的
對
裝
卸
是
人
類
由
對
人

類
啟
示
自
己
使
人
領
忽
淑
文
主
和
﹒
什
已
(
人
必
)
人

原
是
由
天
主
而
來
所
以
人
只
能
由

認
為
天
主
而
認
為

仆
已
今
分
六
點
來
結
論

一
名
稱
聖
純
用
以
表
示
「
人
」
的
字
凡
二的

「
〉
e
E

」
和
「
5
7
」
前
一
字
如
作
普
通
名
詞
用
。
小

A
H』
向
他
別
之
志(剖
1

H
U
5
2
)
m
M
K向
是
人
叫

女
之
別
只
在
於
互
相
協
助
生
存
繁
殖
使
人
類
充
浦
大

地
統
以
前
句
物
(
削
1

M
2

閥
割
)
後
一
千
划
八
八
訂

性
圳
之
意
專
用
以
指
男
人
山
倚
仗
人
則
用
「

晶
宮
」
注

冊
祠
「
山
臼
男
人
的
人
」
(
削

2
呵
呵

) 。

相
蚓
文
與
此

-
一
千
怕
到
憊
的(
4
.
是
一
以2
7
3
咕
。ω
」
(人
)
「
旦
角

一

(
男
人

)
「
個
E
O

一
(灰
人

)
男
人
亦
間
以
指
夫
人

，
灰
人
亦
則
以
知
益
，
j

何
時
亦
川
以
的
禽
獄
的
公
川
的

雄

(
創
7
1

1

4

)
必
堅
強
柔
弱
英
勇
怯
懦
這
版
沁

人
頗
E
m
-
-
=

口
釗
叮
從
一
性
昕
甫
的
共
川
觀
念

「
亞
當
1一
-
u
f
a
A
小
仙
一
指
人
必
人
翩
而
且
遠
是
人

類
原
恥
第
一
位
男
人
的
專
釘
么
几
削

l
l
5
常
川
「

位
當
」
一
字
仰
從
那
一
市
那
一
笛
起
「
任
岱
」
:
f

始
成
為
原
祖
父
的
專
有
名
詞
學
者
問
立
扯
不
一
大
部

分
的
發
者
以
得
從
創
4

自
斑
白
就
在
必
「
而
當
」
.

主
的
布
無
冠
說
如
沒
且
即
比
如
原
的
恤

胡
亂
那由
此
刊州州2

叩
筍
以
後
「
亞
當
二
字

(
別
叫
譯
本
譯
作
「
他
一
)

就
已
成
了
專
有
名
晶
因
寫
這
一
節
最
後
一
旬
「
迎
作
叫
」

字
前
就
沒
有
冠
亂
事
實
L
廿
竹
聞
封
割
科
自
制2M
叫

住
了
通
行
本
自
創
2
u

以
後
「
亞
當
」
二
字
就
都
深



~
作
專
有
名
詞
近
代
學
者
的
譯
文
有
自
制2
自
閱
始
的

9

-
K甘
日
創
4
1

簡
始
的
恩
高
譯
本
自
創
3
8
開
始
因
內

一
此
處
記
敘
天
主
與
「
亞
當
」
交
談
似
應
直
呼
其
名
總

于
之
制
出
制
作
者
是
以
「
亞
當
」
代
表
全
人
類
企
人
類

!
故
由
他
而
來
(
創
5
1
2
)
就
以
「
亞
當
」
曾
作
他

的
名
字
關
於
這
字
的
原
意
尚
無
定
論
大
低
說
來
不
外

五
說
或
意
謂
赤
紅
或
意
謂
製
造
或
意
-
謂
孩
童
或
意
謂

紅
泥
或
意
謂
灰
土
創
的
作
者
是
以
「
亞
當
」
解
說

「
灰
土
」
(
創
2
7
3
u
n
)

第
一
個
女
人
一
出
世
第
一
個
男
人
就
給
她
起
名

叫
「
女
人
」
(
創
z
n
n
)
在
犯
罪
以
後
再
給
她
起

名
叫
「
厄
娃
」
(
依
原
文
讀
音
應
譯
作
「
哈
蛙
」

「
囡"
E

」
出
自
動
詞
「r
z
m
」
意
謂
生
活
)
這
字
的
語
源

依
側
的
作
者
和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的
譯
者
是
出
自
「
生

命
」
一
字
但
後
世
的
學
者
如
促
出
了
十
餘
種
意
見
以

其
意
原
指
蛇
或
生
物
或
母
親
或
產
姊
或
族
母
或
主
婦

等

』哇

二
受
造
創
前
三
章
有
三
處
提
到
了
人
的
創
造

1
甜

1

甜
2
7
S
Z
M

!

μ
5

1
2
是
重
述
1

甜
-

M
所
述
的
事
三
處
的
含
義
多
少
有
點
不
同
是
循
序
補

述
天
主
創
造
人
的
事

創
1

甜
l

n
是
總
論
述
說
天
主
創
造
天
地
的
最

後
工
程
是
創
造
了
人
以
創
造
人
來
結
束
他
創
造
天
地

的
工
作
給
自
己
的
工
程
加
冕
以
人
來
作
自
己
創
造
的

天
地
的
總
管
他
創
造
了
一
男
一
女
(
智

m
z
z
)
祝

福
他
們
要
他
們
繁
衍
滋
生
充
浦
大
地

31 

制
1
1

說
天
主
在
起
初
創
造
了
天
地
說
天
主
創

造
了
人
用
的
是
同
一
動
詞
「
F
Z
」
這
一
動
祠
的
主

詞
只
能
是
天
主
國
怨
只
有
天
主
能
創
造
能
自
「
無
」

中
造
出
「
有
」
來
(
完
1
3
希
3
4
)
天
主
創
造
天

地
的
一
切
一
命
即
成
品
有
就
有
一
主
於
迷
人
划
內
作
了

一
番
思
且
表
示
他
造
人
有
他
特
殊
的
計
創
和
目
的
將

人
與
天
地
分
開
另
成
一
天
地
獨
具
自
己
的
背
像
與
自

己
相
似
要
他
代
表
自
己
在
世
統
紋
天
地
天
主
造
了
人

安
排
了
人
的
工
作
以
後
織
認
定
自
已
所
創
造
的
一
切

都
好
都
很
好
就
停
止
了
自
己
的
一
切
創
造
工
作
(
創

1

目

i
2
3
)
由
此
可
見
人
在
天
主
創
造
的
五
程
上

所
貴
的
使
命
所
佔
的
地
位
是
如
何
的
崇
尚
偉
大
參
見

弗
3
9
|

口
4

臼
剖
哥
3
.
叫

創
2
7
8
是
對
1
M
盯
進
一
步
的
敘
述
1
甜
盯

是
就
天
地
萬
物
而
言
人
的
創
造
2
7
8
是
只
就
地
而

言
人
的
創
造
(
2
4
|
6
S
S
)
指
出
人
何
以
獨
具

天
主
的
宵
像
天
主
究
用
什
麼
創
造
了
人
天
主
是
用
泥

土
造
成
了
人
所
以
不
說
「
創
造
」
而
說
「
形
成
」
「

4
E
R

」
如
同
陶
工
用
泥
土
塑
成
了
人
在
這
一
點
上
人

與
地
上
的
生
物
無
異
(
I
M
自
2
刊
)
不
是
由
「
無
」

而
是
由
已
存
的
泥
土
而
造
成
的
所
不
同
的
是
地
上
的

生
物
是
天
主
命
地
生
出
的
(
I
H
)
而
人
均
是
天
主

自
用
泥
土
「
形
成

1一
的
(
2
7
)
這
種
擬
人
的
說
法
自

然
不
能
按
字
面
解
釋
作
者
的
意
思
是
要
讀
者
明
辨
人

身
的
創
造
是
天
主
的
獨
特
創
造
不
可
與
地
上
其
他
的

生
物
同
日
而
語
此
外
人
身
內
的
生
命
也
不
是
如
同
地

上
其
他
的
生
物
一
接
是
兩
地
向
生
的
而
是
由
天
主
自

己
吹
，
入
的
一
口
生
盯
梢
「ZS
E
B
W
H

E

芸
」
所
以
人

有
的
生
命
是
來
自
天
主
的
生
命
持
此
人
制
似
夭
主
成

了
天
主
的
俏
傢
因
寫
人
生
活
的
是
天
主
的
生
命
個
然

希
伯
來
文
用
以
指
「
靈
魂
」
的
字
后
論
是
「E
M
M
Y
S
」

或
「
同E
7

」
用
以
指
「
人
送
」
亦
川
以
衍
生
物
的
一

生
靈
」
但
生
物
的
「
生
茲
」
山
山
必
土
死
緩
亦
歸
於
土

「
人
靈
」
出
於
天
也
吃
後
仍
師
於
天
主
(
制
M
H
時

圳
3
H
-
n
u
7
)
參
見
之
處
魄
」
條

創
2
M
H
是
專
述
「
余
人
」
的
創
造
是
對
人

的
創
造
再
進
一
步
的
敘
述
說
明
創
造
「
玄
人
」
的
區

的
扣
在
天
主
心
意
中
男
人
對
玄
人
應
有
的
認
識
以
放

女
人
對
男
人
您
有

的
關
係
仗
人
判
別

女
兩
性
有
一
正

確
的
概
念
聖
經
上
討
論
男
玄
關
係
和
家
庭
婚
姻
制
皮

英
不
以
此
處
為
依
攘
以
此
處
所
提
馮
性
教
育
的
基
本

原
則
參
見
多
8
6
|
?
瑪
m
w
a
-
9
格
前
6
H
l
M

U
2
時
弗
5
缸

|

臼
弟
前
2
u
|

臼
等
處

制
2
M
1
別
的
敘
述
含
有
神
秘
和
象
傲
的
主
義

自
然
不
能
全
被
字
面
來
解
釋
但
有
一
點
如
十
分
分
明

而
不
容
否
認
或
懷
疑
的
是
女
人
山
於
男
人
(
n
n
兩

節
)
是
為
男
人
而
受
庄
戶
二
的
節
參
見
格
前
u
s
7
!

臼
弟
前
2
M
|

時
)
第
一
個
男
人
亞
當
深
切
瞭
悟

于

這

一
關
係
(
別
節
)
所
以
聲
明
說
她
總
稱
偽
「
女
人
」

這
-
A
A
叩
名
依
照
聖
經
命
名
賜
名
的
通
例
(
見
名
字

條
)
是
道
出
了
「
女
人
」
的
由
來
性
質
和
使
命
她
是

出
於
男
屬
於
男
宜
於
男
的
生
育
繁
殖
治
理
大
地
的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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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的
助
手
和
伴
侶
(
創
1
M
2
刊
)
所
謂
「
相
稱
」

是
謂
女
人
是
與
男
人
並

一肩
而
立
的
人
男
人
寫
人
的
條

你
她
是
應
有
盡
有
(
制
1
盯
2
刮
目
)
職
務
橫
利
雖

有
所
不
同
但
人
性
劫
一

「
女
人
」
之
於
男
人
固
然
已
是
他
的
骨
的
骨
肉

的
肉
(
創
2
目
原
文
)
親
密
的
程
度
原
已
無
以
復
加

但
作
者
或
天
主
繼
第
一
男
人
的
聲
明
再
加
以
聲
明
說

男
女
夫
妻
的
關
係
遠
勝
於
子
女
與
父
母
的
關
係
夫
妻

二
人
相
依
相
戀
要
成
寫
一
身
一
種
分
闋
的
骨
肉
再
成

為
一
骨
肉
由
寫
成
為
一
身
一
體
的
骨
肉
增
添
骨
肉
自

成
父
母
建
立
家
室
繁
衍
人
類
(
闊
的
‘

-
5
)
這
一

奧
蹟
實
在
偉
大
(
弗
5
臼
|
臼
)
無
怪
乎
天
主
特
別

啟
示
「
女
人
」
的
創
造
作
者
為
表
明
天
主
創
造
「
女

人
」
也
用
了
另
一
含
有
神
泌
意
義
的
動
詞
「
Z
E
Y
」

此
字
的
原
意
是
謂
「
建
造
」
含
有
建
造
家
室
乏
意

希
伯
來
文
「
見
」
(
Z
D
)
「
女
」
(
Z

H
)
二
字

是
那
由
此
字
而
來
作
者
是
以
天
主
創
造
「
女
人
」
娃

造
了
人
類
奠
定
了
家
庭
成
立
了
社
會
「
女
人
」
一
名

在
斟
樹
上
是
具
有
一
養
神
秘
深
意
你
參
見
削
3
H
若

2
‘
的
目
迦
4
4
制
U
Z
|
口
如
此
「
女
人
」
雖
後

出
於
男
這
又
於
她
何
傷
她
的
地
位
豈
不
是
有
後
來
居

上
之
勢
(
格
前
U
H
M
)
男
女
二
性
的
地
位
和
尊
嚴

是
全
靠
對
這
一
啟
示
的
信
仰
來
維
持
培
養
若
毀
滅
了

這
一
信
仰
男
女
二
姓
就
難
免
不
做
出
辱
己
逆
性
的
事

參
見
創
6
2
|
7

羅
1
M

|
扭

三
本
質
人
與
世
上
的
一
切
既
悶
氣
受
造
他
的

益\0. 

本
質
與
其
他
受
造
一
樣
向
是
天
主
造
就
制
定
的
人
是

天
主
用
地
上
灰
土
塑
成
在
他
鼻
孔
內
吹
入
一
口
生
氣

而
成
為
有
靈
的
生
物
他
的
本
質
是
灰
土
和
天
主
的
一

口
生
氣
死
後
肉
身
復
原
化
為
灰
土
生
氣
復
歸
天
主

(
創
2
7
3
M
M
訓
也
)

這
山
於
天
主
的
生
氣
聖
經
上
或
稽
之
氣
「
靈
魂
」

或
稱
之
為
「
神
魂
」
(
見
靈
魂
條
)
人
雖
有
這
些
一
成
分

但
聖
經
上
從
不
以
人
是
一
合
體
常
以
人
為
一
單
獨
的

控
體
提
到
人
的
肉
體
靈
魂
和
神
魂
亦
只
是
為
說
明
人

的
作
為
和
生
活
不
同
方
面
的
表
現
以
肉
體
指
人
的
物

質
生
活
以
靈
魂
指
人
的
思
想
感
情
生
活
以
神
魂
指
人

與
天
主
相
往
來
的
精
神
生
活
從
不
以
肉
體
靈
魂
和
神

魂
為
獨
立
的
個
別
成
分
三
者
同
指
人
指
整
個
的
人
像

希
擻
哲
學
和
自
希
臘
哲
學
而
來
的
對
人
的
本
質
成
分

的
分
注
是
根
本
不
見
於
希
伯
來
人
的
思
想
的

聖
經
上
固
然
以
人
大
異
於
地
上
的
一
切
生
物
在

萬
物
中
獨
具
天
主
的
俏
像
能
辨
論
物
性
命
定
物
名
(

創
2
u
m
)
能
治
理
大
地
統
取
萬
物

(
創
1

扭
|

扭

制
口
2
l
4
斟
9
2
)
能
相
愛
成
家
教
養
子
女
(
削

2
H
U
|
剖
)
能
明
辨
是
非
自
作
取
捨
(
創
2
H
3

2
|
7
4
6
7
)
但
對
人
與
其
他
生
物
的
本
質
並
未

細
加
分
析
作
學
術
的
研
究
只
就
事
論
事
指
出
人
與
其

他
生
物
的
異
同
和
獨
具
的
特
點
並
不
介
意
用
字
的
圈

定
意
義
寫
此
用
以
指
人
的
本
質
的
肉
體
靈
魂
神
魂
三

字
亦
用
以
指
其
他
生
物
的
本
質
靈
魂
和
艸
魂

(
m
E
e

B
m

又
苟

E
E
ω
)雖
亦
同
觀
為
生
氣
但
並
不
如
後
人

所
理
解
的
以
之
為
神
體
人
死
後
錐
知
人
仍
然
存
在
但

如
何
存
在
也
並
沒
有
一
個
清
楚
的
觀
念
希
伯

來
人
的

人
生
觀
是
隨
時
代
和
天
主
啟
示
的
發
展
而
演
進
的
這

原
是
天
主
上
智
教
導
啟
發
以
民
和
世
人
的
自
然
步
驟

聖
經
央
和
型
經
學
亦
即
天
主
的
啟
示
央
和
暫
不
學

四
目
的
人
的
本
質
不
由
人
決
定
人
的
目
的
也

不
由
人
決
定
因
為
人
是
受
這
天
主
造
他
時
就
已
給
他

預
定
了
目
的
人
在
受
造
物
中
有
他
獨
具
的
目
的
和
特

殊
的
使
命
因
為
在
眾
受
造
物
中
惟
獨
他
是
按
照
天
主

的
向
像
和
模
樣
造
成
的
就
這
一
點
而
言
他
固
然
是
超

越
天
地
間
的
一
切
受
造
(
一
詠
8
5
6
)
但
他
究
竟
是
人

並
不
是
神
像
其
他
民
族
古
代
神
話
內
的
「
神
化
人
」

或
「
人
化
神
」
的
觀
念
和
思
想
在
聖
經
內
是
錢
不
到

一
點
痕
蹟
的
對
天
主
的
「
擬
人
說
法
」
(
E
H
Y
H
忌
。
a

B
Z
Z
Z
B
E
)
也
只
是
一
種
行
文
方
式
而
已
見
做

人
法
條天

主
造
人
使
人
具
有
自
己
的
街
像
是
廠
提
向
他

的
身
價
能
與
自
己
建
立
一
種
關
係
這
種
關
係
即
是
宗

教
的
本
質
(
闊
"
的
問
l

n
)
為
此
宗
教
是
與
人
與

生
俱
來
的
但
人
究
竟
在
什
麼
事
上
與
天
主
相
似
大
紅

說
來
不
外
一
人
能
如
天
主
一
樣
自
作
思
考
(
創
1

自

3
1
l
7
)
二
人
能
如
天
主
一
樣
統
取
萬
物
(
創


M
2
8
M
)
三
人
能
如
天
主
一
樣
長
生
不
死
(
創
2

閻
|
口
3
2
1
4
智
1
n
2
詞
)
固
然
創
沒
有
明
說

人
長
生
不
死
舊
約
初
期
也
沒
有
以
靈
魂
為
不
死
不
滅

的
一
腳
體的
明
確
觀

念
但
創
部

明
說
人
的
生
命
是
古
阻
接



-
來
白
天
主
(
創
2
7
)
他
所
有
的
生
命
是
與
天
主
的

u

一
生
命
相
同
的
生
命
就
知
子

有
與
父
相
同
的
生
命

(
削

-
5
11
3

山
叫
“
阱
，
﹒
出
2

M
路
3
抽
)
以
人
的
生
命

一
是
神
聖
不
可
侵
犯
此
就
知
天
主
的
生
命
一
樣
(
削

9

-

s
l
e
M
川
幼
時
)
e
這
明
明
是
天
主
提
高
了
人
的
地
位

使
他
竟
還
於
神
或
竟
與
神
無
異
(
詠
8
5
|
7
)
對

他
特
別
關
注
寵
愛
無
異
自
己
的
兒
子
和
朋
友
這
一
關

係
在
人
犯
罪
以
後
雖
然
由
於
天
主
仁
慈
沒
有
全
然
斷

絕
但
部
受
到
了
損
傷
和
破
壞
在
天
主
與
人
之
間
有
了

罪
惡
的
存
在
人
生
來
就
成
了

「
義
怒
之
子
」
(
削
3

臼

剩
2
3

)
直
至
為
天
主
本
憊
的
背
像
的
天
主
的
惟

一
聖
子
降
生
成
人
除
去
了
罪
惡

(
希
1

3
若
1

目
)

平
息
7
天
主
的
義
怒

(
格
後
5
M
M

哥
l
m
)
恢
復

7
人
昔
日
與
天
主
的
關
係
人
後
再
成
為
天
主
的
朋
友

和
兒
子

(
若
時
間
|

臼

緯
5
a
u
8
臼
H

弗
1
4

五
人
罪
罪
惡
是
由
一
人
而
進
入

了
這
世
界
這

一
人
即
是
原
祖
亞
當
(
羅
5
臼
|

刮
)
這
一
罪
雖
是

因
割
本
人
犯
的
罪
但
均
是
罪
惡
之
源
所
以
謂
之
為
「

原
罪
」
見
原
罪
條

天
主
造
人
與
人
「
結
義
」
關
人
如
朋
友
如
兒
子

樂
與
世
人
相
處
(
鐵
8
訕
訕
)
已
如
上
述
全
是
由
於

人
具
有
天
主
的
會
像
和
天
主
的
生
命
向
像
與
原
像
是

從
屬
而
相
對
立
的
沒
有
原
像
就
沒
有
向
像
就
如
沒
有

實
物
就
沒
有
影
子
一
線
筒
像
的
反
映
原
像
就
因
寫
它

與
原
像
相
似
所
以
人
為
天
主

的
會
像
裁
金
在
於
反
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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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主
反
映
天
主
的
光
榮
反
映
天
主
的
主
檔
(
制
前
日

7

|

9
)
這
是
人
的
光
榮

也
是
天
主
造
人
的
目
的
和

意
義

(
高
I
H
口

默
4
u
)
人
為
萬
物
之
靈
主
管
萬

物
全
是
山
於
天
主
的
賜
與
(
削
l

m
u圳
8
8
7
制9

1
l
s
德
冗
S
|
7
)
人
應
天
主
也
要
人
沼
澈
，
來
沼

固
守
這
一
從
屬
的
關
係
就
給
人
山
了
一
道
繁
令
(
創

2
H
口
)
藉
以
考
驗
人
是
否
對
同
己
服
從
信
蠟
人
違

犯
了
這
道
禁
令
對
天
主
沒
有
表
示
服
從
信
賴
罪
息
就

進
入
了
這
世
界
(
削
3
1
l

H
)。

罪
惡
一
進
入
了
這
世
界
就
使
人
和
人
存
在
的
世

界
喪
失
了
本
來
的
面
目
產
生
的
後
果
實
在
令
人
心
寒

而
不
准
設
想
天
主
沒
有
消
滅
犯
罪
的
人
和
在
罪
惡
權

下
的
世
界
就
因
為
他
不
顧
讓
罪
惡
黑
暗
死
亡
戰
勝
正

義
光
明
生
命
明
知
罪
惡
不
是
全
出
於
人
而
是
導
源
淤

從
起
初
就
是
殺
人
凶
手
的
惡
澀
的
欺
騙
和
引
誘

(
右

6
“
)
所
以
在
人
犯
罪
以
後
就
立
即
預
許
了
救
恩

(

削
3
時
)
但
人
也
是
自
顧
接
受

了
誘
惑
意
間
獲
得
所

貪
求
的
事
(
創
3
6

參
見
雅
-
M

|

臼
)
總
犯
了
罪

而
成
了
罪
惡
的
奴
隸

(
若
8
H

參
見
刷
刷
6
H

!

自
伯

後
2
叫
)
先
前
是
有
如
兒
子
現
在
部
成
了
奴
隸
不
能

再
在
父
家

(
創
3

臼
右
8

自

)
先
前
是
無
異
朋
友
現

在
划
成
了
生
人
遠
避
天
主
怕
與
天
主
相
見
(削
3
8
)

罪
惡
使
人
前
後
如
出
兩
人
使
世
界
也
前
後
如
出
兩
個

世
界

固
然
天
主
照
自
己

的
向
像
造
了
人
只
要
人

一
日

存
在
就
有
幾
分
相
似
天
主
但
自

從
人
犯
了
罪
以
後
他

是
喪
失
了
與
天
主
相
似
的
主
要
點
純

潔
無
罪
(
哥
3

9
"
刑
4
H
H
)
。
罪
惡不伊
使
人
與
夫
主
相
似
之

點

的
範
圓
大
H
H縮
小
而
且
在
他
仍
與
天
主
相
似
之
點

上

也
顯
得
格
外
模
糊
本
消
罪
惡
是
使
人
性
受
到
7
創
傷

和
損
展
這
一
創
傷
和
損
壞
首
先
傷
及
f

人
類
的
很
源
l

元
祖
所
以
凡
白
這
根
源
出
生
的
挺
不
受
到
這
罪
惡
的

影
響
一
通
的
是
原
組
犯
的
本
罪
l
版
界
給
人
傾
帶
來
的

遺
毒

(羅
5
臼

|
刊

)自
從
罪
惑
人
主
開
界
以
從
人
的

理
智
日
趨
昏
愚
人
的
意
志
日
趨
薄
弱

(
羅
6

M

H

7

位
|

詞
)
從
此
罪
上
加
罪

(
創
4
8
6
5
8
n
)

不
可
收
拾
與
生
俱
來
的
天
主
向
像
幾
乎
喪
失
殆
遨
說

救
尚
且
不
能
何
論
恢
彼
天
主
仁
慈
無
限
屆
時
派
遣
自

己
的
獨
生
子
來
忱

(
組
4
‘
門重
整
一
切
(荊
1
刊

)

人
類
再
紙
為
天
主
本
體
向
像
的
獨
生
子
基
督

(
裕
筱

4
4
)

恢
復
核
掛
成
為
天
主
的
手
玄
(
輯
8
m
m

)

有
分
於
天
主
的
性
體
(伯
從
1
‘
)
較
前
更
街
似
天
主

成
了
名
實
相
副
的
天
主
的
子
全

(
羅
8
H

|

叮

h
ml

s

割
-
3
1
)
，
救
蔽
之
恩
質
遠
超
過
進
生
之
恩

(
刷
刷

8

臼

)
救
積
的
事
業
比
創
間
的

事
業
更
彰
顯
了
天
主

的
慈
愛

(
剩
2
.
-

u
餌
3
‘
5

制
前1
3

)
。
所

以
聖
保
祿
按
事
盧
志
改
「
恩
能
決
不
是
過
犯
所
能
比

的.•.•• 

罪
惡
在
那
襄
越
多
恩
混
在
那
富
貴也
越
格
外
墮

富
」
(
刷
刷5H
U
)

。

六
人
類
學
創
出
川
的
實
自
前
三
章
名
為
制
快
紀

削
前
三
章
費
為
全
部
到
側
的
起
章
其
中
所
論
全
是
聖

經
的
主
要
和
基
本
道
理
這
由
舊
新
二
約
對
這
三
章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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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
不
斷
層
出
不
窮
的
引
證
可
以
證
明
實
在
如
果
否
認

這
三
章
內
藏
的
真
理
和
歷
史
不
但
以
民
的
歷
史
無
法

解
釋
全
人
類
的
歷
史
也
沒
有
著
落

創
前
三
章
論
及
的
飯
是
創
世
的
事
涉
及
的
範
園

就
很
復
雜
幾
乎
世
闊
的
學
問
莫
不
與
這
三
章
有
闖
關

於
這
一
點
參
見
太
古
史
這
里
我
們
提
及
的
只
是
一
些

關
於
人
類
學
的
問
題

制
前
三
章
立
論
主
要
點
是
人
的
創
也
天
主
創
造

了
這
個
世
界
是
寫
安
置
人
類
所
以
對
於
人
的
創
造
作

者
是
特
別
指
出
了
天
主
在
創
造
人
以
前
當
時
和
以
後

所
有
的
作
為
以
天
主
的
作
為
來
反
映
人
的
由
來
存
在

和
去
向
其
中
的
關
鍵
是
人
犯
罪
阿
以
前
和
以
後
的
生
活

所
以
創
前
三
章
的
人
類
學
根
本
即
是
神
學
的
反
映
講

論
的
是
宗
教
的
基
本
道
理
以
惟
一
神
論
寫
起
點
討
論

以
人
類
為
主
的
世
界
對
惟
一
進
物
主
能
有
和
應
有
的

關
係
盧
剛
此
要
講
論
研
究
明
瞭
創
前
一
一
一
章
內
的

λ
類
學

不
應
只
憑
理
智
還
應
依
擴
啟
示
即
依
接
管
新
二
約
所

講
的
道
理
去
講
論
研
究
明
釋
創
前
三
章
的
含
義

近
代
人
類
學
與
創
前
三
章
論
及
的
人
類
學
有
互

惘
低
觸
的
地
方
這
不
能
出
於
兩
者
的
本
身
因
為
兩
者

所
討
論
的
同
是
人
類
學
而
是
出
於
兩
蓄
所
依
鐵
的
原

則
和
所
採
用
的
方
法
現
代
人
類
學
與
制
前
三
章
直
接

發
生
關
係
的
是
人
類
進
化
論
(
開g
古
巴
。
巴
ω
B
E
)

和
人
類
多
元
論

(
2
-可
聞
自
白
白5
)

甲
人
類
進
化
論
進
化
論
分
兩
種
絕
對
和
相
對

進
化
論
絕
對
進
化
論
是
由
絕
對
物
質
論
而
來
謂
世
界

i置12 • 

和
其
中
所
布
的
一
切
全
是
由
物
質
變
化
而
來
而
且
這

種
變
化
是
圳
股
物
質
本
身
的
力
量
所
以
封
忍
神
的
存

在
如
其
有
神
神
亦
即
是
物
質
相
對
進
化
論
准
忍
耐
的

存
在
物
質
為
神
所
造
物
質
的
變
化
是
山
山
於
神
娥
與
物

質
的
力
益
且
循
紳
預
定
的
目
標
演
變
進
化
所
以
物
質

的
進
化
仍
是
一
腳
的
創
造
仍
是
帥
的
創
造
的
線
總
演
進

此
外
進
化
論
就
其
本
身
而
言
是
指
由
向
極
而
變
為
異

種
並
非
指
同
種
問
隨
時
代
和
環
境
而
能
有
的
演
變

創
前
三
章
謂
世
界
和
其
中
所
有
的
一
切
不
論
是

有
形
或
無
形
物
質
或
神
健
全
是
出
於
惟
一
造
物
主
由

無
而
至
於
有
的
創
造
基
本
思
想
是
每
神
論
是
唯
一
神

論
根
本
不
承
認
物
質
永
存
或
非
受
造
(
2
皂
白

E
E

H
E

R
E
ι
D
Q
E
S
)
與
絕
對
物
質
論
和
自
絕
對
物
質
論

而
來
的
絕
對
進
化
論
冰
炭
不
相
容
至
於
相
對
進
化
論

就
理
論
而
言
並
不
與
創
前
三
章
所
述
桐
絃
觸
就
質
際

而
言
制
前
三
章
不
是
議
論
科
學
不
是
依
據
科
學
原
理

來
研
究
物
質
的
自
然
現
象
而
是
在
默
感
下
憑
啟
示
依

油
田
民
間
普
通
的
常
識
採
用
當
時
慣
用
的
文
體
和
語
詞

來
述
說
世
界
和
人
類
受
造
的
事
故
和
在
這
些
事
蹟
內

所
蘊
藏
的
哲
理
神
學
和
宗
教
信
仰
的
道
理
相
信
進
化

論
講
的
是
科
學
依
鐵
科
學
原
理
研
究
古
生
物
學
|
|

地
質
層
遺
存
的
化
石
比
較
解
剖
學
胚
胎
學
來
考
究
推

斷
歷
代
生
物
的
歷
史
過
程
是
依
讀
寶
物
由
實
驗
得
來

的
實
際
學
問
是
人
實
踐
造
物
主
賦
與
自
己
管
理
世
界

的
使
命
的
一
番
表
現
(
創
I
M
|
m
德
口
2
|
S
)

這
番
研
究
實
在
證
明
天
主
是
常
在
創
造
常
在
工
作

(
部5
口
)
他
的
創
造
能
力
實
在
是
無
窮
無
盡
(
制
約

默
m
s
8
)
惟
其
如
此
所
以
他
的
創
造
是
不
能

一
成

不
戀
而
必
須
是
千
變
禽
化
的
創
前
三
章
說
明
說
天
地

和
其
間
所
有
的
一
切
是
依
時
循
序
而
造
成
的
但
Y
M
a

法
與
進
化
論
的
說
法
部
有
些
不
同
別
的
不
論
只
就
人

來
改
創
前
三
章
明
說
人
是
天
主
個
別
照
自
己
的
何
像

造
成
的
人
成
了
一
個
有
鍾
的
生
物
是
由
於
天
主
吹
入

了
一
口
生
氣
第
一
個
女
人
是
由
第
一
個
男
人
形
成
的

進
化
論
划
說
人
是
由
物
質
變
化
而
來
是
由
低
級
生
物

變
成
的
人
的
較
近
祖
先
是
積
猴
人
的
直
系
祖
先
是
人

按
除
了
無
生
命
不
能
變
為
布
生
命
物
質
不
能
變
符
艸

種
因
違
反
哲
理
不
能
成
立
外
人
身
不
能
說
絕
對
不
能

自
低
級
生
物
演
化
而
來
創
造
原
是
天
主
怠
志
的
作
為

(
削1
3
6
g
m

圳
叭"
9
m
s
)只要
天
主
願
志

也
未
始
不
可
何
究
人
與
生
物
的
身
體
間
是
出
於
陪
土

(
創
1
μ
2
H
創
3
M
|
叩
)
創
2
7
亦
不
能
照
宇

商
解
釋
但
進
化
論
至
今
所
有
和
所
提
出
的
證
攘
也
只

能
證
明
有
若
干
的
進
化
和
演
變
並
不
能
確
定
同
種
能

變
成
異
種
人
身
是
由
低
級
生
物
進
化
而
來
甚
至
兩
地

層
發
現
的
人
類
化
石
不
但
又
少
又
殘
缺
而
愈
古
速
地

層
內
的
人
類
化
石
反
而
愈
似
人
而
不
似
續
為
解
釋
進

化
現
象
進
化
論
者
提
出
的
例
證
多
半
是
假
設
物
質
和

生
命
的
起
漲
性
別
的
出
來
至
今
崗
是
科
學
所
不
能
解

決
的
問
題
科
學
並
不
是
萬
能
的
在
一
些
問
題
上
它
是

有
求
於
哲
學
和
神
學
的
總
之
人
身
由
低
級
生
物
演
變

而
來
可
嘗
一
學
說
研
究
但
對
於
創
前
三
章
對
人
想
所



-
述
的
'
，績
和
其
中
所
含
的
意
義
劫
不
可

一
味
抹
殺

也

一因
為
其
中
究
含
有
天
主
的
啟
示
和
天
主
自
己
的
作
證

一
(參
見
職m
wa
l
e

封
m
E

朝
一5
.

叩
開
前2u

)

乙
人
類
多
元
論
人
類
多
元
論
是
由
進
化
論
而

來
的
一
種
學
說
謂
全
世
界
現
有
的
人
類
不
是
出
於
一

元
帥
一
對
原
祖
父
母
而
是
出
於
多
元
郎
多
對
原
組
父

亂
這
些
原
祖
父
母
或
出
於
一
系
渡
人
(
法

8
8
7
月

-
O
H
Z
S
E
)或出
於
多
系
渡
人
古
巴
高
S
E
Z
S
E
)

這
些
一
不
同
系
的
殺
人
或
同
時
出
生
於
各
地
或
如
一
窩

鳥
或
如
一
叢
樹
出
生
於
一
地
白
這
些
不
同
系
的
積
人

而
有
了
現
在
不
同
種
的
人
類
因
為
自
比
較
解
剖
學
得

知
各
種
人
的
身
體
結
構
器
官
肢
體
生
理
心
理
上
實
有

很
大
的
區
別
不
容
人
承
認
全
世
界
現
有
的
人
類
是
由

一
元
而
來
而
必
須
由
多
元
而
來
研
究
歸
納
的
結
果
認

定
白
種
人
是
黑
猩
猩
(
吋
呂
紅
色
可
阱
。
"
巴

m
m『
)
的
後

代
黃
種
人
是
猩
猩

(
ω
E
E
E
G
E
ω
)的
後
代
黑
種

人
是
大
猩
猩
(
斗
呂
立
。
身g
m
c

。
已
口
"
)
的
後
代
因
為

這
三
種
猩
猩
的
出
產
地
是
這
三
種
人
州
所
在
地
同
時

牠
們
的
面
貌
身
體
的
結
構
性
質
和
生
活
行
動
與
這

三

種
人
很
相
仇
奇
臨
在
經
過
了
幾
十
高
年

或
幾
百
幾
千

萬
年
演
變
的
人
和
野
獸
身
上
還
能
找
山
山
幾
十
萬
年
或

幾
百
幾
千
萬
年
前
兩
者
之
間
的
相
似
之
點
多
元
論
學

者
提
出
的
證
按
學
者
都
已
一
一
予
以
答
覆
提
附
了
反

駁
證
明
他
們
所
提
出
的
不
但
不
足
以
證
明
人
類
山
於

多

-
L反而
出
於
三
兀
為
此
現
在
大
多
數
學
者
都
主
張

人
類
出
於

-
L甚
已
有
些
學
者
不
以
多
元
論
為
一
種

主E32 

學
說
因
爾
太
缺
乏
根
接
只
是
一
種
憑
空
想
出

的
假
設

就
斟
制而
言
任
何
人
類
多
元
論
都
不
能
存
立
因

為
不
但
相
反
倒
前
三
章
而
且
相
反
全
部
輯
部
制
前
三

章
是
全
部
斟
叫
道
理
的
淵
源
制
前
三
章
的
人
類
學
是

絕
對
了
兀
論
全
部
斟
酬
的
道
理
也
是
絕
對
了
兀
論
即

在
創
制
和
間
出
以
前
天
主
在
這
地
球
上
沒
有
造
過
人

想
回
割
和
間
倒
也
沒
有
兄
弟
姊
妹
最
初
天
主
只
造
了

一
男
一
女
(
制1盯
2

扭
扭
叭
叭
8
6

制
討
自
刷
刷
7
I

m
I
2
職
"
‘

5

到
口
甜
點5
凹
|
叫
樹
前
的
刮
目

等
處
)
。
救
恩
央
是
以
人
知
絕
對
三
兀
論
為
前
路
所
沁

推
翻
或
否
認
人
類
一
元
論
就
是
推
翻
否
認
全
部
學
經

寫
此
主
張
人
類
多
元
論
的
學
者
或
是
根
本
否
認
原
悍

的
存
志
或
是
另
尋
不
與
教
會
信
仰
相
合
相
同
的
解
釋

企
間
以
宗
教
比
較
學
或
科
學
的
原
理
來
調
協
人
類
多

元
論
與
斟
側
的
街
突
設
法
證
明
在
斟
制
明
言
人
類
出

於
一
元
的
章
節
內
實
含
有
不
與
人
類
出
於
多
元
論
相

反
或
不
相
容
的
意
義
關
於
這
一
點
馬
良
宜
(
尉
，
去
?

E
D
H
)先
後
於
一
九

五
一
及
五
三
年
在
「
往
訓
萬
民
」

(
開g
z
ω

已
。n
n
H
O
)
雜
誌
上
發
表
了
兩
篇
論
文
一
為

「
人
類
多
元
論
與
刷
刷
5

于

H

」
(
口H
S
E
S
Z
B。
。

ω
﹒
3
。
-
。-
M
N。2
.
M
H
N
L
r
見
一
九
五

一
年
第
四
期
)

一
為
「
人
類
多
元
論
與
聖
經
」
(
口

F
E
O
E
m
s。
仿
古

四
5
3
.
見

一
九
五
三
年
第
二
期
)
這
兩
篇
論
文
引
經

蠻
的
研
極
其
詳
忌
諱
明
斟
蚓
徹
頭
徹
尾
不
容
任
何
形
態

的
人
類
多
元
貼
、
、
l

F漁
)

見
人
類
通
識
太
古
史
創
造
原
罪
亞
當
厄
娃

Z
-
i、
F
r

B
S

。
同
玄
呂

/
「
入
手
」
這
稱
呼

2

』
/
斗
」
/
吋戶
，E
Z
B

HE

已

在
甜
制內
通
常
指

「
人
」
在
則
三
宙
中
這
稱
呼
還
帶
有
一
種
卑
微
懦
弱

之
意
其
意
是
調
在
天
主
威
緣
前
人
只
是
一
個
軟
弱
無

能
的
可
憐
人
(
削2
章
門
在
別
剖
譯
本
內
「
人
手
」

一
名
經
常
沿
用
不
變
然
而
也
有
時
偶
然
譯
作「
人
手

民
人
之
于
世
人
到
割
子
，
孫
」
等
以
上
這
些
一
名
詞
原
無

特
殊
難
明
之
處
都
指
一
本
「
人
做
人
」
意
思
毫
不
含
混

困
難
的
是
叫
樹
7

臼
裹
的
「
一
位
相
似
人
子
者
」
這
名

稱
含
義
穩
微
令
人
費
解
大
概
說
來
這
名
稱
與
那
簡
潔

的
名
詞
「
人
子
」
所
指
相
同
可
是
由
經
文
的
結
構
以

及
上
下
文
看
來
它
的
義
現
並
不
那
麼
簡
單
經
文
說
「

我
仍
在
夜
悶
的
神
視
中
觀
望
看
見一
位
相
似
人
子
者

乘
著
天
上
的
一
芸
彩
而
來
走
向
均
占
常
存
者
遂
即
被
引

到
他
面
前
」
(
這
7
H
)

請
注
意
出7
9

印
兩
節
描
繪
游
判
者
的
威
般

M
U
兩
笛
記
天
主
審
判
的
第

一
推
懲
治
敵
闋
的
M
兩

節
則
記
述
審
判
的
第
二
幕
「
似
人
，j
的
一
位
」
獲
得

永
遠
的
國
權
和
尊
他
同
時
「
似
人
，
寸
的
一
位
」
與
凶

獸
相
對
峙
世
上
的
國

(
7
2
l
u
)由
下
而
上
但
天

主
的
國
部
由
上
而
下
四
獸
表
示
四
個
國
「
似
人
子
的

一
位
」
自
然
也
有
其
一
國
即
天
主
的
國
的
n
n
幻
等

節
中
「
至
高
者
的
樂
學
者
」
「
學
鼠
」
與
「
人
子
」

三
者
所
指
相
肌
「
似
心
子
的
一
攸
」
。
是
天
主
學
民
的

象
徵
也
是
天
國
的
君
王
酌
默
茵
茵
玉
問
題
在
這
衷
途

問
關
為
7
要
指
出
神
國
的
君
王
常
採
用
「
似
人
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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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位
」
這
神
秘
名
稱
所
以
這
名
稱
像
「
萬
古
常
存
者
」

一
樣
在
這
里
非
具
有
另
一
種
深
意
不
可
不
能
說
它
等

於
岡
叫
到
到
常
用
的
「
人
子
」
罔
叫
到
到
設
的
「
人

子
」
只
不
過
指
示
「
常
人
」
或
「
世
人
」
達
尼
爾
馬

指
示
「
常
人
」
常
用
「
人
」

(
3
2
7
)此
處
他
用
的

詞
是
「
n
y
o
F
R
S
E

V
」
郎
「
似
人
子
的
一
位
」
那

庭
在
這
莊
般
的
神

論
中
「
似
人
子
的
一
位
」
這
名
稱

的
含
意
可
真
深
遠
精
微
了
按
住
悶
熱

(
C
m
E
E
m
o
)

的
解
釋
這
名
稱
是
指
默
西
亞
君
王
的
人
性
按
其
他
的

學
者
如
色
林
(
切
。口
5
)
等
如
果
能
把
全
章
的
內
容
加

以
仔
細
體
察
那
便
不
難
明
瞭
這
名
稱
的
含
義
是
在
時

射
默
西
亞
所
屬
的
「
紳
體
範
團
」
他
具
備
天
主
的
槍

能
有
著
與
天
主
罔
攘
的
顯
赫
尊
威
換
旬
話
說
「
似
人

子
的
一
位
」
不
僅
是
一
個
人
且
也
是
個
具
有
天
主
性

的
人
就
如
詠
2
中
天
主
向
那
位
受
傅
者
說
的
「
你
是

我
的
兒
子
我
今
日
生
了
你
」

任
然
這
位
一
腳
叫
樹
人
物
這
位
被
逮
尼
爾
描
繪
成
「

似
人
子
的
一
位
」
是
指
默
西
亞
是
指
一
個
超
越
常
人

而
屬
於
「
神
體
範
園
」
的
默
西
亞
那
麼
順
理
成
章

的
猶
太
人
民
從
此
以
後
遂
利
用
「
人
子
」
這
簡
化
名
詞

來
指
示
將
要
來
臨
的
默
西
亞
如
哈
諾
客
2
位
7
1
M

厄
斯
德
拉
卷
四
u
s

此
外
還
有
一
些
著
名
的
經
師
如

阿
基
巴

(M
H各
玄
〉
企
σ
+
E
U
)
等
憑
著
遠
7

間
所

說
「
乘
著
天
上
的
雲
彩
而
來
」
的
那
旬
話
稱
呼
默
西

亞
為
「
乘
雲
者
」

(
因
呂
呂
』
)寫
此
那
位
生
於
第
十

世
紀
的
制
剛
糾
雅(
切
"
且
屆
三大
博
士
也
把
蚓
蚓
經

14 . 

師
對
由
7
H

H

所
講
的
意
見
綜
合
起
來
說
「
人
子
部

指
默
西
亞
l

我
們
的
正
義
雲
彩
是
指
歡
迎
默
茵
通
的

來
天
使
」

由
上
述
各
街
看
來
可
知
舊
約
中
「
人
子
」
一
詞

包
含
的
意
思
並
不
單
純
其
中
尤
以
「
默
西
亞
」
的
深

遠
意
思
為
最
事
故
如
此
無
怪
乎
當
耶
穌
在
耶
路
撇
泠

自
稱
「
人
子
」
而
預
言
「
人
子
」
的
慘
死
時
有
些
猶

太
人
不
明
白
耶
穌
的
辭
旨
而
驚
間
說
「
我
們
從
法
律

上
聽
說
默
西
亞
要
存
留
到
永
遠
你
怎
麼
說
人
子
洞
洞
被

舉
起
來
呢
這
個
人
子
是
誰
」
(
封
山

扭
扭
叮
這
個
「
人

子
」
便
是
出
7
悶
接
暗
示
要
受
法
的
默
西
亞
默
西
亞

的
真
正
身
份
所
以
不
為
一
般
民
來
所
明
白
是
因
沁
在

瑪
加
伯
起
義
之
後
尤
其
猶
太
人
久
受
羅
馬
帝
國
的
欺

凌
壓
榨
以
緩
除
7

一
也
一
瞭
解
「
人
子
」
這
名
稱
的
確

貨
意
義
的
學
者
和
一
個
小
團
體
外
茫
茫
來
生
如
大
學

之
望
雲
霓
翹
首
渴
望
的
默
西
亞
的
向
像
便
是
在
戰
場

上
消
滅
一
切

敵
人
在
政
治
上
振
興
猶
太
固
有
聲
威
的

一
位
新
奇
達
味
一
位
大
武
士
敏
乎
他
們
常
稱
默
西
亞

為
「
達
味
之
子
」
或
「
默
西
亞
君
王
」
的
事
實
就
可

窺
見
其
心
意
了
再
說
由
于
這
「
人
子
」
一
名
咀
峙
耶
穌

同
時
代
的
大
部
份
人
士
是
旬
隱
語
耶
郎
郎
航
故
意
常
叫

它
來
指
稱
自
己
按
各
學
史
所
記
穢
的
瑪
三
十
一
次
谷

十
四
次
路
二
十
五
次
若
十
二
次
這
名
稱
為
沈
恩
者
指

山

耶
餘
的
默
西
亞
的
尊
位
這
名
稱
也
暗
示
默
西
亞
的

苦
鐘
為
此
耶
穌
用
這
名
稱
來
稻
光
自
己
一
則
可
把
遠

的
預
言
和
依
關
于
上
主
僕
人
所
載
的
預
言
十
分
自
然

地
融
合
起
來
二
則
也
可
把
蚓
蚓
人
的
猜
疑
心
消
釋
於

無
形
因
為
圳
來
他
什
師
們
瓜
默
凶
必
比
一
這
種
的H耽
心

果
真
萌
生
了
故
通
常
的
反
史
發
川
間
來
成
耶
縣
立
不
一
接

受
到
羅
馬
人
的
忌
恨
因
而
失
去
其
充
分
利
用
在
俏
的

時
間
而
無
法
完
成
他
所
鼠
的
使
命
再
者
耶
此

H
U
m惘
沁

「
人
子
」
除
了
暗
示
他
布
默
凶
甜
的
神
性
|
或
常
少

他
那
屬
必
艸
體
範
圓
的
本
性
|
以
汶
他
將
要
受
的
H凸

揖
祖
師
他
亦
肉
上
主
候
人
外
還
附

4

小
他
未
做
永
存
的
光

榮
這
可
由
他
在
受
游
時
答
但
大
叫
祭
益
法
的
品
見
釗

他
當
時
的

答
夜
可
把
「
人
于
」

、追
名
詞
所
合
的
全
部

奧
拉
表
踩
得
淋
漓
戒
致
了
(
恥
呵
呵
心
目1

制

M
v
f)

行
文

TA
t比
似
于
耶
穌
常
川
的
「
人
已.• 

」
e
d
h
h
叫
們

不
被
初
期
教
會
積
則
不
兔
布
結
令
人
奇
怪
新
約
中
除

四
福
音
外
這
名
稱
扎
扎
收
於
米
7

時
那
一
使
是
卑
斯
德

望
被
砸
臨
死
所
品
的
品
「
有
找
什

M
J〈
倒
了
並
扯
人
F
L
J

站
在
天
主
右
邊
」
原
來
只
須
稍
加
濃
度
便
知
此
乃
必

然
現
象
聖
保
祿
說
「
由
于
耶
穌
從
死
者
中
復
活
被
立

為
具
有
大
能
的
天
主
之
子
」

(
經
1
4
)
因
此
訴
求

們
或
稱
他
為
「
天
主
捏
一
子
」
或
稱
他
時
「
主
」
肉
-
主

子
」

見
默
西
錯
耶
穌
基
督
(
川
)

3

月
、
b
自
古

3
g
J

這
是
析
學
上
討
論

人
他
裕

3

J
/

章
可

石
R
S
D

之
的
規
論
間
也
大
致
說
恥
人

之
位
格
就
是
「
具
有
精
艸
方
面
的
能
力

(
明
悟
愛
欲

記
怯
等
)
並
能
自
由
加
騙
取
自
己
本
身
作
怨
的
個
飽
問
單

位
」
這
種
對
人
的
描
述
多
少
是
抽
象
友
理
論
方
面
的



~是
叫
民
及
斟
斟
上
所
不
太
喜
歡
討
論
的
問
題
品
以
在

沾

一斟
斟
上
完
全
缺
少
一
個
指
示
這
一
觀
念
的
名
詞
但
是

-
H儘
管
如
此
人
的
位
格
在
斟
樹

上
仍
然
存
在
的
問
題
是

丕
谷
懷
疑
趴
劃
制
只
不
過
是
以
慣
常
喜
用
的
具
體
方

式
將
它
表
達
出
來

人
是
由
兩
種
原
素
配
合
而
成
的
即
是
泥
土
加
上

一
口
生
氣
二
者
連
結
在
一
齊
便
成
了
一
個
「
有
霞
的

生
物
」
(
制
2
7
)。
這個
「
有
靈
的
生
晶
晶
」
是
具
有

自
由
意
志
認
識
的
能
力
及
慎
重
的
機
智
的
他
接
受

上

主
的
命
令
以
及
責
罰
的
恐
嚇
他
並
且
給
飛
禽
走
獸
起

了
名
字
(
制
2
7
|
扭
)

。

他
不
但
有
自
由
的
意
志
而

且
有
自
由
的
行
動
他
受
惡
魔
的
誘
惑
受
強
烈
驕
傲
叛

命
的
支
配
他
自
由
地
違
犯
7
上
主
的
命
令
甘
心
接
受

了
上
主
的
懲
罰
(
削
3
章
)
如
此
這
個
自
泥
土
及
氣

息
配
合
而
成
的
「
有
鍾
的
生
物
」
就
的
確
是
一
個
真

正
具
有
位
格
的
人

斟
斟
上
有
不
同
的
表
示
人
的
位
格
方
式

。
以
人
稱
代
名
就
比
如
飢

衍
3

的
「
我
(
就
是
)

封
封
」
原
文
上
沒
有
一
個
相
連
的
動
詞
l
就
是
是
以

它
的
重
量
完
全
落
在
代
名
詞
「
我
」
{
子
上
於
是
「
我
」

就
等
於
「
有
位
格
的
人
」
(
亦
見
晨53
編
上
創
口

喇
叭68
等
)

@
以
「
生
靈
」
來
代
替
比
如
叫

1
5
的

一
共
「
七

十
生
靈
」
很
正
確
的
被
譯
作
「
一
共
七
十
人
」
(
亦

見
制
的
M

倒
也
口
幻
-
M
S
制
約
叩
船
上
的

1

鈞
品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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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
接
提
及
「
人
。
」
即
是
不
分
男
女
的
人
居
單

位
比
如
則
上
8
甜
的
「
因
為
沒
有
不
犯
罪
的
人
」
此

處
所
說
的
人
不
是
指
固
定
的
一
個
人
而
是
指
任
何
一

個
九
實
際L
是
抽
象
的
任
何
具
有
位
格
的
一
個
人

(
亦
見
圳
的
s
制
8
.
u
s
等
)

。

@
以
「
你
的
僕
人
」
或
「
你
的
牌
女
」
來
代
替

意
即
「
我
」
或
「
我
這
個
人
」
「
這
種
說
法
格
外
見
於

鹽
1制
及
祿
文
上
(
見
則
上
3
@
8
時
踹
下
6
n
圳
叭
"

凹
的
目
等
)
，
亦

見
於
聖
母
及
副
蚓
甜
的
頌
詞
上

(
見

制
U
“
2
"
)
。
這
種
說
法
固
然
是
謙
卑
的
說
怯
但
所

指
示
此
刻
仍
是
具
有
位
格
的
本
~
(
韓
)

4
l
、
文
、
「
出
口B
E
E
R
-

『
』n
o
J「
人
祭
」
是
謂

多
』
/
次
-
A
/
F
g
m
n
E
Y
E
B
E

史
以
人
當
作
祭
品

祭
神
這
種
惡
習
在
古
代
民
族
中
頗
為
盛
行
在
客
納
罕

和
其
附
近
一
帶
的
古
代民
族
中
就
有
殺
人
為
祭
之
事

(
劉
u
s
1
7
)

。

劇
阿
制
和
阿
劃
民
族
常
將
自
己
的

童
男
童
女
投
入
火
恥
祭
把
胡
酬
封
和
倒
叫
劉
腳
酬
刷

刷
王
蚓
圳
叭
就
矯
祭
了
自
己
的
長
子
(
列
下
3
.
|
盯
)

一
八
六
八
年
在
圳
蚓
發
現
了
他
約
在
公
元
前
八
三
五

年
建
立
的
石
碑
石
碑
上
明
刻
載
他
在
阿
叫
樹
祥
(
戶

甘
心
"
)
，
如
何

祭
殺
了
蚓
咧
開
人
使
到
劇
封
神
醉
享
了
鮮

也
叉
如
何
在
用
制
屠
城
(
同
詔
"
)
祭
殺

7
叫
創
列

所
有
的
男
女
和
幼
童
實
行
「
毀
滅
」
作
氣
對
革
摩
士

配
偶
阿
喇
喇
耐
女
神
的
獻
也
創
制
制
們
是
天
主
許
與
叫

民
旭
光
要
去
佔
領
的
土
地
制
封
為
預
防
叫
民
染
上
當

地
居
民
的
這
一
惡
習
就
胡
文
嚴
禁
如
人
違
犯
必
處
以

極
刑
(
制
服
到
幼
2
|
5
則
必
缸
吋
M
U
叮
雖
然
如
此

叫
民
日
後
仍
染
上
了
這
一
惡
習
做
山
山
了
這
發
懋
瑟
的

事
(
。
謝叫
M
H
!

"

眼
7

叭
"
‘

5
側
的
訕
訕
幻
盯
|

制
擱
喇
王
在
喇
喇
喇
喇
東
面
山
上
曾
為
他
的
共

族
妻
妾
修
築
了

胡
鬧
出
和
風
酬
劃
二
棘
的
氏
闡
明
聖
經

上
雖
沒
有
明

說
他
曾
舉
行
過
「
人
的
京」
(
列
上
口

1
1

8
)
但
他
的

後
代
帝
王
子
孫
剛
喇
喇
玉
和
默
納

制
王
都
會
舉
行
過
「
人
祭
」
火
焚
了
自
己
的
兒」

(
則
下
的
21
4

剖
s
6

攝
下
必
2
-

4

刊M
S
6
)

北
國
凶
剖
則
更
盛
行
此
惡
習
因
此
先
滋
亡
南
國
猶
太

不
以
之
為
戒
日
後
亦
同
歸
於
滅
亡
(
則
下
口
7

l

n

ATI

t--

‘
J 

旬
，
“
、

此
M
m尚
有
為
奠
基
舉
行
「
人
祭
」
之
乳
近
來
在

樹
別
和
凹
划
蚓
宜
發
掘
古
代
建
築
和
城
市
的
門
或
牆

1
在
基
石
旁
或
下
且
常
見
到
作
「
奠
基
人
祭
」
犧
特
有

的
殘
拉
斟
樹
上
也
會
提
到
這
事
見
制
6
刮
到
上
的

M
γ

至
於
削n
l
l

u

閱
日
的
|

岫

二
處
所
述
的
事

明
顯
不
是
提
倡
「
人
祭
〕
如
沒
有
天
主
的
命
令
亞
巴
郎

也
決
不
會
有
意
祭
殺
自
己
的
獨
子
領
命
以
後
他
之
所

以
唯
命
是
她
「
全
是
出
於
全
心
全
志
全
力
信
賴
天
主
」

(
制
n
s
H
)。
喇
喇
封
是
個
粗
魯
的
軍
人
未
曾
受
過

良
好
的
家
教
與
當
地
的
異
民
住
在
一
起
染
上
他
們
的

思
想
和
生
活
習
慣
(
副
刊
-
-
a
)
，
與
阿
劃
子
民
開

戰
以
風
就
冒
昧
向
上
主
許
下
了
奉
獻
「
人
祭
」
愚
蠢

的
誓
點
上
主
竟
使
他
凱
旋
歸
恥
初
與
他
相
遇
的
部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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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的
獨
生
愛
女
他
只
有
撕
裂
自
己
的
衣
服
浩
然
長
欽

「
太
作
難
了
」
給
了
他
和
奸
作
「
人
祭
」
且
也
一
個
好

教
訓

殉
葬
如
視
為
「
人
祭
」
則
為
時
更
為
古
老
公
元

前
三
四
千
年
在
被
默
爾
和
埃
及
等
地
就
有
巨
僕
育
女

為
君
王
殉
葬
乏
事
我
凶
上
口
葬
禮
初
以
草
人
木
偶
除
非

名
之
為
俑
後
亦
改
用
人
有
時
竟
多
至
百
數
十
者
毛
詩

正
義
卷
六
秦
風
黃
鳥
序
日
哀
三
良
國
人
刺
穆
公
以
人

從
死
而
作
是
詩
也

疏
正
義
曰
秦
本
紀
云
穆
公
卒
葬
於
雍
從
死
者
百

七
十
人
然
則
死
者
多
矣
主
傷
善
人
故
言
哀
三
良
也
又

左
傳
正
義
卷
二
十
咒
傳
二
年
八
月
末
文
公
卒
始
原
葬

始
用
殉
疏
鄭
玄
云
殺
人
以
街
死
拉
伯
日
殉
言
殉
還
其
左

右
也
此
外
昔
日
戰
前
殺
人
祭
旗
誓
師
以
及
制
制
娶
婦

之
事

(
見
史
記
卷
一
二
六
滑
稽
列
傳
西
門
豹
傳

)
亦

可
視
為
人
祭
至
於
火
燒
自
己
的
兒
女
把
科
或
殺
人
作

奠
基
祭
中
國
古
書
似
未
有
所
記
載
(
漁
)

5
R
1
、
海
仇
之

k
f
B
E
H
H
u
t
q
J
這
種
亂
交
在

3
i
j

壁

E
合
J
J
E
f
因
B
E
r
g
\

'
E
I
-
-
'
e
A
|
'

、

古
中
東
是
相

當
普
遍
的
客
商
罕
人
即
有
這
種
習
俗
(
咐

m
n

自
)

按
赫
洛
多
托

(
}
閏
月
旦
旦
5

固
.
本
)
之
說
埃
及
人

亦
然
尤
其
是
一
些

一埃
及
婦
女
們
特
敬
一
種
有
山
芋
外

形
的
女
神
祇
而
以
人
獸
之
交
作
為
對
此
神
的
獻
儀
這

種
行
為
可
能
源
於
宗
教
上
的
迷
信
以
為
如
此
可
得
牲

畜
之
豐
產
由
制
制
制
輯
到
割
及
劃
到
別
熱
鬧
的
文
件

上
也
可
以
知
道
凹
出
制
人
亦
有
此
行
為
但
在
制
劇
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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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
的
法
典
上
部
沒
有
提
及
對
這
種
罪
惡
的
懲
罰
可
能

是
出
於
容
忍
在
赫
特
人
的
民
挂
上
部
處
之
以
死
刑

梅
瑟
法
律
在
盟
約
上
亦
以
死
刑
來
處
置
這
種
犯

人
(
出
詔
"
)
在
聖
潔
的
法
律
上
更
清
楚
地
禁
止
人

l

不
論
男
女
i

同
獸
交
合
因
為
「
這
是
逆
性
邪
惡
」

(
肋
的
詞
)
並
且
指
出
人
l

不
論
男
女
l

同
獸
都
應

受
死
刑
的
處
罰
「
他
們
應
自
責
血
債
」
(
倒

鉤
H
M
)

以
民
明
知
有
這
條
法
律
且
以
「
阿
們
」
來
表
示
他

們

的
同
意
(
申
幻
剖
)
既
然
這
種
罪
惡
是
相
反
人
的
本

性
是
侮
辱
婚
姻
的
聖
潔
是
破
壞
社
會
的
基
礎
我
們
可

以
斷
定
它
是
屬
於
自
然
律
是
早
於
梅
瑟
法
律
的(

韓
)

獨
人
頸
、
通
識(Z
F
E
E
-
m
g
z
h
)

此
通
論
是
庇
護
十
二
於
一
九
五
0
年
八
月
十
二

日
所
頒
發
的
以
針
對
當
時
的
時
代
弊
病
!
郎
由
所
謂

的
人
文
主
義
唯
盟
主
義
現
代
主
義
存
在
主
義
進
化
主

義
所
綜
合
而
成
的
唯
新
為
真
的
混
合
主
義
妥
協
主
義

以
打
倒
一
切
神
學
系
統
與
哲
學
體
系
以
反
對
教
會
反

對
傳
統
要
徹
底
被
壞
公
教
教
義
基
礎
為
標
榜
的
唯
新

主
義
所
下
的
一
付
良
劑
本
通
論
所
涉
及
的
問
題
甚
廣

只
就
聖
經
方
面
的
指
示
有
五
(
一
)
聖
經
內
絕
不
可

有
人
為
的
意
義
(
有
時
能
錯
)
與
天
主
的
意
義
(
決

無
錯
誤
)
之
分
(
開
出E
N
)
(二
)
聖
經
經
文
絕
不
可

只
作
象
徵
意
或
靈
性
意
解

(
P
E
臣
也
可

M
H
E
E
)

(
何
回A
V
H凶
)
(
一
二
)
關
於
進
化
論
按
照
今
日
的
科

學
論
按
及
科
學
研
究
開
於
人
的
肉
身
的
來
源
(
至
於

人
的
靈
魂
雪
數
會
令
我
們
相
信
是
由
天
主
直
接
創
造

的
)
學
教
會
並
不
禁
止
神
學
家
和
科
學
家
研
究
和
討

論
那
主
張
「
人
的
身
體
來
自
已
經
存
在
的
生
物
」
的
進

化
論
他
們
應
慎
重
地
有
節
制
地
和
明
智
地
去
研
究
和

評
斷
那
應
擁
護
或
反
對
這
學
說
的
理
由
並
且
在
這
問

題
上
應
常
準
備
接
納
雪
教
會
的
最
後
裁
判
因
為
墓
教

會
賣
有
正
式
解
釋
聖
經
和
衛
護
信
德
道
理
的
使
命
可

惜
對
這
研
究
的
自
由
有
些
人
已
經
妄
用
了
他
們
靠
著

至
今
所
假
設
的
論
鐵
和
由
這
些
論
攘
帶
來
的
論
證
便

把
這
人
體
進
化
論
的
問
題
已
經
當
作
完
全
證
實
了
的

問
題
這
個
問
題
既
然
天
主
沒
有
明
文
啟
示
我
們
應
處

以
極
度
的
明
智
和
謹
慎
(
何
閩
台
小
)
(四
)
開
於
多
源

論
「
至
於
另
一
種
臆
測
的
學
說
即
所
稱
謂
的
「
多
源

論
」
墓
教
會
的
子
女
絕
沒
有
上
述
討
論
的
自
由

主
張

這
種
學
說
的
人
聲
稱
在
這
世
上
有
些
人
不
是
由
嚕
一

的
原
祖
|
亞
當
藉
著
本
性
的
生
育
而
存
在
的
或
者
聲

稱
「
亞
當
」
一
詞
不
是
指
「
一
個
」
原
祖
而
是
指
「
多

對
」
原
祖
這
種
學
說
教
友
絕
對
不
可
接
受
因
為
這
種

學
說
與
啟
真
示
理
的
泉
源
l

聖
經
和
墓
教
會
訓
誨
機

構
關
於
「
原
罪
」
的
道
理
完
全
不
合
因
為
原
罪
是
來

自
一
個
人
亞
當
所
犯
的
罪
這
原
罪
藉
著
生
育
傳
給
了

所
有
的
人
成
了
每
個
人
的
私
自
的
罪
過

(M
W胃
口
)

(
五
)
開
於
舊
約
的
歷
史
性
尤
其
制
前
十
一
章
的
歷

史
性
教
宗
除
了
抱
怨
有
比
一
辜
者
忘
用
了
華
經
委
員
會

於
一
九
四
八
年
一
月
十
六
日
給
凹
制
總
主
教
訓
阿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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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惜
機
的
信
件
外
又
再
次
強
調
此
信
的
內
容
並
且
加
說

「
若
有
時
輯
割
的
作
者
由
民
間
的
傳
說
中
取
材
(
這

是
可
能
的
)
我
們
不
要
忘
記
他
們
是
有
聖
神
默
感
的

因
此
在
取
捨
或
評
斷
這
些
傳
說
時
他
們
是
不
能
錯
誤

此
因
此
作
者
引
入
斟
制
中
的
民
間
故
事
不
可
觀
為
神

話
或
其
他
類
似
的
奇
談
」
(
開
閩
台
∞
)

見
人
原
罪
太
古
史
(
陳
)

7
山
l
品
間
「
U
o
n丘
。
m
g
J
「
十
誡
」
一
詞
始
自
依

3

」
l

自

r
o
n
g
-
a
g
k叫
別
在
斟
斟
上
沒
有
這

一
名
詞
而
只
是
以
「
十
旬
話
」
一
詞
(
出M
M
申
4

n
ω
‘
)
來
指
示
天
主
十
誠
這
種
說
法
亦
見
於
希
臘

識
到
的
十
誠
兩
次
明
顯
地
見
於
斟
制
(
圳
幼

2
|

口
制

5
6
|

缸
)
。
這
兩
次
的
記
誠
彼
此
間
有
些
徽
的
出
入

比
如
守
安
息
日
的
理
由
在
則
是
因
為
天
主
六
日
造
化

第
七
日
休
息
(
削
鉤u)
在
制
卻
是
因
為
天
主
以
他

大
能
之
手
救
了
叫
民
脫
離
樹
別
(
制

5

間
門
同
樣
在

貪
他
人
財
物
的
誠
命
上
叫
幼
叭
將
他
人
之
妻
子
放
於

家
產
之
能
在
制
5
叫
卻
將
妻
子
置
於
一
切
財
產
之
上

至
於
在
孝
敬
父
母
的
誡
命
上
叫

5

闊
的
記
載
較
出
m

u

為
長
外
加
「
應
照
上
主
你
的
天
主
吩
咐
你
的

.•. 

獲

享
幸
福
」
其
中
滋
有
這
些
細
小
枝
節
的
區
別
基
本
上

是
完
全
一
致
凡
這
非
只
在
喇
喇
喇
原
文
上
如
此
郎
在

研
制
輯
和
制
閥
割
制
刮
到
及
制
叫
樹
叫
樹

L
亦
無
不

知
扎
在
這
些
一
抄
本
及
文
件

L
姦
淫
偷
渡
及
殺
人
的
位

置
雖
然
各
異
但
其
本
質
不
變

故
然
斟
斟
上
以
「
十
旬
話
」
來
指
天
主
十
誡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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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易
使
我
們
想
到
原
來
的
十
誠
郎
天
主
在
西
乃
山
上

所
頒
佈
的
十
誠
一
定
是
簡
短
的
反
觀
現
在
聖
經
上
的

記
載
格
外
是
前
數
誠
的
冗
長
敘
述
絕
不
能
以
「
十
旬

話
」
來
稱
之
故
此
學
者
們
的
遇
見
是
一
定
有
一
個

「
原
始
十
誠
」
的
存
也
而
在
這
之
外
斟
酬
的
作
者
後

來
在
天
主
的
默
感
之
下
加
以
增
補
及
擴
充
它
的
原
來

面
貌
應
是

1

不
可
敬
拜
他
神

2

不
可
膨
刻
偶
像

3

不
可
妄
呼
上
主

4

遵
守
安
息
日

5

孝
敬
父
母

6

不
可
殺
人

7

不
可
姦
淫

8

不
可
偷
盜

9

不
可
作
假
見
證

ω
不
可
貪
財

這
「
十
旬
話
」
是
天
主
親
自
刻
在
兩
塊
石
板
上

(
制4
9
l
n
5
4
n
M
9
u

削
m
z
亦
見
刷ω
1

-
4

叫
“
1

盯
詞
)
，
而
這
兩
塊
石
板
被
放
入
約
櫃
中

被
人
抬
著
遊
行
或
遷
徙
故
此
石
扳
一
定
不
會
太
大
或

太
且
也
正
因
如
此
現
在
斟
樹
上
對
十
誠
的
冗
長
記
錄

是
不
會
完
全
被
刻
在
兩
塊
不
太
大
的
石
板
上
的
這
品

是
學
者
們
堅
持
應
有
一
個
「
原
始
十
誠
情
理
由
之
一
。

這
兩
塊
石
板
被
保
存
至
制
制
制
時
代
(
見
上

8
.
U
)

十
誠
的
分
法
學
者
們
的
意
見
不
同
按
照
准
羅
及

封
封
封
及
一
些
敬
父
們
的
意
見
有
些
學
者
將
敬
鋒
那

神
及
製
這
偶
像
分
為
兩
條
誠
命
但
是
放
黎
革
列
。
闕
，a

m
g
o
ω及
蚓
蚓
崗
卻
將
二
者
合
為
三
你
相
反
的
將
第

戀
人
妻
及
貧
困
人
財
視
為
兩
條
誡
命
前
者
的
意
見
卻

將
這
兩
條
作
為
一
條
誡
命
看
待
此
外
十
誠
在
兩
塊
石

板
上
的
分
佈
學
者
意
見
亦
都
各
異
有
謂
每
板
五
條
后

有
謂
三
或
四
條
在
第
一
板
其
餘
在
第
二
板
者
不
過

、
一遍

都
是
一
些
一
次
耍
的
問
題

十
誠
與
別
岳
.
由
副
科
酷
的
文
件
及
械
制
制
到
制

L
我
們
可
以
知
道
後
期
的
樹
划
人
對
十
誠
是
十
分
重

視
的
他
們
不
但
熟
悉
十
誠
而
且
要
天
天
背
誦
並
阿
以

教
訓
自
己
的
子
女
(
制
4
9

叫
門
兒
崩
1
8
6

叩
門
君

王
時
代
的
叫
民
更
應
在
進
入
學
般
時
被
十
誠
來
省
察

自
己
的
良
心
(
刷
刷
7
1
1見
誠
的
反
叫
的
篇
)
，
並
於
出
聖

殿
問
家
時
將
十
誠
默
存
於
心
按
照
它
的
訓
示
而
生
活

(
副4
2
U
叮
格
外
是
每
逢
七
年
的
在
豁
免
年
的
帳
棚

節
期
內
叫
民
要
集
合
與
天
主
重
申
盟
約
要
童
讀
天
主

的
法
律
(
喇
叭
M
U
l

H
)
而
憐
成
這
法
律
的
主
要
核

心
部
份
就
是
天
主
十
誡
誦
讀
這
些
法
律
又
是
比
一
慶

典
的
主
要
街
口
向
由
此
可
見
十
誠
為
叫
民
實
在
是
生
活

的
中
心
及
生
活
的
指
南

十
誠
的
性
質
@
它
是
絕
對
宗
教
性
的
法
律
因

為
它
是
天
主
親
自
以
有
形
的
最
大
威
嚴
在
間
用
山
上

頒
賜
給
別
民
的
法
佩
他
將
叫
民
集
合
於
山
下
準
備
投

受
天
主
的
法
律
(
削
"
口
)
整
個
剖
用
山
冒
煙
冒
火

天
主
在
煙
火
中
降
在
因
而
山
上
(
削
的

M
U
制
5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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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山
猛
烈
反
動
角
挽
回
起
天
主
給
雷
霆
向
以
民
訓
示

(
叫
叭
"
N
m
H
制
4

臼

5

位
)
宣
講
十
滅
之
後
投
親

手
將
之
刻
於
石
板
之
上
(
出
到
u
申
4

刊
)
未
幾
以

民
竟
向
邪
神
敬
拜
梅
瑟
將
二
石
板
摔
碎
以
示
其
對
不

忠
民
族
的
震
怒
及
反
感
(
出
詔
"

)
天
主
車
將
十
誡

刻
於
石
板
之
上

(
叫
“
1
)
交
給
梅
瑟
慎
重
的
保
存

於
約
植
之
內
以
實
不
忘
並
表
示
叫
民
對
它
的
最
大
的

尊
敬
之
心
(
申
ω
5
)

叫
民
在
見
這
比
一
-
驚
人
的
現
象
後
實
在
怕
的
要
死

(
制
5
叫
自
)
對
天
主
起
敬
起
畏
衷
心
承
認
天
主
的

偉
大
及
他
絕
對
的
主
權
因
而
全
心
許
下
要
謹
守
天
主

的
法
律

(申
5

盯
)
並
許
下
亦
要
如
此
教
訓
自
己
的

子
女
(
刊
也
甜H
S
制
6
7
也
等
口
H
M
U
)
。
因
著

這
些
法
律
的
陸
重
頒
佈
天
主
正
式
揀
選
了
以
民
作
自

己
的
特
殊
產
業
司
祭
的
國
家
聖
潔
的
國
民

(
出
的

5
6
)
將
來
天
主
對
以
民
的
降
稿
與
否
完
全
在
於
以

民
是
否
全
心
守
此
法
令

(
南

4
1
5

叩

8
1
M
W
m
n

7
"
時
亦
見
依
的
H
m
u
H
M
H
U肋
M
S
)
而
以
民

也
明
知
十
誠
的
存
在
寫
他
們
不
是
重
坦
苦
純
而
是
天

主
特
別
的
恩
惠
因
為
它
是
惟
一
導
致
人
們
獲
得
生
命

幸
福
的
門
路

(申
ω
間
)

由
此
可
見
十
誡
是
直
接
來
自
天
主
的
宗
教
法
律

而
不
是
經
過
人
的
智
慧
及
哲
理
的
邏
輯
而
推
斷
出
來

的
人
文
倫
理
法
它
遙
遠
超
過
人
類
的
法
律
因
為
它
是

天
主
親
自
向
以
民
及
人
類
啟
示
的
生
命
之
道

@
十
誠
是
明
確
的
法
律
而
不
是
有
條
件
性

的

，哇18 • 

替。他表了殺「什「
的示天人，我磨你
意出主姦是﹒品展

旨來，對淫，上;作
為惟一倫主"什
人天切盜你一，麼，
類主人等。的這你
就獨類這天由不

是尊，啟旬主十可
明只示話」誡作
確有的後(的什

的他開來出i 導麼
命是場在 20 言'- ，
令 ， 全白 ， 全 2 就而
人能因部~，可不

必~為聖;所以是:
須上它經!l.l 以看「
遁的明上，你得你
守大確竟不仙若

無主，的 成可來: 作

十
誡
這
種
十
分
明
確
及
毫
無
疑
議
的
特
點
在
一

切
其
他
東
方
文
明
占
國
的
法
律
上
是
伐
不
到
的
最
多

只
有
點
滴
的
表
示

(
O
P
F
E
E
E

﹒
吋
}
HO
E
d
謂

民

F
E
E
S
M
M
可
】
E
l

】
8
)
絕
無
十
誠
般
的
整
體

法
律
的
出
現
究
其
原
因
不
外
是
因
為
其
他
一
切
法
律

都
是
人
為
的
惟
十
誠
是
直
接
來
自
真
神
天
主
的
啟
示

也
正
因
此
十
誡
所
約
束
的
是
人
的
良
心
而
其
他
古
老

文
明
的
法
律
卻
只
能
約
束
人
的
外
行
並
且
其
他
聖
經

上
的
一
切
法
律
也
都
無
不
以
十
誠
為
基
礎
及
圳
發
點

故
此
十
誠
的
偉
大
在
占
東
方
及
全
人
類
的
歷
史
上
是

惟
一
無
二
的
是
永
遠
常
存
的
在
新
約
中
耶
穌
及
宗
徒

們
多
次
引
用
了
卡
誡
並
清
楚
指
山
遵
守
十
識
是
獲
得

常
生
的
唯
一
途
徑
(
瑪
"
M
M
谷
m
M
路
8

叫
羅
凹

，
雅
Z
U
)
並
將
十
誠
的
全
部
法
律
總
括
於
愛
天
主

及
愛
人
的
兩
條
新
誡
命
上

(
制
ω
叮
站

職
泣
刊
)

十
誠
的
時
代
這
在
解
經
學
的
歷
史
上
會
晰
的
是
一

個
激
烈
爭
持
的
難
題
學
者
們
大
都
採
取
兩
個
極
端
其

一
調
十
誡
是
第
八
世
紀
的
產
品
首
先
見
於
先
知

們
的

4
一九
論
中
其
二
謂
卡
誠
的
全
部
現
心
何
形
式
已
於
總
H峰
時

代
問
世
在
這
兩
個
同
他
端
之
間
我
們
覺
得W
M中
闊
的
，
仰

的
是
最
可
靠
的
這
也
是
今
日
絕
大
多
數
的
學
者
們
，
附

有
的
主
張
亦
就
是
十
誠
的
核
心
部
份
山
於
梅
瑟
時
代

甚
至
梅
瑟
的
手
筆
(
亦
就
是
我
們
的
面
所
提
過
的

「
原
始
十
識
」
)
但
是
不
可
否
泌
的
很
人
會
將
它
圳

以
引
伸
補
充
直
至
梅
瑟
丘
吉
的
定
版
時
划
寫
止
後
來

的
先
知
們
在
宣
講
十
誠
的
內
容
徒
以
卡
誠
的
法
條
內

武
器
來
斥
責
以
民
的
不
小
心
不
信
時
他
們
已
預
料
到
卜l

誠
的
古
老
存
在
援
然
在

-
J
H論
上
沒
街
將
它
消
酷
的
的

出
十
誠
的
前
三
識
是
以
民
州
學
的
基
礎
其
他
的
減
命

則
是
自
然
法
律
的
去
一
恨
那
麼
逗
比
一一膩
怡
的
a
M
終
偷
川

法
律
就
成
了
梅
瑟
細
微
以
民
神
殿
政
體
的
很
快
交
怯

礎

(
恃
)

8

」
|
L
言
，
叫H
H
h「O
E

Z
J
卡
字
忱
的
希
伯
來
文
叫

:

-
T
2
2
2

立
志
是
「
果
樹
締
」
之

意
希
咄
咄
文
則
有
「
木
怖
」
而
且
所
指
卻
是
一
褪
刑
具
的
，
是

將
犯
人
以
繩
索
或
釘
子
世
懸
木
緒
之
上
使
之
受
刑

U
L

死
上
邊
的
橫
木
是
便
利
施
刑
起
兒
為
後
來
所
加
爾
木

所
造
成
之
形
式
成
「

T

」
字
狀
後
來
演
變
成
N
I
彤

的
「
十
」
狀
及
希
臘
樣
式
「
十
」
狀
致
於
所
謂
之
艾

德
肋
形
「
X

」
則
是
後
期
公
元
十
世
紀
中
業
的
在
什
川

其
垂
直
木
幹
上
並
有
時
座
使
犯
人
得
以
消
息
用
以
延

長
犯
人
的
痛
苦
初
期
的
教
友
因
這
種
臀
座
不
太
雅
觀

乃
將
之
自
耶
穌
的
十
字
梨
上
除
掉
至
於
普
通
所
見
的

耶
穌
十
字
架

上
的
胸
幌
則
無
趣
央
文
件
可
這
研

有
k
q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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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是
來
自
六
世
紀
末
聖
額
俄
墨
突
爾
斯
的
傳
說
記
收

(
M
Y
F
-
3
.
2

之
路

一
位
受
十
字
刑
的
犯
人
他
們
的

卡
字
架
都
很
度
以
便
於
施
刑
及
易
招
曠
野
中
之
野
獸

來
咬
食
犯
人
的
肉
逼
使
是
古
羅
馬
皇
帝
所
怯
用
的

「
判
受
猛
獸
吞
機
」
的
刑
罰
只
有
特
別
嚴
重
的
犯
人

他
們
的
十
字
架
是
一
的
高
豎
立
起
來
的
押
時
增
加
他
們
的

恥
眠
不
優
野
獸
啃
食
其
肉
而
延
長
犯
人
在
十
字
架
上

的
苦
刑接

歷
史
的
考
接
第
一
次
用
十
字
架
刑
罰
的
人
是

制
蚓
九
後
傳
給
制
觀
i
h制
划
斟
人
及
擱
蚓
九
後
者
在

其
所
佔
領
的
區
域
會
杰
量
施
用
在
中
國
的
刑
目
而
中
雖

有
刀
鋸
答
杖
級
經
之
類
也
無
十
字
架
刑
之
存
在

基
督
徒
很
早
使
用
十
字
梨
來
用
作
裝
飾
品
但
這

，!~ 

種
習
尚
卻
也
非
始
自
教
友
而
是
這
在
公
元
的
亞
述
諸

國
時
代
的
國
王
切
配
述
巴
尼
巴
即
已
則
來
作
為
裝
飾

口
叫
其
次
考
古
學
家
在
倒
叫
副
古
代
的
文
化
恥
亦
發
現

有
同
樣
的
習
向
圳
來
於
叫
別
人
所
闊
的
起
形
十
字
俠
之

忠
義
則
不
得
而
知
可
能
叫
起
天
文
學
的
一
種
可
心
悅

(
特
)

4
b
R
f
H
H
沾\
J

「
卡
城
U
M」
顧
名

"
E
I
」
m
m
-
E
{
U
n
a
。

-
2
)

-
4
J
J
I
I
J

、
思
義
即
知
是
指
斗
l

座
聯
盟

a抖
泊
的
城
區
而
言
織
成
這
一
區
的
城
市
為
大

閻
刮
軾
訓
出
糾(H
H
m
F
D
m
)

倒
叫
圳
(
F
Z
S
)蕉
托

蚓
盟
(
ω
nHH晶
。
戶
自
己
圳
副
研
(
旦
旦
一

割
蚓
捌2
月
臣
"
)

和
阿
拉
德
非
雅
(
早已旦
。
-
Z
3
)培
拉

克
的
戶
戶
"
)
希

頗
斯

(
出
心
咕
咕
。

ω
)
及
桐
樹
蚓
(
。
立
自
凶
)
這
些
城
市
(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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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阿
閥
皇
之
外
)
部
位
於
制
削
河
山
、
其M惜
民
也n
c
M
V
e
F

』

剩
臘
文
化
皮
宗
教
的
影
響
多V
N
M
外
級
人
公
川
的
戶

J，

年
樹
制
更
加
以
組
織
使
之
在
敘
利
亞
總
訝
的
監
行
「

自
由
獨
立
有
刊
己
的
口
肝
、
立
州
(
希
矇
文
)
依
你
的
人

宗
亂
在
此
區
居
住
的
制
川
圳
人
雖
然
布
刊
已
宗
教

k

的

自
此
恨
無
公
民
她
不
過
N
M

山
扎
上
迫L
l

你
絨
的
峽
仆

因
為
政
治
及
敢
情
的
變
遷
多
少
亦
布
山
入
的
妒
，
於
公

λ

第
二
世
紀
的
中
葉
這
一
民
間
始
解
體
川
為
有
些
絨
巾

1
』
1
1
l』
t
t
1
l

t
'
，
'
，t
E

。

被
創
分
給
阿
刺
伯
的
羅
馬
行
特

剝
削
中
三
次
提
到
「
卡
械
區
一
在
耶
穌
的
岫
拈
來

中
有
些
來
自
「
十
域
區
〕
大
概
是
比
一
一
喘
一
川
人
(
關

4
5

耶
穌
治
好
一
個
來
自
制
蚓
蚓
(
十
城
民

)
的
附
低
人

事
後
此
人
在
「
十
城
區
」
傳
揣
耶
穌
的
名
聲
(
谷
5

耶穌時代的十字架刑具及刑鞭



2

剖
)
至
少
在
一
個
機
會
上
耶
穌
自
漆
冬
去
加
里

肋
亞
湖
邊
時
經
過
「
十
城
區
」
並
在
此
地
治
好
一
個

聾
咱
病
人
(
谷
7

叫
別
)
(
韓
)

。
」
-
H
F

月
]
長
起
「
斗
E
J

原
是
希
伯
來
文
字

4
1
1
J
E
-
-
=口
肌
哥
/
吋
E
C

\

』

'
:
-
-
t

，

3
.

，

、
母
第
二
卡
二
個
也

是
最
後
的
一
個
字
母
它
的
古
代
書
法
作
十
字
形
故
恩

高
木
譯
作
「
十
字
記
號
」
(
則

9
4
)
在
希
擻
譯
本

及
拉
丁
通
行
本
上
的
哀
1

n
2
n
3

“
曰
“

4

自
凡
此

…
制川
帥的
節
數
之
恥
置
此
記
仇
但
在
其
他
譯
本

L
已

不
彼
見
(
緯
)

I
L
l
」

ζ
ζ
借
此
可
2
Z
J
支
派
是
古
代
社
會

4
1
1

一
一
斗
E
M

圳
U
f
斗
Z
E

之

-
-
:
1
1
、

t

d

、
中
的
一
種
組
織
文

派
之
F

又
分
部
落
皮
家
族
各
有
其
酋
長
維
持
治
安
行

政
遇
有
戰
爭
發
生
則
由
首
長
來
招
集
全
民
團
結
禦
敵

但
是
文
派
之
組
織
卻
是
一
個
相
當
復
雜
的
歷
史
問
題

蓋
它
之
形
成
並
不
是
靠
單
純
的
血
統
闕
係
而
亦
有
其

外
在
的
因
素
比
如
弱
小
民
族
的
自
形
加
入
或
者
被
征

服
民
族
的
強
迫
參
加
等
至
於
以
民
十
二
支
派
的
歷
史

及
形
成
演
變
我
們
可
以
簡
述
如
下

以
民
十
二
支
派
天
主
特
還
了
以
色
列
民
族
作
為

自
己
的
百
姓
賜
給
它
一
塊
土
地
使
它
在
這
塊
領
土
上

能
夠
生
存
發
展
獨
立
自
由
但
是
繪
成
這
個
民
族
的
主

要
成
份
卻
是
它
的
十
二
個
文
派
這
是
自
雅
各
伯
以
下

-
以
至
新
約
時
代
甚
至
時
至
今
日
仍
然
存
在
的
牢
不
可

別
一
破
的
傅
統
觀
念
證
明
自
己
是
以
色
列
人
的
最
妥
當
及

一
最
簡
便
的
方
法
是
提
出
自
己
是
屬
於
某
某
一
個
女
派

40-42 ~f 

的
實
被卡

二
個
支
派
的
來
源
固
然
是
山
自
雅
各
伯
的
十

二
個
兒
于
他
們
是
以
民
卡
二
個
交
派
的
創
始
人
可
是

聖
經
上
對
卡
二
個
兒
子
記
載
的
方
式
卻
大
有
出
入
首

先
在
創
m
u
l
狗
叫
抉
衍
M
l
m

錄
出
了
雅
各
伯
每

一
個
兒
子
的
誕
生
技
照
他
們
的
年
齡
及
出
生
的
先
後

官
式
地
排
列
下
來
其
中
主
要
強
晶
的
一
點
是
皆
是
雅

各
伯
的
兒
子
以
雅
各
伯
為
圳
發
點
及
中
心
但
是
在
另

一
方
面
聖
經
卻
更
寶
際
地
強
調
生
母
的
重
要
性
按
照

不
同
母
觀
所
生
的
兒
子
好
似
分
組
來
編
排
開
來
於
是

有
肋
阿
的
兒
子
勒
烏
本
同
默
盎
肋
未
猶
大
依
妝
加
爾

及
則
步
陸
這
六
位
兒
子
向
成
一
組
是
講
「
屬
肋
阿
的

支
派
」
其
次
有
叫
你
黑
耳
的
兒
子
右
瑟
放
本
耽
明
是
謂

「
屬
辣
黑
耳
的
支
派
」
再
其
次
有
兩
個
牌
女
所
生
的

兒
子
丹
納
焚
塔
里
加
得
及
阿
協
爾
是
謂
屬
「
牌
女
的

支
派
」
最
後
雅
各
伯
更
將
若
瑟
的
兩
個
兒
于
默
納
協

及
厄
弗
辣
因
過
為
己
子
如
己
所
生
(
創
刊

t早
)
如
此

漏
全
了
十
二
個
兒
手
的
數
目
這
種
不
依
年
齡
而
依
生

母
排
列
的
次
序
明
顯
地
口
比
於
兩
個
十
分
重
要
的
學
經

文
件
上

(
創
的
村
a
|
盯
雅
各
伯
的
祝
福
戶
必5
1

缸

戶
口
的
登
記
)

雖
然
在
學
經
其
他
的
部
份
十
二
個
兒
手
排
列
次

第
有
些
詐
的
山
山
入
但
是
「
十
二
」
這
個
數
字
卻
是
鎖

定
不
戀
的
字
賀
至
鈴
這
十
二
個
支
派
的
情
成
是
否
真

正
符
合
歷
史
的
演
變
則
另
有
他
論
首
先
我
們
要
知
道

十
二
個
文
派
向
來
未
有
在
同
時
以
同
等
的
身
價
及
重

要
性
存
在
過
比
如
當
勒
鳥
本
及
西
默
益
已
成
為
市
壯

健
全
支
派
的
時
候
默
納
協
及
厄
弗
辣
因
艾
派
卻
仍
在

萌
芽
發
展
的
時
代
由
此
可
見
所
謂
卜
L

一
文
扳
固
定
先
一
大

硬
性
扭
扭
定
的
有
不
少
人
為
的
成
份
在
內
而
不
一
定
赴

民
族
歷
史
自
然
發
展
演
進
的
結
果

如
果
我
們
仔
細
注
意
一
下
學
經
應
史
的
記
的
叫
做

不
難
體
會
到
卡
二
支
派
的
雛
型
原
來
只
是
屬
肋
阿
的

六
個
艾
派
因
寫
這
六
個
支
派
在
聖
徑
上
是
一
成
不
變

地
向
無
遺
漏
地
被
記
餓
著
“
這
個
以
「

L
八
數
」
肉
聯

盟
中
心
的
事
實
在
聖
經
上
是
有
先
例
可
尋
的
(
見
創

叫
“2
呵
呵
甜|
甜

)
由
此
我
們
可
以
悅
您
到
卡

二
-
x
d
似

的
前
身
應
固
定
六
個
支
派
的
聯
盟
其
他
的
文
派
則
是
後

划
漸
次
加
入
的
終
至
惱
漏
預
定
的
十
二
個
文
派
的
數

目
(
韓
)

位
十
二
小
先
知

「
玄M
E
R
-
J。
可y
m
g

J

/
巳
戶
。
已
m
n
H
B
H
叫g
MM
Y
O
H
m
m

\

「
十
二
先
知
」
的
追
著
早
在
公
元
前
二
世
紀
已

訂
為
一
集
見
德
利
問
後
來
的
希
伯
來
作
家
如
若
瑟
j

(
的S
H
E
K
F
M
t
g
-
H
∞
ω
)以
及
巴
比
倫
的
塔
耳
笨

得
(
囡
"
Z
F
H
E

H
$
i
a
m
)
都
緩
用
此
名
在
「
先

知
」
上
冠
以
「
大
」
「
小
」
二
字
放
學
者
的
芯
且
必

始
於
聖
奧
斯
定
學
師
冠
以
「
大
」
「
小
」
的
財
意
收

不
是
為
口
閒
別
高
下
只
是
因
寫
這
十
二
位
先
知
的
作
品

分
是
較
少
的
緣
故
與
先
知
的
使
命
毫
無
關
係
所



~
有
的
先
知
都
同
接
是
天
主
的
使
者
天
主
的
代
言
人
他

們
叫
一
們
的
使
命
間

接
是
向
人
民
宣
告
天
主
的
旨

意
勸
告
人

一
民
悔
改
道
守
盟
約
並
種
偏
救
主
默
西
亞
的
來
臨

一

十
二
小
先
知
任
穢
的
時
代
是
從
公
元
前
八
世
紀

了
至
四
世
紀
他
們
先
後
寫
天
主
所
召
也
或
在
北
國
以
色

列
或
在
南
國
蚓
站
各
按
當
時
宗
教
的
情
孔
及
道
德
的

需
要
或
寫
衛
護
天
主
的
橫
利
或
為
謀
求
人
民
的
幸
福

頁
起
他
們
充
當
先
知
的
特
殊
任
務

十
二
小
先
知
的
次
第
間
副
本
是
依
照
制
制
制
別

文
和
出
甘
甜
叫
斜
的
次
默
郎
剛
剛
岳
亞
北
納
米
鴻
啥
來

單
血
嵐
至
訟
他
們
任
職
的
年
比
則
在
每
條
內
另
行
說

明

三益

約
十
二
宗
徒
訓
言
(
口
E
n
y
o
)

是
某
教
會
所
收
集
的
宗
徒
訓
誨
集
大
約
在
公
元

五
0
至
七
0
年
聞
出
於
劉
樹
制
劃
蚓
教
會
里
回
蚓
州

州
附
劇
叫
樹
和
創
劃
蚓
會
提
及
本
書
的
存
在
本
巷
的
內

容
臨
弗
洛
逃
生
命
與
死
亡
兩
條
路
線
之
外
記
述
關
於
聖

洗
聖
體
告
解
的
禮
儀
守
齋
期

與
其
他
紀
律
的
制
定
此

譴十資質啟

責，二料 ，有示
見寫小不莫氛十

先生先論大進、二
知音知是的默小

及在對有責西先
有今當關獻。亞也

彌日時宗因為， 寫
各的的教氣以研

條。人宗方它及究
類，教面 t草莓i 以|
亦奧的 . 1悠 i 約i 色|
不社或約i 文列|
失會政史i 學的
其所治會i 上 歷

固作方補的央、
有的面充種宗

( 的批的。了種教、
陳價評同許問種

) 值。與時多題， 儀、

(3-46 

凡
本
書
引
用
了
許
多
斟
副
經
文
為
校
對
輯
到
經
文
亦

有
其
價
也
現
有
的
最
好
訂
正
本
為
在
耶
路
撒
冷
所
發

現
的
喇
喇
喇
手
抄
本
制
酬
制
(
譯
-
M
W
Q
g
p
-
2
)
於
一

八
八
三
年
在
封
封
蚓
訂
出
旦
出
版
問
世
(
陳
)

“
十
二
宗
祖
這
瞬

\
吋g
g

g
g
g

丸

子
。

吋
司
已
d
a

M
MmH旦
旦

n
y
ω

J

/
吐，

S
Z
B

O
D
S

回國
HJ
H
D
R
n

Y
R

E
U
K

本
書
就
文
體
言
是
一
本
默
示
錄
作
者
似
乎
是
一

位
樹
叫
劃
九
在
公
元
前
三
二
七
至
一

O
七
年
間
以
希

喇
喇
文
寫
成
趴
此
制
制
喇
原
文
早
已
失
落
了
今
只
存

有
制
配
到
對
岡
E
蚓
出
封
和
出訓
等
活
譯
木

自
著
作
時
代
起
至
公
元
第
一
世
紀
末
喜
迎
風
過了

一
些
修
改
和
增
比
這
領
修
改
插
入
的
文

h
m有些
是
屬

於
蚓
到
人
的
有
些
則
屬
於
基
督
信
徒
基
督
徒
插
汰
的

文
句
都
是
指
示
基
督
降
生
和
他
救
贖
人
類
拘
功
巢
本

書
的
特
點
在
於
講
論
世
人
所
曙A守
的
道
德
很
堪
注

意
的
是
作
者
特
別
提
倡
愛
人
之
德
道
德
以
外
作
者
講

述
有
兩
位
默
西

E
一
位
屬
刷
科
支
派
另
一
位
圈
圈
於
蚓

划
支
派
並
且
還
講
論
假
基
督
人
身
的
復
活
魔
鬼
等
道

理有

以
它許
為多
辜!古
經L時
的

教

父
引
用
本
書，
可

是
墓

教
( 會

z 總
) 沒

畫

5
A
A
J
E
-
-3
z
g
d
s
z
b

地
方
名

位
於
吉
例

4

三

-
a
p
/
目
。
ω
d
r
n
H
E

旦
到
捌
太
道
之
亦
當

時
嘲
鬧
的
教
友
聽
說
鬧
劇
即
將
到
恥
於
是
出
城
治
州

刮
蚓
大
道
南
行
遠
迎
-
批
抵
達
更
遠
的
阿
丕
約
市
場

約
六
十
五
公
里
乞
也
另
一
批
則
在
喇
喇
南
方
四
十
九

公
室
盔
的
司
制
等
他
此
處
有
導
向
家
齊
約
(
〉

E
N
5
)

的
火
的
恥

(
緯

)

3
工

4
良
民
「

3

/
人
名
意
思
是
「
太
儲
之
子
」

主
二

ι
來
/
E

E

U
C

E

」
是
七
位
大
民
長
中
最
後
的

一
包
他
一
生
均
事
這
煩
詳
細
地
記
敘
於
則

u
l
的
主

恥
今
簡
述
如
f
k
司
叫
屬
於
則
支
派
是
瑚
刮
到
自

1
'，γ

叫
剎
地
方
~
上
主
的
使
者
預
先
報
告

了
他
的
延
也
他

生
來
訂
大
東
省
這
與
他
不
剃
頭
削
姿
的
「
納
甜
的
爾
」

頗
有
楓
年
青
時
便
空
手
殺
了
一
隻
雄
壯
的
獅
子
他
織

民
長
凡
廿
屯
但
是
他
並
不
如
其
他
民
長
似
的
帶
兵
打

仗
而
是
以
個
人
的
英
雄
作
為
來
抵
抗
折
磨
敵
人

|

培

叫
劉
剛
~
他
首
先
音
』
覆
地
耐
到
蚓
的
女
子

l

樹
蚓

細
地
方
人
的W
笨
，志
提
了
三
百
隻
狐
狸
在
牠
們
的
尾
巴

上

繫
上
火
把
襄
咱
也
凋
受
驚
而
亂
向
培
肋
舍
特
人
的
一
推

回
跑
去

將
莊
祿
葡
萄
園
等
燒
盡
並
輪
車
殺
了
三
汁
個
人

其
後
更
用
一
個
驢
腿
骨
殺
了

一
千
培
肋
舍
特
人
在u
h

一
個
機
會
上
將
蚓
園
的
城
門
拔
起
背
到
站
貝
能
對
面

的
山
頂
上
去

其
後
又
愛
上
了
一
個
名
叫
樹
到
蚓
的
女
人
這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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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人
成
了
他
失
敗
作
監
被
劑
眼
受
辱
終
至
死
亡
的
原

因
德
里
拉
受
賄
於
培
肋
舍
特
人
的
酋
長
以
甜
言
蜜
語

採
得
他
力
大
無
窮
的
秘
密
後
於
是
夜
間
將
三
松
的
長

髮
剪
去
而
使
他
束
手
就
擒
但
在
他
臨
死
時
仍
然
將
達

貢
神
廟
破
壞
與
廟
中
的
三
千
男
女
同
歸
於
盡

不
少
的
解
經
學
者
認
為
三
松
事
蹟
的
記
載
是
一

連
串
民
間
怪
事
奇
闊
的
幻
想
結
構
但
同
時
卻
承
認
這

個
記
載
具
有
它
的
歷
史
核
心
因
為
它
歷
史
背
眾
的
氾

放
多
與
當
時
的
情
形
完
全
相
符
應
發
生
在
公
元
前
十

二
至
十
一
世
紀
問
但
是
幾
乎
一
切
的
非
公
教
學
者
都

認
為
它
是
單
純
的
神
話
記
載
有
的
更
將
三
松
比
作
希

股
神
話
中
的
大
力
士
|

赫
辣
客
肋
或
推
斷
三
松
是
以

民
的
太
陽
神
但
這
種
說
法
未
免
太
牽
強
因
為
三
松
的

父
母
是
惟
一
真
神
的
熱
心
崇
拜
者
以
民
的
宗
教
亦
是

不
准
太
陽
神
敬
總
存
在
的

學
問
樹
在
他
的
刮
閣
中
特
別
強
調
到
制
猶
如
其

他
以
民
間
的
偉
人
「
藉
著
信
德
征
服
列
國
執
行
正
義

得
到
恩
許
社
住
獅
子
的
口
﹒
」
(
相
刊
詞
兒
尉
η


M山
章
)
(
的
牌
)

" l'正

主 吉 芸
社 啟末 ?• 
J 示，土，τ凰r
值 是吾g . L!l. 

E 至孟﹒濤于
闕，內 天是自峰回
來 在主 ~.j 1151. 
是 生三 E 已臨E
人 活位久?步是
所 奧- P廿三章
能 義體 ê: 巨 在荒
作 的的官a.
的。啟奧 E 可

按 示。理'---"
蜜j 要是
W! 詳 永
的 解生

教 天天

義
信
辛
基
督
學
教
的
門
從
皆
信
天
主
有
一
性
一
抽
血
這

「
性
」
是
為
三
位
所
佔
有
的
聖
父
學
子
學
神
聖
父
即

舊
約
所
稱
的
「
雅
威
」
墨
子
稱
為
「
聖
言
」
或
降
生

的
學
言
耶
穌
基
督
學
科
(
基
督
教
稱
心
雪
茲
)
四
月
父

及
子
所
共
潑
的
一
腳
即
父
手
共
同
的
愛
火
三
結
雖
殊
其

位
但
在
本
性
上
心
一
只
是
一
個
天
主
用
宗
教
碑
悠
治
明

這
奧
理
則
用
「
三
一
」
「
三
一
威
」
即
「
慈
父
明
子
風

淨
王...... 

」
等

天
主
三
位
一
體
的
神
廿
一
不
在
倍
約
中
只
是
從
「
備

(
見
天
主
智
位
學
神
聖
言
各
條
)
在
新
約
中
則
趨
於

明
顯
筆
者
只
容
述
新
約
關
必
這
端
道
理
的
蔣
示

(
一
)
不
少
教
比
如
喇
喇
兇
凹
副
趴
州
劑
蚓
的

車
相
似
俄
川
各
金
口
舉
制
單
亞
屜
山
蚓
叫
到
的
學
濟
利
祿

聖
厄
丕
法
尼
以
及
學
多
瑪
斯
等
他
們
都
忍
為
三
位
一

體
的
奧
現
在
師
們
約
尚
未
存
示
過
錄
荷
伸
向
受
逗
穗
意
見

可
是
必
-
方
面
也
沼
泊
的
約
中
有
他
一
一
組
文
或
爭
件
質

際
上
已
准
備
著
這
奧
理
的
啟
示
到
新
約
時
天
主
恩
賜

了
自
己
的
內
在
生
活
自
己
本
體
的
摔
一
不

筒
約
中
存
偏
天
主
三
位
一
體
的
神
廿
一
小
就
是
唯
一

的
天
主
為
表
示
日
己
的
作
瓜
利
用
了
校
也
知
削
1

站

了
一
議
或
們
閻
明
，
我
們
的
俏
像
造
人

...... 

」
3
虹
口
7
依

6
8

等
處
或
天
主
顯
現
時
常
藉
若
「
上
主
的
使
者
」

(
創
的
7
|
口
)
或
帶
領
其
他
兩
位
(
側
的
a
l
n

幻
u
-
u
)
或
使
依
撒
立
亞
聽
到
「
色
辣
芬
」
讚
頌

天
主
時
三
次
高
呼
「
聖
墓
學
」
(
依
6
3

)

此
外
「
天
主
的

活

」
「
學
言
」
「
天
主
的
智
悠
」

和
「
天
主
的
神
」
有
時
描
寫
的
這
麼
具
體
好
像
人
絡

化
了
或
具
有
位
格
了
我
們
以
闊
天
主
使
用
這
些
辦
法

是
為
預
備
後
世
的
人
比
較
容
易
撥
受
他
啟
示
自
己
符

三
位
一
體
的
奧
義
換
言
乏
天
主
以
舊
約
這
些
道
現
準

備
新
約
的
天
主
連
三
的
啟
示
贊
際
上
在
鑒
于
降
生
以

後
去
讀
這
些
經
文
也
許
能
夠
改
這
些
制
制
經
文
的
深

意
實
是
指
示
天
主
聖
三
的
奧
美
參
見
殼

8

扭
|
叫
約

耐
心
倒
叫
刮
目

1

盯
斟7
位
|
叩
等
處

(
二
)
馬
提
明
三
位
一
體
奧
義
的
經
文
最
市
的

有
聖
母
領
報
及
耶
穌
領
洗
的
記
述
見
路
I
H
l

M
瑪

3
u
l
口
谷
1
9
u
路
3
刮
目
若
1

盯

|
M
其
它
的

主
要
經
文
如
格
後
U
H
「
廠
主
耶
穌
基
督
的
恩
詣
，
相

天
主
的
愛
情
以
及
學
神
的
相
通
與
你
們
眾
人
相
偕
」

這
旬
話
不
但
很
明
顯
的
證
賞
了
天
主
聖4

二
的
道
現
自

且
也
指
仙
了
信
友
超
性
生
活
的
根
源
和
基
本
原
神
聖

川
市
徒
說
明
超
性
的
生
活
是
以
基
督
的
恩
能
開
始
閃
凡

是
基
賢
以
救
聽
之
功
給
我
們
膝
下
了
一
切
恩
寵
這
一

切
恩
寵
全
是
出
于
學
父
的
丈
並
站
著
車
一
神
分
施
於
狡

們
信
泉
(
弗
l
a
|
H
)
、
這
山
喃
道
別
比
也
是
「
神
思
」

(
O
F
R
E
B
ω
)
道
理
的
基
本
(
格
前
曰
-
-
u
)
;
咐

特
別
注
意
下
面
的
范
「
職
分
雖
有
區
別
卻
是
同
一
的

主
所
賜
功
效
雖
有
區
分
卻
是
向
一
的
天
主
在
一
切
人

身
上
行
一
切
事
學
神
領
一
不
在
的
人
身
上
錐
不
悶
悶
全

是
為
人
的
好
處
」
(
格
前
也
5
6
7
亦
參
閱
絡

刊M

s
l
n

)
由
於
這
越
性
的
一
腳
恩
是
由
天
父
聖
子
及
也
吉

林
而
來
敬
父
例
，
復
合
理
地
怔
地
論
出
天
主

~
M
M包
含

4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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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而
每
位
都
釘

陶

~
的
天
主
性

除
了
以
上
所
引
述
的

純
文
外
還
可
研
讀

羅
8

H
|

叮
叮
H
l

抽

鵰
後
I
U

E
弗
4
3
l

s

伯
前
1

2

等
在
瑞
憫
的
間
所
記
的
授
說
的
儀
式
十
分
清
楚
表
示

天
主
三
位
一
體
的
奧
義
「
所
以
你
們
要
去
使
海
民
成

寫
門
徒
因
父
及
子
及
學
神
之
名
給
他
們
授
洗
」
「
名
」

何
州
學
敘
說
明
天
主
的
唯
一
位
但
兩
時
用
「
父
子
娶
一
腳
」

三
謂
巳
明
顯
地
把
唯
一
的
天
主
區
別
為
三
位
「
因

••
. 

..• 

名
」
按
原
文
更
好
譯
作
「
給
他
們
授
洗
使
他
們
飾

於
父
及
子
及
聖
神
」
一
一
追
表
示
信
徒
因
洗
禮
已
奉
獻
與

天
主
學
三
成
了
天
主
的
所
有
物
並
且
與
天
主
每
位
有

著
特
殊
的
關
係
父
是
信
德
之
恩
和
一
切
救
恩
的
木
板

(
瑞U
盯

)子
將
受
洗
者
接
納
在
他
的
教
會
襄

(
軾
的

M
)
使
他
們
成
為
他
妙
身
的
肢
體
聖
神
是
天
主
施
給

受
洗
者
的
最
大
的
恩
惠

(
關
3
u
m

m
蚓圳
的“
宗
2

甜

)
「
因
父..•.. 

」
的
經
文
僅
見
於
瑪
此
經
文
與
古
教

會
普
通
所
用
的
「
因
主
耶
穌
基
督
的
名
受
洗
」
(
由
市2

抽

)
的
經
文
根
本
上
沒
有
區
別
後
一
種
經
文
清
楚
的

說
明
某
人
因
洗
禮
成
為
基
督
徒
前
一
種
經
文
則
更
明

顯
指
出
洗
禮
的
內
在
效
果
事
實

上
這
兩
種
付
洗
經
文

古
教
會
會
不
加
區
別
的
予
以
應
用
見
十
二
宗
徒
訓
言

(
U
ER
V
O

斗
"
，
?
曲
"

)

若

-
5
7
雖
然
很
清
楚
的
記
載
了
天
主
三
位
一

體
的
道
理
但
批
判
學
者
認
為
不
屬
於
原
文
是
後
人
所

插
入
的
詮
釋
放
此
這
一
旬
只
是
一
種
口
傳
的
證
攘

見
若
望
夾
住
洗
禮
聖
事
天
主
耶
穌
基
督
聖
神
聖

這i48-49 

斑。

(
4省
)

見
天
主
條

B
I
4
4
H
H
山
、
、Hmw
F〈
O
J

4
l

」
，
司
J
f
H岱
昌

、

e

主
主
的
日
子

「吋
F
O
U

忌
。
同
H
Y
O
F
E
n
-
J

f
巳
恥。
切
。
。B
E

』

」

上
主
的
日
F

是
天
主
顯
示
自
己
的
威
嚴
和
公
義

的
日
子
預
報
上
主
的
日
子
特
別
的
人
士
就
是
先
知
他

們
有
時
描
寫
這
日
乎
有
仙
也
界
末
日
的
審
判
有
時
把

這
日
子
與
默
西
亞
的
來
臨
聯
起
來
有
時
也
描
寫
得
有

如
上
主
的
交
戰
和
勝
利
尤
應
做
得
主
意
的
是
在
新
約

中
「
上
主
的
日
子
」
通
常
成
了
「
基
督
的
日
子
」
或

「
主
的
口
子
」
指
示
主
耶
穌
再
度
的
來
臨
和
相
繼
而

來
的
公
響
判
(見
樹
前6
5

斐
1
6

個
博
前5
2
等
)在

本
文
內
即
拔
制
制
和
制
制
來
客
述
「

上
主
的
日
子
」

的
由
來
和
其
意
義

A

當
約
中
的
上
主
的
日
子

「
上
主
的
日
子
」
的
概
念
的
產
生
與
產
生
的
時

代
按
照
筆
者
的
意
見
是
出
於
民
長
時
代
那
時
以
色
列

人
因
為
屢
遭
四
周
仇
敵
的
迫
害
人
人
渴
望
上
主
的
日

子
迅
速
來
臨
因
為
只
有
在
那
日
異
邦
的
敵
人
才
能
遭

受
應
得
的
懲
亂
造
後
回
到
蚓
會
警
告
叫
民

那

一
日
非

但
異
邦
人
得
受
懲
治
而
且
遠
不
忠
實
的
以
色
列
人也

將
受
天
主
的
懲
吼
叫
民
總
寫
有
一
天
天
主
定
會
懲
治

敵
人
有
如
昔
日
率
領
祖
先
出
離
埃
及
消
滅
了
法
郎
的

軍
隊
一
路
，
白
這
三
觀
念
他
們
推
站
到

「
上
主
的
凹
，
r
v

為
以
民
是

一
個
光
明
的

安
慰
的
日

乎
可
是
宛
如
細
長

地
醫
告
他
們
那
日
子
將
是
黑
暗
的
日
子
因
為
至
公
至

義
的
天
主
要
懲
罰
所
有
犯
罪
的
人
，
小
論
是
叫
氏
而
是

外
邦
人
(
到
5
刊
)
。
按
照
回
到
附
l
上
主
的
日
，
[
的

第
一
伙
講
道
員
|

這
日
子
乃
是
個
寫
判
的
日
子
扎
充

軍
以
前
先
知
多
次
把
歷
史
上
的
大
事
作
為
「
上
主
的

日
子
」
因
瓜
在
那
些
日
子
中
主
顯
示
了
自
己
的
公
義

如
制
制
酬
的
日
手(
喇
9
3

) ，

某
勝
利
的

日
子
(
制

必
剖
)
制
制
固
的
日
子
(
制
m
M... 
)
喇
喇
馴
間
的

日
子
(酬
2
2

)學
而
故
然
這
些
歷
史

上
的
大
學
變
大
都

是
屬
於
戰
爭
與
最
後
勝
利
自
然
而
然
地
先
知
們
使
用

戰
爭
的
色
彩
來
形
容
「
上
主
的
日
于
」
主
要
的
包
京

是
(
a

)
戰
擎
的
口
號
如
「
上
主
的
日
子
近
了
」

(
則
必
3
•• 

)
(
b
)
上

主
召
集
自
己
悄
戰
士

(。依

的
3

.•• 

)
(
C

)
上
主
使
敵
人
惶
惑
(
申

認
7

)
再

說
這
個
日

子
因
為
有
土
主
的
親
自
干
與
也
是
個
「
密

雲
的
日
子
」
(
叫
初
3

)
是
一
個
「
怠
恨

.••.

.. 
毀
滅

的
日
子
」

(
瀾-
M
)

，到
那
一
丸
「
諸
天早心
卷A

般
捲
起
」
(
依

rM
‘
)
「
天
地
要
茲
盪
」
(岳
2

刊
)

又
是
一
個
荒
廢
的
日

子
(
例
7

詞
)
像
索
多
瑪
及
哈

劇
創
的
災
難
的
日

子

(
索
2

.

)
然
後
就
是
大
響
判

消
除
終
結
的
日
子

(
則
7

等
)

上
面
所
提
及
關
於
「
上
主
的
日

子
」
的
經
文
差

不
多
都
呈
現
著
一
些
一
屬
於
末
世
論
的
成
份
可
是
大
概

來
講
在
充
軍
以

前
上
主
的
日

子
通
常
是
指
歷
史
上
的



一
場
大
事
變
速
耶
京
之
陷
落
也
是
上
主
的
日
子
是
上

主
忿
怒
的
日
子
(
則
u
s
u
n
-

到
1
臼
幻
n
)
但
這

與
歷
史
密
切
聯
合
的
「
上
主
的
日
子
」
在
充
軍
時
直

到
新
約
時
代
漸
漸
變
為
指
示
末
世
的
審
判
這
我
們
由

索
拉
岳
匣
諸
先
知
書
中
可
以
看
得
出
來
然
而
不
論
是

當
約
或
是
新
約
「
上
主
的
日
子
」
這
一
概
念
顯
示
出

一
端
大
道
理
郎
創
造
萬
物
的
天
主
以
正
義
並
以
仁
慈

領
導
人
類
的
歷
史
正
義
與
仁
慈
並
不
是
時
常
聯
繫
在

一
起
的
如
依
2
e
n
但
多
次
是
聯
繫
在
一
起
的
因
為

當
先
知
預
報
全
然
毀
滋
時
同
時
也
報
導
終
有
一
部
份

「
遺
民
」
會
得
救
如
瓶m
刮
目
氧
充
軍
時
和
充
軍
之

後
「
土
主
的
日
子
」
雖
然
是
依
按
歷
史
上
的
一
段
事
實

但
多
次
加
以
昇
萃
而
指
屬
於
末
世
的
事
蹟
如
天
圓
的

來
臨
公
審
判
和
今
世
的
終
結
說
比
如
由
“
章
即
是
出

色
的
代
表
作
在
這
一
章
內
包
含
了
「
上
主
的
日
子
」
所

有
的
主
要
現
像
如
戰
爭
的
慘
狀
遺
民
的
得
救
上
主
自

己
出
征
有
如
昔
日
戰
敗
天
圓
的
仇
敵
地
勢
的
變
遷
地

而
成
上
主
和
乘
車
的
來
臨
默
西
亞
國
的
首
都
耶
路
撒
冷

獲
享
太
平
頑
固
的
異
民
遭
受
災
禍
萬
民
前
來
朝
學
等

總
而
言
之
「
上
主
的
日
子
」
這
一
觀
念
時
時
在

提
醒
以
民
並
提
醒
新
約
的
基
督
徒
領
導
並
完
成
人
類

的
歷
史
的
只
有
天
主

B

新
約
中
的
上
主
的
日
子

-

新
約
中
仍
保
留
著
舊
約
的
詞
旬
如
上
主
或
天
主

川
的一
的
日
子
見
伯
後
3
M
M

宗
2
目
等
此
日
子
也
稱
為

戶
「
審
判
的
日
子
」
(
伯
後
2
.
若

-
4
口
}
「
得
救

50 

的
日
子
」
(
弗
4

個
)
「
那
偉
大
的
日
子
」
(
猶
6
)

「
末
日
」
(
京
6

臼
口
H
口
閉
)
可
是
特
別
地
稱
寫

「
基
督
的
日
子
」
或
「
耶
穌
基
督
的
日
子
」
或
「
主

〔
耶
穌
〕
的
日
子
」
(
斐
1
6
u
2
M
制
前
1
8
5
)

等
「
上
主
的
日
子
」
所
以
變
成
了
為
「
基
督
的
日

子
」
是
因
為
主
耶
穌
會
說
過
「
因
為
猶
如
閃
電
由
天

這
邊
閃
起
直
到
天
前
邊
人
子
在
他
的
日
子
里
也
要
這

接
」
(
路
口
剖
)
於
是
一
方
面
耶
穌
以
上
主
的
日

子
為
自
己
l

人
子
l

的
日
子
另
一
方
面
原
始
的
教
會

確
信
耶
穌
是
天
主
聖
子
是
奉
了
天
父
的
命
令
要
審
判

世
界
(
若
5
臼
)
故
此
可
明
白
寫
何
古
時
的
信
友

或
把
上
主
的
日
子
歸
屬
必
翠
父
及
墨
子
比
方
則
6

口

「
他
們
發
恕
的
大
日
子
」
或
把
經
上
「
上
主
的
日
子
」

改
變
為
「
基
督
的
日
子
」
「
主
的
日
子
」
「
報
復
的

日
子
」
(
路
幻
自
)
或
更
簡
單
地
故
作
「
那
一
天
」

新
約
中
「
基
督
的
日
子
」
多
次
是
指
那
已
開
始

的
末
世
時
期
見
若
一
2
"
瑪
"
的
H
路
口
扭
扭
釗
6

郎
教
會
的
時
期
可
是
普
通
詞
旬
經
常
是
指
示
「
人
子
」

的
至
偉
大
的
口
子
師
基
督
蒙
受
最
大
的
光
榮
的
日
子

必
是
「
基
督
的
日
子
」
包
含

7
耶
穌
再
度
來
臨
世
界

的
審
判
及
耶
穌
所
受
至
上
的
尊
榮
三
種
成
份
(
闖
到

幻
)
耶
穌
為
描
寫
「
人
子
帶
者
威
能
和
大
光
榮
」
那

一
天
(
瑪
M
M
M
)
也
利
用
了
舊
約
描
寫
上
主
的
日
子

所
用
的
一
些
一
成
份
但
新
約
中
更
新
奇
而
獨
特
的
成
份

是
帶
者
威
嚴
和
大
光
榮
而
來
的
是
「
人
子
」
換
言
之

這
新
奇
而
又
深
奧
的
啟
示
郎
是
天
主
要
藉
著
墨
子
郎

降
生
億
人
的
聖
子
來
完
成
世
界
的
歷
史
來
玉
成
字
街

的
命
運
見
格
前
M
U
M-
扭

剝
削
中
那
最
深
奧
而
又
最
難
解
的
則
利
制
雖
然

使
用
了
許
多
神
秘
的
數
字
象
徵
和
比
喻
骨
子
裹
卻
與

「
基
督
的
日
子
」
的
大
論
題
相
連
一
該
書
非
但
師
附
庸
了

軍
口
主
的
「
末
世
言
論
」
(
瑪
叫
的
訪
等
處
)
而
且
領

讀
者
稍
微
明
白
玉
口
主
的
那
旬
神
松
的
話
「
人
子
帶
若

威
能
和
大
光
榮
乘
著
天
上
的
雲
影
降
來
」
(
見
默
1

臼
|

叩
5
7
H
W
u
n
等
)
和
學
保
線
所
記
蔽

的
另
一
名
旬
一
因
為
基
督
必
須
為
王
直
到
把
一
切
仇

敵
屈
般
在
他
的
胸
下
.....• 

」
(
格
前
的
盯
詞
)

見
末
世
論
再
來
公
審
判
默
示
錄
迫
民
(
叫
)

到
上
主
的
使
者

\
玄g
Z

且
開
倚
門
。
問
H
Y
O
F
S
E

/
K
F
E
間
。-
5

巴
。
E
Z
心
」

聖
經
上
多
次
提
到
「
上
主
的
使
老
」
似
乎
是
與

其
他
的
普
通
天
使
完
全
不
問
他
的
使
命
是
造
福
以
仗

只
有
一
次
是
為
懲
罰
以
民
(
撒
下
圳
的
刊
編
上

幻
間
)

因
為
他
們
犯
了
罪
惡
(
出
n
u
)
但
使
人
費
解
的
是

這
位
天
主
的
使
者
出
現
時
有
時
儼
如
天
主
自
己
有
時

則
僅
是
天
主
的
代
表
見
創
的
7
|
u
顯
現
於
亞
巴
郎

的
妾
蚓
叫
說
制
n
u
H
顯
現
給
胡
凹
叫
自
已
川
3

2
1
4

顯
現
給
梅
瑟

絕
大
多
數
的
教
父
認
為
上
主
的
佼
者
就
是
以
人

形
顯
現
的
天
主
自
己
暗
示
第
二
位
降
生
成
人
的
道
理

並
在
三
位
同
峙
顯
現
給
亞
巴
郎
的
釵
述
上
略
示
了
天



'25 

主
三
位
~
…
恆
的
信
條
(
制

u
z
a
u
u
)
但
是
從
另

-
方
面
有
九
位
非
常
著
名
的
教
父
如
熱
羅
尼
莫
奧
斯

世
大
塾
研
制
劃
等
主
張
上
主
的
佼
者
並
非
天
主
自
己

而
是
一
位
天
主
屬
下
的
天
使
後
代
的
神
學
家
及
解
經

家
多
隨
此
說
而
使
問
題
至
今
無
法
解
決
如
今
且
看
一

下
他
們
不
太
確
定
的
理
由
(
a
)無
人
見
過
天
主
(
若

-
u
4

刊
)
。
不
過
我
們
說
天
主
的
本
性
本
體
的
確
沒

有
人
見
過
但
是
見
天
主
的
外
形
則
是
另
一
罔
事
(
b
)

天
主
在
劃
制
中
總
是
委
派
天
使
作
天
主
與
人
類
的
中

間
份
工
川
此
說
的
理
由
更
為
見
拙
因
馬
天
主
不
受
任
何

限
制
可
以
在
某
些
一
情
去
下
親
自
借
外
形
顯
現
於
人
如

斟
樹
上
所
載
(
見
前
一
最
後
有
樹
剛
制

(
C
m
E
E惘
。
)

出
而
調
解
謂
最
初
天
主
的
確
借
天
主
的
使
者
親
自
發

現
但
是
自
叫
民
犯
罪
之
後
(
見
叫
詔
"
犯

s
l
H
)

天
主
的
顯
示
愈
來
愈
少
後
只
委
於
天
使
而
在
以
民
方

面
因
覺
天
主
越
來
越
遠
越
高
超
不
可
及
乃
將
古
文
件

天
主
親
自
顯
現
的
地
方
加
以
修
改
加
上
「
上
主
的
使

者
」
字
旬
但
因
修
改
的
不
夠
徹
底
遂
有
似
天
主
自
己

而
又
非
天
主
自
己
的
矛
盾
現
象

見
天
使
及
總
領
天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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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者 49 僕正聾

的願 1 人日之
街加|的血
數上 Oa詩/、

的依~ 50 歌 ZIb
見 61 • '-, ~白
解按~ ~ 
不|口，聖?只
同， 30 52 經 E 旦
但此間學至一
大外， I 者 w 岱
概經 53 的品
都師 12 公---

(
韓
)

拒
絕
加
入
“
-
-
a

因
此
只
存
留
上
述
四
首
這
四
首

詩
歌
中
的
上
主
的
僕
人
到
底
是
誰
是
一
個
人
或
是
一

個
團
勵
如
果
這
僕
人
是
一
個
人
又
間
是
歷
史
上
的
人

就
或
是
一
個
歷
史
上
而
同
時
又
是
末
世
時
代
的
人
物

郎
默
西
亞
遣
回
首
詩
歌
是
怎
檬
組
成
的

關
於
這
些
問
題
所
寫
的
響
和
論
文
相
當
繁
多
可

成
為
一
個
小
圖
書
館
同
時
開
於
這
些
詩
歌
作
者
的
意

見
也
非
常
復
雜
我
們
只
按
本
辭
典
的
目
的
解
釋
一

「
僕
人
」
一
詞
的
意
義
二
這
位
僕
人
到
底
是
誰
三
四

首
詩
歌
的
脈
絡
和
教
義
四
這
僕
人
是
默
西
亞
五
結
論

一
「
僕
人
」
一
詞
的
意
義

「
僕
人
」
在
聖
經
內
通
常
與
「
奴
隸
」
有
別
僕

人
是
指
一
位
自
願
忠
誠
侍
奉
神
或
君
王
的
心
腹
奴
隸

則
是
一
個
被
強
迫
失
去
了
自
由
專
供
驅
使
的
人

制
這
四
首
詩
歌
中
的
「
僕
人
」
必
包
含
這
種
意

義
依
照
這
種
意
義
舊
約
上
「
僕
人
」
這
名
稱
也
用
以

指
稱
到
凹W
刷
刷
刷
怖
閥
割
倒
(
制
9

肘
叫
樹
劉
(
出

M
U
)
創
制
問
(如
晰的
M
)
瀏
喇
(
創
刊
岫1
)
先
知

(
到9
7
)
，
復
興
時
代
謝
喇
後
裔
的
君
王
(
叫
“

m

h
U
H固
3
.
)
約
伯

(
約
1
8

2
3
)
，
則
魯
巴
貝
耳

(
劃2
自
)
以
色
列
民
族

(
耶
狗
叫
“
盯
則
認
自
厄

下
1

刊
)
他
們
所
以
稱
寫
「
上
主
的
僕
人
」
是
因
為

上
主
會
利
用
他
們
或
派
遣
他
們
去
執
行
自
己
的
工
作

「
僕
人
」
也
指
「
天
使
」
或
「
天
神
」
(
約

4

刊
)
但
最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達
巴
比
倫
君
王
一
個
異

教
徒
一
個
敵
國
的
君
王
拿
步
高
也
稱
氣
「
上
主
的
僕

人
」
門
則
訝
，
幻S
M
N
M
J「
媛
由
當
然
來
外
天
主
也

利
用
他
來
完
成
自
己
的
計
劃
此
外
還
有
一
位
異
教
皇

帝
居
魯
士
竟
稱
揖
闖
天
主
的
「
受
傅
者
」
即
默
西
亞
因

馬
天
主
會
使
他
的
起
以
武
力
解
救
自
己
的
百
姓
脫
兔

巴
比
倫
帝
國
的
奴
役

在
樹
倒
緝
的l
u
w或
更
好
仔
細
說
在
的

l

H
N

「
上
主
的
僕
人
」
通
常
是
指
選
民
以
色
列
同
時
也
指

一
位
神
祕
為
叫
剖
列
民
族
工
仇
而
又
遭
受
叫
倒
叫
民

族
迫
害
的
僕
人
制H
N
S明
說
「
但
是
你
我
的
僕
人
以

倒
刺
」
，
同
攘
的
村
"
的
叫
“
們

1

特
別
(
後
二
處
以
蚓
制

制
代
替
叫
創
刊
意
義
完
全
相
同
因
為
以
色
列
十
二
支

派
出
自
雅
各
伯
)
的刊
3
(
按
不
少
而
且
真
盛
名
的
學

者
以
為
這
笛
內
的
「
以
色
列
」
應
當
刪
去
)
此
外
在

恥
"
刊物
盯
圳
怨
自
幻
自
稱
制
制
倒
為
「
僕
人
」
以

代
替
「
以
色
列
」
如
此
二
名
互
用
不
分

二
這
位
「
僕
人
」
到
廈
是
誰

依
照
普
通
解
經
學
的
原
則
一
個
名
詞
一
個
詞
旬

在
同
一
部
分
章
筍
內
應
有
同
樣
或
相
類
似
的
意
義
闢

此
只
要
一
車
在
制
約
!
仿
遇
到
「
上
主
的
僕
人
」

「
我
的
僕
人
」
及
類
似
的
詞
旬
它

們
所
指
應
是
以
色

列
人
民
才
點
但
如
認
真
去
研
讀
樹
倒
緝
的

l

紙
尤
其

約
1

兒
就
毫
無
疑
問
先
知
或
作
者
有
意
指
示
兩
個
僕

人
一
固
定
叫
剖
列
l

蚓
創
倒
郎
選
民(
M
n
s
.但
刊
刊

叫
“
啊1
2
n
M
吋
‘
岫
甘
甜"
8
這
笛
內
的
「
以
色
列
」

名
字
有
問
題
)
一
是
那
位
神
祕
的
上
主
l

「
雅
威
」

的
僕
人



兩
個
僕
人
的
特
點
不
但
不
相
問
而
且
恰
恰
相
反

(
1
)
第
一
個
僕
人
明
說
是
選
民
雅
各
伯
|
以
色
列

第
二
個
僕
人
卻
除
了
那
成
問
題
的
依
約
s

外
是
個
無

名
氏
人
物

(
2
)
第
一
個
僕
人
顯
然
是
一
個
團
體
第

二
個
僕
人
卻
具
有
個
體
的
標
誌
(
3
)第
一
個
僕
人

是
被
動
他
所
享
受
的
全
是
上
主
對
他
的
作
寫
第
二
個

僕
人
卻
是
自
動
的
自
告
奮
勇
去
完
成
他
所
頁
的
艱
苦

的
使
命
(
4
)
第
一
個
僕
人
是
個
罪
犯
(
約

2
)
是

個
充
耳
不
聞
的
「
聾
子
」
是
個
視
而
不
見
的
「
穗
子
」

(
的
M
M
|
訕
訕
目
的
臼
|
詞
)
他
因
自
己
所
有
的
罪

惡
勞
累
了
天
主
煩
擾
了
天
主
(
的
血
|
訕
)
反
之
第

二
個
僕
人
卻
是
「
正
義
的
」
(
臼
u
)
(
5
)
第
一

個
僕
人
的
罪
債
是
要
清
償
的
(
約

2
)
第
二
個
僕
人

不
但
沒
有
什
麼
罪
惡
反
而
「
承
擔
了
大
眾
的
罪
過
作

了
罪
犯
的
中
保
」
(
白
白
)

兩
個
僕
人
這
些
恰
恰
相
對
的
標
誌
不
過
只
是
初

步
的
認
識
更
應
注
意
的
是

上
主
僕
人
的
超
越
性
郎

上

主
的
僕
人
有
一
些
一
位
格
和
能
力
及
所
作
的
事
在
依
後

編
內
只
能
歸
於
土
主
自
己
如

(
1
)
上
主
是
仁
義
的

(
衍
剖
)
同
樣
上
主
的
僕
人
是
「
正
義
的
」
(
臼H
)

(
2
)
上
主
使
人
獲
得
「
義
德
」
(
亦
譯
作
「
勝
利
」
)

他
的
僕
人
也
「
使
多
人
成
義
」
(
日

u
)
(
3
)
上

主
賜
給
世
人
「
法
律
」
「
正
義
」
及
「
光
明
」
(
到4
)他

-
的
僕
人
也
給
萬
良
傳
佈
其
道
教
誨
光
明
(
的
叫1l

﹒

鈞

一
特
e
)
(
4
)
上
主
依
照
正
義
進
行
審
判

(
HH
1
的

-
H
M們
7
)
他
的
僕
人
也
很
攘
公
義
進
行
審
判

(
的
叫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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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把
自
己
的
理
由
完
全
託
付
給
上
主
(
紗
，
)

自
以
上
所
述
可
以
明
白
為
什
麼
現
代
一
般
解
經

學
家
拒
絕
將
猶
太
人
當
作
「
上
主
僕
人
」
的
意
見
他

們
以
為
「
上
主
的
僕
人
」
在
依
後
編
內
通
常
是
指
以

民
但
因
圖
用
以
民
不
合
乎
詩
家
在
這
四
首
詩
歌
內
所
描

寫
的
上
主
僕
人
的
性
格
所
以
他
們
另
去
尋
伐
一
更
合

乎
歷
史
更
合
乎
這
回
首
詩
歌
的
內
容
以
及
語
言
學
的

見
解
其
實
學
者
經
過
一
番
苦
心
後
所
覓
得
的
並
不
是

一
妥
善
為
一
般
學
者
所
公
認
的
學
說
而
只
是
一
些
彼

此
互
相
矛
盾
的
見
解
學
者
這
些
不
同
的
意
見
也
許
能

促
使
我
們
加
深
研
究
這
些
一
實
應
視
為
舊
約
中
最
高
尚

最
深
奧
的
預
言
但
我
們
最
後
不
能
不
讚
歎
拉
悶
熱

(
可
﹒
們"
m
E
口
憫
。
)
所
說
的
話
「
學
者
們
迫
切
地
去

找
誰
是
這
上
主
的
僕
人
雖
然
新
約
上
早
已
說
明
他
是

誰
而
一
千
八
百
年
以
來
一
切
基
督
徒
也
從
來
沒
有
懷

疑
這
位
上
主
的
僕
人
是
指
的
誰
」

簡
單
地
說
認
定
這
四
首
詩
歌
中
的

上
主
的
僕
人

就
如
出
倒
回
糊
其
他
的
地
方
是
指
的
以
民
實
在
是
不
合

理
的
因
為
土
主
的
僕
人
為
以
民
辛
勞
受
以
民
的
迫
害

凌
辱
努
力
領
導
以
民
和
異
教
外
邦
人
民
歸
向
上
主
由

於
上
主
的
僕
人
不
能
是
以
民
所
以
學
者
發
現
了
「
理

想
的
以
色
列
」
或
「
先
知
集
團
」
或
「
熱
誠
以
色
列

人
」
等
所
謂
「
集
體
的
學
說
」
可
是
許
多
批
判
學
者

對
這
種
見
解
並
不
漏
意
這
回
首
詩
歌
中
的
「
上
主
的

僕
人
」
是
有
血
有
肉
的
個
體
先
知
或
作
者
以
「
上
主

的
僕
人
」
是
指
的
一
個
世
闊
的
人
物
為
此
他
們
再
提

出
了
厄
提
約
丕
雅
太
監
所
提
出
的
問
題
「
先
知
說
這

話
是
指
誰
呢
是
指
自
己
或
是
指
別
人
」
(
宗
8
M
)

他
們
的
答
覆
很
不
一
致
最
主
要
的
不
外
是
上
主
的
僕

人
是
居
魯
士
是
巴
比
倫
人
所
恭
敬
的
塔
慕
次
腳
是
耶

苛
尼
雅
是
則
魯
巴
貝
耳
是
默
叔
藍
是
作
者
自
己
l

他

被
殘
殺
後
他
的
一
位
門
徒
以
詩
歌
來
詠
讚
他
的
為
人

l

或
是
一
位
無
名
氏
殉
道
者
等
等
作
者
由
於
他
的
活

動
高
向
他
的
苦
楚
深
沉
他
的
殉
道
殘
忍
便
將
他
倒
述

得
有
如
梅
瑟
有
如
約
伯
有
如
耶
肋
米
亞
有
如
約
史
雅

希
則
克
雅
鳥
齊
雅
等
最
後
的
幾
種
念
見
有
的
學
者
議

論
得
比
較
清
楚
如
此
這
四
首
詩
歌
不
是
依
俊
編
的
作

者
所
作
而
是
後
來
一
連
串
的
作
者
所
作
起
初
獨
札
山

傅
後
來
才
被
編
入
依
後
編
內

按
筆
者
的
意
見
上
主
僕
人
的
四
首
詩
歌
雖
然
能

獨
立
存
在
事
實
上
也
不
十
分
精
密
與
上
下
文
相
聯
位

如
詳
加
細
究
其
中
的
用
字
思
想
和
文
氣
與
依
後
編
制

同
就
不
鑑
斷
定
是
間
也
於
一
個
作
者

今
為
說
明
「
上
主
的
僕
人
」
究
是
誰
以
前
先
護

我
們
按
照
這
四
首
詩
歌
的
內
容
來
描
述
一
下
他
的
面

貌

三
四
首
詩
歌
的
脈
絡
和
教
義

這
位
科
泌
的
僕
人
是
沒
有
固
有
名
字
的
他
的
職

責
是
先
知
兼
司
祭
同
時
也
似
乎
是
位
君
王
他
自
於
充

滿
天
主
聖
艸
才
給
萬
民
傅
佈
「
其
道
」
他
執
行
職
立

時
不
像
一
位
有
權
勢
的
君
王
卻
像
而
且
還
遠
超
過
富

有
合
忍
的
制
劉
和
良
善
而
有
耐
心
的
蚓
制
制
世
續
過



他
天
主
要
與
人
類
訂
立
新
約
經
過
他
天
主
要
光
照
會
向

民
(
ht
1

，

.
)

這
位
一
開
叫
樹
僕
人所頁
的
使
命
的
目
的
是
在
消
滅

偶
像
的
崇
拜
使
人
護
得
精
神
上
的
自
由
而

去
光
榮
惟

一
永
存
的
真
天
主
這
位
僕
人
為
慷
慨
腹
行
這
高
尚
的

使
命
一
方
面
請
遠
方
的
人
前
來
聽
從
他
的
教
導
另
一

方
面
又
像
耶
肋
米
亞
一
樣
向
人
梅
示
他
所
蒙
受
的
偉

大
而
困
難
的
神
召
他
自
這
神
召
所
頁
的
最
大
的
使
命

不
只
在
乎
振
興
以
色
列
而
更
在
乎
光
照
萬
民
使
天
主

的
救
恩
遠
遠
地
極
這
位
僕
人
的
使
命
是
充
漏
了
困
難

和
失
敗
但
他
仍
勇
敢
向
前
進
行
因
借
用
他
的
「
正
義
」
是

在
乎
天
主
他
的
「
報
酬

」
也
是
在
乎
天
主
再
說
藉
這

位
忠
信
的
僕
人
仁
慈
的
天
主
質
踐
7
給
聖
祖
預
許
的

諾
言
(
特
z

l
7

)

為
把
上
主
的
恩
許

轉
交
給
選
民
及
異
民
這
位
僕

人
不
但
如
梅
瑟
和
耶
肋
米
亞
一
緣
去
傳
道
在
世

上
奠

定
了

「
其
道
」
而
且
他
還
遠
遠
超
過
這
兩
位
舊
約

的

大
雪
時
常
如
一
「
弟
子
」
敬
聽
天
主
的
話
天
主
遂
使

他
的
唇
舌
像
把
利
劍
派
他
像
一
位
新
梅
瑟
作
引
導
新

選
民
的
領
她
梅
瑟
因
為
沒
有
口
才
願
拒
絕

上
主
委
託

給
他
的
使
命
但
上
主
的
僕
人
決
不
如
此
他
心
悅
誠
服

地
聽
從
上
主
的
話
去
向
以
色
列
人
和
外
邦
人
宣
講
他

宣
講
的
是
安
慰
勞
苦
人
的
一
福
音
位
他
在
宣
講
時
卻
遭

遇
到
了
各
種
的
反
對
和
凌
辱

他
甘
受
痛
苦
和
凌
辱
的

態
度
的
確
感
動
讀
者
的
心
他
以
勇
敢
忍
耐
和
信
賴
天

主
的
心
去
承
受
這
一
切
說

「
因
為
吾
主
上
主
協
助
我

27 
盡51 

因
此
我
不
以
寫
羞
恥
所
以
我
板
著
臉
像
一
塊
縫
石
因

個
月
我
知
道
我
不
會
受
恥
辱
」
(
印
7
)
他
把
自
己
的

苦
楚
訴
諸
上
主
任
憑
上
主
裁
判
同
時
他
也
預

言
了
這

裁
判
的
結
果

如
願
更
仔
細
知
道
這
位
僕
人
怎
樣
受
苦
受
怎
樣

的
苦
受
苦
到
什
陸
地
步
為
何
受
苦
而
且
受
苦
而
死
就

要
研
讀
默
想
第
四
首
詩
歌
舊
約
襄
最
高
尚
最
深
湛
的

經
文
在
這
首
詩
歌
里
作
者
是
用
鐵
創
體
裁
來
描
寫
這

位
僕
人
所
受
的
殘
酷
的
死
亡
他
受
這
撥
殘
酷
死
亡
的

最
深
最
真
的
原
因
是
因
這
痛
苦
的
死
亡
不
但
為
僕
人

自
己

而
且
為
全
人
類
帶
來
無
比
幸
福
的
欽
果
復
活
與

救
贖

(
也
H
l
n
n
)

這
戲
劇
內
的
人
物
是
天
主
先
知
和

賴
僕
人
痛
苦

的
死
亡
而
獲
救
的
人
類
天
主
有
如
在
第
二
首
詩
歌
內

述
說
他
的
僕
人
且
預
言
他
最
後
的
命
運
(
也
n
1
M
)

先
知
覺
得
他
所
要
報
告
的
l
僕
人
受
的
種
種
苦
楚
和

凌
辱
l

是
世
人
難
以
置
信
的

(
自
1
|

S
)
接
救
的

人
承
認
這
位
僕
人
是
因

他
們
的
罪
惡
而
受
苦
受
辱
同

時
又
承
認
自
己
能
磁
盤
得
痊
愈
是
由

於
僕
人
l

這
羔
羊

的
流
血
犧
牲
而
來
(
臼
4|

7
)
先
知
更
明
白

詳
釋

如
何
僕
人
受
難
至
死
再
三
再
四
提
出
他
的
「

代
氣
死

亡
」
的
道
理
l

全
首
詩
內

凡
十
二
次
i

並
預
言
他
的

復
活

「
他
要
看
見
光
明
」
(
自
a
l
u
a
)
最

後
天

主
聲
明
這
位
僕
人
身
後
將
受
的
光
榮
而
結
束
了
這
首

詩
歌

(
自
u
b
n
)

四

這
位
僕
人
是
默
西
亞

這
位
僕
人
是
誰
這
位
僕
人
只
是
」
個
人
物

J
M仰

超
越
舊
約
一
切
聖
賢
的
人
物
他
實
現
了
上
主
候
人
的

預
言
這
位
人
物
是
默
西
亞
耶

穌
基
督
假
使

我
們
仔
細

研
讀
新
約
不
能
不
准
想
到
三
件
事
(
1

)
耶
穌
會
以

上
主
的
僕
人
當
作
自
己
的
預
像
和
理
想
(
酬
的
自
|

盯

)
(
2
)
初
興
的
教
會
以
上
主
的
使
人
是
耶
穌
稅

前
者
為
預
像
靚
後
者
為
實
體

(
3
)
全
部
新
約
有
三

十
餘
處
或
引
證
或
暗
示

上
主
僕
人
四
首
詩
歌
的
詞
旬

而
歸
之
於
耶
穌
或
貼
在
耶
穌
身

上
放
們
在
此
不
能
詳

解
四
首
詩
歌
的
經
文
請
讀
者
參
閱
恩
高
出
版
的
依
撒

意
亞
在
此
只
指
出
新
約
引

證
或
暗
示
僕
人
詩
歌
的
經

文

關
劃
勵
刮目
瑚
8
口

H

側
目
‘
職
U
M
|

缸

H

崗

位
-

-

4

喘
口
5
H

側
的M
I

馬
爾
谷
一
繭
音
創
1
u
H

依
的
私1

刷
刷
鵰
刮目制
2
m
l

n

H
制
約
5

叩
叫
賣
自

盯

H
依
M
M
H
|
曰
u路
詔
盯
H

依
曰
阻

若
望
宿
音
若
也
抽
H

依
自
1

制
制
持到
當
.
割
3
M
H

側
的
拍
片
莉
4
叩
H
崗
位

1

到
8
M
n
u

側
目
，
8

封
口
盯

H
依
的W
J
m

口
H
H
H

依
M
M
S

羅
馬
書
羅
5
M
b
u
依
自
u

羅
m
H
b
H
依
曰

斐i 迦j 格:

理i 挂i 林i
f自i 遠i 多 i
-;，!}':書 1 後i
斐i 迦i 書5
2 1 格i

•• {表

I 11 6 
u 依i
11 49 11 
依l .;依i
45 44 

49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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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f自 153
19 多 i 閱

.: 11 祿!
依i 前!
詔書1

3 伯i
53 前

伯l 11 

前 11

2 依i
22 52 

11 53 
依i 叫
53 伯i
.前

伯
多
祿
後
書
伯
後
1

叮
H

依
M
M
1

刮
到
→
劃
封-
3
S
H
側
目
‘
5
r

默
示
錄
默
5
M
H

依
臼
7

默
臼
a
H

依
自
7

默

M
‘

H

依
呵
，
等

先
知
怎
能
夠
創
造
這
樣
威
嚴
仁
慈
超
越
舊
約
一

切
都
封
賢
的
人
物
這
一
位
又
是
先
知
叉
是
司
祭
或
許
又

是
君
王
的
人
物
想
到
梅
瑟
約
央
雅
及
耶
肋
米
亞
或
梅

瑟
希
則
克
雅
和
約
伯
等
而
從
每
位
探
取
卓
絕
的
特
點

來
創
造
這
位
偉
大
上
主
僕
人
的
形
象
擴
筆
者
意
見
是

一
種
不
攻
而
自
破
的
見
解

直
到
上
主
僕
人
的
詩
歌
誕
生
時
默
西
亞
的
形
象

是
個
先
知
尤
其
是
位
君
王
的
形
象
上
主
的
僕
人
卻
特

別
是
個
先
知
一
位
被
派
遣
肉
萬
民
宣
講
在
世
奠
定

「
真
道
」
郎
真
宗
教
的
最
大
的
先
知
故
言
之
向
人
宣

佈
與
天
主
的
旨
意
引
人
按
照
這
旨
意
生
活
的
先
知
此

外
上
主
的
僕
人
是
一
位
代
替
世
人
而
死
的
人
寫
世
人

而
犧
牲
自
己
性
命
的
殉
道
者
這
類
恩
想
雖
然
在
以
前

的
預
言
里
有
所
提
及
或
暗
示
但
誰
也
不
能
不
承
認
這

類
思
想
的
獨
特
和
新
奇
其
自
來
決
不
能
只
眼
於
從
前

回
歷
史
上
的
某
些
一
偉
大
人
物
必
須
有
求
於
天
主
的
啟
示

冊
的一
那
獨
示
天
主
如
何
拯
救
人
類
的
計
劉
的
聲
示
才
能
充

?
你
解
釋
上
主
睡
醉
人
預
言
的
自
來
「
的
確
吾
主
上
主
若

.Jl 

不
先
將
自
己
的
計
劃
啟
示
給
自
己
的
先
知
什
麼
也
不

作
」
(
亞
3
7

參
見
德
岫
甘
甜
甜
)

五
結
論

現
代
研
究
上
主
僕
人
詩
歌
的
學
者
幾
乎
都
主
張

個
體
的
講
法
謂
上
主
的
僕
人
是
指
一
個
人
但
他
們
中

也
有
的
以
馬
上
主
僕
人
的
人
格
是
「
集
體
的
人
格
」

(
白
白
宮E
Z
M
M
m門
S
E
E

是
)
如
此
在
僕
人
倆
人
內

也
有
其
實
的
以
色
列
「
新
以
色
列
」

筆
者
承
認
這
種
見
解
有
它
的
證
攘
但
筆
者
也
以

為
捏
一
保
祿
所
提
山
山
的
「
基
督
妙
身
」
的
道
理
比
所
謂

「
集
體
人
格
」
的
學
說
能
更
清
楚
更
詳
細
更
具
憩
更

徹
底
解
釋
那
些
以
集
體
為
對
象
的
經
文
參
見
宗
口
“

H

依
約
6

基
督
妙
身
|
學
教
會
l

的
命
運
乃
是
上
主

僕
人
的
命
運
她
須
經
過
困
苦
而
進
入
光
榮
與
上
主
僕

人
無
異見

默
西
亞
默
叔
藍
依
撒
意
亞
教
會

(
雷
)

上
τ 智
i 的
E 天
i 主

?讓

「
上
智
的
天
主
」
是
教
宗
良
十
三
於
一
八
九
三

年
十
一
月
十
八
日
所
頒
佈
的
通
講
這
通
誠
可
稱
為
學

經
學
的
大
憲
章
因
為
其
中
不
但
指
出
了
衛
護
聖
經
的

默
感
以
及
不
能
錯
誤
的
基
本
原
則
並
且
也
為
研
究
聖

經
者
指
出
了
解
經
的
路
線
本
通
諭
可
分
為
兩
段
教
宗

在
前
段
說
明
里
經
的
卓
越
性
與
研
讀
學
經
的
重
要
性

因
為
聖
經
是
教
義
與
道
德
的
富
源
教
會
與
教
父
時
時

效
法
基
督
與
宗
徒
的
榜
樣
以
甜
甜
經
作
為
宣
講
的
資
料

(
何
回
台l
I
S
)在
後
段
內
教
宗
簡
短
地
指
出
當
時
的

唯
理
派
與
自
由
此
判
學
派
學
者
對
里
經
所
有
的
謬
解

之
後
即
刻
指
示
教
授
聖
經
者
所
應
邀
守
的
扭
扭
則
首
先

教
授
聖
經
者
應
有
相
當
的
造
詣
在
教
授
聖
經
時
先
應

教
授
聖
經
引
論
而
後
教
授
解
經
的
正
當
而
確
切
的
方

法
在
教
授
聖
經
時
雖
以
拉
了
通
行
本
為
基
礎
但
亦
不

可
疏
忽
聖
經
原
文
與
其
他
古
譯
本
在
解
釋
聖
經
時
應

遵
照
教
會
所
指
示
與
所
接
受
的
解
釋
條
例
即
精
確
地

考
察
級
文
用
字
的
確
切
意
義
上
下
文
相
間
或
相
似
的

相
對
經
文
字
。
υ
5
3
E
E
E
)
甚
至
利
用
俗
文
學
上

的
知
識
來
協
助
暸
解
聖
經
經
文
的
其
意
(
何
回
】C
O
l

-
C斗
)
為
要
明
瞭
晦
澀
難
明
的
經
文
解
經
學
家
要
時
時

注
意
學
教
會
的
指
導
教
會
具
有
權
威
的
解
說
信
德
的

一
致
性
(
〉
E
F

開
設
岳
母M
)以
及
教
父
的
講
解
同
時

公
教
解
經
學
家
亦
可
應
用
啥
理
派
學
者
的
方
法
來
解

決
經
文
的
難
題
但
應
小
心
應
用
兔
得
傷
害
聖
經
的
精

髓
因
為
聖
經
是
神
學
的
靈
魂
(
關
切
H
C∞
|
=

斗
)
為
要

正
確
地
瞭
解
經
文
解
經
學
者
應
努
力
研
究
東
方
文
字

尤
其
與
聖
經
原
文
有
闋
的
文
字
並
應
加
深
研
究
健
全

的
批
判
學
的
方
法
同
時
應
注
意
聖
經
並
非
為
研
究
科

學
或
歷
史
的
著
作
聖
經
的
作
者
往
往
應
用
當
時
的
大

來
化
的
口
吻
或
講
法
而
寫
作
因
為
天
主
是
向
大
眾
說

話
應
用
當
時
大
眾
所
能
瞭
解
的
語
言
或
說
法

(
M屆

三
∞
l
H
N
乏

正
確
的
解
經
學
的
標
構
中
是
羞
恥
、
連
糙
的



9
.\
數
越
性
貨
真
自
然
的
後
果
|
|
不
能
錯
誤
性
《

M
W切

2

、

。

川
立
法
l

H
N
3
最
後
教
宗
動
站
全
體
公
教
信
友
加
深
研

究
聖
經
為
使
此
一
行
動
成
功
「
尤
其
主
教
與
神
職

界
人
士
應
以
尊
敬
與
熱
切
的
心
情
獻
身
於
聖
經
的
研

究
」
以
起
帶
頭
作
用

(
】W
E
N∞
l
-
2
)

見
默
感
「

B
t
u
腳
默
感
」
通
識
「
安
慰
之
學
神
」

遠
也
都

(
陳
)

自
乞
丐
諸
叭
叭5
)行
乞
求
食
吾
目
通
一
般

J
1
.

人
的
心
理
中
總
是
可
恥

下
賤
的
事
里
詠
上
說
曾
以
「
使
他
的
子
孫
流
離
失
所

沿
門
乞
食
」
作
符
反
對
仇
人
的
咒
語

(
副
m
u)。
街

叫
篇
也
勸
人
盡
力
躲
避
乞
食
的
恥
辱
「
我
見
在
世
上

木
星
以
行
乞
為
生
與
其
行
乞
還
不
如
死去
」
(
德
約

卸

)
不
忠
信
的
管
家
也
以
行
乞
為
莫
大
的
恥
辱
而
不

寫

(
路
的
3
)
話
雖
如
此
說
但
在
任
何
時
代
任
何
環

境
中
的
社
會
乞
丐
總
是
避
兔
不
了
的
格
外
那
無
依
無

靠
老
幼
殘
疾
的
可
憐
人
無
以
為
生
在
走
頭
無
路
之
際

惟
有
以
行
乞
度
日
在
耶
穌
時
代
新
約
中
就
明
明
提
到

不
少
略
眼
的
人
及
剩
子
在
過
著
這
種
生
活
(
路
U
M

見
聞
9叮
刮
叩
谷
ω
“

若
9
8
宗
3
2

等
)
他
們
被

安
置
在
大
道
路
口
或
聖
殿
門
口
依
靠
善
心
人
士
的
施

捨
而
殘
度
餘
生

見
貧
窮

53-54 

"
千
年
國
說
(
涅
的
廿
日
內
)

「
千
年
區
說
」
的
意
義
它
是
生
硬
地
字
解
默
必

(
韓
)

1
|

‘
的
結
果
它
相
信
在
這
個
世
界
的
末
日

及
公
審

判
之
前
的
中
間
時
代
基
督
將
重
現
於
世
建
立
他
的
王

國
此
王
國
的
公
民
將
只
是
死
後
而
復
活
的
義
人
咱
們
寫

第
一
次
的
復
活
它
將
延
續
維
持
和
平
與
隆
這
一
千
年

之
久
其
間
為
非
作
歹
的
惡
魔
將
被
束
縛
限
制
的
毫
無

動
作
在
這
之
後
惡
魔
將
被
解
放
自
由
地
劇
烈
地
但
短

暫
地
再
作
其
垂
死
掙
扎
直
至
即
將
出
現
的
末
日
審
判

而
被
完
全
征
服
一
數
不
振
地
向
復
活
起
來
的
惡
人

(
第
二
次
的
復
活
)
一
齊
被
驅
入
永
死
的
地
獄
受
永

遠
的
懲
罰
第
二
次
復
活
起
來
的
善
人
卻
升
天
享
永
遠

的
幸
福「

千
年
國
說
」
與
聖
經
神
學
的
比
較
綜
觀
全
部

聖
經
向
來
沒
有
兩
次
復
活
的
說
法
而
是
一
貫
地
主
張

只
有
末
日
公
審
判
時
的
一
次
復
活
就
連
「
千
年
國
說
」

出
處
的
默
示
錄
也
決
無
二
致
基
督
的
再
度
來
臨
就
是

世
界
的
終
結
(
瑪
鈞
剖

1

“
若
5
m
6
時
格
前
M
U

M
-

H
)
在
末
日
一
切
死
去
的
人
不
分
善
惡
都
要
彼

活
起
來
接
受
永
遠
的
賞
罰
並
無
所
謂
中
闊
的
「
千
年

國
」
之
說
學
教
會
也
一
直
按
照
格
後
5
1

1

間
教
訓

信
友
們
義
人
死
後
便
立
即
享
受
天
上
的
永
一
職
至
於
默

m
l
|
6
所
說
的
「
第
一
次
復
活
」
及
「
第
二
次
復

活
」
則
應
以
神
性
的
意
義
來
理
解
也
就
是
人
靈
閻
信

德
之
恩
脫
離
罪
惡
的
奴
役
因
里
洗
而
重
生
沾
享
耶
穌

復
活
的
光
榮
(
見
若
5
自
弗
5
‘
萬
3
1
2
)
是
為

「
第
一
次
復
活
」
而
世
界
終
窮
時
全
人
類
的
復
活
是

為
「
第
二
次
復
活

」
也
是
一
次
具
有
絕
對
性
的
復
活

「
千
年
圖
說
」
的
千
秋
這
種
說
法
及
主
張
事
實
k

且
超
出
於
鍋
划
本
土
的
旁
門
左
道
及
沉a
m於
默
示
錄
女

體
者
人
的
手
也
格
外
見
於
制
制
恥
如
酬
謝
到
官
制
制

拉
霄
厄
斯
德
拉
卷
四
猶
達
遺
囑
及
依
撒
意
亞
升
天
也
揖

等
這
種
主
張
固
然
也
見
於
猶
太
正
派
的
經
師
們
的
神

學
著
作
中
惟
對
年
代
的
說
法
則
各
有
不
同
(
四
十
年

一
百
年
四
百
年
六
百
年
一
千
年
兩
千
年
或
七
千
年
不

等
)
可
惜
的
是
曾
經
有
些
一
教
會
中
的
古
作
者
竟
受
了

這
些
邪
說
的
影
響
而
加
以
擁
護
比
如
帕
￡
雅
猶
斯
定

默
里
托
德
都
良
希
頗
里
托
及
技
堂
爵
等
人
給
「
千
年

圖
說
」
首
敲
喪
鐘
的
人
是
赦
黎
市
力
及
風
蚓
出
比
前
各

力
斥
此
說
是
「
掛
蚓
人
的
無
稽
之
改
」
後
者
堅
決
主

張
「
千
年
王
國
」
應
以
神
性
及
象
傲
的
意
義
來
解
釋

此
主
張
竟
後
來
居
上
是
教
會
所
絕
對
擁
護
的
學
教
會

在
厄
弗
所
(
四
三
一
年
)
大
公
會
議
上
將
之
斥
認

「
謬
論
」
學
部
於
一
九
四
四
年
七
丹
二
十
一
日
所
頒

佈
的
為
文
中
強
調
這
種
理
論
「
不
能
妥
為
教
授
」
可

惜
的
此
「
千
年
國
說
」
會
在
誓
反
教
會
內
的
一
些
派

別
中
大
事
宣
傳
擴
大

默
m
l
l
6
的
解
說
首
先
我

們
要
知
道
「
千
」

字
只
是
在
指
一
個
時
閻
長
短
的
未
知
數
猶
如
聖
經
上

的
其
他
許
多
數
字
是
沒
有
數
學
數
字
價
值
的
故
此
只

能
以
象
飯
的
意
義
作
解
娶
奧
斯
定
謂
「
千
年
」
是
指

教
會
存
在
的
期
限
而
言
這
期
限
起
自
耶
穌
的
復
活
而

終
於
世
界
的
末
日
也
就
是
直
至
基
督
的
第
二
次
來
臨

在
這
期
間
的
國
中
|
|
墓
教
會
信
友
不
可
夢
想
享
受



現
世
的
福
樂
不
可
企
圖
統
治
萬
民
猶
如
猶
太
人
所
想

望
的
而
是
因
聖
籠
獲

得
天
主
的
生
命
並
與
基
督
一
齊

為
王
在
基
督
內
作
為
天
主
的
司
祭
換
句
話
說
若
望
所

謂
的
「
千
年
王
國
」
就
是
世
界
「
最
末
的
時
期
」

(
若

-
2
"
)
的
是
許
與
新
約
子
民
的
「
安
自
己
(
希

4
3
)
在
此
之
後
接
麗
而
來
的
就
是
今
世
的
終
結(

韓
)

弱
囚
一一一
宇
內
ha
djJ
是
口
的
一
部
份
它
在
且
經

-
a
l
y
f

S
E
E

-
'

、
上
有
兩
種
不
同
的
意
義
一

種
是
原
意
的
其
用
途
是
說
話
(
歌
4
3
H
5
口
7

叩
)

恥
笑
(
詠
詔
8

)
或
親
吻
(
緩
叫
的
品)
另
一
種
意
義

是
隱
喻
的
指
示
人
的
虛
傌
假
善

(依
的
問

見
瑪
臼
8
)

人
不
堪
當
宣
佈
天
主
的
車
言
讚
美
天
主
的
聖
名

(
依

6
5
索
3
9
)
口
唇
在
聖
經
原
文
上
的
借
意
用
途
更

多
但
大
都
已
不
復
見
於
中
文
譯
本
故
僅
舉

上
者
為
例

(
韓
)

6
」
、
C
L
「C
Z
兵
，
白
白
開
J
非
固
有
人
名
而
是
-

5
-
f

-

m
G
R
O
σ
」
個
形
容
詞
的
現
今
絕
大

多
數
的
學
者
都
將
之
作
「
大
王
」
解
(
歐
5
M
m
e
)

暗
指
猶
大
閻
王
同
哈
次
於
公
元
前
七
三
五
年
向
亞
述

王
l

大
王
i

個
調
出
關
到
叫
倒
甜
求
救
之
事(
見
依

7
M
M
m
m
耶
口
s
i
7
則
m
e
等
處
)

(韓
)

-
7
」
、
一
-
3
2

.
B
S

E
Z
在
聖
經
的
原
文
上
表

-
Z
J
』
，
F
E
E
-

，
3
l
:
'

、

m
m一

-
J
A
a
?
:
5

、
示
「
大
魚
」
一
詞
所

戶
們
間
的
是
「
塔
掌
」
而
「
塔
寧
」
的
意
義
頗
為
廣
泛
不

55-61 益

確
是
一
種
海
控
的
怪
獸
兇
惡
可
怕
與
天
主
的
稽
威
為

敵
今
僅
將
一
…
塔
寧
」
的
意
義
及
在
息
高
譯
本
上
的
譯

文
排
列
如
下

@
大
魚
創
1
n

@
海
怪
詠
叫
7
約
7
臼

@
「
里
外
雅
堂
一
依
幻
1

@
龍
耶
叫
“

@
巨
龍
依
缸
，

@
毒
龍
、
詠
n
H
叭
叭
臼

@
經
魚
削
m
s
U
2

@
蛇
出
7
9
臼
(
在
法
郎
前
亞
郎
的
手
杖
變
的

「
蛇
」
及
巫
士
們
的
「
蛇
」
都
稱
「
塔
寧
」
)
申

M
M臼

見
龍
及
「
里
外
雅
堂
」

(
韓

)

8

」
、
、
一
眩
，
‘
\
囡
"
叫
戶
。
可
J
巴

力
斯
坦
的
農
作
物
大

5
I
Y

計
型

f
目
。
且
O
E
B
K

-

J

三
三

，
、
麥
的
出
產
僅
次
於
小
麥

大
麥
比
小
麥
易
於
耕
種
又
易
於
成
熟
逾
越
節
前
後
的

可
收
割
(
盧
1
自
)
小
麥
到
五
旬
簡
方
可
成
熟
相
差

凡
七
星
期

(
出
M
n
戶
叩
晶
晶
申的
，
刊
)
為
此
大
麥

比
小
麥
便
宜
(
列
下
7
默
6
6
)
成
了
窮
人
平
常
的
食

物
(
虛
2
H
|
口
列
下

4
u

若
6
9
)
和
富
貴
人
飼

養
牲
口

的
草
料
(
列
上
5
.
H
拉
丁
通
行
本
4

甜

)

民
7
臼
|
臼
就
以
大
麥
餅
來
象
徵
基
德
紅
的
先
賤
後

貴
平
常
素
祭
規
定
只
用
小
麥
但
為
解
決
夫
妻
疑
忌
獻

的
索
祭
如
須
用
大
麥
以
表
是
一
罔
憶
罪
過
的
素
祭
有

美
中
不
足
之
處

(
戶
5
口
剖
)

(
漁
)

明m
L
瓜
、
h官
守E
n
r「明
白
昌E
E
R
J
並
非
一
個
固
有

1
3

叫
回
門
t
E
F
/
E

c
g
n
o
m
\
人
名
亦
非
喇
倒

來
文
的
名
詞
而
只
是
亞
述
文
「
辣
布
沙
谷
」
的
音
譯

它
的
意
思
是
國
王
宮
中
的
「
大
侍
臣
」
或
「
獻
酒
官
」

曾
數
次
見
於
聖
經
其
中

一
次
是
亞
述
王
散
乃
黑
黎
布

打
發
使
者
去
見
猶
大
王
希
則
克
雅
時

(
列
下
的
口
臼

依
泊
2
德
物
如

)
在
這
裡
鑒
於
里
經
所
敘
述
的
瑋
境

及
其
上
下
文
恩
高
本
將
之
譯
作
「
大
將
軍
」
(
韓
)

。
」
、
、
一
由
主
戶
1

「
玄
R
E
O
J巴
力
斯
坦
出
產
大
理

4

一
/
主

-
-
4

至
耳
目
。
之

石
的
地
亦
按
學
者
們

的
意
見
只
有
在
耶
京
及
耶
京
之
西
的
德
依
爾

(
也E
『
)

和
雅
息
尼

(
4門S
B
M
)其
中
以
耶
京
的
大
理
石
馮
最
著

名
及
有
價
值
撒
羅
漏
及
其
繼
位
的
君
王
會
大
事
關
探

作
為
建
築
聖
殿
及
王
宮
所
不
可
缺
少
的
材
料
(
見
編

上
m
2
列
上
5
口
列
下
u
z
n
e
)
其
次
斟
樹上
也

提
到
了
穌
繳
宮
殿
的
自
大
理
石
柱

(
文
1

6
|
8
)

以
大
理
石
來
比
喻
愛
人
的
美
麗
(
歌
5
臼
)
羅
馬
商

人
的
貨
物
中
亦
有
大
理
石

(
默
的
臼
)
(

梅

)

1
」
、
台
且
可
惜
悶
「
H
K
V
E
J
山名
意
義
仍
未
能
十

6

』
F
i
-
-
何
日
創
叫
戶
」

d
T
B
T
i

』

』

J

4
l

﹒

-
4
|
:
i
i
c

分
確
定
可
能
有
「
探

石
場
」
之
意
位
於
依
次
勒
耳
平
原
中
東
北
部
一
座
孤

立
的
山

在
納
匣
肋
的
東
南
十
數
公
里
處
是
為
依
撇
加

爾
則
步
陸
及
納
斐
塔
里
支
派
的
分
界

山
(
穌
的
自

)

高
於
海
面
約
五
百
公
尺
算
是
巴
力
斯
坦
的
一
座
大
山

周
圍
山
腰
處
盛
長
各
種
植
物
山
頂
則
有
一
E
R千
二
百

公
尺
寬
四
百
公
尺
的
平
原
白

，
山
頂
可
陳
道
美
麗
寬
陶



h
的
勵
嘻
地
廣
大
地
區
風
是
十
分
壯
觀
氣
候
也
十
分
宜
人

訂

~
有
旬
，
的
不
平
的
馬
路
供
遊
客
及
朝
聖
人
士
聚
車
登
山

-
目
前
以
色
列
政
府
已
將
之
列
個
月
旅
遊
勝
地
決
煌
登
山

士
電
車
供
人
使
用

→
自
古
以
來
此
地

便
被
視
符
聖
山
蓋
按
申
犯
"
依

撤
加
爾
及
則
步
隆
支
族
的
人
士
會
邀
請
人
民
在
此
山

上
奉
獻
祭
把
但
是
這
種
祭
把
部
為
後
人
所
駁
斥
(
歐

5
1

詠
的
間
)
德
波
辣
女
民
長
在
這
座
山
頂
集
合
了

巴
辣
克
的
軍
隊
向
在
山
下
克
雄
河
眸
聚
集
的
息
色
辣

敵
軍
進
攻
(
民
4
e
M
H
)

在
這
座
山
上
則
巴
黑
及

匣
耳
慕
納
殺
害
過
基
德
紅
的
兄
弟
而
受
了
應
得
的
懲

罰
(
民
8
"
1

剖
)

自
古
以
來
的
教
父
相
信
耶
穌
變
聖
容
的
地
方
就

是
大
博
爾
山
(
瑪
口
-
-
M

谷
9
2
|
M

路
9
m

前
)
也
有
人
相
信
耶
穌
復
活
後
指
定
宗
徒
們
要
去
的

那
座
蚓
劃
叫
亞
山
(
職
m
H
制
前
的
J
也
是
我
們
所

討
論
的
大
博
爾
山
第
九
世
紀
一
位
名
吽
厄
丕
法
尼
的

隱
修
士
認
定
亞
巴
郎
與
默
基
瑟
德
相
會
的
地
方
(
創

M
M
)
亦
說
在
此
山
的
胸
下
後
期
的
朝
學
者
則
將
之

移
往
山
頂

初
期
時
代
的
教
父
為
紀
念
伯
多
祿
所
說
的
三
個

帳
棚
(
蔣
口
4
)
在
山
頂
上
修
建
了
三
座
聖
殿
但
因

經
年
失
修
早
已
成
了
廢
址
保
管
墓
地
的
方
濟
會
士
在

一
八
七
三
年
至
一
八
七
五
年
間
會
在
這
三
古
傲
的
舊

址
上
挖
掘
考
察
並
建
立

一
小
型
的
會
院
里
堂
及
招
待

朝
聖
人
士
的
旅
舍
一
奧
在
一
九
三
四
年
興
建
了
一
座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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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壯
觀
自
由
麗
堂
皇
的
大
雪
般
是
出
於
聖
地
著
名
工
程

師
巴
爾
路
齊
囡
"
已
眉
立
先
生
之
手
這
座
大
殿
仍
由
方

濟
會
士
來
主
持
保
管
(
韓
)

2

，
已
有
心
廷
、
可

F
O
E

開
Y
H
E
Z
H
/-
4
E

G
E

三
口
聲

5
5
2
U
E
E

。
已U
M
H
但

3

」
、
E
V
L
L
T
月
戶
「
3
9
1
:
!

'
J
城
名
忠
心

4
0
.
』
'
，
門
門
口
駒
，
自
可
」
弘

h
1
1
1
，
許
、
s
z
h
S
U
F
E
u
-

:
l
i
t
-
-
:

、
回
去

多
米

之
區
」
它
位
於
加
息
、
水
。
豈
可ED
山
倒
海
跋
約
七
百

公
尺
在
一
肥
夜
大
平
原
的
邊
沿
上
有
阿
巴
納
皮
帕
爾

帕
爾
河
澆
灌
此
一
地
面
(
列
下
5
臼
耶
付
自
)
故
有

沙
漠
綠
洲
之
稱
是
通
遠
地
中
海
岸
埃
及
阿
刺
伯
及
美

索
不
達
米
亞
的
交
通
樞
紐
故
此
地
勢
險
要
亦
寫
世
界

上
最
古
老
的
城
市
之

一
創
M
H
郎
己
會
提
到
它
其
次

它
的
名
字
在
亞
述
埃
及
和
阿
瑪
爾
納
的
文
件
上
更
是

屢
見
不
鮮
阿
蘭
人
很
早
的
建
王
國
於
此
「
阿
蘭
的
首

都
是
如
馬
封
割
」
(
制
7
8
)
。
但
它
之
正
式
見
於
斟

經
詞
是
始
自
遂
味
達
味
會
將
它
佔
領
並
駐
兵
於
此

(
撒
下
8
5
6

編
上
的

6
8
)
厄
肋
雅
遠
的
兒

子
勒

宗
亦
會
在
此
稱
王
(
列
上
口
自
剖
)
敘
利
亞
王
木
哈

遂
得
以
此
為
他
的
首
都
(
列
上
的
刊
編
下
的

2
)
以

色
列
主
阿
哈
布
在
此
域
獲
得
設
立
商
場
的
權
利
(
列

上
m
H
)
厄
里
亞
先
知
受
主
命
去
大
馬
士
革
給
啥
也

耳
傳
納
立
他
為
阿
蘭
王
(
列
上
W
H
)
當
厄
里
旻
先

知
來
到
大
馬
士
革
時
阿
蘭
主
本
哈
遂
得
正
在
患
病
，
坐

危
(
列
下
8
7
)
亞
述
王
沙
耳
瑪
乃
色
第
三
於
八
四

二
年
將
阿
蘭
王
哈
匣
耳
戰
敗
使
之
暫
時
臣
服
猶
大
王

剛
叫
樹
為
拒
叫
甜
帕
拉
叫
剖
剛
的
人
侵
曾
向
甜
甜
寸
叫

革
拉
特
至
肋
色
爾
求
敏
王
山
兵
伯
領
例
蘭
首
犯
木
鳥

l1l

,

ip--eil

<‘

士
革
將
其
居
民
移
也
先
做
(
列
下
的
，
仙
似7
.

拉
-

g
l
s
)
時
在
公
一
兀
前
七:
4

，
叫
作
刊
此
大
馬
士
不
成

了
亞
述
的
版
問

λ
-
4
一
年
亞
述
一
瓜
那
巴
巴
微
小
〈
的
大
V
仁
"
卡
制

之
然
入
巴
比
倫
人
之
下
打
一
川
牛
一
件
轉
入
混
叫
父
一

樣
下
後
闡
明
馬
其
頓
人
流
冶
公
元
的
心
五
半
空
川
特H
n

司
。"
E

王
國
納
巴
泰

Z
§
p
g
g

人
的
管
糾
糾
扒
手
久

之
後
(
公
元
前
六
四
年
)
溶
入
羅
馬
人
之
叭
叭
可
力
約
州

被
創
為
「
卡
織
隨
」
之
一
此
時
已
心
何
一
個
數
廿
糾
志

可
觀
的
蚓
刻
間體
居
住
在
此
(
次

9
2
)
學
做
你
們
帥

化
就
在
此
地
質
規
苗
時
他
您
將

4

此
猶
太
惡
行
川
江
川

往
刺
恥
而
受
雪
茄
感
有
歸
化
(
計

9
1
1
U
U
S

M

鈞
呵
!
"

)
悶
頭
後
大
絨
的
敞
烈
猶
太
人
也
♂
仇
恨

他
他
的
門
徒
放
開
用
籃
r

寸
的
他
從
城
牆
上
地
卡
拉
壯

了
(
宗
9

自
1

自
)

公
元
六
三
五
年
大
問
卅
一
土
研
攸
州
刺
伯
人
佔
絨
的
吐

立
罔
教
大
殿
燄
罔
教
人
士
傅
治
犯
此
大
殿
存
有
B
f
H
打

翰
的
頭
此
般
的
一
個
尖
格
被
稱
悶
「
耶
穌
尖
叫
培
7

、

h

罔
教
人
以
為
當
耶
穌
再
來
指
假
唔
叫
宙
歌
門
時
將
山
此

尖
塔
而
降
在
大
般
的
兩
門
k
w
叫
卜
何
希
蠟
文
的
字
給

「
基
督
你
的
千
一
關
是
萬
代
的
干
，
因
你
的
王
收
存
俯
臥
此

無
窮
他
﹒
二
制
的
u
)。
其
城
的
「
成
街
~
(
別

9
u
)
.

至
今
猶
存
仍
是
貫
穿
全
城
東
間
的
大
街
雖
然
已
被
令

以
前
的
繁
華
在
城
東
門
的
手
遠
處
街
保
綠
毯
驗
而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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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紀
念
小
堂
(
宗
9

自
)
阿
納
尼
雅
的
家

l

在
此

保
祿
盲
而
復
明
(
宗

9
u
!
u
n
M
!
M
)
|

亦
改

寫
小
堂
供
人
敬

m
h目前
大
闖
世
革
是
中
東
創
利
回
民

國
的
首
都
有
人
口
約
三
十
七
萬
其
中
五
萬
人
左
右
是

基
督
信
徒
其
餘
皆
為
罔
教
人
士
(
韓
)

“
大
馬
士
革
文
件

、
斗
y
o
u
s
z
s
n
早
已
。

ω
B
E

n
c
J

{

ω

)
簡
稱
。
-
u

f
u
。
n
E
H
H
g
H
E
S
U
"
E
B
E
D
E
昌
、

這
一
殘
缺
文
件
是
協
黑
特

(
ω
n
z
n
y
Z
叫
)於
一

八
九
六
l

七
年
間
在
舊
開
羅
一
會
堂
內
發
現
的
於
一

九
一
0
年
間
由
他
出
版
面
世
文
件
是
以
希
伯
來
文
寫

的
保
存
在
兩
蓮
校
訂
本
內
到
了
一
九
五
二
年
在
谷
木

蘭
第
四
第
五
第
六
山
洞

內
叉
幸
運
地
發
現
了
其
他
的

曲
唱
片
這
使
我
們
對
於
這
文
件
一
些
先
前
未
會
解
釋
的

詞
疆
有
了
清
楚
的
新

認
識
這
些
一
問
疆
是
著
作
時
代
大

概
是
在
公
元
前
一
世
紀
之
間
作
者
係
一
咽
分
離
的
宗

教
回
到
體
該
團
體
與
谷
木
蘭
團
體
相
同
或
極
其
徊
似
大

馬
士
革
似
乎
不
是
固
有
地
名
而
是
一
個
假
名
或
一
個

象
徵
名
字
的
新
盟
約
社
團
的
所
在
地
但
拔
一
些
學
者

的
意
見
這
假
名
是
指
埃
及
通
內
的

梁
托
頗
皇
城
按
其

他
的
學
者
是
暗
示
納
巴
泰
國

|
|
大
馬
士
革
城
自
公

元
前
八
七
年
至
公
元
一

O
三
年
屬
於
納
巴
泰
國
或
更

自
具
體
說
這
假
名
是
暗
示
谷
木
蘭
團
體

"
“一
內

容
是
描
寫
蒙
選
的
熱
誠
者
與
天
主
棄
絕
的
惡

戶
人
的
對
的
，
因
這
對
的
而
言
及
末
世
的
情
形
作
者
善
於

主

勸
導
設
立
鏡
誠
川
叫
人
娶
化
安
息
日
持
守
甜
言
約
遵
守
節

期
等
軍
事
且
也
明
約
為
這
文
件
與
白
號
文
件
即
谷
木
蘭
團
體

法
律
頗
多
類
似
之
處
雖
然
不
能
讀
明
二
者
同
出
於
一

人
之
手
但
依
筆
者
看
來
這
是
不
成
問
題
的
因
海
兩
聲

罔
有
一
樣
的
精
神
一
樣
的
氣
息

見
死
海
文
件
(
雷
)

自
卜ζ
1

、
后
泠
冷
J
關

於
這
一
個
洞
吾
吾

.
，

J
t
f
i

l
s

、
們
應
注
意
喝
點
第
一
萬
約

時
代
的
東
方
社
會
是
重
男
輕
女
的
社
會
蹉
然
叫
民
的

宗
教
是
具
有
啟
示
性
的
惟
一
神
教
但
不
兔
受
到
當
時

社
會
瑋
境
的
影
響
第
二
啟
約
的
苦
藉
皆
出
於
男
人
之

手
是
以
對
女
人
之
估
價
都
是
僅
由
男
人
一
方
面
的
而

當
時
的
文
化
家
庭
及
社
會
組
織
等
又
都
是
以
男
子
為

中
心
所
以
不
必
驚
奇
海
約
中
的
女
人
似
乎
是
被
卑
一
視

的
一
軍
她
們
的
地
位
只
有
在
耶
穌
時
代
及
其
後
的
基

督
徒
時
代
才
漸
被
侵
高
包
來

越
自
約
時
代
的
女
人
女
人
的
由
來
及
地
位
在
聖
經

的
第
一
部
聲
中
已
很
清
楚
地
指
出
「
人
單
獨
不
好
我

要
給
他
造
個
與
他
惘
裕
的
助
手
」
(
創
2
M
)
女
人

是
男
人
的
伴
侶
及
助
手
抱
如
男
人
間
接
有
現
智
恩
怨

及
毒
情
雖
然
聖
經

上
先
提
到
男
人
「
造
了
一
男
一
次
」

(
創
1

盯
)
但
基
本
是
完
全
相
同
的
人
是
人
頗
生
活

土
不
可
或
缺
的
兩
種
彼
此
相
扶
阻
助
相
親
相
愛

(
創

2
n
H
)
彼
此
互
相
補
缺

的
性
別
同
路
是
「
照
天
主

的
肖
像
」
所
造
的
人
(
創
1

剖
)
但
是
自
他
們
犯
罪

之
後
女
人
的
地
位

一
落
千
丈

「
你
要
在
痛
苦
，
中
生
于

要
依
戀
你
的
丈
夫
也
要
受
他
的
管
轄

」
(
創
3
M
)

作
者
帶
後
世
的
一
切
兇
惡
罪
過
強
繼
暴
力
等
都
歸
咎

於
這
最
初
的
一
個
罪
m
g
i
-
-原
罪
自
此
之
後
女
人
作

男
人
妻
子
的
最
基
本
權
利
被
剝
奪
而
有
多
妻
的
制
度

(
創
4
M
M
)

女
人
竟
成
了
男
人
的
附
屬
品
算
作

男
人
的
財
富
之
一
種

一
個
末
繪
的
女
于
在
父
家
完
全
屬
於
父
權
之
一
卡

父
親
有
權
將
女
兒
出
賣
(
出
別
?
)
將
之

緣
與
任
州

父
親
所
中
意
的
人
是

(
創
m
n
M

撒
上
的
口
|
凹

盯

德
M抑
自
)
女
兒
是
父
親
操
心
掛
慮
的
煩
事

(
糟
的
村

，

l

H
)
有
心
八
基
於
民
刊
叩
叫
甚
至
以
為
父
親
封

女
兒
竟
操
有
主
役
之
讓
家
中
若
有
男
兒
女
兒
則
無
繼

承
受
家
產

(
戶
M
m
s幻
8
)
甚
至
女
兒
的
誕
生
都
促

使
母
親
沾
有
法
律
上
更
大
的
不
潔
(
肋
也

1
7
)

若
已
許
配
給
男
子
則
應
如
正
式
的
妻
子
一
接
受
約
束

其
間
若
犯
了
姦
淫
之
罪
噱
以
石
頭
砸
死
猶
如
通
姦
之

海
婦
然
(
創
刊
站
閻
站
出
n
l
M

申
叫
“
自
四
)
結

婚
之
後
一
奧
完
全
團
團
叭
叭
「
丈
夫
」
主
人
的
文

配
(
見
創
的
M

列
上
1

口

歐
2

凹
)
無
丈
夫
之
同
志

不
得
并
頭
操
作
家
中
的
重
活
如
磨
師
團
竟
威
等
右

不
忠
可
能
受
到
很
發
苦
的
死
刑
(
肋

m
u
)
雖
然
凶

于
女
的
眾
多
可
獲
尋
丈
夫
的
垂
青
但
仍
要
容
忍
丈
人

的
其
他
的
妾
，妥
(
見
訓
m
H
撒
上
1
8
)
若
不
得
丈

夫
的
歡
心
更
有
被
休
棄
之
呵
能

妻
子
雖
可
以
參
加
公
共
的
聚
會
及
慶
典
但
宗
教

上
轉
儀
的
主
持
者
則
盡
闡
明
閏
月
人
「
見
創
斜
"
出
2
M



~

問
信
M
」
女
人
在
法
律
上
是
男
人
的
圈
圈
物
與
牛
撞
無

犯
~
異

(
山N
m
n制
5
缸
)
可
以
不
守安
息
日

(
出
幼
叩

~間
5
H
)
。
丈
夫
死
後
其
處
境
並
不
見
得
有
很
大
的
好

-
轉
蓋
治
家
之
權
此
時
鑄
為
長
子
所
有
智
慧
替
開
始
重

一
頓
女
子
之
地
位
|

|
母
親
之
地
位
|

|
提
倡
一
夫
一

妻
制
勸
男
人
要
忠
鈴
妻
子
子
女
要
敬
重
母
親
並
盛
讚

有
智
慧
的
賢
妻
良
母
(
激
9
H
|

M
U
H
n
u
‘

u

n
w
u
剖
，

i

M
釗
叩
副
總
9
1
S

位
“
呵
!
必

M
M
m
H
|
盯
等
)
雖
然
在
以
民
的
歷
史
上
也
出
過
幾

位
德
能
超
血
來
及
起
作
用
的
女
人
但
她
們
大
都
是
由
必

個
人
的
本
領
而
出
人
頭
地
並
不
是
因
為
有
什
麼
社
會

法
律
的
保
障
使
然

新
約
時
代
的
女
人
因
著
耶
穌
福
音
的
傳
擂
女
人

的
地
位
在
猶
太
民
族
中
有
了
基
本

上
的
轉
變
在
宗
教

上
男
女
完
全
平
等
由
於
這
種
「
在
天
主
面
前
人
人
平

等
」
的
信
念
女
人
在
社
會
法
律
及
家
庭
中
漸
漸
抬
頭

耶
穌
的
態
度
及
言
論
消
極
地
他
總
未
說
過
與
天

主
的
來
往
關
係
親
密
與
否
在
淤
性
別
積
極
地

(
A
)

耶
穌
所
講
的
比
喻
中
不
少
是
關
淤
婦
女
這
是
經
師
們

所
盡
力
避
免
的
(
見
瑪
U
M
鈞
1
等
路
的
8

等
m
l

等
若
的
剖

)
(
B
)
他
一
生
盡
力
地
幫
助
了
有
困
難

的
婦
女
寫
她
們
顯
過
聖
跡
赦
兔
她
們
的
罪
，
過
復
受
過

她
們
的
救
濟
幫
助
並
謂
罔
頭
的
技
女
比
那
些
一
種
視
女

人
們
的
經
師
更
易
入
天
國
(
見
瑪
也
叫
等
M
e

等
谷

1
目

等
5
n
i

u
7
H

l

甜
的
“
|

的
路
7
u
i
口

站
等
8
2
s
ω
H
U
叩
|

叮
幻
盯
等
若
4
盯
等
8
1

益66 

l

u
H
口
!

"
)
(
C
)
耶
穌
強
調
了
男

女
在
婚
姻

的
關
係
上
有
同
等
的
權
利

及
義
務
二
者
任
何
一
人
若

不
忠
就
同
樣
犯
姦
淫
之
罪
(
谷
ω
2
i
目
)
耶
穌
媛

然
基
於
宗
教
的
理
由
更
重
視
童
貞
但
並
不
因
此
而
輕

視
婚
姻
或
婦
女
因
為
女
人
同
樣
可
以
過
童
身
的
生
活

並
且
在
來
世
男
女
不
婚
不
嫁
在
天
主
前
一
律
平
等

(
谷
白
自
)
雖
然
宣
傳
福
音
的
工
作
沒
有
明
明
地
交

給
婦
女
們
去
作
但
部
利
用
了
她
們
去
報
告
耶
穌
復
活

的
喜
訊
(
谷
M
N
1
等
若
幼
1
u
等
)
基
於
上
述
耶
穌

對
一
生
寫
他
服
務
及
女
人
中
最
受
崇
敬
的
學
啞
的
孝

愛
及
知
恩
之
情
是
可
您
而
知
的

在
初
期
的
教
會
中
宗
徒
們
遵
循
耶
穌
的
教
訓
盡

力
重
視
女
人
提
高
女
人
的
地
位
是
以
有
大
批
的
婦
女

悶
頭
入
教
更
有
不
少
熱
心
的
女
教
友
成
了
宗
徒
宣
傳

福
音
的
有
力
助
手
(
宗

1
H
6

1
S
M
9
M
等
U
U

U
目
等
)。

倒
耐
更
清
楚
明言
教
友
生
活
的
中
心
是
耶

穌
而
耶
穌
則
只
「
生
於
女
人
」
(
迦4
4
)

不
少
的
婦

女
們
在
保
祿
的
傳
教
工
作
上
作
了
很
大
的
貢
獻
(
見

宗
的
u
!

閃
閃
自
羅
M
S

絡
前
時
間
安
4
2
8
)
保

喇
更
重
視
婚
姻
中
的
平
等
雖
然
另
一
方
面
盡
力
讚
揚

童
身
生
活
的
高
貴
(
格
前
7
章
)
鍾
然
在
小
小
的
社

會
中
|
家
庭
宗
徒
亦
主
張
應
由
丈
夫
來
買
賣
管
理

妻
子
應
聽
丈
夫
的
命
但
這
種
聽
命
不
再
是
奴
隸
性
質

的
聽
命
而
是
基
於
愛
情
的
聽
命
並
將
基
督
與
教
會
的

關
係
作
爾
夫
婦
關
係
的
模
範
(
弗
5
剖
且
哥
3
u
u
)

婦
女
在
教
會
內
雖
不
能
公
開
地
訓
誨
人
但
若
有
天
主

的
神
恩
可
以
講
泣
預
言
戶
絡
前
U
S
H
H
H
J

存
社

會
性
的
服
濟
上

|
|
非
禮
儀
的
!
!
制
制
建
立
了

種
女
執
事
之
職
位
(
弟
前
3
u
5
3
1

"

鐸
2

，
等
4

所
以
學
教
會
雄
然
並
沒
有
a
g
烈
烈
地
大
E
P革

命
提
倡
女
權
他
創
作
到
了

一
項
更
符
高

尚
持
久
張
本

的
主
作
按
照
天
主
進
女
人
的
旨
意
使
婦
，
灰
們
罔
到
她

們
原
有
的
崇
高
地
位

見
婚
姻
衣
服
執
事
童
貞
寡
婦
(
韓
)

6
己
!
己
!
卜
ζ
B
S
J

生
命
之
奧
秘
是
人
類
所

6

一
斗J
-1
「J

J
A
/
/吋
已
吉
、

-
』
『
』
-
:
是
不
能
完
全
暸
解
的
在
L
U

代
的
叫
民
時
期
更
甚
於A
U它
是
完
全
屬
于
創
造
有
進

化
之
℃
的
奧
叫
樹
(
圳
下
7
n

制
叩
u
u
)。

因
此
叫
鼠

的
婦
女
都
可
以
猶
如
叫
樹
生
子
之
後
高
興
的
歡
呼

「
我
依
賴
上
主
獲
得
7

一
個
人
」
(
創
4
1
)
也
正

因
此
在
叫
民
的
腦
海
中
于
女
眾
多
成
軍
是
天
主
特
殊

降
福
的
表
亂
在
天
主
許
給
四
凹
叫
的
祝
福
恥
要
者
亦

不
外
是
子
孫
的
繁
衍
(
創
刊
US
U
口
等
)
這
與
中
國

的
「
多
子
多
一
幅
」
的
俗
話
不
約
而
合
相
反
地
荒
胎
不

孕
向
來
被
視
為
上
主
的
懲
罰
家
庭
的
不
幸
及
婦
女
的

恥
辱
(
側
的
2叩
M
M
叫
2
獻
上
1
5
)。

是
以
有
將
自

己
之
牌
女
給
予
丈
夫
而
過
治
綽
女
所
生
之
子
寫
己
衛

者
之
習
俗
(
創
刊
叫
1
2
)

兒
子
甫
山
山
母
胎
郎
以
細
鹽
摸
擦
其
身
作
寫
振
奮

之
間
叫
至
今
墓
地
的
問
叫
回
人

(
F
E
E
-
)仍
行
不
衷

然
後
以
報
袍
將
之
裹
起
來
(
則
的
4
約
"
8
，
路
2

7
)。
婦
女
生
子
時
丈
夫
不
在
現
場
(
耶
m
u
)
首
胎



男
兒
之
誕
生
是
家
庭
的
大
喜
事
婦
女
生
手
之
後
被
法

律
視
為
不
成
不
得
之
長
短
要
兩
所
生
若
是
阻
力
或
是
女

生
玄
後
的
不
級
別
逆
反
(
肋
u
l
-
-
)

兄
f

誕
生
之
後
ι

的
行
賜
名
總
後
翔
的
猶
太
人

2
規
定
於
第
八
天
行
訓
慣
體
時

J
給
孩
，
卜
起
名
(
凡

的
2

剖

)
起
名
也
是
一
件
重
要
的
大
事
是
猶
太
人
猶

如
其
他
一
切
東
方
民
族
|
|
中
國
亦
然
l
1
|
名
字
與

F
女
之
一
生
士
口
問
善
惡
好
似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古
時
在

多
公
制
的
家
縫
中
命
名
是
舟
親
的
特
權
而
命
朽
的
方

式
父
與
母
親
生
子
時
的
心
理
狀
態
兒
子
身
體
的
料
做

此
以
生
子
時
週
園
的
項
境
亦
有
關
係
這
又
與
中
國起
乳

名
的
習
俗
很
相
似
比
如
由
母
親
的
心
理
來
的
「
大
在

子
小
←
吼
叫
子
」
身
體
的
特
徵
「
大
頭
兒
大
關
大
耳
朵
」

環
境
如
「
春
歌
秋
菊
軍
歌
等
」
灰
見
名
以
民
有
不
少

以
神
名
符
名
者
怕
也
有
時
用
動
物
品
植
物
或
花
恨
心

名
詩
中
凶
亦
然
以
前
m
m
之
名
悶
兒
一
愣
是
後
翔
的
習

俗

(
4告
見
創
時
間
的
叮
叮
M

m
臼

狗
叫
出
2
u
m
w肘
歐

1
.

|
9

依
7

3
路
1

時

)

喃
養
幼
兒
是
母
親
的
責
任
普
通
是
哺
乳
三
年

(
繳
上
1

刮
目
列
上
3
n
加
F
7
訂

)
如
果
母
親
不

能
哺
乳
小
兒
時
則
伐
乳
母
代
之
在
多
妄
的
社
會
中
找

乳
母
故
不
是
…
件
雌
雄
事
(
創
刮
目

泊
8

山
2
7

叩

)
兒
子
斷
乳
又
是
家
中
盛
裝
家
長
大
擺
廷
席
慶
祝

-
(
創
釗
8
)

M

一

絡
系
產
業
只
有
男
兒
有

份
而
長
子
的
名
份
更
高

r
J榔
剎
亦
大
因
為
杭
U
U
A
胡
鬧
去
世
治
家
之
植
操
於
長
子
之

67-69 

手
故
所
得
之
財
產
亦
多
由
牌
女
師
生
之
，
j

則
無
權
接

受
遺
產
除
非
父
斜
將
之
正
式
的
於
-
M
已
化
卡

(
申

幻

口

創
釗
M
MQ
U
1

H
幻
1
|

叫

等
)
扑
打
家
中
無
男
兒

圳
，
艾
兒
可
以
承
受
家
產
但
不
得
緣
與
外
族
人
(
戶

幻

l

l

u
M
叫6
7

編
上
n
n
)

在
新
約
時
代
附
猶
太
人
已
完
全
實
行
一
夫
一
妻

制
故
子
女
的
受
教
及
保
美
更
加
周
到
福
音
的
一
些
比

喃
喃
告
可
叫
我們
父
母
得
子
的
歡
樂
(
仲
，
們
的
訓
默
也
2
-

s

)
父
母
釣
子
女
的
愛
護

(
瑪
7
9
谷
9

口
u
e

路

M
S

)
，
寸
女
地
位
的
被
重
視
技
提
高
(
餓
的
u
-

M

刮
目
等
)
子
皮
的
精
姻
更
是
大
事
擴
張
的
慶
賀

(
瑪

n
z
等

)
「
兒
子
」
綴
義
的
解
釋
這
一
名
詞
的
用
途
在
以

民
中
甚
為
腦
泛
是
其
他
民
族
所
不
及
除
r

前
面
所
說

過
的
木
意
之
外
亦
用
之
來
指
示
民
族
如
以
色
列
之
忠
來

主
酬
剛
制
之
仇
蚓
蚓
之
?
「

(
荊
州
2
門
凹
叫
叫
之
于

(
則
幻
臼
)
掃
一
本
家
族
(
詠
8

5

創
刊
5

撒
上
叫
凶
"

谷
3
目
)
此
外
向
有
先
知
之
子
(列
上
甜
甜
亞
7
M
)

不
義
之
子
(
中
文
本
作
「
惡
人
」
撇
下
7

刊

)
背
命

之
子
(
州
2

2

)
赴
宴
之
子

(實
9

時

)
死
亡
之
于

(
刷
上
幼
U
必
M

)，
地
獄
之
子
(
m
n
臼

)
，
和
平
之

子

(
w
mω
6
)
智
清
亦
稱
門
徒
悶
兒
子

(
綴
2
1
3

1

剖

等

)
見
義
于
取
潔
種
婚
姻
人
子

的
小
麥
R
dH
hz
i
)見
是
中
的
說

“
山
谷
平
原
(
叮
叮
)
在
聖
經
上
(
山

谷
」
一
九
圳
大
部

是
指
二
山

之
間
的
一
個
窄
狹
紙
深
的
地
你
比
如
k
h
d的

位
山
谷

(
敵
的
8

)
依
m
w
卅
赫
耳
山
谷
(
敞
的W

M

盯

)
袋
彼
山
谷
或
指
立
法
收
山
谷

(
繳
上
U
M

)

鹽
谷

(
撇
下
8

時
)
及
責
法
遠
山
芥
等

(一
編
FM
g

」

但
是
有
時
卻
在
指
示
一
個
位
於
兩
山
此
山
丘
之
間
的

寬
廣
的
低
平
地
區
比
如
沙
委
谷

(
創
刊
門
口
)赫
川
他

谷

(
創
幻
刊
)
M
M
U
M
谷(做
上
口
2
9

)
以
例
邪
門
隘

谷
等
(
蘇
ω
也

)
揖
屆時
是
指
一
帶
寬
泌
的
地
偏
圳
刊

在
一
小
少
的
譯
本
中
譯
作
「
平
原
」

(
韓

)

(
特

)

9
h
叫

L
F
B
。
其

/

山
羊
在
中
他
是
家
卜
和
之
一

6
1

」

1
→
→1

，
3

3
1
v

t

、

l
a

t

-

-
-

1
.

、
叫
他
絞
狡
們
咒
，
迎
所
H
M
t
們
的

高
大
形
似
綿
羊
而
也
較
建
挾
叮
咚
仗
頌
划
頒
布
角
-
H
n

毛
授
多
早
黛
色
是
卜
b
h來
方
必
衛
的
圳
到
他
但
狂
地
U
純
上
H
K

圓
圓
於m叩
門
浮
動
物
故
其
內
可
九
民
呵
作
祭
品
(
山
mM
‘
)

是
對
人
類
卡
分
有
偵
他
的
動
物
裕
外
時
那
些
最
仙
過

半
遊
牧
生
活
的
叫
民
除
其
內
可
食
之
外
其
切
吋
飲
甘
失

敗
可
作
皮
嘆
衣
服
其
毛
川
來
從
作
理
所
的
門
之
品
交

板
門
你(
創
n
n
山
山MU
S

自
臼
戶
刮

目
中
M
e
低
幻
盯

希
刊
盯
)
成
翠
的
山
羊
是
市
白
人
的
財
產

(
例
夠
自

等
)
小
山

羊
是
最
合
宜
的
祭
品

(
戶
7

站
等
)
山
芋

健
強
力
壯
故
此
也
是
野
蠻
人
及
惡
韌
的
象
徵

(
川
"

口
達
8

寫
封
自
)

見
聖
經
中
的
動
動

'‘、

、旬，



L
m

向
中
聖
訓

『

\
4
J
Z
F
『
B
S
S
H

冒
出
肉
。
E
H
J

-
r
F
H
S

。
法

g
E
E
ω
\

一
一
名
稱
「
山
中
學
圳
」
是
一
路
來
用
以
指
稱
瑪
5

6
7
三
活
及
路
6
m
!

"
的
個
別
名
稱
凶
二
者
所
記

本
質
上
是
同
一
一
言
論
而
且
這
第
一
一
言
論
還
是
在
一
座
山

上
講
的
(
瑪
5
1
8
1
)
故
名
之
路
「
山
中
聖
州
州
」

路
6
口
固
然
說
是
「
在
一
塊
平
地
上
，
一
但
巾
上
下
文

看
來
是
指
半
山
闊
的
一
塊
平
原
二
位
聖
史
並
未
指
出

山
名
故
後
世
的
傳
鳴
也
不
一
最
主
要
者
凡
二
一
是
起
於

十
二
三
世
紀
的
傳
說
甜
甜
這
座
山
郎
是
位
於
越
法
翁
越

南
約
卡
瓦
公
里
處
具
有
雙
來
的
哈
延
山
一
是
起
於
五

或
六
位
紀
的
傳
品
講
這
座
山
是
位
於
葛
，
法
翁
北
約
三

公
里
靠
近
湖
邊
格
彼
叫
戶
口
(
吋
谷
子
"
)
處
的
一
座
戶
口
問
約

一
百
γ紅
十
公
尺
的
小
山
倒
以
後
品
似
比
較
可
取
國
一

九
三
在
年
在
其
地
從
事
發
掘
發
現
了
一
沌
做
有
四
凡
此

六
世
紀
精
細
影
間
的
小
草
堂
前
人
遊
紀
也
會
提
及
主

在
此
處
宣
講
7
真
福
八
端
此
處
拜
占
絕
時
代
名
符

「
七
泉
」
(
目
。
苟同
晶
晶
。
口
)一
九
三
八
年
在
其
地
是

造
了
一
座
華
麗
大
內
石
兵
兩
八
端
山
，
早
A
R呈
八
角
形
以

表
真
福
A
端
四
崎
湖
畔
一
名
勝
聖
地

二
結
時
間
瑪
記的
山
中
唔
圳
的
基
本
恩
怨
是
宣
佈

天
國
的
大
憲
章
其
結
憐
如
下

第
一
段
(
5
1
|
M
)
小
引
(
5
1
2
)
在
世
天

隨
手
民
所
享
的
八
端
真
一
騙
(
5
3
|
臼
)
和
他
們
對

l' 70 

位
界
的
任
務
(
5
M
|

油
)

第
二
段
天
國
新
約
法
律
對
商
約
法
律
的
關
係

(
5
口
|
刊
)
總
綱
(
5
叮
|
叩

)
細
則
(
5
缸
，

“
)
不
但
不
可
殺
人
而
且
不
可
恨
人
(
5
剖
|
品
)

不
但
不
呵
姦
淫
而
且
不
可
意
海
(
5
盯
1

叩
)
不
但

不
可
休
妻
而
且
不
可
重
婚
(
5
缸
扭
)
不
但
不
可
發

旭
害
而
且
不
要
發
誓
(
5
呵
|
盯
)
不
但
不
可
復
仇

而
且
要
以
總
報
怨
(
5
抽
|

組
)
不
但
要
受
近
人
而

且
也
要
愛
仇
人
(
5
H
|
叫
)
總
之
新
約
使
人
成
了

天
父
的
子
女
所
以
應
如
子
玄
師
法
天
父
(
5
“
參
見

州
5
1
2
)

第
三
段
天
國
子
民
對
天
父
的
關
係
(
6
1|
M

)

總
綱
「
以
其
以
拔
做
拜
天
父
」
(
右
4

目

H
)
只
求

天
父
賞
識
不
求
人
間
虛
榮
(
6

1
)
細
則
(
6
2
i

M
)
祈
時
行
善
憋
俗
而
不
露
更
不
您
自
淪
白
質
(
6

2
!
?
參
見
路
的
叫
|

臼
)
應
如
何
向
天
父
祈
時

6
7

1

u
)
您
如
州
像
天
父
恕
羿
(
6
H
臼
)
應
如

何
對
天
父
表
示
懺
悔
(
6
時
1

刊
)
應
如
何
依
恃
天

父
而
不
仿
傾
錢
財
(
6
"
-
M
)

叭
叫
斗
…
…
…
…
叫
一
口
立
一
一
一
…
?
一

-
s
…

u
川
…
…
戶

戶
、J
F
h
F
3
F
h
3
R
d
r
3

，
、J
F
3
"

、
J
r
3
r
3
ζ
U
ζ
U
ζ
O
Z
O
ζ
0
ζ
U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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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
，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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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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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
，
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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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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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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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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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隊
天
國
手
反
對
人
的
關
係
戶
7
1
H
J

總
網
不
判
斷
人
批
示
受
判
斷
(
7
〕
細
則
戶
7
2
-

U
)
如
要
判
斷
應
先
判
斷
自
己
(
7
2
l
s
4

切
要

施
教
應
凶
人
施
教
(
7
6
)
如
人
有
求
於
己
應
以
已

有
求
於
天
父
之
情
對
付
有
求
必
己
的
人
(
7
7
H
)

總
之
己
之
所
欲
施
之
於
人
此
瓜
法
律
之
本
成
己
成
人

之
道
(
7
間
參
見
扭
叫
迦
5
H
)

第
五
段
天
國
子
民
對
天
國
的
關
係
(
7
M
i
n
)

總
綱
天
凶
要
求
人
關
押
扎
稽
門
(
7
H
H
h
多
H
M
U
U
)

細
則
天
國
不
征
淤
空
談
而
在
於
行
動
行
動
不
在
於
M
W
A

進
而
在
於
仰
體
天
父
蜜
意
天
國
子
良
機
以
此
總
己
應

以
此
辨
人
(
7
時
|
臼

)
為
此
天
圈
子
鼠
的
智
忍
不

在
於
聽
道
而
在
於
行
道
(
7
H
|
盯
)

總
結
民
來
對
耶
穌
宣
布
天
國
大
憲
章
l
|

「
山

中
學
訓
」
的
反
應
(
7
甜
甜
)

三
異
同
四
一
福
音
中
谷
與
若
沒
有
與
「
山
中m
f圳
」

相
類
似
的
品
恥
則
雖
耘
何
與
職
怕
同
之
處
如
少
於

f
小

相
同
之
處
這
固
然
是
由
股
剪
裁
布
局
之
不
同
但
最
大

的
原
因
還
是
山
山
於
寫
作
的
對
象
路
烏
作
的
對
象
是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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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邦
民
族
歸
化
的
基
督
徒
瑪
詞
是
由
猶
太
民
族
歸
化

的
基
督
徒
恩
想
生
活
互
異
故
取
材
不
能
不
有
所
適
從

今
將
二
者
之
間
的
異
同
表
列
如
上

由
上
表
看
來
瑪
所
記
的
「
山
中
聖
訓
」
不
能
全

是
同
時
間
地
講
的
現
有
的
題
材
和
布
局
而
是
出
淤
瑪

的
剪
裁四

意
義
「
山
中
學
訓
」
的
意
義
由
上
述
的
結
惜

每
段
所
提
出
的
要
義
不
難
見
到
瑪
與
路
都
將
「
山
中

里
訓
」
放
在
自
己
編
述
的
一
禍
音
之
首
以
之
為
耶
穌
在

加
里
肋
亞
傳
教
初
年
召
收
門
徒
後
向
民
眾
發
表
的
建

國
宣
言
起
初
主
只
在
會
堂
中
講
道
顯
靈
療
愈
疾
病
後

因
聲
名
遠
播
由
各
地
前
來
聽
道
者
日

眾

(
瑪
4

臼

自
)
說
改
在
山
間
湖
眸
講
道
行
奇
蹟
驅
魔
治
病
在
傳

教
之
初
主
勸
人
悔
改
準
備
自
己
的
心
神
接
受
即
將
來

臨
的
天
國

(
瑞
4

口
)
稍
後
主
給
已
跟
隨
自
己
或
有

意
跟
隨
自
己
作
天
國
子
民
的
人
闡
明
天
圈
子
民
應
有

什
麼
精
神
應
過
什
麼
生
活
「
山
中
學
訓
」
實
是
耶
穌

奠
定
天
國
後
所
致
的
一
篇
開
幕
謂
點
也
了
他
的
建
國

方
容
和
他
的
民
生
方
針
天
國
已
隨
耶
穌
基
督
進
入
了

世
界
(
瑪
M
M
M
)給
人
類
開
啟
了
末
世
時
代
在
這
末

世
時
代
天
國
子
民
的
精
神
是
與
世
界
和
法
利
萃
的
精

神
相
對
立
人
不
脫
離
世
界
和
世
界
勢
力
的
錢
財
(
瑪

6
M
M
)

不
能
獲
享
天
國
的
真
一
幅
(
瑪5
3
|
U
)

-
不
破
除
法
利
萃
的
精
神
不
能
作
天
國
的
子
民
(
瑪
5

鈞

一
到
參
見
依

u
n‘
|
H

耶
4

4

亞
5

缸
|

M
岳
2
u

r
H
J
量
建
m
v精
神
州
V
且
孟
晶
川
省
語
旨
在
甜
苦
民
區
時
代
所

71 i!f. 

要
出
現
的
一
種
新
精
神
(
耶
訕
訕
扭
則
U
H

m
H
m甜

訂
)
這
種
精
神
破
除
了
背
約
所
加
諸
人
的
界
限
(
弗

2
H
H
)
使
人
內
心
念
講
到
天
父
的
愛
(
經

5
5
8

H
M
)
在
天
父
的
愛
，內
彼
此
相
愛
有
如
兄
弟
(
瑪
5

盯
叫
)
「
山
中
學
訓
」
教
給
人
的
不
是
人
生
應
追
求

的
理
想
而
是
人
生
應
寶
路
的
生
活
不
是
給
人
生
提
出

生
活
的
條
例
而
是
給
人
也
將
卅
凡
是
天
國
子
民
所
應

依
照
的
生
活
原
則
所
應
生
活
的
生
活
方
式
一
句
話
是

天
圈
子
民
相
信
福
音
(
谷

1

臼
)
在
基
督
內
(
若
臼

‘
)
在
世
應
生
活
的
天
國
生
活

見
瑪
唱
團
一
幅
立
目
路
加
福
音
天
國
末
世
(
漁
)

-
r
L
1
、

\
宅
電
r
m
g
J

自
近
百
年
以
來
人

7

「
」
』

/
f
O
M】H
m
n
g」

-
-
J
'

、
類
的
生
活
方
式
因
著
機

器
的
發
明
及
經
重
巳
業
的
突
飛
猛
晉
已
進
入
一
個
創

時
代
的
嶄
新
坡
地
而
賴
以
生
存
的
勞
作
其
形
式
也
有

者
顯
著
的
差
別
與
前
此
之
勞
E

迴
然
不
同
於
是
嚴
重

的
新
的
勞
E

問
題
便
走
生
了
格
外
自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以
來
它
竟
成
了
社
會
學
家
經
濟
學
家
及
政
治
心
理

學
家
急
待
解
決
處
置
的
課
題
教
會
既
是
人
類
的
「
慈

母
與
導
師
」
面
對
這
一
新
的
危
機
白
不
能
柚
手
旁
觀

是
以
自
教
宗
蚓
第
十
三
位
以
迄
今
日
的
歷
代
教
宗
都

會
對
症
下
前
摺
以
通
為
警
告
指
示
細
說
講
演
等
等
不
同

方
式
企
間
悅
救
解
決
人
類
面
臨
的
般
莖
厄
運

|

l
l

勞

e
L問
題本

篇
論
勞
工
問
題
的

立
場
將
完
全
僅
以
聖
經
為

蓋
處
發
田
間
聖
經
中
有
關
勞
工
的
指
示
固
然
它
的
目
的

並
不
是
針
對
目
前
新
墳
地
中
的
勞
L
雌
雄
叫
起
作
仙
微
忱

的
解
答
事
實
上
也
非
可
他
蓋
聖
經
的
著
作
時
代
已
行

距
今
數
千
年
之
久
時
過
此
遷
車
終
時
代
的
社
會
滾
瓜

及
五
作
方
式
己
一
去
不
復
返
但
是
雖
然
如
此
聖
經
上

許
多
關
於
勞
℃
的
基
本
原
則
指
示
定
斷
於
A
m
-
-
川
論
起

來
仍
有
樽
益
仍
能
給
人
們
指
出
解
決
目
前
勞
五
問
過

的
正
確
方
向

(
1
)
勞
作
是
人
類
的
基
本
立
場
雖
然
新
估
約

時
代
的
諸
帝
國
亞
述
巴
比
倫
埃
及
技
斯
希
腫
及
羅
馬

無
不
以
勞
工
為
人
類
的
恥
辱
絕
不
輕
易
為
之
最
多
現

之
為
下
股
奴
隸
們
的
本
分
但
是
學
經
開
宗
明
義
之
始

便
清
楚
地
指
出
了
勞
作
是
人
類
的
天
職
「
你
們
要
治

理
大
地
管
理
海
中
的
魚
天
空
的
飛
鳥
各
種
在
地
上
爬

行
的
生
物
」
(
創
1
M
)
並
且
天
主
將
亞
當
按
何
在

伊
伺
闋
的
目
的
就
是
為
「
叫
他
耕
種
看
守
樂
間
」

(
創
2

臼

)
或
謂
這
種
勞
作
的
命
令
是
只
為
亞
當
而

發
與
全
人
類
無
關
其
食
不
然
亞
當
一
名
在
此
處
的
原

文
上
注
以
冠
詔
足
證
此
處
所
指
的
亞
當
說
是
全
體
人

類
這
是
學
者
們
一
致
公
認
的
原
祖
犯
命
之
後
受
天
主

的
責
罰
應
當
「
汗
流
漏
面
L
J有
飯
吃
」
(
創
3

刊
)

於
是
有
許
多
的
人
講
成
人
類
所
以
應
當
勞
力
工
作
赴

上
主
咒
罵
的
結
果
其
質
不
然
蓋
人
類
在
犯
命
之
前
就

已
在
遵
主
命
而
勞
作
故
此
勞
作
之
本
身
向
來
未
受
到

天
主
的
詛
咒
雖
然
犯
命
後
的
勞
作
變
成
艱
苦
的
但
詛

咒
的
對
象
部
只
是
土
地
「
為
了
你
的
緣
故
地
成
了
可

咒
圖
巨
吋
•••••• 

B
R且
E
m
E

出
蜘
刑
艷
、
相
雙
雙
\
「
制
叫

3
"



一-
品

u
」
是
以
後
期
聖
經
所
詛
咒
的
是
游
手
好
開
好
吃
懶

做
(
簡4
H
7
M
M
U
M
瑪
M
Q
甜
甜
制
6
u
等
)
絕
非

人
們
勤
勞
的
工
作
聖
側
制
更
清
楚
地
說
「
誰
若
不
顧

意
工
作
就
不
應
當
吃
飯
」
(
得
後
3
刊
)

(
2
)
勞
工
是
神
聖
的
人
之
應
當
勞
作
不
只
是

為
遵
守
天
主
的
法
令
而
更
是
寫
師
法
天
主
的
美
表
聖

樹
上
不
厭
其
煩
地
以
人
格
化
的
方
式
來
述
說
天
地
結

物
呵
呵
他
雙
手
的
工
品

(
制
1

制
圳
2叫‘
J
e制
MH

M
宗
4
H
η
訓
等
)
他
展
開
蒼
天
相
似
帳
棚
他
在
水

上
建
築
自
己
的
宮
搬
進
了
雲
彩
作
為
車
鑽
奠
定
大
地

於
基
礎
之
上
給
大
水
劃
定
了
界
限
使
水
成
川
灌
溉
大

地
等
等
(
見
詠
阱
)
既
然
天
主
竟
如
此
操
撈
創
造
管

理
及
保
存
萬
物
以
天
主
向
像
而
受
造
的
人
類
自
當
效

法
造
物
主
的
榜
按
勞
作
不
懈
故
此
上
主
的
十
誠
上
有

命
「
你
六
天
應
當
勞
作•.•••. 

因
為

上
主
在
六
天
內
造

了
天
地
海
洋
和
其
中
的
一
切
」
(
向
別
9
|

H
見
到

時
|

口
肋
的
心
3申
5

臼

H
)
因
此
人
類
勞
苦
工
作
技

聖
經
上
的
解
釋
絕
對
不
是
可
恥
下
賤
的
相
反
的
它
是

崇
高
的
神
聖
的
因
為
人
之
勞
作
就
是
繼
續
天
主
造
化

的
工
程
天
主
親
自
立
了
勞
作
的
美
表

(
3
)
叫
民
是
任
勞
任
怨
的
百
她
只
要
我
們
打

側
重
經
注
意
研
究
一
下
誠
可
以
知
道
它
幾
乎
是
一
部

以
民
的
勞
工
史
雅
各
伯
在
拉
班
家
中
操
勞
作
工
達
二

十
年
之
久
梅
瑟
達
味
亞
毛
斯
在
被
召
之
前
是
放
羊
的

牧
童
基
德
紅
操
作
於
打
禾
場

(
民
6
u
)
厄
里
安
耕

種
肝
、
田
閱
(
列
下
4
"
)
技
阿
次
夜
宿
禾
場

(
處
3

71 

口
)
撒
鳥
耳
被
選
為
王
之
後
仍
事
耕
農
之
業
務
(
撒

上
u
s
)
聖
經
上
最
古
老
的

歌
頌
勞
苦
的
歌
曲
之
一

是
一
首
「
挖
并

歌

」
(
同
創
口
M
)
此
外
劃
蚓
並
提

及
到
五
十
種
左
右
主
要
的
職
業
幾
將
以
民
種
種
不
同

方
式
的
勞
作
進
陳
無
遺
以
民
原
是
半
游
牧
民
族
自
進

入
聖
地
之
後
才
慚
慚
定
居
務
錢

(
，
用
8
71

，
見
列

下
的
自

)
但
這
並
不
是
說
勞
仁
之
本
身
是
輕
而
易
舉

的
相
反
的
叫
民
明
知
人
生
是
充
浦
「
辛
勞
艱
苦
」
的

(
副
切
刊
)

，

似
是
他
們
也
知
道
這
是
上
主
的
命
令

「
不
要
厭
感
勞
力
的
一
L
作
和
至
一
回
阿
拉
制
定
的
農
業

」

(
德
7
間

)

常
於
智
力
的
勞
心
-
L

作
在
學
經
上
M
W
似
沒
有
受

到
如
前
者
勞
力

L
作
的
重
視
但
也
並
未
完
全
被
忽
醜

比
如
樹
詞
在
曠
野
中
親
自
主
持
叫
民
判
官
的
職
務
他

的
岳
父
蚓
蚓
副
會
加
以
勸
解
忽
寫
是
太
過
疲
勞
的
L

作
(
出

m
u
)
人
之
智
法
是
用
而
要
質
力
追
求
的
(
智

9
M
)
而
這
個
追
求
L
作
的
途
徑
是
坎
何
不
平
的

(
德
6
剖

等

)
德
訓
篇
的
譯
者
亦
姐
，
自
承
認
為
了
他

的
譯
作
曾
經
煞
質
苦
心
不
分
晝
夜
不
辭
勞
苦
的
工
作

(
見
德
之
序
言
亦
見
加
下

2
M

i

盯
)
於
是
聖
經
清

楚
的
指
出
「
用
功
過
皮
必
使
身
體
疲
倦
」(訓
U
U
)

但
學
識
卻
能
供
給
人
一
個
比
較
富
裕
的
生
活

(
總
別

扭
智
ω
刊
)

宗
徒
事
業
亦
是
勞
苦
的
工
作
這
一
點
尤
其
見
於

新
約
蓋
為
指
示
兩
種
不
同
的
工
作
所
用
的
名
詞
及
勁

詞
是
完
全
一
攘
的
耶
穌
在
他
勞
力
的
工
作
之
外

(
谷

6
3
)
最
主
要
的
工
作
是
承
行
他
夭
，
訂
戶
的
旨
意
，
戶
也

4
"
9
4
口
‘
)
他
的
門
佐
付
出
外

宣
傳
諾
言
戶
』

口
2
M
M
)
建

立
教
會
團
穆
戶
格
前
3
"

!

口
9
1

等
)
的
工
作
猶
如
收
割
時
的
勞
力

(
若
4
"

見
嗎
9

盯
甜
甜
-

-

6
)
保
祿
為
了
傳
教
獄
人
曾
經
不
辭
辛

勞
的
努
力
樣
作
(
制
前
的
M
剛
從
6
s
M
M
m

肘
斟4
u

對
2
時
哥
l
m
到
前
4
"
)
，
猶
如
位
人
對

田
地
之
耕
耘
灌
溉
(
制
前
3
6
)
，是以
有
權
獲
得
他

的
報
酬
薪
資

(
瑪
m
u
路
ω
7
絡
前
9
6
|

M

迦
6

6
糾
糾
前
5

口
刊
)
猶
如
任
何
一
位
勞
力
的
立
人

(
4
)
工
作
之
目
的

(
a
)
是
生
活
的
必
布
條

件
飛
鳥
及
走
獸
不
必
勞
力
勞
作
「
牠
們
不
播
種
也
不

收
種
」
(
職
6
目
)
就
吋
生
鼠
也
是
人
為
能
生
存
划

必
需
勞
動
耕
耘
這
種
形
式
在
犯
罪
比
前
如
此

(
創
J

M
M
)犯
罪
之
後
亦
復
如
是

(
見
創
3
口

|

凹
)

「
生
活
的
主
要
物
品
是
水
食
旦
和
遮
蓋
的
衣
服
房
M
m
」

(
制
甜
甜
)

而
這

t尸
切
都
是
勞
力
換
峙
的
一
雄
心
作

將
有
充
足
的
食
量
(
鐵
ω
4
U
H
詢
問
德
m
M
)
推

游
手
好
闖
將
受
貧
窮
困
乏
的
俊
費

(
滋
6
M
u
m
4

圳
的
叫樹
4
s

u
‘
等
)
故
此
「
勞
而
致
富
的
人
勝
於

白
大
而
無
以
果
腹
的
人
」

(
德
昀
叩
緩
泣
，
)
聖
保

喇
更
有
力
地
強
調
「
誰
若
不
願
意L
作
就
不
應
付
叫
吃

飯
」

(
關
後
3
叩
)
，
力
勸
教
友
們
應
當
勤
勞
挽
「
你

們
要
以
過
安
定
的
生
活
專
務
己
業
親
手
勞

作
為
光

榮
」
(
得
前
4
u
)

(
b
)
貝
克
實
行
愛
德
的
方
式
世
間
無
以
采
收
無



表
蔽
體
急
待
救
濟
的
窮
苦
人
民
是
常
有
的
(
瑪
扭
U
)

為
能
實
行
這
種
濟
貧
的
愛
德
工
作
本
身
應
先
具
有
足

夠
的
條
件
才
可
為
之
故
此
聖
保
祿
勸
翹
信
友
們
說

「
那
些
以
前
偷
竊
的
不
要
再
偷
竊
卻
更
要
勞
苦
親
手

賺
取
正
當
的
利
潤
好
能
胸
濟
貧
乏
的
人
」
(
弗
4
詞
)

保
祿
本
人
更
以
身
作
則
「
在
各
方
面
我
都
給
你
們
立

了
榜
撥
就
是
必
須
這
樣
勞
動
扶
助
病
弱
者
」
(
宗
甜

甜
)
而
這
種
愛
德
的
實
行
更
是
末
世
審
判
的
準
繩
將

來
人
能
得
天
堂
的
貨
報
與
否
要
以
是
否
給
了
自
己
貧

窮
的
弟
兄
食
物
飲
料
居
處
衣
服
而
定
(
見
瑪
鈞
缸
|

(
C
)
是
物
質
文
明
及
人
類
進
步
的
原
動
力
雖

然
全
部
聖
經
所
給
我
們
的
指
示
好
似
是
物
質
文
明
及

人
類
耐
性
的
利
益
是
兩
個
不
能
妥
協
的
極
端
但
是

只
要
仔
細
研
究
一
下
聖
經
就
可
以
知
道
二
者
並
非

是
兩
個
完
全
對
立
的
事
實
首
先
天
主
造
了
天
地
及
其

間
的
花
草
樹
木
飛
禽
走
獸
魚
甘
蝦
蟹
見
牠
們
都
是
美

好
悅
意
的
乃
將
牠
們
交
給
人
類
使
之
加
以
管
理
統
治

並
享
用
(
創
1
|
2
)
人
類
犯
命
之
後
自
然
大
地
並

沒
有
失
去
它
原
有
的
光
輝
仍
在
反
映
著
造
物
主
的
全

能
全
知
及
美
善
(
詠
間
2

幻
U
S
|
9
H
n
|
叮
叮

叫
叮
叮
)
。
人
類
雖
暫
時
失
去
了
天
主
的
龍
也
部
沒
有
喪

失
仍
然
以
自
己
的
努
力
來
治
理
享
受
大
地
的
種
柄
藉

，
以
發
掘
認
識
其
闊
的
奧
秘
|
|
科
學
之
進
步
而
承
認

"
一
造
物
主
的
偉
大
慈
愛
全
能
及
他
高
深
莫
測
的
智
慧

戶
戶
羅
-
H
U
H

-

H
d
頑
官
上
可
塔
泠
盈
」
的
比
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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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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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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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
楚
的
指
明
人
類
應
當
在
神
靈
及

物
質
方
面
盡
力
善
用
上
主
的
恩
賜
來
勞
力
經
營
賺
取

利
潤
故
此
我
們
可
以
作
結
論
說
雖
然
耶
穌
會
強
調
他

的
國
不
屬
於
這
個
世
界
但
是
在
全
部
新
約
上
部
找
不

到
一
個
地
方
可
以
誰
明
耶
穌
會
經
命
令
過
他
的
門
徒

信
眾
應
當
改
棄
現
世
物
質
的
正
當
享
受
以
取
永
遠
的

一
幅
樂
而
促
進
物
質
享
受
的
法
門
是
勞
苦
的
工
作

但
是
從
另
一
方
面
來
看
新
舊
約
中
因
貪
享
物
質

的
一
職
樂
而
受
罰
的
例
子
部
比
比
皆
是
究
其
原
因
不
外

是
因
為
它
的
出
發
點
方
式
或
目
的
的
完
全
錯
誤
所
致

換
句
話
說
就
是
因
著
物
質
的
文
明
進
步
及
生
活
的
享

受
使
人
遠
離
了
天
主
或
犯
罪
招
惹
了
懲
罰
諸
如
加
音

後
裔
的
文
明
導
致
宗
教
的
大
誤
(
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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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
耳
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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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造
使
人
目
中
無
上
主
驕
傲
自
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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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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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倫
埃
及
等
大
帝
國
受
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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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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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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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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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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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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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要
正
當
地
享
受
利
用
物
質
的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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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步
處
處
以
天
主
為
前
題
不
為
享
受
而
享
受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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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是
聖
經
所
禁
止
更
是
聖
經
所
提
倡
強
調
的
正
如
學
保

祿
所
混
「
一
切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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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的
你
們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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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
的
而
基

督
是
天
主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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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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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
)
這
種
觀
念
亦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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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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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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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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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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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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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為
惡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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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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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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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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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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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制
與
休
息
工
作
飯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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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進
步
的
原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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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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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易
被
人
誤
解
只
顧
寫
工
作
圳

工
作
或
為
享
受
而
且
作
而
且
不
遺
餘
力
的
拼
命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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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究
非
天
主
令
人
參
與
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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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原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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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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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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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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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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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論
停
工
休
假
的
問
題
似
乎
在
聖
經
時
代
的
社

會
並
沒
省
人
提
及
過
蓋
以
民
肉
來
說
習
慣
於
日
出
“

作
日
入
而
息
的
安
定
生
活
(
詠
酬
目

。目
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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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相
似
我
國
以
務
鹿
為
主
的
社
會
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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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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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
安
息
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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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命
令
(
山
山
泊
，
"
申
5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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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命
令
固
然
也
有
使
人
休
息
恢
復
體
力
的
目
的
(
山

訂
閱
)
但
它
真
正
的
原
意
劫
遠
遠
超
過
我
們
今
天
所

說
的
星
期
假
日
它
是
具
有
神
學
的
意
義
它
是
神
聖
的

日
子
是
專
為
敬
禮
上
主
的
日
f

它
是
為
教
訓
我
們
人

類
完
全
屬
於
造
萬
物
的
真
天
主
的
權
威
之
下
它
指
教

我
們
為
了
生
活
五
作
固
然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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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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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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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依
恃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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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來
仰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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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的
照
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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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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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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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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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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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有
他
的
工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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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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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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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理
的
要
求
自
古
以
來
就
見
於
聖
經
有

不
少
的
例
子
為
證
雅
各
伯
為
娶
肋
阿
及
辣
黑
耳
在
拉

班
家
中
工
作
了
十
四
年
又
寫
遺
傳
自
己
的
家
產
勞
力

六
年
先
後
吳
三
十
年
之
久
才
算
是
民
設
立
業
』
咱
這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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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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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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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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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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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4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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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了
上
述
的
抖
，
此
之
外
而
且
有
明
文
法
作
的
划
定

以
保
防
L

人
的
權
利
「
貧
仟
吋
憐
的
仰

L

不
論
是
你

的
兄
弟
必
是
你
城
鎮
地
區
內
的
一
個
外
方
人
你
不
版

欺
睬
他
應
在
山
區
天
交
給
他
L

錢
不
要
勾
到
日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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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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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肋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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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仰
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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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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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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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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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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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瓷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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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了
悠
悠
是
正
扎
的
之
外
拔
喂
給

上
的
教
圳
似
乎
更
悠
以
艾
德
為
基
礎
立
即
使
一
切

一L

作
的
人
恃
布
足
夠
維
必
正
滋
生
前
的
必
心
u
m“
不
惚

斤
斤
於
仁
人
天
生
之
能
力
扎
扎
其
仁
作
之
以
敘
這
種
句
泣

的
精
神
已
見
於
們
約
的
法
律
中
一
使
他

(
以
錄
)
白

巾
時
不
叮
叮
恤
他
主
手
雌
去
悠
-
m你
r
r
o
f中打
末
以

上

你
削
他
內
取
一
些
-
M
m
M
地
酬
叫
他
附
上
主
你
的
天
主

2
、
‘
'
。

，

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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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分
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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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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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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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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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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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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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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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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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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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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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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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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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
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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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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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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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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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過
來
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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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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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作
就
您
有
足
夠
的
飯
吃
近
一
點
也
正
公
八

T
U

勞

改
吱
紅
的
叫
眼
前4

問
心
之
一
取
科
叫
叭
叭
、
波
卜
何
如
此
們
作

出
叫
晶
川
附
怖
的
v
f
k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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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f
M
h
叭
糾
汁
的
力
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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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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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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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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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憐
憫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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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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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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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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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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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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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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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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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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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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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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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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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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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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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
的
糾
皮
仍

A
m



存
在
奇
怪
的
是
新
約
土
完
沒
街
針
對
泣
韓
非
人
道
制

度
的
斥
立
相
反
地
好
似
在
順
水
推
舟
任
其
存
在
目
更

強
制
「
你
是
作
奴
隸
蒙
召
的
嗎
你
不
要
介
意
而

且

即
使
你
能
成
為
自
由
人
你
也
寧
要
守
住
你
原
有
的
身

份
」
(
格
前
7

叩

剖
)
伯
多
祿
也
說
「
你
們
做
家
仗

的
要
以
完
全
敬
畏
的
心
服
從
主
人
不
但
對
良
善
和
溫

柔
的
就
是
對
殘
暴
的
也
該
如
此
」

(
伯
前
2

M
H比
站

前
6
1

鐸
2

9

)

關
於
這
個
問
題
說
們
昌
先
應
知
道
當
時
宗
徒
們

傳
教
佈
逅
的
地
區
正
是
盛
行
奴
敘
制
度
最
叫
苦
的
希

臘
及
研
成
馬
帝
凶
面
對
這
種
強
權
之
下
所
支
持
的
以
給

F

貫
反
其
他
許
多
有
關
經
濟
政
治
等
等
社
會
問
題
宗

徒
們
是
無
能
為
力
的
何
去
他
們
主
要
的
職
務
是
宣
講

耶
穌
的
幅
音
及
救
援
呢
訊
雖
如
此
說
保
祿
仍
泊
位

地

表
示
了
他
木
人
對
於
泣
個
問
題
的
拉
木
觀
念
及
原
則

σ
-在
天
主
面
前
一
切
的
人
是
絕
對
完
全
平
等
的
完
全

沒
有
教
內

或
教
外
奴
隸
及
自
由
人
男
人
灰
皮
人
的
分

別

(
迦
3

甜
哥
3
H
)
@
身
為
奴
隸
的
是

主
所
釋
紋

的
人
而
臼
由
人
就
是
基
佳
的
奴
政
(
格
前
7

扭
扭
州

6

s
f
g

哥
3

n
l

4

1

世
的
|
叮
節

)
。
人
生
是

短
促
的
時
間
是
有
限
的
現
忱
的
局
面
赴
日
的
逝
的
(
絡

前
7

目
l

剖
)
而
在
這
其
間
每
人
的
主
要
任
務
是
努

力
效
法
基
督
修
德
成
學
救
自
己
的
盛
魂

(
伯
前
2

m

MW
一

保
祿
致
贊
肋
孟
的
叫
封
信
上
也
清
楚
地
表
示

了
他

-
一
對
奴
涼
的
看
法
及
心
俏
貨
肋
孟
的
奴
錄
放
乃
息
摩
挾

71 仙, .. 

主
人
的
例
物
向
逃
A
U
W租
約
受
似
的
咻
之
路
付
成
的
熱
心

的
教
友
似
線
為
w
m
H叫
法
件
所
限
不
能
將
他
留
《
扭
身
邊

而
不
交
還
其
主
但
父
怕
他
M
去
後
受
到
嚴
峭
的
懲
罰

於
是
衍
了
上
述
的
介
紹
“
持
他
，
川
主
人
求
悄
請
貸
肋

孟
將
他
收
F

不
再
笛
一
個
以
織
“
赴
超
過
以
隸
「
可

乏
的
弟
兄
他
何
用
我
特
別
吋
逅
的
um
叫
你
不
約
是
論
肉
身

方
而
或
論
主
方
面
更
加
吋
愛
」

(
約
昆
節

)
於
此
保

祿
希
望
主
人
善
待
奴
隸
的
心
情
益
形
於
外
今
日
的

社

會
中
以
給
制
皮
之
所
以
不
從
存
在
不
能
不
歸
功
於
教

會
本
恭
倚
料
州
的
努
力
反
對
解
放
以
錄
所
致
力
的
成

果

(
8
)
勞
動
的
美
次
在

前
面
故
們
已
經
說
過

以

民
是
一
個
任
勞
任
怨
的
勞
力
民
族
此
不
見
贊
在
新
約

上
也
有
兩
個
很
顯
明
的
例
，
于
足
為
玟們
勞
ι
的
師
表

(
2

)
耶
穌
拈
待
他
木
是
-
屯
的
全
龍
的
天
主
之

子
划
取
了
「
以
伐
」
的
形
體

(
斐
2
7

)
降
生
在
一

個
勞
工
的
家
躍
中
放
且
自
己
親
手
採
作
「
木
匠
」
的

苦
工

(
谷
6
3
)
在
他
的
傳
教
生
活
中
所
接
觸
的
對

他
但
大
那
是
勞
訂
的
情
泉
「
凡
勞
川
和
民
這
恆
的
你
們

都
到
我
似
的
來
次
要
使
你

們
小
矢
口
心
」(瑪
H
M

)
他

所
諧
的
許
多
比
喻
也
無
不
是
以
勞
L

馮
主
題

(
谷
4

1

l
9

瑪
叮
曰
“
!

"

MM
U

H
n
臼
胡
等

)

(
b
)
學
似
綠
他
本
來
不
心
要
勞
苦
工
作
的
國

問
卅
一回來
他
生
瓜
羅
比
公
民
(
耐
用扭
扭
)
二
來
他
的
主

要
任
務
是
宣
傳
福
音
的
宗
徒
φ
梁
自
有
他
憋
得
的
維

生
報
酬

(
絡
前
8

3

|

M

格
後
U
S
9

迦
6

時

交
4

M
l

M
)
叭
他
仍
在
官
講
耐
血
目
之
餘
製
造
依
依
叮

夜
白
日
操
作
」
自
食
其
力
兒
得
加
給
他
人
生
心
的
民

坦
(
得
前
2

9

見
宗
問
3

m
H
格
的
4

悶

得
後
3

8

。

等
)

結
論
自

上
所
述
狡
們
可
以
知
道
勞
正
是
天
、
r
t給

全
人
側
的
使
命
故
此
它
木
勾
絕
對
不
是
山
干
校
的
“
泣

神
稽
的
‘
這
一
點
可
自
以
民
的
提
長
的
輝
史
得
到
明
忱

的
譴
責
天
主
所
特
選
的
以
民
就
是
一
個
勞
動
的
民
依

蓋
勞
作
除
了
是
人
類
的
神
飛
天
職
之
外
也
有
它
木
此
好

的
價
值
刊
拭
目
的
它
是
維
待
人
煩
生
活
的
不
二
法
門
它

是
解
決
社
會
貧
窮
現
象
的
途
叫
叫
它
更
是
促
進
人
划
耐
人

明
的
原
動
力
而
一
迫
一
切
非
但
不
們
以
天
主
造
人
的
叫

的
一
奧
完
全
符
合
天
主
的
旨
意
蓋
天
主
並
波
有
命
令
必

們
改
裝
正
門
口
國
合
斑
的
物
質
享
受
以
快
收
天
去
的
編
樂

但
人
必
均
不
悠

H
H
厄
瓜
仁
作
向
仁

作
或
仰
符
稅
仰
的

手
受
向
勞
汗
如
您
叫
勞
作
向
導
向
天
主
的

L
H
片
哄
哄

以
人
遠
的
利
益
放
天
主
的
光
榮
峙
的
提
砍
掉
耐
勞L
結

人
吃
餃
生
活
的
主
要
條
件
那
麼

-
L
人
臼
話
，
判
他
的

2
、
s

。
，

工
資
」

(
的m
m
7
)
L

質
的
給
與
不
只
憋
足
正
扎
的

且
應
是
合
恕
的
憋
弘
一
淤J
K蝕
的
心
悄
給
與
維
持
江
山

生
活
的
必
尚
品
而
不
應
斤
斤
於
仁
人
的
攸
俏
皮
他
L

。

'

，
〉
3
3
3
5

作
的
成
果
而
定
至
於
奴
錄
問
題
型
經
上
指
紅
法
打
仕
刊

出
明
確
的
解
決
方
法
部
表
明

了
它
的
基
狀
態
皮
反
隊

。

2
》
}
t
t

持
的
原
則
最
後
說
們
特
別
強
捕
了
新
約
上
兩
位
得
Y
H

工
作
的
偉
大
師
表
|
|
-
耶
穌
及側
腳
以
供裁
們
氾
棕

姑
且
法

「
航
時
」



四

畫

AY 

-
z
r
h
切
職
\
C
=己
E
E
Z
ω
J雖
然
世
界

上
一
切
宗

-
-
4
B
E
B
E
E
S
\

吾
吾
與
不
息
的

.. 
一
規
定
當
行
的
洗
總
以
及
山
區
越
兔
的
法
律
上
視
為
不
揀

一
的
行
符
事
物
或
地
方
但
像
以
民
法
律
上
那
麼
終
維
仔

細
的
規
定
在
各
品
展
中
恐
怕
是
絕
無
你
有
的
他
們
起

居
生
活
一
舉
一
動
都
處
處
在
受
著
這
些
法
律
的
限
制

充
其
原
因
不
外
是
除
了
外
在
的
海
淨
h
h
d
-

爪
內
心
的
課

淨
外
(
申
幻
6

依
-
M
)
主
要
的
還
是
以
民
是
天
主

在
一
特
選
的
民
胺
故
此
它
您
是
聖
潔
的
(
肋
叫

“
)

2

旭
間
他
車
滯
不
只
與
全
體
有
關
而
且
亦
與
個
人
有
關
不

只
是
內
在
的
而
且
亦
是
外
在
的
這
比
一
軍
報
細
小
節
目

的
規
定
尤
見
於
肋
刊
|
的

主
反
戶
的
立

I

岱
約
舊
約
法
律
上
的
不
潔
大
致
可
分
為
三
類

@
人
或
動
物
的
屍
體
准
悽
觸
動
物
或
爬
蟲
的

U掩

體
不
論
是
有
意
或
無
意
直
到
院
上
被
視
為
不
潔
的
人

應
沈
機
自
己
的
衣
服
任
何
傢
具
食
物
或
要
矯
問
他
的
陸

子
若
接
觸
了
動
物
屍
體
亦
必
不
用
峭
的
酬
地
予
以
沈
叫
他
打

碎
或
丟
掉

(
肋
U
H

叫
)

但
若
接
觸
的
是
人
的
反
體
則
七
天
之
久
不
潔
特U
W
U
帳

幕
內
的
一
切
傢
叫
他
都
是
不
潔
的
人
及
一
切
不
潔
的
器

m
應
在
第
三
天
及
第
七
天
以
水
洗
樵
(
戶

"
u

凹

刮
目
)
在
這
不
灣
的
七
天
內
一
切
被
不
潔
的
人
所
法

觸
的
物
件
亦
都
變
成
不
潔
的
(
戶
w
n
)
七
天
內
不

得
進
人
上
主
的
凶
所
(
戶
的
U
)

" l'叫72 

@
納
病
幾
時
人
忠

了
糊
的
就
有
了
法
作

上
的

不

海
股
與
人
隔
離
他
干
納
病
痊
念
病
念
之
叫
做
要
受
]
叫
祭

。

，

撿
驗
持
受
被
雌
性
的
取
譯
時
除
此
之
外
倘
有
房
囚
扎
扎
衣

服
的
峭
的
行
，
何
位
盯
屯
的
跡
來
他
將K
M仙
似
惋
掉
后
然
姚

依
沈
掀
(
仙
u
t
i
)川
的
病
條

。
淋
糾
忠
淋
的
的
人
昕
絨
觸
的
人
州
人
…
切
物
件

衣
服
叭
到
悅
上
泣
不
忍
的
他
圳
以
沈
混
(
仙
的

2

臼
)
遺
精
甘
向
全
犬
州
州
之
道
亦
觸
犯
法
律
上
的
不
潔
衣

服
使
身
惚
欣
F

以
洗
淨
(
仙
的
時
間
巾
幻

叩

H
)

行
蹤
的
叫
女
七
天
不
均
與
她
偵
緝
的
人
物
則
-
f犬
不

海
酬
地
洗
，
特
戊
洗
衣
(
仙
的
叫
自
)

與
行
純
M
K
M

房
的
另
人
仁
天
不
用
州
(
肋M
U
H
)

不
潔
法
律
的
解
釋
放
們
已
看
釗
不
線
的
來
源
主

要
有
三
死
悅
糊
病
放
淋
病
雖
然
這
三
種F
W
H的
木
必

並
非
罪
惡
因
為
非
來
自
人
的
自
由
意
志
糾
因
它
們
與

罪
必
有
街
切
的
關
係
必
泊
是
非
必
的
結
快
使
越
江
阿
以

此
「
天
主
的
聖
潔
人
民
」

(
巾

M
n
)
您
這
而
越
之

美
死
亡
(死
悅
)
是
罪
惡
|
原
罪
，
l

的
懲
罰
喘
病

則
山
區
人
於
死
亡
的
途w
m已
是
半
死
的
人
(
戶
也
問
)

淋
病
及
男
女
的
交
格
更
直
撥
與
原
罪
有
關
原
祖
犯
命

彼
所
發
現
的
第
一
件
許
便
是
走
恥
以
樹
葉
為
卜
以
來
逃

3
、
§
。

菱
赤
裸
的
身
總
(
創
3
7
1

U
)

E

刷
刷
的
面
所
泣
的
那
些
繁
雌
性
瑣
碎
的
取
海
做

低
仍
不
時
此
於
新
約
中
品
如
碗
盤
的
洗
樵
(瑪
幻
自
)

納
病
念
後
的
取
潔

(
瑪
8
2
s

m
s
u
s

路
4

盯
口

H

口
)
婦
玄
產
子
後
的
取
潔
等
(
路
2

位
)
位
是
悔

到
制
法
仔
細
於
食
物q
i挺
不
泛
的
竹
圳
已

M
K
船
“

(
叫
什7

間
)
夫
主
自
1
υ丑
叫
咱
巾
亦
曾
命
的
們
多
，
依

食
一
向
俊
的
們
瑟
法
律
兩
吟
辰
，1
的
食
物
(
表

的M
H
U

9
)
推
於
比
A
U
m府
內
的
你
干
彷
-
伙
外
殺
人
內
爾

民
受
冷
入
教

(
e
-
F
M
叫
)
，
叫
此
已
而
付MM
W
叫n
l
h
k
u、
吟

川
人
的

M
M圳
叫
(
心
戶
的9
)
收
叫
你
亦
位
叫
一
切
食
物

肌
肉
天
主
昕
造
化
泛
支
付
門
1悴
的
(
總
M
m

鐸
1

臼

趴
圳
的45
)
￡
川
圳
此
耶
穌
冶
陸
的
如
此
口
、
長
們
仿
火
山
仰

的
m
m
w泣
不
夠
的
“
缸
中
一
盤
的
垃
刊
也
內
什
忱
的
宗
教
吃
你

現
上
的
聖
潔

(
瑪
叮
扭
扭
帥
的日
叫
)
「
心
從
深
淨
的

是
俏
，
峭
的
凶
為
他
們
要G
U
M
4人
卜
仁
一
(
瑪5
8
)

叫
叫
l
M
代
雖
似
乎
投
無
狐
沖
卜
伙
作
的
化
什
杭
州
尸
川

有
尬
。
爪
到
怖
的
習
趴
在
則
叫
主
耍
的
手
潔
物
亦
如
叫
川
、

要
算
是
死
U
M
U
V
血
的
人
后
得
令
山
間
祭
艸
的
仰
仗
刊
必

的
人
間
家
後
有
沐
浴
的
例
的
歧
的
大
員
在
父
母
死
後

應
如
山
守
欠
三
年
間
然
是
平
的

h
h
u
k
4
4

小
仙
一
也
是
凶
內
他

三
年
內
不
源
不
得
參
圳
政
府
祭
天
的
種
仇
以
兔i
圳
持

。

，

祭
州
大
趣
拍
梅
方
面
的
收
潔
規
定
划
很
多
拉
伯
州
這
家

祭
天
之
前
的
七
-
K
吶
喊
沐
浴
清
明
的
前
的
消
咬
仁
、
叫

不
失
寒
食
清
明
川
打
掃
修
飾
祖
墓
作
為
祭
祖
的
擎
做
為

戒
划
間
要
消
心
法
慾
避
免
繁
華
遠
離
人
窄
淡
衣
節
食

等
等
的
抽
血
定
又
在
祭
獻
前
刻
一
定
要
洗
手
取
潔
此
外

向
家
組
神
牌
報
告
家
女
將
要
結
婚
之
前
釘
子
也
有
加

戒
沐
浴
的
必

E
但
概
括
來
扎
扎
削
叫
與
制
割
的
不
浮
法

律
比
較
起
來
簡
單
的
多
了
並
且
有
許
多
的
取
潔
神
只

有
局
部
地
問
他
性
的
作
川
羊
今
已
火
部
分
失
傳
(
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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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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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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憋
手

-
的
他
們
都
在
忱
卅
一
不
泌
的
去
那
你
將
要
來
臨
的
γ吭
高
你

“
一
大
的
唯

一
中
保
|
|
耶
穌
基
督

戶

戶
E
J
新
約
「
中
保
』
亡
刺
雄
然
亦
未
山
山
現
於

74 !r l叫

偏
t
口
凡
此
法
從
大
字
錄
但
巾
叫
悴
的
干
事
w
u
卸
的
確
存
從
“

郎
穌
叫
吼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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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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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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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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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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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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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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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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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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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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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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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
(
關
6
l
7
)
的
摘
錄

(
只
做
f

封
封
制
)
，
與
教
會
初

期
苔
於
七
0
至
九
0
年
闊
的
L
I

斗
莉
制
制
計(
U
E
E
E
)
很
類
比
統
觀
上
面
所
泌

的
說
們
認
自
用
直
至
有
新
的
E
R教
文
獻
出
土
為
止
孩
們

仍
未
能
肯
定
有
景
教
的
正
式
聖
經
譯
本
存
在
關
於
上

述
的
到
制
文
航
可
參
考
飄
劃
蚓
著
的
唐
元
二
代
之

M
M



教
一
九
六
六
年
出
版

(
乙
)
天

主
教
聖
經
譯
本

十
三
世
紀
末

(
一
二
九
四
)
方
濟
會
士
若
望
孟
高
維

諾
(
』
。
吉
。
三
角SZ
S
E
g
o
-

明
﹒嵩
﹒
H
N右
，
E
N
∞
)

耐
住
俐
在
中
國
傳
教
領
先
將
正
統
的
天
主
教
傳
入
中
國

從
他
的
信
件
中
我

們
得
知
他
將
聖
詠
及
新
約
全

怠
譯

成
了
結
但
人

(
吋R
E

門
)
通
用
的
語
言
且
在
禮
儀

中

揉
用
它
來
朗
誦
及
宣
講

(參
閱
m
E
B

咐，

B
E
B
E
E

-
-
泣
。
)只
可
惜
這
譯
本
早
已
失
傳
因
此
學
者

們
不

能
肯
定
他
所
說
的

「
縫
但
人
通
用
的
語
言
」
是
受
占

4
間
還
是
正
式
的
漢
文

隨
著
元
朝
的
滅
亡

(
一
三
六
八
年
)
在
明
朝
多

位
也
帝
的
迫
離
F

這
初
生
的
教
會
也
漸
漸
消
沉
下

去

了
經
過
了
近
二
百
年
的
織
默
耶
穌
會
士
學
方
濟
各
沙

勿
揖

(
?
-
p
gn
Z

M們
要
品
門

ω
}
)才
將
基
督
的
真

光
再
次
送
到
中
關
來

(
一
五
五
二
年
)
從
此
中
國
的

教
佇
叉
開
始
一
個
新
紀
元
在
這
新
紀
元
的
初
期
可
以

h
d沒
有
任
何
正
式
的
中
文
學
經
譯
本
只
有
一
聖
經
經

旬
注
解
如
利
瑪
油
田
(
去
兵
"
。
。
但口已
∞

-
H﹒
)的
天
主

甘
心
或(
一
九
九
五
)
陽
瑪
諾

(
明
白B
呂

5
-
E

凶
N

∞
-
『
﹒
)
的
十
誡
真
詮

(
一
六
四
二
)
等
二
聖
經
史
資

倘
述
如
梅
姐
或

(
U
E
R
E
F
D
E
ω
∞
-
H﹒
)
的
受

難
始
未
艾
儒
仰
起
(
7
z
s
k
o
E∞
-
H
)的
天
主
降
生

-
言
行
紀
答

(
一
六
三
五

)
等
三
局
部
聖
經
譯
文
如
陽

必

一
瑪
諾
的
聖
經
直
解
(
一
六
三
六
)
利
類
恩

(
F
E
Z

-
w
s
r
o
ω

-
}〕
的
彌
撒
經
典

(
二
八
尸
七0
)
司
鐸
日

75 l' l'叫

課
(
一
六
七
四
)
聖
母
小
日
品

(
一
六
七
六
)
已
亡

日

課
等第

一
本
中
文
聖
經
譯
本
是
巴
黎
外
方
傳
教
會
會

士
巴
設
(
』-
F
自
己
豈

-
M
W﹒同
)
的
譯
品
譯
自
拉

T

通
行
本

(
參
閱
「
技
J

文
譯
本
」
條

)
約
譯
於
一
七

0
0
年
只
譯
了
大
部
份
新
約
即
四
史
一
幅
立
自
會
編(
他

也
個
別
譯
了
同
本
一
路
且
目)
使
徒
行
傳
捏
一
保
祿
3
倍
及

希
1

其
餘
的
級
官
郎
希
2

l

u
七
封
公
函
及
默
示
錄

沒
有
譯
出

(
或
已
失
縛

)
譯
文
是
簡
單
而
通
俗
的
自

括
文
其
中
街
道
間
有
比
一
一
已
是
定
型
的
今
日
仍
採
用
有
些
一

則
不
大
清
楚
和
欠
缺
擎
確
可
惜
這
譯
本
沒
有
出
版
現

存
於
倫
敦
的

M
r
E
m
y
g
E
g
s
(
恩
高
舉
經
學
會

也
存
有
一
份
抄
本
抄
於
一
九
三
四

l

一
九
三
五
年
)

稱
為
2

虫
。
自
玄

g
g
g

宮
、
、
日後
馬
祖
遜

(
巳
『


F
Z
Z

古
自
己
g

口
)
在
中

國
出
版
的
第
一
本
基
督

教
中
文
新
仿
約
金
卅
日
(
後
叫
作)
的
新
約
部
份
也
脫
胎

於
此
在
香
港
的
香
港
大
學
問
也
做
仍
存
有
馬
氏
胎

一

八
O
七
年
帶
來
的
巴
氏
譯
木
的
一
份
抄
本

第
二
本
中
文
學
經
譯
木
|
|

也
是
第
一
水
中
文

新
的
約
全

K
H譯
本
l
o|

是
占
新
型
經
巾
耶
穌
什
士

M
A

消
泰
(
H
b
c
目
。
。

2
月

2
ω

』
)譯
叫
校
J

通
行
本
大

約
譯
於
一
八

3
年
只
做
了
(
也
可
能
是
失
掉
了

)

歌
及
大
部
份
先
知
沿

(
依
違
反
納
則
譯
山

)
並
按

(
U
R
E
-
-
5"
HL
旬
在n
ω
﹒
]
(卒
必
一
六
三
七
年

)

的
注
釋
本
(
約
。s
s
g
z
a
)
加
上
級
制
譯
文
簡
單

通
俗
有
時
帶
有
北
方
偎
誇
皂
、
冰
先
知
器
及
智
慧
志
的

譯
文
廢
底
不
易
明
白
因
何
名
抽
動
植
物
學
名
叫
此
研
制

術
譜
的
翻
譯
不
一
致
這
譯
木
也
沒
有
巾
版
原
揮
作
k
h

(
直
至
一
九
四
九
年

)
存
必
北
平
北
堂
國

各
館
的
心
日
的

聖
經
學
會
也
存
有
這
譯
本
的
局
部
攝
澎
本
(
列
上
凡
此

列
下
)
影
淤
一
九
三
六
年
其
他
部
份
則
於
中
日
哪
怕
爭

時
被
日

軍
突
毀

十
九
世
紀
末
兩
位
凶
為
神
父
著
手
翻
譯
聖
經
紀

多
默

(
正
名
未
詳

)
先
後
於
一
八
七
五
及
一
八
八
三

年
翻
譯
了
四
一
耐1日
及
宗
徒
大
事
錄
川
同
時
字
方
濟(4址

名
未
詳

)
也
翻
譯

了
四
一
服
音
可
惜
這
竺
譯
木
沒
布
問

世
譯
文

(
直
至
一
九
四
九
年

)
存
於
上
海
徐
家
經
間

書
館
一
八
九
二
年
巴
黎
外
方
傳
教
會
會
士
德
雅

(
H

H
)。」E
D

玄
，
切
可
)
山
山
版
了
他
翻
譯

的
四
史
學
紹
這
仲

說
譯
文
「
雅
」
而
不
「
信
」
一
八
九
七
年
耶
穌
會
，仁

李
間
做
翻
譯
和
山
版
了
新
純
金
學
祿
文
也
是
很
「
雅

」

而
不
常
「
佑
」
與
「
遠
」
尤
以
聖
保
必
力
的
兩

μ

木
他
紀
初

(
一
九
…
J

-

年

)
比
仙
的
翻
譯
f

〉
﹒
呂

E
E

明
月
2
月
2

的

F
g

闕
，、
2

間
M
E
E
F

q

旦
旦
2

2
g

s
s

n
E

Z

緝
名
悶
，
新
災
八
門
端
州
此
結

文
雅
而
遠
同

一
譯
詩
遠
山
版
了
M
M
M
.

-禍
首

(
a

九


七
)
和
設
解
阿
史
聖
經

(
一
九
內
心

)
一
九
一
九
年

耶
穌
會
土
約
靜
山
山
版
了
阿
福
音
隨
叫
做
文
山
版

f
M
川

經
全
集

(
一
九
二
二
)
譯
文
偽
掠
過
順
吼
叫
氛
熱
切
制

人
因
此
數
卡
年
來
成

了
中
國
天
主
教
會
的
|
|
可
以

說
|
|

「
中
文
通
行
本
」
因
此
耶
穌
會
土
巴
的
勒

己

﹒

V
E
P
M
W
a
h
﹒
』
也
惜
他
的
譯
文
出
版
、

f

科
鰱



47 

A口
編

「
~
九
三
亡
之
雄
說
如
此
但
在
聖
經
學
嚴
格
原

則
的
要
求
下

這
「
中
文
通
行
本

」
在
中
文

修
辭
尤
其

在
聖
經
學
衡
方
面
向
多
缺
憾
因
此
耶
穌
會
士

們
覺
得

有
修
訂
的
必
要
追
H
P、
一
九
四
八
年
出
版
了
修
訂
木
是

按
照
希
擻
原
文
修
訂
的

一
九
二
三
年
凹
劉
叫
淵
制
教
會
會
士
H

封
喇

(
MV﹒
切
。
E
A
E
O
門

宮

MW
-MM
﹒
)
翻
譯
了
新
經
公
函
和
默

示
錄
同
一
傳
教
會
會
士
歐
聲
石

(
HF
〉
E
E
N
R

去

開
-H
M﹒
)
也
先
後
鈴
一
九
一
五
及
一
九
二
七
年
翻
譯
了

學
保
祿
書
信
及
宗
徒
公
函
此
外
在
耶
穌
會
士
狄
守
仁

(
可-
M
VOH
R
m
.-﹒
)
領
導
下
耶
穌
會
士
也
出
版
了
福

音

(
一
九
四
0
)
新
經
全
吉

(
一
九
四
九
)
宗
徒
大

事
錄
(
一
九
五
五
)
及
羅
馬
魯

(
一
九
五
六
)
可
是

這
幾
本
譯
本
部
L
P

氏
歐
氏
和
狄
氏
的
譯
本
都
是
「
心

有
餘
而
力
不
足
」
未
合
水
准
?

上
述
的
多
種
天
主
教
譯
本
都
是
譯
自
拉
丁
通
行

本
只
有
肅
靜
山
的
修
訂
本
客
按
照
希
腦
原
文
加
以
優

訂
除
了
這
些
一
譯
自
拉
了
通
行
本
的中
文
譯
本
外
吳
經

熊
博
士
先
後
於
一
九
四
六
及
一
九
四
九
年
翻
譯
了
甜
甜

詠
譯
義
初
稿
及
新
經
全
集
譯
自
英
文
法
文
譯
本
譯
文

高
雅
劫
屢
欠
中
肯
尤
以
聖
詠
及
聖
保
祿
書
信
為
甚

一
九
四
五
年
為
了
漏
全
中
國
主
教
國
第
三
協
會

議
(
一
九
二
四
)
那
尚
未
滿
全
的
期
望
方
濟
會
士
雷

永
明

(
。
"
σ
2已
呈

-
E
E
m
z

。
-Hy
g

﹒
)在
當
時
教

廷
駐
華
代
表
蔡
寧
總
主
教

(
宮
開
門
﹒
ζ

﹒
N
E
E
)
的

贊
同
及
祝
福
下
淤
北
平
創
立
了
恩
高
聖
經
學
會

(
一

It ,i ( 問75 

九
四
八
年
南
選
副
叫
惜
時
至今
日

)
在
十
多
位
荊
淵
會

士
的
合
力
辛
勞
下
貸
了
十

六
年
工
夫

(
一
九
四
五
l

一
九
六
一
)
從
學
經
原
文
譯
就
了
全
部
聖
經
並
加

上

引
言
注
釋
和
附
義
凡
十
一
卷
共
九
千
多
頁
此
後
又
費

了
五
年
L
夫
(
一
九
六
三
i

一
九
六
八
)
將
這
十
一

卷
聖
經
重
加
修
訂
出
版
了
聖
經
合
訂
本
附
有
簡
短
引

言
注
解
繪
圖
附
錄
及
彩
色
地
國
多
幅
全
書
凡
二
千
餘

頁
這
是
中
國
天
主
教
會
有
史
以
來
的
第
一
所
星
級
學

會
也
是
第
一
本
譯
自
原
文
的
聖
經
中
文
譯
本

最
後
一
九
六
九
年
台
灣
光
啟
出
版
社
也
出
版
了

新
經
全
集
新
譯
本
凡
二
冊
即
回
一
福
音
及
宗
徒
大
事
錄

和
宗
徒
替
信
放
默
示
錄

(
丙
)
基
督
教
雪
經
譯
本

基
督
教

(
以
往
又
稱
更
正
教
誓
反
教
耶
穌
教
一
福

音
教
新
教

)
對
聖
經
的
中
譯
自
十
九
世
紀
開
始
也
有

不
少
的
責
獻

第
一
本
基
督
教
聖
經
中
文
譯
本
是
馬
士
曼

己
喜
旦
旦
角
皂
白
自
)
和
拉
沙

G
E
E
S

E
m
g

『
)

在
印
皮
譯
成
的
漢
文
譯
本
譯
自
拉
丁
文
本
新
約
譯
木

於
一
八
一
一
年
譯
成
聖
經
全
書
則
於
一
八
二
二
年
出

版

第
一
本
在
中
國
翻
譯
的
基
督
教
中

文
譯
本
則
由

第
一
位
基
督
教
傳
教
士
馬
禮
遜

(m
S
R
H

宮
。
E
Z
D

)

開
始
翻
譯
他
於
一
八

O
七
年
到
達
廣
州
帶
有
天
主
教

巴
氏
譯
稿

(
見
上
)
的
一
份
抄
本
一
八

-
0
和
一
八

一
一
年
他
先
後
譯
成
了
使
徒
行
傳
和
路
加
福
音
一
八

-
三
年
新
約
學
經
也
譯
成
了

寸
A
J
四
年
出
點苓
伊

值
約
則
由
米
憐

(
諾
言
"
s
g
v
戶
口0
)與
他
合
作

互
間

譯
出
因
此
一
八
二
三
i

一
八
二
四
年
聞
出
版
了
聖
經

全
占
共
二
十
一
也
一
八
四
五
年
刑
酬
的
兒
子
又
修
汀

了
路
加
福
音
及
使
徒
行
傳

不
久
以
後
由
麥
都
恩

(
g
E
Y
耳

其
)
郭
貿
獵

(
C
E
R

E

『
)
神
治
文

(
因
呵呵昌
呂

)
和
馬
關
遜
的

兒
子
C
.
m
-言
。
『
『HS

D
)組
成
四
人
小
組
準
備
一
新

譯
本
新
約
M
Y、
一
八
三
七
年
巾
版
名
為
新
遺
詔
書
是
石

印
本
舊
約
聖
經
划
於
一
八
三
八

l

一
八
四
0
年
間
山

版
一
八
四
0
年
郭
氏
叉
山
版
了
他
修
訂
的
新
迫
詔
書

改
名
符
救
也
主
耶
穌
新
造
沼
占
這
譯
本
也
會
被
太
平

天
國
所
採
用
但
頗
多
刪
改

一
八
四
三
年
倫
敦
會
公
海
會
美
國
浸
禮
會
等
派

代
表
到
副
創
舉
行
會
議
決
定
修
訂
一
更
完
善
的
譯
本

名
為
代
表
譯
本

(
口
已mm
nH
E
w
-〈
月
2

8
)
一
八
五
三

年
出
版
了
新
約
聖
經
也
必
對
C
O
巳

一
詞
的
譯
法
意

見
分
歧
出
版
了
兩
個
版
本
美
莘
學
經
會
採
用
「
神
」

恥
大1蚓
劃
叫
樹
用
「上
帝
」
。
劉
剛
剖
則
早
已
退
山
川拔

照
馬
士
曼
譯
本
另
行
出
版

(
後
詳
)

至
於
修
訂
舊
約
聖
經

則
另
行
改
組
一
個
來
自
廣

州
香
港
廈
門
福
州
寧
波

上
海
等
地
的
代
表
委
員
會
進

行
工
作
但
是
由
鈴
意
見
分
歧
分
成
了
兩
個
團
體
各
自

工
作
第
一
個
團
體
由
麥
都
恩
米
憐
施
敦
力

(
τ
z

p
g
s
n
F
)和
理
雅
各

(
H
m
B
B
F
n
m
間
。
)組
成
修

訂
工
作
|
|
更
好
說
|
新
譯
工
作
於
一
八
五
三
年



完
成
次
年
出
版
與
上
述
的
新
約
聖
經
代
表
譯
本
訂
在

一
起
名
為
代
表
譯
本
聖
經
另
一
團
體
則
由
梓
治
文
和

到
閥
割
(宮
﹒ω
﹒的
丘
Z
E
S
)

組
此
一
八
五
九
年

及
一
八
六
二
年
先
後
出
版
了
新
約
聖
經
和
舊
約
新
譯

本
為
美
華
聖
經
會
所
採
用

浸
禮
會
則
由
高
德

(
『﹒
。
。
左
"
且
)
修
訂
馬
士

劃
譯
扎
一
八
五
三
年
出
版

了
新
約
釗
缸，

一
八
八
三
年

又
出
版
了
這
新
約
全
書
的
修
訂
本
由
羅
爾
梯

(
開-
C

F
Z
包
)修
訂
至
必
舊
約
則
先
由
高
氏
後
由
羅
民
完
成

一
八
六
八
年
出
版

一
八
九
0
年
基
督
教
在
上
海
舉
行
傳
教
大
會
議

決
出
版
和
合
譯
本

(
d旦
旦

〈
自

己
3
)
分
文
理
淺
文

理
和
國
語
三
種
版
本
文
理
和
合
譯
本
先
後
由
湛
約
翰

己
。
z
n
z
-
5

月
二
艾
約
瑟

已
。
Z

Z
開
口
r
5
ω

)

惠
志
道
(
『。Z
J
E

Z
呵
呵
)謝
街
神
情(
N
﹒ω
FO
R
E
-
已
)

沙
牧
師

(
豈-T
E
E
Z
虛
壹

(
】
巳。
1
)
和
皮
堯
士

(
吋-J有
﹒
可
2

2

0

)
資
責
新
舊
約
先
後
於
一
九

O
六

及
一
九
一
九
年
出
版

文
理
譯
本
山
版
後
私
下
進
行
淺
文
理
譯
本
的
有

個
領
格
非(
】D
Y口
。
已
岔
子
)
和
施
約
瑟
主
教

(
∞-
M
F

F
Z
門
O
R
E
S

Z
)
前
者
的
新
約
出
版
於
一
八
八
五

年
舊
約

(
譯
至
雅
歌

)
則
於
一
九
O
五
年
面
世
後
者

的
新
醬
約
聖
經
則
於
一
九

O
二
年
出

版
至
於
官
方
的

-
淺
文
理
和
合
譯
本

則
，
問包
約
翰

(
〕
∞
切
E
E

口
)

必

一
白
漠
理
(
戶
留
在

m
O
H
)
紀
好
開

(
見
自-
C
S
4
2
)

F
J努
唱
起勝

2
.
ρ
o
s
g
d和
派
約
紛
己

-
O
E
O
H
Z
8
)

76 ,If 內

員
責
只
山
版
了
新
約

(
一
九
O
四
年
)
以
英
文
修
正

譯
本
為
藍
本

國
語
譯
木
川
先
有
南
以
國
括
新
約
聖
經
譯
本
一

八
五
七
年
出
版
由
麥
都
恩
和
施
放
力
譯
成
總
有
北
京

國
語
新
約
譯
本
由
五
人
委
員
會

(
開n
r
z
p

云
間
已
P

回
E

E
P

F

Z
Z
Z

Z
S

S
u
旦
旦

m
OH
)譯
成
一
八
六

六
年
卅
版

一
八
七
二
年
出
版
修
正
本
由
必
「
C
O
U

」

的
譯
法
分
歧
故
有
「
神
」
「
上
帝
」
及
「
天
主
」
三

種
版
本

一
八
七
四
年
施
約
瑟
主
教
出
版
了
當
約
國
語

譯
本
因
此

一
八
七
八
年
封
封
到
割
到
制
將
這
本
舊
約

國
語
譯
本
與
北
京
新
約
譯
本
合
并
成
一
本
聖
經
全
書

此
後
楊
絡
非
又
翻
譯
一
本
學
經
白
話
譯
本
新
約
於
一

八
八
九
年
出
陌
臘
哲
約
只
譯
了

一
部
份

國
語
和
合
譯
本
自
一
個
七
人
委
員
會
頁
責
後
只

剩
下
狄
考
文
2
.
這
豈
且

2

門
)富
善
2
.
CS
E

n
y
)

鮑
康
寧

(
H
Y
J
ξ
﹒
F
口
。
『
)文
牧
師

(
C
﹒
O
Z

D
)和

鹿
依
士

(
∞-C
S
ω
)
新
約
學
經
於
一
九
O
六
年
出
版

聖
經
全
書
則
肝
、
一
九
一
九
年
出

版
先
後
費
了
二
十
七

年
的
L
夫

此
外
尚
有
全
部
或
局
部
學
經
的
方
言
譯
本
如

上

海
語
一
福
州
諾
寧
波
語
廣
州
語
廈
門
這
個
與
化
語
蘇
州
語

客
家
語
台
州
譜
蒙
占
這
個
安
南
語
花
茵
話
娃
寧
革
開
瀚
州

語
仙
頭
語
西
藏
語
五
經
富
語
溫
州
軍
閥
等
譯
本

上
面
所
談
的
一
切
譯
本
由
馬
士
曼
譯
本
開
始
至

各
種
方
言
譯
本
為
止
全
是
外
國
傳
教
士
的
譯
品
一
九

二
九
年
開
始
了
基
督
教
學
人
譯
恆
的
紀
元
第
一
本
是

朱
賢
惠
與
饗
兆
祥

(
早
已。E
E
r
R
)的
新
約
全
存
譯

本
(
一
九
二
九
)
賽
氏
死
後
朱
民
再
作
新
譯
譯
自
希

臘
原
文
一
九
三
六
年
出
版
第
二
本
是
王
宣
忱
的
新
約

全
書
(
一
九
三
三
)
即
官
譜
和
合
譯
本
譯
自

一
九
一

六
年
倫
敦
印
行
的
拉
丁
文
本
第
三
本
是
目
振
中
的
新

約
全
書

(
一
九
四
六

)
譯
自
蘇
特
爾
編
的
希
臘
譯
本

(
∞E
Z
F

吋
昌
平
一
九
五
二
年
卅
版
新
約
新
譯
修

稍
一
九
七

0
年
出
版
全
部
聖
經
第
四
本
是
降
」
川
f
m
h圳

鄭
壽
餓
的
國
語
新
舊
庫
譯
本
新
約
全
書
新
約
部
份
於

一
九
三
九
年
出
版
新
約
與
詩
篇

(
舉
一詠
)
的
第
三
版

試
驗
本
則
於
一
九
五
八
年
出
版
此
外
倘
有

一
些

一局
部

的
聖
經
譯
本
如
譯
自
英
文
本
的
現
代
語
文
學
經
新

約

譯
本
(
一
九
五
六
)自
號
「
蒙
恩
者
」
譯
的
新
約
雅
件

喬

(
一
九
五
八

)
王
一
幅
民
吹
師
的
漢
英
對
照
文

-
r
n
白

話
兼
用
的
雅
歌

(
一
九
六
0
)劉
翼
凌
的
新
譯
約
翰
福

音

(
一
九
六
四
)
攘
間
聖
經
公
會
將
出
版
以
現
代
μ

語
所
譯
成
的
新
約
全
書
現
在
正
在
排
印
中
將
鈴
木
年

(
一
九
七
四
)
年
底
出
版
問
世

(
梁
)

%
阻J
「
。"已
@
川
崎
明
雅
各
伯
悄
第
五
子
巾
科

-
J

'

、
女
彼
耳
哈
所
生

(
創
狗
1

1
6

)

與
納
斐
塔
里
是
同
父
罔
母
兄
弟
故
此
二
人
在
家
譜
上

常
相
提
並
論

(
創
沾
自

的
自
出
1
4
)
此
名
之
原
芯

按
聖
經
解
釋
是
「
天
主
對
我
公
道
」

(
創
狗
6

)
亦

即

「
伸
冤
」
之
意
但
聖
經
對
這
位
聖
祖
部
絕
少
記
載

@
支
派
及
地
名
支
被
原
居
住
的
地
區
是
在
林
鍊

及
周
刺
剛
剛
﹒
之
閥
門
問-
u
h
u
2

站
帕
W
叫
|

句
」



49 
快
單

但
未
能
完
全
統
治
佔
領
這
一
區
域
且
倍
受
阿
摩
黎
及

培
肋
舍
特

人
之
迫
害

(
民
I
M
)
於
是
只
得
向
北
遷

移
至
約
但
河
上
流
佔
領
肋
笙
城

(
蘇
"
“
民
的
)
即

挂
依
士
(
民
的
7
)
此
城
為
約
但
河
發
源

地
在
加
里

肋
亞
湖
北
約
四
十
公
里
亦
稱
寫
丹
聖
經
作
者
們
以
之

為
許
地
的
最
北
點
(

民
幻
1

撒
上
3
m
撒
下
口
u

編

上
幻
2
)
日
後
丹
艾
派
定
居
之
地
大
約
在
約
但
河

上

游
東
部

(
民
M
ms
e

叩
戶
"
7
u

申

泊
位
)
佔
有

提
洛
通
往
大
|
闖
出
割
的
大
道
此
文
派
按
蘇

所
放
分
得

的
地
區
最
小
介
於
厄
弗
辣
因
本
雅
明
猶
大
三
支
派
和

沿
海
培
肋
舍
特
人
之
間

(見
蘇
"
“
|

岫
)它
的
人
口

統
計
雖
然
在
戶
1

訕

訕
2

扭

扭

鈞
廿
謂
可
以
作
戰
的

人
數
達
六
萬
但
丹
人
口

最
少

(
創
怕
自
戶

泊
位
)
民

凶77-80 

的
u

謂
只
有
六
百
戰
士
丹
支
派
在
丹
織
建
有
神
像
並

有
一
肋
末
人
在
其
地
益
司
祭
職
(民
間
H
|

甜
叩

剖
)

日

後
雅
洛
貝
罕
立
丹
為
北
國
的
一
宗
教
中

心
建
有
金

牛
領
供
人
禮
拜
以
與
南
國
猶
大
的
耶
京
分
庭
抗
禮

(
列
上
也
臼
叩

)
丹
地
區
在
公
元
前
七
三
三
年
為
亞

述
王
提
革
拉
特
石
肋
色
爾
三
世
所
佔
領
創
歸
默
基
多

行
省
一
部
份
人
民
被
撕
往
他
方

(
民
M
M

)
(
韓
)

7
A
1
且
成
「

!
J

「
五
城
」
在
學
經

上

竹
r
E
d
m
'
，

-
F
D
H
呂
。

-
5
)

:

-
•• 
4
J

J
'

、
只
見
故
一
次
(
智
的

6
)
所
謂
「
五
城
」
是
指
約
但
河
東
的
索
多
瑪
哈
摩

辣
阿
得
瑪
責
波
殷
貝
拉

(
創
刊
吋2
8

亦
名
左
哈
爾

)

而
言
這
五
座
同
屬
一

個
區
蛾
而
彼
此
獨
立
的
城
市
各

有
各
自
的
君
王
但
彼

此
之
間
部
訂
立
了
盟
約
以
攻
擊

或
防
個
問
品
共
同
的
敵
人(
創
刊
)
由
於
其
中
的
居
民

奢
淫
逸
受
到
了
天
主
的
咽
閥
割

主
派

J
日
之
闆
金
銀
於

天
火

(
創
川
口
)

關
於
五
娥
的
位
置
過
去
會
有
兩
種
強

烈
相
對
的

意
見
一
說
主
張
是
在
死
海
的
南
端
妨

一
說
則
強
淵
應

在
死
海
的
北
端
加
穌
耳

(O
E
S

己

)
地
區
就
是
它
們

的
原
址
但
是
現
代
的
學
者
幾
乎

一
致
擁
護
的

一
治
法

郎
死
海
南
邊
地
區
應
是
五
城
的
所
在
地
這

一
意
H
M釘

它
非
常
有
價
值
的
證
攘

師
學
地
地
誌
及
著
名
的
默
德

巴
地
圖
都
將
五
城
宣
於
南
端
見
索
多
瑪
哈
摩
孤
立
波

段
貝
拉

(
在
哈
爾

)
草
地
地
站
默
德
巴

(
絲
)

a
E
L
室
，

\
H
V
n
E
B
n
c
n
y
/

l
九
i

i

t
i

。

r
H
晶
至
二

)
見
你
瑟
五

3

7

1
】

司
司E
/
H
V
O
D
E
o
z
n
y臣、

A
L
m
z

、
建
Z
主

/

υ

"
γ
H
控
制
(
閏
月
戶E
E
E
2)
見
聖
經
中
的
他
物

"
五
贖

回
2
作
石
屋
里
包
A
Z
Z

-

-
-
F
I

'

‘

t
r

t
s

、
約
多
次
提
五
內
五
驗
成
γ
几

臘
六
刷
刷
從中
文
來
看
五
內
即
五
驗
所
謂
五
臟

郎
心
肝

脾
肺
腎
所
謂
六
俯

郎
腿
胃
勝
航
三
焦
大
小
股

(
見
辭

海
五
膜
六
鵬
條

)
不
過
這
是
按
五
臟
六
鵬
就
字
面
的

狹
意
解
釋
但
在
實
際

應
用
上
往
往
則
是
廣
意
地
泛
的

人
的
內

臘
未
必
將
五
纖
心
肝
脾
肺
臂
一
一
包
括
紅

內

如
我
國
慣
說
的
「
肝
腦
塗
地
」
「
肺
鵬
之
言
」
「
心

肝
寶
貝
」
等
普
通即
是
所
說
的
借
意
喻
意
或
象
徵
惹

的

說
法
同
樣
在
希
伯
來
文
內
也
是
如
此
可
譯

作
五
內
或

五
臟
的
希
伯
來
字
約
有
三
個
師
B
O
F
M
F
R
E
E
S
-



冉
冉
閥
門
。
σ

按
這
三
字
在
聖
經
裡
的
用
法
固
然
有
能
統
泛

指
五
驗
之
意
如
戶
5
自
出
凹
，
撒
下
m
u
等
處
但
多

次
只
指
內
驗
之
一
如
胃
或
腸
如
編
下
釗
間
或
民
意
的

指
肚
腹
如
戶

5
n

納
2
1

創
釗
缸
更
多
用
為
子
宮
或

母
胎
如
創
討
自
耶
l

s
m
口
詠
n
u
依
俑
3

戶
u
n

等
有
時
也
指
動
物
如
牛
羊
等
的
脂
肪
獻
全
熔
祭
時
即

路
將
祭
物
的
脂
肪
焚
化
(
出
m
u
)此
外
按
希
伯
來
人

的
想
法
人
的
情
欲
愛
憎

感
受
痛
苦
甚
或
魂
魄
與
生
命

多
是
附
於
五
廠
內
尤
其
心
或
血
內
(
見
心
與
血
條
)
因

聖
經
往
往
以
五
臟
有
同
情
憐
憫
之
意
這
正
如
中
文
所

說
的
情
鏡
心
腸
如
「
兒
女
情
腸
」
「
銘
感
五
中
」
等
相

類
似
如
詠
的
口
「
主
求
你
對
我
不
要
撒
罔
你
的
憐
憫
」

按
原
文
乃
是
求
你
不
要
關
閉
你
的
五
戚
或
情
腸
至
所

說
五
磁
乃
魂
魄
甚
或
生
命
之
所
繫
如
撒
上
討
肘
所
說

「
嚇
的
魂
不
附
體
」
按
原
文
乃
魂
魄
離
開
了
他
的
五

艘
列
上
口
到
「
求
你
使
這
孩
子
的
靈
魂
再
罔
到
他
的

身
上
」
按
原
文
為
再
進
入
他
內
或
他
的
臟
鵬
內
由
此

可
知
上
述
三
個
希
伯
來
字
多
指
五
內
或
五
中
也
由
此

可
知
中
文
的
五
內
或
五
路
除
照
字
而
指
人
獸
的
臉
M
m

外
(
如
戶
5
位
出
凹
，
則
U
M
撒
下
m
M
加
下
9
5

憫1
廿
一
詠m
H等
)，

也
侈
取
其
倍
意
指
情
感
而

-
Z口
的
叫

衷
2

日
「
五
內
游
勝
」
歌
5
4

「
五
內
大
為
感
動
」

參
凋
謝nH
m
1刷
刷4"

等
品
至
於
學
喇
喇
更
以
象

.
徵
意
為
表
示
他
對
贊
肋
孟
的
愛
稱
他
為
「
我
的
心

"

一
肝
」
曲H
U
核
希
股
文
也
用
的
是

S
E
E
聞
自

拉
丁
文

-
4
F
R
O
E

卸
五
廠
或
勝
防
二
字

(
也
輯
)

81 ,II 凶

1
戶
1
月
U
H
B

E
H
o
g
z

J
名
稱
「
五
旬
筍
」

8
3
4
E
F
E
E
F
H
H
3
4
4

戶
由
b
i
l
l
;

』

:

-
/
p
i

t
f
i
e
r
i
-

即
是
在
第
五
十

天
上
所
慶
祝
的
街
口
這
第
五
十
天
是
自
給
越
筍
聽
大

麥
後
算
起
毫
無
疑
問
(
肋
n
H
H
申
時
，
刊
)
但
起

算
的
第
一
天
卻
有
兩
種
算
法
兩
種
算
法
都
是
以
安
息

日
為
起
點
(
肋
n
u
)
第
一
種
位
法
是
以
這
安
息
日

是
指
逾
越
節
過
期
內
適
逢
的
安
息
日
所
以
依
照
這
一

算
法
五
飼
笛
常
是
在
蔚
大
麥
後
第
七
個
安
息
日
的
次

日
即
現
今
的
主
口
上
舉
行
繳
位
來
人
隨
從
這
一
算
法

部
宮
殿
存
在
一
日
創
按
這
一
算
法
舉
行
五
旬
節
學
教
會

也
在
這
一
天
上
舉
行
向
己
的

五
甸
筍
師
學
神
降
臨
街

第
二
種
算
法
是
以
這
安
息
日
是
指
逾
越
笛
的
第
二
天

(
肋
幻
7
)
γ追
一
天
應
視
為
安
息
日
因
為
這
一
天
如

其
他
安
息
日
一
樣
要
召
集
砂
土
會
任
何
勞
工
不
許
做
逾

越
筒
的
第
一
天
可
在
一
過
內
任
何
一
天
上
銀
行
因
此

五
例
節
也
可
在
一
過
內
任
何
一
天
上
路
行
法
利
寒
人

隨
從
這
一
計
算
法
自
公
元
七
十
年
從
聖
殿
已
不
從
存

在
猶
太
人
依
照
這
一
算
法
舉
行
五
甸
筍

五
何
節
又
稱
為
七
七
節
即
七
桐
七
天
後
應
過
的

慶
節
(
出
M
H
n閉
的
刊
編
下
8

刊

)
或
稱
為
初
熱
翻

(
戶
泌
品

)
或
稱
為
收
成
節
(
卅
幻
M
)
是
以
民
男

子
每
年
應
往
耶
京
朝
鑿
出
現
於
上
主
面
前
的
三
節
腹

中
的
第
二
個
節
版
(
山

M
n
申

M
H
宗
2
5
6
)

禮
何
以
逾
越
節
即
無
酵
筒
內
聽
新
祭
山
路
聽
獻
的
是

新
收
的
大
麥

(
肋
n
u
l
u
)
是
春
季
初
收
向
上
主

奉
獻
的
前
的
新
祭
五
旬
節
內
認
新
祭
晰
地
認
獻
的
是
春

夏
之
交
初
收
的
小
麥

(
助
的
口
)
是
夏
季
初
收
向
上

主
奉
獻
的
後
薦
新
祭
兩
薦
新
祭
都
是
依
搖
體
制
單
行
前

的
新
祭
行
搖
值
的
祭
品
是
一
來
初
收
的
大
麥
後
的
新

祭
行
搖
體
的
祭
品
是
用
初
收
小
麥
發
酵
細
麵
做
城
的

兩
個
家
常
用
餅
此
外
應
加
獻
的
是
七
隻
一
歲
無
瑕
的

公
蒸
羊
一
頭
公
牛
積
兩
隻
公
綿
羊
以
及
配
獻
的
祟
祟

和
食
祭
獻
與
上
主
作
為
馨
香
的
全
熔
火
祭
一
坐
公
羊

作
贖
罪
祭
兩
隻
一
歲
的
公
羔
羊
作
和
平
祭

(
肋
n
u

u
)
和
平
祭

祭
品
總
與
起
新
祭
祭
品
同
時
舉
行
時
間
位

獻
與
上
主
歸
於
司
祭
以
上
是
除
每
日
應
獻
的
日
常
與
﹒

外
應
獻
的
節
慶
祭
品
節
慶
祭
品
與
月
朔
和
無
酵
簡
短

日
悠
獻
的
祭
品
相
同
參
見
戶
認
惟
戶
必
對
於
祭
品
已

穢
的
較
為
詳
益
然
不
無
異
同
如
肋

n
H
「
一
副
公
仆γ

積
兩
隻
公
綿
羊
」
戶
認
盯
卻
作
「
兩
頭
公
牛
稍
一

隻
公
綿
羊
」
同
時
對
於
素
祭
祭
品
不
但
指
山
其
分
U
此

而
且
還
說
明
細
麵
赴
刑
沁
訓
，
圳
的
細
麵
(
戶

m
m

缸
)
此
外
在
這
一
天
內
應

月
廿
k
m
h鬥
任
何
勞

-L

都
小

許
做

意
義
五
旬
節
的
芯
義
是
有
於
感
恩
感
謝
天
電
腦

與
肥
伏
的
一
幅
地
由
主
賜
一
臟
又
打
f

想
富
的
收
稚
(
仙

幻
9

叩
申
必
-

-

u
)
這
一
節
鹿
原
是
以
民
在
進
入

一
稿地
從
事
農
業
後
過
的
街
股
征
巴
力

斯
坦
秋
季
懦
叫
做

春
季
收
割
先
收
大
麥
後
收
小
麥
除
感
恩
外
尚
對
天
主

表
示
敬
畏
為
此
奉
獻
贖
罪
祭
與
和
平
祭
求
天
主
您
昇

再
多
關
恩
賜
稿
此
外
每
人
應
按
自
己
的
財
力
奉
獻
趙

品
與
自
己
的
家
人
僕
牌
，
帕
米
地
的
肋
末
人
外
方
人
也



~
兒
寡
婦
骨
文
數
作
樂
頌
謝
天
主
教
自
己
脫
離

奴
役

得
成

訂

~
海
與
天
主
立
迪
遜
字
自
由

的
子
民

(
肋

n
n
山
叩M
山

-
-
-

M

M

刊
)
天
主
的
救
恩
常
是
普
遍
的
寫
此
到
了

一
公
元
前
二
世
紀
左
右
猶
太
經
師
以
五
旬
節
符
函
門
山

汀
立
盟
約
過
年
的
紀
念
日
(
山
m
m
)
這
並
不
是
指
他

們
不
知
道
自
出
離
埃
及
至
西
乃
山
並
不
只
有
五
十
天

(
出

m
w
2
)他
們
所
注
重
的
並
不
是
五
十
天
的
復
數

而
是
逾
越
筒
與
五
飼
節
間
的
意
義
就
如
五
旬
節
結
束

逾
越
筍
間
接
以
民
到
了
西
乃
山
也
結
束

了
他
們
仙
走

的
行
程
在
西
乃
山
有
了
絕
大
的
收
穫
與
天
主
結
立
了

盟
約
這
一
段
落
對
於
他
們
得
成
為
天
主
的
子
民
太
富

有
意
義
了
所
以
他
們
以
五
旬
前
來
紀
念
這
一
事
趴
質

在
挂
名
正
品
順
的

新
約
五
旬
筒
新
約
有
自
己
的
途
仙
也
節
(
右
的
缸

抽
瑪
必
口
甜
絡
前
5
7

8

)
也
有
自
已
的
五
旬
節

(宗
2
1
)除
兔
世
界
的
天
主
羔
羊

(
右
1

"

)
被
宰

殺
祭
獻
後
五
十
夭
夭
主
蜜
神
由
天
降
臨
正
式
結
束
值

約
開
創
新
約
在
世
成
立

了

基
督
的
教
會
天
主
車
子
在

世
播
種
的
收
穫
從
此
五
伺
節
在
新
約
內
成

了
學
神
降

臨
筍
這
一
筍
慶
更
彰
顯
了
逾
越
筒
與
五
旬
笛
間
的
關

係
這
一
笛
反
有
比
內
乃
山
的
顯
現

(
山
m
M
Hl

u
l

宗
2
2

1

3
)
天
主
藉
娶
一
腳
肉
世
界
宣
布了
新
約
的

法
律
某
一
倍
的
法
律
信
仰
的
法
律
(迦
6

2

羅
3

盯
間

)

刻
在
人
心
的
法
律
作
證
天
主
住
在
我
們
內
我
們
是
他

的
，
寸
長
是
他
的
新
「
以
色
列

」
(
巾
ω
-
-

e

耶
n

M
1

M

則
必
甜
|
m
u

n

E
6
“

l

盯

曰

“
M
M
|

缸

l叫81 

格
後
3
3

迦
6
H

希
8
8
問
怕
的
2
9
刊
)
是
他

的
新
受
造
(
創
1
2

申

犯
6
1

維
5
5
格
後
5
口
哥

3
刊
)
基
督
死
役
，
做
活
叫
做
活
後
升
天
白
天
與
父
岡
派

造
型
腳
來
自
往
滲
透
宗
他
拘
佑
眾
的
心

M
H
(
4
拉
的
M

M
N
H
H
)
川
成
了
他
的
仙
似
般
事
業
以
後
m
f
A
艸
在
但

總
掛
叫
他
的
仁
作
做
附
叫
他
的
仙
似
圓
心
事
化
伙
叫
什
使
心
眾
叫
叫

他
而
生
活
存
在
他
內
覓
到
世
界
終
結
主
再
投
來
臨
時

(
瑪
m
m
右
M
H

M

)
這
一
事
做
的
芯
誰
是
多
方

面
的

一
這
一
事
跌
倒
創
了
「
末
世
時
代
」
師
們
約
常

提
到
的
「
最
後
時
期
」
←
默
西
亞
時
期
」
或
「
木
日

」
成
「
那
一
天
」
(
依
2

2

1

‘

歐
3

5

后
4
M

恆

M
S
)
在
這
一
時
期
內
天
主
要
賞
一
賤
他
的
頭
許
完
成

他
救
般
人
類
的
計
釗
宗
徒
們
在
充
滿
娶
一
腳
後
發
友
就

職
宣
一
一
口
就
被
鐵
這
一
唱
跡
引
誰
的
約
法
明
天
主
自
踐

了

「
在
末
日
要
將
他
的
神
傾
注
在
所
有
有
血
肉
的
人

身
上
」
的
頭
一一

一
-
口

(
岳
3

!
5
l
u
m
2

H
U

參
見

叫
“
盯
甜

缸

剎
3
5
|8
)
筒
約
常
提
到
天
主
用
火

提
緣
人
心
消
除
人
罪

(
依
1

自
耶
6

甜
甜
則

泣

口
l

扭

扭
口
，
拉
3
2
3

)
耶
穌
的
前
驅
若
翰
和
耶

穌
自
己
亦
曾
說
門
徒
要
受
捏
一
神
的
火
洗
在
這
一
天上

全
部
應
驗
了
(
瑪
3
u

谷
1
8

路
3

2

省
1
祖

宗
1

5

2
1
l

﹒

)
從
此
以
後
宗
徒
和
門
徒
只
有
拳
主
命

(
瑪
m
H

)
給
人
受
洗
作
寫
進
入
天
國
默
西
亞
神
圓

的
入
門
捏
一
事
(
的
研2

抽
叫
8
臼
抽

m
n
叫
參
兒
鰻

63

l
u) 

三
這
一
事
跡
證
明

夫
主
宵
的
了
敘
臘
人
而
凹的

。

創
使
天
F

瓜
反
聚
集
歸
戶
叫
樹
於
支
起
山
「
天主
的
以

賜
(
右
ω
M

U
刮
目

也
扭
圳
且
V
H
M
創
刊

，
〕
許
學
州
內

可
圳
比
(
敝
在
基
層
內
共
吭
一
身
(
維
也
5
迦
3
甜
l

M
)
，
冉
波
街
叫
他
族
所
被
刺
刀
似
的
分
別一肉
口
、
是
一
例

朴
，
附
加
一
伙
學
艸
說
如
口
(
有
州
、
正
例
心
位

-
m例
崎
比

他
一
個
為
來
人
之
父
的
反
不
(
州
4
3
6
他
的

山

凹
H
血
甘
地
格
的
l

u
8
6

ω
口

門
M
﹒

7
)
付H
H
M
自

教
會
在
她
誕
生
之
日
就
表
現
她
的
根
質
H
K
T
h
+
u
m
f
卅
一

至
公
崗
山
市
徒
起
傳
的(
依
2
1

l
5

M
N
6

1

8

ω

I
H

米
4
Z

S
H右
4

創

制

京
Z

S
間

)

三
一
大
主
學
子
一
降
來
就
執
行
他
依
父
命
代
人
a
h刷

莽
的
使
命
(
希
ω
s
M
A
仲h
v
M
H
打江
盯

M
U

M
H
)

天
主
學
艸
一
降
來
就
執
行
父
糙
，卜
，
妥
品
的
加
他
的
使
命

(H
AM
s
-

u
)
存
在
教
什
內

(
廿
七M
M
口

)
如
圳

教
會
認
識
一
切
與
熱
怨
起
主
所
泌
的
一
切
(
右
M
H

凹

的
時
|

刊
)
伴
隨
她
為
主
作
結

(
右
的
自
盯

)

在
世
鞏
固
建
立
推
廣
拓
展
他
的
干
凶
直
釗
天
誕
地
角

(串
串1
8
刮
目
)
直
到
悅
界
甜
躬
盡
主
再
降
來
籍
制
門
世

界
(
瑪
話
“
宗
l
u
)

川
市
徒
大
事
錄
質
堪
稱
為
「
哪
一-
州
的
福
音
」
氾
做

學
神
在
悅
以
各
種
德
能
腳
心
學
化
教
會
使
教
會
充
淪

活
力
在
世
保
管
主
的
存
心

(
弟
的
6

叩
弟
復
l
H
)

身
為
真
理
的
住
石
和
基
礎

(
俏
，
則3

H

)
執
行
主
妥

託
給
她
的
仙
似
般
人
類
的
傳
教
使
命
(
山
市
小
4
.

u

u
2

。

-

M
U凹
的
e
m
H

H
1

H
)
新
約
其
他
的
得
典
全
蛙
在



里
神
椎
動
下
一
編
築
撰
寫
的
經
典
記
載
宗
徒
和
信
徒
在

車
神
啟
迪
引
導
下
所
作
的
傳
道
和
信
道
的
工
作
與
生

活
(
路
1
1
|

a
若
甜
甜
缸
n
u
自
伯
後
3
H
|

時

若
-
ei
1

1

4
默
1
1
|

s
n
u
H
)
這
並
不
是
說

咨
約
的
經
典
不
是
白
雪
神
默
感
所
寫
的
經
典
而
是
說

就
如
「
天
主
在
以
往
屢
次
以
各
種
方
式
藉
先
知
對
我

們
祖
先
說
話
但
在
這
末
期

內
卻
藉
自
己
的
兒
子
對
我

們
說
話
」
(
希

I
I
2
)
同
樣
天
主
學
赫
在
以
往
屢

次
以
各
種
方
式
藉
先
知
教
導
世
人
但
在
這
末
期
內
卻

親
自
降
來
住
在
教
會
內
教
導
指
引
世
人

(
羅
5
5
8

H
|

M

弗
1
H

迦
4
4
1

6
伯
前
l
u
l

M
伯
後
1

刮
目
若
-
3
μ
4
刊

)
這
是
巾
父
懷
降
來
人
世
而
又

復
返
父
慢
的
天
主
聖
F

的
行
程
的
目
的

干
右
的
自
1

甜
)
是
他
由
學
父
求
得
而
紛
與
他
人
的
最
大
的
恩
惠

(
若
3

“
7

訂
1

凹
的
7

宗
5
臼
裕
前
3
時
口

6

凹
)
是
新
約
與
筒
約
不
同
的
關
鍵
是
當
約
時
代
的
人

期
待
生
活
於
其
中
的
幸
福
時
代
(瑪
的
吋
叮
若
8

間
)

新
約
除
宗
2
1

外
尚
有
兩
處
提
到
了
五
旬
笛
即

宗
m
M
格
前
的
8
復
活
筍
新
約
的
逾
越
筍
和
降
臨
筍

新
約
的
五
旬
節
都
適
逢
安
息
日
的
次
日
即
現
今
的
主

日
(
默
1
刊
)
所
以
墓
教
會
自
初
與
以
來
就
在
這
一

天
上
依
時
慶
祝
這
兩
節
慶
記
念
主
的
復
活
租
車
帥
的

降
臨
這
也
宗
徒
尤
其
車
保
祿
宗
徒
行
事
的
態
度
和
著

-
作
內
得
到
證
明
參
見
宗
m
H
格
前
5
7
.

伯
前
1
"

的
品一l

n
默
5
以
及
若
2
H
6
4
U
目
的
目
的
口
“

戶

見
盟
約
紳
恩
教
會
學
耕
火
祭
獻
鄧
麗
(
漁
)

82-84 P4 

位
正
且
也
會
總
區
(
5間E
E
H
7
)
品

一
個
多
收
名

『

-

7

二
叫
詞
，
、

詞
有
「
卷
」
「

冊
」
之
意
但
在
學
經
學
上
已

成
為
術
譜
是
專
惜
在
以

民
節
日
上
所
公
共
誦
讀
的
五
卷
經
而
言
故
稱
「
五
卷

經
」
飢
餓
越
筍
誦
讀
的
雅
歌
五
旬
節
誦
讀
的
處
德
傅

「
阿
布
」
月
(
五
月
)
請
讀
的
哀
歌
帳
棚
節
誦
讀
的

訓
道
篇
以
及
「
普
稜
節
」
譎
讀
的
艾
斯
德
爾
傳
詳
見

各
書
引
言
(
韓
)

3
L
I
」

L
Y
-
h
n
v
\弓子
。
ω

/
按
照
法
律
的

8
4
，
一
」
〈
此
可
戶

，
」

﹒
'
，

F
'

，
、
規
定
以
民
應

將
一
切
山
產
的
十
分
之
一
獻
與
聖
殿
司
祭
及
肋
末
人

為
維
持
他
們
的
生
活
以
及
聖
殿
的
費
用
(
創
刊
汁
m
m

n
亞
4
‘

肌
上
3
叫
)
除
了
這
種
宗
教
上
的
獻
儀
之

外
叫
民
選
絡
資
坦
國
王
的
生
活
質
用
(
刷
上
8
臼
l

口
)
這
兩
種
捐
獻
的
方
式
非
始
自
以
民
上
自
古
美
索

不
達
米
亞
諸
國
埃
及
等
下
至
希
臘
羅
馬
帝
國
都
有
這

種
法
律
的
明
文
規
定
而
這
種
法
定
的
依
績
是
天
主
既

是
大
地
之
主
那
麼
有
權
索
取
大
地
所
出
產
的
最
美
好

部
趴
按
喇
也
6
U
口
M
n

等
的
規
忠
叫
民
應
獻
五
穀

百
果
的
十
分
之
一
與
聖
殿

(
4
9見
厄
下
口
時
多
1
.

友
U
H
)
位
若
人
居
住
距
離
聖
殿
太
遠
不
方
便
交
付

貨
物
時
可
交
等
他
的
金
錢
或
者
用
以
供
養
所
屑
地
的

肋
未
人
及
與
人
(
申

M
M
M
必
臼
|

臼
)
肋
幻
叩
|

臼
亦
命
奉
獻
牲
畜
的
十
分
之
一
(
參
見
一
編
下
叫
“
6
)

其
方
式
是
家
畜
由
牧
童
杖
下
經
過
每
第
十
隻
不
分
好

壞
揀
出
來
作
為
奉
獻
不
可
更
換
至
於
五
穀
百
果
人
可

以
換
為
金
錢
奉
獻
不
過
獻
物
價
時
應
多
付
物
價

1
分

之
一
肋
末
人
有
權
將
這
一
切
獻
儀
收
下
因
為
他
們
沒

有
分
得
地
產
維
持
生
活
(
戶
的
缸
剖
)
但
肋
末
人
際

將
所
得
的
一
部
份
獻
與
司
祭
其
餘
可
留
為
自
用
(
戶

的
M
U
)
這
些
一
法
律
條
文
歷
來
並
沒
有
完
備
遵
守
致

使
在
充
軍
之
後
大
部
份
的
肋
未
人
被
迫
離
棄
學
殿
各

自
另
謀
生
活
乃
赫
米
雅
雖
會
竭
力
恢
復
法
律
的
尊
骸

(
厄
下
m
甜
|

詞
也
“
叫
口
5
M
H
)

伯
利
結

果
仍
不
夠
理
想
(
拉
3
8
l
u
見
厄
下
昀
甜
的
)
只

有
忠
信
的
熱
心
以
民
細
心
遵
守

(
多
1
6

l
s
加
上

3

的
)在

耶
穌
及
宗
徒
時
代
仍
有
這
種
什
一
之
物
的
干
奉

獻
不
過
大
約
已
沒
有
法
律
的
性
質
史
家
若
瑟
夫
謂
常

時
的
大
司
第
貪
得
無
厭
致
使
下
級
的
司
祭
大
受
凱
矢

(
參
見
希
7
5
)
法
利
塞
人
由
於
過
皮
熟
識
力
主
連

最
底
級
的
收
穫
如
海
荷
茵
香
之
類
亦
悠
捐
獻
十
分
之

一
卻
將
重
要
的
公
義
仁
愛
與
信
義
棄
之
不
顧
而
受
到

耶
穌
的
緣
關
胸
責
斥
(
瑪
n
n
路口
u
m
u
)

(
緯
以

4
4
4
位
已
「

C
S
E
O
S
J
「
仁
愛
」
一
詞
在
車

。
0
，
「
1
←
冒
巾
，
1
'
，
回

〉
3
.
e
a
'

、

t
t

A
l
A

主

，

t
;
;
5
5

、
經
上
的
溺
意
非
常
之

廣
諸
凡
慈
愛
寬
仁
善
良
美
善
大
力
仁
慈
友
愛
友
及
等

都
見
於
「
仁
愛
」
這
一
觀
念
之
中
並
且
多
用
於
天
主

(
瑪
"
口
谷
m
u
路
8

刊
)

@
舊
約
在
舊
約
中
天
主
的
仁
愛
是
他
對
世
人
扶

助
憐
憫
的
表
示
尤
其
在
西
乃
山
盟
約
的
締
結
上
表
示



~出
來

「
山
川M
e

'

祠
的
H
m叫-
M
﹒

間
Z
H
)

，

其
後

的
心
~
在
以
民
的
歷
史
土
格
外
是
拯
救
以
民
於
水
深
火
熱

之

-
中
並
賜
給
以
-
一晒
地
的
歷
史
作
為
也
正
因

此
以
民
特
別

一
有
理
也
有
責
且
來
歌
頌
讚
美
天
主
的
慈
愛

(
詠
肌
)。

一h但
其
他
一
切
的
萬
民
及
一
切
的
受
造
之
物
也
應
齊
聲

高
歌
天
主
的
慈
愛
因
寫
他
們
都
是
天
主
仁
愛
的
對
象

「
因
為
他
(
天
主
)
的
仁
慈
永
遠
常
存
」
「
因
為
他

是
美
善
寬
仁
的
」

(
副
叫M
I
m
-
m
l
m
M
等
)。
心

地
善
良
的
人

(
詠
訂
閱
1

叩

)
軟
弱
及
受
歷
迫
的
人

(
一
詠汎
叫

“
8

等
)
是
天
主
特
別
善
待
友
愛
的
人
就

連
罪
人
也
是
天
主
慈
愛
的
受
惠
者
只
要
他
們
肯
同
一
頭

扭
著
(
一
制幻
6

等
川
臼
們
等

)
，因
此
人
口
心
有
行
善
施

仁
才
可
以
被
稱
為
善
良
的
人

(
詠
M
3
)

@
新
約
在
新
約
中
天

主
的
仁
愛
更
深
奧
完
美
的

表
達
了
出
來
遠
遠
超
過
舊
約
時
代
人
類
所
能
想
像
得

到
的
天
主
第
二
位
學
子
的
降
生
成
人
受
苦
受
死
就
清

楚
地
說
明
了
天
主
的
仁
愛
善
良
例
其
偉
大
無
比
因
此

這
一
段
歷
史
的
記
述
十
分
恰
當
的
被
稱
為
「
福
音
」

「
喜
訊
」
天
主
的
仁
愛
更
是
昭
然
若
揭
因
為
這
個

「
福
音
」
「
喜
訊
」
的
主
要
對
象
是那
些
向
來
被
遠
離

的
罪
人
及
外
邦
人

(
瑪
口

的
路
6

目

的
刊
)
四
大
學

史
中
尤
其
是
路
加
更
露
骨
地
表
揚
了
耶
穌
的
慈
愛
大

方

(
路
7

甜
l

凹

的
)
因
此
但
J

會
稱
他
馮
「
耶
穌

仁
愛
的
傳
記
人
」
聖
保
祿
強
謂
天
主
慈
愛
的
目
的
是

在
引
人
回
頭
得
救

(
昭
雄2
4
u

n

)
耶
穌
的
兩
次
顯

現
戶
降
生
再
臨
)
是
兩
次
慈
惠
施
救
的
顯
現

(
鐸
3

',!{ 內85 

‘

弗
2
7
)
在
教
友
的
生
活

上
仁
愛
之
德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基
本
聖

德
是
重
紳
恩
賜
之
泉

(
格
前
“
‘

弗
4

M

哥
3

凹
迦
5

扭
)

(
韓
)

的
仟
□
切
諾
3
.i
L;
三
淨
的
意
義
信

4
-
2
'

，

i

t

i

?
i

t
h

$

、
廣
泛
大
體
上
說
來

基
於
天
主
與
人
人
與
天
主
及
人
與
人
之
間
不
同
的
關

係
而
悶
樣
的
一
個
希
伯
來
字

(
因。
"
。
已
)就
有
了
木
同

的
觀
譯
諸
如
憐
憫

(山
山
狗
叫)慈
悲

(
路
6

抽

)
慈
善

(
米
6
8
)
恩
龍
(
詠
帥"
2
)仁
愛
仁
慈
(耶
叫
“8
)

施
捨
等
就
是
也
正
因
此
寫
明
瞭
它
正
確
的
意
義
是

很

難
僅
自
字
源
學
上
求
其
答
案
的
我
們
必
需
打
開
聖
經

的
「
敘
援
史
」
來
推
證
它
的
真
諦
蓋
「
救
援
史
」
的

核
心
不
外
就
是
天
主
對
以
民
及
人
類
憐
憫
的
表
示
這

不
但
當
約
如
此
新
約
亦
不
例
外

(
路
6

抽
)

上
主
雖
是
有
您
必
罰
有
善
必
賞
的
至
公
義
的
天

主
(依
M
N
1刷
刷MM
I詠
m
6若
η
自

刷
刷3
自

剔
的
7
)

但
他
也
是
至
仁
至
慈
的
天
主
是
憐
憫
的
天

主
(
詠
m

3
M

智
口
M

瑪
5

“

路
眩
目
1

缸
的
出

刊M
M
M
M
e

鐸
3
‘
)
他
不
使
人
永
遠
沉
淪
喪
亡
陷
入
不
得
自
拔

之
坡
這
種
信
念
在
先
知
們
的
宣
講
放
以
民
的
禱
詞

上

屢
見
不
鮮

(
居
2
H

厄
下
9

叮

叮

缸

M
n
巴
2

口

詠

到
3

的
口
)
而
以
民
這
種
傳
統
的
信
念
亦
為
基
督
教

會
的
信
友
所
繼
法

天
主
對
以
民
及
人
煩
的
憐
憫
慈
愛
是
偉
大
不
可

限
量
的
達
味
在
犯
罪
之
後
「
寧
願
結
在

上
主
的
手
中

國
為
他
富
鈴
仁
慈
而
不
願
落
在
人
的
手
中

」
(
撒
下

圳
的H
)
上
主
在
每
次
懲
罰
人
罪
之
線
總
是
覺
得
A
五

內

感
動
」
不
能
再
按
他
的
盛
怒
行
事
因
為
他
本
是
致

誠
成
性

的
(
見
歐
日
，

8
)
並
且
多
次
請
先
知
的
口

向
以
民
保
證
「
我
愛
你
我
永
這
愛
你
因
此
我
給
你
保

留
了
我
的
仁
慈
」

(
刷
刷HM
a
m

見
制
"
甘
甜叫
8
"

歐
2

叫
|
自

M
9

)

但
是
天
主
對
人
這
種
憐
憫
慈
悲
並
不
是
靜
止
的

及
無
條
件
的
天
主
要
人
們
亦
彼
此
以
仁
愛
慈
悲
之
心

互
相
待
遇
(
米
6
8
)
它
的
重
要
性
要
遠
勝
過
該
獻

(
歐
6
6

瑪
9
H
U

口
)

新
約
不
但
接
受
了
舊
約
天
主
大
慈
大
悲
的
道
理

並
且
將
它
擴
充
至
十
字
架
上
「
成
借
用
一個
仁
慈
，
相
忠

信
的
大
司
祭
」
為
使
我
們
獲
得
上
主
的
仁
愛
及
救
提

(
希
2

口

M
4
H

l

H
)

新
約
亦
猶
如
舊
約
要
求
人

們
以
兄
弟
的
仁
愛
之

情
彼
此
往
還

(
伯
前
3
.

伯
後
1
7

羅
u
s

弗
4

泊

哥
3
臼
)
耶
穌
向
已
更
清
H楚
地
指
山
它
是
人
獲
得
上

主
憐
憫
的
必
備
條
件
「
憐
憫
人
的
人
是
有
繭
的
因
為

他
們
要
受
憐
憫
」
(
瑪
5
7
)
它
是
耶
穌
其
實
門
徒

的
表
徵
是
心
地
善
良
謙
遜
的
結
果

(
瑪
刊
詞

)
是
假

友
們
當
務
之
急
「
你
們
應
當
慈
悲
就
像
你

們
的
父
那

樣
慈
悲
」

(
路
6

品
)

附
註
天
主
公
敬
在
「
要
理
問
答
」
上
教
導
我
們

神
形
的
慈
善
事
都
各
有
七
種
稱
為
「
神
一
誤
將
」
及

「
形
哀
耕
」
這
在
聖
經
上
亦

可
找
到
左
殺
「
神
哀
代
」

有

啟
蒙
愚
者

(
編
下
打
7

|

9

若
I

H
l

刊
)
閱
導



惑
者
(
依
幻
M

友
8
.

格
前
7
1

等
)
勸

戒
惡
者

(
繳
上
的
M

撒
下
U
I
瑪
的
問
|
叮
)
忍
耐
誤
者

(
撒
下
的
叫
瑪
U
H
路
且
自
|
盯
宗
5

“
希
u
l


-
)
寬
赦
侮
者
(
創
刊
昀Ils

刮
目
叩
H
l
n

瑪
6

臼
路
幻
M
宗
7

的
)
安
慰
憂
者
(
多
1

時
耶
仿
1

等

路
7
u

若
H
U
|

“
)
圍
的
生
者
死
者
祈
噱(
創
刊
叫
自

出
口
，
叫
“
缸
扭
加
下
U
H
!
“
雅5
M
)
「
形
哀
軒
」

有
飢
者
食
之
(
依

u
m
7列
上
的
4

多
1
m

約
M
M口
瑪

M
H
l

割
的
自
|
詞
)
渴
者
飲
之
(創
圳
的M
若
4
8
)

棵
者
在
之
(
依

M
M7
多
1
M

約
M
M
M
M宗
9

詞
)
收

留
行
旅

(
依
"
，
創
刊
時
2

等
凹
1

等
列
下
4
.

約
刮

目
希
口
2
)
照
顧
病
人
(
列
下
8
3

右
5
z
o
m
9
臼
)

解
放
囚
者
(
依
叩m
e
編
下
訝
，
希
口
3

)
葬
已
死
者

(
撒
上H
U
H-

n

多
1
m
2
3

等
見
瑪
幻
盯
|

"

等

)
(

韓

)

6
K
Y

足
3
3
苟
且
4
4
「
'
，

t
J

人
名
意
謂

“

'
b
f

→
豈
可
為
f
-
M
V
呵
。
n
v
z
-

a
A
l

a
t

-
4
.
a
t

'

、
「
歌
詠
團

指
揮
」
是
那
京
初
期
教
會
的
七
位
執
事
之
一
當
時
有

些
一
希
殲
化
的
猶
太
基
督
徒
抱
怨
他
們
的
寡
婦
在
分
配

日
用
品
時
受
到
當
地
管
理
員
的
歧
棍
和
疏
忽
還
可
能

是
由
於
他
們
彼
此
之
間
的
言
語
及
風
俗
習
慣
的
不
同

所
造
成
宗
徒
們
有
鑑
於
此
便
議
決
還
任
七
位
執
事
專

司
分
派
物
品
仆
洛
屬
洛
列
於
斯
德
望
及
雙
理
伯
之
後

-
是
七
位
中
的
第
三
位
雖
是
猶
太
人
卻
有
個
希
激
名
字

“
一
(
O
F
6
1
.
1
.

)
開
於
他
的
生
平
白
雪
經
土
我
們

只

戶
知
道
這

J
I點
示
過
攘
傅
說
謂
彼
會
由
學
伯
多
祖
鵬
說
霎

86-88 進凶

為
尼
苛
默
狄
雅
的
主
教
最
後
在
安
提
約
基
雅
為
主
捐

軀
致
命見
執
事
(
韓
)

前
仆
托
肋
買
(
E
r
g
-
m
)見血

B
E
F
E
I
Z
M
比
K
B
Z
W
Z
J
I

王
朝
名

8
2
1
b
f
n
月
叫
到
可

g
w
g
E

之
|
|

」
I
T
1
1
;

'

、
埃
及
第
三

十
一
朝
代
名
州
蚓
酬
米
這
一
朝
代
先
後
為
時
凡
三
百

年
(
公
元
前
三
O
五
1

三
0
)
郎
自
亞
歷
山
大
死
後

其
帝
國
被
手
下
大
將
分
裂
起
至
羅
馬
人
興
起
佔
攘
尼

羅
河
地
區
為
止
仆
托
肋
米
王
朝
的
創
立
人
是
仆
托
肋

卅
一
世
對
蚓
制
(
三O
五
l

二
八
五
)
他
是
出
副
的

兒
子
原
為
亞
歷
山
大
的
護
衛
長
故
他
的
王
朝
亦
稱
為

出
副
王
恥
這
個
王
朝
的
君
王
慣
於
實
行
近
親
結
婚
甚

至
親
兄
妹
結
婚
亦
屢
見
不
鮮
故
此
這
一
朝
代
肉
來
未

仙
過
傑
出
的
政
治
軍
事
人
才
更
未
有
過
偉
大
的
作
為

仆
托
肋
米
一
世
會
經
乘
安
息
日
的
良
機
侵
入
墓

地
及
耶
京
但
不
久
即
被
色
宴
苛
王
朝
逐
出
在
公
元
前

第
三
世
紀
中
佔
接
了
切
肋
敘
利
亞
直
至
一
九
八
年
才

被
安
提
約
古
第
三
大
帝
戰
敗
按
史
家
若
瑟
夫
的
記
載

在
這
時
期
中
有
不
少
的
猶
太
僑
民
移
居
於
仆
托
肋
米

王
朝
下
的
埃
及
並
漸
漸
在
社
會
上
獲
得
了
重
要
的
地

.
位
因
此
相
傳
舊
約
之
譯
成
希
峭
臘
文
{
郎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
就
發
生
在
仆
托
肋
米
第
二
斐
拉
德
爾
醉
的
時
代

(
二
八
五
l

二
四
六
)
在
仆
托
肋
米
一
一
一
世
厄
威
革
特

(
二
四
六
i

二
二
一
)
時
代
猶
太
僑
民
更
在
埃
及
建

築
了
不
少
的
會
棠
閻
王
且
將
「
避
難
法
」
的
特
恩
勵

與
其
中
的
數
個
會
堂
他
的
繼
位
有
仆
托
肋
米
四
世
"
刮

目
融
岫
阿
爾
士
=
二l
二
C
三
)
似
乎
是
比
較
布
作

為
的
一
位
君
王
他
竟
能
在
辣
非
雅
一
舉
而
將
色
宴
苛

王
朝
的
敘
利
亞
大
軍
擊
敗
時
在
二
一
七
年
可
惜
這
次

的
勝
利
也
只
是
短
暫
的
一
次
相
傳
當
時
他
曾
親
入
耶

京
聖
殿
並
頂
禮
朝
拜
仆
托
肋
米
五
世
厄
丕
法
乃
(
二

O
三
l

一
八
一
)
的
時
代

埃
及
的
已
全
部
退
出
敘
利

亞
及
巴
力
斯
坦
草
地
最
南
方
的
城
市
迦
薩
亦
陷
於
敝

手

自
此
以
後
仆
托
肋
米
王
朝
的
拉
王
再
沒
有
什
麼

作
為
更
無
騷
擾
猶
太
的
事
件
發
生
是
以
猶
太
領
圳
瑪

加
伯
兄
弟
所
倡
導
的
收
爭
只
是
針
對
色
農
背
王
朝
的

軍
隊
而
發
仆
托
肋
米
王
朝
最
後
與
巴
力
斯
坦
發
生
的

關
係
是
羅
馬
大
將
安
多
尼
因
愛
戀
埃
及
王
后
克
鞏
帕

特
線
而
將
他
所
佔
領
的
聖
地
耶
里
哥
城
區
迦
薩
城
區

及
研
尼
基
賜
與
他
的
愛
人
此
時
在
墓
地
已
漸
漸
梢
頭

的
大
黑
落
德
也
不
得
不
忍
氣
吞
聲
低
頭
服
從
付
出
大

量
的
貢
稅
但
是
在
這
兩
位
戀
人
自
殺
之
後
安
多
尼
的

政
敵
得
勢
稱
帝
官
一
佈
黑
落
德
為
巴
力
斯
坦
王
並
將上

述
全
部
地
區
飾
他
統
轄

仆
托
肋
米

王
朝
最
後
一
位
居
王
是
仆
托
肋
米
卡

四
世
凱
撒
勒
雍
(
的
串
串丘
。
目
)
他是
凱
撒
及
克
軍
帕

特
辣
第
七
所
生
的
兒
子
時
在
公
元
前
三
0
年

E

人
名

(
一
)
艾
斯
德
爾
傳
最
後
「
希
磁
譯
者
的
住



‘
這
」
中
記
載
有
位
名
叫
仆
托
肋
米
的
人
會
將
「
普
陵

坊

~
筍
」
的
記
錄
上
星
與
仆
托
肋
米
王
(
按
可
能
是
仆
托

-
肋
米
八
世
設
提
洛
斯
公
元
前
一
一
六

l

-
O
八
但
不

-

J

| 

于
能
確
定
)
及
后
克
宴
帕
特
辣
並
說
明
他
是
司
祭
多
息

?
太
的
兒
子
里
息
瑪
苛
的
父
親
(
文

U
1
)
但
此
人
究

J
是
誰
卻
很
難
確
定
因
當
時
僑
居
在
埃
及
亞
歷
山
大
里

亞
域
中
的
猶
太
人
有
不
少
的
人
以
仆
托
肋
米
為
名

(
二
)
多
黎
默
乃
的
兒
子
會
為
切
肋
敘
利
亞
的

總
督
是
安
提
約
古
四
世
厄
丕
法
乃
的
親
密
戰
友
猶
太

人
最
兇
狼
的
敵
人
他
曾
建
議
國
王
委
任
尼
加
諾
爾
和

哥
爾
基
雅
帶
兵
出
征
猶
大
迫
害
猶
太
人
(
加
上
3

油

加
下
4

的

6
8
)

(
一
二
)
阿
步
波
的
兒
子
大
司
祭
息
孟
的
女
婿
曾

為
耶
里
哥
平
原
的
總
督
此
人
心
高
氣
傲
貪
圖
高
位
想

作
全
國
之
主
於
是
計
引
瑪
加
伯
息
孟
和
他
的
兩
個
兒

子
瑚
閹
闡
楓
及
猶
大
進
入
他
的
多
克
堡
壘
加
以
殺
害

其
後
馬
上
向
安
提
約
古
七
世
息
得
太
(
公
元
前
三
二

八
l

一
一
一
九
)
報
功
請
求
援
兵
封
贈
猶
太
更
企
圖
殺

害
若
望
依
爾
加
諾
但
幸
早
已
有
人
報
信
若
望
得
以
脫

險
(
加
上
的
u
l
n
)

(
四
)
猶
太
的
總
督
號
稱
馬
克
龍
是
一
位
正
直

的
好
人
盡
力
在
自
己
屬
區
內
謀
求
和
平
善
待
被
迫
害

的
猶
太
人
可
惜
因
其
政
敵
拓
火
中
燒
再
加
上
朝
廷
紊

亂
自
相
殘
殺
竟
被
人
以
叛
國
罪
名
控
告
於
王
揭
發
其

茵
茵
日
過
犯
含
冤
憤
恨
而
服
毒
自
殺
(
加
下

8
s
m

(
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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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
的
情
吼
叫
個
叫
「

閃
閃
閃-
2
)
世
間
人
類
的

A
恨
是
人

A
l
a
-

'
l
i
p
-
E
P

、

類
的
一
大
不
幸
但
不
可

否
認
的
是
它
自
原
祖
犯
命
之
後
作
亂
猖
嶽
幾
乎
已
成

了
人
類
所
不
可
避
免
的
禍
患
以
民
固
然
是
天
主
特
選

的
民
族
但
並
沒
有
因
這
特
選
的
鴻
恩
將
仇
恨
消
除
大

致
說
來
它
以
三
種
形
式
出
現
在
瞞
自
約
中

爪
山
以
民
的
仇
敵
天
主
有
選
了
亞
巴
郎
及
學
組
成

為
一
個
偉
大
民
族
祖
先
賜
給
他
們
一
片
美
好
的
土
地

故
此
一
切
阻
止
學
祖
佔
領
許
地
及
損
害
他
們
財
產
的

惡
勢
力
都
是
以
民
的
仇
敵
首
先
有
埃
及
後
有
客
納
竿

諸
民
族
其
後
更
有
強
大
的
帝
關
即
亞
述
巴
比
倫
等
它

們
都
盡
力
壓
迫
欺
凌
過
以
民
(
見
創
泣
口
出
的
6

幻

叮
肋
M
m
s申
封
口
等
)

@
天
主
的
仇
敵
諸
凡
一
切
古
老
的
東
方
民
族
都

將
民
族
神
祇
與
整
個
民
族
的
存
亡
命
運
混
為
一
談
以

民
自
知
是
唯
一
真
神
的
獨
一
無
二
的
特
選
民
族
他
們

更
強
烈
的
覺
得
與
自
己
的
天
主
有
榮
辱
共
享
的
責
任

天
主
自
己
也
許
給
以
民
「
我
要
與
你
的
仇
人
為
仇
與

你
的
敵
人
為
敵
」

(
出
幻
臼

)
這
種
觀
念
在
學
經
內

屢
見
不
鮮
(
民
8

且
自
撒
下
曰
“
戶
間
自
詠
“
3

喃
叫

“
等
)@

個
人
的
仇
敵
主
要
的
個
人
仇
敵
是
聖
詠
上
不

斷
呼
求
天
主
免
除
的
疾
病
災
難
痛
苦
禍
患
它
們
有
時

亦
被
視
為
整
個
民
族
的
仇
敵
為
克
除
這
些
不
幸
只
有

天
主
的
特
別
助
佑
才
可
以
作
到
智
慧
書
上
亦
不
斷
給

人
指
出
躲
避

這
些
一
災
禍
的
方
法
(
德
6
5
W
S
緩
圳
的

藏
問
約
中
對
仇
敵
的
態
度
不
可
否
品
學
經
上

J
戚
朋J

對
仇
敵
痛
恨
咒
罵
的
態
度
似
乎
不
合
乎
宗
教
偷
嫂
的

現
銀
關
于
這
一
點
我
們
應
注
意
下
列
幾
點

a

以
民
所
生
活
的
時
代
是

，
個
宗
教
的
過
息
時

代
是
宗
教
倫
岡
比
神
學
的
演
進
時
划

b

在
占
代
生
活
艱
苦
的
滾
出
峙
中
生
存
的
原
川
扯
起

弱
肉
強
食
你
死
我
活
的
時
代

c

為
了
遊
兔
使
以
民
與
其
他
敬
禮
邪
神
的
民
依

同
流
合
污
而
能
保
持
純
正
的
問
一
艸
宗
教
只
有
將
其

他
民
族
隔
離
驅
逐
或
毀
滅

d

學
經
某
些
部
份
尤
其
是
詩
文
對
敝
人
的
仇
恨

難
兔
有
些
誇
大
渲
染
言
過
其
實
之
處

e

在
民
族
的
仇
敵
與
天
主
的
仇
敵
混
為
一
淡
的

時
候
很
容
易
基
於
對
宗
教
的
熱
誠
緣
於
對
神
權
政
體

的
忠
勇
發
出
一
些
憤
恨
過
激
的
言
詞
作
山
一
些
一
殘
酷

無
惰
的
行
為

由
上
述
幾
點
我
們
可
以

多
少
知
道
古
代
以
民
所

生
活
的
環
境
所
有
的
理
想
及
現
解
力
所
接
受
的
宗
教

啟
示
等
等
與
我
們
現
階
段
迴
然
不
同
故
此
我
們
不
能

以
現
今
的
觀
點
尺
度
來
判
斷
衡
目
且
他
們
那
時
的
所
作

所
為
固
然
聖
經
是
天
主
的
啟
示
它
的
全
部
著
作
是
神

聖
的
完
善
的
但
這
並
不
是
說
聖
經
敘
述
的
事
蹟
不
含

有
時
代
性
何
去
聖
經
敘
述
的
是
實
在
的
史
事

雖
然
如
此
舊
約
的
精
神
大
致
說
來
是
愛
護
仇
敵

的
無
叫
民
或
非
叫
民
之
分
的
(
肋
的
口M
曰
“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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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之
間
愛
仇
的
實
例
更
是
枚
不
勝
舉
諸
如
雅
各
伯
對

厄
撒
鳥

(
創
刊M
S
4
)
若
瑟
對
自
己
的
弟
兄

(
創
刊
付

1

1

s
n
n

叩
M
n
)

梅
瑟
對
民
眾

(
戶

M
M
-

n
)
遂
味
對
撒
鳥
耳

(
繳
上
"
的1
必
1

等
)
達
味
對

阿
貝
沙
隆

(
撇
下
m
s

)
以
及
厄
里
受

(
列
下
6
n

n
)
耶
肋
米
亞

(
耶
m
m
)
約
伯

(
約
刮
目
)
等
都

明
顯
對
自
己
的
仇
人
或
敵
對
表
示
了

真
誠
的
愛
情

在
新
約
中
新
約
明
確
知
道
仇
恨
事
實
的
存
在

(
瑪
口
自
路
n
u
宗
叫“
等
)
但
是

a

耶
穌
始
終
要
求
一
切
跟
隨
自
己
的
門
徒
恕
仇

祈
禱
慈
愛
及
寬
宏
大
益
這
是
他
帶
來
的
一
條
新
誠
命

愛
的
誠
命
(
瑪
5
H
i

崎

)

b

耶
穌
一
再
強
調
鼓
勵
那
毒
蛇
與
女
人
及
他
們

後
代
之
間
的
仇
恨

(
創
3
H

)
亦
郎
他
的
門
徒
應
仇

恨
世
俗
魔
鬼
及
肉
悄

(
瑪
口
油
路
ω
叫
羅
8
7

雅

4
.
)
誰
與
它
們
同
流
合
污
就
是
天
主
的
仇
敵
(
經

5
"

對
3
M
)
。
這
場
戰
令
將
繼
續
至
世
界
末
日
(
制

前
的
自
)
(
韓
)

HE 
凹

"
「
仇
恨
」
|

由
此
特
納(
A
H
H
E
E
L

是
當
娶
她
再
度
發
生
饑
荒
依
繳
格
率
領
全
家
重

赴
革
辣
爾
地
區
居
住
時
在
該
處
將
亞
巴
郎
會
關
掘
而

被
堵
肋
舍
特
人
填
鑫
的
兩
個
水
并
重
新
開
掘
但
是
為

-
了
這
兩
口
水
并
的
利
用
權
萃
的
問
爾
山
谷
闊
的
牧
童
與

鈞

一
依
撤
格
的
僕
人
發
生
糾
紛
因
此
稱
第
二
口
水
并
為

一
「
仇
恨
」
希
伯

來
文
為
「
出
扎
特
納
」

(
緯

)

-
U

冉
主
「
開H
V
E叫
n
y
J{自
職
名
原
意
是
「
一
族

9
-
7
4
F
t
f
T
Y
D
R
E

」

。
|

蝠
，
.
，
、
或
一
部
落
之
長
」
在
希

蜘
帝
國
時
代
的
非
附
族
域
區
這
種
官
職
很
少
闊
別
蚓
州
州

大
司
祭
息
孟
有
此
官
職
(
加
上
M
U
的
1
2
)
其
次

聖
經
上
享
有
此
職
者
按
史
家
若
瑟
夫
尚
有
阿
爾
赫
勞

(
瑪
2

且
稱
之
為
猶
太
王
)
阿
斯
庫
乃
王
朝
的
依
爾

卡
諾
二
世
以
及
大
馬
士
革
城
阿
勒
特
王
的
「
元
首
」

|
|
即
王
之
代
理
人
恩
高
譯
本
作
「
總
督
」
(
格
後

口
臼
)
此

一
職
位
是
一
種
有
實
權
而
無
君
王
榮
銜
的

官
職

(
韓
)

z
r
u
t
F
3碰
到
紐
陸
可
『
吉
凶
禹
。
3
2

月
/

9
-
Y

斗
E

路
附
&
R
f
H
E
B
m
H
Em
M
V
O豆、

們
多
祿
元
首
職
權
是
說
伯
多
祿
為
十
二
宗
徒
之

長
耶
穌
所
立
的
教
會
的
元
首
從
新
約
的
記
述
看
來
吋

說
伯
多
祿
享
有
這
元
首
職
權
是
相
當
清
鍾
的
今
就
伯

多
祿
如
何
獲
得
這
元
首
職
權
以
及
如
何
執
行
了
他
這

職
權
分
述
如
後

(
一
)
耶
穌
立
伯
多
祿
為
教
會
的
元
首
按
闊
的

昀
|
叩
所
載
在
劃
副
削
的
圳
喇
喇
喇
境
內
當
叫
劉
樹

代
表
宗
徒
首
先
承
認
耶
穌
是
默
西
亞
永
生
天
主
之
子

後
耶
穌
給
他
說
「
制
俐
的
兒
子
倒
叫
叫
你
是
有
一
繭
的
因

為
不
是
肉
和
血
啟
示
了
你
而
是
我
在
天
之
父
」
悼
悶
著

又
說
「
我
再
給
你
說
你
是
伯
多
祿
們
盤
石
)
在
這
聲

石
上
我
要
娃
立
我
的
教
會
陰
間
的
忱
必
不
能
戰
勝
比

我
要
將
天
國
的
鑰
匙
交
給
你
凡
你
在
地
上
所
束
縛
的

在
天

上
也
要
被
束
縛
凡
你
在
地
上
所
釋
放
的
在
天
上

也
要
被
釋
放
」
耶
穌
以
三
個
象
傲
的
說
法
來
品
明
惕

給
伯
多
祿
伺
坤
教
會
元
首
的
職
權

a

稱
伯
多
祿
為
「
學
石
」
這
句
站
在
中
文
以
此
戊

其
他
譯
文
(
法
文
則
甚
確
當

)
不
易
看
出
伯
多
祿
原

名
西
瀚
伯
多
祿
都
希
臘
文
「
啟
右
」
之
意
按
阿
糾
美

語
「
聲
石
」

即
是
「
刻
法
」
這
一
名
字
按
若
1

怕

是

耶
穌
收
他
為
門
徒
時
已
給
他
起
了
這
名
字
是
以
耶
穌

從
收
他
為
門
徒
時
已
有
意
立
他
為
教
會
的
元
首
在
瑪

的
問
於
是
就
用
在
收
他
為
門
徒
時
給
他
起
的
富
有
象

徵
之
萃
的
名
字
來
按
你
是

「
刻
法
」
(
懇
石
)
在
這

學
石
上
我
要
挂
在
我
的
教
會
擊
石
的
寓
意
自
耶
穌
所

講
述
隘
的
比
喃
喃
(
瑪
7

叫
自

)
即
可知
是
指
堅
闊
的

很
坐
在
以
繼
晶
石
為
建
礎
的
房
恆
不
會
倒
塌
糊
的
帥nu

凹
的
記
收
吋
知
耶
穌
如
何
使
他
多
總
成
內
情
間
的
仙
也

右

b

將
天
圓
的
鑰
匙
交
給
伯
多
綠
鑰
匙
乃
象
h
M權

例
在
位
約
里
已
有
類
似
的
治
法

(
見
依
n
n
)

c

再
以
「
束
縛
」
與
「
阻
村
改
」
二
字
來
形
容
賜

與
伯
多
線
的
權
柄
束
縛
與
幣
投

4

一
字
的
品
法
雖
不
見

於
終
約
然
為
當
時
經
師
們
所
伯
間
的
主
m謂
是
以
月
當

時
的
聽
來
可
改
一
路
部
除
解
此

二
字
的
合
芯
尤
其
紀

以
前
一
象
做
編
匙
川
也
無
疑
的
使
人
明
除
耶
穌
將
特
捏

教
會
的
全
機
交
與
伯
多
祿
的
將
立
法
→
司
法
和
行
政
大

權
交
與
了
伯
多
條
是
以
與
教
會
分
離
的
利
反
教
弟
兄

對
這
段
經
文
的
含
意
也
十
分
消
楚
無
法
加
以
曲
解
但

他
們

退
為
本
段
越
文
只
見
於
瑪
其
他
對
觀
站
在
目
笠
字



一 -
未
個
隨
便
以
這
段
經
文
非
但
崎
原
文
而
是
日
後
羅
馬
教
會

加
入
的
不
過
被
按
古
抄
卷
各
古
譯
本
以
及
古
代
教
會

的
傳
授
尤
其
敬
父
們
的
著
述
對
瑪

詢
問
|
血

本
屬

原
文
而
非
自
後
由
羅
馬
教
會
加
入
的
可
謂
有
接
可
憑

(
谷
未
記
載
這
段
可
以
理
解
因
病
他
對
伯
多
祿
有
光

榮
之
事
一
概
不
提
路
則
在
扭
扭
扭
記
載
耶
穌
特
別
寫

倒
劉
樹
祈
求
不
但
使
他
兔
於
喪
失
信
德
並
且
要
他
堅

由
自
己
的
兄
弟

)
若
再
證
以
若
幻
臼
|

口

耶
穌
三
次

給
他
說
「
你
牧
放
我
的
羊
軍
」
則
耶
穌
立
伯
多
祿
為

教
會
的
元
首
可
說
確
是
一
不
可
爭
辯
的
史
實

(
二
)
伯
多
祿
如
何
執
行
了
他
為
教
會
元
首
的

職
權
如
要
明
瞭
伯
多
祿
如
何
執
行
了
他
為
教
會
元
首

的
職
權
這
一
問
題
事
實
上
並
非
太
難
只
要
打
開
宗
並

仔
細
閱
讀
宗
前
半
部
有
關
伯
多
祿
的
記
述
即
可
得
到

一
個
相
當
清
楚
的

答
案
根
鐵
宗
的
記
述
剛
在
耶
穌
升

天
後
車
一
輛
尚
未
降
臨
前
即
由
伯
多
祿
提
議
應
由
門
徒

中
男
選
一
人
以
補
猶
達
斯
之
缺
(
1
H
l

品

)舉
辦
降

臨
後
雖
然
十
二
位
宗
徒
都
會
向
在
場
的
猶
太
人
講
道

但
宗
一
萬
特
別
提
出
伯
多
穢
的
名
字

(
2
H
盯

抽

)

而
且
按
2

叫
“

簡
的
記
述
娶
一
腳
降
臨
的
那
天
三
千
人

受
洗
是
因
聽
了
伯
多
祿
的
講
道
阿
納
尼
雅
夫
婦
犯
了

欺
騙
聖
神
之
罪
由
伯
多
祿
處
以
懲
罰

(
5
2|

刊

)類

似
的
詞
也
由
伯
多
祿
施
於
西
漏
術
士

(
8
叩
|

詞
)

伯
多
祿
為
第
一
人
收
外
教
人
科
爾
乃
眉
苦
為
信
徒
並
在

耶
路
撒
冷
猶
太
信
友
前
陳
明
他
所
以
如
此
作
是
受

了

天
主
特
別
的
啟
示

(
U
Z
|
M

)
最
特
出
的
一
點
是

57 
咐
也

四93-94 

伯
多
線
在
刺
蚓
喇
喇
所
闋
的
宗
徒
會
議
上
好
似
以
他

輯
用
元
首
的
權
威
解
決
了
當
時
所
激
辯
的
問
題
應
如
何

對
待
自
外
教
歸
信
基
督
的
信
友
(
的
7
|
U
)
唯
一

可
提
出
似
乎
反
伯
多

祿
元
首
職
權
的
只
有
迦

2
u


H
所
謂
劃
樹
制
劉
蚓
事
札
不
也
這
一
閉
目
勵
早
在
第
三

世
紀
制
制
創
己
說
過
「
倒
劉
樹
的
過
錯
是
在
他
的
作

風
而
不
是
在
他
的
宣
講
」
(
的
。
白
話
白
色
。
回國切
問
早

已
C
E
B
"

目
。
且
苟
且
在
仕
"
H
S
Eω
-
n
P
O
O
H
-
z
g
q
e


E
S
M

向
v
n
H
H
H
)
換
言
之
充
其
最
伯
多
穢
的
失
策
是

一
時
的
作
為
不
當
毫
不
涉
及
教
義
理
論
是
以
毫
不
影

響
他
為
元
首
的
職
權
即
近
代
唯
理
派
的
基
督
徒
也
不

能
以
此
點
來
推
翻
全
部
新
約
其
他
確
鑿
以
伯
多
祿
為

教
會
元
首
的
證
攘

由

上
述
兩
點
可
知
伯
多
祿
(
當
然
包
括
他
合
法

的
總
承
者
羅
馬
教
宗

)
實
為
耶
穌
所
立
的
教
會
的
元

首
而
在
教
會
內
享
有
元
首
職
權

見
個
針
和
不
誤
性

(
義

)

3
2

團
「
b
p
H
Y。
口
口
開
甘
心

ω
己
g
J

公
函
是
指

9

歹
臼
品
開

f
H
E
泣
。

-
B
C

岳
。
-
L
B
O
T
i
i

!

〈

-
i
'

悶
、

新
約
內
的

七
封
書
信
部
雅
各
伯
書
一
封
伯
多
祿
審
兩
封
若
望
香

三
封
以
及
猶
達
香
一
封
公
函
這
]
名
詞
在
教
會
很
古

時
已
開
始
使
用
不
過
在
最
早
時
有
時
只
指
某
一
兩
封

書
信
為
公
函
如
克
肋
孟
通
行
本
只
稱
雅
各
伯
蠻
和
猶

途
害
為
公
函
慕
辣
托
黎
番
自
只
稱
猶
達
蓄
和
若
望
的

兩
封
害
為
公
函
按
歐
色
彼
所
收
集
的
教
黎
革
乃
的
著

作
中
只
稱
伯
多
祿
前
香
若
望
一
及
猶
達
魯
為
公
函

至
於
稱
上
述
七
封
告
信
局
公
函
首
見
於
歐
色
彼
所
﹒
朽

的
學
品
扭
曲
其
內
至
於
何
以
稱
這
七
譯
為
公
函
學
者
難
兔

強
找
了
一
冷
少
的
理
由
但
並
沒
有
三
個
完
全
絕
對
而
函

合
於
上
述
每
一
番
函
的
理
由
比
如
有
的
學
者
以
「
公

函
」
郎
等
於
「
正
經
」

(
M
W
Y
ω
g
F
O
E
S
E
E
O
)

但
這
一
理
由
顯
然
不
通
因
為
如
己
爾
納
巴
苔
雖
示
闡
明

正
研
祉
而
別
斜
斜
到
稱
之
為
釗
恥
而
酬
叫
削
雖
稱
上
述

七
害
為
「
公
函
」
但
對
其
中
數
封
的
正
經
性
卻
表
示

懷
疑
因
而
另
有
些
學
者
以
寫
「
公
函
」
也
的
「
通
商
」

之
意
指
該
七
害
的
普
遍
性

(
d
E
S『
E
E
H
m
m
)
嚕
一
言

之
郎
以
該
七
苦
的
對
象
是
寫
給
全
教
會
或
至
少
多
數

地
方
教
會
或
一
般
信
友
而
並
非
如
側
酬的書
信
只
是

寫
給
某
一
地
方
教
會
如
格
林
多
吉
或
哥
羅
森
苦
等
似

對
這
一
說
若
拿
若
望
二
三
書
來
看
似
乎
純
是
私
人
函

件
則
又
顯
然
欠
通
因
此
這
七
封
芯
究
何
以
稱
寫
「
公

函
」
似
乎
只
能
廣
意
地
說
七
封
t
g信
中
大
多
數
是
寫

給
一
般
情
友
若
望
二
三
持
雖
是
寫
給
私
人
但
將
它
們

附
於
若
望
一
書
後
便
一
並
統
稱
為
「
公
園
」

(
義

)

在聖i 無充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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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議
會
的
創
立
是
現
時
代
的
事
跡
第
一
次
提
及

它
是
在
瑪
加
伯
時
代
(
加
上
u
n
u
e
M
M
)
並
不

是
一
個
來
自
天
主
的
組
織
而
是
當
時
列
強
諸
國
參
議

院
的
一
種
模
彷
建
於
耶
京
在
大
司
祭
的
指
揮
之
下
來

主
管
民
間
宗
教
及
法
律
的
案
件
最
初
的
文
件
上
只
援

到
有
兩
種
人
參
與
這
個
品
會
即
司
發
間
長
老
們
亦
即

這
兩
派
人
中
的
白
族
及
顯
要
人
物
始
能
作
議
會
的
會

口
比
後
來
大
約
在
劃
勵
山
允
辣
女
王
喇
喇
喇
時
代

(
公

元
前
七
六
l

六
七

)
始
有
經
師
們
的
加
入

公
議
會
的
千
秋
這
與
歷
史
的
變
還
有
若
很
大
的

關
係
大
致
說
來
它
的
全
盛
時
代
要
算
是
女
王
撒
羅
默

的
時
代
其
後
在
大
黑
洛
德
時
代
其
權
勢
已
奄
奄
待
斃

由
獨
裁
的
黑
洛
德
來
統
治
一
切
其
後
在
羅
馬
總
督
時

代
再
漸
抬
頭
其
原
國
不
外
是
因
為
羅
馬
政
府
至
少
在

理
論
上
盡
力
躲
避
干
涉
猶
太
人
的
內
政

公
M
d
h凹的
植
功

(
2
)維
持
公
共
秩
序
為
執
行
這
一
任
務
有
一
此

人
稱
為
「
猶
太
人
的
走
役
」
(
右
的

3

刊

)

(
b
)辦
理
一
切
與
猶
太
法
律
街
閥
的
宗
教
改
拆

訟
案
件
它
的
判
決
有
法
律
的
效
力
亦
瓜
羅
馬
人
所
承

站
為
執
行
它
的
法
律
有
時
亦
可
借
助
於
羅
馬
軍
人

(
右
的
問
)
它
問
然
可
以
宣
判
死
刑
但
死
刑
的
價
施

一
定
要
有
羅
馬
總
宵
的
批
准
持
一
方
面
八
匕
亦
益n
M遊

-
兔
處
以
死
刑

(
右
m
u

)

到

一

公
議
會
的
滋
員
共
有
七
十
一
名
其
中
一
名
即
大

戶
前
祭
任
主
席
有
瞞
你
召
集
闕
會
於
閉
雙
殿
內
部
走
麗
的
西

95 i!í 凹

南
角
大
廳
中
其
他
七
十
人
名
額
的
規
定
可
能
是
糢
彷

輔
助
梅
瑟
的
七
十
民
閻
長
老

(
出
M
I
.
申
幻
1
)

而
來
他
們
的
成
份
如
前
所
言
以
司
祭
長
老
為
主
這
兩

派
人
大
都
屬
撒
杜
塞
人
後
來
加
入
的
經
師
及
法
學
士

們
人
數
雖
少
卻
是
後
來
居
上
傾
向
於
法
利
寒
人
其
勢

力
竟
超
過
前
兩
派
人
耶
京
於
公
元
七
0
年
陷
落
破
壞

之
後
猶
太
人
之
所
以
仍
能
團
結
向
治
要
歸
功
於
這
一

批
主
持
公
議
會
的
經
師
們
(
韓
)

5

」
、
瓦
司

E
E
J

首
先
應
注
意
者
是
我
們
在

O
Y
J
'
ι
a
E
Z
F

KV
I

S
O

』

』

f
-
2
.
1

，
;
;
i

、
此
所
說
的
「
六
懿
」
並
非

中
國
傳
統
所
講
的
「
禮
樂
射
御
替
數
」
六
藝
而
是
與

聖
經
有
關
的
建
築
圖
畫
，
陀
刻
音
樂
詩
歌
文
學
鑄
造
放

陶
器
製
造
的
首
位
衛
不
過
在
這
「
六
懿
」
篇
中
我
們
只

能
大
概
的
講
說
一
下
以
民
的
藝
街
及
他
們
的
聲
術
天

才
至
於
每
種
藝
街
的
細
節
請
讀
者
參
閱
相
關
各
條

我
們
知
道
聖
經
並
沒
有
將
許
多
的
都
術
作
品
介

紹
給
我
們
因
為
它
的
目
的

乃
是
為
保
存
天
主
的
啟
示

及
天
主
因
著
啟
示
對
人
類
生
命
極
史
的
作
為
事
實

上

天
主
十
識
中
的
祭
止
製
造
及
崇
拜
偶
像
(
卅
刮
4
5

申

5
7
)
對
以
民
膨
刻
天
2
的
自
然
發
展
已
是
一
種

般
重
的
打
擊
打
了
很
大
的
折
扣
因
此
膨
刻
反
圖
畫
作

品
在
以
民
中
資
在
少
之
又
少
雖
然
與
他
們
有
交
往
的

凶
家
當
時
的
這
種
動
術
都
十
分
發
述
如
埃
及
和
亞
述

等
另
一
方
面
他
們
最
初
過
的
是
游
牧
或
半

游
牧
生
活

也
質
在
無
法
顧
及
這
種
動
術
天
才
的
發
展
甚
至
連
最

普
通
的
陶
器
製
造
也
都
要
仰
仗
於
他
人
或
者
只
是
比
一
一

粗
製
爛
造
的
劣
質
產
品
去
，
占
學
家
都
異
口
同
聲
的
肯

定
當
以
民
進
入
摯
地
時
每
佔
一
城
一
區
則
當
地
的
客

納
罕
高
尚
精
良
陶
器
產
品
立
即
呈
現
一
種
退
化
蚓
制
造

的
狀
態
需
要
經
過
一
個
相
當
的
時
期
，r
能
恢
彼
原
來

的
狀
友
這
很
可
證
明
以
民
在
佔
領
雪
地
之
前
藝
術
文

化
技
街
是
何
等
的
何
結
即
使
是
在
遠
昧
時
代
他
雖
已

佔
缺
了
一
長
久
攻
克
不
下
的
耶
京
統
治
了
幣
個
容
納
字

地
區
將
政
治
外
交
民
生
等
治
理
的
怕
當
有
條
有
序
但

是
仍
還
未
能
顧
及
到
藝
衡
的
大
品
發
展
所
以
狂
做
雞

漏
的
以
民
全
盛
時
代
當
他
告
手
娃
築
古
佩
服
泣
耶
京
玄

壯
學
殿
的
時
候
不
得
不
仰
給
於
他
的
聯
邦
友
人
l

能

制
的
制
喇
L
諸
凡
這
且
監
也
膨
刻
的
且
其
他
一
切
技
術

人
員
等
無
不
是
由
勝
國
而
來
(列
上
7
)
M
U悼
以
氏
紅

分
南
北
國
之
後
北
圓
圓
王
附
哈
布
紅
撤
瑪
黎
雅
所
必

逢
的
象
牙
宮

(列
上
詔
"
)它
的
偉
大
華
麗
細
緻
美
妙

的
聲
術
扶
持
占
學
家
的
他
死
也
卜
人
都
是
，
埃
放
敘
利
位

及
美
余
不
達
米
亞
等
地
區
都
術
人

，
凶
的
作口
川
以
仗
什

一
般
的
藝
街
上
雖
然
與
其
他
民
族
不
可
向
日
而
活
但

是
在
音
樂
方
面
的
造
治
改
他
們
砍
唱
舞
蹈
的
天

J
卻

的
耐
性
出
人
頭
地
他
們
對
人
煩
悶
抖
的
文
明
實
在
作
了

很
大
的
貢
獻
這
不
只
是
在
他
們
的
民
歌
民
謠
方
面
的

普
及
和
高
雅
精
美
尤

其
是
叫
宗
教
信
低
方
面
所
川
的

歌
詠
讀
詩
費
在
是
的
)
一
留
芳
百
世
的
一
小
朽
之
作
這
絡
外

要
歸
功
於
達
味
玉
的
個
人
友
好
及
他
不
遺
餘
力
的
倡

導
後
世
基
督
徒
的
宗
教
禮
儀
及
學
樂
的
發
展
亦
受

其

惡
非
淺
當
時
以
民
的
音
樂
已
如
此
著
稱
於
世
甚
至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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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蚓
主
貼
叫
別
無
黎
布
向
希
剛
到
蚓
王
迫
交
的
貢
口
問
中

按
亞
述
的
文
件

記
朴噎
死
有
不
少
的
伶
人
及
歌
女
在
亦

見
制
即
民
除了
音
樂
之
外
叫
民
對
人
類
的
最
大
貢
獻

要
算
是
文
學
他
們
的
智
慧
書
依
微
念
亞
先
知
書
及
聖

詠
集
等
都
是
少
街
的
精
貴
遺
作
而
終
個
聖
經
文
學
則

質
是
壯
界
上
任
何
時
代
任
何
作
品
所
不
能
比
美
的(

韓
〉

6
t
T
屁
也
「
P
E
Z
H
F
J
為
希
伯
來
姊
女
分
悅

。
y

玄
，
可a，
p
創
肌
『
步
，
啊
》
a
a可
+
=
由

、

J

J
.
-
4
:
E
P

E
O

、
遲
不
是
一
件
太
困
難

的
事

(
出
1

間
)
也
挂
不
一
定
前
要
收
生
婆
的
幫
助

(
山
川1

刊

)
雖
然
難
產
的
事
也
並
不
是
絕
對
沒
有

(
依
幻
3

列
下
"
3

)
在
以
民
間
收
生
婆
似
乎
是
一

種
沒
有
明
文
既
定
的
職
業

(
創
叮
叮
犯
甜
卅

-
n
)

固
然
幫
助
生
產
的
有
時
只
是
產
婦
的
女
友
或
親
瞬

(
撒
上
4

叩
虛
4
H
)
生
產
是
一
件
家
庭
喜
事
猶
如

狂
削
剛
值
此
機
會
親
戚
朋
友
及
瞬
人
大
部
前
來
致
賀

道
喜
(
見
創
釗
6

別
的
處
4
u

路
1
H
)
相
反
地
荒

胎
不
孕
卻
是
莫
大
的
恥
辱
(創
的
4

如
1

列
上
1

6

)

新
生
的
嬰
兒
以
被
株
連
四
肢
被
包
裝
起
來
(時
2
7
)

猶
如
仍
在
母
胎
中
然
時
至
今
日
摯
地
曠
野
中
的
只
位

因
人
仍
沿
行
此
俗

關
肝
、
分
挽
的
將
苦
在
聖
經
的
關
端
已
有
所
提
及

(
創
3

時

)
但
是
這
種
難
忍
的
苦
﹒
俯
在
聖
經
上
也
有

它
象
徵
的
意
義
它
在
象
徵
著
大
災
大
難
的
來
臨
及
壓

迫

(
依
u
s

耶
6

H

U
n
m
N
6則
必
H

歐
H
H
德
彷

n

等
)
自
然
分
腕
的
怖
主
口
是M
K
們
所
懼
怕
的
故
此

，哇內96-100 

學
川
叫
樹
好
似
在
鼓
勵
她
們
「
我
要
年
青
的
寡
婦
再
嫁

生
育
兒
女
」
(

朝
前
5
H
)

，

「
她
藉
著
生
育
必
能
道

救
」

(
弟
前
2

臼

)

(
韓
)

7
t
T
M
這
「
E
i
g
D

J
這
個
希
臘
字
原
有
「
扯

9

之
/
R
Z

f
p
z
s

k

A
F
J
Z
A

叮
/
、
裂
」
「
撕
破
」
的
意
思

(
瑪
9
M

谷
2

剖

)
由
此
而
轉
變
為
借
念
的
「
分
離
」

「
不
睦
」
或
「
紛
爭
」

(
若
7
H
9
H
ω

H

格
前

白
白
宗
M
4
)
連
一
保
祿
責
斥
格
林
多
教
友
的
紛
爭
不

陸
時
也
是
用
了
這
個
名
詞
指
出
分
裂
之
不
當
力
勸
教

友
要
盡
力
遊
免
因
為
這
種
分
裂
雖
不
導
致
淤
異
端
但

它
顯
然
是
教
會
合
一
的
一
大
威
脅

(格
前
1
u
U
H
)

當
然
這
褻
你
線
所
泣
的
並
不
是
現
在
教
義
學

上
所
說

的
裂
教
(
韓
)

8
t
T
心
弓
丑
化
「
、H
d
n
q
R
n
y
J
這
個
爵
位
的
名

9
A
/
4
3
￡
c
r

、

F
E
R
E
\

咱們
來
自
刷
刷
恥
原

是
指
一
省
的
四
個
王
侯
之
一
而
言
即
是
將
希
股
帝
國

一
省
的
地
區
分
作
四
份
各
自
由
一

個
封
候
來
治
現
其

所
治
之
地
區
稱
符
分
封
侯
區
這
個
頭
銜
的
創
始

來
自

馬
其
頓
的
閻
王
受
理
伯
羅
馬
人
得
勢
彼
沿
用
這
種
分

治
的
政
策
治
現
帝
國
下
的
屬

地
是
以
無
怪
乎
我
們
數

次
於
新
約
上
見
到
這
個
名
稱
摯
地
最
早
的
分
封
侯
是

蚓
蚓
大
將
馬
爾
谷
叫
劉
罔所
委
派
的
大
蚓
制
制
及其

兄
弟
法
來
耳
前
為
治
理
加
里
肋
亞
後
者
主
理
猶
太
事

怕
發
生
股
公
元
前
凹
一
年
大
黑
落
德
之
後
的
分
封
侯

則
有
他
的
兒
子
安
提
帕
治
理
加
里
肋
亞
和
培
勒
雅
斐

理
伯
治
現
依
突
勒
雅
豪
郎
特
辣
屬
尼
哥
藍
巴
塔
訥
阿

帕
罔
阿
斯
地
也
其
長
子
阿
爾
將
勞
則
治
環
依
祕
默
雅

猶
太
和
撒
為
黎
雅
除

此
之
外
路
加
還
可
記
載了
立
性
名

叫
別
搬
尼
雅
是
學
者
們
仍
然
不
能
卡
份
權
定
的
分
到

侯
治
理
阿
咧
咧
用
地
區
(
見
制
3
1
M
9
7

戚
"
1

宗
口

1
)

(
林
)

n
u
h
H
V
甘
凡
的
苟
且
已
「

J
地
名

"
M
M
m翁
菲
亞

(
2
5
2
)來
自

希
臘
文
意
調
「
敘
利
亞
的
空
虛

地
帶
」
原
是指
黎
巴
嫩

及
筑
投
懿
凹
蜘
二山
之
間
的
地
區
亦

即
聖
經
上
所
泣

的
觀
叫
喇
山
谷
(
如mu
口
口
7
)
有
圳
制
蚓(
H
L
O
B
-

5
)
及
劃
蚓
蚓
(
O
E
D
H
S
)
二
河
來
灌
溉
這
一
兩
山

谷
平
原
而
形
成
的
盆

地
後
來
在
制
制
諸
國
時
它
的
純

圍
擴
展
竟
連
黎
巴
嫩
山
東
邊
地
區
及
大
馬
士
革
巴
力

蚓
叫
及
酬
閥
割
地
區
都
包
括
在
內
(
刷
上
ω
的

加
下

3
5
4
4
8
a
m
u
)

(
幹
)

的
一
巴
友
言
。
B
J「
厄
東
」
是
制
制
的
長
子

1
I
j
-
l
f

、

厄
撒
鳥
的
別
名
於
是
他
的
後

代
及
他
們
所
居
住
的
地
方
也
都
以
「
厄
東
」
為
名
即

回
到
人
及
問
到
地
區
其
意
是
謂
「
紅
色
的
」

(
創
鈣

的

M
m
z
8凹
)
這
個
民
族
於
巴
力
斯
姐
的
來
南
自

死

制
至
阿
利
凹
海
灣
之
間
沿
剛
蚓叫
(
KF
E
Z
F
)滾
而

且
充
軍
之
後的時
間
恥
並
在
喇
喇
鵬及
制
問
帝
國
時
代
被

稱
為
依
杜
默
雅
人

他
們
的
地
區
則
化
為
依
扯
默
雅
地

方
但
是
在
學
經

上
厄
東
人
很
少
被

稱
為
「
厄
撒
鳥
的

後
代
」
(
創
M
m
u申
2
.

間

加
上
5
3
)
而
慣
稱
為

問
到
人
他
們
將
上
述
地
區
的
原

來
居
民
屬
甜
甜
人
(
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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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一

M
e
刊
扭
扭
)極
逐
之
後
而
佔
為
己
有
居
住
在
這
個
也
地
區
各
處
殺
人
放
火
無
惡
不
作
居
民
大
為
震
驚
聖
詠

被
稱
綠
色
依
爾
的
山
區
(
創

刊
叫8
申

2
S
M
n
)
並
第
六
十
篇
說
是
這
場
兵
災
的
罔
憶
於
是
途
味

轉
兵
組

向
西
方
發
展
當
以
民
進
佔
單
地
時
梅
瑟
會
派
人
向
厄
向
將
厄
東
人
在
鹽
谷
地
方
殺
的
片
甲
不
留
戰
場
上
留

東
王
請
求
倍
道
被
拒
且
聲
言
將
以
兵
力
相
向

(
戶
切

屍
一
禹
八
千
之
來

(
撇
下
8
口
編
上

m
n
)
其
後
連

“
-

n
點
口
口

J
蚓
蚓
得
主
命
應
尊
重
固
樹
蚓
子
孫
喇
的
大
將
制
剛
制
屯
兵
問
到
六
月
之
九
專
殺
問
到
之

的
主
權
乃
繞
道
而
行
(
同
別
創
制
2

‘

-
e
)
蓋
彼
男
子
誠
屬
殘
忍
之
舉
(
則
上
叫
“
|
叮
)
厄
東
王
哈

比
個
月
弟
兄
之
邦
遂
得
逃
往
埃
及
避
難
厄
東
地
區
則
全
為
遂
昧
所
佔
有

厄
東
同
以
民
的
軍
事
衝
突
始
自
撤
鳥
耳
時
代
(
撇
下
8
H
)

(
搬
上
M
H
)
但
在
撤
鳥
耳
的
侍
衛
中
卻
有
侍
衛
長
哈
遂
得
甚
得
埃
及
玉
的
歡
心
娶
王
后
之
妹
為
妻

是
厄
東
人
名
劃
固
樹
者
此
人
在
瀏
喇
的
歷
史
上
遺
臭
在
聽
說
瀏
喇
及
制
剛
叫
刪
去
世
之
俊
乃
重
返
厄
束
自
稱

-
高
年
(
繳
上
2
7
泣
，
-
n
)
真
正
征
服
厄
束
的
人
卻
為
王
國
謀
獨
立
(
列
上
U
M
|
扭
扭
)
未
能
成
事
蓋

ω

一
一
起
遠
味
戰
爭
的
原
因
是
正
當
達
味
同
阿
蘭
作
戰
自
顧
撒
羅
瀚
仍
能
在
厄
東
地
區

暢
行
無
阻
並
娶
厄
東
女
為

一
本
眠
之
際
厄
東
人
進
攻

7
南
方
的
丹
革
布

(
Z品
5
)

妾
(
列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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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
!
"
編
上
8
口
"
列
上
m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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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100 ,!E 間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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臼

列
上
口

1
)
這
種
情
況
大
約
繼
續
維
持

至
蚓
划
王
制
以
誠
押
時
代
策
此
時
仍
泊
「
當
時
從
川
山

東
沒
有
君
王
只
有
總
督
代
理
」

(
列
上
詔
"
的
)
此

發
厄
東
仍
未
能
脫
離
站
大
而
獨
收
且
布
旭
東
你
肋
約

沙
法
特
王
攻
打
磨
阿
布
的
記
以
(
列
F
3

.

|

盯

)

但
就
在
此
後
不
久
厄
東
人
同
摩
阿
布
阿
孟
拉
瑪
削
人

聯
盟
進
攻
猶
大
地
區

(
註
此
處
聖
經
上
稱
厄
來
人
的

「
色
依
爾
山
中
的
人
」
)
但
為
約
沙
法
特
玉
太
敗
土

自
紋
路
巴
鍊
加
谷
凱
位
而
問
那
京
(
叫
的
干m
I

自

)

約
沙
法
特
王
死
後
不
久
敏
年
在
他
的
繼
位
t
n約

州
王
時
代
「
間
划
人
脫
離
了
蚓
划
的
統
治
問
致
認
王
」

(
列
下
8
m
i
n
-
線
下創
9

|

叩
)
的
心
這
次
獨
立

只
是
短
暫
的
益
阿
瑪
立
維
王
至
將
厄
來
人
打
敗
的
真

京
城
色
拉

(
即
後
來
之
培
特
辣

HM
O
R
m
)
並
改
名
符
約

圳
蚓
蚓
(
則
下
M
7
刊

編
下
幻
U
M
M
)

且
將
叫
圳

人
的
神
像
帶
走

(
編
下
幻
H

M

)
在
猶
太
王
阿
哈

剎
時

代
以
下
右
王
的
倒
叫
制
斟
上
已
再
不
但

放
叫
做

大
概
已
完
全
獨
立
了

在
亞
述
的
文
件
上
記
的
相
有
比
一
一
厄
來
的
國
王
悴
，
川

到
叫
王
提
議
組
特
丕
肋
色
兩
三
刊
散
乃

熙
黎
布
凶
削

叫
糾
及
甜
甜
叫
罔
帕
到
王
稱
囚
納
扎
後
來
屬
於
叫
叫

制
王
制
制
制
繼
下
的
厄
來
人(耶
幻
的"
，l
n

州
U

M
)
在
耶
京
失
陷
之
後
(
公
元
前
五
八
六
年
)
將
指

蚓
的
一
部
份
土
地
佔
領
(圳
衍
叫
“
s

一
剝
削
叫
魯
紋
歡

到
對
L
有
不
ω
為
此

而
引
起
明
悔
嗎
文件
(
詠

印
刷
叫

站
臼
|
u

北
垃
1
.
)
猶
大
罵
加
伯
哥
哥
收
復
失
地



~
岫
府
間
倒
叫
吋
的
後
裔
問
到
人
打
敗
(
加
上
5
3
)
。
刮
到

江
~
俄
|
制制
甜
(
固
守
的2
5
)

在
公
元
前
二
三
0
年
再
將

1.

, 

三
厄
東
人
完
全
征
服
迫
其
接
受
割
損
禮
而
成
為
猶
太
化

士
的
民
族考

古
學
家
Z
-
g
s
r
在
此
雖
未
發
現
有
重
大
價

值
的
文
化
證
件
但
厄
東
人
頗
以
智
學
著
稱

(
北
8
筍

耶
帥"
7巴
3
n
n
約
2
u

臼
M

列
上
6

叩

U

鐵
叫m
I

H
M
2
)他
們
的
語
言
大
概
是
與
希
伯
來
或
摩
阿
布
語

甚
寫
相
似
的
一
種
他

們
的
宗
教
當
然
是
猶
如
其
他
除

叫
民
之
外
的
民
族
是
多
帥
的
宗
教
(
韓
)

M
J
l
-
目
匕
「
洞
口
J

人
名
意
思
是
「
上
主
是
偉
大

刮U
E
川
E

己

f
白
色
、

-

J
j
:

、
的
」
「
厄
里
」
是
這
意
義
的

縮
寫

他
是
史
羅
的
司
祭
與
撒
慕
爾
的
幼
年
生
活
歷
史

及
對
抗
培
肋
舍
特
人
的
戰
爭
會
有
過
密
切
的

關
係

(
撒
上
1
1
4
M
)
被
視
為
以
民
最
後
的
一
位
民
長

(
撒
上
4
時
)
當
他
聽
到
約
植
被
敝
人
愴
去
及
他
的

兩
個
兒
子
被
殺
的
兇
信
之
後
而
跌
有

(
繳
上
4
"
參

見
撒
上
2
盯
M
3
u

|

M
列
上
2
盯
)
(
韓
)

的
區
轉
「
中
J

人
名
有
「
守
衛
者
」
之
意

-

J
-
4
l
'
:

。
之

@
是
劉
划
同
制
甜
的
女
兒
所

生
的
長
子
會
同
塔
瑪
爾
結
婚
但
因
「
行
了
上
主
所
厭

惡
的
事
」
而
早
年
死
去

(
創
刊
均
3‘
T

編
上
2
3
)

@
舍
拉
之
子
猶
大
的
孫
子

(
一
編上
4
n
)

這
個
名
字
亦
見
於
「
基
督
的
族
譜

」
(路
3
3

(
韓

)

益問101-106 

m
厄
耳
(
巴
)見天
L

個
→
巴
L立
「
桐
-
m
y
J
人
名
意
義
不
詳
聖
經
上
以
此

-
j
i
-
-
E
\

為
名
省
有
數
人
其
中
最
若
答

是
北
凶
以
色
列
的
第
四
他
閻
王
阿
撒
王
之
子
及
給
他

者
建
都
於
捏
一
爾
區
行
為
不
廉
為
聖
經
所
不
樹
在
位
只

有
兩
年
(
八
八
六
l

八
八
五

)
被
其
手
下
軍
一
長
齊
默

黎
所
殺
其
家
人
親
友
全
部
與
之
同
歸
於
益

(
列
上
的

(
韓
)

竺
巴

L立
多
「
T
i
p
-
-
J
地

名
是
在

-
y
t
4
3
2

口
S
H
E
E
t
m
\

瀏
喇
勵
這

巨
人
哥
肋
雅
時
以
色
列
軍
隊
駐
紮
的
叫
叩
門
地
按
聖
經
的

記
載
它
應
在
厄
斐
斯
達
明
的
附
近

(
撒
上
口
2
u
創

刊
)
考
古
學
者
已
就
賞
它
就
是
現

今
化
叫
桑
特

(
嵩﹒

丘
，
F
D
H
)的山
谷
在
耶
w
m撒
冷
閩
南
約
二
十
二
公
里

處

(
韓

)

些
巴
宰
且
志
i
J
厄
藍
的
邊
界
約
答
說
來
凶

-
j

【1

:
;
2

日
\

邊
馮
廈
格
監
斯
河
東
邊
符

回
桐
樹
酬
山
脈
(
、
H
A
F
n
去
。
E
D
H
N
ω
m
g
ω
)

北
邊
是
狄

雅
拉
河
(
巳
冒
Z
H
H
H
S

『
)南
部
便
是
波
斯
領
域
及
技

蚓
熙
只
要
審
視
罔
劃
的
地
勢
它
的
歷
史
便
可
顯
而

U創

見
的
確
一
個
民
族
歷
史
的
過
程
可
由
它
與
鄰
近
民
族

的
關
係
帥
外
交
上
表
現
出
其
端
倪
厄
藍
當
然
也
不
例

外
它
自
公
元
前
三
千
年
開
始
即
與
叔
默
爾
民
族
有
若

交
通
彼
此
間
的
兵
戈
戰
事
時
有
發
生
後
來
被
它
的
鄰

國
阿
加
得
朝
所
征
服
歷
時
逾
二
百
四
十
年
之
久

(
二

三
六
O
l

二
二
四
二
)
及
乘
公
元
前
二
L
l
和
十
九
位

化
問
劉
始
告
獨
立
並
轄
治
了
美
對
別
瀏
刺
亞
爾
扎
可

是
中
國
(
不
久
鄰
近
的
大
國
巴
比
倫
玉
哈
哀
H
H
彼
加
對

它
興
師
問
罪
厄
藍
的
君
王
俊
新
(

M
H
M
Ee2
3
)被
拘
怯

的
制
終
欣
幼
發
佳
的
川
邊
也
江
的
拉
爾
撒
(
F
R
E
)
叫
峙

中
徹
底
敗
北
公
元
前
約
-
4
.
「
五
六
百
年
間
厄
藍
和
巴

比
倫
雙
雙
被
加
息
特
人

(
O
S
E
H
E
)
|
|
北
方
的
一

種
野
蠻
民
族
|
|
所
征
服
約
在
一
二
O
七
年
厄
驚
民

族
掙
脫
了
加
息
特
的
重
艇
並
且
在
他
們
勇
敢
的
君
王

制
制
蚓
(
只5
月

2
"
Y
Y
E
E
O
)

的
命
令
之
下
攻
陷
了
巴

划
腳
劫
掠
宮
中
的
珍
藏
貨
物
把
掠
物
運
送
到
他
們
的

國
都
制
叫
趴
在
這
些
掠
物
恥
也
有
制
蚓
蚓
叫
做
的
石
牌
之

古
家
於
一
九
O
二
年
在
穌
撒
所
發
現
的
正
是
該
塊
石

亂
問
蚓
攻
的
凹
叫
刪
掉
昀
直
到
叫
制
帝
國
喇
喇
到
朝
代

為
止
它
的
凶
勢
F
K撼
了
遠
近
各
闢
事
內
部
述
皇
帝
撒

關
劃
第
二
放
乃
里
叫
到
布
和
亞
述
巴
尼
帕
訶
所
己
…
乃
先

後
不
斷
向
它
進
抽
血
終
淤
將
它
種
做
他
毀
厄
監
滿
R

治

風
到
了E
d
d
尼
帕
耳
之
後
速
獨
立
凶
的
資
格
也
良

失
殆
盡
亞
述
王
朝
滅
亡
後
厄
藍
叉
歸
屬
巴
比
倫
帝
凶

繼
而
的
神
屬
於
蚓
蚓
帝
吼
最
後
H
V
、
故
屬
於
大
一
位
凰
山
太

帝
風
刷
刷
地
理
和
歷
史
學
荷
|
|
刷
上
之
作
揖
獄
內

|
|
稱
叫
劉
為
問
到
別(
也
可
自
己
或

開
寄
自
E
P
)

但
所
稱
不
確
技
厄
藍
國
的
文
字
它
的
國
名
乃
。
厄
藍

對
(
盟
"
S
H
E
)
，

即
「
高
地
」
的
志
也
問
蚓
的
因
此
央
文

件
其
實
就
是
亞
述
和
巴
比
倫
的
紀
念
物
但
最
近
七
|

年
以
來
考
古
家
發
現
了
不
少
的
厄
盤
文刻
文
國
像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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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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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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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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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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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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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卜

i
l

敗
和
廟
宇
的
廢
址
瓦
片
等
這
使
我
們
對
問
劉
歷
史
增

加
了
不
少
智
亂
至
於
宗
教
方
瓦
問
劃
似
乎
與
蚓
制
劑

和
阿
加
得
兩
民
族
相
同
至
少
直
到
目
前
所
發
現
的
遺

物
看
來
是
如
此

聖
經
上
最
早
提
及
周
劉
是
在
制
ω

叫
該
處
把
問

劃
歸
屬
於
闊
的
子
說
並
不
是
因
為
罔
蚓
與
開
族
具
有

血
統
閥
係
而
是
因
為
它
的
地
理
位
置
是
在
閃
族
地
域

中
使
然
創
M
I
所
指
的
胡
劃
甜
甜
甜
甜
甜
無
疑
就
是
一

個
厄
藍
文
的
名
字
只
是
直
到
現
在
為
止
還
未
發
現
一

位
厄
藍
君
王
帶
有
這
名
字
的
再
說
按
至
今
所
有
的
文

-
件
看
來
似
乎
罔
蚓
民
族
的
勢
力
從
未
伸
展
到
凹
划
馴

的
山一叫
起草
多
爾
老
默
爾
可
能
只
是
寄
居
於
制
制
割
的
一
個

戶
厄
重
酋
長
先
知
們
也
有
時
提
及
厄
籃
如
依

H
H

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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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益四

」

n
e

耶
鈞
缸
"
“
l
m

則
叫
“H
自
達
8
2

提
及
了
穌

撒
樂
城
關
於
這
座
榮
城
亦
可
見
厄
下
l
l

和
文
斯
德

爾
傅
全
書
宗
2

，
所
提
及
的
大
概
是
指
厄
藍
地
區
的

猶
太
倍
民見

技
默
爾
穌
撒
哈
努
軸
叫
做
亞
述

(司

也

)

的
百
朱
「
早
已

地
名
有
「
棕
銜
」
之
音
叫

:
J

J
i
d

、
民
在
梅
瑟
領
導
之
下
山
離
埃

及
過
紅
海
之
後
報
轉
股
曠
野
之
中
在
走
向
西
乃
山
途

中
過
了
瑚
蚓
後
的
第
一
駐
然
安
卅
一
山
的
地
此
就
是
問
州

(
山
的
盯
戶
衍
，
)
J
U地
方
自
古
至
今
是
一
個
多
水

之
區
「
布
，
「
二
股
水
泉
」
(
出
的
盯
)
是
一
片
美
麗

的
綠
洲
「
有
七
十
二
樑
棕
樹
」
(
出
的
盯
)
與
周
園

悽
涼
乾
娘
的
曠
野
景
色
大
相
逕
庭
學
者
們
大
都
認
寫

# 

現
在
的
肌
郎
德
耳
谷
(
還

C
R
E
兮

】
)就
是
斟
樹
上

所
說
的
厄
林
地
方
它
的
水
里
由
東
部
流
入
細
蚓

H
N

灣
但
與
在
崗的
8

所
提
及
的
則
剛
回
蚓
划
完
全
不
同

葦
後
者
是
在
摩
阿
布
地
區
內

(
韓

)

竺
巴

﹒
生
E
S
J
城
名
是
:
需
分
得
的
城

:

'

I
t

'

、
市

之
一

(
蘇
州
叫
“
)
學
者對

於
它
的
位
置
意
見
各
異

(
韓
)

巴
巴
滋
生E
-
3
)
人
名
言
「
自
」
或

「
天

:

J
I
t

'

、
主
的
人
」
之
意

是
在
依
貝
贊
之
後
管
現
以
氏
的
民
反
歷
時
凡
|

年
死
後
非
於
阿
雅
陸
地
方
(
民
也

H
M
)

其
次
以
此
為
名
者
何
問
蚓
叫
的
岳
父
(
削
叫
叫
“

必
2
)
則
蚓
圓
的
第
二
個
兒
于
(
削
M
W
H
)間
關
家

族
的
始
組

(
戶
前
自

)
(

你
)

則
厄
明
(
開
5
2

)
2

原
文
恐
有
「
巾
他

J

l

'

、

E
m
u是
占
時
居
於
摩
阿
布

地
區
的
一
個
強
大
的
民
族
團
團
叭
叭
叫
叫
到
巴
人
族
(
巾

2
M
H
)
不
多
爾
尼
默
爾
曾
率
削
盟
軍
在
兒
象
邪
峙

股
平
原
將
他
們
擊
敗

(
創
刊
鬥§

)
州
(
或
們
不
得
而
知

他
們
礁
係
何
種
民
放
血
「
民
族
u
k
」
上
(
例
的
)
也

戊
不
到
叫
明
人
的
。
h
字
(
粹
)

巴
巴

#
E
B
Z
E

人
執
地
名
可
謂
「
嗯
暗
」

I
E

川
丸
札J
H
f開
口
F
M
H
」

。
l
l

|
|

〈

、

1

'

"心
、

(
2
h
)
米
德
峙
的
第
一
例
兒

，
「
糾
刻
側
的
從
代
(
削
忱
叫
‘刷
上1
詞
)
，
風
剝
削
馴

的
一
個
部
落
亦
以
此
為
名
此
部
進
與
對
叫
有
關
係
二

者
皆
以
盛
產
獨
進
駝
黃
金
油
乳
香
著
名
「
俏
吋

e
L
h
叫



~
~
崗
位
亦
、
陶
刺
伯
的
北
部
在
厄
娃
尼
提
苛
(

皂
白

E
8
)

的

-
每
灣
處

-
-

斟
樹
上
以
此
為
名
者
另
有

-

0
加
肋
布
的
妾
(
編
上
2

的
)

一

@
蚓
制
劑
的
兒
子(
編
上
2
叫
)
(
韓
)

m
厄
法
(
何
可
E

)
是
想
及
隨
糙
的
自
器

l
j
(

肋
5

u
申

鈞
H

民
6
"

盧
2

口
等
)
大
約
源
自
埃
及
等
鈴
一
個
「
荷
默
爾
」

的
十
分
之
一
學
經
上
主
管
法
律
的
人
及
先
知
們
不
時

在
提
醒
百
姓
應
利
用
公
平
正
當
的
「
厄
法
」
來
衡
豈

(
肋
ω
扭
曲
卅鈞
臼
亞
8
5

等
)

見
度
量
衡
幣
制
表

(
韓

)

立
巴
爾
「
開
E
E
J
人
名
意
思
是
「
守
衛
者
」

!

J
E
I
i
z
g

、
屬
問
喇
喇
因
艾
派
蚓
蚓
出

的
兒
于
厄
蘭
人
家
族
的
始
祖
(
戶
必
自
)
但
他
的

名
字
劫
不
見
於
編
年
紀
上
所
載
錄
的
厄
叫
調
回
族
譜

(
編
上
7
m
n
)
希
磁
譯
本
撤
瑪
黎
雅
五
香
及
敘
利

亞
譯
本
將
其
名
譯
作
厄
登
(

關
已
。
口
)
(

韓

)

且
已

b
P
E
E
H
E
S
J是
以
民
日
穌
苛
特

起
程
之

1
1
j
'
-
7

\

恤
哄
安
營
的
第
一
個
站(
山

u
m
戶
口
6
7
)
(匕
位
於
叔
爾
曠
野
的
邊
沿

(
山
臼

自
)
此
曠
野
在
其
他
地
方
亦
被
稱
為
厄
堂
曠
野
(
戶

犯
8
)
但
是
它
確
係
現
今
何
地
則
不
易
確
定
是
以
學

者
們
的
意
見
各
臭
不
過
可
以
確
定
的
是
它
應
在
埃
及

同
阿
刺
伯
曠
野
之
間
的
地
區
中
學
者
們
的
紛
耘
意
見

從
客
(
韓
)

結
"
2

‘ pq 112-118 

的
一
巴h
B
E
E
E口
)叭
名
有
「
長
發
永
恆
」
之

'

4
.

-

-
4

、
有
思

@
猶
大
的
後
代
出
於
則
辣
黑
家
族
以
智
慧
超
眾

而
著
名
(
列
上
5
H
編
上

2
6

詠
間
的
)

@
肋
末
人
革
爾
雄
的
後
代

(
編
上
6

訂
)

@
肋
末
人
默
辣
黎
的
子
孫
是
遠
味
迎
運
約

櫃
時

的
儀
仗
隊
人
員
之
一
他
同
赫
曼
阿
撒
夫
在
儀
仗
隊
中

打
銅
敘
(
編
上
的

M
)
有
些
學
者
(
如
世
『
已
開
宮
)

認
為
這
位
樂
手
厄
堂
與
列
上

5
u

編
上
2
6

詠
的

(
見
@
)
所
說
的
厄
堂
同
為
一
人

(
韓
)

主
巴
幸
之
中
。

J
是
世
間
第
一
個
女
人
的
名

-
j
i

J
J
Z
z
t

字
叫
劃
到制
制
及
創
蚓
的

母
親
(
創
3
m
4
2
2

自
)
有
些
學
者
以
為
「
厄
蛙
」

一
詞
來
自
「
生
命
」
這
顯
然
是
學
經
利
用
了
民
間
通

俗
解
釋
的
結
果

(
創
3

的

)
但
它
真
正
的
原
意
學
者

們
至
今
未
能
確
定
所
謂
她
出
於
亞
當
的
肋
骨
也
是
一

種
通
俗
的
說
法
以
指
示
男
女
之
間
的
平
等
相
戀
故
此

聖
經
上
的
描
述
不
可
按
字
面
講
除
此
之
外
哲
約
中
只

一
次
再
提
及
「
厄
娃
」
(
多
8
.
)
在
新
約
上
也
只

是
偶
然
的
提
及
厄
娃
之
名
她
被
蛇
所
欺
騙

(
格
後
U

S
)
她
的
受
造
是
在
男
人
之
後

(
弟
前
2
H
)
這
似

乎
在
指
示
女
人
應
受
男
人
權
力
的
約
束

(
見
格
前
刊

聖
經
上
雖
然
尚
未
暗
示
厄
娃
是
新
約
上
的
預
象

但
是
因
為
聖
保
綠
數
次
強
調
亞
當
是
新
亞
當
!
!
l

基

督
|
|
-
的
預
象
及
二
者
之關
係
故
此
不
少
敬
父
們
似

乎
順
理
成
章
地
將
厄
值
比
作
刺
刺
到
處
要
教
會
的
兩

曲
事
作
為
亞
當
|
|
基
督
預
象
闕
係
的
椅
充

戶
韓

d

立
巴

u
d
何
可
「
早
已
。E
J
(
一
)
「
厄
巴

咀
且••• 

E
F
V
-
r
E
E
--1
』
目
，
'
，
、

1
l

l

J
E
l

-

-

J

、
耳
」
亦
作
「
的
叭

巴
耳
」
創
ω
盟
約
刻
愛
的
後
代
放
巴
耳

一欄
上
1

且
即

作
厄
巴
耳(

二
)
自
向
黎
人
色
依
爾
的
後
代
句
巴
耳
的
一
個

兒
子
名
叫
厄
巴
耳

(
創
刊抑
自
編
上
1

刊
)

(
漁

)

。
生
1
4
E
d
r
子
「
HW
Z
-
J

厄
巴
耳
山
位
於
舍
很

U
E

川
n
L
I
e
-
/
Z
o
g
亡
，

l
l
|
|

-
J
E
E
-
-

J

、
城
之
北
面
對
草
動
學
斤

山

只
一
谷
之
隔
高
九
三
八
公
尺
這
兩
沌
山
在
以
民
的

宗
教
歷
史
上
按
有
重
大
的
意
義
蓋
梅
瑟
命
令
以
民
在

過
河
佔
領
學
地
之
後
要
百
姓
平
分
在
兩
座
山
上
在
學

黎
斤
山
上
宣
佈
祝
一
晴
在
厄
巴
耳
山
上
宣
佈
詛
咒
侮
樺

山
上
有
六
個
支
派

(
市

U
M
M

幻
4

|

時
)
若
蘇
厄

果
然
遵
照
梅
瑟
的
吩
咐
而
為

(
蘇
8

叩
|

缸
)
革
黎

們
因
為
是
獄
關
劉
蚓
人
的
雪
山
因
此
撤
瑪
黎
雅
到
別

上
故
意
將
申
2
.
(
應
在
厄
巴
耳
山
上
修
鐘
一
陣
祭

壇
)
的
厄
巴
耳
山
改
寫
革
翠
斤

山
以
增
加
它
的
宗
教

身
價

猶
太
人
自
古
以
來
就
有
人
主
張
所
說
的
這
兩
向

山
並
非
是
舍
根
附
近
的
那
兩
座
大
山
而
是
在
耶
里
哥

之
南
四
公
里
處
的
兩
座
小
山
丘
並
且
以
民
在
南
過
約

倒
肉
之
後
就
舉
行
了
這
個
禮
也
隨
此
說
法
的
人
中
有

酬
制
制
及
制
姻
問
點
並
且
制
酬
輯
科
亦
主
此
說
而
將

蘇
州
的1
的
舍
被
改
個
月
史
羅



但
是
現
在
絕
大
多
數
的
學
者
隨
從
史
家
若
瑟
夫

之
說
調
這
兩
座
山
叫
別
是
在
合
根
左
右
兩
邊
的
二
座
高

山
厄
巴
耳
山
現
咱
們
為
依
斯
挂
米
雅
山
自
山
上
著
名
阿

刺
伯
女
人
之
前
藍
而
得
名
或
亦
稱
為
厄
以
巴
耳
山
亦
有

加
音

(
吋
叫
叫
)
山

A
A亞
伯
爾

(
喇
喇
刑
)
山
之
間
情

以
資
紀
念
一
說
咒
」
及
「
祝
福
」
的
兩
種
宗
教
儀
式

(
綠
B
M
n

)
U
M
巳
耳
幾
乎
是
一
座
禿
山
毫
無
植

物
可
一
一
百
所
有
者
只
是
少
數
的
野
草
荊棘
而
已
但
由
山

頂
向
東
北
望
去
加
呈
現
一
片
美
好
的
遠
長

古
巴
於
右
絲
一
旭
何
時
在
迢
兩
座
山
上
海
行
了
路
瑟

所
命
令
的
宗
教
禮
儀
學
者
意
口
比
紛
耘
不
一

兒
革
黎
斤
山
(

韓

)

"
-
n
u
-
-
、
自
開
首
宮
門
J
人
名
意
思
是
「
在
那

U
E

川

F
E
P
E
F
f
z
o
g

立
，

。

i

J

1

，
是

|

'

e
、

邊
」
「
在
對
面
」
學

級
上
以
此
為
名
者
有
F

列
數
人

@
舍
拉
之
子
閃
的
後
代
(
創
m
n
H

)
學
經
記

收
他
活
7
四
百
三
L
l
敬
而
終

(
創
刊
H
|

叮

編
上
1

刮

目

)
他
除
了
同
希
伯
來
人

(
創
刊
凹
|

甜
)
有
親

屬
的
關
係
外
阿
刺
的
們
人
(
創
昀
目

叫
)
及
一
比
一
一
阿

蘭
人
的
文
派

(
創
刊
扭

扭
叩
l

H
)
都
與
他
有
點
血

統
上
的
關
聯
此
人
之
名
亦
見
於
耶
穌
的
族
譜

(
路
3

@
是
阿
摩
克
家
族
中
的
領
袖
身
為
司
祭
鑫
職
於

-制
蚓
對
大
司
祭
時
代(
即
下
u
m
)。

“
昕一

@
是
加
得
艾
派
的
一
位
家
族
領

袖
居
於
基
肋
阿

戶
可
得
及
巴
爾
地
區
(
編
上
5
H
H
)

119- 124 M V叫

@
喇
喇
蚓
支
派
人
在
編上8
臼
謂
他
是
閥
割蚓

耳
的
兒
于
但
在
編
上

8
n

部
說
是
沙
沙
克
的
兒
子(韓

)

"
區
起
心
功
毛
主

是
巴
商
的
重
鎮
亦
是
其

民
川
A
n
M過
關
τ
f
制
已
門
已
』

|
|
l

-
J
4
1

J

且
，

、
閻
王
放
格
宮
殿
的
所
在

地
當
以
民
經
過
此

地
進
佔
墓
地
時
巴
商
王
出
而
迎
戰

阻
止
以
民
的
去
路
在
厄
德
勒
附
近
卸
被
梅
瑟
打
敗

(
戶

幻
自

自

)
關
於
這
次
的
勝
利
後
人
亦
有
所
記

收

(
申
1
4
3

1
叩
蘇
也
‘
口
時
)

當
右
蘇
厄
創

分
摯
地
時
將
一
一
退
一
地
方
分
配
給
住
在
約
但
河
東
的
默

納
協
半

個
文
派

(
蘇
叮
缸
)
在
埃
及
王
突
特
摩
息
斯

三
世
(
斗
E
BE
z

-
-
M
)的年
鑑
上
曾
提
到
這
個
城

名
可
能
就
是
指
此
城
而
言
它
在
現
今
敘
利
亞
及
約
也

闋
的
邊
界
上
在
大
馬
士
革
之
南
約
一
百
公
里
處
距
加

到
叫
亞
湖
之
東
岸
約
六
十
公
呈
現
稱
為
制
蚓
(

U
O
E
)

蘇
州
叮叮
亦
曾
提
到
一
個
名
厄
德
勒
的
城
市
為
納

對
蚓
劃
艾
派
所
札

(
韓

)

且
也
革

-A
E
m戶
。2
)以
他
是
民
是
代
摩

-

-

J
I
-
z
t

J

、
阿
布
人
的
國
王
會
聯

合
阿
孟
及
阿
瑪
肋
克
人
打
敗
以
民
將
棕
樹
城

(
即
耶

里
哥
)
佔
領
使
川
口
民
稱
臣
納
貢
凡
十
八
年
之
久
終
被

民
長
厄
胡
得
所
殺
以
民
重
獲
自
由

(
民
3
u

|

抽

)

地
名
是
位
於
猶
大
曠
野
中
的

一
個
城
國
其
國
王

個
甜
甜
會
與
其
他
四
王
國
聯
合
攻
打
叫
民
部
被
若
蘇

厄
所
擊
敗
就
擒
(
蘇
ω
1
|

盯
訕
|

訂
)
此
地
方
之

確
實
地
點
考
古
學
者
至
今
未
能
確
定
意
見
竟
有
四
五

種
之
多

(
韓

)

門
立
或
-
R
n
-
f
E
E
已
J

人
名
屬
於
科
蚓
明
文

V
L
E川
+
n
u-a
r
f

〉
旦
」

J
-
l
j
1

，

、

派
其
意
為
「
同
芯
一

致
的
」
民
長
之
中
第
二
位

(
民
3
u
4
1

亦
參
閱
編

上
7
ω
8

3

6

)
他
的
任
期
為
公
元
前
一
一
五
。
全

一
一
二
0
年
他
拯
救
了
以
色
列
由
摩
阿
布
王
厄
革
隱

之
手
因
此
以
色
列
至
少
住
趴
缸
中
南
部
的
文
派
立
受
平

安
達
八
十
年
之
久

(
市

)

m
厄
羅
一
耳
目
(
F
E
)
見
天
L

M
一
巴
立

一一
寺
E
H
F
J
厄
拉
特郎
謂
「
綜
樹

E
U
們
L
t
i
略
帶
J
/
〉
丘
m
H
Y~

。

，

l
|

』

-

J

」
叫
寸

F
T

J

林
」
城
名
位
於
紅
布
仰

灣
東
北
之
極
端

(
切5
5

〉
仿
古
巴
巴口
口

ω
)申
2

8
將

厄
忱
特
與
厄
茲
雍
革
貝
爾
並
列
因
此
有
些
一
學
者
以
寫

三
城
彼
此
距
離
不
遠
可
是
仍
持
兩
座
城
其
他
的
學
街

卻
以
為
兩
個
名
字
是

指

一
座
城
厄
拉
特
音
屬
厄
東
民

且
在
出
喇
時
代
則
歸
於
捌
划
王
國
制
制
制
在
該
處
必

立
了
碼
頭
其
細
隻
從
此
可
開
往
放
斐
爾
通
商
見
列

上

9
u
m編
下
8
口

在
約
蘭
王
時
代
厄
東
獨
立
收
罔
止
入地

但
不
久
後
「
剛
回
現
刷
刷
王
將
間
出
蚓
收
罔
仍
歸
蚓
叫
八

加
以
重
建
」

(
列
下
M
血
泊
6
編
下
必
2
)
希
臘
和

羅
馬
的
作
者
稱
它
為
厄
拉
納

(
KF
巳
呂
立
因
此
附
近

的
海
灣
叫
做
∞
E
E
m
〉
n
E
E
E
E

在
羅
馬
帝
國
晚
期

厄
拉
特
借
用
第
十
軍
的
監
紮
地
厄
城
郎
今
之
阿
刺
伯
人

所
稱
的
阿
卡
巴
以
色
列
又
恢
復
了
它
的
古
名
字
叫
做

厄
依
拉
特
城

(
白
宮
)



~

見
位
東
肉
區
黎
雅
(
當
)

的

~
生
耳
目
巳

K
E

H
E
J

人
名
意
思
是
「
我
的

-
u
r
n
川
R
H
-
H
h
i
f皂
白
\

-

J
|
-
二
』
缸
，
、
天
主
是
雅
威
」
他
是

基
肋
阿
得
的
提
市
民
人
亦
是
舊
約
中
的
一
位
偉
大
先

知
是
惟
一
神
敬
的
激
烈
護
衛
者
是
叫
倒
叫
王
(北
國
)

阿
哈
布
及
王
后
依
則
貝
耳
的
敵
對
因
為
他
們
倡
導
了

巴
耳
邪
棘
的
敬
禮
他
以
大
無
畏
的
精
神
克
盡
了
先
知

的
職
守
他
的
聲
望
在
百
姓
中
如
此
之
高
而
幾
乎
成
了

一
位
傳
奇
的
人
物
也
正
因
此
在
學
經
有
自
成
一
套
的

關
於
厄
里
亞
先
知
的
言
論
作
為
及
奇
蹟
的
傳
說
載
於

列
上
口
z
l
列
下
1
間

他
不
只
是
舊
約
中
的
著
名
人

物
就
在
新
約
上
也
是
槍
炙
人
口
的
偉
人
提
及
他
有
三

十
次
之
多

(
若
1
缸

|

缸
瑪
口
7
|

H
口
1
l

u

幻

叫
|

的
谷
6
n
9
2
l

n
M
U
M-

臼
路
8

扭
|
訕
雅

5
口

默
u
a
|

u
)

厄
里
亞
文
件
如
上
所
述
厄
里
亞
的
生
平
只
見
於

列
上
口
1
l
列
下
I
H

絕
大
多
數
的
學
者
承
認
這
是

一
個
古
老
的
文
件
屬
於
第
九
世
紀
亦
就
是
在
厄
里
亞

升
天
後
不
久
所
筆
之
於
苦
的
他
在
聖
經
上
的
出
現
是

傳
奇
性
的
及
忽
然
的
關
口
就
預
報
在
北
凶
將
有
三
年

大
早
受
主
命
暫
居
蚓
劉
蚓
溪
邊
再
赴
劇
創
的
匣
爾
法

特
在
此
處
顯
增
油
麵
及
復
活
寡
婦
之
子
的
奇
蹟
不
久

之
後
奉
主
命
去
見
阿
哈
布
王
王
斥
之
寫
「
叫
以
色
列

遭
難
的
人
」

(列
上
的
口
)
先
知
當
面
斥
其
對
邪
神
敬

禮
之
不
當
是
以
有
閥
割
固
與
假
先
知
比
試
的
事
蹟
巴

耳
的
假
先
知
四
百
五
十
人
完
全
失
敗
而
被
殺
於
克
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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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畔
先
知
報
告
大
旱
的
終
結
但
先
知
的
勝
利
並
未
俊

先
知
脫
兔
國
王
之
續
續
迫
害
於
是
其
精
神
極
度
痛
在

(
曲
目
求
上
主
收
去
他
的
性
命
見
列
上
m
m
﹒)
但
在
吃

了
天
主
賜
與
的
食
物
之
後
這
食
物
是
學
位
的
預
像
蚓

精
艸
大
振
行
走
四
十
查
夜
(
即
很
長
的
時
間
)
於
曠

野
之
中
逃
至
「
天
主
的
山
日
旬
勒
布
」
(
列
上

m
m
8
)

在
這
山
上
天
主
以
「
輕
微
細
弱
的
風
聲
」
顯
現
給
他

堅
固
了
他
的
信
念
於
是
勇
氣
百
倍
再
度
罔
北
國
不
怕

危
險
宣
告
天
主
將
因
國
王
(
阿
哈
布

)
及
王
后

(
依

叫
周
到
)
的
罪
大
惡
極
(
則
上
到
別
下
1
2
‘
)
對

二
人
施
行
嚴
峭
的
懲
罰
(
不
名
之
死
)
終
於
被
提
升

天
(
列
下
2
1

|
M
)
這
是
先
知
的
簡
史

在
新
約
中
拉
3
1

i

3
n
M

謂
先
知
會
再
來
替

上
主
預
備
百
姓
的
心
軍
德
特
刊
是
這
個
預
言
的
岡
聲

先
知
的
升
天
是
如
此
之
山
艸
入
化
在
猶
太
人
心
目
中

留
下
深
刻
的
印
象
(
谷
9

u
)
為
此
間
若
驗
是
否
是

回
到
到
(
封
1
n
谷
6
臼
)
但
閥割
到
之
再
來
有
更
高

深
的
意
義
是
以
耶
穌
說
厄
里
亞
已
在
右
盼
身
上
趴
現

(
谷
9
凹

瑪
口
時
間
)
天
使
亦
報
告
匣
加
利
亞
謂
約

翰
將
有
厄
里
亞
的
精
神
和
能
力
(
路
1
口
)
屬
勒
布

山
是
總
瑟
代
表
以
民
與
天
主
訂
立
笛
盟
約
而
登
過
的

捏
一
山
也
是
厄
里
亞
登
過
的
「
天
主
的
山
」
厄
里
亞
一

生
勇
敢
維
護
了
這
個
盟
約
是
以
二
人
在
刻
闖
關
山
上

耶
穌
顯
學
容
時
同
時
卅
現
作
為
新
盟
約
訂
立
的
證
人

(
谷
9
‘
瑪
口
3
路
9
叩
)
正
因
厄
里
亞
在
以
民
的

歷
史
上
佔
有
如
此
的
重
要
地
位
及
在
新
舊
約
中
幾
乎

無
立

H
H
4
小
組
撥
或
關
掉
悶
地
提
及
到
厄
單
單
無
怪
乎
緩

期
的
猶
太
人
街
過
一
部
的
M
H
稱
乏
為
「
厄
壇
亞
默
示

錄
」

(
幣
)

M
N
J
1
4
目
匕H旬
之
B
Z
Z
J

人
名
芯
思
是
「
也
大

v
h
k川
固
立
刮
目

J
f
E

」

'

|

-
-

1
4

，
、
主
是
救
援
」
成

「
天
主
救
援
」

他
是
北
國
以
色
列
的
先
知
厄
里
亞
的
弟
子
助
手

及
給
他
者
(
列
上
W
M
口
時
)
生
活
於
八
五
O
I
八

0
0
年
間
阿
貝
耳
蚓
聞
出地
方
人
訓
斟
蚓
的
兒
子

(
列
上
m
W
M
)家
度
富
裕

(
列
上
凹
M
m
)
厄
里
亞

升
天
之
後
厄
里
史
才
正
式
出
現
淤
社
會
人
們
平
之
巾
成

為
先
知
弟
子
們
的
首
領

(
列
下
2
H
l

H
)
他
一
生

所
顯
的
奇
蹟
猶
勝
過
其
師
傅
厄
里
亞
聖
經
上
都
有
所

記
敘
(
見
列
下
2
叫

|

訓
4
1

|

“
5
2

|

盯
6
1

l

n
6
M

|

7
m
H
H
|

缸
)
故
此
德
訓
篇
"
呵
呵
|

問
讚
揚
他
說
「
他
生
時
行
了
奇
蹟
死
後
他
還
行
了
奇

事
」
路
4
盯

亦
記
述
他
使
納
悶
妥
潔
淨
的
奇
蹟

(
註

新
約
提
及
的
厄
里
史
就
是
站
一
位

)
他
在
生
之
日
廿
四

受
制
制
出
蚓
(
到
下
3
時
)
及
閥
割
剛
刊
主(圳
下H

M
|

刊
)
兩
國
王
的
敬
重
故
此
他
在

宗
教
改
革

仁
的

貢
獻
雖
沒
有
厄
里
亞
所
為
者
顯
明
，
何
力
但
亦
不
可
盃

認
它
的
重
要
性

(
韓

)

η

」
嗜
血
目
匕h
u
y「
開z
z
r

z
t
雅
、
汪
于
孫
所
居
之

-
K

川
閱
、

E
F
E

L
i

。

-

J
|
二
、

4

，
昌

、

地
(
創
的
‘
)
如
一

切
民
族
分
佈
表
上
所
列
之
地
名
大
都
是
不
十
分
準
雌
性

的
故
此
對
厄
里
沙
的
地
理
位
置
學
者
們
的
意
見
英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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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雜
繁
多
其
中
主
要
者
及
最
有
權
威
者
謂
就
是
今
日

的
建
浦
路
斯
島
在
厄
則
克
耳
先
知
的
神
論
上
亦
曾
提

到
此
島
上
的
著
名
出
產
「
紫
色
與
朱
色
的
布
」
(
則

幻
7
)
(

韓

)

竺
巴
里
豈
可

B
F
E
J人
名
意
謂
「
他
是
天
主
」

F
H
川
日
H
-
F
F
K
F
f
開
-
5
、
可

1
l

j
l
-
F

-

l
'

、
或
謂
「
我
的
天
主
是
他
」

是
喇
喇
甜
族
人
巴
辣
革
耳
的
兒
子
為
約
伯
友
人
之
中

的
主
要
發
言
人
企
圖
以
四
篇
言
論
(
約
犯
4
l
m
M曰

“
狗
狗
)
謝
停
沖
淡
約
伯
及
友
人
的
極
端
言
論
主
張

現
世
的
苦
難
是
用
來
潔
淨
人
鐘
以
獲
得
上
主
的
祝
福

但
因
這
位
人
物
在
約
伯
耐
得上
的
出
沒
甚
為
突
然
及
神

秘
並
且
言
論
之
體
材
與
約
伯
縛
的
其
他
部
分
亦
有
出

入
故
此
許
多
學
者
否
認
它
的
其
實
性
但
一
切
公
教
學

者
部
部
主
張
並
保
護
它
的
正
確
性
雖
然
有
些
謂
它
可

能
出
於
後
翔
的
增
補
用
以
解
釋
文
體
之
別

凶

(韓
)

ω
厄
里
買
(
自1
ω
)兩陣
線
上的
兩
厄

|
二

里
買
是
一
座
波
斯
的

宮
質
城
市

(
加
上
6
1
)
貨
際
上
它
是
指
厄
藍
的
一

個
山
區
而
言
可
能
在
穌
撒
城
之
週
園

(
厄
下
1

1
)

當
時
安
提
約
古
第
四
東
征
菌
戰
國
庫
已
空
於
是
來
此

地
區
的
一
座
極
其
富
有
的
納
納
雅
女
神
廟
劫
掠
贊
蔽

攘
歷
史
家
謂
會
給
去
一
千
「
塔
冷
遇
」

(
註
一
個
「
塔

-
泠
通
」
約
合
兩
千
一
百
美
元

)
(

韓

)

1
帥
厄
里
雍
(
持
九M
m
y
)

見
主

』

J
l
d
d
q
H區
國\
H
w
r

『
g
J

厄
刻
龍
為
培
肋
舍

E
E
川
-
u
d剛

Z
n
g
門
。
已
|

J
E
3
1

，
、
特
五
城
之
一
意
思

是
「
絕
很
」
它
的
位
置
殊
難
確
定
一
般
現
代
的
地
理

學
家
和
考
古
學
家
以
為
它
位
於
以
阿
刺
伯
文
所
榕
的

厄
耳
阿
革
爾

(
盟
〉
間
。
門
)
村
該
域
的
居
民
特
別
恭
敬

巴
耳
則
步
布
神
(
列
下
1
3
)
若
蘇
厄
原
先
把
厄
織
創

飾
猶
大
支
派

(
蘇
的
“

)
不
久
改
屬
丹
支
派

(
山
穌的

“
)
若
蘇
厄
死
後
以
民
佔
接

了
厄
刻
龍
但
不
能
堅
守

部
被
堵
肋
舍
特
人
佔
領

了
去
大
約
一
直
到
了
瑪
加
伯

的
革
命
時
期
(
民
1

叫
做
上
5
6
η

自
列
下
1
2

H

耶
鈞
胡
亞
1
8
)
厄
里
為
民
長
時
天
主
的
約
櫃
不

幸
陷
于
培
肋
舍
特
人
手
中
而
被
他

們
先
後
帶
到
阿
市

多
得
加
特
和
厄
刻
龍
三
城
後
來
為
避
兔
天
主
的
懲
罰

培
肋
舍
特
人
又
把
約
植
從
厄
城
送
到
以
民
的
領
域
貝

特
舍
默
市
城
去
許
多
先
知
預
言
過
厄
城
要
遭
受
的
貶

抑
和
毀
滅

(
耶
鈞
甜
匣
9
5
l
7

索
2
4
)
學
經
上

末
次
提
起
厄
絨
的
是
加
上
m
帥

該
處
更
記
述
亞
歷
山

大
巴
拉
王
把
厄
刻
龍
賜
給
以
民
的
首
領
兼
大
司
祭
約

納
堂
舉
一
經
以
外
兩
次
提
到
厄
城
一
在
做
乃
黑
黎
布
的

角
柱
上

(
M
U
H
Z
S
"
F
E
n
y
o
E
σ
)

另
一
次
在
厄
撒

叫
釗
角
往
上
(
見
〉Z
開
斗
3
.
N
∞
N
N
g
u
S

H
)

見
約
總
培
肋
舍
特
亞
述

(
古

)
、

竺
巳
路
耳

E
Z
H
J月
名
有
〔
收
割
月
」
之

-

-

J
E
l

-

-

'

、
意
(
?
)
是
叫
民
取
自

巴
比
倫
人
的
月
名
為
一
年
之
第
六
月
約
在
現
今
八
九

月
之
間
學
經
上
兩
次
提
拔
比
一
月
名
(
厄
下

6
H

加

上
M

盯
)
所
不
同
於
凹
出
制
信
是
叫
民
每
逢
潤
年
之

際
末
將
此
月
重
複
後
期
之
經
師
們
每
逢
按
習
俗
應
獻

牲
畜
十
分
之
一
的
年
代
時
視
此
月
為
一
年
之
首
月

見
月
及
年
曆

(
韓

)

竺
巴
主
罵

E
Z
S
B
J人
名
是
巴
爾
耶
穌

咱
E
A
-
-
-
z
'，••. 
P
﹒
且F
V
圖
，
圖
，-
S
F
a

、

、

J
l

二

J
'

、

的
希
種
譯
名
或
別

名
他
山
山
生
於
寒
喇
喇
喇
島
並
淤
孩
島
創
剛
剛
喇
喇
總

督
府
內
任
衛
士
及
假
先
知
厄
呂
瑪
一
名
大
概
來
自
削

刺
美
文
當
保
綠
間
巴
爾
納
伯
傳
教
至
喀
浦
路
斯
島
時

總
管
有
意
聽
道
入
教
但
為
罔
副
瑚
所
阻
止
保
祿
稱
其

為
「
魔
鬼
的
兒
子
」
並
罰
他
變
成
瞎
子
總
督
見
此
每

蹟
信
奉
了
保
祿
所
傅
的
宗
教

(
宗
凹
6
|

刊
)

見
巴
爾
耶
穌

(
韓

)

4

」l
d
厚
喝
-
A
Y「
呵!
!
:
2
/

學
史
路
加
記
載
在

1
d
-
E
E
‘

I
$
舟
"
』」
--
一、
-
F

口
J
F司
J
E
E
ω

-

咀
且
••• 

'
，

v
ι
-
L
v
.
-
••• 

川

d
F

、

j
1
J

1

'

，

、
耶
穌
復
活
的
當
天

發
現
給
二
位
去
厄
瑪
鳥
村
的
兩
位
門
徒
(
路
叫
的
間，

自
)
那
麼
聖
經
上
所
說
問
瑚
川
村
雄
是
什
麼
地
方
學

者
們

意
見
各
異

主
要
有
兩
唱
起
即
現
今
之
阿
木
瓦
斯

(
〉
目
單
單
)及
削
叫
別
(
丘
，A
E
F
O
E
O
Y
)

@
阿
木
瓦
斯
在
耶
京
阿
三
0
公
里
處
在
此
地
為

蚓
叫
樹
划
會
戰
勝
劃
制
拉
雅
的
來
犯
大
革
(
叫
上
3

“
4
1
l

品
)
其
後
巴
基
德
尬
築
防
禦
工
事
必
此
村

(
加
上
9

叫
)
古
來
的
傳
說
都
咱
也
質
阿
木
瓦
斯
就
是

聖
經
上
的
厄
瑪
鳥
著
名
考
古
家
萬
桑

(
H
Y〈
5
8
2
)

更
於
一
九
二
四
年
在
此
村
大
事
發
掘
「
考
查
出
土
之

文
物
計
有
一
座
建
於
公
元
後

一
百
年
左
右
的
古
村

~



埃及法郎辣默色斯二世木乃伊

辣默色斯王家的墓廟



埃及的奴隸生活

此地大概即是以民在埃及所建的丕通戚



西乃山，亦稱上主頒佈十誠山

西乃半島瑪辣泉



西乃山麓平原，為以民屯紮之地

西乃山坡聖加大利納修院



~
座
三
椅
兒
時
代
的
聖
殿
並
有

三
挫
「
拜
占
庭
」
式
的

的
~
雪

也
比
堂
於
五
二
九
年
毀
於
撤
|
瑚
剩
蚓
人
之
手
重
建

一
後
H
F、
六
一
四
年
被
蚓
蚓
人
焚
毀
後
來
成
個
月
間
教
寺
十

于
字
軍
東
征
時
亦
會
建
「
羅
馬
」
式
B
t
A
a
於
此
於
是
很

了
錢
上
述
種
種
理
由
一
些
學
者
肯
定
謂
阿
木
瓦
斯
就
是

制
圳
的
時
所
說
的
問
瑚
蚓
村
但
問
題
並
不
是
那
麼
簡
單

請
見
下
筍@

古
俾
貝
此
村
在
位
於
耶
京
西
北
十
一
公
里
處

雖
然
耶
穌
在
此
村
顯
現
給
二
門
徒
的
傳
說
只
始
自
第

十
三
世
紀
但
是
現
代
的
學
者
們
日
漸
傾
向
於
此
說
此

說
後
來
居
上
的
原
因
主
要
的
是
蚓
蚓
聖
央
及
絕
大
多

數
的
抄
本
記
載
「
罔
蚓
蚓
離
間
蚓
撤
制
約
六
十
斯
塔

狄
」
(
路
"
的U

)
這
正
好
等
於
十
一
公
里
左
右
的

古
碑
貝
而
只
有
少
數
的
抄
本
載
有
一
百
六
十
「
斯
塔

狄
」
者
一
百
六
十
「
斯
塔
狄
」
則
等
於
三
十
公
里
強

應
是
阿
制
到
亂
制
剛
制
明
一

-eb
「
六
十
斯
塔
狄
」
的
傳

說
是
正
確
可
靠
的
但
是
強
調
另
一
學
說
的
人
如
杜
閥

(
。
毛
S
H
)
則
謂
路
加
不
大
明
瞭
草
地
的
地
理
故

將
一
百
六
十
「
斯
塔
狄
」
改
成
了
六
十
「
斯
塔
狄
」

但
這
種
講
法
似
過
於
揣
度
牽
連
由
此
在
福
音
之
首
郎
已

明
言

「
從
起
頭
仔
細
訪
查
了

一
切
」
(路
I
I
3
)

再
者
若
二
徒
於
耶
穌
復
活
當
天
所
去
的
村
莊
是

同
制
到
斯
(
三
0
公
里
之
遙

)
則
應
承
認
二
人
於
當

天
來
罔
跑
了
六
0
公
里
亦
即
應
於
早
上
最
晚
八
點
鐘

動
身
至
傍
晚
到
達
叉
於
當
晚
返
罔
耶
京
在
晚
餐
廳
中

遇
見
了
仍
聚
集
在
一

起
的
十
一
位
門
徒
(
路
創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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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於
事
實
似
乎
不
可
能
相
反
的
若
所
去
的
村
莊
是
古

叫
周
則
合
情
合
理
蓋
二
人
並
沒
有
於
清
早
立
的
動
身

(
創
刊
間
8
)
而
是
等
候
了

一
些
一時
候
(
踹
圳
的
血
|
制
)

看
耶
穌
是
否
要
現
顯
給
宗
徒
們
大
約
等
到
中
午
見
耶

穌
仍
未
出
現
(
瑪
認
9
路
圳
的U
)
才
動
身
上
路
往
厄

瑚
蚓
(
即
叫
叫
則
)
丸
二
人
路上
心
中
難
過
故
步
法

亦
慢

(
路
圳
的
口
)遇
見
耶
穌
後
三
人
叉
在
路
上
且
走

且
談
且
走
且
停
放
至
傍
晚
才
到
了
厄
瑪
鳥
村
(
十
一

公
里
之
遠
的
制
剛
到)。
但
是
在
分
餅
時
認
出

了
耶
穌

之
後
心
中
大
喜
高
興
地
在
不
到
兩
小
時
的
工
夫
內

返

罔
喇
京
遇
見
了
仍
聚
集
在
一
起
的
門
徒們
(路
圳
的
“
)

這
種
說
法
除
了
較
合
情
理
之
外
並
且
完
全
符
合
聖

叫
軾
的
記
收
這
也
是
自
一
九
四

O
I

四
四
年
在
巴
加
提

回
﹒
F

問巴
巴

領
導
之
下
在
刮
喇
則
大
事
發
細
考
查
之

後
主
此
說
的
學
者
日
漸
增
多
的
主
要
原
因

制
叫
到
之
說
的
間
接
棚
內
由
街

A
(
a
)至
今
所
說
的
厄
瑪
鳥
村
距
耶
京
有
百
六

O
「
斯
塔
狄
」
的
一
切
抄
本
皆
出
自
巴
力
斯
坦
之
說

已
被
推
翻

(
b
)並
非
一
切
的
考
占
學
家
承
忍
阿
木
瓦
斯
的

聖
殿
是
第
三
世
紀
的
產
物

(
C

)並
且
這
座
大
殿
亦
不
是
為
紀
念
耶
穌
的
現

顯
而
建
築
的

(
d
)古
代
的
傳
說
只
載
有
阿
木
瓦
斯
是
因
為
古

喇
則
於
七
0
年
或
一
三
五
年
的
戰
事
上
盡
遭
破
擅
故

當
時
之
人
只
知
阿
木
瓦
斯
之
故

B
(
主
制
倒
則
地
芳
適
中

正
A戶
口
甜
甜
的
品
秘
b
h

十
「
斯
塔
狄
」

(
十
了
公
里
)

(
b
)位
於
自
耶
京
至
拘
謹
的
鰻
馬
大
的
之
好

(
C
)考
古
家
證
明
白
公
元
前

三
世
紀
即
有
人
居

住
直
至
公
元
六
世
紀

在
間
關
蚓
村
(
古
俾
只

)
自
一
八
六
一
年
間
有

划
淵
會
士
居
住
並
於
一
九
O

一
年
廷
大
殿
一
座
以
紀

念
耶
穌
顯
現
給
二
位
門
徒
的
事
鎖
此
殿
建
於
十
字
軍

所
建
之
大
堂
廢
爐
上
內
有
所
謂
克
羅
帕

(
二
門
徒
之

一
)
的
住
宅
遺
址
此
遺
址
已
見
於
卡
字
軍
所
娃
大
堂

恥

(
幣

)

主

L
R
H

」
」

B
D
S
F
/
人
名
有
「
人
」
或
一
人

m
E

川
三
一
」
」
/
開
口
。
ω

\

類
」
之
意
齡
是
洪
水

之
前
的
一
位
聖
祖
刮
蚓
之
子(制
4

自
騙
上I
I
)

於
九
十
歲
時
生
于
刺
剛(
制
5
6

|

9
)
字
品
九
臼

零
五
歲
而
終
其
名
兒
於
新
約
耶
穌
的
族
譜(路
3

3

斟
斟
上
謂
自
問
封
封
時
期
始
人
類
開
始
呼
求
上
主

的

名
(
削
4
抽
)。
學
者們大
都
解
釋
說
自
此
間
始
了
對

天
主
舉
行
公
眾
朝
拜
的
敬
禮
或
調
關
始
被
稱
為
天
主

子
女
的
後
亂

(緯
)

笠
巳
惜
好

E
U
Z
Z
J間
蚓
酬
(
3
FE
E

-

-

Y

」
E
F
F

U/

'
\

位
於
圳
到
剛
到
西
岸

利
蚓
蚓
河
(
財
主
自
己
是ω閏
月
)河
口
是
制
問
蚓
民
族

(
斗Z
H
S
E
口
。

z
o
E
)與
煌
的
名
域
自
雅
典
王

的
。
母
5

的
兒
子
〉
E
B

n
-
5

娃
於
公
元
前
十
一
位

甘
心公元
前
三
五
六
年

Z
E
B
R
Y
C
m
(三
六
門
1
一
一



八
二
)
將
它
重
建
公
元
前
三
二
三
年
歸
屬
於
羅
馬
共

和
國
(
參
閱
「
羅
馬
」
條
)
奧
古
斯
都
將
羅
馬
帝
國

劃
分
為
二
十
五
個
羅
馬
行
省
以
後
厄
城
成
了
羅
馬
帝

國
到
剛
到
的
省
會
及
商
業
中
心
它
是
似
甜
甜
劃
各
地

與
西
方
民
族
傻
絡
和
海
道
交
通
的
中
樞
(

宗
"
n
m

I

剩
前
l
s
)
也
是
先
後
能
與
荊
刷
出
及
制
刑
制
健

美
的
重
要
商
港

(
弟
後
4
u

割
肉
的
)
與
創
利
甜
的

安l
個
制
斟
蚓
和
喇
別
的
亞
歷
山
大
團
叫
出
是
當
時
地
中

海
東
岸
的
三
大
城
市
居
民
種
族
繁
錐

(
6昂
的
口
)
屢

有
反
猶
太
運
動
(

宗
m
m
n
H
)

宗
教
芳
面
厄
城
盛
行
「
敬
神
賣
淫
」

(
參
閱
「
邪

淫
」
條

)
及
巫
術
(
宗
m
M
H
)居
民
自
古
敬
拜
一
位

生
殖
女
神
與
研
尼
基
人
的
阿
市
托
洛
特
相
似
希
般
人

認
她
寫

蚓
酬
的
阿
爾
特
祇
刷
刷
人
則
以
她

為
蚓
蚓
恥

的
Z
E
Z
門
。且

在
厄
絨
給
她
建
了
第
一
座
神
廟
後
來

里
狄
雅
王
國

(
參
閱
「
路
丁
人
」
條

)
最
後
的
一
個

君
王

b
g
g
E
(
公
元
前
五
六
九
l

五
四
六

)
給
她

興
建
了
一
所
巍
岐
堂
皇
的
大
廟

(
k
p泣
。
E
E
S
)
比

雅
典
的
處
女
神
廟
(
2
2
Z
S
D
)
還
要
廣
潤
四
倍

是
當
時
七
大
世
界
奇
觀
之
一
也
是
厄
城
居
民
的
誇
耀

(
d
mm
M
)
因
此
厄
娥
與
雅
典
及
耶
路
撤
冷
是
當
時

羅
馬
帝
國
的
三
大
學
械
公
元
前
三
九
五
及
三
五
六
年

該
神
廟
會
遭
受
兩
次
大
火
後
由
大
到
岡山
大
於
公
元

，
前
三
三
四
年
加
以
重
修
可
是
公
元
二
六
三
年
刻
被
哥

叩
開一
德
人
(H
YO
O
B
Y
m
)
毀
壞
逞
。
。
已
於
一
八
六
九1

一
九

一
七
七
及

民
。
個
月
岳
和
目
。
旦
角
"
。
目
於
一
九
O
六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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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三
二
曾
先
後
進
行
考
古
發
掘
工
作
此
外
奧
國
考

古
學
會
先
後
於
一
八
九
八
i
一
九
一
三
二
九
二
六
l

一
九
三
六
及
一
九
五
四
至
今
日
又
發
掘
了
其
他
古
蹟

特
別
是
羅
馬
時
代
的
能
容
二
萬
多
人

(
也
有
學
者
說

五
高
多
人

)
的
劇
閻
明
(
宗
的
目
缸
)

及
貫
通
這
劇

場
與
海
洛
碼
頭
的
一

個
長
達
一
七
三
五
呎
的
穹
鹿
市

場
(
k
p品且
3
2
)

厄
域
的
教
會
是
聖
保
祿
於
第
二
次
出
外
傳
教
時

(
五
O
l

五
二
年
)
開
創
的
但
他
在

那
裡
只
逗
留
了

很
短
的
時
期
部
科
普
黎
史
拉
和
阿
桂
拉
留
在
那
裡
繼

續
傅
教

(
b
r小時
此
|

副

參
閱
弟
後
4
刊
)
第
三
次
出

外
傳
教
時
(五
三
l

五
八
年
)
則
在
那
徑
居
住
了
三
年

之
久

(
宗
卸
剖
)
閥
導
教
誨
信
友
後
因
暴
動
不
得
不

離
去

(
宗
"
1
l
m
z
)
由
絡
林
多
悶
耶
路
撒
冷
時

聖
保
祿
在
米
肋
托
召
集
厄
絨
的
長
老
與
他
們
辭
別
苦

口
動
他
們
好
好

牧
放
耶
穌
的
羊
筆
因
為
將
有
對
狼
傷

害
他
們
(
宗
叩
口
l

M
)
果
然
不
出
所
料
因
此
第
一

次
在
羅
馬
被
囚
時
(
六
三
年

)
給
孩
區
的
信
友

們
去

信
提
嘶
寫
了
厄
弗
所
替
被
釋
後
保
祿
第
三
次
巡
視
厄

城
立
了
弟
茂
德
為
該
域
的
主
教
(
弟
前
1
3
)
這
建

立
教
會
的
主
作
雖
然
艱
苦
重
重
(
格
前

的
自
)
但
部

很
有
成
就
(
格
前
的
3
宗
m
m
m
)
日
後
厄
城
教
會
的
發

展
(
默
2
1|

7
)相
信
也
是
保
祿
辛
苦
耕
耘
的
遠
果

在
新
約
中
除
了
保
祿
弟
茂
德
普
黎
史
位
和
阿
桂

拉
外
與
厄
城
有
闋
的
還
有
學
若
望
(
默

1

4
u
2

1
)
亞
歷
山
大

(
宗
"
詞
)
向
頗
羅

(
宗
U
H
)
非

革
線
和
赫
摩
革
乃

(
弟
後
l
H
)
厄
辣
斯
托

(
宗
w

n
)
依
默
納
約
(
弟
前
l
m
弟
後
2
口
)
放
乃
息
佛

洛

(
弟
後
1
M

|

刊
)
斯
蓋
瓦

(
自
mm
M
H
)特
洛
斐

摩
(
宗
別
4
刮
目
)
提
希
苛
(
弗
6
n
n
弟
緣
4
間
)

請
參
閩
中
這
些
一
名
字
的
條
款

按
照
教
會
占
代
的
傳
說
學
若
望
及
聖
母
瑪
利
性

都
在
厄
城
結
束
了
他
們
的
天
年

(
另
一
傳
說
則
按
聖

母
安
眠
於
耶
路
撒
冷

)
因
此
遂
自
教
會
初
期

(
你
m
a
-


或
第
四
世
紀

)
在
厄
城
已
煌
有
盟
在
望
堂
及
墊
付
立

厄
弗
所
大
公
會
議
(
四
三
一
年

)
也
就
是
在
這
種
叫

堂
內
舉
行
的

(
梁

)

的
厄
弗
所
書

\
何
可
前
已
。
"
。
H
Y
n
H
W
M
V
Y
m
E

mw口

ω
J

f開
阻
止
ω
帥
。
-m
m

已
開
可7
0位
。
的
椒
、

可

亦
是
四
封
「
叫
做
商
」
之
一
妝
保
綠
書
信
的
的
例

除
了
致
候
辭

(
1
1
2
)
和
祝
福
辭

(
6
n
l

H
)

外
分
為
教
義

(
1
3
|
3
U
)
和
訓
導

(
4
1
|
6

叫
)
兩
大
部
份
第
一
部
份
以
「
天
主
的
奧
秒
」
為
記

趙
介
紹
那
位
以
自
己
的
實
血
使
天
主
和
世
人
合
一
的

教
會
元
首
|
1
i
基
督
他
就
是
天
主
的
奧
秘
第
二
部
份

則
勸
勉
信
友
們
努
力
相
稱
所
受
的
寵
若
脫
去
何
人
穿

上
新
人
戴
上
基
督
的
武
器
在
具
體
生
活
上
成
個
光
明

之
子

按

弗i 一
是)

寫
給 i故

「 信

在 人i| 
'---
{言

友
的。
可



~
是
保
險
3

倍
最
占
的
抄
本
紅w
p
(抄
於
第
三
世
紀
初

)

的

~
部
沒
有
「
在
厄
弗
所
的
」
這
盤
字
樣
若
我
們
絢
察
啦
。

-
信
的
內
容
這
杏
信
也
好
像
不
是
寫
給
「
厄
弗
所
城
」

于
的
教
瓦
因
為
一
、
問
酬
是
問
城
教
會
的
創
立
者

(
宗
m

-
M
)且
在
該
城
居
留
了
三
年
之
久

(
宗
鉤
剖
)
對
信

友
們
實
有
父
子
親
切
之
情
(
宗

切
盯
詞
)

但
弗
如

缺
少
窺
切
感
也
大
反
其
他
三
封
獄
函
的
的
例
(
斐
4

刮
風
叫4u
1

H

掛
甜
H

)
，沒有
給
回
城
的
信
友
轉
達

他
的
助
手
們
的
致
候
連
厄
城
信
友
熟
識
的
弟
茂
德

(
荊
州m
n
)
和
阿
縈
斯
塔
甜
(
劉
川
口
目
)
的
問仇
也

沒
有
轉
達

(
參
閱
劃4
叩
劃
圳
的
)
，

尚

ι
按
1
臼
3
2

|

‘

及
4
創
作

者
與
收
信
人
好
像
從
未
相
融
二
技2

2
2
u
n
3
1

及
信
中
訓
示
的
語
氣
收
信
人
好
像
全

是
歸
依
基
督
的
外
邦
人
但
問
域
教
會
卸
不
只
有
外
邦

九
且
還
有
制
划
人
(
莉
m
n
)
而
蚓
划
人
的
成
份
也

很
強
(宗
M
M
m
m
z
l

8
時
|

口
)因
此
玄
R
a
g

(第
二
世
紀
)說
弗
就
是
哥
4
間
所

說
的
「
勞
狄
刻
雅

書
」
現
代
學
者
的
R
P
E

則
說
是
寫
給
一
切
外
邦
人

的
已
但
是
大
部
份
學
者
則
跟
隨

F
S
(
一
九
五
八
)
的

意
見
認
為
弗
是
一
此
同
時
寫
給
多
個
以
厄
城
為
中
心

的
回
馴
副
教
會
的
公
風
至
於
「
在
罔
蚓
酬
的
」
這
些

字
樣
是
怎
樣
補
寫
在
後
翔
的
抄
本
上

(
S
和
B

可
是

在
抄
本
的
L
則
為
後
人
擦
掉
了

)
，
學
者
則
意
見
不
一
。

(
二
)
作

者

關
於
酬
的
作
且
也
問
風
雪
教
會
從
宗
徒
時
代
的
教

父
開
始
直
至
上
一
位
紀
都
一
致
以
弗
馬
保
祿
的
作
品

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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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
且
信
中

1

3

3
1

1

3

4
1

血
明
文
指
山
山
作
者
是

聖
側
侃
可R
b自
學
經
批
判
學
興
起
以
能
有
些
學
者
則

否
d

酬
是
學
喇
喇
的
作
品
叫
他
們
的
理
由
如
下
一
文
體

方
面
蚓
與
其
他
保
祿
書
信
迴
然
不
同
例
如
在
劑
內
有

三
十
九
個
全
本
新
約
中
「
獨
有
字
眼
」

(
7
名
品
，

-
o間
。s
n
g
)八
十
三
個
其
他
保
祿
背
信
|
l
l
牧
函
除

外
|
|
沒
有
的
字
三
十
六
個
新
約
其
他
作
者
有
而
保

耐
不
用
的
毛
此
外
圳
的
作
者
喜
友
間
組
合
字
和
修
長

的
詞
旬
(
1
5

1

H
H
!

自
2
1

1

叩
4
u
I

H
)

二
內
容
方
面
神
州
的
神
學
觀
念
如
論R
A教
會
基
督
基
督

妙
體
等
比
其
他
書
信
尤
其
是
比
哥
講
論
得
更
完
美
和

更
深
入
因
此
不
能
與
哥
有
同
一
的
作
者
也
不
能
是
你

喇
在
生
時
的
作
品
因
為
這
神
學
的
完
美
深
度
市
有
一

段
較
長
的
時
間
才
可
演
繹
圳
來
因
此
他
們
有
此
一
說
弗

是
一
封
喇
喇
剖
開
的
後
期
增
訂
版

(
G
a
g
-
…
令必
一

說
是
一
位
在
厄
城
附
近
編
輯
保
祿
信
笑
的
門
徒
在
一

世
紀
末

(
八
七
l

九
一
一)
寫
成
的
作
品

(
玄
已
月2
)

也
有
說
是
一
位
門
能
在
保
祿
領
導
下
以
哥
為
草
木
的

作
品
(
】
M
O
E
-
H
)

可
是
這
些
學
者
否
認
亦
是
保
祿
作
品
的
證
據
仍

未
能
推
翻
教
會
一
千
九
再
多
年
來
的
主
張
因
為
一
文

體
方
面
其
他
准
質
是
保
祿
所
寫
的
香
信
也
有
類
似
的

文
體
例
如
迦
也
有
二
十
二
個
「
獨
有
字
眼
」
而
經
3

n
l

m
制後
9
8

l

H
哥
l
s
l
s
9
!
伯
等
處
也

有
修
長
的
詞
旬
此
外
其
他
書
信
也
不
是
沒
有
組
合
{
子

怕
得
注
意
的
是
弗
也
布
扭
徊
在
新
約
中
只
是
聖
保
祿

特
用
的
字
眼
二
內
容
方
面
依
然
我
們
承
早
要
經
是
在

天
主
默
感
下
寫
成
的
那
麼
具
有
深
度
的
神
學
躍
治

-
z
p

一
定
要
求
一
段
較
長
的
演
繹
時
光
的
此
就
們
厄
瓜
州

的
作
者
仍
是
倒
叫
仇
恨
疑
的
叫
這
並
不
是
按
每
字
每
何
都

由
他
親
手
執
筆
寫
成
的
他
法
可
以
口
授
而
叫
一
文
章
宿

筆
錄
甚
或
指
山
山
綱
要
而
叫
一
弟
子
寫
作
因
此FB
M片

的
意
見
可
能
有
它
可
取
之
處

(
=
二
神
學

則
與
軒
有
密
切
的
關
恥
大
可
稱
為
割
的
引
伸
是

制
制
作
品
中
神
學
最
高
妙
詩
意
最
濃
厚
的
書
信
寫
作

目
的
與
割
成
就
是
針
對
當
時
的
邪
也
只
是
方
式
不
叫

而
已
刮
客
重
指
斥
蚓
則
重
於
積
極
宣
講
戶
也
要
是
吋

被
學
者
咱們
為
基
督
元
首
論
則
弗
可
稱
為
基
峰
回
妙
愧
為

其
摘
要
如
下

天
主
將
永
世
以
前
隱
蔽
積
的
奧
秘
(
3
9
)
4

示
給
先
知

如
宗
徒
們
(
3
5
)
、
這
奧
秘
就
是
他
在
創

卅
一
以
前
(
1
‘
)
在
他
愛
于

內
所
定
的
計
釗

(
1
9
)

就
是
使
天
上
地
下
的
一
切
|
|
不
分
外
邦
人
或
猶
太

人

(
3
6
)
i
l

總
歸
於
基
督
元
首
(
I
U
4
H
)

和
角
石

(
2
凹
)
使他
們
篇
著
基
督
獲
得
義
子
的
名

分

(
1
5
)
成
為
天
主
的
家
人

(
2
的
)
在
基
仔
內

結
成
一
體

(
4
M
3
6
)
成
為
基
督
的
關
指

(1

目
)

而
在
車
紳
內
成
為
天
主
的
宮
殿

(
2
刮
目
)
叫
他
們

不
但
個
別
地
成
為
聖
潔
無
瑕
的
(
1
4
2
刊
)
而
且

集
體
地
成
為
一
個
權
當
進
到
天
父
台
前
的

(
2
u
3

臼
)
光
耀
的
教
會
(
5
H
)
為
頌
揚
光
榮
他

(
1
6



H
3
U
)
這
個
奧
秘
是
基
督
的
奧
秘

(
3
‘
)
是
一
福

音
的
奧
秘

(
6
M
)
是
一
晶
妙
莫
測
的
一
一
幅

1日
(
3
8
)

是
天
主
對
人
類
的
祝
福

(
1
3
)
是
他
慈
愛
的
選
召

(
1
4
)是
他
自
動
賜
與
的
恩
寵

(
這
是
建
保
祿
反
覆

強
調
的
1
6
7
2

5

7
8
3
2
7

目

8
4
6
，
)
是

他
愛
的
工
程
(
1
5
)的
愛
的
結
晶

(
2
4
)這
一
切
的

一
切
全
以
基
偉
因
為
中
心
和
童
心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在

基
督
內
」
及
類
似
的
字
旬
在
這
短
短
書
信
中
用
了
返

二
，
「
多
次(以
希
臘
原
文
計
算

)如
在
基
督
內

(
1
3

閃
閃

2
6

4

臼
)
在
基
督
耶
穌
內
(
2
7
M
H
3
6

u
n
)
在
耶
穌
內

(
4
n
)在
自
己
愛
子
內
(
1
6
)在

他
內
(
1
4
7
9
u
a

u
b
3
凹
4
剖
)等
正
是
為
了

這
個
緣
故
倍
灰
們
憋
常
更
深
入
地
了
解
和
體
味
天
主

在
基
凹
宮
內
對
我
們
的
這
份
高
深
廣
遠
的
愛

(
3
M
M
)

因
而
努
力
使
自
已
成
為
一
個
學
荐
的
新
人

(
4
M
)

按
法
到
這
天
屯
在
逗
計
創
中
嬰
孩
們
|
|
1
個
別
和
錐

體
|
|
到
達
的
基
語
叫
澈
的
年
齡

(
4
u
)
這
本
是

真
正
的
富
裕

(
3
時
)
只
有
以
永
恆
不
變
的
愛
去
愛

他
(
人
而
天
主
的
基
督

)
我
們
才
真
能
分
享
他
這
計

釗
願
帶
給
我
們
的
間
結

(
6
"

)
(

常

)

些
巴
取
嘻
宮

。
乙
是
店
約
旦
上
泊
的

-
-
J
-

I

J
A
1

，
、
刊
松
而
m
故
其
意
義
與
其

來
源
不
詳
不
過
按
學
絡
上
的
描
述
我
們
吋
以
分
內
三

種
「
厄
夠
得
」

向

一

@
大
司
祭
所
用
的
在
出

必
6
|

H
記
載
有
關

-

。

一
「
厄
持
得
」
的
作
法
及
時
牌
式
它
大
約
是
與
一
件
無
柚

138-141 ,11 i'叫

H
R
衫
很
相
似
上
山
珊
瑚
口
處
以
叫
他
色
的
帶
手
相
連
全
衣

以
細
麻
作
成
其
上
有
紫
色
紅
色
H
A
朱
紅
色
的A
K線
刺

鱗
腰
闕
繫
以
繞
科
帶
F

墊
付
處
有
兩
塊
紅
瑪
珀
石
板

其
上
刻
有
叫
剖
刺
兒
手
的。圳
{
子
每
邊
六個
故
看
出
生

的
次
序
出
入
家
拉
瑟
夫
更
調
此
「
厄
弗
得
」
長
衫
的
胸

部
留
山
川
空
間
倚
在
孩
處
友
誼
胸
牌
晨
「
烏
陵
」
和

「
突
明
」
之
間

(
山
必
6
l

u
m
n
2|

7
)
大
司
祭

只
能
在
一
定
的
岫
叫
什
上
次
幾
時
代
表
全
體
以
民
舉
行

禮
儀
時
神
可
以
此
「
山
州
得
」
(
山
詢
問
肋
8

T
)
後

來
亦
作
符
求
間
上

主
之
叫

(
繳
上
幻
6
|
9

狗
7
)

按
上
述
的
解
按
這
通
「
厄
州
得
」
則
甚
肉
相
似
在
古
膨

刻
上
所
見
的
情
執
法
法
郎
凡
此
叫
築
們
所
俐
的
一
種
衣
服

@
持
，
越
叫
祭
所
川
的
山
川
聖
經
上
我們
雖
然
不
知

它
的
樣
式
但
確
知
普
通
叫
的
法
們
(
繳
上
U
M
)
肋
末

人
如
撒
莫
爾

(
繳
上
2
M
)
抖
卓
俗
人
如
途
咪

(
撤

F
6
叫

一
編上
的
盯
)
你
會
的
過
它
是
以

生
痲
製
成
與

大
司
祭
的
細
麻
「
厄
弗
得
」
週
然
不
同
線
式
可
能
與

大
司
祭
所
用
各
大
同
小
兵
只
沒
有
家
置
胸
牌
的
設
備

而
已

。
的
做
刷
刷
邪
州
所
川
的
「
U
M州
得
」
茲
喬
紅
打

敗
米
德
揚
人
之
後
以
所
得
來
之
間
悅
利
n
m
製
造
了
一
個

「
厄
州
得
」
小
女
直
在
他
命
羽
絨
的
叫
州
州
州

(
民
8

盯

)
並

泰
以
邪
神
的
做
純
學
各
們
大
m
M
立
此
處
所
說
的

「
厄
州
得
」
是
一
個
邪
神
偶
像
必
答
是
披
上
「
厄
弗

得
」
的
偶
像
更
有
人
謂
是
，
卜
卦
用
的
一
種
器
血
如

「
突
明
烏
唆
」
者
然
並
以
同
線
的
方
式
來
解
祖
呻

+
4雅

明
人
米
加
的
作
為

(
民
間
u
m
)
(

韓
)

ω
厄
‘
星

(
g
Z
D石
屋
龍
基
肋
川

j

l
l

j
i
-
-

-

3
I
J

、

得
院
內
的
一
繼
位

城
位
於
自
卡
爾
納
股
至
民
特
商
的
大
公
路
上
在
約
仙

河
之
此
地
勢
險
且
為
軍
事
靈
也
瑚
圳
叫
時
此
，
們
川
市
日

雅
從
此
屯
兵
駐
守
因
阻
止
猶
大
的
去
路
而
被
猶
大
，
卅

攻
破
毀
壞

(
加
上
5
H

加
下
也
盯
的
)
它
的
是
現
八1

河
東
的
泰
具
在
加
里
肋
亞
湖
之
東
南

@
厄
斐
龍
赫
特
人
是
件
哈
爾
的
兒
子
他
曾
將
為

科
樹
倒
山
洞
質
與
到
凹
叫
作
自
冊
登

地
(
制
訂
8
|

口

，
2
.
n
y

M旭
叩

n
u
巾

，，

9
tM
A
T

-
:

R
U
1

、

@
-
U
斐
龍
位
於
猶
大
及
本
雅
明
二
支
派
邊
山
扑
上

的
一
山
嶺

(
“
你的
9
)
(

的
牌
)

帥
厄
勒
客
(
叮
叮
叮
的
)

兒
叫
格
比

凶
厄
散
，
母
(
F
2
)以內
涓
涓
以
清
」
品

:
J
4
1
4
，
、

依
繳
絡
及
獲
貝
加
之
，
l

雅
各
伯
的
雙
生
兄
長
二
人
尚
在
母
胎

即
已
開
始
門
下

黎
貝
加
求
間
上
主
上
主
告
以
二
人
將
成
瓜
兩
個
此
放

其
中
一
強
一
弱
年
畏
的
要
服
侍
年
幼
的
厄
繳
烏
先
山

生
皮
膚
發
紅
且
渾
身
是
毛
卅
吼
起
名
為
厄
做
鳥
雅
各
們

手
握
長
兄
的
胸
跟
出
世

(
創
衍
扭
|

甜
)
父
親
夠
這

厄
微
鳥
母
親
則
偏
愛
雅
各
伯
長
有
愛
戶
外
活
動
幼

月

則
性
喜
家
居
一
天
長
者
自
由
間
間
來
肚
餓
難
忍
乃
以

一
碗
豆
獎
之
卑
徵
價
值
將
E
R
子
的
名
份
賣
給
雅
各
們

(
創
衍
盯
|
制

)



~

E
R子
在
聖
枷
體
上
灰
各
古
東
方
民
族
中
是
享
有
特

η
~
慎
的
作
家
庭
的
首
長
扎
扎
司
祭
獲
得
雙
份
產
業
及
父
親

.

<‘',

于
特
別
的
祝
福
(
峭
的
“
n
)
但
.
在
兄
弟
之
閻
長
子
的
名

-m
份
是
吋
以
成
心
交
划
對
象
的
受
法
作
的
保
障
兒
以
齊

(
2
5
』
)
法
律

到
了
依
微
路
年
老
將
逝
山
之
前
您
向
長
，
于
分
施

特
別
祝
福
的
時
候
圓
年
老
力
妥
眼
花
不
明
且
受
到
甜
甜

貝
加
及
雅
各
伯
的
欺
騙
將
祝
福
施
於
雅
各
伯
除
了
物

質
的
福
利
之
外
並
有
承
接
亞
巴
郎
依
繳
格
由
天
主
所

得
的
統
一
繭
的
特
懷
亦
就
是
將
來
默
西
亞
要
由
雅
各
伯

家
族
中
出
生
而
與
周
蚓
蚓
無
閱(削
幻
1
l
m

)胎
是

兄
弟
二
人
開
始
仇
恨
厄
撤
鳥
發
誓
要
殺
害
他

(
創
幻

U
)
雅
各
伯
只
有
逃
難
去
了
哈
鏽
(
美
索
不
達
米
亞
)

舅
父
拉
班
的
家
中
厄
撤
鳥
娶
了
兩
個
外
方
女
人
|
|

赫
特
女
人
|
|
馮
妻

(
創
叫
叫
“
幻
崎
)
這
一
完
全
是

相
反
家
族
的
傳
統
戊
後
來
的
法
律

(
山
幻
臼
UH
H

)

居
於
色
依
百
嘲
地
方
(
創
刊MU
)
多
年
之
後
兄
弟
二
人

重
歸
和
好
各
自
分
居
雅
各
伯
全
家
居
於
穌
苛
特
地
方

(
創
刊
叫
叮)
從
此
厄
撒
鳥
自
歷
史
上
消
失
成
為
被
天

主
厭
棄
的
民
族
的
象
徵

色
依
爾
地
區
後
來
稱
為
回
到
反
依
社
默
化
是
向

來
被
叫
民
所
卑
視
的
地
瓦
爾
拉
基
盟
會
引
證
上
主
的

話
說
「
我
愛
了
雅
各
伯
而
恨
了
厄
撒
烏
」

(
意
帥
不

大
愛
厄
撤
烏
拉
1
2

3
)
學
保
祿
為
了
證
明
天
主
揀

選
人
的
絕
對
自
此
亦
引
用
了
同
樣
的
語

(
刷
刷9
時

)

速
調
「
厄
撒
鳥
是
淫
亂
和
裝
學
者
他
寫
了
一
餐
飯
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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趴
賣
了
自
己
長
子
的

名
分
」

(
希
U
H
)
又
謂
雅
各

伯
所
得
的
祝
福
完
全
合
乎
天
主
的
學
意
罔
計
創
(
希

U
H

|
甜
)
要
注
泣
的
是
依
做
他
的
祝
福
不
只
是
單

單
地
衍
了
他
們
二
人
而
主
要
的
是
待
他
們
二
人
的
後

代
|
民
族
因
此
舉
一
經
強
調
厄
做
鳥
在
雅
各
怕
之
下

凶
為
他
們
是
兩
個
民
族
的
代
表
(
特
)

竺
巴
西
一
匕
吊
自
g
g

J
在
死
海
附
近
的
谷
木

l
J

司

|
l

:l

J
'
P
E
S
-
\
制
叫
廢
址
山
山
土
之
前
我

們
對
於
厄
色
尼
人
的
認
識
大
部
取
材
於
古
作
家
准
羅

(
M
M
E
E
)歐
色
彼
(
】
W
E
O
E
E
)右
瑟
夫
(
問
﹒

-
。2
日
子5
)
普
林
尼

(
H
J
M
E
E
)等人
也
在
一
九
四

七
年
谷
木
蘭
的
文
件
做
發
現
經
過
考
占
學
者
研
究
公

佈
之
後
我
們
對
於
這
批
人
有
了
更
深
刻
更
清
楚
的
認

論
目
前
的
寧
省
一
致
公
認
谷
木
蘭
就
是
當
時
這
一
派
人

的
中
心
地
點

他
們
是
一
種
宗
教
社
團
起
源
於
瑪
加
伯
時
代
是

猶
太
「
虔
誠
者
」
的
後
裔
亦
稱
哈
息
待
黨
人
當
時
他

們
為
了
逃
避
希
臘
帝
國
主
義
者
的
為
難
遁
入
曠
野
中

生
活
(
加
上
2

油
等
7

臼
|
叮
)
他
們
的
極
盛
時
代

竟
有
人
數
四
千
之
多
分
結
司
祭
及
平
民
有
的
亦
住
於

鄉
村
或
城
市
耶
京
就
有
厄
色
尼
城
門
一
座
足
為
此
證

這
個
社
幽
的
組
織
頗
為
嚴
格
周
密
團
員
皆
看
，
白

色
服
裝
連
後
備
員
亦
不
例
外
想
要
加
入
這
一
團
體
的

新
生
應
先
受
一
年
的
試
驗
其
後
再
受
二
年
的
訓
練
合

裕
且
也
始
有
袖
人
社
他
們
信
竅
魂
不
死
但
不
信
復
活
路

忠
心
尊
敬
天
主
攻
嚴
守
梅
瑟
的
法
律
對
於
取
潔
法
律

特
別
重
視
故
發
結
婚
的
喵
伽
利
而
過
獨
身
的
倒
蟬
，
笠
泊

個
人
均
無
私
產
諸
凡
衣
服
房
屋
財
產
用
兵
皆
歸
公
街

品
蓋
個
人
的
貧
苦
生
活
在
團
體
內
一
切
人
均
享
有
心
，

等
的
待
遇
連
長
上
亦
不
例
外
年
老
病
弱
的
闢
H
U
應
受

特
別
的
照
顧
團
體
生
活
的
內
取
不
路
向
外
人
揭
露

他
們
的
日
常
生
活
以
工
作
及
祈
禱
瓜
主
日
山
之

前
即
開
始
勞
勁
其
後
有
晨
叫
做
第
丘
時
辰
(
即
上
午
卡

一
點
)
全
體
社
員
沐
浴
之
後
共
進
午
餐
飯
後
繼
總
L

作
至
日
落
再
進
每
日
的
第
二
餐
伙
食
由
身
為
司
祭
的

專
人
預
備
外
人
不
得
參
與
飯
食
卡
分
簡
單
清
淡
工
作

以
農
作
耕
耘
為
主
其
次
有
美
花
膨
石
灰
研
究
植
物
藥

材
等
工
作
但
這
一
切
只
是
為
了
資
際
的
用
途
而
不
是

為
了
來
積
財
物

對
宏
息
日
則
絡
外
的
嚴
絡
遵
守
廿
四
互
連
妾
身
游

體
的
最
基
木
的
勁
作
都
在
叫
來
止
之
例
多
注
重
祈
給
政

講
解
聖
經
的
神
學
工
作
他
們
的
宗
教
斑
您
是
@
茫
大

主
故
此
嚴
守
梅
瑟
法
律
@
愛
人
人
皆
平
等
禁
止
奴
險

制
格
外
照
顧
病
老
之
人
@
愛
德
行
格
外
是
貧
窮
清
苦

節
制
禁
慾
知
足
忍
耐
苦
痛
放
棄
一
切
高
位
及
榮
祿
犯

重
過
者
由
一
百
人
員
來
審
問
其
懲
罰
是
開
除
社
籍
犯

褻
學
罪
者
則
處
以
死
刑

由
此
可
見
這
一
宗
教
固
體
的
倫
理
觀
念
是
卡
分

高
尚
的
但
可
惜
太
過
重
視
取
潔
的
體
儀
而
使
之

L
l
分

繁
多
復
雜
又
多
迷
信
故
未
被
那
京
舉
般
所
重
視
及
悅

納
也
他
們
的
許
多
習
俗
及
高
尚
的
理
想
部
是
後
翔
的

修
會
所
效
法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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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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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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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人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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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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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
」
「
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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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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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
之
意
只
見
鈴
制
制

耶
穌
族
譜

(
的
開3
自
)
生
於
充
軍
之
後
是
納
萃
的
兒

子
納
供
的
父
親

(
韓

)

關
厄
塔
寧
(
F
Z
E
E
)

川
古
自
古
客
納

J
f
d
a
-
-

字
文
背
心
謂
「
永
忱

不
息
的
小
溪
之
月
」
充
軍
後
稱
為
「
提
市
黎
」
月
郎

今
陽
曆
九
十
月
之
間

(
列
上
8
2

)

兒
月
日
曆

(
韓

)

竺
巳
耳
卡
商
品

f
E
F
J
人
名
意
義
不

-

J
-
-
-
4
布
，
t
p
E
E
K

詳
可
能
是

「
天
主
創
造
了
」
或
「
天
主
佔
有

了
」
之
意
在
背
約

至
少
有
八
人
以
此
為
名
其
中
著
名
者
是
撒
幕
一
甸
的
父

親
厄
弗
辣
因
地
族
弗
人
住
在
辣
瑪
是
肋
未
的
後
代
娶

妻
二
人
一
名
亞
納
一
名
培
尼
納
前
且
也
是
做
慕
爾
的
生

母

(
撒
上
1
1
l
2
凹

編
上
6
M
)

其
次
以
此
為
名
者
。
出
6
到
一
編
上
6
7
S
M
|

自

@
編
上
6
n

@
一
編
上6
目

@
編
上
9
M

@
編
上
M
M

7

@
編
上
封
n
@
編
F
m
7
皆
不
甚
E
Z
故
從
容(

韓

)

竺
已
年

1
守
L
L
「
頃。
m
E
H
O
J
是
納
悶
先
知

t
A

﹒
'
，
，
可
自
'
，
4
品
R
E
-
-
r
p
-

n
m
ω
凶
m
=
切
、

J
-
司
，
-
i
/
:
i
t
i
s
e
t

-
出
生
的
付
一
壯

-
於
是
在
聖
經
上
厄
耳
科
士
人
也
就
成
了
納
鴻
的
代
名

η

一
詞
(
鴻
1
1
)
至
於
它
確
在
何
地
自
古
至
今
意
見
紛

-
一
但
考
古
學
家
雖
曾
努
力
尋
找
亦
木
能
得
到
正
榷
的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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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學
熱
經
尼
吳
謂
「
它
是
加
里
肋
亞
省
的
一

個
小
村
」

其
他
則
謂
先
知
出
生
於
南
國
猶
大
更
有
人
謂
耶
穌
時

代
的
拉
法
翁
村
一
名
之
意
就
是
「
納
鴻
村
」
故
調
先

知
是
葛
法
翁
人
自
十
六
世
紀
有
一
種
傳
說
謂
先
知
出

生
於
摩
穌
耳
(
云
。
2
二
城
之
近
北
的
古
士
(
。

-
a

o
z
m
)
地方
(
在
現
今
伊
拉
克
之
北
部
)
這
裡
有
所
謂

之
「
納
鴻
基
」
每
年
有
不
少
的
基
督
徒
猶
太
及
阿
刺

伯
人
來
此
朝
聖
瞻
仰
許
多
學
者
亦
主
此
說
蓋
先
知
書

中
對
尼
尼
微
之
正
確
認
識
及
描
述
可
能
是
先
知
生
於

此
地
或
其
附
近
之
地
的
明
證

(
緯

)

竺
巳
耳
馬
且

J
E
E
S
J
在
聖
經
只
見

:

1

j
;
j
2
，
、

於
耶
穌
的
族

譜
是
科
散
之
父
厄
爾
之
子

(
除
3
自
)
舊
約
中
並
無

以
此
寫
名
者

(
韓

)

竺
巳
耳
垂
可
叫

B
Z
E
Y
J域
名
屬
丹
支
派

-
E

川
于
4
耿
于
一
苟
A
y
f開
-
H
Y
o
n

」

i

-
j
-
-
F

♂

J
w
3
，
。
\
(
蘇
W
H
)
是

肋
末
人
的
城
市

(
蘇
幻
目
)
在
巨
述
王
做
乃
黑
黎
布

的
圓
往
碑
上
會
故
有
此
域
於
公
元
前
七
。
一
年
被
亞

述
王
攻
克
佔
領
主
事
仙
似
並
山
山
夜
於
埃
及
二
二
五0
年

之
後
的
文
件
上
以
厄
耳
特
占
瓜
名
其
位
置
例
在
學
者

意
見
各
異

(
韓

)

竺
巳

H
K
仕
t
h
E
B
E
S
J
人名
意
謂
「
天

1 
•• 
F
E
E

-
-槽
，

a
l
-
-

-
/
F
=
R
E
Z

J

I

-
-
k

a
F
寸
，

.

:
l
i

t

-
i

、
主
建
立
他
」
在

舊
約
中
有
此
名
答
只
兩
人

@
希
耳
克
雅
之
于
是
希
則
克
雅
王
的
家
宰

(
列

下
叫
時
間
依
必

3
)

好
似
是
朝
廷
內
的
全
權
大
臣
猶

如
今
日
之
首
相
然

(
見
列
上
4
6

的
3

編
下
必
n
)

上
主
指
示
他
將
是
上
主
的
僕
人
耶
路
撒
冷
居
民
和
街

大
家
室
的
慈
父
他
的
家
室
耍
字
受
富
貪
榮
華
(
依
n

m
|
剖
)
他
曾
被
國
王
選
定
同
其
他
二
人
來
惚
此
必

述
王
散
乃
黑
黎
布
的
代
表
團
(
列
下
叫
時
間
依
%
3
)

依
撤
意
亞
先
知
會
預
言
他
的
高
官
厚
祿
不
會
長
久

(
依
泣
自
)
這
預
言
是
否
應
驗
了
學
經
上
沒
有
位
扎
扎

教
父
們
視
他
為
默
西
亞
的
預
備
軍
(
依
扭
扭
見
默
3
T
)

@
是
約
史
雅
的
兒
子
及
猶
大
國
主
是
埃
及
法
郎

乃
苛
將
前
任
國
主
約
阿
哈
次

m
w往
校
及
凶
榮
後
一
向
拉

他
為
王
並
改
其
名
為
約
雅
金

(
列
F
n
H
編
下
um

在
新
約
中
以
此
的
中
h
拉
開
有

阿
彼
罵
得
之
J
T阿
克
爾
之
父
圓
明
鈴
充
軍
之
徒
川

魯
巴
貝
耳
家
族
兒
於
聖
母
瑪
利
亞
的
淨
配
學
右
瑟
的

家
譜

(
瑪
1
H
)
(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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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M
U
里
當
欠
(
包

-
Z
S
J是
蓋
上
岫

:

1

j
l
-
-
J
t
;

'
，
、
個
人
的
中
打
字

其
原
意
不
諱

白
是
厄
撒
烏
巾
第
一
代
k
f
寫
納
呵
卜
人
向
門
逞
，
偷

生
的
長
子
生
於
容
納
罕
地
厄
里
法
次
所
生
的
大
批
兒

子
中
有
蚓
賣
剃
瑚
前
叫
配
蚓Z
刺
喇
喇
叭
以
阿
瑚
叫
先

(
其
後
代
成
問
卅
一
強
大
民
族
兄
戶圳
的即
出
η
8
1

峙

中

封
口
問
)
這
佳
人
後
來
都
成
了
不
同
家
族
或
部
法

的
始
祖
其
中
並
有
些
在
聖
經
歷
史
上
是
有
關
係
的
人

物
(
創
為
‘
M
!

U
H

阿
拉
冊
上1

站
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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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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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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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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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2
U

)
在
同
約
伯
淡
沾

了
反
辯
論
之
間
主
張
現
世
的
災
禍
迷
約
伯
所
身
受
的
在

內
皆
來
自
天
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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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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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

7

)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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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驗

之
談
證
明
己
說

(
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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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盯

)
以
夢
境
的
真
像

來
強
調
其
理
論
之
正
確
(
約
4

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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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
)
故
力
勘
約

倒
要
完
全
服
從
上
主
明
智
的
措
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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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

盯
)

更
再
二

(
約
臼
1
l

品

)
再
三
地

(
約
n
l
|

叫
)

重
述
自
己
的
理
論
約
伯
極
力
反
駁
這
些
理
論
並
肯
定

這
些
理
論
錯
誤
空
虛
上
主
自
已
也
作
證
約
伯
言
之
有

理
及
斥
責
厄
里
法
次
的
糊
塗
令
他
泰
獻
金
嫣
祭
兔
受

上
主
的
懲
罰

(
約
的
叫
T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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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制
之
子
居
肋
阿
厄
爾
之
父
(
瑪
1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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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名
只
見

必
耶
穌
的
簇
譜
筒
約
中
並
無
以
此
何
時
名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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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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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之
京
都

(
恥
M

I

)
革
多
爾
老
默
爾
的
聯
盟
之
一
被
亞
巴
郎
突
製
戰

敗

(
創
M
1
l

H
)
至
於
比
城
總
在
何
地
至
今
意
見

紛
耘
故
從
客

(
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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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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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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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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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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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主
與
我
們
同

在
」
依
撒
意
亞
先
知
在
天
主
的
默
感
之
下
鼓
勵
附
哈

次
王
不
要
因
懼
怕
敝
人
而
灰
心
良
志
且
要
依
靠
全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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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L
董
敵
人

(
創
利
到
及
岡
州
總
因

盟
軍

)
不
會

得
勝
他
先
知
並
提
醒
國
主
要
求
一
個
記
號

(即
奇
跋

)

作
肉
保

B
t
t無
倍
短
而
不
求
必
是
先
知
自
動
地
說

「
M

五
口
主
要
親
自
給
你
一
個
徵
兆
看
有
他
貞
女
要
懷

孕
生
子
給
他
起
名
叫
厄
瑪
奴
耳
」

(
依
7

H
)

一
切
公
教
學
者
都
異
口
M
學
地
月
心
內
先
知
的
這

個
頭
言
是
從
伸
向
論
默
函
r
u所
混
亂
的
所
以
厄
瑪
奴
耳
就

是
默
茵
亞
的
象
徵
名
稱
關
于

一

沾
點
除
了
有
新
約
上
的

護
鎮
之
外
(
瑪
l

n

n

谷
6

3
路
l
u
2
6
7
H

迦

4
‘
)
先
知
發
裘
預
言
隆
重
的
方
式
預
言
關
于
厄
瑪

叫
到
的
後
扎
他
是
蚓
圳
的
利
主

(
制
8
8
)
，
他
將
使

一
切
敵
人
M
服

(
依
8
.
叩

)
是
和
平
之
王
有
天
主

的
德
能

(
依
9
5
6

)
等
都
在
證
明
這
個
預
言
只
能

直
接
地
符
合
於
默
西
亞
故
此
其
他
不
同
於
此
者
的
解

釋
都
是
無
效
的
及
不
能
支
持
的
比
如
謂
厄
瑪
奴
耳
是

間
喇
喇
國
王
之
子
希
則
克
雅
是
依
撒
志
誼
之
于
或
者

任
何
在
傾
言
之
後
所
生
的
稍
大
之
手
等
義
這
此
-
一
忽
見

都
不
合
翠
綠
記
紋
的
內
容
泣
其
上
下
文

(
除

)

竺
巴
展
兩
J

毛
E
U
E
E
Z
L人
名
意
謂
〔

1

『

y

'、
v
?
1
/

4
4
』

/
V
\

可
讚
美
者
」
《

他
是
在
釋
為
帝
國
亞
細
亞
行

中
第
一
個
罔
頭
入
教
的

人
甚
受
保
泌
的
重
親
及
愛
護

(
羅
的
5

)
保
線
將
他

的
名
字
列
在
阿
桂
拉
和
他
的
主
手
之
緣
因
此
有
些
學

者
認
為
他
之
信
奉
基
督
應
歸
功
於
阿
桂
拉
夫
婦
二
人

並
且
他
入
教
受
忱
的
地
方
吋
能
是
厄
弗
所
城
後
來
遷

往
羅
馬

(
韓

)

竺
巳
﹒
的
明
ι
~
申
賞
那人名
意
思

是
「
赦
組
心
婪
的
』

1

『

/
d
q

二
/
曲

，

是
剖
制
划
開
勞
的
恨
刻
雅
及
刑
判

蚓
到
三
處
教
會
的
創
立
人
當
州
喇
在
蚓
蚓
坐
位
時
的
刊

前
往
探
望
宗
徒
並
向
他
報
告
上
述
教
會
的
情

t
w叫
作
品
帕

乘
機
寫
了
致
哥
羅
森
教
會
書
托
其
轉
交
他
會
叫
保
峙

居
留
於
羅
馬
監
獄
中
故
宗
徒
稱
之
心
「
我
們
親
泣
的

同
僕
」
(哥
1

7
)
基
督
耶
穌
的
奴
僕

(
耳
4

M
H

)

及
為
基
督
耶
穌
與
我
一
卅
被
囚
的
叫
帕
J

判

(
的
幻

筍

)
(

悴
)

」1
4
.h
H
F
K恨
寺
河

「
i
J

人
名
地
。
圳
其

5

-n
U
U
R
VA
到
月刊
E
h
-
-
開
口
7

)

1
1
/

」
H
A
7
E
L

/
伽

\
意
義
援
輯
陣
線

定
有
人
謂
乃
「
肥
很
多
產
」
之
忠
義
。
'
匕所
仙
的
己
力

蚓
叫
中
部
地
區
是
肥
灰
的
限
域有
人
泊
是
「
塔
山
」

之
意
更
有
人
說
是
「
土
山
」
之
意
不
一
而
足

@
厄
弗
辣
因
是
刮
到
同
翁
域
的
品
祭
噸
提
婪
辣

的
女
兒
阿
吼
叫
納
你
所
生
的
兒fT(
創
叫
“
1

自

)
雅

制
制
臨
死
之
前
將
叫
到
的
兩
個
兒

f

作
均
已
f

與
共

他
的
兒
子
有
向
等
權
利
祝
福
他
們
時
也
一
州
故
。
心
一
似
于

交
X
將
右
手
仙
以
在
厄
弗
辣
叫
做
的
一
鎖
上
先
手
仙
似
k
u
k
f

蚓
制
制
的
頭上
雖
然
叫
劉
曾
提
山
抗
品
力
悶
悶
w
d

伊
拉

叫
民
以
右
為
上
做
蚓
制
制
無
必
股
市
血

H

解
釋
從
他
的

兩
個
孫
子
將
各
成
支
派
二
有
之
中
μ
州
辣
卅
將
佔
上

風
(創
刊
a
|

叩

)學
組
之
一
百
果
然
應
驗
札
H
e叫
沌
的
付

見
到
厄
弗
辣
因
的
第
三
代
，f
孫
(
創
刊
詞

)
厄
州
糾

困
的
兩

個
兒
子
於
加
特
地
方
被
培
肋
舍
特
人
所
紋

(
編
上
7
m

!
自

)
父
親
悲
傷
瓜
分
後
來
又
生
-
f



名
叫
貝
黎
雅

(
編
土
7

自

)

@
厄
弗
辣
閃
文
派
它
在
以
民
的
歷
史
上
佔
若
非

常
重
要
的
地
仗
只
有
們
永
文
派
的
特
力
及
重
要
性
在

它
之
上
它
的
歷
史
下
秋
可
簡
述
如
下
當
以
民
在
西

而
山
附
近
第
一
次
凋
俊
戶
口
時
它
有
四
萬
零
五
百
壯

了

(
筒
，1

詞
)
咱
們
二
次
肝
、
摩
阿
布
抽
查
時
其
戶
口
只

得
三
萬
二
千
五
百
人
(
戶

鈞
盯
)
稍
為
減
少
變
成
以

民
中
的
小
支
派
但
是
門
站
蘇
厄
受
梅
瑟
之
重
用
始
此

文
被
日
漸
強
盛
若
蘇
厄
即
山
山
於
此
一
支
派
先
被
打
發

去
偵
探
草
地

(
戶
口
S

M
6

)
後
總
梅
瑟
之
位
成
了

全
體
百
姓
的
領
袖
創
分
雪

地
時
他
的
支
扳
厄
始
辣
吋

佔
鐵
了
巴
力
斯
坦
中
部
最
好
的
土
地
南
有
丹
及
本
雅

明
東
有
約
但
河
北
有
默
納
協
商

有
地
中
海
此
支
派
的

址
T
駿
勇
善
戰

(
民
5
H

)
在
克
服
容
納
罕
人
上
山

力
最
大

(
蘇
η
H
l
u

)
使
革
則
爾
的
客
納
罕
人
降

服
納
稅
佔
按
北
方
的
重
要
城
市
扎
特
耳

(
民
1

n


m

)
會
因
未
被
邀
以
州
參
加
對
米
德
勛
的
酷
似
爭
而
與
基

智
紅
相
敵
對
(
民
8

1

!

3
)
又
因
未
得
參
與
對
阿

割
的
戰
爭
而
鬥
傘，倒
刺
刺
民
長
(
則
U
I
l
6
)

厄
弗
辣
因
文
派
往
撤
慕
爾
執
政
時
是
全
以
民
的

首
領
(
撒
上
l
l
)
其
族
人
雅
洛
具
叩
午
在
達
味
及
撒

經
瀚
死
後
倡
導
分
裂
竟
能
運
動
十

個
艾
派
隨
從
他
而

另
起
北
國
以
色
列
以
厄
弗
辣
困
的

山

城
舍
很
為
京
都

-
(
列
上
M
M
M
)自
此
北
國
與
厄
娣
辣
因
支
派
在
歷
史

"

一
上
竟
混
為
一
談
其
影
響
力
之
大
可
見
一
斑
此

一
支
派

一
並
有
自
己
的
主
言

(
民
U
S
6
)
先
知
們
如
依

撒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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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7
8
9

口
9
8
m

U
H

口
3

泌
1

3

)
歐
瑟
亞

(
4
口
5

3
5

6

M
8
9

)
耶
肋
米
亞

(
7
H

M
M
S

M
m

)
厄
則
克
耳

(
幻
M
M

)
問
加
利
亞

(
9
u

n

ω
7

)
抖
抖
一
比
一
-
m
f冰
(
的
，
河
@
盯
)
多
以
北
國

(
以
色
列

)
來
指
厄
弗
的
問
因
絡
外
是
在
敘
利
亞
厄
弗

辨
因
戰
爭
之
後
當
時
北
闋
的
土
地
大
約
縮
小
而
只
剩

原
來
的
問
蚓
蚓
閃
反
蚓
俐
酬
地
亂

見
蚓
州
恥

(
韓
)

"
刊
」1
d
b
h
v品
不
司
司
「
開
M
M
Y
E
S
J城
名
耶
穌
在

H
L
E川
4
"
/
命
安

n
f
f
H
U
F
Z
昌
、

|
|
|
|

-

J
-
l

d

i
t
-
-

，

向
、
復
活
往
回
祿

之
後
反
受
雌
雄
前
不
久
會
來
此
城
它
在
猶
太
省
曠
野
的

邊
界
上
耶
京
之
北
凡
此
只
特
耳
之
一
東
南
約
四
公
里
處
現

咱
們
泰
依
貝
(
見
右
叫
“

)
(

詩

)

竺
巴
取
來

K
B
E
H
Z
J
人
名
地
2

-
K
川
A
U
Y
命
靠
自
7
/

】WU
F
L

-
j
-
b
h

J
h
g

/

:

，

吃
凶

\
思
是
一
肥
法

多
廷
的
」

。
人
中
圳
是
加
肋
布
的
第
三
個
主f
M
的
爾
的
母
親

(
編
上
2

時
叫

4
4
)

@
地
名
是
她
大
自
冷
的
訂
名

(
創
刊ω
M
)
有
時

亦
清
楚
地
咱
們
「
厄
拘
押
辣
大
即
白
冷
」(
創
刊
扣
"
)在

它
的
附
近
別
名
伯
之
友
斜
黑
耳
困
難
在
逝
世
一
般
的

學
者
都
同
意
單
純
上
的
說
法
的
厄
弗
叫
州
大
就
是
臼
泠

但
亦
有
些
學
者
調
創
刊ω
凹

的
註
解
是
後
人
所
加
而
真

正
的
厄
弗
辣
大
是
在
耶
京
之
北
的
妙
瑪
附
近
但
隨
從

此

一
學
說
的
人
很
少
亦
無
地
形
及
考
古
學
上
的
依
撩

再
者
盧
4
u

米
5
1

以
及
猶
太
人
的
傳
說
部
主
張
及

治
明
第
一
個
立
見
府
正
確

(
牌
)

"
一
巴
品
味
研
宅F
S
HE
mJ人
名
尚
可

1

1
j
j

t

1
J

」
司

，
、
愛
的
」
新
約

k

三
次
捉
到
此
名

@
聖
保
祿
的
助
手
會
自
厄
弗
所
門
間
都
沒
德
被
打

發
去
馬
其
頓

(
耐
用的
自

)

@
格
株
多
域
的
司
陣
是
法
蛾
教
會
的
要
人
之
一

(
昭
雄的
自
)

@
留
在
絡
林
多
的
厄
辣
斯
托
會
受
保
峙
的
問
以

〈
弟
後
4

叩

)
不
少
的
學
者
請
三
拉
伯
皆
屬
一
人
那
麼

也
叫
佩
斯
托
應
是
在
格
林
多
悶
頭
然
後
防
從
川
悴
的
峙
傳
品
軾

的
但
另
一
個
念
見
則
謂
應
內
二
人
第
一
人

(山
一
小
的M
n
)

是
喇
酬
的
傳
教
助
手
後
二
詩
(
輝
的

自
圳
後4
叩
)

憋
悶
一
人
因
他
的
司
陳
職
務
不
容
結
他
離
開
裕
林
不

械

(
幹
)

旦

l
d
M
3
u
c
司
、
r
子
\
開
ω
y
n
。
-
J山
谷
中
圳
甘
心m古
起

到
月
斗

E
F
-
-

J
F
n
。
二

「
仰
的
巾
定

謂
「
一
嘟
嚕
葡
萄
」
戶
口
圓
以
氏
的
偵
探
隊
來
到
此

山
谷
時

「
砍
下
了
一
校
只
有
一
嘟
峭
的
仰
的
」
(
戶

口
創

)

情
罔
制
制
到
見
剛
到
示
眾
以
證
聖
地
「
實
在
是
忱
仙

祝
蜜
的
地
方
」

(
戶
口
盯

)
凶
此
稱
那
山
谷
為
「
M

叫
胡
同
谷
」
|
|
「
的
街
由
中
山
谷
」

(
幣

)

1

正
泣
，

H
M至
于

「
F
Z
S
F

是
舍
斐
村

K
O
-
v
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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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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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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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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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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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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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u
p
1
J

/
p
m

g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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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ω
Z
Z
Z
Y
)
 

平
原
中
的

一
座
城
市
被
創
分
給
猶
大
支
派
(敵
的
詞
)

但
在
斟
制
其
他
的
地
方
則
謂
屬
於
丹
支
派
(
蘇
的
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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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三
松
的
控
史
上
曾
數
次
提
到
它
(
民
刊

U
甜
的
剖
)

九
-
丹
交
一
位
所
得
之
地
位
於
、
兩
個
強
敵
之
間
難
以
忍
住
故

一
此
被
人
自
厄
市
附
耳
外
出
偵
探
新
地
(
民
旭

2
8
)

士
學
者
們
大
致
認
絨
毛
即
現
今
之
厄
市
瓦
(
洞
"
者
"
)
地

三
方
在
耶
京
之
氣
三
卡
公
里
處

是
舍
斐
校
平
原
亦
即
學
經
上
所
說
的
妙
趣
半
原

(
蘇
也
目
編
上
幻
甜
列
上
昀
盯
)
(
韓
)

Z
J
l
d
k寸
，
d
f
1
1
7
1

;
二

人
名
意
調
「
偕

6
-
r
L
』
」
】
ι
、

E

﹒
=
-
z
-
r
L
神
甘
甘
凶
巴

-

t
i
-
-
E
F
E
-
-
z』

F
U「
』
、•• 
J

，F
I
l

l

-

、

J
F
T
I
-
-
:

、
同
巴
耳
(
?
)
」

是
漆
冬
的
國
王
其
立
依
則
貝
耳
嫁
與
以
色
列
王
阿
哈

布
為
妻
是
為
阿
叫
戶
口
布
修
建
一
廟
宇
敬
拜
巴
耳
邪
神
的

導
火
線
(
列
上
的
血
)
按
史
家
若
瑟
夫
引
證
默
南
得

洛

(
宮
。
E
E
S
)

謂
厄
特
巴
耳
原
為
阿
布
托
勒
特

玄
肺
的
司
祭
起
而
叛
變
將
身
為
閻
王
的
兄
弟
斐
肋
斯

古
巴
2
)
殺
掉
之
緩
而
自
立
為
提
洛
及
該
冬
閻
王
在

位
凡
三
十
二
年
(
八
七
七
l

八
四
六
或
者
八
九
五
l

八
六
四
)
(

韓
)

但
也
包
均
提
局
(
開c
d
n
v
z
L

人
名
意
思
是

:

l

j

l

a
4
4
-
1

，

、
「
幸
運
的
或

僥
倖
的
」
是
特
洛
阿
的
一
個
青
年
當
保
祿
在
特
域
夜

間
講
道
時
過
把
品
拖
長
直
到
半
夜
比
青
年
在
三
樓
的

街
台
上
睡
著
了
從
樓
上
墮
下
而
死
你
織
將
他
抱
起
使

他
復
生
這
一
個
奇
蹈
使
特
洛
俐
的
教
友
大
加
鼓
舞
歡

欣
(
宗
甜
7
I
M
)

(
韓

)

“
一
巳
攻
K

佐
子
。
主
女
人
名
意
調
「
行

R

川
母
及
到
羽
刊44叫
引
r
F
。
ι
﹒
\

--
-
A
F

HZ
/

司
，
是
走
善
道
的
余
人
」

pq 

是
斐
現
伯
教
會
團
體
的
一
位
熱
心
婦
女
保
祿
會
勸
動

她
伺
叫
到
一
攸
蹄
，
艾
名
欣
拉
赫
者
要
在
主
內
有
同
樣
的

心
情
並
力
讚
二
人
的
一
服
音
宣
傳
的
努
力
會
鬥
(
斐
4

(
的
牌
)

由
一
回
散
戶
口
冬
「
開
S
E
E
l
J人
。
n
f

k
川
扭
時
恥

H
/
J
f
r

凶
手
且
已
。
目
』
|

J

4
3
I
2

，

1

、
是
消
「
m
M

迎
賜
給
了
一
位
兄
弟
」
是
到
述
帝
國
的
情
王
(
公
兀

前
六
八

-
l
六
六
九

)
散
可
黑
接
布
的
兒
子
及
繼
位

起
他
的
兩
個
弟
兄
阿
靜
恥
卅
一
勳
恤
制
及
沙
勒
責
爾
為
黨

奪
王
位
而
殺
父
(
列
下
的
肘
依
幻
抽

)
他
的
事
蹟
由

聖
經
上
我
們
知
道
的
十
分
有
限
但
臼
經
外
的
由
考
古

學
家
所
供
給
的
資
料
上
我
們
知
道
他
在
六
八
九
年
已

被
其
父
委
為
巴
比
倫
的
元
首
為
報
父
仇
追
趕
其
弟
兄

及
岡
縣
人
至
尼
尼
微
城
將
之
戰
敗
此
戰
歷
四
十
八
天

之
久
終
於
六
八
三
年
的
「
阿
達
爾
」

H

月
十
八
日
登
極

為
王
在
他
執
政
期
間
亞
述
帝
國
可
改
是
到
達
了
最
光

榮
的
黃
金
時
代
版
閑
之
大
以
此
寫
最
竟
將
埃
及
佔
領

是
有
史
以
來
的
創
學
厄
撒
哈
冬
先
後
所
征
服
的
國
家

有
巴
比
倫
及
其
附
近
各
小
民
族
重
建
巴
比
倫
至
六
七

三
年
已
佔
領
統
治
了
勝
尼
基
巴
力
斯
遍
及
率
浦
路
斯

提
洛
猶
大
l

默
納
舍
王
l

阿
刺
刺
股
厄
東
摩
阿
布
彼

布
羅
斯

(H
W
F
Fm
)迦
薩

(
C
S
凶
)
阿
孟
等
地
此
外
並

攻
克
了
阿
刺
伯
及
瑪
待
六
七
一
年
更
遠
征
埃
及
佔
領

南
方
京
都
門
非
斯
將
埃
及
分
成
二
十
個
區
來
治
改
但

當
他
第
二
次
組
織
遠
征
軍
征
伐
叛
變
的
埃
及
時
在
獲

得
了
輝
煌
的
勝
利
佔
領
及
毀
滅
樹
別
的
北
方
京
都
因

4 會FIl比|

，由其斯|
10 已|子之
)的比i 亞|後，
(自|述|中
屁巴|遂
波|尼|在l
斯|帕l 釵|
吟 1剎車~ I
民總r，íl
至位被
捕病人
瑪三五。所
接厄|敘﹒
刺激| 哇
!后哈|平

{玉哥哥i R 
P、 r、砰、

結 l已;他九
~ J二時 ， J.fo

“
厄
則
克
耳
(
F
r
E
)

學

此

間
厄
則
克
耳
(
書
)

\
M
H。
。
}
肉
。
『
】
W
N
o
r
E
-
J

f
F
F
R
M
W
N
o
n
F
F
o
r
ω
、

厄
則
克
叮
立
屯
的
出
約
先
知
書
之
一
作
若
是
厄
則
九

耳
先
知
故
名
這
本

R
H記
軾
的
神
稅
州
治
象
做
村
為
當

喃
喃
及
別
的
均
持
學
做
持
別
多
且
記
收
得
層
層
布
防

(
十
四
次
給
山
事
情
發
生
的
年
H

刀
口
)
因
此
是
先
知

苦
中
最
特
山
的
一
本
也
是
學
各
意
H
且
最
分
歧
的
一
本

在
積
約
中
它
與
繳
上
撒
下
約
R
A歐
是
經
文
最
殘
缺
的

苦
本
比
外
由
叭
叭
的
利

l

怡
青
←
與
梅
瑟
法
律
制
各
有
山
入
它

會
一
度
被
猶
太
經
的
擱
置
一
邊
失
掉
了
它
「
正
級
性

」
的
地
位
但
是
新
約
的
教
會
對
它
的
正
經
札
耐
心
從
沒
有

發
生
過
懷
疑

(
一
)
作
者
厄
則
，
均
可(
即
2

玄
。
戶
)
是
第

4

二
位

大
先
恥
他
的
名
字
解
說
「
天
主
給
予
毅
力
」

(3
.
)

他
大
約
生
於
公
元
的
λ
二
二
年
(
1
1
)
即
生
於
兩

國
(
猶
大

)
約
央
雅
為
王
時
代
(
六
三
八l
六
)
八
)

山
自
司
祭
家
族
是
步
齊
的
兒
子

(
1
3
)
.
U幼
熱
心

守
法
(
4
u
l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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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她也名在下軍苛|
死很「革|泌的尼|
於自充巴1.. 官雅|公
充由軍爾1 I 紳 、( 元
軍 ( 的柯 M 壯在前

後 3 先附編~T 位五
第 M 知近下和僅九
九 8 L-。的 36 按三七
年 1 充點，工個年，
~ 20 軍耳1 I 人月南
24 期間叫員零國

1 ~。間，彼| 參充 十 第
~.他他布|閱軍天:一
直口有 有(則~ liJ 編i 次
公妻他 3 11 巴|下 充
元室的 15 16 比136 軍
前(房 1 1 倫 I 8 時.
五 24 子 . .去)他
八 18 生 -，-，- 及和
六 ~.活故住列i 成耶|

公
元
前
五
九
三
年
蒙
召
為
先
知

(
1
3
)
在
任

二
十
二
年
由
充
軍
後
第
五
年

(
1
3
)
至
二
十
七
年

(
鈔
口
)
即
公
元
前
五
九
三
l

五
七
一
可
分
為
兩

個

階
段
以
耶
路
撒
冷
的
淪
陷

(
即
南
國
滅
亡

)
為
分
界

(
五
八
七
年
)
第
一
階
段
為
期
七
年
(
五
九
三l
五
八

七
)
預
告
主
的
懲
罰
呼
籲
以
民
罔
頭
寫
警
告
奮
第
二

階
段
為
期
十
五
年

(
五
八
七
!
五
七
一

)
安
慰
亡
國

的
同
胞
預
告
王
闋
的
復
興
寫
安
慰
醫
學
者
中
也
有
認

為
厄
則
克
耳
先
知
只
在
巴
力
斯
過
任
職
從
未
到
過

巴
比
倫

(
∞
E
H
F
-
吋
。
門
話
可
)

也
有
認
為
他
先
在

耶
路
撒
泠
任
職
五
八
七
年
才
往
巴
比
倫

(
〉
口
司
"
字

∞
H
O
E
S
E
E
)我
們
跟
其
他
學
者
認
為
他
的
任
職
地

點
是
巴
比
倫
技
經
外
的
傳
說
他
殉
職
而
死

(
二
)
原
著
性

關
於
則
的
原
著
性
古
代
塔
耳
恭

回
得
好
像
加
以
否
認
近
代
自
N
E
N
(
一
八
二
二
)
開
始
學

拘

一
者
意
見
紛
耘
有
說
全
本
則
每
旬
每
字
都
是
厄
則
克
耳

一
親
自
撰
寫
和
編
成
的

(
O
E
H
E
P
O
Z
口
戶
f
r
a
E

詳
)

J!f 四

有
說
則
不
外
是
先
知
的
日
記
摘
要
因
金
香
十
四
次

、

!
L
1
2
3
'

，
A
n
u
-
A
T
1
ζ
U
I
Q
Y
1

凹

A
U
叩

t
i
1
9
U

F
1
j
g

t

旬
，
“
句

b
q
h

句
b
j

句
3
:
q
J

令
3

1
H
H
M缸
M
W
E
)註
明
事
情
發
生
的
日
期
(
也
只
門
，

自
呂
口
)
有說
全
書
一
二
七
三
簡
只
有
詩
嫂
的
一
七

O

筍
(
即
十
六
篇
神
論
)
是
先
知
的
作
品
(
因
。
-
E
Z
『
)

哥
還
戶
口
則
說
二
五
O
節
是
先
知
原
著

豈
是
則

說
百

分
之
四
十
山
自
編
者
的
手
有
說
則
是
由
一
位
生
活
在

巴
比
倫
的
人
由
兩
個
底
本
郎
自
「
我
底
本
」

(
同
岳
，

M
H
O
N
E
B
口
)和「
他
底
本
」

(
悍
，
m
o
N
O
D
E
。
目
)

合
編
而
成
(
只
E
R
E
F
S
R
)
也
有
說
是
由
兩
本
先

知
書
合
成
的
第
一
輩
及
物
l
物
章
屬
於
另
一
位
先
知

其
他
部
份
(
2
l
ω
章
)
則
是
厄
則
克
耳
先
知
的
作

口
叩(
吋
-
E
n
持
)
更
有
說
則
是
公
元
前
第
三
世
紀
(
二

三
0
年
)
的
作
品
由
一
位
生
活
在
耶
路
撒
冷
的
猶
太

人
以
默
示
錄
體
裁
寫
成
後
由
另
一
一
編
者
將
它
歸
名
於

間
則
姐
回
先
知
(
斗Z
Z

三

可
是
今
日
大
多
數
學
者
都
承
認
則
大
體
來
說

(
因
書
中
有
改
編
重
復
加
插
引
仲
的
顯
明
跡
象
特
別

是
犯
"
兩
章
)
是
厄
則
克
耳
先
知
的
作
品
但
不
是
一

氣
呵
成
的
而
是
像
其
他
先
知
書
一
樣
是
日
後
蒐
集
而

成
至
於
誰
是
蒐
集
人
則
有
說
是
先
知
自
己
也
有
說
是

他
的
門
徒
書
記
或
另
一
位
後
期
緝
者

(
三
)
內
容
與
分
析
則
金
會
四
十
八
章
除
序
言

(
1
|
3
)
外
可
分
馮
三
大
部
份

(
關
於
這
點
學
者

也
各
持
己
見
)
即
警
告

書

(
4
|
圳
的
)
和安
慰
書

(
必
|
彷
)其
間
則
像
依
一
樣
插
入

7
論
異
邦
的
神
論

(
n
l
M
M
)我們
可
列
表
如
下

序
言
自
述
蒙
召

(
1
l
3
)

「A

判
決
的
家
徵
行
寫

(
4
|
5
)

-

判
決
的
神
論
(
6
|
7
)

I

警
告
書
一-

C

指
責
崇
拜
偶
像

(
8
|
刊
)

f
a
警
告
叫
民
階
層
(
叫
“
-
M
)

〔
A

判
決
以
民
鄰
國
(

討
)

E

異
邦
神
論

A
E
判
決
問
制
(
必
-
n)

，
已
判
決
埃
及
(
鈔
|
叫
“
)

一

預
盲
叫
叫
別
的
復
興(
叫
“
|
彷
)

區
安
慰
舍

一
A

一
-
-
-

【

B

描
述
復
興
的
以
色
列
(
的
|
刊
)

(
四

)
神
學
則
的
科
學
可
以
說
包
括
在
這
旬
話

內
「
他
們
要
承
認
我
是
上
主
」

凡
人
可
叫
過
則
的
讀
者
都
不
難
發
覺
則
充
游
了
這
旬

話
(
五
十
多
次

)
雖
然
有
些
學
者
(
如

豈
是
)
站

在
「
文
體
演
變
史
」
的
立
場
上
沼
氣
這
是
後
翔
的
編

者
加
上
的
話
不
屬
於
先
知
原
著
(
但
是
否
真
是
如
此

尚
待
證
明

)
可
是
站
在
「
重
經
神
學
」
的
立
填
上
次

們
如
認
為
這
旬
話
就
是
則
的
中
心
恩
怨
點
趴
「
天
主

的
尊
嚴
」
亦
即
學
經
衛
這
個
所
說
的
「
土
主
的
光
榮
」

「
上
主
的
墓
名
」
或
「
上
主
的
科
舉
不
可
侵
犯
」

這
個
恩
想
或
更
好
說
這
個
現
實
在
厄
則
克
耳
京

召
時
所
見
的
神
視
中

(
1
)
深
深
刻
在
他
的
心
竅
上

因
為
他
在
神
視
中
所
看
到
的
一
切
在
在
叫
他
體
驗
天

主
的
赫
赫
威
嚴
神
聖
不
可
侵
犯
寶
座
象
徵
天
主
的
尊

威
四
個
活
物
的
形
缺
|
|
人
獅
牛
鷹
l
1
象
做
天
主



~
的
智
慧
威
力
種
能
拘
無
限
可
向
四
面
進
行
而
不
必
轉

η

~
嫩
的
輪
子
象

做
天
主
的
全
能
自
由
與
無
昕
一
小
在
輪
總

.', 于
佈
滴
的
眼時
象
徵
天
主
的
全
知
暴
風
雲
彩
閃
電
火
光

一山
光
短
等
象
徵
天
主
赫
然
可
畏
的
臨
在
此
外
虹
覺
象
徵

天
主
的
慈
愛
光
亮
的
穹
蒼
象
徵
天
主
的
超
越
性
椎
動

輪
子
的
一
神
力
象
徵
天
于
的
德
能
活
物
翅
膀
發
山
的
相

似
洪
水
的
飆
闡
明
聲
象
徵
天
主
的
威
嚴
等
這
個
神
稅
使

厄
則
到
到
先
知
從
「
天
主
尊
嚴
」
的
角
度
透
視
以
民

的
歷
此
也
使
他
在
叫
民
歷
史
的
過
程
中
不
斷
發
現
天

主
的
尊
嚴

事
實
上
叫
民
的
被
召
(
M
W
I

l

H
)
並
不
是
由

於
叫
民
的
什
麼
美
德
而
是
比
自
至
雪
天
主
的
自
由
意

志
叫
民
雖
然
赤
身
標
體
沒
有
值
得
卷
愛
的
地
方
天
主

訊
自
動
向
她
發
了
害
與
她
訂
立
了
「
永
久
的
盟
約
」

(
泊
的
)
。
叫
民
飯
巴
金
屬
於
天
主
(
的
8
)
，
本
應
對

他
貞
忠
至
死
可
是
叫
民
如
「
輕
視
了
誓
言
破
門
壞
了
盟

約
」
(
時
間
口
M
M
)

到
處
行
淫
對
主
不
忠
(
M
m

m
n
)
因
此
天
主
的
妒
愛
不
得
不
以
苦
難
懲
罰
他
們

(
5
口
凹
的
甜
的
)。
這
樣
的
懲
說
並
不
是
妒
愛
的
任

性
發
洩

(
必
臼
l

m
)
而
是
「

為
了
他

們
的
罪
」

(
m
w
扭
扭
)
可
是
為
了
妒
愛
天
主
懲
罰
他
們
的
罪
過

如
又
為
了
妒
愛
天
主
不
忍
見
他
們
受
異
民
的
欺
壓

(
指
5
6
)
因
此
為
了
顯
示
自
己
的
光
榮
(
扮
自
)

使
自
己
的
大
名
顯
聖
(
狗
血|

且
)
他
要
懲
罰
異
民

的
罪
過
(
彷
l
n
)
使
以
民
得
以
復
興
(
幻
)
他
許

下
要
由
各
處
充
軍
之
地
召
集
他
們
(
口
-
T
m
M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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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M
叫
剖
幻
創
刊
m
n
M
)
給
他
們
興
起
一
個
牧
人
(
H
H

n
)
、
國
王
(
h
U
H
)
和
大
能
者
(
m
m
n
1
1

尚

ι
他
要

親
自
牧
放
他
們
(
M
H
1
M
)
將
自
己
的
神
傾
注
給

他
們
(
狗
"
)
與
他
們
重
訂
單
約
(
的
“
)
重
訂
平

安

(
U
M
自
幻
品
)
與
永
遠
的
盟
約
(
幻
目
)
因
為
他

要
給
他
們
興
建
新
聖
城
新
聖
殿
制
定
新
體
儀
(
刊

I

M
村
)
。
正
是
為
了
這
個
緣
故
他
要
求
他
們

一
個
新
的
心

和
新
的
精
神
(
的
別
指
抽
)
要
求
他
們
每
人
為
自
己

的
言
行
頁
責
(
U
B
|

M
)
不
但
如
此
他
還
要
求
他

們
恆
心
行
善
不
可
半
途
而
廢
因
為
「
義
人
的
叫
正
義
在

他
犯
罪
之
日
不
能
救
他..... 

」
(
M
M
M
H
)
這
一
切

的
一
切
不
外
要
人
們
|
|
異
民
和
選
民。|
|
都
一
致

承
認
「
他
是
上
主
H
因
此
叫
民
的
蒙
弘
受
品
和
獲
泓

都
是
出
自
天
主
的
尊
嚴
也
歸
於
天
主
的
尊
嚴

(
梁

)

閥
厄
斯
得
隆
(
捏
得
口
)
情
也
巴
力

『

/
E
F
-
2
E
R
E

口

斯
過
的
太
平

風
在
喇
喇
蚓
一
劃
山
之
北
(
剖

1
8

4

5
J
S
)
。
普
通

稱
為
依
祕
勒
耳
平
原
(
蘇
ω
u
民
6時)
(
韓
)

竺
巴
歸
益
堂
正
為

1
1
)厄
斯
德
拉
(
意

1
I
/
I
J
e
t
4
4

』
/
t
i
n
t

-謂

「
協
助
」
)

是
蚓
划
教
史
上
一
位
迎
您
的
人
物
是
司
祭
的
典
型
他

是
大
司
祭
到
蚓
的
後
代
(
即
上
7
1

|

5
)
也
是
聖

戰
上
所
稱
的
第
一
位
經
師
精
通
法
律
熟
知
掌
故

(
厄

上
7
6
昀
下8
)
。
因他
熱
心
宗
成
才
智
過
九
制
制
王

剛
蚓
闢
因
制
派
他
為
闖
關
w
m
制
祭
獻
上
主
的
特
使
氣

親
察
劉
山μ宗
教
專
員
君
王
並
賦
給
了
他
生
殺
的
文
檔

(
即
上
7
呵!
目
叫
他
賣
起
了
如
此
偉
大
的
使
骷
金
、
心

依
恃
天
主
召
集
了
四
千
品
鄙
人
於
阿
l
喇
喇
回
斯
為
主
第

七
年
一
月
一
扎
由
凹
出
制
起
程
五
月
一
日
抵
達
蚓
蚓

刷
刷
(
即
上
7
7
!

9
)。
他
到了學
京
先
行
了
祭
獻

崇
拜
了
上
L
晏
交
了
各
種
獻
也
完
成
了
任
務
(
即
上

8
)
。
以
後
他
聽
說
品
前
由
充
軍
之
地
罔
園
的
蚓
品
人

多
娶
外
教
女
子
為
妻
有
敗
。
敏
宗
教
和
道
德
的
危
險
所

以
在
聞
聽
之
花
痛
心
萬
分
撕
裂
衣
服
拔
去
鬍
屆
執
憂
懼

坐
地
表
示了
極
大
的
悲
哀

(
厄
上
9
3
1
5
)
這
種

悲
哀
是
司
祭
由
愛
主
愛
人
的
心
所
激
發
的
因
他
的
至

誠
而
感
人
的
祈
鵑
使
違
法
的
民
眾
都
棄
邪
歸
正
表
現

了
他
起
等
感
人
的
力
量
(
厄
上
ω
)

放
開
叫
上
7
7
記
載
厄
斯
衝
掛
返
國
的
時
間
是
在

喇
喇
王
阿
叫
樹
薛
西
斯
在
位
第
七
年
不
過
技
波
斯
歷
史

的
記
載
咧
咧王
有
三
位
名
叫
阿
戶
口
薛
西
斯的第
一
位

又
名
陸
蚓
諷
甜
(
四
六
五
l

凹
二
三
見
厄
土
4
7
)

第
二
位
師
也
如
阿
諾
扣
之
子
又
名
圳
別
劃

(
四
O
間

l
三
五
八
)
，
第
三
位
又
名
別
回
制
(
三
五
八

l

三
三

八
)。
如
果
問
氏
岡
山
國
是
在
剛
蚓
蚓
國
酬
卜
世
為
主
品

七
年
即
四
五
八
年
未
免
為
時
過
早
因
為
厄
氏
罔
園
時

城
垣
已
修
築

(
即
上
9
9)
耶
京
已
有
宗
教
團
體
的

存
在
(
即
上
ω
1
)
。
我
們
由
問
下
1
l
3
知
道
修
築

刺
京
城
垣
之
車
是
在
別
軾
蚓
研
制
省
長
領
導
之
下
完
成

的
心
而
到
制
制
制
岡
圓
年
代
是
剛
閹
割
團
制
一
世
為
主

第
二
十
氧
即
四
四
五
且
是
以
用
民
罔
國
應
在
叫
氏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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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些認 -1首I ßp 前。
一學為向大| 三如
次者第合省九厄|
是則七作長八氏
在認年共十年，罔
三為應事 二則國
九厄i 汀 (年未年
八民正厄i 期兔代
年。會寫下問過是

見罔二 8 ~晚，在
年國十，見因阿
表。兩七 12 厄i 為塔
次 : 年 3. 下厄| 薛
一或 ~o 5 氏西
次三是 u 在斯
是十以 ~. 乃|二
在七 有會 赫|世

( 四年。些與米|第
陳二另學乃|雅|七
) 八 有者 氏任年，

d 
:2 德
LS 拉
拉上

EF 下

Z 

本
會
上
下
兩
卷
是
記
述
猶
太
人
由
充
軍
之
地
罔

國
後
約
一
百
年
的
復
興
史
敘
述
當

時
選
民
的
社
會
情

形
和
宗
教
概
次
以
及
厄
蜘
劍
出
和
別
胡
蚓
蚓
兩
位
大

領
袖
所
倡
導
的
革
新
運
動
不
過
所
記
述
的
只
是
幾
件

重
要
大
學
而
已

木
香
雖
分
上
下
兩
卷
但
原
來
只
是
一
部
書

(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稱
之
為
岡
山ω身
自
切
)
但
因
本
書
中
間
有

「
酬
叫
劉
雅
的兒
子
川
劇
荊
姻的
言
行
錄

」
一
語

(
厄
下
1
1
)
古
人
遂
在
此
處
將
本
會
分
為
上
下
兩

且
也
(
可
能
始
自
放
黎
革
乃
卒
於
二
五
四
年
)
下
卷
按

拉
T
通
行
本
稱
為
厄
斯
德
拉
下
但
近
代
各
譯
本
多
稱

圓
周
乃
赫
米
雅

.

現
代
一
般
學
者
皆
認
為
本
書
與
編
年
紀
最
初
應

詞

一
共
億
一
替
是
一
部
上
自
亞
當
下

至
波
斯
帝
國
末
葉
以

一
鼠
的
還
失
本
會
與
一
編
年
紀
原
居
卅
一
的
明
顯
證
攘
為

重E四

一
二
苦
相
分
的
痕
跡
厄
上
1
1
3

與
編
下
M
m末
兩

節
完
全
相
同
如
果
編
年
紀
為
一
獨
立
作
品
絕
不
能
在

“
自
邊
然
中
斷
而
厄
上
1
1

|
a

正
是
一
編
下
邊
然
中

斷
後
的
總
續
敘
述
二
厄
上
下
無
論
在
用
{
子
街
語
特
色

風
格
筆
法
以
及
歷
史
的
特
徵
並
宗
教
與
道
德
的
觀
念

上
都
與
編
年
紀
相
同
這
使
聖
經
學
者
不
能
不
共
認
二

苦
悶
出
一
個
作
者
或
至
少
同
出
一
個
編
輯
者
出
於
一

個
時
代
是
以
為
使
讀
者
對
編
年
史
實
獲
得
一
個
完
整

的
觀
念
將
本
書
的
一
切
論
題
併
入
編
年
紀
內
討
論
請

見
編
年
紀
(
陳

)

m
厄
斯
德
拉
卷
三
卷
間

\
切
。
。r
H
H
H
凶
口
已
H
J刊
。
叫
阿
N
『
納W
J

f
F
E
E
-
H
H
O
H
H〈
開
ω
已
門
"
。
、

在
舊
約
央
書
內

有
厄
斯
德
拉
上
下
二
書
厄
下
也

稱
乃
赫
米
雅
但
除
了
上
述
厄
上
厄
下
二
替
外
尚
有
厄

斯
德
拉
卷
三
卷
四
二
書
厄
卷
三
在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內

稱
厄
斯
德
拉
A
即
卷
之
一
而
將
今
列
於
正
經
書
目
內

之
厄
上
厄
下
稱
為
厄
斯
德
拉
B

即
卷
之
二
厄
卷
三
內

除
3
1
|
5
6

一
段
為
獨
有
的
材
料
外
其
他
則
完
全

與
編
年
紀
及
厄
上
厄
下
內
所
有
的
史
料
相
同
雖
然
在

敘
事
的
次
第
有
所
不
同
至
於
本
書
3
1
l
5
6

一
段

所
獨
有
的
資
料
是
一
問
題
的
爭
辯
郎
論
甚
麼
是
世
間

最
有
權
勢
或
強
而
有
力
的
山
題
者
為
達
現
阿
王
辯
論

者
偽
君
王
的
三
個
衛
士
第
一
人
說
「
世
間
最
有
機
勢

的
是
酒
」
第
二
個
說
「
是
君
王
」
第
三
個
郎
則
魯
巴

貝
爾
說
「
吹
間
最
有
權
勢
的
是
灰
人
然
而
與
成
超
乎

一
切
」
君
王
以
及
其
他
文
武
大
臣
都
以
則
州
省
巴
只
做

所
說
的
為
是
因
而
贏
得
了
君
王
允
准
他
率
領
以
民
歸

國
至
於
厄
斯
德
拉
卷
四
且
是
一
巴
力
斯
府
的
猶
太
人
的

作
品
生
於
公
元
一
防
紀
作
者
以
問
斯
德
拉
自
居
以
七

個
神
闊
的
方
式
和
天
主
改
論
以
民
間
的
悲
慘
的
防
風

及
耶
路
撒
冷
未
來
的
光
榮
厄
卷
四
飯
寫
於
公
元
一
也

絕
白
不
能
列
於
舊
約
央
書
內
是
以
明
顯
為
一
部
偽
純

辛
於
厄
卷
三
有
的
教
父
會
引
用
個
州
學
經
不
過
大
多
數

教
父
所
徵
引
者
不
是
山
於
木
丹
而
是
山
於
厄
上
成
厄

下
學
熱
線
尼
反
則
稱
這
二
志
是
夢
嘩
是
以
這
二
A
統

稱
為
偽
經
不
過
教
會
在
脫
利
將
會
議
後
決
品
將
站
二

書
為
了
方
便
讀
者
參
閱
當
作
悶
悶
經
列
於
杭
]
通
行
木

最
後
此
外
婆
提
的
一
點
師
教
會
精
低
中
即
內
亡
詩
彌

撒
的
進
嘻
詠
乃
很
敏
厄
四

2
M

M

編
成

見
下
條

(
心
扒
拉
)

m
厄
斯
德
拉
默
一
不
錄

(一叫口
比
叮
叮…P
J
F
叮
叮
叮ω)本內
亦
的
也
几

倍
約
偽
經
中
就
敬
畏
和
情
感
來
講
木
h
A
H是朵
美

麗
的
作
者
以
希
伯
來
文
約
於
公
元
一
百
年
定
右
寫
吠

原
文
已
失
只
保
存
了
一
比
一
一
按
遺
失
的
希
股
譯
本
轉
譯

的
即
拉
丁
敘
利
亞
和
阿
利
的
等
譯
文
該
以
卅
一
蚓
爾
奇

(
1
2
)
和
末
爾
章

(
泊
的
)
不
屬
於
木
香
按
許
多

學
者
的
意
見
1
2

兩
車
間
可
厄
卷
五
的

泊
爾
最
為
厄
卷



~
六
3

函
e
u
+
三
這
個
崎
末
，
冒
的
原
文
本
書
分
七
個
帥一
碗

布
于
內
容
大
致
是
寫
何
天
主
讀
異
民
消
滅
塾
京
耶
路
撒
冷

?
難
道
他
們
的
罪
過
比
叫
民
的
罪
過
輕
仙
一
顯
然
作
者
是

.
暗
示
羅
馬
軍
隊
於
七
十
年
攻
陷
耶
京
的
事
由
此
作
者

討
論
災
禍
的
問
題
預
報
臨
近
的
大
審
判
和
未
來
的
耶

路
撒
冷
的
光
榮

古
代
有
不
少
教
父
和
公
教
作
者
以
本
書
為
正
經

在
墓
教
會
禮
儀
上
有
時
也
採
周
本
書
因
此
在
拉
丁
通

行
本
後
經
常
也
附
加
厄
斯
德
拉
卷
三
和
卷
四
師
厄
斯

德
拉
默
示
錄
以
及
默
納
舍
禱
文

見
厄
斯
德
拉
厄
斯
德
拉
卷
三

直

相 174

善人厄
連名， R-h 
的意月JJ

望月阿
用天Jth
此主 I~

名勘丕ø
者佑伊肉

有了，..--.，.
七'-，旦

失空 i
之個、一
多，在
其學;
中經i
主上

(
雷
)

四

立
巳
主
持
住
一
口
商

E
E
H
E
J

1

抗
川
F
E
P局
引
蚓
Y
Z
開
/
」

此
名
之
意
是
「
父
親
〔
天
主
〕
是
慷
慨
大
方
的
」

他
是
諾
布
地
方
阿
希
默
肋
客
司
祭
之
子
當
撒
鳥
耳
殘

殺
所
有
諾
布
的
司
祭
時
他
是
惟
一
幸
免
於
難
者
他
帶

著
「
厄
弗
得
」
奔
赴
達
味
成
了
達
昧
的
司
祭
(
繳
上

n
m
l
個
自
﹒
|
@
見
撒
下
8

口
)
達
味
死
後
仍
任

職
司
祭
(
列
上
4
‘
)
但
在
撤
耀
瀚
的
總
位
爭
執
上

部
反
對
撤
羅
浦
而
擁
護
阿
多
尼
雅
(
列
上
1
7
間
自

2
n
)
及
至
撒
經
瀚
勝
利
姆
王
後
乃
將
之
撤
職
充
軍

至
剛
制
制
蚓
(
列
上
2
自
)
(
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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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者
覓到

蚓
的
第
三
子
問
劉
樹
固
的
一
個
女
兒
結
婚
生

子
到
別
制
制
(
削
6
甜
甜
m
I
問
3
2
制
圳
的
抽
編
上

6
3
4
圳
的
主
)
同
其父
及
二
位
兄
弟
納
達
布

及
阿
彼

喇
被
祝
聖
為
司
祭
而
有
以
其
名
字
為
稱
呼
的
一
個
司

祭
家
系
(
出
怕
的
2
戶
3
1
|

4
)
並
被
委
任
為
肋
末
人

的
最
高
首
長
主
管
在
學
所
盡
職
的
一
切
人
員
(
戶
3

自
4
H
)
。
在
其
二
位
兄
弟
受
顯
罰
死
亡
之
後
(
肋
叩

章
)
他
便
成
了
長
于
有
繼
接
任
父
位
益
大
司
祭
之
職

(
戶
刮
目
等
見
申
昀
M
)
由
梅
瑟
受
主
命
將
火
盤
打

成
薄
片
來
包
萎
祭
壇
(
戶
口
-
-
s
)
作
為
科
辣
黑

作
亂
的
鑑
戒
並
製
取
潔
水
(
戶
的
1
等
)
曾
任
大
司

祭
職
並
蝴
割
的
助
手
多
年
(
則
必
1
3
間
幻
2
n
)

制
到
臨
終
時
嘗
著
問
叫
剛
回
劑
的
面
任
命
制
制
因
為

百
姓
的
首
領
(
同
幻
凹
|
扭
)
。
進
入
墓
地
後
扶
助
若

關
則
將
土
地
創
分
給
各
支
派
(
門
"
“
甜
"
口
制

M付
1

口
4
M
W
H
幻
1
)死
於
墓
地
內
葬
於
厄
弗
鍊
困
山
區

中
(
蘇
扭
扭
)

其
次
要
者
有
@
撒
上
7
1
@
撒
下
幻
﹒
叩
@
編

上
幻
剖
n
M
S
見
戶
叫
叫
‘
-
e
@
厄
上
8

目
@
厄
下

u
u
@
間
上m
目
皆
非
著
名
人
物
故
從
身
的
(
韓
)

的
厄
里
厄
則
爾
(
E
O
N
R
)

人
名
意
思
是
「
我
的
天
主
是
助
佑
」
聖
經
上
以

此
為
名
者
竟
達
十
一
人
之
多
因
不
能
盡
述
故
此
揀
其

主
要
者
簡
述
如
下

。
亞
巴
郎
的
僕
人
(
創
刊

μ
a
d
也
是
在

J
I切
令

人
中
資
格
最
老
的
一
位
(
創
叫
的
2
d
故
深
得
亞
已
削
畔

的
信
任
將
之
打
發
去

夠
劍
呎
劃
米
亞
地
方
為
自
已
的

兒
子
刷
刷
刷
刷
找
尋
配
偶
(
創
M
s
l
H
)
創
刊
υ
2

到
出
蚓
謂
將
是
厄
里
同
剛
剛
爾
家
慎
作
他
的
總
承
人
的

事
頗
為
資
M
h
但
這
是
到
制
的
法
律
傳
統
(
此
法
亦
見

於
圳
蚓
Z
E

M
)而
這
法
律
亦
實
行
於
到
凹
蚓
山
山
身
的

北
創
利
甜
地
t
h
按
這
法
律
的
規
也
若
家
主
無
子
則
家

僕
有
權
給
承
產
業
而
不
是
某

一
個
有
血
統
關
係
的
親

人
比
如
其
娃
羅
特

@
梅
旺
的
和
漆傾
斜
所
生
之
子
(
山
的
4
編
土
幻

u
)
暫
居
於
其
祖
父
耶
特
洛
之
家
直
至
梅
瑟
出
埃
及

得
勝
阿
瑪
肋
克
人
再
行
團
聚
(
出
m
z
7
)

在
編

制
制
上
有
他
的
家
譜
(
獻
上
n
n
必
自
盯
)
。

@
瑪
勒
沙
人
多
達
瓦
的
兒
子
是
一
位
先
知
會
力

斥
蚓
划
王
絢
叫
法
械
同
北
國
惡
君
間
叫
他
劑
蚓
聯
盟
造

船
經
商
之
不
當
並
預
告
船
隻
將
遭
破
壞
之
災
後
來
果

然
應
驗
(
編
下
甜
甜
|

盯
)

@
在
基
督
的
旅
游

L
有
名
固
自
叫
制
者
是
制

制
的
兒
子
(
刷
刷
3
四
)
。
但
是
這
位
厄
里
厄
則
蔚
禾
會

見
於
研
制
替
中
(
韓
)

m
厄
里
默
肋
客
(
E
B
o
r
n
y
)

人
名
意
思
是
「
我
的
天
主
是
君
王
」
是
猶
大
支

派
人
制
剛
刻
的
親
屬
他
的
妻
子
名
納
放
米
為
了
逃
避

饑
荒
偕
同
妻
子
及
兩
個
兒
子
離
闕

，自
冷
而
去
了
摩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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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

4 區 ，
3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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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

於
該

地。
目

XE 

割

的
/、
"'"、
y、，晶晶

盛(

2 

(
韓
)

m
厄
里
約
顧
里
(
2。
可
。-
5
)
a

m
厄
克
巳
塔
納
(
F
E
S
S
)

厄
克
巴
塔
納
州
刺
美
文
作
「
〉
n
y呂
立
古
」
郎
今

日
波
斯
離
「
白
話
且
」
山
約
二
公
里
的
「
出
ω
呂
立
自
」

織
是
終
日
瑪
叫
你
的
首
都
後
成
了
制
蚓
帝
國
若
王
夏
季

哎
懈
的
行
白
山
上61
5

明
收
割
剛
剛
王
一
位
在

瑪
待
省
的
王
堡
厄
克
巴
塔
納
內
覓
得
了
居
魯
士
王
准

化
圳
位
也
刷
版
聖
殿
的
上
亂
制

1
1

2

芯
述
瑚
叫
王
州

法
做
得
眾
自
了
厄
克
巴
塔
納
娥
的
械
防
仙
一
後
來
終
歸

瓜
亞
述
玉
拿
步
尚

(
恐
的
波
斯
王
阿
塔
薛
西
斯
三
世

之
化
名

)
所
攻
敬
而
侵
佔
多
3
7
6

叩
7

-
M
U
H

亦
拉
到
厄
克
巴
塔
納
5
6

且
說
離
辣
傑
斯
只
有
兩
天

的
路
程
地
勢
比
辣
傑
斯
低
但
按
近
代
學
者
的
考
證

厄
克
巴
塔
納
地
勢
比
辣
傑
斯
南
海
拔
呵
呵
二
千
公
尺
兩

械
相
隔
凡
三
百
公
里
決
非
兩
天
的
路
程
此
外
加
下
9

3

亦
捉
到
安
提
約
古
第
四
遠
征
波

斯
會
刮
過
一
旭
克
巴

蚓
俐
占
城.

以
上
是
劉
樹
關
於
厄
克
巴
蚓
納
的
記
札
但

近
來
有
些
學
者
只
以
厄
上
和
加
下
所
記
呵
呵A
1日
的

「
囡
"
呂
立
自
」
城
多
和
友
所
記
為
另
一
在
瑪
待
北
部

ω

一
的
厄
克
巴
塔
納
鐵
郎

今
日
的
「
斗
"
r
z
F
E
S
ω
B

」

戶
成

(
漁

)

進間

立
巴
、
-
說
-
匕
區
可

E
o
g
o
E
B
J

1

，

1

三
/
區

n
m
E
y
d
τ

﹒
/
伽
、

是
古
代
的
一
位
傳
奇
人
物
關
于
他
的
傳
說
不
一

且
彼
此
矛
盾
他
生
於
克
里
特
島
以
他
的
神
學
著
作
而

成
名
單
保
祿
在
鋒
1

間
說
「
克
里
特
人
中

的
一
人
他

們
自
己
的
一
位
先
知
會
這
樣
說
克
里
特
人
常
是
比
一
一
說

謊
者
是
些
一
吋
惡
的
野
獸
貪
口
腹
的
懶
漢
」
拔
一
些
學

齒
的
意
見
如
狄
耳
斯

(
U
Z
Z
)
等
學
保
祿
隱
名
而

指
的
那
一
人
就
是
一
旭
石
默
尼
得
保
祿
桂
引
護
了
他
關

於
吾
土
特
人
的
空
間
且
謂
此
評
語
山
自
厄
不

4

默
尼
得

所
著
的
「
紳
統
記
」
(
斗
z
a
g
g
)
引
言
中
但
這

種
意
見
未
能
得
到
一
切
學
者
的
支
持

(
韓

)

竺
巴
，
臼
u
b合
心
吼
叫
干
℃2
日
司
穹
D已
E
m
J

I
E

川
-
m
M
T抄
們
y
a
L
f
f
t
l
i
c
h
i

」

人
名
意
謂
「
被
想
望
的
」
與
厄
帕
夫
辣
之
名
意

同

(
哥
4
u
)
是
愛
她
怕
教
會
的
一
位
教
友
關
於
他

的
生
戰
除
了
倒
側
的
介
紹
凡
我
們
一
無
所
他
喇
喇
稱

之
謂
「
我
的
弟
兄
同
事
和
戰
友
」
他
會
將
斐
斑
伯
教

會
的
捐
款
帶
給
坐
監
的
保
祿
予
以
經
濟
上
的
援
助
他

在
羅
馬
時
會
患
重
病
等
病
症
好
轉
之
後
保
祿
立
即
打

發
他
罔
去
並
乘
機
請
他
帶
去
寫
給
斐
理
伯
教
會
的
信

件
信
上
判
他
大
事
褒
獎
(
斐
2

甜
甜

4
M
)(

韓
)

m
厄
提
約
丕
雅
(
訝
的
甘
心
)

固
樹
制
丕
雅
地
名
在
今
制
別
南
部
及
今
蚓
叫
北 該 (部。

地 宗i 厄
見的 8 提

雇i 人，自約
士L俱)。不-
屬按雅
黑希I j詩

人。獵|鹿|
文，士|
此的

字稍
有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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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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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路1 i1?<‘ 失
學!，' 1(0 UIl I 來
) 來清風

m
厄
貝
得
默
肋
客
(
W
M
H
H
J

呼
)

厄
貝
得
默
肋
客
是
厄
提
約
不
雅
人
為
猶
大
i
d

翻
到
蚓
內
宮
的
僕
役
他
見
義
勇
內
將
即
肋
蚓
劃
先
知

自
蓄
水
池
中
救
出
為
此
天
主
也
你
放

7
他
兔
喪
必
刀

下
車
見
耶
犯
7

1

M
M呵
呵
!

刊
(
山
間
)

竺
巴
茲
在
伊
拉
圭
吋
爾
「
甘
心
。p
m
f
J

『

y

→
4

，
否
?
」

t
-
E
E
E
Z
P
F
/
E
M
3

個
側
目
。
:

是
以
民
山
雕
埃
及
後
的
閻
明
紮
地
(
戶
叮
叮
巾2

8
)

在
厄
東
地
區
攸
於
紅
海
的
東
北
端
即
阿
卡
也

(
〉
宵"
Z
Y
)海
灣
撤
羅
澈
會
於
此

地
建
築
樹
港
(
列

上
9

自
)
一
世
紀
之
後
猶
大
主
約
沙
法
特
在
此
主
娃

商
船
以
還
轍
放
非
爾
的
反
您
們
帖
笠
教
毀
於
暴
風
向

(
列
上
n
M
一
線
下切
自
l

訂
)
約
胸
王
時
代
飾
於
旭

東
人
(
列
下
8
m
|

扭
)
在
歷
史
上
會
經
數
度
被
燒

及
重
建
至
鼓
斯
帝
國
時
代
猶
存
至
於
、
厄
茲
雍
草
貝
山
附



~的
確
切
地
點
學
者
們
的

意
見
不
同
至
今
仍
無
一
絕
對

釗

~擎
糙
的
意
見
故
從
昆
(
韓
)

至
巴
震
耳
吹
各
畫
垂
暮
「

E
E
O
E
J

三
1
r
F
J
b
m月
τ
主
闡
鳴
、
、
“
站
去
頃
U
E
C
D
已
R
V

」

.
人

名
意
思
是
「
默
瓶
對
智(
宮
"
且
已
)
(
神
)

的
人
」
是
凹
出
制
王
拿
步
高
的
兒
子
和
總
位
者
但
在

位
時
間
很
短
(
公
元
前
五
六
二
l

五
六
0
)
郎
被
其

妹
夫
到
調
叫
到
制
制
叫(2
R
m丘
，

F
R
S
R
)
所

點
而
自
己
稱
王
斟
斟
上
只
記
載
他
在
登
極
元
年
們
將
已

被
囚
三
十
七
年
之
久
的
蚓
卅
王
耶
蚓
崗
個
釋
放
出
獄

並
以
貴
賓
之
種
相
待

(列
下
衍
盯
|

叩
耶
m
A
Ui

H
)

(
韓

)

是E

@
厄
肋
番
廷
島
是
尼
羅
河
中
的
一
個
小
島
長
約

二
公
里
寬
僅
及
四
百
公
尺
左
右
位
於
尼
羅
河
的
第
一

個
瀑
布
處
自
此
而
下
可
以
航
船
北
至
八
五
七
公
里
的

關
輯
而
入
亂
著
名
的
剛
到

(
〉
Z
E
)

風
就
在它
的

正
東
邊
約
有
九
十
公
尺
的
河
水
相
隔
它
是
一
個
屬
花

崗
石
的
島
峽
自
古
以
來
就
是
一
個
重
要
的
軍
事
及
商

業
中
心
現
今
之
所
以
成
名
是
由
於
在
此
島

上
於
本
世

紀
之
初
發
現
了
大
批
及
十
分
有
價
值
的
紙
草
紙
文
件

之
故

@
問
叫
劃
到
文件
這
些
一
文
件
記
錄
住
在
這
一
島

四

師
厄
肋
番
廷
草
紙
文
件

185-187 

上
自
公
一
刀
前
四
九
四
至
四
一0
年
前
後
一
批
猶
太
僑

民
的
生
活
情
取
這
批
僑
民
之
所
以
遠
來
此
島
居
住
大

都
相
信
是
由
於
刺
京
被
刮
到
副
破
壞
的
原
因
(
晰
的
仙

"
)
。
他們
在
這
里
有
土
地
回
產
家
庭
房
屋
及
僕
牌

所

守
的
法
律
是
美
索
不
達
米
亞
的
法
律
女
人
可
以
自
動

要
求
離
婚
寫
舊
約
所
無
並
且
有
自
己
的
學
所
及
司
祭

但
所
信
之
宗
教
好
似
是
混
合
宗
教
除
了
上
主
天
主
的

名
稱
之
外
也
有
此
一
一
外
教
神
祇
名
但
是
有
人
仍
堅
持
這

批
制
划
人
所崇
奉
之
宗
教
仍
是

一
神
教
不
同
的
名
稱

只
是
將
天
主
位
格
化
的
結
果
公
元
前
四

-
0
年
他
們

的
聖
所
被
樹
別
神
蚓
闋
的
司
祭
所
破
壞
但
這
個
僑
團

部
至
少
在
三
九
九
年
仍
然
存
在
因
馬
其
中
一
封
信
上

曾
提
到
制
別
王
用
斐
黎
時(
3
甘
心
5
)

一
世
登
極

的
事
蹟
這
事
發
生
於
三
九
八
年

在
埃
及
所
發
現
的
一
切
手
抄
本
中
厄
肋
番
廷
文

件
要
算
為
數
最
多
最
重
要
而
又
最
著
名
它
們
大
批
的

在
一
九
O
六
l

一
九
O
七
年
闊
的
考
古
工
作
時
出
土

主
要
的
部
分
都
是
些
契
約
及
來
往
信
件
以
阿
刺
美
和

制
別
文
寫
此
於
一
九
四
七
年
又
自
剛
到
收
買
了
一
批

來
自
間
地
同
時
的
文
件
共
有
九
卷
是
一
個
猶
太
家
庭

的
記
事
錄
家
長
名
剛
制
制(kr
D
A岱
)
盡
職
於
聖
所
這

些
文
件
巳
於
一
九
五
三
年
由
到
酬
制
(
只

E
皂
白
開
)
出

版
間
也
(
韓
)

們
仙
台
為
消
n
v宜
心(
7
ι
5)友
情
惋
惜
川
叫
她
為
名

J
d
i
-
-
'

、
的
友
弟
德
傅

內
所
述

是
喇
喇
軾
的
女
兒
屬
問
制
劃
支
派
(
出

η
副
研
料
作

制
蚓
剎
女
派
)
嫁
與
二
個
與
她問
圈
，
J
J又
派
的
酬
酬

剖
(
按
凶
良
傳
統
寫
了
保
持
各家族
的
財
產
示
欽
外

流
通
常
都
是
與
問
族
子
女
婚
嫁
見
多

1
.
7
"

戶
刊M

S

|
8

)
姆
後
與
丈
夫
度
婚
姻
生
活
多
久
聖
經

土
木

有
說
明
不
過
從
她
尚
年
青
而
且
沒
有
子
關
可
能
將
後

不
久
她
的
丈
夫
的
在
夏
收
時
簡
中
暑
而
死
丈
夫
死
後

蚓
蚓
倒
即
獨
居
守
寡
度
看
寡
婦
的
生
活
除
了
安
息
自

與
個
划
人
的
反
筍
外
每
天
以
守
齋
祈
禱
度
日
就
在
她

寡
居
7
三
年
零
四
個
月
時
以
民
遭
遇
了
亞
述
大
軍
的

侵
入
在
回
刮
大
軍
的
統
帥
放
羅
斐
乃
指
揮
下
將
蚓
蚓

制
所
居
的
拜
突
動
雅
城
予
以
包
圍
並
截
斷
了
通
往d

域
的
水
道
在
圓
圓
該
城
已
三
十
四
天
之
久
後
域
內
已

無
食
水
是
以
就
在
該
城
首
長
放
齊
雅
準
備
投
降
的
仲
因

此
蚓
蚓
制
挺
身
而
出
願
寅
貴
解
救
本
比
她
的
計
到
郎

以
她
的
美
色
作
了
美
人
計
將
亞
述
統
帥
殺
死
從
友
弟

制
傳
看
來
這
一
計
劃
不
但
是
她
本
人
的
主
意
而
是
受

了
天
主
的
默
示
而
且
在
天
主
肋
佑
之
下
終
能
如
願
以

償
絞
死
7

胡
擱
劃
九
解了蚓
域
的
圈
救
了
叫
民
成
了

叫
民
的
女
英
雄
流
芳
百
世
因
她
以
她
的
機
智
雖
防
身

強
敵
手
中
但
並
未
失
去
貞
操
後
世
教
會
以
她
為m
F
U
母

卒
世
童
貞
拯
救
人
類
於
惡
魔
的
預
曲
事
放
在
某
些
學
母

岫
哪
種
反
筒
中
多
以
友
弟
德
傳
內
的
經
文
來
歌
頌
聖
母

至
於
刺
刺
酬
的
這
一
作
法
是
否
合
乎
道
德
觀
念
我
們

不
能
以
新
約
時
代
的
道
德
觀
念
來
評
述
哲
約
時
代
的

史
事
而
且
一
如
前
述
蚓
蚓
制
這
一
計
到
至
少
是
在
天

主
的
默
許
下
而
進
行
的
天
主
為
了
解
救
依
恃
他
的
人

--""""II1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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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滅民
性，以!不
可民致

參的滅
閱強亡，
友i 敵，在
弟i 原天
樹是主
傳L無的
可奇

厚妙
非安
的。排
關下，
於藉
友l 一
弟l 婦

( 德|女
義的來
)歷消

岫
帽(
4，
、A
R
H
K虫U
K陸
f
E、
目
。。
r
。
同
H
E《r
H
F
J

H
H
斗F
L
M
A
H
A
A
U

趴
缸
"
們
/
們
』
『
R
H
巨
《H
Z
V

」

友
弟
德
傅
在
舊
約
里
與
文
斯
德
爾
傳
多
俾
亞
傅

同
列
於
央
書
內
如
只
從
書
名
來
看
屬
名
人
傳
記
類
但

若
考
諸
本
書
內
容
史
事
的
成
分
則
又

有
很
大
的
疑
難

是
以
本
魯
可
稱
為
背
約
里
一
部
獨
樹
一
幟
而
帶
有
傳

奇
性
的
名
人
傳
記

A
可
分
四
點
將
本
番
簡
介
如
下

(
一
)
內
容
從
本
書
內
容
來
看
顯
然
分
前
後
兩

部
前
一
部
1
1
!
7
泊

是
記
述
四
蚓
王
創
制
副
大
敗

瑪
待
王
阿
法
做
得
後
(
1
7
|

M
)
又
下
令
給
他
的

最
高
統
帥
放
羅
娑
乃
命
他
領
兵
西
征
(
2
1

l

u
)

一
帥
的
所
肉
無
敵
直
達
以
色
列
境
內
(
2
u
l
6
n
)

將
一
座
位
於
山
口
的
名
叫
拜
突
里
雅
的
城
予
以
圓
圓

迫
使
居
鼠
投
降

(
7
1
l

M
)
後
一
部
8
1
l
M
目

是
敘
述
天
主
怎
樣
藉
一
名
叫
友
弟
德
的
寡
婦
也
郎
本

苦
的
主
角
解
了
拜
絨
的
國
使
以
色
列
子
民
大
獲
勝
利

先
述
友
弟
德
家
世
及
她
有
意
解
救
拜
城
之
士
心
願

(
8

1

|
品

)
她
在
實
行
她
的
計
劃
之
前
先
祈
求
天
主
援

助

(
9
1
|

M
)
後
深
入
敵
境
(
m
-
-
n

)計
殺
放

羅
斐
乃
(
n
l
l
U
M
)

勝
利
罔
城
後
以
民
乘
勝
追

-
學
敵
人
大
獲
勝
利
(
u
u
1
的
H
)
最
後
記
述
友
弟

m
u一
德
的
凱
歌
及
以
民
大
事
慶
祝

(
u
m
-
-

m
)
表
弟
德

-
的
晚
年
及
逝
世

(
的
訕
|
扭
)

益凶

(
二
)
經
文
本
會
的
原
文
幾
乎
一
致
公
認
當
是

希
伯
來
文
或
最
低
限
度
為
阿
刺
美
文
決
非
希
岫
臘
文
只

可
惜
原
文
早
已
逍
失
而
現
作
為
本
杏
草
木
的
則
為
希

岫
臘
文
但
從
希
股
文
的
用
字
與
結
構
方
面
來
看
仍
可
看

出

當
是
出
自
嘲
叫
樹
文
的
譯
本
而
其
他
較
古
老
的
譯

文
如
創
利E
亞
美
尼
亞
剖
叫
訓
等
譯
文
都
是
依
照
希

殲
譯
文
課
仙
投
了
通
行
本
的
譯
文
出
自
學
熱
羅
尼
莫

攘
聖
人
自
己
說
只
在
一
夜
之
間
已
經
將
全
書
譯
竣
聖

人
的
譯
文
是
以
一
種
阿
刺
美
文
作
籃
本
而
這
阿
刺
姜

文
也
並
非
原
文
而
極
可
能
是
一
種
依
照
原
文
採
較
自

由
式
的
譯
文
而
聖
人
又
將
它
多
少
予
以
濃
縮
是
以
拉

丁
通
行
本
較
現
有
的
希
股
文
約
少
五
分
之
一

(
一
二)
歷
史
性
對
本
持
最
棘
手
的
問
題
可
品
是

-
歷
史
性
問
題
即
本
毒
所
談
是
否
屬
於
史
事
國
本
書
一

開
始
就
說
「
針
劑
詞
在
間
岡
州
恥
大
城
為
甜
甜
王
第

十

二
年
那
時
阿
法
撒
得
在
厄
克
巴
搭
納
為
瑪
待
王
」
而

且
本
書
先
後
提
及
拿
步
高
這
一
名
字
不
下
二
十
次
但

根
鐵
古
央
文
獻
來
看
在
亞
述
各
王
朝
內
根
本
沒

有
一

位
君
王
名
叫
拿
步
高
的
其
次
自
到
叫
往
都
問
問
制
以

來
從
未
會
與
瑪
待
人
交
戰
過
相
反
尼
尼
徽
戚
在
公
元

前
六
一
二
年
上
為
瑪
待
王
基
雅
撒
勒
斯
同
巴
比
倫
王

納
波
頗
佳
繳
爾
所
減
又
該
本
昔
日
4
3
5
U
H
8
叮

|

叩
各
筒
所
叔
本
卅
日
的
事
情
發
生
在
以
民
由
充
軍
地
歸

來
之
後
以
民
歸
國
時
約
在
公
元
前
五
三
八
年
前
後
其

時
尼
尼
微
早
已
化
為
瓦
碟
只
憑
上
述
所
提
數
點
則
本

幸
的
歷
史
性
質
在
無
法
立
足
因
而
歷
代
解
經
發
者
提

出
了
不
少
意
見
為
解
決
這
一
難
題
不
過
直
至
目
，
削
一

個
真
能
徹
底
解
決
這
一
問
題
而
叉
四
川
人
人
所
樂
意
接

納
的
學
說
尚
未
之
見
因
而
我
們
也
只
客
提
一

立
學
投

以
供
讀
者
參
考
而
已

L
寓
意
說
根
按
這
一
間
牢
殺
本
書
所
述
投
非
史
事

而
只
是
採
用
了
歷
史
體
的
形
式
來
激
勵
以
民
何
誼
通

到
強
敵
入
侵
時
耍
一
心
倚
恃
上
主
上
主
必
會
予
以
放

援
是
以
本
身
人
名
地
名
都
屬
溫
惜
這
由
本
占
主
角
友

弟
德
與
她
所
解
放
的
城
拜
突
里
雅
二
名
字
可
以
看
山

友
弟
德
拔
希
伯
來
文
乃
猶
太
人
令
性
化
的
名
而
「
郎

猶
太
女
人
」
且
全
聖
經
襄
除
創
鈞

M

厄
撒
鳥
的
表
f

赫
特
人
叫
作
友
狄
特
外
再
無
叫
一
這
名
字
的
人
同
核
拜

突
盟
雅
拔
希
伯
來
文
立
即
「
雅
誠
的
貞
玄
」
全
部
學

經
襄
除
本
書
外
再
談
不
到
有
這
樣
一
名
字
的
地
方
而

這
一
名
字
頗
使
人
聯
想
到
熙
雍
和
耶
京
所
有
的
稱
號

「
熙
雞
的
貞
女
耶
路
撒
冷
，
哎
，
i
」
(
列
下的
口
創攸
幻

竺
技
2
臼

)
或
指
全
以
民
的
「
以
色
列
處
女
」
的
稱

號
(
亞
5
2
刷
刷
叫
“
‘
)
這
樣
拿
步
亂
罔
聞
制
等
人
名

地
名
也
是
作
者
隨
意
取
來
作
一
防
襯
而
已
故
不
必
硬

性
考
究
拿
步
高
究
幾
時
在
尼
尼
微
作
過
君
王
因
這
攘

的
考
究
只
是
徒
勞
而
不
會
有
結
果
的
這
一
學
說
問
然

輕
而
易
舉
地
將
問
題
解
答
了
但
由
於
徹
底
否
J叫
他
來
占

的
歷
史
性
故
不
瀉
大
多
數
學
者
所
接
納

2
除
名
說
恨
鐵
這
一
學
說
的
意
見
本
在
所
述
力

實
有
其
事
的
歷
史
記
述
只
是
為
了
當
時
所
有
特
殊
緣

故
作
者
姑
隱
典
人
的
姓
名
而
代
之
以
猶
太
人
過
知
而



『
申
爭
質
上
曲
目
滅
亡
了
猶
大
闋
的
拿
步
高
同
時
在
敘
事
峙

的

~
謀
划
了
較
自
由
的
記
睛
，
文
筆
蔣
以
民
不
同
時
代
的
史

于
事
灌
集
一
齊
來
敘
述
天
主
如
何
缸
"
放
一
心
依
恃
他
的

:
百
姓
本
書
主
角
友
弟
給
雖
有
化
名
之
嫌
但
飯
記
有
她

的
家
系
祖
譜
似
乎
不
能
否
認
真
有
其
人
作
者
著
替
的

主
要
用
意
是
圓
的
激
勵
以
民
不
拘
遇
到
任
何
急
難的
事

仍
要
一
心
依
恃
上
主
而
非
伶
寫
一
狹
瑟
的
史
丹
是
以

有
關
仙
人
事
發
生
的
時
地
已
非
作
者
所
斤
斤
計
較
的
了

對
這
一
說
雖
仍
不
乏
無
以
自
關
其
泣
的
難
題
但
因
不

否
認
本
怒
所
述
是
以
史
事
為
根
鐵
故
此
比
較
地
來
說

較
前
一
晶
晶
更
為
可
取

(
間

)
作
屆
年
代
與
正
經
性
本
書
作
有
怨
誰
這

又
是
一
無
法
解
答
的
問
題
歧
不
知
作
者
為
誰
對
本
古

成
抖
的
年
代
臼
然
也
無
法
作
一
肯
定
的
答
夜
不
過
從

本
梧
的
原
文
故
公
認
是
希
伯
來
文
則
作
者
當
為
一
猶

太
人
知
無
疑
芯
又
從
本
持
內
容
來
看
除
本
苦
明
說
是

在
出
充
草
地
歸
來
之
後
(
4
3
5

凹

)
而
當
時
人
反

對
聖
殿
祭
緻
司
祭
宗
教
組
儀
非
常
熱
誠
與
德
訓
知
所

述
互
相
輝
映
因
此
可
以
推
知
本
書
最
早
不
會
超
過
公

元
前
二
村
紀
而
比
較
近
乎
事
質
的
年
代
是
在
公
元
前

二
批
紀
木
成
一
伙
紀
初
關
於
本
芹
的
正
經
性
因
本
恕

不
必
於
猶
太
人
的
學
經
吉
日
中
凶
而
基
督
教
以
本
卅
日

只
偽
純
但
我
公
教
學
者
則
稱
瓜
次
經
雖
稱
瓜
次
經
但

不
否
認
本
苦
的
正
經
性
相
反
自
教
會
伊
始
除
少
數
幾

人
包
恬
學
熱
羅
尼
莫
對
本
書
的
正
經
姓
有
過
懷
疑
外

其
他
敬
父
學
者
希
版
公
會
議

(
三
九
三
年

)
蚓
蚓
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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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第
四
公
會
識
(
三
九
七
年
及
四
一
九
年
)
無
不

根
鐵
宗
徒
傳
授
以
希
趟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寫
藍
本

一
致

忍
可
本
會
的
正
經
性
郎
以
本
吉
為
在
天
主
默
感
下
所

寫
的
聖
經
(
義
)

帥
閉
口
、
、
「
E
E
Z
E
J
「
天
」
一
一
詞
在
舊
約
原
文
(
希

到

1
3
f
b
。
已E
H
之
1
l
l

:
J

J

、
伯
來
艾
)
常
以
多
數
卅
現
但
在

剝
削
刷
譯
本
投
制
制
上
如
慣
用
單
比
「
天
」
在
斟
樹
上

有
不
少
的
意
義
大
致
如
下

L

宇
宙
的
一
部
份
以
民
的
語
言
缺
少
，
「
宇
宙
」

這
一
名
詞
多
以
「
天
地
」
來
代
表
整

個
宇
宙

(
創
1

1
2
Z
M
U
n
M
S
誠
服
自m
s
6制
1
2

的
口
“

自
蓋
2
6

岳
3
3

瑪
5
"
6
u
u
n
m
u
路
m
n
M
山

叮

叮
閉口
創
格
前
8
5

弗
1
"
3
H

叮
叮1

時
等
)
有
時

則
用
「
天
地
海
洋
」
以
表
宇
宙

(
圳
叫
“u
o
叭4
H
M

H

)
「
天
」
在
上
引
諸
文
中
不
外
就
是
我
們
所
說
的

穹
研
或
天
空

(
創
1
6

1

8
)
這
個
穹
否
在
以
民
的

腦
惚
中
猶
如
一
雙
巨
大
的
創
蓋
在
大
地
上
故
有
「
穹

若
以
上
的
水
」
的
按
法

(
詠
叮叮4
出
3
的
)。
它
向
四

面
伸
展

(
如
叭圳
2

制
物
n
M
H
H
M
W
臼
m呵
呵
到
臼
M

m叫

m
u
到
臼
周
刊M
I
)
有

水
闖
闖
闋
的
裝
置

(
創
7
u

卅
3
刊
)。
它
的
悶
棍
起
於
石
粒
之
上

(
制
約
U
)
日

月
星
辰
以
志
為
行
動
的
中
心
點

(
創
1
H

l

口

谷
口

封
閉
巾
的
目
制
口
問
)
。
人
不
能
學
登
高
天
(
刑
犯
臼
刷
刷

叩
叫
‘若
3

口
)
天
有
時
也
是
指
穹
蒼
與
地
球
之
間
的

大
氣
層
而
言
比
如
「
天
空
的
飛
鳥
」

(
創
1

扭
扭
叩

2
M

m
6
7
7
3

瑪
6

自
8

凹
的
8
5
9

目
宗
m
u

擋
回
約
中
還
有
「
天
與
天
上
的
夫
」
戚
「
謂
天
』

的
改
法
(
申
ω
H
列
上
8

盯
編
下
2
6
6
"

厄
下
9

.
…
制
叫
?
可
學
倒
蚓
亦
言
「
曾
被
提
到
三
唔
天
上
去
」

(
格
後
也
2

l

‘
)
這
都
是
誇
大
的
說
法
指
極
高
天

而
言
並
非
指
天
的
層
次
或
數
目
雖
然
偽
經
的
作
有
們

主
張
有
五
層
七
層
甚
至
十
層
天
的
存
在

天
依
然
是
宇
宙
的

一
部
份
在
末
日
審
判
時
將
川

歸
於
益
(
依
u
n
u
m
4叫
‘
約
M
n
谷
口
創
伯
後
3

7

叩
臼

及
其
他
處
)
其
後
將
有
新
天
地
的
再
造
(
依

叮
叮
μ
w
n伯
後
3
H

亦
見
羅
8
n
n
)

2
天
主
的
居
所

(
則
上
8
叩
M
M
M
H

副
2
.

M
2

川
u

創
刊
封

關
5
時
的

6
1
9
J
U剖昀
扭
扭

的
口
幻
9

路
口
u

弗
6
.

哥
4
1

等
)
是
天
主
的
資

座
(
依
的
1

瑪
5
M

幻
且
宗
7

叫
)
地
是
他
的
關
臭

(
山
間的
1

關
5
自

創
7
的
)
故
此
稱
他
為
「

上
天
的

上
主
天
主
」
(
創
叫
的
7

編
下
狗
血
厄
上
1
2

厄
下
1

4
5
2
4
訕
訕
叭m
m削
1
，
等
)。
由
天上
的
質
也天

主
觀
察
人
的
行
動
作
為
(
則
必
問
制

8
3

日
‘

m
H

…M
n
m
l則上
8
叩

荊
I
s

制
2
叩

制
約
且
)
在
那

裹
上
主
策
創
他
不
可
名
言
的
計
謀
(
列
上
詔
"
-
n

約
l
e

|

刊

)
由

那
里
叫
冉
來
地上
(
創
刊

5
?
"
H

圳
的37

叭
"
u
|

個
依
的
刊
)
後
期
的

以
民
由
於
宗

教
的
過
度
熱
誠
及
謹
慎
以
天
來
代
表
天
主
(
達
4

口

加
上
3
u

4
M
H
H
U
H
加
下
7
u

路
的
M

剖
)
故

此
混
亂
「
在
天
上
」
就
是
說
向
天
主
在
一
起
(
瑪
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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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M
H
)
「
來
自
天
上
」
就
是
「
來
自
天
主
」
(
谷
8

u
u
m
若
3
訂
)
「
天
主
的
國
」
被
稱
為
「
天
國
」

只
見
於
瑪
3
2
4
口
5
S
M
M
m
7
剖
8
u

「
天
開

了
」
指
天
主
來
近
了
(
谷

1
M

U
若
I
M

宗
7
自
M

m
u
)
天
主
的
聲
音
來
自
天
上
(
谷
l
u
若
眩
目
伯

後
1
"
)

3
.
天
使
們
的
居
處
(
創
創
口
n
u
列
上
幻
M
路

2
H
希
u
n
)
他
們
被
稱
為
「
天
主
的
眾
子
」
(
一
詠

m
1
位
1

約
1
6
)
「
車
者
」

(
一
詠
m
e
EM
S
約

5
1
達
4
M
H
門
「
'
勇
者
」
(
詠
叩
以
自
即
叩
)
為
立

即
執
行
天
主
的
命
令
益
傳
達
的
職
務
學
經
上
稱
他
們

馬
天
上
的
或
在
天
上
的
天
使
(
瑪
圳
的
制
谷
白
白
鬥
U
M

焉
的
u
n
M

)
他
們
常
見
天
父
的
面
(
瑪
的
叩
)

「
天
軍
」
是
由
他
們
組
成
(
列
上
n
H
編
下
U
M
達

7
u
約
1
6
2
1
路
Z
H
M
M
H
默
7
u
)
他
們
由
天

上
降
來
(
創
幻
口
n
H
瑪
認
2
路
n
H
迦
1
8
)
服

侍
環
繞
耶
穌
(
若
1
日
)
向
婦
女
及
宗
徒
們
報
告
耶

穌
復
活
(
瑪
m
z
|
5
谷
的
5
路
圳
的
4
5
若
m
n
宗

-
u
u
)
至
於
魔
鬼
亦
見
於
天
使
之
間

(
約
1
6
2

2
列
上
n
H
!
自
)
則
是
一
種
幻
想
寓
意
的
說
法
象

徵
魔
鬼
在
人
類
的
歷
史
上
也
有
他
的
作
為
新
約
中
則

明
言
他
的
勢
力
因
耶
穌
的
工
程
已
完
全
被
五
解
了

(
路
m
u
u
-
-
M
間
)

-

ι
基
督
的
居
所
他
自
始
便
與
天
主
同
在

(
若
1

剖
開-
a
口
5
)
由
天
上
而
降
來
世
界
(
對
1

，

u
3
u
u

-
6
"

叫
“

H

M
W
H
U
S夠
4
叫
)
他
復
活
後
升
天
坐

位
且

間

在
學
父
的
右
邊
(
谷
的
刊
宗
1

，

|

H
2
臼
M
5
U

7
自
H
羅
8
H
弗
l
m
4
"

哥
3
1
希
1
3
口
4
H

7
甜
8
a
m
M
U
2
伯
前
3
n
等
)
他
以
大
司
祭
的

身
份
進
入
了
天
上
的
聖
殿
(
希
9
U
H
)
在
那
襄
個
月

我
們
轉
求
(
經
8
“
希
9
M
U
M
若
一
2

1
)
在
世

界
的
末
日
他
仍
將
白
天
而
來
審
判
生
者
死
者
(
宗
l

u
斐
3
刮
得
前
l
u
4
M
得
後
1
7
亦
見
達
7
H
谷

8
抽
口
臼
M
M
瑪
必
“
宗
3
m
格
前
的
“
希
9

詞
)

i
善
人
享
福
的
地
方
舊
約
對
於
善
人
死
後
在
天

上
享
一
繭
的
事
只
有
陰
影
的
暗
示
(
詠
的
7
|
u
口
晶

晶
竹
間
力
且
|
個
約
的
盯
智
3
2
4
5
H
H
6
口
l

n
)
而
無
明
確
的
指
示
但
是
新
約
的
啟
示
如
光
明
正

大
的
告
訴
了
我
們
耶
穌
親
自
許
給
他
的
門
徒
豐
厚
的

天
上
報
酬
(
瑪
5
臼
路
6
自
)
及
不
能
損
壞
的
財
喘
口

(
瑪
6
m
m
w
缸
路
也
臼
)
那
里
是
他
們
的
家
鄉
(
斐

3
叩
見
路
m
m
希
也
n
n
U
H
)
那
里
有
他
們
的
產

業
(
伯
前
1
‘
)
及
永
遠
的
住
所
(
格
後
5

1
)
這

些
一
都
是
耶
穌
親
自
給
那
些
一
義
人
準
備
的
為
使
他
們
同

自
己
永
遠
在
一
起
(
若
M
2
3
叮
叫
得
前
4
口
5
叩

得
後
2
1
)
享
受
真
正
的
一
福
樂
就
是
認
識
愛
慕
天
主

(
若
口
3
)
並
在
世
界
的
末
日
坐
在
耶
穌
的
寶
座
之

勢
沾
享
審
判
前
向
民
的
權
力
(
瑪
"
甜
格
前
6
3
默
3

剖
)
身
穿
幸
福
的
白
衣
手
持
勝
利
的
棕
樹
枝
與
天
神

們
同
唱
讚
美
詩
(
默
7
9
|
間
“
-
-
s

臼

2
|
‘
)

見
以
民
宇
宙
觀
和
樂
園

(
韓

)

恤
吋
口1、
←
巳
「C
。
已
J

一
天
主
的
名
稱

到
』
;
:
-
'
。2

之
九
在
中
國

上
占
時
的
我
國
人
稱
至
上
之
艸
為
天
上
天
帝
上

帝
天
帝
「
天
」
不
是
指
天
際
而
言
而
是
指
「
人
格
艸
」

(
梁
啟
超
)
或
按
墨
子
所
就
天
下
之
君
子
天
也
依
我

國
經
告
「
天
」
造
化
了
一
切
治
現
一
切
技
正
義
吐
蕃

罰
惡
一
般
民
眾
稱
他
為
「
老
天
爺
」
或
「
天
老
爺
」

許
多
中
國
格
言
非
常
生
動
地
表
出
天
(
主
)
的
全
能

全
智
公
道
和
仁
慈

當
問
教
傳
入
中
國
之
際
問
吋
表
示
至
上
之
神
l

l

天
主
是
「
至
知
至
全
至
善
至
大
至
精
至
徽
至
般
不
銜

益
」
的
遂
咱
們
他
寫
「
其
主
」
和
其
他
名
稱
如
主
幸
與

宰
尊
大
的
主
等

去
教
郎
由
天
主
教
會
分
山
的
M
M
斯
托
利
派
很
細

心
地
逐
漸
尋
找
一
個
適
合
的
名
稱
為
能
無
錯
誤
地
指

明
那
「
造
化
匠
成
萬
物
」
的
民
艸
這
從
他
們
間
的
天

主
的
名
稱
可
以
看
出
最
氏
派
在
起
初
也
以
「
佛
」(1

.
)

稱
天
主
或
把
聖
經
上
天
主
的
最
待
過
的
兩
個
名
稱

γ
y
〈
岳
和
盟
。
"
7
(
5
)妓
唐
時
口
音
音
譯
為
一
崢

婆
」

2
2
7
"，
H
O
E昌
)
和
「
阿
羅
詞
」
(
注
。
g
a

盟
。
早
)
但
國
人
不
明
此
名
合
技
峙
趴
在
道
現
論
文
中

稱
天
主
為
「
無
元
與
主
阿
羅
列
」
此
後
也
的
惘
天
主
瓜

「
一
紳
」
「
天
神
」
有
時
也
稱
為
「
世
。
」
「
天
父
」

「
慈
父
」
等
最
普
通
的
稱
呼
是
「
天
尊
」

天
主
教
在
一
兀
朝
傳
入
中
國
可
惜
有
關
傳
教
事
業

之
文
件
未
存
留
下
來
及
至
明
朝
末
葉
天
主
教
傳
教
士



~
後
來
刷
刷
恥
起
初
用
「
天
」
或
「
上
帝
」
來
指
奧
林
或

恥
之
至
上
之
一
腳
不
久
以
後
就
用
「
天
主
」
一
詞
以
迄
於
A可

•. 

i

。

-
「
天
」
不
但
不
是
泛
指
天
空
而
且
取
自
聖
經
人
都
知

士
道
鵲
絨
的
作
者
尤
其
是
從
充
軍
時
期
開
始
直
到
瑚
蚓

伯
時
代
屢
次
將
至
上
之
一
腳
或
其
神
稱
為
天
主
天
地
大

主
(
店
上
5
u
)
上
天
大
主
(
厄
上
7
u
n
)
天
上

的
天
主
上
主
(
編
下
必
自
厄
下
2
.

伯
納
1

，
)
天

地
的
主
宰
(
創
M
U
)

B

在
舊
約
天
主
的
名
字
在
舊
約
內
最
普
通
的
有

兩
個

(
I
)開r
H
W
E各-
思
。F
H
B
其
語
根
似
乎
為
「
d
H」

意
思
是

「
強
有
力
者
」
這
三
字
不
僅
指
其
天
主
也
指

異
民
恭
敬
的
神
明
或
在
特
別
草
地
崇
拜
的
神
祇
如

「
他
旁
邊
並
沒
有
外
邦
的
神
」
(
申
n
n
)
「
埃
及

的
眾
神
」
(
出
u
n
)
等

按
喇
側
蚓
文
M
W
Z
E
B
是
復
數
名
詞
每
次
指
其

神
時
就
用
此
復
數
式
全
如
單
數
式
所
指
一
樣
此
種
復

數
應
如
何
解
釋
學
者
的
意
見
不
一
很
多
學
者
尤
其
是

猶
太
博
士
解
釋
此
種
複
數
式
為
「
尊
嚴
的
復
數
」

(
2
日
益
。
玄

a
s
E
Z
)
其
他
學
者
尤
其
是
現
代
的

學
者
說
這
種
復
數
式
是
指
各
峙
的
各
接
德
能
各
種
力

量
都
集
中
在
其
主
身
上
還
有
其
他
學
者
以
為
這
種
復

數
乃
指
一
個
抽
象
的
觀
念
如
羅

1
m

「
為
神
的
本
性
」

(
吋F
E
。
H
E
E
D
-
i
p
-
Z
ω
)

(
E
)星
級
上
使
用
最
多
的
真
神
的
名
字
是
「
雅

威
」
即
上
主
笛
約
記
載
六
八
三
二
次
而
巴
揭
開
古
巴
-

益四190 

思
。
E
E

總
共
還
不
到
三
千
次
「
雅

威
」
是
別
叫
洲

的
天
主
的
固
有
名
字
一
般
而
論
「
天
主
」
一
名
理
應

是
指
造
成
天
地
的
真
神
而
上
主
|
l
l
「
雅
威
」
一
名

別
指
那
位
將
自
己
啟
示
給
世
人
的
罔
一
真
神
(
見
出

3
6
2
|
T
)
因
此
將
「
雅
威
」
譯
作
「
耶
和
華
」

的
古
時
音
譯
法
欠
妥
恩
高
學
會
按
希
臘
拉
丁
銅
叫
到

及
直
到
第
十
九
世
紀
的
大
多
數
譯
本
在
中
文
聖
經
內

通
常
把
「
雅
威
」
譯
作
「
上
主
」
(
只
有
古
P
O
O
S
S
E


宮
"
『
)
但
有
時
寫
了
清
楚
起
見
尤
其
在
注
解
上
也
保

留
了
原
音
即
「
雅
威
」
見
依
H
m
7刊
出
5
1
2
等

「
雅
威
」
此
名
的
含
意
最
妥
善
的
解
釋
是
「
自

有
者
」
按
聖
經
的
說
法
天
主
是
「
有
」
意
思
是
說
天

主
就
是
那
個
「
完
全
的
有
」
而
「
完
全
的
有
」
包
括

三
個
要
素
「
自
有
」
「
必
然
有
」
「
無
限
有
」
此
三

要
素
決
不
能
使
用
於
任
何
受
造
之
物
惟
天
主
三
樣
俱

備
天
主
是
「
自
有
」
的
不
然
就
不
是
永
遠
的
天
主
天

主
是
「
必
然
有
」
因
為
既
是
「
全
有
」
便
不
能
不
有

天
主
是
「
無
限
有
」
是
說
天
主
以
外
不
能
有
獨
立
自

有
的
有
不
然
天
主
就
不
是
「
全
有
」
寫
表
示
「
雅
威
」

一
詞
所
含
有
的
天
主
是
「
全
有
」
的
這
種
意
思
有
的

學
者
尤
其
是
猶
太
學
者
套
用
「
永
在
者
」
以
代
營

「
自
有
者
」
其
他
學
者
把
「
雅
威
」
解
作
使
萬
物
山

生
者
即
造
物
主
或
叫
自
己
的
諾
言
付
諸
實
行
者
即

「
諾
言
的
成
就
者
」
以
上
的
解
釋
均
根
按
原
文
語
根

且
是
凶
其
他
學
者
則
以
寫
語
根
並
非
且
是
俗
而
是
囡
"
若
心

所
以
把
「
雅
威
」
解
作
「
浮
蕩
者
」
「
飄
游
者
」
等

類
名
詞
意
即
「
雅
威
」
是
夫
上
的
神
他
如
風
進
行
上

界
無
處
不
到
活
已

?
"
z
m
O
E根
燄
這
個
意
思
把
「
雅
成
」

更
具
體
地
解
作
「
發
閃
電
者
」
「

ω

聞
自
兮
解
作
「
呼

吸
者
」
「
神
」
F
E

解
作
「
施
暴
風
雨
各
」

Z
E
Z

釋
作
「
使
下
雨
者
」
等
等

筆
者
以
悠
「
自
有
者
」
或
「
永
在
者
」
這
種
解

釋
更
合
乎
原
文
且
與
含
有
此
惡
的
各
經
筒
相
符
合
如

出
3
H

列
上
泊
位
的
歐

1

，
依
刊
甜
的
M
|
H
M竹

6

耶
m
u
等

除
此
二
名
外
學
經
上
還
有
不
少
其
他
名
稱
簡
單

地
表
示
其
料
之
屬
性
和
美
德
今
提
出
幾
個
這
類
名
叫
們

寫
了
解
天
主
的
概
念
很
有
幫
助
也
許
比
高
深
的
同
論

更
有
益
處(

1
)
「
萬
軍
的
上
主
」
或
「
萬
擎
的
天
主
」

(
經
上
應
用
凡
三
百
餘
次
)
這
名
稱
有
幾
種
解
釋

(
a
)則
剖
刺
軍
旅
的
天
主(
b
)是
宿
的
天
主

(
C
)天

帥
的
天
主
(
d
)惡
帥
的
主
宰
(
e
)宇
宙
的
主
宰
成
品

有
的
天
主
等
最
後
的
講
法
頗
與
希
刷
廠
通
行
本
的
車
開
來

M
h
u
E
S
F
R
。
r
z
g
叫
「
萬
有
的
總
持
者
」
或
「
全

能
的
上
主
」
相
似
也
很
受
現
代
學
者
的
讚
貨
主
希
免

得
「
起
草
的
上
主
」

(
γ
言
。

F
F
Z
2
7
)
比
一
名

稱
不
但
指
明
天
主
的
全
能
而
且
也
引
領
選
民
|

|

的

約
的
天
主
選
民
和
新
約
的
天
主
子
民
|
|
想
到
此
一

概
念
是
天
主
在
推
動
人
類
的
歷
史
以
優
行
自
己
的
汁

釗

(
2
)
「
永
生
的
天
主
」
(
皂
白
3
)
此
名
稱



表
示
天
主
是
各
種
生
命
的
來
諒
它
直
接
反
對
「
死
神
」

(
副m
n) 、

「
虛
幻
」
{

'創
刊刊
S
)
、
偶
象
等
概

L
f…
品

表
示
選
民
所
崇
拜
的

真
神
不
屬
於
一
一
種
抽
象的
觀
念

如
「
神
明
」
「
艸
祇
」
「
神
」
等
而
是
指
「
一
位
」

「
某
一
位
」
郎
超
越
萬

有
的
「
永
在
者
」
那
一
位
由

於
天
主
充
漏
生
命
|
|
凡
有
生
命
之
物
都
是
從
天
主

獲
得
存
在
而
生
活
|
|
由
於
天
主
起
誓
時
或
指
自
己

的
生
命
或
指
自
己
的
輛
車
(
即
聖
德
)
或
僅
指
自
己

可
以
合
理
地
推
論
說
天
主

是
生
命
(
申
狗
叫
)
亦
是

學
主
(
亞
4
2
)

發
害
的
詞
旬
其
中
主
要
的
是
「
我
生
活
至
於
永

遠
」
(
申
叫
“
刊
)
「
我
永
遠
生
活
」
(
依
帥
"
刊
)

「
我
永
在
」
(
耶
叫
“
剖
)
「
我
指著
我
生
命
起
誓
」

(
索
2

，
則
5
U
M
凹
的
u
U
H
H
U
s
m
s
u
s

t
ω
6
H
等
)
「永
在
永
生
生
活
的
天
主
」
這
類
語
詞

充
滿
當
約
金
告
見
蘇
3
M
詠
刊
M
a
M
S
列
下
的
‘
依

h
u‘
口

耶
ω
u
達
6
盯

德
旭
1
等
學
保
祿
在
希
6

H
l

甜
講
明
了
天
主
起
害
的
深
意

(
3
)
「
全
能
的
天
主
」
原
文
作

m
E
E

旦

旦

ω
Z
E

包

或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通
常
譯
作
「
全
能
者
」

(
2
D
g
R
R
R
)其
他
希
臘
古
譯
本

(
K
F
A
﹒
3
3
.

4
Z
。
ι
﹒
)譯
作
「
自
足
者
」

(
E
r
g
s
)拉
丁
通
行

本
「
全
能
者
」
或
「
全
能
的
天
主
」
中
文
里
一
經
內
將

.
mZ
E

巳
譯
作
「
全
能
者
」

(
戶
叫
3
4
M

盧
-
m

缸

MW
一割
的
H
M
N
1則
l
M

等

叫
自ω
Z
E

巴
則
譯

bh「
全

才
能
者
夫
主
』
或
「
金
能
的
夭
主

」
(
創
口

-
m
s
彷

190 益因

U
M怕
H
怡
，
叭
"
自
由
6
3
等
)約
伯
傅
作
者
使
用
這

稱
呼
稱
天
主
最
多
一
共
有
三
十
一
次

這
名
稱
的
意
思
根
鐵
依
u
e

岳
1

時

及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
全
能
者
」
的

譜
法
似
乎
更
為
可
取
其
他

的

講
解
「
下
雨
的
神
」
「
山
嶺
的
神
」
等
似
乎
過
於
精

微
難
明
這
名
稱
指
明
天
主
那
不
可
低
抗
而
勝
過
一
切

的
力
益
它
和
「
大
能
者
」
(
〉
『7
月
創
刊
剖
)
以

及

「
依
撒
格
所
敬
畏
的
天
主
」

(
創
h
H
U
等
)
相
類
似

(
4
)
「
至
高
者
」
原
文
作
M
W
E
『
g

更
多
次
作

巴
巴
苦
口

或
H
件
電
子
也
已
。
旦這
名
稱
在
經
自
上
指

惟
一
的
真
神
研
尼
基
人

(
見
M
V
.
C
-
N
】-
3

開
5
.

P
S
M
】
角
色
。
闕
，

、
自
間
。口
自

?
5
)

稱
呼
他
瓜
「

上

天
之
主
」
(

MW
O丘
E
E
g
)
把
他
與
太
陽
神
視
符
同

一
神
明
「
上
天
之
主
」
超
越
一
切
神
明
正
如
太
陽
超
過

一
切
天
象
一
樣
換
旬
話
說
在
聯
尼
基
多
神
教
藉
著
太

陽
神
之
敬
禮
逐
漸
接
近
7

一
神
教
這
種
現
象
亦
發
生

於
埃
及
但
歷
史
上
訊
線
證
攘
可
資
證
明
在
以
色
列
民

族
中
也
發
生
了
伺
攘
的
現
象
相
反
聖
經
從
創
世
紀
起

直
到
默
示
錄
為
止
只
承
認
惟
一
的
真
天
主
雖
然
詳
述

天
主
的
啟
示
漸
漸
發
展
直
到
「
那
在
父
懷
里
的
獨
生

者
身
為
天
主
的
他
給
我
們
詳
述
了
」
天
主
(
若
-
u

參
見
希
1
1

-

4
)
至
於
「
至
高
者
」
這
名
字
參
閱

創
刊
汁
M
|
甜
甜
戶
川
的
“
詠
M
H到
S
M
刊
s
m
u
η
u

w
u
們W
S
們
1
s

依
M
H
德
H
n
J展
3

甜
甜

達
7

扭

扭
盯
等
新
約
中
也
用
此
名
稱
見
谷
5
7

路
1

扭
扭
呵

6

H

宗
7

岫
叫
山口
希
7
1
恩
高
中
文
型
經
內
通
常
譯

作
「
至
高
者
」
可
是
按
原
文
有
時
也
譯
為
「
毛
的

者
天
主
」
「
上
主
至
大
至
尊
」

(
詠
約
3
)
或
按
上

下
文
譯
作
「
至
尊
終
對
」
(
一
詠
m
H
)
「
最
尊
役
荷
」

(
詠
的
肘
，
)及
「
至
上
者
」
(
哀
3

站
站
)

(
5
)
「
永
恆
的
天
主
」

(
創
幻
臼
)
已
。-m
B

也
是
真
神
最
古
名
稱
之
一
關
於
這
名
稱
的
意
思
天
主

在
依
村
﹒
親
自
解
釋
說
「
我
是
元
始
我
是
終
末
在
我

以
外
沒
有
別
的
一
神
」
見
耶
ω
u
「
永
遠
的
君
王
」
迷

們
凶7
「
永
生
者
」
參
見
輝

的
品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有
些
一

學
者
將
到
4
稍
加
修
改
作
「
你
照
默
基
甜
甜
的
品

位
做
永
生
者
的
司
祭
」
如
此
本
旬
與
創
刊
凹
u
n
似

乎
更
馮
相
合
創
稱
「
至
高
者
」
一
泳
稱
「
永
生
者
」
說

是
指
造
天
地
的
惟
一
天
主

(
6
)
「
主
宰
」
原
文
作

〉
E
P

〉
E
E

恥
的

「
主
人
」
(
往
I
S
)
有
時
自
約
經
文
內
在
「
雅
成
」

雪
名
之
旁
插
入
〉
已
。
口
因
為
，U
充
軍
期
關
始
「
稚
城
」

回
卅
一
般
猶
太
人
成
了
應
避
諱
的
名
字
故
此
代
替
「
雅

威
」
而
讀
作

〉
已
。
且
已

「
主
人
」
或
「
主
宰
」
這
名

字
指
明
天
主
是
萬
物
的
主
宰
國
為
他
造
了
天
地
治
煜

萬
物
在
息
高
中
文
學
經
譯
作
「
主
」

(
依
3
1
的
4

申

凶
口
)
「

主
口
主
」

(
依
l
H
ω
M
抽
出
叫
的
自
)

「
上
主
」
(
削
n
H
則
上
3
u

制
川
7
)
，
「
君
」
(
山
川

m
s
)通
常
譯
作
「
主
宰
」

(
叫
3
1
)
，
如
「
令
地

的
主
宰
」
(
米
4
H
區
4
H
6
5
)
「
大
地
主
宰
」

(
蘇
3
u
)
「
普
世
的
主
宰
」
(
詠
W
S

)

(
7

)
「
連
者
」或
「
逗
主
」
原
文
作

。
且
B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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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陳
文
忌
恨
。
已
存
的
原
始
忘
我
乃
是
「
分
側
潔
淨

視
聖
」
(
人
地
物
)
而
默
奧
天
主
之
意
但
當
要
經
稱

天
主
肉
「
輛
車
司
」
(
繳
上6

卸
)
「
神
聖
可
敬
」

(
謝
川
﹒
)
「
歪
曲
耳
至
學
」
(
恥

"
3
S
S
)
時
不

但
指
出
天
主
之
超
越
性
及
其
與
世
人
和
受
造
之
物
中

所
有
的
天
壞
之
別
不
但
論
灰
他
的
一
種
屬
性
一
純
學

德
而
且
也
指
明
他
那
最
深
奧
的
本
體
天
主
的
本
性
就

是
「
至
學
」
當
他
把
這
「
捏
一
德
」
顯
示
山
來
時
就
是

「
天
主
的
光
榮
」
因
此
耶
穌
稱
天
主
寫
「
學
父
」

(
若
口
u
)

當
約
很
多
次
稱
天
主
為
「
聖
」
(
依

5
H
6
3

等
)
「
神
擎
的
天
主
」
(
蘇
斜
"
依
5
M

繳
上
2
2

等
)
或
簡
稱
「
辜
者
」
(
依
怕
自
約
6

叩
鐵
9
u

泊

a

叫
戶
口
3
3
)
很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以
色
列
的
要
者
」

一
句
此
旬
除
指
選
民
承
忍
其
神
造
化
了
省
內
有
(
依
口

，
)
救
援
人
民
尤
其
自
己
的
選
民
以
色
列
外
還
特
別

說
明
天
主
與
別
剖
刺
建
立
了
盟
約
故
此
叫
倒
則
是
天

主
的
子
民
天
主
是
以
色
列
的
天
主
因
著
這
一
項
盟
約
天

主
宣
佈
「
我.•.•.. 

是
在
你
們
中
間
的
學
者
」
(
歐

U

9
)
因
此
天
主
命
令
選
民
要
成
為
學
的
「
因
為
|
|

他
說
|
|
我
是
擎
的
」
(
肋
口
“
“

w
2
刮
目
剖
8
)

(
8
)
「
己
心
邪
者
」
或
「
忌
邪
的
天
主
」
(
申

6
臼
)
天
主
的
這
個

名
稱
與
「
辜
者
」
很
相
似
身
為

「
神
聖
的
上
主
」
不
能
不
惡
惡
不
能
不
渴
望
世
人
得

幸
福
天
主
這
種
忌
邪
的
心
就

是
他
對
人
們
所
懷
有
的

「
k
m度
的
熱
情
」
因
著
這
己
心
邪
之
心
他
對
人
發
怒
有

l!E 四190 

時
且
懲
罰
人
但
他
的
居
心
常
是
為
了
人
們
的
好
處
部

寫
了
人
們
的
永
樂

用
b
」
川
的
中
文
聖
經
內
形
容
品
。
"
D
F
N
丘
。
H
O
m
常
譯

作
「
忌
邪
的
天
主
」
成
「
己
心
邪
者
」
(
山
山
必

5
U
H
H巾
4

剖
5
9
6

時
)
但
細
加
拉
名
詞
(
Q
D
m紹，
〉O
E

己
良
心
。
)

的
天
主
所
懷
有
成
表
現
的
「
己
心
邪
之
心
」
川
依
附
上

下
文
的
意
思
譯
作
「
嫉
邪
的
心
」
(
戶
鈞

H
)
「
偵

恨
」
(
巾
m
u
)
「
M
V火
」
(
山
5
U
M

油

U
幻
扭

扭
叫U
)
「
姑
恨
」
(
則
封
u

依
閃
閃口
)
「
v
m己
心
」

(
則
H
m
s狗
"
)
「
怒
火
」

(
依
位
問
)
「
熱
愛
」

(
依
的
問
)
「
妒
妥
」

(
固
I
H
)

「
熱
拔
」
(
列

下
的
剖
依
9
6
)

「
熱
忱
」
(
依
必
-
U
)等
不
同
的

名
扎
信
徒
憋
以
「
熱
火
」
(
圳
的
叫
)
，
以
「

熱
忱
」

(
詠
的
刊
)
以
「
熱
誠
」
還
報
天
主
的
「
拓
愛
」
J

是
參
見
羅
U
H
格
後
u
z
迦
l
H

等

(
9
)
「
天
父
」
舊
約
稱
天
主
為
「
父
親
」
的

主
要
原
因
不
是
因
為
他
創
造
了
人
並
且
按
照
自
己
的

背
像
造
成
了
人
而
是
因
為
天
主
會
還
以
民
作
自
己
的

子
民
和
特
產
應
按
此
意
解
釋
申

n
e
「
天
主
是
生
育

你
創
造
你
使
你
生
存
的
大
父
」
及
依
的
開
耶
3
4

位

1
6
(
參
見
耶
2

盯
)
德U
A
H由
於
君
王
在
以
民
神
權

政
體
上
居
於
崇
高
地
位
故
特
稱
君
王
為
天
主
的
兒
子

也
特
咱
們
天
主
為
君
王
的
「
父
親
」
(
撒
下7
H

詠
帥
的

訂
)
但
天
主
也
是
孤
兒
貧
窮
困
苦
者
的
父
親
(
詠
“

6
.參
見
幻
u
m
n
)。
在
信
約
末
吼
叫
剖
刺
個
九
也
已

覺
得
天
主
是
自
己
的
父
親
(
德
幻
1

到
H
)
而
智
慧

綿
的
作
結
亦
已
預
覺
夫
主
是
深
入
的
交
賴
回
然
天
主

與
選
民
具
有
特
殊
的
父
子
問
係
但
他
自
於
創
造
技
照

戚
來
九
也
是
乘
人
之
父
見
制
9
1
口
自
川
盯圳
削
〈

關
於
新
約
中
主
耶
穌
昕
誰
述
的
天
主

、
又
道
兒
衣
。
你
入

4

二

(
ω
)
天
主
是
牧
人
(
悶
。y
o
V
E
F
ω片
。
二
位H
約

的
作
荷
(
關
於
新
約
見
耶
穌
娃
扭
苗
條
)
喜
將
牧
人
刻

下
罕
具
有
的
態
皮
和
行
為
貼
合
從
天
主
身
上
牧
人
圳

特
聚
集
分
間
造
活
解
放
下
章
等
行
為
天
主
對
人
類
也

令
作
到
將
天
主
比
作
牧
人
不
是
因
為
占
人
慣
稱
許
王

或
其
他
上
司
為
牧
人
!
|
劉
心
喇
甜
甜
等
在
剛
剛
地

臼
州
長
亦
稱
牧
人
牧
者
牧
夫
牧

4

枚
伯
牧
師
|
|
而

是
來
自
判
奇
牧
生
活
的
體
驗
以
牧
人
指
天
主
的
警
喃
喃

見
削
"
呵
呵
份
叫
依
M
W
U
M
m
s
的
H

耶
H
A
M
m
H則
只

u
l
H

幻
扭
扭

歐
4

M
(
指
司
祭
)
米
7
H

間
ω

S
H
7
詠
幻
認
9

等
上
述
一
詠幻
全
篇
就
其
溫
柔
和
依

賴
之
心
來
A
m
宣
稱
為
宗
教
文
學
中
的
珠
寶

(
口
)
天
主
是
扭
扭
石(
N
E
E
M
H
C

可
2
)
稱
苓
上

之
州
海
「
啟
石
」
不
僅
叫
剖
州
划
比
其
他
閃
族
亦
終

其
他
類
似
名
稱
是
嚴
石
保
障
避
難
所
盾
牌
角
(
大
能

放
主
)
聞
單
惜
獵
身
處
放
主
(
撤
下
泣
2
3
)
這
些
一
名

稱
的
意
思
不
外
是
天
主
敘
護
人
保
護
人
使
人
平
安
汝

心
在
曠
野
由
掌
打
學
石
湧
巾
的
活
水
使
人
民
暢
飲
而

兔
於
渴
死
從
主
耶
穌
被
刺
透
的
理
心
湧
出
的
血
和
水

師
各
種
聖
祖
恩
賜
以
養
活
信
徒
度
越
性
的
生
活
(
出

口
6

若
仿
制
格
前

ω
4
)
「
扭
扭
石
」
亦
指
不
改
變
無

法
低
禦
的
上
主
的
強
力
這
番
深
意
領
讀
者
劉
吾
主
的



訓
示
(
瑪
7
M
MW
M

)
和
宗
徒
們
的
教
導
(
羅
9

目

叫
前
2
6

等
)
，
更
加
了
點
參
見
叫
花

4

刷
下
扭
盯
依

勻
，
油
氣

υ
4
A
?
8

、
仇
恨
。
。
問
司J
S

1
A
3

T

A
S
q
h
8
2
J
M
O
Y

-
A
1

弓
，u
4

.

芸
9
1
A
Z

弓
，u

句
3
ζ
υ
L
U

句
，
:
。
。

叮
叮
叮1
等

(
旭
)
「
正
泛
的
上
主
」
(
』居
民

E
U

。

5
5
5
)

這
句
占
有
時
當
作
一
種
宣
誓
詞
或
一
種
表
示
悔
改
心

梢
的
問
必
也
有
時
尤
其
在
晚
期
作
品
裳
幾
乎
成
肉
天

主
的
一
種
名
稱
原
文

N
且
且
在
困
山
高
中
文
學
經
內
譯

作
「
正
接
公
羨
仁
控
空
公
苓
義
公
正
不
偏
的
」
上
主

或
天
主
經
上
有
的
地
方
肘
這
旬
詰
指
明
天
主
故
本
性

是
公
義
的
而
且
不
能
不
是
公
義
的
(
山

9

盯
府
必
‘

iiits-i

, 

依
的
自
采
3
5

、
冰
山
‘川
s

川
口
也
F
9
8

等
)
還

有
的
地
方
指
明
天
主
在
施
行
審
判
上
是
至
公
至
義
的

(
閥
門MI
出
9
H

制
"
口
制7
M

M
7

川
凹
的
‘

等
)
最
後
也
有
的
地
方

u
m明
天
主
給
人
所
加
的
刑
罰

是
照
所
特
別
然
的
合
情
八
鬥
沌
的
(
哀-
M

厄
上
9

臼
厄

下
9
品
制F
M
e
m泊
臼
叫
2
9出
9
1

時
等
)
。

(
口
)
「
慈
悲
克
仁
的
天
主
」
除
了
「
上
主
」

「
天
主
」
「
芹
主
」
以
外
天
主
妓
院
日
，
越
的
名
稱
必
府

是
「
慈
悲
克
仁
的
天
主
」
謂
的
約
晚
期
猶
太
人
照
出
“

6

回
拱
出
一
個
意
義
高
深
的
可
愛
名
字
「
仁
慈
者
」
此

名
在
主
耶
穌
以
後
猶
太
人
順
樂
於
使
用
而
且
同
教
人

士
也
採
用
了
如
今
這
名
字
不
但
見
於
可
鋼
經
中
i
|
|

-

「
普
慈
獨
慈
安
技
乎
」
而
且
在
其
他
首
諧
和
組
儀
經

"

一
文
上
也
屢
見
不
鮮

r

倒
叫
且
很
華
耍
的
經
文
是
削
"
6
制
4
凹

陷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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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4
2

叫
山
間
M
M
師
問
m
sm
‘

ms
耐
心
下
W
H剖
攝

下
狗
，
等
天
主
仁
慈
的
到
他
但
是
a

人
類
(
創
3
H
)

酬
的
M
K
「
﹒
:
上
主
的
憐
也
臨
於
一
切
有
血
肉
的

人
」
。
參
見
創
刊

且
一
酬
的
1
1
i選
段
刑
的M
m
s
則
下

3

悶
肘
，4
1

7

心
。
隨

9

心

4

8
0

隨
即
2

悶

l

M

-
A
i
L
H
n
1
A

勻
，u
1

而
J
I
A

守

1
ζ
J
A
U
1

阿
A
T
A
-

q
J
;

犯
自
則
持
自
制1
6
2
6

自
料7
凹
固
ω
6

叫
叫“
叫

c
m
刷
刷
洲
爪
哇
依
附

l
u

絨
服u
m
hms
氣
ι
寡

婦
和
孤
兒
們
依

9
H
H
M
7等
e

靠
人
后
2
H
1

M

則

問
自
詠
到
等
f

貧
古
人
依
叫

‘
亞
2
7

詠
Mn
1
η
H

約
5
H
等
f
h土
於
天
主
的
慈
悲
且
取
宏
也
人
心
的
活
可
誰

是
到
3

且
一
旬
「
你
的
仁
慈
朝
朝
常
新
」
注
意
希
伯
來

文
馮
友
示
天
主
的
慈
悲
通
常
使
用
兩
個
勁
詞

F
E
B

和
Z
E
E
-
-追
兩
個
勁
而
在
思
吉
向
中
文
學
經
按
上
下
文

之
意
譯
作
憐
憫
翔
恤
施
恩
憐
憫
憐
恤
恩
待
施
惠
表
示

憐
愛
憐
惜
厚
待
等

附
在
猶
太
人
在
公
元
前
一
世
紀
不
敢
直
稱
「
雅

戒
」
(
上
主
)
因
為
這
個
名
字
在
學
般
外
應
予
遊
誰

不
可
自
稱
因
此
通
常
以
下
列
幾
種
名
稱
代
替
這
「
不

可
君
的
名
字
」
|
|
「
雅
戒
」a
主
吾
主
(
主
。
E

M

)

b

「
可
讚
美
的
那
他
」
(
M
W
R
Z
n
)
c
「
至
學
名
字
」

(
因
E
Z
S
)
d

「
質
有
」
(
玄
且
。2
)
e
「
鑒
臨
」

或
「
存
在
」
(
切
n
Z
古
2
)
f
「
住
所
」
(因
ω
E
E

口

)

g

「
光
榮
」
(
旦
失
r
o
g
已
)

三

舊
約
夏

天
主
的
概
念

上
古
時
代
的
人
沒
有
不
相
信
天
主
或
神
明
存
在

的
這
種
信
仰
引
導
他

們
的
生
活
包
括

個
人

家
庭
及
社

會
性
的
生
活
他
們
應
遵
行
的
道
德
誠
命
都
是
至
上
之

神
或
神
明
的
旨
意
古
時
沒
有
無
神
論
者
柏
拉
闡
所
指

「
無
神
者
」
(
KF
H
Fg
ω

)
僅
指
那
些
不
恭
敬
其
國
家

公
開
敬
肉
之
神
的
人
在
位
約
中
「
無
神
者
」
特
指
將

天
主
法
皮
置
之
不
理
而
生
活
放
縱
的
人
見
詠
M
l
m
m

妄
的
人
心
中
說
「
沒
有
天
主
」
(
一
制

訂
a

制
u
e
將

這
叫
他
做
妄
態
度
描
寫
得
極
為
生
勁
)
一
直
到
希
臘
你λ

化
時
代
以
民
從
來
不
會
感
到
街
證
質
天
主
存
在
的
必

要
天
主
的
存
在
是
最
民
權
釘
在
的
事
人
不
必
證
明
天

主
的
存
也
只
總
尋
求
也
見
叫

4

油
倒8
剖
職m
n
圳

5
6

臼
到z
z

誠
的
口
的
7

則
3

曲
一
切
自
從
刷
刷
刷
懷
疑

哲
學
和
伊
墜
鳩
魯
的
恩
怨
進
人
以
段
之
間
以
後
智
的

作
者
提
出
了
因
果
的
原
還
不
僅
澄
明
天
主
的
存
在
也

揭
示
了
他
的
威
嚴
和
弘
德
見
智
口

1
1
8

甜
點"
1

叫

人
既
不
必
要
去
證
W
H天
主
的
存
在
那
磨
他
的
義
務
說

只
眼
於
尋
求
天
主

(
由
5
‘

6
H

)
即
歸
向
天
主
今

問
此
天
主
是
誰
他
是
列
租
的
天
主
而
且
是
造
成
天
地

治
理
萬
物
的
主
宰
聖
經
從
創
世
紀
當
旬
到
默
示
錄
木

句
口
八
月
叫
滅
這
他
惟
一
無
二
的
天
主
活
者
以
自
卅
一
神
論

是
人
類
原
始
的
宗
教
這
純
淨
的
宗
教
由
於
人
的
版
時

於
必
日
趨
墮
落
於
是
所
謂
自
然
宗
教
使
您
還
相
恤
翩
而

生
了
(
斟u
a
l

M

)
與
天
主
給
以
民
啟
示
的
民
宗

教
乃
是
歸
於
原
始
的
宗
教
師
惟
一
神
之
敬
糟
那
應
如

果
有
人
誠
心
信
仰
惟
一
的
民
天
主
這
種
信
仰
不
一
定

因
為
四
周

的
人
都
欽
拜
偶
像
就
要
改
變
相
反
如
果
真

天
主
保
護
這
些
信
服
-
帥
的
人
這
種
信
仰
和
自
這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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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
而
生
圳
的
做
總
投
本
性
來
過
不
是
照
社
會
學
派

「
b
E
w
n
2
)
擬
定
的
規
划
而
澄
屁
也
不
是
按
進
化

論
者
所
發
現
的
原
則
而
前
進
詞
是
白
發
發
展
有
如
一

個
生
活
的
有
機
總
順
序
漸
進
自
小
而
大
由
不
完
美
而

至
於
完
美
這
是
聖
經
所
表
示
的
真
宗
教
的
面
目
因
此

現
代
的
人
所
信
仰
的
天
主
正
如
巴
斯
略

(
可B
E
C
所

改
不
是
哲
學
家
的
天
主
而
是
列
祖
諸
先
知
所
崇
敬
的

天
主
可
是
聖
經
有
些
地
方
似
乎
證
實
遠
在
梅
瑟
蒙
受

天
主
的
啟
示
並
把
啟
示
宣
傳
給
選
民
之
後
叫
倒
叫
人

民
還
一
面
相
信
自
己
的
天
主
|
|
「
雅
威
」
是
惟
一的

全
能
的
天
主
而
另
一
方
面
也
相
信
其
他
的
民
族
具
有

自
己
的
神
明
即
他
們
應
敏
般
的
神
例
如
民
U
M
撒
上

必
u

列
下
3

盯
這
種
現
象
如
何
能
與
天
主
的
啟
示
相

合
一
些
一
學
者
為
解
答
這
種
疑
難
將
惟
一
神
論
分
為
兩

種
一
種
稱
為
實
行
的
唯
一
神
論
(
呈

S
B
Z
Z
S
E

】M
E
n
5
5
)另一
種
稱
為
理
論
上
的
惟
一
神
論

(
宮
。
=
。
H
Y
O
Z
B
E
H
Y
g
z
c
E
ω
)

這
種
講
法
確
有

至
理
部
連
現
代
的
基
督
徒
雖
然
多
少
次
保
存
著
正
確

的
信
仰
但
不
常
按
照
這
信
仰
而
度
生
活
還
須
注
意
叫

色
列
人
居
住
在
四
周
都
是
敬
拜
邪
棘
的
民
族
中

關
於

教
義
道
德
和
體
街
不
能
不
受
那
些
一
異
教
民
族
的
影
響

其
他
學
者
仔
細
研
究
以
色
列
宗
教
史
上
這
種
現

象
說
人
應
該
注
意
民
俗
化
的
宗
教
和
正
式
的
宗
教
前

者
所
顯
露
的
缺
點
如
果
研
究
得
好
會
引
人
對
後
者
即

正
式
宗
教
的
美
德
更
加
瞭
解
同
接
研
究
正
式
的
宗
教

再
將
它
與
民
俗
化
的
宗
教
作
一
比
較
也
會
使
人
瞭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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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在
精
神
上
能
夠
墮
落
到
什
麼
地
步

那
麼
在
以
民
的
宗
教
史
上
就
連
一
點
進
化
也
沒

有
嗎
進
化
是
有
的
但
那
只
是
天
主
啟
示
自
己
是
惟

一

真
神
這
種
信
仰
的
一
種
自
然
順
序
的
進
化
以
民
所
保

持
的
這
種
絕
抖
的
惟
一
帥
的
信
仰
在
人
類
歷
史
上
是

惟
一
的
獨
有
現
象
埃
及
法
郎
阿
克
納
來
已

F
E
S

口
)

於
公
元
前
一
第
十
四
世
紀
也
會
嘗
試
過
要
娃
立
一
個
惟

一
神
的
宗
教
但
他
一
長
逝
他
的
試
間
也
跟
著
完
了
放

斯
的
瑪
次
遠
(
呈

a
e
)
宗
教
雖
然
有
些
地
方
也
相

似
以
民
的
惟
一
神
論
但
絕
不
能
說
它
在
公
元
前
約
五

百
年
中
影
響
了
錯
太
教
公
元
前
第
五
世
紀
以
後
是
否

影
響
過
聞
單
者
的
意
見
很
不
一
致
但
不
論
如
何
誰
都
承

認
放
斯
的
一
神
教
由
於
主
張
二
元
一
鞏
固
立
恕
不
能
說

是
純
粹
的
惟
一
神
教
雖
然
關
於
倫
理
就
如
佛
教
「
淨

土
宗
」
一
派
一
樣
它
與
達
到
了
高
姿
而
且
甚
感
人
心

(
1

)
天
主
的
超
越
性

在
阿
克
納
東
著
名
的
太
陽
歌
內
赫
祇
居
於
萬
物

之
內
阿
氏
之
惟
一
神
教
未
全
然
脫
離
泛
艸
論
和
內
在

主
義
的
謬
誤
斯
多
喝
派
的
思
想
也
不
例
外
換
言
之
高

度
文
化
民
族
的
宗
教
連
那
些
明
明
趨
向
惟
一
神
主
義

的
宗
教
從
未
能
脫
離
泛
神
論
及
內
在
主
義
的
迷
惑
反

之
天
主
的
超
越
性
段
可
在
一
些
一
原
始
民
族
的
宗
教
中

找
到
叉
在
以
民
的
宗
教
中
隨
處
可
全
然
純
正
地
發
現

按
照
東
方
宗
教
的
講
法
|
|
1
中
國
上
古
的
一
絲

主
義
「
天
」
或
「
上
帝
」
的
概
念
筆
者
以
為
是
特
殊

而
可
提
奇
的
|
|
艸
祇
的
努
力
白
眼
於
一
愕
地
區

(
見
列
下
5

)
但
以
民
恭
敬
的
「
列
祖
仰
天
主
』
的

統
治
部
是
無
這
弗
及
無
地
區
無
倒
家
然
大
帝
國
能
阻

礙
它
天
主
超
越
空
間
連
他
存
臨
的
嬰
叫
你
也
不
能
容
納

下
他
「
上
主
以
色
列
的
天
主
天
和
天
上
的
天
俏
且
谷

不
下
你
何
去
我
所
述
造
的

一
一追
控
股
字
」
(
列
上
8

臼
盯
削
9

八|
8

詠
凹
7
|
時
)
。
法
主
並
非
大
自

然
界
的
一
部
份
而
是
它
的
造
主
和
主
宰
因
借
用
萬
物
是

他
而
且
為
了
他
而
造
成
的
連
被
一
些
民
族
崇
拜
的
太

陽
月
亮
星
宿
也
只
不
過
是
天
主
寫
了
人
的
益
處
而
創

造
的
東
西
諸
民
族
和
一
切
大
帝
國
在
他
面
前
似
乎
毫

無
價
值
「
看
哪
萬
民
像
桶
中
的
一
滴
水
如
天
秤
上
的

一
粒
沙
看
島
嶼
重
如
一
粒
灰
塵
黎
巴
嫩
不
夠
當
柴
燒

其
中
的
野
獸
不
足
作
熔
祭
禹
民
在
他
面
前
好
像
烏
有

在
他
看
來
只
是
空
虛
淨
無
」
(
依
的
M
|

口
)

天
主
超
越
性
的
這
端
道
斑
除
了
極
其
彰
明
他
的

創
造
工
作
外
同
時
也
駁
倒
神
體
流
仙
說
(
吋
宮
。
旦

開
B
g
g
s
-
ω
)萬物
不
是
兩
天
主
本
體
梳
爪
的
而
是

被
他
強
有
力
的
話
從
無
中
造
成
的

(
創
1
|
2
.
依

的
叫5
衍
M

甜
瓜6
|
g

山m
s等
)。

'

因
著
盟
約
以
色
列
成
了
上
主
的
民
族
和
特
產
可

是
這
層
密
切
的
關
係
一
點
兒
也
不
限
制
天
主
對
其
他

民
族
自
由
的
作
為
先
知
們
不
斷
宣
傳
以

民
的
地
仕
布

全
出
於
天
恩
天
主
原
來
能
夠
鍊
選
其
他
民
族
如
遠
了

叫
比
並
不
是
因
為
叫
民
有
特
別
的
功
熱
而
只
是
出
於

天
主
自
己
的
學
也
見
到

9
5

側
的
氣

除
了
空
間
以
外
天
主
也
超
越
時
間
換
言
之
他
是



時
間
的
主
宰
他
絕
不
受
在
時
間
中
所
發
生
干
巒
品
化

事
故
的
影
附
在
時
間
以
前
即
「
軍

山
尚
未
形
成
大
地

變
球
尚
未
生
山
從
永
遠
直
到
永
遠
你
就
已
經
是
天

主
」
(
一
詠
m
w
2
)千
年
在
他
面
前
有
如
昨
日
萬
物
都
要

新
陳
代
謝
但
是
天
主
卻
永
存
不
變
他
的
存
命
無
盡
無

限
(
制
m
u
n
H

l

間
門
因
心
心
天
主
社
「
我
是

一兀
他

或
是
終
未
」
(
依
U
H
e
M村U
)
天
主
的
生
命
是
絕
對

完
美
的
既
不
能
減
少
也
不
能
培
添
(
約

7

凹
鈞
6

)

明
乎
此
說
容
易
明
驟
他
是
惟
一
無
二
的
天
主
他
創
造

一
切
超
越
一
切
他
什
麼
也
不
需
要
的
這
端
道
現
在
這

里
很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以
民
四
周
的
宗
教
在
「
巴
耳
」

(
出E
C
男
神
之
旁
總
是
安
置
若
一
個
女
神
可
是
在
以

色
列
的
宗
教
中
絕
非
如
此
甚
至
在
希
伯
來
文
內
連
女

神
這
個
名
詞
也
沒
有
這
事
貨
間
接
足
證
明
一
切
生
命

都
是
由
他
全
備
澈
殼
的
生
命
而
來
的
為
傳
遞
生
命
決

不
話
要
兩
位
性
別
不
同
的
神
明

與
天
主
的
超
越
性
極
密
切
怕
遠
的
是
他
的
威
嚴

他
的
神
聖
他
的
永
生
他
的
不
可
達
的
光
榮

(
a
)威
嚴
沒
有
誰
沒
有
甚
麼
可
與
天
主
比
擬

(
依
村
"
)
在
他
以
外
沒
有
別
的
林
(
依
科
6
)
他

完
全
是
「
團
團
其
他
範
睹
的
另
一
位
」
不
像
軟
弱
的
人

(
戶
幻

u
依
衍
，
|
u
歐
日
，
)
因
這
種
威
嚴
亞
巳

郎
在
天
主
面
前
承
認
自
己
是
「
塵
埃
灰
土
」

(
創
的

-
盯
)
梅
瑟
脫
鞋
掩
面
(
出
3
5
6
)
甘
路
德
紅
和
瑪
站

ω

一副
恐
懼
非
常
(
尉
6
n
u
m
詞
)
依
樹
配
鼠
害
怕
必

于
使
性
命
戶
依
6
.
出
口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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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天
主
的
「
艸
啥
」
成
「
恥
于

一德
」
可
泊
是
說

明
他
超
越
性
的
弘
一
名
初
學
德
或
辦
學

n
E天
主
最
特

殊
的
性
質
可
說
是
他
的
本
性
他
是
學
惟
有
他
是
摯
的

(
依
物
品
供
口3
3

約
6
叫
做
上
2

2

)
飯
然
「
聖
德
」

是
天
主
的
本
性
所
以
天
主
起
暫
時
戒
指
自
己
或
指
自

己
的
學
德

(
恆
6
.

4
2
)
天
主
的
光
榮
不
外
是
他

的
辦
學
的
表
現
山
於
一
站
番
深
芯
天
主
川
晶
晶
「
當
談
把

你
們
由
異
民
中
領
川
來
時
我
要
悅
納
你
們
好
像
甘
鉛

馨
香
如
此
藉
著
你
們
我
要
在
其
民
眼
前
顯
為
一
腳
m
t」

(
則
別
叫
“
怨
自
叩m
M
m
盯

)
讀
依
微
意
亞
的
神
蛻

(
依
6

)
人
恁
「
天
主w
m」
的
「
願
你
的
中
們
被
尊
為
學
」

(
瑪
6
8
)
可
知
天
主
的
一
艸
捏
一
與
光
榮
也
是
緊
遠
在
一

起
而
不
能
分
的
凡
是
屬
於
天
主
的
自
然
是
神
聖
的
或

應
孩
是
神
辜
的
為
此
天
主
的
帳
幕
鍛
字
耶
路
繳
泠
城

以
及
他
顯
現
的
地
方
那
是
壇
的
司
祭
肋
末
人
也
是
壇

的
一
些
一
街
口
尤
其
是
安
息
口
都
赴
辜
的
給
天
主
獻
的

供
物
是
盟
的
叫
倒
叫
選
民
也
是
學
的
自
鈴
此
基
宙
的

教
會
|
|
t

「
天
主
的
新
以
色
列
」
(
迦
6
凹
)
天
主

誠
實
的
阿
帆
(
觀
點
口
口
!

自
)
亞
巴
郎
兵
正
的
後
裔

(
斟
3
7

自
)，

是
向
心
卡
拉
形
成
的
(
關
前
1
2
6

1

2
制
後1
1
的

時
晰
的
2
)

。

既
然
叫
氏
和
基
賢
徒
村

別
屬
於
天
也
他
們
也
孩
是
學
的

(的
叫
“
M
l
m

品
}

「
成
金
的
」
「
所
以
你
們
應
常
是
成
金
的
如
同
你
們

的
天
父
是
成
全
的
一
樣
」
(
瑪
5

刊
)

(
C
)天
主
永
生
這
種
概
念
按
照
猶
太
經
師
已
含

蓄
在
「
雅
戚

」
|
|
「
自

有
者
」
這
學
名
內
故
此
現

代
的
猶
太
人
把
這
捏
一
名
詩
作
「
永
社
者
」
奄
於
哪
一
位

上
起
給
天
主
永
在
性
的
地
方
多
得
不
可
勝
數
最
明
嫩

的
是
「
我
是
元
始
我
是
終
末
在
我
以
外
沒
有
別
的
神

(
山
叫“
6
"呵
呵
等
)。

(
d
)天
主
是
不
可
帥
不
可
遠
的
除
非
他
接
近
人

人
只
能
認
識
他
的
存
在
他
的
德
能

(智
口
?
羅
1

缸
)

可
是
終
不
能
接
近
他
關
於
這
端
道
班
車
保
祿
將
研
約

的
教
訓
加
以
摘
要
詳
明
地
解
釋
說
「
在
預
定
的
時
期

使
人
看
見
這
顯
現
的
是
那
真
福
惟
一
全
能
者
萬
王
之

王
成
主
之
主
是
那
獨
享
不
死
不
滅
住
於
不
可
撥
近
的

光
中
波
有
人
看
見
過
也
不
能
看
見
的
天
主
閥
尊
崇
，
蚓

、
永
遠
的
威
權
歸
於
他
阿
們
」
(
弟
前
6
H
H
)

我
們
若
注
意
天
主
的
本
性
可
知
他
絕
對
地
超
越

一
切
(
斗
E
E
R
D兮
Z
Z
U
E
E
m

開
B
O

D
E
O
)但右

注
意
他
的
作
為
則
知
他
與
寶
地
存
在
於
一
切
內
扶
持

一
切
保
存
一
切
(
H
S
B
E
E
S
U
E
E
O
K
F
S
。

E
m
)

聖
保
躲
在
雅
典
就
非
常
清
楚
地
淌
過
天
主
的
作
為
無

物
無
所
不
內
在
這
端
道
苑
「
其
賀
他
離
我
們
每
人
並

不
遠
因
為
裁
們
生
活
行
動
存
在
都
往
他
內
正
如
你

們

的
某
些
治
人
撓
的
原
來
政
們
也
是
他
的
子
孫
」

(
宗

η
盯
品

)
天
主
的
作
怨
無
所
不
內
在
這
在
，
U

然
抖
的

現
唆
襄
可
以
見
到
l

l

這
些
一
現
象
直
接
歸
屬
於
天
主

按
閃
族
語
風
多
不
提
近
因
-
-
t
比
如
「
他
降
雲
像
羊

毛
他
做
霜
像
塵
末
他
拋
下
冰
盡
有
如
餅
屑
因
他
的
放

寒
水
使
凍
結.••••• 

他
一
吹
起
他
的
和
風
冰
水
的
刻
川
流

動
」

(
副
山
M
H
l
u
，

參
見
制
泊
l
何
等
)

。



~

除
自
然
界
的
現
象
外
歷
史
的
演
變
也
還
不
脫
天

釗

~
主
的
統
蚊
歷
史
是
天
主
椎
動
的
天
主
且
是
歷
史
的
主
宰

... 一
正
如
是
自
然
界
的
主
宰
一
樣
不
惜
選
民
詩
悅
高
民
都

一
固
定
天
主領導
的
天
主
使
川
聖
人
和
迪
人
選
民
和
其
必

他
給
每
個
人
規
定
r

生
泊
的
目
的
也
給
徘
徊
民
族
分

配
了
自
己
的
使
命
這
端
高
妙
的
道
涅
特
別
兒
於
先
知

書
天
主
的
另
一
名
號
「
去
玉
」
奸
像
是
泛
端
道
恕
的

口
一
點
開
於
「
天
主
是
君
王
」
的
名
叫
你
見
門
幻

n
出
6

5
"的
血
泊
位
“
缸
的6
位
7

職
ω
?
"
則
I
H

斜
斜

7

呵
，
9

句
3
1
4
U

均
勻
，

-
Y
芋
d

A
T
Q
J
Q
J
1

自
y
h
d

可

連
貼
合
在
天
主
身
上
的
那
些
擬
人
法
的
言
詞

(
〉D
H
V『
。
可
。
目
。G
Y
Z
E
)
也
指
明
天
主
的
作
為
是

無
所
不
內
在
的
天
主
的
槍
勢
是
至
高
無
比
的
聖
經
上

把
人
的
一
些
一
行
為
動
作
運
用
於
天
主
最
常
見
的
是
居

住
乘
坐
醒
來
圳
來
的
行
巡
遊
離
開
踏
遍
打
壓
交
誠
摯

殺
得
勝
陸
著
追
念
憶
及
等
天
主
住
在
天
上
住
在
高
處

(
依
臼
5

詠
2
4

等
)
住
在
解
雍
山
(
例
8
u
9

臼

等
)
住
在
聖
所
(
到
泣
4
)住
在
叫
剖
刺
子
民
中
(
同

行
"
等
)
天
主
降
下
(
創
刊7)
天
主
趴
來

(
m
M汁

，
)
天
主
醒
來
(
詠
7
7
)
天
主
巡
行
宇
宙
(
直
4

口
米
1
8

叫
戶
口
3

目
等
)
天
主
乘
玄
(
依

ω
1
)
交
戰

打
擊
(
制
幻1
職
U
M

鈞
且
到2
.
3

M
M叫5
2
M

m

等
)
天
主
睡
覺
(
詠
州
"
“
等
)
天
主
記
憶
迫
合

(
詠
別
4

哀
5
2

等
)
天
主
的
口
或
口
唇
表
示
他
的

耳
的
他
的
命
令
或
神
論
(
依1
m
U
H
H叩A
H位
2

耶
n

M
)
天
主
的
「
后
頭
」
與
「
口
唇
」
立
思
相
等
(
制

溢Vòl 190 

M圳
盯
)
天
主
的
擎
的
谷
或
慈
顏
支
一
不
他
的7位
諾

(
同6

自
詠
約
4
a
m

創
刊
訂M
M
M
m騙
上
的
日
)，

天
主
的
手

或
右
孔
是
指
天
主
的
治
力
訓
權
-
J
(圳
的
目
叫
4
M

甘
心
羽
絨
泣
，
川
6
6

圳
幻
s

幻
S
M
M口
)
，
天
主
的
心

亦
如
人
心
赴
指
七
悄
的
你
所

(
例
6
6

耶
叫
“
臼
等
)

(
2
)

論
天
主
布
什
川
烙

肉
了
解
天
主
有
似
的
怡
的
道
河
街
兩
條
路
可
走
析

學
的
和
耐
甘
示
的
的
州
州
學
家
川
心
兩
條
殊
途
峙
的
的
路

講
解
這
適
合
於
天
主
本
村
及
天
主
作
為
的
道
他
木
段

只
就
聖
經
的
啟
示
解
釋
天
主
有
格
位

人
是
拔
闊
天
主
向
像
這
忱
的
(
創

l

自
)
泣
等

於
說
人
相
似
天
主
人
在
身
上
凡
有
且
總
有
在
天
主
必

上
所
有
的
幾
點
人
仙

似
大
主
這
端
道
呢
包
俗
化
川
中
夕
際

奧
的
教
校
學
者
的
解
釋
也
有
衍
幾
M
m似
大
都
是
說
人

相
似
天
主
是
凶
為
人
有
州
天
主
是
刊
由
的
有
明
俏
的

有
意
志
的
就
是
按
赴
凶
悶
人
有
列
科
有
立
志
有
必
惚

從
這
個
背
傑
|
|
人
推
論
創
造
了
他
的
天
主
人
，
仆
然

應
明
白
天
主
是
自
由
的
有
智
盟
的
有
意
志
的
即
天
主

是
有
位
格
的
天
主
的
←
我
」
天
主
指
臼
己
而
起
誓
天
主

的
名
稱
如
父
親
牧
人
新
郎
君
王
等
無
不
表
示
他

H
E有

忱
裕
的
自
於
是
有
位
裕
的
故
此
他
有
汁
釗
而
且
時
常

實
行
自
己
的
汁
釗
起
此
釗
包
括
一
切
時
期
和

A

切
人

士
的
計
創
在
內
這
正
是
指
明
天
主
是
全
能
全
知
的
即

有
熱
綽
有
芯
甘
心
娃
布
攸
裕
的
天
生
兒
依
俑
叫
除
了
使

用
屬
於
般
人
法
的
名
司
人
無
法
h
k示
有
位
格
天
主
的

奧
斑
天
主
的
本
性
及
其
作
凡
事
-
M上
當
天
主
親
-
H
將

臼
己
啟
示
給
人
當
人
尤
其
天
主
的
人
l
|
先
知
們
|

!
對
大
眾
站
為
天
主
時
就
利
肘
圓
圓
於
叫
慨。
人
注
的u
n
d

以
指
明
天
主
是
有
攸
仲
惜
的
山
4
.

歐
刊
1

依
川
們7
h
性
「

2
M

耶
2
2

到
9

叩
似
于
7
M
W
2

時

λ
4
6
3
3

。

"
等

犯
例
外
上
「
心
」
和
「
伽
在
」
是
甘
南
忱
的
川
叫

“
現
經
泣
的
正
是
天
主
的
「
心
」
反
「
天
主
的
私
情
」

兒
創
6
6

撒
上
的
H

列
上
9
3

耶
3

臼
詠
H
H
山
口

3
、
、

O

H

約
1

凹
詠
8
6

|
9

口

H
M
U德
口
6

1
8

等

結
論
天
主
有
他
惰
的
道
用
此
充
淪
全
部
m
t
w稍加
州
娘

不
堅
持
這
端
道
烈
不
似
雪
純
成
了
一
個
使
人
絲
已
無

法
做
得
的
謎
即
圳
人
的
生
的
和
主
山
間
的
存
社
也
成
了

一
個
人
無
法
解
釋
的

i
u約
必
l
M
們
一
段
在
江
約
八4
H
A
M

。

巾
也
許
可
作
這
結
論
的
為
放
心
扒
取
消
鍾
的
解
釋

(
3
)

為
天
主
編
仰
的
生
川

晶
晶
孩
們
放
何
約
時
非
常
的
彪
的
看
到
大
主
足
有

位
格
的
他
不
是
「
從
某
收
州
一
肉
是
「
某
一
位
，
一
指

小
他
的
「
我
」
字
和
他
的
「
他
」
字
是
指
一
個
句
對。

的
「
他
格
」
一
個
具
有
絕
利
浦
龍
生
活
的
位
格
泣
側

「
仕
格
」
天
主
捏
在
他
的
天
使
身
上
也
找
不
到
與
壯

。

，

已
相
約
的
封

-
u
M格
那
麼
天
主
絕
對
漏
盈
生
活
是
台

還
包
含
與
a
H
已
忱
裕
相
對
的
具
他
的
位
絡
技
們
山
耕

細
的
你
們
示
得
到
一
個
肯
定
的
t
M
M仙
叫
我
們
得
到
一
大
土

。
'
‘
，

P
B
B
S

三
忱
一
悍
的
的
廿
一
叭
叭
代
的
約
州
泣
端
道
均
未
兒
喘
倪

'
。
'

，
〉
》
已

'
，

更
木
能
得
稅
令
一
豹
凶
甘
心
倚
在
在γ偏
階
段
固
然
杭
州
川
約

裝
有
時
也
資
從
心
述
天
主
的
搏
斗
三
口
天
主
的
特
卦
，
相
反



主
的
(
塾
)
辦
好
像
人
格
化
了
也
許
可
說
位
格
化
了

但
這
番
現
象
僅
是
文
章
的
詞
藻
嗎
似
乎
不
能
是
天
主

學
三
的
啟
示
嗎
尚
嫌
不
足
只
是
給
天
主
聖
三
的
啟
示

在
準
備
道
路
的
一
項
極
珍
貴
的
教
義
而
已

關
於
人
格
化
的
「
學
言
」
見
依

9

，
仿
口
口
詠

m
m
間
門
尤
其
是
m
w
.
「
上
士
叫
“
神
的
「

m
喜
口
」
存
留

永
遠
它
堅
固
而
不
移
好
似
蒼
天
」

關
於
人
格
化
的
天
主
「
(
學
)
神
」
在
蓋

2
5

記
載
有
「
我
的
「
神
」
常
存
在
你
們
中
問
你
們
不
要

害
怕
」
。
參
見
聞
下

9

叩
側
的
u
智
1
7
等

關
於
人
格
化
的
天
主
「
智
慧
」
，
見
劉

封
關
及
制

必
崗
8
扭
|
肘
樹
札

如
果
把
舊
約
中
論
天
主
的
教
義
與
新
約
的
啟
示

作
一
比
較
誰
也
看
得
出
舊
約
的
啟
示
是
缺
而
不
全
的

它
好
像
在
渴
求
一
種
另
外
而
更
豐
富
的
啟
示
使
它
美

漏
使
它
完
備
可
是
如
果
我
們
把
舊
約
這
端
論
天
主
的

教
義
與
其
他
大
宗
教
作
一
比
較
即
可
看
到
它
的
偉
大

它
的
惟
一
而
獨
有
的
權
威

參
見
智
法
精
神
聖
神
言
三
位
一
體
奧
義
敬
禮
聖

潔
聖
潔
法
律

三
新
約
內
的
天
主
梅
念

主
耶
穌
議
論
的
天
主
就
是
舊
約
上
講
論
的
天
主

所
不
同
的
只
是
耶
穌
將
天
主
的
本
性
德
能
作
為
給
人

二
類
全
部
啟
示
了
而
已

"

一

耶
穌
啟
示
的
天
主
是
造
天
地
萬
物
的
至
上
之
神

戶
戶
到
州W
S
U
H
輯
們μ
5
"

門
是
列
組
的
夭
主
(
劉
白

190 且盟問

自

參
見
瑪
8

u
路
的
目
等
)
是
會
頒
了
十
誠
的
天
主

(
到m
H
)
，
是
人
際
孩
金
、
趴
全
力
去
愛
的
天
主

(
谷

也
叫彥
兒
叫4
.
l

H
)。

悅
翔
的
猶
太
人
您
更
進
一
步
形
容
天
主
崇
尚
的

超
越
性
所
以
習
慣
說
天
主
住
在
第
三
層
或
第
七
層
天

上
更
喜
用
「
天
」
「
上
天
」
「
戒
嚴
」
等
字
以
代
答

天
主
的
名
字
耶
穌
有
時
也
順
從
了
這
種
習
俗
(
瑪
5

M
i

肘
參
見
希
1
3
)
可
是
耶
穌
通
常
重
親
的
是
宗

教
的
真
誠
精
神
即
倫
班
的
要
求
他
並
沒
有
一
廢
棄
禮
儀

只
不
過
特
別
勸
尬
世
人
要
以
赤
心
去
服
事
愛
慕
天
主

(
關
5
口
“
等
)。

耶
穌
啟
示
的
天
主
固
然
是
無
窮
無
限
的
仁
慈
天

主
但
同
時
也
是
至
公
至
義
的
全
能
天
主
(
瑪
ω
M

幻

時
|
呵

圳
的
自l
u
路

的
H
U
U
l
2
等
)
天
主
既
是

全
能
的
所
以
是
他
在
推
動
著
人
類
的
歷
史
並
引
導
人

類
逮
到
日
己
的
目
的
是
他
在
發
備
末
世
的
事
因
此
末

世
的
車
也
只
有
他
知
道
(
創
刊
U
關
叫
“
1
I
M踹釗

耶
穌
給
信
仰
他
的
人
宣
告
並
賞
賜
救
恩
給
拒
絕

信
仰
的
人
預
告
末
世
時
的
永
苦
(
瑪
7
n

u
n

路
ω

目
制
8
甜
)
，
但
天
主
的
至
仁
和
至
義
是
分
不
間
的

(
珊
的
刮
目
制
6
目
)
，
所
以
如
果
人
遵
行

愛
人
的

誠
命
就
時
常
蒙
受
天
主
的
憐
憫
和
寬
容
(
瑪
M
Q
U
|

以
上
所
述
可
說
是
耶
穌
一
職
血
目
的
基
礎
可
是
耶
穌

啟
示
的
特
點
不
全
在
乎
此
而
在
乎
宣
稱
天
主
是
至
善

的
常
寬
赦
人
莽
的
常
賞
賜
人
恩
寵
的
大
父
和
慈
父

在
背
約
經
吉
利
晚
期
的
猶
太
教
作
品
內
通
常
稱

天
主
為
人
民
之
父
或
君
王
之
父
但
從
未
稱
天
主
為
個

人
之
父
耶
穌
均
以
家
庭
的
關
係
給
人
揭
示
天
主
真
是

眾
人
的
大
父
尤
其
是
耶
穌
信
徒
的
慈
父
(
若

1

間
臼
)

天
主
是
來
人
尤
其
是
信
徒
的
父
親
這
端
道
聽
依
梭
的

是
學
三
奧
棚
內
另
外
依
據
聖
子
降
生
的
奧
理
「
我
們
得

稱
為
天
主
的
子
女
而
且
我
們
也
真
是
如
此
」
(
苦
-

3
1
)
的
這
種
恩
典
可
用
若
望
對
天
主
下
的
新
稽
的

肯
定
語
「
夭
主
貝
克
愛
」
(
若
-4
.
M
)
來
解
釋
身

符
「
愛
」
的
天
主
在
自
己
可
愛
的
學
子
耶
穌
內
(
右

-
4
，
經
5
6
|
u
8
u
l
m
等
)
把
自
己
的
愛
悄

賜
給
我
們
在
他
內
使
我
們
成
為
自
己
的
，
說
子
自
己
可

愛
的
子
立

(
出
7
3
1
2刷
刷17
U

間
喇
1
6
等
)。

耶
穌
給
人
啟
示
了
天
主
三
位
一
體
的
內
在
生
活
的
是

給
人
啟
示
了
天
主
三
位
一
體
的
奧
理
這
算
是
從
晶
宮

起
到
耶
穌
再
度
來
臨
時
止
天
主
啟
示
的
絕
頂
換
一
一
月
之

天
主
學
三
的
道
理
使
我
們
稍
微
明
白
雪
子
降
生
耶
穌

救
般
人
類
及
學
教
會
等
奧
義
明
乎
比
我
們
便
明
白
@

天
主
在
耶
穌
身
上
完
全
將
白
已
啟
示
給
世
人
(
趴
抖

，
1
u

耕
1
1
|

4
制後
4
4
6
等
)
，
@
我
們
俗
話

基
偉
目
「
才
得
以
進
到
父
面
的
」
(
叫
2
油
等
)

。

見
三
位
一
體
奧
的
成
紋
的
制
教
會

(
小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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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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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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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部
m
H級
以
一
位
乏
的
觀
念
的
天
閣
成
天
主
神

闋
的
觀
念
這
觀
念
為
明
瞭
聖
經
實
在
非
常
車
要
正
凶

如
此
有
比
一
一
艸
學
家
其
米
以
「
天
凶
」
為
全
部mf
m
m
的

主
題
民
此
把
學
經
一
切
的
教
訓
部
與
「
天
國
」
這
端
道

間
內
連
繫
起
來
以
下
或
們
為
先
揖
述
術
語
上
一
些
一
問
過

然
後
技
萬
約
和
制
耐
心
次
第
討
論
天
國
的
由
來
與
特
性

一
天
國
的
微
念
和

術
語

許
多
宗
教
尤
其
是
唯
一
神
論
或
傾
向
唯
一
神
論

的
宗
教
都
只
有
天
闊
的
概
念
而
以
天
凶
馮
主
商
之
神

所
侶
的
領
域
很
做
得
注
意
的
是
聖
經
並
不
否
認
這
種

概
念
但
也
不
其
亟
視
反
之
捏
一
附
體
內
的
「
天
閣
」
不
在

指
示
天
主
的
居
所
而
在
指
明
結
物
對
天
主
所
有
的
服

從
的
關
係
及
天
主
顯
山
其
努
力
和
光
榮
的
領
域

占
時
的
祖
宗
而
後
以
色
列
選
民
所
崇
拜
的
「
雅

山
岫
」il

上
主
不
是
一
個
地
方
的
神
祇
而
是
創
造
天

地
唯
一
而
永
在
的
天
主
這
是
創
所
含
有
兩
祖
傳
說
的

教
義
(
創
l
l
3
)
一
一
站
也
是
剛(
6
4
)
之
傳
說
諸

先
知
的
自
日
一
-
T一口
和
教
斑
(
依的
問
|
扭
)
娶
一
冰
的
要
義

(
的
6
H
)

及
訪
智
叫
一
心
者
的
師
傅
忠
(
德
口
的
)
筆

者
認
認
以
民
所
懷
有
的
天
主
為
君
王
及
天
主
之
國
的

觀
念
不
是
來
自
途
咪
所
作
催
立
的
王
朝
而
是
出
於
天
主

創
造
品
物
之
信
仰
這
昧
的
王
位
只
不
過
稍
微
影
響
了

問191 

默
凶

-
E
m坤
什
臼
玉
的
概
念
而
已

創
造
海
物
並
掌
管
局
物
的
天
主
自
然

是
宇
宙
和

人
頌
|
|
尤
其
赴
選
民
以
色
列
|
l
|
的
話
玉
「
上
主

符

L
詢
問
無
疆
」
(
圳
的
閥
，
亦
兒
叫
|
打
翻
)

刊
也
川
中
。
叫
一
圳
尤
陀
、
凡
屯
的

m
u
m九几
述
說
天
主
赴
天

地
人
類
特
別
是
以
此
的
糾
正
符
什
麼
天
主
是
千
山
的

而
特
別
赴
叫
叫
別
的H
H仁
的
看
容
來
的
州
州
有
便
可
了

解
人
類
的
煦
叫
你
和
被
附
心
中
A
W
H際
上
比
物
自
然
服
從
造

物
主
之
行
必
可
泣
肌
肉
物
之
必
|
人
煩

i
1

卻
出
川
鈑

天
主
「
閃
閃
所
有
的
人
都
犯
了
界
都
失
掉
了
天
主
的

光
榮
」
(
制
3
2
亦
兒
叫
呵
呵
等

)。
兩
於
天
主
任

各
人
隨
立
去
字
用
“
主
之
權

(
制
已
8

等
)
自
然
有

的
人
不
幸
是
大
多
數
的
人
做
從
私
志
丹
裝
天
主
的
聖

意
由
於
人
類
這
祂
屬
倫
碟
的
緊
張
乃
發
生
善
惡
的
衝

突
由
M
M
利
納
突
稍
微
可
以
解
釋
府
仰
天
主
怖
選
了
以

民
為
何
主
耶
穌
教
圳
我
們
祈
禱
辭
中
要
改
「
願
你
的

閥
來
臨
關
你
的
出
付
息
，
裝
行
於
地
加
剛
從
天
上
一
樣
」
'
持

為
萬
物
之
處
的
人
甘
心
拒
絕
天
主
的
繼
柄
於
是
喧
落

成
了
「
此
怒
之
F

」
(
州2
3

)
把
內
已
放
有
天
主

之
定
以
外
一
活
樣
人
只
布
肯
定
口
自
己
卻
不
能
拯
救
刊
己

唯
有
天
父
能
寬
恕
人
使
伙
人
與
a
H
己
和
好
自
從
人
犯

罪
背
棄
天
主
後
天
主
多
次
照
顧
人
使
人
歸
正
可
是
常

是
個
人
的
或
最
多
也
不
過
是
部
份
人
的
似
昨
肺
活
默
西

亞
的
降
臨
令
地
的
人
類
|
|
如
果
願
意
的
話
|
|

「
都
要
看
見
天
主
的
救
援
」
(
除
3
6

)
由
於
默
商

虫
的
來
臨
他
人
那
種
倫
烈
的
緊
張
事
質
上
雖
然
沒
有

全
部
取
消
可
是
大
太

f

強
了
叫
內
亞
川
沙
畏
懼
，
以
伊
拉
d

叫
人
知
道
天
主
是
愛
使
人
甘
心
蓋
新
服
從
夫
主
削

r
u

'
。

心
情
主
天
主
的
制
度
|
他
的
「
正
制
」
他
的
不
凶

天
主
的
心
地
神
間
是
天
主
的
前
妙
的
收
叫
閥
混
伙
人
的

消
也
「
天
凶
」

-
e
f
u

概
乞
討
紅
包
合
悴
，
小
的
主
要
通
叫
比

如
普
遍
性
的
救
慰
那
一
一
神
的
思
蚓
、
水
生
的
作
誰
無
悟
，
何

'

。

些
學
者
主
長
天
閥
J
U端
道
"
恨
，
拉
包
八
月
全
部
的
山
廿
一
小

二

舊
約
中
的
天
國
瓶
念

有
些
學
者
以
瓜
以
此
開
於
天
凶
的
做
A
J
H
-
K
K

忙
從。

L
M君
王
政
價
以
後
產
生
的
但
這
種
意
見
與
事
質
不
符

在
川
的
內
幻
刮
目
圳
的
8
9

反
州
州
刊
叫

5

等
也
天
主
不
州
)

自
現
自
川
以
氏
的
位
王
而
且
也
自
現
四
川
宇
宙
的
話
下L
沁

人
類
經
史
的
推
動
者
與
領
作
者
其
質
天
主
瓜
王

2

叫
一

觀
念
對
以
色
列
于
民
有
著
特
別
的
關
係
因
為
只
合
大

主
是
他
們
的
微
持
者
是
他
們
的
收
矜
持
他
們
的
n
L

所
以
以
民
覺
得
天
主
的
王
位
叫
到
向
已
闖
係
特
別
向
你
巫

瓜
此
道
民
眾
要
求
蓓
的
紅
川
崎
仁
時
他
同
答
人
N
A

「
我
不
作
你
們
的
君
王
我
的
手
孫
也
不
作
你
們
的
必

主
唯
街
上
主
是
你
們
的
甘
心
玉
」
(
凶
8
臼

)
，
山
於
川

樣
的
緣
扎
喇
甜
甜
不
肯
答
路
民
眾
的
要
求
不
自
給
他

'
，
‘
'
。

們
建
立
屆
主
政
體
(
搬
上

8
7
U
H
)

雖
然
到
公
元
前
第
十
世
紀
中
誰
在
以
民
問
他
半

了
王
制
但
以
色
列
的
君
不
卻
與
情
及
和
巴
比
倫
的
ι

。

1
l
i
e
-
-
l
'

，

王
全
不
相
同
為
埃
巴
兩
國
人
民
君
王
是
他
們
的
市
火

之
神
的
化
身
而
億
以
民
君
王
不
過
是
天
主
的
代
表
內

。

-
z
i
l，
自
目
，

答
天
主
行
事
而
已
古
代
中
凶
人

關
必
這
一
啥
也
必
似



以
民
視
皇
帝
為
替
天
行
道
的
人
因
此
皇
帝
的

地
位
最

為
聶
哥
高
沒
有
其
他地
位
可
以
超
過
故
此
皇
帝
也
稱
為

「
天
子
」
但
是
「
天
子
」
一
詞
絲
毫
不
表
示
皇
帝
神

化
事
質
上
如
果
他
不
聽

從
天
命
天
(即
天
主
或
上
帝
)

就
新
若
人
良
知
兔
逗
談
不
堪
齒
的
「
天
子
」
中
國
歷

史
上
站
樣
的
例
，
寸
不
少
其
中
最
著
名
的
是
從
約
兩
位

暴
君
技
以
以
歷
史
家
的
看
法
保
存
於
耶
京
的
君
王
質

座
不
是
某
玉
的
御
路
而
是
天
主
的
喘
口
腔
閻
著
這
種
概

念
桶
上
m
s
記
故
「
他
|
|
天
主
l
-
X
從
我
的
采

于
中
... 
﹒
選
拔
了
我
兒
子
削
蚓
喇
坐
上
主
王
國
的
質

性
治
即
以
色
列
」
編

上
必
自
「
於
是
撒
經
激
坐
在

上

主
的
寶
座
上
代
他
父
親
迷
昧
為
王
」

(見
一
編
下9
8
)

很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在
煌
立
王
制
之
後
以
民
對
天

國
的
概
念
更
深
入

了
也
更
普
遍
化
了
換
言
之
天
主
的

國
故
不
只
限
於
選
民
也
包
指
宇
宙
及
禹
民
再
說
這
種

概
念
不
是
一
種
高
尚
的
神
話
而
是
他
們
信
仰
唯
一
神

論
的
結
果
這
種
信
仰
顯
示
流
露
於
詩
詞
措
詞
及
歌
曲

中
且
合
蓄
在
先
知

們
所
喜
歡
引
用
的
詞
旬
襄
「
禹
萃

的
土
主
」

(
編
上
m
u
|
口
制
到
河
時
叮
叮

m
m制

必
依
6

3
|
5

的
問
|
卸

的
M
MI
M
等

)
「
萬
軍
的

上
主
」
的

I

「
字
市
之
主
」
和
「
以
色
列
的
右
王
」
這

兩
種
稱
泊
在
車
詠
中
多
次
是
連
用
的
而
且
可
說
充
軍

之
後
還
民
用
這
稱
謂
來
表
示
，
叫
已
的
的
仰
「
我
的
只

一
王
我
的
天
王
••..•• 

」
戶到
5
3

科
5
的
自
斜
4

的
話

"

一特
別
注

品
制約
的
m
!
削
即
所

謂
「
讀
揚

」
主
王
位
的

戶
的趴
調
』
〕
戶
方
面
因
為
夫
主
創
造

了
萬
物
另
-
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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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為

他
管
轄
萬
物
梅
瑟
及
古
來
的
先
知
們
已
宣
稱
上

主
也
統
治
異
民
的
歷
史
對

這
端
道
煜
證
攘
很
多
今
只

提
出
亞
9
几
所
謂
的

「
依
撒
刮
到
別
利
制」
(
山
間的

!
幻
)
及
依
釗
缸
|
曰

“什
6

l

s

等
再
說
諸
先
知
古

所
城
關
於
異
畏
的
u腳
亂
也
都
同
時
證
明
這
端
道
亂
叫

肋
米
亞
給
我
們
存
留
的
一
旬
話
可
以
當
作
他
講
此
教

咽
地
的
代
表
述
問
旬
「
為
民
的
君
王
誰
能
不
敬
畏
你
這
是

你
憋
得
的
凶
寫
瓜
反
中
所
有
的
智
者
和
他
們
所
有
的

王
凶
中
沒
有
准
與
你
相
似

」
(
耶
ω
7

)

該
以
上
所
說
天
主
的
國
在
今
世
常
居
於
緊
張
的

環
境
中
這
是
因
為
|
|
猶
太
經
師
說
1
|
從
人
不
肯

接
受
天
主
的
權
力
各
人
寧
願
順

從
自
已
的
私
心
而
生

活
可
是
如
此
的
矢
口
援
尚
未
能
完
全
解
決
問
題
故
此
經

師
們
又
詢
問
這
種
緊
張
的
狀
態
是
要
永
久
存
在
呢
或

是
將
有
一
天
這
種
狀
態
會
停
止
呢
先
知

們
業
已
作
答

晚
近
的
猶
太
經
師
只
將
先
知
的
道
斑
加
以
詳
解
而
已

那
麼
磁
先
知
們
的
答
覆
我
們
可
以
說
現
代
的
天
國
的

緊
張
狀
態
一
到
「

上
主
的
日
子
」
尤
其
是
一
到
默
西

亞
的
時
代
便
要
治
解
「
上
主
的
日
子
」
這
論
題
就
如

何
約
許
多
其
他
論
題
與
別
的
幾
項
問
題
有
牽
涉
如
上

主
的
正
義
上
主
的
需
判
上
主
的
王
位
特
別
與
上
主
的

默
凶
亞
論
題
有
闖
關
於
默
兩
耳
替
天
主
作
主
管
肌
肉

民
此
處
只
拉
出
重
要
的
經
節
制
約
8
l
叩
門
叫叮叮

的

船
下
7

制
2
1

5
見
剎4
1

1
5

5
1

l

4

山
間

J
l

l

8
1
1

l

“

M
Z
2
5
2
7
9

川
同
3
1

-

1

1

卜
量

，

;
2
4
7
8
8

U

M川2

。

s

nJ
d

l
l
l
t巾
n
υ

順

州
H
J
A
峙
，
也
I
I
-
-
M

句
，
也

l
l
l

旭

-
1
d
h
'

9
0

句
3
1
1

司
J
1

肉
H
q
d
z
z
q
d
z

2

用
心
E

d

l

何
肘舊
約
時
代
的
人
默
副
亞
木
人
和
默
西
亞
的
凶

度
或
藉
默
茵
亞
所
要
建
立
的
天
闢
是
屬
於
末
世
的
而

新
約
時
代
耶
穌
所
建
立
的
一
腳
國
還
沒
有
完
成
當
他
再

度
來
臨
時
才
告
完
成
觀
乎
比
我
們
就
能
放
心
地
說
天

闋
的
終
向
是
普
遍
性
的
因
馬
天
主
要
原
救
萬
民
同
時

也
是
末
惜
的
但
是
如
同
在
向
約
時
代
選
民
叫剖
叫

4

小

能
看
作
是
普
遍
的
天
國
而
只
是
天
凶
發
展
的
最
有
敘

巳
共
同
樣
在
新
約
時
代
耶
穌
的
學
教
會
雖
然
府
間
仙
似

並
W
M
立
天
倒
算
是
最
有
效
的
工
具
但
與
天
國
仍
不
起

V
U
L
匕
曰
闆
A

叫
4
~
u

H
Y
J
但
Z
b
1
f
H
V
A
M

總
而
一
言
之
天
闋
的
歷
史
顯
然
分
作
三
段
第
一
段

是
禎
備
時
期
叫
民
葉
選(
叫
7
6
1

H
)，

第
二
段
赴

天
主
藉
墓
教
會
在
地
上
質
踐
時
期

關
於
比
重
大
論
題

見
天
國
比
喻

(
瑪
口
等

)
第
三
段
是
天
國
完
成
時
則

亦
稱
屬
於
天
上
的
階
段
或
投
叫
做
的
階
段
先
知們
對
此

早
已
有
所
知
恍
如
關
2
1
|

-
M
!
幻
料
3
u
4

7

岳
3
4

等
處
日

後
在
口
主
和
市
市
徒
將
它
解
釋
得
更
為
詳

細
見
瑪
川
的
自格
的
M
Mm
H
默

m
H
M
幻
a
-
n
s

等
處

到
耶
穌
從
生
的
時
期
天
闋
的
觀

A
F
A
欄
沒
他
眼
γ
心

別
叫
別
于
民
可
起
這
觀
念
相
訊
技
札
絕
對
沒
有
像
制

約
巾
那
種
純
淨
的
內
向
一
致
的
觀
么
偽
經
織
結
漏
斟

詠
來
尤
其
是
第
十
七
首
所
包
合
的
天
閥
忠
義
就
赴
那

時
代
人
對
天
國
所
懷
有
的
最
將
逅
的
概
扎
按
這
些
醋
，

詠
普
遍
性
的
天
國
變
成
了
以
民
的
國
天
國
那
些
越
性

的
特
點
也
變
馬
地
上
之
國
的
特
點
賞
這
妹
的
，
俊
海
默



主盟

~

西
亞
來
蟻
，
俊
~
切
外
郊
的
是
君
和
異
民
必
被
驅
逐
出

站

~
維
耶
京

B
E京
、
必要
清
淨
默
西
亞
福
音
將
全體
叫
民
集
合

士
起
來
治
理
他
們
使
他
們
公
正
而
聖
潔
地
度
趴
那
時
外

~邦
的
民
族
要
前
往
耶
|
制
制
制
朝
也
好
在
那
里
觀
望
天

一性
的
叫
光
滑
其
他
的
關
耐
心
如
到
研
制
1
叮

|

詞
，
則
刮
到

一惡
的
猶7大
叫
甜
甜
m
n
2
，
由
叫
到
制
剝
削
叫
花
2
-
h

問

斯
德
出
卷
四
犯
凹
的
自

|
叫
創
制
出
那E
品
廿

八
端
祝
一
騙
文豆
豆
。
這
F
E
E
B
E
S
E-心
蚓

惋
惜
師
許
多
科
學
作
品
與
以

上
所
提
及
的
制
制
制
斟

詠
集
頗
相
類
似
當
時
又
興
起
了
熱
誠
黨
人
(
N
O
U
S
L

將
這
種
對
國
家
獨
立
的
期
成
改
變
成
一
種
政
治
的
趨

向
於
是
決
定
要
興
起
義
侃
從
聖

地
將
蚓
蚓
人
趕
也
用

武
力
建
立
默
西
亞
的
國
比
他

們
認
為
此
一
行
動
是
馬

銜
護
天
主
的
光
榮
故
此
深
信
天
主
必
會
幫
助
他
佩
必

使
他
們
獲
得
勝
札
耶
穌
自
然
沒
有
附
札
且
也
不
能
附

和
他
們
因
寫
他
們
的
狹
義
凶
家
主
義
完
全
與
耶
穌
拯

淑
萬
民
的
博
愛
主
義
(
瑚
8
u
l
u

)
大
相
逕
比
不

過
誰
也
不
能
否
認
熱
誠
蕪
的
愛
國
主
義
感
勁
了
民
我

甚
至
連
宗
徒
們
在
耶
穌
升
天
那
一
丸
還
問
老
師
前

.

「
已
是
此
時
要
給
叫
倒
叫
彼
典
國
家
嗎
叫
(
到

1
6

一

以
民
對
耶
穌
誤
會
最
大
的
原
因
不
外
是
耶
穌
所
宣
講

的
是
天
國
而
以
民
期
待
的
卻
是
叫
倒
叫
王
風
瀏
喇
王

國
部
相
似
這
味
王
闋
的
一
種
光
榮
之
間
恥

此
外
在
耶
穌
時
代
蚓
划
人
對
天
國
還
懷
著
另
一

觀
念
即
所
謂
末
世
的
觀
扎
關
必
這
一
概
也
學
者
們
雖

然
還
沒
有
完
全
瞭
解
可
是
一
般
學
者
都
收
認
它
的
特

凶191 

徵
是
世
界
將
有
一
種
根
本
的
改
變
天
主
將
藉
一
種可

驚
奇
的
大
力
干
與
使
世
界
的
面
目
尤
其
是
人
類
的
歷

丸
全
然
改
脫
天
主
要
藉
著
一
個
奧
妙
的
人
你
即
「
人

子
」
成
就
此
大
故
紙
這
位
人
子
不
僅
是
先
存
凡
而
且

是
屬
於
宇
宙
的
他
的
使
命
特
別
在
於
施
扎
藉
這
位
人

之
八
天
主
要
在
他
上
述
立
天
此
而
突
然
結
束
今
比
這
位

人
子
是
拯
救
者
不
但
僅
救
選
冉
冉
而
也
拯
救
眾
異
此
他

的
統
治
將
是
強
而
有
力
凡
屬
倫
理
的
至
公
道
趴
除
此

大
綱
凡
猶
太
人
的
關
組
還
含
有
許
多
荒
誕
無
稽
之
取

這
只
是
反
映
小
民
的
夢
想
和
希
望
而
已
不
必
詳
仇
至

於
具
有
木
山
色
彩
的
天
國
觀
念
的
來
且
大
概
是
來
自

達
尤
其
是
第
二
和
第
七
乳
至
於
最
重
要
的
文
札
參
見

厄
斯
德
拉
卷
凹
7

臼

叫
“

別
刮
到
的
幻
l
η
例
6
|

u
m
w
2
5
，
凹
叫
到
則
利
制札
誰
參
閥
割
3
6
|
8

，

叫
劉
刑
到
制m
l
l

九

臥
倒
叫
川
酬
剖面均
可
一
的
l
k

i
ijt

6]44 

三
新
約
中
的
天
國

觀
念

耶
穌
宣
講
的
天
國
要
說
就
本
質
能
雖
與
制
制
所

講
的
和
主
鬥
主
時
代
一
般
蚓
划
人
所
期
待
凡
具
有
末
世

色
彩
的
天
國
有
相
似
的
地
方
與
洗
者
創
制
所
宣
告
的

天
國
相
似
的
地
方
尤
多

(
見
瑚
3
24
口
)
，
但
究
竟

具
有
不
少
的
分
別
實
際
L
耶
穌
所
宣
講
的
天
且
是
一

種
臨
近
的
迫
切
你
生
活
凡
可
尋
求
的
叫
具
有
救
恩
凡
具

有
決
定
性
的
並
』
這
一
切
特
性
都
與
耶
穌
和
其
行
為

具
有
奧
妙
的
連
繫
藉
若
耶
穌
天
主
賞
賜
眾
人
新
而
且

大
的
恩
惠
(副
2
n
自

叫
“
“
門籍
若
此
而
且
只
有
在

他
身
L
先
知
們
的
預
言
都
應
驗
了
(制
7
且
心藉
看
他

太
佳
的
救
恩
時
期
關
給
了

(
副
l
H
片
國
陣
兩
月
被
打
倒

了
(
路
口
叩
)
並
且
也
於
耶
穌
來
到
世
L
眾
人
尤
其

是
卑
微
的
川
貧
法
此
犯
罪
的
九
都
被
邀
請
來

時間受
一禍
。心

獲
得
永
生
(
關
U
M
)
。
藉
著
耶
航
天
國
已
經
來
臨
的

明
顯
殺
燄
即
是
救
您
的
宣
告
摔
瑟
的
赦
免
各
種
疾
病

的
治
風
尤
其
是
人
們
的
革
新
和
學
趴
耶
穌
所
宣
講
凡

或
更
好
說
耶
穌
所
住
立
的
神
國
不
是
屬
於
字
宙
的
事

思
也
不
是
卅
啃
著
睛
一
赫
努
力
和
光
彩
的
外
志
反
乙
是
隱

葳
於
那
謙
和
良
善
的
默
茵
亞
的
行
為
恥
只
有
心
懷
信

仰
的
人
才
可
發
覺
它
接
受
它
但
是
寫
那
些
一
純
的
信
仰
的

人
這
樣
的
天
國
不
牢
地
卻
成
了
一
塊
絆
腳
石
(
制
ω

m
-

M

瑪
刊

6
)

此
外
耶
穌
所
諧
的
天
國
|
|
在
剝
削
恥
有
時
也

為
府
基
督
的
國
職
U
H
M
W
甜
m
u
制
1
臼
扭
扭

叩
目

的
利
時
品
圳
5
5部
l
u

剃
後
4
1

間
倒
倒1
u
賊

1

9
格
前
的

的
|
|
尚
有
領
人
深
入
其
奧
理
的
一
些
一

特
地
為
梢
徵
明
白
苔
主
的
啟
示
有
加
以
答
述
的
必
抵

制
制
中
的
天
且
有
時
是
純
然
屬
於
末
世
凡
如
關
8

u

n
-
-
4

科
M
n

州m
M
E踹
M
n
刷
刷
前
6
9
斟
5
缸

等
處
在
這
種
未
何
論
的
見
解
下
天
國
就
與
「
天
堂
」

為
同
義
詞

l
如
晰
的

M
「
幾
時
你
們
望
見
到
別
腳
刷

版
格
雅
各
伯
及
梁
先
知
在
天
主
的
園
里
你們
卻
被
業

在
外••..•• 

~
參
見
賊
5
4
8
臼
M
甜
甜

9
叫
尉
叫
什
血

路
M
H
n
H
倒
閉
前1
5
等
也

此
外
新
約
中
還
有
不
少
論
及
天
國
或
天
主
的
凶

的
經
文
含
有
兩
種
恩
怨
一
方
面
是
指
耶
穌
降
生
於
也



所
帶
來
的
救
恩
和
他
經
過
學
教
會
所
施
與
眾
人
的
救

恩
而
另
一
方
面
是
指
耶
穌
再
度
來
臨
時
那
救
恩
討
創

的
完
成
郎
永
生
要
仔
細
辨
別
每
一
旬
記
述
天
圓
的
經

文
章
筍
看
那
一
處
是
指
今
世
的
教
會
那
一
處
是
指
木

世
的
天
國
事
實
上
談
何
容
易
為
此
學
者
提
出
四
五
種

辦
法
使
人
更
容
易

地
去
了
解
天
圓
的
深
意
今
唯
者
對

這
些
學
說
從
器
只
提
山
一
些
能
更
具
體
地
領
導
讀
者

去
體
會
天
凶
奧
煌
的
原
斑
。
首
先
應
該
考
慮
降
生
為

人
的
耶
穌
的
奧
理
與
他
所
娃
立
的
天
凶
之
奧
與
所
具

有
的
關
叫
你
比
如
耶
穌
升
了
天
可
是
還
沒
有
獲
得
他
那

外
面
的
豆
大
光
榮
所
以
我
們
期
待
他
的
顯
現

(
弟
的

6
H

等
)
同
樣
天
國
已
經
娃
立
可
是
應
等
到
耶
穌
再

度
來
臨
時
此
天
國
才
會
完
全
現
出
它
的
光
點
見
賊

口

峙
的m
n
u
到
後
4

叫
@
從
耶
穌
升
天
之
後
到
耶
穌
再

來
時
在
世
上
娃
立
l
|
|
有
的
人
不
漏
意
「
建
立
」
二

字
但
祭
者
覺
得
此
字
合
乎
聖
經
的
啟
示
|
|
學
因
而

擴
展
的
天
主
的
國
即
是
學
教
會
因
此
有
時
天
國
的
特

性
也
歸
屬
於
學
教
會
這
種
現
象
在
天
國
比
喃
喃
襄

(
瑪

口
)
可
以
看
訓
叫
樹
M
H
.「其
實
天
主
的
國
拉
不
在
吃

喝
而
在
於
義
德
平
安
以
及
在
雪
神
內
的
喜
樂

•..• 

」

這
旬
弱
無
疑
是
指
世
上
的
教
會
參
見
谷

昀
臼
路
口
叩

缸

格
前
4

甜

哥
4
u

得
後
1

5

伯
後
1
u

默
1
9

等

處
@
「
天
國
」
有
時
與
「
生
命
」
或
「
永
生
」
是
問

-
義
詞
如
果

「
生
命
」
是
指
「
車
龍
」
和
「
永
光
」
同

M
W一
樣
「
天
國
」
也
是
指
都
在
世
上
的
義
子
的
越
性
生
命

士
和
在
夭父
家
何
解
裹
的
永
也
永
此
見
釗

9
時
|

叫
樹6

192 " >,<四

4

神
州4

凹
哥
3
3

及
瑪
的
口
若
3

甜
明
瞭
了
-
逗
一
點

自
然
也
可
了
解
為
例
「
恩
認
」

(
O
Z
E
)
也
含
有

兩
種
觀
念
即
使
信
仰
的
人
成
為
天
主
的
義
子
的
學
寵

或
組
愛

(
經
5

2

口
)
以
及
單
一
龍
的
完
成
永
光
或
永

生
如
學
叫
到
喇
寫
道
「
為
此
你
們
妥
束
上
股
道
守
心

神
要
清
醒
要
全
心
希
望
在
耶
穌
基
督
顯
現
時
給
你

們

帶
來
的
恩
寵
」
(
叫
前1
臼
)。

總
而
言
之
在
新
約
內
天
主
的
玉
權

有
時
與
耶
穌

的
主
權
瓜
崗
義
詞
投
且
耶
穌
的
王
權
依
然
是
諸
墓
教

會
而
施
行
難
怪
教
會
的
主
權
也
應
視
作
耶
穌
的
王
檔

見
弗
l

|
3

立
四
結

論

基
白
從
稱
為
「
愛
慕
主
的
顯
現
的
人
」

(
弟
後

4
8
)
他
們
之
所
以
愛
慕
主
的
顯
現
是
因
為
那
時
他

們
要
「
承
受
自
創
世
以
來
給
他
們
所
預
備
了
的
凶
皮
」

(
瑪
封
“
)
自
然
信
友
要
問
天
國
在
主
顯
現
時
是
怎

攘
的
學
經
答
說
「
天
主
的
國
帶
羞
成
能
降
來
」

(
谷

9
1
)
聖
經
也
告
訴
我
們
天
國
的
來
臨
與
「
人
子
」

的
來
臨
密
切
有
關
(
瑪
的
甜
)
因
為
「
父
不
存
判
任

何
人
但
他
把
審
判
的
全
權
交
給
了
子
為
叫
眾
人
尊
敬

子
如
同
尊
敬
父
」

(
若
5
白
白
等

)
叉
開
何
時
光
榮

的
天
國
要
來
對
這
一
難
題
的
答
案
在
新
約
中
有
其
難

解
的
經
文
如
谷
9

-
U
M
瑪
m
自

路
口
訕
訕
也
有
一

些
較
易
解
的
經
文
如
瑪

M
U
-
-自
得
前
5
1
l
u

就

連
這
些
一
比
較
容
易
解
釋
的經
文
也
不
能
將
此
奧
迪
之

謎
完
全
揭
曉
信
友
在
世
直
到
主
再
來
時
其
唯
一
的
義

務
應

見是
學「
1菇 、 醒
默!塔 、
西祈i
亞禱

論、」
末 (

世谷
論、 14
教 3.
會、)

詢;

來。

(
川
川
)

"
“
口
、
台
疋
「
〉
口
間
已
J
此
名
在
希
伯
來
文
及
希
臘

1
1
3
&
u
b
f
kH
D
S
Z

」

』
-
J
A
l
'
m

m
\

文
上
都
有
「
使
者
」
之
忘

我
們
稱
之
為
「
天
使
」
或
「
天
艸
」
在
聖
經
上
名
次

提
到
他
們
在
一
切
古
老
的
宗
教
中
都
有
他
們
的
存
在

是
艸
人
之
闊
的
中
間
受
造
物
亦
被
稱
為
「
天
主
的
來

子
」
或
「
天
主
的
兒
子
」

(
創
6
2
約
1
6
2
1

、
冰

m
m
z等
)
學
者
的
力
者
強
者
刮
趙
老
忠
僕
位
僕
毛
阿
者

之
于
天
使
衛
議
之
神
等

(
冰
的
6

位
6

花
白
約
別
扭

制
肌
甜
甜4
M
H

制
7
目

) 。

聖
經
上
雄
然
波
有
明

-A
他
們
的
受
造
但
在
一
切

有
闋
的
經
文
中
暗
示
他
們
倚
天
主
所
造
因
為
「
天
主

進
了
天
也
梅
作
和
其
中
的
一
切
」

(
叫
m
u
) ，

、t
M闊

氣
更
箭
一
切
天
使
及
一
支
造
物
來
請
美
造
物
的
上
主

在
啟
示
及
人
類
歷
史
的
問
端
便
有
天
使
作
內
的

報
告
「
革
魯
賓
」
防
守
樂
闋
的
去
的
阿

(
創
3

臼

)
天

使
顯
現
給
叫
凹
叫
和
制
州
(
側
的
)
，
顯
叫
粉
刷
叫
叫

(
創
刊
心目
口
)
天
使
陪
伴
以
民
過
峨
野

(
仙
幻
叩

)

如
此
翠
綠
土
不
斷
的
提
及
他
們
的
作
為
此
一
咱
們
約
以

後
的
一
本
書
為
止
在
新
約
時
代
只
有
撒
社
在
人
有
治

天
使
的
存
在
而
被
耶
穌
所
斥
丘

(
也
不幻
8

瑪
M
M
U

叩

谷
白
血
口
自
路
的
自

治
1

日

等
)
在
耶
穌
的
也
命

中
有
數
次
天
使
發
顯
(
瑪
4

叩

谷
I
H

帥m
n
H
)
其
次

如
聖
母
鑒
茗
瑟
宗
徒
們
且
成
熱
心
婦
女
都
得
過
天
俊
的



\貼
現現

「
制
1

臼
戰
2
u

制
2
.

申
啪啪
岫2
蚓
圳
的
詞湖
泊

衍

~
控

制
M
S

等

)電
聖
倒
釗
制
及
制
制
在
他
們
的
劃
關
上

?
也
不
時
論
及
他
們
(
剩lu

衛
前
4
M

軒
1
H
2

叫

一
側
前lu
3

詛
咒至
最
後
的
制
剝
削
叫
亦
然
(
駒5
u

-

m
l
η
1
等
)

他
們
的
本
性
天
使
是
無
肉
體
的
(
斟
7
且
相1

7
H

刷
刷M
M
)
雖
然

聖
經
上
說
他
們
具
有
人
的
行
成

如
吃
飯
飲
食
等
但
這
只
是
外
表
的
形
式
斟
剛
從
未
論

及
他
們
的
肉
體
或
靈
魂
沒
有
性
別
亦
無
養
生
護
體
的

需
要
是
不
死
不
縷
的
神
體
(
瑞
泣
叩
叭
倒
也
自
喇
叭
甜
甜

民
U
H
淵
明8
口
圳
下3
甜
甜
針
5
5
6

則
9
2

等
)
。

車
經
上
划
提
及
他
們
靈
性
的
特
長
如
智
慧
明
悟
嬰
德

幟
力
和
藹
是
悅
意
念
等
(
制
的
“
叫
到
下
川

m

叫m
m叩

約
5
1
等
)
天
使
們
的
翅
膀
不
見
於
學
經
是
後
來
四

五
世
紀
中
的
基
督
教
會
的
副
產
口
叫
可
能
是
受
制

6
2

及
崗
9
剖
之
影
響
使
此
凹
叫
制
帝
國
時
此
其
居
民
亦

有
敬
禮
「
革
魯
賓
」
的
事
其
繪
畫及
膨
刻
亦
帶
有
翅

膀
屢
見
不
鮮
相
反
地
聖
經
上
部
多
次
將
天
使
及
星
辰

連
繫
在
一
起
(
叫
闊
別

主

|

5
制
必7
)
天
使
是
上
主

的
軍
旅
星
辰
是
天
空
的
萬
軍
(
蘇
6
H

依
的
自
)

天
使
與
天
主
和
人
類
的
關
係
天
使
是
天
主
的
差

役
侍
衛
立
在
上
主
台
前
候
命
以
待
祈
禱
朝
拜
歌
頌
讚

美
上
主
他
們
雖
是
純
神
體
仍
不
能
相
稱
的
讚
美
天
主

(
詠
凹
的
達
7
u
4

叫
創
凹
默
5
7
8

等
)
是
他
們

報
告
耶
穌
的
降
孕
誕
生
在
曠
野
中
受
誘
惑
時
服
侍
他

山
園
祈
禱
時
鼓
勵
他
報
告
他
的
復
活
升
天
要
問
他
再

益四193-194 

來
審
判

生
者
死

也
他
們
完
全
聽
耶
穌
的
支
配
(
新
1

剩
l
n
n

副
l
u
2

叫

樹
前
3
n

)。
對
人
的
義
務
則

是
傳
達
及
解
釋
天
主
的
命
令
及
旨
意
是
中
保
護
守
引

導
侍
衛
亦
是
天
主
正
淺
的
執
行
者
(
出
4
H
7

此

多

u
n
創
m
n
山
犯

2
)

護
守
天
使
在
當
約
中
多
次
證
明
義
人
得
到
天
使

的
恩
惠
如
亞
巴
郎

的
僕
人
(
創
M
m
T
)兩
位
天
使
救

了
羅
特
及
其
全
家
(
削
W
H

等
)
，
在
獅
子
圈
中
救
了

達
尼
爾
(
注
6

臼
)
天
使
保
護
了
在
火
客
中
的
三
位

青
年
(
達
3
H
)
保
護
了
年
青
的
多
俾
亞
(
多

5

4

)
一
位
天
使
護
送
友
弟
德
至
亞
述
軍
峙
，
又
友
的
甜
)

以
民
的
進
守
天
使
是
彌
額
爾
其
次
如
波
斯

(
注
m

u
)
希
臘
(
達
m
m
)
亦
都
有
自
己
的
護
守
天
使
學

詠
上
亦
多
次
提
到
天
使
保
護
人
類
(
詠

M
a
m別
U
)

護
守
天
使
的
道
斑
在
新
約
中
更
為
明
顯
耶
穌
論
及
小

子
|
|
弱
小
謙
卑
的
人
|
|
的
天
使
(
瑞
M
M
U
)希

-
u

謂
「
血
來
天
使
豈
不
都
是
拳
職
的
神
被
派
遣
給
那

些
要
承
受
救
恩
的
人
服
務
鳴
叫
封
U
H
明
證
最
初
教

會
的
教
友
已
堅
信
護
守
天
使
之
存
在

天
使
的
等
級
在
充
軍
之
前
個
月
避
兔
使
人
陷
入
多

神
教
的
危
險
只
提
天
主
的
存
在
充
軍
之
後
惟
一
神
教

的
觀
念
已
在
以
民
心
中
較
為
根
深
蒂
固
才
提
到

他
們

的
名
字
|
|

彌
額
爾
辣
法
耳
加
俾
額
爾
|
|
及
那
侍

立
在
天
主
台
前
的
七
位
天
使
的
小
組
(
多
曰
“
)
舊

約
中
亦
提
到
「
革
魯
賓
」
天
使
佩
只
有
制
苔
提
及
色

辣
芬
(
依
6
2
8
)

在
新
約
中
伯
多
祿
論
及
三
種

天
使
|
|
眾
天
使
掌
權
者
吳
能
看

戶
倒
前
j
μ
d

州

祿
提
及
了
五
種
|
|
總
領
天
使
﹒
戶
見
此
條

d
上
而
作
者

宰
制
者
率
領
者
掌
繼
者
(
剖
開
前
4

閥
割
1

時
制
-
M

3
刊
)
九
口
問
天
料
之
分
級
垃
教
會
瓦
悅
叫
的
庭
仆川

天
使
的
墮
落
倍
約
未
曾
明
一
一
一
一
口
他
們
會
失
足
但
非

只
說
有
感
神
的
存
在
仙
花
樂
閩
中
倍
蛇
的
形
惚
品
述

了
原
他
犯
罪
(
削2
3
)
。
制
亦
提
及
思
晦
或
感
神
之

事
(
申
叫
“
口
)
新
約
中
則
清
楚
的
說
明
感
棘
的
照
俗

而
只
失
單
純
入
地
以
受
罰
之
事
(
的
後
2
.

默
昀
7

，
猶
6

節
)
(

特

)

H
OC
凡
、
主3
「O
E
E

乳
白
白
品

D
J
耶
肋
米
祖
先

到

-
y
t
h
q
f
m
m
E
E
C

皂
、

』
'
，

i
j

'

。
、
知
在

7
M
M
H

叮
|

扭
襄
記
述
了
以
色
列
通
國
上
下
不
分
男
女
老
幼

和
貧
富
民
錢
都
做
拜
這
玄
神
可
是
先
知
並
未
提
山
法

女
神
的
間
有
名
字
符
咄
咄
譯
本
在
該
處
讀
為
「
天t
的

萬
象
」
因
此
學
者
的
意
見
紛
結
不
一
到
了
近
代
大
多

數
學
者
都
以
為
「
天
后
」
師
等
於
亞
述
和
巴
比
倫
人

所
敬
拜
的
制
制
蚓
闢女
神
以
及
制
勵
和
蚓
蚓
人的
制

那
斯
而
這
女
神
的
象

徵
就
是
金
尾
其
他
學
者
則
主
張

「
天
后
」
是
指
月
亮
帥
這
平
的
似
乎
不
甚
合
現
凶
倚
在

閃
族
宗
教
里
月
亮
神
名
叫
「
欣
」
而
且
月
亮
神
係
屬

男
性
而
耶
肋
米
亞
所
稽
的
是
天
屑
一
久
性

見
阿
市
托
勒
特
(
古
)

但
又

F

B
E
HE
-

-這
個
名
詞
在
聖
經
上
豆

豆

;
1
l

g
B

足
以
雙
敷
出
現
諸
明
制
制
上

的
天
秤
是
由
兩
個
秤
盤
所
組
成
的
中
間
有
槓
桿
槓
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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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有
平
行
的
秤
縛
秤
桿
的
每
一
邊
掛
有
一
個
秤
盤
一

邊
放
貨
物
一
邊
放
相
當
於
秤
鍾
的
石
塊
或
銀
塊
謂
之

「
法
碼
」
(
制
忱
U
H
制
物
6

制
的
口
)
。
被
秤
益
的
貨

物
可
能
是
錢
幣
或
金
屬

(
削
幻
H

撒
上
口
5
T
依
M
W

e

刷
叫
叫
“
刊
)
及
香
料
等

(
叫
刊H
m
u
s
w詞
)

聖
經
幾
時
提
及
到
天
秤
大
都
是
在
強
調
公
道
正

義
不
可
以
法
碼
欺
人

(
肋
凹
晶
申
幻
H
則
呵
呵叫
亦
見

到
8
5

倒
也
8

料
6
u

制
口

-
MN
U
刮
目
織
的
私
4
)

於
是
天
秤
成
了
公
平
的
象
做
大
概
古
時
天
秤
的
精
造

已
是
相
當
精
確
這
由
天
主
命
厄
則
克
耳
以
天
秤
衡
豈

臼
已
的
髮
鬚
可
誰
(
則
5
1
)

天
秤
也
有
其
象
徵
的
意
義
約
伯
希
望
秤
星
一
下

自
己
的
痛
苦
已
證
其
所
受
的
俯
首
遠
勝
過
他
所
犯
的

罪
過

(
約
6
2
)
巴
比
倫
的
閻
王
被
天
主
在
天
秤

上

衡
泣
過
被
發
現
不
夠
分
門
也
(
達
5
盯
)
在
默
示
錄
上

那
位
騎
黑
馬
的
騎
士
于
中
拿
著
天
秤
是
在
象
徵
饑
餓

(
別
6
5
)
，
因
為
幾
時
貨
物
布
要
衡
量
配
抗
是
在
說

明
物
質
缺
乏
人
民
生
活
痛
苦
(
見
肋
必
自
則
4

時
)

考
古
學
家
會
經
在
辣
市
沙
木
辣

a
s
m
E
S
2
)

發
現
幾
個
銅
質
的
一
科
盤
盤
子
的
邊
緣
上
有
四
個
洞
眼

川
以
串
在
秤
桿
上
也
發
現

了

一
批
石
質
及
銀
質
的
法

碼
這
些
一
皆
是
公
元
的
十
四
或
十
三
世
紀
的
產
物
證
賞

了
聖
經
上
對
天
粹
的
描
述
是
完
全
正
確
的
(
韓
)

內

你
-
m天
主
經
(
M
H
M
T
n
v詔
"
同
)

戶

教
會
中
最
普
及
常
用
的
戶
民
叭
隊
完
善
的
經
文
是

耶
穌
親
口
傳
給
宗
徒

們
的
「
天
主
經
」
分
別

H
M於
瑪

6
9

|

間

及
路
口
2
!
」
刷
後
二
者
基
本
上
鍾
然
相

同
但
形
式
如
有
山
入
前
者
較
長
後
者
較
短
現
今
教
會

所
用
的
「
天
主
經
」
是
很

鐵
前
者
而
來
今
客
舉
二
者

的
異
間
如
下

開
端
的
呼
號
路
僅
以
「
父
啊
」
來
代
表
瑪
繁
長

的
「
我
們
在
天
的
父
」
其
後
瑪
按
照
猶
太
人
所
習
間

的
「
七
」
字
列
舉
七
條
祈
求
的
阿
劫
波
有
守
此
成
規
將

第
三
祈
求
「
顧
你
的
旨
意
承
行
於
地
如
在
天

上
一
樣
」

及
第
七
祈
求
「
但
救
我
們
兔
於
兇
惡
」
行
器
過

去
其

次
從
第
四
祈
求
上
也
稍
有
山
入
瑪
拔
「
我
們
的
日
用

糧
求
你
今
天
賜
給
我
們
」
路
謂
「
我
們
的

H

用
糧
求

你
天
天
賜
給
狡

們
」
至
於
許
多
當
反
教
徒
在
純
文
後

面
所
加
念
的
「
天
下
結
間
普
世
撥
威
一
切
榮
耀
永
歸

於
你
」
雖
然
已
大
致
見
於
古
老
的
「
宗
徒
訓
言
」

(
。
在
R
Z
)
中
均
不
見
於
上
面
引
絨
的
瑪
叫
馴
服
文

可
能
取
材
於
制
上
的
凶
而
進
入
持
述
問
途
中
最
後
之

「
阿
們
」
亦
然
是
猶
太
人
慣
用
的
經
文
結
足
司

(
見

該
條

)「
天
主
經
」
在
聖
經
上
的
山
崗
凡
此
時
間
亦
有
不

同
瑪
將
它
安
前
在
耶
穌
傳
教
生
活
的
關
端
山
於
耶
穌

在
拉
法
翁
附
近
山
中
型
圳
集
中
刷
的
附
則
何
於
耶
穌
在

世
生
活
的
本
期
是
耶
穌
在
怕
迷
尼
村
莊
(
距
耶
京
三

公
里
左
右
)
的
附
近
親
口
傳
聞
服
給
宗
徒
們
的

為
解
釋
上
述
的
不
同
當
然

說
們
不
必
強
調
耶
穌

會
經
兩
次
及
在
不
同
的
地
方
教
授
了
「
天
主
經
」
相

反
地
我
們
可
以
確
信
耶
穌
只
一
次
用
阿
糾
美
文
傳
紋

7
這
段
美
麗
的
經
文
它
的
兩
次
記
絃
歧
互
異
處
的
解

釋
放
照
大
多
數
學
諧
的
忽
見
是
笛
瑪
泣
的

m
兩
一
騙
行
叫

苦
時
「
天
主
經
」
業
已
譯
成
希
臘
文
逅
一
點
可
以
山

第
四
祈
求
的
「
日
用
純
」
一
泊
是
明
在

J
U詞
句
你
為

瞞
臘
文
中
是
絕
無
悔
有
的
一
個
罕
見-
A旬
而
兩
制
卅
一
騙
口

創
將
之
照
錄
不
決
只
不
過
瀉
的
品
械
仍
被
加
以
將
即

以
適
用
於
總
儀
中
路
的
已
被
划
比
較
保
存
了
「
，
大
主

經
」
的
原
來
面
目

「
天
主
經
」
中
的
七
項
昕
求
中
的
三
城
是
與
大

主
的
神
間
有
關
第
一
項
「
關
你
的
仍
被
尊
悶

m
H」
名

字
的
是
他
格
的
代
表
也
就
是
鴨
山
天
主
門
已
被
尊
悶

m
H

受
光
榮
崇
敬
欽
法
比

-
F
U
川
仇
恨
中
的
必
必
以
被
動
式
山

現
「
被
尊
筒
里
」
，
這
是
沿
用
街
太
人
不
騙
上
們
侵
犯
叫
人

天
主
的
孽
。
圳
之
故
故
此
它
的
其
志
應
是
「
天
主
求
你

光
榮
你
自
己
」
亦
即
在
人
之
的
顯
示
你
外
似
的
光
浩

如
此
使
川
人
治
必
吠

H
N
r
引
入
你
從
山
刊
所
述t
叭
的
州
州

亞
林
闊
|
|
學
教
會
「
盼
你
的
凶
來
臨
」
俊
俏
人
恃

遵
行
你
的
旨
立
即
是
遵
守
你
的
法
律
和
泌
命
「
關
你

的
旨
意
承
行
於
地
」
從
凹
的
中
的
第
三
心
是
水
f
k
k

照
顧
我
們
物
質
生
活
的
心
要
最
後
三
圳
是
水
天
K

祁

道
我
們
神
性
的
利
益
「
位
災
次

們
兒
於
兇
必
」
可
他

是
兇
惡
的
事
物
不
論
是
內
惜
的
必
神
性
的
城
時
的
北

永
遠
的
亦
可
能
是
兇
叫
店
的
路
鬼

教
父
德
都
良
稱
「
天
主
經
」
為
金

，
那一輪
音
的
位

網
或
縮
寫

(
M
VHI
M
-
H
N
M
M」
的
健
在
第
三
項
祈
求
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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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咱
們
「
倚
天
主
A
M
叫
來
臨
」
而
天
闊
的
的
站
立
亦
就
是

福
音
的
中
心
思
想
(
稅
)

6
2

、

4
a
f
-
-
E
4
\
E
S
E
S
R
C

。
此
J

u
u
3
J
→
1
，
陣
陣
叫
叫
戶
宮
。
迫
切
巴
巴
\

位
問
古
今
中
外
的
民
族
對
於
晚
般
峭
啥
的
叫
“
山

帕
叫
做
大
都
懷
有
前
愕
崇
拜
之
芯
這
對那
些
一
位居
於
一φ

原
地
區
的
百
姓
更
是
有
過
之
而
無
不
及
是
以
各
民
族

大
郁
有
白
己
的
雪
山
中
悶
著
名
的
五
級
就
是
一
例
它

們
一
品
聳
主
會
可
竿
而
不
可
及
使
人
頓
生
奧
秘
神
聖
的

感
覺
學
經
中
的
以
民
亦
不
例
外
學
經
上
道
及
「
天
主

的
山
」
或
「
雪
山
」
之
處
更
是
不
勝
枚
舉

「
天
主
的
山
」
第
一
次
出
現
是
與
梅
瑟
的
被
也
有

密
切
關
係
的
的
乃

山
(
叫
3
1
見
4盯
m
s
仰
的
u戶

昀
詞
)
很
可
能
這
峰
位
於
西
乃
半
島
南
端
一
的
途
兩
千

多
公
尺
的
岐
山
在
以
民
之
前
早
已
為
本
地
的
居
民
米

德
叫
人
叫
符
盤
山
了
但
赴
米
總
結
人
雖
然
一
向
被
損

符
做
一
紳
敬
的
崇
拜
各
部
坐
不
能
說
是
以
民
沿
用
了

他
們
的
習
俗
而
重
視
西
乃
山
叢
山
3

1

所
說
的
「
天

主
的
山
」
是
與
以
民
的
領
抽
梅
瑟
及
全
體
以
具
有
看

區
懷
密
切
關
係
的
山
在
這
裳
偽

H
b應
當
遵
命
脫
去
胸

上
的
鞋
以
示
崇
敬
(
削
3
5
6
)
在
這
里
剛
到
領
受

了
你
放
以
民
的
偉
大
使
命
(
山
3
刊
)
也
是
紅
心

U

喪
叫
民
與
天
主
立
約
結
且
傾
受
法
律
(
山
的
i
M
M
)
。

後
來
一
旭
里
亞
先
知
受
迫
害
時
亦
投
奔
這
座
「
天
主
的

山
」
來
遊
雌
雄
「
列
上
的
口
8
)

除
上
述
者
之
外
熙
雍
山
亦
稱
學
山
成
「
天
主
從

開196-197 

山
」
(
剎
圳
的
3
制
2
3
U
9料
4
2
)
。
究
其
原
也

並
不
是
因
為
叫
別
具
有
什
麼
本
身
了
不
起
的
恨
他
而

完
全
是
因
為
天
主
自
己
練
選
了
它
作
為
自
己
的
居
所

所
致
因
此
其
他
一
切
向
聳
的
叫
峭
的
大
山
使
相
形
見
仙

五
它
成7
叫
民
你
不
可
蔽
的
堡
略
帶
石
(
…
峭
的
s

m
1則
3
5
)

一
切
善
良
的
叫
鼠
將
巾
一
匕
耐
性
得
祝
一
禍

及
經
過
它
而
讚
頌
覓
一
品
的
上
主(
副
川
的
3
s
m
|

叫

篇
)

巴
翻
山
有
時
亦
稱
瓜
「
天
主
的
山
」
(
見
一
詠
的

但
是
在
這
般
陸
以
民
歷
史
上
的
「
雪
山
」
中
只

有
熙
雍
山
具
有
「
木
世
論
」
的
意
義
在
這
里
上
主
將

獲
得
眾
正
的
榮
耀
(
例
圳
的
自
)
散
居
流
亡
的
叫
民
將

在
其
上
盛
宴
高
歌
(
喇
鈞
6
|
M
幻
間
的
叩
)
上
主

將
一
視
同
仁
使
趾
行
正
義
的
外
邦
具
民
亦
有
份
參
與

這
座
雪
山
上
的
歡
宴
(
山
削
弱
1
8
)
哭
氏
要
向
它

奔
赴
聆
取
法
律
雪
訓

(
湖
2
2
3
)。
雖
娘
叫
眉
立

的
外

邦
人
要
肉
它
問
攻
但
終
不
得
逞
凶
為
上
主
要
親
a叫
保

護
它
(
闊
的
刊
)
。
它
將
成
為
宗
教
的
中
心
(
別

叫

“
-

n
)
在
聖
經
上
照
雜
多
次
是
耶
路
撤
冷
的
代
名

詞
讀
者
山
上
述
的
引
流
經
文
中
府
可
領
會

兒
盛
會
山
(
韓
)

門
口
、
←
匕
首
民
目
也
「
A
d
z。
可
z
a
J

「
天
主
顯

H
L司
/
斗
斗
曰
“m
E
豆
豆

g
E
D
M
之

現
」
日
起
經

學
上
的
術
γ拍
拍
天
主
似
倍
感
J
H叮
覺

自殼
的
形
像
或
人

物
顯
現
與
人
放
絡
來
品
是
與
一
，
州
稅
」
和
「
夢
況
」

有
恥
「
科級
」
和
「
莎
的
朋
-
4
常
只
品
N
S》
人
的
泣
d
k

天
主
的
敗
現
如
涉
反
人
的
感
覺
使
人
叫
H
K
杭
山
仰
天
于
似

怯
的
事
物
和
形
像
見
到
聽
到
觸
及
到
純
法
例
泊
的

-
f
f

、

主
此
時
此
刻
的
親
臨
像
這
樣
的
戚
戚
們
約
到
訓
部
倘

有
所
記
述
尤
以
哲
約
為
然

天
主
顯
現
方
式
不
一
有
時
令
人
μ

其
L
山
間
甘
情

發
有
時
令
人
聞
其
聲
而
不
見
其
形
的
指
如
天

J
t
w決

紛
回
制
與
問
蚓
(
制
3
8
l
H)、
叫
叫
蚓
(
倒
也7

口
!
自
)
依
撤
格
(
側
必
1
6
)

、
淵
糾
糾
(
例

的
“
缸，
叫
H
n
91

呵
，
參
見
叫
6
2
3
鼠
也
4

.

6
)

後
者
如
天
主
顯
現
給
在
日
旬
勒
布
山
牧
羊
的
梅
瑟
(
出

3
1
l
4
刊
)
、
亡
命
到
閣
制
制
山
的
叫
到
蚓
(
州
上

"
1
l
e

M
)
給
耶
穌
授
洗
的
若
翰
(
蹦
3
呵
!

口
也針

見
封
1

個
|
制
)
、
得
見
耶
穌
顯
學
一
容
的
三
他
足
他

(
喘
口1
.
8

，

多
見
糾
糾u
m
1
M
)
。
從
曠
野
中
天
土

花
花
這
樣
顯
現
給
制
詞
和
叫
民(川
w
m
間，
目
巾
的

申
4

叩
|

H
)

舊
約
內
常
提
到
「
上
主
的
佼
者
」
「
成
天
主
的

佼
者
」
(
削
叫
“
7

口

創
口
n
u
H
M訓
u
u

川
3
2
6

M
u
n
叩
|
且
同
u
n
-
-

臼
聞2
1
1
5

6
U
H
U

s
n
n

m
1
u
口
3
1
6
u
s
等

處
)
制
制
亦
常
捉

到
(
職
m
z
制
1
u
2
9
剩
5
的
8
甜

甜
眩
目
等
處
可

伯
利
這
位
「
上
主
的
佼
者
」
出-
7日口
行
事
九
其
在
你
約
內

無
其
天
主
自
己
所
以
應
純
瓜
天
主
的
顯
現
老
H
M
「
仁

主
的
使
者
」
條

此
外
在
舊
約
內
天
主
亦
常
借
人
形
顯
現
與
人
如



削
他
-
-
a
凹
制5
臼
目
叫
閃
閃
叫
天
主
又
常
以
自
然
界

赫
赫
戒
辟
澈
的
驚
人
現
象
表
示
臼
已
的
結
緣
(
泳
時

間
;
刊
)
這
些
現
女
不
外
是
Z

們

(
A
W
M
m
u
)

閃
屯
(
側
門H
M
m
3
8
)
地
在
(
叫
W
M
民
5

4
5

圳
的
叫26

)
烈
火
{
帥
的
口
附3
2

日
n
n

W
M
)
風
暴
(
川W
M
U

制
幻
1
u

樹
狗
叫
)
尤

其
是
主
主
竟
成
了
天
主
長
期
刊
性
的
資
際
可
覺
察
的
現

象

(
山
附叫
時
間
的
別
2
)
在
曦
野
行
程
恥
天
主
藉
雲
桂
作

以
民
的
嚮
導

(
山
u
n
n
M
M
f

“
申
1

臼
)
在
品
目

前
軒
門
口
乘
主
降

F

與
梅
瑟
交
次

(
出
刃
，

!

u

戶

口

n
u
s

申
HU
H
臼

參
見
瑪
U
S
叫
““
)
祝
辜
會
幕

和
聖
殿
時
上
主
諮
主
頃
蓋
會
幕
充
滿

g
r殿
可
指
定
會
甘
構

和
想
般
情
叫
己
的
叫
出
所
以
贖
罪
在
作
自
己
顯
靈
施
圳

的
講
時
(
出
肘
。
但
柏
村
叫
自
肋
的2
戶
7

個
列
上
8

M
H
)
上
主
一
架
主
領
導
以
民
街
過
以
民
教
訓
以
民

(戶
9
n
n
u

冰
喃
地H
M
W
7
)

上
主
原
是
無
彤
的
純
腳
他
的
本
體
決
不
是
惑
(
且

可
能
覺
察
的
對
象
人
是
不
能
看
見
天
主
的
(
出

H
U

m
-

自
巾
4
時
間

1

別
多
此
札
-
M
6

“
弟
的
6
M

右
-
4

臼
)
天
主
顯
現
為
就
〈
n
人
件
借
用
形
聲
使
人

得
知
天
主
此
時
此
心
血
的
存
在
與
人
發
生
外
在
的
接
觸

脹
起
天
主
照
顧
閥
導
世
人
所
用
的
一
種
微
妙
方
法

的
日
以
民

m
h心
任
何
人
見
了
天
主
就
雌
雄
兒
有
亡

一
(
圳m
n
u甜
的
口
叫樹
6
4
)
。
這
泄
不
是
說
人
見

了
天

帥
一
主
齡
要
死
而
是
派
人
不
可
冒
失
進
犯
天
主
的
尊
隊
值

F
N扭
扭
，
盃
一尺
主
而
d
H
d
死
亡
戶
山
山
的W
M
1

H
M
H
m
H

198 開

參
見
智
口
自
1

訂
)
如
天
主
臼
可
屈
尊
犧
現
與
人
人

見
了
天
主
不
但
不
死
反
而
更
內
有
一
福
(
創
刊
M
E
I
M

d
M阱
，

u

則
6
n
n
u
n
n
)

約
此
刑
制
上
仍
記

敲
一
些
覓
能
於
天
主
的
義
人
在
生
時
再
三
見
到
了
天

主
生
活
得
更
為
朱
高
間m
r
u已
成
依
樣
怯
和
各
怕
(
創

U
7
U
m
u
m
z剖
n
H
n
s
)梅
瑟
和
日
民
中
的
一
些
一

長
老
(
出
圳
的
'，

H
)
尤
其
是
梅
瑟
時
與
天
主
見
面

長
扎
加
惠
叫
民
(
削
"
的?
"
問
u
s
l
s
制
MM
M
)

所
謂
「
面
的
面
」
是
指
親
密
有
如
朋
友
而
一

-
A
(
出

口

u
)
並
非
指
梅
瑟
實
在
見
到
了
天
主
的
真
面
目
而

只
是
見
到
了
假
借
的
形
像
(
叭
"

閥

，
且
戶
也

8
)

雖
然
如
此
總

H
t仍
不
敢
與
天
主
正
面
相
對
天
主
的
尊

嚴
逼
使
他
不
敢
對
天
主
正
面
仰
視
(
山

3
6

參
見
依

。
P
B

‘
z
'

，
'

，

6
1
1
5

)
聖
經
上
常
以
大
自
然
赫
赫
吱
嚴
的
現
象

描
繪
天
主
的
顯
現
不
仰
悠
表
示
天
主
自
巨
大
自
然
的
主

?
而
且
也
是
偽
表
示
天
主
神
學
不
吋
侵
犯
令
人
起
敬

生
炭
(
漁
)

1草 屋 講~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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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丹
是
宵
的
敬
禮
花
旦
創

1
H

閻
明
改
天
上
的
光
給

太
陽
月
h
L
m星
宿
是
天
主
所
創
造
的
作
何
不
言
而
喻

的
收
洲
選
民
外
邦
人
所
恭
敏
的
舉
措
川

U

是
受
造
之
的

注
目
是
符
幫
均
世
人
的
生
活
而
制
定
的
在
市

4

"

悔

立
卡
分
清
M
E講
述
逗
報
道
建
改
「
當
你
學
自
學
天

觀

昔
日
月
星
辰
和
天
上
的
來
每
一
宿
時
切
不
要
為
之
勾引

而
去
做
拜
事
主
那
原
且
是
上
主
你
的
天
主
分
賜
給
許
天

F

萬
民
享
用
的
.••.. 

」
殆
到
公
元
前
第
八
第
七
俠
仗

時
先
是
單
述
而
後
是
巴
比
倫
的
宗
教
的
街
和
信
仰
威

脅
著
以
民
甘
情4

牽
連
他
們
也
開
始
敬
汗
{
天
上
萬
梨
」

熱
心
的
君
主
如
希
則
克
雅
和
約
央
雅
以
及
先
知
例
如

依
圳
的
訓班
8
2

W
H
亞
5
扭
曲

索
l

s

等
都
一
致
攻

擊
這
模
不
正
當
的
崇
拜
這
種
唔
，
鼠
的
叫
U
A
N拔
智
u
z

g

雖
不
算
寫
最
下
等
的
邪
釋
然
而
總
是
觸
犯
唯
-
的

真
天
主
從
第
七
位
紀
起
以
民
間
始
獻
的
計
給
一
夫
上
晶
兩

個
恨
，
一
比
風
俗
直
到
新
約
時
代
有
些
地
方
仍
保
存tu
A

而
聖
保
線
要
使
基
督
徒
絕
則
遠
離
已
使
寫
了
那
叮
仗

如
一
白
而
又
很
嚴
重
的
活
一
外
教
人
所
你
巳
的
正
叫
小
叫

邪
礎
而
不
是
祭
吧
真
神

-
E
.
E
.-

二
裕
的

ω
m

)

技
捏
一
經
所
敝
人
們
在
天
來
之
中
特
別
恭
敬
(
，
)

太
陽

(
制
4
"

制
訂
甜
馴
8

時

做
M
m
n等
)
(

二
)

月
亮
(
叫
4

凹

約
刮
目
)
也
在
叫
你
叫
7

時
所
謂
的
-
人

后
一
是
指
月
完
全
一
)黃
道
帶

(
列
F

n
s

)
(
內

)

到
5
品

所
記
述
的
制
固
和
似
乎
是
一
個
別
叫
峭
的
是
科

z
g
F

克
注
且
是
土
屋
一
腳

兒
天
后

「
山Y圳
」



心
\
鞠
天
主
的
佼
者

~

(
詩
句
曰
:
旦
)

,1{ 

M
2
、
一
三
角
U
J
L
A
J
h
E

→
「
C
S
σ

。
『
C
Z
J

叫
“
「
斗
/
斗
立
，
自
主
的4斗

/
E
E
m

E

」

羔
羊
在
梅
瑟
法
律
之
前
即
已
成
為
獻
祭
的
犧
牲

(
削
4
4
"“7
)
。
叫
民
出
樹
則
後
尤
其
樹
到
法
律
完

成
之
後
羔
羊
成
了
最
主
要
的
獻
祭
的
犧
牲

(
見
祭
把

織
越
節
)
並
且
羔
羊
多
次
被
視
路
線
非
無
辜
無
依
無

靠
的
象
做
{
依
呵
?
耶

叫
“
)
名
船
開
指
是
耶
穌
心

「
天
主
的
羔
羊
」
(
右1

的
!
抽
)
一
方
面
是
時
小
心

穌
呵
呵
真
正
的
蛤
越
笛
甘
甫
平
(
叫
U
S
|
甜
椒
前
5
，

斜
"
品
)
另
一
方
面
暗
示
耶
穌
即
是
依
臼
7
所
心
的

那
如
美
羊
飢
似
的
「
上
主
的
僕
人
，
一
(
關

8

口
掛
扭
盯

尉
8
甜
甜
前
2
自
制
9
詞
)
制
叫
劉
中
曾
二
十
八
次

稱
耶
穌
為
「
羔
羊
」
這
「
羔
羊
」
本
但
是
待
萃
的
主

m

y
「
(
5
M
7
H
U
H
U
8
)
而
更
是
坐
在
天
主
的
寶

座
上
永
進
在
光
榮
中
作
玉
的
羔
不
(
5
8
M
H
6
H

7
.
凹
的
8
的
a
U
H
釗
盯
n
l
3
)
，
坦
是
品
好
他

用
向
己
的
質
血
敘
說
了
情
人
的
原
故
(
7
H

結
3
H

8

目
U
H
伯
的
1

刊
)
洗
掉e
h
翰
稱
耶
穌
為
一
天
主

見
上
主
的
使
古

m
天
主
的
名
字
(
諾
伊
拉
拉
)

見
天
主

U叫199-202 

的
羔
羊
」
也
表
示
已
經
來
臨
的
默
西
亞
並
不
是
為
人

民
所
希
望
的
耀
武
揚
威
得
勝
仇
敵
建
立
這
昧
王
國
的

什
h
r
t而
是
忍
州
市
受
哼
肘
，
叫
已
的
背
血
事
死
單
化
陀
人

的
在
干
名
叫
「
天
主
的

-
r亦
不
必
再
同
他
完
全
國
團
鈴
天

主
且
是
天
主
昕
揀
還
而
樂
章
咚
茫
的
犧
牲

。

兒
救
主

(
陳
)

n
H
V、
←
仁
h
u
J
I
R揖
貝
克
『
。
在
g

n
o
J

創
立
/
斗
Z
F
H
H
A

)扭
啃
/
旱
。
三
已
呂
立之

「
天
主
的
照
顧
-
一
一
逗
個
名
站
在
希
伯
來
文
沒
希

蝴
文
上
是
波
有
的
但
一
直
故
不
是
說
它
的
觀
忿
不
在
輯

經
範
闡
明
之
內
怕
反
地
乍
聖
經
上
相
當
慢
市
地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立
一
一
口
祠
來
友
違
法
畫
述
天
主
照
顧
的
事
實
它

是
天
主
的
思
念
道
路
汁
叫
忠
告

H
h
A天
主
的
品
決
它
是

不
吋
測
川
恆
的
背
心
無
比
的
最
圳
特
的
吏
，
付K
T
良
的
主

公
說
義
的
是
昕
向
無
做
無
往
不
川
的
「
出
5
H
M
揖

盯
凹
口
冰
H
M
H呢
e

約
叩
岫
2
刊
M
S
等
)

1

對
自
然
界
的
照
一
叫
天
主
不
口
、
造
了
大
地
站
物

(
削1
)
投
且
也
給
一
切
交
造
之
吻
定
來
了
法
律
加

以
掌
管
(
削
8

位
叫
5
位
訕
訕
甜
甜
制
必
詞
詗

巾
的6
等
)
，
及
保
存
(
副
酬
叫
必
)
，
在
母
胎
內
造
化
人

領
(
制
m
s
u
一
刑
犯
叩m
n
刊
)
賜
與
人
R
A走

獄
生
命
(
向
山
u
u
u約
4
、
品
川
M
n
M
創
刊
M
S
幻
M

京
的
站
等
)
俊
的
露
，
「
時
品
品
太
地
(
制
幻
閥
、
冰
的

M
M
勻
叫
持
自
f

叩

l
r
5
H
做
上
眩
目
"
等
)
或

將
之
廿
防
不
使
F

降
(
列
士
口
1
型

4
7
)
是
天
主

L

己
來
接
納
悶
野
開
美
麗
的
自
合
刊
化
(
瑪
6
且
訕

刷
刷u
n
n

J叮

2
在
以
民
的
歷
皮
上
以
民
企
都
已
段
史
的
侮

J
R

無
本
h札
卡
分
有
燈
明
而
喃
地
信
心
山
L
主
對
叫
尺
，
祈
線
的

特
殊
叫
珊
，
吼
叫

J

且
個
叫
民
族
內
壇
“
吐
的
w
m院
時
代
ρ
'
仁
耐
州
內

必
即
將
到
來
的
曙
光
糾
放
之
潔
無
時
悅
。
川
卜
丘
受
y
u

上
主
的
特
殊
照
料
將
它
山

4

切
叭
叭
瓜E
/一
山
，
ι

刊
以
圳
來

(
叫
7
6
M
2
叫
甘
心
u
m
-
m
3
1
2
)
成
時
川
已

的
叫
性
(
泳
的
6
?
依
的
1
臼
)
崎
叮
他
們
山
為
伙
之

地
1
)

埃
民
拭
悟
"
敘
h

山
回
來
引
領
他
們
經
過
他
叫
人
司
的
積

野
幫
助
他
們
注
怯
怯
法
學
地
將
他
們
h
k
R存
訊
前
與

他
們
旭
光
的
竭
地
(
舵
的
7
η
8
)
投
閃
閃
也
們
汀
立

盟
約
等
這
一
切
無
不
是
在
泣
明
天
主
划
何
照
刷
了
以

叫
蚓
U民
族
(
見
此
喃
地
M
m侃
"的
叫
山
下
9釗5
等

)
G
利

命
仗
的
中
心
思
您
可
ι
也
說
是
天
上
立
刻
以
民
的
照
州
以

氏
所
吏
的
一
切
紅
衛
研
緣
M
R
迫
恥
辱
以
失
所
覓
得
的

光
M
L
幸
風
無
不
是
叫
民
是
已
遵
守
上
主
紐
約
豆
制
蚓

法
律
的
結
果

(
市
4
自

『
缸
怨
自
“
民
2
u
l
臼

'
、
S
J

、
‘
'
。

3
7
8
臼
繳
上
4
|
7
列
上
臼
曰
“
M
M
n
M
等
)

3
在
人
類
的
歷
史
上
雖
然
天
主
恃
別
照
顧
了
以

民
位
先
知
們
強
調
他
並
演
宿
將
其
他
一
切
段
故
芝
正

或
葉
之
不
顧
(
亞
9
，
)
一
大
主
時
時
利
用
他
們
來
元

成
日
己
的
。
不
叫
劉
(
山
間
7
u
m
?
H
m
叫
筍
，
幻
‘
川

'
‘
、
'
。
，

叫
的
7
依
机
目
的
H
等
)
在
天
主
的
作
向
中
對
人
類
比

P
有
位
待
開
M
你
的
有
以
扣
川
藏
針HA巳
民
耳
塔
的
事
趴

(
削
6
|
9
m
1tg

)
，
到
糾
蚓
拉
刮
風
甜
的
滅
亡

(
糾ω
)
，
大
干
這
罰
那
些
壓
迫
叫
叫
別
的
民
族
(
趴



1

3
2
3

)
使
地
肋
舍
特
人
及
阿
蘭
人
遷
居

(
岐
9

7
)
上
主
一
切
對
人
煩
的
作
為
都
是
在
學
備
天
主
艸

闋
的
時
他
立(
制
2
2
l
4
m
u
M

目
的
7
)
。
這
個
神

闖
將
要
統
治
惜
一
上
一
切
的
國
家(迷
2
缸
!
“
7
8
)

4
對
個
人
的
照
顧
不
同
是
門
然
界
的
成
物
閥
家

及
副
體
是
天
主
照
顧
的
叫
到
象
而
個
人
也
包
搭
在
上
主

一

照
顧
的
範
圈
之
內
諾
厄
認
巴
郎
依
撤
格
雅
各
伯
右
瑟

及
梅
瑟
的
個
人
事
鼠
的
記
載
無
不
清
楚
地
指
出

了
這

一
點
其
中
尤
以
右
瑟
的
遭
遇
最
為
突
出
天
主
以
他
的

上
智
卅
施
使
一
件
惡
事
生
山
美
奸
的
結
果
來
(
制
的

5
|
8

叩
叩
)
「
人
心
襄
都
策
創
刊
己
的
行
划
內
糾
他

的
步
伐
部
由
上
主
女
配
」
(
法
的

9

見
W
U
)
這
種

信
念
在
以
民
的
心
中
是
非
常
深
刻
的
土
主
指
定
每
人

、
'

，

:
‘
'

的
詩
數
(
A
M
5
冰
川
M
)
破
壞
耐
心
人
的A
釗
(
約

5
u
|

吋
)
上
主
快
，
叫
己
所
定
的
人
受
賄
丹
研
難
以

改
正
他
的
過
錯
增
圳
他
的
幸
福
(
約

5

叮
盯

汎
3

u
問

刷
刷8m
輯
也
5
l

u
)。
赦
此
人
人
應
以
亦
誠
的

信
心
依
靠
上
主
慈
祥
的
照
顧

(
一
詠
幻
前
的
6
自
M

w
m

u
n
M
等
)

5

照
顧
的
本
身
天
主
對
外
的
每
一
股
照
顧
行
肉

都
在
顯
示
天
主
本
性
的
不
同
特
點
他
自
永
遠
便
知
道

將
要
發
生
的
事
情
並
將
之
報
告
人
類

(
列
下
凹
自
依

-
M
m
n
m
M
g
M

們
7
)
他
更
將
特
殊
的
使
命
賜
與
他
所
親

一~
臼
練
選
的
人
(
m
I
s

樹
M
N
I|

6
"
-
-

5
)
祖訓

仙
一
定
U
W
J事
政
發
生
的
時
刻

(
船
ω
n
片后
如
災
綱

J
F
必
5
"

刺
2
3

叫
仙
抖
抖
2

削
H
P
S
d
U
M視
戶
叫到
J

203 凶

降
到

(
晰
8
刊

)
懲
消
及

a審
判
成
凶

(
則
必
s

依
口

f

切
1
H
4

H
扎
扎
的
節
索
1
?
M
|
口
)
救
援
(
依

"
8
)
等
速
世
間
的
一
切
災
禍
也
都
有
天
主
的
安
排

或
許
可

(
亞
3
6

依
約
7
)
這
些
災
稍
有
時
是
來
自

原
祖
父
母
的
犯
命
或
「
五
絨
」
的
過
犯
(
側
的
叩
)

有
時
如
是
為
煉
淨
他
所
特
遷
的
百
性
(
制
8
2
)
或

義
人

(
制
1
2
鞘
3
6
)
，
有
時
亦
是
為
賠
補
他
人

的
過
犯
比
如
「
上
主
的
僕
人
」
所
受
的
痛
苦
(
依

自

4
|

叩
)
，或者
是
來
日
永
生
的
保
證
(
圳
的
U
物
時

利
3

1
3
5
2
2
)

山
非
您
是
與
天
主
的
長
公
v
t
m
I
紹
到
相
反
均
不
兩

立
的
因
此
圳
圳
股
人
罪
惡
的
來
源
型
經
總
是
強
調
來
日

人
的
自
巾
立
志

(
制
日
宇
間
m
m
n
m

m
幻
6
德

的
時
l
l

口
)
「
州
與
天
主
是
無
關
的
仰
是
從
另
一
方
面

來
4科
研
純
也
必
耐
天
主
統
治
人
的
心
靈
意
志
「
君
王

的
心
和
上
、
于
十
一
于
裝
有
如
水
流
可
隨
意
轉
移
」
(
制

幻

2

見
此
閃
閃
6
、
亦
刊
M
H
mmu
l
)現
在
問
題
就
發
生
在

逗
襄
既
然
天
主
統
治
人
的
自
由
意
志
又
如
何
可
說
罪

惡
的
來
源
完
全
歸
特
於
人
間
已
呢
只
是
改
天
主
有
時

可
伙
人
的
雞
叫
品
生
山
衍
的
結
果
來
是
不
夠
的
(
創
叩

2
刊
的
5
)
其
次
砂
土
經
上
還
有
不
少
的
改
活
方
式
似

乎
完
全
是
相
反
天
主
的
聖
彼
仁
主
及
正
義
的
比
如
天

主
使
法
郎
的
心
(
川
4剖
7
3
9
M

刷
刷9
口
M
)
，
使

以
民
的
心
(
依
4
M
瑪
的
刊
|
臼
谷
4
m
l
u

路
8

8
"

。
希U
M
|

叫
)
變
成
頭

，而
不
化
的
硬
心
拒
絕
了

間
剃
蚓
(
制
鈞
且
出
l
z
3

叫
咱9
M
U
)

，
使
叫
民
自

盲
心
百
(
依

m
g
M
)
激
動
人
作
必
騙
人

(
撒
上
必

凹

撇
下
的
M
M
I
列
上
泣
甜
甜
)

及
反
叛
(
民
9

詞
)
等
為
正
確
的
明
僚
及
解
釋
上
述
以
及
其
他
類
似

的
按
法
或
們
憋
當
在
意
雨
點
其
一
以
民
向
來
完
全
不

分
某
某
事
物
的
首
因
及
次
閃
而
將
一
切
事
物
的
發

生

宿
統
地
皆
歸
且
因
l
|

天
主
雖
然
明
知
有
人
偽
的
次

困
在
但
俊
者
是
無
關
重
要
的
其
二
以
民
的
作
者
不
分

何
者
是
天
主
銜
接
所
為
的
或
只
是
容
忍
准
許
的

但
新
約
部
特
別
強
調
天
主
對
一
切
人
的
慈
愛
一

份
向
仁
他
使
陽
光
照
相
關
帶
人
也
m
w
m
必
人
賜
雨
訊
與

義
人
也
賜
與
不
義
的
人

(
瑪
5
“

此
芥
6
品
)
要
求

世
人
對
天
主
的
照
頗
有
絕
叫
到
依
持
的
心

(
職
6

自
I

M
m
甜
!
缸
)
天
主
叫
到
一
切
仰
人
照
顧
的
最
明
顯
的

證
線
是
他
悟
"
救
全
人
類
的
刮
到
並
不
分
猶
太
人
或
外

邦
人
(
即
雌刊
)

見
預
定
封
遺

(
恥
)

m
天
主
的
全
副
武
裝

\
C
。
《
山
、

ω

〉
『
目
。
口
同J

f
〉
『
B
E
E
S

U
皂
、

武
器
具

有
象
徵
性
的
意
義
在
新
約
中
只
見
於
你

祿
的
書
信
他
將
傳
教
的
工
作
視
為
基
督
的
戰
爭
而
他

所
用
的
武
器
是
無
往
不
利
的
(
船
後
6
7
的
4
)
教

友
們
的
生
活
亦
是
一
種
戰
爭
教
友
聽
利
用
自
己
的
武

器
(
朝6
H
U
n
)
為
變
得
勝
利

(
制
6
M

|

叮
)

「
怯
穿
上
哭
主
的
全
副
或
接
」
寫
抵
抗
「
這
黑
暗
世
界



﹒
\
的
E
E
t
o
h側
蚓
吏
消
楚
地
描
寫
各
極
武
器
的
問
途

「

均可
~
用
民

連
作
帶
」
不
只
是
觀
斟上
的
員

也
而
是
積犧
地

-
絕
對
地
反
就
-
切
的
趣
聞
間
「
以
正
義
作
甲
」
就
是
心
靈

-
要
正
直
倫
理
要
完
整
「
以
和
平
的
一
一
幅
音
作
鞋
」
(
始

一
2

口
)
教
友
應
努
力
地
爽
快
地
接
受
及
他
將
福
音
則

和
平
及
勝
利
必
定
在
握
「
以
信
德
作
盾
牌
」
這
「
信

總
」
不
只
是
個
人
主
般
的
一
種
信
念
而
是
天
主
所
啟

示
的
全
部
翼
翼
有
了
這
真
理
就
可
以
「
撲
滅
惡
者
的

一
切
火
箭
」
帥
一
切
的
邪
說
異
端
「
以
救
恩
當
盜
」

「
救
恩
」
本
是
末
世
的
特
恩
但
教
友
現
在
已
分
享
佔

有
了
它
是
初
熟
之
果
是
必
得
「
救

閃
己
的
保
證
「
以

盈
門
肺
作
利
劍
」
天
主
舉
辦
居
在
人
心
中
啟
示
人
利
用

一
職
音
上
的
真
理
來
退
部
一
切
的
誘
惑
就
如
耶
穌
退
了

魔
鬼
的
誘
惑
(
璃
3

刊
)

(
韓
)

加
天
主
啟
示
教
義
憲
章

(2
ω

CH
E
E
g

o
-5
5
?
"
E
O
D
 

白
。E
S
E

S

已
。
聞
自
凶
立
自
已
。
巳

E
E

J

M
H
n
d
、
n
z
c
。
口
。
、

「
天
主
啟
示
教
義
憲
章
」
是
梵
蒂
岡
第
二
屆
大

公
會
議
所
發
表
的
十
六
個
文
件
之
一
於
一
九
六
五
年

十
一
月
十
八
日
正
式
通
過
公
佈
啟
示
憲
章
躍
然
只
有

六
章
二
十
六
笛
比
起
其
他
大
文
件
少
之
又
少
但
曾
經

過
四
次
修
訂
之
後
J
得
通
過
由
此
可
見
參
加
大
公
會

議
的
教
長
們
對
此
→
文
件
的
嚴
正
償
重
態
度
敬
長
們

之
所
以
如
此
是
因
瓜
此
文
件
在
辦
學
上
佔
有
極
重
要

I!.q 204--205 

的
位
置
因
為

其
他
文

件
都
應
以
天
主
的
啟
示
以
及
人

類
對
天
主
啟
示

的

信
仰
為
依
歸

本
憲
章
雖
然
名
為
天
主
啟
示
憲
章
實
際
上
是
到

蒂
岡
第
二
屆
大
公
會
議
對
聖
經
所
發
出
的
宣
言
先
說

明
天
主
的
學
言
是
由
天
主
發
出
馬
邀
請
人
類
拷
受
天

主
的
友
誼
(
第
一
章
)
而
後
講
述
天
主
的
學
言
保
存

在
學
經
和
學
傳
襄
並
傳
授
給
一
脈
相
承
的
教
會
(
第

二
章
)
因
里
帥
的
默
感
而
成
濤
(
第
三
章
)
繼
而
敘

述
替
約
的
救
援
史
(
第
四
章
)
和
救
援
史
的
頂
學
|

新
約
彼
此
間
的
關
係
(
第
五
章
)
最
後
以
學
經
在
教

會
的
生
活
中
所
佔
有
的
重
要
性
作
結
因
為
學
經
是
教

會
的
「
生
命
之
糧
」
是
教
會
「
精
神
生
活
澄
清
不
姆

的
泉
源
」本

憲
章
的
特
色
在
於
特
別
強
調
學
經
學
傳
與
教

會
訓
導
權
彼
此
之
間
的
關
係
「
以
權
威
解
釋
所
寫
或

所
縛
的
天
主
聖
言
之
職
權
只
屬
於
教
會
生
活
的
訓
導

她
藉
耶
穌
的
名
義
而
行
使
權
威
但
教
會
的
訓
導
權
並

不
在
天
主
的
言
語
之
上
而
是
為
天
主
的
一
一
言
語
服
務教

會
訓
導
權
所
敬
的
僅
是
由
傳
授
而
來
的
換
言
之
她
謹

遵
主
命
並
藉
著
聖
神
的
默
佑
虔
敬
地
聽
取
善
加
護
守

並
忠
實
地
陳
述
天
主
的
言
語
凡
她
國
天
主
啟
示
所
公

佈
為
首
信
的
一
切
都
是
由
這
一
個
信
德
的
寄
托
物
所

吸
取
的
因
此
可
見
學
傅
聖
經
及
教
會
訓
導
權
按
天
主

極
明
智
的
計
到

彼
此
相
輔
相
成
三
者
缺
一
不
可
提
且

三
者
按
各
自
的
方
式
在
同
一
聖
神
的
推
動
之
下
同
時

有
劫
地
促
進
人
蠶
的
救
緩
」
(
見
第
卡
筍
)
同
時
本

憲
章
也
特
別
技

勵
每
位
、
伯
文
研
讀

娘
叫
租
司
仙
勵
基
督
如

徒
們
當
敞
開
到
達
聖
經
的
門
衛

.. 
﹒
凶
"
沁
天
主的
請
愿

當
供
給
給
一
一
切
的
時
代
為
此
教
會
以
慈
母
的
心
腸
加
訟

法
促
使
合
適
而
且
正
確
的
件

-
j
u
-
-口
之
譯
本
山
版
尤

其
按
聖
經
原
文
翻
譯
更
叫
﹒
(
見
，
一

L
l
三
節
)

「
所
以
一
切
神
職
人
員
特
f
U

注
僻
的
，
吋
祭
何
以R
A

其
他
如
六
口
間
傳
教
品
依
法
叫
H
A
道
做
血
伯
拉
務
必
致

力
於
動
讀
聖
經
及
精
細
研
"

..

... 

神
聖
的
公
議
會
也

同
樣
釗
切
並
特
地
勸
告
一
吋

H
哨
位
叫
“
從
特
別
是
修
會

的
會
士
們
要
繪
著
多
讀
會

經
去
學
習
「
耶
穌
基
督
高

超
的
知
識
」
(
對3
8
)

「
凶
為
不
必
識
單
純
帥
不

認
論
基
督
」
(
學
熱
線
尼
笑
語
)
所
以
一
些
甘
心
悄
顧

地
或
結
著
充
浦
天
主
言
語
的
聖
種
低
戒
值
和
著
熱
心
閱

讀
或
血
和
若
適
合
此
事
的
講
習
會
以
拔
將
其
他
受
教
會

司
牧
批
准
及
督
導
的
而
在
談
們
現
代
到
處
盛
行
的
方

法
去
接
近
學
經
商
賀
詞
住
祈
叫
做
當
伴
隨
古
學
經
閱
讀
偽

形
成
天
主
與
人
之
間
的
會
訊
國
沁
「
話
說
們
昕
紛
時

我
們
向
他
說
話
當
我
們
念
天
主
型
工
口
時
我
們
聽
他
講

詰
」

(
娶
盎
博
經
削
語
)
」
(
兒
二
卡
五
筍
)

見
默
感
信
德
的
寄
托
教
會
(
五
)
(
陳
)

KM
」
屯
人
民
苟
「∞
E

J
太
陽
在
占
來
方
民
依
宗
教
歷

到

-
1月
E

P
f
ω
。

三

』

J
f
I

d

、
央
文
化
上
佔
有
非
常
重
要
的

位
置
絡
外
是
在
.
一
切
阿
語
系
民
族
中
無
不
將
之
紛
為

神
明
而
加
以
頂
禮
崇
拜
的
悅
有
代
以
色
列
民
族
巾
卸

明
文
規
定
不
可
崇
拜
太
陽

(
申
4

"

口
3

)
因
鼠
太

陽
與
月
亮
只
不
過
是
天
主
創
造
的
「
兩
個
大
光
總
」



用
以
推
制
登
夜
而
已
絕
非
什

麼
一
腳
明
(
創1
M

U詠
的
們

M
)
只
這
一
點
就
呵
以
看
出
以
民
宗
教
之
偉
大
及
高

尚
絕
不
與
當
時
一
舵
人
的
信
仰
及
迷
信
而
同
流
合
污

可
是
法
律
上
雖
然
如
此
規
定

事
實
上
人
心
總
是
傾
向

鈴
符
合
潮
流
的
是
以
無
怪
乎
在
猶
大
王
默
納
舍
時
代

以
及
他
的

一
些
一繼
位
人
執
政
的
時
期
以
民
也
的
確
在

閻
王
的
倡
導
下
敏

m

過
太
陽
神
(
則
下
幻
s
s
耶
8

2
)
並
且
這
種
敬
體
在
民
間
已
是
如
此
之
普
遍
致
使

制
到
制
閻
王
鍾
然
大
刀
凋
斧
地
實
行
宗
教
改
率
但
仍

永
能
根
除
淨
盡

(
訓
，
「
幻
su見
叫
8
H
)
。
具
特
會

制
廿
制
制
圳
和
恥

U
糾
糾
糾
圳
放
哈
爾
州
馴
圳
等
地
么
都

是
與
太
陽
敏
抱
有

闋
的
城
名

太
陽
在
聖
經
上
筱
看
古
今
中
外
一
般
習
俗
的
說

法
有
日
卅
日
落
之
語

(
針
的
u
創
的

目
叫
“叫
出

扭

扭
等
)。
它
是
永
徊
的
象
做
(
山
花

S
M
W盯
)。
太
陽
黑

暗
失
光
是
上
主
反
怒
的
表
徵

(
'
川
巴
此
伶
m
蟹
的
芯
依
U

M
埃
及
則
叫
“7
月
扎
扎
在
世
界的
末
日
后
2
u
3

4
4

臼
到8
.

制
3
u

職
圳
的甜
甜U
M
叫mH
E

到
2

甜
點

6

間
8

u
9
2

的
6

)
耶
穌
被
釘
於
卡
字
架
上
時
太

陽
亦
會
昏
暗
失
光
(
瑪
幻

“

時
谷
的
品

路
“

的

制m
WM
I
I

M

)
叫
是
在
上
主
勝
利
凱
旋
的
日
子
上
太

陽
部
將
大
放
光
現
以
顯
示
土
主
的
榮
耀

(
山
間狗
品

) 。

至
於
對
蚓
問
時
代
太
陽
停
止
的
記
載
(
制
ω
1

一
-

u
)
可
作
以
下
的
解
釋
天
主
使
太
陽
的
梵
絲
特
別

酬
一反
映
在
地
平
線
之
上
使
戰
場
上
的
人
看
了
好
似
太
腦

r
z

峙
，
研
單J(

揖
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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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舟
，足

且
M
qh括
“同
志
勻
。
『
∞
E
J

「
太
陽
城
」

叫
到I
I
阻

止

M
T
Z
E

HE

r
-
H
」

i

-

J

F
I

I
J

J

'
ω

、

(
依
W
M

)

就
是
赫
里
約
頗
旦
城
聖
經
上
稱
之
寫
翁
絨
(
飢

的
“

瞞
的
s

)
以
其
一
位
大
的
女
陽
神
廟
聞
名
肝
、
古
東
方
的

文
化
世
界
(
則
必
H
)
它
忱
於
蚓
蚓
附
近
份
制
蚓
惜

園
時
代
會
布
大
忱
的
們
太
人
的
屑
抄
此
時
常
「
日
在

此
地
仍
有
「
柄
S
A
人
山
丘
」
之
名
的
存
在

見
翁

(
韓

)

們
L
A
W
H
一
由
T
F
E
E
S
F
J沙
瑪
市
是
位
述
，
相

-
1月
V
此
M
F平m
巾
/
\

|
l
l
i

-

J
I
I

J

、
巴
比
倫
人
的
太
陽

神
名
是
與
叔
默
爾
人
的
太
陽
神
|
|
只
突
l
|

e

桐
對

稱
的
他
為
人
昕
曲
哥
拉
-
己
見
於
公
元
前
兩
千
多
年
前
的

文
件
在
古
東
方
人
的
幻
想
中
他
是
一
位
乘
坐
太
陽
輪

日
復
一
日
的
周
遊
世
界
宇
占
的
神
明
他
兩
察
一
切
洞

悉
一
切
是
光
明
智
泣
的
神
是

最
聰
明
的
判
取
他
被
照

法
律
來
審
判
賞
罰
一
切
他
是
欣
紳
(H
月
亮
紳
)
及
率
加

耳
女
神
所
生
的
兒
子
是
以
在
美
索
不
遠
米
亞
地
闊
的

女
神
廟
中
設
等
級
他
次
於
月
一
死
神
劫
一
口
肉
於
依
市
塔
爾

女
神
為
東
部
肉
這
個
系
的
阿
加
得
人
是
一
位
男
性
的
神

明
他
的
女
伴
(
妻
F

)
名
叫
舍
尼
爾
達
或
阿
給
但
是

為
西
部
閃
的
系
的
鳥
。

一加
黎
特
人
及
古
代
的
剛
州
州
人

他
刻
以
役
帥
的
姿
態
也
現

他
能
山
樣
的
特
傲
是
一
位
坐
在
寶
座
上
頭
載有
角

的
二
層
帽
手
持
闢
田
地
及
拐
杖
長
點
鬚
的
神
明
許
他
面

的
立

有
太
陽
關
鑄
盤
中
有
指

4

不
凶
個
方
向
的
指
針
及

四
條
光
明
問
叫
別
的
光

他
亦
是
巴
力
斯
過
占
代
民
族
m
m
崇
拜
的
對
象

這
點
我
們
司
以
自
一
些
一
聖
地
的
地
名
得
到
證
賈
比
如

貝
特
合
默
士

(
蘇
的
叩
幻
時
繳
上
f
a

等
亦
見
其
他

兩
個
同
名
的
城
市
縣
的
站
長
1

目
及
此
時
m
w
n
)
舍
默

士
水
泉

(
“
穌的
7

的
口
)

見
欣
依
巾
塔
爾

(
特

)

w
f
k
b」
己
已
3
2
3

3

2

5
3

J

到

」
a
F斗
E

計
扭

/
皂
白
片
。2
"

可
口
B
E
S

」

所
謂
「
聖
經
的
大
古
史
已

是
給
創
]

|

刊
拉
松

的
史
實
即
將

那
些
一
有
文獻
可
考
以
前
的
人
均
史

事
飢

是
這
太
古
史
所
記
載
的
心
，
不
是
學
衡
利
的
情
界
史
導

言
而
是
天
主
救
閑
心
史
的
前
奏
的
載
有
另
敬
的
基
本
道

理
這
前
奏
曲
包
括
人
類
歷
史
一
個
很
廣
潤
的
階
段

郎

自
天
主
創
造
字
前
側
始

(
公
元
前
位
年
?
)
在
予
處

民
的
始
祖
母
巴
郎
為
止

(
公
元
的
一
1
、
在
年
)
正

式
的
敘
慰
史
山
他
倒
始
在
迫
約
街
L
t

一
萃
的
呵
呵
述
中

問
題
最
多
最
難
也
最
復
雜
其
中
有
必
問
題
尚
待
解
答

我
們
分
下
列
各
點
討
論

(
母
)

內
容
與
結
構

卜
A訂
史
的
內

容
可
分
亢
段

(
一
)
天
地
越
物
的
創
造

(
1
1

|

2

自

)
的

這
部
分
裂
論
創
造
的
工
程
有
兩
篇
多
方
面
系
同
的
敘

述
第
一
篇
(
1
1
l

2
3
)
市
有
法
悄
以
注
付
惚
形
式

寫
出
高
深
的

神
學
思
想
「
天
主
」
該
照
口
已
奇

妙
科

慧
的
汁
劃
以
全
能
的
連
三
百
造
成
~
例
做
》
扒
拉
美
的
下

宙
勾
其
中
的
。
為
物
之
蹋
人
帶
掛
刊
文
字
‘
的
白
川
島
、
使
人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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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
此
叫
之
，
辜
的
叫
恤

m
J仁
-
切
四
.
L
K唔，
」
物
的
管
理
，
釘
在
這

岫
~為
內

八
次
，車
站
元
主

所
造
仗

的
山
~
切
都
是
美
好
無
缺

~
的

(
1
4
.
M
M
M
訕
訕
訕
)

~

第
一
-
個
峭
的
敘
述(
2
3

自
)
富
有
禮
直
以

一
「
人
」
為
主
借
用
愉-
H「
雅
戚
」
(
L
'
(
1
4
)

好
像
一
位

陶
位
俐
，
仁
形
成
第
.
個
人
的
身
細
加
州
叭
叭
倚
吠

r
-
u
牛

氣
使
人
從
最
快
牛
的
土
分

γ
-
k
i士
-
n
己
的
從
你

此
外
文
H
m
w叫
一
土
司
」
叫
到
人
間
才
川
的
照
敢
不
但
將
他

創
造
的
用
卅
一
個
人
女
此
前
快
樂
陶
內
而
且
還
從
他
身
上

造
了
一
個
女
人
使
他
得
到
相
依
為
命
的
主
樂
可
是
逼

一
稿
樂
的
生
活
是
有
條
側
的
那
就
是
服
從
一
上
主
」
的

命
令
(
2
口
)

(
一
。
)
你
叫
起
命
受
叫
l
r
(
3
1
叫
)
此
間
制
敘

述
與
制1
沒
為
關
仔
什
與
削2則
有
必
山
切
的
關
係
品

收
人
安
問

-
t
主
」
的
叭
L
U息
，
相-
H
U
的
仆
兩
遂
以

一
上
主
」
的
命
的
此
川
人
持
原
來
的
+
福
無
疑
的
聖
經

的
作
者
在
此
顧
忌
此
明
的
是
人
生
前
苦
的
來
按
國
驕

傲
的
行
命
人
使
自
己
與
天
主
與
他
人
及
與
一
切
受
造

物
的
關
係
混
亂
了
因
而
使
自
己
走
上
死
亡
的
路

(
3

M

H
)
但
這
沒
有
a
M
敘
希
摯
的
人
仍
然
獲
得
「
上

主
」
將
要
仁
慈
施
赦
的
鼠
許
(
3
閃
)

(
一
二
)
殺
郁
的
罪(
4
1
1
剖
)
人
進
背
了
天

-
h

而
也
陷
於
仇
視
親
兄
弟
的
兇
惡
破
壞
家
庭
及
社

會
制
度
加
2
目
因
怨
向
殺
巾φ汽
車
怕
商
品
旦
因
此
寫
自
己

知
來
7
級
大
的
災
禍
雖
然
他
個
人
重
獲
「
上
主
」
仁

慈
的
街
證

(
4
臼

)
但
他
犯
罪
的
必
果
又
在
他
後
裔

可會

T'~ i'叫

的
身
上
影
領
山
山
來
他
們
雖
在
文
明
上
大
步
躍
進
但
因

傲
氣
劫
不
顧
正
道
人
倫

(
4
口
1
s

m
)
從
此
人
頭
就

關
始
罪
土
加
罪
不
過
「
上
主
」
給
予
合
山
嘆
人
的
賞
，
付

他
的
救
國
心
計
制
叫
他
賜
給
你

e

認
同
一
例
兒
子
名
叫
舍
特

(
4
扭
扭
)
代
此
作
各
叩
土
山
山
溢
的
兒
可f
A
T
n
特
長

制
叫
的
家
法
以
時
小
「
土
主
」
所
以
沛
的
救
仇
昕
要

走
的
途
叫
作
(
5
1

但
)

(
四
)
人
類
的
敗
壞
引
致
悅
界
前
兩
物
的
毀
做

(
6
1
h

a
H
)
人
類
的
敗
壞
敵
封
天
主
的
計
喇
叭
為

此
「
上
主
天
主
，
一
把
整
個
人
類
除
了
義
人
諾
泣
全
家

以
外
金
周
洪
水
消
滅
這
地
上
的
受
益
較
除
了
你
類
幾

對
生
物
以
外
企
遭
淹
沒
不
過
一
-
上
主
」
由
於nd識
人

性
的
軟
弱
供
水
以
筷
晶
宮
使
紋
的
心
史
開
始
一
個
新
階
段

今
俊
寧
噸
以
仁
的
」
肉
不
再
叫
照
正
義
對
待
人
類(
8

(五
)
天
主
叫
閥
割
叫
電
化
和
半
盟
約

(
9
1

口
)

正
如
原
租
的
口
蒙
受
上
主
的
耐
福
(
1
甜
)
吋
樣
品
他

全
家
也
蒙
受
了
傳
于
新
人
知
的
祝
福
的
且
天
主
還
與

剖
副
立
定
了
永
遠
的
和
亦
可
盟
約
這
盟
約
開
放
全
人
類

和
地
上
一
切
生
物
的
于
一
碼
(
9
8

口
)
按
看
在
創

9
"

|

詞
所
插
入
的
詩
篇
目
的
是
講
述
為
付
麼
諾
厄

的
三
兒
(
創
)
的
從
裔
流
有
領
受
剖
削
的
-
祝
福
此
後

喇
叭
峭
的
作
者
側
始
注
意
人
類
各
民
放
的
起
源
以
如
偏

講
述
以
民
歷
史
的
開
端

(
六

)
世
界
各
丸
族
的
發
棍
和
分
散

(
m
l
u
)

世
界
各
民
族
原
出
生
於
諾
疤
的
-
二
個
兒
于
在
地
面
上 亂

卅
一
符
團
"
滋
治
言
，
F

依
-

私
關
情
相
』
戶
川V
Z
W
M
J

分
佈
叫
川
來
板
車
甜
瓜
這
三
切
，
衍
律
"
一
方
令
伊
於
其
全
的

計
創
但
產
科

叫

作
品
也
注
明
各
民
脹
的
分
散
泣
活
J

的

區
別
另
有
一
緣
以
成
是
過
為
他
們
關
草
創
立
自

L
B
以

搔
端
傲
慢
的
行
敘
述
這
凹
叫
削
W峭
造
作
他
們
叫
官
倒
努

力
的
M
M
J比
一
上
主
」
使
使
他
們
的
川
圳
和
人
做
川
他
們

'
。

語
f
u混
亂
因
而
紛
爭
門
散

天
主
為
4
1人
類
的
，A
劃
個
人
的
思
衍
衍
似
又
似

已
壞
了
依
人
看
來
已
川
是
有
成
功
的
希
望
這
是
太
古
史
丑

劇
的
花
亂
但
是
紅
悍
的
恥
亂
作
有
部
時
←

γ小
一
個
品
有
新

希
擎
的
總
略
那
就
是
在
制
u
u
l

站
內
所
M
m入
的
立

叫
的
兒
子
嘲
的
家
為
一-7唾沫
指
正
時
j
h
J且
希
型
且
也
為
叭

。

特
受
了
「
上
主
」
l

阿
的
，
大
主
!
的
祝
耐(
9
師
)

側
的
第
卡
代
後
裔
就
是
圳
凶
叫
他
是
叫
仗
的
學
化
從

側
+
-
-
K革
開
仇
作
諸
將
他
介
紹
給
改
革
白
白
的
叫
叫

。

一
級
叫
做
民
」
正
式
叫
的
始
由
此
大
主
叫
吼
叫
一
個
新
的
力

法
郎
一
妥
板
之
道
」
為
背
行
的
的
斗
川
削
他
特
別
逮
了

一
個
人
賜
給
他
特
殊
的
許
諾
使
他
以
信
仰
完
全
委
托

於
天
主
的
引
導
旦
因
信
仰
成
為
一
。
前
向
民
之
父
」

(
口

。

4

5
)
及
「
人
類
的
福
源
」

(
也
3
)

(
乙
)
太
古
史
內
不
同
的
傳
說

講
社
右
留
心
閱
讀
削
1
l
u

就
發
覺
在
太
古
史
內

包
含
著
一
些
互
不
相
關
有
時
還
彼
此
是
真
的
占
代
敘

。述

(
一
)
論
創
造
天
地
為
物
的
L

程
街
兩
篇
不
同

的
傳
說
頭
一
篇

(
1
1
l
2
2
)
用
「
厄
羅
囡
」



(
M
W
E
E
B
H
天
主
)
寫
創
造
者
的
名
稱
並
對
於
這
位

造
物
主
表
示
最
崇
高
的
形
而
上
的
觀
念
第
二
篇

(
2

3
1

自
)
用
「
雅
威
」
(
γ
z
n
u
上
主
)
為
造
物
主

的
固
有
名
詞
並
以
撥
人
法
描
寫
他
的
工
作
那
用
「
雅

威
」
為
天
主
固
有
的
名
詞
的
傳
說
解
經
學
家
稱
它
為

J

傳
(
γ
7
5
E
n
H
E
E
"
g
u雅威
傳
說
)
用
「
厄

羅
因
」
的
傳
說
則
稱
寫
P

傅
(
可『
古
巴
哼
哼
且E
S

H

司
祭
傳
說

)
請
參
閱
「
梅
瑟
五
香
」
條

至
於
描
寫
創
造
工
程
的
次
序
R
A目
的
在
這
兩
傳

說
內
又
有
分
別

一頭
一
篇
多
注
意
天
主
的
智
慧
及
全
能

且
形
容
人
帶
有
天
主
的
向
像
好
像
在
世
上
當
作
天
主

的
代
理
人
管
治
萬
物
第
二
篇
則
特
別
點
也
上
主
天
主

對
人
親
密
的
關
係
且
寫
出
男
女
兩
人
在
上
主
的
照
顧

下
所
享
受
的
萬
分
宰

一騙

(
二
)
論
洪
水
的
記
載

(
6
l
8
)
也
是
依
按

這
兩
個
不
同
的
傳
說
編
寫
成
的
這
兩
個
傳
說
在
這
記

載
內
多
少
還
保
存
者
其
特
點
(
如
6
S
|

8

周
「
上

主
」
6
9
i

n
則
用
「
天
主
」

)
甚
至
所
記
載
的
在

字
面
上
有
時
也
自
拍
矛
盾
(
如

6

凹
7
8

與
7
2

引

入
方
舟
的
生
物
數
目
的
不
同

7
4

臼
口
與
7
M
S

S
H

洪
水
期
限
的
差
別
)

自
以
上
的
例
于
可
以
看
山
創
的
作
答
把
這
些
一
原

來
有
獨
立
性
的
傳
說
收
築
起
來
他
雖
理
會
到
這
些
傳

-
說
彼
此
鍾
有
衝
笑
但
部
願
意
保
存
其
原
來
的
性
質
而

昕
一
本
把
這
些
不
同
的
敘
述
調
整
起
來
因
為
他
所
注
意
的

士
υ
戶
是
這
些
得
略
研
所
傅
述
的
由
其
事
核
心
而
不
是
﹒
貝
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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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
衛
這
是
古
代
的
「
反
法
」
研
究
太
古
史
就
不
得
不

留
心
這
一
點(

丙
)
太
古
史
與
自
然
科
學

近
代
已
分
為
專
科
的
科
學
(
如
天
文
學
地
質
學

古
生
物
學
人
類
學
等
等
)
會
詳
細
研
究
了
宇
宙
地
球

人
類
等
的
起
源
和
演
進
科
學
家
研
究
所
得
的
結
論
與

太
古
史
照
字
面
的
意
義
的
描
述
固
然
有
計
多
衝
笑
譬

如
創
的
作
者
表
示
一
種
靜
力
的
宇
宙
級
部
天
主
在
短

短
的
工
夫
內
造
成
了
一
切
並
且
萬
物
從
起
初
都
是
完

備
全
美
的
但
依
拔
科
學
的
動
力
字
宙
觀
來
說
宇
宙
及

萬
物
是
由
原
始
最
簡
單
的
狀
態
發
展
而
來
的
且
仍
不

斷
繼
續
演
化
發
生
新
的
形
體
和
生
物
此
外
依
照
天
文

學
的
推
算
地
球
所
屬
的
太
陽
系
是
在
三
十
至
六
十
萬

，
年
前
形
成
的
照
生
物
學
的
研
究
地
上
的
種
種
生
物
連

人
在
內
是
由
最
低
級
的
有
機
物
經
過
萬
萬
年
漸
漸
演

變
出
來
的
人
類
只
在
幾
十
篤
年
前
才
出
現
的

依
油
暉
創4
2

從
起
頭
在
世
上
同
時
有
畜
牧
時
代

及
農
業
時
代
但
依
照
史
學
的
結
論
自
遊
牧
時
代
至
務

農
時
代
詞
經
過
了
很
長
的
時
間

關
必
洪
水
的
記
載
從
科
學
觀
點
來
說
絕
對
解
釋

不
了
怎
搜
洪
水
高
漲
得
如
此
高
使
世
上
的
高
山
完
全

溼
沒

(
7
叫
自
)
而
這
浩
大
的
水
重
又
怎
樣
在
比
較

短
的
工
夫
能
退
落

(
8
3
)
此
外
在
太
古
史
內
還
有

其
他
與
科
學
理
論
一
互
相
矛
盾
的
事

在
過
去
的
幾
百
年
內
辦
學
方
面
因
過
於
拘
泥
於

學
經
的
字
旬
因
此
對
於
科
學
表
示
嫌
疑
和
坑
拒
(
最

顯
明
的
例
子
是
羅
馬
教
理
部
在
十
七
世
紀
對
天
文
學

家
伽
利
器
的
裁
判
)
而
科
學
一
面
則
以
建
經
太
占
央

總
宗
教
神
話
而
加
以
評
菜
雙
方
面
都
沒
有
往
忽
太
古

史
的
本
意
並
不
在
於
講
解
科
學
問
題
舉
喇
喇
胡
說
得

對
「
天
主
學
神
沒
有
叫
聖
經
的
作
者
教
訓
人
科
學
而

是
叫
他
教
人
那
些
一
寫
得
救
有
益
處
的
真
理
」
因
此
他

以
活
用
的
譜
法
解
釋
創
1

記
載
的
創
世
「
六
日
E

科
」

(
目
。H
Z
B
O
B
D
)他
以
這
種
描
寫
方
法
為
聖
經
作

者
所
選
用
的
「
文
體
類
型
」
依
他
的
忍
見
天
主
創
造

了

一
切
事
物
的
原
料
然
後
將
那
些

一作
各
種
不
同
的
受

造
物
的
原
質

(
F
巳
S
E
E
E
-
E
-
2
)
放
入
造
成

的
原
料
內
使
這
原
質
像
細
胞
一
般
漸
漸
演
變
成
各
純

不
同
的
事
物
至
於
創
2

有
關
女
人
出
自
男
人
肋
仟
的

記
載
里
奧
斯
定
則
說
聖
經
的
作
者
在
此
大
概
願
立
把

一
種
含
有
象
徵
的
奧
義
訓
示
世
人

(
U
o
m
n
B
E
z

-
-
H
H
O
E
S
-

于

咱
-
N
O
-
-
〈
-
3
.
M
N
U
F
Z
-
z
u

闢
-
3
l
s
)

目
前
對
聖
經
太
古
史
雖
仍
評
論
不
已
但
批
汗
家

已
明
瞭
學
經
的
作
者
與
科
學
家
由
兩
個
不
同
的
圳
發

點
探
究
宇
宙
禹
物
的
來
庭
和
人
類
的
原
始
史
前
有
以

信
仰
為
起
點
特
別
注
意
宇
宙
尤
其
是
人
對
天
主
的
關

係
後
者
則
由
自
然
科
學
的
觀
察
及
經
驗
來
推
尋
字
街

和
人
類
的
起
頭
桂
且
以
人
只
當
作
大
自
然
的
一
份
于

如
果
解
經
學
家
和
科
學
家
都
能
留
心
這
一
觀
點
而
不

越
過
研
究
的
範
國
那
麼
以
前
他
們
彼
此
間
所
發
生
的

衝
突
必
不
會
再
出
現



『
「

T

M

文
體
類
型
國
呵
，
叫
作
目
的

加
~

個
」
呵
呵
明
白
太
古
史
的
特
敏
、
還
得
研
究
作
者
樣
用

于
的
文
種
類
型
及
寫
作
目
的
一
道
另
外
是
教
宗
班
護
卡
二

一
世
再
三
給
解
經
學
家
所
叮
嚀
的
主
們
參
閱
「
m
t神
默
悠
」

-

汶
「
人
類
」
通
諭
以
M
A「
致
舒
阿
爾
樞
機
主
教
」
的

函
件

討
論
這
問
題
時
最
先
要
間
太
士
口
，
史
是
否
屬
於
史

學
文
學
關
於
這
點
我
們
先
得
聽
聽
宗
座
學
經
委
鼠
舍

的
指
示
「
創
l
l
3

記
載
歷
史
性
的
重
要
事
質
」
且

特
別
提
及
下
列
各
點
天
主
是
萬
物
的
創
造
者
尤
其
是

造
了
人
類
他
也
第
一
個
男
人
造
化
了
玄
人
全
人
類
是

由
這
一
對
男
女
傳
生
下
來
的
原
伯
父
母
在
受
造
之
始

享
有
完
美
的
幸
福
天
主
給
了
他

們
誡
命
為
考
驗
他
們

的
服
從
他
們
在
托
身
符
蛇
的
魔
鬼
引
誘
之

F

犯
了
天

主
的
誠
命
因
而
失
掉
了
原
有
的
幸
福
境
界
但
天
主
給

他
們
預
許
了
一
位
救
主
(
】
出
-
V
-
M
W
已•• 

口
﹒
ω
ω∞
)

孩
委
員
會
指
出
上
述
事
質
的
「
歷
史
性
」
並
不

是
說
必
須
看
太
占
史
研
卅
一
本
嚴
格
的
史
詩
凶
瓜
巾
作

多
的
證
按
可
以
看
山
州
來
聖
經
作
者
的
目
的
不
是
否
重

講
述
太
古
人
類
在
每
一
細
街
上
都
非
常
準
稚
的
歷
史

因
符
如

上
所
說
有
時
他
們
把
兩
個
不
同
的
傳
品
綜
合

起
來
(
如
關
於
創
位
及
洪
水
的
敘
述

)知
不
說
明
他
倆

人
是
主
張
那
一
個
傳
說
再
者
他
無
疑
的
站
為
加
色
]

和
埃
及
兩
個
最
古
和
擁
有
高
肉
文
化
的
闢
家
但
他
不

顧
外
國
的
歷
史
而
只
以
太
古
史
內
所
敘
述
的
當
作
以

仗
隘
史
的
序
言
說
明
以
民
與

其
他
民
族
的
關
係
如
此

.. 
rf ( pq 208 

他
從
開
始
便
叫
讀
者
知
道
以
民
將
來
的
歷
史
關
係
金

人
緝

的
得

救
因
寫
在
創

1
l
u

內
他
叫
讀
者
知
道
金

人
類
都
敗
壞
了
因
此
都
需
要
放
恩
因
此
他
的
目
的
並

不
是
敘
述
俗
世
的
史
學
而
是
由
宗
教
觀
點
描
述
一
些
一

寫
人
類
歷
史
有
重
要
關
係
的
事
質

寫
講
述
這
些
史
事
作
者
採
用
東
方
人
所
熟
識
的

傳
品
另
外
是
占
代
閃
展
傳
干
的
故
事
近
一
百
年
來
在

封
到
桐
樹
蚓
副
放
樹
別
各
地
所
找
到
的
占
代
文
件
論

文
詞
及
著
述
法
各
方
面
也
與
太
古
史
相
類
似
另
外
類

似
的
是
關
於
字
市
的
創
造

(
如
古
巴
比
倫
的
開
口E
E

開
口
各
持
及
古
必
述
的

M
WE
E

詩
)
扎
扎
缺
水
滅
位

(
如
古
巴
比
倫
的
白
-m
mE
S

Y
詩

)
除
了
這
錢
件
著

名
的
文
獻
外
還
有
其
他
的
文
件
都
誰
明
在
東
方
古
代

民
旅
中
早
已
編
成
了
論
宇
宙

起
源
的
傳
說

(
參
閱
神

學
論
集
卡
一
期

l
l
M
M其
以
及
閥
割
蚓
神
父
著
的
制

世
紀
研
究

)

不
過
太
古
史
鍾
然
在
內
容
R
A文
詞
上
與
這
些
一
傳

誰
有
關
係
但
論
教
義
的
內
容
部
有
天
淵
之
別
因
為
東

方
的
傳
說
是
多
神
教
的
載
有
各
種
神
紙
的
譜
系
及
眾

一
腳
祇
的
占
怪
制
品
f
m太
古
史
則
是
一
斗
腳
敬
的
描
寫
一

攸
唯
一
的
，
全
土
著l
反
主
i

從
有
史
之
始
便
顯
示
了

臼
己
創
造
了
一
切
並
拔
照
自
己
的
計
創
管
理
萬
物
另

外
照
顧
人
類
演
進
的
愿
程
這
至
高
的
唯
一
天
主
就
是

以
民
所
崇
拜
的
民
的
艸

由
此
我
們
可
以
了
解
太
占
央
文
體
類
型
的
特
飯

以
民
既
然
源
自
美
索
不
達
米
亞
且
又
認
識
東
方
民
簇

的
傅
說

太
古
央

的
作
者
使
剎
用
這
些
傅
-
￡
鼠
，
間
社
回

身

傅
說
取
出
〕
些
說
法
隱
喻
曲
事
徵
切
『
生
命
樹
出
蛇
』

等
等
編
成
自
己
的
敘
述
不
過
應
當
知
道
的
就
是

-
d
r

切
只
關
係
文
字
上
友
一
血
的
形
式
而
已
至
於
其
內
容
划

完
全
是
新
的

這
迴
然
不
同
的
內
容
基
於
以
民
的
宗
教
信
仰
“

這
信
仰
無
疑
是
聽
於
以
民
從
啞
巴
郎
開
始
出
天
主
口

中
所
蒙
受
的
特
殊
啟
示
太
古
史
的
真
正
基
礎
和
良
派

說
是
這
特
殊
的
啟
示
是
的
我
們
也
不
能
否
認
有
一
個

原
始
啟
示
郎
承
認
「
天
主
從

起
初
便
給
陳
祖
父
舟
顯

示
了
自
己

」
(
啟
示
憲
章
第
三

筍
)
但
是
這
原
始
啟

示
在
人
類
悠
久
歷
史
的
過
程
中
聯
盟
沒
有
完
全
失
掉
但

所
存
留
的
部
越
來
越
少
且
內
容
也
越
來
越
歪
的
不
真

對
此
有
東
方
古
代
民
族
的
創
世
神
品
姆
是
單
巴
郎
的

祖
先
既
然
也
如
他

們
東
方
的
同
鄉
一
線
事
奉
了
加
包

r

的
各
種
神
明
(
蘇
圳
的2
友
5

6
9
)
因
此
亞
巴
郎

不
能
出
自
己
的
個
先
|

已
經
將
原
始
啟
示
越

來
越
曲

縛
了
的
關
先
|
償
受
一
科
教
的
宗
教
的
仰
這
新
的
啟

示
是
由
他
離
問
了
故
鄉
和
家
族
蒙
受
了
天
主
給
他
顯

示
J

關
她
的
白
從
他
和
他
的
子
採
心
服
了
「
天
上
的

大
主
」

(
友
5
8

)
以
後
一
迢
上
主
就
被
稱
筒
「
必
巴

蚓
的
天
主
」
(
創
口
7

鈞
且
)
，
叫
民
「
旭
先
的
天
半
」
」

(
山山
3

H
)
這
就
是
以
從
給
他
瑟
顯
現
的
「
雅
敗
」

(
上
主
)
「
全
能
的
天
主
」
(
山
山3
6
6
3
)
以
民

的
宗
教
信
仰
就
這
緣
關
怡
挂
在
天
主
特
殊
的
照
廠
和

多
次
全
能
的
顯
學
之
下
叮
叮

叮引
發
版
直
宅
基
偉
國
的
時

仇



L
A古
史
記
載

的
宗
教
內
容
就
是
以
民
基
於
這
特

殊
啟
示
的
信
仰
的
成
熟
果
實
作
者
用
以
民
歷
史
的
經

驗
寫
出
發
點
由
以
民
的
信
仰
來
追
慰
和
考
察
他
本
族

選
民
與
世
界
其
他
的
民
族
有
何
關
係
給
全
人

類
應
益

的
而
又
是
怎
樣
的
使
命
如
此
由
西
巴
郎
被

選
的
史
實

起
回
顧
以
往
把
這
學
組
所
出
生
的
問
族
譜
(
刊
刊
|

自
)
，
歸
原
訟
調
回
(
9
M
叩
門出
期
回
又
歸
原
於
到

當
人
類
的
始
祖

(
5

l

詞

)
由
恆
官
又
歸
閻
明
於
天

主
萬
物
的
創
造
者
(
1
l

2
)

伊
是
讀
者
千
萬
不
要
誤
解
所
謂
「
罔
顧
」
和
「
歸

原
」
故
不
是
改
「
創
l

l

刊
所
￡
載
的
歷
史
事
質
尤

其
是
其
間
有
關
天
主
教
基
本
道
碟
的
啟
示
只
是
作
且
也

推
考
的
結
論
因
此
木
必
甚
或
一
定
不

是
客
觀
的
出
扎
實

和
啟
示
」
而
是
說
「
這
些
一
原
始
時
代
的
客
觀
史
賞
和

啟
示
經
作
者
在
天
主
默
感
的
指
示
下
所
作
的
推
敲
再

次
發
備
出
來
」
因
此
創
1

i

n
A
軾
的
不
只
是
以
民

宗
教
信
仰
的
產
品
且
也
是
原
始
時
代
真
正
的
史
賞
和

啟
示

按
照
以
民
這
基
於
史
實
炭
基
鈴
天
主
啟
示
的
信

仰
人
類
和
其
他
的
馬
物
都
是
至
上
的
神
創
造
的
且
這

位
五
芒
局
的
神
是
以
氏
所
欽
崇
的
上
全
全
能
全
著
綠
一

的
大
主
那
磨
他
在
太
初
創
造
的
一
切
也
必
是
完
善
口
的

且
人
類
的
原
祖
在
那
原
始
狀
祐
心
中
也
是
無
罪
的
幸
福

于
的
但
想
到
實
際
的
人
生
作
者
又
不
兔
發
生
許
多
的
疑

心川
一
胏因為
疾
病
及
死
亡

是
日
常

的
現
拉
此
M
m
無
論
個
九

r
第
4
F』
肌
社
會
的
生
后
上
都
不
時
遭
遇
到
痛
苦
J
bS
且

209-210 再E問

民
族
與
民
族
問
又
常
起
叫
喊
爭
為
解
答
這
些
疑
難
埃
及

以
及
東
方
各
民
族
中
那
些
信
仰
多
神

教
的
作

家
會
捏

造
各
種
神
刊
的
將
人
類
所
邁
過
的
災
蝸
歸
原
於
那
些
一
彼

此
結
忌
和
謀
害
世
人
的
男
女
神
紙
但
是
信
仰
唯
一
腳

(
天
主
)
的
以
民
刻
在
啟
示
的
光
照

下
得
知
這
是
因

為
人
從
起
切
妄
用
了
向
己
的
自
由
干
犯

了
天
主
的
滅

命
因
而
受
了
天
主
的
懲
罰
這
太
初
的
罪
行
|
原
罪
l

的
惡
果
越
來
越
利
害
不
但
影
吶
人
叫
到
天
主
的
關
係
而

且
拳
打
持
了
人
與
人
族
與
族
的
交
往
甚
至
也
混
亂
了
太

自
然
的
秩
序

不
過
自
同
一
的
啟
示
以
氏
也
認
識
天
主
對
人
的

無
限
仁
慈
知
道
他
雖
以
公
義
懲
罰
原
祖

(
以
後
多
次

莉
伙
人
亦
然
)
劫
不
斷
顯
示
了
憐
憫
在
人
類
經
過
的

過
長
的
朕
程
中
太
古
史
的
作
有
另
外
注
意
天
主
怎
樣

從
太
初
便
預
備
到
人
頭
施
行
救
恩
的
計
劃
因
為
原
位

父
母
藉
著
「
原
始
福
音
」
蒙
受了
救
消
息
的
損
并(3
刊

)

洪
水
以
後
諾
厄
重
新
為
內
己
的
後
軒
間
即
由
他
山
生
的

新
的
人
類
領
受
了
類
似
的
祝
福
和
預
并
(
9
1l

口
)

這
祝
福
由
諸
厄
又
格
外
的
降
到
了
閃
的
筱
裔
身

上

(
9
品
)。
位
從
側U1
l
g
所
奴
述
的
部
又
好
似
使

天
主
的
救
國
心
J

創
名
常
也
界
路
民
德
懷
上
主
與
達
巴

貝
耳
港
作
品
a
M救
的
標
記
這
次
天
主
懲
罰
苗
向
民
將
作

者
不
再
提
及
天
主
施
仁
慈
姆
像
天
主
叫
到
篤
民
的關
係

絕
緣
了
但
是
正
紅
這
寫
寫
反
絕
望
之
際
天
主
敞
開
一

條
新
的
路
線
他
揀
還

亞
巴
郎
多

次
顯
現
給
他
祝
福
他

使
他
國
逗
，
衍
仰
和
服
從
成
為
高
民
主
父
和
一
稿
源

(
η

4

S
U3) 

總
觀
以
上
所
述
裁
們
得
知
太
古
史
般
不
是
州
開
始

人
知
展
程
史
事
的
客
觀
報
估
|
仙
卻
是
綜
觀
的
史
事

l
而
是
以
伏
的
信
仰
在
天
主
的
默
編

F

對
保
始
時
仇

的
重
要
史
學
的
追
述
和
解
釋
是
以
創
1

l

u

叫
泊
是

以
民
被
選
史
的
序
一
百
也
說
是
品
人
似
的
，
K
U
A山
史
赴
天

主
要
實
施
掀
崗
山
的
開
端總
的
一
句
創
1

|

口
是
仙M
心

史
的
引
z口
f
m天
主
的
助
仙
也
巾
啞
巴
此
正
式
側
始

H
凡
創
伙
川
凡
文
體
頌
型樂
園
山
開
始
咄
刷
品
供
水
川
U
閣
成

亞
巳
划
盟
約

(
M
t)

岫W
L
A
W
主
持
士
可
「
斗
C
Z
H
F
J月中
心
來
仆
川
加
州
刊
文

2
:

!

J
d

J

K
擋
一
扒
第
卡
個
川
等
於

現
今
的
，γ
二
月
中
-
A
t
z

此
H

川
中
的
几
份
、T
H
卑
後
納
1

人

仍
然
A
m肘

(
文
2

時

)

見
月

(
M
H
)

‘
，
二

•• 
' ••
• 
a 
•
• 

b
p
戶
』
、

J
h
u
ME
R
/

可

Z
L
人
、
k
n

制
手
耳
聽
串
皆
空
甜
間
(
2
4
m
Z
)川
山
M
M
I
們

j
J門

,a
-i:' 

.
• 
d

h
s
a

F
i

、
而
圳
叫
兩
祁
山

夫
黎
甘
唱
雅
民
族
耐
得
名
這
徜
版
屬
於
印
皮
U
M
H
哭
叫
民

族
的
種
族
在
公
元
的
十
二
仙
一
紀
元
右
侵
噓
了
阪
川
此

地
的
林
特
人
而
強
行
佔
領
了
他

們
的
k

地
之
緩
走
川

於
此
且
連
立
了
夫
甜
聶
華
一
稚
人
的
正
關
笛

峙
的
領
絨
包

括
有
迦
從
遠
M
K
d
U
K
機
以
技
比
其
頓
的
半
郎
山
必
圳

是
他
們
的
獨
立
時
代
特
恨
不
長
久
終
被
波
斯
帝
品
所
在

併
其
後
又
被
釗
歸
羅
馬
版
閥
此
時
又
家
所
稱
的
J

鎮

基
雅
街
兩
個
其

一
是
閻
部
的
真
正
的
美

黎
基
雅
其
-
~

是
來
南
部
以
迦
位
這
個
叫
主
的
夫

黎
羞
恥
地
的
者
的
邊
位
，



一
『
花
有

，
抽
U
h
提
尼
樣
南
有
豎
起
雅
及

f

﹒
息
狄
雅
西
有
油
黎

川
叫
一
智
、
劉
圳
蚓

灰
科
副
叫
峙
，
申
唯
有
制
叫
瀏
及
自
到

E
拖
他
們

士
所
敬
拜
的
神
有
慕
古
巴
齊
貝
肋
斯
C
r
m
-
m
m
及
阿
提

-
斯
K
H
H
S
等
神
後
皆
被
希
磁
人
所
吸
收

一

聖
經
上
曾
經
三
次
提
到
這
一
個
地
區
的
名
U
F
切
F

5
n
謂
夫
黎
基
雄
人
婪
理
伯
被
委
任
為
耶
京
的
總
管

宗
2
"
謂
連
一
神
降
臨
時
在
那
京
有
夫
黎
拉
一
稚
的
錯
太

人
在
場
宗
的
e
M
M
謂
保
祿
第
一
一
沒
第
三
次
遠
行
岫
坤

教
時
會
途
經
夫
黎
基
雅
並
在
此
地
傳
佈
一
福
音
(
緯
)

叫

E
i
u
E
R
H
V
O
R
E
r
J
讓一
般
學
者
的
意
見
司
能

創
耳
，
省
H
V
F
F
d
c
m
」
是
制
制
剩
文
中
的
外
來

扎

U
八
一
次
見
於
聖
經
又
被
照
許
多
←
口
譯
本
的
釋
意
應
作

孔
雀
解
(
註
此
字
不
見
於
希
噓
譯
本
)
當
時
撤
羅
淪

與
希
晶
閻
王
合
夥
造
船
航
海
向
塔
爾
史
士
(
可
能
就
是

占
時
勝
尼
基
人
，
扑
班
閩
南
部
瓜
達
爾
錢
，
維
河
入
為
慮

的
達
爾
得
索
城
皮
海
港
)
還
來
墓
地
的
貨
物
中
除
了

金
銀
象
牙
和
這
猴
之
外
亦
有
這
襄
我
們
所
汀
論
的
扎

進
(
列
上
ω
n
編
F
9

目
)
(
梅
)

也
」
3
-
E
R
K
、
「
C
E
Z
J
「

F
h人
」
一
訓
在
希
伯

創
E
I
/
/

虫
聞
自
問
。ω\
到
原
文
有
「
以
強
力
反

擊
」
之
意
不
可
否

u
d聖
經
上
數
次
提
到

了
巨
人
的
存

在
但
是
關
於
巨
人
的
解
釋
劫
不
甚
容
易
而
且
意
見
傾

多

4l 

1

創
6
1
|

‘
持
反
人
的
存
在
及
「
天
主
的
兒

子
與
人
的
女
兒
結
合
」
的
事
放
在
一
起
二
街
都
發
生

於
洪
水
之
前
聖
經
上
的
這
種
記
載
看
來
似
乎
是
神
品

l呵211-212 

也
就

正
因
有
逗
種
神

ι
的
外
衣
的
存
在
使
過
去
不
少

的
學
者
作
出
了
一
些
可
笑
放
不
可
能
的
解
釋
但
在
聖

經
學
進
步
的
今
日
學
者
們
已
大
都
泛
為
「
天
主
的
兒

早
已
所
指
示
外
是
當
時
尚
崇
拜
准
一
一
澳
洲
天
主
的
民

族
亦
就
是
舍
特
民
族
(
創
5
1
|
3
4
自
5
n
)

「
人
的
失
兒
」
是
背
棄
了
天
主
而
學
事
邪
神
的
民
族

也
就
是
加
立
目
的
後
仇
(
創
4
.
口

M
M
)
兩
個
民

族
的
混
合
通
婚
山
然
會
在
次
教
沒
偷
地
上
造
成
一
種

混
亂
矛
盾
的
狀
態
是
為
天
主
懲
罰
人
類
的
主
E
W故
此

這
是
張
史
上
的
一
件
事
實
而
也
就
在
這
時
有
巨
人
的

存
在
那
麼
放
著
吋
一
上
，
卡
艾
的
規
則
來
品
這
些
一
巨
人

也
總
是
極
史
上
的
何
人
而
本
是
神
品
巾
的
噓
構
人
物

雖
然
它
的
表
達
方
式
似
乎
是
屬
科
弱
的
實
際
上
昕
泣

的
-
h人
不
外
是
話
時
民
族
中
的
一
些
著
名
英
雄
用
了

瀉
大
的
文
來
被
捕
述
川
來
(
見
戶
口
自
山
T
J
H
)
除

了
這
些
一
巨
人
之
外
倘
有

L
州
州
到
九
意
思
是
「
長
頭
人
」
(
門
口
自
制

1

目
2
H

l
n
9
自

)
在
以
民
進
入
摯
地
之
前
他
們

居
於
闡
划
交
派
的
地
區
其
中
心
是
蝴
則
出
路
被
封
蚓

別

打
敗
(
制
u
n
且
可
在
蚓
出
臨
別
叫
及
叫
耐
叫
到
一
律
也
有

他
們
的
這
偵

3
勒
法
國
人
他
們
居
於
約
但
河
之
東
部
地
區
自

蝴
喇
刮
A
K附
孟
被
叫
闡
劉
人
戰
敗
及
消
誠
(
削
叫

“
5

的
m
n
巾
z
u
m
3
H
U
)
其
遺
族
主
放
格
被
若
蘇

叫
打
敗
(
制
叫
“
‘
u
u
η
自
)
。

4
問
蚓
人
原
居
於
闡
剛
制
地
區
為
一
個
人
數
眾

多
勢
刃
姆
大
放
體
格
制
暫
停
的
民
族
他
們
膠
州
糾
叫
，
』
、

同
被
稱
為
勒
法
國
人
也

a
F阿
布
人
咱
們
他
們
為
他
明
人

(
制2
M
H

可

5
叫
他
打
人
居
於
阿
曼
-
帶
亦
是
人
H
h
b
持
力
越

吱
體
烙
品
大
的
m
氏
族
被
附
設
人
所
收
敗
是
隨
呦
泓
叫
塌

的
一
個
民
族
(
申
2
m
n
見
創
刊
鬥
5
)

的
權
接
考
古
學
且
有
的
研
究
證
度
遠
在
公
.
凡
的
門

于
多
年
已
力
斯
坦
有
些
強
大
的
口
民
族
居
住
過
尤
其
是

約
但
河
之
棄
這
有
他
們
遺
留
下
的
刊
石
墳
前
站
冷
酷
心

(
已
。H
B
O
D
)
這
些
反
石
古
墓
或
廟
宇
至今猶
存
為
那

些
文
化
低
品
過
乍
遊
牧
生
活
的
以
民
市
進
雪
地
時
扯

到
還
必
巨
大
去
偉
的
建
築
聽
到
人
們
村
逗
比
一
市
人
的

傳
說
於
是
用
了
希
大
渲
染
的
筆
法
寫
趴
了
他
們
的
程

史
於
是
以
「
叫
人
」
來
代
表
磁
伴
而
有
力
的
人
特
拉

九
肘
寬
凹
肘

2
.
u×
N
S
)的
占
的
A
A
成
f

「
叫
人
一

的
「
床
」
(
申
3
H

)
這
崗
位
尼
斯
所
品
的
叫
喇
別

人
「
打
兩
大
似
香
怕
坦
出
如
橡
樹
」
州
出
一
…
轍
克
今
」
是

一
一
一叫
過
其
質
的
拉
法
(
通
2
，
亦
見
戶
口
口

)
但
是
偵

察
墓
地
的
探
乎
所
見
的
友
學
經
上
所
提
的
種
種
「
U

人
」
都
未
能
阻
止
住
以
民
佔
領
聖

地
l
「
H

人
」
所

居
之
地
且
都
是
見
以
民
而
生
回
民
學
紹
一
以
譏
泊
的
口
吻

來
論
及
他
們
(
申
9
2
)
這
更
證
明
所
改
的
「
叫
人
」

是
與
常
人
無
別
的
強
悍
民
族
而
已
而
這
些
一
「
卡
人
」

|
|
強
悍
民
族
|
|
的

共
同
特
點
是
驕
傲
昏
愚
攸
恃

己
比
因
而
與
天
主
作
對
(
巴
3
站
|
品
制
的
?
阿M



他
得
一
援
的
弘
一
點
是
在
人
類
各
民
族
的
歷
史

上
人
們
的
心
理
好
似
都
在
提
訝
擁
護
身
材
特
別
高
大

強
仕
的
人
好
似
問
家
民
生
的
安
危
都
置
於
這
種
人
的

保
護
之
下
以
民
亦
不
例
外
聖
經
上
所
記
紋
的
強
人
哥

叫
蚓
(
船上
U
n
|
H
心
其
他
數
個
蚓
叫
樹
蚓
人
(
撒

下
幻
M
|
且
一
端
上
m
‘

6
8
)
及
撒
鳥
耳
(
撒
上

m
n
)
等
都
是

「
勒
法
國
」

-
A
除
7
掃
客
納
牢
地
的
強
悍
民

族
之
外
亦
有
幽
瑰
的
意
思
就
是
那
些
人
死
後
降
入
陰

府
的
「
幽
魂
」
(
山
倒
叫
汁
，
u
m
H
H
制
ω
ω
u

崩
2
u

9

間
到
H
)
(

韓
)

n
u
d
f守
「
F
丘
J
「
巴
耳
」
一
詞
木
來
是
「
主

2
E
t
-
-

'
\
上
主
人
佔
有
者
」
的
意
思
比

如
家
主
牛
主
并
主
等
(
見
出
釗
扭
扭
扭
7
l
u

民
的

扭
扭
依
1

3
約
引
H
H
)
在
聖
餒
上
都
以
「
巴
耳
」
來

表
示
但
若
加
以
冠
訓
則
成
了
邪
棘
的
專
用
。
圳
詞
客
納

罕
人
是
多
神
敬
的
信
奉
者
他
們
以
肉
每
一
地
方
都
有

一
他
神
明
主
宰
通
稱
為
巴
耳
(
神
)
再
加
上
地
方
或

事
物
名
故
此
樹
有
樹
艸
泉
有
泉
一
腳
山
有
山
肺
等
等
以

此
類
推
這
很
相
似
中
凶
民
間
的
所
謂
土
地
紳
火
神
風

艸
門
科
誼

U腳
等
的
迷
析
說
法
學
經
上
對
那
些
沒
有
加

以
地
方
紅
以
作
訴
別
的
邪
神
通
稱
為
巴
林
木
(
即
巴

耳
之
多
數
)
見
長
6
自
列
上
的
恥
的
自
悶
悶
等
處
士
口

，創
利
到
的
主
婪
巴
耳
是
主
管
上
天
的
凹
『
他
與
巴
比

川
一制
的
蚓
酬
謝
創
赫
有
街
切
的
關
聯
其
敬
禮
之
廣
遠
至

戶
侈
浪
制
押
在
吶
罕
池
縣

213-215 E哇l巫

以
民
對
巴
耳
的
敬
禮
以
民
第
一
次
敬
禮
巴
耳
是

進
入
墓
地
前
在
史
廷
地
方
受
摩
阿
布
女
子
的
誘
惑
而

參
與
祭
紀
上
主
大
怒
遂
命
梅
瑟
殺
掉
一
切
歸
依
巴
耳

培
放
爾
的
人
(
戶
盯
A
B
|
S
H
M
M
)
後
來
以
民
佔
領

聖
地
與
客
納
竿
人
間
住
再
度
崇
拜
巴
耳
這
格
外
見
於

民
長
時
代
(
民
2
U
H
3
1
l
e
6
自
l
n
亦
且
繳

上
7
8
4

)
南
北
分
治
之
後
巴
耳
之
敬
禮
格
外
發
行

於
北
國
叫
剖
圳
特
別
是
在
阿
制
制
為
王
時

(
則
上
“

恥
!
臼
)
但
衛
國
猶
大
亦
未
能
兔
於
巴
耳
邪
紳
敬
梭

的
毒
害
是
以
先
知
們
會
磁
力
攻
擊
他
們
對
天
主
的
不

忠
(
歐
U
I
耶
2
n

U

H
則
6
4

8
)
尤
其
是
厄
里

亞
先
知見
厄
里
亞
(
韓

)

M
H
d抑
趴VF
E
S
J
人
名
是
一
位
衛
士
培
托
爾

:

I

t
-
-
f

、
地
方
人
(
培
托
爾
部
模
形

文
字
上
的
友
特
魯
白
白
口
)
在
幼
發
拉
的
河
剛
瑚
蚓

人
地
區
即
現
今
敘
利
亞
的
北
部
他
是
具
赦
爾
的
兒
子

被
睏
剛
制
王
巴
拉
克
請
來
咒
罵
叫
民
(
同
扭
|
圳
的
科

幻
s
e
厄
下
口

2
)
但
上
主
的
科
部
逼
迫
他
反
咒

罵
而
變
肉
祝
福
其
間
的
描
述
他
的
山
山
爾
反
爾
A
M
銀
的

誘
述
問
灘
的
談

，

而
看
見
上
主
的
使
者
等
細
窗
都
是
十

分
富
有
戲
劇
性
及
傳
奇
性
的
關
必
它
的
H
m
史
性
學
者

們
意
見
紛
耘
不
過
大
家
所
公
認
的
是
他
對
以
民
的
四

次
祝
福
都
是
以
美
路
的
詩
體
寫
山
山
的
歐
伯
達

(
k
r
p

魯
門
)按
此
斷
定
這
些
詩
文
應
是
公
元
前
十
二
或

十

一
世
紀
的
產
品
四
次
的
祝
福
旬
，
下
第
一
次

(
日
，幻

7

|
刊

)
以
民
不
能
受
咒
罵
因
民
它
是
一
桐
與
眾
不

同
的
民
族
是

A
A口
眾
多
前
途
無
限
的
民
族
天
主
不
容

許
人
咒
罵
它
第
二
次
(
戶
n
u
|
訕

)
巴
郎
宣
佈
以

民
是
一
個
與
罪
惡
無
染
的
民
簇
天
主
親
心
從
埃
放
救

出
了
它
給
它
報
告
了
自
己
的
計
訓
是
一
個
必
勝
的
民

族
第
三
次
(
戶
圳
的
3
|
8)
述
說
以
峙
的
帳
泣
是
美

麗
壯
觀
的
它
將
筍
筍
勝
利
強
錢
壯
大
任
何
人
不
會
克

服
它
它
的
灰
人
要
受
祝
福
反
之
它
的
敵
人
划
要
受
咒

凡
第
四
次
(
內
川
的
問
|
刊
)
.
這
次
祝
福
可
分
瓜
兩
部

b
L第
一
部
份
是
報
告
默
函
恆
的
來
風
「
山
蚓
剝
削
叫
將

出
現
一
顆
星
」
第
二
部
份
是
宣
示
叫
民
對
其
世
仇
|

摩
阿
布
及
厄
束
|
的
勝
利
在
乏
之
後
還
有
幾
佼
相
反

阿
喊
叫
弘
洲
已
到
制
及
叫
則
制
的
神
冷
(
門
"
的
叩
l

M
)
也
一
些
泉
昔
沼
為
是
後
來
在
淫
咪
時
代
加
添
上

去
的

但
是
在
內
M
M
S
M
及
制
口
泣
，
叫
叫
如
以
完
全
不

同
的
吋
白
山
現
他
教
給
膠
州
街
人
說
然
不
能
以
此
力

戰
勝
叫
民
划
可
以
引
誘
他
們
的
入
凹
圳
邪
艸
的
叫
m
m

而
使
其
欺
巳
且
以
科
倒
叫
人
的
身
份
參
與
打
快
叫
氏

的
戰
氧
而
戰
敗
被
札
制
制
L
叫
後
2
H
制日
街
叫
2

4
稱
凹
蚓
是
只
端
邪
說
的
傳
唱
個
ι
(

恃
)

I
J
E
d
x
n
q詣
E
E
旱
地
隘
名
法
問
心
是
「
肥
伏
的

]

E
t
-
-

g
s
F
「
哩
，
是
制
州
河
東
的
地

區
在
筒
約
中
多
次
提
到
它
伙
於
糊
酬
副
山
坡
雅
山
間
張

到
M
V
H
S
Z
W河
之
間
是
一
片
火
山
造
成
的
尚
情
評
估
蚓

束
以
剝
蚓
區
為
界
函
沿
約
伯
河
上
為
失
則
以
圳
叫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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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之
詢
問
崎
丸
此
陸
著
名
者
固
定
它
的
草
原
(
制

7
H

闊

"
M
鞘
1
4
)
牲
玄
間
(
間
花
H

禍
"
“H
)及
樹
林

(
依

2

口
則
幻e
匣
扎

2
)
其
間
的
獅
子
及
豹
子
(
申

h
N

n
)
業
已
絕
跡
巴
商
是
勇
敢
及
力
量
的
象
徵
(
亞

4

1
)
是
生
活
安
樂
自
給
自
足
的
代
表
(
賊
"
H
)
它

的
人
口
相
當
眾
多
(
申
3
4
5
)
原
來
的
居
民
是
勒

法
國
人
(
申
3
u

見
創
刊
鬥5
)
它
的
主
要
城
市
有
撒

耳
抓
固
樹
訊
問
蚓
等
(
科
3
4
M
4

甘
甜
卻8
)。
巴

商
的
最
後
一
位
國
王
赦
格
戰
敗
於
叫
民
(
同
創
臼

l

自
)
。
它
的
土
地
被
劃
分
給
蚓
制
制
支
派
(
制

3
u
j

u

蘇
U
H
I

U
)
撒
緯
漏
時
代
它
屬
第
六
太
守
區
由

革
貝
爾
管
轄
(
列
上

4
u
)
南
北
朝
時
代
巴
商
屬
北

國
叫
倒
吼
喇
喇
執
政
院
被
/
圳
刮
到
王
樹
回
到
所
偎
佔

(
列
下
叩
詞
)
阿
哈
布
(
列
上
扭
3
)
及
約
蘭
時
代

(
到
下8
且
)
大
約
已
成
了
創
利
到
王
的
屬
地
間
或

被
和
制
閻
明
二
世
所
收
復
(
則
下
M
E
)
。
到
副
主
出

革
拉
特
丕
肋
色
爾
三
世
終
將
其
完
全
劃
入
自
己
的
版

圖
(
列
下

臼
到
)

公
元
前
二
世
紀
是
在
納
巴
泰
人

z
z
s
g

統
治
之
志
最
後
是
大
蚓
制
組
叫
劉
瑚
叫
及
黑

落
德
阿
格
黎
帕
二
世
的
領
土
的
一
部
份
(
韓
)

“
H
d
士
守
P
凶
手
J
是
用
來
衡
這
液
體
的
器
血
約

:

l
l
F
T

J

、
合
四
十
五
公
斤
(
列
上
7

甜

甜
編
下
2
9
4
5

依
5

叩
則
衍
M
H
)

見
容
這
表
(
韓
)

W
E
d

商
j
L止

B
E
E
r
J
地
名
意
思
是
「
凹
叫

:

H
L
E
'
#
ι
f
F

E

」
i

2
1
1
1

」
叫
」

'
、
拉
女
神
的
聖
地
」
是

l~t l'!l 216-218 

聖
經
上
三
個
地
方
的
地
名

。
站
大
艾
派
的

一
座
城
位
於
猶
大
及
本
雅
明
的

邊
界

L
割
圳
詗
人
原
稱
之
為
到
耕
細
特
刺
剛
劇
(
醋

的
，
u

端
上
的
e
)

@
一
座
山
名
是
雅
貝
乃
耳
的
西
方
邊
界
(
蘇
的

u
)
現
為
何
山
不
得
而
知

@
猶
大
境
內
的
城
昆
在
乃
革
布
區
內
屬
西
默
盎

家
族
(
#
穌
的
凹
的
3
)
它
確
係
現
今
何
地
學
者
意
見

各
異
著
名
的
草
地
地
理
學
家
阿
伯
耳
以
為
應
在
貝
爾

舍
巴
的
東
南
五
公
里
處
(
韓

)

8
E
d

司
司
、
r
ι
E
F
I
\
吋
。
建
立
。
同

F
Z

-
J

幻

H
L
E
t
p
τ品
，H
u
q可
E
Z
E
F
E

」

制
u
a
|
@

很
簡
短
地
給
我
們
報
告
了
凹
則
到

塔
的
事
蹟
當
時
全
世
界
的
人
類
原
來
和
諧
相
處
但
在

喇
喇
喇
地
方
的
人
民
部
發
驕
傲
妙
怨
天
闊
地
想
建
築

一
座
高
塔
塔
頂
摩
天
天
主
卸
懲
罰
了
他
們
使
其
言
語

彼
此
不
遇
而
分
散
天
下
聖
經
並
諷
刺
地
將
它
的
原
名

|
i

巴
比
倫
(
意
調
「
天
主
之
門
」
「
上
主
之
門
」
)

-
-
i

改
稱
音
調
相
似
的
巴
貝
耳
意
即
「
天
主
使
其
混

亂
了
」
這
一
段
敘
述
的
倫
理
教
訓
是
顯
而
易
見
的
就

是
幾
時
人
們
集
體
地
來
發
驕
傲
違
犯
天
主
天
主
也
將

他
們
集
體
地
加
以
懲
罰
但
是
他
們
驕
傲
的
罪
過
何
在

學
者
則
見
智
見
仁
各
說
不
一
首
先
我
們
要
知
道
的
是

他
們
的
罪
惡
一
定
不
是
在
鈴
建
築
高
達
上
天
的
塔
蓋

按
凹
叫
制
的
文
件
珊
瑚
蚓
封
神
就
會
親
自
命
凹
出
制

王
納
波
頗
拉
撒

(
2
忠
告
。
-
2
月
)

要
修
建
厄
特
默

南
刻

(
例Z
B
O
E
D
r
F
)塔
「
使
塔
頂
廖
夫

h
d過
r
A

塔
在
美
索
本
達
米
亞
區
內
很
多
幾
乎
每
成
都
有

H
士

疆
塔
廟
「
塔
頂
摩
天
」
意
調
很
高
的
路
面
已
在
這
塔

頂
上
是
神
人
往
來
的
地
方
學
經
上
雅
各
伯

夢
見
的
天

梯
(
創
刊ω
u
l
H
)
就
與
這
種
東
刀
的
h
z
u老
觀
念

有

密
切
的
關
聯
故
此
它
不
會
是
驕
傲
的
表
示
有
人
以
為
，

巴
比
倫
人
的
罪
過
在
於
想
煌
築
一
陣
以
巴
比
倫
馬
也

界
中
心
的
大
城
「
免
得
我
們
在
全
地
面
上
分
散
了
」

(
創
刊
4
)
而
上
主
的
意
思
甜
正
是
要
他
們
分
散
於

全
世
界
於
是
懲
罰
了
他
們
「
將
他
們
分
散
到
全
地
面

他
們
遂
停
止
建
造
那
城
」

(
創
刊
8

)
請
注
意
此
處

沒
有
提
到
高
塔
的
建
造
並
且
這
種
懲
罰
很
可
能
是
他

看
人
類
的
戰
爭
而
實
行
的
比
如
公
元
前
一
五
三

0
年

的
赫
特
人
侵
佔
巴
比
倫
或
一
二
二
七
年
的
亞
述
人
將

凹
出
制
完
全
破
復
並
將
它
的
人
民
移
往
他
方
使
之
分

散
將
以
巴
比
倫
為
政
治
宗
教
文
化
中
心
的
美
夢
完
全

破
除

更
有
人
以
為
聖
經
的
這
段
記
述
的
背
景
不
是
來

自
凹
叫
制
本
身
而
是
來
自
曠
野
中
的
游
牧
民
族
他
們

見
到
凹
出
制
的
一
苟
同
塔
巨
城
驚
愕
之
餘
編
造
了
這
段
故

事
而
流
傳
民
間
再
由
到
凹
蚓
的
遷
移
將
這
故
事
帶
往

割
制
割
地
信
心
終
而
被
納
入
巫
山
輯
但
這
種
解
釋
近
於
幻

想
無
任
何
憑
攘
且
與
事
食
不
符

至
於
言
語
的
混
亂
有
人
以
為
是
一
種
跟
隨
歷
史

自
然
演
變
的
事
實
就
是
日
久
天
長
因
了
人
口
的
繁
殖

眾
多
不
少
的
人
遷
徙
他
往
因
而
言
語
自
然
分
裂
成
許



h
T
J
H
小
1間
的
方
一
片
土
品
但
一
這
全
不
是
如
聖
經
上
所
說
的

突
然
立
創
而
戊
的
而
是
誰
叫
多
快
紀
兵
變
的
結
果
有
人

涓
-
一
日
益
m
y一
混
亂
只
於
“
一
通
寓
鼠
的
按
法
而
真
正
的
分

裂
則
是
借
炊
治

K
A

呎
教
上
的
鉤
心
鬥
角
以
致
彼
此

不
能
瞭
解
不
惜
再
旬
的
似
的
和
指
間
處
還
有
誰
多
其

他
學
者
的
解
釋
但
都
不
能
使
人
漏
玄
其
原
山
山
不
外
是

因
吋
吋
型
經
所
在
壺
的
是
倫
璋
的
教
刊
而
不
是
垃
史
的

常
為
彼
此
它
的
有
史
詩
織
幾
于
是
不
可
能
的
也
正
因

此
多
數
的
學
詩
刊
，
全
一
些
一
天
主
教
的
學
者
在
內
志
為
，

逗
是
學
哩
編
造
的
-
個
幻
您
的
故
事
圳
來
教
圳
人
不

可
椅
做
溢
的
化
天
主
的
成
命
不
過
建
教
會
跟
隨
展
來
一

切
敬
父
的
意
見
(
總
一
例
外

1
)
U認
為
創
刊
1

!
'

是
叫
依
據
一
個
內
在
的
街
u
m央
賊
心
的
事
實
而
寫
的
阻

汰
它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在
於
給
人
→
種
倫
沌
的
教
圳
、
4

極
見
解
，
全
卡
九
快
刊
也
木
業
在
天
主
教
會
中
是
完
全
一

拔
的
(
緯

)

凹

E
d
b

卜
】
治
問\
F
S
F
D
J

是
巴
比
倫
帝
圓
的

Z
H
L
'
Z
U
哨"
/
F
S
戶
。2

\
w
h

I
l

l

-
A
l

'

、
余
部
意
思
是
「
天

主
A
/一
門
，
一
創刊

，
裕
之
謂
巴
具
耳
意
調
「
上
主
使
其

混
亂
了
一
有
改
試
之
意
即
衍
扭

曰
“
稽
之
符
合
沙
客

此
情
泌
的
版
兩
包
的
幼
發
忱
的
皮
底
格
里
斯
兩
河
的

中
下
游
地
區
高

f
A
t其
入
海
處
的
波
斯
觀
北
部
稱
為
剛

排
得
南
部
咱
們
肉
放
默
爾
是
一
大
片
把
工
叭
呵
呵
乍
原
約

有

-
三
萬
平
方
公
里
正
如
埃
凡
此
的
尼
羅
河
比
二
河
是
巴
比

叫
一
制
區
人民
的
生
命
化
二
河
每
年
一
度
也
濫
於
三
月

至

戶
六
月
間
造
成
土
地
把
r

伏
的
主
要
睬
，
且
此
外
於
-
九
五

219 ，使l叫

六
l

一
九
五
七
年
間
美
國
考
古
家
發
現

了
灌
溉
全
區

的
收
利
L

程
這
些
L
程
大
都
是
巴
比
倫
古
代
王
朝
的

產
口
洞
(
公
元
前
一
八
三
六
至
一
五
一
-
一
一
)
故
此
它
的

主
淒
產
品
是
農
作
物
以
供
養
忘
廣
大
的
人
民
主
要
城

市
有
息
帕
爾
吉
苟
宮
之
谷
答
(
只
E
Z

)克
西
(
自
各
)

波
爾
息
帕
(
因
。2
3
"
)尼
普
爾
烏
魯
克
鳥
爾
厄
黎
性

(
憫
之音
)
等
等
原
來
馬
爾
及
巴
錢
社
就
在
法
斯
海

仰
的
邊
几
附
上
但
後
來
殺
水
-
h
J
兩
條
大
河
帶
來
的
淤
泥

的
消
萃
竟
後
遲
至
二
百
公
里
並
且
二
河
在
入
海
之
前

已
丘
陷
進
接

巴
比
倫
的
經
史
原
來
居
於
巴
比
倫
的
人
民
是
叔

默
爾
人
時
在
公
兀
前
三
八

3
3
年
左
右
後
來
於
二
五

。
(
7年
前
後
有
北
方
的
附
加
得
人

(
唱
團
閃
族
)
的
入

侵
懷
著
在
二
O
O
0

年
時
代
更
有
阿
摩
黎
人
(
亦
屬

問
族
)
入
侵
美
素
不
達
米
劃
平
僚
首
建
蚓
智
後
達
拉

述
及
巴
此
倫
關
臼
比
巴
比
倫
日
強
有
第
一
王
朝
興
起

史
稱
巴
比
倫
的
占
王
朝
國
主
貝
克
智
謀
多
端
的
穌
慕

阿
步
(
切
E
E

口
，
〉σ
口
)
利
用
鄰
國
之
分
爭
而
，
吋
強
但

它
最
門
只
盜
名
的
凶
王
均
是
哈
慕
辣
彼
(
公
元
前
一
七

二
八
l

一
六
八
六
)
他
先
以
結
盟
的
手
段
到
外
和
平

共
處
吋
內
則
勵
精
圖
治
自
一
七
三
二
年
帶
兵
出
征
先

後
將
叫
樹
喇(
C

『
自
)通
士
切
納
(
F
E
E
D
凶
V瑪

的
措
及
必
述
學
狀
洗
一
←
湖
北
而
成
勾
當
時
最
強
湛
的
王

關
拔
制
定
了
著
名
的
法
典
世
間
情
哈
慕
辣
彼
法
典
逗
位

凶
主
財
經
濟
政
治
外
交
及
農
業
無
不
精
通
封
宗
教
之

熱
誠
也
很
州
大
可
恰
純
情
過
無
人
致
使
一
五
三

0
年
絲

特
人
入
侵
將
巴
比
倫
拔
起
彤
破
壇
於
是
阿
摩
黎
人
去

巴
比
倫
建
立
的
王
朝
告
一
段
慈

此
後
有
五
百
年
之
久
巴
比
倫
暗
淡
無
光
先
後
街

數
個
游
牧
民
族
的
入
侵
他
們
雖
亦
建
都
巴

比
倫
恨
在

國
際
問
拾
抽
峙
，
是
無
大
作
用
的
弱
國
此
時
北
方
的
任
述

國
興
起
與
埃
兵
分
庭
抗
m
巴
比
倫
只
街
看
風
敬
佩
昕
一

陣
傾
向
埃
及
一
陣
又
傾
向
通
述
最
後
一
段
時
期

H
A環

境
所
迫
-
K完
全
附
屬
於
直
述
主
一
一
介
)
年
紅
布
阿

蘭
人
狷
相
似
致
使
亞
述
陷
入
關
抖
抖
均
不
振
的
灰
暗
時
代
“

巴
比
倫
亦
隨
之
被
阿
蘭
人
從
一
垃
拋
棄
遺
忘
位
至
也
述

再
噯
強
盛
才
室
被
劃
歸
亞
述
的
勢
力
範
圍

凹
出
制
的
新
王
朝
時
代
(
公
元
前
八
二
五
l
五

三
九
)
凹
出
制
在
繩
過
長
期
的
研
雌
雄
過
看
家
敝
人
亡

被
人
悔
辱
國
勢
不
振
國
譽
不
名
的
這
慘
時
期
之
從
終

有
咐
按
慣
怖
勵
之
風
、
起
叫
江
符
凹
則
叫
王
(
六
一

-
i

l

六
3

五
)
開
始
新
的
紀
兀
此
時
組
述
已
是
內
憂
外

患
腹
背
受
傲
自
顧
不
暇
於
是
納
玉
同
瑪
待
人
結
盟
學

兵
進
攻
血
述
京
都
尼
尼
微
於
六
一
二
年
將
之
伯
領
卅
叭

擅
自
此
凹
出
制
大
聯
所
向
無
敵
勢
如
被
竹
雖
然
埃
兵

法
郎
乃
荷
利
國
悅
救
亞
述
親
帶
救
兵
馳
援
在
路
過
巳

划
制
出
院
關
划
王
叫
到
蚓
竟
山
山
兵
阻
其
去
的
恥
而
先
默

基
多
被
乃
苛
所
殺
但
亞
述
的
大
勢
一
去
不
彼
終
於
六

。
六
年
完
全
消
逃
於
腫
反
自
此
近
百
年
之
久
是
巴
比

制
的
天
下
於
是
它
的
政
紅
軍
事
文
化
及
宗
教
樹
始
發

揚
光
大
歪
斜
捌
副
二
世
祖祖位
(
」
八3
四
l

五
六
一
)

寬
遙
控
史
上
的
黃
金
時
代
他
在
登
倦
的
的
~
年
的
。
會



~
帶
兵
述
，
位
制
到H
凱
從
而

U聞
訊
缸
瓦
八
六
年
元
全
佔
M
M

川一
~及
敗
壞
了
叫
京
及
其
莊
麗
的
電
般
是
為
叫
民
充
軍
之

-
始
五
七
六
年
克
服
提
治
及
全
部
地
中
海
沿
岸
版
關
之

一
大
及
勢
力
之
強
可
說
是
空
前
絕
後
可
的
亦
是
後
繼
悼
卅

一
人
其
子
問
剛
到
默
洛
達
客
主
(
五
六
二

l

五
L
O
)

被
人
暗
殺
後
有
可
到
蚓
到
喇
喇
(
五
五
九
l

五
五
六
)

及
納
技
尼
性
(
五
五
五
1
頁
三
八
)
心I
M納
必
問
叫

特
敬
欣
神
而
荒
種
對
默
洛
達
客
艸
的
做
哼
致
使
但
只

不
識
退
居
太
瑪
由
卜A
r
v
J
貝
耳
沙
田
攝
玖
但
民
心
已
失

亂
結
份
，
于
刀
互
間
波
斯
王
居
魯
士
人
垮
遂
於
五
三
九
年

征
服
了
巴
比
倫
繹
放
充
軍
該
地
的
以
民
間
倒
自
此
巴

出
制
成
了
制
蚓
帝
國
的
一
個
行
恥
大
通
峰
山
大
消
滅

波
斯
帝
瀏
命
國
重
建
巴
比
倫
未
完
色
宴
荷
仁
糾
峙
的

股
東
巴
比
倫
而
遷
都
f
A
t
色
車
基
雅
巴
比
倫
遂
只
成
為

文
化
及
宗
教
的
中
心
且
自
公
元
前
九
三
年
再
無
巴
比

制
的
花
亂
至
公
-
兀

L
A三
七
年
溶
入
州
州
叫
人
手h
h

凹
出
制
的
考
古
真
正
按
步
就
班
地
在
一
活
襄
挖
掘

考
察
的
是
副
制
制
先
生
他
於
一
八
九
九
年
巨
一
九
一

七
年
悶
在
德
函
東
方
學
社
的
贊
助
之
不
努
力
發
組
使

不
少
有
貴
重
歷
史
價
怕
的
占
毯
築
遺
跡
山
土
供
人
憑

吊
這
些
一
古
蹟
大
都
是
巴
比
倫
新
王
朝
黃
金
時
代
的
產

物
品
商
兩
道
城
摘
自
五
官
反
它
的
一
。
空
中
花
園
。
一
默
浴

達
客
弋
廟
厄
特
默
南
刻
(
開
g
s
S
E
w
-
)一口
問
塔
(
塔

坡
肉
方
形
每
邊
九
十
一
公
尺
半
外
以
倫
砌
成
內
有
泥

土
愈
一
口
同
意
窄
原
高
九
十
公
尺
左
右
)
依
市
塔
爾
失
神

大
門
(
古
向
十
二
公
尺
)
上
街
獲
兩
間
裝
飾
「
遊
行
大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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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
九
行
公
口
、
)
還
有
依
市
塔
爾
及
尼
瑪
廟
宇
各


耐
趴
在
域
之
最
丸
有
制
蚓
副
王
的
一
支
出
亂

巴
比
倫
的
文
化
它
對
人
類
址
界
的
文
化
有
看
非

常
重
大
的
此
即
他
們
採
取
了
以
默
陶
人
的
兵
法

l

模

形
文
字
作
符
鬥
已
文
學
的
尤
其
並
且
吸
收
了
M
M默
甸

的
文
化
將
之
發
揚
擴
大
他
們
的
清
歌
神
誠
等
大
部
以

宗
教
憶
中
心
及
山
發
點
山
名
者
有
基
耳
加
默
市
詩

(
C
E
m
E
B
Y
)上
被
有
壯
士
尋
求
永
生
的
詩
歌
及

洪
水
滅
仗
的
敘
述
花
布
「
創
造
詩
」

(開
D
E
B

心
里
a
y
)

述
改
天
地
的
被
送
其
次
有
幾
篤
歌
詠
與
聖
經
上
納
伯

縛
的
主
題
l

人
類
何
故
受
市
的
錄
過

l
l
A幾
篇
E
f
-
-

亦

頗
為
相
似
但
這
些
文
學
作
n
m
L人
都
不
是
獨
立
性
裕
的

創
作
而
是
在
敘
默
爾
文
化
影
吶
之
下
寫
作
山
來
的
投

且
將
他
們
對
邪
術
迷
信
的
信
心
盡
彤
在
這
些
一
著
作
上

表
露
出
來
悅
一
對
廢
史
的
在
獄
是
君
主
的
年
鑑

巴
比
倫
帝
闋
的
人
民
大
都
務
晨
四
吋
住
過
養
女
定

的
生
活
有
社
會
的
組
織
法
律
及
法
庭
的
存
在
水
利
的

L
給
放
管
現
亦
有
船
業
上
的
組
織
其
次
如
ι
人
及
藝

術
匠
人
亦
都
有
白
己
的
社
團
但
它
的
經
濟
社
會
法
律

的
基
本
單
位
則
是
家
雖
亦
布
奴
隸
的
制
度
但
對
他
們

的
恃
過
則
是
相
當
寬
容
它
的
最
高
主
權
則
掌
握
在
國

土
的
手
中
而
協
主
被
刪
為
肺
的
代
表
亦
有
成
意
代
表

的
途
立
故
此
有
人
稱
巴
比
倫
是
現
代
民
主
政
權
的
雛

型
他
們
追
問
於
觀
察
起
街
從
天
文
學
的
知
為
超
過
其
他

民
族
勢
學
的
修
養
也
很
高
冉
冉
故
有
賴
為
水
擎
的
臼
曆

所
不
及
於
亞
述
及
其
他
古
老
伏
獻
者
注
也
築

i
m何
其

中
主
要
的
原
也
是
.
匕
位
於
大
平
原
中
師
們

F
O可
拆
川
、
。

用
磚
及
泥
土
來
作
建
築
上
的
原
料
故
還
於
伯
人

巴
比
倫
的
宗
教
它
的
宗
教
咱
們
如
心
的
文
化
亦

H
K

採
則
叔
默
爾
人
的
追
趕
為
基
礎
而
自
形
發
縫
之
計
小

三
位
最
函
連
盟
的
神
明
是
阿
以
(
天
神

)
u
r
u
m

卜

A

(
狂
風
一
腳
)
厄
例
(
地
神
)
他
們
亦
是
被
默
爾
令
教

上
鳥
智
屁
閥
割
如
叫
劉
叫
三
大
帥
的
科
血
的
另
布
，
一
一
他

連
盟
神
為
沙
瑪
市
∞

E
S
Z
Y
(太
陽
神
)
欣
(
月
亮
艸
)

圳
刺
叫
劑
(
女
神
母
親
金
這
戰
爭
造
恰
神
見
附
巾
托

制
蚓
條
)
，
從
者
是
混
合
宗
教
的
車
間
物
其
敏
絡
傳
仙
至

廣
摯
地
地
中
心
神
治
沖
甚
至
絡
為
玄
神
之
做
總
都
與
她

有
關
民
間
則
有
仕
表
次

(
O
F
E
E
SM)
神
的
做
神
他

是
植
物
神
使
植
物
技
四
拳
的
變
化
侃
而
俊
生
循
環
不

息
故
他
特
受
回
收
(
農
民
)
之
崇
敬
由
此
可
見
巴
比

倫
的
宗
教
是
多
神
教
且
在
它
的
文
學
泣
著
上
被
人
發

現
竟
有
三
千
三
向
多
的
神
名
其
神
以
之
他
稚
可
心
向

知
雖
然
其
中
有
此
一
一
是
同
位
不
同
名
的
神
紙
這
些
一
神
都

有
自
己
的
偶
像
彼
此
不

M
偶
像
猶
如
人
體
較
當
地
人

純
為
大
頭
戴
角
帽
且
是
神
的
特
徵

出
叫
制
城
卸
特
別
崇
拜
自
己
的
城
腳
或
國
神
默

閥
割
智
這
又
是
叫
蚓
甜
的
遺
建
諸
凡
間
與
國
之
闊
的

一
切
爭
執
戰
鬥
締
約
結
頭
或
和
平
共
處
等
專
項
皆
被

視
為
不
同
國
神
間
的
事
項
倒
神
與
其
所
屬
國
家
的
人

民
同
榮
共
辱
國
王
只
是
國
棘
的
代
表
而
已

韓



刮
目
f
E
A
W
J晶
宮
仔"
J人
名
其
念
不
注
釘
人
以

2

E
L
I

/

。
正

/
M
E
E

K
情
是
「
大
腕
的
」
「
兇

您
的
」
意
思
有
人
則
消
來
自
太
陽
神
名
「
沙
瑪

市
」

志
創
「
太
陽
的
主
上
」
是
北
閥
以
色
列
的
第
二
一
位
倒

王
原
為
納
速
布
E
的
大
將
乘
閻
王
以
全
力
進
攻
某
一
試

過
滅
時
將
閥
玉
及
其
家
人
全
部
殺
掉
而
自
答
王
他
悠

都
必
提
爾
區
在
攸
二
卡
四
年
之
久
是
位
多
才
能
仲
的

閻
王
可
惜
野
心
勃
勃
您
將
兩
關
她
大
吞
併
故
此
迷
年

戰
爭
佔
領

了
姆
大
北
方
的
不
少
土

地
坎
城
市
稱
大
丘

阿
撒
見
難
以
肉
守
川
求
救
於
大
為
士
卒
王
阿
蘭
人
本

哈
遂
得
一
世
果
然
川
崎
灌
進
攻
北
凶
以
色
列
巴
厄
沙

無
奈
只
好
退
居
提
爾
陸
以
臼
守
桂
盡
力
向
阿
蘭
人
讓

步
阿
撤
主
乃
將
矢

地
收
岡

(
列
上
的
M

口
"

刮
目

盯
|
卸

的
1
|

7

制
下
的
1
-

6
)。

耶
胡
先
知
你
自
立
斥
巴
厄
沙
傲
的
邪
神
的
盛
行
並

預
言
上
主
要
懲
罰
他
要
掃
除
他
的
家
族
這
個
預
言
在

他
的
兒
子
厄
益
的
身
上
完
全
應
驗
了
這
種
嚴
峭
的
懲

罰
叫
民
念
念
不
忘
以
資
警
戒(則
上
n
n

則
下
9
9

耶
訓
，

)
巴
厄
沙
王
死
後
葬
在
位
爾
回
他

的
兒
子
厄

拉
繼
位
為
主

(
列
上
臼
9

)
(

韓

)

M
司

d
証
。
E
q
B
W
間
。"
3
是
拿
步
高
王
大
將
斂
繹

Z

P
L
主
E
R
F
/
〈
m
m
g
k
對
川
的
總
管
及
宜
趴
其

名
出
自
波
斯
文
意
郎

「
宣
{
后一會
作
友
弟
德
及
放
回
雌

-劃
別
的
中
間聯
絡
人
(
到
m
MU
H
H
U
S

H
H
)
在

卅
一
喇
喇
帝
國
的
展
史L
此
名
頗
為
普
亂
曾
有
數
倘
若
名

一
個
已
呵
甜甜州
被
記
載
於
究
會
不
少
學
者
以
為
家
害
的
巴

220- 225 ,![ pq 

副
川
應
是
喇
蚓r
r
u川
付
啥
叫
蚓
咧
第
三
(
公
瓜
的
一
二
五

八
l
二
一
三
七
)
的
一
桐
親
卜
的
名
將
後
的
達
理
阿
第
三

(
公
元
前
三
三
五
l
一
一
一
三
一)
所
殺

(
韓

)

n
n
4
闡
明
品
均
有吉凶Y
E
B
J是
屬
木

A
明
文
紋
的

;

I
t

-
-

F

t

J

、
一
個
村
莊
位
於
猶
大

交
界
處

(
制
下
3
刊
)。
湖
州
逃
避
州
貝
叫
回
臨
時
曾
在

此
地
被
做
馬
耳
家
族
的
一
個
名
史
米

者
大
馬

(
撒
下

的
s

等
)
達
味
遊
難
後
陷
京
時
經
巴
胡
陵
街
諸
多
本

雅
明
人
圳
來
歡
迎
他
其
中
亦
有
曾
寫
過
達
咪
的
山
扎
米

並
向
君
王
求
悄
招
非
(
制
下
W
M

則
上
2
8

等
)
達

昧
的
是
使
亦
佇
在
此
地
蔽
犯
一
井
中

(撤
下
口
站
等
)

這
咪
勇
士
中
的
阿
次
瑪
委
將
即
是
巴
胡
陵
人
(
撒
下

幻
U
)
學
者
們
大
都
公
泌
巴
胡
峻
的
現
在
之
特
米
木

山
丘
在
橄
欖
山
之
來

(
梅

)

的
H
d
陸
自
由
雙
囡
"
n
n
y
ES
J人
名

ι
謂
「
巴
克

2
I
t
E
E

τ
S
E
R
K

之
子
」

1

是
色
宴
苛

王
朝
的
大
將
德
默
特
琉
一
悅
索
特
爾
三
次
命
他
帶
軍

出

征
猶
太
第
一
次
是
為
打
擊
猶
大
瑪
加
伯
並
立
阿

耳

革
派
姆
大
司
祭
(
公
元
前
一
六
二
年

)
第
二
年
重
返

學
也
將
蚓
划
及
制
制
劃
蚓
刑
制
戰
敗
於
叫
出
制
猶
大

蚓
蚓
州
死
於
是
役(
蝸
上
9
1
l

H
)。
但
他
的
第
二
一

次
出

征

(
公
元
前
一
五
七
年

)
姐
敗
於
約
納
堂
隨

後
諧
和

(
見
刷
上
7
8
|

叩
9
1

|

叮
閻

|

口

加
下

8
n
l

卸
)
(

韓

)

M
目
d
L
K何
也
「
均
占
其
J
間
剛
制
地
品
的
閻
王
漆

Z
F
L
L
q

j
/
E
E
之
蚓
酬
的
兒
正
他
會
聽
到

以
氏
紅
將
過
犧
野
時
即
曲
勝
利
將
一
切
關

r
k

打
以
此

在
又
見
以
民
大
幫
啾
忱
地
「
遮
蓋
了
地
自
」
心
生
怕
做

而
不
敢
出

來
作
戰
川
靖
巴
郎
術
七
的
來
比
成
以
“

(
或

比
川可
以
如
此
獲
勝

(
門
扭
|
圳
的則
刊
詞

) 。

一
九
三
二
年
在
約
個
川
來
發
現
一
塊
仰
文
仁
面

的
文
字
已
模
糊
不
清
不
屯
品
消
惟
其
上
之
膨
糾
仍
吋

辨
認
左
力
有
信
際
上
山
力
艸
心
，
何
州
市
紀
勒
持
，
艾
州
到

神
之
前
有
人
伸
手
向
上
看
作
昕
的
狀
胎
是
有
人

(
如

蚓
凹
則
因
﹒c
z
n
y
)以
時
逅
可
能
就
是
叫
叫
別
的
紀

念
的
研
在
他
見
到
術
士
束
手
無
策
之
餘
乃
向
小
時
十
九
艸

水
仙
似
或
馮
謝
凶
心
叫
凶
悶
，
回
際
上
以
必
勝
上
主
的
命
做
您

了
耐
用
阿
布
消
間
有M
其
交
執
己
判
內
心
做
欣
排
山
市
留
下
J
U

艸
以
絃
紀
丸
，
心
似
，
e
a
u
只
是
一
他
俏
皮

f
m己
卓
h
h
A
I

仍
米
戶
科

學
街
的
確
切
准
胡
來
U

很
可
能
街
從
新
的
X
d
t
u
的字
資

料
玫
瑰
以
治
明
此
功
的

H
H悶
悶

(
仲
)

站
回
d
悔
G
t
也
「
F
z
n
y
J
人
名
的
編
寫
耐
心
刑
制

2
E
L
H
U

--

J
/
」

「
他
您
是
受
A
頌

。
'
、
e
p
、
4
'

，

，

的
」
學
經
上
有
比
名
者
共
三
人

、
1

凹
叫
到
先
知
是
耶
叫
米
叫
先
知
卅
時
代
的
人

州
到
蚓
的
兒
子

(
巴
l
I
)
可
能
出
身
立
族

(
吼

叫
刮目
)。
是
蚓
先
知
的
心
版
(
喇
叭花
白

)
，
亦
赴
他
的
一
必

也
將
刺
先
知
的
神
論
公
開
銷
損
或
耐
性
之
於
苔(耶
M
叫

‘
i

扭

)
並
收
管
蚓
購地
的
契
約

(
刷
刷叫
“扭
|

時
)

蚓
京
失
也叫
民
的
殘
餘
部
隊
將
明
智
耐和
殺
害
之
緣

因
怕
凹
出
制
王
制
制
叫的
報
復
強
行
將
凹
叫
到及耶

蚓
料
到
恃
愣
住
倒
叫「
軸
的
e

v。

其
後
的
稿
馬
划
不
去



椅
兒
有
人
以
個
叫
他
死
於
蚓
別
(
前
羅
個
劃
)
.
但
由

他
~l
I
l
u

划
記
試
他
在
闖
京
失
陷
第
五
氧
出
現
於
凹

-
比
倫
安
慰
受
難
的
同

胞
最
後
且
返
罔
猶
太
鼓
勵
在
該

國

|

-
|

-
區
留
居
的
以
民
並
將
巴
比
倫
人
搶
去
的
單
一
般
器
血
帶

于
罔
一
部
份

現
代
的
學
者
公
法
巴
路
克
不
但
會
寫
了
刷
刷
刺

亞
的
許
多
預
言
及
神
論
並
且
認
個
月
一
切
在
耶
上
有
關

傳
品
性
的
歷
史
資
料
都
出
於
他
的
手
筆

巴
書
清
楚
地
劃
分
成
三
部
份
並
且
全
部
的

內
容

及
文
體
都
有
獨
立
的
風
格
與
其
他作
者
不
同
第
一
部

份
是
先
知
領
導
充
軍
的
同
胞
懺
悔
己
罪
懇
求
赦
免
及

哀
候
救
援
的
祈
禱
辭

(
1
H
l
3

.
)
第
二
部
份
是

以
詩
體
來
勸
告
以
反
應
罔
心
轉
念
重
新
走
向
幸
福
的

泉
諒
|
|
智
慧
法
律

(3
.

-
4

‘
)第
三
部
份
是
安

慰
及
哀
稽
的
歌
詠
(
45
l
5

，

)最
後
有
一
篇
附
錄

即
「
耶
肋
米
亞
書
信
」

抨
擊
議
諷
異
民
辦
紙
的
虛
假

無
用
並
警
戒
以
民
不
要
陷
入
邪
神
的
敬
禮

(
6
)這
三

部
份
各
寫
於
不
同
的
時
代
大
約
第
一
部
份
是
寫
於
充

軍
時
代
其
他
二
部
份
及
「耐
書
信
〕
則是
較
晚
的
作
品

至
於
確
係
何
年
代
之
作
品
至
今
沒
有
適
合
的
答
案
本

書
的
希
伯
來
原
文
業
已
失
傅
故
此
猶
太
人
同
基
督
教

派
都
否
認
它
的
正
經
性
但
因
在
各
古
譯
本
中
都
有
此

苦
的
譯
本
故
此
天
主
教
自
古
以
來
的
將
之
視
符
聖
經

本
書
的
第
幅
最
小
但
它
關
必
天
主
性
蝕
的
神
學

部
相
當
豐
宮
格
外
是
天
主
的
惟
一
性

(
3
品

)
全
能

(3

‘
)
永
在
(
4
n
u

)聖
潔
及
智
慧

(
3
u
4

n

i!l 四226-230 

5
5
)
自
由
揀
還
叫
民
作
自
己
的
百
姓

(
3
盯
)
上

主
作
寫
的
對
象
包
括
萬
民

(
4
自
剖
等
)
對
於
罪
惡

的
分
析
非
常
清
楚
它
的
嚴
重
及
後
果
尤
其
見
於
懺
悔

的
兩
辭
上
(
1
u

l

3
.

)
這
篇
禱
辭
也
是
學
教
會

祈
禱
的
典
型

?
(凹
劇
創
(
註
原
文
寫
法
同)
是
在
充
軍
後
幫

助
修
理
闖
京
城
牆
的
人
回
拜
的
兒
子(
間
下
3

叩

)

3

巴
路
客

(
註
原
文
寫
法
同

)
是
背
耳
目
旬則
的

兒
子
瑚
阿
倒
拙
的
父
親
是
充
軍
後
期
的
蚓
划
人
(
回

下
M
S
)
(

韓

)

m
巴
路
克
(書
)
(
內
持
『
的
"
叮
叮
刊

1
)

見
前
條

m
巳
路
克
默
示
錄

「
〉F
M
H
。
g

q
M
M
E

。
『
回
凶
『E
n
y
J

/
〉
句。n
MW
戶
可MMm恥m
w
囡
"
『
口
n
y
\

傌
經
本
書
是
以
希
瞄
臘
文
在
公
元
七
0
年
後
|

|

郎
在
耶
京
被
提
托
將
軍
攻
陷
之
後
寫
成
的

從
這
一
方

面
看
來
本
書
頗
似
厄
斯
德
拉
卷
四

(
偈
經

)
厄
四
也

是
在
耶
京
失
陷
之
後
寫
成
的
其
目
的
和
本
書
一
樣
是

安
慰
失
望
的
人
民
並
且
鼓
勵
他

們
依
靠
天
主
及
天
主

所
將
近
派
的
使
者
默
藺
草
本
書
的
原
文
除
了

一
些
一
殘

片
外
都
遺
失
了
該
杏
包
含
許
多
熱
心
的
禱
詞
訓
言
和

預
言
這
些
一
預
言
除
預
告
選
民
的
復
興
外
特
別
提
出

復

興
者
的
人
物
郎

「
受
傅
者
」

命靈 木
等瑰 書

見等在 對本
巴}教練 人會
路i 義 ， 淨 的的
克!都界原 教
厄i 寫得 罪、薩
斯j 得以死 正
德!相煉亡 直，
ftj 當淨，及並
卷s 清夭 ~無
四、楚使活，主f
t東明 的以示
獄。顯。使1>. 這

.bt替 JlIl. o
惑 ， 人 可
再死 望
者 f壘，息
的 他的
{吏 的是

(
中
川
)

m
巴
路
克
第
三
默
一
不
錄

\
吋
『
H
M『
已
〉
M
M
S
m
-

苟
且
。
問
M
W
R
Eny
J

/
〉M
M。n
側，
戶
可
可
丘

ω
M
W
R
E
n
r斗
拘
「
同
昌
、
、

蹦
亂
本
書
是
以
制
制
文
於

一
百
三
十
六
年
上
寫

成
趴
本
書
寫
作
的
目
的
與
巴
路
克
默
一
不
錄
間

的
話
巴

甜
甜
訓
凹
的
革
命
氧
被
制
問
軍
隊
於
一
行
三
十
五
年

擊
敗
蚓
京
徹
底
破
壞
在
其
遺址
上
划
他
築
了

一
雖
名

叫
問
劉
樹
加
利M
m
E納
的
新
威
時
有
一
伙
眩
名
的
作

家
寫
了
此
書
以
安
慰
他
的
同
胞
且
鼓
勵
他
們
依
靠
叫
“

約
的
天
主

在
第
二
世
紀
下
半
葉
木
告
在
某
一
些
地
方
的
口
問
卅

一
基
督
信
徒
稍
加
修
改
或
補
充
該
祥
的
特
別
札
幌
義
是

講
天
使
是
天
主
與
世
人
之
間
的
中
川
昨
天
使
分
三
級
豆

制
犯
罪
的
起
因
是
由
撒
彈
的
嫉
妒
而

來
與
智
2
μ

同

(
可
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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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了
死
刑
正
在
等
候
正
法
比
拉
多
怠
闡
釋
放
耶
穌
乃

譎
猶
太
人
按
著
「
巴
斯
卦
」
節
日
的
習
債
給
他
們
特

槍
自
二
者
屆
四
其
一
加
以
釋
放
猶
太
人
選
擇
了
巴
辣
巴

品
將
耶
穌
定
了
死
罪
有
的
占
抄
本
上
以
巴
赫
巴
的
全

名
符
耶
穌
巴
辣
巴
於
是
某
些
學
者
以
為
這
原
是
他

的
真
名
但
後
人
為
了
對
耶
穌
的
尊
敬
而
將
耶
穌
一
名

除
掉
只
剩
了
巴
辣
巴
不
過
若
說
這
是
受
了
僑
經
的
影

吶
似
乎
更
覺
有
理
蓋
偽
經
為
了
顯
示
二
者
的
強
烈
對

照
|
|
一
善
一
惡
|
l
乃
在
巴
辣
巴
之
名
前
付
以
耶

穌
字
按
他
的
為
人
型
經
上
的
說
法
不
一
瑪
作
惡
出
名

的
囚
犯
谷
造
反
生
端
之
輩
宗
殺
人
犯
若
強
盜
基
上
諸

點
於
是
有
些
一
學
者
結
論
說
他
是
一
個
政
治
犯
人
過
激

的
民
族
主
義
者
在
一
次
失
敗
的
情
命
中
曾
經
殺
過
一

個
羅
馬
軍
人
而
被
判
死
刑
這
種
說
法
看
來
很
合
邏
輯

也
符
合
當
時
的
嘻
地
政
治
情
形
但
缺
少
清
鍾
的
歷
史

根
攘

聖
經
見
記
載
瑪
幻
H
自
谷

的
6
|

時
帥
的n

u
1

自
軾
的M
叫
罵3
u
h
(

韓
)

池
，

d
K
E
V山
高
】
\
囡"
s
r
J
人
名
意
謂
「
閃
電
」

Z
I
t
J
i
h
-
-
'，
F
S

已
是
刺
制
割
地
方
九
屬

納
姿
塔
里
支
派
阿
彼
諾
罕
的
兒
予
受
德
波
辣
民
長
的

邀
請
自
納
斐
塔
里
及
川
步
除
文
派
召
集
了
一
萬
大
軍

與
蚓
到
王
的
大
將
劇
創
叫
作
戰
(
副
5
H
|
M
)
結

F
果
息
色
辣
全
軍
夜
沒
其
本
人
亦
被
赫
貝
爾
的
妻
子
雅

的
一
剛
到
所
殺
(
尉
4
6
|且
已J在
剝
削
中
曾
提
及
他
並

戶
說
丹
的
向
伊
德
的
表
章
。
附
當
堅
固
的
偏
德
他
作
了
轟
轟
烈

231-235 道凹

烈
的
大
事
(
希
u
n
)

(
韓
)

叫
“n
d
何
可
3
持
台
也
「
M
V丘
z
r
J城
名
意
調
「
)

;
自

1
-
-
1

，
-
d
d

、
山
谷
之
神
」

是
一
座
阱
尼
華
人
獻
於
巴
耳
棘
的
古
城
色
裂
的
王
朝

稽
之
為
厄
盟
約
頗
里
意
謂
「
太
陽
城
」
自
古
以
來
在

此
城
對
凹
到
一
抑
的
敬
禮
很
盛
後
來
更
有
剛
樹
倒
閉
及
阿

塔
加
提
斯
神
明
的
出
現

(
〉
已
且
呂
《H
E
R
m呂

ω
)

此
城
在
接
受
希
股
文
化
之
後
又
有
別
烏
斯
阿
弗
洛
狄

式
及
赫
爾
默
斯
三
位
主
要
希
臘
神
的
敬
體
它
位
於
黎

巴
嫩
及
安
援
助
申
巴
嫩
的
山
脈
之
間
是
古
時
的
交
通
中

心
現
今
屬
黎
巴
嫩
國
約
有
一
萬
一
千
居
民
大
部
分
是

阿
刺
伯
人
罔
教
徒

聖
經
上
總
未
提
到
這
座
城
但
國
歷
來
有
不
少
的

解
經
家
將
之
間
聖
經
上
的
巴
阿
拉
特
貝
爾
(
蘇
凹
a
)

凹
到
叫
得
(
制
口
口
)
，
叫
到
叫
劃
(
制

8
u
)
，
或
創

卡
特
阿
文
(
到1
5
)
等
混
為
一
談
故
簡
介
於
此
致

鈴
巴
耳
貝
克
是
否
就
是
上
述
諸
城
之
一
至
今
無
確
切

證
攘
故
不
得
而
知
(
韓
)

故外他 子 233
木 的們充 lU 
知歷 ~ llí 巴! a..... 
fF 史 斜的坪l '干
何文 步| 猶| 塔I J.于
解件 品l 太| 撒1 +it 
F事。上，及人訣 ，古
完其寫巴! 告路
全子信 1 間~
沒巴給 11

有耳l 留 12 CZH
關塔居的 E~

Jî~ 撒巴記 EE
巴祈力紋， EE
耳i 禱。斯i 是門已
塔; 但過『 拿| 已
撒f 在的步l\J

( 的學;同高l

韓記 經i 胞，的
紋。之論兒

M
H
E
d
T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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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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囡
"
是
早
已J
U腳
名
念
品



Z
U
L
T
J
H

飼
刮
到
/
白
色

N
O
F
C
E

1
1
-
-
l
i
d
-
J
e

J
、
行
蠅
之
余
」

保
護
人
不
受
爬
蟲
的
咬
傷

在
當
約
中
他
是
問
糾
斟
(
開
宵
。
口
)
織
的
艸
叫

此
城
是
培
肋
舍
特
人
的
五
城
之
一
以
色
列
主
阿

m
m

雅
病
重
會
造
人
前
往
向
此
神
紙
求
問
命
起
(
列
下

1

2
|
峙
)
上
主
因
此
藉
厄
里
亞
先
知
向
之
丘
斥
特
叫
做

告
他
不
久
病
死
之
兇
信

在
新
約
中
他
是
諸
晦
之
首
魁
法
利
主
人
安
心
肌

蛛
身
受
其
纏
附
(
關ω
自

叭
叭
3
自
)
投
以
其
中
圳
w
u
w
d

惡
魔
(
關
詔
"
叫
m
U
H
)
。
耶
蛛
仆
辨
眉
宇
非
叮
此

(
喇
喇
眩
目
|

甜
甜
3
叫|
盯
制
U
H
H
)

。

他
是
怕
那

(
到
3
H
創
刊
M
)
是
地
獄
之
王
(
碼
也
甜
甜
)
他

有
力
量
在
世
上
偽
非
作
歹
直
至
郎
郎
阿
沛
，
令
得
勝
他
心

止
(
瑪
U
M
路
口
n
n
)

(
刊
)

m
巳
耳
責
豐
(
悍
的
…
叮
叮
叮
口
)

作
汙

-enkhy

/
1 

逃
出
埃
及
之
後
及
在
過
紅
海
之
前
在
它
對
面
女
們
的

地
扎
在
米
智
多
耳
及
本
啥
就
制
何
的
附
近
(
叫
M
2

，
戶
口
7
)
距
紅
海
很
近
也
許
捏
一
絡
上
所
指
的
起
一

座
山
有
人
以
為
就
是
現
在
的
莫
爾
山
(
]
早
已
去
己
)

但
不
能
確
知
蓋
學
者
意
見
紛
亂
征
比
山
上
叫
叫
叫
人

會
祭
主
管
北
風
的
巴
耳
神
(
即
此
神
名
之
怠

)
以
水

在
紅
海
航
行
之
順
風
在
埃
及
的
門
非
問
亦
有
巴
I
H
A

艷
的
鞠
字

?
f
」



k
z
h
H
J
W
阿
詞
句
且

E
E
U
O
J名稱
一
般
佑

7

-
9
ι
-
V
F
E
h』
/
恥
E
E
“F
.
v
.
-
r
h
d
z。
ω
E
D
值
\

u
~
t
t

﹒

τ
1

，

4
J
1

，

、
灰
稱
巴
力
斯

-
迫
使
吋
摯
地
以
記
念
救
贖
史
上
所
發
生
的
重
大
事
做
但

.

, 

←
是
在
一
過
以
前
會
有
亦
多
世
紀
被
稱
為
客
納
字
地
阿
耐
用

一
黎
人
地
區
以
色
列
地
或
猶
太
地
叫
公
元
前
第
五
世
紀

J
給
自
淤
希
股
文
化
的
影
吶
巴
力
所
也
一
名
後
來
居
上

流
傳
至
今
逗
名
稱
原
來
只
是
叫W
創
蚓
地
後
來
做
大

用
途
成
了
聖
地
的
阿
通
名
稱
巴
力
斯
過
一
字
技
字
源

即
來
自
培
肋
舍
特
(
見
蘇
的
2
)

界
限
上
述
以
不
同
名
稱
所
指
的
地
區
是
位
於
中

東
一
個
狹
長
的
地
帶
四
周
邊
界
大
致
說
來
北
部
以
樂

巴
嫩
及
赫
爾
孟
兩
座
大
山
為
天
然
邊
界
東
部
至
敘
利

亞
及
阿
刺
伯
曠
野
南
部
以
西
乃
順
野
為
界
西
部
以
地

中
海
為
自
然
界
限
全
部
面
積
不
會
超
過
三
成
四
下
半

方
公
里自

以
民
佔
領
這
一
地
區
之
後
慣
以
「
臼
丹
至
只

爾
金
巴
」
(
民
油

1

撒
上
3

叩
)
指
約
但
河
西
部

地
區
的
邊
界
並
以
「
自
阿
爾
農
谷
至
赫
爾
孟
山
胸
」

(
關U
I
一
指
制
叫
河
東
部
地
區
的
邊
民
二
者
皆
叫
民

土
地
南
北
兩
方
所
遠
之
地
自
丹
至
貝
爾
金
口
巴
的
南
北

長
度
約
符
二
四
0
公
里
它
的
東
西
距
離
則
在
一
五

o

r
t二
七

0
公
里
之
間
面
積
約
為
兩
萬
五
千
平
方
公
里

故
約
但
河
東
部
面
積
只
有
全
部
地
區
的
三
分
之
一
弱

並
且
t
地
貧
辯
故
居
民
不
多
這
一
點
容
後
再
作
討
論

上
述
地
區
的
長
度
與
寬
度
當
然
他
歷
史
政
治
軍

事
等
有
所
演
變
並
不
是
一
成
不
變
的
比
如
它
的
疆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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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制
剝
制
時
此
竟
擴
至
由
喇
喇
蚓
渡
口
(
在
凹
到
則

克
附
近
)
至
蚓
別
小
河
即
剛
喇
喇
河
(
見
到
上
8
M

m
下
叫
自
)
。
其
後
在
湖
划

王
劇
創
制
時
此
依
叫
劇
諷

刺
封
伽
利
對
把
加
山
里
肋
也
副
蚓
及
蚓
蚓
蚓
地
區
益
圓
圓

黑
格
德
管
轄
絞
間
之
大
可
與
做
擺
滿
王
朝
媲
美

仆
公

一
兀
一
九
二
三
盃
一
九
四
八
年
凹
力
叫
到
成

了
大
英
帝
凶
的
惱
地

約
但
河
東
地
區
自
成
一
區
與
巴

力
斯
組
脫
離
開
係

'(
土
一
九
四
九
年
的
洛
廈
(
悶
。
全
)

和
約
更
正
式
路
約
但
河
西
的
兩
萬
一
千
平
方
公
里
釗

歸
新
成
立
的
以
色
列
共
和
國
其
餘
部
份
自
北
至
南
由

草
率
從
納
布
的
帕
斯
古
耶
路
撒
冷
及
赫
貝
龍
創
歸
約
但

王
國
屬
阿
刺
的
圳
人
但
因
兩
國
的
邊
界
是
強
行
人
為
釗

定
的
故
此
間
始
即
未
能
平
安
相
處
可
謂
戰
爭
連
年
其

中
最
烈
者
要
算
是
一
九
六
七
年
六
月
的
六
日
戰
爭
在

此
役
約
但
河
西
的
全
部
約
但
王
國
地
區
盡
入
別
叫
圳

人
之
手
問
題
至
今
無
法
解
決
失
地
更
是
歸
還
無
則

地
勢
巴
力
斯
姐
的
地
勢
由
歷
史
證
明
不
論
在
政

治
軍
事
文
化
宗
教
各
方
面
皆
佔
有
極
重
要
的
地
位
因

為
它
位
於
亞
歐
非
三
大
洲
的
中
心
點
更
是
自
美
眾
不

達
米
直
至
埃
及
和
阿
刺
伯
半
島
自
敘
利
亞
至
蚓
閥
割

必
經
之
地
是
以
向
來
在
歷
史
上
是
各
大
強
國
必
爭
之

地
尤
其
是
蚓
對
埃
及
凹
出
制
及
制
蚓
等
各
大
帝
國

地
形
巴
力
斯
過
是
自
束
而
西
漸
次
自
高
原
地
區

下
降
至
西
海
(
地
中
海
)
的
一
個
東
高
茵
低
的
狹
長

地
帶
但
在
數
萬
年
前
忽
然
發
生
了
一
次
巨
大
強
烈
的

地
品
將
巴
力
斯
闖
一
由
北
而
南
整
個
的
分
成
兩
部
份
進

成
世
個
絕
無
僅
有
的
地
形
怪
狀

即
是
由
制
倒
發
源
地

起
下
經
加
里
肋
亞
湖
死
海
而
至
阿
利
凹
海
揖
御
自
北
而

南
造
成
一
條
深
深
的
谷
地
有
的
地
方
甚
至
下
沉
苓
地

中
海
水
，
半
線
之
下
遙
數
百
公
尺
之
多
比
如
死
海
附
近

的
地
區
就
是
如
此
亦
嚴
格
地
將
巴
力
斯
過
分
成
約
但

河
西
部
地
區
和
東
部
地
區
這
種
說
法
在
聖
經
上
是
屢

見
不
鮮
的

如
果
我
們
自
巴
力
斯
吼
叫
的
叫
叫
湖
邊
沿
開
始
向

東
部
進
行
觀
察
的
話
我
們
可
以
清
楚
地
見
到
下
列
情

形
首
先
是
沿
海
的
平
原
地
區
接
若
是
河
西
高
原
地
帶

再
東
進
則
是
約
但
河
谷
然
後
貝
克
河
東
高
原
地
區
接
若

是
東
部
曠
野
此
後
者
已
不
屬
於
巴
力
斯
過
的
範
園
今

為
了
使
讀
者
街
一
比
較
清
楚
的
概
念
將
上
述
諸
地
怖

分
述
如
下一

地
中
海
沿
岸
的
平
原
地
區
北
白
黎
巴
嫩
山
胸

開
始
漸
次
向
南
伸
展
且
愈
展
愈
寬
至
加
爾
默
耳
山
下

地
區
寬
度
已
達
六
至
十
公
里
再
向
南
至
迦
薩
附
近
寬

度
至
二
十
公
里
左
右
南
北
的
長
度
共
計
一
百
八
十
公

里
在
這
一
區
叉
有
不
同
名
咱
們
的
小
平
原
見
於
聖
經
中

比
如
自
加
爾
默
耳
山
至
雅
法
之
間
的
地
區
稱
為
沙
龍

平
原
(
制
約2
制
2
1
)

-這
區
的
特
產
是
橄
掛
葡
的

及
其
他
一
些
農
作
物
可
稱
土
地
肥
法
且
有
教
條
小
河

不
斷
的
灌
溉
這
一
區
比
如
聖
經
上
所
記
的
默
雅
爾
扎

河
就
在
這
一
區
(
繭
的
“

)

在
雅
法
之
筒
的
一
段
平
原
商
品
是
培
肋
舍
特
人
的

居
住
地
此
處
土
地
非
常
肥
法
出
產
亦
登
計
有
數
種
科



類
及
小
麥
現
經
以
色
列
二
卡
多
年
的
整
理
之
後
更
變

成
巴
力
斯
坦
的
純
台
之
地
聖
經

上
稱
此
地
區
寫
舍

金
投
曾
是
以
民
與
培
肋
舍
特
人
爭
奪
不
休
的
地
區

(
見
你
M
H

民
1

，
)

迦
薩
的
南
方
地
區
則
是
乾
旱
之
地
段
無
河
流
雨

水
又
少
幾
成
不
毛
之
地
故
居
民
非
常
稀
少
但
目
前
經

過
以
色
列
國
的
慘
治
經
營
之
後
引
水
灌
回
並
建
立
工

廠
已
收
到
了
相
當
美
好
的
成
果

二
河
西
高
原
區
這
一
地
區
的
寬
度
約
在
五
十
至

六
十
公
里
之
間
其
高
度
北
方
在
九
百
公
尺
左
右
中
部

五
至
六
百
南
部
七
至
八
百
公
凡
在
北
方
有
寬
廣
的
制

次
勒
耳
平
原
將
更
北
方
的
加
里
肋
亞

地
區
隔
離
加
里

肋
亞
又
分
高
低
兩
部
份
高
加
里
肋
亞
即
是
聖
經
上
所

說
的
納
斐
塔
里
山
區

(
蘇
M
Z
)
低
加
里
肋
亞
則
多

是
丘
嶺
地
帶
中
間
有
不
少
的
河
溪
及
谷
地
通
往
地
中

海
或
加
里
肋
亞
朗
大
博
爾
山

(
一
崎
五
八
八
公
尺
)
就

在
這
一
區
內

依
次
勒
耳
平
原
(
亦
名
厄
斯
得
隆
平
原
)
面
積

約
寫
二
百
五
十
平
方
公
旦
中
間
有
到
樹
河
通
過

(
閩

4
7
H
)
泛
地
自
占
以
來
就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一
個
區

域
因
為
這
襄
是
埃
及
敘
利
亞
和
美
索
不
達
米
亞
之
間

的
必
經
之
地
西
有
默
基
多
東
有
用
蚓
制
兩
座
重
鎮
作

姆
屏
障
是
以
在
歷
史
上
常
是
兵
家
必
爭
之
地
在
這
里

回
發
生
過
不
少
的
大
小
戰
爭
(
見
依
次
勒
耳
平
原
條
)

川
一

概
瑚
劉
雅
地
區
位
於
依
|
調
制
胡
平
原
之
南
地
勢

戶
再
度
升
高
以
草
藥
斤
山

(
高
八
八

一
公
尺

)
及
厄
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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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
山
(
高
九
四
本
公
尺
)
為
其
最
尚
點
二
山
之
間
僅

以
納
布
路
斯
谷
相
隔
這
便
是
古
代
金
根
域
的
所
在
地

猶
大
地
區
由
撒
瑪
黎
雅
南
下
穿
過
路
班

(
F
F

Z
D
)小
平
原
之
後
忽
然

地
勢
升
高
竟
達
一

O
一
六
公

尺
南
至
耶
路
撒
冷
附
近

地
勢
才
較
為
低
平
此
處
的
橄

欖
山
高
速
八
一
四
公
凡
但
再
由
蚓
京
向
南
至
蝴
則
甜

附
近
地
勢
又
再
高
升
至
一

O
二
0
公
尺
由
此
至
約
但

河
谷
地
區
稱
為
猶
太
曠
野
再
向
南
行
地
勢
下
降
這
一

地
區
就
是
乃
革
布
它
繼
續
向
南
方
的
曠
野
地
帶
伸
展

三
約
但
河
谷
地
區
猶
如
上
述
這
是
地
球
上
十
分

少
有
的

地
理
現
象
北
方
的
丹
地
仍
在
海
面
之
上
五
五

0
公
尺
但
在
南
下
十
公
里
之
後
至
默
龍
湖
已
下
降
至

海
面
上
七

0
公
尺
再
南
下
十
六
公
里
至
加
里
肋
亞
湖

已
至
水
平
線
之
下
二
一
二
公
尺
至
死
海
入
口
處
為
水

平
下
三
O
四
公
尺
死
海
中
心
深
度
則
為
地
中
海
水
平

線
下
七
九
三
公
尺
過
死
海
再
南
下
至
紅
海
一
帶

地
區

則
叉
上
升
至
水
平
線
之
上
自
加
里
肋
亞
糊
，
全
死
海地

區
的
東
西
寬
度
在
二
至
二
十
五
公
里
之
間
自
死
海
至

紅
海
的
東
西
寬
度
則
是
九
至
二
十
公
里
之
間
(
見
約

但
河

)四
河
東
高
原
區
這
一
地
區
為
數
條
河
流
分
成
數

段
雅
爾
慕
克
河
之
北
部

地
區
高
度
約
在
六
至
八
百
公

尺
左
右
位
於
雅
爾
慕
克
及
雅
波
克
河
之
間
的
地
區
稱

為
基
肋
阿
得

地
區
高
度
在
八
至
九
百
公
尺
之
間
雅
放

克
河
及
阿
爾
農
河
之
間
的
地
帶
高
度
己
較
為
突
出
在

八
五
0
至

一
千
公
尺
之
間
阿
爾
良
河
之
南
的
摩
阿
布

地
區
地
勢
更
為
高
聳
達
一
二
仆
仆
公
尺
古
代
的
例
來

高
原
區
應
是
植
物
茂
盛
樹
木
叢
生
的
地
區
目
前
仍
令

不
少
美
好
的
草
原
供
畜
牧
之
用
農
作

物
划
非
常
之
少

氣
候
及
雨
悶
地
前
面
我
們
已
描
述
過
巴
力
斯
過
的

地
形
有
各
不
相
同
的
形
勢
|
沿
海

平
原
河
西
高
原
約

但
河
谷
及
河
東
高
原
羞
恥
趴
這
數
極
迴
然
不
同
的地
形

也
就
有
了
不
同
的
氣
候
及
不
同
的
兩
扯
大
致
說
來
沿

海
平
原
的
氣
溫
是
冬
季
溫
暖
夏
天
炎
熱
正
月
平
均
溫

度
為
攝
氏
十
一
度
八
月
則
達
二
十
七
度
一
的
原
的
淌
過

平
均
度
數
是
八
至
二
十
四
皮
之
閥
但
是
約
但
河
m仆
地

區
的
氣
溫
則
與
前
者
有
更
大
的
差
別
在
十
二
皮
及
三

十
度
之
間
位
於
七
四

0
公
尺
高
的
郎
﹒
U
心
其
最
高
自
恤
皮

是
四
十
度
最
低
有
時
遠
存
下
二
或
三
度
溫
度
刊
太
在

異
的
主
要
原
因
之
一
是
兩
益
的
分
配
半
均
說
來
們
海

平
原
每
年
所
得
的
雨
豈
是
六
三
三
毛
米
(測
於
雅
法
)

高
原
區
的
雨
這
是
五
八
三
毫
米

(
測
於
耶
求

)
約
但

河
谷
則
只
得
一
五
二
毫
米

(
測
於
班
里
哥

)
又
微
雨

水
下
降
的
情
形

來
看
巴
力
斯
堪
可
以
明
顯
的
分
成
兩

個
季
節

即
五
月
至
十
月
的
旱
季
及
十
一
月
至
四
川
的

雨
手
下
雪
的
情
形
是
很
少
見
的
在
正
H

月
二H
n
間
訂
時

有
十
分
短
暫
的
降
雲
記
錄
且
不
是
年
年
都
有
的
一
九

五
0
年
二
月
初
在
耶
京
降
雪
達
半
公
尺
厚
的
悄
形
可

說
是
空
前
的

在
炎
熱
的
夏
季
不
時
有
涼
爽
乾
煉
的
宜
人
涼
風

自
凹
到
制
過
的
北
方
或
東
北
吹
來
冬
季
的
風
向
如
是

來
自
雪
地
的
西
南
或
南
方
帶

來
大
盔
的
雨
水
此
外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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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秋
二
季
中
有
時
颱
起
來
自
巴
力
斯
叫
旭
東
方
曠
野
的

大
風
帶
來
細
微
的
沙
土
遮
天
蔽
日
一
片
淡
黃
的
臣
民
象

使
人
不
敢
外
卅
阿
刺
伯
人
稱
之
謂
「
哈
木
辛
」
(
因ω
S
E

E
D
)是
對
一
切
良
作
物
甘
當
致
牲
市
人
口
頗
為
有
害
的

河
流
巴
力
斯
坦
可
說
只
有
一
條
真
正
的
河
流
郎

約
但
何
其
他
皆
是
一
些
一
匯
入
約
但
河
的
小
型
河
流
比

如
克
雄
雅
爾
慕
克
雅
波
克
及
阿
爾
良
等
是
除
此
之
外

在
聖
地
亦
有
不
少
平
時
乾
潤
只
在
雨
季
才
有
流
水
的

谷
溪
方
向
大
都
是
由
東
而
西
由
高
原
流
向
地
中
海
沿

岸
平
原
如
此
它
們
無
形
中
又
將
聖
地
自
北
至
南
的
高

原
及
平
原
分
成
不
少
段
洛
造
成
中
悶
不
同
名
稱
的
平

原
如
依
次
勒
耳
沙
龍
路
班
等
平
原
巴
力
斯
坦
的
上
質

多
石
灰
石
故
此
水
份
極
易
沉
澱
而
存
留

地
下
是
以
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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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
何
時
數
頗
多
的
水
井
和
水
泉
供
人
食
用
或
灌
溉

關
於
巴
力
斯
過
的
植
物
和
動
物
詳
見
聖
經
中
的

植
物
和
動
物
條

政
治
自
以
民
進
佔
巴
力
斯
坦
之
後
在
數
千
年
的

歷
史
中
除
了
遠
味
和
機
經
識
時
代
以
及
阿
斯
摩
乃
王

朝
巴
力
斯
過
獲
得
真
正
的
統
一
和
完
全
的
獨
立
外
在

其
他
時
代
中
大
都
過
若
受
人
統
治
管
轄
彭
吶
而
不
能

自
主
獨
立
這
種
在
政
治
上
不
能
自
主
獨
立
的
原
因
亦

是
與
它
的
地
理
形
勢
有
密
切
的
關
仇
因
為
凹
划
蚓
咱

是
處
在
兩
個
超
級
大
國
之
間
的
小
國
北
方
有
美
索
不

瀏
刑
叫
地
區
中
先
後
皺
起
的
亞
述
凹
出
卿
和
制
蚓
帝

閩
南
芳
有
占
老
強
大
的
埃
及
無
怪
乎
它
不
時
在
受
著

其
中
一
個
或
兩
個
大
國
的
平
擾
入
侵
壓
迫
或
在
右
而

少
獲
得
真
正
的
自
主
獨
立

其
他
開
於
凹
划
蚓
倒
的
不
少
間
也
可
晶
宮
閱
本
叫
辭

典
的
其
它
條
文
如
約
也
河
默
龍
湖
加
里
肋
亞
死
海
切

爾
默
耳
山
大
博
爾
山
赫
爾
孟
山
依
次
勒
耳
平
原
沙
龍

平
原
等
(
幹
)

的
巴
力
斯
坦
考
古
的
發
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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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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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考
古
學
崖
，
古
研
究
之
所
以
成
為
正
式
的
學
問

只
是
近
百
年
來
的
事
最
初
人

們
之
考
占
大
都
只
注
息

地
面
上
古
人
所
遺
留
下
來
的
文
物
後
來
才
漸
漸
發
現

絕
大
多
數
的
考
古
文
物
是
埋
在
地
下
的
於
是
人
們
J

開
始
了
發
掘
的
事
業
使
大
批
長
期
理
在
地
F

的
文
物

重
新
出
土
面
世
而
加
以
研
究
可
是
最
初
人
們
開
始
在

中
東
及
墓
地
發
掘
的
時
候
多
少
是
在
抱
著
一
種
「
尋

貨
」
的
心
理
盡
力
為
自
己
本
副
政
府
的
巨
大
博
物
館

尋
求
資
料
使
之
充
實
壯
觀
再
加
上
當
時
中
東
地
區
大

都
沒
有
白
己
獨
立
的
政
府
而
且
覓
處
在
半
殖
民
地
的
狀

態
之
下
以
致
自
己
地
下
的
文
物
質
嚴
任
由
西
歐
列
強

來
發
掘
連
返
本
國
處
在
這
種
條
件
之
下
的
考
市

研
究
不
兔
有
些
雜
亂
無
章
形
成
各
自
為
政
各
自
挖
掘

的
狀
態
頗
為
可
比
直
至
一
八
九

0

年
喇
喇
喇
先
生

(
E
M
z
o
a
-
r
丘
。
)才
首
先
訂
立
了
考
占
挖
掘
悠
古

的
原
則
應
採
取
的
步
驟
並
且
建
立
7
4陶
器
的
年
代
表

以
供
人
來
斷
定
出
土
文
物
的
年
代
自
此
考
古
學
才
算



關
始
走
上
了
康
一
忱
的
大
道
結
趴
了
後
期
燦
爛
美
麗
的

變
h
n
m
m
木
質
後
來
為
研
究
聖
經
的
學
者
竟
成
了
不
可
或

缺
的
必
做
工
具

與
研
究
學
將
有
關
的
考
古
地
區
是
巴
力
斯
甜
敘

利
亞
埃
及
美
索
不
達
米
亞
小
亞
細
亞
及
希
臘
不
過
我

們
在
這
襄
所
主
要
討
論
的
是
關
必
巴
力
斯
坦
的
為
古

考
古
學
者
在
巴
力
斯
坦
所
尋
找
及
挖
掘
的
對
象
是
一

些
廢
雄
或
廢
址
堆
這
些
廢
墟
原
來
是
有
人
居
住
過
的

小
山
丘
因
為
它
容
為
崗
山

地
面
故
易
於
防
守
自
衛
普

通
在
它
的
闖
闖
附
近
有
水
泉
的
存
在
以
供
居
民
食
水

之
間
如
此
漸
漸
成
馮
村
落
但
歷
史
是
前
進
的
及
無
情

的
這
里
的
居
民
可
能
在
數
個
或
數
十
個
世
代
之
叫
做
遭

受
敵
人
的
攻
擊
破
接
或
者
水
旱
之
災
或
者
是
火
災
及

瘟
夜
之
災
的
批
投
而
益
形
必
亡
無
迫
他
們
的
房
產
經

過
風
吹
日
曬
雨
淋
之
俊
不
久
亦
例
蹋
了
下
來
直
至
後

來
再
有
站
一
批
人
遲
來
居
住
這
些
一
移
民
經
過
某
些
年

代
之
後
亦
益
滅
亡
而
被
其
他
的
人
所
代
替
這
種
繼
往

開
來
循
環
不
息
的
演
變
終
有
一
日
完
全
靜止
這
個
山

丘
也
就
變
成
了
被
人
逃
亡
心
的
荒
丘
廢
耀
它
正是
考
古

的
叫
到
個
學
因
為
在
這
個
山
丘
下
埋
葬了
幾
千

百
年
的
人

類
文
化
歷
史
每
一
批
新

來
的
移
民
在
上
面
都
留
下
了

自
己
的
文
化
痕
逃
謂
之
為
文
化
層
自
然
在
這
個
山
丘

土
的
數
個
或
數
十
個
文
化
層
是
越
下
屑
越
古
老
上
尉

，
則
是
近
代
或
最
後
屆
民
留
下
的
迫
遊

m
一

考
古
學
者
並
不
是
毫
無
分
辨
的
在
凹
刻
蚓
蚓
見

一
山
丘
廢
據
說
挖
首
先
要
打
聽
這
個
山
丘
的
名
字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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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古
代
紀
錄
文
件
上
或
學
經
上
的
某
某
地
名
有
相
同

的
地
方
其
次
是
看
它
的
地
形
及
地
勢
是
否
與
聖
經
上

或
其
他
文
件
上
所
記
誠
的
相
符
合
若
這
兩
個
條
件
淪

足
了
才
開
始
從
事
於
試
揉
的
挖
掘
就
是
還
卅
幾
個

地

點
來
挖
抑
因
為
全
部
整
個
的
挖
掘
是
十
分
對
人
力
及

貨
公
此
錢
的
工
作
叉
沒
有
絕
對
成
功
的
把
握
挖
掘
的
地

點
臨
指
定
於
是
開
始
小
心
的
動
工
工
人
大
都
是
由
本

地
或
附
近
村
在
僱
來
的
苦
工
將
他
們
分
成
數
組
每

一

組
五
人
八
人
或
十
人
不
等
有
一
位
組
長
帶
領

從
事
挖

土
的
工
作
這
位
組
長
應
是
對
考
古
學
有
研
究
的
人
多

半
以
大
學
考
古
學
院
的
學
生
充
任
他
們
應
時
刻
不
離

向
自
己
的
同
組
工
人
一
齊
工
作
並
監
視
有
無
文
物
山

土
在
組
長
之
上
有
一
位
或
數
位
教
授
來
領
導
最
後
有

一
位
全
權
頁
立
指
叫
作
工
作
的
主
任
這
批
寅
貴
人
民
及

組
長
要
不
時
的
就
地
關
會
討
論
及
檢
討
工
作
進
行
的

程
序
及
工
作
的
結
果
這
是
一
種
相
當
吃
力
的
工
作
因

為
不
用
機
器
而
只
能
用
人
力
按
照
畫
定
的
圖
案
一
點

一
點
的
往
下
掘
如
發
現
有
什
麼
物
件
而
又
是
與
考
古

學
有
關
係
的
話
應
當
馬
上
照
相
記
錄
仙
土
的
地
方
郎

土
層
深
度
及
在
圖
案
中
的

地
點
然
後
小
心
將
之
以
手

放
以
簡
單
的
工
具
挖
出
送
往
中
心
指
叫
作
室
這
是
組
長

的
仁
作
在
指
叫
作
中
心
室
再
有
專
門
人
材
將
物
件
擦
磨

乾
作
以
及
修
補
破
壞
的

地
方
最
後
再
一
編
上
號
碼
將
之

保
存
起
來
以
備
日
後
發
掘
完
畢
之
後
作
全
盤
考
究
時

之
用
以
後
將
結
果
公
諸
於
世
挖
掘
的
時
候
除
了
注
意

出
土
的
文
物
之
外
更
應
注
意
居
住
層
或
謂
文
化
層
的

開
始
及
終
結
因
為
在
每
一
堆
環
線
之
下
可
能
有
數
個

或
十
數
徊
不
同
的
文
化
閣
將
蘊
藏
若
這
些
一
文
化
層
有
的

可
能
是
經
過
很
多
很
多
的
年
代
也
有
的
可
能
是
只
經

過
很
短
的
一
個
時
期
便
被
前
述
的
原
凶
消
滅
了
而
刊

文
化
層
與
文
化
層
之
間
也
許
是
附
有
很
長
的
作
札
戒

只
隔
了
一
個
短
短
的
時
期
就
是
當

地
的
居
民
被
消
滅

之
後
多
年
之
後
或
只
幾
年
之
役
便
有
第
二
種
不
同
文

化
或
甚
致
不
同
種
族
的
人
來
此
居
住
這
一
切
都
是
后
，

古
學
者
應
當
被
皆
出
土
的
文
物
來
斷
定
的
在
巳
力
斯

出
斷
定
這
些
一
年
代
的
主
要
依
放
是
出
土
的
完
整
的
必

破
碎
的
陶
器
以
這
些
一
陶
器
品
質
的
俊
劣
線
式
的
美
觀

或
制
糙
花
紋
色
彩
等
因
素
來
斷
定
它
的
年
代
再
以
已

出
土
的
地
點
而
斷
定
該
處
文
化
馬
總
有
的
年
札
除
f

陶
器
之
外
為
斷
定
公
元
前
三
千
年
以
前
的
文
物
刊
一

九
四
四
年
有
一
種
新
發
明
的
方
法
即
是
以
具
有
放
射

元
素
的
碳
(簡
稱
十
四
號
碳

)
來
斷定
已
死
去
的
有
叫
阿

物
體
的
年
代
這
是
考
古
學
上
的

一
大
幫
助
因
為
公
兀

前
三
千
年
前
的
文
物
是
很
難
完
整
保
存
下
來
的
格
外

古
代
粗
製
濫
造
的
陶
器
故
此
只
有
依
靠
十
四
號
搬
來

確
定
年
代
死
去

的
古
老
樹
木
甚
至
炭
灰
人
及
動
物
的

骨
頭
都
可
以
用
這
種
方
法
來
頗
為
準
稚
的
鑑
定
川
它

們
生
存
的
年
代
除
此
之
外
在
每
一
個
文
化
將
所
發
恥

的
娃
築
物
以
其
所
用
的
材
料
娃
策
的
方
式
拱
尸
荒
山
，
仁

的
武
提
操
作
的
工
具
等
亦
都
是
研
究

的
對
象
它
們
亦

可
以
幫
助
人
來
斷
定
它
們
的
年
代
因
為
每
一
個
文
化

層
皆
有
自
己
的
特
點
它
的
文
物
是
自
成
-
格
不
容
與



~
其
他
文
化
屬
來
混
淆
的
如
此
考
古
學
者
父
可
以
根
接

山
~
每
~
個
文
化
層
的
特
殊
風
格
將
出
土
的
文
物
歸
納
劃

-一
分
分
而
治
之
的
加
以
整
理
如
果
在
某
一
個
文
化
層
發

=
現
一
件
或
數
件
與
其
本
層
文
物
迴
然
不
同
的
物
件
時

一
又
如
果
這
數
件
文
物
在
其
他
某
某
地
方
大
批
被
發
現

的
話
學
者
便
可
以
斷
定
二
地
之
間
會
有
商
業
的
往
來

為
證
明
年
代
最
好
及
最
準
確
的
文
物
當
然
是
設

幣
因
為
上
面
多
有
年
代
字
號
及
圖
案
或
會
像
供
人
參

考
但
是
在
巴
力
斯
姐
較
低
的
文
化
層
中

(
即
比
較
古

老
的
年
代
)
是
很
少
有
貨
幣
出
土
的
考
古
學
者
的
責

任
是
在
一
個
廢
竣
中
盡
力
按
照
層
次
的
向
下
挖
掘
直

至
達
到
處
女
地
帶
再
無
人
姻
退
遁
的
發
現
為
止
在
巴

力
斯
姐
的
廠
雄
有
的
竟
達
十
六
個
文
化
層
之
多
連
綿

數
千
年
之
久
待
一
切
發
掘
的
工
作
完
畢
之
後
參
與
發

掘
的
學
者
們
將
結
果
加
以
盤
理
即
將
發
掘
的
過
程
文

物
的
照
片
說
明
評
價
出
土
的
地
點
層
次
的
多
少
年
代

的
長
短
等
等
發
表
仙
來
供
人
參
考
討
論
及
解
釋
這
是

考
古
學
上
最
重
要
的
一
部
分
工
作

二
巴
力
斯
姐
的
考
古
發
掘
在
草
地
的
開
始
挖
掘

及
其
重
要
的
發
現
以
耶
京
馮
主
在
這
裝
人
們
首
先
所

發
現
的
古
物
是
聖
殿
東
南
部
份
的
一
段
古
城
牆
及
片

段
的
水
利
建
築
可
惜
因
為
這
是
考
古
發
掘
的
嘗
試
工

作
工
作
的
原
則
尚
未
建
立
對
工
作
的
經
驗
也
欠
豐
宮

是
以
並
未
收
到
預
期
的
效
果
至
一
九
二
三
l

一
九
二

五
及
一
九
二
七
l

一
九
二
八
年
間
才
算
開
始
7
正
式

的
挖
掘
先
成
功
的
發
掘
了
達
咪
坡
接
若
有
古
代
耶
步

主凶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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蚓
人
堡
壘
的
出
么
瀏
喇
時
代
的
赦
斐
耳
及
其
後
刷
刷

克
雅
國
王
建
築
的
地
下
水
道
用
以
引
水
通
往
史
羅
亞

他
並
在
池
的
出
口
不
遠
處
發
現
了
水
道
工
程
的
記
念

碑
文
叉
在
城
東
南
的
小
山
丘
上
發
現
了
所
謂
的
「
國

王
墳
地
」
更
有
大
黑
落
德
王
不
少
的
建
築
物
出
土
對

新
約
時
代
耶
缸
酥
的
墳
墓
亦
作
了
詳
細
的
考
察
及
證
實

還
有
利
制
劉
蚓
(
吋
古
色
。
"
2
)會
堂
及
其
碑
文
的

出
土
也
許
這
就
是
宗
6

，
所
說
的
「
自
由
人
」
會
堂

至
於
耶
京
聖
殿
破
壞
後
的
遺
基
文
物
部
毫
無
所
獲
只

發
現
了
兩
塊
以
死
刑
禁
止
外
教
人
進
入
聖
殿
庭
院
的

牌
子

北
國
以
色
列
的
首
都
撒
瑪
黎
雅
亦
曾
經
過
考
古

學
者
們
細
心
的
考
究
使
我
們
對
於
它
的
歷
史
千
秋
自

北
﹒
國
國
王
赦
默
黎
(
4八
八
五
l

八
七
四
)
建
城
起
直

至
大
蚓
甜
甜
間
時
此
有
了
頗
為
清
楚
的
認
亂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發
現
要
算
楓
樹
因
氧
二
世
時
代
的
大
批
瓦
片
它

們
的
紀
錄
告
訴
了
我
們
不
少
關
於
當
時
經
濟
商
業
甚

至
軍
事
及
政
治
的
情
羽
而
放
默
黎
及
雅
洛
貝
罕
二
世

之
確
有
其
人
則
在
約
但
河
東
摩
阿
布
人
地
區
的
狄
朋

城
所
發
現
的
默
沙
碑
文
上
得
以
證
實
在
撒
瑪
黎
雅
首

都
的
東
部
有
古
城
提
爾
區
被
德
富
神
父
(
口
。
〈
m
E
)

挖
掘
山
山
土
提
爾
臣
是
雅
洛
貝
罕
一
世
時
代
的
北
國
首

都

益間

有
關
以
民
在
攻
佔
聖
地
時
代
的
出
土
文
物
學
者

即
-
們
向
來
特
別
重
親
耶
星
哥
城
因
為
它
是
叫
民
所
佔
領

一
的
第
二
陸
重
鎮

關
於
它
的
攻
克
戰
爭
聖
經
上
亦
會
大

蓄
而
特
害
的
記
錄
了
下
來
(
制6)
是
以
制
國
人
首

先
在
此
從
事
挖
掘
之
後
(
一
九
O
七
l

一
九
O
九
)

按
著
便
有
著
名
的
學
者
朋
爾
斯
堪

(
C
R
ω
g品
)
在

此
大
事
長
期
的
發
掘
(
一
九
三

O
i

一
九
三
六
)
除

了
其
他
不
少
的
文
物
出
土
之
外
最
重
要
是
他
證
賣
了

一
段
若
蘇
厄
時
代
的
完
整
的
古
城
牆
應
是
公
元
前
一

四
0
0
年
前
後
的
產
物
但
是
在
經
過
一
九
五
二
l

一

九
五
八
年
代
的
再
事
挖
掘
之
後
卸
證
實
了
這
段
城
牆

應
是
更
早
期
的
產
物
應
在
公
元
前
一
七

0
0
年
元
右

經
過
考
古
研
究
的
結
果
我
們
知
道
貝
特
耳
城
是

在
銅
器
時
代
的
後
期
待
代
(
公
元
前
一
六

O
O
-


二
0
0
)
毀
於
火
也
在
同
一
時
你
蚓
叫
劑
亦
毀
於
啪
啪

火
二
者
皆
在
右
蘇
厄
時
代
後
一
次
的
火
災
則
發
生
於

亞
述
王
提
革
拉
特
丕
肋
色
爾
三
世
時
代
(
七
四
五
l

七
二
七
)
在
哈
祥
爾
發
現
了
兩
座
客
納
竿
人
的
神
廟

有
巨
大
的
祭
壇
其
上
仍
留
有
焚
燒
牲
畜
祭
品
的
灰
燼

一
處
非
常
皆
有
宗
教
色
彩
的
神
廟
山
頂
祭
台
及
鑿
石

而
成
的
城
市
則
在
叫
別
人
地
區
的
制
蚓
蚓
被
發
現

關
於
央
羅
的
毀
滅
我
們
只
可
從
聖
經
上
的
暗
示

推
想
得
到
(
耶
7
u
u

必
6
)
但
是
丹
麥
的
考
古
學

者
在
此
挖
掘
之
緣
業
已
確
切
的
加
以
證
實
它
的
確
是

在
以
色
列
與
培
肋
舍
特
人
的
戰
爭
中
被
毀
滅
的
(
見

繳
上
4
)
聖
經
上
指
出
當
時
鐵
眾
的
利
用
幾
乎
是
培

肋
舍
特
人
的
專
利
權
(
撒
上

U
M
|

缸
)
這
一
點
也

得
到
了
證
實
因
為
在
發
掘
撒
鳥
耳
閻
王
的
家
鄉
城
市

基
貝
車
時

(
撒
上
m
臼
口
4

的
“

)
幾
質
周
折
才
發

現
了
一
件
鐵
質
的
器
具
以
民
歷
史
上
最
著
名
的
國
主

撒
羅
漏
所
留
下
而
已
被
發
掘
出
來
的
建
築
物
有
默
基

多
域
的
軍
營
騎
士
的
馬
廠
及
首
長
的
宮
殿
其
次
還
有

哈
蚱
爾
及
革
則
爾
城
厄
茲
雍
革
貝
爾
的
銅
礦
學
者
們

更
在
革
則
爾
發
現
了
以
民
十
分
占
老
的
日
曆
上
面
收

有
農
事
操
作
的
節
期
是
在
考
古
學
上
十
分
有
位
仰
的

一
個
文
件

以
民
政
權
分
裂
之
後
南
有
猶
大
國
北
有
以
色
列

國
聖
經
告
訴
我
們
二
國
會
勢
不
兩
立
互
不
相
讓
他
比

鬥
爭
這
種
情
形
由
考
古
學
者
在
兩
國
之
間
的
邊
山
扑
上

所
挖
掘
出
來
的
一
些
防
禦

L

事
得
到
明
確
的
遺
賢
諸

如
在
米
茲
帕
的
邊
防
堡
壘
就
是
最
明
顯
的
證
按
住
一
。
這

裳
也
發
現
了
民
間
首
長
雅
恆
尼
雅
的
關
章
舍
瑪
的
凶

章
則
於
默
基
多
出
土
在
厄
拉
特
發
現
了
拍
大
閻
王
約

堂
的
印
章
約
央
雅
閻
王
手
F

官
員
阿
希
甘
的
兒
，
y
位

遠
里
雅
的
國
章
被
人
在
拉
基
士
掘
出

拉
基
士
會
為
亞
述

γ仁
做
乃
黑
黎
布
所
進
攻
凡
此
佔

領
亞
述
王
並
將
這
次
的
勝
利
詳
細
的
記
赦
於
王

~
凹
的

壁
畫
上
學
者
們
在
拉
華
士
發
掘
的
結
果
完
全
與
必
述

的
控
盡
相
符
合
拿
步
高
之
入
侵
聖
地
及
財
殘
耶
，
以
的

情
形
划
清
楚
地
見
於
拉
基
士
的
瓦
片
記
錄
上
有
關
新

制
時
代
最
主
要
的
發
現
要
首
推
倒
叫
附
近
制
制
酬
地

方
的
手
抄
文
件
(
於
一
九
四
七
l

一
九
五
λ
問
山
上
)

原
來
在
一
九
四
七
年
只
是
一
種
偶
然
的
發
現
其
你
向
學

者
們
才
正
式
有
系
統
的
加
以
發
掘
在
一
切
卅
土
的
文

件
恥
又
以
刷
刷
刮
到
刻
划
部
的
手
抄
卷
為
最
有
的
比



~
門
匕
總是
公
元
前
-
世

紀
的
妙
本
是
為

-
切
聖
經
手
抄

山
~
末
中
最
古
老
的
文
札
並
且
在
制
制
制
所
發
現
的
一
切

-
文
件
及
片
斷
的
紀
錄
上
亦
證
賞
了
至
少
在
公
元
前
二

三
三
世
紀
已
有
了
全
部
舊
制
在
這
些
文
件
上
猶
如
在
朝

開

約
上
特
別
被
引
證
提
及
的
密
約
書
籍
是
梅
瑟
五
香
聖

詠
及
依
撒
意
亞
先
知
書
由
於
這
些
文
件
的
發
現
我
們

也
可
以
確
定
許
多
學
者
以
前
所
強
調
的
依
撒
意
亞
的

不
少
部
份
及
全
部
訓
道
篇
是
出
自
晚
期
希
臘
闡
文
化
時

代
的
說
法
是
不
能
成
立
的
對
於
新
約
的
著
作
我
們
也

可
以
由
谷
木
蘭
及
埃
及
出
土
的
不
少
文
件
得
到
發
實

很
可
能
福
音
已
於
公
元
七
0
年
以
前
完
成
其
他
一
切

新
約
的
著
仇
則
不
會
晚
過
公
元
八
五
年

(
刮
到
著
作

除
外

)由
上
所
述
我
們
不
難
理
會
到
考
古
學
與
學
經
是

有
著
怎
樣
密
切
的

關
係
它
給
我
們
指
出
了
古
代
以
民

生
活
的
情
形
所
有
的
風
俗
習
慣
使
我
們
更
易
清
楚
正

確
的
明
瞭
學
經

上
的
記
載
有
人
謂
聖
經
發
乎
沒
有
一

頁
不
是
經
過
考
古
學
所
證
賣
過
的
這
種
說
法
固
然
未

免
有
些
一
過
火
但
誰
也
不
能
否
認
在
巴
力
斯
鐘
的
考
古

學
者
從
事
了
百
餘
年
的
考
古
發
掘
之
後
對
聖
經
作
仙

了
意
恕
不
到
的
巨
大
貢
獻

(
韓
)

到
目
4
目
開
w
m
v
z
碎
「
叩
已2
5
J
人
名
來
自
阿

2
p
r
L
F

回
H
r
E
ι
p
h
H
H
m
/
怯
凶
E
m
m

口
、

l
1
l
l

。

l
1
3
-
1
J
i
j

'

!
:
i
s

、
刺
美
文
意
謂

「
耶
穌
之
子
」
是
個
街
士
也
是
假
先
知
他
的
希
臘
譯

名
叫
厄
呂
瑪
常
開
色
爾
爵
保
組
鵬
總
督
在
一
起
總
督
有

意
傾
聽
掃
祿

(
保
祿
)
同
巴
爾
納
伯
的
宣
講
但
巴
爾

~ 四238-241 

耶
穌
從
中
作
侃
而
受
到
路
眼
的
懲
罰
(
割

u
e
l

u
)

(
梅
)

"
n
d函
明L間
h
H
「
F
E
Z
J
人
名
意
思
是

P
L

音
"
。
不

4
E
/

」
「
安
慰
之
子
」

或
「
經
是ι
子
」
(
莉4

品
)
他
的
原
名
叫
什
刮
到
美

徒
們
可
能
是
由
於
他
善
於
息
事
寧
人
的
特
長
而
稱
之

為
「
安
慰
之
子
」
生
於
海
浦
路
斯
島
圈
圈
肋
未
艾
派

家
境
富
有
會
變
質
一
肌
贊
助
初
期
的
教
會
團
體

(
到

4

扭
盯
)
保
祿
歸
化
後
來
耶
京
拜
見
宗
徒
乏
長
時
宗

徒
們
對
之
多
懷
戒
心
是
巴
爾
納
伯
出
而
作
中
間
介
紹

九
保
證
喇
喇
歸
化
的
赤
誠
(
罵

9

叮
叮
當
到
鉗
制
甜
甜

教
會
初
具
模
型
之
際
宗
徒
們
自
刺
京
打
發
他
去
視
察

該
處
教
會
叫
見
甚
有
前
途
乃
逕
赴
蚓
制
制
邀
請
保
祿

助
其
傳
教
(
莉U
M
|

扭
)
一
年
後
大
收
宏
抗
教
務

蒸
蒸
日
L
「
基
督
徒
」
之
名
稱
由
是
而
始

(
瑞
M

H
l

甜

)
當
耶
京
遭
受
饑
荒
時
二
人
帶
安
教
會
的
捐

助
前
往
救
濟
(
宗

u
n
|

甜
甜

)
二
人
間
被
聖
神
所

選
傳
教
於
異
民
之
間
(
宗
的

2
8
)
於
是
他
成
7
保

祿
第
一
次
遠
行
傳
教
的
伴
侶

(
尉
u
-
M

章
)
，並且

二
人
周
赴
闖
京
參
加
宗
徒
會
議(
莉
的
2
|

S
)。
在

會
議
中
盡
力
擁
護
保
祿
閥
於
割
損
膛
的
主
張
會
議
後

再
問
保
祿
和
猶
達
巴
爾
撒
巴
息
拉
同
行
赴
安
提
約
基

雅
向
該
處
教
會
報
告
會
議
的
論
文
(
莉
的
自
)
。
後
來

二
人
分
手
各
奔
前
程
(
捕
時
甜
1

詞
)
凹
甜
制
倒
同

其
表
兄
弟
(
或
兄
弟
不
詳
)
闖
關
制
(
副
4
M
)
聯

袂
赴
溶
浦
路
斯
去
傳
教

(
宗
的
叫
)
他
同
保
祿
雖
曾

的。葬來己迦i 事因
於的的 2 實，J、
環|傳隨 1 上，小
浦|說，員'-'，二紛
路|他(並人爭
斯1 ~~哥i 且始而
島L刀下 4 1是 終分
有u元 10 來保手，
幾後賀!你|持理
部七 24 綠|首逗
悶1 0 節遷，友並
叫年弟i 採這非
是，前後用的集

托後 4 T. i主些
他~ ，.蚓來戶
的主)。爾1-::-. 主
名捨按 谷|裕;如

( 字生教作，申金
絲而致于當 1') <J ~ 
) 寫命， 占 μ. )ι 

的
司

4
6間
L
m
A
H
L凡
、p
n
p
h束
M
M
H
冶yn

b
U
L
Z
醉
金
那
'
，
旬
，1
7

-z
一-
J金
b
p唔
，
志
主

命
錄
(
府
在
詩
刊
玲m
h
H
U
U

U
Y
)

僑
經
本
營
的
作
者
自
稱
為
右
望
馬
爾
谷

(
宗
U

M
E

哥
4

刊
)
實
際
上
他
是
五
世
紀
的
人
他
在
四
八

五
至
四
八
八
年

以
希
臘
文
寫

了
本
書
本
書
對
地
理
方

面
有
可
取
的
地
方
但
對
歷
史
倒
有
不
少
錯
誤
的
地
方

教
義
上
沒
有
什
麼
錯
誤
只
是
該
書
老
實
地
表
現
教
民

那
番
愛
神
韻
愛
奇
觀
的
熱
烈
信
仰

(
雷

)

m
巴
爾
撤
巴
(
即
詩
句
)人
惰
的

-
4
-
4
1

、
「

搬
巴
的

兒
子
」1

號
稱
猶
斯
托
的
若
瑟
曾
被
提
名
佔
攘
猶
達
斯

放
棄
了
的
宗
徒
職
位
但
未
中
閱
(
山
市1
n
|

臼
)

2
是
同
保
祿
巴
爾
納
伯
及
息
拉
帶
著
宗
扎
比
會
述

的
論
丸
前
往
劃
閣
制
劃
咄
咄
去
的
樹
劃

(莉
的

扭
扭
一

因
父
名
之
相
同
有
人
以
為
猶
這
同
上
述
的
右
瑟
是
弟

兄
(
韓
)



、團

m
巴
爾
提
買

(
5
52
5
1
閃
閃
謂

主
l
4
4

ι
，
「
提
買
的

兒
F

」
是
那
穌
在
蚓
到
割
的
路
上
咱
也
好
的
一
個
你
予

(
科m
“
!
自

) 。

(
粹

)

的

3
4
3
間
正
…
除
民
「
F
E

-
-3

J
人
名
立
思
是

L
E

首
要
到
/
回

E

N
O
-
-E
\

「
鎖
作
的
」

或
「
m
i忍
不
峻
的
」
以
此
為
名
者
街
三
人

1

是
基
肋
阿
得
地
方
的
富
貴
人
當
達
咪
逃
避
阿

則
圳
樹
造
民
來
到
瑪
哈
納
股
時
八
聞
自
受
其
惡
不
仇
故
瀏

昧
將
之
帶
入
耶
京
以
間
還
報
但
他
以
年
老
力
』
授
為
詞

本
欲
向
行
凶
神
准
己
子
基
默
罕
與
王
同
行
(
繳
下
η
盯

1

凹

的
詞
，
凹

)
達
味
死
前
特
別
叮
鬧
獨
撒
經
淪
要
盡

力
善
待
巴
爾
齊

來
及
他
的
子
孫

(
列
上
2

，

)

2

阿
怖
的
黎
耳
之
父
阿
氏
會
婆
撒
烏
耳
的
灰
兒
默

圳
制
悠
妻
(
制
下
剖
8

見
船
上
時
間
)。

3

某
一
位
司
簽
因
娶
凹
制
聲
來
l
|
|
瀏
喇
之
友

|
|
之
女
為
妾
而
亦
改
名
為
凹W
M齊
來
但
他
的
後
代

在
充
軍
歸
來
後
卻
因
家
世
不
明
被
革
去
司
祭
職

(
厄

上
2
u
l

位
叫
下7
臼

)
(

韓

)

“
喃
自d
v
n
e
-呵士
可
「F
Z
B
R
F
J三
個
女
人

Z
E
L
F
-
-

時
才
/
\

名
苦
心
是

「
香
料
」

1

間
制
則
的
第
二
個
妻
子是
蝴
蚓
人
則
叫
劑
的

F玄
兒
罔
喇
蚓
問
她
結
婚
時
年
四
十
歲(倒
鉤
M
)
亦

即
一名
剛
樹
(制
必
2
|

‘
)。

一

2
問
捌
劇
的
第
三
個
妻
一
，
仍
是
依
|
喇
喇
司
的
女
兒

242- 248 
pt s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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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指
2
l

‘
叫亦
名
瑚
制
出
蚓
(
制
必

9
J

3

撒
羅
瀚
的
女
兒
同
納
斐
塔
里
支
派
的
太
守
阿

希
瑪
絃
結
婚

(
列
上
4

7

臼

)
(

韓

)

的

3
d
t
寸
占
3
E
d
B
凶
手
，
仔
仔

"
J

人
名
意
思

m
t
n
L
恥
于
Z
E
H
L
f
F

子
E

Z

』

t
t

-
F
d
d

i

d
-
z
t

d

的

、
是
「
富
貴

的
灰
人
」
「
華
麗
的
女
子
」
在
一
編
上
3
5

稱
之
為
巴

特
叔
旭

(
即
富
裕
之
女

)

是
厄
里
安
的
女
兒

(
撒
下
的
“3
)
達
味
之
妻
撒

羅
游
之
母
原
嫁
給
赫
特
人
烏
黎
雅
當
其
夫
在
外
替

達

味
王
作
戰
時
被
達
味
誘
姦
成
孕
達
味
為
掩
護
自
己

的

罪
惡
竟
使
出
殺
人
誠

口

的
絕
招
使
鳥
黎
雅
死
於
戰
場

而
娶
凹
械
制
因
為
妻
(
樹
下
H
I
l

盯
)
通
姦
而
生

的
兒
子
選
夭
折

(
制
下
U
U
H

)
後
來
生

制
制
制

(
樹
下
U
H
)，

及
其
他
子
女
(
見
騙
上
3
S
J對
於

-
其
子
捌
劇
制
的
被
提
名
立
為
王
之

繼
承
人
凹
蚓
制
巴

之
功
非
小

(
到
上
1
日
|
扭

)
刷
刷
制
對
其
母
白是

必
恭
必
敬
(
則
上
2

刊
)
她
的
兒
子
納
堂
及
撒
昭
雄
瀚

的
名
字
皆
出

現
於
耶
穌
的
族
譜
中

(瑪
l
e

路
3
U
)

(
韓
)

若p3 他在 246 
11 '-"。哥 此 J:Q 
H 此 哥 地， 巴I~
作地前 命 到 1干
厄|離兩令哈I .q-
弗| 間年他件I rJb. 
辣| 弗|河 的 爾i "口
因|辣|辱僕意 面推

城 因 了 人謂 11''''
l 域自殺「 否歸
不 l 己死巴I Iíl閱
途， 加i 的他耳1---\
離上 胞 的 神 FF 
耶I 11 妹哥院 已且
京“ 塔| 哥 L ， ~ ~ 
二作 瑪| 阿| 阿| 豆 g
十 阿爾| 默| 貝| 心主
五 受I ~ 會， 沙
公賴| 撒i 因隆
里，嗯，下為會

離
貝
特
耳
六
公
里
即
現
在
的
厄
特
缸
中
貝

(
悍
，
→E
E

F
。
7
)
更
仔
細
的
說
的
是
位
淤
厄
州
線
附
附
近
一
旭
叫

阿
穌
爾
丘

(
C
早
已
自
丘
，
古
巴
)
(

竹
川
)

巾
，

d
f
i
E
L安
心
足
令
司
函

ω
丘
之
間
心
。
。
同
/

L
H
L
-
A
品
恥
土
耳
Z
R
/
國
z
f
r
o
m。司
\

1

一
腳
名與
地
方
名
此
名
是
由
兩
個
名
字
八
口
泌
的

部
巴
耳
和
培
放
爾
「
巴
耳
」
且
已
且
條
地
敘
山
間
娃
一

座
屬
於
剛
凹
蚓
山

脈
的
山
位
必
川
制山
以
北
(
門
n

M
巾

M
e
等

)
在
山
上
建
有
一
座
潮
為
崇
拜
巴
耳
故

此
該
地
也
稱
則
蚓
制
制
爾師
叫
別
關
殿
字
(
叫
3

臼

4
叫
“
6

制
糊口
叩
)
。
詳
見
叫
9
刊

和
同
凡

2

在
猶
大
文
派
領
域
位
必
自
冷
和
赫
只
龍
兩
絨

中
間
拔
希
腹
譯
本
蘇

泊

的
也
布
山腥
鎮
名
叫
培
敘
爾(

一
山
)

划
巴
爾
苛
刻
巴

自

從
第
一
次
猶
太

與
羅
馬
的
戰
爭

(
公
元
六
λ

|
|
七
0
年
)
結
束
後
到
一
一
五

年
猶
太
地
區
法
有

發
生
過
甚
麼
重
大
事
可
是
火
不
是
為
灰
而
爐
反
之
這

火
猶
如
仰
望
默
西
亞
快

來
復
興
以
色
列
民
族
的
心
理

一
樣
不
斷
擴
大
從
巴
力
斯
坦
直
延
到
各
處
僑
居
的
猶

太
人
制
止
未
來
的
默
西
亞
實

行
默
西
亞
彼
與
工
作
的

就
是
羅
馬
帝
國
因
此
擺
脫
羅

馬
人
的
統
治
就
成
了
急

進
分
子
的
第
一
個
目
標
只
要
有
機
可
乘
便
立
郎
費
勁



~
反
抗
制
制
叫
運
亂
到
二
五
年
械
制
蚓
劃
皇
帝
登
基
牌
叫

阿
三
制
蚓
人
在
小
到
制
到
東
部
和
刷
出
蚓
人
(
2
2
E
)

.,

-

-m質
生
，
酋
突
引
起
了
從
阻
岡
山
大
圓
圓
至
倒
叫
到
各
城

-
市
所
有
的
倒
划
九
一
齊
起
來
反
抗
擱
蚓
~
在
喇
喇
喇

斯
a
U上
的
繳
往
米
納
織
一
戰
悔
改
被
猶
太
人
殲
滅
的

外
教
人
達
兩
萬
四
千
餘
人
事
後
該
為
居
民
嚴
矩
倒
叫
圳

人
登
陸
猶
太
人
即
使
翻
船
亦
不
許
登
上
該
島

在
美
對
科
瀏
蚓
甜
的
固
樹
眼
間
創
配
制
到
斟
雅

等
地
也
有
間
接
叛
亂
情
形
發
生
於
是
特
的
卅
雅
請
自
主
帝

特
命
桂
厄
托

(
H
F
O
E
O
H
E
)
和
突
爾
波
(
ζ﹒
吋
丘
，

『
。
)兩
位
司
令
員
責
放
平
猶
太
人
的
叛
亂
叛
亂
鍾
然

平
息
但
雙
方
損
失
相
當
慘
重
這
便
是
凹
別
斯
旭
故
馮

猶
太
省
前
發
生
的
戰
爭
一
些
一
現
代
的
歷
史
家
稱--

E
J
且
必

戰
爭
氣
猶
太
與
羅
馬
的
第
二
次
戰
爭
以
別
於
第
一
次

(
六
。
|
|
七

0
)
及
第
三
次
(
三
三
丁
|
一
三

九
)
戰
爭

關
於
第
一
次
戰
事
我
們
有
封
封
封
寫
的
贊
賞
央

書
猶
太
戰
爭

(
也o
g
-
-。
γ
e
M
口
。
)
開於
第
二
和

第
三
次
戰
事
不
幸
沒
有
這
樣
的
歷
史
著
作
在
下
我
們

只
客
述
巴
爾
苛
刻
巴
的
事
因
為
他
是
第
三
次
戰
爭
的

最
大
猶
太
領
她

有
關
巴
爾
苛
刻
巴
的
資
料
頗
多
@
有
的
是
來
自

猶
太
的
作
者
可
惜
這
些
一
材
料
往
往
報
導
失
實
故
不
甚

可
靠
@
有
的
屬
於
羅
馬
和
希
噓
的
作
者
如
帝
王
史
記

哈
德
必
行
傳

(
E
Z
g
E
ω
〉
口
m
E
H
R
切
。
=
g
因
?

ι
3
2
)
狄
約
加
息
約

(
虫
。
c
g
g
)

的
羅
馬

凶248 

歷
史
(
帥
"
問
|
H
)
@
有
的
屬

於
基
督
教

的
作
者
如

歐
色
彼

(
M
W
E
S
E
E
)
的
聖
教
央
(

W
M
6
)
年
表

(
O
F
S
E
S
D國
H
a
p
H
S

)
，
m
h御
蚓
崗
的
叫
謝
謝

(KF
H
M
已
。

開
封
阿
凶
】
)
以
及
後
起
的
其
他
的
教
父
和

作
者
出
無
特
殊
的
品
錢
放
從
容
@
還
布
汗
多
可
供
勾

結
的
錢
幣
或
風
鈴
哈
德
良
必
闡
明
股
巴
爾
荷
糾
巴
准
命

紀
元
的
錢
幣
@
此
外
尚
有
在
莫
辣
巴
特

(
去
自
咎
于

E
H
)
洞
穴
中
所
獲
關
於
羅
馬
和
猶
太
戰
事
的
兩
封

信
其
中
一
封
不
但
是
巴
氏
的
規
軍
信
而
且
還
涉
及
那

時
的
猶

太
某
一
宵
徒
更
值
得
注
意
的是
一
一
這
封
親
筆
信
證

質
猶
斯
定
和
歐
色
彼
對
基
督
徒
在
迢
鳩
革
命
中
所
持

怯
皮
的
品
收

@
最
後
向
卜
何
不
少
找
一
]
和
希
臘
的
仰
文

巴
爾
荷
刻
巴
立
思
是
明
是
之
手
貨
則
是
個
偽
名

由
他
的
親
市
信
可
知
他
的
正
名
是
因
默
紅
巴
爾
或
本

荷
包
巴
志
明
圳
「
臨
一
一
言
之
，

r

」
悔
改
他
的
人
稱
他
沁
巴

爾
芯
刻
巴
明
社
之
F

是
因
為
他
們
把
所圳
的
口「.. 

山

雅
各
伯
將
巾
琨
一
顆
星
」
-
一
這
一
預
言
談
貼
在
他
身
上

以
他
為
默
西
血
同
時
當
代
德
學
氣
俊
的
經
師
阿
拉
巴

(
H
H
"
σ
E
〉
企
Z
)也稱
他
為
默
西
亞
君
王
因
而
.
史

信
他
為
默
西
住
了
按
現
今
的
兩
位
猶
太
歷
史
家

同
。
，

Z
E
D
〉
E
S
E
-

及
玄
〉

i
r
s
v

和
一
些
一
基
督

教
的
腔
的
〈
家
的
忽
見
很
吋
能
他
是
遠
咪
家
族
的
後
高

逗
他
你
就
比
川
收
容
易
解
釋
何
以
他
被
人
尊
稱
偽
「
以
色

列
的
首
領
」

(
厄
上
1
.
)
和
阿
基
巴
經
師
說
「
他

是
默
兩
位
H
h
E
」
了

猶
太
與
縱
娟
的
第
三
次
收
爭
(
行
的
學
者
不
以

-圓圓圓圓

一
一
五
至
一
一
七
年
的
數
學
為
戰
爭
故
咱
們
此
次
為
第

二
次
戰
爭
)
有
兩
個
原
因
一
是
酬
制
創
皇
帝
H
P止
人

民
行
割
拍
位
二
是
他
計
創
修
也
蚓
喇
喇
叫
作
時
.
小
何
他

絕
重
建
「
雅
威
」
的
聖
殿
而
且
訂
立
興
娃
搞
一
仇
法
卡

從
托
盟
關

(
3
8
-
S
H
。
S
S
E
-
g
M
)
以
取
札

學
服
猶
太
人
得
知
這
字
就
立
刻
動
員
准
備
反
甜
可
輝
川

人
這
次
收
爭
的
準
偏
遠
比
六
六
至
七

0
年
的
那
次
災

秘
密
更
審
慎
名
望
隘
盛
的
阿
基
巴
經
師
親
赴
錯
太
人

僑
居
各
地
包
括
米
德
楊
巴
比
倫
非
洲
加
里
雅
去
做
兵

收
糙
務
使
全
體
選
民
參
與
這
場
聖
戰
阿
基
巴
是
一
U
次

革
命
的
精
神
領
細
而
巴
爾
苛
刻
巴
是
軍
事
領
柚

戰
爭
行
動
在
加
法
爾
哈
每
布

(
C
Z
R

自
己
5

)

地
方
突
然
爆
發
了
該
地
離
瑪
加
伯
故
鄉
耐
用
[
很
近
他

太
人
從
各
地
紛
紛
吶
應
似
乎
也
布
些
撤
瑪
黎
雅
人
參

加
了
革
命
軍
革
命
軍
第
一
個
H
M
M
是
佔
領
耶
路
做
冷

一
一
逗
他
們
很
輕
易
地
獲
得
了
督
導
使
州
白
宮
(
5
2
Z
E

m
z
『5
)
倉
皇
率
領
第
十
軍

(
U
E
E
"
H
hm
5

)

退
避
到
圳
喇
喇
w
h凹
制
制
刺
凹
佔
領
刺
京
恤
叭
就
製
造

7

一
一
種
凶
幣
上
面
刻
有
氾念
以
民
解
放
的
文
卡
革

命
段
在
猶
太
成
功
巴
爾
苛
刻
巴
又
再
動
員
切
m
t

肋

創
出
兵
反
扎
然
而
打
了
兩
三
罔

A
的
雙
方
都
無
岫
W
H
制

制
則
感
到
危
&
的
遂
連
忙
從
荊
州
蚓
泌
造
那
時
情
關
心

高
司
令
包
外
洛

(
】
已
M
E
F
2
3
ω
)h
V
H
將
的
來
進

吼
叫
州
制
沿
用
外
斯
帕
仙
於
六
六

l
七
0
年
戰
下
的

抑
制
答
從
北
南
而
劑
划
凹
迫
不
得
山
謀
取
游
種
收
衛
戰

爭
遂
膠
著
持
續
了
三
年
半
雙
方
的
火
慘
弘
叫
州
叫
一
內



一
鼓
作
氣
乘
機
猛
攻
一
三
五
年
耶
路
撒
冷
不
敵
陷
落

巴
爾
苛
刻
巴
退
到
耶
京
西
南
約
十
二
公
里
的
貝
特
爾

的
今
之

W
O
R
可
貝
特
爾
亦
於
同
年
宣
告
投
降
羅
馬
兵

擒
獲
巴
爾
苛
刻
巴
將
他
殺
掉
其
餘
將
士
被
榜
集
中
囚

於
瑪
默
勒
(
云"
s
z
n

見
創
刊凶
1
)後
來
這
地
方
便
成

了
人
販
市
場
羅
馬
人
在
那
里
將
猶
太
人
售
給
其
他
民

族
作
奴
隸
耶
路
徽
冷
終
於
依
照
皇
帝
的
計
劃
重
建
並

且
改
名
為
厄
里
雅
卡
丕
托
里
納
更
慘
的
是
猶
太
人
從

此
連
進
城
的
權
利
也
被
剝
奪
這
是
三
年
半
戰
役
的
懷

慘
結
果
為
此
一
些
一
經
師
說
巴
爾
苛
刻
巴
真
是
巴
爾
苛

色
巴
意
謂
不
是
「
明
星
之
子
」
默
西
亞
而
是
「
荒
唐

之
子
」
即
假
默
西
亞
因
鑄
他
自
欺
也
欺
騙

了
自
己
的

同
胞

基
督
信
徒
自
然
拒
絕
相
信
巴
爾
苛
刻
巴
是
默
西

亞
因
此
他
們
飽
受
了
他
的
迫
害
這
是
猶
斯
定
和
歐
色

彼
作
的
報
導
可
是
由
投
這
番
證
言
係
山
山於
兩
位
基
督

教
的
作
家
一
些
一
史
學
家
對
它
會
表
示
懷
疑
但
誰
也
沒

想
到
一
九
五
二
年
在
慕
鯨
巴
特
所
獲
的
文
件
中
竟
有

巴
爾
苛
刻
巴
自
己
證
明
古
來
兩
位
作
家
的
話
他
的
親

筆
書
寫
道
「
息
孟
巴
爾
苛
色
巴
向
耶
秀
亞
本
基
耳
哥

拉
及
他

(
你
)
的
黨
友
遙
祝
平
安
我
指
上
天
響
告
你

如
果
你
仍
與
你
所
保
全
的
『
加
里
肋
亞

』
人
不
斷
來

往
我
、
必
給
你
帶
上
胸
錄
一
如
我
從
前
對
本
叫
戶
口
非
路
耳

-所
行
的
一
亂息孟
本
苛
色
巴
叫
剖列
的
領
袖
H耶
秀

帥
一到
保
護
「
加
里
肋
亞
」
九
師
基
督
信
也
嘲

刺
刮
目

一
漫
不
客
氣
用
警
告

口
吻
叫
他
與
他
們
斷
絕
來
往
要
不

249-252 查四

然
他
決
以
對
待
哈
非
路
耳
帶
上
胸
錄
囚
入
監
獄
的
手

段
來
對
付
他
從
追
封
信
可
以
錄
像
巴
爾
苛
刻
巴
當
時

對
猶
太
的
基
督
徒
是
什
麼
態
度
了

接
然
這
場
戰
爭
的
陣
亡
數
字
在
猶
太
史
料

上
有

誇
大
之
嫌
堪
竟
雙
方
損
失
是
相
當
重
大
的
羅
馬
的
第

二
十
二
軍
全
軍
覆
威
當
皇
帝
把
戰
爭
的
結
果
通
知
元

老
院
時
在
他
的
信
尾
寫
道
「
皇
帝
與
軍
隊
安
好
..
. 
」

等
語
因
寫
皇
帝
雖
鍵
在
可

是
軍
隊
已
傷
亡
大
半

了
查

羅
馬
人
和
猶
太
人
前
後
作
戰
凡
五

十
次
雙
方
傷
亡
約

五
十
餘
筠
人
說
這
場
戰
爭
比
六
六
i

七
0
年
的
那
次

更
慘
烈
決
不
算
太
過

見
猶
太
教
以
色
列
默
西
亞
論
谷
木
蘭
以
及
思
主
間

也
版
幅
副
研
制
制
的
歷
史
料
制
第
二
屯

L

(
雷
)

9

，

d
t
k
嗯
，
叭
，
Z
R
』
L
G

函
E
Z
Z
s
g
J

M
H
L
高
開A
Z
訓
服
甜β
z
z
z
z
s
g
zm」

人
ι
意
思
是
「
劉
喇
別
的
兒
子
」
是
十
二
宗
徒

之
一
在
制
刷
刷
刷
剖
L
他
的
名
字
常
列
於
對
瑚
制
之
後

且
只
以
其
父
名
名
之
很
可
能
就
是
在
叫

1

“
|
“
上

劃
剖
側
向
耶
穌
引
見
的
制
恥
而
耳
(
瑞

m
s
釗
3

叫

樹
6
H

捕
l

臼
)
。
他
會
傳
教
於
附
關
心
並
在
該
處
留
下

一
部
蚓
研
制
研
部
終
在
也
對
問
圓
的
阿
司
副
諾
蝸
劃

蚓
城
為
主
捨
生
致
命
被
人
斬
首
剝
皮
及
倒
釘
在
十
字

梁
上

見
宗
徒

(
韓
)

m
巴
爾
多
祿
及
大
事
錄

\
〉
n
H
ω

。
『
回
R
H
}
g
S
En
-

J

f
〉
n
門
口
ω

聞
自
子
。
戶
。
E
M
w
n恥

、可

偽
經
該
書
至
A可
保
存
兩
種
版
本
一
本
是
以
找
j

文
為
僑
到
制
州
雅
於
第
六
世
紀
所
寫
一
水
是
以
叫
對

尼
亞
語
於
第
五
l

六
世
紀
寫
成
的
兩
本
的
依
攘
有
些
一

不
同
爾
本
所
記
誠
的
故
事
毫
無
歷
史
的
伯
伯
雖
然
曾

影
附
了
禮
儀
經
文
和
宗
教
的
藝
術
以
往
「
文
寫
作
的

巴
民
大
事
錄
就
文
體
而
言
還
算
優
美
但
就
教
義
巾
的
作

者
有
時
表
示
一
些
聲
叫
到
叫
利
派
所
主
張
的
謬
論
郎
耶

穌
不
是
天
主
子
而
只
是
一
個
賦
有
天
主
性
的
至
你
大

的
聖
人

(
古

)

1

，

d
r
可
，

p
b
A
」
內ι
二

\
F
m
n
E
F
S

『
/

鈞
H
L
宜
立
主
主

J
F
i
→
「
京
開
口E
F
g
z

z
之

見
遠
越
節

也

1
J
Z
呵
，
久
前
「02
3
3
J

幻
身
論
或
「
現
一
抓

去

O
A
S
-

副
g

E
E
S
E
\

論
」
或
「
幻
影
論
〕

是
指
解
釋
基
督
性
格
的
一
種
荒
謬
學
說
培
學
說
以
為

基
督
不
是
真
人
他
並
不
如
世
人
一
樣
有
一
個
寶
森
的

肉
身
所
以
新
約
記
載
的
聖
母
懷
孕
誕
生
耶
穌
耶
穌
獵

奇
蹟
講
道
受
苦
而
被
釘
受
死
都
是
，
倒
於
幻
影
實
際上

這
些
事
未
曾
發
生
過

幻
影
論
者
屬
於
諾
斯
士
振
國
而
他
們
如
同
諾
斯

士
派
一
樣
以
為
物
質
是
可
恕
的
且
是
萬
怨
之
源
因
此

他
們
不
能
相
信
天
主
墨
子
籽
尊
降
貴
借
取
人
性
自
卑



『
同
居
恥
、
物
質
的
人
身
內
幻
影
論
的
創
始
人
也
許
是
基
塔

山
~
〔
E
5
)

域
的
問
記
里
制
制
峭
的
觀
配
.
報
劑
和
制
鄙


jjtl 
-
弟
前
弟
後
和
鐸
都
假
設
在
小
亞
細
亞
存
在
著
這
項
謬

一
九
論
已
經
危
害
風
一
矗
會
的
信
仰
事
實
上

幻
影
論
直
接
地

否
認
了
天
主
墨
子
降
生
和
救
贖
人
類
的
兩
端
奧
理
由

於
此
聖
保
祿
向
哥
城
信
友
寫
道
「
你
們
要
小
心
兔
得

有
人
以
哲
學
以
虛
愴
的
妄
言
按
照
人
的
傳
授
依
攘
世

俗
的
原
理
而
不
是
依
鐵
基
督
把
你
們
勾
引
了
去
」

(
哥
2
8
)
他
並
且
十
分
明
白
地
肯
定
了
耶
穌
既
是

人
又
是
天
主
子
「
因
寫
是
在
基
督
內
其
實
地
住
有
整

個
國
瀚
的
天
主
性.•• 

」
(
同
上
2
.
)
又
很
具
體
地

講
述
基
督
所
施
行
的
救
贖
大
業
是
在
十
字
架
上
並
藉

看
他
的
學
血
而
成
的
「
可
是
現
今
天
主
部
以
他
血
肉

的
身
體
藉
著
死
亡
使
你
們
與
自
己
和
好
了
」
(
同
上

-
n
)
關
於
聖
若
望
的
一
幅
音
和
魯
信
古
代
的
作
者
和

教
父
都
講
聖
宗
徒
寫
作
的
目
的
是
為
反
擊
那
主
張
幻

影
論
的
切
駿
托

(
b
z
g仔
5
)
按
照
聖
依
肋
乃
切
民

講
論
耶
穌
只
是
純
人
但
當
他
在
約
但
河
畔
領
受
洗
禮

後
默
西
亞
的
尊
位
使
寄
遊
在
他
內
後
來
在
他
受
苦
而

死
以
前
這
默
西
亞
的
尊
位
便
又
遠
離
了
他
其
他
的
幻

影
派
作
者
l

他
們
中
也
有
切
陵
托
的
門
徒

l

還
信
口

講
述
耶
穌
的
誕
生
生
活
和
死
亡
只
是
形
同
現
示
而
不

屬
實
在
或
者
說
耶
穌
的
身
體
只
經
過
了
他
母
親
瑪
利

亞
如
水
之
經
過
水
道
部
不
是
由
她
孕
育
的
一
如
常
人

由
自
己
的
母
親
孕
育
的
那
樣
故
此
他
不
是
我
們
的
親

兄
弟
不
屬
於
人
類
在
十
字
架
上
死
的
那
位
不
是
耶
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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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是
相
似
他
的
那
位
劃
蚓
川
人
固
執
但
誰
細
心
讀
對

望
的
一
福
音
和
書
信
立
刻
就
可
看
到
如
何
學
宗
徒
在
針

對
這
些
謬
論
施
展
攻
擊
若
望
主
要
的
道
理
是
「
於
是

塾
言
成
了
血
肉
寄
居
在
我
們
中
間
... 

」
(
右
l
u
)

只
要
把
穗
這
端
大
道
理
就
可
明
白
若
望
的
神
學
討
於

幻
影
論
來
講
是
個
當
頭
棒
喝
更
可
明
白
他
的
讀
論
經

鏘
有
聲
直
接
擊
破
幻
影
論
的
邪
說

安
提
約
基
雅
主
教
致
命
者
學
依
納
爵
也
對
幻
影

論
施
以
駁
斥
特
別
是
在
他
致
寫
臭
息
雅
人

(
k
r
ι

宮
"
聞
自
已2
)
致
特
辣
肋
斯
人

(
K
F
已
吋

F
E
口
g
s
ω
)

和
致
斯
米
納
人
(
〉
已ω
S
胃
口
。
口
自
己
書
內
更
駁
斥
得

不
遺
餘
扎
一
些
偽
經
如
伯
多
祿
福
音
和
埃
及
川
耐
剖

等
固
然
有
看
幻
影
論
的
趨
向
但
事
實
上
有
時
很
難
肯

定
那
些
一
偽
經
是
屬
於
幻
影
派
那
些
一
屬
於
其
他
的
諾
斯

士
派
其
他
問
題
有
蛾
越
本
辭
典
範
國
之
嫌
故
不
贅
述

見
諾
斯
士
派
傷
經
若
望
哥
羅
森
書
(
雷
)

?
h
U「
洞
河
『
二
在
全
部
學
經
上
提
到
「
心
心
峙

;
4

，

r
f

、
心
靈
」
的
地
方
多
至
千
次
左
右

聖
經
作
者
以
及
整
個
以
色
列
民
族
對
人
身
這
一
器
宮

的
重
視
由
此
可
見
一
斑
但
「
心
」
在
聖
經
上
的
意
義

刻
也
非
常
地
廣
泛

1

字
意
的
講
法
謂
人
及
動
物
的
心
臘
(
撒
下

的
列
下
9
H
)
以
民
知
道
心
驗
與
人
及
動
物
生
命
的

重
要
性
為
殺
死
某
人
只
要
穿
透
他
的
心
臉
就
夠
了

(
撒
上
鈞
肘
撒
下
的
H

列
下
9
H
)
但
聖
經
上
按
字

意
解
釋
「
心
」
的
地
方
卸
很
少

2

寓
意
，
譜
法

A

是
人
物
質
生
命
的
中
心
位
置
只
要
人
的
心
跡

健
康
能
心
平
氣
和
的
度
日
那
麼
整
個
的
人
是
健
康
的

(
關M
甜
甜
的
5
)
它
甚
個
似
蚓
叫
圳
人
"
血
液
的
刷
刷

念
(
肋
口
u
)食
物
飲
料
格
外
是
酒
堅
強
及
娛
樂
人
的

心
(
聞"
s
則
上
幻
7

到
山M
M怖
的
叩
到
M
M
尸
門

不
過
這
種
說
法
在
舊
約
和
新
約
中
並
不
多
見

B

「
心
」
是
人
在
本
性
及
越
性
方
面
心
理
及
精

神
生
活
的
支
柱
聖
經
作
者
按
照
他
們
簡
單
的
心
理
學

常
識
將
「
心
」
描
述
為
心
瑋
感
情
意
志
明
悟
官
能
的

活
動
中
心

a

在
心
理
上
「
心
」
是
人
最
深
密
的
部
份
(
伯

前
3
4
)
只
有
天
主
透
澈
人
心
|
良
心
而
人
的
判
斷

只
按
外
表
(
船
上Mw
e到
7

叫
樹
到2
M
M
U喘
口
叩

n
s
U

叩
闊
前2
口
)
它
揚
著
斥
惡
(
則
上2
“

M
m
e約
幻
6

封
-
3
個
)
有
它
的
德
行
諸
如
正
直
忠

誠
單
純
受
教
謙
遜
等
(
申

5
m

列
上
叫
‘
的
H

創
切

s
e

列
上
3
.
9
4

詠
叫
1
)，
亦
有
它
的
毛
病
虛
榮

輕
浮
傌
善
不
但
等
(
詠
5
叩
德
的
4

鐵
叫
晶
晶
格
前U

M
)
由
人
心
之
情
慾
而
使
人
心
生
驕
傲
嫉
拓
懂
詩
y
k

憎
懼
怕
冒
失
憂
苦
及
喜
樂
等
(
驕
傲
申

η
叩
則
必
2

e

路
1

日
嫉
拓
鐵
幻
口
雅
3
H

懷
在
則
刊
訕
訕
伯
後2

H

愛
憎
肋
凹
口
宗
7
M

懼
怕
詠
的
自
列
下
口
3
4

肋

叫
凶
師
申1

叫
憂
配
職4
叫
樹
下
口
叫
堅
決
鉗
制
下
口

e

痛
苦
撒
上
1
.

撒
下
u
m
竅
門
凶
自
討m
若
的
6

宗
刮

目
喜
樂
山
4
H

船
上
2
2

誠
的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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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
感
情
上
心
是
愛
情
的
象
徵
故
此
聖
經
作
者

多
次
勸
人
應
「
全
心
」愛
天
主

(
制
6
5
m
u
u
u列

下
幻
自
制6
臼

7
M
|

詞
醋
扭
肘
倒
也
叩
掛
昀
盯
)

c

在
意
志
上
人
心
有
願
望
反
省
及
決
斷
的
動
作

(
列
上
8

口
訓
8
.

必
盯
刊m
e
依
ω
7
路
M
H
絡
後

9
7
)
意
志
決
斷
後
的
一
切
外
在
行
動
及
表
示
亦
都

歸
於
「
心
」
的
作
用
(
部
U
M
澈
的1
2

加
下
1
3
)

因
為
人
的
意
志
是
自
由
的
有
時
竟
能
違
背
天
主
聖
意

而
自
作
主
張
聖
經
上
稱
之
謂
「
人
心
的
硬
化
」
或

「
心
靈
的
頑
強
」
及
意
志
的
不
受
教
化
(
喇
叭
的

7

訓

3
n
依
M
W
M
則
3
T
谷
的
4
)
意
志
的
受
教
與
否
亦

以
「
鐵
石
之
心
」
及
「
血
肉
之
心
」
來
表
示
(

結
後

2
8
約
幻
H

則
U

H
M叫
自
)

d

在
理
智
上
人
的
心
靈
有
思
想
觀
念

(
對2
叫

到
2
.
8路
3

時
)
可
以
確
信
可
以
懷
疑
(
約
M
叩
)

可
以
受
蒙
蔽
(
樹
6
"
制
3
5
6
目
8

口
制
後
3臼

刑
1
M
刷
刷1n
倒
後
1
"
)
。
人心
的
智
慧
可
以
使
人

幸
福
長
壽
(
列
上
3
n
M

鐵
2
2
u
m
n
n
叮
訓

幻
2
)
心
亦
代
表
記
憶
的
官
能
(
申

4
.
8
5

綾

4

叫
樹
5
口
)
故
此
有
將
法
律
或
教
訓
「
刻
在
心
版

上
」
的
說
法
(
制
3
s
7
3刺口
1

可

C

心
靈
是
倫
理
及
宗
教
生
活
的
動
力
真
正
宗
教

敬
禮
的
自
發
點
是
人
的
心
靈
(
撒
上
也
叩
)
可
以
希

﹒望
善
或
惡
(
詠

m
s
幻
s

鐵
6

剖
訓5
2

賴
5
扭

曲
一
臼M
)
心
鍾
的
革
新
及
再
生
是
宗
教
生
活
革
新
的

戶
主
要
條
件
(
刮
到
闊
別
叫
的7
U
M
H

則
M
M

凹

的
創

益凶

狗
血
)
因
此
有
心
靈
受
割
損
的
說
法
(
申

m
間

m
m
6

耶
4
4
)
諸
凡
一
切
的
惡
願
惡
行
及
善
意
(
羅
2

甜

瑪
5
8

時
間
)
對
天
主
的
依
恃
(
鐵
3
5
)
忠
信
背

逆
頑
抗
(
即
下9
.

關
m
H
叫
4
n
7
時
)
及
愛
伯

等
(
申
6
5
谷
u
m
品
等
)
都
是
出
自
人
的
心
靈
人

心
亦
是
聖
神
的
住
處
(
制
後
1

甜
甜
刷
5
5

斟
4
6
)

總
結
按
照
聖
經
的
傳
統
訓
海
是
人
心
如
何
人
的

品
格
為
人
亦
如
何
這
亦
完
全
符
合
中
國
人
的
心
理
信

念
以
及
表
達

的
方
式

(
韓
)

M
H
4
3
E日
P
U
B
s
r
。
『
Z
g
r
n
E
J

去

E
F
a
本
O
F
F
-
σ
R
Z
E
E
2
\

戶
籍
紀
為
梅
瑟
五
書
第
四
部
書
名
除
應
參
閱
梅

瑟
五
魯
條
外
應
參
闖
出
埃
及
行
程
國
及
各
有
關
人
名

地
名
等
條
比
外
亦
應
參
閱
安
息
日
月
朔
逾
越
筒
無
醇

筍
七
七
節
號
筒
筍
贖
罪
街
帳
棚
筍
等
條
此
處
只
介
紹

一
下
本
書
的
(
一
)
名
稱
(
二
)
主
題
與
內
容
(
三
)

作
者
(
四
)
主
要
的
神
學
思
想

(
一
)
名
稱
戶
籍
紀
拔
希
伯
來
文
原
稱
「
在
曠

野
襄
」
是
取
自
本
書
原
文
的
第
四
字
打
破
了
採
取
首

旬
首
字
的
慣
例
是
要
說

明
本
書
所
記
載
的
史
事
皆
發

生
於
曠
野
之
中
此

名

可
說
是
包
括
了
本
書
的
主
題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稱
本
書

為
hr
z
v
s
。
"
即
「
數
目
」
之
意

拉
丁
通
行
本
從
之
譯
為
「
Z
E
E

立
」
這
或
者
是
因

為
本
替
記
軾
的
數
字
連
第
累
膺
的
原
因
喇
喇
制
制
則

合
編
直
講
譯
為
「
數
目
紀
」
注
「
數
民
也
料
民
也
」

基
督
教
譯
本
譯
寫
「
民
教
紀

」
「我國
教
會
刮
到
劉
樹 和

古
經
史
學
等
含
譯
為
戶
籍
紀
思
刊
的
學
令
從
土
附
瓜

本
書
內
斂
次
記
載
了
戶
口
調
存
和
士
兵
登
記
之
事

(
見
1
l
4

必
)
近
代
學
者
比
自
擁
謹
此
見

(
二
)
主
題
與
內
容
本
H
H
H吋則
為
天
主
的
社
川
品

與
實
踐
的
精
樑
即
記
述
以
民
獲
赦
脫
離
埃
及
之
從
區

這
許
地
邊
緣
的
一
段
經
過
所
以
本
書
上
繼
山
谷
紀
敘

述
選
民
由
西
乃
山
起
程
在
梅
瑟
領
呼
下
三
十
八
年
之

久
在
曠
野
中
所
經
歷
的
一
些
重
婪
大
事
除
這
些
一
大
事

外
還
記
載
了
一
些
有
關
祭
獻
和
特
殊
的
規
定
這
些
一
法

律
和
規
定
多
錢
雌
雄
在
一
些
史
事
中
街
些
一
是
悔
瑟
制
定

的
也
有
些
一
是
後
世
增
捕
的

本
蓄
的
記
述
表
面
上
看
來
好
似
雜
亂
無
章
法
，
何

條
理
但
在
布
局
上
刻
有
其
時
間
先
後
和
地
理
上
的
次

序
本
書
的
記
述
按
其
時
間
與
空
間
的
次
序

可
分
持

三
編
上
編
記
述
選
民
在
西
乃
山
下
作
起
程
的
種
偏

(
1
l
m
u
)
中
一
編
記
述
選
民
流
滾
曠
野
的
事
趴

(
ω
u
l
釗
品
)
下
編
氾
述
選
民
在
約
但
河
來
的
遭

遇
按
時
間
來
說
上
編
記
述
出
埃
放
後
第
二
年
二
月
一

日
至
二
十
日
的
事
蹟

中

編
記
述
中
間
三
卡
八
年
的
太

事
下
編
記
述
最
後
五
個
月
的
宇
航

(
三
)
作
者
無
論
是
猶
太
人
的
傳
統
或
教
會
的

主
張
皆
認
為
本
書
的
作
者
是
梅
瑟
因
為
由
本
書
的
行

文
看
來
寫
本
書
的
人
是
會
寄
居
叭
叭
曠
野
並
熟
為
埃
泣

的
歷
史
風
俗
和
典
章
制
度
關
於
在
曠
野
中
行
管
時
秩

序
的
細
小
簡
目
和
發
生
的
各
種
事
情
述
事
與
立
法
的

混
合
記
載
等
都
足
以
證

明
作
者
應
是
目
睹
耳
聞
的
進



i

~A
叭
另
外
立
法
的
動
織
與
原
因
多
品
是
由
於
事
件
的
蠻

M
M
~
生
給
了
立
盜
者
制
定
、
法
律
的
啟
示
這
種
記
事
但
也
可

陶
，-

m以
明
證
木
香
的
寫
作
時
代
應
是
在
制
到
時代假
若
是

三
申
明
後
幾
百
年
寫
的
一
定
不
會
如
此
記
此
當
然
誰
也
不

能
否
認
本
魯
有
後
人
增
添
的
地
方
但
若
為
了
一
些
一
增

加
之
處
使
否
認
本
書
是
樹
割
的
作
口
叫
就
如
有
人
增
加

和
更
改
了
研
孔
便
否
認
剖
引
為
制
引
的
作
說
是
同
樣

的
錯
說
詳
見
制
刮
到
副
作
者
恥

(
四
)
主
要
的
神
學
思
想
本
書
的
中
心
思
也
是

在
說
明
天
主
和
選
民
雙
方
對
盟
約
所
有
的
態
也
根
鐵

盟
淌
的
結
欺
天
主
常
要
以
恩
寵
和
德
低
照
顧
自
己
的

百
姓
的
確
天
主
在
曠
野
中
常
發
顯
了
奇
蹟
保
護
他
侃

以
推
持
他
們
的
生
活
但
同
時
也
使
他
們
遭
遇
了
種
種

困
難
寫
品
探
考
驗
他
們
使
他
們
成
為
一
個
有
堅
固
信

仰
的
民
族
然
而
他
們
如
不
明
瞭
自
己
所
貴
的
使
命
所

處
的
特
殊
地
也
所
應
盡
的
義
紙
所
以
一
遇
到
挫
折
或

因
輯
便
立
刻
抱
怨
天
主
反
抗
制
甜
的
他
們
雖
然
因
此
多

次
受
了
懲
罰
仍
執
迷
不
悟
不
知
悔
改
因
此
天
主
罰
他

們
在
曠
野
中
漂
泊
了
達
四
十
年
之
九
直
到
那
一
代
的

人
除
極
少
數
的
忠
貞
人
士
外
部
死
在
曠
野
為L但
仁

慈
信
質
的
天
主
決
不
完
全
捨
棄
自
己
的
選
民
因
為
他

必
實
踐
許
與
聖
粗
的
諾
苦
的
為
使
這
些
諾
言
更
信
而
有

徵
會
打
發
了
一
位
外
敬
的
先
知
別
帆
叫
他
一
連
四
次

祝
福
以
色
列
人
一
再
預
言
他
們
必
將
獲
得
天
主
許
下

的
幸
福
所
以
本
書
是
一
部
昧
嘆
上
主
仁
慈
的
也
除
嘆

上
主
信
質
的
書
昧
讚
上
主
亭
毒
一
切
的
色

四255-256 

木
蓄
所
載
的
一
切
有
關
叫
剖
刺
子
民
的
歷
也
不

但
氮
日
後
制
制
經
書
發
生
很
大
的
影
吶
(
見
酬

2
口

口
2

的
s

職
1
l
j

制
柏
村
|
叮
創
刊

m
l
m師
叫
別

智
ω
臼

l
u

盯
的
l
w
等
處
)
對
新
約
亦
峙
的
誠
如
捏
一

保
祿
所
說
臨
拙
作
寫
我
們
刷
刷
選
民
的
「
鑑
戒
」
「
勛
戒

我
們
這
些
一
應
經
過
今
世
的
曠
野
而
走
向
來
世
永
生
的

信
徒
切
不
可
重
蹈
他
們
的
覆
轍
背
信
忘
義
執
迷
不
悟

反
要
堅
忍
天
主
的
考
驗
善
罔
聞
天
主
在
這
末
世
時
期
所

賜
與
我
們
的
特
恩
異
龍
(
見
制
前ml
l
u

剝
削3

M
l
4
H

等
也
參
閱
封
3
H

甘
甜
刑9H
H
)。
(
陳
)

H
n
A
3
1
3

主
口
L
于
b
i
i
J
國
家
民
族
或
某

2
E
Y
『
且
項
主
至
口

f
j
i
i
\

J
:
:

-

i
'

、
一
社
會
階
層
的

戶
口
調
食
是
古
今
中
外
常
見
的
事
劉
樹
上
也
數
次
提

及
這
種
事
實

1

舊
約
在
叫
民
前
離
埃
及
之
初
樹
割
的
令
人
調

查
二
十
歲
以
上
的
男
人
首
生
子
及
蚓
叫
別
人
的
戶
口

(
見
叫
狗H
M

同
1
3

叫
|

“
4
M
M
U

必
)
，
調
查

的
結
果
未
免
有
渲
染
之
處
蓋
只
戰
士
竟
有
六
十
萬
人

之
多
不
作
戰
的
叫
刺
人
有
兩
萬
二
千
總
結
類
推
在
曠

野
中
的
以
民
應
有
三
百
至
四
百
萬
人
之
氣
事
非
可
也

同
樣
達
味
時
代
的
戶
口
登
記
更
加
有
誇
耀
之
瓶
蓋
只

戰
士
就
有
一
百
三
十
萬
人
全
民
總
數
至
少
五
百
萬
人

之
眾
(
撒
下
"
的11

，
桶
上
叫
“
-
-
6
)。
不
過
在
充

荒
之
後
罔
馴
織
世
所
作
的
調
查
較
為
客
觀
(
居
上

2

厄
下
7
7
|

品
)
這
種
渲
染
的
作
風
是
舊
約
時
代
的

習
尚
並
且
數
字
也
時
常
有
象
徵
的
意
義
故
不
必
鱉
亂

按
學
者
們
的
遇
見
在
娶
她
的
叫
亂
站
起
在
它
最
興
旺
強

盛
的
時
代
也
從
未
超
過
-
百
萬
沁
目
前
之
凶
剖
則
則

有
兩
百
五
十
萬
人
左
扎
按
一
九
三
三
年
的
戶
口
洞

ι

劫
具
有

-
n
c

一
萬
四
千
人

叫
既
然
以
民
的
戶
口
調
先
很
可
能
是
取
法
於
喇
配

蓋
埃
及
法
郎
遠
在
公
元
前
三
千
年
即
有
人
口
家
高
及

由
產
的
調
查
不
過
在
聖
經
上
部
多
次
將
戶
口
登
記
視

寫
不
士
口
之
事
每
次
戶
口
調
查
都
與
上
主
義
怒
相
連
是

與
神
權
政
體
不
適
之
舉
(
見
上
述
引
文
)
，
蓋
只
有
天

主
有
權
知
道
自
己
百
姓
的
權
實
數
比

2

新
約
路
加
學
史
將
耶
穌
誕
生
的
時
期
與
地
點

與
制
蚓
皇
帝
制
制
奧
|
制
制
制
調
查
帝
國
的
人
口
大
事

相
連
「
這
是
在
朝
創
制
作
制
圳
副
總
督
時
初
次
行
的

登
記
」
(
路
2
1
1
3
)
(

牌
)

U
A
t
r「
固
自
已J
F「
手
」
是
一
個
很
普
通
的
名
訓

2
-

‘
，

E
E

臣
、
在
倒
叫
中
用
過
一
千
六
百
多
次

在
新
約
中
用
過
一
百
三
十
次

(
甲
)
人
的
手

(
一
)
意
義
在
聖
經
中
「
手
」
通
常
指
人
體

的
前
肢
(
列
上
的
3
6

格
前
沾
沾
)
按
上
下
文
的
不

同
有
時
也
泛
指
手
臂
手
和
胸
是
身
體
重
要
的
部
份
凶

此
天
主
命
令
以
民
將
經
匣
不
但
憋
在
額
上
且
也
繫
在

手
上
(
由
卅
日M
)
同
樣
勝
利
者
對
仇
敵
洩
恨
時
應
趾

砍
掉
他
們
的
手
胸
(
樹
下
4
u
M
下
的
叩
口
7
.

刊
)

雖
說
如
此
但
人
靈
部
比
手
還
更
貴
重
(
關
5

個
)

但
是
手
也
象
徵
能
力
(
制m
H
H
)
或
掌
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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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
的6
刷
刷
叫
汁
目
制

1

臼
)
因
此
雙
手
無
力
或
麻
木

解
說
失
敗
與
頹
喪
(
副
沌6制
甘
心s
則
m
n
)
伸
直

或
加
強
淒
弱
的
瓦
解
說
振
作
精
神
或
鼓
起
勇
氣
(
叫
叫

“
3

制
U
U
)
。
有
時
手
也
充
作
自
反
代
名
詞
恥
恰
巧
相

等
於
中
文
的
「
親
手
」
「
親
身
」
「
親
自
」
之
意

(
圳
的
，
則
必
盯
船
上mn
)

此
凡
手
有
時
也
是
婉

曲
語
指
乳
房
(
固
的e
)
或
下
體
(
例"
s
)。

當
注
意
的
是
下
列
的
幾
旬
成
語
「
藉
... 

的
手
」

相
等
於
「
藉
... 

」
或
「
經
由... 

」
這
是
常
見
的
成
語

(
樹
下u
u

甜
的
自
)
「
靈
魂
在
手
中
」
解
說
生
命

iJi 

處
於
危
險
(
一
詠
叫
叫
約
的
H
)
「
在
某
人
手
上
倒
水
」

解
說
服
事
某
人
或
作
某
人
的
奴
僕
(
列
下

3
u
)

手
有
左
右
有
時
用
以
指
左
邊
右
邊
左
邊
屢
有
不

幸
和
不
完
善
之
意
(
一
詠
別
時
訓
叩2
瑪
鈞
詞
)
右
邊

iJiii 

則
有
得
勢
(
詠
叫
e
E
3
1
)
幸
福
(
詠
M
H
瑪

站
自
制
曰
“
)
救
援
(
叫
叫
“

8

別
扭
)
和
尊
榮
之
意

(
到
下z
u

到
m
z醋
必
“
關
呵
!
"
)
。
因
此
劉
樹
從

來
沒
有
提
及
天
主
的
「
左
手
」
至
於
天
主
的
「
右
手
」

則
屢
見
不
鮮
(
後
詳
)
飯
然
左
右
有
此
吉
凶
和
好
歹

之
意
那
麼
「
不
能
分
辨
左
右
手
的
人
」
就
是
尚
不
識

分
辨
善
惡
的
無
罪
孩
童
(
納

4
u

申
1

臼
)
而
「
不

偏
左
不
偏
右
」
就
是
走
正
道
之
意
(
申
口
口
繳
上

6
時
)
此
外
「
左
右
」
也
解
說
「
到
處
」
或
「
四
周
」

-
(
依
MM
S

回
臼
6
)

帥
一
(

二
)
動
作
手
是
能
動
的
肢
體
有
它
的
動
作

立
這
些
動
作
廢
展
也
有

它
們
的
寓
意
如
握
手
表
示
立
約

2甚間

(
鐵
6
1
)
作
保
(
約
口

3
)
合
作
(
迦
2
@
)
灰

好
(
列
下
m
H
)
擊
掌
表
示
發
怒
(
戶
創
刊
則
n
H
)

或
輕
敵
(
哀
2

臼
)
鼓
掌
或
拍
手
表
示
歡
欣
慶
幸

(
詠
約
3
"
8
)
雙
手
抱
頭
表
示
難
受
(
樹
下
U
H
)

或
害
羞
(
耶
2

盯
)
用
手
掩
口
表
示
織
默
(
約
幻
5

竄
犯
臼
)
親
手
送
吻
表
示
迷
戀
崇
拜
(
制
訂
盯
)
伸

手
表
示
求
助
(
職4
剖
)
求
憐
(
到1
叮
)
發
命
令

(
出
8
5
9
n
)

或
反
抗
(
約
的
詞
)
舉
手
則
表
示

懷
楚
(
德
別
扭
)
，
但
也
是
發
誓
的
儀
式
(
制

M
n
)

有
時
發
誓
則
將
手
放
在
膀
下
(
削
圳
的

2
)
祈
禱
時
也

習
慣
舉
手
(
叫η
u

問
蝸
下
的
問
)
，
可
舉
向
高
天

(
到
上8
位
)
聖
殿
(
副
肌
2
)
和
天
主
(
副ω
m
u

厄
上
9
5
)
外
邦
人
則
舉
向
邪
神
(
一
詠M
H剖
)
洗
手

則
表
示
清
潔
無
罪
(
申
幻
6

詠
M
A
e瑪
幻
H

雅
4
8
)

因
此
成
了
取
潔
禮
的
主
要
儀
式
(
出
叫
H
n
m刊
叫
)

甚
而
食
飯
前
也
得
洗
手
(
醋
的12
)
由
此
清
潔
的

手
象
徵
正
直
學
善
的
生
活
(
約
n
M
誠
的
刮
到
前Z

S
)
此
外
捏
住
他
人
的
手
表
示
扶
助
他
人
(
一
制

η
自
)

注
視
他
人
的
主
表
示
等
待
憐
憫
(
一
詠
凶

2
b
創
刊M
n
)

或
命
令
(
詠

m
z
a
)股
祭
品
在
受
職
者
手
中
表
示

祝
學
(
別8
盯
)
，
按
手
在
他

A
h頭
上
表
示
授
職
祝
建

降
福
等
(
見
「
按
手
禮
」
條
)

(
己
)
天
主
的
手

(
一
)
意
義
天
主
是
無
形
無
像
的
神
體
因
此

「
天
主
的
手
」
不
能
有
字
面
的
解
說
它
不
外
是
劉
樹

慣
用
的
「
擬
人

法
」
解
說
天
主
自
己
{
宗
7

間
參
閱

「
人
的
手
」
的
意
義
)
天
主
授
與
先
知
的
耐
力
(
叫

3
H

淵
明ω
叩
)
他
對
叫
民
的
關
懷
(
制
"
M
)
他
給

與
特
選
者
的
祝
福
和
計
劃
(
關
I

M
)
他
給
與
善
人

的
試
探
(
約
w
n
幻
2
u
n
)
有
時
好
像
也
解
說
良

心
的
指
責
(
一
詠
犯4
)
但
是
較
普
通
的
解
說
是
指
天

主
的
威
能
(
申
4
H
5

白
等
處
)
與
天
主
的
「
右
手
」

(
後
詳
)
「
手
指
」
或
「
手
臂
」
有
同
一
象
徵
意
義

且
有
時
也
與
這
些
名
詞
同
列
(
剖
開H目
的
叩
)
。

因
此
天
主
伸
手
或
舉
手
解
說
顯
示
天
主
的
威
能
(
詠

ω
u
制
5
E
m

‘
)
有
時
是
救
恩
的
威
能
(
副
切
閥

悶
上
8

自
)
，
是
慈
愛
的
表
示
(
制
的

2
)
，
有
時
部
是

懲
罰
的
威
能
(
民
2

時
繳
上
5
u

宗
的
口
)
叫
人
敬

畏
上
主
(
如
關
4

自
)
。
這
威
能
是
強
烈
的
(
同
口
自
依

叩
2
)
無
可
抗
拒
的
(
關M
盯
)
，
也
逃
脫
不
了
的

(
申
花
目
加
下
6

品
制m
H
對
口
2
)
因
此
落
在
天

主
手
中
是
可
怕
的
(
希
m
n
依
m
W
H
)但
是
若
不
是

不
悔
改
(
德
2

自
)
落
在
天
主
手
中
總
比
落
在
人
手

里
更
好
(
撒
下
"
的H
)
然
而
落
在
人
手
中
劫
比
犯
罪

得
罪
天
主
更
好
(
淵
明
日
目
)
但
天
主
有
時
也
舉
手
起

誓
(
刑
犯
“
制
呦
晶
。
)
，
有
時
也
將
救
恩
的
手
收
罔
砍

入
懷
中
(
詠
拜
u
)

(
二
)
工
程
人
的
手
是
活
動
的
天
主
的
手

(
威
能
)
更
不
能
是
靜
止
的
事
實
上
宇
宙
的
一
切
都

是
他
一
手
創
逢
的
(
約
凹
，
)
是
他
親
手
奠
定
大
地

展
開
諾
天

(
喇
叭的
H
)，
佈
置
星
辰(樹
仿
刊

)
整
個

大
造
不
外
是
他
手
的

進
化
(
詠
8
7
)
他
能
以
手
心



瑪默勒，天主曾在此多次顯現給亞巴郎

E. 
今日的赫貝龍城，回教大毆即建在瑪革培拉山洞之上

(在此洞內有亞巴郎、撒辣及依撒格之墓 )



貝爾舍巴，古聖祖居住的地方

史羅，若蘇厄和民長時代的以民宗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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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波山，梅瑟在此遙望聖地後逝世，見(史341-6 ) 
(初期基督徒即上此山朝聖，並在山頂上建有一座車堂 o ) 

古耶里哥廢墟

(此城建於公元前五千年左右 ， 為世界最古之城市 o ) 



~
手
掌
倒
是
它

「
依
州呵
呵
}
即
使
身
個
月
萬
物
之
靈
的
人

山
~類
也
不
外
是
他
手
中
的
作
口
閱
(
制
的
?
制
2
7
)
是

于他
從
母
胎
中
親
手
形
成
的

(
制
hH
H
制
m
n
)
。
他
的

于
化
工
是
奇
妙
智
慧
的
(
詠
川
叫
“
)
絕
不
如
人
手
的
作

口
叩
開
那
般
糊
塗
可
憐(詠

叫
‘
7
m
H
|
叮
)
因
此

任
何
人
都
不
能
過
間
或
吩
咐
他
手
作
的
工
作

(
依
衍

他
親
手
創
造
的
也
親
手
予
以
照
顧
他
親
手
養
活

他
們
(
副
圳
甜
的
白
時參
閱
瑚6
臼
i
H

)
，
掌
喔

他
們
的

生
死
(
申

花
"
)
禍
福

(
約
2
"
)

一
切

生
靈

(
制
U
M
)
以
及
人
的
命
運
都
在
他
手
中

(
制

訂
時
)
，
人
的

一
切
行
動
他
都
瞭
如
指
掌

(
誠
的
s

) ，

因
此
人
或

生
或
死
也
逃
不
了
他
的
手

(
圳
下
6
品

)

他
親
手
懲
罰
惡
人

(
船
上
5

，
關5
自

)
部
試
探

(
制
5
"
)
降
福

(
厄
上
8
自
)
和
照
顧
義
人
(
斟

3

1

若
m
m

)
因
此
他
們
在
痛
苦
中
和
臨
終
時
都
抱

著
信
心
將
自
己
的
靈
魂
交
付
在
他
手

中
(
制
訂
6

路
幻
“

)
從
他
手
中
等
待
永
遠
的
賞
報

(
斟
5

口
)

因
為
他
手

所
行
的
是
忠
誠
正
義

(
副
山
7
)。

他
特
別
關
懷
他
的
選
民
以
色
列
他
愛
護
這
民
族

將
他
放
在
手
上
(
申

犯
3

)
刻
在
手
中

(
崗
"
時
)

保
護
在
他
手
蔭
之
下
(
做
到
時
)
，
有
如
親
手
引
導
的

半
輩
(
甜
的
7
)
。
因
此
叫
民
的
歷
丸
如
山
倒
別

(
制

4

"

)
入
許
地
(一
詠科
3
l

J
選
先
知

(
則
上
的
組

列
下
3

時

耶
1

.

)
立
君
王

(
詠
mw
n

)
等
那
掌
握

在
他
手
中
(
見
「
救
恩
史
」
條

)
不
但
如
此
連
其
他

益間257 

民
族
的
歷
史
都
由
他
指
使
他
們
在
他
手
中
有
如
陶
器

在
陶
工
手
中
一

樣
聽
他
擺
佈
(
制
m
-
m
柏
村
自
|

訓
參
閱
創
v
o
n
-
H
)
怪
不
得
猶
太
教
會
最
古
老
的

藝
術
以
一
雙
手
來
象
徵
天
主

至
於
耶
穌
的
手
拉
不
是
一
個
象
徵
名
洞
因
為
耶

穌
是
降
生
成
人
的
天
主
他
時
我
們
一
樣
有
一

個
具
有

四
肢
的
身
體
他
在
生
時
會
學
手
祝
福
門
徒
(踹
圳
的
目
)

按
手
降
一
禍
兒
童
(
瑞
ω
臼
|

時
)
，伸手
撫
摸
病
九
治

愈
他
們
(
瑪
8
3
H
W
M

)
或
觸
摸
死
者
復
活
他
們

(
瑪
9

間

自
刷
刷
7H)
他
的
「
手
」
成

了
天
主
德
能

的
工
具(三

)
天
主
的
右
手
天
主
的
「
右
手
」
也
像

天
主
的
「
手
」
一
槍
象
似
天
主
的
成
能
(
詠
幻
g

M
H

S'

!

'| 

問
8
)
但
是
由
於
聖
經
的
作
者
在
描
寫
人
類
或
以
民

特
別
重
要
的
史
實
時
處
處
錄
用
「
天
主
的
右
手
」
孩

們
可
以
改
這
「
右
手
」
象
徵
天
主
「
特
大
的
威
能
」

果
你
天
主
的
右
手
大
顯
戚
能
(
副
m
Hl
H
)
，
是
他

的
右
手
創
造
天
地
(
依
彷
臼

)
淹
沒
法
郎
的
兵
馬

(
叫
的
6
)，

幫
助
以
民
佔
領
許

地
(
副
科
5

喃
叫
“

的
刊1
)
也
是
他
的
右
手
舉
揚

了
聽
命
至
死

的
耶
穌

(
莉
5
U

參
閱
斐
2
5
|

H
)。
正
因
天
主
的
右
手
解

說
天
主
特
大
的
成
能
因
此
天
主
右
手
中
的
杯
解
說
特

大
城
能
的
懲
罰

(
哈
2
時

)
閥
為
他
的
右
手
充
淪
正

義

(
詠
仿
H
)
悔
不
得
天
主
作
隘
童
的
研
君
主
叮
時
便
以

右
手
起
誓
(依
位
8

)要
特
別
利
主
懲
罰
以
民
時
便
在

仇
人
前
收
罔
右
手
反
將
它
伸
向
以
民

(
哀
2
3
|

‘

參
閱
詠
m
H
H
)
而
要
以
民
信
賴
他
的
教
恩
時
則
注

「
不
要
驚
惶•••
••. 
我
用
勝
利
的
右
手

扶
持
你
」
戶
倒

Hn

N) 

但
是
他
得
我
們
注
意
的
是
天
主
的
「
右
手
}
區

應
與
天
主
的
「
愛
」
列
在
一
起

(
詠
U
M

抖
‘
ω
?

別
7
)
，
因
為
右
手
也
是
愛
的
象
徵
(創
刊ω
闊
別
2

斗

的
確
天
主
特
愛
的
以
民
不
外
且
是
他
右
手種
植
的
圓
圓

(
詠
的
M
)
他
因
愛
才
給

了
他
們
許
地
(
一
詠科
4
)

同
樣
對
特
愛
的
達
味
他

不
斷
以
右
手
挾
持

(
一
詠旭
品

的
，
)
和
拯
救
他

(
一
詠鉤
，
)
此
外
他
也
是
以
右
手

庇
護
義
人

(
觀
5

口
門學
揚
他
鐘
愛

的

墨
子
(
抖

5

缸
)
和
管
治
他
至
愛
的
里
教
會

(
默
I
M
Z
I
)

(
梁

)

引
t
r姐
回
「
叫UM
D
開
R
J
于
指
通常
保
存
字
面
的
意

2

三
、
ι
T
E
H
m
E

之

說

在
信
約
中
「
手
指
」
原
可

指
「
手
指
」
或
「
胸

趾
」

(
樹
下
釗

m
騙上
們
U
e
)
但
通
常
指
「

手
指
」

(
叫
m
n
肋
4
6

口
自
叩
M

鐵
7
3

等
處
)。
手
指
街

時
間
以
表
達
思
想

(
崩
6
閃
出
叩A
L
1
)
或
事
物
的
厚

度
(
瞞
自
剖
)
在
舊
約
禮
儀
中
屢
屢
用
手
指
蕪
祭
品

的
血
然
後
將
血
塗
抹
在
祭
壇
角

上
(
出

m
u
肋
4

扭

扭

M
8
臼

9
.
)
或
洒
在
上
主
(
肋
4

口
)
會
推

(
戶
"
4
)
學
所
阪
幕

(
肋
4

6

)
或
贖
罪
萃
的

(
肋
的
H
)
有
時
則
洒
向
祭
壇

(
肋
必
刊
)
但
』
何
時

手
指
煎
的
不
是
牲
血
而
是
油

(
肋
M
H
幻

)
參
閱

「
取
課
禮
」
和
「
贖
罪
禮
」
條
在
並
行
文
中
「
手
指



!'
r
ii 

」
多
次
是
「
手
」
的
同
義
詞
(
詠

w
l

歌
5
5

依
2

.
η
s
m
m
a
)
論
及
天
主
時
「
手
指
」
與
天
主
的
手

「
右
手
」
和
「
手
臂
」
一
樣
指
天
主
的
威
能
(
詠

8

4

叫
8
H
M
H
U申
9
ω

達
5
5

可

在
新
約
中
「
手
指
」
這
個
字
只
用
過
八
次
其
中

只
有
兩
次
指
天
主
的
艸
能
(
副
喇
叭

M
H
踹
u
m
)
兩
次

指
耶
穌
的
手
指
用
以
解
圈
(
若
8
6
)
及
顯
示
天
主

治
病
的
神
能
(
谷
7

目
)

關
於
「
母
指
」
或
「
大
趾
」
請
參
閱
出
叫
的
目
肋

8

自

H
M
H
口
甜
甜
也
請
參
閱
「
取
潔
種
」
條

(
梁
)

均
已
尸
孝
吾

\
〉
『E
J

「
手
臂
」
或
「
臂
膀

2
1
寸
騎

F

f
F
R

Y
E
S
K
'

，
l
i

J
j

'

、
」
這
個
字
在
當
約
中

用
過
九
十
次
在
新
約
中
則
僅
僅
三
次
(
路
1

日
若
也

甜
宗
叮
叮
)
除
了
很
少
次
有
字
面
的
解
說
指
人
(
申

H
M
m約
時
u

德
幻
H

歌
8
6

達
2

扭
)
或
畜
牲
(
戶

6
凹
甫
的
3

德
7

自
)
的
前
岐
外
大
部
份
都
像
「
手

」
和
「
手
指
t二
樣
具
有
象
徵
的
意
義
解
說
能
力
或

威
能

這
象
徵
的
意
義
只
是
緩
次
用
在
人
身
上
如
「
折

斷
他
人
的
手
臂
」
指
制
服
惡
人
(
詠

m
H
幻
口
約
犯

臼
)
，
使
敵
人
失
敗
(
m
M喃
自
則
狗
血
自
)
，
奪
去
他

人
的
權
柄

(
拉
2
3

繳
上
2

剖
)
或
除
掉
他
人
的
依

，
算
(
約
泣
，

)
「
加
強
手
臂
」
意
謂
使
自
己
自
強
不

帥
一息
(
崗
位
口
)
或
使
他
人
日
益
強
盛

(
剛
給
別自
制

戶
7

d
d
熊

，刃
的
手
臂

〔
制
必
2

)
或
血
肉
的
手
臂

258-260 過E四

(
編
下
n
s
耶
口

5
)
指
人
的
無
能
為
力
而
強
布
力

的
人
(
約
2
8
)
希
伯
來
原
文
是
「
有
臂
膀
的
人
」

至
於
論
及
天
主
聖
經
的
作
者
多
次
用
「
手
臂
」

象
徵
天
主
的
威
能
(
依
缸
，
德
M
m
7的
阿1
U

依
自
1

若
也
叫
)
這
威
能
也
像
天
主
的
「
手
」
或
「
手
指
」

一
樣
有
時
是
施
救
的
(
依
犯
2

位
M
M
W
M
)有
時
則

是
降
割
的
(
依
狗
凹
的
5

耶
訂
)
且
是
無
可
抗
拒
的

(
智
u

n
)
但
是
由
於
聖
經
的
作
者
多
次
稱
天
主
的

手
臂
為
「
強
有
力
的
手
臂
」
(
出

的
M

依
位
8

耶
幻

5

誠
的
u

智
u

n
M
W
M
)
且
將
天
主
的
手
臂
與
他

「
大
能
的
手
」
列
在
一
起
(
制
5
H

則
上
8
u

刺
幻

5

叫
“
缸
)
我
們
可
以
說
天
主
的
「
手
臂
」
也
很
天
主

的
「
右
手
」
一
樣
(
見
「
手
」
條
)
象
徵
天
主
「
特

大
的
威
能
」
果
然
還
手
臂
也
像
天
主
的
右
手
一
樣
掌

握
人
類
及
以
民
特
別
重
要
的
史
實
天
主
用
它
(
手
臂
)

創
造
了
天
地
萬
物
(
耶
幻

s
n
口
詠
叭
的
“)
掌
握
萬

民
(
依
到

5
a
)
使
它
成
為
禽
民
的
依
靠

(
依
到
5

b
)
也
用
它
引
領
以
民
出
埃
及
(
耶
叫
“
叫
一
詠
押
時
智

的
“
以
洞
口
口
)
過
紅
梅
(
叫

的

時
)
入
許
地
(
副
科

4

的
u
)
也
用
它
立
君
王
(
一
詠
叩
開
自
)
作
隆
重
的
許
智

(
依
位
8
)
值
得
在
立
的
是
天
主
的
手
臂
也
像
天
主

的
右
手
一
樣
多
次
與
天
主
的
「
愛
」
列
在
一
起
同
是

天
主
愛
的
象
做
(
副
科
﹒
則
日
3

倒
叫
M
U

制
5

口
一

(
梁
)

m
支
派
(
叮
叮
叮ω)見
十
二
文
化

m
V
E、
曲一旦
首
H
R判
已
「
H
LH
o
z
a

。
g
z
J

創
」
A
/
趴
在
學
堯
刑

司
F
Z
Z
E
『
E
E
C
O
E
\

所
謂
「
文
體
類
型
」
是
指
在
歷
史
上
的
某
一
時

代
中
某
一
地
區
的
民
族
為
表
示
品
己
的
思
想
及
m
A

所
用
的
方
式
這
些
一
方
式
因
地
理
時
間
及
人
幫
社
會
之

琨
境
而
各
異
聖
經
所
用
的
文
體
類
型
當
然
不
是
政
們

二
十
世
紀
的
文
體
而
是
東
方
古
時
代
的
表
達
方
式
凶

此
致
們
絕
不
應
該
也
不
能
以
現
代
的
文
體
規
律
來
解

釋
聖
經
而
憋
在
謹
慎
小
心
地
考
查
研
究
占
代
東
方
的

文
學
之
後
再
對
聖
經
依
研
究
的
結
果
加
以
解
釋
給
註

聖
經
文
髓
的
類
型
是
多
采
多
姿
的
這
為
每
一
個
多
少

熟
讀
聖
經
的
人
是
顯
而
易
見
的
比
如
其
中
有
故
的
經

濟
行
政
宗
教
天
文
占
L
r

巫
術
醫
藥
宇
宙
綴
艸
譜
的
仙

用
清
歌
漁
美
詩
(
愛
情
請
諷
刺
詩
等
)
滋
一
一
昆
對
訊μ

歌
歷
史
傳
品
族
譜
年
鑑
外
交
公
交
法
律
圳
海
頭
一-
u
k

默
一
不
錄
等
等
不
同
的
類
型
這
一
切
不
同
的
文
體
類
型

私
有
各
內
不
同
的
表
達
其
嘲
地
的
方
式
因
此
在
研
究
想

經
文
學
時
我
們
首
先
應
注
意
及
確
定
它
是
那
種
關
型

然
後
再
以
該
類
型
的
特
點
的
絡
式
來
加
以
解
釋

L
J
I小

致
離
題
太
遠
這
種
研
究
聖
經
的
方
法
在
天
主
教
巾
刊
(

不
過
有
三
十
多
年
的
歷
史
算
是
一
種
新
的
作
學
間
的

途
經
尤
其
自
一
九
四
三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教
宗
庇
誰
第

十
二
世
發
表
「
娶
艸
默
感
」
通
品
之
後
這
種
裂
祖
女
也

類
型
的
研
究
成
了
每
位
聖
經
學
者
不
可
或
缺
的
責
任

見
聖
經
解
釋
學
與
聖
經
批
判
學
以
及
文
體
形
式

批
判
學
「

韓

」



之
h
文
體
形
式
批
判
學

-
\
明
白
目
的
立

E
n
Z
S
J

-
f

明
白
白
聞
自
口FE
E
--n
r
o
p向
O
H
F。
已
。
」

世
界
上
任
何
文
學
都
有
不
同
的
體
裁
諸
凡
詩
文

哀
歌
抒
情
比
喻
寓
言
等
都
是
構
成
文
學
的
基
本
成
份

那
麼
聖
經
亦
然
所
謂
聖
經
上
的
文
體
形
式
悅
判
學
就

是
將
聖
經
中
發
現
的
體
裁
按
著
不
同
文
體
的
規
律
加

以
正
確
的
解
釋
同
時
並
研
究
當
時
寫
作
的
社
會
背
景

作
者
的
心
理
及
寫
作
的
目
的
等
生
活
質
羽

(
已
門
立B

F
O
F
8
)並
將
聖
經
的
文
體
與
當
時
的
其
他
文
學
體

裁
來
比
較
對
正
俾
能
明
瞭
聖
經
的
真
正
意
義

這
種
形
式
批
判
學
的
始
祖
是
德
國
的
個
月
刻
耳
總

之
有
劉
剛
劃
醋
。
﹒關心ω
ω
P
E蚓
刑
蚓
HP
Hb
m
n
y
E
告

貝
爾
特
蘭

C
-
F
Z
E
B

步
特
曼

H
N
切
Z
F
E
E
D

無
可
懷
疑
的
因
著
形
式
批
判
學
的
問
世
在
研
究

聖
經
學
間
的
工
作
上
向
前
邁
進
了
一
大
步
對
這
種
批

判
方
式
的
認
識
及
利
用
是
每
一
位
聖
經
學
者
所
不
可

或
缺
的
可
惜
的
是
當
這
種
學
問
被
某
些
一
非
公
教
徒
利

用
在
新
約
一
滴
血
目
研
究
上
時
竟
導
致
否
認
耶
穌
言
行
的

歷
史
價
值
這
非
但
是
美
中
不
足
簡
直
是
形
式
批
判
學

的
濫
用
他
們
將
一
福
音
親
為
當
初
不
同
教
會
(
如
耶
京

教
會
及
安
提
約
基
雅
教
會
等
)
對
耶
穌
信
仰
的
結
果

而
不
是
屬
歷
史
性
的
考
究
及
記
教
學
史
們
的
貢
獻
氏

在
於
將
當
時
這
比
一
矗
會
以
主
觀
的
信
仰
而
表
達
出
來

的
耶
穌
的
言
行
(
非
歷
史
性
的
)
按
時
間
及
地
理
編

益凶261-265 

笑
起
來
而
有
四
部
一
一
職
音
的
產
生
這
當
然
是
天
主
教
人

士
所
不
能
接
受
的
因
為
他

們
幾
將

耶
穌
在
福
音

上
的

言
行
歷
史
性
完
全
抹
殺
了
這
格
外
見
於
步
特
妥

回
早

丹
B
E

口

及
他
的
一
些
思
質
的
極
端
弟
子
但
這
並
不
是

說
形
式
批
科
學
的
本
身
有
甚
麼
問
題
或
缺
憾
而
是
人

對
它
錯
誤
利
用
的
結
果
學
教
會
不
絕
地
在
鼓
勵
學
者

要
大
宜
地
放
正
叫
做
地
來
利
用
這
種
寶
貴
的
作
學
間
的

方
法
這
尤
見
於
庇
護
第
十
二
世
的
「
捏
一
神
默
感
」
通
為

羅
馬
宗
座
車
經
委
員
會
的
「
論
一
福-t
目
的
歷
史
與
環
」

以
及
梵
蒂
岡
第
二
鬧
大
公
會
議
的
文
獻
「
天
主
啟
示

教
義
憲
章
」

(
韓

)

m
斗
(
ω2
7
)
2比

河
口3
』
「
巳
a
J

聖
經
上
的
「
日
」
或
「
天
」
猶
如

:
'
。
古
之

普
通
的
一
般
用
也
有
三
種
志
社

1

包
括
二
十
四
小
時
的
一
口
猶

太
人
正
如
巴
比

倫
對
這
種
日
子
的
算
法
是
自
日
落
到
日
落
安
息
日
的

關
始
是
自
日
落
算
起

(
間
下
口
凹
)
亦
就
是
星
期
五

的
黃
昏
開
始
安
息
日

(
刷
刷幻
H
)。

其
他
的
筍
口
亦
然

如
織
越
節
(
叫U
U
)
、
贖
罪
節
(
制
幻
臼
)
氧
古
蚓

太
人
對
於
日
問
時
辰
的
分
法
最
初
是
很
籠
統
地
只
有

清
晨
中
午
之
分
(
詠
m
m
u亦
見
制的
M
M
U
Z
W

臼

M
m
u蘇
6

臼

撒
上
刊
u

狗
口
列
上
U
M
)
黑
夜
也
只

有
初
更
(
一
更
)

二
更
及
未
更

(
三
更
)
之
別

(
哀

2
H

民
7
H

山

M
H
)
但
這
些
一
日
問
時
辰
放
夜
間
交

吏
的
一
長
短
則
視
一
年
間
，
李
日
夜
之
長
短
而
有
別

2

受
陽
光
照
耀
的
天
亦
即
普
通
所
說
的
白
天
氣

畫
亦
即
聖
經

上
所
說
的
夫
主
裕
光
氓
"
「
卓
」
叫
悄
然
的

錯
「
夜
」

(
創
1
4
)

在
新
約
時
代
，
臼
丘
已
分
為

十
二
個
相
等
的
時
辰
(
若
口

9
)
一
這
十
二
個
時
以
包

括
自
日
出
到
日
落
的
一
段
時
光
(
瑪
m
l

間
)
明

白
提
及
的
有
第
三
三
瑪

m
J
A小
2

時

)
第
六
(
一
閃
閃

扭
扭
5

幻
“
宗
m
9
)
第
七

(
打
4

臼
)
第
九
(
為

別
9

幻
“
甜
甜
的
目
)
、
第
卡
(
何

1
抽
)
及
第
卡
一

時
辰
(
瑪
幼

6
)
許
多
學
拉
伯
被
線
上
述
時
反
之
捉
拔

推
斷
新
約
時
代
的
猶
太
人
很
可
能
已
將
在
間
划
分
成

四
個
相
等
的
部
分
每
一
部
分
包
括
三
個
時
辰

3

「
天
」
亦
指
時
代
而
-
YZH
過
是
指
一
個
側
話

長
的
時
期
而
言
如
聖
經
上
所
說
的
「
在
上
主
天
主
創

造
天
地
的
那
一
天
」

(
制
2
4

在
此
處
喇
文
譯
本
間
的

了
清
佳
品
解
起
見
譯
作
「
創
造
天
地
時
」
)
亦
如
凶

人
常
說
的
「
過
日
子
」
或
「
我
們
的
日
子
不
好
過
」

之
意
在
學
經
上
幾
時
這
種
日
子
以
多
數
比
現
則
特
圳

是
指
默
西
亞
時
代
而
言

(耶
H
M
U-

M

希
8
8

|

刊
)

多
見
於
末
世
論
的
文
艘
中

見
贖
罪
筒
主
日
宇
宙
觀

降

也盈 265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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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差 文叫 間
十 十

十 九 |全區|三 五 四|三|二 -1 份 1 月
的多耶「 齊 阿充

月耳
塔 夫 月布彼 室在 陰正辣 e粵甘民主 月 前曆

確黑
月 曆

日'-， 表
數， 即 閏 阿 舍 太 是主 赫瑪 提 厄 阿 塔 e患 依 尼 充
而 月 阿 這 巴 特月具 色 市 路 月布 慕 t王 雅 月散 軍 月名
定規 之亮 達 月爾 特月 ~ 舍 黎 耳 次 月 月爾 後

月爾 月 汪 月 月 月

月有每 )意他。 月

十 十 月十十 十九 八 七
/.Jd \ 五 四

三們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陽

十天 得為
月 十月 九 /\ 七

間月
五 四

間月 月 間月 月 月間 間月 間月 歷

或歪。 間 間月 月 間
月 間

十個 間

:dI 凶134 -為突
依本
月彗
L--。二三.

但十
~I 天
~l;當
上稱
:w之
間謂

11!c -. 

沒 1前
有月
提」

買主
份九
之天
計者

算
丸
只
有
軒
叫
憫
之
外
的
圳
制
絨
告
訴
我
們
叫
民
每
月

之
開
抗
是
依
磁
觀
察
「
新
月
」
何
時
出
現
為
也
規
定

「
新
月
」
(
即
初

一
)
開
始
的
大
權
操
在
公
會
議
議

員
的
手
中
當
他
們
下
了
定
泉
之
能
立
刻
派
人
赴
凹
別

斯
坦
各
處
報
告
新
的
一
個
月
份
閥
始
同
時
在
各
個
高

山

頭
上

(
糊
糊
叫
即
其
一)
，點燃
火
化
報
告
消
息
這

天
算
是
喜
日
有
設
宴
的
客
的
習
比

在
充
軍
之
前
叫
民
亦
猶
如
叫
叫
九
只
是
以
數
字

來
稱
呼
不
峙
的
月
份
(
-
H
L
二
扎
三
月
等)
，
間
中
也

有
幾
個
制
州
叫
刊
的
月
弘
「
厄
塔
寧
月
」
「
步
耳
月
」

，

但
在
充
軍
之
說
叫
民
採
取
了
凹
叫
刷
的
月
弘

見
年
國
曆
新
年
安
息
氧
喜
趴

(
韓

)

月
丹
在
型
經
上
佔
有
相
當

重
要
的
位
世
這
除
了
因
寫

它
同
太
陽
直
接
與
設
們
的
地
球
反
就
們
的
生
活
有
關

之
几
也
是
因
為
它
在
占
東
方
民
族
恥
是
宗
教

上
崇
拜

的
對

A愧
地
信
豐
產
的
象
比
這
一
切
都
在
斟
樹
上
反

映
出
來
聖
經
提
及
月
亮
的
地
方
共
有
四
十
三
處(三

十
四
次
見
必
悠
制
九
次
見
於
制
制
)
。

月
﹒
鬥
川
的
被
造
是
在
第
四
天
它
的
功
用
是
光
照
黑

夜
及
作
為
規
定
時
節
和
年
月
日
的
起
號
(
削
1
u



M
)
故
此
以
民
總
以
它
作
為
夜
間
與
太
陽
毫
無
關
係

的
明
燈
(
削1
H

臼
叭
叭
"
“
自
由

6
M
)
。
它
的
光
明
僅

次
於
太
隨
(
削1
時
制
前
的
“
)
，
具
有
美
麗
潔
白
的

外
形
(
歌

6
"

關
圳
的
甜"
H
)
給
夜
間
的
路
人
指
示

胸
月
亮
(
話
，
)

途
徑

(
鐵
7
卸

)
但
在
上
主
發
怒
的
日
仇
劫
要
陪
然

無
光

(
倒
η
u
則
必
7

斟
3

時
醋
叫
刮
目
叫
叫

“
別

別
刮

目
)
變
成
血
紅
的
顏
色
(
副
3
4

莉
2

目
制
6
M
)
，

在
來
日
上
主
凱
旋
的
日
子
上
部
要
發
光
如
向
太
凶

(
依
狗
血
)

月
亮
一
向
被
古
東
方
民
族
視
為
繁
殖
的
象
似
以

原
因

(
申
犯

H
)
是
以
它
的
形
象
被
作
成
道
符
趴
在

牲
畜
的
頸

L
以
求
其
繁
殖
來
多
(
同
8
叫
樹3
時

) 。

原
因
是
當
時
的
人
相
信
月
亮
的
盈
虧
與
人
生
季
部
副

水
植
物
的
生
長
人
的
命
運
甚
至
女
人
的
生
班
有
話
卜
直

接
的
影
咱
們
力
主
它
能
使
惡
劣
的
效
果
發
生
在
人
身
上

(
到
山6
)，
致
人
于
甜
甜
摘
病
症
(
瑞
4
H
U
S
)

。

古
代
的
烏
爾
及
制
制
是
月
亮
神
(
別
神
ω
3
)

敬
禮
的
中
心
也
是
創
出
蚓
的
山
川
生
及
居
留

地
(
創
刊

剖
)
他
的
祖
先
很
可
能
就
是
月
亮
帥
的崇拜
者
(
見

蘇
叫的
2

H
)
是
以
梅
瑟
法
律
上
有
對
月
亮
及
其
他
任

何
星
體
朝
拜
的
明
白
縈
令
(
制
4
u
u
a

)
叫
躍
然
如

此
以
民
在
君
政
時
期
仍
策
不
住
外
來
的
誘
惑
違
犯
了

上
主
的
法
律
(
到
下
口
闊
別
3
5
)
，
向
月
亮
施
行
了

敬
禮

(
職
川
口
間對
1

5
劍
"
扭
叮
叮
制
蚓
蚓
雖
然

會
致
力
創
除
一
切
邪
神
敬
種
先
知
們
亦
會
大
聲
疾
呼

(
例
訕
訕
|
且)
，但也
只
有
事
與
願
違
(
到
下
n
s
一

聖
經
上
明
認
太
陽
月
亮
及
一
切
星
辰
都
是
上
主
的
造

物
只
有
對
上
主
惟
命
是
從
(
制
u
z
)，

一
切
星
辰
是

寫
人
益
而
受
造

(
巴
6
H
)

「
鯨
」



~
7
4你R
C
H
Z

木
材
這
一
名
詞
告

l
~

;
ι

約
中
是
被
廣
泛

地
利
用
著
由

-
h這
-
點
我
們
可
以
斷
定
原
來
墓
地
是
豐
產
木
材
的
地

士
區
以
民
在
巴
力
斯
坦
定
居
之
後
為
了
使
耕
者
有
其
田

.
以
維
持
生
活
計
曾
經
將
厄
弗
辣
因
山
上
的
森
林
加
以

砍
伐
(
蘇
η
H
U
)

樹
木
的
技
子
用
來
作
為
木
柴

(
同
時
也
闊
的5
點
9
n
!

自
盯
則
上η
u
能
必
叩

盯
做
扮
自
耐7
u
)
。
木
柴
為
全
熔
祭
是
不
可
缺
的
東

西
(
削n
s
7
9
刷
1
7

則
上
的
自
騙
上
幻
臼
閻
下

u
n
)
木
材
被
用
製
作
農
具
(
樹
上6H
)

傢
低
或

樂
器
(
幟
下65
)
及
邪
帥
的
偶
像
等
(
南
到
口
列
下

"
刊
)
但
它
在
建
築
的
用
途
上
似
並
不
太
大
撤
羅
漏

利
用
劃
回
喇
山
的
香
柏
木
來
建
造
聖
殿
(
則
上

5
l

7
)
在
墓
地
尚
是
創
舉
其
次
舊
約
中
所
提
及
的
木
材

有
皂
爽
木
(
叫
鈞S
M

必
臼
)
造
船
用
的
松
柏
木

(
見
制H
H
H則
幻
s

則
上
6
H
)
橄
欖
木
及
植
香
木

等
(
列
上
6

自

ω
u
u
)

2

新
約
大
致
說
來
木
材
之
用
途
與
信
約
時
代
相

似
逮
捕
耶
穌
的
兵
丁
手
中
拿
著
「
刀
劍
棍
棒
」
(
瑪

必
盯
等
)
喇
喇
向
別
叫
在
到
剖
叫
坐
監
時
胸
上
帶
著

木
枷
(
宗
的
剖
)
耶
穌
在
苦
路
上
稱
自
己
為
「
青

綠
的
樹
木
」
稱
猶
太
百
性
為
「
枯
梢
的
樹
木
」
(
路

n
n
)
是
在
指
示
上
主
的
審
判
及
懲
罰
他
將
以
大
火

來
焚
燒
一
切
的
樹
木
乾
枯
的
樹
木
當
然
更
易
被
燃
燒

(
見
則
η
訕
訕
3
)
其
次
也
捉
到
了
建
築
用
的
木
材

(
格
前
3

時
)

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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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自
古
以
來
就
有
將
犯
人
憋
在
木
桿
上
處
死
的

例
子
(
喇
叭μ
扭
|
詞
)
於
是
木
梨

l

十
字
與
|
乃
成

了
一
種
恥
辱
的
刑
罰
工
具
(
氣
5

叩

ω
叩
必
回
伯
前

2H) 

見
聖
經
中
的
植
物
生
命
樹
十
字
架
(
韓
)

ω
m
L
恥
崩
川
除
山
(
玄
E
S
D
J以
比
只
←M見
做

;
二

t
H
4
4

，
、
學
經
當
保
祿
赴
耶

京
時
途
中
會
過
宿
其
家
是
鑫
蒲
路
斯
的
一
位
老
教
友

故
此
有
人
以
為
他
是
於
聖
艸
降
臨
街
那
天
在
耶
京
罔

頭
入
教
的
但
這
只
是
揣
皮
羅
馬
致
命
學
人
傳
記
上
裁

有
他
於
七
月
十
二
臼
死
於
程
蒲
路
斯
島
的
事
做

(
韓
)

沙

L
L
H
W的
吉
凶
『
巴
-
o
J
「
比
喻
」
一
詞
來
自
希

訓
，

r
h-

即
間f
f
F
Z

『
。
三

|
l
l

:1 

.• 
I

J

是
伯
來
文
的
「
瑪
沙
耳
」

它
的
意
義
是
「
俏
像
」
或
「
表
象
」
在
舊
約
中
川
用
來

指
示

a

象
徵
預
象
比
方
或
者
某
一
人
的
言
論
(
見
約

幻
l
m
z
詠
的
問
刷
刷
川
的

8
9
)

b
u
腳
喝
咖
或
某
一
先
知
有
啟
示
性
的
演
詞
(
戶
的ω

7

時
刮
目
詠
的
村5
依
M
4
米
2
4

哈
2
6
)

c
寓
意
亦
即
時
喻
或
假
倍
(
川
口
2

剖
5

圳
的3
)

d

多
半
見
於
飯
言
及
德
訓
篇
的
格
言

在
以
默
示
錄
文
體
搞
成
的
舊
約
文
學
上
如
達
尼

聽
到
自
格
外
偏
向
於
利
用
比
喻
來
描
述
上
主
在
末
世
要

舉
行
的
秘
密
一
垠
的
蚓
(
見
達2
7
9
)

而
這
種
秘
密

天
主
只
將
之
啟
示
給
少
數
的
幾
憫
人
(
見
達
9
2

缸

等
)
其
次
這
種
文
體
亦
見
於

J
些
戚
們
耐
性
上
卻
哈
請

客
書
厄
斯
德
拉
卷
三
四
等

在
新
約
中
在
什
觀
福
音
上
提
及
「
比
喻
」
的
地

方
竟
達
五
十
次
之
多
其
次
仍
有
不
少
的
地
方
雖
然
它

們
的
內
容
確
實
屬
必
比
喃
喃
之
類
而
未
冠
以
「
比
喻
」

的
稱
呼
「
比
喻
」
在
新
約
上
可
能
只
是
一
旬
簡
單
的

成
譜
比
如
「
醫
生
醫
治
你
自
己
吧
」
(
路
4

臼
見

6
"
)
或
者
是
含
有
隱
喻
的
寓
意
視
其
寓
意
或
比
喻

成
分
之
多
少
而
定
現
代
的
學
者
們
更
日
漸
提
倡
耶
穌

的
行
為
比
喻
猶
如
某
些
一
先
知
所
為
者
然
(
依m叫
自
郎

"
1
幻
1

則
也
3
4
)
閃
一
屆
耶
穌
這
些
行
為
的
眾
做

性
而
啟
示
給
人
們
某
一
種
俠
、
理
(
谷6
U
H
8

叮

缸
喇
喇
叭
μ
1
凹
)

比
喻
的
目
的
關
於
此
點
學
者
們
大
致
分
為
兩
派

其
一
是
「
正
義
」
派
耶
穌
為
了
懲
罰
當
時
人
們
的
恆

心
故
意
用
比
喻
象
叫
回
來
講
述
天
國
的
道
理
使
聽
者
不

明
其
中
真
正
的
意
義
其
二
是
「
憐
憫
」
派
耶
穌
心
地

善
良
故
此
用
比
喻
來
講
授
天
國
的
奧
義
拉
法
使
人
泛

聽
易
懂
兩
派
是
完
全
相
對
立
的
不
可
否
認
的
是
二
者

皆
有
其
片
面
強
由
及
很
接
最
好
的
解
釋
方
法
是
將
二

者
溶
合
來
說
耶
穌
來
白
天
上
是
天
主
之
子
只
有
他
J

與
正
有
天
國
的
奧
理
但
是
他
部
俯
如
舊
約
時
代
的
上

主
將
這
奧
理
只
啟
示
了
一
部
份
人
其
中
以
十
二
位
心
不

徒
為
最
(
喘口
2

凹
的
目
叫
峭
的
刮
目
叫
)
。
刮
到
明
昔
日

耶
穌
「
用
比
喻
講
了
這
一
切
」
(
甜
的
自
)
，
好
似
在

指
示
耶
穌
的
許
多
言
論
及
道
翅
是
深
奧
難
俺
的
為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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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全
明
瞭
耶
穌
的
道
理
只
有
等
待
天
主
學
帥
的
降
臨

耶
穌
光
榮
地
升
天
之
後
以
迄
他
威
嚴

地
再
來
這
段
期

間
的
工
作
完
全
屬
於
舉
神
而
他
主
要
的
工
作
之
一
便

是
在
於
啟
示
人
類
使
人
類
正
確
地
完
全
地
明
了
耶
穌

在
世
所
講
的
一
切
奧
義

(
掛
M
甜
的
問
)
(
韓
)

別
比
喻

(
新
約
中
的

)

\
M
V
R
ω
皂
白
丸
子

ω
Z
o
d有
吋
g
g
g
o
D
H
/

/
】M
R
ω
σ。
z
o
z
。
三
吋
g
g
g
o
E

巳
』

數
目
及
分
必

一
數
目
國
學
者
們
對
比
喻
芯
義
之
不
同
而
其
數

目
亦
各
異
一
(
1一
八
卡
七
卡
二
七
十
一
六
十
六
五
十

三
三
十
七
三
十
二
卡
七
十
八
不
等
但
是
若
只
以
真
正

的
完
全
對
比
的
比
喻
為
原
則

時
則
其
數
目
僅
迷
三
卡

左
右

二
分
類

叩
教
義
的
比
喻

1

論
天
圓
的
比
喻

撒
種

(
喘
口
l
l
9

M

|
自
制
4
1
S
M
-

m
路
8
‘

l
s
u
|

時
)

種
子
臼
援
(
副
4
甜
甜
)

。

芥
子
(
瑚
u
n
站

到
4
叩

|
扭
圳H
U
H
)

酵
母

(
副
卅日
臼
船
口
訕
訕
叮

許
貝

(
瑪
口
“
)

珍
珠

(
瑪
的
組
“

)

明
舟
子
戶
蚓
叫μ
H
M
H

"叫. 136 . 

---一一-

3' 

、'-"0

撇
綱
(
瑪
口
盯
|
叫

)

2

論
天
國
的
成
且

被
打
發
去
葡
萄
園
工
作
的
二
子
(瑪
釗
甜
甜
)

兇
惡
的
園
丁

(
瑪
釗
曰
“

谷
U
I
|

泊
路
m

赴
宴
的
人

(
制
M
H
|

剖

)

太
手
的
婚
宴

(
賴
也
1
|

H
)

僱
工
(
瑪
m
l

!

M
)

3

論
天
國
的
建
立
及
完
成

m
m
鼎
的
僕
人
(
路
也
自
|
叫
)

卡
位
肉
失
(
瑪
鈞
1
7
u

)

「
塔
冷
遇
」
(
瑪
站
H
M

)

「
米
納
」
(
制"
口
|

叮
)

乙
倫
蜓
的
比
喻

1

論
對
天
主
的
叫
州
立

不
給
來
J
V
J的
無
花
果
山
倒
(
叫
mH6
1
9

)

不
遠
之
友

(
路
口
5
1
7

)

判
官
及
寡
婦

(
路
的
1
1

7
)

法
利
法
人
及
稅
吏

(
路
的
g
H
)

兩
個
質
的
的
人

(
將
7

叫

“
)

2

論
對
人
的
本
份

心
得
心
的
做
瑪
甜
食
雅
人(叫
mmm
l
盯

)

必
僕

(
瑪
的
臼
l

自
)

宴
席
的
末
座

(
路
M
7
H
)

迷
路
的
羊

(
路
的
a
l

7
)

失
去
的
「
洛

哥

」
(
絡
的
8

|

叩

)

32 

) 

。

做
了
罔
必

(
煦
的
口
1

3

論
著
叫
財
產

糊
塗
的
富
翁

(
路
U
H
臼
)

娃
塔
之
人

(
路
M
甜
甜
)

不
巾
心
的
管
家
(
路
的
1
l
9
)

4
偏
交
戰
的
國
王

(
路
M
m
|
臼
)

富
翁
及
拉
回
祿

(
的
mM
H
|
盯

)

以
上
所
例
舉
的
新
約
中
的
比
喃
喃
共
合
三
卡
內
州

(
韓

)

也

b
L
HLJ
也
v
hF
\
P
E
H
O
J
此
人
叫
仗
往
中
利
比
抖

，

E
I
L
E

a
p2
f
p
z
z

亡
，

|
|
1
l

-
J

」

叫
」

二

三
，
、

多
立
大
利
人
兵
力
打
之

立
有
人
謂
「
禿
頭
恨
自
」
戒
亦
有
別
「
叩
銷
」
之
心
H
B

於
後
詩
之
意
可
能
他
是
騎
士
家
族
山
必
從
吋
鈴
白
血
的

士
不
可
或
缺
的
武
器
又
巾
真
的
「
川
紅
」
來
推
測
他

是
意
間
做
木
地
叫
耐
地
方
人
師
叫
八
!
小u吼
叫
川
向
竹
《

借
他
是
撥
給
做
托
四
川
斜K
總
悴
的
第
一
一
一
人
山
地UU
M
料
及

史
家
刮
到
封
的
記
敘
說
們
可
以
知
道
他
是
一
例
刊
仰

自
用
喜
怒
無
常
手
段
陰
險
以
及
娘
叫
定
位
念
的
人
判

猶
太
人
更
具
有
嗯
嗯
的
心
則
是
以
紅
他

-
H公
元
一
六

年
卡
三
八
年
的
執
欣
期
間
份
與
你
們
j
A
人
先
後
發
使
f

.
小
少
的
街
突
及
非
常
不
愉
快
的
U
T件

他
日
已
雄
常
駐
守
凱
微
勒
雅
刊
訂
忱
郎
以
川
山
，
竹

他
的
宮
殿
並
駐
們
經
馬
士
兵
保
守
他
克
什
H
然
從
u
v
f小

關
猶
太
人
宗
教
熱
誠
的
反
感
夜
間
八
叩
十
一
兵
將
臨
時
叭
叭

帝
的
標
幟
置
於
耶
京
織
內
第
二
天
民
心
大
亂
裕
外
心

利
a
H
h
k
人
更
是
的
怒
填
陶
位
代
表
關

去
訓
熾
勒
糙
，
叫



~路
划
叫
叫
到
晃
來
H
H
旬
叫
只
有
知
難
而
此
將
標
做
除
去

切
~

兩
恥
、
制
京
金
水
發
生
問
題
要
做
曲
，
又
不
能
無
水

", -
出
叫
到
竟
動
用
了
聖
殿
寶
庫
中
的
部
份
金
錢
修
建
水

-

-
l
i
-
-
4

。
，

一來
將
自
冷
東
南
的
大
址
存
水
引
人
學
京
其
用
意
雌
善

.
'

。

但
是
的
問
動
均
取
一
一
般
質
庫
詞
是
至
大
的
褻
聖
罪
惡
於

是
又
激
起
了
猶
太
人
的
強
烈
反
抗
大
舉
遊
行
示
威
結

果
猶
太
人
這
次
迎
受
了
羅
馬
士
兵
的
殘
汗
鎮
際
才
平

。
'
t
1
l
ll
『
i
e
-
-

l
t
t
t
i
z
-
-
-

息
了
口
袋
勁
比
拉
多
的
另
一
次
現
行
是
將
一
批
加
里
肋

區
人
A
m
r
敗
中
殺
品
的
快
何
關
必
這
件
事
聖
經

上
的

，
、

4、
‘
。

記
收
容
而
不
詳
(
w
mu
z
)

其
後
就
是
的
耶
穌
案
件
的
海
玖
住
在
法
利
屯
人

及
總
仰
位
來
的
M
m
迫
下
而
失
郎
勇
氣
自
然
將
耶
穌
血

。

淤
最
修
訂
的
死
刑

(
兒
「
耶
穌
汗
難
史
」

)

出
州
州
州
再
次
必
超
過
太
人
必
公
俏
的
官
院
是
前

時
他
將
羅
馬
宅
惰
的
標
織
公
一
不
必
航
京
而
失
敗
如
心

仇
不
甘
胎
是
再
次
以
從
大
史
繳
械
的
合
質
旗
幟
憋
掛

自
1
l
h
1
I
l
l
-
t
t
t
1

。
I
l
a
-

，
4

，

趴
趴
肌
示
眾
"
必
倍
的
宮
殿
中
她
太
人
再
次
造
反
結
果
無

均
可
行
上
告
羅
馬
皇
帝
為
尊
重
民
立
命
令
此
拉
多
將
故

做
送
祠
凱
做
勒
稚
的
奧
土
口
所
郁
的
大
惚
中

這
個
惟
恐
天
F

不
亂
的
比
拉
多
最
後
一
次
政
起

M
h
M
山
公
俏
的
h
H
V件
H
E
r
M
一
忱
假
先
知
盤
問
們
安
趴
萃
的
准

則
山
頂
挖
倒
叫
劉
時
代
的
聖
附
加
山
山
，
仁
時
聚
集
了
太

ot--Ill-PEE-

' 

悅
的
做
瑪
的
措
雅
人
比
校
各
命
令
七
兵
將
山
包
間
大
事

。

，

惱
役
手
無
于
役
的
借
來
這
次
的
火
川
們
紋
斷
送
了
他
仆

己
的
政
治
生
混
敘
利
亞
的
總
督
將
他
叫
佩
服
存
。
辨
命
他

自
1
1
』
l
h
'

。

去
H
M
總
比
心
情
陳
述
m
山
結
果
被
總
他
的
加
叭
占
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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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散|文。坐
勒| 在 帝
雅| 這考 充
為一 古軍
ti l 歷 學至
Ift l 史 者，法|
留|文不國1
皇件久 而
帝 上，之死，
鐘以 前，或
造拉| 掘謂

瑚 T I ，'r\ 賜
字文 了其
的書一自

事寫 件鑫
晶。比|很而
拉|重終。
多|要
在的

凱I ~車

(
韓

)

2
υ
~

「
苟
且
倚
門
J
水
在
學
經
上
常
以
多
數
出
現
如

r
J
A
/
〉
A
E
\
深
淵
之
水
(
飾
1
2
叮
天
上
之

水

(
削
1
7
7
叩訓
肘
4
)
，
地
上
之

水

(
削
1
6
)

地
下
之
水

(
川
約
4副
師
6
)
，
並
且
叫
民
熱
悉
水
在

地
球
上
山
現
的
方
式
海
水

(
依
口
，
亞
5
8
)

河
水

(
制
3
8
8
7
)
泉
水

(
闊
的
時
)
井
水
或
池
水

(
別
4
7
)
，
雨
水
或
苦
水

(
叫
州州
的
刊
)
，

淡
水
活
水

(
倒
鉤
間
似
M
4
的
H

刷
刷2H
口
問

部
4
叩
等
)
洪

水
(削
7
7

依

抖
，
伯
前
3
叩
伯
後
3
6
一
食

水

(
見

弟
前
5

臼
)

在
水
門
也
缺
乏
的
中
東
水
是
特
別
的
重
要
及
吹
口

是
以
的
行
路
的
旅
客
要
股
動
供
水
(
側
的
4
"
的
詞
)

叫
民
在
曠
野
中
國
缺
乏
食
水
而
抱
怨
蚓
劉
(
削
的

自
|
血
口
1
|
7
間
均
1
|
刊
)
，
瀏
喇
之
衛
兵
冒
生

命
的
危
儉
山
敵
方
取
水
給
達
咪
解
渴

(
撒
下
的
心
目
)

郁
悶
此
流與

水
有
關
的
奇
蹟
創
制
(
叫
7
口
|
n
M
H
口

6

則
下
2
8
)
和
新
約
(
瑞
8
臼
|
盯

U
H
n

泊
湖

2
1
H
)

都
在
流
明
天
主
是
物
質
的
主
宰
所
以
雨

水
降
與
否
亦
完
全
屬
於
天
主
的
旨
意

(
則
上
口-
u

u
l
“
制
刊
狗
叫
|
抽
)
平
時
只
得
向
天
主
求
雨
(
列
上

8
甜
的
“
-

H

副
1
"
|
扭
〕
夭
主
以

學
民
罰
惡
人

(
到
1
2副
1

臼
囡
"
H
等
內
忠
信
守
法
的A川
划
得

天
主
降
時
雨
為
報
(
制
必
3
4
削
U
H
l
H

餅
"
三

水
的
象
做
意
義
因
為
水
是
眼
板
的
象
做

(
前
9

口
到
川
師
)
，
所
以
它
也
是
贖
罪
的
象
做
(
州
州
品
品
門

因
此
水
洗

(
刷
上
7
5
等)
在
贖
罪
的
禮
儀
上
是
后

可
缺
少
的
單
一
般
內
的
祭
台
祭
物
等
的
水
洗
組
除
了
，
竹

實
際
的
衛
生
用
途
外
象
徵
的
意
義
很
大
(
詳
見
「
取

潔
水
」
條
)。
學
做
為
叫
民
是
天
主
的
所
在

也
是示
敬

的
中
、
仙
是
越
性
生
命
的
采
亂
因
為
先
知
們
在
描
述
默

西
亞
時
代
時
扎
扎
天
主
是
活
水
的
泉
孤

(
叫
2
u
)
山

里
做
流
出
(
倒
也
3
制
必
刊
物
5
)
此
外
水
在
內
約

中
還
有
潔
淨
赦
罪
及
革
新
的
象
徵
意
義

從
持
一
方
面
來
說
水
也
具
令
敲
門
您
與
幻
凶
峭
的
決

徵
意
義
人
生
切
永
撥
在
地
上
不
可
復
收
(制
下
刊
主

義
人
求
主
使
必

人
如
你
泊
的
急
水
必
去
(
一
刮
到
8)

斟
叫
上
洪
水
滅
恆
的
釵
扎
一
定
給
了
一
個
很
深
圳
難

忘
的
印
趴
蚓
划
的
侵
罵
大
且
眩
曖
有
仙
梅
州
州
咆
吟
，
竹

如
狂
洋

(
山
間口
時
)
，
有
如
帶
冰
益
的
漢
兩
削
減
浴
氾

濫
的
大
水

(
制
必
2
)
。
大
水
由
北
方
而
來
形
成
氾
濫

的
河
流
淹
沱
大
地
上
的
一
切
(
制
約
2
)
。
水
系
只
是

為
一
民
一
區
或
整
個
大
地
災
難
的
象
故
而
也
是
個
人

禍
您
的
象
做

(
到
叫
“
6
的
3
H
)正
國
仙
此
水
的
快

激
性
亦
見
於
取
一
一
洗
聖
事
人
溶
入
水
中
以
水
的
做
成
能

力
使
人
死
於
罪
惡
死
股
自
己
但
同
時
也
因
水
的
改
淨

滋
生
之
力
使
人
萱
生
必
越
性
的
生
命

(山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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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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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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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
翠
玉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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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h
l訓
叫
乏
主
1
]
/回
O
z
-
-
5」
'

，
九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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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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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之
、

種
寶
石
晏
六
角
形
普

通
是
你
綠
色
或
綠
位
色
雖
然
亦
有
什
貞
色
彩
紅
色
或
白

色
齒
的
種
類
它
是
被
跟
在
大
司
祭
胸
牌
上
第
四
行
中

的
喇
叭
石
(
叫
耐
心
叩
)
也
是
新
職
京
城
牆
上
的
第
一
座

基
右
而
制
訂
甜
)。

(
韓

)

M
b

、
可

E
J

火
的
能
力
是
溫
陵
光
照
潔
淨
及
破

2
叫

/
C
m
D芝

風
是
人
生
不
可
缺
少
的
東
瓦
故
此

在
很
占
的
時
代
已
馮
人
類
所
利
川
以
民
白
不
例
外

1

的
約
時
代
雖
然
以
石
取
火
的
方
式
第
一
次
只

見
於
希
種
文
化
時
代

(
蝸
下
ω
3
)，

但
無
疑

地
以
民

遠
在
進
入
雪
地
之
前
已
知
有
火
的
存
在
安
息
日
不
得

取
火
焚
食
的
榮
令

(
出
站3
)
證
明
當
時
取
火
是
頗

費
人
力
的
動
作
為
避
兔
這
種
工
作
民
間
習
恨
保
存
常

燃
不
息
的
火
種
(
船
F

M
7
)
。
到
別
叫
上
山
祭
子
將

他
必
帶
看
燃
看
的
火
災

(
創
也
6
)
火
是
業
食
不
可

或
缺
的

(
餌
"
n
)
燃
火
的
物
質
各
有
不
同

(
依
5

H
U

凹
斟
2
5詠
m
m
)，
窮
人
則
用
乾
樹
枝
牛
糞
或

人
健
等
(
列
上
口
M

筱
必
叩
耶
7
M

則
4

臼
)
股
火

災
燒
一
壯
國
者
要
受
法
律
的
糾
紛

(
出
泣
5

肋
叫
“H
)

縱
火
是
打
仗
時
的
報
復
行
為
(
制
口
口
.
叫
別
“
自

1

‘

耶
劫
"
)

火
在
祭
胞
的
純
儀

上
也
是
不
可
缺
少
的

(
肋
1

-
7
4
"
6
2
m
a
m
2則
上
的
祖
)
故
此
祭
台
之
旁

前
一
常
保
存
看
火

(
耐
9
H
等
同3
‘
可
叫
民
充
軍
的
前

r
p
司
祭
們
將
這

M
H
F
M
b
用
的
火
筍
，
載
了

起
來
(

加
下
1

273-275 l叫

間
)
向
邪
神
火
祭
首
生
子
的
惡
習
竟
也
進
入
以
民
之

間
(
肋
閃
閃
剖
耶7

缸
則
的
U
)
這
就
是
聖
經
上
所
般

榮
的
「
使
兒
玄
經
過
火
」
的
命
令

(
制
U
U
M
M
列

下
的
3
η
口
)

火
也
是
天
主
顯
現
威
嚴
的
象
當
比
如
顯
現
給
亞

巴
郎
悔
瑟
先
知
尤

其
是
在
西
乃
山
上
的
顯
現
中

(
創

的
口
出
3
2

的M
U
則
1
)
為
表
示
天
主
的
大
能
無
比

及
所
向
無
敵
亦
稱
天
主
為
「
吞
曦
的
烈
火
」

(
申
4

“
6

時
依
詞
，
耶
的

H

拉
3
2
)
猶
如
雷
聲
比
作
天

主
的
聲
音
肉
干
甩
被
稱
為
天
主
的
「
火
舌
」
(
一
泳妙
，

酬
4

制
1
M
)
。
火
亦
是
上
主
義
怒
的
象
徵

(
到
河
5

8
8
時
依
必

u
)

2

新
約
時
代
火
在
祭
把
上
的
作
的
似
已
減
少
相

反
地
訊
與
未
來
的
末
世
時
代
緊
緊
相
連
若
論
在
他
的

宣
講
中
已
報
告
「
不
結
好
果
手
的
樹
將
被
投
入
火
巾

.•••. 

練
就
要
用
不
誠
的
火
焚
燒
」

(
瑪
3
叩
1

臼
)

耶
穌
自
己
在
講
述
來
日
的
審
判
時
也
多
次
利
用

了

「
火
客
」
「
不
滅
的
火
」
「
永
火
」
等
詞
旬

(
瑪
5
臼

7

凹
的
“
u
s
E
U
谷
9

叫

若
的

6
)
前
既
然
火
的
效

能
之
一
是
潔
淨
故
此
耶
穌
來
此
世
界
的
使
命
說
是
以

聖
神
及
火
來
洗
淨
人
的
心
靈
來
「
把
火
投
在
地
上
」

(
瑞
3
H

倒
也
刊
)。

聖
保
祿
及
其
他
的
新
約
作
者
也
提
及
到
火
是
符

試
練
潔
淨
及
懲
罰
人
們
的
象
徵
(
見
格
前
3
臼
雅
5

3

制
前
l
7

倒
後
3
7

等
)
將
拯
救
人
靈
的
熱
心
比

作
焚
身
的
烈
火
(
格
後

U
H

格
前

7
8
)

世
界
末
日

自
然
界
之
幻
變
也
是
以
火
為
主
要
成
份
以
顯
示
上
主

的
威
嚴
大
能
(
側
後
3
間
倒
閉
後

l
s

喇
叭45
u
9

口

M
U
S
M
U
n
等
)

註
梅
瑟
法
律
施
則
火
刑
的
例
子
有
二
其
一
行
U
A

人
同
時
與
母
女
兩
人
同
居
三
人
腳
地
川
火
來
燒
死(
肋

m
H
)
其
二
若
司
祭
之
玄
行
為
律
泣
，
竹
吟
父
化
亦
然

(
肋
剖
，
)
在
學
祖
時
代
錯
大
的
兒
的
冷
瑪

ω闊
的
M
m

史
在
指
示
以
民
自
古
就
釘
這
種
法
律
假
例
(創
必
臼
)

同
樣
的
例
子
亦
見
於
哈
法
做
彼
法
典

(
你

)

問
u
v
、
團
】
「
斗
Z

n
y
J
是
一
種
戶
外
照
明
的
川
只

T
E
M
/
剝
削
扣
f
H刊ω
n
z
-
L

d
/
4

司

/
戶
\
作
法
是
將
乾
木
柴
縛
以
碎

布
片
以
純
綁
緊
再
塗
以
甘
甜
燃
的
肥
沁
必
松
本
刊
而
成
多

用
於
照
明
街
市
成
防
偽

(
灰
U
H
加
F

4

臼
)
作
制

時
亦
用
作
焚
燒
敵
人
戰
車
的
比
恕
主
德
約
八M
H以
比
利

取
淵
叫
樹
人
的
軍
營
令
三
百
兵
供
紙
空
間
叫
做
中
布
火

把
將
進
敵
叫
門
口
巾
時
將
鞭
打
被
於
是
火
把
好
明
士
兵
呦
帶

大
喊
敝
人
突
然
驚
慌
失
也
乃
間
做
你
逃

(副
7
時

間

)

2
削
亦
會
將
火
把
繫
於
三
百
學
狐
狸
厄
巴

上
令
其
亂

跑
淤
培
肋
舍
特
人
的
回
國
之
中
而
股
火
做
峰
一
忱
棕
皮

果
園

(
闊
的
‘

5
)。
於
夜
間
逮
捕
耶
穌
的
士
比
手
巾

亦
拿
著
燈
籠
及
火
把
(
右
的
3

)

火
把
亦
有
個
社
徵的
意
義
比
如
一
匕
象
以
大
災
難

(
聞
自
6
)
人
子
發
光
的
眼
睛
(
湖
m
s
)
，
叫氏
的

救
援

(
蚓
位
2
)。

上
主
寶
座
前
燃
著
的
七
個
火
炬
象

徵
天
主
的
七
林

(
默
4
5
)

〔
如
何
」



h
他
μ
k
、
一
，
當
時
\
句
C
E
R
O
J
火
申
屆
三
兩
譯
自
相
制
刻

划
~
玄
叫
貨
主f
HU
g
a
N
\

文
M
CZ
E
HU通
常
指
燒

~
間
阿
瓦
或
其
他
陶
器
的
火
客
這
類
火
客
相
當
大
所
以
冒

于
煙
也
特
別
濃
創
的
詞
說
天
主
以
火
燒
索
多
瑪
等
城
時

可
出
巴
郎
見
該
地
冒
煙
有
如
燒
蜜
的
炮
一
般
同
一
意
義

見
圳
的
門
但
有
時
也
指
較
小
的
火
爐
如
叫

9
8
叫
不

過
為
指
火
爐
希
伯
來
文
通
常
用

閑
自

一
字
這
類
火
爐

通
常
是
以
鐵
製
的
為
煉
金
屬
口
即
用
(
見
錢
幻
n

參
閱

智
3
6

)
埃
及
會
苦
待
以
民
為
此
聖
經
的
作
者
將
埃

別
比
作
火
燼
(
見
制
4
叩
)。
至
於
用
土
製
的
爐
子
蚓

伯
來
文
稱

斗
自
己
以
民
以
及
中
東
古
峙
的
民
族
美
飯

時
大
都
用
這
類
的
爐
子
(
見
肘
2
4

酬
7
4

到
5
叫

參
看
依
缸
，
)
達
尼
爾
先
知
因
不
敬
拜
皇
帝
的
像
被

投
入
火
也
該
筍
原
文
是
剛
刺
劃
語

〉
H
F
L和制
倒
刺

文
的
自
Z
E
E
何
同
一
意
義
即
指
燒
時
瓦
陶
器
的
火

客

(
見
達
3

岫
|
的

)
(

義

)

門
、
ζ

目
也
可
5

月

J
本
條
可
分
兩
部
份
來
討
論

r

刁
圳
/
草
木W/
M
M
MW
阱
。
『
\

J
'

、
郎
以
神
為
父
及
以
人
為
父

的
兩
種
習
俗

1

稱
林
為
父
上
自
一
切
古
代
文
明
國
家
下
至
一

切
半
開
化
或
未
開
化
的
民
族
都
有
稱
神
為
父
的
習
慣

比
如
埃
及
神
明
阿
孟
辣
依
息
斯

H
m
z

等
巴
比
倫
的

默
格
達
客
貝
耳
等
以
及
希
臘
文
化
的
神
明
則
鳥
斯

N
O
E

亦
即
觀
點
馬
帝
國
的
猶丕
式
腳
都
會
被
崇
敬
老

稱
之
為
父
中
國
亦
不
例
外
所
謂
之
「
天
爺
老
天
爺
或

天
父
」
者
的
是
這
種
習
俗
的
明
證
因
此
不
砂
學
者
肯

凶276-277 

定
神
明
最
早
及
最
普
遍
的
稱
呼
就
是
「
父
親
」
而
這

種
稱
呼
的
來
源
又
是
基
於
人
類
的
普
遍
心
理
所
致
即

是
由
於
對
神
明
的
畏
懼

愛
猿
及
依
恃
的
心
情
所
造
成

的
至
於
在
那
些
未
間
化
民
族
問
稱
州
瓜
父
的
訝
的
大

約
是
來
自
一
種
對
一
切
受
造
之
物
崇
拜
的
心
服
亦
川
就

是
來
口
一
種
汎
神
論
的
計
仰

A

的
約
上
述
諸
民
族
稱
一
艸
路
父
的
理
也
不
論
從

舊
約
或
新
約
上
都
不
很
存
在
以
民
之
所
以
稱
天
主
為

父
其
主
要
及
惟
一
的
基
礎
在
於
一
一
種
歷
史
的
事
實
的

天
主
對
以
民
在
西
乃
山
上
的
特
別
練
選
及
與
以
民
所

訂
立
的
盟
約
聖
經
自
始
的
特
別
強
調
這
一
點
「
他

(天
主
)
不
是
生育
你
創
造
你
使
你
生
存
的
大
父
嗎
」

(
m
n
6
)
其
後
的
先
知
們
更
不
斷
地
位
醒
以
成
這

一
重
要
的
關
紙
尤
其
在
充
軍
的
前
後
時
代

(
m
huu

m

依
的
H

巾

的
6

戶

v
n
H)
「
上
主
制
你
是
狡
們
的

父
親
玟
們
只
是
泥
土
你
是
故
們
的
陶
仁
說
們
是
你
手

中
的
作
品
..• 

玟
們
是
你
的
子
民
」
(
依
制
7
8
)
這

種
以
天
主
為
父
以
白
己
為
天
主
子
民
的
觀
念
給
與
以

民
莫
大
的
女
慰
勇
敢
及
希
望
尤
其
為
那
身
處
充
軍
之

地
的
以
民
(
依
特
臼
)
因
為
以
色
列
是
上
主
的
首
生

子

天
主
不
只
是
全
體
以
民
的
父
親
更
是
遠
味
主
及

其
後
繼
人
的
慈
父
「
致
要
作
他
的
父
親
他
要
作
我
的

兒
子
」
(
制
下7
H

見
一
制2?
"
盯
甜
)
閻
王
要
受

天
主
的
特
別
照
顧

(
見
依
1
2
)
充
軍
之
後
天
主
格

外
是
那
些
正
義
者
的
父
親
在
這
一
時
代
的
著
作
中
說

們
可
以
多

次
見
到
善
人
呼
求
上
主
為
「
上
主
天
之
孩

生
命
的
主
宰
」

(
德
幻
-

-

4
)
「
只
有
他
是
成
們

的
大
主
只
有
他
是
我
們
的
父
制
卅
日
，
仿
他
永
遠
H
K
九

、
、
‘
。

主
」
(
多
口
‘
)
進
口
人
們
亦r
b
次
州
時
閃
閃
單
的
M
W卜
、

主
為
「
父
刷
」

(
制
M
3

兒
川
2
間

U
M
M
M
M
)

叫
川
悴
的
是
在
偽
經
上
很
少L
付
稿
天
主
為
父
的
-
A

U氏
紅
後
別
的
的
太
主
義
時
代
以
氏
受
希
臘
哲
啦
?
、
化

的
感
染
開
始
闖
天
主

是
偉
大
叫
“
仝
能
全
知
的
犬
上

同
時
也
是
“
不
可
及
的
天
主
天
主
與
猶
太
盯
蚱
，
之
闊

的
關
係
衍
似
已
，
還
不
如
何
約
的
段
時
期
似
的
那
您
當

'

。

切
親
是
猶
如
父
，
寸

B

新
約
耶
穌
重
新
將
「
天
主
父
」
的
概
念
圳
以

恢
叫
做
強
捌
及
眾
山
一
禍
首
的
巾
心
忠
心
之
一
叫
就
是
天
主

是
猿
人
的
父
親
凶
為
他
叫
附
關
一
切
的
人
(
一
瑪6

臼
)

他
遠
超
過
卅
一
闊
的
生
身
之
父
(
瑪
7
7

1

u
M
U
口

'
、
‘
'
。

目
谷
4

臼
l
u

n

目
的
叩8
自
1

自
)
但
是
耶
穌
川
泊

位
地
指
明
「
致
的
父
親
」

(
瑪
必
刊
刊
盯
鈞
"
的
2

的

ω
n
n
四
"
的
的
)
與
「
你
們
的
父
親
」
(
路
6
品

也
叩
扭

)
，「致
的
天
父
」

(
蹋
的

u
m
品
)
與
「
你

們
的
天
父
」
(
瑪
5

“
6
H

甜
甜
幻
9
)
「
我
的
在

天
之
父
」

(
瑞
7

剖

m
M
他
目
的
口
的
叩

|

時
)
與

「
你
們
的
在
天
之
父
」
(
瑪
5

闊
的

6
1
7
u
m
H

叭
叭刊
臼
叫mu
u
)
的
分
肌
這
純
區
別
的
基
能
在
問
3

H

口

已
很
清
楚
地
刻
釗
山
川
來「
天
主
竟
這
樣
設
了
世

界
甚
至
闖
闖
下
了
肉
己
的
獨
生F
使
凡
信
他
的
人
不
會

虔
亡
反
而
獲
得
永
生
」
因
此
耶
穌
是
天
主
的
親
呢
街



子
而
眾
人
則
「
被
稱
民
天
主
的
子
女
」

(
右
一
3
1

若
望
一
腦
血
目
特
別
強
調
推
廣
了
天
主
為
人
之
父的

神
學
這
種
說
法
竟
達
八
十
次
之
多
而
在
其
他
的
一
福
音

上
只
三
次
見
於
瑪
一
次
見
於
谷
一
次
見
於
路
(
瑪

刊

盯
圳
的M
n
u
糾
口
甜
甜m
n
)
。
就
們
之
所
以
被
稱
為

天
主
的
手
扎
並
不
是
基
於
血
肉
的

關
係
(
醋
的
口
)

而
是
由
於
天
主
的
特
別
恩
寵
(
喘
口

自
)
。

這
種
自
必
恩
認
而
獲
得
稱
為
天
主
，
于
女
的
觀
念

更
深
刻
的
見
於
保
祿
的
著
作
中
保
線
的
邏
輯
是
既
然

天
主
是
玟
們
主
耶
穌
基
督
的
父
親
而
談
們
又
與
耶
穌

密
切
地
制
也
所
以
天
主
也
是
我
們
的
父
親

(
別
後
1

3

日
U
刷
刷
臼6蚓
1
3

到
1
3

斟
3
卸
)。
我
們
由
於

耶
穌
的
前
雖
嬰
死
而
成
為
天
主
的
義
子

(
迦
4

5

)

而
領
受
了
m
z
u
腳
他
在
我
們
的
心
內
喊
說
「
阿
爸
父

啊
」

(
剖
4
6

刷
刷8臼

)
當
你
喇
喇
也
猶
如
一
稿
也
目
將

「
我
們
的
主
耶
穌
基
皆
」
的
父
與
「
玟
們
的
父
」
並

沒
有
作
等
益
齊
觀
地
相
提
並
論

(
梅
後
1

2
)

2

稱
人
認
父
聖
經
上
除
了
的
們
天
主
為
父
之
外

「
父
親
」
這
個
名
詞
川
之
叭
叭
人
的
地
方
治
然
更
多
它

有
兩
種
肘
途
其
一
是
稱
臼
己
的
生
身
之
父
這
是
看
各

個
民
族
中
一
種
很
自
然
的
習
俗
仰
是
除
此
之
外
也
布

它
一
東
歐
泛
的
用
途
比
如
祖
父
(
創
m
u
)
或
先
人
亦

-被
稱
為
父
親
(
叫
u
s
醋
3
9

幻
甜
可
尤
其
是
那
家

帥
一族
的
開
創
人
更
是
如
此
(
倒
泊
剖
等

刊有
地
位
及
受

r
e

敬
的
心
有
時
亦
會
甘
情
寫
父
(
見
卅
下

6
n

剩
幻
斗

278-281 l叫

初
期
教
會
中
的
年
老
信
友

(
對

-
Z
H
H
)

，

或
者
已

亡
的
死
者
(
伯
後
3
‘
等
)
亦
被
稱
為
父
親

其
次
還
有
俏
志
的
說
法
就
是
某
某
東
西
的
製
造

者
(
約
刊扭
扭
)
某
種
生
活
方
式
或
某
種
必
術
的
創
始

人

(
削
4
刮
目

刷
上
2
H
)
，
或某
人
的
監
護
人

(
制

m
H
制
n
n
)
及
教
師

(
制
前
4
H
)

、

先
知
(
則
下

2
u
6
n
口

H
)
等
都
被
加
以
「
父
親
」
的
尊
稱(

韓

)

"
之
ζ
E
E
Z
D
H

m
J
學
經
上
沒
有
一
個
反
正

r
d
/
E
H
F
-可見
。
口
阱
。
之表
示
「
父
母
」
的
單
比

常
是
以
「
父
親
及
母
親
」
來
表
示
這
一
點
很
相
似
啊

文
關
於
父
母
對
手
友
的
美
紛
以
及
權
力
以
及
子
女
對

父
母
的
孝
敬
請
見
下
列
諸
條
文

孝
敬
教
育
家
縫
父
親
母
親
兒
，
于

(
特
)

m
m←
「
「
O
H
J
以
氏
在
進
入
甜
甜地
之
前
是
中
「
遊
牧

f

d

-
'
H
U
m
\
民
屁
雖
然
進
入
墓
地
之
晶
肌
肉
始
皮

定
州
的
反
務
問
隘
的
生
活
但
是
家
商
對
以
民
來
說
始
終
是

叫
宙
的
來
源

(
創
口
2

必
H
H

狗
血
船
上
h
u
z制
下

η
盯
臼
)

潔
淨
的
家
去
川
更
是
卸
去
獻
上
主
的
主
要
祭

鬥
叫
(
列
上
-

M
8

的
)
在
以
民
宗
教
上
是
不
可
或
紋

的
動
物
以
民
的
家
查
中
主
要
者
是
繼
駱
駝
馬
山
下
牛

?
可
「
牛
」
從
中
文
譯
本
上
踩
過
稱
為
牛
扣
版
文
創
街

撞
撞
不
同
的
名
稱
要
者
如
下

1
ω
。
『
牛
是
以
民
肘
來
為
耕
地
(
制n
u
)
打

場

(
申

村
叫
‘
)往
車
(
戶
7
3
)
用
的
一
種

牛
有
時

也
作
為
屠
殺
供
食
肉
(
撒
上

M
H

列
上
l
H

自
)
或

作
為
祭
品
的
牛
(
叫
9
4
M
n
n
盯
制
下

6
H
)

2

明
凶E
Y

母
牛
雅
各
伯
時
川
「
臼
心
旭
做
鳥
的
怨
，制
制

岫
附
送
給
他
許
多
總
口
叫
其
中
，
何
「
母
牛
凹

L
l
頭
」
(
削

n
H
)。
制
別
及
叫
力
斯
細
一
且
是
.
牧
牛
的
現
心
地
以

(
削

們
2

巾
7
口
繳
上
6
7

依
刊

6
7
)
牛
的
內
歧
它
的

附
產
品
|
奶
油
切
餅
l

可
作
食
物
(
撤
F
U

目
)
心

牛
除
了
哺
乳
之
扎
亦
可
用
為
她
卜
主
制
土

6
7
1

口

)

或
祭
品

(
戶
的
2

|
S

)

3

〉
『
月
牛
意
調
「
強
街
力
的
」
恩
的
綠
水
杰
作

公
仲
「
雌
牛
或
野
牛
(
依
M
J
泌
n
u
m
叫
口
的
叫
)
股

力
什
伯
給
一
旭
撒
鳥
的
的
品
中
布
(
公
牛
卡
必
」
(
仙
花

5
)
、
追
問
他
牛
裕
外
日
，
此
叫
來
作
全
偏
低
刮
風
(
戶

7

訓
時

民
6
自

列
上
時
目
等
)
做
碎
肉
小
品
(
山

m
I

;

‘
川

的
刊
)
和
半
的
法u
m(叭
"
的5
戶
7
M

撒
土
1

叫
自
)

4
H
w
m已
牛
是
一
種
下
納
采
分
其
公
叫
肉
食
川
亦

為
祭
品
肘

(
肋
9
2

3
8

米
6

6

)

5

開
m
n
z4

川
偽
阱
川
(
反

M
M
)
或
打
川
的

小
叫
牛

(
那
叩
H
)
亦
作
為
位
小
叫
川(
撒
上
的
2

)
，

μ

種
時
斗
機
也
是
拔
的
瑟
法
作
川
來
洗
得
某
一
城
的
防

彼
此
兇
殺
涼
的

(
巾
到
3
4

6

)
一
些
」
一
絨
的
小
川

牛
被
分
反
兩
段
用
來
為
土
主
與
函
巳
郎
婦
給
叫
約
的

結
憐

(
創
的
9

)
(

付
)

帥
"
，
匕
l
本
俗
小考
評
\
旦
河臣
。
可

J

見
山
F
M科
巾
的
叫
他

2

月

2
5
3
1

飢

m
王
冠
(
吋N
H
H
)
主



古
學
者
掘
山
了
不
少
的
積
珀
學
戶
的
主

7

戶
、
-
h
J
A凶
口
比
例
可E
D
O
Z
J聖
經
上
三
捌

咽M
Z
月1
7
/
n
v
扭
身
可
7
5

」

三
三

4
』
Y

J
"

、
人
的
名
u
f
志

謂
「
黑
色
的
」
或
「
黑
制ι
的
」
'
|
|

一、
旭
仙
阿
恆
爾
的
兒
，

1
到
叫
的
向
付
手
是
你
去
時

代
的
一
攸
司
的
仇
恨
有
強
烈
的
宗
教
熱
欲
放
正
義
感
前

叫
氏
凶
敬
他
邪
艸
則
叫
樹
糾
紛
受
若
上
主
股
腦
懲
洞

的
時
仇
他
會
毫
不
留
怕
也
將

一
例
，
止
在
為
那
神
仙

m
d

而
同
某
一
位
荊
制
制
女
子
把
姦
沌
的
制
制
別
人
注
岫

該
女
子
一
恰
穿
咒
自
此
民
間
的
災
禍
停
止

7
這
一
尸
刊

此
深
得
天
主
的
歡
、
心
因
而
并
給
他
及
他
的
後
代
永
字

司
祭
的
口
問
位
(8門
討
6
1

u

見
一
制m
M
缸
，割的
扭
扭

圳
上
2
自
“

)4

叫
民
與
喇
喇
圳
人
作
戰
時
他
曾
以
4

祭
的
身
份
防
軍
參
戰

(
問
到
6

見
ω
1
|

刊

編
下
U

M
)，

故
被
打
發
去
河
東
主
圳
阿
叫
呵

地
♂為
調
容
相
於

河
東
文
派
敬
的
邪
帥
的
總
結
良
像
庇
明
抽
血
質
罔
叫
做

f
m

遊
兔
了
河
西
與
河
東
諸
支
派
之
間
的
一
切
流
血
大
執

(關
泣
，
-

M
)
。
其
後
常
駐
到
蚓

F
成
氣
看
守
及
保

護
約
植
的
司
祭
(
由
必
盯
阻
咒他
死
後
與
法
親
同
外

於
厄
弗
就
困
山
區
中
的
斟
則
到

(
掛
叫
的
詞
)

二
問
到
的
兒Z
U與
其
兄
弟
國
蚓
問
同
在
到
制
作

上
主
的
司
祭

(
樹
上
1

3
)
曾
料
隨
從
約
經
與
結
肋

制
蚓
作
的
恥
但
結
果
非
位
戰
結
全
無
且
連
約
經
亦
落
人

敵
人
手
中
其
本
人
則
死
於
戰
場(
撒
上
Z
M
l

臼
3

凹
間
)。
斟
斟
上
對
他
所
甸
的
秤
語
是
惡
劣
的

叫並
且
騙

性
八
必
亡
肉
上
主
懲
罰
的
明
派

划
叫
廢
地
另
一
個
則
是
在
前
者
之
東
十
四
公
里
處
的

瑚
如
蚓
撥
亂
目
前
絕
大
多
數
的
學
者
主
張
後

一
學
說

較
更
符
正
比
但
應
當
承
泌
的
是
二
者
至
今
都
沒
有
找

巾
的
討
及
不
可
反
駁
的
就
他
二
者
的
地
區
相
似
不
遠

且
，

且
比H
攸
於
占
喇
劃
阱
土
邊
境
之
外
這
一
點
無
可
否
認

是
正
做
趴

(
牌

)

5
4戶
、
A
R耳
H
F
H
H
\虫
品
各
/
山
來
名
意
義
不
詳
伙

犯
刁
□
到
品
M
f
E
E
m
m
m
」
於
刺
刺
及
明
剛
叫
州
高

原
之
間
附
屬
於
叫
別
山
的
一
個
頂
乳
當
叫
民
向
雪

地
進

發
時
曾
在
它
的
山
谷
間
逗
留
過
(
同
幻
叩
)
凹
叫
到

領
凹
叫
登
此
山
頂
以
窺
叫
民
營
地
之
全
貌
而
加
以
詛

咒
(
同
門m
ω口
)。
叫
到
遵
從
上
主
的
命
令
登
上
比
山
的

持
和
以
觀
看
慕地的
全
閉
眼(
制
3
口
M
I
)
。
除
此
之
外

喇
叭
制
上
亦
捉
到
了
它
的
山
坡
地
帶

(
帆
3

口

4
4

妳

2
3
3

叩
)

見
川
制
山川

(
降

)

6
A
、

A
Z
Z、
'
I
J
K者
站

E
E
Z
Z
J
域
名
在
捏
一
經
上

認
刁
□

t
p
a
L
K恥J
F
F
Z
Z
E
\
|

一
三
|
，

t
-
M

呵

，
、
只
同
翁
城
鼓
提

過
一
次
(
川
刊
口
)
，
他
於
制
別
的
問
剩
三
角
洲
地
城

在
東
邊
支
流
的
右
岸
遠
在
埃
及
的
第
四
朝
代
它
已
存

仇
在
希
克
眾
斯
人
時
代
是
一
重
鎮
格
外
在
第
十
二
朝

凡
在
剝
削
蚓
法
郎
的
統
治
1
制
別
繁
盛
強
九
會
進
攻

圳
來
(
圳
K
M
E
M

制
下
M
M
219

%他
將
刊
則

叫
蚓
升
格
為
制
別
的
第
二
重
此
它
的
女
艸
名
叫
倒
叫
刊

以
貓
頭
山
現
為
做
抴
她
』
何
不
少
的
慶
節
無
怪
在
現
今

之
叫
叫
蚓
廢
地
附
近(
即
卜4日
時
之
從
具
色
特
城
)
宅

-
H
、
4
k
I
\
:
J

叫
樹
人
名
同
制
蚓
人
有
一

~
u
r、
□

C
U『
7

月
F
L

。l
1
l

t
2
-
/←-
a
t
f

、
兒
子
名
叫
索
帕
特
爾
伊
拉
小
帕

J
m制
份
和
其
他
人
陪
伴
倒
似
由
闖
到
喇
喇
部
兩
釗
別
叫

到
到
削
且
即
蚓
叫
阿
(
見
莉
切
4
6
)

。
作
者
所
以

位
及
叫
叫
恥
大
約
他
當
時
為
教
會
內
知
名
人
士

(
義

)

3
H
-、
□
E
B
E
Z
D
J

河
名
意
謂
「
多
水
之
流
」

2
-
A立
為
叫
/
E
E
D
K

是
樂
園
中
四
條
河
流
之
一
，

或
謂
四
條
支
流
之
一，

它
權
觀
喇
喇
蚓
金
瓶
在
這
一
區

盛
產
質
地
良
好
的
金
于
其
珠
和
瑪
琦

(
制
2
u
u
)

在
制刮
目
將
它
與
底
格
里
斯
河
相
接
並
論
史
家
若
扭
曲

蚓
故
宮
時
地
斑
觀
念
之
所
知
強
調
它
就
是
現
今
的
印

閩
河
(
在
凹
叫
拉
斯
叫
起
)
曾
有
不
h
J學
者
隨
從
此
品
但

現
代
學
者
們
的
意
見
是
紛
耘
復
雜
令
人
不
知
所
從

(
韓

)

A
M
、
，
話
也
\
H
t
H
H
Z
B
J
域
名
意
思
是
「
阿
通

(
紳

空

4
、
、

f
E
E
B
K
)
之
家
(
鞠
字
)
」
是
叫

民
在
樹
別
受
強
力
壓
迫
過
眼
隸
生
活
時
給
法
郎
修
茲

的
兩
陸
昕
貨
城
之
一
另
一
座
名
叫
辣
默
色
斯
(
山l

u
)。
到
副
也
是
獻
與
阿
劃
艸

(
相
等
於
喇
神
)
的



w
m城
市I

K於
它
的
確
切
地
點
學
經
上
做
波
有
明
白
的
山

學
者
們
只
有
很
懷
型
科
以
外
的
文
件
而
從
嘴
發
倪
研

冗
時
山
之
l
u
u

發
現
f

兩
個
可
能
的
地
叫
一
個
是
科

五
章

瓦282-287 



三
可
能
是
位
司
祭
或
至
少
是
個
肋
末
他
的
兒
子

名
叫
厄
肋
阿
恆
爾
充
軍
師
來
後
厄
肋
阿
恆
爾
受
厄
斯

德
拉
委
托
管
理
學
殿
中
的
危
銀
和
器
閱
(厄
上
8

詞
)

(
韓
)

的
個r控
告
誌K
H叫
#
血
可
』
E
E
J是
小
亞
細
亞
的
-

2
4

□
克
革
主
砂
月
1
/

」

;
;
-
l
z
/

呵
，
、
個

多
山
地
區
北
有

夫
黎
羞
恥
作
商
有
旁
非
里
雅
東
鄰
依
掃
黎
雅

(
固
自
己5
)

西
部
則
以
到
別
蚓
及
蚓
到
蚓
為
界
它
雖
是
一
個
高
低

不
平
的
山
區
但
其
間
仍
有
不
少
的
低
平
地
帶
友
窄
狹

的
盆
地
可
供
農
作
物
的
生
長
以
及
不
少
的
森
林
供
取

木
材
及
牧
放
牲
畜
是
以
人
口
仍
然
為
數

可
觀
但
是
也

正
因
這
一
地
僻
的
特
殊
地
勢
而
竟
很
久
以
來
臼
成
一

區
少
與
外
人
接
觸
直
至
羅
馬
人
時
代
仍
是
一個
獨
立

的
自
治
區
公
元
二
五
年
才
被
制
剖
歸
於
羅
馬
帝
創
行
省

迦
拉
達
省
其
後
更
自
成
帝
國
的
一
省
部
丕
息
狄
雅
省

聖
保
祿
第
一
次
出
外
傳
教
時
會
途
經
旁
非
里
雅

而
來
此
地
傳
教
當
時
此
處
已
有
為
數
不
少
的
一
批
猶

太
僑
民
居
住
並
建
有
自
己
的
會
堂
他
們
就
正
是
保
祿

岱
時
傳
教
的
且
要
對
象
(
或
U
H
M
H
)
(

牌
)

的
f
E
&口
革
"
先
口
生
寸
「

MMT
E
E
S
子

J

2

寸
A立
H
P
A
Z
1心
“
再
弓

/
E
F
E
S
H
F
\

地
名
有
「
河
口
」
之
意
是
以
民
山

離
埃
及
時
在

過
紅
海
之
前
的
最
後
一
站
當
時
百
姓
本
有
意
還
揀
且
取

，
逅
的
直
路
進
入
摯
地
可
是
上
主
如
命
令
他
們
轉
變
方

的
一
此
在創
制
制
制
特
地
方
黨
營
(
削"1
2

月
刊
叫78

叮

r
學
者
們
及
考
古
家
雖
仍
在
努
力
研
究
發
掘
策
能
成
出

288-290 ι 

它
本
來
的
位
置
可
惜
國
它
早
已
被
掩
捏
在
曠
野
的
沙

土
中
已
數
千
年
之
久
時
至
今
日
學
者
們
仍
不
能
作
出

正
確
的
久
口
袋
所
有
者
皆
是
你
您
的
假
吼
叫(

特

)

防

L
l巴
拉
t
M
\諾
貝

E

J
逼
偶
名
]
圳
在
值
約
上
川

2

』
u
p
t
l
fr
o
n
z
E
S
\

4
l

'

、
來
指
示
過
去
的
或
將
來

的
悠
遠
反
久
的
時
代
(
見
亞

9
u
)
這
些
悠
久
時
代

的
總
合
使
人
注
您
到
永
遠
或
永
世
在
新
約
上
它
有
叮
叮
叮

多
不
同
的
意
義
鬥
叫
做
定
它
的
真
正
意
思
必
須
要
看
上

下
文
而
定
它
指
示
現
悅
的
時
代
比
如
「
今
世
的
終
結
」

(
瑪
叮
凹
的
岫

m
m
4
)
「
生
活
在
末
世
的
人
」

(
格
前
m
u
)
「
人
們
1

仰
的
水
朋
」
等

(
希
9

自

)

「
世
代
」
右
為
多
數
時
普
通
是
指
「
永
遠
」
這
些
格

外
H
M股
泊
頌
洞
中

(
見
羅
1

自

9
5

日
M

迦
5

5

斐

4
m

亦
見
叫l
n
別
扭
5

切
刊
)
，
但
有
時
學
數
亦
指

「
永
遠
」
(
見
京
6

日
8

訂
)
雖
然
普
通
只
是
說
明

悠
長
的
時
期

(
見
叫
1
刊
以
9
M
U
8

船
前
8

時
)
。

可
是
世
代
也
街
「
仰
俗
」
的
意
思

(
見
谷
4
"

刷
前
7
目
相
1
2

日
3
)。
府
職
白
自
及
圳
幼

M
M
所

說
的
「
今
世
」
及
「
來
他
」
是
兩
個
人
類
救
援
鹿
史
時

代
的
訓
分
的
你
是
中
間
的
濟
利
與
做
活
谷ω
拍
的
「
A
1

時
」
及
「
來
世
」
是
關
於
個
人
的
兩
個
時
代
在
偽
純

上

「
來
世
」
給
自
死

人
的
彼
活
而
經
師

們
則
以
寫

「
來
世
」
在
人
死
後
便
立
即
關
始
了
在
學
保
線
的
著

作
中
「
來
世
」
業
已
於
「
今
世
」
開
始
而
「
今
世
」

好
似
已
成
過
扎
它
是
天
主
的
敵
對
者
(
見
刷
刷
也2
蚣

1

4
4
3
1
9

格
前
2
6

2
7

倍

2
5
6
6
9
u
)

聖
經
上
M力
也
一
名
祠
「
開
O
Z

」
亦
譯
作
「
快
代
，
一

是
指
一
個
則
股
長
短
不
定
的
時
期
而
言
構
成
它
的
主

要
凶
眾
不
是
時
間
年
代
而
是
它
的
倫
理
及
精
帥
的
特

徵
遠
在
耶
穌
降
生
前

一
世
紀
的
經
師
們
即
已
習
將
人

類
的
一
做
出
入
分
成
「
今
世
」
及
「
來
世
」
的
兩
桐
卜
〈
階

段
這
種
劃
分
格
外
更
清
楚
地

U
M於
公
元
七
0
年
戰
爭

之
後
的
經
師
E
h作
凡
此
言
論
中
「
今
世
」
的
一
切
是
仇

缺
點
遺
憾
的
是
罪
而
且
的
而
「
來
也
」
的
一
切

-
J是
九

善
美
好
及
正
義
的
時
代

耶
穌
非
但
尊
重
保
存
了
叫
做
師
們
的
這
個
觀
念
“

且
利
用
了
它
將
它
符
合
及
利
用
在
自
己
的
身
上
他
的

汗
雌
雄
嘍
，
死
灰
他
的
復
活
就
是
「
來
世
」l
天
岡
l

的

來
臨
及
翎
端
(
谷

M
M
)
國
羞
羞
督
神
凶
的
必
立

「
來
世
」
業
已
在
人
間
奧
祕
地
暗
暗
地
開
給
進
刊

(
圳
幻
U

)。
因
此
「
今
世
」
及
「
來
世
」
的
兩
個
一
山

代
」
實
際
上
已
在
混
合
地
進
行
者
直
至
基
督
光
榮
的

再
來

基
督
的
復
活
是
人
類
叫
做
活
的
「
初
果
」
l

附
端

(
路
前
的
叩
詞
)
學
帥
的
降

臨
澄
明
「
末
日
」
|
來

世
i
業
已
間
給
(
識2
H
H
)
。
基
督
的
信
徒
已
與

「
今
世
」
脫
離
關
係
(
迦
1
.
)而
已
分
沾
「
來
世
」

的
「
德
能
」
(
希
6
5

見
格
後
l
n
5
5
)
因
此
他

們
的
生
活
是
在
這
陳
舊
的
「
今
世
」
及
業
已
開
始
的

「
來
世
」
之
間
的
不
斷
的
鬥
爭
他
們
應
生
活
在
「

A
Y

8

恰
後
4

‘
鐸
2
M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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柵
門
」
而
不
受
它
的
誘
惑

(
觀
2

M
見
軒
後
4
刊

)。
信

友
的
態
度
應
是
耐
心
地
等
t
m
至
「
來
世
」
的
明
顯
確

切
的
建
立
見
時
也
(
韓
)

1
』
三
十
戶
已l
、
\
廿
日
已
/
主
主

人
(
〉
已8
)

1
3
3
j
f
u
g
g
k

指
室
主
賢

人
握
有
主
權
的
人
此
{
子
在
聖
經
上
的
用
法
甚
廣

(
一
)
對
人
(
申
)
對
人
的
一
般
尊
稱
並
無
上

下
高
低
之
分
如
我
國
稱
「
先
生
」
一
般
如
削
n
s
H
H

封
4
H
H
H
U
n
m凶
H
氛
比
凡
妻
子
亦
稱
丈
夫
為
主

(
則
上
1
口
)
，
女
兒
稱
父
親

(
制
訂
缸
)
，
兄
弟
稱
兄

弟

(
創
刊M
S
)
婦
女
稱
陌
生
的
人
(
閱
4
刊
)
國
王

稱
先
知
為
主
(
到
上
的
7
到
下

8

臼
)
。
(
乙
)
指
有

權
勢
或
主
權
的
人
如
奴
僕
之
稱
主
人
(
制
叫
的
。
臼
封

“
喘
口
盯
鈞
叩
)
，
全
家
的
主
人
(
創
刊
竹
8
)
，
某
地
方

的
主
人
(
創
刊
M
M
M
竹

9
)
某
民
族
的
主
人
(
則
上
泣

口
)。

(
丙
)
國
王
亦
稱
為

主
或
主
L
這
種
稱
呼
不
但

應
用
在
神
明
化
的
樹
別
國
王
身
L
並
且
在
美
索
不
瀏

蚓
胡
和
叫
倒
叫
四
鄰
小
風
甚
至
叫
創
刺
也
普
遍
運
用

(
船
上
m
s
制
下
3
n
3
8
)
連
點
閣
大
帝
國
東
方

省
的
國
王
亦
有
此
種
稱
呼
(
宗
討
自
)

(
二
)
對
天
主
(
甲
)
埃
及
與
閃
族
人
民
皆
以

神
為
他
們
地
絨
的
最
高
主
宰
為
此
稱
最
高
的
神
明
為

「
我
們
的
主
」
一
這可
自
古
文
件
和
古
人
名
單
祉
明
(
乙
)

「
雅
戚
」
在
制
制
中
亦
稱
為
主
因
為
他
創
造

7
他
的

百
姓
理
應
管
理
統
治
他
們
尤
其
「
雅
威
」
將
他
們
自
埃

正E五291 

別
為
奴
中
拯
救
了
出
來
之
後
更
成
了
他
們
的
主
(
依

l
H
6
1
8

約

1
刮
到
m
J叫
m
m
4等
)
，
他
是
大
晶

的
主
宰
(
制
3
u
臼
料
4
3
計
他
的
光
榮
充
漏
了
大
地

因
為
他
創
造
了
天
地
(
制
日
出
叫
6
3
誠
的
2
%

‘
)

他
實
在
是
「
萬
主
之
主
」
(
制
ω
口
到
m
s
)
。
「
雅

威
」
的
全
名
應
為
「
吾
主
上
主
」
在
舊
約
中
凡
見
二
百

八
十
餘
扎
如
側的2
8
制
3
M
9
目
等
也
到
公
元
前

三
世
紀
因
蚓
划
人
不
敢
直
稱
「
雅
威
」
之

ι
凡
讀
到

「
雅
威
」
之
名
時
皆
讀
「
吾
主
」
是
以
七
十
賢
士
在

譯
經
時
亦
沿
用
比
例
凡
見
「
雅
威
」
之
名
皆
議
為

「
主
l「
劉
剛
譯
本
除
搔
少
處
直
譯
「
雅
威
」
外
多
譯

寫
「
上
主
，
「
(
丙
)
研

制
仍
沿
舊
仇
多
稱
天
主
為
主

如
「
在
天
的
主
宰
」
(
喘
口
自
叫
m
m
n
到
U
H
)
，

「
萬
主
之
主
」
(
對
前
6
M
)
且
大
多
數
的
「
主
」

或
「
上
主
」
應
代
「
雅
威
」
如
賴
5
甜
甜
5
"
路
1

6
6
“
申
明
或
代
天

L
如
賴
幻
M
創
口
助
制
1
H
叮
閥

割
7
叫
等

恥
此
凡
尚
有
上
主
的
天
使
(
關
1
m
M
2

H
H
m
2
制
1
u
2
，
捕
5
"
等
)
，
上
主
的
光
榮

(
樹
2
，
見
側
的
5
)
上
主
的
牌
女

(
制
I
M
)
上

主
的
日
子
(
尉
Z
m
)

等
說
志
最
明
顯
之
曰
見
馮

4

7
H
制
6
時
醋4
M
H
制
6
u
賴
也
盯
H
制
6
5

(
一
二
)
對耶
穌
新
約
中
稱
耶
穌
基
督
為
「
主

」

的
地
亦
不
勝
枚
軾
瀏
喇
已
稱
基
督
為
「
主
」
(
職

n

H
“

倒
也
M
l
叫
踹
m
u
|
“
見
識m
s
)
，
天
使

與
刷
刷
刷
研
亦
稱
耶
穌
為
「
主
.
」
(
制
l
u
2
υ
瑪

m
e
)
。
當
耶
穌
傳
教
時
無
論
是
病
人
或
民
來
(
瑪

8

2
6
.
刮
目
9
閥
割
7
"甜
7
6

若

5
7
4
司
的
充
其

是
門
徒
(
瑞8
軒
"
到
別
9
H卅N
n
割
6
“
勞
吋
咱
們

耶
穌
為
「
主
」
多
數
是
「
師
傅
」
或
「
先
生
」
之
意

但
在
倒
到
喇
明
認
耶
穌
為
默
西
亞
為
天
主
之
子
之
役

(
繭
的
H
)
，
至
少
在
宗
徒
的
口
中
稱
耶
穌
寫
「
主
」

更
有
一
一
層
較
深
的
意
義
並
且
耶
穌
也
開
認
為
「
主

」

(
喇
喇幻
3
創
刊
3
對
U
H
)
。
耶
穌
雖
然
在
復
仇
受

到
天
父
的
光
榮
之
後
證
明
了
自
己
是
默
西
亞
是
天
主

子
(
闢
圳
的
自
制
前
1
u
制
2
.
)
才
獲
得
了
岡
澈
的

「
主
」
ι
但
宗
徒
在
寫
耐
剖
時
已
追
認
耶
穌
為
「
主
」

尤
其
是
於
制
7
u
ω
1
叫
“
U
M
U
u
u
n
u
s

晶

5
7
6
M
M
U
2
m
z
甜
甜
甜
幻
7
M
m
H
M等處

正
式
宣
佈
耶
穌
為
「
主
」
是
在
車
神
降
臨
之
後
伯
多

喇
向
蚓
蚓
制
冷
民
眾
說
「
天
主
已
把
你
們
所
釘
死
的

耶
航
立
馮
主
立
為
默
茵
亞
了
」
(
到
2
M
)
，
並
向
科

闌
珊
劉
說
「
他
就
是
天
主
所
立
的
生
者
與
死
者
的
判

官
」
(
割
m
u
參
閱
5
U
)
。
天主
那
時
才
給
了
耶
穌

一
切
權
佩
並
高
舉
了
他
(
聰
明
的
閥
割
的
叫
罵
2

呵
呵

5
剖

7
自
制
-
m
瑞
必
“
)
，
那
時
才
分

享
了
天
主
的

王
權
與
主
他
有
如
耶
穌
在
比
喻
中
所
講
的
僕
人
等
待

主
人
同
來
(
瑞
M
M
U
l

日
衍
H
l
m

郤
口
臼
|
凹
的
州

白
白
|
“
口
自
l
甜
)
耶
穌
的
門
徒
也
等待
主
耶
穌

岡
比
並
表
示
他
們
的
懇
吼
時
常
呼
求
說
「
吾
土
門
來
吧
」

(
制
前
的
也見
駒
扭
叩
門
無疑地
喇
喇
由
刺
喇喇
咐

初
興
的
教
會
中
學
到
了
這
旬
話
如
此
在
初
期
教
會
巾

有
了
耶
穌
的
全
名
稱
「
我
們
的
主
耶
穌
基
督
」
(門
戶



的
品
經
5
z
u
的
6
叩

裕
前
1

2
7
凹
的
盯
等
布
什

信
中
此
類
活
旬
多
不
勝
枚
舉

)
這
種
稱
呼
表
示
了
的

友
對
光
榮
的
耶
穌
為
「
主
」
的
信
德
保
綠
郎
以
此
志

講
論
耶
穌
為
「
主
」
說
「
說
們
或
者
生
是
馮
主
而
生

或
者
死
是
為
主
而
死
所
以
及
們
或
生
或
死
都
是
屬
於

主
的
為
基
督
死
而
復
生
了
正
是
為
作
生
者
和
死
者
的

主
」

(
經
M
S
9

)
並
宣
稱
基
督
為
「
一
切
率
領
者

和
掌
權
者
的
元
首
」

(
哥
2
刊

)
一
切
皆
屬
於
基
督

(
格
前
的
甜
夠
1

n
希
2
5
|

8
見
詠
8
6

)
他
將

是
審
判
主

(
得
前
4
6
得
後
l

g

格
前
4

5

)
由
此

耶
穌
基
督
的
僕
人
成
了
光
榮
的
名
銜

(
羅
I
I

伯
後

1
2

雅
I
I
)
耶
穌
身
榮
為
「
主
」
是
因
為
他
先
謙

卑
臼
下
聽
命
至
死
且
死
在
十
字
殼

上
因
此
天
主
顯
揚

了
他
給
了
他
l
即
出
生
時
叫
耶
穌
的
一
個
新
的
名
字

這
名
字
「
超
越
其
他
所
有
的
名
字
致
使
天
上
地
上
和

地
下
的
一
切
一
聽
到
耶
穌
的
名
字
無
不
屈
膝
叩
拜
一

切
唇
舌
無
不
明
認
耶
穌
基
督
是
『
主
』
以
光
榮
天
主

聖
父
」
(
對
2
5
l
u
)。
在
一
切
名
字
以
上
的

ι
只

有
那
不
可
言
傳
的
「
雅
威
」
在
他
前
一
切
受
造
物
都

要
賠
膝
朝
拜
並
且
拔
希
臘
文
的
「
主
」
或
「
上
主
」

即
是
代
希
伯
來
文
的
「
雅
威
」
見
依

衍
n
!
但
如
此

新
約
中
的
「
主
」
耶
穌
基
督
與
袖
們
約
中
的
「
雅
成
」

相
同
了
因
此
認
約
中
一
些
一
經
文
只
用
於
「
雅
威
」
的

一
在
新
約
中
用
於
基
督
身
上
了
如
瑪
3
3
谷
l
a

路
3

卅
一
4

到
1

詞
典
側
的3
刷
刷ω
間
與
斟3
5

船
前
l
u

與

戶
刷
刷9
扭
扭
叫
闊
前
2
3
與
詠
抖
，
叫
前
3
H
H
與
依
8

292-294 Iî. 

n
u

路
前
的
9
與
戶
們
“5
詠
但
卻
8
等
由
此
可
H
M
「
主
」

您
別
征
基
替
身
上
有

7
特
殊
的
神
學
意
羲
如
果
此
字

不
是
指
示
基
督
的
天
主
性
則
不
會
如
此
強
泌
基
督
民

「
主
」
的
地
位
要
作
一
個
信
徒
應
承
認
基
督
為
「
主
」

(
制
前
也
3屆
-
4
1

等
)
並
且
這
種
承
認
是
在
聖

神
感
動
之
下
所
完
成
的
(
制
前ua
)，

所
以
信
友
應

→
承
認
耶
穌
為
唯
一
的
主
(
格
前
8
6
)
應
承
認
耶
穌

不
論
在
造
生
的
工
程
上
(
部13
)
或
在
救
贖
的
工

程
上
(
副
1
3
)
，
是
天
主
與
人
闊
的
唯
一
中
仇
信
友

應
承
諾
耶
穌
為
「
主
」
有
如
應
承
認
只
有
一
個
天
主
父

一
被
他
是
一
切
造
物
的
根
源
與
目
的
為
此
保
祿
下
結

論
說
「
玟
們
只
有
一
個
天
主
就
是
車
父
萬
物
都
趴
於

他
而
我
們
也
歸
於
他
也
只
有
一
個
主
就
是
耶
穌
基
督

萬
物
藉
他
而
有
我
們
也
藉
他
而
有
」

(
格
前
8
6

)

見
天
主
耶
穌
基
督

(
陳

)

H
M仁
」
1
P
E
u

ω
u
a
/

四
位
迪
克
都
特

2
斗
斗
」
r
E
f
O
E

ω

巴
。
」

:
-

'
、
別
指
出
耶
穌
是

在
安
息
日
之
後
「
一
適
的
第
一
日
」
復
活
的

(
瑪
必
1

谷
的
1
路
圳
的
1若
1
9
)
並
在
當
天
下
午
耶
穌
顯
現

給
宗
徒
們
(
的
問
川
的
品
等
)
一
遇
之
後
的
同
一
日
按
右

甜
"
等
之
記
收
耶
穌
同
樣
再
顯
現
給
聚
在
一
起
的
宗

徒
們
聖
紳
降
臨
日
正
是
猶
太
人
的
五
旬
節
日

(
宗
2

1
)
也
是
一
週
的
第
一
日
故
此
這
一
天
基
於

上
述
的

事
路
為
初
期
的
教
會
是
非
常
有
記
念
價
值

的

一
天
因

此
自
初
使
稽
之
為
「
主
自
」
|
上
主
的
日
子
也
正
因

此
初
期
的
猶
太
教
會
以
主
日
代
替
了
安
息
日

以
劫
9
就
有
在
「
一
迎
的
第
一
天
找
們
怕
咱
們
L
M

餅
」
的
￡
放
學
保
線
在
絡
前

的
2
動
動

教
卜
犯
們
在

「
一
過
的
第
一
天
」
捐
獻
救
濟
耶
京
的
敏
項
這
部
在

指
明
教
會
自
初
期
以
來
即
將
這
一
日
定
為
「
上
主
的

日
子
」
是
集
會
舉
行
宗
教
禮
儀
的
一
日

主
日
在
神
學
上
的

意
義

(
一
)
它
是
主
耶
穌
戰
勝
死
亡
凱
反
復
活
的
口
已
J
溢

明
他
是
真
天
主

(
二
)
是
獻
於
天
主
的
一
日
以
明
權
的
承
認
天
主
是

空
間
|
聖
殿
及
時
間
|
主
日
的
主
宰

(
一
二)
是
為
人
的
一
日
使
人
不
要
忘
記
人
性
的
尊
嚴

而
為
勞
苦
所
壓
迫

(
四

)
是
信
徒
們
的
日
子
大
家
樂
會
記
念
耶
穌
的
故

活
它
也
是
我
們
來
日
復
活
的
憑
遼
更
是
還
必

環
繞
光
榮
的
天
主
祈
崎
歌
唱
讚
美
上
主
的
日

子

(
韓

)

m
主
的
語
錄
(
阿
拉
法hp訕。
2
)

兒
言
論
集

則
主
的
復
活

「
肉
。切
已
『
『
o
n
c
。
口
。
『
H
Y
O
F
。
門
已
/

f
m
g
戶
口
。
n
H
H
。
巴
。
自
5

』
」

主
耶
穌
基
督
的
復
活
在
教
會
中
具
有
非
常
重
大

的
意
義
因
為
這
是
證
明
他
是
天
主
之
子
的
鐵
誼
是
裁

們
信
德
的
基
礎
包
是
我
們
來
自
將
里
，
復
活
的
憑
依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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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為
它
的
關
係
如
此
重
大
所
以
裁
們
信
仰
的
敵
對
者

格
外
是
那
些

唯
理
派
人
士
想
益
各
種
方
法
贅
鑫
周
折

千
方
百
計

地
來
攻
擊
及
否
認
耶
穌
復
活

的
歷
史
事
實

因
個
月
他
們
知
道
只
要
否
忌了
耶
穌
復
活
的
事
故
教
會

中
其
他
一
切
的
信
條
道
也
都
將
不
攻
自
耐
心
不
能
存

L

為
了
使
讀
者
更
易
明
了
起
見
我
們
先
將
唯
斑
紋
人
士

們
所
編
造
的
否
認
耶
穌
復
活
的
理
論
例
舉
出
來
然
後

根
攘
聖
經
歷
史
的
記
誠
而
加
以
反
駁
以
收
保
護
信
德

之
效
最
後
我
們
更
積
極
簡
單
地
對
耶
穌
復
活
與
或
們

的
信
仰
及
救
援
歷
史
的
意
義
加
以
申
述

一
耶
穌
復
活
的
歷
史
性
這
一
點
是
唯
理
派
人
士

墓
於
他
們
先
天
否
認
任
何
奇
蹟
存
在
的
成
見
是
不
能

接
受
的
可
是
全
部
新
約
明
白
清
楚
地
記
載
若
在
教
會

的
初
期
基
於
耶
穌
自
死
者
中
復
活
了
起
來
的
事
實
對

恥
穌
的
信
仰
迅
速
廣
泛

地
傳
佈
開
來
至
少
此
後
者
是

任
何
人
所
不
能
加
以
否
認
的
而
這
種
信
仰
廣
泛
迅
速

傳
擺
闊
的
唯
一
合
理
正
常
的
解
釋
應
是
耶
穌
真
正
復
活

了
的
事
實
可
是
人
死
後
能
自
身
再
復
活
的
事
是
絕
對

超
乎
自
然
規
律
的
是
奇
蹟
是
以
唯
理
派
人
士
只
有
來

強
辭
奪
理
加
以
否
認
硬
說
聖
經
的
記
載
是
無
史
可
憑

的
假
造
記
錄
讓
技
們
綜
合
地
看
一
下
他
們
按
著
他
們

的
看
法
及
對
聖
經
的
曲
解
而
編
造
川
來
的
理
論

1

耶
穌
光
榮
的
身
體
是
非
物
質
的
因
為
聖
保
綠

認
為
我
們
將
來
的
復
活
與
耶
穌
的
復
活
是
相
同
的

(
格
前
的
“

)
接
著
說
「
如
果
放
們
這
在
地
上
帳
棚

式
的
寓
所

(
肉
身

)
拆
毀
了
我
們
必
由
天
主
獲
得
一

:í\t 11. 294 

所
房
金
三
所
非
人
手
所
造
而
永
遠
在
天
上
的
寓
所
」

(
格
後
5
1
)
並
謂
復
活
後
的
耶
穌
是
風
棘
的
是
使

人
生
活
的
艸

(
格
前
的
“
叫
)
人
死
後
的
肉
身
留
在

墳
墓
中
腐
壞
復
活

起
來
的
部
是
屬
神
的
身
體

(
船
前

的
“
!

“
)
也
正
因
此
保
線
從
來
未
提
及
過
耶
穌
仙
似

活
後
的
積
門
在
業
已
空
空
如
也
的
事
這
與
一
福
音
上
所
強

調
的
「
空
墳
」
正
是
相
反
是
以
他
們
的
結
論
是
耶
穌

的
肉
身
留
在
墓
中
腐
爛
而
復
活
起
來
的
只
是
「
屬
圳

的
」
非
物
質
的
身
體

2

關
於
耶
穌
復
活
後
的
空
墓
他
們
認
為
「
空
慕
」

之
說
導
源
於
馬
爾
谷
福
音
在
保
祿
的
書
信

上
及
宗
從

大
事
錄
上
從
未
提
及
而
這
種
說
法
的
目
的
是
為
精
對

當
時
人
們
的
信
心
故
此
是
初
期
教
會
的
信
仰
那
時
物
是

為
說
明
耶
穌
已
埋
葬
了
的
身
體
真
正
復
活

了
起
來
而

編
造
的
不
只
如
此
更
編
造
了
耶
穌
的
隆
重
排
給
其
賞

這
與
事
實
及
當
時
的
環
境
是
完
全
不
相
合
趴
蓋
耶
穌

死
後
他
的
屁
也
亦
如
其
他
當
時
受
死
刑
者
的
M恍
惚
被

丟
在
「
公
坑
」
之
中
而
任
其
腐
爛
及
被
鳥
獸
啄
食
服

本
沒
有
埋
井
之
必
且
更
無
陸
重
葬
禮
之
比
雖
然
喇
喇

在
宗
口

詞
說
耶
穌
被
放
在
墳
立
裘
但
都
沒
有
說
被
內
陸

重
地
埋
葬
了
何
次
好
似
他
也
說
是
那
些
一
執
刑
的
人
將

耶
穌
埋
莽
了
那
更
不
會
街
陸
靈
的
葬
禮
而
只
是
在
織

全
法
律
的
規
定
而
已

(
巾

幻
且
自

)
由
此
可
見
話
時

耶
穌
的
門
從
及
親
人
都
將
已
死
的
耶
穌
完
全
拋
棄

7

可
是
這
對
事
後
的
他
們
未
免
太
難
堪
了
所
以
編
造了

由
門
徒
及
親
人
執
行
葬
體
的
事
仙
似
又
舉出
了
阿
喇
喇

蚓
蚓
人
剖
詞
來
作
掩
亂
閣
制
訓
未
說
他
是

那
餅
的
門

徒
(
谷
的
刊
)
瑪
貿
部
將
他
泣
成
耶
穌
的
們
能

(的

釘
釘
)
可

見
完
全
是
幻
想
的
結
閣
的

3

關
必
叫
做
活
後
的
顯
現
故
唯
斑
派
人
士
的
意
必

雖
然
四
部
福
音
都
品
載
了
復
活
起
來
的
耶
穌
敘
次
必

多
次
顯
現
給
當
時
的
人
們
但
是
問
位
珈
山
去
互
相
矛
盾

不
A
m絡
外
是
以
瑚
謂
這
些
顯
現
發
生
在
加
盟
肋
亞
扎

眼
訓
部
強
調
是
在
蚓
划
省
原
釗
謂
其
時
宗
心
他
們
兒
大

勢
已
去
乃
四
散
奔
逃
於
是
啥
棚
內
派
人
士
說
他
們
持
M

到
自
己
的
家
鄉
加
里
肋
亞
去
了
所
以
顯
現
的
事
做
是

悠
發
生
在
加
里
肋
型
此
更
引
以
M

詞
為
也
刷
刷
翊
沒

有
提
到
門
徒
們
逃
走
的
事
划
為
辟
地
兔
使
人
以
們
峙
的
內
心

後
耶
穌
的
身
體
是
屬
神
的
他
特
別
指
出

耶
穌
與
去
叫

瑪
烏
村
的
兩
位
門
徒
交
淡
首
屆
法
徒

們
的
面
吃
飯
又

叫
宗
徒
們
觸
摸
他
等

(
路
圳
的章
)
H
b
望
亦
用
同
樣
的

方
式
他
寫
了
很
前
後
的
耶
穌

(
制
m
n

) ，

但
是
)
一
沾
一

切
都
是
初
期
教
會
有
目
的
的
編
造
不
外
是
何
必
澄
明
耶

穌
肉
身
沒
有
腐
爛
在
墳
墓

中
划
復
活

了
起
來

基
於
上
述
種
種
唯
理
派
人
士
將
耶
穌
復
活
的
歷

史
事
蹟
總
結
如
下
歸
罔
加
屯
肋
亞
的
宗
徒
們
中
的
的

多
的
咻
忽
然
有
一
種
幻
覺
認
為
耶
穌
仍
然
活
看
於
是
他

將
這
種
幻
覺
傳
給
其
他
的
門
徒
們
但
這
不
過
是
一
極

主
觀
的
錯
覺
而

已
可
是
就
是
由

迫
種
錯
覺
產
生
了
所

謂
之
信
仰
故
有
了
信
仰
就
必
須
來
保
護
它
於
是
既
然

耶
穌
選
活
若
是
凶
為
天
主
使
他
很
活
7
起
來
眼
然
他

復
活
了
那
麼
他
的
墳
墓
已
變
成
空
的
依
然
墳
荒
己
主



那
麼
他
的
顯
現
是
真
實
的
如
此
重
重
登
品
質
地
將
對
耶

穌
復
活
的
信
州
建
立
了
起
來
其
實
歸
根
結
蒂
皆
出
自

伯
多
綠
的
幻
覺

至
此
讀
者
不
難
看
出
這
批
反
對
信
仰
的
人
們
是

如
何
的
在
歪
曲
事
實
且
恬
不
知
恥
地
造
就
了
這
麼
一

套
毫
無
道
理
的
理
論
來
否
認
耶
穌
的
復
活
任
何
稍
有

見
識
的
人
都
會
感
到
驚
愕
不
止
因
為
倍
大
的
基
督
徒

的
教
會
如
此
有
悠
久
歷
史
的
基
督
徒
的
信
仰
怎
能
會

是
一
個
偶
然
的
社
人
幻
覺
或
錯
覺
所
能
生
產
出
來
的

這
種
說
法
是
只
有
神
經
不
正
常
的
人
或
心
懷
惡
意
的

人
才
能
相
信
的
不
錯
耶
穌
的
死
亡
的
確
會
使
那
些
追

隨
他
的
人
們
灰
心
喪
志
頗
有
悔
不
當
初
之
感
但
是
就

正
是
因
為
耶
穌
第
三
天
真
正
的
復
活
了
起
來
才
能
重

振
人
心
重
鼓
人
氣
重
新
使
他
們
受
到
嚴
重
打
擊
的
信

仰
再
堅
強
起
來
並
且
傅
揚
出
去
這
應
是
唯
一
合
理
的

解
釋

現
在
我
們
針
對
唯
理
派
人
士
對
聖
經
的
曲
解
加

以
辯
駁L

關
於
耶
穌
復
活
後
的
身
體
按
照
猶
太
經
飾
的

教
訓
人
的
靈
魂
在
人
死
後
三
天
之
後
才
離
開
他
的
肉

身
這
種
傳
統
是
耶
穌
時
代
所
有
的
那
麼
耶
穌
死
後
第

三
天
復
活
了
詮
明
他
的
肉
身
並
沒
有
腐
爛
於
墳
墓
之

中
也
就
是
說
他
復
活
之
後
的
肉
身
並
不
是
「
屬
神
的
」

a
而
是
他
原
有
的
身
體
何
祝
聖
保
祿
在
講
到
肉
身
復
活

附
一
的道
理
時
特
別
強
調
人
將
來
復
活
後
的
肉
身
就
是
他

戶
原
有
的
肉
身
(
格
前
的
"
等
)
叉
謂
人
將
來
要
問
耶

294 "
血

五

穌
一
線
復
活
起
來
故
此
唯
理
派
人
士
所
說
的
耶
穌
復

活
後
的
肉
身
與
他
原
有
的
肉
身
是
迎
然
不
同
的
說
法

是
不
能
成
立
的
還
有
為
猶
太
人
沒
有
肉
身
的
很
活
是

不
可
思
擬
的
(
瑪
扭
且
|

臼
谷
白
血
)

2

關
於
耶
穌
的
墳
墓
保
旅
在
格
前

的
3
4

及
宗

的
目
明
言
耶
穌
死
後
被
葬
於
「
墳
墓
」
中
而
這
個
積
萃

又
是
當
時
人
所
共
知
的
一
座
一
定
的
墳
墓
(
亦
見
宗

U
M
|

叫
)
故
此
耶
穌
死
後
其
屍
體
猶
如
其
他
刑
犯

的
屍
體
被
拋
棄
於
「
公
坑
」
的
說
法
也
是
不
能
成
立

的
保
融
在
割U
H

所
說
的
叫
樹
划
人
將
耶
穌
置
於
死
地

後
而
加
以
蠅
一
葬
與
福
音
上
的
記
載
並
不
是
相
反
的
唯

理
派
人
士
所
謂
既
然
是
行
刑
的
猶
太
人
將
耶
穌
理
葬

了
他
們
一
定
不
會
以
隆
重
的
體
節
將
耶
穌
掩
埋
於
貴

重
的
墳
墓
這
與
福
音
上
的
記
載
顯
然
有
所
抵
觸
但
是

我
們
要
明
了
保
綠
講
這
段
話
的
環
境
及
目
的
保
總
是

在
摯
地
之
外
的
范
息
狄
雅
的
安
提
約
基
雅
向
猶
太
僑

民
講
道
在
猶
太
會
堂
中
宣
講
並
且
是
在
以
責
備
猶
太

人
的
口
吻
講
話
他
並
不
是
在
強
調
耶
穌
的
憤
墓
是
如

何
的
形
式
而
只
是
在
強
調
猶
太
人
們
的
計
創
在
於
創

除
他
們
的
眼
中
釘
耶
穌
將
他
置
於
死
地
之
後
而
更
加

以
掩
埋
是
在
指
出
猶
太
人
的
計
釗
已
達
到
了
目
的
郎

連
耶
穌
的
屍
體
也
不
見
了
而
埋
在
地
下
了
這
種
說
法

任
何
人
可
以
看
出
來
是
概
括
籠
統
的
說
法
並
沒
有
否

認
當
時
耶
穌
的
門
徒
熱
心
的
婦
女
及
責
人
若
瑟
將
耶

穌
隆
重
地
埋
葬
在
珍
貴
的
墳
墓
中

之
事
猶
如
福
音

上

所
記
載
的
所
以
唯
理
派
人
士
所
強
調
的
行
刑
的
猶

太

人
將
耶
穌
的
屍
體
推
入
「
公
坑
」
中
而
加
以
掩
冊
的

說
法
是
很
不
正
確
的

瑪
耐
心
盯
及
谷
的

“
過
自
直
言
的
提
及
是
當
時
社

會
的
名
人
若
瑟
領
導
將
耶
穌
埋
葬
了
更
證
明
一
福
音
的

記
紙
是
歷
史
的
事
實
而
不
是
編
造
的
故
事
因
為
打
瑟

是
當
時
耶
京
人
所
共
知
的
人
物

3

關
於
耶
穌
復
活
後
的
顯
現
一
切
關
鈴
耶
穌
顯

現
的
記
敘
都
在
強
調
是
耶
穌
身
體
的
出
現
而
不
是
個

人
主
觀
的
幻
覺
或
錯
覺
首
先
保
祿
清
楚
地
指
山
他
在

如
馬
由
割
路
上
所
見
的
顯
現
與
其
他
在
他
一
生
巾
所

見
的
神
醜
迴
然
不
同

(
見
格
後
M
MI

‘
)
他
一
奧
指

出
在
大
馬
士
革
路
上
耶
穌
的
顯
現
與
其
他
復
活
後
的

顯
現
是
一
樣
的

(
格
前
的

5
8
)

伯
多
祿
也
明
白

的
表
示
死
而
復
活
的
耶
穌
與
未
死
前
的
耶
穌
是
全
無

二
致
的
(
宗
2

u
l

品

ω
"
!

“
)

至
於
略
理
派
人
士
所
謊
的
耶
京
的
顯
現
皆
是
後

翔
的
編
造
也
是
與
事
實
不
相
符
合
的
蓋
宗

U
U
師
已

提
到
耶
穌
在
耶
京
發
現
的
事
當
然
我
們
不
否
認
在
新

約
中
關
於
耶
穌
顯
現
的
地
點
而
載
有
其
表
面
似
乎
矛

盾
的
地
方
但
這
些
對
耶
穌
顯
現
的
本
身
是
無
關
重
要

的
其
中
最
困
難
的
地
方
似
乎
就
是
路
加
一
福
音
調
耶
穌

的
顯
現
皆
在
耶
京
而
瑪
寶
馬
爾
谷
及
若
望
一
職
立
目
的
最

後
一
輩
部
強
調
是
在
加
里
肋
亞
但
這
些
一
似
乎
的
矛
盾

只
要
我
們
能
瞭
解
每
部
一
幅
一
直
目
的
文
件
結
構
及
其
目
的

仍
是
可
以
容
易
解
決
的

1

路
加
福
音
普
通
對
聖

經
有
點
研
究
的
人
都
知



『
道
路
加
寫
認
音
時
羞
恥
、
一
科
學
的
原
因
有
目
的
的
將
耶

w
~
餘
的
生
平
作
為
搞
科
叫
成
自
蚓
到
叫
到
關
拭
在
喇
喇
喇

一
泠
終
結
耶
京
是
一
切
主
要
大
專
業
及
大
變
化
的
劇
屬

于
故
此
他
將
一
切
可
以
防
磚
這
個
中
心
思
想
發
展
的
事

士
海
客
而
不
提

2
寫
費

及
馬
爾
谷
鵰
刮
目
他
們
二
人
寫
耐
割
的
計

劃
及
方
式
適
得
其
反
耶
穌
一
生
的
大
事
皆
發
生
於
加

里
肋
亞
加
里
肋
亞
是
依
撤
意
亞
先
知
所
預
言
的
「
則

步
隆
地
與
納
斐
塔
里
地
通
海
大
路
約
但
河
東
外
方
人

的
加
里
肋
亞
」
{
瑪
4

自

H

依
8

自
)
里
史
瑪
資
暗

示
新
約
的
耶
穌
與
背
約
的
梅
瑟
的
對
比
新
約
法
律
的

頒
佈
是
在
一
座
加
里
肋
亞
境
內
山
上
猶
如
值
約
的
法

律
之
頒
佈
於
西
乃
山
上
如
此
按
瑪
圓
圓
的
計
創
耶
穌
復

活
後
有
代
表
性
的
一
次
發
現
也
應
在
加
里
肋
亞
境
內

的
一
座
山
上
並
在
此

地
打
發
了
宗
徒
們
前
往
普
天
之

下
教
訓
萬
民
而
開
始
基
督
教
會
新
的
一
頁
在
明
白
了

這
一
點
之
後
我
們
便
可
以
清
楚
的
知
道
唯
理
派
人
士

所
例
舉
的
這
些
一
關
於
顯
現
的
矛
盾
記
載
其
實
都
不
過

是
無
關
大
局
的
技
笛
問
題

二
耶
穌
復
活
的
意
義
與
價
值

1

新
約
上
將
耶
穌
的
復
活
歸
於
天
主
的
工
程

(
宗
Z
扭
扭
|
抽

3

時
|
M

5
M
U
U
M
羅
1

‘

斐

2
8
|
u
弟
前
3
臼
右
的
刊
)
是
天
主
副
書
父
對
耶
穌

的
事
業
放
道
理
的
作
證
是
耶
穌
因
聽
命
而
受
難
受
死

的
報
酬
是
他
受
光
榮
高
舉
的
開
始
是
戰
勝
死
亡
的
第

一
次
勝
札
也
是
受
信
眾
頂
禮
崇
拜
的
開
端
(
刷
刷
6

.& 二丘295-296 

-
M
M
汁
，
制
前
臼
血劍
1

甜
|
位
副1
"

制
l
s

比1

2

耶
穌
復
活
是
教
友
信
德
的
基
礎
及
對
象
(
見

刷
刷
5
叫
自
泊
，
制
前
u
s
對
z
u

割
8
叮

叮
創
制
前

1

剖
)
它
是
信
灰
將
來
彼
活
的
保
證
及
預
象
(
伯
前

l
n

制
前
的
扭
扭
見訊
4
2
U
A
M副
I
U

比1

t
h保
祿
特
別
強
調
耶
穌
復
活
的
救
援
意
義
「
耶

穌
會
為
了
我
們
的
過
犯
被
交
付
又
為
了
我
們
成
義
而

彼
活
」
(
羅
4

自
)
普
通
我
們
慣
將
耶
穌
的
苦
難
學
死

與
我
們
的
得
救
相
連
好
似
復
活
與
得
救
是
沒
有
關
係

的
但
是
保
祿
卸
指
出
二
者
至
少
是
有
間
接
關
係
的
就

是
說
彼
活
是
我
們
信
德
的
基
礎
及
對
象
因
著
相
信
耶

穌
的
復
活
裁
們
才
可
以
成
義
成
義
之
緣
才
可
以
得
救

因
此
耶
穌
的
聖
死
與
復
活
對
我
們
的
得
救
來
說
是
有

同
樣
價
值
的
我
們
的
成
義
是
由
於
向
復
活
的
耶
穌
密

切
的
聯
合
因
為
是
他
賜
給
我
們
神
性
的
生
命
(
絡
後

5
時
缸

斟
2
口
刷
刷
3
H

制
前
1
個
哥
1
H
)
。
聖
保
旅

更
清
楚
地
指
山
我
們
的
成
義
與
耶
穌
光
榮
的
復
活
是

相
同
的
(
弗
9
5
7
)
因
此
耶
穌
為
救
贖
我
們
所
受

的
苦
難
學
死
只
有
在
很
活
後
的
基
督
內
才
成
了
孩
們

救
援
的
泉
源

(
韓

)

m
代
兄
弟
立
制
律
(
叮
叮
…
M
V
)

這
是
古
以
民
中
的
一
條
法
律
它
的
本
質
在
於
如

果
某
人
結
婚
後
沒
有
生
子
便
死
去
了
他
的
兄
弟
有
責

娶
寡
婦
為
妻
而
所
生
的
兒
子
則
應
歸
於
亡
者
的
名
下

並
有
繼
承
受
亡
者
的
家
業
其
實
這
種
習
俗
不
只
在
以

民
中
有
亦
見
於
其
他
古
東
方
民
族
之
間
其
目
的
是
不

使
亡
者
的
名
字
失
傅
來
致
家
鑫
外
恥
它
遠
在
要
組
時

你
就
已
見
於
叫
民
之
臨
街
蚓
蚓
的
歷
史
為
證
(
制
"

.
9
)

。
至
樹
詞
時
代
才
成
了

正
式
法
律
規
定

(削

鈞
5
|

叩
)
那
些
不
隔
開
代
兄
弟
立
繭
的
人
死
緝
的
妥

子
有
續
在
猿
人
及
長
老
眼
前
公
開
羞
辱
他
脫
去
他
的

鞋
在
他
臉
上
吐
唾
誅
並
稱
之
寫
「
脫
鞋
者
的
家
」

(
申
衍
，
)
這
種
法
律
的
實
行
社
耶
穌
時
代
仍
然
存

在
(
瑪
扭
扭
盯
等
)
其
後
則
閑
時
代

及
生
活
琨
坡

的
變
還
被
猶
太
人
放
棄
了
但
班
4
章
的
外
表

儀
式
仍

有
時
舉
行

見
家
庭
婚
姻

(
幣
)

別
叫
以
色
列(
5三
是
川
-
z
f

在
聖
經
上
是
由
於
雅

各
伯
的
一
段
事
鎖
就
是
在
培
尼
耳
與
天
神
博
門
徒
天

神
向
他
說
「
你
的
名
字
以
後
不
再
叫
雅
各
伯
應
叫
以

色
列
因
為
你
與
神
與
人
博
鬥
估
了
優
勢
」

(
創
扭
扭

見
賦
也
4
)
。
自
語
言學上
來
瓦
叫剖
刺
亦
可
作R
H

「
天
主
博
鬥
」
來
講
自
此
以
後
雅
各
伯
的
子
孫叫
做
代

便
被
稱
為
「
以
色
列
人
」

(
創
刊
s
)
「
以
色
列
的

兒
子
們
」

(
叫1
1
)

「
叫
叫
別
子
孫
」
(
圳
4
H
)

「
以
色
列
家
」
(
出
“
叫
)
或
「
以
色
列
于
民
」

(
出
9
7
)
這
些
一
名
咱
們
直
至
以
民
分
為
南
北
朝
的
時

代
都
是
用
來
指
自
雅
各
伯
及
其
十
二
個
兒
子
而
來
的

整
個
民
族
而
言
就
是
在
南
北
分
治
之
後
仍
不
時
保
持

著
這
種
意
義



在
南
北
明
時
代
南
闊
的
冊
為
獨
大
而
以
色
列
一
名

的
特
別
用
來
指
北
國
的
十
個
文
辰
但
也
不
可
一
慨
而

論
是
布
些
地
恥
尤
其
在
她
叫
甜

L
仍
川
來
指
令
再
以

民
做
為
的
智
雄
滅
亡
扎
扎
十
個
支
派
充
軍
奧
地
」
」
後
以
色

圳
一
。
川
J

肘
來
指
向
存
的
南
闖
蚓
划(
州
州叩
1
制
M
m

H
)
其
俊
則
目
寫
內
巴
比
倫
充
軍
歸
來
的
百
姓

(
姐

上
9
l

m
s
倒
下
9
1
2刊
3
)
但
是
也
臼
此
時
札

治
扁
扁
地
這
個
民
族
被
稱
為
納
丸
"
氏
族
尤
其A
U
約

時
代
仰
比
「
以
色
列

A
族
。
一
竟
成
了
亞
巴
郎
神
一
千
後

月
間
的
代
名
叫
而
「
峙
的
l
h
民
族
」

-
A
則
是
專
悔
改
←
巴

郎
的
血
系
後
高
而
已

(
昭
雄9
6
)

以
叉
的
使
命
灰
人
類
的
文
化
特
史

上
各
個
亟
耍

的
仗
旅
郎
，
仟
內
已
不
川
的
使
命
排
記
起
人
是
“
卉
先
的

這
築
家
海
內
人
街
組
織
的
天

t

希
臘
人
的
文
學
以
位

中
峨
的
孝
道
那
給
人
鬧
鬧
作
了
不
少
的
貢
獻
其
次
如
亞

述
巴
比
倫
偉
、
反
波
斯
等
你
凶
都
為
它
們
不
可
殺
沌
的

功
結
而
以
色
列
民
族
主
要
的
使
命
是
從
宗
教
一
方
面

的
他
們
在
一
切
敬
單
多
肺
的
國
家
中
保
存
了
從
一
真

淋
的
敬
啥
是
天
主
娶
一
直
的
證
人
性
且
全
世
界
人
弱
的

敘
屋
|
|
!
默
西
亞
1
|
1
也
要
白
這
民
族
中
誕
生
可
佑

的
是
→J站
桐
民
族
及
這
個
宗
教
凋
體
克
將
案
已
兩
他
們

巾
誕
生
的
從
快
主
|
|
耶
穌
拉
得
倚
在
了

U
的

之
划
上
主
的
敵
人
民
品
咒
罵
天
不
的
人
心
m
k
人
的
，
品
種

-
你
心
皮
可H
M
A
全
，
作
猶
存

叫
一

叫
民
的
歷
史
在
這
里
我
們
只
可
以
作
一
個
走
馬

戶
，
看
花
的
防
作
至
於
詳
細
的
節
目
泊
泊
者
參
見
各
民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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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t

H
U王
先
知
等
的
特
別
條
文
好

了
自
以
氏
的
成
長
至
山
山

雌
埃
及
一
個
時
代
包
的
有
埃
及
的
海
以
悔
扭
曲
的
被
召

L

火
火
戀
攻
過
紅
泌
的
是
“
官
鳴e
N
d其
後
在
一
的
川
山
與

。
;

上
主
結
盟
被
正
式
以
前
神
天
主
的
民
族
枕
梅
瑟
的
領
導

下
反
過
問
1

年
的
曠
野
生
活
之
後
父
在
已
做
山
的
純

系
之
下
仙
練
了
H
A
伺
叫
研
方
的
地
區
|
暖
地
對
州
地

﹒1
l

。

|
i
並
將
匕
圳
分

M
U刊
吭
吭
全
品
以
氏
的
卡
一
一
個
支
派

在
民
長
時
代
的
以
民
幾
乎
毛
無
關
結
力
可
是
每
一
支

派
各
門
為
政
很
E
b
M地
必
入
邪
帥
的
敬
體
而
受
到

上

。

1
l

，

主
的
懲
罰
與
民
的
路
慢
悠
你
救
悔
改
的
以
反
而
有
民

。
I
l
-
-
0

，

長
的
跨
世
以
民
大
過
受
其
他
民
族
的
彤
的
啊
竟
要
求
故

事
R
H
閥
乃
山
以
來
的
州
叫
做
政
想
而
要
求
已
主
政
總
帥
的

。
t
I
t
-
-
1
l
i

，

如
其
他
一
切
民
放
你
們
抖
，
街
走
上
主
的
指
示
勉
強
滿
足

'

,lftti

ta41ol

i--
lIl
l-

人
民
的
喊
叫
而
白
條
同
耳
況
下

L
的
誕
生
呵
恰
做
n
e斗

'
，

1
1
1
1t
t

。
1
4
1
I
I
I
-
，

不
知
a
U
重
附
罪
必
上
主
而
T
t權
縛
入
迷
川
怖
之
家
迷
味

是
上
主
心
泛
的
人
敗
得
了
救
世
主
將
自
途
味
從
街
小

誕
生
的
許
諾
在
達
咪
及
地
羅

1峭
的
全
關
統
一
時
代
以

民
踩
在
過
著
歷
史

上
的
資
合
時
代
但
骨
子
哀
南
北
i
x

'
。

t
t
1

派
乏
爭
的
睛
從
划
在
漸
高
形
成
幸
而
有
以
耶
京
何
用
全

民
宗
教
中
心
的
叫
施
分
裂
的
現
象
你
不
致
太
迅
遠
的

0,Il

--

, 

品
甘
泉
，
由
化
耶
趴
在
木
來
的
以
具
歷
史
上
起
γ
否
要

。

'

的
大
作
則
圳
分
裂
的
時
峙
呵
成
熱
終
必
有
雌
性
消
仆
H
叫
1
的

1
l
l
!
1
l
l

。

們
得
革
命
而
，
竹
北
間
以
色
列
的
誕
生
)
匕
雖
然
行
L
l

例
。

文
派
但
漸
漸
划
佔
了
下
風
漸
漸
步
入
此
亡
的
迷
你
主

要
的
原
因
是
他
們
獨
立
臼
治
後
失
去
了
與
耶
京
宗
教

的
連
繫
而
自
立
神
廟
於
貝
特
耳
及
丹
使
人
民
的
入
邪

it41Illi--0

, 

神
志
紅
的
歧
途
九
其
川
向
的
，
你
[
之
後
符
紋
其
叮
叮
只

是
內
部
有
互
相
爭
權
奪
忱
的
情
的
對
外
則
加
州
州
且
圳

皮
夾
大
烏
七
草
也
槽
的
呵
呵
的
是
你
向
次
去
純
正
的
尚

且
叭
，
仆
山
禿
後
拉
雅
洛
貝
字
一
伙
時
乘
到
述
情
凶
的
具

有
雖
有
以
色
列
凶
鼠
食
時
此
之
的
惘
但
這
也
怡
巧
是
郎

將
滅
亡
的
的
追
花
一
現
的
肘
，
抄
仆
公
司
几
前

L
-

一
一
年
被

高
述
王
版
爾
已
所
消
沌
，
L

做
人
亡
昕
餘
詩
被
守
軍
遠

刀
去
了
(
則
下
口
7

且
一
的
一
民
航
糾
刺
閥
閃
仆
川
卜
付
酬

京
來
教
中
心
的
優
可
以
及
天
土
，
川
注
味
之
家
所
作
的

苟
-
一
口
斬
何
時
得
以
幸
兔
訟
法
亡
但
它
的
許
多
關
上
的
無

法
無
天
及
法
拜
邪
綿
的
非
必
也
終
於
難
逃
上
主
市
義

的
叫
山
A
A
公
元
的
有
八
六
年
彼
巳
此
倫
下
，
准
涉
刊
所

治
州
圳
A
U小
學
做
教
刊
川
成
此
人
心
從
充
耀
他

h
I
t
u
叫

民
自
北
切
數
-
h年
的
時
代
中
仁
八
主
雖
扣
發
了

-
t小
少
的

先
知
大
聲
次
呼
教
悍
的

h
川
市
川
人
仆

H
U
L
攻
人
兄
們
比
什
囑

。

l
I
l
l
-
-
-
1
i

，

軒
然
跳
僧
，
何
為
別
屯
甜
拙
文
心
刀
山
也
叫
凹
的
沁
抖
抖
故
不
叭
的
心

亦
不
能
提
街
叫
昂
納
舍
阿
拉
圳
和
時
你
怎
及
法
搶
先
叫
吋

-
v州
川
位

。

君
的
感
敗
行
為

以
有
部
份
敏
充
軍
巴
此
倫
的
猶
太
人
介
公
『
心
的

-
h三
八
年
返
鈴
木
凶
盡
快
家
叫
出z
H
此
之
後
以

4
公
正

七
年
代
恥
t
、
人
的
做
此
令
部
的
一
線
亡
巴
力
叭
"
他

仙
一
個
被
人
亂
蹋
的
皮
成
受
活
攸
及
扣
5
1
，
糾
凡
此
敘

利
怯
的
」
巾
也
可
王
柄
的
睬
，
叫
做
法
過
J
E街
M
U棧
峭
的
生

活
蹤
一
叫
他
有
瑪
山
伯
U
A郊
的
抗
始
為
宗
教
-U
由
而
澈

的
興
起
扎
扎
瑪
加
伯
王
朝
及
陶
斯
應
乃
王
朝
的
建
立
位

恤
丹
的
亦
不
能
挖
坑
羅
馬
大
將
閻
明
梢
的
入
侵
及
佔
餓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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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公
-
在
前
心
九
三
年
刊
此
受
羅
馬
人
的
統
治

山叫
~

正
在
此
眠
的
心
如
叫
基
督
的
山
札
但
話
時
的
猶
太

-
人
在
長
期
受
人
的
踩
摘
之
餘
民
族
自
尊
心
很
強
宗
教

一
的
帥
的
核
也
高
但
叮
的
太
過
往
是
悔
立
法
作
的
快
字
邊

一
守
性
特
阻
力
使
法
令
划
線
玖
碎
化
太
過
強
凋
外
長
叫
叫
小

頭
內
心
真
品
的
處
以
尤
其
以
志
利
疾
人
為
最
付
耶
穌

為
天
主
乎
為
默
州
叫
的
教
訓
不
起
圳
市
支
將
耶
穌
V
刊
)
之

於
忱
地
兩
次
抗
仲
維
何
人
的

U
V必
都
未
能
成
事
刊
於

公
兀
七
一
年
完
余
人
敗
再
也
不
放
必
…
示
中
也

1小
內
札
是
側
的

洗
一
的
一
泛
族
近
兩I
年
之
久
故
M
W世
排
得
地
過
h
h
y
4

。

人
緣
，
「
的
生
活

本
來
以
氏
的
風
史
札
肘
，
打
判
刑
仙
穌
的
的
中
、
几
次
存
叫

做
界
各
地
的
事
向
H
U
算
告
一
攻
心
而
位
紅
一
九
叭
鬥
八
年

扎
凡
卡
阿
日
圳
來
生
f

一
個
新
的
山
叫
川
兵
八
仆
闢
明
正

年
也
成
閏
月
開
界
聯
八
叫
凶
的
一H
U亟
斬
釘
f
H

己
倒

L忱

的
政
府
及
土
地
人
民

-
d叫
刮
起
了
不
少
對
以
段
話
，
一
史
研

究
的
好
勾
心
恭
賀
上
制
叫m
f史
己
的
鬥
清
H楚
地
指
出
創

刊
川
人
所
受
的
懲
扎
將
為
一
個
限
叫
(
叫
別
叫
)
，

f
w
r
-
U

期
以
在
世
界
L
h
n
之
前
會
出
結
他
們
會
"
叫
品
叉
，
吠
d

。

1
1
4
1
1
1

，

I
t
-
-
-
-

基
督
導
保
你
亦
明
主
口
猶
太
人
之
被
兩
泄
不
是
永
久
的
天

主
性
沒
釘
完
全
拋
h
t仆
1
]的
h

帆
l

猶
太
人
他
們
之

中
只
合
一
部
份
閻
孰
不
伯
但
這
撞
固
執
划
也
在
天
主

的
汁
創
之
中
i

為
使
外
教
人
能
個
頭
人
教
至
全
體
人

頓
都
H
G
織
弘
一
倚
之
後
以
U
K亦
妥
向
江
湖
川
主
“
得
仙
似

i

。
|
(
(
|
|

(
H
L雞
叫
章
)
參
兒
鍋
太
教
會
階
瑟
注
除
報
阿
總
必

先
知
充

P由
于

,u 1i. 

付
一
小
心
銅
川
人
與
叫
叫

「
→Z
H
o
i
z
n
Z
E
J

/
]戶戶
已MHO
-
-
口

ω
】
口。

ω

」

指
太
人
故
分
散
天
F

客
叫W
h為
必
之
中
那
也
您
是
否

?.? 

亦
曾
來
到
巾
凶
貼
(
按
恃
候
叫
仙
進
入
中
胡
鬧
於
1
廿
一。

例
叫
品
成
們
e
w糕
，
則
川
地
叫
以
作
一
個
叫
川
紅
的
v
?他

卡
於
第
4
-問
叫
咀
圳
學
且
們
們
忘M
U
h作
山
川
紅
人
潮
州
什
刊
叫
叫

時
此
(
公
一
瓜
的一
-
e
Y
a
l
-
-

a

們
可
)
U川
的
J伯
納
I
A

l
'
，
t
i
l
l
'

。

i
l
l

人
在
人
叩
以
/
'
叫
做
北
A
A小
州m
u
H
.
H叫小
H
‘
血
，
什
吋

E
I晴
川
圳

(
公
，
正
的d
-
h
h
l公
I
T
-
-
-
)本
來
此
時
正
是

指
太
人
大
批
湛
的
叩
他
打
的
時
代
但
一
付
的
亦
無
確
實
的

泣
機
可
忽
似

h
y

州
時
代
(
公
氾
九
L
O
I
-
-
七

八
)
從
中
闋
的

m
u
h
的
太
人
叫
彼
卅
一
几
厄
瓜
谷
此
憐

的
准
人
恥
以
后
會
、
向
各
大
約
几h行
七
十
字
叫
們
於1叫
兩
省

t
a
t
-
』
。
4
I
l
l
-

-

'
1
l
1
l
t
i
l
l
-
-
t
l
f
B
I

。

的
川
川H
a叫
J
叫
“
你
們
們
斜
斜
州
州
川
川
切
札
峭
的
心
州
太
教
他
們

?
t
l
e
o
1
1
l

』
h
t
l
。

l
l
I
l
l
-
-
1，

入
，
都
來
川
拉
斯
文
山
川
止
仰
起
一
忱
俏
i
h人
已
先
仝
地

E
t
-
-
t
t
'
.
'

，
a
t
t
t

。

被
中
，
成
人
叫
化
了
故
此
貨
已
消
位
中
關
其
主
可
觀
蚊

付
的
刻
，
k

移
1

八
門
品
、
叫
血
本
心
川
川
門
的
持
尤
其
是
白
一
九

三
一
年U
V洲
t
M
U
K
M
納
k

人
叫
到
的
附
始
划
一
九
內

J

6 

•• 

年
肉
止
他
們
征
巾
祠
的
分
佈
悄
甘
心
凡
此
人
數
大
致
如
下

哈
爾
吊
起
下
人
上
海
湖
北
人
天
你
兩
手
人
其
他
地
區

一
下
人
比
〈
扑
不
必
兩
此
，
几
F

人
先
右

他
們
缸
中
濁
的

h
h稱
弟
一
批
准
入
中
國
的
猶
太

九
既
然
主
要
來
臼
喇
叭
圳
所
以
他
們
最
初
的
中
們
稱
是
出

l
l
t

。

B
i
l
l
-
-
I
l
l
-
l

斯
文
的
譯
山
川
缸
，
北
朗
的
公
交
上
，
(
兒
一
月
與
此

4
)
，
俏

，
「
列
稱
呼
水
忽M
M

州
以
叫
圳
的
封
叫
的
創
叫
(
或
制
)

，

1

叫
并
以
叫
川
川
朮
忽
風
采
乎
叫
你

m
w
t喇蚓
耐
心
制
引
倒
閉 的(指I~ 川|主 --

-， v比太1::: d 寶! 來
兌取一人'[哨L 義!天 [1 ，
以I .l~ 仁向~ I ì~.! -::;...主波 |
色|-unl，稱~.校|制|教斯|
刊I~。已噁)、 1點科得 λ
!羽i i皮一一布什惚|教 里

u 天賜七 IJ| 午卜，士 已
主樂 'i/~ 爾LK日|稱 且
教業。，\亦倍|仙或
!封誓|矣 ~Ht 位 、I~ 'ö 
ti t:; 1.~ rii ;哇!Z1. 3.
誦，磊l( 街，故|科 Z
~~人介-以綱|主| 士;
可|稱 IIIJII叮寸 -
E九 |νfl J-',;' --草IJI
單|右的 ~r， ;; 瑪|
$荒山、|if}ff|z a1 m r~'1 f1l1 叫已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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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W
)

"

川
乳
白

」
-
V
回
到
有
戶
口問
E
B
O

「
H
E
n
-
J

2
r

JA
V
L
X少
仁
胸
腔
話
a
E
B
E
E

-

」

以
J

父
暐
卅
枷
M
t
達
此
可
扎
扎
報
雜
桶
的
Y

川
心
他
匕
咐
吼
叫
此
川

閹
治
的
特
力
之
下
獲
得
了
正
式
的
洗
一
汶
口
主
獨
自
札

們
H
起
那
巾
來
已
久
的
L
!
一
一
支
派
作h
H呻
吟
攸
足
不
怕
几
位

的
府
作
行
社
仍
然
繼
徜
徉
代

U
H

叭
叭hu代
印
化
的
妒
，
於
代

機
昭
雄
識
化
後
川
玲
一
變
不
可
收
的
可
一
的
n
h
關
改
惚

分
扒
在
呵
呵
二
止
卜
均
有
雅
洛
令
民
刊
稱
且
兩

r
f
t

的
闡
明F
的

L
l

個
文
以
拉
大
半
的
以
仗
，
r
u地
史
稱
北
到
以
色
叫
上

閩
南
方
的
備
門
犬
，
只
剩
下
了
小
部
份
的
k

地
放
糾
喇
喇

文
振
雄
因
而
正
統
王
國
均
遠
不
個
北
方
分
裂
出
去
的
以

I
I
E
E
I
。

色
列

雅
洛
具
窄
在
宣
佈
北
方
獨
位
之
後
油
市
一
什
昕
作

的
事
是
將
可
J

初
具
特
耳
鐘
時
恃
宗
教
圳
的
事
笠
、
拜
邪
州
的

中
心
以
川
止
叫
州
某
必
去
教
的
沌
巾
川
大
批
地
兩
次
卜
的
叫

l

l
'

。

向
那
立
“
削
弱
什
已
的
風
告

三
間
分
裂
後
不
久
即
受
到
提
交
法
郎
史
心
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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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侵
騷
擾
(
列
上
M

甜
甜
)
這
次
南
方
的
猶
大
因
首

當
其
衝
所
受
的
損
害
遠
較
北
國
為
大
於
是
在
南
回
大

傷
原
氣
之
後
己
再
無
力
來
攻
擊
北
國
以
收
復
失
去
的

土
地
及
謀
求
重
新
的
統
一
但
北
國
此
時
所
過
的
亦
並

非
是
太
平
盛
世
的
日
子
因
為
大
馬
士
革
閻
王
勢
力
漸

也
肉
外
發
風
而
不
時
擾
亂
北
國
叫
剖
圳
的
領
土
除
了

這
外
來
的
騷
擾
之
外
更
使
北
國
受
著
致
命
傷
的
是
內

部
的
不
和
彼
此
鉤
心
鬥
角
爭
權
奪
利
以
至
於
使
北
國

在
它
短
短
二
百
年
的
歷
史
中
竟
只
有
放
默
黎
及
耶
胡

二
人
所
建
立
的
王
朝
超
過
了
二
代
以
上
的
統
治
時
期

其
他
皆
一
兩
代
而
終
旦
大
都
不
得
善
終
而
死
比
如
雅

制
問
割
的
兒
子
酬
謝
制
繼
父
位
能
不
久
被
手
下
大
將

凹
固
訓
所
亂
叫
民
自
立
為
王

(
則
上
的
自
|
訕
)
可

五

主------可

.Æ '-~l: 

150 . 

-一

是
巴
氏
的
兒
子
厄
拉
繼
位
不
及
二
年
亦
被
人
殺
害
及

黨
位
(
列
上
的
8
|
H
)
如
此
朝
內
互
相
殘
殺
的
事

層
出
不
窮
直
至
放
默
黎
時
代

制
制
劉
以
軍
人
之
身
被
立
馬
王
(
八
八
五
l
八

七
四
)
他
是
一
位
頗
有
作
為
的
人
物
首
先
將
首
都
自

閉
關
固
遷
往
微
瑪
黎
雅
(
到
上
的
臼
|
訕
)
。
在
稍
事

整
頓
之
後
閱
始
向
外
發
展
征
服
耐
用
阿
布
並
與
漆
冬
王

還
好
令
兒
子
阿
哈
布
娶
漆
冬
王
厄
特
巴
耳
的
女
兒
依

叫
則
到
馬
車
至
使
全
國
陷
於
邪
神
的
敬
風
而
受
到
草

樹
上
嚴
峙
的
斥
責
(
則
上
的
問
|
制
)
此
時
代
表

「
雅
威
」
敬
禮
的
人
物
並
以
大
無
畏
的
精
神
來
保
護

叫
民
正
統
宗
教
的
護
道
者
是
間
回
到
先
知
(
列
上
U

UW) 

在
整
個
制
喇
喇
王
朝
時
代
(
八
八
五l八
四
一
)
，
除

了
他
的
兒
子
阿
哈
布
會
與
大
馬
士
革
聯
誼
抗
拒
亞
述

之
外
北
國
以
色
列
與
大
馬
士
革
一
直
互
相
為
仇
保
持

著
對
立
的
狀
態

公
元
前
八
四
一
年
耶
胡
受
傳
為
王
他
將
王
室

全
部
創
除
廢
除
邪
艸
敬
租
受
到
先
知
厄
里
叉
的
文
持

(
列
下
9
ω
)
可
是
外
蝸
劫
變
木
加
屑
地
發
生
首
先

約
但
河
東
的
土
地
盡
喪
敵
手
腦
有
北
方
阿
蘭
人
入
侵

(
列
下
的
3

)
使
北
國
實
已
處
於
朝
不
保
夕
的
燒
地

幸
而
此
時
有
亞
述
王
征
討
阿
岫
憫
人
有
入
侵
大
馬
士
干

之
舉
才
解
放
北
國
於
倒
懸
並
收
俊
不
少

失
去
的
k

地

鄉
村

北
國
真
正
發
達
安
定
的
時
代
出
現
於
耶
胡
王
朝

的
第
四
位
總
位
人
雅
洛
貝
罕
三
他
的
時
代
(
七
八

一
一
一
l
七
四
一
一
二
在
此
時
期
以
民
的
兩
北
兩
間
皆
無
入

侵
之
敵
人
大
馬
士
革
已
在
奄
催
化
叫
做
間
的
通
告
苟延殘

喘
的
生
活
北
國
乘
機
擴
展
領
土
也
謀
財
富
以
達
瓦
凶

強
兵
之
目
的
這
種
目
的
雖
已
達
到
卸
也
造
成
了
社
會

上
貧
富
不
均
的
現
象
富
人
地
主
欺
限
貧
窮
小
民
的
事

比
比
皆
是
無
怪
乎
亞
毛
斯
及
歐
瑟
亞
先
知
山
次
大
聲

疾
呼
為
小
民
請
命
斥
責
槍
背
人
物
的
橫
行
霸
道
救
預

報
北
國
不
堪
設
想
的
前
先
|
誡
亡
(
見
叫

8
9
ω
到

3

|

6

章
)

胡
耶
的
王
朝
終
於
七
四
五
年
國
王
被
人
殺
害
王

位
被
築
奪

此
時
亞
述
的
閻
王
正
是
提
革
拉
特
丕
肋
色

一份
第
三
世
是
一
位
文
武
雙
全
驗
勇

善
戰
的
國
王
他
惆



『
始
向
外
峰
頂
展
領
土
使
以
民
的
南
北
兩
國
皆
稱
臣
納
貢

山
~
失
掉
獨
立
自
主
的
權
力
人
心
不
服
自
是
意
中
事
於
是

于
北
國
閻
王
樹
利
蚓(七
三
七
l

七
三
三
)
與
內
閥
割
割

了
聯
盟
抗
衡
到
也
以
求
獨
立
解
此
但
事
與
廠
也
得
不
償

-

失
亞
述
王
提
氏
首
先
山
兵
將
大
馬
士
革
王
國
處
行
破

嫂
消
滅
使
其
土
地
人
民
變
成
適
述
帝
國
的
行
省
北
國

以
色
列
所
受
的
懲
罰
則
是
處
失
了
北
力
及
約
但
東
部

的
領
土
並
有
不
少
的
社
會
高
等
人
士
被
俘
充
軍
至
遠

方
的
直
述
但
是
國
總
政
權
知
仍
然
存
在
直
至
其
最
後

一
位
閻
王
目
伺
舍
亞(
七
三
二
l

七
二
四

)
受
埃
及
的

唆
使
竟
敢
抗
交
貢
稅
局
止
他

本
人
被
亞
述
王

(
先
是

沙
耳
瑪
乃
色
後
有
制
制
剖
二
世)
所
逮
捕
首
都
撒
寫

黎
雅
在
被
圈
三
年
之
後
終
於
公
元
前
七
二
一
年
是
毀

無
餘
百
姓
被
充
軍
遠
方
(
按
血
述
年
線
之
品
放
有
兩

起
七
千
二
百
九
十
人
被
充
軍

)
不
少
的
外
邦
民
族
被

選
徙
來
佔
按
北
國
亡
國
之
後
的
空
城
地
區

(
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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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
E
-
-
1

」
且
隨
3

主
，
s
s
a
-

『
p
e
2

酌
，‘E

n
A
r
t

a
l

/

捌
R
ι住
」
再
研
唔
唔EU
F
F
S
E
E

-B
」
E
T佇立
，
」

所
謂
「
遺
民
」
在
捏
一
經
普
通
是
指
大
災
大
難

之
後
的
殘
餘
剩
間
內
或
戰
敗
之
後
的
殘
軍
而
言

(
制
必

扭
|
扭
曲
卅7

四
條
幻
‘
7

臼

列
下
ω
u
叮
幻
u
則
刊
呵

呵
等
)
斟
斟上
的
這
種
說
法
是
腰
見
不
鮮
凡
諾
個
叫

比
倫
的
治
民

(
山
間Mn
m
5
自

)
，
悶
的
的
遺
民

(
例

口
s

)
向
市
多
得
的
遺
民

(
那
封
甜
)
培
肋
舍
特
的

迫
民

(
創
刊
叩

)
及
問
到
的
迫
民
等(
到
9

u

)

這
種
說
法
裕
外
見
於
到
則
說
先
知
們
幾
時
提
到
「
叫

色
列
遺
民
」
時
卻
與
其
他
的
遺
民
有
顯
著
的
不
同
蓋

其
他
民
族
的
遺
民
皆
終
究
滅

亡
(

見
上
引
文
)
唯

以
色
列
的
造
反
卻
獲
得
天
主
的
特
別
照
顧
它
不
但
不

會
過
亡
淨
也
而
且
將
是
人
類
救
援
歷
史
的
導
源
及
傳

遞

問
然
在
學
經
上
幾
恃
捉
到
「
遺
民
」
山
市
門
正
在
意

謂
著
天
主
的
懲
罰
惚
餘
的
造
反
念
少
證
明
其
懲
罰
念

重
大
所
受
之
災
難
俞
正
心
慘
並
在
意
調
若
百
姓
所
犯
的

罪
過
念
深
軍

(見
亞
4
u

依
6

口
口
5
6

叫
圳
廿
)但是

因
為
以
民
並
非
是
人
頹
廢
史
上
的
一
種
偶
然
產
物
而

是
經
過
天
主
特
別
選
擇
的
一
個

上
主
手
中
的
工
具
故

此
它
大
難
之
後
的
遺
民
亦
變
成
了
上
主
大
胞
仁
慈
的

對
象
「
路
軍
的
上
主
將
親
作
他
殘
餘
的
百
姓
的
榮
冠

和
華
冠
」

(
依
m
s
)
他
們

(
遺
民
)
「
都
、
必
將
稱

為
學
者
」

(
依
4
3

)
「
那
一
日
由
上
主
所
發
生
的

苗
芽
、
必
成
府
以
色
列
迫
民
的
光
輝
與
榮
耀
」
(
依
4

2

亦
見
米
5

. 6

7
)
對
以
色
列
遺
民
的
這
種
預
言
格

外
是
針
對
自
巴
比
倫
充
軍
歸
來
的
那
一
批
人
而
言
如

此
佑
大
的
以
民
削
減
成
了
僅
存
的
一
小
撮
人
但
是
這

一
小
撮
殘
餘
的
人
民
卻
是
頁
有
重
大
使
命
的
它
仍
姿

被
削
減
說
苓
最
後
僅
存
一
人
這
人
就
是
依
妝
意
亞
所

說
的
「
上
主
的
僕
人
」
他
一
個
人
要
頁
起
全
叫
創
州

民
族
的
使
命
(
依
m
M
l
4
"
1
1
4
8

叩
‘
-
a

詔

"
l

臼
u
)
達
尼
爾
帥
憫
之
為
「
人
子
」
他
將
代
主
全

部
的
型
民

(
注
7

臼

H
)
而
先
知
所
強
調
的
這
一
個

人
就
是
後
凍
股
人
類
歷
史
上
真
正
山
現
的
制
固
叫
的

耶
穌
基
督
他
即
是
「
上
主
的
僕
人
」
又
是
「
人

JY

』

他
以
他
的

苦
經
學
死
完
成
了
全
體
以
民
所
應
完
成
的

使
命

如
此
耶
穌
在
人
類
仙
似
矮
的
歷
史
上
是
「
泣
扎
一

中
仲
存
的
-
位
這
是
救
從
蹉
史
上
的
步
驟
但
是
以
山
村

援
的
歷
史
注
不
止
於
比
止
淤
耶
穌
一
人
相
反
地
U
L
a
M

耶
穌
叫
川
崎
採
取了
相
反
的
步
法
即
是
由
一
人
而
向
大

眾
展
開
的
確
懸
掛
在
十
字
架
上
而
死
的
耶
穌
被
一
切

人
隔
離
開
來
只
有
他
一
個
人
懸
掛
於
天
地
之
間
嗎
人

類
而
死

(
瑪
幼
血
泊
甜
)
可
是
自
從
這
「
僅
有
的
一

個
」
符
人
煩
死
了
之
後
立
刻
在
人
類
的
歷
史
上
山
現

了

一
種
新
的
運
動
新
的
趨
持
它
向
大
多

數
的
眾
人
繼

展
開
來
(
戒
1
u

自
2
U

H
5
H
)
。
它
不
再
被
限
於

人
種
炭
地
盟
的
約
束
如
此
產
生

了
天
主
的
新
的
交
艸

性
的
以
色
列
百
性

(
迦
6

油
)
這
個
新
的
內

M
A
Y
臼

信
仰
耶
穌
基
告
而
變
成

了
啞
巴
郎
的
很
裔
(
迦

3

6|

4
7

) 

這
個
偉
大
的
歷
史
上
的
新
趨
持
所
造
成
的
天
主

的
新
百
姓
I
i
l

學
教
會
|
|
只
有
日
益
壯
大
的
向
前

邁
進
她
不
會
再
踏
上
舊
約
歷
史
「
削
減
」
「
遺
民
」

及
「
殘
餘
」
的
舊

A
M任
何
一
種
的
限
制
或
對
她
|
|

墓
教
會
l
t
-
-

訓
一
定
界
線
制
定
範
闊
的
企
圖
都
是
此
人

類
的
仙
似
援
歷
史
不
相
符
合
背
道
而
馳
的

(
肌
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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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以
民
曠
野
行
程

\
m
g惘
。
切
。
口
子
。
】
。=z
a

乎
『
。
口
問
7
月
7
o
o
g
R

H
J

f
m
w
門
m
wt
。
口O
U

H
ω『
m
n
E
ω』
口
已
。
切
。
門
阱
。
、

叫
民
曠
野
行
程
是
指
以
峙
中
山
離
海
皮
後
由
嗨
野

進
入
海
地
的
一
段
路
程
這
梭
的
帕
拉
見
恢
於h
山
(也
l

w
z
)
則
(
的
u
l
n
1
)
制
(
1
l
3
)
三
番
內

且
這
三
番
內
的
￡
載
主
要
的
目
的
還
是
為
指
出
法
律

規
定
的
自
來
和
立
法
的
處
境
所
以
不
兔
釘
所
至
被
或

不
益
然
相
司
的
地
方
位
戶
叭"
1

叫

川
卻
叫
到
以
民
曠
野

-
r何
也
作
品
了
一
涼
，
、
H
d
t的
被
湛
以
以
反
而
臼
卡
甲
午4
痕

野
h

昕
經
過
的
地
h
v
除
山
山
發
點
和
低
這
點
外
共
-
d川

卡
一
慮
其
中
釘
卡
」
八
七
處
只M
m於
此
處
舉
制
-
考
古
學

家
長
今
尚
口
(
譜
儀
定
二Ll
八
處
難
於
縱
定
的
t
h
叫
叫
什
志

也
必
曠
野
民
族
削
減
絨
的
知
界
一
不
易
划
分
地
名
原
來
令

昕
彎
換
除
學
得
叫
T
H汶
向
中
夕
少
司
供
參
考
的
史
料
干
將

以
』
刊
也
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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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伏
的
幾
仗
，
但
興
是
山
綠
知
段
經
過
喊
叫
判
進
入
一
繭
的

的
R
J
山
(
趴釣
1

間
民
6
1

1
悶
線
上
叩
口
叫

山
F

9
6
甜

，
叫
上
2

叫
盯
4
8
口

創
叫
叩

作
句

3
6

H
H
r
t
e》
4
4
9

令
3
5
l
l
a

刊
。

n
u
2

地

L
E

2
A
峙，

3
:
1
1
，
4
1
勻
，

u

n
只
。
LN
Z

U
Z

S
S

寸
的
，l
l
川
斗
也

7
i
l
i
6
5

t
S
E
P

S

I
a

9
U
U

M即
U

亞
2

一
封
v
h
訂
劃
恥
，
~
m
u
精
H
H
u
l

u

川
W
I
此
等
處

)
打
針
川
史
以
之
持
山
先
入
生
恢
倪
仆

站
附
阱
，
﹒
神
仙
似
泣
的
泳
金
(
怖
峙
的

ω
-
-
H
作

1
H
)
以

梅
瑟
3

使
人
甜
甜
挖
雄
們
叫
“
仗
進
入
永
生
鼠
地
的
基
悅
的

一
鍋
像
亦
穌
的
牌
抽
血
h
A
天
悴
的
馬
納
誰
吃
了
就
生
「
的
人
杰

於
水
且
一
過(
法
l

口
3
H

臼

6
品

!
"
“
“
抓

3

。

1
l
4
u
等
處
)
(

初

)

帥
"
3
l
u
h
h
H
R
『

2
7
月
/
兄
弟
姊
妹
之
觀
念
。
以
民

刑
別
『
可
/
』
位
/
戶
甲
，
『
R
R
K
，

-
r

i

'
，
、
的
腦
海
中
心
收
其
他
任
何
氏

。
l
i

，

族
都
可
廣
泛
以
尺
之
所
以
能
在
散
居
恢
界
各
地
A
/
一
後

抑
制
數
千
年
在
海
桑
田
的
重
大
變
化
仍
能
存
留
長
今

土

耍
的
紋
的
功
於
石
家
庭
叫
織
的
緣
絡
血
流
級
人
心
的
月
四



烈
而
這
種
特
點
則
格
外
表
示
於
「
兄
弟
」
一
祠
的
應

用
上

你
約
首
先
一
兄
弟
」

是
惜
自
向
一
父
母
所
生
的

兒
F
彼
此
之
間
的
關
條
而
言

(
創
4
8

|
叫

)
由
不

川
之
父
親
或
母
親
所
生
的
兒
子
彼
此
亦
稱
兄
弟
(
創

叫
“阻
"
自
科
m
肋
悶
，
u

撒
下
口
2
|
S
等
)
但

在
以
民
中
不
止
於
此
一
切
近
親
如
放
父
或
搓
手
亦
稱

為
兄
弟
(
創
刊
S
M
H

恩
高
譯
本
作
「
至
親
」
川
的
“

個
約
刊
M
U
)
。
這
種
稱
呼
更
用
為
一
切
同
族
之
人
(
同

8

自
泊
u
削
上
卻
目
剛
剛
下的M
H間
下
3
1
)
，
甚
至
對

其
他
不
同
家
族
及
不
同
艾
派
的
以
民
亦
然

(
山
2
u

4

u
民
M
S
依
甜
甜
厄
下
5
刊
)
更
進
一
步
倒
著
國

與
閻
織
與
城
及
憫
人
與
個
人
之
間
的
友
品
及
惑
悄
關

係
亦
彼
此
稱
民
兄
弟
(
歐
2

s
m
3
7
8

別
的
的

幻
剖
)
外
交
人
員
(
同
行
職
來

)
投
川
等
地
位
的
人

員
亦
郁
用
「
兄
弟
」

來
彼
此
袖
的
們
(
列
上
9
時
甜
甜

臼
約
幻
H
扮
自
改
7
4

閃
閃9
)
一
以
說
上
海
表
示
叫
到
死

者
的
友
也
亦
用
兄
弟
(
m
n
u
)

新
約
新
約
上
雖
然
完
全
保
存
了
信
約
「
兄
弟
」

一
一
泌
的
用
途
但
它
更
進
一
步
使
之
神
性
化
教
文
彼
此

間
們
馬
「
兄
弟
」
車
保
機
用
這
稱
呼
竟
達
一
百
二
-
t
u
l

次

之
多
而
這
種
變
化
的
基
礎
就
在
於
救
卅
一
主
的
誕
生
他

是
天
主
γ
寸
而
取
了
人
性
成
了
我
們
的
兄
弟
凶
此
一
切

教
文
(
閑持
地
盤
個
人
類
)
都
是
天
主
父
的
了
女
而
產

川
的一生
了
神
住
的
親
屬
關
係
(
川
闊
前1位
自
)
。
削
剎
時
代

國
、戶
的
兄
弟
關
係
主
要
在
於
血
統
家
族
文
派
故
一

ω
非
耐

301-302 在Ji 

族
類
咐
面
臨
岫
被
輕
視
放
棄
甚
至
毀
滅(見
晰
地
毀
滅
之
物
)

新
約
上
的
兄
弟

關
係
範
腦
知
大
為
激
展
及
更
府
與
切

它
包
括
了

一
切
的
人
類
故
此
人
類
應
彼
此
以
兄
弟
手

足
的
真
情
來
相
反
彼
此
容
忍
但
待
寬
恕
以
能
打
資
格

來
敬
仰
令
人
頓
的
共
同
之
父
|
|
天
主

(
見
瑪
5
扭

扭
)
愛
天
主
之
情
憋
在
昂
起
兄
弟
的
事
質
上
k
A遠
山
來

(
打

-
2
，

l

臼
)
不
然
就
不
是
真
正
的
對
天
主
的

電
情

見
家
庭
耶
穌
的
兄
弟

(
韓

)

m
可
憎
之
物

\
吋a
y
o〉
『
。
S
E
M
HC
。
口
。
間
已
目
。-
E
S
口
/

/
〉
t
E
E
D
H
H
HM。
巳
臣
。

-
E
E
D
臼
\

憎
叫
品
限
叫
品
在
晶
凹
的
州
市
氓
，
趙
常
用
來
閃
閃
說
明
天
主
的

憎
惡
或
做
惡
一
般
來
函
凡
不
合
道
德
進
以
天
主
旨
志

的
行
份
由
于
物
那
是
天
主
所
悄
您
的
但
最
倚
天
主
所
憎

惡
的
乃
是
以
拜
邪
。
神
仙
像
刊
以
崇
拜
天
象
品
而
一
切
邪

紳
偶
像
以
放
為
做
總
邪
帥
的
用
具
築
紀
縈
物
都
成
了

天
主
的
可
憎
之
物

(
見
山
附7
自

U
H
M
w
n
n
u
a

5

)
此
外
比
殘
缺
或
，
而
瑕
疵
的
干
羊
不
得
市
作
祭
物

閃
閃
閃
崎
天
主
是
可
憎
惡
的
(
附
η
1
)
則
假
秤
假
法

碼
也
是
天
主
昕
深
感
的

(
改
U
I
)
此
外
天
主
指
定

一
些
一
飛
禽
走
獸
水
族
瓜
不
潔
的
動
物
命
以
色
列
人
以

那
些
必
物
瓜
吋
俏
之
物

(
肋
口

2
|
臼
)

至
必
「
招
致
荒
涼
的
可
惜
之
物
」
一
缸
兒
於
瑚

圳
的
H裕
的
H
兩
處
這

勾
仁
川
是
耶
穌
向
宗
徒
們
談
及
耶

喇
喇
喇
聖
城
未
來
的
命
運
時
說
此
但
耶
穌
明
品
是
瀏

尼
爾
先
知
所
混
過
的
法
達
尼
爾
先
知
書
共

拘

三
處
郎

9

訂

U
M
U
m

用
了
逗
旬
沾
不
過
從
兩
處
仍
是
毫
沒

9
盯

的
所
說
的
只
是
一
更
加
強
9
盯
的

念
品
-
自
己
祈
以

重
要
的
一
點
是
明
瞭
崗9n
的

意
義
教
斟9
盯

的
純

文
從
上
下
文
來
看
沒
布
人
否
認
是
預
言
未
來
的
默
一
小

錄
體
裁
不
過
鐵
一
般
經
發
出
家
解
釋
道
段
經
文
於
公
元

前
一
六
七
年
十
二
月
安
提
約
也
凹
的
出
則
在
聖
殿
女

政
邪
門
腳
偶
像
時
(
加
上
1

H

)
叫
樹
的
頭
一

-
z口
的
應
驗
了

那
未
對
耶
穌
所
引
出
的
經
文X
話
怎
緩
解
釋
聆
如
m
v
h

我
們
參
照
路
與
瑪
叫
的
凹
的
對
觀
經
文
「
磯
時
你
們
看

見
耶
路
撒
冷
被
軍
隊
間
的

那
時
你
們
便
知
道
他
的
荒

涼
泣

，

J

」
(
路
刮
目

)
那
未
可
知
帥
的
加
學
山
人
足
以

「
型
水
叫
做
閻
困
」
亦
即
以
收
爭

來
作
以
-
h昕
們
川
蚓叭的

白

山
間
谷U
H
1
比
前
穌
所
引
迷
阿
爾
先
知
的
」
以
絨
志

來
品
將
惱
，
也
一
口
由
一
一
般
將
迎
外
教
人
衷
u
m
似
無
不
妥
嗨
，
質

上
話
公
元
六
八
至
七
(
}
年
間
耶
京
的
信
友
見
到
中
絨

為
海
馬
大
軍
包
閻
部
制
率
在
耶
路
繳
泠
主
教
M
m
L
q
F

逃
往
約
但
川
東
岸
的
培
拉
地
區
是
以
瑪

圳
的
時
(八
仆U

H
)
所
引
述
9
盯
一
招
致
荒
涼
的
可
憎
之
物
二
一
吋

就
仗
、
凶
志
說
是
括
外
教
人
恥
A
k
m
m
f
般
的
拆

見
耶
路
撒
冷
想
做
達
尼
爾
灰
缸
約
占
山

-
h沁
川

(
美

)

氾

-
M
M
Z中

B
n
Z
S
Z

泣
一
名
叫
圳
來
刊
為
叫
做
文

引m
M
E

諭
川T
G
g

宮
"
\

l
l

'

、
原
有
「
精
神
失
常
神
志

昏
迷
胡
言
亂
語
及
梅
爾
」
之
念
也
說
是
指
可
種
心
m
h



~
不
正
常
的
狀
態
而
吉
普
通
說
來
是
一
種
病
態
而
這
種

均
~
病
有
時
是
自然
的
如
神
經
衰
說
神
經
過
敏
氛
有
時
部

一
固
定
人
翁
的
如
以
音
樂
風
酒
狂
舞
大
叫
及
自
傷
身
體
等

于
的
強
烈
刺
激
而
造
成
的
精
神
狀
態
這
種
人
為
的
精
神

-
L失
常
多
見
於
古
希
臘
帝
國
但
在
聖
經
上
部
也
有
這
種

氾
赦
如
在
巴
耳
神
前
的
大
叫
及
狂
舞
(
則
上
的
品
)

出
神
說
妙
語
(
撒
上

ω
5
等
吵
M

等
亦
見
於
列
下
3

臼
)
熟
種
(
創
z
n
)
昏
沈
睡
去
(
創
時
間
)
散
佈

謠
言
(
門口
詞
)
等
因
古
相
叫
人
不
知
這
種
病
症
的

來
源
及
解
釋
會
稱
之
為
「
神
聖
的
病
症
」

在
先
知
們
的
歷
史
上
會
有
這
種
現
象
的
記
載
故

此
有
人
以
馬
先
知
們
會
以
人
為
的
方
法
造
成
這
種
狀

態
但
這
種
說
法
是
無
垠
攘
的
聖
經
惟
一
的
范
教
是
厄

里
受
先
知
會
以
音
樂
來
欽
定
自
己
惶
亂
的
心
神
(
列

下
3

臼
)
如
沒
有
說
這
種
音
樂
是
造
成
他
「
山
腳
」

的
因
素
其
他
如
耶
肋
米
亞
及
厄
則
克
耳
的
一
些
一
古
怪

的
行
為
(
邪
的
1
u

則
3
M
H
n

l
u
)
可
能

引
導
我
們
想
是
一
種
病
態
的
現
象
但
聖
經
上
刻
明
言

他
們
是
在
上
主
的
命
令
及
指
導
之
下
作
出
了
這
些
帶

有
濃
厚
象
徵
性
的
行
為
真
正
「
山
腳
」
的
記
載
恐
怕

只
有
則
2
1
!
2

達
8
口

m
a

間

默
1

叮
數
處
而

已
而
這
些
一
記
敘
由
上
下
文
我
們
可
以
清
楚
地
知
道
是

每
源
訟
天
主
的
特
別
啟
示
及
作
為
而
使
受
者
之
神
經

一
時
錯
亂
陷
於
一
紳
士
心
昏
迷
的
狀
態
中
而
不
是
來
自
先

知
欺
騙
人
的
手
法
蓋
一
回
來
這
種
狀
態
的
出
現
在
先
知

們
身
上
是
不
多
見
的
即
使
是
有
它
也
清
楚
地
被
指
出

.吉E五303 

是
來
自
超
然
的
因
素
而
不
是
人
寫
的
二
來
「
出
神
」

一
事
並
不
屬
於
先
知
任
務
的
本
質
他
的
任
若
是
將
得

白
天
主
的
使
命
忠
信
不
漠
地
傳
報
與
世
人

在
新
約
中
新
約
中
的
「
出
神
」
品
收
大
都
是
指

一
種
由
於
驚
游
客
怕
詭
異
而
造
成
的
特
殊
心
煜
狀
態

而
言
如
耶
穌
復
活
雅
依
洛
的
女
兒
之
後
來
人
都
驚
訝

得
「
臼
昀
口
呆
」
(
谷

5
H
)
治
好
擺
手
後
人
都

「
浦
懷
恐
懼
」
(
路
5
甜
亦
見
宗

3

刊
)
天
使
向
婦

女
們
報
告
耶
穌
俊
活
的
消
息
婦
女
們
「
恐
懼
」

(
谷

的
8
)
其
次
布
「
神
魂
超
故
」
的
品
收

(
宗
m
u
u

s
n
口
)
都
與
越
性
的
因
素
有
關

在
神
修
學
上
有
「
神
遊
於
天
」
「
神
魂
超
拔
」

的
說
法
是
指
某
人
之
心
盛
集
中
於

1川
天
主
往
來
上
而

暫
時
失
划
對
外
界
一
切
世
物
的
感
觸
狀
態
而
言

(
緯
)

3
b
叫
o
a
p
i
H「F
a
c
mJ
山
谷
紀
為
梅
瑟
五

"
u
μ
今
乍
如
刑
戶
」

i

1 
•• 

/
官
們

，
、
占
第
二
部
益
名
除

應
參
閱
梅
瑟
五
H
E條
外
亦
應
參
閱
院
及
紅
海
梅
瑟
西

乃
山
盟
約
約
訟
法
律
十
誠
約
櫃
會
幕
逾
越
街
大
司
祭

祭
把
學
經
年
代
等
條
此
處
只
簡
短
地
討
論
一
下
本
書

的
(
一
)
名
師
們
(
二
)
主
題
與
內
容
(一
二)
歷
史
背

反
(
間
)
作
詩
(
五
)
主
要
神
學
思
想

(
一
)
hv
n
m悄
而
們
來
人
援
占
告
取
首
旬
首
字
名

番
之
例
師
們
木
沿
心
「
近
些
名
字
」
希
臘
七
十
賢
士
譯

科
名
為
M
W
H。
已
。
"
即
「
仇
敵
」
制
別
之

ι
故
我
間
呼
叫

反
教
譯
瓜
「
山
川
崎
快
記
」
我
國
學
教
會
典
緒
步
譯
為

瑰。金主 「‘
人將 J封!
類以1 ;的
由色| 紀i
罪列1'-:。
惡子 這
的民 一
奴自 譯
役埃1 名
中，及| 更
救救哩
!抖出台
來的 本
的事會
預賀，的
象賀禮
和是勻，
初他 l封
步要早
質把文

(
二
)
主
題
與
內
容
本
泣
的
主
題
有
二
一
呻
吟
，
大

主
拯
救
為
奴
的
以
色
列
子
民
出
離
挨
反
擊
偏
進
入
一
耐

地
以
質
踐
他
向
以
民
列
祖
所
替
許
的
諾
言
二
為
天
主

在
一
也
乃
山
與
以
民
建
立
毀
約
以
使
被
選
的
以
氏
成
偽

天
主
在
世
上
所
建
立
的
神
權
政
體
的
神
間
為
此
學
位
自

們
皆
認
為
本
書
為
舊
約
歷
史
與
宗
教
的
樞
和
有
組
基

督
教
會
中
如
無
降
生
的
奧
跡
不
成
為
基
督
教
同
綠
的

制
中
如
無
山
谷
紹
亦
不
成
為
創
則
因
為
切
無
比

M
U
A

也
無
法
瞭
解
以
色
列
人
的
歷
史
與
宗
教
創
悅
紀
所
U

述
的
人
類
太
古
史
和
聖
祖
央
只
是
為
作
本
替
主
行
的

引
子
本
書
在
記
述
方
面
仍
是
繼
續
敘
述
以
色
列
人
的

歷
史
由
若
瑟
逝
世
釵
至
在
西
乃
山
立
約
並
也
立
會
位

本
書
大
致
可
分
為
上
中
下
三
編
上
一
編

(
1
-
m
章

)

記
述
以
色
列
(
雅
各
伯

)
的
子
孫
在
埃
及
所
受
的
壓

迫
但
天
主
決
未
忘
如
他
肉
亞
巴
郎
和
其
他
學
組
所
詐

的
諾
言
所
以
選
拔
了
梅
瑟
為
民
族
的
救
星
叫
他
領
導

自
己
的
同
胞
出
離
埃
及
以
偉
大
的
奇
的
叫
教
他
們
脫
離

奴
線
的
生
活
領
他
們
來
到
西
乃
曠
野
一
路
上
使
他
們

經
驗
了
天
主
大
能
的
呵
護
令
他
們
堅
心
信
賴
天
主
的

照
顧
中
編
(
的
l

m
章
)
和
下
一
編
(
鈞
|
物
品
取
)
吋

稱
為
全
積
約
的
中
心
記
誠
天
主
在
西
乃
山
上
將
們
已

啟
示
給
以
色
列
子
民
給
他
們
頒
佈
了
十
誠
和
法
律
給



梅
瑟
與
他
們
立
了
盟
約
使
他
們
成
有
特
選
的
民
族
成

海
神
權
玖
噓
的
副
民
從
叩
押
時
起
天
主
臼
已
作
他
們
的

君
王
和
領
她
住
在
古
供
中
的
帳
存
內
必
佳
命
切
末
的

子
採
代
百
姓
在
會
幕
中
服
役
行
祭
獻
天
主
的
大
地

(
一
二
)
歷
史
背
最
本
書
雄
是
以
色
列
于
民
連
國

立
意
的
一
部
緣
關
重
要
的
的
〈
吉
他U
W為
沒
有
提
交
埃

別
王
朝
或
國
玉
的
名
號
故
此
木
蓄
的
史
事
究
竟
發
生

於
何
時
學
者
們
的
忽
見
不
一
大
致
可
分
為
兩
派
一
派

站
為
以
民
山
雕
埃
及
是
在
第
十
五
世
紀
郎
在
埃
及

第
十
几
玉
朝
壓
迫
以
民
的
法
郎
為
杜
突
摩
息
斯
三
世

(
4
E
H
B
S
Z
H
H
H
n
-
H
M
C
H
E
H亭
台
)
釋
放
以
民
的

法
郎
可
川
默
品
非
斯
二
山
址

(
K
FB
E

。
可
玄
妙
口

F

立
志

自
之
N
C
)另
一
派
學
者
認
令
山
離
埃
及
之
事
是

發
生
在
第
十
三
世
紀
即
第
卡
九
王
朔
應
迫
首
為
辣
默

的
蚓
二
卅
一(H
UB
品
的
口
口
﹒
】

N
潰
，H
N
凶
N
)
釋
放
者

為
默
乃
弗
大
(
皂
白
口
。
可
S
H
N
M
M
a
H
N
N
S
M

刃
有
少
數
學

者
划
招
為
墜
泡
者
為
色
捕
捉
一
壯
志
。
卅
一HH
涅
卡

戶
也
∞
)

釋
枚
者
為
辣
默
色
斯
二
世
此
說
不
起
適
合

A
2

臼

引
J心
嗎
門
以
日
民
出
離
唉
刊
且
是
在
第
卡
五
山
川
一

i

屯
的
約
公

元
前
一
阿
凹
今
年
左
右
者
的
依
線
是
(
一
)
按
列
上

6
1
1

心
被
「
以
色
列
了
成
仇
敵
比
及
地
後
叫
自
八
十

年
做
縫
淪
作
以
色
列
王
第
四
年
「
齊
夫
」
月
開
始
建

造
上
主
的
股
」
按
比
年
代
為
九
六
七
年
在
右
加
四
百

-
八
十
年
約
為
一
四
四
七
年
元
右
(
二
)
有
些
扭U
F
U學

叫
一
弘如
倒
叫
(
〉
﹒
判。2
)，

圳
則
對
(
『-O
R
E
D

間
)

戶
等
認
丹
、
峙
，
那
里
哥
毀
滅
於
一
悶
。
3
年
左
右
所
以
出
離

303 ，隨τL 

埃
及
字
路
發
生
在
一
間
內
仆
年
亢
布
(
一
一
一
)
在
例
瑪

爾
納
場
所
發
財
的
凶
於
一
四
六
年
六
右
的
函
件
中

曲
目
志
誠
布
川
彼
餌
族
人
(
〉
立
2
)
倍
;
在
科
牢
地

之
事
母
一
名
快
到
心
為
川
的
布
魯
族
人
即
開
門
希
的
們
來
人
(
四
)

十
九
王
朝
的
默
川
州
大
的
神
文
上
八
門
1

比
絨
戰
勝
了

「
以
色
列
，r
N
」
之
菩
所
以
也
比
句
安
心
，
子
就
明
以
民

早
已
定
固
有
。
於
巴
力
斯
坦
于

1
)
則
日
臼
記
械
制
州
刻

反
長
會
言
及
以
色
列
人
住
在
關
懷
可
布
地
赫
市
甘
心
已
有

「
一
一
一
百
年
之
久
」
所
以
以
民
佔
以
訝
地
戀
在
一
四
仆
，

們
年
左
右

擁
抱
以

U
J
H
F
、
十
一
二
仙
扒
L
h叩
川K
J
離
九
丹
、
泣
的
學
者

多
數
依
據
最
近

I
P
-
-刊學
家
的
發
現
和
棕
皮
帶
吏
的
文

獻

(
一
)
L
!八
五
剎
住
都
於
底
比
斯
從
尼
維
汙
-
一
角

洲
地
帶
丑
娘
忠
字
防
御
U
仁
宇
以
戒
防
亞
洲
人
的
侵
入

追
至
第
十
九
五
湖
辣
默
仇
吼
叫
二
快J
山
反
比
斯
還
都

於
三
角
洲
強
迫
以
民
進
築
新
部
總
默
的
」
附
加
f
n
通
二

城
(
出
1
u
)

「
一
一
)肛
中
按
絨
毀
滅
的
時
間
叫
2
1
卜
自

學
家
尚
在
明
文
柵
叩
門
的
最
匠
，
y

們
的
污
行
學
家
做
怕
連

(
E

F
E
m
Y
H
)叫“
叫
為
是
在
第
十
二
惜

U
U
U
草
盔
、

(
5
D
S
D

片
)
川
口
叫
且
可
在
三
七
一
一

j

年
在
右
(
一
」
一
)

按
學
經
U
K故
以
已
列
人
在
約
伯
河
占
、
仰
望
遇
到
也
來

摩
阿
布
阿
直
可
耐
用
聽
終
正
閥
的
仇
授
(
，
刊
、
各
條
)
閃
而

考
古
學
得
知
逗
比
一
一
王
滴
在
公
元
的
三
一
一
叮
叮
年
之
前

尚
未
存
在
凶
為
在
這
一
帶
地
方
山
叩
巴
況
時
代
起
已

到
十
三
悅
紀
嘿
，
定
居
人
民
存
在
的
林
象
(
四
)
再
也
考

古
學
家
所
發
撤
出
來
的
古
城
如
拉
華
+
心

(
C
的

v
z
r
)

情m
d以
爾
(
已
各
國
『
)
只
待
H
卅
(
因
E
Y
n
一
)
乞
吹
“
間

(
只
有E
F
T
-
w
m司
)
等
都
毀
神
情
於
公
兀
前
來
!
七
一
以

紀
正
合
乎
e

叫
你
侶
的
時
t
A近
的
學
且
均
每
味
道
很
句
此

即
…
坊
默
色
斯
二
防
偽
略
迫
者
默
門
棟
大
路
線
叭
叭
荷
必

為
之
這
一
主
見
更
適
合
學
經
的
記
述
與
完
占
叩
門
+
的
造
出
暉

'
1
4
l
l
l
'

。

以
泛
突
汰
的
歷
史
雖
然
仍
有
些
難
題
向
得
解
決

以
色
列
人
山
綠
婊
仗
的
近
織
按
摩
約
記

H
N是
的

il--lof--till--' 於
仗
、
及
人
的
壓
迫
埃
及
人
難
追
以
氏
的
近
正
是
具
有

0

,1l11

,
14!t 

改
A
兩
位
的
我
們
出
埃
及
一
陣
史
知
道
?
一
瑟
與
笠
、
父
兄
在

技
及
能
撞
得
厚
過
是
通
有
這
時
的

u織
成
品
志
"
心
洲
的

希
立
索
斯
人
(
】
∞
u
c
l
H
M
S
Z
美
ω
C
ω

兒
十
以
條
)
當
弟

卡
八
王
明
的
創
立
人
叮
咚
恩
斯
一
世
(
〉
昌
平
臣
之
)

將
希
史
和
圳
人
逐
山
之
待
人
叫
民
為
一
遊
牧
民
脹
而

J
住

利
埃
及
人
口
繁
俊
佈
滿
了
整
個
三
角
洲
地
帶
(
山
山
1

7

)
並
H

玟
們
自
阿
瑪
爾
納
總
所
發
現
屬
於
1

四
肢

紀
的
一
附
件
中
得
知
那
時
山
時
及
在
容
納
字
地
怕
只
刺
亟

-
r〕
張
一
針
夫i
f

以
i
y

」
小
亞
棚
恆
的
前
特
人
(
旦
旦
門
ω

見

該
峙
品
)
色
札
利
用
混
混
建
仙
也
情
闋
的

m
A
在
攸
治
或
料
濟
土

拉
近
來
一
帶
地
方
與
決
及
拘
謹
述
手
征
途
:
什
年
之

0

,

l1llttall-

\
一-
s垃
冷
清
卡
九
王
朝
的
反
及
法
律
對
以
民
不
敢
開
以

叮
叮
刊
可
以

K
囑
A
X羽
洲
尸
H
A族
怕
他
們
總
凡

M
r
h
世
川
、
口

立
即
抖
哭
又

(
山
山19

刊
)
河
默
色
新
-
一
叭
，
尸
，
心
的
均
可
敝

人
咬
人
凶
i

遂
在
三
角
洲
地
帶
大
僻
、1
不
可
巾
的
人
后
悅
。

三
角
州
與
巳
力
斯
蚓
池
邊
輝
的
以
民
作
奴
沿
途
築
防
禦

工
事
(
山
I

U
!

H
)
由
此
以
晨
在
水
泛
火
熱
之
中

呼
求
了
上
土
上
主
遂
興
起
了
制
到
街
惜
神
州
叫
此川
線
，
叫



~
及

山
叫
~
(
間
)
作
者
於
本
餘
的
作
者
問
抵
詳
見
叫
到

一
五
舟
昕
一
瓶
無
論
拔
制
圳
人
的
傳
統
或
教
會
一
頁
的
主
張

于
皆
認
為
本
卅
日
的
作
者
為
約
瑟
至
少
主
要
部
分
(
見
一

九
四
八
年
一
月
卡
夫
口
法
應
學
叩
開
委
員
會
答
巴
旗
總

主
教
訓
川
叫
“m機
品

)。
悔
瑟
改
勾
頁
切
此
是
大
的
使

命
將
以
封
鎖
圳
股
啊
，
送
往
一
漏
地
也
立
「
雅
心
」
神
闢

被
且
自
已
又
是
身
校
其
境
親
臨
其
箏
的
見
澄
人
對
於

一
些
電
大
的
事
鎖
刊
然
到
此
為
得
比
江
刊
人
皮
肉
神
州
州

有
他
本
人
方
面
來
誰
是
一
生
不
會
忘
掉
的
娘
將
通
人

的
心
海
來
說
像
他
一
這
樣
山
呵
呵
呵
宗
教
與
政
治
領
俐
的
偉

大
人
物
一
定
要
把
他
一
生
不
擔
志
悴
的
事
做
博
淤
後

仰
何
莉
還
有
天
主
的
命
令
叫
他
將
這
些
重
要
的
事
做

錄
淤
育
問

(
川
口
H
u
m
-
u
m
叮
)。
算
時
研
制
對
所
起
的

事
貨
眩
質
有
時
仇
符
頁
的
加
叫
做
民
的
長
子
給
逾
越
的

羔
羊
的
血
兒
淤
死
亡
渴
而
也
定
了
金
鐘
鴨
山
與
曲
慌
慌
t
m

H也
由
天
主
乎
中
接
受
了
L
I
滅
奠
定
了
宗
教
的
基
楚
的
)

由
於
←
誠
的
領
忍
不
能
治
內
人
事
凡
此
父
寫

f

法
律

會
為
給
以
民
油
站
立
宗
教
的
中
心
又
遠
立
了
會
來
以
表

明
天
主
的
鳴
在
這
一
切
與
梅
瑟
職
守
有
關
的
事
鎖
說

是
悅
目
必
約
時
的
心
晶
郵
費
為
可
信

(
五
)
主
宴
的
神
曲
事
恩
怨
縱
穆
家
比
自
治
為
本
持

在
街
約
中
的
藍
，
婪
性
有
如
一
幅
ι
日
在
新
約
巾
一
樣
新
約

中
如
無
一
福
才
口
的
存
在
其
餘
的
東
問
籍
根
本

無
注
解
釋
同

樣
預
約
中
如
無
出
谷
紀
其
餘
的
書
籍
亦
難
於
明
暸
因

為
本
K
H所
包
含
的
神
學
概
念
不
但

m
V
J
響
了
令
部
內
約

五304 

甚
而
可
自
成
為
叫
制
制
的
神
氣
其
主
婪
者
叫
天
主
的

超
然
存
在
天
主
具
泣
的
偏
在
天
主
叫
到
以
民
的
慈
昂
起
與

照
顧
刀
口
還
u
m放
進
述
節
伊
約
法
律
約
種
會
塔
瑪
納
敬

禮
闖
關
健
節
曠
野
等
等
拉
力
雄
然
包
，
山
切
比
眾
多
的
科
研

觀
念
的
(
其
最
主
要
者
釘
一
二
是
土
主
(
雄
心
寺
內
)
是
以

色
列
人
咖
酷
似
抖
的
唯
一
真
天
主
二
是
以
色
列
赴
仁
主

所
特
還
的
叮
叮
恥m
M
U礎
之
川
H
f

川
陀
利
比
二
竑
實
是
以

色
列
沁
教
與
感
史
的
兩
種
安
扎
亦
是
叫
叫
圳
沈
治
與

宗
教
的
基
終
與
中
心
本
車
間
本
但
哼
一
小r
天
主
的
川
崎
然

存
在
和
他
的
唯
-
性
交
計
哩
咕
同
時
也
頭
去
了
他
其

聽
的
臨
在
對
天
干
一
切
均
闊
的
勝
攻
人
尤
其
漪
，
叫
己

的
選
用
伏
特
別
，y
以
是
隨
處
煦
品
相
以
明h
a
仆
已
是
他
們

的
天
主
戶m
u
h
J一
方
圳
叫
“
〕
列
，
于
民
持
了
現
約
叫
天
主

也
頁
起
了
特
殊
的
美
喀
J
U校
是
誓
死
岱
倍
於
上
斗
士
次
不

可
故
拜
外
族
的
邪
神
要
情
守
天
主
研
訂
立
的
典
章
依

ola--

, 

閻
明
天
主
所
指
示
的
方
式
教
拜
天
主
以
氏
忠
信
與
台
關

係
若
他
們
的
生
仇
禍
福
(
幻
扭
扭
)
所
以
以
氏
的
拔

了
一
漏
地
之
後
兩
家
旬
，
哎
敗
的
時
候
先
h咱
們
屢
次
郎
伶
於

他
們
的
不
忠
和
行
約
(
列
上

M
H
政
u
l
e

7

日

e
l
u
6

依
圳
的5
蛇
口

1
M
H
N
!
"

則
必
叫
“
竹

山
裕
，
司
的
料
，
官
司
為
足
以
色
列
ι
J鼠
建
凶
娃
敬

的
娃
恰
所
以
在
以
民
眼
中
共
有
、
水
遠
的
價
俯
在
此
以

後
的
詩
作
宙
間
不
川U
U茂
的
品
與
几
吃
起
約
的
事
跡
沾
了

每
部
海
籍
的
童
心
恥
地
札v
h
d連
叫
眾
與
品
旬
方
面
亦
受

了
本
悴
的
六
大
的
后
響
駝
，
巾
K
A
叩
如
巾
，
啪
的
1
l
u

蘇
圳
的

同
6
.
g
H

捌
上
已
﹒
8

則
上
，B
H

州
州F
n
J幻
制

7
n
M
下
9
6

|

盯
等
也
制制
叫
恥
仙
，
帥，仇
恨
叭
叭

酬
叫
別
的
的制W
S
M
a
M

|

刊
倒
叫
的
1
"

“

1

盯
等
處
先
知
秀
中
切
除

u
l
u
?

叮
扭
扭2
叫

t
'
1

λ
1、

i》

4
7
5
T
t
A
T
S

吱
H
6
1
w
6
Q
O

刊
仇
Y
8
7
t
u
u

:
司
汁
，
、

7

1

h
1
2
4
4
4
:
4
5

】

臼

5
3
9
n
l
s
z
1
2
7
n
1
1
H
a
l
-
-
a
n

'
、J
E
J

i

a
f
0

，

4

，

l
-
I

I
H
M
"

。
“

m
4

月
叫
“1
6

問

4
H
7
M
m
L
J
E
a
u
t

q
J
:
:

兩
J
Z

弓
3
1

叫
“
門
，A
e

為J

.• 

司
3
.
a

i
f
A
'
‘

i
b
t
a
'

‘

。

-

I
n

咕
押
，
越
此
外
也
叭
叭
，
事
芹
所

i
u
u帆
泊
山
丸
山
芋
，
巾
，

m
w
仆
，
竹

頂
部
恨
的
苛
技
何
可
比
得
斬
，
h
N
I教會
的
生
前
與
啥
滋
也
句

其
特
殊
的
偵
他
見
裕
均
5
7
8
m
2

‘
五
"
3
5
7

打
1

口

3

H
6

扭
扭
俐
的
1

悶
，

H
2

9

叫
作

旦
仙
似
學
者
們
的
抗
卅
日
站
到
几
吋
叭
竹
竿
隔

V
H
H
-
K
喊
叫
‘
?
似
的

次
序
而
寫
的
以
改
明
天
主
子
耶
穌
H
唱
詩
叫
阿
乍
一
來
附
領

導
眾
生
竹
籬
此
快
歸
返
天
之
懷
圳
一
何
如
梅H廿
一
詞
峙
，
以

民
山
種
樹
則
進
入
福
地
-
K艾
略
川
3
咚
叫
l
自

“
山
4

與
布
2

1

1
U

卅
日
山
泉
"
J
2
u
m
U
H
MU

奧
拉
3
5

山
山
的I
f

品
與
“
打6

目
的
作

4

元
化
使

。知

見
正
巾
花
朵
的
唾
河
布
判
，
花
叫
兩
峙
的
墜
入
赫
特
人
阿

駕
爾
納
蛾
述
的
刀
口
選
出H
E
盟
的v
i叫
作
札
削
價
穹
吶M
R
a月

夜
筍
曠
野
「
雅
晴
」
(
州
州
)

酬
加

一音
(
CmH
2)人
f
A
衣
寄
予
他

:
-
J

之
，
、
得
」
主
意
或
「
荊

K
M
a
是
一
何

人
」
「
化
悅
」
h
/
-
t
甘
心
是
叫
巫
山λ
H
A
y
-
r
r
J
(

訓
4

1
)

“
用
心
來
又
生
其
弟
也
的
一
街

m
x
日
特
色
峭
怕
你
A
以
遊
牧

神
州
生
(
創4
2
)

4

一
人
，
川
叫
扛
主rm
r
?
但
上
主
巾
悅



了
的
制
甜
的
祭
他
部
沒
有
悅
納
圳
剖
的
何
拔
荊
州
叫
上

沒
有
位
及
可
能
是
因
悶
亞
伯
爾
特
最
好
牛
羊
嗽
與
上

主
而
圳
剖
則
以
普
通
者
作
為
祭
物
或
者
是
二
人
獻
祭

的
劫
機
件
不
相
同
之
故
於
是
加
1
日
懷
恨
在
心
歸
罪
其

弟
而
起
役
意
必
有
上
主
的
恐
嚇
在
先
(
創
4
6
7

)

仍
將
其
弟
役
死
M
K田
間
(
側4
8
)
寫
此
滔
天
大
罪

上
主
咒
罵
了
他
(
削
4
9
U
M
)
並
給
了
他
一
個
記

號
以
防
人
報
仇
將
他
投
寄
但
此
迫
號
扑
打
何
不
得
而
知

不
少
學
者
以
為
是
一
種
遊
牧
民
族
所
用
的
紋
身
叫
你
紀

以
別
淤
其
他
家
族
這
種
習
俗
至
今
仍
兒
於
曠
野
中
的

具
杜
因
人
「
加
音
離
開
了
上
主
的
面
住
在
伊
甸
東
方

的
制
吼
叫
地
方
二
制

4
M
)，

過
著
遊
甘
尚
不
定
的
生
比

他
的
從
代
見
創
4

叮
訕

新
約
中
稱
亞
伯
爾
是
「
義
者
」
(
瑪
幻
品
)
加

剖
是
殺
弟
的
兇
手
是
不
義
之
人
他
的
行
為
是
邪
惡
的

而
其
弟
的
行
為
是
正
義
的

(
“
-
3
時
)
。
他
的
俺
小
獻

不
中
悅
於
上
主
的
原
因
是
因
怨
他
缺
少
信
德

(
希
口

(
符
)

世M
H
L
止

E
Z
F
J

是
起
默
洛
得
所
述
的
問
城

引m
ι
H
M
7
L
r
ι
f
b
y
mw
E」

-
J
4
1

，
、
之
一

(
創
刊

u
u
)
此
地

的
考
古
工
作
始
股
蚓
蚓
剖
開
(
H
h莖
且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之
後
蚓
蚓
剖
開
(

宮
"
-
z
g
旦
繼
續
開
掘
有
許
多
古

建
築
逍
基
大
忱
的
雕
刻
及
十
分
有
價
值
的
文
件
山
山
土

-
問
世
考
古
學
者
的
結
論
是
加
拉
在
亞
述
帝
國
時
代
是

前
一
二
挫
重
要
的
大
的
恥
雄
會
毀
於
戰
爭
翻
白
區
述
凹
岡
刷

戶
，
副
主
戶
八
八
三
l

八
五
九
)
至
連
比
織
及
華
旅
閥
勢
比

305-306 主五

時
代
的
牌
坊
文
件
保
存
於
非
拉
德
非
刷
刷(
H
M
E且
丘
，

M
E
"
)波
士
頓
及
組
約
的
博
物
館
巾
拉
雅
得
的
主
要

發
現
是
一
座
黑
石
仰
文
於
一

八
六
四
年
出
土
其
上
載

有
沙
耳
瑪
刊
，
包
三
悅
的
功
紙
被
其
所
衍
服
及
被
迫
進

泣
的
民
紋
中
亦
有
叫
叫
州
的
前
胡
主
於
一
九
五
一
年

發
現
了
一
很
石
往
其
七
氾
以
亞
述
巴
記
帕
耳
二
此
寫

慶
祝
他
的
新
宮
殿
的
熬
成
典
磁
於
八
七
九
年
在
此
城

大
事
惜
地
客
借
助
的
人
竟
有
六
消
九
千
五
訂
九
十

四
人
之
多
提
到
大
溢
的
食
品
等
是
閏
月
艾
1
1

i
s
的

絕
好
寫
照
此
石
柱
現
存
於
伊
拉
克
的
路
穌
耳
城
的
博

物
館
巾
加
拉
城
就
是
現
在
的
尼
默
洛
得
城
位
於
恆
布

(
N
"
σ
)
河
流
入
底
絡
里
斯
(
d
m月
2
)
大
河
的
入
口

附
近
處
(
韓

)

徊
，
加
學
吉
凶
己
去
豆
豆
丘
吉
」

-

J

d
r
4
l

'

、
占
/
T
H
心

的
神
此
神
乙
做
洲
慨
激
滔
佈
閃
族
的
區
域
仙
甘
冉
來

源
均
不
汙
是
賜
人
幸
運
的
神
明
飛
來
與
希
臘
及
羅
馬

的
幸
逃
之
神
成
得
叫
一
神
明
以
民
中
絡
外
在
充
軍
之

徒
完
白
不
少
的
人
崇
拜
此
心
艸
凡
是
以
布
依
她
以
必
先
知

的
立
斥
(
似的
u
)。

，

@
人
名
遠
咪
的
先
見
者
亦
被
稱
為
先
知
在
遠
昧

的
白
流
↑
人
民
之
後
上
主
打
發
加
得
去
告
訴
迷
咪
任

選
三
種
懲
泊
之
一
路
賠
補
品
失
戶
口
的
過
失

(
撇
下

圳
的u
1

H

編
上
m
g
u
)

並
告
訴
遠
比
可
應
在
耶
步

喇
喇
軾
八
擎
的
禾
場
上
為
上
主
建
立
一
座
祭
使
(
激
下

M
U
U
)在
另
一
個
機
會
上
勸
告
這
時
不
要
留
在
米
炫

帕
的
山
來
中
(
織
上

n
s
)
按
另
一
種
傳
說
亦
會
岫

納
山
區
俏
肋
達
咪
墊
咐
他
做
峰
上
主
的
經
儀
及
照
寫
達
咪

的
年
還

(
織
下
的
自
一
編
上
的
目
)

句
人

h肛
門
及
文
派
名
是
雅
各
怕
的
第
七
個
兒
于
自

肋
俐
的
牌
仗
齊
耳
帕
所
生
生
後
肋
阿
遂
說
「
好
幸
連

說
給
他
起
名
叫
蚓
倒
閉t二
﹒
削"
9
|
U
)。
由
圳
制
的

後
代
而
組
成
的
文
派
吽
切
得
支
派
這
一
支
派
的
名
字

踩
叫
作
「
幸
運
」
質
際
上
它
的
連
氣
並
不
太
好
在
西

乃
廠
對
時
有
四
萬
五
千
六
尸
U
K
十
壯
了
(
戶
1

臼
)

但
忽
略
阿
布
的
戶
口
刊
峭
壁
上
只
剩
了
四
篤
零
五
百
人
、

(
戶
詢
問
i

M
)
佔
領
零
地
後
加
得
所
分
的
土
地
且
正

在
后
似
河
東
的
次
等
土
地
亦
是
距
聖
殿
最
遠
的
女
派

(
則
必
喃
盯
甜
)
在
阿
爾
問
世
及
雅
波
克
河
之
間
除
了
常

受
木
地
活
民
的
欺
凌
外
又
應
對
付
由
外
入
侵
之
敝
人

是
以
幾
乎
連
年
敏
等
也
仍
然
毅
力
幫
助
了
其
他
的
支

派
(
仇
l
u

1

刊
)
拉
熱
鳥
，
耳
時
伐
有
不
少
的
以
色

列
，
于
民
馬
逃
避
培
肋
舍
特
人
的
迫
虹
口
晶
回
來
此
地
居
住

(
船
上
口7
)
。
制
蚓
到
迫
害
問
喇
院
也
有
不
少
的
圳

得
人
收
泣
的
者
而
追
陷
這
咪
「
他
們
是
孔
式
有
力
精
﹒

於
作
做
能
使
用
籐
牌
給
矛
的
勇
士
函
貌
相
似
獅
子
敏

卅
-
J竹
如
山
上
的
羚
羊
」

(
編
上
也
9

)
這
昧
的
三
卡

勇
士
中
就
白
加
得
人
巴
尼

(
搬
下
幻
師
)
遠
咪
科
全

戶
門
時
白
山
得
支
派
開
始

(
撒
下
叫
的5
6
)
默
沙
僻

文
上
亦
會
提
釗
刑制
人
(
第
叩
行
)。
後有
大
尉
刮
恥

王
叫
回
訓
的
入
侵
佔
領
金
制
剖開
地
區
(列
下
沁
抽
}

北
間
沁
們
也
同
主
持
油
，
每
人
默
划
，
但
吟
國
E

哎
抽
m
f
t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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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瑚
到
蚓
自
稱
為
主
凡
十
年
之
久
(
到
下
的
u
-

M
)

山
之
其
後
有
到
制王
份
研
巴
拉
紙到
叫
色
爾
來
且
將
圳
側
向
人

-
充
，
直
至
亞
述
地
區
(
剛
下
的
詞
)
而
其
地
區
划
寫
阿

一
睏
蚓
人
所
佔
居(
職
付
1
i
e

) 。

(
韓
)

-
p
m
拘
「
P
Z
L
品
新
約
上
四
位
教
友
的
名

:

-
J

、
.
'
，

、
{
子

一
馬
其
頓
人
保
祿
的
同
伴
當
厄
弗

所
的
銀
匠
德

默
特
琉
倡
導
同
行
作
亂
反
對
保
祿
時
曾
被
厄
弗
所
城

人
所
逮
捕

(
宗
的
血

)

二
德
爾
貝
人
對
此
人
或
們
惟
一
所
知
者
是
保
祿

第
三
次
傳
教
結
束
時
加
約
會
伴
同
保
祿
返
問
耶
京

(
莉
泊
4
)

三
小
亞
細
亞
的
教
友
會
收
到
若
望
」
宗
徒
的
一
封

函
件
(
右
三
1

筍

)
其
德
行
及
傳
教
的
熱
心
倍
受
宗

徒
的
讚
鈞

四
格
林
多
城
的
教
友
保
祕
會
給
他
付
能
並
讚
賞

他
好
客
的
盛
情

(
研
朧的
自
格
前
1

H
)
很
可
能
他
的

家
庭
是
當
時
教
友
們
集
會
的
處

所
及
恢
rh
教
友
們
的

休
息
站

(
韓

)

心m
h
m隨
巾
「。
丘
吉
)
村
名
有
「

'水
陳
」
或-V石

:

-

J
Y

I

'

、
堆
」
之
意
在
耶
京
之
北

是

自
蚓
京
至
到
凹
必
經
之
路
在
剛
刷
出
如
何
附
近

(
例
ω

臼
叩
)
撒
{
馬
耳
會
將
己
女
達
味
之
妥
米
加
再
嫁
給
加

林
人
帕
耳
促

(
撒
上
站
“
)
絕
大
多
數
的
學
者
贊
成

它
就
是
現
今
的
卡
谷
耳

(
因
﹒
閑
心r戶
戶
戶
)
廢
拉
在
現
今

阿
刺
伯
村
阿
納
塔
之
西
一
公
里
處

(
韓

)

:íl 五

m
加
納

(
p
n
w
)
巾
且
用
品
「
蘆
葦」在

-
J
;

、

加
里
肋
亞
省
是
耶
穌
顯
第

一
個
專
跡
變
水
為
涵

的
地
方
(
對
2
1
u
)

在
它

的
附
近
處
耶
穌
治
好
一
王
恆
的
兒
子
(
右

4

“

i
H

)

它
亦
是
巴
爾
多
旅
戊
宗
徒
(
即
納
塔
汁
月
)
的
山
生

地

(
m
n
l
)

至
於
(
匕
現
在
係
何
地
孔
有
兩
種
芯
見

其
一
日
正在
制
固
蚓
之
北
八
公
里
處
仍
名
圳
俐
的
村
莊

其
二
是
在
納
區
肋
東
北
十
四
公
里
地
方
的
卡
納
廢
址

處
但
前
者
之
意
見
似
乎
更
為
拳
確
因
該
村
有
水
泉
符

合
若
2
1

|

口

的
描
述
且
有
一
庫
吉
教
堂
的
迫
跡
以

記
念
耶
穌
的
第
一
個
學
蹟

(
韓

)

晦

"
H
t
A
U「C
良
主

城
名
原
文
有
「
壓
榨
俏
的
汁

到

品
H
川
恥
摔
•• 

/
。2
7
、丸
，

i
l

t

F

吧

，

、
的
場
所

」
的
意
思
在
學
經
上

這
個
名
字
是
相
當
背
遍
的
寫
了
彼
此
之
間
的
區
別
括

加
一
名
詞
比
如
加
特
赫
咒
爾
加
特
黎
孟
等
這
裳
所
說

的
是
捨
肋
舍
特
人
的
加
特

(
亞
6
2
)
它
是
最
多
單

獨
以
加
特
出
現
的
它
是
培
肋
舍
特
人
所
屬
的
五
城
之

一
(
叫
做昀
3

撒
上
6

口
7

H
等
)
大
概
在
阿
瑪
爾
納

的
文
件
上
已
有
所
記
敘
按
學
科
的
記
載
只
有
在
迦
薩

阿
士
多

得
及
加
特
尚
有
巨
人
的
存
在

(
蘇
口
自
見
戶

口
阻

)
被
這
味
殺
死
的
巨
人
哥
肋
雅
就
是
加
特
城

人

(
繳
上
口
4

做
下
幻
u
n
編
上
到
6

6
)
它
的
居
民

被
稱
為
阿
納
克
人

(
蘇
u
n

)
自
民
長
時
代
的
末
期

加
特
人
成
了
為
難
以
民
最
甚
的
敵
人
撒
鳥
耳
追
學
達

咪
時
達
味
走
投
無
路
只
好
來
加
特
城
阿
甘
盟
士
閻
王
處

避
難
受
閻
王
之
款
待
並
接
受
閻
王
之
艘
，
|
|

一
座
靠

海
城
市
名
漆
刻
拉
絡

者
戶
間
上
們行
，

μ

吋
也
俱
來
創

喇
漸

次
獨
立
強
也
於
蚓
則
制
被
擁
立
H
M
L脫
離
別
蚓

王
的
勢
力
範

圍
尤
其
在
佔
領
東
京
定
都
之
鱗
，
由其卅
兵

戰
敗
叫
民
的
世
仇
叫
蚓
人
(
制
下
幻
目
欄
上
到

4

-

8
)
但
這
種
勝
利
很
可
能
只
是
的
時
的
主
於
微
維
浦

馮
主
時
間
基
士
仍
稱
王
於
加
特
城
(
列
上
2
曰
“

)

其
後
韌
哈
貝
罕
會
在
此
坡
修
娃
防
禦
工
事
但學
者
們

懷
疑
是
否
就

是
在
我
們
所
說
的
加
特
城
抑
是
摩
勒
協

特
加
特
域

(
縛
，
下口
8
)
在
這
昧
的
衛
隊
中
有
一
隊

是
由
加
特
人
所
組
成
(
撇
下
的
M
M

)

加
特
人
之
勢
扣
日
褒
終
於
屬
於
阿
市
多

得
城
管

轄
(
到1
6
)
公
元
前
七
一
一
年
揪
爾
貢
出
征
阿

市

彩
，
得
時
亦
同
時
將
加
特
消
滅
加
特
城
的
確
實
位
溫
至

今
沒
有
答
案
學
者
們
的
意
見
速
向
敵
色
彼
及
熱
血
祖
尼

英
所
指
山
山
之
地
點
共
有
去
處
之
多
位
部
卅
一
處
能
雄
耐
心

就
是
有
日
的
加
特
城

(
韓

)

n
h
削
b
u
y何也
可
「
c
r
H
F
H
J
(
一
)
城
名
原
惹
不

:

-
J
E
d
-

-

'

、
詳
按
列

上
9
u
可
能

是
「
毫
無
價
值
」
的
意
思
是
屬
阿
協
爾
支
派
的
一
座

城
(
蘇
的
盯
)
史
家
若
瑟
夫
說
它
距
約
塔
帕
塔

(
即

耶
法
特
(
4
0宮
)
廢
址
)
有
四
十
個
「
斯
塔
狄
」
遠

(
即
七
千
四
百
公
尺

)
但
學
者
們
大
部
同
意
它
在
阿

苛
(
〉E
C
U〉
Q
O
)之
西
十
三
公
監
處
即
現
今
仍
同
名

之
加
步
耳
考
古
家
在

此
地
之
發
現
證
明
遠
在
公
元
前

兩
千
年
左
右
已
有
人
居
住
於
此

(
二
)
加
步
耳
是
加
里
肋
亞
的
一
區
制
制
制
將



此
區
賜
與
提
洛
玉
希
蘭
作
他
幫
助
修t
t砂
土
般
的
報
酬

(列
上
9
u
l
u

)加
步
叫
地
區
H
U

的
二
卡
紹
一
娥
呵

能
是
以
長
所
布
的
最
好
的
區
以
之
一
但
是
圳
叫
王
A

冀
略
問
業
恨
他
J

情
味
，
小
欲
惚
之
且
以
的
兩
得

C
P們
几

也
聲
叫
抖
的
土F
文
反
具
他
聖
經
地
力
我
們
知
道
巳
您

在
L
f獎
"
冶
m
r乏
誠
的
北
心

(
圳
川
下的自
制
9
u
)。
原

是
拉
納
字
人
的
地
區

H
E
j所r
r

歧
不
欲
接
受
喇
喇
喇
乃

終
以
民

J
孩
一
口
圓
滑
住
」
正
式
釗

π
M
H
I心
的
問
吼
叫(
編

下
8
2

)
若
失
真
如
此
則
通
二
十
哩
城
態
大
部
收
於

阿
苛
附
近
的
沿
海
謹
慎
(
如

)

口
的
干
干
有
J

「E
D
O
F
J
是
別
叫
到
巴
部
的

3
4
t
N
1
』

7
/
f
h
y
且
已
旬，
2

、

i

-
f

‘
自
'
，
:
、

-
W呵
成
(
叩6
2
)

亦
名
加
耳
←
州
(
依
凹
，)七
三
八
年
筒
，
必
倍
校
存
在
肋

叫
叫
估
的
叫
曲
目
固
定
糾
糾
制
制
蚓
蚓

(
M
h丘-
g
心
)中
何
川
省

統
奸
似
此hf郎
自
仙
降
至
仇
即
私
拉
利
依
(
肉
，
戶
戶

{
E
r
s
e
…

在
現
今
的
叫
刮
到
(
控
告
3
)

東
也
約
十
六
公
民
及

另
一
向
絨
可
一
寫
怕
得
|
|
的
東
札
(
樽
)

m
h州
甜"
#
R
「p
r

己
人
名
后
已
是

-
A
-

.
，
:
'
，
、
「

串
ω
恐
水
病
的
」
或

「
可
郡
的
〕
亦
是
家
族
名
(
騙

上
4
臼
覓
刷
上討
3

一
佔

似
荷
只
能
之
後
以
之
作
3

付
印
地
仰
H
N川
均
川
叫
叫
攻

哨
位
圳
分
g
r地
(
8咐
M
6
l

凹

的
時
刊
訂

閱

A
l

間
，
目
亦
兒
q
M
H制
上
6
H

門
路
門
後
來
的
傳
比
他

-是
恥
科
別
的
兒
，
h
圓
圓
淵
划
支
比
別
制
間
的
助
工
制
及
樹

帥
一封
打
發
去
摯
地
的
偵
探
之
一(門
口
‘

一
因
他
有
信
心

戶
叫
人
本
怕
飯
后
放
証
他
J
i仰
的
全
凶
民
中
除
了
制
制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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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外
只
有
他
進
入
了
一
兩
地
(
間
的
叩
U
H
6
l
9

耐
心
“

甘
心
目
)此
圳
叫
圳
與
編
上2M
H
U
m

所
品
的
倒
叫

龍
的
兒
「
圳
叭
布
卅
芯
一
人
亦
被
稱
時
叫
叫
蚓(欄

上
2
9
)

糾
U汁
6

消
州
州
圳
圓
明
圳
圳
圳
此
或
有
是
圳
咐
刻

的
兄
弟
(
此
峭
的
口
均
1

臼
)
，
故
此
有
人
以
再
叫
他
們

原
是
U

東
人
的
後
裔
但
後
來
吋
勛
圳
、
佔
績
也
土
地
有

功
而
被
歸
納
於
納
大
支
一
派

(
韓

)

叫
，
閉
嘴
明
時RE
P
E似
地
中
門
到
叫
古
八
門
過

:
-
4
F
E
-
-
u
n
l
'

一
比
約
在
公
元
前
一

凹
二
年
刊
、
志
也
為
叫
的
民
m
y
k
人
的
口
川
附
件
肌
肉
大
司
的
法

與
蝴
蚓
人
仙
啥
叫
U
S
H
U
約
於
是
叫
划
于
自
恥
而
圈
圈
叫
什
主
叫
做

告
這
一
的
“
A
M
V
J自
咐
他
們
保
在
糾
糾
~
使
其
必
縛
，
叫

兩
手
等
的
得
必

d
G

叫
什
圳
人
經
過
別
刮
大
叫
然
的
心

旋
已
成
了
縛
侃
的
恥
友
在
偉
收
道
通
告
的
闖
京
h
y
h
m
早

上
有
圳
喇
喇
(
M
t的
臼
)
。
己
的
伙
泊
是
汪
小
叫
酬

報
的
還
南
部
門
的
訓
東
街
屯
的
情
咚
稚
可
反
而
尚
有
叫
刷

刷
刷
東
南
有
明
斟
蚓
(
則
上
的
自
)
，
北
奇
則
叫
她
在
叫

黎
雅
曾
有
一
批
僑
…
闊
的M
F太
人
這
一
區
在
公
元
前
一

二
九
年
紅
布
被
訓
為
制
叫
-
行
比
圳
刺
刺
的
人
比
眼
剪

掉
執
何
不
少
許
名
的
催
人
及
阿
組
織
校
的
山
的
永
手
巾
，
叫

此
地

(
特

)

新 315

~I <D tJn 
區 別色
空，↓I 丁(!l. ! 0古
自 主 EE
|口 tT r 
|指 F F 

新 巴I ,...,,, 
五 比I lf ;:i! 
朝 倫I ê:是
i::t 南 EE
J-I、 jlME
( 主主

公 近
元 波l

前
六
二
五
始
)
圳
創
刊
地
片
，
拾
金
叫
別
叫
帝
闢
敝
國

(
叭
叭
的5
)。
圳
創
刊(無
「
地
」
字
)
U
S通
紅
劉
樹

上
是
指
外
方
人
行
恥
廿
一
叫
之
喘
息
雖
然
也
有
些
地
方
圳
剖

析
川
是
地
叫
呵
，

r
n
(叫
叩
叫
到
剖
臼
叫UH
n
M
)

@
扒
拉
「
人
在
制
制
上
有
下
列
冉
一
義

a

團
團
閃
族
的
州
州
州
九
由
南
方
入
化
得
助
於
利
制

九
而
將
叫
樹
人
教
勝
(
見
到

F

川
的2
向
1

口
)
。

b

一
。
怕
也
[
人
的
叫
制「
到叫
蚓
的
川
川
史
地

(
叭
叭
刊
詞
缸
)

c

喝
川
叩
門
穹
的
一
個
民
族
(
這lf
h

甜

9
1
)

d

司
然
們
天
突
示
出
你
來
交
旬
，
仁
的
(
出
2
3

4
3

8

叫

)

內
時
的
前
峰
作
者
們
常
將
切
色
J

一
九
混
亂
肉

用

(
M
W
)

明
h
m胡
1
何
時
「p
主
人

H
R
F
r小
結
吋
說
是

-
J
1
l

『
句
，
、
講
一
被
清
抖
，
叫
她
巾
的

棕
糾
被
」
是
可
則
倒
閉
的
兒
F

州
f
h
l刊
注
忍
圳
圳
仆
人

抑
是
叫
別
圳A
叫
他
乘
刮
叫
人
舉
行
的
照
笛
的
締
。

A
w
m
起
而

倡
導
倒
叫
人
來
反
抗
附
內
野
內
存
問-
h人
多
陷
乙
到

很
城
吋
卅
卅
一
少
抖
抖
消
中
向
阿
防
默
肋
客
車
的
誠
心
持
快
棋

擎
的

H
d
n
J
I
H斗
大
收
連
叫
化
、
械
、
人
純
系
圳
仝
帆
蛾

外
(
卜
川
、
9

甜
!

“
)
(

特
)

的
加
州H
d
章
主
「
的
心
『
Z
早
已

是
必
忱
。
舟
定
耶

-
J

l
-
3
3

，

\

穌
究
課
的
地
方

原
文
來
自
開
叫
封
丸
有
「
肉
也
九
民
」
之
色
制
蚓
文

圳
布
「

F
b峙
塌
地
」
之
會
顧
名
思
宰

a
h
訊

處
以
'
字卅一
可
哺



~
地
俑
，
傳
名
(
萃
的
問
』
它
在
耽
京
織
內
的
權
切
地
點

地
~
至
今
仍
是
學
者
研
究
的
對
象
雖
然
著
名
學
省
高
桑

一
(
3
2
3
之
凹
叫
樹
(
慰
問
凶
神
已
)及蚓
州
(肉
。
咕
咕
)

于
主
張
志
就
在
現
A
1期
關
會
院
(
鞭
刑
會
院)
(
E
m

-

m
n
E
S
)及
隔
壁
喇
喇
玄
修
院
的
中
闊
地
帶
這
倒
問

題
與
刮
到
別
堡
壘
的
位
置
街
陶
冶
見
孩
條(韓
)

的
，
加
畫
來

F
e
z
J
時
「
十
城
區
」
之

3
4
λ

、
、;
9
/

、

一
是
相
叫
文
化
的

堡
品
加
位
必
制
叫
河
之
且
在
加
到
叫

W
I
E之東
南
約
十
公

里
處
即
現
今
的
鳥
木
凱
斯

(
d
E
r仿
古
)亦
稱
加
達
爾

其
喝
喝
有
溫
泉
是
旅
遊
勝
地
談
闊

8

祖

訓
5
1

制
8

站

也
在
叫
它
的
原
來
地
區
伸
展
至
加
里
肋
通
湖
邊
除
此

叫
樹
制
之M刊
另
有
一
蚓
蚓
蚓
比
是
喇
喇
喇
的
省
都
未

被
幫
別
提
扎
二
者
不
可
混
作
一
淡(
韓

)

n
H
3
3
罕
至
「

J

人
名
當
保
祿
傳
教
於

1

，w
n
E
T主
晶
咽
{
。
"
口
。
一

3
-
j
l

二

j
J
'

、

倒
叫
到
時
叫
到
蚓
會

得
蚓
蚓
行t
E叫
叫
刷
的
總
a
h當地
的
制
划
人
因
反
對

倒
叫
乘
叫
到
樹
上
任
未
九
毫
無
經
驗
主
屁
控
告
喇
喇

違
反
法
傳
敏
種
他
神
這
是
模
稜
兩
可
的
告
詞
因
為
根

木
沒
有
提
及
所
違
反
的
是
什
麼
法
律
可
能
是
羅
馬
法

也
可
能
是
制
叫
法
院
幸
叫
到
湖
總
會
聽
明
機
智
謂
扎

特
政
比
不
間
正
教
將
控
告
者
遂
出
門
外
(
訊
時

u
i

圳
到
期
目-
K制
叫
別
(
切
。D
O
E
)之
恥
生
於
制
制

到
凹
(
的
。
丘
。

z
u

ω
苟
且
口
)精通
博
學
法
律
造
品
尤
深

准
身
體
很
蕩
在
五
一
l

五
二
成
五
二
l

五
三
年
間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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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任
為
阿
哈
雅
總
督
接
德
耳
佛
斯
(
口
。
再

2
)
文
件

大
約
是
在
五
二
!
五
三
年
間

甜
甜
文
件
係
喀
勞
狄
皇
帝

寫
給
總
司
喇
喇
居
民
的
一
封
信
以
喇
喇
文
寫
成
寫
於

五
二
年
的
四
月
至
八
月
明
，
而
總
質
的
上
任
划
則
在
每

天
或
反
私
文
件
上
明
百
「
道
叫
叫
叫
高
叫
州
蚓
總
督

時
1叮
上
任
未
久
乏
後
就
忍
健
康
關
係
辭
恥
其
後
向
其

家
兄
制
問
叫
及
經
予
制
圳
削
(
伊
口

S
E
ω
)凶
涉
嫌
造

眉
山
向
被
別
喇
皇
帝
所
軸
心

(
韓

)

"
，m
m悼
訓
"
←
H
片
。"
2己

人
名
及
丘
名
原
文
有

3
-
J
d
Z
K

J

、
一
瓦
罐
」
之
也

@
是
瀏
川
憫
的
勇
士
之
一
間
蚓
制
人
(
制
下
扭
扭

騙
上
叫
“
)

@
當
蚓
叫
來
叫
叩
頭
-
u
E允耘
的
)
h
U
L
F

將
一
安
逗
叫
捏
一

地
時
會
提
及
這
一
座
山
，
比
(
制
訂
詞
)
。
技
上

k
l文
這

山
丘
似
乎
就
在
蚓
京
附
近
閃
開
淤
它
的
他
問
m
F
t有尚

不
能
辟
地
也
(
梅
)

-
n
H
L
F
C

」
s
a兩
「
〉
L
f
t
J

地
名
技
申
2

2
1

喇
叭
叭

U
們
1
2
-
T
a
q
F

「
凶

t
H
E
C
H

』

I
J
i

3
4
λ
d
7
4
1

至
F
/
'

、
扭
曲
9
7

恥

約
7

卅
咱
們
阿
爾
是
地
肋
舍
持
人
也
住
的
地
力
以
前
學

青
們多
以
為
就
品
卡
帕
多
細
稚

(
C
惜
他
川T
E
)品

方
但
現
在
的
學
者
大
部
主
張
它
是
指
克
里
特
島
而
言

(
韓
)

Z
H
M
h
「
車4
4
、
A
3

「
C
Z
Z
E
m
y
J

即
現
在
的

扭
曲
翩
起
可
通
月1
d
H
r
n
z
5
5
2

」
1
|
|
l

」

I
A
J
E

、

-
J

』
l
'

、
邪
的
卅
布
路

蚓
城
(
γ
設
立
5
)
，
在
叫
到
叫
制
河
的
右
山
偏
是
一
個

特
別
重
要
的
軍
事
及
商
業
重
點
更
是
由
敘
利
亞
北上

小
亞
細
亞
及
南
下
研
尼
華
的
花

，
通話
M
M
V考古
學
哲

我
們
它
會
是
赫
持
人
的
文
化
中
心
自
公
比
前

J
千
至

八
耳
的
文
化
革
皆
屬
制
制
人
星
星
則
說

制
文
b
七
一
七
年
被
到
山
喇
喇
糾
正
所
伯
此
而
成
副

蚓
情
泌
的
行
省
之
一
(
見
叫
凹
，
于
、
五
年
蚓
叫

法
郎
叫
制
在
此
地
被
凹
叫
制
主
科
制
叫
阿
打
敗
(
編
下

站
叫
)
，
因
此
甜
甜
帝
關
亦
一
欲
穿
地
向
凹
出
制
新
帝

國
興
也
是
圓
周
侵
估
蚓
叫
到
及
通
划
的
先
聲
而
蚓
別
國

均
已
甘
心
自
翩
翩
不
被

(
見
制
物
2
l

n

門
(
錄
)

"
"
s
司

h
A
r
f

「
/
是

一
個
地
名

2
h
n
E

恨
"
9

月
刊
{
的
耳
目
已
}

3
4
λ

否
F

回
頭

1
4
/

』
及
兩
個
山
名

1
制
喇
喇
人
的
一
座
付
也
被
別
蚓
凶
所
佔
領

(制
u
n
)，
及
被
叫
亂
分
給
制
划
文
派
(
叫
晰
的
自
叮
這

屯
付
位
部
現
在
的
刻
爾
帥
刺
耳(出
-H叭
。
叫自
己

)滋
址
在

倒
叫
甜
乙
喝
約
十
五
公
里

2
叫
糾
糾
艾
泛
南
部
的
一
趙
小
山
蝴
叫
副
會
時
間
碑

於
北
山

L
以
紀
念
戰
敗
阿
為
肋
克
的
事u
m(
獻
上
的

問

)。
例
彼
蓋
耳
的
丈
夫
剛
凹
叫
斗
在
此
據
有
大
這
財
產

l
|
手
章
(
樹
上
鈞
2

門
會
忍
其
抽
出
各
關
罪
於
瀏
刷

當
時
瀏
喇
逃
避
喇
蚓
割
的
過
申
一
的
躲
續
在
此
山
上
需
要

糾
叫
到
的
捐
助
(
刷
上
站
5

會
叫
叮

3

是
一
座
長
三
十
公
里
凋
五
至
十
立
公
星
的
山

玩
高
六
百
公
凡
由
叫
喊
屁
股
稚
的
心
順
分
裂
而
山
山
滑
叫

由
東
南
而
西
北
的
山
區
區

f
A
f
w

地
恥
拇
邊
的
海
港
海
法

在
一
道
山
區
恥
有
不
少
種
類
的
崩
木
月
桂
批
山
挑
橡
樹

梅
州
枷
香
怕
亂
松
航
乳
香
樹
耽
並
有
不
同
種
類
的
動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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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今
猶
存
是
以
加
爾
默
耳
山
區
在
聖
經
上
屢
被
利
用

為
上
主
降
福
的
象
徵
(
耶
俑
M
依
約
2

歌
7
6
)
而

它
的
乾
早
不
毛
則
是
天
主
懲
罰
的
表
示

(
依
犯
9

亞

1
2

測
1
4
)

此
一
山
區
為
若
穌
厄
所
克
服
(
蘇
u
n
)
是
阿

喇
喇
支
派
南
邊
的
自
然
邊
界
(
如
晰
的
品
)
在
則
步
隘

之
西
(
如
酬
mw
u
)，
刷刷
制
之
東
(
如
關
U
M
)
。
問
到
到

先
知
會
久
居
此
地
是
以
亦
名
「
厄
里
亞
山
」
厄
里
茲

在
這
山
上
會
與
倒
叫
周
到
供
養
的
八
百
五
十
個
假
先

知
對
質
(
列
上
時
間
叩
)
證
其
虛
鬧
鬧
全
體
被
厄
里
亞

所
殺
於
克
雄
小
河
之
眸
(
列
上
閃
叫
)
先
知
並
在
這

山
上
祈
禱
獲
久
旱
之
後
的
大
雨
(
列
上
的
“
|
峙
)

叫
到
劉
先
知
亦
久
住
此
區
(
則
下

2
自
4

自
)
，
不
少

敬
畏
上
主
的
人
登
拜
此
山
求
救
於
先
知
(
列
下
4

自

自
占
以
來
這
座
山
就
被
視
揖
神
聖
山
有
過
不
少

隱
修
士
追
隨
二
位
先
知
的
榜
樣
生
活
於
此
基
督
徒

猶
太
人
及
阿
刺
伯
人
不
斷
來
此
朝
聖
貝
爾
托
耳
多

古
巴
豆
兮
兮
。

"
-
ω
E
ω
)
娃
會
院
於
此
山
上
守
加
爾

默
羅
會
的
規
矩
旦
被
教
宗
何
諾
墨
三
世
(
自

g
g
E

H
H
H
)
批
准
認
可
許
多
世
紀
以
來
此
會
會
士
幾
經
艱
辛

出
了
不
少
致
命
的
學
人
但
是
他
們
建
於
厄
里
亞
山
洞

上
的
壯
麗
美
觀
的
會
院
至
今
猶
存
雄
視
整
個
海
法
港(

韓
)

畫五

去
加
爾
瓦
暑
假
話

-
v
z
i

唱
“F
m
M留于
溫
閻
明
草
制
「
。

"
σ
5二
天
使
名
意
思

3
4
λ
4

，
越

P
Z
F
/

』

是
「
天
主
的

人
」
或
「
天
主
的
力
量
」

在
制
制
中
只
見
於
達
尼
也
載
以
人
的
形
像
出
現

(
達
8
時
間
)
並
能
飛
行
(
達
9
n
)
是
為
神
體
的

象
徵
給
達
尼
爾
解
釋
公
山
羊
公
綿
羊
的
異
象
(
達
8

M

|
缸
)
並
告
訴
他
七
十
星
期
的
意
義
(
達
9
n
!

在
新
約
中
他
會
顯
現
給
囝
加
利
亞
報
告
其
妻
依

撒
伯
爾
要
懷
孕
生
子
|
|
若
紛
並
自
稱
「
是
站
在
天

主
面
前
的
加
俾
額
爾
」
(
路
1
H
|
m
)
他
亦
是
向

瑚
利
到
預
報
耶
穌
誕
生
的
天
使
(
制
1

甜
甜
)
偽

經
稱
之
為
總
領
天
使
之
一
他
的
向
像
園
看
聖
母
領
報

的
事
鎖
在
藝
術
上
多
次
出
現

見
天
使
(
韓
)

唱
M
H
H
圍
已
h
H
句
話
巴
\白
色

-
S
J
地
區
名
原
文
有

們
晶
晶M
E
1
日
月
F
旦
/
。
色
冒
"
之
「
轉
滾
」
之
志

由
此
而
演
變
成
「
間
最
」
或
「
地
區
」
之
意

地
理
雖
然
這
一
區
因
著
政
治
及
環
繞
的
儡
且
還
有

大
小
的
伸
縮
性
但
基
本
上
因
著
它
的
天
然
界
限
是
自

古
以
來
自
成
一
區
的
它
東
有
約
但
河
及
默
龍
湖
和
加

盟
叫
到
糊
的
西
岸
為
民
商
有
蝴
叫
阿
南
有
加
爾
叫
默
耳

山
脈
與
微
瑪
黎
雅
為
分
界
北
有
肋
翁
特
何
?
g
D
H
B
)

(
亦
稱
對
蚓
蚓
H
L
H
8
)

或
科
創
刑
耶
河
S
S
E
-
志
已

由
東
至
百
有
四
十
至
五
十
公
里
寬
由
南
至
北
有
九
十

至
百
公
里
長
它
亦
可
分
為
南
北
或
上
下
加
里
肋
亞
阿
以

阿
苛
織
為
分
界
線
北
部
多
高
山
平
均
在
一
千
公
尺
左

右
南
部
較
底
平
山
高
在
五
百
公
尺
左
右
(
大
博
爾
山

高
五
八
八
公
尺
)
它
的
最
南
端
有
著
名
的
依
次
勒
耳

平
原
受
克
雄
河
交
流
的
權
瓶
出
產
多
以
蔬
菜
五
A
R峙
的

主
北
部
因
多
山
地
放
為
畜
牧
的
理
想
地
方
主
要
的
河

流
如
上
所
述
北
有
助
翁
特
河
南
有
克
雄
河

歷
史
因
加
里
肋
亞
多
山
而
山
又
以
石
灰
石
為
主

故
多
山
洞
這
也
就
是
在
有
史
之
前
很
早
的
時
代
說
有

人
煙
於
比
的
主
要
原
因
是
考
古
及
人
種
學
家
研
究
的

好
去
也
格
外
在
回
商
制
耳
山
一
軌
當
叫
民
進
入
聖
地

時
北
加
里
肋
在
地
方
已
有
不
少
山
莊
存
在
也
且
守
護

良
好
南
加
里
肋
亞
因
地
勢
較
眩
故
人
煙
多
且
已
有
自

己
的
經
濟
政
治
及
宗
教
的
組
織
格
外
以
具
特
商
及
默

學
多
為
當
時
的
主
要
重
鎮
雖
然
這
一
地
區
被
創
分
給

阿
協
爾
納
斐
塔
里
和
依
繳
加
爾
支
派
為
產
業
但
它
全

區
的
真
正
佔
領
及
統
治
是
很
緩
慢
的
直
至
遠
昧
時
仇

才
算
完
全
統
一
在
君
政
時
期
此
區
的
以
民
會
不
少
次

受
到
由
北
部
及
東
北
部
高
山
區
下
來
的
外
族
的
侵
盟

及
騷
擾
以
民
只
有
在
這
處
的
邊
界
上
多
經
防
禦
工
事

以
自
衛
這
一
區
的
居
民
肉
來
就
很
復
雜
有
鑑
於
此
猶

蚓
瑚
叫
倒
會
令
甜
甜
岫
圓
的
制
划
人
遷
往
蚓
划
去
居

住
(
刷
上
5
H
n
口
的
“
U
H

|

扭
)
這
一

區
也
是
受
希
臘
租
文
化
影
響
最
深
的
一
區
尤
以
色
佛
黎

斯
(
∞
晶
宮
門
前
)
提
庇
黎
雅
及
瑪
格
達
拉
為
最

制
制
時
此
捌
到
叫
到
的
重
要
性
何
時
自
耶
穌
的
生

平
事
踐
他
在
這
~
區
皮
、
過
了
三
十
個
年
頓
在
這
真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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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了
他
的
主
要
傳
教
工
作
各
處
奔
屯
所
途
之
村
氣
爐
詠

唱
副
所
載
設
有
十
五
個
之
多
當
然
實
際
上
更
多
(
翱

2
扭
扭
3
u
4
臼
阻
扭
扭
9
1
l

o
7
1
1
1
6
2

d

呵
!
們
刻
，
可

A

2

1
A

弓
，U
I
q
L

"
的7
M
M

谷
1
.
H
M
H
3
7
6
缸
|
“
9
1
M

甜

泊
，
路
1
品
2
.
M
4
H
H
U
“
5
叮
叮
|
臼
7
u

-
H
9

甜
若
2
2
|
u
4
“
)
也
正
因
耶
穌
出
生
於

一
個
如
此
復
雜
的
胃
民
間
心
叫
京
的
「
正
統
」
蚓
蚓
人

對
他
自
始
便
不
懷
好
感

政
治
上
自
闢
蚓
攻
佔
蚓
京
之
說
它
屬
於
大
到
創

德
統
制

(
公
元
前
三
七
1
公
元
後
四
)
。
他
死
後
圳
到

肋
亞
罔
培
勒
雅
被
劃
為
一
個
行
政
區

(
分
侯
區

)
由

黑
落
德
安
抽
泣
帕
來
管
理(
公
元
四
l

四
十
)
耶
穌
死

後
斟
斟
上
很
少
再
提
及
M
E
叫
到
(
尉
9
缸
昀
盯
)
。

提
托
攻
陷
耶
京
之
後
有
不
少
的
猶
太
人
絡
外
不
少
的

經
師
逃
難
至
此
並
以
呵
呵
科
研
及
包
佛
黎
斯
寫
解
經

的
中
心
建
有
不
少
宏
大
的
含
章
制
划
人
的
料
制
俐
的

成
於
此
時
此
地
此
凡
瑚
對
圳
經
問
汀
正
原
文
本
時
所

用
的
紙
也
亦
大
都
來
自
也
自
認
雅
比(韓
)

的
加
州
軍
拘
咽t何
時
「
。"
g
-
E
J
h
叫
瑪
皇
耳
人

-
f
-
-
J

-

司

，
、
名
意
謂
「
天

主
賞
報
了
」
「
會
再
用
喇
喇
之
吼
是
當
時
最
著
名
的
學
志

有
「
辣
班
」

(
最
高
大
師

)
之
純
屬
制
利
割
黨
是
公

議
會
的
議
員
當
議
只
們
下
令
逮
捕
宗
徒
們
並
定
了
他

們
的
死
罪
時
加
瑪
里
耳
八
聞
自
從
中
周
旋
使
他們重
獲
自

由

(
宗
5
m
H
H
)

加
為
里
耳
是
希
肋
耳

(
百
戶
戶
。
戶
)
之
孫
人
稱
之

重五
327-332 

為
老
加
寫
里
耳
第
一
以
別
於
加
滑
到
有
蚓
第
二
在
公
議

會
中
倍
受
裁
員
之
尊
敬
雌
雄
然
當
時
大
多
數
的
議
員
席

位
屬
敵
對
黨
徹
扯
盔
人
所
佔
有
他
的
公
然
主
持
正
義

將
采
徒
們
釋
汝
之
間
單
被
人
們
解
釋
為
他
當
時
峙
中
已

傾
向
於
基
督
宗
教
食
口
右
的
志
說
他
死
時
已
領
洗
入
教

並
有
些
一
聖
人
言
行
錄
將
之
列
偽
聖
人
行
列
猶
太
人
視

之
為
最
貧
盛
名
的
經
師

(
韓
)

"
“
加
州
帥
叭
n
t阿
巴
可
「
。
"
自
巴
巴

J
人
名
志
思

是

-
u
』
'
，
旬
國
唱R
~
E
E
-
-
1
E
A
F
d
'

、

-
J
F
E

l
-

-
-
.

，
、

「
天
主
賞
報

了
」

加
默
里
耳
(
戶
l
u
2

目
7
H

目

m
n
)
是
培

達
族
爾
的
兒
子
叫
罔
聞
以
民
遊
牧
於
西
乃
曠
野
時
他是
默

納
協
文
派
的
首
長

(
韓

)

Q
M
n
H
K
S
砂
峙
，
-
a
\
C
"
H
F立
B
B
E
/

申&
4
。
在
T
頑
司
司
H
f
c
o
H
Y
Z
B
B
Z
」

城
名
意
調
「
壓
榨
石
榴
什
的
場
所
」
是
屬
丹
艾

派
的
城
市

(
側
的
組
)
。
被
護
與
馴
科
人
圳
蚓
蚓
家
族

(
蘇
幻
剖
)
但
聖
經
上
U
另
一
個
問
名
的
地
方
則
是
風

於
厄
甜
蚓
國
文
派
的
城
市
(
欄
上6
H
)
，它的
正

確
位
置
按
學
者
們
的
共
M
Z

兒
憋
在
現
今
的
蚓
喇
喇

(
C
R
H
g
r
)地
北
這
是
現
今
所
有
的
阿
利
制
弘

(
韓
)

步 330

扎 加
22，特
制 赫

拉自 費
否 E 爾
的 1:: /「

事 ECP
f區汁 So E子
竟壁， 5主
上 是 ZP
( 屬 『且

，ij(~於 ------
19 JlIJI 

二
是
制
制
先
知
的
g
p點
在
劃
劉
盟
，
時
時W其
付
詐

仍
在
規
模
亦
相
當
可
說
在
色
曲
柳
斌
叫
恥
之
東
約
三
公
里

處
村
，
中
有
所
謂
約
納
先
知
的
墳
墓
以
資
紀
念
但
口
三

技
法
是
先
知
被
排
於
尼
尼
微
城
加
特
赫
質
爾
的
瑰
，
「

地
址
是
在
今
日
的
阿
利
伯

名
符
默
色
得
(
包
去
自
立
)

的
村
莊
它
位
於
納
匣
肋
東
北
五
公
里
處

(
韓
)

"
兩

a
h
ζ
屯
。
耳
其
g
J

這
個
名
詞
多
次
必
於

玄

A
E
-
-
ω
G
E
t
-

島
市怕它
有
兩
種
忠

義
即
本
身
的
字
意
亦
即
指
男
人
陽
具
上
的
包
皮
而
一
-
=
口

(
削
M
H
削
4
自

刷
上
的
自
l

盯
撒
下
3
H

刺
9
臼

友
M
U
刷
上
1
臼
見
削
口
H
H
目
l

自
制叫
“3
)
泣

借
用
的
意
義
比
如
心
靈
的
包
皮

(
申

ω
M
m扣
6

耶
4

4
)
恩
高
譯
本
譯
作
「
心
受
割
損
」
即
言
楞
棄
違
反

天
主
的
傾
向
意
念
和
行
為

(
亦
見
耶
6
"
9

自
則
約

7

哥
2
H

等
)

在
新
約
中
尤
其
在
聖
保
峙
的
書
信
上
幾
時
捉
到

包
皮
大
都
是
指
未
受
割
娟
的
人
而
言
(
宗

u
a
羅
2

扭
盯
3

叩

4
9
|
M
格
前
7
M
閥
割
2
7
5
6
6

時
弗
2
u

哥
2
H
3

日
)

兒
割
指
控
(
韓

)

也
百
主
墮
主
「

P
Z
S
J

區
鹽
城
名
在
加
得
，
久

，

一

U
H仁
關
-
E
/
∞
呂
7
。
口
、
，

|
|
|

l

I
l
l

-
-
'

"

、
、
旅
境

內

離
穌
奇
特
不

遠

(
見
制
叮
叮
)
在
同
u
z
也
提
及
一
，孔
不
過
因
制

們
來
文
巨
變

(
F
Z
S
)
原
是
「
北
方
」
之
意
是
以

民
U
E
也
許
有
「
北
邊
」
之
意

(
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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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匣
閱
(
W
N
R
)

人
弘
意
謂
「
潔
淨
者
h

按 上
2 

些. ~ 

經二厄i 一
卷，~ 下)
亦一 7 一
可位 H。位
讀名自
作叫巴|
匣i 巴l 比|
閔 1， 魯| 倫|
見客| 充
厄i者掌
下的罔
3 父來
20。親的
匣|族
拜L 長，
回見

拜| 厄i

(
雷
)

M
H
E巴
咽
地
「
N
E
n
Y
E
E
J

「
匣
凱
」
按
希
伯
來

玄

E
E
自
E
f
p

n
y
m
o

」

I
l
I
-

d
ω
、
文
表
示
「
純
正
」
的

意
思
「
恆
凱
」

-
A子
也
許
是
回
蚓
劉
抴
或
叫
蚓
氣
雅

的
墨
寫
照
筆
者
意
思
這
說
法
似
不
確
實
聖
經
上
提
出

兩
位
名
叫
匣
刻
約
或
匣
凱
的
人
第
一
位
是
猶
大
瑪
加

叫
軍
中
的
一
名
隊
長
(
捌
下
ω
H
)第
二
位
是
閥
割
割

的
稅
吏
長
(
路
W
E

叩
)
當
耶
穌
進
入
耶
里
哥
城

時
他
因
身
材
短
小
不
能
目
睹
耶
穌
便
往
前
跑
攀
上
了

一
棵
野
桑
樹
等
耶
穌
路
過
耶
穌
見
了
他
請
他
下
來
進

了
他
的
家
與
他
同
膳
區
凱
那
時
說
想
起
自
己
財
源
不

公
因
而
痛
悔
當
即
立
志
要
對
他
所
壓
迫
的
人
給
予
四

倍
賠
償
並
將
自
己
的
財
物
分
山
一
半
來
施
捨
窮
人
這

種
深
切
痛
悔
的
表
示
感
動
了
耶
穌
因
此
耶
穌
就
賜
給

匣
凱
全
家
救
恩
而
且
稱
他
為
亞
巴
郎
的
兒
子
師
既
然
回

凱
身
為
「
稅
吏
長
」
他
應
該
是
個
富
有
的
人
因
為
按

羅
馬
當
時
的
習
慣
說
吏
長
為
未
收
足
約
定
的
稅
款
應

一(
該
以
自
己
的
財
產
償
還
國
庫

帥
一

被
關
封
關
到
劃(
3
2
ι
E
E
E
D
O
)回
訓
後

r
直
升
做
了
變
糾
糾
制
的
待
從
且
被
嬰
伯
多
祿
立
為
凱
撒

進五

勒
雅
城
的
主
教
最
後
在
豪
郎
地
方
為
主
致
命
而
死
按

出
國
樹
創
(
O
E
R
a
)城
當
時
的
傳
說
在
宗
徒
們
離

開
凹
划
附
圖
以
能
回
圳
也
隨
著
離
開
把
自
己
的
姓
名

改
為
咽
瑚
闖
關
(
〉自
民
。
只
)
，

並
在
該
城
宣
道
勸
~

學
教
會
和
背
仆
特
教
會
在
陽
曆
四
月
二
十
日
慶
祝
他

的
瞻
禮
但
傳
說
畢
竟
是
傳
說
沒
有
一
稿
音
所
載
那
麼
確

實
故
不
足
為
憑

(
官

)

世N
H
H
H
J
E
L

「
N
里
E
J

人
名
表
示
「
不
安
靜
」

3

『

l

」

4

，
、

之
意
有
的
抄
卷
作
「
雅

哈
汪
」
他
屬
于
色
依
爾
種
族
是
自
甸
黎
人
族
長
厄
責
爾

的
兒
于
見
創
始
盯
編
上

1
u

見
屬
黎

(
雷
)

到
區
區
(
悶
悶
)

"
E
E
M于
「
N
§
σ
E
J人
名
意
義
不
詳
按
一
些

3
I
I
=
1
/

'
、
制
蚓
抄
念
也
可
讀
作
匣

酬
叫
他
娶
了
外
方
婦
扎
後
來
聽
從
罔
蚓
個
問
住
的
議
決
與

妻
分
離
見
聞
上
沁
站

(
雷
)

岫m
H同
J
V
h
F
M『已
「
N
旦
。
n

J
是
學
經
上
的
敏
人
的

玄

I
t
a
d
互
-
'
，
F
E
n

」

名
乳
意
謂
「
正
直
的
〕

一
大
司
祭
是
阿
希
突
布
的
兒
子
屬
亞
郎
的
後
代

(
編
上
5
M
M
U
S戶
甜
甜
)
繳
鳥
耳
死
後
曾
經
率
領

北
方
文
派
的
首
領
來
到
赫
貝
龍
進
見
遠
咪
並
擁
之
為

王
(
編
上
也
盯
詞
)
在
這
味
執
政
時
期
被
委
任
為
司

祭
(
撒
下
8

口
必
甜
)
偕
悶
悶
副
蚓
蚓
劑
司
祭
岡
寫

瀏
喇
的
得
力
助
手
(
剩
下
的

H
m

η
H

|

缸

"

見

EL 

自
|
站
)
但
後
來
在
阿
多
尼
雅
野
心
叛
變
的
時
候
向

來
同
心
合
作
服
事
君
王
的
二
位
司
祭
部
有
了
不
同
的

觀
點
及
作
風
問
問
楓
樹
爾
司
祭
擁
護
了
野
心
墓
位
的

阿
劉
尼
雅
回
針
刺
部
遵
照
國
王
的
意
願
擁
護
了
正
式

法
定
的
繼
位
者
並
周
先
知
納
堂
給
撤
羅
漏
傅
了
油

(
則
上
I
T
|

8
扭

|

“
)
。
喇
擱
制
得
權
之
後
將

間
同
楓
樹
爾
革
職
立
回
到
到
為
惟
一
的
大
司
祭
向
此

大
司
祭
之
戰
乃
由
周
到
的
家
族
中
被
除
去
而

轉
入
困

多
克
家
族
及
其
後
代
直
至
瑪
加
伯
時
代

(
列
上
2

盯
|
自
)
這
一
點
在
斟
斟
上
T小
時
提
到
(
則
判
“
M
N

H
M竹
H
M村
口
制
後
犯
"
等
)。
見
喇
叫
劉
人
亂

一
一
閥
割
圳
的
父
諷
刺
割
圳
是
闇
蚓
蚓
閻
王
的
妻

子
及
約
堂
國
王
的
母
親

(
到
下
臼
間

繃
下
幻
1
)

三
一
凹
剛
俐
的
兒

7十八會
幫
助
修
理
闖
京
城
牆(
間

下
3
4

)
可
能
也
就
是
那
位
代
表
百
姓
與
上
主
重
訂

盟
約
成
參
加
簽
名
儀
式
的
回
到
到

(
問
下
ω
自
)

四
依
默
爾
的
兒
子
是
一
位
司
祭
會
修
理
自
己
房

屋
對
面
的
城
牆

(
間
下
3
自
)
可
能
就
是
後
來
被
委

任
管
斑
倉
庫
的
那
位
名
叫
回
到
到
的
經
輝
(
間
下
口

五
司
祭
阿
希
突
布
的
兒
子
撒
隆
的
父
親
(
編
下

5
"

厄
上
7
2

)

在
.
關必
三
四
兩
笛
的
回
到
風
解
經
學
者
有
不
同

的
看
法
有
以
為
是
兩
個
人
但
也
有
人
認
為
按
照
聖
經

不
同
的
出
處
應
是
四
個
不
同
的
人

「
臨
陣」



仿
古
恆
耳
孟
(自
己
是
人
名

也
是
心名
有

l
~

「
光
亮
」
之
意

~

人
名

.

是
樹
叫
俐
的
勇
士
之
一

，

剛
剛
到
人
(
幟
下
幻

-
n
)
在
編
上
u
n
被
稱
為
依
來

-

山
名
是
舍
根
山
附
近
的
一
個
淪
佈
樹
林
的
山
阿

彼
默
肋
客
會
在
此

山
上
砍
伐
樹
枝
用
為
戰
爭
(
民
9

以
此
寫
名
的
另
一
座
山
見
於
詠
的
間
有
的
學
者

以
寫
就
是
前
面
所
說
的
山
但
大
多
數
的
學
者
則
認
為

它
應
是
在
巴
商
地
區
的
另
一
座
山
A
1名
毫
郎
山

(
韓

)

旦
兩
□
匈

K
V
E
R
3

H
E
D
J
城
名
首
先
見
於
百

札B
H
E
面
H
U
H
E
fm
p3
7
2

」
姓
過
制
叫
河
的
記

敘
上
在
阿
當
絨
附
近
(
蘇
3

時
)
是
約
但
河
谷
中
的

一
座
重
要
城
市
在
它
與
穌
苛
特
城
之
間
希
蘭
王
受
撤

羅
淪
之
托
付
製
造
了
上
主
聖
殿
中
用
的
銅
器

(
列
上

7

“
編
下
4

口

)
它
屬
於
撤
回
點
滴
劃
分
的
十
二
個
太

守
區
中
的
第
五
區
(
列
上
4

時
)
但
是
雖
然
它
數
次

見
於
聖
經
上
部
很
難
來
斷
定
它
的
正
確
位
置
是
以
學

者
們
的
意
見
也
各
有
山
入
主
要
的
意
見
有
二
其
一
是

在
穌
苛
特
之
北
的
九
公
里
處
靠
近
約
但
河
其
二
是
在

阿
當
城
東
北
的
六
公
里
處
亦
即
是
在
雅
波
克
河
的
發

派
地
附
近

(
緯
)

M
m
E
t
n
d
且
寸
「N
仔
"
已
J
A
名
意
思
是
禮
物
贈

3
E
H
F
E

巷
，

/
J
h

(
一
)
赫
茲
龍
的
子
孫
屬
猶
大
支
派
編
上

2

五339-346 

(
二
)
蚓
蚓
出
的
子
恥
屬
周
知
蚓
崗
女
派
騙

上

旬
，
，
缸

(
一
一二
遠
咪
的
勇
士
阿

赫
來
的
兒
子
桶

上
叫
“

(
四
)
阿
孟
女
人
史
默
阿
特
的
兒
子
他
會
同
別

的
僕
人
反
叛
了
猶
大

玉
約
阿
士
把
他
打
死
在
床
上
編

下
扭
扭
曲
在
列
下
u
n
此
人
名
叫
約
區
加
爾
l
|

釵

利
亞
譯
文
作
匣
廠
爾
編
下
馴
的
甜
亦
提
起
試
殺
君
王
的

另
一
僕
人
名
叫
約
臣
巴
得
與
約
區
加
爾
似
乎
同
是
一

人

(
五
)
問
上ω
盯

M
H
X
m扯
到
同
名
的
另
外
三

人
(
當
)

旦
且
，

4
~
-毒

志
告
已
。
"
E

J
固
巴

h令
人
住
於

呵
，l
l
P
L

草
也
/
P
E
e
n

-

」
喇
喇
蚓
境
凡
屬

阿
刺
伯
民
族
他
們
似
乎
會
幫
助
過
德
默
特
琉
作
戰
為

此
約
納
堂
攻
擊
他
們
劫
掠
了
他
們
的
財
物
在
大
馬
士

革
城
東
北
有
個
名
叫
刻
斐
爾
區
巴
得
頁
。

『z
v
z
e

的
鄉
札
郎
舊
日
回
凹
樹
人
所
居
之
地
見
刷
上

U
U

(
雷

)

的
信
巴
h
v
連
寸
「
F
T
L

J
人
名
意
謂
「
被
送
來

3
u
f
i

主
革
『

/
\
的
」
是
制
制
蝴
王
的

一
位
「
朋
友
」
郎
「
參
謀
」
他
父
親
名
叫
納
堂
但
究

竟
是
先
知
納
堂
(
撇
下
7
2
)
抑
或
達
咪
的
兒
子
納

堂
(
撒
下
5
H
)
無
法
考
證
見
列
上
4

5

(
雷
)

洲
匣
一
雇
爾
俗
話
)浩
浩
被
懷

仁

J
A
|

之
春
，
趙
寶
約
中
名
回
μ

爾
者
有

(
一
)
歌
詠
團
二
十
四
州
第
三
斑
斑
長
阿
捕
人

的
兒
子
見
編
上
衍
2

刊

(
二
)
乃
赫
米
雅
立
盟
從
簽
約
的
一
位
肋
米
見

厄
下
m
u

(
三
)
幫
助
乃
赫
米
雅
修
連
城
洒

一
依
默
黎
的
“
比

毛
見
聞
下3
九

(
四
)
在
厄
斯
德
拉
領
導
下
歸
國
彼
革
外
的
，
于

孫
烏
黎
的
父
親
見
厄
上
8
H

(
五
)
默
辣
黎
家
族
肋
末
人
雅
哈
齊
稚
的
兒
一
寸

見
樹
上
圳
的
門

(
六

)
西
默
鑫
支
派
哈
+
淑一
峙
的
兒
于
見
一
騙上4

26 。13 

七
倉

F<![ 
輔

助
戶血
圓

規

鼠 ，
當|

的

父
親。
見
JEi 
下

見
音
樂
歌
詠
團
部
宮
殿
體
儀

',E 

m
匣
刻
約
(W
U川
仔
仔
)
見
風

M
恆
諾
亞
(
N
U
M
F
)

趴
名
城
各
玄
宗

人
名
厄
次
辣
的
後
裔
耶
谷
提
耳
的
兒
了
見
編
上

4

M

域
名
(
一
)
位
於
猶
大
文
派
境
內
在
耶
路
撒
冷

西
南
見
穌
的
“
城
內
的
居
民
會
援
助

乃
赫
米
雅
修
娃

耶
路
撒
冷
城
煩
和
谷
門
見
厄
下

3

刊
(
二
)
在
赫
具



閩
南
十
八
公
里
的
現
今
之
間
圳
蚓
城
見
制

行
“
桶
上

4
叫

(
訂
)

7
4
，
也-
4
1
4
、
b
n可
\
Q
T
L
J
人
名
解
說
「
贈
送
的
」

M
H
世
F
F也
叫V
F
F
S
E
」
|
|

-

I
I
|
'

，
、

(
一
)
猶
大
支
派
則

"
黑
的
兒
手
見
你
7
1

口
站

希
臘
譯
本
作
「
俞
布
黎
」

(
N
ω
B
F立)

(
二
)
本
雅
明
文
派
史
米
的
兒
子
見
編

上
8

(
雷

)

紹
巨
干
干
仲
實
肉
忘

卻
言
。

E
F
J地
主
嵩
山
是

多

E
H
L
1
J
H
FR
G
不
/
管
百
。
D
m
\

「
光
亮
」
或

「
光
澤
」
是
以
民
在
曠
野
第
三
十
處
隸
俗
的地
右

(
戶

"
叫
“
的
)它
現
今
的
確
切
地
點
不
得
而
知
學
者
們
的

意
見
也
互
有
出
入

(
韓

)

山
豆
"
丑
聞
←
F
H
K寸

\
N
R
G
F
E
Y
J域
名
可
能

札J
N
U
哥
刷
刷
在d
E
T
/
∞
R
G
F
S
」

有
「
塗
染
」

之
意
是
酬
閥
割
海
岸
上
的
一
座
城
市
曾
被
到
山
王
散

咒
罵
黎
布
(
七
。
四
1

六
八
一

)
所
征
服
並
兒
放
於

亞
述
年
鐘
上
史
家
若
瑟
夫
謂
它
位
於
提
洛
及
漆
冬
之

間
這
也
是
熱
扭
扭
尼
央
的
意
見
厄
里
亞
先
知
受
主
命
逃

亡
至
此
救
濟
了
此
處
的
一

個
寡
婦
並
復
活

了
她
的
兒
電

子
(
則
上
口
7
!

"叮
)
關
於
這
段
央
氣
制
制
上
亦
曾

經
提
到

(
路
4

甜
)
亞
北
底
亞
先
知
預
告
以
民
將
鎮

一充
制
制
割
地
的
邊
界
直
至
回
甜
甜
甜你
(蚓
甜
甜
的)

一

此
處
地
勢
優
良
附
近
有
三
個
小
海
灣
是
寫
理
想

師
戶
的
港
口
及
商
業
的
墓
地
示
過
後
來
在
中
古
世
紀
時
代

/
活
#
d
F灣
海
成
市

t
p於
軍
事
目
的
還
移
至
」
座
附
近

347-352 ,It 五

的
山
崗

上
的
今

日

的
阿
刺
伯
村
莊
名
叫
撒
辣
凡

者

(
F
E
P
E
)
它
位
於
漆
冬
之
南
約

十
六
公
里
自
此

付
莊
有
通
往
提
洛

的
大
路
十
字
軍
東
征
時
代
在
它
的

周
圍
建
以
城
牆
加
以
保
讓
這
里
也
是
主
教
的
座
堂
區

也
有
叫
劉胡
先
知
大
堂
目
前
此
大
堂
已
不
做
見
所
有

者
是

一
蹉
罔
教
人
為
厄
里
亞
所
遠
的
大
股

(
韓

)

到
直

1丈
K

耳
「
N
ω正
在

J
人
私
立
「
天

3

日
間
E
K
Y
Y知w
τ占
/
\

I
l
-

-

，
-
唔

，
、

主
的
確
物
」
或

。
'
，
它
1

、
6

•• 

「
天
主
的
恩
惠
」
聖
經
上
叫
這
名
的
有
三
人

(
一
)
遠
味
第
一
軍
軍
長
依
市
巴
耳

的
父
親
見

編
上
幻
2

(
二
)
罔
國
以
後
管
現
一
百
二
十
八
位
司
祭
的

哈
加
多
耳
的
兒
子
見
厄
下
U
H

(
三
)
阿
刺
伯
人
首
領
他
會
把
亞
歷
山
大
巴
拉

的
頭
砍
下
送
給
仆
托
肋
米
見
加
上

口
口
(

一
吉)

-
E
H
U
E
F

nE

E
J
「
回
加
利
亞
」

t
N
H世
占
用
工h
q
E且
f

」

|
|
|
1

I
l

-
B
:

、
與
「
則
加
黎

雅
」
意
義
細
問
郎
「
上
主
已
記
憶
」
立
意

(
一
)
「
區
加
利
亞
」
十
二
小
先
知
中
的
第
十

一
位
他
與
哈
蓋
同
時
但
年
齡
似
較
哈
蓋
呵
呵
幼
二
人
同

則
魯
巴
貝
耳
一
起
由
充
軍
地
巴
比
倫
歸
來

(
厄
上
2

厄
下
也
)
從
事
以
民
的
復
興

該
區
1
1
l

7

匣
加
利
亞
是
貝
勒
基
雅
的
兒
子

依
多
的
孫
子
但
按
厄
上
5
1
2
6
H

他
只
是
依
多
的

兒
子
這
是
因
為
作
者
不
提
父
名
只
提
租
名
這
位
先
知

大
統
山
身
於
司
祭
家
族

(
厄
下

曰
“
}

他
出
任
先
知

職
務
大
約
後
於
哈
益
爾
個
月
但
任
期
划
長
過
哈
控
佑

他
的
著
作
來
推
測
至
少
要
歷
時
二
年
們
即從
瀏
剛
剛
二

年
至
逢
迎
阿
四
年
(
1
1
7
7
1
)

匣
肋
利
亞
的

使
命
與
哈
蓋
的
相
同
的
鼓
勵
並
督
促
充
軍
歸
來
的
以

民
重
建
聖
殿
(
間
上
5
1
1
1
6
H
)

。
兩
位
先
知
怎
樣

忠
成
實
踐
並
完
成

了
任
務
他
們
的
著
作
內
有
詳
細
的

記
扎
級
代
的
經
何
可
回
加
利
亞

所
有
的
傅
也
都
無
位

接
故
一
統
從
容

士
二

「
區
加
利
亞
」
洗
者
若
絨
的
父
親
依
撒

伯
爾
的
丈
夫
匣
加
利
亞
屬
於
阿
彼
雅
司
祭
班
(
路
I

U
H
M
M

叫
時
肘

3
2
)

見
阱
口
蓋
洗者
名
紛

(
古
)

如
匣
加
利
亞
(
書
)

\
切
。
。r
。
問
N
"。
F
凶
Z
MW
Y
J

f
F
M『
。
『
N
Mw
n
YMW
D
M
W
O
K

本
書
很
明
顯
的
分
前
後
兩
第
郎

1
l

8

屯
和

9

l

M
幸
這
兩
篇
的
歷
史
背
臣
民
內
容
以
及
文
體
都
各

有
區
別
在
前
篇

里
先
知
勸
過
百
姓
改
惡
還
進
口
後
(
1

1

1

6
)
記
栽
了
八
項
含
有
個
早
飯
意
義
的
神
視
(
1

7
|
6
8
)
這
些
赫
蘭
是
論
及
耶
路
撒
冷

的
咐
他與
敝

人
被
克
服
上
主
重
新
居
於
自
己
百
姓

中
司
祭
職
重
被

學
化
政
治
界
與
司
祭
界
和
平
互
助
百
姓
罪
惡
完
全
消

除
隨
後

(
6
9

|

時

)
記
錄
了
先
知
向
大
司
祭
所
行

的
加
冕
禮
儀
最
後

(
7
l
8
)
先
知
描
述
遜
總
正
義

的
百
姓
要
享
受
的
幸
議
後
為
提
前
篇
似
乎
有
趣
校
翰



.

~
彼
此
h
m起
悶
臘
文
革
全
是
末
世
論
的
體
裁
解
經
家
說

岫
~這
六
車

(
9
-
M
)
的
內

nA分
析
各
有
不

同
叫
筆
者
以

-
怨
這
六
葷
的
內
容
可
更
合
遍
地
分
析
如
下
屈
服
敵
人

-
之
後
那
位
相
平
的
君
王
(
默
茵
亞
)
要
進
入
里
京
建

-
立
普
世
的
王
國
(
9
1
|
叮
)
昔
日
分
散
四
方
的
選

一
民
都
要
歸
國
團
聚

(
m
I
l
u
s
)
善
牧
與
您
牧
的

一
比
喻
(
叫
‘

l
u
7
1
9
)
將
來
(
在
那
一
天
)
異

一
民
又
要
前
來
攻
打
耶
路
撒
冷
但
終
被
上
主
消
滅
那
時

一
耶
路
撒
冷
的
民
眾
才
要
回
心
轉
意
哀
弔
「
他
們
所
刺

一
透
的
那
一
位
」
消
滅
一
切
罪
污
創
除
一
切
迷
信
和
作

一
個
概
先
知
的
人
(
U
I
l
u
e
)
經
過
異
民
最
後
的
攻

一
擊
及
天
主
的
拯
救
之
後
耶
路
撒
冷
必
將
成
為
萬
民
敬

盒

一
拜
天
主
的
中
心
(
M
)

五
一

因
前
後
兩
篇
的
區
別
如
此
之
共
近
代
學
者
大
都

一
認
寫
後
篇
非
出
於
區
加
利
亞
的
手
准
而
是
他
以
後
的

一
另
一
位
或
兩
位
或
多
位
作
者
的
作
品
但
雨
為
雖
各
有

了
特
徵
卸
彼
此
有
一
個
相
聯
的
中
心
思
想
天
主
用
那
些
一

一
耳
徵
的
遺
民
來
實
踐
拯
救
萬
民
的
計
劃

全
書
好
似
根
讓
這
神
學
的
觀
點
來
探
討
人
類
的

歷
史
在
人
類
的
歷
史
中
常
有
做
輝

(
反
對
者

)
的
勢

力
企
圖
破
壞
天
主
的
計
到
但
也
有
天
主
派
遣
的
使
者

來
完
成
他
的
計
釗
最
後
完
成
這
計
創
的
是
瀏
喇
的

「
嫩
芽
」
(
依
u
l
耶
幻
s
n
H
)
即
那
位
被
自
己

的
百
姓
「
所
刺
透
的
」
「
正
義
的
叫
謙
遜
的
救
主
君
已
開

於
這
些
預
言
的
應
驗
見
闖幻
5

叫
的
叫別
的
盯
踹
7
九

﹒

按
一
些
鐘
，
者
的
意
見
回
9
l
M
暗
示
充
軍
前
亞
述
敵

353-355 

國
的
迫
害
或
充
軍
後
大
亞
歷
山
大
的
戰
事
|
|
有
的

也
說
該
幾
章
經
文
也
暗
示
瑚
蚓
倒
時
代
的
戰
事
，
|
|

但
這
些
一
學
說
都
無
法
提
出
有
力
的
道
明
(
雷

)

的
區
加
利
亞
歌

「
斗
y
m
ω
。
口
問
。
同No
n
Y
R臼
F
J

r
b
M
H
D巳n
E
S
N
p
n
Y
R
E
O

、

回
加
利
亞
歌
是
若
翰
的
父
親
匣
加
利
亞
因
天
主

特
別
的
眷
爾
在
他
老
年
時
喜
獲
麟
兒
在
給
嬰
兒
行
割

損
命
名
禮
時
有
感
於
中
而
且
在
天
主
學
帥
的
默
感
下

詠
唱
了
這
首
漏
懷
對
天
主
感
激
之
惰
的
詩
歌

(
路
1

盯
|
刊
)
這
首
詩
歌
可
分
為
兩
段
第
一
段
(
的
l
乃
)

是
歌
頌
上
主
以
色
列
的
天
主
因
即
將
來
臨
的
默
西
亞

實
踐
了
他
會
穿
許
與
以
民
祖
先
以
及
藉
歷
代
先
知
不

斷
一
再
許
諾
的
拯
放
以
民
的
計
創
第
二
段
(
九
l
河
)

是
預
言
這
新
生
的
嬰
兒
若
暢
所
頁
作
默
西
亞
前
軀
的

使
命
回
加
利
亞
這
首
詩
歌
「
上
主
以
色
列
的
天
主
應

受
讚
美
」
同
聖
母
瑪
利
亞
所
詠
唱
的
「
裁
的
靈
魂
頌

嶺
上
主
」
有
異
曲
同
工
之
妙
不
過
聖
母
瑪
利
亞
特
別

歌
頌
天
主
有
關
她
本
身
所
受
天
主
之
妹
恩
而
回
蚓利

亞
身
為
司
祭
以
以
民
代
表
的
身
份
代
以
民
來
稱
謝
天

主
而
且
學
路
加
在
記
述
這
首
詩
歌
時
也
明
說
「
區
加

利
到
充
漏7
學
神
遂
預
言
說
」
是
以
回
叫
利
到
這
一

預
言
可
說
是
值
約
里
最
末
的
預
言
而
同
時
又
是
新
約

內
的
第
一
個
預

言
這
樣
徵
妙
地
將
新
灣
二
約
聯
合
在

一
起
正
如
日
後
耶
穌
論
及
若
驗
所
說
「
在
婦
女
所
生

者
中
沒
有
興
起
-
位
比
況
看
剝
削
馴
夏
文
的
腳
但
在
英
詞

里
最
小
他
也
比
他
大
」
(
醋
u
u

甜
7
H
l
叮
學
教
會

自
吉
姆
感
念
，
天
主
教
饋
的
大
恩
將
聖
母
的
歌
以
及
回

加
利
亞
的
這
首
詩
歌
編
入
大
日
深
內
使
凡
念
大
日
閉
關

的
人
每
日
晨
悅
以
這
兩
首
詩
歌
來
讀
美
恁
謝
天
主

(
義
)

M
H
J
h
也
由
九
日
且
H
q
R
S
E
E
S
-
S
J
族
名
也
許

g
E
E

帕
爾
。
車
間
句

/
F
S
E
B
E
E
\

t
l
l
z

唱
團
川

，

、

即
是
「
組

明
」
族
按
申
2

個

這
民
族
是
勒
法
因
人
的
一
部
份
而

且
是
「
巨
人
」
這
名
字

的
意
義
是
謂
「
結
結
巴
巴
的

人
」
他
們
住
於
約
但
河
山
谷
平
原
其
餘
事
蹟
不
詳

見
巨
人

(
雷

)

U
M
L
3
K
E「
想i
E
E
Z
巫
術
在
古
東
方
諸
民
族

3
E
/

亡

E
M
E
g
\

的
歷
史

L
是
一
種
很
普

遍
的
宗
教
儀
式
就
是
以

占
k
a

算
卦
算
命
間
鬼
或
求
間

死
者
的
方
式
來
知
道
神
明
的
意
旨
並
按
其
意
旨
的
指

示
來
行
動
生
活
相
反
地
行
妖
術
魔
街
及
念
咒
等

則
是

非
宗
教
的
行
為
故
與
巫
術
不
同
但
是
因
為
巫
衡
是
求

問
邪
帥
的
方
式
放
在
學
經
上
嚴
被
禁
止

舊
約
時
代
的
創
制
制
叫
人
間
副
劃
人
蚓別
人
蝴
蚓

人
亞
述
人
巴
比
倫
人
以
及
一
切
軍
繞
以
民
而
居
的
民

族
都
有
巫
衡
的
實
行
而
這
些
民
族
的
巫
術
叉
上
承
自

更
古
老
的
民
族
叔
默
爾
及
阿
加
得
人
以
此
下
傳
至
羅

馬
人
及
德
意
志
民
族
甚
至
中
國
及
日
本
的
巫
術
亦

可

能
受
上
述
民
族
的
影
響
而

來
蓋
其
間
實
行
巫
衡
的
方

式
都
很
近
似
且
有
歷
史
的
證
按
可
考
最
初
的
方
式
有



.......-

兩
種
其
一
是
將
一
滴
油
傾
人
一
大
碗
水
中

而
有

專
人

觀
察
油
紋
的
運
行
以
預
L
r

未
來
這
是
一
般
的
百

M
U
所

在
內
用
的
因
為
經
濟
簡
單
其
二是
祭
獻
一
隻
家
畜
1
i

普
通
是
綿
不
開
其
肚
級
而
觀
察
其
內
臟
1
I

格
外
是

肝
臟
|
|
的
形
態
而
惟
知
神
旨
或
未

來
之
吉
兇
此
種

萃
術
多
被
君
王
或
貴
族
所
利
用
圓
其
昂
貴
復
雜

除
上
述
者
之
外
其
次
有
解
夢
即

是
使
求
問
者
在

神
像
前
睡
覺
而

所
得
之
多
有
專
人
解
釋
之
觀
察
嬰
兒

誕
生
的
預
兆
研
究
人
之
勁
作
及
面
貌
之
特
弘
飛
鳥
之

歌
鳴
及
其
飛
翔
的
方
向
其
次
有
天
象
之
觀
察
雲
彩
狂

風
暴
雨
閃
電
及
風
向
等
最
後
更
有
星
宿
之
觀
研
此
後

者
則
布
要
有
很
專
門
的
人
材
為
之
由

上
所
述
我
們
可

以
看
圳
來
巫
術
的
詩
遍
及
它
的
多
彩
多
姿
也
且
其
中

有
不
少
的
孩
術
方
式
在
中
間
亦
，
叫l
仆
災
人(
1的
必
傳
於

民
間

巫
術
在
以
民
之
中
以
民

生
活
和
內
悶
淪
佈
巫
術

氣
氛
的
環
境
中
不
知
不
覺
受

了
一
匕
的
民
幣
呵
呵
川
它的

晦
力
所
驅
使
路
然
學
經
上
，
付
始
即
有
泊
位
的
嚴
令
崇

止
任
何
方
式
的
平
術
凡
行
於
以
民
之
間
的
不
術

(
巾

的
9
|

時
肋
W
U
)
使
視
為
邪
神
之
敬
神

(肋
別
6
)

且
有
死
刑
的
訂
定

(
肋
到
盯

)
徊
在
以
氏
的
歷
史

上

一
位
術從
未
絕
跡
撒
烏
耳
王
求
間
於
招
魂
的
玄
巫

(
撒

上
認
7
)
阿
哈
齊
雅
王
求
問
於
邪

神
叫
叫
叫
咧
卅

一
(
列
下
1

2

|

4
)
默
納
舍
王
倡
導
巫
術

(
列
下
幻

阱
-
6

已
「
致
使
它
通
佈
民
間

(
則
下
幻
H
)。
刑
刮到先
知

戶
斥
立
君
主

時
代
巫
術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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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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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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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不
做
做
邪

帥
的
條
件
之
下
也
有
時
准
許
以
民
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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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一
天
主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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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未
來
之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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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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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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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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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鬥
經
過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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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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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來

代
新
約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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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啟
示
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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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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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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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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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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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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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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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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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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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
~
有
時
被
稱
為
制
制
廿
的
喇
喇
凹
水
泉
(
刷
n
u

則
衍

-
H
)
會
是
聖
祖
們
的
居
留
地
(
創

M
u
m
-
)
又
是

一
叫
民
在
曠
野
時
的
紮
營
地
(
凹
的
甜

m
l
u
n
民
U

M
)
地
形
的
特
徵
是
多
山
丘
其
中
一
個
山
丘
特
別
高

卅
且
有
巨
石
一
塊
在
其
頂
上
傳
為
梅
瑟
打
石
山
水
的

巨
石
周
圍
有
不
少
的
水
井
水
泉
且
有
草
地
一
片
而
形

成
曠
野
的
綠
洲
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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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稱
之
為
卡
德
士
曠
野
亦
稱
帕

喇
曠
野
(
門
口
品
)
或
蚓
曠
野
(
則
必
站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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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劉

打
發
的
十
二
個
偵
察
制
制
制
幅
地
的
探
子
郎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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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向
發
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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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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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梅
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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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
戶
口
甜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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蚓
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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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
叛
變
亦
發
生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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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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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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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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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境
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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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使
者
亦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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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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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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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
m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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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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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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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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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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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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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卡
爾
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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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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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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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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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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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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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之
統
一
譯
作
卡
爾
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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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聖
經
描
寫
成
牢
不
可
破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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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堡
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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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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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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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時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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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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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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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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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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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
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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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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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並
不
是
一
種
科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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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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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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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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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
峙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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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可
能
意
大
利
的
南
部
及
附
班

牙
亦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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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這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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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觀
念
及
所
認
識
的
在
這
一
區
域
中
生
活
的
諸
民
族

作
者
將
這
些
一
民
族
皆
視
為
諾
厄
三
個
兒
子
的
後
代
北

有
閥
割
蚓
的
後
葡
南
有
創
的
後
配
居
中
者
是
州
的
後

比
其
中
有
與
事
實
不
合
的
地
扎
比
如
回
蚓
人
雖
非
閃

的
後
代
卻
被
釗
歸
閃
族

(
創
ω
n

)
而
庭
士
及
客

喇
喇
人
原
是
叫
族
九
部
被
創
入
創
的
後
亂
喇
喇
此
制

凹
及
酬
謝
人
則
有
時
被
稱
為
間
的
後
代
(
制
問
扭
扭

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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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創
的
後
代
中
卅
現(
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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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
由

此
我
們
可
以
斷
定
作
信
釗
分
這
些
民
族
的
依
攘
也
不

是
血
統
而
主
要
的
是
地
理
及
歷
丸
亦
說
是
硬
性
地
將

居
住
在
南
北
中
部
地
區
的
各
民
族
釗
歸
為
必
厄
三
個

兒
子
的
後
代

但
是
關
於
這
一
點
我
們
不
應
奇
怪
因
為
聖
經
的

目
的
並
不
是
在
教
訓
人
人
文
地
叫
作
歷
史
以
反
政
治
演

變
的
科
學
知
識
而
它
主
要
的
目
的
划
是
神
學
方
面
的

具
體
地
准
來
在
這
里
作
者
的
目
的
不
外
是
在
指
亨
、
主

對
刮
目
及
其
三
個
兒
子
的
祝
福
已
完
全
應
驗
了
(
創

9
1
)
另
外
值
得
我
們
注
意
的
是
作
者
將
民
族
的
分

佈
情
形
說
明
之
後
將
箱
倒
逐
漸
縮
小
終
至
縮
到
以
色

州
民
簇
的
歷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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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義
是
現
代
學
者
伽
究
及
批
判
歷
史
應
遵
守
的
法
競

及
原
則
但
是
聖
經
的
歷
史
書
己
於
數
千
年
之
前
成
書

問
世
它
所
用
的
方
法
規
則
所
追
求
的
目
的
及
古
書
寫

時
的
精
神
及
態
度
與
現
在
的
歷
史
娛
則
白
的
精
神
完

全
不
同
故
此
以
現
在
的
歷
史
科
學
技
術
來
批
判
聖
經

展
史
及
指
正
它
不
合
法
則
不
符
事
寶
等
鉛
品
楚
最
不

科
學
的
治
學
方
法

一
聖
經
的
史
學
聖
經
歷
史
的
作
者
從
來
沒
有
太

顧
及
歷
史
文
件
彼
此
之
闊
的
是
否
相
符
合
抱
到
誰
他

只
是
將
許
多
來
自
不
同
地
區
不
同
傳
統
及
不
同
環
境

的
歷
史
文
件
湊
合
投
排
起
來
無
疑
地
這
種
作
法
的
結

果
使
聖
經
歷
史
書
釘
彼
此
之
間
的
矛
盾
不
和
指
及
重

復
的
地
方
怕
是
學
俺
的
作
者
付
這
一
點
部
門
兀
全
不
介

意
也
恨
水
沒
有
必
到
這
種
作
法
是
不
合
歷
史
很
原
則

的
字
(
撒
下
8
M
I
M

及
刮
目
自
撒
上

m
u
炭
"

M

撒
上
8

1

n
m
口
白
白

1
|

品
及
9

1

!
"

闊
的
自
i

u

間
等
)
其
次
聖
經
作
拉
伯
也
不
准
化
鼠
害
品

發
生
的
時
間
次
第
有
時
將
兩
件
發
生
於
相
距
很
遠
不

叫
時
代
的
史
事
並
列
在
一
處
甚
至
將
時
間
完
全
弄
錯

而
作
者
胡
言
不
在
乎
有
的
史
事
以
我
們
的
眼
光
來
看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及
卡
分
有
價
值
的
歷
史
中
心
事
鼠
作

各
部
只
是
三
言
雨
夜
間
地
輕
描
淡
寫
一
點
即
過
其
他
或

們
認
為
毫
無
歷
史
價
值
的
瑣
碎
事
件
作
者
部
長
篇
申

述
大
作
文
章
其
次
學
經
作
者
對
數
字
的
用
法
與
我
們

現
今
的
作
風
也
完
全
不
同
多
次
將
數

字
故
瑟
的
前

染

擴
大
致
使
這
些
數
字
多
次
己
再
無
學
街
上
數
手
的
價

值
而
作
者
很
本
就
沒
有
怨
到
這
種
作
法
是
不
合
事
實

的
當
然
有
些
一
數
字
的
諾
大
是
來
自
抄
寫
者
的
疏
忽
還

有
許
多
自
然
界
的
問
然
現
象
本
來
是

可
以
用
人
的
服

智
推
理
思
索
而
解
釋
的
但
作
者
卸
車
捉
了
當

地
簡
單

直
率
地
將
它
積
為
天
主
的
作
為
還
有
聖
經
作
者
有
時

採
納
了
民
間
掌
故
作
為
歷
史
的
資
料
或
們
知
道
…
般

無
知
平
民
百
姓
是
富
於
請
大
及
幻
想
的
而
作
者
將
這

些
一
民
間
色
彩
保
存
了
下
來
如
加
下
內
不
少
的
站
述

二
學
經
歷
史
作
者
的
目

的
現
在
的
歷
史
學
者
是

為
歷
史
而
寫
歷
史
壓
史
的
本
身
就
是
他
工
作
的
中
心

反
他
科
學
研
究
的
目
的
故
他
為
得
到
歷
史
的
正
確
答

案
釘
寫
歷
史
的
法
則
應
池
邊
不
進
但
是
聖
經
歷
史
作

者
的
目
的
部
迴
然
不
同
且
有
天
淵
之
別
他
是
為
了
宗

教
倫
周
勵
人
行
善
避
怨
而
寫
歷
史
的
故
然
二
者
目
的

不
同
其
取
材
的
對
象
及
書
寫
的
方
式
也
就
各
異
了
雪

繩
作
者
閃
閃
達
到
他
做
定
的
宗
教
的
目
的
益
力
謀
取
那

些
一
他
本
人
親
寫
重
妥
及
適
於
殺
明
他
倫
理
言
論
的
資

料
而
不
限
於
客
觀
事
實
的
範
囡
囡
此
很
可
能
作
者
只

探
取
某
一
歷
史
事
絨
的
核
心
而
郎
以
擴
大
院
仇
太
太
作

文
章
只
要
他
覺
得
如
此
作
法
能
使
他
達
到
寫
歷
史
的

目
的
|
|
宗
教
倫
理
的
目
的

基
於
上
述
種
種
有
不
少
的
人
開
始
攻
壤
里
總
以

現
在
歷
史
的
科
學
原
理
來
批
評
聖
經
的
歷
史
部
份
關

之
為
神
話
虛
構
及
不
合
客
觀
苓
質
的
傳
奇
記
誠
等
也

因
此
否
認

了
聖
經
的
不
能
錯
誤
性
聖
經
的
不
能
給
淺

灰
歷
史
科
學
的
價
現
好
似
成
了
兩

個
極
端
在
這
兩
制



~
磕
端
之
閱
有
聖
教
會
動
童
教
會
的
職
責
說
是
保
護
和
解

m
~
n
聖
經
因
此
會
有
不
少
數
會
的
學
者
羞
恥
、
「
護
教
」

于
的
理
由
您
出
了
各
種
的
理
由
及
解
釋
來
保
護
聖
經
的

-
不
可
錯
位
不
過
在
這
一
切
努
力
之
後
問
題
仍
然
存
在

一
於
是
一
九O
五
年
六
月
廿
三
日
聖
經
委
員
會
通
令
教

會
學
者
在
沒
有
明
顯
有
力
的
相
反
斑
白
之
下
應
裝
力

保
存
聖
經
的
「
字
意
」
並
按
「
字
怠
」
來
解
釋
一
九

四
三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的
「
里
神
默
感
」
通
為
更
給
學
者

們
指
出
「
解
經
最
基
本
的
原
則
是
研
究
查
考
及
正
確

的
斷
定
聖
經
作
者
想
要
說
的
是
什
麼
」
因
此
所
謂
之

「
字
意
」
並
不
是
字
旬
本
身
的
客
觀
抽
象
的
意
義
而

是
他
們
在
聖
經
作
者
的
筆
下
有
什
麼
意
思
也
正
因
如

此
學
者
們
對
學
經
的
意
義
不
能
亦
不
應
該
作
任
何
先

天
的
主
觀
決
定
而
應
當
在
細
心
研
究
清
楚
知
道
聖
經

作
者
的
意
思
意
向
之
後
再
加
以
後
天
的
判
斷
為
達
到

這
個
目
的
應
注
意
遵
守
的
組
則
如
下

1

仔
細
的
研
究
古
東
方
作
者
所
獨
有
的
說
詞
敘

述
的
方
式

2
斷
定
某
一
作
者
生
活
於
何
時
代

3
他
生
活
的
社
會
背
境

4
他
所
用
的
文
件
及
其
文
件
是
日
縛
的
或
是
筆

錄
的
歷
史
文
件

5

他
為
了
什
麼
目
的
而
寫
作

6

他
寫
作
的
對
象
是
些
一
什
麼
人

根
按
上
述
規
則
在
細
心
研
究
之
後
很
可
能
我
們

會
發
現
有
些
聖
經
卷
秩
很
久
以
來
被
認
氣
是
歷
史
部

;!I 五367-368 

份
的
而
實
質
上
放
聖
經
作
者
的
原
來
意
思
割
不
是
歷

史
性
的
聖
經
作
者
只
是
利
用
了
歷
史
性
的
外
表
來
替

寫
及
敘
述
為
能
達
到
他
師
協
定
的
寫
作
目
的
如
多
俾
亞

傳
文
斯
德
爾
傳
友

弟
德

傳
等

結
論
雖
然
有
過
不
少
的
惟
理
扳
倒
乎
者
仍
在
誇
張

聖
經
的
真
理
被
推
翻
了
但
事
實
上
過
得
昆

、

反
近
來
對

聖
經
的
科
學
研
究
「
清
楚
地
治
明
了
以
氏
在
寫
作
歷

史
時
遙
遠
超
過
f

其
他
古
東
方
日
民
族
一
來
他
們
是
寫

歷
史
的
最
早
的
民
族
二
來
他
們
客
觀
忠
實
地
將
躍
史

的
事
蹟
述
說
記
載
下
來
這
認
然
要
歸
功
於
聖
經
作
者

所
受
的
聖
神
默
感
及

m
fW
A
恆
的
〈
所
持
有
的
宗
教
倫
理

的
目
的
」
見
「
學
神
默
品

」
通
而
(
憐
)

η
國

-
n區
B
r
-
-。
主
域
名
閥
趴
缸
瓦
原
文
的
忠
義
有

訓
，
回
伊
軍
車
/
臣
。
\

:
J
1

月
，
、
兩
種
可
能
性
其
一
是
「
安
靜

之
地
」
其
二
是
「
澆
潑
之
地
」
是
圓
圈
於
厄
弗
辣
因
支

派
的
一
座
城
市
自
若
你
厄
時
代
始
的
是
以
民
的
宗
教

中
心
(
蘇
的
a

l

u
w
u
剖

I
n
-
-

臼
)
民
長
時

代
亦
然
(
民
M
U
)
直
至
厄
里
時
代
才
為
培
肋
舍
特

人
所
破
壞
(
繳
上
1
3
9
H
2
H
4
3
4
U
)
在
整

個
上
述
時
代
中
央
經
是
上
主
約
髓
的
所
在
地
(
撒
上

3
4
民
訓

"
-
M
)
在
這
所
單
一
所
中
亞
納
求
子
得
子

即
是
日
後
被
獻
於
此
舉
所
服
著
且
在
此
獲
得
上
主
啟

示
的
撤
慕
爾
先
知
(
繳
上
1

|
3
)

此
重
所
便
是

以
民
年
年
前
來
朝
雪
敬
禮
的
惟
一
宗
教
墓
地
(
民
訂

閱
撒
上
1
3
)
撒
羅
游
時
代
的
阿
希
雅
就
是
央
羅
出

生
的
先
知
(
列
上
刊
詞
U
S
M
2
|
‘
的
目
編
下

9

帥
"
時

0
)當
叫
出
爛
的
代
理
長
官
調
到
劉
御
悍
的
根
終
吵

了
俱
到
瀾
的
思
於
上
主
的
居
民
亦
相
船
在
州
到
耐
被

依
市
瑪
耳
所
殘
殺
(
耶

H
m
s
.
)

考
古
學
者
業
已
證
實
史
經
就
是
今

名

色
依
臨
陣

(
切
。
且5)

的
一
座
廢
址
位
於
則
蚓
到
之
北
約
十
五

公
里
處
距
蚓
京
通
往
納
和W
恥
俐
的
大
路
約
二
公
用
匕
位

於
大
路
之
東
部
在
制
制
削
制
之
南
十
八
公
里
處
門
公

元
前
二
千
年
已
有
人
燈
在
此
民
長
時
代
(
公
元
前
十

一
一l
十
一
世
紀
)
是
它
全
鍾
的
黃
金
時
代
至
以
民
右

政
時
期
開
始
衰
敗
終
至
完
全
被
放
棄
但
在
希
臘
羅
馬

皮
蚓
剖
蚓
時
代
重
新
興
起
且
有
五
六
世
紀
的
兩
陀
古

基
督
教
堂
被
發
細
川
土
(
時

)

頂
帽
，
同
-
比
k內
「P
E
O
M
/
是
斟
斟上
不
少
人
的
名
字

U
Hl
r
L
h
p
‘
‘
哥
們
，
耳
，
‘
草
，
.
』

。

:
J
-
f
l
i
t

、
意
謂
「
上
主
傾
聽
了
」

1
朝
制
制
的
第
二
個
兒
已
刷
剩
的
孫
子
(
山
山

6

口
戶
3
M
n

編
上
幻
7

叫
匣
U
H
)

2
荊
蚓
蚓
支
派
九
喇
喇
的
兒
已
居
住
在
凹
叫
按

當
瀏
喇
逃
避
剛
固
沙
隘
的
叛
變
而
來
到
凹
叫
樹
時
會

受
到
史
米
的
惡
毒
咒
罵
及
投
石
鼓
擊
藉
以
替
微
鳥
耳

全
家
報
仇
雪
恥
達
味
只
好
逆
來
順
受
並
且
阻
止
阿
彼

封
殺
死
到
淵
(
幟下
泊
5

|
吋
)
。
但
在
叛
敵
平
息
之

後
史
米
部
帶
領
了
一
千
本
雅
明
人
士
前
來
歡
迎
遠
咪

以
示
前
非
並
表
效
忠
之
志
剛
叫
到
仍
決
心
要
將
他
殺

丸
崗
喇
部
起
誓
一
定
要
保
全
他
的
性
命
(
刷
下
的

口
|
訕
)
那
知
達
味
本
人
在
臨
終
前
卸
仍
憶
前
辱
囑

咐
喇
擱
制
報
仇
(
則
上
2

•• 

)。
制
組
制
果
然
將
央



刑
軟
榮
於
耶
京不
准
其
出

城
活
就
否則
性
命
難
保
三

年
後
史
米
冒
然
出
城
追
捕
逃
僕
二
人
直
至
加
特
將
僕

人
捉
住
但
在
罔
京
的
路

上
部
被
君
主
打
發
的
貝
納
雅

殺
死

(
列
上
2
M
l

“
)

3

蚓
蚓
人
喇
喇
割
的
後
代
到則
間
的
兒
子
鳥
區

的
父
親

(
編
上
6
H
)

4

問
酬
劉
文
派
人
間
闖
關
的
兒
子
刺
刺生
有
大

批
子
女
計
有
十
六
個
兒
子
六
個
女
兒
(一
編上
4

甜
盯
)

5

肋
末
人
雅
哈
特
的
兒
子
齊
瑪
的
父
親
皆
寫
革

爾
雄
的
後
代
(
一
編上
6

盯

詞
)

6

本
雅
明
支
派
人
是
一
個
耶
京
家
族
的
族
長

(
編
上
8
n
)
亦
名
舍
瑪

7

肋
末
人
是
遂
咪

時
代
第
十
班
的
歌
詠
者
(
一
編

上
衍
口
)

8

的
問
瑪地
方
人
曾
經
主
管
達
咪
的
稿
街
閱

(
一
編

上
幻
盯
)

9

當
向
多
尼
雅
野
心
叛
變

時
他
曾
經
開
其
他
的

一
些
一
重
要
人
士
擁
護
了
撤
羅
浦
及
達
味

(
列
上
l

s
)
可
能
是
厄
拉
的
兒
子
(
列
上

一4
u
)

叫
山馴
蚓
科
支
派
人
是
副
叫
間
的
兒
子
刺
圳
的
父
親

(
編
上
5
.

5

)

口
肋
末
人
赫
憂
的
後
代
在
希
則
克
雅
執
政
時
會

經
參
與
清
除
捏
一
般
的
工作
(
編
下
的
H
1

M
)

一
也

是
希
則
克
雅
閻
王
時
代
的
肋
末
人
曾
經
協
助

問
一他
的
兄
弟
制
制
尼
雅
管
援
學
殿
中
的
什

一
之
物
(
編

r
下
H
H
H
J

369-372 2盟五

的
本
雅
明
文
派
人
克
士
的
兒
子
雅
依
爾
的
父
親

是
風
爾
鐵
闊
的
前
輩
(
如
2
5
)。

M
是
猶
大
王
家
的
後
代
樹
瀏蚓
的
兒
已叫
制
凹

貝
耳
的
弟
弟

(
編
上
3

M

)

的
自
充
軍
之

地
歸
來
的
肋
末
人
聽
厄
斯
德
拉
之

命
將
自
己
的
外
邦
妻
子
休
掉

(
厄
上
m

e

a
)

的
哈
雄
的
子
孫
聽
命
休
外
邦
事
前
者(厄
上
ω
臼
)

η
巴
尼
的
兒
子
亦
是
從
命
休
外
邦
妻
子
者

(
厄

上
ω
M
)

叩
均達
昧
的
兄
弟
亦
名
史
默
亞

(
撒
下
幻
n

)
(
韓

)

θ

h
h
P
a
z
-
BS
J
猶
大
支
派
人
生
子
有
阿

:
!
'

，

甸
回

，
、
默
良
陵
納
本
哈
南
和
提
隆

(
一
編上
4

叩

)
有
人
以
為
這
個
名
字
除
了
是
固
有
人

名
之
外
也
要
是
家
族
名
稱

(
韓

)

m

H
Z

哼
哼
晦
B
E
Z
Z

是
一
條
河
流
名
四
次
見

了
計

9
E
V
哥
們
/
∞
-
YR

」
於
輯
制
被
指
為
聖
地
最

南
方
的
邊
界
河
且
足
以
憋
在
埃
及
的
東
北

地
區

(
結

u
f

編
上
u
s

依
幻
3

耽
2

時
)
至
于
它
確
係
在
廢

河
流
至
今
未
能
斷
定
學
者
們
的
意
見
也
未
能
統
一
主

要
的
意
見
有
二
其
一
是
凡
指
尼
綠
川
其
二
是
指
尼
羅

河
的
一
條
交
流
而
已
再
由
聖
經
上
的
描
述
視
之
似
乎
後

者
的
意
見
更
為
正
做

(
韓
)

η
h
」
n
匪
H
E
B
古
E
Y

J
水
池
名

有
「
打

句
3
E
e
n
i
F
n瞎
白
血
斟
酌
，
「

H
r
H
J
r
vt
z
v
n

、

l
f
z

、

'
，
-
l

-

f
i
r

、
發
」
的
意

思
是
那

京
的
一
個
蓄
水
池
這
個
水
池
的
造
成
是
引
領
基
紅
水

泉
的
水
經
過

一
條
長
半
公
里
的
地
下
隧
道
注
入
而
成

這
件
耶
京
古
代
的
偉
大
工
程
是
猶
大
國
王
希
則
克
雅

的
傑
作
其
目
的
是
將
城
外
的
食
水
引

入
城
內
以
備
因

戰
爭
而
被
敵
人
包
囡
囡
守
城
內
時
之
這
(
見
欄
下
叫
“

甜

列
下
甜
甜
德
倆
口
)
依
繳
意
亞
先
知
在
頭
言
猶
大

將
受
懲
罰
時
會
提
及
到
這
個
水
池
(
依
8
6

亦
見
泣

，

及
厄
下
3

時
)
新
約
上
耶
穌
治
好
胎

生
的
路
子
時

會
叫
他
來
此
池
塘
洗
濯
眼
睛

(
若
9
1

|

U
)

現
在
阿
刺
伯
人
稱
之
謂
史
耳
汪
池
或
簡
稱
「
水

池
」
「
水
塘
」
它
的
長
度
約
有
十
六
公
尺
寬
四
至
五

公
尺
在
那
京
的
東
南
部
公
元
五
世
紀

時
會
組
有
一
座

基
督
教
堂
此
堂
接
於
阿
刺
伯
人
之
手
而
在
它
的
廢

址

上
組
立
了
一
座
罔
教
寺

公
一
兀
一
八
八0
年
的
元
月
於
偶
然
悶
在

地
干
水

道
進
入
水
池
的
入
口
約
六
公
尺
處
發
現
了
一
塊
刻
在

岩
石
上
的
碑
文
記
錄
此
文
件
共
有
六
行
以
古
典
希

伯

來
文
寫
成
忘
記
載
了
穿
鑿
隧
道
的
歷
史
隧
道

的
長
度

及
高
度
是
一
件
十
分
有
歷
史
價
值

的
碑
文
考
古
學
家

已
誰
賞
這
個
碑
文
應
是
公
元
前
七
o
n
年
左
右
的
作

品
也
說
正
是
希
則
克
雅
國
王
的
執
政
年
代

(
七
三
一

!
六
九
三

)
(

幣

)

2
h

」
悔
人
γ
L
「
。
.
11
:
J
是
哈
陵
的
數
個
兒

旬
，
'
，
'
，肉
禽
，
缸
，
ir
-
-

-

U
M
自
H
n。
自

-

3
E

A
VF
H
可
闡
明
，
也
唔
唔
/

l

l

、

j

t
a
3
F

'

、
子
之
一
充
軍
歸
來

後
聽
厄
斯
德

往
之
命
將
自
己
的
外
邦

妻
子
休
棄

(
厄

上
m
u
)

〔
祖
陣
」



;
可
史
『
因

為
刊H
N
U
)
2
納
罕
的
一
座

l
~
-
z
s
a
z
l
b

城
市
意
謂
「
守

:i|' -
衛
」
此
域
的
君
主
會
與
哈
眸
爾
的
國
王
雅
賓
聯
盟
反

士
抗
進
佔
聖
地
的
叫
剖
刺
九
但
被
封
蚓
間
所
擊
敗
(
制

I

口
1
)
此
城
後
來
被
劃
歸
與
則
步
陸
女
派
(
蘇
的
自
)

它
就
是
現
今
位
於
納
恆
肋
西
方
約
十
二
公
里
處
的
色

慕
尼
雅

(
P
E
E
E
3
7
)廢
址
(
韓
)

M
尬
，
-
h門
西
同
志
E
D
R
J
地
名
其
意
不
詳
按
娶

了
針
對
少
也
不
Z
E
F
f
ω
E
E
R」
i

，
|
|
|
|

-
r

忌
|

'
、
經
的
記
載
是
尼
默
洛

得
建
國
的
地
區
(
創

ω

刊
)
也
是
人
們
在
它
的，

一
塊

平
原
上
建
造
巴
貝
耳
塔
的
地
方
(
創
口

2
)
它
的
一

個
國
主
名
阿
默
辣
斐
者
曾
經
與
厄
藍
王
革
多
爾
老
默

爾
聯
盟
部
被
到
別
蚓
突
費
戰
敗
(
制
M
1
|
叮
)
按

照
依
撒
意
亞
的
預
言
上
主
要
從
這
襄
「
贖
同
他
百
姓

的
殘
存
者
」
(
依
口

u
)
巴
比
倫
王
拿
步
高
搶
劫
耶

京
後
將
聖
殿
的
器
血
帶
來
到
制
制
慨
地
方
(
嵩
1

2
)

回
加
利
亞
在
神
頓
中
所
見
的
「
厄
法
」
亦
被
運
來
此

地
(
由5
u
)

至
於
央
納
爾
確
係
何
風
學
者
們
的
意

見
頗
有
出
入
但
基
於
達
1
2

及
其
他
歷
史
文
件
的
記

載
就
是
後
日
特
別
著
名
的
巴
比
倫
地
方
似
乎
更
為
正

確

重

見
漆
頗
辣

五

見
巴
比
倫

(
韓
}

m
史
菱
辣
(
詩
句
)

m
史
沙
克
(
哼
哼w
)服
馴服
挺

373-378 

稱
王
(
九
四
五

l

九
二
七
)
建
立
埃
及
第
二
十
二
王

朝
定
都
於
尼
羅
河
三
角
洲
東
部
的
步

巴
斯
特
是
謂
舍

商
克
一
世
法
郎
(
當
約
稱
之
為
央
沙
克
)
此
時
正
值

以
民
分
裂
的
前
夕
創
建
北
圓
的
雅
洛
貝
罕
逃
亡
於
埃

及
受
到
史
沙
克
的
保
護
善
待
公
元
前
九
三
一
年
以
色

列
正
式
分
裂
為
南
北
朝
雅
洛
貝
罕
馮
北
國
以
色
列
王

勒
哈
貝
罕
為
南
國
猶
大
王
不
久
之
後
也
就
是
在
勒
哈

貝
罕
稱
王
的
第
五
年
上
正
當
以
民
因
分
裂
而
過
度
艱

難
衰
弱
的
時
代
史
沙
克
乘
虛
而
入
進
攻
巴
力
斯
過
勒

蚓
則
明
大
敗
只
有
賠
款
納
責
將
大
部
份
聖
殿
及
王
宮

中
的
寶
藏
貢
獻
山
川
來
以
求
自
保
(
見
到
上
口
“
M

甜

甜
編
下
也
2
|
@
)

斟
斟
上
的
這
段
歷
史
記
也
由
劇
創
科
爾
俐
封

(
肉R
E
r
)城
的
壁
畫
及
碑
文
上
得
到
完
全
的
證
實

在
是
役
中
央
沙
克
所
攻
佔
的
巴
力
斯
姐
的
城
鎮
鄉
村

竟
達
百
六
十
之
多
其
中
三
分
之
一
是
屬
北
國
的
城
市

奇
怪
的
是
耶
京
的
名
字
寬
不
見
於
上
述
文
件
中
這

可

能
是
由
於
勒
哈
貝
罕
大
批
的
金
銀
貢
獻
而
得
以
幸
免

之
故

考
古
學
者
以
為
在
埃
及
的
塔
尼
斯
發
現
了
央
沙

別
的
「
木
乃
伊
」
屍
體
它
著
有
法
郎
的
輝
煌
服
飾
並

戴
有
金
質
的
面
具
在
彼
布
羅
斯
亦
發
現
了
史
沙
克
的

座
像
一
尊
並
在
默
基
多
有
史
沙
克
的
石
碑
出
土
足
證

當
時
這
位
法
郎
的
勢
力
會
伸
至
上
述
各
地

(
韓
)

"
史
托
顧
里
(
2
3。-
3
)
見
晶
亂

"
司
祭

的
U
H
U
L
I均
以
來
辭
去r

A

g

紀

f
費

4
3
|

7

〕
眼

有
祭
紀
就
有
主
持
祭
紀
的
人
|
|
|
司
各
F
A戶
可
分
八
點
來

討
論
新
當
約
的
司
祭
和
司
祭
的
職
務
一
名
稱
二
由
來

三
制
度
四
祝
聖
五
服
裝
六
職
務
七
權
利
八
新
約
司
祭

一
名
稱
司
祭
希
伯
來
文
作
「

H
h各
自

」
此
字

的
原
意
尚
無
法
考
定
但
在
聖
經
內
用
以
指
上
主
的
司

祭
亦
用
以
指
邪
神
的
司
祭
(
倒叫“
叫
mm
I
m川
下的

M
)
此
字
如
無
陰
性
因
為
以
民
從
來
不
以
寫
能
有
女

司
祭
指
外
教
司
祭
聖
經
上
街
用
「
肉
。
呂
立
」
此
字
的
本

意
原
謂
「
興
奮
」
「
激
昂
」
因
寫
外
敬
的
司
祭
舉
行
祭

紀
前
後
常
表
示
一
種
熱
狂
出
棘
的
態
度

(
歐
凹
5

索

1

‘
)
「
肋
未
」

(H
L
2』
)意
謂
「
依
戀
」
「
結

合
」
(
削m
M
)
斟
制
內
平
常
以
此
字
指
稱
比
司
祭

低
一
級
在
學
所
或
聖
殿
內
服
役
的
肋
未
艾
派
的
人
但

有
時
也
用
以
指
稱
司
祭
不
過
平
常
多
半
與
「
司
祭
」

二
子
聯
用
表
示
司
祭
是
出
於
肋
未
艾
派
的
司
祭

(
申

的
1
制3
3

職
H
M
M缸
編
下
幻
u

則
約
時
)
。
近
來
有

些
一
學
者
由
語
源
學
宗
教
比
較
學
推
究
「
肋
末
」
一
字

的
原
意
來
解
釋
舊
約
的
司
祭
制
度
和
司
祭
制
度
的
演

變
創
立
了
一
些
學
說
這
些
一
學
說
原
是
為
解
釋
經
學
上

的
一
些
困
難
但
結
果
反
而
自
相
矛
盾
使
問
題
更
加
困

難
愈
難
解
釋

廿
刊
聞
封
到
間
科
「
司
祭
」
作
(
H
O
E
E
m
)
意
謂

「
屬
神
的
人
」
拉
丁
通
行
本
「
司
祭
」
作
(
∞
R
Z

﹒

ι
。
ω
)
意
謂
「
神
聖
的
人
」

「
大
司
祭
」
作

(
2
=﹒



C
F
H
)
以
「
大
司
祭
」
為
神
與
人
之
間
的
橋
樑
立
於

天
地
之
間
的
中
保
由
此
「
司
祭
」
一
字
亦
含
有
中
保

之
意

-
T由
來
司
祭
的
由
來
是
由
於
祭
紀
祭
紀
有
私
人

的
有
團
體
的
私
人
自
獻
祭
把
他
執
行
的
固
然
是
司
祭

的
任
著
但
平
常
如
不
以
他
為
司
祭
在
未
有
成
立
司
祭

制
度
以
前
代
表
團
體
舉
行
祭
紀
的
是
各
團
體
的
首
長

家
庭
有
家
長
部
落
有
酋
長
民
族
有
族
長
國
家
有
君
王

(
制
4
3
1
7
8甜
|
n
u
7
M
M
們
叫
“
)
。
在
成
立

司
祭
制
度
以
後
舉
行
祭
紀
就
專
成
了
司
祭
的
任
著
司

祭
代
表
私
人
或
團
體
依
儀
舉
行
祭
肥
因
而
有
了
教
權

和
政
權
之
分
這
種
制
度
由
簡
而
繁
隨
時
演
進
古
代
各

民
族
大
低
都
有
自
己
的
司
祭
制
度
今
就
聖
經
所
載
來

討
論
以
民
的
司
祭
制
度

三
制
度
祭
把
飯
是
由
人
性
而
來
自
祭
紀
而
產
生

的
司
祭
亦
可
說
是
由
人
性
而
來

a
m此
凡
是
民
族
必
有

社
司
祭
制
度
以
民
又
何
能
例
外
所
不
同
的
只
是
以
畏

的
司
祭
制
度
不
只
是
人
的
制
度
而
也
是
天
主
的
制
度

因
為
天
主
曾
參
與
其
事
含
有
天
主
啟
示
的
成
分
惟
莫

如
此
所
以
以
民
的
司
祭
制
度
分
兩
期
梅
瑟
前
期
和
梅

瑟
後
期甲

梅
瑟
前
翔
在
梅
瑟
以
前
以
民
向
只
是
一
個
家

庭
除
保
存
他
們
祖
傳
對
惟
一
腳
信
仰
以
外
其
餘
的
宗

一
敘
生
活
方
式
與
當
地
的
民
族
大
間
小
異
家
長
代
表
家

閃
一族
舉
行
勞
此
這一
現
象
在
桐
樹
制定
禮
儀
和
司
祭
制

寸
長
以
發
以
民
進
佔
許
她
初
期
困
戶
切
偽
末
就
睜
開

(
申

378 進五

們u
a
民
η
e

刮
目
)
不
時
仍
然
出
現
(
民
6
u
-
n

u
-
-
品
)
直
到
達
味
撒
羅
瀚
王
朝
奠
定
大
統
才
有

了
定
型
依
攘
梅
瑟
法
制
制
定
了
司
祭
制
度

以
民
僑
居
埃
及
為
時
凡
四
百
餘
年
(
創
臼
間
出

位
“
迦
3
口
)
為
時
不
為
不
久
但
聖
經
上
對
於
他
們

在
埃
及
的
宗
教
生
活
部
隻
字
不
提
然
而
我
們
知
道
埃

別
是
多
神
教
最
盛
行
的
地
趴
叫
民
與
制
別
人
雜
居
共

處
凡
四
世
紀
對
於
他
們
的
宗
教
不
能
不
有
所
認
識
在

自
己
的
僑
居
地
哥
笙
(
創
約
1
1
u
)
也
過
自
己
的

宗
教
生
活
何
去
若
瑟
的
妻
子
還
是
出
自
司
祭
家
的
閔

秀
(
創
叫
“
)
梅
瑟
日
後
娶
的
又
是
米
德
揚
地
司
祭

的
千
金
(
出
2
剖
)
但
以
民
在
埃
及
時
誰
任
司
祭
是

否
梅
瑟
所
屬
肋
未
支
派
人
士
在
埃
及
時
就
已
任
司
祭

職
務
(
出
2
1
w
n
)
無
法
考
定
(
參
見
撒
上
2
叮

詞
)
但
有
一
點
我
們
甜
可
斷
定
卸
天
主
自
埃
及
引
出

以
民
來
是
要
他
們
成
為
自
己
的
民
族
司
祭
的
民
族
向

自
己
獻
祭
(
出
3
n
u
4
刮
目
5
1

!

9
)
因
為

只
有
他
是
創
造
一
切
的
全
能
的
天
主
配
享
祭
紀
人
只

應
承
認
他
是
上
主
「
雅
威
」
(
山
山
6
2
-

9
叫
M
a
l

e
)
所
以
特
選
了
梅
瑟
和
亞
郎
兩
兄
弟
來
完
成
這
一

任
務
藉
梅
瑟
制
定
了
亞
郎
品
位
的
司
祭
制
度
(
山
4

u
-
n
m
l
希
7
u
1
H
)

乙
梅
瑟
後
期
以
民
山
離
埃
及
來
釗
了
西
乃
山
下

天
主
以
梅
瑟
寫
中
保
與
以
民
訂
立
了
毀
約
頒
布
了
法

律
(
出
w
l
幻
)
法
律
的
中
心
是
祭
把
因
寫
以
民

是

一
司
祭
民
族
聖

潔
國
民

(
出

的
﹒
依
“

.
加
下
2
口

時
)
為
此
凡
是
法
律
不
論
是
民
事
法
刑
事
法
或
是
聖

潔
法
無
不
與
祭
紀
有
關
且
以
祭
紀
簽
定
了
盟
約
(
叫

圳
的1
8
)
依
攘
盟
約
制
定
了
敬
體
(
出
鈞
|
刊
)

而
有
了
固
定
的
祭
儀
和
司
祭
制
度
(
山
m
I
9
希

51|

‘) 舊
約
的
司
發
制
度
分
三
級
大
司
祭
司
祭
和
肋
米

大
司
祭
凡
是
團
體
制
度
總
有
一
位
置
肺
首
司
祭
中

為
首
的
是
大
司
祭
為
此
稱
大
司
祭
為
司
祭
長
(
列
下

鈞
刊
編
上
幻
5
編
下
到
叩
厄
上
7
5
)
或
最
高
司
祭

(
肋
創
刊
戶
押
犯
品
編
下
"
，
厄
下
3
1
回
3
1
)
或

受
縛
的
司
祭
(
肋
4
3
6
臼
)
或
直
接
簡
稱
自
崎
司
祭

以
之
代
表
其
餘
的
司
乳
首
任
此
職
的
是
到
蚓
(
川
幻

-
l
m
s
刊
H
H
)
以
後
由
亞
郎
司
祭
家
族
小
路

首
者
總
任
平
常
大
低
為
長
子
除
非
他
有
阻
礙
或
缺
附

(
肋
的
呵
!
“
戶
3
2
1
4
編
上
5
盯
}
H
仰
的11

5
)
這
偽
以
民
是
一
永
久
的
法
令
(
山
"
自
叩
仙
W
H

肋
6
8
9
間
)
但
後
來
政
治
參
與
教
權
或
教
撥
參
與

政
治
因
而
有
了
當
政
者
罷
兔
選
立
大
司
祭
(
列
上
2

扭
盯
自
)
或
大
司
祭
獨
攬
政
教
大
權
的
事
逗
種
現
象

尤
以
公
元
前
二
世
紀
至
公
元
一
世
紀
為
甚
於
是
大
司

祭
的
職
務
就
再
不
成
為
終
身
的
職
務
司
察
長
不
仰
指

在
位
的
大
司
祭
也
指
離
位
的
大
司
祭
或
他
們
家
屬
中

的
司
發
有
時
竟
同
時
有
兩
位
大
司
祭
大
司
祭
就
驗
的

年
齡
不
見
載
於
經
典
相
傳
是
二
十
歲

司
祭
首
任
司
祭
職

的
是
亞
郎
的
兒
子
亞
郎
家
屬

中
凡
是
男
性
除
非
有

注
定
的
阻
礙
或
缺
陷

門
制

訂



~
u
-
K
」
為
首
的
為
大
可
祭
其
餘
為
司
簽
這
是
一
條

山
~永
久
的
法
令

(
制
約
H|
M
)
。
司
祭
階
級
既
盡

風
到

~
蚓
子
孫
寫
此
稱
固
叫
的
子
孫
為
司
祭(制
1
8

月
3

-
-
m
﹒
制
創
刊
罔
下ω
帥
"
)
。
又
因
司
祭
金
屬
於
叫

一
科
文
派
為
此
稱
他
們
寫
制
制
司
祭(制
口
，
的1
輯

3
3
8

耶
們
叫M
缸
)
稍
後
因
大
司
祭
雖
間
出
於
一
家

族
但
由
於
所
屬
直
系
祖
系
不
同
故
用
祖
系
之
名
來
指

稱
司
氣
如
回
到
到
肋
未
司
祭
(
馴
的
M
H
們
間
)
。
回
到

到
是
出
自
問
叫
剛
回
詞
組
孔
周
同
楓
樹
詞
是
由
自
制

塔
噶
爾
祖
系
達
味
王
朝
當

時
和
以
後
(
撒
下
M
U
M

祖
列
上
2
盯
品
)
，
以
回
劉
到
系
司
祭
寫
正
統
故
有
此

名
稱
見
區
多
克
條

肋
未
肋
未
是
在
會
幕
或
聖
所
或
聖
殿
內
協
助
司

祭
舉
行
敬
禮
奉
獻
祭
紀
的

刷
刷
艾
派
人
么
叫
剩
支
振

亞
郎
家
屬
的
男
性
為
司
祭
肋
未
艾
派
其
餘
家
圓
圓
的
男

性
師
團
"
肋
未
(
戶
的
8|

U
)
天
主
以
逾
越
奇
蹟
救

以
民
出
離
了
埃
及
保
全

了
他
們
的
長
子
所
以
他
們
的

長
子
說
屬
於
上
主
應
歸
於

上
主
(
“
u
ul
M
M

M
|
甜

)
但
天
主
後
來
翻
白
願
以
肋
末
人
來
替
代
他

們
的
長
子
如
長
子
的
人
數
多
於
肋
末
人
多
餘
的
長
子

說
應
以
贖
金
贖
罔
(
同
3
叫
“
)
天
主
選
肋
末
人
代

以
民
長
子
在
自
己
的
里
所
內
服
務
是
因
為
肋
末
人
富

於
熱
忱
(
叫
紹
自
|
詞)。
從
此
俗
人
不
得
再
接
近
學

阮
違
者
處
以
死
刑
(
同
3
5
|
M
8
H

l

H
)
。

以
上
是
歷
來
聖
經
學
說
依
按
喇
刮
到
劉
分
析
到

郎
司
祭
品
位
的
司
的
宗
制
度
歸
納
所
得
的
三
種
不
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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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級
自
十
八
世
紀
以
成
學
者
對
於
制
刮
到
軾
的
成
審

問
題
創
立
了
一
些

新
學
說
以
現
有
的
制
到
到
劃
是
也

不
同
時
代
的
文
件
和
不
同
時
代
的
編
者
湊
合
而
成
的

關
於
這
一
點
參
見
梅
瑟
五
會
集
這
些
學
說
大
成
的
是

委
耳
豪
森
(
H﹒
詞
。
E
M
E
Z
D
)
依
他
的
意
見
咨
約
司
祭

制
度
最
初
只
分
大
司
祭
和
司
祭
肋
未
與
司
祭
並
無
分

別
肋
未
成

了
比
司
祭
次
一
等
的
人
物
是
在
充
軍
以
後

出
於
罔
則
姐
割
的
制
度
(
叫
“
啊
‘
-
M
)
他
根
蠻
進

化
理
論
來
衡
量
宗
教
思
想
和
歷
史
以
寫
惟
一
神
論
只

能
是
宗
教
史
的
最
後
演
變
像
五
書
內
對
唯
一
肺
的
敬

禮
和
司
祭
制
度
只
能
出
現
於
充
軍
後
罔
蚓
制
拉時此

五
香
內
開
於
敬
禮
祭
紀
的
成
分
都
是
山
自
「
司
祭
文

卷
」
而
這
一
文
卷
叉
最
為
晚
山
約
在
公
元
前
五
0
0

年
至
四
五
0
年
間
梅
瑟
五
替
自
公
元
前
七
世

紀
以
來

陸
續
經
過
一
些
人
改
編
修
訂
至
公
元
前
四
世
紀
左
右

修
訂
「
司
祭
文
各
」
的
一
編
者
再
將
梅
瑟
五
岳
全
部
加

以
改
編
而
有
了
現
今
的
梅
瑟
五
番
五
害
的
統
一
性
應

歸
功
於
這
位
傑
出
的
編
者
他
能
有
這
番
成
就
自
然
該

是
一
位
經
風
有
些
學
者
以
寫
即
是
因
斯
德
也
劃
氏
為

證
賀
他
的
學
說
就
將
充
軍
以
後
的
經
典
如
則
厄

上
下

和
充
軍
以
前
的
經
典
如
蘇
民
撒
上
下
內
關
於
祭
肥
和

司
祭
制
度
的
記
敘
兩
相
比
較
指
山
敬
體
制
度
進
化
演

變
的
過
程
以
證
明
梅
瑟
時
代
決
不
能
有
這
樣
完
善

的

體
儀
制
度
和
一
些
前
後
不
相
同
或
竟
自
相
矛
盾
的
規

定
這
一
學
說
有
其
可
取
之
處
但
因
有
不
少
之
處
言
過

其
質
無
所
依
錢
始
終
受
到
了
一
些
學
者
的
反
對
一

五
害
的
最
像
一
編
者
是
該
詔
識
苑
露
以
前
的
單
典
的
伊
何

以
他
改
編
五
響
而
記
蔽
了
這
些
事
實
和
條
例
是
為
鏈

，

後
世
的
記
載
相
矛
底
或
是
為
自
欺
欺
川

J
J在刮
卅
曠

野
的
以
民
不
能
跟
為
借
末
開
化
的
民
族
他
們
在
埃
及

寄
居
7
四
百
餘
年
埃
及
當
時
的
文
化
相
當
高
何
去
梅

瑟
尚
是
受
過
高
等
教
育
的
人

(
叫
2
u斜7
m

|

扭

)

所
以
他
們
在
曠
野
能
制
出
這
攘
的
法
律
和
制
度
三

梅
瑟
制
定
法
律
和
禮
儀
制
度

是
寫
進
攘
客
納
罕
地
後

遂
行
自
然
有
些
條
文
不
通
於
當
時
的
曠
野
生
活
四
禮

儀
制
度
雖
隨
時
代
環
境
有
所
變
更
但
基
本
原
則
則
不

變
否
則
就
不
是
變
更
而
是
廢
除
五
委
民
以
第
一
些
在

梅
瑟
時
代
不
可
能
有
的
事
如
文
字
和
約
權
等
現
在
由

考
古
學
已
證
實
遠
在
梅
瑟
以
前
就
有
文
字
和
類
似
約

般
的
事
物
六
則
的
|
彷
九
章
所
述
是
一
「
神
視
」
先

知
依
攝
以
往
的
一
些
一
事
頤
和
法
律
來
說明
未
來
的
復

興
該
是
如
何
的
聖
潔
光
榮
偉
大
其
中
含
有
不
少
的
被

徵
和
寓
意
不
應
照
字
義
去
解
釋
或
考
訂
當
時
與
舊
日

制
度
文
物
的
異
同

四
祝
聖
大
司
祭
和
司
祭

的
祝
聖
與
說
職
種

肋
8
9
兩
章
記
載
的
頗
為
詳
盡
參
見
山
泌

-
m
叩M

I

l

血
的
u
|
間
梅
瑟
奉
上
主
命
主
體殺
牲
舉
祭
茵

先
祝
即
一
一
祭
壇
和
里
所
內
的
一
切
用
具
然
後
祝
建
亞
郎

和
他
的
兒
子
授
與
瀉
大
司
祭
和
司
祭
的
職
積
祝
盟
和

就
職
體
當
眾
舉
行
且
圓
周
期
七
天
(
肋
8
‘
S
U

|

臼

)

首
先
叫
亞
郎
和
他
的
兒
子
沐
浴
取
潔
然
後
給
亞
郎
穿

上
全
套
祭
服
在
用
學
油
祝
辜
會
阿
靜
祭
壇
和
所
祠
的
祭



器
以
後
就
將
油
倒
在
亞
郎
的
頭
上
祝
聖
他
姆
大
司
祭

以
後
吽
亞
郎
的
兒
子
前
來
給
他
們
一
律
穿
上
祭
服
協

助
大
司
祭
學
祭
盡
司
祭
的
職
務

最
初
司
祭
受
祝
霎
時
並
不
傅
油
後
亦
傅
油
但
似

乎
不
是
頭
而
是
手
因
出
怨
“
記
載
司
祭
祝
墓
禮
含
有

兩
種
動
作
一
是
傅
油
二
是
「
充
淪
手
」
(
血
瞥
見
出
"

M
M
W
H
)
「
充
浦
手
」
一
語
的
含
義
學
者
解
繹
不
一

大
抵
不
外
是
謂
以
油
傅
司
祭
的
手
將
祭
品
放
在
他
手

內
表
示
他
以
後
有
權
獻
祭
盡
司
祭
的
職
務
祝
聖
大
司

祭
將
油
倒
在
他
的
頭
上
表
示
他
為
司
祭
首
領
其
祝
聖

韓
與
祝
聖
君
王
無
異

傅
油
畢
奉
獻
贖
罪
祭
祝
聖
祭
壇
(
肋
8
H

l
n
)

為
亞
郎
和
他
的
兒
子
舉
行
全
熔
祭
(
肋
8
"
-
n
)

然
後
舉
行
航
聖
祭
祝
單
一
亞
郎
和
他
的
見
子
寫
司
祭

(
肘8
扭
|
叩
)
，
最
後
舉
行
祭
宴
(
晰
8
缸
!
自
)

第
八
天
亞
郎
和
他
的
兒
子
正
式
就
職
舉
行
說
職
的
贖

罪
祭
和
全
錯
祭
(
肋
9
1
|
H
)
然
後
為
人
民
舉
行

各
種
祭
紀
(
肋
9
臼
|
盯
)
最
後
舉
行
祝
福
在
闡
明
的

民
眾
於
是
種
成
散
會
(
肋
9
n
)

肋
末
的
觀
墓
禮
見
載
於
戶
8
5
l
n
這
祝
墓
禮

亦
是
當
眾
舉
行
但
依
儀
式
看
來
只
是

一
種
潔
淨
種
與

取
潔
種
大
同
小
異
首
先
讀
以
取
潔
水(戶
"
1
!

"
)

.

'
。

一
次
剃
除
全
身
洗
練
在
服
再
次
奉
獻
贖
罪
祭
和
全
熔
祭

士
在
奉
獻
以
先
金
體
會
眾
覆
手
在
肋
未
身
上
亞
郎
以
攜

卅
一
發撞
傷
式
將
肋
未
獻
於
上
已
作
為
別
叫
列
子
民
的
獻
也

戶
以
代
替
川
沙
反
正
但
手
，
學
上
主
戶
戶
3
盟
"
出
u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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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
後
肋
未
按
手
在
兩
頭
公
牛
償
的
頭
上
一
隻
獻

為
全
鳩
祭
一
雙
獻
為
贖
罪
祭
種
學
肋
未
方
可
進
入
會

幕
在
亞
郎
和
他
的
兒
子
領
導
指
揮
下
馬
以
民
在
會
幕

內
服
務
為
以
民
贖
罪
免
得
為
凡
夫
的
以
民
因
接
近
里

所
而
遭
受
災
禍
(
戶
1

日

3
5
|
M
U
z
-
-
)
寫
此

司
祭
是
天
主
選
定
委
派
來
代
表
自
己
接
受
人
的
祭
品

揖
闖
入
舉
行
祭
紀
的
人
肋
未
詞
是
以
民
獻
與
天
主
以
代

替
自
己
的
長
子
的
人
天
主
將
他
們
交
給
亞
郎
要
他
們

協
助
亞
郎
和
他
的
兒
子
執
行
司
祭
職
務
如
此
全
民
族

就
無
異
質
成
了
一
司
祭
民
族
因
肋
未
並
未
受
祝
聖
所

以
肋
未
紀
內
不
見
記
載
有
關
肋
末
的
事
只
在
討
自


H
附
帶
提
及
了
肋
末
的
事
他
們
的
事
跡
多
見
教
於
出

戶
申
三
番
內
尤
以
戶
為
然

五
服
裝
有
司
祭
制
度
就
有
司
祭
制
服
司
祭
制

服
亦
稱
司
祭
禮
服
或
祭
哀
司
祭
制
度
有
等
級
司
祭
制

服
亦
有
等
級
最
莊
嚴
最
隘
童
的
是
大
司
祭
的
禮
服
其

次
是
司
祭
再
其
次
是
肋
末
(
出
n
z
S
刊
)
司
祭
禮

服
全
部
為
細
麻
材
料
不
用
毛
線
(
出
認
凹
肋

的
4

出

釣
‘
m
s
“
刮
目
叫
W
Z
|
S
S
M
等
處
「
朱
紅
色
的

毛
線
」
原
文
只
作
「
朱
紅
色
線
」
參
見
德
何
時
時
)

大
司
祭
的
種
放
出
詔
"
肋
8
7
|
J
德
衍
，
「

刊
有
詳
細
的
記
載
他
的
禮
服
除
司
祭
一
律
應
穿
的
細

麻
短
褲
和
長
袍
外
有
一
用
金
線
紫
色
紅
色
朱
紅
色
線

和
憶
的
細
麻
絲
織
成
的

「
厄
弗
得
」
以
及
用
同
樣
材

料
編
成
沿
兩
肩
懸
掛
沿
兩
腰
甜
甜
住
「
厄
弗
得
」
的
帶

子
肩
帶
土
面
左
右
各
有
-
塊

紅
瑪
磁
石
每
塊

上
面
刻

有
六
支
派
的
名
字
般
在
金
框
內
用
金
線
鏈
繫
在
兩

一局

的
繫
帶
上
(
也
認
﹒
l
u
紗
2
|
7
)
二
用
同
樣
材

料
織
成
帶
在
胸
前
當
作
舉
行
判
斷
工
具
的
四
方
形
的

胸
牌
胸
牌
上
面
做
有
四
行
寶
石
每
行
三
塊
共
十
二
塊

每
塊
上
面
刻
有
一
支
派
名
字
胸
牌
內
該
有
「
鳥
陵
」

和
「
突
明
」
大
司
祭
為
人
民
求
閉
上
主
來
到
上
主
面

前
胸
前
常
感
帶
上
胸
牌
(
出
m
m
l
M
叫
m
s
l
n
)

參
見
「
鳥
陵
」
和
「
突
明
」
三
穿
在
「
厄
弗
得
」
下

面
較
「
厄
弗
得
」
稍
長
的
紫
色
無
袖
長
袍
其
下
周
國

飾
以
用
紫
色
紅
色
朱
紅
色
線
織
成
的
石
榴
和
金
鈴
輔
相

一
個
石
榴
一
個
金
鈴
錯
走
起
路
來
叮
噹
作
響
使
人
知

道
他
在
學
所
內
往
來
執
行
任
濟
(
出
必
缸
|
缸
"

扭
|
甜
)
四
戴
在
頭
上
的
種
冠
禮
冠
和
冠
帶
都
是
用

細
麻
做
成
或
編
成
的
體
冠
前
面
用
紫
帶
繫
有
一
塊
金

牌
金
牌
上
刻
有
「
祝
聖
於
上
主
」
的
字
樣
(
出
妞

"
!
"
德
叮
叮H
智
U
M
)

禮
服
的
穿
法
先
穿
長
衣
後
穿
西
坤
佩
帶
「
厄
弗
得
」

的
無
細
長
袍
佩
上
「
厄
弗
得
」
和
胸
牌
繫
上
「
厄
弗

得
」
的
帶
子
戴
上
體
冠
將
金
牌
繫
在
種
冠
上
全
套
種

服
說
已
在
身
(
出
m
s
6
肋
8
，
-
9
)
大
司
祭
舉

行
陸
重
祭
典
時
常
應
穿
上
全
套
種
服
只
有
贖
罪
街
日

除
外
這
一
日
大
司
祭
舉
行
贖
罪
種
時
只
穿
亞
麻
短
褲

亞
麻
長
衣
繫
上
亞
麻
腰
帶
戴
上
亞
麻
頭
巾
(
助
“
‘

司
祭
的
禮
服
見
載
於
出
犯
"
|
何
共
分
五
樣
~

自
腰
至
大
腿
遮
蓋
下
髓
的
亞
踩
短
褲
「
出
划
局
」
之



五

1.

耐
用
世
鴨
綠
織
成
長
主
蝶
的
長
，
白
衣
三
繫
在
腰
間
的

η
~
巫
蛛
糕
的
川
四
、

藏

在
頭
上
的
亞
麻
祭
出
向
五
此
就
叫
似
乎
尚

士
有
亞
麻
傲
的
「
厄
弗
得
」
(
撒
上
U
H
參
見
幟
下6

-
u
)。
司
祭
草
根
全
部
應
是
亞
麻
做

的
(
叫
“
啊H
U
)

一
段
已
被
祝
聖
就
只
能
在
學
所
內
穿

(
出

m
n

晰
6
4

8

M

則
科
臼

)
在
學
所
內
盡
職
時
赤
足
因
學

所
是
摯

地
故
不
可
穿
鞋
(
削
3
5

制
5
時，

參
見

M
m
卸

) 。

肋
末
的
禮
服
梅
瑟
法
律
沒
有
胡
文
規
定

(
戶
8

S
|

自

)
但
後
來
肋
未
盡
職
時
似
乎
都
一
律
穿

上
細

麻
長
扎
腰
間
繫上亞
麻
腰
帶
見
編

上
的
盯

幟
下5
叫

六
職
務
大
司
祭
司
祭
和
肋
未
有
各
自
當
益
的

職
務
這
些
一
職
務
雖
因
時
代
和生
活
的
環
境
有
所
改
變

但
基
本
上
與
梅
瑟
法
律
的
規
定
相
符
合
因
寫
這
些
一
改

變
都
不
過
只
是
依
縷
梅
瑟
法
律
對
時
代
生
活
因
時
因

地
制
宜
的
適
應

大
司
祭
的
職
務
除
司
悠
閑
應
盔
的
職
務
外
還
主
管

聖
所
或
學
殿
內
一
切
關
於
禮
儀
和
祭
紀
的
事
後
來
也

主
管
殿
內
的
財
政

(
列
下
u
s
l

口

n
s
|

7
)
他

是
天
主
與
人
民
間
為
首
的
中
保
奉
獻

主
要
的
祭
把
每

年
一
次
在
贖
罪
筒
日
帶
著
火
盤
乳
香
和
牲
血
進
入
帳

岐
後
面
的
「
學
所
」
郎

「
至
學
所
」
約
櫃
上
的
贖
罪

蓋
前
獻
香
灑
血
為
自
己
和
家
人
以
及
全
體
人
民
贖
罪

間
或
也
參
與
政
寧
主
持
會
議
給
君
王
舉
行
傅
油
體

(
列
上
1
7
-
M

則
下
u
n
)
充
軍
以
後
以
民
的
政

體
政
她
從
未
正
式
恢
復
大
權
遂
漸
漸
落
於
大
司
祭
之

手
到
了
公
元
前
二
世
紀
實
行
政
教
統
一
政
策
大
司
祭

全
媽

!出雲
27 也主

378 



亦
姆
國
家
元
首
獨
攬
政
教
大
權
以
形
同
參
議
院
的

「
公
品
會
」
(
2
=旦
旦

5
)
治
理
教
務
政
務

(
友
4

6
1
8
加
上
也
6
加
下

-
u
M
叮
)
這
種
現
象
直
到

公
元
一
世
紀

司
祭
的
職
務
大
別
之
不
外
一
在
捏
一
所
或
聖
殿
內

事
奉
上
主
奉
獻
供
物
祭
品

(
戶

的
|
的
2
)
作
天
主

與
人
民
間
的
中
保
為
人
民
贖
罪
取
潔
代
天
主
祝
福
人

民
二
教
授
人
民
天
主
的
法
律
指
引
人
民
奉
行
天
主
的

旨
意

(
兩

口
M
|

u
幻
s
犯
刊
)
為
此
司
祭
應
熟
悉

經
典
態
心
體
力
行
以
身
作
則
否
則
就
難
兔
不
有
虧
職

守

(
歐
4
‘
口

拉
2
4

1
9

)
固
然
司
祭
與
先
知

間
是
教
導
人
民
但
司
祭
傳
授
的
是
「
天
主
的
法
律
」

先
知
傳
受
的
部
是
「
天
主
的
話
」
司
祭
是
世
聾
的
先

知
部
是
臨
時
召
選
委
派
的
且
自
公
元
前
五
世
紀
以
後

就
絕
少
見
先
知
出
現

(
耶
閃
閃
時
則7

品
加
上
4
自
9

盯

M
H
)
充
軍
以
後
叉
出
現

了
會
山
區
有
了
經
師
營
代

司
祭
傳
授
講
解
經
典
和
法
律
這
也
算
是
歷
史
上
的
一

演
變
三
代
人
民
請
求
詢
問
上
主
的
旨
意
這
原
是
大
司

祭
的
職
務
但
從
來
也
成
了
司
祭
的
職
務

(
山
m
m
繳

上
2
目
M
U
H
幻
9
1

口
厄
上
2
間
)
德
彷
7
!
叮

實
是
對
司
祭
和
司
祭
職
務
鑫
善
審
美

的
一
概
括
敘
述

到
了
達
味
朝
代
司
祭
分
二
十
四
班

(
編
上
且

-
1

1

9
參
見
厄
上
2
品
|
扭
厄
下
7

凹
|
H
U
-
-

-
7
M
1
0

剖
路
1

5
)
除
大
慶
節
全
體
應
值
班
外
平
日

卅
一
輪
流
每
值
班
一
星
期
安
息
，
日
晚
祭
前
換
班
二
十
四
班

一
中
以
文
司
祭
再
掃
一
首其
次
是
副
大
司
低
三
列
下

呵
U
M
】

378 益五

學
殿
主
席
或
總
管
(
一
編
下H
M
H厄
下
U
U
)
到
了
公

元
前
後
一
世
紀
又
有

7
學
殿
警
官

(
宗
4
1
5
剖
)

和
司
祭
長
(
瑪
2
4

的m
U
M
若
7

扭
)
因
大
司
祭
已

非
終
身
職
務
且
任
期
無
定
所
以
在
新
約
內
司
祭
長
指

在
任
大
司
祭
指
前
任
大
司
祭
亦
指
司
祭
班
的
班
長
或

大
司
祭
家
屬
中
的
司
祭

使
司
祭
成
擎
的
是
上
主
上
主
是
壁
的
所
以
司
祭

常
應
是
學
潔
的
免
使
上
主
的
雪
名
聖
所
學

物
學
祭
受

到
站
污
和
褻
潰

(
拉
2
1
2
)
為
此
司
祭
執
行
任
輯

時
不
可
飲
滴
(
肋
m
8

9
則
叫們
自
)
不
可接
近
女
人

(
山
山
凹
臼
臼肋
的
問
!
M
血
瞥
見
搬
上
幻
s
l

6
)
大

司
祭
不
可
懷
近
任
何
死
人
的
迫
仰
不
可
披
頭
散
髮
撕

裂
自
己
的
衣
服
致
哀
至
於
司
祭
只
可
接
近
至
親
骨
肉

如
父
母
兒
女
兄
弟
和
未
出
咚
的
姊
妹
的
治
體
倒
親
的

也
總
概
不
許
撥
近
不
可
剃
光
頭
髮
修
剪
鬚
邊
紋
身
割

體
大
司
祭
只
可
娶
本
族
的
處
女
為
主
司
祭
只

可
娶
本

族
的
處
女
或
寡

μ州
為
一
位
(
肋釗
1
1

時
厄
上
m
u
H

則
科
目
凹
)
身
上
有
殘
缺
或
眼
路
胸
跛
或
斷
手
斷

足
或
行
駝
矮
小
或
眼
生
白
紛
也
均
生
瘤
研
或
無
生
殖
能

力
的
一
概
不
准
執
行
司
祭
絨
務
只
可
享
用
分
食
供
品

和
祭
物
(
肋
釗
間
自
)
至
於
司
祭
就
職
的
年
齡
聖

經
上
挂
沒
有
記
敘
但
相
傳
是
二十
或
二
十
五
歲
a

肋
末
的
職
務
昔
日
是
遷
徙
營
幕
時
搬
運
會
幕
和

其
中
的
一
切
問
具
熬
營
後
支
搭
會
幕
照
管
會
幕
協
助

司
祭
執
行
任
務
聖
殿
建
立
以
後
在
聖
殿
內
服
務
有
時

也
執
行
以
往
司
祭
執
行
的
事
都

(
戶
1
盯

|

H
3

5

|

甜

4
1
詞
一
編
上
n
M
M
)
服
務
的
年
齡
他

時
代
初
驗
血
凹
的
性
質
而
布
所
變
更
最
初
是
三
卡
城

(
戶
4
3
扭
扭
盯

編
上
幻
3
)
或
二
十
五
歲

(
戶
8

臼
剖
)
後
改
為
二
十
歲
(
編
上
n
H
l

訂
編
下
列
口

厄
上
3
8

)

達
咪
撒
羅
漏
時
代
肋
未
分
為
四
級
一
級
在
學
收

內
協
助
司
祭
行
祭
二
岫
惋
惜
任
判
立
和

t
E
j心三
級
專
右

守
門
廊
四
級
專
司
歌
唱
聖
詠
除
當
任
判

U
H和
古
抖
的

一
級
外
其
餘
三
級
部
叉
姑
分
市
內
次
在
學
做
協
助
司
祭

的
分
二
十
四
班

(
編
上
幻
6
!

M
M
m
m1

剖
)
在
乎

股
專
司
歌
詠
的
亦
分
二
十
四
班

(
編
上
討
參
見
編
上

的
盯
刊
)

看
守
門
廊
的
雖
分
班
次
但
班
次
敢
問
川
卻

不
廿
世
分
明
見
編
上9

口
1
盯
必
1
-
M
厄
斯
德
拉
和

乃
赫
米
雅
岡
國
後
仍
依
照
司
祭
和
肋
末
的
班
次
且
在
心

司
祭
和
肋
米
的
人
數

(
厄
上
2
抽
|

刊
厄
下
7
"

H
U
M
-

H
u
n
-

且
“
1

叫
)
肋
末
退
休
的
年
成

是
五
十
成
退
休
筱
仍
可
指
導
協
助
自
己
的
兄
弟
肋
木

服
務
(
戶
8

扭
扭
)
服
役
期
間
常
您
是
那
一
「
凜
的
卸
的
收

酒
榮
絕
房
事

(
編
上
的
U
H
)
動
於
洗
條
使
，
仆
已
不

沾
染
不
潔
常
能
侍
立
主
前
善
姦
自
己
的
職
務

七
權
利
有
義
務
就
有
權
利
肋
未
艾
派
沒
有
分

得
產
業
其
主
以
自
己
當
作
他
們
的
產
業
(
凹
的
M



M
申
的
-
-

u
蘇
的
H
詞
)
將
人
民
獻
與
自
己
的
祭

品
除
一
小
部
分
應
笑
化
獻
作
祭
獄
外
其
餘
概
飾
他
們

和
他
們
的
家
屬
享
用

所
以
他
們
的
產
業
的

是
上
主
司

祭
的
口
問
位
以
作
上
主
的
司
祭
為
自
已
的
產
業

「
常
沁



?
老
兒
h
d
F陀固
氮
馳
的
禮
儀

)
至
恥
、
肋
采
輔
助
司
祭

川
崎
型
研
肢

，
比
有
人
民
投
入
的
十
分
之
一
為
產
業
自

-
逗

~
十
分
之
二
冉
抽
出
十
分
之
一
獻
與
司
發
歸
司
祭
字
用

~
(
戶
沁
扭
扭
參
見
申
M
n
n
盯
l
m
厄
下
m
盯
l
!

一

叫
曰
“
叫
)

進
入
在
納
字
地
站
頂
有
可
叫
祭
娥
和
肋
未
域
的
創
分

(
戶
衍
1
8
蘇
幻

2

|

的
編
上
6

抽
l
M

)
這
些
一
域

市
當
然
不
是
全
歸
司
祭
和
肋
未
只
不
過
日
叫
他
們
住
在

其
中
撥
給
他
們
創
分
點
土
地
從
事
畜
牧
十
三
座
司
祭

城
分
布
於
南
部
省
大
西
默
提
本
雅
明
三
支
派
內
三
十

五
座
肋
米
峻
分
布
於
東
北
部
其
餘
九
艾
扳
內

(
綜
n

l
1
位
參
見
肋
鈞
扭
|

M
)
由
此
可
以
得
知
在
北
部

嚕
地
益
司
祭
職
的
多
屬
肋
末
(民
口
旭
)達
昧
王
國
分

裂
悠
南
北
朝
之
初
年
川
多
在
北
部
批
司
祭
絨
的
肋
求
自

北
胡
來
歸
南
朝
因
寫
北
明
為
吼
叫μ
固
自
己
的
吟
力

W
H行

宗
教
故
不
背
叛
了
上
主
(
列
上

沾
自
!
泊
爾
下
U
H

口
)
至
於
則
H
H叫
f

H
所
謂
的
貶
絨
肋
求
是
指
錯

大
各
域
失
織
的
肋
米
司
第

(列
下
幻
8
9
)
他
們
有
虧

職
守
不
能
再
在
新
舉
一
般
內
首
任
司
祭
服
務
在
新
擊
敗

內
賞
心
司
祭
職
侈
的
只
有
忠
正
屬
，
他
多
克
司
祭
家
系

的
肋
末
司
祭
(
則
科
H
M
參
見
列
上
2
自
盯
品
4

2

)

八
新
約
司
祭
新
約
有
自
己
的
司
祭
祭
紀
和
法

律
(
希
7
u
1
刊
)
耶
穌
基
借
以
自
己
的
血
締
結
了

新
約
白
成
了
犧
牲
自
作
了
司
祭
總
結
了
也
約
完
成
了

如
約
所
頂
在
所
不
能
完
成
的
事
(
希
7
M
H
8
n
9

u
|

H
)
但
在
新
約
內
除
了
希
伯
來
卉
外
從
來
不
稱

:!t l i. 378 

耶
穌
基
督
或
宗
化
或
任
何
教
會
職
員
鼠
「
司
祭h

「
司
祭
」
一
名
只
用
以
指
肋
末
司
祭
或
教
外
司
祭

(
瑪
8
.

谷
M
目
的
1
5

右
1
"

宗
M
H
幻
4
)
和

新
約
全
體
子
長
(
默
1
6
5
u
m
e
)
耶
穌
和
宗
徒

雖
身
總
司
祭
學
獻
的
叫
小
娥
占
u
的
天
國
的
道
那
似
耶
穌
愛

稱
自
已
何
州
大
泉
作
峭
的
獻
巾
山
自
已
生
命
的
「
人
子
」

(
谷
ω
H
M
H
參
H
M
依
訂
)
怨
不
怡
生
的
「
苦
牧
」

(
作
，M
m
u
希
u
m
參
H
M
則
只
u
l
H
臼
剖
)
宗
使
愛

稱
自
己
為
「
基
督
的
使
者
」

(
格
後
5
抽

)
「
傅

佈
福
音
的
佼
者
」

(
拘
押6

甜

)
「
新
約
的
僕
役
」

(
格
後
3
6
)
「
一
禍
首
的
伐
役
」(
如
3
7

哥
l
n
)

一
教
會
的
價
役
」
(
3
I
E
)
「
天
主
奧
秘
的
管
理

人
」
(
裕
的
4
1

)
「
基
悶
悶
的
候
人
」
(
經
1
1
迦

1

叩
雅
1
1

們
1
)
「
做
人
的
中
保
」
(
總
後
5
M

H
)
內
約
的
斗
祭
典
新
約
的
斗
祭
雖

M
R
川4
祭
位
值

約
「
司
祭
」

-
F
的
九
八
拉
必
不
能
概
恬
新
約
司
祭
的

命
義
為
此
新
約
內
瓜
大
川
代
約
的
川
的
「
司
祭
」
一

名
來
指
師
們
新
約
的
叫
祭
至
於
希
們
來
書
是
將
新
倍
二

約
作
比
較
故
不
得
不
川
心
樣
的
術
-
A以
襯
巾
的
川
新
二

約
司
祭
和
祭
紀
的
性
(
4此
外
叫
油
布
一
站
我
們
須
得
注

念
在
新
約
內
固
然
除
希
伯
來
社
窗
外
沒
有
「
司
祭
」
名

稱
如
有
「
中
保
」
(
去

g
g
ω

)
中
h
稱
近
一
名
稱
見

於
希
8
6
9
H
U
剖
亦
叫
於
迦
3
m
n
弟
的

2
5

今
就
指
們
來
許
參
照
其
他
經
告
來
拉
論
新
約
的
司
祭

巾
，
-
不
論
的
川
約
成
新
約
的
司
祭
都
是
由
天
主
選
派

的
人
不
能
刊
的
北
仇
枉
為
天
主
的
司
祭
(
希
5
1

1

4
叫
位
白
約
司

a
F繼
承
的
是
到
刺
的
司
祭
品
必
山
自

肋
末
艾
滋
新
約
司
祭
總
凡
事
的
是
依
照
甜
點
接
H
Y制
司
M
H
F

口
個
位
永
作
司
祭
的
基
督
的
司
祭
品
位
出
自
湖
列
女
派

(
約
5
4
6
)
所
以
新
約
的

A

祭
不
是
給
承
白
約
的

司
祭
必
是
取
代
了
的
們
約
的
，
心
內
心
(
希
7
H
H
)
N

m
川
默
拉
瑟
的
的
司
創
刊
小
口
叫
他
這
超
過
亞
郎
的
司
第
u
m
他

向
約
和
新
約
的
司
祭
雖
同
是
因
叫
叫
的
後
代
(
制
6

時
!
目

h彥
兒
迦
3
時
間
)
但
佑
約
的
司
祭
只
肉
人

民
仙
風
收
什
一
稅
而
琵
約
司
祭
之
祖
亞
巴
郎
切
向
預
支

新
約
司
祭
的
至
高
者
天
主
的
司
祭
兼
繳
冷
玉
的
默
基

瑟
德
呈
獻
了
十
分
之
一
的
勝
利
品
接
受
了
他
的
祝
福

從
來
只
有
在
下
的
接
受
在
上
的
祝
福
這
是
沒
有
人
可

反
對
的

(
請
7
1

|

叩
參
見
創
M
H
|
叩
)

乙
仿
約
的
司
祭
品
位
是
暫
時
的
故
可
以
變
反
駁

除
新
約
的
司
祭
品
位
「
不
是
按
照
血
統
所
規
定
的
法

划
而
是
按
照
不
可
消
滅
的
生
命
的
德
能
」
有
天
主
的

的l
e
-
-

再
作
保
所
以
是
永
存
不
替
的

(
希
7
M
口

多
兒
詠

叫
‘
)
，
何
規
「
按
照
血
統
法
制
」
的
司
祭
是
有
死
的

人
本
身
就
品
要
人
接
替
「
按
照
不
可
消
滅
的
生
命
的

態
能
」
的
司
祭
不
是
由
血
肉
而
生
的
人
所
以
永
這
常

存
不
心
要
人
接
替
(
希
1
7
3
8
m
E

參
見
路


M
M
H
制
川
)。

內
的
川
約
司
祭
是
有
莽
的
人
總
為
自
己
獻
發
贖
罪

新
約
司
祭
在
一
切
事
上
與
人
相
似
只
是
沒
有
罪
是
一

位
學
帶
完
美
無
辜
無
站
別
於
界
人
一
局
於
諸
天
的
司
祭

(
希
4
H
間
5
8

l
M
7
扭
|
甜

)
向
約
司
祭
進



吉它B

入
的
是
人
手
所
造
的
帳
荐
和
學
所
新
約
司
祭
進
入
的

劫
不
是
人
手
所
造
的
帳
幕
「
川
是
天
上
的
撿
一
般
不
是
一

年
一
次
而
是
一
次
進
入
了
就
永
遠
坐
代
天
主
的
右
邊

作
玟
們
的
中
保

(
希
9

)
的
約
司
祭
奉
獻
的
祭
紀
雖

然
繁
多
只
能
使
人
得
到
肉
身
的
部
外
在

的
聖
潔
如
不

能
潔
淨
人
的
良
心
除
去
罪
惡
新
約
司
祭
只
一
次
奉
獻

了
祭
獻
只
卒
獻
了
惟
一
的
祭
獻
就
而
成
了
永
遠
救
般

的
事
業
使
人
挺
得
耍
一
化
除
去
死
亡
的
行
為
足
以
去
爭

幸
生
活
的
天
主

(
希
9

日

H

ω
3
l
u
參
見
若
4

白
白

)
總
之
的
約
的
祭
紀
初

A

祭
只
是
未
來
一
事
物

的
模
型
和
影
子

(
布
8
5
9
9
M

m
1
1

7
)
新
約

的
祭
紀
初
司
祭
部
是
向
約

所
頒

h
v紋
的
u
p物
的
質
體

(
希
叩
a
l
u
參
見
哥
2
口

格
後
5
口
)
實
體
怎
據

超
越
影
子
新
約
的
祭
獻
和
司
的
法
也
怎
樣
超
越
向
約
的

第
獻
和
司
祭
為
此
初
期
的
教
父
不
論
是
東
方
的
或
西

方
的
教
父
在
自
己
的
仆
后
作
內
愛
稱
基
皆
為
司
祭

T
新
約
的
祭
的
是
永
遠

的
祭
把
新
約
的
司
的
狀
是

永
遠
的
司
祭
所
以
新
約
的
祭
肥
和
司
祭
是
惟
一
的

(
希
5
6

6

m
7
3
H

|
凹

的
時
|

H
)
這
惟
一
的

祭
肥
和
惟
一
的
司
祭
即
是
耶
穌
基
督
降

生
成
人
的
天

主
子
他
從
永
遠
就
被
損
定
為
司
祭

(
希
1
2
3

參
見

羅
1

‘

5
弟
前
3
H
)
一
降
生
成
人
就
成
了
人
類
的

一
司
祭
唯

一
的
中
保
(
希
2
H
l

凹
5
7

|

叫
8
6
7

-
9
H
ω
s
-

u
u
n
l

M

參
見
弟
前
2
5
|

7
)
祝

'
，
、

帥
r
m龔
自
己
為
司
祭

奉
獻
自
己
為
贖
罪
祭
和
全
婚
祭
頭

上

/
手
上
捌
腳
上
都
滿
是
自
作
犧
牲
的
研
血
戶
彥
兒
出
鈔
肋

Ii. 

8
9
所
械
制
司
祭
祝
學
就
職
禮
)
一
次
而
為
永
遠
完
成

了
救
般
的
事
業

(
希
7

盯
品
參
見
瑪
鈞
甜

)
獲
得
了

全
人
到
作
自
己
的
產
業
民
族
使
他
們
分
享
自
己
為
起

王
和
A

祭
的
品
位
成

了
特
選
的
種
旅
帝
王
的
司
祭
聖

潔
的
國
反
歸
於
主
叫
他
得
主
憐
的
役
，
的
子
民
(
伯
前
2
，

刊
)
在
世
照
樣
舉
行
他
所
奉
獻
的
祭
獻
記
念
他
的
死

亡
傳
報
他
的
很
清
期
待
他
的
再
來

(
帥
的詔
"
叩
格
前

戌
岱
約
子
歧
是
一
-
4祭
民
族
因
為
天
主
召
選

了

以
民
是
為
代
表
全
人
類
向
自
己
獻
祭
以
他
們
為
，

H

己

的
長
子

(
山
4

血
泊
申
7

6

)
新
約
的
子
民
更
是
一

司
祭
氏
族
凶
為
作
新
約
司
祭
的
是
天
主
的
獨
生
子
他

替
代
全
人
類
做
了
服
祟
的
犧
牲

(
羅
8
3
4

格
後
5

n

迦
3
H
M

怕
的
2

H
右
-
2
2
)
使
凡
桐
衍
他
的

人
在
他
內
向
死
鈴
罪
惡
而
同
活
於
天
主

(
羅
6

‘



H

格
後
5
H
H
)

他
是
一
切
受
進
中
的
首
生
者
是
為
身
體
的
教
會

的
頭
笠
個
教
會
全
體
子
民
在
他
為
頭
下
各
自
互
為
肢

體

(
格
的
也
盯
弗
l

n
哥
l
H

|
叩

)
各
肢
體
與
頭

相
連
共
成
一
身
分
享
頭
所
有
的
職
務
和
光
榮

(
弗
4

臼
時
)
所
以
新
約
子
晨
在
基
督
內
部
成
了
E
王
和
司

祭
(
默
1

6

5
u

參
見
依
缸
6

)
新
約
子
民
賴
嬰
洗

藝
事
成
了
基
督
的
肢
體

(
羅
6
3
4

絡
前
U
M
U
)

分
享
他
的
司
祭
品
位
寫
此
他
們
應
與
他
心
心
相
印

(
斐
2
5
)
效
法
他
(
羅
的
s
伯
前
2
且

|
品

)
奉

獻
自
己
除
薔
更
新
(
羅
6
6
)
釘
死
自
己
的
邪
情
叫
他

慾

(
蚓
5
M
)
，
不
與
世
俗
同
化
(
刷
刷也
2

部
3
5

州
州

-
2
臼
口
)

使
，
叫
己
的
一生
如
址
臂
的
一
生
是
一

祭
獻
(
卅
AU
H
神
州5
目

全
2
口

耳
3
口

希
口
m
n

)

所
一
一
一
一
口
所
行
批
成
為
中
悅
天
主
充
浦
必
方
的
幣

f
Z
祭

(
女
4

M
借
口
時

間
)
獻
上
刊
己
的
肉
身
山
'
的
作
生
泊

聖
趴
悅
樂
天主的
第
口
問(
經
U
I
倒
6
H
)
.
-
返
回
正
天

主
的
子
民
新
約
的
子
氏
在
拉
普

內

制
制
建
洗
叩
卜
啊
，
城
為

'

。

，

基
督
肢
體
共
有
的
司
祭
品
位
基
督
在
行
的
泣
。
獻
作
犧

牲
的
所
作
的
昕
結
晶
內

(
石
口
)
就
明
品
他
已
獻

仆

已
為
祝
盈
門
已
祝
聖
他
的
們
從
祝
要
因
他
的
門
徒的

宣
講
而
信
從
他
的
信
徒
使
他
們
與

A
H
己
八
門
內
悶
了
共

同
卒
獻
祝
E
H

已
而
存
在
父
艾
他
的
泛

內

叫
叭
叭
什
知

道
他
是
父
派
遣
來
的
父
走
他
們
如
同
定
他
，
u
ι

…
據

這
樣
他
在
那
衷
他
們
也
在
那
一
張(H
AU
臼

M
3

口
H

)

總
之
他
成
為
司
祭
成
肉
祭
品
是
押
的
使
凡
h
UM從
他
的
人

'

。

與
他
同
成
為
司
的
宗
向
成
為
祭
品

-
L但
什
枕
M
M
徒
中
有
几
封
瓜
司
祭
的
叫
他
川
杭
州
紅
心

司
祭
民
族
的
以
民
中
有
身
符
司
祭
的
亞
郎
知
他
的

f
f

孫
泣
此
一
一
信
徒
不
只
胡
悄
地
一
一
沈
捏
一
事
分
戶
口

F
r基
督
的
斗
很
H
川

位
而
且
頓
州
口
叫
舉
事
分
任
基
督
的
司
祭
職
務
弘
伙
作

基
賢
的
代
表
執
行
羞
答
的
司
祭
職
務
奉
獻
盤
問
背
各獻

。

的
祭
獻
宮
一
品
基
督
宣
講
的
福
音
去
徒
是
耶
穌
叫
出
山
祝

摯
的
首
批
司
祭

(
瑪
m
U
M
M
U路
叩
間
n
H
格
前
1

口
9
時
格
後
5
m
U
叩

現
6
目
)
宗
徒
奉

基
督
命
再

施
行
神
口
問
垂
暮
-
祝
聖
二
比
-
一
司
祭
給
家
自
己
的
位
這
據

。

，

二
脈
相
傳
以
至

H
R
A可
?
這
些
人
員
在
切
與
教
會
內
或
稱



之
峙
，
「E
R走
」
「
P
S
F
-
R
。
ω
}
或
稱
之
A
叫
「
監
督

」

圳
「
阿
望
切
的
。
可
2
)
或
稽
之
寫
「
執
事
」

(
E
E
S
2
)

~
我
國
公
教
歷
來
譯
作
「
六
口
問I」
因
教
會
分
神
口
間
為
七

~
口
問
七
口
間
的
任
司
祭
職
務
的
司
鐸
(
郎
神
父

)
這
三
名

一

稱
原
出
自
希
股
文
意
義
甚
為
廣
泛
新
約
初
期
著
作
應

用
這
三
名
稱
亦
無
固
定
意
義
故
很
難
也
泣
三
氣
稱
來

推
斷
他
們
職
位
的
等
級
和
職
權
的
尚
低
尤
其
是
「
長

老
」
和
「
監
督
」
二
名
常
相
混
互
肘

(
門
前詢
問
口
鐸

1

5
7
)
但
在
新
約
較
後
的
著
作
內
這
三
名
稱
的
意

義
已
漸
趨
明
朗
固
定
到
了
公
元
一
世
紀
末
二
世
紀
初

教
會
的
行
政
組
織
就
已
具
有
形
同
日
後
教
會
的
學
統

制
度
述
原
是
組
織
制
度
有
如
有
機
體
的
自
然
趨
勢
的

演
變
和
發
展
由
「
監
督
」
「
長
老
」
和
「
執
事
」
脫
胎

而
有
了
日
後
的
主
教
司
鐸
和
六
品
新
約
原
是
些
隱
時

的
許
作
記
的
是
當
時
初
興
教
會
的
事
仙
似
而
昕
一
站
又
並

非
全
部
的
事
做
亦
無
意
指
山
將
來
能
布
的
具
體
發
展

只
不
過
提
綱
絮
領
1
1心
錄
由
學
言
而
山
生
的
教
會
在
墨

神
德
能
推
動
下
所
有
的
富
於
生
命
的
發
展
這
一
發
展

自
然
要
給
續
下
去
直
到
主
再
來
所
以
教
會
的
日
後
發

展
都
是
山
於
為
生
命
的
天
主
學
言
和
為
天
主
德
能
的

天
主
墨
跡
(
右
6
目
叫
口
的
目
的
H

宗
的
M
甜
甜
甜
押

4
4

1
M
絡
前

也
4
日

弟
後
1
H
伯

前
4
u
u
)

表
現
教
會
生
活
的
聖
統
制
皮
又
何
能
例
外

這
些
人
具
有
時
可
由
地
方
教
會
推
間
位
主
持
其

事
和
任
命
之
權
訊
全
線
在
京
徒
或
宗
徒
授
權
人
之
手

(
宗
6
2
!

6
的
自
鐸
1
5
)
任
命
個
問
紋
的
H
M
式
不

主!1五379-384 

外
是
祈
禱
齋
戒
和
舉
行
技
手
禮
(
科u
s

如
前
4
H

5
n

弟
後

1
6
)
各
地
教
會
肉
都
有
這
垠
的
人
民
或

協
助
或
代
替
宗
徒
治
理
教
務
拓
展
教
科

(
宗
口
凹
的

‘

e
M山
4
叫
“
口
釗
M
)
他
們雖
然
品
的
是
司
祭
職
務

舉
行
車
M
q
剎
車
事
故
兔
人
的
罪
過
(
右
幼
M
!
自
)
宣

講
天
間
一
福
音
(
瑪
m
H
l
抽
)
位
訝
的
到
教
會
(
去

8

胡
叫
雅
5
H
弟
的
5
口
怕
的
5
2
-

4
)
仙
刊
代
新

約
內
如
前
所
改
從
來
不
自
俗
成
被
稱
瓜
叫
祭
收
悅
出

的
三
牧
函
(
弟
前
弟
後
鐸
)
對
於
他
們
的
職
務
您
如

何
執
行
職
務
隊
具
有
什
麼
口
問
絡
和
口
問
德
敘
述
的
相
當

詳
程
可
視
為
教
會
的
行
政
憲
章
大
綱
和
後
世
教
會
聖

統
制
度
的
張
本

至
叭
此
我
國
自
占
以
來
似
乎
是
以
倫
理
生
前
代
仔

了
宗
教
生
的
所
以
來
敘
生
活
不
必
突
出
在
占
純
經
典

內
就
不
必
有
「
司
祭
」
或
「
祭
司
川
」
的
名
稱
以
後
如

人
不
刊
主
的
叫
小
說
前
兒
玄
一
侃
侃
代
已
行
祭
後
川
局
以
借

此
像
新
內
約
和
古
代
蝴
叫
叫
他
叫
各

氏
族
所
有
終
生

或
快
系
供
司
祭
職
弱
的
叫
祭
階
級
制
度
是
不
必
於
說

國
歷
史
的

見
祭
仙
化
霉
事
做
做
思
主
統
制
皮
(
你

)

9
B
E
S

之
、
且
成
的
喜
丘
吉

J

空
一
口b
p
/耐妙(
(
U
h
r
h
z
:
P
R
E
S
-
5
)

H
仙
仙
k

城

O
B

』
少
之
←
r
H
K
、
可
Z
F
E
z
-

可
約
旦
O
H
d

妨
一-
H
B
F
/
話
且
J
F
C
且
自
∞

R
n
E
E
Z

」

H
比
仙
來
紀

捌
四
書
(
詩
泊
的H
E
τ叫
到
叫
的a

如
四
散
的
以
民
(
uz
g
L

的

4
r
μ
山
、
三
戶
。"
r
/是
迎
你
A
W時
叭
叭
叫
人
所
川
的

到
此
他
/
→
4
/
可
O
P
E
-巳

:
J
f
/

司

，
、

.
付
逃
r
u訊
全
身
的
無
州
喇
叭f
f

大
你
可
川
來
帥
不
寒
反
准
叮
-
山
你
』
縣
人
止
料
村
心
附
M
V
時
可

能
N
U
W時
不
用
或
凶
行
的
帥
不
便
成
山
於
其
他
以
叫
將

刊
己
的
大
衣
留
存
K
L
陶
似
的
家
中
如
今
你
句
川1年
來

4

已
-
的
文
國工
作
過
皮
而
總
力
消
哀
再
加
上
冬
巳
J
之
將

臨
(
弟
後
4
臼
)
灰
心
」
唸
大
衣
的
1
卅
一
耍
故
此
，
化
他
“

弟
子
弟
戊
他
的
估
上
的
刊
特
別
心
們
他
打
'
的
他
川
』
州
州

途
經
特
洛
叫
(
肉
、
必
經
之
地
)
來
W融
為
時
務
必
將
刊

己
的
卜
入
卜
以
什
叫
幾
卷
古
裕
外
叫
起
一
些
不
山
谷
祠
勾
你
來

(
伯
後
4
刊
)

H
M
衣
服

t~ 
/t{ 
J(。

(
川h

)

M
H
a
p
h
-
-
、
「
ER
D
/
外
方
人
是
指
示
惱
於

們m
A
V
C
J
i
j

f
〉
已
J
呂
立
，

J

C
J
;
H
K

族
的
人
式

扣
，
叫

。
l
l
.

在
外
鄉
的
怯
答
或
拍
仇
本
凶
外
叫
住
的
倫
只
川

i
L
μ
川

領
巴
力
斯
坦
以
後
所
謂
外
方
人
多
半
是
指
位
代
以

!

|
|
。

l
l

巾
肉
不
屬
必
以
民
的
各
M
m
W
L
放
的
人
不
過
論
川、
k

族
巾
於
'
，
1
、
位
的
烈
地
叫
起
叫
別
必
天
主
的
所
以
他
們

h
d
J

刊

已
有
作
一
旅
客
必
伙
作
」
和
「
外
U

人
一

(
耐
心

目

M
仁

，的
“
)
之
N
令
人
世
征
刊
時
以
知
從
尺
仆
恥
們

心
「
泌
的
的
趴
在
!
二
仙
叭
"
H
m
H
)

。

-
I
L
k
v
川
此i

k
其
它
只
紋
中
的
的
川
扎
你
迂
不
叫
1
叫
你
的V
A
h
m



人
懷
疑
敵
視
優
待
(
創
凹
9
u
m
l

m
m
z
2
必

6
?
幻
4
)，

但
叫
民
對
於
那
些
與
他們
住
在

一
起
的

外
僑
部
深
深
表
出
友
說
的
關
係
原
來
在
最
古
的
「
約

魯
」
內
已
禁
止
以
民
苛
待
和
壓
迫
外

僑
(
出
泣
如

幻
，
)
以
說
在
法
律
中
文
規
定
叫
民
應
看

外
方
人
有

如
同
鄉
您
愛
他
如
同
愛
自
己
因
為
天

主
愛
他
(
肋
的

問

M
申
ω
M
M
詠

山
川
9

)
又
多
次
提
醒
選
民
要
記
得

自
己
在
埃
及
國
也
會
寄
居
過
因
此
耍
了
解
在
外
作
客

之
人
的
心
情
與
苦
死

(
山山
扭
助

訂
9
申

昀
凹
的
心
8
)

對
孤
兒
寡
婦
和
窮
人
必
須
憐
憫
對
外
方
人
也
同
樣
須

加
憐
憫

(
肋
川
口
M
幻n
申

叫
自
川
的
H|

盯
必
u
l

H

匣
7
刊
)
誰
若
侵
犯
和
苛
待
外
方
人
他
是
可
咒
罵
的

必
受
嚴
峭
的
審
判

(
申

幻
凹
耶
7
6
2
3
則
2
7
拉

3
5

詠
M
n
6
)法
律
也
規
定

出
一
些
以
民
與
僑
民

共

同
享
有
的
權
利

(
戶

H
n
H鯨
別
9
肋
n
u
戶
的
“


H
甜

甜

)
不
過
另

一
方
面
也
要
求
住
在
以
民
中
的
僑

民
必
須
遵
守
一
些
一
規
律
這
些
規
律
是
為
保
全
天
主
子

民
的
聖
潔
和
宗
教

生
活
而
立
定
的
他

們
不
得
敬
拜
邪

艸
或
衷
街
上
主
的
名

(肋
別
2
圳
的
時
則
M
7
)
不
許
吃

血

(
肋
口
H
M
)
應
遵
守
為
安
息

日
(
出
切
叩
幻
臼
)

大
節
日
(出
口
H
肋
的
自
)
祭
獻

(
肋
口
8
9
n
u
)

和
取
潔
(
肋
U
H
H
戶

的
刊
)
等
所
立
定
的
規
誠

若
外
方
人
歸
依
了
上
主
(
見
歸
依
條

)
且
受
了

一
割
損
艘
他
就
享
有
選
民
的
一
切
權
利
(
白
白
岫
依
M

帥
-
1
2

，“
3
.
)
在
剝
削
側
面
川
耶
穌
用
他
的
里
見
取
消

了

/
猶
太
人
和
外
芳
人
被
發
法
律
而
有
的
區
別
使
雙
方
合

385-389 1盟五

時 得 |客， 而
划 將 22 所 為
( 自 )。有 一。
伯i 己 但信因
前在因徒 此，
1 世{首都在

口的 友 是 基
2 生的 問督

u 活， 永胞，的
)。當遠都教

作 家 是 會

在鄉，天里，
外 不主 已
作 在 的 沒
僑 比 家有

民時人 外
和 缸.~ 方

( 旅因!lil~人
拉客 此.2 或
)的 還 u 旅

謝
外
邦
歸
化
的
基
督
徒

「
囡
囡
1。
門
Y
O『
ω

。
同
間
。旦
旦
-
n
。

1
m
-
D
J

f開
門}
M
D
M
n
。
'
的
}
耳EC
MWe口
M

、

在
初
期
的
教
會

中
稱
那
些
由
非
猶
太
民
族
歸
化

入
基
督
教
的
人
為
「
外
邦
歸
化
的
弟
兄
」
(
宗
街
口

)

或
謂
「
信
敬
的
外
邦
人

」
(
宗
幻
自

)
或
簡
稱
「
外

邦
人
」

(
羅
的
4

神
州3
1
)
這
在
證
明
話
時
教
會
中

仍
有
猶
太
人
與
非
猶
太
人

的
分
別
存
在
亦
說

明
古
時

的
基
督
教
會
由
一
批
少
數
猶
太
基
督
徒
漸
漸
向
外
方

民
族
發
展
的
過
程
自
公
元
七
0
年
的
戰
爭
之
後
耶
京

被
破
壇
猶
太
人
家
破
人
亡
初
期
教
會
的
猶
太
基
督
徒

漸
失
其
作
用
而
那
種
對
立

的
狀
態
亦

不
復
存
在

見
異
民
猶
大
教
教
會

(
韓

)

羅|加|泌7 386 

EE| 奴奴
之代. .Iff.þ J聾
訂會椒、1:天

立 任 E亨..--..，
友 j首 I ，已?何
好 太l 一九若 望
盟人手宜。
約的 屆三三J
( 使 g

見者 Ë'

!Jo~ 先"---'"
上 後 安以|
12 i.H 提默|
16 使 約尼L
14 斯| 古 ， 人

'"' 22 巴|生 名。
義)。達| 於父
> 與 瑪| 名

見
工
人

M
m凡
U
「
昌
安
J
假
以
遊
牧
為
生
的
古
叫
剖
列
氏
族

:
1

□

C
n
\

山
荒
綿
羊
及
母
牛
的
乳
化
使
成了

他
們
主
要
的
及
最
普
遍
的
飲
口
叫
(
創
m
s
怖M
m
m
u飯

幻
叮
申

刊
叫
“格
前
9
7
)
也
是
富
裕
雙
收

的
象
徵

(
創
刊
l
u
申

M
M
H岳
3
油

等
)
它
被
珍
仙此
地
叫你
存

在
皮
護
里
是
為
奉
客
的
美
好
飲
口
叩
(即
叫4"
酬
的
a
)

乳
酪
的
製
造
也

是
以
民
自
占
獻
精
通
的

(
創
刊
岫
8申

刊
叫
“民
5

自
依
7
呵

!

自

錢
"
目
約
切
口
m
e
)
在

雅
歌
上
它
是
笑
說
及
溫
柔
的
象
徵

(
歌
4
u
5
u
)

為
使
以
民
不
受
容
納
竿
人
迷
信
的
沾
污
的
咐
瑟
榮
止
人

笑
食
山
羊
羔
在
其
母
切
之
中
(山
幻
叫
“
目
巾
M
U
)

在
新
約
中
奶
除

了
作
為
飲
口
間的
用
途
之
外
(
格

前
9
7
)
也
有
它
的
象
徵
意
義
它
象
徵
基
倍
溫

州
的

純
潔
豐
官
及
有
力
貝
克新
教
徒
們
的
適
宜
的
精
艸
飲
u
m

(
格
前
3

2

希
5
時
間
伯
前
1
1

l

s
)

(
特

)

9

凡
J
路
汁
\
b
z
g
o
J
腳
趾
然
初
期
的
叫
以
過
的

是

咽
晶
晶
邱
會
抖
f
b

」

t
J
I
'

、

企
﹒遊
牧
生
活
搭
一
丟
在的
領

摯
地
之
後
家
畜
仍
是
它
的
重
要
財
產
之
一
但
是
對
股

奶
的
泡
製
劫
不
拉
瞭
解
很
少
在
聖
經
上
設
及
不
過
自

現
今
則
叫
叫
人
的
生
活
及
偏
食
方
式
或
們
可
以
多
少

領
會

一
些
一
以
民
古時
的
日

用
食
品
|
|
切
餅

聖
經
上
只
在
制m
叩
提
過
一
次
「
切
餅
」
「
你

使
我
凝
結
像
一
塊
切
餅
」
暗
示
著
奶
餅
的
作
法
師

凝

結
動
物
之
乳
減
少
它
的
水
份
而
成
刷
上
口
u
幟
下
η

詞
所
說
之
「
奶
餅
」
是
泡
製
之
，
俊
已
成
定
型
的
怕
的
餅



~

R
京
之
接
洛
培
雍

(
甘
情
。H
U
E
S
)谷
談

不
少

地
~學
者
的
意
見
可
能
得
名
於
它
的
奶
餅
工
丸

~

(
韓
)

一
個
叫
-
匕
車
拉
曰
吋

\Z
U
O

M
CZ

二
尼
羅
河
的
「
尼
羅
」

-
3
F
Y

取
軍
LW
V
f
E
E
K

，

-
-


一
-

J

!
R

J

1

，
、
二
字
心
你
必
希
峻

文

-
Z
Z
S

」
拉
丁
文
譯
作
「
Z
-P
E

」
遂
有
今
日

尼
羅
之
稱
古
埃
及
人
稱
自

、

可
或
囡
"
立
即
尼
羅
河
神
之

名

(
見
下
)
今
阿
刺
伯
人
稱
為
「
HWE
E
H

」
今
日
的

埃
及
人
也
有
稱
為
「

E
F
Z

」
郎
「
這
海
」
之
意

(
參
閱
為
3
8

希
伯
來
文

)

聖
經
上
只
在
拉
[
通
行
本
一
次
用
了
尼
羅
這
一

名
稱
即
依
幻
3

希
伯
來
文
有
數
處
稱
為
「
雷
子
。

己
如

依
幻
3

耶
2
u

而
耶
2
u

聖
熱
羅
尼
莫
圳
譯
作
「
混

五390 

水

」

(
K
F
A
E
Z
H
E
e
)
希
伯
來
文
通
常
稱
尼
羅

為
「

叫
的
自
」
不
過
呵
。
。
1
追
一
名
稱
通
常
指
尼
羅
河

外
而
也
廣
義

地
有
「
大
河
」
之
意
因

而
這
一
名
詞
也

會
用
來
指
底
格
里
斯
及
幼
發
拉
的
河
(
如
達
U
5
-

T

)
此
外
若
這
名
而
用
為
他
敏
郎

J呵。
。
立
自

則
泛
指

尼
羅
河
及
其
交
流

(
如
列
下
的
剖
詠
喃
地“
依
7

"

ω
6

幻
站

附
m
s
9

)。
此
外
斟
斟
上
也
多
次

明

說
埃
及
的
河
削
創

的
u

依
的
2

的
5

尼
羅
川
為
世
界

上
最
長
的
大
河
全
長
由
最
遠
的
發
源

地
至
地
中
海
約

為
四
千

O
五
十
哩
發
源
於
非
洲
巾

部
組
干
伊
略
湖
東

四
十
哩
處
一
個
名
叫
住
咪
龍
加

(
F
E
M
E
D
聞
"

或
稱

Z
V
E月
2

習
)
之
益
端
由
那
襄
然
後
灌
集
閹
割
倒
叫

西
北
群
山
才
河
流
而
流
入
維
多
利
亞
糊
里
(
海
拔
為

/蘇三

丹

三
﹒
七
-
五
尺

)
然
也
但
由
誰
叫
到
別
劃
蚓
間
由
叭
叭
經
付

利

瀏
與
自
岡
制
到
湖
(
MW《HS
n
a
H
h
wr
o
d
及
刮
到
則
湖

(
KF
H
V
O
H
H
F
r
0
)

流
出

的
水
人
戶口眉
閥割
到
則
問
釋
緣

經
蘇
丹
南
部
北
抗
形
成
一
片
沼
澤
地
帶
名
呻
的
山
地
尼

羅
叫

(
囡"
育
已

HO
E
-
)
在
該
處
大
部
水
H
M國
蒸
發

而
消
失
之
後
又
往
下
流
直
至
蚓
酬
謝
處(
5
5
5
)

草
色
尼
羅
與
白
色
尼
羅
相
薩
A口
而
時

一
白
色
叫
出羅
即

由
上
述
之
一
源
流
而
來
稿
馮
白
色
尼
羅
河
自
肝
、
水
墨
石

灰
色
而
藍
色
尼
羅
划
出
厄
提
約
丕
雅
西
部
軍
山
中
之

河
流
經
集

而
流
至
加
爾
通
稱
為
藍
色
尼
羅

由

於
水
色

古
蔽
之
後
由
加
爾
通
形
成

一
「S
」字
形
而
成
偽
狹
義

的
尼
經
河
直
到
阿
算

(
〉
切
還
呂
)或
希
峭
臘
文稱
厄
肋

番
廷

(
白
毛
Z
E
E
O
)
此
一
區
坡
的
舊
時
所
稱
為



努
比
扭
地
區

(
2
FH玄
之
中

間
共
有
六
州
大
水
間
第

一
個
師
在
同
算

(
〉
豆

、
自
)

第
二
徊
在
哈
耳
法
谷

(
芝
P
E
E
-P
)
第
三
個
在
給
H
A
哥

(
口
。-m
。
)第
問
俯

在
默
洛
委

(
法
已
。
3
)
也
即
聖
經
內
所
位
及
的

一屁

士
(
依
刊
u

叩
3

5

則
刊
4

9
A
3
9
耶
M村
包
依

的
1

叮叮
H

圳
的
祖

)
的
首
肌
第
五
徊
在
阿
村
巴
辣

O
I
l
l
i
-
-
。

，
l
I
l
li
t

-
-
li
l
t
-
'

(
〉門
Z
E
)
第
六
倒
在
加
爾
通
山
阿
勢
必
到

地
中
海

前
可
稱
神
州
真
正
造
一
的hh
p入
的
尼
羅
川
巾
阿
算
自
扑
地

中
似
令
技
約
」
U
H
川
爪
口
、
口-
A
K、叉
的
川
叫
臼
何
以
而
且

可
說
是
內
放
的
生
的
所
繫
它
不
止
因
此
叮
年
叫
水
的
泛

激
(卅m
A
h月
中
到
八
月
吹
九
月
初

)佬
，k
地
肥
以
而
且

川
水
可
供
依
概
札
迎
川
通
訊
一

年
可
挺
得
不
祇
一
次

的
收
成
(
埃
及
私
阿
勢
籍
綜
聯
的
經
拉
已
經
修
築

一

更
大
的
永
閻
明
一
-
z
u
樣
使
尼
經
俐
的
水
更
能
充
分
利
用
為

。

'
，

i
l

l

-
-

激
灌

)
此
外
尚
能
供
小
型
船
隻
航
行
是
以
為
快
及
的

'

。

I
I
f
!
'
，

f
l
e
-
-
-

商
業
交
通
也
有
的
九
十
〈
的
利
從
木
後
絡
站
l
u
m
柵
門
菲

斯
郎
今
閑
雜
附
近
形
成
三

二
角
彤
的
希
仙
也
文
之

〈
字
固
而
該
區
筱
泛
希
獵
芋
，
名
叫
你
耳
遠

(
U
n-Z
)

。

，

而
注
入
梅
何
時
阪

A
U七
側
支
流
而
流
入
海
後
叫
山
川
沙

淤
本
人
1
只
剩
下
兩
俯
郎
亞
歷
山

大
E
E
城
束
之
治
色

迷

(
M
N
S
O
H
H
P
)

及
在
得
港

(
H
V
Z
Z
巳
已
)凶
邊
的
達
米

I
l
-
-
-

。

厄
迷
(
巳ω
B
H
O
H
Z
)

古
埃
及
人
以
為
尼
羅
河
巧
叫
戶
口
后
艸
的
所
協

是
以

一
在
城
中
挂
有
哈
丕
神
廟
至
該
爾
進
香
頂
禮
者
終
年
木

船
一
恥

391-393 被五

自
由
學
輯
上
的
觀
點
來
說
以
民
與
尼
羅
河
發

生
關

係
最
早
可
追
溯
r
f古
學
訂
立
以
泣
的
瑟

的
史
以

(
見

創
制
出
I

l
8
)
之
後
先
知
們
多
次
很
扎
扎
性
及
凶而

也
就
拉
汶
口
化w
m川

(
H
M仆
似的
7

幻
3

取
的
7

8

川
的

9

亞
8

8

世
M
H
峙
的3
8
)
末
後
以
反
以
巴
力
斯
出
一

南
部
的
現
恕
叭
叭
齡
比

w
m州
K

段
之
德
A

速
地
鼠
也一
一

經
上
稱
得
制
別
河
或
制
別
小
河(
側
的
間

內
刊
汁5
制

ζ
J
4

叮

U
U

己
，
5

地

M
U

F
、

A

峙
，
7
I
R
X
勻
，

d
H

U

戶/

兩

Q
O

地

J

-

A
4

耳
/

l
J
《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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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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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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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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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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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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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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叭
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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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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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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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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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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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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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f
t
l，

B
i
z
-
-
-

。

拍
一
先
知
吉
內
提
及
尼
尼
微
叫
J

約
納
先
知
從
泣
一
告

內
是
記
述
先
知
奉
命
到
尼
尼
微
向
該
城
的
人
講
道
的

一
他
們
悔
改
結
果
該
城
由
於
由
上
至
下
都
偽
故
作
了
補

師
-
b
因
而
獲
得
了
天
主
仁
慈
恩
侃
得
兔
於
私
有
關
該
書

戶
歷
史
性
問
風
浪
者
可AK
P閱
喇
喇
條
至
於
與
木
古
有
關

398-400 ,1}. 1i 

的
姑
一
問
題
郎
納
3
3
提
及
「
心
要
三
天
的
行
程
」

右
恨
械
現
在
所
發
到
山
的
越
此
繞
域
一
週
也
無
心
乎

。
'
，
‘

B
e《
d
p
s

三
天
不
過
對
這
一
難
題
若
波
者
能
注
立
聖
經
內
所
用

。
'
、
‘
'

的
文
體
川
昕
提
線
組
即
可
獲
得
解
答
納
3
3
所
謂

，

t
I
l
l
i
-
-
i
l
l
.

。

「
心
一
些
三
天
行
程
」
無
非-2
口
尼
尼
微
乃
一
大
減
而
已

'
，
》3
3
3
、
'
。

4
1
I
l-
-

聖
經
內
多
次
用
諾
大
其
僻
的
說
法
又
由
必
約
納
先
知

符
逃
越
天
主
的
任
命
仰
在
的
…
腹
內
三
天
三
俊
因
而
耶

穌
八
何
以
約
納
一
一
追
一
事
跡
當
作
他
死
後
m
g
井
之
徵
兆
同

時
也
使
叫
們
將
來
游
利
時
u
k
u比做
人
將
定
耶
穌
時
代
人

的

J
h
j
山
押
的
凶
叫
削
刷

M
U
了
約
州
而
耶
穌
同
時
代
的
人

'
、
、
'
，
、
$
。

則
不
刷
刷
總
信
耶
穌
(
瑪山
村
u
w
mH
M
I

臼
)

l
l
l
t
l

，

l
h
1』
l
i

。

仆
地
叫
述
，
情
問
約
吋
先
知

(
M
U此
)

閱
日
】
控
日
爾
啊
(
Z
S
E
J域
。
仆
山
山
不
諱
本
來

:

1
J
3
l

-4
l
d

、
一
匕
與
現
總
沒
有
位
攘

的
關
係
仙
一
凶
匕
是
美
占
很
不
進
米
呵
地
版
的
最
山
去
教

。
1
l
i
S
I
B
l
-
-
!
!
I
l
l
i
-
-

仗
火
化
的
巾
心
故
的
作
被
越
紀
阿
爾
他
必
巴
他
淫

(
M
V
U
村
a
k
u
u
部
)
之
南
約
J
h
h
公
川
仁
早
已
袋
瓜
一

打
一
坡
路Z
V
古
學
者
遠
在
一
八
八
九
年
就
在
此
開
始
了

。

挖
刷
但
u
d
a
w
m
的

L
作
斷
斷
惜
的
以
迄
於
八
1

主
桌
的
發
現

有
兩
此
時
喲
于
其
中
一
山
地
阻
力
什
有
h
t
H
代
的
火
件
刊
以
秘
書

。
。

后
件
利
持
有
火
院
放
心
地
反
后
少
的
房
間
雕
刻
反
見
他

。

，

心m
A術
作
H
川
划
很
少
此
μ
m
H
H
h
行
的
他
的
收
間
要
算
那
凹

。
、

函
件
在
右
的
殘
文
版
片
放
有
時
斷
的
關
於
文
學
商
業

及
法
律
等
的
記
述
是
為
研
究
占
東
方
文
化
的
有
力
工

具
它
們
所
包
括
的
時
代
是
白
血
述
王
撒
爾
反
二
世
之

前

(
七
二

-
B
t七
。
一
五
)
全
位
新
帝
詞
時
代

(
五
三

八
年
)尼

普
爾
在
宗
教
上
的
重
要
地
位
大
概
已
恤
卅
日
公

元
前
四
千
年
左
右
但
在
政
治
軍
事
上
划
向
來
求
發
生

過
重
大
的
作
用

見
巴
比
倫

(
除

)

2

匕
司
合
，
尺
「

Z
F
E

N

J
H仲
名
技
列
下

3
T
E
F
W
H

可

/
Z
E
Y
之
-
-
-

-
J
l
!
I
1

，
是

口
U

是
阿
瓦

人
所
恭
敬
的
神
意
調
「
乃
波
睹
視
」
阿
瓦
城
位
於
何

處
不
津
有
些
學
者
以
時
孩
城
位
於
敘
利
亞
領
織
內
的
?

另
有
些
學
者
以
為
位
於
巴
比
倫
域
之
旁
筆
者
招
肉
後

改
為
佳

(
山
)

側
匕
若
加
爾
吉

n
E
ZJ尼
加
拉
希
臘

S
J
h
-

-
-
E
-
J

-
4
l

'
、
文
人
名
志
的

「
粉
刺
者
一
而
且
是
一
極
旭
日
過
的
名
字
聖
經
上
只
況

及
兩
側
名
叫
尼
加
指
爾
的
人
第
一
個
是
瑪
加
約
時
代

敘
利
亞
色
笠
苛

E

利
的
大
將
拔
加

F
8
9

父
u
h
帕
托

克
維
他
叫
到
她
亡
人
非
常
愉
恨
會
三
次
進
攻
猶
太
人
您

將
站
立
人
徹
陸
消
滅
無
如
瑪
加
伯
兄
弟
賴
天
主
的
保

佑
三
次
都
大
獲
勝
利
信
次
他
和
哥
爾
基
雅
股
公
正
的

一
六
六
被
猶
大
為
加
伯
大
敗
於
厄
瑪
烏

(
見
加
上
3

站

|
4
時
圳
下8
9
!

的
)
第
二
次
於
公
元
前
-
L八

一
年
敗
鈴
加
法
做
拉
瑪
(
加
上
7

品
!

自
)
第
三
次

於
同
一
年
上
在
阿
達
撒
徹
底
敗
北
並
寫
猶
太
人
砍

了

他
的
頭
及
右
手
時
在
「
阿
達
爾
」
月
十
三
日
於
是
猶

蚓
人
立
孩
日
為
慶
日
肉
紀
念
這
次
的
大
勝
利
「
地
加

上
7

泊
的
』



~

此
外
關

E

尼
加
一
諾
繭
的
狂
妄
自
大
及
如
何
慘
死

問
-
M
下
M
|
沾

有
更
詳
益
的
是
也
讀
者
可
自
去
參
閱

-

第
二
個
尼
加
這
爾
是
聖
教
初
興
時
間
叫
宗
徒
們
昕

一‘
選
七
位
希
磁
教
友
充
任
執
事
中
的
一
位
的
後
世
所
稱

一
被
祝
聖
的
」
川
品
的
(
見
宗
6
5
)

兒
媳
加
伯
執
事

(
u
A
)

制
尼
苛
德
摩
(Z
E
O
E
E
)
尼
苛
愣

J
=
4
1
I
F
'

、
是
一
希
臘
岫

名
u
f志
郎
「
人
傑
」
只
治
迫
福
音
內
位
及
了
他
談

H
A

主
福
音
所
記
尼
苛
德
懷
屬
淤
造
利
萃
黨
人
而
且
是
猶

太
人
的
首
領
大
約
是
說
他
是
猶
太
人
公
議
會
的
藏
品

亭
，
背
上
他
曾
為
耶
穌
辯
護
過
(
若
7

叩
)
他
曾
在
夜

間
來
地
耶
穌

(
扑
打3
1
|

H
)
耶
穌
說
他
是
以
色
列

的
師
傅
從
他
和
耶
穌
的
談
話
可
知
他
已
看
出
耶
穌
並

非
一
普
通
的
常
人
因
他
說
「
因
為
天
主
若
不
同
他
在

一
起
融
融
也
不
能
行
你
所
行
的
這
些
神
跡
」
所
以
他
稱

耶
穌
府
「
辣
彼
」
郎
老
師
同
時
可
知
他
之
所
以
來
拜

計
的
耶
穌
的
為
更
清
鍾
的
明
瞭
有
關
默
西
亞
述
江
天
國

的
道
般
是
以
耶
穌
乘
機
告
知
他
由
水
和
學
神
童
生
的

大
道
現
由
他
在
耶
穌
死
後
儒
者
沒
藥
和
青
料
來
參
加

安
葬
耶
穌
一
事

(
右
的W
M
)
可
知
他
私
下
作
了
耶
穌

的
門
徒
在
偽
經
中
有
一
部
稱
尼
苛
德
摩
福
音
假
如
他

口
後
沒
有
加
入
教
會
相
信
不
會
有
人
何
他
的
名
來
克

福
音
的
故
塔
耳
求
得
上
記
敘
一
位
名
叫

Z
m
e
s
g

(
尼
格
達
孟
)
的
相
當
富
有
在
耶
京
於
七
0
年
被
羅

馬
人
圍
困
時
會
多
方
幫
助
猶
太
人
有
人
以
這
位
尼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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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孟
的
右
望
一
騙
立
日
內
所
載
的
尼
苛
德
摩
不
過
右
考
之

以
年
齡
腳
問
題
從
后
單
一
職t目
內
所
述
尼
背
惚
，
厚
兒
耶
穌

時
已
當
是
一
位
年
司
的
德
砌
的
長
老
到
七
內1年
代
時
怕

已
是
一
百
二
三
+
多
歲
的
老
人
了
雞
不
能
確
定
否
認

一
」
旭
吋
能
們
不
過
這
可
能
什
先
不
會
比
大
且
足
以
抗
告
所

品
的
1比
他
這
芷
與
仰
所
1
心
的
口
比
河
心m
L
t
圳
市
是
兩
個
不

同
的
人

(
此
)

，
u
B
b
d

品
，
圖
，
再
'
，
、-
E

二

、

/
1
2
.

川
，
F
H
U
匕
h
血

喊
耳
地H
E
H
叭
師
唐
昨
主(2

-8
3

-3

)
山
，I
H
f
h

J

=
I
z

-
-

二

，
、
名
志
消
「
勝

利
之
域
」
屬
於
希
臘
聖
經
內
只
有
鐸
3
u

提
及
此
城

技
法
段
舉
制
膛
的
品
收
學
叫
你
的
帕
宗
徒
妥
弟
鐸
趕
快
來
尼

苛
頗
望
見
他
保
線
已
決
定
在
孩
城
過
冬
這
域
懷
經
學

家
和
E
J
古
學
者
的
意
見
當
在
艾
布
辣
辛

(
kr
s
r
E
P

m
D
)持
四
川
師
郎
今
日
仆
勒
外
回
域
(
M
M
E晶宮
)
北

四
英
里
處
之
古
仆
勒
外
間
也
即
在
進
入
女
布
辣
辛
灣

海
峽
之
北
山
斥
在
對
面
即
海
峽
的
南
岸
為
巫
克
與

(
〉
2
7
5
)
在
該
處
巨
大
維
於
公
元
前
三
一
年
的
執

敗
了
玄
多
尼
的
海
軍
區
氏
的
奧
古
斯
都
大
帝
偽
紀
念

這
次
輝
煌
的
勝
利
建
了
此
城
取
名
尼
苛
版
里
惡
的
勝

利
之
城此

外
厄
瑪
鳥
也
稱
為
尼
苛
頗
里
的
勝
利
之
城
至

少
在
公
元
三
位
紀
有
這
樣
的
稱
呼
是
為
紀
念
猶
大
瑪

蚓
倒
在
法
處
大
敗
創
利
刮
大
將
罔
蚓
謝
爾
和
副
酬
斟

蚓
之
戰
事
(
刷
上
3
叫
|
4

自
)
。

見
日
刑
制
爾

(
接

)

制
尼
默
洛
得

B
H
g
是
古
生

E

M
E
-
-
J
1

士
兵
旅

J

佈
」
事
上
的
-
位
博
奇
人
物
(
副ms
!
ρ

獻
上
1

叩
門
被
列
甩
出
的
後
代
中
是
制
封
的
兒
手
被
咱
們
的

「
以
抹
上
第
一
個
月
圳
人
」
4

日
正
一
攸
位
‘
州
州
樣
的
別
的

臘
人
他
在
史
納
爾
地
區
連

L
U了
巴
比
倫
厄
勒
容
和
阿

切
得
域
巾
又
在
租
述
佳
挂
了
尼
尼
微
勒
昌
波
特
及
制

成
城
凶
此
起
一
位

M
人

(
U
M
F人
)
米
拉
亞
先
知
師
們

必
述
、
這
一
地
區
內
「
尼
默
洛
得
地
」

(
米
5

5
)
似

乎
在
指
示
尼
默
洛
得
是
這
一
間
一
域
的
創
娃
人
因
而
得

名

K士
股
后
默
你
得
很
係
何
方
科
學
則
是
仁
料
之

H
M

比
較
活
逅
的
說
法
是
他
是
阿
加
得
的
神
明
尼
以
戶
的
淫

的
化
身
放
傳
說
尼
奴
爾
遠
的
艸
曾
是
底
絡
里
斯
河
的
英

雄
戰
士
建
築
大
堤
戰
勝
阻
爛
了
河
水
的
泛
濫
是
以
他

的
投
志
是
一
條
大
「
能
」
其
他
的
學
者
則
以
為
他
是

基
耳
加
默
市
的
化
身
右
瑟
夫
以
為
他
是
一
位
反
叛
天

主
的
是
君
是
巴
貝
耳
塔
的
創
建
人

波
斯
人
肯
定
他
是
蚓
劉
刮
到
(
0
2
2
)
(
息
也

名

)
的
化
身
塔
耳
笨
得
更
強
調
叫
他
是
聖
經上
所
泣
的

到
制
制
王
阿
默
挾
覺
到(
見
削
M
g
)
。
甚
至
有
人
克

謂
尼
默
洛
得
就
是
那
位
希
臘
神
詞
中
的
大
力
士
絲
絲

克
肋

(
泣
。z
n
E
ω
見
加
下
4

叩
)
基
於
上
述
吳
弘

一
是
的
種
組
分
歧
的
意
見
我
們
就
可
以
知
道
斷
定
尼

默
洛
得
的
生
平
千
秋
確
是
不
可
能
的
事

見
后
人

申r.:~



..........---

M阿
3
-
4
5
J
K□
F
T
E
Z
。
n
y
J亞
述
民
族
的
神

創
嘲E
川
在
E

、E
M叫
城
之
，f
Z
S
H
E
Y

』

‘

-
J
4
l
J
4
1
'

，
'
，
、

名
其
意
不
詳
並

且
在
亞
述
眾
神
中
尚
未
找
到
此
神
因
此
有
些
一
學
者
把

z
g
g
n
y
改
為
旦
角
。
e
n
F
即
瑪
爾
杜
克
腳
在
這
赫

爾
內
勸
乃
固
和
黎
布
被
他
的
兩
個
兒
子
所
化
見
則
下
"

盯
依
幻
站

見
散
乃
黑
黎
布
(
雷
)

的
h
E
昏
倒
「
回
一
先
口J司
有
E
J

城
名
意
謂
「
盤

:
f
f
j
d
a
t

、
/
s
f

石
」
原
是
酬
閥

割
在
一
座
多
岩
石
的
島
嶼
上
迎
集
的
城
市
(
見
圳
叫
“

‘
)
這
座
小
島
早
已
由
於
梅
林
沙
石
的
淤
積
而
與
陸

地
相
連
它
位
於
地
中
海
的
東
山
斥
在
漆
冬
之
南
約
四
十

公
里
處
會
圈
可
勝
尼
基
人
最
優
良
的
港
口

它
連
城
的
日
期
我
們
雖
然
不
能
確
知
但
可
推
斷

一
定
在
公
元
前
十
四
世
紀
以
前
因
為
它
的
名
字
己
見

於
阿
瑪
爾
納
的
位
件
以
及
其
他
一
些
一
埃
及
亞
述
和
皂
白
J

加
黎
特
的
文
件
上
因
其
所
處
之
地
好
甚
怨
險
要
是
以

在
歷
史
上
雖
然
受
過
，
不
少
列
強
的
攻
掌
和
圍
困
但
只

有
在
公
元
的
五
七
二
年
始
能
做
巴
比
倫
王
傘
步
高
所

攻
陷
但
這
次
的
失
陷
划
也
的
做
使
敝
人
付
出
了
相
當

的
代
似
及
口
、
就
問
凶
的
時
間
來
說
就
消
耗
了
十
三
年

的
光
陰
之
後
才
被
攻
克
自
此
它
先
後
受
看
巴
比
倫
波

斯
及
希
臘
靖
國
的
統
治
至
羅
馬
帝
國
時
代
才
又
恢
復

一
了
它
的
獨
立
但
是
它
過
去
輝
煌
的
時
代
如
是
已
成
了

帥
一
明
日
其
私
立
去
不
叭
叭
返
已
甘
前
的
倒
臥
只
是
一
崖
人

戶
口
亢
芋
，
戶
右
的
小
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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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洛
與
聖
經
的
關
你
是
堪
稱
為
密
切
而
復
雜
的

蘇
m
w自
己
提
到
「
克
爾
堅
城
」
(
按
即
提
洛
)
是
距
阿

協
爾
支
派
邊
界
不
遠
的
一
座
城
市
在
遠
味
及
撒
昭
雄
漏

擴
張
以
色
列
版
圖
的
時
代
其
勢
力
的
影
響
範
圍
曾
經

抵
達
此
地
(
撒
下
叭
的7
)投
且
越
立
了
友
好
的
往
來
關

係
基
於
此
同
等
互
惠
的
友
好
關
條
從
洛
的
國
王
希
劇

先
後
向
遠
味
及
撒
昭
雄
漏
提
供
了
修
建
王
宮
及
聖
殿
的

器
材
和
技
術
人
員
而
其
本
人
所
獲
得
的
酬
報
則
是
巴

力
斯
到
一
北
部
加
里
肋
亞
地
區
的
二
十
座
城
市
(
列
上

5

章
7

間
“

5
U
H

甜
甜
編
上

n
‘
編
下
2

3
1

間
)
以
氏
分
為
南
北
朝
之
後
北
國
以
色
列
與
沒

洛
的
關
條
更
是
有
增
無
減
阿
哈
布
王
娶
提
洛
王
厄
特

巴
耳
的
女
兒
依
則
只
耳
為
妻
(
按
此
時
之
厄
特
巴
耳

亦
是
漆
冬
的
國
王

)
而
使
國
王
與
巴
民
走
向
敬
禮
邪

神
的
成
途
裕
外
是
對
犯
洛
的
附
合
做
女
神
更
是
崇
拜

有
加
(
列
上
的

U
f

詞
)
因
此
招
致
先
知
們
府
提
格

的
詛
咒
與
桐
嚇
(
依
幻
1
7

耶
討
自
幻
3
1
6

約

4
H
U
J
L
U
z
-
-
A
Y

岫

E
H
Z
J
4
8

日
d
f
i
9

叫
百
山
、
7
2
1

i

H
只
勻
，H

勻
，u
]

仁
計
，
‘

π
h
a
J
1

尸
『
』
《e

‘
等
)
從
治
人
是
航
向
縱
向
的
能
干
以
即
自
然
紅
布

香
柏
木
仙
凡
此
州
為
主
拉
伯
地
中
治
沿
岸
的
城
市
幾
乎

都
有
過
他
們
的
足
跡
莫
扎
怔
內
時
守
住
立
了
商
來
的
根

岫
懈
地
一
一
這
是
會
一
經
上
多
次
拉
到
的
一
直
到
瑪
加
伯
時
代

亦
然
(
M
M上
3
7
山
下U
H
M
上
的
H
M
F
4
8叮

新
約
時
仇
的
拉
格
仍
以
有
其
相
泊
的
位
做
(
瑪

u
n

卸
的
叩ω
u
u
灰
白
目
)
耶
穌
岱
蹄
地
借
此
地
向
本

地
人
侍
也
且
而
不
少
的
問
叫
人
的
各了
耶
穌

(
珊
的

n

谷
3
8
7

訕
訕
路
6

叮
)
是
以
無
怪
乎
保
祕
傳
教

時
曾
經
在
此
地
逗
留
七
天
之
久
各
處
拜
訪
業
已
歸
主

的
門
徒
(
宗
n
s
l

7
)
(

韓
)

U
E
E旬F
「
令
口
匕
臨
川J
N。
2
J

4
1

，

ι
血
之
二
/
b
b
E
Y
E

安

\
/
E
E

之

城
名
聖
經
上
關
於
在
罕
最
早
的
正
教
目
正
在
戶
口

自
該
處
謂
赫
只
能
比
左
字
早
建
七
年
這
由
表
面
上
看

來
似
乎
是
一
個
寶
貴
的
歷
史
消
息
但
這
個
消
息
封
為

我
們
無
拉
得
益
因
為
我
們
不
知
道
赫
貝
龍
是
州
時
他

立
自
車
經
以
外
的
歷
史
文
件
上
放
們
知
道
在
字
是
出

羅
三
角
洲
最
古
老
也
是
放
著
名
的
一
種
織
市
它
遠
在

埃
及
的
第
六
朝
代
業
已
存
在
它
的
黃
全
時
代
蚓
眩
日
正

在
第
十
五
六
胡
代
這
時
入
侵
的
希
克
素
斯
人
將
之
組

為
自
己
的
京
都
名
之
謂
阿
伙
黎
斯
(
〉

E
Z
)
例
迫

種
說
法
並
不
為
一
總
的
取
者
所
持
納
有
人
以
為
中
粒

上
所
說
的
芥
心
干
起
連
七
年
的
事
(
戶
口
自
)
帥
他
是
指

在
公
元
前
一
七
五
(
年
前
後
被
希
克
絮
斯
畫
也
及
。
一

為
京
郡
的
事

十
此
竿
雖
然
是
接
沒
做
占
拉
屯
的
城
市
之
一
但
是
，
匕

以
先
字
之
仇
山
山
現
的
事
划
是
村
前
逃
脫
的
是
心
川
、
川
人
第

二
十
一
糾
代
以
此
h
N
n稱之
為
何
己
的
京
城
拉
將
之
故

修
絃
哎
拉
達
一
周
園
一
千
五
百
公
尺
的
情
先

J
U
w
m
城

牆
共
用
去
約
兩
千
萬
城
間
每
塊
問
上
都
刻
白
法
郎
仆

穌
森
乃

(
3
E
m
g
D
O
ω
)
的
名
號
另
一
位
名
息
間
?
血

的
法
郎
一
奧
將
這
座
古
城
主
力
美
化
使
之
更
形
壯
觀
大

約
直
至
第
二
十
六
師
叫
代
…
匕
扭
扭
呵
成
為
埃
役
的
心
織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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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舟
，
間
可
能
有
短
期
的
中
斷
這
一
點
由
型

科
上
衣
們

岫
~
亦
可
得
到
一
邊
賈
(
見
娟
的
u
n

則
必
H
)
在
退
之
後

一
已
是
時
過
境
還
再
很
少
受
史
家
們
的
注
意
右
瑟
夫
稱

于
之
謂
「
的
僻
之
地
」

考
古
肉
干
且
有
V
M
先
於
一
八
六

1
)年
發
況
此
地
而
從
哄
簡

單
的
挖
招
考
耐
於
一
史
徹
底
的
怕
也
倒
是

4
叭
叭a
u

一
九
二
九
年

其
後
連
續
數
年
也
仁
的
市
也
築
有
關
于
市
略
位
來
地

海
石
性
及
石
律
等
使
我
們
對
這
也
懷
及
的
古
峨
t
e有

了
更
清
短
的
沼
識
它
的
廢
總
位
於
現
今
名
散
哈
加
爾

(
切
呂
立
』
-P
閏
月
)
小
村
的
附
近
約
七
百
公
尺
之
遙

距
北
邊
的
內
回
蚓(
去
g
N
m
g
y
)
付
及
內
回
圳
湖

約
二
十
公
里
在
問
刷
刷
三
角
洲
的
東
部
(
韓

)

η
-
已
叭
占3
3
司
志

。
R
J

絨
名
意
志
可
能
是
指

4
f
L
院
1
習
研
/
切。
間
。之

「
小
娥
」
(
削
"

于
扭
)
在
創

M
2
8

亦
名
川
抗
是
自
心
-
J
山
的
行
中
的

五
座
城
市
之
一
在
死
悔
的
東
南
部
虹
、
周
圈
，
仁
地
把
人

水
涼
體
官

(
削
U
M

) ，

是
惟
一
沒
有
妓
天
火
時
代
成
的

一
曜
城
市
(
制
的
u
l

自

)
因
為
制
蚓
逃
來
此
地
趕

雌
雄
之
故
在
先
知
依
繳
意
亞(
依
臼
s

)
及
耶
切
ι
不
住

(
耐
心村
M
)
時
代
比
城
仍
然
品
在
但
後
來
不
知
於
何

年
代
由
於
地
位
而
下
陷
胎
死
海
中
早
已
不
彼
存
在
刊
什

訓
蚓
時
此
其
附
近
有
重
新
建
立
的
新
比
名
叫
制
甜
蜜

制
羅
尼
莫
曾
提
釗
比
城
亦
H
M於
默
德
巴
地
關
上(

韓

)

炮
一
旦
←
E
S
閥
、
F
Z
E
J

人
名
忠
義
不
涼
可
能

“
才
r
ι今
H
b甜
甜
F
G
S
Y
R

」

4
-
l
J
4
3
l
j
w
h

、
有
「
麻
雀
」
之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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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且
是
叫
側
的
三
位

朋

友
之
一
斟
斟
上
調
他
是
納

剛
蚓
人
(
制
2
u
位
，
)
。
學
且也
們
一
致
否
認
所
指
為

制
划
之
派
的
州
州
蚓(
見
州
州的
“

)
而
應
是
聖
地
之

外
的
州
州
蚓M叫
他
比
城
侃
紅
州
地
則
不
得
而
知
卜
此
法

制
在
叫
叫
叫
上J
一
次
發
-
H附
A
M此
間
而
你
的
，
們
關
州
州

應
的
道
叫
“
(
M
M叫
u
l

叩
叫J
I

目
幻
U
I

臼
)

(
山W
)

的
←
主
本
防
站
仙
也
可
「

P
E
OH
F
J
地
必
筱
列
上

1

4
-
i
t
4

明

E

λ
尚
可
/

;
是
川
崎
在
制
蚓

副
泉
好
的
秘U
A
h
-
-
U
U
H

巾j
九
八
何
「
花
」
的
門
心
思
崗
石
頭

餘
的
似
此
指
蚓
叫
叫
山
小
汁
中
的
一
山
風
或
在
叫
即
是
今

日
的
「
阿
州
之
一
斗
，
二
U
A
PYE色
)

山
坡
「
俗
而
「
川
叫

‘
民
」
的
八1之
一i

仙
叫
做
，
川
附
則
你
」

(
因R
E

5
)
內
A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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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5
7
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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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
巴
力
斯
過

制
平
原
(
間

-uH丘。
")

的a

平
行
體
(
吋U
N一
付
出
的
5
)

的
幼
鹿
R
U
M
-
H
i

)

見
詩
歌

見
鹿。

制
幼
發
拉
的
(
2
7
Z
H
O
V
J
T
H

的

洲
兩
部
小

叫
叫
到
的
一
條
大
A
附U
K川
於
立
起
圳
市
恨
這
淤
心
炮
制
t

k
訂
戶
附
于
七
，L
H
X
L
l公
m
u山
泣
侃
紅
j
d
i
t
-
巾
，
“

叫
你
叫
叫
叫
(
只
耳
其
)
叫
人
叫
叫
叫
(
〕

r
H
E
E
)內
A

怕
會
而
淌
下
瓜
蚓
叫
叫
一
r
d

汀
於
-
A
U
7
1
卡
公
川
仁
一
後

轉
而
向
呎
兩
尚
在
入
創
州
州
川
占
時
仇
行
人
心
叭
叭
的

在
組
入
海
自
九
十
公
屯
品
與
底
他

m
t斯
d
川
，
訓
，
付
你
|

原
區
形
成
一
條
雄
壯
的
大
叫
其
紅
眨
竟
達
1
7仆
公
1

、

水
月
五
至
六
公
尺
白
三
月
叮h
l
L八凡
的
冰
h
A切
問
叮
以

航
行
下
去
山
三
角
洲
地
你
推
為
發
達M
m
h
益
是
i

仆
代
文
化

的
發
源
地
請
多
店
名
的
域
而
時
位
於
此
區
(
虫
叮
叮
2

.

Z
也
M
M
E
F
ω
E
E
M
M

MH
r"
已
司
已
}?

開
己
已
F
F

R
m
p
d
p

囡
"，
住
戶。
E
M
M)

在
聖
經
上
它
是
「
續
關
」
巾
凹
太
川
之
一
(
例

2
H
)
亦
是
天
主
化
川
給
蚓
凹
蚓
仁
地
的
比
方
進
外

(
側
的
M
叫
n
u
叫
-
T
等
)。
叫
民
的
國
t
在
市
史

上
亦
的
確
有
時
象
徵
性
的
神
間
接
至
此
(
做
F
8
3

判

上
4

剖
)
斟
斟
上
有
時
簡
稱
它
為
「
河
」

(
也
上
8

泊

的
下
2
7

9

)
(

的
牌)

h
p
ι

日
二
支
「
/

人
名
意
泊
「
火
熱

1

臨
時
r
u
υ
r
z司
計
{
H
V
F
E悶
。
口
}
'

f
g
E

□
□

C

K

的
這
「
光
的
問

射
的

1 可是
細
則
的
一
位
教
扎
喇
喇
在
書
信上
特
別
問

候
了
他

(
刷
刷的
H
)
但
對
淤
他
的
生
平
談
們
川
U
U無

所
恥
側
斟上
叮
甘
心
被
他
曾
是
耶
穌的
七
十
二
門
徒
之
一

，

並
被
祝
聖
為
瑚
蚓
劃
域
的
主
亂

(
的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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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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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試
\
E
C
E
J
中
東
的
文
明
古
風
諸
如
到

4
+
才

w
羽
/
〈
O
E
H
S
\
1、|
|
、
|
|
|
|
'

;

'
、
述
埃
及
巴
此
偷
等
都
是

L
l

分
注
去
及
自
主
們
叫
闊
的
這
的
考
古
學
后
所
挖
圳
山
卜
，
卜

的
壁
也
以
及
城
門
宮
發
上
的
影
扎
足
以
挺
得
滾
開
心
力
什

問
他
野
民
大
者
獅
子
小

者
飛
凡
都
是
他
們
打
獵
的
的
私

所
用
的
武
器
則
有
個
州
的
叫
做
飢
餓

χ
悶
力
研
制
及
的
悅
造

有
獵
狗
隨
行
有
時
亦
有
馬
車
戰
車
加
入
看

來
是
規
模

相
當
大
的
圈
獵

關
於
打
獵
的
箏
在
斟
斟
上
雖
然
只
是
偶
然
的
位

及
但
是
裁
們
蚓

可
從
得
一
個
順
為
清
楚
的
觀
心
比
如

問
制
制
倒
閉(
側
的
章

)
，問喇
蚓
(
制
討
回
幻
3
!

“
)
，
即
俐
蚓
(
制
下
幻
叩
)
，
司
制
(

閱
M
l
)，

謝
喇

(
船
上
口
H
I

品

)
等
人
的
打
獵
事
蹟
(
亦
兒
似的

時
)
他
們
加
獵
取
的
對
象
似
乎
有
鹿
羚
羚
羊
站
跎
野
山

t
h脂
抹
野
生
川
野
羊
等
(
制

M
S
)。
出
滋
有
時
是
獨
叫

一
九
有
時
則
是
成
門
事
情
隊

(
似
的
時
)
，步行
而
山
川
成

騎
馬
(
按
刮
到
叫
J
U被

)
或
乘
車
(山
間7H

一
所
悄
的

武
得
及
方
法
則
有
川
M
E
提
弓
箭
錄
的

(
見
刮
到
1

)

已
何

(
的
5
甜
盯

)
總
艾
附
在
北
翎
采
(
如
內

凹
的

幻
自
)
、
悄
悄
阱
(
制
下
n
m

削
"
‘
8

)。
獵
物MM
m之

說
首
先
要
傾
流
其
也
才
可
食
其
肉
(
制

也
時
H
n

門

打
獵
的
目
的
不
外
是
的
除
有
害
的
野
獸
(
叫
幻H
船

上
口
“
別
上
U
M
)

尋
覓
日
用
的
食
品

(
削
幻3
)，

甚
至
豪
情
娛
樂
也
是
目
的
之
~

{
見
封
封
蚓
、

「
h
h
」

3日日 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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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可
求
錢
主
-
E口F
E
E
-
間
E

志
"按

~

.

，

A
m

a
-

-

-

h

字
面
講
師
謂

于
未
寫
下
的
言
論
可
是
在
解
經
學
上
此
名
是
指
沒
有
錄

在
正
經
一
稿
立
目
中
的
耶
穌
的
主
論
這
些
一
言
論
中
只
有
一

旬
保
存
在
日
創
之
凡
的
封
甜
甜
「
要
氾
住
主
耶
穌
的

括
他
說
過
『
施
與
比
領
受
更
為
有
福
』
」
其
餘
的
言

論
有
的
散
見
於
制
制
的
一
些
抄
卷
中
如
瑚

6

叭
或
許

瑪
η

剖
幻
品
(
按
剛
刺
側文
叫
耐
剖
創
制旦旦
。
"
ZO

S
D
〉
B
E
E
S
)
聰
卸
去
D
4

卷
)創
“
自
M
(
及

谷
結
論
W
卷

)
路
6
4
(
D
卷

)
等
有
些
一
散
見
於
偽

劉
樹
副
市們如
械
制
到
川
剛
配
制
別
川
尉
剖
和
問
酬
謝

輯
出
的
以
及
於
一
九
四
七

年
在
樹
別
所
發
現
的
到
則
耐

音
等
有
些
散
見
於
宗
徒
時
代
敬
父
的
著
作內
以
及
一

些
占
代
禮
儀
經
文
內
有
的
散
見
於
所
發
現
的
級
革
紙

上
如
放
息
黎
苛
斯
紙
推
紙

(
F
3
2
O
H河
子
三
F
H
)

等
以

上
所
述
大
部
山
自
基
督
的
教
會
內
這
些
言
論

很
多
次
只
是
敏
在
正
經

上
的
主
耶
穌
的
一
旬
話
的

解
釋
或
演
繹
或
改
繕
另
有
些
是
出
自
異
端
派
的
著
作

(
C
S
E
E
-去
自
告

2

.
信

E
Z
E
E
)或
猶
太
人
的

書
籍
(
按
筆
者
的
意
見
最
多
只
有
兩
旬
)
或
間
教
書

純
屬
於
間
教
書
籍
教
目
最
飢
按
瑚
閹
割
國

(
去
民
間
。自

-E
Z
H
Y
)
博
士
的
研
究
在
罔
教
書
中
發
現
有
五
十
一
旬

屬
於
耶
穌
的
言
論
但
都
是
在
七
八
世
紀
以
後
寫
的
或

者
問
這
些
未
錄
主
言
是
否
確
實
或
有
何
價
值
這
者
認

錯
只
有
五
六
旬

可
能
是
耶
穌
真
實
的
」
對
苛
仆
特
文

所
寫
的
多
默
福
音
學
者
的
意
見
至
今
還
不
統
一
依
筆

金五417-418 

者
氯
這
部
刷
刷
制
所
保
留
的
耶
穌
的
品
雖
仇
但

一
半
以

上
是
由
三
部
對
觀
福

音
轉
借
來
的
其
他
的
言
論
也
許

可
上
溯
必
第
一
世
紀
在
巴
力
斯
坦
所
流
行
的
傳
授
大

低
可
按
這
些
-
E論
悠
故
叮
叮
耶
穌
的
，
干
鬥
行
或
深
入
7
解

他
的
道
m
m
幾
于-
u
c無
價
值
在
這
方
面
正
經
福
音
，
U
十

分
充
足
了
可
是
為
了
解
古
代
教
會
的
歷
史
尤
其
是

真

教
和
異
端
敬
的
教
迎
歷
史
無
疑

地
是
些
一
極
貫
立
的
文

件

見
福
音
學
經
批
判
學
(
雷
)

惚

μ
民
巴
巴
屯
咽
B
E

r
g
-。
間
可/
「
未
他
論
」

-

4
.
可
司
M
H
室
副
/
F
E
z

-。
阿
三

士
，

1
1

二
=
T
m

是

詞
顧
名
思
義
是

對
最
後
要
來
之
字
的
討
論
它
包
括
新
倍
約
中
所
有
有

關
於
憫
人
民
族
或
接
倆
人
類
在
默
西
亞
時
代
亦

即
是

在
最
後
的
時
代
所
布
的
教
訓

小
木
世
論
的
內
容
一
莒
約
幾
乎
在
所
有
的
首
約
者

作
中
都
直
持
或
闊
佬
地
明
言
或
暗
示
到
木
壯
論
它

包

括
整
個
以
民
的
整
央
這
歷
史
是
關
於
整
個
民
族
的
而

不
是
個
人
的
歷
史
它
是
一
部
憧
做
著
未
來
美
好
遠
長

|
|
i
默
西
亞
時
代-
|
|

的
歷
史
因
此
它
與
整
個
人
類

的
命
運
有
省
密
切
的
關
係
諸
凡
出
離
埃
及
佔
領
一
福
地

的
許
諾

(
山
3
8
等
)
對
上
主
救
援
的
希
望

(
依

叫
‘
等
)
盟
約
之
叫
淪
質
現
金
人
類
之
分
仲
們
祝
福

(
則
必
立
)
以
及
上
主
天
主
之
勝
利
為
王
山
東
川
諸
國

之
降
服

(
注
7

章

)
而
成
馬
新
的
創
造

(
山
間Hm
m
M們

叫
彷
6

等
)
都
是
屬
必
木
世
論
的
體
材
佫
約
中
為
指

示
末
世
的
遠
足
有
些
故
成
定
型
的
說
法
如
「
、
必
有
一

日
」
(

山
間2
間
)
「
目
像
出
酬
。

1
1
.L
主
伏
，人
的

日
子
」
「
上
主
的
日
子
」
「
那
天
」

戶
剝
削1H

H

J

「
天
主
報
仇
的
日
期
」
(
依

6
2
2
)

「
末
日
」

(
依
2
2
)
在
逗
必
一
位
也
九
繭
的
「
日
，
y

」
中
聖
經
清

楚
指
山
上
主
將
圳
的
作
氣
以
成
天
主
是
人
叫
馴
服
屯
的

主
腦
他
除
掉
罪
感

I必
洞
必
人
至
整
防
間
秩
序
「
例
這

新
天
地
」
(
制
的
口
的
自
制
後
3
臼
)
。
而
天
主
的
位

極
重
整
及
革
新
的
作
為
則
歸
納
於
一
桐
時
代
就
是
默

西
亞
時
代
(
山
間22
料
4
1
則
必
8
M叫
樹ω
H
)
新

約
則
稱
這
個
默
西
亞
時
代
為

「
最
後
的
時
期
」
(
弟

前
4
1
制
前1
5
m

闊
的
配
制-
n
L
H
)，因
此
新
斟

二
約
在
卜
很
快
論
方
而
有
看
密
切
的
關
聯

二
新
約
新
約
木
也
論
的
觀
念
較
仿
約
更
為
他
雌
雄

它
與
一
個
歷
史
上
的
一
字
叫
|
|
默
函
草
的
誕
生
|
|

有
看
莫
大
的
關
係
凶
者
默
西
亞
的
來
臨
附
除
了

一
個

新
的
紀
元
新
的
時
代
它
就
是
先
知
們
所
鼠
織
的
「
新

時
代
」
在
這
個
新
時
代
中
已
從
生
的
默
因
並
|
|
耶

穌
基
督

|
|
完
成
了
兩
叫
他
作
為
的
天
闊
的
主
佈
和
娃

立
以
及
耶
穌
死
而
很
活
天
國
並
不
是
人
類
歷
史
臼
然

演
變
的
結
果
而
是
「

來
臨
」
在
這
個
世
界
上
的
天
主

的
放
假
工
程
這
個
天
國
雖
然
已
經
來
臨
但
它
向
不
是

完
備
無
敞
的
石
猶
如
織
在

地
上
的
種
子
應
話
生
長
結

果
(
瑪
u
a
M
|

抽
)
指
蚓
酵
母
應
使
澄
個
麵
明
開
發

酵

(
喘
口
叫
|

詞
)
猶
如
微
在
海
中
的
網
捕
捉
各
位

魚
類

(
瑪
昀
盯
|

叫
)
耶
穌
的
復
活
是
史
無
前
例

的
事
蹟
具
有
對
人
類
歷
史
決
定
性
的
成
份
(
格
的

時



H
)
因
看
它
人
類
才

可
以
獲
得
生
命
及
救
援
才
可
以

克
服
一
切
的
困
難

而
進
入
天
國
它
是
人
子
再
度
來
臨

的
保
溫
(
對
3
m
n
)
是
使
人
類
彼
活
的
力
址
(
格

前
的
叩

)
初
期
教
會
的
教
友
們
會
以
緊
張
的
心
情
等
候
耶

穌
在
末
世
的
再
度
來
臨

(
得
前
1

刊
)
聖
事
的
領
受

亦
與
木
世
論
有
關

(
羅
6
4

路
前
刊

品
)
甚
至
宗

徒
們
的
許
多
動
論
亦
都
是
針
對
著
末
世
而
發

(
得
前

5
1

I

U
)
教
友
的
希
望
戲
是
末
日
的
復
活

(
得
前

4
時

等
格
前
的
章
)
新
約
中
木
世
論
的
觀
念
除

了
包

恬
全
體
人
類
之
外
也
包
括

了
整
個
宇
宙

(
羅
8

"

等
)

由
此
可
以
清
楚
地
看
出
來
新
約
中
的
來
也
論
是

山
兩
個
主
要
的
成
份
繪
成
其
一
是
一
個
歷
史
上
業
已

完
成
的
事
實
其
二
是
一
個
尚
未
實
現
的
未
來
事
蹟
整

個
墓
教
會
及
每
位
教
友
生
活
的
奇
特
性
質
的
在
於
比

(
蚓
6
H

I

H

格
後
5
口
)

為
解
釋
來
世
論
會
有
過
不
少
的
學
說
諸
如
即
將

來
臨
的
末
世
論
與
時
間
無
闊
的

末
世
論
業
已
開
始
尚

木
完
成
的
末
世
論
及
業
已
完
成
結
束
的
末
世
論
等
在

這
些
一
解
釋
理
論
中
我們
覺
得
業
已
困
者
救
主
的
來
臨

及
學
死
而
開
始
但
尚
未
達
到
其
最
高
姿
尚
未
完
成
但

一
定
要
在
世
界
的
末
日
因
著
耶
穌
的
再
度
來
臨
而
凶

于
滿
結
束
的
末
世
論

(
耶
穌
的
復
活
是
它
的
保
證

)
更

叫
一
合
情
人
戶
口
握
其
它
的
理
論
從
客

戶

兒
，上
主
的
日
手
夫
國
默
西
亞
論
審
判
死
亡
夭
堂

419 ;!t 

地
獄、
煉

jl式。

(
韓
)

的
求
日
審
判

「HLME
阱
。
司
開
O
D
R

凶
戶
】己
已
開ns
m
p
片

J

f
H
E
E
n
H
E
B
E
D
-S

門
自

-o
E
E
E

-巳
B
E
S

」

「
賞
善
阿
利
必
」
這
一
觀
念
可
說
不
分
古
今
中
外

任
何
民
族
中
都
有
所
是
別
的
問
題
是
生
的
戚
在
死
後

古
埃
及
人
相
信
人
死
後
即
刻
要
受
一
種
審
判
不
過
技

古
王
明
時
代
的
思
您
只
有
法
郎
前
受
海
利
而
執
行
審

判
者
為
太
陽
艸
辣

(
F
F
)法
，
坤
的
一
切
分
內
行
為

技
公
義
如
能
夠
除
種
才
准
他
逢
人
天
國
個
由
中
期
王

朝
時
代
胎
死
後
得
手
光
榮
的
生
的
已
不
再
屬
法
郎
的

特
權
一
切
m
H族
甚
至
一
般
常
人
只
要
在
海
判
時
認
為

合
格
也
可
獲
得
光
榮
的
生
品
只
是
抖
執
行
海
判
者
已
非

太
陽
神
辣
而
是
掌
管
死
亡
的
神
的
以
息
的
加
斯(
。
丘
吉)

他
審
判
的
事
別
的
人
是
封
漏
全
了
他
在
人
閱
當
守
的

正
義
為
此
只
由
法
郎
一
人
受
審
判
而
轉
為
一
役
人
都

受
海
判
了
毛
於
希
臘
人
他
們
相
討
則
刊
所
州
時
時

在

留
意
務
使
正
站
獲
得
勝
利
不
過
他
為
州
門
心
隘
的
權
限
只

限
公
人
生
但
平
淫
的

(
3
E
R
E
)
以
及
柏
拉
閱

(
旦
旦
。
)
等
人
仍
強
耐
人
在
死
後
他

的
靈
魂
將
各

自
受
海
判
反
觀
吾
國
占
時
苦
經
上
改
「
作
答
降
之
百

祥
作
不
著
降
之
百
殃
」
不
過
這
善
惡
的
報
應
似
乎
只

在
今
世
而
且
孔
子
會
說
「
未
知
生
焉
知
死
」
是
以
我

國
民
間
所
謂
「
天
堂

」
「
地
獄
」
之
說
原
出

於
佛
教

思
想
我
國
古

時
對
人
死
後
似
未
曾
論
及

現
在
只
依
鐵
聖
經
來
研
討
這
一
問
題
無
疑
的
聖

經
上
稱
天
主
為
審
判

者
至
公
義
的
答
判
者
全
地
的
審

判
者
(
見
側
的
自
制
3
時
n
n
叫
“
u
副
7
凹
叩
6

花
5
%
叩
凹
的
月
，
)
天
主
是賞
善
罰
患
者
有
這
口
必
具

有
必
必
封
如
洪
水
滅
世
(
創
6
5
|
8
)
火
燒
眾
多

瑪
等
城

(
削
W
H
叮
自
)
。
不
過
在
斟
制
較
早

時
期

當
以
氏
在
未
進
入
許

地
之
前
天
主
要
以
民
遭
守
天
主

的
誠
命
為
他
們
的
賞
報
則
是
能
進
入
許
地
在
納
市
並

在
許
地
內
得
字
幸
福
以
反
長

H
J
(
見
巾
4

叩
叫

5

閻
|
臼
6

1

1
3

口
|

-

M
)
相
反
寫
他
們
的
懲
罰
川

是
死
亡
即
「
將
你
由
地
上
消
滅
」
(
制
6
H
時

8

刊
)

此
外
在
較
早
的

時
代
一
國
之
君
或
家
長
犯
了
界
往
往

殃
及
全
國
也
民
或
全
家
族
的
人

(
見
側
門
M
u
m
7叫

m
s
6
樹
上
Z
M
M

制
下
"
的
ul
H

可肉
ι
在
叫

民
中
會
主
侃
行
一
俗
話
「
旭
先
吃
了
酸
仿
仿
而
，
j

係
汙

酸
」

(
則
m
l
)
不
過
從
郎
肋
米
亞
厄
則
克
耳
先
知

時
天
主
已
將
這
一
觀
念
給
以
民
予
以
改
正
改
「
准
犯

罪
准
沒
亡
」

(
則
時
‘
參
閱
耶
訕
訕

)
是
以
航
天
主

前
每
人
您
為
自
己
的
行
為
頁
責
至
於
岱
約
內
所
說
的

懲
到
從
純
瑟
法
律

來
瓦
即
為
死
刑
切
m
U
M
M

幻
U

M
M
H撒
下
U
H
撒
上
3
H
4
u
u

先
知
書
內
也

一
一冉

描
述
類
似
的
懲
罰
如
耶
刊
刊

的

S
M
M

曰

"
的
8!

"
N
M
H|且

則
7
u
i

H
H

-

n
9
5
7
的
叩

i

H
崗
口
時
間
剛
剛9U
H
M
M
臼
叫
汁
，
句
上
述
所
引
各
節

經
文
除
少
數
如
遠
的
H
H

之
外
大
都
是
記
述
以
民
自

於
背
棄
天
主
敬
拜
邪
神
而
遭
受
的
懲
罰
起
這
叫

R
K



~
甜
食
國
亡
也
家
做
被
槍
往
巴
比
倫
也
無
非
是
由
於
背
棄
天

問
~
主
(
列
下
圳
的M
M
)
之
後
在
倍
約
晚
期
逐
漸
暗
示
身

.,

i 

-
後
的
審
判
如
訕
曰
“
「
因
為
天
主
對
一
切
行
為
連
最

了
m
M包
的
不
為
好
鐘
都
要
一
一
驚
判
」
又
制

7

“
動
人

要
記
得
自
己
的
末
日
如

時
間
說
「
到
末
日
他
才
審
問

來
人
」

(
參
閱
糊
的
凹
的扎
H

倒
給
自
7

口
)
不
過
所

謂
「
末
日
」
大
約
是
指
世
界
末
日
而
非
個
人
的
末
日

郎
人
的
死
亡
之
日
因
寫
在
預
約
時
期
對
人
身
役
的
問

屆
非
常
模
糊

(
見
約
口
u
l

臼
訓
3
u
m
6

4

1
6

9
s
)
關
於
身
後
的
問
題
只
在
新
約
內
才
有
了
較
清

楚
的
解
答
在
福
音
里
耶
穌
一
再
從
及
「
有
天
堂
」

「
有
地
做
」
(
如
職
5

訕
訕
叩
甜
鈞
制
制
9

晶

H
)

川
叫
叫
剖
內
則
說
「
永
生
」
(
見
3

時

5
扭

扭

)

沁
人
的
善
行
只
給
一
杯
涼
水
也
不
會
沒
有
他
的
貨
報

(
阿ω
"
的
9

“
)
。
相
比
右
是
作
叫
的
小
凡
的
是
一
旬

川
!
也
都
要
受
審
判
(
璃
門M
H

)

關
役
，
海
判
耶
穌
會
多
次
明
明
提
及
兒
嗎U
H
U

U
M

在
且
許
下
宗
徒
們
將
同
耶
穌
一
起
審
判
以
色
列

卡
二
玄
派
(
珊的
詞
制n
M

)
不
比
上
述
耶
穌
所
提

及
的
審
判
似
乎
都
是
指
世
界
末
日
後
的
公
海
判
是
否

人
死
後
立
即
受
私
」
海
判
就
遠
新
約
內
也
波
有
消
楚
按

此
次
們
你
叮
從
側
的
M
U

耶
穌
所
品
研
叫
叫
叫

和
法
翁
的
比
喻
尤
其
耶
穌
在
十
字
從
上
付
右
盜
所
改

「
p
h
I天
你
就
要
與
或
一
同
在
樂
闊
前
揖
」
的I
州
(
帥
的
幻

刊
)
可
以
推
知
人
死
後
立
即
受
天
主
的
審
判
善
人
立

即
進
入
樂
闊
天
立
而
必
者
則
到
一
滿
是
神
州
川
的
地
方

立420-423 

或
地
獄
關
叭
叭
世
末
的
公
審
判
究
竟
在
何
時
發
生
耶
穌

很
泊
位
地
告
知
了
世
人
除
天

父
外
任
何
人
連
天
使
甚

至
人
孔
都
不
知
道(見
蚓
圳的
抽
)。
但
耶
穌
馮
使
人
不

要
在
海
悄
來
到
時
倍
于
不
反
故
仙
人
常
要
醒
寫
祈
刊
胸

有
所
從
做
為
此
耶
穌
混
了
不
少
比
喻
如
十
童
女
仗
人

等
的
主
人
及
俗
冷
通
等
比
喃
喃
(
見
叫
MU
M
-

u

甘U

I

l
i
H
H
|

叩

)
而
性
也
妙
的
了
公
審
判
未
來
之前
的

朕
兆
(
見
制
訂
自
i

目
制
U
M
|

盯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耶
穌
府
指
濟
制
的

時
候
肘
「
那
U
L
J
」
「
那
時

刻
」
人
予
一
耍
在
城
能
火
光
榮
中
乘
著
一
芸
彩
降
來
這
一

說
法
圳
的
川
約
市
祖
先
知
所
肘
「
上
主
的
日
r

」
(
依
的

6
9

對
1
7
H

悶
悶1目
2
u
3
4
4
M
)

有
前
呼
後

您
的
你
心
作
川
在
的
約
的
「
上
主
的
日
子
」
原
多
次

是
指
默
西
亞
來
臨
的
時
日
兩
此
舉
右
挖
出
叫
徒
在
撰
寫

喇
叭
既
使
以
你
穌
默
的
亞
的
來
此
已
到
了
審
判
的
時

候

(
H
M川
U
U
)
捏
一
"
的
刊
，
心
改
「
是
以
那
不
信
從
他
的

已
受
了
游
判
那
M
M從
他
的
已
不
主
港
判
」
(
3
刊
)而

且
已
山
死
人
生
(
5
H
)
已
不
留
在
悶
熱
暗
中(
曰
“
)

這
樣
正
M
W郎
M
M所
品
凶
吋
天
主
沒
卜
們
很
匙
，
于
到
位
界

土
來
游
例
也
叫
什
而
是
沁
叫
做
山
作
品

4
.
a他而
獲
仙
似
(
3

叮
)。
本
也
學
叫
仆
川
市
徒
也
彼
此
例
垃
豈
不
現
在
的
審
判

和
口
後
的
訂
的
利
到
氏
紅
圳
所
以
盟
"
合
唱
論
及
日
後
的

審
判
時
自
n
d
了
，λ
不
海
啊
任
何
人
而
把
帶
判
的
全
權

交
給
了
，
卜J
」
(
5

位
盯

)
J
U正
如
釗
觀
峭
音
內
所
改

存
判
鳴
也
人
子
執
行
完
全
一
樣

(
見
蹋
鈞
缸
谷
昀
扭

制
訂
臼

)。
全
於
公
審
判
的
地
方
稱
為
「
約
沙
法
特
」

山
谷
之
說

(
見
斟
4
M
d

只
是

J
永
敏
的
名
科
糾
州

法
特
意
即
天
主
是
審
判
者

見
末
世
末
世
論

戶
h
d

m
L
K
F
R
m
r

「M
F
Z
E
J地
名
是
剛
淵
制
的
川
吃
飽

4
-
j
j
A
f

、

(
京
的
2

)
妝
令
不
心
的

制
川
人
僑
居
於
此
(
到
2
，
)。
大
致
說
來
它
是
你
化

小
到
剛
到
的
東
部
靠
近
蚓
制
的
地
區
而
言
但
是
，
匕
的

地
斑
界
限
曾
經
有
過
不
少
的
變
化
公
元
前
七
世
紀
已

有
刷
叫
人
居
住
於
此
以
通
商
為
主
先
從
有
赫
特
人
位

叫
人
及
刷
刷
人
統
治
於
此
公
元
前
三
百
年
克
右
建

A
V一

了
科
叫
倒
成
為
獨
立
的
王
國
直
至
公
元
的
六
三
年
』

落
入
刷
刷
人
之
手
將
科
制
地
區
創
分
為
二
一
部
份
瓜

爛
蚓
行
向
而
保
存
原
有
的
中
們
乎
成
為
科
制
省
叫
一
部

份
則
割
法
與
蚓
叫
樹
~
現
今
的
學
者
吋
於
即
一
一
級
上
所

說
的
科
制
(
到
2
g
m
2

制
前
1
1
)
已
不
能
碎
定

是
指
全
部
刑
制
地
區
或
若
是
專
指
線
鳥
的
行
省
本
郁

而
一
一
一
一
的
(
韓
)

創
本
性(n
M
U
M
)
見
自
此

m
本
希
農
(阿
拉
口
口
。

3
)見
瓦

3
h
k
同
佳
K
H
刊e
B
m
D」"
E
口

J
意
調
「
右
手
之
子
」

ω

」
4
耐
心
H
uf
/F
E
E
-

口
」
叫民
以
右
為
恥
故

亦
有
「
兩
方
之
子
」
的
意
思
它
的
個
社
徵
意
義
則
是

「
吉
祥
之
子

」
或
「
上
主
寵
愛
之
子
」
聖
經
有
此
仇

者
共
五
人
之
多
主
要
者
當
然
是
蚓
創
側
的
幼
子
本
雅



明
他
是
蚓
創
倒
聖
祖
老
年
所
生
的
兒
7扣
其
母
是
辣
黑

耳
與
若
瑟
是
同
父
同
母
的
弟
兄
生
於
白
泠
之
附
近
其

母
在
生
產
科
蚓
喇
時
困
難
產
而
死
死
前
稱
其
名
為
本

放
尼
(
意
誡
我
的
厄
運
之
子
)
但
雅
各
伯
立
即
改
稱

寫
本
雅
明
(
創
刊
N
M
|
叩
)
雅
各
伯
特
別
鐘
愛
他
因

寫
他
是
最
年
幼
的
一
子
又
是
由
特
別
得
龍
之
妻
所
生

這
格
外
見
於
他
喪
失
甜
甜
之
說
只
有
在
得
到
其
他
弟

兄
的
保
證
後
雅
各
伯
才
准
許
本
雅
明
下
到
埃
及
去
購

糧
若
瑟
對
他
亦
特
別
親
熱
(
創
刊
m
|

叫
“特
主

|
M
)

他
生
有
五
個
兒
字
成
為
一
家
之
長
及-
t又
派
的
始
祖

(
創
伯
n

戶
必
甜
l
u

編
上
7
6
|

臼

8
)

本
雅
明
文
派
雅
各
伯
死
前
預
指
本
雅
明
支
派

「
是
隻
掠
奪
的
訪
狼
」
(
創
刊
訂
)
的
確
它
居
住
的

地
方
就
是
「
袋
狼
山
谷
」
(
撒
上
MU
M
)
與
培
肋
舍

特
人
屢
次
作
戰
獲
得
不
少
的
戰
利
品
以
豪
勇
善
戰
嫉

惡
激
烈
著
稱
(
見
民

m
u
撒
上
2
7
撇
下
l

n
n

編

上
8

叫

U
Z
編
下
口
口

)
出
離
埃
及
時
它
只
有
三
萬

五
千
人
(
戶
1

"

盯
)
人
口
之
少
較
之
其
它
文
派
是

倒
數
第
二
但
在
西
乃
曠
野
時
代
人
口
如
大
增
在
摩
阿

制
平
原
調
查
戶
口
時
已
達
四
萬
五
千
六
百
人
(
戶耐的

“
)
相
反
地
西
默
盎
及
納
斐
塔
里
支
派
的
子
孫
如
在

減
仇
在
創
分
許
地
臨
叫
它
的
首
長
是
周
圍
嵐
得

(
同
u

n

)
是
站
在
革
黎
斤
山
上
祝
一
稿
人
民
的
支
派
之
一

一
(
申
幻
刊
)

帥
一

在
民
長
時
此
刺支
派
因
與
劉
喇
喇
人
雜居
往
來

戶
而
且
其
上
主
之
詞
將
那
里
哥
喪
失
於
摩
阿
布
王
厄
革
龍

423 畫五

之
手
(
民
I
n
3

曰
“
)
然
後
罔
頭
向
主
有
厄
胡
得

民
長
也
而
拯
救
他
們
脫
離
摩
阿
布
人
之
壓
迫
(
民
3

扭
扭
)
德
波
辣
時
代
參
加
聯
軍
而
戰
勝
觀
制
制
人

(
民
5
H
)
後
又
隨
從
邪
帥
的
敬
禮
被
上
主
所
懲
罰

而
受
阿
孟
人
之
侵
犯
(
民

ω
，
)
有
依
弗
大
民
長
起

而
拒
敵
(
民
刊
章
)
民
的

l

幻
章
的
敘
述
是
本
文
派

的
一
段
恥
辱
史
因
基
貝
亞
的
惡
行
全
以
民
對
之
大
生

反
感
誓
許
要
聯
合
攻
打
本
支
派
不
參
加
者
將
以
死
刑

處
之
任
何
支
派
不
得
將
己
女
嫁
給
它
的
族
人
數
次
戰

而
不
克
終
在
最
後
一
次
戰
爭
上
本
支
派
幾
全
軍
覆
沒

只
剩
下
了
六
百
人
後
來
全
民
在
貝
特
耳
放
聲
大
哭
本

文
派
喪
亡
的
厄
運
結
果
客
將
誓
言
修
改
而
將
兩
坡
的

女
子
嫁
給
他
們
使
他
們
不
致
完
全
沒
滅
門
戶
(
闊

的
|

訂
)

全
以
民
的
第
一
位
國
王
撒
鳥
耳
出
自
本
文
派

(
撒
上
m
n
)
閻
王
死
後
本
支
派
會
誓
死
不
欲
接
受

達
味
的
統
治
(
撇
下

2
u
|

剖
)
阿
貝
乃
爾
初
會
擁

護
刷
蚓
到
之
子
喇
喇
凹
耳
後
則
棄
之
而
從
樹
叫
你
亦
將

全
支
派
帶
向
遠
味
一
邊
但
心
不
甘
者
仍
大
有
人
在

(
撒
下
3
"
4
2

|

8

編
上
u
n
)
故
此
會
數
次
向

遠
味
叛
變
而
未
成
功
(
撤
下
"
“

-
u
m
-
-

n
)

以
民
分
南
北
朝
之
後
本
支
派
基
於
其
歷
史
傳
統
及
心

理
成
份
本
應
是
反
對
猶
大
的
但
它
甜
可
能
由
於
經
濟

及
地
理
的
關
係
放
棄
了
北
國
而
追
隨

了
達
味
王
朝

(
列
上
u
n
編
下

口

1
)
自
此
之
後
本
文
派
的
北
方

土
地
便
不
時
在
受
著
北
國
君
王
的
騷
擾
(
列
上

u
m

編
下
M

S
M
U
)
而
本
支
派
及
猶
大
支
派
的
歷
史
也

由
此
便
常
被
人
混
為
一
談

(
編
下
的
-
u

厄
上
1

5

4
2
)
在
巴
比
倫
充
軍
之
際
本
支
派
經
過
其
族
人
摩

爾
德
關
及
文
斯
德
爾
救
全
以
民
於
殺
身
之
稱
(
見
文

傳
)
。
科
支
派
同
組
划
支
板
是
最
初
自
充
軍
地
返
來
重

建
耶
京
的
人
(
厄
上
l

s

厄
下
口
創

l
M
)
在
瑪
加

倒
時
侃
剩
支
派
的
一
九
名
副
劃
志
因
與
大
司
祭
制
問

雅
三
世
發
生
衝
笑
而
獻
計
與
赫
客
多
洛
王
沒
收
耶
京

連
一
殿
的
寶
庫
(
加
下
3

4

等
)
在
死
海
邊
的
谷
木
蘭

洞
內
發
現
的
文
件
中
有
「
戰
爭
卷
」
載
有
本
猶
大
及

肋
未
艾
派
同
屬
光
明
之
子

在
新
約
中
保
祿
屬
本
支
派

(
經
U

1
斐
3
s
)

「
由
本
雅
明
文
振
中
蓋
上
印
的
有
一
萬
二
千
」
(
默

78) 

本
文
派
歷
來
的
邊
界
由
於
歷
史
環
境
的
變
遷
人

事
的
更
動
及
戰
爭
的
牽
聯
沒
有
即
成
不
變
的
界
線
參

見
森
m
u
|

凹

的
1
3

臼
e
|
@

它
的
城
市
見
你

。
。
.
'
，
已
$

-

n
1
M

參
見
厄
下

u
m
|

扭

聖
經
上
其
他
以
此
為
名
的
人
物

一
彼
耳
漠
的
兒
子
英
勇
善
戰
(
編
上
7
叩
)

二
哈
陵
之
子
充
軍
後
被
迫
與
其
外
方
妻
子
離
婚

者
(
厄
上
ω
自
)

三
充
軍
後
居
於
耶
京
者
會
修
治
自
己
家
門
前
的

耶
京
城
牆

(
厄
下
3
n
)
可
能
與
厄
下
U
H
所
提
者

同
為

一
人

「
前
呵
」



撒羅滿大般擬建圖

黑落德大毆



奧瑪爾( Omar) 回教大毆，在此毆內仍有一 巨大巖石，學者

皆認為是舊約聖毆祭壇的坐落處 o

(接:阿刺伯人在第七世紀佔領巴力斯坦後，猶太人的聖毆成
了回教徒的聖地 o ) 



北國教默黎和阿哈布王在此撒瑪黎雅山上所建造的宮毆 c

拉基士原址 o 此坡為猶大國保護耶京的要塞 。



默基多，位於撒瑪黎雅及加里肋亞之間，為巴力斯坦軍事要地。

撒瑪黎雅古域內放默黎宮的廢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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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分肢，豆豆三 222

一 沁另11 而 莘莘 毒草

那些已 志 在
II''J。口問缸i{ ç: C .... I.J ~ 

天約i 呂其 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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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j\ ~ 5 
萃，約;在正 g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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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手J" ~美德 、J
的 JE 多公
址 ， 及。次正、
先學美罣
依品正等
綠晰意:字，

兒
墨
純
會
自

" f.r, 五

天
主
的
義

叩
從
前
約
看
天
主
的
技

在
研
約
哀
雖
沒
，
利
天
主
成1時
稱
自
已
們
的
義
的
說

法
但
不
乏
間
甘
情
的
耐
心
州
州
川

9

叫
「
正
扎
成
的
於
天
主
〕

達
9
3

「
惟
街
上
主
是
公
泛
的
」
(
山
本
問
州

1

閃
一
耐

2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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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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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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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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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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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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叭
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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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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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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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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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
中
那
一
天
﹒
)
可
指

越
強
地
作
為
一
舟
地
，
一
之
濃
的
反
映
但
所
謂
的
一
架

生
之
峙
的
懷
中
」
是
區
偉
指
峽
位
何
言

(
亦
地
約
η

H
)。
耶
穌
悶
稱
那
些
克
吭
嬰
父
旨
意

時
人
為
a
U已
的

4
'
，
。

「
兄
弟
姊
妹
及
母
親
」
(
瑪
也
叫
叩

)

叫
雌
帥
沁
什
心
法
律
上
以
民
的
家
搓
以
父
為
主
的
問
甘
心
此

行
一
夫
多
主
制
的
時
代
子
灰

的
照
莫
及
教
育
幼
主
哎

是
向
親
的
丘
任
故
此

f
k

與
母
親
的
關
係
這
較
父
親

d
3

、
'
，
、

5
2
3
3

。

為
心
山
切
(
H
M創
刮
目
中

U
I

民
8

口
)
也
正
肘
此

訂

向
父
m
A
(
悍
的
子
女
彼
此
結
怖
的
事
賢

(
創
叩
悶
兒
做

'

。

，

下
u
n
)
反
之
則
無
一
夫
多
妻
制
家
庭
中
的
'
，
r
k
多

以
吋
名
為
別
故
此
區
央
書

上
幾
時
間
侃
到
以
氏
的
凶
L

時
常
附
以
其
母
之
名

(
列
上
刊
臼

M
U

M
M2
u

n
u

〈
'
、
〈

s
t
d
B

。

列
γ「
8

甜

鬥M
I
M
2

M
U2
偏
上
2

且
一
端
下山
門
川
等)

|
。

(

l

、

以
氏
的
母
都
弋
是
特
別
偉
大
迎
程
的
哈
切
爾
月1
納

黎
必
帕
以
及
瑪
切
伯

時
代
七
兄
弟
的
叫
蝦
的
照
央
部

足
以
符
此
作
證

(
創
幻
H

泊

掀
上
l

n

盯
做
卡

幻
8

凶

加
下
7

字
此
依
"
時
)
娃
於
t
s
U
M
向
你
大
的

同
是
專
紛

上
不
斷
地
要
求
F
T
K們
付
母
親
您
必
令
缺

乏
糕
的
汀
任
猶
旬
叫
到
父
親
然

(
刊
也
「
卡
泌
」
瑪的
4

。

6

叫
5
U
6
2

及
「
孝
敬
父
母
」
條

)
天
主
對
口
已

叮
性
很
做
手
至
的
妥
道
也
不

時
比
作
舟
，u
t
(
依
特
凹

。

“
W

H

) 



428-429 

I苦
悶
'--- , !W 
-1在

主最
的 ':-:1
!在(r'，J
親的

'--.k 
(的

lI'(Í~稱
1 1I'f 
叫，不n
[~ í也

J.Itl {起 ，
flJI Jl: 
[~~I --"l 

( 條lTII

韓)。穌
)的

n
E
~一
走
巳
「
』戶
戶
已
m
o
m
-
F
矣
。

之
E
m
g

J

4
t
t
t

品
。
那

/
H
E
E
OT

H
Lr
m己

F
E
Fn
E

是

民
反
川
指
H
h
H
味
叫
他
死
後
做
h
H
U
-
-
叫
木
被

L
U為
p
h王

之
前
的
一
段
時
期
做
天
主
特
別
行
選
為
惜
他
救
以
色
列

反
於
敵
人
手
中
的
那
些
失
雄
人
物
拔
希
伯
來
文
稱
為

「
ω
Z
Z
E
S
」
意
即
寫
判
者
不
過
從
娶
媳
上
所
記

述
的
古
來
他
們
的
任
扮
固
然
包
括
准
則
民
間
拆
泌
的

官
(
心
4
4
)
但
他
們
前
耍
的
任
務
是
由
敝
人
手
中

的
阱
級
以
氏
之
後
鼠
，μ治
現
以
民

(兒
民
泣
，
叩
H
H
)

是
以
良
長
乃
話
時
天
主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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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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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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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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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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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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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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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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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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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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叭
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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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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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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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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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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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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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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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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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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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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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的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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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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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哀
教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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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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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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釗
品
述
崎
去
，
雅

明
族
基
此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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姦
一
個
仙
木
人
的
﹒
玄
侍
引
起
戰

爭
使
本
推
明
文
汲
幾
于
此
叫
絕

木
泣
的
中
心
思
M
L
以
反
作
好
的
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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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刻

版
式
的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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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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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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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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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
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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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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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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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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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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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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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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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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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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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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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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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
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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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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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U
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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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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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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吋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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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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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質
踐
了
倒
川
位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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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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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叫

民
而
且
以
民
的
所
以
遭
難
所
以
得
仙
似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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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他
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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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
約
的
忠
守
與
背
棄

關
於
本
書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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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年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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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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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至
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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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確
切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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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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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替
內
容
與
文
筆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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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可
a
本
書
乃
由
歡
段
不
闊
的
史
M
H
編
輯
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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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每

段
正
小
M
的
史
料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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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不
川
的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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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叫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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爪
川
的
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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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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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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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的
肉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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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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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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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泣
的
時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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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古
一
一
冉
法
瞇
地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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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在
叫
叫
圳
沒
“

君
主
各
人
任
意
行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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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
6
刮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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逗
旬
r

川
顯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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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H
古
代
編
築
時
所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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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附
示
作
好
U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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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的
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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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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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h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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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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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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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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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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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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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
一
「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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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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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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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
卜
仔
一
等
類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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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妝
h

川

一
一
古
學
成(
a
)
有
時
指
示
欠
久
的
忠
心
如
冰
的
6

「
你
斗
混
水
這
向
必
們
發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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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
閱
U
F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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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9

等

(
b
)
有
時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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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的
說
法
你
去
一

段
似
于
無
起
初
也
無
絡
站
的
時
間
如
「
你
附
心
你
山

的
時
日
已
仝
壓
代
的
成

1月
二
巾
必

7
)
亦
必
帥
的

m
H
h
9
口

(
自
古
以
來
從
木
船
作
品
﹒... 

)
裕
的
2
7

仿
後
1

9

鐸
1

2

寺

(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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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時
談
俠
拉
此
川
拍
卜

所
泊
的
「
永
恆
性
)
即
如
辭
海
所
得
「
越
性
時
間
“

無
變
化
之
立
與
一
一
一
一
口
來
體
必
質
在
志
向
一
就
是
譜
是
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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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地
而
一
小
川
其
怡
後
。
大
地
向
本
刊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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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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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叫
做
悔
的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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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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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汗
多
繩
旬
的
上
F
文
細
心
研
咒
，
抬
手
總
川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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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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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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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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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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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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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主
的
那

絕

對
永
恆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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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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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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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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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這
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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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

上
照
他
們
的
思
組
人
是
她

於
死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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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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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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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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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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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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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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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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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主
永
恆
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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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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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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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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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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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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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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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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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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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不
疲
倦

決
不
困
乏
他
的
智
慧
高
深
莫
測
」

(
的
詞
)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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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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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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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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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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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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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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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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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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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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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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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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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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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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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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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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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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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忌
。
-
K
F
耳
其
自
白
瑪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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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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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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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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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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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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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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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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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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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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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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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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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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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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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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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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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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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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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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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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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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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M
m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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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的
解
釋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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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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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
的
神
)

n
r
E
出
過
三
Z
E
E
a
J
磁
劫
后
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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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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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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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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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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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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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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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
質
的
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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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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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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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光
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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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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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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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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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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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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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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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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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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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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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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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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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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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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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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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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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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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它
的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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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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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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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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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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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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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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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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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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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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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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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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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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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
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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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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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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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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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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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前
-
下
五
百
年
間
的
作
心

5

級
主
耳
的
瓦
片

M
m發
現
於
~
九
二
有
年
大
心

是
公
-
士
的
七
做
紀
的
遺
作
可
的
U
r
T
時
叫
樹
U
J
味
，
“



~
其
他
地
方
遷
費
現
了

~
些
丸
片

文
件
但
其
屯
加
女
性
已

蚓
、
遠
不
M
W前
所
述

F
韓

)

瓦
瓦
全
是
「

咕
咕
}
艾
人
名
意
謂
「
美
麗

-
a
-

.

"

-
4

叫
4

，

-
t
i
"

、
的
一

(
7
.
)或
「
渴

-
慕
的
」
(
3
.
)是
汶
斯
王
符
西
斯
的
上
后
美
必
凶
殺

但
性
情
崗
絨
竟
敢
怠
行
國
土
的
命
令
使
凶
主
代
已
怒

之
下
將
她
打
入
冷
宮
於
是
有
艾
斯
德
爾
的
個
倚
在
而
成

府
正
宮
(
文
1
9
l
2
7
)

聖
經
及
歷
史
學
許
們
會

主
最
大
的
努
力
希
望
伐
出
瓦
士
炭
的
歷
史
悠
證
但
枉

質
心
機
毫
無
所
獲
(
幹
)

自
口
令1
告
E
d
H
q「閃
ω
旦
失
。

J
原
來
是
數
位
厄
按

征
4
I
站
去
苦
n
n
fn
g
告
n
O
L
-
-
-
-
i

-

4
3
1

J
'
、
約
丕
雅
女
王
的
共

有
γ
門
絨
的
心
法
削
階
及
叫
做
然
而
被
川
作
固
有
人
名

(
市
司8

盯
)

這
位
女
主
手
下
的
得
的
太
位
及
吹
蟬
的
總
管
會

去
耶
京
朝
聖
在
歸
途
中
由

上
主
的
安
排
過
兒
女
則
怕

六
口
中
由
他
聽
志
及
法
受
耶
穌
的
一
福
音
後
而
領
沈
人
教

(
出
那8

自
刊
)

苗
時
之
巴
拉
約
五
雅
王
國
被
猶
太
人
稱
為

一
所
士

包
拍
愉
快
炭
的
南
方
地
區
在
尼
羅
川
的
第
一
手
第
六
接

布
之
間
地
區
它
話
時
的
京
城
是
野
然
M
(
呂
立
。
。
)

(
韓
)

M閉
L
仁
、台
H
r
\
H
LM
F
J
在
全
部
聖
經
裂
沒
有
一
屆
於

征
之

一
一日

/
〈HH
t

哲
學
的
生
命
的
界
比
但
釘
許

多
生
命
的
概
念
日
止
使
我
們
明
瞭
學
經
划
生
命
所
有
的

含
義
警
者
先
就
偵
約
後
就
新
約
提
出
聖
經
關
於
生
命

育空五434-436 

所
命
的
論
述
今
先
解
釋
生

峙
的
意
義

一
生

命
的
意
義

「
生
命
」
希
伯
來
文
仟
過
他
肘
一
叫
做
數
彤
在
品

且
是
三
旦
這
許
不
是
一
抽
象
侃
一
叫
而
是
指h
b
A吋
師
生

。
，

l
l
f
o
'
I
t
a
l
-
-
i

命
的
延
長
此
外
以
色
列
人
受
川
此
戶
手
表
示
刻
的
忠
義

為
此
泉
水
川
才
流
動
部
稱
之
心
「
川
俞
小
」
(
創
必

凹

肋
M
5
戶
的
口
耶
2

口
口
H

間
M
S
參
見
右
4

u
7

站
等
處
)
但
從
卜
朮
品
汶
份
刊
的
生
命
閻
瓜
人
無
法
見

及
植
物
的
前
恥

2
8
Z
各
(
斜
視
魂
魄

)
μ何
時
也
則

以
衍
生
命
(創
9

‘

5

肋
口
u
巾

u
n

)山
川
訂
閱
「
應

。

、

以
命
償
命
」
H
NE
Y

(
也
氯
氣
息
)
比
干
亦
用
來
指

生
命
或
代
悴
的
生
命
如
訓3
M
n
8
8

則
幻
B

等
處

有
新
約
中
俑
，
知
-
小
「
生
命
」
活
過
快
川
兩
個
名

詞
和
出
於
同
一
語
紋
的
刻
認
郎

MnE
(

生
命
)
和

N
S
(
生
活
)
以
及

E
S
(
生
命

)
和

虫
。
。

(生

。

活
皮
日
)

有
時
「
有
生
命
的
」
或
「
生
活
的
」
這
類
語
詞

指
-
r
能
泛
生
山
另
一
功
效
來
的
一
種
活
打
作
通
以
這

類
話
可
叫
來
表
示
具
有
大
能
力
的
「
天
主
的
認
」
如
希

4

凹
「
天
主
的
r
m
敵
質
是
生
前
的..
...• 

」
(
參
見
宗

4
3
、
。

'
，

7

"
們
的
1

自
)
只
惚
地
說
「
生
命
」
或
「
生
活
」

就
「
人
」
而
-
n是
倘
能
活
必
有
作
為
字
受
h
m
m比
世上

的
一
切
美
好
U
T物
如
圳
9
4
l
u

「
的
研
推
向
與
活

人
有
聯
繫
還
懷
街
市
中
間
冷
一
笠
活
狗
勝
過
一
隻
死

。

'
，

獅...• 

倒
-
不
如
去
快
樂
吃
飯
問
懷
鴨
飲..•
.•. 

在
天
主

賜
你
在
太
助
下
的
一
宇
航
幻
成
月
中
同
你
的
主
妻
共

u
j
j人
生
之
樂
，
...
. 
」
由
此
可
型
生
命

v與
行
華

山

山

不
外
是
享
受
康
樂
揉
勞
工
作
出
此
亦
可
明
白

β
什
麼

「
生
命
」
與
「
生
活
」
在
約
3

凶
犯
白
冰
叫M
M

圳
刊

?
你
可
於
「
凶
光
明
」
即
消
生
「
中
的
仇
太
陽
光
「
此
A
L
心

、
‘
'
。

於
「
e
A
V
M光
明
」
即
泊
在
是
峭
的
陰
閱

(
約
m
n
n
)

二

舊
約

中
的
生
命
街
念

生
活
水
存
的
天
主
是
一
切
生
命
的
惟

一
她
與
者

因
寫
他
是
「
生
命
的
泉
州
州
」
(
冰
Mm
u

)
不
但
包
的

植
物
的
動
物
的
生
命

(
創
1

9
l

白
雪
兒
昀
m
H
)

而
且
更
是
人
的
生
命
的
施
與
者
(
創
1

品
!
目

)

的
催
人
的
生
命
遠
超
過
其
他
受
造
之
物
的
生
命

不
但
因
為
天
主
閥
，H
己
的
俏
像
和
模
樣
造
成

了
人
而

凡
還
給
人
吹
入
了
自
已
的
一
口
生
氣

(
創
1

甜
盯

2

7

)
並
把
世
閉
一
切
交
給
人
管
理

(
創
1

四
|
叩

2

叮

叮

終
口
1

1

U
)

在
世
人
由
天
主
蒙
受
的
沌
問
他
恩
惠
中
生
命
，
叫
起

最
貧
民
的

(
申

沁
臼
約
2

‘
)
得
字
遐
齡
乃
是
天
主

一
種
特
別
的
恩
賜
蔣
以
被
答
對
他
成
敬
之
一
圳
股
從
叫

人
(
山

刮
目
詠
削N
Hl

H
)
早
夭
依
照
們
約
相
當
普

遍
的
岡
山
您
是
天
主
的
懲
詞
(
創
6
3

約
m
z

9

、
冰

$
、
'
。

明
9

臼
依
m刊
6
|
8

等
處
)

呼
吸
乃
是
生
命
尚
存
的
特
徵
人
若
不
再
呼
吸
便

是
斷
氣
死
了

(。
約幻
3

詠

酬
目
叩
圳
川

白
7

血
倍Y
H
Z6

臼
格
後
3
6
)
這
種
生
氣
存
於
郎
中
這
是
肋
未
紀
法

適
的
教
訓
「
因
馬
一
切
肉
軀
的
生
命
都
繫
於
趴
」

(
仙

。
-
4、
‘，

J
3
3

口
H
)
創
9
4

申

也
自
l
E

所
闡
明
定
的
然
令
「
不
可



吃
血
」
就
是
很
撿
這
種
占
代
的
恩
怨
「
也
是
生
命
」

即
招
生
命
與
血
是
有
消
切
關
係
的

不
論
生
命
是
多
麼
街
口
的
虫
防
也
‘
一
且
必
闖
不
是

。

'

、
水
作
的
而
是
昕
峙
的
人
人
都
知
道
生
命
，
你
到了
「
死
」

此
必
得
消
扣
一...
. 
后
然
造
孩
何
必
屯
郎
將
玟
消
滅
」

'
、
3

•• 

J
、
‘
。

(
A
n
白
雪
花
冰
m
s
)

人
的
品
命
不
論
短
一
長
咚
師
要
死
了
小
但
一
些
死
而
且

生
活
在
世
上
一
生
也
常
遭
遇
到
各
悶
悶
不
幸
的
事
件
如

人
的
的
主
與
女
擊
疾
病
天
泛
的
折
階

(
訓

4
H

幻

M
M

化

4
叩
訓
等
處
)
約
反
圳
兩
苦
的
作
封
封
人

住
在
俠
的
遭
遇
m
J
J得
非
常
生
必
欲
述
得
特
其
詳
品

位
生
命
手
為
赴
多
麼
一
制
"
內
多
麼
知
從(約
7
6
9
8

9

}

愣
地
兩

4
.

2
A
U

S
H
川

l
i

2

7
p
d

心

、J
a
-
-

h
p
I
L
小
t
i
r

r
1
2
2

1
2

n

1
1
;
1

《

4
4
9
J
L

明
引
4

'

。

t
l
I
I
I
I
-
'

、
‘
《
'

H
)
人
總
是
品
是
.
.
k生
怕
死
砂
土
你
你
在
他
後
5
1

5

所
"
的
的
質
是
人
人
所
，
們
的
經
幟
和
願
望
「.. 

E 

•• 

拔

然
政
們
准
此
歇
息
﹒
:
.

我
們
吭
一
逗
帳
蝴
衷
的
人
市
惱

歇
息
是
由
於
或
們
不
關
脫
去
衣
服
而
就
在
上
山
一
一
精

心
使
這
釘
沌
的
吟
生
命
所
吸
收
..... 

」

你
刊
關
於
生
命
研
成
的
道
理
不
外
一
切
生
九
叭
，
小

論
是
叫
他
抑
的
生
、
叩
必
是
人
的
主
命
那
來
，
叫
反
主
生

命
赴
天
主
給
人
的
最
卜
人
的
也
必
叫
叫
閃
現
川
的
生
活
是

來
做
的
生
而
不
可
缺
少
的
的
一
句
附
時
間
叫
愛
紅
得
來。

忱
的
永
生
人
彪
在
做
生
前
於
天
主
遵
守
天
主
的
命
令

-

P
P
B

、
g
s

'

，
，
〉
'
‘
4
e
'
。

一
這
端
道
理
是
倍
約
的
中
心
也
是
的
約
道
理
的
核
心
咕
在

如
一側
5
"

頌
叭
抑
制
剖
斟
凶
為
他
「
時
與
天
主
往
來
」

r
t

的
昨
甘
苦
愣
愣
，
市
區
旬
品
品
司
哈
芳
喜
悅
撥
了
上
主
故

436 I.i. 

J
3
3

。

此
做
很
升
天
必
門
的
緣
恍
惚
故
的
模
純
」

(
總
科
H
)

再
從
「
與
天
主
快
來
」
的
等
淤
天
主

A
U
巴
郎
所

泌
的
「
玖
玖
且
全
他
的
天
主
你
泊
在
我
函
前
行
走
作
個

J
'
，
。

o
t
-
-
t
Il
l
-

必
金
的
人
」

(
創
口
1
)
天
主
所
以
與
恆
巴
郎
和
他

的
後
高
立
約
以
拉
刊
從
賜
給
以
此
卜
伙
伴
都

4

小
外
是
妥

。

，

他
們
在
，
川
已
似
的
“
走
吭
瓜
成
令
的
人
令
，
此
不
斷
給

選
民
打
發
光
知

M
M促
教
呼
拉
吐
血
則
下
時
則
一
叫
倆
就
派

。

，

造
他
的
「
被
選
年
的
」
默
崗
位
來
自
此
可
以
歸
結
生
命
瓜

甜
的
約
的
“
徒
爪U
八
限
於
形
體
也
不
U
八
限
於
也
心
而
質

。

合
布
一
間
-
山
也
叫
悴
的
白
，
九
溫
州
口
的
立
足
。
垃
叫
他
越
性
吸
分

。

郎
從
於
「
與
大
、f
t
A來
」
次
「
什
天
土
圳
的
行
走
」

准
能
泣
怯
生
1
的
准
就
能
注
划
生
命
的
最
後
師
宿
山
市
與

。

l
i
t
i
-
-
i
l
l
-

又
主
同
仇
們
這
揣
道
則
是
衍
。
品
和
先
知
性仆
的
基
本
道

現
在
此
口
(
此
山
叫5
4

4
6
的
中
仙

一
仆
「....

. 
你
們
尋

。

，

小
水
或L
J可
生
μ..... 

」
「
尋
求
上
午
己
的
一

z

刊
物
自
己

全
獻
與
上
主
遵
行
他
的
北
命
或
划
，
叫
5
H
臼

所
泌
的

門
你
們
悠
尋
求
得
一
小
可
在
求
必... 

一
即
指
應
行
善

。

，

遊
而
且
以
後
的
先
知
股
次
引
川
、
退
旬
名
?
口
來
社
明
宗
教

生
活
的
主
妥
點
是
在
必
內
心
的
問
械
和
道
德
的
生
活

(
歐
m
u
依
9

時
耶
ω
u

等
處

)
「
J
可
生
存
」
郎

'

。

消
叫
到上
上
旬
此
成
妝
的
人
立
能
做
，
相t
a
M已
的
性
命
依

附
先
知
的
也
沛
的
立
心
，
U川
叫fu
等
必
A
川
人
的
L
F
j
夾

生
活
從
必
怨
車
前
踐
上
主
的
T

川
仙
果
要
放
新
約
的
耍

理
來
解
釋
這
旬
下
州
那
就
得
引
證
主
耶
穌
所
說
的

F

川

「
誠
的
食
物
說
是
，
收
行
旅
途
我
者
的
旨
意
完
成
他
的

'
、
‘
'
。

工
程
」
(
f
4
M
)

三
新
約
中
的
生
命
概
念

根
線
以
上
所
述
在
怖
的
約
中
以
高
志
為
熱
心
史
主

生
品
的
酬
叫
做
(
肋
叩MS
巾
4
叫
6

1

(
3
列
上
3
H

則
M
凹

l
u
m

臼
約
5

品
錢
3

閉

口
口

間
等
版
)

而
短
命
川
往
往
改
是
難
耐
心
的
懲
罰
除
了

日川
阿拉
天
主
給

那
些
善
皮
-
長
主
生
活
的
人
還
應
許
了
其
他
的
心
必
如

康
從
繁
錢
富
貴
平
安
等
等
幸
福

可
是
按
放
前
加
不
內
的

教
訓
天
主
且
是
以
這
些
物
質
的
幸
福
誘
導
世
人
了
解
他

是
如
何
的
忠
信
和
仁
慈
並
且
要
使
世
人
稍
微
見
解
明

白
木
來
的
永
也
是
多
麼
凶
漏
福
樂
再
嗚
咽
因
向
人
的
飾

的
不
在
今
世
而
在
來
扯
不
在
地
上
而
在
天
上
父
甘
心

人
只
有
誠
的
仰
J
能
悅
樂
天
父
天
父
卜
何
時
A
M
M
H己

的
兒
玄
店
煉
他
們
好
能
反
盟
挖
地
立
紹
他
們
使
他
們

的
心
常
W
M往
天
鄉
而
不
留
戀
階
位
也
巴
郎
扎
的
封
封
約
的

耶
肋
米
型
等
卜
自
擎
的
生
主
也
就
非常
清
山
楚
地在
明
了
迫

一
點
(
希
刊
)
一-
J迪拉
一
學
人
由
于
他們
遭
受
啥
叫
雄
史
熱

切
期
待
「

那
有
堅
固
基
礎
的
城
此
城
的
丘
程
師
和
住

築
者
是
天
主
」
(
希
U
U
)
即
等
於
識
他
們
更
純
切

期
待
T
T
I
主
所
應
持
的
「
新
天
新

地
」
(依
的
口
|
臼
)

得
了
明
白

新
約
關
叭
叭
「
生
命
」所
講
的
道
現
孩

們
除
了
以
上
所
述
的
以
外
還
得
注
志
以
下
三
點
1

郎

穌
降
來
人
山
不
是
瓜
駁
除
法
律

而
是
為
成
全
衍
使
大

父
所
有
的
子
女
在
他
以
信
德
生
活
死
後
能
在
父
家
u
u
p

受
永
生
之
樂
2

蒙
受
救
恩
的
天
主

的
義
子
對
主
耶
穌

不
但
應
懷
有
感
恩
之
心
而
且
更
際
效
法
他
在
自
己
身

上
體
會
主
耶
穌
的
奧
蛤

「
斐
2
s
|

u
3
M
H
」



『
3

訕
地
督
徒
由
H
F、
請
者
扭
曲
間
點
似
究

而
復
活
的
耶
穌
他

划
~們
的
生

A
可
說
說
如
主
耶
穌
的

生
ι
也
分
馬
爾
段

一

旬
，-
段
是
在
現
世
參
與
基
偉
的
布
估
另
一
段
是
在
天
上
父

-
家
與
主
耶
穌
同
手
永
樂
主
耶
穌
先
我
們
而
去
是
守
在

父
家
鱗
次
們
仿
制
叫
他
的
人
的
做
地
方
(
打M
I
4

η
H

)
的
仰
自
此
不
可
推
論
主
耶
穌

-
4日
招
人
們
的
白
牧
、

生
命
他
不
能
否
認
因
為
這
種
生
命
也
是
天
主
他
的
學

父
的
恩
賜
然
而
推
也
不
能
否
品
耶
穌
所
提
川
的
所
講

論
的
所
重
視
的
所
恩
賜
的
乃
是
越
性
的
生
命
師
永
存

的
生
命
耶
穌
按
宗
3

時
「
是
生
命
之
源
」
並
且
按
學

若
望
他
降
也
只
人
是
為
叫
信
仰
他
的
人
獲
得
生
命
挺

得
更
相
當
的
生
命
(
扣
m
u
)
換
言
之
全
部
新
約
雖

然
認
識
且
重
視
臼
然
生
命
但
反
E
L視
超
性
生
命
由
於

此
便
認
真
討
論
寶
地
頌
惕
的
}
性
生
命

大
體
改
來
在
河
觀
福
音
中
一
方
面
提
出
天
父
恩

賜
陀
人
生
命
自
然
生
命
而
另
一
方
面
特
別
提
山
那
坦

白
然
的
現
世
生
命
師
那
在
現
川
已
開
始
的
永
存
生
命

人
要
獲
得
這
生
A
叭
就
孩
遵
守
誠
命
(
昀
M
M
H1

凹
的
倒

ω
口
剖

帥m
U
H
l

叩

)
不
但
如
此
而
且
還
要
勇
於

犧
牲
一
切

(
馬
m
s
g
谷
9

H
!

間

)

筒
，
比
主
耶
穌
晶
晶
「
郝
海
入
生
命
的
門
是
多
麼
窄

的
阿
是
多
麼
狹
伐
到
它
的
人
的
耐
不
多
」
(
瑪
7

H
)

推
走
這
條
窄
而
又
俠
的
路
就
可
必
能
得
到
主
向
腎
、
他

的
人
所
預
詐
的
生
命
之
冠
」

(
雅
1

臼
)
這
「
生

命
之
冠
」
是
比
喻
勝
利
之
詞
其
實
在
意
接
H
M於
主
耶

穌
所
講
的
未
悅
論
後
段
(
瑪
圳
的
“l
封
“
)
未
做
論

去436 

內
譜
的
大
審
判
岡
瀚
的
生
命
的
永
生
是
開
始
在
復
活

之
後
其
時
人
連
肉
身

m
w區
魂
要
永
遠
與
主
耶

穌
悶
在

同
他
一
起
水
遠
光
朵
，
之
川
科
學
、H
W
m
t

喇
喇
在
他
的
初
期

3
倍
內
大
總
來
品
是
傳
M
K
J解
f

觀
惜
你
刊
的
教
a
A必

更
只
惚
地
改
耶
路
撒
冷
教
人
竹
的
教
圳
亦
帥
的
多
仰
的

教
圳
其
特
點
在
於
再
三
再
問
晶
明
末
來
的
永
生
是
基

督
死
亡
與
復
活
的
美
好
的
心
來
「
基
皆
為
我
們
死
了

為
叫
我
們
不
論
敵
照
或
睡
眠
郁
悶
他
一

起
生
品
」

(
得
前
5

刊
)

在
這
一
旬
A
內
已
暗
磁
保
綠
州
學
兩
大
原
則
一

基
因
宮
徒
與
他
的
信
仰
怕
坐
甘
冒
彤
的
明
基
督
奧
想
二
基
督
是

第
二
個
適
當
市
第
一
個
吭
吭
人
們
吃
得
了
山
然
的
生

命
也
第
二
個
城
「
最
後
的
任
當
」
人
們
耐
心
得了越
性

的
生
命
永
生
寫
比
你
你
治
「
最
後
的
一
位
法
成
了
使
人

生
活
的
神
」
(
樁
前
的
“
)
復
活
的
耶
穌
的
生
八
叩
門
是

他
的
倍
徒
的
生
命
他
們
的
背
在
得
敘
(
'
是5
叩

M
6

1
u

n

等
處
)
保
你
在
他
的
悅
划
忠
信
中
依
照
南
這

兩
大
原
則
你
巾
的
原
現
來
司
論
基
督
徒
生
式
的
的
法
絡

以
及
他
們
對
未
來
光
榮
的
希
退
學
沈
霉
事
，
不
但
是
未

來
永
生
的
保
證
而
且
是
信
徒
的
永
生
的
開
始
藉
清
洗

拘
信
徒
成
了
「
在
基
督
耶
穌
內
生
活
必
天
主
的
人
」

(
經
6
u
)

雖
然
基
偉
目
徒
速
生
病
征
快
上
雖
然
他
必
要
脫
離

肉
身
肉
身
必
妥
昀
爛
如
同
一
叫
人
的
肉
身
一
線
可
是

在
他
的
心
叩
盟
內
有
會
使
並
替
他
「
巾
的
了
的
學
神
存
在

(
結
8
H
)
藉
此
聖
紳
信
徒
與
基
督
緊
抱
聯
繫
復
活

的
基
督
在
信
徒
心
靈
內
發
生
生
活
的
作
用
致
使
熱
誠

的
信
徒
可
如
聖
保
祕
啥
叫
「
從
此
敘
生
活
已
不
是
發
生

活
而
是
基
管
在
我
內
生
活
我
現
今
在
肉
身
內
生
活
是

生
混
在
的
天
之
，
γ
的
心
仰
內
他
愛
了
我
且
同
我
然
而
扯

了
臼
已
」
(
迦
2

即
多
兒
安
2
M

格
後
4
M
i
H
Z

3
1

1
5

弟
的
l

M
M
J
f
處

)
依
然
信
徒
的
生
活
基
督

化
了
那
麼
汁
於
他
末
來
的
永
生
不
但
是
一
確
切
的
希

望
而
且
憑
藉
著
信
德
他
的
永

生
已
在
現
世
開
始
了
為

此
聖
保
祿
給
弟
鐸
白
說
「
這
里
神
是
天
主
藉
我
們
的

救
主
耶
穌
基
督
墮
荒
地
傾
注
在
我
們
身
上
的
好
使
我

們
因
他
的
恩
能
成
美
本
著
希
望
成
為
永
生
的
承
繼

人
」
(
鐸
3
6
7
)

m
t右
叫L
收
稱
門
叫
「
永
生
立
議
員
」
他
似
乎
把
學

保
祿
的
道
現
而
加
以
完
成
他
的
教
訓

可
容
述
如
下
馮

信
仰
基
督
的
人
永
生
已
算
是
他

的
產
業
今
為
證
賞
這

一
點
只
引
用
主
的
這
一
旬
F

叫
「
我
贊
賞
在
在
告
訴
你

們
聽
我
的
ι
相
信
派
遣
我

來
街
的
使
有
永
生
不
受
審

判
而
已
山

死
入
生
」
(
若
5
"
)

主
耶
穌
木
身
就
是
生
命
而
「
這
生
命
已
顯
示
山

來
」
(
告
一
1
2
)
即
謂
永
生
天
主
子
降
生
為
人
好

叫
凡
相
信
耶
穌
的
人
也
獲
得
永
生
(
右3
時
6

叫
叩

叩
口
2

右

-
H
b
u
)
「
這
生
命
是
人
的
光
」
(
清
1

‘
)
這
時
人
的
光
的
生
命
在
於
認
識
天
主

和
天
主
派

逃
來
的
m
t
p耶
穌
延
督

(
右
口
s
)
認
為
孝
愛
天
父

原
是
墊
子
的
特
權
(
瑪
u
n
)
因
為
只
有
學
子
見
過

天
父
(
右
1
"
3

時
6

“

在

-4

時
)
可
是
墨
子
M
M



然
使
那
些
一
信
仰
他
的
人
成
為
天
主
的
子
女
使
他
們
也

是
由
于
六
主
生
的
(
訂1
u
u
)
H
然
也
就
賜
與
他
們

介
7
.
H
已
且
為
天
主
乎
是
-
4、
主
的
特
快
分
-
u
F泛
的
付
權

惟
一
的
門
路
和
方
法
便
是
信
仰
(
除
打
1
u

外
參
見

3

時
抽
5
叫
“

6

刊
的
口
自
叩
剖
仲
，h
-
2
叫
自
5
H

M

等
處

)
-
1一紹J
-
A小
口
、
是
一
刊
刊
也
伍
川
斗
的
作
符
耐
且
是
叫
咱

於
人
全
部
生
活
的
一
一
他
作
品
凡
此
A
U
I
M
V
即
等
於
服

從
耶
穌
聽
他
的
T
M
'，
比
-
大
主
監
人
尤
其
泛
人
划
已(H
J
H

M
n
H
M
M
n
)
關
必
這
一
姑
耶
t
u
p
犯
打
5
剖
扎
扎
位

-
3
u
講
得
非
常
清
楚
「
玟
們
知
道
我
們
已
出
死
入

生
了
因
為
我
們
愛
弟
兄
們
那
不
愛
的
就
存
在
死
亡

內
」
(
參
H
比
右
-
3
叫
自

μ
4
7
S
H
U
M

-
m

)

奴
主
所
賜
與
的
這
生
命
是
藉
一
生
命
之
則
」
養

品
的
即
將
對
主
主
訝
的
信
仰
及
主
基
督
必
賜
的
「
天

位
」
!
單
純
學
血
(
打

6

自

I
H
)伯
食
品
的
在
世

上
生
活
無
異
流
亡
冥
您
的
基
督
的
雪
民
結
追
新
鮮
的

「
瑪
俐
」
不
但
養
育
臼
己
的
溫
性
生
命
而
且
是
預
先

管
到
了
未
來
永
生
的
滋
味
和
必
咐
他
得
末
來
、
水
生
的
在

誰
(
打
5
目
的

6

日
'
時
)

四
死
後
的
生
命

侃
上
古
時
代
以
民
深
信
人
死
後
拉
不
完
全
消
滅

創
口
u

耶
紅
白
約
7

缸
詠
叫m
u
等
處
只
說
明
人
一
死

.，
他
肉
身
必
腐
爛
他
已
不
在
人
問
他
在
世
上
的
一
切
活

-u動
算
是
結
束
了
但
這
些
地
方
部
-
A肯
定
人
死
後
就
絕

倒
一份
消
滅
了
不
但
如
此
而
且
古
代
的
凶
民
相
信
人
死
後

戶
人
仿
生
命
仍
微
弱
存
在
清
華
內
自
創
刊

U
S
約
"
列
上

437-438 ;n 于1

u
n

等
處
「
與
州
先
M
眠
」
一
句
吋
以
抗
知
品
峙
的

。

人
仙
似
人
一
沈
從
仍
從
陰
府
生
活
A
A
K
於
仇
以
此
間
的
生
的
怎

樣
由
何
約
最
市
的
經
卷
一
本
仙
明
h
λ
M
M品
來
是
一
幢

川
凹
的
生
前
後
來
以
色
列
人
灰
白
人
主
的
惚
，
一
蚓
悴
的
吧
之

F

已
漸
析
比
以
的
從
明
白
人
的
生
命
與
湛
的
街
切
聯

勢
的
關
快
遂
將
陰
犯
們
分
內
兩
個
比
所
朮
人
的
處
所
和

。
'
，
、

s
o

g
人
的
兒
所

J
U
M
m
m
A
岫
叫
做
消
楚H
M收
於
則
必
叮
扭

再
必
以
也
川
人
也
慢
慢
地
相
心
位
仰
的
川
仁
的
(
依
的

間
』h
n
p
j
b
h
扎
3
u
5

叩
川
叫
7
M
l
l
u

朮
e
O

叫
5
6
4

式

s
b
e
h
扒"
r
o
z
'

，
句
』
刊
。

δ
o
o

遠
也
2
3

以
沒
與
此
似
乎
相
反
成
念
品
不
足
的
章
節

如
約
3

闊
的
口
血
泊
闊
、
冰
刊
叩
)
科
3
1
9

付
A凰
山
呵

。

不
死
不
改
及
與
此
怕
連
的
從
1
仙
過
別
比
妙
的
得
非
常
抗
日
楚

在
新
約
中

4

爪
但
十
分
清
楚
此
明
了
張
魂
不
死
不

。

，

滅
的
興
"
，
叫
且
更
H
H
a
u
忌
地
品
明
了
役
的
的
R
m
n
然

就
主
的
一
贓
官
關
叭
叭
這
端
道
現
行
如
封
於
其
他
的
道
理

3
3
3

、
s
s

。

2
，
、
'
，

t

，
〈
$

且
是
完
成
了
的
門
約
的
峰
一
不
拔
為
凹
的
H
m
Z
盯
缸
羅
ω
7

絡
前
時
間
，
時
亦
4
9

叫
默
刮
目
目
等
處
人
一
死

降
入
隊
府
(
協
放
，
此
)
伶
府
分
兩
位
一
間
的
美
人
一
瓜

叫
屆
人
沁
旅
人
的
稱
閃
一
到
巳
郎
的
懷
抱
」
瓜
感
人
的

咱
們
悶
陰
閩
(
煦
的H
U
)

除
幻
的
划
稱
義
人
死
後

的
處
所
為
「
樂
悶
」
美
人
死
位
所
以
令
釗
逗
樂
閱
最

切
實
的
原
因
是
因
為
他
是
天
主
的
法
手
而
義
子
的
身

份
是
與
耶
穌
基
督
街
切
相
連
的
(
斐
3

叩
剖
格
後
5

'
，
‘
'
。

1

!
l
u

如
2
6

等
處
)

再
品
由
主
1

目
及
格
儉
5

.
-

a

伯
前
4
.

可

以
准
知
善
人
死
後
他
的
靈
魂
升
天
與
救
主
悶
在
一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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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 {, 日 , 巴拉 :&1 1'1[ , 
;rJ:~主。本人Jæ

7

，
三
-
-
、
向
何
向
嚐
』
\
旨
。
。

r
。
『
H
L
F
F
J

M旬
H
U
-
-
J
H
n
n
n
w
f
r

-『
立
〈

且
E

」

闖
闖
←t
k
p
悼
到

三
月
。
。
『H
L
F
m
n
J

生
命
側
的
打
在

F
E
F
-
-
R
H
間
f
〉
子
自
主
宮
內
」

l
t
i

己
，

z

l

!
i

c

-
-
1

倍
約
中
只
有
創

卅
一
紀
扎
扎
智HU
R中
有
所
提
及
創
謂
這
裸
生
命
樹
川
知

甘
情
您
給
被
敘
述
在
巾
的
樂
闊
的
中
間
週
園
有
各
M
m衍

看
好
吃
的
奴
制
(
例
2

，
)
但
是
當
阪
州
各
八
州
吃

了
般
仗
的
「
知
巫
師
品
出
」
上
的
呆
子
後
(
例2
M

口

3
6
)
天
主
不
顧
使
他
們
再
伸
手
摘
食
生
命
惱
上
的

果
子
以
得
常
生
乃
將
之
逐
出
樂
閱
並
「
役

了

『
不
魯

吉
』
和
刀
光
凹
叫
俐
的
入
創
防
守
到
生
命
偷
去
的
時
一

(
例
3
剖
)

生
命
凶
犯
疲
于
刊
上
是
完
全
喝
於
役
的
已
長
的
封

封
為
掌
但
她
的
人
是
一
叫
你
生
命
樹
(
波3

刊
)
北
人

的
果
實
是
生
命
樹
(
綾
口
叩
)
「
心
淪
意
足
是
株
生

命
樹
」

(
鐵
口
時
)
「
撫
慰
的
言
詞
有
如
生
命
倒
」

(
激
臼
‘
)

'" 

因
此
生
命
制
倒是
現
世
幸
福
生
活
的
象
敏
是
長
且

不
老
的
寄
記
生
命
樹
出
現
於
各
個
古
代
東
方
吳
放
的

兒
辟
谷



一
~
文
件
中
冬

h
m古
老
文
化
的
東
方
民
族
好
似
都
在
哀
嘆

划一
究
亡
的
可
志
及
尋
找
解
除
它
的
方
也
或
至
少
解
釋
它

于
存
在
的
意
義
在
埃
及
於
公
元
前
兩
千
年
的
金
字
塔
文

-
件
上
已
有
「
生
命
之
木
」
的
記
載
及
在
喇
喇
劑
的
基

一
耳
加
默
市

(
台
宵
"
E
B
F
)創
世
詩
上
有
「
生
命
植

物
」
的
存
在
在
巴
比
倫
有
「
聖
樹
」
的
傳
說
在
巴
比

倫
皇
家
的
文

件
上
這
種
生
命
植

物
則
是
國
泰
民
女
的

象
徵
「
願
我
的
政
權
有
發
於
人
擎
猶
如
生
命
植
物
之

有
益
於
人
的
肉
體
」

其
次
按
宗
教
倫
理
百
科
全

書
(
胸
口
口
可
丘
。
首
且
品

之
間
。

z
m
H
S
E
ι
F
E
G
)在
中
國
及
印
度
亦
都

有
生
命
樹
的
記
載
此
處
我
們
只
客
提
有
關

中
國
的
文

件
山
海
經
敲
在
交
腔
圓
「
樹
上
有
不
死
樹
食
之
長
壽
」

益五

倚
門

439 

制
制
亦
K
「
有
知
不
死
之
道
者
可
刻
間

上

投
「
拉
越
主
的
科
叫
三
倒
3
M
J
「
皮U
M
M
U略計
的

九
首
長
人
不
死
」
道
家
亦
有
「
長
生
不
死
之
樂
」
的
得
起
(
們2
T
n
g
H
H
)

f
t
a牛
h
hJ

傳
記
更
有
豆
帝
找
尋
樂
闊
的
光
葷
的
發
現
其
中
有
一
棵
﹒
此
肌
益
帆
布
)
比
古
以
為
不
叫
丸
之

υ恥
划
到
釗
叫
別
剝
削
肌

不
可
思
議
的
奇
骯
及
一
班
永
生
的
噴
由
加
從
逗
降
水
泉
「
於
是
茲
在
冬
化
紳
水

是
乍
片
，λ山
州
九
銀
川V
H
H

分
出
四
道
河
流
流
向
。
之
間
梅
這
種
傳
說
很
相
似
聽
不
何
維
也
一
文
張
街
一
的
立
以
「
艸
水
祟
的
干
1

…n
d
耐
帶

經
上
伊
何
樂
闋
的
描
述
雖
然
如
此
但
這
一
切
的
傳
泌
的
斗
志
「
浴
倍
芝
恭
、
太
亦
包
一
技
心
品
市
即
主
山
μ
人

3

若
與
斟
則
相
比
別
大
相
逕
比
例
制
樂
闋
的
生
命
樹
是
仙
八

U
U攸
稱
叫
靈
乏
法
寇
仇
又
打
不
吃
紙
"
叭
趴

在
樂
間
的
中
間
任
人
摘
取
其
他
各
東
方
古
文
明
闋
的

(
M
W
)

傳
說
則
是
生
命
樹
在
一
處
人
不
可
及
的
地
方
在
遠
處

的
海
島
上
高
山
上
等
只
有
神
人
及
皇
帝
可
以
摘
食
而

長
生
不
老
生
活
幸
福
學
經
上
胡
明
明
告
訴
我
們
這
棵

生
命
樹
固
定
天
主
對
人
的
特
恩
可
惜
人
因
著
行
命
的
大

罪
將
這
特
恩
失
落
了
而
這
個
特
恩
的
復
得
只
有
用
天

((言語斗---1 、 i

會

9
2
4
1

崎
且
可h
r凡
、
呵
呵
苟
且
直
」
、
∞
的
心E
Y
/

在
日
叮

H
E
晶
u
n
w
E岫K
J
A
E
「
/
切
n
m
E
Z
E

V
~

是
廿
哨
兵
人
的
一
種
教
術
裝
飾
品
以
的k
f
以
成

綠
色
的
笠
漆
加
以
燃
燒
而

M
A必
凶
址
、
以
趴
巾
血
蚣
紋
，
η

此
少
付
一
。
站
站
內
巾
蟲
在
找
甘
凡
是
初
升
，
又
似
的

L
K似
M
U於
甘


u紳
胸
中
是
以
亦
稱
之
潤
的-
P
巾
由
一
匕
的

J

安
刑
冷

是
作
阿
拉
成
護
符
→
叮
他A
予
扣
上
戒
卅
於

h
j
r以闕
，h
t

時
亦
代
表
死
人
的
心
城
在
計
抖
的
干
的
-
“
川
訓
，
竹
好
神

的
此
文
或
者
更
直
U
逅
的
仆
，
u
d
M
坤
的
兒
f
j作
f
H
m學
H
n

按
其
山
土
的
階
特
可
斷
定
川l
均
年
代
1
.
P
J
J
m
T

吝
們

來
推
門
制
定
噎
史
的
川
叫
代
是
與
的
代
前
巾
，
行

川
械
倌
似
的

但
是
利
叫
時
要
小
心
μ
山
河
川
、
'
，
們
的

J
j
'
，
一
郎hv仆
，
卜J
A
J
U
m附

京
上
是
速
改
數
個
咐
，
紀
山
別
的
A
m外
n
h
p
u
y

付
際
U
R

三
恨
(
1門C
H
Y
E
S
E
E
)的
中
竹
于

犯
巴
力
斯
均
亦
有
甲
巾
致
以
間
社
的
山
坡
給
外

H
K

俟
及
卡
八
十
九
朝

(
一
五
位
「
l
f

一
口
)
的

M

t用
于
這
點
清
糾
正
地
的
山rh
~
H
λ
h
n
哪
一
-
地
竹
，
汀
之
大
札

I
R

影
響
之
耐
心
、
這
種
閥
掌

上
的
野
糾
除
了
街
叫
山
川
耐
心
郎
糾



到
對
蚓
人
及
本
地
人
等
的
名
字
之
外
也
有
自
然
界
圓

形
及
其
他
文
字
的
膨
刻
這
對
其
民
族
的
宗
教
懿
術
及

文
化
程
度
的
研
究
有
不
少
貢
獻

(
韓

)

削
申
命
紀
胃
口
的
H
P
S
)
得
梅
豆

1
J
F
'
!
I

、
香
最
後
一

部
古
名
除
晰
雕
細
讀
梅
瑟
五
吉
條
外
應
參
閱
法
律
盟
約

反
簡
敬
禮
等
條
此
處
只
簡
單

地
介
紹
一
下
本
書
的

(
一
)
名
稱

(
二
)
主
題
和
內
容
(
三
一
)
作
者(四
)

重
要
性
(
五
)
中
心
思
想

(
一
)
名
稱
申
命
紀
一
如
梅
瑟
五
香
其
他
各
卷

在
希
伯
來
原
文
聖
經
中
取
首
字
為
名
稱
為
「
這
些
一
話
」

猶
太
經
師
稱
之
為
「

宮
晶
宮
。

」
即
「
重
申
前
命
」
之

意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稱
本
書
為
「
巳
E
g
g
s

E
S

」

意
調
「
第
二
法
律
」
或
「
重
申
前
命
」
拉
丁
通
行
本

從
之
中
文
「
申
命
紀
」
一
名
是
出
自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這
名
稱
與
本
苦
的
內
容
極
寫
徊
{
且
因
為
本
含
內
的
法

律
泰
半
不
是
新
法
律
而
是
梅
扭
曲
把
西
乃
山
下
所
立
的

法
律

(
削
ω
l
幻
)
重
新
扼
要
地
向
別
倒
叫
子
民
新

的
一
代
再
述
說
一
遍

(
二
)
主
題
與
內
容
學
者
皆
稱
申
命
紀
為
「
梅

瑟
的
治
喝
」
因
為
本
書
所
記
是
悔
瑟
死
前
一
個
月

(
1
S
M
S
)
在
摩
阿
布
平
原
向
以
色
列
子
民
的
新

.
一
代
所
講
的
三
篇
演
詞
在
這
些
演
詞
內
他
罔
顧
四
十

士
年
來
在
曠
野
中
所
經
歷
的
一
切
一
方
面
將
天
主
對
選

昕
一民
的
愛
護
與
仁
慈
和
盤
托
山
山另
一
方
面
也
指
出
天
主

戶
之
所
以
懲
罰
他
們
是
在
彰
顯
他
的
公
務
其
間
念
是
在

4ω 1f 五

勸
戒
當
代
和
後
代
的
以
色
列
子
民
務
要
恰
守
盟
約
的

法
律
對
天
主
表
示
忠
誠
孝
愛
善
用
天
主
的
恩
賜
選
民

的
禍
福
存
亡
金
繫
於
他
們
是
否
忠
實
遵
守
盟
約
本
苔

亦
可
視
為
梅
瑟
五
害
的
結
論
因
為
創
世
紀
是
記
述
選

民
的
來
源
出
谷
紀
是
記
載
天
主
為
以
民
所
做
的
豐
功

偉
業
怎
樣
練
選
他
們
為
自
己
的
百
姓
肋
末
紀
是
闡
明

百
姓
對
天
主
應
邀
的
職
務
戶
籍
紀
是
敘
述
天
主
長
久

試
探
了
他
們
的
忠
誠
而
申
命
紀
正
是
這
段
歷
史
的
結

論
指
山
為
天
主
百
姓
的
以
民
究
竟
當
具
備
什
麼
條
件

才
能
在
許
地
安
居
樂
業

本
書
的
內
容
除
包
括
一
段
簡
單
的
導
言

(
1

1

|
5

)
和
較
長
的
結
論
外

(
H
M
l
M
)是
由
三
篇

演
詞
所
組
成
第
一
篇

(
1
5
l

4
叫
)
是
選
民
過
去

歷
史
的
罔
顧

(
見
出
1
|
的
)
第
二
篇
(
5
1
|
泊

的
)
是
討
論
各
種
法
律
包
括
倫
理
禮
儀
民
法
三
種
這

是
神
構
改
體
之
下
的
叫
冉
冉
所
應
遵
行
的
法
律
(
見
叫

w
l
m
)
第
三
篇
(
到
|
沁
)
是
對
以
民
命
運
預
先

提
出
的
誠
懇
警
告
預
示
他
們
存
亡
的
關
鍵
全
繫
於
守

法
與
否
H
H
i
u記
述
梅
瑟
最
後
的
訓
示
與
事
的
以

(
三
二
作
者
凡
涉
瞞
錯
過
申
命
紀
一
次
的
讀
者
都

會
看
出
兩
命
紀
與
梅
瑟
五
香
其
他
各
卷
有
莫
大
的
區

別
無
論
在
文
法
與
語
氣
上
或
思
想
上
都
別
具
風
味
又

本
苔
雖
稱
為
法
律
但
文
法
與
語
氣
皆
非
立
法
者
的
口

吻
只
以
循
循
善
誘
的
口
氣

反
覆
叮
嚀
陳
述
各
種
理
由

動
必
以
民
忠
信
於

主
並
且

三
令
五

申
地
將
天
主
的
愛

情
仁
慈
和
公
義
擺
在
百
姓
面
前
援
引
過
去
的
壓
史
證

明
自
己
的
論
斷
忠
心
守
法
必
國
泰
民
安
違
犯
法
律
必

家
破
人
亡

由
於
本
替
別
具
風
格
在
柵
科
學
界
中
遂
掀起
了

一

個
「
雄
為
作
者
一
的
劇
烈
爭
論
關
於
此
點
詳
見
梅
瑟

五
番
作
者
條
十
九
世
紀
前
無
論
基
督
教
會
或
猶
太
純

師
無
不
以
梅
瑟
為
本
苦
的
作
者

(
見
"
訕
訕|
站
瑪
叩
門

7
及
則
必
入
創
U
H

及
科
討
5
割3
n

及
酬
的
時
牌
和

m
s
l

7
及
刑
犯
自
割1
口
等
處
)。
但
自
十
九
世
紀

以
來
第
一
個
攻
擊
傳
統
意
見
的
人
是
德
外
特

(
考
﹒
已
。

還
2
"
。
3
5
)
他
認
為
別
下
所
記
載
的
制
蚓
蚓
王
時

代
大
司
祭
在
上
主
殿
中
所
發
現
的
法
律
書

即
是
約
史

雅
王
為
復
興
宗
教
授
命
司
發
所
編
察
的
申
命
紀
儲
托

梅
瑟
之
名
而
發
表
的
這
一
學
說
為
唯
理
學

，

似
頂
尖
人

物
如
華
耳
豪
森
等
所
接
受
稱
此
一
行
為
為
「
善
意
的

欺
騙
」
的
確

轟
動
了
一
時
不
過
近
數
十
年
來
經
過
學

者
不
斷
的
努
力
研
究
有
許
多
學
者
(
數
目
日
漸
增
多
)

有
見
於
本
告
中
的
用
辭
與
資
料
具
有
古
代
的
色
彩
將

本
書
寫
成
的
年
代
推
至
搬
申
訴
爾時
代
(
斗
﹒
。
g
y
o
T

岳
。
『
)
或
民
長
時
代
(
戶
口
-
4〈
丘
n
y
)甚
至
劉
樹

盟
約
大
會
時
代

(
M
H
﹒
因
Z
p
r
z
見
蘇
州
的章
)
羅
伯
特

生
(
閃
閃
$
0
3
3
)
甚
至
認
為
本
苦
是
微
慕
爾
先

知
將
梅
瑟
原
有
的
法
律
資
料
編
為
法
典

作
氣
王
國
時

代
的
行
政
大
綱

是
以
近
代
不
少
的
學
者
又
返
歸
傳
統
的
意
見
公

認
制
制
制主
要
部
分

出
於
割
的
當然其
中
也
有

許
多

增
織
或
變
寞
的
地
方
因
寫
民
法
的
性
質
木
身
師
是
胞
、



~
峙
抽
間
逸
的
叫
而
不
是
~
成
不
變
的
叫
民
怯
雖
有
變
更
但
制

枷
~蚓
仍
不
失
寫
作
義
A可
輛
車
出
數
點
以
實
證
明

-
1

申
命
紀
前
半
部
的
歷
史
敘
述
與
本
替
中
所
指

-
的
頭
境
甚
相
吻
合
如
當
時
快
要
進
入
許
地
梅
瑟
叉
知

-
死
期
不
遠
便
給
在
場
的
與
未
來
的
民
眾
作
末
次
訓
話

(
見
m
u
u
)
囑
咐
他
們
善
守
法
律
這
時
目
睹
茵
乃

山
天
主
發
顯
的
長
輩
們
多
已
故
去
剩
下
的
一
般
青
年

必
須
聽
到
西
乃
山
的
事
蹟
伺
曠
野
中
的
長
征
史
才
有

殷
鑒
在
前
日
後
進
入
許
地
方
不
至
重
蹈
覆
轍
去
敬
拜

"
叭V
志
關e

n
明
刑1
-冒
血
作2

同
時
重
申
前
令
在
這
種
場
合
下
更
容
易
得
到

解
釋
一
則
關
於
未
來
的
許
地
生
活
梅
瑟
能
增
補
或
變

更
許
多
法
律
因
寫
他
很
關
心
未
來
使
以
民
有
軍
圓
的

組
織
這
是
顯
而
易
見
的
二
則
為
宣
佈
這
攘
的
法
律
梅

瑟
當
然
是
最
相
宜
的
人
物
「
梅
瑟
學
習
了
埃
及
人
的

各
種
智
慧
」
(
宗
7
臼
)
因
為
他
生
長
在
埃
及
的
王

家
他
不
祇
精
通
各
種
學
問
而
對
於
埃
及
的
法
律
更
非

常
熟
悉
飯
然
天
主
上
智
的
措
置
使
他
這
樣
長
於
學
問

富
於
經
歷
所
以
他
不
能
不
顧
慮
到
以
民
未
來
的
生
活

應
予
以
固
定
的
法
律

3

本
書
的
後
半
部
也
絕
不
應
現
為
事
後
的
預
言

(
如
唯
理
派
學
者
所
言
)
因
為
梅
瑟
由
於
過
去
四
十

年
的
親
身
經
歷
很
能
預
料
以
民
未
來
的
道
通
過
去
他

們
殷
然
再
三
拒
絕
了
上
主
的
恩
寵
自
然
日
後
也
難
保

不
失
信
於
上
主
但
是
由
於
長
久
的
經
歷
他
又
認
識
天

主
是
嵐
慈
愛
的
寬
忍
的
那
末
以
民
段
是
萬
民
中
天
主

置正五440 

特
遠
的
民
族
自
然
也
不
會
永
久
遭
受
他
的
檳
棄
天
主

的
仁
慈
必
要
得
到
最
後
的
勝
利
更
何
友
如
我
們
承
認

梅
瑟
真
是
一
位
大
先
知
(
見
時
間
)
他
所
預
言
的
事

更
不
能
不
予
以
應
驗

4

如
果
申
命
紀
不
是
那
位
逮
立
腳
繼
政
體
國
家

的
偉
大
梅
瑟
的
著
作
十
二
支
派
(
特
別
在
分
為
南
北

二
國
之
後
)
怎
能
把
它
認
作
公
法
歷
史
告
訴
我
們
南

北
二
國
都
一
致
將
申
命
紀
定
為
治
國
大
典
繳
瑪
黎
雅

五
香
吏
告
訴
我
們
北
圖
以
民
流
亡
之
前
撒
瑪
黎
雅
人

已
奉
申
命
紀
為
國
法
如
果
申
命
紀
不
是
古
法
何
能
如

此

5

我
們
如
不
承
認
申
命
紀
的
來
跟
古
遠
比
後
歷

史
密
的
記
敘
先
知
們
的
宣
講
也
是
無
法
理
解
的
因
寫

他
們
都
引
用
本
普
採
取
它
的
其
意
欲
動
百
姓
還
守
本

營
中
的
法
律
同
時
指
出
申
命
紀
最
後
幾
章
內
梅
瑟
的

預
言
怎
樣
在
以
民
的
歷
史
上
逐
一
應
驗
(
詳
見
歐
瑟

亞
與
耶
肋
米
亞
)

6

所
謂
的
「
敬
禮
集
中
法
」
(
申
也
)
亦
並
非

如
唯
理
派
學
者
們
說
的
是
約
史
雅
所
發
明
的
以
完
成

他
的
宗
教
改
革
因
為
「
敬
禮
集
中
法
」
是
基
於
西
乃

盟
約
基
於
唯
一
的
約
植
那
襄
有
約
植
棉
襄
即
有
上
主

的
臨
在
(
見
出
n
u
N
m
自
剖
)
如
果
「
敬
禮
集
中

法
」
是
出
於
細
則
蚓
已
或
相
叫
到
股
已
那
乳
制
且
章

所
記
載
的
東
方
兩
個
半
支
派
在
約
但
河
岸
築
了
一
座

祭
也
幾
乎
因
此
大
動
干
戈
之
氣
將
作
如
何
解
釋
瀏
喇

聖
王
又
為
何
急
於
為
上
主
建
立
聖
殿
(
撒
下
7
1
l

7
)
南
北
二
國
分
別
扭
立
發
雅
格
民
劇
又
為
師
們
急
於
再

建
立
一
宗
教
中
心
(
則
上
已
到
|
閻J
.並
且
在
制
則

蚓
王
之
恥
剛
制
(
則
上
的
u
l
H
可
制
酬
刷
品
和
(
則

上
n
H
|

“
)
制
剛
到
(
則
下
U
H
!
口
‘
)
等

主
亦

都
作
過
同
樣
宗
教
改
革
之
事
這
些
一
史
事
將
如
何
解
釋

7
制
蚓
蚓
施
行
宗
教
改
屯
並
非
在
發
現
上
主
出

律
番
之
後
而
是
在
前
即
在
他
登
極
後
第
十
二
年
的
著

手
改
革
及
至
十
八
年
修
建
里
風
才
發
現
了
出
衛
部
詳

見
編
下
只
章

至
於
風
格
不
同
亦
比
較
容
易
解
釋
因
為
本
若
是

以
追
燭
的
方
式
演
說
的
體
裁
寫
成
的
體
裁
不
同
當
然

用
辭
或
這
個
氣
也
不
能
相
同
這
是
誰
也
不
能
否
認
的
所

以
制
制
制
一
番
除
了
卷
末
一
小
部
分
與
樹
劉
逝
世
的

敘
述
外
其
餘
的
主
要
部
分
皆
是
出
於
梅
瑟

(
四
)
重
要
性
拔
一
般
學
者
的
公
論
無
論
是
公

教
或
非
公
教
以
及
唯
理
派
川
者
皆
認
為
申
命
紀
不
論

在
文
學
方
面
或
宗
教
方
面
對
後
期
的
作
者
影
響
很
深

並
且
這
種
影
響
是
如
此
明
顯
致
使
許
多
唯
理
派
學
者

都
認
為
舊
約
的
大
部
分
經
卷
特
別
是
先
知
書
都
是
仿

效
申
命
紀
而
寫
的
雖
然
有
些
一
學
者
以
個
月
申
命
紀
的
寫

作
時
期
當
在
先
知
的
以
後
但
由
此
可
證
明
彼
此
之
間

的
密
切
關
係

我
們
都
知
道
梅
瑟
五
替
簡
稱
「
托
辣
」
後
來
這

個
名
字
成
了
全
部
舊
約
的
名
稱
但
這
名
稱
又
特
別
用

為
本
書
(
U
M
HM
站
等
處
)
如
果
我
們
能
了
解
以
民

對
「
托
辣
」
所
有
的
尊
敬
那
便
能
明
白
他
們
對
申
命



紀
一
番
的
重
觀
本
書
是
隙
置
於

上
主
的
約
櫃
之
旁
每

七
年
總
向
民
眾
宣
讀
一
次
(
訓
，
l
m
)
這
又
使
發

們
知
道
本
蓄
所
具
有
的
價
值
由
此
可
見
本
書
必
是
、
以

色
列
子
民
所
共
知
的
一
本
書
無
怪
先
知
們
引
用
申
命

的
特
別
玩
牌
的
論
是
在
他
們
的
書
籍
恥
或
預
言
裘
如
叫

做
M
K
H
民
長
紀
撒
慕
爾
紀
上
下
列
王
紀
上
下
以
及
各

先
知
書
差
不
多
每
卷
裘
都
可
見
到
申
命
紀
的
思
想
中

命
紀
一
蓄
的
影
響
如
此
之
大
無
非
因
為
它
是
以
民
建

國
保
關
的
大
法
以
民
是
以
神
權
政
體
立
闋
的
民
族
天

主
是
他
們
至
高
的
君
主
無

上
的
立
法
者
和
裁
判
有
昀

命
紀
就
是
天
主
給
他
們
所
立
的
法
典
在
以
神
權
寫
本

的
回
家
里
宗
教
政
治
和
社
會
是
分
不
闊
的
以
民
的
整

個
生
組
無
論
是
宗
教
的
政
治
的
或
社
會
的
都
以
天
主

為
目
的
天
主
支
配
看
他
們
前
拉
伯
的
生
活
以
民
的
地
位

所
以
如
此
崇
高
完
全
是
由
於
他
們
是
天
主
特
選
的

「
叫
祭
的
國
家
」
「
「
聖
潔
的
回
民
」

(
川
w
h
兒
叫

7
e
M
2
U
叫
凶
閻
明
品
9
)
因
此
每
個
叫
別
民
的
一
學
一

動
都
應
遵
守
這
個
識
命
「
你
們
該
是
辜
的
因
為
攻
是

擎
的
J
(
晰
甜
甜
)
。
他
們
整
個
生
活
您
是
天
主
雪
苦

的
反
映
因
此
以
民
的
社
會
法
律
即
是
他
們
的
宗
教
法

律
宗
教
法
律
也
是
他
們
的
政
治
法
律
這
些
一
法
律
是
以

天
主
十
誠
為
基
礎
宗
教
生
活
倫
理
社
會
生
活
的
規
律

都
包
站
在
內
(
山
m
I
!

口
申
5
6

|
臼

)
其
他

一

一一
切
如
倫
理的
和
禮
儀
的
法
律
無
非
是
這
個
基
本
法
律

帥
一
的
引
仇

r

法
律
飯
然
影
響
川
沙
民
的
整
個
生
活
顯
然
這
民
族

440 '!t 五

的
組
織
也
必
然
依
按
這
法
律
組
成
他
們
越
服
從
天
主

籍
法
律
所
顯
示
的
學
意
越
堪
稱
作
天
主
的
口
快
他
們

如
不
遵
守
天
主
的
法
律
也
就
破
壞
了
腳
權
政
體
闢
家

的
制
度
也
就
破
放
了
盟
約
所
以
法
律
的
進
守
或
違
犯

便
決
定
他
們
的
存
亡
(
狗
H
m
)
由
此
可
見
以
民

的
存
亡
完
全
繫
於
遵
守
或
進
犯
申
命
紀
與
否
由
此
亦

可
看
出
本
書
的
重
要
性
以
及
為
何
對
後
期
作
品
有
如

此
重
大
的
影
響

(
五
)
中
心
恩
怨
聖
經
學
卓
有
皆
忽
悠
本
書
是
一

部
很
接
近
新
約
恩
怨
的
冉
，
匕
的
特
點
是
在
淤
把
天
主

與
人
彼
此
闊
的
愛
情
作
為
宗
教
的
基
礎
和
目
標
天
主

所
以
特
選
以
色
列
子
民
不
是
因
為
他
們
比
其
他
民
族

優
越
只
是
凶
犯
天
主
定
他
們
(
7
6
|
8
m
H
)
甘

為
友
他
們
而
與
他
們
立
約
因
為
愛
他
們
才
掛
慰
他
們

並
在
曠
野
裝
奇
妙
地
做
導
他
們
護
衛
他
們
照
顧
他
們

(
4
呵
|
叫
等
處

)
凹
的
天
主
泛
他
們
已
釗
梅
點
J

因
受
生
何
絕
，
小
山
谷
他
們
去
踅
別
的
邪
艸
或
崇
拜
別
的

艸
因
此
妥
俏
的
天
主
向
稱
為
「
己
心
邪
的
天
主
」
「
吞

怖
的
烈
火
」
付
於
失
柄
的
行
的
決
予
以
嚴
懲
(
巾
4

自
5

9
6
白
等
處
)
天
主
雖
然
必
說
他
們
仙
一
在
懲
罰

中
仍
然
流
菇
若
他
的
愛
「
你
的
天
主
既
是
仁
慈
的
天

主
他
不
會
捨
菜
你
不
會
毀
滅
你
也
不
會
忘
部
他
起
拼
音

與
你
旭
先
所
立
的
盟
約
」
(
4
U
)
雖
然
天
主
嚴
恥
地

懲
罰
他
們
最
後
越
拒
絕
他
們
但
是
這
也
是
山
山
自
他
的

愛
意
，
在
藉
著
這
種
拒
絕
使
百
姓
與
自
己
益
相
連
繫
雖

然
他
們
心
硬
固
執
天
主
還
是
依
然
愛
他
們
永
遠
愛
他

們
死
心
踏
地
愛
他
們
(
4
油
1

缸

"
3
1
6
)
面
叫
尸

如
此
偉
大
的
愛
以
民
的
生
前
必
須
配
A
H
A
這
桐
堅
定
必

須
以
「
以
妥
還
愛
」
作
憶
他
們
服
從
命
令
消
守
法
仰

的
基
從
實
在
的
申
命
紀
作
者
即
將
「
楚
天
主
二
處

主
里
芯
」
「
恰
守
法
律
一
耐
心
一
事
(
5
叫
7
.
)

正
如
基
賢
在
新
約
中
所
泌
的
「
你
們
如
果
，
紅
裁
必
婪

遵
守
戮
的
命
令
，
二
若
M
H
)
由
此
可
見
那
信
約
何

一
畏
懼
的
宗
教
，
一
新
約
符
一
妥
協
的
宗
教
的
起
別

不
益
然
A
U
於
實
際
卡
滅
之
後
(
5
6
l
u
)
缺
的
民

主
柄
的
識
命
(
6
5
)
這
也
可
見
「
主
天
主
」
的
觀

念
在
申
命
紀
襄
是
怎
樣
地
佔
首
中
心
地
位
「
你
當
仝

心
全
返
全
力
支
上
主
你
的
突
主
」
(
6
s
m
M
U
H

口
5

刊
6

叩
見
F
U
肘

，
仆U
M
)

既
市
文
主
問
話
U
K
人
不
忙
腳
心
，
K
H
己
x
m
紋
的
人

亦
話
電
窮
人
屬
下
孤
兒
各
M
州
長
主
奴
刊
以
(
5
H幻
時

口
M
m
s
等
處
)
此
外
，
先
人
的
他
悶
悶
心
愁
吃
於
划
生
的

外
人
(
m
M
M
叮
叮
叫
山
間
)
天
主
的
已
是
他
們
艾
人
的

模
跑
天
主
怎
樣
走
了
他
們
他
們
也
瓜
干
心
候
去
三
刊
-
a

的
近
人
(
m
H
m
u
)
如
同
基
管
在
新
約
小
以
仆
U

愛
人
的
恢
位
作
為
次
們
拉
人
的
行
得
(
H
h
U

制
)

由
上
述
各
點
看
來
巾
命
紀
的
思
怯
懦
H
是μ恨
這
泣

新
約
當
然
如
果
將
兩
命
紀
的
法
律
與
新
約
約
照
起
來

則
顯
得
過
於
繁
此
過
於
有
法
律
的
色
彩
的
「
口
也
不
要
忘

記
這
法
律
不
祇
是
宗
教
法
律
閑
時
亦
是
國
家
法
律
問

此
它
當
支
配
整
個
外
表
生
活
但
~
切
法
律
的
中
心
U

A
念
仍
是
宗
教
的
的
是

「
受
天
主
」
吳
「
是
人
」
關
恥

、



~
這
貼
在
新
約
中
有
基
督
的
設
明
聖
保
級
要
概
括
~
切

糊
~法
律
是
「
愛
就
是
法
律
的
淪
全
」
(
輯
H
U
U
)。

~
(

陳

)

缸
，
司-
n
E
2
5
3
)
一
猶
大
的
自
冷

A
i

-
d
E
E

‘

d
J

、
是
「
麵
包
之
家
」
在
聊

U
M之
南
九
公
里
位
肝
、
海
拔
七
五
0
公
尺
的
山
崗
上
周

倒
有
肥
法
的
山
崗
盆
地
甜
甜
產
小
麥
大
麥
橄
欖
前
街
及

杏
但
織
內
並
無
水
泉
最
近
者
是
在
絨
東
南
八
百
公
尺

處
M
m史
上
最
早
提
及
白
冷
的
文
件
貝
克
耶
京
大
臣
肉
埃

及
法
郎
阿
黑
納
堂
(
〉
Z
E
H
S
)
(
公
元
前
二
二
六

九
i

一
三
五
三
年
)
報
告
白
泠
失
陷
于
法
郎
敝
人
之

手
的
一
封
信
聖
經
上
第
一
次
接
到
自
冷
是
在
關
鈴
垃

非
蚓
蚓
圳
的J
心
被
上
(
削
犯
"
)
聞
口
5
9

作
吼
叫
圳

是
某
一
位
肋
末
人
的
家
鄉
盧
布
包
敘
述
的
行
路
亦
是

叫
冷
，
匕
是
這
咪
的
山
生
地
(
做
上η
u
m
6
個
)
他

生
長
於
斯
凹
的
他
的
哥
哥
們
山
山
怔
地
肋
舍
持
人
的
時
候

他
從
臼
冷
看
守
、
λ
親
的
不

G
F
(她
上
η

臼
)
在
白
冷

地
糾
糾
蝸
傅
仙
符
叫
氏
之
王
(
船
上
的
1
U
)

培

肋
合
特
人
會
位
軍
臼
冷
(
微
下
幻

H
)
途
昧
的
大
將

如
制
叫
圳
等
多
出
臼
創
刷
(
做
下
2

臼
幻
H
)
但
白

這
咪
狂
耶
京
位
都
之
後
臼
泠
使
似
平
平
而
無
悶
了
先

知
圳
刮
叫
頭
一
一
口
以
民
的
救
星
將
山
生
於
白
冷
來
日
迷

味
之
家
(
米
5
2
)
，
兀
小
平
後
的
來
的
臼
冷
人
巫
師
家

關
幣
現
莊
間
(
厄
上
2
n

厄
下
7

品
)
在
加
上
下
部

從
木
快
過
比
城

的
太
人
被
抽
祖
先
知
的
預
-
J鬥
知
道
默
西
亞
要
在
白

時E. 441-445 

刷
出
生
(
職
2
2

|

6
)
。
耶
穌
的
確
在
創
制
的
一
個

山
洞
中
誕
生
了
(
路

2
7
)
自
教
會
的
初
期
至
今
教

友
們
便
特
別
敬
禮
這
一
個
山
洞
在
羅
馬
人
時
代
它
會

被
褻
泊
位
植
樹
林
公
斯
當
定
于
公
元
三
一
五
年
將
此

樹
林
創
除
在
山
州
之
上
也
一
大
般
以
紀
念
耶
穌
誕
生

的
奧
趴
公
元
五
二
九
年
猶
斯
提
尼
阿
諾

(
τ
旦
旦
，

自
己

ω
)吼
叫
何
可
能
是
因
為
老
佩
服
已
蔽
的
付
不
棋
或
者
因

為
它
太
小
不
能
用
為
隆
重
的
大
飽
之
故
川
從
一
絞
大

的
新
型
臉
可
伯
國
省
種
種
環
境
的
約
束
怡
終
未
能
在

此
作
考
L
t
u性
的
挖
掘
只
局
部
的
發
現
了
公
斯
當
定
大

般
的
內
跡
及
片
斷
的
飽
眼
地
收

二
則
步
降
玄
派
的
白
冷
(
依
附
L
U
H川
耘
譯
為
只
特

肋
心
仙
一
以
別
鈴
前
各
原
文
則
無
別
)
是
在
納
悶
肋
附
北

卡
一
公
悅
的
一
個
付
位
古
時
，
勵
川
步
閃
閃
文
派
(
你
的

自
)
是
依
H
H贊
民
長
的
生
亡
之
地
(
川
成
泊
8
l
m
)

(
時
)

n
i
-
-
奎
哩
。
若
是
/

是
一
種
微
屬
凡
脊
推
動

牛

d
E

車
店
/
F
G
S
E
。
\
忱
產
於
圳
趴
在
剛
剛
洲
的

中
部
及
北
非
洲
亦
可
見
到
丘
食
以
捕
食
小
勁
物
為
生

但
性
倘
不
能
捉
食
活
動
物
時
則
以
死
動
物
的
U
M
u
能
為

滿
足
故
此
沁
人
類
的
衛
生
反
傳
染
病
的
控
制
亦
不
無

往
處
瓶
摯
地
時
常
可
兄
尤
其
在
在
耳
狄
三
，
手
中
冬
季

則
少
川
地
挑
起
凶
們
川
口
站
她
也
吃
食
死
從
被
的
瑟
列
入
不

潔
之
心
其
內
不
可
食
更
不
能
作
瓜
祭
品
(
肋

M
M
你

U
H口
)

(
的
神
)

“
自
松
香
(
2
5
3)
見
到
制
中
的
說

側
，
臼
瑪
琦
(
除
H
V
L是
J
F
寄
信

二

J
e

泣
的
許
石
出
拉
回
凶

血
的
問
叫
倒
閉
河
山
的
渴
此
而
得
札
剝
削
叫
及
叫
什
文
都
稱

此
種
貨
訂
閱
卅
阿
卡
得
，
匕
有
不
同
的
色
彩
及
自
然
的
內

在
的
線
紋
幽
氣
故
人
非
常
愛
化
技
叫
詔
"
及
叫

M
M
已

被
絨
服
在
大
司
集
胸
牌
的
第
三
行
貸
石
中

(
韓
)

5
H
L
岳
之
「
芝
皂
白
ω
E
Z
古
代
東
方
民
族
多
用
皮

“
吋
回
噩
夢
f
5
月
」

-
l
i

J
f
f

、
護
肘
遊
飲
料
或
液
體
食

品
如
揖
抽
水
乳
蜜
漿
皮
囊
分
大
小
二
種
都
是
用
家
在
別

皮
圳
灰
心
抖
的
小
安
章
用
羊
皮
大
皮
盜
用
牛
皮
或
貓
皮
家

投
家
商
將
位
個
家
函
皮
划
下
加
以
製
造
然
後
縫
好
留

一
小
U

川
A
A
液
體
食
品
這
顯
皮
質
不
但
紙
帶
方
餒
，
向

且
I
m昕H
M
韌
不
易
做
壞
故
山
外
必
旅
行
或
工
作
在
缺

乏
水
溢
的
地
方
質
是
不
可
或
傲
的
用
具
嗨
比
里
經
常

拉
到
皮
張
山
凹
蚓
辭
退
悴
，
灰
哈
加
爾
就
給
他
送
了
一

肉
甩
在
水
几
個
途
解
為
(
制
訂
H
I
|

叩

)
怯
川
紅
人
願
H
h

蚓
叫
個
仿
他
們
速
進
而
恥
以
洒
踅
破
裂
閏
月
證

(
制
9

H
1

間
)
赫
貝
爾
的
妻
子
給
自
心
色
辣
打
開
皮
囊
給
他

切
問
以
解
他
的
口
渴
(
民
4

口
l
H

)
引
來
瑟
送
兒
達

州
赴
京
從
軍
隨
身
帶
的
見
面
禮
品
也
有
一
皮
護
消

(
刷
上
的
口
剖
)
俐
凹
圳
的
缸
子
叫
削
剖
f
m坤
d

取
連
叫
作
的
心
情
給
他
送
的
時
口
問
中
也
布
兩
皮
護
泌

(
你
上
討
H
!

品
)

皮
叫
赴
刑
久
了
就
失
去
，
匕
的
韌
性
不
通
裝
盛
尚
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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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酵
的
新
酒
故
新
酒
應
按
入
新
皮
囊
內
方
可
兩
得
保

全
主
耶
穌
偕
喻
這
一
事
實
來
暗
示
他
的
信
徒
除
非
除

舊
更
新
|
1

悔
改
是
不
能
接
受
他
的
精
神
|
|
福
音

的
新
精
神
的
(
職3
.
"
9

口
)
。
他
的
福
音
精
神
不

是
為
廢
除
法
律
而
是
為
成
全
法
律
使
法
律
萬
古
常
新

(
關
5
口

|
m
參
見
部5
臼
|
叫

) 。

(
漁
)

“
戶
1

雪
至

1

「F
n
r
J
在
聖
經

上
提
及
石
頭
的

4
-
4
3
-
4
3
月
之
地方非
常
之
三
毫
無

疑
問
是
自
以
民
生
活
的
環
境
所
致
蓋
墓
地
是
多
石
之

區
而
石
頭
有
大
小
巨
細
之
別
是
以
在
聖
經
上
也
有
不

同
的
名
稱
懇
石
嚴
石
石
塊
石
子
等
這
里
我
們
所
討
論

的
並
不
是
科
學
上
關
於
翼
地
石
頭
的
研
究
而
只
是
局

限
於
聖
經
範
圈
中
所
提
及
的
石
頭
它
們
的
用
途
及
意

義

且E五

一
普
通
用
途
大
形
的
石
頭
可
用
來
建
築
城
牆
堡

壘
聖
殿
王
宮
甚
至
私
人
住
宅
(
肋
M
H

亞
5
u

列
上

6
7
7
時

間
下
4
3

等
)
或
者
用
來
社
延
并
口
及
張

口
因
有
不
少
的
墳
墓
是
由
巖
石
擊
成
的
(
見
創
必
2

瑚
幻
甜
甜
的
甜

甜
U
M
)
較
小
型
的
可
用
作
因
界
或

里
程
碑

(
申

W
H
耶
訕
訕
)

最
初
的
以
民
所
用
的

簡
陋
家
具
部
份
為
石
器
這
由
割
損
用
的
石
刀
及
盛
水

器
可
以
證
明

(
削
4
"
自7"
制
5
2
3
)
。
他
們
亦

會
用
火
石
取
火

(
加
下
ω
s
)
至
於
那
些
一
細
小的
碎

?
石
在
草
地
可
說
遍
地
皆
是
它
們
非
但
沒
有
甚
麼
用
途

仙
一而
更
是
農
民
們
的
棘
手
問
題
必
須
不
斷

地
將
它
們
自

戶
梅
蘭
閩
中
除
去
戶
依
5
z
d
或
者
將
它
們
徹
在
敵
人

的
囡
囡
中
以
示
報
復
(
列
下

3

刊
)
但
是
叫
滑
的
小

石
子
如
能
作
打
仗
的
工
具
以
拋
石
器
拋
出
能
很
拳
確

的
打
倒
敵
人

(
聞
幼
M

樹
上
η
叫
欄
下
必
H
M
上
6

二
敬
禮
上
的
用
途
聖
經
上
最
早
一
次
將
石
頭
與

敬
禮
聯
合
在
一
起
的
地
方
是
當
雅
各
伯
逃
難
夜
宿
貝

特
耳
時
接
受
了

上
主
的
神
現
第
二
菁
、
他
將
作
枕
頭
的

石
塊
豎
立
起
來
倒

上
油
(宗
教
儀
式
)
以
作
紀
念
因
為

那
裝
是
「
天
主
的
住
所
上
天
之
門
」
(
創
羽

口
"
)

當
雅
各
伯
脫
離
他
的
是
父
技
班
在
罔
家
的
中
途
基
肋

阿
得
地
方
向
拉
應
堆
石
為
證
呼
號

上
主
的
單
名
訂
立

互
不
侵
犯
條
約

(
創
們
叫
“
“

)
當
他
重
新
路
過
只

剛
剛
成
獲
得
天
主
的
顯
現
與
祝
一
她
於
是
再
度
建
立
了

石
住
在
上
面
倒
仙
行
了
食
祭
以
資
紀
念
(創
刊
ω
HH
)

撒
慕
爾
擊
敗
培
肋
舍
特
人
之
後
墮
立
石
性
作
為
天
主

放
矮
的
紀
念
碑
(
船
上7
凹

)。
依
微
意
祖
先
知
預

--
2日

埃
及
特
受
懲
罰
在
玲

、

及
將
有
為
上
主
的
光
榮
而
被
叫
道

立
起
來
的
石
桂
(
制
的
u
m
)
。
上
面
所
說
的
石
柱
大

都
是
自
然
的
及
未
經
人
工
鑽
擊
過
的
石
塊
這
是

上
主

消
焚
的
命
令
(
山
山
剖
自
)

在
以
民
的
心
理
中
石
頭
是
不
易
受
圳
市
污
的
東
西

故
此
取
潔
用
的
盛
水
器
皆
以
石
頭
作
成
而
不
用
陶
器

或
木
器
(
右
2
6
)
其
次
十
識
是
刻
在
石
板

上
的

(
叫扭
扭
)
在
「
厄
弗
得
」

上
面
的
兩
塊
寶
石
上
刻

有
十
二
支
派
的
名
字

(
出
訟
，
)
違
犯
上
主
誠
命
的

人
應
以
石
頭
砸
死
並
堆
石
在
其
屍
體
之

上
作
為
百
姓

深
盛
痛
絕
的
象
徵

(
如
酬7
品

8

自

制
下
的
口
M

」
聖

殿
中
有
四
個
石
砌
為
全
熔
祭
別
的
桌
子
(
則
刊
H
H
)

建
立
為
上
主
所
憎
惡
的
邪
神
敬
禮
的
石
碼
部
是
級
服

榮
止
的

(
申

M
N
n列
下
口
u
n
u
)

三
石
頭
的
神
學
意
義
有
不
少
的
學
者
鑒
於
聖
經

與
石
頭
有
如
此
緊
密
的
關
係
而
創
造
了
「
石
頭
神
學
」

的
名
詞
其
賞
這
種
說
法
並
不
是
言
過
其
質
的
蓋
石
頭

與
庭
來
叫
鼠
的
宗
教
及
日
常
生
活
是
分
離
不
闋
的

1
悶
和
制
詞
在
曠
野
巾
擊
石
山
山
仇
飽
飲
口
渴
難

忍
的
叫
民
(
叫
口
閥門
加
8
l
M

叮
是歷
史
上
一
件
重

要
的
事
政
是
後
世
的
作
若
不
厭
其
煩
地
所
重
復
述
說

的
往
事
以
資
附
明
天
主
如
何
慈
祥
地
照
顧
了
自
己
的

ii

i

av

iii 

百
姓
(
申
8
?

冰
河
時
1

目
叫
“
山8
厄
下
9

臼
智

叫
‘
見
依
刊
剖
絡
前
ω
‘
)
是
以
民
值
得
驕
傲
的
罔

低
但
是
可
能
正
基
於
這
種
心
思
叫
民
漸
漸
將
這
位
用

版
石
救
助
他
們
的
偉
大
慈
祥
的
天
主
更
加
以
象
徵
化

竟
成
7
胞
救
的
級
石
m
h定
的
懲
石
牢
不
可
破
的
堡
啥

安
穩
的
投
靠
及
庇
護
所

(
制
下
叫
“
2幻
3

兩
U
S
H
H

3

創

6
的
a
η
3
湖
口
間
必
‘
狗
目
睹
一
可
)
，
是
永
恆
的

懲
石

(
依
約
4
)

2

新
約
聖
殿
自
古
以
來
就
是
以
民
宗
教
生
活
的

巾
心
置
至
耶
穌
時
代
最
宏
偉
的
以
巨
石
仲
組
成
的
控
築

物
仍
是
單
殿
這
種
觀
念
及
習
尚
一
成
不
變
以
民
的
救

援
惟
有
出
自
這
一
座
石
頭
大
版

(
見
職
7
4
)
耶
穌

別
強
調
精
神
化
的
聖
殿
而
且
他
自
己
說
是
聖
殿

三
名

2
H

|
扭
默

討
自
)
他
自

主
主

逼

進
聖
殿
的
角
石

「谷



\
H
MM.見
所
川b
叮
咬
連
側
制
的
記
載
隨
從
叫
民
國

m
H悍

仙
~於
曠
野
之
間
賜
與
他
們

兩
料的
一
神
態
石
說是
耶
穌

士
基
督
的
象
徵
(
格
前
m
u
)
由
他
所
出
的
水
是
導
向

-

永
生
的
活
水
(
若
7
盯
)
他
又
在
聲
石
上
述
立
了
他

的
教
會
(
珊
的
n
u
)
一
切
的
信
友
都
是
這
個
教
會

中
的
活
石
頭
被
建
築
在
以
宗
徒
及
先
知
們
寫
基
礎
的

建
築
物
|
|
教
會
上
而
這
個
是
築
物
的
角
石
說
是
基

督
自
己

(
剩
2
m
|
詞

) 。

四
石
頭
的
消
極
意
義
它
是
死
亡
的
象
徵
鐵
石
的

心
是
不
能
獲
得
救
援
的
(
則
M
H
M
晶
晶
)
上
主
的
法

律
「
不
是
寫
在
石
板

L
而
是
在
血
肉
的
心
版

上
」(樹

後
3
8
)
它
也
是
毀
滅
的
象
徵
「
沒
有
一
塊
石
頭
留

在
另
一
塊
石
頭
上
」
或
者
「
成
寫
一
堆
廢
坡
」

(
谷

口
2

等
見
哀
3
H
米
3
M

耶
必
M
)
但
是
它
們
也
是

不
義
的
控
訴
者

(
制
ω
ω
見
叫
2
u
)
。
在
營
石
上
建

造
房
屋
的
人
是
聰
明
人

(
瑪
7
扭
扭

等
)

見
寶
石
角
石
伯
多
祿
砸
死
石
碼

(
韓

)

7

戶
1
"

到
百
。
g
o
m
E
E
H
O
J它
很
普
遍
地
生
長

“
7
字
缸
H
吉
普

?
2
5

」
|
|
|
|

-
/
1
1
4
'

，
、
於
巴
力
斯
坦
是
本

地
的
特
產
(
制
8
8
門
口
自
甜
甜
2
叩
斟
-
u
)
有
不

少
墓
地
的
城
市
及
村
在
是
以
石
榴
命
名
的
比
如
黎
孟

(
意
謂
石
檔
見
蘇
的

問
)
恩
黎
孟

(
意
謂
石
檔
泉
見

#
僻的
血
)
蚓
蚓
黎
孟
(
意
謂
石
榴
且
見
甜
的
“
)
這

證
明
石
榴
緝
的
種
植
及
培
養
在
很
古
以
來
已
見
於
聖

地
它
也
是
詩
人
們
的
題
材
(
制
4
8
6
，
u
7
間
)

撤
羅
游
大
般
的
裝
飾
品

(
列
上
7
M
甜

列
下
封
口

進五((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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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石
柱
(
5mE
EF
)

制
石
鋪
地
(
F
5
2
8
5
)
見
的
也

江
」
f

主
H
E
R
B
Z
Z
O
J本條
所
述
只
是
聖
經
指
明
丹

紅
」
、
，
-
M
E
2

頭
，
n
e
a
;

3

、

a
-
-
A
I
t
'
s
i
R

〈

反
而
祥
的
偶
象
所
習
用
的

名
字
至
於
偶
象
崇
拜
和
形
象
另
有
專
條
結
論
故
不
贅

述
思
南
譯
木
譯
名
未
見
創
一
是
譯
文
為
求
行
文
革
叩
門
將

通
順
不
兔
的
現
象
今
將
聖
經
管
用
指
偶
像
的
名
字
閥

列
如
下

一
膨
像
(
】
M
O
B

-
)
指
凡
由
木
石
泥
土
金
屬
膨

塑
的
神
像

(
川
幼
4
制
7
5
到
下幻
T

米
5
u
)
但

申
4
時
間

譯
作
「
神
像
」
同
程

筠
節
譯
作
「
偶
像
」

二
錄
像

(
呂
E
Z
M
們
早
)指
以
台
風
鑄
造

的
艸

像
(
川
"
口
晰
的
‘
同
犯
自
制
幻
H
)
。

三
石
碼

(
豈
E
Z
Z
Y
)
此
字
原
意
是
謂

「
豎

立
」
指
或
為
當
作
記
念
或
為
當
作
神
像
而
豎
立
的
石

柱
(
制
7
S
M
M
3
的
自
)
故
有
時
亦
譯
作
「
石
柱
」

見
立
像

(
訓
訓叫
曲
"料
5

甘
于
就
「
赫
拉
』(
山
幻
μ

狗
"
則

下
3
z
m
H
則
必
u
)
石
喝

努
愛
以
木
禪
師
「
阿
舍

辣
」
以
石
往
代
表
巴
耳
男
神
以
木
得
代
表
「
阿
舍

辣
」
女
神
(
山
山
M
M
H
申
也
3
列
下
口
"
的
4
)

問
木
偶
(
〉
ω
7
月

ω
7
)
指
叫
咕
咕
江
笛
玄
神
仙
臥
行
的

木
得
此
字
有
時
依
音
譯
作
「
阿
舍
辣
」

(
民
3
7
列

上
M
目
的
時
列
下
幻
4
)
有
時
依
義
譯
作
「
木
偶
」

(
山
M
H
列
下
口
凹
的
‘
)
或
「
神
往
」

(
巾
7
s

的
n

米
5
u
)

五
立
像
(
切
。
-
o
B
)

比
字
用
為
指
形
像
街
像

(創

1

甜
叮
5
3
)
畫
像
(
川
n
u
)
，

亦
用
以
指
M
M
唱
的

立
像
(
戶
口
自
達
2
剖
)
惟
其
如
此
故
有
時
亦
譯
作

「
神
像
」
(
列
下
U
U
)
或
偶
像
(
編
下
幻
口
則
7

叩
亞
5

品
)

六
神
像

(
斗
角
也
}
H
M
E
)
指
大
小
木
等
家
區
供

氣
或
用
以
占
，
卜
的
神
像

(
側
H
M
U民
口
5

船
上
的
n

m
m
z
)
此
字
有
時
亦
依
音
譯
作
「
式
辣
芬
」
(
民

的
口

則
下
幻
M
M
叫別
扭
副
3
4
)
，
或
依
義
譯
作
「
偶

像
」

(
撒
上
的
自
)

七
偶
像

(
C
E
E
)
此
字
原
指
糞
准
則
以
指

偶
像
表
示
輕
視
之
意

(
肋
必
叩
申

到
凹
列
上
的
問
耶

到
2

則
6
4
S
M
-
-

7

|
|
第
七
部
內
比
干
淨
作

「
邪
神
」

)

八
偶
像
(
開
5
)
此
字
原
意
是
謂
虛
無
無
能
川

以
指
偶
像
以
其
為
虛
偽
無
用
的
事
物
常
見
川
於
先
知

書
和
智
慧
書
內
(
肋
凹
4

約
1
1
|

譯
作
「
神
像
一



則
狗
"
|
|
譯
作
「
邪
神
」
制

M
M
S
|
|譯
作
「
虛

幻
」
詠
m
w
7
l
l
譯
作
「
邪
神
」
)

九
石
像

(
Z
S
o
m個偉
)
指
石
傲
的
「
神
像
」
(
肋

必
1
)
在
內
叫
“
臼
譯
作
「
偶
像
」
在
則
8
u
譯
作

「
神
像
」

十
神
像
(
囡
"
自
σ
)比
字
原
意
是
謂
作
品
用
以

指
神
像
含
有
輕
視
之
意
以
偶
像
只
不
過
是
人
的
作
品

(
擱
下
5
n
側
的1)，
但
同
一
字
在
制
ω
H

剛
剛4
廿

8
4

口
2
M

﹒
刺
1
7
譯
作
「
偶
像
」
船
上
叫
“
.
譯

作
「
神
」

十
一
可
憎
之
物
(
斗
。

Z
Z
F
)
因
偶
像
使
人

不
潔
招
天
主
憎
惡
故
謂
之
「
可
憎
之
物
」
(
申
7

甜

甜
幻
H
U
M
)
但
同
一
字
在
依
斜
"
則
7
m

譯
作

「
怪
物
」
則M
S
譯
作
「
醜
惡
」
耶
的
8

譯
作
「
醜

瑟
的
偶
像
」

+
二
醜
惡
之
物

(
ω
E
R
g
)比
字
與
前
一
-
字

意
義
大
低
相
同
指
偶
像
實
在
可
醜
可
惡
(
制
m
m
)

但
同
一
字
在
列
下
訕
訕
譯
作
「
可
憎
惡
之
物
」
耶
4

1

譯
作
「
可
惡
的
偶
像
」

7
m
n
H
譯
作
「
可
惡
之

物
，
「
時
間
譯
作
「
偶
像
」
則
u
u
n
泊
，
譯
作
「
偶

像
」
但
m
m
譯
作
「
邪
紳
」
歐
9
M

譯
作
「
可
憎
之

物
」
凡
含
有
輕
視
之
意
的
偶
像
名
字
多
見
於
先
知
書

，

因
歷
來
先
知
極
力
排
斥
偶
像
像
崇
議
諷
偶
像
為
子子

-
'

。

一
-
虛
無能
醜
葾
可
憎

的
戶戶

見
俏
恥
偶
像崇囂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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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畫

阻
隔T
H
m
v
「
E
S
J是
一
個
地
方
成
地
區
名
(
意

4
A

l

A
|

'
、
謂
幸
福
快
樂
)
在
它
的
東
部

上
主
天
主
裁
植
了
一
個
樂
園
(
制
z
a
)
。
單
由
學
經

上
的
這
種
籠
統
說
法
實
在
不
能
確
定
它
位
於
何
方
因

而
有
不
少
過
去
及
現
代
的
學
者
將
它
作
時
間
狀
詞
來

講
「
在
很
古
的
時
候
」
學
熱
羅
尼
莫
將
之
譯
作
「
在

起
初
天
主
種
植
了
一
個
樂
閱
」
按
創

3
M
(
在
東
面

安
置
了
守
衛
者
)
似
是
指
「
伊
甸
」
在
西
邊
但
按
創

2
M
|
H

叉
似
乎
是
說
它
在
北
方
的
一
口
岡
山
上
由
此
區

有
四
條
河
流
出
來
灌
溉
欒
闊
由
此
可
見
確
定
它
的
位

置
幾
乎
是
不
可
能
的

但
是
我
們
可
以
肯
定
的
是
作
者
提
及
伊
甸
的
樂

園
時
的
確
是
指
在
這
地
球
之
上
的
一
個
固
定
的
地
方

而
言
惟
作
者
末
人
似
乎
對
它
的
地
理
位
置
業
已
無
法

辨
認
其
實
學
街
上
的
地
理
問
題
與
作
者
寫
聖
經
的
目

的
也
的
確
無
關
重
要
作
者
祇
指
出
了
它
是
一
個
有
光

有
水
及
充
漏
幸
福
的
地
方
是
全
球
最
好
的
一
區
這
也

正
是
「
伊
甸
」
一
詞
的
原
意
「
幸
福
一
快
樂
享
受
」
是

以
有
些
學
者
謂
它
並
非
固
有
地
名
而
是
形
容
詞
另
有

些
一
學
者
揣
度
它
應
是
阿
刺
伯
及
釵
利
亞
曠
野
之
中
的

一
個
美
麗
的
綠
洲

在
一
些
先
知
的
著
作
中
伊
甸
與
「
天
主
的
樂
團
」

相
同

(
依
到
s

則
m
H
H抖
，
等
)
創
3

扭
扭
亦
可
作

此
解
法
聖
經

上
對
「
伊
甸
」
一
詞
不
同
的
看
法
及
講

戶
漁

吋

法
可
能
是
源
自
不
間
的
傳
統
也
可
能
是
源
於
在
學
經

範
圍
之
內
所
有
的
演
變
(
韓
)

的
伊壁
鳩
魯
派
(
呵
…
…
叮
叮
吟
)

伊
墜
鳩
魯
是
一
派
希
磁
倫
理
哲
學
的
始
超
生
於

公
元
前
三
四
-
l
二
七

0
年
他
罔
他
的
弟
子
倡
導
享

樂
是
人
生
的
最
高
及
最
有
價
值
的
理
想
因
此
亦
被
稱

為
「
享
樂
派
」
解
釋
世
間
宇
宙
的
一
切
都
是
來
問
原

子
的
偶
然
構
合
而
無
絕
釘
的
價
值
故
此
偏
重
於
唯
物

論
人
的
官
能
是
惟
一
與
涅
的
來
源
盡
力
尋
求
痛
芳
的

解
脫
避
兔
一
切
騷
擾
否
沼
靈
魂
的
不
死
不
滅
援
然
后

否
認
多
神
的
存
在
但
調
他
們
祇
顧
自
己
的
清
靜
無
為

與
人
間
之
事
無
關
不
欲
干
楊
主
張
及
提
倡
明
智
的
呵
呵

祇
有
它
是
一
切
福
樂
的
根
源

聖
保
線
在
雅
典
的
街
市
上
會
同
他
們
及
一
些
斯

多
喝
派
人
辯
論
他
們
是
聖
經
上
惟
獨
提
到
的
兩
個
雷

學
派
別
(
宗
口
問
)
有
些
解
經
家
以
寫
在
訓
道
第
2

扭
扭

3
.
H

等
處
勸
人
要
在
此
生
歡
樂
享
受
吃

喝
玩
樂
的
言
論
見
到
了
伊
壁
地
魯
派
哲
學
的
浪
速
事

實
上
訓
道
窮
的
作
者
向
來
未
忘

-A
天
主
的
存
在
紙
布

他
是
一
切
財
富
的
賜
與
者
因
此
最
多
祇
能
說
訓
咎
的

作
者
是
以
宗
教
為
基
礎
及
指
南
的
享
樂
主
義
者

(
韓
)

u
n
r
E
T
品
「
旭N
J
伍
茲
(
只
見
於
拉
丁
通
行
本

4
A
l
-
-
E
Z
N
\

削
m
詞
)
亦
作
制
制
B
E
M

A
-恩
高
譯
本
將
人
名
概
譯
作
伍
茲
地
名
約
怕
的
故
鄉



~
譯
作
胡
茲

划
~

「
~
』
人

名

-
肉

的
後
九
剛
蚓
的長
子
倒
蚓

~
(
削
M叫
臼
桶上
1
叮
)
，
二
到
別
叫
兄
弟
俐
副
劑
的
長

一
子
倒
蚓
(
削
n
u
)
三
問
到
地
剛
到
人
制
制
制
的
後

九
州
酬
的
兒
子
回
到
(
創
刊
泊
刮
目
桶
上

1

M
U
)
。

(
二
)
地
企
制
制
的
故
鄉
制
到
(
如
川1
1
)。

叫
到
在
何
勵
至
今
學
者
意
見
不
一

.

哲
說
以
之
在
巴
力

蚓
閩
東
北
部
剛
酬地
執
即
剛
剛
子
孫
定
居
的
地
方

知
馬
士
革
與
回
到
之
間
新
說
以
之
在
厄
東
東
南
因
約

側
的
三
位
友
九
似
乎
都
是
來
自
回
到
地
區
(制
2
u
)

即
約
伯
的
所
在
地
且
此
地
叉
易
受
舍
巴
和
加
色
T
兩

地
遊
牧
民
族
的
搶
劫
(
約
1
臼
口
)
創
始
叫
|

缸

編

上
1
祖
|

u

以
胡
茲
與
厄
東
相
連
在
耶

鈞
叩

(
七
十

賢
封
科m
um
)
謝
4

目
的
制
蚓
譯
文
雖
未
言
及
胡
茲

但
原
文
部
是
以
胡
茲
與
厄
東
並
列
足
見
胡
茲
或
離
厄

剩
不
遠
或
竟
屬
於
因
如
故
近
代
學
者
以
之
在
回
到
東

南
殆
無
可
疑

(
漁

)

s
b
h
p主
章
「
巴
{
戶。『
E
d
E
S

J
按
照
梅
瑟
法
律

M
E
t
t
v斗
司E
F
E
n
-
-
E
M
H
O
U
Z
E

A
l

-

- -

-
1

，
司

、
的
規
定
男
人

是

可
以
在
一
定
的
環
境
之
下
休
妻
的

(
叫
到
1
|

4
)

被
休
的
妻
子
可
以
歸
罔
父
家
或
與
其
他
男
人
再
度
結

婚
這
種
特
權
是
男
人
所
獨
有
的
重
男
輕
女

的
習
俗
此

寫
一
證
但
休
萎
的
男
人
如
無
權
向
妻
子
討
罔
結
婚的

聰
金
或
財
物
休
妻
時
男
人
應
具
寫
字
按
一
張
稱
之
為

「
休
會
」
休
會
的
內
容
及
格
式
從
聖
經

上
我
們
不
能

清
楚
地
知
道
但
在
後
翔
的
塔
耳
慕
得
上
具
有
下
列
的

1f 六451>-456 

格
式
「
你
可
以
自
由
地
同
任
何
男
人
結
婚
」
並
准
許

女
人
在
一
定
的
條
件

之
下
要
求
離
婚

見
離
婚

(
韓

)

已
已

d
R
\
E
Z

J
充
軍
是
一
種
懲
罰
就
是
某

f
d
j
h

圓
「
f
開
H
戶
口

、

Z
J
a
-
-

J
E
U

、
人
因
某
種
過
犯
被
合
法
的

政
權
暫
時
地
或
永
久
性
地
由
其
出
生
及
居
住
之
地
改

逐
至
他
芳
之
詞
這
種
例
子
在
人
類
歷
史
上
屢
見
不
鮮

但
在
聖
經
上
如
未
正
式
提
到
「
充
軍
」
這
一
件
事
雖

然
我
們
可
以
找
到
一
些
廣
義
的
充
軍
實
例
比
如
哈
加

胡
同
依
市
瑪
耳
(
制創刊
)
制
刺
刺
(
閱
日
2

)
厄

上
7

扭

曲
目
間
捉
到
這
種
處
分有時
則
是
指
逃
亡
的
人
而

言

(
制
下
的
叫
到
7

口

到
7

目
亦
見
到I
H

制
前
1

叮
)
在
新
約
中
以
此

來
暗
示
信
友
現
世
的
生
命

(
希

U
H
)
但
是
普
通
一
般
人
如
大
部
以
「
充
軍
」
來
指

叫
民
南
北
二
國
l
|
叫
剖
刺
及
創
划
|
|
滅
亡
之
後

的
被
俘
榜
的
一
件
歷
史
事
蹟
今
客
述
於
後
由
聖
經
及

其
他
歷
史
文
件
上
我
們
知
道
兩
國
交
戰
之
後
戰
敗
國

的
人
民
多
被
殘
殺
財
產
被
劫
掠
房
屋
被
焚
燒
而
苟
延

殘
喘
的
遺
民
應
當
納
稅
稱
臣
這
是
古
東
方
的
向
來
習

俗
但

是
自
亞
述
帝
闊
的
提
革
拉
特
丕
肋
色
爾
一
世

(
公
元
前
約
一
一
一
六
l
-
O
九
0
)
始
歷
史
上
開

了

一
新
的
創
舉
將
俘
虜
充
軍
他
方
即
是
戰
敗
國
的
人

民
或
全
體
或
部
份
被
帶
往
他
方
而
以
己
民
或
其他
附

屬
人
民
來
填
補
充
軍
之
後
的
價
空
地
帶
其
目
的
有
二

一
來
是
為
徹
底
打
擊
戰
敗
國
使
之
完
全
臣
服
再
無
復

興
的
希
望
二
來
可
能
也
是
為
了
瀚
足
當
時
移
民
計
創

的
需
要
這
種
政
策
的
實
施
自
拉
革
拉
特
萃
的

圳
色
咽
帥
，J

世
(
七
四
五
i

七
二
六

)
之
候
更
是
屢
見

不
縛
，可
參

見
到
斟
制
刷
刷
的
記
亂
凶
民
之
南
北
國
都
會
大
受
這
種

政
策
的
殃
晶
晶

一
叫
倒
叫
關
民
被
俘
充
軍1
公
元
前
七
三
凶

年
們
有
北
闊
閻
王
制
制
蚓
與
到
叫
王
提
革
拉
特
到
叫
剖

關
三
世
之
間
執
不
少
城
市
的
叫
倒
叫
子
民
被
充
軍

z
t亞

湖
(
到
下
的
目

)。
這
些
人
在
充
軍
之

地
的
遭
遇
如
何

不
得
而
知
無
歷
史
記
載

2

別
叫
列
國
王
割
刮
到(
七
三
二
i

七
二
四

)

與
制
別
聯
也
以
國
脫
離
到
斟
甜
甜王
沙
耳
瑪
乃
色
五

世

(
七
二
六
l
七
二
二
)
興
師
問
罪
圈
困
北
國
京
城

做
瑪
黎
雅
三
年
之
久
未
能
攻
敏
至
其
繼
位
者
撒
爾
瓦

二
世
(
七
二
一
、-4
•• 
七
O
五

)
於
登
極
之
間
年
將
北

國
京
都
撤
瑪
黎
雅
攻
陷
北
國
滅
亡
將
大
批
的
北
國
以

民
辦
往
充
軍
之
地
1
l

哈
拉
黑
靠
近
萬
倉
河
的
哈
波

爾
以
及
瑚
制
各
城(
則
下
口
6

的
H

叭
叭37
5

8

)

所
憐
的
人
數
照
到
制的
記
載
是
兩
萬
七
千
二
百
九
十

~
至
於
這
批
充
軍
叫
民
的
命
運
如

飢
則再
無
消
息
很

可
能
被
當
地
的
人
同
化
了
至
於
撤
瑪
黎
雅
空
城
則
被

「
到
叫
王
從
凹叫
刷
闢
柯剛
E
叫
瑚
蚓
和
色
法
瓦
因

徙
置
一
些
一
人
民
住
在
做
瑪
黎
雅
各
城以代
替
以
色
列

人
這
些
人
佔
舔
了
制
瑚
甜
甜
怕
就
住
在
各
城
內

」
(
列

下
口
H

)
二
瑚
別
國
民
被
俘
充
軍
公
元
前
六
一
二
年
巴

叫
制
將
到
甜
的
京
郁
悶
悶
制
佔
亂
實
際

上
甜
甜
帝
國



已
不
復
存
在
但
是
它
的
許
多
政
策
格
外
是

有
關
軍
事

及
外
交
上
的
卸
仍
被
新
興
的
巴
比
倫
帝
國
採
用
其
中

主
要
的
有
亞
述
發
明
將
俘
虜
充
軍
的
政
策

1

巴
比
倫
同
猶
大
的
第
一
次
衝
突
發
生
在
猶
大

王
約
雅
金
第
三
年

上
因
背
叛
巴
比
倫
而
受
到
懲
罰
拔

編
下
“
6

及
達
1
1

可
能
有
第
一
次
的
充
軍
即
拿
步

副
王
將
制
蚓
到
及
一
些
資
族
的
子
弟
楊
往
凹
出
耐
受

教
於
宮
中
聽
國
王
的
使
喚

(
達
1
)

2
但
在
公
元
前
五
九
八
年
部

有
一
次
正
式
的
大

規
模
的
流
徙
是
年
全
步
禹
王
來
攻
耶
京
猶
大
王
耶
苛

尼
雅
不
戰
而
降
整
個
君
王
家
族
臣
僕
公
卿
太
監
一
切

民
族
勇
士
工
匠
及
鐵
匠
等
|
|
司
祭
除
外
|
|
都
被

充
軍
至
巴
比
倫
以
防
再

有
叛
變
的
發
生

(
列
下

川
的

8

|

口
)
充
軍
的
人
數
聖
經

上
碰
稍
有
出
入
但
按
學

者
們
的
公
見
大
約
在
一
萬
人
上
下
這
些
一
人
在
充
軍
之

地
的
生
活
情
形
列
下
毫
無
說
明
但
按
划
3
5
這
批
人

被
安
置
在
靠
近
革
巴
爾
河
的
特

耳
阿
彼
布
居
住
按
耶

必
先
知
亦
會
勸
這
些
一
人
要
安
心地
在
巴
比
倫
居
住
下

去
不
要
聽
信
假
先
知
們
惡
意
的
宣
傳
謂
充
軍
之
期
不

久
即
將
結
束

3

猶
大
之
最
後

一
位
國
王
是
漆
德
克
雅

(
五
九

八
l

五
八
七

)
是
個庸
材
妄
聽
信
人
言
參
加
聯
盟
對

抗
巴
比
倫
拿
步
高
親
自
出
兵
站
大
於
五
八
七
年
將
耶

一
京
及
聖
殿
完
全
搶
劫
焚
燒
由
此
猶
大
亡
國
拿
步
高
將

"
一蚓
卅
國
王
之
子
逐
個
殺
甜
點
後
划
去
國
王
的
眼
睛
加

上

一
枷
鎖
帶
在
別
叫
刪
去
並
將
城
內
工
切
居
固
自
及
逃
難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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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的
人
民
全
部
帶
走
充
軍
祇
留
下
一
些
最
窮
的
平
民

作
國
r

和
農
夫
(
列
下
鈞

7
u

耶
喘
口
，
叫
自H
M

編

下
M
m叩
)
此
次
充
軍
的
人
數
聖
經
的
記
載
亦
有
自
入

學
者
估
計
在
一
萬
五
千
人
左
右
他
們
在
充
軍
之
地
散

居
在
不
同
的

地
方
(
厄
土
2

叫
)
這
次
的
充
軍
連
那

京
的
司
的
眾
都
被
帶
走
7

(
厄
上
8

口
)

充
軍
者
的
生
活
自
此
猶
太
人
在
無
閻
王
無
學
般

無
土
地
無
司
的
涼
的
狀
態
下
過
若
充
軍
遠
方
的
生
活
受

著
以
民
有
史
以
來
最
嚴
峭
的
懲
罰
他
們
心
理
方
面
的

打
擊
及
苦
惱
是
可
怨
而
知
的
沿
途
受
益
奔
放
之
苦

(耶
的
2

依
衍
H
)先
主
辣
瑪
拉
間
再
穿
過
敘
利
亞
無
人

煙
地
帶
的
曠
野
至
少
歷
時
五
月
之
久

h
J到
達
巴
比
倫

最
初
住
在
集
中
營
內
後
來
為
人
修
位
水
道
散
居
於
巴

比
倫
娥
外
尼
普
爾

(
Z
M苟
且
)
地
區
這
時
期
他
們
的

思
家
心
情
完
全
在
詠

即表
露
了
由
來
但
是
人
總
是
比

較
易
於
通
路
環
坡
的
動
物
再
加

上
耶
肋
米
亞
先
知
的

勸
告
漸
漸
他
們
已
能
安
心
居
住
下
去
政
府
方
面
的
約

束
看
管
也
較
前
鬆
懈
稍

有
自
由
於
是
他
們
開
始
有
自

己
的
組
織
衛
隊
長
老
會
堂

(按
猶
太
會
堂
自
此
始

)集

會
等
並
成
家
立
業
且
有
自
己
的
花
兩
及
因
產
不
少
竟

成
了
社
會
上
有
地
位
的
盲
人
如
約
雅
金
並
有
任
職
宮

中
的
有
員
如
遠
尼
爾
厄
斯
德
拉
乃
赫
米
雅
等
人
甚
且

至
阿
塔
薛
西
斯
一
世
及
達
理
阿
二
世
時
(五
世
紀
)
有

猶
太
人
名
慕
鍊
秀
者
竟
成
了
當
地
最
責
盛
名
的
銀
行

家
有
腫
央
文
件
為
證
可
見
猶
太
人
在
充
軍
地
區
已
在

過
看
安
適
富
裕
的
生
比
正
因
如
此
當
問
創

刮
於
五

三

九
年
打
敗
巴
比
倫
自
立
為
王
於
墾
年
(
五
三
八
)
下

令
恢
復
猶
太
人
的
自
由
時
大
多
數
的
猶
太
人
竟
無
心

返
國
為
在
自
己
的
土
地
上
重
整
家
閱
重
娃
刊
己
的
聖

殿
紙
有
在
經
過
則
魯
巴
貝
耳
及
耶
技
亞
司
祭
的
不
斷

鼓
勵
及
動
過
之
下
始
能
組
織
一
個
為
數
可
觀
的
罔
國

國
總
數
約
五
萬
人
多
屬
猶
大
支
派
其
餘
的
人
都
寧
願

留
在
異
鄉
生
活
是
個
神
「
散
民
」
(
口3
名
。
3
)
之
始

(
韓

)

先
知、

EE 先
持知

LH 職
們三金三

'g. g- ~三1

I

街
語

從
以
色
列
援
史
中
可
以
知
道
先
知
司
創
刊
耶
和
君
玉

是
以
民
社
會
中
鼎
足
而
立
的
三
種
主
要
成
分
可
是
按

歷
史
家
和
比
較
宗
教
史
家
的
意
見
三
種
成
分
中
最
重

要
而
又
非
常
特
殊
的
還
是
先
知
職
責

指
示
先
知
的
名
詞
在
諮
約
襄
共
有
三
個
@
Z
"
z

譯
作
「
先
知
」
@
"
。Z

及
@
Z
S
O
Y
後二
者
字
典
而

義
同
在
恩
高
譯
本
里
譯
作
「
先
見
者
」
「
先
見
」
等

這
兩
字
的
譯
義
在
語
言
學
上
並
沒
有
什
麼
困
難
兩
字

都
含
有
觀
看
或
靜
觀
的
意
義
至
於
「
先
知
」

(
Z
"
E

「
納
彼
」
)
這
個
後
來
探
周
而
最

普
遍
的
名
詞
對
於

它
的
語
根
含
義
學
者
的
見
解
莫
衷
一
是
主
要
的
有
認

個
月(
a
)
在
狂
熱
中
發
表
談
話
者

(
b
)
按
召
略
者

(
C
)
報
信

者
等
筆
者
個
恨擅
自

4
u

!

"
7
1

2

及



\
蚓
3
a
|
﹒
等
處
種
文
倒
認
寫
最
合
適
的
譯
名
莫
過

她
「於
「

d
)
遼
言
者
或
代
-
昔日
人
因
寫
這
個
譯
名

恰
與
原

", =
來
希
做
文
名
詞

厚
。
可F
E
O切
的
固

有
意
義
相
吻
合

帥

一
「
代
替
天
主
或
神
明
議
活
的
人
」
所
以
無
論
按
希
伯

來
或
希
岫
臘
文
的
本
義
把
代
言
者
譯
為
「
先
知
」
不
僅

有
欠
債
貫
而
且
予
人
一
種
誤
解
好
像
是
說
凡
是
先
知

都
應
該
講
預
言
都
是
預
言
者
事
實

上
先
知
最
重
耍
的

支
任
在
於
教
訓
同
時
代
的
人

的
同
時
代
的
以
民
l
l

有
時
外
邦
人
也
包
括
在
內
督
促
他
們
忠
心
遵
守
盟
約

事
奉
與
己
立
盟
的
天
主
為
了
達
到
這
目
的
先
知
也
提

起
過
去
的
壓
史
作
為
鑑
成
也

有
時
指
明
天
國
的
將
來

命
運
和
天
主
與
全
人
必
要
娃
屯
的
新
約
也
就
為

了
這

緣
故
與
其
探
用
「
先
知
」
這
名
司
倒
不
如
探
問
「
恬

使
」
更
為
恰
當
但
是
由
於
中
國
教
友
經
過
幾
百
年
之

久
已
習
慣
使
用
「
先
知
」
這
名
詞
只
得
勁
強
保
留

指
示
先
知
的
其
他
民
間
名
稱

有
(

一
)
天
主
的

人
(
則
必
J
制
M
S

船
上
9
6
等
處

)
，
(
一
二
天
主

的
做
人

(
達
9
u

厄
下
m
M

)
(
一
二)
天
主
的
口
舌

(
恥
的
刊
)
，
(
四

)
上
主
的
使
者
(如
創1
日

制
3
1
)

等
此
外
聖
經
上
向
街
三
個
的
意
的
名
詞
是

(
五
)
叮
當

衛
兵

(
依
n
u
u
)
或
守
塑
者
(
依
位
6
)
|
1
i
兩

字
原
艾
相
同
這
兩
個
名
品
表
示
先
知
如
當
街
溺
力
預

防
天
主
的
百
挑
遭
受
危
險

(
4川
)
「
守
衛
」
和

上
述

兩
字
恣
義
近
似
見
划
3
時
|

缸

其
意
是
請
先
知
應
把

天
主
所
托
的
旨
意
全
盤
而
大
溜
的
告
知
百
姓
因
為
如

果
你
述
天
主
的
信
息
稍
有
不
中
心
因
而
人們
喪
失
經
魄

,!I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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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自
己
也
不
能
得
救

(
七
)
「
牧
者
」
或
「
枝

，人
」

也
是
指
示
先
知
的
另
一

名
司
表
明
先
知
藉
省
所
淆
的

神
諭
鑫
育
且
領
導
天
主
的
子
民

(
划
"
回
口
等
處

)

被
放
聖
經
先
知
的
主
耍
使
命

L
P
J
是
指
為
天
主
的

旨
意
(
耶
7

)
|
|
只
要
注
意
先
知
們
呵
呵
常
所
用

「
土
主
晶
晶
」
或
「上
主
的
斷
冶
」
等
品
便
可
發
現
所

有
喘
不
虛
|
|
先
知
們
也
出
神
品
妙
必
(
撒
上
m
n
)

改
妙
冶

(4

他
U
S

)
科
鼠

A
口

(
川
口
口

)
指
遙
遠
的

時
期
發
表
頂
言

(
划
u

u
達
2

l

9

等
處

)

先
知
有
真
假
之
分
前
街
只
報
告
天
主
的

z
h

後
者

則
孤
立
品
噬
﹒
汝
岱
比
心
，

叫
胡
鬧
焉
，
州
半(耶
幻
扭
扭

扭
9

等
處

)
先
知
的
向
您
不
仰
限
於
m
N
r
f
也
伸
及
女
性
如

刷
割
的
姐
姐
蚓
劉
蚓(
側
的

四
圳
脫
出
刊
譯
作
瑪
利

到
)
，個喇
喇
(
副
4
4
)

、

叫
別
出
(
則
下
U
H
)
也

都
稱
為
「
女
先
知
」
先
知
依
做
意
逅
的
妻
子
也
咱
們
作

玄
先
知
但
是
否
符

了
她
的
丈
夫
是
先
知
挪
威
是
她
本

人
也
蒙
受
了
先
知
你
慰
則
無
法
機
定
不
過
我
們
以
馮

前
一
拉
法
似
乎
比
較
可
取

被
稱
瓜
「
先
知
」
的
第
一
人
便
是
亞
巴
郎

(
創

m
7

)
國
瓜
他
是
天
主
與
人
闊
的
中
保
唯
其
是
中
保

也
就
必
明

叫
叫
叫
與
天
主
有
拉
密
切
的
關
係
除
亞
巴

郎
外
其
他
那
一
一
仙
也
稱
瓜
先
知
「
你
們
切
不
可
把
致
的

先
知
似
U
L
U」
(
以
m
H

) ，

國
問
神
聖
祖
與
天
主
有
者
密

切
的
來
你
又
因
為
是
天
主
泊
品
的
媒
介
為
此
他
們
也

被
稱
肉
「
受
傅
茜
」
和
「
先
知
」

瑚
利
叫
(
圳
剝
削
)
帥
的
瑟
的
姐
姐

所
以
被
稱

為
女
先
知

戶
出
的

"
d
因
屁
"
他
會
嘉
樂
歌
頌
上

u
z
r點

許
因
為
她
也
受
過
天
主
的
啟

示

在
天
主
藉
著
制
劃
正
式
接
立
先
知
任
務
以
前

(
側
的
間
)

，

這
任
務
在
門
口
自
u
e
爾
也
也
有
所
的

。一
不

綜
合
以
上
的
「
先
知
」
一
詞
在
諾
言
學

上
和
一

些
一
細
小
事上
所
作
的
解
釋
我
們
現
在
可
給
先
知
下

個

定
義
先
知
是
天
主
的
人
奉
天
主
之
名

和
精
威
發
言
而

稱
頌
讚
美
也
並
引
導
一
切
九
特
別
是

叫
冉
冉
盟
約
之
子

歸
依
天
主

E

先
知
職
寰
的
起
源

猶
如
叫
剖
列
人
的
宗
教
吋
偽銜，
各
組
絕的
信
條

|
|
純
一
神
教
高
尚
的
道
德
和
科
學
的
敬
敲
在
占
示

敬
災
中
是
很
特
殊
的
它
的
起
源
，
不
能
次
是
出
於
自
然

同
樣
「
先
知
」
像
是
叫
民
宗
教
的
花
朵
它
的
起
源
也

不
能
借
以
自
然
的
原
因
來
解
釋
准
研
究
宗
教
比
較
史

邏
輯
也
不
能
不
同
意
到
問
叫
2
.
間
。
你
已
開
)
的
名
J

「
先
知
在
人
類
宗
教
史
上
是
一
個
奇
歐
」
人
不
論
府

色
種
族
國
家
怎
樣
不
同
本
性
組
總
是
相
同
為
此
在
日

常
生
品
和
宗
教
生
活
的
表
現
上
不
免
有
些
一
完
全
相
同

的
地
方
如
舉
手
祈
峙
叩
頭
跪
拜
獻
香
本
第
一
誰
敢
從
樂

迎
神
遊
行
等
惟
一
神
教
行
之
多
神
教
或
泛
神
教
亦
行

之
但
玟
們
決

不
能
進
爾
作
出
結
論
凡
是
宗
教
部
是
一

核
因
為
只
妥
稍
為
細
加
研
究
各
宗
教
的
內

在
因
素
誠

可
立
即
發
現
它
們
彼
此
之
間
，
食
有
天
壇
之
別可
惜
一

般
學
釘
釘
於
宗
教

的
越
性
因
奈
和
天
主
的
啟
示
以
及



神
蹟
或
予
疏
忽
忘
部
或
竟
肆
意
否
認
或
甚
至
有
些
一
過

於
褒
揚
自
己
民
族
和
國
家
的
先
賢
不
僅
將
他
們
燒
美

舊
約
的
先
知
|
|
雖
然
這
也
不
失
寫
美
意
和
可
稱
許

的
態
度
|
|
但
進
而
竟
把
他
們
和
先
知
們
等
量
齊
觀

而
合
併
來
講
這
說
不
免
失
之
過
度
了
至
少
是
犯
了
蔑

觀
越
性
境
界
的
毛
病
這
超
性
界
理
智
決
不
可
加
以
縱

觀
反
而
應
該
常
借
助
於
它
為
充
實
自
己
才
是

先
知
是
天
主
揀
選
的
人
天
主
將
自
己
的
旨
意
通

知
他
並
派
遣
他
去
把
自
己
的
正
的
宣
講
給
他
的
選
民
有

時
也
宣
講
給
外
邦
人
先
知
奉
天
主
之
名
並
憑
他
的
權

威
講
道
對
於
這
項
工
作
做
天
主
的
代
言
人
先
知
未
必

樂
於
坦
任
很
多
次
陽
奉
陰
違
甚
至
有
時
表
示
反
抗
可

是
當
天
主
明
白
召
任
了
清
晰
命
令
了
先
知
又
怎
敢
遵

命
而
不
服
從
見
耶
1

則
3

‘

|

u

約
納
書

許
多
學
者
寫
了
解
釋
先
知
的
由
來
提
出
一
些
有

闊
的
民
族
因
為
按
他
們
的
見
解
以
色
列
的
先
知
任
務

是
受
了
這
些
外
邦
民
族
的
影
響
而
產
生
的
於
是
有
的

以
為
先
知
任
務
起
初
係
發
生
於
阿
刺
伯
民
族
而
後
傳

入
以
民
的
有
的
說
先
知
任
務
是
在
埃
及
興
起
的
另
有

人
則
認
為
巴
比
倫
或
北
敘
利
亞
特
辣
克
小
亞
細
亞

割
俐
割
等也
是先
知
的
起
源
也
筆
者
以
為
制
俐
割
的

「
納
彼
」
|
|
先
知
變
與
以
民
的
先
知
具
有
表
面
的

:
相
似
處
部
沒
有
以
色
列
先
知
的
實
際
本
質
由
來
和
發

士
展
示錯
委
耳
豪
森
說
的
名
言
「
先
知
的
起
因
是
個
奧

叫
戶
戶
妙
(
門
來
是
正
可
發
人
深
省
時
可
比
這
個
奧
妙
在
我
們

r
承
譯
者
說
是
可
能
而
且
是
件
事
實
承
諾
夫
主
關
憤
世

457 正E六

人
因
而
賜
予
他
們
超
性
恩
惠
並
承
認
聖
經
為
確
實
歷

史
發
的
人
看
來
所
謂
「
奧
妙
」
也
就
不
算
為
奧
妙
了

天
主
是
建
雖
然
世
人
會
叛
逆
他
他
蚓
沒
有
捨
業

人
類
反
而
引
導
他
們
訓
誨
他
們
以
這
致
救
援
他
們
的

目
的
在
他
的
舉
子
降
生
以
前
天
主
也
參
與
了
人
類
的

活
勁
絞
大
的
參
與
有
過
兩
次
郎
亞
巴
郎
的
召
還
以
及

為
了
實
踐
對
亞
巴
郎
的
許
諾
經
過
梅
瑟
與
自
己
選
民

所
訂
立
的
盟
約
讀
者
應
該
注
意
的
是
這
兩
位
學
人
也

稱
為
「
納
彼
」
郎
先
知
(
創
羽
7
歌
曰
“
)
如
要
研

究
先
知
的
由
來

-
這
兩
次
天
主
的
參
與
不
是
把
它
解
釋

得
十
分
清
短
了
嗎
愛
護
世
人
無
傲
不
至
的
天
主
|
|

「
召
選
」
及
「
盟
約
」
原
是
這
愛
情
的
表
現
|
|
歷

來
不
休
不
息
的
派
遣
自
己
的
伐
人
先
知
們
要
他
們
把

自
己
的
旨
意
傳
報
給
人
們
不
只
如
此
他
還
在
自
己
選

民
中
正
式
建
立
了
先
知
的
品
職
以
防
子
民
陷
于
迷
信

或
偶
像
崇
拜
的
危
險
並
促
使
他
們
一
心
一
意
歸
屬

上

主
他
們
的
天
主
(
取
的
9
|
叩
)
至
此
先
知
的
原
妥

當
可
大
致
明
瞭
了
如
欲
深
入
研
究
可
循
兩
條
途
俺
進

行
(
一
)
詳
解
上
述
的
先
知
定
義
(
二
)
把
自
梅
瑟

至
新
約
時
代
的
先
知
們
的
經
央
總
述
出
來
再
也
屁
股
史

的
事
實
推
論
先
知
的
正
義
和
使
命
這
里
我
們
接
用
第

二
途
徑E

先
知
歷
史
的
演
變

在
梅
瑟
和
撒
哀
爾
之
間
除
少
數
傳
達
天
主
旨
意

的
先
知
如
制
制
制
(
民4
4
)
基
智
紅
時
代
的
一
位

無
名
氏
先
知
(
民
6
7
|
刊
)
民
長
末
期
另
一
位
稱

為
「
天
主
的
人
」
的
先
知

(
刷
上
2
盯
l
M

)
外
大

低
說
來
在
這
一
大
段
時
期
內
「
上
主
的
品
少
有
其
家

也
罕
見
」
(
撒
上
3
1
)
的
確
那
所
謂
先
知

們
的
大

活
抵
只
在
喇
斜
制
時
才
告
開
始
故
此
舉
制
到
喇
晶
口
說

「
其
實
所
有
的
先
知
自
喇
喇
喇
起
及
以
後
講
話
的
先

知
都
預
背
了
這
些
一
日
子
」
(
宗
3

H

參
見
希
H
M

)

從
撤
慕
爾
以
來
在
以
民
中
興

起
了
一
種
特
殊
的

社
團
郎

「
先
知
集
團
」
這
「
先
知
集
團
」
當
培
肋
舍

特
人
壓
迫
以
民
的
時
候
保
存
並
推
行
了
雅
故
主
談
祖

先
的
遺
教
法
律
和
習
尚
等
同
樣
一
世
紀
後
即
公
元
前

第
九
世
紀
當
熱
心
的
以
民
激
烈
反
抗
巴
耳
主
義
時
在

厄
里
亞
與
厄
里
受
身
邊
也
山
山
現
了
一
個
類
似
的
「
先

知
學
院
」
「
問
到
到
時
代
的
「
先
知
學
院
」
是
否
脫
胎

於
撒
慕
爾
時
代
的
「
先
知
集
團
」
我
們
無
從
考
定
不

過
在
基
本
主
義
上
「
學
院
」
的
學
員
和
「
先
知
集
團
」

的
團
員
二
者
所
持
守
的
原
則
和
所
作
的
字
卸
大
同
小

異

詳
細
來
說
這
些
「
先
知
學
院
」
的
子
弟
在
民
間

的
工
作
不
外
是
(
a
)
宣
講
自
己
祖
師
的
思
想
言
行

(
列
下
8
5

)
(
b
)
賦
詩
詠
讚
選
民
的
綁
惶
恆
跋

(
C
)
傳
誦
民
族
的
宗
教
歷
史
和
收
葳
占
來
的
文
獻

「
上
主
的
戰
退
回
」
(
戶
剖H
)
與
「
義
士
書
」
(
蘇

m
n
)
二
替
可
以
肯
定
是
拜
他
們
收
藏
的
賜
與
而
你

於
後
世
的
此
外
在
編
年
紀
內
所
引
用
的
許
多
先
知
的

著
作
也
都
出
自
這
些
學
院

這
些
先
知
研
度
的
生
還
是
~
磕
岫
團
體
生
活
「
列



、
T
r2
4
4
"

!

叫

6
1

|

7

』
他
們
常
在
-
定
的
地

叫
~
方
集

A
h這
於
生
活
拘
急
丸
除
勞
作
凡
也
接
受
民
眾
的

士
施
捨
(
則
下4
.
)4

閥
割
對
會
拒
受
他
人
的
禮
物
也

不
允
他
的
徒
弟
接
受
(
列
下
5
H
1
盯
)
平
日
他
們

過
的
大
都
是
貧
苦
的
生
活
(
列
下
6
5
)
這
些
學
院

究
竟
存
留
到
何
時
何
代
我
們
一
無
所
知
但
由
亞
毛
斯

先
知
說
的
「
我
原
不
是
先
知
也
不
是
先
知
的
弟
子
」

(
7
M
)
一
旬
看
來
至
少
到
公
元
前
八
世
紀
中
葉
仍

尚
存
在
扁
舟
甚
麼
和
幾
時
這
些
一
學
院
絕
跡7
聖
經
上
沒

有
記
載由

則
下4
1

看
來
他
們
並
非
獨
身
主
義
者
他
們

身
上
佩
有
學
院
的
個
別
符
號
(
回
口
4
|
6
列
上
切

自
|
岫

)
這
符
號
似
乎
是
外
億

這
類
學
院
尤
多
見
於
妙
瑪

(
撒
上
的M
U
)
那
里

剖
(
則
下Z
S

)
則
蚓
到
(
則
下
2
2

)
與
基
耳
加

到
(
則
下
2
1
4
"
)

等
也
學
徒
眾
多
(圳
下
4
抽
)

同
罵
共
處

(
列
下
6
1
)
生
活
一
律

(
列
下
4

呵

)

服
裝
簡
陋
只
有
毛
衣
皮
帶

(
列
下
l

s
)
間
或
也
被

自
己
的
講
師
派
往
各
做
先
知
的
代
表
綜
觀
以
上
所

述
這
些
一
先
知
集
團
有
如
我
們
的
熱
心
善
會
他
們
又
如

獻
身
者
(
Z
E
E
E
亞
2
H
U
)
在
以
民
中
保
持
著

對
雅
威
的
熱
情
他
們
平
日
的
任
務
是
從
事
佈
道
加
入

這
些
集
團
雖
然
有
時
竟
遨
得
了
分
外
的
恩
寵
但
並
不

需
要
天
主
另
外
的
召
選
由

上
述
看
來
這
些
加
入
先
知

學
院
的
都
可
合
理
地
稱
為
「
自
任
先
知
」
而
被
天
主

召
遷
的
則
稱
為
「
召
任
先
知
」
解
經
學
者
還
把
先
知

重~
/、457 

個
叫A
H叫
個
月
「
司
繭
浩
咱
也
止

A
h凶
」
白
相
「
革
唱K
W吽
A師
叫
」
-
Z開
個
卅削
者
個

並
不
寫
作
或
雖
然
曲
的
作
但
著
作
未
見
遺
留
下
來
後
者

再
分
為
「
大
先
知
」
(
依
耶
則
達

)
和
十
二
小
先
知

「
小
」
這
個
形
容
詞
圳
特
性
不
准
明
這ar
二
忱
先
知
的
默

示
默
感
屬
於
次
等
而
只
表
示
他
們
的
作
品
不
如
那
四

位
大
先
知
墮
盛
而
已

先
知
也
有
挺
有
假
賢
先
知
是
天
主
刊
刊
選
的
假
先

知
沒
有
受
上
主
的
任
命
而
怕
自
以
上
主
的
名
技
向
民

血
來
發
言
廿
世
或
身
為
選
民
如
以
邪
神
偶
像
的
名
義
發
表

言
論

(
見
巾
的
耶
幻
時
扭
幻

7
U
H
m
m
s
霖
3

4
凹
的2
則
U
Z
)
這
些
一
假
先
知
大
概
的
改
係
出
自

「
先
知
集
團
」
起
初
他
們
原
是
一
斤
赤
誠
致
力
推
行

雅
威
的
宗
教
與
做
府
可
惜
日
久
心
志
不
懷
竟
然
變
為

自
欺
欺
人
的
人
共
主
瓜

7
懷
吝
愛
叫
叫
(
依
到
叫
扎
米

3
u
)
或
因
h
K
M
意
泊
縮
君
王
與
民
眾
(
耶
幻

H
m
臼
)

或
因
染
上
外
敬
的
附
習
而
行
離
了
上
、
寸
土
有
些
學Ea

這
批
假
先
知
都
是
政
客
或
劣
紳
而
不
是
敬
拜
雅
成
的

真
正
信
徒
或
雅
域
的
發
言
人
要
鑑
別
先
知
的
真
假
顯

明
而
可
取
誰
的
記
號
是
府
時
間
i
n

所
說
的
M
M先
知

的
話
決
不
會
應
驗
此
外
是
否
道
德
高
深
生
活
嚴
肅
是

否
愛
好
正
義
和
真
理
是
否
心
神
堅
毅
等
也
都
是
辨
別

真
假
先
知
的
有
均
以
方
法

關
於
h
w位
先
知
的
活
動
請
參
閱
本
辭
典
內
關
於

他
們
每
位
的
品
述

狹
義
的
良
先
知
自
傲
慕
爾
區
至
公
元
的
第
三
世

紀
的
瑪
拉
基
亞
為
止
忽
然
巾
斷
了
一
一
遍
事
怎
樣
解
釋
有

的
品
是
自
於
厄
則
完
耳
提
倡
了
法
律
與
歌
詞
的

m
e
p
p其

主
義
因
而
所
有
較
深
切
的
宗
教
締
結
都
被
-
廠
制
仇
，
退

是
無
稽
之
改
殊
不
合
邏
輯
大
多
敏
學
者
以
為
先
知
的

中
斷
是
凶
悶
，
尤
軍
以
使
民
眾
不
敢
再
蹈
的
線
以
叫
什
那

州
大
﹒
家
都
洗
心
革
面
一
心
做
川
成
立V
M
Y上
午r
所
以
似
于

不
再
像
u
n

日
那
樣
布
要
先
知
的
任
務
了
U
W
U
H以
大
的

原
因
您
是
天
主
上
智
的
安
排
使
以
民
為
恨
那
位
大
先

知
的
悄
緒
更
趨
急
切
這
位
大
先
知
的
是
你
怒
所
制
何
一
一
口

的
天
主
的
信
使
見
加

上
4
H
9

盯

申
時
間
時
扑
打
5

“

然
而
充
軍
之
後
果
真
完
全
沒
有
先
知
了
嗎
這
又
木
必

扑
雖
然
只
不
過
他
們
的
活
動
不
如
往
日
大
先
知
們
的
那

樣
活
躍
罷
了
再
品
雖
然
那
時
先
知
斷
絕
了
位
代
之
而

起
的
如
有
一
些
所
謂
的
「
智
者
」
這
些
「
科
許
」
論

功
給
幾
乎
可
與
先
知
個
傻
笑
他
們
您
若
仇
己
對
法
作

的
學
品
和
各
叫
他
智
泣
不
迫
餘
力
地
在
門
的
之
間
推
行

真
誠
的
美
德
和
對
天
主
的
做
民

刊
先
知
的
任
務
和
預
言
奇
恩

一
任
務

先
知
是
天
主
所
委
派
的
最
高
導
師
天
主
妥
派
他

的
目
的
是

(
a
)
要
他
們
以
自
己
的
任
務
和
預
言
管

導
君
民
使
他
們
保
持
並
奉
行
天
主
藉
彷
瑟
所
傾
闊
的

盟
約

(
b
)
促
使
台
民
準
備
接
受
基
密
賜
與
伙
人
的

新
約

第
一
種
任
務
是
尋
常
的
第
二
種
乃
是
非
常
的
學

附
倒
在
制
前M
3
會
明
白
指
出
先
知
的
任
勝
收
於
造

就
動
魁
和
你
也
憑
宗
徒
的
品
及
先
知
們
的
一
百
行
可
以



斷
定
先
知
們
的
這
個
尋
常
任
務
是
維
護
並
教
授
天
主

的
法
律
給
百
姓
指
點
法
律
的
意
思
和
精
義
督
促
他
們

遵
守
法
律
矯
正
他
們
的
過
犯
指
示
他
們
朝
拜
上
主
要

有
至
誠
奉
行
禮
儀
要
注
重
含
義
而
不
在
乎
繁
文
耨
節

勇
於
攻
擊
邪
棘
的
敬
禮
發
使
咀
縛
的
信
仰
完
整
如
初

創
除
傷
風
敗
俗
的
勾
當
等
在
神
權
政
體
國
家
襄
政
治

原
應
隨
和
宗
教
這
就
說
明
何
以
先
知
在
政
治
與
社
會

等
問
題
上
常
有
他
們
此
時
風
雲
的
勢
力
如
厄
里
亞
厄

里
受
依
撒
意
亞
耶
肋
米
亞
亞
毛
斯
等
所
表
現
的

先
知
的
非
常
任
務
最
主
要
的
是
發
表
有
關
默
，
西

亞
的
預
言
因
為
以
民
被
召
遷
的
最
後
目
的
原
是
準
備

迎
接
默
西
亞
將
他
介
紹
給
世
人
見
默
西
亞
論

二
預
言
奇
恩

預
言
奇
恩
包
含
三
項
成
分
即
召
還
默
示
和
官
一
講

申

m
u
已
說
得
十
分
明
白
「
我
要
由
他
們
的
兄
弟
中

給
他
們
興
起
一
位
像
你
一
樣
的
先
知
我
要
將
我
的
諾

放
在
他
口
中
他
要
講
述
我
所
吩
咐
他
的
一
切
」
「
我

要
興
起
」
是
指
示
「
召
還
」
「
我
要
將
我
的
耳
的
放
在

他
口
中
」
是
指
默
示
郎
神
示
最
後
一
旬
「
他
要
向
他

們
講
述.••
.•• 

」
是
指
通
告
的
先
知
的
講
勸

(
A
)
召
還
沒
有
一
個
真
先
知
在
未
獲
天
主
一

定
召
選
前
敢
擅
自
責
起
這
任
務
的
因
為
執
行
這
頭
任

，
務
是
往
往
要
冒
性
命
危
險
的
天
主
的
召
還
及
其
經
過

一
並
非
每
位
著
述
先
知
都
在
自
己
的
著
作
中
記
敘
下
來

"
一
以
傳
給
發
此
先
知
接
受
使
命
時
還
孩

有
天
主
的
特
別

J
J委
派
以
明
國
揮
自己
行
將

但
任
的
是
什
麼
事
以

偎
在

今

'57 -'-
/、

後
的
一
切
危
險
反
抗
和
迫
忠
中
有
所
依
恃
挂
在
履
行

天
主
所
托
的
任
務
時
表
現
出
大
無
畏
的
精
神
要
對
先

知
們
的
省
還
及
其
經
過
客
有
必
為
可
研
究
到
毛
斯
依

撒
意
T
H耶
肋
米
亞
厄
則
克
耳
等
自
模
的
被
召
經
過
或

足
他
應
史
家
關
於
他
們
被
選
的
花
述
如
關
於
的
瑟
見

山
3
M
臼
關
于
叫
叩
門
辦
爾
此
繳
上
3
2

|

H
關
于
厄

里
亞
見
列
上
口
1

1
6
關
于
厄
望
史
見
列
下

2
1

|

臼
亞
毛
斯
對
在
圳
特
耳
的
司
也

f
h阿瑪
責
雅
按
當
他
在

放
羊
時
天
主
口
白
他
來
作
先
知
(
7
叩
|
口
)
歐
瑟
啞

的
召
還
頗
為
奇
特
他
巾
不
幸
而
怨
天
主
所
吩
咐
的
婚

姻
生
活
中
澈
悟
到
以
民
丹
東
自
己
神
峙
的
夫
君
雅
成

的
不
義

(
1
i
3
)
關
于
依
撒
意
巫
見
依
6

與
依

撒
意
亞
同
時
代
的
米
孩
位
反
對
假
先
知
而
關
于
自
己

|
|
與
先
知
|
|
的
使
命
就
道
「
至
于
我
我
國

上
主

的
神
而
充
淪
力
且
正
義
和
勇
氣
向
雅
各
的
指
山
她
的

邪
惡
向
以
色
列
改
明
她
的
罪
過
」

(
3
.

)
關
于
耶

肋
米
亞
見
耶
1

關
于
厄
則
完
耳
兒
則

1

3
|

2
7

關

于
回
加
利
亞
他
自
己
改
「
.....

. 
是
越
軍
的
上
主
派
遣

我
到
你
們
這
里
來
」
(
4
8
)

先
知
深
借
口
已
是
被
天
主
召
選
去
做
天
主
的
信

使
因
此
他
們
一
生
遭
難
而
且
很
多
慘
被
殺
叫
到
這
種
宗

教
史
上
的
唯
一
現
象
怎
樣
解
釋
呢
「
欺
結
郎
平
品
」
沼

氣
先
知
存
心
欺
騙
當
時
的
人
對
於
州
人
的
生
死
置
諸

度
外
但
這
種
誣
餓
被
大
多
數
第
者
如
英
能

(
只
g

p
a

g
)
譏
為
「
狂
妄
粗
鄙
」
英
能
改
「
說
們
極
力
償
棄

這
種
見

解
懷
若
這

叫
恆
心
意
去
評
論
先
知
的
主
作
無
異

自
願
作
睜
眼
的
瞎
子
」
「
幻
覺
假
治
」
月
叩
門
吋
先
知們

不
是
欺
騙
人
的
人
而
是
自
己
受
了
欺
騙
的
人
這
假
品

也
許
能
解
釋
先
知
們
的
一
部
分
事
質
划
不
能
解
治
其

全
部
也
許
能
解
釋
假
先
知
的
任
拉
伯
划
未
能
解
釋
典
先

知
的
也
還
尤
區
、
是
他
們
的
預
言
和
奇
蹟
這
兩
頃
特
您

有
如
天
主
的
印
章
真
躍
的
標
志
依
附
在
其
先
知
的
付

勁
上
凡
否
招
天
主
參
與
人
類
的
歷
史
的
人
必
否
芯
啟

示
預
言
和
奇
帥
叫
他
們
以
為
歷
史
的
事
實
應
適
合
他
們

的
個
別
哲
理
事
實

上
他
們
的
假
說
|
|
不
論
他
們
對

先
知
們
讚
揚
多
大
多
多
|
|
並
不
被
接
事
貫
而
只
是

企
求
符
合
唯
理
派
的
原
則
如
果
我
們
承
認
本
身
瓜

「
愛
」
的
天
主
他
及
世
人
無
微
不
至
甚
致
市
級
怕
他

們
把
自
己
的
愛
子
也
交
付
了
那
麼
相
信
天
主
且
還
先

知
任
命
他
們
為
自
己
的
信
使
給
自
己
要
降
生
為
人
的

愛
子
准
備
道
路
還
有
其
磨
難
解
之
處
呢

(
B
)
默
示
先
知
奇
恩
的
第
二
成
分
乃
是
默
圳

或
神
示
的
知
會
這
全
是
按
照
申
M
M
所
品
收
的
「
或

要
將
我
的
諾
放
在
他
的
口
中
」
如
此
天
主
唯
倫
巴
先

知
向
百
位
宣
布
他
的
F

州
天
主
怎
樣
把
自
已
的
T
A放
在

先
知
口
中
呢
按
神
學
的
述
指
就
是
「
默
示
」
可
是
技

侮
約
的
謂
是
(
a
)
以

-
-
z
口
譜
(
山
3
4
l
n
撒
上
3

4

|

H
9
H

i

叮

)
(
b
)
以
夢
境

(
戶

叫
“
6
)

(
C
)
以
神
棍
，
|
|
天
主
的
顯
示
這
方
式
絞
肉
持
遍

為
此
古
時
的
先
知
稱
之
偽
「
先
見
者
」
見
繳上
9
.

、
迫

種
吋
間
可
能

是
外
界
的
也
可
能
是
想
像
的
責
或
可
能

是
理
性
的
科
爾
應
看

上
F

艾
的
意
義
而
定
外
界
動
較



458-459 

~
有
制
F
a
u
l
H
H列
-F
6

叮
叮
逆
5
5
1
抽
多
的
悍
亞
他
等

b
~
純
似
外
界
斜
視
成
便
是
外
界
耳
語
的
復
古

(
樹
上
3

-
a
l
u
)
想
像
一
腳
蛻
|
|
聖
經
上
例
子
頓
多
|
|
1
如

一
依
6

則
1
4
|
且
也
7
1
1
9
8
1
3
9
1
M

-

等
便
是
近
似
怨
像
一
腳
淵
明
的
便
是
的
社
徵
紳
抽
恍
如
那
開
米

而
所
見
的
倚
仗

(
1
U
M
)沸
悅
的
的
(
1
扭

扭
參

見
圳的
2|
M

站
臼
臼

則
2

8
9
川
的1H

幻
-
-

H

恆
2
1
I
4

)
理
性
神
親
常
伴
隨
著
外
界
或
想
像

神
親
如
實
士
不
但
見
了
異
星
還
挺
得
了
彈
性
神
視
的

啟
迪
知
道
它
是
默
茵
通
降
生
的
信
號
(瑪
2
1

l
臼
)

(
C
)
宣
講
先
知
任
務
的
第
三
吭
分
乃
是
宣
講

正
如
申
時
間
所
泣
的
「
他
|
|
!
先
知
|
要
向
他
們

|
i
1
百
姓
|
|
講
述
我
所
吩
咐
他
的
一
切
」
先
知
用

甚
麼
辦
法
來
傳
布
天
主
的
吩
咐
呃
依
鐵
聖
經
辦
法
有

三
陪
他
的
宣
傳
著
作
和
家
徵
行
為
第
一
玲
是
梁
先
知
包

括
許
述
先
知
在
內
的
常
用
方
法
他
們
在
受
了
天
主
的

默
示
站
前
就
到
民
閱
或
司
祭
或
君
王
那
喪
把
天
主
的
旨

意
和
命
令
當
茵
通
知
他
們
第
二
種
即
去
作
通
常
都
山

先
知
的
弟
子
執
行
兄
耶
列
當
然
這
些
詩
作
也
非
先
知

的
全
部
神
冷
和
占
了
一
一
一
口
而
只
是
他
們
所
品
的
道
理
的
大

綱
和
建
安
第
三
種
辦
法
乃
是
象
做
尸
何
時
的
價
施
加
州
列

上
U
甜
甜
劫
品
|
叫
等
便
是
H
比
如
水
做
行
路
條

V

新
約
中
的
先
知

新
約
內
關
俊
先
知
的
紀

L

雄
主
要
有
次
日
盯
的
自

創
刊
格
前
氾
甜
甜
叫
鬥
間
自州
2

m
3
5
4
u
而
且
這
些
一

經
文
可
推
論
新
約
的
先
知
職
位
有
別
於
教
師
收
位
他

J句，

/\ 

們
在
宗
徒
以
緩
常
佔

首
位
教
會
內
的
主
要
職
位
按
聖

保
祿
的
意
恩
乃
是
宗
徒
即
主
耶
穌
召
選
的
十
二
位
宗

徒
使
徒
郎
宗
徒
的
使
恆
的
或
代
表
或
代
理
人
有
時
且
被

次
使
派
瓜
市
道
此
先
用
叫
他
們
起
輔
助
宗
比
比
你
澈
的
占
一

道
品
(
米
的
白
)
「
傳
一
峭
市
為
」-
d
似
乎
是
知
名

教
會
的
首
領
他
們
以
天
主
的
道
理
牧
晨
天
主
的
r
r
n早

(
弟
前
3
2
鐸
1

，
)

新
約
中
段
到
的
先
知
街
叫
加
波

(
申
戶口
盯
l
M

n
u
u
)
和

執
事
對
蚓
側
的
四
位
是
貞
女
兒
她
們

「
能
有
“
預
言
」
(
宗
創
9
)
的
叫
-
阿
拉
H
通
也
被
學
者
視

為
女
先
知
有
如
何
約
的
玄
屯
知
此
外
宗
口
1
1
3
也

提
起
先
知
和
教
師
也h
h兇
娟
的
4
H

關
股
新
約
先
知
在

基
督
學
教
會
內
所
悠
廷
的
使
A
m
保
你
已
有
誰
明
的
解

准
他
必
「
那
做
先
知
的
是
向
人
品
往
山
間
的
怯
和
鼓
勵

的
仁
的...... 

」
(
裕
的
M
S
|
6
參
兒
求
的
臼
絡
峙
的M

目

l
u
)
很
伯
伯
同
志
蔥
的
是
一
切
恩
賜
包
情
先
知
的

恩
賜
府
內
都
應
經
過
學
教
會
共
體
的
品
經
過
墓
教
會

首
似
的
考
核
沼
可
見
絡
前

已
4
1

u
M
品
!
叫
宗
M

自
切
口
交
1
3
個
悍
的
5時，
n

M叫
尚
在
甜
的
約
時
代
除
其
先
知
外
還
有
假
先
知
在

新
約
時
代
也
同
樣
有
有
假
宗
徒
(
格
後
H
H
)
假
教

師
(
迦
1
1
)
反
革
中
夕
假
先
知
(
右
-
4
1
1
6

)

信
徒
辨
別
他
們
就
要
看
他
們
所
諧
的
道
理
是
否
吻
合

宗
徒
的
道
瑋
(
符
-

4

2
l
e
迦
1
.

參
見
巾
刊
U

z
-
-
)
技
」l
二
求
使
訓

4
4
2日

(
U
S
)
放
赫
爾
默
斯

的
牧
人
篇

(
減
命
第
十
一

)
信
徒
分
別
真
假
先
知
也

可
觀
察
他
們
的

品
行

是
杏
符
合
主
那
穌
的
位
幸
抄
本
煞

的
J

其
治
活
必
出
，
因
撒
謊
者
的
父
親
斑
白
舟
廿
九
怎
能
仿

真
先
知
一
些
有
權
忱
的

J歷
史
家
法
為
新
約
的
先
知
部

做
乏
必
司
子
的

3

哨
位
J
U
W于
是
很
可
能
但
街
咽
闡
述
♂

苓
今
所
有
交
件
字
何
以
間
內
這
事
沒
有
確
切
的
流
明

兒
神
閃
心
默
感
喂
飯
行
為
默
西
亞
論
每
位
先
知(

雷

)

。
咀
』
戶
凶4巴
，
\
M
M
E
R
E
U
H
n
口
n
o
c

『
的
7
2
m
H
J

A
R
F
Y
J
4
.
F
F
E
E
-
泣
。
D
E
n
-
H
旦
旦
"

」

見
耶
穌
基
督

妙
已
l
u
H守
「
H
L
m
r
J
光
明
與
人
之
生
命
有
看
密

刷
吼
叫7

日
H
V
/
H
t

」

:
'

、

切
的
關
係
那
官
震
波
有
光
明

那
里
就
沒
有
生
命
因
此
「
光
明
」
在
全
部
聖
經
上
是

一
偶
屢
見
不
鮮
的
題
材
今
試
述
如
下

一
哲
約
聖
經
開
卷
第
一
一
貝
首
先
提
到
的
創
造

就
是
「
光
」

(
創
1

3
l
u
-
m
)
光
明
本
身
是
天

主
的
造
物
它
與
太
陽
月
亮
及
其
他
發
光
的
星
體
是
沒

有
關
係
的
(
創
1

3
l
s
約
呵呵
M
m
)
因
著
這
光
明

的
造
就
太
初
的
黑
暗
失
去
了
它
的
統
治
權
鍾
然
光
明

與
黑
暗
的
鬥
爭
在
舊
約
中
是
找
不
到
的上
述
諮
點
與

其
他
古
東
方
民
族
的
字
宙
觀
迴
然

不
同
光
明
既
然
來

白
天
主
而
天
主
又
以
光
明

來
掌
管
保
存
寓
物
來
統
治

人
類
的
歷
史

(
耶
們
訕
訕
甜
的
M
m
m
詠
的
盯
創
9

u
|
叮

)
那
按
在
宇
宙
的
末
日
及

人
類
歷
史
的
終

結
時
無
怪
乎
再
沒
有
光
明
|
|
太
陽
月
亮
失

光
下
墮

(
兒
倒
U
M
刷
刷4
甜
甜
8
，
則
必7副
2
M
3
4
4



時
瑪
圳
的
自
默
6
臼
|
H
)
光
明
不
祇
是
來
自
天
主
而

它
亦
與
天
主
常
在
一
起

(
誠
心M
S
)
，

因
此
光
明
常
是

天
主
顯
現
的
品
號
(
山
山
M
U
U
口
則
1
4
n
n

詠
時
，

m
a
瑪
口
2

踹
2
9

到
9
3

也
7
n
e

詢
問
等
)

是
上
主
光
榮
不
可
或
缺
的
因
奈
不
祇
如
此
而
且
凡
與

天
主
悼
附
近
的
人
也
是
滿
面
發
光
如
由
西
乃
山
歸
來
的

梅
瑟
(
削
"
目!
自
見
制
後
3
7
|
M
)

，

及
死
前
充

漏
連
神
的
蚓
制
制
(
誡
6
H
U

且
7
臼
品
)
。

其
質
聖
經
上
所
品
的
光
明
有
光
屯
本
意
的
地
方

挂
不
多
大
部
是
具
有
象
，做
意
義
的
光
明
它
在
象
徵
著

1

幸
福
在
學
經
上
幾
時
改
天
主
或
某
人
的
面
容

發
光
(
約
m
M
詠

4
7
M
W
H
)大
多
是
指
其
快
樂
高

興
滿
意
及
慷
慨
大
方
，
句
一
口
(
闊

的
目
…
制約
4
盯
2

的

問
等
)
在
依
衍
7
光
明
抽
水
傲
和
平
亦
就
是
宰
一
幅
而
黑

暗
則
象
徵
災
患
「
惡
人
的
燈
必
要
熄
滅
」
(
竄
川的
四

約
的
5
6
)
亦
就
是
必
人
必
無
宰
一
瞞
可-d
凶
比
先
知

們
L

人
都
以
光
明
來
比
喻
未
來
的
救
援
光
明
亦
象
徵
保

護
(
撤
下
扭
扭
約
到
3
巴
5
9

米
7
8
)
達
咪
被
稱

為
以
民
的
光
明
因
何
叫
他
是
以
民
的
保
皮
話
(
徹
下
到

2
生
命
光
明
幾
時
在
象
徵
生
命
時
常
是
與
陰
府

的
黑
暗
成
對
比
被
稱
寫
生
命
之
光
(
約
3
H
H
M
m巴

3
目

)
或
活
人
之
光

(
創
刊
m
u)
，
或
者
光
明
就
是
生

一
命
(
訓
口
7
也

2
約
3
目
U
S
6

)
上
主
既
然
是
生

叫
一命
的
賜
予
志
因
此
上
主
就
是
光
明

(
創
刊
m
u
)
光
明

了
即
然
象
山
棋
生
命
它
也
說
是
手
制
後
代
的
象
微

(
列
上

460 W
V
丸

, 」

/、

刊
詞
叫
‘列
下
叭
叭
"
詠
山
口
船

扭
扭
)。

3
智
慧
聖
經
上
直
復
說
光
明
就
是
智
慧
的
地
方

恐
怕
版
有
這
z
n
一
處
但
是
划
提
到
智
慧
的
光
明

(
巴
4
2
智
7
叩
)
法
律
的
光
明
(
依
U
A4
智
時
4
)

正
義
的
光
明
(
依
叫
‘
見
詠
幻
6

)
上
主
言
語
的
光

明
(
以
川
師
)
，
父
母
的
訓
海
就
是
光
明
(
制
6
自
)
，

啟
示
的
上
主
是
光
明
(
依
2
s
m
7
m
M
e物
6
的
叫

二
光
明
在
新
約
中
的
象
徵
意
義

1

在
對
觀
福
音
及
宗
徒
大
事
錄

上
在
上
述
書
籍

中
祇
有
路
加
稱
基
督
為
「
啟
示
異
邦
的
光
明
」
(
路

2
跑
了
一
追
大
概
是
取
材
於
依
MM
6
"
6
宗
徒
們
被
稱

為
世
間
的
光
明
(
瑪
5
H
)
象
徵
宗
徒
們
應
如
同
光

明
一
接
來
施
惠
人
間
耶
穌
所
講
的
燈
應
放
在
燈
台
上

的
短
小
比
喻
(
谷
4
n
n
)
亦
是
在
象
徵
宗
徒
們
應

盡
職
務
及
本
身
膝
具
有
的
條
件
(
路
口
自
|

抽
)

2
在
書
信
上
(
若
書
信
除
外
)
在
保
祿
及
其
他

新
約
作
者
的
書
信
上
光
明
是
用
來
憊
不
教
友
的
身
份

也
就
是
說
教
友
因
著
信
仰
耶
穌
基
督
已
由
黑
暗
進
入

了
光
明
之
城
因
此
教
友
應
過
桐
稱
自
己
身
份
的
生
活

換
旬
A
a
教
友
肺
拙
作
光
明
之
子
在
光
明
中
行
走
傘
起

光
明
的
武
器
完
成
光
明
的
任
務
(
得
前
5
5
i
8

羅

u
u
弗
5
8
-
H

格
後
4
6
6
H
M
)

在
希
1

3
基

督
被
稱
為
「
天
主
光
榮

(
光
明
)
的
反
映
」

(
見
弟

前
6

時
雅
1

口
)

3
在
若
望
的
著
作
上
在
第
四

一
福
音上
耶
穌
會
三

次
自
稱
為
「
世
界
之
光
」

(
若
8
u
9
5
曰
“
)
這

正
符
合
舊
約
中
所
說
的
光
明
在
象
徵
默
西
亞
時
代
的

救
援

(
依
9
1

但
6
7
的
村
6
)
若望
並
謂
聖
言
是
真

光
明
以
與
舊
約
的
光
明
及
其
他
星
體
的
光
明
作
對
比

(
若
1

.
3
u
!
n
)
所
謂
救
援
就
是
由
黑
暗
走
向

光
明
(
見
9
章
若
一
2
8

)
在
全
部
聖
經
上
祇
有
若

望
一
次
直
接
清
楚
地
說
「
天
主
是
光
明
」

(
若
一


s
)
雖
然
在
其
他
不
少
的
地
方
曾
經
暗
示
過
天
主
是

光
明
的
道
斑
飯
然
天
主
是
光
明
這
光
明
應
在
教
友
們

的
行
為
態
度
上
表
達
出
來

(
若
一
1

6
7

)
因
為
天

主
是
光
明
也
就
是
愛

(
若
-
4
S
M
)
故
此
誰

愛
自

己
的
弟
兄
就
在
光
明
中
行
走

(
若
-
2
刊
)
反
之
則

在
黑
暗
中
進
行

(
若
-
2
9
)

至
于
默
示
錄
上
關
於
光
明
的
概
念
大
都
取
材
於

先
知
文
學
身
披
太
陽
蜘
踏
月
亮
-
頭
戴
十
二
顆
星
的
女

人
(
默
也
)
是
依
ω
H
m

歌
6
"
的
演
展
新
耶
京
的

描
述
(
默
創
H
U
S
)

已
早
見
於
依
ω
3
u
m

兒
光
榮
黑
夜
燈

(
韓
)

沁
-
巳I
H良
民
\
白
。
是

J

「
光
榮
」
一
詞
在
制
制
刺

4
叫

7
/街
口
n
f
c
g
『
」

'
‘

一

J
'

，

J

'
"

、

文
上
的
意
義
是
最
豐
富
的

也
因
此
其
他
任
何
文
字
不
能
完
善
的
將
它
表
達
出
來

一
切
的
譯
本
祇
是
片
面
的
譯
意
而
已
它
的
基
本
意
義

是
「
沉
重
」

(
依
扭
扭
)
而
這
種
「
沉
重
」
叉
主
要

的
在
於
一
人
財
富
之
多
氯
因
此
又
有
「
富
有
」

(
制

“
2

叫
“1
)
之
意
有
「
財
產

」
之
意
(
依
仙
"
2“
u
)

人
若
富
有
自
然
有
勢
力
因
此
又
有
「
權
力
」
之
意
「
創



h
h
ηu
」
，
也
有
「
報
酬
」
之
意
門
內
恥
的
叫
做
上

6
5
)

。

站
~
但
是
至
此
氣
止
住
叫
有
意
義
還
紙
是
世
俗
的
州
與
天
主
無

-
直
接
關
係
的
意
義
還
不
是
它
主
要
的
意
義
它
的
主
要

-
意
義
來
自
宗
教
及
辦
學
國
與
天
主
有
直
接
的
關
係
遂

一
漸
次
成
為
祇
用
於
天
主
的
一
個
名
詞
|
|
天
主
的
光

金六

天
主
的
光
榮
它
的
定
義
不
外
是
天
主
的
威
嚴
光

明
及
能
力
的
表
現
威
嚴
光
明
能
力
表
現
這
四
個
觀
念

與
天
主
的
光
榮
是
不
可
分
離
的
且
是
同
時
存
在
的
而

不
是
依
次
而
有
的
這
就
是
希
伯
來
文
的
特
色
是
其
他

文
字
所
無
的
就
因
為
如
此
其
他
任
何

文
字
不
能
將
這

個
希
伯
來
名
詞
圓
漏
地
表
達
出
來

天
主
的
光
榮
又
是
一
個
勁
的
觀
念
不
是
個
靜
的

觀
念
天
主
光
榮
顯
現
的
對
象

常
是
人
而
幾
時
這
種
光

榮
發
現
說
必
然
有
所
行
動
天
主
的
光
榮
顯
示
給
法
郎

及
他
的
軍
航
使
他
全
軍
覆
沒

(
削M
4
"
)
。
但
是
天

主
光
榮
的
顯
現
還
不
止
於
此
它
要
求
人
采
認
他
的
光

榮
承
認
他
是
上
主
天
主
(
出
M
4
"
缸
參
見
肋
叩
2

3
自

8

旭

-
M
9
y
i
9
2
4
7
6
2
6
3
7

閃
閃5

H
2

，

v
z
3
J
E
1
2
6
9

正

RJ5it A
守

3

、

它
顯
示
的
方
式
多
是
借
看
雲
彩
(
出
圳
的
自
則1

4

訓
m
u
m
2
8
)光
明
(
叫
州
的
目
|
口
的
制
等
詠
叩

2

圳
2
)。
天
主
光
榮
的
光
用
如
此
之
強
烈
連
樹
劉
也

不
能
正
規
(
出

H
U
M
-
n
)它
價
於
顯
示
的
地
方
是

叫
民
的
會
幕
(
叫
州
叫
“
同

M
U
)
是
闖
京
的
學
敵

(
則
上8
M
H

制
下
7
1

等
)
是
熙
雍
(
例ω
2
|

460 

3

的
地2
)
在
蚓
喇
喇
山上
萬
民
要
瞻
仰
天
主
的
光
榮

(
倒
“u
間
制
2
H

剖
m
w
6
)。天
主
的
光
榮
又
與
天

主
的
聖
名
相
連
因
此
所
謂
天
主
的
光
榮
就
是
天
主
本

身
向
人
的
顯
示
天
主
的
光
榮
在
希
伯
來
文
上
的
這
種

變
寓
意
義
全
部
經
過
希
般
譯
本
而
進
入
了
希
股
文
化

的
境
城
更
進
一
步
進
入
了
新
約
的
作
品
中

人
的
「
光
榮
」
本
來
在
舊
約
中
光
榮
祇
是
天
主

的
所
有
物
但
是
亦
有
例
外
而
這
種
例
外
格
外
見
於
智

對
劃
L
A究
其
原
因
不
外
是
因
為
制
到
割
受
了
其
時
代

的
制
刷
哲
學
思
想
的影
響
以
反
古
人
以
天
主
為

中
心

的
作
風
而
多

注
重
人
以
前
是
天
主
直
接
向
人
說
詞
行

動
而
在
斟
到
割
時
此
是
人
以
自
己
的
智
悠
來
尋
求
天

主
是
以
有
「
人
的
光
榮
」
的
說
法
但
這
並
不
是
說
智

到
割
不
再
是
宗
教
神
學
的
否
能
更
不
是
在
否
認
它
們

的
神
聖
性

及
所
受
的
默
感
而
紙
是
在
說
明
作
者
態
度

的
轉
氓
如
此在制
到
斟上
愚
昧
的
人
本
適
宜
獲
得
光

榮
(
街
叫
“1)，
光
榮
是
智
慧
的
質
報
(
甜
甜
8
)
敬

畏
上
主
(
喇
喇
鈞
8
)
放
不
寄
望
於
財
富
的
富
九
准
得

光
榮
(
德
M
M
8刊
)
撒
羅
漏
的
溺
愛
女
人
使
他
喪
失

光
榮
(
德
約
刮
目
)

在
新
約
中
新
約
是
舊
約
精
神
的
延
續
因
此
舊
約

「
光
榮
」
一
詞
的

意
義
使
經
過
希
臘
譯
本
全
部
地
進

入
了
新
約
的
範
崗

天
主
光
榮
的
顯
示
古
時
天
主
借
雲
彩
光
明
火
住

(
削U
H
H
l
m
)所
發

現
的
光
能
如
今
藉
著
耶
穌
基

督
發
現
了
山
來
這
是
先
知
們
早
已
預
言
過
的
(
依
彷

-
“
"
見
制
下2
.

吋
基
督
自
永
遠
即
與
其
主
要
其

間
位
同
體
(
對
1
1
2

〕
「
亦
與
四
書
(
其
間
草
光
點
而

t
B

督
的
這
種
光
榮
是
喇
喇
劉
亞
先
知
預
先
見
過
的
戶
對

曰
“
見
制
6
u
n
μ
1
)。
因
著
耶
穌
的
誕
生
天
主
挺
得

了
光
榮
(
刷
刷
2
H
)
蚓
制
制
剖
(
除
了
制
9

剖
開
于

耶
穌
變
學
容
的
敘
述
外
)
及
聖
保
祿
慣
於
在
耶
穌
復

活
之
後
才
明
言
他
的
光
榮

(
鞘2
H

格
後
3

口

M

谷

8

時
職9
甜
)
，
刮
到
如
自
始
就
肯
定
天
主
的
光
榮
常

居
於
降
生
成
人
的
聖
言
身
上
(
封
1
H
)
，
以
他
的
聖

跡
顯
示
了
自
己
的
光
榮
(
部
2
u
)
天
主
父
與
子
之

間
建
立
起
彼
此
光
榮
的
密
切
關
係
(
對
日
札
血
口

1

4
s
7

詞
)
其
他
的
新
約
作
者
將
這
種
關
係
峙
趴
在
耶

穌
復
活
之
後
並
觀
耶
穌
的
復
活
是
他
獲
得
光
榮
的
原

因
(
相
1
3

‘
見
2
7
.

樹
前
2
8
)
。
是
學
父
的
光

榮
即
是
學
父
的
能
力
使
耶
穌
由
死
者
中
復
活

(
羅
6

‘
見
剩1
H

甜
甜
後1
.
)
，
並
獲
得
權
能
(
刷
刷

1
‘

割
3
H

)
在
世
界
的
末
日
基
督
將
享
有
最
大
的
光
榮

(
餅2
H
H

剖
開
後1
7
1
1見
鴨
"
甜
鈞
刮
到
8
m

m

n
3

間

各

1

口
，
自
L
N
5
S
H
J

;
1
:
u
r
2
f
J
F
J

、

光
榮
與
人
的
關
係
在
耶
穌
身
上
的
光
榮
是
隱
蔽

的
只
有
以
信
德
的
眼
才
可
以
見
到
(
右1
H
2
u
u

4

刊
)
。
教
友
以
自
己
的
活
見
可
以
與
耶
穌
聯
合
而
分

沾
耶
穌
的
光
榮
(
喘
口
“
對
3
n

哥
3

缸
1

盯
羅
5

2
8

口
制
後2
H
)
。
教
友
的
最
終
目
的
就
是
因
若
耶

穌
而
獲
得
永
遠
的
光
榮
(
制
後
4

口
得
前
2
u

弟
後

2
叫
樹
前
5
‘
刊
)。
教
友
成
義
之
所
思
主
要
的
是
在



於
分
沾
末
日
的
光
榮
(
羅
8

叩
格
後
3

間
)
由
此
可

以
明
瞭
何
以
界
人
與
天
主
的
光
榮
無
份
(
羅

3

自
)

(
韓
)

1

位
l
u良
民
肖
同
「
巳
頁
。-。
個
可
J

是
一
種
簡
短
的

“
沾
刃
劍q
n取
“J
FU
。E
E
E
\

。

:

t
d

-5

，
讚
頌
詞
狹
意
的

來
說
無
論
是
在
舊
約
或
新
約
中
光
榮
頌
只
歸
於
天
主

光
榮
頌
分
為
兩
種
一
種
是
極
短
的
或
只
是
一
旬
品
如

「
願
光
榮
歸
於
主
」
或
「
願
天
主
永
受
讚
美
」
等

(
見
的
的1

時
羅
1

自
絡
後
1

3

日
U

弗
1
3

伯
前
1

3

等
處
)
一
種
是
比
較
長
一
些
的
如
「
願
尊
榮
和
光

榮
歸
於
萬
世
君
王
那
不
死
不
誠
不
可
見
的
唯
一
天
主

於
無
窮
世
之
世
阿
們
」
(
弟
前

1

口
見
羅
口

甜

的

自
1

盯
弗
3
m
n

弟
前
6
H

伯
前
5
u

默
5
H
7
u

等
處
)
光
榮
頌
多
數
飾
於
天
主
娶
一
父
有
時
歸
於
學
父

和
墨
子
(
弟
後
3
M

希
口
訕
訕
伯
後
3

凹
默
1

5
6

等
處
)
在
新
約
中
絕
無
歸
於
聖
神
有
只
有
教
會
的
光

榮
頌
中
有
「
光
榮
歸
於
父
及
子
及
學
神
」
的
字
旬

見
光
榮
(
陳
)

2

入
空
巳
匕
些H
E
「
m
E
E
E
J是
舊
約
上
多
次

“
安
育
事
戶

」

4
-
3

，
、
用
來
稱
呼
天
主

的
名
號
格
外
是
在
約
書
上
竟
達
三
十
一
次
之
多
在
其

他
書
中
則
比
較
少
見
(
創
刊
品
戶
圳
的
4

間
盛
1

甜
缸

，
一
詠
的
目叭
叭1
依
臼
6

岳
I

H

則
-

M

m
s

)
這
個
名

士
稱
的
來
很
按
創
世
紀
的
記
載

是
天
主
自
己
顯
示

與
單

m
JA胞
們
的
咱們呼
戶
削
η
-
m
s

刊P
H
M
W
HM村
S

可至
於

戶
它
的
意
義
雖
然
失
多

數
的
學
者

成
以
為

是
「
有

大
能

461-465 直~ 

/\ 

的
」
「
全
能
各
」
如
此
亦
見
淤
絕
大
傲
的
譯
作
中
但

亦
有
的
學
者
郎
以
瓜
它
有
「
潮
總
」
「
拋
投
」
或

「
山
頭
」
之
意

見
天
主
(
韓
)

。

、
芒
車
聲
墨
、

「
目
。-
E
E
Z

J

全
熔
祭
顧
名

“
耳
司
J
K
間
也

記

/
出
豆
、

‘

-

k
y
d

f
z

，

3

、
思
義
是
將
犧

牲
在
舉
行
過
夜
手
R
A混
血
體
之
後
完
全
州
火
燒
其
煙
上

迷
于
天
之
意
(
撒
上

7
9

申
必
叮
叮
凹
肋
6

臼
等
)

肋
第
一
章
詳
細
地
描
寫
了
全

M
m祭
的
位
付
臥
在
那
京
舉

敗
中
每
天
有
兩
次
全
烙
祭
的
恕
行
即
反
祭
和
晚
祭
其

次
也
有
私
人
所
獻
的
全
婦
祭
姦
後
的
女
的
取
潔
(
肋

鬥M
S
-
-
)
廟
病
人
的
取
潔
(
肋
M
U
U
)

男
人

的
淋
病
及
女
人
月
經
後
的
取
潔
(
肋
叮
叮
甜
甜
)
及

獻
身
者
的
取
潔
(
戶
6

叩

H
)

見
祭
紀

(
緯
)

削
再
來
(可3
5
3

)

的
刑
罰
懲罰
(H
U
H
-
2
)

以
民
的
刑
法
制
度
是
相
當
復
雜
的
故
此
我
們
祇

可
以
在
這
里
作
一
種
統
計
式
的
介
紹
而
不
能
作
詳
細

的
研
究
大
致
說
來
以
民
的
刑
法
可
分
六
種
死
刑
充
軍

鞭
刑
同
態
復
仇
法
罰
款
及
奴
役

一
死
刑
訂
制
死
刑

的
目

的
在
梅
瑟
法
律
上
有
三

a

自

以
民
中
創
除
邪
惡

(
申

U
U
)
b

警
戒
他
人

戶
酬
的
n
v
c

以
死
刑

來
賠
補
過
的
仙
以
進
主
之
故
兔

見
來
臨

(
戶
h
n
?

品
)
概
括
言
之
它
的
目
的
就
是
為
保
持

以
鼠
中
的
和
平
幸
福
實
際
上
實
施
這
種
刑
罰
的
機
會

並
不
太
多
除
非
是
有
確
鑿
不
可
否
認
的
證
攘
時
才
加

以
使
用至

于
處
決
犯
人
的
方
式
則
有
以
石
砸
死
用
火
燒

死
及
斬
首
三
種
其
次
還
有
一
種
聖
經
上
沒
有
提
到
的

死
刑
方
式
|
|
勒
死
但
劫
覓
於
聖
經
之
外
的
以
民
法

上
這
裘
我
們
所
討
論
的
是
聖
經
上
的
刑
法

咄
咄
受
死
刑
的
過
犯
有
下
列
諸
項

1

通
姦
司
祭
的
已
婚
女
兒
與
人
通
姦
應
被
燒
死

(
肋
幻
9
)
有
婦
之
夫
與
瞬
人
之
妻
通
姦
時
二
人
皆

被
處
死
(
肋

m
u
)
按
後
期
錯
太
合
會
議
的
競
定
應

被
勒
死
與
已
許
配
與
人
的
處
女
在
城
內
通
姦
者
二
人

皆
應
以
石
頭
砸
死
(
申

n
扭
扭
)

2

人
獸
相
交
及
反
本
性
的
交
合
不
論
是
男
人
或

女
人
右
與
走
獸
交
合
(
肋
仰
自
時
)
或
犯
錯
姦
罪
者

(
肋
刮
目
)
皆
應
以
石
頭
砸
死

3

亂
倫
凡
與
自
己
的
母
親

(
肋
的

7
)
與
自
己

父
親
的
妻
室

(
肋
必
H
)
或
同
兒
媳
相
姦
者
(
肋
別

扭
)
應
以
石
頭
砸
死
凡
與
女
兒
(
肋
m
u
)
及
岳
母

(
肋
m
u
)
亂
倫
相
姦
者
應
以
火
燒
死

4

不
守
安
息
日
者
應
以
石
頭
砸
死

(
戶
的
叫
|

5

咒
罵
褻
續
上
主
的
人
應
以
石
頭
破
究
(
助
的
的

6

敏
拜
邪
神

凡
向

學
助

客
奉
獻
兒
女
者
「

h

h叫



『
2

」
h丹
軒
我
太
悔
月
亮
及
其
他
邪
一
聘
者
(
則
叮

2
i
J

地
~引
請
他
人
向
邪

一開
敬
禮
者
(
制
訂
7
|
U
)

，

煽
惑
圈
圈

于
城
居
民
向
邪
神
崇
拜
者
(
申
U
H
|
油
)
皆
應
以
石

一
頭
砸
死
擅
敢
以
天
主
的
名
義
冒
充
先
知
者
(
申m
m
)

以
及
以
邪
神
之
名
講
說
預
言
者

(
申

的
目
)
應
受
死

刑
(
勒
死
)

7

邪
街
凡
召
亡
魂
行
巫
術
作
占
卜
，
及
作
女
巫
者

都
應
以
石
頭
砸
死

(
肋
扭
盯
油
2

見
山
泣
叮
)

8

侵
害
父
母
凡
咒
罵
(
肋
泊
，
出
創
刊
)
擊
打

(
出
別
時
)
父
母
者
以
及
件
逆
不
孝
的
兒
子

(
申
訂

閱
|

缸
)
皆
應
以
石
頭
砸
死

9

拐
帶
人
口
者
應
受
死
刑

(
山
釗
M
)

ω
兇
殺
人
者
應
處
以
死
刑

(
山
幻
叩
)|
1

斬

;盟

首。

~ 

/、

二
充
軍
非
故
意
殺
人
者
判
以
充
軍
以
保
全
性
命

直
至
大
司
祭
死
亡
呵
呵
止
(
山
山
訂
閱
)

三
鞭
刑
這
種
刑
罰
祇
是
客
提
的
過
並
沒

有
清
楚

地
指
山
當
受
此
刑
的
具
體
過
犯

(
申

M
A
--

3
)

四
同
態
復
仇
法
這
種
刑
法
的
意
義
就
是
將
被
害

人
所
受
的
損
害
問
接
施
給
加
害
的
人
身
上
這
是
古
東

方
民
族
所
共
有
的
刑
罰
也
是
耶
穌
在
山
中
聖
訓

中
所

提
及
並
且
償
菜
的
法
律
「
以
眼
還
眼
以
牙
還
牙
」

(
瑪
5

抽
|

盯
)
這
種
法
律
右
按
宇
宙
H
行
起
來
是
很

殘
忍
的
故
此
在
梅
瑟
法
律
祇
提
及
到
應

以
這
種
刑
罰

來
懲
治
作
假
見
證
人
並
謂
不
應
加

以
憐
憫
(
甫
的

466 

五
罰
款
雖
然
叫
民
以
為
私
產
的
主
權
是
神
聖
本

可
侵
犯
的
但
是
破
獲
主
槽
的
犯
人
如

向
來
不
受
體
罰

而
祇
以
賠
款
了
事
罰
款
的
規
定
有
兩
種
方
式

1
不
以
研
受
的
損
失
為
標
擎
的
罰
款
比
如

a

一
隻
素
來
無
危
險
的
牛
偶
然
經
死
了
人
家
的

牛
前
者
的
主
人
紙
以
半
償
還
後
者
的
主
人
若
素
來
危

險
而
其
主
人
又
不
加
以
防
範

的
則
應
「
以
牛
還
牛
」

(
叭
叭
叫
自
)

b

倫
人
財
物
者
應
以
雙
倍
於
竊
物
的
罰
款
來
償

還
(
出
2
8
)

c

右
盜
賊
將
瓜
棚
來
的
羊
宰
殺
或
費
掉
應
以
四
倍

的
罰
款
償
還
(
山
山
釗
盯
)

d

若
將
偷
來
的
牛
宰
殺
或
費
掉
則
應
以
五
俏
的

罰
款
賠
償

(
出
釗
盯
)

e

若
將
某
人
存
於
第
三
者
家
中
的
款
項
或
物
品

偷
去
盜
賊
應
變
倍
償
還
(
尚

且
8
)
騙
人
財
產
者
亦

應
加
倍
償
還
(
出
泣
8
)

2

明
文
規
定
的
罔
定
罰
款
比
如

a

一
隻
牛
若
將
一
個
奴
僕
或
嬋
女
程
死
牛
主
應

將
三
十
個
銀
「
協
刻
耳
」
交
給
奴
僕
或
牌
女
的
主
人

(
出
幻
臼
)

b

右
某
人
引
誘
沒
有
結
婚

的
處
女
同
寢
前
者
應

付
出
一
定
的
科
體
(
出
U
M
H
)

c

強
姦
處
女
者
應
交
罰
款
五
十
「
協
刻
耳
」

(
申

泣
甜
甜
)

d
憎
惡
及
敗
壞
妻
子
名
譽
的
人
應
交
罰
款
一
百

銀

(
申

n
H

剖

)

六
奴
役
這
種
懲
罰
紙
是
實
施
於
那
些
撒
了
人
家

的
財
物
而
又
無
力
償
還
者
其
最
高
的
以
仗
翊
阪
神
崎
太

年
(
出
幻

2
2
2
)
(

的
立

6

的
U
C
L
n
u

「
斗Z

切
。
。r

。
m
H
P
=
m
Z

M明
X
M
Y
Z」海
軍
F
F
F
R
M
H
o
m
c
s
」

列
王
紀
是
位
約
史
告
之
一
也
是

去
R
C
D
Z
R
F

發
現
的
「
申
侖
山
丸
」
最
後
的
一
部
原
告
是
克
的
宜
的


m

不
分
上
下
這
可
見
諸
敘
利
亞
譯
木
廿
竹
到
封
荊
科

則
將
它
分
成
兩
卷
(
這
種
分
法
拉
]
通
行
木
隨
之
公

元
一
四
四
八
年
希
伯
來
文
本
亦
採
用
之

)
挂
將
它
與

微
莫
爾
紀
合
稱
瓜
「
列
圓
紀
」
從
此

有
列
一
列
二

(
即
今
日
的
搬
上
撒
下

)
和
列
三
列
凹

(
即
今
日
的

列
上
列
下

)
之
分
但
是
由
於
撒
與
列
從
文
體
與
寫

作

目
的
看
去
很
顯
明
是

兩
本
獨
立
的
央
書
因
此
近
代
學

者
都
一
致
將
它
們
分
關
稱
為
撒

上
繳
F

和
列
上
列
F

(
一
)
內
容
與
分
析

列
記
收
的
歷
史
鳳
翔
四
百
餘
年
(
九
三
3
i

五

八
七
)
即
從
遠
味
逝
世
開
始
記
載
制
制
制
的
歷
史
然

後
記
載
分
裂
後
的
南
北
兩
國
(
郎
猶
大
和
以
色
列

)

的
君
王
山
入
巾
分
裂
直
至
兩
國
先
從
於
七
一
二
及
瓦
八

七
年
淪
亡
為
止
因
此
列
可
分
為
下
列
三
大
部
份

第
一
部
份
撤
羅
淪
史

(
列
上
-
-
u
)

第
三
部
份
蚓
划
和
叫
倒
刺
兩
國
史(
則
上也
|

列
下
口
)

第
三
部
份
猶
大
國
晚
年
史

(
列
下
的
|
耐
心
)



司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列
記
載
南
北
兩
國
的
君
王
史
時

都
有
一
定
的
格
式
一
指
出
另
一
王
國
的
君
王
當
年
為

主
的
年
數
二
新
王
的
父
名
和
新
王
的
名
字
三
新
王
的

年
齡
四
王
都
南
國
常
是
耶
路
撒
冷
北
圓
則
是
提
爾
區

或
繳
瑪
黎
雅
五
為
王
年
數
六
論
猶
大
王
也
指
出
其
母

親
的
名
字
和
身
世
七
生
活
評
語
對
北
國
君
王
的
評
語

幾
乎
常
是
一
樣
即
「
他
留
戀
雅
洛
貝
罕
使
以
色
列
陷

於
罪
惡
的
罪
」
對
南
國
君
王
則
有
「
他
行
了
上
主
視

為
惡
的
事
」
或
「
他
行
了
上
主
視
為
正
義
的
事
」
八

史
料
來
源
猶
大
列
王
實
錄
或
以
色
列
列
王
實
錄
九
死

訊
十
葬
於
何
處
(
只
為
猶
大
君
王

)
十
一
…
繼
位
者
的

名
字

(
若
是
死
去
的
君
王
的
兒
子
的
活

)
十
二
論
蚓

大
王
也
指
出
繼
位
者
母
親
的
名
字

(
三
)
寫
作

列
的
寫
作
目
的
是
個
同
解
答
以
民
的
問
題
公
元
前

五
八
七
年
後
充
軍
凹
出
制
的
叫
民
目
睹
國
家
的
淪
亡

和
自
身
的
可
憐
處
境
對
天
主
以
往
肉
祖
先
們
的
許
諾

部
發
生
了
懷
疑
究
竟
天
主
的
恩
許
何
在
他
的
忠
誠
何

在
遠
味
王
國
的
永
久
性
何
在
為
解
答
這
些
問
題
作
者

以
往
日
的
史
實
一
再
強
調
申
命
紀
的
中
心
思
想
(
按

切
只
是
的
統
計
作
者
六
十
多
次
逐
字
引
用
了
中
的
經

旬

)
守
誠
命
則
生
存
犯
誠
命
則
死
亡
(申
扮
自
|
卸

)

因
此
作
者
的
目
的
不
是
寫
歷
史
而
是
寫
歷
史
料
學
事

一質
上
明
眼
的
讀
者
不
難
發
覺
作
者
對
許
多
與
他
的
寫

叫
一
作
目
的
無
闊
的
歷
也
只
是
作
個
簡
單
的
描

述
(
例
缸

戶
對
為
主
四
十
三
年
的
雅
洛
貝
牢
第
二
及
爵
王
五
十
二

466 在J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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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的
阿
匣
黎
雅
作
者
只
用
短
短
七
筍
描
述
他
們
的
生

平
參
閱
列
下
M
且
|
甜

的
1
|

7
)
而
對
其
他
與
宗

教
生
活
有
關
的
史
實
如
聖
殿
(
列
上
5
廿
|
8

的
)

背
約

(
列
上
n
u
-
-
M
m
)
宗
教
改
革

(
列
上
的

列
下
u
u
n
幻
)
后
王
與
先
知
的
關
係

(
列
上
口


U
列
下
3
|
7

的
-
m
)
等
部
長
篇
大
論
這
樣
的
歷

史
科
學
親
是
古
代
中
東
民
族
中
絕
無
僅

有
的

雖
說
如
此
可
是
我
們
並
不
能
因
此
便
斷
定
列
不

是
歷
史
因
為
它
雖
以
神
學
觀
點
記
述
或
解
釋
歷
史
可

是
它
記
載
的
部
是
有
根
攘
的
脫
出
入
這
一
點
設
們
可
以

自
作
者
參
考
的
史
籍
加
以
證
明
在
列
中
作
者
明
文
指

出
三
種
史
籍
撒
羅
漏
實
錄
(
列
上
叫
“
)
以
色
列
王

實
錄
(
列
上
M
U
)
猶
大
列
王
實
錄

(
列
上
M
臼

)

此
外
學
研
科
學
者
速
發
現
其
他
版
史
資
料
的
來
源
如
聖

殿
檔
笑

(
列
上
6
7
列
F

U
U
‘
的

M
H
U
3
|

幻
4
)
列
王
年
鑑
(
列
上
1
2
與
撒
下
9
-
m
似
山

自
此
會

)
和
先
知
傳
切
厄
里
亞
(
列

上
口
|

的
創
列

下
1

2
i
n

)
厄
里
受
(
列
下
2
1
l

B
H

U
H

n
)
依
撒
意
亞

(
列
下
的
口
i
m
H
)
舍
瑪
雅
(
列

上
u
n
[
訕

)
兩
位
不
提
名
的
先
知

(
列
上
口
列
下

鈞
時
|
叩
)
阿
希
雅
(
列
上
M
)
另
兩
位
不
提
名
的

先
知

(
列
上
幼
)
耶
胡

(
列
上
的
1
l
u
)
米
加
雅

(
列
上
泣
)
及
胡
耳
達
女
先
知

(
列
下
幻
u
|
甜

)

至
於
本
書
寫
於
何
時
則
不
易
罔
答
但
由
於
列
下

鈞
叮
|

叩

記
誠
巴
比
倫
王
厄
威
耳
默
洛
達
客

(
公
元

的
五
六
二

l

五
六
內

)
改
善

7
叫
氏
的
充
軍
生
活
以

後
便
結
束
這
本
替
我
們
可
以
揣
皮
列
以
現
存
的
形
述

大
概
寫
於
(
或
編
訂
於
)
公
元
前
五
六
二
l
五
三
八

(
復
國
)
年
間
可
是
在
形
成
現
存
的
形
式
以
前
可
能

幾
經
修
訂
刪
節
或
改
編

至
於
列
的
寫
作
地
點
是
耶
路
繳
泠
還
是
巴
比
倫

則
仍
待
解
弘
關
於
圳
的
作
&
由
於
到
下
"
的
叫
|
M
Q

抽

與
耶
門
凶
極
大
部
份
逐
字
相
同
且
列
的
以
民
展
史
及
文

體
與
郁
的
思
想
史
觀
及
文
體
非
常
類
似
因
此
猶
太
人

及
學
教
會
的
許
多
聖
師
和
學
者
招
符
列
的
最
俊
編
省

與
耶
的
最
後
編
者
向
是
一
人
很
可
能
就
是
耶
肋
米
必

先
知
或
至
少
是
一
個
深
染
耶
肋
米
祖
先
知
忠
心
的
人

(
三
)

神
學

由
於
列
的
寫
作
目
的
是
為
解
答
以
民
的
問
題
妙

強
調
申
的
恩
怨
因
此
列
的
神
學
恩
您
可
同
開
=
E
總
師

為
下
列
立
一
點

一
以
民
南
北
國
的
滅
亡
並
不
是
偈
瓜
天
主
不
忠

於
他
的
提
約
反
之
是
因
為
以
民
的
君
王
不
斷
討
天
主

不
忠
叫
做
壞
這
盟
約
事
實
上
北
國
十
九
個
君
王
都
走
了

他
們
的
閥
國
君
王
雅
洛
貝
罕
的
路
線
(
列
上
沾
自
-

m
)
行
了
上
主
視
為
惡
的
事
犯
了
使
叫
剖
州
的
於
非

惡
的
罪
(
列
上
的
甜
M

M
H
M
扭
扭
剖
?
扭
扭
臼
H

列
下
3
Z
S

U
目
l
u

u
3
H

M
卸
的
，
叫
扭
扭

口

2
只
是
對
為
王
僅
一
月
的
沙
陸
沒
有
下
類
似
的
評

語
參
閱
列
下
的
問
|

間

)
而
南
國
的
二
十
個
君
主
中

除
了
希
則
克
雅

(
列
下

U
S
)
及
約
央
雅

〔
列
下

n

z
)
是
真
正
熱
心
的

君
主
外
六
個
沒
有

完
全
中
心恥
、

主



、
主
「
圳
士
的
u
|
H
U
H
H
列
下

U
S
‘
H
叫
，
‘
的

站
~
﹒

4
訕
訕

)
J其他
十
三
個
都
行
了
上
主
觀
寫
惡
的
事

~
(
列
上
M
n
M
M
S
列
下
8
M軒
u
m
s
﹒
到
3
|
，

一
個|
扭

的
心
扭
盯
圳
的
-
m

至
於
岡
山
哈
里
雅
女
王
則
沒
有

"

下
評
語
參
閱
列
下
U
I
1
3
但
同
一
章
的
笛
劫
暗
示

她
也
拜
了
邪
科
)
此
外
在
列
上
口
列
F

口
7
|
且
及

創
刊
|

時
作
者
特
別
明
文
指
出
撤
甜
點
漪
王
國
之
所
以

分
裂
以
及
以
色
列
與
猶
大
國
之
所
以
滅
亡
完
全
因
寫

他
們
狙
罪
背
棄
了
上
主

二
天
主
是
「
言
出
必
行
」
的
他
的
聖
言
是
以
民

歷
史
的
領
導
人
他
說
的
蒜
、
必
應
驗
無
疑
翁
了
證
明
這

道
理
作
者
取
材
於
先
知
學
院
的
文
獻
引
用
了
四
十
五

徊
不
同
的
事
實
證
明
上
主
的
預
言
無
不
應
驗
其
中
列

上
引
用
了
二
十
五
個
事
實
(
二
十
二
章
替
中
十
五
章

有
這
類
記
載
)
列
下
引
用
了
二
十
個
事
實
(
二
十
五

章
書
中
二
十
章
有
這
類
記
載
)
作
者
之
所
以
如
此
強

調
天
主
「
言
出
必
行
」
的
道
理
是
為
一
再
激
起
讀
者

的
信
心
叫
他
們
在
目
前
的
可
憐
處
境
中
仍
深
信
天
主

必
要
實
踐
他
在
盟
約
中
肉
祖
先
許
下
的
恩
許

三
飯
然
天
主
言
出
必
行
因
此
他
給
達
昧
的
許
諾

即
他
的
王
權
永
遠
常
存
(
撒
下
7
8
|
M
)
必
要
應

驗
目
前
一
切
可
憐
的
處
境
(
國
家
淪
亡
君
王
倒
台
以

民
充
軍
)
都
阻
磚
不
了
言
出
必
行
的
天
主
實
踐
他
對

瀏
喇
的
許
志
為
了
強
調
這
一
點
作
者
一
在
賽
中
四
十

次
之
多
提
及
遠
味
而
其
中
七
次
直
接
七
次
間
接
提
及

天
主
給
瀏
喇
的
許
諾
(
則
上

2
.

“
3
.
7
H
5
M

益~ 

J、467-469 

6
u
U

缸
"
“
"
的
‘

s

則
下
8
"
)

，
二
多
次
指
明

天
主
「
寫
了
瀏
喇
的
緣
故
」
會
特
別
保
護
了
南
固
樹

大
(
列
上
口
扭
扭
剖
扭
扭
的
‘
列
下
8
M
W
M
)
相

反
北
國
以
色
列
如
「
困
了
它
的
始
祖
雅
洛
貝
罕
的
罪
」

而
滅
亡
(
列
上
M
H
)
三
二
十
個
南
國
君
王
中
指
出

十
二
個
「
葬
在
他
祖

父
達
咪

城
內
」
(
列
上
M
n
的

s
M
m
u
列
下
8
H
9

扭

u
n
M
m
鈞
街
，
甜
的m
n

叩
)
四
以
巴
比
倫
王
厄
威
耳
默
洛
達
客
改
善
對
以
民

的
待
遇
作
全
書
的
結
論
用
以
給
以
民
留
下
一
線
曙
光

期
待
叫
民
厄
運
的
好
轉
(
到
下
封
封

|

卸
)
。
作
者
用

這
四
種
方
式
強
調
達
味
王
國
的
永
存
性
不
外
是
預
言

默
西
亞
王
國
的
永
恆
性
(
路
1

也
詞
)

(
梁

)

7

刊
H
a
叫
苟
且
直
戶
\
切
。
"
戶J
印
章
的
用
途
古
今

“
n
E
Z
Z
R
E
g

」

t
l

二

1
-

J
m

、
中
外
是
有
同
樣
目

的
說
是
寫
證
質
文
件
的
純
真
(
列
上
刻
﹒
依
8
M
厄

下
ω
1
2
)
信
件
封
條
的
真
偽
及
物
件
的
隸
屬
格
外

是
在
陶
器
上
(
約
必
H
達
6
"

寫
幻
M
默
5
1
2
)

它
平
常
是
串
以
細
繩
掛
在
頸
上
(
創
刊
油
油
自
歌
8
6
)

或
者
猶
如
戒
指
戴
在
手
指
上
作
為
一
一
種
裝
飾
品
(
創

叫
“
耶
扭
扭
)

國
章
的
樣
式
有
兩
種
郎
輪
板
章
及
平
板
章
這
里

所
提
出
討
論
的
是
輸
板
章
蓋
平
板
章
已
見
於
另
一
條

文
(
甲
蟲
章
)
輸
板
章
是
一
一
種
世
間
最
古
老
的
圖
章

導
源
於
夠
對
荊
瀏
喇
困
地
區
的
問
輯
人
及
蚓
制
制
人

它
遠
在
公
元
前
四
千
年
左
右
說
已
存
在
直
至
公
元
前

四
世
紀
左
右
才
漸
形
俏
遊
它
』
石
灰
石
大
步
石
放
其

他
更
堅
硬
及
寶
貴
的
石
頭
裂
成
高
約
十
五
至
四
十
五

公
分
直
徑
在
十
公
分
左
右
中
間
有
制
以
便
於
運
用
及

嘴
帶
在
國
輸
的
表
面
上
刻
以
所
選
擇
的
及
布
代
表
性

的
圖
案
自
公
元
前
兩
千
二
百
年
始
亦
慣
於
刻
上
一
旬

題
銘
這
種
圖
章
固
然
導
源
於
北
方
但
在
墓
地
甚
至
南

方
的
埃
及
亦
有
所
發
現
不
過
寫
數
較
少
考
古
學
者
在

巴
力
斯
過
所
掘
出
的
輪
板
形
圖
章
約
有
二
百
個
左
右

至
于
在
另
一
個
文
明
古
國
|
|
喇
別
|
|
所
用

的
圖
章
大
多
是
平
板
章
亦
稱
為
「
甲
蟲
章
」
始
自
公

元
前
兩
千
二
百
年
左
右
在
研
制
上
學
喇
喇
將
聖洗
聖

事
比
作
天
主
在
信
友
身
上
蓋
的
印
章
(
如
倒
下

1

n
州

-
H
)
天
主
在
被
選
者
的
額
上
作
的
記
號
也
被
稱
為

印
章
(
默
7

•• 

9
4

等
)

見
甲
蟲
狀
國
章

(
韓

)

“
M
M
V缸
，
~
「
H
E
E
J
地
名
品
亞
洲
南
+
州
的
一
個

4
1
'

，

1

，
、

大
半
島
墨
三
角
形
北
有
到

閣
制
蚓
山
為
田
們
將
之
與
到
州
大
陸
隔
札
鍾
然
在
斟
斟

上
會
一
兩
次
提
到
它
是
波
斯
帝
國
薛
西
斯
王
朝
的
西
方

邊
界
(
艾
1
1
8
9
)
及
在
瑪
加
伯
傅

上
提
到
作
戰

時
駕
取
象
的
問
副
人
(
加
上6
缸
)
，
但
對
用
圓
的
瞭

解
在
聖
經
時
代
是
很
微
小
的
新
約
中
根
本
沒
有
接
過

它
(
韓
)

砂
唔
，3
H
F
三

g
o
J

人
名
在
歐
美
各
國
似
乎
僅

4
4
/
A
l
t
-司
/
Z
o
g
g

」
是人
與
人
之
間
的
辨
別
稱

呼
而
已
它
本
身
並
無
特
殊
內
意
義
但
是
在
聖
經
上
及



一
切
古
東
方
文
化
國
家
中
(
制
國
亦
快
的
)
名
字
與
人

如
有
看
密
切
關
係
它
在
象
徵
或
代
表
著
人
及
人
的
性

格
特
點
志
廠
等
那
里
有
人
的
名
字
那
里
也
便
有
那
個

名
字
代
表
的
人
(
見
耶
叫
付
，
「
上
主
你
常
在
我
們
之

中
我
們
是
歸
你
名
下
的
人
」
)
沒
有
名
字
的
根
本
就

不
存
在
(
訓
6
刊
)
無
名
字
的
人
是
無
足
輕
重
是
可

卑
的
(
約
"
8
)
故
此
天
主
創
造
萬
物
之
後
托
付
亞

當
給
它
們
起
名
字
(
創
2
u
|
詞
)

給
某
人
某
物
件
地
方
或
城
市
命
名
是
在
指
示
此

人
對
所
起
名
之
人
物
地
方
或
城
市
有
佔
有
及
支
配
權

力
比
如
亞
當
之
於
飛
禽
走
獸
(
創
2
u
l
卸
)
約
阿

布
之
於
辣
巴
(
徹
下
也
甜
)
七
位
婦
女
之
於
某
一
另

手
(
依
4
1
)
乃
背
法
郎
之
於
制
蚓
針
(
則
下
幻
叫
)

拿
步
高
王
之
於
漆
德
克
雅
(
列
下
叫
叮
叮
)
相
反
地
毀

鐘
某
人
的
名
字
在
意
昧
著
消
滅
某
人
使
某
人
不
得
留

名
後
世
(
見
申
7
剖
9
H

詰
u
m
m
綜
7
9
鐵
m
T

索
1
4
)
由
名
冊
上
刪
去
某
人
之
名
意
調
死
亡
及
不

得
救
援
(
出
叫
“
自
一
詠
的
目
)
反
之
某
人
之
名
被
錄
於

天
國
冊
上
或
生
命
冊
子
上
是
指
某
人
與
天
國
有
份
是

天
國
的
一
員
(
路
昀
甜
默
，
詢
問
臼
)

在
人
生
歷
趕
上
還
有
重
大
變
故
之
際
亦
有
更
換

名
字
的
習
價
比
如
亞
巴
郎
的
改
名
為
亞
巴
辣
字
(
創

.U
S
)
撒
辣
依
改
稱
喇
喇
(
創
口
自
)
，
蚓
制
制
易
名

τ
為
以
色
列

(
創
刊
抖
目)
若
瑟
之
故
稱
為
區
受
納
特
帕

到
一
刮
到
祖寺
(
倒
叫
“
叫其
次
對
新
生
嬰
兒
的
命
扎
有
時

戶
是
，
與
當
時
經
在
的
環
境
歲
生
母
身
舔
冀
的
屑
的
心
情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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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帕
如
喇
喇
喇
(
削
m
e
)
.
岡
制
蚓
及
蚓
創
制
(
創
鈞

扭
扭
)
勒
鳥
本
(
創
扭
扭
)
西
默
盎
{
創
扭
扭
)

以
及
肋
未
等
人
的
誕
生
及
命
名
(
創
m
M
)
僅
是
許

多
例
子
中
的
學
學
之
大
者
並
且
也
有
不
少
的
人
名
是

與
動
物
或
植
物
有
關
的
比
如
肋
阿
(
即
野
牛
)
辣
黑

耳
(
母
羊
)
德
波
辣
(
蜜
蜂
)
約
納
(
筒
子
)
厄
龍

(
據
樹
或
樺
樹
)
塔
瑪
爾
(
棕
樹
)
等
最
後
還
有
不
少

的
名
字
是
與
天
主
有
密
切
關
係
的
諸
凡
具
有
「
厄
耳
」

(
如
問
司
甜
甜
雖
|
|
天
主
是
仁
愛
的
叫
周
到
湖
嘲
|
|

天
主
愛
護
了
阿
彼
耳
|
|
i
天
主
是
父
親
)
「
雅
」

「
亞
」
及
「
耶
」
(
如
雅
赫
待
|
|
天
主
引
領
依
繳

意
亞
l
l
上
主
是
救
援
耶
穌
|
l
上
主
是
天
主
)
者

皆
是

以
某
人
之
名
來
發
令
行
事
即
是
以
某
人
之
能
力

及
權
柄
來
發
言
行
事
(
撒
上
口
“
封
s
9
依
4
2
等
)

多
次
名
字
代
表
人
的
「
名
譽
」
及
「
聲
望
」
(
創

u

‘
u
z
撒
上
m
m
撒
下
8

間
)

天
主
對
以
民
是
高
深
莫
測
奧
妙
隱
諱
的
但
天
主

均
是
仁
愛
的
他
降
尊
就
卑
不
時
將
自
己
顯
示
與
以
民

參
與
別
民
的
應
史
演
變
因
此
天
主
的
學
名
對
以
民
來

說
是
應
受
是
慕
(
詠
5
凹
的
討
川
m
削
弱
6
)

感

謝
(
編
上
“
自
詠
抖
6
)
讀
美
(
撒
下
且
目
詠
7口9

2
等
)
及
敬
畏
的
(
申
m
H
詠
創
6
錐
之

關
于
「
天
主
的
學
名
」
參
見
天
主
耶
穌
聖
名
見

耶
穌
基
督
條

(
臨
陣
U
V

m巾
品
圍
」
、
心
草
、
開ω
2
月H
J若
想
自
聖
經
上
成
尋
天

，

j

:

j

F
S

K
忠
于
宙
間
的
科
學
知
就

是
不
可
能
的
因
為
聖
經
是
一
本
天
主
啟
示
的
有
關
人

靈
宗
教
的
書
籍
而
不
是
討
論
自
然
科
學
的
書
本
因
此

在
提
及
「
大
地
」
l
|

形
狀
及
性
質
|
|
的
時
候
我

們
應
當
知
道
聖
經
的
作
者
僅
按
當
時
其
所
能
目
睹
的

外
表
及
其
有
限
的
地
理
常
識
而
加
以
發
揮
這
正
如
我

國
古
代
的
學
者
將
本
國
稱
之
為
「
中
國
」
作
氣
世
間

之
中
心
的
錯
誤
觀
念
是
毫
無
二
致
的

一
大
地
的
形
狀
人
們
居
住
的
世
界
是
個
球
狀
的

巨
大
的
物
體
在
以
民
的
腦
海
中
是
不
可
思
議
的
他
們

完
全
沒
有
這
種
觀
念
相
反
地
他
們
以
為
大
地
猶
如
一

隻
扁
平
的
圓
盤
大
地
的
邊
緣
周
圍
以
水
寫
界
(
一
詠
叫
的

2
m
e
船
上
2
.
刷
上
的
m
制
必
‘
)
。
大
地
的
下

面
也
是
水
|
l
「
深
淵
」
(
創
7
u
s
z
m
w
品

出
切
4

申
訂
閱
鐵
8

油
)
但
是
大
地
劫
不
是
飄
浮
不

定
的
而
是
固
定
於
大
海
之
上
的
(
撒
上
2
8
一
編
上
的

叩
…
制
M
M
2
m
m
l
川m
s
制
必4)，
是
天
主
自
己
將
它
安

置
在
堅
固
的
基
礎
上
(
撇
下
泣
間
依
"
的
油
的n耶
H
M

盯
米
6
2
詠
的
時
也
5

鐵
B
m
)
或
安
置
在
「
大
地

的
交
往
上
」
(
詠
乃
4

約
9
6
繳
上
2
8
)
至
于
這

比
一
一
「
支
桂
」
是
被
按
裝
在
什
麼
之
上
則
不
得
而
知
在

這
大
地
之
L
凹
蚓
蚓
蚓
及
蚓
京是
中
心
點
(
圳
叩
呵
呵

5
5
)
是
惟

一
不
可
動
搖
的
(
訓
1
4
)
白
地
下
福倒

也
來
的
水
還
成
河
流
導
向
大
海
(
訓

1

，
」
犬
海
之

下
的
地
方
區
兩
個
崎
「
陰
間
」
個
淹
死
，
人
的
思
慮



.• 

、

之
，
天
地
的
性
質
宇
宙
是
由
天
空
，
稍
大
地
所
構
成

助
~
「
制
l
z
2
‘
M
M

圳
例
如
“
u
等
職
5
u

創
口
缸
等
)
。

~
但
有
時
也
將
宇
宙
分
成
三
個
部
份
|
|
天
空
大
地
海

一
洋
(
叫
約4
u
詠
…
叫
‘
自
制
4
臼
M
h

駒
ω
l
U
M
7
叭
叭

-
1
)
或
謂
「
天
上
地
上
地
下
」
(
斐
2
口
默
5
3
)

土
天
是
天
主
的
寶
座
下
地
是
他
的
胸
凳
(
依
“
1

宗

7
"

瑪
5
M
)
二
者
皆
為
天
主
所
造
是
天
主
的
所

有
物
(
詠
剖
‘
格
前
ω
目
)
天
主
是
大
地
的
主
宰

(
匣
4
H
默

叫
‘
亦
見
友
6
時
瑪
U
E
路
沁
剖
宗
口

H
)
師
既
然
天
主
將
自
己
的
寶
座
安
置
在
天
上
於
是
下

地
是
留
給
世
人
居
住
的
地
方
(
創
1

目
詠
山
時
訓
5

1
)
也
正
因
此
上
天
是
一
切
超
自
然
性
靈
性
及
神
聖

的
來
源
而
大
地
則
是
一
切
物
質
自
然
性
及
罪
惡
的
淵

源
(
創
3
口
格
前

的
“
-
H

哥
3
2
)
大
地
也
使
多

次
成
了
世
間
人
類
的
代
名
詞
(
創
6
u
申
U
I
依
M

Z

默
的
2
)

兒
宇
宙
觀
陰
間

;1[ 

(
韓
)

η
心
團
血
仇
\
Z
O乎已
逞
。
門

E
J
在
信
約
中
人
死
後

4
Z
E

企
訕
訕

/
』
口
H
O
E
口
ω

、

」

J
P
:
i
i
z
o
、
所

居
留
的
地
方
稱

之
為
陰
間
或
陰
府
在
那
里
無
善
人
惡
人
之
分
無
賞
罰

之
施
(
見
陰
府
條
)

在
新
約
上
關
於
這
個
處
所
和
觀
念
卸
清
楚
的
多

了
它
是
天
主
處
罰
怨
人
的
地
芳
(
瑪
耐
心
叫
拉
伯
後
2

‘

l

u
)
是
受
舌
的
地
方
在
它
內
有
烈
火
焚
燒
(
瑪

3
時
5
血
路
3

，
谷
9
叫
“
)
它
的
火
是
不
滅
的

-,
J、

471-474 

是
永
遠
的
(
研
M
M
﹒
獵
7

筍
)
，
是
一
座
「
火
獄
」
《
誠

5
且
ω
曲

創
9
"

則
u
s
)
。
在
這個
「
火
客

」
里
有

哀
號
切
齒
(
瑪
口
臼
叫
的
訂
)
「
那
里
的
蟲
子
不
死
」

(
谷
9

刊
)
它
漏
是
黑
暗
(
瑪
8

u
U
H
鈞
抽
)
而

被
驅
來
此
處
受
箭
的
是
那
些
一
無
信
的
人
(
宗
2
n
3

n
4
u
)
心
硬
的
人
(
羅
2
5
)
因
寫
他
們
招
惹
天

主
的
義
怒
(
甜
點
6
且
受
3
刊
)
「
人
死
後
都
應
出
現

於
基
督
的
容
判
台
前
或
善
或
思
領
取
相
泊
的
報
應
」

(
格
後
5
u
見
羅
2
6
8
)
這
種
報
應
的
公
開
顯

露
部
在
末
日
的
公
審
判
之
時

(
格
前
4
5

羅
2
站
得

後
1
5

|
叩
希
ω
盯
)

雖
然
上
面
關
于
地
獄
的
敘
述
是
很
具
體
驚
人
的

但
在
新
約
中
祇
有
若

望
給
我
們
揭
示
了
地
獄
的
真
意

義
及
最
大
的
苦
刑
就
是
永
遠
與
天
主
的
隔
絕
分
離
被

天
主
所
拋
棄

(
若
3
S
H
|
油
站
8

日
右
-
3
叩
若

三
日
節
參
見
得
後
1
.
M
)

地
叫
做
又
名
為
吋
RH
R
E

f
-
且
是
希
臘
神
品
上
的
名

詞
指
示
那
些
反
抗
艸
祇
的
巨
人
受
到
則
鳥
斯
神

(
N
?

5
)
的
懲
罰
之
後
受
苦
刑
的
地
方
只
一
次
見
於
聖
經

謂
天
主
懲
罰
了
那
些
犯
罪
的
天
使
將
他
們
投
入
「

地

獄
」
郎
「
幽
暗
的
深
坑
」
(
伯
後
2
.

)
它
雖
然
是

個
神
話
名
詞
但
與
聖
經
啟
示
的
解
釋
是
毫
無
困
難
的

(
韓
)

m
地
理
(
∞
川
的
叫
叮
叮
們
)

見
巴
力
斯
坦

的
地
中
海
(
詩
刊d
M
M
H
W
ι

是
位
於
亞
洲
西
部
非
洲
北
部
及
歐
洲
東
部
之
闊

的
一
個
內
海
其
面
積
約
為
二
百
五
十
萬
平
方
公
里

舊
約
稱
之
為
「
大
海
」
(
蘇
1
‘
9
1

的
n
H
幻
﹒

圳
特
甜
)
「
西
海
」
(
申
U
H
M
2
岳
2
甜
匣
M
8
)

「
培
肋
舍
特
海
」
(
山
山
幻
剖
)
及
「
約
培
海
」

(
厄

上
3
7
編
下
2
H
)
在
聖
地
沿
地
中
海
的
邊
緣
上
歷

來
為
培
肋
舍
特

λ
研
尼
基
人
及
後
來
的
希
種
及
羅
馬

人
所
佔
有
他
們
並
由
此
地
遠
行
航
海
經
商

在
新
約
時
代
羅
馬
人
將
他
們
的
文
化
推
向
每
一

個
沿
蝴
叫
制
的
地
區
國
乳
制
制

(
到
9
甜
|
“

ω

5
U
H
)
凱
撒
勒
雅
(
宗

m
I
H
M
U
U
U
)

及

仆
托
肋
買
(
宗
幻
7
)
是
當
時
墓
地
的
重
要
港
口

喇
喇
在
他
傳
教
工
作
上
會
不
少
次
航
行
於
地
中
海
更

在
被
解
赴
羅
馬
的
行
程
中
自
凱
撒
勒
雅
乘
船
橫
渡
地

中
海
抵
達
羅
馬
(
宗
幻
e
m
u
)

見
海
洋

韓

同
心
"
u
-
吟
草
、
乞
命e
b
-
-
-
E

、
門U
g
z
m
z
m
w
-

何
可
。n
Z
J

F恥
A
m門
在t
B
E
t
-
e
s

v
E
C
g
E
E
O
\

地
質
學
者
研
究
巴
力
斯
坦
地
質
的
構
造
及
斷
層

情
形
關
於
地
質
時
代
所
得
結
論
大
致
相
同
此
處
祇
客

述
草
地
地
質
史
模
概

如
果
將
中
國
與
巴
力
斯
坦
的

地
質
史
作
一
比
較

可
說
我
國
大
陸
大
部
份
地
質
的
精
成
開
始
於
古
生
代

而
巴
力
斯
組
部
始
於
較
晚
的
地
質
時
代
屬
於
古
生
代



的
化
石
僅
發
現
於
制
叫
川
東
及
凹
力
斯
坦
極
南
部

郎

阿
卡
巴
海
灣
西
岸

在
中
生
九
彌
漫
草
地
的
海
水

(
當
時

蝴
喇
喇
與

印
度
洋
還
是
相
連

的
)
逐
漸
退
去
而
升
起
一
些
山
脊

及
高
原
如
約
但
束
的
山
地
雪
地
南
部
的
乃
事
布
和
北

方
的
黎
巴
嫩
及
赫
爾
孟
山

在
新
生
代
山
脊
的
隆
起
自
剩
凹
喇
往
南
伸
延
與

加
里
肋
亞
加
爾
默
耳
山
和
巴
力
斯
坦
的
中
部
連
接
成

一
大
山
脈
環
繞
比
山
脈
的
海
水
叉
逐
漸
退
去
同
時
在

約
但
河
東
北
叉
噴
山
一
些
火
山
在
這
時
代
的
第
三
世

紀
末
菜
由
北
敘
利
站
到

阿
卡
巴
梅
何
發
生
了
深
度
的

斷
裂
以
後
又
山
現
了
陀

、

他
裂
縫
其
中
較
大
的
竟
將
撒

瑪
黎
雅
及
加
里
肋
亞
的
山
分
閃
而
形
成
厄
斯
得
隆
大

平
原
同
時
捏
一地
中
部
的
低

地
也
陸
升
起
來

現
今
巴
力
斯
坦
特
殊
多
形
的

地
勢
是
在
新
生
代

(
約
始
於
二
千
篇
年
前

)
因
海
洋
的
沉
澱
河
流
的
沖

積
火
山
及
地
炭
的
影
響
逐
漸
形
成
的

從
發
掘
山
來
的
一
些
洞
穴
遺
址
可
以
證
明
在
石

器
時
此
約
於
卡
五
禹
年
前
在
凹
划
蚓
姐
已
有
人
居
化

(
翟

)

布
b
p
阻
J
「
u
a
m
E
S
J
多
丹
是
雅
汪

(
即
後
日

‘

二
，

-

-
J
'

、
希
臘
)
的
一
民
族
名

一
(
創
ω
﹒
)
但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相
一
些
古
抄
本
或
作

一
洛
丹

(
M
g
e
g
g
)或
作
多
納

(
口
。2
5
)
見
編

神
戶戶
上
1
7

州
州
幻
內

475-478 J!í -~ 
/、

門
桶
m
JV

K用
V
h
v
h己
「

U
。
r
J

t請
「
觀
察
瞭
望
」
原
是

4
4
5
3
=
p
f
U
E
Y

』
|
|
|
|

|
|
|
|

l

d

d
H

t
'

，
、
阿
步
波
的
兒
子

仆
托
肋
米

在
耶
里
哥
平
原
的
一
座
高
崗

上
建
造
的
一
個
小
堡
壘

由

其
上
可
以
俯
緻
耶
里
哥
整
個
平
原
仆
氏
受
岳
文
息

孟
委
任
何
坤
耶
里
哥
平
原
的
總
管
野
心
勃
勃
有
意
取
代

后
才
〈
而
獨
攬
大
權
遂
設
計
在
多
克
小
堡
內

陷
害
了
岳

父
和
兩

個
舅
舅
瑪
塔
提
雅

和
猶
大
事
見
淤
加
上
的

口
|

M

A可
在
耶
里
哥
西
北
約
六
公
里
的
「
四
旬
山
」

北
扭
曲
下
湧
出
的
水
泉
尚
名
叫
杜
克
泉

(
〉
3
U
E
m
)

「
凹
旬
山
」
頂
上
尚
有
一
座
堡
壘
筒
址
的
治
趴
名
叫

特
間
的
口
比
耳
哈
瓦(
吋
早
已
口
2

丘
，
z
m
建
立
恐
即
多
克

小
堡
倚
址
的
所
在
地

(
漁

)

門

V
K
V
H
V
E
「
。
。"
Z
D
J
多
堂
原
是
客
納
罕
地
的

，

A
F多
J
d
ZJ
f
U
B
E
F

」
﹒
-
-
-

二

二
，

-
7
D
K

一
古
城
如
今
名
叫
多
堂

廢
城

(
斗
丘
戶
口
。H
E
D
)位
於
撒
瑪
黎
雅
和
恩
加
掌

之
間
離
撒
瑪
黎
雅
約
十
八
公
里
離
恩
加
率
約
八
公
里

右
瑟
在
此
地
覓
得
了
他
的
兄
弟
亦
在
此
地
呵
呵
他
的
兄

弟
所
出
賢

(
創
們U
M
1

抽

)
阿
蘭

(
大
馬
士
准

)
王

願
在
此

地
捉
拿
先
知
厄
里
旻

(
列
下
6

8
I

H
)

放
羅
斐
乃
入
侵
大
司
祭
約
雅
金
要
人
民
把
守
要
隘
其

中
就
有
多
堂
後
馮
敵
軍
侵
佔

(
友
4
6
7
7
3
M
)

公
元
一
九
五
三
年

一
隊
美
國
考
古
學
家
在
真地
從
事

發
掘
經
過
幾
年

一
連
串
的
發

掘
以
後
證
寶
其
地
自

銅

器
時
代
前
期
至
鐵
器
時
代
都
有
人
居
住
後
在
希
磁

羅
馬
時
代
亦
有
人
居
住

(
過
叫
回

嗎
?
9
恤
叭
「
→
Z
S
S
J
人
名
依
正
巾
的
引
來
文
原
打

a

J

4

9
1

罰

，

、
「
雙
生
」
之
意
(
見
創
封

“
)
希
臘
文
作
狄
狄
際
意
即

「
雙
生

」
此
希
臘
名
成

了
多
默
的
別
名

(
伊
拉口
時
m
H
剖
2
)
是
耶
穌
的
十

二
位
宗
徒
之
一
在
十
二
米
徒
中
他
所
佔
的
位
宜
在
內

個
宗
徒
名
單

上
器
有
出

入
的
第
三
位

(
宗
1

刊
)
第

七
位

(
瑪
的
2

1

5
)
第
八
位
(
芥
3
M

l

凹

路
6

u
l

H
)
關
於
這
位
宗
徒
的
生
平
性
格
在
對
觀

一禍
首

上
絕
少
提
及
倒

是
若
望
一
福
音
給
政
們
留
-
F
了

一
些
線

紮
使
我
們
得
以
稍
為
認
識
這
位
耶
穌
將
選
的
門
徒

在
耶
穌
冒
險
前
往
伯
達
尼
的
時
候
多
默
妓
勵
示

徒
們

要
緊
隨
耶
穌
「
我
們
也
去
同
他
一

起
先
吧
」

(
E
U
H
)
這
品
證
明
多
默
在
宗
徒

們
之
間
是
合
怕

當
影
響
力
的
最
後
晚
餐
中
多
默
好
似
代
在
宗
心
他們
叫

耶
穌
「
主
次
們
不
知
道
你
從

那
里
去
怎
麼
會
知
道
那

條
路
呢
」
耶
穌
罔
答
他
說

「我
就
是
道
的
價
班
生
命

1 一

(
刊右
M
4
l

6
)
耶
穌
復
活
後
顯
現
趴
帕
米
徒
們
多
默

不
在
場
事
後
強
調
一
定
先
要
純
白

K
甘z

看
F

耶
穌
的
傷

痕
然
後
才
相
信
果
然
慈
祥

的
耶
穌
使
其
旬
願
以
償
占

斥
他
的
無
信
此
時
多
默
公
開
謙
遜
的

，

來
e
d已
過
性
發

山
了
全
部
新
約
上
最
美
麗
的
信
德
證

一百
「
或
主
說
天

主
」
(
右
m
H

詞

)
幾
天
之
後
當

他
同
伯
多
線
及

其
他
五
位
門
徒
捕
魚
的
時
候
耶
穌
重
新
顯
現
給
他
們

(
若
創
2
)
在
向
其
他
的
門
徒
眼
見
耶
穌
卉
天
後
共

聚
於
晚
餐
聽

訢
為
在
領

受
天
主
娶
一
閥
的
特

恩
之
後
大

家
快
樂
男
設
計
"
可
外
傳
傷
耶
訝
的
福
音

「
寫
h叫
“w
h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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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

9
F
l
p
b
k
二
、

4
'，

I
K

主

η
帥
"
。
同
豆
。
B
S
J

m
a月
三
個
高
」

/
E

司
制
醉
f
k
r
n
H
E
m
吋
Z
B
S

」

僑
經
本
書
原
文
為
創
利
因
語
著
於
第
三
世
紀
中

葉
與
別
的
傌
宗
徒
大
事
錄
相
彷
的
地
方
即
是
嚴
肅
主

義
輕
現
婚
姻
的
學
說
等
不
相
似
的
乃
是
它
的
文
體
優

美
和
它
的
完
整
本
書
浦
合
諾
斯
士
派
的
道
理
保
存
了

制
制
到
派
的
詩
詞
和
創
利
副
教
會
總
筍
上
的
許
多
禱

詞
和
風
習
摩
尼
教
徒
很
喜
歡
使
用
此
書
由
于
此
到
第

五
第
六
世
紀
儀
亞
北
狄
雅
和
都
爾
城
捏
一
額
做
客
(
可


C
B
苟
且
5
.
H
a
E
D
O
E
E
)
刪
去
了
一

些
諾
斯

士
的

教
義
而
以
拉
丁
文
出
版
了
一
本
修
正
適
合
天
主
教
教

義
的
多
默
大
事
錄

有
些
現
代
學
者
以
為
本
書
原
為
一
本
基
督
化
的

釋
迦
牟
尼
傳
記
筆
者
不
敢
贊
同
此
說
雖
然
不
能
否
認

第
三
世
紀
敘
利
亞
的
諾
斯
士
作
者
如
巴
爾
德
撒
乃

(
囡
"
且B
E
2
)
對
佛
教
相
當
熱
誠

(
古
)

"
P
P
甜
"
「
U
R
)兩
爾
意
謂
「
括
他
仆
隨
客
納

a
d
i
-
-

'

、
牢
地
的
一
古
城
地
中
海
東
岸

的
一
個
海
口
在
加
爾
默
耳
山
南
約
十
五
公
里
在
凱
撒

-'
J、479-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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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漁

)

m
b
p
區
各
「

2
)
多
厄
格
意
謂
「
惜
」

4

二

二

l
j

」
月

1

，
、
是

依
社
默
雅

(
厄
東

)

人
在
撒
鳥
耳
王
前
究
盡
何
職
學
者
意
見
不
一
有
的
說

是
侍
倫
長
有
的
說
是
主
管
畜
牧
有
的
說
是
駕
駭
車
馬

達
味
由
知
心
好
友
約
納
堂
得
知
其
父
撒
鳥
耳
己
決
心

要
謀
害
自
己
後
就
與
制
叫
到
泣
別
逃
往
諾
布
求
見
司

祭
阿
希
默
肋
客
其
時
多
厄
格
正
在
場
眼
見
親
開
他

們
二
人
在
諾
布
所
言
所
作
的
事
日
後
乘
機
轉
告
給
撒

鳥
恥
捌
閹割
遂
將
制
制
的司
祭
召
來
親
自
審
札
定
了

他
們
的
罪
案
一
日
派
左
右
侍
街
前
去
殺
盡
諾
布
的
司

祭
侍
衛
不
敢
從
命
下
手
王
遂
對
多
厄
格
說
前
去
殺
盡

所
有
的
司

祭
他
遂
前
去
一
日
之
內
殺

7
.八
十
五
位
司

祭
然
後
屠
城
只
有
阿
希
默
肋
客
的
兒
子
厄
貝
雅
塔
爾

逃
得
7
性
命
去
見
這
味
達
味
收
下
他
善
言
機
慰
日
後

立
他
給
父
位
馬
大
司
祭
第
五
十
二
篇
墨
詠
時
詠
的
即

是
這
段
史
事
事
見
於
撒
上
到
泣
參
見
列
上
1
7

自
2

目
前

谷
2

師
(

漁
)

多
歹
剖
開
卡(
?
"
，
)
尸
多
爾

F
K

注
目

-
4

l

t

笑
笑
呵

塔
彼
這

v

(
4
岱

M
H
Z
)和
希
伯
來

文
「
漆
彼
雅
』
(
N
F
E
Y
J

的
希
艘
譯
名
意
調
母
羚
羊
我
國
女
性

M
W以
花
草
菁
叫
間

為
中
們
希
伯
來
女
性
除
此
以
外
有
時
也
史
以
小
巧
馴
良

的
小
獸
心
名
在
新
約
內
說
有
約
培
城
的
一
位
，
艾
倍
灰

名
叫
多
爾
卡
她
因
慷
慨
好
施
廿
世
為
本
城
人
士
所
愛
戴

死
後
本
域
人
士
知
伯
多
線
在
里
途
就
派
人
去
將
他
品

來
向
他
述
說
多
爾
卡
之
為
人
伯
多
祿
大
為
感
動
就

h
u本

主
賜
她
自
死
者
中
復
活
與
主
復
活
拉
匣
祿
事
前
後
相

輝
映
參
兒
宗
9

品
!

的
若
H
I
!

“

在
舊
約
內
有
約

阿
士
王
的
母
親
名
叫
漆
彼
扭
扭
(
列
下
也
2
)
此
外
來

蚓
蚓
支
派
恥
尚
有
一
男
子
也
叫
刷
刷
刷

(
N
F位
主
川
~

謂
公
羚
不
編
上
8
9
)
(

漁

)

3
V
K
V
尚
可
品
走
\
M
V。戶
可
H
Y
m
Z
E

J
多
神
教
與
一

彷
A
多
示
川T
草
率
F
MF
q
n
y

」

二

d
d
j
J

\

神
教
相
對

二

元
論
亦
國
於
多
科
教
多
神
教
崇
拜
各
種
神
並
且
以
寫

宇
宙
間
有
各
種
神
明
存
在

信
奉
多
神
教
者
經
常
恭
奉
一
最
高
神
明
以
之
間
甘

泉
斜
的
領
她
又
將
其
餘
主
要
神
明
分
成
小
組
每
組
戒

三
或
七
或
十
二
個
神
明
這
些
一
小
組
所
包
括
的
神
明
到

外
其
他
比
較
次
婪
的
神
明
就
非
常
之
多
在
埃
及
和
巴

比
倫
就
有
三
千
多

被
放
絲
"
的2
H

友
5
7
8

亞
巴
郎
的
祖
先
原
是

多
神
教
信
徒
再
說
其
他
的
閃
族
以
及
以
色
列
叫
附
近
各

民
族
和
歷
代
統
治
以
色
列
或
與
以
色
列
有
來
往
的
大



帝
國
都
是
信
奉
多
神
教
酌
如
在
納
罕
人
埃
及
人
亞
述

人
巴
比
倫
人
希
臘
人
羅
馬
人
等
波
斯
人
正
式
擁
護
二

元
教
波
斯
帝
國
所
統
治
的
民
族
除
以
色
列
外
都
是
信

奉
多
神
敬
的
民
族

鐵
常
情
而
論
以
民
似
應
該
喪
失
他
們
的
惟
一
神

教
雖
然
有
時
他
們
的
惟
一
神
教
晏
露
衰
落
的
現
象
但

這
在
文
化
和
武
力

上
都
沒
有
手
大
成
就
的
小
民
族

|

以
色
列
部
始
終
保
持
了
他
們
的
惟
一
神
教
這
種
宗
教

史
上
獨
特
的
現
象
不
能
掌
普
通
所
謂
的
「
歷
史
環
境
」

或
「
歷
史
勢
力
」
去
解
釋
而
只
有
拿
以
民
所
蒙
受
的

真
天
主
的
召
遷
和
啟
示
以
民
在
西
乃
山
上
所
立
的
盟

約
以
及
歷
代
先
知
對
以
民
所
貴
的
使
命
三
者
來
作
出

適
當
稱
意
的
解
釋

叫
民
的
惟
一
辦
教
衰
落
的
原
因
大
概
不
外
一
以

民
和
叫
民
的
首
領
不
顧
接
受
先
知
們
的
講
勸
二
或
由

於
政
策
或
由
於
外
來
的
壓
迫
以
民
放
棄
了
西
乃
山
盟

約
而
走
上
7
與
異
民
妥
協
的
道
路
(
依
7

)
歷
史
上

叫
民
因
為
受
了
鄰
邦
大
帝
國
或
大
或
小
的
影
響
很
多

次
也
接
受
了
多
神
教
的
偶
像
崇
拜
和
禮
儀
耶

料
可
說

是
當
約
中
最
生
動
而
又
極
詳
盡
論
述
這
問
題
的
一
篇

演
說
凡
耶
肋
米
亞
先
知
所
說
的
以
民
的
歷
史
都
一
一

予
以
證
實
雅
洛
貝
罕
除

了
在
貝
特
耳
及
丹
設
立
了
那

，
使
以民
犯
罪
的
金
牛
外

(
列
上
臼
扭
|
抽

)
他
還
在

三
高
丘
建
立
了
神
殿
派
不
屬
肋
未
艾
派
的
人
充
任
司
祭

哪
一
並
為
自
己
在
則
剛
到
建
鴻

7
-座
祭
也
門
戶
月
十
U
五
日

r
J親
自
上
爐
焚
香
睡
骨
銘F
F
列
上
什
M
H
H
d
d
迢
護
按
照

.aa 重~ 

J、

歐
瑟
亞
和
亞
毛
斯
兩
位
先
知
的
評
論
是
他
給
崇
拜
外

邦
邪
門
艸
起
了
帶
頭
作
用
北
國
君
王
都
走上
了
他
的
路

線
其
中
最
甚
的
是
阿
哈
布
王
(
公
元
前
八
七
四
l

八

五
二
年
)
他
竟
親
自
事
奉
敬
拜
巴
耳
邪
綁
在
撒
瑪
黎

雅
為
巴
耳
設
立
了
一
座
祭
壇
叉
立
了
阿
舍
辣
女
神
像

(
列
上
的
叩
|
詞

)
以
色
列
北
國
有
阿
哈
布
猶
大
南

國
有
默
納
舍
(
公
元
前
六
九
三
l

六
三
九
或
六
八
七

l

六
四
二
)
他
重
建
了
他
父
親
希
則
克
雅
所
拆
毀
的

高
丘
為
巴
耳
建
立
了
祭
壇
製
造
7
木
偶
像
以
色
列
王

阿
哈
布
所
作
的
一
接
且
崇
拜
敬
奉
天

上
萬
象
違
犯
上

主
命
令
在
上
主
的
殿
內
建
立
了
一
些
一
祭
壇
在
上
主
殿

字
的
兩
庭
院
內
為
天
上
萬
象
建
立
了
祭
瘦
殺
子
行
祭

占
卜
，
招
魂
無
惡
不
做
(
列
下
n
ll
9
參
見
圳
的
)

總
之
按
歷
史
的
變
遷
埃
及
客
納
罕
亞
述
阿
刺
美
巴
比

倫
等
這
些
一
多
神
敬
的
邦
國
都
影
響
了
以
色
列
人
使
他

們
接
受
了
一
些
一
多
神
敬
的
信
條
和
禮
儀
(
見
那
料
)

波
斯
帝
國
滅
亡
亞
歷
山
大
帝
國
興
起
希
臘
帝
國

的
生
命
雖
然
短
促
但
它
提
倡
推
行
的
希
磁
文
化
主
義

也
迷
惑
了
大
部
分
猶
太
人
使
他
們
接
受
希
臘
文
化
同

時
也
獲
受
了
多
神
敬
的
希
隨
人
的
一
些
風
俗
和
邪
淫

的
禮
儀
見
加
上
1

岫
|

“

歷
代
先
知
不
斷
攻
擊
異
教
多
一
腳
敬
的
偶
像
崇
拜

及
敬
奉
外
邦
邪
肺
等
事
他
們
常
遵
照
西
乃
山
盟
約
的

精
神
(
出
切
)
上
主
聖
潔
的
教
義
(
依
6
n
n
sl

u
}

偶
像
乃
虛
無
的
道
理
(
依
怕
巴
6
)
及
崇
拜
邪
神
使

人
道
德
墮
落
等
原
理
來
對
抗
異
教

聖
經
作
者
尤
其
是
歷
代
先
知
不
斷
議
議
異
教
人

因
為
他
們
敬
拜
木
石
金
銀
人
手
製
造
的
神
像
見
詠

盯

4

|

a
m
H
H凹
6
制
M
W
U
!目
約
6
7
n
M口
"

，

|

甜
衍
站
|
訕
盯
3
!
'

耶
m
a
|

H
M
們
則
6
8

智
的
l
M
U
等
先
知
們
的
這
種
宣
講
屬
於
辯
論
體
裁
因

此
筆
調
有
時
很
尖
銳
為
此
一
的
一
現
代
的
批
判
學
家
以

為
舊
約
的
作
者
或
沒

有
清
楚
了
解
外
邦
人
的
敬
禮
或

過
度
攻
擊
他
們
的
敬
禮
事
實
上
批
判
學
家
以
為
異
教

人
恭
奉
的
神
像
不
是
神
自
己
而
只
是
老
百
姓
所
恭
奉

的
神
明
的
替
身
依
筆
者
的
意
見
研
究
宗
教
應
該
把
老

E
姓
的
信
仰
與
賢
哲
的
信
仰
分
開
來
研
究
孔
子
孟
子

墨
子
蘇
格
拉
底
柏
拉
國
函
寒
祿
制
問
蚓
等
賢
哲
的
宗

教
信
仰
是
與
他
們
同
時
代
的
普
通
老
百
姓
的
宗
教
信

仰
具
有
相
當
距
離
的
再
說
賢
哲
尤
其
在
異
教
民
中
為

數
並
不
多
而
且
他

們
的
影
響
也
不
大
時
間
也
很
短
促

因
此
可
說
異
教
人
民
大
都
以
偶
像
為
神
明
之
自
身
這

由
希
臘
和
羅
馬
的
歷
史
以
及
公
元
前
外
邦
民
族
的
哲

學
家
和
公
元
後
教
會
作
者
的
作
品
內
如
致
刁
尼
多
吉

德
都
良
劃
制
出A
E困
山
J
N圓
圓
的
叫
A
E
制
甜
甜
寸
乃

厄
弗
稜
等
都
可
得
到
證
明
再
說
如
果
先
知
們
的
講
論

不
十
分
正
確
他
們
的
講
論
還
有
什
麼
效
能
此
外
考
古

學
家
一
天
比

一
天
發
現
更
多
的
文
物
在
在
都
證

明
古

代
到
處
風
行
偶
像
崇
拜
至
於
其
一
腳
敬
禮
無
一
處
存
在

這
件
事
豈
不
設
實
鞏
固
了
先
知
們
所
講
述
的

關
H
F、
多
神
教
聖
經
上
最
般
的
批
評
是
詠
%
s

「
萬
邦
的
乘
神
童
區
司
虛
幻
但

主
主
部
造
成
了
蒼
天

L



4
希
泣
，
柏
拉
T
通
行
來
把
「
虛
幻
」
二
字
譯
作
「
魔
鬼
」

趴
~如
此
便
是
「
高

晶
的
持
神
准
是他兩鬼」
的

確

這
也
造

三
原
文
具
有
的
深
意
故
此
保
祿
在
格
前

m
u
|

血

寫
說

士
「
那
麼
或
改
什
麼
呢
是
按
祭
邪
帥
的
肉
剪
得
什
麼
嗎

一
或
固
定
而
邪
神
算
得
什
麼
鳴
不
是
我
說
的
是
外
教
人
所

祭
忱
的
是
祭
把
邪
魔
而
不
是
祭
紀
呎
訓
我
不
願
意
你

們
與
邪
糊
地
有
分
子
你
們
不
能
唱
主
的
杯
叉
喝
邪
彪
的

杯
你
們
不
能
共
享
主
的
建
席
又
共
享
邪
魔
的
雞
肉
難

道
裁
們
仙
女
惹
主
發
怒
的
莫
非
我
們
比
他
還
強
嗎
」

多
神
的
崇
拜
不
但
是
犯
得
罪
天
主
的
大
罪
-


M
H
川
先
知
稱
這
界
為
佇
信
為
姦
淫
因
為
上
主
原
與
以

民
有
I
H
-
-
憧
神
姻
的
關
係
|
|
而
且
是
人
類
各
地
摔

到
心
的
根
趴
這
是
對

口
的

和
刷
刷
1

M
|
臼
所
講
的
大

道
馴
化
科M
盯
從
「
叫
“
拜
噬
無
的
偶
像
質
是
比
川
泌
的
起

源
山
來
和
結
局
」
保
除
在
羅
l

u
H
寫
改
「
他
們

雖
然
沼
為
了
天
主
刻
沒
有
以
他
為
天
主
而
予
以
光
榮

成
的
朋
謝
而
他
們
所
思
所
您
的
反
成
了
荒
法
絕
倫
的
他

們
冥
頑
不
靈
的
心
陷
入
了
黑
暗
他
們
向
貴
為
智
者
反

而
成
府
已
鑫
將
不
吋
朽
攘
的
天
主
的
光
榮
故
歸
訟
可

朽
您
的
人
飛
禽
走
獄
和
爬
蟲
形
狀
的
偶
像
因
此
天
主

任
憑
他
們
他
從
心
中
的
的
慾
的
於
也
不
得
以
致
彼
此
站

辱
自
己
的
身
體
」

在
全
部
聖
經
中
直
持
或
間
岐
捉
到
的
神
明
約
有

五
卡
在
本
辭
典
內
各
州
明
多
有
專
條
述
泣
且
些
神
明

你
屬
於
與
以
色
列
有
往
來
的
民
放
向
一
邪
神
往
往
在

許
多
地
方
受
人
也
一
拜
或
在
不
同
的
民
族
中

有
不
同
的

咐
趾

J、
484-488 

名
稱
.
如
阿
爾
割
點
點
蚓
人
稱
為
例
蚓
佩
和
創
名
叫
劇

劃
釗
(
MU
E
E

口
)
的
佩
蚓
蚓
人
以
之
為
制
州
刻
亂

而
稽
之
寫
訥
仆

突
諾
氧
制別
人
敬
拜
的
主
要
艸
祇
是

阿
孟
勒
天
后
仆
塔
奈
特
哈
托
爾
女
神
慕
特
赦
息
黎
斯

依
黎
斯
島
魯
斯
和
阿
丕
斯
等

r
M述
戊
巴
比
倫
恭
奉
的
一
腳
主
要
的
是
阿
秀
爾
向

奴
厄
阿
貝
耳
沙
瑪
叭
刷
(
ω
3
)依
市
塔
爾
女
神
訥
爾

到
臥
尼
色
的
單
州
州
睬
創
記
默
紛
出
息
尼
貝
哈
次
天

上
來
反
約
W
T泌
次
乃
波
等

客
納
字
和
阿
利
美
民
族
恭
奉
的
神
主
要
的
是
啥

迷
得
以
放
爾
除
財
路
克
克
、
汪
阿
史
瑪
阿
達
加
拉
達3以

巴
斗
切
得
干
附
博
士
路
趴
在
米
耳
公
訥
納
雅
等

希
臘
和
經
比
恭
幸
的
叫
主
要
的
是
則
而
馬
斯
阿
爾

副
心
圳
圳
扎
叫
圳
A
W位
叫
熾
熱
鬧
氣

見
天
主
偶
像
崇
拜
晦
鬼
附
地
術
惟
一
神
教(一
市)

兒
精
細

制
多
夫
制
(
W
W
N
R
)

呦
多
妻
制
(
控制UH
)

“
多
彼
雅
(
呵
呵
)而川
人
他
兩
約

;

一步
可

沙
法
特
君
王
派
遣

同
別
的
司
祭
和
仙
味
人
「
隨
身
帶
者

上
主
的
法
律
苦
」

走
遍
借
閱
大
各
峨
教
訓
百
性
(
編
下
口
8
)

(
古

)

見
下
條

。

兒
婚
姻

研
多
俾
亞
(
35

)

多
歹
俾
亞
傅
訪
時
"。每
WH
J

書
名
多

俾
亞
傅
的
主
角
是
兩

父
子
父
名
插
彼
特

-
l

攸
拉
4
j
文
和
自
拉

T
文
所
出
的
譯
女
為
多
俾
在

見
子
中
們
多
俾
亞
這
番
原
應
名
偽
托
彼
特
傳
但
佫
於
整

例
教
會
一
向
沿
用
「
多
俾
亞
傅

」
的
常
例
因
此
思
一
的

譯
本
仍
沿
用

「
多
俾
亞
」
舊
名

原
文
與
經
文
無
疑
本
書
原
文
屬
于
閃
族
的
某
種

語
ι
=中
只
是
不
能
確
定
是
相
側
刺
丸或
是
剛
叫
對
文
在

創
刑
制
所

發
現
的
割的
殘
片
一
些
是
制
叫
喇文
一
些

則
是
州
州
封
文
原
文
早已
失
岫叫
樹
創
制(2
m
E
m
)

和
副
馴
蚓
(
玄
E

早
已
)
于
一
五
四
二
年
所
出
版
的

制
叫
圳
文
到剛
到
制
和
阿
刺
封
文
釗俐
的
暉，

只
是
由

刷
刷
文
所
譯
而
屬
于
中
世
紀
的
產
口
叩
因
此
這兩
種
譯

本
對
于
考
證
學
並
無
多
大
價
值
我
們
現
擁
有
的
「
純

文
」
有
三
種
(
一
)
普
通
經
文
亦
稱
「
簡
短
經
文
」

見
於
希
臘
A

及
B

吹
雨
抄
卷
敘
利
亞
亞
美
尼
恆
苛
仆

柯
厄
提
約
到
如等
譯
文
都
出
於
此
經
文

(
二
)
冗
長

經
文
即
叫
叫
抄
也
現
存
於
相
制
文
(
丘
。
可7)號
抄
卷

和
舊
制川
譯
本
觀
叫
樹(
H
g
F
)
(三
)
折
中
純

文
這
經
文
保
存
在
一
些
一小
字
相
酬
抄
卷
內
如
抖
的
的

|
在
叫
他
叫
抄
卷
凡
6
7
l
u
s

一
段
的
經
明
明
立

何
必
一
系
除
這
些
一
經
文
外
我
們
還
有
學
熱
羅
尼
莫
的

到
倒
叫
川
間
諜
恥
舉
例
說
他
是
依
接
一
種
叫
倒

叫
文
抄

扎
一
一
泣
炯
創
刊
文
抄
本
是
否
就
是
阿
刺
劃
原

文
我
們
不

得
而
知
有
些
學
者
認
為
是
的
可
是
畢
竟
缺
乏
有
力
的



。
'
，

B
t
《
Z
P
、
，
屯
，3
、
‘
，

證
據
不
消
說
學
熱
羅
尼
莫
翻
譯
多
俾
血
傅
他
的
參
考

'

宮
，
-
1
，
、
t
e
'
、
‘

'

。

告
中
必
有
古
意
大
拉
譯
本
在
內
那
是
可
以
肯
定
的
至

間
一
一
位
三
四
種
經
文
中
包
括
熱
羅
尼
莫
拉
丁
木
在
內
究

竟
那
一
種
最
接
近
原
文
而
更
可
靠
呢
問
題
的
答
點
是

當
推
到
乃
抄
卷
中
的
經
文
原
因
是
在
該
純
文
中
閃
族

言
的
的
語
氣
到
處
概
沒
洋
叫
他
若
明
顯
出
該
經
文
與
原

文
質
在
有
若
很
訟
切
的
關
係
至
於
那
偽
如
經
文

(
郎

A

抄
『
卷B

抄
卷
)
似
于
只
是
由
乃
抄
卷
的
一
種
修
一
訂

木
諾
放
文
比
前
者
從
洛
俊
雅
抄
在
內
的
重
仙
似
屁
也
?

。

品
加
以
刪
除
有
時
譯
名
選
拔
古
典
文
學
來
修
的
譯
文

因
此
現
代
的
學
各
大
都
還
取
茁
乃
抄
木
即
冗
長
純
文

'

。

，

由
心
高
譯
木
也
依
附
眾
議
採
取
了
一
几
段
經
文
雖
然
-
h樣

仍
有
后
少
學
者
也
向
「
取
肉
價
經
文(A
B

忱
抄
卷
)
並

目
還
有
心
早
取
惠
的
川
羅
尼
莫
的
譯
木
的
真
是
兒
仁
兄Mn

。

各
有
各
的
理
由

內
容
曾
有
兩
位
虔
誠
而
敬
畏
天
主
叫
人
托
彼
特

!
尼
多
俾
單
l

拍
照
辣
他
們
向
時
而
不
同
地
迎
受

J
L
但

。
1
I
l
l
-
-
-
f
l
E
l

、

，

極
大
的
別
難
托
彼
特
濟
貧
開
侃
而
國
內
川
抄
迫
入
明

。
'

，
'

之
許
鄰
近
人
等
連
他
老
女
在
內
部
譏
諷
嘲
笑
他
一
叫
他

行
泣
不
但
沒
有
給
刊
己
帶
來
詐
騙
以
而
仗
，
叫
已
品
到

J
U樣
叫
憐
的
地
ι
4年
市
的
做
抖
起
糾
孝
以
、
也
地
純M
M

。

'

的
女
子
可
是
她
的
先
後
七
個
丈
乎
都
一
一
在
w
m後
初

攻
克
婚
以
前
被
成
鬼
附
斯
際
太
害
死
了

(
3
8

)
沾

一
忿
不
算
而
且
還
挨
受
她
的
牌
女
的
技
成
和
羞
辱
因
此

吵
一
她
也
如
叫
倒
叫
一
誌
痛
苦至
赫
有
時
在
困
難
和
夫
單

戶
的
丈
息
之
下
也
和
托
改
持
戶
緣
無
志
再
生
活
下
去
為

此
他
們
侃
侃
亡
快
一
凶
不
約
而
同
熱
切
泉
水
天
主
問
予

。
l
，
B
B
a
t
t
i
-
-
1

平
死
抖
法
耳
天
使
就
把
他
們
兩
人
的
祈
禱
轉
獻
於
天

主
台
的一

迢
唱
過
後
不
久
老
托
彼
特
眼
看
一
家
三
一
口
就
要

斷
制
不
得
不
打
發
兒
子
劉
剛
叫
往
瑚
倒
也
到
蚓
則
蚓

I
I
l
l
-
I
l
l
-

。

家
去
收
問
他
昔
日
托
給
加
川
，
蔣
保
管
的
一
大
批
作
款

卅
于
天
主
上
抖
的
有
妙
安
排
辦
法
耳
天
使
扮
成
行
的

人
與
多
俾
巨
作
伴
崎
付
做
他
叫
蚓
圳
特
他
的
參
U
川
和
他

。

I
I
I
-
f
I
ll
-
-

-
-
41
l
E
1
l
'

的
知

l
u閥
友
由
于
多
俾
位
叫
到
判
以
耳
天
使
什
總
i

川
從

就
很
順
利
地
和
妥
善
的
做
創
刊
約
成
了
I
M
收
岡
了
父

親
的
作
次
干
小
K
M
到
v
k
中
恢
侃
了
父
純
的
-
叫
他
當
後

當
托
他
將
J
M
M

芥
大
的
心
和
兒
子
拘
品
時
抹
法
川
屯
的

面
U
A踩
了
他
的
身
分
注
巾
他
們
恢
恢
巾
消
逝
了
從
此

老
托
他
判
令
家
交
受
一
天
主
祝
瞞
做
反
天
主
素
死
不
前

再
也
本
做
什
麼
H
肛
後
半
小
此
長
逝
了

a
L匕
口
紅
品
的
宗
旨
已
從
d
H
m24

的
純
文
矢

志
得
很
心
也
「
符
關
貧
的
人
的
人
興
起
有
禍
患
難
時

。

'
‘

日
他
必
京
上
主
救
助
上
主
必
你
是
他
叫
他
生
存
在
世

。

上
哎
蝸
久
不
將
他
交
給
他
的
仇
敵
而
任
仇
敵
所
欲
他

。

'

，
'
，

叫
吟
林
U
J上
主
給
他
支
持
，
一
就
內
在
和
不
行
來
講
多

仰
叫
你
叫
似
約
怕
你
仙
就
交
依
次
的
是
一
叫
你
有

M
M

創
刊
質
和
深
遠
們
烈
的
默
心
論
文
而
多
只
赴

-
M卅
日

於
戲
劇
成
分
的
叫
氏
紅
們
故U
H
d約之
大
姐
在
於
吋
峙
的
技
人

在
世
上
版
受
治
級
反
之
牢
牢
幾
乎
包
合
一
大
主
在
捕
的
約
時

代
所
啟
示
的
全
部
要
現
和
規
定
的
重
要

成
命
以
灰
頭

言
成
分
且
也
持
別
終
也
添
足
的
神
聖
性
措
山
山

A支
持
的

488 -'
J\ 

家
也
必
糾
ι仙
一
幅
必
哎
天
主
無
微
不
刑
的
照
顧
有
的
恨

抗
稱
水

h
n門
內
「
家
區
的
推
耿
」
說
的
正
對
還
有
的
學

。

U
們
擒
，
，
匕
呻
卅
一
天
主
作
關
的
必
詞
」
此
品
仆
凡
而
更
對

本
苦
的
性
質
草
局
以
自
吋
本
主
不
屬
于
「
默
一
爪
的
叫

文
體
」
也
不
惱
狹
義
的
M
M央
文
總
1
i

踩
然
其
u
m
史

性
的
核
心
叫
起
不
容
有
認
的
|
挺
不
是
一
路
純
粹
小

。
，
說
所
以
就
本
書
的
敘
事
方
法
來
看
本
仙
台
故
屬
於
說
教

'

。

的
川
同1比
也
娃
一
木
沁
人
化
的
史
廿
一
叫
作
街
向
迷
成
自
己
的

祝
教
H

的
，
何
時
對
此
史
的
一
些
沿
街
一
本
刊
州
生
們
化
的

'
。

紗
巾
大
字
1

叭
染
J可
的
心

H內
外
的
時
代
與
地
點
古
來
的
解
純
學
何
以
符
水

抖
的
作
何
也
羞
任
山
川
的
，
村
小
叫
剛
到
昕
幻
的
一
此
一

-
1心

'

。

阱M
m
M
糾
K

古
代
峙
川
川
日
起
紅
光
年
之
絞
最
近
的
一
比
e

學
M
n
把

U山
，
老t
H兒
的
J
Y
逝
，
故F
m付
多
之
作
ι
n
H屁
也

司
的
山
此
付
A
司
的
文
件
成
u

仰
而
偏
好
本
性
口
的
4
於
心
「
帕
拉
利

。

的
年
代
必
f
為
在
，
尤
誼
之
比
忱
的
一
仙
時
期
但
大
多
較

現
代
內
主
們
一
一
比
以
上
兩
叫
他

E
H
比
必
為
本
h
u
u是
在
公
元

l
l
f
i
i
l
-
}
l
w

。

的
第
三
V

紀
郎
駕
加
約
時
代
以
制
訂
川
成
的
關
于
著
作

的
地
點
只
占
大
你
娘
叫
一
代
巴
此
川
然
而
也
有
幾
伙
批

判
學
折
主
弘
位
叫
作
的
地
點
是
什
代
巳
力
斯
地
他
們
並
鬥

前
民
共
低
的
此
，
起
先
力
恍
惚
科
翠
綠
國
內
幻
成
筱
趴
-
的
札

淵
l

人
把
M
M
I
久
上
增
光
撒
為
樂
雅
的
一
學
刪
去
而
把
對

猶
太
有
光
彩
的
事
如
耶
路
撒
泠
聖
殿
達
此
可
王
位
等
精

。

'
，
，

縮
進
去
不
論
如
何
本
當
的
流
布
對
于
基
督

徒
尤
其
對

于
行
將
竑
娶
的
信
使
其
神
益
議
圓
明
絨
泣
從
山
例
如
此
現

在
亦
這
蚓
此



~

兒
叫
制
制
陶
斯
闡
明
太
封
怯
耳
亞
述
帝
國
次
總

均
~

(
當
)

?
9
L
P
〉3
、
k
r
p
t寸
\
p
r
o
E耳
目

正
屬
依
撒
加

-
一
翎
五
d
J
F
F品
如
此
小
f
p
F
RO
H
F
」
|

-
i
1

，

1

世
叫
司

，
、
爾
文
派
的
一

『

州
州
州
州
比
在
依
掀
切
爾
及
叫
圳
斟
二
支
扳
的
邊
界

上

是
圳
圳
人
制
制
蚓
的
家
族
所
分
得
的
城
市(制
"
闊

別

詢
編
上
6

盯

)
考
古
學
家
謂
它
即
是
現
在
名
遠
步

州
的
反
址
(
巨
5
2
F
F
F
E
E
Y
)在
划
剛
叫
山
胸

F

在
此
、
不
遠
也
有
古
代
們
大
馬
十J平
苓
默
拉
多
的
大

公
帥
的
穿
過

(
除
)

側
A
J爾
啊
悍
惜
。5
2
5
)人
口
叮
翩
托
人
中
竹
片
而
川

M
M

4
2
3
l

」
司

J

r

、
城
的
一
位
教
友
A
V附

則
門
叫
丌
丸
宣
部
「
第
四

一
在
提
間
的“
目
前
保
你

也
從
山
他
的
中
h
u
a，
于
來
問
侯
耀
鼠
教K
A妝
確

的
白
血
兩

節
上
F

文
音
來
「
裁
迅
帆
策
以
刊
仿
的
特
制
情
也
從
主

內
川
付
你
們

，

-
K
爪M峭
的
A
d叫
作
厄
紋
斯
托
和
句
“
附
托

仆
扎
伯
也
問
川
大
你
們
」
一
泣
夸
偽
托
老
間
也
可
能
郎
是
糕

的
H
U
M州
市
人
叫
“
悶
悶
(
志
的
住
一
一)
的
弟
弟

(
或

)

H
q
』
位
，
率
也
J
「
〉
守E
Z

門

J
小
付
的
來
心
非
常

m

M
m
l
J
配
F
f

〉
-
3
FP
寸
。
門
戶d
」

，
二

1

，

弋

、
以
最
卜
仆
的
文
字
是
象

盯K
X
I
F叫
什
、
皮
收
做
的
附
的
文
字
便
是
向
後
發
川
了
形

別
付
出
刊
名
分
一
圳
等
!
心
枕

H

也
山
現
了

一
些
無
意
，
扎
而
只

仇
附
口
的
符
號
山

-
U些
附
口
口
的
符
號
快
改
本
吋
發
明

，
「
川
圳
是
也
汙
叫
叫
他
們
過
於
尊
重
象
形
文
門
子
把
它

們
出
作
神
聖
的
文
字

(
2
5
3
注
目
間ME
n
-
)
依
此
字
寬

上
沒
釘
進
一
步
的
發
山
充
其
旦
旦
只
把
象
形
文
宇
加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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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化
製
造
山
所
謂
的
「
通
俗
文
字
」

(
ω
且
可
Z
E

已
。3
3
2
)

究
竟
是
准
先
發
明
了

字
母
呢
向
來
人
們

皆
認
為
是
阱
尼
拉
一
人
這
是
希
腦
和
拉
寸
作
者
的
定
論

比
如
的
切
結
說
「
恢
傳
說
把
來
的
的
概
念
川
注
音
符

號
表
示
此
來
的
要
以
排
仆
地
拉
人
為
最
先
」

(
M
M
E
品
，

。

，

心
-
Z
H
H
H
N侶
，
也
二
近
一
百
餘
年
來
的
考
占
學
家
叫
到

。

，

這
佳
品
法
，
何
些
補
充
和
修
正
的
民
獻
質
在
的學
者
證

明
了
附
加
得
人
所
川
的
模
形
文
字

M
h卜
何
一
陸
宇
峙
的

趨
向
M

怯
的
形
也
迎
合
於
州
乃
刻
文
即
犯
凶
可
半
日
)
的

0

4Ill-a 

航
線
比
特
厄
扎
引
j
叭
叭
內所
圳
品

的
女
干

J
U比
一
一
西
乃

。

刻
又
乃
川
於
公
企
川
第
十
五
位
紀
的
產
品
雖
然
產
品

的
年
代
還
沒
布
完
全
判
明
泊
位
可
是
4
V旭
峰
一
文
字
是
依

靠
「
行
‘
f

位
也
」
的
出
則

(
〉
耳
。
可ZE
凶
)均
是
無

叫
什
前
悅
的
川
此可
按
J
U些
一
文
字
也
在
紅
紅
成
一
一
恤
于
母

的
趨
向

上
洲
到
公
刑
的
卡
丘
h
t十
八
仙
紀
伙
迋
巾
自

五
個
糾
文
小
川
爾

和
A
T
U
仙
似
件
，
何
一桐刻
文
的
文
主
也

w
m
同
樣
是
依
做
「
倍
(
f祥
一
切
U

」
的
文
字
所
以
都
可
觀

。

為
字
峙
的
前
叭
他
布
羅
斯

(
H
W
E
Z
立

刻
文
包
合
二

卡
一
一個
干
，
川
圳
必
將
失
外
川
仇
一-
Ll
一
桐
艾
千
前
者

山
於
公
r
h的
那
卡
二
他
紀
|
|
i

敞
的
連

(
注
穹
晶
宮
)

1
1
心
公
川
的
們
卡
叭
紀
|
i

後
為
山

於
第
卡
凹
十
五

何
紀
川
比
學
內
們
扯
得
很
合
即
彼
布
羅
昕
狗
肉
加
黎

l
l
i

。

i
l
l
-
Il
l
-
-

峙
的
文
件
那
是
川
，
手
川
叮
叮
泌
的
彼
布
綠
昕和
烏
加
袋

側
是
!
，
可
叭
叭

I
N
圳
叫
叫
做
域
的
兩
側地
方
而
拔
M
M史
證

撿
一
一
口
U
I州
地
卜
力
方
人
件
的
文
lr子
就
是
到
叫
什
忱
所
叮
叮
心
心
的
刊
以

。

占
名
的
字
叫

不
A
m

…
一
巾
的
還
弘
糾
叫
到
入
到
公
仰
伊

第
八
和
第

九

♂叫
凶又
把
它
們
的
字
母
倒
單
化
了

而
這
簡
單
化
的
2
4

就
不
經
而
定
的
博
插
州

去
首
先

閃
閃
放
心

M
m
T
J
W

即
魯
昕
(
MWH
Z

E

M
)如
抖
j

。

民
族
歧
後
來
付

h

卜
心
此
民
族
所
仿
叫

上
占
的
花
伯
來
文
字
母
可
見
於
摩
附

A
m←
默
妙

的
仰
文
上
(
公
元
前
第
九
世
紀
)平
則
由
附
日
們
上
(
市

十
仰
紀

)
蚓
蚓
別
的
研
文上(
第
八
世
紀

)
做
的
的
誰
叫
刊

。

郎
的
卅
做
冷
及
叫
斟
叫
瓦
片
上
(
第
九
和
第
七
仙
詞

)

到
了
第
六
世
紀
在
巴
比
倫
充
軍
的
納
i
k
人
不
叫
什

闕
怡
使
用
阿
刺
美
必
一
一
百
划
也
使
附了
阿
糾
美
文
志

的

行J
U小
心
到
現
在
希
伯來
文
字
所
俐
的
「
問
方
志
」
就
扯起

l
l
l
h
t
I
l
l--

。

I
l
l
-自
1
1
l
l
h

，

l
B
I
l
l
-
-
-
1
l
l

阿
利
美
文
的
寫
法
伯
在
瑪
加
怕
時
代
常
們
卜
、
人
，
糾
結

別
人
作
戰
時
又
常
凹
制
而
圳
凹
叛
亂
之
際
蚓
叫
人

昕

製
造
的
國
做
巾
上
所
常
刻
的
文
字
划
不
是
川
仇
i
r
k交
f

1
1
I
l
l
-
-
i

。

，

而
是
古
代
的
希
伯
來
文
字
這
種
憶
他
H

巴
山
的
風
派
只

不
過
是
那
時
期
的
街
太

人
心
中
做
盛
的
問
家
主
人
4的

表
現
可
品
是
一
一
愧
例
外

兒
阿
糾
美
阱
，
父
胏
尼
基
何
形
文
千
求
形a久
J
的

l

、

。

布
羅
斯
戶
J
m
袋
特

(
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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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
到
副
川
肝
、
中
的
9
間
站
M叫
幻H
U
M
叭
村等

也S.--況。 I封叫作， JL J士
iEP||jRJ 也起 豆

豆 ;iiEE 皇i 是。多
Jll ',' 且是 (~ 主，kt
!忙 ， 似 I'f 向注i

所乎了的外;
發也二次 ~i
T兒是十 f(; ,;iH 
的 j'ì.< 二制| 鈍，

少lJl: ::J': 節、 91J 凹
的 1:): .d:，的。 l
父的 hll'!t~ 缸，
不欠削 5 0:! 
全， 1 j'; 31 勾L :j);l 
i臼 ~j，i 10 y,(t 1 ~ 
越 141: 只 2 、
向{旬 ， 31 -1~ 3 、
í'J 可- ，的 4
名是恨。此各

酬
的
以
說
副
刊
川
詩
人
和
理
教
會
詩
人
及
作

t
h尤

其
是
叫
叫
叫
的
作
扎
如
理
叫
圳
制
等
對
這
種
作
詩
的

方
法
很
感
興
趣
作

了
汗
多
此
肌
肉
詩中
世
紀
的
州
太
詩

人
口
了
汗
u
p
d他
們
泊
中
的
節
你
是
技
呵
，
自
已
仇
丰

t
'》
、
《4
，
。

的
文
這
次
作
或
技
聖
經
“
叫
旬
的
又
干
〈
序
排
列
的

i
l
i
-
-
-

'

。

川
』
叫
仙
怕
叫
得
叫
放
行
文

(
川

)

弓

?
P
H
E
\
J
F
E
J

-

這
個
字
原
有
不
同
的
C
I
-
-
扎

4
H
可
寸
H
固
U
H
/Hr
H戶
口
已E
ω
」
;
γ
.

J
a

此
刻

l
u于
自
是
指
天
地
問
一
切
有
彤
的
物
質
受
迫
句

“
-
一-n
-
e
s

坦
極
意
思
在
街
約
中

尤
昆
、
在
扭
。
占
放
瑪
圳
的

。

P
〉
3
、
〈
'
，

圳
市
叭
多
次
提
及
(
共
三
十
八
次
之
中
夕
)
在
新
約
中
則

將
明
也
於
叫
制
耐
刮
(
湖
州
的
剖
街叫
參
兒
科口
創
制

、
'
。

l

m
裕
的
3

自

)

2

但
目
人
的
蝴
划
位
行
勁
的
他
叫
(
到
4

8

日
M

l
l
o

。

叫
M
9

的

時
則U
M

峭
的
5

叩

圳
市
-
前
6
7

)

3

人
閃
出
叫
住
什
忱
地
瓜
上
的
全
社

(
的
5
H
U
站

時
7

川
1
目
3
口
4

口
制3
6

的
似
的4
H
)
成
部

i
l

。

分
人
圳
一
伽
-
n(
佇
7
4
?

也
凹

的
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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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凡
界
指
現
世
的
一
切
喔
假
光
榮
名
譽
地
位
以

及

一
切
能
阻
礙
人
恭
敬
天
主
仙
似
靈
魂的
事

物

(
瑪
的

'
，
‘
'
'
"
，
〈

6
2

、
'
‘
。

詞
作
8

自
你
9

自
裕
的
7

臼
迦
6

H
)

5
仰
的
泣
如

-
U
仙
人
天
[
的

q
J
U

戶m
H
J
U

m
m忠
先
給
外

M
-
M扒
"
扒
叫
刊
4
b
M山
腳
的
比
作
土L
川
吼
叫
，
止
非

ι
艾
剋
圳
的
人
仇
，
匕
的
戶

H
U比
忱
泣
几
屯
(
川
U
U
M
N

U

川
一
5

H
山
間
後
4

4
)
L
山
吋
川
此
一
大
l

作
?
心
沁

人
益
(
叭
1
刊

的
3
M

U
U

M
口

的
M

)
L
就
是
與

天
主
嬰
艸
作
的
的
「
-
J
U
n
m
仆
的
V
艸

二

山
前
Z

口

制
後
7
刊

)
，
是

一
九1
忱
的
蒙
學
之
縱
」

(
蚓
4
3
8

、
‘
'
。

可
仲2
叩

)
耶
穌
H
站
崗
川
是
已
的
寇
爪
他
打
敗
必
成
鮮

仙
仙
人
以(
川
4
u

m
M
M

叭
叭-
3
8
)
凶
此
恢
悄

悄
恨
他

(
叭
叭8
凹

的
問

叮
峙
的
品

)
也
悄
仙
似
那
些
以

1
、
h
3

、
、
-
、
、
。

叫
什
咕
M
口
的
人
(
U
M
MM
口
H
u
h
-2

時
迦
6
H
)
它

有
時
也
H
K
出
刊
附
加
拉
-
A
Y
I
、
人
的
心
放
(
綠
3
3

口
問

時
)
比
們
亦
必
一
山
川
仁
A
H
J洲
“
從
4
μ
U
古
好
的
人
而

4

門

(
以
叫
叫6
2

川
川口
刮
目
)

(
川
刊
)

啥

?
P
用
3

日
也
E
E

E
C
間
。
3

、

J
山
几
文
化
具
位

4
A
r
-
d
H
目
前
信
z
c
ω
H
E

m
-E
"之

-
4
9
人
之
一
j
h
E司

草

+
D

』

j
4
H
b
h
z
f

一
一
刊
州
的
悶
的
一
大
地
心
必
天
地
學

(
b
s
s

a

E
Z
E
)

和

-
M
于
山
似

(
C
S
H
E
m
s
-
ω

)
附
只
述
心
叭
叭
什
的

現
叭
後
斤
1

川
人
州i
L
J山
川
t
h
i

天
地
l

凡
是
凶
於
州
州
城
的

科
門
子
刊
(
州
地J
H
e
h
地
川
泉
川
H
圳h
k
p

於
-
r
山
似
川
口
-
K

上
i
H
人
們
f
j
h

圳
的
來
沁
和
扎
成
昕
爪
的
，
卡
米
的
川

。

.
，

品
和
州
州
仆
恨
川
H
上
人
比I
仆
仇
氏
族
的
文
件
褻
天
地
i

心
與

于
仙
似
圳
市
山
心
-
J
M叫
過
一
段
長
時
則
以
後
人
們
J

把
一
一
一
這
兩
種
思
想
分
開
來
討
論
在
本
女
內
款
們
口

J

古
訓
叫
叫
圳
人
的
宇
宙
觀，主
於
學
耐
性
上
記
泌
的
地
抖
，
M

。

今
闊
地
躍
川m
f

一 、

山
糾
叫
蚓
4、
與
此
~
斜
，
占
氏
族
的UF山
假

h
A
H州
州
州
的
千
山
概
與
院
、
月
泣
氏
族
所
有
的
于

山
似
火
奴
制
同
在
于
山
中
衍
像
是
有
個
島
椒
它

有
塊

「
L

入
地
」
地
晏
叫
形
吐
、上
有
高
山

有
平
原
在
這
「
大

。

地

」
中
間
即
是
巴
力
斯
姐
和
那
一
一
京
耶
路
撒
冷

「大
地
」

有
地
往
支
持
這
些
地
往
深
入
於
原
始
的
深
淵

(
詠
叫
“

2

乃
4

助
6

等
處
)。
深
淵
的
水
上
升
而
調
節
大
地
四

月
的
海
洋

和
地
上
的
正
河

地
下
有
敞
開
著
的
陰
府

(
m
E旦
)川
&
5
店
的
地
方

(
一
冰ω∞
臼
)
在
此
仰
而
什
那

邊
，

過
溢
的
地
方
漂
浮
省
「
兜
郊
的
心
嶼
」

(
索
2
u

l
a
a
'

。

，

依
…的
時

)
在
這
些
“
叭
更
遠
的
地
方
是
叫
札
祝
大地
海

沖
進
際
聳
立
支
持
天
際
的
「
太
占
山
店
」

(
巾

必
問

J
、
‘
'
。

，

恰
3
6
)
主
必
天
際
有
時
比
作
一
一
怯
怯
側
的
皮
不
多

次
划
比
作
一
時
發
光
的
大
板
上
面
附
若
是
辰

(
創
1

6
!
8

)
太
陽
和
太
陰
雨
光
健
談
時
離
開
在
太
占
山

同
中
間
壁
的
隱
密
處
所
輪
流
遊
行
天
空
分
別
掌
管
自

i
i
i

。

、

天
和
黑
夜

(
冰
川M
S

7

叭
3
u
u

約
9
7
)
太
陽

川
、
厚
反
共
同
組
成
上
天
的
軍
旅
在
天
際
上
面
積
蓄

首
「
穹
一
代
以上
的
水
」
話
天
主
命
令
一
啟闊
天
閑
時
雨

4
使
紛
紛
甘
為-
h在
算
太
占
山
民
作
基
礎
的
穹
若
以
上

的
水
的
上
山
聳
江
著
一
地
極
高

的
叫
頂
山
泣

M
m分
必

敏
W
天
或
三
研
或
七
日
們
或
十
廓
每
胸
有
府
多
房
間
作

天
使
的
住
所
在
最
高
之
處
有
任
何
受
迫
物
所
不
能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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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遠
的
天
主
的
寓
所

(
耐
心M
J
)
。
因9
6
很
生
勁
地
市

道
他
在
南
天
建
造

了
機
悶
在
地
上
惚
定
了
旬
在
日

。

海
心
爪
州
川
流
淤
地
，
問
他
名
叫
「
雅
山
叫
」

這
隆
凶
頂
浸
在
白
天
有
「
光
明
」
煦
甜
入
依
附

瓜
「
黑
附
」
所
遮
蔽

2

叫
作
意
「
光
明
」
與
「
m
f
m
附
L
照

古
來
刷
刷
刑
人
的
看
法
是
兩
個
獨
立
的
受
造
物
故
不

。

，

依
洲
太
陽
城
代
人
叫
一
E
U
H
M
u
f
m

假
山
亦
不
兒
一
笑
叭

如
果
裁
們
把
雪
經
的
宇
宙
觀
與
古
代
有
文
化
的
民
族

的
千
山m
m
M兩
惘
比
山
快
就
不
叭
不
收
笑
反
而
恐
怕
史
悠

到
的
向
凶
符
咒
他
打
印
民
族
的
宇
宙
級
是
充
滿
省
泣
起

H
J作
郊
的
多
神
論
的
州
:
“
嚕
一
一
做
的F
山
概
就
仆
凡
、
盯

仰
夾
，
就I呵
，
是
以
惟
一
艸
論
可
山
發
結
為
中
心

二
型
經
的
千
山
恨
與
其
他
那
近
民
紋
的

-
F
叮
咬

泣

-
d
年
來
學
訴
他
幫
恆
的
創
抖
的
1

比
忠
來
與

鄰
近
的
各
大
民
族
如
埃
及
奴
制
叭
爾
巴
比
倫
胏
尼
基
等

l
!
i
l
t
l
I
l
l
e
-
-
l
l
I
l
l
-
-

。

的
于
市
觀
尤
比
與
叔
賊
心
附
和
巴
比
偽
的
州
J

川
作
比
校

也
這
兩
個
日
民
族
的
神
『
叭
抖
刀
一
」
伙
在
那
悶
的
心
行
計
門
以
必
兩

字
鬥
刊
名
的
一
已
叫
罵
厄
巴
山(
開D
E
E
ω

巴
巴

)
的
的
叫

c 

•• 

。

H
y
d求
內
逗
兩
字
的
原
志
是
指
「
當
時
天
內
木
得
汽
」

泛
的
伙
r
H
Y汙
派
分
心
於
七
九
版
上
的
印
文
叫
起
回Am
M
女

但
廠
內
蚓
拌
均
吋
他
近
來
古
文
並
且
多
少
也
有
所
增
刪

和
修
改
的
地
方
可
是
說
大
總
來
改
尚
可

r
u
d山
叫
‘
、
原
來

。

.. 
，B
a
l
l
-』
'

的
出
自
A「
隨
便
說
一
句
中
國
古
代
艸
而
|
1
+
三
經

內
尚
存
有

一
些
痕
跡
抖
起
辭
和
屬
於中
國
性
、
他
際
始
民

族
如
茵
鑼
冊
雌
雄
等
的
神
話
有
不
少
的
部
分
典
型
糙
的

字
巾
的
觀
艾
人
鼠
的
自
來
句
俗
等
等
的
之
述

J
h何
相
似

A 

J、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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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
處
這
訊
何
應
該
怎
接
解
釋
學
者
尚
在
研
究

如
~

讀
完
7
樹
別
和
氣
剩
不
速
射
亞
區
域
中
所
抗

于
的
關
於
宇
宙
創
造
的
一
聊
話
(
見
古
近
東
文
件
〉
Z
H
W吋

-
M
|
之
三
如
果
把
它
們
與
聖
經
字
市
級
來
比
較
依
唯

一
著
音
來
不
外
可
歸
結
以
下
做
點

(
1
)
在
近
氣

埃
及
具
有
一
些
特
點
|
|
逐
漸
形
成
了
一
種
特
遍
關

於
宇
宙
創
造
的
故
事
後
馮
賢
哲
用
來
保
存
門
已
完
族

古
代
的
傳
授
或
傳
佈
一
些
一
屬
於
地
誌
和
哲
斑
的
引
品

與
教
訓

(
2
)
這
些
近
東
的
賢
哲
都
以
為
海
羊
和
沁

淵
是
原
始
的
混
合
的
黑
暗
的
未
形
成
的
質
科

(
3
)

從
海
洋
和
深
淵
中
出
生
了
天
地
諸
神
(
斗
Z
O
個
g
g

或
九
神
或
八
神
)
和
七
顆
天
球

(
4

)
一
個
叫
這
主

(
已
。
3
5
日

m
g
其
等
級
次
於
真
神
)
藉
用
大
成
乎
全

或
(
在
制
別
)
以
他
的
意
廠
和
諾
言
創
造
了
咒
他
們
叫

事
此
(
5
)
可
是
在
造
成
市
內
物
以
吼
這
創
造
主
流
，

4

經
且
戰
勝
雌
性
亂
和
黑
暗
的
殘
酷
怪
物
(
斗Fg
B
E
T
Z

神
與
神
之
戰

)
(
6
)
進
化
的
工
作
通
常
是
在
子
的
咐

明
把
兩
種
質
料
分
開
如
分
開
一
隻
據
或
一
雙
蛋
(
7
)

在
一
切
神
話
中
人
類
的
創
造
常
有
一
點
特
別
人
泊

，
，

成
是
由
於
一
個
被
殺
的
淋
的
血
和
下
地
的
泥
海(
8
)

星
辰
造
化
的
目
的
是
與
占
星
術
哲
斑
尤
其
級
思
災
-
卅

無
關
係
(9
)通
常
宇
宙
由
來
的
記
述
是
具
有
一
種
宗

教
位
儀
的
目
的
或
是
為
顯
揚
創
造
主
言
。

B
S
E

m
。
己

的
光
榮
或
是
為
增
添
本
地
「
宇
宙
出
來
記
述
」
山
山
生

地
l
1

廟
宇
的
榮
譽

如
今
可
以
這
樣
問
創
世
紀
所
記
拔
的
宇
宙
由
來

進J_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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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近
東
民
族
的
思
想
有
沒
有
關
係
本
來
這
攘
的
關
係

是
可
能
有
的
因
為

到
別
蚓
是
由
加
色
丁

人
的
鳥
爾
出

生
的
(
創
U

詞
)
他
的
祖
先
與
帕
丹
阿
蘭
人
有
血
統

的
關
係
(
創
刊
ω
2
)
並
且
由
右
綜
厄
所
泣
的
竿
的
「
從

前
你
們
的
祖
先
蚓
別
叫
和
叫
劉
酬
的
父
親
喇
喇
驚
住

在
大
前
那
邊
唱
奉
別
的
神
明
」
(
制
圳
的
2

)
似
乎
這

種
可
能
性
還
是
有
憑
有
據
的
再
說
在
創
汎

凹
甜
甜
記

耽
蚓
蚓
叫
你
走
了
他
父
親
的
神
亂
即
日
後
蚓
蚓
倒
在

倒
叫
樣
樹
下
所
內
的
神
像
(
創

刊叫
‘
)。
如
果
在
祖
先

的
家
族
中
發
生
了
倫
神
像
的
事
在
這
些
一
祖
先
的
家
族

中
似
乎
也
可
能
有
些
一
人
從
異
邦
中
帶來
了
異
教
的
民

族
州
九
攸
關
關
謝
十
二
世
的
「
人
類
」
通
恥
也
以
這

嗔
本
來
是
可
能
的
只
婆
我
們
深
信
學
經
作
者
自
決
默

感
的
恩
賜
將
這
些
一
民
間
的
故
事
加
以
提
煉
消
除
了
其

中
所
合
的
各
種
神
下
的
部
分
(
閃出.全
∞

)

在
一
比
一
蘊
文
尤
其
是
一
些
一
持
體
經
文
內
作
且
也
有

時
描
述
造
化
工
作
也
暗
示
異
邦
的
飾
品
然
而
值
得
注

志
的
是
這
些
一
暗
示
只
有
「
典
故
」
的
作
用
因
為
全
部

劉
樹
十
分
清
楚
指
明
天
地
禹
物
全
是
惟
一
天
主
造
成

的
「
你
的
救
主
由
母
胎
形
成
你
的
上
主
這
樣
說
我
是

造
此
物
的
上
主
只
有
我
展
開
了
諸
天
佈
置
了
大
地
誰

與
改
同
在
叫(例
抖
剖

)
參
見
制衍
u

劑
"
2

崩
8

現
在
我
們
敘
述
一
些
為
單
純
作
者
所
暗
示
的
異

教
艸
心
誠m
e

仆
，
中
「
汪
洋
」
一
說
原
文
作
「
式

洪
」
(
斗
。Z
B
)
的
巴
比
倫
神
話
所
提
及
的
「
提
雅

瑪
特
」

(
d
p
S
E

J「
見
制3
H
F

探
測
帥
，叮
扒
"
，

u
u詠
m
H
〔
聶哥
龍

)
約
刊
m
a|

H

參
見
，
約
7
4
μ

在
凹
則
叫
憫
神
活
中
也
提
到
「
提
雅
瑪
特
」
的J

個
助
手
「
妹
哈
布
」

(MU
Z
σ

海
怪
)
他
約
作
者
有
時

暗
示
有
時
也
提
起
這
「
海
怪
」
的
名
字
如
一
泌
的
H
「
你

會
踐
踏
辣
哈
布
」
參
見
制
9

時

必
血
就
如
「
練
哈
布
」

同
樣
「
塔
寧
」
及
「
里
外
雅
堂
」
按
巴
比
倫
的
神

話
也
是
其
他
的
兩
個
海
怪
學
經
上
也
有
暗
示
牠
們
的

地
方
如
依
剖
，

「
不
是
你
斬
了
辣
哈
布
刺
殺
了
巨

龍
山.
「
巨
龍」
原
文
本
作
「
塔
寧
」

，

參
見
剎圳
的u

(
毒
龍
)
制
7
叫
「
納
哈
市
」
(
Z
ω
Y
E
Y
)
到
9
3

譯
作
「
蚊
龍
」
制幻
1

譯
作
「
里
外
雅
堂
」
飛
龍

「
里
外
雅
堂
」
婉
蛇
制
必
H
譯
作
「
飛
龍
」
又
是
另

一
個
海
怪
牠
也
如
同
「
塔
寧
」
為
天
主
所
擊
殺
其
他

寫
天
主
所
處
決
的
海
怪
乃
是
「
里
外
雅
堂
」
見
一
詠叫

“
耐
心M必
賊
心
目
Hn
E
譯
作
「
總
魚
，
「
作
者
雖
然
引

用
了
一
這
些
神
話
中
怪
物
的
名
字
但
顯
然
只
以
它
們
當

作
典
故
用
因
為
作
者
或
願
以
牠
們
指
示
一
些
動
物
如

蛇
恆
魚
或
願
指
示
這
些
一
動
物
所
象
徵
的
國
家
如
「
辣

哈
布
」
象
徵
劇
創(
叫
喇叭
叫7
副
研
4

帥
的U
)
「
塔
寧
」

在
叫
m
u
2
指
示
埃
及
的
法
郎
依

幻
J
二
一
種
「
里
外

雅
堂
」
指
示
到
也
凹
出
制
和
埃
扎
許
多
為
基
督
徒
的

詩
人
如
但
丁
密
爾
頓
等
使
用
7
不
少
希
脈
和
羅
馬
的

神
詰
但
只
是
為
點
綴
他
們
的
恩
怨
和
文
體
而
已
同
樣

到
別
的
作
品
們
有
時
引
用
古
代
近
東
民
族

的
神
話
也
只

是
用
以
當
作
隱
瞞
嘲來
美
化
自
己
的
文
章
和
教
訓



三
聖
經
字
甫
級
的
價
值

在
這
段
內
我
們
只
就
削
1
l
2
3

郎
天
主
創
造

萬
物
這
項
記
錄
立
論
與
刻
耳

(
C
E
D
Z
-
)
說
得
很
對

此
開
宗
明
義
第
一
章
是
遠
古
時
代
的
文
學
傑
作
是
一

為
重
要
的
宗
教
文
告
並
不
是
自
然
科
學
的
論
若
按
古

代
世
界
各
民
族
叫
到
開
天
闢
地
人
類
誕
生
的
傳
說
沒
有

可
與
創
世
紀
第
一
章
相
比
擬
的

這
一
輩
論
文
體
是
屬
於
歷
史
和
餐
術
的
論
文
但

帶
有
智
慧
杏
文
體
的
氣
味
本
章
最
大
的
特
點
乃
是
它

的
高
尚
正
確
的
現
論
部
惟
一
神
論
許
多
古
代
文
化
民

族
崇
拜
太
陽
太
陰
星
宿
及
一
比
一
直
級
動
物
以
它
們
閏
月

神
明
的
的
作
后
划
相
反
以
它
們
不
過
只
是
些
一
受
造
物

而
且
是
沁
人
類
的
利
益
為
天
主
所
創
造
作
者
叉
否
認

原
質
永
存
絕
付
不
以
天
主
的
工
作
只
在
乎
整
頓
原
有

的
物
質
「
在
起
初
天
主
創
造
了
天
地
」
天
地
是
指
字

市
萬
物
彼
此
連
原
質
也
是
天
主
造
的
至
仁
至
義
至
婆

的
天
主
所
造
的
全
是
好
的
「
天
主
看
了
他
造
的
一
切

認
瓜
樣
樣
都
很
好
」
(
創

I
M
)
可
是
最
美
好
的
受

造
物
還
是
人
因
怨
他
是
照
天
主
的
借
像
和
模
樣
而
受

造
的
不
但
男
人
而
且
女
人
也
是
按
天
主
的
背
像
而
造

成
的

這
創
造
歷
史
|
|
當
然
寫
這
種
歷
史
的
目
的
不

圍
是
在
乎
編
修
人
闊
的
事
而
是
在
乎
啟
示
天
主
的
作
為

一
|
|
是
以
巧
妙
的
審
衛
手
法
寫
成
的

作
者
是
依
從
閃

哪
一族
人
所
喜
妥
的

二
極
含
「
七
」
的

結
構
法
編
修

了
這

F
/
第
六
天
加
三
只
是
司
七
』
夫
第
二
挾

戶
扶
原
文

V

(95-(96 ?直~
J、

包
含
「
七
」
旬
第
二
段
包
含
十
四
旬
(
二
乘
七
)
「
天

主
」
一
詞
共
記
載
了
三
十
五
次
(
五
乘
七
)
「
天
地
」

二
字
記
載
了
二
十
一
次
(
三
乘
七
)
「
天
主
看
了
認

為
好
」
一
旬
共
記
收
了
七
次
六
天
內
天
主
L

作
到
了

第
七
天
就
休
息
了
封
於
天
主
的
工
作
作
者
很
頌
明
地

分
關
前
三
天
和
後
三
天
前
三
天
天
主
造
化
了
天
地
海

三
大
部
分
後
三
天
天
主
做
了
所
謂
裝
飾
的
五
作
即
他

以
日
月
星
辰
草
木
水
族
飛
禽
走
獸
等
點
綴
了
天
地
海

洋
最
後
天
主
造
了
人
萬
物
之
短
宇
宙
的
統
治
者
到
第

七
天
天
主
便
休
息
了
作
者
特
別
扭
出
天
主
在
第
七
天

休
息
是
為
教
訓
人
效
法
天
父
到
了
第
七
天
安
息
日
停

止
巳
作
「
因
為

上
主
在
六
天
內
造
了
天
地
海
洋
和
其

中
一
切
但
第
七
天
休
息
了
因
此
上
主
祝
福
了
安
息
日

定
為
學
日
」

(
山

m
u
)

見
創
造
創
世
紀
人
安
息
日
(
雷
)

物
安
慰
(
的
話
?
)
在
之
主
嘉
浩

1
)

，

'
、
視
押
哼
起
的
工
作
抽
出

7

抽
勸
人
「
要
同
哀
悼
的
人
一
同
哀
悼
」
(
亦
見
路

U

H

格
前
氾
闖
關
後
口
自
)
托
彼
特
冒
生
命
的
危
險
來

埋
葬
死
者
(
多
1
H
)
約
伯
的
三
個
朋
友
來
安
慰
受

苦
的
約
伯
(
約
2
u
l
n
)
都
是
這
種
愛
德

L
作
的

表
現

但
是
為
以
民
最
大
的
安
慰
部
是
來
自
天
主
他
安

慰
心
靈
憂
苦
的
人
(
副
9
"

)。
以
他
的
娶
一
吉
(
詠

叫

叫
刊
以
他
的
仁慈
(
圳
的
問
)
來
保
護及安
慰
他
的

羊
軍

(
詠
幻
‘
)

當
以
民
在
受
著
最
大
的
痛
苦
被
罰

民兒身重預充
的於」煌。許軍
安耶i 的故給的
慰 3 1 美此她時

'-- 13 名。依i 默期，
( 匣!這套西天
路! 1 種後亞主
2 17 天編時藉

25 等，主( 代依
)。因自 40 美撒
此己 l 隨意
默是 66 的亞
西以| 章遠先
亞民 ) 景，知

亦安被及來
被慰冠天安
裕的以主必

~ n ，兌「政紋
絲「法，安構勵

) 以| 亦!鼠的她，

到
安
慰
之
聖
神
」
通
識

「
安
慰
之
聖
神
」
是
教
宗
本
篤
十
五
悶
紀
念
聖

經
大
師
學
熱
羅
尼
莫
逝
世
一
千
五
百
年
週
年
於
一
九

二
7
年
九
月
十
五
日
所
頒
發
的
通
論
木
過
為
可
戚
瓜

「
上
村
的
天
主
」
通
祿
的
精
篇
教
求
以
此
恥
大
的
學
經
大

師
學
熱
羅
尼
莫
的
生
平
與
法
作
丹
被
鐵
呼
籲
型
科
學

齒
的
「
上
智
的
天
主
」
通
論
所
指
示
的
基
衣
服
則
再
加

密
切
沌
志
以
借
治
學
研
們
的
權
成
反
種
唯
見
派
和
現
代

主
義
學
，
似
的
旅
論
本
通
而
可
分
內
三
段
教
征
收
第
一

段
內
追
述
導
師
的
生
有
「
與
其
對
聖
經
所
恥
的
布
什
和

所
有
的
貢
獻
(
】W
E
卒
于
l
a
】
)
在
第
二
段
內
街
准
聖

經
的
欣
賞
性
與
不
能
錯
挨
性
因
為
按
默
感
的
本
質
聖

經
是
天
主
與
人
合
作
的
作
品
絕
不
能
有
錯
誤
包
含
在

內
所
以
下
列
各
主
張
和
意
見
是
錯
誤
的
如
有
些
學
者

因
寫
曲
解
了
聖
熱
羅
尼
莫
或

「
上
甜
的
天
主
」
通
為

中
的
行
文
將
學
經
分
馮
主
要
的
部
分

〔
有
關
眾
教
部

份

了
相
次
要
部
份
將
真
理
分
向
絕
對
的
貫
通
、
興
桐
對



一~
的
真
理
氧
此H例
如
「
歷
央
現
象
說
」
「
暗
引
」
的
妄

划
~
閉
氣
皆
寫
來
適

合

滿
滿
再
「
有
許
多
沒
有
見
品
的
聖

~
經
學
者
自
以
借
用
在
聖
經
上
某
段
某
段
的
文
字
內
伐
出

-
了
相
反
天
主
的
絕
對
真
實
性
便
不
稍
遲
疑
地
利
用
那

.
些
所謂
「
暗
引
」
的
學
者
或
那
「
山
門
歷
史
而
賈
府

歷
史
的
文
字
」
的
州
學
說
因
而
愉
快
聖
經
的
來
源
問
且

按
這
些
人
的
主
張
竟
等
於
把
聖
經
的
權
威
連
根
推
翻

或
表
面
上
雖
尚
未
推
翻
而
實
際
所
剩
的
也
等
於
零

了
，
「
此
化
教
宗
呼
籲
解
經
學
者
要

效
法
學
師
對
斟
酬

的
熱
愛
與
專
心
研
究
時
時
要
記
得
聖
人
解
經
的
定
律

聖
經
的
解
釋
應
基
於
「
字
意
」
雖
然
聖
經
的
經
文
有

時
含
有
「
預
象
意
」
或
「
寓
意
」
但
最
後
的
基
礎
仍

寫
「
字
意
」
(
關
切
合N
l
h
S斗
)
教
宗
在
第
三
段
勸
勉

教
友
應
日
日
閱
讀
劃
軾
因
為
在
墓
前
開
賴
回
寞
的
著
作

恥
舉
出
了
許
多
自
閱
讀
斟
副
所
護
得
的
神
益
愛
慕
教

訊
衛
議
真
理
的
熱
誠
有
助
修
德
立
功
預
防
毛
病
惡
習

尤
其
可
養
成
對
斟
側
的
中
心
|
|
基
督
的
熱
愛
與
對

降
生
的
聖
言
的
母
親
聖
母
瑚
叫
到
的
孝
愛
最
後
教
宗

聲
音
肌
鍾
然
連
一
人
的
屍
骸
已
葬
在
蚓
財
但
他
仍
藉
其
著

作
與
芳
志
向
目
前
的
信
友
呼
籲
「
不
認
識
輯
軾
帥
不

認
識
基
督
」
(
單
∞
∞L

芒
。

見
「
上
智
的
天
主
」
通
論
解
經
學
(
陳
)

"
長
蠢
的

3
:
J

此
名
之
意
為
「
英
雄

吋
Z
K
W
趴
n
q
z

旦
司
。
"
』

有
吾

1
E
Y
'
=

也
象
傑
」

是
因
制
叫
到
酬
的
哥
哥
二
人
同
居
於
期
出
制

(
到1
"
)，
以
捕魚為
生

(
瑞4
"
)
.
是
耶
穌
最
初

六497-499 

召
遠
的
門
徒
之
一
〈
焉

4
M
M
)

後
則
被
特
還
加
入

十
二

宗
徒
之
團
體
(
瑞mz
叫
樹3"

制
6
H

到
1

刊
)

在
跟
隨
耶
穌
之
恥
曾
為
割
酬
的
門
徒

(創
1
"

-

u
)

在
樹
剖L
格
外
提
及
他
的
地
方
有
三
在
第
一
次
的
增

餅
奇
版
時
川
是
他
報
告
給
耶
穌
人
章
中
某
孩
童
有
五
餅

二
魚
(
部6
8
.
)

同
其
弟
弟
叫
到
喇
及
同
伴
蚓

創
制
和
制
叫
出
會
欲
知
聖
殿
及
連
一
京
被
破
壞
的
事
以
及

耶
穌
二
次
再
來
的
先
兆
(
釗

u
s

‘
)
，
同
封
閉
倒
代

表
刷
刷
勵
人
來
見
耶
穌
(
創
刊
凶
扭
)
。
除
此
之
外
斟
斟

上

再
沒
有
提
到
此
蠻
不
太
確
實
的
歷
史
文
件
他
會
傳
教

於
制
國
南
方
及
凹
制
制
半
島
在
制
制
的
蚓
蚓
喇
斯

(
H
J
q
g
)也被
人
釘
於
十
字
架
上
致
命
而
死
時
在

降
生
後
六
O
恥
(
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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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德

EE 肋
旦 大
EE 彗書

立 錢

本
書
是
以
制
酬
文
寫
於
三
世
紀
的
著
作
可
惜
大

部
份
早
已
遺
失
只
留
下
一
些
殘
片

制
制
域
的
制
制
劉
和
偽
回
蚓
蚓
甜
把
原
文
譯
成

倒
叫
文
同
時
刪
除
了
有
輕
風
婚
姻
的
思
想
和
諾
斯
士

派
的
見
趴
由
於
刷
酬
譜
的
教
會
特
別
恭
敬
墓
安
德
肋

l
l

他
們
稱
他
為
「
第
一
個
被
召
選
的
宗
徒
」l
l

在
此
教
會
中
尚
有
許
多
講
論
及
讚
美
墓
劉
樹
酬
的
大

事
錄

在
這
些
作
品
中
最
美
麗
的
一
本
是
安
德
肋
致
命 叫

那
可
是
雖
然
流
行
若
兩
種
剝
削
，
可
戶
的

4
F
J
F
其
原
荒
倒

似
乎
是
拉

T
艾
莫
若
作
時
代
是
第
四
世
紀
末

，絮
，因
為

該
到
制
制
顯
然
流
露
二
穆
反
對
阿
甜
甜
約
派
異
端
學
泣

的
氣
恥
戶
雷

d

9

，
C
Z
A
I
S

話
"
耳
凶
手
/
安
息
日
拉
丁
文
作

4
吋
f
p
t
s
r
E
G

各
Z
Z

丘
，
|

E
J
I
A

刷
l
l
J

、
「
E
V
V
E
E
E
」
希

酬
文
作
「g
F
σ
g
g
E

」
或
復
數
(
S
F
耳
其
妙
)
都
導

源
於
制
制
剩
文
「F
F
a
t
r蚓倒
蚓
文
「
∞
凶
耳
其
『
」

這
一
名
詞
無
疑
與
動
詞
「
E
E

H
Y
」
意
即
「
停
止
」

「
止
患
」
有
點
是
蚓
划
人
宗
教
筍
趴
的
每
六
天
後
的

一
九
部
第
七
天
由
第
六
天
的
日
落
起
至
第
七
天
的
日

落
L
在
這
一
天
應
停
止
作
一
切
的
工
作
為
此
說
與
動

詞
「
F
『
Z
H
Y
」
(
停
止
)
有
關
在
安
息
日
這
一
天
不

但
叫
倒
叫
子
民
而
且
連
他
們
的
奴
隸
以
及
住
在
他
們

家
里
的
外
僑
甚
至
牲
畜
(
如
驢
牛
)
都
要
停
止
工
作

(
見
肘
犯s
削
幻
臼
)
比
凡
七
月
初
一
(
馬
樹
划
人

的
新
年
)
七
月
初
十
贖
罪
笛
七
月
十
五
帳
棚
筍
及
簡

後
第
八
日
正
月
十
五
日
織
越
筒
(
見
肋
幻
刮
目
叫
甜

甜

的

目
|
缸
)
都
應
守
寫
安
息
日
即
停
止
一
切
的
工

作

說
過
了
安
息
日
的
名
稱
今
再
就
它
的
起
源
法
律

觀
札
歷
代
守
安
息
日
的
情
形
新
約
時
代
此
安
息
日
的

看
法
以
及
安
息
日
的
象
徵
意
義
分
述
於
後

1

關
於
安
息
日
的
起
源
至
今
學
H
H
h未能
獲
得
一

個
肯
定
的
解
也
有
的
學
者
以
為
蚓
划
人
的
安
息
日
可

能
與
古
凹
叫
制
人
的
習
俗
有
關
因
缺
古
巴
比
倫
人
的



習
俗
一
年
內
有
數
月

(
Z
E
P
自
己

-
B
B
F
圓
白
己


g
R
r
y
o
m
Y
S
E
)
|
|
或
者
也
可
能
全
年
每
月
以
初

七
十
四
或
十
五
十
九
或
廿
一
廿
八
或
廿
九
或
三
十
日

(全
按
陰
曆
計
算
)
為
不
祥
之
日
在
上
述
的
日
子
先
知

司
祭
君
王
(
有
時
也
提
及
醫
生
)
古
時
特
殊
階
級
的

人
物
便
避
兔
作
某
一
些
一
事
尤
其
不
在
上
述
日
子
開
始

作
某
一
些
事
而
且
按
考
古
學
者
的
研
究
在
阿
加
得

幸
存
且
5
)
語
中
有
「
皆
可
E
Z
」
或
「
F
Z
H
Z

」
一

字
而
亞
述
巴
比
倫
文
化
部
師
承
阿
加
得
文
化
不
過
阿

加
得
語
的
「
F
E
H
H
E」
並
非
指
每
六
天
後
第
七
天
而

是
指
月
之
十
四
或
十
五
閏
月
圓
笛
此
外
「
F
E
H
H
E
」

有
「
清
除
」
之
意
因
而
皆
σ
似
乎
也
有
「
清
除
笛
」

(
可5
5
日
巳
g
P
S
H

)
之
意
人
飯
獲
得
了
良
心
清
潔
無

罪
自
然
感
到
心
安
理
得
為
此
有
的
學
者
稱

ω
谷
"
門
巨

為
「
心
安
瑋
得
」
的
日
子

(
巴
拉
乳
名
-
u
o
g
o
B
E
H

。
問
H
F
O
Z
R
H
)
不
過
不
論
「
清
除
筍
」
或
「
心
安
理

得
」
的
日
子
是
月
之
十
四
或
十
五
日
而
不
是
指
初
七

十
四
二
十
一
二
十
八
等
不
祥
之
日
或
忌
日
因
此
猶
太

人
之
以
每
六
天
後
之
第
七
天
寫
「
皆
耳
其
」
(
安
息

日
)
與
阿
加
得
活
所
稱
之
「
F
Z
Z
E
」
仍
有
極
大
的

差
別
與
距
離
不
過
另
一
方
面
在
較
古
的
先
知
告
中
如

亞
8
5

歐
2
日
(
參
閱
列
下
4

目

)也
會
將
安
息
日
與

一
月
朔
相
提
並
論
月
朔
乃
初

一
月
朔
之
對
時
當
是
月
望

立
即
月
之
十
五
日
那
來
是
否
當

時
月
望
郎
月
之
十
五
日

M
r也
守
為
女
息
扎則
是
相
當
有
關
鍵
性

的
吳
弘
如
當
時

/
以
閏
月
雙
倍
妥
，息
，自
則
和
古
訓
回
耐
人
的
E
W
V
E
E
S
」

499 ~ 

J、

相
近
但
猶
太
人
幾
時
改
以
每
六
日
後
之
第
七
天
為
安

息
日
再
者
猶
太
人
幾
時
開
始
了
從
不
中
斷
地
以
每
第

七
天
為
安
息
日
則
仍
是
一
未
能
揭
曉
之
謎
而
且
怕
也

是
今
世
永
無
法
揭
曉
之
謎
不
過
若
根
拔
聖
經
所
放
來

看
守
安
息
日
的
誡
命
已
載
於
梅
瑟
的
法
律
辜
百
內

(
山
山

m
s
i

u
申

5
u
!
間
)
雖
然
根
按
現
代
的
學
者
現

有
的
法
律
條
文
當
為
晚
出
(
甚
至
有
的
學
者
以
為
是

充
軍
後
翔
的
作
品
)
但
對
守
安
息
日
的
史
實
無
疑
至

少
當
溯
源
於
梅
瑟
時
期

2

就
法
律
觀
點
來
研
究
安
息
日
的
意
義
從
天
主

藉
梅
瑟
向
以
民
頒
佈
的
十
誠
及
從
約
書
內
的
記
誠
來

看
守
安
息
日
含
有
消
極
積
極
兩
方
面
的
意
義
消
極
方

面
嚴
禁
人
在
安
息
日
作
工
(
出
鉤
，
l
u

幻
刊
)
積

極
方
面
應
以
安
息
日
為
聖
日
(
出
必
8
申

5
臼
)
為

此
幾
乎
每
次
提
及
守
安
息
日
時
同
時
也
說
「
應
召
集

學
會
」
(
肋
幻
3
.

甜
甜
甜
2
戶
仰
的
凶
扭
扭
扭1
，

臼
自
)
由
此
可
知
定
立
安
息
日
的
用
意
一
方
面
是
為

叫
人
甚
至
牲
畜
有
機
會
得
以
喘
息

(
出
幻
間

)
另
一

支
面
使
人
能
盡
自
己
的
宗
教
義
務
敏
拜
天
主

(
出
切

8

|
叩

)
而
且
很
錢
出
m
u
n
M
口安
忌
日
所
以
為
學

日
是
基
於
天
主
以
六
天
造
了
天
地
萬
物
第
七
天
停
工

休
息
(
參
閱
創
2
2
)
因
此
也
可
明
瞭
何
以
凡
不
守

安
息
日
的
應
受
死
刑
因
不
守
安
息
日
即
是
犯
褻
里
的

大
罪
(
見
出

彷
2
H
M
H參
閱
戶

的
阻
l

師
)
不
過
依

撥
出
幻
M

所
載
畢
竟
安
息
日
是
為
人
(
即
寫
人
的
好

處

Z
m
立
而
不
是
人
為
安
息
日
(
見
谷
2
n

v

3

歷
代
守
安
息
日
的
悄
形
從
歷
史
方
面
來
看
當

以
民
還
在
曠
野
時
曾
有
人
因
犯
安
息
日
郎
在
安
息
日

拾
柴
而
被
判
死
刑
(
戶
的
叫
|
扭

)
在
列
王
時
代
除

故
上
主
扭
扭
定
的
奉
獻
安
息
日
當
獻
的
禮
品
外
(
依


u
l

H

肋
幻
甜
)
有
拜
見
先
知
的
習
慣

(列
下
4

自

)

也
許
為
聆
聽
先
知
的
教
訓
不
過
因
當
時
君
王
與
人
民

大
多
背
棄
天
主
而
敬
拜
巴
耳
邪
神
且
多
行
不
義
忱
無

辜
者
的
血
他
們
援
仍
奉
獻
禮
品
宰
牛
宰
羊
但
不
時
天

主
所
悅
納
(
依
1

H
H
)
因
而
他
們
對
守
女
息
口
也

逐
漸
冷
淡
如
耶

叮
刊
所
說
在
安
息
日
搬
運
草
收
則

n

s
明
說
「
褻
潰
了
天
主
的
安
息
日
」
及
至
以
民
被
充

軍
到
凹
叫
制
恃
無
疑
的
他
們
祇
有
到
問
叫
克
耳
先
知

那
里
共
守
安
息
日
以
別
於
他
們
無
信
仰
的
鄰
人
不
過

一
方
面
因
該
處
沒
有
聖
殿
而
且
因
長
時
間
居
住
在
外

邦
人
中
自
然
無
法
避
免
受
外
教
人
的
影
粹
是
以
判
守

安
息
日
定
然
更
加
冷
淡
這
兩
以
民
返
罔
木
國
後
時
常

進
犯
安
息
日
可
以
為
證
為
此
乃
赫
米
雅
何
恃
強
迫
他
們

守
安
息
日
不
得
不
下
令
關
閉
耶
京
的
絨
門
(
見
厄
F

U
H
自
)

。
之
低
到
了
瑚
別
叫
時
此
熱
誠
的
蚓
川
人

對
守
安
息
日
部
非
常
重
-
視
為
了
守
安
息
日
竟
有
一
千

多
人
因
不
抵
抗
而
死
亡
(
加
上
2
訕
|

盯

加
下
6
u

的
2

|

6
)
不
過
後
來
他
們
認
為
如
果
這
樣
犧
牲

可

能
不
久
全
被
敵
人
消
滅
才
稍
加
構
變
的
在
敵
人
來
侵

犯
時
在
安
息

日
也
可
以
還
擊
低
抗

(加
上
2
抽
|

的
」

但
當
獲
得
勝
利
時
在

安
息
日
則
不
應
再
乘
勝
追
擊
敵

人
門
加
下

8
3

再
後
當
「
過
夫
主
義
」
「
-
H
E
R
S

」



.

~
興
建
峙
，
總
守
安
息
日
太
過
形
式
化
缸
帆
風
外
表
而
不
注

划
~董
守
安
息
目
的
內
在
精
神
品
走
什
恃
恃
恃
多
的
瑣
事

~
列
個
叫
安
息
日
不
准
作
的
工
作
在
塔
耳
恭
得
會
內
就
列

-
出
了
三
十
九
種
安
息
日
不
准
作
的
工
作
如
指
麥
穗
吃

一
(
見
職
M
M
I
2
)繞
帶
床
行
走
(
軒
5
刊
)
夫
婦
不

得
行
房
事
(
T
V﹒
凶
。
.
申
)
甚
至
接
甜
甜
剖
所
記
厄
色

間
派
竟
不
准
在
安
息
日
入
廁
(
國
﹒

}
N
﹒
∞u
A
Y
)是以

將
安
息
日
原
本
是
一
一
位
鬆
喜
樂
的
日
子
(
依
m
m
a
)

變
成
了
不
可
背
貴
的
重
但
(
見
』5
.
V
泣
，
凶
凶U
M
O
W

P
H
凶
瑪
幻
‘
)

4

新
約
時
代
對
安
息
日
的
看
法
及
至
耶
穌
|
|

默
西
亞
來
鷗
在
開
始
傳
天
闊
的
道
理
時
由
四
福
音
內

極
清
楚
地
使
人
不
能
不
注
意
到
的
一
點
郎
耶
穌
為
了

守
安
息
日
的
問
題
一
再
與
法
利
鑫
黨
人
爭
辯
(
參
閱

職
位
-
-
u

谷
Z

甜
|

甜
3
1
1
5
路
6
6

|

M
U

M
-

口

若
5
1

|

M
9

間

|
M
等

)
綜
合
耶
穌
的
話

安
息
日
應
許
可
行
善
為
人
治
病
既
是
善
事
是
以
安
息

日
治
病
不
算
違
犯
安
息
日
安
息
日
段
可
以
解
下
槽
上

的
牛
種
牽
去
飲
水
則
更
可
治
好
一
個
比
牛
趙
立
重
的

人
的
病
尤
其
重
要
的
一
點
是
耶
穌
根
據
法
律
(
出
幻

刊
)
說
「
安
息
日
是
為
人
立
的
並
不
是
人
為
了
安
息

日
」
末
後
耶
穌
更
用
他
的
權
威
說
「
人
子
也
是
安
息

日
的
主
」
言
外
是
說
不
拘
你
們
再
用
什
麼
理
由
來
詭

辦
人
子
乃
是
安
息
日
的
主
所
以
有
權
改
變
甚
至
廢
除

安
息
日
的
誠
命
事
實
上
耶
穌
升
天
後
里
教
會
初
興
時

蚓
划
信
友
似
乎
仍
照
蚓
划
人
的
習
慣
守
安
息
日
(
宗

重六500-501 

2
1
“

u
u
u

“
)
但
不
久
說
以
一
遇
的
第
二
夫

也

即
我
們
今
日
所
稱
的
「
主
日
」
代
替

了
猶
太
人
的
安

息
日
(
見
宗
叫
“
7

格
前
的

2
)
在
宗
徒
會
議
後
所
發

的
祿
文
上
也
沒
有
要
求
教
友
守
安
息
日
的
條
件

(
宗

的
自
|
的

)
。
初
期
教
會
所
以
以
主
日
來
代

安
息
日
是

為
紀
念
耶
穌
在
一
迎
的
第
一
天
上
彼
活
了
是
以
稱
為

「
主
日
」
而
不
再
提
安
息
日
了

5
安
息
日
的
象
徵
忠
義
在
教
會
初
期
敬
父
們
最

樂
意
位
及
這
點
尤
其
在
他
們
講
道
時
多
次
以
值
約
襄

守
安
息
日
的
含
意
曉
論
教
友
要
之
可
分
以
下
三
點

(
a
)
安
息
日
腳
底
是
消
除
罪
過
清
潔
竄
魂
的
日
子
如

學
熱
昭
雄
尼
美
的
日
改
「
在
安
息
日
人
您
看
守
自
己
的
靈

魂
在
該
日
絕
不
可
背
著
罪
過
的
重
債
進
入
耶
路
繳
泠

(
指
墓
堂
)
的
門
相
反
在
安
息
日
要
修
德
立
功
」
赦

劉
胡
川
則
說
「
不
為
世
事
操
勞
而
難
教
益
修
的
人
才

算
是
守
安
息
日
奉
獻
安
息
日
的
祭
品
不
要
在
路上貴

重
稅
重
艇
的
是
一
切
罪
過
同
樣
聖
猶
斯
定
亞
歷山
大

劃
蚓
的
到
喇
劃
也
都
有
類
似
的
說
法
(
b
)安
息
日
象

徵
耶
穌
賜
與
人
心
靈
上
的
平
靜
如
學
奧
斯
定
說
「
哲

約
時
代
叫
民
以
不
作
形
體
方
面
的
工
作
來
反
祝
安
息

日
乃
象
徵
信
友
因
學
艸
學
化
而
獲
丰
安
寧
」
叉
說

「
安
息
日
並
未
廢
除
而
是
換
了
另
一
新
意
義
即
信
友

固
不
須
在
形
體
方
面
守
女
息
日
而
是
在
精
神
方
面來

守
也
軒
在
瞭
解
耶
穌
所
說
「
凡
勞
苦
和
貴
重
姐
的
你

們
都
到
我
眼
前
來
我
要
使
你
們
安
息
」
(
寫
口
自
)

的
話
後
而
獲
享
心
茲
上
的
安
寧
」
里
多
瑪
斯
也
說

「
安
息
日
即
是
指
因
那
師
所
賜
與
我
們
心
屑
，
生
們

息
」

(
C
)
安
息
日
列
倍
家
日
品
但
在
英
潛
水
品

d
m
j
y

的
安
息
的
預
個
學
如
放
黎
草

列
品
「

真
正
的
哎
，
息
，
目叫

天
主
停
止
了
他
一
切
工
作
的
那
三
夫
乃
是
在
來
世
辦

成
再
沒
有
痛
羔
悲
低
哀
風
而
是
一
切
竭
於
夫
已
夫
主

充
滿
一
趴
在
那
一
安
息
日
天
主
袋
瓜
我
們

M
他
的
天

使
一
起
反
抗
我
們
將
要
向
天
主
春
獻
蚓
謝
的
叫

M
X向
心
戶

高
者
還
我
們
所
許
的
誓
師
蝴
」(
參
闊
前
4
1
U
)

岡
山
恥
E
封
納
州
恥
盎
頗
經
飢

A
E口
里
蚓
且
也
都
有
叫
一

的
意
見見

日
曆
十
誡
主
日

(
義

)

捌
安
息
日

路
程

\
切
凶σσ凶
H
Y
已
m
w】\
ω
』。
戶
固
守
口
的
〕
『

J

f
∞
ω
σ『
mw
H
M
Z倚
門

、、

安
息
日
路
也
是
說
在
安
息
日
許
可
走
的
有
一
定

限
度
之
路
也
誰
在
安
息
日
走
路
若
不
超
過
這
限
度
的

算
沒
有
違
犯
安
息
目
的
准
律
按
蚓
划
人
在
科
圳
卅
怕

的
解
釋
這
限
度
為
二
千
尺
亦
即
三
分
之
二
公
里
舉
經

上
祇
有
一
次
提
及
這
安
息
日
路
程
的
宗1
泊

是
指
出

剛
剛
山
(
在
耶
賦
喇
喇
城
東
)
至
部
叫
的
叫
割
的
一
段

路
拉

(
義

)

是 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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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人
是
一
慶
拉
伯
每
逢
安
息
氧
按
制
到
法
惜
的
叫
民
應
遵

守
以
下
所
列
各
項
規
律

一
在
安
息
年
上
不
得
耕
種
應
讓
困
地
包
括
葡
萄

國
及
橄
欖
國
休
息
一
年
在
這
一
年
內
困
地
雖
未
經
人

耕
種
仍
然
有
什
麼
出
產
的
話
總
讓
窮
人
或
田
間
的
野

獸
取
食

(
叫
幻u
u

叫
衍
-

-
T
)
。
叫
鼠
也
不
必
為

這
一
年
不
耕
種
而
但
心
憂
慮
下
一
年
沒
有
吃
的
因
為

天
主
將
特
別
照
顧
以
民
在
第
六
年
上
會
使
田
地
有
三

倍
即
三
年
的
卅
產
使
百
姓
直
到
第
九
年上
有
吃
的
以

及
為
來
年
耕
種
用
的
種
子

(
肋
衍
m
l
n
)

二
叫
民
中
若
有
人
買
了
另
一
蚓
咐
喇
人
作
奴
點

不
管
他
是
男
人
或
女
人
祇
該
讓
他
工
作
六
年
第
七
年

上
應
讓
他
自
由
離
去
若
他
不
願
離
去
而
自
願
長
期
服

事
主
人
則
主
人
應
在
門
前
以
錐
子
刺
透
他
的
耳
朵
作

寫
記
號
這
按
他
便
永
久
屬
於
主
人

(
出
幻
e

申

叮
叮
)

如
果
他
要
離
去
則
主
人
不
應
讓
他
空
手
而
去
而
要
厚

厚
凡
郎
以
備
工
的
雙
倍
工
資
酬
報
他

(
晰
的
問

M
)。

關
於
女
奴
如
主
人
會
決
定
娶
她
為
自
己
的
妻
子
之
後

雖
然
厭
惡
她
仍
應
對
待
她
如
妻
子
即
供
給
她
衣
食
及

合
歡
之
誼
若
主
人
決
定
她
作
自
己
兒
子
的
妻
子
則
應

待
如
自
己
的
女
兒
如
不
履
行
這
些
義
務
則
她
可
自
由

離
去
不
必
償
還
積
金
或
其
他
代
價
(
出
幻
7
|

U
)

1
對
上
述
兩
條
歎
郎

(
1
)
對
困
地
來
說
以
叫
剖
刺
子

士
民
進
入
了
許
她
那
年
開
始
計
算

(
肋
鈞
2
)
(
2
)

以
戶
口
對
很
俾
來
也
以
他
們
賣
身
作
奴
獄
時
開
給
計
算

(
削

戶
幻
1

由
阿刊μ
A
H
J

502-505 ~ 

J、

三
在
每
第
七
年
土
凡
借
貸
與
近
人
的
一
切
債
主

應
全
部
予
以
豁
免
因
而
這
第
七
年
也
可
稱
為
豁
免
年

這
豁
免
年
似
以
借
貸
時
開
始
計
算
而
且
這
豁
兔
祇
施

於
叫
民
若
俏
貨
與
外
邦
人
即
非
叫
民
的
同
族
則
仍
可

追
討
而
且
法
律
也
勸
以
民
不
可
因
豁
免
年
近
了
使
心

生
胡
思念
不
再
借
貸
與
人
以
兔
招
受
損
失
因
為
天
主
對

慷
慨
大
方
的
九
必
要
豐
厚
地
祝
一
騙
他
(
酬

的
1

』U
叮

有
關
上
述
的
法
律
恨
本
的
理
由
郎
安
息
年
應
使

田
地
得
以
休
息
而
這
安
息
年
的
法
律
師
是
女
息
日
法

律
的
引
伸
天
主
所
以
規
定
讓
困
地
也
要
休
息
因
為
一

如
法
律
所
說
「
地
是
我
的
你
們
(
叫
民
)
為
我
祇
是

旅
客
或
住
客
」
(
肋
討
自
)

最
後
按
申
H
M凹
的
記
載
每
逢
七
年
即
在
豁
兔
年

的
帳
棚
節
期
內
應
在
全
以
色
列
子
民
前
大
矗
立
宣
讀
這

法
律

兒
安
息
日

如
安
息
油
液
(
詩川
)
香
皂

「
安
息
油
被
」
原
文
作
「
K
P
Z
H
B」
制
蚓
文
譯

作
「
∞
宮

"
。
」叫
川
文
譯
文
不
一
創
刊
竹

9

倒
叫
的
臼
譯

作
「
O
E
H
S
」
但
制
4
H
卸
譯
作
「

E
s
h叫
丸
倒

叫
的
缸譯
作
「
安
息
油
被
」
詠
衍
，
譯
作
「
沉
香
」
制

4
H

譯
作
「
蘆
畜
」

見
香
料
沉
香

(
漁

)

如
安
提
巴
(
古巴
可2
)
時
位
…
戶
叫

(
義
)

者
他
殉
難
於
刮
到
寫
則
利
制
之
前
大
概
是
在
到
荊
州

皇
帝
執
政
亂
鐵
傅
志
對
出
別
是
蚓
回
附
加
摩
的
主
恥

(
山
)

“
←H
R
H惡的
明
主u之
〉
E
E
H
Z
J織
中
H
R川
大
閉
一
…

5

，
→5
ι
K
E
V
A
山
山
，
A
T
e』
f
h
1

』

j
i
l
-
-
1

，

、
抗
德
所
修
山
間

(
k
r
2
.
7
ι
﹒
)
2
H
M
-
N﹒
)
。
蚓
創
制
時
紀

念
其
父
到

問
州
睬
給
這
城
起
了
此
扎
比
絨
位
於
占
叫
叫
到
威
址

上
(
蘇
U
H
)
即
在
耶
路
撒
制
和
凱
撒
勒
雅
之
間
似

乎
即
是
現
在
的
蚓
叫
蚓
阿
叫(
M
NEn
-

-〉
5
)。
兒
科

幻
去
這
城
的
居
民
早
已
信
奉
了
基
皆
因
此
到
第
間
也

紀
在
該
城
已
設
立
了
一
個
主
教
區
到
公
元
七
間
內
年

罔
教
徒
把
基
督
徒
完
全
殺
虹
口
(
山
)

的
扣
K
V
L
Y
3
匕
長
□
C
S已
丘
之
〉
D
H3
5

5

，
1
J
J
三

E
Y
A
B
e二
/〉
D
H
S
E

〉

E
\

女
多
尼
堡
建
於
耶
京
舉
敗
之
北
它
的
作
川m
一
方

面
在
保
進
學
城
最
大
的
弱
點
|
|
北
方
叫
一
力
面
在

監
視
且
保
護
車
般
的
女
全
→
追
悼
叫
望
他
很
門
?
就
組
成
了

名
叫
哈
納
訥
耳
塔

(
耶
到

祖
厄
下
3
I
U
叩

M
M

M
)
當
猶
太
人
從
巴
比
倫
充
軍
岡
來
就
把
它
蓋
住
且

普
通
稱
它
寫
「
堡
」
(
別
下
2
8
7
2)。
女
從
約
自

厄
瓜
L
法
乃
破
壞
了
它
但
瑪
加
怕
兄
弟
又
將
它
重
的
址
起

來
比
舊
日
更
為
寬
九
且
更
堅
用
心
按
甜
甜
蚓
所
記
械
蚓

蚓
倒
兄
弟
所
修
建
的
堡
也
相
蚓
文
稱
為
「
巴
黎
斯

」。

大
黑
吼
的
德
在
公
元
前
三
十
-
年
左
右
再
把
它
饋
大
並

加
裝
飾
同
時
使
它
成
馬
士
挫
宮
敏
~
座
堡
壘
和
~
陸

“
有
風
治
門
匕
起
，
毛
划
糾
司
主
且
是
為
向
幫
他

q
吋
酌
划
湖
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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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的
朋
友
為
爾
谷
女
多
尼
表

示
敬
定
逗
偕
皓
的
地
積

佔
一
萬
二
千

-
h
T
方
呎
長

-
r
H
-
7
1

十
呎
在
八
十
呎
學
經

上
稽
之
寫
「
們
盤
」
叫
內
只
在
里
面
肘
且
有
軍
隊
可
是
右

瑟
夫
也
稱
它
內
「
﹒
叫
做

-
A
門
市
戶
質
上
是
個
很
窮
麗

你
大
的
山
叫
做
卡
餘
年
之
久
卸
的
到
公
元
前
二
阿
飛
二

(
年
做
過
大
叫
“
山
村
洛
伊
的
U
M
℃
犯
公
告
削
二
內
必
一
一
仆

年
間
也
王
先
耶
求
兩
←
喇
叭
怪
叫
咕
了
-
J
m
h
1
月
的
所
謂

的
「
黑
蓓
的
(
中
叫
做
」
此
從
叩
開
常
情
使
在
附
加
裂
到
公
一
兀

四
五
年
黑
泓
德
逝
世
後
過
了
一
年
多
他
的
兒
子
阿
爾

赫
勞
被
奧
占
斯
都
兔
職
因
而
猶
太
領
域
和
撒
瑪
黎
雅

領
域
則
成
了
羅
肉
的
一
個
小
行
省
從
那
時
起
黑
洛
德

在
耶
京
所
也
築
的
兩
貼
心
W叫
做
即
表
京
械
西
南
的
「
挖
一
…

氏
宮
收
」
和
紅
械
北
的
次
多
尼

m
m
h
壘
便
成
了
羅
馬
的

總
替
府
巾

H
L
H也J
的
史
J

心
中
孩
們
可
以
知
道
羅
馬
總

督
平
常
叫
住
從
黑
氏

J
H版
但
到
餓
越
節
時
間
川
能
更
容

易
監
棋
納
太
人
暴
動
的
日
恤
踩
|
1

聖
殿
似
乎
寄
括
在

安
多
尼
堡
內
雖
然
還
有
比

-
d學
何
以
內
比
拉
多
在
審
判

耶
穌
那
一
年
是
住
在
黑
熟
德
占
般
可
是
第
一
流
的
考

古
學
家
如
萬
桑
阿
味
約
納
等
都
擁
護
傳
統
的
學
說
而

主
張
比
拉
多
審
問
耶
穌
的
地
方
不
是
黑
氏
宮
殿
而
是

安
多
尼
堡
壘
關
淤
傳
統
的
文
件
，
參
閱

F
E

】WHK∞

∞
∞B
l
g
申
貞
~
這
樣
耶
穌
就
是
從
此
堡
峙
。
也
內
受
權
判
被

鞭
打
受
凌
導
數
刺
冠
汶
他
判
死
在
令
，
口
手
提
上
近
三
十

年
來
在
法
地
所
挖
拋
向
L
S
L
的
i
u
物
都
足
以
證
賀
耶
穌

法
雄
史
的
范
述
以
及
那
時
羅
馬
士
兵
的
生
活
習
慣
除

了
吾
主
在
此
受
汗
受
雌
雄
之
外
保
祿
也
會
被
囚
在
此
主

耶
穌
夜
關
向
保
血

脈
顯
示
出
來
安
帥
部
他
並
府
的
和
他
晶
宮耳，

羅
馬
去
在
世
界
中

心
β
主
作
證
曰
"。
所幻
|
幻

見
總
督
府
耶
路
撒
泠
耶
穌
在
難
嬰
保
的
腳

(Fm) 

“
長
多

3
匕
埠
q
F
E
S
E
n
g
J「多
蹈

,2

,
3J

Jd

J
dEE'

,
4-
•• 

/
、

1

:
J
J

=

'

、
苛
」
希
臘

文
人
仍
有
風
謂
「
戰
勝
的
人
」
線
上
有
三
人
有
此
名
一

是
女
提
約
占
第
四
於
公
元
前
一
七

0
年
至
是
里
基
雅

一
半
亂
維
京
時
委
任
代
己
行
政
的
代
連
他
與
默
乃
勞
勾

結
殘
占
了
身
頁
盛
名
為
人
公
正
的
大
司
祭
放
尼
雅
王

岡
京
後
肉
息
眾
怒
亦
將
他
處
決
事
見
於
加
下
4

臼
!

甜
二
是
女
提
約
凸
第
四
於
公
元
前
一
六
八
年
洗
劫
聖

殿
財
物
後
歸
國
前
留
在
事
黎
斤
總
咽
地
行
政
的
總
賢

(
加
下
5

n

自

)
三
是
聖
保
線
在
致
羅
馬
人
密
結

尾
詞
內
致
候
稱
譽
的
一
位
猶
太
基
督
信
徒

(臨
稚的
7
)

雖
譯
何
用
「
安
得
洛
尼
科
」
其
實
原
文
是
一
樣

(
漁
)

申
E
-
Z
E
H
Y
-
E
「

J

人
名
意
回
b

o
l
t
h
R
E
q
r
I
E
{

KF
Z
恥
。口
F
Z
m
}

5

，
3

旱
，
〈
刻
-

•• 

/
\
是
「
頑
強

的
整
固
的
」
在
倒
劉
胡
王
朝
的
歷
史
上
以
此
為
名
的

國
王
達
十
人
之
多
但
是
學
經
上
所
提
及
的
共
有
四
位

今
簡
述
如
下

一
女
提
約
臼
四
世
叫
樹
倒
叫
川
是
大
劃
出

1

的
古
三

世
之
子
繼
計
時
兄
叫
劉
制
四
世
劉
鳳
耐

E
E恥
(
早
已
。
?

""。
吋
)
為
制
利
副
主(
公
元
前
一
七
五
l

一
六
四
)
按

史
家
對
他
大
都
無
好
評
是
性
情
怪
僻
任
性
妄
馮
殘
忍



無
道
獨
裁
專
制
的
傢
伙
但
有
時
組
揮
金
如
土
大
方
救

濟
受
騙
性
的
人
民
可
是
一
轉
眼
間
又
會
將
之
磨
難
殘
殺

是
一
個
朝
三
暮
四
的
怪
人
物
公
元
前
一
六
九
年
進
攻

埃
及
大
獲
勝
利
俘
榜
仆
托
肋
米
六
世
第
二
次
再
也
征

埃
及
時
則
受
阻
於
羅
馬
人
(
達

U

扭
|
叩
)

對
猶
太
人
的
政
策
首
先
在
耶
京
創
立
一
個
強
有

力
的
傾
向
希
臘
人
的
黨
派
黨
員
大
半
是
耶
京
的
富
翁

及
有
地
位
的
司
祭
故
此
當
他
在
一
七
五
年
首
次
視
察

耶
京
時
大
受
大
司
祭
及
人
民
的
熱
烈
歡
迎
但
在
第
二

次
山
征
埃
及
受
挫
之
後
國
庫
空
虛
乃
乘
耶
京
傾
向
希

臘
策
與
保
守
派
之
猶
太
人
內
閑
之
際
以
平
亂
為
名
將

聖
殿
之
財
貨
搶
劫
一
空
更
盡
力
提
倡
猶
太
完
全
希
闡
明

化
於
是
聖
殿
被
潰
榮
止
安
息
日
焚
燒
草
書
消
除
割
損

維
等
(
加
上
1

叩
“
)
可
是
當
他
欲
立
邪
神
像
於

聖
殿
時
(
加
上
-

M

見
達
9

剖
)
輿
論
大
謙
人
心
大

起
反
感
是
以
有
瑚
蚓
倒
弟
兄
的
起
義
領
導
護
教
運
動

軍
起
而
攻
致
使
希
種
化
運
動
完
全
失
敗

二
單
詞
刮
五
世
歐
帕
托
爾
安
蚓
制
刮
問
世
之

子
及
繼
位
者
(
公
元
前
二
川
三
i

一
六
一
)
上
位
時

仍
年
幼
由
到
創
制
輔
之
二
人
同
時
被
德
默
特
琉
謀
殺

而
自
稱
為
主
(
公
元
前
二
川
二
i

一
五
O
加
上
6

口

7114) 一

三
劃
蚓
祠
刮
六
世
是
亞
|
岡
山
叫
到
凹
蚓
之
扎
特
黎

一蚓
叛
變
戰
敗
制
制
點
琉
二
世
乏
骷
扶

年
幼
的
回
蚓
之

M
Jd
fA
M安
，
品
制
白
六

世
主
(
公
元
前
-
四
五
l

一
咽
二
)

戶
自
任

d
f蚓
但
他
重
新
委
任
制
州
到
為
蚓
京
大
司
祭
並
賜

508 -~ 
/\ 

予
「
國
玉
的
朋
友
」
銜
(
加
上
口
甜
盯
等
)
猶
太
人

先
是
擁
護
二
人
但
因
特
蒙
學
殺
君
黨
位
之
惡
行
而
盡

失
民
心
(
加
上
M

M
l
u

臼
)

四
安
提
約
古
七
世
息
得
太
德
默
特
琉
一
世
之
子

為
敘
利
亞
王
(
公
元
前
三
二
九

l

一
二
九
)
他
盡
力

圖
謀
恢
復
色
宴
苛
王
朝
的
權
威
對
其
主
要
內
部
敵
人

|
1

蚓
創
劃
l
|

作
戰
對
外
則
安
棋
猶
太
人
重
訂
他

們
固
有
的
特
惠
條
約
如
宗
教
上
的
自
由
及
可
以
自
鑄

錢
幣
等
果
得
猶
太
人
歡
心
領
首
領
大
司
祭
息
孟
的
幫

助
打
敗
特
黎
豐
安
提
約
占
七
世
即
獲
得
勝
利
確
保
了

王
權
之
後
部
前
恩
盞
忘
轉
而
慢
待
猶
太
人
且
強
迫
要

求
割
讓
約
培
及
革
則
爾
兩
個
猶
太
人
在
特
黎
學
時
代

克
服
的
重
鎮
息
孟
堅
拒
其
求
於
是
雙
方
因
此
而
戰
亦

未
得
逞
(
加
上
的
l
M
t
早
)
至
此
是
聖
經
上
有
關
四

位
名
女
提
約
占
國
王
的
記
敘
(
緯
)

划
安
提
約
基
雅
(
卅
日HM
S
)

按
歷
史
記
載
布
十
六
座
城
名
叫
安
提
約
蓋
一
雅
但

在
本
文
內
只
客
述
聖
經
中
所
提
到
的
兩
座
即
不
』
息
狄

雅
的
安
提
約
基
雅
和
敘
利
亞
的
安
提
約
基
雅

(
一
)
丕
息
狄
雅
的
安
提
約
基
雅

(
宗
U
H

M

臼
H

弟
後
3
u
)
這
座
城
是
色
宴
苛
一
世
(
公
元
前

三
一
二
1

二
八
0
)
號
寫
尼
加
托
爾
的
在
公
元
前
三

百
年
左
右
建
成

的
馬
紀
念
他
的
父
親
安
提
約
古
公
元

前
-
八
九
年
該
城

宣
佈
路

「
自
由
織
」
公
元
的
二
十

四
年
成
為
蚓
蚓
瀏
蚓
蚓
省
的
京
都
公
元
前
十
一
年
被

宣
稱
為
擱
鬧
鐘
民
也
該
城
是
呂
考
尼
肥
到
創
蚓
雅
和

夫
黎
基
雅
地
區
一
個
重
要
商
業
中
心
此
地
居
民
多
恭

敬
門
神
門
神
可
能
與
月
亮
街
關
由
宗
曰
“
和
迦
苦
得

知
住
在
安
提
約
基
雅
的
猶
太
人
為
數
不
少
並
且
撥
，
何

相
當
大
的
勢
力
保
祿
和
巴
爾
納
伯
在
第
一
次
傳
教
行

程
(
約
由
四
十
五
至
四
十
八
年
)
會
到
過
此
處
並
在

猶
太
人
的
會
堂
內
開
始
宣
講
「
得
救
的
一
禍
首
」
後
來

被
猶
太
人
驅
逐
就
往
附
近
的
威
皂
依
科
尼
雍
德
爾
貝

呂
斯
特
辣
等
去
傳
一
幅
立
日
最
後
周
到
敘
利
亞
的
安
提
約

基
雅
報
告
天
主
在
異
民
中
所
行
的
大
事
見
宗
H
M

(
二
)
制
叫
到
的
安
績
叫
叫
去
雅
此
城
也
是
刮
到

背
一
世
號
為
尼
加
托
爾
的
在
公
元
前
三
百
年
左
右
煌

成
的
比
城
為
色
宴
苛
王
朝
的
京
都
直
到
羅
馬
佔
讓
孩

城
為
止
見
加
上
3

盯
4

品
品
問

ω
M

H
H
H

時
加
F

5

盯

8
E
U
扭
扭

M
盯
後
為
羅
馬
省
敘
利
亞
的
京
都

及
羅
馬
總
營
的
居
所
安
提
約
基
雅
的
環
境
非
常
美
麗

位
於
放
能
平
原
介
於
阿
瑪
奴
山
和
加
息
約
山
之
間
樹

木
花
草
水
泉
十
分
學
富
自
從
通
培
於
公
元
前
六
同
年

佔
領
安
京
後
逐
漸
擴
大
在
新
約
時
代
此
地
的
居
民
克

達
五
十
萬
次
於
羅
馬
和
亞
歷
山
大
里
亞
織
為
帝
國
的

第
三
座
都
市
在
安
城
除
了
猶
太
教
之
外
羅
馬
希
臘
齊

貝
肋
斯
阿
塔
加
提
斯
等
棘
的
敬
禮
亦
很
旺
盛
可
是
此

城
特
別
敬
禮
阿
頗
羅
神
他
的
廟
宇
即
位
於
附
近
的
這

夫
乃

是
一
個
淫

蕩
股
肆
的
區
所
達

夫
乃
廟
因
車
有
避

難
所
的
權
利
大
祭
司
放
尼
雅
會
避
難
於
此
見
加
下

4



~

到
域
也
是
青
r
h
交
通
和
商
業
中
心
自
制
制
抵
制

站
~
悶
和
「
犬
秦
」
勸
他
蚓
帝
國
貿
易
的
要
地
說
是
劉
樹

~制
甜
點
兒.

m
刻
苦.

東
}
刮
到
副
則
第
一
冊
一
八

O
l

二

-
O
五
頁
在
新
約
的
壓
史
中
此
城
重
要
性
更
形
顯
著
因

-

為
此
城
與
耶
路
撒
冷
和
羅
馬
同
寫
原
始
教
會
的
中
心

地
事
實
上
此
地
的
教
會
是
第
一
個
異
民
的
教
會
並
成

了

教
會
向
外
傳
教
的
出
發
點
該
研
制
所
記
載
七
位
執

事
之
一
問
剖W
師
是
安
劃
制
斟
職
人
(
宗
6

5

)
在

喇
喇
劃
殉
道
之
後
四
傲
的
基
督
徒
有
些
即
刻
到
了
此

恥
首
先
向
組
划
人
宣
傳
一
幅t
h而
後
因
聽
到
制
到
制
會

歸
化
7
百
夫
長
科
研
叫
乃
器
遂
開
始
向
外
教
人
宣
傳
一
福

音
歸
主
的
人
數
日

漸
增
多
宗
徒
遂
由

耶
京
派
遣
巴
爾

酬
叫
來
此
凹
氏
又
講
「
外
邦
宗
徒
」
喇
喇
相
助
在
此

地
傳
教
達
一
年
之
久
並
且
在
此
城
首
先
稱
門
徒
為

「
基
督
徒
」
(
宗
U
H
l

自
)
安
域
的
教
會
知
道
自

己
屬
於
蚓
京
的
母
教
血
所
以
在
饑
荒
之
時
給
制
蚓
兄

弟
送
去
了
救
濟
口
叩
(
宗
u
n
l

叩
)
以
表
示
他
們
的

孝
心
此
後
巴
爾
納
伯
和
保
綠
向
外
傳
教
時
以
此
處
為

大
本
營
開
於
這
段
歷
史
見
宗
的
l

m
參
閱
迦
2

兒
倒
祝
巴
爾
納
的
恥
制
間
把
制
抓
蚓
叫
恥

(
雷
)

遊

計 510 509 

2 年 見 安
以 /\ 安! 愛且
月 〉頃 多1 1V

EE 尼| 品化
之 臣， 荷。 t甘

露 d五| 尼
姆國| 民 芷~I
標之對 句巳T

d事 ， 當年 一「
一曆份 r 
年 ( 之 5
分陰計 至
十 j替算 i'i

二或十 5 
月 ， 農分 '--'" 
一曆相
月 ) 似

六509-511 

則
二
十
九
天
或
三
十
天
不
等
如
此
每
年
有
三
五
二
至

三
六
0
天
不
定
陰
曆
與
陽
曆
(
三
六
五
天
)
之
間
的

差
別
以
每
兩
三
年
的
一

次
閏
「
阿
達
爾

」
(
鷗
曆

二

三
月
間

)
月
補
充

(
見
「
月
」
條

)
如
此
在
閏
年
有

十
三
個
月

即
兩
個
「
阿
達
爾
」
月
正
如
中
國
的
問
陰

曆
二
月
即
使
它
的
「
月
」
名
(
耶
辣
)
亦
似
中
國
的

「
月
」
(
即月
亮
)閏
月
的
規
定
原
是
每
次
由
公
會
議

確
定
的
後
來
創
有
以
十
九
年
為
期
的
週
期
制
度
即
第

三
六
八
十
一
十
四
及
十
八
年
有
閏
月
這
制
度
來
自
公

元
後
第
四
世
紀
可
見
月
亮
對
叫
民
計
時
之
重
要
(
德

M
Ne-
-

)
但
是
他
們
之
利
用
陰
曆
很

可
能
深
受
其

他
割
俐
咱
們
民
族
的
影
響
所
比
一
年
之
仇
在
充
軍
前
本

是
在
「
尼
散
」
月
初

(
陽
曆
三
四
月
間

)
但
在
充
軍

之
後
漸
受
刷
刷
文
化
之
影
響
而
改
為
秋
分
時
候
的

「
提
市
黎
」
月

(
九
十
月
間

)
為
每
年
之
第
一
月

這

-很
可
能
與
聖
殿
董
仲
峙
於
此
月
並
於
他
問
舉
行
落
成
品

種
有
密
切
關
聯
之
故
這
種
制
度
被
猶
太
人
實
行
至
今

一
年
四
季
之
分
在
聖
經
上
則
不
清
楚
雖
有
創
8

位
之
語
「
祇
願
大
地
存
在
之
日
祿
描
寒
暑
冬
夏
晝
夜

循
環
不
息
」
實
際
上
因
了
墓

地
氣
候
的
特
殊
情
形
吉

凶
民
祇
知
有
夏
(
自
四
月
初
起
)
冬

(
始
自
十
一
月

的
雨
季

)
之
分

兒
凹
村
村
抓
圳
也

(
韓

)

1

戶
r
A
H
「
〉
m
o

J長
命
或
高
寫
按
一
些
聖
經
的

缸
，
2

甜
甜
阱/
kro
H
W

之
經
扎
是
天
主
的
一
種
恩
惠

(
副
幻
s

等
)
，
並
且
依
劃
闊
的
教
訓
天
主
把
這
項
恩

惠
賞
賜
給
那
些
遵
循
主
曾
在
活
的

L
川
崎
品mh
m
I
M
A
P

訴

說
「
如
果
他
們
服
從
順
命
便
能
幸
爾
她
度
過
很
月
靜

安
樂
地
享
受
天
年
」
參
閱
庫
3
1
Z
M

叫

列
丰
3
H

艦
前
那
由
此
凡
是
特
別
熱
心
佫
守
天
主
誡
命
的
仙

f
p僅
蒙
受

長
命
高
壽
而
且
直
到
年
老
時
仍
能
保
持
生
活
的
精
力

一
如
叫
到
和
刷
刷
圳
等
賢
人
那
比
兒
剛

M
T
甜
點M
h

長
命
的
恩
惠
是
天
主
特
別
允
許
給
孝
敬
父
母
的

子
女
的

(
山
切
口
亦
見
弗
6
2
3
)

不
也
這
端
道
理
也
有
不
少
的
例
凡
制
制
早
已
接

出
過
「
惡
人
為
何
享
受
高
壽
而
勢
力
強
大
他
們
在
世

瓶
子
孫
繁
田
間
親
眼
看
見
子
子
孫
孫

•.
.... 

」
(
制
訂
e

s

九
再
比
不
論
人
是
M
W是
孔
有
的
夭
仇
有
的
長
已
而

所
謂
長
壽
大
約
也
只
在
七
十
至
八
十
年
之
間

(
一
詠
伺

刊
)
照
普
通
情
形
來
說
人
所
您
的
疾
病
和
死
亡
並
非

起
因
於
他
的
本
罪
而
是
元
組
背
命
罪
惡
的
後
果
見
創

2
口
刷
刷5u
氧
換
言L
由
於
人
是
罪
惡
的
奴
隸
所
以

他
也
是
死
亡
的
奴
隸
而
他
的
生
命
不
論
是
多
麼
長
久

總
是
憂
苦
交
集
充
漏
荊
棘
而
實
際
上
部
叉
短
暫
以
極

「
我
的
日
月
速
於
緻
懷
也
困
線
希
望
而
中
斷•.. 

我
的

生
命
無
非
像
一
口
氣... 

好
像
雲
悄
話
故
」
(
約
7
6

舊
約
時
代
信
徒
的
最
大
希
望1
l

l
在
歷
史
上
只

有
逅
相
他
希
哎
可
解
釋
值
約
的
組
絕
位
|
|
在
於
以
下

三
端
道
那
全
能
的
天
主
造
成
了
此
物
仁
慈
的
天
主
受

其
世
人
施
放
恩
的
天
主
將
要
藉
他
的
默
西
里
恢
彼
人

所
火
掉
的
地
的
山
為
了
一
這
關
恥
先
知
忱
尤
其
是
刷
刷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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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和
回
加
利
亞
會
作
預
言
說
是
到
了
默
西
亞
時
代
人

的
年
數
至
少
要
延
長
到
一
百
歲
「
那
裘
l
|
l
耶
京l

l

再
沒
街

夭
折
的
嬰
兒
和
不
漏
存
數
的
人
百
歲
死
去

的
人
算
是
肖
年
凡
活
不
到
百
歲
的
人
算
是
被
咒
過
的

... 

因
為
我
百
姓
的
蒜
數
有
如
樹
木
的
年
教

... 

」
(
依

的
m
n
)
「
萬
軍
的
上
主
這
樣
說
將
有
老
夫
老
婦
坐

在
耶
路
撒
冷
各
街
市
上
每
人
因
年
高
老
邁
手
中
扶
著

拐
杖
﹒
」
(
匣
8
.
1
8
)

智
慧
害
的
最
後
作
者
即
智
慧
篇
的
作
者
用
溫
柔

的
措
詞
和
深
長
的
意
義
一
方
面
結
束
了
舊
約
上
關
於

歲
數
問
題
的
教
誨
而
男
方
面
準
備
了
新
約
的
啟
示
道

翅
他
的
教
義
大
概
是
說
死
亡
不
是
完
結
而
是
肇
端
凡

是
保
存
天
主
智
翠
的
|

|
這
幾
乎
等
於
說
凡
保
存
天

主
的
連
福
的
|
|
不
論
他
是
早
死
或
晚
死
都
要
安
息

「
在
天
主
的
手
里
痛
苦
不
能
傷
害
他
們
」
(
3

1

)

反
之
一t

惡
人
將
戰
戰
兢
兢
前
來
受
審
他
們
的
邪
惡
要

起
來
作
證
控
告
他
們
」
(
4
m
)

放
新
約
的
啟
示
世
上
的
長
命
高
壽
只
不
過
是
次

要
而
附
帶
的
問
題
飯
然
信
徒
的
生
活
在
於
活
必
基
督

光
榮
天
父

(
羅
6
6
|
U

)
那
麼
早
死
晚
死
實
在
毫

無
關
係
真
正
有
關
係
的
事
就
基
督
徒
說
乃
是
不
休
不

息
地
增
長
在
基
督
內
的
信
仰
和
認
識
(
弗
4

時
!

M
)

一
其
他
的
問
題
都
不
算
是
大
學
「
因
為
我
們
或
者
生
是

士
偽
主
而
生
或
者
死
是
馮
主
而
死
所
以
我
們

或
生
或
死

倒
一都
是
風
於
主
」

〔
刷
刷MS
叮
學
刮
到
在
制
"
時
H
蟬m

r
極
主
制
約的
教
義

有
叫
罕
1
的
自H
述
「
以
後
我
聽

見
有
聲

益J_ 
/\ 

章
日
從
天土
改
你
犯
下
從
今
而
後
凡
右
主
內
死
去
的
是

有
一
繭
的
的
敵
學
艸
說
讓
他
們
勞
帶
之
後
安
息
吧
因
為

他
們
的
功
行
常
隨
若
他
們
」

H
M生
命
長
詩
死
亡
宗
祖

(4

舟
山)

ι
l
u
u
丘
M
\

/
地
名
意
謂
「
美
好
的
」

是
基

1

呵
1

倍
T
g
一
斗
。
『
}

f

」

叫

」
』

A

門
，
、
肋
州
得
北
部
的
一
桐
地
區
或

城
市
這
例
地
方
已
見
於
埃
及
法
郎
突
特
摩
息
斯
三
世

及
阿
瑪
爾
納
的
文
件
上
是
以
可
斷
定
它
是
一
座
相
當

古
老
的
城
市
依
始
大
在
逃
避
自
己
的
兄
弟
之
後
搬
來

此
地
居
住
(
民

日
3

|

5
)
阿
孟
人
王
為
了
對
抗

達
咪
的
攻
擊
會
肉
托
，
仿
僱
用
軍
人
一
萬
二
千
但
終
被

達
咪
的
大
將
約
阿
布
所
權
狀

(
撇
下

ω
6

|

U
)

充
軍
後
居
住
在
托
布
的
以
民
會
大
受
基
肋
附
得
人
的

迫
害
不
得
不
向
瑪
加
怕
猶
太
巾
請
保
護
(
加
上
5

時

加
下
也

口
)
該
考
古
學
咎
的
意
見
現
今
在
雅
爾
慕
克

(
HR
B
E
r
)河
發
源
地
附
近
的
塔
依
巴
嚷
爐
就
是

古
代
的
托
布
(
韓

)

已
】

b
，

L
\
斗
。
戶

/

MA
軒
H
H
U
(可HS
F
V
)
人
名
意
思
是
「
小
蟲
」

一
依
撤
加
一
甸
的
長
子
也
是
托
拉
家
族
的
創
始
人

(
創
M
W
H戶
必
目
編
上
7
1
)
…
一
退
一
家
族
在
遠
味時

代
已
達
兩
萬
三
千
六
百
人
口
(
編
上
7
2

)

二
依
撤
加
爾
文
派
人
普
阿
的
兒
子
住
於
厄
弗
兢

岡
山
地
的
制
喇
喇
村

此
作
以
色
列
的
民
長
鹿

二
十
三

年
之
久
死
緩
亦
被
非
於
此

地
(
民
ω
1
2

)
開
於
他

作
民
長

的
恰

形
及

環
μ
現
m
rw
m上
毫
無
叮
耐心
敏
是
以
有
些

學
者
認
為
是
作
者
故
意
加
入
的
以
充
質
民
反
的
傲
自

雖
然
事
實
上
並
無
比
人
之
存
在
但
這
祇
是
一
種
俏
皮

而
已

(
韓

)

到
托
辣
(
佇
立
見
車

的
托
彼
持
了
。Z
)見
記
起

“
托
彼
雅
(的
叮
叮
叮
叮

)人
名
意
思
品
「
上
主

是
美
善
的
」
或
「
我

的
美
苦
是
上
主

(
雅
威
)
」
舊
約
中
擁
有
此
名
的
人

有

(
一
)
一
個
同
則
魯
巴
貝
耳
自
充
軍
地
歸
間
的

人
他
和
他
的
兒
子
們
是
否
也
自
以
色
列
家
族
則
不
能

肯
定
(
厄
上
2

時
間
厄
下
7

位

)

(
二
」

一
個
從
巴
比
倫
岡
來
的
俘
虜
他
向
其
他

三
人
將
總
物
送
到
耶
路
撒
冷
新
聖
殿
去
天
主
囑
附
區

加
利
亞
先
知
前
往
接
受
那
些
禮
物

(
區
6

叩

H
)

(
一
二
)
一
位
撒
焉
黎
雅
的
首
領
是
屬
阿
孟
民
族

話
乃
赫
米
雅
作
猶
太
總
督
時
他
同
摩
阿
布
人
桑
巴
拉

特
阿
刺
伯
人
革
笙
會
不
斷
地
反
對
乃
赫
米
雅
和
其
所

治
沌
的
猶
太
人
見
厄
下
2

時
叩

4
1
|
3

6

等

這
托
彼
雅
後
裔
的
勢
力
直
延
長
至
瑪
加

伯
時
代

(
加
下
3
u
)
這
有
勢
力
的
家
族

的
歷
史
記
載
在
若

封
封
攘
的

樹
划
刮
到
(
KH

.H.M
H
H
F
V
H
H
)
中
雖
然

剖
氏
沒
有
將
歷
史
的
事
實
典
故
事
的
傳

說
分
別
清
楚

但
由
近
來
所
發
現
的
芝
諸
征
種
氣
中
我
們
可
趣
，
每
杆
兒



~
制
蚓
家
族
的
最
佳
道
連
再
說
在
阿
曼
竣
西
南
師
在
阿

知
~
鐵
克
耳
厄
米
爾
地
瓦
抽
丸
，
持
制
制
蚓
家
族

悄
隍
壘
拖
可

于
給
發
們
一
些
一
具
體
的
認
識
這
堡
壘
在
寫
加
伯
時
代
名

于
叫
樹
臥
因
寫
那
時
創
利
剖

，
相
制
則
因
要
撥
受
制
蚓
文

-

化
非
把
地
名
和
人
名
都
加
以
相
劇
化
不
兔
有
失
高
雅

文
化
的
程
也
在
該
堡
壘
地
響
的
牆
壁
上
兩
次
雕
刻
著

制
制
蚓
之
弘
這
問
喇
喇
不
是
用
耕
米
雅
的
仇
人
而
是

他
的
一
位
後
琵
郎
依
爾
科
甜
的
祖
父
托
彼
雅
(
〉
﹒
】


M
A口

h
T
A
M
R
﹒
)

見
到
凹
甜
甜
付
蚓
世
依
爾
卡
諾
(
雷

)

n
z
l
u
陀
定
逢
甘
「
斗
。
百
佇
立
三
地

名
忌
謂「
點
火

5
4
4
』
=
弓

J
d
n
q
/
'

\

設
備
」
是
一
個
可

憎
惡
的
地
方
恥
的
心
和
且
稱
之
謂
「
屠
殺
谷
」
(
耶

7

自
)
，
因
為
在
這
里
叫
民
會
將
自
己
的
子
女
投
入
火
中

以
祭
獻
劇
叫
劉
邪
恥
這
種
對
天
主
不
忠
不
信
的
醜
惡

行
為
格
外
見
於
叫
民
君
王
時
代
的
末
期
尤
其
是
在
猶

蚓
王
剛
喇
喇
及
喇
喇
針
的
時
代
更
是
大
行
其
道
這

個

地
方
應
在
科
制
聞
及
到
制
制
二
谷
的
會
合
處
它
在
約

到
蚓
宗
教
大
改
革
的
時
代
才
被
破
壞
廢
除

見
喇
喇
闢
悍
的

(
韓

)

S
E
I
H
H
H哼
閹
厚
喝
「
A
V
m
R
E
Y
J人
名
意
謂

到
品
f
品
M
M
Z
E
F
羽
句
/
斗
y
o
m。3
"

「
粗
糙
不

平
的
」
是
副
蚓
酬
的
子
孫
之
一
一
屬
於
耶
斐
特
的
後
代

(
制
ω
s
)
。
此
名
不
只
是
人
名
而
也
是
民
族
及
該
民

族
居
住
的
地
區
名
這
地
舊
約
上
是
屢
見
不
鮮
的
他
們

住
於
極
北
方
(
則
認e
)，
以
出
產馬匹
撥
子
及
戰
車

Jl 中

J、517-524 

R 提| 著
乙雅|名
地 ~~

方。 2月則i
;. 17 
、<

"、4。

之是
西 的

約 學
十者

公買
回{

三位己

的應
居|是

(輪| 在|

韓 iE 瑪|
) 早在

見
涵。

"
收
葡
萄
節
(
“HH
F
)

到
早
熟
的
無
花
菜
(
何
F
Z
E
)

「
早
熟
的
無
花
果
」
見
凋
3

時
原
文
作
「
國
防E

E
立
自
」
。
這
種
早
熟
的
無
花
果
味
道
鮮
見
人
常
喜
愛

生
食
(
依
m
‘

料
7
1
)。
初
春
尚
未
成
熟
的
青

無
花

回
扣
原
文
作
「
3
個
開
呂
」
見
喇
叭

Z
H
W糾6
叫
這
種
無
花

單
的
因
尚
未
成
恥
故
不
可
亂
無
花
果
樹
一
年
結
兩
次
果

民
一
成
熟
於
五
六
月
配
一
成
熟
於
八
九
月
骯
成
熟
於

五
六
月
間
者
稱
早
熟
無
花
果
或
無
花
果
初
果
成
熟
於

八
九
月
間
者
稱
悅
熟
無
花
果
或
簡
稱
無
花
果
原
文作

「
斗
。r
o
E
S

」
見
門
口
目
民9ω
厄
下
的
時
此
字
原

文
亦
用
以
指
無
花
果
樹

見
無
花
果
樹

(
漁

)

見
東
方

榨色 522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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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地蟲「
要區。壓紅

的
象

對
但
多
用
於
司
祭
的
禮
服
或
嬰
隊
的
帳
茅

F凶
'"

-
M
M

幻
H
U
S
見
仿
﹒
?
"
，
.

助
"
-
M

戶
"

e

輯
下
3
H

等
可
逃
然
考
古
學
不
能
告
訴
我
們
是
否

在
娶
她
的
叫
民
會
自
己
製
造
過
這
種
顏
料
但
孩
們
惘

信
這
是
非
常
可
能
的

它
的
象
徵
意
義
正
因
它
是
奢
華
富
貴
的
標
緻
先

知
們
多
將
它
與
罪
惡
聯
繫
在
一
起
(
依1
口

耶
4

叩

制
口
3

4

時
間
)

在
剝
削
中
關幻
叮
記
就
輯
關
兵
給
耶
穌
穿
上
一

件
破
舊
的
紫
紅
袍
以
示
輕
慢
凌
辱
這
種
長
袍
原
是
羅

馬
將
軍
的
制
服

(
韓
)

n
b入
認
主
〔
均
E
H
O
S
S
E
i

n

-
ω〕
見
聖
經
會
比

5

ι

叫
，
歹
也
司/
E
E
H
O
SE
S
E
E

」

A
G
μ
]

圖
「
U
E
H
F
J
死
亡
與
生
命
在
聖
經
中
是

E
Z
少
y
t
/

宮
。
『
ω

、

兩
個
尖
銳
的
對
比
也
是
人

生
兩
件
最
重
要
的
大
事
在
論
死
亡
的
這個
經
題
上
我

們
司
以
特
別
清
楚
地
看
出
聖
經
啟
示
的
漸
進
程
序
因

此
最
好
將
創
制
及
剝
削
的
兩
個
階
段
分
開
來
講

一
舊
約

1

死
亡
的
存
在
死
亡
為
生
活
於
啟
示
初
步
時
期

的
人
們
的
確
是
一
件
十
分
可
怕
的
事
實
但
這
種
事
實

又
是
絕
對
無
法
可
以
避
兔
的
一
切
的
人
都
要
死
亡
不

論
善
人
惡
人
都
將
一
去
而
不
復
返(
一
詠狗
叫
蘇
幻
H

制
下
也
目

叫
“

刷
刷2
1
|

9

樹
2
u

l

口
3
"
-

n
)。
死
亡
故
然
慘
苦
使
人
懼
怕
得
不
寒
而
慄
但
是
更

可
怕
的
是
死
後
的
歸
宿
問
題
經
過
死
固
然是「
司
到



親
族
那
里
去
」
(
創
刊
帥
)
但
胡
也
是
進
入
「
陰
府
」

(
見
該
條
)
在
陰
府
中
再
不
受
人
的
紀
念
沒
有
快
樂

幸
福
沒
有
光
明
希
望
再
不
能
奪
門
而
出
(
詠
叮
叮
)

那
是
一
種
靜
止
似
乎
已
被
天
主
也
遺
棄
了
的
懷
慘
生

命
(
見
一
副
ω∞
篇
)
。
也
正
因
此
舊
約
初
期
時
代
的
叫
民

是
十
分
重
現
現
世
生
活
的
援
然
也
有
人
因
看
人
生
巨

大
苦
痛
的
環
境
而
會
詛
咒
自
己
的
生
辰
甚
至
希
望
死

亡
的
到
來
(
諸
如
約
伯
耶
肋
米
亞
等
)
但
是
像
猶
達

斯
自
殺
的
記
載
部
是
絕
無
僅
有
的
(
瑪
幻
s
l
u
等
)

相
反
地
部
有
不
少
的
善
人
祈
求
天
主
延
長
自
己
現
世

的
生
命
(
一
詠
個
U
M
W
M
)
但
問
題
仍
沒
有
解
決
因
寫

終
竟
要
撒
手
人
寰
與
世
長
辭

2
為
什
麼
要
死
亡
天
主
雖
是
生
命
與
死
亡
的
主

宰
是
他
計
算
人
生
的
歲
月
是
他
限
制
了
人
的
詩
數

(
撒
上
2
6
約
M
S
)
但
是
死
亡
部
不
是
天
主
原
來

造
人
的
計
劃
(
創
2
口
)
這
一
點
說
達
其
他
各
古
東

方
文
化
民
族
亦
都
覺
察
出
來
確
定
其
中
應
另
有
道
理

在
於
是
產
生
了
種
種
可
笑
的
神
話
解
釋
然
而
聖
經
部

與
這
些
一
神
話
的
設
法
迴
然
不
同
它
強
調
人
之
所
以
應

當
死
亡
是
咎
由
自
取
(
原
罪
見
創
2
3
章
)
於
是
建

立
了
罪
過
是
死
亡
原
因
的
觀
念
善
人
長
壽
惡
人
短
命

的
定
律
幾
乎
已
成
了
正
比
的
不
變
原
則
(
戶

U
a
詠

-
兒
"
的
“
鐵
2

"
智
4

7
l
H
)
如
此
洪
水
之
前
的

士
學
組
們
都
被
標
榜
為
延

年
高
壽
的
善
人

(
創
5

章
)

倒
一
惡
人
戶
定
會
早
死
女
折
突
死
而
不
得

善
私這
種
信
念

戶
/
露
回
你
待
到
充
萃
的
時
代
但
是
這
種
信
念
維
持
餌
M
A

524 * ~ 

J、

也
就
疑
慮
叢
生
因
寫
寫
數
不
少
的
惡
人
仍
然
是
幸
福

享
樂
子
女
成
軍
安
度
高
壽
之
年
於
是
上
述
解
釋
死
亡

存
在
的
答
案
幾
達
破
產
階
段
也
就
是
在
這
人
心
恐
惶

不
知
所
措
的
時
候
一
線
啟
示
的
新
光
開
始
照
耀
人
心

3
光
明
的
一
面
死
亡
不
祇
是
一
件
可
悲
的
事
實

它
更
是
一
種
醜
惡
勢
力
它
在
積
極
地
無
厭
地
來
劫
掠

爭
奪
擴
展
它
的
領
域
(
鐵
幻
叩
詠
m
s
e
M
M
凹
的
村
凹

的
H
m
s
)
。
它
的
對
象
就
是
人
的
生
仇
在
它
強
大
的

惡
勢
之
前
人
們
已
無
能
馮
力
祇
知
有
現
世
生
存
的
人

們
已
再
找
不
出
合
理
的
答
案
天
主
在
他
上
智
的
亭
毒

之
下
已
開
始
將
新
的
真
理
啟
示
給
人
們
他
先
是
打
發

了
成
批
的
先
知
l
|

天
主
的
代
言
人
|
l
來
準
備
人

的
心
靈
開
啟
人
的
明
悟
使
人
多
注
意
宗
教
內
心
的
熱

誠
|
|
內
心
的
革
新
換
旬
品
說
多
注
重
精
神
的
生
活

生
命
與
死
亡
之
路
任
由
個
人
自
己
選
擇
(
耶
到
8
)

到
了
舊
約
時
代
的
末
期
新
的
啟
示
使
人
漸
漸
覺
悟
到

死
亡
不
是
一
了
百
了
的
結
局
於
是
來
世
生
命
的
觀
念

油
然
而
生

這
觀
念
使
人
知
道
天
主
原
本
創
造
了
不
死
的
人

他
並
不
是
在
幸
災
樂
禍
地
喜
見
人
的
死
亡
死
亡
之
進

入
世
界
是
出
於
惡
魔
的
修
拓
善
人
死
後
並
不
被
天
主

所
遺
忘
(
見
智
前
敏
章
參
兒
撒
上
2
6
依
約
9

歐
U

H
則
幻
)
這
種
新
光
的
照
射
並
不
是
來
自
希
臘
哲
學

而
是
來
自
上
主
的
啟
示
它
更
指
出
人
死
去
的
肉
身
終

有
一
日

將
要
復
活
起
來

(
見
加
下
7
也
甜
"

達
2

2
3
)
如
此
人
在
現
世
的
生
命
及
他
所
受
的
痛
苦
磨

難
有
了
意
義
他
的
死
亡
得
到
了
初
步
正
確
的
解
答

二
新
約
因
著
耶
穌
基
督
的
到
來
以
及
天
國
的

建
立
人
生
最
大
難
題
l
|
生
命
與
死
亡
|
|
得
到
了

充
分
明
確
的
解
釋
為
「
那
些
一
坐
在
死
亡
陰
影
之
地
的

人
出
現
了
光
明
」
(
關
4
u
制
1

刊
)
死
亡
強
大
的

惡
勢
被
耶
穌
戰
勝
了
(
希
2
H
)
而
這
個
勝
利
的
傳

報
構
成
了
關
割
的
主
題
(
到
後

1
"
)
相
信
耶
穌
白

死
者
中
再
自
己
復
活
起
來
成
了
接
受
緝
音
不
可
缺
少

的
條
件
(
格
前
的
章
)
寫
證
明
他
對
死
亡
具
有
特
殊

的
全
權
命
令
死
去
的
人
再
復
活
起
來
(
瑪
9
"

等
M

Z

等
制
7
H
臼
甜
甜U
)
。
他
會
進
入
死
亡
的
範
閣
下

到
陰
府
去
拯
救
那
衷
的
靈
魂
(
伯
前
3
"
4
6
)

他
已
「
持
有
死
亡
和
陰
府
的
鑰
匙
」
(
默

1
"
)

他
自
己
也
預
先
向
宗
徒
們
報
告
了
自
己
的
死
亡

但
也
同
時
肯
定
了
死
亡
於
他
無
能
為
力
他
將
要
光
榮

地
復
活
起
來
(
谷
8

缸
9

訓
等
)
見
「
復
活
」
條

他
的
確
復
活
了
且
光
榮
地
坐
在
學
父
的
右
邊
(
羅
8

M
M
9
倒
閉
前
4
u
)
。
他
是
死
亡
未
能
控
制
的
第
一
位

(
斜2
M
)
他
完
全
自
由
地
死
亡
又
自
由
地
復
活

(
剔
的
u
)
。
這
一
切
在
教
訓
我
們
死
亡
是
一
條
育
的
恥

猶
如
他
自
己
的
苦
死
但
這
條
苦
路
的
益
頭
卸
是
光
明

及
榮
耀
的
復
活

耶
穌
本
身
詞
是
無
罪
的
本
來
不
應
受
罪
惡
的
懲

罰
|
|
死
已
他
是
為
人
類
而
死
(
戰
5

6
8
格
後
5

U
H

缸
蚓3
時
)

。

於
是
他
的
死
亡
也
就
成
了
或
們
死

亡
的
典
型
(
對
訂
H
h
m訂
H

斐
l

旬

3

切
】
信
友
在



~
主
內
而
生
而
死

〔
鞘
h
H7
8

)
因
寫
落
著
基
督
信
友

鞠
~
亦
戰
勝
了
死
亡
|
|
迋
人
生
的
第
-
號
大
敵
(
哥

1

-
u

期
1
γ
，
見
鵲
8
抽
)
也
死
亡
不
再
是
殘
苦
惡
極
的
兇

于
民
而
是
「
女
息:「
「
睦
眠
」
(
瑚
9
H
叭
叭5臼
路
8

站
到u
u
間
做
前
的
M
J

信
友
因
著
學
洗
嬰
干
事
已
同
基
督
死
亡
及
埋
葬
了

但
也
已
同
基
督
沒
活
了
起
來
「
在
新
生
工
附
中
度
生
，
「

(輯
6
3
|

u

副
2
u

l
u
m
勵
後
2
u

仿
前
2
H
)

信
友
的
生
活
本
身
就
是
日
復
一
日
的
死
亡(格
後
4

T
|

M
6
g
U
自
)
死
於
自
己
的
肉
情
及
肉
惰
的
作

為
(
刷
刷
6
u
i
H
M
)
，
即
死
於
罪
惡
|
|

釗
除
罪

惡
(
刷
刷
8
間
。
)
蓋
右
信
友
仍
生
活
淤
罪
惡
之
中
路
生

錯
死
(
晰
的
自
)
，
可
不
信
福
音
的
人
故
有
死
亡
(
關

後
2
凹
4
3
3

6

對
1
甜
見
賊8
位
部5
缸
甜
甜
叫

2
日
制
前
5
6
)
，
信
仰
基
督
的
人
划
將
永
不
死
亡

(
部1
扭
扭

6
叩
)
，
因
為
他
已
「
出
死
人
生
」
(
右

5
H) 

由
上
所
述
我
們
可
以
很
清
鍾
的
看
出
來
新
約
所

強
調
的
死
亡
是
指
神
性
的
靈
瑰
的
死
亡
關
於
這
種
死

亡
在
末
期
的
到
叫
套
上
亦
可
見
到
(
制
7

叮

叮

H
M

盯
幻
時
)
。
它
在
制
叫
上
是
無
信
及
罪
惡
的
必
然
結
果

(
和7
u
8
6
咄1
自
叫
“
-
F
h
H
)
。
而
這
種
死
亡
的

收
咕
咕
就
是
地
獄
的
水
詞
就
是
默
示
錄
上
所
治
的
「
第

二
次
死
亡
」
(
駒
2
u
m
e
幻

s

)
這
個
冰
山
曲
的
叫
您

說
就
將
施
行
在
人
肉
體
的
生
命
死
亡
之
後
(希
9
盯
)

見
復
ι

(
韓
)

'JI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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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死
海
(
卸
估
計V
E
L
-
-
字
顧
名

3
局
/
a
t

恩
義
即
知
道
是

由
於
它
含
有
太
多
的
鹽
份
是
以
毫
無
生
命
可
言
之
故

但
這
個
名
字
並
未
見
於
斟
酌
而
是
在
公
元
二
世
紀

2

有
趴
現
今
之
間
圳
叫
人
稱
它
時
刷
刷
海
是
為
紀
念
冊
雄

蚓
的
事
政
(
削
ω
目

i
目
叫
輯
樹
上
稱
之
為
「
倒
叫
」

(
削
M
a

則
3

口
制u
u
)

，
「
喇
喇
←
(
剛
打
閥割

2

m
E
M
8
)
因
為
它
在
摯
地
之
東
部

到
制
全
長
共
八
十
五
公
里
寬
十
五
點
七
公
里
面

積
佔
九
四
五
平
方
公
里
水
深
至
四
0
0
公
尺
其
水
面

竟
在
蝴
刑
湖
水
平
之
下
三
九
二
公
尺
含
鹽
旦
旦
達
百
分

之
二
十
四
至
二
十
六
(
但

求
l
N
啥
?
)
超
過
其
他
任

何
海
水
的
鹽
噩
六
倍
之
多
故
任
何
生
命
的
存
在
是
不

可
能
此
它
的
水
里
是
制
叫
河
收
集
土
游
支
流
的
水
而

在
九
雖
制
倒
叫
每
天
在
入
大
宜
的
河
水
也
用
制
的
水

幼
時
常
維
持
平
衡
不
見
增
多
其
原
因
是
此
處
太
陽
的

蒸
發
刃
甚
也
平
均
每
二
十
四
小
時
竟
有
十
一
至
二
十

五
公
分
深
度
的
水
被
蒸
發
了
去
基
於
上
述
死
海
實
在

是
世
界
上
獨
一
無
二
的
特
殊
海

見
海
洋

(
韓

)

到
死
海
文
件

「
口
自
已
∞
g

∞
足
。
-
Z
J

/
口
。
E
E
S
E
F

肉
仙
門
晶
宮
月
2
之

從
一
九
四
七
年
起
至
一
九
六
六
年
止
在
死
海
附

近
的
瑚
划
沙
漠
中
發
現
了
本
世
紀
中
發
掘
的
最
重
要

的
文
件
說
這
些
女
件
最
寶
貴
自
然
是
伊
拉
恥
剪
輯
學
草
油
田

而
說
的
以
下
我
們
不
必
釵
述
這
種
發
現
的
經
過
發
們

只
討
論
該
文
件
的
由
來
它
們
的
區
別
以
及
它
們
的
目

也
且
對
這
些
極
重
要
的
文
獻
加
上
-
些
改
鵬
來

U
V噸

它
們
的
內
配
最
後
客
述
訓
刑
制
社
團
和
初
興
的
基
M
E

教
會
的
關
係

應
該
注
志
今
日
普
通
所
稱
的

戰
划
叫
樹
到
航
也

稱
為
別
叫
到
刑
或
釗
料
制
到

M
m三種
名
稱
都
在
刻
創

出
發
現
的
地
拉
到
創
始
制
因
為
發
現
的

地
方
都
離
別

制
不
志
的
料
制
到
附
因
為
一
九
四
七
年
所
發
現
的
第

一
批
極
寶
貴
的
文
札
就
在
制
刺
嘲
地
方
出
土
猶
太
沙

倒
叫
到
脫
這
名
稱
或
者
更
偽
恰
也
因
為
直
到
一
九
」
戶

六
年
所
發
現
的
文
件
非
但
是
在
制
刺
甜
山
洞
出
土
而

這
些
一
山
洞
多
至
十
一
口
並
且
在
蚓
划
沙
漠
的
附
近
四

周
山
洞
恥
也
有
所
發
現
如
劃
掛
回
蚓

(
石
心
丘
吉
日
"
，

z
i
H
只
剩
甜
甜
(
只
可
Z
H
豈
】
門
已
)
訊
技
考
古
學
家

的
報
牛
趴
在
這
掛
划
沙
漠
的
周
開
恥
大
小
山
洞
共
有
一
百

餘
佩
可
是
到
現
在
為
L
包
藏
文

件
國
幣
布
件
陶
器
殘

片
等
的
叫
只
有
十
一

-
h不少
學
者
還
希
望
將
來
能
在
猶

蚓
沙
漠
中
發
掘
其
他
的
寶
貴
古
物
實
在
這
並
不
是
不

可
能
的
叫
我
們
在
這
襄
所
要
討
論
的
仙
只
限
於
至
一
九
六

六
年
所
出
版
問
世
的
那
些
一
屬
於
聖
經
或
與
聖
經
有
關

的
文
件直

到
現
在
所
掘
出
的
文
件
和
占
物
一
般
說
來
並

非
為
某
私
人
或
私
家
所
有
而
是
屬
於
一
個
團
體
一
個

久
居
於
某
些
地
方
的
國
峰
說
得
具
體
些
是
屬
於
一

個



隱
士
的
關
純
白
肝
、
勾
心
附
體
的
修
院
面
臨
一
種
耐
煩
忍
的

打
掌
心
了
救
道
他
們
的

M
書
館
時
士
們
便
把
者
按
入

。

陶
法
內
敏
在
附
近
的
山
祠
裝
河
馬
隱
發

現
在
間
已
個
壯
山
川
和
先
谷
木
蘭
昕
圳
叫
得
的
隱
士

修
院
院
扯
挖
側
的
立
作
是
在
一
九
瓦

(
V年
去
一

九
五
五
年
間
進
行
的
究
過
那
個
團
體
早
在
一
九

問
八
年
的
時
川
吠
，
“
他
一
學
符
以
得
八
八
口
木
蘭
的
居
民
是
國

厄
色
尼
派
司
是
川
力
，
何
必
一
心
，
數
學
何
力
去
叫
吼
叫
刊
故
此
除

非
怕
也
似
郁
地
帥
、
介
水
的1l

矢
，
占
學
家
心
叫
過
把
它
認

。

作
綠
凡
軍
隊
的
甘
于
叫
“
無
品
，
工
們

j
u問
題
的
來
然

-
t
'
tt
t
i
t
i
s

-
』
i
t
I
l
l
i
-
-
o

挖
拙
的
仁
作
准
明
了
几
H
A
傲
的
吋
刊
叫
他
屬
厄
色
尼
派

的
幾
卡
年
村
U
I只
川
博
卡-
U
綠
卡
過
衍
測

A
J
U派
的
人

。

t

八
叫HH
1過
一
比
一-
A
欠
的
“
打
作
現
此
必
所
制
山
的
文
件

看
來
机
氏
總
于
是

A
A
叫
一-
M
f
γ叫
咱
們t
N
U
W
泣
的
文
獻

尤
拉
是
谷
水
仙
的
文
件
行
起
岫
叫
叫
很
活
仁
的
作
品

奄
肝
、
大
唱
卡E
v

文
件
中
所
心
似
的
(
新
組
約
社
側
一

與
芥
木
蘭
的
利
川
m
H
K
U門-
k
d一J圳
叫
開
放
們
吋
以
治
縱

使
令
些
問
題
材
必
解
志
吋
是
學
街
們
的
公
論
是
兩
個

幽
體
宗
旨
怕
吋
精
神
仙
圳
d
n恥
大
的
分
別
似
乎
是
谷
木

的
關
闊
的
人
口
H
火
把
他
獨
身
生
品
圳
大
比
計
不
牡
關

。

的
人
t
m

皮
峨
桐
生
必

(
l
)
厄
色
口
也
很
太
山
甘
心
士
不
及
糾
糾
馴
的
社
削

"

「
厄
色
尼
」
這
名
祠
的
意
思
並
不
確
定
近
似
的

-

。

自
1
1
I
t
-
-
』
1

一
意
思
乃
是
處
敬
省
有
些
學
者
站
為
厄
色
尼
等
於
守
誠

、

，

戶
，

。

o
l
l
-』
I
l
-
-

叫
一
默
后
但
詞
說
法
與
v
A
E口問
學
不
合-
U述
厄
色
尼
派
的
古

r
ι代
作
約
占
竹
仆
利
尼
句
戶2
3
5
4
r
H
-
Z
F
F
Z
z
d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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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瑟
夫

(
〕
虫
"
三5

切
已
】
且
已
﹒
口
口
唱
，
忌
日
〉
D
H


M
〈
H
H
H
H
∞
E
N
N
)准
羅

(
ο
戶
。
門
戶
。
旦
旦
的
M
M
S
σ
E

E
R
Z

吐
M
E
2
)
|准
羅
的
遺
言
也
可
見
於
歐
色
彼

(
M
W
戶
ω
O
E
E
ω﹒
可
『
"
。
可
耳
其
凶
。
開
〈
凶
且
惘
。

-E
凶

J
h
H
H
H】
Y

于
】
∞
)
其
他
的
教
父
如
希
頗
里
托
厄
-
毛
法
門
匕
等
都
是

依
照
上
述
作
者
來
講
述
一
旭
色
尼
派
的
厄
色
尼
派
溯
源

於
蚓
圳
叫
時
代
他
們
馮
逃
避
蚓
叫
到
玉
對
蝴
划
敬
的

略
迫
主
叫
做
於
巴
力
斯
過
各
地
尤
其
是
在
曠
野
一
川
市
大

馬
t
v唱
的
社
間
也
是
一
樣
也
持
大
馬
士
革
是
個
除
名

以
指
示
猶
太
的
積
野
成
納
巴
奈
的
領
域
厄
色
尼
派
在

新
句
時
代
雄
然
從
求
見
於
新
約
吋
是
他
們
的
斗
力
惘

退
出
大
人
數
不
准
凹
下
人
以

F

他
們
的
集
中
地
似
乎

是
犯
從
科
何
作
他
們
的
生
活
很
凶
於
仔
通
的
她
永
人

也
不
叫
於
向
咱
們
惱
邊
防
瑟
去
作
的
法
利
來
人
具
體
說

來
他
們
的
生
音
階
似
今
日
的
修
會
生
平
的

(
a
)
他
們

多
半
不
格
沒
何
個
人
札
產
所
合
一
切
都
是
平
心
淤
開
體

的
主
持
人
起
現
(
b
)
自
食
其
力
不
，
服
刑
僕
人
(
C
)

穿
訂
一
式
的
收
狡
臼
色
的
麻
布
長
衫

(
d
)
最

重
清
潔
日
必
沐
浴
多
次

(
e
)
生
工
的
嚴
肅
靜
默
就
食

時
全
體
共
餐
此
外
他
們
注
守
灰
白
心
目
且
收
法
例
來
人

尤
般
均
川
崎
必
明
太
陽
祈
吟
糾
不
釗
耶
路
做
泠
淵
明
學
亦

不
獻
犧
牲
他
們
向
以
為
這
縫
里
善
的
生
活
悶
，
水
歡
天

主
的
最
好
辦
法

雖
然
有
些
一
次
要
問
題
還
未
全
部
澄
清
但
目
前
的

學
者
大
都
表
品
創
利
鬧
的
院
士
大
體
上
係
屬
於
叫
叫

因
此
尚
待
解
次
的
較
主
要
間
也
可
是
問
叫
別
很
似
乎 受

了
一
種
不
屬
猶
太
教
的
影
響
如
該
假
定
屬
賞
那
麼

這
種
影
響
是
由
波
斯
教

來
的
呢
還
是
從
新
率
達
哥

U
U

斯
派
主
議
而
來
的
呢
哈
拉
以
為
是
由
波
斯
教
來
的
必

分
海
多
但
也
可
能
受
了
准
違
哥
拉
斯
學
派
的

V
M會
現

在
閥
割
圳
醋
的
社
倒
與
她
則
封
輯
到
附
中

所
記
述
的

「
新
盟
約
社
團
」
是
否
有
連
帶
關
係
這
些
一
關
係
到
了

何
種
程
度

無
呵
否
認
兩
個
社
闖
關
係
必
定
是
有
的
只
要
叫

往
往
叫
叫
酬
的
第
凡
第
1
第
六
個
山
洞
中
找
到
的
大

馬
士
革
文
件
的
七
個
殘
片
也
只
要
記
住
谷
木
蘭
防
修

上
的
章
程
和
大
馬
仁
咕
非
常
相
似
而
且
這
兩
個
章
程

都
洋
溢
者
同
樣
的
精
神
抱
青
同
樣
的
理
想
最
叫
惜
他
泣

的
是
兩
個
社
團
的
文
件
都
使
用
一
些
一
相
同
的
術
芯
州

可
您
的
叫
榮
正
義
之
師
等
還
有
更
值
得
注
立
的
是
小
人

和
谷
的
艾
件
中
其
解
釋
聖
經
的
辦
法
完
全
相
同
因
此

著
恨
這
一
切
准
能
品
大
馬
士
革
文
件
中
「
新
盟
約
社

間
一
與
谷
木
蘭
的
社
闡
沒
有
關
係
呢
而
他
們
兩
個
社

側
的
關
條
正
很
密
切
呢

甚
至
有
些
筆
者
認
除
封
則
封
刮
到
附
中
的
「
新

盟
約
社
間
」
與
制
制
制
的
社
團
除
後答
是
抱
獨
身
生

活
的
荷
皮
絡
姻
生
活
外
大
致
上
這
兩
俯
社
倒
是
個
川

一
的
社
團
同
團
團
一
個
同
樣
的
宗
教
運
動
上
述
這
一
意

見
雖
相
當
復
雜
且
所
提
的
證
攘
難
能
使
人
完
全
淪
念

但
似
乎
較
其
他
的
意
見
更
合
乎
事
實
筆
者
以
為
最
大

的
原
因
乃
是
「
新
盟
約
社
團
」
和
制
制
制
間
社
團
兩

個
都
生
品
在
~
個

K

世
論
的

m
A
V」
申
，
為
偶
、
社
團
都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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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內
一
已
是
做
散
后
垃
斯
頓
相
間
的
「
遍
反
，
~
三J泡
泡
良
知

的
~昔
日
逃
山
峭
別
的
選
民
立
法
進
入
眠
野
而
占
活
情
惘

~
(
依
刊
3
)
以
嘆
在
那
里
等
待
未
間
的
敘
恩
在
大
吭

一廿
叫
到
附I
S

所
1
4泌
的
一
-
A
T
H九
卡
年
就
圳
在
圳4

5
1

心
錢
的
「
-
一
一
百
九
十
日
」
不
是
個
叫
體
數
γ
而
只

是
佩
服
曦
的
數
字
同
樣
大
約
士
亭
，
旭
名
字
故
沒
，
何
地

棚
內
的
概
念
而
只
有
默
示
錄
的
價
仙
叭
就
是
必
忌
地
名
應

浸
這
若
默
示
鋒
的
成
分
和
意
趣
就
如
組
5

叮
叮

圳

。

扭
扭
一
樣

總
之
大
馬
士
革
社
凶
和
制
制
制
社
凶
大
致
上
是

個
同
一
的
社
團
兩
個
均
屬
厄
色
尼
派

(
E
)
問
剖
因
此
尤
其
是
叫
荊
州
社
削
的
作
品

凶
叫
間
派
人
圳
的
了
一
些
研
制
的
叭
叭
叭
仙
士
到

!t ,. 
/\ 526 

制
別
肘，

肋
末
遺
囑
等
雖
無
明
也
姐
是
很
可
能
的
事
以

下
裁
們
只
描
述
蚓
划
曠
野
中
所
發
現
的
主
要
作
品

這
些
許
作
就
內
容
來
品
可
分
別
切

F

捏
一
卅
膛
的
經

文
必
令
必
府
叫
做
解
釋
助
于
刪
悍
的
“
什
喝
於

4

已
己
心
叭
叫
的

肛
門
協
(
必
全
必
矮
化
川
的
)
心
內
的
作

J

學
k
n
們
經
過
不
少
的
研
花
山
時
村
文
哼
一
攸3r
b
M

明
州
州
州
啾
野
的
作
品
現
在
河
邁
阿
即
使
叫
一
些
心
號
來

指
明
某
文
件
的
歸
屬
放
此
昕
發
成
的
心
地
所
比
如

5
∞
-
H
O
指
不
制
制
制
第
一
刊
山
洲
航
那
被
發
現
了

。

S
文
件
h
s是
制
制
刑
犯
而F
Z
m
郎
-
4宇
間
加
一
之
志

如
此
注
明
改
茜
即
刻
吋

M叫
什
耐
心
叫
峭
的
江
山
明

H
正
代
谷
木
的

第
一
u

山
例
中
發
現
的

叫
到
於
到
川
m
m執μ取
吹
口
的
山
間
是
第
一
、
第
阱
，
州
第

死

.Y
- ;-持

、可

/
1

札
/

:凡& 】 」

A 們 A
﹒ ιρ 

• J 

..... ..J'、

ZLYa 、

處。 o 軒i 哈! 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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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來收1 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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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 E 時 糾

在
一
一
泣
科
穴
里
發
現
的
是
(
1
)依
撤
意
啞

(
全
)編

號
月

5
.
月
2
.
(
2
)刷
刷
別
叫(殘
片
)
一
輛
號
為5
.

r
-
E
3
)
咐
凹
叫
一
二
萃
的
心
戰
編
號
為
戶
。

-
z
m
F

-
O
Y向
﹒
(
4
)其
他
的
學
叫
粗
俗
欠
錢
片
或
注
釋
學
翔
的

錢
化
州
州1
叫
3
叫
4

口
口
叫
川
7
u

!

叫
叫
口

必

h
o
抽

H
到
l
叫
叩

•• 

川
2

叫
!
帥

，
.J至
16

1
1

勻
，
u
:
:

F

，
一

{
l

i

t

s
-

，
“
八
」B
7
8
ω

叭
，1
l
6

l
S
J
M

6

5

2
2
.

抗
」

H
H
I
-
-
d
M
1
2
l
l
-
-
M
8

8
:

﹒

(
5
)創
1
|
行
車
的
川
糾
美
文
立
譯
副
市

通
所
榕
的
〉
M
V
E
a可
-
g
口
。

g
g

仿
真
編
號
馬

]
ο
﹒

〉
M
U
C
=泣
文
件
對
於
暸
解
主
耶
穌
及
宗
徒
們
所
品

的
叫
叫
封
治
權
有
幫
助
可
知
它
是
十
分
珍
真
的
(
6
)

如
圳
涓
涓
號
為5
.
R包
合
十
八
首
演
頌
辭
|
吋

'

。

們
←
何
時
從
旬
某
一
情
棧
缺
因
而
修
給
原
文
困
難
重
重
幸

虧
在
第
一
口
和
第
閉
口
洞
穴
中
找
出
了
娃
、
他
的
殘
片

。
i
:
:

這
對
於
修
M
m殘
缺
的
縱
旬
很
有
則
處
看
來
逗
頌
謝
泣

的
作
且
們
是
叫
制
制
社
惱
的
創

a
v
a人
的
「
正
u
u
a
之
師
」

或
「
，λ
山
惚
之
間
」
(
7
)
社
側
的
紅
紅
心
作
品
成
A

也
是
山
淤
正
美
之
仰
的
手
來
倆
就
心
]
0
.
ω
﹒
H
樣
在



第
一
口
洞
穴
中
也
發
現
了
該
章
程
的
殘
本

(
8
)

一

篇
附
錄
一
編
號
是
】
0
.
F
(
9
)祝
福
詞
編
號
H
O
﹒ω
『
﹒

它
似
乎
也
是
這
章
程
的
附
錄
祝
福
詞
的
重
要
性
在
於

它
包
合
對
兩
位
默
西
亞
郎
亞
郎
後
裔
的
默
西
亞
與
以

色
列
後
裔
的
默
西
亞
來
臨
的
希
望
(
沁
)
專
職
的
規

律
或
光
明
之
子
與
黑
暗
之
子
交
戰
篇
一
編
號
為
】
0
.
Z
﹒

雖
然
軍
隊
的
指
揮
武
器
的
使
用
和
戰
星
都
是
按
羅
馬

軍
隊
的
紀
律
來
描
寫
但
戰
辜
的
目
的
場
地
和
時
間
部

都
是
屬
於
末
世
論
或
默
一
本
錄
的
體
裁

在
第
二
和
第
三
口
洞
穴
所
發
現
的
古
物
對
聖
經

無
甚
關
係
它
們
只
不
過
是
一
些
一
零
星
的
殘
本
其
中
較

貫
重
的
就
是
十
二
小
先
知
自
丘
厄
爾
至
匣
加
利

凹
的
卷
你
大
部
分
倒
是
對
巴
爾
苛
刻
巴
|
|
也

有
他
親
手
寫
的
一
封
信
|
|
的
戰
事
(
公
元
二
二
一


l
一
三
五
)
很
有
關
係
見
巴
爾
苛
刻
巴

在
第
四
口
洞
穴
里
所
發
現
的
是
谷
木
蘭
的
隱
士

藏
匿
的
圓
督
館
那
衷
有
一
萬
多
卷
殘
本
在
第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洞
穴
中
所
發
現
的
占
物
和
殘
本
對
於
聖
經
都

無
直
持
開
係
雖
然
將
來
當
這
些
古
物
山
版
問
世
時
可

能
學
者
們
會
對
它
們
另
有
看
法
或
稍
微
改
變
他
們
的

意
見
到
現
在
|
|
一
九
七
四
年
|
|
為
止
有
幾
種
雜

誌
已
開
始
印
出
了
三
十
多
卷
殘
本

一

屬
於
第
十
一
口
洞
穴
的
文
件
只
出
版

了
兩
三
篇

一
它
們
似
乎
是
肋
未
紀
|
|
以
古
式
字
形
寫
成

的
-


H
JJ則
叫
餅
的
甜
甜
甜
木
和
對
制
制
如
說
它
們
的
們
重
要
性
來

r
泣
不
亞
於
第
/
口
開
尺
中
發
闌
珊
的
大
文
件

526 主哇J、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除
了
艾
斯
德
爾
傳
外
其
他
仿
約

經
盤
在
谷
木
蘭
文
件
中
都
有
所
發
現
除
了
正
經
外
也

發
現
了
次
經
密
切
多
巴
及
德
一
些
一
殘
片
並
且
多
的
兩

卷
殘
本
是
阿
利
美
文
另
一
卷
是
希
伯
來
文
寫
成
的
關

於
舊
約
偽
經
|
|
殘
本
|
|
其
最
主
要
的
是
喜
年
紀

(F
F
E

HE
V
-
-"。
。
門5
)
哈
諾
容
審
(
H
L
F
R
E
E
R
-
H
)

肋
味
遺
囑
(
斗
g
g
s
g
Z
E
F
O

〈
』

)
耶
肋
米
血
偽
書

若
蘇
厄
娶
一
詠
梅
瑟
父
親
叫
戶
口
木
蘭
的
奇
觀
納
法
尼
性
的

祈
禱
等說

猶
太
曠
野
的
文
獻
非
常
重
要
並
非
欠
貨
的
詩

張
而
是
有
接
可
證
的
事
對
於
諾
阿
約
的
經
文
谷
木
蘭
的

文
件
大
概
的
說
替
瑪
干
烹
制
純
文
加
強
了
分
量
對
於
阿

刺
封
活
的
文
學
單
純
學
界
不
意
獲
得
了
一
種
原
木
而

且
學
富
的
材
料
關
於
猶
太
宗
教
的
還
史
尤
其
是
關
於

基
督
教
會
創
立
時
代
的
反
史
它
們
問
徒
刑
助
了
孩
們

對
新
約
時
代
的
背
史
和
思
想
的
了
解
的
今
我
們
敢
於

果
斷
的
改
考
古
學
家
大
部
承
可
忍
耐
竹
木
蘭
的
文
件
至
少

是
在
公
元
六
十
八
年
前
寫
作
的
谷
木
蘭
的
眼
士
當
羅

馬
軍
隊
接
近
攻
陷
耶
路
撒
冷
的
時
候
使
技
法
救
讓
他

們
的
閻
書
館
將
書
卷
藏
匿
在
附
近
的
山
洞
哀
區
到
一

九
四
七
年
才
開
怡
為
人
所
發
現

(
E
)
谷
木
蘭
與
新
約

雖
然
近
二
十
餘
年
來
關
於
各
山
洞
所
發
現
的
文

件
尤
其
是
第
一
洞
穴
的
文
件
已
有
二
千
多
大
小
的
作

品
作
謹
慎
的
研
究
但
筆
者

招
寫
要
忠
誠
的
衡
量
它
們

的
價
值
非
再
等
待
好
飯
年
加
以
研
究
後
才
可
斷
定
換

旬
品
說
非
等
待
所
有
文
件
印
出
退
學
柳
科
學
界
措
叫
你k
u
d

究
俊
不
能
斷
定
它
們
的
恨
他

關
於
制
制
酬
是
否V
M響
了
喇
叭
叫
或
基
督
教
會
的

問
題
我
們
闢
答
如
下

制
制
制
的
隱
上
期
待
若
兩
位
默
西
亞
一
位
山
必

亞
郎
家
族
另
一
位
山
於
叫
剖
州
家
新
約
幼
只
法
為
一

位
默
西
亞

谷
的
社
團
贊
成
惱
恨
仇
人
反
之
耶
穌
部
囑
附
刊

己
的
門
徒
妥
仇

谷
的
宴
席
和
新
約
的
學
餐
只
有
表
面
的
相
似
，
只

質
上
划
有
天
垃
乏
別
基
督
教
會
所
舉
行
的
宴
席
是
耶

穌
學
死
的
紀
念
是
晚
餐
的
總
總

「
正
4
.
A
之
師
一
或
「
義
的
之
師
」
不
很
相
似
山

時
的
先
知
他
只
可
比
之
俊
先
軍
役
的
一
位
熱
誠
叫
如
泣

如
厄
斯
想
位
或
放
尼
雅

沈
者
右
品
鞠
初
時
大
概
與
谷
木
蘭
的
社
剛
為
酬
地
關

係
但
後
來
他
與
谷
的
隱
士
斷
絕
了
來
往
而
把
門
已
心

全
獻
於
感
動
他
心
鍾
的
天
主
之
神

初
興
的
聖
教
會
是
否
仿
效
了
谷
社
圓
的
組
織
叫

一
問
題
雖
然
對
在
巴
力
斯
坦
的
教
會
而
言
或
有
此
吋

能
的
-
筆
者
以
為
初
興
教
會
的
組
織
還
有
圳
的
也
忍
吋

以
解
釋畢

竟
不
能
否
認
耶
穌
的
教
會
和
「
正
義
之
師
」
的

社
固
有
其
相
同
處
那
便
是
末
世
的
期
待
然
而
如
果
攻

們
把
兩
個
團
體
的
特
點
加
以
仔

細
研
究
不
難
明
白
谷

木
蘭
圓
明
於
舊
約
而
耶
穌
的
運
動
勾
起
天
主
的
高
「
逼



『
新
進
化
~
切
」
的
實
現

恥
之
最
低
敢
於
斷
定
制
制
制
的
文
件
用
作
解
釋
喇
喇

于
和
朝
割
的
詞
拉
倒
十
分
合
適
因
此
如
要
解
釋
二
位
宗

了
徒
的
用
譜
法
無
須
借
用
神
接
教
或
諾
斯
士
派
的
術
譜

-

見
大
周
甜
甜
哨
文
件
法
利
還
黨
撒
牡
塞
黨
洗
者
若

趴
(
益
)

益

到
泛
巴
比
倫
主
義

\H
JDES

-gzsJ 

/
】
心"
D
E
S-S
E
E
E
K

這
是
一
個
會
經
燈
耀
一
峙
的
主
義
大
約
在
本
世

紀
之
初
一
此
學
者
由
於
古
巴
比
倫
文
件
的
大
孟
晶
土

問
世
比
如
基
耳
加
默
市
的
活
謂
真
內
容
是
洪
水
滅
世

的
記
載
阿
瑪
爾
納
的
信
件
以
及
哈
慕
辣
彼
的
法
律
等

等
開
始
領
客
凹
出
制
文
化
的
古
老
高
深
對
之
敬
仰
不

止
又
由
於
這
些
一
文
件
有
不
少
與
聖
經
相
似
比
如
洪
水

滅
世
的
敘
述
洪
水
之
前
的
十
大
祖
先
在
巴
比
倫
文
件

上
亦
有
洪
水
前
的
十
大
國
王
的
記
敘
其
次
也
有
不
少

相
似
的
法
律
等
於
是
這
批
學
者
們
自
認
識
巴
比
倫
的

古
文
而
加
以
景
仰
自
景
仰
而
讚
嘆
終
於
發
生
了
幻
想

的
作
用
站
為
世
間
一
切
的
文
化
格
外
是
以
色
列
民
族

的
宗
教
意
識
完
全
導
源
於
巴
比
倫
這
就
是
所
謂
的

到
死
人
復
活

、、
間
，g
c

『
『o
n
H
5口
。

問
H
Y
O
U
Om
w已
/

f
H
H
E

E
『
門
。n
c

。
玄

Z
Z
Z
E
d
k

見
復
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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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
凹
出
制
主
義
」
。
而
首
先
倡
導
這
個
學
品
的
始

組

是
總
旦
到
兩
(
出
口
巴Z
E
Y
)他
的
一
本
題
名
為
「
巴

出
制
與
斟
制
」(
F
E
M
E
已
】W
F
O戶
)
的
專
者
曾
經

呈
現
樹
倒
很
鼠
的
現
札
有
不
少
學
亂
隨
從
了
他
那
光

輝
一
時
的
論
調
除
了
天
主
教
學
者
外
幾
無
人
敢
對
之

加
以
批
汗
反
對

但
是
曾
幾
何
時
後
來
由
於
聖
經
考
占
學
的
日
漸

倡
明
及
學
且
也
們
對
古
代
其
他
凹
則
制
之
外
的
民
旅
文

化
的
更
加
活
識
就
不
得
不
承
品
所
謂
之
「
泛
巴
比
倫

主
義
」
是
言
過
其
實
的
是
不
能
成
立
的
目
前
已
無
人

敢
再
條
道
這
種
學
比
(
韓
)

，
5
、
「
E
Y
E
J

在
輯
刷
上
灰
可
以
泊
是
消
極


g
f
b
/
C
E
ω
\

方
面
的
代
也
它
的
象
做
作
用
是

顯
而
易
見
趴
坐
在
灰
中
或
頭
上
撒
灰
等
淤
長
愉
痛
活

及
補
贖
的
象
做
(
鵬
下
U
H
依
此
5

創
3

制
6

品
哀

3
M
叫
幻
叩
圳3
6

制
2
8

關
u
n

等
)
。
品
某
人
變

成
灰
爐
志
謂
某
人
受
益
仇
人
之
侮
辱
及
困
苦
磨
雌
雄
的

意
思
(
制
狗
"
但
6

制
刊
3
)，
也
是
臼
卑
謙
下
的
表

示
(
側
的
盯
制mg
)
。
灰
爐
惟
一
的
一
次
比
較
光
明

的
用
法
是
在
一
品
凹

H

謂
上
主
撒
福
如
灰
燼

灰
燼
在
種
儀
上
亦
有
它
的
象
徵
作
則
將
一
頭
紅

母
牛
殺
掉
之
後
全
部
提
燒
再
將
灰
爐
撒
在
水
上
比
水

可
作
某
種
收
據
之
肘
(
戶
凹
章
希9

臼
)
聖
經
上
亦

數
次
提
到
祭
獻
後
的
灰
酬
地
倒
在
祭
媲
東
邊
倒
灰
的
地

亦
然
後
再
將
之
移
往
營
地
之
外
(
見
肘

l
H
4

臼
6

3
4

則
上
口
3
l
s
)
。
(
韓
)

空
白
夫
長
古
拉
P
P
J
i
M
M
F
G

d
v
J
l
1

至
弱
加
伯
時
代
在

創
制
中
就
有
這
種
咱
們
師
們
為
指
示
那
些
管
理

J
百
人
的

軍
官
(
州
的
剖
開
門
同

H
M
M
岫
口
制
1
時
刷
上
位
?

樹
下
m
1
則
下
口
4
5

等
)
。
咦
，
恥
地
此
有
時
百

K
L
R

也
是
指
判
官
或
族
反
而
言
故
此
並
非
一
切
口
夫
長
都

是
軍
~
在
喇
喇
叫
時
代
關
划
組
軍
護
教
時
可
真
正
山

山

現
了
狹
義
的
中
學
人
百
夫
長
(
刷
上

3

時
)
制
制
中
亦

多
次
投
到
了
百
夫
長
的
事
也
知
叫
什
爾
門
配
(
到

ω
l

等
)
閥
割
制
(
可
制

訂

臼
泣
自
幻

3
H

叫
“

)
萬
法

制
的
百
長
長
(
關
8
7

路
川
2
6
)
及
耶
穌
被
釘
後

站
在
十
字
架
下
的
百
夫
長
(
職
訂
“
關
幻
的
)
他

後
來
向
叫
蚓
刮
到
報
告
耶
穌
已
經
死
亡
的
消
息
(
谷

的

叫
“
)
，
制
制
上
稱
他
叫
培
特
御
罔
制

(
H
J
q
g
E
)

或
者
亦
謂
閥
割
剖(
H
b
D
m
M
D
E
)

百
夫
長
的
委
任
是
制
刷
品
員
的
職
權
在
戰
肉
上

百
夫
長
應
站
在
旗
幟
之
前
(
鷹
旗
)
他
的
官
職
個
社
做

是
一
桐
小
棍
用
來
懲
罰
不
守
軍
紀
的
士
兵

(
陳
)

生

1

、
祠
，
←
匕E
H
戶
可
/
首
先
我
們
要
知
道
幾

安
E

豈
不

/
E
E

正
劉
樹
上
捉
到
「
U

合
花
」
常
是
帶
有
活
志
或
神
學
的
色
彩
故
此
科
學
的

百
合
作
化
的
講
解
在
斟
斟
上
是
找
不
到
趴
還
札

e
h指
示

百
合
花
倒
叫
刺
文
所
肘
的
名
品
是
一
個
十
分
認
統
版

泛
的
字
眼
它
包
括
有
四
十
多
種
百
合
類
的
花
草
比
如

「
山
谷
中
的
百
合
」
(
喇
叭

2
1
)
「
荊
辣
中
的
百



合
」

(
軒
2
2
)，

牧
場
上
的
百
合

(
制
2
H
4

5

) ，

用
以
形
容
愛
人
嘴
唇
的
百
合
(
歌
5
臼
)
溪
邊
的
百

合
(
德
叩
a
)，

田
野
中
的
百
合

(
職
6

目
叭
叭
也
盯
)

等
等
不
一
而
足

其
次
百
合
花
也
是
建
築
物
上
的
裝
飾
品
比
如
聖

殿
前
兩
個
大
石
性
的
住
頭
及
銅
海
邊
沿

上
的
雕
刻

(
列
上
7
M

品

制
下
4
5
)
。
更有
幾
篇
斟
制
的
標
題

是
調
寄
「
百
合
」
(
一
制
付

1

的
1

的
2

個
1
)。
我
們

已
不
能
確
知
它
是
指
何
而
言
是
一
種
樂
器
抑
是
一
種

特
別
的
樂
諷
已
不
能
確
定

見
聖
經
中
的
植
物

(
韓
)

H
M比
h
n
m
u
n「玄E
F
J
人
名
意
謂

「
誰
似
天
主
」

住
叫
到
品
。

/
E
C
F
之

l
t
i

;
-
J

'

、
學
經
上
以
此
為
名
者

有
下

列
諸
人1

在
民
長
時
此
一
位
居
於
問
刑
制
因
山
地
的
叫

色
列
人
他
在
自
己
家
中
做
了
一
尊
神
像
並
荒
了
一
座

神
廟
收
留
了
一
個
過
路
的
肋
末
人
作
司
祭
後
來
此
神

像
被
丹
人
搶
去
恭
幸
在
丹
城
是
為
丹
城
邪
神
繭
的
始

源

(
閱
口
時
)
，
因
而
亦
成
了
南
北
朝
時
代
北
國
叫
叫

列
的
宗
教
中
心

2

是
默
黎
巴
耳
的
兒
乳
制
制
割
的
孫
主
兒
於
剎

雅
明
艾
派
的
族
譜
(
編
上

8

叫
出

9

叫
“
樹
下9

-
3

是
猶
大
國
王
約
央
雅

時
代
的
人
會
被
國
王
打

倒
一
發
去
詢
問
女
先
知
制
到
斟
關
于
新
發
現
的
制
制
告
上

J
H所
泛
的
營
告
(
制
下
"
"
則
下n
n

可

1>32-1>36 
E 

l
甘
ι

-'
/、

4

勒
烏
本
文
派
人
對
刺
的
兒
子(
編
上
5
5
)

5

充
軍
歸
來
後
居
住
在
耶
京
的
猶
大
人
是
齊
革

黎
的
兒
子
(
編
上
9
時

間
下
口
口
叩
)
，
亦
名
剎
圳
蚓

(
厄
下
白
自
)

6

蚓
劑
割
的
長
王
屬
訓
叫
叫
間
的
後
代

(
編
上
的ω

m
M
U剖
)

7

是
乃
赫
米
雅
時
代
的
一
個
肋
末
人
充
軍
後
重

新
向
上
主
立
盟
時
會
代
表
百
姓
在
盟
約
上
簽
名
(
間

下
m
臼
)

8

商
默
蟲
艾
派
人
放
齊
雅
的
父
親
放
齊
雅
則
是

拜
突
里
雅
城
的
一
位
首
長
(
友
6
H
)

(
緯
)

"
口
比h
n
臣
\
呂
-
-
旱
地或
建
築
物
的
名
稱

有
「
堡

C
A叫
到
川
軍
小
f
p
p
z丘
，
|

;
1

、
.
'

，
、
唾
」
或
「
高
台
」
之
意
是
撒

羅
瀚
所
完
成
的
一
處
蚓
京
防
禦
ι
事
(
則上
9

臼
創

刊
盯
)
但
米
羅
似
乎
您
是
在
遠
味
城
北
部
的
一
座
鐘

築
物
可
能
是
堵
來
提
洛
地
經
谷
裂
口
的
一
道
防
堤
或

者
是
監
視
上
述
山
谷
的
一
座
堡
壘
一
用
以
保
護
「
樹
喇

拔
」
但
質
際
上
有
關
它
真
正
的
作
問
及
它
正
榷
的
位

置
至
今
考
古
學
各
仍
在
爭
論
研
討

在
民
9
6

八
聞
自
拉
到
在
舍
般
地
方
的
只
特
米
羅
此

處
所
品
的
具
特
米
釋
是
什
麼
學
各
們
無
法
斷
定
可
能

是
一
個
地
方
或
一
座
堡
壘
也
可
能
是
一
座
房
屋
或
一

個
家
庭
(
輯
)

到
米
納
(
5
)

。

也
支
且
衡
幣
制
表

旭
日
比h
本
來
\
去i
a
J
H
E昭
雄
為
行
省
里
拉
薩
的
以
都

F
E

、
.
苟
，
L
'
'，
凡
，..• 
F
a、
，
3

、

。

:
;
E
'

J
'

、
亦
是
一
個
海
口
地
吟
童
安
H
起

自
別
別
往
到
划
圳
的
食
粒
轉
起
比
里
喇
喇
被
解
往
蚓

馬
峙
的
口
途
經
此
地
並
在
此
很
容
口
制
地
伐
釗
一
笠
叫
什
比

別
划
圳
的
道
糧
恥
得
以
繼
續
其
行
程

(
誡
幻
5

6
)。

目
前
一
追
陸
重
要
的
城市
僅
剩
廢
塊
一
堆
作
品
近
'
的

登
布
勒
的
小
村
位
公
非
尼
刻
之
司
的
卡
五
公m
E處(

幣

)

“
比
h
m
u
n佳
此
「
玄
甘心
:
r
J

人
名
意
泊
「
准
似

r
3

月
品
均
函
R
E
r
E
n
E
S
之

?

i

i

-
J
E
/
Z
Y

司
，
、
上
主

」
聖
經
上
以

此
為
名
若
有
下
列
諸
人

1

是
州
以
色
列
主
阿M
r
u
布

(
八
七
四
l

八
五
-
…
)

時
代
的
一
位
北
國
先
知
依
默
拉
的
兒
子
段
時
代
品
泊

是
先
知
中
最
早
的
一
位
但
對
於
他
的
歷
史
找
們
知
道

的
很
少
他
木
人
也
沒
有
留
下
什
麼
符
作
與
他
同
朽
的

著
作
先
知
米
孩
亞
(
原
文
訊
問

)
則
是
百
五
卡
年

之
後
的
人
學
絡
上
耐
心
收
了
他
的
下
列
一
段
棋
趴
訪

時
間
叫
制
與
蚓
划Z
L約
沙
也
蚓
聯
也
欲
進
仲
杭
州
刑
叫

基
肋
阿
得
a
y先
向
先
知
們
站
間
被
爭
的

t
u兇
一
批
假

先
知
極
益
諂
媚
之
能
會
向
國

ι

們
啦
報
勝
利
惟
有
上

主
的
真
先
知
蚓
蚓
蚓
攘
質
的報
戰
爭
必
失
敗
叫
州
州

大
怒
將
先
知
仙
樂
位
來
而
a
M已
領
兵
打
仗
去
几
叫
叭
叭

在
戰
場
上
自
招
殺
身
之
禍
(
則
上
也

3
|

盯
蝙
下
的

2

特
叫
樹
叫
王
制
制
出
阿
拉
間
政
策
三
年
持
打
發
~

批
長
官
偕
同
~
此
-
奇
諾
，
相
助
末
人
周
進
各
織
市
交

b
m



~
村
去
我
啊
呀
百
姓
上
主
的
法
律
在
這
批
長
官
中
有
名
叫

b
q~
剎
蚓
蚓
者
(
如
叫
下
η
T
)

。
'

-
3

是
問
叫
別
亞
先
知
時
代
的
人
割
瑚
劉
雅
的
兒

了
子
當
他
聽
到
先
知
的
泌
苦
巴
路
克
譎
讀
先
知
的
預
言

一
時
，
立
刻
向
制
蚓
釗
閻
王
告
密
國
王
令
將
該
蚓
划

3
上

墨
當
面
投
入
火
中
將
之
燒
掉
{
耐
叫
“

u
-
u
n
)(

韓
)

門
，
天
丈
n
H
r
T
「
去
』n
E
Z
灰
人
名
意
謂
「
誰
怕

民
d
司

L
M

干
骨
，
戶
E
n
g

-」

?
|
l
i
-


E

{

三

Y
-
-

P

、
似
天
主
」
是
撤
鳥
耳

的
幼
女
(
船上
叫
汁
的
)當
瀏
喇
戰
勝
巨
人
副
叫
制
時

制
蚓
副
會
將
長
女
制
制
制
許
給
瀏
喇
(
刷
上
口
自
悶

口
)
事
後
國
王
甜
食
言
(
刷
上
的
H
)
後
見
遠
味
之

名
聲
蒸
蒸
，
日
上
心
生
，
感
計
乃
再
將
幼
女
淵
叫
到

u
r付給

瀏
叫
你
條
件
是
一
百
地
心
叫
到
蚓
人
的
包
比
如
此
您
使
瀏

喇
陷
入
危
險
而
借
刀
殺
人
豈
不
知
達
咪
果
能
作
到
而

且
是
雙
倍
於
所
索
的
包
皮
國
王
祇
好
將
女
兒
嫁
給
他

(
樹
上
的
口
!
訂
)
科
蚓
到
甚
愛
少
年
英
俊
的
達
咪

並
盡
力
設
法
營
救
他
不
致
陷
於
父
親
的
毒
手
夜
間
由

窗
口
將
劃
喇
放
走(
樹
上w
u
l

口
)
自
此
夫
婦
二

人
寫
環
境
所
退
暫
時
分
離
撒
鳥
耳
乘
機
將
女
兒
米
加

副
再
嫁
給
圳
圳
人
蚓
罔
聞
(
樹
上
封
“
)
以
洩
心
中

的
憤
恨
但
在
達
味
得
勢
之
後
重
新
將
米
加
耳
索
回

(
制
下3n
1

抽
)
惟
夫
叫
闊
的
感
情
似
已
不
的
剛
從

趴
在
約
櫃
遷
入
瀏
喇
城
的
盛
典
上
米
加
耳
以
譏
諷
的

口
吻
來
恥
笑
這
味
在
約
櫃
前
的
舞
蹈
而
受
到
達
咪
的

反
駁
斥
島
湖
蚓
副
自
此
失
寵
於
瀏
喇
叭
至
死
沒
有
生
育

有E~
/、537-539 

(
幟
下6
臼
|
詞
)
斟
斟
上
自
此
再
也
不
提
及
她

米
加
耳

(
F
B
n
F
Z
H
)
男
人
名
意
思
亦
是
「
誰

相
似
天
主
叫
劉
剛
上
以
此
寫
名
者
有
下
列
諸
人

卜
阿
叫
制
文
派A川
其
子
倒
刻
酬
是
交
派
領
袖
曾

被
叫
劉
打
發
去
偵
採
割
俐
呵
地
(
戶
口
H
)。

么
叫
叫
開
支
派
川
居
住
於
凹
耐
地
方
(
刷
上

5
u

可

3

亦
是
圳
胡
文
派
人
是
前
者
的
先
人
有
人
則
忍

為
同
一
~
但
似
乎
不
是
(
編
上

5
H
)。

ι
酬
刺
川
屬
胡
劑
樹
的
後
代
並
是
剛
刷
刊
別
的
先

~
其
父
名
阿
卅
巳
倒
把
子
名
到
蚓
蚓
(
欄

上
6
自
)。

5
科
蚓
喇
支
派
人
間
喇
喇
的
兒
子
家
居
叫
蚓
幽

地
方
(
編
上
8

間
)

，
心
依
微
加
爾
文
派
人
依
與
喇
喇
制
的
長
子
是
瀏

喇
時
代
的
族
長
(
編
上
7
3
)

7

喇
喇
酬
玄
派
的
一
位
千
夫
長
在
街
訓
出
格
地

方
歸
順
了
出
喇
(
編
上
u
n
)

8

是
瀏
川
閑
時
代
的
一
位
依
微
加
爾
文
派
人
他
的

兒
子
制
喇
喇
是
本
文
派
的
首
領
(
編
上
U
U
)

9

倒
划
王
約
風
也
特
的
兒
子
其
長
兄
約
繭
繼
父

位
稱
已
他
本
人
同
其
他
兄
弟
划
分
得

J
付
小
少
的
金
品

財
寶
及
一
些
一
蚓
蚓
的
堅
城
作
為
遺
產
(
編
下
到

2
8
)

m
是
針
皮
圖
雅
的
後
代
其
子
則
巴
狄
雅
充
軍
後

歸
來
居
於
蚓
京
(
間
上
8
8
)
(

特
)

8
犬
丈
台
只
H
E
A
「
呂
S
F
J

料
別
叫
是
卡
二
位

位
沿
河
苦
時
R
旦
/
玄
-
n
E
E

盼
、
小
先
知
中
的
第
六

包
其
名
意
謂
「
誰
相
似
上
主
以
.
可
惜
關
于
他
的
生
平

家
世
我
們
知
道
的
很
少
在
他
的
省
作
中
鋒
相
扭
曲
個
本
人

是
「
摩
粉
色
關
人
」

(
1
1
0
)
這
種
說
法

亦
見
於
恥

必
凹
凸
這
個
地
方
可
能
與
米(
1
H
〕
所
說
的
摩
勒
含

糊
蚓
蚓
是
同
一
地
札
右
果
切
此
川
我
們
可
以
斷
進
先

知
是
南
國
蚓
划
~
猶
如
刮
到
蚓
先
知
是
生
必
山
阪
小

村
一
性
的
一
位
人
士
圳
別
叫
作
上
主
先
知
的
時
代
是
從

制
拉
開
叫
划
和
精
圳
克
雅
馬
關
划
王
的
時
肌
故
此
泣

與
依
撤
意
亞
大
先
知
同
時
代
的
人
(
七
三
八
l

六
九

三
一)
J這
一
點
由
本
書
的
內
容
也
可
以
得
到
頓
為
確
賞

的
證
明

(
見
耶
必
刊
)

由
先
知
的
著
作
我
們
可
以
看
出
他
是
一
位
單
純

誠
樸
的
人
所
交
樓
的
對
象
及
接
觸
的
人
士
大
部
H
t普

通
的
平
民
他
一
生
固
然
只
是
在
猶
大
益
職
作
上
主
的

代
言
人
但
他
並
沒
有
忘
品
在
北
國
以
色
列
居
住
的
同

胞
亦
會
大
聲
疾
呼
企
悶
悅
救
北
國
即
將
灰
亡
的
命
運

但
已
無
能
為
力
結
果
北
國
技
照
先
知
的
預
言
滅
亡7

這
無
形
中
增
加
了
先
知
不
少
的
權
威
而
打
動
了
稍
大

玉
樹
叫
到
雅
來
從
事
宗
教
改
革
(
韓
)

9

立
、
特
先

.

巳
「
r
J
E
J
\切
。
矣
。
『
呂

g
y
/

自
心
河
虫W
W
E
E
f
苟
言
〉H
L
r
R
玄
-n
z
g
o
」

本
書
短
短
七
章
內
容
多
以
一
腳
淪
為
主
在
屆
中
打
之

後
(
1
1
)
緊
悼
捕
者
便
開
始
本
書
的
第
一
部
份
市
告

上
主
將
要
來
審
判
及
懲
昂
耶
京

(
J
2
4
)

咱
們
如

上
主
懲
罰
了
撤
瑚
制
社
雅
一
樣
(
1
5
l
s
)
敵
人
的

大
軍
要
來
踩
擱
一
切
村
莊
及
其
居
民
這
種
慘
法
懲
昂

的
原
因
是
捌
划
所
犯
的
重
大
相
反
社
會
正
義
的
罪
怨



(
2
1
|

U
)
第
二
章
U
H
爾
街
例
外
地
伸
述
了
以

民
終
必
復
興
的
許
諾
致
使
許
多
的
學
者
認
為
這
兩
節

應
屬
於
本
幸
的
第
二
部
份

3
1
|

4

先
知
再
述
社
會

的
弊
端
這
些
幣
端
的
發
生
假
先
知

(
3
5
|

8
)
及

民
間
的
首
長

(
3
，-

u
)
應
責
絕
大
部
份
的
責
任

這
一
部
份
的
最
後
一
節

(
3
臼
)
與
耶
必
口
"
完
全

相
同

第
二
部
份
先
知
向
以
民
報
告

上
主
的
恩
許
首
先

娶
搬
山
要
成
符
高
大
光
榮
的
學
山
將
是
普
天
下
結
民

心
神
所
嚮
往
的
地
方
(
4
1
|

5

見
依
2
2
|

‘
)

分
散
的
民
族
將
要
聚
集
返
來
上
主
要
作
他
們
的
君
王

(
4
6i

H
)以
民
的
未
來
岳
王
要
白
白
冷
出
生
(
5

1

l

s
)
他
將
戰
勝
世
間
其
他
民
族

(
5
6
|

8
)

這
一
部
份
的
最
後
結
束
划
是
惘
嚇
猶
大
及
其
他
民
族

的
言
論

(
5
9|

H
)

第
三
部
份
先
知
關
始
針
對
北
國
以
色
列
發
表
言

論
斥
責
北
國
社
會

上
發
生
的
諸
多
不
義
的
弊
端
並
勸

魁
北
國
要
盡
可
迷
悶
頭
改
過
不
然
做
瑪
黎
雅
定
將
被
消

滅
無
疑

(
6
1
H
)

對
此
先
知
深
表
悲
傷
(
7

第
四
部
份
預
告
敝
人
將
要
失
敗
而
叫
民
要
彼
興

(
7
7|

口
)
最
後
先
知
以
兩
端
經
文
作
為
本
苦
的

結
束
(
7
H
1

口
站
|

甜
)

一

由
上
所
述
我
們
可
以
很
清

楚
地
看
出
本
蓄
所
以

掛
一分
成
四
個
部
份
的
原
也
是
因
為
先
知
以
兩
次
桐
嚇
及

F
J兩
次
回
跟
在
訐
兩
岸
寫
作
部
桐
嚇

(
1
l
3
)
恩
許

(
4
5
)

5(0 î!E L 

/\ 

桐
嚇

(
6
1
1
7
7
)
恩
許

(
7
.

到
)

作
者
今
日
的
學
者
大
都
毫
無
異
議
地
將
第
一
部

份

(
1
l
3
)
歸
於
米
孩
亞
先
知
因

所
述
之
內
容
及

環
境
與
當
時
的
歷
史
背
最
完
全
相
符
合
但
是
有
不
少

的
人
對
於
第
二
及
第
四
兩
個
關
於
恩
許
的
部
份

(
4

5

及
7
8

1
目
)
懷
有
相
當
大
的
保
留
意
見
因
所
恩

許
的
與
充
軍
之
後
的
真
實
處
境
大
相
逕
庭

最
大
的
問
題
划
是
在
第
三
部
份
(
6
1
!
7
，
)

仁
智
之
見
相
當
紛
絃
有
人
謂
是
先
知
本
人
所
烏
有
人

則
謂
是
出
鈴
先
知
同
時
代
同
闡
明
南
國
居
民
的
另
一
先

知
的
手
筆
更
有
人
提
出
第
三
種
意
見
即
是
的
權
兩
個

桐
嚇
部
份

(
1
l
3
章
及
6
1
l
7
1
)
不
論
是
內

容
語
氣
甚
至
文
筆
皆
有
相
當
大
的
區
別
故
此
斷
定
第

二
個
桐
嚇
部
份
(
6
1
|
7
7
)
應
由
居
於
北
國
的

另
一
位
先
知
所
寫
在
這
個
惆
嚇
的
部
份
中
先
知
直
接

向
北
國
以
色
列
宣
講
完
全
沒
有
提
及
猶
大
及
耶
京
另

一
方
面
它
的
指
氣
如
與
會
向
北
國
發
言
並
身
居
北
國

的
亞
毛
斯
及
歐
瑟
亞
先
知
十
分
相
似
這
一
切
都
在
透

明
6
1
|
7
7

部
份
的
作
者
是
與
一
向
居
於
南
闋
的

米
孩
亞
迴
然
不
同
的
人
物
不
過
這
也
僅
是
一
種
意
見

而
已
事
之
真
偽
已
很
難
斷
定

經
文
本
ι
A
H
原
是
以
高
雅
的
詩
總
寫
成
的可
惜
本

書
所
經
歷
的
千
秋
是
十
分
可
憐
的
是
以
流
傳
後
世

的

經
文
頗
為
殘
缺
不
全
訛
誤
費
解
之
處
比
比
皆
是
幸
有

一
些
古
譯
本
如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及
拉

T
通
行
本
等
可

以
作
為
參
考
竟
成

了
訂
正
米
該
亞
瑪
索
辣

本
的
有

力

工
具
雖
然
如
此
揣
度
臆
測
及
憑
上
下
文
而
作
出
決
定

的
地
方
仍
然
不
少

神
學
本
書
神
學
方
面
的
貢
獻
並
不
大
先
知
視
惟

一
真
神
的
存
在
及
其
宗
教
是
理
所
當
然
的
事
實
故
不

加
以
引
伸
描
述

所
比
較
強
調
的
是
與
其
本
著
作
特
別

有
關
係
的
上
主
的
固
有
特
點
尤
其
是
上
主
正
義
的
混

怒
及
上
主

寬
容
大
方
的
仁
也
與
其
說
蚓
刮
到
先
知
是

一
位
神
學
家
毋
寧
說
是
一
位
偉
大
的
倫
現
學
家
他
逃

力
強
調
及
主
持
了
社
會
人
間
的
正
站
公
道
但
是
在
他

的
預
言
中
部
最
具
體

地
指
山
了
默
西
亞
要
誕
生
的
地

方
|
|
生
於
白
冷
出
於
達
咪
家
族

(
5
1
|
5

)

見
米
孩
亞
默
西
亞
為

(
鱗

)

ω

比
h
T
皂
，
扭
扭
「
宮
前Z
D
J
地
名
有
「
山
坡
」
或

位
叫
到

t
司
法
自
/
宮
"
問
Z
D
K

。

|

;
-
l
-
3
1
'
，
、

「
顛
覆
」
之
意
圖
明
本

雅
明
玄
派
在
阿
雅
特
之
南
及
米
莘
瑪
斯
之
北

(
依
ω

阻
)
它
現
兮
的
位
置
已
很
綠
確
定
有
的
學
者
以
為
就

是
現
今
的
料
到
叫
到
(
斗
﹒E
a
3
)
廢
能
在
斜
割
蚓
斯

(
5
n
g

g

)

之
西
南
二
公
里
處
有
人
則
謂
在
蚓

克
龍

(
去
。
阿
門
E
H
H
)地
方
即
米
革
碼
斯

(
古
詩B
E

)

的
北
面
哈
依

(
〉H
)的
大
路
上

在
撒
上
M
2
希
伯
來
原
文
有
「
米
革
龍
」
一
詞

有
些
學
者
當
作
固
有
地
名
但
大
多
數
的
現
代
學
者
則

主
張
它
不
是
地
理
名
詞
而
是
「
未
變
」
的
意
恩
見
恩

高
譯
本

「
認
陣
」



~
u
l
A
A
、
、h
s
閏
月
苟
\
E
a
E
b
J
潮
倒
叫
于
名
有
「
判

的
之
、
a

t
r
E
S
D
\

斷
」
或
「
等
論
」
的

于
意
圓
心
它
在
斟
斟
上
是
指
-
個
人
他
的
後
代
及
他
們
昕

一
居
住
的
地
方
而
言

是
因
回
蚓
由
繼
室
刺
喇
喇
所
生
的
兒
子
(
制
詰

2
見
編
上
1

白
等
)
他
同
其
他
的
兄
弟
|
|
除
依
撒

制
外
|
|
在
領
受
部
分
財
產
後
被
逐
出
家
庭
居
住
在

東
方
地
區
以
遊
牧
為
生
(
創
幻

s
s
)
米
德
楊
的

後
代
更
以
經
商
著
名
(
創
幻
甜
甜
依
ω
6
)
梅
瑟

逃
往
喇
喇
喇
人
的
住
區
避
難
(
出

2
臼

)
並
娶
料
制

樹
女
子
為
委
他
的
岳父
刺
蚓
倒
是
喇
喇
樹
人
的
司
祭

(
馴
的
1
)。
在科
制
制
地
方
見
到
著
火
的
荊
棘
(
出

3
1
2
)
當
以

民
輾
轉
於
西
乃
曠
野
中
時
也
受
到
他

~ 

J\ 

J
H
A
h

岫
←
付

Lmf4"

“
GE-

-
iii 

米德惜地圖

泊 在 g丸|一-一主二三望
.科且 三主

丸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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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不
少
的
恩
惠

(
削
的
)
故
此
由
種
種
的
跡
象
看

成
叫
民
間
喇
喇
蚓
人
有看
美
淆
的
友
誼
感
骯
但
這
種

感
情
未
能
維
持
很
久
在
門
n
4
7
就
發
生
了
米
德

樹
及
闡
剛
制
川
聯
同
邀
請
凹
蚓
咒
罵
叫
民
的
事
鎖
門

討
章
述
說
叫
民
如
何受
他
們
的
陷
害
而
敬
禮
了
他
們

的
邪
佩
及
叫
民
宣
誓
向
之
復
仇
(
見
所
訂
)
。
其
後
在

民
長
時
此
桐
樹
關
人
會
盡
其
能
車
來
騷
擾
業
已
定
居

於
凹
划
研
圍
的
叫
民
(
間
6
2
|
6
)
直
至
基
德
紅

民
長
將
他
們
完
全
戰
敗
並
驅
逐
於
約
但
河
東
地
區
為

止
(
見
別7
8
)
此
事
蹟
會
在
聖
經
上
反
覆
地
追
念

著
(
圳
的
叫
間
喇
叭
9
4
ω
品
“
的
制
3
7
等
)
。

由
斟
副
所
給
我
們
的
種
種
線
索
我
們
可
以
大
致

地
斷
定
他
們
所
居
住
的
區
域
最
初
他
們
佔
居
了
阿
卡

-
4司，三

從2
• ~汁，

J、
情U

凹
(
〉
e
g
d

海
灣
之
蕪
的
曠
野
地
區
但
他
們
輝
以

遊
牧
為
也
放
很
抉
地
開
始
問
外
發
a
p先是
沿
海
灣
向

北
方
遷
騏
然
後
由
耐
用
半
島
的
北
部
向
西
方
進
侵

(
見
叫
上H
M
)
。
在
北
方漸漸
滲
透
於
叫
蚓
及
摩
阿

制
人
的
地
也
甚
至
進
入
了

E

加
制
吼
一
(
韓
)

如
米
耳
公
摩
肋
客

E
B
戶
口
。p

玄
。
-
n
n
y
J

/
宮
。
戶
口
Z
F

竄
。
-
2
芝

學
者
大
都
|
|
雖
然
有
上
流
的
學
者
如】W宮
，

E
E

反
對
1
|
l
以
為
這
兩
個
名
字
是
一
個
神
意
謂

「
君
王
」
可
則
上

H
S
T

稱
闡
叫
劉
神
為
「
剛
副
人
可

憎
之
物

」
。
原
始
的
讀
音
大
概
是
相
酬
和
出
叫
譯
文
所

保
存
的
「
摩
羅
客
」
(
宮
。-2
7
)
但
叫
剖
列
人
把

「
『
。
自
己
(
可
憎
之
物
)
的
母
音
加
上
改
為
風
叫
智
以

表
示
他
們
對
這
神
所
俊
的
蔑
肥
酬
叫
劉
在
別
副
慌
慌

以
前
已
為
制
制
制
人
後
揖
閥
割
叫
到

λ
所
恭
磁
在
亞
述

勢
力
進
入
了
阿
刺
對
聯
邦
和
其
他
鄰
近
的
國
家
以
後

這
神
明
的
敬
禮
更
為
發
也
雖
然
這
敬
禮
是
非
常
殘
忍

的
叫
每
每
在
國
家
困
難
時
叫
竟
將
人
的
兒
女
獻
祭
作
為
犧

也
見
肘m
n
m凶
2
5

則
下n
M
M
則
必
站
到
1
5

…
側

的
盯
祖
酬
的
叫
聲
一
切

見
偶
像
崇
拜
人
氣

(
當

)

主
、
h
u
c
I
R
J

城
名
位
於
小
亞
細
亞

u
t
n
l
U
H
u
r
4

斗
t
-
P
R
Z
H
C
ω

}

5

、
一/
F
r
l
4
4
』
/

K

的
西
部
海
岸
公
元
前

一
千
年
左
扎
蚓
蚓
人
佔
領
了
這
座
在
有
歷
史
以
前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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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人
煙
存
在
的
城
市
是
為
公
元
前
八
豈
六
世
紀
闊
的

重
要
城
鎮
終
於
公
元
前
凹
九
四
年
毀
於
波
斯
人
之
手

大
亞
M
m山
大
將
之
重
述
其
後
溶
入
經
沁
人
他
下
恢
仙
似

其
戚
來
的
重
要
價
值
而
為
商
業
草
地

保
除
在
其
第
三
次
遠
行
傳
教
時
會
途
經
此
地
並

召
集
厄
弗
所
的
長
老
作
永
別
的
訓

J仆
的(
宗
幼
臼
口

詞
)
又
恢
弟
後
4

凹
的
且
故
保
條
將
巾
泌
的
的
特
洛
諾
(

應
留
在
此
處
修
長

考
古
學
家
在
此
扮
出
了
一
座
與
保
綠
同
時
的
猶

太
會
“
可
以
及
壯
大
法
鐘
並
飾
有
錯
版
問
攘
的
基
督
教

大
版
及
四
座
較
小
的
學
堂
由
此
可
見
基
督
教
會
在
此

會
有
過
偉
大
的
發
展
及
鐘
樹

(
韓
)

“
ι
h
n臼R
K
宜
「
在
E
B

J
米
黎
從
意
義
耽
心
謂

5
j
!
1

，
至

1
.
3

、

1
;
E
t
-

-
'

，
t

b
s
.
-

、

「
主
母
」
是
阿
默
蘭

也
約
權
貝
得
所
生
的
女
兒
梅
瑟
及
亞
郎
的
姊
妹
(
戶

泌
的
)
曾
以
年
幼
的
機
智
終
救
自
己
的
弟
弟
總
瑟
不

使
他
揭
削
他
於
尼
羅
河
中
並
周
艇
於
法
郎
公
主
之
前
使

自
已
的
母
親
哺
乳
小
弟

(
川
2
3
|

叩
)
此
後
部
消

逃
於
聖
經
直
率
年
老
時
代

(
山
7
T
)
重
新
出
現
擊

妓
聚
眾
歌
唱
舞
蹈
演
頌

上
主
的
德
能
使
以
民
平
安
地

渡
過
紅
海

(
出
的
目
剖
)
其
後
因
不
滿
梅
瑟
娶
一
展
一
士

女
人
為
妻
之
舉
山
言
反
抗
而
受

上
主
的
懲
罰
混
身
生

士
的
物
幸賴
梅
瑟
的
轉
求
得
兔
於
繼
而
被
隔
離
叫
付
出
外
七
天

到
一
之
比
作
偽
輕
微
的
象
徵
懲
罰
(
倒
也章
)。
她
在制
制

一
封
死
去
並
被
埋
葬
在
那
要
戶
何
必
1
)。
(
韓
)

J 
/、

的
比
h
內
-
3
山
陰
恤
P
F
3
H
BJ是
他
於
小
型
細
亞
最
西

.
、2

、

2
，

J
r
g
b
EA
-
-
'
.
'，
!
'
、
'
、
，
3

、

f
E
J

l

i
a
-

-
PZ

司
，
、
北
方
的
一
個
地
區
。
恥
大

致
拈
來
亡
的
抹
眼
北
有
叫
馬
辣
海
(
土
耳
共

)
來
北

皮
來
函
令
彼
提
尼
雅
及
仁
、
鎮
是
一
雅
南
隙
里
狄
雅
西
限

叭
叭
是
泣
，
海(4刊
唆
)
曾
為
羅
馬
帝
閥
亞
洲
行
省
的
一

部
份
它
的
重
鎮
有
阿
宗

(
宗
m
u
H
)
阿
得
妹
米
特

(
山
市幻
2

)
特
洛
阿

(
宗
的
s
u
m

5
6
格
後
2

臼
)
泊
爾
加
際
(
默
l
u
2
時
)
向
悍
的
仰
在
其
第
二
泣

第
三
次
遠
行
傳
教
時
會
途
經
米
息
雅
地
區

(
眾
的
7

a
m
s
u
)
(
韓
)

福
米
有
吶
〔
玄
5
5

)
「
米
市
納
」
一
字
有

1
7

-
l
1

月

，
、
「
日
恤
習
」
「
重
復
」

之
意
蓋
古
代
經
師
學
校
的
教
學
方
式
是
以
口
授
為
主

沒
有
謀
本
學
生
以
有
叫
他
董
老
師
逐
旬
口
誦
藉
以
品
憶

於
心
而
這
越
級
師
們
口
傳
的
學
經
教
媳
便
咱
們
同
一
-
米

市
納
」
以
別
肝
、
成
涅
的
「
米
克
拉
」
即
聖
經
它
的
產

生
主
要
是
羞
恥
趴
持
多
的
約
瑟
法
律
或
法
律
的
部
份
已

因
看
琨
境
人
亭
的
變
遷
成
為

h
A
U老陳
舊
的
已
不
再
符

神M
別
故
有
重
新
解
釋
的
必
要
以
總
付
新
的
瑋
況
及
人

事

「
米h
m納
」
出
現
的
時
代
大
致
可
分
悶
二
則
其
一

是
以
公
元
七
0
年
為
期
即
羅
馬
人
做
滅
耶
京
時
為
止

其
二
是
自
七
0
年
至
二
三
一
年
為
止
第
一
翔
的
進
展

情
形
除
了
有
希
肋
耳
(
E
r
c
及
沙
賢

(
ω
z
s
s
a
)

的
學
校
存
在
外
說
們
可
知
者
甚
少
而
這
兩
人
的
口
授

教
學
事
某
也
紙
是
在
第
一
翔
的
尾
聲
時
代
才
出
現
的

在
第
二
期
中
「
米
市
納
」
的
主
要
產
品
川
作h
代
經
師

的
傳
叫
做
其
中
猶
以
川
刻
也
(
kr
e
g
)
及
默
依
爾

(
去
巴
叫
)
二
位
經
飾
門
叫
符
肉
他
們
傳
授
的
這
些
教

現
股
公
兀
五
六
世
紀
間
才
被
人
終
迎
來
之
快
去
是
馬

「
米
市
納
」
的
主
要
來
源
其
後
反
被
納
入
「
塔
耳
終

得
」
之
內
(
見
該
條
)

「
米
市
納
」
的
主
要
內
容
以
解
海
宗
教
法
律
內

主
|
|
民
間
遺
傳
的
或
甜
甜
經
的
法
律
l
|

但
在
解
師
們

時
刻
向
來
不
指
出
法
律
的
川
處
這
與
「
米
德
辣
市

」

的
作
風
迴
然
不
同
，
匕
共
分
為
六

個
主
要
的
部
份
都

「
矯
種
」
有
關
農
業
的
律
例
「
節
日
」
格
外
關
於
友

息
日
及
大
鼓
筍
典
禮
「
婦
女
」
峨
姻
法
「
損
失
」
氏

法
及
刑
川
耐
心
「
科
學
事
物
」
關
於
祭
獻
學
殿
及
聖
殿
服

役
的
規
定
「
學
凜
」

的
潔
與
不
岫
怖
之
分
的
規
則
這
t
h

部
總
裝
父
分
為
六
十
三
第
論
吽
“
你
結
論
品
吏
"
仿
章
坎

特
殊
法
律
原
文
是
新
希
伯

來
文
一
四
九
二
年
在
納
州

到
(
2名
。-
H
)山
版
間
也

(
韓
)

w
p
j
h
u
y
r子
早
已
m
Y
S
Z

人
名
志
消
「
准
似
反

4

叫
到
川
、
物ι
I
B
J
/玄
E

立
」

?
l
l
i

二

7

、

4
-

﹒

'
、
主
」
聖
經

上
以
此
心

中
刊
者
有
下
列
三
人

l

H
m
抖
的
長
子
刻
哈
特
的
從
海
腦
猶
太
交
很

(
山
6

位
)
當
上
主
在
曠
野
中
以
火
懲
罰

了
草
郎
的

兩
個
進
命
之
子
後
l
|
|
納
達
布
和
阿
彼
胡
|

|
l
梅
瑟

郎
命
科
叫
到
和
他
的
弟
兄問
司
回
劃
將
屍
首拾
到
位

外
去
(
肋
m
l

l

s
)

2
是

充
軍
後
當
厄
斯
，
德
拉
向
百
姓
這
頂

上
主

-
a他



默
沙
E

所
敗
。
)

黎
朝
代
壓
迫
摩
阿
布
事
，
但
為

(
其
上
刻
有
北
國
以
色
列
在
放
默

摩
阿
布
E

默
沙
碑

亞
述
毛
沙
耳
瑪
乃
色

一
一世
的
方
尖
石
碑



碑上刻有北國以色列王耶胡跪拜臣服，進貢納稅像

L 



亞述王散乃黑黎布在此稜形石性上提及公元前七0一年進軍猶

大國事

希則克雅王在耶路撒冷城下開鑿的史羅亞水道



巴比倫王拿步高刻文，內提及五九七年三月佔領耶路撒冷事

被俘充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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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時
侍
立
其
身
邊
的
~
位
助
手
門
問
下8
‘

U

J

l-

b

~

3

達
尼
繭
的
三
位
友
伴
之
-
同
時
被
選
進
入
凹

~
卅制
的
玉
昆
莫
名
個
月
制
制
制

(
鞘
1
7
2
"
M

h因

-
拒
向
拿
步
高
玉
的
金
像
崇
拜
與
同
伴
一
齊
被
投
入
火

一
客
中
但
無
主
心
生
還
(
期
間

3
u
l

缸
間
刷
上2
H
U
叮

(
韓
)

a
ι
h
n
T
品
h
日
「E
N
咕
"
F
J剩
蚓
蚓
有
「
瞭
望
塔
」

5

、

y
f
主
品
m
T
fg
s
早
亡
，

i
l
i

'

，
:
‘
，
肉
、
的
意
思
是
聖
經
上
的

數
個
城
名
其
中
最
重
要
者
是
屬
科
蚓
蚓
支
派
的
科
蚓

帕
城
(
山
穌
的
品
)
在
民
長
時
代
是
叫
民
宗
教
政
治
的

中
心
(
副
幼1
等
見
蚓
上
7
5
u
m
7
U

「
但
斟
斟

上
部
未
有
提
及
如
何
征
服
了
這
座
當
時
的
重
亂
其
後

猶
大
王
阿
撒
在
此
大
興
土
木
建
築
防
禦
工
事
抵
抗
北

國
叫
倒
叫
(
則
上
的
自
由
酬
下
的
內
見
制
制

9
U叮
割
叫
州

高
破
壞
闖
京
能
叫
民
的
長
官
可
劃
盟
和
在
此
為
此
直

至
在
此
被
殺
(
列
下
衍
且
自
職
刊
州
立
早

U可
充
軍
後

成
面
用
潮
到
附
區
長
的
駐
留
地
(
即
下

3
7
H
U
叮
瑚
蚓

伯
戰
爭
時
代
它
會
是
猶
太
人
起
義
反
抗
剖
劃
制
王
朝

的
中
心
(
加
上
3

“
)

絕
大
多
數
的
學
者
認
為
刑
蚓
蚓
就
是
現
在
的
咐

斯
貝

(
Z
S
Z
F
)
廢
也
在
蚓
京
之
北
十
二
公
里
此

一
九
二
七
l

一
九
三
五
年
間
考
古
學
家
在
此
發
掘
發

現
它
是
完
全
由
以
民
建
造
的
一
座
城
市
始
自
公
元
前

一
千
年
左
右
並
有
不
少
被
碎
的
陶
器
出ι
及
公
元
前

六
世
紀
的
國
章
足
證
它
會
是
重
要
的
行
政
中
心

其
次
不
太
重
要
的
亦
名
科
到
蚓
的
地
方
有
制
制

548-549 盡~ 

J\ 

和
雅
各
伯
作
為
互
不
侵
犯
的
保
證
的
堆
石
捌
創
側
稱

之
寫
「
米
茲
帕
」
(
制
訂
的
)
。

輯
叫
叭
分
得
的
一
座
名
科
創
制
的
城
市
(
酬
的
甜
一

原
文
名
同又

有
聲
叫
阿
醋
的
科
蚓
蚓
(
昀
M
M
)。

還
有
闡
剛
祠
的
科
蚓
蚓
(
刷
上
m
a
)
。
(
韓
)

仰
采
德
陳
有
E
E
ω
三
這
是
一
個
頗

-
'
，

“

J

-
j
p

l

|

'

、
為
臟
手
的
問

題
因
為
它
包
含
的
著
作
十
分
廣
泛
並
且
這
些
著
作
所

包
括
的
時
代
又
非
常
悠
遠
再
加
上
作
者
的
繁
雜
故
此

除
了
直
咕
咕
將
原
著
作
自
己
誦
讀
究
研
而
能
多
少
領
會

其
中
的
意
義
之
凡
是
很
難
以
短
短
的
篇
幅
來
描
述
的
仙

「
米
德
辣
市
」
一
亂
雖
然
兩
次
見
於
斟
制
正
文

(
編
下u
n

圳
的
盯
恩
高
本
譯
作
「
傳
記
」
)
，
但
該
處

所
指
與
我
們
現
在
所
討
論
的
「
米
德
級
市
」
，
是
迴
然

不
同
的
它
的
原
文
字
意
是
「
研
究
」
或
「
學
習
」
演

變
而
成
為
公
恕
的
「
聖
經
註
釋
」
雖
然
事
質
上
與
「
米

德
辣
市
」
的
真
正
忘
義
並
非
完
全
吻
合
這
巾
下
面
所

說
可
以
清
鐘
的
看
釗
在
這
堆
為
數
不
少
的
著
作
中
大

致
叉
可
分
為
兩
大
類
型
其
一
是
關
于
歷
史
性
的
著
作

(
宮
﹒
民
晶
宮
會
7
)
其
二
是
關
于
法
律
性
的
著
作

(
玄
﹒
且
已E
E
F
)

目
的
這
些
著
作
的
目
的
是
相
當
自
由
地
利
用
過

去
聖
經
上
的
人
物
事
物
或
法
律
加
以
解
釋
引
伸
增
添

描
繪
使
聖
經
更
為
清
楚
明
確
易
解
實
際
地
符
合
於
作

者
當
代
的
聽
眾
使
他
們
更
易
獲
得
教
義
及
倫
理
上
的

品
訓
使
聖
經
更
活
灣
有
力
地
晏
闡
明
於
後
翔
的
人
類
面

前

作
者
在
這
大
批
的
遺
作
中
要
想
找
出
誰
是
其
作

者
是
難
而
又
難
幾
乎
不
可
能
因
為
是
一
些
倒
叫
經
師

們
的
集
體
著
作
它
具
有
自
己
將

殊
的
文
體
格
式
及
寫

作
方
法
己
如
上
述
一
而
這
些
一
創
作
的
中
心
可
能
就
是
一

些
不
同
的
經
師
學
校
(
見
制
訂
剖
)
。
「
米
德
辣
市
」

一
詞
就
是
這
些
著
作
的
總
名
稱
它
的
目
的
既
是
符
教

訓
民
眾
故
此
它
寫
作
研
究
的
對
象
並
不
是
全
部
聖
經

更
不
是
逐
節
逐
句
逐
字
的
講
解
(
故
此
與
現
代
科
學

式
的
解
經
學
大
有
異
曲
)
而
只
是
陳
選
主
要
與
聖
殿

會
生
禮
也
祭
雄
等
有
關
的
對
制
部
化
來
引
佩
注
釋
的

繪
使
人
獲
得
人
生
宗
教
上
的
利
益

時
代
基
於
上
述
我
們
也
就
明
瞭
確
定
這
些
許
作

的
時
代
也
是
完
全
不
可
能
的
不
過
裁
們
仍
可
以
概
站

地
將
它
分
為
三
個
時
代
來
說
最
古
老
的
著
作
憋
在

「
米
市
納
」
(
見
該
條
)的
同
時
巾
於
公
元
後
三
l
四

位
紀
其
後
有
與
「
塔
耳
恭
得
」
(
見
該
條
)
同
時
代

的
著
作
是
公
元
後
五
l

六
世
紀
的
產
品
後
期
的
著
作

或
謂
「
小
米
德
帥
州
市
」
則
於
公
元
後
七l
十
一
間
紀

問
問
世
至
於
公
元
後
十
二
l

十
四
世
紀
的
產
品
已
非

創
作
而
是
前
人
表
作
的
編
築

聖
經
中
的
「
米
德
辣
市
」
這
種
著
作
的
文
體
方

式
並
非
祇
是
車
經
時
代
的
後
期
產
物
就
是
在
聖
經
的

正
文
上
我
們
也
可
以
發
現
為
數
不
少
的
類
似
的
體
裁

比
如
德
判
1
l

叩
M

所
錄
的
「
讚
揚
列
祖
誓
言
」
中



我
們
就
可
以
清
楚
地
看
到
其
次
如
智
慧
篇
的
後
編
郎

ω
l

w
章
是
出
谷
紀
歷
史
的
岡
憶
也
是
典
型
的
關
于

歷
史
性
的
「
米
德
叫
州
市

」
這
類
型
的
著
作
亦
不
少
見

於
民
長
紀
列
王
紀
編
年
紀
尤
其
是
申
命
紀
「
米
德
辣

市
」
的
體
裁
在
新
約

上
亦
屢
見
不
鮮
諸
如
在
宗
徒
大

事
錄
上
伯
多
祿
保
祿
及
斯
德
盟
的
演
講

(
宗
1

臼


n
2
H
|

甜

甜
3
n

自
7
1

目
的
M
l

u
)
以

及
保
祿
的
書
信
(
羅
4

章
9
6

l

u

自

迦
3

章
4

剖
i

u

格
前
ω
-
-

m

格
後
3
7
"

弗
2
u
-

n
)
格
外
是
致
希
伯
來
人
害
等

結
論
雖
然

「
米
德
辣
市
」
的
著
作
已
不
符
合
於

我
們
現
在
以
科
學
方
式
研
究
學
經
的
條
件
它
蚓
能
有

力
地
幫
助
我
們
瞭
解
舊
約
後
期

作
者
們
寫
作
的
精
神

猶
太
主
義
的
演
變
以
及
明
瞭
新
約
使
命
的
結
構
甚
至

一
些
教
父
們
解
經
的
依
攘

見
神
通
法

「
塔
耳
慕
得
」
「
米
市
納
」

(韓
)

她
匕
K
T
R
E
旬
f
k司
「
玄
甘
冒
出EF
J村
名
意
思
貝克

早
已
叫
到
t
月

m
H
U
H
州
/
豈
E
Y
K

-
J

-
1
j
j

f

、

「
隱
密
的
地

方
」
貝
克
本
雅明
支
派
的
一
個
村
莊
位
於
耶
京
之
北

(
依
昀
甜

)
培
肋
舍
特
人
會
駐
重
兵
於
此
準
備

與
撒

鳥
耳
交
戰
但
被
約
納
堂
帶
兵
夜
間
倫
費
而
敗
北

(
見

-t撒
上
U
M
章
)
充
軍
歸
來
後
本
雅
明
人
在
比
重
整
家

寸
國
(
厄
下
2

前
叫
別
)
巴
基
德
進
侵
猶
大
失
敗
之
後

帥
一蚓
蚓
倒
制
制
掌
駐
守
於
此
治
理
百
姓
(
則
上

9
間

) 。

r
d
g這甜
個
村
在
至
今
地
名
猶
存
即
是
位
於
耶
京
之
北
十
三

550-554 六

公
里
處
的

一
個
村
在
今
名
慕
革
瑪
斯

(
韓

)

m
A
μ
h
n
H
(

岫
W
向
J

「
呂
三
自
己
地名
是
肋
斯

『
ν
、

7
'，
且
已
斷
，
盯
們
們
叫
可
』
/
f

a、

、

-
J
4
4
1
j
-
/

'

、
波
(
F
n咎。
ω
)

島
的
良
港
位
於
肉
之
東
南

地
位
適
中
風
甲
車
美
麗
港
口

寬
大
水
也
很
深
附
近
並
有
不
少
猶
存
的
建
築
古
的
蚓
學

保
祿
第
三
次
遠
行
傳
教
時
在
自
特
洛
阿
赴
米
肋
托

的

途
中

假
道
米
提
肋
乃

(
宗
叩
9

|

H
)
此
島
今

日
仍

名
為
米
提
肋
乃
島

(
韓

)

站
已
N
T
陣
H
P
h
v
r
L
1
\
玄
品
已
。-
J

域
名
有
-
4塔」

5

、

y
t
z
j
d
J

』
1
J
/

HR
HE

E
E
H
H

、

;

-
1

二
，

三

:
i

E

m
i
t
-

、
或
「
樓
塔

」

之
意
是
聖
經

上
的
兩
個
城
名

1

是
以
民
出
離
埃
及
之
後
曾
經
住
紮
安
營
的

地

方

(
山
川M
2
戶

"
7
8

)
在
五
哈
希
洛
特
及
巴
耳
立

學
附
近
其
實
它
真
正
的
地
點
何
在
是
很
難
斷
定
的
因

為
聖
經

上
的
線
索
太
少
而
埃
及
關
于
此
地
方
的
文
件

也
絕
無
僅
有

學
者
們
祇
可
推
斷
它
憋
在
埃
及
的
邊
界

上困地 29 告 而 至
難，方. 10 埃 | 受米
故但 30 及I i!J 革 I 2 . 
紙在 6 將 先多1 拿|
能確)。被 知耳|步|
推定學 毀的 地 割
斷它 者壞責方侵
它的們 的斥避佔
應位 皆神 ( 哇哇 ， 及

在 置以 iit: 耶i 並破
尼| 時， 為 上 44 陷壞
輯 部 上 亦 1 入耶|
河道 述提 46 外京
三到 兩到 u 邦後，
角了 城來 ~.人有
洲不 市革|且 的 些
的可 同多1;在邪猶1

( 東 解為耳|一神大|
韓部。決一 ( 篇敬人
) 的個則i 報趟， 逃

門
口
比K
T
團
】l詮
E
r
-
-
m
H連
寸
「
吉
凶
間
安
門
，
它
已
/

卸
的
叫
月t
司
ζ
t
A
T
r
d品均
創
h
r
/豈
品
e
g
ξ

城
名
意
即

「
加
得
之
塔
」
或
謂
「
幸
運
之
塔
」

是
猶
大
燒
內

的
一
座
城
市
(
敵
的
訂
)
但
它
的
臨
質

地
點
至
今
未
能
證
質
學
者

們
的
意
兒
也
大
多
是
來
自

揣
度

(
韓

)

"
ε
L
L
P
Z可
/
由
於
以
民
的
旭
先
原
屬
游
牧
民
族

f
-

-
-
r
O
〈
古
\
日
後
雖
進
住
割
喇
喇
許
地
由
於
大

部
份
是
山
地
和
荒
野
不
過
於
耕
種
是
以
以
民
仍
未
能

完
全
擺
脫
游
牧

生
活
而
游
牧

生
活
所
牧
養
的
主
要
牲

育
部
是
羊
是
以
在
聖
經
內
關
於
竿
的
記
載
→川

J

晶
晶
相
當

雙
宮
希
伯
來
文
為
每
一
種
羊
如
公
山
羊
母
山
羊
公
綿

羊
母
綿
羊
等
都
有
獨
特
的
名
稱
而
且
羊
的
問
他
甜
甜
也
怕

當
多
如
申
M
‘

5

所
被
許
可
吃
的
羊
就
有
綿
羊
山
芋

羚
羊
野
山
羊
臆
羚
和
野
羊
等
數
極
不
同
的
羊
至
於
為

人
所
熟
知
的
竿
的
一
般
用
途
如
羊
肉

和
切
可
供
人
飲

食
羊
毛
羊
皮
可
供
人
表
著
聖
經

上
也
都
有
所
￡
載
見

儀
幻
臼
則
“
3

申

M
4
n
u
則
叫M
M
及
約
H
M叩
簽
扭

扭
肋
U
M
H
M
H則
"
3
瑪
7

白

等
而
且
在
古
時
羊
牛

驢
以
及
駱
駝
等
也
即
是
游
牧
時
代
人
的
財
產

(
見
創

付M
H|

閻
)
此
外
紋
里
經

所
放
羊
的
最
反
用
途
乃
u
正

當
祭
獻
天
主
的
犧
牲
品
而
且
在
聖
經
中
也
有
詳
細
的

規
定
郎
在
什
麼
反
筍
或
機
會
獻
什
麼
羊
獻
多
少
笠
等

如
祝
聖
司
祭
時
應
獻
公
綿
羊
等
(
見
出
叫
的
刊
自
)

而
且
按
聖
經
記
載
人
類
最
早
向
天
主
獻
的
祭
品
且
認

天
主
所
悅
納
的
的
是
亞
伯
爾
奉
獻
給
天
主
的
羊
〔
創



『
4
‘

」
J叫
隨
數
字
方
面
來
視
最
多
的
~
次
是
喇
喇
喇
王

蚓
~
煌
成
電
毆
後
視
海
時
會
幸
叮
十
二
萬
品羊獻
於
上
主

士
作
和
平
祭

「
見
列
上
8
H

編
下
7
s
)
另
一
次
乃
繳

-擱
喇
登
極
時
百
姓
會
以
公
山
羊
一
千
羔
羊
一
千
獻
給

上
主
作
為
全
熔
祭
(
編
上m
n
)
之
後
希
則
克
雅
王

在
慶
祝
無
酵
筍
後
為
與
民
同
樂
會
賜
會
血
來
七
千
隻
綿

羊
首
領
們
則
送
了

一
萬
綿
羊
(
一
編
下夠
阻
)
約
央
雅

王
在
重
修
聖
殿
後
曲
目
賜
給
了
百
姓
綿
羊
羔和
山
羊
羔

凡
三
薦
隻
為
作
逾
越
節
的
祭
品

(
編
下
約
7
)
管
理

學
般
的
主
管
送
給
了
司
祭
們
二
千
六
百
雙
美
羊
送
給

別
蚓
人
五
千
隻
羔
羊
作
逾
越
笛
的
祭
品
由
上
述
數
字

可
知
半
在
獻
給
天
主
的
祭
品
中
佔
有
怎
樣
的
位
置

由
於
羊
與
以
民
段
有
這
樣
密
切
的
關
係
是
以
對

叫
民
而
且
對
一
切
古
代
游
牧
民
族
的
風
俗
習
慣
都
有

極
深
切
的
彩
響
如
剪
羊
毛
也
算
一
大
節
期
稱
為
剪
羊

毛
節
因
為
這
好
似
秋
收
對
農
人
為
收
成
節
一
樣
(
見

制
下
口
臼
)
此
外
由
於
牧
人
頁
責
引
領
羊
軍
到
有
好

草
及
水
的
地
方
夜
間
看
守
竿
萃
勿
為
狼
或
其
他
野
獸

所
吞
咽
迷
失
的
羊
要
伐
尋
罔
來
這
樣
很
自
然
在
以
民

以
及
古
代
中
東
各
地
將
君
王
長
官
比
作
牧
人
將
人
民

比
作
羊
章
(
見
樹
下州的
口制
叫
什
臼耶
2
8
)
而
且
在

叫
民
中
將
司
祭
也
比
作
牧
人
(
見
則
必
Z
|

叩
)
此

凡
連
天
主
也
自
稱
為
叫
民
的
牧
者
(
見
則
必

u
|

血

，
'
"
，
、

s

。
'
、
4
2
3
5

$

歐
4
H

詠
幻
1
4

個
2
)
新
約
內
耶
穌
也
清
短
地

向
稱
為
善
牧

(
右
m
I
1

.

參
閱
瑪
話
叫
伯
前
2

自

糊
口
間
)
的
而
總
耶
穌
在
世
管
理
教
會
的
宗
徒
也
稱

TlE ~ 

/、555--558 

為
牧
者
(
到
4
u

叫他
們
中
的
首
牧
師
偽
倒
到
制
(
若

M
H
l
口
)

見
逾
越
節
羔
羊
天
主
的
羔
扎
(
義
)

明
白
企-
H
I
H
』

B
F
OO
旬
，宮
門
。
/
厄
F
3
1

臼
鬥
仙
詞

串
戶
司
「H
S
/
F
E
C

Z

妞
"
、
等
處
記
社
制
耶
京

東
北
有
一
城
門
名
叫
羊
門
這
門
之
所
以
得
名
大
約
是

因
凡
獻
於
上
主
的
羊
通
常
由
一
-
這
門
進
入
學
般
干
事
質

上

這
門
即

在
學
殿
的
東
北
角
離
學
般
很
近
之
緣
大
約
在

蚓
制
制
時
代
在
進
門
的
右
邊
建
有
一
-
水
池
希
伯
來
文

名
叫
周
哺
固2
大
約
是
為
方
便
沈
綠
獻
作
犧
牲
的
羊

而
越
立
趴
掛
5
2

會
科
心
情
叫
這
一
水
也
不
過
國
相
酬
文

省
答
了
一
「
門
」
字
因
而
拉
「
通
行
本
將
手
這
一
形

容
詞
歸
之
於
水
池
譯
作
H
I
Z
E
M
M門
。
Z
H
M
E
我
國
肅

譯
本
也
譯
作
「
羊
池
」
其
實
該
伺
經
文
當
是
「
在
耶

喇
刷
刷
靠
近
羊
門(或
在
羊
門
附
近
)
布
一
個
水
池
」

見
聞
蚓
圍
也

(
義

)

而
告
卡
兌
E
B
F
O
O可
室
主
羊
踐
亦
稱
為
羊
欄
我
國

設
占
→
l

ι
E
f
O
〈
M
K

』

5

三
』

A
I
/

、

北
部
多
稱
為
羊
閱
一
望

而
知
是
為
丰
居
住
的
地
方
古
時
以
及
人(
1日
在
巴
力
斯

別
以
及
中
東
各
地
可
說
到
處
可
以
見
到
羊
按
所
謂
羊

棧
通
常
是
以
石
塊
略
成
一
不
太
高
的
路
作
四
方
如
一
或

閱
型
夜
岫
使
羊
在
衷
邊
過
宿
一
來
以
防
備
野
獸
一
一
沛
，

防
區
偷
竊
是
以
夜
間
也
常
有
牧
人
醒
，
活
看
守
羊
章
新

制
哀
耶
穌
向
比
善
牧
是
以
他
所
立
的
迪
瓦
組
合
亦
比
作

羊
比
耶
穌
會
此
「
還
有
別
的
字
不
屬
這
一
投
」

(
若

ω
M
)
也
的
是
誰
還
有
其
他
不
少
民
族
不
認
識
天
主

未
加
入
教
會
耶
穌
要
把
他
們
領
回
來
屬
於

J
徊
茅
區

也
郎
貝
克
引
人
進
入
學
教
會
屬
於
耶
穌
善
牧

(
美
)

方
台
山
!
→L
h
F

盲
目
口
Y
B
O
D
E

公
元
前
三
百
年

位
司
「

H
E
a
t
/

去
。
自
『
E
E

」
，

江

三
二

l
Z
J
-
J

/

凶
』
左
右
羊
皮
代
咎

易
壞
的
祇
草
紙
的
用
途
在
希
臘
及
羅
馬
帝
國
已
是
相

當
普
遍
當
時
主
要
川
產
這
種
羊
皮
紙
的
地
方
是
培
爾

圳
酬
城
故
此
現
今
剛
洲
不
少
國
家
仍
以
此
域
之

中
們
來

代
H
U羊
皮
紙
但
喂
，
質上
遠
在
喇
喇
帝
國
時
代
就
布
人

利
叫
它
來
作
K
H泌
的
工
具
這
已
被
考
古

m
p荷
肌
以
充

分
的
提
貨

羊
皮
紙
泡
圳
仗
的
過
程
是
先
將
獸
皮
灌
入
石
灰
水

中
然
後
以
浮
石
刮
去
皮
上
的
毛
及
附
帶
的
肉
片
及
油

法
再
將
乾
淨
的
反
革
伸
張
於
木
架
框中
以
避
兔
皺
紋

的
出
吼
叫
附
乾
低
再
塗
以
鋁
你
即
成
為

可
以
書
寫
的
皮

此
它
的
民
踐
要
看
皮
革
的
細
緻
或
粗
糙
而
也
普
通
以

山
羊
及
綿
羊
的
皮
紙
最
貨
精
牛
皮
紙
則
次
之
它
的
色

澤
有
自
黃
或
綠
紅
色
之
分
白
色
是
皮
革
的
自
然
色
澤

黃
色
及
綠
紅
色
是
塗
以
蕃
紅
而
成
此
後
者
之
目
的
是

為
使
全
銀
色
的
{
予
更
符
顯
亮
在
自

這
純
羊
皮
紙
對
聖
經
的
抄
寫
傳
播
及
保
存
有
益

莫
大
的
貢
恥
後
人
所
發
現
的
劉
剛
抄
也
大
都
是
羊
皮

紙
抄
卷
剃
後4
時
所
說
的
「
羊
皮
卷
」
大
概
就
是
的

制
抄
也

(
韓

)

到
老
年
(
控
訴
)
見
長
壽



妙
，
戶2
3
乳
「
玄
。
5
5

名
鼠
在
占
中
東
可
能
具
有

時
的
」
」A-
F間
H
f
去
E

」

-
F
J

l
j

d

、
妖
術
的
唯
力
在
考
占
學
茜

在
他
布
叫
哨
所
的
神
胸
中
的
口
經
發
現
一
笠
以
玉
石
膨
刻

的
往
以
仗
的
口
所
冷
的
「
吃
以
內
」
一
官
司
能
與

-
J
U

昕m
w
m術
釘
關
但
它
仙
叫
他
的
瑟
法
叫
作
兩
可
不
謂
的
動
物

(
仙
刊
詞
)

他
卅
切
合
持
人
佑
切
了
約
位
之
後
將
之
防
必
川
市

多
得
的
途
汽
腳
印
w
巾
悶
此
而
受
天
主
的
問
鼎
3
1
火
經
將

山
不
窮
域
人
恃
您
毒
所
(繳
上
5
6
)
於
是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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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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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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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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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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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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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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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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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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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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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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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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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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峙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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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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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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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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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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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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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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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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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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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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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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叭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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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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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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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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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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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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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切
依

一
在
仿
約
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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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的
意
越
是
人
此
必
物
肌
崎
之
總
稱
郎

於
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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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
之
間
的
柔
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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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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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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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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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
作
何
川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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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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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

一
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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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為
對
天
主
的
祭
品
(
那
叫
“
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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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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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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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肉
既
然
犀
身
體
的
主
要
部
份
有
時
「
肉
」
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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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總
個
身
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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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上
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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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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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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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
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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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
走
內
」
之
說
占
時
家
族
之
歌
昕
一
伽
系
之
關
注
亦

都
n
足
以
「
肉
」
來
在
水
「
他
先
竟
是
政
們
的
川
必
仆
正

說
們
的
竹
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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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
叮
h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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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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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w
m
e
衍
的
伙
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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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
波
在
是
我
的
付
內
」
(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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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鬥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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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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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
上
口
1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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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
且
與
中
州
的
耐
心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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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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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切
「
印
肉
一
是
指
一
切
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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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的
生
物
“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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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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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H

約
M
H

冰
肌
站
等)也
代
打
仗

人
的
格
位

(
一
冰
的2
加
3

均

M

n
)
山
以
此
不
必
司

任
如
果

m
t
M
m
上
街
時
將
「
l

心
川u
t
h
m絞
肉
認
(
冰
的

'
‘
、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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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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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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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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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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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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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念
中
山
門
，
必
歧
不
是
山
府
各
部
份
組
啥
叫
吭
一
匕
娃
一

個
不
可
分
解
的
浪
健
忘
亦
恨
這
2
型
的
吋
I
U圳
M
n荷

。

因
丸
二
荷
都
-
u
r無限
圳
的
川
來
代

h
必
然
個
人

4

「
肉
」
代
表
人
的
脆
有
叫
約
部
份
「
他
們
抓

過
是
血
肉
一
陣
去
而
不
但
返
的
叫
喘
噓
一
(
冰
河
凹
亦

t
s
t

‘
'
，

t
t
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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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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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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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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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血
肉
的
手
臂
」
意
即
無
能
的
助
手

(
衛
下
詔
8

)

佫
外
是
在
與
天
主
怕
比
時
人
之
血
肉
是
脆
泊
的
(
山
以

。

到
3
)二

在
新
約
中

在
新
約
中
除
了
明
保
除
外
大
都
跟
隨
及
利
叫
了

前
約
上
有
關
「
肉
」
的
觀
念
站
亦
見
於
叫
什
木
甜
的
文

，
自

1
1
l
l
t
'

。

件
以
及
後
划
的
猶
太
經
師

們
的
許
作
普
通

「
肉
」
字

是
代
表
格
憫
人
體
而
言
「
誓

言
口
成
了
(
血
)
肉
」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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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花
I
H
)
惹
帥
「
m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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吼
了
人
」
狗
，
川
汙
啥m
m常

事
的

U
A
m叫中
一
內
一
仇
占
山
穌
的
身
體

(
H
h
6日
仆
地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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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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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
)
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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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引
治
制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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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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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成
耐
心
-
您
一
圳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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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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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作
「
內
」
馮
叫
叫
“

一
-
心
艸
川
總
切
繳
叭
肉
體
均
收

妨
一
之
"
叫
一
反
的
川
的
中
的
夫
人
的
概
念
將
二
且
研
討
比

衍
似
是
一
兩
個
對
立
的
部
份
心
腳
心
m
A收
布
力
的
代
人

而
「
肉
」
均
是
快
廿
內
的
社
以

“
內
一
祠
私
m
f保
憐
的
州
學

上
從
新
約
州
(
河
叫
小

利
叫
一
.
句
一
-
一
這
一
只
品
被
多
的
安
算
是
娘
叫
休
憐
的
在
H

作
很
耐
川
亮
的
他
叫
「
內
」
川
有
一
股
新
的
他
解
皮
級
干

4

通
且
h
D乍
立
有
品
咱
村
地
的
泣
，
A
N

然
間
中
在
他
的

“
打
作
上
也
吋
以
快
到
呼
叫
凡
的
概
念
比
划
以
「
內
一
來

代
H
f
圳
市
憫
人
的
身
符
(
山
附
從4u

門M
7
)
「
沒
有
內

持
-
等
於
一
泛
何
一
個
憫
人
」
川
巳
仇
深
本
亦
州
杰
作
「
川
成

"
區
、
、
'
。
'
、
‘
，

街
一
桐
人
)
(總
3

叩

)「
內
」
亦
仇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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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的
伙
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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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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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

5

甜
「
身
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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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作
「
肉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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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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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
是
脆
悅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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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
他
筱
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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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
上
述
得
有
的

觀
念
之
外
趴
聖
保
你
有
F

列
與
泉
水
川
的
地
方

1

「
內
一
是
現
問
及
他
征
性
的
代
在
「
肉
一
片
、

川
川
仆U何
時
兒
媳
區
別
的
過
川

(
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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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
屬
叭
叭

耶
穌
茲
俘
的
人
已
把
內
勾

M
邪
的
和
弘
終
釗
在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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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上
了
三
迦
5
剖

)
「
附
上
的
科
位
」

(
他
前
I

m
3

的

)
就
是
按
肉
身
的
校
刊
之
路
前

1

甜
)
「
存

留
在
肉
身
內
」

(
此
文1
u
)

就
是
生
活
在
這
個
問

界
上
按
照
人
純
自
然
的
木
性
及
現
世
的
規
律
的
生
這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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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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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

(
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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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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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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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們
已
因
著
恥
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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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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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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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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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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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
7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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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故
此
教
灰

們
岫
站
在
肉
身
內
生
趴均
是
行

士
走
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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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的
天
上
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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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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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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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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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好
似

一
造
成
了
教
友
生
泌
的
矛
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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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是
天
主
的
敵
對
倚
仗
咚
仙
化
啥
叫
叫
心
心
恥
肉

身
和
地
界
有
同
樣
的
忌
，
批
凶
此
肉
身
猶
如
山
山
扑
亦
成

了
天
主
的
敵
對
話
內
必
與
他
叫
什
布
密
切
的
關
係
而
這

個
快
叫
什
是
墮
落
的
他
界
採
您
的
世
界
它
的
有
權
者

(
格
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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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的
神

(
他
後
4
4
)
它
的
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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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2
3

它
的
法
學
偷
煜

(蚓
4
3

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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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

)都

是
與
天
主
絕
對
相
對
的
的
法
肉
身
而
生γ的
與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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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而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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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背
道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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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在
斟
5
u
n
倒
叫
被

述
肉
梢
的
罪
耐
心
站
達
十
五
叫
做
之
仇
俐
州
立
斥
樹
州
刮
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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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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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亢
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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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d
A
N他
們
仍
是
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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飢
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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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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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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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己
的
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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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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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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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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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
可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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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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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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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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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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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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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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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
廠
以
肉
身
結
束
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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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是
說
不
憋

再
重
守
占
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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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的
法
律
「
血
肉
的
智
位
」
日
起
人
叫

滿
自
大
依
持
內
己
的
經
驗
智
識

(
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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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依
靠

自
己
而
不
依
靠
他
咕
死
人
的
天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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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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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這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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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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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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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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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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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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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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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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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關
係
雖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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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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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二
元
論
說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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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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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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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
他
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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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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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解
釋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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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肉
身
與
位
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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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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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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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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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奸
似
非
您
是
由
肉
身
而
來
功
德
則
巾

。
，
i
h
E
t
-
-
'

冤
魂
所
生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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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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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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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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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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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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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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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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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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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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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故
它
的
本
質
是
好
的
志
與
非
您
的
速
繫
不
是
基
本
的

亦
不
是
必
品
的
凶
嗨
，
心
垃
義
人
善
人
都
安
在
肉
，
持
內
生

'
、
已
。

B
B
I
l
l
-

活

(
裕
的
6
u

等
)
你
條
本
人
並
不
是

A
a峙
的
敝

人
他
是
在
強
圳
人
的
山
門
內
河
山
必
阪
祥
(
仆
地
緣

5
1

間
)
的
禍
恨
己
的
於
吹
草
A
A小
騁
的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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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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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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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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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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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過
皮
悄
慾
的
恣
意
﹒
乎
受
因
此
肉
身
便
汰
了
非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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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具
而
非
罪
惡
之
原
凶
這
叫
他
人
體
內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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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騁
的

形
恁
只
有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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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神
以
反
情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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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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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
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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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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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
克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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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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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可
以
品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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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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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
身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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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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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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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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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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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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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
所
，
收
到
心
的
市
P
W
M雖
然
也

有
些
一
人
強
叫
叫
真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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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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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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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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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所
引
澄
的
叩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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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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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
楚
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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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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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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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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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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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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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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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約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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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
以
海
內
約
對
復
活
最
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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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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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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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幻
兩
信
他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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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這
一
几
鼠
的
篇
幅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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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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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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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叫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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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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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敝
人
之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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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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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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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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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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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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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們

得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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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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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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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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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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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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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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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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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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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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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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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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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
軍
後
的
再
與
當
時
充
軍
的
百

快
在
絕
惜
之
餘
且
不
必
先
知
的
品
以
自
神
像
估
閉
門
時
似
的

以
民
豈
能
復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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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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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這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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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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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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咐
他
生
的
觀
念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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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
的
腦
海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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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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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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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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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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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他
前
的
“

自
由
相
正
如
經
上
所
欲
「
在

勝
利
中
死
亡
侵
吞
拔
了
死
亡
你
的
勝
利
在

那
襄
死
亡

你
的
刺
在
那
襄
」
但
是
聖
經
上

(
德
約

)
並
沒
有
-
逗

種
准
十
以
有
叭
以
向
它
是
依

衍
8

及
歐
U
H
的
混
合
引

澄
法
"
几
個
此
只
有
在
采
忍
依
詰
8

是
後
人
的
加
志
在

解
比
旬
出
於
遙
厄
爾
或
更
晚
時
代
的
註
解
及
保
祿
引

經
了
歐
u
u
的
為
祖
譯
本
的
條
件
之
F

才
司
勉
強
品

得
過
去
閩
西
吋
死
人
向
淆
的
道
現
只
有
在
達
尼
爾
時
代

才
開
愉
有
消
肺
活
的
必
明
做
的
H

的
原
文
與
復
活
的
道

聽
非
但
無
關
更
是
背
道
而
馳
雖
然
它
指
出
了
天
主
有

權
使
人
死
而
復
生

約
白
白
|
盯
若
懷
恨
按
住
丁
通
行
本
來
解
釋
似

乎
是
在
明
確
的
指
出
復
活
的
事
實
但
是
這
段
譯
文
太

欠
妥
不
能
將
之
視
作
復
活
的
證
按
原
文
的
大
意
不
外

是
說
土
主
是
公
義
的
他
必
要
替
我
伸
冤
敬
父
們
對
這

段
聖
經
的
解
釋
也
不
一
致
學
熱
羅
尼
莫
當
然
堅
持
確

切
證
明
肉
身
彼
活

-

一
詠叫
凹
，
帥
的希
臘
譯
文
多
被
人
提
出

作
為
復
活

一的
證
攘
「
抑
絕T
F滾
你
的
學
者
見
到
腐
朽
」
但
是
它

餅
一的
原
文
似
乎
並
無
此
也
至
於
它
為
制
制
所
引
證
(
見

r
p折
Z
H
F

J
且
所
創
且
希
臘
譯
本
而
又
有

愈
來
愈
多

562 L 

J、

的
學
弘
閏
月
心
為
希
臘
譯
本
是
在
默
感
之
F

兒
吠
的
山
川
此

可
別
來
作
為
耶
穌
做
法
的
的
卅
一
本

種
純
上
真
正
關
於
肉
身
之
俊
下
們
的t
N拷
悠
前
推

淫
叫
“23

「
亦
多
長
眠
鈴
陸
仁
中
的
人
一
要
叫
他
起
來
有

的
要
人
於
永
生
有
的
安
永
遠
交
羞
受
辱
」
淫
厄
爾
在

這
見
指
出
復
活
的
人
是
叫
刮
到
子
比
有
義
九
也
有
必

人
但
並
沒
有
挽
明
是
否
一
總
的
以
色
列
人
都
將
很
活

加
下
7
9
H
H

自

M
峙

更
清
楚
地
指
出
那
些
一
個
神
主
致

命
及
馮
主
戰
亡
的
猶
太
人
來
日
將
復
工
的
起
來
領
受
憫

人
的
反
報
!
永
生
何
是
沒
有
改
明
是
否
那
背
教
的

猶
太
人
及
外
教
人
也
將
他
品

從
t
的
觀
念
的
來
涼
及
其
建
礎
肖
先
以
民
鬥
血
跡
叫
“

天
主
是
有
生
死
之
榕
的
天
主
可
以
「
使
人
死
也
使
人

活
使
人
降
入
陰
府
也
將
人
由
陰
府
提
出
?
二
做
上
2

6
參
見
冰
的
叫
智
的
此
多
-
U
2
)
-，
這
種
天
主
能
使
人

死
而
做
生
的
信
念
更
有
賽
資
的
楚
明
問
到
到(列
上

叮
叮
|
訕

)
厄
里
受

(
列
下
4

缸
叮
)

及
厄
里
受

的
時
間
(
同(列
下
u
n
)
都
會
復
活
過
死
人
除
此
之
外

以
民
確
信
天
主
且
是
至
公
義
的
天
主
是
有
善
必
從
有
忠

、
必
昂
的
天
主
於
是
「
報
眩
，
一
的
一
一
這
個
難
題
的
解
決
更

增
強
了
人
死
後
仍
要
復
活
的
信
念

但
是
曾
有
不
少
的
學
者
推
斷
以
民
關
於
復
活
的

親
也
是
受
其
他
民
族
的
影
響
而
來
此
比
如
巴
比
你
割

納
罕
髒
尼
基
埃
及
鳥
加
黎
特
等
都
會

是
學
者
們
推
崇

的
對
像
但
後
來
的
考
古
家
證
實
上
述
這
些
民
族
皆
無

關
於
來
生
或
復
活
的
其
實
正
確
的
觀
念
即
使
是
有
也

只
H
A卡
分
院
糊
不
治
本
足
叫
冷
嘲
何
其
他
民
紋
的
脆
弱
散

立
一
冉
比
如
恨
、
以
畏
的
做
活
觀
念
口
，
是
正

a
H
他
人
的
則
川

以
在
以
民
泣
個
以
宗
教
司
生
活
巾
心
的
民
族
問
-
4個

死
人
的
他
品
的
信
念
遲
遲
主
他
約
的
卡
翔

，J
出
現

E

且
將

是
得
不
到
答
案
的
疑
將
是
以
今
日
再
無
人
信
從
其
品

二
新
約
耶
穌
時
代
的
猶
太
人
除
了
撒
位
宰
人
之

外
大
部
公
闊
地
相
信
復
活
的
道
丹
耶
穌
及
他
的
門
徒

白
不
例
外
耶
穌
明
白
提
及
的
雖
然
只
是
善
人
的
復
屆

(
瑪
n
n
f

血
路
M
H
等
)
但
是
眾
人
復
活
的
道
現

已
包
括
在
公
審
判
的
道
照
中

(
瑪
M
M
-
M

U
U
U

忱U
U
H

等

)
若
6

叫
“
“

H
H
扭
扭

強
凋
相
信
的

人
將
一
些
從F川
右
5

甜
甜
明
拉
到
善
人
及
崖
人
都
妥
復

活
起
來
的
事
貨
宗

幻
6
"
的
目
剖亦
然
保
祿
在
他
的
k
u

信
上
雖
然
多
論
及
義
人
的
做
活

(
羅
8

U

扭
扭

峙
的
的

6
H

臼

格
後
4
H

見
佫
後
5
1

l
u

斐
3
U

刮

得
的

4
H
5

臼

)
但
是
抑
自
然
他
亦
為
及
到
對
死
亡
的
戰
勝

及
將
來
的
公
審
判
(
格
前
的
目
希
2
H

臼
)
故
此
惡

人
的
復
品
亦
是
必
然
的
事
默
示
錄
首
先
提
到
神
哩
的

的
復
活
(
到
叩
4
|
6
一後
來
提
到
肉
身
的
惰
性
活
(別

m
u

臼
)
新
約
所
以
多
次
提
及
義
人
復
活
的
原
因

因
為
原
來
光
榮
的
復
活
就
是
善
人
反
反
人
的
設
織
故

此
很
少
提
及
惡
人
的
復
活

(
若
5
扭
扭

宗
圳
的
自默
m

使
人
復
活
的
權
柄
保
祿
多
將
之
歸
恥
、
會
使
耶
穌

復
活
的
天
主

(
羅
8
u

格
前
6
H

格
後
4
H
)
很
少

錦
帆
r、
基
督
若
望
部
將
這
種
植
柄
專
歸

H
F、
基
督
「
若
5



~
旬

h刊

6
H
H
H
H
h他
就
是
復
活
及

生
命
(軒
U

缸
划

地
~割
叫
到
認
個
時
光
榮
，復
活
的
條
件
是
信
從
耶
穌

(
軒
U
晶

~
甜
)
飲
食
耶
穌
的
血
肉
(軒
6
H
H
叭
行
善
避
惡

(
軒

"

., 

-
5
詞

)
制
制
十
分
清
楚
地
描
寫
了
人
復
活
後
的
身
體

士
(格
前
的
盯
|
H

)
(

韓

)

一的
b
y
士
主
芯
E
E
J
在
詠
衍
，
與
沒
藥
沉
香
相

5

|

y
i
F
E
E

、
提
並
誌
而
在
樹
倒
剃
文
L

可
以
代
表
這
種
香
料
的
名
詞
有
二
其
一
是
「
基
達
」

是
一
種
生
長
於
叫
聞
自
胡
鬧
及
周
喇
囡
囡
的
灌
木
剝
其

皮
晒
乾
之
後
可
作
香
料
而
這
種
香
料
很
可
能
是
經
過

阿
刺
伯
而
傳
入
巴
力
斯
姐
者
其
二
是
「
刻
息
亞
」
生

長
於
喜
馬
拉
雅
其
樹
根
經
過
泡
製
後
可
作
香
料
或
乳

香
之
用
不
過
這
一
植
物
的
辨
忍
頗
有
不
少
疑
問
是
否

確
係
這
種
灌
木
則
不
可
而
知

見
香
草
香
料

(
韓

)

“
怖W
K恥
「H
LO〈午
一
人
名
1

是
雅
各
伯
由
肋
阿

i
l
j

」
/

'
、
所
生
的
第
三
個
兒
子

(
創
衍

目
叫1
2
)

其
名
之
意
輯
輯
上
謂
「
這
次
我
的
丈
夫

可
要
戀
住
我
了
」
(
創
m
H
H
n
n
)
是
一
種
民
間
的

設
法
其
真
意
我
們
仍
然
不
知
聖
經
記
載
肋
末
的
事
蹟

僅
有
下
列
一
笛
肋
末
的
妹
妹
狄
納
被
舍
根
強
姦
並
欲

娶
之
為
妻
肋
未
詐
作
許
諾
但
條
件
是
舍
根
及
其
全
城

的
男
子
必
須
事
先
行
割
損
禮
行
禮
飯
畢
正
當
全
城
男

子
疼
痛
難
忍
的
時
候
刷
剝
開
哥
哥
因
制
制
各
持
一
扎

進
城
殺
了
一
切
的
男
手
為
妹
妹
雪
恥

(
創
M
章
)
這

種
橫
行
霸
道
的
作
為
會
招
致
制
到
叫
大
為
不
漏
臨
死

-,
J\ 畫563-564 

前
下
遺
囑
仍
未
將
此
事
忘
掉

(
創
刊
S
|

7

可佔
領

墓
地
後
刷
剩
的
後
代
未
獲
得
土
也
祇
是
散
居
在
四
十

八
座
城
市
之

內
但
在
「
樹
割
的
祝
福
」L
叫
刺
的
後

代
部
被
另
眼
相
看
因
為
它
是
司
祭
文
派
(
旬
的
M
s


u
見
出
M
M
目
的
)
肋
未
死
時
享
年
一
百
三
十
七
成

(
側
的
口
叫
6
M
)。
生
有
三
個
兒
7們
即
到
制
取
刺
叫

特
默
辣
黎

(
出
6
H
)

2
在
基
督
的
族
譜
上
(
路
3
剖
詞

)
亦
有
叫
淵

之
名
出
見
他
生
於
瀏
喇
之
後
及
充
軍
之
吼
是
制
到
祠

的
兒
子
及
瑚
蚓
蚓
的
父
點

3
是
宗
徒
集
里
史
瑪
蠻
的
原
名

(
谷
2
u

|

叮

見
瑪
9
9

路
5
盯

|
甜

)
原
是
一
位
稅
吏
其
父
名
阿

耳
斐

二
艾
派
名
及
司
祭
職
根
鐵
蚓
割
倒
對
肋
末
後
代

的
咒
罵
(
創
刊
5
7
)
及
梅
瑟
的
祝
福
(
府
必
8
-

u
山
詔
扭
扭
)

學
者
們
大
都
以
為
肋
未
艾
派
原
係

與
其
他
以
民
支
派
毫
無
分
別
的
平
民
支
派
後
來
才
被

升
為
司
祭
文
派
至
于
為
了
什
麼
原
因
及
在
什
麼
時
候

它
得
了
一
這
種
優
待
沒
有
確
實
的
歷
史
文
件
可
考
我
們

僅
根
攘
學
經
的
記
載
將
肋
未
艾
派
的
歷
史
及
它
的
司

祭
職
務
簡
述
如
下

在
西
乃
山
第
一
次
統
計
戶
口
時
肋
未
艾
派
有
人

口
兩
萬
二
千

(
戶

3
詞
)
他
們
沒
有
參
加
敬
拜
金
牛

慣
的
邪
神
做
做
而
忠
於
天
主
(
山
口
甜
甜

)
可
能

是
在
這
伺
機
會
上
被
選
立
為
前
祭
文
派
以
代
替
全
體

以
民
的
首
生
已
向
天
主
奉
獻
敬
禮

(
同
3
叫
|
缸

) 。

從
他
們
中
共
選

了
自
三
十
至
五
十
歲
的
男
手
八
五
八

'

。
人
鑫
司
祭
職
(
戶

4
"
-
0
)

他
們
的
地
位
並
不
是
平
等
的
有
非
司
祭
的
制
刺

人
司
祭
肋
末
人
及
大
司
祭
之
別
只
有
血
郎
家
族
的
筱

代
有
權
任
司
祭
族
中
首
生
子
任
大
司
祭

(
見
申
口
9

M
M
M
S
幻9
制
3
3
)
其
他
的
人
都
是
普
通
的
蚓
蚓

人
這
些
人
的
職
務
是
在
舉
行
祭
禮
的
時
候
來
扶
助
及

伺
候
司
僚
們
大
都
是
也
一
雜
役
的
工
作(戶
3
6

|
8

)

以
民
在
曠
野
中
黨
營
時
這
些
人
距
離
帳
幕
最
近
他
們

分
居
在
帳
幕
的
西
南
北
三
方
面

(
戶
3
且
自
自
)
而

梅
瑟
亞
郎
及
他
們
的
司
祭
家
族
佔
有
東
面
的
帳
幕
入

口
處
(
戶
3
抽
)
他
們
並
頁
有
張
搭
或
拆
卸
及
做
運

帳
萃
的
責
任

(
戶

3
甜
缸
扭
盯
)

途
味
重
新
組
織
肋
末
人
士
編
上
n
l
必
)
將
滿

了
三
十
紋
的
三
萬
八
千
肋
末
人
創
分
為
四
個
班
次
各

服
不
同
的
職
務
其
中
第
一
班
有
兩
萬
四
下
人
他
們
主

管
聖
殿
的
器
血
及
寶
藏

(
編
上
9

扭
扭
)

收
藏
供

物
什
一
之
物
及
奉
獻
的
雪
物

(
編
下
H
M
臼
)洗
檢
及

整
現
作
全
熔
祭
祭
品
用
的
畜
牲

(
}
編
下m
H
)
將
犧

牲
的
血
遞
給
司
祭

(
編
下
必
H
)
照
管
烤
祭
餅

(
編

上
9

刮
目
)
有
時
幫
助
人
宰
殺
逾
越
笛
的
羔
羊
(
編

下
必
口
)
第
二
班
有
六
千
人
任
職
長
官
和
判
官

(
編

上
幻
‘
)
第
三
班
有
四
千
人
寅
貴
守
衛
聖
殿
的
門
戶

(
編
上
n
s

)
最
像
一
好
亦
有
凹
千
人
當
任
歌
詠
演

奏

(
一
編
上幻
5
)

肋
未
人
服
務
的
年
齡
白
二
+
正
成
間
始
作
比
一
一
較



565-567 

恆
的
L
作
(
戶
8

叫
的
)自
三
十
歲
始
作
真
正
服
積
雪

般
的
L

作

(
戶
4
3
扭
曲

目
凹

的
叫
)
五
十
成
退
休

圳
仍
吋
臼
願
地
作
些
經
鬆
的
立
作
(
戶
8

自
品

)
他

們
既
是
獻
于
上
主
的
人
故
沒
有
自
己
的
上
地
叫
分
得

了
問
十
八
座
城
市
十
三
控
為
司
的
?
城
三
十
五
進
吟
肋

木
城
分
佈
于
整
個
巴
力
斯
地

(
戶

v
n
1
S
H你
們μ
)

他
們
營
企
鐘
以
民
所
獻
的
什
一
之
物
而
生
活

(
戶

時

臼
)
個
動
末
人
又
隊
將
自
己
所
得
的
十
分
之
一
獻
給

司
祭

(
戶
時
間

)

H
比
什
一
ι之
物
叫
祭
械
肋
末
城
一
位
郎

持

的
肋
汞
人
(
立
刊
)
泣
的
仇

6
L
H
q
A
A、
尬
地

P
E
E

且

C
Z
E

/

到

n
H
司l

「
到
刊L
M
q
/
/
仍
』i
H
m
H
E
r
-
E
n
p
o」

在
的
約
衷
特
別
有
三
處

(
戶

hn
l
8

仆
帆幻
端

上
6
M
I
S

師

)
2
心
述
了
為
切
末
人
所
創
分
的
城
吋
而

那
些
械
稱
為
納
米
戚
或
司
祭
城
從
戶
M
H
凹
的
記
述

得
知
以
氏
十
二
支
派
各
有
各
交
派
的
族
反
分
領
土
地

唯
獨
肋
木
支
派
沒
有
因
為
內
肋
末
人
一
大
主
必
有
拔
排

郎
山
以
拉
各
文
派
所
得
的
土
地
內
給
肋
土
木
人
創
分
間

十
八
地
械
設
、
中
包
沾
六
眩
避
難
城
所
謂
戚
本
只
俠
忌

地
指
只
可
供
情
佳
的
蛾
而
且
也
包
的
城
山
間
吋
供

J
M

牧
的
問
郊
地
區
約
一
公
里
之
遙

(
戶

封
2

1

7
)
天

-L主
的
逗
一
一
鎮
定
按
你們μ
萃
的
記
述
都
一
一
予
以
質
行

昕
一f
M依
釗
幻
章
的
￡ι
叫
刑
的
後
商
中
分
得
了
絨
的
共

戶
有
三
例
家
旅
即
刻
哈
特
家
族
草
樹
剛
雄
家
族
及
畔
斜
斜
的
會

,!t , 
/、

家
亂
叫
叫
蚓
家
族
分
得
了
二
十
三
座
城
喇
喇
叫
家
族

分
得
了
卡
三
座
默
甘
甜
黎
家
族
分
得
了
十
二
向
共
內
十

八
w
m其
中
包
括
六
w
m避
難
域
即
待
一
家
族
分
有
兩
座

(
H
A
H你們μ
H
U
扭
扭
扭
祖

父
參
閱
椅
上

6
u

臼

)
不

過
所
消
「
肋
木
峨
」
必
「
司
祭
域
」
並
非
、
街
小
以
減
籃

倒
地
阪
只
屬
司
祭
和

t
i
h人
如
斜
大
成
內
的

M
V
μ
龍

犯
M
h
叩
村
問
凶
境
內
的
合
恨
等
名
城
其
中
一
定
也
有
抽

大
或
厄
弗
辣
凶
文
派
的
後
裔
而
所
謂
「
d
w
叫
小
城
」
此

一
仙
k
h
蛾
」
是
兩
上
述
諸
械
叫
來
，
州
附
一
末
人
有
叫
你
利

可
他
非
仙
k

人
后
得
F
J
h
凡
付
于
一
ι

羽
以
仙
似
川
屯
的
木
人

之
所
以
t
A他
叫
鼠
、
他
文-
K竹
待
地
上
赴
叫
1
3

一
，
上
主

-
a、
‘
'
、
‘
'
。

什
已
發
作
他
們
的
作

Y

一
(
巾
的
2
J
-
U
H

n
)

耐
心
法
，
相
似
卜
私
人
山
淤
所
位
心
次
撈
傲
然
與
1

，
街
心
叫

做

l

大
約
國
在
歧
i
f

峙
的
弘
迎
上
主
心
仔
阿
卜
本
來

巾
於
亂
的
叫
做
冷
時
(
的
叩
史
仲
介
在
咪
時
內
心
江
少

圳
人
所
仙
撥
做

A

卡

5
6

)
以
伏
在
不
少
咒
他
地
方
式

每
一
交
派
在
每
佔
一
地
恬
峙
的
在
泛
地
來

A

刊
以
附
上

i
i
I
l
l
-

。

主
的
事
因
而
在
各
地
咒
他
有
斗
奈
和

U
W
U
K
A

人
泊
位
碰

上
主
集
中
必
比
京
筱
尤
仗
、
在
以
父
巾
，
花
草
地
的
來

彼
此
以
成
瓜
以
他
上
主
呼
一
的
地
力
吋
向

f

川
的
公
川
仙

木
人
﹒
川
然
申V
M
W仕
在
前
爪
，
相
州
以
附
近
(
如
V
U
M州
的

、
'
、
叫TH
J
m州
V
叫
Z
L
d
h
e
卡
」i
i
r
a
J
μ叫
川
!
-
A
d
J
Y
l
h、
h
川
f
m
h
什
l

d
1
h
v
l
J
H
h
d
-
U
J
r
v
λ
u
f
J
l
l
p
f

:
 

胡
)
J峰
時
悟
過
去
所
拍
司
祭
城
成
肋
木
M叫
他
滅
了
M
W吵
〈

。

上
的
名
稱
從
追
些
稱
為
司

的
叫
小
城
成
肋
求
城
的
地
方
百

來
都
是
柏
油
M
古
老
的
地
刀
的
比
起
一
有
力
的
朋
混
在

絞
古
時
以
民
曾
在
各
交
派
以

H
K
地
3

故
祂
上
主
的
地

方。

。

見
避
難
域

(
2
λ
)

n
h
M
h
h
m口
卜
坦
白
。
矣
。
『Hh三
月

E
E
Z
仙
米
紀
鬥
叫

“A
n
H
M吋4
1
A
O爺
T
f
F
H
F
E
F
g
H
C

戶
品

\I
l
i
1
1
i

-

J

﹒
'

，
、
防

H
b五
山
川
刊

第
三
部
力
名
除
悠
焚
。
閱
悔
忽
h
A

條
外
腳
心
參
閱
肋
未

仙
木
人
司
祭
大
司
，
祭
做
吋
眨
節
祭
紀
版
界
雌
法
律
等

。

.. 

、

條
此
處
只
簡
翠
的
介
紹
一
下
木
結
的

(
一
)
名
稱

(
二
)
主
叫
起
與
內
弘
(
三
)
作
托(
四
)
重
要
意
丸

(
一
)
約
稱
括
伯
來
人
以
私
仆
叫H
H
e
f稱
木
志
向

〈
E
n
E

芯
泊
「
召
叫
一
的
大
干
什
川
的
刊
也
給
以
d

A
K
以
氏
的
法
紀
之
+
佑
你
川
卜
、
提
川

J
A帥
們
本
山
鬥
之
而
代
小
山

的
、
」
心
一
紅
小
叫
札
去
仙
山
(
一
州
拉
扯
刊
所
論
何
持
為
布
關

心
川
、
和
而
咐
他
的
法
作
「
川
W
K
K
I比
」
-
V
H
川
州
州
刊
七
卡

內μ
t
叫
祈
求
扒j
過
什
來
被
4
1

小
伙
叫
逢
迎
，
川
於
、
恥
社
會
內

。

俠
"
并
關
譯
本
持
起
川
此
朽
的
垃
戊
定
h的
K
A

之
所
川

稽
的
「
仙
木
紀
一
仆
正
月
月
刊
注
伏
的
叫
來L
H山
山
山
蚓
糾

側
的
第
三
子
叫
科
文
派
的
以
攸(
叫
制
7
‘

自

) C

(
二
)
主
題
與
內
容
以
色
列
，

T
M氏
M
U得
一
大
燭
"

支
付
伐
，
一
大
主
的
選
民
在
內
乃
山kl
與
天
主
司
以
了
如

約
，
伙
受
了
十
誠
與
約
許
你
成
了
一
州
州
你
攸
恆
的
俐

在
此
f

一
例
「
斗
祟
的
關

u
h
m甘
心
怖
的
州
民
」
(
山
川

的
6

)
那
卜
來
他
們
叫
然
悠
以
恨
你
的
生
r

州
抱
什
己
則
﹒

。

，

必
米
主
糾
川
人
的
木
性
H
H
U何
也
必
和
肉
身
尤
仗
、
人
口
市

社
會
的
必
物
只
有
內
心
的
反
做
不
夠
外
面
也
眩
，
何
所

炎
現
划
恕
行
各
施
加
革
捐
獻
的
儀
式
俊
概
不
同
的
慶
節
等

。
，

以
表
達
人
討
天
主
的
敞
、
心
吼
叫
立
來
品
的
是
凡
此
而
作



~
包
例
如
故
闢
古
時
t
v夫
-
-
1
恆
的
u
m極
儀
式
初

時
規
收

H
P
、

加
~
叫
叫
悟
，
同
試
制
材
制
也
可

K
U
足
叫
叫
圳
人
的
總
品
本

-
3
除
了
記
述
為
法
此
明
天
主
前
守
的
俊
節
舉
行
的
各
植

于
祭
獻
儀
式
外
還
叫
定
了
耐
用
-
一
]
州
，
決
均
儀
止
以
改
甸
的

4

祭

『

'

。

1
4
1

一
們
腳
地
品
的
沒
略
和
所
巾
，
的
愉
利d山
3

以
民
雖
然
咬
了

「
m
K
M呵
!
-
3
人
頭
仍
元
叫
俠
小
的
推
舟
山
俐
一
他
們
冗
兒
不

能
人
人
都
是
叫
位
所
以
的
卜
征
文
浪
的
付
伸
向
位
逃
來
井
口
金

1
l
I

。

l
l
l

以
只
給
任
d
w
泌
的
職
務
雖
然
以
州
、
街
叫
祭
代
他
們
付

祭
仙
他
們
全
體
究
竟
是
二
司
的
泣
，
此
族
!
一
所
以
也
有

他
們
腳
地
溢
的
可
祭
品
仕
的
代
「d
俠
小
小
店
也
(
」
內
對
他
們

也
本
能
不
規
定
一
兵
怯
守
的
潔
淨
法
律
以
何
時
是
他
們

的
純
m阱
，
心
洲
和
吸
引
生
品
所
以
只
小
J也
叫
祭
典
民
峽
股

市
一
岫
腦
后
叫
作
分
線
(
甘
5
2
)
收
街
「
叮
叮
仰
沾
沾
典
」

內
常
是
三
各
桐
提
吐
為
一

-
4且
也
是
在
香
上
F

一
泣
的
中

心
恩
怨
准
此
狀
苦
大
致
司
分
九
叫
段
弟
一
仇
既
然
也
的

法
作

(
1

l
7
)
第
4
-

八H
A
4代h
f
A
m
(
8
-
m
)

第
三
川M
M
W
W
與
扒
"
。
的
必
定(
U
l

的
)
悄
悄
有
叫H
m
u
u
M

峙

的
法
律
(
口
l

必
)
良
心
愉
快
一
市
呵
呵
穹
的
誰
叫
論
哼


廠
與
什

-
w
ι
1

(
一
一
一
)
作
各
位
h
H
H改
造
叫
甘
叫
品
之
一

，

w晶
然
本

荐
的
作
荷
昨
您
可
叫
叫(
Z
M
叫
叫
叫
川
的
作
荷
條
)
。

A

K附
H
b冷
水
位
的
作
何
必
非
什
叭
叭
也
布
的
肋
米
花
全
是
山

於
悔
瑟
之
手
而
Q
H
t
A它
的
州
州
叫
吋
挂
出
於
蚓
胡
在
叫

』
s
l
s
i
-
t
t
E
1

。
，

乃
山
F

給
以
色
列
子
之
所
制
定
的
去
律
如
來
吋
知
人

再
峙
的
法
律
逆
不
是
一
泣
不
變
的
而
悠
隨
時
代
的
心
要

琨
境
的
變
遷
加
以
改
進
和
修
正
尤
其
串
戶
教
暐
值
更
是

l' ... .. 
/\ 

567 

與
時
俱
進
趴
叫民
在

曠
野
與
在
創
制
割
地
所
處
的
時

代
與
項
境
不
同
自
然
所
遵
守
的
法
律
與
所
奉
行
的
給

儀
也
不
能
一
緣
不
過
所
A
U悄
進
與
改
變
也
只
放
其
叫
做

。

式
而
在
其
H
川
布
拉
質
圳
u
m終
如

-
m
u恥
社
會
的
「
彌
微
」

舉
一
祭
伺
隘
的
祕
氓
叮
沁
此

U
H
Y作
故
峙
的
例
也

K
H
A
M中做
J
N何
必
一
小
心
作
附
-
扒
以
民
已
進
入
了
創

納
字
地
位
址
向
卜
何
一
些
必
定
州
州
比
如
幣
制

(
5
H

) ，

貧
志
的
法
獻
的
刷
版
的
比
(
5
H
間

也
8

M

剖
!
自
)
都
不

。

'

是
在
知
划
中
吋
以
，
d成
的
F

雌
仙
此
但
不
能
因
了
這

些
一
後
划
的
法
律
從
抑
制
棚
本
舟
的
作
荷
3

叫
割
的
學
過

而
主
張
來
巾
H
H
H
A
信
心
取
叫
刊
在M
M川
克
阿
斗
斗
的
法
申
祖
先
知

領
導
F

所
創
辦
的
-
叫
如
永
敏
此
」
昕
一
圳
側
的
一
部
「
司

。
》
》

3
、
‘
《
《
'
，
》
、
'
，

祭
叫
祖
卷
」N
A九
k
n
H口
的
凹
的
K
A
I
L中有
品
中
P
法
律
所

用
的
街
抗
和
昕
翁
的
包
凡
此
泣
起
喝
於
叫
剖
時
代
的
仙
如

4

u
8

口

9
u
m
H
U

“

M
S
S

M
扭
扭

7

3

叫
的M
H
n

部
ι

尚
品
峙
的
民
來
向
他
從
此
此
而
恥
衷M
u

m
3
M

叫
閃
閃
幻
叫
咱ω
2
明
收
風
采
尚
未
進
入
制
叫
判

地
此
外
向
布
拉
川
多
法
律
」
治
會
俗
之K
H
泣
都
足
以
還

自
1
1

。

明
一
這
些
法
律
庭
生
鈴
以
民
向
k
t曠
野
的
時
代
最
堪
注

意
的
是
其
巾
有
竺
法
作
圳
將
時
代
移
後
以
絃
喘
不
過
切

口
1

!
7

內
所
育
的
條
交
只
何
以
氏
在
積
野
巾
沒
流

時
呵
以
避
行
反
何
況
身
可
此
間
比
品
軾
的
民
族
領
怕
蝴

瑟
的
使
命
是
使
以
川
之
做
盯
上
主
內
叫

a
H
已
唯
一
的
天
主

且
藉
以
民
會
眾
的
h
v
H接
與
上
主
門
川
江
盟
約
不
能
不
對

。

，

做
拜
上
主
的
神
州
同
有
所
規
定
做
拜
上
主
的
禮
儀
豈
能

少
了
祭
把
所
以
的
忽
必
然
制
定
了
一
些
樂
紀
禮
儀
使

以
民
不
循
外
教
人
的
富

裕
而
依
照
天
主
黨
制
對
所
定

的
祭
候
來
祭
紀

(
口
1

7

)
有
祭
絕
而
恨
不
能
沒
宿

司
祭
一
般
是
以
防
H
e在
還
郎
家
族
內
佐
江
了
一
的
刊
咪

的
前
奈
制
反
規
定
了
他
們
奉
絨
的
階
利
和
旅
訪
內
側

太
教
奠
定

了
永
久
的
基
礎
逗
可
由
以
民
早
翔
的
小
入
者

對
蚓
蚓
司
祭
臟
的
承
忍
挺
得
證
明
口
比
如
叫

M
1
到
4

凶

刮

盯
甜
刷
上1
3

2
盯
祖

訓
6

n
u
制
F
8
口

說

由
此
可
以
斷
定
叫
到
在
曠
野
里
為
別
民
賢
在
滋

定
了
一
些
祭
紀
的
條
丸
且
書
寫
在
典
冊

L
以
符
法
心

後
世
的
立
法
者
或
前
祭
以
這
些
條
文
奉
為
，
幣
織
創
。
一

新
法
或
彼
時
代
與
琨
境
的
詩
要
針
岱
法
街
所
修
正
成

增
刪
臼
然
也
用
了
大
立
法
者
叫
割
的
名
亂
所
以
圳
叫

紀
內
所
有
的
法
律
戒
值
鎮
或
閱
燄
出

於
梅
瑟
之
手
郎

謂
肋
末
紀
為
梅
瑟
所
若
有
何
不
可

(
四

)
重
要
意
義
肋
禾
紀
雖
然
是
記
述
比
一
一
瑣
悴

的
禮
儀
而
這
比
干
活
儀
在
現
在
又
都
成
了
過
去
似
仍H
只

有
其
略
重
的
重
耍
意
接
(
一
)
我
們
知
道
別
民
是
天

主
特
遷
來
祭
把
自
己
的
民
族
但
他
們
如
何
祭
肥
了
天

主
這
問
題
只
有
助
末
紀
能
給
我
們
一
個
完
備
確
切
的

答
夜
以
民
既
是

一
個
「
司
祭
民
族
」
他
們
的
腿
，
央
是

一
部
宗
教
也
如
喂
我
們
不
認
識
削

科
紹
對
於
叫
民
太

部
份
的
反
史
也
就
無
法
明
瞭
(
二
)
本
告
所
記
憐
的

一
切
祭
肥
和
禮
儀
法
規
雖
然
都

是
暫
時
性
的
因
符
佑

約
的
祭
獻
和
慶
節
只

是
「
未
來
美
物
的
影
子
」

(
哥

2

口

希
ω
1
)
並
且
這
一
切
體
典
的
本
身
也
決
不
能

除
去
人
罪
而
能
在
幫
助
百
姓
激
發
他
們
的
信
仰
和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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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期
待
默
西
亞
來
賜
與
他
們
救
臨
峭
的
恩
寵
救
主
一
來

以
他
自
作
犧
牲
的
祭
獻
救
贖
了
全
人
類
舊
約
的
一
切

禮
儀
和
法
規
也
隨
之
廢
除
但
本
書
為
新
約
的
教
會
仍

有
其
永
久
價
值
和
意
義
因
為
木
香
一
再
勸
為
「
你
們

應
是
擎
的
因
為
我
上
主
你
們
的
天
主
是
辜
的
」
(
口i

必
十
章
內
凡
四
十
七
見

)4

這
旬
平
的
不
但
是
向
茜
約
的

司
祭
說
的
也
屢
次
是
向
以
民
百
姓
說
的
以
色
列
子
民

因
寫
有
天
主
藉
會
幕
藉
雲
彩
住
在
他
們
中
他
們
就
應

如
此
聖
潔
如
今
我
們
所
有
的
不
是
陰
影
而
是
陰
影
的

實
體
|
|
耶
穌
基
督
他
是
無
罪
的
羔
羊
生
活
天
主
的

兒
子
不
用
會
幕
不
乘
雲
彩
而
是
親
自
住
在
我
們
中
問

我
們
更
該
是
如
何
的
聖
潔
才
能
使
天
主
的
聖
名
獲
得

相
稱
的
尊
榮
而
不
受
污
辱
呢
所
以
墓
教
會
第
一
任
元

首
學
伯
多
祿
郎
以
此
話
勸
勉
當
時
的
信
徒
並
稱
他
們

為
「
特
選
的
種
族
王
家
的
司
祭
聖
潔
的
國
民
闡
明
主
的

民
族
」

(
伯
前
1

凹
|
M

2

9

叩
)

(
陳

)

六

彌
肋
汞
支
派(
H
H
H
k
r
)

的
肋
汞
遺
曙(
HMH
琵
琶

見
十
二
宗
祖
遺
囑

m
肋
阿
(
可
)女
人
名
意
思
品
「
野
牛

?

」

或
「
羚
羊
?

」

一

是
出
創
的
長
女

(
側
的
M

口
)
蚓
剝
削
受
騙
於

帥
一-
蚓
蚓
娶
乏
為
妻
(
削

m
n
|

詞
)
，
給
蚓
制
制
生
了
下

戶
，
列
活
手
划
叫F
副
訓
副
區
別
叫
不
蚓
划
(
削

m
M
|

師
)

見
肋
未

依
撒
加
爾
則
步
隆
及
女
兒
狄
納
(
創
刊
口
l
H
)
她

的
牌
女
劑
到
叫
生
了
蚓
嘲
及
阿
制
制
(制
必
9
i
H

一

上
述
諸
子
後
來
各
成
為
支
派
史
家
稱
之
為
「
叫
阿
系

支
派
」
聖
經
上
沒
有
提
及
她
死
亡
的
消
息
我
們
岐
知

道
她
在
雅
各
伯
赴
埃
及
之
前
已
去
了
世
被
葬
在
瑪
革

堵
住
的
山
洞
中

(
創
刊
U

)
(

韓

)

m
昀
圳
海
以
(
付
句
)
是
得
納
罕
仇
的
邊
疆
城
市

!
J

、

1

，
l
t
t
s

、
(
創

m
u

)
它
的
位
置
至

今
未
能
確
定
熱
劇
因
身
以
為
它
就
是
制
叫
時
代
的
圳

里
洛
厄
城
(

的
丘
吉

2
)
在
死
誨
的
東
岸
但
亦
有
人

以
寫
按
照
斟
剛
開
於
創
制
制
竹
人
邊
境
的
記
恥
它
似
乎

遠
在
墓
地
的
北
甜
的
可
能
就
是
叫
城

(闊
的
7
H
M

臼
叮

(
韓

)

η
油
叫
g
d
恥
閃
「f
z
s
r
J人
名
意
謂
「
白
色
的
」

s

月

E

系

/
FO
E
S
\

是
一
位
獻
身
者
的

後
代
在
充
軍
之
後
同
叫
劉
凹
同
耳
自
凹
出
制
返
歸
墓

地
(
即
上2
“
問
下7
刊
)。

(
韓
)

甘
愉W
A
口
官
司
「R
、
J
「
巾。E
E
S
J按
聖
經
「
民

l
J
l
i

:
:
i
E

E
B

\
族
名
單
」
的

記
恥
是
出
淤
制
到
蚓
閥
的
一
桐
民
旅

(
削
ω

臼
目
趴

伍
兩
上1
u

)
至
於
它
確
係
何
種
民
族
我
們
不
得
而
知

近
來
有
不
少
的
吋
-
者
以
為
它
就
是
後
來
的
利
叫
到
人

(
見
編
下
也
3

M
NS
為
3

.

)
(

韓

)

"
h
w
E隔
干
千
「T
o
g
g三
在
藏
書
的
最
後

一
篇

5
l
y
-
Z
-
:
t
m
B

臣
之
附
錄
L
有
一
篇
絡
已

是
母
后
教
導
自
己
的
兒
毛
瑚
甜
的
君
王
別
刻
到
的
格

言
其
內
容
是
君
王
應
如
何
戒
絕
酒
色
秉
公
行
政
及
衛

護
弱
小
惹
人
注
意
的
是
聖
經

上
將
長
篇
的
訓
言
放
在

女
人
的
口
中
實
屬
創
舉
其
次
是
叫
劉
副
一
名
在
全
部

聖
經
上
祇
見
於
此

(
聞
到
1

)
制
酬
譯
本
又
將
其
故

意
地
刪
去
古
代
的
解
經
完
者
毫
不
遲
疑
地
認
為
他
就

是
撤
羅
淪
君
王
但
後
來
的
人
組
以
寫
這
位
瑪
薩
的
君

王
肋
慕
耳
是
與
撒
羅
漏
迴
然
不
同
的
人
物
那
麼
他
可

能
是
依
市
瑪
耳
的
後
代
(見
創
M
A
M-編
上
1
叩

)因
他

的
格
言
為
以
民
所
熟
悉
故
被
收
錄
在
聖
經
內
(
見
列

上
5

M
m刊
7

制
2
u

等
)。
再
者
這
篇
格
言
充
漏
剛

刺
美
語
風
比
證
它
是
後
期
的
作
品

(
韓

)

M
M
h
M主
寸
V
T
「Hh
H
Y
o
r
J

見
度
量
衡
幣

g
n

月
恥
于
財
主
/
白

B
E
E
B

g

『
之
l
r
h

'
j

‘

.

j

4
.

申
m
主
h
p

%
h
M
b
t指
也
可
「FO
H
E
Z
S
J是亞
巴
郎
晚
年
的

ζ
d
r
r
v
h

←
J
-
A
F酬
H
E
a
F
d
F
r凶
神
M
H
m
R
E

、

l
y
-
-

，
1

:

t
a
p
-
-
2

、
妻
子
刻
突
辣
所
生

的
後
代
屬
阿
刺
伯
民
族
(
見
創
鈞
3

)
他
們
所
居
住

的
地
方
應
在
剛
刺
倒
北
部
地
區
但
至
今
無
法
確
定

(
韓

)

"
臣
僕
(
刊
刊
的
片
)

啊
，
自
然
本
性
(
詩
叮
叮
叮
)

聖
經
的
作

者
』

f
a
J
A
l

非
自
然
科
學
家

他
們
著
作
傳
授
的
目
的
也
並

非
自
然
界
的
奧
秘
原
理

但
是
古
以
色
列
人
對
自
然
萬
物
的
觀
察
判
斷
及
評
價

部
比
其
他
任
何
古
代
民
族
都
勝
-
籌
因
寫
他
們
對
自

然
高
物
驚
奇
感
嘆
之
餘
總
沒
有
忘
記
將
它
們
密
切
地

見
僕
人



~
聽
這
街
大
主
峰
聽

起
來
門
見
大
自
然
的
讀
詩
制
8

m
m

h叫
~必
等
篇
』
。
也
正
因
此
在
全
部
斟
制

L
「自
然
」
或
「
自

‘

。

τ
然
界
」
~
詞
是
伐
不
到
的
自
然
界
的
一
切
都
是
造
物

一
大
主
的
化
L
是
造
物
主
的
全
能
智
叫
甘
心
慈
愛
的
表
示
它

不
期
然
地
導
致
人
類
對
造
物
主
天
主
表
示
五
體
投
地

的
佩
服
旦
旦
仰
(
約
必
l
H
制
制
8
位
1
U

詠
山川璃
6
訕

訕

)
其
他
一
切
自
然
界
科
學
解
釋
的
原
理
規
則
於
舊

約
的
作
者
完
全
是
無
關
緊
要
或
極
端
次
耍
的
因
為
一

切
的
一
切
都
由
天
主
而
開
端
而
終
結
而
獲
得
答
案

在
新
約
中
相
反
地
新
約
部
將
自
然
本
性
與
天
主

的
作
為
創
出
了
清
楚
的
界
線
或
更
好
說
作
出
了
明
確

的
對
比
至
少
有
兩
個
希
擻
艾
的
詞
旬
以
代
表
我
們
所

說
的
自
然
或
本
性

1

「
MV
S
Z
」
這
個
字
的
基
本
意
義
是
「
生
長

的
過
程
」
是
以
它
亦
代
表
著
一
切
經
過
這
種
過
程
而

存
在
的
生
物
亦
即
是
順
應
自
然
本
性
的
有
生
物
體

(見
羅
u
n
H

所
說
的
順
性
與
逆
性
的
橄
欖
枝
)
一
切

的
飛
禽
走
骯
爬
蟲
水
抵
都
有
自
己
的
自
然
本
性
(
腦

3
7

在
恩
高
譯
本
末
將
「
自
然
本
性
」
清
楚
地
譯

出
)
甚
至
天
主
也
有
他
自
己
的
自
然
本
性
(
伯
後1

4
)
人
身
的
每
一
個
肢
體
亦
有
其
自
然
的
本
性
用
途

(
刷
刷1
甜
盯
)
。
人
生
有
自
然
本
性
的
規
範
秩
序

(
期

前
M

H
)
人
與
會
牲
故
本
性
也
各
自
有
別
(
伯
從
2

口
猶
ω
節
)

2

「
3
3
Z

」
它
的
意
義
並
不
是
簡
單
地
指
生

命
或
竄
魂
而
是
指
有
生
物
體
的
動
力
感
觀
及
悄
感
的

:d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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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命
力
而
言
是
與
生

俱
來
的
自

然
動
力

它
的

反
面
是

耐
性
的

生
命
也
說
正
如
格
前

的
“

所
說
的
「

屬
生
靈

的
」
身
體
之
對
「
屬
神
的
」
身
體
然
前
者
屬
自
然
界

後
者
則
屬
於
超
自
然
叫
什

自
然
界
的
本
性
與
超
自
然
界
的
學
龍
是
迴
然
不

同
的
按
本
性
生
來
就
是
猶
太
人
與
外
邦
人
也
是
不
同

的

(
迦
2

時
經
U
U
H
)
前
者
受
盟
約
法
律
的
約
束

但
拯
救
他
的
並
非
法
律
的
本
身
而
是
因
著
對
耶
穌
基

督
的
信
仰

(
迦
2

臼
)
後
者
雖
無
盟
約
法
律
的
約
束

部
亦
知
按
其
本
性
來
遵
守
法
律
(
羅
Z
H

臼
盯
)

一
切
的
人
生
來

(
意
即
故
本
性
)
就
是
天
主
的

義
怒
之
子
(
弗
2
3
)
都
自
然
地
是
敗
壞
的
人
類
的

一
份
子
(
羅
5

臼

H
7

自
)
也
止
因
此
一
切
自
然

本
性
的
人
(
恩
高
譯
本
作
「
屬
血
口
氣
的
人
」
)
皆
不

能
領
受
天
主
里
一
腳
(
格
前
2
H
)
二
者
(
本
性
與
越

性
)
是
過
然
對
立
的
故
此
人
之
得
救
並
不
是
因
者
自

然
本
性
的
改
良
而
是
由
於
水
和
學
神
的
重
生
(
右
3

5
6
)
「
成
為
有
分
與
天
主
性
鍾
的
人
」
(
伯
後1

4
)
才
可
以
「
和
他
(
耶
穌
基
督
)
一
同
坐
在
天
上
」

(
弗
2
6
)
換
句
品
說
我
們
祇
有
放
棄
及
死
於
現
世

自
然
本
性
的
生
命
而
重
生
復
活
於
超
自
然
的
神
性
生

仇
才
是
我
們
得
救
的
唯
一
門
路
(
樹
前

的

“
|
的
)
。

(
韓
)

m
m
.
-
1
h曰

\
H
J
S
E
S
J自
由
在
聖
經
上
的
意
義

，

i

μ
r
E
H
H
F
f
F
F
O
H
ω
、

|
|
|
|

'
、
有
三
人
身
的
自
由
意
志

的
自
由
及
基
督
徒
的
自
由
今
分
述
如
下

1

人
身
的

自

由
這
種
自

由

亦
有
人
調
為
外

在
的

或
政
治

上

的
自
此
凶
民
被
天
主
自
制
別
|
|
為
似
之

家
拯
救
出
來
(
申
7
8
)
其
所
爭
取
的
說
是
這
種
外
在

的
自
由
它
的
反
面
說
是
不
自
由
的
以
役
後
來
以
民

H
A

居
於
墓
地
之
中
雖
然
也
有
以
隸
的
制
度
但
總
比
當
時

其
他
除
國
要
寬
鬆
的
多
且
聖
經
上
不
時
提
醒
人
應
釋

放
以
牌
(
出
幻
2

封
申
的
U
H

肋
的
卸

tu
u耶
M

S
9

叫
“
口
船
到6
等
)
。
主
於
蚓
京
的
被
控
及
凶
民

的
充
軍
(
列
下
封
章
編
下
“
口
剖
)
而
成
舍
的
成

歌
完
全
是
一
篇
感
人
肺
俯
對
自
由
之
喪
失
的
哀
弔
其

後
瑪
加
伯
弟
兄
起
而
告
戰
爭
奪
的
亦
是
政
治
上
的
自

由
囡
為
無
政
治
上
的
自
由
使
亦
無
宗
教
自
由
之
可

-
E口

(
見
加
上
1

叫
“
2
油
等

M
臼
加
下
3

1

等
6
1

等
)

在
新
約
中
爭
取
政
治
自
由
的
時
代
已
成
過
去
耶

穌
明
言
他
不
是
一
位
狹
志
的
民
族
主
義
且
也
他
不
是
必

太
人
的
解
放
瓦
而
是
全
人
類
的
救
星
(
剛
認
凹
晰
圳

的

目
右
4
U
M
M
等
)
他
的
態
皮
是
「
凱
傲
的
悠
的
必

凱
撒
」
(
瑪

n
n
)
至
于
釋
放
奴
役
的
運
動
是
後
則

教
會
的
L

作
在
初
期
的
正
在
萌
芽
中
的
教
會
是
顧
泣

不
到
這
一
點
的

2

意
志
的
自
由
或
稱
為
內
在
的
自
由
這
種
自
由

是
人
類
倫
刮
風
行
為
的
基
礎
也
是
來
日
受
災
或
受
泊
的

依
按
原
祖
父
母
在
犯
罪
之
前
按
有
這
種
意
志
自
由

(
創
2

口
)
犯
罪
之
後
的
人
類
仍
然
沒
有
將
這
種
自

由
喪
失
在
西
乃
山
下
的
以
民
可
以
自
由
選
擇
生
命
或



死
亡
祝
福
或
詛
咒
他
們
自
由
地
選
擇
了
「
生
命
」
(
申

狗
"
)
先
知
們
不
斷
地
大
聲
疾
呼
以
民
不
應
妄
用
自

己
的
意
志
自
由
(
依
1

"
耶
u

s
等
)
「
能
犯
法
而

未
犯
」
的
人
才
是
有
福
的

(
德
訂
刊
)

'
λ
3
、
‘
‘
'
，

新
約
中
亦
強
凋
人
有
選
擇
善
惡
的
意
志
自
由

「
多
少
次
我
廠
意
聚
集
你
的
子
立
﹒••••• 

你
站
不
願
怠
」

(
璃
的
心
肘
)
耶
穌
拿
願
受
苦
死
在
十
字
架
上
而
不
願

干
涉
人
的
自
由
意
志
人
能
妄
用
自
己
內
在
的
白
由
作

出
意
事
比
如
猶
達
斯
之
買
賣
耶
穌
聖
保
祿
亦
清
楚
地

指
出
人
之
接
受
基
腎
宗
教
的
一

一的
仰
與
否
完
全
在
于
人

的
內
由
志
志
(
絡
後
5

叩
)
而
不
能
強
迫
(
宗
口
“

的
6
鐸
3
刊
)
同
然
天
主
的
聖
認
可
以
感
動
人
心
在

不
侵
占
人
意
志
自
由
的
範
國
內
使
人
合
作

(
宗
9
H

n
u
等
迦
1
"
斐
1
目
羅
9
時
斐
2
H
)

那
些
妄
用
自
巾
而
不
斷
犯
罪
的
人
科
洲
地
會
使

自
己
的
自
由
意
志
受
到
收
鬼

(
瑪
U
M
H
b
叮
叮
宗
5

3
)
俠
、
俗
(
右
-
2
臼
)
自
己
的
安
羽
(
瑪
叫
叫“)

及
私
慾
偏
惰
的
侵
害
(
經
8
7

弗
2
3
)
致
使
「
我

所
願
意
的
善
我
不
去
行
而
設
所
不
願
萃
的
阿
拉
我
划
去

作
」
(
縫
7
刊
)
雖
然
如
此
每
人
仍
憋
得
自
己

H

由

意
志
的
行
寫
頁
全
部
的
立
任
(
瑪
訪
"
總
2
5
裕
後

5
叩

迦
6
1
雅

2
H

等

)
這
正
是
馬
γ
j路
得
所
不
願

一
接
受
的

一

3
基
督
徒
的
自
由
一
逗是
基
督
給
我
們
帶
來
的
空

l

'

。

如
干
的
絕
你
的
自
由
甜
甜
耶
穌
的
，
心
的
說
會
使
我們
也
得
其
現

/
吋V
N
位
法
，
們
獲
得
1
.
m
戶
后
8
H
H
d
「
主
的
關

580-582 ,1( /、

在
那
里
那
里
就
有
自
由
」

(
格
後
3
口
)
它
使
裁
們

脫
離
原
算
(
羅
6
口
|
叩

)
及
本
莽
的
束
縛

(
羅
7

H
)
脫
離
永
遠
的
死
亡
(
默
2
口
幼
6
H

幻
8

格
前

的
自
)
脫
離
魔
鬼
的
奴
役
(
瑪
8
目
等
u
n
u
u
帥
的

U
H
等
宗
時
間
默
m
s
)
及
肉
慾
的
統
制
(
昭
雄
8
s

9
迦
5
口

等
)
它
使
我
們
不
再
受
筒
約
法
律
的
約
束

(
羅
6
H
迦
3
自
羅
7
6
)

雖
然
教
友
們
的
蒙
召
是
為
得
到
自
由
(
迦
5
H
)

徊
不
可
誤
以
此
自
由
而
皮
放
縱
無
束
的
生
活

(
伯
前

2
時
)
因
為
「
主
所
釋
放
的
人

..•••• 

就
是
基
密
的
奴

總
」
(
梅
前
7
且
)
就
總
守
基
宵
的
法
律

(
裕
前
9

缸
)
換
旬
話
說
益
密
徒
的
，付
巾
是
一
-
服
役
的
臼
由
」

是
「
愛
德
的
自
由
」
(
格
前
8
9
)
是
「
不
受
私
慾

約
束
的
自
由
」
(
羅
7
扭
扭
)

(
梅

)

的
可

-
h
司

1
、
可
『

O
m
Z
O
E
J日
起
耶
京
某
一
會
，旦

回A
H
E
H
E
l
j
f
r
E
R
E
E
K
-

i

i
l
l
-
-
/

J

、
的
會
友
很
內
地
淤
宗

6
，
非
同
有
人
名
符
此

E

趾
高
聾
作
拉
正
絡
地
譯
作
「
自

由
人
」
這
些
一
人
大
都
是
在
羅
馬
獲
得
自
由
的
猶
太
人

的
從
代
他
們
原
是
在
公
元
前
六
三
年
被
權
培
大
將
恢

往
絡
為
的
猶
太
奴
泳
但
在
總
甘
心
不
久
後
莖
鬼
門
也
故

稱
為
「
內
也
人
」
有
些
且
挺
得
了
昭
雄
一
甘
心
的
公
民
叫
他
這

批
人
當
然
願
念
在
耶
京
會
山
，
空
中
有
自
已
的
代
表
及
自

己
的
會
堂

一
九
一
三
l

一
九
一
四
年
間
在
耶
京
放
斐
耳
的

南
端
曾
被
考
古
學
看
發
現
一
古
會
常
按
在
此
會
堂
中

掘
出
的
以
希
種
拼
音
寫
成
的
文
件
來
斷
定
很
可
能
它

就
是

宗i
6 

所
說
屬

於
--, 
自
由

人L一
見的

天 那
主。座

( 含

韓堂。

于
三
司
在

1

「
竄
。
丘
吉
閃

r
/

到
平
士
口
口
#
粗
制
(
〉

U
L
i
s
h
)

門M
F
戶3
「H
a
g間
戶
。J
舌
頭
在
聖
經
上
似
乎
是
一
個
有

到
三
E
/
H
L口
m
g
\
害
的
肢
點
至
少
它
是
不
太
被
重

視
原
來
函
著
舌
頭
顯
出
人
心
的
邪
惡

(
鐵
m
u
口
﹒

詠
m
A‘
)
舌
頭
的
特
殊
罪
惡

有
說
謊
郎
詭
詐
的
舌
頭

(
副m
z
3別
2

自
6

到
3
H
制
必
目
等
)
，
一
口

兩
污
(
德
5
臼
口
6
I
m
u
)

及
失
言
的
舌
必

(
德
詢
問
)
其
次
有
驕
傲
自
大
(
詠
也
3
‘
)
及
斂

騙
等

(
米
6
u
)
舌
頭
的
過
失
是
人

人
避
兔
不
了
的

(
關
門
口
)
，
因
此
舌
頭
是
一
把
可
怕
的
利
劍

(
創
刊ω

H

1
M
幻
M
l
H

)
它
猶
如
一
條
鞭
子

(
約
5
剖

德

泊
，
仰
的
叩
)
一
把
利
劍
(
冰
盯
5
的
‘
德
m
n
)
伶

俐
的
心

(
那
9
2

)
有
蔭
的
街

(
耶
9

7
)
它
能
造

吭
很
大
的
必
害

(
制
m
u
!
H
)
，能致
人
於
死
地

(
紋
的
n
5
臼

)
使
人
必
亡

(
詠
制
§
耶
m
u
德
幻

8
)
所
以
人
應
謹
守
時
古
(
德
4
M
)
惟
街
講
咽
u
I州

的
M
H
F
H
J
可
以
永
進
一
小
朽
(
何
鳳

山
刊
)

舌
頭
亦
有
它
的
喃
喃
意
比
如
海
灣
|
|
原
文
作
加

舌
(
蘇
的
2
s

m
u

依
U
H
)
金
條
|
|
原
作

A
R
A

(
蘇
7

盯
叫

)
火
舌
(
依
5
M

見
宗
2
3
)

在
新
約
上
舌
頭
是
一
個
善
誇
的
肢
體

(
雅
3
s

8
)
能
製
造
許
多
罪
惡
(
雅
1
H
3
1

|

臼
伯
前
3

抽
)
可
以
做
原
(
雅
3
5
6
)
整
個
雅
各
伯
首
關
于



~
吉
、
峨
的
理
論
方
商
明
績
是
受
了
站
崗
約
智
慧
番
深
刻
的

m
~
影
J

海

-
-
1、
、
。

~

見
巴
貝
耳
是
言
神
因
心
(
韓

)

E
E

可
旨
。
"
三
是
一
種
問
體
的
豆
豆
量

-
f
q
-
I
l

'

、
麵
粉
之
間
等
於
一
個
「
厄
法
」

的
三
分
之
一
(
剎
時
6

織
上
幻
M

列
下
7
1
H
M

)

這
個
容
匠
的
名
稱
雄
亦
被
用
於
新
約
(
前
呻
吟
臼
路口

自
)
但
是
沒
有
抱
這
個
答
旦
的
綠
切
數
目
是
以
現
在

學
者
們
的
意
見
仍
然
木
能
一
致
一
個
「
色
阿
」
大
約
是

在
八
至
十
五
個
公
升
之
間
思
一
的
譯
本
將
之
譯
成
「
斗
」

並
指
出
它
等
鈴
現
在
的
十
五
公
升
(
見
聖
經
附
五

「
肉
體
容
益
表
」
二
O
四
六
頁
)
見
度
垃
衡
幣
制
表

(
且
碎V

M
5
J
E
d
b
3
E
d
B

早
早

色
巴
舍
巴
是
依
攘

副
主
b
L
H
L
Z
E
H
L
G

岳
之
-
-
-
-

1
7
1

2
1

4

1
1

，
、
希
伯
來
文
的
音
譯

因
希
伯
來
文
封
S

音
有
兩
個
不
同
字
母
而
拉
丁
文
則

無
分
別
因
而
這
兩
﹒
午
在
校
J

通
行
本
都
譯
作

F
Z

聖
經
內
最
早
從
及
包
巴
和
舍
巴
的
是
創

ω
7
色

巴
是
M
士
的
子
孫
舍
巴
是
妹
附
瑪
的
子
孫
同
屬
合
族

的
從
商
又
做
崗
章
認
節
約
位
及
一
個
名
叫
舍
巴
的
是

約
刻
泣
的
兒
子
而
約
刻
叭
叭V
u
t
則
是
閃
族
的
後
裔
由
此
可

知
包
巴
與
A
T
U
巴
(
拉
J

文
同
作
∞
岳
之
不
只
是
兩
個

人
而
且
分
國
咽
不
同
的
宗
峽

占
今
中
外
尤
其
古
時
不
少
地
名
是
由
人
名
或
宗

族
名
而
來
因
而
色
巴
舍
巴
日
後
也
成
了
地
名
色
巴
大

約
在
財
士
今
厄
提
約
一
次
雅
境
內
而
舍
巴
則
在
今
沙
地

RUH 
~
/、

583-587 

阿
刺
伯
南
端

此
外
聖
經
上
還
多
次
提
及

上
述
兩
地
名
知
依
彷

s

說
天
主
以
埃
及
雇
士
色
巴
作
贖
價
即
把
他
們
交
給

巴
比
倫
人
寫
解
救
以
色
列
人
又
衍
口
說
色
巴
的
巨
人

向
埃
及
的
L
人
和
一
一
府
士
裔
人
都
將
認
識
真
天
主
而
歸

屬
於
天
主
關
於
舍
巴
學
經
內
也
會
多
次
提
及
如
約1

時
說
約
伯
的
牲
口
為
舍
巴
人
搶
去
從
依
的

6

耶
6
m

則
幻
血
泊
H

等
處
得
知
舍
巴
是
一
-
m產
黃
金
質
石
乳

香
等
貴
重
物
品
的
地
方
因
而
舍
巴
人
也
善
於
經
商
會

把
他
們
的
產
口
問
運
至
提
格
去
銷
售
此
外
另
一
提
及
舍

巴
且
為
人
所
熟
知
的
經
文
郎
列

上
ω
1

間
所
述
舍

巴
女
王
怎
樣
八
聞
自
帶
了
持
多
隨
員
及
裝
備
了
大
批
香
料

資
企
寶
石
的
駱
駝
隊
來
訪
問
國
智
法
間
名
遐
遁
的
撒

羅
漏
王
攘
解
經
學
者
的
意
見
舍
巴
女
主
除
為
親
問
撒

羅
漏
玉
的
智
叫
甘
心
外
也
有
藉
撒
羅
漏
王
位
腦
她
本
關
產

品
銷
路
的
用
意
套
用
今
日
的
術
站
也
即
持
了
她
本
凶

的
經
濟
打
算
盤
關
於
舍
巴
女
王
彷
撒
羅
漏
事
一
一
禍
首
上

耶
穌
只
說
「
南
方
女
王
」

(
瑪
U
U
)
按
厄
提
約
丕

雅
人
傳
說
這
位
女
王
日
後
會
嫁
給
撒
綠
淪
王
馮
妃
由

撒
羅
淪
和
她
所
生
的
子
女
日
後
到
了
今
日
的
叫
出
制

丕
雅
是
以
今
日
的
厄
提
約
在
雅
人
也
即
制
制
制
王
和

舍
巴
女
玉
的
後
裔

此
外
聖
經
上
也
會
一
起
鍵
及
過
色
巴
和
舍
巴
兩

個
名
字
帥
、
詠η
叩
論
及
默
西
亞
降
來
時
各
地
君
王
將

前
來
獻
禮
經
文
說
塔
爾
史
士
和
華
島
的
來
王
將
獻
上

搜
口
問
舍
巴
和
包
巴
的
君
王
也
都
要
前
來
進
貢
拉
丁
通

有時 E 行i
以昌~! g-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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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可 自

美芳，知 2
)以古 1

船
色
拉
(
2
)見
聞
肌

6

日
」
已
達
V
K
F
F
L
J

人
名
是
得
撤
洛

封
住

Z
E
F
d
3
f
u
o
n
E
D

且

E
7

4
1

」
二
二
，
、

尼
的
一
位
教
灰

曾
經
自
清
臘
至
敘
利
亞
陪
伴
第
二
次
傳
教
師
來
的
保

蔽
(
宗
鉤

4
)
他
的
名
字
來
自
拉
丁
文

(
韓

)

Z
J
I
萊
爾
吉
二

是
聖
經
上
的
一
個
人
及

1
4
1
4
l

-4
l

J

、
兩
座
山
的
名
字
意
調

「
多
毛
的
」

一
人
名
目
向
黎
人
的
族
長
是
羅
堂
等
人
的
父
親
他

的
兒
子
們
皆
是
不
同
民
族
的
創
始
者
昌
黎
人
的
土
地

閃
厄
徹
烏
所
佔
懷

(
創
必
m
n

編
上
1
"
)

二
山
名
是
厄
束
地
區
的
一
條
山
脈
寫
厄
撤
鳥
及

地
的
後
代
所
佔
有
(
創
刊
叫
3

刊M
H
H

M
m
a蘇
圳
的
‘民

5
‘
等
)
原
由
附
屬
黎
人
的
地
區
(
創
M
e
u
m
m
m
申

-

-
8
U
)
西
默
盎
丈
派
的
五
百
人
曾
經
卅
一
位
比
一

地
區
將
之
佔
領
並
在
此
地
定
居
下
來
(
編
上
4

u
u

)

學
者
們
大
部
同
意
它
就
是
今
日
的
色
錄
山
(
。

已

P
S
)
，
匕
起
自
東
部
的
曠
野
函
至
阿
辣
巴郎
約
但
內

的
谷
地
北
起
死
海
之
南
的
赫
撒
谷
(4
〈
﹒
己
Z
g
ω
)

南
達
希
市
瑪
山
谷
(
宅
﹒
丘
吉
ω
S

岱
)

三
原
是
猶
大
艾
派
北
部
的
邊
界
山
(
蘇

的
刊
)



以
民
佔
領
墓
地
時
由
南
方
到
達
此
地
(
用
1

“
)
本

想
由
此
處
進
佔
許
地
但
寫
山
中
的
阿
瑪
肋
克
人
所
阻

止
且
受
到
他
們
的
襲
擊
遭
到
了
嚴
重
的
損
失

(
戶
M

“
)
學
者
們
同
意
它
就
是
現
今
耶
京
西
部
的
撒
黎
斯

山

(
ω立
之
距
耶
京
約
有
十
五
公
里
(
韓
)

到
色
宴
背
一
世(
1
5
5
5
2
5
)

色
宴
苛
王
朝
創
立
人
色
宴
苛
一
世
號
稱
尼
加
托

爾
者
原
是
亞
歷
山
大
大
帝
之
父
勝
力
二
世
的
一
口
員
大

將
安
提
約
古
的
兒
子
母
名
勞
狄
刻
(
伊
"
。
法
8
)
公

元
前
三
五
五
年
左
右
生
鈴
馬
其
頓
二
十
餘
歲
隨
亞
歷

山
大
東
征
加
入
他
的
「
智
囊
團
」
在
遠
征
印
度
之
際

開
始
顯
露
他
的
才
能
三
二
四
年
娶
了
波
斯
巴
特
黎
雅

納
人
的
女
兒
阿
帕
瑪

(
〉
盲
目
凶
)為
妻
次
年
生
安
提

約
古
一
世
索
特
爾
三
二
三
年
亞
歷
山
大
大
帝
逝
世
大

權
落
於
培
狄
加

(
M
M
O
a
E
S
)之
手
色
氏
只
統
率

騎
兵
精
隊
比
其
成
加
入
推
翻
樹
蚓
蚓
有
札
一
二
一
二
年

由
安
提
帕
特
(
〉
口
已
咕
"
g

『
)
取
得
了
統
治
最
重
要
的

巴
比
倫
省
的
政
權
既
有
了
地
盤
一
面
圖
治
一
面
乘
各

大
將
爭
權
之
際
從
中
漁
利
三
一
八
至
三
一
七
年
間
安

提
苛
諾
(
〉D
t
m
g
g
p肉3
名

Z
E

霄
，5
)
與
歐
默
訥

(
例c
g
n
D
O
)
爭
奪
小
亞
細
亞
主
權
色
氏
附
和
安
氏
但

一
因
色
氏
沒
有
力
拒
歐
氏
態
度
有
點
不
明
三
一
六
年
安

士
氏
戰
勝
殺
了
歐
氏
後
由
波
斯
直
向
巴
比
倫
推
進
色
氏

!
.

,|' 

到
戶
怕
他
興
師
問
罪
說
逃
往
埃
及
寄
居
在
文
人

仆
托
肋
米

J
J
位
處
凡
三
年
三
年
內
為
主
服

役
率
領
-
部
份
陸
軍

588 重-'
J\ 

或
海
軍
隨
王
參
啪
啪
三
一
二
年
春
埃
及
王
在
迦
薩
對
抗

安
氏
派
遣
統
治
敘
利
亞
的
兒
子
德
默
特
琉
(
已
。目?

S
E
E
-
3
2
2

2
)

獲
得
了
決
定
性
的
勝
利
後
分

贈
給
色
氏
八
百
步
兵
二
百
騎
兵
色
氏
以
這
支
小
部
隊

於
罔
年
夏
竟
收
復
了
巴
比
倫
省
再
乘
勢
戰
勝
了
奉
安

氏
命
統
治
波
斯
和
瑪
待
的
尼
加
諾
爾
遂
有
了
這
兩
省

的
主
權
是
年
秋
正
式
建
立
色
宴
苛
王
朝
以
「
狄
放
斯
」

月
(
九
月
至
十
月
間
)
初
一
為
紀
元
(
巴
比
倫
曆
以

「
尼
散
」
月
的
今
之
三
月
至
四
月
間
為
歲
首
故
公
元

前
三
一
二
年
依
巴
比
倫
曆
仍
為
三
一
一
年
凶
此
因
所

依
按
不
同
故
常
有
一
年
的
差
別
)
白
是
年
以
後
各
地

省
長
相
織
自
稱
為
王
色
氏
亦
淤
三

O
五
年
自
稱
為
王

自
三
O
五
年
至
三
ο
二
年
色
氏
一
面
再
向
東
拓
展
自

己
的
領
土
征
服
了
巴
特
黎
雅
納
省

(
F
nH
E
E
)

一

面
再
與
特
辣
克
王
里
息
瑪
苛
聯
提
以
判
抗
安
提
苛
諾

三
O

一
年
依
眾
二
百
5
)

一
役
安
民
戰
敗
身
亡
於

是
整
個
敘
利
亞
並
舊
日
波
斯
帝
國
在
亞
洲
的
土
地
除

夫
黎
基
雅
尚
屬
里
氏
外
遂
盡
入
色
氏
之
手
色
氏
因
自

己
的
勢
力
已
向
西
伸
展
乃
由
眩
格
里
斯
河
眸
色
宴
基

雅
京
城
遷
都
至
奧
能
特
河
畔
的
安
提
約
基
雅
城
以
便

與
埃
及
相
對
抗
里
息
瑪
苛
見
色
氏
勢
力
與
日

r
k增
遂

與
埃
及
王
聯
盟
以
國
消
滅
色
氏
色
氏
見
己
勢
處
孤
立

遂
與
安
氏
的
兒
子
德
默
特
琉
修
好
結
盟
但
如
棄
髮
妻
迎

娶
德
氏
的
女
兒
斯
辣
托
尼
切
(
∞耳
其
。

且
8
)
為
妻
生

阱
兒
非
拉

苟
安
)
仆地巾
品
的

母
亦
名叫
陳辣
托

陌
順

德
氏
的
妻
亦

名
叫
非
拉
)
後
不
久
又
與
里
氏
和
埃
及

王
聯
盟
對
抗
自
己
的
品
父
與
斯
氏
離
異
隨
順
自
己
大

兒
安
提
約
古
一
世
索
特
爾
的
要
求
將
斯
氏
誰
與
子
為

妻
因
他
那
時
是
他
父
親
得
力
的
助
手
斯
氏
本
不
顧
忌

但
事
已
至
此
只
好
將
就
時
在
二
九
四
年
左
右
斯
氏
給

到
民
生
了
兩
個
兒
子
其
中
之
一
即
是
劃
阻
約
古
二
世

德
阿
斯
(
〉2
5
n
F
E

口
→

Z
S
)
當
時
政
治
舞
台
變

幻
無
常
各
省
郡
王
今
日
馮
友
明
日
為
敵
友
則
以
姊
妹

或
女
兒
聯
婚
修
好
敵
則
離
異
互
相
分
離
誠
如
達
尼
爾

先
知
蓄
所
預
言
的
(
參
見
達
2
7
8

日

四
章
尤
其
口

章
)
二
八
八
年
德
氏
敵
不
住
聯
軍
自
願
請
降
色
氏
在

亞
洲
的
勁
敵
就
只
有
里
氏
了
時
機
來
到
里
氏
的
長
子

阿
豆
托
肋

(
k
p
m
凶
手
2

月2
)
為
鞏
固
父
玉
的
位
會
立
大

功
里
氏
原
已
預
定
他
為
總
承
人
但
他
的
年
青
愛
妻
仆

問
叫
別
一
世
對
蚓
酬
的
女
兒
阿
息
諾
區(
KF
E
E
S
)

從
中
作
祟
煽
動
丈
夫
毒
死
了
阿
氏
阿
氏
許
多
友
好
也

因
此
被
定
口
阿
氏
的
愛
妻
里
散
德
辣
(廿
可E
E
E
)
原

也
是
仆
托
肋
米
一
世
的
女
兒
就
出
逃
至
色
氏
處
希
望

他
代
己
復
仇
她
有
一
兄
名
叫
仆
托
肋
米
克
勞
諾

(
H
V
S
E
B
O
C
ω
Q
E
E
ω
)

原
是
仆
托
肋
米
一
世
的

長
子
非
貝
勒
尼
切
(

固
自
3
5
)

所
生
貝
氏
用
計
引

誘
丈
夫
立
己
所
生
的
兒
子
繼
位
為
王
師
仆
托
肋
米
二

世
非
拉
德
爾
研
克
勞
諾
遂
出
走
至
里
息
瑪
苛
處
後
兒

妹
妹
走
投
色
氏
自
己
也
來
歸
色
氏
希
望
他
代
妹
復
仇

援
己
恢
復
王
位
色
氏
尚
朱
決
定
如
何
進
行
皇
民
就
看

先
鞭
向
剖
氏
宣
戰
兩
人
都
已
七
十
餘
成
二
八
于

年
在

夫
黎
義
雅
省
屠
格

培
狄
雍

〔
仍
有
。
可EE
b

」
~
使
共



~
沌
叫
恥
咕
提
到
盔
、
紋
，
不
散
戰
敗
身
亡
葬
恥
、
離
赫
恥
叫
新
一
刷
叫
他

h之
苦
苦
宅
。
b
g
之
不
也
自廷
的
里
息
軒
說
誼
城
凡
倒

-
r民
能
有
一
這
-
學
勝
利
也
應
歸
功
於
阿
|
劃
制
制
昔
日
的

-
習
好
作
內
應
這
接
除
埃
及
外
色
民
幾
乎
佔
有
了
整
個

-

囡
囡
山
大
帝
國
的
領L
E崗
山
叫
人
死
後
其
屬
下
建
立

的
王
國
版
圖
最
廣
勢
力
最
強
的
當
推
色
宴
苛
王
朝
色

氏
隨
回
國
山
卅
東
征
只
不
過
是
一
位
無
名
小
卒
離
家

凡
五
十
年
現
已
雄
心
得
還
顯
衣
錦
還
鄉
老
死
故
土
得

勝
劉
氏
後
六
日
川
郎
於
二
八
一
年
也
取
道
酬
叫
斯
腳
的
叫

到
了
里
氏
葬
身
的
里
息
鴻
基
雅
阿
夏
托
肋
的
妻
里
散

戀
辣
見
叫
民
未
為
己
復
扎
遂
唆
使
兄
到
蚓
甜
行
宙
的
到

民
因
色
氏
會
許
下
援
己
取
得
給
位
的
權
利
而
未
見
有

所
行
動
對
創
氏
亦
大
為
不
點
一
日
創
氏
入
殿
獻
祭
到

氏
乘
機
淤
祭
壇
前
將
他
刺
殺
遺
體
由
其
子
劉
樹
梢
刮

一
世
索
特
爾
遣
葬
在
色
氏
自
絡
的
海
海
色
宴
基
雅
城

此
時
在
二
八O氧
同
年
安
也
約
古
一
世
繼
父
位
為

L

其
父
在
位
凡
三
十
二
年

色
氏
淤
三
一
二
年
建
立
了
副
對
制
王
恥
至
六
五

年
為
羅
馬
帝
國
所
減
劃
為
帝
國
一
行
省
歷
時
凡
二
百

四
卡
七
年
在
位
君
王
共
二
十
六
位
其
中
除
二
三
位
外

益
屬
色
宴
背
後
代
色
宴
苛
王
朝
的
君
王
一
小
像
往
哥
王

朝
概
稱
自
崎
仆
托
肋
米
而
各
有
自
己
的
稱
號
參
見
相
關

名
號
條
在
斟
制
內
見
教
或
暗
示
的
副
對
制
朝
代
君
王

除
色
重
苛
一
世
外
尚
有
色
婆
苛
二
世
四
恢
參
見
遠
u

a
1
m

U
7
-
9

加
上
3

l
6

加
下
3

l
7

等
處

剖
劃
蚓
王
朝
對
於
世
界
也
沒
有
多
大
影
也
只
不

進
占

/、
589 

過
是
希
擻
帝
國
與
羅
馬
帝
國
闊
的
一
過
渡
時
期
但
對

於
蚓
划
民
族
的
歷
史
劫
有
很
大
的
關
仇
凹
划
馴
到
原

固
定
夾
在
色
宴
苛
與
拉
哥
兩
王
朝
之
間
為
兩
朝
君
王
必

爭
之
地
自
公
元
前
二
世
紀
幼
女
|
出
細
討
三
世
大
帝

(
二
O
三
年
)
奪
得
巴
力
斯
坦
主
權
以
後
巴
力
斯
過

郎
屬
於
色
宴
苛
王
朝
奉
行
色
宴
苛
紀
元
(
公
元
前
三

一
二
年
狄
放
斯
初
一
)
加
上
下
述
事
年
代
全
是
依
接

這
一
紀
元

色
宴
苛
王
朝
繪
承
了
亞
歷
山
大
大
帝
遺
忘
推
行

希
臘
文
化
不
遺
餘
力
凡
所
屬
民
族
一
切
生
活
習
慣
都

應
一
律
希
臘
化
固
然
這
一
運
動
是
為
政
治
但
政
治
不

能
高
於
一
切
以
致
剝
奪
人
民
信
仰
生
活
的
自
由
所
以

封
閉
制
刮
三
世
大
帝
如
火
如
荼
推
行
喇
喇
喇
文
化
時
劉

太
人
就
大
為
不
漏
他
的
兒
子
安
提
約
古
四
世
厄
丕
法

乃
繼
位
後
更
變
本
加
厲
推
行
希
臘
文
化
猶
太
民
族
為

爭
取
獨
立
以
衛
護
自
己
的
信
仰
和
神
聖
法
律
遂
起
而

團
結
對
抗
外
侮
而
有
了
瑪
加
伯
上
下
可
歌
可
泣
的
歷

史
敘
述
見
瑪
加
伯
上
下
引
言
(
漁
)

Z
H

蔓
監
控
佐

p
o
z
z
n
EJ
在
近
東
有
八

『
u
，
t
r
L
I
e
-
3
4
.可
4，
二
丙
糧
月
』
/
、

可

-
4

」

-

-
'
"
，

-
K
M

嗯
，
、
座
城
名
叫
色

宴
基
雅
且
多
是
色
宴
苛
一
世
尼
加
托
爾
(
公
元
前
三

一
二
l
二
八
0
年
)
所
建
立
的
因
而
名
為
「
色
宴
基

雅
」
見
教
於
聖
經
的
祇
有
屬
敘
利
亞
個
月
創
劃
刮
朝
代

京
城
安
提
約
基
雅
出
口
商
埠
的
色
宴
基
雅
拔
為
別
於

其
他
七
座
城
市
因
這
城
市
圖
用
一
港
口
故
稱
為
臨
海
的

色
囊
羞
雅
城
又
因
為
這
城
市
靠
近
皮
黎
鳥
斯
山

(
宮
"
. M2

月
2
)

放
又
稱
為
開
創
劑
的
劃
劃
研
坑

色
宴
背
了
世
於
公
元
前
三

O
五
年
稱
王
發
六
年

建
立
了
安
提
約
基
雅

a
M自
己
朝
代
的
首
都
同
時
興
建

了
色
宴
基
雅
城
為
首
都
向
外
通
商
的
港
口
比
城
離
首

都
凡
二
十
六
公
里
位
於
到
制
蚓
河
(
。
z
z
g
)
入

海
口
北
部
約
九
公
里
處
依
山
環
水
土
地
肥
法
是
一
天

然
良
港
和
軍
事
重
地
雖
然
城
防
鞏
固
但
終
於
為
埃
及

王
仆
|
伺
叫
剩
三
世
間
劇
割
蚓
(
公
元
前
二
四
六
l
二

二
一
年
)
所
攻
陷
安
提
約
古
三
世
大
帝

(
公
元
前

二
二
一
一
一
-
o
e
t
-

八
七
年
)
興
起
國
勢
日
強
乘
機
由
亞
洲

清
除
埃
及
的
勢
力
於
公
元
前
二
一
九
年
收
復
了
色
城

後
二
年
遞
敗
於
辣
非
雅
一
役
但
在
一
九
九
年
帕
尼
雍

一
役
部
獲
得
了
決
定
性
的
勝
利
至
公
元
前
一
四
六
年

州
出
酬
湘
六
世
蚓
擱
酬
吋
(
公
元
前
一
八
0
年
l

一
四
五
年
)
雖
曾
一
度
再
攻
陷

了
色
城

(
加
上
u

a

間
)
但
不
久
即
告
收
復
自
安
提
約
古
三
世
大
帝

以
後
色
城
可
說
始
終
為
色
宴
苛
朝
代
所
有
至
公
元
前

二
世
紀
羅
馬
勢
力
漸
漸
伸
入
小
亞
細
亞
於
公
元
前
六

六
年
侵
佔
了
敘
利
亞
六
四
年
處
培
立
色
城
為
自
由
自

治
城
市
容
遂
更
為
發
達
後
經
羅
馬
帝
國
歷
代
皇
帝
疏

通
河
道
加
寬
增
深
港
口
以
利
航
運
遂
成
氣
羅
馬
帝
國

在
小
亞
細
亞
最
主
要
的
高
埠
保
祿
初
次
與
巴
爾
納
伯

出
外
傳
教
師
自
色
城
乘
船
出
發
首
途
赴
塞
浦
路
斯
島

(
宗
u
‘

)
傳
教
歸
來
如
由
海
路
亦
由
色
城
返
罔
安

樹
阿
劉
雅
(
劉
M
品
)。
至
公
元
六
世
紀
創
城
雖
不
如

昔
日
之
盛
但
尚
屬
重
要
自
六
世
紀
以
後
經
過
波
斯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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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佰港和

已。口，阿1
見今 flll
安祇伯|
提| 成人
約l 為的
基 -t拉

雅。片 j發
蟹和

雄，地
i'!~ í~l 
供的
後 t告

人劫，
ið 遂
閉，不
學再

者!戊
考 t~
古一

(
漁
)

咧
色
爾
爵
(
保
祿
)

(
ω白開E
m
F
E
戶
口ω
)

人
名
是
來
浦
路
斯
島
的
總
督
當
保
消
除
阿
巴
爾
納

伯
第
一
次
出
外
傳
教
時
途
經
此
為
將
色
一
爾
爵
保
總
歸

化
信
奉
基
賢

「
他
是
個
聰
明
人

1一
並
且
希
望
「
聽
天
主
的
學

道
」
(
宗
口

7
)
雖
然
名
叫
巴
爾
耶
穌
的
術
士
拉
力

阻
止
但
總
督
仍
然
歸
化
他
的
名
字
數
次
見
於
古
羅
馬

的
文
件
上
有
人
以
為
保
祿
之
放
棄
原
名
掃
放
而
稱
寫

保
祿
是
與
此
名
叫
色
爾
爵
保
線
的
總
督
有
閥
但
無
論

如
何
自
此
事
蹟
之
後
宗
的
作
者
開
始
以
保
祿
來
稱
呼

外
方
人
的
宗
徒
均
是
事
實

(
b
F
U
I
!問
)(

梅
)

則
已
菱
持
(
皆
可
三
2
倍
川
特
立

1
4
I
h

-

-
4
.
d
F
吧

，
、
之
地
色
妥
持
一
名
只

見
於
往
T
通
行
本
多
l
z

及
古
拉
T
譯
本
恩
高
譯
本

一
根
攘
希
臘
譯
本
及
目
前
絕
夫
多
數
學
者
們
的
意
見
將

于
之
譯
成
「
提
斯
貝
」
托
比
特
白
這
座
城
被
亞
述
王
沙
耳

倒
一蚓
卅
創
辦
往
到
湖
帝
斟
至
於
剖
割
開
究
竟
位
於
何
地

戶
學
者
們
答
4日
持
各
異
有
人
以
為

它
就
是
現

兮
的
沙
婪
得

，隨,J\ 

見
提
斯
只
(
韓
)

m
E
陳
芬

F
E
E
S
)
正
天
使
中
的


f
q
1
i

世
弋
/
三
、
種
原
意
娃
「
熾

熱
」
或
「
焚
燒
」
故
普
通
稱
之
謂
「
熾
愛
的
天
使
」

在
戶
幻
6
8

巾
8

間
以
此
名
來
明
示
一
種
毒
蛇
經
其

咬
傷
後
疼
痛
如
火
熾
故
譯
作
「
火
蛇
」
依

M
目
叫m
e

謂
它
是
有
翅
的
朽
蛇
息
高
譯
木
譯
作
「
飛
龍
」
但
真

正
提
及
到
「
色
辣
芬
」
的
地
方
部
是
在
依

6
2
|
7

一
批
「
色
辣
芬
一
閥
紛
飛
翔
於
翠
般
中
上
主
的
寶
座

四
周
並
高
呼
歌
唱
「
墨
學
里
•...• 

」
其
中
一
位
「
色

辣
芬
」
以
火
炭
燒
淨
了
先
知
依
撒
怠
，
區
的
曰
“
崎

有
的
學
者
以
為
「
色
辣
芬
」
猶
如
「
革
魯
實
」

亦
是
具
有
人
面
故
此
河
的
天
使
但
妓
依
6
2
7

的
品

裁
他
們
有
面
手
胸
而
無
故
身
的
象
徵
更
不
能
斷
定
其

為
蛇
形
惟
一
的
特
點
是
完
右
各
有
六
個
翅
膀
新
約
上

沒
有
提
到
這
種
天
使
但
在
默
4
.

所
描
寫
的
「
四
個

活
物
」
的
行
動
與
依

6
2
7

「
色
辣
芬
」
的
行
動

完
全
相
向

見
天
使
搜
守
天
使
上
主
的
使
者
革
魯
賓

(
韓
)

。
叭

I
J
K
根
吐
血
「
ωO
E
E

F
J
是
當
約
上
數
個
人
的

g
A
E
點
4
函
舟
，/
F
『
E
E
」

名
{
恥
意
謂
「
天
主
的

王
子
」1

是
耶
京
的
大
司
祭
拿
步
一
品
王
佔
領
耶
京
後
將

之
遠
捕
解
往
黎
貝
拉
加
以
殺
害

(
列
下
鈞
M
|

缸

耶

m
M
M
)是
肋
末
的
後
代
阿
匣
黎
雅
的
兒
子
及
約
區
進

克
的
父
親

(
編
上
5
叫
)
厄
斯
德
拉
稱
之
為
自
己
的

父
親
(
厄
上
7
1
)

2

堂
胡
默
特
的
兒
子
聖
經
上
稽
之
為
乃
托
法
人

是
猶
大
人
的
首
領
之
一
會
聯
同
其
他
首
領
前
來
米
茲

帕
拜
見
巴
比
倫
至
全
步
高
所
委
派
的
首
長
革
達
里
雅

在
革
民
被
謀
殺
之
後
畏
罪
逃
亡
於
埃
及

(
列
下
討
回

耶
刊
8
)

3

乃
黎
雅
的
兒
子
凹
剛
到
的
兄
弟
會
陪
同
猶
大

王
漆
德
克
雅
前
往
巴
比
倫
拜
見
拿
步
高
國
王
行
前
耶

肋
米
亞
先
知
將
一
本
記
錄
巴
比
倫
行
將
滅
亡
的
預
言

托
他
帶
往
巴
比
倫
念
給
充
軍
的
百
姓
聽
然
後
將
之
投

入
幼
發
挂
的
河
中

(
耶
到
目
閏
見
耶
叫
“
凹
)

4

刻
納
次
的
第
二

個
兒
子
屬
於
猶
大
支
派
其
兄

名
制
楠
問
恥
生
子
制
剛
制
(
編
上
4
U
H
)

。

5

回
制
到
支
派
人
剛
到
間
的
兒
子
何
對
則
稚
的

父
親
(
編
上
4

自
)

6

是
隨
同
則
魯
巴
貝
耳
充
軍
歸
來
者
之
一
(
厄

上
2
2
)
厄
下
7
7

稱
之
謂
阿
匣
黎
雅

7

是
代
表
百
姓
與
上
主
重
新
立
約
在
盟
約
上
簽

名
者
之
一
(
厄
下
ω
2
)

8
隨
同
則
魯
巴
貝
耳
歸
來
居
於
耶
京
的
一
位
司

祭
長
(
厄
下

H
U
U
7
U
)
亦
名
阿
匣
黎
雅

(
編
上

9u) 

9

阿
次
黎
耳
的
兒
子
是
猶
大
王
約
雅
金
時
代
的

官
員
會
將
耶
肋
米
亞
先
知
及

其
包
含
巴
路
克
捕
之
入

獄

(
耶
泊
詞
)
汽

臨
陣」



之
札
叫
包
商
時
格(W
M
M
X名恨
、E
E

h
u
~

。
譜
是
勒
伍
的
兒
子
當

-
他
三
十
歲
時
生
了
納
息
爾
甘
甜
後
活
了
二
百
年
並
生
了

-
其
他
的
子
女
後
才
去
世
(
創
刊m
!

且
一
桶
上I
H
)
他

-

的
名
字
亦
見
於
耶
穌
的
族
譜
(
帥
的
3

自
)
按
聖
經
的

品
收
色
心
絡
應
是
亞
巴
郎
的
會
也
父

學
且
也
們
也
將
之
視
作
地
方
名
或
城
名
即
是
位
必

哈
蘭
及
加
革
米
士
之
間
的
一
座
坊
市
至
今
阿
刺
伯
人

仍
稱
之
肉
色
魯
絡
城
(
韓
)

m
z
s
~九
J
E
n
E0
)
含
有
「
海
」
之

f
q
l
'

，
E
J
J

、
意
是
位
於
埃
及
南
部

邊
坡
上
的
一
座
織
市
祇
見
鈴
則
的
M
M叫
6

二
處
皆
言

「
由
米
革
多
耳
到
色
威
乃
」
是
指
埃
及
北
端
及
南
端

的
兩
個
邊
境
織
市
學
省
們
大
都
以
姆
說
是
現
在
位
必

尼
耀
河
第
一
海
布
的
阿
算
(
〉
切
諾
呂
)
城
目
前
此
地

有
一
座
舉
世
間
名
的
大
水
瓶
(
韓
)

何
至
去
來
學

Z
G
Z
E
J

是
以
民
將

5
F
T
E

斌，

叫
ι
A
u
f
'

，
E
E
/

固
。
ω
口
P

、

4
1
:
1
.
J
J
4
!
t
1

、
被
充
軍
的

往
的
一
個
遙
遠
地
區
(
北
仰
自
)
關
必
這
個
地
區
曾

經
有
過
不
少
的
意
見
但
是
今
天
學
者
們
都
泌
為
它
悠

在
小
亞
桐
啞
地
區
或
者
更
具
體
的
說
就
是
小
到
叫
到

的
微
爾
德
織
(
見
默
1
u
3
1

6
)
今
中
們
撒
爾
特

(
緯
)

"
主
去

-
L
R斗
Z
S
E
2
E
S
J民族
中
們
也

是
U
F
T
e
L
W
叫
f
t
-
a
z
'
r
b
t
v
r
/

L
F

、

4
1

、

1

-

﹒
I
l

'

、
可
能
是
地

區
名
這
個
民
族
被
亞
述
王
撒
爾
貢
二
世
(
也
可
能
是

τ哇J_ 

J、
594-600 

被
放
乃
黑
黎
布
)
遷
移
至
撒
瑪
黎
雅
居
住
的
民
族
之

一
。
當
時
制
域
的
人
民
被
充
軍
遠
方
能
已
幾
乎
成
氣
與

空
地
帶
而
由
一
些
外
來
的
人
民
填
補
空
缺
(
列
下
口

H
M
H
ω
H

依
呵
呵
口
們
U
H
)
這
個
民
族
是
向
來
敬
禮

邪
神
且
將
自
己
的
子
女
火
燒
獻
給
邪
神
為
祭
(
列
下

口
U
)
至
于
這
個
地
區
究
在
何
處
至
今
未
能
解
決
不

少
的
學
者
以
為
總
是
在
欲
利
亞
位
鈴
哈
瑪
特
及
大
馬

士
革
之
間
的
一
個
地
區
(
韓
)

除
卡
，
、
且
這\
Z
S
D
J

艾
農
(
“
右3
"
)
郎
「
水

副
4
3
/
個

E
M
/K
F
O
D口
。
口
\
泉
的
地
方
叫
「
因
為
那
里

水
中
夕
」
故
右
給
有
時
在
那
里
施
洗
其
地
位
於
具
特
商

|
|
希
腫
名
字
叫
作
央
托
頗
里
是
「
十
城
區
」
之
一
座

城
|
|
以
南
兩
城
相
離
約
有
十
二
公
里
艾
農
臨
近
撒

林
即
現
在
的
做
勒
滋
地
(
斗
色

2

∞
耳
。
)關於
基
督

教
對
文
農
村
撒
林
的
紀
念
物
參
閱
開
廿
∞

D
D
N忌
，
N
S

見
十
城
區
撒
林
(
而
出
)

"
定
騎
亟
心
爾
吉
早
已

艾
斯
德
爾
是
學

5
4
4
.
/
W
E
-
F
S
Z
E
b
z
m
V
/

』

:
1

，

4
;
!

、
經
「
艾
斯
德
爾

傳
」
女
主
角
的
波
斯
名
字
其
合
意
大
概
是
「
星
」

(
ω
g『
)
她
的
希
伯
來
名
原
是
哈
達
微

(
2
7
)
意

為
「
挑
金
山
服
」
(
豈
可
丘
。
)
這
位
皇
后
是
猶
太
人
摩

爾
德
闊
的
立
妹
及
義
女
關
於
她
的
所
閏
月
見
「
艾
斯
德

爾
傳
」
(
徑
)

側
艾
斯
德
爾
傅
月
抖
的
話
。
『
)

級
文
本
書
自
古
以
來
部
流
傳
信
兩
種
不
同
的
經

本。蠟|並馴化
文且譯 
的在 本為
經香 肉，較
過。後多 短
比還舍 的t
外，加有 希|
希|有六 伯|
叫一 個來|
譯t 個所 笑，
文註詞;二
r7 至主已 -可 E司，

毒草，次核
兩明經是
個把」 間l
不末的 草|
同書-， IJILI 

的翻桶 1-0

b 事?;靠l

學
熱
羅
尼
莫
由
希
伯
來
文
把
本
書
翻
譯
成
叫
川

扎
以
後
把
制
蜘
文
所
有
的
附
缸
聚
在
一

ι
丘
必
有
口
比

基
督
教
的
聖
經
譯
本
是
很
接
希
伯
來
文
因
此
缺

少
那
些
「
補
錄
」
段
治
天
主
教
訓
跟
他
僑
居
在
蚓
馴

的
猶
太
人
和
東
方
及
西
方
多
數
教
父
的
傳
統
臼
占
以

來
探
用
了
制
勵
譯
扎
且
以
那
些
一
「
補
錄
」
瓜
屬
於
獸

經
部
份
(
參
見
「
次
經
」
條
)

若
問
那
一
種
經
文
是
原
來
的
至
今
無
法
解
決
返

問
題
但
現
代
多
數
經
學
家
以
希
伯
來
經
文
瓜
原
文
以

希
臘
本
多
有
的
部
份
為
翻
譯
者
所
增
肌

自
信
仰
和
教
義
方
面
來
說
兩
叫
他
純
文
雀
無
在
圳

不
過
那
些
附
錄
更
清
鍾
的
改
明
了
原
文
的
經
放

恩
高
譯
本
內
將
希
臘
文
段
落
按
次
序
肌
入
了
經

文
中
間
勾
次
以
「
訓
錄
」
兩
字
標
山
使
消
軒
在
芯

內
…
谷
友
告
是
敘
述
天
主
如
何
在
喇
喇
情
閥
糾
叫

斯
王
朝
內
黨
摩
爾
德
肉
和
文
斯
德
爾
掀
救
猶
太
民
朕

兔
於
、
滅
亡
的
厄
迷

(
甲
)
制
划
女
子
文
斯
德
勵A
K選
馮
主
后
叫

西
斯
王
的
根
行
歡
(
長
時
凶
皇
后
瓦
市
恆
不
從
王
八
叩
使
土

發
怒
將
她
一
股
染H力
還
文
斯
德
爾
為
新
后
但
不
知
她
叫
起

猶
太
人
不
久
以
後
文
斯
德
爾
的
堂
兄
兼
姜
育
監
結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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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明
爾
德
叫
發
覺
兩
位
太
監
妥
殺
h
t
H
H
H
1
縱
艾
斯
德
爾

轉
告
扑
的
工
耐
用
爾
德
問
因
而
被
主
任
命
在
他
這
如
延
內

供
職
但
因
告
密
的
F

被
列
一
位
在
朝
內

J
U乎
有
時
m
名
的

哨
位
所
峽
恨

(
i
2
及
補
錄
叫
，
)

(
乙

)

M
V口
安
何
川
口
相
設
計
毀
滅
猶
太
人
當
哈

妥
拜
命
科
舟
首
個
後
他
因
為
嫉
恨
摩
爾
德
間
便
技
法
消

滅
閣
內
所
有
的
納
太
人
他
用
柚
籤

(
巴
比
倫
品
稱
內
，

「
位
叫
做
間
」
)
的
方
法
律
定n
划
並
哎
唔
帝
下
令
川
波

斯
人
一
天
內
投
益
所
有
必
太
人

(
3
及
補
錄
乙

)
征

這
位
拾
關
頭
摩
爾
德
閃
動
文
斯
德
爾
搶
救
自
己
的
民

族
殺
猶
太
人
便
都
守
情
長
求
天
主
怯
憐

(
4
法
愉
錄

丙

)
艾
斯
德
爾
大
明
朝
扎
什
H
T
K(
捕
錄
-]
)
並
請
求

君
主
與
哈
R
m
x一
同
赴
宴
(
5
)
笛
時
哈
妥
己
的
做
好

把
際
爾
德
開
征
刑
梁
上
絞
殺
，
(
5
9
H
)
糾
代
王
划

命
令
他
宣
拘
隙

，
爾
德
闊
的
功
絡
使
他
在

n
性
面
的
當

均
山
恥
闊
無
地
自
容
(
6
)

(
丙

)

你
們
末
人
兔
綠
仙
似
的
做
敝
人
文
斯
德
爾
的

得
花
俊
猶
太
民
族
得
以
轉
危
得
女
且
使
哈
旻
走
上
刊

偽
的
刑
架
受
絞
死
之
刑

(
7
)
耐
用
爾
德
閃
反
而
總
他

伶
細
微

i
A人
不
但
"
，kn
u
t保
改
造
旦
獲
得
從
結
毀
滅

自
己
的
敝
人

(
8
及
吼
叫
錄
戊
)
薪
抽
籤
(
「
性
叫
“
附
」
)

定
為
消
滅
猶
大
民
族
的
日
子
變
為
殺
進
關

內
一
切
猶

-
太
敝
人
的
日
子
從
此
以
從
猶
太
人
被
接
文
斯
德
爾
和

士
酬
制德
閥
的
為
令
每
年
舉
行
這
「
化
凶
為
吉
化
妥
為

例
吉
普
」
的
日
乎
為
「
普
陵
節
」
即
「
拙
籤
節
日
」

F

F9J 

.~

J、

"
州
為
前
的
來
以
文
且
服
役
加
了
幾
旬
禎
份
心
的
“
內
斯

。
l
i
l

n
h
[和
際
爾
德
問
宰
相
仿
大
的

1

(
的
1
3
)

希

臘
文
內
日
加
了
兩
個
結
論
「
州
法
已
-
一
解
釋
摩
爾
德

間
以
前
所
做
的
研
(
比
例
錄
叫
小

)
一
花
山
川
」
治
明
木

占
希
臘
祿
文
的
來
叫
做

文
學
類
型
本
書
的
文
舟
，
M
m於
戲
劇
性
的
敘
事
文

這
是
放
來
月
時
所
得
的
第
一
印
直
沒
側
悄
化
附
得
市
的

變
化

-
v
u
恥
一
位
對
裕
的
缸
片
川

K
E

安
主
角
的
反
咎

評
如
瓦
市
捉
和
艾
斯
德
M
F
A
V
t
A扒
哈
妥
和
帥
坤
一
的
德

開
兩
位
不
相
波
斯
國
內

m
l
)
.
防
和
咚
敵
u
n丹
兩
力

加
凶
彼
此
的
海
恨
竊
你
們
如

a
的
陰
廿
州
等
等
你
們
太

民
族
於
生
死
關
頭
的
突
叭
轉
啥
叫
一
山
那
共
有
戲
劇

。

勾
d

年
于
白


自
『
{

刊
訂
-
h力
一
印
本
月
內
作
所
川
仇
恨
的
一
川
吭
一

H
Y
W
H
M
肘
像

不
可
能
H
K史
事
而
口
、
是
一
倒
勾
乏
必
以
F

拔
m
k紹
其

他
的
結
緒
如
厄
上
下
證
明
拉
斯
問
仿

γ
K
M刊
俏
，
反
民
族

圳
市
紅
在
以
待
何
以

H
U
h
-能
發
佈
，
而
，
社
吹
滅
凶內
的

t
l
i
l
-
-

。

.. 

Ill 

-
叫
做
們
人
人
更
難
令
人
計
J
M的
H
r
閥
卜
怎
能
你
怎
川
伯

0

, 

太
人
役
欽
本
國
七
括
五
千
人
民

(
9
M
)
除
此
以
外

泣
街
仲
、
他
似
不
條
質
的
μ
況
如
一
個
州
太
鼠
，
j

怎
能

-
4
i
l
l
-

。

做
波
斯
國
的
皇
后
摩
爾
德
側
是
屬
於
那
些
在
五
九
九

年
被
他
何
充
萃
的
猶
太
人
之
一
(
怖
錄
甲
3

節
)
那
麼

他
又
怎
能
在
薛
西
斯
為
王
的
時
候
郎
凹
八
六
至
阿
六

'

。

五
年
間
做
寧
相

不
過
自
另
一
方
面
來
看
本
荐
的
作
者
很
寫
質
的

描
述
波
斯
國
的
政
治
及
風
俗
朝
廷

內

的
荒
唐

生
活
扎
扎

僻
山
所
正
的
任
性
縱
慾
的
態
皮
川
比
見
他
關
必
訪
時
代

所
凶
的
演
到
九
廿
咕
咚
孰
…
悉
雖
然
加
州
此
但
亦
不
足
以
竣
明

艾
傳
是
一
部
具
有
時
史
性
的
身
不
過
不
吋
奇
泌
木
力

的
敘
述
娃
，
何
其
憾
史
的
被
慎
從
怕
得
注
志
的
日
正
在
瑪

加
伯
時
代
指
太
民
放
已
取
行
「
摩
爾
德
問
節
」

即

「
W
H

陵
節
」

(
加
下
的
抽
)
正
如
以
民
的
其
他
節
目
這
倒

眨
節
且
也
必
有
一
一
他
版
史
的
恨
據
木
泣
的
作
者
川

一
蛇
口
爾
」(
籤
)
\
U
一
名
叫
來
品
述
{
此
間
陵
節
」
來

u
m
並
將
這
節
日
的
古
老
傳
說
加
以
戲
劇
化
因
而
完
咬

了
本
書
如
此
可
以
推
斷
本
市
是
關
縱
著
一
個
以
史
的

核
心
以
“
山
氾
述
故
事
式
而
制
成
的

宗
教
上
的
偵
他
如
果
將
本
志
與
其
他
的
訓
酬
制

文
經
書
從
宗
教
觀
點
上
作
一
比
較
文
傳
似
于
扣
在
此

這
世
內
代
本
杏
希
伯
來
經
文
內
從

K
A挺
過
天
主
的
仇

丰
也
K
A位
及
祈
峙
拈
至
連
以
民
米
教
的
中
心
血
約
作
)

末
一
一
=
口
及
不
過
如
詳
細
查
看
宗
教
恩
怨
投
非
沒
有
只
H
t

俗
而
不
蠟
而
已
比
如
猶
太
民
族
凶
安
還
而
成
內
卅
一
個

獨
特
的
叫
氏
族
時
受
釗
天
主
的
特
別
闖
關
決
不
會
為
何

川
但
俗
強
權
所
消
滅
如
果
受
人
迫
吹
口
無
依
無
靠
待
到

生
死
關
頭
他
們
必
能
「
從
別
處
」
得
到
救
拉
等
(4

工

作
者
在
陳
述
…
這
些
恩
怨
恃
無
疑
的
暗
示了
出
蚓
剝
削

兒
子
若
瑟
的
故
事
以
及
以
民
趴
離
埃
及
的
服
災

(
4

H
b

參
閱
創

刊
5
8
)
再
如
猶
太
人
在
大
雌
雄
時
會
帕
拉

食
守
齋

(
4
3
抽
)
這
就
表
示
仙
他
們
在
無
能
寫
力

時
只
好
全
心
依
頓
天
主
的
仁
慈
虔
誠
懇
求
天
主
援
助

希
臘
經
文
內
所

加
的
「
補
錄
」
將
這
些
原
來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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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隱
沒
蕾
的
宗
敬
恩
怨
更
加
闡
明
露
了
出
來
(
尤
其
「
補

m
~
軸
線
丙
」
昕
一
品
收
摩
爾
德
悶
和
文
斯
德
爾
的
祈
禱
)
。

-

至
H
P、
木r
h
m
臼
在
情
伯
來
伽
利
文
內
從
未
提
及
天
主
的

-
名
字
大
概
是
國
內
本
書
的
目
的
是
在
講
述
「
普
陵
筒
」

一
的
來
應
迢
節
日
不
屬
於
法
律
所
定
的
宗
教
節
日
只
是

猶
太
人
的
汙
遍
汪
欽
的
閻
啦
日
在
這
國
蜓
口
上
必
把

艾
斯
德
爾
和
摩
爾
德
闊
的
史
軒
在
百
姓
前
朗
讀
一
遍

本
書
作
者
在
編
紹
這
些
古
老
傳
說
時
大
概
有
意
避
諱

天
主
的
名
字
以
兔
絮
，
忱
的
危
險
這
正
A
示
他
封
至
壁

上
主
的
尊
敬

由
道
德
方
面
來
看
文
傳
也
不
會
使
泊
者
編
意
尤

其
是
摩
爾
德
閱
及
艾
斯
德
爾
封
敝
人
的
怨
恢
復
仇
的

情
緒
和
猶
太
人
的
決
隘
的
民
族
主
持
但
請
注
喘
不
吋
以

新
約
的
精
神
來
批
汗
本
存
此
外
也
必
鎮
遠
患
作
拉
伯
府

使
這
古
傳
說
戲
劇
化
在
民
敘
述
內
必
多
川
用
了
喧
「
一
一
昌

過
其
實
L
的
識
而
並
且
亦
如
何
約
中
咚
他
作
且
也
一
樣

時
以
選
民
之
敵
為
天
主
之
敵
另
一
方
插
在
作
咎
的
時

代
以
民
好
像
忘
足
了
大
先
知
先
前
所
宣
講
的
天
主
對

普
世
人
類
所
要
施
行
的
依
救
的
計
釗

著
作
時
代
本
書
的
希
喘
噓
譯
文
是
在
仆
托
肋
米
執

政
第
四
年
(
大
概
是
仆
托
肋
米
第
八
呵
呵
王
時
即
在
公

元
前
一
三
二
年
)
送
到
埃
及
(
見
本
毒
困
山
高
譯
本
最

a
t
t
t
i
l

。
，

後
的
一
段
「
希
種
譯
者
的
注
話
」
)
那
壓
在
那
時
已

有
希
伯
來
經
文
旅
加
下

的

品
記
心
在
寫
加
伯
時
代
已

慶
祝
「
摩
爾
德
關
節
」
(
即
一
六
0
年
)
由
此
固
然

不
可
推
論
當
時
已
有
本
書
因
為
也
許
只
有
論
這
節
日

管
y
h

E -~ 
/、

來
壓
的
一
個
流
行
口
飢
但
因
為
本
書
的
作
者
對
於
制

斯
帝
國
的
壓
史
及
風
俗
都
很
熟
悉
可
以
推
定
著
作
的

時
代
大
概
是
在
波
斯
帝
國
滅
亡
後
不
久
即
在
公
元
前

第
二
世
紀
內

正
經
性
問
題
在
此
不
促
所
謂
的
「
次
經
」
部
份

(
參
閱
「
次
經
」
條
)
只
注
意
希
伯
來
總
文
住
在
巴

力
斯
坦
的
猶
太
人
戚
到
公
元
後
第
一
世
紀
的
本
淺
的

默
感
性
還
有
懷
疑
懷
疑
的
原
因
是
因
府
希
伯
來
經
文

內
缺
少
宗
教
精
神
的
明
顯
h
A
示
並
且
如
以
上
所
說

「
恃
峻
節
」
成
了
一
個
狂
歡
熱
鬧
的
節
日
創
第
二
世

紀
他
們
才
，
很A
K
恤
志
的
正
經
性
不
過
僑
居
在
埃
晨
的

猶
太
人
早
已
把
艾
斯
德
爾
的
希
臘
譯
本
通
所
繪
的
補

錄

-
M
列
入
加
付
給
曰
錄
內

此
「
他H
陵
節
」
正
種
m
k叫
扭
扭M自
(
但
)

H
H
E
B
E
J

按
許
約
記
述
「
血
」
為
以
色

d
m
d
H
/皆
口
問
己
之
|

I

J

、
列
人
合
有
一
叫
他
神
聖
的
意
義

因
以
色
列
人
從
很
占
以
「
血
」
肉
生
命
的
原
來
成
河

所
帥
一
切
生
物
的
生
命
寓
於
血
內
(
肋口
H
H

創
9

4

申

U
D
)
恨
按
這
一
回
心
您
不
拘
人
或
禽
獸
在
被
殺

後
恥
而
山
了
生
命
也
就
完
了
人
或
勁
物
就
算
死
了
因

而
為
以
民
航
就
等
於
生
命
(
市
白
白
)
一
切
生
命
既

來
白
天
主
的
而
生
命
祇
圓
明
於
天
主
惟
獨
天
主
有
權
處

班
生
命
也
郎
低
有
天
主
操
有
生
殺
予
奪
的
大
總
是
以

從
很
古
天
主
師
級
榮
流
他
人
之
肉
或
殺
害
無
辜
聖
經

上
也
多
次
稱
為
「
流
無
辜
者
的
血
」
(
依
m
m
7申
幻

8
)
因
為
這
是
侵
犯
天
主
的
權
利
因
而
罪
大
惡
極
深

為
天
主
所
痛
絕
無
辜
者
的
血
要
白
地
上
向
天
主
喊
呃
，

(
削4
叫
)
，
流
人
血
的
人
稱
為
「
血
人
」
敗
類

戶
綁

下
的
7
)
或
邪
惡
的
人
不
淺
的
人
(
依
抄

7

冰
拐
到

m
m
3
)必
遭
天
主
的
嚴
閃
而
(
亦5
7

必
9
H
U
H
m
w
3
)

途
味
因
殺
人
過
多
天
主
克
凡
此
不
允
他
閃
臼
已
建
造

車
版
(
編
上
n
s
m
m
3列
上
2
5
8
)
俏
，
油
天L仁
向
崎

懲
泊
流
人
郎
的
罪
郎
郎
偵
血
還

(
創
9
6

)
成
以
八
叩

償
命
(
山
幻
臼
)
因
而
有
「
某
人
的
血
歸
一
化
某
人
頭

上
或
身
上
」
的
說
法
(
則
必
‘
瑪
幻
自
宗
5

目
)
基

於
同
一
的
成
由
天
主
不
祇
嚴
榮
人
吃
山
而
且
連
圳
市
街

血
的
肉
也
不
准
吃

(
創
9

4

肋
3

口
7

血

口
M
H
)

一
一
這
一
誠
命
也
到
宗
叫
他
時
代
新
約
成
立
後
仍
有
它
的
路

響
力
(
見
宗
的
目
)
又
基
必
同
一
的
則
由
一
切
惜
之
叩

都
繫
於
血
我
們
可
以
明
瞭
何
以
在
佑
叫
約
的
祭
紀
巾
除

素
祭
外
通
常
所
獻
的
祭
品
非
牛
郎
平
呵
且
要
把
牛
或

竿
的
血
混
在
繁
地
的
凹
周

(
肋
l

s
3
2

)
尤
其
內

贖
罪
祭
更
有
許
多
的
特
別
規
定
如
先
將
手
法
在
趴
內

向
帳
帳
混
血
七
次
又
把
血
抹
在
祭
闊
的
四
角
土
等

(
肋
4

6
7
)
其
用
意
是
人
國
犯
罪
獲
罪
天
主
人
本

該
死
但
天
主
仁
慈
特
准
以
宰
殺
牛
羊
以
作
「
下
的
伽
來

代
人
血
獻
於
天
主
為
挺
得
譯
過
的
赦
兒
(
兒
肋

口
u

參
閱
9

自

)
此
外
為
祝
聖
司
祭
為
患
過
廠
病
話
行
收

潔
雄
也
都
用
血
即
將
血
抹
在
司
祭
及
患
過
相
府
認
身

上
(
見
肋
8
M
M
H
)

其
川
意
也
無
非
是
為
-
忠
污
行

贖
罪
禮

(
見
肋
M
H

卸

)
叉
天
主
為
救
以
民
山
山
埃

別
會
用
羔
羊
的
也
救
叫
民
的
長
子
得
兔
於
死
(
川

也



7
U
)
之
後
在
西
乃
山
天
主
使
悔
瑟
以

一一
混
血
(
牛
憤

之
血
)
之
禮
與
以
民
訂
立

7
商
乃
盟
約
(
卅

m
a
參

閱
依
甘
心
自
匣9
u
)
上
述
兩
處
提
及
的
血
部
和
新
約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因
前
者
亦
即
逾
越
筍
羔
羊
之
飢
乃
耶

穌
以
自
己
的
實
血
救
贖
世
人
的
預
像
後
者
西
乃
盟
約

乃
新
約
之
前
奏
(
見
盟
約
條
)
梅
瑟
在
西
乃
山
上
向

百
姓
灑
血
後
說
「
看
這
是
盟
約
的
血

•••••. 

」
而
耶
穌

在
晚
餐
廳
向
宗
徒
們
說
「
這
杯
是
用
我
為
你
們
流
也
山

的
血
而
立
的
新
約
」
(
路
扭
扭
)
這
樣
新
約
和
舊
約

先
後
互
相
呼
應
兩
約
雖
都
是
以
血
而
成
立
但
有
所
不

同
前
者
是
以
牛
帽
憫
之
血
後
者
是
耶
穌
自
己
的
印
因
而

希
一
番
一
再
強
調
新
約
比
舊
約
尊
貴
萬
倍
(
見
希
8

.
-
m
9
u
l
H
M
|

盯
)
因
而
里
伯
多
祿
說
「
你

們
不
是
用
能
朽
壞
的
金
銀
等
物
由
你
們
祖
傳
的
虛
妄

生
活
中
被
讀
出
來
的
而
是
用
費
血
即
無
站
無
瑕
的
羔

羊
基
督
的
實
血
」
(
伯
前
l

u
)
聖
保
祿
在
羅
3

自

說
「
天
主
使
耶
穌
以
自
己
的
血
為
信
仰
他
的
人
作
贖

罪
祭
」
在
5
.

則
說
「
我
們
既
因
他
的
血
而
成
義
更

要
藉
看
他
脫
兔
天
主
的
義
怒
」
在
弗

1
7

說
「
我
們

在
他
的
愛
子
內
藉
他
愛
子
的
血
獲
得
了
救
贖
罪
過
的

赦
免
」
聖
若
望
宗
徒
也
說
「
.... 

他
學
子
的
血
會
洗

淨
我
們
的
各
種
罪
過
」
(
若
一
1
7
)
在
默
5
.

說

三
「•••••• 

因
氣
你
會
彼
宰
殺
會
用
你
的
血
從
各
支
派
各

一
異
語
各
民
族
各
邦
國
中
把
人
戚
來
歸
於
天
主
」

(
4
e

l
l
-
F

P
'
"

。

州
一
關
默7
H
)
自
以
上
所
別
各
街
經
文
可
知
新
舊
約
之

fA異
同
以
及
耶
穌
的
實
血
與
金
人
顯
得
款
的
重
大
關
係

602一-604;II J_ 
/\ 

了。

此
外
學
經
內
還
有
數
種
論
皮
血
的
說
法

1

「
爬
肉
」
二
字
連
在
一
起
的
川
法
新
約
內

「
爬
和
肉
」
二
字
將
指
軟
弱
無
能
之
人
性
如
瑪
的
口

「..•..

• 
不
是
肉
和
血
啟
示
了
你
」
是
說
伯
多
祿
得
知
耶

穌
是
默
西
亞
天
主
之
子
不
是
憑
人
的
建
智
祇
憑
人
的

理
智
是
不
可
能
的
以
有
憑
無
限
全
能
全
知
天
主
的
啟

示
叫
到
喇
才
能
明
也
(
參
閱
制
前
的
間
則

6

目
制2

M

斟
1
H

原
文
也
作
血
和

肉
)
到I
H

則
將
此
二
字

分
開
來
用
「
他
們
不
是
由
血
(
氣
)
也
不
是
由
肉

欲U
i
-
-
-
而
是
白
天
主
生
的
」
是
誰
人
國
信
仰
生
於
天

主
不
是
由
普
通
的
人
道
而
生
至
於
M
節
「
g
t
-
一
月
成
了

血
肉
」
郎
莘
學
一
一
百
成
了
一
個
實
實
在
在
有
你
有
肉
的

人
在
背
約
哀
除
了
晚
期
的
作
品
如
德
M
U
口
自
將
血

和
肉
字
連
在
一
起
用
其
意
義
雄
也
是
指
軟
弱
無
能
的

人
性
但
特
別
強
調
人
生
的
短
暫
在
其
他
倍
約
的
作
品

內
通
常
祇
以
「
肉
」
字
來
指
人
如
創
6

凹
9

日
「
凡

有
血
肉
的
人
」
申
5

品
詠
%
5
的
3

依
的
5
6

則
幻

4

以
上
所
引
各
節
希
伯
來
文
祇
有
「
肉
」
山
子

2

另
一
提
及
「
血
」
字
的
說
法
是
就
爬
的
顏
色

而
言
仰
，
默6

臼
「
月
亮
變
得
像
血
」
(
參
閱
后

3
8

4
)
至
於
默
8
7

以
改
山
7

口
|
n

u
e
大
約
也
祇

是
說
海
水
及
尼
羅
河
之
水
變
為
紅
色
如
血
一
般

3

最
後
在
聖
經
詩
體
作
口
間
里
論
及「
血
」
字
的

設
法
如
「
刀
劍
痛
飲
他
們
的
血
」
(
耶
俑
叩
)
「
我

要
使
壓
迫
你
的
人
喝
自
己
的
血
如
喝
新
酒
」
(
依
的
村

辜泠1， 美學的 11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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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

z
t
t
l

白
z
a
k
p
n
Z
J

m
w
d且
口
μ

/
〉
間
。『
∞
Z
m
EM
E
已

p
n
u
h
L
R
D
B
S
。
問
慰
。
。ι
J

H
m
d
H扣
們v
f
r
-
B
E
E
F
D
m旦
旦
m
k

些
了
司
E
B
m
D
O
H
m
J
古
代
的
以
色
列

民
族
除

在
4
t
F動
召
/
叮
叮
口
、

/

4
F
a
r
-

'

、
了
宗
教
之
外
在
改
治
經

濟
文
化
軍
事
等
一
切
方
面
都
遠
不
知
其
近
憐
的
懷
灰

頭
述
交
巴
比
倫
在
天
文
學
的
知
識
方
面
甚
至
不
如
容

納
罕
人
首
約
對
於
行
星
的
記
故
也
祇
是
很
膚
淺
及
通

俗
的
說
法
毫
無
深
入
的
研
究
古
代
的
埃
及
和
巴
比
倫

人
早
已
清
肺
活
地
分
辨
卅
五
個
重
要
的
行
是
日
益
星
木
星

水
星
火
星
土
星
不
祇
如
此
以
民
且
判
那
唾
研
究
一
大
文

通
惋
天
斑
星
腔
的
巴
比
倫
人
加
以
不
圳
的
由
于
視
(
依

約
時
耶
m
z
)
忽
為
這
一
切
都
是
虛
妄
的
拉
國
此
也

就
不
必
奇
怪
在
聖
經
上
很
少
提
及
行
星
或
天
文
的
知

識
在
聖
經
上
祇
有
亞
5

自
所
說
的
克
汪
星
可
能
是
指

土
星
而
言
之
外
其
他
沒
有
一
種
行
星
是
被
消
楚
道
役

的
有
人
以
為
依

H閃
閃
昕
說
的
「
晨
星
」
可
能
是
為
主

。

見
哈
刻
達
瑪

。

兒
叫
做



~
是
而
言
這
于

n
s
~

笛
的
記
"
咱
是
針
對
黃
道
十
二
宮

制
~而
是E
E
h
故
此
而
叫
譯
本
隨
從
-
些
學
峙
們
的
意
見
譯
成

-
「
以
及
向
巴
耳
太
陽
月
亮
和
黃
道
帶
並
天
上
講
象
焚

-
毒
的
人
..... 

」
至
于
依
的
u

所
而
峨
的
加
得
神
及
默

一
尼
州
有
很
少
數
的
人
以
為
就
是
木
里
失
火
足
的
明
只

並
且
這
種
意
見
已
甚
近
於
膀
說
故
很
難
隨
從
在
新
約

中
伯
後
1
"

默
2

目

n
H
所
說
的
「
晨
星
」
則
是
指

主
管
而
一
了
一
口
(
絲
)

的
←
咚
"
民
「
O
R
B
O
D
Z
J

衣
服
一
詞
在
聖
經
襄
首

6

寸
A
V
N
n
/〈
g
g
ω
\

主
人
之
圳
叫3
h
E
叫
3
7

E
K
J，
有M
A
t
b
q

4

.

l

i
n
n
扒
♂
字
樣，
.

位
的
1心
心
衣
服
原
來
的
川
志
是
為
了
遮
掩
因
非
過
而

闊
地
察
到
的
羞
恥
為
此
赤
身
裸
體
在
聖
經
上
一
川
M
d
罵

是
一
件
羞
恥
的
事
(
創9
n
n

撒
下
6

叩
的
4
5
)因

此
對
待
戰
俘
多
採
用
這
種
羞
辱

(
依
m
f
吠
1
6
.

4

剖
)
除
非
為
了
逃
命
顧
不
得
一
一
這
種
t
h恥
(
亞
2

時

谷
M
U
)
此
外
聖
經
上
多
次
以
沒
有
長
衣
或
衣
衫
檻

格
也
看
作
赤
身
裸
體
(
撒
上
叫M
H
依
m
z
右
到
7

瑪

耐
心
甜
盯
多1
M
4

臼
)
衣
服
既
是
悶
了
逃
荒
上
占
時

人
類
是
否
有
男
女
服
裝
之
別
不
得
而
知
不
過
在
人
類

有
了
文
化
以
後
衣
服
便
有
男
女
之
別
是
以
市

n
s
禁

止
另
穿
女
社
社
女
油
井
男
+
以
古
以
民
的
服
裝
究
竟
如
何
從

中
東
古
巴
比
倫
亞
述
埃
及
及
今
日
貝
杜
因

(
即
文
化

低
落
的
遊
牧
民
族
)
的
服
裝
看
來
大
致
可
容
知
一
二

帥
不
外
裙
子
內
衣
長
袍
外
套
(
或
稱
外
套
大
衣
)

腰
帶
頭
巾

(
為
女
人
有
較
長
可
以
遮
面
的
面
紗
或
首

帕
)
及
只
有
底
而
無
幫
的
鞋
(
不
過
至
今
仍
有
不
少

JE 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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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
足
的
只
牡
因
人
)
關
於
裙
子
此
處
不
是
指
如
今
日

女
人
所
穿
的
裙
子
而
是
指
男
人
腰
問
圈
的
一
塊
布
聖

經
上
雖
無
明
文
提
皮
但
由
出
帕
甜
甜
的
活
「
你
不
可
沿

著
台
階
登
誠
的
奈
地
兔
得
忍
友
你
的
樣
體
」
可
以
他

您
是
揣
一
迢
煩
悶
悶
內
衣
是
-
M
有
仙
必
無
州
長
夜
小

腿
的
M
川
弟
的
衣
服
通
常
是
以
羊
毛
或
就
所
作
而
提

貼
身
體
而
且
心
何
時
是
彩
色
的
(
例
幻3

臼
臼
)
達
味

時
代
米
山
隊
的
公
主
也
那
穿
逗
他
長
衫

(撒
F
U
M
)

由
於
這
內
在
長
攻
小
腿
故
L
作
或
行
的
時
要
提
高
或

撩
起
(
山
u
u
列
下
4

間
)
所
謂
大
衣
(
或
外
套
外

皓
)
是
一
種
近
于
長
方
形
的
毛
收
u
m可
以
被
在
肩
上

行
的
的
或L
作
時
可
以
脫
F

背
在
一
盯
上
(
谷ω
間

瑪
圳的

抽
)
這
大
衣
尤
其
為
窮
人
也
寫
作
陸
眼
峙
的
鋪
菱
故

不
准
以
大
在
作
鼠
抑
或
已
作
低
仰
憋
在
日
甘
為
前
交
還

給
偵
戶

(
川
n
扭
扭
巾
圳
的
時)
4平
於
較
後
為
古
王
及

富
人
的
大
衣
所
闊
的
料
子
話
然
不
是
組
毛
口
叩
而
是
極

講
究
的
紫
紅
色
布
成
訓
就
布
(
撒
上
2

凹
的
‘
厄
上

9
3
約
1

叩
)
尤
其
大
司
祭
的
外
←
狄
更
為
講
究
(
見

大
司
祭
條

)

關
於
女
人
服
裝
雖
可
說
與
上
述
m
A人
的
服
裝
大

同
小
組
、
也
准
竟
是
有
區
別
的
否
則
巾
n
s
的
經
文
就

毫
無
意
義
男
女
服
裝
的
區
別
大
低
不
外
女
人
所
用
的

衣
料
也
汗
較
為
綱
軟
及
情
有
多
種
預
色
的
花
布
而
且

也
許
較
兒
人
的
稍
長
(
見
依
約

2
)
頭
，
巾
也
較
長
可

用
來
遮
面
至
於
依
3
u
u

所
措
女
人
的
服
飾
決
非

普
通

一
般
婦
女
部
是
如
此
不
過
由
此
可
見
當
時
婦
女

的
服
的
已
非
常
講
究
為
此
新
約
時
叭
雙
保
諒
渺
仗
，
仰

文
不
要
過
分
在
服
裝
上
講
究
或
以
粉
紅
貴
的
帥
品
作
袋

'
、
‘
'
。

飾
而
要
以
善
行
來
裝
飾
自
己
(
第
前

2

，
刊
)

此
外
聖
經
上
多
次
提
叫
人
在
視
人
必
反
小
去
仰
心
內

在
，
于
必
叫
不
分
用
叫
什
情
你
接
W
Y追
蹤
以
川
人
人
。
你
排
時
接

。
，

穿
汗
衣
關
於
一
一
這
兩
種
衣
服
本
外
是
以
悅
就
成
個
不
E

或
成
市
所
作
成
的
袋
式
衣
服
或
只
一
總
粗
布
闊
的
腰

間
內
無
襯
衣
直
持
穿
在
身
上
以
一
不
悲-
J
R叫
人
你
罪
之
志

(
見
創
幻
叫
做
下
3

叫
叫
什
上
別
盯
列
下6

叩
納
3
6

2

，
、
。

'
，
'

，
、
'
、
'
，
‘‘，

依
叫“
H
)
再
清
由
學
他
時
代
直
釗
新
約
時
代
娶
經

上

呵
呵
炎
示
悲
痛
悄
悠
恐
叫
你
絕4
針
可
惜
叫
將
衣
服
撕
裂

(
創
幻
M
M
做
F
1
2
3
n

約
1

的
列
F
5
7
u
u

瑪
必
自
宗
M
U
列
上
幻
盯
列
F

n
u
u
艾
4
1
)
不

。

過
所
撕
裂
的
衣
服
多
數
是
外
次
成
大
衣
討
於
司
祭
則

有
一
限
制
的
他
們
不
得
將
刺
刀
服
撕
裂
區
第
衣
是
祝
聖

'
，
、
、
。

過
的
學
衣
(
肋

創
刊
)

'

。

最
後
叫
到
於
寡
婦
似
乎
助
有
一
種
海
M
服
裝
丘
十
於

這
寡
婦
投
究
有
高
腹
形
式
雖
不
得
而
知
不
過
巾
想
經

所
級
法
時
的
人
如
見
到
一
個
穿
寡
耐
性
衷
的
一
望
而
知

3

、
‘
，
〈
《
'
。

某
丈
人
是
什
掉
締
了(
創
刊
泊H
H

友
8
s

m
3
)(

'
、
刊
)

“
曰
“
→
h
J
「
ω
5
巳
)西
乃
因
而
西
巧
半
島
中
卅
一

a
.
p
.
-
-
J
d

、

座
高
山
拉
丁
通
行
木
K
5

月
一
冰
的M
德
彷
7

宗
7

訕
訕
迦
4

扭
扭
亦
譯
作
伯
納

。
|
|
'
(
|
(

2
5
"
)以
民
出
離
埃
及
後
沿
途
經
過
紅
海
瑪
的
卅
厄
林

動
非
T
至
第
三
月
初
一
日
來
到
了
西
乃
曠
野
的
胡
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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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一一一 山
在
山
錢
?
h
f原
上
紮
了
叫
的
口
離
山
很
近
兩
山
下
可
以
望

U
M山
頂
(
山
"
)
以
伏
在
組
乃
山
路
住
了
一
段
相
作
閻

長
的
時
則
在
一
沾
久
長
的
時
期
內
梅
瑟
常
上
山
與
天
主

交
流
天
主
怨
他
給
以
氏
，
浪
布
了
卡
誠
和
法
律
與
以
民

私
立
了
也
句
制
定
了
相
划
從
此
的
卡
三
文
派
組
成
的

以
鼠
就
成
了
天
主
的
民
反
天
主
成
了
他
們
的
天
主

(
山
的
3
9

山
附6
4

悶

7
6
U
)

以
民
的
經

史
就
成
了
天
主
民
族
的
M
m史

地圖

南有 F 占所紀，τ
山三伊 拉，以但 Z
脈公海起哇哇囚 - 九三
上， I f!. ::r- o }j~ 以 111 )f於
海長這公 N( 緒已此
拔的兩元受。沒丘。山
為山座凹一有此究
二脈山 I哇，Jì;經混在
二上 j只紀是文最何
四的是j3JG '::"' 所占，處?
四兩一五丘吉己，起歷
公個由u!: !!.可於來
尺;山西紀。云供公有
~ ~ : ;H: - E 煞元三
ω 了向沒 E 。營三種
BE 東是此的世主
一 南 "兌曠紀張:宣 言{申 F 亦野或-
EE H壘，三相平凹說
乎在約草當原， 世是

綱"'"

i 
.t" 空

句t". ，紹，

告費

，何k

在
北
山
脈
上
海
拔
為
二
一
一
四
公
尺
兩
山
地
呼
都
很

介
于
聖
經
的
記
被
但
近
來
很
茜
衫
，
半
主
張

】o
g


宮
E

但
是
西
乃
山
因
為
一
一
這
山
的
地
勢似于
比
較
更
符

合
理
經
的
記
載

周
乃
革
山
中
最
高
的
山
還
是

HO
F
n-
mU凶
手
E
E

海
拔
為
二
二
六
0
公
尺
在
山
東
坡
海
拔
一
亢
〉
四
公

尺
的
山
谷
中
有
建
於
公
-
兀
六
世
紀
的
壞
女
山
大
利
約

束
正
敬
的
除
修
士
會
院
合
院
內
多
古
跡
質
乃
商
乃
山

山
上
僅
存
的
名
勝
摯
地
會
院
內
投ι
竹
M
古
館
其
中
城

有
希
臘
文
阿
刺
伯
文
敘
利
亞
文
和
厄
提
約
不
雅
文
的

古
抄
卷
現
在
所
謂
的
西
乃
抄
卷
即
是
公
元
一
八
四
內

至
一
八
五
九
年
問
德
人
4

，

z
n
y
g
E

且

在
此
合
院
內

偶
然
發
現
的
古
抄
卷
抄
寫
的
時
期
大
概
是
公
元
四
川
刊

紀
以
後
陸
續
再
有
些
新
發
現

此
外
本
世
紀
初
在
西
乃
半
島
西
南

F
Z
Z
m

-
S

M們
}臣
們
X
D

地
方
靠
近
昔
日
埃
及
採
籃
玉
和
其
鋼
的
激

穴
勞
與
刻
有
象
形
文
字
的
刻
文
同
時
發
現
了
一
些
-
m

短
刻
創
不
淆
的
象
形
文
字
這
些
簡
短
刻
文
的
文
字
音

來
不
像
埃
及
的
象
形
文
字
經
一
峰
學
者
的
揣
度
，
相
辨

認
總
知
是
後
日
閃
族
文
字
希
臘
文
字
以
及
挂
了
文
字

所
白
山
的
後
期
客
納
竿
文
字
所
租
的
最
初
象
形
文
字

起
初
學
者
以
為
其
時
代
是
在
公
元
前
十
八
九
世
紀
闊

但
後
來
由
總
續
發
掘
所
得
加
以
研
究
發
知
是
公
元
前

十
五
世
紀
的
遺
物
最
近
幾
十
年
來
在
巴
力
斯
坦
各
地

從
事
發
掘
古
城
掘
得
了
?
比

一一
公
元
前
十
八
世
紀
至
十

五
世
紀
以
及
公
元
前
十
三
世
紀
至
十
二
世
紀
崗
的
勾



、
軍
卓
有
此
也
有
刻
艾
的
字
也
有
些
明
隔
唱
起
介
於
、
西
乃
刻
文
字

叫
~
飽
和
自
後
到喇
喇
個
時準
字

體
間
的
中
間
字
且
這
些
因


-
乃
半
島
埃
及
探
續
用
的
閃
族
綴
奴
給
我
們
留
下

的
刻

一
文
其
價
值
不
是
在
於
刻
艾
的
內
容
而
是
在
於
刻
文
使

團

我
們
得
知
閃
族
文
字
字
體
的
演
變
自
粗
造
的
象
形
字

體
逐
漸
演
變
而
有
了
今
日
全
世
界
習
用
的
拉
丁
文
字

母
閃
族
對
於
人
類
的
文
化
帶
只
有
它
不
可
磨
滅
的
貢獻

見
屬
勒
布
字
母

，往

(漁
)

η

民
M
司
作
此
\
【UEn
E
E
Z
『

J
學
經
上
祇
有

兩
次
提

j
l
J

'
p
n
5
5
L

及
這
一
名
吼
叫
民
吃

厭
「
瑪
納
」
而
希
望
能
得
到
商
瓜
吃

(
戶
口
5

)
西

瓜
是
瓜
類
中
最
甜
美

可
口
的
一
種
很
古
以
來
師

生
於

非
洲
及
埃
及
不
過
我

們
要
知
道
聖
經
上
的
許
多
動
值

物
名
洞
紙
是
按
民
間
的
普
通
說
法
而
言
故
此
很
難
以

現
在
的
科
學
加
以
分
析
也
正
因
如
此
在
困
山
高
譯
本上

依
1
8

因
種
種
原
因
譯
作
胡
瓜

見
聖
經
中
的
植
物

~ 

/、
607-608 

學;會能約~ 608 
經H已~ 1m及 耳目
的 PI\ 1 . 單新i 缸里，
讀學耶| 地 約i 主早已
傷殿，京介中 {閉
( 美的紹以 正主

德i 化一如此 .\!其
50 耶|位下:為 ζ已
1 哀 ，大名 ..Ifo.
!為司者. ,....-..., 
23 人祭， 竟 已
)。民是達 2
作放| 十 g 
了 尼| 三 ............. 
許雅| 人主人
多第 之傾名，
貢二 多，聽意
獻 ，的我」。謂 (

受兒 們往「韓
到子，j正倍! 上)

2
創
記
寫
塔
拉
雅
的
五
個
兒
子
之
一

，

別
副
譯
本

作
息
孟
亦

名
塔
息
(
加
上

2
3
)

是
位
有
智
慧
超
見

的
人

(
加
上
2

屆
)
會
在
其
兄
猶
大
瑪
加
伯
的
指
揮

下
帶
兵
也
征
聖
地
的
北
方
地
區

(加
上
5

口

叩
|
詞

)

在
約
納
堂
時
代
統
治
自
炭
洛
至
埃
及
邊
界
的
地
區

(
加
上
刊
間
也
祖
訓
)
。
制
圳
劃
被
捕
也
繼
兄
位
在
蚓

京
主
持
政
但
掌
握
軍
總
修
築
耶
京
防
御
研L
事
擊
敗
前

來
圍
攻
的
特
黎
些
大
將

(
加
口
1
U
)

其
兄
約
納

堂
被
殺

(加
上
U
U
1

H
)刊
心
克
運
川
其
政
治
手
腕
獲

得
色
宴
苛
王
德
默
特
琉

﹒
二
仙
的
支
持
平
白
血
戰
爭
成
為

獨
立
的
王
闢
並
在
百
姓
的
擁
護
下
一
身
會
數
職
大
司

祭
大
元
帥
及
人
民
領
她

(加
上
口
泊
l

u
)乘
機
將
駐

紮
從
本
國
的
外
來
勢
力
消
滅
攻
佔
到
叫
制
及
蚓
京
堡

壘

(
加
上
U
H
|

岫
)
任
命
自
己
的

兒
子
刮
到
制
制

卡
諾
為
軍
裝
將
領
駐
守
革
則
爾

(
加
上
口
的
|
阻

)

息
孟
更
利
肘
這
段

和
平
的
時
期
鞏
固
本
土
提
倡
農
業

質
施
良
政
並
與
外
族
修
好

(
加
上
M
I
的
)

其
後

有
制
制
凹
大
將
來
犯
刻
被
叫
甜
的
兩個
兒
子
刮
到
及

猶
大
率
兵
欣
欣

(
加
上
臼
I
l

M
W
U
)自
此
區
至
他

出
恥
地
被
役
之
時
再
無
收
爭
發
生
(
加
上
的
U
M
)

3

μ
-
4
本
雅
明
文
派
λ
捏
一
般
們Hm
u
H向
阿
頗
羅

尼
透
露
取
一
-
般
的
叫
叫
它
川

(
加
下
3
4
u
4
1

|

6
)
他

的
兄
弟
默
川
勞
的
H
任
大
司
的
叫
小
職
(
加
下
4

詞

)

4

宗
徒
之
長
西
淪
兒
「
伯
多
祿
」
條

5

卡
二
位
米
徒
之
一
號
稱
「
熱
誠
者
」
(
路
6

臼
瑪
叩
4

谷
3

刊
宗
1

日
)

6

耶
穌
的

J
位
弟
兄
這
是
道
太
人
的

J
發
拉
法

按
郎
親
屬
之
意
(

弱
U
H

谷
6
3
)

有
人
以
為
說
是

號
咱
們
「
熱
誠
者

」
的
副
科

7
出
資
耶
穌
的
猶
達
斯
的
父
親
(
右

6
n

仔
2

8

是
一
位
尊
敬
耶
穌
的
法
利
毛
人
會
講
耶
穌
來

家
中
吃
飯
席
閉
目

睹
耶
穌
縷
受
一

個
罪
峙
的
傅
袖
而

不
悅
耶
穌
以
比
喻
教
訓

了
他

(
路
7

M
I
M

)

9

一
位
續
病
人
家
住
伯
達
尼
村
耶
穌
在
他
家
中

坐
席
時
一
位
女
人
以
貴
重
的
香
料
傅
抹
耶
穌

(
瑪
必

6

|

臼

谷
M
s
f

U
)

的

一
位
出
生
於
基
勒
乃
的
猶
太
人
會
幫
助
耶
穌

在
泣
的
附
上
背
員
十
字
M
K(
帥
的幻
品
為
幻
臼
谷
的
訂

)

口
約
培
城
的
一
位
皮
匠
在
他
的
家
中
保
綠
居
住

了

一
些
一
日
子
大
概
是
一
位
教U
A
(叭叭9
刊

的
6

口

口

)

也
西
游
街
士
撤
瑪
黎
雅
人
赴
一
位
V
P
川
崎
出
名
的

術
士
受
斐
現
伯
傳
道
的
彩
帶
耐
受
洗
入
教
會

M
V
M以

金
錢
購
買
宗
徒
們
給
人
能
手
而
賜
與
學
帥
的
投
能
划

受
到
伯
多
綠
嚴
厲
的
支
斥

(
心
不8
9
1

剖

)

日
是
安
提
約
基
雅
教
會
的
一
位
先
知
及
教
師
號

稱
尼
革
爾
以
別
於
其
他
名
叫
西
渝
的
人
他
M
其
他
的

先
知
和
教
師
們
給
掃
線
和
巴
爾
納
伯
龍
手
然
後
打
發

他
們
走
了
是
為
保
祿
的
第
一
次
出
外
傳
教
(宗
口
1
)

見
伯
多
祿

(
特

)



609-611 

仰
西
漏
和
猶
達
大
事
錄

「
〉
n
g

。
同
于
言
。
D
g
ι
H
E
e
m
J

f
〉
2
5
2

目
。
E
ω

。
再
回
且
已
凶
。
」

本
苦
的
原
文
似
是
希
臘
文
答
於
三
世
紀
末
四
世

紀
初
原
文
早
已
遺
失
今
只
保
存
於
五
或
六
世
紀
譯
成

的
僑
亞
北
狄
雅
往
丁
譯
本
作
者
很
詳
細
品
識
波
斯
和

印
度
的
地
風
風
且
與
當
時
的
歷
史
的
環
也
作
者
對
闡

尼
教
的
教
理
亦
頗
熱
識
(
雷
)

。
區
司
惱
人
工
並
「
n
a
il
;
J

人
名
及
支
扳
名
意

，
且
圓
明
2
.

砂
土V
ι
L
E
-
-
-
2
d
m

J
2
3

-

6

日
U
V
E
-
-
R
E
E
r

i

-
-
'

、

-
I
l
l

-
F
-

二
，
、
謂
「
上
主
傾
聽
」

1

人
名
及
支
派
名
蚓
制
制
由
叫
叫
所
生
的
第
二

個
兒
子
(
削
m
H
v
n
n
)
也
是
叫
民
第
二
個
文
派
的

鼻
祖
稱
寫
西
默
盆
文
派
但
是
他
本
人
在
聖
經
上
的
地

位
並
不
顯
著
只
是
在
制
割
的
史
事
上
提
到
了
他
(
甜

的M
H
M
刊
詞
)
可
能
祇
是
由
於
他
在
馴
蚓
淵
之
從
身

為
右
瑟
最
大
的
兄
長
之
故
(
創
刊
盯
)
他
惟
一
比
較

突
出
的
作
為
是
借
同
肋
未
為
自
己
的
妹
妹
伙
納
報
仇

而
殘
忍
可
恥
的
屠
殺
了
一
批
舍
恨
居
民
(
創
到
自
|

缸
)
因
而
受
到
父
親
的
責
斥
(
側
的
5
|
7
)
並
預

言
他
的
文
派
將
不
興
旺
散
居
在
其
他
支
振
中
受
他
人

的
同
化
在
出
離
埃
及
時
這
個
艾
派
雖
然
計
有
五
萬
九

一
千
三
百
壯
T
(
戶
1

自
)
但
是
在
後
期
的
再
次
登
記

士
時
卻
減
少
至
二
萬
二
千
二
百
人
(
戶
必
‘
)
佔
領
E

m
--地
之
興
這
個
女
派
肉
來
末
發
生
過
什
廣
大
的
作
用
川
也

一
系
曲
目
前
正
佑
有
過
自
己
的
土
地
雖
然
在
鄧
口
2
7

,. 
/\ 

記
敘
了
西
默
提
交
派
的
城
市
但
是
在
另
一
地
方
-
逗
批

同
樣
的
城
市
即
是
屬
於
猶
大
支
派
(
穌
的
品
等
)
由

此
可
見
他
們
是
依
靠
猶
大
文
派
而
生
存
甚
至
完
全
被

猶
大
文
派
凶
化
而
幾
等
於
被
消
滅
(
見
民
1
3

口
)
是

以
不
必
奇
怪
作
者
在
描
述
各
支
派
的
邊
界
時
恨
本
就

沒
有
指
出
何
恤
也
是
西
默
盎
艾
派
的
邊
界
(
見
你
u
l

凹
)
德
波
辣
的
凱
歌
上
沒
有
提
到
這
個
支
派
的
名
字

(
民
5
)
梅
瑟
的
祝
福
上
也
惟
獨
缺
少
了
對
這
個
支

扳
的
祝
福
(
雨
"
6
1

自
)
由
此
可
見
西
默
在
文
派

早
已
開
始
衰
敗
它
的
名
字
雄
仍
然
存
在
但
一
桶
上4
盯

划
已
明
正
一
口
它
的
，
于
玄
不
多
子
孫
不
旺
但
是
他
們
中
也

有
的
家
族
是
人
口
旺
俗
的
且
伐
釗
烈
您
的
牧
臥
在
革

辣
爾
過
看
安
靜
的
生
活
(
一
端
上
4
呵
!
刊
)
並
彷
有

五
百
人
出
征
及
佔
領
色
依
爾
區
使
阿
駕
肋

h
h人
凡
風

而
逃
亡
桶
上
4

叫
“
)
就
違
犯
後
划
的
灰
弟
德
時

代
仍
有
西
默
在
文
派
的
故
串
門
雅
佳
碎
突
童
稚
城
的
酋

長
職
(
友
6

臼
)
耶
京
有
西
默
鑫
門
(
則
將
自
)
函

默
盔
支
派
的
被
選
者
布
一
再
二
千
人
(
默
7
7
)

2

瑪
塔
拉
雅
的
祖
父
瑪
塔
拉
雅
是
瑪
加
伯
兄
弟

的
父
親
約
阿
渠
布
家
的
司
祭
(
加
上

2
1
)

3

日
起
耶
穌
進
生
時
居
於
耶
京
的
一
他
正
虛
做
m
H

上
主
的
老
人
曾
獲
得
保
證
在
a
H
已
死
前
定
會
H
M
釗
救

主
果
然
在
獻
主
於
學
殿
的
時
候
他
如
願
以
償
懷
抱
了

救
主
詠
唱
了
一
首
著
名
的
感
恩
歌
並
祝
福
7
耶
穌
的

父
母

(
路
2

自
|
自

)

4
肋
米
的

、
又
競
猶
大
的
兒
子
見
鈴
耶
穌
的
族
譜

路i
.f<!. 3 

良心。

韓

1
3
旬

b
A
.
L
E
必
A
\

切
言
"
。
口
、ω
P
E
n
-
立

“
哥
拉
個
高

d
重
肉
同

/
t
Z
Z
D
n
E
E
Z

串
通
」

「
丙
默
泉
款
」
乃
路

2

目
!
口
所
1

心
矩
矩
敏
笛

的
聖
歌
技
協
所
述
茵
默
從
原
是
耶
路
做
泠
城
內
一
位

正
義
援
泌
的
老
人
他
一
心
期
屯
能
親
眼
見
到
以
色
列

的
救
時
間
部
默
西
亞
天
主
果
然
俯
允
了
他
的
祈
水
拔
的U

K廿
一
不
給
他
在
他
去
世
之
前
他
必
定
會
H
M
到
以
色
列
的

救
援
那
末
就
在
耶
穌
品
生
後
第
四
十
天
上
聖
母
妝
照

你
瑟
法
律
到
聖
殿
行
取
擇
權
(
肋

U
I
8

戶
3

凹

的
時
山
口
2
M
H
)
川
問
時
把
耶
穌
學
哎
獻
松
一
大
主
峙

的
默
從
布
-
m
r
u
腳
山
呼
下
來
釗
學
版
刊
站
到
了
川
穌
叩
嬰

於
是
就
在
他
心
的
瓜
分
激
動

F

的
了
一
J
T
H
M淑
一
主

別
現
在
可
照
你
的
T

的..... 

」
近
倍
(
如
故
吋
分
的
從
兩

段
的
段
滋
謝
天
主
的
大
仁
大
，
d
w咐
他
得
的
昕
關
文
叫
阿

古
捏
一
先
賢
所
切
望
而
未
能
獲
得
的
大
也
(
為
口
時
)

親
眼
見
到
以
色
列
的
救
主
敗
的
祖
因
而
他
在
心
滿
忌

足
之
下
別
無
他
求
紙
求
天
主
仙
叫
他
來
衣
而
﹒
去
筱
段
她

如
先
知
似
地
說
山
默
一
的
亞
不
必
且
是
以
色
列
人
的
光
必

向
且
也
是
光
照
許
仙
一
比
民
的
認
光
(
參
閱
依
的
s

們
也

6
"
6
)

郎
指
引
外
邦
人
而
淑
真
叫
比
山
泣
一
志
主

也
可
看
山
默
西
亞
救
閑
心
的
普
遍
性
正
與
話
時
法
利
主

人
的
搔
端
狹
義
的
民
族
主
義
相
對
峙
由
於
在
這
片
短

詩
內
作
者
會
求
天
主
早
些
召
他
歸
去
問
足
以
電
教
會
將

這
詩
歌
列
H
R
晚
禱
內
使
信
友
在
~
夫
的
最
後
時
刻
心



‘
得
自
己
的
究
亡
而
有
所
學
偏
果
如
此
則
也
可
同
西
默

鞠
~
劉
老
人
-
說
敢
放
心
呼
求
天
主
鵑
他
早
脫
臨
且
也
返
罔

于
永
遠
的
家
鄉
|
|
天
堂
(
義
)

可
惜
Z
U
于
若
干

J
西
班
牙
是
歐
洲
大

-
6
E
U
F
正
在
-
a
/
/
E
M也
E
E
\

陸
最
高
南
端
的
一

個
國
家
里
經
上
會
數
次
提
到
它
(
加
上
8
3
‘
羅
的

扭
扭
)
它
在
公
元
前
二
世
紀
已
屬
羅
馬
帝
國
當
時
羅

馬
人
鑒
於
西
班
牙
具
有
也
盛
的
金
銀
礦
產
派
軍
隊
佔

領
班
國
(
加
上
8
3
4
)
先
知
們
也
早
已
證
明
塔
爾

史
士
是
富
有
寶
貴
礦
產
及
與
東
方
通
商
的
中
心

(
耶

m
g
則
必
時
)
拔
一
般
學
者
的
意
見
聖
經
上
所
說
的

塔
爾
史
士
就
是
指
現
在
的
西
班
牙
而
言
學
保
祿
曾
表

示
有
意
遠
去
西
班
牙
傳
教
(
履
行
訕
站
)
大
約
他
的

這
種
願
望
在
羅
馬
第
一
次
坐
監
之
後
得
以
實
現

(
韓

)

jtt控七 J![

口
自
主
一
匕
「
切
。
若
是
J
指
新
約
中
的
兩

個

6

，
唔
，
已
t
h
F
Y
/
F
F
S

昌
、

a
F

J

Z
e
J
J
f
:
2

、
村
莊
意
思
是
「
窮

人
之
家
」
或
「
阿
蝸
居
加
乏
家
」
。

1

在
橄
欖
山
東
坡
的
一
個
小
付
距
耶
京
約
十
五

「
斯
塔
狄
」
(
即
二
千
八
百
公
尺
)
在
拜
占
蹉
時
代

人
稱
之
為
拉
回
黎
雍
以
紀
念
本
地
人
校
回
祿
之
復
活

它
亦
是
現
今
阿
刺
伯
名
|
|
厄
匣
黎
雅

(
P
N
E
E
)

-
1

之
來
源
在
充
軍
後
本
雅
明
支
派
的
人
來
比
重
整

家
閱

(
厄
下
U
M
)
它
是
瑪
爾
大
瑪
利
E
及
悅
目
收

七畫

612-614 

所
居
的
鄉
村
(
寫
創
口
谷
u
u
路
"
甜
若

n
g

等
)

耶
穌
在
此
村
茵
淪
獄
病
人
之
家
坐
席
時
瑪
利
亞
淚
洗

救
主
的
足
(
右
何
地
-
-
u
瑪
必
6
i
H
谷
M
3
l
s
)

由
此
付
耶
穌
打
發
二
位
門
徒
去
找
母
驗
及
磁
駒
為
榮

進
耶
京
之
用

(
瑪
幻
1

等
谷
n
l

l
u
路
m
M
M
|岫

若
U
U
H
)

耶
穌
在
道
天
傍
晚
重
返
伯
達
尼

(
瑪

創
口
谷
M
H
)
第
二
天
在
村
外
咒
罵
一
間
恃
無
花
果
樹

因
而
乾
枯

(
瑪
幻
u
l
叩
谷

U
M
|

H
)
按
路
叫
“
闊

的
記
收
耶
穌
就
在
伯
達
尼
附
近
升
了
天
考
古
家
在
此

發
現
了
不
少
古
老
的
教
堂
及
會
院
呵
成
址
著
名
者
有
十

字
軍
時
代
的
默
里
淼
遠
玄
后
的
瞭
望
台
不
久
之
前
在

村
茫
的
朋
悶
亦
布
不
少
廿
四
布
價
值
的
文
物
出
土

2

在
約
但
河
東
岸
的
一

個
村
莊
右
盼
在
此
給
人

付
洗
並
澄
明
耶
穌
的
神
聖
使
命
(
若
1

目
)
關
於
它

的
真
正
M
m
史
價
值
學
者
們
會
大
事
爭
辯
但
白
質
德
林

在
此
掘
，
察
之
後
學
者
們
大
部
己
放
棄
成
見
認
為
在
瑪

達
斯
般
地

(
、
H
a
o
-
-
宮
且
自
)
附
近
的
地

方
就
是
占
峙

的
河
東
伯
達
尼
(
韓
)

凶
台
同
V
K
V向
東
\
H
J
E
∞
E
S
J

人
名
來
自
阿

t
u
A
E
A茲
去
而
巾/
H
V
O
H
『
5
2

昌
。
口
」
|
|

二

三
，
、
刺

美
文
「
刻

法
」

(
懇
石

)
一
詞
的
希
臘
文
翻
譯
是
耶
穌
十
二
位

宗
徒
中
最
傑
山
最
重
要
的
一
位
是
宗
徒
之
長
教
會

的

最
高
首
領
具
有
最
大
的
權
威
他
生
於
具
特
接
連

(
見

該
條
)
原
名
西
瀚

(
若
l
u
)
他
的
兄
弟
名
安
德
肋

以
捕
魚
為
生
(
若
1

“
路
5
刊
)
傳
說
他
是
無
知

的
鄉
民
貧
窮
的
漁
夫
是
不
甚
切
實
的
因
為
自
學
經
上

種
種
的
暗
示
我
們
知
道
他
們
二
人
出
於
小
康
之
家
有

自
己
的
捕
魚
，工
作
並
很
可
能
在
加
里
胡
亞
湖
邊
誰
有

自
己
的
世
魚
，
店
鋪
弟
兄
二
人
又
是
熱
心
宗
教
的
人
故

此
會
離
鄉
背
井
南
下
猶
太
聽
洗
者
右
的
糊
的
宣
品

(
H
b

l

自
l

u
)
他
的
父
親
名
叫
約
納
(
瑪
的
口
)
亦
名

右
空

(
右
I
H
)
伯
多
祿
結

過
婚
並
向
他
的

岳
舟
住

在
的
法
翁

(
瑪
8
H

谷
1

血

路
4
"
)
但
是
由
福
音

及
格
前
9
5

之
所
收
我
們
不
能
斷
定
當
耶
穌
召
叫
他

時
是
否
他
的
妻
子
仍
然
鍵
在

福
音
皮
宗
關
於
伯
多
祿

生
平
的
記
載
在
這
雨

，
邱

吉
上
提
及
伯
多
祿
的
地
方
竟
達
一
百
六
十
一
次
之
多

遙
遠
超
過
其
他
任
何
宗
徒
我

們
只
可
以
在
此
作
一
綜

合
的
報
導
耶
穌
第
一
次
見
伯
多
祿

時
就
給
了
他
一
個

外
號
叫
「
刻
法
」
(
扭
扭
石
)
(
若1

刊
)
從
最
初
就

同
若
望
及
雅
各
伯
成
了
耶
穌
的
三
位
愛
徒
中
的
一
位

成
了
耶
穌
的
全
能
光
榮
及
受
辱
的
見
證
人

(
路
8
日

瑪
口
1

谷
9
2

路
9

甜

瑪
鈞
盯
谷
M
泊
)
但
是
在
他

生
平
中
最
大
的
轉
機
應
是
在
某
一
次
常
耶
穌
也
伯
多

祿
的
魚
船
上
肉
拿
來
講
完
道
理
之
後
叫
他
下
網
捕
魚

伯
多
綠
雖
然
已
徒
勞
無
獲
的
工
作
了
一
夜
但
仍
照
耶

穌
的
旱
的
投
下
網
去
那
知
竟
然
捕
得
了
漏
網
的
大
魚
不

得
不
招
呼
捕
魚
的
同
伴
紋
伯
德
的
兩
個
兒
子
若
唔
及

雅
各
伯
前
來
幫
忙
伯
多
祿
見
此
奇
跡
驚
慌
失
措
地
跪

下
說
「
主
請
你
離
開
我
因
寫
我
是
罪
人
」
耶
穌
均
對

他
品
「
不
要
害
怕
從
今
以
後
你
要
作
捕
人
的
漁
夫
」

果
然
伯
多
祿
捨
棄

了

一
切
跟
隨
了
耶
穌

(
路
5
.



在
耶
穌
顯
示
了
五
餅
二
億
的
品
叫
做
之
後
百
姓
有

意
強
迫
耶
穌
作
他
們
的
君
王
耶
穌
先
打

發
求
他
們

上

船
過
海

(
加
里
肋
啞
湖

)
暫
時
快
趕
一
下
風
頭
正
岱

半
夜
宗
徒
們
在
海
中
划
船

時
耶
穌
顯
現
給
他
們
宗
徒

們
驚
魂
納
定
之
後
月
叫出
可
能
是
耶
穌
時
伯
多
線
要
求

在
水
面
上
行
走
到
耶
穌
所
站
的

地
方
去
耶
穌
按
「
來

吧
」
他
果
然
毫
不
猶
疑
下
船
在
水
而
上
大
步
行
走
但

定
不
多
遠
見
水
持
很
兇
惆
怡
耐
用
怕起
來
向
時
也
叫
怡

下
沉
乃
大
喊
「
主
救
我
吧
」
耶
穌
將
他
侃
起
責
斥
他

缺
乏
信
心

(
瑪
M
n

u
)
但
他
果
敢
的
性
格

可
見

一
斑

百
姓
和
門
徒
在
聽
到
耶
穌
講
論
學
體
單
一
事
的
道

現
之
後
心
牛
不
服
為
口
怨
言
各
自
來
走
閱
散
雄
耶
穌

而
他
去
此
時
耶
穌
問
宗
徒
們
「
難
道
你
們
也
頗
志
走

嗎
」
伯
多
祿
挺
身
而
出
代
言
口
答
道
「
主
惟
有
你有
永

生
的
ι
孩
們
去
投
奔
准
呢
我

們
相
信
而
且
知
道
你
是

天
主
的
學
且
也
」(右
6

的

i

M
)由
此
我
們
可
以
斷
定

叫
到
喇
且
是
心
直
口
快
的
一
位
坦
白
~
此
事
發

生
後
不

久
在
史
規
伯
的
凱
撒
勒
稚
地
內
伯
多
條
又
一
次
表
示

了
他
直
爽
的
性
格
代
表
其
他
門
徒
承
治
耶
穌
是
「
默

西
亞
永
生
天
主
子
」
(
瑪
的
H
H
)
也
就
是
在
這
個

一
機
會
上
耶
穌
見
時
機
已
成
熟
乃
鄭
重
的
將
教
會
首
長

于
的
權
位
預
許
給
他
「
約
納
的
兒
子
西
游•••••. 

你
是
伯

倒
一倒
出
戶
H
U石

內在
這
瞥
石

L
我
要
位
立

裁
的
教
飢陰

r
d闊
的
門
夜
不
能
戰
勝
她
就
要
將
夫
圓
的
銷
路
交
給
你

614 '呢-七

凡
你
在
地
上
所
束
縛
的
在
天
上
也
要
束
縛
凡
你
在
地

上
所
釋
肢
的
在
天
上
也
要
釋
放
」
(
璃
的
口
!

"
)

最
後
晚
餐
中
耶
穌
首
先
要
給
伯
多
祿
沈
胸
時
伯

多
線
拉
淤
對
耶
穌
的
尊
敬
心
悄
使
t隘
的
品
「
不
你
永

不
可
給
我
沈
胸
」
可
是
在
聽
到
主
的
反
駁
之
後
均
叉

木
其
原
來
的
爽
朗
性
格
心
直
口
快
地
廿
世
致
順
當
幽
默

感
地
叫
出
「
主
不
但
我
的
胸
而
且
連
手
帶
頭
郤
給
我
洗

吧
」
(
右
口
‘
l

u
)
緊
接
著
耶
穌
頂
一
一
一
鬥
了
伯
多
赫

在
前
從
要
三
次
否
A

臼
山
州
釗
喇
間
言
克
符

F

海
口

講
「
即
使
我
法
向
你
一
齊
死
我
也
決
不
會
不
月
叫
你
」

以
表
示
對
耶
穌
肝
腦
塗
地
的
忠
心
誠
赤
裸
之
心
但
未
兔

太
H
U
失
了
可
是
他
也
的
時
間
准
了
他
的
也
笑
之
男
來
向

耶
穌
表
示
他
的
忠
貞
之
志
當
夜
他
就
手
執
一
把
利
劍

而
不
獻
身
街
向
那
一
批
來
逮
捕
耶
穌
的
士
兵
及
大
叫

祭
的
伐
人
一
劍
將
仗
人
馮
耳
昂
的
右
耳
削
7
去
而
受

到
耶
穌
的
責
斥

(瑪
必
u
l

H

帥
的泣
目
日
右
的
M
U

)

因
為
一-
z
u
與
耶
穌
的
教
圳
是
完
全
本
合
的
此
時
伯
多
機

非
但
冒
失
而
竟
有
比
二
是
莽
撞
了
但
無
疑
的
他
的
心
地

是
正
區
的
H
E完
全
出
於
對
耶
穌
的
忠
誠
及
建
議
至
此

伯
多
線
已
的
能
茫
然
后
知
所
措
父
兇
耶
穌
已
種
手
就

捕
乃
質
行

了
走
為
上
策
之
計
但
逃
不
多
遠
又
覺
心
有

不
甘
對
耶
穌
忠
貞
的
苟
言
口
前
也
有
所
交
代
乃轉
過
身
來

「
遠
遠
跟
著
耶
穌
」
(
瑪
必
目
等
)

經
過
右
望
的
人
事
關
係
得
以
進
入
大
司
祭
的
庭

院
在
近
處
眼
看
耶
穌
案

件
的

結
局
就
在
這
里
三
次
被

人
追
間
是
否
是
耶
穌
的
弟
子
伯
多
祿
竟
三
次
否
認
且

強
叫
叫
自
己
與
耶
穌
戶
地
無
關
迷
耶
穌
轉
驗
看
了
他
一
眼

-
J屆
時
們
多
你
才
如
大
疚
，
初
醒
淤
是
跑
到
咐
他
院
之
外
使

J
、
‘
'
，

1

、
。

愕
地
痛
哭
起
來
(
瑪
泌
的
!

何

在
閃
閃
|

M

等
)

耶
穌
沒
活
後
第
一

個
從
得
顯
現
的
決
徒
就
是
怕

多
條

(
帥
的m
u
)
聽
耶
穌
的
指
示
率
領
其
他
宗
他
北

l
i
-
-

'

。

，

上
加
屯
仙
巫
重
叫
你
捕
魚
的
某
務
某
日
U
十
天
色
仍
在
眼

臨
之
際
耶
穌
站
在
湖
邊

(
叫
鬼
州
祖
湖
)
比

即
被
川

望
可
指出
伯
多
祿
又
是
淪
腔
熱
火
急
不
及
待
地
跳
下
水

去
游
毛
岸
上
問
候
耶
穌
就
在
這
天
早
上
耶
穌
三
次
問

伯
多
祿
是
否
艾
自
己

(
主
耶
穌

)
伯
多
條
學

淤
以
前

背
主
的
大
錯
心
中
已
釘
所
哼
惕
再
不
敢
逞
強
只
流
惱

地
三
次
答
應
「
主
是
的
你
知
道
我
泛
你
」
耶
穌
兒
時

機
業
已
成
氣
伯
多
祿
的
心
翅
狀
態
也
已
作
好

了
種
備

緊
持
著
耶
穌
將
以
前
拍
尤
川
給
他
的
教
會
中
最
高
職
權

、
'
、
‘
'
。

正
式
的
委
托
給
他

(
位

訂
)

在
學
艸
降
臨
的
日
子

上
余
徒
們
領
受
學
神
之
後

怕
多
總
一
則
首
先
代
U
A
其
他
的
宗
徒
向
悶
棍
的
程
梁

講
ι
泣
闊
天
川
就
有
三F
人
悶
頭
領
沈
人
教

(
白
不2
H

。

l
l
i
l
-
-
1
1
1
4
1
3
1
0
i
l
i

，

“
)
地
大
後
咱
莎
你
叫
后
望
進
入
聖
殿
昕
峙
時

4
山
川
付

了
一
桐
間
生
的
'
，
尸J
M
M惹了
R
F眾
好
府
的
關
緻
他
再

度
乘
織
科
口
之
句

r
n千
人
罔
頭
因
而
遭
到
公
的
改
命
的

3
9
3

。

迷
捕
前

a

Z
R
f
L

句
吹

了
出
來

(
宗
3

|
4

自

)

自
教
介
于
出
牛U
卅
始
伯
多
祿
就
成
了
這
個
新
興
國

髓
的
背
腦
人
均
是
他
安

排
了
選
舉
瑪
弟
亞
為
宗
徒
的

事
宜

(
本
l

u

站

)
是
他
賞
罰
了
犯
罪
的
夫
婦
阿

納
尼
雅
，
之

士
研
5
2

4

H
)
他
的
名
聲
，
俊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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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傳
佈
隔
開
來
很
多
沁
人
都
求
他
臀
川
成
甚
至
只
要
病
人

動
下
他
的
衣
邊
或
使
他
的
影
子
由
自
己
身
上
掠
過
就

能
獲
得
痊
A
V
L宗
5
H

1

H
)
也
是
他
首
先
間
察

了

做
瑪
黎
稚
的
教
會
(
到
8
H
|

站
)
。
至
此
叫
京
的
公

議
會
見
此
風
不
可
長
乃
再
度
下
令
逮
捕
了
宗
徒
這
次

又
是
叫
到
制
代
表
發
主
駁
斥
公
品
品
的
的
無

m
m於
是
被

鞭
打
後
再
度
獲
得
釋
放
(
宗
5

口
1

U
)
自
此
怕
多

喇
只
好
由
蚓
京
向
外
發
昆
在

E
出
治
好
彎
子
到
川
阿

在
制
制
彼
活
死
人
叫
樹
組
(
到

9
自
1

品

)
並
在
凱

制
馴
蚓
接
受
第
一
名
非
猶
太
人
的
教
外
人
重
大
利
營

的
百
央
長
科
爾
乃
客
及
其
全
家
領
洗
入
教

(
宗
昀
)

大
約
在
公
元
四
十
二
年
上
黑
落
彼
阿
格
槃
帕
開

始
對
教
會
的
殘
苦
迫
害
將
大
雅
各
伯
宗
徒
殺
死
將
伯

劉
樹
下
到
監
襄
但
由
於
天
使
的
救
助
而
脫
險
至
此
伯

叭
叭
喇
知
聖
地
已
非
久
居
之
地
乃
「
往
別
的
地
方
去
了
」

(對
M
M
31
口
)。
斟
蚓上
雖
末
明
昂
地
指
山
川
究
竟
去

了
什
麼
地
中
力
學
者
們
大
都
同
意
訊社
主
技
此
時
怕
多
的
州

去
了
蚓
叫
當
時
在
制
則
已
有
一
批
五
釗
節
那
天
在
吼

京
師
化
的
猶
太
教
友
故
此
伯
多
線
在
羅
馬
拉
不
是
完

全
陌
生
的
相
反
的
一
定
受
到
了
優
厚
的
招
待
白
此
羅

則
成
了
教
會
的
中
心
由
刷
刷
叫
劃
制
閱
始
管
現
支
配

教
個
教
會
的
事
務
給
小
亞
細
亞
的
教
友
寫
的
兩
封
公

商
也
是
發
自
羅
馬

(
見
伯
前
5
H
)
但
是
他
並
沒
有

定
民
羅
馬
而
不
動
他
仍
然
逃
了
他
視
察
教
務
的
最
高

職
相
如
此
在
公
元
同
九
年
我
們
見
他
重
新
出
現
於
耶

京
主
持
第
一
次
的
宗
徒
會
議

(
宗
的
e
u

見
迦
2

ì!J: -七615 

!
刊
)
其
後
更
去
了
安
拉
約
，
基
准
在
逗
裘
向
你
線

發
生
了
一
次
不
大
不
小
的
街
突
原
來

在
叫
京
大
會
談

上
原
已
決
定
教
會
對
一

切
歸
依
教
會
的
人
應
一
視
同

仁
不
昨
略
有
猶
太
人
反
教
外
人
的
分
別
但
是
向
來
自
災

果
斷
的
怕
多
線
划
在
次
提
約
娃
做
行
然
的
問
從

1
又
拍

了
那
些
山
們
太
主
蒜
圳
卅
一
州
的
敬
，
久
而
法
起
了
巾
外
教

罔
頭
有
的
不
滿
反
例
失
是
以
你
A
W
H地
於
正
革
必
起
來

強
烈
的
以
對
了
這
位
宗
徒
之
長
的
反
校
附
吋
的
一
股
咪

態
度
並
指
山
由
此
所
加
於
教
會
的
伯
笠
口
(
迦
2
H

M
)。
叫
劉
喇
自
知
她
也
只
有
逆
來
順
兒
就
此
了
結
了

。

，

這
一
威
風
波
但
自
此
之
後
二
人
合
作
無
間
毫
無
隔
闋

的
跡
象
可
等
以
致
教
會
自
古
以
來
就
時
常
將
二
人
的

名
字
相
提
並
論
是
以
所
謂
教
會
初
馴
的
怕
多
線
主
持

及
保
瓜
棚
主
義
的
治
法H
E不
能
成
立
的
(
H河
水
的
7

。

1
I
l
l
-
I
l
l
-
-

'

，
S

《
e
p

》
、

刊
)
主
於
有
關
伯
多
路
仗
、
他
的
傳
教
行
耗
在
現
叩
開
上

所
已
忱
的
瓜
多
遠
不
如
保
祿
的
行
程
泊
位

州
到
喇
介
忙
問
喇
迫
h
E
H教會
的
時
代
大
約
在
六
凹

至
六
七
年
間
為
主
致
命
而
死
被
當
時
的
教
友
外
於
現

今
的
蚓
割
剛
丘
街
上
亦
即
後
日
叫
到
喇
大
股
座
叫
你
的

地
方
自
古
以
來
有
不
少
的
傳
說
一
致
持
護
這
一
事
賞

自
一
九
凹
，
仆
年
至
一
九
凹
九
年
在
大
殿
之
下
的
考
占

挖
掘
更
證
貸
了
這
一
傳
品
之
不
誤
大
殿
側
頂
悔
之
下

的
正
中
地
方
就
是
邵
先也
教
會
第
一
位
教
宗
們
多
的
帕
巾
泣

的
所
在
地
但
在
第
三
他
紀
的
中
笑
話
伐
肋
的
情
稚
的
白

帝
酬
報
為
教
會
正
城
之
際
怕
多
祿
的
版
首
會
一
皮
被
選

往
那
首
位
巴
斯
拉
拉
地
窟
之
中
兒
得
洛
於
迫
在
者
之
手 址 ， 而

一一司
里x.

兒 1 'l oj;IJ
l旬在 褻

叫。2.
;手
久

gp 
莖

Æ 
;1: 
jJ; 
I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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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
的H
d

5
A
H
V
A
V句R
L
H
q
b受
卸
言

“

f
A
4
3」
研
」何
看
言

「
}山
甘
心
的
己

n
H
ω
口
已
-H
。
同
-
V
O
H
n
H﹒

J

/
何
可-5門
。
玄
】
司
門
叫
呵
呵v
n
H
2

」

A
叫
一
的
約
內
布
七
川JK
H
I
M
通
常
稱
閃
一
合
兩
一
的
們

的
與
伯
拉
忱
的
七
封
公
所
內
的
兩
封
今
為
志
們
晰
起
此
將

制
吼
叫
後
分
述
於
筱

1
圳
叫
別
側
的
共
分
為
在
章
1
2

符
伯
首
致
恢
師

在
一
泣
致
攸
辭
衷
能
明
作
荷
刀
法
從
之
拉
伯
多
詠
比
，41

人
乃
小
白
訓
亞
谷
地
教
hu
1
3

1

閃
閃
令
性
峙
的
引
-
F
U

成
明
艾
U
U犯
得
U
P
M
仰
仗
叫
“
來
日
化
佩
服
心
得
永
生
今

U
M
仗

、
毛
的
大
甘
為
此
作
品
的
山
l

n
i

5
H

那
是
叫
到
一
心
之
心
的

恥
創
刊
帥
一
'
的
恥
包
括
已
久
羔
陡
叩
潔
的
生
叫

(
1
臼
刊
)

尤
其
發
以
兄
弟
的
反
彼
此
桐
，
A
(
1

自

)
二
動
m
u
v
M

L
A
M法
扎
起
訝
的
也
口
m勵
行
服
從
政
被

(
2
日

H
)
作
人

服
從
主
人

(
Z
H
)
十
缸
子
服
從
丈
夫
丈
夫
著
待L
F
r

(
3
1
7

)三
勸
阻m
b
r川友
在
逃
受
迫
中
古
時
要
支
心
已

受
(
3
H
U
)

內
再
反
動
點
信
灰
皮
學
潔
的
生
干
的

及
均
比
桐
，
比
(
4
1
U
)

丘
再
度
動
也
(
山
友
要
侃
，

拉
說
樂
於
怯
受
試
探
與
苦
痛

(
4
M
I
M
)
六
制
倒
也

為
長
名
的
訊
率
已
職
代
同
年
要
服
從
長
老(
5
2

7
)

仙
一
切
的
人
要
醒
你
以
知
德
抗
折
成
說
5

8
!
H

為

一
的
陀
的
祝
福
此
外
憋
悶
志
的
一
粘
在
3

叫
作
者
的
川
的



灰
安
心
忍
受
凡
捕
位
友
耶
穌
的
死
亡
論
反
耶
穌
死
亡

時
順
便
從
炭
基
層
會
結
神
魂
去
給
那
些
一
在
以
中
的
靈

魂
宣
仕
的
過
這
英
所
說
的
「
叫
做
」
乃
技
猶
太
人
的
恩
怨

言
人
死
後
起
魂
所
伯
烈
的
地
方
也
稱
其
府
換
言
之
猶
如

吾
國
所
做
品
的
陰
間
信
經
的
「
我
信
其
降
地
獄
」
的

。
?

.

本
於
一
迋
段
經
文
用
穌
給
獄
中
的
靈
魂
宣
講了
些
一
什
麼

做
教
會
傳
統
的
解
釋
即
向
在
該
處
期
待
默
西
單
降
來

的
衍
消
息
的
起
淵
明
宣
佈
了
默
西
直
己
來
了
而
且
已
完

。

成
了
他
救
，
恢
恢
人
的
太
功

作
拉
伯
及
時
地
關
必
一
泣
一
問
題
沒
有
太
大
的
雌
雄
處

閑
帥
的
山
切
別
的
教
會
問
始
教
父
們
幾
乎
一
致
沼
肉
本

向
作
u
n
即
來
占
1
1

所
幻
的
宗
徒
之
長
怕
多
祿
所
有

小
小
疑
難
即
本
性
仆
的
希
臘
文
雖
不
能
說
級
為
俊
美
划

也
吋
次
側
門
品
已
快
而
伯
多
旅
原
本
過
是
加
里
肋
斑
湖

邊
的
漁
夫
山
身
以
一
她
太
做
英
而
竟
能
力
叫
出
這
樣
的

I
t
-
-
IB
'

，
。

，

#
m致
文
向
她
山
乎
尋
常
不
過
對
這
一
間
越

5

間

已
布

所
解
荐
師
們
多
蛾
帥
口
明
一
一
一
一
口
他
寫
這
信
用

f

息
爾
瓦
諾

!
創
刊
心
悅
為
代
不
人
而
息
拘
無
疑
封
希
蠟
文
為
怕

。

2
，
‘
'
，
、

3

〈
、

當
注
指
向
且
從
得
削
1
1

倍
後
l

H

山
市的
叫

時
間
盯

咽
口
1
-
u
s
等
處
得
知
息
一
俏
，
丸
諾
也
的
鬥
是
保
祿
的

傳
教
件
的
心
樣
也
請

J到
本
白
內
有
不
少
觀
感
甚
至
于

甸
和
山
林
秘
苦
口
拍
攝
相
似
品
或
完
全
一
樣
有
所
幫
助

于
(
多
關
3

2
7

和
格
前
7

弗
5
n
l

M

哥
3
M
M

伯

-

'
，
、

。

，

一
前
3

間
和
夠
-

m
|

目
等
)
關
於
寫
本
書
的
地
點
乃

'

，

已

叫F
J當
時
以
積
侈
抒
情
逃
開
名
叫
到
制
比
作
叫
出
刷的
制
尉

r
4
不
於
守M
禮
品
后
的
時
叫
州
且
以
在
本
書
內
三
冉
U

恐
后
友
要

615 七

忍
受
迫
浮
出
然
逼
迫
咨
可
泛
指
來
自
外
教
人
一
般
的

迫
占
但
圳
特
別
指
來
自
騙
性
為
教
會
最
淑
烈
的
后
械
皇

帝
的
迫
虹
口
也
頗
適
當
故
乏
信
大
約
寫
於
公
元
六
三
l

六
同
年
尼
你
皇
帝
迫
害
教
會
期
間

E

伯
後
內
心
谷
伯
後
只
有
三
章
除
1
1

2

為
致
候

辭
3

口

M

為
結
尾
-
b
m外可
分
為
兩
大
段
前
段

(
1

2

剖
)
勸
讀
者
為
怕
咱
們
自
己
的
型
討
要
盡
力
修
德

行
義
後
段

(
2
1
l
3

刊

)
痛
斥
假
教
師
的
各
種
邪

說
謬
論
誰
強
調
主
必
要
再
來

作
布
與
時
地
關
於
木
惜
自
作
居
以
及
成
古
時
地
等

問
越
本
主
較
前
3
比
較
凶
騙
性
俊
雄
陣
首
先
山
間
於
本

H
A
H與

前
訟
的
文
市
迴
臭
萬
拉
木
盡
所
山
附
斥
的
邪
品
法
則
初

他
紀
末
廿
世
為
昌
盛
而
且
苦
中
敘
處

r
k悶
氣
如
3
4

「
白

從
我
們
的
父
老
長
眠
以
來
:
」
「
正
如
他

(
保
你
)

.• 

在
一
切
督
信
內
... 

」
循
正
門
話
時
保
綠
的
坑
，
述
已
成

了
←
冉
來
看
來
伯
後
益
為
悅
仙
也
帥
的
了
上
述
的
疑
錐

絞
呆
馴
的
教
父
未
有
提
皮
此
古
但
最
早
提
及
木
香
侶

的
川
三
世
紀
的
放
黎
革
川
而
學
熱
羅
尼
吳
精
神
起
的
品

出
不
少
人
不
以
此
書
為
出
於
學
伯
多
峙
的
內
巾
乃
凶

此
古
與
'
的
前
文
筆
體
裁
和
造
旬
的
過
吳
國
而
后
少
近

代
的
學
有
也
就
不
以
此
書
四
川
伯
多
穢
的
著
作
而
強
調

為
隱
名
氏
於
初
世
紀
末
偽
托
伯
多
線
之
名
而
寫
了
一
一
這

信
不
過
持
反
面
意
見
的
郎

以
伯
多
線
為
本
書
作
者
的

也
並
不
乏
人
即
近
代
學
者
中
如

F
E
z
-
〈
R

B

E

等

學
污
仍
堅
持
後
一
意
見

那
末
上
述
挺
雌
雄
可
以
其
他
理

由
來
加
以
解
釋
首
先
吋
前
後
苦
二
杏
文
章
之
互
間
時
遠

在
上
口
時m
一
一
熱
羅
尼
莫
業
已
強
調
這
是
由
於
學
伯
多
祿

所
間
的
山
間
准
人
不
同
至
鈴
木
占
所
痛
斥
的
邪a
z
m
a

蹤
拉
攏
於
初
世
紀
末
但
不
能
品
在
伯
多
搬
去
世
的
問
神

州
刊
沒
街
發
生
過
因
為
在
本
占
內
所
攻
斥
的
邪
說
謬
現

如
「
不
怕
衷
位
眾
尊
榮
若
他
們
都
是
膽
大
驕
傲
的
人
」

(
2
刊
)
「
縱
情
淫
樂
」(
2
U
H
)等
在
聖
保
祿
的
言

情
內
也
會
有
類
似
的
痠
趴

(
參
閱
哥
及
弟
後
3

z
f

s

)
因
縱
悄
淫
樂
在
公
元
的
己
的
希
臘
一
哲
學
派

(伊
稚
的
魯
派

開
苟
且
已尬。
"
)做
佈
於
小
亞
細
巫
各
地

尤
其
街
一
不
可
否

H
泌
的
事
實
即
本
登
二
章
與
街
遠

存

有
文
字
上
的
關
連
且
鐵
一
位
學
者
的
意
見
是
伯
後
份

參
照
過
細
注
蓄
而
猶
織
耶
路
撒
冷
譯
本
引
言
內

提
大

約
成
持
於
公
元
七

O
I
八
門y
年
果
如
此
則
伯
後
所
巾

斥
之
假
激
師
及
他
們
的
邪

a
nd
舟
至
少
在
公
元
七
們

l

八
「
年
已
有
因
在
這
期
間
猶
已
予
以
痛
斥
那
末
何

以
覓
到
伯
後
因
了
孩
書
內

所
攻
斥
的
邪
說
謬
咽
地
與
猶

者
相
同
而
竟
說
伯
後
成
立
鬥
時
間
當
在
公
元
-
0
(
/l

一
二
五
年
間
這
是
否
合
乎
邏
輯
原
則
是
以
雖
如
耶
譯

本
所
泊
在
當
時
偽
托
一
名
人
著
書
立
說
以
廣
收
效
為

常
時
內
一
普
通
事
不
過
在
木
能
確
質
楚
明
伯
後
非
山

臼
伯
多
祿
更
好
仍
如
本
書
內
證
所
述
以
伯
後
歸
之
於

伯
多
緣
由
本
書
內

證
看
來
作
者
不
只
在
致
候
辭
內
自

稱
偽
耶
穌
基
督
的
僕
人
商
品倆
伯
多
祿
而
且
他
還
說
他

是
耶
穌
顯
雪
容
的
目
擊
護
人

(
l
H
叮
)
並
以
平
等

身
份
稱
保

險
為
兄
弟

(
3
時

)
又
說
這
已
是
第
二
封

信
學
者
們
公
司
立
這
是
斜
對
伯
的
普
通
此
外
在
信
賞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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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喃
勸
讀
者
位
友
耳
丸
之
德
划
伯
的l
n

所
說
如
出
了
轍

再
者
如
木
h
H
l
u所
說
「
我
知
道
我
的
帳
幕
快
要
訴

卸
了
」
的
宗
徒
之
長
在
凹
出
叫
叫

|
l

羅
馬
見
教
難
日

成
探
討
且
他
為
主
捐
軀
之
日
日
也
而
且
作
注
明
速
改
「
是

主
耶
鯨
指
示
給
他
的
」
等
是
以
最
好
以
伯
後
乃
伯
多

喇
宗
徒
在
他
被
釘
死
前
不
久
大
約
炭
公
-
兀
六
六
l

六

七
年
此
在
制
叫
寫
成
的
仙
從
文
字
方
面
來
此
充
其
且
也

許
在
學
人
死
後
令
人
或
并
為
學
人
的
弟
子
會
加
以
潤

飾
但
絕
不
能
國
此
使
否
認
怕
後
非
伯
多
祿
的
作
品
旦

成
書
於
側
釗
喇
死
後
三
十
至
五
十
年
即
公
一
兀

-
o
o

-
-
二
五
年
間

見
猶
達
3

諾
斯
士
派
伊
叫
地
鳩
魯

(
義
)

rt -AH 

“
伯
多
祿
大
事
錄

(一
戶
口
口

~
-M閃
閃
。
『
)

(
的
M
m
)

七

一
、
此
書
以
相
蚓
文
比
於
二
此
紀
仁
川
叫
你
文
已
化
祇

保
存
一
些
殘
片
現
存
括
有
約

j

譯
本
(
〉
n
H
E

〈
R
n
o
-
-
O
D
E
)

和
苛
仆
持
沉
悶
一
些
殘
片

木
蓄
如
其
他
宗
徒
份
大
事
錄
一
樣
充
漏
了
無
歷

史
價
值
的
奇
頤
和
傳
計
至
於
教
義
作
屆
主
張
一
些
祭

慾
主
義
的
錯
誤
如
輕
視
婚
捌
用
水
代
酒
來
學
行
學
祭

等

616-618 

1F-iI上
多 1 >11豆
綠|的二、
的 3 偽
j彭斑里l
f哩。 m~1 諾|
孩除。教
;有大宗
哇哇i 約所
史!說 ， 寫
的仰的

l京，心伯

文 7 多
也一線
丘干桐 JtJ 
是吋綠!
希| 親 }k~
臘 1 nS 本
文， 1欽岳
但的把

昕
存
留
了
技
刊
剖
開
恥
著
作
的
時
代
是
第
四
世
紀

三
倒
釗
甜
甜
附
關
划
到
制
受
了
叫
釗
耐
大
事
錄

之
澎
氧
忍
心
收
倒
叫
到
困
叫
別
的
路
程
且
主
張
兩
位
宗

。

徒
且
是
同
年
同
月
同
日
殉
道
的

也
偽
叫
回
北
此
恥
扯
著
的
制
釗
似
划
到
制
制
川
蚓
失

去
鈴
第
六
仙
一
紀
依
削
閉
上
述
各
偽
經
尤
其
怕
多
蘇
丹
難

〈
。史

五
上
述
凶
極
作
品
多
少
也
影
響
了
偽
克
肋
孟
書

籍

(
H
L
H
B
E
E
R
-J
E
舍
，
Q
O
B
E
C
S
-
z
。
昌
，

告
呂
立

F

g
m
D
Z
S
D
E
)

一
這
比
一
一
書
籍
所
引
起
的
問

題
非
常
難
而
被
維
其
中
的
教
義
屬
於
厄
彼
翁
派

(
H
W
σ
5
=
z
s
g
)

拔
一
且
還
保
存
了
擁
護
猶
太
教
派

自
I
I
I
-
1

。

(
T
e
z
g
a
m
)對
你
泌
的
怨
恨

總
-
h
A→
門
之
上
述
各H
H
U定合
街
教
成
的
傳
治
反
正

的
M
m尖
叫
亦
可
仙
肋
淤
扭UJ占
學
在
其
中
尋
找
「
泥
土
中

迫
失
的
A
m片

l 「

(
市
)

的
伯
多
祿
默
示
錄

\
〉
句。
自
身M
ME

。
問
可
2
月

J

/
〉
可。u
f
MM
E
m
-ν旦
旦
\

本
書
在
古
時
基
督
信
徒
中
很
受
歡
迎
大
概
是
在

凹
制
制
糾
叫
時
代
郎
公
元
三
二
五
年
寫
成
的
原
文
也

亦
是
制
制
文
但
是
現
在
叫
保
存
了
一
些
錢
片
全
部
祇

有
厄
紅
約
，
仇
雅
譯
本
上
占
學
教
會
的
教
父
和
作
者
如

在
時
山
大
量
的
克
星
制
馴
的
關
個
詞
圳

斟
蚓
他
組
欣
鼓
維
等
引
用
木
岱
時
有
時
如
聖
經
一
樣 啟

發
本
書
的
來
源
是
耶
穌
顯
要
容
戶
路

9
"
l
u
d

耶
穌
的
末
世
言
論
(
制
幻
5
|

抽
)
和
若
望
默
示
鋒

作
者
除
了
十
分
生
動
地
描
寫
夭
堂

的
快
樂
和
地
獄
的

苦
經
外
特
別
強
調
界
人
際
耳
其
之
罰
正
針
對
他
所
犯
的

罪
惡
好
像
作
者
以
奇
怪
的
現
象
來
解
釋
並
治
實
智
刊

口
所
品
「
叫
他
們
(
惡
人
)
知
道
人
用
品
麼
來
犯
罪

就
用
甚
麼
來
罰
他
」
此
扎
作
者
也
強
調
貞
潔
的
道
也

人
到
結
婚
時
態
完
全
保
持
貞
潔
墮
胎
的
婦
女
要
在
地

獄
的
一
個
特
別
黑
暗
處
吃
苦
受
刑
罰
因
為
她
們
「
毀

滅
了
天
主
的
工
作
」
'
|
1

小
生
命
本
書
對
宗
教
藝
衡

的
影
響
也
非
常
廣
九
(
雷
)

的
自
答
是

H

晨
起
心
的

L
凡
事

6
2
l
A歹
訟
加
掌
中
吋Z
ι
-祖
側
目
月
」
/
司
司

f
k
\

〉
口
泣
。

『
F
H
Z
E

已
古
已
『
。
革
命
"
n
-
J

A
E
μ
/〉
n
H
E
切
可
旦
旦
旦
〉
口
們
可

B
O
O
R
-
L

一
本
占
大
約
街
於
四
百
年
元
右
原
文
似
乎
是
希

喇
文
作
品
如
其
他
偽
大
事
錄
的
作
者
一
樣
不
重
視
婚

姻
學
札
但
是
作
者
如
提
倡
天
主
赦
免
信
徒
之
罪
的
教

謂
的
並
稱
叫
到
甜
，
為
「
金
聖
教
會

的
監
督
」

二
所
謂
叫
到
刷
刷
出
封
封
封
輯
倒
是
個
中
世
紀

的
作
品
似
乎
以
制
別
隱
修
士
的
故
事
為
依
接
從
各
方

面
來
講
毫
無
價
值

三
所
謂
安
德
肋
及
保
旅
大
學
錄
和
安
德
肋
和
贊

叫
面
站
斜
斜
著
於
八
至
十
世
紀
與
前
者
所
記
載
的
相

同
上
溯
至
埃
及
除
修
士
的
故
事

(
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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吼
叫R
A
H
-咐m
「
晨
，
向
司
利J
「
玄
。-
o
J
伶
拋
(
肋
u

ho
t

祉
，
自
凶
，
/
且
開
三
屆\
/
c
e
之
抽
)
，
本
來
按

動
物
學
的
解
釋
與
躍
鼠
(
肋
刊
詞
依
2

間
)
是
相
同

的
動
物
但
是
因
為
原
文
以
不
同
的
名
詞
來
表
示
故
此

恩
高
譯
本
也
只
有
以
兩
個
不
同
的
名
詞
來
表
示
同
一

動
物
雖
然
仍
不
能
確
定
是
否
的
確
與
原
文
上
的
名
詞

完
全
相
符
合
因
為
聖
經
上
的
動
植
物
名
詞
多
是
民
間

的
通
俗
名
詞
而
不
是
學
術
名
詞

伶
馳
為
槌
鼠
類
中
最
小
者
體
長
約
六
七
寸
一
口
悶
不

及
二
寸
盛
產
於
亞
洲
北
歐
及
北
美
之
溫
寒
兩
帶

中
其

背
晏
淡
赤
禍
色
胸
腹
純
白
耳
殼
叫
小
眼
黑
身
軀
柔
軟

好
紹
中
層
提
食
息
，
蛋
及
小
鳥
每
產
約
五
頭

見
擬
制
且

:電

(
韓
)

ω
位
格
(
W
H
U
V
)

U
L
h戶
口
毛3
心
何
一
，
「
HM『
。
】M
E
d
.
。
看
D
R
J

G
J
E
E
--
必
布

石
S
E
E
E
-
F
E
E
S

之

人
對
財
物
的
佔
有
叫
喘
不
論
在
舊
約
或
新
約
一
向

被
視
為
神
聖
不
可
侵
犯
的
權
利

-
2且
在
創
世
紀
的
第
四

章
即
已
清
楚
的
指
明
了
人
對
困
地
及
其
出
產
以
及
牛

羊
牲
吝
有
佔
有
享
用
及
毀
壞

(奉
獻

)
的權
利

(
創
4

4
)
最
初
在
以
民
的
游
牧
時
代
他
們
的
主
要
佔
有

物
是
羊
翠
牲
畜
私
有
的
積
蓄
及
奴
妳

(
創
刊M
S
口
2

一一
叫M
H
M帕
拉申
3

刊

)
而
牧
放
牲
畜
的
草
地
則
是
家
族

哪
一
或
部
蓓
的
共
有
產
比
其
後
漸
所
陶
淵
昕
牧

生
活
而
轉
肉

r
z
唐
生
活
時
代
則
小
型
的
耕
地
也
成
了
私
人
家
庭
的

七

見
人
格

佔
有
物
(
戶
括
2

列
上
幻
3

虛
4

3
)
抄
一
旦
起
泣
使

這
些
不
動
產
存
留
在
自
己
的
家
族
中
不
使
分
故
而
致

財
產
外
流
(
列
上
別
3

)
這
是
以
民
的
一
民
作
風
再

加
上
先
知
們
劇
烈
的
反
對
侵
佔
他
人
財
物
扎
扎
土
地
的

不
法
之
徒
(
依
5
8
)
故
此
大
地
主
的
現
象
在
以
民

的
歷
史
上
似
乎
向
來
未
發
生
過
即
使
是
在
屆
主
時
代

的
以
民
中
私
有
產
業
叫
你
仍
然
缺
之
於
平
民
之
手
一
向
沒

有
受
到
文
明
古
國
如
巴
比
倫
及
埃
及
土
地
益
歸
國
有

的
影
響
(
見
列
上

幻
章
)
捏
一
經
上
有
不
少
的
規
定
泣

如
海
告
使
人
不
得
變
換
地
抓
危
害
他
人
的
佔
有
權
(
中

的
H

幻
口
餃
詔
"
約
州
的2
做
5
"

等
)
址
、
次
「
肖
年
」

及
「
安
息
年
」
品
屯
的
目
的
便
是
使
一
切
的
上
地
物

揖
阻
力
行
歸
其
原
來
的
主
人
(
肋
幻
a
l
H

目
叫
戶
“

‘
則
“
口
仙
鈞
1
T
)

也
是
你
的
以
民
私
有
你
的

有
力
惜
她
天
主
的
「
十
識
」
中
更
街
兩
條
是
也
持
保

障
私
人
財
產
的
滅
命
(
出
刮
目
!
口
中
間
1

卸
)

除
了
上
述
以
民
社
會
中
的
法
律
行
政
傳
統
及
先

知
們
的
教
訓
之
外
以
民
的
私
人
佔
有
權
也
有
其
宗
教

及
神
學
上
的
基
髓
因

為
巴
力
斯
坦
嘻
地
是
天
主
持
給

學
祖
們
的
土
地
為
使
他
們
的
後
代
以
活
產

v
t承
受
的

法
律
而
獲
得
地
產
能
以
繼
續
在
近
個
才
地
上
生
前
，
手

受
代
代
相
傳
但
條
件
是
他
們
隊
當
時
常
中
心
於
他
們
的

上
主
天
主

(
出

U
H
)
就
整
個
以
民
來
說
他
們
是
天

主
特
選
的
百
姓
是
天
主
特
別
的
「
佔
有
物
」

(
見
山

"
5
申
4

目
9

甜
繳
上
ω
1
撇
下
m
u
M
H

列
上
8

日
目
列
下
幻

H

涼
的
S
S

刊M
U
m
m刊
口
等
)

在
新
約
中
雖
然
城
力
消
狗
食
的
的
戶
的
向
則
必
仙

向
來
沒
街
將
私
人
的
佔
有
柳
州
翻
雖
然
品
從
卜
〈
位
必

記
收
了
蚓
求
初
期
教
友
們
的
U
V大
L
U教
然
l

叫
他
們
此

致
將
在
有
物
變
質
充
公
供
教
友
間
體
山
f

川

(
1
2
的

4

H

臼

5
1
)
但
口
且
也
只
是
去
花
一
現
的
“
吼
叫
則
作
為

。

而
不
是
人
民
生
活
的
正
常
法
規
再
說
，
匕
的
叫
叭H
K叫
做

不
刑
恕
的
致
使
耶
京
的
札
幌
什
成
了
咒
他
教
侖
的
利
擠

丑
拾
因
此
不
久
之
後
它
使
成
為
h
r
e
史
上
的
阱
，
叫4

小
山

。

為
人
所
道
攻

。

見
你
做
叫
“
六
年
的
伏
且
年
，
喂
給f
R
O
K才成
喇
叭

(

hw

) 

2
]
3
U
M
S
喝

「
}
戶
戶
呵
。
『

J
門S
Z

叫
起
作
﹒
帆
布
人
的V

C
U計
少
，
Z
F
/

。
可
F
H
E
σ
\

-
l

d
-
4
l

J

、
械
亦
a
H巾
，ω
院
八-
h
z

攸
股
海
拔
八
f
i
H公
川
紅
從
心
的
在
此
小
山
(
E
Z
2
)

中f
心
的
舟
山
圳
如
何L仿
制
付
之
從
句t
γ
仁
公
川
v
u
h
r
v
k

一
4

一
仙
川

r
遇
問
布
一
百
公
尺
的
山
八
八
叫
作-
r
E
攸
此
的
呼
延
一

。

l
I
l
l
-
I
l
l
-
l
I
l
l
i
-
-
i
l
l
-
-
-
-

座
位
城
川
人
是
阿
糾
怕
也
仗
，
火
通
川
敘
利
必
卜
九
溢
的
萱

。

，

鎖
在
一
單
字
上
的
弱
點
是
性
間
，
過
的
山
川
大
化
的
山

。

糞
上
但
是
先
知
們
如
付
紋
次
以
迅
茂
的
口
吻
稱
自
/
一
為

「
的
頭
腦
」
(
先
街
叫
戶
口
勒
斯
或
克
兩
位
特
戒
屯
的
附
材

蚓
叭
兄
圳
的H
圳
特
U

拍
似
的
?
叫
一
F
3

自
)
，
仙
本

'

。

l
i
t
s
，

W
H上
就
明
它
是
可
以
院
守
待
夜
的
城
川
市
話
北
悶
悶
以
色

列
國
主
耶
恆
的
聯
盟
猶
太
正
約
沙
法
將
火
山
來
1

進

攻
際
阿
布
人
時

-
w
m
H
心
如
做
竹
如
殘
踩
岫
喇
叭
、
鄉
村
城

。

h
巾
位
聯
萃
的
攻
心
甘
甜
訓
比
城
為
此
瓜
兒
u
m做
兵
心
岫

在
這
個

T
H兩
間E
m
-
-
或
上
悴
，
可
布
王
鈞
、
生
戶
在
‘
此
梭
的
核



~

上
殺
手
軒
說
u
m
h列
下
3
h
H
1

n

』

鞠
~

其
後
圳
叫
到
叫
人
佔
領
此
城
在
它
的
撥
撥
之
上
重

于阿
迪
堡晶
扣
在
開
叫
闢(
切E
E
E
D
g
)
時
代
(
或
調
東

-
點
蚓
帝
國
時
代)
此
城
曾
是
總
主
教
的
座
堂
區
周
國

一
有
為
數
可
觀
的
叫
教
友
團
體
居
住
如
此
可
以
明
瞭
而
以

十
字
軍
東
征
時
毫
不
費
力
地
將
這
座
電
城
克
服
了
十

字
軍
在
一
一
四
0
年
建
築
強
大
的
堡
壘
於
比
比
堡
壘

至
今
猶
存
是
遊
客
們
值
得
瞻
仰
憑
吊
的
學
地
占
仙
似
之

一
。
此
城
今
名
叫
蚓
恥
目
前
有
居
民
一
萬
六
千

九
其
中

約
兩
千
人
是
東
正
教
的
基
督
徒
有
一
座
天
主
教
的
醫

院
自
創
刻
利
寫
的
修
女們
來
管
理
並
照
顧
來
聖
地
-
朝

擎
的
天
主
教
化

(
韓

)

向
主
己
，
E
R

Z
F
J
人
名
其
忍
不
詳
有
人
消
「
種

“
-
E
-

三
位
的

\
口
問
」(
?
)
之
也
是
刷
刷
訓

之
子
制
聞
到
之
父
其
母
名
瑪
阿
加(編
上
8

臼
9

自
)

國
科
喇
喇
支
比
如

2
5

記
絨
摩
爾
德
間
是
喇
喇喇族

人
蚓
出
的
會
比

(
特

)

4
4
萬
】
營
企
「
只Z
Z
Z

淚
名
在
加
爾
默
耳
山
的
來

E
K
/

真

/
O
MS
D
\

南
方
(
則
上的
立
即
現

在
的
斜
圳
蚓
河(
玄E
m
a
g
)
比
河
在
雨
季
時
竟
能
泛

混
全
部
依
次
勒
耳
平
原
平
常
以
在
它
的
下
游
才
有
水

扎
在
刷
出
的
東
北
流
入
蝴
喇
趴
在
它
附
近
所
造
成
的

泥
治
地
帶
是
為
恥
輛
車
戰
士
十
分
危
險
的
區
域(民
4

7
自
5
n

制
的
刊
)
在
別
關
之
肌
問
劉
到
先
知
會
令

人
將
一
川
紅
凹
割
的
假
先
知
殺
死
(
山
川上
叫
叫
“
)(

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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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克
汪
(
闖紅
仆
)

訂
的
時
已
面
山
扭
扭
「
阿
兮
兮
。

D
J是
在
耶
京
及
橄
欖
山

，

.
→r
y
n
E
H逗
H
n
/
的
立
3

、

-
I
l
-
-

-

-

-
E
J
4
1
Z

J

D

K

或
消
郎
以
及
r
T
M
瑪

問
之
間
的
一
進
水
綴
亦
門
山
谷(
厄
下
2

時
編
下
刊N

H

割
的
1
)
此
溪
自
叫
京
之
凹
的
數
條
水
道
灌
集
而

此
流
向
蚓
制(州
州
下的自
m
M
S
州
打8
則
4
u
)。

在
叫
民
的
屆
五
時
代
即
明
自
川
比
谷
作
為
非
身
之
地
凶

比
阿
撒
凡
此
約
史
雅
亦
曾
在
此
叫
什
將
一
切
做
神
邪
帥
的

用
具
災
般

(
列
上
的
3

列
下
幻
‘
)

日
的
逗
條
溪
在
非
雨
季
節
已
無
流
水
可

4
4一
鬥
故
人

皆
稱
之
為
克
總
龍
谷
它
在
那
京

m
t絨
服
川
之
下
約
-

r
n二
L
l

公
民
在
革
占
瑪
地
倒
下
你
有
凹
卜
，
丘
公
川
中

間
有
儒
通
過
在
統
之
先
下
K
M附
近
地
方
有
聖
母
地
位

大
股
再
往
前
不
遂
有
宗
徒
山
倒
並
有
革
丘
瑪
尼
大
堂

沿
谷
而
下
有
所
謂
之
的
沙
法
特
例
川
沙
隆
雅
各
伯
及

而
加
利
必
的
朋
位
並
在
谷
之
先
送
漏
佈
你
們
太
人
泊
位

而
，
匕
的
打
邊
則
是
削
刺
的
圳
人
的
站
到

(
韓

)

的
時
也
概
可
章
主
「
b
E
e
J在
濃
綠
赴
綠
鳥
的
品

6

-E

J
e
z
w
3
/

、
途
中
遇
見
大
暴
風
雨

十
四
日
之
久
昕
乘
之
總
被
暴
風
吹
往
這
個
叫
克
勞
遠

的
小
荒
山
上
(
求
幻
時
)
布
拉
一
學
后
以
符
它
是
在
局

副
喇
附
近
的
剖
別
小
心(
。
2
8
)
位
大
多
紋
的
學

者
加
以
為
它
是
在
刻
到
蚓
的
斐
尼
朮
研
(
明E
F
H

)
之

南
的
一
個
小
荒
n
M
A
1
名
戶
的
多
斯
拉-C
E
E
ω

)
(
韓

)

見
樹
器

n
E

學
院

(
3
5
g
J
亦
譯
作
喇
喇
州

。

6
1
/
4

□

2

月
4

/

、
剝
削
第
四
位
皇
仿

他
的
全
名
走
出
叫
騏
蚓
蚓
抓
圳
捌
奧
占
昕
恥
是
叫
叫

副
山U
L
e
哨
的
經
予
他
於
凹
三
年
級
異
極

-
r
川
仰
望
占
掛
三

位
在
位
十
凹
年
之
久
是
一
位
優
良
的
H
U王
及
政
治
家

到
日
胡
謂
有
一
位
h
v
m叫
叫
樹
亂
預
言
將
有
遍
地
飢
荒

“
這
飢
荒
就
在
克
勞
狄
任
內
發
生
了
間
內
五
四
八
年

悶
在
巴
力
抓
過
的
飢
荒
裕
外
鐵
車
H
B
A
以
舉
保
A
仰
在
小

到
制
創
刊
怯
糾
利
蚓
各
教
人
耐
叫
你
怕
救
助
刺
京
貧
前
的
教

友

(
見
到
日
甜

甜
2
u

制
前
的
1
)

割
的
2

記
抗

克
勞
伙
會
將
一
切
居
於
耀
馬
的
猶
太
人
逐
出
阿
桂
付

及
其

U
持
在
斟
酌
加
史
校
就
是
被
逐
之
人
赴
格
林
多
與
保
憐

相
遇
驅
逐
們
太
人
的
原
因
是
因
悶
基
降
徒
的
均
力
H

謝
神
抽
大
而
與
其
他
猶
太
人
形
成
勢
不
兩
立
的
分
裂
狀

態
是
以
有
磚
羅
馬
的
社
會
安
寧
故
於
四
九
l

五
。
衍

，

間
全
部
猶
太
人
被
趕
往
熾
外
或
他
方
居
住
不
過
逗
一

驅
逐
令
的
質
施
似
乎
並
不
太
嚴
師
因
為
幾
年
之
徒
紅

也
你
告
心
情
時
代
釋
，
H悶
的
猶
太
闢
體
非
但
有
增
無
減
心

且
較
前
度
為
興
班
后
過
臼
此
而
始
猶
太
會
堂
與
此世
仔

徒
河
水
不
但
井
水
完
全
分
立
自
治
了
(
見
宗
犯
口

克
勞
伙
對
巴
力
斯
過
的
政
治
完
全
依

M叫
他
所
u
h

任
泡
泣
的
黑
洛
德
阿
格
裂
帕
一
也
將
之
必
再
峙
巴
力
叫

過
E
償
援
他
的
領
土
使
巴
力
斯
坦

的
黑
洛
德
王
朝
攸

樣
重
新
統
一

到
倒
叫
州
死
於
非
命
被
他的
妻
子
叫
樹
到
到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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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個
門-Z
E
)毒
死
由
尼
綠
綠
位
為
羅
馬
皇
帝
(
五

四
1
六
六
)
。
(
韓
)

，

-
Z
】
h
H唔
，
戶
且
「Q
O
E
S
H
J是
斐
現
伯
域
的
一
位

;
計
7
日
均
且
H
M
f
c
z
s
g
、
-
-
-
-

-
l
J
t
y
-
-

」
'
之
教
友
保
祿
忠
信
的
傳

教
伴
侶
會
受
倒
酬
的
妥
獎
謂
他
的
功
德
及
名
字
已
寫

在
生
命
冊
上
(
斐

4
3
)
意
即
已
有
作
天
國
國
民
的

資
格
但
這
種
資
格
並
不
是
一
勞
永
逸
的
因
瓜
仍
能
失

足
跌
倒
(
對2
2
)
。
有
人
以
為
他
就
是
擱
則
教
宗
克

肋
孟
但
尚
待
種
質

(
緯
)

帥
巴
巴
目
包
主
寸
E
E
O
J是
地
中
海
中
郁
的
一
個

E
H
Y
E

且
恥
守
/
?
"
之

大
亂
在
到
刑
制
之
亂
此

為
自
東
至
西
有
一
行
六

。
"
央
型
長
南
北
自
六
至
三
」
l

五
英
里
寬
(
三
千
三
市
三
卡
六
平
方
英
里
)
有
依
達

(
H
e
)大
山
城
且
全
心
最
高
率
達
八
下
多
其
呎
原
來

是
土
地
肥
汶
風
景
優
美
的
名
島
但
目
前
已
幾
成
荒
島

它
的
原
來
居
民
來
自
小
亞
細
亞
希
臘
人
之
進
入

比
島
是
公
元
前
一
六
0
0
年
左
右
的
事
它
的
最
古
王

朝
名
米
諾
斯
(
呈

-
g
m
)遠
在
公
元
的
三
下
年
已
開

國
建
朝
自
古
以
來
它
即
同
埃
及
敘
利
亞
及
米
袋
不
達

米
亞
在
經
濟
文
化
商
業
上
有
看
密
切
的
關
係
本
世
紀

的
考
古
學
家
在
厄
審
斯
(
〉
﹒
】
W
S
E
)先
生
領
導
之

一
下
在
此
島
大
事
挖
掘
考
究
證
贊
其
古
老
文
化
的
存
在

一

羅
馬
人
征
服
此
島
之
發
在
公
元
前
六
八
i

六
六

叫m
rr年
鵬
將
之
劃
兩
爛
爛
行
亂
陣
卅
降
臨
那
馬
哈
刺

J
J就

r
有

/
俱
來
自
克
里
將
島

的
猶
太

人

在
揚
(宗
2
u
d
f圓

~E 七

保
欣
向
叫
做
勒
雅
解
往
昭
雄
肉
的
時
做
途
過
大
風
不
利

航
行
且
有
危
險
祇
得
治
克
里
特
島
的
南
岸
背
風
的
海

面
航
行
抵
達
此
向
一
個
名
叫
良
港
的
海
灣
在
拉
撒
雅

城
附
近

(
宗
幻
7

時
)
是
為
保
祿
第
一
次
來
克
里

特
向
保
線
在
羅
馬
挺
得
自
由
之
後
會
同
弟
鐸
再
來
此

鳥
正
式
開
教
且
將
弟
鐸
留
在
此
地
管
理
教
友
們
及
選

立
長
老
治
現
教
會
在
保
祿
致
弟
鐸
的
信
上
會
則
叫
丕

默
尼
得
(
何
用VE
g
-
ι
2
)
(
聖
經
上
稱
「
先
知
」
)

的
「
川
來
提
醒
弟
鐸
「
克
閉
上
的
村
人
常
是
混
混
且
引
起
此
一
一
可

惡
的
野
獸
貪
口
腹
的
懶
漢
」
(
鐸

1

?
u
)

門
地
「
加
非
托
爾
」
(
除
)

m
克
羅
帕
(
283
.
n
g
z
s

)人
扎

1

是
耶
穌
叭
叭
復
活
常
天
發
顯
給
前
赴
厄
馮
鳥
的

兩
個
門
從
之
一
(
帥
的
M
m
u
)他
們
在
悅
益
分
餅
時
以

隔
開
了
認
山
了
是
耶
穌
顯
現
給
他
們
(
的
岫
州的
叩
)
按

傅
叫
“
另
一
門
徒
的
名
字
是
圓
滿
但
無
緣
可
憑

2
瑚
叫
到
的
丈
夫
(
右
的
自
)
。
有
人
謂
他
是
右

瑟
的
兄
弟
故
此
是
耶
穌
的
放
父
但
無
按
可
考
(
除
)

ω
克
勞
狄
雅
(
2
2
)是羅
馬
初
期
教

會
的
一
位
女
教

扎
普
殼
的
妻
已
二
人
會
要
求
喇
喇
代
為
致
候
蚓
剖
樹

(
弟
後
4
n
)
(

韓
)

的
克
要
帕
達
(
2
8
3
5
)
人
名
意
謂

1
:

‘

1
.

「
著
名
父

親
的
女
兒

」

她
是
應
史
上
的
一
位
風
流
無
恥
吹
師
問
題
人
物
仆

托
肋
米
第
六
非
經
默
托
(
公
元
前
一
八

O
l

一
四
九

年
)
的
女
兒
淤
公
元
前
一
五

0
年
與
敘
利
亞
的
鑫
他

說
明
園圳
內
凹
叫
(
公
元
前
一
五
O
I

一
四
五
年
)

結
婚
約
納
堂
瑪
加
伯
曾
參
與
這
次
盛
大
的
婚
禮

(
加

上
ω

盯
間
)
但
不
久
之
後
仆
托
肋
米
六
世
關
始
懷
疑

其
女
婿
亞
歷
山
大
巴
拉
有
野
心
在
於
是
二
人
文
惡
門

與
德
默
特
就
二
世
(
色
宴
苛
王
)
聯
盟
並
將
女
兒
轉

送
與
總
默
特
琉
為
安
(
加
上

口
，
|
時

)
後
來
總
默

特
流
與
帕
提
雅
人
交
戰
成
為
階
下
凶
並
在
坐
監
期
間

問
浴
多
占
納
公
主
結
婚
克
宴
帕
遠
大
怒
必
是
嫁
給
德

默
特
琉
之
弟
安
提
約
古
第
七
息
得
太
符
其
以
一
不
報
復

前
德
默
特
忱
山
獄
歸
來
兄
弟
二
人
爭
結
王
位
結
果
次

，

捉
約
占
敗
北
而
此
時
埃
及
王
仆
托
肋
米
第
七
菲
斯
康

亦
山
兵
將
德
默
特
琉
打
敗
敗
北
逃
亡
時
赴
仆
托
肋
民

娥
逃
難
但
為
克
霎
帕
途
所
但
結
果
被
人
捉
住
殺
掉
克

到
叫
出
後
來
亦
將
臼
已
同
德
點
特
放
所
生
之
子
色
安

苛
殺
死
因
此
子
竟
無
其
母
克
宴
帕
遠
之
同
意
想
載
的

國
抱
她
的
第
二
個
兒
子
受
其
母
之
助
部
登
上
王
侃
吭

為
到
出
自
第
八
格l
盟
副
蚓
(
公
元
前
一
二
五
年

) 。

此
子
於
一
爪
久
之
後
以
其
母
馮
殺
他
而
預
備
的
毒
藥
將

已
母
克
宴
帕
達
毒
死
克
宴
帕
達
會
由
安
提
約
古
第
七

創
制
划
生
有
第
三
乳
名
封
鉗
制
制
第
九
閣
制
刺
亂

(
韓
)

制
克
妻
帕
特
辣
兮
兮
宮
內2)見
見



卜
土~純
純
克
議

『雅
特
詩
吋
§
巴U
H
叫
叫
持
村
叫
恥

~
明
艾
樟
恢
叫的域
市
〔
齡
蘇
輒
刊
沁
叫
站
)
學
者
們
大都
謂
此
城
郎

士是
屬
翻
划
艾
}
扳
淑
的
克
到
|
剩
擱
蚓
睏
剛
蚓
城

(
軒
刊
臼
u
師
叩m岫

一TUH
H
)故
別
副
譯
+
木
4
將
制叩u岫
扭
的
克
到
|
劉
蚓
蚓
改
揖
寫
卅
到
劉

雅
社
特
吋
耶
阿
毆

(
韓

)

“
克
黎
約
持
(
彷
吋
鬥
口
封
詩
〕

H詰u詰
呼
』

是
聖
經
上
的
兩
個
城
名

1

是
劉
划
最
南
方
的

一
座
城
靠
近

問
到
邊
界

(
蘇
臼
但

)
大
概
頁
寶
耶
穌
的
「
到
創
制
相
人
」
劉

達
斯
即
出

生
於
此
有
不
少
學
者
斷
定
到
劉
制
蚓
就
是

現
今
距
同
關
到
巴
之
東
北
約
三
十
二
公
里
的
利
喇
喇

特
音
(
因
﹒。
戶
，0
月

3
5
3
)
廠
耀

2

摩
阿
布
地
方
的
一
座
城
(
耶
彷
剖
)
建
有
要

進
宮
殿

(
亞
2
2
)
考
古
學
者
對
它
的
辨
認
意
見
不

一
可
能
是
現
今
距
默
德
尼
雅
(
因
﹒
丘
，
否
且
已
巴
山

B
Y
)

廢
址
乏
東
北
七
十
公
里
的
撤
里
雅

(
F
H
-
3
7
)

(
韓
)

的
克
爾
哈
勒
斯(
E
E
3
)
見
到
離

佩
克
爾
赫
勒
斯(
p
o
j
)
見
到
亂

ω
克
黎
雅
塔
殷
(
的M
M
H
H
)

域
名
原
文
意
回
心
是
「
雙
城

」
或
「
姊
妹
城
」
是

在七
635-642 

兩
個
地
方
名

1

是

屬
於
罔
蚓
人
的
城
骯
位
於
制
叫
河
之
東

(
創
M
S
)
後
為
勒
鳥
本

的
子
孫
所
重
建

(
戶
犯
盯

蘇
H
M
M
}
亦
會
陷
於
臨
陣
阿
布
人
之
手
(
耶
刊1
則
鈴

，
亦
見
於
默
撒
(
宮
。E
)
碑
文
九
l

十
一
行
)
它
可

能
就
是
現
在
的
科
諷
刺
蚓
剖
(
白
手
。
同
丘
，
。"
門呵
。
"
，

2

口
)廢
址
位
於
刻
辣
克
(
肉。
E
P
)之
南
或
者
也
可
能

是
制
制
蚓
蚓
潑
址(
自﹒
已
目
。
日
丘
吉
同
)
它
在
制
制
凹

及
刻
辣
克
之
間
阿
爾
農
河
之
北
故
此
學
者
意
見
各
異

2

學
經
上
的
卡
爾
堂
避
難
城

(
蘇
幻
阻
)
在
編

上
6

叫

亦
被
稱
馬
克
黎
雅
塔
殷

(
韓

)

佩
克
貝
洛
特
塔
瓦

「
閃
R
F
S
H
F
-
E
H
H
E
S

V
J

r
∞
。

可
己口
宵
"

(US
E
-
也
R
O
E
-
8
、

地
名
意
謂
「
貪
慾
的
墳
墓

」
是
位
於
西
乃
與
哈

茲
洛
特
之
間
的
一
個
地
方
它
的
現
今
確
實
位
置
已

不

可
復
考
在
這
裘
埋
葬
了
那
些
一
因
貪
饗
捕
捉
吃
食
纖
弱

的
以
民
故
此
稱
此
地
為
「
貪
慾
的
墳
墓

」
拉
丁
通
行

制
將
之
意
義
但
現
今
絕
大
多
數
的
譯
志
將
之
音
譯

別

高
本
亦
然

(
見
戶
口
m
i

師

刊M
H
口
申

9
n
)(

韓

)

“
克
黎
雅
特
耶
阿
陵

(
m
U
H
H
H

廿
日5
)

意
思
是
「
山
林
之
城

」
原
是
希
威
人
的
四
個
聯

邦
之
-
(
制
9

口
叫
位
於
湖
州
及
刺
淵
明
f
F
d俱
S
軒

的
西
恥
先
屬
創
始
也
但
屬
科
喇
喇
咖
由
此
可
以

社
禪師
此
地

乃
兩
支
派
的
不
清
地
界
區
這
種
事
實

可
能
旦
起
來
自
下

邊
的
原
因
則
在
法
律
上
雖
屬
於
瀏
何
在
地
叫沾上
那
位

於
喇
喇
明
的
山
區
之
中
(
如
酬

臼
9

帥
的
目
闊
的
時
)。

約
櫃
陷
入
樹
叫
到
特
人
之
手
被
歸
還
後
會
留
在
此
地

歷
二
十
年
之
久

(
刷
上
4
u
6
"
l
7

2

)。
此
地
居

民
中
的
一
部
份
在
凹
出
制
充
軍
之
後
仍
返
原
地
(
厄

下
7

目
)

這
座
城
在
斟
斟上
的
名
稱
頗
多
亦
名
雅
阿
爾
平

原

(
副
m
e
)

，

到
劉
樹
剛
制
(
音
M
S
m叫
上2
自
別

高
譯
本
己
改
為
克
黎
雅
特
耶
岡
陵

)
克
黎
雅
特
巳
耳

(
蘇
的
帥
的

H
)
巴
阿
拉

(
#
淋的
9

U
)
猶
大
巴
阿

拉
(
撒
下
6
2

見
編
上
u
e
)
學
者
們

一
致
認
仿
古

就
是
現
在
的
楓
樹
劑
剛
回
劑(
巴
巴
巴
，E
Y
R
)
在

到
喇
喇
特
制
制
制(
意
謂
「
葡
萄
城
」

)
之
東
北
近

此
比
後者
現
今
亦
稱
為
阿劉
胡
封
(
〉
宮
。
。"
7
)

。

此
名
因

十
九
世
紀
在
此
搶
劫
路
人
而
著
稱
的
匪
盜
而

得
他
的
墳
墓
就
在
此
地
到
劉
樹
蚓
蚓
剛
闢
距
闖
京
約

十
五
公
里
在
蚓
京
之
東
北
方
海
拔
七
二
0
公
尺
基
督

徒
在
公
元
第
五
世
紀
會
於
此
建
造
大
堂
以
紀
念
咨
約

約
櫃
會
在
此
存
留

(韓
)

ω
克
黎
約
特
赫
茲
龍

\
肉
"
『
』
。
手
，
Z
N
『
。
口
J

f
b
m
w
丘
。"
y

」

見
克
黎
約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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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間
一
切
古
今
中
外

務
偉
國
家
的
百
姓
都

有
將
土
地
的
初
熟
產
物
奉
獻
與
神
的
習
慣
用
以
表
示

對
棘
的
敬
意
並
承
認
主
管
土
地
學
產
者
是
神
這
種
習

尚
早
已
見
於
古
代
的
埃
及
巴
比
倫
迦
太
基
希
腦
及
羅

馬
民
族
中
中
國
向
來
以
務
慶
為
主
當
然
也
不
會
例
外

聖
經
開
宗
明
義
之
初
就
記
載
了
向
天
主
祭
獻
土

地
出
產
的
事
蹟
(
創
4
3
4
)
以
民
對
初
熟
之
果
的

奉
獻
最
初
很
可
能
是
百
姓
的
一
種
自
動
自
發
的
行
為

但
漸
漸
以
民
的
法
律
使
之
變
成
7
必
須
遵
守
的
誠
命

並
規
定
所
獻
者
應
是
「
田
中
最
上
等
的
初
熟
之
果
」

(
出
幻
H
M
M
H
則
抖
叩
)
主
要
是
以
初
收
五
穀
初
榨

的
油
及
牛
羊
的
首
生
為
主
(
出
扭
扭
扭
)
串
的
4
更
清

楚
地
指
出
五
穀
涵
泊
和
初
剪
的
羊
毛
都
是
應
獻
的
初

熟
獻
儀
並
鐵
定
了
獻
初
熟
之
果
時
應
守
的
體
規
(
戶

"
b
7

l
i

怔
。
。

A
h
υ

Q
J
M
q
J
9
l

l

M

閃

l
l
m
H
H
A
u
l
-



T
L
1
2
，
且
】

件
比
1
A
2
呵
，
必

】
】

:
H

呵
呵
，
心

H
)
經
過
法
律
的
這
一
番
規
定
它
已
不
再
僅
是
對
天

主
敬
禮
的
表
示
而
也
成
了
對
宗
教
上
應
盡
的
義
務
的

是
用
其
中
的
一
部
份
來
維
持
學
殿
的
贊
用
及
司
祭
們

的
生
也
充
軍
之
能
岡
州
胡
同
及
用
制
喇
喇
更
強
調
這

些
一
法
令
的
重
要
性
勸
翹
百
姓
謹
遵
勿
進
(
則
科
甜
甜

-即
下
m
甜
U
U
)
以
民
歷
央
上
的
兩
個
節
日
「
無
酵

一
簡
」
(
見
肋
幻
，
-
H
)
及
「
五
旬
笛
」
(
戶
叫
m
a

-
-
m
H
)
與
初
熟
之
栗
的
奉
獻
是
有
直
接
密
切
關
係
的

辦
戶

「
初
與
之
果
』
在
剝
削
上
具
有
的
意
義
是
借
意

一

/
曲
間
它
不
紙
本
身
是
殼
上
穿
的
果
實
而
且
具
有
對
其
他

ω
初
果
(
間MM
U
紹
說
)

進七

果
實
的
影
響
力
如
此
天
主
的
初
熟
之
果
，
|
|
以
色
列

百
姓
對
其
他
一
切
民
族
(
耶
2
3
)
以
及
天
主
的
初

熟
之
果
1
|
|
一
切
的
基
督
徒
對
其
他
一
切
的
人
類

(
雅
1
"

見
默
M
4
)
是
具
有
巨
大
影
響
力
的

基
督
如
初
熟
之
果
復
活
了
起
來
對
我
們
來
說
不

祇
是
在
時
間
上
先
我
們
而
復
活
而
且
是
我
們
將
來
亦

要
復
活
的
原
因
(
格
前
臼
刮
目
)

兒
巴
斯
卦
無
酵
笛
(
韓
)

M
M
g
-
E
m
o
J
判
官
今
日
也
多
稱
法
官
希
伯

.
司
1
μ
E
t
F
H因
此
兵
、
-
t

』
-
引

l

'
;
、
來
文
本
沒
有
名
詞
只
是
引
用

動
詞
「
審
判
」
的
一
種
動
態
而
充
當
名
詞
旅
審
判
一

詞
也
郎
平
理
之
意
的
當
有
人
發
生
了
爭
執
時
由
第
三

者
來
平
理
平
斷
孰
是
孰
非
如
創
M
N
S
撒
棘
呼
籲
天
主

來
為
她
及
到
凹
蚓
之
間
平
理
(
參
閱
叫
2
H
H
)
。
當

梅
瑟
把
以
色
列
民
由
埃
及
領
至
曠
野
後
凡
百
姓
中
發

生
的
任
何
爭
執
案
件
全
由
梅
瑟
一
人
審
斷
這
樣
梅
瑟

似
乎
就
無
暇
顧
及
他
事
後
接
受
其
后
父
的
建
議
才
在

民
間
還
了
千
夫
長
百
夫
長
五
十
夫
長
十
夫
長
使
他
們

隨
時
盛
會
斷
百
姓
(
出
的
扭
扭
扭
)
只
把
重
大
的
案
件

留
下
由
他
自
己
處
理
此
外
自
申
口
，
u
的
經
文
看
來

似
乎
司
祭
也
有
權
審
斷
民
間
的
案
件
總
之
由
上
述
經

文
可
知
以
民
中
的
判
官
制
原
是
由
梅
瑟
制
定
的
為
此

在
申
1

自
又
重
申
前
事
並
且
囑
咐
人
民
的
判
官
「
無

論
是
兄
弟
彼
此
訴
訟
或
與
外
方
人
訴
訟
都
應
秉
公
審

斷...••• 

任
何
人
都
不
要
怕
因
為
審
判
是
天
主
的
事
」

《
申
1
M
U
)

，
由
最
後
這
旬
話
可
'
知
立
法
者
以
及
審

斷
的
標
準
實
際
上
是
天
主
因
而
人
只
不
過
是
天
主
的

代
現
者
因
為
人
是
天
主
的
代
理
者
他
也
享
有
實
際
的

機
力
甚
至
判
人
死
刑
如
申
的
臼
「
若
有
人
擅
自
行
事

.•• 

或
不
聽
從
判
官
應
把
這
人
處
死
」
在
若
蘇
厄
死

後
蝴
蚓
到
尚
未
被
立
為
君
王
之
仇
叫
民
中
各
個
支
派

各
自
為
政
在
那
時
領
導
叫
民
者
為
天
主
特
選
的
人
相

伯
來
文
即
稱
他
們
寫
判
官
不
過
他
們
的
任
務
與
使
命

旨
在
拯
救
以
民
而
不
在
處
理
人
民
間
訴
訟
的
事
故
恩

高
譯
本
譯
為
「
民
長
」
及
至
撤
鳥
耳
被
選
為
君
王
時
審

判
民
間
案
件
的
事
自
然
屬
於
君
王
(
見
撒
下
的
2
l

e
)
在
君
王
中
撒
羅
漏
以
他
向
上
主
求
得
的
智
慧
審

斷
案
件
堪
稱
斷
案
如
一
腳
故
為
當
時
以
及
後
世
的
人
所

稱
奇
(
見
列
上
3
M
|
甜
)
以
後
當
君
王
背
棄
天
主

敬
拜
邪
神
不
守
正
義
時
天
主
興
起
了
不
少
的
先
知
當

先
知
指
責
君
王
時
尤
其
指
君
王
斷
案
不
公
並
一
一
冉
規

勸
君
王
要
施
行
公
正
的
審
判
(
見
依
1

口
3
u
l
u

m
I
Z
耶
6
H
8
u
n
s
則
2
.
7
臼
遠
的
5
目
歐

4
2
2
叫
“
1
2
8
亞
5
u
米
2
1
2
3
1
l

‘
索
3

1
)
而
且
先
知
預
言
未
來
默
西
亞
必
將
秉
公
審
斷
一

切
(
依
U
E

|
S
耶
幻
S
U
M
扭
扭
3
5
)
此
外
在

智
慧
響
也
有
不
少
論
及
應
如
何
執
行
審
判
之
事

(
如

鐵
口
時
川
的
自|
且
一
詠
m
m
2
S
跑
2

|

4
)
總
之
由
以

上
所
引
看
來
判
官
因
是
代
天
主
施
行
審
判
故
在
以
民

中
判
官
享
有
很
崇
高
的
地
位
因
而
在
詠
中
稱
他
們

寫

「
神
」
(
詠
8
2
1
)
以
民
中
的
判
官
且
是
否

終
身
制

因
聖
經
上
沒
有
明
文
記
數
學
者
意
見
不
~
木
、
通
可
以



建
祠
的
判
官
埃
菲
世
襲
，
如
君
主
制
司
祭
-
般

(
4義
M

h剖
-
S
U
H
J
車
站
H
b
Z
E
ω
早
在
樹
割
的
法
律
里
有
關
於

2
~
“
主
令
食
指
吉
\

~
|
川
，

、
借
貸
的
法
律
師
不
拘
借
貸

-一
貨
幣
或
其
他
可
生
利
之
物
嚴
禁
叫
剖
列
子
民
向
他
們

本
國
同
胞
索
取
利
息
如
借
貸
的
人
屬
外
方
人
則
可
向

他
們
徵
收
利
息
(
南
幻
m

肋
鈞
抽
)
對
本
國
的
同
胞
不

但
不
得
取
利
而
且
到
了
第
七
年
即
所
謂
「
豁
免
年
」

(
見
安
息
年
)
應
將
一
切
債
發
完
全
豁
免
(
申
臼
1

1
3
)
不
過
從
另
一
方
面
借
貸
的
人
憋
在
可
能
範
圍

內
盡
早
將
所
倍
之
錢
或
物
歸
還
債
主
(
一
詠
幻
n

德
m

-

-

u
)
天
主
所
以
禁
止
以
民
向
自
己
的
同
胞
索
取

利
息
的
理
由
一
則
要
他
們
彼
此
行
愛
德
再
者
天
主
自

己
會
報
答
他
們
(
申
的
叩
)
舊
約
衷
只
對
自
己
同
胞

兔
息
借
兌
也
即
是
創
制
宮
和
「
愛
你
的
近
人
」
的
思
想

到
制
或
耶
穌
部
把
這
愛
德
准
及
到
任
何
人
身
上
包
括

外
教
人
在
內
(
參
閱
瑪
5
峙
|
岫
)

不
過
事
實
上
雖
有
梅
瑟
法
律
明
文
規
定
以
民
一

如
違
犯
其
他
條
敗
也
一
一
冉
未
能
妥
守
這
一
法
令
這
從

風
下
5
1
|
臼
尤
其
蚓
蚓
劃
內
可
資
證
明
(
參
閱
亞

2
1
4
1

依
1

甘
甜

3
H

臼

m
2

耶
8
M

則
扭
扭

U
)
但
如
反
觀
我
國
古
代
社
會
制
度
遠
在
春
秋
戰
國

時
已
普
遍
實
行
高
利
貸
因
而
使
一
般
貧
苦
大
來
更
是

貧
上
加
貧
經
數
代
都
無
法
翻
身
(
參
閱
呂
振
羽
著
殷

剛
剛
吋
則
叫
國
制
制
二
八
三
頁
)
，
是
以
從
借
貸
這
點

來
看
一
個
外
教
民
族
究
不
能
和
一
認
識
真
神
的
民
族

來
相
比

重七645--647 

見
安
息
年
《
義
》

“
叫
阿
b
-
M用
阻
「F
F
山
區
〕
利
比
亞
地
區
及
利
比
亞

4
=
J
1
J

司
，
:
、

人
的
名
字
數
次
見
於
碧

經
他
們
是
埃
及
的
鄰
國
(
申

U

H
)
及
埃
及
的
僱
備

軍
(
幟
下U
S
M
W
S制
3
.
)
，
故
此
譯
經
學
者
多
將

他
們
同
創
ω
s
編
上
1
u

所
說
的
肋

M
F口
賓
人
混
為
一

恥
而
這
種
說
法
大
概
是
正
確
趴
這
些
一
利
叫
到
人
居
於

喇
別
的
西
恥
他
們
的
居
地
被
稱
為
利
比
亞
但
這
一
地

區
在
古
代
並
沒
有
一
定
的
地
理
界
線
他
們
在
默
乃
弗

大
及
辣
默
色
斯
三
世
法
郎
時
代
會
聯
同
其
他
的
海
邊

民
族
企
圖
向
制
別
入
侵
但
未
得
逞
其
後
大
約
在
公
元

前
一
-
0
0
年
左
右
當
埃
及
國
勢
衰
弱
時
利
比
亞
人

才
以
和
平
的
方
式
漸
漸
滲
入
埃
及
境
內
後
來
竟
成
了

喇
別
僱
傭
軍
的
主
要
來
亂

羅
馬
人
將
這
一
地
區
分
割
為
二
部
南
北
利
比
亞

公
元
前
六
七
年
連
同
克
里
特
島
被
劃
為
羅
馬
行
省
基

制
到
寫
其
首
都
舉
神
降
臨
時
會
有
這
一
區
的
利
叫
到

人
在
場
(
宗
2

叩
)
(
韓
)

W
T
3

←
匕
台
北
國
旦
「
去
。E
B
S
J
以
色
列
民
族

L刷
刁
Z
T斗
斗
」Y
W苟
且
凶多
崑
。
S
E
E
K

-
-
!

-
t
J
:
τ
i

』

1

，
是
雖
然
在
若
蘇

間
的
領
導
之
下
佔
接
了
摯
地
但
是
距
民
族
的
統
一
仍

然
相
去
甚
遠
各
個
支
派
仍
然
劃
地
而
居
有
自
己
的
組

織
自
己
的
傳
統
以
及
自
己
的
家
族
政
權
其
後
有
民
長

的
出
現
但
這
祇
是
在
一
個
或
數
個
文
派
受
到
外
來
勢

力
的
侵
翠
的
時
候
才
出
現
的
是
有
時
間
及
地
區
性
的

不
能
算
是
統
一
更
沒
有
政
權
可
言
雖
然
在
勇
敢
的
基

制
制
制
民
長
打
飲
料
制
蚓
憫
人
盼
到
們
歸
來
的
時

d
F百位
曾

經
企
圖
立
他
爵
王
但
是
基
於
川
沙
民
肉
來
的
宗
教
縛

d
F

認
為
紙

有
天
主
自
己
才
是
凶
民
的
君
已
到
制
制
堅
決

拒
絕
了
百
姓
的
要
求

「
我
不
作
你
們
的
君
主
唯
有
上

主
是
你
們
的
君
王
」
(
民
8

甜
甜
)
這
正
是
當
時
百

姓
宗
教
心
理
作
用
的
寫
照
基
德
紅
的
兒
子
阿
彼
默
肋

創
雖
曾
躍
躍
欲
試
想
作
創
樹
人
的
國
王
但
也
終
歸
失

敗
(
民
9
)

但
是
人
類
的
歷
史
文
明
是
在
日

新
月
異
地
前
進

著
客
納
罕

地
的
諸
民
族
都

已
建
立
了
自
己
的
王
國
諸

如
剛
寫
摩
阿
布
阿
孟
等
王
國
且
在
勵
精
圖
治
地
向
前

發
亂
叫
民
部
仍
一
盤
散
沙
似
的
在
各
自
為
此
因

此
外

來
的
威
脅
日
益
增
加
格
外
當
時
的
培
肋
舍
特
人
不
時

的
對
以
民
加
以
困
擾
已
使
以
民
煩
惱
不
堪
再
加
上
阿

聞
到
一
戰
以
民
大
敗
約
櫃
落
入
敵
手
被
風
為
宗
教
中

心
的
央
縫
全
被
破
壞

(
撒
上
4
5
)
人
心
大
惶
志
志

不
安
於
是
百
姓
覺
到
實
有
建
立
君
主
政
權
的
必
要
祇

是
既
無
軍
權
又
無
政
權
的
大
司
祭
的
領
導
是
不
夠
的

於
是
各
文
派
一
致
聯
名
向
當
時
身
寫
民
長
又
是
司
祭

的
撤
慕
爾
要
求
一
位
君
王

(
繳
上
8

4

6

)

關
於
君
主
政
權
建
立
的
闋
端
聖
經
上
有
兩
種
記

載
其

一
是
「
基
耳
加
耳
文
件
」
或
亦
稱
為
君
主
文
件
謂

是
天
主
自
己
揀
選
了

一
位
君
王
為
抵
禦
培
肋
舍
特
人

的
侵
襲
(
撒
上
9

-
m
H

U
-
-

U

H

U
M
章
)
其

二
是
「
米
茲
帕
文
件

」
或
謂
反
君
主
文
件
謂
是
百
姓

自
己
向
撒
慕
爾
強
求
國
王
撤
慕
爾
無

可
奈
何
只
得
商



求
於
上
主
而
通
過
建
立
君
主
政
權
(
撒
上
8
m
M
|

血
泊
的
)
於
是
才
出
現
了
以
民
有
史
以
來
的
第
一
位

國
王
|
|
繳
鳥
耳

撒
鳥
耳
執
政
期
間
並
沒
有
任
何
跡
象
表
示
他
的

政
機
是
父
子
世
鐘
的
撤
鳥
耳
的
兒
子
依
市
巴
耳
的
短

期
稱
王
也
只
是
大
將
阿
|
周
到
甜
的
陰
謀
所
促
成
(
撒

下
2
8

|
刊

)
自
此
以
民
暫
時
的
統
一
叉
於
無
形
中

消
失
各
支
派
再
形
各
自
寫
政
幸
有
達
昧
的
出
現
才
漸

漸
將
這
混
亂
的
局
面
重
新
收
拾
整
頓
終
能
將
南
北
向

來
對
峙
的
局
勢
統
一
可
是
在
他
的
兒
子
撒
羅
漏
死
後

部
發
生
了
歷
史
上
不
可
彌
補
的
分
裂
狀
態
直
至
南
北

圓
的
全
部
滅
亡
為
止

在
歷
史
上
雖
然
以
民
的
閻
王
並
不
皆
是
學
著
正

直
中
悅
天
主
心
意
的
人
但
他
們
如
向
來
被
視
寫
天
主

種
威
的
代
表
這
在
百
姓
的
心
目
中
是
向
無
異
議
的
其

中
最
主
要
的
一
點
部
是
在
上
主
的
照
顧
之
下
默
西
亞

論
的
產
生
就
是
建
築
在
以
民
的
這
一
段
君
主
歷
史

上

見
達
味
猶
大
國
以
色
列
國

(
韓
)

的
、
-
5「
囡"
B

J
人
名
意
義
不
詳
是
諾
厄
的
三
個
兒

r
o
d
t
f
c
g
乏

4
A
I

J

、
子
之
一
可
能
是
最
年
幼
者
(
創
5

自
9

剖
)
洪
水
誠
世
的
時
候
業
已
結
婚
似
尚
未
有
子

女
(
創
7
7

)
會
經
讓
笑
其
醉
酒
的
父
親
因
而
他
最

一
小
的
兒
子
客
納
罕
受
到
了
父
親
的
咒
罵
(
創
9

位
|

-
n
叮
剖
生
有
四
個
兒
子
圍
已
蚓
釗
喇
駛
割
蚓
及
研
制

d
P
T
到
戶
制
"
﹒J「
這
四
個
兔
子
在
斟
刷
刷
的
地
理

L
是
代

r
茅
盾
於
北
非
洲
甫
一
阿
剎
伯
及
客
納
牢
的
民
族
在
詠
拘

648-651 七

削
的
詞
n
m
n
等
處
創
是
以
詩
體
的
方
丸
用
來
代
表

埃
及
的
名
詞

(
韓

)

;
t
s
a

旬
，
，
甚
口
于

B
ra
-
aJ
人
名
意
謂
「
文

A
凶T
V
v
w
m
v
愈
曲
曲
，E
-
4

才
A
-
-
戶」
叮
叮
凶
=
=
m
w
-

6
-
E
-
J

藍
圖

t
h
F
L
主
立
H
r

l
h

，

J
Z
4
1
:
1

『
士

-
E

'

、
質
彬
彬
的
」
「
知

禮
的
」
是
羅
馬
的
一
位
教
友
會
受
到
保
祿
的
問
候
並

被
稱
為
保
祿
的
助
手

(
羅
必

9
)
但
是
關
於
他
的
生

平
我
們
一
無
所
知

(
韓
)

的
「
吾
主
來
吧」
(
宮
R
E
E
F

凶
)

這
旬
話
來
自
阿
刺
美
文
郎
「

瑪
郎
阿
塔
」
或

「
瑪
辣
納
塔
」
在
全
部
聖
經
上
只
見
於
格
前

的
自
聖

經
外
則
見
於
十
二
宗
徒
訓
言

(
ω
6
)
按
照
字
旬
排

列
之
不
同
可
能
有
兩
種
不
同
的
意
義
其
一
是
「
吾
主

己
來
臨
」
其
二
是
「
吾
主
來
吧
」
近
代
的
聖
經
學
者

多
主
張
第
二
個
解
釋
(
見
默
n
m
)
基
於
保
祿
以
希

股
文
給
講
希
臘
語
的
格
林
多
教
會
寫
信
而
用

了

一
旬

阿
刺
美
語
這
一
點
我
們
可
以
斷
定
「
瑪
辣
納
塔
」
當

時
已
如
同
「
阿
們
」
在
各
教
會
中
成
了
通
用
的
術
語

是
一
種
短
旬
的
祈
禱
以
此
來
勸
魁
教
友
懇
求
及
等
候

「
上
主
的
日
子
」
(
見
格
前
1

.
u
卸
的
血
肘
)

並
作
為
香
信
的
結
束
語

(
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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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主
救

你
部
不
能
不
借
重
你
」
把
告
解
娶
事
的
緊
要
性
徹
底

表
露
出
來

了

告
解
即
是
在
天
主
台
前
或
在
天
主
的
人
|
|
通

常
是
司
祭
|
|
i
面
前
承
認
己
界
其
目
的
就
是
為
了
獲

得
天
主
或
科
明
的
寬
赦
告
解
能
是
詳
細
的
或
通
常
的

它
的
出
發
點
是
一
種
深
切
美
感
的
宗
教
情
緒
痛
悔
它

趨
向
一
種
人
生
極
高
尚
的
遐
想
棄
惡
遷
善
一
切
大
宗

教
無
不
設
置
告
解
的
措
施
至
少
所
謂
通
常
的
告
解
這

也
是
一
問
自
然
的
事
因
為
承
認
而
告
明
自
己
的
莽
的

確
是
十
分
適
應
人
性
的
要
求
因
此
巴
比
倫
人
埃
及
人

以
及
信
仰
佛
教
的
人
等
等
給
我
們
留
下
了
最
助
人
的

認
盟
卉
禱
文
舊
約
證
明
天
主
要
求
世
人
承
認
己
罪
以
便

贏
得
天
主
的
寬
恕
天
主
原
希
望
亞
當
厄
娃
加
音
速
昧

等
在
他
面
前
承
認
自
己
的
不
義
綾
m
H
記
誠
「
文
過

飾
非
的
不
會
順
利
認
錯
悔
改
的
將
蒙
受
憐
恤
」
德
的

作
者
勸
勉
人
不
要
作
於
謙
認
己
罪
不
少
學
詠
尤
其
是

第
五
十
一
篇
可
視
為
認
罪
和
痛
悔
的
最
優
美
禱
文
乃

赫
米
雅
做
以
民
代
表
時
會
承
認
同
胞
的
罪
過

(
厄
下

1
6
)
再
說
民
來
也
會
屢
次
承
認
自
己
的
罪
過
及
他

們
旭
先
的
罪
過
(
厄
下
9
2

參
見
達
9

巴
1

口
|
扭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梅
瑟
的
法
律
有
時
囑
附
某
些
人
應
該

認
菲
如
大
司
祭

(
肋
的
缸
4
3
|

臼
)
人
民
(
肋
4

扭
|

扭
6
1

l

7

戶
5
6
)
於
是
在
舊
約
上
記
載
三

種
認
罪
的
舉
動
一
種
固
定
內
在
的
-
種
是
外
表
的
男


種
乃
是
個
神
規
定
的
補
慰
而
訂
的
舊
約
時
代
的
以
民
使

然
由
天
主
親
口
所
說
的
講
得
知
他
是

h
m
h
m
n
怨
老
會
見
仁



h
的
天
主

門
也
叫
什
S
|
﹒
』
使
希
望
每
次
承
認
罪
過
每

鞠
~
次
天
主
說
加
以

竟
如
叫
樹
蚓
爛
在
一
風
雪
聖
殿
時
所
宣
讀

~
的
禱
文
也
是
從
頭
到
尾
部
充
論
著
這
種
甚
慰
人
心
的

~
希
望

(
列
上
8

扭
|
的
)
我
們
特
意
說
出
「
希
望」

了
一
字
因
為
在
舊
約
時
代
並
無
私
人
也
無
機
構
能
正
式

因
天
主
之
名
赦
兔
人
罪
的
這
點
就
可
證
明
新
約
遠
遠

超
過
舊
約
的
了

新
約
中
教
會
具
有
赦
罪
之
權
所
以
信
友
們
非
但

能
夠
「
希
望
」
天
父
寬
恕
他
侃
而
且
憑
著
告
解
聖
氣

也
明
確
「
知
道
」
天
主
真
正
在
赦
免
他
們
免
除
他
們

所
告
的
罪
見
軾
的u
m
u
若

-
4
1
9軒
"
H
制5
6

(
關
於
末
後
三
處
經
文
是
否
真
正
在
指
示
告
解
聖
事

解
經
家
並
不
一
致
同
意
)
這
襄
應
該
特
別
一
提
的
是

若
m
M
|
臼
這
段
經
文
與
路
扭
扭
岫
所

指
的
實
際

是
處
同
一
問
氧
問
題
只
是
叫
叫
車
史
特
別
看
重
一
福
音

的
宣
傳
而
要
若
望
則
特
別
重
視
藉
耶
穌
的
聖
死
與
復

活
所
發
生
的
「
新
造
化
」
請
注
意
耐
叫
別
的
話
「
向
他

們

噓
了
一
口
氣
」
這
本
是
一
種
象
徵
性
行
為
天
主
在
未

創
造
字
宙
之
先
以
他
的
聖
言
藉
他
的
學
科
創
造
了
萬

物
如
今
以
他
的
學
子
藉
他
的
娶
一
腳
開
始了另
一
個
新

的
創
造
復
活
當
日
的
晚
上
門
徒
們
蒙
受
了
聖
神
是
準

俯
明
瞭
復
活
的
主
所
說
的
實
訓
尤
其
是
準
俯
在
過了

五
十
天
後
領
受
聖
神
的
學
講
鴻
恩
(
部
M
H
I

甜
凶

，

l
H
宗
2
1

|
間

)
耶
穌
是
除
兔
世
界
的
天
主
羔

羊
在
十
字
架
上
他
吽
獲
罪
於
天
的
人
類
重
新
與
父
和

好
他
的
教
會
要
繼
承
他
的
工
作
因
著
耶
穌
的
車
名
除

七652-656 

兔
世
人
的
罪
過
「
你
們
若
赦
免
誰
的
罪

..•..• 

」
這
旬

話
明
證
耶
穌
的
教
會
獲
得
了
赦
免
和
扣
留
人
罪
的
權

柄
「
你
們
」
二
字
是
直
接
指
示
宗
徒
們
的
教
會
的
首

領
可
是
宗
徒
們
及
他
們
的
繼
承
者
假
如
不
認
識
人
的

罪
如
何
能
赦
兔
或
拘
留
呢
假
如
人
不
明
告
出
來
他
們

又
如
何
能
認
識
人
的
罪
過
呢
為
此
從
這
一
旬
話
和
賄

的
凹
的
闊
的
話
以
及
聖
經
關
於
「
痛
悔
」
和
「
補
贖
」
屢

次
所
講
的
道
理
墓
教
會
對
吾
主
耶
穌
在
復
活
當
天
晚

上
建
立
了
告
解
聖
事
這
一
大
事
深
信
不
疑
並
把
這
件

大
事
詔
示
給
世
人
週
知
見
巳
g
N
-
m
R
T
E
E
E
H
N
R

H
H
B吋'
H
B申
凶

見
罪
惡
罪
赦
悔
改

(
雷

)

也
直
考
盲
﹒
種

F
n
s=
g
J是
小
亞
細
亞

6 
•• 
E
d
J
E
E
F
=

圖
』
/
、
、

l
-
F
d

f

I
J
句

，
、
的
一
個
地
區

位
於
基
里
基
雅
及
用
割
蚓
大山之
間
東
有
利
蚓
到
細

雅
西
有
夫
黎
基
雅
是
一
個
高
原
區
土
地
貧
脊
無
物
產

可
言
且
有
數
個
苦
水
湖
氣
候
不
冉
冉
故
不
適
於
人
居
比

本
地
人
多
以
畜
牧
為
生
保
祿
間
凹
關
州
倒
會
傅
教
於

此
跑
遍
各
城
依
科
尼
雍
呂
斯
特
辣
及
德
爾
貝
但
效
果

不
太
理
想
且
在
自
喇
喇
蚓
錢
乎
喪
掉
性
命(
到
u

n
l
M
甜
)
(
韓
)

自
3
3
略
問
士
守
宙
那
「
H
K苟
且E
J
是
呂
|
蚓
罔
拙
的

4
0
.
，

v
且
刷
刷E
M
F晶
宜
司
a
A
M
Y責
/

、

i

、

l

E
1

，
-

t

吋

i

言

，
、
一
座
城
市
在
制

科
尼
雍
之
南
偏
東
二
十
八
公
里
處
保
祿
第
一
次
傳
教

時
會
途
經
此
地
並
在
此
治
好
一
位
跛
子
城
民
見
此
奇

跡
驚
愕
不
已
乃
以
保
祿
及
|
因
制
制
伯
為
神
明
下
降
欲

頂
禮
崇
拜
但
為
保
線
方
指
給
罷
之
也
但
更
因
有
些
例
訓

尼
雍
來
的
猶
太
人
從
中
挑
撥
蹤
閩
結
果
百
姓
周
石
頭

砸
了
喇
喇
(
創
刊6m

見
制
後
口
自
制
後
3
H
J
「

第
二
次
出
外
傳
教
時
保
祿
舊
地
重
遊
並
在
此
城
揀
遠

了
弟
茂
德
作
為
自
己
的
助
手
(
宗
的
1
3
)

考
古
學
者
尚
未
在
此
舉
行
正
式
的
挖
掘
但
在
它

的
小
山
崗
上
見
到
不
少
的
古
陶
器
片
並
找
到
幾
個
古

老
的
碑
文
及
壁
畫

(
韓

)

"
當
做
-
匕
種

F
Z
D
E
J
人名
意
思
是

6
.
'

，
且
恥
們
叫
耳
，
'
，
主

a
R
E
e
f

、
、

|
」

4
4

J
H

S
J

一

，
、
「
解
決
憂
慮

的
人
」
按
路
加
聖
史
的
記
載
當
耶
穌
開
始
他
的
傳
教

生
活
時
間
制
問
雅
正
在
做
阿
制
叫
珊
的
分
封
侯
(
圳

3
1
)
阿
彼
肋
乃
分
封
侯
區
位
於
凹
司
則
到
及
內
閣

士
革
之
間
但
是
對
於
副
制
問
雅
本
人
的
生
平
事
蹟
幾

乎
無
文
獻
可
考

(
韓

)

見
依
突
勒
雅
阿
彼
肋
乃
黑
落
德
(
韓
)

-
m抄
肝
、t
t
z
3

。
缸
片5
5
這
是
聖
經
校
勵
學
上

街
」
A
/
w
K
L
/
M
D
H
O

『
口
。
古
帥
"
。
、
可

J
'
i
i

'

"1

、
的
一
個
街
語
是
指
一

個
詞
一
句
話
或
一
段
本
不
是
屬
於
原
文
而
被
後
人
所

括
九
且
有
時
正
式
被
納
入
而
成
為
原
文
的
一
的
化
最

顯
著
的
例
子
是
「
針
對
劃
闊
別
的
」
(
見
該
條
)
。
它

不
可
與
註
解
混
為
一
談
蓋
雖
然
注
解
有
時
亦
被
納
入

正
文
但
它
原
來
如
只
是
見
於
頁
遂
行
間
的
解
釋
夾
注

則
是
自
始
便
被
害
於
正
文
中
者

(
韓

)

的
妓
女
(
譯γ
)是
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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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R
r和
重
冉
、ζ

亂
，
B
F
E
Z
J

縱
觀
古
今

a
d
司
司
，
帥
"
ι
治
州/
m
R
/
M
d
a
s
E
g口
、

三
-
4
4
4
酬

/
J
1
1

，
是
中
外
一
切

民
族
的
歷
史
對
於
孝
敬
父
母
這
一
人
類
的
基
本
道
德

倫
理
的
重
脫
及
提
倡
恐
怕
沒
有
一
個
民
族
能
超
過
我

國
的
孝
道
在
中
國
格
外
由
於
儒
家
的
推
崇
與
宣
揚
實

在
已
造
成
了
一
種
歷
久
不
衰
的
風
尚
以
及
遍
及
全
國

的
習
俗
歷
代
的
君
王
無
不
以
提
倡
孝
道
馬
己
任
且
以

身
作
則
以
孝
道
為
政
治
的
屏
藩
及
敬
。
育
的
基
本
以
孝

道
之
理
來
治
理
天
下
而
能
國
家
太
平
民
族
富
強
再
看

中
國
所
有
的
古
語
典
籍
也
無
不
以
孝
為
其
著
作
留
傳

的
主
旨
因
此
我
們
可
以
說
中
國
自
古
以
來
下
自
個
人

家
庭
上
至
社
會
民
族
國
家
的
基
礎
是
建
築
在
孝
道
之

上
的
中
國
的
歷
史
文
化
能
以
流
傳
數
千
年
之
久
以
迄

今
日
不
衰
中
華
民
族
之
所
以
能
保
持
其
強
大
的
數
字

繼
續
蔓
延
生
長
而
不
亡
不
能
不
歸
於
舉
國
上
下
對
孝

的
重
視
及
實
行
反
觀
其
他
地
區
的
文
明
古
國
諸
如
亞

述
埃
及
巴
比
倫
等
都
早
已
成
了
世
闊
的
陳
蹟
供
人
憑

弔
這
也
就
正
應
言
了
聖
經
論
孝
的
注
語
「
應
孝
敬
你

的
父
親
和
你
的
母
親
好
使
你
在

上
主
你
的
天
主
賜
給

你
的
地
方
延
年
益
壽
」
(
出
幼
臼
見
申
5
H

)
這
種

說
法
不
祇
是
中
國
的
基
督
信
徒
在
強
調
就
是
西
方
不

少
的
聖
經
學
者
在
研
究
聖
經
論
孝
的
道
理
時
也
鷥
愕

一
不
止
地
承
認
天
主
如
何
在
中
國
保
持
了
他
的
諾
言

一

鍾
然
孝
道
在
中
國

起
了
如
此
大
切
作
用
儒
家
在

倒
一制
固
有
如
此
美
妙
高
俏
的
道
理
及
在
民
間
的
深
刻
影

戶
，
但
來
可
否
品
的
且
其
中
國
的
道
德
倫
理
紙
是
屬
於
自

益七

然
本
性
宗
教
的
一
種
聖
經
中
的
宗
教
及
道
理
部
是
來

自
天
上
的
啟
示
是
超
本
性
的
是
其
他
任
何
宗
教
所
不

能
比
擬
的
因
為
聖
經
所
包
含
的
是
全
部
的
真
理
而
其

他
自
然
宗
教
部
祇
具
有
部
份
的
真
理
這
就
是
自
然
宗

教
與
啟
示
宗
教
的
主
要
分
歧
點
在
這
寫
文
章
中
我
們

所
討
論
的
是
聖
經
中
的
孝
道
因
為
對
於
中
國
孝
道
之

理
已
有
不
少
的
著
作
再
重
行
敘
述
亦
非
本
辭
典
之
目

的
不
過
讀
者
可
以
將
中
國
的
孝
與
聖
經
中
的
孝
作
一

比
較
可
以
得
到
更
正
確
的
認
識

站
由
約
闖
闖
淤
孝
道
的
誠
命
人
應
當
孝
敬
自
己
的
父

母
是
直
接
來
白
天
主
的
命
令
它
見
於
「
十
誠
」
之
中

師
既
然
典
型
的
十
誠
在
聖
經
上
見
股
兩
個
地
方
(
出
m

z
|
叮
申

5
6

|
缸
)
孝
敬
父
母
的
誡
命
1
|
|
第
四

誡
|
|
也
祇
見
於
兩
個
地
方

(
出
m
n
申

5
H
)
在

出
詢
問
的
記
放
是
「
晰
地
孝
敬
你
的
父
親
和
母
親
好
使

你
在
上
主
你
的
天
主
賜
給
你
的
地
方
延
年
益
壽
」
它

與
申
5
闊
的
記
敘
大
致
相
同
但
答
有
出
入
後
者
所
記

的
範
園
比
較
廣
泛
及
比
較
清
楚
學
者
們
解
釋
這
一
差

別
時
大
都
強
調
出
的
記
載
是
較
為
古
老
及
原
始
的
故

此
文
詞
簡
短
而
後
者
因
是
較
近
期
的
著
作
圍
著
時
代

的
變
遷
及
生
活
環
坡
的
轉
變
故
有
稍
加
解
釋
及
增
添

的
需
要
而
有
兩
種
不
完
全
相
同
的
記
述
學
者
的
這
種

解
釋
是
正
確
的
但
是
就
連
出
別
凹
的
記
載
也
並
非
就

與
天
主
在
西
乃
山
上
親
口
所
說
的

話
完
全

一
接
關
於

這
一
點
我
們
在
論
十
誠
的

「
原
始
十
誠
」
時
業
己
說

明
故
此
處
不
必
再
詳
加
解
釋

(
1
)
命
令
的
主
題
這
個
直
接
來
自
上
主
的
命

令
是
向
兒
女
發
的
兒
女
應
當
孝
敬
自
己
的
父
母
也
這

個
命
令
的
表
面
看
來
好
似
它
是
向
個
人
發
的
命
令
其

實
它
是
一
個
有
團
體
性
質
及
與
整

個
社
會
有
關
係
的

命
令
因
為
如
果
兒
女
們
都
遵
守
此
命

則
整
個
國
家
民

族
可
以
佔
有
自
己
的
土
地
而

延
年
益
壽
它
猶
如
十
識

中
的
其
他
任
何
命
令
都
是
以
單
數
的
方
式
發
出
但
誰

也
不
能
否
認
「
十
誠
」
是
與
整
個
社
會
人
章
有
關
的

再
說
發
出
這
個
命
令
的
天
主
是
整
個
人
類
的
天
主
故

此
他
的
一
切
啟
示
|
|
孝
敬
父
母
乃
天
主
的
啟
示
之

一
|
|
都
是
針
對
人
華
社
會
而
發
的
向
來
不
是
祇
以

某
某
個
人
利
益
瀉
出
發
點
的
如
果
我

們
再
罔
憑
一
下

當
日
頒
佈
這
一
命
令
的
環
境
|
|
在
西
乃

山
上
向
著

山
下
聚
集
的
全
體
百
姓
以
十
分
隆
重
的
方
式
及
巨
大

的
威
嚴
|
|
1
我們
說
可
以
明
瞭
這
一
點

所
說
的
「
兒
女
」
並
不
是
年
幼
無
知
的
小
兒
女

悶
氣
他
們
尚
不
知
法
律
寫
何
物
故
對
它
的
遵
守
是
無

能
為
力
的
所
以
年
長
成
人
的
兒
女
甚
至
業
已
成
家
立

業
的
子
女
也
應
當
絕
對
遵
守
這
一
命
令
因
為
這
時
的

父
母
大
都
已
年
老
力
衰
正
是
需
要
兒
女
孝
敬
的
時
刻

(
餓
的
品
n
n
m
N
口
德
3
M
H
n
u
)
兒
媳
亦
應
同

樣
孝
敬
丈
夫
的
父
母

(
多
m
n
見
創
削的
肘
)
在
古

代
以
民
的
大
家
庭
制
度
之
下
守
寡
的
兒
媳
仍
應
聽
命

於
自
己
的
公
婆
(
見
創
刊
油
站
|
扭
盧
l
M
)
反
之
若

兒
子
進
入
女
家
亦
然
如
雅
各
伯
之
對
抗
阿
拉
班
(
創
怖
的

U
)
梅
瑟
之
討
於
耶
特
洛
〔
出

2

岫
|
扭

4
"

見
創



+
~
圳
的S

」
等

h叫
~
〔

2

」
命
令
的
未
身
第
四
誠
與
第
三
識
是
十
誠

于
中
僅
有
的
兩
條
肯
定
的
法
令
「
你
應
當
孝
敬

•..... 

」

一
而
其
他
的
誠
命
都
是
否
定
式
的
「
不
可..... 

」
按
學

一
者
們
的
意
見
這
種
肯
定
的
方
式
將
法
令
的
範
國
更
加

廣
大
擴
充
它
包
括
了
一
切
對
父
母
應
有
的
愛
情
知
恩

尊
敬
(
德
3
8
l
u

鐵
口
6

見
錢
ω
-
u
-
W

甜
甜

甜

m
m口
等
)
斃
命
(
見
出
口
8

申
4
9
6
7

殼
1
8

4
3
6

甜
l
n

m
z
口
自
幻
位
等
)
及
對
父
母
物
質

的
扶
助
(
德

3
H
!
"
)

它
更
包
括
一
切
對
父
母

不
應
作
的
不
孝
事
件
不
應
打
父
母
(
出
到
時
)
不

應
寫
父
母
(
出
到
口
見
肋
鉤
，
鐵
鉤
血
)
不
應
件
逆

不
孝
及
放
蕩
不
聽
(
申
創
M
1
1缸
)
誰
違
犯
上
述
否

定
的
命
令
皆
應
處
於
死
刑
但
這
一
切
天
主
祇
用
「
孝

敬
」
一
詞
概
括
了
起
來
由
此
可
見
「
孝
敬
」
的
意
義

如
何
重
要
因
此
寫
正
確
的
明
瞭
天
主
第
四
誠
的
真
正

意
義
不
能
不
將
「
孝
敬
」
一
詞
加
以
解
說

「
孝
敬
」

的
意
義
這
個
詞
的
來
源
在
希
伯
來
文
上
原
有
「
沉
重

富
有
及
榮
耀
」
的
意
思
漸
漸
獲
得
了
宗
教
上
的
意
義

而
成
了
專
用
為
天
主
的
語
詞
因
此
「
榮
耀
」
的
意
義

增
強
而
「
沉
重
及
富

有
」
的
意
思
消
失
榮
耀
在
聖
經

上
的
定
義
應
是
天
主
以
光
明
及
大
能
的
方
式
對
人
類

所
顯
示
的
威
嚴
(
見
出
“
‘
叮

M

肋
m
a
則
必
妞
"

時
等
)
由
這
一
定
義
我
們
可
以
清
楚
地
看
出
來
它
只

能
用
於
天
主
而
且
聖
經
的
作
者
也
不
斷
地
將
這
種
榮

耀
祇
歸
於
天
主
(
詠
3

‘
的
2
.

位
s

甜
甜
編
上
m

七657 

u
u

依
6
3
)

呼
籲
百
姓
歸
榮
耀
於

主
(
山間
圳
的
“
幻

a

v詠
詔
訓
等

)

但
是
這
種
原
本
只
應
歸
於
天
主
的

榮
耀
詞

有
時

也
歸
於
天
主
的
代
表
如
父
母
(
出
切
目
申
5
M
)
上

主
的
使
者
(
民
口
口
)
撒
鳥
耳
(
撒
上

的

目
)
上
主

的
僕
人
(
…
詠
的
‘
)
但
是
這
在
聖
經
上
他
有
的
少
數

的
幾
個
例
子
中
若
我
們
將
聖
經
的
上
下
文
研
究
一
下

就
知
道
這
個
「
榮
耀
」
最
終
仍
歸
於
天
主
自
己
換
句

話
說
是
將
「
榮
耀
」
經
過
天
主
的
代
表
而
歸
於
天
主

在
這
錢
個
僅
有
以
榮
耀
直
接
歸
於
人
而
間
接
歸

於
天
主
的
例
子
中
父
親
和
母
親
具
有
最
重
要
的
地
位

(
出
幼
u
申
5
M
)
而
它
真
正
的
意
義
是

「
應
歸
光

榮
於
你
的
父
親
和
你
的
母
親

.••.•• 

」
(
恩
高
譯
本
作

「
孝
敬
你
的
父
親
•.•..• 

」
)
由
此
我
們
可
以
清
楚

的
看
出
來
聖
經
對

父
親
及
母
親
的
重
視
已
遠
遠
超
過

中
國
所
說
的
「
孝

敬
」
因
寫
在
聖
經
上
將
僅
能
歸
於

天
主
的
榮
耀
而
歸
於
父
母
這
實
在
是
任
何
其
他
自
然

宗
教
的
倫
斑
道
德
中
的
「
孝
」
所
不
能
比
擬
的
它
的

意
義
是
更
為
深
切
的
它
的
要
求
是
更
為
嚴
格
高
尚
的

因
為
聖
經
上
命
子
女
以
尊
敬
天
主
的
心
情
來
尊
敬
孝

愛
自
己
的
父
母
因
為
惟
有
天
主
所
佔
有
的
「
榮
耀
」

在
父
母
身
上
反
映
出
來
而
這
一
種
「
榮
耀
」
是
兒
女
們

所
應
當
承
認
的
父
母
在
聖
經

上
的
確
成
了
天
主
自
己

所
立
的
代
表
誰
歸
榮
耀
與
父
母
說
是
歸
榮
耀
於
天

主

天
主
自
己
是
這
法
律
的
創
立
者
因
此
誰
孝
敬
父
母
並

不
是
由
父
覺
獲
得
甚
麼
賞
報
而
是
直
接
由
天
主
獲
得

「
...
. 

M
W使
你
在

上
主
你
的
天
主
賜
給
你
的
必
少
，

年
益
壽
」

(
叫
m
M

)
或
者
「
好
使
你
能
享
高

a
F

並
在
上
主
你
的
天
主
賜
給
你
的
土
地
向

華
享
孝
籲
』

(
申
5
H
)

天
主
且
將
父
母
高
學
到
與
自
己
相

牛
等
的
地
位

在
整
個
聖
經
上
祇
有
咒
罵
父
母
的
人
如
同
咒
罵
天
主

的
人
一
樣
應
受
同
樣
的
死
刑
以
石
頭
砸
死
(
肋
泊
，

M
M
M見
瑪
臼
4

谷
7

刊

)
但
其
他
的
咒
罵
創
未
見
有

以
死
刑
判
案
者

(
見
創
幻
臼
戶
圳
的
，
)

(
3
)
孝
敬
的
對
象
是
父
親
和
母
親

(見
各
條
)

關
於
父
母
已
見
於
專
題
討
論

中

這
里
我
們
所
強
調
的

是
父
母
二
人
同
樣
應
受
兒
女
的
孝
敬
因
為
子
女
同
樣

由
父
親
和
母
親
所
生
父
母
與
子
女
之
間
的
關
係
在
學

經
上
劫
不
祇
是
血
肉
的
人
性
關
係
而
賢
在
是
神
聖
的

宗
教
的
是
來
自
天
主
的
密
切
關
係
誠
然
在
古
代
的
東

方
社
會
中
重
男

輕
玄
的
現
象

是
非
常
嚴
重
以
民
間
的

男
女
在
社
交
政
治
經
濟
以
及
法
律

上
的
地
位
的
確
也

是
男
性
超
過
女
性
惟
有
在
家
庭
的
小
社
會
內
在
對
子

女
的
關
係
上
父
母
的
地
位
事
實
上

划
是
完
全
平
等
的

母
親
同
父
親

有
同
等
的
權
力
來
享
受
子
女
們
的
孝
敬

(
出
m
n
肋
m
M
S申
5
時
殼
1
8
6
m
m
W
M
m
m
n

n
m
訓

"
u
口
德
3
1
l
u
7

甜
甜
幻
M
H

兒
則
2

7

米
7
6
)
咒
罵
及
經
頑
母
親
的
與
咒
罵
輕
風
父
親

的
兒
女
受
同
樣
的
懲
罰
(
出
幻
M

口
肋
泊
，
申
U
M
)

在
子
女
的
教
育
權
力
上
父
母
亦
是
平
等
的

(
申

n

M
|

缸
列
上
凹
m
耶
的
7

竄
犯
口
)
在
上
述
的
引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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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按
照
東
方
的
習
俗
大
都
將
父
親
放
在
母
親
之
前
但

肋
吵
3

部
將
母
親
置
於
父
親
的
前
面
這
更
證
明
在

「
孝
敬
」
的
範
圍
內
二
人
是
的
確
相
等
的
相
提
並
論

及
不
分
先
後
的
母
親
崇
高
的
愛
情
及
其
尊
貴
的
地
位

在
聖
經
上
也
不
少
次
受
到
讚
揚

(
見
創
創
H
l

H
M叮

叮
出
2
2
|

@

撒
上
1

n
l

盯
撒
下
幻
8
|

叩
加
下

7
2

|

叫

耶
刮
目
依
的
問
哀
2
u
u

、
詠甘
叫
“
)歷
代

不
少
國
王
母
親
的
名
字
更
被
列
於
史
冊
(
列
上
口
間

“
缸
且
列
下
8
H
M
2
的
2
m
z
等
)
被
稱
為
太
后

(
列
上
的
目
列
下
m
n
耶
叮
闊
的
2

等
)

見
十
誡
父
親
家
庭
婚
姻

(
韓

)

到
區
街
忌

"
mFn
J所
謂
話
就
是
以
不
相
稽
的

6
-
A
-
A
E
V
/
E
m
m
E

方
法
來
統
治
大
自
然
力
室
的

企
圖
有
白
黑
之
分
白
巫
術
是
基
於
對
因
果
關
係
的
無

知
而
想
作
出
自
然
界
的
驚
人
事
物
黑
萃
術
則
是
妄
怨

支
配
超
自
然
界
的
能
力
故
此
後
者
是
前
，
做
租
車
學
侮
辱

天
主
的
行
為

學
經
上
不
時
捉
到
以
民
曾
經
大
受
竣
及
巴
比
倫

及
客
納
罕
人
取

一術
的
迷
茲
的
瑟
法
律
及
先
知
明
明
反

對
一
切
侮
蔑
天
主
權
力
的
萃
術
但
這
種
一
少
街
的
實
行

的
確
具
有
它
的
魔
力
因
為
在
整
個
以
民
的
歷
史
上
車

一
至
新
約
時
代
不
斷
有
巫
銜
的
山
現
依
然
及
衡
是
一
種

一八
神
秘
莫
測
的
學
術
故
此
在
聖
經
上
甚
至
在
我
們
的
時

哪
一
此
很
雖
區
別
它
五
花
八
門
的
分
熱
比
如
占
卡
巫
術
妖

士
研
嗯
術
耐
和
術
迷
衛
等
冉
/
戶
闋
的
區
別
叫
到
它
們
不
同
的
方

益七

式
不
同
的
作
用
及
所
產
生
的
不
同
的
效
果
等
等

所
得

的
只
是
一
種
模
糊
不
清
的
觀
念
而
已

在
聖
潔
法
典
上
肋
的
甜
缸
禁
止
人
占
←
念
咒
探

詢
亡
魂
及
尋
間
占
，卡
者
串
的
M
H

更
清
楚
的
榮
止
以

民
向
邪
艸
火
祭
向
己
的
兒
女
禁
止
占

，
卜
算卦
行
妖
術

或
魔
術
念
咒
問
鬼
算
命

和
問
死
者
依
約
時
還
提
出
連

測
算
天
體
敏
察
星
辰
都
在
被
禁
止
之
列

撤
烏
耳
之
求
問
招
魂
的
女
巫
的
記
載

(
撒
上
必
)

清
楚
的
指
出
當
人

們
處
在
遠
離
天
主
困
苦
難
解
的
環

燒
中
時
如
何
迫
切
的
需
要
求
救
於
巫
術
在
北
國
阿
哈

布
王
時
代
以
民
普
遍
的
信
任
著
巫
術

(
列
上
口
口
)

猶
大
王
默
納
舍
時
代
更
有
組
織
有
系
統
地
實
行
巫
術

(
列
下
幻
s
6

編
下
犯

6
)
約
由
民
雅
王
將
這
些
一
巫
術

創
除

(
列
下
幻
M
)
天
主
不
斷
打
發
先
知

出
現
於
民

間
的
目
的
之
一
就
是
為
漏
足
百
姓
心
建
上
求
問
解
答

的
需
要技

峙
瑟
法
律
及
學
潔
法
典
上
明
文
規
定
質
行
巫

術
的
人
該
受
死
刑

(
出
泣
口
肋
m
口
)
撒
慕
爾
先
知

亦
言
「
背
命
等
於
行

L
r

」
(
撒
上
M
M臼
)
撒
烏
耳

的
戰
死
則
悠
歸
罪
淤
他
向
女
巫
求
解
答
的
不
料
之
舉

(
編
上
m
H
)
先
知
們
不
斷
地
嚴
版
責
斥
巫
術
的
不

正
當

(
見
依
2
6
8

凹
的
山3
米
5
u

耶
幻
9

則
的

6
9

沁
3
4

拉
3
5
)

在
新
約
時
代
巫
士
依
然
存
在
且
受
到
伯
多
祿
圾

制
制
的
責
斥
詛
咒
(
劉
8
9

1

臼

M
M

U
e
(

也

M
H
M1

時

)
觀
之
為
本
性
私
慾
的
作
為

(
迦
5

臼

)

因
著
保
祿
的
宣
講
而
悶
頭
的
厄
弗
所
人
焚
燒
了
關
叭
叭

巫
術
的
書
籍
其
價
值
竟
達
五
萬
銀
幣
(
宗
mM
闊
的
)

默
示
錄
更
明
言

那
些
一
行
巫
衡
的
人
與
天
上
的
耶
路
做

冷
無
份

(
默
9
n
m

自
創
8
U
H
)

見
占
k
r
(

韓
)

m
n革
"
。E
e
E
扭
曲
司
。
有

J
「
希
望
」
這
個
名

6

司
已
三
已
一
一
-
a
b
s
f

詞
在
斟
樹上
是
頗

為
復
雜
的
一
個
觀
念
為
易
於
明
瞭
起
見
我
們
將
它
分

開
來
說

一
舊
約
在
舊
約
中
指
示
「
希
望
」
的
名
詞
及
釗

詞
竟
有
十
多
個
由
此
可
見
這

個
觀
念
範
圓
的
廣
泛
同

時
它
也
指
出
「
希
望
」
在
聖
經
上
不
只
是
一
個
靜
止

的
抽
象
觀
念
而
且
更
是
以
民
宗
教
生
活
上
的
一
種
原

動
力
因
為
以
民
的
宗
教
生
活
主
要
建
於
盟
約
盟
約
的

主
要
內
容
叉
是
天
主
給
與
以
民
的
許
諾
這
些
一
許
諾
的

完
成
就
正
是
以
民
希
望
的
對
象
希
望

上
主
對
自
己
的

救
援
保
護
祝
福
及
恩
賜
由
此
可
見
以
民
對
天
主
的
而

望
與
對
天
主
的
信
任
是
不
可
分
闋
的
換
旬
消
說
就
是

因
為
以
民
信
賴
天
主
才
可
以
向
天
主
有
所
希
望

一
一
符

幾
乎
是
並
駕
齊
軀
的
(
見
詠
河
自
叭
叭
)
真
正
完
偽
的

希
且
是
對
天
主
的
希
望
(
副
凹
侃
"
8
)，

因
為
只
有

天
主
是
最
慈
善
及
最
品
恥
既
許
必
踐
的

(
詠
叫3
!

M

智
U
M

叮

u
l
2
)

在
聖
經
上
以
民
首
先
所
希
望
的
是
脫
離
埃
及
打

敗
敵
人
佔
領
摯
地

(
創
刊U
7
η
站
出
3
7
8

口
6

4

申
1
8

等

)
佔
領
幅
地
的
希
望
諭
金
之
後
他

們
向
天



~
主
缸
叫
希
望
的
且
是
天
主
格
外
的
保
護
不
受
臨
近
敵
國
的

鞠
~
侵
擾
保
全
自

己
國
土
的
完
整
希

望

「
上
主
日
子
」
的

于
來
臨
使
以
民
脫
離
~
切
的
危
臉
菁
境

(
亞
5

時

依
2

-
2
-

4

米
4

2
1
4

陸
8
4
5

等
)
甫
F
U
上
以
民
不

一
斷
地
犯
了
弄
得
撐
了
天
主
受
了
天
主
的
懲
洞
司
是
也

就
是
正
在
這
些
一
懲
罰
的
時
期
先
知
們
越
潑
激
勵
悄
悄
醒

以
民
的
天
主
的
希
唔
依
賴

(
此
依
刊
8

日心
3

飢
8

耶

N
A肘
，

H

叫
“甜
甜
別
的
目
1

閃

叫
扭扭
扭
等
)

至
於
以
民
個
人
肉
天
主
的
希
望
首
先
要
指
出
聖

經
上
特
別
強
調
的
是
只
有
生
活
的
人
才
有
希
望

(
訓

9

2

4

哀
3
u

約
6
u
7

6

)
人
死
後
再
無
任
何
希

型
了

(
依
必
M

則
U
u
約
口
時
等
)
由
這
一
點
可
以

看
出
來
仿
約
希
唱
的
對
象
多
是
現
卅
一
的
事
物
這
與
新

約
上
的
希
型
是
迴
然
不
同
的
零
落
正
忱
的
人
的
希
望

永
不
會
落
空
(
飯
圳
的H
)
因
為
是
堅
阿
反
具
有
偏
似

的
希
望
(一
副鈞2
犯
?
"
叫7

川
山等
)因
為
天
主
州
已

是
他
們
的
希
望

(耶
口
7

詠
創
4
η
5

)他
們
的
希
望

是
無
恐
無
榷
的

(
依
7
4

也
2

詠
拍
3

為
m
z
)
受

帝
的
川
善
人
希
望
天
主
的
救
助

(2制
u
e

犯
M

n

m
u

m
)
及
天
主
正
義
的
彰
顯

(
詠
ω
口

M
U
e
8
9

叫

花
2
4

6

油
等
)
交
戰
前
的
國
主
希
求
天
主
賜
以
勝

利
凱
旋

(
一
詠幻
)

山
上
所
述
及
們
司
以
時
間
定
對
天
主
的
希
望
在
以

民
慚
愧
凡
此
例
人
的
宗
教
以
扎
扎
日

常
的
生
活
上
是
佔
有

倚
重
要
成
份
的
他
們
在
一
切
坡
過
中
總
是
向
天
主
呼

求
希
唔
依
叫
開
他
們
對
天
主
的
信
朝
是
如
此
之
間t甚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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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天
主
希
求
沒
有
希
望
的
事
(
約

M
H

口
創
8

閃

閃

U
H
H
)

也
正
是
因
若
他
們
這
種
擎
誠
的
希
望
才

漸
漸
開
啟

了
他
們
對
未
來
以
及
永
生
的
的
念
善

者
將

挺
得
永
生
灰
復
活

(
詠
3
4

切
下

7

H

H
m

)
相
反

地
必
人
川
屯
無
永
生
的
希
叫
L
(智
3

刊
)
即
便
是
有

也
不
過
以
是
虛
幻
的
希
望

(
科
3

u
5
H
6

間
加
F

7
M
) 

二
新
約
在
新
約
中
「
希
望
」
被
稱
為
向
天
主
之

德
郎
望
德
與
信
德
及
艾
德
是
精
成
教
友
生
活
的
基
本

。

'

，
、'
、
'
，B
S

成
份
可
是
新
約
上
提

M
A希
望
的
地
方
幾
乎
只
兒
，
叭
叭
聖

保
祿
的
書
信
其
他
部
份
絕
少
提
反
對
觀
福
音
及
以
示

錄
則
絕
無
他
有
郎
一
他
是
有
也
多
半
是
向
約
上
的
山
川
的

(
州
州
叫
別
1

3

剖
3

3
5

臼
約
一
3

3

宗
幻
6

剖

必
6

J
'
，

J
'
‘
'
。

7

瑪
也
叫
默
2

品

)

雖
然
你
他
的
友
U
凶
右
想
流
血
干
干
事
耐
挺
得
知
叫
心

的
赦
免
分
4
u
p
m
f

訓
的
眼
賜
及
被
稱
為
天
主
的
海
子

(
見
輝
5
1

2
9

8
1

!

e
H
M

迦
4
7
)
但
是
這

些
恩
惠
的
全
部
估
有
均
是
將
來
的
事
(
路
前
9

釘
閃

閃

斐
2
U

J

將
8

閉

目
等
)
是
以
現
在
是
以
忍
耐
信

賴

及
恆
心
朋
待
的
峙
刻

(
絡
前
時
間
格
後
I
M
3
u

斐

1

帥
希
3

6

級
5
4

5

的
4

得
前
1

3

5
8
)
直
到

我
們
將
來
而
對
面
的
看
見
天
主
及
認
識
他
的
本
性
本

t
s
t
s
i
3

。

體

(
裕
的

的
問
悔
後
5
1

默
n
‘

)
如
同
前
面
已

經
挺
過
們
約
上
為
型
的
對
象
多
是
現
他
的
恨
物

尚
在

，
P
B

、
s
g

o

新
約
上
划
是
、
永
生
天
凶
的
產
業
信
友
以
他
所
懷
有
的

學
艸

(
羅
5

5
8
9

)
則
望
罪
惡
的
解
脫

(
昭
雄8

2
3
)

天
主
義
子
的
名
份
戶
刷
刷
8
H
H
.
必
4
7

叭
"
成

義
之
道
(
點5
9

叮
叮永
生
(
刷
刷5
時
8
6

到
6
8

鐸
1
2
3
7
)

復
活

(
羅
8
H

見
8

位
且

得
前
1
s

m
)
以
及
天
上
永
遠
的
福
樂

(繹
8

叮

M

裕
後
3
"
)

「
因
為
孩
們
得
仙
似
口
正
在
於
希
引
」
(
羅
8

剖
)
除
此

之
外
情
友
也
希
唔
天
主
艸
闋
的
來
臨

(
迦
5

到
格
的

6

9

凹

的
叫

)正
救
主
耶
穌
的
重
現

(
得
的
1

3

叩

裕
的
1
7

斐
3

叩
希
9

叩
雅
5
7
8
)

信
友
們
之
所
以
能
夠
如
此
大
但
熱
切
的
希
空
是

司
為
天
主
向
已
是
我
們
的
希
望
(
經

8

2

↑

時

扭
扭

也
3
4

時

迦
3

2

3
4
6

等
)
是
放
們
寄
望
的
的
悔
恨

(
弟
前
4

叩

伯
前
1

叩

)
天
主
是
忠
實
故
詐
、
必
時
間
的

(得
前
5

自
絡
前
1

9

)信
友
的
希
啥
不
是
憑
藉
間
已

的
功
勞
而
是
憑
藉
主
耶
穌
社
內

(
絡
前
的
問
希
6

M

m
弟
前
1
1
)
是
以
估
友
的
清
明
是
永
不
會
落
空
的

(
即
組4
s

)
相
反
地
它
是
假
灰
恃
吼
叫
樂
的
恨
源(
闖
關U

M
)
是
坦
白
行
事
的
依
據

(
烙
後
3

間
)
是
值
得
志

耀
的
事

(
絡
後
口
口
見
經
5

2

希

3
6
)
它
同
其
他

兩
種
誼
向
天
主
的
德
行
|
|
信
德
及
愛
德

|
l
i

是
一
位

切
怕
遠
的

(格
前
U
H
得
前
1
3
5
5
8

百
1
4

5

)

三
者
皆
是
信
友
生
活
上
所
不
可
或
缺
的

(
見
昭
雄的
問

迦
5

5

6
)
它
是
信
友
與
教
外
人
分
別
的
標
誌

(
見

的
前
3

臼
)
因
為
外
教
人
是
沒
有

希
望
的
人

(
得
前

4
3

弗
2

臼
)

見
信
德
愛
德
依
賴

(
韓

)



泊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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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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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小
史
希

hm
λ
Z
W恥
叫

/
C
E
R
E
-
O
E
E
l
l
-

:
I
I

'

、
闡
明
是
歐
洲
東
南

部
一
個
半
島
小
凶
三
面
臨
海
當
歐
亞
非
三
洲
海
路
交

通
的
要
道
文
化
甚
馮
發
達
其
在
文
化
上
的
造
就
在
版

史
上
甚
屬
罕
見
針
當
時
和
後
代
的
文
化
影
響
至
深
且

鉅
蝴
於
這
一
點
參
見
，希
臘
主
義

希
峻
的
古
代
歷
史
現
已
無
從
稽
考
最
早
可
徵
的

歷
史
記
載
是
公
元
前
七
七
六
年
第
一
次
舉
行
奧
林
比

亞
宴
會
的
紀
錄
以
前
所
有
多
屬
神
品
不
是
徵
信
希
臘

民
族
是
由
愛
奧
利
斯
(
芒
。
在

巴
阿
加
奧
斯

(
〉n
Y
E
S
)

多
利
奧
斯

(
口
。2
2
)
約
尼
奧
斯

(
呵
。2
3
)
四
族

所
組
成
這
回
族
同
出
於
一
始
祖
希
倫
(

白
色

2
)
為

此
希
臘
亦
稱
為
希
倫
這
回
族
各
有
千
秋
大
低
古
代
的

英
雄
豪
傑
多
出
於
前
二
族
但
在
歷
史
上
佔
重
要
位
置

的
還
是
後
二
族
雅
典
人
是
多
利
奧
斯
族
的
後
代
斯
巴

迷
人
是
約
尼
奧
斯
族
的
後
代

自
公
元
前
八
世
紀
至
五
世
紀
希
般
貿
行
聯
邦
制

各
邦
自
謀
發
展
互
結
同
盟
名
義

上
雖
各
自
獨
立
但
質

際
上
由
於
語
言
和
文
化
的
統
一
定
期
間
單
行
聯
邦
校
學

獎
會
仍
形
成
一
個
政
體
一
個
國
家
在
自
由
競
爭
下
各

展
雄
才
發
揮
所
長
恩
怨
文
化
遂
別
開
生
面
給
後
臼
希

臘
文
化
在
建
築
上
文
答
美
術
和
哲
學
上
奠
定
了
健
全

一
的
基
礎

一

希
臘
因
為
是
個
半
島
國
人
民
出
外
航
海
經
商
公

'

, 

帥
一元
前
J
J世
紀
說
在
小
到
制
到
沿
海
一
帶
建
正
門
」

l些

J
麗
但
其
她
公
元
前
六
世
紀
中
獎
(
五
五
九
年
)
波
斯
帝

660 !~ 匕

間
興
起
於
公
正
副
丘
凹
六
年
佔
做
了
里
狄
雅
希
蠟
在

亞
洲
沿
海
一
惰
的
誼
民
地
法
為
波
斯
所
有
公
元
的
五

-
1
年
連
用
阿
一
世
父
佔
領
了
為
其
飯
，
叫
公
元
的
丘

。
0
年
至
四
九
五
年
希
臘
在
亞
洲
有
的
城
市
即
己
的

起
決
心
反
抗
波
斯
在
歐
洲
的
希
臘
人
民
亦
間
風
彎
路

聲
援
波
斯
必
是
出
兵
西
紅
希
臘
公
元
前
門
九
(
年
希

臘
聯
軍
大
敗
遂
里
阿
一
世
統
率
的
波
斯
軍
於
馬
拉
放

平
原
至
公
元
前
四
八
0
年
薛
西
斯
一
川
自
由
埃
及
獲
得

了
m帆
船
二
百
遂
再
興
師
進
攻
希
懺
希
惱
恤
金
力
對
抗

終
因
寡
不
敵
眾
是
年
八
月
在
宰
莫
安
拉

(
叫
，7月
3
'

。

Z
E
O
)
敗
於
波
斯
波
斯
進
攘
阿
提
加

(
E
c
n
m
)

焚
燒
雅
典
佔
領
了
阿
苛
頗
里

(
〉
白
。
可
。
戶
前
)
希
臘

人
不
甘
示
弱
不
丹
餘
重
整
海
軍
與
波
斯
對
抗
是
年
九

月
二
十
三
日

大
敗
波
斯
海
軍
於
薩
拉
米
灣
次
年
薛
西

斯
一
世
派
大
將
馬
多
尼
約
(
宮"
E
S
E
ω
)整
軍
再
征

希
臘
在
仆
拉
特
雅

(
可
吉
凶
。
"
)
與
希
腦
聯
單
交
耿
耿

敗
身
亡
同
時
海
軍
在
米
加
肋
灣

(
豈
可E
Z
)
亦
再

敗
於
希
臘
從
此
波
斯
大
勢
已
去
無
意
再
出
征
希
臘
這

一
側
存
對
外
的
持
扎
使
希
磁
聯
邦
更
為
倒
給
怯
受
一

邦
的
統
制
裕
起
共
禦
外
化
最
初
為
邦
主
的
是
蚓
劃
甚

至
公
元
前
四
三
一
年
是
年
以
後
有

了
內
亂
互
相
爭

縫
雅
典
失
絲
織
之
而
起
的
是
斯
巴
達
後
為
從
貝
斯

(
斗
冒
『2
)

當
此
亂
世
學
術
恩
怨
甚
為
發
遂
有

如

我
國
戰
國
時
代
至
公
元
前
三
三
八
年
瑪
其
頓
王
斐
理

制
統
一
金
制
鸝
後
二
年
為
亂
臣
賊
子
所
抗
子
到
岡
山

大
二
十
歲
蟬
祖
父
位
雄
才
大
客
開
疆
拓
土
帶
著
智
運
團

和
L

扣
帽
除
出
師
來
征
所
向
無
敵
不
卡
餘
年
的
捲
波
斯

m
m關
而
創
立
了
五
巾
峭
瞞
天
下
正
在
向
東
進
軍
述
及
慌
，
川

之
際
士
兵
"
什
孰
不
.
做
向
前
只
好
紡
削
蚓
間
再
側
的
“

不
幸
途
中
忠
急
性
能
疾
六
月
卡
三
死
於
巴
比
倫
占
域

享
年
三
十
三
歲
(
公
元
的
三
二
三
年
)
一
這
位
偉
人
在

將
史
上
與
如
全
花
一
現
也
他
的
事
業
對
於
後
也
文
化

的
澎
祖
母
真可
謂
堪
與
日
月
爭
輝
故
後
世
恥
憫
之
間
川
大
血

歷
山
大

(
二
)
希
臘
與
聖
經
的
蝴
係
聖
經
上
關
必
希
磁

最
惜
的
J心
妝
是
創
ω
2
4
孩
處
提
及
的
雅
、
花
郎
後
日

的
約
尼
雅

(
希
臘

)
希
伯
來
人
由
於
通
商
的
關
係
早

知
有
雅
、
江
存
在
(
后
4
6
)
但
叫
以
之
為
一
遠
遠
的

海
H
M(依
帥
"
)後
來
逐
漸
明
暸
雅
、
花
究
在
川
處
(
川

幻
口
達
ω
m
區
9

口
)
到
了
大
亞
歷
山
大
時
代
希
臘

就
與
猶
太
也
接
發
生
關
係
一
位
版
山
大
進
攻
波
斯
帝
凶

取
道
猶
i
A
a不
流
趴
尚
佔
做
了
怕
太
全
W
H
I
淫
8
U

H
2

所
損
-
一
=
口
的
即
是
悔
的
亞
歷
山
大
加
上
l
l

9

遐
忱

綱
翠
領
概
述
了
亞
時
也
山
大
半
生
的
事

希
臘
文
化
隨
血
腥
山
大
足
跡
在
小
也
細
亞
述
d

k
u且
延
關
創
了
希
種
文
化
時
代
建
立
了
希
嗤
文
化
城
巾

給
希
臘
文
化
奠
定
了
穩
固
的
基
礎
後
百
餘
年
羅
馬
人

雖
武
力
戰
勝
了
希
臘
但
在
文
化

上
仍
為
希
臘
文
化
的

俘
虜
君
王
將
帥
文
人
學
士
以
不
誠
希
臘
文
化
不
受
希

臘
教
育
為
奇
恥
大
民
創
制
是
在
制
蚓
文
化
時
代
結
束

最
後
一
部
經
典
智
慧
篇
即
是
希
磁
文
著
作
新
約
是
在

希
瞳
文
化
時
代
而
興
起
蠻
展
全
部
新
約
經
典
悉
起
社
巾



~
勵
叫
文
著
作
制
蚓
文
化
對
於
軒
閥
的
影
響
和
貢
獻
實
在

制
~
偉
大
這
也
是
天
主

上
智
冥
冥
中
的
安
排
希
嵐
文
化
總

于給
了
人
類
以
往
的
文
化
前
凹
叫
制
文
化
樹
別
文
化
到

一湖
文
化
後
凹
出
制
文
化
和
制
蚓
文
化
給
基
督
文
化
預

-
備
了
他
籃
羅
馬
承
繼
了
希
岫
臘
文
化
以
自
己
的
武
功
，
相

法
律
使
天
下
太
平
天
主
墨
子
就
在
父
預
定
的
朋
漏
時

期
(
迦
4
‘
)
降
來
了
人
世
宣
講
了
福
音
以
自
己
的

福
音
改
造
澄
清
捕
充
提
高
了
希
臘
羅
馬
文
化
使
希
臘

潤
尉
文
化
「
脫
胎
換
骨l「
成
了
一
新
創
缸
基
督
文
化

在
半
個
世
紀
內
使
整
個
羅
馬
帝
國
成
了
基
督
文
化
的

世
界
繼
往
閑
來
藉
教
會
隨
時
代
的
發
展
和
一
脈
相
傳

不
斷
的
福
音
宣
講
使
後
世
的
人
繼
續
蒙
受
一
禍
立
目
的
福

海
接
受
基
督
文
化
的
影
響
以
往
文
化
部
與
舊
約
發
生

過
關
係
以
後
的
文
化
都
將
與
新
約
發
生
關
係
這
樣
基

督
就
成
了
人
類
歷
史
和
文
化
的
中
心
這
一
歷
史
事
實

只
要
人
對
世
界
史
稍
有
認
識
就
不
難
見
到
即
使
有
人

要
否
認
也
無
法
否
認
因
為
永
存
於
世
的
新
茵
茵
二
約
的

經
典
便
是
這
一
史
事
牢
不
可
破
所
向
無
敵
的
鐵
證

由
以
上
所
述
就
不
驚
異
塾
經
以
希
敵
人
指
外
邦

民
族
來
與
凶
剖
別
人
天
主
的
選
民
相
對
當
約
內
岳
4

e
m
9
n
說
以
希
獵
人
指
外
邦
民
族
制
制
內
除
此
意

外
(
叭
叭7
歸
到
9
甜
甜M
m
羅
I
H
m
u
n

制
前

n
|
甜
甜
2
3
)
尚
有
其
他
的
意
義
或
以
之
指
當
時

受
過
制
蚓
教
育
的
文
明
人
與
野
蠻
人
相
對
如
若
也
甜

點
1
叫
或
以
之
指
僑
居
在
外
已
和
劇
化
的
蚓
划
九
與

本
地
土
生
的
猶
太
人
相
對
如
若7

自
宗
6
"

過Ek 661 

(
三
)
希
磁
人
得
沾
救

恩
金
人
類
闖

出
-
元
全

人
類
問
頁
且
全
人
類
問
話
要
救
國
照
(
削
3

刷
刷3
5
)
。

天
主
的
救
贖
計
到
是
對
世
界
包
括
整
個
人
類
召
還
以

民
作
選
民
也
是
必
了
延
民
娶
她
在
此
民
中
作
他
的
長

子
(
叫
4
n
酬
U
I
喇
叭
狗
叫
劉
時
間
)
，
巾
她
中
間
出

生
前
向
民
的
祝
福
和
救
俊
(
依Z
J

約
4
n
羅
6
4
5
)

使
她
成
為
上
主
展
至
天
澆
地
角
施
與
人
類
的
救
恩

(
側
的
竹
1
l
e
莉
口
“

1

的

)
。
所
此
叫
民
際
先
沾
救

民
然
後
才
是
刷
刷
人
即
外
邦
民
族
(
別
臼
5
6
H
羅

-
u
2
9
3
2

9
)
主
耶
穌
在
世
也
遵
循
了
父
預
定

的
這
一
濟
世
的
程
序
(
關
m
s
6
的
H
l
甜
)
宗
徒

們
傳
教
也
依
循
了
主
耶
穌
們
訓
示
先
向
猶
太
人
宣
傳

福
音
以
有
在
他
們
拒
絕
婊
受
後
才
轉
向
外
邦
人
(
宗

口
“
|
“
的
6
1

u
)
以
實
踐
主
的
命
令
(
瑪
m
u


m
到1
7

8
)
達
成
主
受
難
而
凡
死
而
復
活
的
目
的

(
部U
H
且
也
M
)
這
一
事
實
不
但
先
知
早
已
預
言

過
(
到
口
間
l
M
7
怨
且
|
閻

)
，
而
且
主
耶
穌
也
早

已
預
言
過
(
瑞
B
M
|
u
到
自
|
峙
)
。
但
這
一
序
幕

還
是
要
自
耶
穌
在
世
的
代
表
宗
徒
之
長
伯
名，祿
來
正

式
啟
閱
(
到
m
u
)
，
由
耶
穌
復
活
後
特
遷
的
外
邦
宗

徒
喇
喇
來
極
力
推
展
(
科
M
-
m
‘
m
w
u
m

臼
i
n

斟
2
1
1
叩
)
保
線
是
身
受
過
時
代
教
育
的
人
深
知

當
時
的
文
化
是
以
希
惱
文
化
為
主
流
所
以
他
向
外
邦

人
傳
教
也
以
沉
獵
人
或
受
過
希
殲
教
育
的
人
為
主
體

(
酬
的
1口
l
2
.
制
後
m
N
4
|
@
)
在
他
們
接
受

福
音
後
其
他
受
希
臘
文
化
影
響
的
民
族
自
然
就
不
難

隨
之
而
肉
化
為
此
他
特
別
注
重
當
時
為
科
脹
交
化
中

心
的
城
市
在
亞
洲
的
如
家
提
約
華
雅
和
厄
神
所
在
歐

洲
的
如
格
林
多
和
羅
馬
並
且
可
混
在
亞
洲
是
以
安
位

制
斟
蚓
為
出
發
能
以
厄
邦
所
為
中
心
在
剛
洲
國
工
涅

特
殊
關
係
雖
不
如
在
亞
洲
一
線
但
從
保
你
心
目
中
的

可
說
以
制
制
到
為
出
發
點
(
京
的
8
l
u
)
以
帝
凶

京
都
羅
馬
寫
中
心
(
羅
1
8

l
H
)
此
外
保
祿
尚
在

制
酬
本
土
另
建
立
了
兩
個
教
會
一
是
斐
現
伯
教
會
一

是
得
械
制
回
信
教
會
這
兩
個
教
會
是
歐
洲
教
會
的
初
來

對
側
喇
很
表
忠
實
愛
戴
倒
制
對
他
們
也
特
別
表
示
馮

父
的
情
懷
參
見
喇
喇
對
這
兩
個
教
會
所
寫
的
書
信
希

臘
人
追
求
智
慧
(
制
前
1
自
)
問
喇
給
他
們
宣
講
被
釘

的
基
督
使
他
們
認
識
了
實
在
的
智
叫
甘
心
(
格
前

1

n
l

自
2
1
l
s
宗
口
時
1
M

)
這
樣
由
教
會
初
興
的
歷

史
看
來
天
主
實
在
以
外
邦
宗
徒
則
希
腦
人
的
貢
獻
答

謝
了
制
勵
人
以
自
己
的
文
化
對
拓
展
他
在
世
的
一
腳

國
|
|
教
會
所
作
的
貢
獻

見
相
酬
主
義
大
回
國
必
叫
天

，

舉
制
亂
(
漁
)

也
已
岡
州r
L
E
「

J
人
名
意
思
是
「
天
主
是
我
的

6
M
E
L
月
月
一
臣

。
三

。
，

6

」

-
4

一
.
，

、
兄
弟
」
貝
特
耳
地
方
人
生
於

叫
剖
列
王
剛
制
制
時
代
(
則
上
的
H
)
，
違
反
制
制
固

的
禁
令
(
如
州
6
品
)
重
新
修
萎
了
耶
里
哥
比
喪
失
了

自
己
的
兒
子
由
長
子
剛
喇
喇
至
幼
子
制
制
軌
其
子
之

死
有
二
種
解
釋
其
一
是
受
了
上
主
的
懲
罰
其
二
是
希

到
受
了
古
東
方
異
民
的
影
響
故
此
奠
基
時
將
自
己
的

子
孫
殺
死
以
作
祭
獻
(
韓
)



白
色
H
M且
這
〉
川
啥
入
法
』
〈Z
S
S
B
J

自
立
刻
起
尪
/
J
U
V命
令
〉
F
B
E

g

-口
之

山
谷
名
在
耶
京
之
東
南
附
近
(
蘇
的
8

時
間
)

現
稱
鍊
巴
巴
谷
此
山
谷
在
文
學
及
神
學
上
的
重
要
性

始
自
猶
大
國
王
阿
哈
次
及
默
納
舍
時
代
二
位
惡
君
都

會
在
此
山
谷
中
將
自
己
的
子
女
犧
牲
向
邪
神
摩
肋
客

舉
行
大
祭
(
列
下
的
s
n
e
)

這
里
所
有
在
以
民
歷
史
上
的
滔
天
大
罪
會
受
到

先
知
們
嚴
瓶
的
責
斥
及
無
惰
的
判
斷
天
主
要
使
這
個

山
谷
變
成
「
屠
殺
谷
」
(
耶

7

叩

|
M
W
e
U

品
)

依
撤
意
亞
先
知
雖
未
明
明
指
出
希
冉
凰
山
谷
的
可
惡
但

如
暗
示
在
耶
京
附
近
的
地
方
有
充
淪
污
穢
吳
屍
的
住

所
(
即
本
希
農
山
谷
)
(
依"
1
“
臼
剖
)
基
於
先
知

們
的
這
些
反
對
的
言
論
已
自
公
元
前
二
世
紀
始
一
些

偽
經
視
希
曲
凰
山
谷
為
末
日
公
審
判
的
地
方
天
主
將
以

黑
暗
烈
火
及
爬
蟲
來
懲
罰
那
些
一
背
棄
天
主
敬
禮
邪
神

的
而
且
人
而
這
種
觀
念
竟
下
傳
至
敬
父
時
代
並
影
響
了

整
個
教
會
論
地
獄
覺
苦
的
道
理

(
MV
S
E
Z
E
E
)

在
新
約
時
代
尤
其
對
觀
福
音
(
除
此
之
外
見
於

雅
3
6
)
不
時
提
到
這
個
山
谷
稱
之
為
革
厄
納
(
即

本
希
農
山
谷
)
它
竟
成
了
地
獄
的
象
徵
「
受
火
獄
之

罰
」
(
瑪
5

自
)
「
全
身
投
入
地
獄
」
(
瑪
5
臼
路

t
u
s
)
「
使
靈
魂
和
肉
身
陷
於

地
獄
中
」
(
瑪
m
阻
)

一
「被
投
入
、
永
火
中
」
(
瑪
時9
)
「
地
獄
之
子
」
(
瑪

州
立
幻H
可
「
地
獄
的
處
罰
」
(
瑞
幻
缸
片
「
往
地
獄
宮
和

一
創
辦
不
滅
的
﹒
火
里
去
」
(
谷
9

“
等
)

662一-665益-七

地
獄
同
學
經
上
所
說
的
「
陰
府
」
不
同
蓋
地
獄
是

惡
人
永
遠
受
罰
的
地
方
再
無
見
天
目
的
希
望
而
「
陰

府
」
則
是
一
切
死
人
靈
魂
居
住
的
地
方
直
至
末
日
的

審
判
復
活
為
止
地
獄
同
默
示
錄
所
說
的
「
火
坑
」
是

完
全
一
樣
的
性
質

(
W
m
m
u
u
臼
等
)
(
韓
)

“
吞
咽
宙
刺
「
巨
『
凶B
J
聖
經
上
的
兩
個
人
名
意
志

4
7
l
l

'

、
是
「
被
高
學
者
的
兄
弟
」

1

是
提
洛
的
國
王
(
九
七
九
l

九
四
五
)
當
時

自
兩
世
紀
以
來
提
洛
已
是
重
要
的
國
家
財
政
富
裕
國

勢
強
盛
希
蘭
王
與
其
鄰
國
以
色
列
王
達
味
有
外
交

上

的
往
來
會
派
人
幫
助
達
味
修
建
宮
殿
(
撒
下
5

日

編

上
4
1
)
其
後
並
勘
撒
羅
浦
修
建
耶
京
聖
殿

(
列
上

5

時
自

編
下
2
2

|

M
)
且
彼
此
有
航
海
商
業

上

的
合
作
(
列
上
9

甜

l
m
m
u
)

以
國
輸
出
物
品
主

要
以
農
作
物
為
主
(
列
上
5
臼
編
下
2
刊
)
亦
會
貸

敗
給
撒
羅
漏
撒
羅
漏
以
加
里
肋
亞
境
內
之
二
十
座
城

送
給
希
蘭
作
為
罔
報
之
禪

(
列
上
9

刊
)
編
下
8
2

有
希
蘭
賜
城
與
撒
羅
漏
之
記
敘
事
實
上
可
能
是
指
希

爾
王
因
不
識
意
該
二
十
座
城
稱
之
馮
「
加
布
耳
」
地

(
即
毫
無
價
值
之
地

)
而
將
之
退
還
者
並
非
真
正
有

賜
城
之
事

2

是
提
洛
的
一
位
技
術
人
員
被
希
蘭
王
打
發
去

幫
助
撤
羅
漪
建
築
工
程
(

一
編
下2
H
4

時
)
父
親
是

提
洛
人
母
親
部
是
風
丹
支
派
的
女
人
(
編
下
2

臼

)丹

女
派
的
一
些
地
區
有
時
亦
見
於
州
對
蚓
劃
文
被中
故

此
也
稱
其
母
為
納
斐
塔
里
人

(
列
上
7

H
)
(
韓

)

M
H
&
h
M
e
丸
1
、
「
出E
H
E
J
民
族
名
(
創
凹
口
)

J
J
!

豆
豆
\

原
意
不
音
斟
側
的

記
載
他
們
是
在
以
民
進
入
聖
地
之
前
原
居
於
巴
力
斯

堪
的
七
個
民
族
之
一
並
且
可
能
是
最
重
要
的
一
個
散

居
草
地
各
處
的
遊
牧
民
族
(
出
3
8
n

u
s
n
目
臼

約
2
M
U
申
7
1

劫
口
蘇
3

叩
9

日
等
)
在
雅
各
伯

時
代
他
們
居
於
舍
根
鐵
(
創
H
N
M
M
Z
)若
蘇
厄
時

代
基
貝
紅
的
希
威
人
以
欺
詐
的
方
式
與
以
民
訂
立
了

互
不
侵
犯
條
約
(
蘇
9

章
H
H
)
但
是
這
個
民
族
的

主
要
部
份
似
乎
居
於
山
區
(
戶
口

甜
)
尤
其
是
北
方

的
酬
閥
割
山
區
(
喘
口

3
)
及
劉
剖
蝴山
間
下
(
閱

3
3
)
也
由
上
述
己
可

見
他
們
佔
地
之
廣
及
其
民
族

的
重
要
性
厄
撒
鳥
娶
了
希
威
女
子
寫
妻
(
創
泊
2

注

到
副
譯
本
作
屬
黎
人
)
聖
經
最
後
一
次
提
及
希
威
人

是
在
達
味
統
計
人
口
的
品
收
上
(
微
下
到

7
)
模
經

之
外
沒
有
任
何
關
於
希
威
人
的
記
載
聖
經
上
也
完
全

沒
有
提
放
他
們
的
風
俗
習
慣
及
宗
教
右
何
學
翁
們
關

於
這
個
民
族
的
來
歷
及
所
屬
人
種
仍
在
辯
論
不
已
ω

若
說
他
們
是
原
居
鈴
巴
力
斯
坦
的
腦
鈴
悶
的
民
放
似

乎
更
為
正
確
雖
然
反
面
的
學
說
仍
具
有
相
當
大
的
力

風
風

(
仙W
)

浴
在
M
h
月
廿
p
h「R
、
/
\
白
色
品
走
J希
伯
來
人

h
m
a
T
必
U
]
A
A
/
l
/
\
/
目
。
F
E

」

7
A
I
-
J
J

'

，
、
，
、
之
稱
呼
大

都
是
外
人
對
以
色
列
人
的
稱

呼

(
創
刊m
H
口
制
u

山

-
H

|

凹
2
6
9

繳
上
H
M凹
M
u
m
a
等
)
他
們
自

己
很
少
互
稱
為
希
伯
來
人
最
多
是
向
外
方
人
交
次
峙



一
~
才
自
稱
個
崎
希
伯
旁
人
門
剝
削
叫
u

出

2
7
3
"
5
3
7

恥
之u
9
1
H

制
l
r
i
見
制
M
H

削
I
H
2
u
H

刷
上

-
u
a
7
M

剖
)
在
新
約
中
希
伯
來
人
指
說
阿
刺
美
語

-
的
猶
太
人
而
不
-
定
是
居
住
在
雪
地
的
猶
太
人
(
宗

-6
1

絡
後
U

扭
斐
3
8
)
聖
保
祿
就
自
稱
為
希
伯
來

人
(
格
後
u
n
)

但
事
實
誰
是
原
來
真
正
的
希
伯
來
人
以
及
這
個

民
族
的
歷
史
背
景
等
問
題
部
是
一
個
十
分
棘
手
至
今

無
確
切
答
案
的
難
題
古
中
東
的
歷
史
文
件
上
有
關
於

哈
比
魯
哈
皮
魯
或
阿
皮
魯
民
族
的
記
載
是
否
說
是
當

約
中
所
說
的
希
伯
來
人
仍
未
能
確
定

關
於
這
個
難
題
我
們
試
由
三
方
面
來
解
說

一
言
語
方
面
毫
無
疑
問
她
希
伯
來
文
屬
閃
族
語

但
是
閃
族
所
佔
有
的
地
理
面
積
是
很
廣
大
的
所
包
括

的
不
同
的
民
族
也
是
很
繁
多
阿
摩
黎
語
鳥
加
黎
特
語

(
d
m呂立
n
m
)客
納
罕
語
阿
蘭
語
勝
尼
基
語
阿
刺
美

語
及
希
伯
來
語
都
是
屬
於
閃
語
系
的
不
同
語
言
有
人

以
為
阿
摩
黎
語
是
阿
蘭
語
女
的
土
話
而
希
伯
來
語
文

與
阿
蘭
語
具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所
以
希
伯
來
語
文
是
閃

語
系
的
西
北
面
的
一
種
語
言

二
人
文
方
面
雖
然
語
言
及
人
文
是
兩
種
不
同
的

問
題
但
是
既
然
上
述
種
種
不
同
的
語
言
都
屬
閃
語
系

統
那
麼
我
們
可
以
推
想
到
這
些
一
種
種
不
同
的
民
族
原

始
只
是
風
於
一
個
民
族
|
|
閃
族
困
者
最
境
的
變
遷

民
族
的
繁
殖
擴
大
流
動
等
等
的
歷
史
地
理
因
素
而
分

成
了
種
種
不
同
的
屬
於
閃
族
的
民
族
及
言
語
其
中
最

重七
666 

要
者
有
剛
蚓
制
人

(
K
V
O
O
且

E
)
，
西
北
區
的
開
族
人

及
阿
刺
伯
人
而
我
們
所
說
的
希
伯
來
人
就
是
屬
於
西

北
區
的
一
種
閃
族
人
民

單
經
上
最
初
開
於
喇
喇
喇
人
的
記
載
稱
他
們
是

遊
牧
人
民
(
亞
巴
郎
側
的
2
7

刷
刷
抑
制U
A
H「
叫
世

創
刊
划
"
等
創M
S
M
W
M
M衍
M

等
)
由
此
可
以
推
定

他
們
的
生
活
與
現
今
貝
社
因
人
的
生
活
是
十
分
相
似

的
1
|
|
遊
牧
或
半
遊
牧
的
生
活
但
一
定
不
是
定
居
的

生
活
那
麼
這
與
古
文
件
上
所
說
的
剛
出
劃
民
族
(
意

思
是
外
方
人
難
民
商
人
奴
隸
傭
兵
等
)
多
少
有
些
一
符

合
很
可
能
就
是
指
希
伯
來
人
而
言
要
知
道
在
公
元
前

一
千
一
百
年
前
的
希
伯
來
人
還
不
能
稱
寫
一
個
正
式

的
民
族
或
國
家
而
只
是
一
由
不
同
支
派
組
成
的
具
有

流
動
性
的
大
家
族
而
已
在
十
一
世
紀
之
後
才
在
巴
力

斯
坦
正
式
成
了
一
個
獨
立
自
主
的
國
家

三
人
種
方
面
由
人
種
這
一
方
面
來
說
與
前
者
所

說
叉
迴
然
不
同
有
人
以
為
原
來
的
閃
系
民
族
是
屬
於

地
中
海
區
長
頭
型
人
種
的
但
是
希
伯
來
人
的
百
分
之

六
十
至
八
十
詞
是
短
頭
型
人
種
而
又
與
亞
美
尼
亞
型

人
種
混
合

閃
系
民
族
在
埃
及
的
壁
畫
上
呈
現
有
巨
大
的
鷹

鼻
瀚
面
的
尖
型
鬍
鬚
及
長
髮
披
肩
但
是
這
種
類
型
亦

見
於
非
閃
族
人
中
如
刺
比
亞
人
赫
特
人
等
是
以
現
兮

的
許
多
人
種
學
家
已
放
棄
閃
人
種
之
說
目
前
最
有
力

的
說
法
恐
怕
要
算
格
陵
茲
(
C
E
E
N
)的
主
張
閃
系

民
族
自
始
可
能
就
屬
於
短
頭
型
人
種
尤
其
希
伯
來
人

亞| 能地幼( 例，們論系及
巴|忽區發! 希|也說民 ;j~
且EL 客(拉| 伯|得而族，方
來辜!宜的的來|不己 1不長
自經124 及 人』到闖過頭
鳥|上5 ‘底的甚於至 型
爾|的 10 格! 出麼閃|命的l
的i 另 28 里| 處，憑系 所阿|
傳斯l (以 證，民 有利
說。傳 11 二 乎 不族仍伯|

說， 20 河應過的是金，

i|j。Eiiitt
伯|當哈|不| 方源有非
來l 然蘭|達1 部由:確是
人|我為|米! 在學;胡捉

弄巨 EEf 喜空iz 品
)租不的部，我幸t âiJ ~I 

7旬

，
包3
、
4
4
4，
屯
主
，
惘
。
至
。
"
。
已
w
m
z
o
z
o
S
J

A
m
A引
乳
制
計
划
寸
君
眉
苦
"
。
缸"
ι
F
E
n
s

」

希
是
二
十
一
封
宗
徒
書
信
之
一
它
的
希
瞄
臘
文
詞

很
優
美
可
稱
為
新
約
中
的
「
希
臘
文
學
傑
作
」
科
學

恩
想
也
很
高
深
和
獨
特

(
一
)
作
者

希
在
神
學
回
心
想
措
辭
別
經(參
閱
「
新
約
引
徵
」
)

和
解
經
方
法
上
與
希
臘
化
的
猶
太
哲
學
家
准
羅
的
作

品
很
近
似
而
與
新
約
的
其
他
經
書
尤
其
是
與
聖
保
祿

的
其
他
書
信
都
有
顯
著
的
分
別
且
又
不
像
其
他
的
宗

徒
經
書
寫
上
作
者
的
名
字
因
此
關
於
它
的
原
著
性
古

今
學
者
意
見
不
一

古
代
教
會
有
些
一
敬
父
認
為
它
由
單
保
祿
用
阿
刺

劃
文
寫
此
後
由
制
蚓
譯
成
風
美
的
制
劇
化
也
有
少
數

學
者
認
為
現
存
的
希
臘
文
的
希
是
出
自
聖
保
祿
手
筆

從
制
劉
詞
用
(
。立
m
o
p
s
-
同
臣
，

N
U
U
)開
始
教
會
學

者
多
認
為
希
在
一
腳
學
思
想
方
面
是
聖
保
祿
的
作
品
，
全



於
編
寫
方
面
則
另
有
其
~
這
也
是
宗
座
聖
經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
參
閱
開
囡
囡
口
土
耳
。
主
∞
)
至
於
誰
是
執
筆

九
則
意
見
紛
亂
他
們
臆
斷
的
執
筆
九
計
有
點
閥
的
到

到
別
劃
(
9
.
g
O
B
O
E
。
同
徊
。
目
。
)
、
學
蚓
趴
聖
凹

制
制
組
劃
閣
制
執
事
劃
對
刻
也
剛
蚓
制
或
學
側
耐
的

一
位
依
名
弟
子
在
這
些
一
人
中
或
許
剛
蚓
刷
刷
是
作
者
的

可
能
性
較
強
因
寫
他
「
是
個
有
口
才
的
人
長
於
聖
經
」

且
又
是
「
在
囡
囡
圳
蚓
囡
囡
出
生
的
制
刻
人
」
(
到

M
M
)
可
是
果
真
是
他
抑
或
是
另
一
位
不
知
名
的
到

歷
山
大
里
亞
的
猶
太
僑
民
那
始
終
仍
是
一
個
不
可
解

的
亂
現
代
學
者
中
也
有
人
(
如

8
2
)
認
為
梢
的
作

者
遞
認
識
聖
保
祿
的
神
學
思
想
但
稍
是
作
者
個
人
的

作
口
叫
並
非
由
保
祿
授
意
而
寫
趴

(
一
二
正
經
性

東
方
教
會
除
了
一
些
一
受
到
創
制
異
端
(
〉

3
2
.

前
2
)

影
響
的
學
者
外
大
多
數
學
者
均
以
和
氣
正
經

(
參
閱
「
聖
經
書
目
」
條
)

西
方
教
會
在
樹
鬧
的
車
到
叫
劃
(
九
二
l
一
。

一
)
以
後
會
一
度
(
大
約
一
五O
l
三
五
0
)
對
割

的
正
經
性
表
示
懷
疑
原
因
是
一
不
知
梢
的
真
正
執
筆

者
是
誰
二
孟
塔
諾
異
端
(
去
。
E
E
Z
S
)
和
甜
甜
蚓

異
端
(
2
2
在

E
E
B
)
引
用
耕
(
特
別
是
6
.
|

- '
"
"
l
u

)
來
維
護
他
們
的
學
亂
但

從
車
制
制
劃

一
(
m
F
E
v
d
u己也
l
ω
2
)
起或
許
除
了
舉
制
劇
間

則
一劃
仍
猶
疑

未
決
M
州
學
者
都
承

認
制
的
正
經拉
且
教
宗

F
J依
諾
繪
a
HJ
位

(
M
P
S
Z
E
E
E
O
H
l

主
三
將

666 七

希
列
入
聖
經
香
目
內
(
參
閱
M
W
H
W
.
D
-
M
H
)
。

(
=
二
寫
作
的
對
象
動
機
年
代
地
點

由
希
很
古
老
的
(
至
少
第
二
世
紀
)
題
名
「
致

希
伯
來
人
替
」
特
別
也
於
希
大
皇
引
證
舊
約
的
經
旬

典
故
和
禮
儀
並
採
用
鋼
叫
圳
經
師
的
解
經
法
(
參
閱
「
釋

經
學
」
條
)
我
們
認
為
制
是
寫
給
樹
倒
刑
人
的
(
現

代
學
者
也
有
主
張
制
是
寫
給
歸
依
基
瓦
而
受
蚓
划
主

義
影
響
的
外
方
人
的
)
至
於
是
否
寫
給
散
居
在
整
個

羅
馬
帝
國
內
的
還
是
只
寫
給
某
一
地
區
的
制
制
喇
人

學
者
則
意
見
不
一
而
這
「
某
一
地
區
」
是
甚
麼
地
區

學
者
們
有
說
是
亞
歷
山
大
里
亞
有
品
是
羅
馬
有
品
是

在
意
大
利
東
北
部
的
辣
溫
納
(
間
里
3
5
)
有
說
|
|

這
主
張
似
乎
現
由
較
充
份
|
|
是
凹
划
蚓
也

事
實
上
阿
格
黎
帕
二
世
於
公
元
五
0
年
登
極
後

甚
至
耶
路
撒
冷
聖
城
應
驗
耶
穌
的
預
言
(
路
幻
5
I

M
)
毀
滅
為
止
(
公
元
七
0
年
)
聖
殿
的
鍵
在
和
它

一
再
恢
復
的
莊
嚴
祭
禮
(
參
閱
「
殿
宇
」
條
)
為
備

受
迫
害
的
猶
太
基
督
徒
是
一
個
強
力
的
挑
戰
和
考
驗

此
外
熱
誠
黨
和
匕
首
黨
人
因
他
們
不
積
極
反
對
和
關

人
而
敵
視
他
們
再
加
上
聖
域
的
主
教
次
蚓
倒
叫
於
公

元
六
二
年
為
主
捐
軀
後
巴
力
斯
坦
的
教
會
尚
未
有
路

位
的
牧
人
因
此
當
時
有
些
猶
太
基
督
徒
走
上
折
衷
的

逃
避
路
線
企
圖
將
天
主
教
與
猶
太
教
合
一
如
此
一
方

面
可
免
受
當
時
政
敬
的
挑
戰
而
另

→
方
面
仍
可
保
持

對
基
督
的
信
仰
這
危
機
就
是
希
寫
作
的
動
機

至
於
制
的
寫
作
年
此
現
代
學
者
按
照
他
們
對
制 的

作
者
或
寫
作
對
象
之
一
小
間
意
見
有
認
馬
相
寫
於
六

o
l
九
O
或
八
O
l
九
0
年
間
但

ι
基
於
劑
的
內
氣

尤
其
是
U
M
|

昂
的
暗
示
我
們
認
為
新
大
概
寫
於
聖

保
祿
從
倒
叫
到
罔
來
後
但
尚
未
問
到
到
制
蚓
以
前
的

這
段
時
間
郎
六
四
l
六
五
年
剛
剛
至
於
寫
於
何
也
按
喇

口
且
可
能
寫
於
意
大
利

(
四

)

希
的
內
容

為
了
挽
救
上
述
的
危
院
里
制
制
在
劑
中
將
新
舊

二
約
作
一
比
較
不
但
指
出
新
約
已
取
代
了
舊
約(
8

H
m
9
)
而
且
證
明
新
約
在
性
質
(9
M
|
訕
)
時
間

(
7
u
|

M
)
立
約
者
(
3
1

l
e
)
司
祭
(
7
m
|

甜
)
祭
品
(
9
1
1

H
)
效
力
(
m
u
|

H
)
和
效

果
(
m
I
|
刊
)
各
方
瓦
都
遠
超
越
抽
出
約
之

L
因
為

耶
穌
基
管
是
新
約
的
中
保
(
9
M
)
是
未
來
為
恩
的
大

司
祭
(
9
u
)
因
此
我
們
萬
迫
不
可
背
棄
他
(
3
"

4
u
6
6
|
8
叩
臼
1
缸
)
而
應
隨
著
先
人
的
芳
表

(
日
1
的
)
堅
守
對
他
的
信
仰

(
ω
臼
)
因
為
沒

有
信
德
不
能
悅
樂
天
主
(
日
6
U
H
)
這
說
是
軾
的

中
心
思
想至

於
軾
的
內
容
如
何
分
能
學
者
意
見
不
一
。
我
們

跟
〈
ω

忌
。
呵
。
除
了
前
引
結
語
外
將
之
分
成
五
部
份

(
只
是
為
了
簡
化
我
們
將
第
五
部
份
及
結
語
的
筍
般

分
恥
客
寫
更
改)。
第三
部
份
是
全
書
的
最
高
乳
茲
列

表
如
下前

言
1
2

|

.

第
-
部
份
~
個
超
越
天
便
的
名
字
『

l

s
l
2
u

」



查

A

耶
穌
是
忠
信
的
大
司

祭

(
3
1
l
4

B

耶
穌
是
憐
憫
的
大
司

祭

(
4
u
l
5

前
言
5
u
l
6
m

A

耶
穌
是
拔
制
劃
甜
甜
悶
品
位
的
大
司
祭

(
7
1
|
詞
)

B

他
已
降
世
實
哺
闊
天
主
的
預
許
(
8
2

-
9

詞
)

C

他
是
永
恆
救
恩
的
因
由

(
ω
-
-
u
)

結
語
帥
"
-
m

A
先
人
的
信
德
表
樣

(
U
E

叫
)

B

應
有
堅
忍
(
也
1
|

間
)

第
五
部
份
救
恩
的
和
平
佳
果

(
U
H
l
u
u
)

結
語
(
U
m
n
及
叮
甜
甜
)
(
梁
)

.
~
第
之
h部
邱
份

R
u叫
-

Auh 
句
、a》

h

.

. 一
第
三
部
份

七
第
四
部
份

667-668 

的
色
"
h
口
b
R
五
日
-
V
K「E
o
σ
Z
S
H
h
n
m
g

憫
。
J

G
A
z
.，
1

天
J
f斗
了
后
一
副/
/
E
E
m
E
Z
O
F
E
E
L

在
講
解
「
希
伯
來
人
」
時
已
多
少
提
到
了
他
們

的
語
言
這
種
語
言
是
閃
族
系
在
西
北
區
所
用
的
方
言

之
一
其
中
除
了
希
伯
來
語
之
外
還
有
阿
刺
美
語
客
納

罕
語
髒
尼
基
語
及
摩
阿
布
語
客
納
罕
語
是
自
公
元
前

兩
千
年
左
右
在
敘
利
亞
及
巴
力
斯
堪
的
普
通
用
語
其

後
自
公
元
前
五
世
紀
始
才
普
通
地
利
用
混
合
有
希
伯

來
文
的
阿
刺
美
語
希
伯
來
文
與
其
他
閃
族
系
的
語
言

有
很
多
相
似
的
地
方
比
如
其
喉
音
H
及
加
強
語
勢
的

子
音
(
T
S
及
K
)
以
及
以
三
字
為
基
礎
的
語
很
用

時
加
以
前
綴
或
後

綴
等
都
是

一
切
問
族
語
言
中
共
同

所
有
的
特
徵
希
伯
來
文
的
書
寫
原
是
只
用
子
立
目
的
現

在
所
見
的
以
不
同
數
目
的
點
來
表
示
蚓
倒
荊
文
母
血
目

的
方
式
是
相
當
晚
期
的
產
品
出
於
公
元
後
一
千
年
左

右
尤
其
是
公
元
後
猶
太
經
師
們
的
功
勞
這
與
經
師
向

民
間
所
用
的
希
伯
來
語
已
失
去
聯
繫
蓋
已
無
人
再
講

這
種
語
言
故
此
可
想
而
知
他
們
所
創
造
加
添
的
母
音

完
全
是
人
寫
的

早
期
的
希
伯
來
文
得
考
古
學
努
力
之
利
仍
可
見

到
一
斑
比
如
寫
於
陶
器
碎
片
上
的
一
些
一
短
旬
或
人
名

(
0
2
2
2
)史
羅
亞
水
池
邊
的
碑
文
及
技
基
士
的

信
件
等
這
些
古
文
件
上
只
有
子
音
而
不
見
母
音
它
們

向
別
民
君
政
時
期
的
斟
副
書
寫
十
分
近
比
雖
然
這
些
一

文
件
上
沒
有
母
音
出
現
但
是
由
其
他
古
中
東
有
母
音

的
文
件
上
比
如
亞
述
的
文
件
及
其
他
模
形
文
件
等
可

以
會
意
得
到
因
為
在
這
些
一
非
聖
經
的
文
件
上
有
不
少

到
倒
地
名
或
人
名
的
出
現
也
基
於
這
些
文
件
我
們
知

道
原
來
聖
經
希
伯
來
文
的
發
音
與
我
們
現
在
所
跟
隨

的
所
謂
「
瑪
索
辣
板
本
」
的
發
音
有
相
當
的
分
別

在
谷
木
蘭
的
手
抄
本
被
發
現
之
前
(
一
九
四
七

年
)
不
少
的
學
者
以
為
在
新
約
時
代
之
前
已
無
人
再

用
樹
倒
喇
文
了
事
實
上
不
然
谷
木
繭
的
手
抄
本
證
明

了
在
公
元
前
三
百
年
間
希
伯
來
文
仍
是
在
被
利
用
著

它
與
舊
約
晚
期
的
著
作
上
所
用
的
希
伯
來
文
十
分
相

似

在
舊
約
中
沒
有
一
個
地
方
稱
以
民
所
用
的
語
言

是
「
希
伯
來
文
」
者
相
反
地
它
敬
禮

m
d
押
叫
劉
們
訓
話

(
依
W
M
)

，
或
者
道
太
話
(
則
下
凶
M
倒
下
M
H
F

依
刊m
u
)
學
者
們
認
為
在
古
代
的
回
划
蚓
且
祖
國
著
種

種
不
同
的
因
素
方
言
是
相
當
繁
多
甚
至
以
民
所
用
的

希
伯
來
語
文
也
並
非
完
全
相
同
尤
其
在
發
音
方
面
這

點
可
由
民

u
e
來
證
明
(
央
波
肋
特
l

斯
波
肋
特
)

故
此
這
些
一
學
者
們
推
定
上
面
所
說
的
猶
太
語
很
可
能

是
那
京
的
希
伯
來
方
言
這
種
特
徵
至
今
猶
存
仍
見
於

巴
力
斯
坦
的
不
少
阿
刺
伯
村
莊
內
現
在
的
以
色
列
國

(
建
於
一
九
四
八
年
)
所
用
的
希
伯
來
語
文
不
論
在

講
請
或
書
寫
方
面
都
是
現
代
化
的
結
惜
與
聖
經
上
的

希
伯
來
文
有
相
當
大
的
區
別
(
韓
)

治
色
切
滋
a
←
巳
台
足
「
F
F
P
E
S
J

希
殲
主
義

h
Z
Z
I
恥
叫
斗
→
」
主
z
z
rF
Z
O
B
E
C
K
-
-
t

i

d
-
-
I
I

t

三

-
E
T
=

乏
與
聖
經
的

關
係
是
多
方
面
的
所
以
凡
廠
對
聖
經
作
進
一
步
研
究

的
人
必
須
認
清
希
隨
主
義
與
聖
經
的
關
係
今
分
別
概

論
如
後(

一
)
名
稱
和
範
團
自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
一

八
三
六
l

一
八
四
三
)
德
國
歷
史
家
】
﹒
。
-
0
8
3
3

出
版
了
他
的
希
擻
主
義
歷
史

(
C
g
n
E
n
Z
O已。
"

白
色
g

古
自

5
)
一
番
後
「
希
殲
主
義
」
一
詞
雖
然
不

專
用
恥
部
是
特
別
用
來
指
囡
囡
山
湖
大
帝
遠
征
勝
利

後
在
各
方
面
努
力
推
行
的
希
臘
文
化
運
動
希
臘
文
化

隨
他
的
試
功
深
入
近
東
和
中
東
一
帶
使
原
不
屬
於
希

殲
血
統
和
希
曬
文
化
傳
統
的
民
族
接
受
了
希
臘
文
化

的
思
想
和
生
活
同
時
希
隨
文
化
在
與
東
方
古
老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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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切
接
觸
後
自
身
為
適
應
東
方
文
化
也
起
了
顯
著
的

變
化
這
一
運
動
使
東
西
文
化

E
相
交
流
而
形
成
了
古

今
文
化
的
總
龍
對
當
時
和
後
世
文
化
的
貢
獻
實
難
以

估
計
羅
馬
帝
國
繼
承
7
希
纖
帝
國
也
給
承
了
希
臘
文

化
希
臘
文
化
藉
羅
馬
的
武
力
遂
更
寫
確
定
廣
傅
使
希

臘
文
化
主
義
時
代
延
至
公
元
後
三
世
紀
甚
或
五
世
紀

但
在
公
元
前
二
世
紀
自
斯
多
略
派
巴
比
倫
人
狄
奧
革

乃

(
宮
。m
g
g

公
元
前
二
四
O
?
l

一
五
O
?

)
以

來
就
已
用
出
色

g
E
E
E
-
字
指
示
純
希
臘
文
體
語

謂
的
採
用
和
希
擻
風
俗
宗
教
的
適
應
(
加
下

4

M


H

)
最
後
也
用
此
字
指
當
時
流
行
的
普
通
希
擻
語
言

「
只
2
日
」
以
別
於
不
大
流
行
的
純
粹
古
典

KF
H
C
S

語

(
一
二
發
展
和
性
質
此
種
運
動
實
際
上
並
不
是

亞
歷
山
大
開
創
的
遠
在
他
出

生
以
前
希
臘
文
化
就
已

由
通
商
和
誼
民
的
關
係
滲
透
了
近
東
沿
海
一
帶
只
不

過
沒
有
發
生
多
大
的
作
用
因
當
時
的
希
殲
文
化
並
不

甚
發
達
殆
到
了
亞
歷
山
大
時
代
軍
傑
輩
出
希
臘
文
化

鐵
登
裝
進
極
隨
著
他
的
武
功
深
入
亞
洲
中
部
遠
及
印

度
近
束
中
東
一
帶
盡
入
希
殲
文
化
版
圖
亞
歷

山
大
的

建
國
政
策
之
一
是
在
東
方
推
行
希
臘
文
化
和
語
言
使

希
殲
文
化
成
為
他
佔
領
區
域
內
的
主
要
文
化
他
寫
推

，
行
這
一
政
策
在
他
佔
領
的
區
域
內
迅
速
擇
地
建
立
希

古
腦
化
城
市
作
為
推
行
希
臘
文
化

的
中
心
攝
說
他
在
各

掰
一地
建
立
了
七
十
座
這
攘
的
城
肌
其
中
最
大
而
又
出
名

戶
的
是
公
先
前
三
三
二
至
三
三
三
年
在
埃
及
(
以
自
己

七

的
名
字
命
名
)
建
立
的
到
岡
山
封
囡
囡
恥

這
一
廣
大
的
文
化
推
行
運
動
自
然
不
能
驟
然
成

功
也
不
能
在
各
處
一
律
照
例
推
行
以
收
到
同
樣
的
效

果
圓
圓
叫
扣
在
位
不
過
十
三
四
年
死
後
無
關
部
下
大

將
遂
瓜
分
了
他
的
土
地
各
讓
一
方
稱
帝
為
王
(
加
上

1

5
|
9
)
封
閹
割
詞
(
KF
E
苟
且
5
)
大
將
雖
曾

一
時
企
圖
維
持
帝
統
但
在
依

仆
穌
斯
三
軍
5
)
為
其

他
四
大
將
所
擊
敗
而
陣
亡
以
後
帝
國
終
於
瓦
解
分
裂

為
三
形
成
鼎
足
而
立
的
局
面
佔
領
東
部
各
省
和
一
部

分
小
亞
細
亞
的
是
色
宴
苛
佔
領
埃
及
的
是
拉
哥
之
子

仆
托
肋
米
希
臘
本
土
仍
歸
kp良
心
m
g
z
m

後
代
統
治
仆

托
肋
米
在
埃
及
創
立
了
拉
哥
王
朝
色
宴
苛
在
敘
利
亞

創
立
了
色
宴
苛
王
朝
色
宴
苛
王
朝
仍
繼
承
亞
歷

山
大

遺
忘
推
行
希
瞞
臘
文
化
除
將
舊
有
城
市
希
臘
化
以
外
又

興
建
了
一
些
新
希
咄
咄
化
城
市
其
中
最
著
名
的
是
在
敘

利
亞
的
安
提
約
基
雅
拉
哥
王
朝
以
亞
歷

山
大
里
亞
為

首
都
色
宴
苛
王
朝
以
安
提
約
基
雅
為
首
都
這
兩
座
城

市
不
但
是
政
治
而
且
也
是
文
化
中
心
在
亞
城
興
起
了

一
種
新
文
學
除
哲
學
外
自
然
科
學
數
學
天
文
學
機
械

學
和
醫
學
都
甚
發
達
安
城
雖
不
如
亞
城
但
因
與
東
方

媒
爛
的
亞
述
巴
比
倫
和
技
斯
文
化
相
接
觸
後
也
有

了

輝
煌
的
成
就
對
附
近
的
地
區
也
發
生
了
很
大
的
影
響

回
國
山
蚓
和
他
的
部
屬
將
領
只
在
東
方
推
行
了

希
咽
拙
文
化
運
動
他
們
的
武
力
既
遠
不
到
西
方
也
就
無

法
在
西
方
推
行
希
臘
文
化
運
動
在
西
方
希
腦
文
化
得

以
流
傳
拓
展
賣
出
於
羅
馬
帝
國
之
賜
遠
在
公
元
前
五

世
紀
希
岫
臘
文
化
勢
力
漸
漸
由
意
大
利
南
部
向
北
伸
展

侵
入
了
口
"
B
M
M
E
E
F
泛

Z
B

和
開
R
E
E

給
羅
馬
隨
從

希
磁
文
化
闖
關
了
先
路
公
元
前
三
世
紀
羅
馬
人
佔
領

了
意
大
利
南
部
茵
茵
里
以
後
希
磁
文
化
在
羅
馬
說
有

了
迅
速
的
發
展
自
此
以
後
羅
馬
人
皆
以
不
諮
希
擻
語

言
不
接
受
希
擻
文
化
教
育
寫
恥
為
此
一
般
貴
族
和
青

年
都
頁
笈
留
學
雅
典
接
受
希
磁
高
等
教
育
參
加
文
學

和
技
藝
的
學
術
比
賽
羅
馬
人
故
這
樣
崇
尚
希
瞄
臘
文
化

所
以
在
他
們
重
建
的
城
市
和
佔
領
的
地
區
如
厄
弗
所

格
林
多
凱
撒
勒
雅
和
卡
帕
多
細
雅
內
極
力
推
行
希
臘

文
化
使
希
臘
文
化
在
東
方
和
西
方
更
為
普
及
成
了
帝

國
內
的
主
流
文
化
這
一
文
化
後
世
稽
之
為
希
股
羅
馬
、

文
化
固
然
希
臘
文
化
的
推
行
只
限
於
各
地
大
都
市
和

知
識
階
層
普
通
人
民
大
多
數
仍
奉
行
祖
傳
文
化
的
信

仰
和
習
慣
不
過
城
市
常
是
人
民
薔
萃
的
中
心
知
識
分

子
叉
常
能
影
響
甚
或
左
右
人
民
的
生
活
思
想
和
習
慣

所
以
希
臘
文
化
對
當
時
的
人
民
生
活
在
各
方
面
都
起

了
廣
泛
的
作
用
打
破
了
種
族
和
地
域
的
落
維
漸
漸
趨

向
大
同
而
有
了
普
及
的
大
眾
語
言
和
文
化

文
化
的
統
一
有
賴
語
言
的
統
一
雖
然
離
希
腫
文

化
中
心
的
城
市
不
遠
的
鄉
村
地
區
內
大
部
分
人
民
仍

不
穩
希
腦
語
言
但
因
帝
國
內
一
般
士
大
夫
和
商
頁
的

使
用
希
臘
語
言
終
於
成
了
希
磁
文
化
世
界
的

「
普
通

語
言
」
即
希
臘
文
所
謂
的
「
肉
。
旨
。
」這種
語
言
是
代

替
希
擻
古
典
方
言
而
興
起
的
一
種
希
臘
古
典
方
富
的

混
合
方
言
其
中
最
主
要
的
成
分
且
延
安
思
倡
和

F
E
E



『
兩
極
方
音
但
因
使
用
較
廣
交
通
目
繁
、
鼠
，
適
應
環
境
需

枷
~E
h便
不
能
不
簡
化
而
採
用
-
些
外
來
語
已
以
補
不
口

h

-
這
原
是
為
通
人
類
恩
怨
的
官
的
言
和
文
化
的
自
然
演
變

-u趨
勢
發
音
上
雖
有
所
不
同
但
挽
起
來
人
人
均
都
明
瞭

一
這
一
種
語
言
是
起
自
亞
鬧
市
兒
時
代
至
公
元
三
世
紀

或
五
世
紀
整
個
希
臘
文
化
時
代
所
適
用
的
話
言
舊
約

經
典
的
譯
文
和
舊
約
經
典
的
一
些
著
作
如
瑪
加
伯
下

和
智
慧
篇
新
約
經
典
除
瑪
質
福
音
原
若
為
阿
刺
美
文

外
全
是
採
用
這
種
語
言
翻
譯
或
編
寫
的
所
以
這
三
語

言
又
有
「
聖
經
語
言
」
之
稱
藉
這
一
三
寸
語

4諂
萱
間
哩
旦
言
一

言
」
和
「
天
主
嬰
言
」
講
的
福
t音
曰
川
以
以
及
由
這
一
福
禍
音
而

產
生
出
來
的
「
基
督
文
化
」
得
以
迅
速
雌
版
抽
傅
於
當
時

和
後
世(

三
)
哲
學
和
宗
教
希
磁
文
化
因
與
外
族
文
化

接
觸
自
身
也
起
了
很
大
的
變
化
昔
日
所
有
古
希
峭
臘
文

革
問
幹
的
特
徵
多
姿
多
采
的
純
粹
古
典
文
體
和
富
有
創

造
性
的
高
深
藝
術
情
感
以
及
屬
於
純
粹
理
論
的
哲
學

思
想
都
逐
漸
消
失
代
之
而
起
的
是
大
眾
化
的
百
科
學

衛
自
然
科
學
數
學
語
言
學
文
學
批
評
和
倫
理
哲
學
以

往
的
柏
拉
圖
(
公
元
前
四
二
七
l

三
四
七
)
和
他
的

弟
子
亞
理
航
歹
德
(
公
元
前
三
八
四
l

三
二
二
)
以

及
他
們
兩
人
所
宗
的
蘇
格
拉
底
(
公
元
前
四
五
九
1

三
九
九
)
的
純
理
論
的
抽
象
哲
學
漸
漸
變
為
實
用
哲

學
亞
氏
學
派
關
注
的
是
學
術
研
究
和
學
術
研
究
的
方

法
柏
民
學
派
注
重
的
是
知
識
和
倫
理
的
問
題
已
不
再

靈
頓
昔
日
柏
拉
國
的
教
學
制
度
影
響
當
時
人
生
最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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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哲
學
派
別
還
是
懷
疑
論
伊
壁
鳩
魯
派
和
斯
多
叫
別
依

懷
疑
論
分
兩
派
比
羅
(
公
元
前
三
六
五

l

二
七

五
)
主
張
極
端
懷
疑
論
亞
瑟
西
一
直
厄
(
音
n
g
r
g

公

元
前
三
一
六
l

二
四
一
)
主
張
蓋
然
懷
疑
論
兩
誰
都

使
人
生
失
去
了
其
實
的
意
義

伊
壁
崎
魯
承
發
德
議
頡
利
國
(
公
元
前
四
六
O

l

三
七
0
)
的
原
子
論
而
主
張
泛
原
子
論
以
為
一
切

皆
是
原
子
現
象
連
心
靈
現
象
也
是
原
子
運
動
一
切
精

神
現
象
既
然
都
不
外
是
物
質
現
象
所
以
人
類
的
無

上

幸
福
是
在
於
享
受
自
然
界
能
供
給
的
一
切
樂
趣
他
這

一
主
張
原
是
指
合
乎
人
性
令
人
心
漏
意
足
的
山
山
於
自

然
的
享
受
他
的
人
生
原
則
是
要
人
自
知
享
樂
切
莫
錯

過
大
好
時
光
自
然
送
來
的
合
斑
享
受
但
後
日
一
般
信

容
他
的
學
說
的
人
尤
其
羅
馬
人
以
為
他
主
張
的
是
放

任
情
慾
盡
情
享
受
敏
感
的
娛
樂
那
就
完
全
誤
解
了
伊

氏
主
張
的
原
意

斯
多
地
派
的
始
祖
是
芝
諾
(
公
元
前
三
四
O
?

l

二
六
五
?
)
依
這
一
派
的
主
張
宇
宙
是
一
以
理
性

活
動
的
原
斑
為
靈
魂
的
無
限
生
活
物
體
這
個
為
宇
宙

靈
魂
的
現
性
生
動
的
原
理
具
有
火
的
本
質
名
為
「
經

格
斯
」
(
廿
品
。
"
理
智
)
「
羅
格
斯
」
是
神
神
既
是

宇
宙
的
靈
魂
由
此
而
出
生
了
宇
宙
泛
神
論
字
宙
是
在

不
斷
總
續
發
展
發
展
到
益
頭
郎
為
一
場
大
火
宇
宙
為

大
火
消
滅
後
再
從
新
關
始
發
展
循
環
不
息
遇
而
復
始

至
於
這
一
派
的
生
活
原
則
則
主
張
理
智
的
見
識

和
行
動
遠
超
過
感
覺
的
見
識
和
行
動
實
在
有
智
慧
的

人
決
本
護
自
己
心
煩
意
亂
戶

h
E
E
R
s
d
也
悔
恨
京

自
己
受
到
情
慾
的
復
發
戶

h
r咕
"
已
，2)

人
T
F
S是
自

由
人
或
是
奴
隸
不
論
是
文
明
人
或
是
野
蠻
人
都
問
核

分
享
「
宇
宙
的
耐
地
智
」
完
全
-
伸
手
等
同
，
鷗
-
字
出

大
家
反這

些
一
哲
學
恩
怨
質
際
上
代
的f
宗
教
必
成
了
人

生
原
則
恩
怨
改
變
人
生
原
則
也
隨
之
而
改
變
學
成
之

間
又
沒
有
顯
明
的
界
線
同
時
亦
可
估
奉
兩
種
學
識
大

聽
說
來
伊
壁
鳩
魯
派
提
倡
享
受
終
於
失
於
淫
進
斯
多

峙
派
雄
主
人
類
平
等
崇
尚
智
識
但
也
於
無
悄
而
終
流

為
傲
慢
懷
疑
論
派
也
於
優
柔
寡
斷
無
可
無
不
可
生
活

終
歸
沒
有
節
操
這
些
學
說
的
流
弊
都
可
由
捏
一
經
上
見

到
參
見
智
2

宗
口
臼
|
M

當
時
一
般
希
臘
哲
學
家
和
知
識
分
子
雖
然
不
再

相
信
位
格
棘
的
存
在
或
不
以
為
艸
再
值
得
人
去
住
芯

企
間
以
哲
學
和
玄
學
來
解
決
神
盔
和
人
生
的
問
題
位

普
通
一
般
平
民
不
論
是
在
希
臘
本
土
或
其
他
地
區
內

仍
信
奉
習
行
他
們
祖
傳
的
信
仰
所
以
一
切
古
代
宗
教

的
儀
式
和
法
規
仍
在
各
地
社
會
上
大
行
其
道
一
般
倡

導
無
神
主
義
的
哲
學
家
和
知
識
分
子
也
不
得
不
有
時

有
點
宗
教
的
表
現
或
求
神
問
L
r

或
置
身
廟
掌
詠
法
艸

明
文
因
當
時
個
人
主
義
甚
為
發
達
宗
教
已
成
為
個
人

的
事
可
以
自
由
選
奉
神
明
外
來
神
紙
可
與
本
地
紳
以

一
併
共
享
祭
紀
久
而
久
之
遂
與
本
地
神
祇
相
混
而
觀

為
同

-
u艸
祇
則
鳥
斯

(
N
E
m
)成
了
羅
馬
的
猶

f
h
u
將

(
H
E
M
M
X
O

門
)埃
及
的
色
辣
萊
斯

(
切
自
名
古
)或
阿
孟



(
〉
話
。
自
)
和
敘
利
亞
的
巴
耳
霞
孟
(
宮"
-
m
z
s
g
)

女
神
阿
爾
特
米
(
〉
旱
。
臣
之
成
了
阿
爾
塔
加
提
斯

(
K
F
H
R
m
E
ω
)

阿
市
塔
特

(
K
U
E『
帥
"
)
依
市
塔
爾

(
同
各
帥
"
『
)
狄
雅
納
(
白
呂
凶
)
亞
述
巴
比
倫
和
波
斯
的

宗
教
神
明
已
夠
混
雜
希
磁
主
義
更
是
盡
量
吸
收
大
有

「
求
過
於
供
」
之
勢
到
了
羅
馬
帝
國
時
代
神
明
之
多

嘆
寫
奇
觀
真
是
無
事
無
物
不
被
奉
為
神
明
甚
至
設
有

空
位
祭
續
以
敬
無
名
神
祇
(
宗
口
自
)

雖
然
如
此
希
獵
主
義
時
代
的
人
仍
感
到
精
神
痛

苦
其
求
解
脫
遂
寄
望
於
一
些
「
神
松
宗
派
」
(
豈
可

咒
。

2
)
想
賴
這
些
神
秘
宗
教
信
萃
的
神
秘
和
敬
神
的

儀
式
來
解
脫
塵
世
的
煩
惱
獲
得
長
生
不
死
的
幸
福
於

是
玄
】B
H
R
古
巴

2

旦
旦
和
。

G
E
E
應
運
而
生
與
外

來
的
一
腳
都
宗
派
知
小
亞
細
亞
的
。
可FO芳
和
〉
Z
E

敘

利
亞
的

k
p已
。
口
說
埃
及
的
E
T
O

也
門
前
和
∞
向
毛
說

波
斯
的
呈
5
2

等
神
都
宗
派
混
合
流
行
於
民
間
而
造

成
極
混
雜
的
「
混
合
宗
教
主
義
」(
2
B
B
E
B
E
)這

樣
東
方
民
族
接
受
了
西
方
民
族
的
希
臘
文
化
西
方
民

族
接
受
了
東
方
民
族
的
宗
教
恩
想
平
民
想
藉
紳
松
宗

教
的
敬
神
禮
儀
齋
戒
洗
撿
來
獲
得
心
靈
嚮
往
的
「
救

恩
」
知
識
分
子
想
賴
神
拯
宗
教
的
教
義
來
與
神
明
相

遇
而
獲
得
神
明
的
「
智
慧
」
以
白
求
解
脫
棄
暗
投
明

-
獲
得
「
救
恩
」
但
由
這
些
神
泌
宗
派
上
下
各
階
級
人

一
士
最
發
所
得
也
不
過
只
是
生
活
的
放
蕩
和
淫
亂
(
參

帥
一見
刷刷6
n

回
到2
H
|

且
可

戶

此
外
在
各
種
新
闡
明
的
敬
禮
中
最
權
注
意
的
是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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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時
代
的
英
雄
豪
傑
尤
其
是
帝
王
的
如
神
崇
拜
這
一

風
氣
是
出
於
開
忌
。5
月

5
2
S
M
W
.
c
.
)

的
學
說
所
不

同
的
只
是
開
己
H
O
B
O
門
5

所
謂
神
話
中
的
神
明
是
後
人

所
神
化
的
已
死
的
英
雄
而
當
時
的
人
所
神
化
的
部
是

同
時
代
肉
在
人
間
生
活
的
英
雄
和
帝

L
盟
國
山
洞
自

公
元
前
三
三
一
年
到

H
L
S
"沙
漠
中
的
綠
洲
訟
，
褚
色

求
神
問
L
r

得
〉
B
S

神
論
後
就
推
行
這
一
崇
拜
但
他

這
一
政
策
划
受
到
了
本
國
人
民
的
反
對
他
死
後
直
接

繼
位
的
人
在
生
時
都
未
曾
受
到
這
樣
的
崇
拜
到
了
仆

托
肋
米
第
二
非
拉
德
爾
勝
(
公
元
前
二
八
五

l

二
四

六
)
時
代
王
和
后
繞
開
始
享
受
這
樣
的
崇
拜
到
了
羅

馬
帝
國
時
代
就
明
文
規
定
羅
馬
帝
圈
人
民
應
奉
帝
王

為
神
明
頂
禮
膜
旺
的

(
四
)
與
舊
約
的
關
係
在
亞
歷
山
大
推
行
希
臘

主
義
以
前
猶
太
人
由
於
通
高
已
與
希
臘
文
化
發
生
了

接
觸
波
斯
帝
國
建
國
初
年
就
佔
領
了
希
臘
在
亞
洲
的

殖
民
地
和
一
部
分
希
臘
本
土
闡
明
於
波
斯
帝
國
一
行
省

的
猶
太
民
族
自
然
更
比
以
前
與
希
臘
文
化
發
生
接
觸

近
來
一
些
一
學
者
以
為
公
元
前
三
世
紀
著
的
訓
道
篇
其

中
即
含
有
希
臘
哲
學
恩
怨
這
固
然
尚
非
定
論
但
當
時

的
猶
太
人
已
受
到
希
臘
文
化
的
影
響
自
不
待
言

在
巴
力
斯
坦
沿
海
一
帶
的
城
市
如
迦
薩
阿
市
刻

樹
和
對
蚓
(
加
上的
u
)
以
及
革
乃
撒
制
湖
東
南
一

帶
的
城
市
如
M
V
O
E
W
U
S
P〉
F
M
F和
。
且
常
心
等
先
後

都
成
了
希
種
化
城
市
繼
而
在

約
但
河
東
岸
也
有
了
希

刷
刷
化
的
十
城
區
耶
路
撒
冷
因
特
殊
關
係
雖
沒
有
希
臘

化
但
為
這
些
一
希
獵
化
城
市
所
包
圍
人
民
互
相
往
來
一

些
一
猶
太
人
見
了
他
們
豪
華
氣
象
的
生
活
就
不
兔
油
然

心
生
羨
慕
嫌
惡
「
法
律
」
生
活
過
於
約
束
種
規
過
於

陳
腐
遂
奮
起
提
倡
宗
教
和
社
會
改
革
力
主
廢
除
「
法

律
」
以
便
適
合
希
臘
文
化
生
活
瑪
加
伯
上
下
記
述
的

就
是
這
一
運
動
的
前
因
後
果

耶
京
提
倡
希
喇
臘
文
化
的
激
進
分
子
內
有
雅
松
里

息
瑪
背
和
制
別
蚓
三
位
大
司
祭
為
領
導
(
」
加
下

4
)

外
有
安
提
約
古
四
世
厄
丕
法
乃
(
公
元
前
一
七
五
i

一
六
三
或
一
六
四
)
作
後
盾
就
在
耶
京
極
力
推
行
希

臘
文
化
建
設
體
育
館
運
動
場
不
但
廢
除
割
損
而
且
以

割
損
爾
可
恥
設
法
盡
力
掩
蓋
刻
在
肉
體
上
的
盟
約
記

號
(
創
口
口
加
上
1

叩
|
臼
格
前
7
M
)
厄
丕
法
乃

見
猶
太
人
推
行
希
臘
文
化
還
不
夠
徹
底
仍
有
所
顧
忌

遂
親
自
出
馬
來
鐵
腕
推
行
公
元
前
一
六
五
年
自
埃
及

歸
來
順
道
揮
兵
北
上
直
逼
耶
路
撒
冷
洗
劫
聖
殿
肆
虐

屠
殺
揚
長
而
去
後
二
年
再
遣
大
將
洗
劫
耶
京
跟
前
人

民
勒
令
放
棄
舊
日
習
俗
不
准
遵
守
安
息
日
集
行
割
損

燒
毀
經
籍
拆
毀
城
牆
在
聖
殿
內
安
置
邪
神
偶
像
舉
行

不
潔
祭
禮
(
加
上
1
M
l

“
)
人
民
忍
無
可
忍
遂
於

公
元
前
一
六
六
年
在
瑪
塔
提
雅
父
子
號
召
下
起
義
興

起
了
如
火
如
荼
的
護
教
救
國
保
家
運
動

(
加
上
2

)

不
數
扎
瑚
蚓
闊
雅
逝
也
葬
於
閉
叫
故
鄉
祖
也
五
子
治

父
遺
忘
以
駿
勇
善
戰
的
老
三
瑪
加
伯
寫
統
率
再
接
再

厲
與
異
族
相
對
抗
衡
護
祖
傳
信
仰

確
保
家
國
糕
，
帆
釘
在

公
元
前
-
六
四
年
「
封
建
色
糞
」
月
三
十
五
日
在
耶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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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趴
閻
『
內
依
儀
合
法
恢
復
了
對
上
主
的
祭
紀
人
民
再
進

鞠
~
施
瓦
如
何
咱
施
行
剖
街
(
圳
上

3
4

)。
笠年
支
援
約
古

-一
歐
帕
托
爾
總
位

(
公
元
前
一
六
三
l
一
六
一

)
說
率

-
大
擎
的
來
晶
宮
討
猶
太
貝
特
區
加
忽
雅
一
役
未
克
全
勝

一
因
關
內
亂
不
得
已
派
里
息
雅
與
猶
大
為
加
伯
立
和
此
地

刊
也
川
的
J

位
主
宗
教
自
由

(
組
上
6
)
廢
除
其
父
加
冶

猶
太
的
M
W令
承
泌
其
祖
父
女
提
約
古
三
世
(
公
元
的

二
二
三
l
一
八
七
)
於
公
元
前
一
九
八
年
恩
准
耶
京

和
猶
太
民
族
所
立
的
持
權

(
加
下
U
)
公
元
前
三
八

二
年
阿
耳
基
慕
依
賴
德
默
特
琉
(
公
元
前
一
九
二
i

一
五
「
}
)
的
叫
勢
力
在
猶
太
興
兵
作
亂
勾
結
外
族
的
價
殺

同
胞
亦
的
均
為
瑪
加
伯
所
恨
中
山(
加
上
7

加
下
M
M
M
)

瑪
加
怕
家
旅
背
削
起
義
武
力
的
改
位
傳
信
仰
法
律
是

出
必
然
改
並
不
是
出
於
熱
狂
(
加
上
Z
U
1

口

)
阿

斯
庫
門
人

(
瑪
加
伯
仰
臥
)
得
均
級
自
然
不
能
採
取
孤

技
政
策
所
以
仍
照
常
與
外
人
往
還
只
要
他
們
的
風
俗

習
的
不
與
自
己
的
宗
教
信
仰
袍
低
觸
就
毫
不
猶
豫
從

善
緣
納
以
求
適
應
和
平
共
存

(
加
上
u
l
l

自

M
|

的
)

瑪
加
伯
期
間
梟
雄
大
黑
落
德
(
公
元
前
七
三
?

六
二
?
l
四

)
乘
勢
弄
權
漸
漸
消
除
異
己
而
奪
得
了

阿
斯
耐
用
乃
人
的
天
下
他
依
血
統
原
是
厄
東
人
但
依
爾

卡
諾
一
世
於
公
元
前
一
二
五
年
征
服
依
牡
默
雅
後
迫

使
厄
東
人
懷
受
釗
做
長
行
猶
太
信
仰
為
此
名
議
上
他

也
算
得
是
個
組
太
人
他
的
父
親
安
提
帕
特
其
時
供
職

於
依
爾
卡
諾
二
悅
(
公
元
前
六
四
1

四
0
)胡
也
凶
此

" 可 õt七

他
得
在
朝
延
中
長
大
成
~
逗
人
善
於
隨
機
應
攝
制
仰
賴

羅
馬
人
終
臥
軒
在
公
元
前
三
七
年
作
了
猶
太
王
在
位
期

間
荒
淫
無
度
的
哎
忍
無
情
好
大
喜
功
擅
自

4
權
廢
立
大

司
祭
崇
尚
希
臘
文
化
在
明
廷
悼
食
宿
希
臘
崢
門
人
才
從

裝
訂
創
尬
准
在
巴
力
斯
過
改
娃
或
與
住
了
一
些
一
指
咄

化
城
市
他
雖
極
力
推
行
希
臘
明
文
化
即
不
顧
閥
罪
猶
太

人
常
顧
及
人
品
祖
傳
的
習
慣
和
黨
派
的
意
見
並
為
討

好
猶
太
人
重
娃
了
學
廠
實
在
是
一
個
極
精
明
的
大
滑

頭
在
政
治
和
事
業
上
都
有
了
個
富
的
成
就

當
時
在
猶
太
興
起
了
一
些
黨
派
其
中
最
主
要
的

固
定
法
利
萃
黨
和
撒
杜
拉
熱
此
外
尚
有
厄
色
尼
總
厄
色

尼
軒
然
是
遁
吐
派
對
於
時
干
事
採
取
不
間
不
闊
的
態
度
所

以
對
於
當
時
政
教
關
係
較
大
的
還
是
法
利
立
黨
和
撒

位
主
黨
依
爾
卡
諾
一
世
為
王
時
身
嚨
大
司
祭
職
務
只

求
政
治
特
力
擴
展
不
銜
護
越
傳
信
仰
法
律
犯
法
利
還

熱
昕
一
小
山
谷
遂
與
法
利
拉
瓜
分
裂
而
與
撒
扯
狂
熱
聯
合

從
此
這
兩
杆
煦
的
趨
勢
就
已
奠
定

法
利
來
焦
人
在
精
神
上
可
算
是
繼
承
了
哈
息
待

人
的
傳
統
哈
息
待
人
曾
與
瑪
加
伯
人
並
肩
作
戰
街
護

祖
傳
信
仰

(
加
上
2
“
7

臼
加
下
M
6
)
所
不
同
的

是
馮
加
伯
人
一
面
衛
護
信
仰
三
個
爭
取
國
家
獨
立
哈

息
待
人
始
終
只
求
保
全
你
瑟
法
律
的
完
整
不
問
政
治

法
利
木
然
人
在
這
一
點
上
和
厄
色
尼
人
一
樣
所
不
同

的
是
法
利
科
沁
人
不
問
政
務
划
間
教
務
厄
色
尼
人
如

只
求
獨
川
札
、
此
呵
遁
跡
涼
山
曠
野
不
問
世
事

法
利
來
沁
人
見
朝
廷
推
行
希
咄
咄
文
化
接
受
的
人

喪
失
了
信
仰

T
F倍
受
的
人
道
楚
了
迫

f
d
M防
止
刊
出
，

流
毒
便
給
「
法
律
」
笑
起
了
三
凶
圖
給
制
定
了
許

c
vd

新
規
條
迫
使
猶
太
人
主
其
可
能
不
腿
，
外
人
皆
觸
以
確

保
自
己
信
仰
和
生
活
的
純
潔
因
自
別
於
入
使
自
誠
為

「
法
利
率
人
」
不
與
人
間
流
合
污
用
泣
不
可
滔
不
I
U

但
日
後
只
求
法
律
的
增
添
拘
泥
小
節
不
品
質
際
以
法

律
來
奴
役
人
鞏
固
自
己
的
勢
力
反
而
成
了
法
律
的
罪

人
(
瑪
幻
H
l

品

)

制
制
割
黨
一
名
的
出
來
學
者
至
今
尚
以
為
是
山

自
大
一
司
祭
回
到
恥
這
一
黨
的
燕
員
多
國
於

1吋
祭
和
氏

族
他
們
固
然
注
重
法
律
然
只
是
成
文
法
律
成
文
法
律

以
外
的
一
切
傳
授
概
不
接
受
但
對
外
來
文
化
部
極
支

歡
迎
貝
克
以
不
遺
餘
力
推
行
希
隨
文
化
(
加
F

4
)
成

了
自
己
祖
傳
信
仰
的
群
人
他
們
的
作
風
吋
訛
怡
與
法

利
痞
咐
照
相
敵
對
兩
氣
在
朝
廷
的
勢
力
隨
明
廷
政
策
而

轉
移
但
在
民
間
詞
始
終
是
法
利
來
寫
人
獨
佔
優
先
因

為
他
們
比
較
有
學
識
經
師
多
屬
於
起
一
派
政
客
則
多

喝
於
撒
杜
萃
誌

至
於
僑
居
在
巴
力
斯
過
以
外
的
猶
太
人
段
與
外

邦
人
雜
居
共
處
自
然
不
能
不
受
希
臘
文
化
的
影
響
他

們
不
但
會
說
希
臘
語
言
而
且
熟
悉
希
臘
哲
學
和
宗
教

因
久
居
在
外
後
輩
子
孫
已
不
大
熟
悉
本
國
諾
言
所
以

有
翻
譯
經
典
的
必
要
在
仆
托
肋
米
二
世
(
公
元
前
二

八
五
l
二
四
六
)
末
年
已
譯
就
能
瑟
五
替
以
後
再
繼

續
翻
譯
大
低
至
公
元
前
一
五
0
年
就
已
將
全
部
哲
約

譯
就
此
即
尋
常
所
謂
的
七
十
密
士
譯
本
昆
德
訓
篇
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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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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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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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
譯
本
作
-
E但
這
一
「L
作
對
當
時
和
後
世
的
文
化
影
響

甚
大
，
結
退
一-
L作
在
外
僑
居
的
猶
太
人
得
以
站
為
祖

傳
信
仰
的
教
義
外
邦
人
士
得
以
認
識
猶
太
教
的
教
您

給
新
約
開
闊
了
向
外
邦
人
士
宣
傳
啟
示
其
斑
的
門
路

釘
了
這
一
翻
譯
的
約
文
化
質
在
與
希
磁
文
化
起
了
互

。

相
交
流
的
作
用
自
公
元
前
二
山
紀
起
公
一
告
別
-
m
紀

的
猶
太
作
許
莫
不
多
多
少
少
受
了
花
臘
文
化
的
志
幣

或
以
治
機
村
學
來
搶
明
自
己
的
仰
的
道
即
戒
以
什
已

1
l
l
!
!

。
，
〉
〉
》
》
3

信
仰
的
道
躍
來
駁
斥
品
過
村
刊
也
和
J

紋
的
的
心
政
型
經

以
內
，
刊
心
的A
r
M狗
，
引1
4
假
的
作
何
啥
叫
以
外
，
付
川
的
車

所
H
H
a仆仆
勾
心
仆
(
公
川
的
一
阱
，

l
-
7
.
一
)
從
絡

(
M
M
E
Z公
L
-
7
.
l
J

恥
、
叫
從
瓦
門?
)
和
以

史
家
。
打
泣
，
(
』'
"
1
5
L
P
E
三
5
5

公
必
三
七
?
l

。

一
?
)
二
人
巾
九
川

r
i
叫
A
r
-
-
L
Y而
又
'
，
衍
，
叫
叫

他
的
許
作
叫
到
後
卅
一
的
一
的
、1
L
L

己

=
E
E
B
E
)

和
她
太
縱
側
的
得
叫
科
學
影
法
很
J
1

比
仕
在
巳

力
斯
過
以
內
和
以
外
的
摘
太
人
始
咚
以
a
M
已
瓜
天
主

的
百
科
重
現
自
己
的
信
仰
經
典
和
滔
-
一
一
口
不
與
外
人
川

化
日
後
的
縱
帥
不
以
用
外
邦
語
言
撰
的
川
的
經
典
為
謹

，
、
，

3
》
ι
t
a
'

，
'
、
‘

z
t
a

、
4
、
、
‘

'

。

經
不
重
視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昆
、
原
因
即
在
熱E

(
五
)
與
新
約
的
關
係
前
激
文
化
與
新
約
關
係

的
程
度
和
範
國
自
然
遠
超
過
的
約
因
為
新
約
是
在
希

，制
文
化
時
代
內

產
生
的
發
大
的
但
這
並
不
是
說
由
剩

一一
臘文
化
山
生
了
「
基
倚
文
化
」

(
n
Z
E
E
E
ω
B
g
)

帥
一而
是
扎
在
制
胡
文
化
時
叭
些
曾
提
生

7h在
世
宣
講

了

戶
司
，
其
酬的
偏
高

』
在
做
拉
拉

了
他
的
可
天
閥
」

(
路

668 七

u
m
右
的
目
盯

)
死
後
他
的
宗
徒
和
弟
子
落
著
普
及

的
希
臘
恤
語
言
將
他
的
「
福
音
」
傳
遍
了
希
臘
文
化
的

天
下
所
以
新
約
初
期
且
是
無
時
無
地
不
與
希
磁
文
化
發

。

，

生
關
係
的
但
所
謂
的
關
係
即
是
時
代
的
關
係
並
不
是

。

，

l
l
l

道
沌
的
關
係
基
管
所
講
的
一
禍
古
道
跑
不
但
不
出
於
后

臘
文
化
向
且
也
且
非
必
然
出
必
當
約

(
4為
3

9

峙

。

，

7
H
U
)
茲
笛
的
道
理
是
來
自
是
只
來
自
他
的
父

(
H
h
7時
8

甜
甜

白
血
的
目

M
U

)舊
約
只
為
他
作
證

(
H
F
N
5
凹

盯

宗
η
1

4

)
如
不
以
信
約
為
他
作

進
那
前
約
以
成
了
使
人
跌
倒
的
絆
胸
石

(
扑
打U
M
1

'
、
'
‘
。

晶
h
告
，
叫
1

的
1
自

J

f
f

、

法
]
管
在
伙
傳
教
的
封
象
也
只
是
以
色
列
家
迷
失

的
~
L
r
r
(
瑪
叮
剖

)
雖
去
過
希
蠟
文
化
區
域

(
瑪
的

缸
的
u
(仆
5

m
7
U

)
仍
只
叫
到
宗
徒
和
猶
太
人
施
教

'

。

叫
咱
鼠
仙
一
息
外
沁
人
也
不
過
只
是
例
外
而
已
派
泣
宗
徒

門
叫
他
山
外
傳
教
也
令
他
們
依
照

μ
一
原
則
進
行
(
瑪

。

8
4
l
l
，

ω
5
)
4
4追
不
是
品
他
來
只
是
為
抓
仙
似
以
此
而
不
是

偉
救
志
民
只
是
一
叫
個
月
上
主
與
以
氏
h
p
u在
先
依
捐
出
詐

和
討
還
應
先
向
以
叭
叭
造
成一喝
市
院
、
叫
他
向
來
人
性
原

是
怨
恨
放
全
人
顯

(
訂
1

臼
3

口
6
5

川
崎臼
)
且
會

忘
泉
蚓
、
一
口
過
來
日
川
九
民
的
凶
化
(
叭
，

8
5

刊

)
死

而
復
活
後
又
面
成
宗
徒
弟
子
仕
圳
市
內
必
(
瑪
犯
時
|

。

，

甜

)
此
外
他
明
說
世
界
與
他
他
與
世
界
彼
此
無
分

(
右
M
M
)
世
界
沒
有
認
識
他
和
他
的
父
(
4約
1

叩

。

'

的

M
U
H
自
)
他
宣
講
的
不
是
他
抖
的
智
法
世
界
也

沒
有
賴
自
己
的

智
恐
認
識
他
和
他
的
道
斑
他
的
道
聽

和
世
界
的
道
過
是
彼
此
不
怕
容
的

(裕
的
1

口
1

自

)

故
不
能
發
生
從
燭
的
關
係
所
以
必
要
以
#
叩
開
文
化
成

其
他
任
何
文
化
來
解
釋
延
語
道
理
的
自
來
是
付
不
過

。

.
'

的
他
的
宗
徒
和
弟
子
宣
講
的
也
是
基
蜜
的
這
列
位
示

是
希
臘
文
化
或
其
他
任
何
文
化

(
帥
的I
I
3
H
h

m

M

肛
門m
m
u

u

繼
1
1
l

7

絡
後
4
1

1
6

迦
1

u

、
‘
'
‘
。自

然
話
時
接
受
基
甘
當
p
m仰
的
人
或
是
受
過
闊
的
A

文
化
或
是
受
過
希
臘
文
化
燕
陶
或
彩
臂
的
人
對
於
做

太
人
基
督
並
沒
有
要
求
他
們
放
女
猶
太
文
化
他
來
必

不
是
為
廢
除
而
是
為
成
全
法
律
和
先
知
(
寫
5
口

刊
)
對
於
外
邦
人
奉
基
督
命
向
位
叫
做
前
民
主
講
一
喘
口

的
宗
徒
和
門
徒

(
格
前
9

于
自

)
也
沒
有
要
求
外

邦
人
仔
盎
然
放
采
自
已
所
有
的
文
化
只
恰
他
們
博
純
學

他
們
泌
品
那
獨
知
己
力
和

A
H
己
的
文
化
昕
不
注
沾
滿
州

的
收
受
欽
萃
的
「
科
刊
心
」
(
山
們口
口
，
叫
他
的
1

缸

，
3

、
.
《
$
。

l
l
I
l
l
-

l

u

帶
(4
8

9

哥
I

自
『
自

)
向
組
i

人
占
1

圳
一
耐
心

引
誰
當
約
因
為
背
約
的
目
的
是
基
賢
(
攝
相
ω
4
)
-
e
d

作
」
原
引
人
的
向
基
賢

(
迦
3
H

)
向
外
叫
人

U
H
A

幅
巨
一
面
引
澄
值
約
凶
怨
天
主
和

ι

約
內
峙
叫
作
的
，b
n

示
不
只
是
為
了
以
民
而
且
也
是
為
了
太

F
A凶
n
i
(川
仙

也
2
3

迦
3

8
)
一
面
民
使
他
們
明
盼
引
溢
的
κ

約

和
所
講
的
新
約
道
現
也

得
利
用
他
們
習
用
的
文
字
和

'

。

•. 4<<
SB

E<<
<
g

語
言
以
及
他
們
間
有
的
天
賦
文
化
符
此
新
約
除
罵
自

幅
古
原
許
寫
蚓
叫
圳
人
而
叮
叮
利
用

了

州
州
判
文
M
T甘
餘

全
為
希

種
文
而
且
是
宮
博

民
間
詞
用

的
待
過
希
祿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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恥
叫~

在
現
有
全
部
新
約
各
經
典
內
多
多
少
少
都
引
用

于
了

-
些
當
時
希
恤
個
文
化
習
間
的
街
語
尤
其
在
那
一
一
保
險

-

l
l
B
E
t
-
-

'

。

-
和
U
M恥
叫
出
的
思
一
-
W
A垠
的
著
作
內
更
多
這
樣
的
街

f吼
叫
闖

一
於
、
叫
一
點
凹
的
干
好
研
究
所
得
分
為
兩
派
一
派
主
張
這
些

成
分
是
深
臼
掃
臘
文
化
一
派
以
為
z
u
些
成
分
歧
非
叫
你

源
於
希
股
文
化
而
是
出
於
何
約
忠
心
和
當
時
流
傳
甚

B
》
3
3
3
3
4
I
l
-
-
1

。

'

，
》
3
‘
i

s

民
出
於
值
約
的
「
猶
太
主
義
」
貨
在
新
約
的
作
者
告

書
立
論
傳
授
的
只
是
基
賢
的
道
現
基
霞
的
道
璁
取
證

於
研
約

(
右
5

祖
叫
你

川
的
“
刊

)
所
以
他
們
傅

受
甘
苦
海
的
道
斑
也
取
誰
於
何
約
引
用
然
約
的
純
文
多

半
仙
向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大
部
分
術
引

m
U
H
U淤七
十
賢

士
譯
本
小
部
分
術
泌
鍾
不
兒
於
七
卡
賢
士
譯
木
但
已

抖
的
民
間
所
研
叫
薪
，
約
作
丹
就
的
來
說
明
基
悍
的
道
地

峰
就
不
是
因
為
一
泣
些
福
州
供
給
拉
底
忠
心
圳
是
凶
時
這

些
一
術
站
比
較
適
合
於h
u
k迷月
己
的
心
芯
凡
此
肘
子
雖

然
相
同
意
義
訓
示

A
t一
小
一
祕m
州
的
社
於
此

此
外
向
有
一
點
足
以
就
明
指
臘
文
化
絕
不
可
能

。

，

影
響
基
訝
的
教
義
叭
叭
徒
和
最
初
估
仁
宇
「
→
福
音
，
一
的
都

是
些
一
巴
力
斯
坦
的
們
太
人
因
深
受
了
改
解
經
義
而
產

生
的
狹
美
氏
族
主
法

(
馬
m
m
u

以
1

6

)
和
法
利

法
制
的
間
主
泛
的
改
令
人
叫
必
外
川
人
不
頓
與
他
們
來
往

甚
毛
久
出
在
外
的
做
們
太
人
也
符
他
們
所
俏
版
(
4右
7

站
|
扭
門
前6
)
就
迎
巾
咐
他
長
的
多
祕
也
不
例
外
(
瑪

、
‘
'
，
、
‘
'
。

的
U
l
n

山
市昀
9
1

叫
迦
2
u

1

H
)
他
在
學
艸
再

三
的
廿
示
，
相
督
促
下
(
八F
m
H
H
)
總
給
一
家
外
川
人

;!~ P七669 

施
洗
控
收
他

們
加
入
教
會
但
事
後
岡
京
仍
受
到
了
耶

'
、
s
o

京
教
會
人
士
的
反
擊
和
非
雌
雄
(

宗
U
I
M
)

外
邦

人
宗
徒
保
線
對
外
邦
人
的
作
風
完
全
是
在
聖
艸
推
動

下
進
行
的

(
山m
u
-
-
s

u
盯

)
但
仍
然
激
起
了
更

強
烈
的
反
抗
為
洽
消
局
吟
所
以
叫
悶
了
那
眾
的
「
米

、
‘
'
、
。

l
l
l
-
i
l

徒
品
的
改
」
(
京的
)
原
則
上
雖
一
致
贊
川
同
保
你
的
作

風
位
評
質
上
「
猶
太
主
義
保
守
派
」
(
H
E
ts
z

g

)

反
而
續
本
加
州
不
斷
與
保
祿
為
敵
就
加
拉
H

日
州
太
人

。
i
l
i
-
-

與
耶
穌
為
敵
一
樣
保
祿
知
道
自
己
所
貴
的
是
甚
麼
使

命

(
宗
9
H
M
U
H

臼
迦
1

油
2

2

1

9
)
遂
不
遺

餘
力
不
m
R生
死
宣
講
推
行
主
耶
穌
延
管
委
給
他
的
福

音

(
宗
別
于

自
即
組M
D

自
得
從
Z

H

H
)
在
扎
血
管

內
沒
布
猶
太
人

和
指
臘
人
的
分
別
人
人
只
燕
青
的
仰

起
音
而
成
或
受
而
領
受
學
艸
獲
得
坪
赦

(
迦
3

臼
|

的
耳
3

9
l

u
)
一
這
樣
總
打
服
了
種
族
的
洛
維
和
文

化
的
附
加
慨
(
裕
的
9
H

n

)
使
一
瞞
宮
內
人
希
臘
文

化
研
排
成
了
金
山
抹
得
放
的

一
瞞
自

那
一
一
私
叫

h
此
作
時
仗
、
時
的
信
徒
大
部
分
都
是
巾
外

邦
民
族
歸
化
的
一
信
徒
他
自
已
已
久
處
肝
、
請
唆
文
化
社

會
中
深
知
宮
時
社
會
的
悄
形
和
教
會
在
社
會
中
的
趨

待
那
精
蚓
叫
做
撰
%
7
他
的
通
止
日
告
訴
和
欺
-
市
小
錄
他
的

研
作
內
叫
然
是
川
了
一
些
前
時
呵
地
的
街
州
但

-
U些

'

。

、

術
μ

川
在
他
的
情
下
划
外
H
h一
游
泳
芯
他
的
忠
心
情
拍

打
川M
吋
此
H
R
K
川M
A
I脫
昕
於
的
約
以
何
約
惰
微
的
制
改

來
機
紀
發
州
新
約
的
州
八
啊
，
村
祁
穌
一
生
-
訂
戶
刊
的
世
外

。

，

與
人
生
的
切
身
閥
係
扎
上
供
紀
以
來
一
些
純
學
家
和

考
古
學
家
您
從
結
朦
主
按
時
代
的
打
犀
利

rb
晶
P
K
R沁

聖
保
械
和
哥
拉

拉
m
v
您
的
來
龍
去
脈
管
叫
她
蟬
H

叫
M
H
μ

閉
只
但
仍
不
見
州
龍
的
陀

總
之
前
種
主
持
的
於
新
灼
灼
的
關
你
'
，

P
H
t
t
M
H

'

oili--

, 

似
關
係
究
，
紅
例
此
成
們
川
不
叫
r
p划
吊
校
文
化
l
a

也

只
不
過
是
新
代
約
隙
紋
的
比
試
川
h
i於
的
所
j
J

的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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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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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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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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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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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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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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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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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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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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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而
造
成
裘
悠
外
合
的
局
M
M
H

於
是
希
克
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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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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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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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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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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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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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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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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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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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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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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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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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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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當
猶
太
人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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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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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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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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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了
猶
太
人
的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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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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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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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號
叫
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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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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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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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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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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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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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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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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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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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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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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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保
你
成
「
裁
留
你
在
克
里
的
刊
是
挺卜1
、
叫

那
時
尚

未
完
成
的
事
並

••• 

在
各
城
設
立
長
在

」
(
鐸
-

s
)

之
後
喇
喇
在
給
他
寫
的
信
上
要
他
趕
快
到
尼
苛
頗
里

來
H
M保
祿
待
他
見
了
保
祿
芝
後
是
否
又
問
到
克
里
將

自
目
不
得
而
知
不
過
從
弟
後4

叫
得
知
弟
鐸
會
奉
命
去

了
達
耳
瑪
提
雅
閥
訟
其
他
事
件
不
詳
相
傳
最
後
茱
鈴

又
返
罔
到
國
械
並
在
孩
島
上
終
因
年
在
力

J段
而
逝
他

見
弟
鐸
替

(
義
)

n
u
h
P
B事
皆
-
3
「S
E
E
S
-
z

ω

J

U肌
晶

m
h
B軍斗
司E
/
S
H胡
同
。
首
旦
旦
門
口
自
\

弟
鐸
書
乃
保
祿
晚
年
給
他
的
建
徒
弟
鐸
所
寫
的

雷
伯
與
弟
前
後
二
書
統
稱
牧
函
是
以
關
於
本
誨
的
內

容
與
正
經
性
以
及
著
作
時
地
等
問
題
可
參
閱
牧
函
這

襄
只
對
本
書
的
重
要
性
客
提
一
二
而
已
本
書
雖
只
有

短
短
三
章
但
含
有
不
少
深
奧
的
道
理
如
JI
-

-

4

屬

本
書
的
小
引
就
論
及
天
主
從
永
遠
所
決
定
的
救
椎
汁

剎
和
倒
喇
蒙
召
為
宗
徒
而
言
誠
可
與
軾
的
小
引
與
結

論
(
1
1
7

及

必
自
|
盯

)
前
後
媲
美
又
如
2

u
l
u

一
段
內
論
及
天
主
的
救
世
計
創
如
何
在
歷
史

上
實
現
信
友
應
如
何
在
自
己
的
生
活
上
善
闊
天
主
所

賜
給
的
鴻
恩
並
且
如
羅

9
5

一
樣
明
招
耶
穌
基
督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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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主
又
如
3

‘

|
7
一
段
可
看
作
學
保
祿
的
神
學
綱

要
暗
示
天
主
三
位
一
體
的
道
理
詳
釋
學
父
連
一
子
舉
辦

對
救
頓
工
程
所
有
作
為
是
以
教
會
由
學
熱
羅
尼
莫
直

到
現
代
學
者
無
不
以
木
者
為
沼
識
初
期
教
會
及
保
祿

的
晚
年
為
一
極
有
價
值
的
文
獻
(
義
)

M
h
p
t站
起
3
3
2
5
J
人
名
意
思
是
「
敬

6
.
H句
A
t
E
U
E
H
/
4
5
2
7

」

i
:
j
4
1

，
、

m
k
天
主
的
人
」

保
祿
宗
徒
傳
教
事
業

上
的
合
作
人
曾
經
獲
得
保

酬
的
兩
封
占
能
郎
對
前
及
制
後
二
也
他
原
是
出
圳
蚓

喇
教
會
的
熱
心
存
年
教
友
被
准
的
與
側
甜
作
為
傳
教

的
助
手
他
也
的
仲
維
作
了
保
祿
第
二
及
第
三
次
這
行
傳

教
征
途
上
的
忠
賀
伴
侶

(
京
的
-
-
s
u
s
w

甜
甜

4
等
)
他
的
母
親
是
猶
太
人
父
親
是
希
臘
人
保
祿
會

托
他
管
理
及
調
獲
得
做
洛
店

(
得
的
3
2
6
)
馬
其

頓
(
宗
的
自
)
及
絡
林
多
教
會
的
事
揚
(
格
前
4
口

時
間
格
後
1

刊
)
保
收
第
一
次
坐
監
時
弟
茂
德
米
離

克
右

(
哥
I
Z

斐
l
l
)
後
來
有
一
例
時
期
委
托
他

在
厄
弗
所
教
會
工
作
使
該
處
的
教
會
走
上
正
規

(
弟

前
1
3
)
但
不
久
之
後
又
忽
忙
的
將
他
付
往
，
游
為
去

陪
伴
孤
獨
的
保
祿

(
弟
後
4
9

，

缸
)

見
弟
前
弟
後

圭亞七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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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革~~
成呂
閑之J

祿
書
信
中
的
一
個
獨
特
的
單
位
故
此
在
教
會
內
這

三

封
告
信
自
十
八
世
紀
以
來
有
自
已
的
共
岡
名
稱
牧
函

關
於
牧
函
的
特
點
神
學
來
源
作
者
及
時
間
等
問
題
可

參
見
「
牧
函
」
條
此
處
所
結
論
的
只
是
弟
前
後
二
苦

的
結
格
及
內
谷

I

弟
前
香
保
祿
首
先
向
自
己
在
信
德
上
的
兒
子

弟
戊
德
致
候
與
祝
福

(
1
1
2
)
力
動
弟
改
德
要
居

住
在
厄
州
所
在
那
裘
竭
力
街
護
其
道

(
1
3
|

口
)

駁
斥
其
端
反
那
些
造
洛
生
裝
的
假
教
師
以
兔
中
傷
教

友
的
信
德
首
先
弟
氏
自
己
先
惚
保
持
信
德
和
純
潔
的

良
心
去
保
護
學
教
會
(

1
凹

|
叩

)
以
後
具
體
地
叮

囑
弟
氏
要
寫
來
人
烙
外
要
為
酋
長
昕
'
的
使
他
們
在
社

會
中
維
持
正
義
好
使
教
會
在
這
種
設
境
中
得
以
發
展

及
志
成
她
的
使
命
(
2
2

|

7
)
他
後
A
t而
且
此
祈
他
時

男
玄
酬
地
川
寸
的
規
則
(
2
8
|
刊
)
以
放
肘
德
(
2

似
的
中
心
是
在
A
A
岫
拔
出m
山
山h
M
叮
扎
扎
執
告
各
酬
地

具
備
的
資
格
(
3
1
|
口

)
並
勸
也
弟
子
耍
皮
捏
一
注
目

的
生
品

(
3
H
H
)
凶
沁
他
是
岱
地
(
厄
州
所

)

教
會
的
最
一
的
話
，
長
是
以
他
悠
共
布F取
的
的
權
威
他
的

責
任
是
以
權
力
來
保
持
且
也
求
他
所
接
受
的
「
-
u
U
M
德
的

寄
托
」

(
4
1
l

M
)
為
達
到
泣
側
目
的
弟
從
德
惚

以
身
作
則
成
為
眾
人
的
校
範
尤
其
是
男
女
市
年
定
年

人
寡
婦
長
老
奴
泳

及
主
人
們
的
惜
糢
(
5
1
|
6
2
)

最
後
討
論
真
正
熱
心
的
宗
教
生
活
(
6
3
!
H
)
要

遵
守
爾
吉
的
教
圳
躲
避
開
品
及
無
用
的
辯
論
度
簡
樸

的
生
活
總
而
言
之
弟
茂
德
應
善
自
保
管
所
受
的
「
信

德
的
寄
托
」

(
6
m
u
)

H

弟
後
保
祿
寫
這
封
信
的
主
要
目
的
似
乎
是
為

了
沾
弟
戊
德
盡
速
赴
羅
馬
一
行
見
保
祿
最
後
一
面
因

宗
徒
白
質
已
不
久
人
世
這
封
番
信
猶
如
弟
前
一
接
是

保
祿
對
自
己
愛
徒
感
情
的
坦
白

流
露
故
不
兔
有
些
綠

亂
無
章
之
心
心
僅
按
章
介
紹
如
下

首
先
是
與
弟
前
十
分
相
似
的
致
候
辭
及
祝
福

(
1
1
2
)
懷
著
是
謝
恩

(
1
3
5
)

並
提
醒
弟

子
不
要
忘
記
由
自
己
的
外
祖
母
及
母
親
所
接
受
的
信

德
和
由
宗
徒
的
援
手
種
所
得
的
恩
賜

(
1
6
|

間
)

以
及
所
受
的
努
托
(
I
H
H
)
以
後
報
告
幾
個
人
背

棄
自
已
的
消
息
及
放
乃
息
佛
洛
的
忠
誠

(
1
H
H
)

她
勵
弟
戊
德
要
將
所
受
的
寄
托
未
有
於
中
心
估
吋

誨
的
人

使
之
繼
續
承
傳
要
猶
如

一
位
勇
敢
的
戰
士
低
抗
那
些

虛
偽
及
崇
尚
主
淡
的
人
士
待
人
要
和
氣
(
2
1:

品
)

一
泊-
5口
水
日
的
的
難
(
3
1
1

4
)
弟
氏
您
作
真
正
的

教
師
反
駁
那
比
一
一
假
先
知
接
受
他
們
的
迫
害
並
忠
於
聖

經
的
教
圳
(
3
叩
叮
)
最
後
保
祿
以
隆
重
的
方
式
勸

勁
弟
子
要
毒
品
宣
道
者
的
職
責
不
怕
一
切
阻
磚
及
惡

意

(
4
1
1

5
)
宗
徒
事
業
的
治
囑
(
4
6

i

s
)

命
弟
戊
德
及
馬
爾
谷
快
來
羅
馬

(
4
9
|
岫

)
報
告

初
次
受
審
的
消
息
頗
為
樂
觀
間
安
與
祝
福

(
4
H
|

兄
弟
茂
德
信
德
的
寄
托
投
函

「
晶
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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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甘
ι

\
M
M
M
5
=
B
J
在
中
國
占
人
的
越
激
中

主
戰
-
f
a豆
口
。
早
已
有「小
不
可划
亂
大
謀
」

于
之
按
可
見
忍
耐
的
修
養
對
人
生
之
童
要
忍
耐
在
聖
經

-
上
的
意
義
則
是
「
一
種
倫
理
方
面
的
德
行
她
使
人
的

.

、
心
益
堅
定
不
移
地
忍
受
生
命
上
的
折
磨
而
完
全
隨
從

天
主
學
瑟
的
措
施
不
暴
岫
綿
不
為
餒
不
氾
皮
不
失
望
」

一
在
位
約
中
的
人
修
忍
德
的
忠
告
多
見
於
智
位

警
忍
耐
是
智
者
之
舉
相
反
地
不
容
忍
「
叩
門
恭
燥
發
恕
的

人
劫
是
無
兒
識
及
愚
昧
的
人
(
綴
M
間

)
「
有
洲
益

的
人
勝
於
勇
士
克
服
自
已
的
人
聯
於
克
域
的
人
」

(
闊
的
詞

)
忍
耐
的
路
是
人
生
的
大
道
現
(儀
的

u
)

她
能
使
公
侯
折
服
能
紛
碎
閑
情
川
頭
(
綾MQ間
)
她
這

勝
過
做
做

(
訓
7
9
)
有
洲
美
忍
耐
的
人
所
受
的
仟

痛
只
是
暫
時
的
他
終
將
得
到
江
大
的
快
服
(
德
1

自

2

z
i
s
H
n

)
比
如
受
賠
綠
的
多
俾
亞
及
約
伯
等

人
的
風
比
例

二
在
制
制
中
強
捌
忍
耐
之
重
要
及
讚
美
容
忍
之

高
尚
和
好
處
的
制
制
作
品
和
要
首
推
保
耐
心
信
友

們
應
當

格
外
修
練
忍
耐
的
德
行
因
為
她
是
為
保
持
信
友
的
身

份
所
不
可
或
缺
的
條
件
(
哥
3

2
3

弗
4
1

2

)
除

彼
此
容
忍
搶
待
以
淪
金
基
偉
的
法
律
(
迦
6

2

)
腳
地

對
一
切
的
人
表
示
滴
美
(
得
前
5

H

)
格
外
在
受
磨

難
的
時
候

(
羅
白
白
)
因
為
日
復
一
日
的
忍
德
就
是

愛
情
的
表
現
(
制
前
口
4
)
老
年
人
應
在
忍
耐
上
是

健
全
的
(
餅
2
1
)
。
保
祿
在
他
的
牧
函

上
梅
外
動
翹

他
的
弟
子
蚓
制
制
應
修
忍
側
的
德
行
(
圳
前
6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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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
以
「
百
般
的
忍
耐
」
去
教
訓
信
友
(
弟
後

2
"

)

因
為
主
的
依
人
不
應
爭
吵
而
輯
、必
要
「
凡
事
忍
耐
」

(
剃
後
Z
H
)，

聖
喇
喇
且
以
身
作
則(到
後
2
"
u

中

耶
穌
自
已
更
是
或
們
修
忍
耐
德
行
的
超
絕
表
率
(
希

也
1
l
s
7

見
伯
前
2

叩
)

忍
耐
之
德
對
人
生
是
有
百
利
而
無
一
立
口
的
她
使

人
迪
在
痛
川
的
縫
中
也
感
覺
肖
樂

(
昭
雄5
3

4
)
她

使
玟
們
跑
得
希
望

(
絡
的
‘
)
她
快
攻
們
「
既
成
全

而
又
完
備
」

(
拙
l
s
4

) ，

她
使
我
們
終
於
挺
得
、
水

生
(
制
創
刊
兄
則
3

印
制
後1
4

5

刷
刷2
7

)
(
憐

)

的
成
辣
芬
(
33
可F
E

y
-

旦
地
全
區

\
H
E
H
M
閃ME

E
E
H
/
「
成
義
」
一
詞
拉
T

p
q
d
"，
有
軍
事
/
H
t呂
『
』g
t
~

F
E

-
-司
唔
，

。

、
文
作
H
E
H
H
m
g
g

「
吭
義
」
瓜
忠
一
的
本
譯
文
基
傳
教
一
慣
譯
作
「
師
們
的
成
」

酬
譯
本
過
去
譯
作
「
叫
仗
義
」
關
於
一

i
u一
名
叫
叫
不
總
以

照
字
面
來
解
釋
尤
其
應
沱
重
經
意
如
所
週
知
新
約
與

舊
約
原
是
一
部
著
作
同
是
在
天
主
默
感
下
所
寫
成
是

以
願
清
楚
明
暸
這
一
字
的
深
意
應
將
咨
約
新
約
對
照

參
看
在
何
約
裝
技
照
希
伯
來
文

巨
N
已
』闊
的
原
意
無
非

是
說
「
伸
張
正
義
」
或
「
使
正
義
得
以
伸
張
」
如
巾

鈞
1

所
說
「
幾
時
人
與
人
之
間
發
生
爭
訟
而
對
簿
公

庭
定
案
時
正
直
的
應
聲
明
他
正
直
有
罪
的
應
聲
明
他

有
罪
」
為
此
在
咨
約
裘
拔
希
伯
來
文
「
E
N
已
M
m」
祇

是
一
法
舉
上
的
字
眼
使
人

(
法
官
)
在
判
案
時
能
秉

公
審
斷
特
別
有
冤
狂
的
用
來
件
將
使
帥
悅
耳
戶
任
污
跑
得
公

正
的
判

決
這
線
被
冤
枉

品
打
得
以洗
白
而
恢
但
他

J隊
來

。

，

為
無
罪
者
的
沾
自
照

4

，
這
一
解
釋
將
】S
E
m
ME
V
S

啞
作

為
「
咐
依
法
」
或
「
稱
此
一
一
門
治
州
州
合
經
志
不
過
征

r
n

約
乳
郎
先
知
關
削
到
叫
刮
目
u

況
比
上
主
的
陀
人

'
。

「
要
使
多
人
成
品
悶
悶
坤
他
承
扔
了
他
們
的
掠
過
」
從

制
治
部
純
文
看
恥
人
以
來
並
非
你
趴
刊
、
赴
川
上
屯
的

'

。

僕
人
承
犯
了
他
們
的
掠
過
肘
而
使
他
們
成
美
泣
惜
后

來
是
使
人
的
界
人
而
變
作
無
非
的
人
(
美
人
)
布
一

種
內
在
的
變
遷
是
以
以
品
「
稱
義
一
似
乎
木
能
完
全

表
示
人
內
在
的
變
關
心
不
過
只
您
叫

J
U簡
縱
丸
恐
求
能

充
份
明
除
這
種
巾
有
持
而
變
無
掉
的
心
一
行
悶
的
坑

祝
位
右
和
制
制
的
純
文
對
吼
那
札
我
們
便
呵
能
她
得

更
為
清
晰
的
概
趴
在
制
制
此
關
於
「
成
義
」
的
道
也

有
且
賦
詩
斑
附
釋
凡
首
壯
舉
側
即
是
以
在
俐
耐
的
詩
作

也
一
所
叫
的
「
心
帆
，
心
」
「
也
義
」
等
字
眼
也
收
其
他
制

3
特
別
想
比
如
圳
勵
文
U
H
r
ES
MT
E

E

。
E
P
(
縱

4

自

5

M

M
)
以
兒
於
聖
保
線
的
封
甘
心UM內
m
f保
戚

在
刷
刷
反
倒
二
書
信
此
很
清
發
指
巾
這
一
行
為
的
績
卓
州

首
先
問
喇
徵
引
到
什
俐
的
晶
晶
明
人
人
都
布
拉
問
刷
品

「
正
如
經
上
品
收
『
沒
有
技
人
迎
一
個
也
波
布
』
」

(
刷
刷3
刊
)
又
改
「
因
路
所
有
的
人
認
氾
了
知
你
火

掉
了
天
主
的
光
榮
」

(
3
臼

)
之
儉
保
綠
駁
回
城
泊

在
圳
的節
說
「
所
以
眾
人
都
因
天
主
白
白
施
給
的
忠
心

在
耶
穌
基
督
內
蒙
救
阪
成
為
義
人
」
由
這
節
吋
知
第

一
人
成
了
義
人
也
即
由
界
人
變
肉
就
人
第
二
征
耶
穌



基
賢
內
安
放
廠
正
如
前
面
所
引
依
曰
口
的
「
川
是
街上

主
的
僕
人
逗
裘
保
祿
過
耶
穌
基
偉
目
汞
姐了
人
的
罪
因

而
人
在
耶
穌
基
窗
內

設
受
了
救
版
第
三
關
必
一
淫
欲
蝦

保
祿
泊
是
天
主
白
白
施
給
的
慰
起
卅
日
是
閣
制
唱
那
末
便

不
是
憑
人
的
善
斗
所
泊
在
問
主

的
川
中J叫
劉
法
比
關
叭
叭
九
沾

點
在
迦
也
有
很
詳
細
的
論
證
如
果
后
是
憑
著
工
也的

是
不
可
能
憑
守
悔
瑟
法
作
呵
成
持
正
如
迦3
u

所
必

「
所
以
很
明
顯
的
沒
有
一
個
人
能
憑
法
律
在
天
主
前

成
品
」
飢
不
能
憑
守
法
律
而
成
授
那
末
憑
此
腔
而
成

美
呢
憑
借
德
如
保
祿
明
品
一
因
為
我
們
忍
閏
月
人
的
成

品
是
終

U
U
M
t
而
不
在
必
遵
行
法
作
二
刷
刷
3
目
)。
側

祿
在
羅
1

口

內
已
有
“
寸
，
這
正
其
是
源
於
信
德
」
而
且

引
用
的
川
約
內
的
品
來
，γ
以
證
明
的
「
義
人
凶
信
德
而

生
活
」
(
刷
刷1
叫
參
閱
蚓3
u
)
。
此
几
州
州
州
又
引
用

嘻
個
叫
叫
蚓
瓜
傍
核
准
「
如
果
叫
山
蚓
是
巾
於
行
門
川

成
為
改
人
他
就
可
以
內
改
了
他
不
是
在
天
主
的
」
也

就
是
4品
和
天
主
的
叫
巴
郎
無
法
a
M
小
心
「
耐
心
經
上
叫
“

血
巴
郎
借
了
天
主
就
以
此
算
怨
他
的
正
站
」
而
且
俐

祿
進
一
步
泌
「
也
已
郎
的
估
德
為
他
們
升
為
正
泊
是
山

品
麼
時
候
算

ι
目
正
在
他
受
訓
仙
似
以
彼
時
間
比
是
在
他
木

受
訓
似
的
時
候
呢
不
是
在
他
受
訓
似
以
後
向
日
正
在
他

未
受
訓
扣
的
時
候
」

(
牌
服4
9

刊
)
由
此
吋
以
絕
對

證
明
迷
並
巴
郎
的
成
義
不
是
困
苦
工
的
受
制
仙
似
祉而

一
是
因
他
對
天
主
的
信
仇
怨
此
側
制
結
論
此

「
如
此
凶

"
一
副
叫
作
了
一切
未
受
訓
拍
而
相
信
的
人
的
父
點
使
他

戶
們
也
同
樣
凶
佰
德
而
算
為
正
采
」
(
經

4
u
)

679 匕

那
末
由
以
上
保
祿
的
話
或
們
可
以
清
肺
活
明
暸
人

因
耶
穌
的
救
般
即
國
耶
穌
學
死
的
功
勞
由
昇
人
而
變

為
海
人
不
州
是
外
在
表
面
上
的
按
法
而
釘
在
是
內
在

的
變
化
郎
因
耶
穌
人
成
了
天
主
的
義
子
既
是
義
子
因

而
也
成
7
海
棠
(天
凶
)的
改
繼
人
(
迦
3

目
4

5

7
)
由
此
司
知
由
譯
人
而
變
為
義
人
的
一
這
一
行
為
不

以
是
「
稱
品
」
而
質
是
「
成
-
必
」
國
「
稱
品
」
並
未

能
完
全
表
達
出
這
一
行
為
的
質
質
只
布
「
成
義
」
才

能
把
人
山
非
叫
品
的
以
怨
而
變
倚
天
主
的
北
子
身
份
的

這
一
事
實
品
出

巾
於
保
祿
這
徐
強
調
人
的
城
已
純
金
悠
仿
德
叫
叫
“

馬
一
]
路
德
使
日d
此
倡
言
人
低
要
信
使
吋
得
放
致
於
行

肯
與
一
台-
u
u無關
係
吋
此
有
了
「
放
心
犯
知
只
雙
更
有

信
心
」

(
可R
E

F
『
C
H
o
p
n
B

已
。
F
E
E

t
-且
一
成

d
泣
不
知
保
你
所
作
品
成
站
不
在
邊
守
法
作
是
針
叫
到
蚓

太
主
是
保
守
派
俏
的
瑟
法
律
尤
其
指
訓
圳
一
向
前
猶
太

主
先
保
守
派
叮
叮
心
沁
人
叫
“
不
守
你
瑟
法
律
尤
其
行
不
受

訓
的
祂
便
無
法
得
仙
似
“
保
旅
則
泌
叫
須
卡
耶
穌
的
福

音
絕
必
不
亦
受
剖
飢
渴
馮
倘
古
悶
得
救
必
須
受
訓
叫

那
木
扛
起
倚
就
是
白
白
地
死
了
(
迦
2

恥

)
不
過
一
泣
並

不
是
兩
A

比
不
必
守
天
主
的
減
命
或
行
殿
、
他
的
取
U
L

而
且
新
約
的
作
詩
內
沒
有
一
位
如
保
收
一
叫
你-

奧
秘
極

動
魁
信
友
行
存
守
好
天
主
的
誡
命
的
誡
命
中
最
重
要

的
一
條
即
是
反
因
為

人
以
要
有
愛
便
不
會
去
作
您
使

一
定
要
行
並
回
國
而
保
祿
明
說
「
因
為
在
基
督
耶
穌
內

割
損
不
剖
緝
部
算
本
得
甚
麼
唯
有
以
愛
德
行
辜
的
信

德
才
算
結
麼

﹒•• 

閻
符
全
叫
法
作
總
站
在
這
旬
泊
內
可
l
t

你
的
近
人
如
你
自
己
」

(
迦
5

6

H
)
保
祿
也
門
M
H
A

「
凶
肉
還
德
貝
克
全
蝕
的
聯
繫
」(
哥
3
H
)
，
泣
，
U
K總

結
瞄
著
賜
與
裁
們
的m
k艸
已
傾
注
征
或
們
的
心
巾
了
這

。
f
i
l
l
-
-

也
的
是
天
主
的
學
治
保
收
所
的
晶
的
以
，
主
德
行
哄
的μ

德
也
即
雅
各
伯
所
泣
的
活
似
德
沒
有
行
為
的
一H
M德
是

2
、
‘
'
。

'

，
l
l
l
-
-

死
的
的

(
雅
2

叮

品

)
加
此
吋
知
你
雄
所
泌
的
山
川

-

t
t
p
t
t
l
l

。

總
而
吠
，
拉
與
帥
的
德
所
住
峭
的
有
天
反
之
別

。

他
m
t叫
紋
，
叫
正γ此
仙
似
坪

(
美
)

品
市
時
川
的
一
種
作

被
氏
綜
本
雅
明
放
人

是
巾
的
時
許
朽
的
伐
利
待
吋
K
A
附
心

(
N
m
M
m

上
討
四
川F
3

自
咐
上門
地
問制
F

必
H

約
州

叩
附9

間
)
亦
赴
牧
k
m們
均
保
持
下
來
，
小
致
分
散
山
川
的
小
心
仰

〈
‘

'

。

，

只

(
侃
上
口
叫

)
它
的
叫
法
非
常

m
m平
手
要
街
口
正
一

條
皮
們
中
間
又
淵
約
h

」
川
公
分
(
山|
AV
ng
﹒
)
為
放

光
的
的
石

F
F哎
折
惋
惜
反
布L
A
E「
此
公
分

(
2
n
E
)

兩
端
之
一
街
小
川
取
必
一
捕
川
如
川
時
將
f
h
e
r
放
趴
缸

中
間
收
湖
地
方
中
的
圳
人
叫
琨
再
以
手
掌
m
t叫m
M
一

端
倪
岫
村
山
悅
川
w
u
t力
逆
時
手
掌
收
閃
而
石
子
叫
院
的
你
叫
川

'

。

l
I
l
l
-
-

山
心
的
，
什
H

的
物
一
迫
使H情
川
年
的
注
咪
得
勝
一
扣
人
前
肋

l
l
lf
J

〉
、'
。

雅
所
用
的
武
器

(
撒
上
口
叫
的

)

。

見
武
器

m
投
石
器
(
叮
叮
叮
凶)

(
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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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L

投
石
山
品
(
做
士
口
的
)

么
亞
述
人
投
石
法

L
心
悅
灰
人
投
治
區
帥

et l 
J 

。
三
E
斗
也
\KF
E
。
E

J

希
伯
來
文
有
「
守
更

“
」A
E植

F
E
E

-戶

亡
者
」
及
「
喚
醒
者
」

之
意
可
能
是
因
為
它
在
正
月的
首
先
關
花
之
放
在
學

細
地
區
中
它
生
長
於
劉
叫
咐
蚓
喇
劃
山
區
反
制
山
川

之
西
甜
的
可
能
是
自
叫
別
或
制
制
轍
九
斟
叫
上
提
到
，
匕

生
長
於
封
對
科
劃
蚓
甜
(
帥
"
肘
)
雅
各
伯
給
在
埃

別
的
兒
子
封
封
送
的
禮
物
卅
叭就
有
在
口
仁
(
制
的
u
)，

可
見
它
的
果
實
是
很
受
人
珍
視
的
學
所
的
阻
隔
台
火
上

以
莉
花
的
花
朵
來
點
綴
(
出
鈞
扭
|
甜
)
瑪
加
伯
時

代
所
用
的
「
協
刻
耳
」
(
但
幣

)
上
一
面
刻
有
杏
花

一
面
有
感
「
瑪
納
」
的
容
器
亞
郎
手
枝
上
所
闋
的
亦

是
脊
花
(
門
口
自
)
耶
肋
米
劃
先
知
在
神
頓
中
所
見
的

也
是
一
綴
得
崩
怯
象
徵
上
主
甜
苦
醒
不
寐
(
耶

1
u
u
)

t二680-683 

佇l

大
-
」L

K
特
點L
f防
h
7

入
Y
r
A
f

見
斟
制
中
的
值
的
肌

(
韓

)

1

圭
馬
「
u

i
y
J人
名
他
是
依
吭
瑪
耳
的
子

“
ι
R
1平
有

F
O
P
-
5
"

」孫
之
一
(削
討
H
刷
上
-

m
)
甘
情
質
喇
叭
則
上
則
」
且
一
個
名
字
來
代
表
一
個
部
落

及
地
且
這
地
區
在
叫
刷
刷
之
北
帽
的
位
於
州
州
倒
及
創

利
到
二
曠
野
的
交
界
處
學
者
們
相
信
就
是
現
今
阿
刺

叫
半
島
之
西
北
的
一
個
綠
洲
名
仕
瑪(
U
E

凶
)
間

圳
到
(
宮

C
E
E
)

者
距
大
馬
士
革
有
七
天
之
路

口
玉....., 682 

居 ~L
室 乍1 見

豆，辣 是l

~I 主
地 1目
的 。三

個 U
正þ. '" 
原 ， E
在 ............. 
這

平 「地
原城名.~
上給 意韓

拿1'-- 、謂)

咧
副
主
為
自
己
製
遣
了

J
A尊
戶
的
文
的
令
你
令
人
r
u
H

(
這
3
1
)
惟
有
達
尼
爾
及
其
同
伴
梧
受
此
命
此
地

方
確
在
何
處
至
今
末
能
證
慣
有
些
學
后
調
H
U可
能
是

指
幼
發
校
的
川
流
的
一
個
名

u
n
M抖
的
交
流
區
而
2
3

門
口
已

在
凹
叫
刷
之
南
約
卡
公
里
的
地
方
世
間
「
社
科
三

詞
在
封
氣
刑
劃
米
凶
的
占
文
件
上
的
用
途
怕
當
U
U泛

故
此
必
仍
米
能
做
貨
吋
U
W

(
約
)

3

品
L
孔W
A〔F
S
B
R
S
J仰的
約
裹
脅
三
次
(
列

m
w
i
n
-
ι
h
w
f
H
Z
E
Z
E

」
上
的4約
刊叫
‘詠
即

4
)
提
及
一
一
控
制
制
喇
文
稱
為
「
悶
。

z
p

」
的
樹
這

一
叫
樹
究
風
甚
麼
恥
至
今
解
經
學
且
也
未
能
省
一
致
的

H
M

點
有
的
學
持
以
為
是
社
札
但
也
有
學
者
解
作
企

l
r
H化

恥
但
右
照上
述
三
處
所
提
在
這
峭
的
作
用
則
上

的
問4

供
間
困
山
在
它
的
陰
影
下
休
息
叭
叭

即
4

當
作
木
炭
燃

抵
制狗
4
其
根
為
人
當
作
食
佩
不
過
從
該
筒

上
下
文

可
以
得
知
並
非
是
可
口
的
食
物
而
只
是
在
人
饑
不
擇

食
隊
取
來
聊
以
充
饑
而
已
準
此
似
乎
以
解
作
社
松
史

為
可
恥
因
位
松
身
材
高
校
葉
茂
故
蔭
影
能
供
人
休
息

於
其
f
h而
金
雀
花
批
高
不
過
四
五
尺
除
非
數
抹
叢
生

在
-
h也
是
很
難
成
蔭
以
供
人
休
息
其
下
的
為

J當
炭

燃
能
杜
松
因
校
內
多
袖
質
自
然
較
金
雀
花
偽
易
毛
於

以
被
作
食
枕
金
雀
花
的
的
投
荒
山
可
作
品
探
物

ω

圳
叭
叭
八

上
下
文
是
說
在
人
窮
棍
無
食
時
採
來
權
作
來
收
之
潮

是
以
若
就
到
制
襄
二
次
所
提
及
的
孩
樹
的
作
用
看

「
徊
。
阱
。
B

」
樹
似
乎
應
譯
作
社
松

(
義

)



心
叫
峰
凡
Y浩
如
{
MH
CN
)
人
扎
其
惹
不
啥
叫

6
i
/
」
-
d/
/
\

一
州
副
制
及
料
到
蚓
的
第
二
個
兒

7
+八
個
創
的
胞

弟
(
創
n
n
)
在
他
的
後
代
中
有
約
伯
的
最
後
建
議

人
厄
里
向
(
約
叫“
2
6
)
耶
衍
且
將
這
個
民
族
問
制

丹
皆
以
坎
特
瑪
族
並
列
這
些
都
是
腦
阿
偏
族
的
民
展
山

於
阿
刺
伯
的
西
北
偏
北
地
區

二
加
州
開
支
派
的
一
個
旅
長
(
編
上
5
H
)。

(
你

)

的
』u
y位
可
「H
HS
H
J意
抽
調
「
巴
組
的
人
」
厄
則
立

;
二

3
1

、
耳
先
知
的
父
親
身
為
司
祭

(
川
1
3
)
(

輯

)

6

，

L

已
會
自
昆
主
雪
E
Z
Z

到
現
在
滋
有
些

“
U
吾
吾
揖
盡

E
F
)

一
:
」

-

1

，
、
學
有
很

m
草
地

消
呱
啦
經
上
所
提
及
的法
。
。
乃
是
由
悅
物
M
K域
的
一
位

香
料
這
瓜
意
見
是
對
的
可
是

丘
。
。

准
則
叫
上
時
心

指
否
木
如
間的
s
6

，
時
而指
香
抖
蚓
、
圳
衍
9

船
7

口
划
"
，
叫
(
歌
4
H
尚
有
問
過
)

。
去
叫
川
川
詳
木

中

使
用
戶
仇
香
和
蘆
畜
兩
個
名
字
沉
香
在
戶
圳
的
6

無
疑
是

指
印
度
南
部
所
產
生
的
高
而
且
蛋
的
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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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放
在
巴
郎
時
或
已
移
柏
於
泛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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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

米
亞
或
巴
郎
早
聽
混
了
它
的
的
大
和
必
方
…
航
向
川
赴

在
地
中
海
沿
岸
所
產
生
的
香
草
它
的
被
什
可
則
為
製

-
香
料
也
可
用
氣
裂
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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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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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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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亞
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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沐
浴
討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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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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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的
叫
以
民
自
古
以
來
說
有
全
身
沐
治
或
局
部
洸
你
的
良

羽
給
人
沈
從
山
民
且
是
好
在
的
表
示
及
美
德(例
叩
叫
‘ω

4
g
J

〉
、
'
。

2

川
刮
目
等
亦
見
的7

“
弟
前
5

刊
)
在
叫
鼠
的
版
史

上
與
沐
浴
有
闋
的
政
治
或
宗
教
上
的
大
札
夾
在
不

h
h

比
如
法
郎
公
主
的

A
m
及
約
瑟
的
獲
救
(
出
2

s

)

巴
符
合
巴
的
沐
浴
及
達
昧
的
通
K
M(她
下
刊
2
1

‘

)

納
州
內
夾
在
制
叫
州
的
沈
叫
作
及
其
噸
府
的
在

h
k
(
州
F

5

叩
問
)
，糾
刷
洲
的
沐
浴
及
受
寬(也
U
H
)
氧

沐
浴
的
方
式
亦
各
有
不
岡
比
划
在
川
水
中

(
列

下
5
刊
)
在
水
永
遠

(
肋
臼

u
)
在
的
位
巾
泣
的
心
山

、
6
.

。

之
處

(
做
一
卡口
2

)
在
花
閩
中

(
注
口
臼

)
大
概
這

在
公
瓜
的
L
l

九
叭
紀
在
以
甘
甜
多
的
布
法
卅
京
使
自
來

。
l
I
l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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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的
次
做
絲
馬
人
時
代
史
布
公
共
游
冰
池
的
位
，
叫

(
打
5

2

)
同
時
亦
知
道
在
叫
兆
海
附
近
拉
恍
始
收
叫

盟
總
厄

(
C
F
S
)
攻
加
注
抖
有
閉
門W
溫
泉
的
，
U
L

。

你
站
川
伙
伴
定
了
不
少
的
叭
叭
州
(
川
心
你
)
山

'

。

利
和
私
人
叫
到
於Ad
N
一
事
更
毫
不
馬
虎
且
是
有
地
無
以

芥
木
的
文
件
上
對
鈴
沐
浴
亦
十
分
重
糾
學
教
會
的
付

沈
m
T喂
給
與
休
、
的
一
叫
他
越
性
的
級
立

(
M
W
)

抽m
h
d又
起
悍
「
P
崗
山
、
Z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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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給
你
叫
聞
此
沉
沉
偽C

A間
長
t
丙
叫
到
/
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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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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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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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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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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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
昨
於
川

t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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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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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
的
南
方
將
它

M
A
口
於
前
肉
從
山
成
仙
河
神
州
叫
然
們
的

學
油

(
山
山
狗
血
泊
)
但
它
的
崗
位
價
值
划
主
要
在

於
它
強
烈
的
香
味

(
歌
l
n
3
6

4
6
5
1
5

問

) 。

在
新
約
中
賢
士
獻
給
耶
穌
的
三
種
純
口
問
之
一
批
有
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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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

(
瑪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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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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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總
際
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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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
沒
績
來
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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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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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計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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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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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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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
。

泠

(
們
的
“
戶
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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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州
州
的
後
化
叫
圳
削
的

H
U九
惱
州
划t又
很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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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
上
2

叫

“
)

三
州
州
蚓
玄
改
九
圳
叫
到
的
兒

7扒
剎
則
制
的
父

‘
'
，
。

親
(
叫
冊
上4

自
)

問
叫
什
圳
九
州
馴
的
吧
，

h是
叫
做
的
守
門
人
(
圳

。

上
9

口

U
U
)

打
，
他
凶
以
色
列
的
關
r
e
L
K
忱
伙
你
一
個
川
(
公
凡

的
七
凹
三
年
)
且
是
別U
H士
的
兒
，
卜J他
份
將
川

m
M川
卓
別

。

例
正
殺
死
而
自
行
墓
位
執
政
於
做
瑪
黎
雌
性
但
一
例
川

之
緣
他
本
人
亦
被
圳
圳
的
兒
，
r

別
叫
回
所
收(
圳
下

'

〈

4
、
。

F
3
8
1
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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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心
人
7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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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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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叫
他
州
叫
們
自
支
很
九
是
為
川
克
雅
的
父
親
(
圳

。

于

n
u
)

七
是
睏
針
到
司
的
來
的
兒
已
仙
蚓
的
後
化
制
到
蚓

，

i
l
o
1
2

、
‘
'
。

雅
的
父
親
厄
斯
德
拉
的
的
信

(
厄
上
7
2

)

八
叫
刺
別
的
兒
之
八
女
先
知
叫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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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
丸
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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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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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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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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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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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南
國
值
大
國
王
約
史
雅
的
第
四
個
兒
子
總
父

7
位
稱
E

名
叫
約
阿
M戶
口
次
閻
王(
列
下
幻
叩
編
上
3
H

部
n
u
)

十
一
肋
末
人
是
那
京
捏
一
般
的
守
門
人
受
命
於
厄

斯
德
拉
將
自
已
的
外
邦
妻
子
休
掉

(
厄
上
m
H
)

十
二
是
一
位
司
祭
充
軍
後
將
外
邦
妻
子
休
樽

(
厄
上
m
刊
)

十
三
哈
羅
赫
士
的
兒
子
耶
京
一
半
市
區
的
區
長

會
同
自
己
的
女
兒
們
修
翅
耶
京
的
絨
牆
(厄
下
3

間
)

十
四
肋
未
人
瑪
肉
包
雅
的
父
親
在
約
雅

A
K閻
王

時
代
任
職
管
現
聖
殿
的
杯
爵

(
耶
v
n
4
)
(
韓

)

"
h
y當
局

B
E
B
Z
地
區
名
大
約
故
非
是
希
伯

、
恥
尸
L
】EE
肘

/
切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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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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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4

2

，
口
\
來

文
而
是
筱
品
多
學
者
的

意
見
出
自
希
腫
文
浩
然

則
其
意
思
路
是
「
崩
林
區
」

或
一
樣
樹
區
」
是
巴
力
斯
坦
問
]
部
沿
海
的
一個
平
原

南
起
自
約
培
(
即現
A可
以
色
列
京
都
泰
挂
威
夫
附
近
)

北
至
加
爾
默
耳
山
約
有
八
十
五
公
里
長
寬
度
則
限
於

十
五
至
二
十
五
公
皇
之
間
靠
海
一
帶
因
多
沙
不
宜
生

長
能
作
物
且
因
煌
的
問
困
難
故
交
通
不
使
人
煙
稀
少
居

民
大
部
集
中
於
比
平
原
的
東
部
靠
近
厄
弗
辣
困

山
的

地
問
此
反
則
是
土
地
肥
灰
水
源
酬
u
h品
植
物
茂
盛
(
依

衍
，
v
n
2歌
2
1
)
前
羽
可
謂
此
區

的
特
產
亦
是
牛

羊
的
現
想
高
牧
之
地
(
依
臼
刊
編
上
幻
臼
)
在
新
約

上
也
曾
經
捉
到
沙
龍
平
原

(
宗
9

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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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不
詳

一
是
厄
微
鳥
及
依
市
瑪
耳
的
彼
代
物
為
耳
的
第

三
個
兒
子
任
厄
東
地
勒
月
4
族
的
族
長
職
(
例
必
問

二
是
比
瑟
的
第
三
個
兒
手
故
此
是
這
昧
的
家
兄

搬
來
爾
慎
見
他
時
聲
明
他
不
是
被
天
主
刊
選
作
關
屯

的
人
(
撒
上
的

9
)
會
隨
傲
門
耳
的
軍
隊
山
征
與
培

肋
舍
特
人
作
精

(
繳
上
口
問
)

三
是
哈
辣
梨
人
厄
拉
的
兒
子
肥
大
過
人
咱
們
為
遠

咪
的
三
傑
之
一
某
次
當
以
民
夜
培
肋
舍
特
人
面
前
戰

敗
而
逃
時
他
獨
內
一
人
站
在
二
塊
長
淪
扁
以
的
困
地

喪
失
勇
地
做
准
了
後
退
的
反
來
經
做
了
地
肋
合
作
人

(
撇
下
幻
u
u
)

間
的
們
府
將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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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昧
的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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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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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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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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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次
所
提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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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指

一
人
位
另
有
幾
處
則
看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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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
不
只

一
人
甚
至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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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人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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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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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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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肝
、
下

一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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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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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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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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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提
放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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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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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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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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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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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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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雅
在
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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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找
到
法
律KM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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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這
位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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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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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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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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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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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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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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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反
一
位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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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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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兒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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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瑪
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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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時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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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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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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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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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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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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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
叫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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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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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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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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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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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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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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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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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一
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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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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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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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民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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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稱
阿
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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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爾
)
筱
峙
的
昕
收
台
上

所
造
的
人
中
有
沙
番
主
記
又
有
一
川
沙
蓄
的
一
帖
子
叫
阿

希
刊
的
雖
然
只
從
名
字
來
成
阿
而
刊
的
父
說
沙
禧
拉

非
4

小
吋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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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I
H
U沙
番
但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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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
蓄
的
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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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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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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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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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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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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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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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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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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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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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節
所
提
沙
番
郎
是
此
人

三
放
前
恥的
3

所
故
猶
大
玉
漆
德
克
雅
曾
是
造
二

人
往
巴
比
倫
去
M
巴
比
倫
定
金
步
向
這
兩
人
一
是
希

則
完
雅
兒
子
革
瑪
梁
雅
一
為
沙
番
的
兒
子
厄
拉
做
一
一
泊

位
沙
番
吋
能
是
上
述
兩
位
沙
番
今
二
但
也
吋
能

H
K
U
有

一
人

四
故
此
明
則8
H

A
拔
先
知
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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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耳
在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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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看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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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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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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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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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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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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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來
一
一
逗
他
沙
器
也
並
非
的
副
所
虹
口
仗
的
沙



番
至
少
不
可
能
是
第
一
與
第
二
位
沙
番
因
為
他們
都

對
法
律
非
常
熱
心
那
末
如
果
也
不

是
第
三
位
沙
番
則

當
屬
持
一
位
即
第
四
個
沙
吞

了
由
此
可
知

沙
養
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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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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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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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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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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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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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過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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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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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
齊
的
山
谷
」
的
怠
恩
目
正
在

亞
巴
郎
擊
敗
革
多
爾
老
默
爾
及
其
聯
盟
王
子
之
後
歸

來
時
受
眾
多
瑪
主
歡
迎
的

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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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上
稱
之
為
「
君

王
山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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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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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的
註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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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M
口

M
)
阿
貝
沙

峰
在
這
山
谷
中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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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建
立

了
一
座
墳
墓
並
豎
立
了

紀
念
碑

(
撒
下
的
M
)
右
瑟
夫
謂
這
個
山
谷
距
耶
京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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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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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遙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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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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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
學
者
們
或
認

為
沙
委
谷
郎
是
現
今
的
克
穗
龍
山
谷

(
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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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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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
全
寸
B
E
可
Z
H
J沙
法
特
人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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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心郎

4

4

、
J
i
L
h止d
h恥
滸
a
f切
"
口Y
R
K

，
'

、

t
J
t
F
e

嗯

，

司

、
裁
判
或
審
判
)
是
以

色
列
人
很
評
通
的
名
字
拔
翠
綠
特
別
提
及
的
有
以
下

數
人

@
為
總
瑟
派
遣
探
兩
容
納
罕
地
的
人
之
一
屬
西

默
盎
艾
派
名
叫
沙
法
特
西
附
屬
黎
的
兒
子

(
戶
口

5
)

@
先
知
厄
里
受
的
父
親
名
叫
沙
法
特

(
列
上
"

間
時

列
下
3

日
6

剖
)

@
猶
大
王
室
被
槍
往
巴
比
倫

去
的
人
中
有

一
個

-
叫
沙
法
特
的
其
父
名
叫
舍
加
尼
雅
(
編
上

3

臼
)

倒
一

@
叫
嘲
笑
派
的
後
裔
中
有
一
個
叫
訓
剖
開
的
叫
住

三
位
巴
爾
地
(
編
上
5

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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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味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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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
在
山
谷
中
牧
放
牛
草
的
沙
法

特
其
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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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阿
德
來
(
編
上
幻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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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沙
阿
拉
賓

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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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a
-
-
E
E
A
F巴
，
導-
R
J
f
u凶
-
0
3
月
白
、

m
山y
也A
n爾
開
心
汙
…
-
t
J
是
聖
經

上
的
一
，
個
人

4

、

1
;

-
4
|

i

z
i
:

、
名
凡
此
兩
個
地
名
意
調

「
芒
刺
」

人
名
肋
木
人
米
加
的
兒
子
他
的
名
字
兒
於
這
咪

所
組
織
的
蝴
叫
別
人
的
職
務
和
班
次

中
(
制
上
扭
扭
)。

她
名
1

是
錯
大
文
派
的
山
區
城
市

(
穌
的
叫
)

大
約
位
於
蝴
則
關
東
南
的
山
崗
上
今
名
蚓
喇
喇
廢
址

2
是
厄
拘
押
辣
因山
區
的
一
個
小
村
，
匕
就
是
托
拉

民
長
生
活
及
逝
世
的
地
方

(
民
的
1
2
)
它
的
正
確

位
位
-
1小
得
而
知
學
話
們
的
意
見
也
各
異

(
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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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第可F

福 益主
客| 國
納l 王
朝(

女 章IH
子 36
所 37
生 甜

的 編i

兒上

子

是
圳
蚓
川
叫
去
族
的
創
始
者
(
叫
“

W
M
山
6

間
內
約
時

編
上
4

臼
)

3

肋
末
人
烏
齊
雅
的
兒

r
r
M咽
刻
哈
特
家
族
(
編

上
6
9
)
(

韓

)

m
沙
沙
克

(
M
Y
主
主
悔
了
「
跑
哼
山

4

、

1

、

t
-

'
，
t
r
i
r

、
本
雅
明
文
扳
人
厄
耳

帕
斗
的
兄
弟
是
出
住
在
那
京
一
個
家
族
的
校
長
(
編

上
8
H

自
)
(

韓

)

山m
h
u
J甜
可
L止
育
交

B
Y
S
E
S
J
城
名
患
思
是

圳
、
約
在
F
L
f
z

主J
g
E
H
S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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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

玄

，
、
「
狐
狸
之
地
」

或
「
貓
彼
之
區
」
貝
克
阿
摩
抽
血
人
的
絨
市
被
釗
分
與

丹
支
派
但
是
丹
向
來
未
能
將
之
克
服

(
澈
的M
H
)
其

後
厄
州
辣
的
文
派
及
默
納
協
丈
派
的
人
士

(
即
聖
經

上
所
泣
的
「
右
瑟
家
族

一
)
划
使
這
比
二
附
摩
集
人
區

服
吶
稅

(
叫
地
川
妹
W
M
民
1

品

)
迷
咪
的
另
士
之
一
名

厄
里
雅
巴
話
就
是
這
個
城
市
的
人

(見
他
F
n

臼

)嫩

問
結
州
州
時
代
倒
圳
喇
的
兒
子
而

H
G
心
一
區
的
心
守

(
圳

上
4
9

此
處
作
沙
耳
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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帥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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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y且寸
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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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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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惹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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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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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r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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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肌
肉
F
1
/
U
E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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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i
1
.
4

，

'

，

t
t

l

、
沖
昨
日
起
途
尼
爾

在
巴
比
倫
的
三
位
同
伴
之
一
原
名
叫
阿
納
尼
雅
，
呂
中

的
夜
已
給
他
改
名
叫
訓
得
叫
聲
並
賜
以
一
晶
宮
厚
綠

(
達
1
7
2

的
)
但
是
由
於
拒
絕
朝
拜
金
像
被
人

將
他
及
同
伴
一
併
投
入
火
雪
中
無
志
而
位
教

(
湖
3

「
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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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
拉Y
B
A叫
目
前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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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g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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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人
名
其
意
不

刑
刊
名
也
個
搞
品M
M
E
H
F
/
切
"
白

宮
門
\
訊
是
剛
制
蚓

的
兒
子
繼
厄
胡
得
寫
民
長
英
勇
過
人
當
以
良
率
旦
避

行
大
路
兔
遭
培
肋
舍
特
人
陷
害
之
際
他
挺
身
而
出
以

起
牛
棒
經
殺
了
六
百
培
肋
舍
特
人

(
民
3

U
5
.
)

不
過
聖
經
上
關
於
他
的
這
種
記
敘
切
有
不
少
費
解
的

地
方
首
先
他
同
他
父
親
的
名
字
皆
非
以
色
列
人
名
學

者
們
意
見
也
不
一
致
謂
他
是
研
尼
基
人
亞
述
人
赫
特

人
或
昌
黎
人
者
皆
有
是
以
此
名
字
的
意
義
也
很
難
斷

定
學
經
上
一
反
記
敘
民
長
歷
史
的
習
慣
沒
有
說
明
他

何
時
任
民
長
任
職
的
期
限
以
及
與
前
任
民
長
厄
胡
得

的
關
係
甚
至
聖
經
上
很
本
沒
有
直
接
稱
他
為
「
民
長
」

再
者
此
處
品
蔽
的
培
肋
舍
特
人
的
入
侵
似
乎
與
歷
史

也
不
符
合
叢
培
民
此
時
以
侵
擾
了
單
地
的
南
方
部
份

地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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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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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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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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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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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f
ω
且
呂
借
口
P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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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亞
述
帝
國
五
位
君
王
名
五
位
后
王
中
直
接

與
學
縱
發
生
關
係
的
做
有
一
位
部
沙
坪
瑪
乃
色
五
世

(
七
二
六
l

七
二
二
)
他
是
位
述
k

從
草
技
特

f
h
u肋

色
爾
第
三
仕
的
兒
子
北
囚
以
色
列
王
烏
合
亞
原
向
其

稱
-
K納
稅
後
來
加
叛
變
拒
交
民
稅
(
列
下
口
3
4

)

沙
耳
瑪
乃
色
五
世
乃
率
領
大
軍
將
北
國
京
都
撒
瑪
黎

雅
包
圍
三
年
之
久
但
在
做
京
失
陷
前
不
久
他
己

去
世

(
列
下
口
4
7
)

治
有
做
爾
-
U
H二世
攻
破
撒
京
而

質
行
移
民
政
策

(
見
列
下
η
H
m
m
M
)
沙
氏
悶
困
撤

瑪
租
車
雅
的
事
仙
似
亦
品
崎
於
巴
比
倫
的
年
鑑
上
雖
然
我

們
可
以
相
信
他
一
生
的
事
站
一
定
不
會
僅
限
於
這
一

點
但
時
X
K今
日
仍
米
發
現
其
他
問
於
4
位
君
王
事
菜

的
拾
收沙

坪
瑪
乃
包
第
三
世

(
八
五
八
l

八
二
四
)
是

亞
述
帝
間
最
偉
大
的
閻
王
之
一
他
雖
然
曾
經
與
以
民

發
生
過
關
係
即
北
閥
以
色
列
主
耶
胡
向
他
稱
臣
納
稅

但
他
的
名
字
划
不
見
於
型
經

(
韓

)

的
心
凡
品
問
「
巴E
Y
J人
只
有
「
爭
論
」
之
意
是

7
Y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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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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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肋
何
風
雅
各
的
尚
在
美
眾

不
|
瀏
刺
刺
時
所
生
之
女
(
創
刊
抑
自
)
進
入
草
地
後
被

舍
被
玉
之
子
亦
名
令
級
各
所
K
M污
舍
很
困
廿
世
戀
愛
狄

佩
乃
向
蚓
糾
糾
求
許
可
與
之
結
他
蚓
制
制
本
已
允
准

但
狄
納
之
兄
弟
卸
要
求
舍
恨
地
方
之
男
子
都
要
行
割

隕
體
作
為
通
婚
之
條
件
割
拍
後
第
三
日
「
正
當
他

們

前
丹
痛
繼
忍
時
」
州
州
州
的
哥
哥
劑
酬
劉
罔
圳
叫
刑

戶
持
側

向
所
生

)
中
學
領
其
他
弟
兄
進
入
舍
恨
域
將
所
有
份
子

殺
掉

(
創
刊M
I
!
"

)
、
這
種
野
蠻
的
行
爾
雅
各
怕
在

i

、
，

o
o
-
-
-
-

臨
終
時
仍
怎
能
忘
懷
(
創
刊
5
1
7
)
伙
納
叫
叫
似
卜
位

曾
給
戚
相
就
川
間
雅
句
什
伯
下
到
此
沒
去
f
(
糾
紛
時
)(

科
)

6

身
內
m
m
「E
Z
=
J

m
m消
3
E

月
/
\

1

是
以
民
進
入
聖
地
的
旅
途
上
最
後
的
幾
倆
位

b
m站
之
一
它
位
於
剛
剛
蚓
人
境
內(
戶

訕
訕
)
被
以

民
所
征
服

(
戶

釗
臼
剖
)
並
被
釗
給
加
得
文
派
(
戶

叫
“M
)
是
以
有
加
得
狄
關
之
稱
後
來
歸
勒
的
本
人
所

有
(
蘇
叮
叮
)
在
依
撒
意
亞

(
M
MZ

)
及
耶
肋
米
必

(
特
M
|

扭

)
時
代
已
被
耐
用
阿
布
所
佔
領
川
匕
即
是
現

在
的
狄
閉
嘴
址
狄
朗
在
一
八
六
八
年
一
學
成
名
為
全

世
界
所
周
知
因
姆
在
這
一
年
克
|
叫
樹
Z
Q
R
B
S
H
)

及
加
諾
(
C
S
E
E
)在
此
地
發
現
了
默
沙
閻
王
的
碑

文
現
保
存
於
巴
黎
的
魯
夫
爾

(
F
E
=
0
)博
物
館
中

狄
朋
僅
在
數
年
前
還
是
一
片
在
阿
爾
良
河
之
北

五
公
里
處
的
廢
址
經
過
美
國
駐
耶
京
東
方
研
究
學
院

的
七
小
位
制
之
後
使
我
們
知
道
它
遠
在
公
元
前
三
千

年
已
何
人
叫
住
且
為
當
時
之
重
鎮
有
城
牆
城
門
等
的

防
守
也

s
，
位
有
廟
宇
及
宮
殿
在
此
地
的
考
古
-
L作
向

未
完
全
力

上

2

巳
-
4
之
後
猶
大
艾
派
的
人
民
所
居
住
的
城

市
之
一
(
卡
扎
臼
)
(
緯
)

是
兩
他
城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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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全
邱
新
約
中

口
用
心
一
次
(
瑪
口
叮

)
吐
、
價
值
桐
等
於
兩
個
「
速

為
」
是
一
切
戊
年
的
太
人

(
司
奈
除
外

)
每
年
隊
向

娘
叫
慨
激
的
稅
此
約
合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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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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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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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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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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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ω
戶
口
之
三[
)
l

1
4

、
是
阿
勒
約
帕

哥
的
A
e
H
U
扎
在
聽
了
側
喇
議
論
天
主
造
天
地
市
內
物
及
耶

穌
巾
死
荷
中
也
不
巾
的
道
m
m
之
後
估
從
而
依
附
了
喇
喇

(
叫
口
“
)
技
傳
說
他

H
M第
一
位
蚓
蚓
主
恥
而
與
假

快
約
已
削
巡
回
卅
一
克
拉
將
一
些
一
釘
附
艸
修
學
的
一
州
學

干
什
作
的
於
他
名
下
仗
、
W
H後
詩
是
第
五
或
第
六
川
紀
的

九
而
的
許
川
與
閑
喇
吋
時
故
二
人
迴
然
后
恥

(
將

)

加
狄
約
助
菱
(
巳5
月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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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u
n甘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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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受
教
圳

於
則
叮
昕

(
V
A
O
P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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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也
」
且
是
當
時
教
合
中
的
削
他

人
物
可
能
是
主
教
或
執
掌
但
他
@
否
沼
制
叫
的
叫
他
咬

收
吐
山
)
一
鬥
不
遜
@
不
招
待
傳
教
士
。
后
叭
阻
止
人
招

符
甚
至
處
罰
那
些
一
招
待
了
傳
教
士
的
人(川
三
9
l

-
M
)，
足
以
刮
到
在
他
給
刷
刷
的
信L立
斥
圳
氏
行
為

如
一之
不
必

一

見
加
約
右
望

七

(
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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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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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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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己

ω
/怕
物
名
宜
的
需
做
譯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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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f小
朽
J
L木
」
的
志

用
心
是
一
純
八
T
U混
水

(
7
)
之
M
間
的
倒
木
異
化
成
雙
關

黃
也k
h子
仰
而
-
u多
廷
俊
蚓
別
和
蚓
叫
半
比
聖
地
的

兩
方
亦
有
山
川
在
叫
仙

-
4爪
多
H
M斬
彼
此
成
令
黏
性
的
膠
什

流
出
稱
之
別
叫
刺
伯
川
間
膠
它
的
木
材
非
常
叮
叮
七
刊
刊
耐
用

不
U
旬
的
制
且
市M
H叭
收
帆
凶
此
約
佩
他(川
M
Q
U
)供
桌

(
叫山市
心
目
)全
偏
集
情

(
叫
幻
1
)、

香
懷
(叫
泊
1
)

以
此
拭
帳
棚
的
木
柴
(
巾
必
臼
)
等
學
所
用
只
持
以
這

種
木
付
作
成
依
做
志
但
在
灰
心
以
仗
時
指
上
主
將
在

沙
“
快
中
隨
他
已
失
樹

(
依
判
"
)

凡
m干
州
州
中
的
他
物

步
」
亂
或
另
扎
抽
仰
之
形
狀

(
叫
卻
4

叫
4
間

)
，
斗
n
Y
D
X

爬
蟲

-

-
的
「
像
」
(
川
8

叩

)
E
E
E

偶
像
州

像
(
依
的
山
)
邪
神
像

(
則
m
H
)
Hr
r
z
z

u
川
像

(
中
山
何必4
)..... 

有
時

開
用
手
。
ι

「
厄
你
得
」
似
F

也
指
示

一
他
州
像
划
迫
不
十
分
你
定

斗
句
名
E
H
S
征

，
、
'
、a

。

創
訂
閱
是
指
「
神
像
」

(
二
)
決
止
向
像
的
命
令
竺
怯

A
n
k刊
占
時
太

想
在
近
來
的
求
教
衷
且
是
個
十
分
恃
咪
的
必
命
也
到
此

在
考
古
學
家
凡
此M
M史
來
在
世
、
他
的
只
放
一
災
衣
帥
口
伐
到

類
似
的
必
命
比
如
在
山
叫
叫
的
艸
明
白
血
時
尖
叫
心
，
行
二

千
五
百
多
位
神
明
之
名
而
考
古
學
家
也
伐
到
了
一
白

，

l
l

。
f
l
i
a
-
-
-

多
極
艸
像
唯
附
則
以
氏
紅
此
州HA
P叭
，
它
的
卅
一
而

A
P卜
呵
，
-

2
r
A
i
h
-
-

Z
/

。
不
在
川
以
民

M
災
造
上
主
l

雅
吱
|
的
像
二
也
不
許
哭
泣

η
3個
怨
言

。D
n
c旬E
n
o
D
H
5
)

兒
怕
慾
合

r
g

益
和
長
的

z
t

兒
得
他
們

3

均1
.
4泊扶
正ME
m
o
J
K恨你
叭
叭
件
述
(
一
)
刑
制
中
關
仿
照
鄰
近
的
外
邦
九
把
那
些
受
造
之
物
結
作
艸
圳
去

7
t
f

和
B
V
/戶H
S
U

間
。
\
於
何
像
的
術
趴

(
二
)
終
止
胡
趴

什
像
的
沁
治
(
三
)
人
娃
，
大
茫
的
向n
k
(
阿
)
蒞
臨
間
天
主
禁
止
叫
民
糾
正
山
，
叫
已l
耽
心
叫l
的
形
化
凶

。

'

。

為
天
主
的
什
像

(
五
)
m
v
t
敬
仰
到
型
像
的
故
呵
呵
卅
他
是
看
不
足
的
日
起
她
神
熄
d
A他
在
州
1
山
上
與
臼

(
一
)
叫
叫
中
間
於
內
像
的
街
山
「
或
是
上
主
己
的
還
必

1川
約
時
凡
沒
布
叫
什
路
印
例
佑
你

(
叫
4
間
) 。

你
的
天
主
.... 

除
次
之
外
你
，
小
可
，
們
圳
的
州
不
可
瓜
為
了
使
這
端
道
則
能
逐
人
選
民
心
爪
拉
瓜
了
使
他
們

你
從
這
任
何
仿
佛
疋

L
h渴
地
匕
或
地
F
水
中
之
物
的
追
趕
偶
像
的
主

n
h故此
終
止
M荒
山
九M
q
M
V仇也
條
作

做
做
爪
叫
州
叮
叮
U
比
一
一
像
也
不
叮
悅
，
科

.... 

」
(
川
幼

例
所
依
他
的
道
"
乃
主
雌
街
上
、
王
是
杭
州
叭
叭
布
他
人

c

'

、
.
'

。

，

-
5

)
很
明
顯
比
節
是
在
來
止
神
像
或
偶
像
它
們
應
孩
朵
拜
這
樣
偶
像
凡
此
形
像
的
祭
令
消
恆
地
教
訓
凶

的
名
詞
在
你
約
中
川
赴

M
M
E
L別叫
譯
本譯
作
膨
像
、

民
只
有
一
個
具
林
一
個
全
能
的
札

(
米

J
U
)
N
O
-
-
E

繪
紋
的
像

(
圳
心UH
)卅MA
m
(
門
或
持
有
人
除
如
果
製
逢
的
像
不
是
別
作
叩
刊
的

犯
自
)
神
像
(
列
下
H
U
)
吋
m
B
E
P

收
似
另
安
神
對
抗
而
只
是
寫
了
裝
偏
建
成
房Ew-
-
h
或
則
問
K
M世
峙
的

息，已



在此圓形石柱上記錄波斯王居魯士於五三六年佔領巴比倫坡

後，厚待居民，釋放俘虜回國，協助重建神毆事 。



波斯王達理阿及薛西斯(阿穌厄魯斯? )太子接見外國來賓

薛西斯王(阿蘇厄魯斯? )在波斯波里所建的皇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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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對
社
市
~
一
腳教
並

?
小R
R生
任
何
危
恤
概
是
否
也
在
公
止

均
~之
例
泥
的
眠
在
噸
野
恥
的
蚓
製
造
了
令
油

-
K…
迢
牛
好
似

-
只
是
上
主
的
象
做
可
是
的
瑟
把
它
學
碎
了
或
且
也
因
為

于
人
們
呵
能
倚
門
把
它
作
寫
上
主
的
像
而
叩
拜
(
仙
花
)

雅
冉
的H
H罕
在
只
特
內
斗
和
川
兩H

瞇
地
方
也
川
桔
郎

一
樣
也
在
了
兩
必
金
牛
按
他
的
意
思
一
一
這
兩
頭
合
牛
是

他
但
徵
上
主
他
的
目
的
只
是
在
與
耶
京
的
建
坡
和E
E

釘
在
次
不
能
站
咐
他
犯
了
三
拜
偶
像
之
罪
可
是
熱
心
峭
的

以
色
列
人
以
這
持
四
川
罪
忽
而
稱
它
為
「
雅
治
民
罕
的

罪
過
」

(
列
上
也
自
U
H
M
H
時
間
叩

H
M
N
2凹
甜

U
列
下
3
3
ω
目

U
U
2
6
H
M
M

巧
9

閥
割
口
自

德
衍
甜
甜
多

1
4
)
雅
洛
U
H罕
的
罪
非
但
在
于
他

違
犯
了
做
殉
來
中
法

(巾
閃
地5
l
m

)和
他
設
L
M了
一

個
分
裂
的
司
的
民
品
級
而
待
圳
在
鈴
他
江7
象
以
上
主

。

，

l
I
t
-
-

'

，

的
爾
也
哈
欠
午
乘
比
H
H待
時
即
「
天
主
的
一
切
世
」
被
稱

海
只
待
阿
文
即
「
遭
鈍
川
的
住
宅
一
(
歐
4

臼

5
8
ω

。

，

s

等
)
投
且
依
做
志
高
和
耶
肋
米
高
兩
位
先
知
人
們

部
知
道
他
們
諷
刺
呵
糾
糾
像

(
依
MW
凹
的
7
M
Hg

m
M
W
S
7
耶
叩
3
l
s

巴
6

的
參
見
智
U
M
M

。

叫
鬥
凹1

叩
等
處

)

天
主
八
叩
仿
瑟
什
定
法
令
終
止
M
N造
神
像
仗
、
目
的

。

原
和
阻
止
選
民
拜
偶
像
江
法
仔
仔
能
徹
底
達
成
這
目

的
也
決
止
以
民
M
K造
咒
他
的
像
如
人
烏
動
物
是
辰
等

。

，

鼠
的
像
山
於
且
也
一
像
柳
川
向
那
近
的
民
族
所
脫
“
叫
它
們

l
i
!

。

州
州
以

2

心
血
-
u也
布
的
放
以
民
膜
拜
的
危
險
心
F
U
上

三

U
U抖
k
t以
，
自
〕
剎
時
史
中
八
叫
什
發
生
過
好
幾
次
如
問
心
瑟

;!I k 713 

?
這
條
朵
止
一
切
形
像
的
作
例
是
否
也
包
指
只
別
作
漠

飾
聖
殿
或
紀
念

m
H經
上
的
大
人
物
的
必
街
口
問
呢
我
們

不
妨
先
看
看
想
恕
的
招
收
拔
出
訪
闊
天
主
自
己
命
令

你
瑟
製
這
兩
個
八
ι

「
佑
你
H
U
K
」
把
逗
兩
必
像
灰
缸
在

約
般
的
兩
捕

A
H仙
刊
的
卅
肌
肉
上
照
天
主
的
時
附
也
熄

孩
湖
上
「
萃
的
訂
」
的
像
(、
川
必i
u
.心遂
有
上
主
親
臼

叫
到
你
它A
「
你
做
-
條
大
蛇
憋
在
木
巾
上
凡
是
被
咬

2
、
‘
'
。

的
一
除
仰
牠
必
得
生
存
.
.. 

」
(
戶
幻

8
9
)
此
剝

蛇
信
到
指
則
上
此
推U
L

時
仍
保
存
於
耶
路
做
冷
忠
于
干
股
仆
地

，
3
3
J

、
‘
'
，
、
‘
'
。

列
下
的
J
ι
3
H
U

呵
呵
，
相
智的
5
?

除
了
革
魯

女
棕
削
和
他
取
外
坡
在
湖
把
所

M
K造
的
制
俗
小
仄
放
在

十
二
頑
銅
牛
仔
上
(
刊

t
7

自
)
在
卡
倆
位
也
上
刻

有
革
魯
Z
U獅
子
，
相
棕
惱
(
列
上7

抽
|
臼
)
君
王
的

大
喘
口
時
也
刻
有
牛
必
和
呵
，
于(列
上
ω
u
m
)
技
厄

則
克
刀
在
末
來
的
新
型
般
中
「
裂
出
和
外
而
的
拍
上

都
釘
隊
像
雌
刻
苦
卒
魯
吉
和
棕
側
校

:

革
魯
有
有
兩

個
面
流
...... 

人
的
前
說
.•... 

御
的
而
貌
:... 

」
(
則

。

'
，

的
口
!
刊

)
巾
以
上
的
純
文
，
門
以
做
論
形
像
如m
v
h只

用
作
裝
飾
品
是
在
川
司
的
但
假
如
一
旦
成
了
人
民
膜
拜

的
叫
到
的
弘
一
切
從
前
膜
拜
倫
瑟
的
鋼
蛇
那
叫
你
那
麼
虔
誠

的
A

主
仰
后
川
克
你
必
凡
此
法
喂
除
那
叫
他
不
正
泣
的
做

t
i

。

神

(
列
-
F
閃
3
4
)

兩
股
T
U條
小
心
作
的
存
在
們
彤
術
特
別
的
們
從
街
在

t
l
l
I
l
i
-
-
h

。

f
l
l
i
l
-
-
-
t

以
色
列
人
民
叫
他
波
向
發
迷
過
此
互
在
伯
伯
來
a
X川
，
寸

他
(
一
災
注
「
伶
刀
一
-
u
u仰1
叫
你
伐
木
后
巾
比
吋
以
明
2日

海
什
底
前
們
以
色
列
人
此
中
心
叫
怕
觸
犯
叫
一
只
拜
偶
像
的
條

例
不
知
不
覺
的
絕
對
伊
叫
他
吋
西
安
反
如
何
州
的
偉
倒
“

這
反
對
俏
像
的
首
位
成
了
蚓
圳
人
的
特
恥

教
會
初
期
基
督
徒
在
體
良
方
面
街
學
川
也
完
企
依

照
以
氏
的
作
例
和
作
風
可
是
討
於
頭
像
的
比
仙
似
川
你

們
臥
倒
步
一
裕
的
作
法
他
們
所
以
i
u叫
你
作
垃
川
門
的
叫
然

在
兩
乃
山
上
天
主
是
看
不
凡
的
吋
是
的
后
降
生
的
兒

跡
巾
于
「
學
一
旦
成
了
山
肉
h
y
d
M收成
們
巾
間
必
們
扯

了
他
的
光
榮
滿
准
法
必
和
院
副
比.. 

-

- 一
(
H
hlu
H

哥
1

臼

希
1

3
)
因
此
基
腎
徒
從
占
以
提
交
關
除
了

繪
夜
塑
像
起
初
這
些
像
只
是
用
來
尖
的
可
惜
肘
，
t
H玖

。

、
、
、

!

為
啟
迪
信
來
如
動
物
花
卉
飛
禽
阿
拉

r
的
很
似
卅
一
可
州
州
都

具
有
裝
飾
的
價
值
句
是
苦
伐
愧
抱
耶
穌
的
耶

T
U
三
r
L
i

來
批
制
劃
墜
石
取
札
釗
叫
到
捕
比
划
州
與
訴
他
的
火

ι閩
、
法
厄
的
組
等
類
的
像
明
明
是
在
刑
肋
們
徒
盼
你
型

、
《
S

。
，

理
的
背
示
後
來
這
風
氣
圳
均
持
凡
此
“
徒
剎
那
些
收
你

。

，

不
由
的
起
了
恭
敬
之
心
他
們
恭
敬
塑
像
自
然
不
是
恭

敬
這
個
以
石
以
木
以
剝
削
缸
造
的
造
像
成
繪
泣
的
明
像。

而
是
恭
敬
那
像
所
表
示
的
救
主
或
取
叮
叮
戒
心

U
人
村
小
心

很
值
得
叮
叮
意
的H
正
在
公
元
第
一
二
世
紀
違
粥
，
心

人
也
從
他
們
的
合
u
d
泉
州
受
了
的
們
從
作
為
糙
的
爪
並

P
〉
3
、
巴
，
‘
'
。

t
l
i
a
-
-

作
何
神
州
助
解
榨
叩
門
的
方
法
，U
從
我
們
只
U
U
且H
N
M卅

歐
治
領
所

(
口
已E
H
W
E
。
可C
U

)
的
人M
H
A
U
-
-
L
K

那
A
M
H
W
U
S

的
描
快
上
有
依
做
格
的
的
叭
隊
以
此
山
h
n
J
L
仙
仁
私
人
的

持
約
般
的
價
雌
州
進
口
刊
物
的
肢
，
j
M
則
必
刊
峙
的
，
川

何
等
至
於
人
物
的
的
m
h何
V
H
必
叫
他
叫
必
川
崎
一
伙
先
知
也

汙
是
耶
肋
米
亞
和
你
您
必
尚
未
能
休
克
的
上

n
m
f
h
H必



同
樣
的
現
象
也
可
在
其
他
地
區
如
意
大
利
北
非
埃
及

等
的
錯
僑
會
堂
哀
尤
其
是
在
以
特
阿
苛
法
的
會
川
市
長

見
到
這
些
一
會
堂
的
畫
閻
固
定
依
撒
裕
的
祭
獻
屋
宿
的
的
社

徵
一
些
獅
子
護
衛
保
存
經
卷
的
箱
能
等
等
此
具
特
阿

苛
法
令
山
單
位
於
巴
力
斯
短
地
區
之
內
此
外
還
有
其
他

的
會
堂
州
站
哈
辣

(
Z
S
EY
)
改
有
這
尼
爾
在
獅

子
圈
里
革
辣
市

(
C
R
E
n
y
)繪有
人
和
動
物
離
開

方
舟
等
表
色

(
一
二)
人
是
天
主
的
向
像
天
主
照
自
己
的
街
像

及
按
自
己
的
模
樣
造
了
人

(
創
1

臼
盯
)
依
照
詠
8

的
作
者
人
的
尊
自
郎
在
于
此
巴
比
倫
人
也
以
為
世
人

惘
似
神
明
不
過
技
聖
經
的
記
述
人
相
似
天
主
有
如
兒

子
抱
似
自
己
的
父
親
(創
5
1

及
5
3
)
孩
子
由
他
的

父
親
蒙
受
了
人
性
肯
似
父
親
人
由
天
主
也
蒙
受

了
一

種
特
別
的
恩
惠
使
他
超
越
其
他
受
造
之
物
(創
2
7
)

對
一
切
受
造
之
物
人
非
但
是
天
主
|
l
造
物
主
|
|

的
代
表
如
同
巴
比
倫
王
視
自
己
為
瑪
爾
牡
克
肺
的
代

表
而
且
人
對
受
造
之
物
具
有
天
主
的
權
柄
替
天
主
管

理
一
切
(
創
1

胡
德
U
Z
等
處

)
由
於
人
是
天
主
的

街
像
「
天
主
使
一
切
生
物
都
畏
懼
他
使
他
能
制
服
禽

獸
﹒..•.. 

賜
給
他
理
智
唇
舌
眼
目
耳
朵
和
能
恩
怨
的
心

使
他
們
充
漏
知
議
和
理
解
力
﹒
••••. 

使
他
們
能
分
辨
善

三
惡
﹒.•.•. 

把
自
己
的
靈
光
放
在
他
們
心
中
為
將
自
己
偉

一
大
的
工
程
顯
示
給
他
們

•••••• 

他
賜
給
他
們
理
智
叉
賜

倒
一
給
他
們
生
命
的
法
律
••.•.. 

」
(
制η
‘
-

9
)。

戶

到
刮
到
之
作
者
在
觀
察
宇
宙
的
偉
大
而
同
時
沉

713 ;!~ -1:; 

因
心
仙
人
的
令
攸
之
拉
加
快

h
d
欽
的
心
如
「
人
子
算
什
麼
你

竟
對
他
替
臘
肉
品
店
使
他
們
微
遜
於
天
神
以
。
此
光

榮
作
他
冠
冕
令
他
沈
治
你
手
的
造
化
將
一
切
愉
趴
在
他

的
胸
下
.••... 

」
(
泳
8
5
|

7
)
人
在
犯
罪
之
前
所

有
的
一
切
恩
典
心
是
「
人
的
光
榮
」
|
|
迋
光
榮
特
別

在
乎
天
主
的
友
此
間
大
主
的
必
丈
犯
罪
以
後
人
「
都

失
掉
了
天
主
的
光
榮
」
就
是
失
掉
了
天
主
的
寵
愛
但

國
於
人
本
性
的
其
他
天
然
資
質
划
依
然
保
留
不
失

從
前
是
借
m
k
經
師
後
來
街
m
f
u
教
會
的
解
w
m
學
家

都
會
仔
細
研
究
人
如
何
相
似
更
正
在
甚
麼
事
上
相
似

天
主
綜
合
他
們
的
意
見
主
要
是
人
所
以
相
似
天
主
因

為
他
替
天
主
治
理
一
切
因
為
他
只
有
明
悟
和
意
志
因

為
人
的
盒
瑰
是
屬
神
飽
因
為
人
共
衛
自
由
和
治
現
世

物
的
權
力
因
為
他
的
唯
一
的
一
起
成
含
有
三
司
明
悟
品

憶
意
志
有
如
一
體
的
天
主
合
有
三
位
里
父
車
子
學
神

(
四

)
基
督
馮
天
主
的
街
像
聖
保
線
在
格
後
4

4

百
1
臼

路
前
的

的
絡
後
3

站

牌
服8
的

(
血
對
此
間
組
8

3

斐
2
7
)
等
處
稱
基
督
為
「
天
主
的
背
像
」
就
是

說
耶
穌
因
為
是
由
與
天
主
的
真
天
主
由
永
光
的
永
光

是
天
主
的
娶
一
4
口
凶
而
分
受
天
主
的
本
體

(
右
I
I



H
)
他
的
本
鐘
即
是
天
主
學
父
的
本
體
他
與
天
主
聖

父
間
是
一
種

(
希
l
s

若
叩
叩
)
從

永
遠
就
值
存

的
天
主
是
人
所
不
可
見
所
不
能
認
識
的
(
弟
前

6

閏
)
可
是
這
唯
一
獨
存
的
天
主
從
永
遠
就
認
識
自
己

也
認
識
自
己
而
發
生
出
來
的
表
現
的
是
聖
言
並
且
是

降
生
第
人
的
學
言
在
基
督
誕
生
以
後
人
因
看
見
了
並

認
識
了
降
生
的
學
子
囚
自
治
品
了
也
看

H
M了
天
主
望

父

(
以
制3U

品

6
U
H
U
H
-

刊
刊
7

問
)。
昕

以
基
督
對
天
主
而
言
是
他
的
何
亂
是
他
的
獨
生
九
解

釋
這
奧
璁
最
有
力
而
明
白
的
，
心
叮
貝
克
已
主
自
己
尚
的

「
誰
看
H
M了
或
就
是
看
叫
父
」

(
打
M
g
)

在
你
約
衷
自
然
只
能
泌
明
人
日
起
成
天
主
的
行
像

而
造
成
的
可
是
自
從
天
主
唾
手
降
生
沁
人
取
了
玟
們

的
人
性
是
真
天
主
亦
民
人
那
木
恨
，
叫
然
地
望
倒
叫
便

講
論
到
人
與
基
督
之
間
所
有
的
或
所
憋
有
的
相
似
之

處
聽
保
祿
的
時
間
拉
伯
論
了
泣
端
道
即
並
且
與
基
信
心
的
何

物
的
元
首
和
人
類
的
-
鳳
祥
的
道
現
密
切
遠
合
在
起

扼
要
的
誰
來
學
你
總
米
徒
的
意
思
不
外
是
「
政

們
一
出
生
就
是
接
怒
之
，
r

」
叩
門-
K
A
-
-
川
性
便
h甘
心

原
罪

(
弗
2
3
)
因
此
那
你
信
凶
於
土

(
第
一
個
叫

當

)
的
向
像
的
人
只
心
何
必
那
叫
做
後
的
叫
叫

t|

迋
眩
目

的
丘
，
作
使
其
脫
去
的
人
尚
穿
上
新
人
心
研
人
創
刊
正
闖

天
主
的
宵
像
創
造
的

(峭
的
的
“

!
"
州4
扭
扭
一

更
具
體
地
改
穿
上
「
新
人
」
使
等
於
「
穿

上
起
臼
」

(
迦
3

盯
)
人
一
門
叫
做
了
沈
說
以
本
仙
似
省
基
符
成

為
天
主
的
，
以
子
從
得
了
「
在
拉
倚
耶
穌
內
生
命
的
自

許
」
(
弟
後
1
1
)
既
談
到
「
生
命
」
自
然
會
給
釗

發
展
前
進
長
大
完
成
關
於
這
超
性
生
命
的
發
展
舉
制

祿
運
用
了
許
多
理
由
和
比
喻
來
講
論
關
於
本
文
的
主

題
他
說
天
父..•.. 

預
定
他
們
|
|
的
他
的
義
子
和
自

己
的
兒
子
|
|
耶
穌
的
背
像
相
同
(
羅
8

詞
)
保
祿

縫
沒
有
明
講
天
主
造
成
人
身
時
進
個
可
咕
咕
陸
體
商
因
寫



~
將
來
他
的
電
子

臨
時生
海
人
峙
也
要
帶
若
我
們
的
身
軀

站
~但
他
-
定
想
到
了
這

-
t可
是
制
制
則
和
其
他
的
很

T
多
解
經
學
者
與
神
學
家
姐
把
天
主
怎
按
預
先
按
照
末

一
來
的
基
督
的
身
體
製
造
了
亞
當
的
身
體
這
問
題
講
的

-
非
常
清
楚(

五

)
學
教
會
對
聖
像
的
敬
禮
聖
教
會
在
不
進

反
舊
約
道
理
的
先
決
條
件
下
憑
天
主
塾
子
降
生
為
人

和
基
督
妙
身
兩
端
奧
理
實
行
車
像
敬
禮
是
的
我
們
知

道
在
不
少
書
啤
措
辭
典
雌
雄
誌
上
人
們
一
向
拿
這
問
題
來

討
論
可
惜
是
他
們
往
往
憑
著
意
氣
從
不
遵
循
科
學
的

方
法
去
討
論
有
的
而
且
只
街
主
觀
的
私
見
憑
著
對
已

有
利
的
論
證
提
出
反
對
而
對
己
不
利
的
證
績
劫
絕
口

不
提
可
是
公
道
自
在
人
心
真
理
也
總
有
輝
煌
得
伸
的

一
天
我
們
仍
能
夠
耐
心
等
待

至
於
猶
太
人
和
罔
教
人
他
們
對
學
像
的
敬
禮
大

概
地
品
仍
舊
絕
對
反
對
其
唯
一
而
真
正
的
原
因
就
是

他
們
尚
未
接
受
「
其
光
」
尚
未
相
信
這
「
真
光
」
|
|

天
主
聖
子
降
生
閏
月
人
作
了
我
們
的
一
份
子

見
偶
像
崇
拜
天
主
十
誡
人
(
宮
)

凶
4
1
「b
z
E
H
J末
來
是
上
臂
和
下
臂
相
接
的
關

7
R
H
川
/
b
c
t
n
ω
\

'
、
筍
處
被
古
東
方
民
族
用
為
計
算

長
度
亦
即
是
自
關
筒
處
至
大
姆
指
端
的
距
離
稱
為
一

肘
(
申
3
u

編
下
3
3
)
普
通
是
等
於
現
在
的
零
點

四
六
公
尺
惟
則
mw
s
的
H

所
說
的
肘
較
長
約
合
零
點

五
二
公
尺
在
新
約
中
默
創
刊
時
亦
提
及
肘
約
合
一
英

呎
半
古
美
眾
不
遠
米
亞
所
用
的
皇
家
肘
約
等
於
二
十

jJf -l::; 714-716 

七
指
並
排
之
寬
屁
古
埃及肘
則
為
二
十
八
也(

韓

)

的
主
l

「H
L
Z
Z
以
民
以
為

肝
正
如
心
與
腰
一
據
是

j
l
I
C
R
E

」
生
命
的
所
在
(
崩
7
n
)
.
是
感
覺

和
思
考
機
能
的
器
官
(
哀
2
u
)
寫
明
白
「
肝
」
所

指
示
的
原
義
山
路
多
次
直
接
譯
肝
寫
「
軍
」
「
心
神
」

等
(
削
刊e
創
刊
凹
，mH
們
山.
m
2
)

。

按
照
以
民
的
祭
把
禮
儀
法
銀
行
祭
呈
獻
勁
物
時

應
將
動
物
的
肝
葉
放
在
祭
壇
上
焚
燒
(
山
山

m
U
H
n肋

3
4

等
)
到
剛
到
側
記
載
小
到
叫
到
奉
天
使
命
焚
燒

魚
肝
藉
若
發
出
的
姻
氣
驅
逐
魔
鬼
(
多

6
.
-
8
8

2
)
這
行
為
雖
然
就
外
表
看
好
像
是
巫
術
增
加
了
多

俾
亞
祈
禱
的
信
心
其
實
驅
逐
魔
鬼
的
是
天
主
自
己

(
多
M
M
H
)聖
經
上
還
提
到
古
時
一
些
民
族
(
如

到
趾
凹
出
佩
間
已
劃
叫
黎
低
點
蚓
和
制
勵
人
)
行
的
一

種
「
窺
察
牲
肝
」
的
占
←
衛
(
見
則
到
品

)
獻
祭
時

占
k
r

者
窺
察
犧
牲
肝
臘
的

形
狀
和
每
一
部
分
以
便
認

出
鬼
神
為
將
來
定
下
的
計
謀
(
翟
)

必
3

叉
，
公
「
b
s
z
g
g
J
@
語
源
此
字
原
市
於
希

1

、

心
，
P
E
n

M
O
D
E
L蚓字
「

g
D
O
E
S-ω」

意
謂
「
同
知
」
或
「
自
知
」
住
了
「

C
S
E
g
g

」

為
其
同
義
字
我
國
就
意
義
而
不
就
字
義
譯
作
「
良
心
」

此
字
說
本
義
而
言
不
只
含
有
「
自
知
」
之
意
而
且
亦

含
有
對
「
意
織
作
為
」
好
壞
的
判
斷
之
意
我
國
「
良

心
」
二
字
也
正
含
有
此
意

在
當
約
內
除
比
較
晚
也
會
受
希
臘
時
代
思
想
影

響
的
刮
到
制
制
外(U
H
)

不
見
俏
的
問
此
字
乏
必
草

不
是
說
以
色
列
人
沒
有
「
良
心
」
的
意
滋
或
說
品
叩
山

是
說
在
當
約
內
不
用
此
字
而
用
其
他
的
字
郎
「
心
」

{
子來
指
示
「
良
心
」

(
繳
上
m
e
m
剖
約
幻•. 

涼
U

S
V
在
這
一
點
上
與
我
國
廿
世
或
東
方
人
的
思
必
快
制

接
近
希
臘
人
甚
或
西
方
人
的
忠
心
重
兩
「
知
」
向
你
的

國
人
和
東
方
人
卸
重
視
「
心
」
以
「
心
」
為
人
生
的

中
心
和
自
發
點
所
以
凡
事
都
離
不
了
「
心
一
如
何
心
心

善
心
有
心
無
心
心
領
心
會
心
鈍
心
智
們
心
自
問
問
心

無
愧
等誠

然
不
但
在
信
約
內
即
在
耶
穌
時
代
和
相
繼
耐

起
的
猶
太
經
師
時
代
過
太
人
也
沒
有
一
特
殊
字
眼
來

指
示
「
良
心
」
或
對
「
良
心
」
瓜
倫
理
行
為
準
則
的

道
建
有
什
麼
特
殊
的
演
進
在
經
師
的
法
作
內
「
良
心
」

問
題
喂
食
上
也
不
過
是
指
「
善
必
銜
勁
」
的
鬥
令
並

不
是
內
心
對
進
口
您
的
考
的
追
且
這
番
爭
門
是
受
外
在

晦
力
的
影
響
而
引
起
的
一
種
慘
友
神
J
m式
的
用
于
鬥
梢

後
在
十
二
聖
祖
遺
喝
偽
經
內
對
「
良
心
」
雖
告
較
馬

明
確
的
觀
念
「
良
心
」
一

{
子亦
散
見
於
這
本
鬧
鬧
幣內

但
因
為
越
來
越
注
重
形
式
主
義
的
泥
於
法
律
的
外
在

遵
守
或
進
犯
不
注
意
行
鼠
的
內
在
心
現
和
動
機
型
客

了
人
性
的
自
省
和
反
省

因
此
的
股
「
良
心

」
問
題
給

終
沒
有
一
較
清
楚
的
概
念

新
約
是
由
侮
約
而
來
因
此

-
4一
現
唆
山U
A
A小
兒
山

環
於
新
約
初
期
在
四
騙
止
日
內
就
沒
有
一
處
用
過
一
山
一

特
殊
字
眼
這
當
然
只
就
用
字
而

4
-
n就內
容
囚
一
惱
t
H
H
K



與
猶
太
經
師
的
著
述
有
天
淵
之
別
的
兩
剖
所
反
摯
的

就
是
虛
偽
的
「
法
律
形
式
遵
守
主
義
」
始
終
注
重
內

心
要
人
反
省
自
問
悔
改
在
真
理
上
誠
心
誠
意
敬
拜
上

主
天
主
(
瑪
3
4
l
M
6
7
且
谷
7

1

i
目
的
吋
6

扭
|
峙

的
1

s

若
3
1
l
剖

4
凹

|
甜
)
猶
太
人

主
張
人
的
行
為
完
全
受
外
在
法
律
的
統
制
以
「
梅
瑟

法
律
」
為
人
的
行
為
惟
一
絕
對
的
準
則
不
以
私
人
自

決
的
判
斷
有
什
麼
價
值
而
只
依
然
照
「
梅
瑟
法
律
」

和
經
師
的
傳
授
判
決
一
切
能
有
的
事
現
主
張
絕
對
的

「
他
律
」
(
Z
Z
Z
S
E
。
ω
)
基
督
的
教
義
不
然
主

張
人
享
有
相
對
的
「
自
律
」

(
2
g
g
E
S
)
以
自

我
的
「
良
心
」
為
人
的
行
為
的
最
近
直
瘦
準
則
要
人

依
照
「
良
心
」
與
天
主
往
來
事
奉
天
主
(
瑪
5

8
甜

的
s
g
u
l

扭
扭
盯
谷
3
S
M
W
H
路
1
日
刮
目
)
所

以
基
督
的
教
義
與
猶
太
人
的
教
義
是
互
相
對
立
的
一

貫
一
哩
一
真
一
偽

@
意
義
基
督
教
教
義
對
「
良
心
」
觀
念
的
含
義
在

基
督
的
教
訓
內
雖
已
孕
成
但
使
我
們
清
楚
明
瞭
這
一

觀
念
的
含
義
的
還
是
聖
保
祿
聖
保
祿
將
這
字
轍
入
了

基
督
教
的
教
義
陀
金
制
制
內
三

十
次
用
了
這
字
里
制

旅
就
佔
二
十
五
次
固
然
他
沒
有
依
照
系
統
討
論
「
良

心
」
的
問
題
但
由
他
踩
用
這
字
的
地
方
可
以
推出
他

才
對
「
良
心
」
所
持
的
見
解

(
一
)
「
良
心
」
之
於
外

一
邦
人
就
如
「
梅
瑟
法
律
」
乏
於
猶
太
人
外
邦
人
依
照

倒
一
「
良
心
」
自
行
反
省
而
決
定
行
為
的
取
捨
有
自
己
的

戶
司
串
戶
、
以
』
給
自
己
作
准
行
偽
的
好
壞
所
以
享
有
相
對

716 七

的
「
自
律
」
(
羅
2
U
H
)
(
二
)
不
但
外
邦
人

即
使
基
督
徒
在
遇
有
疑
難
須
決
定
一
事
的
收
捨
時
應

隨
從
「
A
A心
」
的
指
示
郎
使
有
時
可
能
判
斷
錯
了
仍

應
隨
從
由
此
可
泣
保
線
是
以
于
此
心
」
為
人
行
事
的

最
近
a
H接
準
則
(
格
前
8
‘

-
n

m
自
l

叩
)
(
三
)

保
祿
自
己
也
常
談
到
自
己
的
「
良
心
」
說
自
己
為
人

行
事
常
憑
「
良
心
」
瓷
宗
徒
職
務
決
沒
有
居
心
不
良
的

企
圖
也
要
求
接
受
他
福
音
宣
講
的
人
憑
自
己
的
「
良

心
」
判
斷
他
的
為
人
(
剖
開
前
1
5
2

1
|

凹
制
後


M

弟
後
l
s

宗
幻
-
M
m
H
)
(
四
)
「
良
心
」
的
純

潔
無
罪
是
憑
對
基
督
的
信
仰
痠
受
他
的
洗
禮
賴
他
的

贖
罪
血
祭
而
獲
得
的
(
希
9
9
f

H
ω
自
參
見
伯
前

3
剖
)
為
此
「
良
心
」
的
好
壞
是
與
信
德
分
不
闊
的

(
弟
前
1
"
3
9
4

2

鐸
1
臼
)
是
以
愛
德
行
箏
的

(弟
前
I
S

羅
M
U
|
且
格
前
8
1
S

U
H
)
是

具
有
基
督
的
精
神
在
基
督
內
生
活
的

(
弟
後
1
8

1

H

羅
6
u
u
8
1

|

叮
)
而
不
是
憑
著
「
良
心
」

就
可
以
任
意
行
事
的
(
格
前
6
9

l

叩
昭
雄M
1
l

u
)
因
為
天
主
宛
救
了
人
不
作
法
律
和
非
緝
的
奴
隸

而
作
了
基
營
的
奴
的
神
生
活
於
正
義
隨
從
捏
一
神
的
指
引

實
行
天
主
的
旨
意
(
羅
6
時
!
自
8
2
|
H

裕
的
7

且
弗
6
6
i
8
迦
5
H
!
自
)

@
保
祿
「
良
心
」
思
想
的
淵
源
在
新
約
作
者
中

只
有
路
加
不
是
猶
太
人
在
宗
徒

中
又
只
有
保
祿
受
過

希
臘
羅
馬
教
育
(
宗
n
s
)
他
們
二
人
又
彼
此
有
師

徒
的
關
係
所
以
在
他
們
的
著
作
中
都
引
用
了
一
些
希

磁
名
凋
「
l
H
此
心
」
一
字
就
是
具
中
之
一
(
京
的
ω
1
"
的

保
祿
引
用
的
希
磁
名
叫
L
付
一
些
是
當
時
折
u
m
芋

，以

所
習
用
的
術
譜
西
比
一
些

一泣
代
學
話
就
以
為
你
的
州
以

憐
的
是
迢
一
學
派
或
某
一
學
派
的
恩
怨
一
心
一
點
似
于

很
難
混
得
過
去
因
為
保
祿
引
用
的
希
爐
中
h
A
雄
與
一

些
一
哲
學
派
別
習
用
的
桐
同
但
其
中
的
含
義
蚓
不
完
全

相
同
或
竟
完
全
不
同
就
如
「
良
心
」
一
字
本
刊
正
昕
多

噶
派
習
用
的
街

f
z
m
但
斯
多
則
很
所
謂
的
「
良
心
一
川
且

指
純
山
乎
泛
神
論
的
一
種
與
{
于
市
(
斯
多
則
派
以
千

商
為
神
以
神
為
字
市
魂
)
相
契
合
的
理
性
自
究
所
以

謂
乏
個
月
「
叫
阿
知
」
人
既
已
與
{于
自

(
神

)
混
為
一
也

以
淋
的
意
志
為
自
己
的
志
志
就
再
如
卅
一。

自
律
」
可

一口

保
緣
不
然
保
線
以
一
良
心
」
是
人
對
超
越
市
內
有
獨-
u

存
在
的
天
主
的
權
威
自
作
的
反
省
是
人
依
照
自
作
的

反
省
對
天
主
的
權
威
服
從
未
服
從
所
作
的
取
捨
為
此

「
良
心
」
好
比
是
天
主
與
人
間
的
仲
裁
與
此
證
知
道

天
主
所
要
求
的
和
人
所
您
服
捨
的
為
此
稱
「
良
心
」

為
人
之
「
同
知
」
可
以
呼
「
良
心
」
對
天
主
或
判
仆

己
作
由
此

一
這
端
道
理
原
是
m
t
w
m
內
的
一
端
大
道
叫
晶
晶
們
約
內

亦
講
得
相
當
清
楚
咨
約
要
求
人
聽
從
天
主
的
聲
音

(
創
2
H
口
3
u

|
臼

口
出
5
2

的
s
申

必
u
耶
3

時
7
自
詞
)
要
求
人在
天
主
面
前
或
闊
天
主
行
走
(創

6
，
也
叩
5
臼
肋
必
3
依
2
3
耶
6
抽
)
要
求
人
聽
取

天
主
的
教
訓
(
申
4
1
依
2
a
M
H
」
並
且
明
兩
次



~
主
藝
與
人
站
立
的
「
新
約
」
是
將
他
的
法
律
刻
在
人

的
~心
上

(
輛
紅
訕
訕
則
U
M

血
泊
n
l

詞
參
見
希
8

唱

。

-
a
|

昀
沁
H
f
n
)
到
了
新
約
時
代
天
主
藉
自
己
降

一
生
成
人
的
墨
子
向
世
人
品
教
(
希

l
I
2
)
以
新
法

律
成
全
了
哲
法
律
(昀
5
叮

|
卸

)向
世
人
所
要
求
的

仍
是
要
人
聽
從
他
的
聲
音
(
瑪
叭
叮叮叮
s

別
叫
3
-

n
U
甜
甜
的
肘
)
在
他
面
的
向
他
行
走
(
若
6

肘
8

口

創
-
2
6
)
聽
從
天
主
的
教
訓

(
初
6
峙
7
M

l

u
8

臼

M
目
的
問
)
心
體
力
行
天
主
的
旨
意

(
瑪
7

n
u
u
i

口

右
5

盯
|

盯
)
保
驗
是
一
位
傑
巾
的

經

師
謠
傳
特
選
的
傳
道
立
民

(
宗
9
H
M
)
就
以
向
約

的
維
拉
來
附
明
發
抖
H
剎
車
拉
回
趙
立
新
約
紙
與
人
心
藉
艾

德
行
箏
的
「
信
德
法
律
」

(
昭
雄
3
凹)
給
這
法
律
人

與
天
主
來
往
(
裕
後
5
7

哥
2

s

參
見
苦
口
3
)

反
拈
仔
徒
的
生
活
愁
，
近
法
律
人
臼
知
天
主
的
定
的
學

神
U
M
沈
必
人
心
中
使
人
不
再
隨
從
慾
故
而
隨
從
心
一
一

帥
的
的
叫
生
活

(
羅
5

5
迦
5

時
1

品
銷
4
1

口
個悍

的
Z

臼

)
h
U悄悄
心
閉
口
叫
法
汲
「
良
心
」
就
精
明
能
幹
u
w
m

德
治
精
「

i
μ心
一
就
遲
鈍
信
德
皮
失
了
「
良
心
」
就

沒
街
了

(
總
M
n

臼
裕
的
8
7

峙

的
時
弟
的
1
9

U
H
H
3
9
6

臼
)
山
此
呵
兒
保
祿
所
汰
的
「
良

心
」
道
即
與
訊
時
的
們
學
示
敬
回
心
細
心
有
多
大
的
分
別

他
只
不
過
利
肘
了
市
時
民
間
做
閥
的
一
你
有
何
學
宗

教
忠
心
色
彩
的
名
而
來
指
稱
他
所
謂
的
「
良
心
」
至

淤
其
中
的
合
技
全
是
出
於
們
約
的
想
義
和
新
約
的
精

A叫
圳
吋

j![ 七717- 719 

我
國
神

學
服
來
不
廿
世
發
達
倫
斑
凹
的
平
均
相
當
發
遂

自
古
對
鈴
倫
現
就
有
很
稍
微
的
立
論
倫
理
學
是
離
不

了
神
學
的
所
以
政
先
民
就
很
深
仿
艸
的
存
在
常
關
倫

理
為
「
天
現
」
而
不
可
侵
犯
以
「
天
嫂
」
來
解
得
倫

理
以
「
天
地
」
馬
「
良
心
」
之
木
常
與
「
良
心
」
相

提
枝
品
消
「
﹒
必
心
」
瓜
「
天
必
」
泊
「
天
斑
」
瓜

「
天
立
」

次
叫
附
倫
叫
出
問
摯
的
制
主
間
正
在
於
包
在
了
「
艸
」
的

觀
念
吋
只
注
重

了

「
人
」
的
概
念
以
「
人
，
一
悠
倫
理

的
山
向
發
點
和
中
心
所
以
偷
喇
叭
判
人
生
發
生
的
關
係
不

夠
徹
底刮

叫
們H干
枕
提
倡
「
良
心
」

(
制
付
上
)
「
良
知

良
能
」
之
治
F
必
心
上

)
漢
山
叩
門
子
商
討
之
多
布
所
發

揮
到
了
宋
明
二
叫
間
比
學
與
w
m
阿
利
朱
王
到
「
天
現
良

心
」
「
A
μ知
此
能
」
更
布
獨
到
料
側
的
州
明
和
發
約

以
之
為
修
身
齊
家
治
間
小
天
卡
之
來
終
山
圳
市
明
則
學

抖
街
上
部
受
了
佛
教
的
仍
會
拉
符
教
的
忠
心
遠
在
山

代
已
傳
入
叫
肌
仙
凶
沒
令
州
州
制
的
譯
制
相
連
此
士
大

夫
無
以
得
志
全
軒
雌
雄
持
教
教
義
凶
而
在
學
術
文
化
恩

怨
上
不
能
發
生
作
用
今
日
拉
防
教
人
士
必
力
向
凶
人

介
紹
必
-
M
H教
忠
心
間
人
川
州
與
抗M
W教
文
化
凶
家
人
物

多
u
m撥
觸
，
收
以
往
從
明
除
此
有
符
敬
的
教
拉
右
攻
州
仙

家
學
者
在
明
除
用
于
縱
所
晶
的
「
良
心
」
道
棚
內
以
級
以

之
來
怖
充
附
明
發
仰
中
闊
的
偷
附
心
「
良
知
良
能
」
之

結
父
必
赴
叫
一
天
地

兒
法
作
您
認
叩
扑
過

(
漁

)

遙，嫁 了 717
在云這 步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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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見
証
(
指HE
)是
比

9

可
「
目
。
門
口
J
故
本
字
惹
來
ι神
聖
經
上
所
提
名

-
J
J

古
自
互

不
仇
只
為F
列
數
止
如
代MH叫

做
絡
被
祭
獻
的
公
綿
羊
它
的
兩
角
，
旬
在
灌
木
中
(
的

n
u
)
牛
梢
的
角

(
冰
的
自
)
野
牛
的
角
叫
起
危
險
的

(
、
詠扭
扭
)
以
角
吸
人
的
牛
在
法
作
上
的
感
油
(
山

訂
閱
|

詞
)
角
可
作
為
過
泊
提
肌

(
撒
上
的
1

口

判

上
1

臼
)
等
結
按
本
宇
忠
來
講

按
自
忠
來
講
角
既
煞
是
野
以
故
做
志
的
玟
惟
仇
恨

自
衛
武
鑄
在
單
純
文
學
上
「
角
-
成
了
她
力
改
行
娥

的
家
做
出
計
瑟
後
銜
的
城
此
放
光
榮
猶
如
公
牛
皮
野
牛

的
雙
角

(市
叮
叮

)
上
主
賜
與
人
的
神
力
施
切
角

(
撒

上
2
1

刊
用
心
戶
口
川
譯
本
悶
，
史

U
M明
仰
起
見
譯
作
「
妨
一

次
「
冠
免
」
亦

h
t
F
H
L

川M
F
n
3

叫
心A
M譯
本
以
「
卜
人

能
一
代
往
灼
的
叩1

的
亦
然

)

全
懦
祭
白
地
的
四
角
悠
命
一
以
利
山
川
俠
之
多
少
的
“

祭
品
的
煩
心
并
能
力
(
山

幻
2

肋
4
7
時

叩

M

)
札
川
亦

被
用
來
作
樂
器
(
蘇
6
5

)

(
特

)



720-721 ，提

切
注
目
』
戶3

「
。。
2

月
，
泣
。
口
。

J
角
石
在
佳
績
物

w
h
4
F'
7
乍
/
「
晶
晶
〉
D
m丘
吉

ω
\
上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部
份
已
不
但
使
兩
個
怕
你
桐
連
約
而
且
文
恃
牆
吋
M
L

使
之
不
致
倒
塌
它
是
全
娃
築
物
的
基
祖
國
此
在
制
制

中
拔
放
角
石
是
怕
得
眨
祝
的
一
個
時
段
(
厄
上
3
M

U

約
叩m
s
)
也
正
因
此
古
時
以
民
的
首
領
在
原
文

上

亦
被
稱
為
「
角
石
」
(
繳
上
M
M
依
叫W
M
陌
沁
4
)
默

商
叫
黃
被
明
明
指
氣
「
角
石
」

(
依
m
H
詠

m
n
)

耶
穌
亦
將
車
詠
上
的
活
「
匠
人
棄
而
不
用
的
廢
石
反

而
成
了
足
角
的
基
石
」
(
山
附

n

) ，

貼
在
自
己
的
身

一上
(
瑪
幻
“
谷
也
叫
路
叩
叮
)
其
他
的
宗
徒
們
亦

哪
一為
此
而
作
證

(
到
4
u

則
3
目
制
前
2
7

叮
按照
學

士
你
緝
的
教
訓
世
閥
戶
一
切
的
人
都
被
天
主
召
科
為
分
享

七

教
會
的
做
深
圳
一
這
個
教
會
是
必
屯
在
去
徒
歧
先
知們

的
基
礎
上
的
耶
穌
基
旨
即
是
一
一
這
座
大
建
築
物
的
角
石

(
作
2

臼
)
，
泣
就
是
品
逗
他
川
大
的
佳
時
提
物

-
-
m
H

教
冉
的
|
|
且
是
耶
穌
自
己
從
立
起
來
的
也
繪
續
將
一
匕
保

存

(
幣

)

言，約 721

」內 王三色

( 的所 本 肩、
- BJ 包 文 耳目
)來 舍中，三Ë
譜和的或王三‘

言屬志們已
學 位， 綻，解 江三
上 因然釋。可 :t

的此，後 天~\"--，
站 、本主已主昌~
言、文述的 主
言分 xn -, 
譜、 í~ 屯 Ilil月 門
道以 的'- ， ò 
等下戶 在。
的三品的; 出

精 段: 2 約i 之二
密 「和 \J
意舉 新i

義。

。

士
三

位
約
時
代
的
天
主

的
品

(
三
)
新
約
中
的
天
主
的
話
凡
此
打
屯
的
「
取
什
」

的
由
來
和
屬
性

(
一
)
「
」
就
請
言
學
的
品
也
必

為
表
示
「
說
而
」

(
勁
詞

)
和
「
話
三
名
湖

)

等
類
的
意
思
希
伯
來
文
常
用
的
字
是
按
一
百AA
命
令

斷
語
聲
音
訓
示
等
這
些
字
在
使
用

上
可
以
適
用
於
叭

人
也
可
適
用
於
天
主

拔
聖
經
天
主
不
只
賜
給
人
品
話
的
能
力
而
且
他

自
己
也
會
與
世
人
改
過
品
並
且
把
自
己
的
意
旨
和
“

己
的
命
令
啟
示
與
人
且
把
自
己
的
宗
旨
和
速
致
結
卡

旨
的
方
法
指
示
給
人
雖
然
創
卅
一
紀
有
誦
了
許
多
「

M

人
」
的
品
法
但
孩
花
瑟
的
是
法
古
的
最
大
目
的
是
在

於
搞
時
那
其
宗
教
的
最
高
成
分
即
唯
一
的
全
能
天
主

創
造
品
物
的
反
主
對
於
相
似
自
已
的
人
類
特
別

M
Y
H

眷
顧
並
把
自
己
的
計
釗
啟
示
給
他
們
因
此
一
些
現
代

學
符
師
們
以
氏
的
，
加
教
沁
畫
幌
姆
從
天
主
的
「
圳
的
﹒
.
小
教

此
外
還
孩
注
意
聖
經
的
作
萬
每
次
表
示
天
主
a
A
山

令
等
芯
岡
山
時
通
常
部
財
主
卡
人
批
斗
岫
下
令
等
同
峰
的

動
必
和
名
詞
我
們
推
「
通
常
」
國
情
峙
的
權
聖
經
t

h

些
中
h
訓
和
必

-A
只
眼
川
於
天
斗
士
。
近
叫
他
拉
賀
科
吼
叫
-
一
州

與
刑
(
甲
)
人
是
依
天
主
的
何
像
造
成
的
(
乙
)
在

造
物
主
和
世
人
之
間
雄
為
天
壇
的
差
別

(
丙

)
人
熄

該
與
天
主
交
談
因
四
川
是
天
主
首
先
險
為
世
人
他
既M

尊
與
人
交
淡
受
造
的
人
怎
可
閉
關
不
與
個
時
他
呢

希
伯
來
文
表
示
品
，
晶
晶
等
字
並
不
多
很
流
行
怕
別

的
的

是
〉
B
R
E
E
P
E
ω
E

W
B
E
E

-
持
。
』-
R
F



~
H
h
h
ω
昌

等
這
些
動
詢
和
自
它
們
演
變
而
來
的
字
在
中

翊
~文
到
制
此普
通
壽
除
按
扎
扎
豆
苟
且
譜
豆
斷
豆
命

A
趴

-
訓
言
教
訓
建
立
自
呼
聲
等

一

(
二
)
告
約
時
代
的
天
主
的
品

一

就
以
色
列
人
來
改
「
活
」
不
只
眼
於
由
口
中
發

出
含
有
意
義
的
一
種
聲
音
(
匕
性
且
是
合
為
動
力
的
一

種
聲
音
當
然
這
種
動
力
能
有
益
於
人
也
能
有
害
於
人

見
創
幻
綜
6

品
列
上
的
“

最
強
有
力
的
話
只
有
天
主
的
話
依

仿
M
U
說

「
譬
如
雨
和
雪
從
天
降
下
不
再
返
罔
原
處
只
有
灌
溉

田
地
使
生
長
萌
芽
償
還
播
種
者
種
子
供
給
吃
飯
者
食

糧
同
樣
從
我
口
中
發
出
的
言
語
不
能
空
空
地
罔
到
我

這
襄
來
反
之
它
必
實
行
我
的
旨
意
完
成
我
派
遣
它
的

使
命
」大

概
來
混
在
信
約
中
天
主
的
下
的
不
外
是
(
甲

)

預
言
(
乙

)
命
令
或
法
律
的
話

(
丙
)
造
物
主
的
必

上
主
將
自
己
的
品
放
在
先
知
的
口
中
(
耶
1
9
)

然
後
扳
迫
他
們
去
宣
傳
這
活
給
人
民
(
依

6
8
)
先

知
不
能
低
筑
上
主
的
命
令
如
果
不
因
上
主
的
名
去
宣

傳
天
主
的
話
就
像
火
在
焚
燒
繼
栽
在
他
的
骨
髓
里
不

論
先
知
如
何
竭
力
抑
制
亦
不
可
能

(
耶
泊
，
)
在
選

民
的
歷
史
上
先
知
的
平
的
是
一
個
不
可
改
變
的
判
決
是

一
種
不
得
收
間
的
成
命
(
繳
上
9
叮
叮
U
|

臼
繳
下

7
等
)
它
是
雌
雄
以揖
矩
的
常
有
成
就
的
(
列
上
2
叮

列
下
1

7
9
品
U
M
l

m
等
)
有
別
於
假
先
知
的
話

它
只
是
欺
騙
人
的
花
一
一
首
巧
高
興
先
知
的
話
因
為
是
出

主哇l立721 

自
天
主
就
如
織
熱
的
火
叉
橡
擊
碎
巖
石
的
鐵
鍾
(
那

幻
剖
)
天
主
的
話
本
來
固
定
態
許
幸
福
(依
2
2
|

5
)

然
而
人
如
不
懷
受
不
予
聽
從
天
主
的
手
怕
就
總
人
而
成

天
誅
(
耶
川
的
4
|
e
)

天
主
將
先
知
宣
傳
的
仁
的
|
|
道
現
|
|
總
是
局

限
於
某
些
地
區
或
某
一
時
期
的
滾
瓜
的
反
之
天
主
法

律
的
若
是
寫
全
體
人
類
的
馬
一
切
時
代
都
有
炊
以
色

列
所
有
法
律
所
憑
依
的
「
十
句
話
」
(
山
"
甜
)
1
|

十
誡
|
l
是
蒙
受
於
上
主
的
(
山
m
l

但
)
自
然

天
主
顧
意
他
的
百
除
去
惱
邊
自
己
的
誠
命

(
申
口
1
)

何
河
山
天
主
頒
行
的
誡
命
原
並
不
很
難
更
不
是
做
不
到

的
它
不
在
天
上
不
在
海
外
其
質
是
離
人
們
很
近
就
在

他
們
的
口
裹
在
他
們
的
心
里

(
巾

m
u

u
)
假
如

以
民
遵
守
上
主
吩
附
的
規
誡
他
們
就
會
生
活
繁
榮
反

之
如
果
他
們
叛
離
而
不
聽
從
他
們
必
要
滅
亡

(
申
狗

猶
如
天
主
的
法
律
全
仗
天
主
的
品
而
建
立
同
樣

創
造
的
工
作
仙
一
切
受
造
之
物
也
都
憑
天
主
的
話
而

被
造
並
保
存
這
端
道
速
除
為
信
約
啟
示
的
最
突
山
者

外
也
是
舊
約
宗
教
一
項
極
為
顯
苦
的
特
色
天
主
結
咕
一
個

自
己
的
活
造
成
了
天
地
(
創
l
l

依
刊
刊

)
關
於
這

端
道
翅
很
著
名
的
經
句
便
是
冰
封
，
「
因
為
他
一
發

言
禹
有
造
成
他
一
山
命
各
物
生
成
」
亦
見
智
9
1

天

主
的
全
能
的
必
保
存
宇
宙
且
指
持
它
的
種
種
變
化

(
一
詠附
H
M
)
自
然
叫
什
最
太
最
可
怕
的
力
間
也
都
遵

‘

tsoa 

行
天
主
的
命
令
|
|
話
(
詠
M
S
)
天
主
按
自
己
的

土
智
利
用
它
來
保
存
和
治
躍
宇
宙

戶
制
"
凹
μ

吋

說
到
這
襄
應
該
注
意
，
舊
約
把
所
謂
天
主
肉
抖
的

工
作
(
。
M
M
O
E
U
g旦
旦
自
主
如
創
這
領
導
萬
物

和
財
臼
已
百
性
所
要
求
的
憋
在
川
的
一
ω

三
切
關
伸
全
惱

於
天
主
的
平
的
但
在
的
口
約
後
別
符
作
的
民u內
心
把

-

天
i

的
一
切
行
瓜
又
全
M
喇
叭
此
天
主
的
「
智
岱
}
且
在

J
U比
一
一

後
划
著
作
恥
又
有
不
少
經
旬
如
依
叮
H
、
詠
圳
8

抖
的

問
1

自
的
H
M
等
把
天
主
一
切
的
行
為
仍
竭
於
天

主
的
志
還
有
「
神
」
4
|
|
天
主
之
神
有
時
代
曾
「
智

弩
之
而
「
智
勾
心
」
叉
代
替
「
神
」
或
「
括
」
其
辭
志

實
有
紊
亂
維
錯
之
處
勞
人
思
考
很
難
領
忍
其
中
的
真

諦
幸
虧
到
了
新
約
時
代
天
主
為
m
m
示
白
己
內
在
的
呵
呵
且

巾
的
生
活
本
級
自
啟
示
了
天
主
原
有
強
勁
的J斗
的
全
知
全

能
的
科
立
和
妥
育
瓜
物
且
惡
化
人
茲
的
天
主
的
艸
這

才
使
我
們
恍
然
大
悟
質
疑
得
以
冰
釋
所
以
想
保
品
呻
吟
吼

叫
側
的
油
田
一
本
尚
未
臻
於
叫
漏
地
叫
什

(
相
7
刊

)
的
約

正
在
期
待
看
基
督
的
光
明
如
果
沒
有
這
種
光
明
您
約

便
成
7
八
也
簡
直
是
個
悶
葫
薩
(
見
制
1
1

l

4

羅
ω

4
)
「
法
律
的
終
向
是
基
層
」

(
三
)
新
約
中
的
天
主
的
品
和
右

望
的
「
聖
-
H
」

在
制
制
中
天
主
的
品
保
存
位
值
約
的
精
髓
所
以

它
也
接
的
反
對
世
人
的
「
明
特
」
再
說
天
主
的
品
是

無
敵
而
全
能
的
(
希
4
u
)
是
光
明
，
而
驅
散
黑
峙
的

(
經
2

凹
始
5
8
u

得
前
5

5
)

首
約
的
品
對
基
M
U
他
來
改
仍
然
是
天
主
的
T

圳

(
且
不3
自

7
3
6

缸

帥
的
2目
3
2
)
這
種
聲
明
特
別



指
明
先
知
們
的
宣
講

(谷
7
H

瑪
l
n
2
凹
的

6
)以

及
包
合
法
律
上
的
天
主
的
活

(
羅
m
M
H
l

目
的
8
l

M
等
)
雖
然
這
樣
基
督
徒
當
然
十
分
自
然
的
重
視
耶

穌
的
活
遠
勝
過
所
有
先
知
們
的
話
並
且
他
們
的
觀
念

是
全
部
位
約
的
啟
示
所
以
對
他
們
有
價
值
是
因
為
它

准
備
新
約
的
啟
示
是
因
為
舊
約
時
代
隱
藏
的
奧
迪
現

在
畢
竟
應
驗
而
呈
現
在
新
約
內
了
(
哥

1
自

|

訕
)

徹
庭
說
來
耶
穌
的
訓
言
也
稱
為
「
主
的
話
」
(
瑪

必
問
見
路
泣
臼
若
7
抽
)
聖
史
們
別
建
它
們
有
如
值

約
的
先
知
們
引
誰
天
主
的
話
(
h
m
U
H
刮
目
)
耶
穌

全
部
的
宣
講
也
被
稱
路
道
雪
道
道
現

(
谷
2
2
4
臼

帥
的5
1

宗
ω

抽
)

關
於
耶
穌
的
品
或
他
所
講
的
喜
訊
從
四
部
福
音

中
我
們
知
道
聽
眾
對
它
的
不
同
態
度
有
的
對
耶
穌
的

活
起
了
反
感

(
瑪
的
時
)
甚
至
稱
耶
穌
為
附
腿
發
瘋

的
人
(
右
ω
叩
)
有
的
劫
「
大
為
驚
愕
以
致
彼
此
詢

問
按
這
是
甚
麼
一
罔
事
這
是
新
的
教
訓
並
旦
有
權
戚

他
甚
致
給
邪
晦
出
命
邪
腿
也
聽
從
他
」

(
谷
1

盯
瑪

7
閉
路
4
自
)
耶
穌
宣
講
不
似
那
些
一
只
能
解
聖
經
文

字
的
學
士
他
講
道
一
如
有
著
全
權
的
天
父
之
愛
子

(
瑪
盯
盯
)
愛
子
一
小
說
自
己
的
話
而
只
挽山
那
派
造

者
|
|
天
父
1
|
的
話

(
若
M
M
|

訕
叮
8
)
藉

:
看
愛
子
。
|
|
耶
穌
|
|
的
話
天
父
自
己
在
工
作
(
若

-
H
U
)
因
此
耶
穌
的
話
常
有
效
能
不
論
是
醫
治
病
症

哪
一
(
關B
S
W
7
7
|

H
)
，
叫
管
束
自
然
屏
(
釗
4

甜

一
路
5
5
)
或
碩
逐
惡
閱
(
谷

1

到
|
訂
)

721 m 七

可
是
雖
然
耶
穌
的
話
充
淪
權
力
總
且
也
對
它
仍
是

完
全
自
由
的
人
能
接
受
而
遭
行
人
也
能
拒
絕
眉
不
遵

行
(
右
8

日
也
叫
1

凹

M
H
的
叩
)
推
拒
絕
耶
穌
的

認
這
人
就
會
受
到
天
主
的
審
判
准
接
受
他
就
治
學
潔

的
(
右
的

3
)
便
有
永
生
-
-
-
6
.不
受
審
判
而
已
山
死

入
生
(
右
5
剖
)
可
是
情
受
天
主
郎
穌
的
必
不
是
人

的
自
發
行
為
加
是
天
父
的
關
心
賜
三
迢
滔
不
是
人
人
所

能
領
悟
的
只
有
那
些
得
了
恩
賜
的
人
才
能
領
悟
」
(
瑪

"
u
谷
4
u

路
9
2

打
6

“
!
自
)

宗
從
早
已
覺
得
他
們
除

祈
站
外
還
街
道
晶
天
主

的
f

川
的
義
務
「
至
←
俊
孩
們
孩
們
要
專
務
昕
的
拔
為
其

道
版
時
羽
」
(
內
不
6
4
)
宗
徒
們
怎
樣
府
與
道
服
路
呢

大
概
可
改
他
們
所
宣
講
的
要
道
不
只
是
白
約
的
道
丹

也
不
單
是
耶
穌
再
訊
的
一
種
宣
講
宗
徒
們
也
曰
一
講
的
主

題
即
在
把
人
類
結
者
耶
穌
所
交
受
的
救
您
州
同
樣
給
人

因
此
保
祿
稱
他
們
的
宣
講
為
「
救
出
之
道
」
(
巾
川
口

自
亦
兒
的
7
i

拍
打
H
)
確
是
最
適
當
不
過
的
救
出

既
然
耕
者
耶
穌
-
r能
獲
得
宗
徒
們
就
不
得
不
宣
講
耶

穌
是
准
不
得
不
宣
講
耶
穌
的
使
命
他
的
言
行
他
的
光

榮
很
清
他
的
升
天
以
及
他
的
光
榮
再
來
(
除
1
1

宗

1
1
)
這
一
切
喂
食
袋
奧
蔬
就
形
成
了
「
一
輪
到
口
的
道

理
」
(
宗
的
7
)
和
四
部
福
音
之
得
以
筆
之
於
咎
的

資
源

宗
徒
們
的
宣
講
就
如
舊
約
先
知
們
一
樣
雄
是
天

主
的
話
(
宗
4
叫

6
2
l
7
)
聖
保
祿
混
得
十
分
清

楚
「
..••. 

你
們
自
我
們
接
受
了
所
聽
的
天
主
的
言
語

並
沒
有
企
古
話
人
的
一
r
u
A
f印行
私
利
V
M
天
主
的-J
h
川
州
州

受
了
這
一J
口
泊
在
你
們
M
E
身
土
發
生
了
放
力
」
(
得

前
2
臼
)
巾
於
宗
徒
們
所
山
川
流
的
並
非
自
己
的
“
赴

天
主
的
而
因
此
他
們
很
小
心
品
價
以
兔
這

T

圳
遭
受
鼠

改
混
亂
或
失
其

(
絡
後
2
叮
4

2
)
既
然
法
叫
他
們
和

他
們
的
繼
欣
何
況
恨
不
俏
的
保
犯
滔
天
主
的
而
無
怪

乎
他
們
被
稱
馮
「
為
棋
道
服
務
的
人
」
(
的
1

1
)

只
要
宗
徒
們
完
全
保
存
首
枚
訂
一
混
了
天
主
的
拍
一

2

山
「
川

自
有
無
可
低
抗
的
能
力
，
甘
非
發
生
效
用
木
不
可
(
山
戶
內

目
裕
後
1
H

希
4

間

得
的
2

口
州
6

口
雅
l
n
)

降
生
沁
人
的
天
主
心
甘
正
是
天
主
的
最
後
而
收
a
k忱

的
T
T

是
倍
約
一
切
祥
一
水
的
歸
結
一
切
損

J

川
的
行
現
赴

天
主
所
發
的
Q
h
z口
r
n

叩
門
正
那
包
A
F
U
K
H
H
和
將
來
的
米

主
的
一
切
J

一
切
行
為
一
切
立
倒
是
天
主
的
全
能
和

啥
德
的
失
大
代
表
(
前

1
1
4
)

原
始
的
教
會

桐
U
耶
穌
為
天
主
m
r
f
主
要
以
怕
是
紅
鈴
他
的
光
榮

很
活
次
要
原
因
乃
是
有
關
耶
穌
的
的
-
口
已
全
然W心
協

(
哥
1
自
盯

宗
8
自
口
2
f

H
)
烈
的
名
，
'
，
你
也
叫

山
山
一
這
更
確
質
的
先
知
的工
川(伯
後
l
H
)十
口
時
的
“
灰

巾
於
其
間
比
之
八
腳
的
光
照
收
山
川
於
他
們
必
悠
〕
「

γ瞇
的

質
的
先
知
的
訊
」
便
帆
m
M
W
站
悴
的
先
作
的
生
活
川
“

合
現
地
把
值
約
所
收
關
於
「
天
主
的
可
汁
的
」
和
「
天
l

的
智
位
」
貼
合
在
耶
穌
身
上
聖
保
祿
(
格
前
I
H
)

論
降
生
為
人
的
車
子
說
「
羞
答
是
天
主
的
德
能
和
天

主
的
智
慧
」
好
像
他
抱
的
約
上
天
主
的
花
和
天
主
的

智

H
U
兩
種
概
念
併
合
起
來
崎
作
基
偉
的
正
身
聚
一
次
迫



~
雖
然
隨
從
了
保
祿
的
榜
按
可
是
他
不
使
用
那
「
智
慧
」

叫
~
之
于
沒
有
為耶
穌
為
天
主
的
智
慧
劫
別
聞
生
面
稱
耶

園
，

?
|

-
H鯨
為
天
主
的
「
話
」
這
為
什
麼
呢
是
因
為
在
希
殲
文
中

于
智
慧
切
。
可
芷
側
是
陰
性
因
而
避
兔
使
用
呢
或
者
|
|
更

似
乎
是
|
l
|

因
為
智
恁
在
智
慧
書
中
有
時
與
天
主
的

神
(
塾
神
)
混
雜
不
清
呢
兩
個
理
由
尤
其
是
第
二
個
是

有
其
一
定
價
值
的
但
筆
者
以
為
若
望
使
用
「
H
L。m
g
」

(
聖
言

)
主
要
原
因
還
是
因
為
這
個
概
念
溯
源
於
最

古
的
啟
示
時
代
而
且
更
適
合
天
主
學
子
的
特
徵
和

屬
性
如
果
閱
讀
學
教
會
的
教
父
奧
斯
定
單
大
納
削
納

齊
盎
額
我
墨
等
以
至
洛
斯
米
尼
等
的
著
作
就
不
怕
說

廿
一
。
間
。
ω
(
娶
一
一
=
口
)
這
名
字
簡
直
是
由
天
主
啟
示
而
來

的
要
是
稍
微
了
解
生
活
的
天
主
郎
天
主
雪
三
的
內
在

生
活
和
向
外
行
為
的
話
「
學
言
」
這
倒
名
詞
當
比
任
何

其
他
名
詞
更
確
切
鑒
定
山
山
聾
子
的
身
份
來
「
言
為
心

聲
」
這
旬
中
國
古
諺
與
天
主
的
這
個
啟
示
倒
有
吻
合

相
似
之
處
就
與
希
臘
哲
學
上
的

F
a
。
久
經
格
斯
)

相
比
彼
此
也
有
相
同
的
成
份
但
究
其
底
蘊
學
右
望
所

講
的
一
。
事
言
」
與
哲
學
家
所
說
的
「
經
路
斯
」
或

「
道
」
其
含
義
的
是
別
又
不
止
於
天
壤
之
別
了

聖
若
望
久
已
領
教
了
耶
穌
的
行
為
訓
示
光
榮
的

復
活
升
天
因
而
在
學
神
光
照
之
下
他
便
僱
知
耶
穌
是

舊
約
內
所
講
的
天
主
的
智
慧
天
主
的
娶
一
一
一
一
口創
天
主
給

以
創
造
萬
物
發
出
語
言
頒
布
法
律
而
治
斑
萬
民
篤
物

的
那
里
言
所
以
他
咱
們
耶
穌
為
「
學
言
」
(
右I
I

y
右
-
1
1
2
默
"
H
)
新
約
的
各
位
作
者
中
用
這

且主七
722-724 

名
稱
來
稱
耶
穌
的
也
只
有
若
望
一
人
「
學
言
」
這
名

詞
指
明
耶
穌
永
遠
的
神
姓
造
稍
微
揭
示
出
天
主
學
三

的
奧
海
如
果
間
右
望
採
用
這
名
稱
係
佮
取
椎
羅
的
論

據
抑
或
套
用
斯
多
的
的
思
想
筆
話
沼
為
二
者
都
不
可

能
推
昭
雄
的
「
羅
格
斯
」
僅
指
天
主
與
也
人
乏
闊
的

「
有
」
與
朽
的
娶
一
百
!
|
那
具
有
天
主
性
的
先
存
而

且
永
存
的
科
格
意
義
上
前
有
天
懸
地
隔
之
別
至
於
說

來
向
斯
多
的
的
恩
怨
更
無
可
能
斯
多
峭
的
恩
怨
係
集

宿
命
論
和
汎
神
毒
素
的
大
成
所
以
他
的
唯
一
來
源
乃

是
舊
約
上
注
次
所
講
天
主
的
有
力
B
E
t
-口
無
疑
了
若
望

原
來
可
用
「
智
慧
」
二
字
來
稱
天
主
車
子
的
但
也
於

同
時
代
的
猶
太
徑
師
對
天
主
的
「
智
峰
心
」
製
造
也
不

少
怪
誕
不
經
的
構
思
因
而
為
避
免
混
淆
他
便
決
心
捨

「
智
慧
」
而
取
「
聖
言
」
了

若
望
的
序
言
一
開
始
就
涉
及
創

1

的
記
述
在
創

1

中
作
答
描
寫
天
主
結
他
全
能
的
單
一
一
首
創
造
萬
物
在

右
1

中
學
史
講
述
天
主
絡
若
他
那
位
降
生
為
人
的
聖

言
重
新
創
造
修
繕
且
學
化
萬
物
尤
其
是
人
類
本
質
上

創
的
第
一
創
造
和
右
的
第
二
創
造
互
相
對
照
先
後
輝

映
在
該
兩
種
創
造
上
放
學
依
肋
乃
的
一
旬
活
天
主
好

似
利
用
了
他
的
兩
隻
手
「
學
一
一
一
一
口
」
和
-
t聖
神
」
造
生

了
萬
有
迢
F

川
依
筆
者
看
來
確
把
聖
經
的
兩
端
奧
迪
揭

示
出
來
了

由
於
以
上
的
簡
述
筆
者
認
為
學
若
望
的

F
a
m
g

是
除
譯
為
「
車
。-

4一
己
的
「
道
廿
一
這
一
字
如
只
適
合
斯

多
地
派
的
廿
禹
。
ω

對
於
學
若
望
的

H
L。
間
。ω

決
不

相
合。

見
耶

穌
基

督、
啟

示、
智

替、

位

值。

戶
所
菌
，
)

2
日
集
論
(
只
可VP
M
T
J

這
個
名
訓
來
自
希
臘
文
版
釘
肺
的
附
叫
她
的
「
建

議
」
的
怠
忠
在
聖
經
上
它
指
示
天
主
的
哼
一
小
(
宗
7

抽
)
神
論
(
即
組3
2
)
或
雪
經
上
的
一
立
間
(
希
5

口

伯
的
4

日
)
帕
r
t雅
及
其
他
的
了
比
-
一
教
父
澄
明
曾
有

主
耶
穌
「
言
論
尖
」
的
存
在
帕

f
h
w且
加
以
註
釋
是

為
數
很
少
的
耶
穌
的
一
些
一
簡
短
的
必
錄
片
匕
們
並
不
見

於
現
人
守
所
有
的
一
禍
首
中
基
於iu一
點
學
捐
們
主
張
福

音
的
悅
成
來
自
兩
種
不
同
的
文
件
郎
(
一
口
論
集
」
及

「
口
傳
」
用
以
解
答
一
些
對
觀

一倆
口
上
的
難
題

叫
到
際
段
來
「
言
論
集
」
之
判
於
一
福
音
的
構
成
所

街
區
接
貢
獻
且
是
甚
為
微
小
的
是
所
泊
之
主
的
「
一
一
百
論

集
」
上
街
很
步
地
方
是
歪
曲
事
賀
你
目
泌
珠
的
甚
致

不
少
按
法
與
學
級
是
完
全
不
合
的
毛
到
於
耶
穌
歷
史

的
價
值
也
不
太
大
不
過
它
對
於
研
究
喝
宙
的
形
成
划

給
我
們
一
些
間
接
的
暗
示
使
我
們
從
日
明
明
瞭

(
韓
)

食有 724 723 

2。豆豆谷
去 E 詩木
晶晶ig 蘭
雨下亡白〈去
千 17 時，於 Y
年 28 曾向 B

克)。受具 E
右貝IJì 人 i少之二/
gp 4 之隆
已 9 救造兒
被亦濟，反，別
人曾先建l 海|
所提救味|文
採及濟被件。
食，這品迫

是種中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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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
地
很
普
通
的
食
物
可
以
嫩
食
或
乾
食
糞
食
或
烤
食

見
聖
經
中
的
植
物

在

(
韓
)

的
王
L
#
h
L
B
。
r
J

是
一
種
野
生
的
植
物
形
似

，

A

E
E
苛
少
/
巴
-
3

、

曰

:
4

亡
，
戶

戶

、
碗
豆
其
豆
爽
約
有
十
五
至

三
十
公
吋
長
二
至
三
公
吋
寬
其
果
實
可
供
作
站
料
或

自
峭
的
人
食
品
這
就
是
雪
徑
上
所
載
宵
胡
子
食
求
吃
食
的

東
西
(
路
的
M
)
它
街
一
種
甜
味
經
過
泡
製
提
鍊
後

可
以
製
成
飲
料
的
是
阿
刺
伯
人
所
稱
的
一
種
「
蜜
」

也
可
能
聖
經
上
提
及
的
蜜
不
少
次
是
指
此
種
宣
而
一
一
百

奇
怪
的
是
在
雪
地
多
煌
蟲
的
地
區
一
一
這
種
植
物
划
向
來

受
不
到
煌
蟲
的
為
空
間

見
學
戀
中
的
植
物
(
韓
)

“
3

、
且
t
F
e
D
J

人
名
是
鳥
藍
的
兒
子
馬
基
爾

w
h
F
E
Y『
7
/
囡
"
已
"
」
﹒

|
|
l
l

-

J

-
f

是
的
後
代
被
列
於
默
納
協
支
派

的
族
譜
名
單
上
(
編
上
7

叮
)
其
他
不
誰
(
詩
)

4七

..........-

加
貝
卡
(
5
7
)

加
貝
耳
(
因
。
-
)
品

自
阿
加
得

(
守約
旦
呂
)，

4
'

-

‘

'
、
文
意
謂
「
主
人
」
「
主
上
」

是
巴
比
倫
的
主
要
神
明
貝
耳
多
次
見
必
聖
經
(
依
“

1

耶
m
m
2
日
“
巴
6
.

達
M
2
等
)
他
的
真
名
是

瑪
耳
杜
克

(
呈
R
E
r
)
里
經
上
稱
之
為
研
制
瀏
客

一
(
Zn
s
e
n
y
)
本
來
是
一
位
不
知
名
的
神
蔽
但
因
了

哪
一
叫
出
制
國
勢
的
強
盛
格
外
是
在
制
蚓
蚓
彼
時
此
它
的

一
斜
斜
怕
也
因
而
成
名
(
韓
)

見
度
日
且
衡
幣
制
表

"
主
吋
爾
「
因
。
。
門

J
地
名
意
思
是
「
水
井
」
是
塾

，

1

1

，
-
4
l

'

、
經
上
的
一
兩
處
地
名

1

以
民
自
西
乃
山
赴
客
納
罕
一
幅
地
時
的
最
後
休

息
站
之
一
(
戶
幻
H
l
H
)
學
者
們
都
一
致
公
認
它

在
阿
爾
農
之
北
在
德
默
巴
乏
東
南
約
有
四
小
時
的
步

行
路
程
即
現
今
之
特
默
得
谷
(
苟
且
闕，
丘
，
斗
。
白
色
)

此
處
的
水
量
特
多
至
今
猶
然
只
需
插
一
木
棒
水
就
可

以
白
地
下
源
派
湧
出

2
日
定
基
德
紅
的
幼
子
約
堂
逃
避
他
哥
哥
阿
彼
默

肋
客
的
地
方
(
民
9
n
)
聖
經
上
只
提
過
一
次
放
很

難
是
實
它
的
確
實
地
點
學
者
們
的
意
見
也
大
不
一
致

可
能
就
是
貝
爾
金
巴
(
見
創
幻
n
等
)
(
韓
)

帥"
3
之
恥
門
扭
住
B
n
E
E
F
J人
名
意
思
是
「
上
主

骨
，
l
h
F主
動
刑
副
引
/
F
E
ME
L
。

-

-
Z
J

可
，
、
建
築
了
一

1

約
雅
遠
的
兒
子
卡
貝
責
耳
地
方
人
是
三
十
勇

士
之
一
(
撇
下
幻
叩
|

臼
編
上
u
n
|
剖
)
達
咪
的

衛
隊
長
(
撒
下
8
M
扭
扭
編
上
的
口
)
及
第
三
軍
軍

長
(
編
上
幻

5
6
)
是
徹
羅
漏
總
位
的
擁
護
人
(
列

上
1
8

品
)
更
從
撒
間
組
瀚
之
命
殺
死
阿
多
尼
雅
(
列

上
2
M
)
及
史
米
(
列
上
2
“
)
約
阿
布
被
處
決
之

後
升
為
全
軍
軍
長
(
列
上
2
品
)

2
屬
厄
m
M
州
國
支
派
的
一
位
軍
人
出
生
於
丕
辣

通
亦
是
三
十
勇
士
之
一
(
撒
下
幻
叩
編
上
口
剖
)
按

編
上
幻
H
曾
任
達
昧
的
第
十
一
軍
軍
長

(
韓
)

m
貝
勒
阿
(
F
E
m
)

見
員
組

文，兩
意座
謂城

「名，
善來

被自
灌希|

溉臘l

加
貝
洛
雅
(
因
。
『

3
)

的
」
(
?
)

@
是
色
宴
苛
王
尼
加
托
爾

(
公
元
前
三
一
-
1

二
八
0
)
賜
與
創
利
到
北
部
阿
叫
喇
(
注
3
3
)
的

城
名
在
此
域
大
司
祭
劇
而
酬
(
玄
g

丘
吉
)
被
劉
樹

約
古
五
世
於
公
元
前
一
六
二
年
左
右
所
殺
(
倒
下
口

4
)
有
人
以
為
此
城
即
是
制
9
口
所
提
及
的
則
制
蚓
的

@
馬
其
頓
的
一
座
城
保
祿
同
息
拉
曾
在
此
傳
教

大
收
宏
效
許
多
人
岡
頭
入
教
但
是
由
於
他
制
別
扭
人

從
中
破
一
法
保
祿
只
有
將
此
城
之
牧
益
工
作
交
給
創
出

及
弟
改
德
而
自
己
往
他
方
去
了

(
別
口
ul
H
)
。
倒

線
在
馬
其
頓
傳
教
時
的
隨
員
中
有
名
叫
宗
帕
特
請
者

郎
此
地
人
(
判
刑
別
4
)。
此
城
即
現
今
喇
劇
的
叫
到
蚓

城
沿
公
路
距
得
撒
洛
尼
有
七
四
公
里
(
梅
)

"
"
1
1、
文
司
主
寸B
Z
S
H
F
J域
名
意
消
「
水
井
」
當

;
F
E
p
b
針
恥
于
/
切
。
門
。"
r
~
|
|
|
|

'
，
叫

-
F
e

-
'
.

、
右
蘇
厄
佔
領
取
一
一
地
時

間
制
蚓
人
連
同
斟
副
刊
紅
到
蚓
蚓
及
克
的
裝
號
特
刺
阿
劇

人
打
發
使
者
欺
騙
若
蘇
厄
謂
自
己
是
來
自
遠
方
的
居

民
特
前
來
與
叫
民
立
約
以
免
遭
戰
火
的
錢
亂
制
制
回

信
以
為
真
與
之
立
約
互
不
侵
犯
第
三
天
才
知
他
們
竟

是
附
近
居

p
h但
因
有
誓
約
在
丸
不
能
再
動
干
戈

(
如
晰

9
1

|
M

)
這
座
域
屬
本
雅
明
艾
派
(
蘇
的
自
)
刺

殺
喇
蚓
到
兒
子
依
|
鬧
別
司
的
兩
個
兇
手
蚓
蚓
制
及凹

阿
制
的
是
此
域
的
居
民
(
樹
下
4
5

等
)
。
叫
阿
叫
圳
大

將
的
持
較
者
納
赫
賴
也
是
此
地
之
人
「

F

h
峙
的
」



~
此
坡
在
山
叫
民
充
軍
歸
來
後
會
敬
重
站
起
(
間
上
2
自
問

切
~下
7

詞
)
。

-

此
域
建
於
山
崗
上
郎
現
今
之
間
閥
割
何
因
其山

土
胸
處
有
大
問
隘
的
泉
求
是
為
北
方
來
耶
京
朝
聖
人
們
歸

-

家
的
第
一
休
息
站
很
呵
能
亦
是
聖
母
發
覺
改
造
耶
穌

失
餘
的
地
方

(
路
2
H
|

岫
)
但
亦
有
人
以
瀉
的
赴

大
司
祭
默
乃
勞
受
刑
的
地
方
|
|
貝
洛
雅

(
加
下
閃

(
韓

)

M
司
才
門
守
耳
言
。"
E
J城
名
意
思

是
「
天
主

，

l

d
F
T

-

-

d
、
的
住
所
」
是
客
納
字

的
一
座
城

(
蘇
8

口
)
原
名
路
次

(
創
刊ω
凶
犯
6

)

在
耶
京
之
北
十
八
公
里
處
是
耶
京
通
往
舍
恨
的
必
經

之
地
也
是
摯
地
南
北
交
通
的
樞
紐
在
哈
依
之
西
史
羅

之
南

(
創
刊
M
S民
m
M
)
現
已
無
人
居
住
祇
禿
山

一

山
間
還
何
一
座
古
塔
並
樹
圓
的
扁
桃
樹
作
為
紀
念
但
自

告
陸
游
拔
八
八
一
公
尺
的
山
崗
上
臉
型
四
月
的
機
是

刊
灰
色
宜
人
圳
街
.
一
落
風
咪

它
的
重
要
性
是
宗
教
上
的
因
為
是
在
聖
地
獻
於

上
主
的
第
一
進
程
昕
州

ι
郎
巾
進
聖

地
郎
在
此
為

上

主
建
立
了
一
陣
的
法
利
叫(制
也
8

)自
埃
及
返
來
後
亦
然

(
創
口
3

)
但
此
仆
仆
H
扑
打
』
/
心
來
源
部

是
來
自
雅
各
伯

即
當
他
去
阿
鍋
時

(
例
m
u
l

n
)
途
經
此
地
在
夢

中
天
主
顯
現
給
他
他
醒
來
後
將
他
隨
質
的
忱
石
也
起

作
為
天
主
顯
現
的
紀
念
在
石
頭
上
例
上
油
|
|
是
聖

經
上
第
一
次
的
傅
油
行
四
川
|
|
l
給
那地
方
起
名
叫
只

特
耳

(
天
主
的
住

所
)
並
許
F
永
遠
紙
忠
於
上
主
右

,!í 七734-735 

天
主
保
護
他
有
吃
有
穿
及
平
安
罔
家
將
在
此
為
上
主

蓋
一
座
鐘
所
並
將
十
分
之
一
的
財
物
獻
股
上
主
(
創

詔
"
|

扭
)
上
主
又
在
此
第

二
次
顯
現
給

他
許
下
將

使
他
成
何
卅
一
姐
大
的
民
峽
將
他
的
名
字
改
為
以
色
列

(
創
刊n
H
間

)
以
紀
念
上
主
的
理
不

除
了
民
特
H
A
且
是
上
主
在
在
納
字
的
第
一
些
理
所

外
它
也
是
全
以
民
M
M
史
上
社
會
政
治
山
不
敬
的
中
心
僅

次
於
耶
京
)
匕
是
學
姐
們
遊
牧
生
泊
的
出
發
點
及
歸

a街

(
創
m
u
s
u
a
4
)在
此
地
亞
巴
郎
向
經
恃
將
客
納

罕
瓜
分
為
二

(
創
刊n
s

)
的
f
H
H
切
的
乳
位
德
波
級
勞

於
此
地
附
近

(
創
刊υ
8

)
雖
然
它
同
哈
依
城
聯
盟
仍

被
若
你
厄
所
佔
領

(
仆
穌8
9

1

叮

叮
凶
，-

M
)
是
厄

你
妹
凶
戊
木
稚
明
文
派
的
邊
排
城

(
穌
的
1
2

時

間
)
被
分
配
給
本
雅
明
文
派

(
μ穌
時
間
)
但
真
正
克

服
，
匕的
划
是
厄
州
絨
閻
人

(
民
1

n
!
自

)
德
波
紋

民
反
坐
在
辣
瑪
凡
欲
此
特
耳
之
闊
的
一
樑
棕
樹
下
游
判

以
色
列
于
民
(
民
4

5

)
約
惱
的
U

晰
的
留
此地
以
民
來

此
地
向
上
主
冶
一
水
(
民
m
u
扭
盯
幻

2
)
撒
慕
爾
亦

每
年
一
度
來
此
懿
審

(
繳
上
7
M
)

以
民
分
南
北
悅
之
後
雅
洛
具
罕
在
此
建
立
全
牛

積
像
以
向
耶
且
以
分
蹉
抗
體
作
宗
教
政
治
上
之
眉
宇(
列

上
也
甜
的

)
並
娃
屯
祭
台
坎
揀
選
司
祭

(
列
上
也
呵

呵

)
某
先
知
佇
叮
叮一雨
過
的
決
台
要
毀
滅(列
上
u
z
l

s

)
公
牛
削
將
被
任
述
人
街
去
作
收
利
口
叩

(
歐
ω

6

)
稍
大
上
附
彼
雅
佔
阿
以
具
特
耳
(
編
下
U
U
)
後

來
征
服
附
峙
的
快
收
鼠
部的
邪
紳
敬
禮

佔
了
優
勢
自
此
貝

特
耳
漸
衰
(
列
上
必
H
)
曾
有
先
知
學
的
拉
拉
江
於
此

厄
里
亞

及
厄
里
奧
即
此
校
之
學
生
(
列
下
2
Z
S
H

〕

一
些
-
t情
畫
因
譏
笑
厄
里
安
而
被
上
主
降
罰

(
列
下
2

自
剖

)
先
知
們
攻
倦
，
川
H
特
川
崎
系
越
餘
力(4

心
3
H

4

.
5

6
7

口
歐
ω
5
6

時
郎
彷
U
)
先
單
後
，
拉W
M
憫

人
在
此
重
盤
家
個

(
厄
上
2
m
M
F
7
臼
)
公
兀
的

一
六
0
年
凹
斟
徊
在
此
築
防
御
爪
L

u宇
恨
抗
納
大
(
圳

上
9

叩
)
羅
馬
大
將
在
猶
太
戰
爭
時
將
之
佔
領

考
古
家
曾
先
後
於
一
九
二
八
l

一
九
三
四
!
一

九
五
四
在
此
發
掘
考
察
發
現
遠
在
公
-
兀
前
三
千
年
先

右
已
有
人
在
此
居
住
及
公
元
的
五
八
六
年
被
巴
比
倫

人
被
壇
的
迫
跡
波
斯
人
將
之
董
必

尚
在
希
臘
俑
闢
時

代
一
切
最
為
發
達

二
是
啦
地
南
方
的

一
段
城
瓜
H
h
M
穌
厄
仙
領
(
你

也
H
)
途
咪
將
一
部
份
收
利
口
叩
送
往比
城
(
列
K

M叫

盯
)
它
在
學
純
上
街
不
崗
的
名
字
以
突
耳
或
μ
突
肛

耳

(
心
穌吵
4

編
上
4

叩
)

三
墓
地
的
一
座
山
城
見
撒
上
口
2

(
韓

)

拐
司
主
寸
來

J
H
E
J
告
或
譯
作
「
培
特

7
)
4
j
h

/

\

辣
片
意即
「
盤
石
」

過
去
的
學
者
們
慣
將
聖
經
上
的
民
特
辣

(
希
伯

來
文

名
叫
出
)
與
刷
出
蚓
人
的
京
都
則
蚓
蚓
混
為
-
A
但

是
這
種
說
法
目
前
似
乎
已
不
能
成
立
蓋
二
者
應
是
兩

個
不
同
的
城
市

一
斟
制上
的
則
蚓
蚓
(
倒
叫
)
聞
1
站

站
的
咖

「
間
制
人的
墳
界
是
從
阿
刻
辣
寶
山
坡
直
到
包
校
以



上
地
帶
一
所
准
的

J
U例
山
坡
位
淤
以
“
間
舍
巴
毛
阿

t
i
l
f
l

，

I
l
l
i
-
-

。
l
l
I
l
l
-

u
m巴
的
大
稿
上
憋
在
死
你
的
阿
南
三
卡
公
m
t山
地
位
收

(
即
只
特
圳
特
石
)
亦
蝕
的
山
股
泣
一
地
情M
除
此
、
他
地

方
圳
扯
皮
的
歧
，H
M
M(叫
1

口

耶
特
刊
臼
)
亦
然
向
后
可

能
是
忱
於
死
海
之
啦
啦
八
L
l

公
且
也
的
納
巴
，
令
人
的

i
i
I
t
-
-
l
E
。
、
、

2
、
“
，

求
減
扎
特
純
依
的
1

位
u

以
反
耶
川
刊71

且
都
會
捉

到
厄
來
人
的
色
仰
的
卜
是
故
沒
有
指
出
它
正
餘
的
地
斑

。

1
4
1
t
i
l
l
-
-
l
t
i

l
l
-
-
1
1
1
1
1

，

仗
只
史
家
打
法
仁
多
次
從
到
了
納
巴
木
、
人
的
扎
特
辣

而
以
有
一
次
提
到
厄
來
的
態
石
(
只
特
辣

)
亦
似
于

。

並
求
將
三
有
品
為
丁
耐

二
的
巴
令
人
的
京
城
只
特
辣
如
上
所
述
它
是
攸

淤
死
心
的
成
兩
八
十
公
型
瞇
的
一
時
市
絨
的H
H
K叫
叫
剎

。

，

人
的
前
那
考
古
學
者
提
別
述
在
納
巳
令
人
之
前
此
地

。

l
}
I
l
-
-

已
有
人
想
存
在
但
是
故
不
發
達
亦
不
軍
要
叭
五
汶
斯

帝
閥
乙
後
的
活
峽
交
綠
馬
帝
州
時
代
也
才
達
到
了
M
m

。

史
上
的
黃
令
時
代
當
時
的
納
巴
泰
人
在
此
深
山
策
絨

'
。

之
間
經
有
一
了
他
們
俯
首
都
M
m代
的
間
不
更
在
此
大
興

土
木
在
位
大
的
詩
石
上
鑿
出
美
麗
壯
觀
的
樹
于
以
敬

H
M他
們
的
主
制
艸
杜
沙
跡
或
涓
迦
雅
艸
收
有
關
王
的
宮

殿
荒
穴
等
亦
是
山
村
石
刻
擊
而
成
甘
心1中
有
持
多
相
當

完
美
的
保
存

z
t
A
T
供
遊
在
也
巾

l
l
『
f
l
l
4
a
t
t
l

'

。

只
特
帥
"
的
地
此
可
十
分
險
要
易
守
雌
雄
攻
它
位
必
四

，

l
l
f
I
l
l
-
-

。

周
皆
是
高
山
的
盆
地
叫
形
服
場
上
稱
為
法
撒
谷
通
往

一
此
京
都
的

唯
一
要
這
是
一
條
卡
分
狹
窄
的
長
約
二
公

如
一
里
的
狹
也
稱
為
叫
樹
道
(
平
ω
布
)
。
狹
道
之
兩
邊
都

4

'

，

。

戶
是
防
火
，
的
嚴
石
高
變
宰
作
成
為
夫
然
的
要
草
公
元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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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火\'1年
山去的i j1: 
余|了起!俗

人。它一入
的時，總|
作 {U. 為|

用。圳人
治i 之

被手。
後在
起耀|
的馬|

帕人
1f，的
米|統
辣|治

所下，

(
科
)

前
貝
特
商
(
災
托
亞
)

(
何
話
:
)

域
名
志
的
心
不
太
明
確
大
致
被
認
為
「
長
蛇
女
神

之
家
」
是
一
陣
很
古
老
的
容
納
罕
城
缺
及
與
大
馬
士

革
之
間
的
交
通
畫
餅
凶
此
在
古
埃
及
的
文
件
上
及
阿

瑪
爾
納
的
汗
信
上
已
提
及
它
的
名
字
雖
然
蘇
口

H
H

將
它
到
分
給
默
納
協
文
派
但
質
際
土
它
至
做
鳥
月
時

代
仍
被
成
肋
台
特
人
所
的
街
(
做
上
H
M
M掀
下
幻
時
)

做
耀
滿
吼
叫
恥
川
政
權
之
後L
J正
式
將
﹒
匕
作
為
十
二
卜A
川
寸

之
一
的
一
小
時U
刪
減
(
列
上
4
u
)
至
於
以
氏
的
領
多

久
則
不
得
而
知
益
早
已
內
展
史
上
消
逝
位
主
公
元
前

二
一
八
年
才
重
被
提
及
為
安
提
約
古
三
仰
所
的
領
並

改
稱
為
史
托
叫
里

(
灰
3
M

加
下
凹
的
)
公
元
前
六

三
年
成
為
十
城
區
的
一
座
核
市

但
h
d古
學
的
發
現
自
一
九
二

-
l
一
九
三
三
年
考

占
學
家
仰
光
後
在
此
考
察
獲
得
大
批
的
重
要
新
發
現

及
諸
多
M
m史
資
料
A「
舉
其
要
有
問
述
如
下
公
元
前
三

五
0
0
年
先
前
已
有
一
批
半
遊
牧
民
族
定
閑
於
比
他

們
在
三
O
O
0
年
亢
右
被
客
納
罕
人
所
消
滅
此
後
一

千
至
一
千
五
百
年
之
久
容
納
罕
人
的
文
化
在
此
發
陽

阪
大
公
元
前
一
四
七
九
年
後
被
埃
及
法
郎
突
特
摩
息

斯
三
位

(
4
F
E
E
S
-
ω
口
阿
)
所
佔
領
歷
三
百
年
之
久

帥，發 10 並
是 JJI， ~.連
忘了史英
時不過堡

數少)]岐
位呀1t 提及
1長|在IJ I昌阿
及|的長市
法蛇蛇托

郎像。女勒
可~ ，'1:艸特
給 1.. 的立

的文做圳!
但物惚，的
2 中.1m I~司

于F 怪刁-
f可于(

~ VLj 於}散i

韓個比上
~ 7ï 1也 31

問H
I
乏
，
一
口
t
r
斗
，
面
丘
吉
。
-J

們

E
F
多

z
r
F
H
r
c
n之

1

人
名
惹
的
一
天
主
的
使
所
」
是
納
馬
爾
同
米

耳
加
所
生
的
幼
子
他
是
亞
巴
郎
的
研
子
琴
貝
加
及
抉

班
的
父
親

(
創
詔
甜
甜
的
問

自
明
的2
6
)

2

威
名
意
思
向
上
屬
回
叫
劉
文
派
位
於
則
制
創

巴
區
內

(
一
騙
上4
叩
線
"
‘
)
達
咪
晶
口
將
克
服
漆
刻

抉
裕
滅
之
後
的
一
部
份
勝
利
品
沌
往
比
械
(
紙
上
到

盯
)
學
普
們
以
為
它
就
是
現
A
-
A
H
H
偽
A
T
H
巴
東
北
的

烈
士
(
5
乎
已
丘
，

H
N
S
)
(

韓
)

8
3
牛
、d
u
v母
已

B
S
r
J

A
容
納
牢
的
一
個
小

的M
F
r
t
y
H
只
1
刻
g
nN
n
n」

-
'
，
、

t

閥
杖
、
君
主
名
叫
阿

多
尼
只
則
完
但
亦
是
鐵
名
在

-
m裘
抽
大
放
西
默
盎

A
m
u

殺
了
不
少
的
客
納
罕
人
並
俘
繳
了
悶
悶
主
叩
以
凌
叮
嚀
將

其
手
間
之
她
指
刮
去

(
民
1

.
7
)

可
謂
以
其
人

之
道
還
真
人
之
身
蓋
從
前
他
會
以
此
行
刑
你
況

f

七

十
位
王
子
只
則
克
的
地
理
位
也
不
能
做
定
甸
人
謂
即

現
今
路
舍
根
東
北
十
四
英
盟
的
依
布
齊
(
】
『
N
坦
問
)或

謂
在
革
則
爾
東
北
部
(
韓
)

炒

3

、
才
子
h
H
F宙
之
切
。
-
HS
E
N
N
R
J意
調
「
貝

h
F
P
Z

、
t
H
F
F
-
H
E
ω
R
L
|

1

|

，

-

-
I
l

'

、
耳
保
進
閻

王
生
命
」
是
納
波
尼
仕
的
長
子
加
色

r

人
最
後
的
~



~
位
閻
王
「
公
司
兀
前
五
五
五
l

五
三
八
年
這
6

1
)
技

知
~
斟
6

記
說
閻
王
攏
了
千
人
大
的
比
並
將
則
采
聖
殿
的
金

-
銀
器
且
取
來
飲
酒
作
樂
正
在
狂
歡
之
際
忽
見
怪
手
在

于
椅
上
寫
字
並
技
達
會

(
7
車
)
記
放
在
他
為
王
的
第

-

一
年
神
兒
四
個
巨
獸
第
三
年
艸
見
公
綿
羊
與
公
山
羊

相
爭
的
真
像

(
達
8
t甫
平)
國
玉
的
父
親
談
達
5
2

u

是
創
劉
哥
但
實
際
技
歷
史
的
記
山
叫
他
是
納
法
尼
杜
之

子
與
到
蚓
副
幾
乎
完
全
沒
有
關
係
至
今
學
者
對
達
害

的
這
種
記
述
沒
有
合
理
的
解
釋
不
祇
如
此
並
且
他
從

來
就
未
作
過
正
式
的
閻
王
而
紙
是
代
父
執
政
必
特
H
E
E

而
已
故
此
達
告
所
說
的
「
國
王
」
「
國
王
的
朝
臣
太

后
」
等
只
是
一
種
假
托
的
稱
呼
而
已
當
波
斯
人
進
佔

凹
出
制
時
貝
耳
沙
田
在
公
元
前
五
三
八
年
「
提
市
黎
」

月
的
十
五
至
+
六
日
的
夜
間
被
他
投
降
於
波
斯
人
的

大
將
哥
彼
紮
雅

(
。
。
『E
S
)
所
殺

(
韓

)

}
草
草
、
r
z
r
'，
S
A
4，
\
M
M
E

-
tN
O
V￠
σ
J

M
E
耳
間
腳
步
F
F
o
z
2
)
見
巴
耳
則
步

1
3
吋
里
住
事
古
巴

E
J
原
文
之
意
不
詳

叫
F
E
Y
H
且
一
叫
引τ占
/
」

-
a
l
-
-
1
;

'

、
或
有
「
廢
物
」

「
流
氓
」
「
兇
惡
」
之
意

這
個
名
詞
的
意
義
實
在
很
多
用
處
也
底
平
常
被

世
於
另
一
個
名
謂
之
前
以
指
示
事
物
的
可
憎
或
人
物

的
可
想
今
列
舉
聖
經
上
用
這
一
名
詞
的
地
方
讀
者
的

可
明
瞭
它
的
意
義
「
可
您
的
事
」
(
申
U
H
)
「
無
賴

之
徒
」

(
民
的
n
m
H
)
「
按
人
」

(
撒
上
1

凹
)

「
無
惡
不
作
的
人
」
(
撒
上
2
u
)
「
無
賴
漢
」
(
撒

七
740-744 

上
m
n
)
「
脾
氣
暴
躁
的
人
」
(
繳
上
封
口
自
)
「
敗

類
」
(
撒
下
的

?
m
I
幻
6
)
「
流
氓
」
(
列
上
幻

叩
)
「
惡
者
」
(
鴻
2
1
)

「
歹
徒
」

(
約
M
M
)

亦
布
人
謂
它
總
是
一
個
固
有
名
調
怠
的
「
撒
彈
」
或

「
惡
魔
」
悅
]
通
行
本
上
數
次
將
之
音
譯
當
固
有
人

名
看
待
在
新
約
中
保
綠
稱
貝
皇
雅
耳
目
正
諸
惡
神
的
首

領

(
絡
後
6

臼
)
在
猶
太
主
義
文
件
及
偽
經
以
及
教

父
們
的
著
作
上
多
次
以
為
它
與
「
撤
嬋
」
之
名
同
在

谷
木
蘭

(
O
E
H
H
E
D
)
的
文
件
上
它
特
別
是
「
黑
暗

君
王
」
的
代
稱

(
韓

)

必
-
、
3
岡

d
H
S
主
寸
「
HU
Z
N
P
H
F
J
它
原
是
猶
大

引
F
E
P召
開
H
H只
恥
于
F
F
E

」

1
-
4
l
F

吧

，
、
交
派
的
一
座

城
在
耶
京
以
北
約
二
十
公
里
在
它
附
近
猶
大
瑪
加
伯

與
德
默
特
琉
一
世
宗
特
爾
(
公
元
的
一
六
二
l

一
五

0

)
的
大
將
巴
基
德
作
戰
身
亡

(
加
上
9

.
)
有
人

以
為
它
與
，
你9

叮
所
說
的
具
洛
特
同
(
將
)

。

3
1
、
3
間
包

3
E
d
R
S
Z
Y
O
Z
J

地
名
意
思
是

利
F
E
P
E開
A
E
H
L
石
。
門Z
E
o
\

|
，

-
4
l
d
-
z
t

d

、
「
七
人
之
并
」

是
墓
地
南
方
的
一

座
古
客
納
罕
城
與
學
祖

們
有
看
密

切
的
關
係
(
創
幻

H
U

臼

n
u
必
扭
扭
認
刊
物
l

s
)
創
分
聖
地
時
屬
於
猶
大
文
派
(
蘇
的
血
撇
下
圳
的

7
)但
有
時
划
將
它
釗
入
西
默
盎
文
派
的
城
中

(穌
的
口

2
)
因
為
m
f
m們
曾
在
此
祭
叫
他
上
主
(
創
圳
的
問
必
自

M
W
I
)放
被
以
民
視
為
聖
地
且
娃
有
聖
所
但
忘
掉
胡
來

均
受
了
結
納
竿
人
邪
習
的
傳
染
而
被
單
毛
斯
先
知
所

斥
責
(
亞
5
5
8
H
)
因
為
它
是
聖
地
最
南
方
的
「
學

城
」
故
很
容
易
與
最
北
方
的
日

J
u路
司
咽
擎
的
那
γ
ρ

相
連
而
成
一
種
、
俗
話
「
從
丹
直
到
貝
爾
舍
己
」
戶
民
卻

1

繳
上
3

甜
傲
下
3
"

鬥U
U
M
F
Z列
上
5
6
)
或
者

「
從
貝
爾
舍
巴
起
到
丹
」

(
編
上
幻
2

編
τ
!
"
5
)

指
示
以
民
由
南
到
北
的
領
土
區
域
雖
然
背
際
上
它
的

領
土
超
過
了
南
方
的
貝
爾
今
巴
及
比
方
的
丹
猶
大
可

制
剛
到
的
母
親
喇
喇
蚓
郎
此
處
的
人
(
川
τ
lu
z

制

下
圳
的1
)
充
軍
級
猶
大
艾
派
在
此
重
擊
家
國
(
厄
下

聖
祖
及
以
民
君
王
時
代
的
占
貝
爾
舍
巴
已
成
廢

雄
無
人
居
住
考
古
家
已
證
贊
它
在
現
今
新
貝
爾
舍
己

之
東
約
六
公
里
處

(
梅
)

輛
是
功
一
匕

n
J
Z

E
J
人
乞
意
思
是

7
E
F
地
唔
F
Y
U
U
7
/

」

|
，
j
E
|
j
'

、
「
縛
報
酬
勝
利

的
灰
人
一
或
「
勝
利
的
女
傳
報
且
一
是
聖
經
上
兩
側

女
人
的
名
字

(
1
)
仆
托
肋
米
二
世
非
拉
德
爾
勝
之
女
釵
利

因
王
安
抵
約
古
二
世
嘲
剛
蚓
之
妻
(
公
元
前
二
六
一

!

二
四
六
)
以
前
他
會
娶
勞
狄
刻
(
伊
巴
金
}
8
)
為

辜
的
故
於
割
按
約
古
二
世
死
恤
俏
貨
制
尼
即
與
其
夫
及
其

子
均
被
勞
狄
刻
所
毒
殺
以
示
報
復
迷

u
e

稱
她
為

「
南
方
國
主
的
女
兒
」

(
2
)
黑
落
德
阿
格
黎
帕
二
忱
的
姊
妹
故
此
是

大
黑
洛
德
的
孫
女
猶
如
其
他
黑
洛
德
家
族
中
的
一
切

女
人
美
麗
兇
狠
淫
蕩
不

聽
與
其
殺
父
卡
爾
齊
斯
王
黑

制
制
結
為
矢
口
肌
二
十

一
歲
即
守
乳
乃
與
其
兄
剛
叫
到



帕
亂
倫
同

M
h人
皆
不
品
間
不
得
已
煙
時
與
基
里
基
叫
廿
五

(
口
-
H
n
3
)
順
助
孟
結
婚
但
不
久
又
重
與
世
、
兄
刊
凹
陷

二
人
在
赴
凱
撒
勒
雅
闊
的
機
會
上
認
識
了
保
祿
(
宗

鈞
u

必
m
)
最
後
按
史
家
的
品
收
貝
勒
尼
切
問
羅
馬

大
將
提
托
亦
曾
有
過
一
段
波
段
史

(
除

)

“
司
司
也
可
冒
叮
佇
匠
、
「
固
立

F
R
S

J
城
名
意
思

，

1

，

t
t
I
-
7

、
是
「
衰
敗

之
家
」
或
「
邪
神
住
所
」
是
先
知
們
諷
刺
具
特
耳
的

別
名
葉
聖
祖
們
幌
為
墓
地
的
貝
特
耳
在
先
知
時
代
已

淪
落
成
倫
狸
衰
敗
敬
拜
邪
棘
的
地
方

(
草
5
s

歐
4

臼

5
8
ω
5
)
它
闡
明
於
木
雅
明
文
派(結
7
2

m
n
)

有
人
則
以
為
與
在
貝
特
耳
西
南
的
哈
依
誠
向
至
於
聖

經
上
所
說
的
貝
特
阿
文
曠
野

(
蘇
叫
時
間
)
郎
且
是
指
貝

特
耳
曠
野
而

言
繳
上
口
5

及
M
n

兩
地
方
拔
地
理
學

家
亞
貝
耳
之
意
應
改
寫
貝
恃
回
甸
龍

(
鶴

)

“

3
3
、
主
寸
S
J
H
區
「
F
F
Z

Z
D

J

t忌
謂
「
自
旬

引

E
F
t
T
E
H
F
-
X
H
函
。
"
Z

」

1

.
F

e
司

1
1
3
l

'

、
龍
〔
神
〕
之

喘
口
座
」
是
兩
個
同
名
的
姊
妹
坡
有上
下
之
分
上
坡
在

那
京
西
北
十
一
英
里
下
城
則
在
十
三
英
里
處
位
於
三

百
公
尺
高
的
山
關
上
屬
本
雅
明
文
派

(蘇
的
a
s
)
是

該
支
派
的
邊
界
城

(
#
帥的
H
)
此
兩
陸
城
為
厄
邦
制
問

因
之
女
兒
舍
厄
辣
所
建

(
編
上
7
H
)
分
配
給
肋
未

﹒
人
刻
哈
特
居
住
(
蘇
幻

n

編
上
6
"
)
因
為
它
地
勢

于
險
真
是
自
海
邊
平
原
上
至
同
閹
割
巴
蚓
京
及
制
固
叫

帥
一的
必
經
之
也
有
大
路穿
也
故
此
是
軍
事家必
守
必
爭

-
z
恥
酬
蚓
淵
戶
則
上
9
口
漏
下
B
S
d
及
蚓
叫
樹
時

745-749 ~!f. t 

代
的
巴
基
川
的
你
曾
在
此
上
下
兩
城
娃
築
防
禦
工
事
反

堡
壘
(
加
上
9

目
)
也
正
過
如
此
在
此
商
城
有
不
少

流
血
的
戰
爭
已
退
如
右
蘇
厄
在
具
特
日
旬
龍
的
山
坡
路

上
學
役
了
阿
際
項
人
(
你

m
u
)
在
搬
鳥
耳
時
代
培

肋
A
T門
特
人
由
此
“
上
他
隨
以
民

(
撒
上
U
U
)
為
加

伯
伯
大
亦
在
此
地
卅
啥
叫U
W
H次
大
勝
將
敘
利
回
大
將
色

能
統
帥
的
尚
大
明
白
「
除
精
以
(
加
上

3

時

M
7
"

等
)

羅
馬
大
將
切
耳
息
約
(
b
n
FM
E
)亦
在
此
幾
乎
全
軍

覆
沒
這
兩
耐
性
姊
妹
域
的
他
址
已
被
告

d

占
叩
門
戶
家
們
所
發

掘
凡
此
予
以
澄
質

(
韓

)

叩
貝
特
肋
值
(7
H
E
n
s

)見
叫
吼

叫
兩
日
內
恤
付
卒
晶
宮

T
Fc
n
s
z
m
nJ村
名
意
叫
心

，

-

'

F
T
J
1

b
l

旬
，
、
是
「
早
熟

的
無
花
果
之
家
」
或
謂
「
無
他
小
的
的
「
川
烈
地
方
」
是

耶
京
附
近
的
一
個
小
村
從
郎
穌
的
仆
扣
發
兩
個
門
徒
往

比
村
去
伐
一
匹
母
驗
同
她
的
檢
心
心
穌
騎
著
一
一
道
匹
駱

駒
光
榮
地
進
了
耶
路
撒
冷
城
(
也
到

1
l

7
)
這
村

莊
究
竟
在
何
處
大
致
已
被
礁
定
啊
崎
拼

H
A笨
得
都
有

口
比
仙
一
匕
跎
耶
成
品
近
是
航
京
的
邊
叫
一ma
u
f有幾
種
耶

京
的
持
被
瑪
幻
1

紙
籠
統
的
特
晶
石"
M
f在做
衡
山
的
州的

盯
則
較
為
清
楚
地
說
它
在
橄
欖
山
的
泉
山
坡
上
此
即

現
人(
1之
突
爾
(
吋
頁
)
付
一
壯
此
亦
即
教
會
初
期
的
傳

說
草
地
在
此
於
一
八
六
七
年
發
現
了
卡
字
軍
東
征
時

代
的
英
像
上
有
耶
穌
復
活
校
悶
械
扎
扎
耶
穌
接
過
糙
駒

的
表
象
並
以
拉
丁
文
在
一
像
上
寫
若
「
貝
持
法
草
」
字

樣
叉
於
一
八
八
0
年
在
其
附
近
發
現

了

一
唯
學
T
M

祭
台

(
特
)

一
、
、
，
畫
{
切
。
子
E
E
L
-
3
4

?
|
J

-
E
J

J
J
J

是
萃

，
\
「
仙
州
仰
、
之
地
〕

在
加
里
仙
I
M湖
之
北
(谷
6

的
)約
州
V
J川
人
仆

也
l
p
-
h
h

約
一
公
里
是
伯
多
祕
艾
德
肋
及
“
徒
刑
的
的V
L鄉
(
H
h

1

“

u
n
)
在
門
徒
們
完
成
第
一
次
傳
教
科
屯
川
人H
h

翰
被
殺
之
後
耶
穌
與
門
徒
避
到
毛
附
近
的
順
野

e
u
s阿
甘

地
方
去
休
息
(
路

9

叩
瑪
M
H
(仆
6
U
)

似
于
圳
市
仆

鼎
鼎
他
耶
穌
是
以
有
在
曠
野
第
一
次
增
餅
的
巧
以
(
的

M
H
l

缸
谷
6

詞
“

帥
的9
u

口

"
“6
2

臼
)

在
此
奇
跋
之
後
耶
穌
命
門
徒
們
上
給
過
海
去
扎
特
w
u

遠
等
候
耶
穌
他
自
己
划
在
打
發
訂
戶
泉
之
後
心
付
卡
扎

特
接
進
與
門
徒
們
會
A口
然
後
同
船
去
叫
到
面
的
叫
崗
山
A
M

(
瑪
M
m
谷
6

“
紅
6

口
)
取
料
上
雖
以
刊
山
川
紅

比
治
好
了
一
個
眼
子
(
谷
8

扭
扭
)
無
快
地
他
在

此
顯
過
不
少
其
他
的
學
跡
因
他
不
時
來
此
付
從
例
是

為
了
一
一
這
村
的
人
不
進
口
用
救
主
的
心
感
接
受
他
的
一
騙
行

和
可
辨
盼
凶
一
同
被
主
所
H
A斥
(
叫
u
n

自
制ω
時

與
此
川
刊
名
的
另
有
一
他
城
亦
化
猶
m
z可
是
大
兒

制
制
的
兒
子
對
蚓
制
為
得
花
於
掛
蚓
內
巴
帝
刷

E
A
A
叫
例
都

修
建
此
恥投
以
皇
帝
女
兒
蚓
盟副
之
名
名
L
比
城
快

加
劃
叫
回
湖
較
遠
在
它
的
北
方
偏
束
不
是
聖
經
上
所

說
的
漁
村
貝
特
淒
迷

口
均
工
刀
商
投
古
來
的
傳
統
拉
M
W
4
央
文
件
通

E
T﹒卡



-
六
世
紀
都
做
個
時
它
在
加
里
肋
亞
糊
的
西
邊
逼
種
傳
說

如
一
的
恨
鐵
有
二
其
一
耶
穌
在
增
餅
之
後
命
門
徒
上
船
過

., 一
海
去同
蚓
劃
叫
這
既
然
增
餅
之
處
是
在
湖
之
東
北
邊
那

一
麼具
特
賽
途
憋
在
湖
之
西
邊
其
二
是
若
也
且
更
清
楚

地
說
「
加
里
肋
劃
(
省
的
)
貝
點
胡
亂
」
但
二
者
之

理
由
都
不
能
成
立
因
為
「
過
海
」
一
詞
並
不
一
定
指

直
線
航
至
海
之
對
岸
史
家
若
瑟
夫
即
會
言
「
由
提
庇

劇
組
過
海
去
塔
里
凱
耐
性
」
雖
二
者
都
在
湖
之
西
岸
再

者
在
增
餅
之
處
與
貝
特
賽
遠
之
間
湖
岸
突
仙
形
成
一

伺
機故
有
耶
穌
「
過
海
去
則
村
」
的
按
法
至
於
相
縛

在
西
岸
的
貝
特
賽
遠
地
方
不

久
之
前
會
有
人
作
考
古

研
究
所
發
現
者
都
是
晚
於
耶
穌
時
代
的
阿
刺
伯
人
的

廢
也
割
劃
所
說
「
加
劃
肋
亞
貝
特
賽
達
」
一
語
亦
不

一
定
要
指
定
它
在
湖
之
茵
河
因
為
實
際
上
加
里
肋
亞

省
的
地
區
亦
包
括
湖
來
面
的
一
片
土
地
故
此
貝
特
在

達
在
們
西
岸
觀
副
科
之
西
南
的
說
法
是
不
正
確
的
現

在
已
少
有
人
仍
持
此
品

(
韓
)

到
司
是
寄
一
畫
畫
「
F
F
s
e

J是
肌
京
城
來

7
I
J

且
守

E
U

是
唔
，
/

\
北
角
上
的
一

個
水
池
凶
靠
近
「
羊
門
一
之
故
而
被
村
，
j

通
行
本
稱

為
「
竿
池
」

(
右
5
2

)
它
的
希
伯
來
文
名
竟
有
四

種
不
同
的
寫
法
比
水
池
有
五
個
走
鹿
走
臨
下
躺
若
許

多
病
人
等
候
天
使
攪
動
池
水
水
動
後
第
一
個
下
到
水

池
的
使
得
痊
愈
(
在
5

2
1
4
)
聖
經
學
者
對
此
水

池
有
過
不
同
的
解
釋
有
人
謂
貝
特
區
達
乃
一
地
方
名

或
謂
有
兩
個
水
池
其
一
是
貝
特
匣
達
其
二
是
「
羊
池
」

盡七750-753 

更
有
人
謂
此
水
池
的
是
史
經
亞
水
池
以
間
用
自
然
原

理
解
釋
水
動
的
奇
事
蓋
按
他
們
之
意
見
基
紅
水
泉
的

水
經
隧
道
有
間
歇
性
地
注
入
央
羅
亞
水
池
故
此
它
的

水
時
動
時
靜
陷
比
學
推
且
也
已
不
多
見

制
蚓
劃
神
父
們
曾
在
此
水
池
作
考
古
挖
掘
證
質

池
係
長
方
形
一
百
二
十
公
尺
長
六
十
公
尺
寬
中
間
有

一
道
怕
將
水
池
平
分
為
二
治
中
間
給
唯
有
走
廊
再
加

上
四
邊
的
走
廊
正
符
合
聖
經
上
所
說
的
五
個
走
鹿

(
叭
叭
5
2
)
。

耶
穌
在
此
治
衍
一
個
臥
病
三
十
八
年
的

燈
子
(
結
5
5
1
9
)

在
水
池
的
東
南
邊
原
建
有
聖
母
大
股
後
稱
為
鑿

的
叫
做
(學
母
之
母
)
為
紀
念
聖
母
誕
生
於
此
地
(
按

傳
說
)

(
韓
)

也
』
、
主
寸
t
k
前
內
「
F
F
N
E
J
意
調
「
只
石

"
H
E
E
P
必
于
志
趣
洞
開
/
】
W
O
H
Y
E

」

-
H

可

4
1
3
l

'

『

\
之
區
」(
即

堡
壘
)
是
一
座
不
易
第
登
的
山
頭
在
赫
具
龍
之
北
七

公
里
比
原
是
制
州
叫
人
的
一
陣
城
也
佔
領
後
被
劉
分

給
掛
蚓
支
派
(
側
的

且
一
勒
哈
貝
罕
曾
在
此
建
築
防
禦

工
事
(
編
下
口

7
)
充
軍
後
是
此
區
之
主
要
城
市
在

胸
志
內
不
時
提
凡
此
此
地
(
切
上
4

扭
扭

4

“

6
7

品
加
F

H
S

間
)
終
被
安
扭
約
占
五
世
佔
領
(
加

上
6
叫
的
)
巴
基
德
將
此
處
修
建
後
派
歹
徒
主
管

此

區
(
加
上
9
自
)
約
叭
叭
公
元
前
一
問0年
再
入
息
孟

之
手
(
加
上
口
問
M
7

臼
)

對
側
的
有
占
家
曾
先
後
淤
一
九
三
二
年
及
一
九

四
七
年
在
此
挖
掘
考
察
證
明
遠
在
公
元
前
十
八
世
紀

此
地
己
徑
是
一
座
相
當
重
要
的
城
市
吵
哈
貝
翠
的
防

禦
工
事
已
盡
壞
無
遺
無
處
可
等
這
可
能
是
因
為
其
工

事
之
範
圍
很
小
亦
不
大
堅
固
之
故
格
外
是
由
於
希
臘

人
大
嗯
，
修
達
使
之
成
為
一J時
候
正
的
堡
皓
必
將
以
的

ι
事
益
也
不
過
凹
劉
樹
的

L
m山
區
時
代
較
阮
仍
呵
扯

到
此
地
於
公
元
前
第
一
世
紀
已
無
人
居
住
但
它
的J
U

字
即
由
後
來
在
它
東
南
半
公
里
的
一
個
小
付
位
保
留

至
仇

(
韓

)

2
E
J

、
A
I
」
h
H
v
r
L
E
\切
。N
m
E
/

人
名
意
謂
「
狂

"
F
E
P
H
刊
立
甘
心
τ
品
，
/
回g
o

佇
立
」

l
J
I
l
t
-
;
/

、
天
主
此
處
之

下
」
聖
經
上
有
此
名
者
有
二
人

1
蚓
划
文
派
，
剛
劉
的
兒
子
(
見
幟
上
2
間
一
綺
下

1
5
)
是
天
主
練
選
的
匠
人
為
製
造
會
幕
及
其
中
所

用
的
一
切
合
銀
銅
寶
石
木
刻
等
溢
血
(
山
川
叫
“
-
u

5

叩
|
時

6
1
7

1
l
l
8

臼

J

t
d: 

.. 

1
u
q
d

句
3

、

2

在
充
軍
歸
來
後
被
厄
斯
德
拉
催
迫
與
外
方
灰

子
離
婚
盾
的
名
單
中
亦
有
比
私
(
叫
上

的
抽

)
(緯
)

3

可
唔
，
、r
t
t
f
h
w
p
」
3

三
F
Z

m
Y
E
E

『
/

帽M
E
b
y
τ
ι
t
z
r

、
W
U
H
H
f
E
H
E
E
『
」

人
名
意
指
「
叫
叫
紳
保
起
喝
一
土
的
生
命
〕
圳
京
火

陷
於
釗
捌
副
王
之
後
曾
有
一
批
個
別
貴
族
青
年

|

1
I

別
叫
制
及
其
同
伴
|
|
被
械
化
凹
叫
制
為
服
侍
州
正

值
宵
長
阿
加
州
口
納
喇
叭
重
新
給
他
們
起

7
名
宇
稱
這
仆
地

制
為
副
耳
蚓
洲
區(
由
1
3

1

7
2

甜

4
5
)
鴨
山

版
的
人
民
或
城
市
土
地
來
重
新
命
名
是
古
東
方
人
的

習
m
m

(
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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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3

、
k
f
b
z
b
A
?
4
-
a

「
M
w
n
H
Y
'

"
F
O
B
B
E

啊
H
F
E
P處于
A
E
國
略
目
1
/
F
H
YE
B
E
」

城
名
意
恩
是
「
太
陽
之
家
」
很
可
能
與
依
一
份
舍

默
士
(
蘇
ω
“
「太
陽
之
城
」
)
及
哈
爾
赫
勒
斯

(
民

1

自

「
太
陽
之
山
」

)
同
為
一
城

1

位
於
苟
勒
克
平
原

(
見
民
的
4
)
即
現
今
之

魯
美
拉
廢
雄

(
斗
。-
-
m
c
呂
立

E
Y
)在
耶
京
西
南
二

十
四
英
里
是
阿
市
刻
陸
及
耶
路
撒
冷
之
間
的
交
通
重

鎮
因
翼
地
位
重
要
故
遠
在
公
元
前
二

-
0
0
年
已
有

人
居
住
一
八
0
3
年
希
克
索
斯
人
(
且
可r
g
ω
)入
侵

將
此
城
摧
毀
幾
再
無
文
化
可
言
至
一
五

0
0
年
前
後

埃
及
打
敗
並
驅
逐
希
克
素
斯
人
才
重
建
此
城
並
築
城

搗
禦
敵
於
是
人
口
漸
多
文
化
昌
盛
一
二
0
0
年
左
右

再
毀
於
以
民
或
培
肋
舍
特
人
之
手
以
民
進
入
聖
地
後

將
之
創
歸
猶
大
支
派

(
蘇
臼
叫
到
6
)
並
成
為
司
祭

于
城
(
蘇
創
刊
)
但
至
遠
昧
時
代
以
民
仍
未
能
將
之
完

一
金
克
服
佔
領
(
民1
臼
|

師
)
撒
羅
游
立
其
為
十
二
太

細
一
守
區
之
一
(
則
上
4
9
)
信
肋
舍
特
人
將
搶
劫
之
約

三
植
歸
還
此
地
(
繳
上
6
9
M
H
)
晶
個
大
王
阿
瑪
責
雅

進七

亦
在
此
地
被
以
色
列
王
耶
昂
阿
士
唯
敗

(
列
下
M
U

制
下
衍
n
)
川
叭
叭
H
次
為
猶
太ft時
此
城
被
培
肋
舍
村

人
，
反
克
(
編
F
m
u
)
比
古
城
在
公
兀
一
九
一
一
晨

一
九
一
二
年
間
的
日
被
巴
力
斯
坦
布
古
學
院
(
3
-
S
H
E

S
n

別
名
Z
S
H
S
D
咽
口
且
已
)
所
挖
細
考
察
後
在
一
九

二
八
l
一
九
三
二
年
及
一
九
三
三
年
間
又
有
哈
仰
一
幅

特
學
院

(
因
E
Z
F
旦
的
。
】
訪
問
。
)

的
再
事
考
察

2

在
納
斐
塔
里
上
又
派
的
一
座
客
納
罕
城

(
蘇
凹

叫
民
1

品
)
在
此
地
曾
有
太
陽
神
的
敬
過

3

屬
依
撒
加
爾
文
派
的
一
座
城

(H師mw
m
)(

韓

)

y
m匕
h
r
t
h
]
「
F
E
5
J一種
紅
色
的
透
明
白
石
是

!
司

7
3

」
/
∞
R

庄
、

-
-
A
j
-
-
-J
ω
\

大
司
祭
胸
腳
上
的
第
一
塊

寶
石
(
出
站
口
)
也
是
提
洛
王
子
用
的
裝
飾
品
之
一

(
則
認
臼
)
默
示
錄
上
所
記
故
的
那
位
坐
在
對
崖
上

的
判
官
看
來
好
似
「
紅
瑪
磁
」

(
即
赤
玉

)
(
默
4

3
)
新
耶
京
的
第
六
座
基
石
是
由
「
赤
瑪
指
」
作
成

(
默
刮
目
)

見
寶
石

(
韓
)

"
色
K
R
E
Z
n
y
J

』
胸
乃
正
房
外
反
算
正
房

1
.
-
J
I月

，
H
S
E
E
m
\

的
煌
築
取
通
常
上
面
有

頂
下
邊
有
火
性
支
粒
之
多
少
陷
路
之
長
短
而
定
這
類

建
築
物
我
國
古
時
已
有
古
希
臘
羅
馬
也
都
有
而
且
在

古
希
臘
有
在
廊
下
走
來
走
去
講
學
的
也
即
西
文
所
稱

M
M
O巳
宮
H
E
n
-
我國
稽
之
寫
「
逍
遙
派
」
從
電
經
上
我

們
知
道
猶
太
人
也
有
這
類
建
築
最
出
名
的
撒
羅
湖
娶

仙
似
創
刊
組
街
走
晦(也
會
閱
列
上
6
3
)
山
川
日
U
U走
廊


K仙
釗
耶
穌
時
代
仍
保
留
著
耶
穌
的
川
在
做
總
滿
耐
腳
下
品

過
道
則
(
H
M
H
A
m
臼
)
學
料
向
協
後
伯
各
惚
也
會
犯

法
處
品
過
道

(
HM
山
市3
u
)
向
自
吋
冷
地
圳
經
滿
鹿
乃

抖
。
回
時
教
文
慣
常
集
會
的地
方
(
去
5
u
)
此
外
按
若

5
2

所
栽
在
耶
路
撤
泠
靠
近
半
門
衛
一
個
水
池
希
伯

來
滔
叫
作
具
特
區
達
周
圍
有
五
個
走
龐
妓
這
些
一
走
路

無
疑
是
為
供
人
洗
羊
之
用
因
當
時
被
引
入
學
版
作
犧

牲
品
的
羊
都
由
這
羊
門
而
入

見
具
特
恆
達
羊
門

義

前
辛
(
E
u
p
)

兒
皮
靈
車
制
心

妙

R
H
V
A
O
E
「
F
E
M
E
g
=
J
「
邪
門
仟
士
王
在
當

f
E
J
Z
m
t
石
。
E
n
p
g
\

圳
市
和
一
通
常
指
「
通
姦
」

或
「
自
淫

」
(
見
創
刊泊
M
德
9
3
!
叩

)
但
也
指
由
可

女
姆
外
之
筍
A口
(
如
申

扭
扭
)
H
h
有
夫
之
婦
犯
了
這

罪
應
將
她
燒
死

(
創
刊扭
扭
)
如
一
男
子
與
一
有
夫
之

婦
通
姦
男
女
雙
方
都
應
處
死

(切
切
刊
)此
外
聖
經
上

嚴
禁
一
切
亂
倫
之
溼
行
以
及
和
任
何
獸
頓
所
行
的
偉

行
(
見
助
的
8

自
)
凡
犯
了
上
述
任
川
一
種
淫
行

的
都
應
一
律
處
以
死
刑
(
肋
切
叩
!
臼
)
倘
若
男
子

強
姦
了
一
少
女
而
少
女
無
法
自
衛
則
孩
兒
子
應
娶
該

少
女
為
妻
(
申
扭
扭

)
除
7
上
述
各
種
淫
行
外
舊
約

里
把
一
切
背
棄
天
主
敬
拜
邪
帥
的
界
也
一
律
稱
為
邪

淫
如
山
M
H
民
2

口

編
下
h
u
u
n耶
3
6

-

s
n
u

則
M
H
I

H

歐
l

‘

l

g

邪
淫
在
值
約

里
通
常
是
指



~
~
切
見
諸
事
實
的
行
為
但
在
鞘
割
剖
間
里如
約

況
，
也

划
~會
談
及
紙
蘊

於
心
里
的
內
心

恩

怨
但
在
研
制
里
自
耶

..

. 

一
穌
在
山
中
連
訓
說
「
心

里
潔
淨
的
人
且
是
有
福
的
因
為

-
他
們
要
看
見
天
主
」
又
說
「
你
們
一
向
聽
說
過
『
不

可
姦
淫
』
我
部
對
你
們
說
凡
注
視
婦
女
有
意
貪
戀
她

的
他
已
在
心
里
姦
淫

了
她
」
(
瑪
5
.

叮
詞

)
這
一
線

耶
穌
說
明
意
淫
也
是
罪
過
為
此

作
耶
穌
門
徒
的
宗
徒

如
聖
保
祿
在
他
的
書
信

里
勸
勉
信
友
連
心

里
一
切
不

潔
的
思
想

也
當
由
自
己
心
內
除
去
(
見
格
後
7
2
5

至
於
期5
曰
"
﹒
以
及
到臼
間

在
拉
丁
副
研科

雖
有
「
明
白
E
g
t
。

」
(
邪
淫
)

一
詞
不
過
攘
近
代

學
者
大
多
將
該
詞
比
作
舊
約
里
的
N
S
巴

解
作
姦
淫

故
恩
高
末
譯
作
「
餅
居
」
是
以
披
上
述
瑪
5

u

w
g

二
處
的
意
思
除
了

「
餅
居
」
外
是
不
准
休
萎
的
若
屬

「
餅
居
」
也
即
不
合
法
的
婚
姻
不
但
可
以
休
妻
而
且

按
婚
姻
的
法
律
應
該
與
不
是
正
室
的
女
子
分
詞
為
此

耶
穌
並
不
是
說
人
因
了
妻
子
的
不
貞
的
可
休
妻
或
離

婚

七760-765 

位德I 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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閥割 王t 見

主後 去鞏 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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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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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祿|是
他的羅|
是 喜馬|
接信的

替 上，一
伯| 乘位
多| 機 教
祿|間友，

( 的候會 (

韓第弟1;在義
) 一反| 保I~

加
里
達
(
廿
三
)見觀

加
里
貝
納
(
阿
拉y
)地
品
意
思是
「
白
色

;

的
」

l

是
位
於
函
乃
半
島
東
端
的
一
個
地
方
在
這
裹

以
民
曾
經
紮
營
住
宿

(
戶
犯
訕
訕
)

2

是
猶
大
境
內
的
一
座
城
區

(
蘇
白
血

)
位
於

瑪
刻
途
和
娃
基
士
之
間

(
蘇
m
m
|

缸
)
若
蘇
厄
將

其
克
服
並
完
全
毀
滅

(
蘇
ω

川
胡
也
5
)
後
將
其
地

賜
與
肋
未
人

(
蘇
幻
閃
一
編上
6

“
)
約
沙
法
特
為
猶

大
王
時
里
貝
納
和
厄
東
同
時
宣
佈
獨
立

(
列
下
8

且

編
下
創
刊
)
亞
述
王
散
乃
黑
黎
布
會
企
圖
佔
領
比

城

(
列
下
的
6
9

依
幻
8
)
但
未
克
如
願

(
列
下
的

自
M
可楓
划
王
約
阿
戶
口
次
及
漆
德
克
和
的
母
親
制

慕
塔
耳
即
是
此
地
人
(
列
下
幻
缸
圳的
M

耶
口
1
)

考
古
學
者
們
會
企
間
斷
定
它
的
原
址
但
至
今
未

能
完
全
提
貨
蓋
有
兩

個
地
方
即
沙
飛

斗
﹒
丘
，F
m

嚴

爐
及
波
爾
納

(
4
oZ
H
H
Z
E
H
)
廣
爐
都
可
能
是
古
代

的
里
貝
納
城
二
者
相
距
有
九
公
里
之
遙

(
韓

)

的
目
t
b
凡
依
此
「
4
dL
U
S
J
女
人
名
是
一
位
敬
畏
天

閉
門E
制
「J
Y你
3
4砂
n
l/
t
H
E
h
p」

i
i

-

-
S
J

一
，
、

主
的
人
意
的
「
歸
依
猶

太
教
的
外
邦
人
」
她
在
提
雅
提
辣
以
質
布
為
生
會
接

受
了
保
祿
的
宣
講
在
斐
理
伯

地
方
全
家
領
洗
入
教
並

邀
請
保
祿
同
巴
爾
納
伯
住
在
她
的
家
中

(宗
M
W
H
H
)

(
幣
)

胸
悶
主
監
控
能
世
Z
ns
J是
小
亞
細
』
南
部
州

卜

，

|

-

:

』
J

E
K
E
-
F
屯
，
、

個
靠
海
地
區
北
有
夫
黎

基
雅
東
有
旁
非
里
雅
西
有
加
黎
雅
多
高

山
山
上
有
巨

大
的
森
林
放
其
特
鑫

是
木
札
有
著
名
港口
料
科
其
原

民
之
發

源
地
及
所
用
的
言
誌至
今
仍
在
未

知
乏
必居

民
多
保
守
力
摳
外

來
之
文
化
侵
客
故
此
在
希
臘
帝
國

時
亦
未
曾
接
受
其
文
化
公
元
四
三
年
被
創
入
羅
馬
勢

力
範
圍在

舊
約
時
代
的
末
葉
似
乎
已
有
不
少
猶
太
僑
民

定
居
在
此
羅
馬
保
護
猶
太

僑
民
的
通
諭
亦
傳
達
至
此

(
加
上
的
自
)
在
新
約
時
代
聖
保
祿
會
兩
次
路
過
此

地
第

一
次
是
在
第
三
次
遠
行
傳
教
歸
來
時
(宗
到
1
)

第
二
次
是
在
被
解
往
羅
馬
時

(
宗
幻
5
)
(

韓

)

這
位
，
主
准
立
ω
5
)
是
經
上
兩
個
人
的

，

l
-

-
d
k
v
r

司

，
、
名
字
其
意
謂
「
解
決

憂
慮
的
人
」

1

是
色
宴
苛
王
朝
的

一
位
重
要
人
物
任
職
民
切

肋
敘
利
亞
及
臨
尼
基
的

總
督
(
加
下
m
u
)
於
公
元

前
二
川
五
年
當
安
提
約

古
厄
丕
法
乃
帶
兵
遠
征
時
被

任
為
國
務
總
建

(加
上
3
u
!

M

加
下
m
u
)
他
會
扳

手
下
軍
官
帶
兵
出
征
猶
太
被
戰
敗

(
加
上
3

臼
|

4

自
)
其
後
更
親
自

出
馬
帶
兵
六
萬
再
度
進
侵
猶
太
叉

被
猶
大
瑪
加
伯
在
具
特
族
爾
打
敗
(加
上
4

守

主

自
此
失
寵
於
厄
丕
法
乃
國
王
但
心
有
不
甘
翠
年
(
一

六
四
年
)
三
度
帶
兵
進
攻
猶
太
以
圖
報
仇
但
又
在
同

一
地
方
敗
北
(
加
下
口

1
5
)

祇
有
同
猶
太
人
織

和
而
返
此
時
猶
太
獲
得
宗
教

上
的
自
由
但
這
種
自
由

只
是
暫
時
的
蓋
一
六
三
年
里
氏
再
度
攻
打
猶
太
人
結

果
猶
太
人
敗
北
此
時
里
息
雅
乘
勝
包
圍
耶
京
可
惜
命



、

遲
不
佳
國
內
發
生
大
亂
祇
有
調
兵
返
國
以
國
治
安
此

時
一
六
二
年
制
制
蚓
呵
一
世
已
自
和
關
返
國
企
圖
報

仇
結
果
將
里
息
雅
及
安
提
約
古
五
世
殺
死
(
加

上
6

"
|
7

‘

加
下
ω
，

l

M
2
)

2

喀
勞
狄
里
息
雅
是
歸
化
於
羅
馬
的
猶
太
人

(
宗
n
n
)
得
羅
馬
人
之
信
任
為
耶
京
的
軍
官
帶
兵

駐
守
安
多
尼
堡
壘
當
猶
太
人
騷
動
反
對
保
祿
時
他
命

人
保
衛
保
祿
以
兔
死
於
亂
黨
之
手
但
當
保
祿
得
里
息

雅
許
可
肉
百
姓
議
請
解
釋
時
百
姓
再
度
暴
動
此
時
里

氏
乃
命
人
鞭
打
保
祿
可
是
一
知
道
保
祿
是
羅
馬
公
民

只
好
停
止
不
打
後
將
保
祿
交
於
猶
太
公
議
會
以
謀
諒

解
猶
太
人
再
度
企
圖
殺
害
宗
徒
里
息
雅
馬
上
命
人
重

新
救
出
保
祿
放
於
堡
壘
中
後
命
兩
個
百
夫
長
護
送
保

耐
至
凱
撤
職
把
牌
他
交
於
劃
闡
蚓
總
督
手
中

(
到
創

缸
|
叫
扭
扭
|
甜
幻
M
|
師
)
(
韓
)

“
星
斗
種
堂

F
〈E
E
J
是
古
東
方
神

4

二

J
C

』

a
F
f

d

-

t

、
語
中
的
一
個

可
怕
的
怪
獸
這
個
怪
獸
的
傳
說
連
同
它
的
名
字
「
里

外
雅
堂
」
，
是自
制
閥
割
傳
入
叫
民
之
配
制

幻
1

以
它

及
餃
龍
來
象
徵
與
天
主
及
天
主
的
百
姓
為
敵
的
亞
述

或
巴
比
倫
及
埃
及
在
詠

拜
H

的
臥
龍
亦
同
「
里
外
雅
堂
」

被
遠
在
一
起
而
被
上
主
所
消
滅
用
以
象
徵
上
主
在
制

海
中
消
滅
埃
及
軍
隊
的
事
蹟
在
約
州
仰
自
l

H叫
自
作
者

一以
鱷
魚
的
形
像
來
描
釵
「
里
外
雅
堂
」
的
兇
惡可
怕

帥
一位
在

u
m帥何
作
居
描
寫
「
里
外
雅
堂

」
成
可能
取
材

一
於
鯨
魚
在
約
3
.

「
里
外
雅
掌

」
竟
有
詛
咒
黑
夜
的

766-771 七 Jf 八，11

權
力
但
在
這
些
一
經
文
中
無
論
任
何
地
方
「
里
外
雅
堂
」

總
是
屬
於
天
主
的
全
能
之
下
這
一
點
完
全
相
反
外
教

神
話
的
說
法
聖
經
紙
不
過
自
外
邦
人
的
神
話
中
取
了

「
里
外
雅
堂
」
的
外
形
及
名
字
而
已

見
大
魚
海
怪
長
虫
龍

(
韓
)

糊
里
息
嗎
苛
(
C
E
E
n
v
g
)

人
名
意
思

-

-
f
i

=

，

、

是
「
平
息

戰
爭
的
人
」
是
聖
經
上
的
兩
個
人
名

1

埃
及
王
仆
托
肋
米
的
兒
子
按
文
斯
德
爾
傳
的

最
後
一
段
「
希
磁
譯
者
的
注
譜
」
是
他
將
到
會
譯
成

了
制
勵
丸
他
大
概
是
州
同
叫
米
第
八
世
之
已
故
其
譯

作
應
在
公
元
前
一
一
六

l
-
O

一
年
間
但
近
代
有
更

多
的
人
主
張
他
是
仆
托
肋
米
第
十
四
世
之
子
如
此
則

應
在
公
元
前
五
-
1
四
七
年
之
間

2

是
耶
京
大
司
祭
默
乃
勞
的
弟
弟
會
代
行
大
司

祭
職
(
加
下
4

臼

)
是
一
位
不
忠
不
義
及
無
良
心
的

人
妄
用
職
權
盜
竊
聖
殿
的
寶
藏
因
而
激
起
人
民
公
憤

百
姓
起
而
拒
之
他
則
用
殘
酷
的
手
段
來
鎮
壓
反
抗
忠

於
上
主
的
百
姓
但
終
不
抵
百
姓
憤
恨
的
怒
火
連
自
己

也
在
車
庫
的
近
旁
被
人
殺
死
(
倒
下
4
"
-
u
)

。

(
韓

)

J\ 
畫

湖
乳
母
(
M
H
…
叮
叮
開

言
。
岳
母
)
旦
兩
位

1
.
1

育
者
設
T
文

統
稱
「
Z
E

內
民
」
自
創
圳
的
目
衍
，
的
記
誠
可
知
從
很
古

時
已
有
用
乳
母
的
事
出
2
7
.

記
梅
瑟
的
生
母
倚
門
法

郎
公
主
請
去
當
梅
瑟
的
乳
母
除
梅
瑟
因
特
殊
光

E
R以

他
的
生
母
充
作
乳
母
外
通
常
乳
母
是
另
一
女
人
而
且

從
法
郎
公
主
僱
用
梅
瑟
之
生
母
作
乳
母
事
上
可
知
乳

母
多
是
僱
用
的
乳
母
蹉
非
生
母
但
嬰
兒
任
由
她
的
奶

養
大
自
然
彼
此
間
有
一
一
種
很
深
的
愛
黎
貝
加
出
嫁
時

她
的
乳
母
會
同
她
一
起
離
開
往
家
隨
她
遠
至
巴
力
斯

坦
依
撤
格
家
(
創
川
的
時
)
繳
鳥
耳
王
朝
發
生
變
亂
時
他

的
孫
子
節
約
納
堂
的
兒
子
自
乳
母
援
帶
逃
跑
不
幸
跌

飢
終
身
成了
個
跛
子

(
樹
下
4
4
)
。
謝
喇
王
恥
楓
蚓

王
約
阿
士
在
發
生
變
亂
時
未
被
殺
死
也
是
由
他
乳
母

撓
帶
藏
於
藐
戚
家
中
幸
兔
於
難
(
見
列
下
口

2
)
因

此
新
約
里
保
祿
宗
徒
給
他
的
教
友
寫
信
時
郎
自
比
作

乳
母

(
倒閉
前2
7
)

一
如
樹
詞
也
會
本
著
這
一
世
信
心

自
比
作
以
民
的
乳
母
或
椒
姆

(
戶

口
臼
)
(

按
)

砂
申

L
b
a
「
O
C
E
ω
/

原
文
是
凝
筑
和
奶
油
的

制
尋
自

/
F
g
t

通
用
名
訊
技
字
意
是

「
濃
厚
的
」
或
「
凋
密
的
」
它
的
做
法
是
將
奶
汁
注

入
山
羊
皮
袋
中
不
悔
的
攪
動
壓
榨
使
之
凝
結
而
成
緩

乳
或
奶
油

(簡
叩呵
呵
)它
是
待
客
的
珍
品

(
創
刊凶
8
)

是
人
很
喜
愛
的
食
品
(
依
7
H
n
)
(

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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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f 

的
樹
名
(
達
U
H
)
(

韓
)

η
間
也
捧
司
「k
p
e
s
J「亞
當
」
按
原
文
有
「
人
」

7

』
B

』
i

e
l
'
\
(

削
1
臼
前
)
或
「
紅
土
」

(
創
2
7
)
之
意
說
明
人
是
屬
於
土
的
受
造
物
(
創

3
M
)
所
以
「
亞
當
」
一
詞
不
但
是
天
主
所
創
造
的

第
一
個
人
|
|
人
類
的
始
租
的
本
名
而
且
也
是
整
個

人
類
的
代
表
(
創
5
1
8
)
聖
經
記
載
人
類
的
原

租
亞
當
是
天
主
按
照
自
己
的
向
像
造
成
的
(
創
1

品

盯
)
郎
言
人
不
但
具
有
相
似
天
主
的
不
死
不
誠
的
靈

魂
(智
2
盯
)
具
有
理
智
與
意
志
(
德
U
I
l
u
)
而

且
按
保
祿
宗
徒
的
思
想
人
還
具
有
其
實
的
正
義
聖
善

和
知
識
(
弗
4
n
l
自
葛
3
刊
)
人
的
肉
身
是
天
，
主

以
地
上
的
塵
土
造
成
的
但
人
的
生
命
|
|
即
靈
魂
划

是
直
接
白
天
主
而
來
的
(
創
2
7
約
m
s
-
u
u
s

犯
‘
)亞

當
被
造
後
在
全
宇
宙
中
伐
不
到
一
個
與
自
己

相
稱
的
助
手
天
主
遂
由
亞
當
的
身
上
取
出
了
一
條
肋

骨
造
了
一
個
女
人
與
他
相
輔
相
成
使
二
人
成
為
一
體

(
創
2
M|

剖
瑪
的
‘
l
6
)
並
祝
福
他
們
使
他
們

生
育
繁
遁
充
浦
大
地
並
將
轄
制
大
地
及
大
地
上
一
切

的
權
柄
交
給
了
他
們
(
創
1

甜
盯
)
亞
當
也
實
在
實

行
了
籍
制
一
切
的
權
柄
為
每
一
生
物
起
了
名
子
顯
示

了
他
的
智
慧
與
權
柄
(
創
2
時
間
)
天
主
將
亞
當
與

厄
娃
技
霞
在
伊
甸
樂
闢
內
叫
他
們
耕
種
看
守
並
與
他

們
汀
立
了
生
死
的
盟
約
嚴
H也
用
他
們
吃
知
善
惡
樹
上
的

呆
子
(
創
2
時
叮
)
亞
當
叛
命
之
後
不
但
失
掉
了

八772-773 

天
主
的
學
緒
和
原
始
的
純
潔
並
且
還
受

了
懲
罰
被
判

了
死
刑
被
逐
出

7
伊
甸
樂
園
(
創
3
)
亞
當
被
逐
出

了
樂
園
以
外
生
了
加
音
和
亞
伯
爾
(
創
4
1
2
)
一

百
三
十
六
歲
時
生
了
舍
特
(
創
5
8
)
亞
當
生
舍
特

後
又
活
了
八
百
年
生
了
其
他
的
兒
女
死
時
九
百
三
十

歲
(
創
5

‘

5
)

人
類
的
原
祖
與
代
表
亞
當
在
鈑
命
之
後
仁
慈
的

天
主
在
義
怒
中
仍
給
人
類
預
許
了
人
終
要
得
勝
魔
鬼

的
諾
言
(
創
3
時
)
「
女
人
的
後
裔
」
雖
然
也
指
犯

罪
敗
壞
的
人
類
但
特
別
是
指
拯
救
人
類
的
新
元
首

|

基
督
(
哥
-
H

l
u
)
只
有
他
完
全
戰
勝
了
魔
鬼
故

此
保
祿
稱
他
為
「
新
亞
當
」
或
「
未
來
的
亞
當
」
(
經

5
H
)
由
此
亞
當
成
了
基
督
的
頭
像
保
祿
在
繼
5
“

-
n
與
格
前
的
缸
扭
“
|
叫
兩
段
將
基
督
與
亞
當
作

強
烈
的
對
比
保
祿
會
把
鐘
個
人
類
看
作
一
個
有
機
體

屬
於
一
個
頭
的
一
個
身
體
並
把
人
類
分
寫
兩
個
截
然

不
同
的
時
代
一
是
舊
時
代
一
是
新
時
代
亞
當
和
基
督

師
是
這
兩
個
不
同
的
時
代
的
首
領
亞
當
是
舊
時
代
即

死
亡
時
代
的
首
領
基
督
是
新
時
代
的
生
命
時
代
的
首

領
人
類
因
看
他
們
的
首
領
亞
當
的
罪
過
也
染
了
罪
過

因
而
「
死
亡
也
進
入
了
世
界
」
(
見
創
2
口

3
刊
)

即
全
人
類
都
要
死
亡
國
此
很
邏
輯
地
推
出
另
一
端
道

理
就
是
人
類
因
著
新
時
代
的
首
領
羞
答
成
義
得
的
成

義
所
包
含
的
一
切
您
認
因
此
救
叫
出
也
進
入
了
世
界
的

全
人
類
都
可
獲
得
永
生
由
此
段
道
理
學
教
會
清
楚
地

指
出
人
類
是
出
必
了
兀
多
元
論
是
相
反
倡
德
的
道
理

的
見
人
類
通
詠
(

MWM
W
F
H
4
)
最
近
在

J
九
六
六
坪
七

月
十
-
日
教

宗
保
綠
六
世
在
撥
兒

研
討
「
原
罪
奧
拉
』

座
談
會
的
神
學
家
與
科
學
家
時
曾
說
「
••••.. 

明
顯
地

有
些
現
代
學
者
支
持
未
經
證
貫
而
只
是
假
品
的
多
兀

論
學
說
否

n
沁
人
類
各
種
如
是
眾
多
的
災
雖
是
由
人
鼠

的
始
祖
亞
當
的
叛
命
而
來
的
這
種
主
張
與
公
教
問
止

的
道
理
不
相
符
合
(
見
聞
吋
刮
到
們
“
節
與
刊

U
笛
)
述

種
主
張
不
但
與
聖
經
及
學
傳
不
合
且
與
教
會
的
訓

-
A

相
悸
因
為
聖
經
里
傳
與
教
會
訓
海
一
致
主
張
第
一
個

人
的
罪
過
流
傳
到
他
所
有
的
後
商
身
上
並
不
是
由
於

仿
效
而
是
由
於
遺
傳
是
「
屬
於
每
個
人
的
」
並
且
赴

「
靈
魂
的
死
亡
」
並
不
只
是
聖
潔
和
正
義
的
缺
主
而

是
喪
失
遠
新
出
生
的
嬰
兒
亦
是
如
此

...

... 

」
參
閱
教

宗
喇
喇
六
世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所
發
表
的

「
天
主
子
民
的
信
經
」

見
人
原
罪
太
古
史

除

一日
E
L
M
-
E
E
E
F
/

。

竹
亞
賴
(
E
E
)意
思
是
「
上
主
憐
憫
了
」

1
岡
耳
吋納
的
兩
個
妻
子
之
一
是
喇
喇
祠
的
母

親
(
刷
上1
1
)
並
生
了
其
他
的
子
女
(撒
上
z
n
)

曾
作
詩
頌
謝
上
主
(
撒
上
2
1

|
刊
)
是
「
致
的
益

魂
頌
揚
上
主
」
詩
的
前
奏

(
路
1
“

l

自
)

2
托
彼
特
的
妻
子
屬
納
斐
塔
里
支
板
是
少
多
俾

亞
的
母
親
(
多
1
.
)

q
u女
先
h叫
樹
叫
到
的
女
巴
山
股
阿
喇
喇
文
派
結

婚
後
七
年
郎
守
寡
當
聖
母
獻
耶
穌
鈴
學
吸
時
她
正
在



『﹒

那
里
見
到
了
默
西
亞
乃
「
向
一
切
希
望
郎
路
傲
冷
得

救
贖
的
人
講
論
這
孩
子
」

(
路
2

抽
|

抽
)

(
緯
)

明
時E
V
P
F
R
S
J亞郎
意
即
「
受
光
照
者
」

'
』
』
二

I
J

'

、
亞
郎
是
以
色
列
民
族
首
任

大
司
祭
(
也
必
1
)
出
於
肋
未
艾
派
父
名
阿
默
蘭
他

有
四
子
名
叫
納
達
布
阿
彼
胡
厄
肋
阿
匣
爾
和
依
塔
瑪

爾

(
出6
m
!

自

)
他
是
梅
瑟
的
哥
哥

(
出
4
H
7

7
)
米
黎
盎
的
弟
弟

(
出

的
目

2
4
)
當
梅
瑟
蒙
召

拯
救
以
色
列
子
民
出
離
埃

及
時
天
主
立
他
為
梅
瑟
的

代
言
人

(
出
4
H
|

叮

7
1
)
並
協
助
梅
瑟
行

7
許

多
奇
跡
以
u
m救
以
色
列
子
民

(
出

7
l
u
)

以
民

進
入
曠
野
後
亞
郎
與
梅
瑟
不
時
受
到
以
民
的
抱
怨與

攻
擊
(
出
的

2
)
當
天
降
瑪
納
之
後
亞
郎
收
集
了

一

「
屬
默
爾
」
瑪
納
放
在
上
主
面
前
(
的
甜
"
)
此
處

初
次
顯
示
了
亞
郎
為
司
祭
的
象
徵
當
民
來
抵
達
百
乃

山
時
亞
郎
被
選
定
與
他
的
兩
個
兒
子
納
速
布
和
阿
彼

胡
以
及
七
十
個
長
老
陪
伴
梅
瑟
登

上
西
乃
山
(
出
m
W

M
M
m
1
)
雖
應
在
遠
處
跪
下
朝
拜
不
得
走
近
上
主

(
出
的
1
2
)
但
仍
見
到

了
天
主
的
榮
耀
(
出
圳
的
刊
)

當
梅
瑟
登
上
山
巔
時
會
派
定
他
與
胡
爾
作
民
間
的
領

袖
(
出
"
的H
)
唯
因
梅
瑟
在
山
巔
遲
遲
未
罔
亞
郎
受

一
小
起
眾
百
姓
的
慾
憑
遂
製
造
了
金
牛
續
作
上
主
的
象

一
徵
來
崇
拜
(出
口
-

-

s

扭
扭
)
好
在因
了
梅
瑟
的
代

掰
一臨
到
蚓
得
兔
於
雞(
出
紹
自l
甜
制
9
個
)。
因
蚓
被

戶
一
騏
圖
書
為
犬
，
司
a
F後
(
肋
8
1

參
見
出
必
妙
的
判
"
等
處
)

774-775 盡八

在
行
就
職
典
禮
大
祭
時
由
上
主
前
來
了
火
吞
略
了
祭

續
上
的
全
矯
祭
(肋
9

1

|

剖
)這
表
示
上
主
悅
納

了

大
司
祭
的
祭
品
並
鑑
定
了
他
的
大
司
祭
的
職
位
日
後

雖
有
肋
未
艾
派
其
餘
的
後
商
起
而
反
叛
天
主
如
懲
罰

了
他
們

(
戶
的
口
-

-

M

)
並
使
亞
郎
的
棍
杖
開
花

以
堅
定
亞
郎
家
族
的
司
祭
品
位

(
戶
7

甘
甜
)

亞

郎
為
大
司
祭
約
四
十
年
之
久
當
以
民
來
到
卡
德
士
時

亞
郎
與
悔
瑟
因
失
信
於
天
主
不
得
進
入
許
地

(
戶

別

扭
)
亞
郎
遂
死
於
蜀
爾
山
的
摩
色
辣
山
裝
(
戶
幼

扭
扭
申

m
6
)
享
年
一
百
二
十
三
歲
(
戶
幻
的
)

關
必
亞
郎
的
尊
位
和
德
行
見
德
彷
7

|

盯
闕
於
亞
郎

的
司
祭
職
與
基
督
的
司
祭
幟
的
比
較
見
希
5
1
|
9

7
1
1
l

Q
J
扭

見
梅
瑟
司
祭

(陳
)

均
已
E
P
E
「KF
S
Y戶
口
〉
ω
是

E
J

亞
述
原
是
一
座

γ
B
h
l
台
又
/
〉
E
E
T

KF
S
J
E

」

-
E
-
J

耳

，

句
俗
、
城
名
但
因
此
城

變
為
當
時
政
治
宗
教
的
中
心
遂
成
為
一
個
區
域
名
它

亦
代
表
這
一
區
的
人
民
宗
教
及
其
言
語
這
一
地
區
的

主
要
部
份
是
自
巴
格
達
(
今
日
伊
拉
克
的
首
都
)
向

北
伸
展
至
梵
湖
(
在
土
耳
其
境
內
)
附
近
它
位
於
廈

制
國
蚓
河
右
岸
的
地
區
是
一
片
廣
大
的
原
始
平
原
無

天
然
邊
界

亞
述
的
歷
史
可
分
為
三
個
時
代
1

古
亞
述
帝
國

2

中
亞
述
帝
國
3

新
亞
述
帝
國

1
吉
亞
述

帝
國
自
建
國
至
公
元
前
一
四

0
0
年

這
一
時
期
的
歷
史
因
資
料
缺
乏
混
亂
不
清
且
與
聖
經

無
直
接
關
係
故
筒
述
如
下
亞
述
人
大
約
是
屬
於
閃
族

的
混
血
種
具
有
很
大
的
鷹
鼻
特
厚
的
上
唇
粗
絡
的
濃

髮
公
元
前
一
九
五
0
年
之
前
是
阿
加
得
的
屬
國
一
九

五
0
年
獨
立
而
有
亞
述
之
誕
生
惟
其
政
治
的
作
用
尚

不
見
著
只
在
商
業
經
濟
上
有
顯
明
的
進
展
至
一
七
凶

八
年
有
做
木
息
阿
達
得
一
川
住
在
極
為
王
乃
大
展
友
闢

擴
充
領
土
將
全
國
創
分
給
數
子
治
理
自
己
在
幕
後
監

督
指
揮
他
的
歷
史
幸
有
瑪
黎
文
件
之
出
土
而
得
以
詳

知
他
死
後

(
一
七
一
六
年
)
則
國
勢
日
下
至
三
川
九

0
年
前
後
國
權
溶
入
哈
鑄
的
問
彼
之
手
比
後
竟
有
數
例

世
紀
之
久
亞
述
平
平
無
間
幾
消
蹟
於
歷
史
成
了
屬
樂

人
的
附
庸
直
至
一
四

。
0
年
乏
再
興

2
中

亞
述
帝
國
一
四

O
O
-
-
O
七
3
年
亞
述

再
興
的
機
會
是
屬
黎
王
國
之
滅
亡

(
一
四
五
0
年
)

此
時
甜
甜
王
剛
蚓
闢
皂
白
里
特
將
蚓
劃
別
人
的
一
部

份
領
土
佔
接
成
為
埃
泣
的
朋
友
史
稱
「
萬
有
之
主

」

但
因
屬
黎
人
之
領
土
已
被
哈
提
人
所
吞
併
再
無
向
北

拓
展
之
可
能
於
是
另
打
主
意
將
己
安
嫁
與
北
方
巴
比

倫
的
王
家
因
而
統
治
巴
比
倫
算
是
中
亞
述
帝
國
的
興

盛
時
期
其
後
數
個
總
位
之
君
王
因
與
赫
特
人
連
年
報

爭
國
勢
日
衰
至
沙
耳
瑪
乃
色
二
世

(
-
O
二
八
l


O

一
七
)
自
亞
述
城
遷
都
至
尼
尼
微
雖
開
始
重
整
軍

備
鞏
固
國
家
經
濟
但
大
勢
已
去

3

新
亞
述
帝
國

(
九
三
二
1

六
一
二
)
經
過


度
混
亂
時
期
之
後
亞
述
在
阿
根
爾
丹
三
世
〔
九
三
三

l

九
一
0

)
權
下
光

榮
地
復
興
起
來
自
此
逾
力
向
扎
扎



益

恤
珊
度
領
土
克
英
在
接
革
挂
特
丕
肋
色
爾
第

二
世
時
幾

乎
鄰
近
各
小
國
無
不
稱
臣
納
稅
其
權
勢
範
園
竟
遠
至

提
洛
及
接
冬
、
沙耳
瑪
乃
色

三
世
(八
五
八
l

八
二
四
)

且
一
度
征
服
了
不
少
敘
利
亞
北
部
亞
美
尼
亞
的
小
圖

使
之
臣
服
進
貢
其
中
有
基
里
基
雅
敘
利
亞
及
以
色
列

國
的
耶
胡
王
自
此
以
色
列
開
始
在
歷
史
上
受
亞
述
大

帝
國
的
勢
力
影
響

(
八
四
一
年
)
可
惜
後
繼
無
人
大

都
是
無
能
之
輩
再
加

上
內
部
政
治
之
紊
亂
不
少

的
國

土
尤
其
北
方
的
領
土
喪
失
淨
盡
不
少
的
小
國
先
後
再

自
獨
立
亞
美
尼
亞
乘
機
得
利
不
少
而
此
時
以
色
列
國

的
雅
洛
貝
罕
二
世
亦
收
罔
以
前
的
失
地
「
從
哈
瑪
特

渡
口

直
到
阿
辣
巴
海
」

(
列
上
如
列
下
M
甜
甜
)

亞
述
帝
國
的
全
盛
時
代
在
第
八
世
紀
的
後
半
葉

亞
述
出
了

一
位
大
名
赫
赫
的
君
王
提
革
拉
特
T
A肋
色

爾
三
世
亦
名
普
耳
這
是
古
中
東
最
大
的
帝
王
之
一
他

重
整
軍
備
向
外
拓
展
疆
域
是
立
亞
述
帝
國
輝
煌
的

黃
金
時
代
他
之
所
以
成
事
原
因
除

了
他
本
人
是
偉
大

的
政
治
軍
專
家
之
外
亦
有
外
在
的
原
因

郎
埃
及
的
衰

弱
阿
蘭
聯
盟
的
內
亂
及
亞
美
尼
亞
王
闋
的
政
策
錯
亂

等
致
被
提
革
拉
特
丕
肋
色
爾
個
個
擊
敗
稱
臣
納
貢
者

有
大
馬
士
革
的
勒
斤
王
以
色
列
的
默
納
恆
王

(
列
下

的
u
m

)
及
其
他
許
多
弱
小
國
王
七
三
五
年
的
敘

利
亞
厄
弗
辣
因
之
戰
時
阿
啥
，
次
驚
惶
失
措
之
餘
求
救

於
亞
述
(
列

下
的

7
8
)
亞
述
王
正
求
之
不
得
立

即
出
兵
向
敘
利
亞
及
巴
力
斯
組
進
兵
佔
領

了
不
少
以

國
域
市
擴

去
了
不
少
的
居
民

(
列
下
的
目

)
七
三
二

!, 775 

年
夏
佔

攘
阿

蘭
破
壞
了
大
馬
士
革

吞
併
了

創
利
叫
出
酬

尼
基
培
肋
舍
特
及
以
色
列
的
大
部
份
領
土
之

後
更
罔

兵
入
侵
巴
比
倫
所
向
無
敵
自
稱
為
巴
比
倫
王
經
過
了

十
八
年
的
東
征
西
討
奠
定
了
偉
大
的
亞
述
帝
國
歷
凡

百
年
之
久
死
於
七
二
七
年
繼
其
位
者
是
沙
耳
瑪
乃
色

五
世
(
七
二
六
l

七
二
二
﹒
年)
此
時
北
國
以
色
列
王

屬
舍
亞
因
受
埃
及
的
挑
撥
離
間
彼
此
聯
盟
拒
向
亞
述

納
貢
於
是
亞
述
王
出
兵
征
伐

(
列
下
口
3
1

6
)
將

北
國
以
色
列
京
城
撒
瑪
黎
雅
圍
困
達
三
年
之
久
至
七

二
二
年
九
月
或
八
月
間
終
將
制
飄
飄
雅
攻
破
將
不
少

人
民
擴
往
亞
述

(列
下
打

S
U
9
)此
後
撒
爾
貢
二
世

登
極
(
七
二
-
3
1七
O
五

)
他
於
七
二
0
年
為
懲
罰

撒
瑪
黎
雅
人
之
叛
變
更
將
撤
京
鑫
行
毀
滅
掰
走
京
城

居
民
兩
萬
七
千
自
此
北
國
以
色
列
乃
完
全
自
歷
史

上

消
蹟
但
是
撒
爾
貢
王
朝
是
多
難
之
秋
先
後
有
巴
比
倫

的
叛
亂
阿
蘭
聯
盟
的
再
與
及
其
他
小
國
對
獨
立
的
躍

躍
欲
試
且
猶
太
王
希
則
克
雅
亦
參
加

了
反
巫
述
聯
盟

撤
爾
貢
雖
盡
其
所
能
打
敗
了
聯
軍
再
度
克
服
了
巴
比

佩
但
於
進
攻
圈
兒
問
甜
的
戰
役

上
為
人
所
殺
其
子
制

而
與
制
制
相
繼
位
為
王(七
O
四
l

六
八
一
)
他在
軍
事

上
雖
有
所
成
但
遠
不
及
乃
父
之
智
勇
雙
全
且
高
做
過

人
不
善
治
理
屬
下
故
亞
述
大
帝
國
的
聲
勢
開
始
走
向

下
坡
至
於
他
同
猶
大
國
的
關
係
參
閱
列
下
的
編
下
站

及
依
幻
等
處
甘
甜
後
厄
撒
哈
冬
繼
位

(
六
八
O
l

六
六

九

)
他
一
方
面
以
安
傲
的
手
腕
來
對
待
各
屬
國
另
一

方
面
則
出
兵
進
攻
埃
及
因
為

他
知
道
各
小
國
都
在
受

著

埃
及
的
錯
綜
影
嚮
要
想
使
國
主
無
意
只
有
先
將
叫

及
消
滅
六
七
三
年
先
將
赴
埃
及
必
經
乏
她
的
提
洛
瀏

冬
克
服
其
他
各
沿
海
小
國

都
具
而
生
畏
臣
服

者
竟
有

十
國
乏
多
其
中
亦
有
猶
大
的
默
納
舍
王
(編
下
狗
叫
)

此
時
厄
氏
繼
續
揮
兵
南
下
至
埃

及
北
方
的
京
都
門
非

斯
掠
得
大
批
財
質
是
為
有
史
以
來
亞
述
第
一
次
佔
領

北
制
恥
後
繼
之
王
甜
甜
巴
尼
帕
耳

(
六
六
八
l
六
二

七

)
更
於
六
六
三
年
再
度
出

兵
埃
及
至
南
方
的
京
都

底
比
斯
將
它
搶
劫
之

後
縱
火
失
燒
盡
行
毀
滅
佔
缺

了

整
例
蚓
配
不
過
這
只
是
曇
花
一
現
而
已
因
不
久
之
後

制
馴
的
瑚
叫
人
開
始
興
盛
作
亂
其
後
的
數
位
亞
述
君

王
雖
連
年
戰
爭
但

總
未
能
將
瑪
待
人
制
服
相
反

地
六

一
四
年
瑚
制
人
王
起
股
勵
蜘
期
佔
饒
了
帝
國
的
各
個

城
市
只
剩
下
京
都
尼
尼
微
六
一
二
年
七
月
尼
尼
微
亦

陷
落
其
主
叫
到
湖
最
後
君
王
甜

甜
烏
巴
里
休
雖
遷
都
至

制
制
作
垂
死
爭問並
求
救
於
喇
別
法
郎
叫
訊
但
大
的

己
去
一
敗
塗
地
不
能
再
挽
罔
狂
瀾
終
於
六
O
九
年
倍

大
的
亞
述
帝
國
完
全
長
亡

了

區
述
的
考
古
學
為
使
我
們
更
能
清
造
地
明
撩
亞

制
及
斟
側
的
歷
史
到
制
的
出

土
文
物
作
了
非
常
重
大

的
東
獻
故
不
能
不
稍
微
提
及
最
初
在
亞
述
考
古
的
是

法
國
人
被
達

(
也
HW
E
Z
)
於
公
元
一
八
四
三
l

五

年
掘
出
了

制
制
自
二
世
在
科
爾
制E
(只
穹
『
耐
心
『
且
)

的
宮
殿
後
有
英
人
拉
雅
德

(
〉
﹒目
﹒
伊
拉
且
已
)於公

元
一
八
四
五
l

七
年
發
掘
甩
刷
刷
特
及
問
問
制(一

八
四
九
l

五
一
)其
後
更
有
辣
桑

(
ZHN
S
Z
B
)及
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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肋
斯
(
〈
-3
2
0
)
對
上
述
各
地
的
再
次
重
新
挖
掘

使
不
少
的
模
形
文
件
出
土
一
個
世
紀
以
來
不
斷
的
有

人
在
古
亞
述
帝
國
的
領
土
上
作
著
新
的
發
現
且
目
前

仍
有
不
少
來
自
各
國
的
考
古
學
者
們
正
在
努
力
工
作

者

亞
述
的
宗
教
亞
述
的
宗
教
除
了
本
國
的
阿
叔
爾

神
之
外
幾
乎
完
全
模
仿
巴
比
倫
是
巴
比
倫
宗
教
的
翻

版
阿
叔
爾
神
則
是
勇
士
之
神
戰
爭
之
神
故
此
有
人
以

為
亞
述
大
帝
國
的
建
立
應
歸
功
於
宗
教
上
的
熱
誠
女

神
則
以
依
市
塔
爾
(
見
阿
市
托
勒
特
條

)
為
最
著
名

在
各
大
城
市
給
她
蓋
了
不
少
的
廟
宇

亞
述
的
文
化
很
明
顯
的
亞
述
的
文
化
是
來
自
巴

比
倫
但
她
將
這
種
文
化
藉
看
她
軍
事
政
治
上
的
優
勢

傳
播
於
古
中
束
以
色
列
無
形
中
也
受
了
這
文
化
的
結

陶
近
二
百
年
之
久
(
九
至
七
世
紀

)
她
的
主
要
遺
作

是
「
君
王
年
鑑
」
此
書
要
點
雖
是
向
君
王
歌
功
頌
德

記
載
君
王
戰
爭
的
勝
利
敵
人
的
敗
亡
等
但
仍
不
失
寫

古
中
東
歷
史
上
十
分
有
價
值
的
文
件
除
了
學
經
同
時

的
局
部
記
載
外
無
其
他
文
件
可
與
之
相
比
這
種
文
件

在
尼
尼
敏
的
亞
述
巴
尼
帕
耳
王
的
國
香
館
中
竟
發
現

了
兩
萬
四
千
多
件

亞
述
的
聲
術
及
建
築
我

們
能
以
欣
賞
亞
述
的
古

τ
代
藝
術
完
全
歸
功
於
她
的
建
築
這
些
一
建
築
為
後
代
的

一
考
古
學
家
所
挖
掘
出
土
供
人
膽
仰
憑
吊
大
致
土
可
說

細
一
中
甜
甜帝
國
的
建
策
及
藝
街
看
重
於
廟
宇
以
表
示
對

戶
阿
叔
爾
神
及
附
帆
布
塔
爾
女
神
的
敏
讀
但
這
些
神
像
多
置

正fj\. 

於
高
大
的
「
摩
天
塔
」
頂
上
以
示
神
之
崇
高
偉
大
新

亞
述
帝
國
的
煌
築
及
藝
術
則
見
於
君
王
的
宮
殿
如
亞

述
城
尼
尼
徽
尼
默
洛
特
等
地
的
宮
殿
這
些
宮
殿
的
牆

啥
都
是
以
雕
刻
點
綴
起
來
的
從
這
些
雕
刻
上
我
們
不

只
可
以
知
道
亞
述
帝
國
君
王
及
人
民
的
生
活
習
慣
服

裝
武
器
及
傢
他
用
具
等
而
且
亦
可
看
到
其
他
屬
國
的

生
活
情
形
實
在
是
歷
史
上
有
無
限
價
值
的
珍
品

亞
述
帝
國
對
人
類
史
的
重
要
性
亞
述
帝
國
是
有

史
以
來
第
一
個
有
建
造
「
世
界
王
國
」
(
逞
。
己
已
∞
S
S

)

之
稽
的
帝
國
為
了
完
成
她
的
夢
想
使
世
界

上
一
切
國

家
都
歸
她
權
下
她
不
恰
以
最
殘
酷
的
手
段
使
戰
敗
國

成
寫
一
片
焦
土
屠
殺
人
民
以
防
後
怠
後
來
提
革
拉
特

石
肋
色
爾
對
這
種
不
仁
道
的
政
策
雖
有
所
改
變
以
從

置
俘
虜
的
政
策
來
代
咎
|
|
移
置
俘
虜
並
以
其
他
民

族
來
佔
居
原
地
也
是
人
類
歷
史
上
的
創
聞
單
|
|
但
他

對
征
服
世
界
的
野
心
始
終
未
變
這
種
創
立
世
界
王
國

的
夢
想
則
由
亞
述
直
接
傳
授
給
巴
比
倫
人
再
傳
給
波

蚓
九
後
更
傳
給
囡
囡
山
大
的
制
勵
大
帝
風
再
下
傳
至

羅
馬
大
帝
國
但
都
沒
有
成
功

(
韓

)

悄
亞
巴
郎
(
E
E
B
E
E
S
)

亞
巴
郎
按
字
源
屬
阿
加
得
這
個
意
即
「
愛
父
親
」

後
來
天
主
給
他
改
名
叫
亞
巴
辣
罕
意
即
「
萬
民
之

父
」

(
創

U
S

)
過
去
學
者
多
按
西
方
閃
族
語
言

將
「
〉
V
E
E
}
讀
寫

「
KF
Z
E

」
意
間
我
父
被
舉
個
街

示
過
若
考
乏
時
間
間
也
到
別
刺
一
謂
應
披

上
述
岡
州

得
一
直
個
字
源
解
亞
巳
郎
生
於
加
色
丁
人
的
鳥
爾
域
的
後

世
舉
世
聞
名
的
古
巴
比
倫
境
內
約
在
公
元
前
二
O
J

0
年
左
右
其
父
名
特
鍊
黑
亞
巴
郎
跟
隨
父
親
離
開
向
馬

爾
到
了
哈
蘭
是
否
在
天
主
明
顯
的
召
喚
下
不
得
而
知

位
一
定
在
天
主
暗
中
措
施
下

(
蘇
圳
的3
)
將
辣
黑
字

年
二
百
零
五
歲
死
於
哈
蘭

(創
刊
臼
)
亞
巴
郎
在
哈

蘭
首
次
得
了
天
主
明
顯
的
召
喚
叫
他
離
開
他
的
故
鄉

他
的
親
族
到
天
主
指
示
他
當
去
的
地
方
亞
巴
郎
立
即

聽
從
主
的
召
喚
帶

了
妻
奴
及
他
的
娃
子
羅
特
到
了
客

納
罕
她
也
即
日
後
的
巴
力
斯
坦
當
他
來
到
舍
根
時
天

主
就
顯
現
給
他
說
「
我
要
將
這
地
方
賜
給
你
的
後
裔
」

(
創
刊
凶3
)
亞
巴
郎
在
那
裘
築
了
一
座
祭
壇
為
祭
耙

天
主
的
舍
根
又
來
到
貝
特
耳
在
貝
特
耳
和
哈
依
之
間

也
築
了
祭
閑
之
後
因
孩
地
避
了
饑
荒
亞
巴
郎
便
去
了

埃
及
並
為
了
保
全
性
命
起
見
叫
他
的
妻
子
繼
充
他
的

妹
妹
(
創
u
n
)
由
埃
及
罔
來
後
仍
來
到
他
先
前
住

過
的
具
特
耳
和
哈
依
之
間
(
創
口

3
)
後
來
因
人
口

來
多
便
與
他
的
短
子
羅
特
分
居
羅
特
選

了
約
但
河
平

原
居
住
在
索
多
瑪
城
亞
巴
郎
划
遷
至
都
只
龍
居
住
在

瑪
默
勒
橡
樹
區

(
創
刊U
M
)

創
叫
鬥章
內
記
述
四
個
王
子
敵
對
五
個
王
子
的
事

五
個
王
子
內
有
一
位
是
史
納
爾
王
阿
默
辣
斐
耳
過
去

史
學
家
以
阿
默
辣
斐
耳
即
巴
比
倫
著
名
的
帝
王

M戶
口
慕

辣
彼

(
因
而
來
推
斷
亞
巴
郎
在
生
的
年
代
但
近
代
學

者
已
不
贊
同
此

說
不
過
並
不
因
此
便
否
定
亞
巴
恕
不

是
公
元
前
十
九

l

二
十
世
紀
的
人

』
在
這
~
戰
俊
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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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郎
為
援
救
他
的
經
手
羅
特
也
會
加
入
戰
團
結
果
不

只
救
了
他
的
媛
守
們
問
時
也
救
了
剝
到
蚓
和
制
酬
蚓
諸

王
所
以
當
亞
巴
郎
得
勝
歸
來
時

f
p但
受
到
眾
多
瑪
主

的
歡
也
同
時
也
受
到
喇
喇
(
即
日
後
闖
關
喇
喇
)
王

集
大
司
祭
默
基
瑟
德
的
歡
迎
和
祝
福
默
基
瑟
德

g
m
w

來
了
餅
酒
大
約
是
為
亞
巴
郎
向
天
主
奉
獻
了
感
恩
祭

因
而
默
劃
瑟
德
成
了
默
西
亞
君
王
兼
司
祭
的
預
像
而

困
山
蚓
為
多
謝
他
會
把
所
得
的
戰
利
品
十
分
之
一
獻

給
他
因
而
按
學
保
祿
所
講
默
基
瑟
德
的
司
祭
品
位
遠

遠
超
過
日
後
寫
以
色
列
人
司
祭
的
亞
郎
和
肋
末
家
族

的
司
祭
品
位
(
希
7
1

1

抽
)

天
主
雖
八
聞
自
一
一
冉
向
亞
巴
郎
許
下
要
將
客
納
罕
地

賜
給
他
的
後
裔
(
制
也
7
U
H
H
M
U
S|
7

u

等
)

但
因
凹
蚓
八
十
版
時
尚
未
有
子
怠
因
而
他
的
妻
子
撤

蚓
妓
當
時
習
尚
(
見
喇
劃
喊
叫
做
出
到
一
四
四

i

一
四

八
條
)
建
說
使
到
叫
蚓
與
他
的
牌
女
喇
喇
醋
親
近
希

望
由
她
獲
得
子
亂
果
然
到
凹
蚓
由
制
叫
耐
得
了
一
子

起
名
叫
依
而
瑪
耳
(
創
刊
N
M
H
)
不
過
天
主
並
不
以

艸
女
哈
加
爾
所
生
的
兒
子
為
立
約
的
對
象
因
而
給
亞

巴
郎
另
許
下
他
必
由
他
的
妻
子
撒
辣
獲
得
兒
子
那
時

亞
巴
，
則
雖
已
年
近
百
歲
撒
辣
也
已
九
十
歲
但
因
是
天

主
的
許
諾
果
然
成
了
事
實
一
年
後
在
亞
巴
郎
遷
移
至

用
胡
制
也
定
居
在
制
制
封
和
蚓
劑
之
間
成
刷
喇
果
然

生
了
一
個
兒
已
到
凹
蚓
給
他
取
名
叫
樹
刷
刷
(
削

m

I

幻
2
4
)

繳
辣
既
有
了
親
生
子
便
不
谷
依
市
瑪
耳
同
依
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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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
同
的
共
處
及
共
分
家
產
遂
迫
血
巴
即
將
他
位
走
區

已
郎
在
獲
得
天
主
允
准
後
才
將
依
←
巾
瑪
耳
和
他
的
吋

親
哈
加
爾
逐
走
天
主
使
依
山
瑪
耳
的
後
商
也
成
了
一

大
民
簇
即
日
後
的
叫
叫
叫
民
化

什
杖
，
大
主
多
次
與
叫
巳
郎
顯
現
中
很
重
要
的
一
次

是
天
主
與
亞
巴
辟
一
川
江
盟
約
天
主
命
屁
巴
郎
先
預
備

M訂
的
法
物
帥
一
生
三
成
的
防
牛
母
山
不
公
約
不
把
牠
們

剖
開
分
為
兩
半
相
對
地
擺
列
著
及
另
加
一
主
斑
的
和

雛
倘
不
心
剖
開
k

後
有

-
J耐
心
甘
煦
的
火
山
中
制
經

過
(
創
刊u
g

口

)
按
火
多
次
是
天
主
的
象
徵

(
見

山
3
2
u
n

m
u
)
只
，
何
火
山
中
間
純
過
H
正
公
示
一-
z
u

盟
約
只
是
單
方
函
的
帥
，
一
們
天
主
、
必
寶
路
他
叫
到
凶
巴
比

所
結
下
的
即
把
從
快
改
川
也
到
幼
發
抖
的
叫
中
間
的

土
地
叫
給
單
巴
你
的
後
此
間
(
創刊M
M
)
過
後
天
主
向

蚓
叫
叫
所
要
求
的
凶
叫
叫
圳
和
他
他
也
代
化
的
後
代

人
圓
圈
刃
性
部
憋
受
別
如
何
泊
在
一
叫
他
們
遵
守
天
主
的
約

(
創
口
9

問
)

天
主
社
奧
拉
已
郎
主
約
後
向
他
如
同
別
灰

(
依

叫
別8
雅
2

自

)
把
將
要
懲
罰
←
v
m多
瑪
等
五
域
的
事
也

預
先
告
知
他
天
主
改
「
次
要
作
的
字
立
能
瞞
泊
心
巳

郎
」

(
創
刊時
口

)
直
巴
此
因
而
滿
懷
依
恃
之
心
一
再

寫
眾
多
馮
等
城
向
天
主
求
的
不
幸
余
多
瑪
五
城
必
貫

一漏
盈
除
羅
特
一
家
得
救
外
五
城
益
道
毀
滅
羅
特
的
妻

一一子
因
對
該
城
仍
留
憊
不
捨
也
同
樣
遭
受

了
毀
滅

(
創

插
一份
"
-

H

叮

J

天
﹒
主
在
與
到
叫
蚓
立
約
之
位
但
又
用
另
戶
方
式

來

776 il1 " 

考
驗
他
郎
命
他
仰
宗
殺
他
山
撒
辣
所
得
的
唯
一
兒
子
依

卅
凹
陷
必
巴
隊
克
也
不
遲
疑
地
遵
命
到
天
主
給
他
所
指

定
的
地
方
陣
黎
雅
山
上
耍
祭
殺
他
的
獨
子
但
最
後
為

天
主
所
姐
不
過
凶
亞
巴
郎
對
天
主
這
樣
慷
慨
絕
對
服

從
深
得
天
主
的
散
心
是
以
天
主
對
亞
巴
郎
說
「
或
指

自
己
起
誓
因
你
作
了
這
事
沒
有
顧
恰
你
的
獨
生
子
或

必
多
多
祝
蝠
你
使
你
的
後
裔
繁
多
如
天
上
的
足
辰
如

海
邊
的
沙
拉
.. 

地
上
萬
民
要
因
你
的
後
裔
蒙
受
祝
一
禍

國
均
你
聽
從
了
致
的

f
H的
」
(
創
U
H
M
)

過
後
亞
巴
郎
的
妻
子
一
百
二
十
歲
時
因
年
乏
力

h
絞
死
於
赫
以
他
必
巴
郎
說
自
赫
特
人
厄
妥
龍
以
四
百

「
協
刻
耳
」
銀
子
在
瑪
革
培
技
對
面
買
了
一
塊
地
即

瑪
默
勒
說
在
那
地
的
一
例
山
洞
內
州
扒
拉
拌
了
她
這
地
也

就
成
了
蚓
凹
叫
在
制
制
叫
刊
所
得
的
第
一
塊
、
永
久
屬
於

他
成
為
他
的
產
業
的
地

做
叫
冊
死
後
亞
巴
即
使
計
釗
為
他
的
愛
子
依
撒
裕

娶
妻
成
家
因
怕
客
納
叫
于
地
的
，
艾
子
會
影
響
依
微
格
的

伯
仰
遂
打
發
他
的
一
個
老
年
僕
人
到
他
的
老
家
納
品

制
域
也
為
從
他
的
親
族
趴
找
-
K
子
作
刷
刷
樹
的
妻

子
結
果
在
天
主
峙
中
助
佑
下
一
切
得
以
如
顧
以
的
成

得
了
亞
巴
郎
的
經
孫
女
黎
具
加
一
個
德
山
谷
集
美
的
女

子
作
刷
刷
刷
的
妻
子(
見
叫
削的章
)

且
巴
郎
在
為
依
徹
格
完
婚
後
又
績
娶
了

一
妻
名

叫
刻
突
軸
仰
自
刻
突
鍊
又生
7
五
六
個
兒
子
他
們
後
來

成
了
東
方
某
些
民
族
如
米
德
揚
族
的
始
祖

叫
凹
叫
活
至
一
百
七
十
五
歲
時
也
因
年
老
力
衰

與
世
長
辭
依
撒
格
就
把
他
埋
在
瑪
默
勒
山
州
內
即
同

做
掀
開
在
一
起

從
上
述
單
巴
郎
的
小
史
看
來
他
是
天
主
所
特
遷

的
人
時
鍋
偏
天
主
來
日
救
般
人
類
之
五
程
使
他
成
閃

一
大
民
族
(
以
色
列
民
族

)
的
先
租
的
確
日
後
以
色

列
民
族
無
不
以
稱
亞
巴
郎
為
父
自
沼
符
亞
巴
郎
之
後

商
悶
最
大
的
光
榮

(
見
出
口
叮
叮
-
m
1

8
時
間1
呵

呵
瑪
3
9
路
3
8
右
8

盯
|
抽

)

從
亞
巴
郎
方
面
他
之
所
以
偉
大
而
稱
府
技
人
是

由
於
他
對
天
主
的
絕
對
的
信
德
(創
的
6

希
M
S
S

)

以
致
稱
到
叫
叫
瓜
「
佑
德
之
父
」
聖
保
持
峙
引
仲
泣
一

意
義
凡
對
天
主
有
一
信
用
德
的
人
才
是
函
巴
郎
的
子
孫

(
迦
3
6
|
9

牌
服9
7

)
其
次
必
巳
郎
不
只
釘
信
總

而
且
因
信
德
也
修
行
了
其
他
不
少
美
德
如
愛
德
愛
天

主
建
人
受
天
主
表
現
在
對
天
主
絕
對
地
服
從

(
例
詔

2
|
刊

)
愛
人
白
布
眾
多
瑪
等
城
山
征
(創
刊
鬥H
-
M
)

後
又
問
峙
中
以
械
向
天
主
求
情
(
創
的
自
|
臼

)
收
留
旅

客
等
(
創
的
1

8

)

因
了
巨
巴
郎
一

生
動
修
上
述
諸
德
放
在
全
部
由
于
一

經
內
幾
時
提
及
亞
巴
郎
都
是
與
口
同
聲
地
稱
做
他
稱

他
為
「
天
主

的
人
」

「
天
主
的
僕
人
」

(市
9

盯

詠
m
e
u
)「
天
主
的
朋
友
」

(
依
們
8
編
下
幼
7

達
3
臼

雅
2

詞
)
稱
天
主
為
亞
巴
郎
的
天
主
(
也
3

時
)
末
後
還
有
另
一
稱
呼
的
稱
亞
巴
郎
符
「
延
民
的

大
父
」

(
德
μ
H
M
)

見
撒
辣
依
攝
取
格
依
市
為
耳
信
，
億

「
聾
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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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啞
巴
辣
罕
T
E
E
S
)
見
前
悅

喃
地
問m
R
H諦
明
P
Z
L
亞
伯
爾
有
「

h
A息」
或

?
h
'

』
A
l
-
-
'

、
「
見
子
」
之
意
寫
亞
當

之
次
子
加
音
之
弟
以
牧
羊
個
月
生
因
其
為
人
正
直
(
瑪

幻
品
若
一
3
2
)
行
事
常
以
信
德
馬
依
歸
他
向
天
主

獻
了
犧
牲
(
希
口

4
)
為
天
主
所
悅
納
因
而
引
起
了

以
良
為
生
的
哥
哥
加
音
的
嫉
站
將
之
殺
害
(
創

4

2
|

峙
)
創
世
紀
作
者
寫
這
段
歷
史
是
為
說
明
人
叛

離
天
主
後
人
與
人
之
間
便
發
生
衝
突
甚
至
兄
弟
與
兄

弟
之
間
亦
彼
此
為
仇
並
且
是
第
一
次
說
明
原
罪
的
遺

害
|
|
1

死
亡

敬
父
時
以
亞
伯
爾
為
耶
穌
的
預
像
亞
伯
爾
是
世

界
上
第
一
個
義
人
(
瑪
幻
5

路
口
日
)
是
第
一
個
牧

童
他
所
獻
的
祭
獻
為
天
主
所
悅
納
耶
穌
為
新
約
中
正

義
的
化
身

(
耶
幻
s
6
)
又
是
善
牧

(
若
m
u
)
並

且
是
總
司
牧

(
伯
前
5
‘
)
他
向
天
父
自
作
犧
牲
為

聖
父
所
悅
納
亞
伯
爾
因
了
嫉
拓
為
兄
弟
所
殺
基
督
亦

因
嫉
拓
被
交
付
於
比
拉
多
(
瑪
幻
M
)
為
其
同
胞
所

殺
(
羅
9
4
5

)
亞
伯
爾
的
血
向
天
喊
冤
以
報
血
仇

(
創
4

叩
)
基
督
的
血
亦
向
天
父
呼
喊
詞
是
寫
人
求

情
使
之
與
天
父
和
好

(
希
U
M
)
(

陳

)

背
后
E
E
d
r
可

F
S
S
J
此
名
大
概
是
阿
瑪
責

f
E

三
缸
，
/
\

蚓
的
縮
寫
意
謂
「
上

主
支
持
了
」
或
「
上
主
坦
責
了
」

小
先
知
中
的
第
三
位
家
居
猶
大
的
特
科
亞
(
亞

益八777-780 

1
1
7

旭
)
。
關
於
他
的
家
世
我
們
所
知
很
趴
蚓
叫
到

之
名
至
今
猶
恥
在
刺
京
之
南
二
十
公
里
也
距
創
制
約

有
十
公
里
地
勢
高
峻
出
產
很
少
人
民
多
以
遊
牧
為
生

這
也
便
是
先
知
本
身
的
職
業
(
亞
7

H
)
除
此
之
外

他
也
是
種
植
野
無
花
果
的
人
(
亞
7
H
)
飯
然
在
特

科
亞
無
農
作
物
可
言
故
此
很
可
能
先
知
在
其
他
地
方

有
其
田
產
甚
至
可
斷
言
是
出
於
小
康
之
家
因
為
聖
經

上
謂
他
有
自
己
的
羊
軍
及
自
己
的
因
產
先
知
本
生
於

南
國
天
主
部
召
令
他
去
向
北
國
以
色
列
宣
講
(
亞
7

臼
)
這
時
北
國
的
君
王
正
是
雅
洛
貝
罕
二
世

(
公
元

前
七
八
三
l

七
四
三
年
)
先
知
在
北
國
的
使
命
限
期

似
乎
很
短
並
且
也
亞
5
M
6

間

看
來
似
乎
是
在
雅
洛

貝
罕
二
世
乘
亞
述
帝
國
及
大
馬
士
革
衰
弱
之
際
將
國

土
大
事
拓
波
及
國
勢
日
強
之
後
就
在
這
經
濟
文
化
政

治
的
黃
金
時
代
也
就
是
在
宗
教
道
德
生
活
最
低
落
的

時
期
先
知
執
行
了
他
的
任
務
所
以
應
在
公
元
前
七
六

O
I

七
五
0
年
悶
先
知
在
北
國
各
處
奔
走
大
聲
疾
呼

斥
責
皇
家
顯
貴
的
奢
侈
生
活
(
3
9
4
1
5
叩

6
1
)

法
官
的
不
公
不
義

(
2
7
5
7
)
及
欺
壓
小
民
之
作

為

(
3
9
8
4
l
s

)
控
告
商
頁
的
失
信
遵
義

(
8

5
)
及
宗
教
的
墮
落
格
外
攻
擊
在
貝
特
耳
丹
等
地
的

宗
教
中
心

(
2
8
3
u
4
4
5
5
8
u
)
終
致
遭
受

貝
特
耳
的
大
司
祭
阿
瑪
責
雅
的
污
辱
控
告
及
驅
逐
出

立
風
格。從

他先
是知

一著
位作
度的
誠文

過學

率方
的面

宗看，
教亞|

家 ， 毛|
在新|
一有

切他
事的

上 獨

總
以
天
主

a
M依
歸
又
是

7
位
生
活
睡
俾
斯
的
人
來
莒
利

用
感
情
對
立
切
惡
事
惡
行
直

言
fm
諱
益
刃
攻
擊
明
一
一
口

上
主
對
各
民
族
的
賞
罰
只
扶
正
義
及
道
德
的
生
活
水

準
為
憑
以
不
可
避
免
的
毀
戚
來
惘
嚇
北
國
以
民
使
其

悔
比
上
主
高
於
一
切
叫
民
分
文
不
恥
故
此
舉
糾
蚓
川
叫

到
所
說
的
「
到
到
蚓
先
知
不
善
於
辭
令
」
的JA
吋

能
是
正
確
的
因
為
都
是
直
言
不
諱
(
韓
)

加
亞
毛
斯
(
書
)
(
阿
拉
的
岡
村

2
)

本
書
大
致
可
分
為
三
編
第

一
編
描
寫
上
主
為
結

邦
列
國
的
審
判
者

(
1
l
2
章
)
第
二
編
預
示
以
拉

將
受
的
懲
罰

(
3
|
6
章
)
第
三
編
記
載
有
關
以
民

結
局
的
神
視
並
附
加
速
味
王
國
彼
興
的
預
言

(
7
-

9

血
草
)

第
一
編

(
1
1
2
章

)
除
了
題
名

(
1
1
)

及
導
言

(
1
2
)
之
外
立
即
發
表
懲
罰
阿
蘭
培
肋
舍

棵
樹
臥
閉
眼
間
記
酬
剛
軌
制
划
及
叫
剖
列
的
神
為

(
1
3
l
2
時
)

第
二
編
(
3
|
6
章
)
包
括
有
五
個
相
反
以
民

的
神
論
其
中
三
個
是
以
「
你
們
應
聽
」
作
開
端
(
3

1
4
1
5
1
)
兩
個
以
「
禍
哉
」
開
始(
5
u
6
1
)

第
三
編

(
7
|
9
章

)
有
五
個
神
視
郎
抽
血災

(
7
1
|
S

)
旱
災

(
7
4
l
e

)
鉛
噩
線

(
7

，

-
9
)

一
籃
熟
果
(
8
1
S
)

車
所
被
破
壇
的

神
踴

(
9
1
|
8
)

最
後
附
加
一
個
復
興
的
預
言

(9.

-M

) 



、

著
作
的
時
代
本
書
所
陳
述
的
神
論
及
神
視
大
致

都
是
出
自
作
者
的
手
筆
這
是
學
者
所
公
認
的
但
是
曾

有
後
人
置
手
其
間
亦
是
顯
而
易
見
的
因
為
全
番
之
敘

述
有
稍
示
紊
亂
的
跡
象
這
可
能
是
先
知
弟
子
之
所
為

有
人
以
寫
本
書
的
最
後
定
版
時
期
應
在
充
軍
之
後
因

為
在
懲
罰
提
洛
的
神
論
中
提
到
他
們
出
賣
猶
大
人
的

罪
過
(
1
.
u
)這
是
在
耶
京
被
毀
滅
以
後
的
事
(
公

元
前
五
八
六
年
之
後
)

(
韓
)

m
M恆
心
判
蛤
列
「
〉
S
S
J
此
名
是
阿
納
尼
亞
的

，

t

-
E
F
t
H
4

』
豆

，
、
縮
寫
意
即
「
天
主
是

慈
祥
的
」
他
是
猶
太
人
的
大
司
祭
(
公
元
六
l

十
五

年
)
為
調
劑
甜
總
督
所
委
任
其
勢
力
如
此
之
大
影
響

力
如
此
之
深
竟
使
他
的
五
個
兒
子
及
女
婿
蓋
法
先
後

都
任
大
司
祭
之
職
聖
經
上
三
次
提
到
他
的
名
字
路
3

2

若
翰
之
出
現
若
的
閃
閃
|
M

審
問
耶
穌
宗
4
6

審

判
伯
多
祿
及
若
望

見
大
司
祭
(
韓
)

也
成
且
相
明
成
世
「
〉
S

J
聖
經
上
的
亞
細
亞
是
指

7

h
a

-
-
F

叭
"，

7

、
下
列
地
區
而
言

1

敘
利
亞
帝
國
色
宴
背
朝
代
的
版
圖
郎
自
赫
肋

蚓
蚓
蚓
至
用
閩
西H
E
5
)及
蚓
到
糊
糊(
『訟
法
3
2
)

一
帶
亦
郎
包
括
整
個
前
亞
細
亞

(
現
今
的
叫
到
實
伊

一
朗
伊
拉
克
阿
刺
伯
敘
利
亞
約
但
及
以
色
列
小
亞
細
亞

一
(
即
現
今
的
亞
洲
半
島
問
西
在
回
嘿，
海及
地
中
海
東
岸

M
7

JK闋
的
地
區
叮
對
樹
制
古
三
世
被
鬧
鬧
人
打
敗
低
將

r
E小
到
制
副
主
鷗
封
建
與
羅
馬
戶
州
州
上
8
6
U
H
口
且

781-782 八



h
加
下

3
3
)
但
此
區
仍
被
稽
可
亞
細
亞

心
吋~

:
~且
迪
總
蚓
帝
國
的
三
行
省
由
地
方
總
督
品
治
理

~
包
括
地
爾
加
際
最
後
君
王
阿
塔
路
三
世
的
土
地
及
米

~到
蚓
(
E
S

叫
到
圳
棍
叫
到
制
及
土
內
戰
器
和

(
2
丘
，

一

間E
)
地
方
(
勾
引
全
書
恥
叫
“

s

制
前M
H

制
後1
8

到

後
I
H
叫
前
1
1

駒
1
‘
U
)。

3
是
上
述
地
區
的
沿
海
地
方
夫
黎
基
雅
除
外

(
莉2
9
)
(

韓
)

" .1'!. 

加
亞
北
底
亞
(
詩
刊7)見
下
仇

前
亞
北
底
亞
(
書
)
(
閃
吟
詩
路

"
v
)

亞
北
底
亞
是
依
拉
丁
立
日
謬
的
依
原
文
應
作
「
放

巴
狄
雅
」
惹
的
「
上
主
的
僕
人
」
亞
北
底
亞
是
十
二

小
先
知
之
一
大
概
與
厄
則
克
耳
先
知
為
同
時
代
人
物

j\. 

加
亞
細
亞
省
省
長
(
卅
日
U
H
V
)

到
制
副
省
省
長
但
是
制
蚓
行
省
的
官
職
名
此
官
銜

之
存
在
可
以
當
時
的
古
文
學
錢
幣
及
墓
石
來
證
明
他

的
權
限
是
一
年
制
但
可
保
存
此
名
至
死
故
在
一
城
可

有
數
位
亞
細
亞
的
首
長
存
在
他
的
職
務
是
督
促
及
管

理
對
羅
馬
現
任
皇
帝
的
服
從
及
羅
馬
女
神
宗
教
的
敬

禮
亦
是
羅
馬
行
省
會
議
的
主
席
主
持
行
省
內
每
五
年

一
次
的
運
動
大
會
聖
保
祿
在
厄
勢
所
遇
見
的
暴
動
因

與
宗
教
有
關
故
「
亞
細
亞
的
首
長
」
(
保
祿
的
朋
友
)

有
叫
做
干
涉
(
宗
"
剖
)
(
韓
)

783-788 

亞
北
底
亞
苦
是
甜
的
約
全
書
中
最
短
的
一
本
共
二
十
一

筍
內
容
目
逼
迫
咒
厄
來
民
族
且
預
言
他
們
必
將
滅
亡
的

神
論

(
1

l
9
)
並
說
明
這
民
族
將
受
懲
罰
的
原
因

是
因
為
他
們
在
制
蚓
被
圍
攻
的
時
候
(
公
元
前
五
八

六
年
)
曾
與
凹
出
刷
的
軍
隊
聯
盟
來
攻
打
耶
路
撒
冷

虐
待
了
選
民
並
佔
領
了
猶
大
國
的
南
部

(
m
i
M
)

最
後
先
知
預
報
厄
東
與
萬
民
將
在
「
上
主
的
日
子
」

受
審
判
被
憐
的
叫
民
必
將
歸
國
彼
興
(
行
i

訂
)(

陳
)

厄
瓜
巳
h
H
V
V
軍
區
E
E
m
-
-
o
Z
Z
F
J
目
正
的
自
約
和
新

啊M
Z
h
i
H
q
吟
出

Z
h
I
/
E
E
E
E
\
i

-
z
-
I
F
E

』
』

E

三
、
約
禮
儀
上
的

一
種
歡
呼
其
志
是
治
你
們
讀
美
上
主
就
如
「
阿
們
」

「
賀
繳
納
」
兩
旬
一
樣
常
應
用
在
教
會
的
禮
儀
上

在
制
制
恥
除
了
叭
叭

u
u
外
「
亞
肋
帥
的
亞
」
只
見

於
斟
剎
住
扣
或
在
開
端
加
州

山
山或
在
未
端
如
山
m
m或
閱

端
末
端
乘
而
有
之
如
的
。

在
新
約
中
祇
見
於
默
w
l
i
6

見
哈
肋
耳
(
雷
)

7

戶
E
E
3
3

日
巳
?
i
l

;
V
/

由
許
多
古
來

s
n
U
H
I
A

三

E•• 
盯

U
F
F
E

眉

m
w

-

7
E
J
J

一
一
-
J
t
y
-
-
/

\

的
文
件
上
已

誰
寶
劃
美
尼
且
就
是
阿
喇
喇
柯
區
(
並
非
劉
剛
停
船

落
地
的
那
座
大
山
見
削

8
4
)

比
區
多
心
位
於
巫
述

之
扎
在
嘲
叫
料
到
先
知
時
此
它
是
一
個
獨
立
王
風
先

知
會
號
召
附
秘
訊M
W叫
也
及
阿
」
割
啊
啊
王
國
一
同

向
凹
出
制
進
攻
(
晰
叮
叮
)
。
劇
刊
劇
劃
祠
的
二
子
為

了
奪
王
位
將
父
親
殺
死
之
後
逃
往
此
區
(
列
下
的
問
盯

依
們訓
"

叫
阿
H
H搞
研
特
原
是
烏
躲
爾
突
人
的
主
國
他
們

所
講
非
閃
話
而
且
其
自
己
的
鳥
諾
考
古
學
家
叫
們
會
發
現

了
一
些
古
棋
形
文
是
以
此
話
寫
成
戶
韓

d

m
司
也
話
也h
月
L
凡
{
E
O
E
E
Z
J
人
名
意
調

，

J
E
-
E
F
-
-
'
-
J
/

、
「
人
之
保

護
者
〕
在
劉
樹
上
名
叫
亞
廳
副
財
的
社
@
巫
戲
山
如

大
帝
(
刷
上1
1
)
，
@
亞
反
山
大
厄
于
主
法
內
部
副
蚓

圳
叫
別
蚓
(
刷
上ω)
，
@
創
制
川
人
國
酬
的
兒
子
到

闢
山
川
(
引
凹
的
U
)
@
田
間
於
大
司
祭
家
族
的
抖
出
歷
山

蚓
(
別
4
6
)
，
@
問
蚓
酬
的
樹
划
人
(
鼠

"
曰
“
)

，
@
背
信
的
信
友
(
弟
前l
m
)
@
保
祿
的
某
仇
敵
(
弟

後
4
H

也
許
與
上
述
者
同
)

大
亞
歷
山
大
生
於
公
元
前
三
五
六
年
卒
於
三
二

三
年
竹
到
氏
為
闖
到
蚓
王
劃
劑
制
的
兒

ZU少
年
時
會
拜

頭
姆
斯
多
德
為
師
熟
讀
希
臘
文
學
尤
酷
嗜
荷
馬
的
易

制
甜
甜
史
悲
的
到
了
十
八
跪
在
到
制
川
職
街
上
表
現
了

他
的
英
雄
氣
概
兩
年
後
其
父
逝
世
二
十
歲
的
亞
民
遂

登
極
為
王
即
刻
履
行
其
父
的
遺
志
「
遠
征
放
斯
」
他

的
父
親
斐
瑋
伯
的
遠
征
祇
且
走
向
波
斯
報
復
而
以
此
剛

結
所
有
希
臘
的
民
族
但
亞
氏
這
次
「
遠
征
波
斯
」
已

擴
大
了
其
志
向
等
於
把
希
獵
和
亞
洲
的
文
化
統
一
起

化
身
為
大
將
軍
的
回
凰
山
山
人
所
崇
拜
的
人
物
就
是
自
由

制
甜
甜
閩
中
最
大
的
英
雄
阿
斟
阿
甘
心
是
身
為
制
蜘
文
化

傳
播
者
的
亞
民
沒
有
先
師
可
仿
只
深
信
神
明
委
任
他

頁
起
一
種
偉
大
而
特
別
的
使
命
公
元
三
三
四
年
他
解

救
了
小
到
制
到
海
岸
的
研
勵
城
巴
於
波
斯
人
的
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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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三
三
三
年
在
依
索
斯
附
近
跟
敗
了
波
斯
這
帝
逢
周

阿
三
世
三
三
三
至
三
三
一
年
征
服
了
研
尼
益
和
埃
及

必
築
了
亞
歷
山
大
里
直
城
作
為
希
臘
文
化
和
商
業
的

中
心
他
既
看
到
背
腹
都
無
敵
人
於
是
前
去
遠
征
波
斯

在
一
的
加
默
拉
戰
場
消
滅
了
敵
軍
然
後
揮
軍
進
入
印
度

直
到
印
度
河
一
路
所
向
無
敵
如
入
無
人
之
境
無
奈
由

於
水
土
不
服
昆
氏
所
帶
的
軍
隊
患
了
熱
症
很
快
傳
染

全
軍
已
再
無
力
從
事
戰
爭
於
是
亞
氏
只
得
罔
到
巴
比

倫
進
行
組
織
如
何
統
治
通
大
島
市
凶
在
那
光
俗
的
大
械

裝
到
氏
由
於
所
惠
的
熱
症
日
益
嚴
重
終
於
不
幸
於
公

元
的
三
二
三
年
六
月
卡
三
日
與
世
長
辭
死
時
茁
氏
年

僅
三
十
三
歲
亞
氏
正
如
他
所
崇
拜
的
阿
基
列
有
時
非

常
殘
忍
如
他
的
底
比
斯
和
促
俗
等
城
所
施
行
的
懲
計

是
箔
叫
到
過
份
的
他
把
波
斯
波
里
械
完
全
災
燒
妃
，
仆
已

n
m火
的
將
軍
而
且
也
是
他
最
知
己
的
好
灰
帕
耿
仆
地
推

(
可R
E
S
-

。
=
)
也
暗
殺
了
在
他
阱
酒
峙
的
口
親
手
糾

紛
、
了
日
一
個
村
灰
格
裂
托
一
-
K
M錢
忍
的
字
那
u
沌
的
大

Y
M氏
的
門
點
亞
氏
所
有
好
的
一
面
如
對
波
斯
政
的
川
的

人
U
M很
慷
慨
大
力
地
次
仙
抑
制
心
他
的敵
人
在
戰
爭
中
也

努
力
對
敵
人
保
持
正
義
可
是
亞
氏
的
戰
功
在
他
死
後

隨
即
消
逝
了
祇
有
亞
氏
在
文
化
的
建
設
和
發
展
不
但

在
當
時
對
世
界
起
了
巨
大
作
用
甚
至
有
些
直
到
現
在

還
有
影
響
這
些
文
化
上
的
偉
業
特
別
是
誘
導
人
類
趨

向
統
一
方
面
發
展
最
有
力
的

工
具
就
是
亞
氏
所
推
行

和
擴
展
的
大
希
磁

文
化
主
義

在
聖
種
莫
挺
起
或
暗
示
誼
民
的
地
方
有
加
上

1

" 1'(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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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斟
2

甜

"
7
6

1

臼
8
s

|

-
n

u

h
剖

瑟
夫

(
拱
出
門
﹒
-
P且
﹒
UQ

曲
子
山
)
說
亞
民
來
到
耶
京
進

入
電
般
崇
拜
天
主
因
寫
他
曾
在
夢
境
中
聽
到
天
主
的

話
其
他
許
多
塔
耳
慕
得
關
於
亞
氏
所
記
載
的
故
事

一

般
皆
屬
于
民
間
故
事
不
能
當
作
歷
史
的
文
件
看
待

見
希
隨
希
臘
叫
主
義
色
宴
苛
王
朝
挂
苛
王
朝

此
翩
而
劃
斟
上
尚
有
數
人
名
為
亞
壓
叫
封
者

一
基
勒
乃
人
西
渝
的
兒
子
亞
廢
山
大
他
的
弟
兄

名
叫
魯
富

(
谷
的

n
)
瑪
爾
谷
一
臟
音
是
為
羅
馬
教
會

而
寫
的
他
在
上
面
隨
筆
提

起
了
他
兩
兄
弟
的
名
字
無

疑
地
表
明
他
們
倆
為
羅
馬
信
徒

所
認
識
保
祿
在
羅

的

口

問
候
魯
富
|
|
也
許
亞
氏
當
時
不
在
羅
馬
或
已
死

去
|
|
和
他
的
母
親
提
咱
們
她
為
自
己
的
母
親
很
可
能

是
保
祿
以
前
在
耶
路
撒
冷
學
京
會
住
在
她
的
家
裘
而

她
以
愛
子
的
心
情
愛
護

了
保
祿
按
偽
經
伯
多
祿
和
安

德
肋
大
事
錄
記
載
亞
氏
和
魯
富
是
那
位
大
宗
徒
的
門

徒
厄
放
狄
約

(
開〈
。
在
5
)
以
背
仆
特
譜
所
寫
的
偽

經
學
母
升
天
錄
也
把
亞
氏
和
其
兄
弟
魯
富
與
伯
多
祿

及
安
德
肋
聯
合
且
暗
示
兄
弟

二
人
屬
於
耶
穌
的
七
十

二
門
徒
在
主
耶
穌
升
天
以
後
他
們
與
聖
母
瑪

利
亞
撒

羅
默
和
約
安
納
一
起
生
活

見
西
編

二
宗
的
扭
扭

所
提
及
的
亞
氏
是
當
厄
弗
所
城
因

銀
匠
事
件
而
引
起
的
騷
動
時
為
猶
太
人

所
推
舉
山
山來

的
發
言
人

三
保
祿
在
弟
前
1
"

扭

捏
及
依
默
納
約
和
亞
歷

五E八789-790 

山
大
說
「
他
們
竟
挖
棄
了
良
心
而
在
信
德
土
道
了
船

蔽
之
災
」
換
句
話
說
他
們
背
棄
了
信
德
這
位
亞
氏
大

概
與
弟
後
4
u

所
說
的
銅
匠
亞
歷
山
大
間
是
一
人

四
宗
4
6
所
提
及
的
這
位
亞
歷
山
大
是
大
司
祭

家
族
的
人

有
的
學
者
以
寫
這
位
亞
民
日
，
正
准
羅
哲
學
家

的
弟
兄
是
住
在
亞
歷

山
大
里
亞
域
的
猶
太
人
的
領
袖

(K
H
z
-
7
ι-
M
〈
H
H
H
∞
-
H
)有
人
以
他
是
大
司
祭

亞
納
斯
的
兒
子

(
雷

)

柳
亞
歷
山
犬
巴
拉

(
EO
ED已
E
E
S
)

草
綠
山
大
巴
拉
在
加
上
ω
1
名
為
亞
歷

山

大
厄

丕
法
乃
為
色
宴
苛
王
朝
第

十
一
位
君
王
(
一
五
O
l

一
四
五
年

)
不
知
何
時
何
地
誕
生
有
些
歷
史
家
說
他

是
蚓
荊
州
城出
生
的
因
他
酷
似
呵
呵
約
古
厄
過
法
乃

遂
向
稱
為
他
的
兒
子
企
閱
向
德
默
特
琉
第
一
搶
奪
敘

利
亞
的
王
位
在
公
元
前
一
五
三
年

(
敘
利
亞
時
代

一

六
O

咒他
開
始
攻
打
德
默
他
喃
自
叫
樹
氏
怕
蚓
蚓
人
和
鈑

變
者
聯
合
便
賜
與
叫
民
的
首
領
制
制
劃
徵
募軍
隊
的

權
柄
且
把
在
耶
京
堡
壘
內
拘
留
為
人
質
的
有
年
交
還

給
他
巴
拉
為
打
倒
德
氏
的
計
創
遂
立
約
納
堂
為
大
司

祭
咱
們
他
為
「
君
王
的
朋
友
」
並
送
紫
袍
和
金
冠
給
他

約
納
堂
聽
了
民
眾
的
意
見
擁
護
巴
拉
一
五

0
年
巴
拉

與
德
默
特
琉
交
戰
德
氏
在
戰
場
上
陣
亡
巴
拉
遂
正
式

登
極
為
王
周
年
巴
拉
娶

了
埃
及
王

仆
托
肋
米
的
玄
兒

到
劉
酬
柯
洲
為
妻
請
蚓
糾
叫
且
到
仆
必
助
自
安
部
f
b

賜
他
紫
點
提
立
他
為
將
軍
和
民
扎
可
是

J
登
主
也
叫

拉
就
灰
心

喪
志
完
全
腐
化
，
由
於
德
默
特
疏
的
問可
乎
總

喇
喇
喇
二
也
借
助
於
叫
叫
劉
刺
甜
的
總
督
阱
，
柏
叫
羅
尼

向
巴
拉
宣
戰
巴
拉
的
同
盟
者
約
約
堂
擊
敗
了
阿
噸
羅

尼
因
此
由
他
獲
得

了
厄
刻
龍
城
可
是
約
納
堂
的
勝
利

末
全
然
依
救
巴
拉
因
為
巴
氏
的
店
父
刺
別
給
他
的
紅

兒
克
妥
帕
特
辣
雪
恥
的
名
義
乘
機
佔
領
了
巴
刃
附
心

率
領
大
軍
在
安
提
約
基
雅
城
附
近
打
敗
巴
氏
巴
氏
逃

往
阿
刺
伯
而
阿
刺
伯
族
長
區
貝
狄
耳
斬

了
他
的
頭
送

給
巴
氏
的
岳
父

仆
托
肋
米
三
天
後
仆
托
肋
米
也
死
了

他
所
留
於
堡
壘
中
的
埃
及
兵
也
被
本
地
人
殺
死
因
而

德
敗
蚓
謝
二
世
登上
了
王
此
事H
M圳
上
的
1

刊
刊
寸

見
色
宴
苛
王
朝
德
默
特
琉
約
納

A
E

(
叮

)

A
O
戶
H
A
r
h
4，t
n
a
a
-
-
•• 

-
-
A
色
、
嚕
，
且A
J
H
H
A
-
-
u
、
'
，

9
n
u

屆
世
E

且
，
只
事

E
H
U

一
芒
。
E
E
E
}

呵
，
口
r
H」
E
n
n
-
E
-
V

寸
，F
E
-
-
-
「H
H
J
f

、

城
名
為
亞
壓
山
大
大
帝
於
公
元
前
三
三
三
年

所

也
右
靠
歇
勒
放
特
忱
前
面
胡
向
蝴
叫
吼
叫
氏
企

M
使

這
座
新
城
成
為
他

所
計
到
的

那
阪
大
希
臘
化
的
帝
國

商
業
和
文
化
的
中
心
亞
氏
的
美
夢
完
全
實
現

了

一
位

學
者
(
因
『2
3
)
會
議
昆
氏
無
疑
堪
稱
為
「
大
」

叮

是
我
不
知
道
是
因
看
他
的
遠
征
收
功
或
是
凶
為
他
從

立
了
亞
吋
凰山
大
里
亞
城
從
一
一
這
旬
話
顯
示
山
站
絨
在
文

化
史
上
的
重
要
性
不
過
此
城
的
重
要
性
於
建
立
後
的

幾
十
年
更
為
顯
著
因
為
車
城
成

了
東
西
交
通
的
要
道

叫
到
叫
王
明郎以
此
城
為
其
帝
國
的
京
部
且
在
不
停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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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
建
公
元
前
三
十
年
埃
及
成
了
羅
馬
帝
國
的
行
省
後

亞
坡
的
商
業
更
為
發
達
她
的
華
麗
真
達
到
了
頂
盔
假

使
現
代
的
人
能
夠
問
到
奧
吉
斯
都
時
代
而
去
遊
廢
亞

城
他
必
要
稱
讚
不
己
亞
城
的
碼
頭
總
是
停
激
了
各
國

的
結
隻
長
七
公
里
的
水
路
末
端
區
立
著
一
百
多
咪
高

的
燈
塔
在
燈
塔
右
邊
挺
立
著
羅
馬
總
督
的
宮
殿
此
外

戲
院
凱
撒
神
殿
色
辣
丕
斯
廟
字
也
是
亞
域
的
名
勝
可

是
她
最
珍
貴
的
建
築
物
乃
是
博
物
院
和
圖
書
館
這
座

國
會
館
在
奧
吉
斯
都
時
代
已
收
藏

7
四
十
萬
本
書
到

第
四
世
紀
末
畜
的
數
目
達
到
七
十
餘
萬
冊
博
物
院
一

方
面
是
一
個
古
代
美
術
品
的
寶
藏
另
一
方
面
相
似
現

代
的
一
座
大
學
學
生
從
羅
馬
帝
國
各
地
到
這
博
物
院

來
研
究
數
學
科
學
醫
學
文
學
語
言
學
天
文
學
等
等

猶
太
人
最
早
瀝
築
亞
城
若
瑟
夫
說
自
從
亞
歷
山

划
到
蚓
娃
立
之
扎
即
有
蚓
划
人
住
在
這
座
新
城
里
在

其
中
並
有
自
己
的
地
區
猶
太
人
即
在
此
城
把
舊
約
譯

成
了
希
臘
文
(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
此
外
又
以
希
臘
文

寫
了
許
多
書
結
一
方
面
為
自
己
辯
護
另
一
方
面
為
在

異
教
民
間
宣
佈
唯
一
神
論
的
真
理
在
這
些
以
希
臘
文

寫
作
的
蚓
蚓
作
者
中
最
有
名
的
乃
是
與
耶
穌
同
時
的

推
羅

到
城
的
樹
刑
人
在
喇
喇
刷
刷
有
自
己
的
會
堂

一
(宗
6

.

)
並
且
每
逢
大
廈
街
日

本
少
猶
太
人
由
亞

寸
鐵
到
學
城
去
過
節
見
宗
2
1

|

u

.

,-

M
一

按
照
三
種
古
代
的
傳
說
第
一
個
在
亞
城
宣
傳
耶

J
J穌
6個
宮
的
是
，m
R哭
鬧
劇
圳
廿
斜
的
H
W

1
制
前1
凹

3

RK 
3 /\ 

-
l
e

等
處
所
提
及
的
傳
福
音
者
阿
頒
羅
即
生
於
此

城
約
在
第
一
世
紀
末
及
第
二
世
紀
初
在
亞
城
興
起

了
一
個
很
危
險
且
很
有
勢
力
的
諾
士
斯
派
里
教
會

為
反
抗
此
一
學
派
在
亞
城
建
立
了
第
一
座
神
學
院

(
U
Me
m
r
巴
巴
2
)
龐
特
諾

(
F
R
E
E
ω
)克
肋
孟

(
b
Z
B
O
D
ω
)
尤
其
是
甜
甜
輯
用
(
。E
m
g
g
)即

是
這
座
書
院
最
大
的
光
榮
赦
氏
在
此
書
院
效
法
准
羅

以
寓
意
法
來
講
解
聖
經
並
效
法
該
書
院
的
批
判
學
家

寫
作
了
那
偉
大
的
著
作
舊
約
的
六
欄
本

見
解
經
學
埃
及
羅
馬
帝
國
拉
哥
王
朝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准
羅
(
雷
)

叫
亞
歷
山
大
辣(女
王
)

(kFZEEE) 

亞
氏
的
希
伯
來
名
叫
做
里
納
(
或
撒
羅
美
或
撒

耳
瑪
)
她
的
丈
夫
雅
乃
烏
斯
死
後
繼
位
為
猶
太
民
族

的
女
王
(
公
元
前
七
六

i

六
七
)
除
了
公
元
前
第
九

世
紀
中
的
阿
塔
里
雅
太
后
外
亞
民
是
猶
太
民
族
唯
一

的
女
王
她
的
歷
史
見
於
“
右
瑟
夫
(
〉
且
已
且-
M
HH
H
HB
)

猶
太
經
師
的
作
品
和
錢
幣
學
她
一
登
位
即
依
照
先
夫

的
建
議
擁
護
法
刺
鑫
黨
人
而
疏
遠
撤
社
塞
黨
人
使
法

利
率
黨
人
的
代
表
參
加
國
家
公
議
會
法
利
萃
黨
人
未

兔
肉
他
們
的
敝
人
徹
杜
塞
黨
人
欺
壓
過
甚
使
得
徹
黨

人
不
得
不
推
舉
女
主
的
兒
子
阿
黎
斯
托
步
羅
帶
領
幾

個
徹
黨
要
人
在
女
王
座
前
抗
議
女
王
憑
正
義
處
理

而
使
兩
黨
暫
時
妥
協
女
王
的
弟
兄
西
孟
本
協
塔
黑

(
∞E
S
Z

口

ω
兵

"
7
)
對
亞
氏
的
內
外
政
策
無
疑

有
好
的
影
響
然
而
女
王
的
成
紋
路
歸
功
於
她
的
德
行

正
義
和
仁
慈
法
利
鑫
黨
人
一
向
稱
讚
亞
氏
以
她
與
達

昧
和
撤
羅
漏
相
健
美
但
是
當
她
臨
終
前
說
了
一
旬
話

「
我
已
不
能
再
管
國
事
了

」
表
示
猶
太
國
那
時
的
環

境
南
方
有
掘
起
的
納
巴
泰
人
北
方
又
有
羅
馬
大
將
路

一
履
絡
(
F
E
E
-
-
5

)
而
自
己
的
兒
子
又
缺
乏
勇
氣
處

聽
大
事這

一
切
都
預
示
將
有
一
也
不
可
低
禦
的
暴
風
雨

來
侵
製
猶
太
阿
斯
摩
乃
王
朝
將
要
消
滅
不
久
享
禱
七

十
三
成
的
亞
氏
逝
世
她
所
恐
懼
的
事
不
幸
地
一
一
都

實
現
了
但
是
直
到
現
代
猶
太
人
仍
很
羨
慕
而
記
念
他

們
的
「
賢
德
的
女
王
」

見
阿
斯
摩
乃
王
朝
亞
歷
山
大
雅
乃
鳥
斯
阿
甜
甜
斯

托
步
羅
法
利
毛
熱

(
雷

)

加
亞
歷
山
大
雅
乃
鳥
斯

\
〉
戶。
H
凶
且
已
倚門

UF
口
D
n
z
m

J

/
〉
-n
H
M
WD
已
R
E

E
D
州W
OC
ω

」

雅
氏
個
月
若
望
依
爾
卡
諾
的
兒
子
給
承
他
的
哥
哥

阿
黎
斯
托
步
經
為
王
(
公
元
前
一
O
三
1

七
六
年

)

且
娶
撒
里
納
|

她
的
希
臘
名
氣
亞
歷
山
大
辣
l

亡
兄

之
委
為
己
妻
雅
氏
為
王
二
十
七
年
國
內
商
外
不
斷
費

生
戰
寧
許
多
次
失
敗
但
因
在
敘
利
亞
的
色
宴
苛
王
朝

和
制
別
的
出
蚓
王
朝
菜
已

愛
我
尤
其
是
由
於
蚓
倒
叫



~
刻
劉
蚓
域
的
制
划
人
在
蚓
蚓
朝
廷
個
懷
有
勢
丸
所
以
喇
喇

知
~划
民
族
非
僅
未
喪
失
她
的
獨
立而且
在
制
民
時
代
領

一一
域
逐
漸
續
強
雅
氏
的
內
政
無
道
一
生
反
對
法
利
塞
黨

:
而
依
賴
撒
杜
塞
黨
因
此
不
但
沒
有
獲
得
民
心
反
而
祇

得
到
人
民
的
憎
恨
甚
至
一
屁外
國
俯
兵
來
鎮
壓
自
己
的

百
姓
有
一
次
他
竟
將
八
百
人
在
他
和
妻
妾
面
前
當
他

們
宴
飲
時
釘
在
十
字
架
上
這
種
殘
忍
無
道
的
事
使
人

民
揖
為
恐
懼
和
痛
恨
昕
以
有
八
千
人
離
開
本
國
而
他

往
在
他
們
當
中
一
部
份
遷
往
大
馬
士
革
在
那
襄
建
立

了
大
馬
士
革
盟
約
社
團

按
若
瑟
夫
記
載
(
〉D
F
T
已
-
M
H
H
H
E
L
U
)

雅

氏
在
逝
世
前
會
勸
過
妻
子
亞
歷
山
大
辣
女
王
和
法
利

鑫
黨
修
好
承
認
自
己
的
內
政
完
全
失
敗

這
位
暴
虐
勇
敢
頑
固
的
君
王
就
其
國
土
來
講
是

擴
大
了
但
事
實
上
甜
蜜
失
了
國
家
的
元
氣
過
不
久
羅

馬
大
軍
入
侵
(
六
三
年
)
佔
領
了
全
猶
大

見
色
宴
苛
王
朝
大
馬
士
革
文
件
亞
歷
山
大
辣
女(

雷
)

八

前
使
者
(
H
M
U悶
。「
)見
天
也

叫
來
臨
(
3
8
5
3
)

「
來
臨
」
一
詞
在
重

-
J
J

文
化
上
是
有
特
殊
意
義

的
它
尤
其
指
某
神
的
光
臨
或
某
帝
王
的
駕
臨
而
言
並

不
是
普
通
的
來
到
或
來
臨
新
約
本
著
希
臘
文
化
的
這

個
間
有
觀
念
用
以
專
指
「

上
主
的
來
臨
」
(
得
前
2

"
3

時
4

臼
5

臼
格
前
的

祖
瑪
M
MS
盯
肘
抽
雅
5
7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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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伯
後
I
M
2
4
H

對
一
2

盟
)
祇
有
一
次
是
指
示

假
基
督
的
來
臨
(
得
後
2

•• 

注
到
副
譯
本
正
確
地

譯
作
「
來
到
」

)

在
舊
約
時
代
先
知
們
會
經
不
斷
地
報
告
「
上
主

的
日
子
」
的
來
臨
達
尼
爾
更
強
調
「
人
子
」
的
來
臨

(
達
7

臼
)
這
種
觀
念
亦
進
入
了
新
約
中
「
天
主
的

國
」
業
已
來
臨
(
谷
1

臼
)
救
緩
已
到
(
格
後6
2
)

時
期
已
瀚
(
迦
4

‘
弗
1

刊
)
末
世
在
部
等
(
格
前

m
u
)
並
且
在
新
約
時
代
的
祈
禱
中
「
主
的
來
臨
」

成
了
當
時
祈
求
的
對
象
之
一
「
主
口
主
來
吧
」
的
阿
刺

姜
文
「
宮
R
E
B
E

」
禱
詞
竟
成
了
希
腦
化
的
呼
求

(
格
前
的
血
)

主
耶
穌
的
出
現
共
有
兩
次
一
次
是
於
白
冷
的
降

生
第
二
次
是
在
世
界
的
末
日
雖
然
墓
教
會
尤
其
敬
父

們
不
時
將
兩
次
的
出
現
都
稱
作
「
來
臨
」
但
在
新
約

上
似
乎
各
有
其
專
用
的
術
語
郎
將
第
一
次
的
出
現
稱

寫
「
顯
現
顯
示
」
第
二
次
的
出
現
稱
為
「
來
臨
」
(
更

好
說
是
「
駕
臨
」
或
再
來
)

聖
保
祿
更
清
楚
地
刻
創
出
主
來
臨
時
的
種
種
步

驟
天
使
吶
喊
號
聲
大
作
隨
從
出
現
興
高
彩
烈
的
他
戴

著
尊
貴
的
冠
冕
披
著
偉
大
的
光
榮
聖
人
們
圍
繞
著
他

死
人
們
復
活
起
來
前
往
迎
接
在
天
空
雲
彩
中
與
他
會

合
其
後
就
是
公
審
判
的
出
現
(
得
前
4
n
5
u

格
前

的

扭
|
且
)

但
是
耶
穌
何
時
再
來
這
個
問
題
卸
的
確
使
初
期

教
會
的
信
徒
恐
慌
不
安
保
祿
甚
至
相
信
他
自
己
在
未

死
乏
前
說
可
能
見
到
主
的
來
函
戶
餅
的

4
H

口
‘
你

前
刊
μ
日
“
叫
T
F
A
鬧
劇
也
不
得
示
弦
，
也
主
流
的
的
日

期
且
正
在
不
知
之
甜
點
故
此時時
應
當
提
高
密
鋸
恆
心
等

候
猶
如
防
備
盜
賊
現
在
是
耐
心
等
候
的
時
期
是
受
苦

受
磨
難
及
試
探

的
時
期
在
這
個
等
候
的
時
期
中
膝
關
呵，

常
工
作
他
自
己
也
繼
續
傳
教
建

立
教
會
好
力
抓
懈
父

似
乎
主
的
來
臨
並
非
是
迫
在
日
陡
的
急
哄
似
的
前
得

撒
洛
尼
的
教
友
們
為
了
主
來
臨
的
事
在
志
不
女
之
際

保
祿
給
他
們
指
出
了
兩
個
主
將
來
臨
的
確
切
徵
兆
背

叛
教
會
及
假
基
督
的
出
現

(
得
後
2
8

1

刊
)
上
述

保
祿
的
道
斑
與
福
音
上
的
思
想
是
一
致
的
「
至
於
那

日
子
和
那
時
刻
除
了
父
以
外
誰
也
不
知
道
連
天
上
的

天
使
和
子
都
不
知
道
」
(
谷
口
臼
見
瑪
M
M
M伯
後
3

8

刊
)
其
實
按
照
保
祿
及
福
音
的
道
理
主
耶
穌
來

臨
之
遲
早
及
何
時
來
都
是
無
側
重
要
的
最
主
要
的
是

應
當
時
時
醒
竊
振
作
「
將
你
們
整
個
的
靈
魂
和
肉
身

在
玟
們
的
主
耶
穌
基
督
來
臨
時
保
持
的
無
瑕
可
指
」

(
得
前
5

目
見
得
前
5
1

i

u
)
默
示
錄
亦
以
等
待

的
心
情
以
祈
禱
的
方
式
作
全
部
連
一
經
的
結
尾
「
主
耶

穌
你
來
吧
」
(
默
扭
扭
)

由
上
所
述
我
們
可
以
看
到
的
確
新
約
時
代
的
教

會
好
似
在
以
不
安
的
心
情
等
待
著
耶
穌
的
即
將
來
臨

有
不
少
的
話
旬
好
似
在
指
示
主
的
來
臨
巳
指
日
可
待

但
是
這
種
心
情
的
流
露
以
及
急
切
的
希
望
究
竟
有
什

麼
真
正
的
意
義
及
價
值
學
者
們
各
有
自
己
的
看
法
及

解
釋
不
過
無
論
如
何
熱
切
等
待
及
關
心
耶
穌
再
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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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情
對
發
個
教
會
的
信
友
們
來
說
是
有
重
大
意
義
及

價
值
的
因
為
它
使
信
友
更
專
心
致
力
于
上
主
的
事
務

更
以
希
望
及
愉
快
的
心
情

來
善
度
此
生
更
以
完
全
依

恃
及
愛
慕
的
心
情
來
準
備
及
淨
化
自
己
的
心
靈

見
末
世
論
主
口
主
來
吧

(
韓

)

H
n
b孝
A

「p
p
m
2
3
個
月

5

是
羅
馬
帝
國
時
代
君

刑L
A
l

i
-

-
Fn
g
z

ω

\

王
有
長
們
所
用
的
一

些
一
下
級
僕
役
他
們
的
職
拉
伯
是
當
這
些
一
有
官
階
的
人
物

出
遊
時
憋
在
前
面
持
斧
鐵
棍
棒
儀
仗
闋
路
並
大
都
是

由
下
紋
的
人
民
中
或
自
獲
得
自
由
的
奴
隸
中
選
出
宗

的
訕
訕
所
說
的
侍
衛
只
持
有
儀
仗
而
無
鎖
斧
因
為
欽

斧
棍
棒
儀
仗
只
有
羅
馬
京
都
的
侍
街
才
有

(
韓

)

指
世
K1旨
時
「
口
σ
-n

J
供
桌
是
以

啊
，auL
E
t
-

m
f
p
肉
g
Z
H
J
8
3
5
2

」

4
l
a

h

'

，

=

〈

1
E
P
E
E
-

、
民
為
做
過

天
主
在
學
所
內
所
用
的
桌
子
關
于
這
桌
子
的
構
造
以

及
用
途
出
討
自
|

抽

有
詳
細
的
描
述
由
這
段
記
述
可

知
供
桌
除
為
放
盤
碟
杯
和
為
奠
祭
用
的
爵
外
最
重

要

的
是
為
擺
供
餅
這
供
餅
只
准
司
祭
而
不
准
其
他
一
般

人
吃

(
見
瑪
也
4

繳
上
幻
5
|

7
)
這
供
桌
按
天
主

給
梅
瑟
的
指
示
應
放
在
至
聖

所
前
面
第
北
的
地
方
面

對
燈
台

(
出

必
自
)
(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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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措
".--. 呆。 ~、

自甘 ~!;1 
~ ~ 2 . ~ n. rt (1) 0.. 

" 弩 之
義「§乎
是:依
無賴 宮﹒ 「可
畏」屋，誼
會鞋在 ω 喜

懼紳 亞
及學 ---:;;.-
絕上
對的
有定

把
握
地
獲
得
某
一
種
恩
惠
的
期
望
依
賴
的
基
礎
是
天

主
的
忠
誠
因
為
他
既
許
必
踐
誰
依
賴
上
主
從
不
蒙
羞

(
詠
n
J
總
2
u

達
3

叫
)
因
此
依
賴
凡
此
期
間
正
是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的
在
拉
丁
通
行
本
上
更
混
為
一
談

革
自
約
「
依
賴
」
是
對
天
主
信
任
的
主要
成
份
推

信
任

(
信
仰

)
天
主
就
一
定

要
依
賴
天
主
及
聽
他
的

命
有
時
依
賴
天
主
的
原
因

是
因
為
天
主
是
大
能
有
力

的
因
為
他
是
「
聲
石
」
「
城
堡
」
「
避
難
所
」

(
詠

到
2

|

7

依
必
‘
)
有
時
因
為
天
主
是
仁
慈
憐
憫
的

他
會
救
我
們
出
於
水
深
火
熱
之
中

(
詠
叫
“
叩H
智
u

n
)
但
是
在
舊
約
的
範
圍
內
以
及
以
民
的
初
級
宗
教

知
識
中
依
賴
的
目
的
或
所
求
大
都
更
傾
向
於
現
世
的

財
物
及
勢
力
天
主
向
以
民
許
下
了
民
族
的
眾
多
土
地

的
版
關
國
勢
的
強
盛
及
主
權
的
自
由
等
因
此
以
民
就

基
於
天
主
的
這
一
許
諾
而
期
望
信
賴
及
依
賴
雖
然
如

此
舊
約
部
也
清
楚
地
指
出

了
對
天
主
依
賴
應
有
的
態

度
力
斥
過
於
對
人
力
的
奢
望

(
詠
幼
8

耶
口
5

)
如

讚
J其
以
愛
情
及
謙
遜
的
心
情
寄
於
上
主
的
依
賴
猶
如

兒
子
之
依
賴
父
親

(
一
詠位
6
)

新
約
只
有
在
接
受
了
新
啟
示
的
新
約
時
代
「
依

賴
」
才
正
式
的
獲

得
了
它
真
正
的
意
義
它
的
目

的
不

再
是
現
世
的
物
質
而
是
與
現
世
財
富
勢
利
完
全
相
反

的
神
性
恩
惠

(
若
4

刊

)
人
應
信
賴
耶
穌
的
話
直
至

世
界
的
末
日

耶
穌
自
己

有
時
也

提
醒
人
應
依
賴
他

(
瑪
9

2

谷
4

叫
6

叩

)
保
祿
將
依
賴
及
期
望
緊
緊

遠
合
在
一

起
(
格
後
1
.
u

希
3
6
)

因
為

教
友
應

信
領
耶
穌
的
品
及
期
望
他
的
再
度
來
臨
而
獲
得
說
報

(
哥
-

n

弟
前
1

1

鐸
2

臼
)
，
但
友
聽
孩
堅
信
不
移

的
依
賴
天
主
實
行
闢
瀚
的
愛
德
並
確
知
一
定
會
獲

得

自
己
靈
魂
的
救
援

(
右

-4

口
)

耶
穌
責
斥
人
對
現
世
物
質
的
過
於
援
慮
而
缺
乏

依
恃
天
主
的
心
情
(
瑪
6

目
!

"
)
保
祿
亦
譴
責
教

友
們
的
過
度
掛
慮
世
事
(
格
前
7

U
I

品

)
因
為
這

種
種
過
於
的
憂
慮
掛
心
阻
止
天
主
的
學
言
在
人
靈
魂

上
開
花
結
果

(
瑪
6

自
I

H
U
n

)

見
希
望

(
韓

)

m
L
N
h
申
來
「HE
J
三
洞
人
名
原
文
有
「
小
撞
」

，

4
i

1

.
J
'

、
之
意

1

是
遠
味
時
代
的
司
祭
雅
提
爾
人
(撒
下
甜
甜

)

被
列
為
達
咪
的
重
要
官
員
此
處
「
司
祭
二
詞
可
能

是
「
輔
相
」
之
意

2

依
刻
士
的
兒
子
特
科
亞
地
方
人
是
遠
昧
的
勇

士
之
一

(
撒
下
的ω
甜

編
上
幻
9
)

3

達
昧
的
勇

士
之

一
(
編
上
口

叫
)

吉 野 史
為 3.2 . 編l 1. 'u也
支屬 猶| 上 是 這;
被於i 大12 赫| 員之
的問 支l 缸 茲| 云空
首蚓 派 )。龍l
領盎|的 的I ~去
，、 支人， 後
串串i 派 生 代，--' 學i
t 的子. 其 ( 經j

﹒ ~ 在| 父天 上，
.， 位 赫| 名 主 的
」。賽特| 阿I~ 幾
呵﹒( 帕| 施 個

生 編1 殷:以 人
孟占 其 救名 ，
7 7 子 援意 (
函 ， ' 0 叫」。恩韓
)。舍| 是)



4

是
制
制
制
文
汲
河
東
地
區
的
~
位
首
領
(
幟

站
~上
5

缸
片
(
韓
)

可
缺
貝
散
(
詩
討
)
人叫降
1
世

-
4
l
i
l

屬
依
撒
加
爾
文
被
托

于拉
的
第
五
個
兒
子
是
英
勇
戰
士
家
族
的
旅
長
(
編
上

一

7
2
)
(

韓
)

n
L
K
3
4
、
為
主
「H
E
Z

J
依
貝
贊
作
以
色
列
的

恥
。A
l
E
t
y先
E
J
k
p
r
o
E口
\
民
長
七
年
之
九
其
名

之
意
義
不
詳
出
生
於
則
步
隆
支
派
的
貝
特
肋
桓
會
將

自
己
的
三
十
個
女
兒
嫁
給
外
方
人
並
給
自
己
的
三
十

個
兒
子
自
外
方
人
中
娶
來
媳
婦
(
民
U
S
M
)(

韓
)

的
L
k
b
h
p
L、「
-
O
M
M
Y

仔
仔

J
人
名
意
思
是
「
望

。
o
a
-
-
L
F」
剖
開
/
寸
，
'
，
F
Z

WA
U
H
M
丹
m
h

，

A
l
-
-

'

』
'
，
」

4
t
p
e

、
天
主
拯
救
我
」
是

以
民
的
一
位
民
長
關
於
他
的
生
平
事
蹟
聖
經
有
頗
為

詳
細
的
介
紹
(民
日
章
)
生於
基
肋
阿
得
地
區
其
母
是

妓
女
故
無
權
承
受
家
產
被
逐
出
家
外
遊
蕩
於
托
布
地

方
因
生
性
強
悍
善
鬥
竟
成
為
匪
首
此
時
以
民
因
敬
禮

邪
神
之
罪
十
八
年
之
久
受
外
邦
敵
人
的
壓
迫
雖
已
悶

頭
改
過
創
除
邪
棘
敬
禮
但
仍
需
要
有
一
位
領
袖
出
來

統
率
人
民
攻
打
敵
人
於
目
巨
大
家
同
意
請
依
弗
大
任
以

民
領
袖
統
帥
依
弗
大
留
恨
未
忘

l

被
逐
出
家
國
l

於

是
在
很
苛
刻
的
條
件
之
下
l

將
終
身
為
以
民
首
領
l

答
應
拒
敵

制
蚓
蚓
先
以
緩
和
的
手
腕
罔
敝
人
l

阿
孟
子
民

l

展
開
外
交
談
判
此
處
很
奇
怪
地
談
判
的
對
象
叉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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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
是
摩
阿
剩
川
到
提
到
樹
剛
制
人
的
神
明
朝
酬
封
學

者
們
大
都
相
信
這
種
外
在
的
矛
盾
您
是
數
個
歷
史
傅

統
混
合
的
結
果
外
交
政
策
既
告
失
敗
只
有
訴
諸
武
力

於
是
喇
喇
到
招
集
人
馬
親
赴
劃
叫
剛
得
的
喇
甜
甜
率

兵
去
同
阿
孟
人
交
戚
在
戰
門
開
始
之
先
這
位
兇
勇
強

悍
的
將
軍
竟
向
天
主
許
下
了
一
個
糊
邊
無
知
而
又
殘

忍
的

客
願
「
若
你
把
阿
孟
子
民
交
於
我
手
中
當
我
也

阿
孟
子
民
那
里
平
安
間
來
時
不
論
誰
由
我
家
門
內
出

來
迎
接
我
誰
就
應
歸
上
主
我
要
把
他
獻
作
全
熔
祭
」

(
民
U
M
缸
)
果
然
依
弗
大
全
勝
而
歸
克
復
被
阿
孟

佔
'去
的
城
市
二
十
座
之
多
為
以
民
雪
去
7
恥
辱
威
風

大
振

正
當
依
弗
大
興
高
彩
烈
地
凱
旋
歸
來
時
第
一
個

出
來
鼓
舞
歌
唱
蔽
欣
載
奔
迎
接
英
雄
大
將
的
不
是
別

人
卸
正
是
他
的
獨
生
女
兒
依
弗
大
一
見
於
是
面
色
大

變
撕
破
在
服
痛
聲
大
哭
「
哎
呀
我
的
女
兒
你
真
使
我

苦
惱
太
叫
我
作
難
了
因
為
我
對
上
主
閃
過
口
不
能
收

問
」
(
民
口
自
)
聖
經
上
的
這
段
記
述
若
我
們
客
觀

地
按
字
面
解
只
有
承
認
依
弗
大
將
女
兒
真
的
作
了
人

祭
獻
於
上
主
以
民
亦
每
年
對
此
事
蹟
悲
哀
追
悼

(
民

日
的
)
更
證
明
此
說
之
無
誤
自
古
以
來
有
很
多
很
多

的
學
者
及
教
父
們
相
信
此
說
就
是
近
代
的
學
者
中
主

此
說
者
亦
頗
不
乏
人
只
有
在
中
古
世
紀
的
一
些
一
猶
太

經
師
主
張
它
並
非
真
正
的
人
祭
而
只
是
精
神
的
祭
獻

終
身
守
貞
不
過
這
種
論
調
似
不
能
自
圓
其
說
教
父

們

雖
然
都
承
認
這
種
事
實
的
殘
酷
但
另

一
方
面
部
讚
依

弗
大
在
他
無
知
主
中
針
上
主
的
熱
誡
我
們
知
武
依
制

大
所
生
活
的
時
代
是
距
今
很
遠
的
時
代
那
時
凶
反
修

一
J獅
教
的
宗
教
倫
建
設
念
還
很
薄
弱
尚
在
萌
芽
的

時

期
故
此
我
們
不
能
以
現
在
的
倫
理
觀
念
來
深
斷
那
時

代
人
的
作
為
連
學
保
祿
自
己
就
會
咱
們
讚
了
他
的信
德

(
希
口
抽
)
誠
然
依
弗
大
的
無
知
洗
脫
了
他
的
過
錯

如
毫
未
削
弱
他
的
信
仰
(
韓
)

M
L此
申
來
旦
寸
「H
E立
人
名
有
「
飛
逝
的
」
「
迅

i
A
l
l
-

J

i
l

'

、
速
的
」
意
思
是
哈
諾
客

的
兒
子
及
默
楓
蚓
割
的
父
說
皆
屬
蚓
刮
後
代

(
制
4

(
韓
)

的
爭
氏
峙
耿
必bu「
H
m
s
n
J
人
名
意
謂
「
他
笑

，

i
A
l
4
1

」

A
1

，
、
是
「
願
天
主
笑
」
的

簡
寫
是
以
民
的
三
位
偉
大
學
組
之
一
l
l
回
回
腳
依
撒

格
雅
各
伯
|
|
亞
巴
郎
的
第
二
子
亦
是
撒
辣
的
獨
子

(
創
到
1
|

7
)
是
二
人
年
老
時
所
生
的
兒
子
(
創

口
口
m
u
剖
M
)
生
於
亞
巴
郎
在
乃
革
布
及
到
制
制
晰

地
方
度
遊
牧
生
活
時
(
創
到
1
|

3
)
生
後
第
八
天
行

了

割
損
風
此
時
到
凹
蚓
正
一
百
歲

(
制
訂
‘
5
)。
到

巴
郎
的
正
妻
既
己
生
子
牌
女
叫
戶
口
加
爾
所
生
的
兒
子
在

撒
辣
的
催
遍
及
天
主
的
指
示
之
下
便
被
趕
出
了
家
門

(
創
剖
，
|

缸
)
天
主
為
了
試
探
亞
巴
郎
的
聽
命
令

他
將
獨
生
子
獻
于
天
主
亞
巴
郎
果
然
從
命
中
悅
天
主

在
最
後
一
剎
那
才
在
上
主
的
安
排
之
下
以
一
雙
公
綿

羊
代
替
子
作
7
全
熔
祭
很
可
能
這
便
是
後
來
法
律
禁

止
人
祭
的
根
攘
(
肋
m
n
)
此
時
依
撒
格
已
是
一
位



年
青
力
壯
的
少
年
因
寫
他
已
可
一
屑
責
馮
全
矯
祭
用
的

木
柴
上
山
聖
祖
們
此
時
的
定
居
之
處
是
貝
爾
舍
巴

(
見
創
叫
“
)
依
撤
格
既
已
成
人
亞
巴
郎
打
發
僕
人
罔

美
索
不
達
米
亞
的
納
日
旬
爾
城
去
給
依
撒
格
由
自
己
的

家
族
中
娶
妻
終
於
娶
了
黎
貝
加
為
妻
(
見
創
川的章
)

此
時
依
撒
格
年
已
四
十
由
妻
子
黎
貝
加
生
了
兩
個
兒

子
即
厄
繳
鳥
及
雅
各
伯
雙
生
子
(
創
鈞
M
|
扭
)
此

時
發
生
了
荒
災
依
撒
格
全
家
遷
往
革
辣
爾
居
住
在
這

里
上
主
顯
現
給
他
並
預
許
祝
福
(
創
必

-
-
6
)
在

此
地
果
然
天
主
大
大
地
降
一
搞
了
依
撒
格
使
他
年
成
雙

收
奴
炸
成
章
竟
成
了
當
地
有
財
有
勢
的
人
物
因
而
受

人
的
嫉
拓
故
有
水
井
的
糾
紛
所
掘
的
水
并
被
人
填
埋

為
了
避
免
麻
煩
依
撤
格
聽
阿
彼
默
肋
客
玉
的
忠
告
遷

往
他
處
居
住
(
創
叫
“
臼
|
且)。
自
那
襄
重
返
則
制
制

巴
天
主
再
顯
現
給
他
保
證
會
繼
續
降
幅
他
於
是
在
此

為
上
主
修
建
了
一
座
祭
壇
以
作
記
念
(創
鈞
扭
扭

)

由
於
兩
個
兒
子
的
性
格
完
全
不
同
格
格
不
入
使

依
繳
格
受
了
不
少
的
痛
苦

(
創
鈞
扭
扭
)
再
加
上
厄

撒
烏
娶
了
兩
個
本
地
赫
特
女
子
為
妻
更
使
夫
婦
二
人

傷
心
難
過

(
創
必
M

)
晚
年
眼
目
已
瞎
還
受
到
黎
貝

加
及
雅
各
伯
的
擺
佈
將
長
子
應
得
的
祝
福
賜
給
了
次

子
雅
各
伯
雅
各
伯
為
躲
避
厄
撒
鳥
的
報
復
只
有
逃
難

一
去
哈
蘭
地
方
舅
父
拉
班
之
家

(
創
幻
章
)

一

學
經
上
描
述
依
撒
格
的
歷
央

沒
有
像

其
他
m唔
，
祖

師
戶都
依
詳
也這
可
能
是
因
為
他
是
一
位
安
靜
忍
耐
聽
命

J
N守
己
的
人
的
原
恥
他
是
到
叫
叫
問
及
蚓
創
倒
之
間
的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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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人
物
是
上
主
祝
福
的
繼
承
者
故
此
新
約
中
不
時
將

三
位
學
祖
並
列
在
一
起
(
瑪8
u

宗
3

站
等
)
並
稱

讚
他
偉
大
的
信
德
(
希

4
.
)
以
他
為
教
友
們
的
預

象
因
寫
他
生
自
一
位
自
由
的
女
人
(
迦
4

甜

羅
9
7

1
u
)
亦
是
耶
穌
祭
獻
自
己
拯
救
人
類
的
預
象

(
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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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希
U
U
)

見
黎
貝
加
雅
各
伯
厄
撤
烏
(
韓
)

騙
依
沙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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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
的

W
N
k
i司h
卜
、
世K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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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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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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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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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意
無
法
是
可
能

有
「
天
主
寬
恕
」
(
?
)
或
「
天
主
實
有
」

(
?
)

之
意

1

屬
依
撒
加
爾
支
源
及
托
拉
家
簇
是
依
次
辣
希

雅
的
第
四
個
兒
子
(
一
編
上7
8
)

2

是
科
辣
黑
的
後
代
在
漆
刻
拉
格
地
方
歸
順
了

達
味
(
編
上

u
e
)

3
鳥
齊
耳
的
第
二
個
兒
子
烏
齊
耳
且
是
刻
哈
特
的

後
代
是
一
肋
未
家
族
的
族
長
(
編
上
幻
甜
圳
的
自
)

仁
是
屬
於
叫
刷
刷
的
子
成
充
軍
後
聽
厄
蚓
制
甜
甜
的

命
令
將
自
己
的
外
邦
妻
子
休
掉
(
厄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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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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簇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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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它
雖然
是
位
於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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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叫
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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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地
區
內
的

城
市
部
被
劃
分
給
默
納
協
支
派
默
納
協
人
未
能
將
此

城
的
土
著
客
納
罕
人
驅
逐
因
此
混
合
而
居
(
蘇
口u

u

民
1

訂
)
猶
大
王
阿
哈
齊
雅
在
它
的
附
近
彼
耶
胡

所
殺
(
則
下9
盯
可
也
是
叫
創
刊
王
叫
加
黎
雅
的
喪

身
之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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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叩
)
它
在
一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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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稱
為
彼
耳
漠

在
友
7
3

稱
為
貝
耳
瑪
亦
見
於
埃
及
年
鑑
上
該
考
古

學
者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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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見
它
就
是
現
今
的
則
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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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
址
在
革
寧
(
當
約
的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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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西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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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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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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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
有
光

榮
」
是
丕
乃
哈
斯
的
兒
子
及
厄
里
的
孫
子
當
厄
里
及

丕
乃
哈
斯
死
亡
約
植
被
培
肋
舍
特
人
劫
去
的
兇
信
傳

給
他
的
母
親
時
正
當
她
臨
盆
生
產
產
生
倒
叫
樹
剖
開
之

後
使
部
死
去
了
臨
死
前
給
子
起
名
叫
楓M
W波
得
意
思

般
是
說.

「
光
榮
已
遠
離
了
凶
剖
刺
」
(
船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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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有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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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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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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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戰
爭
時
同
時
與
制
劃
蚓
蚓
及
固
樹
因

斯
所
提
及
的
一
條
河
流
(
友
1
6
)
馮
證
賞
這
條
河

流
學
者
們
有
過
不
少
的
意
見
其
中
最
為
可
靠
者
要
算

是
依
達
斯
貝
就
是
現
今
波
斯
的
刻
爾
叫戶
口(
只R
E
Z

河

(
古
時
亦
稱
苛
阿
斯
塔
河

)
這
條
河
流
全
長
六
百

公
里
灌
溉
古
厄
畫
(
家

1
.
)
地
區
原
來
是
在

波
斯

灣
流
速
入
海
現
今
划
在
微
特
『

F
R

」
地
方
h
R前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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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凶
量
的
」
是
則
步

于
龍
支
被
東
甫
的
邊
界
按
市
(
蘇

m
M
H
)就
是
現
今
的

一
胡
瓦
辣
(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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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
，
想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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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址
距
貝
特
肋
值
僅
二
公

里
之
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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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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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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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
、
古
厄
東
的
希

臘
羅
馬
名
雖
然
它
的
邊
界
及
領
土
與
厄
東
並
不
完
全

相
同
蓋
拿
步
高
使
猶
大
人
充
軍
巴
比
倫
之
後
猶
大
地

區
幾
成
真
空
地
帶
厄
東
人
毫
不
費
力
地
北
上
佔
領
猶

大
的
南
部
地
區
至
赫
貝
龍
一
帶
(
見
亞

1
u

北
也

街
叫
討U
M
ω
s
"
-
H哀
4
n

詠
即7
)
而
閥
割
刑
自

己
的
原
來
大
部
份
領
土
部
由
納
巴
泰
人
所
佔
攘
(
見

依
M
S
的
1

耶
圳
特7
拉
1
2
)
在
色
宴
苛
王
朝
時
代

依
社
默
雅
成
為
一
個
行
省
它
在
瑪
加
伯
時
代
的
總
督

為
哥
爾
基
雅
(
加
下
白
白
師
)
此
時
它
的
領
土
竟
白

蚓
蚓
邊
界
城
則
蚓
掛
爾
(
職
京
之
南
二
十
七
公
里
處
叮

擴
展
至
培
肋
舍
特
地
區
公
元
前
一
二
九
年
安
提
約
古

七
世
死
後
猶
大
首
領
若
望
依
爾
卡
諾
(
一
三
五
l


O
五
)
征
服
樹
蚓
蚓
細
地
區
逼
當
地
之
人
領
受
割
損

種
以
保
性
命
自
此
猶
大
同
依
社
默
雅
的
命
運
受
著
同

樣
歷
史
演
變
的
支
配
雖
然
兩
個
民
族
(
厄
撒
鳥
雅
各

伯
)
肉
來
幾
乎
是
水
火
不
相
容
的
(
見
創
鈞
扭
扭
扭

1
2

德
叩
叮
)
自
此
依
社
默
雅
人
開
始
參
與
猶
太
人

的
政
治
尤
其
是
機
智
多
諜
的
安
提
帕
特
竟
成
寫
猶
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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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領
銜
…
械
制
甜
的
執
事
他
就
是
內
罵
刻
御
的
父
說
給

後
者
奠
定
了
「
劇
創
制
王
朝
」
的
基
礎
而
他
們
都
是

依
社
默
雅
人
自
公
元
六
七
l

七
0
年
猶
太
戰
爭
之
後

依
社
默
雅
也
追
隨
猶
太
的
命
運
消
跡
訟
歷
史

見
厄
東
黑
落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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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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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
時
的
商
業

重
鎮
以
紡
織
及
羊
毛
為
主
要
輸
出
口
闆
它
就
是
現
今
土

耳
其
的
科
尼
雅
城
現
有
居
民
十
三
萬
左
右
堪
稱
土
耳

其
的
主
要
城
市
之
一
位
於
中
部
高
原
的
邊
沿
考
古
學

者
在
此
發
現
遠
在
公
元
前
三
千
年
就
有
人
煙
的
痕
跡

會
先
後
為
赫
持
人
夫
集
基
雅
人
技
斯
人
馬
其
頓
人
培

爾
加
摩
及
羅
馬
人
的
城
市

保
祿
第
一
次
遠
行
傳
教
時
大
約
於
公
元
四
六
年

同
凹
調
制
制
自
安
提
約
基
雅
被
逐
後
來
此
城
傳
教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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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有
不
少
的
猶
太
人
及
希
臘
人
悶
頭
入
教

但
部
激
起
一
些
猶
太
固
執
份
子
的
嫉
硬
起
而
為
難
宗

徒
們
只
好
暫
且
前
往
副
蚓
蚓
楓
城
傳
教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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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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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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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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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能
保
祿
第
二
次
出
外
傳

教
時
會
途
經
此
地
組
織
及
鞏
固
已
建
立
了
起
來
的
第

地
教
會
(
宗
的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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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
第
三
次
傳
教
時
一
定
來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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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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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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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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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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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
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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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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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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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來
暉
，
插
曲
研

主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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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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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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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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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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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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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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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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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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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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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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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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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
庫
中
色
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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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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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
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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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此
事
心
生
貪
念
於
是
打
發
總
連
大
臣
赫
客
多
洛
前

往
事
京
獲
取
比
寶
藏
(
加
下
3
u
)

見
赫
客
多
洛
猶
大
瑪
加
伯

(
韓
)

m
依
斯
加
星
(
叫
“
…
…
抖
。
"
)

見
劃
說



818-,821 

8

h
v、
沿
陣
陣
、-
s
閹

人
名
意
謂

，
且

﹒
」a
a
-
-
v
兩四
月
閃
閃
咱
可
』

•••••• 

而
4
個
個
可

s

s
t
b
引

A
E
z
t

「
天
主
的

寄
一
一
一
口
」
是
回
加
利
亞
司
祭
之
妻
及
若
翰
之
母
屬
亞
郎

後
化
並
按
原
文
與
亞
郎
之
妻
同
名

(
叫
6
自

)
是
一

位
熱
心
的
婦
女
(
路
1

5
6

)
可
惜
不
能
生
育
且
年

已
老
趙
故
心
中
頗
為
痛
苦
天
使
顯
現
給
其
丈
夫
之
後

懷
孕

(
路
1

H

)
瑪
利
亞
與
依
撒
伯
爾
的
親
屬
關
係

不
能
確
定
雖
然
教
會
傳
統
地
稱
她
們
為
表
姐
妹
但
無

線
可
志
當
瑚
利
到
由
天
使
的
報
告
恥
得
知
制
制
制
爾

尼
年
懷
孕
之
後
立
即
動
身
前
往
拜
訪
並
在
人
類
歷
史

上
第
一
次
被
樹
氏
稱
為
「
天
主
之
母
」(
踹
1

4
)

學
者
們
大
部
同
意
聖
母
在
服
侍
依
撒
伯
爾
生
產
之
後

才
悶
了
家
依
撒
伯
爾
產
子
之
後
同
丈
夫
合
意
主
張
以

剝
削
酬
之
名
賜
與
己
子
她
的
歷
史
僅
簡
短
地
見
於
「
耶

穌
荒
年
史
」

(
路
1

章
)
其
他
談
們
一
無
所
知

(
緯

)

μ
足
必
咚
"
"
哼
淘

「

/
是
舊
約
中
的

1
ι
b

割

ψ
!
"
n
z
明

-
HS
P
n

7
月

}

8

2
t

劃
引
」
，

A
Z
F

/
\

兩
個
人
名
及

文
派
名
原
文
的
意
義
因
可
以
不
同
的
名
詞
或
動
詞
的

形
式
來
講
故
不
易
確
定
大
致
有
下
列
諸
意
「
受
僱

人
」
「
天
主
賜
與
企
報
」
「
獲
得
了
質
報
」
及
「
薪

金
」
等

一

@
人
名
及
文
派
名
是
雅
各
伯
的
第
九
個
兒
子
由

于
防
阿
所
生
(
創
刊
"
)
聖
經
上
關
於
他
的
記
載
很
少

，

'
，
‘
'
。

，
3
.

抄
一在
創
刊
時
提
及
他
的
兒
子
們
一
端上
7
‘

5

記
誡
他
的

戶
侈
品
枷
除
了
制
制
倒
手
孫
的
旅
譜
及
細
創
制
的
與
兒
子

k、
開
口
N
m
『
O
H
F
J

fHWE
m
MW
σ
n
H
Y
」

:It !\. 

們
的
祝
福
之
外

(
創
刊
H
H
)
在
聖
經
其
他
部
份
再

見
不
到
關
於
這
一
支
派
始
租
的
記
秘

雅
各
伯
賜
與
他
的
有
預
言
性
的
祝
一
晴
是
「
依
撒

加
爾
是
匹
壯
驢
臥
在
閩
中
他
覺
得
安
居
美
好
地
方
優

雅
便
問
他
肩
貴
重
成
為
服
役
的
奴
隸
」
的
確
依
撒
加
爾

不
是
一
個
剪
敢
善
誠
的
艾
派
加
以
堅
忍
著
稱
故
此
把

它
比
作
一
匹
頁
荷
重
愴
的
肚
輝
這
可
能
與
它
名
字
的

意
義
之
一
「
受
僱
人
」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再
加

上
它
在

分
據
摯
地
抽
籤
時
運
氣
良
好
竟
抽
到
了
問
附
餌
樹
肥

}
伏
的
大
平
原
放
自
側
安
逸
自
在
甘
受
容
納
字
人
的
壓

迫
並
向
他
們
納
結
完
稅

這
個
艾
紋
的
邊
境
甚
為
複
雌
雄
故
學
且
也
們
意
見
紛

耘
概
括
地
改
來
是
西
白
大
博
爾
山
起
東
行
治
北
部
則

步
降
及
納
斐
塔
里
的
邊
界
而
至
約
但
河
東
部
以
約
但

河
為
界
但
南
部
的
邊
界
則
大
為
不
清
故
不
少
的
學
者

很
本
就
沒
有
武
偽
釗
定
穌

吵
口
i

血
清
在
這
一
支
派

中
有
卡
六
座
城
市
其
中
四
座
是
肋
未
城
為
數
座
城
市

至
今
學
且
咱
們
未
能
確
定
它
們
的
位
置

@
放
H
H得
厄
市
民
的
第
七
名
兒
子
粉
末
人
是
庇
怪

味
時
代
看
守
那
一
…
殿
們
脈
的
人
員
之
一(編
上
約
5

)

(
韓

)

h
v、
l
q
A
已
葦
的
戶
均
巳
\
阿ω
Mw
g
F
/

2

守
A
F倒
閉
4
u
E
U
H了

﹒

)
見
下
條

8
a

句
E
U
品
訓

Z
E
H
E
h
」

/
E
E
B
\

1
μ
也
必
且
已
葦
的
時
已
\
主
，
/
\
凶
。
。

r
。
h
H
E
E
F
J

的
H
M
W揖
堂
是

E
f
毒
草
」f
E
R
E
-
B

」

制
喇
叭
斟
拔
照
瑚
到
制
經
文
叫
竹
聞
封
荊
圳
和

拉
丁
通

行
本
是
舊
約
後
期
先
知
書
的
第
一
部

(
巴
比

倫
的
塔
耳
慕
得

則
將
它
放
在
肋
和
則
之
後

)
雪
路
加

稱
它
為
「
依
繳
意
亞
先
知
的
言
論
集
」

(
路
3
4
)

全
咎
的
章
放
有
依
繳
意
亞
先
知
的
言
論
其
中
有
些
赴

他
宣
講
或
寫
下
的
有
些
一
是
他
的
直
系
弟
子
記
錄
下
來

的
有
些
一
可
能
是
後
期
的
弟
子
在
不
同
的時
代
黨
集
或

按
照
他
的
思
想
寫
下
的
可
是
有
些
一
也
是
他
先
寫
好
交

給
弟
子
們
收
藏
等
到
日

後
時
機
成
熟
才
公
諸
於
世
的

(
8
時
必
8

)

(
一
)

依
撒
意
亞
先
知

依
w
m意
E

Z
Z
E
F
) ，

是
阿
劇
甜
的
兒
子(
1

1
)
大
約
於
公
元
前
七
七
O
I
七
六
五
年
間
生
於
耶

喇
喇
骯
他
的
名
字
解
說
「

上
主
施
救
」
他
的
妻
子
是

「
女
先
知
」

(
8
3

)
有
兩
個
兒
子
名
舍
阿
爾
雅
技

制
(
7
3

)
和
瑚
蝴
甜
甜
叫
到
戶
口
祇
凹
次
(
8
3

)

都
是
的
社
徵
的
名
字
前
者
解
說
「
餘
剩
的
將
要
崗
來
」

後
且
也
解
說
「
迅
速
劫
掠
急
速
奪
取
」
他
們
與
先
知M

是
叫
倒
叫
子
民
中
的
「
標
誌
與
預
兆
」(
8
M
)

公
元
前
七
四
3
年
即
鳥
齊
雅

(
七
八
一
l

七
四

0
)
逝
仕
的
那
年
依
撒
意
昆
在
神
-
渦
中
蒙
召
為
先
知

(
6
1|

時
)
任
職
於
耶
路
撤
冷
在
任
四
十
年

(
七

四
O
l

七
0
0
)
與
北
國
以
色
列
的
歐
瑟
亞

(
歐
1

1
U
及
南
國
掛
刻
的
制
刮
到(
制
1
1
)
同
時
任
先

知
耽
歷
經三
代
君
王
的
制
對
(
七
四
O
l
七
三
六
)

剛
蚓
刮
(
七
三
六
l

七
二
}
)
和
社
叩
則
完
雅〔
七
之

一
l

六
九
三

〕
他
的
使
命
是
領
軍
南
國
度
過

4月
岫
峙
的



h
他
咽
息
隔
兩
明
凶
為
自
的
齊
雅
王
會
使
省
大
國
踏
入
了
資
金

切
~峙
代
但
他
的
死
亡
部
給
這
黃
金
時
代
散
了
兩
回
鐘
因
為

~
政
治
方
面
亞
述
王
國

(
一
一
O
O
l
六
二
五
)
在提
革

~
蚓
蚓
呵
?
也
閥
割
爾
第

三
(
d
m
z
l苟
且E
R
E
-

立
山
|

吋
-N
∞
)
的
領
導
下
開
始
他
的
遠
征
政
策
橫
掃
遠
近
各

國
而
繼
位
的
沙
呵
呵
珊
倒
第
五
Z
Z
E
呂

g
z
p

吋
N
∞
|
吋
N
N
)
撤
爾
貢
第
二
2
月
間
。
口
口
﹒
吋
N
N
l
退
回
)

和
散
乃
黑
甜
甜
布

(
F
E
R
E
Z
σ﹒
斗
室
|
-
S
H
)寫

了
面
對
反
亞
述
的
阿
蘭
聯
盟
又
不
斷
興
兵
討
伐
(
北

國
叫
剖
則
就
在
公
元
前
七
三
年
淪
亡
於
制
團
副
手

上
)
因
此
南
國
猶
大
不
論
投
靠
或
反
叛
亞
述
都
不
易

生
存
而
宗
教
方
面
以
民
中
有
些
一
人
目
睹
亞
述
的
勢
力

(
尤
其
是
北
國
滅
亡
以
後
)
便
懷
疑
天
主
給
遠
味
的

許
諾

(
撒
下
7

)
有
些
人
則
對
這
許
諾
加
以
曲
解
認

為
即
使
任
意
犯
罪
王
國
也
能
永
存
依
撤
意
亞

的
使
命

就
是
挽
救
這
政
治
與
宗
教
的
危
機
他
以
宣
講
(
6
7
)

寫
作

(
狗
8
)
和
象
徵
行
為

(
m
z

-

e
)
版
行
他

的
使
命
也
召
收
了
願
意
幫
助
他
履
行
這
使
命
的
弟
子

(
8
H
)
按
編
下
必
n

n
臼

他
還
寫
了
烏
齊
雅
王
及

希
則
克
雅
的
傳
記
但
已
失
傳

至
於
依
撒
意
亞
的
先
知
工
作
可
分
四

個
階
段
第

一
個
階
段
就
是
納
堂
執
政
時
代
依
撒
意
亞
目
睹
國
內

的
奢
侈
淫
靡
崇
拜
邪
艸
剝
削
貧
民
等
罪
過
宣
佈
雅
戚

的
日
子
快
要
來
臨
勸
以
民
悔
改
不
然
必
遭
懲
罰
但
將

保
留
熱
心
的
「
遺
民
」

(
2
l
6
m
-
U
)
第
二
個

階
段
是
阿
醉
口
，
次
時
代
他
因
為
不
加
入
反
亞
述
的
阿
鍋

進八821 

聯
盟
而
引
起
了
創
利
到
厄
動
洲
國
之
役
(
七
三
五

i

七
三
二
)
因
而
廠
意
投
靠
亞
述
當
時
依
撒
意
亞
不
但

宣
講
而
且
還
登
上
了
政
治
舞
台
成
了
政
界
的
風
雲
人

物

(
可
能
是
宮
廷
的
參
謀

)
他
勸
阿
啥
，
次
不
要
投

靠
亞
述
而
應
以
忠
於
西
乃
盟
約
去
博
取
天
主
的
保
護

可
惜
阿
哈
次
沒
有
聽
從
(
7
)
第
三
個
階
段
就
是
阿

哈
次
的
晚
年
時
代
先
知
預
言
北
國
以
色
列
的
淪
鼓

(
鉤
1

l
6
)
川問
時
也
頒
告
亞
述
帝
闋
的
滅
亡
(
列

盯
|

臼
)
第
四
個
階
段
是
希
則
克
雅
時
代
他
受
到
埃

及
的
唆
使
參
加
新
巴
比
倫
的
領
袖
默
洛
達
客
巴
拉
丹

(
皂
白g
e
n
y
F
z
e
R

斗
N
H
l
B
S
之鼓
吹
的
反

亞
述
聯
盟
而
引
起
了
起
述
王
做
乃
黑
袋
布
的
報
佑
他
錢

乎
佔
領
了
整
凶
猶
大
國
(
七
。
一
年
)
當
時
希
則
克

雅
王
求
先
知
代
路
先
知
使
預
言
學
城
與
聖
殿
、
必
得
保

存
同
時
也
預
言
亞
述
的
慘
敗

(
“
!
"
H
列
下
的
時

i
m
H
編
下
何
必
)

至
於
先
知
的
晚
年
央
給
並
沒
有
什
麼
記
載
仲
依
照

猶
太
縱
師
的
傳
說
他
在
希
則
克
雅
王
的
兒
子
默
納
舍

為
王
時

(
六
九
三
l
六
三
九
)
被
殺
處
以
鋸
刑
希

U

盯
所
品
的
「
有
被
鋸
死
的
」
可
能
指
的
就
是
他
今
日

學
者
對
此
傳
說
的
版
史
桐
依
據
多
表
懷
疑

(
一
一
)
依
的
內
容
與
分
析

近
代
學
者
站
在
純
粹
文
學
批
判
的
立
街
上
多
將

制
分
成
三
部
份
第
一
部
份
是
「
預
言
集
」

(
1
!
"
)

載
有
依
撒
意
盟
在
亞
述
時
代
所
講
的
許
多
預
言
這
些

預
言
通
常
是
沒
有
拔
照
時
代
的
先
後
及
邏
輯
的
層
次

區
兩
宴
，
成
的
此M
m誠
有
三
個
「
史
附
品
時
〕
還ge
m

錄
可
說
是
第
二
卸
份
與
第
二
部
份
的
建
峰
修
建
手
因
此

州m
s1

，
載
有
喇
喇
忌
亞
論
叫
民
在
別
叫
制
充
軍
的

預
言
使
讀
者
易
於
瞭
解
第
二
部
份

以
巴
比
倫
充
軍
為

主
題
的
預
言
這
第
二
部
份
就
是
「
安
慰
，
會
」
(
的
利
|
弦
)

天
主
貝
克
慈
愛
的
天
父
在
人
犯
罪
時
他
預
告
和
施
行

懲
罰
在
人
後
悔
時
如
仍
是
他
提
拔
慎
慰
做
人
(
訂

M
M
)

這
一
部
份
就
是
為
恨
心
充
葷
的
以
民
鼠

一面

巴
比
倫
的
滅
亡
和
以
民
「
新
的
山
谷
」

(
Z。
=

開
自
已
5
)
!
|

|
藉
居
魯
士
及
「
上
主
的
僕
人
」
而

得
的
出
悍
的
和
這
山
山
谷
所
重
建
的
新
間
把
第
三
部
份

(
指
l
“
)
原
就
是
「
安
慰
替
」
的
一
部
份
是
經
學
街

口
口
冒
出
(
】
∞
追
)
首
先
將
它
分
剖
開
來
組
成
獨
立
的

部
份
這
一
部
份
好
像
就
是
「
新
熙
雍
」
的
引
伸
由
以

民
狹
隘
國
家
主
義
的
「
新
熙
雍
」
預
言
到
未
來
不
分

國
籍
的
「
新
耶
路
撒
冷
」

按
照
近
代
學
者
的
這
個
分
析
我
們
可
將
依
的
內

容
大
致
列
表
如
下

(
細
笛
的
分
段
學
者
各
人
各
見

)

「
1

4削
言

(
1
)

-
2
向
猶
大
宮
一
示
的
神
論
(
2
l
6
)

.

. 一3
厄
瑪
奴
耳
害

(
7
-
U
)

-
4
論
外
邦
的
神
論

(
口
-
n
)

I

預
言
集
一-

5
依
繳
意
亞
大
默

一本
錄

(
叫
的
|
幻
)

-
6
論
叫
倒
叫
及
猶
大
的
神
識(必
|
訂
)

-
7
依
撤
意
亞
小
默
示
錄

(
U
M
-
-
ω
)

f
8
歷
史
附
錄

(
指
l

必
)



書
~
j上
注
隨
救
主
(
刊
l
M
村
)

(
2
新
熙
雍
(
帥"
l
H
N
)

且
安
慰
會
(
續
)
~
J勸
且
性
改
|
玄

l

凹
)

(
2
新
耶
路
撒
冷
(
的
l
“
)

(
=
二
作
者
問
題

關
於
側
的
作
者
問
題
亦
即
所
謂
「
御
枷
囡
囡
的

原
著
性
」
(
斗
}
H
O
E
S
口
E
F
O
D
H
E
d
)一譯
肝
、

公
元
前
三
二
二
年
的
制
已
暗
示
楓
樹
意
甜
是
全
本
制

(
“
章
)
的
作
者
(
德
刊
釘
到
)
二
在
新
約
中
耶
穌

宗
徒
及
新
約
作
者
引
用
依
共
叩
次
(
也
有
學
者
說

2

次
或
ω
次
)
所
引
用
的
經
旬
雖
分
別
屬
於
上
述
三
部

份
但
部
常
歸
名
於
依
撒
意
亞
先
知
即
使
假
定
他
們
只

按
「
民
間
傳
說
」
語
氣
全
本
依
都
是
依
撒
意
亞
先
知

的
作
品
的
話
我
們
不
要
忘
記
教
宗
庇
護
十
二
世
在
人

類
通
識
(
因
5
E
C
S
R
E
)
的
這
幾
旬
話
「
若
有

時
連
疆
的
作
者
由
民
間
傳
說
取
材
|
|
這
是
可
能
的

事
|
|
我
們
不
要
忘
記
他
們
是
有
學
神
默
感
的
因
此

在
取
捨
或
判
斷
這
些
一
傳
說
時
他
們
是
不
能
錯
誤
的
」

(
何
回
口
﹒
全
∞
)
發
們
加
上
一
旬
「
何
死
是
降
生
成

人
的
天
主
單
子
」
三
東
西
方
敬
父
如
學
猶
斯
定
放
黎

到
叫
嬰
巴
西
缸
墓
金
口
若
虫
學
問
刺
眼
里
制
調
問
女

學
額
我
客
納
齊
盎
等
都
認
為
依
撤
意
亞
先
知
是
全
本

一
依
的
作
者

一

事
實
上
留
心
的
讀
者
不
難
發
覺
在
上
述
的
三
部

帥
一
份
恥
都
有
些
值
得
注
意
的
共
開
點
-
先
知
特
有
的
恩

戶
想
，
如
兢
冀
的
歡
西
亞
戶
7
-
U
H
A
W
S
-
m
A
M
|
峙

821 

E

安

慰

八

呵
呵
!

u
)
至
擎
的
天
主
坐
在
高
座
上
(
6
1
H
幻

M
)
缺
乏
虔
誠
的
敬
禮
不
能
悅
樂
主
心
(
1
u
m

H
m
m
a
|
間
“
s
4
)
遺
民
必
得
救
(1
釘
4
2
s

6
H
H
M
村
，
M
H
的
8
)
二
特
有
的
字
眼
如
天
主
的

辜
者
(
6
a
U
6
狗
u
幻
自
H
的
自
H
n
u
的
4
H
H

全
書
用
過
幻
次
)
萬
軍
的
上
主
(
全
書
用
過
位
次
僅

次
必
耶
冗
次
)
豎
起
旗
幟
(
5
甜

H
n
u
z
m
a
H

仲
n
H
位
叩
)
除
去
石
塊
(
5
2
H
位
刊
)
上
主
親

口
說
的
(
1
m
u
的
5
H
m
m
u
)殘
花

(
m
m
I
4
H

M
村
7
8
)
三
罕
見
的
希
伯
來
字
眼
如
頭
巾
(
3
n
H

位
s
)
蚓
制
制
(
叫
別
7
U
U
A
S
)

荊
棘

(
7
M
H
討

問
)
喜
樂
(
u
n
H
時
u
)
因
此
直
至
十
八
世
紀
除

了

(
K
F
Z
口

Z
E

開
ω
E
(
2
2
)
及
H
Z
E
〉
育
賢
"
口
已

主
張
刊
l
“
不
是
依
撒
意
亞
先
知
的
作
品
外
學
者
都

一
致
以
先
知
為
全
書
1
l
的
章
的
作
者

十
八
世
紀
末
U
E
R
W
E
(
可
說
)
和
自
n
F
R
D

(
3∞
N
)
純
粹
站
在
文
學
批
判
的立
海
上
領
先
將

刊
l

“
章
歸
於
另
一
無
名
氏
作
者
(
但
其
間
「
上
主
的
僕

人
」
詩
歌
即
位
-
-
4
"
-
-
6
叩
4
，
也
n
l

曰
問
他
們
又
歸
於
另
一
作
者
)
稱
他
為
U
E
Z

門
?

r
g
y

郎
「
第
二
依
撒
意
亞
」
(
本
文
簡
稱
「
依
二
」
)

並
認
定
他
在
充
軍
後
期
(
五
四
O
l
五
三
八
年
間
)
在

巴
比
倫
寫
成
一
百
年
後
巳
己
g
A
H
S
N
)更將
自
l
“

章
歸
於
第
三
位
作
者
稱
他
為

斗
巴
S
A
S
-
岱
郎
「
第

三
依
撤
意
亞
」
(
我
們
簡
稱
「
依
一
二
」
)
並
認
定
他

在
公
元
前
四
五

0
年
寫
成
依
二
依
三
的
作
者
可
能
是

一
個
人
(
但
不
是
同
一
個
人
)
也
可
能
是
一
組
人
無

疑
的
都
是
先
知
的
弟
子

近
代
學
者
許
多
接
受
了
他
們
的
意
見
主
張
依
的

作
息
技
照
三
部
你
有
制
一
制
二
樹
立
→
他
們
之
所
以
如

此
分
割
依
理
由
大
致
如
下
一
一
歷
史
背
長
方
面
第
一
部

份
的
歷
史
背
景
是
甜
甜
時
代
第
二
部
份
是
凹
喇
喇
充

軍
晚
期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作
者
指
明
那
位
准
許
叫
民

罔
齒
的
居
魯
士
的
名
字

科
目
呵
呵
1
)第
三
部
份
是
充

軍
周
國
後
的
重
建
時
代
二
文
字
方
面
第
一
部
份
語
文

簡
潔
語
氣
凌
厲
第
二
第
三
部
份
則
語
文
輕
鬆
典
雅
語

氣
宮
於
情
感
愛
用
疊
這
個
(
柏
村
1
刊
u
白
日
，
u
)三

思
想
方
面
第
一
部
份
是
預
告
懲
罰
第
二
第
三
部
份
是

安
慰
鼓
勵
第
一
部
份
表
現
狹
隘
的
制
到
主
義
第
二
尤

其
第
三
部
份
救
恩
部
歸
於
萬
民
此
外
第
二
部
份
的
表

達
方
式
更
具
辦
學
形
式
並
強
調
「
創
造
神
學
」
而
第

三
部
份
則
點
出
純
真
的
以
民
及
宗
教
生
活
等
四
神
學

方
面
無
可
否
認
有
些
學
者
受
到
了
唯
現
論
的
話
川
染
到
心

為
預
言
(
廣
泛
點
聖
蹟
)
|
|
尤
其
是
細
笛
準
確
的

預
言
是
不
可
能
的
因
此
他
們
以
史
學
發
生
及
文
體
制
刷

型
的
年
代
去
鑑
定
先
知
宮
內
預
言
的
寫
作
年
代

循
著
這
文
學
批
判
的
途
徑
尤
其
是
唯
理
主
義
的

恩
想
有
些
學
者
更
認
為
第
一
部
份
中
U
I
|
M
臼
釗

1
l
M
(
論
凹
叫
制
)
M
U
-
-
9

時
6
|

臼
(
論
闡

阿
布
)
"
(
蜻
埃
及
)
的
ω
(
論
提
梅
)
的的
|
幻
(大

默
示
錄
)
們
刊
(
耶
路
撒
冷
獲
救
)
“
|
站
(
小
默
示

錄

)
“
l
M
n
『
壓
央
附
錄
』
都
是
後
期
「
制
之
制
三



八

或
自
主
作
者
)
的
作
品
至
於
這
些
後
翔
的
作
品
的
寫

制
~
作
年
代
學
者
則
放
在
五
四

O
I

一
二
0
年
間
各
抒
己

-
兒
在

--
T
這
「
解
體
」
的
趨
勢
下
在
一
三
九
二
笛
的
依
中

圖

，

-
有
些
學
者
只
承
認
八
百
有
些
則
只
承
認
二
六
O
筍
是

于依
繳
意
亞
的
作
品

寫
了
給
天
主
教
學
者
一
個
指
南
宗
座
聖
經
委
員

會
於
一
九
O
八
年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頒
下
了

一
篇
文
告

文
中
雖
沒
有
強
調
依
的
“
章
每
一
章
都
是
依
撒
意
亞

先
知
的
作
品
但
如
指
也
當
時
反
對
依
的
原
著
性
的
理

由

尚
未
能
充
份
證
明
依
是
多
位
作
者
的
作
口
叉
開
出

口
口
﹒

N
申
+
l
N
S
)

無
疑
的
一
九
O
八
年
後
的
近
七
十
年
中
聖
經
批

判
學
亦
有
了
莫
大
的
進
步
因
此
正
如
去
。
旦
旦
河說
的

今
日
沒
有

一
個
學
者
主
張
關
天
衣
無
縫
地
是
喇
喇
劃

亞
先
知
的
作
品
事
實
上
今
日

學
經
批
判
學
提
俏
的

理

由
由
文
學
批
判
的
角
度
看
來
為

批
判
純
粹
的
「
文
學

作
品
」
尤
其
是
為
批
判
「
歷
史
文
學
」
實
在
是
不
易

推
翻
的
理
由
可
是
有
一
點
我
們
始
終
不
可
忘
掉
的
就

是
華
經
不
只
是
「
人
的
作
品
」

(
因
此
不
純
粹
是
文

學
作
品

)
而
且
更
是
「
棘
的

作
品
」
(
見
默
感

)
而

依
不
是
一
本
「
歷
史
記
錄
」
而
是
「
預
言
」
因
此
站

在
神
學
的
立
場
上
若
我
們
承
認
「
預
言
未
來
」
是
可

能
的
|
|
其
實
依
本
身
己
說
得
很
清
楚
「
過
去
的
事

我
早
就
預
言
過
了
﹒..
••
• 
我
早
就
告
訴
了
你
在
事
未
發

生
之
前
或
就
向
你
說

明
了

」

(
刊
3
5

參
閱
8
M

M
叫
8
)|
|
那

麼
雖
然
不
應
硬
說
“
章
每
輩
都
是
制

重821 

撤
意
亞
先
知
的
作
品
(

因
為

不
能
否

認
依
中
有
刪
插

跡
象

)
但
相
信

也
不
能
這
麼
輕
易
只
憑
著
純
粹
文
學

批
判
的
結
論
便
肯
定
大
部
份
不
是

依
撒
意
亞
先
知
的

作
品
因
為
預
言
的
「
可
能
性
」
始
終
存
在
這
就
是
我

們
對
有
關
依
的
文
學
批
判
的
結
論
的
「
絕
對
性
」
始

終
抱
有
懷
疑
態
度
的
唯
一
現
自
去
且
至
少
關
於
第
一

部
份

(
1
l
妙
)
學
者
們
也
承
認
他
們
今
日
念
來
愈

避
免
絕
對
性
的
斷
定
某
一
段
實
在
不
是
依
撤
意
亞
先

知
的

(
四

)
神
學

依
的
神
學
中
心
思
想
就
是
天
主
的
神
聖
性
(
目
中

E

自
己
這
「
神
聖
性
」
就
希
伯
來
文
「
O
且
S
V

」
來

說
含
有
非
常
廣
潤
和
深
入
的
意
義
可
同
時
解
過
「
垂

著
」
「
學
潔
」
「
超
越
」
「
紳
性
尊
嚴
」
「
不
可
侵

犯
」
等按

照
依
天
主
是
「
車
里
里
」

(
6
8
)
即
「
至

鑿
的
天
主
」

(
5
時
)是
「
萬
軍
的
天
主
」
(
6
3
5
)

他
是
「
以
色
列
的
聖
者
」
(
全
書
用
了

二
十
七
次

)

也
是
「
全
世
界
的
天
主
」
(
u
n
s
)是
「
創
造
者
」

(
全
書
用
了
十
六
次

)
也
是
「
救
主
」
(
全
香
用
了

十
三
次
)
他
的
尊
威
遠
「
色
辣
芬
」
天
使
也
不
敢
正
面

仰
視

(
6
2
)
污
俗
的
世
人
更
不
可
親
眼
目
睹

(
6

5
)
凡
接
近
他
的
人
都
得
雪
潔
自
己

(
6
7
)
因
偽

凡
屬
於
他
的
一
切
都
是
「
辜
的
」
如
雪
言

(
沙
目

)

學
臂
(
自
刊
)
學
神
(
日
M

U
)
學
山
(
日
，

“
7
)

聖
城
(
特
2
位
1
)
聖
殿

(
位
，
)
里
所
(
的
臼
)

重
日
(
刊
M
H
)
雪
路

(
d
u
s〕
咱
哥
一
若戶
此
相H
J
副
會

的
茁
肯
閱
(
6
間
)
學
潔
的
民
族

(
川
M
H
J

正
是
因
為
天
主
是
至
鑿
的
天
主
他
本
能
容
忍
罪

惡
的
存
在
他
利
用
外
邦
民
族

(
ω
6

)
懲
罰
T耶
路
從

他
教
導
的
以
民
向
他
們
大
發
這
霆
(
5

到
1

‘
)
峙
仰

面
不
看
他
們
(
叮
叮
)
拉
伯
仲
怯
他
的
公
英

(
5
H

9
U
H
m

m
4

)
吽
他
們
飲
謎
品
怒
之
杯
(

引

口
)

可
是
他
也
叫
肘
，叫到
外
邦
人
的
罪
惡
對
厄
弗
辣
困
和
大
馬

士
革
(
7
7

8

口
)
蚵
叫
蚓
(
叫
N
H
H
)問
制
(
幻

-

-

u
)
亞
述
(
m
油
油
叮
臼

1

u
h
u剖
|

祖
)

巴
比
倫

(
U
凹
|
且

約
1
H
)

和
埃
及

(
凹
1|

口
)
發
洩
他
的
義
怒
不
但
如
此
尚
且
將
有
一
日
l
l

「
上
主
的
日
子
」
(
2
9
|

扭

)
1
|

他
還
要
薄
利

萬
民
使
自
己
備
受
頌
揚

(
圳
的
)因
為
他
是
唯
一
的
艸

唯
一
的
主
宰
(
M
N
U衍
5
6

)
市
內
民
在
他
面
前
衍
像

烏
有
在
他
看
來
只
是
空
虛
淨
無

(
的
利
叮
)任
何
事
物

都
不
能
與
他
相
比

(
州W
u-

-

甜
)
他
因
正
義
而
受
尊

榮
閻
公
正
而
自
顯
為
學

(
5
間
)

他
既
然
是
唯

一
的
至
摯
的
公
義
的
主
宰
因
此
他

有
他
的
計
釗
領
導
人
類
的
歷
史

(
昀
6

)
也
有
能
力

付
諸
實
行
(
白
u
)
人
的
任
何
計
釗
都
不
能
被
壞
毛

(
8
9

刊
)
尚
且
惘
反
他
的
計
釗
行
事
的
人
必
過

失
敗

(
划
1|

3
M
M
1
↑

3

)
因
為
在
他
奇
妙
的
措

施
面
前
智
慧
者
的
智
泣
要
消
失
賢
者
的
聰
明
要
防
叫
起

(
m
H
)
他
的
心
思
超
乎
人
的
智
力
之
上

(
泌
的

兒

8
8
)他
的
計
釗
多
次
倚
著
歷
史
的
演
變
而
實
施
(
7



M
-
m
9
叩

u
ω
S
S
M
N
1
)對
他
的
計
到
我
們
只

有
全
心
信
頌
才
能
吃
立
不
動

(
7
9
m
H
M
N臼
)
即

使
事
態
的
演
變
好
像
能
推
翻
這
個
計
創
也
得
堅
信
不

疑
(
7
4
l
7
幻
6
7
)
這
個
「
信
」
宇
航
是
宗
教

生
活
的
基
礎
(
7
.
盯
間
)

在
他
的
計
劃
中
最
大
的
計
釗
就
是
「
再
造
」
和

「
救
贖
」
他
的
子
民
(
的l
的
)
因
此
他
雖
因
了
他

們
的
罪
惡
(
叮
叮
)
在
怒
氣
中
打
擊
了
他
們
如
又
在

慈
悲
中
憐
憫
了
他
們
(
的
叩
)
目
的
只
是
寫
煉
淨
他

們
(
物
，
|
U
)
好
保
留
一
些
遺
民

(
4
2
3
)
因

為
他
要
在
熙
雍
放
一
塊
精
選
的
石
頭
作
基
礎(
m
H
)

它
就
是
由
葉
瑟
出
生
的
嫩
校
和
幼
芽
(日
1
4

2
6

臼
)
的
由
童
貞
女
誕
生
的
周
瑚
叫
司(
7
H
)，
他
將

宣
佈
上
主
慈
恩
的
喜
年
(
“
2
)
廠
罔
百
姓
的
殘
存

者
(
口
H
)，

使
他
們
獲
得
新
的
出
谷
(
的
M
n
)

，

以
「
上
主
僕
人
」
的
身
份
(
也
H
l

日
間
)
作
代
罪

的
羔
羊
使
他
們
得
到
安
全
與
痊
愈
(
臼

s
)
那
時
將

有
新
天
新
地
(
“
口
)
新
的
京
城

(
ω
)
和
新
的
子

民
(
“
7
|

叮
)
這
子
民
不
再
只
是
叫
叫
別
而
是
萬

國
萬
民
(
“
-
-
s

“
u
l

詞
)
因
為
在
至
學
天
主

的
計
劃
中
他
是
萬
民
的
光
明
使
天
主
的
救
恩
達
於
地

極
(
帥"
6
)

一

見
遺
民
上
主
的
僕
人
上
主
的
日
子
默
西
亞
論
到

一
海
文
件

。
tw

-

后
υ

'

。
3

，

822-824 m 八

(
梁

)

m
依
撤
意
亞
升
天
錄

\
K
F
ω
n
o
p

丘
。
=
。
『
H
ω
"
E
Y
/

/
K
F
ω
n
o
g
E
H
S
話
。
」

本
書
是
以
兩
個
主
要
文
件
組
成
的
第
一
個
文
件

(
1
l
5
)記
述
依
撒
意
亞
的
殉
道
第
二
個
文
件(
6

l
u
)
記
述
依
撒
意
亞
升
天
和
他
對
默
西
亞
的
行
事

所
講
的
預
言
在
前
後
兩
篇
中
有
位
信
奉
基
督
教
的
蚓

太
人
插
入
了
幾
端
基
督
教
的
教
咽
地
原
文
已
失
制
斷
譯

文
只
存
留
一
些
一
殘
片
拉T
譯
本
只
存
有
六
章

(
6
l

u
)
但
厄
提
約
不
-
雅
譯
本
部
包
括
全
替
十
一
屯
第
一

段
著
於
公
元
第
一
世
紀
第
二
段
著
於
第
三
世
扎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本
書
的
道
理
作
者
講
論
天
主
三
位
一
體
學

子
降
生
學
母
瑪
利
亞
的
童
身
耶
穌
宮
一
講
一
福
音
被
釘
死

復
活
升
天
耶
穌
所
立
教
會
的
主
作
與
使
命
學
叫
到
喇

在
羅
馬
致
命
等
一
事
除
了
兩
三
個
地
方
作
者
傾
向
諾
斯

士
主
義
外
大
體
可
說
他
的
教
理
與
聖
教
會
的
教
義
全

相
吻
合
由
此
可
明
白
為
什
麼
古
代
不
少
教
父
及
作
者

很
喜
歡
引
用
此
書

(
4前
)

的
壯
恤
戶
口
3
4
干
事1
工
ω
E
E
-
J
人
名
其
意
見

g
t
b
叭
"
斗
制
恥H
L

I
A
r
r
g
s
F
K

。
|
|
|
|

A
F
i
-
-
l
l

m
‘
，
、
下
是
撒
烏
耳

的
四
個
兒
子
之
一
其
他
三
子
皆
與
父
問
時
陣
亡
他
的

原
名
叫
依
市
巴
耳
但
因
巴
耳
固
定
邪
紳
名
故
改
作
依
市

旅
舍
特
意
謂
「
羞
、
恥
」
及
「
侮
辱
」
閣
副
譯
本
寫
使

讀
者
不
易
混
亂
起
見
皆

作
依
市
巴
耳
援

然
這
個
名
字

在
原
文
學
經
上
只
用
過
兩
次

(
繩
上
8
臼

9

詞
)
其

他
地
方
皆
作
依
市
波
舍
特

撒
鳥
耳
死
後
他
的
大
將
也
是
他
的
堂
叔
兄
弟
川

貝
乃
爾
(
見
撒
上
U
H
m
)為
了
保
持
自
己
家
族
的
正

權
乃
在
瑪
哈
納
股
(
河
東
)
擁
立
依
制
出
到
馮
主
當
時

幾
乎
變
個
北
部
地
區
的
支
派
都
已
擁
護
制
制
回
耳
作

王
(
撒
下
2
8
9
)
無
形
中
與
已
受
傅
及
已
在
赫
具

制
稱
玉
的
瀏
喇
對
峙
蚓
划
支
派
始
終
忠
於
瀏
喇
(
制

下
2

刊
)
以
民
南
北
文
派
互
不
相
容
的
暗
潮
已
始
自

此
不
過
正
式
分
裂
的
時
機
仍
未
成
熟
而
已
蓋
瀏
喇
已

是
正
式
受
傅
的
國
王
由
宗
教
的
觀
點
來
看
已
佔
了
上

風
並
且
達
味
在
節
節
勝
利
地
打
敗
叫
民
的
敵
人
百
姓

不
能
不
心
悅
誠
服
何
死
依
市
巴
耳
的
為
王
只
是
剛
則

乃
爾
一
手
造
成
的
事
實
故
不
能
維
持
很
久
自
不
待
言

依
市
巴
耳
亦
自
知
斑
屈
故
對
王
位
的
野
心
不
甚
強
大

後
來
二
人
因
撤
鳥
耳
的
妾
而
互
相
交
惡
(
撇
下
3
7

1

刊
)
阿
圓
乃
爾
放
棄
依
市
巴
耳
而
投
奔
創
悅
故
此

依
市
巴
耳
在
位
僅
及
二
年
便
被
手
下
的
兩
個
隨
從
殺

死
且
將
首
級
呈
獻
達
味
達
味
大
怒
令
將
二
人
殺
掉
將

依
市
巴
耳
的
頭
適
當
地
祥
在
赫
貝
龍
剛
到
別
酬
的
頃

墓
中
(
撒
下
4
1
|

間
)
(
韓
)

M
L
K
←
目
E
h可
干
干
吉
普
自
己
J
是
學
經
上
的
人

V
E
S
M斗
E
U
E
A
I
ι
r
F
E
z
-
」

A
i
-
-
l
d
-

﹒
'

、
名
及
民
族
名
意

謂
「
天
主
垂
聽
」

一
人
名

1

亞
巴
郎
由
姆
女
哈
加
爾
斯
生
的
兒
子
是
依
繳

制
同
父
異
母
的
兄
弟
他
的
誕

生
與
制
制
的
荒
怡
青
陶



825-826 

h
上
主
已
數
次
許
給
制
凹
蚓
將
有
強
大
繁
盛
的
後
代

鞠
~
〔
側
的
4
η
H
H
n
u
u
H
)
但
到
出
蚓
當
時
已

~
是
八
十
多
歲
的
老
人
而
妻
子
撒
辣
叉
荒
胎

不
能
生
育

于
家
境
十
分
富
裕
因
此
二
人
盼
子
之
心
切
自
不
待
言
補

→
救
的
辦
法
只
有
將
撤
辣
的
牌
女
哈
加
爾
納
為
妾
而
生

依
市
瑪
耳
生
後
亞
巴
郎
親
自
給
他
起
名
及
行
割
損
禮

(
創
M
m
H
H

U
n
凹

)
其
後
才
有
撒
辣
的
懷
孕

生
子
依
撒
格
為
了
使
家
產
不
致
分
給
妾
的
兒
子
撒
辣

要
求
亞
巴
郎
將
哈
加
爾
及
兒
子
依
市
瑪
耳
逐
出
家
門

(
創

幻
8

|

泊

)
亞
巴
郎
雖
心
有
不
甘
但
在
上
主

的
指
示
下
便
遵
命
而
行
母
子
二
人
進
入
曠
野
之
後
實

有
生
命
之
處
此
時
天
主
親
自
救
助
了
他
們
並
許
給
依

市
瑪
耳
繁
盛
的
後
代
成
為
依
市
瑪
耳
人
的
始
祖
他
生

長
於
帕
蘭
曠
野
並
娶
埃
及
女
為
妻

(
創
到
M
|

缸
)

他
猶
如
一
匹
「
野
驢
」
在
曠
野
中
橫
衝
直
撞

(
創
時

間
)
，這在
暗
示
他
及
他
後
代
的
強
他
制
制
闖
到
在
父

親
臨
死
時
會
前
來
送
終

(
創
鈞
g

)
他
本
人
享
年
一

百
三
十
七
歲
而
終

(
創
鈞
口
)
。
他
的
後
裔
居
於
剛
刺

伯
及
聖
地
南
方
的
乃
革
布
地
區

(
創
鈞
M
)
生
有
十

二
個
兒
子

(
創
幻
u
l

M

編
上
1

臼

缸
)
及
一
個

女
兒
(
創
認
9

)

2

是
乃
塔
尼
雅
的
兒
子
遠
昧
的
後
裔
故
屬
猶
大

支
此
劃
咧
副
佔
領
蚓
京
後
立
制
制

喇
人
劇
組
劃
刷
刷
為

首
長
執
政
於
米
茲
帕
地
方

(
列
下
鈞
扭
|
站
見
鈞
H

耶
叫
“
M
)此
時
依
市
瑪
耳
受
阿
孟
王
巴
里
斯
的
貿
弄

將
革
達
旦
雅
及
他
的

一
些
一
官
員
殺
死
其
中
有
些
日
起
加

i!l " 

色
T
人
(
巴
比
倫
人
)
事
怕
過
後
卸
又
驚
惶
失
措

深
怕
巴
比
倫
人
必
然
報
彼
於
是
強
行
辦
走
一
批
人
員

其
中
有
耶
肋
米
亞
先
知
逃
往
埃
及
避
難

去
了
(
耶
物

7

l
l
-

4
1
A
l

-
-
i

a
t

d
1

1
1

』

7

J

4
A

峙
，

-
A

峙
，

.
、

3

陶
瓷
耳
的
兒
子
屬
撒
鳥
耳
的
兒
子
約
納
堂
的

後
代

(
編
上
8
甜
9

“

)

4

蚓
蚓
支
派
人
是
重
要
店
員
叫
凹
例
如
的
父
親

約
沙
法
特
王
時
代
的
人
(
編
下

W
H
)

5

約
哈
南
的
兒
子
曾
經
參
與
推
翱
王
后
阿
塔
里

雅
的
正
義
行
動

(
一紛
下
幻
1
)

6

是
充
軍
後
歸
來
的
一
位
司
祭
會
聽
厄
斯
德
拉

之
命
將
自
己
的
外
邦
妻
子
休
掉

(
厄
上
m
n
)

二
民
族
按
翠
經
的
記
敘
是
依
市
瑪
耳
的
後
代
猶

如
雅
各
伯
的
十
二

個
兒
子
成
為
以
民
十
二
支
派
的
創

婦
人
依
市
瑪
耳
的
兒
子
也
有
十
二
人
共
成
十
二個支

派
(
削
口
甜
鈞
H
i
H
騙上
1
訕
訕
)。
他們
居
於
阿

刺
伯
曠
野
中
自
哈
威
抉
至
幼
發
拉
的
河
自
敘
利
亞
至

約
但
河
東
地
區

(
創
鈞
刊
)
是
一
個
強
悍
善
戰
的
民

族
以
遊
牧
為
生

(
創
刊
叩
u
幻
刊
)被
視
為
以
民
的
敵

人
之
一

(
詠
的
7
)
聖
經
上
數
次
將
他
們
與
厄
東
人

及
米
德
錫
人

(皆
屬
亞
巴
郎
的
後
裔
)混
合
而
談

(
見

創
妙
1

幻
自
1

甜
民
8
3
H

)

見
亞
巴
郎
撒
辣
醉
口
加
爾

(
韓

)

卜
足
伊
莘
莘
茍
若
望
/

人
名
意
謂
「
海

2
S
仇
r
盟
口

R
H
R
E明
己
妄
自
己

e
o
b
S
E
V
L
F
L
V
L
F
-
V
L
E
m
-
-

歹
』
回
國
，
/
、

A
l
j
j
l
l

'

、
激
」
或
「
棕
桐

樹
區
」
是
亞
郎
的
第
四

個
兒
子

(
出
6
且
戶

鉤
的
)

與
父
親
及
其
他
三
位
哥
哥

J
岡
純
祝
甜
蟄
居
M
A
揖
F
F
川

耐
的1
)
會
指
導
建
造
會
幕
(
山
山
"
到
〕
在
他
的
封
閉
門
心

哥
哥
納
遙
布
和
阿
彼
胡
受
罰
死

去
之
像
他

便
問
見

J

位
哥
哥
厄
肋
阿
固
爾
賈
起
全
部
的
司
參
責
任

(
戶
3

4

)
指
揮
革
爾
雄
及
默
辣
黎
族
人
服
務
於
會
鮮
中

(
戶
4

甜
1

目

7
8
)

(
特
)

6

←
ζ

臣
、
h
H
V吐
血
\
「
/

是
學
地
東
北

旬
，a
1
4，
徊
，A
川
，F
L
U
戶
，
也M
可
E滯
，
且
，-
H

同

}

s
t
t

多

-
J
i
q

}n
n
l

/
\
部
的
一
個
地

區
名
自
古
代
進
按
此
地
的
依
突
勒
雅
人
而
得
名
而
依

對
制
制
人
就
是
創
制
所
說
的
叫
到
關
(
「
帳
俘
營
」
之

意
)
的
後
代
(
創
衍
臼
)
不
過
對
於
這
一
地
區
的
腿

史
直
至
公
元
前
一
O
五
年
我
們
幾
乎
毫
無
所
知
由
此

家
甜
甜
刻
我
們
得
知
在
公
元
前
一O
五
年
之
後
阿
梨

蚓
蚓
蚓
擱

一
世
征
服
此

地
並
命
當
地
居
民
受
割
叭
叭
耐

蚓
划
化
不
然
則
將
之
逐
出
境
凡
楓
蚓
大
將
勵
出
解
故

此
區
之
後
將
之
釗
歸
羅
馬
並
自
八
五
l

四
0
年
托
默

別
叫
(
去
。
門
口
8
)
之
子
H
m托
肋
米
在
此
代
為
行
政

繼
其
位
者
有
自
叫
闖
出
出
雅
第
一

(
四
O
I
三
四
)
呂
撒

問
制
被
封
到
問
殺了之
後
此
地
區
被
割
為
三
其
一
川
盼

到
到
問
之
女
友
到
劃
咐
蚓
蚓
權
下
終
於
公
元
前
溶
于

蚓
甜
甜
剛
之王其
後
由
其
子
劉
剛
倒
為
此
區
的
分
必
侯

其
二
地
區
亦
名
阿
彼
肋
乃
(
路
3
1

見
該
條

)
山

回
搬
固
和來
治
理
後
歸
剛
和
研
恥
一
世
及
二
世
終
於

在
公
元
一
0
0
年
被
劉
入
羅
馬
行
省
釵
刺
亞
其
三
地

區
自
制
到
觀
酬
(
口
。
p
r
z
)
的
黑
落
德

(
大
黑



落
德
的
子
孫
)
來
統
治
終
於
在
公
元
九
二
年
亦
被
視

為
羅
馬
行
省
敘
利
亞
的
一
部
份

(
詩

)

U
L
k
b
九
品
均
干
$
1
3
2
2
0
3
是
聖
經
上
的
兩

V也
主
動
“-
v
i趟
車
ι
τ』

/
H
S『
臣
之

A
J
E
-

-

i
-
-

可

，
、
個
人
名
及
一

個

地
名
意
謂
「
天
主
播
種
」

人
名
1

猶
大
支
派
人
屬
胡
爾
的
後
代
其
姊
妹
名

叫
喇
割
斷
到
蜘
厄
(
桶
上
4
3
)
。
例
氏
很
可
能
與
胡

大
支
派
同
名
的
依
次
勒
耳
城
有
關

(
山
穌的
“
)

Z

是
歐
瑟
亞
先
知
同
妻
子
副
制
劑
所
生
的
兒
子

(
歐
1
4
)
大
概
這
是
一
個
有
象
徵
意
義
的
名
字
象

徵
耶
胡
因
殘
殺
流
血
而
獲
得
的
王
權
及
他
的
王
朝
應

受
的
報
復地

缸
是
依
l
刷
刷
關
文
派
的
一
座
城
市
(
如
晰
的
斗

位
於
同
名
的
盆
地
中
閱

(
蘇
口
時
)
大
概
是
以
民
進

入
墓
地
後
才
修
建
起
來
的
新
城
當
喇
蚓
到
向
蚓
叫
剖

特
人
作
戰
時
會
在
它
附
近
的
小
泉
邊
紮
營
駐
兵

(
撒

上
叫
的1
U
)
已
是
當
時
的
重
鎮
之
一
分
南
北
朝
之
後

阿
哈
布
王
將
之
作
為
冬
都

(
繳
上
的
甜
甜

)
修
建
防

禦
工
事

(
列
上
刮
目
)
建
有
惆
堡
放
大
域
門

(
列
下

9

口

m
7

8
)
建
王
宮
於
城
內
王
宮
之
側
有
制
蚓

特
的
葡
萄
關
阿
哈
布
受
王
后
依
則
貝
耳
之
挑
唆
將
之

霸
佔
將
主
人
陷
害
此
事
會
激
起
厄
里
亞
先
知
的
義
怒

-
(則
上
到
1

等
)
。
在
蚓
制
造
反
時
叫
樹
叫
則
到
及
王
家

一一
級
屬
均
在
依
次
勒
耳
被人
所
殺
(
列
下
9

叩
|

盯
)

餅
一

.

比
她
在
制
勵
文
化
時
代
被
稱
為
厄
斯
織
也
即
現

一
身
的
則
由
悍
村
在
戶
N
Z
Z
d
在
阿
富
拉

(
E
P
戶
戶"
7
)

827-832 重重八

之
東
南
約
六
公
里
考
古
家
在
此
發
現
有
公
元
前
一
千

年
左
右
的
人
煙
痠
遊
因
它
在
古
時
是
一
個
重
要
的
城

鎮
因
此
周
間
的
盆
地
亦
因
它
而
得
名
稱
為
楓
樹
叫
到

盆
地

(
蘇
口
“
民
6

詞
)
此
處
土
地
肥
決
出
產
品
鹽

也
是
自
海
邊
通
往
則
蚓
配
扣
周
剖
單
及
劉
凹
酬
的
必

經
之
地

(
韓

)

陣
A
L
W內
的
H
J
3、
干
$
1
33
Z

H
J女
人
名
原
意
不

m
A
M
H
H
M
F
E
Y
τ

￡
f
H
O
N
PE

」

A
l

1

-
-

﹒
'

、
詳
也
許
有
「
完

整
的
」
或
「
貞
節
的
」
意
思

1

是
漆
冬
人
王
厄
略
目
耳
的
女
兒
嫁
給
叫
倒
叫

王
附
哈
布
為
妻

(
列
上
的
U
)
亦
是
以
色
列
王
耶
屬

酬
的
母
親
劉
蚓
王
制
制
的
岳
母
蚓
划
玉
剛
制
劑
雅
的

外
祖
母
其
民
人
精
明
能
幹
但
也
是
一
個
陰
陰
毒
辣
的

女
人
且
野
心
勃
勃
尤
其
仇
恨
以
民
的
宗
教
及
他
們所

敬
般
的
惟
一
挺
神
在
北
國
糧
力
提
倡
凹
叫
艸
的
敬
位

竟
使
國
王
亦
向
邪
神
頂
香
禮
拜

(
列
上
的
叫
|

詞
)

謀
害
先
加
州
不
遺
餘
力

(
則
上
的
4
H
H凹
刊
)
。
問
到

亞
為
了
保
護
惟
一
神
教
及
證
明
巴
耳
之
虛
偽
曾
在
加

爾
默
耳
山
上
演
山
那
一
來
精
彩
的
比
武

(
列
上

一間
缸

叫
)
強
佔
並
謀
殺
葡
萄
國
主
人
刷
刷
蚓
的
記
敘
足

以
治
明
她
沁
人
之
兇
險
可
怕
(
列
上
幻
4
|

M
)
厄

里
亞
先
知
有
見
於
這
個
女
人
的
窮
兇
惡
極
以
大
無
畏

的
精
神
預
言
她
終
有
一
天
要
被
人
殺
死
「
狗
要
在
依

次
勒
耳
的
田
間
吞
食
依
則
貝
耳
」

(
列
上
刮
目
亦
見

列
下
9
7
l
m
)
先
知
的
預
言
果
然
總
驗
見
列
下
9

2

默
示
錄
在
致
提
雅
提
辣
教
會
的
書
信
上
亦
曾

提
到
依
則
貝
耳
的
名
字
大
概
只
是
假
借
了
這
個
臉
惡

女
人
的
名
字

(
列
上
的
缸
|

站
)
作
為
引
人
行
淫
者

的
代
表
(
默
2

叩
)
(
韓
)

此的 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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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f 

、
在
動
作
故
看
來
似
乎
是
在
反
面
目
叉
它
雖
有
四
趾
但
四

地
~
趾
內
院
表
面
看
來
似
乎
無
比
故
被
捌
入
不
潔
的
動
亂

-

見
聖
經
中
的
動
物
不
潔
的
動
物

(
韓
)

支
民
間
伊
、4

吟
霆
\
吋
勻
。
可
o
u

n
o
J
克
羅
馬
錢

-
a
S
E

間
E
-
d
d
h

道
蟬
，
-
m
z
t
z
b
o

。
旨
。
、
，

一
-
B

自

-
d
d
S
A

祖
國

，
t

w、
c

:
t

、
幣
雖
然
它

有
數
個
不
同
的
名
稱
恩
高
譯
本
部
一
律
譯
作
銅
錢
或

銅
元
耶
穌
在
貞
斥
法
利
程
人
的
傌
善
言
論
中
曾
提
及

這
種
銅
錢

(
路
U
S

)

見
貨
幣

(
韓

)

叫
心
q
h旬

\
HU
E

D
J
人
名
意
義
不
詳
有
人
以
為

別
重
H
m
j
H
Z
E
S」
|
|
i

。

1
l
1

1
}

'

是
與
加
音
名
有
關
貝
克
亞
當
的

第
三
代
即
舍
特
之
孫
厄
諾
士
之
子
及
瑪
拉
肋
耳
之
父

(見
創
5
.

-

u
)
這
一
家
譜
的
次
序
亦
見
於
編
上

1
1

2
在
南
方
的
古
阿
刺
伯
語
中
此
名
被
保
留
下
來

是
一
腳
疆
的
名
字

在
基
督
的
族
譜
上
刻
南
之
名
出
現
了
兩
次
一
次

是
阿
帕
革
沙
得
的
兒
子

(
路
3

品
)
一
次
是
厄
諾
士

的
兒
子

(
路
3

祖
)
這
可
能
是
受
了
希
臘
譯
本
的
影

響
因
個
月
「
刻
南
是
阿
帕
革
沙
得
的
見
子
」
一
旬
並
不

見
於
蚓
倒
剩
原
文
而
是
相
勵
譯
本
譯
者
的
增
添

(
見

創
m
剖

u
u
1

臼
)
(
韓
)

5

泊
H
Z怪
E
喝
喝
「
Hm
o
e
z

人
名
及
民
族
名
意
謂

主
U
M
m甜
甜
宙
間
戶
」

-
w
4
3
4
l

j
、
「
強
大
有
勢
者
」

(
?
)
依
市
瑪
耳
的
第
二
子

(
創
街
口
編
土
1
目
)

亦
是
刻
達
爾
族
名
此
部
落
在
阿
刺
伯
之
北
部

(
依
幻

H
H

們
也u
ω
e
7
呻
峭的
甘
甜
臼
)
慣居
於
人
姻
稀
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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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漠
曠
野
地
帶
(
詠

m
s
制
l
s

喇
叭M
u
m圳
特
目
剖)

村
落
沒
有
圍
牆
扒
依
的
叫
U
)
以
牧
畜
為
生
而
牲
畜
以

羊
軍
及
駱
駝
為
主
(
依

ω
7
耶
的
刊
甜
甜
則
幻
n
)
受

酋
長
之
管
轄

(
則
幻
剖
)
善
用
弓
箭

(依
的
口
創
口
)

喜
剃
鬢
髮
(
郎
"
阻

)
亞
述
第
七
世
紀
的
文
件
上
有

關
於
他
們
的
記
敘
稱
之
為
阿
刺
伯
人
之
一
種
技
愉
悅
有

數
位
酋
長
及
神
祇
的
名
字
(
韓
)

指
甘
當

L
L
R
旦

g
r
J城
名
有
此
名
者
有
下

8

一
可A
Y如
前
，1
戶的
且
2

」

-
、
4
1
.
-

J
、
列

地
方

1

加
里
肋
亞
的
刻
德
士
在
納
斐
塔
里

山
區
古
時

客
納
罕
人
所
建
之
城
為
帝
王
居

地
被
以
民
佔
領
後
釗

分
給
納
斐
塔
里
支
派
(
蘇
白
白
的
口
肘
)是
革
爾
雄
司

的
娘
家
族所
得
的
城
巴
之
一

(
穌
釗
泊
爾
上
6
U
)
亦

是
避
難
城
之
一

(
4你
別
7
)
德
波
辣

民
長
的
助
手
巴

拉
克
郎
出
生
於
此

(
民
4
6
9
)
後
被
提
革
拉
特

r
位

肋
包
爾
三
世

(
公
元
前
七
三
四
)
佔
領
並
割
肉
自
己

的
帝
國
領
土

(
列
下
的
自
見
多
1

2
)
在
此
地
方
瑪

加
伯
約
納
堂
戰
勝

了
德
默
特
琉
二
世
的
軍
隊

(
加
上

扎
曰
|

刊
)
按
考
古
學
家
的
考
證
它
位
於
默
龍
湖
之

西
不
遠
處
土
地
肥
灰
多
水
泉
水
池
並
有
大
批
的
羅
馬

時
代
的
考
古
資
料
留
於
後
世

2

依
撤
加
繭
的
刻
德
士

(
亦
名
克
史
雍

)
亦
是

屬
革
街
雄
司
祭
家
脹
的
城
市

(
一
編上
6
盯
)
大
概
它

就
是
現
今
在
默
基
多
(
泣
。
m
m
缸
。
)
東
南
約
四
公

里
的
阿
步
刻
德
依
斯
廢
據
此
廢
爐
面
積
雖
小
但
有
不

少
銅
器
及
鐵
器
時
代
的
遺
物

(
公
元
前
三
千
至
一
千

年
)
供
考
古
學
者
們
來
研
究

3

在
猶
大
的
刻
德
士
(
蘇
臼
且
〕
叫
判
官
我
們
毫

無
所
知
戶
轉
)

內
心
甘
心
3

主
寸
「
岡
州
。
Y
W
H
Y
J
人

名
患
思
不
詳
是
肋

紋
-
U
M
m
似
叮
﹒
缸
于/
C
凶
手
」
|

-
w
I
t

吋

'
、
米
的
第
二
個
兒
子
與

革
爾
雄
放
默
辣
黎
是
弟
兄
生
子
川
默
繭
依
鎔
哈
爾
赫

具
龍
及
烏
齊
耳
享
年
一
百
三

L
l

三
成
而
終
是
刻
哈
特

旺
盛
家
族
的
始
祖

(
創
的
u

出
6
時
間

編
上
6
1
3

7
)
人
數
竟
達
八
千
六
百
人

(
戶
3

甜
)
至
於
他
們

的
愣
地
家
長
放
在
聖
殿
內
的
職
守
等
見
戶
3

盯
|

缸

4
2

|

個
等
他
們
所
佔
有
的
城
口
巴
見
蘇
剖
9
品
及

編
上
6
H
I

H
U
|

臼
(
緯
)

8

泊
q
L
K
L
止

H
E
M
-
"
J城
名
志
消
「
山
裝
」

別
諾
列
扣
"
主U
r
b
o
H
戶
之
，

|
|

1
4
l
」
叫
寸

，
、

(
?
)
是
錯
大
支
派

的
一
座
山
川
全
城
娃
於
地
U
W顯
耍
的
山
湖
上
(
穌
的
“
)

可
是
這
座
城
在
以

民
佔
領
摯
地
之
後
向
其
他
兩
座
客

納
心
干
跋
仍
保
存
了
自
己
的
行
政
方
式
途
咪
同
自
己
的

隨
口
貝
逃
亡
在
外
時
會
打
敗
培
肋
舍
特
人
給
刻
依
挂
解

圈
但
是
當
繳
鳥
耳
帶
兵
前
來
時
達
味
只
有
出
域
逃
走

免
得
城
民
將
他
交
於
國
王
之
手
(
繳
上
n
z

|

H
)

充
軍
後
比
城
之
人
會

幫
助
修
建
耶
京
城
牆

(
厄
下
3

口
刊
)
它
就
是
現
兮
的

基
拉
底
處
(
Q
F
)
在
貝
依

特
斟
制
制
之
東
十
二

公
里
也
(

韓
)

9
d
q
L
叫
b
凡
、
「
H
h
o
D
E
J
人
名
意
思
是
「
符

別
重
M
m
a刑
-
/
C
S

」

-
w
ν
-
﹒

'
，
、
鐵
」

(
?
)

1

厄
里
法
次
的
兒
子
厄
撤
鳥
之
孫
是
一
族
之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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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也
是
刻
納
次
人
的
始
祖
(
創
刊
狗
，
M
U

臼
叫

H

見
U
U
)

2
放
特
尼
耳
的
父
親
加
肋
布
的
兄
弟
(
蘇
叮
叮

民
1

u
3
9

時
編
上
4

口
)
(
韓
)

“
叫H
Z一
匕
R
、
「T
D
M
H
S
J
是
加
音
後
代
中
的

8

這
AY
F
Y
E
Y
f

」

可

|

J
J
'

、
一
個
游
牧
民
族
居

於
墓
地
之
最
南
方
很
可
能
是
剛
瑚
叫
姐
人
的
一
個
分

支
(
戶
圳
的
且
也
反
1
H
撒
上
的6
編
上
2

自
)
此
族

之
分
裂
發
生
於
繳
鳥
耳
時
代
分
裂
之
後
漸
侵
入
猶
大

支
派
地
區
(
繳
上
臼
e
)
但
在
加
里
肋
亞
地
方
亦
有

刻
尼
人
的
足
跡

(
民
4
u

口
5

剖
)
(
韓
)

組
協
刻
耳
(
∞
F
o
r-)是
舊
約
時
仲
圳
的
重
屋

及
幣
制
名
稱
這
種
用

一
個
名
詞
來
指
示
兩
件
事
物
的
來
源
是
由
於
古
代
的

貿
易
原
是
以
物
易
物
的
交
易
即
是
以
某
種
重
量
的
金

屬
來
換
取
某
種
重
溢
的
貨
物
如
此
處
至
希
臘
文
化
時

代
在
雪
地
才
有
正
式
錢
幣
的
出
現
技
古
代
一
個
「
協

刻
耳
」
約
等
於
一
個
「
米
納
」
的
六
十
分
之
一
也
就

是
等
於
兩
個
「
貝
卡
」
(
見
創
n
u
H
出
到
缸
"
問

肋
5

臼
幻
3
6

等
)

見
度
量
衡
幣
制
表

盡八. 3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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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勢 單
民| 自E 草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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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i55
3。撤|城 Y
毛主l 甘nI 章勾 F己

甜甜其陰
舍|女， 理府。
特|派 ;(i!~

人 的 不
1F邊 詳，
商界是
撒I J，戚， 依 |

韓

烏
耳
閱
敬
之
前
曾
在
此
處
紮
倍

(
撒
上
必
‘
)
照
顧

年
老
的
達
咪
的
一
名
年
青
貌
美
的
小
妾
阿
彼
沙
格
的

出
身
於
此
城
舉
經
上
稽
之
為
「
叔
能
女
子
」
(
列

上

-
a
H
2

叮
扭
)
厄
里
曼
先
知
亦
會
受
到
一
位

「
放
能
婦
人
」
的
熱
切
招
待
在
她
的
家
里
居
住
並
復

活
了
她
死
去
了
的
兒
子
(
見
列
下
4

立
)
技
能
除
7

聖
經
之
外
亦
見
於
其
他
的
歷
史
文
件
比
如
在
埃
及
法

郎
突
特
摩
恩
斯
三
世
所
征
服
的
城
市
中
叔
能
被
列
入

文
件
的
目
錄
中
稱
自
坤
撒
納
瑪
(
切
自
自
己
在
阿
瑪

爾
納
的
信
件
上
被
稱
為
蘇
納
瑪

(
F
E
B
凶
)
並
記

載
它
會
叫
到
於
校
巴
猶
(
廿
巴
拉
戶
)
閻
王
之
手
而
馮

默
基
多
的
凶
王
比
黎
狄
雅
(
因
E
身
份
)
所
重
建
卡
爾

納
克
(
閃
閃
E
r
)
的
文
件
上
則
謂
埃
及
法
郎
史
沙

克
將
此
城
佔
領
及
破
壞

考
古
學
者
已
證
質
已
就
是
現
今
位
於
納
匣
肋
附

近
名
叫
穌
餘
的
一
個
村
莊
此
處
自
公
元
前
二
千
二
百

年
左
右
直
至
阿
刺
伯
人
時
代
繼
續
不
斷
的
有
人
煙
存

在
就
是
歐
色
彼
所
說
的
穌
泠

(
F
Z
S
)
及
中
古
世

紀
的
索
泠

(
E
E
S
)
(

韓
)

“
捕
或
話
啊「m
E
J地
名
是
埃
及
東
北
部
的
邊
界

s
i
H
q

Z
F

/
U
E
K

有
「
牆
壁
」
之
急
是
一
帶
曠

野
地
區
亦
名
厄
堂
曠
野
(
戶
封

8
)
聖
經
上
會
數
次

提
到
這
個
地
方
上
主
的
天
使
在
這
襄
遇
見
了
被
趕
出

定
的
哈
加
爾

(
創
的
7
)
亞
巴
郎
遷
往
革
辣
爾
之
後

居
住
在
制
制
封
和
制
制
之
間(削
m
I
)
，
制
制
劑
割

的
子
孫
定
居
在
喇
喇
蚓
及
制
制
勵
之
閱
(
制
鈞
間
)
制

白一月
耳
造
種
阿
瑪
肋
克
人
直
到
此

地
(
撒
上
的

7
)
吋

樣
瀏
喇
也
在
此
地
攻
擊
過
數
個
巴
力
斯
坦
南
方
的
仇

敵
民
族
(
撒
上
幻
8
)
學
經
上
這
些
記
載
都
在
誰
明

叔
爾
應
在
埃
及
的
東
北
地
區
也
就
是
出
谷
紀
所
說
的

以
民
過
紅
海
後
所
去
的
地
方
(
山
的
自
)
亦
就
是
現

今
的
阿
步
督
法
(

吋
﹒
〉
σ
口

∞
巴
P
F
)
廢
爐
地
帶(

韓
)

指
M
M的
時
叭
說
明F
ZE
E
J
叔
默
爾
是
世
間
最

A

E

-

-
F
E
a
3
1

/

、
有
文
化
的
民
族
之
一

遠
在
公
元
前
四
千
年
已
開
始
了
它
的
存
在
德
定
了
，
匕

文
明
的
基
礎
可
惜
它
並
沒
有
如
M
文
明
吉
凶
的
中
學

F
族
將
它
文
化
的
寶
藏
世
代
相
傳
保
留
至
今
事
質
仁

它
早
於
公
元
前
兩
千
年
開
始
衰
落
漸
被
閃
語
系
的
民

族
所
佔
領
統
治
終
至
連
它
的
話
三
口
也
已
消
逝
始
轟
被

人
們
所
遺
忘
自
從
近
百
餘
年
吧
!
口
學
昌
明
以
來
人
們

才
重
新
將
它
數
千
年
來
開
沒
於
地
下
的
文
化
以
及
占

老
偉
大
建
築
的
廠
墟
挖
掘
出
來
向
加
以
整
棚
內
研
究
是

以
關
於
叔
默
爾
民
族
的
歷
史
我
們
主
要
所
恨
樣
的
是

考
古
學
家
所
供
給
的
資
料
寫
了
使
大
家
更
能
清
短
地

瞭
解
起
見
我
們
將
它
分
為
下
列
諸
段
加
以
討
論
地
如

歷
史
宗
教
-
a
m
-
-

口

@
地
理
它
所
在
的
地
區
是
美
索
不
達
米
亞
一
個

由
西
北
而
東
南
長
約
一
千
公
里
的
大
平
原
它
的
東
部

有
固
樹
倒
研
大
比
北
有四
封
周
到
的
山
脈
西
以
敘
利

因
為
民
南
邊則
有
阿
利
制
曠
野
及
劃
蚓
賦
人
類
文
化

的

發
源
地
向
來
與

大
江
大
柯
是
不
能
分
稚
的
當
然
在



、
這
里
也
不
能
例
外
在
這
個

平
原
中

K
H梳
著
兩
條
舉
世

鞠
~
聞
名
的
大
凡
的
制
甜
甜
蚓
及
冉
啦
啦
劃
斯
河

(見
該
條

)

于
是
這
-
區
不
可
或
缺
的
生
命
線
可
是
它
們
並
不
是
兩

一
條
循
規
蹈
矩
的
河
流
在
歷
史
上
它
們
不
知
多
少
次
改

一
變
了
河
道
不
知
淹
沒
了
多
少
人
口
和
牲
畜
破
毀
了
多

少
城
市
和
延
田
但
也
造
成
了
其
他
新
城
市
的
理
想
環

境
闖
關
了
新
的
耕
地
基
於
這
種
原
因
自
古
以
來
修
掘

河
道
疏
通
水
風
灌
溉
農
作
物
等
的
水
利
工
程
向
來
是

此
區
居
民
向
自
然
環
境
奮
門
的
主
要
作
業
也
是
人
類

歷
史
上
水
利
工
程
的
最
早
開
端
這
兩
條
河
流
也
實
在

是
與
這
一
區
的
農
業
經
濟
運
輸
政
治
及
文
化
有
看
密

切
的
關
仇
但
是
原
來
真
正
的
創
制
嘲
地
區
是
較
此
一

廣
大
平
原
為
小
它
主
要
的
只
佔
有
自
巴
比
倫
至
波
斯

州
一
瓶
約
三
萬
四
千
平
芳
公
里
的
平
原
且
是
以
它
主

要
的
城
市
也
多
出
現
於
這
一
區
比
如
息
帕
爾
巴
比
倫

閥
割
前
蚓
甜
蚓
劃f
問
劉
制
等
應
首
注
意
的
是
現
今

的
制
喇
喇
已
因
經
年
樂
月
地
受
著
兩
條
河
流
的
淤
鑫

而
較
當
年
向
海
洋
後
退
一
百
公
里
左
右

@
E
A
及
它
的
歷
史
開
端
是
昏
暗
不
明
以
神
話
為

出
發
點
的
接
載
當
時
這
一
區
域
已
是
人
口
眾
多
城
市

林
立
的
地
方
於
是
天
上
的
神
明
決
意
下
降
給
十
座
較

大
的
城
市
封
立
國
王
這
十
位
國
王
的
寫
數
也
實
在
高

長
的
令
人
作
舌
其
總
合
竟
達
四
十
三
寓
二
千
年
是
完

全
不
可
置
信
的
其
次
他
們
的
文
件
中
也
記
載
了
洪
水

的
事
航
考
古
學
家
蚓
劃
(
還

g
戶
戶。
可
)
雖
然
強
調
他
在

蚓
甜
域
發
現7
這
次
缺
水
的
遺
跡
但
民
其
他
學
者
加

重八845 

以
有
力
的
否
定

拱
水
之
後
此
區
的
居
民
繼
續
生
存
蔓
延
仍
有
人

稱
王
於
劃封
鳥
爾
烏
魯
克
蚓
蚓封
等
城
但
是
神
話
的

色
彩
仍
然
有
增
無
減
比
如
間
蚓
制
國
王
乘
老
鷹
上
天

取
種
以
傳
後
代
其
次
關
於
社
慕
齊
王
和
烏
魯
克
王
基

劃
肌
叫
到
間
的
記
載
皆
與
神
而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不
過
他

們
的
壽
數
部
已
漸
次
減
低
自
數
千
年
而
減
至
數
百
年

但
是
這
一
段
洪
水
前
後
的
記
載
仍
不
能
視
為
歷

也
因
為
它
是
完
全
無
錢
可
憑
的
關
於
這
個
民
族
的
開

端
及
最
初
的
歷
史
真
正
能
供
給
我
們
可
靠
線
索
的
仍

是
考
古
鼠
的
根
鐵
在
開
研
回
到
叫

及
到
制
制
等
古
城
的

挖
拉
我
們
知
道
蚓
制
閹
人
最
古
的
城
市
是
因
創
出
及

到
關
#
它
們
的
文
化
遠
在
公
元
前
三
千
多
年
已
開
始

發
揚
光
大
不
但
有
此
一
時
代
的
兩
座
宏
大
的
廟
宇
被

挖
掘
出
土
而
且
業
已
證
實
此
時
叔
默
爾
人
已
開
始
用

文
字
來
傳
播
文
化
無
怪
乎
考
古
學
者
們
稱
這
一
時
代

寫
文
化
的
突
然
爆
發
時
代
它
的
影
響
知
所
及
竟
遠
遠

西
南
方
的
埃
及

制
制
劑
的
下
一
個
歷
史
階
段
是
自
公
元
前
二
八

0
0
年
至
二
六
0
0
年
間
因
為
在
這
個
時
期
有
一
種

新
的
文
化
出
現
這
種
新
文
化
的
代
表
作
是
一
些
被
考

古
學
者
發
現
的
一
種
別
具
風
格
的
黑
及
紅
色
的
陶
器

四
方
彤
的
聰
軸
形
的
印
章
以
及
一
些
一
祭
紀
用
的
器
血

這
個
文
化
流
傳
之
間
恤
是
相
當
可
觀
的
東
至
穌
撒
城
西

至
創
利
到
及
其
他
小
到
制
困
地
區
西
南
至
制
制
且
這
個

時
代
中
的
廟
宇
則
較
前
一
時
代
者
客
有
遜
色

自
公
元
前
二

六
0
0

年
蚓
喇
喇
才
算
正
式
進
九

有
史
時
代
它
的
陶
器
晏
現
粗
製
濫

造
的

狀
鬼
斟
酌
字
的

形
式
較
前
有

所

司
和
風
祭
壇
被
置
於
高
台

L
並
在
劉
JY

問
剖
靚
蚓
亂
開
始
建
這
高
大
的
失
恥
所
闊
的
磚
也
與

從
前
不
同
晏
中
凸
形
並
在
廟
宇
之
勞
建
有
王
宮
三
民

過
去
宗
教
統
治
政
治
的
傳
統
而
形
成
政
教
分
離
的
狀

態
宗
教
藝
術
作
品

中
最
令
人
注
目
的
是
獅
頭
鷹
身
的

神
像
鷹
的
兩
爪
立
於
兩
條
雄
牛
的
背
上
而
此
時
宗
教

的
中
心
建
立
在
閥
割
關
城
蚓
甜
甜
變
成
了
政
治
軍
事

的
中
心
在
這
里
被
發
現
的
關
於
行
政
軍
事
以
及
年
鑑

一
類
的
歷
史
文
件
特
別
豐
富
有
趣
除
此
之
外
更
發
現

了
一
些
國
王
的
墳

墓
它
們
的
建
築
都
相
當
的
偉
大
內

中
並
葬
有
寶
石
金
銀
器
血
及
裝
飾
品
更
有
國
王
或
王

后
僕
牌
陪
葬
的
習
俗
蚓
關
當
時
的
勢
力
雖
如
此
之
大

部
未
能
建
成
一
個
統
一
的
叔
默
爾
王
國
而
是
出
乎
意

料
之
外
地
出
現
了
一
位
名
叫
的
阿
加
耳
區
基
息
的
鳥
瑪

城
的
閻
王
他
以
快
遠
的
手
法
出
兵
東
征
西
伐
筍
筍
勝

札
先
後
將
蚓
叫
封
蚓
劃
也
蚓
離
蚓
喇
喇
以

及
問
剖
制

佔
領
所
佔
地
區
之
廣
竟
南
達
波
斯
灣
北
至
地
中
海
是

向
來
所
未
有
者
於
是
自
稱
國
王
自
命
為
「
世
界
之

王
」
「
四
方
之
王
」
可
惜
他
建
立
統
一
王
圓
的
美
夢

只
是
曇
花
一
現
二
十
五
年
之
後
竟
有
一
位
閃語
系
的

強
人
喇
喇
刮
目
以
同
樣
迅
速
的
手
法
將
國
王
打
敗
俘
撕

置
於
罔
劃
關
城
神
廟
門
口
的
筒
中
供
人
恥
笑

於
是
自
公
元
前
二
三
五
0
年
至
二
一
六
0
年
級

制
制
進
入
了
一
個
新
的
時
此
亦
名
叫
叫
制
時
代
撤
爾



得
王
朝
所
加
給
的
恥
辱
收
彼
混
亂
的
時
局
之
後
勵
精

闊
治
恢
復
刷
刷
關
人
的
本
來
文
化
重
修
做
爛
的
關
于

重
建
倒
閻
明
的
城
市
諸
如
鳥
爾
烏
魯
克
阿
達
布
等
城
一
史

建
築
了
宗
教
上
的
高
大
尖
塔
開
關
新
的
水
利
叫
道
坐

班
農
業
革
新
財
政
調
發
土
地
頒
佈
新
法
(
是
人
類M
m

史
上
最
早
的
法
律
文
件

)
仙
似
倡
文
學
及
懿
術
使
全
凶

的
宗
教
政
治
民
生
走
上
欣
欣
向
榮
的
威
莊
太
道
他
的

兒
子
蚓
到
斟
繼
承
父
志
在
位
四
十
八
年
之
久
更
將
凶

家
治
斑
的
井
井
有
條
重
新
娃
立
起
政
教
合
一
的
政
權

將
自
己
視
為
神
明
統
治
金
凶
百
性
可
惜
這
種
凶
泰
民

安
的
昇
平
狀
態
並
未
能
維
持
太
久
即
開
始
跟
若
縱
火

的
潮
流
走
向
下
坡
終
至
依
士
彼
帥
州
大
將
揭
竿
而
起
倡

導
政
變
自
立
為
王
是
為
叔
默
爾
的
最
後
君
王
位
再
也

不
是
完
擎
的
國
家
自
此
國
勢
日
衰
終
的
川
入
仗
的
間
必

系
民
族
l

叫
倒
劉
人
|
所
乘
重
新
統
治
制
別
御
娘
在

凹
出
制
建
立
了
剛
回
劉
人
的
第
一
王
朝
自
此
制
制
制

乃
消
逃
於
歷
史

@
宗
教
制
制
制
人
的
宗
教
猶
如
其
他
古
中
東
的

民
族
所
崇
奉
的
是
多
神
教
只
有
以
色
列
民
族
除
外
他

們
的
宗
教
是
與
大
自
然
界
有
看
密
切
的
關
係
猶
如
中

勵
民
間
的
信
仰
以
人
體
的
形
像
來
代
營
天
腳
地
艸
山

紳
水
神
風
神
雨
肺
等
其
次
星
辰
也
是
他
們
崇
拜
的
對

象
正
因
為
星
辰
是
構
成
他
們
宗
教
的
因
素
之
一
是
以

很
早
他
們
就
對
天
文
學
有
了
相
當
的
認
識
同
研
究
最

後
魔
術
或
稱
妖
衛
也
在
他
們
的
宗
教
上
佔
有
畫
面
實的

位
且
所
謂
妖
瓶
說
是
以
有
限
的
人
力
及
方
屯
您
對
大

由
捌
t川
(
。
眉
立
)
。
他
們
踩
淆
了
全
國
的
城
骯
農
村
可

是
因
為
沒
有
文
化
的
基
礎
孔
武
之
餘
未
能
建
成
正
式

的
王
國在

經
過
一
段
歷
史
上
的
混
亂
時
期
之
後
叔
默
爾

進
入
了
第
三
個
歷
史
階
段
(
二

O
六
O
I

一
九
五

五
)
也
被
稱
為
鳥
爾
的
第
三
朝
代
是
叔
默
爾
文
化
的

黃
金
時
代
但
也
是
一
個
走
肉
完
全
滅
亡
的
時
代
它
的

創
始
九
是
闖
關
制
恥
這
位
偉
大
的
國
王
在
雪
去
阿
蚓

詞
更
將
前
期
國
王
的
版
間
擴
充
至
程
|
喇
劃
蚓
島
建
立

有
史
以
來
喇
喇
醋
的
最
大
王
國
是
個
州
閃
語
系
民
族
的

第
一
個
王
國
喇
喇
劃
除
了
建
立
正
規
軍
之
外
更
改
革

社
會
制
度
在
行
政
方
面
再
不
受
宗
教
政
權
的
約
束
而

統
治
宗
教
與
以
前
的
傳
統
適
得
其
反
他
的
繼
位
人
也

各
自
在
藝
術
及
軍
事
上
有
所
作
為
保
持
了
王
國
的
王

驅
直
至
沙
爾
卡
里
叫
劉
國
王
時
代
忽
然
有
一
批
自
匣

制
制
制
山
區
遷
至
平
原
的
野
蠻
人
即
是
兇
悍
善
門
的

845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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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然
泊
以
控
制
的
企
閹
雖
然

b
t
J

非
所
能
但
這
苟
且
正
自

古
以
來
~
切
邪
林
宗
教
的
共
同
點

帥
既
然
蚓
制
制
在
歷
史
上
統
一
的
時
期
短
而
各
個

城
市
獨
立
自
治
的
時
期
長
|
|
的
史
家

所
稱
的
城
市

王
國
|
|
是
以
每
個
城
市
有
自
己
的
神
明
他
的
神
像

被
供
奉
在
本
域
的
大
廟
中
或
頂
台
上
視
為
最
高
的
權

威
很
少
有
全
國
統
一
的
神
明
神
明
之
中
夕
白
是
意
中
事

到
了
鳥
爾
的
第
三
朝
代
被
記
拔
的
不
同
的
神
名
竟
達

六
百
之
多
但
是
這
並
不
是
混
在
他
們
的
神
明
中
是
沒

有
等
級
的
分
別
他
們
將
宇
宙
分
成
三
部
份
上
天
是
小
女

神
的
住
所
及
統
治
的
範
崗
是
一
切
艸
明
的
父
親
是
世

間
一
切
的
創
造
者
也
是
掌
管
者
人
及
牲
畜
的
生
命
及

歸
宿
也
都
由
他
所
操
縱
玄
然
他
的
神
像
是
被
安
置
在

不
同
嘲
字
之
中
的
次
一
等
級
的
神
是
主
管
穹
蒼
的
恩

里
耳
紳
他
的
女
伴
是
主
管
山
脈
的
寧
里
耳
女
神
再
次

一
等
的
神
明
是
統
御
下
地
深
淵
及
淡
水
鹹
水
(
河
湖

海
)
的
恩
九

(
巴
比
倫
人
稱
之
為
厄
附

)
他
的
主
要

瑚
字
位
於
原
來
在
波
斯
灣
邊
上
的
厄
忽
杜
城
除
了
宇

宙
間
的
一
遍
三
位
主
要
神
明
之
外
還
有
三
位
天
文
界
的

高
超
神
明
的
太
陽
神
鳥
突
(
即
巴
比
倫
人
的
沙
瑪
市

神
)
被
敬
毛
在
村
爾
撒
域
中
月
克
神
南
納

(
印
巴
比

耐
人
的
制
神)
是
太
陽
神
的
父
親
百
姓
對
他
的
敬
惚

中
心
是
鳥
爾
他
的
女
伴
是
寧
加
耳
女
神
第
三
位
星
神

郎
(尼
)股
安
納

(
呂
)
5，g
g

女
神
亦
即
「
天
后
」

也
就
是
巴
比
倫
人
的
依
市
塔
爾
及
函
，
那
閃
語
系
民
族

的
阿
市
托
勒
特
是
位
主
管
愛
情
及
豐
產
的
立
神

i~ 846-847 

叔
默
爾
人
對
神
明
的
做
禮
是
相
當
細
心
謹
慎
的

有
他
們
一
定
的
祭
神
禮
儀
比
如
洗
濯
沐
浴
傅
袖
焚
香

燒
香
木
並
有
每
天
的
早
祭
及
悅
祭
更
有
特
別
求
恩
及

謝
恩
的
祭
獻
又
有
每
月
及
每
年
不
同
節
日
的
慶
典
都

要
舉
行
祭
紀
行
祭
時
又
要
唱
讚
祠
念
」
祿
文
等
司
祭
們

分
成
不
同
的
等
級
主
管
刷
{
于
中
不
同
的
事
物

@
語
言
蚓
蚓
蝴
民
族
雖
然
早
已
不
復
存
社
可
是

考
古
學
者
們
清
祝
賀
了
他
們
不
但
有
內
己
的
語
言
而
且

早
已
有
自
己
的
文
字
1
|
梭
形
文
字
他
們
的
一
沾
一
一
再
是

沒
有
絡
變
戊
位
變
的
恰
成
每
個
名
詞
或
動
祠
的
特
殊

意
態
及
形
式
的
主
要
成
份
是
前
叫
做
及
後
綴
與
現
今
的

刮
到
蚓
文
很
近
叭
叭
考
古
學
者
會
發
現
馮
數
相
當
多
的

蚓
蚓
制
文
件
偉
、
中
最
容
易
暸
解
無
誤
的
是
有
關
經
濟

及
商
業
的
文
件
有
關
M
m史
記
述
的
文
件
則
較
難
懂
但

是
最
費
解
的
划
是
那
些
一
歌
詞
放
詩
文
且
多
與
神
州
有

關
之
比
目
前
這
些
文
件
已
大
都
被
譯
成
現
代
語
言
供

人
參
考
投
且
也
已
有
數
種
技
默
爾
文
法
字
典
及
辭
典

問
世
供
人
研
讀
為
明
暸
這
種
早
已
被
人
們
數
千
年
來

所
遺
忘
的
文
弘
(
韓
)

6

巾
凡
L
，
也
4
、
K
寸
\
P
C
E
S
S
-
S
J
是
雅
歌
上

制
上
h
U
L位
叫
司

k
f
z
z
F
E
M
E

」

」
月
』

1

.

一
/
H

可

J
ω
\

新
娘
的
名

字
導
源
於
一
個
性
質
形
容
詞
叫
「
獲
得
和
平
的
」
意

思
(別
7
1
)。
對
於
這
個
女
子
的
解
軸
的
學
者
們
的
意

見
頗
不
一
致
有
的
以
為
她
是
技
能
城
的
女
子
阿
彼
沙

趴
是
指
瀏
咐
年
老
時
版
事
他
的
那
青
年
妾
侍

(
列
上

1
1

l
4

)
以
表
彩
這
位
女
子
的
童
貞
美
麗
也
有
的

學
者
以
為
此
名
是
「
你
經
滿
三
名
的
女
性
化
很
正

C

郎
「
嵐
掀
叫
牌
游
的
女
人
」
指
撤
羅
溺
安
安
之
三

m
F
回

另
有
人
以
為
她
是
一
個
外
教
女
神
的
名
字

(
韓
)

w
3
4
月
連
忘
皆
止1
、
「
ω
口
可
片7
3
5
/
民
族
名
叫
制
齡

3
2

，
J牙

i
/
/
∞
a
F
Z

」
目
叫
樹
山

風
竄
出
於
州
酬
南
部
位
淤
蚓
制
及
到
勵
之
間
的
印
版

地
區
公
元
前
第
八
位
紀
他
們
指
次
向
中
東
「
肥
法
的

半
月
區
一
移
勁
紅
到
注
目
的
地
之
後
即
與
當
時
已
走

下
坡
的
別
山
帝
國
聯
盟
另
一
方
面
瑪
待
人
川
與
巴
比

州
結
肉
聯
航
雙
方
相
對
交
札
蚓
出
賦
人
在
這
句
戰
爭

上
沒
有
對
盟
友
發
生
多
大
的
作
川
結
果
租
一
述
終
究
久

敗
滅
巳
瑚
叫
人
則
乘
勝
玟
打
蚓
咄
咄
扯
將
之
幾
乎
消
滅

淨
此
殘
餘
者
只
有
重
新
罔
歸
自
己
的
發
源
地
以
保
生

恥
在
蚓
蚓
沒
有
完
全
滅
亡
之
風
他
們
也
會
乘
機
作
亂

出
兵
發
懷
中
東
的
除
此
甚
至
在
蚓
別
法
郎
仆
做
美
位

叫
一
世
時
代
(
六
六
一
二l
六
。
九
)
他
們
曾
經
出
兵

遠
至
叫
別
目
的
當
然
是
在
做
展
向
己
的
的
力
範
悶
“

不
注
重
挽
淑
奄
奄
待
斃
的
岫
斟
弗
肌
品
質
這
個
落
後

的
遊
牧
民
族
也
的
確
不
會
有
大
作
寫
的

叫
出
刷
人
早
已
以
附
市
革
納
次
的
名
字
見
於
創

叫
圳
的
「
古
代
民
族
列
表
」
(
削
叩
3

幟
上1
6
)

及
附
助
和
祖
先
知
的
一
暫
且
一
口
上

(喘
口A
凹
)基
於
他
們
的

文
化
相
當
落
仇
恨
被
史
家
視
作
野
蠻
或
無
文
化
的
民

此
這
種
現
象
亦
見
於
斟
制
(
則
下
4
口

劃
3

u
)
卜
何

些
一
學
者
以
為
史Mm頗
里
城
之
建
且
已
與
得
名
應
歸
功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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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
提
雅
人
他
們
在
被
瑪
待
人
岫
叫
做
後
一
大
部
份
罔
原

籍
凡
另
一
小
部
份
則
留
居
於
墓
地
建
立

了
比
比
在
相

擻
時
代
貝
特
商
亦
名
史
托
頗
里

見
貝
特
商

(
綠

)

彷
h
k
防
戰
曲
一
旦
「
】

M
Z司
5
2

5
E
J
取
潔
敞
的
目
的

8
U
A
M
W
G
-而m
L
/
H
VE
忌

，

」

‘

-
o
l

ι
'

、
固
定
將
人
有
意
或

無
意
所
沾
染
的
法
律
上
的
不
潔
取
消
取
潔
的
方
式
大

都
是
以
象
做
式
的
水
洗
(
見
洗
劫
恤
松
)
或
以
洒
血
程

而
完
成
(
見
灑
微
組

)
但
以
火
炭
取
潔
的
1日
心
心
亦
會

見
於
零
經

(
依
6

6

7
)
以
獻
祭
而
取
潔
的
氾
執
更

為
數
不
少

(
見
祭
獻

)
不
只
是
人
能
此
污
自
己
而
獲

得
法
律
上
的
不
潔
就
是
器
血
亦
然
普
通
說來
若
是
陶

器
在
沾
染
不
改
之
後
悠
將
之
打
碎
右
是
金
屬
器
血
或

木
器
則
肺
必
將
之
以
水
洗
磨
擦
乾
淨(側
的
時
)
，
若
是

屬
鈴
戰
利
品
的
器
血
金
屬
質
的
隙以
火
取
潔
不
然
腳
地

以
水
取
潔

(
戶
M
M
n|

詞
)

兒
取
潔
水
流
社
們
忽
繳
體

Jl !\.. 

(
韓

)

帥P
V
A
狗
比
“υ
~
\

們
5

月
丘
吉
皂
白
/

8

酒
制
們
品b
7

人
f
kF
A
E
F
E
H
E
E
D
-
之

取
潔
水
的
意
義
當
然
是
在
於
洗
濯
清
潔
但
是
在

宗
教
的
用
途
上
它
有
不
同
的
目
的
比
如
民
洗
淨
人
法

律
上
的
不
潔
(
肋
M
H
戶
凹
肋
刊
)
為
使
人
脫
兔
可

能
的
站
污

(
叫
到6
1

8

到
叮
l

n

側
的
4
M
)
為

一
使
人
或
器
血
領
受
祝
要
體
(
馴
的

4

刷
8
6

所
8

剖


m
一為
洗
潔
祭
紀
用
的
祭
台
或
祭
物
(
叫

mw
u
峭
的
M
H

一
月
份
叮
叮
為
作
補
臨
如
剖
酬
之
洗
禮

(
醋
的
2

釗
7

3
4

叫mu
甜

)
，為講
究
街

也
如
出
利
叫
人
之
洗
手
禮

(
瑪
的
2

谷
1

目

路
口
甜

)
取
潔
的
洗
位
亦
有
不
間

的
方
式
將
人
或
物
完
全
浸
入
水
中
而
沈
潔

(
晰
U
E

M
H
口
臼
戶
8
7

臼
等

)
，灑
水
而
也
或
省
博
油
塗
血

而
取
潔
取
凜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在
淤
使
人
能
重
新
皮
團

體
的
生
用
國
內
神
仙
曾
國
著
某
種
法
律
上
的
不
潔
而
脫

離
了
團
體
所
謂
不
潔
大
都
與
倫
斑
上
的
罪
惡
或
污
穢

無
關
今
列
出
血
一
一
種
上
幾
碰
取
潔
的
質
例

主
持
禮
儀
的
人
員
在
受
祝
皇
之
前
要
花
山
河(
削

m
4
圳
8
6

) ，

在
行
禮
儀
之
前

(
M
m
口
l

n
州w
n

缸
肋
的
4
)
或
以
後

(
圳
的

扭
扭
扭
間
內
7

)
亦

憋
沈
濯
自
己
並
且
在
殺
生

(
仙
M
S

等
)
吃
死
獸
肉

(
肋

口
叫
)
、
忠
淋
病

(
圳
的
S
|

U
)、

治
精

(
圳
的

M
l

u
)
月
經

(
肋
M
UM
H

)
打
仗

(
戶
們
叫
“
)

及
在
觸
摸
死
呢
(
肋
刊
訂

站
等
)
殺
過
人
的
士
兵
及

戰
犯
在
作
戰

(
戶
們M
U
)
之
後
悠
沈
撫
自
己
的
衣
服

以
重
新
獲
得
法
律

上
的
潔
淨
飯
的
洗
手
亦
圳
圳
成
了

內
心
潔
淨
的
象
徵

(
一
詠耐
心6
到
4

刀
口
)
或
無
罪
的

象
徵

(
遼
釗
6

瑪
幻
H
)
為
治
明
女
人
是
否
背
棄
丈

夫
而
行
了
姦
淫
經

上
亦
有
喝
「
背
水
」
的
制
度
(
戶
5

正
如
值
約
中
水
有
洗
潔
赦
罪
及
革
新
的
象
徵
意

義
制
倒
也
有
使
人
重
生
的
水
洗
聖
事
的
建
立

(
別
3

1

口
宗
2
M
羅
6
3
|
M

哥
2
8

|

問
期
前3
M

等
)

(
韓
)

舟

"
H
Z
』
「
m
on
g
o
M
-
5
5
=
J「和
好
」
希
磁
文

數

1
冷
t
社
只
/
H
H
o
n

。
=
E
-
E
S

」

l
f

、

作
「
H
h兵
"
-
Z惘
。
1一

是
新
制
尤
其
是
聖
保
祿
宗
徒
著
作

品
川一
重
要
術
諾
制

約
以
基
督
的
叔
，版
事
業
是
在
於
認
人
贖
罪
使
人
與
天

主
「
和
好

1二
點
5
9
1

u

格
後
5
M
H

剃
2
u



M

g
1
H

l
n

)
這
並
不
是
說
舊
約
內
沒
有
這
種
思

想
告
約
內

原
是
充
漏
這
種
思
想
的
祇
不
過
是
在
預
報

未
來
在
所
預
報
的
設
成
為
事
賀
以
後
這
種
恩
怨
的
抗
闡

述
自
然
更
符
具
體

明
顯
詳
盡

「
和
好
」
嚴
格
說
來
不
是
指
平
常
彼
此
要
好
而

是
出
的
消
除
彼
此
間
的
仇
恨
天
主
與
人
間
的
仇
恨
是山

於
界
拉
罪
惡
使
人
成
了
天
主
的
仇
人

(
刷
刷5
叫
參
見

創
3

呵

呵

叫
)
罪
惡
是
仇
恨
的
困
仇
恨
是
罪
惡
的

果
所
以
消
除
了
仇
恨
的
因
l

罪
惡
也
就
消
除
了
罪
惡

的
來
l

仇
恨
為
此
天
主
耶
穌
要
使
人
與
天
主
「和
好
」

就
非
消
瀛
罪
惡
不
呵
罪
惡
是
由
於
人
情
受
了
從
來
不

站
在
真
理
上
的
川
拉
薩
的
欺
騙
(
右

8
H
)
而
進
入
了

這
世
界
死
亡
也
隨
之
而
進
入

了
這
世
界

(
經
5

臼
)

悶
此
基
督
戰
勝

了
罪
惡
也
就
戰
勝

了
海
鬼
戰
勝

了
世

界
戰
勝
了
死
亡

(
若
U
U
M
m
格
前
的
u
n
H

l

盯

希
2
u

臼
)
天
主
不
是
不
愛
世
界
不
是
不
愛
世
人
如

果
他
不
愛
他
就
不
會
創
造
這
世
界
和
人
類
(
智
U
H

1

盯

)可
他
恨
的
只
是
罪
惡
(
(詠
5
5
)
降
災
施
罰
無

非
是
為
叫
人
明
白
霧
惡
的
兇
惡
叫
他
同
心
轉
車
惹
惱
恨

罪
惡
而
再
與
自
己
言
歸
於
好

(
耶
3
u

甘
心
旭
划
沁
抽

l
n

)
無
奈
人
性
偏
向
邪
惡

「
制
制8
3

怯
恕
不
懂
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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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如
此
天
主
仍

-
F忍
見
人
而
且
亡
自
動
設
法
營
救

(
耶

訂
臼
依
仙
"
H
H歐
U
S
S
)

全
部
人
類
赦
恩
史
|

倡

新
二
約
所
記
般
的
無
非
是
天
主
對
人
的
愛
和
人
到
天

主
的
無
情

人
能
犯
罪
均
不
能
由
持
必
中
解
放
，
叫
已
凶
沁
人

犯
界
且
是
得
罪
無
限
的
天
主
決
沒
有
人
犯
抹
一
山
川
人
，
仆
放

之
內
人
人
都
有
罪
(
即
幌
3
n
u
右
一1
8
|
叩
參
姑

鐵
鉤
，
訓
7
叩

)
既
有
罪
而
不
能
，
叫
拔
所
以
天
主
的

智
慧
您
也
了
救
闢
峭
的
計
釗
派
遣
學
子
降
生
贖
罪
使
人

與
自
己
再
言
歸
於
好
(
弗
1

3
i
i
u

)
這
完
全
是
出

於
天
主
的
慈
愛
並
不
是
人
有
什
麼
可
取
待
般
的
功
勞

(
鐸
2
u

1

H
1
3

1

H
)
天
主
所
施
形
形
色
色
的

救
恩
無
不
彰
顯
天
主
的
慈
愛
但
救
恩
無
大
股
十
字
梁

敘
恩
的

(弗
2
u
l

M

哥
l

m
)
也
沒
有
什
麼
救
盟

比
卡
字
梨
的
救
恩
更
侈
顯
天
主
的
慈
逕
(
H
L
3
M
經

5

8
8
自
若

-4
刊

)
卡
(
手
提
是
徹
底
暴
露
了
昇
叫
品

的
無
悄
划
也
徹
底
彩
版
了
天
主
無
限
的
慈
乏
誠
然
天

主
是
以
彰
顯
自
己
的
慈
叉
，
來
表
現
和
尋
求
自
己
的
光

榮
(
若
叫

‘
羅
3
H
l

品
參
見
依
封
2
的
時
間
達
3

位
的
)
天
主
的
慈
芝
即
所
謂
天
主
的
您
認
全
是
天
主

自
賜
與
人
的
恩
惠
在
人
犯
界
以
後
賴
卡
字
梁
俏
仗
義
再

蒙
赦
鍵
訟
更
是
天
主
無
限
忠
泛
的
盼
奧
→
大
主
的
作
風

，
到
是
以
迢
來
吸
引
人
歸
向
自
己
(
名

也
臼
參
H
M
依m

e
a

耶
到
2
?
6

歐
u

s
l
u
)
人
際
被
吸
引
以

隨
在
天
主
後
於
影
不
離

(
HA
6
“

希
U
Z
M
L
-2
6

家
J
兒
歌1

4
)
這
番
吸
引
仰
是
所
謂
的
「
倍
」
人A
m
-
-
怯

y哇1\ 851 

總
被
吸
引
師
向
天
主
而
與
天
主
「
狗
叫
阿
」
所
以
「
和

好
」
是
天
主
犯
人
雙
方
的
動
作
用
但
主
動
和
完
成
這
一

「
和
衍
」
的
還
是
天
主
人
只
有

d
界
怯
受
天
主
的
愛

州
州
的
天
主
的
丈
瓜
此
人
犯
人I
壯
，
圳
來
生
以
有
放
頌

天
主
的
仁
慈

(
1靴
9
u
l

胡
琴
J
H
M冰幻

6
必
6
紛
問

u
的
2
3
依
的

7
)

川
地
慈
是
您
認
忿
怒
叫
非
居
圳
股
(
的
)

1吐

n
H
哼
凶
|
\
M
Mg
n
o
J
「
初
，
令
」
的
概
念
在
自
由
經

位
手
中

一，
一

，
F
H

」
的
原
文
上
是
非
常
反
泛
的
仙

其
合
，
說
亦
非
常
豐
宮
繁
多
及
複
維
以
致
世
界
上
沒
有

一
種
文
字
可
以
相
稱
地
將
聖
經
上
「
和
平
」
之
意
義

用
一
個
字
來
概
恬
地
表
遂
山
來
最
早
的
聖
經
譯
本l

希
獵
譯
本
l

起
川
用
了
二Ll
五
種
方
式
來
表
達
「
和
平
」

的
立
或
戊
慨
立
其
絨
服
是
希
臘
譯
本
上
的
「
和
平
」

已
完
全
超
過
了
其
希
磁
文
所
原
有
的
「
和
平
」
的
概

念
飽
問
而
仇
成
一
格
這
就
是
所
泣
的
聖
經
希
臘
文
這

裘
所
改
論
的
「
和
平
一
觀
念
只
不
過
是
一
個
構
成
聖

經
希
臘
文
的
例
子
而
已

。
茁
約
和
平
在
或
們
的
腦
海
中
一
向
是
一
個
靜

止
的
概
念
在
聖
經
上
划
適
得
其
反
右
是
一
個
古
有
活

勁
力
的
概
念
，
匕
是
指
一
個
人
的
完
美
健
山
無
殃
叫
充

淪
叫
力
t
f
繭
的
生
命
是
知
州
人
必
倒
也
物
質
生
F
們
的

門
前
的
美
洲
例
人
成
叫
她
梢
州
生
泌
的
愉
快
衍
的
(
H
M

山
旭
且
必
8
9

日

U
)
也
汁
叫
此
和
平
是
上
主
的
“
民

大
出
叫
阿
(
、
冰叫U
U
叮
叮
依
詢
問
衍
7
)
司
祭
祝
福
峙

祈
求
上
主
的
，
叫
小
忱
川
紅
以
此
，
必
上
(
戶

6
自
)
或
降

l1

,4
$
25

0 

在
耶
京
城
中

(
一
詠叫
‘
8
)
上
主

向
自
1

心
的
h
v

說
「
和
平
的
綸
音
」
(
一
諒的
，
了

品
即
娟
和
平
與
百
跳

上
主
之
所
以
如
此
作
是
基
於
他
對
盟
約
的
虫
，
實

戶
戶
，

鈞
臼
)
但
是
這
首
先
也
要
看
百
的
是
否
位
官
遵
守
與

天
主
汀
立
的
盟
約
(
此
肋
必
)
昕
以
以
成
是
否
能s乎

。

，

受
和
半
完
全
在
於
區
與
天
主
的
關
係
州
州
切
比
利
于

的
反
面
並
不
一
定
是
戰
爭
至
少
不
僅
是
職
傘
，
而
是
一

。

切
能
做
坡
人
與
天
主
之
間
良

M
W關
係
的
事
故
|
採
必

'
，
、
、
。

上
主
改
「
惡
人
決
無
平
安
」
(
依
岫
喃
自
)
上
主
是
和

平

(
恩
高
譯
本
作
「
幸
福
」

)
及
災
禍
的
創
造
商

(
依
衍
7
)
拔
照
人
之
應
得
而
分
胞
於
人
是
以
正
美

|
昇
悠
的
反
面
l
典
和
平
是
分
不
闊
的
換
旬
品
說
那

2
、
‘
'
。

里
有
正
站
那
衷
挑
有
上
主
的
和
平

(
一
詠
的
u
)
所
謂

正
仇
視
叫
別
是
遵
守
天
主
的
滅
命
幾
時
以
民
遵
守
上
主
的

減
命
和
市
「
(
別
叫
譯
本
正
純
地
作
「
次
樂
」
)
將
似

州
川
(
創
刊
M
)
，
一
和
平
一
將
是
叫
氏
的-
H長
-
4

t
s

。
I
l
l
-

山
城
)
將
是
它
的
故
要(
依
ω
口
)
阿
拉
的
，
弘
一
幅
(
和

平

)
將
建
立
在
正
義
之
上
(
依
N
H
H
H
)

但
是
您
卅
日
如
此
叫
民
仍
然
不
斷
犯
捍
進
行
了
上

主
做
壞
了
與
天
主
之
間
的
美
衍
闕
係
損
占
了
正
美
、

。

'
，

掉
了
初
來

(4
1
一
職)
凶
此
真
正
的
和
竿
的
質
現
只
街

則
你
默
的
侃
的
來
州
只
街
他

-u
J
u
t
真
正
的
「
圳
來
之

主
-
一
(
依
9
S
M
9
9)
他
將
以
正
結
與
公
半
也
比

他
永
遠
的
正
叫
他
將
與
以
民
必
江
h
N
u
t
'
的
心
約
(
川

。

“
自
)
在
這
衷
「
利
予
一
的
泣
，
h
x
姐
烈
的
u
h白
仙
似

紋
的
九
八
站
上
主
將
迎
立
完
稚
的
和
乍
立
即
K

主
將
做



底
的
M
m級
自
己
的
百
姓
而
這
種
完
備
的
真
正
的
默
西

亞
時
代
的
和
平

(
岳
4

口

直
9
u
u
)
在
先
知
們
的

口
中
也
就
成

7
默
西
亞
出
現
的
確
實
做
兆
拉
不
淡
的

依
線

(
見
路
1

刊

2
H
)
這
種
和
平
將
是
默
伯
也
給

以
民
帶
來
的
絕
大
恩
惠
及
祝
福

(
則
刊
自
i

目

)
這

種
和
平
不
只
將
實
現
於
人
類
之
間
的
是
動
物
植
物

也

將
分
享
它
的
恩
賜

(歐
2

叩
依
刊
6
9

衍
，
的
自
)

它
將
是
永
無
止
潰
的
和
平

(依
9
6

叫
“7
詠
η
7
)值

得
在
立
的
是

上
主
的
使
者
或
先
知
每
向
人
報
告
上
主

的
旨
念
時
也
多
以
「
和
平

一為
開
場
白
「
你
放
心

不

要
h
t
n怕
」
(
民
6

臼
)
「
你
平
安
的
去
吧
」
(
列
下

5

叫

)
或
者
「
不
必
害
怕
願
你
們
平
安
」
(
多
也
叮
)

這
種
報
告
平
安
及
廢
除
怕
惰
的
閉
路
白
就
是
在
於
開

始
即
指
出
上
主
將
賜
恩
惠
與
人
人
與
天
主
之
間
的
和

諧
關
係
|
相
平
l

業
已
恢
復
之
意

(
見
的
阿1
H
m

瑪

@
新
約
依
然
先
知
將
默
西
亞
描
寫
成
「
和
平
的

君
王
」
(
依
9
5
恆
9
9

)
如
今
默
西
亞
業
已
經
生

默
西
亞
時
代
美
已
開
始
與
默
商
店
出
時
代
不
可
分
闋
的

和
平
自
當
業
已
來
臨

(
的m1
凹
2

H

)
無
怪
當
天
使

肖
先
向
牧
電
姆
拉
鬥
耶
穌
准
生
的
喜
訊
時
強
諷
並
指出

和
平
已
實
現
於
世
(
路
2
H
)
耶
穌
命
自
己
的
門
徒

-
要
以
「
和
平
」
向
人
祝
候
(
瑪
叩
問
路
ω
5
)
他
自
己

士
明言
是
他
給
人
類
帶
來
及
留
汗
和
平
(
右
M
盯
)
是

如
一
世
界
所
不
能
賜
與
的
和
平

(
創
刊
盯
的
目
吋
但
是
為

F
P獲
得
祁
穌
的
和
平
是
必
需
要
以
刃
劍
來
奮
力
奪
取

的

852-853 。 1 ，J\ 

(
瑪
m
H
w
m旭
日
)

這
種
叫
吼
叫
站
時
代
的
和
平
改
非
其
他
而
是
怎
傳

一
職
血
目
的
結
川
紅
(州
6

臼
)
是
與
郎
穌
結
合
的
結
果

(
斐

4

7

伯
前
5
H
)
是
教
友
與
郎
穌
組
成
基
腎
奧
償
的

成
敘
(
哥
3

時

)
是
正
義
的
山
水
資
(
經
5
1
)
是
追

隨
天
主
學
艸
的
恩
賜
(
羅

8

1

迦
5

自

)
在
這
裘
保

祿
將
生
命
與
和
平
遠
徒
在
一
起
其
目
的
在
指
山
和
平

乃
是
叫
漏
生
命
不
吋
少
的
或
謂
二
局
是
一
而
二
二
而

一
的
保
啾
所
准
的
「
和
平
的
天
主
」
技
興
上
下
文
來

講
不
外
就
是
放
授
的
天
主
(
羅

的
凹

的
m

格
前
M
抽

得
前
5

詞
兒
川
快
自
)
於
是
和
平
與
教
授
又
是
相
提

並
論
等
口
地
齊
觀
的
觀
念
天
主
凶
若
自
己
的
娶
一
→
r
f
J
耶
穌

基
偉
而
必
立
了
和
平
(
女
1

2

萬
l

m

兄
川
市m
M

)保

祿
更
引
用
了
侮
約
上
的
盟
約
的
概
念
指

山

天
主
國
學

子
要
血
的
傾
流
與
人
煩
重
新
和
好
重
控
和
平

(
希
叮

叩

)
如
此
耶
穌
自
己
就
是
我

們
的
和
平
因
為
他
是
我

們
與
天
父
和
好
建
交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環

(
相
2
H

I

叮
)
所
以
真
正
的
情
友
憋
在
街
半
正
挖
比
此
舉
圳
的
喜

樂
中

生
活

(
經
M
口
格
的
7

臼
)
(
株

)

主
已
佑
亨

U
『
m
m
ω

/
「
川
川
」
凡
此
「
發
物
」

紋
斗
，
-
9
-
F

宮
。
目

之
兩
-
A兄
必
酬
的4
全

保
祿
在
格
前
4
e

l

m

-
段
願
意
教
訓
那
些
驕
各
淫

逸
的
格
林
多
人
應
如
何
修
練
謙
遜
的
德
行
並
以
身
作

則
謂
自
己
「
被
視

為
世
上
的
的
投
及
人
間
的
廠
物
」

(
格
前
4
H
)
保
祿
的
這
一
種
說
法
是
十
分
具
體
而
刻

骨
化
的
因
為
按
當
時
希
臘
文
化
的
習
俗
這
兩
個
晶
是

專
的
那
些
代
人
贖
罪
而
被
作
得
人
榮
的
可
憐
人
治
的

肉
了
平
息
一
肺
的
怒
，
制
放
補
償
斤
的
的
過
犯
做
拔
一
州

或
數
個
下
肢
無
知
甘
作
犧
牲
品
的
小
氏
紅
將
他
們
向

祭
之
前
先
以
美
好
的
食
物
華
麗
的
衣
級
哩
的
口
的
他

宅
來
招
待
他
們

一
番
但
過
不
久
獻
祭
之
日
卅
日
到
百
叫

划
一
反
常
態
向
這
一
個
或
這
幾
倒
可
憐
人
吐
污
咒
罵
梅

益
悔
辱
之
能
事
終
至
將
他
們
殺
得
祭
艸
如
此
算
是
賠

補
了
任
性
的
掠
過
平
息
了
一
腳
的
在
悠
無
疑
地
保
祿
視

向

I
L皮
其
他
的
宗
他
們
為
「
愉
悅
一
次
「
從
物
」
咱
們

言
自
甘
作
犧
牲
品
筒
百
姓
而
犧
牲
(
韓
)

治
區
之
「

Z
Hm
Z
J
拔
創
第
一
章
的
記
航
天
主
開
始

紋

-
/

'
Z
S

\
創
造
庫
物
隊
第
一
個
M
m造
的
凹

是
光
天
主
將
光
典
型
…
的
分
闖
闖
們
光
閃
「
只
」
間
情
附
泛
開
州

內
「
從
」
(
創
1

5
)
這
是
m
H
U
M
開
土
研
一
次
叫
一-

從
一

半
同
時
也
品
明
了
「
從
一
的
悅
質
凹
「
足
」
的
判
師
們

也
ω
無
光
的
一
段
時
期
之
從
天
主
吟
叫
做
不
致
完
全

處
於
黑
峙
中
於
是
造
了
較
小
的
光
總
几
心
思
:
惱
行
控

制
黑
夜
(創
1

時
)
山
達3
日

吋
知
從
也
叫
“
什
也
叫
眼

都
是
受
造
物
耶
路
鴨
山
美
天
主
吐
恢
冰
的
3

的
「
叭
「u

與
日
侃
侃
而
決
欲
與
從
知
識
怕
仙
卅
一
立
叫
做
為
“
與

夜
無
不
在
N
W現
天
主
的
光
榮
好
似
日
與
從
部
有
口
似

的
紅
講
述
天
主
的
光
榮
此
外
人
睡
覺
普
通
部
在
夜
間

(
參
閱
得
前
5
7
)
為
此
天
主
不
但
在
夜
間
茲
夢

來

啟
示
人
如
創
切
3

的
S
M們
8

瑪
l
u

而
且
多
次
在
夜

間
感
神
視
啟
示
人
如
制

的
2

做
上
3
2

1

M
U
S
攸

啪
的7
區
l
a

俊
國
成

d
h
m光是
固
定
司
峙
的
局
而
化
質
往
往
淒



~
描
寫
寫
充
淪
了
恐
怖
「

t
a
s
閱
詠
hn
s
)
因
而
夜
成
了

的
~
死
亡
以
及
~
切
罪
惡
的
象
做
(
見
糊
口

2
m
e
u
)，

~
包
括
心
偕
惡
劣
或
靈
魂
喪
亡
的
象
徵

(
社
會
閱
若9
5

-
U
M
)
甚
至
按
聖
保
祿
的
恩
怨
整
個
人
頹
廢
史
由
第

一
一
人
犯
罪
失
落
了
天
主
的
學
能
後
好
似
進
入
黑
夜
中

直
到
默
西
亞
救
主
來
到
後
才
出
現
了
黎
明
露
出
了
曙

光
(
臨
朧
的u
得
前
5
5
)
所
以
按
保
綠
之
怠
幾
時
人

犯
罪
部
屬
於
黑
夜
即
是
黑
暗
之
子
但
在
獲
得
救
主
救

恩
之
後
部
成
了
白
日
成
了
光
明
之
子
最
後
由
於
夜
間

萬
賴
俱
寂
實
是
人
同
天
主
默
談
最
好
的
時
候
所
以
自

古
不
少
熱
心
人
士
多
次
在
夜
間
祈
禱

(
見
一
詠1
2
2

8

付
S
|
7

的
自
目
巾的)。
叫
別
內
耶
穌
也
侈
次
在
清

間
向
他
的
天
父
祈
禱
(
見
瑪
M
n
必
U
M

路
n
H
)

之
後
聖
教
初
興
時
耶
穌
的
門
徒
也
多
效
法
耶
穌
的
表

按
在
夜
間
祈
禱
(
見
宗
的
自
叩
7

幻
目

)

至
於
夜
如
何
分
創
見
時
辰
時
間

(
義
)

創
立
足M電
∞

E
Z
P
O
R
E

O
主

J
按
動
物
學
上
的

。
。
3
A
f
.
h
M
H
H
w
r
/

片，
ι
"

、

;
1

月

1

、
解
釋
夜
鷹
屬
脊

椎
動
物
鳥
類
鳴
禽
類
夜
鷹
科
體
大
如
鳩
頭
嘴
扁
平
呈

三
角
形
等
晝
伏
夜
出
以
蚊
蟲
白
蟻
等
為
食
聖
經
上
將

之
列
入
不
潔
之
鳥
類
中
故
其
肉
不
可
食

(
肋
口
臼
申

M
H
)
但
是
否
耐
性
係
這
種
烏
則
很
雌
雄
斷
定
蓋
猶
如
學

經
中
所
提
及
的
其
他
鳥
類
大
部
用
民
間
所
通
用
的
氣

稱
而
不
是
科
學
的
術
這
個
名
稱
但
可
以
斷
定
的
是
(
匕
您

是
一
種
篤
國
為
因
提
食
昆
蟲
或
腐
肉
卅
快
而
被
視
為

不
潔
的
(
韓
)

E •• 
。

1 八854-856 

的
夜
更
(
gv
g
z
o
y
)見
時
已

6
4
P
S
巴
達

3
位
可
芳
，
\
呂

E
n
E
J

g

」Z
P
E阻
5
J
E

司

/
E

E

C
-
z
g」

「
奇
脫
」
「
具
事
」
或
「
雪
山
以
」
及
其
他
的
必

似
名
祠
通
常
是
指
一
種
超
乎
常
情
令
人
的

H解
必
有
令

人
希
望
突
然
質
現
的
事
惜
以
而
言
拔
照
普
通
挽
法
這
綠

的
事
蹟
超
越
一
切
自
然
的
現
象
是
自
然
力
所
不
能
解

釋
的

一
般
科
學
家
自
於
罔
顧
超
自
然
的
緣
故
把
一
切

現
象
都
看
作
門
然
因
果
律
的
結
果
以
為
這
樣
的
事
也

是
偶
然
事
的
出
于
人
的
智
力
所
未
曾
發
現
的
原
因
的

自
然
現
象
但
對
各
種
宗
教
的
信
徒
來
改
這
樣
的
事
H

古
以
來
就
被
視
為
「
腳
偵
」
或
「
學
以
」
即
為
越
自

然
的
艸
明
或
鬼
神
所
行
的
事
鎖

仙
暉
教
會
的
傳
統
神
學
「
封
鎖
」
是
趨
向
然
存
在

的
天
主
親
自
或
藉
其
代
表
所
行
的
事
天
主
行
「
奇

蹟
」
或
暫
時
停
止
自
然
律
或
按
自
然
律
的
過
程
轉
變

史
事
或
在
自
然
律
外
定
斷
取
捨

改
聖
經
持
對
於
舊
約
和
新
約
內
所
峙
軾
的
不
可
勝

數
的
異
事
向
然
不
可
用
上
述
科
學
家
的
意
見
但
也
不

可
只
依
照
上
述
科
學
家
的
看
法
來
解
釋
希
伯
來
人
從

沒
有
將
H

然
科
與
越
自
然
界
分
問
他
們
雖
對
天
主
懷

若
根
崇
高
的
概
念
但
同
時
也
保
佑
在
這
位
天
主
方
面

沒
有
「
近
處
」
和
「
遠
處
」
的
分
別
他
是
「
充
淪
天

地
的
天
主
」
(
耶
幻

n
H
)
他
的
「
智
位
施
展
成
力

從
地
極
盛
達
她
也
從
容
治
與
市
內
物
』
戶
制

s
i

于
1

「
以
自
己
大
能
的
以
支
持
其
有
」
戶
希

1
3
J

聖
經
內
所
起
絨
的
「
合
約
」
泣
「
回
到
?
」
賞
力
征

是
「
訓
腳
偵
」
就
是
精
刮
起
三
權
的
叫
你
的
「
已
統
」
以
μ

現
和
提
明
天
主
從
不
離
開
他
昕
泛
的
川
叫
作a

t小
臘
人
代U

。

史
中
惜
以
行
他
的
放
的
心A
蚓

A

舊
約
記
誠
的
奇
蹟

倒
叫
叫At喜
結
吼
躍
欲
的
以
此
從
不
川
科
學
的
似

光
來
觀
察
自
然
界
和

M
m史
現
的
弘
的
公
而
巾
來
他
們H

有
用
一
佰
仰
在
一

-
a琵
一
一
現
象
內
觀
賞
皮
終
滑
天
主
權
能
州

'
。

照
臘
的
技
施
以
天
主
府
為
爭
的
山
凶

一
對
內
然
叫
什

自
然
烈
的
一
切
ι
紅
都
赴
山
，
大
上

，一
造
化
的
(
例

1
2
)，

不
但
如
此
“
且
天
主
還
以
，
叫
己
的
刊
泣
使
你

能
「
從
地
級
成
速
地
極
從
山
谷
治
州
此
物
二
心8
1

t
t

〈

S
L

I

。
，

1
l

的
狗
叫M
U冰
川
叩
臼
)
所
以
叫
什
然
叫
作
的
的
喂
忱
、
發
叭
叭
們

過
程
也
無
非
是
天
主
所
女
排
的
成
川
恥
于
冰
川

s

時

‘
‘
‘
'
。

…
智MAM
自
)
一
切
都
是
天
主
施
沉
的
「

t
M宇
」
「
，
八

路
」
「L
程
」
「
大
能
的
化
仁
」
「
為
m
1月
的
化
仁
一

他
「
威
力
大
能
」
一
的
表
現
(
山
叫
的6
m
z
m
H肘
4

，

叫
5
9

等
處

)‘
制
叫
別
文
海
指
山
天
主
作
的
大
科

3

, 

用
了
衍
幾
個
名
叫
叫
呵
呵
他
的
大
能
沒
布
什
麼
「
俐
爍
的

字
」
(
叫
時H
圳
犯
口
)
。
他
叫
起
「
艸
吧
哼
叭
光
哭
叫

J

m
K施
行
九
叫
做
的
上
主
」
(
出的
u
)

二
對
人
絨
服
史

天
主
不
但
使
此
物
俗
社
不
糾
叭
叭
蚓
所
幻
的
主
注



物
而
且
更
使
農
誠
的
以
民
在
歷
史
的
過
程
及
各
種
人

事
上
經
歷
和
驚
訝
天
主
所
顯
的
大
能
他
是
統
治
歷
史

的
主
宰
種
種
民
族
像
似
「
泥
傲
的
器
血
」
是
他
的
手

陶
成
的
諸
凡
君
王
都
是
由
他
所
委
任
或
由
他
能
兔
的

(
耶
m
e

叩
鈞
9

的

U
s
i

7
達
4

刮
目

扭
)
為
了
實
行
技
成
就
救
恩
史
的
計
創
他
另
外
用
他

「
強
力
的
手
伸
出
的
臂
」
統
治
並
照
顧
自
己
的
百
姓

(
出
口
s

耶
到
5

則
詢
問
M

依
位
8
)他
闊
別
出
特
殊
的

「
奇
鎖
和
異
事
」
把
以
民
從
埃
及
領
出
來
(
出
7
3

日

，
則M
M
m自
詠
昀9
花
“

-
u
m山
站|
扭
)
在
領

出
以
民
之
前
他
藉
梅
瑟
的
手
施
行
「
奇
鎖
」
使
以
民

相
信
是
他
親
自
終
救

7
他
們

(
出
4
1
5

刮
目
)

為
指
示
天
主
在
埃
及
所
顯
的
奇
事
哥
一
一
起
原
文
用
的
字

眼
都
含
有
「
記
號
」
和
「
澄
蠻
」
的
忠
義
指
明
這

些
一
奇
事
一
面
彰
顯
天
主
的
大
能
(
出
7
5
)
使
以
民

承
認
他
是
「
上
主
」
(
卅
ω
1
2
)

-
T
m
k
衣
明
天
主

是
「
亞
巴
郎
依
撒
格
和
雅
各
伯
的
天
主
他
總
不
會
忘

記
他
會
向
以
民
的
祖
先
所
許
的
諾
言
」

(
山
山3
e
u

證
諸
上
述
奇
饋
的
意
義
和
目
的
就
昭
然
若
揭
了

天
主
無
需
在
怪
異
超
奇
的
事
上
顯
奇
的
制
很
多
次
他
發

顯
的
一
腳
跟
都
在
屬
於
自
然
界
的
普
通
現
象
上
例
如
埃

士
及
人
所
受
的
各
種
災
難
就
是
奇
鼠

不
過
是
一
種
證
缺

一
它
有
啟
示
的
性
質
顯
示
天
主
的
旨
意
必
然
有
效
奇
歐

州
一也
可
親
用
三
種
信
號
叫
人
在

晶
晶
天正在
場
或
者
使
人

戶
驚
訝
欣
鼓
或
者
使
人
恐
懼
害
怕
總
之
它
常
是
以
幫
助

856 I\. 

人
產
生
佑
仰
馬
目
的
此
外
它
還
可
當
作
沒
仙
暉
，
相
的
兆

誰
明
天
主
藉
先
知
所
說
的
搞
到
時
必
會
應
驗

(
依
7

u
!

H

到
7
8

耶
州們
訕
訕
)

猶
如
在
埃
及
曠
野
中
天
主
用
「
絕
大
的
神
以
」

(
你
叫
的
口
)顯
示
了
自
己
科
以
民
的
信
仰
堅
定
強
級

同
按
他
也
在
厄
里
亞
和
厄
里
史
的
時
代
郎
在
改
信
仰

面
臨
危
險
的
時
期
施
行
許
多
特
殊
的
海
歐
以
保
過
百

姓
的
信
仰

(
列
上
U
l
到
列
下
-
-
U

剖
)
的
不
論

關
於
這
兩
位
先
知
的
記
載
多
含
有
「
民
間
傳
說
」
並

瀉
大
先
知
的
所
為
但
他
們
兩
位
的
使
命
在
於
證
明
那

「
推
行
奇
敏
的
」
上
主
(
詠
行
間
)
即
是
拯
救
以
及

唯
一
的
天
主
均
是
無
可
置
疑
的

古
時
的
奇
跋
為
後
世
信
仰
的
保
證
後
凹
的
虔
誠

以
民
以
天
主
在
古
時
為
拯
救
照
顧
自
己
百
性
所
行
的

事
當
做
信
仰
的
根
益
和
保
證
對
天
主
的
大
能
極
力
歌

位
敢
做(
制
喃
叫
“
-
u

m
甜
|

抽
細
則
ω
H
H

m
)，
另

外
在
詩
篇
中
不
惜
以
過
分
的
形
容
描
寫
天
主
發
顯
奇

事
的
俯
形
例
如
說
以
民
過
紅
海
時
(
山
M
n
!

n
)海

洋
「
逃
溜
」
了

(
詠

州
八
5
.
)海底
變
成
了
「
一

片
札
門
前
早
地
」(智
ω
7
)
在
曠
野
由
岩
石
中
流
出
的

水

(
川
口6
)，

成
了
「
水
潭
」

(
叭
叭叫
8
)
或
「
江

河
」
(
圳
叫
“
)
，
那

在
露
水
昇
化
後
在
地
面
上
留
下

像
似
霜
的
「
瑪
納
」

(
山
的
U
H
)
被
稱
為
「
天
降

的
食
糧
」
(
。
制
叫
“
)
，
「
天
神
之
粒
」
(
剎
呵
呵
臼
割

的
目
)
等
是

以
民
的
這
種
態
度
並
非
出
於
是
好
奇
事
的
心
情

而
是
堅
信
天
主
掌
管
萬
事
的

h
v
d
A

，
小
他
們
以
，
仆
己
的
以

山
凡
是
「
神
聖
的
歷
史
」
以
自
己
的
民
族
是
天
主
艸
政

下
的
人
民
受
天
主
「
眾
多
恩
惠
」
的
肖
叫

(圳
蝸
7

一

位
快
代
代
傳
揚
上
主
的
「
偉
大
作
為
」
使
後
代
的
，
于

孫
仰
望
天
主
持
時
處
處
懷
念
他
即
是
「
與
以
色
列
汀

眉
吐
永
遠
盟
約
」
的
上
主

(
一
泳叫
‘1
H
m
s1
刊
總

狗
叫
等
處
)

當
初
的
封
鎖
肉
末
世
的
先
兆
以
當
初
天
主
所
利

的
大
字
為
基
礎
的
信
仰
支
持
者
以
民
刻
將
來
決
不
的

格
的
希
望
先
知
們
在
國
家
衰
敗
選
民
被
迫
屯
吋
徙
m
y
(

鄉
為
奴
的
時
候
常
常
把
昔
日
鹿
史
上
的
經
M
m
向
以
民

盯
住
瓜
讓
他
們
由
這
些
一
大
事
取
得
希
望
並
向
他
們
預
言

天
主
將
來
必
為
自
己
的
百
姓
行
更
奇
妙
的
事
他
要
第

二
次
解
除
他
們
奴
役
的
束
縛
領
他
們
出
離
敵
凶

(
依

H
N
f
M
M
W
l!
u

索
3

H
1

叩

)
M闖
過
「
人
叫
1一

(
依
口

凹
的
問
)
在
曠
野
內
使
泉
水
湧
山
山
給
他
們
解

渴
(依
犯
6
7

們
間
的
自
)
不
但
如
此
天
主
還
要
顯
更

大
的
奇
趴
叫
他
的
百
性
復
生

(
則
鬥U
H
)
與
他
們
訂

立
一
新
盟
約
將
自
己
的
法
律
寫
在
他
們
心
上
賜
給
他

們
一
種
新
精
神
把
自
己
的
一
艸
傾
注
在
猿
人
心
上
使
那

新
盟
約
永
遠
不
受
做
填
(
耶
釗
剖
l

扭
扭
的
U
H
M叩

缸
則
M晶
晶
叮
岳
3
1
)
在
末
世
來
臨
時
天
主
要
更
新

一
切
「
創
造
新
天
新
地
」
(
依
叮
叮
“
但
)
親
自
作

普
世
的
君
王

(
區
M凹
，
)
這
段
天
主
施
行
種
極
為
唱

的
腥
史
經
過
按
照
先
知
們
的
看
法
便
是
天
主
資
行
他

d
創
的
經
過
所
以
~
切
奇
站
尤
主
、
是
他
對
以

h
q慌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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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的
永
遠
之
受

(
制
訂

3
)
透
明
他
是
以

民
「
自
古

以
來
的
救
主
」

(
側
的
問
)

B

新
約
記
載
的
是
可讀

古
先
知
們
所
個
叫
辜
的
天
主
的
恩
許
在
降
生
認
人

的
天
主
子
內
「
都
成
了
『
是
』
」
(
格
後
1
個
)
就

是
且
都
全
部
應
亂
投
閥
割
2
n
叫
天
主
藉
著
耶
穌
顯

示
了
「
德
拉
奇
品
和
徵
兆
~
特
別
顯
了
最
大
的
州
海
品

「
使
他
復
活
了
」
為
他
作
證
證明
他
是
默
西
巫
救
主

一 、

對
觀
一
幅
音
內
耶
穌
顯
而
韻
的
意
義

在
叫
制
制
斟內記
敲
著

耶
穌
所
行
的
各
種
奇
鎖

特
別
是
間
離
制
職
刮
目
幾
乎
一
半
是
在
記
述
耶
穌
的
奇

恥
那
也
按
這
三
部
一
刪
斟

酌hA川
趴
的
意
義
是
什
勵

(
a
)奇
能
的
表
示
三
位
連
一
史
為
看
惱
示
背
跋
通

常
用
「
奇
能
」
或
「
其
能
」
(
瑪刊
叩
U
H
M
2
)

等
名
比
以
表
示
天
主
的
「
惚
能
」
在
耶
穌
身
上
顯
現

出
來
(
路
6

岫
)

可
是
耶
穌
頃
圳
、
逗
「
德
能」
m
u
訂
有
他
的
白
的

他
不
是
符
了
瀚
足
人
們
的
好
奇
心
也
不
是
依
相
m
A
μ
已

使
反
對
者
佩
服
而
承
亦
叫
他
為
默
洒
亞
(
瑪
也
呵
!
“

科
8
日

1

凹
的
剖
甜
點
幻
8
9
)
這
從
他
有
時
避
側

啥
就
晰
地
裝
行
奇
趴
(
科
7

臼

8
自
)
，
或
禁
止
在
場

的
人
或
治
愈
的
人
向
外
商
揚
(
谷1
"
5
H
7

品
)

等
事
上
可
以
證
明

(
b
)天
主
間
來
臨
的
表
示
耶
穌
施
行
命
趴
的
自

凡
是
錯
了
顯
示
天
主
的
德
低
另
外
是
他
要
給
庭
收
的

人
報
告
天
主
國
已
約
來
臨
因
此
魔
鬼
的
詩
力
必
迎
擊

;!i j\ 856 

的
(
在
詞
)
也
因
此
耶
穌
多
次
可
衍
州
河
的
人

(
糾
1
自

1
i

H
H
5
1

，
目
等
處

)
前
三
福
音
又
指

圳
耶
穌
所
行
的
各
叫
他計
如
是
瓜
，
誰明
故
叫
人
翩
而
他

是
那
他
「
要
來
的
」
默
西
亞
(
開
口
‘
5

叫
圳4M
l

n
)。
同
時
多
次
把
取
關
及
治
病
的

m
J
U
趴
川
川
合
在
一
起

(
蚓
8
H
圳
5
M
制l
u
M
N
口
閥
門
因
為
各
種
疾
病

尤
其
是
輝
成
績
純
近
似
晦
鬼
勢
力
的
就
很
(
瑪

4
H

'
、
‘
'
。

}
阻

t

u
n
7

間
l

峙
，
前
3
u

-

M
J

f
:
:

1
:

:

E

1

、

取
-
附
拾
位
立
天
主
闋
的
大
能
在
做
的
死
人
的
學

路
上
表
政
無
治
(
瑞
9
u
自

制
7
u
口
，參
閱
瑪

u
s

圳
7
位
)
。
在
這
方
面
也
可
看
到
那
最
大
的
封
鎖

就
是
耶
穌
-
M
己
的
飯
店
因
看
他
的
他
的
耶
穌
就
成
為

「
主
」
代
忱
的
仙
似
主
改
全
人
頌
的
主

Y
(
的
怔
的
H
m

'
，
‘
'
，
'
‘

。

M

Y什
時
間
心
所2
自
1

甜
5

剖
)

(
C
)K
K
-
c
p
先
知
的
『
圳
，
n
挺
得
悠
驗
和
上
述
，
何
附

係
凡
是
他
以
力
趴
的
沾
一
個
忘
義
就
是
使
古
先
知
的

預
A
C
H
在
他山河
上全
部
悠
險

(
鴨
8
H
口

口
‘
5

參

閱
依
封
5
6

日
‘
“
1
)

(
d
)表
示
眾
似
的
意
義
有
時
奇
叭
叭
含
有
一
種
更

深
奧
的
意
義
比
如
耶
穌
逐
步
治
好
那個
瞎
子
(
谷
8

扭
扭
)
是
表
示
他
的
門
叫
他
將
自
遲
鈍
而
漸
趨
心
明

艸
吭
，
收
到
附
他
為
默
西
位
(
科
8
H
刮
目
|
叩
)
又

如
你
納
充
斥
扒
兒
的
你
快
是
指
明
叫
到
喇
要
凶
化
大

抗
災
民
的
忘
恩
(
制
5
1
l
u
)
。
無
花
果
銜
被
叫
“
叫
几

而
倩
仙
化
是
乘搬
向
門
從
啟
迪
信
德
的
重
凰
拔
制
許

藉
若
一
心
總
可
行
↓
入
水
同
時
也
指
明
無
情
的
猶
太
人
必

道
懲
罰

(
谷
U
M
"
n
n
d

、
的
信
百
￡
后
，

人
反
客
納
罕
婦
人
的
女
兒
是
表
示
外
殺
人
也

S
E
Z

和
指
德
會
效
敘
困
戶
得
進
夫
國
(
瑪
8
5
l
目的
引

總
志
這
三
部
醋
副
所
記
械
的
計
此
關
係
后
福
f
H

中
天
國
的
中
心
觀
念
航
深
且
當
它
們
或
顯示天
國
的

來
此
或
啟
示
天
闋
的
特
性
和
發
此
由
此
也
吋
明
白
例

以
在
很
遠
宗
徒
及
七
十
二
位
門
從
前
往
「
凸
日
一
講
天
國
」

的
時
此
耶
穌
也
把
制
伏
魔
鬼
及
治
療
疾
病
的
能
力
支

給
了
他

們
(
職
ω
7
8
制
9
1

l

6
ω
1
1

9
口

(
e
)信
仰
計
能
的
表
示
三
位
壇
一
史
都
特
別
在
紅

-
r
吭
一
札
就

是
耶
穌
在
發
顯
自
己
總
能
之
仇
往
往
向
人

要
求
“
總
(
肅
的

四
釗
9
M圳
5
m
7
9
間
)
不
們

如
此
“
自
支
-
“
人
街
u
r
M
鼠
就
是
鬥
已
做
受
了
耶
穌
的

能
力
也
能
哎
，
何
而
趴(
谷
9
n
u
n
目
的
口
闊

的
的
8

岫
口
時
間
刊
)

(
f
)則
甜
甜
割肉的
捏一
趴
以
上
關
於
奇
站
所
品

的
札
可
特
別
由
制
制
制
割
的
閥
始
一
部
分
明
示
出
來

學
史
故
照
系
統
先
將
耶
穌
有
關
天
闋
的
言
論
起
敲
出

成
然
後
將
他
為
種
明
天
國
來
臨
所
顯
的
許
多
奇
事
一

一
記
錄
下
來
(
瑞
5
l
7
8
|
9
)
，
最
後
再

次
在
拘

一
一
討
論
和
計
下
的
相
互
關
係
上
作
一
總
結
(4
n
9
自
)

以
證
明
耶
穌
是
隊
有
權
威
和
能
力
的
默
西
必
(
7

臼

8
口
盯
9
6
8

臼
)

二
指
望
禍
首
內

含
韻
的
忠
義



什
忱
耶
穌所
行
的
「
在川
多
神
趴
」
中

(
4
ιm
m
)
乙

唔
只
!
心
收了
七
件

(
另
一
件
是
屬
於
一
職
化
日
的
附
錄
幻

1
U
)

助
于
一
耐
人
還
取
后
七
件
是
因
為
他
村
別
注
志
向

趴
所
合
的
深
立
“
日
哼
哈
扎
在
這
七
件
均
站
內
公
現

。
|
|
』

l

，

得
口
取
消
楚
在
科M
I看
來
耶
穌
在
世
所
顯
的
奇
事
此
是

「
神
趴
」
(
ω-m
E
E
'
?
s
g
g
Z
H
H
n
3
2等

處

)
是
耶
穌
替
天
主
m
z父
所
行
的
「
L

科
」
或
「
L

作
」
(
4
M
5
叩
品
等
處
)
是
學
父
在
他
內
所
作
的

。

「
咐
主
」
(
M
M
5

口
)

「
天
主
的
仁
科
」
一
祠
在
街
約
內
特
別
是
指
天

主
造
化
天
地
的
仁

悅
和
天
主
怨
救
拉
選
民
所
噸
的
閉
只

能
(
例
2

2

山

M
U

冰
“
5

何
時
等
處
)
耶
穌
所
品

的
和
所
行
的
種
種
瓜
外
淤
成
航
天
主
從
創
世
以
來
所

。

，

開
始
的
大
字
采

(
M
刊

)
納
州
，
大
主
從
的
為
救
叫
反

以
叮
咚
的
「
艸
仙
似
」
顯
示了
自
己
的
「
榮
耀
」
使
叫

民
山
山
雕
埃
及
(
戶
M
H

目
中
7
H
)
向
樣
耶
穌
所
行

的
「
艸
趴
」
和
正
作
也
顯
示
仙
他
由
那
一
一
父
所
得
的
「
光

。

榮
」

(
2
u
l
H
M
4
)

必
把
札
頭
腦
。
口
的
特
L
M具
體
器
述
如
下

a
與
叫
樹
倒
剖
的
分
別
如
把
右
的
主
隔
音
與
叫
刷

一
帽1日
相
較
兩
者
論
奇
以
的
些
微
茫
異
就
可
立
刻
判
別

後
E
f
t繭
的
是
符
趴
瓜
天
闢
來
臨
的
證
攸
右
法
特
別

著
重
的
是
「
神
仙
削
」
怨
天主
捏
一
父
派近
耶
穌
來
世
賀

，

。
l
l
t
-
-

《
e

l
f

-
叫
做學
父
工
程
的
標
記
對
親
禍
首
的
作
者

(
尤
其
是
瑪

們
一副
)
，也耶
穌
所
嫩
的
其
拖
併
論
默
西
單
的
時
間

已
來

立
刻
右
壤

，由
其
所
遠
的
七

件
奇
以
指
出
耶
穌
為
默
西
亞

856 l ' J\ 

的
H
M
H
m
位
反
使
命
使
人
際
會
耶
穌
所
凶
創
的
是
一
個

新
的
「
滿
征
服
惚
，
相
與
叫
己
的
時
期(l
u
口

) 。

b

刻
蚓
計
闊
的
的
社
做
深
忠
先
右
望
看
來
自
敢
進
一
婪

的
小
是
引
人
入
勝
的
你
叫
本
，
壯
而
貝
克
力
趴
所AF
U
的
喂

飯
志
社
在
這
些
一
「
州
趴
」
將
耶
穌
賜
給
人
的
超
然
也
能

表
示
出
來
比
如
他
也
一
旬
川
治
念
一
卡
山
垂
死
的
兒
子

(
4

叩

)
暗
自M
J
一
十
八
年
的
稚
病
忠
各
(
5
8

)
以

及
從
活
性
出
你

(
U
U
)
這
三
件
「
神
做
」
表
示
耶

穌
a
H
己
「
叫
別
是
的
以
前
就
是
生
命
」
他
是
他
「
、
水
生
」

。

賜
與
人
的
盟
主

(
5
訕
訕

6

叫
“

日
扭
扭

M
6

)

增
餅
的
「
艸
趴
」
表
示
耶
穌
自
己
是
從
天
而
降
的
「
生

命
之
的
」
心
賜
給
阿
啡
生
命
的
食
結

(
6
m

u

m

u
)

冶
衍
胎
生
的
瞎
子
是
表
示
耶
穌
仿
「
仗
界
的
光
一
使

人
安
妥
且
愉
快
的
走
生
命
的
w
m(
9
5

8

間
)
在
叫

納
所
行
的
第
一
桐
「
神
仙
似
」
顯
示
耶
穌
的
「
光
榮
」

(
2
u
)
同
時
也
表
示
他
在
新
約
內
賜

與
人
的
恩
寵

。

和
改
鬥
樂
超
越
天
主
在
的
什
約
內
賜
給
選
民
的
自
此

總
之
右
望
可
也
故
的
「
神
的
以
」
是
里-
z
-
m
降
生
為
人

的
由
民
陷
的
附
示
(
5
晶

昀
自

)
證
賞
一-
u奧
趴
何
使
許

世
界
變
成
一
個
新
背
斜
的
必
然
汝
驗

C

「
艸
歐
」
目
的
的
看
法
在
則
叫
樹
刮
此
信
仰

耶
穌
衍
像
是
他
行
命
趴
的
條
件

(谷
5

抽
9

白

等
處
)

在
右
製
福
音
內

信
仰
似
乎
是
耶
穌
「
艸
跋
」
的
目

的

(
H
U
U

)
也
就
是
右
望
是
錄
「
神
州
以
」
的
特
別
意

向

(
m
u
)
爾
街
質
際
土
並
無
分
別

前
者
嵐
立
傾
恭

耶
穌
的
信
心
而
後
者
以
神
做
為

W
H行
相
信
耶
穌
啟
示

的
必
織

(
2
日
3
2
4

臼
6

的
等
也
)
"
的
了
比M
m以

一-
-
n行
逐
科
顯
示
了
仆

I
L門
叫
他
們
的
U
K
M仰也
泊
之
遙
用

增
進

(
2
u
6
帥
的
叩
m
M
)
猶
如
制
叫
自
己
以ι

仰
的
似
光
「
貼
了
他
的
光
榮
」

(
I

H
)
川
核
他
也

願
芯
凶
品
收
耶
穌
的
神
蹟
領
人
「
尸
的
郎
穌
是
默
西
到

。

天
主
，
于並
州
叫
他
的
名
獲得
生
命
二

m
u
)

二
初
期
教
會

內

領
你
叫
似
的
力
的

耶
穌
憑
答
復
活
一
一這
「
徵
兆
一
成
「
艸
趴
」
(
府

已
叫

“
H
h
2
u

n

)
把
自
己
的
總
能
腿
一
水
得
淋
漓
斗

致
他
憑
首
這
個
-
艸
蹟
一
驅
逐
「
川
，
界
的
元
的


T
h

U
U
)

「
毀
滅
死
亡
一
「
W
W
M嘲了
不
朽
的
生
命
，
一

(
弟
後
l

M
)
以
挑
了
起
在
天
例
又
級
技
人
鼠
的
仁

程
成
了
具
有
「
天
上
地

下
的
一
切
他
們
」
的
「
生
詩

，
、
、
'
、
‘
'
，
‘
‘
'
。

，

和
“
川局
的
主
」

(
馮
m
M
絡
刊
鬥9
位
2
H
)
必
比
他

很
泣
川
徒
到
他
界
各
地
官
一
布
天
闋
的
禍
社
目
且
杆
下
門

已
刊
問
他
們
永
遠
在
一
起
(
寫
必
叩
)
又
杆
下
他
們
將

份
「
佩
俏
，
仆
的
天
山

來
的
能
力
」
能
付
各
種
州
路
以

-
4、
‘
'
，

s
s

。

法
寶
天
主
的
凶
的
來
到

(
的
圳
的
的谷
的
H
U
)

從
學
艸
降
臨
那
天
所
發
生
的
叭

(
9次州
始
士
，
小2

1

口
)
「
山
水
比
照了
許
多
向
叫
做
(
字
」
(
京
2

“

谷
的
目
)
治
衍
了
病
人
驅
逐
了
邪
晦

(
宗
3
6
4
M

5

臼
呵
呵

9
M
ω
u
u

)
他
們
凶
仙
似
活的
「
耶
穌
基

蟹
的
名
字
」
而
行
的
「
神
站
在
叫爭
和
各
種
異
能
」
不

僅
把
救
恩
福
音
的
典
型
和
效
力
遺
賢

了
(
谷
叮
叮切
需

2
4

他
後
U
M
)
把
主
耶
穌
戊
想
帥
的
，
他
隨
擷
-
ff

(
扭
扭M
M
U
H
個
時前
l
s

的
空
間2

‘
)
而
且
也
澄
明

r



~
他
們
自
己
是
天
主
的
真
實
使
各

(
的
朋8
，

l

M
M
-

3
『

)

，

-

除
了
立
逅
的
門
徒

們
外
在
初
期
教
會
內
還
有

一

士綾
倍
友
也
具
有
「
行
其
能
」
治
疾
病
的
特
恩

(
裕
的

-u
妞
，
叫
別5
臼
M
)。
恥
于
一
神
之
所
以
賜
與
他
們
這
叫
他

特
恩
故
不
是
可
7
他
們
個
人
的
益
處
而
是
為
者
也
史

教
會
幣
個
關
總
叫
他
們
憑
若
愛
去
符
教
會
服
務
(
裕

斗
削U
I
M
n
)

無
論
是
宗
徒
或
一
般
信
徒
顯
的
「
異
能
」
初
期

教
會
從
不
拿
他
們
所
行
的
「
神
做
」
和
「
異
事
」
當

做
杖
，h
令
人
耐
用
丸
而
是
只
把
它
們
用
做
引
人
產
生
信

仰
堅
什
凹
的
德
和
施
行
是
德
的
方
法

見
凶
心
賜
特
閑
心
附
仰
宗
叫
他
大

U
U
d
銀

(
間
比
)

7

已
C

峰
P
I直
直

\
的
。=
2
F
H
E
J
K
H通
緝
來
r
h約

前
4
3
9心
甘
乃E
H
W于/
的
。p
n
c『
口
"
」

二
-J

E
H
E
Y

/

、
中
的
拼
肘
是
卜
山

東
方
文
明
惜
的
閥
習
俗
的
反
叫
嗯
，
比
抓
好
名
的
哈
位
叫
叫
做

法
典
故
明
文
在
川
可
納
玄
尤
其
妻
子
如
果
荒
你
不
育
成

己
年
忍
再
無
生
尚
能
力
時
仙
在
安
各
有
不
同
的
地
位

妄
為
，
尊
安
居
下
安
生
，
「
之
後
不
能
再
被
A
U掉
布
與
安

分
居
眛
悠
給
與
生
叫
白
交
子
女
教
益
也

(
見
一
三
七

一
四
且
一
四
九
一
凹
L
一
七
六
條
)。
則
叫
法
律
且
規

定
如
果
，
挨
得
丈
夫
的
散
心
可
被
納
為
正
友
占
接
放
法

規
定
玄
之
子
女
以
母
之
中
圳
命
名
與
父
無
關
干
一
這
一
。
切
的

習
的
計
今
仍
賀
行
於
曠
野
中
的
民
牡
悶
人
之
間
中
闢

古
給
規
定
天
子
取
九
女
訊
侯
七
大
夫
一
安
二
﹒
挂
上
一

妥
一
-
L庶
人
匹
夫
匹
凡
不
得
有
比
由
此
可
見
納
﹒
設
在

l陡;\. 857-858 

制
叫
古
代
只
是
社
會
上
顯
貧
人
物
的
特
權
雖
後
來
有

些
富
有
庶
人
以
「
不
孝
有
三
無
後
的
中
〈
」
的
斑
白
上

行
下
效
克
亦
納
妾
但
這
只
是
一
種
自
則
其
品
的
曲
解

方
法
(
蝴
圳
即
刻
川
闊
的
只)，
故
多
的
一
般
別
令
必
抉

清
白
人
士
所
不
愉

從
明
則
上
納
，
玄
之
耘

，是
被
浴
沛
的

(
州
創
一

口
)但
後
來
的
法
律
規
定
不
可
安
二
姊
妹
內
紅
、
弘(肌

肉
刊
時
)
。
雖
然
古
時
有
叫
川
又
叫
別
叫
二
姊
妹
叫
心

蚓
剝
削
姿
的
例
子
存
在(
劍
m
m臼
等
)
是
從
二
人
中

是
一
個
得
能
而
一
個
夫
正
(
t
H通
之
心
持
是
荒
俏
的

一
佩H
M船
上
1

6
)
，
但
太
土
、
知
不
能

M即
使
你
在
喇
叭
叫

上
圳
扯
到
了
不
少
納
，
茲
的
人
(
有
時
，
不
止
一
語
二
從
品

系
多
女
)
，比加
州
州
叫
制(削
n
H
)、

叫
山
川
(
削
討

自
)
、
刷
制
州
(
削
沾
自
、
)
創
制
叫
(
成

8
U
)
、
侃
几

圳
(
則
下
3
7
)
、
湖
州
(
州
州

F
5
H
)
、
削
糾
喇
叭

M
H們

八
卡
(
釗
6
8

)
必
二
訂
e
x侃
(
州
上刊
3

) c

充
叫
小

統
一
夫
一
些
制
是
行
過
的
規
定
(
叫

3
H

時
凶
下5

3
4

到
1
9
7

此
時
)
。
主
與
見
一
男
人
一
過
扎
二
人
，
隊

受
死
刑
以
下
的
徒
札
男
人
並
應
獻
贖
罪
祭

(。
削"凹

1

缸
片後
州
的
叫
什
川
主
羲
靚
妾
為
已
婚
婦
女

U
M
m帆

(
牌

)

油m
b
F
紗
阿
拉
臼
「
O
E
F
E
E
Z
ZJ
4
7
黎
游
人
名
技

前
君
→
范
鉤
主
W
/
的
〕ED
E
m

」
他
的全
名
泊
是

H
M
Z
σ-ME

切
已
M
M
E
E
O
E
E
E
E
不
過
技
雞
肉
史
叫
你
捲

酬
的
他
雖
名
叫Ff
n
HZ
ω與
朋
純
為
間
名
的ω
已
f
n
z

叫L
族

H
U這
無
關
心
也
做
閻
他
天
賦
聰
點
版
有
幹
仇
因
而
得

I
l
-
-
-

。

在
線
划
帝
閩
中
心
呵
只

要
跟
他
起
叫
刊
佇
屯
兵
d
k前
通
叫

到
蚓
品
和
華
勒
門
地
之
仇
升
N
M御
化
.
.
品
治
問
叫
到
几

。

1
i
l
-
-
t
t
1
1
1
t

l

包
的
巴
力
，
叫
叫H
K
內
公
元
六
年
他
將
憬

-
v
m惚之
于
阿

副
州
制
止
中
股
叫
做
偕
川
阿
叫
川
崎
尼
約

(
衍
。3
2
5
)
社
巴

。

t
t
I
l
-
-

川
圳
川
作
了
一
次
叫l
川
的
L

作
那
次
t
d
叫

f

心
m
u

圳
圳
人
叫
出
的
成
亂
叫
開
打
純
利(
H
U
U
、

5

訂
)
的

2
1

1

7
1

心
收
耶
穌
-
A
生
代
川
圳

IH
J

叫
司
從
川
小
心
山
圳
、

叫
叫
別
山
了
上
J
川
天
下
的
人
那
要
仆
1

凡
的
人
札
長
的
r

制
作
叫
利
圳
總
降
低
F
m且
圳
圳
山
川
叫
那
次
九

L
I心
是
何

次
登
1

心
叫
劉
和
蚓
叫
叫
自
m

叭
仙
州
的
身
住
問
划
的

叫
州
城
去
信
心
叭
拔
制
蚓
岡
山
入
汀
糾
利
則
總
悴
的
山

公
一4凡
的
九
毛
仁
年
口
，
K
微
笑
起
此
山
公
元
的
七

v
u朮
開
年

1

叫
叫
的wm
k叫
2
1

，

3
h
t刊
叫
圳
代
，d
A叫
叫
總
仔

jtjlf 又
犯
怎
械
制
恥
的
內

-
w
v♂
這
一
川
比
科
研

U
K臼
占
山
打

慌
慌
不

M

的
所
作
要
之
以
抗
泣
的
在

(
J
J

、
2
.

H
H
P
E
a
)所
必
州
叭
叭
吋
可
以
凹
的
2

2

所
川
晶
晶
m
陳

文
〉

m
m約旦
。
D
n
g
g
m

是
一
花
流
竹
"
的
可
已
不
…

定
是
指
的
快
泣
的
總
比
拉
問
叫
叫

(
→
=
。-M
)的
m
w文
:
此

紋
(現
←
呼
叫
叫
叫
博
物
館
)
「
那
攸
關
付
利
話
(
大
約
的

引
到
叫
)
在
刺
刺
固
和
制
問
叫
獲
得
了
第
二
次
的
勝

利
.

~
叫
人
紋
，
仇
臼
荻
雅
的
封
閉
制
蚓
蚓
的
文
心
的
公
元

的
十
年
，
全
七
年
到
劉
別
的
女
伊
拉
約
娃
稚
的
二
人
執
改

荷
(
巳
E
S
J
5
)，
亦
凶
創
利
叫
的
將
比
川
而
以
他
特

使
的
名
扎
進
行
了
那
次
戶
口
在
心
的

L
k
h
m
r

叫
叫
昕

以
圳
「
初
次
」
二
千
即
為
分
別
是d忽
必
於
公
元
六
年

i
l

。

L
切
必
5
盯
所
紋
的
那
次
令1ι
(

或
)



妙

-
7
3品
中
豆
。
F
E

J
以
民
M
M是
一
個
間
家
必

欲

H
t
-
r
G
不
f
o
-
-
】
呂
門
\

改
i

'

之
有
真
不
可
或
缺
的
社
會

組
織
而
在
這
社
會
中
的
頁
頁
人
因
其
階
級
地
位
此
A
H
A

E
部
門
之
系
間
就
有
了
不
少
人
的
名
咱
們
今
簡
述
如
下

一
在
信
約
中
在
最
初
期
的
以
反
社
會
中
它
的
核

心
組
織
是
家
庭
又
因
他
們
的
大
家
庭
組
織
的
觀
念
很

強
自
數
個
或
多
個
同
一
血
統
的
家
庭
綜
合
呵
成
家
族

它
的
寅
貴
人
稱
為
「
族
長
」
(
創
訪
時
出
6
u
n
盯

列
上
U
H
則
U
M
W
I
創
口
)
再
也
家
反
而
產
生
文

派
當
然
「
支
派
長
」
的
地
位
要
遠
遠
高
過
「
族
長
」

但
是
「
族
長
」
一
名
在
半
游
牧
生
活
的
以
民
中

也
代
表
中
學
職
位
至
nh
主
時
代
在
共
有
正
式
的
訓
隊
組

織
之
後
才
有
「
千
夫
長
」
的
軍
職

山

現
(
繳
上
口
M

n
7
列
上
M
M
列
下
1

，
等
)
而
在
這
些
一
「
下
，
夫
長
l一

之
中
有
些
是
順
頁
盛
名
的
被
稱
為
「
軍
統
」
或
「
勇

士
」
「
隊
長
」

(
撇
下
8

M

的
凹
的
6

刮
目
兒
列
上

刊

甜
的
9

)

在
政
治
方
面
除
凶
E

之
外
誌
然
要
何
做
「
京
市
」

或
「
管
家
」
(列
下
的

臼
依
必
3
-編
下
必

7
)有
人
以

瓜
「
家
宰
」
的
地
位
相
當
於
埃
及
政
府
中
他
時
一
人

之
下
萬
人
之
上
的
「
大
臣
」

(
創
叫
“
“

叮
叮8
列

上
時
s

列
下
的
M
)
至
於
在
國
王
宮
中
資
主
管
理
宣

e O
B及
教
導
宮
中
青
年
的
人
被
稱

為
「
官
官
長
」
(
見

-J達
1
3
4

等
)
他
們
的
地
位
亦
相
扭
曲
崇
高
故
此
不
少

哪
一學
賓
主
張
他
們
本
身
並
示
一
定
是
必
須
受
過
閹
割
的

戶
人

859-861 進}\ 

二
紅
紙
約
中
次

們
妥
知
道

-
U峙
的
以
氏
已
不
再

是
一
個
獨
屯
內
主
的
氏
族
再
沒
為
仆
己
的
炊
府
而
起

在
受
市
總
比
仿
闊
的
也
A
川
仙
泣
的
令
些
人
從
吹
仿
凡
此

軍
事
上
是
有
地
位
的
人
他
們
的
，
迎
的
們
是
「
h
n反
」
必

「
統
治
局
」
(
見
作
川
口
的
阿
門MH
甜
甜
雜
的
山

)
m
f

殿
的
最
]
的
頁
頁
人
是
「
大
司
祭
」(
蚓
2
4

的

n
u
m

3
H

的
3
2
H
A
7
nu
“
宗
9
M

等
)

制
叫
川
會
它
的
頁
且
沁
人
稱
為
「
會
堂
反
」

(
的
5

扭
扭
汶
口
閃
閃
8

必
口
)
而
綠
的

m
H收
攸
序
的
心
的

職
門
口
稱
呼
「
嚕
股
會
川
口
」
(
的
吋2
.
自

去
4
1
5

自
)

(
伶
〕

叫
川
」
J
3
3
3
3
‘
三
H
P
m
E
E
H
n
m
J
這
個
名
叫
叫
數
次
川
於

a
H
E
E
主
/
V岔
開E
E

史

的
U
E
A
二
}
2
封

J
F

L
m
d
紗
，
必
「h
八
t
l

-，也
，
仟
扎

下
2
M
5
7

叮
7

S

M
M
M
U
H處
大
部
依
不
同
的
上

下
文
譯
作
a
U
此
處
前
炫
汶
口
族
等
在
依
的
自

心
別
扭

扭
盯
處
譯
作
市
科
駝
M
H等
在
圳
幻6
M
n

出
2
“

3

2

4
7

則
譯
作
公
卿
灰
白
領
由

此
可
知
逗
一
個
叫
叫

來
文
的
名
叫
什
忙
海
交
上
為
不
同
的
立
a
h主
要
是
惚
叫

其
上
下
文
而
定

准
則
的
中
大
那
是
指
仰
俗
的
-
M
H
γ肉，
→
一
口
(
泊
的

刮
目
晶
晶
晶

)
或
譯
作
倍
(
刊
及
其
他
市
職
(
見
叭
叭詔

4

凹

凸
所4
1
5

剖
時
間
扭
扭
扭
抽
)
(
輯
)

“
」T
A
r
n
日
且
苟
且
E
R
n
Z
J
「
宗
祖

」
主
要
是
指

a
o
t月
-
而m
/
H
M早已
自
口
宮
之i
t
-
-
s

4
;

'

、

創
世
紀
最
初
幾
毒
所

記
秘
的
一
些
家
旅
的
人
名
而
言
他
們
分
別
被
錄
於
兩

個
不
同
的
組
譜
上
即
所
謂
加
立
目
的
後
代

(
創
4

叮
|

叫
)
此
又
令
叫
的
後
凡(削
4
扭
扭

5
1

臼
)
。
近
帖


m
是
洪
水
以
的
的
計
位
叩
門
叫
凹
的
信
心
-
U時
叫
的
記

。

，

i
1
』

2
、
‘
，

人
A
K

之
俺
的
U
U圳
川
市
於
閃
的
峽
泊
上(
例
H

M

甜
)，

叫
什
叫
至
州
叫
划
時
代
的
人
肌
院
、
次
叫
山
似
山
叫

做
絡
服
各
伯
及
他
的
十
二
桐
兒
子
也
被
稱
心
「
川
叭
吶
一

。

(
此
次
7
8
9
)
但
這
些
一
已
是
屬
於
卜
向
世
時
內
的
人

出
於
他
們
在
叫
民
史
及
其
宗
教
上
的
Z
H
h的
地
此
間
叫

譯
木
心
何
時
亦
將
之
譯
為
「
理
他
」
以
圳
股
的
荷
(
兒

，
、
已
。

吊
7
4

)
一
洪
水
以
前
的
宗
姐
兒
必
兩
個
叫
譜
上(
削
4

J
3

、
'
。

叮

H

H
A的
4

白
自

5
1

l
u

)
如
川
紅
伐
們
仟
補
品

立
一
下
一
且
兩
個
不
同
族
譜
上
的
山
叭
叭hv
n
h
e
f

很
使
你
仇
們

懷
隨
叫
它
斷
定
二
莉
的
程
史
來

必
是
怕
川
的
長
向
本

少
的
名
字
是
十
分
相
似
的
比
如
刑
剖
刻
兩
叫
淵

存

U仙
花
t
N
以
客
I
N

校
在
依
抖
得

I

A川

勒
得
欺
突
沙
耳
默
突
舍
抖
等
或
但
由
←
何
人
此
，
匕
原

來
只
是
一
個
族
譜
但
後
來
的
人
將
它
分
成
兩
側
一
山
打

加
白
的
後
代

(
例
4

口

剖
)
又
合
村
的
後
仇
家
紋

'
，
、
‘
'
。

f
t
i
l
t
-

氾
收

(
創
5
2

1

n
)
在
舍
特
的
家
放
上
尖
叫
錄
了

卡
位
法
侃
的
名

A不
並
改
明
7
他
們
生
手
峙
的
年
級
生

。
1
}
B
I
l
l

子
後
所
活
的
年
代
及
享
年
的
總
數
創
立
目
的
家
族
上
雖

沒
有
這
些
一
年
歲
的
記
載
部
強
調
叫
他
們
是
文
明
的
創
始

者
諸
如
修
度
建
城
牧
放
牲
畜
製
造
樂
器
及
鑄
造
鐵
器

等
(
創
4

叮
訕
|

扭
)
並
楠
述
了
他
們
的
風
俗
人
倫

比
如
多
妻
制
及
兇
恨
的
復
仇
等

(
創
4

"

且

h

」

-
E
、
水
以
後
的
宗
-
咀
亦
構
有

j
t

叫
“
家
主
吋「
制
叫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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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l

站
)
它
的
記
錄
方
式
輿
舍
特
的
家
譜
幾
乎
相
同

只
是
沒
有
記
敘
每
位
宗
祖
享
年
的
總
數
希
伯
來
原
文

只
記
收
了
九
代
的
名
字
而
希
擻
譯
本
及
新
約
(
見
路

3
"
)
部
記
蔽
了
+
代
宗
胞
的
名
字
的
將
刻
南
的
名

字
加
入三

宗
祖
家
譜
的
價
值
記
載
宗
祖
家
譜
的
目
的
並

非
純
給
後
代
的
人
留
下
一
份
歷
史
文
件
它
們
根
本
沒

有
展
史
的
價
值
可
言
它
們
所

山

示
的
宗
祖
年
代
數
字

也
沒
有
學
術
上
的
價
值
只
要
我
們
將
聖
可
經
的
幾
個
最

古
老
的
版
本
對
證
一
下
便
可
以
清
楚
地
看
出
來
它
們

彼
此
之
間
關
於
年
代
的
莫
大
出
入
及
是
別
比
如
自
亞

當
至
洪
水
年
代
的
總
和
技
瑪
索
辣
本
是
一
六
五
六
年

撤
瑪
黎
雅
本
是
一
三O
七
年
而
希
闡
釋
木
川
是
二
二

六
二
年
又
自
洪
水
至
亞
巴
郎
技
瑪
紮
辣
本
是
三
九
0

年
搬
瑪
懿
雅
本
是
一
O
凹
0
年
而
希
臘
譯
本
划
是
二

二
六
二
年
如
此
按
瑪
來
獄
本
的
1

也
被
人
類
之
出
現
淤

地
球
也
不
過
是
公
元
的
四
五
千
年
的
事
那
與
最
保
守

的
科
學
論
斷
|
|

二
十
萬
年
相
差
太
遠
了
其
次
宗
祖

們
的
超
級
高
濤
也
是
與
科
學
不
符
合
的

(
見
下

)
故

此
我
們
可
以
斷
定
它
們
的
價
值
完
全
不
在
於
歷
史
科

學
上
甚
至
可
以
說
與
反
反
科
學
是
完
全
無
闊
的

雖
如
此
但
也
絕
不
能
說
是
毫
無
價
值
的
東
西
它

們
的
貢
獻
是
在
宗
教
反
法
律
方
面
的
以
民
明
知
門
已

是
天
主
特
別
據
選
的
民
族
固
定
惟
一
神
敬
的
保
持
及
傳

遞
者
它
在
人
類
歷
史

上
頁
有
重
大
的
使
命
超
過
其
他

一
切
民
族
但
是
這
個
民
族
過

去
的
歷
史
如
何
無
人
知

.rlE J\. 862 

道
於
是
作
者
將
它
的
淵
源
試
圖
刻
創
山
山
來
留
下
一
道

可
以
追
溯
的
線
索
將
自
天
主
造
天

地
人

類
至
亞

巴

郎
|
|
以
民
的
始
祖
|
|
時
代
的
一
段
歷
史
空
白
填

補
起
札
這
一
道
宗
祖
譜
系
的
主
要
取
節
目
抵
制
趴
到
佩

諾
厄
閃
特
辨
黑
亞
巴
郎
但
這
並
不
是
說
創
問
紀
的
作

者
是
憑
向
己
的
幻
您
毫
無
根
接
地
將
這
些
一
宗
粗
的
名

字
撥
造
出
來
很
可
能
他
是
很
撥
了
更
古
老
的
傳
說
或

文
件
將
它
整
理
起
來
的
但
也
可
能
這
種
古
老
的
傅
說

更
為
複
雜
及
有
更
充
份
的
資
料
而
作
者
如
將
它
們
簡

化
錄
出
以
求
達
到
自
己
的
上
述
目
的
故
此
在
這
些
家

譜
上
所
謂
之
「
維
生
了
誰
」
並
不
指
示
真
正
位
接
的

「
父
|
|
子
」
蝴
係
而
只
是
一
種
大
客
的
線
索
而
將

中
鬧
不
少
的
後
代
省
器
過
去
學
經
上
這
種
例
/
于
是
M妞

兒
不
鮮
的
(
HM瑪
1

8

坎
列
下
9
H

U
2

!

U
M
I
)

收
且
拔
照
上
口
來
方
人
的
咱
們
的
時
能
在
一
家
一
朕
之
中

有
絲
利
及
地
位
名
份
必
須
先
在
法
律
上
正
名
也
就
是

在
法
律
上
有
父
子
從
屬
的
關
係
才
可
因
此
宗
削
家
諧

的
記
收
的
目
的
亦
是
法
律
方
面
的
即
使
以
民
在
法
律

上
獲
得
它
應
有
的
名
份

個
宗
祖
們
的
年
齡
問
題
這
個
問
題
格
外
見
於
洪

水
之
前
的
舍
特
家
譜
上

(
創
5
3

|

扭

)
作
者
將
這

忱
宗
祖
的
年
附
加
以
瀉
大
的
伸
長
最
短
的
是
三
六
五

歲

(
諾
厄
)
最
長
的
竟
達
九
六
九
歲

(
默
突
舍
挂

)

這
種
人
們
峙
的
年
成
喔
歡
我
們
已
在
前
面
敘
述
過
了
在

這
衷
我
們
要
混
亂
的
是
這
種
寫
作
的
方
式
並
不
是
獨
兒

於
舍
特
的
家
譜
很
有
趣
的
亦
見
於
美
素
不
達
米
亞
的

其
他
非
以
民
的
古
老
文
件
恥
這
個
文
件
話
拉

T
洪
水

以
前
的
叔
默
爾
地
區
的
十
代
國

主
們
的
年

限
其
中
最

短
的
是
二
起
一
千
六
百
年
最
長
的
竟
達
七
萬
二
千
年

其
結
張
之
大
較
要
經
有
過
之
而
無
不
及
迢
一
點
在
紐

明

一
切
古
中
東
的
文
件
可
能
有
一
桐
共
川
的
古
拉
他

改
反
共
同
的
目
的
即
是
將
有
史
以
前
的
刊
已
民
脹
的

一
段
漫
長
空
白
頃
補
起
來
而
又
瓜
了
使
自
己
民
族
的

先
代
峰
史
壯
觀
化
偉
大
化
擬
造
山
了
一
批
老
詩
每
一
似

的
傳
奇
人
物
除
此
之
外
按
照
以
民
的
觀
念
長
濤
是
天

主
特
別
降
一
醋
的
明
顯
表
徵
(詠
例
H

德
l
u

鐵
3

2

)

故
此
天
主
特
別
喜
愛
的
及
與
以
民
有
直
接
血
統
關
係

的
舍
特
家
族
的
人
都
是
享
高
誨
的
人
物

關
於
亞
巴
，
則
依
撒
格
雅
各
伯
肌
且
其
十
二
兒
了
等

ι的
d
m祖
或
稱
「
學
幽
」
譜
兒
有
關
各
條

(
韓

)

n
s
k
b
A
「
閃閃
}
弦
。=
J
「
宗
教
」
一
判
不
見
於
中

心
制
局
草
莓
/
mn
E
吧
。
\
|

。
|
|
|

「
2

、
2
-

J

。
、
岡
山
知
此
詞
是
由
日
本
約

在
一
百
年
前
傳
入
裁
國
辭
海
只
簡
述
了
幾
桐
主
要
學

說
模
議
的
宗
教
起
眼
然
而
沒
有
下
一
個
定
義
國
語
四

周
辭
典
解
釋
闊
的
「
以
信
奉
神
及
經典
為
中
心
的
組
織
」

其
他
附
義
為
「
以
神
道
設
教
設
立
誡
約
而
使
人
信
仰

的
組
織
」
或
「
有
所
宗
以
為
教
者
」
西
方
人
所
用
的

名
詞
「
『
色
吧
。」
是
由
拉
T
動
詞
z
z
m
o
E
B訪
問
。3

或

B
C
m側門
。

而
來
有
附
合
堅
持
繫
束
縛
再
束
縛
等
志

學
刷
刷
蚓
放
學
多
瑪
斯
等
自
沾
一
-
A鬥
學
所
含
的
意
義
將

「
宗
教
」
的
木
立
加
以
關
明
照
他
們
的
意
見
宗
教
在

乎
人
承
恕
自
己
對
至
高

之
神
或
神
明
所
發
生
的
從
團
團



關
係
一
一
這
些
一
關
係
除
通
常
表
示
世
人
對
赫

有
服
從
的
義

務
外
也
包
含
一
些
一
種
怯
和
律
例
在
內

希
伯
來
文
聖
經

上
也
找
不
到
「
宗
教
」
這
個
名

調
為
表
示
世
人
對
天
主
所
有
的
義
務
或
持
守
的
限
法

希
伯
來
人
所
踩
用
的
是

(
a
)
「
敬
他
上
主
」
(
你

扭
盯
)
「
供
奉
上
主
」
(
編
下
H
n
H
)
(
b
)「
敬

畏
上
主
」

(
依
口

2
3
)
「
對
我
(
上主
)的
敬
災
」

(
依
m
H
)
「
上
主
的
圳
海
」

(
一
詠W
M
)
「
敬
畏

天
主
之
情
」

(
約
4
6
)
(
C
)

「
敬
拜
上
主
的
禮

儀
」
(
列
下
口
盯
)

「
天
主
的
法
律
」

(
耽
5
4
)

「
上
主
的
法
令
」
(
耶
8

7
)
(
d
)
「
聖
約
」
(
這

U

H
)
「
盟
約
」
(
付
一3
1
)
(
e
)
「
上
天
大
主

的
法
律
」
(
厄
上
7

凹
)
「
天
主
的
法
律
」
(
厄
上

7

但

達
6
6
)
等
忠
義
的
字

希
瞄
臘
文
的
新
約
中
也
沒
有
一
個
特
別
的
名
詞
以

指
示
「
宗
教
」
代
之
而
背
過
所
用
的
是

(
a
)「
教
」

(
宗
約
5
)
「
虔
誠
」
(
雅
1

自
)
「
敏
拜
」
(
哥

2

刊
)
「
敬
禮
」

(
哥
2

臼

)
(
b
)
「
虔
敬
」
(
弟

的

2
2
)
(
C
)「
度
敏
天
主
」
(
弟
的
2

刊

)
(
d
)

「
虔
誠
和
敬
畏
之
情
」
(
希
也
甜

)
(
e
)「
祿
儀
」

「
敬
m
」
(
希
9

1

昭
雄9
4
)
(
f
)

「
供
閻
明
」
「
叫
喊

分
」
「
敬
禮
」

(
的
1

且
希
8
6

9
1
)
等
術
引
叫
來

:
說
明

一

自
以
上
所
娘
和
新
約
時
代
所
通
用
的
其
他
宗
教

擱
一
街
諾
如
「
恭
敬
」
「
成
為
天
主
蔽
耳
目
的
司
祭
」

(
刷
刷

F
J
DH
J
「
失
主
的
道
路
」
等
看
來
便
可
推
論
學
經
上

862 I!t j\. 

的
宗
教
包
合
三
項
重
要
的
成
分
帥
一
教
義
或
教
現
二

倫
理
或
道
德
三
處
似
或
做
做
或
他
似

m
m
鼎
的
晶
晶
教
義

'

。

倫
理
和
敬
他
為
情
成
宗
教
的
三
大
要
素

聖
經
上
對
宗
教
的
山
來
是
否
合
所
為
述
答
案
當

。

'

，
‘
《
'
，
‘
‘

然
是
白
定
的
不
過
因
為
上
山
的
學
經
作
為
木
會
必
織

現
代
成
分
的
為
題
所
以
他
們
只
以
投
資
的
口
氣
開
啟
示

了
伙
人
手
侃
起
削
他
村
的
動
鈞
而
且
也
住
得
了
越
性
的

恩
惠
郎
提
升
為
天
主
的
義
，
土
臼
然
兒
子
腳
地
趨
向
自
己

。

，

s
t
-
-
t
t
a

的
父
親
總
←
拔
萃
"
泌
服
從
孝
敬
他
以
制
犯
坪
以
後
加
賞

和
組
伯
爾
已
知
道
眩
，
川
上
主
獻
祭
物
無
疑
是
吋
您
服

見
肉
已
的
父
親
迫
他
你
做
過
祭
則
和
昕
比
以
口
正
宗
教
的

。

兩
個
至
要
“
于
付
手
多
分
析
闊
的
北
路

原
始
的
人
段
是
一
個
有
宗
教
芯
滅
的
人
可
是
這

'

。

宗
教
是
怎
祕
稚
生
的
叫
不
容
u
m
h
H定布
拉
一
仙
子
符
份
叫
吼

一
追
問
題
各
仟
已M
U
帕
川
朮
產
生
了
約
有
八
九
抓
不
同
的

。

m
m
f
A
布
比
一
一
天
主
教
和
位
姐
回
教
的
向
于
拉
伯
主
必
令
原
始
的

呼
4

小
就
是
品
經
過
天
主
﹒
仆
已
府
以
給
他
受
迫
之
人
l

l

恆
玄
之
後
叫
訪
再
把
迋
一
一
他
宗
教
傳
授
了
給
a
M
已

的
後
此
間
川
川
此
起
些
內
手
拉
伯
使
主
以
一
圳
人
叫
站
山
必
叫
出
始

。

'

的
啟
示
這
一
主
的
雖
有
其
依
悔
但
筆

ιn
d
凡
原
始
的

一
神
論
和
以
始
的
持
瓜
且
是
兩
例
不
川
間
的
問
崗
山
於
造

物
主
造
人
時
已
賜
給
他
一
例
辨
別
是
非
的
圳
特
e
H
然

他
們
便
有

一
桐
天
生
本
能
治
識
宇
宙
間有
個
天
主
有

桐
被
天
主
立
定
而
必
創
遵
守
的
法
律
甘
心
沿
路
法
通
過

。

敏
被
祭
物
祈
禱
等
字
承
引
出
這
位
造
物
主
的
大
能
四
川
領

。
'
，

t
t
t
t
d
d

《
'

會
這
一
切
吋
介
枕
無
須
原
始
的
啟
示
技
削
他
紀
太
古
史

的
記
收

(
1
|

刊
)
人
給
天
主
獻
祭
是
心
甘
情
願
的

也
H
起
自
由
佳
作
什
州
外
力
促
成
的
道
種
宗
教
行
為
起
例

行
之
於
憫
人
而
後
到
了
厄
諾
士
才
成
了
社
會
性
的
敬

總
劍
4

閉

起
收
「
舍
特
生
了
一
個
兒
，
寸
給
他
起
名
叫

厄
諾
士
那
時
人
才
開
始
呼
求
上
主
的
名
」
這
是
改
從

亞
首
創
厄
諾
士
人
在
祈
禱
和
祭
獻
時
一
定
呼
求
過
天

主
助
的
但
由
山
花
士
起
便
開
怡
取
行
公
眾
志
叮
叮
天
主

的
做
愕
追
敏
種

l

宗
教
1
|

自
厄
諾
士
至
亞
巴
郎

仇
叫
叫
蚓
長
叫
叫
峙
，
叫
制
叫
叫
張
大
先
知
向
大
先
知
至
光

萃
，U
充
叮
由
于
一
主
耶
穌
逃
生
在
這
亦
多
時
代
中
究
街
甚
踐

表
現
咐
他
為
追
求
這
種
種
階
段
的
叫
叫
他
本
文
內
政
們
只

紙
仆
仆
論
原
始
人
鼠
的
宗
教
宗
制
時
代
的
宗
教
以
攻
悔

瑟
時
代
的
宗
教
便
可
窺
知
一
斑

l

原
始
人
類
的
宗
教
(
劇
l

l

M
)

關
于
一
一
追
問
題
可
參
見
本
辭
典
裂
的
創
刊
紀
的
卡

，
一
的
于
太
占
史
條
?
這
里
裁
們
只
嬰
述
逗
卡
一
章
中

明
r

宗
教
所
合
的
教
義

以
色
列
的
宗
教
雖
然
啦
始
于
啞
巴
郎
可
是
梅
瑟

把
仙
也
郎
的
的
仰
仙
飢
似
到
兀
他
付
且
為
川
治
信
明
，
叫

到
巴
郎
在
價
宗
教
上
的
地
位
他
先
早
起
講
述
人
禎
宗

教
生
活
的
一
個
大
概
這
個
布

M
W心
何
必
一
個
似
路
切
為
使

讀
抗
明
白
耶
穌
非
僅
是
以
民
的
救
主
而
且
也
是
全
人

類
的
救
主
便
把
耶
穌
的
族
譜
一
脈
聯
賞
到
元
祖
亞
當

叫
司
上
一
談
(
路3

抽
亦
見
創
也
3
)
按
創
l
l
u

的

經
義
唯
一
的
真
天
主
非
但
創
造
了
)
切
而
且
也
仁
怒

地
正
義
地
支
配
了
人
泌
的
時
央
仰
。
人
的

r
y災
情
峙
的
只



有
~
糧
"
定慘
的
持
|

|

恤
塑
造
難
罰
罪
孽
增
多
投
洪

水
被
世
可
是
世
人
的
命
宣
仍

然
帶
養

一
個
希
望
大
蛇

經
過
第
-
個
女
人
占
了
人
類
可
是
全
人
的
後
商
將
要

踐
踏
牠
的
頭
顱

(
創
3

臼

)
由
于
人
在
世
上
罪
惡
重

大
天
主
您
若
自
己
的
正
義
不
能
不
罰
他
們
|
|
洪
水

織
快
可
是
他
也
因
自
己
的
仁
慈
經
過
諾
厄
|
|
人
紋

的
第
二
個
元
祖
|
|
救
站

了
人
種
特

ω
1
-

4

很
削
階

雅
地
描
述
了
天
主
如
何
以
正
美
尤
其
以
仁
慈
引
導
昕
一
但

人
類
按
創
-

-

u
原
始
的
人
忍
為
唯
一
的
真
天
主
受

他
的
懲
況
也
受
他
的
凶
惡
這
天
主
是
個
貿
街
的
至
向

而
倫
現
的
科
人
的
行
內
述
人
心
內
的
峙
的
私
念
他
都
‘

瞭
如
指
掌
一
是
不
能
瞞
過
仙
川
而
他
知
紹
加
訂
的
第
獻

而
悅
納
也
伯
爾
的
的
法
嗽

人
們
以
卸
去
他
恭
敬
他
叮
是
他
要
求
叭
叭
人
的
故
丟

在
口
的
祭
氾
川
赴
人
的
技
的
項
縱
閃
泉
州
州
人
的
-
U種
美

德
常
使
別
「
常
向
天
主
往
來
」
這
句

I
H

(
創
5

臼
6

9

)
扼
要
的
結
恢
創
l

i

u

人
類
原
始
的
宗
教
賢
在

是
個
一
神
教
世
上
後
起
的
其
他
宗
教
大
概
都
是
這
一

神
教
的
一
種
退
步
和
變
質

E

祖
先
時
代
|
|

自
亞
巴
郎
至
梅
瑟

|
|
1

的

宗
教

以
色
列
的
祖
先
雖
然
供
奉
了
偶
像

(
創
刊n
f
你

圳
的2
友
5
7

則
的
2

)
可
是
從
亞
巴
郎
以
來
時
代
的

聖
祖
紋
里
經
的
記
敘
都
是
信
奉
一
科
教
者

(
宮
。
5

，

再y
g
z
n

)
或
至
少
是
一
腳
的
做
拜
者

(
去
。
=
旦
旦
司

5
2

)
事
實
上
一
肺
的
敬
拜
有
時
在
民
間
也
可
貼
到

/、、862 

(
民
日

臼
i

甜
)
可
是
大
體
過
來
車
組
的
宗
教
是

一
艸
教
雖
然
他
們
做

拜
的
唯
一
之
神
有
各
種
不
同
的

名
稱
知

o
F
目
。
E

W
臣
。
7
5
.
郎
神
天
主
上
帝
或

ω
E
E

拉

巴
E
ω
z
e
】

創
「
全
能
者
」
但
名
稱
無
磚

肝
、W
H恆
的
本
性
出
記
敘
「
談
會
顯
現
給
亞
巴
凶
•... 

瓜
「
全
能
的
天
主
」
但
沒
有
以
「
雅
山
叫
」
的
名
字
將

我
啟
示
給
他

們
」
-
迢
旬
活
似
乎
在
指
學
肥
肉
川
求
法
識

「
雅
成
」
這
名
字
的
篠
這
旬

A
只
品
從
的
瑟
右
到
品

勒
布
的
異
象
之
後
「
雅
威
」
這
名
字
才
收
以
色
列

人
民
間
有

了

一
種
新
的
意
義
「
雅
咳
」
是
給
人
以
盟

約
賜
啟
示
胞
救
盟
和
文
配
人
類

M
m史
的
天
主
絞
創

刊M

7

叫
巳
郎
瓜
吋
別
現
給
肉
己
的上
主
築
了

一
雌
祭
倘
不

九
叫
他
後
來
使
用
了
別
的
兩
州
成J
一
個
名
字
「
天地
的

主
市
」
「
上
主
」

(
雅
成
)
和
「
至
一
伯
特
天
主
」

(
皂
白
5
5
)
(例
M
扭

)
但
所
指
的
都
無
非
是
那

睹
一
的
與
天

L
其
他
如
「
蚓
制
制
的
大
能
省
」(
按

字
義
制
剝
削
的
牛
積)
和
「
叫
剖
圳
的
牧
者
和
聲
石
」

(
創
刊
H

)
旦
這
些k
d體
的
優
雅
名
稱
非
但
不
能
推
翻

一
神
教
的
定
論
而
且
把
唯
一
真
天
主
的
本
性
顯
露無

遺
父
如
創

叫

“
自
所
記
誠
的
「
依
撤
格

所
敬
畏
的
上

主
」
也
無
非
是
真
天
主
的
另
一
側
稱
呼
表
示
蚓
倒
叫

做
炭
的
艸
就
是
與
他
父
親
依
微
路
所
敬
畏
的
為
同
一

心
本
租
恆
巳
郎
因
為
相
仿

了
天
主
的
心
而
且
一
生

。

服
順
天
主
從
不
過
抗
憋
孩
稱
閃
卅
一
切
信
仰
者

的
父
親

他
的
偉
大
全
在
于
他
對
天
主
的
佰
仰
以
及
閻
此
天
主

與
他
所
立
的
盟
約
和
給
他
所
恩
賜
的
許
諾
戶
你ρM

U
m
叮
|

閻
可
舉
制
制
在
鮮
斟
二
會
中
把
英
主
的
語

項
許
諾
己
詳
細
解
釋
過
了
我
們
只

稍
在
這
要
注
意
，
這

一
事
質
便
行
那
便
是
亞
巴
郎
的
天
主
不
是
三
個
民
族

的
天
主
他
是
為
此
的
天
主
支
配
人
顯
眼
史
的
天
主
時
間

行
叫
開
始
的
福
音
(創
3

臼

)投
創
造
天
地
的
天
主
「
政

向
上
主
至
兩
者
天
主
天
地
的
主
宰
舉
手
起
吭
一
己
(
創

刊
鬥且
)在

宗
祖
時
代
宗
教
的
主
要
行
為
是
(
一
)
割
損

禮

(
創
口
圳
4
H

品
加臼
3

制
5
5

)，
(二
)
祭

獻
亞
巴
郎
的
祭
獻
閃
「
全
懦
的
法
」

(
創
n
z
)
雅
各

怕
在
山
上
所
行
的
祭
獻

(
倒
叫
“

)
似
于
是
「
和
平

祭
」
或
「
謝
您
祭
」
在
學
怕
的
u
m史
中
從
木
提
及
伍

何
版
(
于
這
正
是
他
們
遊
牧
生
泊
的
結
果
雖
然
如
此
他

們
知
次
縣
行
祭
獻
總
必
建
發
祭
擅

(
創
也
7

日
‘
n

9

叫
叫自
H
Mm
)
和
石
住

(
創
m
u

臼

)
此
外
除
了

外
邦
人
蚓
叫
出
且
也
德
(
創
刊
門
口l

H
)
外
也
從
未
有
其

他
的
司
祭
被
提
到
過
這
是
因
海
學
行
祭
獻
即
供
奉
時

執
行
宰
殺
和
反
燒
祭
物
等
司
的
叫
“
職
務
的
通
常
是
家
長

之
故

聖
租
的
宗
教
是
不
容
有
多
神
敬
禮
的
可
是
照
一

些
一
現
代
學
者
的
主
張
在
各
種
保
存
下
來
的
文
件
中
仍

可
看
到
更
占
的
多
艸
敬

的
遺
跡
比
如
創
記
收
看
錄
黑

到
偷
走
她
父
親
的
「
神
像
」
(
創
n
MM
)
便
是
關
於

這
事
一
些
學
者
譜
寫
在
純
粹
宗
教
的
指
乘
之
間
可
能

當
時
有
混
合
信
仰
的
現
象
因
此
辣
黑
耳
遂
有
了
追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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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的
行
閏
月
這
個
說
法
我
們
覺
得
很
有
見

地
不
過
我
們

站
為
孩
行
為
如
按
奴
齊

(
Z
EN
』
)
的
法
典
來
解
釋

也
品
更
為
合
斑
依
這
法
典
准
保
持
者
家
庭

的
神
像
誰

就
是
合
法
承
受
家
產
的
人
辣
黑
耳
似
乎
是
懷
著
這
種

心
棚
內
去
你
「
的
像
」
的

如
果
要
陳
述
聖
祖
信
仰
的
道
理
及
所
遵
守
的
誡

命
其
資
料
誰
不
啊
，
且
宮
可
是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學
粗
的
信

仰
和
法
律
全
憑
乎
一
神
教

的
信
仰
更
應
孩
注
意
的
是

道
德
生
活
和
一
神
教
在
學
組
們
看
來
猶
如
影
之
與
彤

是
彼
此
分
不
閥
的
這
在
占
墓
志
瑟
的
生
活
中
服
服
可

考
唯
一
的
天
主
是
烏
有
之
源
他
安
排
一
切
人
家
受
的

恩
惠
和
所
遭
遇
的
困
難
都
是
由

a
m
來
他
是
全
能
的

照
顧
萬
物
和
延
民
也
是
至
正
義
的
基
必
這
種H

N仙
織
必

巴
郎
切
求
天
主
寬
恕
平
原
中
五
城
的
罪
惡
而

H
A
H也
也

不
敢
冒
犯
還
姦
之
罪
至
於
禱
告
祭
獻
以
及
凶
天
主
學

名
發
誓
聖
祖

們
早
已
知
之
極
詳
因
為
他
們
早
已
知
道

天
主
固
定
貨
蒂
固
必
惡
的
主
直
到
耶
穌
時
代
為
止
恭
敬
天

主
的
最
高
表
率
無
疑
便
是
亞
巴
郎
其
實
純
粹
宗
教
或

更
好
說
純
粹
信
仰
的
生
品
已
與
直
巴
，
則
本
身
打
成
一

片
了
現
在
且
開
這
個
高
潔
的
一
神
教
究
竟
怎
樣
產
生

的

,It 八

不
單
在
聖
祖
時
代
而
且
在
歷
代
中
直
到
基
督
娶

了
教
誕
生
更
正
確
地
說
直
到
穆
罕
默
德
出
現
時
為
止
以

一
色
列
以
外
的
阿
刺
伯
遊
牧
民
族
都
是
多
科
教
的
信
徒

如
一
那
些
與
上
古
柏
喇
喇
人
有
看
來
往
的
文
明
大
民
也
如

戶
巴
比
倫
和
埃
及
也
都
是
多
紳
放
的
|
|
波
斯
民
族
只

在
首
約
時
代
的
晚
年
與
希
伯
來
人
發
生
過
接
觸
而
且

他
們
的
宗
教
也
不
是
純
粹
的
一
神
教
而
是
屬
於
二
元

論
的
宗
教
那
腹
問
題
怎
麼
解
釋
要
與
勒
南
(
M
H
S
E
)

等
說
沙
漠
產
生
的
宗
教
就
是
唯
一
腳
教
嗎
這
與
事
實

相
反
用
黑
科
爾
(
目

。
惘
。
戶
)
進
化
論
的
原
則
去
解
釋

它
為
歷
史
的
進
化
結
果
嗎
這
又

與
展
史
的
進
展
不
符

唯
者
可
以
指
卅
如
m
k現
今
的
很
者
相
信
真
有
一

個
唯

一
的
真
天
主
說
孩
把
這
會
歸
國
必
天
主
自
已
明
白
的

比
別
民
的
宗
教
敏
是
以
鋪
平
聾
子
降
生
悶
人
的
道
路

為
宗
旨
孩
宗
教
就
悠
歸
國
于
天
主
的
啟
示
不
應
跟
那

些
無
神
論
好
敷
衍
而
不
頁
丘
地
把
它
歸
功
于
非
常
的

人
物
先
知
們
再
間
為
何
那
些
一
熱
中
於
宗
教
的
人
物
只

生
於
別
倒
叫
而
絕
少
山
現

M
K其
他
的
民
扣
押
神
州
叫
民

的
一
神
教
可
以
保
存
而
阿
克
納
東
(
〉

E
E
S
D
)

皇
情
在
仙
風
及
所
提
倡
的
一
神
教
運
動
划
防
空
帝
長
逝

而
浪
滅
無
存
呢
這
些
和
世
界
上
各
處
發
生
的
類
似
奇

異
事
寶
來
鍵
是
無
法
解
釋
的
嗎
現
今
的
科
學
家
對
希

伯
來
人
的
一
神
教
似
乎
根
歧
細
心
的
能
事
去
研
究
其

各
種
附
僻
的
關
係
他
們
也
力
以
這
無
絨
線
的
假
在
去

尋
求
這
一
神
敬
的
向
然
原
附
然
而
他
們
所
到
徒
然
以

民
的
一
科
教
為
他

們
始
終
是
州
謎
可
并
例
願
忌
芹
口

奉
勸
他
們
請
他
們
細
讀
保
祿
的
F

川
吧
保
綠
說
「
天
主

在
古
時
會
多
次
並
以
多
種
方
式
藉
'
老
先
知
對
攻
們
的

祖
先
說
過
沾
但
在
這
末
期

內
他
藉
者
自
己
的
見
子
對

我
們
說
了
法
」

(
希
1
1
2
)

如
此
這
個
謎
便
可
迎

刃
而
解
了

E

梅
瑟
時
代
的
宗
教

除
亞
巴
郎
外
以
民

所
最
尊

敏
的
大
人
物
就
是
純

瑟
這
里
我
們
無
意
為
梅
瑟
寫
傳
記
也
不
擬
詳
解
梅
瑟

五
書
中
的
神
學
道
理
我
們
只
客
提
梅
瑟
時
代
以
民
宗

教
的
三
個
成
分
凹
信
仰
倫
理
敏
縛

雖
然
按
我

們
的
意
見
上
主
的
名
字
「
雅
威
」
在

梅
瑟
以
前
已
被
認
識

且
被
使
用
過
|
|
梅
瑟
自
己

的

母
親
的
名
字

「
約
草
貝
得
」
郎
含
有
「
雅
威
」
名
字

的
意
義
(
削6
m

戶
必
刊
)
可
是
不
能
否
認
叫
民
的

天
主
的
普
通
名
字
「
雅
威
」
1
|
|
上
主
部
是
從
他
開

始
普
偏
使
用
的

梅
瑟
按
聖
經
的
看
法
是
一
位
大
領
袖
立
法
者
和

先
知
識
論
他
的
宗
教
活
動
我
們
自
然
應
多
注
意
他
的

先
知
身
分(

一
)
信
仰
梅
瑟
的
宗
教
教
義
因
看
他
的
作
時

而
有
所
發
展
也
無
論
如
何
仍
是
祖
先
的
宗
教
教
義
他

所
議
論
的
上
主
|
|
1
雅
威
就
是
亞
巴
郎
依
撤
格
雅
各

俏
的
天
主
(
出

3
6
)
天
地
的
天
主
(
創
仰
的3
)
「
雅

成
」
削
謂
「
自
有
者
」
「
永
在
各
」
或
「
令
萬
物
存

在
之
主
」
他
是
救
護
的
天
主
天
主
的
德
性
梅
瑟
不
是

以
沌
柯
悅
論
山
來
的
而
是
由
他
的
體
驗
昌
勒
布

的
力

闖
進
越
紅
海
的
奇
跡
西
乃
山
上
天
主
的
臨
幸
等
而
盤

得
的
(
山
3
M
W
M
m
)為
此
梅
瑟
也
另
外
提
起
了
別

的
名
稱
來
稱
呼
天
主
如

「
戰
士
」
(
出
的

3
)
「主
」

(
山
時
間
)
「
上

主
是.... 

寫
一
腳
之
一
腳
其
主
之
主
倫

大
有
力
可
畏
的
天
主
」
等

(南
沁
叮

3

他
也
是
唯

~



~
的
奧
林
因
此
他
在
壞
及
和
在
西
乃
自
由
鍵
作
也
在
客

她
~剛
到
地
域
自
由
處
監
他
是
天
地
的
造
物
主
一
切
自
然

-
力
都
服
從
他

(山
4
u
7
u
-
m
詞
)
他
同
時
也
是
至

三
正
義
的
和
最
仁
慈
的
天
主
(
山
3
7
.
i

u
6
，

-

J

一
他
是
具
有
道
德
而
向
世
人
要
求
道
德
的
天
主
因
此
他

賞
善
罰
惡
申
命
紀
用
宣
講
的
體
裁
將
天
主
與
人
尤
其

與
以
民
所
締
結
的
道
德
的
特
別
開
係
重
復
講
述
一
次

為
甚
麼
天
主
與
以
民
會
有
特
別
關
係
就
是
因
馬

天
主
經
過
梅
瑟
與
以
色
列
訂
立
了
盟
約
如
果
我
們
注

意
西
乃
盟
約
的
外
表
不
能
否
認
它
是
一
項
雙
邊
契
約

可
是
如
果
深
入
地
研
究
它
的
本
質
部
又
不
難
發
現
西

乃
的
盟
約
一
如
天
主
賜
給
亞
巴
郎
的
恩
許
一
樣
是
全

憑
天
主
的
仁
慈
產
生
的
是
這
位
仁
慈
的
天
主
自
由
地

在
萬
民
中
選
拔
7
以
民
這
端
道
理
梅
瑟
早
已
領
悟
了

(山
n
u
申
7
7
|

u
)
歷
代
的
先
知
們
以
後
也
特
別

加
以
宣
諸
如
歐
3
1

及
H
J
記
載
「
當
以
色
列
尚
在

童
年
時
我
就
愛
了
他
從
在
埃
及
時
我
就
召
叫
他
寫
致

的
兒
子
」
西
乃
盟
約
的
格
言
乃
是
「
我
要
以
你
們
作

我
的
百
拉
我
作
你
們
的
天
主
」
(
山
6
7
)
這
旬
話

一
方
面
說
明
天
主
對
他
的
選
民
多
麼
仁
慈
多
麼
寵
愛

另
一
方
面
也
表
示
何
以
天
主
要
求
他
的
選
民
全
心
全

力
全
意
去
敬
愛
他
(申
m
u
H
)

這
種
互
愛
有
不

少
次
被
比
作
夫
婦
間
的
忠
愛

(
歐
-

-
s

亞
3

2
依

-
n

耶
2
)
再
說
因
著
西
乃
盟
約
以
民
就
是
「
土

主..... 

天
主
的
兒
女
」

(
申

M
1
)
就
是
說
特
別
受

愛
護
的
兒
女
問
時
也
成

了
「
司
祭
的
國
家
學
潔
的
國

八862 

民
」

(
山
的
8
)

(
二
)
倫
理
敬
畏
忠
愛
聽
從
天
主
這
三
項
行
為

包
含
著
選
民
對
天
主
的
主
要
義
著
具
體
說
聽
從
天
主

就
是
遵
守
天
主
十
誠
和
約
會
(
山
m
l
幻
}
關
于
十

誠
約
杏

放
一
切
信
約
的
法
律
這
里
從
墨
我
們
只
稍
注

意
兩
件
宇
@
以
民
的
法
律
都
山
山
自
唯
一
天
主
的
信
仰

@
人
的
道
德
與
唯
一
天
主
的
信
仰
是
如
火
與
熱
一
樣

不
可
分
離(

三
)
敬
禮
它
是
宗
教
精
神
通
過
儀
式
和

口
誦

經
文
的
表
現
敬
禮
的
意
義
依
聖
經
不
外
為
「
供
奉

上

主
」
(
編
下
v
n
H
)
「
服
著
」
(
戶

8

刊
)
「
任
務
」

(
戶

4
4
)
等
放
以
上
所
提
的
聖
經
章
節
和
其
他
文

獻
敬
禮
包
含
@
行
為
如
祭
獻
祈
禱
誓
願
取
潔
禮
祝
聖

祿
等
@
節
期
如
安
息
日
逾
越
節
五
旬
筒
帳
棚
筒
等
@

敬
禮
的
地
方
和
器
血
@
舉
行
敬
禮
的
人
如
大
司
祭
司

祭
肋
末
人
等

以
上
各
種
敬
禮
的
成
分
在
梅
瑟
時
代
都

可
見
到

並
且
都
歸
之
於
梅
瑟
彷
彿
都
是
梅
瑟
設
立
似
的
古

來

的
經
師
都
作
這
種
主
張
其
實
並
非
完
全
如
此
有
些
禮

筍
規
划
法
令
等
等
是
在
假
設
以
民
已
進
入
了
許
地
早

已
不
是
遊
牧
或
半
遊
牧
民
族
而
是
定
居
生
活
的
民
族

了
並
且
有
些
一
法
律
階
示
為
列
王
時
代
的
產
物
依
然
這

接
何
以
強
調
為
梅
瑟
創
立
的
呢
說
來
是
很
自
然
的
在

叫
民
服
乳
制
劃
既
是
他
們
的
天
主
所
造
使
的
偉
大
立

法
者
因
此
諸
凡
善
事
連
日
後
按
梅
瑟
精
神
另
設
的
法

令
也
都
歸
於
他
分
析
那
些
一
敬
禮
是
屬
梅
瑟時
代
的
那

些
旦
起
候
，
來
增
添
的
是
個
非
常
棘
手
的
問
居
以
下
我
們

金
量
依
從
那
些
較
為
可
靠
的

意
見

關
于
祭
獻
|
|
肋
未
記
中
記
述
各
樣
的
祭
紀
有

的
溯
源
到
學
組
時
代

並
且
是
在
近
東
各
民
族
間
行
仗

的
這
些
一
祭
肥
和
舉
行
祭
紀
的
預
節
都
冉
的
梅
瑟
所
創
立

或
加
以
修
訂
是
不
成
問
題
的
也
是
無
人
不
承
認
的
主

於
贖
罪
鍍
金
矯
祭
和
平
祭
及
素
祭
在
梅
瑟
以
前
早
已

存
在
故
此
梅
瑟
或
他
親
身
或
經
過
亞
郎
和
其
他
的
智

者
就
正
式
規
定
了
上
述
祭
紀
的
祭
儀
也
是
無
可
置
疑

的
相
似
祭
獻
的
所
謂
什
一
獻
儀
(
申
M
扭
扭
)
毀
滅

法
律
(
戶
釗
2
釗
7
l

n
甜
甜
)
薦
新
的
獻
儀
(
山

扭
扭
扭
)
這
三
件
事
在
梅
瑟
以
前
也
已
存
在
因
此
梅

詞
也
把
它
們
處
置
規
定7
同
樣
是
沒
有
理
由
可
否
忍

飢
至
於
禱
告
和
許
風
我
們
也
採
取
罔
梭
的
主
也
宗
教

比
較
史
證
明
禱
告
和
許
頗
的
習
俗
在
原
始
民
族
中
已

見
流
行
而
且
在
祖
先
時
代
也

可
發
現
因
此
按
歷
史
的

環
境
承
認
梅
瑟
對
這
些
事
也

作
過
指
示
似
乎
是
很
邏

輯
趴
關
於
祈
且
聽
見
側
的
削
口
u
!
u
u
u
1

臼
刊
l

M
H門
口
u|
站
等
能關
于
許
願
見
創刊
品
目i
n

酬
叫詔

"
自
由川m
u
尤
其
是
閉
門62
|

缸
闊
的
5
7
的
口
等

也
祭
獻
依
然
是
敬
禮
的
主
要
行
成
它
必
須
有
司
祭
和

舉
行
祭
紀
的
地
方

關
於
司
祭
職
的
由
來
問
題
1
|

這
個
相
當
複
稚

的
問
題
請
看
司
祭
條
蓮
摸
我
們
只
看
眼
梅
瑟
時
代
的

司
祭
職按

斟
制
證明
在
聖
祖
時
代
只
提
到

過
一
位
司
祭



他
是
屬
於
外
邦
的
制
甜
甜
叫
亂
聖
祖
時
代
獻
祭
的
人
原

是
家
長
但
當
他
們
矯
情
埃
及
時
也
許
長
子
在
替
其
家

人
執
行
獻
祭
(
出
口
問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埃
及
人
如

同
那
些
住
在
美
到
用
途
瓶
甜
和
制
叫
到
地
的
民
也
在

梅
瑟
時
代
都
有
著
一
種
復
雜
的
司
祭
機
揹
因
而
身
為

以
民
首
領
「
學
習
了
埃
及
人
的
各
種
智
慧
」
的
梅
瑟

(
宗
7
n
)
似
乎
不
能
不
注
意
釗
司
祭
職
的
規
例
因

此
在
約
書
中
所
提
的
祭
獻
(
山
n
u
)
暗
示
著
獻
祭

者
或
宰
殺
犧
牲
者
的
司
發

(
山
山刮
目
)
在
以
民
准
備

與
天
主
訂
盟
約
的
那
天
(
山
的
扭
扭
)
也
很
明
顯

的
提
到
了
司
祭
們
立
約
之
後
隨
從
梅
瑟
上
山
的
有
亞

郎
納
速
布
阿
彼
胡

(
司
祭
)
和
長
老
中
的
七
十
人

(
文
官

)
(
出

M
me-

u
)
在
卅
m
m
兩
章
內
記
敘

者
應
如
何
懷
遠
司
祭
描
寫
他
們
的
禮
服
及
祝
逗
他
們

的
禮
儀
至
于
在
山
戶
肋
三
書
中
有
關
大
司
祭
司
祭
和

肋
末
人
所
記
誠
的
那
些
一
叉
冗
長
叉
詳
細
的
瑣
碎
規
則

應
頓
為
歷
代
中
的
演
進
雖
然
如
此
仍
有
最
古
的
一
部

份
|
|
約
會
中
的
律
例
|
|
l
依
然
應
該
歸
屬
梅
瑟
或

至
少
應
說
能
歸
屬
梅
瑟

關
於
敬
禮
的
地
方
|
|
i
梅
瑟
時
代
敬
禮
的
中
心

無
疑
說
是
「
帳
棚
」
(
宮
前
耳
呂
)
見
山
山
部
泊
在
也

必
7

也
提
起
了
所
謂
的
「
會
幕
」
(
。z
-
B

色
。
已
)

:
因
此
一
些
學
者
以
為
「
帳
棚
」
和
「
會
幕
」
這
兩
個

一
名
字
是
指
明
兩
個
不
同
的
處
所
帳
棚
是
指
舉
行
祭
紀

則
一
的
地
弘
而
會
幕
乃
指
求
間
天
主
與
宣
告
天
主
神
論
的

戶
地
方
位
示
管
他
們
怎
發
解
釋
多
數
學
者
卻
詔
為
兩
個

863 ;\. 

名
字
是
指
同
一
的
地
趴
在
叫
民
經
過
曠
野
成
會
幕
亦

即
帳
棚
就
是
民
忠
來
生
活
的
中
心
梅
瑟
的
法
律
不
論
是

民
法
刑
法
或
體
規
都
是
在
會
幕
裹
產
生
山
來
的

會
幕
內
保
存
者
的
最
珍
口
之
物
便
是
約
紐
約
舵

在
梅
瑟
至
撇
，
羅
漏
這
段
長
時
期
內
是
以
色
列
宗
教
的

至
科
學
之
物
它
的
式
樣
在
山
街
"
1

間
內
有
極
詳
細

的
描
述
至
於
它
的
意
義
大
致
可
說
約
極
是
天
主
在
其

子
民
間
存
在
的
借
來
徵
也
是
求
間
天
主
的
至
里
處
所
並

且
也
用
作
盛
神
聖
治
物
的
容
器
事
實
上
裝
面
保
存
的

就
有
約
此
即
十
誠
的
石
版
(
州
市

Q
H
M村
叫參
見
相9

‘
)
。
從
表
面
看
來
約
植
的
接
式
是
彷
彿
州
刺
側
遊
牧

人
在
交
戰
時
所
帶
的
喘
口
臣
或
是
彷
彿
埃
及
人
在
宗
教

遊
行
時
所
拾
的
神
船
如
果
我
們
注
意
繳
上4
3

l
n

的
記
敘
約
積
似
乎
是
以
民
的
保
障
頗
似
遊
牧
民
族
的

質
匣
因
此
筆
者
以
為
梅
瑟
的
約
樞
其
外
表
形
式
有
如

阿
刺
伯
遊
牧
人
民
所
有
的
喘
口
匣

關
於
筍
期
t
|
|
這
里
我
們
只
提
它
們
的
名
酷
刑
安

息
日
逾
越
筒
五
倒
笛
帳
棚
筍
贖
罪
笛
等
讀
者
如
廠
知

其
詳
可
參
看
有
關
各
條
其
他
關
於
宗
教
問
題
的
解
說

散
見
於
太
古
史
先
知
論
崇
拜
偶
像
敬
禮
祭
紀
司
祭
割

損
體
等
條

(
宙
)

n
h
k
h
ι
右
k
h
ι
「
〉M
M
S已
。

J
「
宗
徒
」
一

一

曲m
u
r
-
-

利
企
b
p
A
w
b
全
加F
/
K
F
H
U
S
S

-
c之
，

p
i
i

d
i
-
-
4

，

1

、
字
在
學
經
之

外
及
在
基
督
教
會
創
立
之
前
是
很
少
見
的
即
使
有
也

與
我
們
所
說
的
意
思
|
|
宗
徒
使
徒
受
遺
者
|
|
不

同
因
此
它
是
新
約
中
及
教
會

內

的
衛
話
是
耶
穌
自
己

特
選
的
十
二
人
的
共
同
名
稱

一
宗
徒
的
名
單
首
先
腳
地
往
志
者
是
對
觀
福
音
凡
此

宗
在
記
錄
十
二
位
宗
徒
時
遵
守
了
一
定
的
次
吭
按
照

這
次
序
我
們
可
將
宗
徒
們
分
瓜

4

一
一
組
每
組
四
位
叉，吋

組
第
一
人
常
是
一
定
不
變
郎
州
到
即
對
叫
州
蚓
糾
糾

第
卡
二
位
常
是
頁
質
耶
穌
的
蚓
瀏
昕
其
他
宗
徒
的
伙

置
則
不
一
定
祇
就
這
一
點
即
可
治
明
這
桐
文
件
的
1
仆

老
及
它
可
靠
的
歷
史
性
A
1億
使
浪
者
易
於
一
白
了
然

起
見
列
表
如
下

一
祿

t

際
)
)
)

→
一涉
航
揪
州
以
此

U

- u
咐
肋
伯
伯
多
的
叫
伯
印
斯

-

4
1-

一
漏
德
各
望
翅
爾
默
貸
各
此
指
迷



E

一函
玄
雅
右
斐
巴
多
瑪
雅
山
也
西
的

一

叫
一鄉
做



F

一伯
伯
肋
伯
劉
伯
昕

一

3

一
滿
各
望
德
斑
爾
資
默
各
陡
淪
述

一

谷
叫

一
西
雅
若
安
斐
巴
瑪
多
雅
達
西
插

一

，

一
祿
又

-

4

一
多
以
昕

一

昕

一怕
肋
伯
伯
少
伯
斯

-

6

一游
德
各
望
理
爾
實
默
各
漏
迷
迷

一

路
三
西
安
雅
若
斐
巴
瑪
多
雅
西
猶
猶

一

一
+
戊

一

一
祿



M

一
祿
伯
肋
伯
多
伯
斯

-

1

一
多
望
各
德
理
默
爾
資
各
淪
遠
遠

~

b
m吭
一
伯
若
雅
安
斐
多
巴
瑪
雅
商
猶
衛

~

........ 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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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
三
數
字
的
扭
扭
徵
意
義
耶
穌
鍊
還
「
十
二
」

宗
徒
的
動
機
主
要
的
是
寫
了
它
的
象
徵
性
它
使
人
記

起
組
成
叫民
的
十
二
位
聖
祖
及
十

二
支
扳
如
此
耶
穌

也
挑
選
了
十
二
位
組
成
天
主
新
選
民
的
基
礎
|
|
宗

徒

{
路
6
u
)

耶
穌
也
親
自
表
示
7
它
的
象
徵
性

「
在
重
生
的
世
代
當
人
子
坐
在
自
己
光
榮
的
質
座
上

時
你
們
也
要
坐
在
十
二
寶
座
上
審
判
以
色
列
十
二
支

派
」
(
瑪
的
詞

)
但
是
這
種
顯
明
的
象
徵
意
義
並
不

與
耶
穌
的
確
挑
選
了
十
二
位
宗
徒
的
歷
史
性
互
相
矛

盾
因
為
二
者
都
是
有
歷
史
根
蠻
的
事
實

三
選
舉
十
二
位
宗
徒
的
重
要
性
這
可
由
郎
穌
在

練
選
十
二
位
宗
徒
之
前
的
行
動
上
看
出
來
谷
3
H
說

耶
穌
先
上
了
山
離
開
了
人
翠
路
6
u

更
清
楚
的
說
耶

穌
上
了
山
徹
夜
祈
禱
瑪
9

抽
l
M

則
說
耶
穌
見
軍
眾

如
無
牧
之
羊
心
生
憐
憫
於
是
說
「
所
以
你
們
應
當
求

在
穢
的
主
人
派
遣
工
人
來
收
他
的
一
壯
祿
」
並
且
耶
穌

每
在
一
重
要
行
動
之
前
都
先去
祈
禱
如
除
本
處
路
6

間
所
說
的
「
耶
穌
上
山

祈
禱
他
徹
夜
向
天
主
祈
禱
」

外
在
預
許
草
種
聖
事
之
前
亦
然

(
瑪
阱
臼
谷
6

“
)

受
難
前
夕
在
橄
欖
山
間
祈
禱
等
最
後
在
晚
餐
廳
耶
穌

特
別
隆
重
的
句
十
二
位
宗
徒
祈
禱

(
右
η
)
因
為
他

們
是
整
個
天
主
教
會
的
性
石
是
天
主
新
子
民
的
基
礎

四
宗
徒
的
條
件
雖
然
初
期
教
會
的
一
些
熱
心
傳

教
士
如
巴
爾
納
伯
(
宗
M

‘
)
安
得
洛
尼
科
及
猶
尼

雅
(
研
酷的
7

見
格
後
8

臼
斐
2

自

)
在
學
經
原
文
上

亦
稱
之
為
宗
徒

(
按
恩
一
向
譯
本
譯
作
「
使
徒
」
)
但

八864 

這
紙
是
演
義
的
因
為
他
們
不
會
是
耶
穌
的
直
時
間
門
徒

亦
求
會
受
的
接
的
樣
還
與
狹
義
的
十
二
位
宗
徒
不
能

同
日
而

i
m除
了
土
述
的
條
件
外
同
時
應
是
耶
穌
死
亡

及
彼
活
的

H
M
m叫
人
(
宗
I
n
n
n
必
M

亦
多
見
宗
2

自

3
M
)

叫
別
叫
郎
以
此
條
件
加
入
了
這
卡
二
人
的

團
體

(
宗
1

甜
)
保
收
亦
得
宗
徒
之
銜
仙
幽
怨
他
見
了

復
活
的
耶
穌
花
山
他
任
推
陳
退
而
又
區
燄
咚
受
了
傳

教
的
使
命

(
以
9
1
"

迦
1

臼

格
前
的
3
1

u
)

是
以
保
線
的
宗
徒
銜
您
是
狹
義
的

五
宗
徒
的
使
命
他
們
應
繼
續
天
主
父
的
全
權
代

斑
者
l
l

耶
穌
|
|
的
E

程
在
世
官
傅
天
國
的
一
滴
血
目

(
瑪
m
u
u
裕的
問
|
M

)
並
與
宗
徒
之
一
長
伯
多
祿
保

持
組
織
上
的
聯
繫

(
瑪
的
刊
)
一迫
使
命
應
經
過
他
們

的
給
他
荷
持
久
執
行
下
去
直
至
世
界
末
日

(
瑪
必
叩

格
前
4
2

亦
兄
格
後
5

叩

)
寫
能
完
善
實
行
這
個
使

命
耶
穌
給
了
他
們
拉
柄
使
他
們
的
圓
體
組
織
亦
不
受

時
間
及
空
間
的
限
制
它
是
永
遠
的
組
織

(
韓
)

細
白
布
徒
會
議

(
的g
a
z
z
s
s
s
g
Z
E
S
)

聖保卜f晶，
hml Jfi政|斟
加| 本經i 閥

的人上必
ili 的有去
'j玉手 l判徒
;己啦，例會
秘悄地，益
( 有 )5 : I 
宗i 為其|
15 自一亦
1 己是稱
|辯迦{耶l
8. 護 2 京
)。的 1 會
這色|議
個彩;叫|
會其是 l
議二 仙的
學是於記

行
於
公
元
四
九

l
五
ο

年
也
即
俐
的
腳
第
J
N拱
品
行
傳

教
之
時
間
首
途
蚓
恥
大
受
刺
京
由
劉
划
主
義
回
頭
者
的

責
斥
因
為
他
求
給
外
教
人
實
施
梅
瑟
所
立
的
討
損
禪

即
准
他
們
入
比
例
喇
向
他
的
割
細
細
聲
雅
教
會

|
|

大
都
是
由
外
教
皈
依
者
|
1

則
堅
持
制
反
的
消
A
川

瓜
既
然
天
主
學
神
同
樣
的
施
艸
凶

(
(U
E
Z
B
ω
)

於
由
教
外
放
猶
太
主
義
的
入
教
哲
人
不
悠
再
加
以
法

律
的
新
規
定
來
阻
礙
天
主
聖
神
歧
耶
穌
分
施
敘
慰
於

一
切
人故

有
這
兩
方
面
的
爭
執
各
不
相
讓
於
是
召
集
了

這
第
一
次
的
宗
徒
會
議
會
議
上
各
抒
己
見
展
開
深
長

的
辦
論
終
於
伯
多
祿
以
宗
徒
之
長
的
身
份
起
而
發
言

認
可
保
棘
的
意
見
與
作
為
因
為
既
然
學
科
無
種
族
之

分
不
管
受
過
割
損
趣
與
否
普
遍
的
施
以
恩
惠
人
不
應

阻
止
聖
神
以
信
德
而
非
以
割
拍
來
淨
化
人
的
心
籃
使

之
得
救
不
應
將
任
何
人
都
不
能
買
的
純
圳
在
外
教
人

的
頸
上
雅
各
伯
以
耶
京
主
教
的
身
份
繼
而
發
言
贊
成

伯
多
祿
的
上
述
言
論
於
是
問
題
終
告
圓
滿
解
決
宗
徒

會
議
閉
幕

會
議
之
後
將
會
議

的
論
文
特
派
專
人
部
保
祿
及

凹
爾
納
伯
二
人
專
程
送
往
安
提
約
基
排
教
會
議
文
土

命
令
該
教
會
的
人
要
「
戒
避
奸
淫
」
這
是
外
教
人
所

太
不
注
重
遵
守
的
一
點
其
次
為
了
息
事
寧
人
不
致
再

有
爭
端
發
生
態
暫
時
「
戒
食
祭
邪
神
之
物
血
和
窒
死

之
物
」

(
白
布的
自
)
這
亦
是
梅
瑟
法
律
所
榮
止
的

(
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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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白
布
徒
識
文

「
K
F
M
M

。
泣
。

-
z
u
o
n
B
ω
J

/
巳
2
B
E
S
K
F
-
u
g
g
E
E
B

」

宗
徒
論
文
載
於
宗
的
自
|

間
可
是
它
的
要
義
也

記
於
宗
的
m
n

及
創
站
內
格
前
8
1
時

及
默
2

血

雨
處
原
與
該
論
文
無
關
可
是
對
於
瞭
解
論
文
研
縈
的

祭
邪
神
的
祭
物
劫
有
啟
明
關
隱
的
作
用

該
論
文
的
宣
布
者
是
宗
徒
集
團
時
間
是
在
公
元

四
九
或
五
0
年
即
當
宗
徒
們
在
耶
路
撒
冷
舉
行
會
議

之
際
(
宗
的
主
|

軒
迦
2
1
|

叩
)
論
文
的
目
的
並

不
屬
於
神
學
範
闊
雖
然
它
假
設
宗
徒
們
異
口
同
聲
的

在
宣
布
不
可
強
通
信
奉
基
督
學
教
的
異
民
去
遵
守
梅

瑟
法
律
尤
其
是
不
可
強
逼
他
們
接
受
割
損
體
(
宗
的

5
|
H
)
論
文
的
目
的
只
在
於
制
定
一
些
規
則
以
便

初
時
娶
教
會
的
兩
部
份

C
友
即
無
論
是
異
邦
人
或
者

是
猶
太
人
更
能
容
易
相
處
使
他
們
的
生
活
更
能
夠
協

調
所
以
它
的
目
的
不
屬
於
神
學
而
只
看
眼
於
紀
律
師
既

然
論
文
只
具
有
紀
律
性
如
果
後
來
思
院
改
變
了
論
文

可
能
失
時
效
也
可
以
修
改
為
文
的
對
象
是
安
提
約
基

雅
敘
利
亞
和
基
里
基
雅
的
教
會
這
事
實
說
明
基
督
的

學
教
到
了
五
0
年
代
是
怎
樣
的
一
種
環
境
後
來
改

本

基
督
墓
教
的
猶
太
人
果
然
人
數
一
天
一
天
的
減
少
因

一
而
該
論
文
的
時
效
也
使
失
落
了
雖
然
這
樣
可
是
由
于

插
一
它
是
宗
徒
會
品
的
品
文
後
來
的
基
准
徒
木
忍
見
它
廢

主
與
使
設
法
刃
謀
保
存
因
此
倒
了
三
切
又
另
加
了
主
耶

八

穌
的
一
旬
金
科
玉
律
由
此
論
文
的
性
質
也
由
紀
律
性

的
論
文
一
變
而
成
為
倫
理
性
的
論
文
一
直
保
存
了
兩

三
個
世
紀

這
些
歷
史
的
環
境
按
一
些
學
者
的
意
見
恰
好
說

明
了
何
以
論
文
會
有
兩
種
訂
正
本
東
方
訂
正
本
和
西

方
訂
正
本
前
者
保
存
著
原
始
的
經
文
後
者

(
見
股
D

卷
少
數
小
寫
抄
卷
學
依
肋
乃
和
藝
西
彼
廉
著
作
中
)

由
於
皈
依
墓
教
的
猶
太
人
數
目
逐
漸
減
少
論
文
的
原

有
紀
律
性
轉
而
變
為
倫
理
性
西
方
訂
正
本
的
經
文

「
因
為
聖
神
和
我
們
決
定
不
再
加
給
你
們
什
麼
重
緒

除
了
這
幾
項
重
要
的
事
郎
戒
食
祭
邪
神
之
物
血
和
戒

避
奸
淫
並
且
凡
你
們
不
顧
意
人
給
你
們
傲
的
你
們
也

不
可
做•..••• 

」
在
這
訂
正
本
經
文
內
刪
除
了
第
三
條

繁
令
「
窒
死
之
物
」
而
代
之
以
瑪
7

凹
的
金
科
玉
律

性
的
學
訓
根
接
許
多
教
父
的
解
釋
所
謂
「
祭
邪
神
之

物
」
可
視
作
違
犯
天
主
十
誠
的
第
一
誠
「
血
」
是
牽

涉
看
第
五
誠
「
奸
淫
」
可
解
作
第
六
誠
的
惡
行
果
然

這
樣
那
麼
刪
去
「
窒
死
之
物
」
而
以
主
的
金
言
作
替

代
這
一
爪
是
把
宗
徒
論
文
當
作
基
督
信
徒
的
道
德
要
答

了
嗎

西
方
訂
正
本
之
價
值
只
局
限
於
墓
教
會
的
歷
史

趨
向
部
決
不
是
論
文
的
原
文
原
文
無
疑
地
只
存
留
在

所
謂
的
東
方
訂
正
本
內
還
東
方
訂
正
本
只
包
含上
述

的
四
條
禁
令
而
不
包
含
主
的
金
科
玉
律
的
聖
訓
翎
於

論
文
的
四
條
禁
令
除
了
「
奸
淫
」
一
條
外
其
他
三
條

的
意
義
都
極
清
晰
易
明
該
四
項
禁
條
郎
禁
食
祭
邪
艸

之
物
血
窒
死
的
禽
獸
肉
並
戒
避
奸
海
究
竟
「
奸
淫
」

一
詞
在
這
論
文
中
有
甚
麼
意
思
一
般
學
者
按
其
名
詞

M
M
Z
D
n品
的
本
意
解
釋
為
婚
姻
以
外
的
姦
淫
之
罪
可

是
較
具
權
威
的
解
經
家
則
以
為
此
處
的
「
奸
淫
」
是

指
梅
瑟
法
律
所
禁
的
某
些
血
親
間
的
不
法
結
合
即
非

法
的
婚
姻
他
們
認
為
該
四
項
禁
令
部
應
屬
于
同
一
性

質
師
提
倡
合
法
而
聖
潔
的
生
活
究
竟
這
兩
意
見
孰
是

孰
非
筆
者
不
敢
斷
定
可
是
衡
諸
悄
理
第
二
種
按
法
似

乎
對
初
時
教
會
的
環
境
更
為
合
宜

見
宗
徒
會
議
祭
邪
神
之
物

(42
) 

6

斗
、
』
H
H
H
L
V、
自
E

豆
豆
S
Z
R
A

一

「
口
。
耳
目
。
。
『
H
Y
O
〉
句
。
只-
E
J

/
口
。
同
巳
口
H
W

〉
可S
S
U
『
E
H
H
\

本
書
大
概
是
在
三
世
紀
初
山
鈴
敘
利
益
北
方
教

會
厄
從
法
尼

(
Z
E
F
這
)
會
引
用
過
本
占
本
舍
的

作
者
不
詳
由
行
文
看
來
好
似
貝
克
仙
於
一
個
處
於
外
邦

人
中
的
地
方
小
教
會
執
筆
的
人
可
能
是
一
位
猶
太
血

統
的
主
教
因
為
其
內
容
是
依
鐵
宗
的
的
規
定
制
定
禮

儀
與
道
德
生
活
的
現
律
如
婚
姻
主
教
教
會
財
產
的
管

理
寡
婦
洗
禮
日
課
告
解
等
並
且
在
討
論
這
些
一
問
題
時

多
傾
肉
於
舊
約
和
猶
太
人
的
律
例
本
魯
除
了
多
次
引

用
舊
約
和
新
約
外
還
引
用
了
十
二
宗
徒
訓
言
赫
爾
瑪

牧
者
息
彼
拉
神
論

怕
多
祿
一
福
一
音
伯
多
線
和
保
祿
大
事

錄
凹
研
制
制
剖
開
信
封
鉗
制
蚓
雅
的
聖
制
制
制
和
連
制

叫
川
等
作
品
目
前
所
保
存
的
相
斷
原
文
懂
得
片
斷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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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仍
有
于
部
古
老
而
忠
質
的
敘
利
也
譯
本
可
貴
參
考

村
[
文
口
，有
前
份
譯
圳
大
概
屬
於
、
第
間
悅
紀
(
陳
)

的
L
J
R主恥
、
路
吼
M
川
「C
R
nnZ
S
J
「
宗
叫
他教
M州
」

8
U
F
E
F
-
-
V
滋
a
f
E
p
f

\

，

i
i
t

a
J
A
l

-

-

，
、

-
h
t
叫
冶
新
熱

原
文
上
|
|
的
希
殲
文

p
z
n
F
S
E
l
l
-

是
一
個

衛
語
指
示
宗
徒
們
特
有
的
教
圳
方
式
「
教
訓
」
之

意
義
在
希
般
原
文
不
外
固
定
向
某
人
州
時
報
某
一
件
事
而

接
受
這
州
市
報
的
人
被
稱
為
「
叩
門
長
贊
其
道
的
人
」

(
p
g
n
z
s
g
g

)
(
迦
6

6

)
宗
徒
們
尤
其
是

聖
保
祿
沒
有
利
用
普
通
航
用
的
勁
詞
-
-
P

教
導
講
解

訓
示

(
早
已
心mn
Z
S
)
而
用
了
猶
太
人
向
來
所
不
用

的
一
個
動
詞
g

z

n
y
g

來
表
示
他

們
的
傳
道
方
式

及
內
容
與
眾
不
同
這
種
教
訓
在
保
線
的
觀
念
中
就
是

「
倍
德
內
容
的
教
導
」

它
的
來
源
宗
徒
以
口
頭
教
圳
方
式
關
始
了
他
們

的
傳
教
生
活
就
他
們
記
憶
所
及
將
所
見
所
聞
的
耶
穌

的
言
行
傳
授
與
人
(
瑪
ω
盯

鈞
即
行
叮

叮
莉
的
盯
宗

1

9

U
)
這
種
傳
教
的
方
式
是
耶
穌
以
身
作
則
指
示

給
宗
徒
們
的
耶
穌
向

來
沒
有
命
令
過
他
們
寫
書
著
作

這
僅
是
後
來
基
於
琨
境
的
話
要
反
初
期
教
會
的
請
求

宗
徒
們
才
將
一
切
書
寫
記
錄
下
來
以
資
不
忘
學
神
降

臨
的
當
天
伯
多
祿
部
首
先
開
始

了
這
種
傳
教
的
方

式
|
|
口
授
宣
傳
耶
穌
是
默
西
亞
是
救
主
天
主

(
宗

-
z
m
u
路
前
1

臼
3
U

A
-
1
-

l
3

)

它
的
內
容
可
由
兩
方
面
來
說
一
方
面
是
拉
極
的

話
明
耶
穌
是
天
主
他
的
使
命
道
理
生
活
紋
里
總
尤
其

:11墅
" j~ 867-868 

是
他
的
墨
死
復
活
升
天

(
宗
2

n
1
甜

4

臼

ω
盯


H
)
另
一
方
面
是
消
極
的
親
情
形
之
謂
要
以
塾
經
的

H
A
耐
晨
在
耶
穌
身
上
所
應
驗

的

預
言

來
反
駁
猶
太

人
|
|
法
利
屯
人
扎
扎
經
師
們
|
|
的
段
經
這
尤
其H
M

趴
在
前
瑪
歧
保
收
卉
叫
上
山
削
他
教
洲
的
注
本
要
貼
在
必

耶
穌
的
傳
教
生
的
仙
似
釘
死
亡
的
似
的
倒
現
反
翠
綠
學
悍

的
必
定
(將
1

3

等
裕
的
口
自
1

凹

的
2

等
迦
4

4

)

這
些
遂
，
收
新
約
所
收
內
少
失
m
附
但
它
位
是
米
徒
們

自
目
一
講
的
基
礎
雖
然
他
們
分
散
天
下
各
方
向
文
化
習
俗

各
異
的
人
民
講
這
但
他
們
宣
講
的
內
容
及
基
礎
他
已

一
成
不
變
雖
凶
環
繞
之
不
同
而
有
枝
節
的
去
災
宗
徒

教
訓
又
有
倫
烈
的
及
教
義
的
分
別
前
者
包
們
教
友

們

應
迎
兔
的
踩
過
以
應
修
的
德
行

(
提
U
U
H

州
5

8
I
M

得
前
5
4

名
一
1

6

7
)
從
省
則
風
「
的
經

的
教
條
」

(
格
前
1

5

弟
前
3

泊
的
前
3
u

l

n

4

5

)
而
這
個
宗
徒
教
圳
拉
木
內
容
的
鑑
定
仍
是
宗

徒
之
長
的
村
權

(
宗
l
n

等
昀
甜

的
)
其
他
細
小

及
次
耍
的
區
別
則
源
於
聽
眾
之
不
同

(
猶
太
人
外
教

人
由
猶
太
教
罔
頭
的
人

)
及
宣
講
人
的
各
異

何
時
將
這
口
授
的
「
宗
徒
教
訓
」
筆
之
於
誓

不

能
確
定
好
.
似
相
當
的
早
因
悶
書
寫
路
加
福
音
時
(
公

元
五
五
l

六
守
年

)
「
已
有
持
許
多
人.••.•• 

著
手
編
成

了
記
述
」

(
的
1
1

3

)
它
的
原
文
是
阿
刺
美
文

但
自
始
宗
徒
們
亦
用
希
緻
文
來
傅
錫
墓
教
閻
明
川
當
時

除
了
在
耶
京
已
有
亦
多
紙
講
希
臘
品
的
猶
太
人
接
受

宗
從
教
訓
之
外

(
宗
6

.

)
福
音
亦
早
在
保
旅
途
行

傳
教
之
亂
在
其
他
戶
些
純
屬
制
蜘
文
化
的
她

ι
岫
何
止

開
來
(
到
81
H

M
|
ω
9
2

帥
"
1

等

J「
戶
牌

)

泣
不
徒
大
事
錄

「〉
丘
切
。

『
同
y
o
〉
可
。
ω
己
S
J

/
〉
丘
吉
〉

可
S

Z
E
E
E

」

宗
叫
他
大
令
海
回-
k
m三
邱
臟
品
的
械
制

(
1
1
1

3

)
一
一
這
部
書
在
新
約
，
令
井
中
M
M
趴
福
氣
口
與
保
祿
占
料

之
間
質
在
合
乎
本
書
的
內
在
凶
悶
，
本
者
是
全
部
福
音

的
繼
續
也
是
保
祿
毒
打
M
H取
斗
詳
細
的
結
論

(
一
)
本
巷
的
內
容
本
泣
的
內
容
吋
包
M
K
W
枷

穌
扎
扎
天
前
所
泌
的
那
h
w
ι的
內
「
你
們
將
充
沛
州
砂
土
州
的

倫
比
能
要
征
耶
路
撒
冷
及
全
猶
太
和
掀
淌
的
魚
刊
心
叭
釗

地
呵
呵
悶
故
作
派
人
二
1

8

)
所
以
本
內
是
心
4
位

管
教
會
在
耶
路
做
冷
的
必
立
和
她
在
雖
比
帝
國
科
省

各
地
的
傳
佈
情
形
郎
自
耶
穌
升
天
開
始
至
保
的
咻
初
次

在
樹
蚓
監
榮
為L
共
三
卡
餘
毛
本
書
可
分
內
的
後
兩

編
前
編
(
1l

u
)可
視
為
伯
多
，線
專
錄
後
編
(
u
l

m
m
)可
稱
為
制
制
輯
卸
的
前
編

此
作
者先
記
述
教
會
在

蚓
京
的
發
展
史
(
l
u
l

8
3
)
其
次
在
制
划
和
喇

喇
喇
蚓
(
8
‘

l
u
u
)
最
後
在
安
提
約
基
雅
的
發

展
狀
河
山
(
口
凹
|
也
自

)
在
後
編
內

敘
述
圳
機
三
次

傳
教
行
程
(
U
I!
別
扭
)
後
在
耶
京
被
捕

(
釗
盯
|

必
臼

)
由
凱
撒
勒
雅
被
解
至
羅
馬

(
幻
1
l
m
剖
)

(
二
)
本
書
的
作
信
本
苦
的
作
者
無
疑
起
弟
三



部
搞
什
曰
的
作
朽
的
加
2
U
-
4
小
州
但
是
教
科nk
i
h
的
山
阿
以
叫
“

且
也
可
由
本
苦
的
內
心
。
得
到
流
明
心
內K
M
W
Mf
口

加
5

臼

划
1

1
M

U
l
l
m
M
等
處
作
恆
的
常
川
校

數
第
一
人
的
悄
「
或
們
」
品
明
他
口
起
州
州
州
峭
的
旅
伴
和
弟

子
糾
日
正
在
你
祿
的
旅
伴
弟
子
中
從
的
叩
開
始
仙
到
本

控
札
常
伴
隨
叫
酬
的
叫
只
有
糾
圳
一
人
(
到

4
H

叫
圳
的
一

此
外
打
將
本
書
的
恩
怨
文
笠
尤
其
閉
門
學
辭
梨(
如
3

7
4

口

自
9
M

等
處

)
和
第
三
福
音
作
一
比
較
亦
可

看
山
雨
苦
的
作
者
同
只
一
人
即
保
城
所
裕
的
「
制
制
艾

的
醫
生
的
即
加
」
(
哥4
H
)

(
一
二)
本
書
均
作
的
叫
到
象
與
目
的
本
書
的
組
名

雖
與
第
三
一
隔
音
同
是
椒
粉
德
放
全
裕
的
但
是
山
叫
作
的

對
象
是
由
外
教
歸
化
的
信
友
其
目
的
是
敘
述
學
綁
在

初
與
教
會
內
諸
宗
徒
所
行
所
教
的
事
來
悶
悶
他

們
的

信
德
為
此
金
口
若
望
稱
本
書
為
「
聖
帥
的
一
福
音
」

(
四

)
本
書
寫
作
的
時
間
與
地
點
由
本
書
的
內

容
得
知
本
書
的
寫
成
憋
在
路
加
福
音
寫
成
之
後

(
1

-

-

4
)
並
在
耽
京
毀
滅
之
前

(
公
元
七
0
年
)
因

瓜
書
中
不
僅
沒
有
暗
示
學
域
被
毀
之
事
而
且
在
敘
事

時
猶
太
人
的
宗
教
和
政
治
生
活
完
全
還
在
正
常
狀
態

中
捏
一
股
太
司
祭
以
及
法
利
草
和
撒
杜
立
終
還
仍
存
在

(
2
H
3
2!

u
4
1

肘

5
u

口
!

u
6
9
9

1

-
2

釗
站
等
)
並
且
還
應
在
保
線
被
釋

放
之
前
不
然
我

一
們
木
明
白
為
什
麼
的
加
本
記
述
保
祿
被
釋
放
和
他
重

哪
一
神
情
特
勒
蟬
的
趴
在
此
去
切
都
見
於
蚓
喇
致
蚓
蚓
和

蚓

戶
成
德
拉
悶
的
中
所
以
本
會
的
許
作
時
划
即
本
書
作
答
突

868 l!E J\ 

然
州
市
的
時
川
崎
忠
心
公
V
A
E
A
-
-

一
年
最
巡
門
叫
川
凹
年
“

'
i
t
--
。

作
地
叫
他
心
縱
川

(
h

)
上
h
k仆
的
屯
村
來
州
與
叫
做
此
似
帕
拉
品
的

史
料
來
叫
你
可
祂
令
k
l

判
幾
的
(
川
小
)
的
圳
本
人
是
一

比
一τ巾
打
川
的
川
流
人
比
街
叫
做
敏
拍
一
位
「
孩
們
」
段
。
品

所
述
的
U
W趴
比
山
鈴
的
圳
，
把
斗
，
何
些
段
"
為
雄
內
第
三

位
也
可
能
圳
股
圳
圳
椒
，
仆
廿
峙
的
啊
，
如

1

心
述
到
叫
叫

弘
一
啡
休
教
會
的
心
，
(
刊
的
1

M

U
等
處

)
他
川
這
越
來

。

法
大
概
是
叫
閥
門
他
是
灰
缸
約
垃
別
人
的
緣
故

(乙
)
有

的
史
料
起
圳
股
μ

述
帥
的
圳
故
此
河
沿
一
位M
m史
家
(
路

I
I
4
)

必
叫
，H
U
木
參
與
的
u
w
e
仔
細
站
在
之
後

。
l
l
I
l
l
-

J
執
革
敘
述
的
圳
的
近
些
品
述
仁
人
都
叭
均
得
自
見
證

人
的
親
μ

敘
述
的
先
作
關
仰
仗
憐
的
多
線
以
此
此
常
與
保

祿
一
同
傳
教
的
同
伴
弟
戊
仆
的
息
抖
俐
的
加
斯
塔
苛
馬
爾

自
1
l

，

l
I
l
l
-
l
l
p
$
$
J

、
'
。

谷
等
w
m凶
皆
與
他
們
共
處
過

(
耳
4
u
u

位
幻
圳
的
)

在
的
灰
缸
約
羞
恥
一
火
概
也
見
過
巴
爾
俐
的
山
叫
糊
仆
地
廿

m
T爾

路
娃
約
，
何
時
納
糾

(
口
1
3
)

在
凱
做
勒
作
見
過

著
(
即
們
站
附
心
甘
收
且
什
阿
保
綠
卡
次
上
州
州
的
叫
做
冷
還
見
過

那
衷
的
主
教
叫
刊
名
的
和
教
會
的
其
餘
村
民
泣
如
老
門
徒

1
I
l
l
-
I
l
l-

。
I
l
l
-
i
i

木
納
松

(
訂
臼

M
)
的
圳
可
向
這
位
一
派
人
得
到
海

。

l
l
-
-
l
l

，

多
資
料

(
內

)
的
川
仙
一
定
也
叫
了
一
些
一
叮
叮
成
的
史
料

如
宗
徒
會
叫
械
廠
文
(
的
自
!
自
)
千
夫
長
略
勞
狄
里

l
1
l
l

。

息
雅
的
信
件
(
幻
H
l

m
)
等
此
外
還
有
許
多
演
講

辭
或
講
道
辭
當
時
大
概
已
經
寫
山
路
加
或
者
未
能
悠

用
原
木
至
少
應
用
了
傳
抄
本
如

5

甜
甜
的
站
|
叫

4
2

1

8
8

于

呵
，u

亦
有

本
主
的
作
仿
昕
川
間
的
史
料
泣
如
此
可
掉
那
紅
汁

。

本
丹
的
M
m史
的
仙
祉
別
無
疑
論
凡
，
但
快
回
所
收
各
地
的
宗

教
政
治
→
帆
布
刊
的r
州
拉
掃
除
叫
羽
生
州
的
得
做
為
尼
他

山
村
各一一
肛
仰
所H
i斗
他
等
皆
與
教
外
文
獻
相
符
拈
來
連

線
川
紅
各
地
各
械
所
派
的
行
μ
f
u
u川
的
特
別
比
銜
總

I
l
l
.』
4
』
。

J
P趴
也
與
編
H
J閥
山
九
划
地
下
材
料
制
吻
合
性
且
本
性
刊

所
-
U忱
的
心
川
多
山L
F
如
阿
格
的
措
帕
一
仙
與
-
一
世
貝
勒

尼
切
交
現
斯
』
夫
斯
托
以
及
大
叫
祭
到
納
斯
益
法
阿
消

店
恥
肺
等h
T趴
又
叫
於
「
公
品
會
」
猶
太
的
熱
派
羅
馬

人
在
巴
力
斯
坦
的
政
治
與
軍
事
的
形
皆
與
話
時
的
猶

太
M
m央
文
獻
相
同
並
且
與
保
線
的
各
信
相
對
照
彼
此

。

也
很
相
吻
合
足

H
M本
畜
記
載
與
敵

(
六

)
本
書
中
的
神
學
本
書
段
是
一
部
史
苔
，
扯

不
是
一
部
論
道
的
苦
所
以
次
不
可
能
有
一
套
有
系
忱

的
艸
學
位
局
吟
本
書
所
記
正
是
初
與
教
會
的
事
所
以

為
忍
識
公
元
三

0
年
至
六
三
年
間
教
會
如
何
成
立

以
及
如
何
發
坡
的
教
會
學
和
神
學
本
書
划
是
一
部
十

。

，.. 

分
重
要
的
經
魯
木
書
中
所
包
含
的
重
要
神
學
思
想
街

(
明

)
基
宵
的
教
會
是
由
天
主
而
來
的
宗
徒
們
首
先

不
斷
地
強
科
耶
穌
即
是
古
來
所
鼠
持
的
默
西
恆
以
耶

穌
彼
活
的
事
跌
來
推
明

(1
n
2

扭
3
u

4

臼
5

位

等
)
引
祿
筒
約
來
透
明

(
2
缸
|

站
的
M
l

H

等
)

並
且
還
以
自
己
所
顯
的
各
種
奇
嶺
來
作
證

(
2
的
3

。
，

1

1

晶

5
n
9

祖
|

組
)
此
外
還
可
由
全
部

所
述
的

屁
股
史
來
作
議
明
教
會
建
立
時
連
一
腳
降
臨
初
期
信
友
的

熱
心
生
活
教
會
傳
佈
世
界
各
地
的
稍
遠
宗
徒
奧
儀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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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血
這
純
的
堅
倍

(
4
H
臼
5
"

的

7
目
眩
2
)

以
灰
天
主
民
彰
顯
宗
使
所
繡
的
青
防
等
等

(
5
H
U

3

i

H
M
叫
且1

叫
等
)
(
乙

)
教
會
的
成
立
教
會
自

初
即
表
現
是
奧
猶
太
教
分
離
的
「
獨
屯
簡
體
」
因
為

她
有
待
殊
的
道
理

(
2
“
4

阻
|
站

)
禮
低
又
不
同

(
2
M
U
H

)
最
重
要
的
是
引
外
內
人
進
教

(
m

H
I
岫

叮
叮
M

)
投
以
宗
徒
會
改
內
地
決
廢
除
了
純
瑟

的
神
H
M
法
律
(
的
目
四

)
教
會
自
始
即
表
現
肉
「
聖

統
制
的
團
體
一
伯
多
祿
在
一
一
這
關
體
中
自
始
至
終
常
提

有
「
元
首
職
權
」
如
發
起
還
附
帶
代
猶
達
斯
為
宗
徒
的

權
柄

(
1
臼
詞

)
斥
H
H
阿
納
叫
他
雅
夫
叫(
5
11

刊
)
判
定
職
此
舉
大
罪
(
8
叩
H

)
前
先
從
收
外
邦

人
入
教
(
m
g
“

)
他
不
僅
保
護
來
叫
徒
兒
受
你

辱
(
2
臼
剖

)
且
汁
全
教
會
施
行
依
附

(
9

臼

)

領
呼
叫
不
徒
會
品(
的
7
1
臼

)他
仙
做
法
"
的
位
叫
裕
的
措
帕

拘
押
時
更
顯
明
了
他
們
汁
山
市
徒
之
反
的
地
位
(
u
l
f

M

)
管
現
教
會
有
最
初
惟
有
宗
徒

(
2
u
4
扭

盯

等
)
以
後
科
杭
州
有
結
多
人來
參
加
先
有
七
位
執
宇
他

們
似
乎
是
寫
輔
助
署
斑
俗
務
但
在
的
法
上
也
有
所
輔

助

(
6
1
1
6

)
如
施
行
車
手
講
道
彈
等

(
6
8
l

7

目
8
5
1
8
阻
，
的

)
隨
後
從
本
書
中
還
發
現
有

其
他
的
神
職
人
口μ
「
H
R
名
」(
H
M

)
或
「
監
隊
自
」

(
切
口
M
H

)
反
名
和
院
管
這
兩
個
名
稱
初
時
泌
用

二
孟
之
叫
喊
務
日
從
圳
漸
力
創
分
清
娃
但
學
邪
力
行
伯
為

耶
路
撒
冷
主
教
之
職
卸
悠
明
為
真
正
的
話
地
主
教
之

職

(
口
口
的
時

幻
U

)
(
4
內
)
狹
義
的
州
學
有
一
個

A 869 

進
生
保
存
照
管
禹
物
的
天
主

(
叮
訕
訕
)
他
是
全

能

(
5
叫
剖
)
公
義
(
5
a
1

u
m
M
n
)仁
慈
的

(
9

3

|

6
)
等
天
主
赴
三
位
一
體
的
天
主
父
(
1
7
2

扭
扭
扭
3
H
M
站

等

)
子
(
3
問
品
4
盯
叩
等
)

及
聖
艸
(
1
8
時
2
4
4
自
5

3

4

扭
時

間
等
)
另

外
開
帆
K
B
f
u
洲
和
其
b

附
心(
m
“

甜

的
時
)
幾
乎
在

本
書
中
處
處
可
見
故
且
論
及
學
神
時
常
以
他
瓜
天
主

中
的
一
位

(
I
H
2
油
5

3

4
認
自
1
目

)
(
J
)

基
管
學
本
書
不
僅
以
納
阻
肋
人
耶
穌
路
基
偉
或
默
西

亞
而
且
為
天
主
子
(
3
H
H
4

叩

)
具
有
天
主
性
與

人
性
(
刮
目
)
此
外
木
吉
遂
泊
位
的
晶
晶明
基
督
已
死

了
叫
做
沾
了
升
天去
了
如
今
坐
在
天
主
父
的
右
邊

(
1

3
9

l

u
7

曰
“

)
被
在
內
心
來
人
的
游
判
衍
(
m
u
)

向
你
前
此
時
再
來

(
l
u
)
(
戊

)
其
他
教
義
州
學

認

(
4
2

的
u
m
刮目
)
砂
土
洗
車
事
(
2
M

U
4
4
8

品
1
抽

沁
叫
的
5

)
M
t
振
學
水
(
8
H

口
的
6
)

連
一
憶
里
來
d(2
U

H
)
重
行
最
後
晚
餐
大
體

(
口
2

加
7
)
艸
n
m
學
事(
6
1
7

口
2
3
M

n

刮
目

)天

使
(
5
u
8
品

ω
3
7

U
U

U
7
l

m
u
n
)
人
類

山
川淤
一
元

(
口
前

)
人
金
屬
於
天
主

(
叮
詞
)
人
的

叫
做
活(
4
2
口
自

幻
6

叫
的H
n

)
未
來
的
審
判

(
ω

“
口
阻
圳
的
問自
)
祈
峙
的
功
效

(
4
日

6
4
ω
2

4

u
s

幻
H
)
等
等
此
外
企
古
所
述
的
宗
徒

們
北
京
徒

的
門
徒
戒
初
划
的
教
友
在
學
艸
引
導
之
下
所
行
的
如

楚
天
主
逗
人
的
熱
是
M
K
川
間
的
信
德
熱
切
的
叫
一
戀
不
州
開

不
能
的
m
M
惚
，
村
村
總
質
可
作
萬
忱
的
德
表
(
陳

)

關
旦
出
茵
茵L
L
(
2
z
L居
魯
士
時
們
也
岳
語
有

-
J; 

•. 

，
、
「
牧
者
』
之
意
晃
法

蚓
大
帝
國
的
創
娃

九
其
父
為
坎何
插
茲
」
也
原
為
蚓

待
帝
闊
的
藩
屬
國
女
傲

的
君
主
京
郁
的
穌
繳
公
元
前

五
江
九
年
居
魯
士
繼
父
為
王
一
來
久
閱
始
了
他
創
建
波

斯
大
帝
闋
的
一
小
朽
大
業
最
初
他
從
公
元
前
五
五
三
至

五
五
勻
年
背
鈑
故
戰
勝

了
瑪
待
王
川
斯
提
雅
革
五
四

七
年
來
兵
微
波
眩
絡
里
斯
河
進
攻
里
狄
雅
王
國
莖
年

便
佔
嫁
了
孩
凶
京
蛾
使
該
國
國
玉
在
勒
霖
作

了
階
下

閃
稱
r

制
全
小
亞
細
亞
然
後
進
中
由
于
巴
比
倫
終
於
在
公
元

的
五
三
九
年
巴
比
倫
木
朝
的
皇
帝
納
波
尼
杜
向
居
魯

士
的
主
將
哥
布
的
世
雅
斯
(
即
尸
J
M
m
巴
科)
投
降
巴
比

倫
人
大
問
城
門
歡
迎
出
魯
士
入
織
猶
如
民
族
解
放
的

詐
、
游
叫
你
士
叫
“
也
臼
稱
肉
已
比
倫
1
之
後
又
罔
軍

阻
力
有
志
，
叫
恨
心
口
泣
不
料
從
他
再
皮
向
來
擴
展
他
的

版
州
時
ω
拉
瓜
一
次
稍
微
草
特
民
族
時
不
幸
山
師
末
峙
侃

而
悼
亡
了
時
代
公
元
前
五
二
九

年
他
的
兒
子
繼
位
號

稱
坎
拜
細
悠
二
伙

總
視
怯
魯
士
的

一
生
實
是
一
位
雄
才
大
客
傑
出

的
政
治
兼
官
十
字
家
所
以不
愧
是
古
代
東
方

一位
極
資

從
名
的
創
業
大
帝
居
魯
士
做
先
後
佔
領
中
東
全

小
亞

州
叫
各
此
不
能
不
與
叫
長
發

生
關
恥所
以
在
創
制
後

別
的
好
述
中
件
多
次
提
及
這
位
偉
大

的
君
王
如
達
尼

爾
先
知
伶
兩
皮
拉
拉
尼
魯
士
稱
他
攸
斯
王

(
6
且

m

I
)
在
依
傲
意
亞
後
編
郎
俗
稱
安
心

拉宮內
數
次
暗
指

付
科
士

(
如
約
2
刊
H
)
但
也
兩
次
清
楚

地
指
出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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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
士
的
大
名
(
約
四
付
1
)而
且
在
孩
處
稱
他
是
「
我

的
牧
人
」
「
受
傅
者
」
彷
丘
，
我
所
愛
的
」
意
即
「
天

主
的
朋
友
」
為
此
在
編
下
M
m
n目
厄
上
1
1

|

‘

記

述
尉
魯
士
所
山
的
上
論
說
「
波
斯
王
居
魯
士
這
樣
說

上
主
的
神
「
雅
戚
，
一
將
地
上
萬
國
交
給
了
玟
囑
咐
我
在

猶
大
的
耶
路
撒
冷
為
他
建
築
一
座
殿
宇
你

們
中
間
凡

作
他
，
于
民
的
可
以
上
去
願
他
的
神
與
他
向
社
」
由
此

可
知
雖
然
旅
居
魯
士
崗
位
刻
文
上
屆
魯
士
是
由
巴
比

倫
艸
昕
召
選
為
解
放
巴
比
倫
人
可
是
依
猶
太
人
的
看

法
居
魯
士
得
成
為
一
波
斯
主
統
治
撞
倒
小
亞
細
亞
質
山山

於
天
主
的
女
排
由
此
可
知
支
配
隊
史
上
的
一
切
行
必

者
是
唯
一
的
天
主

見
波
斯
帝
國

;!I 

(
義

)

八

m
m
A
f
E
.
H
U

時
開
己
i
J

QOEA'

, •. 
E
F

歹
R
民
V

/
」
戶
。m
F
K

2

已
至

2
3
用
「

-
r王
三
切
。
矣
。
『
】
。
丘J

V
O
E
U
V
K川

E
F
f
卦
E
三

E
Z

司

H
E

」

岳
厄
爾
是
當
約
十
二
小
先
知
書
之
一
排
行
第
二

全
會
共
四
章
(
七
卡
賢
士
譯
本
和
住

「
通
行
本
則
有

三
章
因
為
將
第
二
第
三
章
合
成
一
輩
)
雖
然
有
些
學

者
(
如
巴
巴
〈
立
)
認
為
第
三
第
四
章
是
另
一
作
者

的
作
品
也
有
學
者
(
如
J
F
Z
R
)將
4
4
l

s
歸
於

-
第
三
位
作
者
但
大
多
數
學
者
認
為
全
書
四
章
伺
出
於

一
三
個
作
看
就
是
岳
厄
爾
先
知

帥
一

副
回
湖
(
】O己
)
解
說
「
上
主
是
天
主

h關
於

戶
，
他的
在
平
變
經
沒
有
給
予
任
何
歷
史
資
料
只
指

明
他

見
下
條

是
培
突
耳
的
兒
子
(
1
1
)
因
此
聖
經
學
者
只
有
從

岳
中
汲
取
資
料

來
推
斷
他
的
年
代
他

們
的
意
見
由
公

元
前
十
世
紀
至
四
世
紀
不
等
可
是
一
站
用
了

一
些
希

伯
來
罕
有
而
含
有
阿
刺
美
文
氣
味
的
字
旬
其
中
一
些
一

字
旬
的
結
偽
亦
向
他
兒
必
哲
約
後
期
的
經
典
(
1
9
2

8

口
如
)
二
白
不
提
及
北
國
以
色
列
和
它
的
敝
人
敘

利
必
亞
述
巴
比
倫
划
提
及
埃
及
厄
東

(
4
u
)
從
洛

漆
冬
，
相
培
肋
舍
特
人
在
公
元
前
第
五
至
第
四
世
紀
叫
到

以
峙
的
侵
犯

(
4
4
6
)

三
全
苦
的
叫
到
如
但
是
熙
雍

(
2
1
臼
3
5
4
H
口
到
)

熙
雍
的
子
女

(
2
臼
)

稍
大
和
耶
路
撒
冷

(
4
1
“
口
M
m
)
猶
太
子
氏
和

耶
路
撒
冷
子
民

(
4
6
8
凹
)
且
拔
充
軍
期
後
的
習

慣
稱
猶
大
河
「
以
色
列
」

(
3
盯

4
2
口
)
其
中
顯

著
的
人
物
是
司
祭
與
長
老

(
1
9
H
H
2
口
)
而
全

替
M
W像
暗
示
以
色
列
已
不
存
在
(
2

盯

3
5
4
1
2

6
8
時
間
甜
)
四
書
中
提
及
來
祭
和
紛
向
祭
的
中
斷

(
1
9
H
H
)
並
叫
以
民
痛
悔
悶
頭
期
望
天
主
賜
他

們
能
再
行
祭
獻

(
2
臼
口
)

由
必
-
一
這
些
理
由
可
斷

定
他
是
南
闋
的
先
知
大
概
生
活
於
五
(
J
Ol
三
0
0

年
間

店
的
內

容
以
盤
蟲
連
年
之
苦
為
起
點
描
述
及
預

言
「
上
主
的
日
子
」
這
「
煌
蟲
之
害
」
究
竟
是
史
實
還

是
只
是
象
徵
對
此
學
者

分
成
三
派
有
認
為
是
史
質
因

此
應
按
字
面
解
釋
有
認
為
是
象
徵
因
此
種
提
蟲

(
1

.
2

自
)
象
徵
當
時
壓
迫
巳
力
斯
坦
的
四
個
王
國

(按

照
學
熱
羅
尼
莫
一
亞
述
和
巴
比
倫

二
駕
待
和
波
斯

三

見日希|

餃子; 臘|
至為也與

的於可有馬|
言 : 1& ~服。認其l
l 的 n 'U頁，
1 分是四、
析， 失色|
可實 WI
分乘 '''11
如 有血與

下 t泣。難l
兩机j ，1，!~ 1 
白~l {，: ~， 
份 ; 第、，lÞ:

三 fú
引用
折上
山司三

位的

1

煌
蟲
成
災

(
1
2

叩
)

2
上
主
的
u
f
(
2
1
口
)

1

民
主
川
較
州
的
時
代
(
2
M

2

默
函
回
時
代
的
坑

m
A
(
3

1
l
4U) 

爪
的
神
學
主
題
是
你
有
以
叫
小
錄
總
裁
的
一
-
v
一
土

的
口
子
」
(
參
關
小
孩1

7
M
)
U
U
H
p
r
U
A泣
(
1

間
自
)在
這
日
子
來
臨
之
前
將
布
-
h大
災
禍
(
2
叫
3

3
4
4
H
H
)
心
作
您
的
人
B
U
H
正
陰
川
制
作
峭
的
口
，
土

是
濃
雲
漆
黑
的
日
子
(
2
2

)
是
施
行
毀
滅
(
1
臼

)

誰
也
不
可
征
擋
的
搔
可
怕
的
口
，
I

(
2
u
)
圳
是
心

悔
恨
前
非
歸
向
上
主
的
人

(
2
時
間
)

則
是
繼
紋

的
日
子
(
3
5
參
閱
羅
m
H
)
那
時
天
主
要
快
轉
他

們
的
厄
運
(
4
1
)
不
但
要
反
賜
他

們
物
質
的
間
典

(
2
"1

訂
)
而
且
特
別
要
將
向
已
的
艸
傾
注
私
他

們
身
上
(
3
1
2
參
閱
宗
2
H
!

n
)
至
於
上
主
的

仇
敵
將
得
憋
得
的
報
復
(
4
4
|

a
M

)
因
為
其
段

將
在
制
叫
樹
蚓
山
谷
郎
「
審
判
谷
」
接
受
上
主
親
自

的
審
判
(
4
2
8

呵
!

H
)

值
得
注
意
的
就
是
岳
厄
爾
肉
末
走
出
校
隘
的
個

第
一
部
份

第
二
部
份



家
鍍
金
吋
為
按
照
馬
上
主
的
慈
主
只
眼
於
天
主
自
己

的
地
域
和
自
己
的
百
性

(
2
M
)
風
調
雨
順
五
總
體

收
只
媽
給
熙
雍
的
子
女

(
2
呵
!

師
)
他
的
神
只
給

予
以
民
的
子
女
老
人
和
自
年
(
3
1
)
天
主
的
敘
援

只
眼
於
耶
路
撒
冷
的
熙
雍
山

(
3
5
)
因
瓜
只
有
那

里
是
天
主
的
屠
所

(4
口

阻
)
天
主
只
轉
變
猶
大
的

命
運

(
4
1
)
且
只
是
刊
已
的
百
性
的
避
雄
所
和
堡

壘

(
4
M
)
耶
路
撒
冷
只
是
以
民
的
墓
地
外
人
不
得

進
去
(
4
口
)
也
只
有
猶
大
和
耶
路
撒
冷
直
到
永
遠

常
有
人
居
住

(
4
叩
)
雖
說
如
此
但
這
划
是
新
約
的

「
新
以
色
列
」
的
預
象

見
上
主
的
日
子
以
色
列

(
來

)

n
h
口
胎
砂
百
名
Z
Z

是
毛
沛
的
帕
斯
品
的
海
港
城

v
o
h
m
T
ι卻ι
/
MM凶
H
U
F
C
m
\

'
、
市
位
於
該
鳥
的
西
南
巾
上

亦
稱
之
謂
新
帕
佛
以
別
於
其
東
十
六
公
里
處
的
的
帕

佛
新
帕
佛
在
羅
馬
帝
關
時
代
是
一
座
相
海
重
要
的
城

市
故
此
有
總
督
色
爾
爵
保
祿
垃
守
當
保
祿
第
一
次
遂

行
傳
教
時
會
偕
同
夥
伴
建
經
此
地
在
這
里
使
總
甘
冒
罔

頭
入
教
並
責
斥
懲
罰
了
想
從
中
作
模
的
街
士
巴
爾
耶

穌
亦
名
厄
呂
寫
者
(
宗
臼
6

1

u
)
(

韓

)

的
，
n
口
商
則
\
H
J
E
D
J曠
野
名
意
義
不
詳
可
能
有

v
o晶
m
m
1吉
訶v
f
句
『
凶
門
"
口
\

-
E
I

'

、
「
華
麗
莊
嚴
」
的
意
思
它

所
包
括
的
地
區
是
南
自
西
乃
山
脈
始
北
至
卡
德
士
之

南
的
欣
曠
野
為
止
東
有
阿
辣
巴
谷
西
至
埃
及
的
東
部

邊
界
是
一
個
十
分
乾
燥
可
怕
的
曠
野
很
少
有
生
物
存

在
的
可
能
哈
加
爾
向
她
的
兒
子
依
市
為
耳
被
亞
巴
郎

. 391 • 金八872-876 

驅
逐
之
後
還
來
此
地
居
住
是
為
後
來
依
市
瑪
耳
人
的

地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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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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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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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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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
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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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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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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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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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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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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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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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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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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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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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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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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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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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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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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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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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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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做
陶
提
我
們
可
以
斷
定
該
島
的
發
達

時

期
耐
心
犯
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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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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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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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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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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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帕
特
摩
海
島
一
事
似
乎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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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時
羅
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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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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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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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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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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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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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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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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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
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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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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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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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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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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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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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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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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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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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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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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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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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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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關
佳
木
知
名
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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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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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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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公
漸
漸
伐
。
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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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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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馬
而
問
時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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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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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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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港
且
也
有
不
少
的
合
叫
作
以
供
梅
運
之
肘
保

祿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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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曾
在
此
乘
肌
斬

首
途
耶
路
撒
冷

(
宗
幻

1
)
目

前
已
是
撥
給
一
片

見
里
主
雅

(
韓

)

悔
，
n
口
r
i可
比
h
k
w事
「
斗ω2
月
/

帕
，
此
米
辣
位
於

v
o
h
m
-
'
，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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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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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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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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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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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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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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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著
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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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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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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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
開
閃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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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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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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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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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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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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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棕
山
間)
凶
多
產
棕
樹
而
得
名
現
今
阿
刺
伯
人
稱
謂

突
得
內
科
爾
但
也
原
來
的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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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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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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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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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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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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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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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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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疑
問
地
是
指
埃
凡
此
尼
羅
河
上
游
地
區
而
言
按
學
者

的
公
見
以
改
占
代
文
件
的
指
揖
惜
這
一
地
區
是
埃
及
叫
民

族
的
發
源

地
(
見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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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此
沿
尼
羅
河
北
至
三

角
洲
地
帶
如
此
品
來
聖
經

上
普
通
所
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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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快
戊
圳

大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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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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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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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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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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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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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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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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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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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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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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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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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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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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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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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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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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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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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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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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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
利
闊
的
以
抑
此
時
巴
比
倫
的
文
化
在

彼
域
已
完
全
無
跡
可

4
埃
災
人
品
至
亦
仙
似
的
彼
布
紹

所
的
玄
艸
此
後
有
數
同
年
之
久
(
二
二

O
J
1

一
七

五
0
年
)
制
制
羅
斯
的
M
m
次
隨
著
開
別
的
。
哎
妨
進
入

一
段
黑
暗
的
時
代
但
自
公
元
前
一
七
五
0
年
之
後
二

話
關
係
的
法
切
較
前
猶
甚
埃
及
人
在
內
布
羅
斯
大
興

土
木
宮
殿
喇
宇
紀
念
的
昨
等
比
比
皆
是
並
發
現
有
此
一

時
期
的
埃
及
后
給
你
但
是
這
一
段
興
旺
的
時
期

過
去

之
後
懷
若
而
來
的
又
是
妥
敗
的
時
划
百
性
造
反
埃
泣

的
，H
U
M只
有
逃
之
他
方
雖
然
辣
默
色
斯
三
世

(
一
一

九
七
l

一
一
六
五
)
仍
能
暫
時
維
持
但
是
彼
布
維
斯

脫
離
埃
位
外
力
犯
悶
的
傾
向
日
捕
明
顯
終
至
成
為
獨

屯
的
小
凶
漸
漸
走
入
亞
述
帝
國
的
範
園
但
是
就
在
這

古
扭
頭
不
怯
的
時
期
彼
布
維
斯
被
一
個
新
興的
強
大
民

族
，
|
|
以
色
列
佔
領

了
(蘇
的
5

)於
是
彼
布
羅

斯
猶
如
過

去
崗
埃
及
然
自
此
與
以
民
大
行
通
商

(
列

上
5
臼
)
厄
則
克
耳
盛
讚
彼
布
羅
斯
人

的
航
海
拔
術

(
則
幻
，
)
臼
第
八
向
紀
它
完
全
屬
於
亞
述
帝
國
統

治
五
一
二
年
屬
於
波
斯
帝
國
其
後
被
亞
歷
山
大
所
佔

領
亞
峰
山

大
死
後
溶
入
包
女
苛
人
之
手
施
培
大
將
將

之
佔
領
後
創
入
羅
馬
帝
凶
版
國
並
將
它
修
建
成
完
全

羅
馬
化

的
著
名
大
城

(
陣

)

w
彼
耳
達
得

(
阿
拉
)
川
川

1
1
1
J
A
叫

J

A
|

司

司

M

d
d
A
l

耳
戶
州
)

斜

拉
」

(
?
)
是
約
怕
的

三
文
人
之
一
級
巫
地
方
人

(
約
2
u
)
M

其
友
人
與
約
伯
叫
論
上
主
正
'
、
品
的
叫

起
的
口
三
次
發
川
雄
紳

(
此
約
8

的
幻
)
J
U
M
M
叫
俐
的

地
解
似
他
從
其
夫
人
的
主
斜
的
們
何
況
上
主
昕
駁
斥
(
汁

的
叫79

)
(

M
W
)

揖
唐
成
回
一
-
匕
脖WF
F
H
同7
5
3
J地
U
U
攸
於
小

8
4
1
4
g
f
/

一
路
月1
/

丸
\
別
叫
叫
之
必

北
部
大
致
說
來
北
叫
剛
剛
出
海
南
有
火
袋
羞
恥
祉
叫
人
迦
扣
在

桌
有
帕
犬
位
哥
尼
雅
西
方

則
邊
都
米
自
心
雅
波
斯
人
將

之
釗
何
可
總
旨
區
公
元
六
四
年
成
悶

，

她
馬
行
街
省
內
的

叫
叫
蚓
城
(
Z
Z"
。
"
)
d
數
次
從
此
間
增
行
的
卜
入
公
A
W
U

品
刊
符
裕
於
教
會
保
必
第
二
次
川
弟
從
他
遂
行
傳
教

時
A
M日
怨
自
米
自
心
雅
赴
彼
此
厄
收
「
可
是
耶
穌
的
帥
不

排
他
們
去
」
(
宗
的
7
)
此
處
雖
有
一

H
唱
得
徒
附
體

(
伯
前
1
1
)
但
好
似
並
不
H
R
發
迷

(
的
牌)

9
L
E
B
Z
J

對
大
部
份
的
占
代
民
族
來
批

倒
u
t
r
m
Z
E」

a
l

r

、
「
性
」
的
自
然
生
現
現
象
是
多

少
帶
有
神
秘
及
危
險
性
的
這
種
心
斑
作
用
在
以
民
間

亦
會
存
在
但
是
除
此
之
外
以
民
划
也
明
沼
「
性
」
的

神
聖
性
及
崇
高
性
因
為
他

們
做
知
「
性
」
的
存
紅
是

為
傳
生
接
代
不
可
或
缺
的
重
要
成
份
(
創
3

目
多
8

.
)
而
人
之
能
否
生
兒
育
灰
父
完
全
傑
之
必
天

主
(。
制J
I叫
們
的
創
刊
制
7
H

刷
上
l
e

A山
，

的

3
)
是
以
基
本
地
說
來
性
之
本
必
赴
美
好
的
是
天
主



賜
予
人
類
的
圓
心
思
也
因
此
斟
斟
上
毫
不
諱
言
地
捉
到

與
「
性
」
直
接
有
闋
的
「
月
經
」(
側
的
H
H
H自
晰

的
M
-

M
M
u
m
u
)生
殖
器
官

(
制8
n

川
甜
甜

泊
位
叫
川
崎
6

制
訂
口
制3
口
創2
臼
)
、
「
包
皮
」
(
船

上
的
自
凹
)
「
恥
毛
」
(
制

7

叫
按.

此
處
之
原
文
用

了
委
婉
的
設
法
作
「
胸
毛
」
參
見
制必品
制3
5
)。

但
是
從
另
一
方
面
來
說
因
為
「
性
」
為
吉
凶
民

是
多
少
有
神
叫
樹
性
的
存
在
於
是
它
便
成

了
倫
理
及
禮

儀
怯
律
所
管
制
的
對
象
比
如
月
經
中
的
婦
女
是
不
潔

的
並
且
七
天
之
內
她
所
持
觸
的
人
及
事
物
都
變
成
不

潔
的

(
肋
M
UM
-

叩
)
絡
外
是
患
有
白
僻
的
婦
女
更

是
不
潔
的
(
側的
自
1

盯
)
。
與
月
經
中
的
姊
扎
性
交

椅
右
仙
於
無
知
則
八
天
不
潔
(
側

的
剖
)
但
若
是
明

知
故
犯
則
二
人
皆
應
被
處
死
刑
(
晰

m
M
)
。
這
種
嚴

問
措
施
的
來
源
大
概
是
導
源
於
古
代
錯
誤
的
飯
念
以

月
經
是
不
潔
之
物
(
肋
H
m
口
)
本
來
生
姜
子
玄
是
一

件
好
事
也
是
天
主
的
祝
福
及
命
令
已
如
前
述
但
是
凶

為
它
與
性
器
官
有
直
接
的
關
聯
致
使
生
養
男
兒
的
母

親
七
天
不
潔
三
卡
三
天
不
能
進
入
聖
殿
生
妥
企
兒
則

十
四
天
不
潔
六
十
六
天
不
准
進
入
學
搬
(
以

M
M
-
1

6
)
男
人
的
道
有
不
論
是
自
然
的
或
病
態
的
或
者
是

人
為
的
皆
是
導
致
人
本
身
及
其
所
接
觸
的
人
物
不
潔

，
的
原
因
(
肋

臼
1

1

口
)
甚
致
夫
婦
之
間
的
房
事

一
也
使
二
人
直
到
晚
上
不
潔
事
後
應
沐
浴
取
潔

(
側
的

叫
士"
J「

戶

自
上
述
這
些
例
於
性
生
活
的
嚴
梅
規
定
來
看
又

890 
WWJ 

l\ 

似
革
川
嬰
經
對
趴
此
性
抱
有
一
種
卑
視
不
齒
的
態
也
其
實

不
然
正
如
前
面
所
說
性
生
活
為
古
代
的
人
是
神
秘
及

危
險
的
生
烈
要
乳
因
而
產
生
一
種
自
然
的
心
現
怕
侃

基
於
這
種
伯
伯
乃
覺
得
有
嚴
絡
管
制
性
生
活
的
必
商
品

而
這
種
管
制
叉
完
全
不
是
出
於
生
理
衛
生
的
理
由
乃

是
基
於
宗
教
的
熱
札
免
得
因
著
性
生
活
的
不
抵
觸
怒

天
主
而
失
掉
與
天
主
往
來
的
關
仇
這
種
觀
念
是
一
切

古
中
東
民
族
皆
有
的
是
以
上
述
的
限
制
很
可
能
不
完

全
是
信
約
是
話
|
制
到
|

|

的
新
鮮
創
侃
而
是

立
訟
且
胡
永
毀
了
古
人
的
傳
統
觀
念
而
將
之
列
入
崗
哨

輯
出
們
這
些
木
身
已
是
相
當
被
雌
性
的
斟
測
出
別
的
世
代
相

吼
節
外
生
校
演
變
而
成
為
不
裝
有
何
的
重
也
終
至
受

到
7
耶
穌
般
峭
的
立
斥
耶
穌
所
強
調
的
聖
潔
是
倫
理

方
面
的
完
悄
而
不
是
這
些
古
人
的
傳
授
(
珊

的
1
l

叩
谷
7

1

1

5
)
在
性
方
面
耶
穌
也
給
山
不
是
性
生

活
的
n

然
生
現
現
唆
使
人
不
成
而
是
人
心
的
必

A
L灰

心
霞
的
污
穢
(
谷
7
u

t

自
)

品
為
關
於
「
性
」
的
心
論
箱
倒
很
肢
此
處
不
可

能
益
述
兩
參
閱
與
此
有
關
的

F

列
條
文

兄
械
制
晶
晶
內
亂
倫

t
M
R何
呵
斥
蚓
叫
的
向
行
人
獸

交
合
深
圳
圳
翩
倡

(
韓

)

"
誌
a
p描
隘
主
主
學
良
「HPY
O
Z
S
E
O
J

關
必
承
總
產

，

-
F
1
釗
啊

4
J
E遭
到

f
F
Z

已
ME
ω

~

-

J

J
Y

-

J
:

1

，

、
業
這
一
問
題

世
界
各
民
族
各
國
家
都
有
自
己
的
傳
統
習
慣
及
法
律

明
文
的
規
定
以
資
遵
守
這
襄
所
說

的
是
專
論
斟
制
上

關
於
繼
承
產
采
的
規
定
首
先
說
們
總
知
道
「
承
繼
」

這
一
個
觀
念
的
範
圍
在
叫
民
的
腦
海
市
們
遠
較
其
他
任

何
民
族
為
廣
泛
諸
凡
一
切
接
受
他
人
財
物
的
行
為

(
L

資
在
外

)
都
以
「
承
受
」
來
表
示
而
所
緩
受
的

財
物
統
稱
為
產
業
或
家
業
雖
然
一
切
古
東
方
民
族
的

法
律
都
多
少
以
宗
教
為
基
礎
而
以
民
因
為
是
惟
一
天

主
特
選
的
百
姓

其
法
律
上
的
宗
教
成
份
更
是
有
過
之

而
無
不
及
故
此
關
於
這
一
個
問
題
我
們
可
以
分
雨
點

來
說

(
1
)
法
律
上
的
承
受
川
州
學
祖
時
代
叫
民
的
始

祖
亞
巴
郎
生
於
巴
比
倫
地
區
無
疑
地
他
會
將
很
多
故

鄉
的
法
律
習
慣
帶
入
了
漏
地
巴
力
斯
過
尤
其
我
們
若

將
聖
祖
時
代
的
法
律
同
厄
市
奴
納

(
F
E
E
S
)
法

典
或
哈
菜
絲
彼
法
典

(
Z
m
B
E
Z
S
F
M
)

來
作
一
比
較

這
種
彼
此
之
間
的
關
係
是
顯
而
易
見
的
具
體
地
說
來

1

月
長
子
不
論
在
宗
教
方
面
或
在
經
濟
方
面
享
有

優
先
權
長
子
接
受
父
親
的
特
別
祝
福
而
成
為
家
族
之

長

(
創
刊
8

!

臼
)

2

由

妻
子
所
生
的
兒
子
超
過
自
妾
所
生
前
且
也
有

權
派
受
產
業
而
後
者
無
權
除
非
妾
已
被
認
為
正
式
的

皮
子
(
創
幻
5
6

特
!
甜
)

3

父
親
有
權
以
祝
福
(
非
以
財
產
)
來
保
證
某

一
個
兒
子
的
美
麗
前
途
(
創
持
自
)

A
h女
兒
無
微
受
色
但
父
親
可
以
給
與
饋
贈
(
制

訂

H
)

5

無
正
式
過
織
的
習
俗
為
此
奴
僕
亦
可
承
受
產

業

(
創
刊
口
2
)



恰
肛

自
梅
瑟
法
律
時
代
.
在
梅
瑟
之
風
到
別
叫
的
後
代

已
有
了
自
己
的
習
俗
述
規
梅
瑟
將
這
些
法
規
在
上
主

的
默
感
之
下
加
以
整
頓
添
補
或
修
訂
一
使
之
成
為
更
為

完
善
的
法
能
不
可
否
認
的
是
制
割
的
法
神
的
受
了
兩
種

更
高
文
化
的
影
響
其
一
是
凹
出
制
文
化
|
|
圳
民
的

發
源
地
其
二
是
久
居
數
百
年
的
制
別
文
化
但
民
徹
這

個
法
律
的
主
要
精
佩
划
是
來
自
叫
民
的
惟
一
一
腳
亂
這

是
梅
瑟
法
律
與
其
他
法
律
不
同
的
獨
特
也
有
關
必
承

受
家
業
的
具
體
規
定
如
下

1

凡
是
長
子
就
有
權
承
受
雙
倍
的
產
業
不
管
其

母
親
在
多
妻
制
家
庭
中
的
地
位
如
何
(
叫
別
口
)
。
似

這
要
所
品
的
產
業
可
能
是
指
傢
俗
而
一
一
月
蓋
叫
民
過
的

是
大
家
庭
制
度
的
生
化
故
司
分
的
不
動
越
不
會
太
仇

2

家
中
無
男
子
成
家
業
傳
給
女
兒
(
同
幻

9

) 。

3
玄
嗯
?
很
受
家
業
後
只
可
與
同
文
派
的
男
子
結

婚

(
戶

M
m
s
9
)以
避
兔
財
題
外
流

4

無
子
女
之
家
庭
由
家
長
的
兄
弟
求
繼
無
兄
弟

時
由
叔
品
或
家
長
的
其
他
直
系
近
親
，
承
受

(
同
幻

5
弘
生
7十
八
即
非
山
菱
或

t
t所
生
的
兒
已
無
權
懷

受
遺
產
雖
然
父
親
可
以
給
與
饋
粉
(
則
u
u
)。

6

寡
婦
無
准
織
機
巾
兒
子
來
照
顧
其
生
活
兒
子

無
力
時
寡
婦
可
重
師
父
甜
的
成
坊
行
改
嫁

(
晰
n
H
)。

悔
瑟
法
律
強
調
對
待
寡
婦
要
以
慈
愛
和
憐
憫
以
扶
正

義
為
懷
(
山
泣
缸
圳
m
u
"
耐
心
閃
閃
幻M
)。
從
蚓
蚓

德
寡
婦
的
歷
史
上
我
們
可
以
斷
定
她
們
的
立
旬
在
叫

)\ 891-893 

民
的
社
會
上
是
順
受
重
視
的
(
剖
8
7

的
M

)。

(
2
)
宗
教

上
的
承
受
到
凹
蚓
目
正
天
主
特
選
祝

稿
的
人
普
他
瓜
反
要
因
若
他
而
得
一
他
天
主
向
到
叫
蚓

所
鼎
的
來
諾
放
祝
福
就
是
陳
結
上
的
產
業
或
耐
性
的

產
業
這
走
業
商
先
傳
授
給
以
M
K後
來
叫
削
弱
耶
穌
的
降

生
凡
此
舉
死
更
完
著
地
傳
授
給
作
川
萬
比

川
默
a
r
H
的
產
業
從
天
主
所
作
的
一
切
承
諾
恥

默
西
亞
的
頂
許
是
符
最
重
曳
他
是
一
切
啟
示
的
中
心

他
將
是
達
咪
的
後
裔
(
樹
下
7
u

1

M
)。

制
以
民
因
葛
天
主
與
學
位
們
所
立
的
盟
約
是
天

主
的
產
業
他
的
特
選
手
已
是
天
主
的
背
生
長
子

(
叫

4

自
)
天
主
仇
撲
凡
此
寫
似
之
地
以
其
大
他
的
手
冊
川
仙
似

仙
了
以
此
征
象
以
拉
什
接
管
以
其
質
h
M將
抓
救
新
的
叫

民
l

汗
川
教
氏
|
於
必
晦
的
山
，
主
犯(叫
前
I
H
"
2

川
咽
著
耶
穌
基
偉
間
的
汗
難
聽
死
全
他
抖
的
教
友

得
以
有
計
裕
，
收
受
天
主
在
阿
叫
卅
刊
所
暗
示
過
的
真
正

遺
產
「
從
光
明
中
分
字
學
徒
的
福
分
因
為
是
他
由
黑

暗
的
權
持
下
救
出
了
我
們
並
將
我
們
移
置
在
他
學
、
子

的
凶
內
改
們
且
在
他
內
得
到
了
救
磁
獲
得
了
罪
仙
似
」

(
哥
l
u

l

u
)
(

幣

)

由
空
司
弓
育
事
。
已

/

m
w蚓
抄
王
缸r
f
z
z
2
月
"
-
0
)
兒
厄
弗
得

m
n￠
u
q明
T

「
叫
一
-n
s
oJ
妓
占
束
力
人
的
習
俗
債
主

8

」
d
j
w

'
，
街
口
E
\

有
她
要
求
債
戶
以
某
種
東

西
作
為
拉
開
川
以
保
就
債
發
的
歸
還
叫
民
亦
不
例
化
但

是
他
們
以
崇
高
的
宗
教
精
神
並
以
法
律
的
約
束
產
力

遜
兔
在
抵
押
方
面
所
能
有
的
格
恥
比
缸
若
貧
苦
人
以

外
表
作
低
抓
在
日
落
時
債
主
您
將
它
歸
也
不
致
使
他

夜
間
受
寒
冷
的
襲
擊
(
制
圳
的

M
M

川
紹
自
等
叮
圳

圳
的6
時
口

P

灰
將
這
種
制
度
指
從
毛
其
他
叫
川
單
位
生
A
m

所
必
泊
的
物
件
比
如
右
窮
人
以
以
役
作
府
依
拉
伯
的
紅

押
則
在
第
七
年
的
結
兔
年
上
腳
地
歸
還
其
白
白
之
身
赦

免
他
的
偵
緝
(
酬
的
)
。
這
實
在
赴
法
律
的
明
智
措
此

也
是
天
主
古
朴
一
的
於
其
他
民
族
的
地
方
但
赴
臼
充
軍

歸
來
的
以
民
似
不
善
守
此
法
必
是
惡
習
微
生
故
有
窮

人
的
控
訴

(
厄
下
5
2

等
)
有
時
亦
可
代
人
付
山
很

何
作
h
A泣
的
表
示

(
酬
的
目
)
相
關
戒
心
動
九
本
可

卜
A
天
興
地
向
債
路
作
保
(
制
n
u
H
H
)
。
搜
州
酬
扎

的
有
天
主
耶
一
一
腳
天
主
給
人
的
紅
州
!
是
教
灰

將
來
得
巾
，
「
永
一
繭
的
保
證
(
制
後
1
n
5

5
州I
H
)。

(
韓
)

n
u
←
臼
高
國
\
們
。
二學經
上
關
於
抽
籤
拈
闊
的
記
收

M酌
4
f
臨
倒
石
。
」

F
t

'

是
是
屢
見
不
鮮
的
它
是
使
人
認
明

上
卜
士
學
意
的
方
法
之
一
也
可
以
說
是
在
以
民
間
唯
一

准
沛
的
i
u
卦
方
式
凶
為
「
人
或
可
在
懷
中
抽
籤
但
決

斷
划
在
于
上
主
」

(絨
的
詞
)在
值
約
中
抽
籤
的
闋
的

儀
式
多
則
於
收
利
口
間
的
分
派
(
的
3

刊

)
摯
地
的
創

分

(
同
叫的
品
等

)
，從各
衣
服
的
瓜
分
(
圳泣
叫此
間

幻
曰
“
打吵
臼

M

)
司
的
法
職
務
的
分
派
(
編
上
m
s

e

u
u
)
肋
木
城
的
選
擇
(
蘇
到

4
)
的
法
獻
與
土
主
山

羊
的
指
定

(
肋
Mm
s
1

刊
)
以
及
對
犯
人
的
決
定
等



(
納
1
7

刷
上
M
U
U

)。
「
拈
姻
」
在
斟
叫
上
亦
有

其
的
直
是
指
拈
閹
抽
籤
所
獲
得
的
部
份
而
三
…
在
這
純

情
形
下
聖
經
譯
本
多
將
乏
譯
作
「
建
業
」
比
如
上
主

自
己
是
刷
刷
人
的
「
車
間
業
」
(
申

m
hH
創
刊
7

出

也
口

)新
約
中
「
拍
咽
」
與
舊
約
有
川
刊
出
帥
的
芯
義
比
如

士
兵
拍
姻
瓜
分
了
耶
穌
的
外
衣
(昀
幻
臼
叭
叭
"
自
臼

)

瑚
叫
到
中
餾
替
代
蚓
蚓
蚓
勾
宗
從
(
科
1
凹，

且
側
的

5
3

)。
亦
指
示
所
獲
得
的
部
份

(
別
1
川
見
到
詢
問

哥
1

u

)
雖
然
所
鍵
的
這
一
部
份
拉
不
一
定
是
趴
濁

的
給
用
于
這
是
仙
闊
的
的
志
是
作
冉
的
名
叫
唱
的
仙
川
棋
村

8
n

伯
多
祿
向
圓
滿
所
說
的
「
你
沒
有
股
也
沒
何
分
」

也
是
以
「
拈
潤
」
作
為
名
-
A別
的
另
一
們
芯
例
，
打

見
產
業
烏
陵
和
突
明
汗
陵
節

(
的
牌)

望
立
在

F
Z
D
J
人
V
U
U

用
品
「
白
色
的
一

;
-
T

二
字

，
、
附
的
地
方
人

μ
突
斗
之
子

雅
各
伯
的
舅
父
以
古
拔
為
生
是
一
小
夜
之
家
但
同
人

自
私
狡
猜
當
蚓
剝
削
為
逃
避
長
兄
問
削
副
司
的
服
從
附

巾
沿
海
叫
別
其
家
時
即
受
過
他
不
少
的
欺
凌
咱
也
比
叫
叫
有

兩
個
女
兒
長
女
名
叫
阿
次
女
名
蚓
蚓
恥
制
制
叫
反
戀

辣
黑
耳
欲
娶
之
呵
呵
支
以
七
年
之
役
為
條
件
七
年
一
過

新
婚
之
夜
免
受了
拉
班
的
欺
騙
所
娶
者
非
美
麗
的
圳

，
黑
耳
而
是
「
雙
目
無
神
」
的
肋
阿
雅
各
伯
只
好
再
服

于
役
七
年
得
游
心
願
天
主
也
特
別
降
福
了
他
使
他
子
女

插
一眾
玩
財
產
幽
祖
ι
這
部
引
起
了
叫
別
的
貪
心
及
故
訊
蚓

r
h
各
伯
質
已
忍
無
可
忍
乃
決
意
夜
間
帶
著
妻
兒
子
女
及

894-896 ;1. 

奴
叫
不
惜
逃
走
村
川
心
何
不
甘
於
刊
起
咐
，Lh手
下
人
連

夜
迫
心
在
位
仙
川
得
山
兩
人
從
叫
做
-
烈
的
辯
論
h
y
有

上
主
特
別
的
仙
也
州
州
木
敢
圳

u
k
u州
叫
州
反
其
家
川

二
人
就
地
發
的
…a
v
約
甘
苦
此
條
約
刷
糾
糾
眩
片
侍
州
州
圳

的
兩
個
立
兒
不
得
再
受
他
玄
瓜
。
拉
雙
方
不
得
越
此
地

叫
什!
l

怯
仙
川
得
山
-
-
1

月
州

H
M犯
是
瓜
後
日
糾
糾
叫

列
使
川
的
人
的
“
心
你
肉
此
以
川
使
a
u
m
f
蟬
的
慌
失
上

山
河
仝
淌
過
了
‘
一
穹
的
取
輝
的
陳
述
與
市
時
那
延
民
航
耐
性

史
的
比
較
尤
其
是
與
以
他

(
Z
Z
N
E
)
人
的
法
律
來

比
較
時
川
有
很
多
近
似
的
地
力

(
削
m
l
n
Mt早
) 。

地
抗
日
起
小
品
收
的
叫
瑟
發
表
第
一
忱
的
內
的
說
的
地
方

在
約
叭
川
來

(
巾
I

I

)
的
3
位
們
們
大
部
以
閃
它
就
是

現
今
的
位
本
地
方
在
川
垃
之
出
L
|

二
公
也
處

(
韓

)

w
m
L也
主
崗
山
L
L
\
C
n
7
3
7
/
-
J
U
口
，
且
一
也
卡
分
占

制
E
L
布
』
4
看
」
|
「
)
/
HL
E
r
E
L

-
T
-
2

-

』

-

d

、
名
的
城
市
它
的
名

字
速
收
公
位
叫
兩
下
年
凹

H
M於
找
几
抖
的
文
件
位
於
墓

地
南
方
會
金
絲

(ω
G
Z
Z
Y
)
U
U川
間
郎
平
原
中
原
為
埃
及

所
有
後
被
H
A
絲
山
佔
叫
吶?
你
ω
3
1

自

)
勒
哈
只
氧

會
代
此
地
修
從
防
御
叫
L
F

(
編
下
日
，

)
猶
大
玉
阿

瑪
責
邪
，U
郎
以
逃
亡
在
此
城
被
殺

(
列
下
M
9

)
公

元
前
七
。
一
年
被
亞
述
玉
做
山
川
血
肉
黎
布
的
領
並
迫
使

猶
大
向
之
進
貢
(
圳
下
的
H

凹
的
8

騙
下
叫
“9
創
刊m

z
u
s
)
蚓
斟
封
是
到
捌
副王
所
佔
領
的
最
後
的
劉

大
城
市
之
一

(
耶
M
7
)
充
軍
後
歸
來
的
猶
大
艾
派

人
重
新
修
建
比
城

(
厄
下
H

M

)

社
叮
占
川
卡
拉
祠
的
日
的
們
一
九
三
三
年

f
t
一
九
十
八
年
之

間
在
什
叫
峨
山
間(
汁
己
已
PE

O
M『
)
收
此
處
將
比
1
H
M叫

挖
圳
山
來
加
以
考
究
每
究
的
結
果
是
這
從
公r心
的
一

下
年
元
右
即
已
有
人
煙
且
於
兩
千
年k
h
w
t
u
何
法
圳

的
蛾
將
兩
道
希
克
索
斯
人
更
位
叫
染
了
第
一
一
一
道
俏
皮

M峨

山
時
作
為
禦
敵
之
間
但
在
希
克
然
斯
人
從
圳
叫
打
敗
之

後
此
城
乃
被
釗
入
埃
及
的
勢
力
的
叫
他
主
川
糾
叫
時

代
它
再
度
風
手
均
以
色
列
人
所
仙
布

這
次
的
私
有
古
挖
掘
除
了
使
政
們
清
楚
地
切
除f

u
M基
士
的
假
山
先
泌
變
之
外
其
鼠
、
王
安
門

λ
泣
，
竹
的
怕
的

貢
獻
要
算
是
抖
起
士
文
件
的
發
現
時
代
一
九
一-
K作

正
月
二
十
九
日
考
古
愿
者
私
一
個
偉
圳
的
街
只
m
小

發
現
了
寫
在
做
陶
器
片
上
的
文
件
光
州
快
速U
L
-
-
付

之
多
被
稱
心
悅
基
士
的
退
回
盯
在
其
內
容
火
化HA比
J
K

H
n與
屬
下
的
通
訊
文
件
的
時
代
大
約
在
r公
r
h的
I
h刊

紀
之
初
亦
就
是
在
猶
大
人
充
訓
之
前
H
H
U山U
G
K
L
I
H

圳
圳

來
文
與
巾
入
綠
草
的
仰
文
甚
均
在
似
俠
叫
几
句I
H
巾
上

的
無
價
之
寶
(
的
牌
)

M
m
L立
L
K
L
L
干
巴
主

人
名
抗
依
士
是
帕
耳

8

-

T
A
i
-
-
F
E
m
\

叫
的
父
說
刷
則
叫
樹
H

將
自
己
已

嫁
給
崗
叫
俐
的
女
兒
科
蚓
臥
再
嫁
給
帆
叫
叫

為
妻
達
味
在
勝
利

之
色
重
新
將
剩
叫
到
煞
風
了
己
心

廠
(
撒
上
何
叫
“撒
下
3

臼
)

地
名
是
丹
域
的
古
名

(
民
時
7
H

叮
詞
)
亦
名

肋
笙

(
蘇
凹
的

)
位
恥
、
社
帕
爾
孟
山
西
南
的
斜
坡
上
即

現
今
之
卡
狄

(
斗
﹒
丘
。
且
h
)
按
極
向
位
呵
的
主
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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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是自|
生毆丹|
于通 Qp'

益堅l 票
處，而 b~;
位- 此。
必佳 。
橄|小
纜|城
111 ....... 
的依i
來 的

邊 30
斜 )向

(坡大
韓 上。約
)在

,!1. 

m
控
依
沙
(
付
一
口
芸
芸
割
扎

崎
A
V且
我
每
「
E
B
o
n
y
J
人
乏
必
不
詳
快
默

1

」
例
」

F
R
'

，
'

，
、
客
的
名
字
見
於
洪
水

之
前
兩
種
不
同
的
聖
祖
族
譜
上
其
一
是
加
音
的
後
代

其
二
是
舍
特
的
後
代

@
μ仰
默
客
生
於
加
t
日
的
後
代
中
其
父
名
默
突
沙

耳
拉
默
客
是
第
一
個
在
犯
一
夫
一
美
制
的
人
娶
了
兩

個
女
人
為
安
部
阿
達
及
漆
校
自
阿
達

生
了
雅
巴
耳
及

猶
巴
耳
叉
由
漆
拉
生

了
突
巴
耳
加
音
及
女
兒
納
阿
瑪

他
的
三
個
兒
子
代
表
著
古
代
三
種
不
同
生
活
方
式
的

家
族
即
遊
牧
音
樂
及
匠
人
的
家
族

(
創
4
u
l

n
)

抖
抖
默
客
的
詩
歌l
|

聖
經
最
吉
尼
的
詩
歌
之
一
-
-


透
明
加
音
後
代
報
復
性
的
強
烈

(
創
4

扭
扭
)
蓋
按

當
時
其
他
民
族
的
法
律
殺
人
犯
要
以
自
己
或
某
一
親

人
的
性
命
來
抵
債
(
創

9
5
6

山

m
u
?

H

戶
衍

9

l

H

巾
凹
4

，

問

等
)
殺
害
知
默
客
後
代
的
兇
犯

即
要
受
七
卡
七
倍
的
懲
罰
(
創
4

詞
)
這
與
後
日

耶

穌
教
人
寬
赦
仇
人
七
十
個
七
次
正
得
其
反
(
瑪
的
目

@
校
默
客
舍
特
的
後
代
其
父
名
默
突
舍
拉
其
子

即
洪
水
時
代
的
人
物
諾
厄

d
u
p年
七
七
七
歲
而
終

(
創

;\., 897-902 

5

訕
|
缸

)
他
的
名
字
亦
見
於
耶
穌
的
族
譜

(
路
3

在
偽
經
中
有
一
部
以
拉
默
客
為
名
的
醫
此
會
亦

、
見
於
死
海
邊
所
發
現
的
手
抄
本
中

見
偽
經

(
韓

)

"
主
商
故
屯

-
g
m
R
J
是
叔
默
爾
的
一
座
1

8
4
1

『t
F
4
T

J
E
E

凶
\
風位
於
凹
叫
制
之
風

離
幼
發
忱
的
河
不
遠
即
現
今
之
森
刻
辣
地
方
有
人
以

為
它
叫
就
是
創
制
中
所
說
的
厄
拉
撒
爾
城

(創
刊
付1
9
)

但
無
確
實
誰
據
可
憑
考
古
學
者
在
此
地
發
現

了
一
些

破
碎
的
文
件
由
這
些
文
件
我

們
可
以
知
道
些
一
許
它
的

歷
史
演
變
及
生
活
悄
形
比
城
做
種
沙
瑪
市
神
創
太
陽

神
它
的
黃
金
時
代
是
在
附
屬
必
巴
比
倫
王
朝
之
前
的

獨
立
時
代
(
公
元
前
二
一
八
七
l

一
九
O

一
年
)(

韓

)

帥"
L
J也
悔
眼
瞪
K
F

E
E

J
且
是
克
里
特
島
上
的
-

M
R
L
f扭
許
動
心
/
HL
E
E
K

座
城
阮
位
必
島
的
南

端
在
良
港
之
東
八
公
里
處
當
保
祿
被
解
往
羅
馬

時
會

途
經
良
港

(
宗
幻
8
)
(

韓

)

吐

L
止
百
」
包

W
R
F
B
S
B
e
i
J人
名
意
謂
「
天
主

"
t
F

耶

/
t
i
f
f
\

救
助
了
」
在
耶
穌

時
代
…
這
個
名
字
是
很普
遍
的

(
1
)
伯
達
尼
的
住
區
除
一
福
音上
只
有
若
望
一

人
提
及
耶
穌
復
活
技
匣
祿
的
事
蹟
(
若
U
I
1

“
)

蚓
蚓
雄
提
及
到
他
的
兩
位
姊
妹
|
|
瑪
爾
大
和
瑪
利

亞
(
的m
m
M
I

U
)
但
對
拉
匣
線
划
笠
字
未
提
有
人

以
為
其
原
討
可
能
是
當
此
間
似
的
峙
的
話
時
戶
公
川
仁

年
之
前
)
這
股
宇
航
的
揭
品
的
司
能
判
的
排
煦

的
科缸
"
，
你

不
利
(
見
右
也
刊
)
故
省
叫
作
了
去

他
們
姊
妹
三
人
住
在
酬
謝
凶
付
此
付
距
耶
來
紅

卡
五
個
「
斯
塔
狄
」
(

約
合
二
點
七
公
里

)
忱
於
關

攪
山
的
東
面
山
坡
上
叫
臥
在
追
付
任
內
耶
穌
他
州
的
f

已
四
天
的
叫
叫
喇
復
活
了
因
此
很
多
的
人
，

ι
從
f

他

(
制
U
I

“
)
也
附
此
淑
起
了
公
品
會
品

U
M們
的

暴
怒
決
意
要
殺
耶
穌

按
不
可
考
憐
的
傳
品
叫
回
喇
川
其
二
位
姊
妹
拉
門

來
去
了
布
羅
溫
斯

(
MV
S
S
D
n
n
)
故
被
祝
明
白
峙H
J
W伐

(
去
R
E
-
-
2
)的
主
教

(
2
)
比
喃
喃
中
的
叫
回
卿
在
耶
穌
的
汗
多
比
喻

恥
有
「
富
翁
與
蚓
固
樹
的
比
喃
喃
」
(
圳

M
H
P

叫
)

很
明

顯
地
這
裘
的
叫
別
耐
不
是
一
位
歷
史
人
物
仰

4

小

少
古
代
的
學
者
如
不
以
行
然
以
為
是
一
投
保
史
的
伙

也
且
的
悄
沒
翁
之
名
寫
叫
別
酬

(
Z
DMS
)
或
-
h
川
附
則

(
3
E
E
)
也
因
此
一
這
個
比
喻
中
啦
他
的
村
關
心
此

成
了
著
名
的
人
物
被
稱
為
鄉
病
人
的
主
向
昨
夜
一
些
情

藥
倒
恆
的
保
護
者
這
是
錯
誤
的
則
比
解
所
致
不
足
為
一
心

(
料
)

人。名 902

恥是 拉
拉|21| 寞。
仇 ， 12 月最 I ~=-二
不 21 的 I可

思 )。一 二~
不此個 I油1

義處地 /\
的的區 rr
大山才ZI E E 
司民稱，~Þr
祭被亦 且已
稚| 稱自口呂

松1， t這斯|言，
H做被II l'快t 巴| 、巴、}、
:洞i叮可 刻 i迷f釗j才| 
有 1年的
"1' i; ',;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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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此
並
客
死
異
鄉

(
加
下
5
，
)

見
斯
巴
達

的
A
U
L
T遍
了
拉
克

C
K
E
J

“R
L
4
4
1
5
H才
1
J
4
2

己
個
丘
之

見
拉
丁
文
課
本

州
拉
丁
文
譯
本
(
付
倍
。
何
時

y
mo)

在
聖
經
譯
本
中
除
了
希
磁
文
譯
本

(
參
閱

「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
條

)
及
敘
利
亞
文
譯
本
外
拉

T
文
譯

本
也
佔
很
重
要
的
地
位
茲
介
紹
如
下

(
甲
)
拉
了
古
譯
本

(
一
)
名
稱
與
種
類
昕
謂
「
住
了
古
譯
本
」

(
〈
2
E
ω
H
b
H
H
D
ω

H
、
H
a
r
o
o
-
o
H
L

MH
H
E
J刊AMZ
S
口
)

只
是
學
經
學
者
的
一
個
協
議
名
稱
泛
指
學
熱
羅
尼
莫

(
ω
?
H
O
3
EOH
開
臣
。
『
E
ω

切
。
M
u
r
g
E
E出
5
g
a

a
B
E
斗
志
|

主
申
)的
住
T
通
行
本

(
後
詳

)
以
前

的

一
切
出
丌
文
譯
本
一
一
迢
此

-
E
Y
前
朝
利
究
竟
有
多
少

種
至
今
尚
未
有
足
夠
資
料

可
以
斷
定
因
為
由
於
歷
代

抄
寫
的
錯
誤
文
氣
的
修
改
按
照
希
擻
譯
本
的
修
訂
以

及
與
其
他
挂
了
文
譯
本
的
看
齊
等
等
每
本
抄
木的
經

文
都
有
出
入
只
是
一
種
譯
本
還
是
多
種
譯
本
這
至
今

一還
是
一
個
謎
但
是
可
以
肯
定
的
是
至
少
有
兩
種
主
要

一的
板
來
即
荊
州
出叮
刮
割
料
和別
叫
出
丌
刮
耕
料
這

三
兩
個
名
稱
也
是
按
照
這
兩
本
譯
本
之
較
為
接
近
非
洲

掰
一作
家
們
或
接
近
酬
州
作
家
們
昕
引
用
的
斟
副
經
旬
的

戶
后
風
而
串
串
雖
說
如
此
但
這
兩
種
不
間
的
活
風
在
這
兩

(
韓

)

八

譯
本
中
也
不
很
叫
刷
品
很
可
能
因
寫
它們在
觀
譯
上
彼

此
的
說
彼
此
附
屬
歐
洲
拉
丁
古
譯
本
又
分
法
國
版
本

及
意
大
利
版
本
後
者
大
概
就
是

(
學
者
意
見
不
一
)

學
奧
斯
定
(
切
于
〉
Emt
丘
吉
。
一
泣
令
|
志
。
)
所
師
們
的

芯
大
校
本

(
H
E
"
)

(
一
二
來
源
歪
趴
但
這
些
一
位
了
占
譯
本
何時
閃

始
翻
譯
玟

們
不
能
確
定
裁
們
只
可
以
說
在
羅
馬
帝
國

開
始
有
眾
多
不
懂
希
擻
詣
的
信
友
時
便
開
愉
有
拉
丁

文
譯
本
大
概
是
由
北
非

(
Z
。
且
，
民
立
2

)
尚
處

(
C
E
--
A
1
日
法
凶
)
及
北
芯

(
Z
。
丘
，
H
S
戶可
)
必

拉
-
j
r品
的
省
份
開
始
可
以
此
定
的
是
公
元
一
八
「
年

至
少
心
部
的
巫
山
叫
概
已
譯
成
仇
「
文ω
悶
那
年
在
北
非

致
命
的
抗
l
d
教
友
在
手
袋
中
已
恥
的
帶
聖
保
線
的
書

信
而
全
部
也
一
紹
一
妥
還
在
二
五
八
年
已
全
部
課
就
凶
為

孩
年
逝
忱
的
中
凶
彼
廠
在
抗
作
中

M
M
引
川
用
的
娶
一
經

已
是
一
種
定
型
的
譯
文
從
逗
他
)
一
譯
本
的
E
悶
氣
及
翻
譯

方
式
中
我
們
可
以
看
到
這
些
終
j

占
譯
本
是
由
多
個

譯
者
在
不
同
年
代
譯
成
的
甚
至

有
時
同
一
本
經
書
也

先
後
有
多
個
不
同
的
譯
者
當
約
譯
門
六
欄
本

(
參
閱

「
敘
利
必
文
譯
本
」
條
)
以
前
的

一
種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版
本
新
約
則
譯
自
近
似
D
組

(
參
閱
「
縱
文
」

條
)
的
希
臘
文
抄
本

(
三
)
重
要
性
至

於
拉
丁
古
譯
本
的
重
要
性

雖
然
有
些
學
者
加
以
懷
疑
筆
者
如
不
敢
加
以
否
認
因

為
第
一
拉
「
占
譯
木
年
代
古
述

(
第
二
世
紀

)
背
約

(
如
上
所
授
)
譯
自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的
一
本
良
好
版

本
新
約
譯
自
希
臘
文
本
因
此
為
鑑
經
工
作

(
參
閱

「
型
經
批
判
學
」
條

)
，極有
幫
此
第
二
出
丌
刮
到
叭
科

除
了
信
約
的
首
正
經

(
參
閱
「
學
經
書
目
」
條)
外
可

誰
是
拉
T
通
行
本
的
藍
本

(
見
後
)
因
此
極
有
幫
助

必
研
究
佳
J

通
行
本
的
形
成
第
三
拉
丁
向
低
拉
丁
教

父
反
作
家
探
用
的
部
目
單
位
T
古
譯
本
即
使
校
]

通
行

本
問
世
以
後

(
第
五
世
紀

)
拉
「
古
譯
本
尤
其
是
位

約
部
份
仍
是
當
時
的
通
行
本
只
是
第
九
仰
紀

L
J被
紋

，

j

，
越
行
本
取
代
第
四
位
丁
古
譯
本
悶
研
究
L
U典
佳
J

級
的
他
J
M
叫
(
句
。
泣
，
C
B

E
E

-
F
E
D
)
新
村
j

A

(
2
8

，
H
L
R
E
)教會
找
J
E
叫
(
MW
S
-2
E
m
H
HE



F
且

5
)

教
會
街
詣
的
構
成
艸
息
息
您
的
品
進
以
改

初
世
紀
挂
T
教
會
的
動
態
都

有
其
不
可
忽
一
洶
的
資
料

。
、
‘
'
，

P
B
S
》
》
〉

3
、
《
t

》

和
怕
他
只
可
恰
逗
本
或
一
邊
比
一
在
1

出
譯
本
沒
有

4
叫
徑

。

地
傳
留
下
來
今
日
只
存
有
大
部
份
的
經
K
H
叮
卉
甘
心，

閱

H
V
o
q
E
F
Z
已
。
可
0

.
m
﹒
回
﹒
(
]
S
Nl

可
為
)

的

切
存
亡
。
、
草
司
，
回
b
肉
、
。
、
H
h
吉
h
b

『E
b
h
w

弋
尚
志
、
。
這
向
甸、4、
之
，

a
E
的

M
W
Z
F、
白
H
S
H
H
E
F
F
E
ω

可
凶
申
|
-
a
-
一

及
】
重
申
年閱
始
山
版
至
今
尚
未
全
部
完
成
的

志
E
h

h
b
N
E
b
-
b
芯
詢
問
之
內
丸
肉
、
b
~

之
b
h
皂
、
H
h
h

門
》
而
迫
切
已
足
h

、
H
b
S』S
E
h
切
b
p
b
E
僑
、
、
“
內
H
h
h
g
a
君
主
皂
言
丸

p
h
、
b
H
h
h
h
白
h
m
F
咱
這
咕
。
這
R
h
肉
、
h
川
、
N
b
安
全
甸
甸
史
、
口

3
.

(
乙
)
拉
丁
通
行
本

拉
T
通
行
本
英
文
〈
已
宮
"
。來
自
設
丁
名

詞

。

a
t
l

〈
已
開
"
Z
解
→
品
「
普
遍
的
」
或
「
通
行
的
」
這
個
垃

T
名
詞
在
初
世
紀
的
文
獻
上
有
時
也
指
當
時
通
行
的



~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或
投
丁
古
譯
本
只
是
十
六
世
紀
初
葉

糊
~學
者
才
用
它
專
指
山
自
聖
熱
羅
尼
莫
手
筆
的
出
甘
副

士
付
末

一
(

一
)
來
源
上
面
我
們
說
了
捏
了
古
譯
本
的

-
妙
木
自
肝
、
多
種
因
素
各
有
出
入
因
此
教
宗
遠
瑪
索
一

世
(
。
"
B
S
E

H
-
M
E
I
U

軍
)
於
三
八
二
年
委
托

車
熱
線
尼
莫
修
行
拉
T
古
譯
本
先
的
四
部
福
音
開
始

教
宗
逝
世
後

(
三
八
四
)
聖
人
離
開
羅
馬
到
了
巴
力

斯
坦
(
三
八
六
)
繼
續
修
訂
新
約
其
他
經
書
借
鏡
松

一
本
奧
的
且
只
因
(
參
閱
「
經
文
」
條
)
很
接
近
的

希
腫
抄
本
今
日
有
些
一
學
者
否
認
聖
人
修
訂
了
宗
及
宗

徒
告
信
但
這
還
赴
尚
未
有
確
證
的
個
人
意
見

至
於
聖
人
對
認
約
的
修
訂
工
作
如
下
一
五
本
次

正
經
(
巴
德
智
加
上
加
下

)
直
接
取
自
位

r

古
譯
本

不
加
修
訂
國
聖
人
與
巴
力
斯
過
的
猶
太
人
有
同
感
認

為
非
希
伯
來
文
的
咐
甜
苦
不
是
正
經
(
參
閱
「
聖
經
占

目
」
條

)
，一
一
其
他
兩
木
刻
固
樹

(
多
及
創
)
，
則
在
朋

友
催
逼
下
譯
自
阿
刺
美
文
本
三
艾
的
次
正
經
部
份

(
ω
4
-
M
H
H

希
磁
文
本
的
補
錄
甲
|
|
補
錄
己
)

以
及
遠
的
次
正
經
部
份
(
3
H
i
H
H
M
)
取
自
拉

丁
古
譯
本
前
者
按
照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後
者
按
照
德
放

多
齊
放
譯
本
(
參
閱
「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
條

)
加
以

修
訂
四
至
於
詠
耍
一
人
先
按
照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修
汀
了

如
T
占
譯
本
的
詠
一
這
一
詠
修
汀
本
成
了
結
肉
體
依
用
木

故
名
羅
馬
學
詠
侃
紅
(
F
且
古
巴
巨
耳
肉
。

S
E
E
d
)這

詠
可
見
諸
繹
馬
大
日
品
搏
斗
看
又
恢
照
六
欄
本
再
次
修

五E八904 

訂
拉
丁
古
譯
本
的
詠
這
詠
修
訂
本
成
了
高
虛
的
禮
儀

周
末
故
名
高
處
娶

一詠
集
(
3
"
-
z
z
c
s
。
且
Z
E
D
d
B
)

這
雪
詠
築
列
入
了
住
了
通
行
本
最
後
聖
人
還
由
希
伯

來
原
文
翻
譯
了
一
詠
故
名
希
伯
來
文
學
詠
直
譯
(
2平

Z
Z
Z
B
Z

出
耳
目
。
。
)
對
這
里
詠
集
可
參
閱

U
O

F
B
H
仰
自
去
E
P
H
E
R
E

培
育
。
法
，
芝
乏E
E
E
E
E

H
H
h
H
E認
為
F
E
S
h
(的
。-
zn
g

口
的
心
切M
Z
-
S
F
叭WH
S
M
W

M
Y
H
咱
罕
)五
舊
約
的
首
正
經
聖
人
則
用
十
五
年
工

夫
(三
九
O
l

四
O
五
)譯
自
與
瑪
索
辣
本
很
接
近
的

希
伯
來
文
本
(
聖
人
也
曲
目
按
照
六
欄
本
修
訂了
約
編

上
編
下
鐵
詠
歌
但
除
了
詠
外
l

郎
高
龐
娶
一
詠
集
|
|

全
失
掉
或
被
竊
取
了
可
能
正
因
此
聖
人
才
立
志
將
所

有
首
正
經
重
新
由
希
伯
來
文
直
譯
)
從
上
面
所
說
的

我
們
可
以
說
盈
熱
羅
尼
美
的
挂

T
通
行
本
除
7
舊
約

的
創
固
樹
(
副
除
外
)
譯
自
刷
刷
刺
丸
放
到
與
別
譯

自
阿
刺
美
文
外
完
全
脫
胎
於
純
T
古
譯
本

(
二
)
價
值
這
本
質

了
二
十
多
年
(
三
八
二

l

四
O
五

)
修
訂
及
翻
譯
的
投
了
通
行
本
設
法
仿
效

制
制
醋
蚓
制
科(
參
閱
「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
條
)
的
優

點
郎
文
詞
優
雅
著
重
意
譯
新
約
修
訂
的
經
文
最
佳
很

受
鑑
經
學
者
重
視
通
常
保
留
拉
T
古
譯
本
的
字
句
有

時
客
加
修
改
使
文
詞
更
優
雅
舊
約
歷
史
書
的
首
正
經

譯
文
忠
肯
優
雅
約
則
次
之
先
知
書
處
有
逐
字
詞
譯
詠

(
局
則
斟
制
蚓)
不
比
研
制
刺
刺
斟
制
制
詗
完
說
譯

文
刻
版
文
立
不
明
訓
及
歌
不
很
雅
多
及
友
譯
文

過
於

隨
便

(
前
者
一
日
後
且
也
一
夜
譯
成
)
遠
的
次
正
經
部

份
的
缺
點
與
制
制
歹
齊
放
譯
本
且
其
他
抖
函
刷
刷
的
缺

點
則
與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岡
比
外
對
值
約
的
首
正
經
部

份
忽
視
了
參
考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對
希
伯
來
文
雖
解
的

經
旬
划
逐
字
譯
出
詞
木
達
意
或
是
大
但
捕
測
加
以
譯

釋
(
旬
撇
下
幻

8
)
對
詩
意
區
木
7
解
也
表
達
不
了

沛
的
體
故
有
時
會
受
到
猶
太
解
附
體
殼
的
影
附
(
叫
你

M
H

間
下9
7

)
有
時
也
會
誤
解
原
意

(如
制
約
3

)

或
在
原
惹
上
加
上
(
如
依
刊
刊
的

1
)
或
加
強

(
如

喇
叭泣
3

日
s
)
默
西
亞
的
預
言
意
能
有
時
則
將
固
有

名
詞
當
作
普
通
名
詞
譯
出

(如
創
4

時

耶
到
臼
)
或
將

地
方
名
詞
解
釋
錯
誤
(
如
戶
"
的
“
則
幻

6

狗
H
)有
時

則
加
上
簡
短
的
解
釋
字
旬

(
如
蘇
3

時

達
9

間
)
等

氧
雖
有
這
些
詩
缺
此
但
也
出
丌
副
研
剎
始
終
是
一
本

叫
惜
犧
譯
本
國
向
學
熱
羅
尼
莫
精
通
希
伯
來
文
希
臘
文

及
蚓
叫
丸
且
叫
到
古
抄
本
具
有
一
銳
利
的
寫
斷
能
力
他

是
當
時
及
後
來
幾
世
紀
的
唯
一

叫他
戚
連
一
縱
向
乎
者
在
一

切
占
譯
木
中
他
的
譯
文
最
忠
背
文
拭
目
取
流
的
操
品
最

使
雅

雖
識
如
此
但
拉
T
通
行
本
問
世
後
划
不
受
歡
迎

(
尤
其
是
信
約
部
份
)
學
者
仍
然
佼
叫
U
M
r古
譯
木

只
是
益
型
士
大
帝
時
代

(
仿
古
已
g
H
Y
O

G
呵
。
但
一

斗
A心
|
∞
字
)
由
學
者
注
2
5

的
梅
力
恍
惚
J
取
代

了
叫
刊
叫
斜
斜
荒
於
教
會
有
方
的
批
札
只
是
刷
刷
刷

大
公
食
品
(
斗
}
話
。
。
5

早
已

F
n
E
U
]
u
al

]
M
B
M
)

於
一
瓦
四
六
年
四
月
八
日
才
，
刊
告
它
的
正
做
悅

(
〉
C
H
T
n
E
E
q
)定它
再
付
一-
J
教
會
的
導
總
法
定



本
這
「
正
確
性
」
按
照
教
宗
叫
瀏
十
二
世
塾
神
默
感

通
品
的
解
釋
並
不
是
指
鑑
經
學
上
的
正
確
性

(
可H
d
Z

P
E
S
-
E
H
F
E
E
-
4
)
帥
不
是
說
住
J

通
行
本
的

結
旬
勾
字
都
完
全
正
確
地
與
原
文
本
符
合
以
致
能
取

而
代
之
而
是
指
法
律
上
的
正
確
性
(
斗

Z
τ

且
已
古
巴

巴
子
。
E
H
自
己
是
)
那
叫
別
是
說
依
然
找
-
l
教
會
經
過
錢

桐
世
紀
都
使
別
快

-j

通
行
本
並
認
定
它
在
心
仁
們
德
道
理

及
倫
理
法
律

上
沒
有
錯
誤
因
此
它
是
天
主
教
信
仰
正

權
而
可
靠
的
泉
源

(
一
二)
修
汀
本
挂

γ
通
行
本
問
他
後
雖
然
起

初
不
受
歡
迎
但
是
也
有
不
少
抄
本
其
中
許
多
都
有
抄

寫
錯
誤
的
因
此
後
期
學
者
都
覺
得
有
修
汀
的
必
要
凶

比
他
們
如

C
Z

豆
角

5
(
包
。
)
.
E
E
E
(
g
o
)
.

斗
y
g

已
丘
『
(
∞
N
3
.
F
ω口
『E
D

口
(
戶
。
∞
申
)
.
ω
g
M
M
Y
O
D

出
R
E
D

間
(
口2
)
.
ω
H
G
Y
O
D
H
L
E
m
g
D
(

卒
於
、
一
二
一
一

八
年
)等
都
先
後
加
以
修
，
汀
其
中m
z
z
s
c
p
m
g目

的
修
訂
本
!
稱
為
巴
黎
舉
經

B
E
Z
F
E
F
O
B
-
ω
)

因
是
巴
簇
大
學
的
用
本
|
|
路
是
較
不
完
善
的
一
本

(
是
他
開
始
將
學
經
加
以
分
章
的

)
划
是
最
通
行
的

一
本
日
後
O
C
H
E
z
門
開
發
明
印刷
俊
第
一
本
印
行
的

輯
輯
也
就
是
這
一
本
(
一
四
五
O
I

一
四
五
一
一
)
。
可

惜
這
些
修
訂
本
都
未
能
供
予
一
本
完
全
標
準
的
版
本

為
了
彌
補
這
缺
憾
十
三
世
紀
的
學
者
又
撰
寫
了
不
少

?
聖
經
旅
勘
(
O
Z
Z
n
H
E
E
M
H
F
E
2
)

但
在
鑑
經
學

刷
一上
都
沒
有
多
大
領
臨
因
此
十
六
世
紀
私
有
些
學
也
如

r
d
yo
B
g
g
d

ro
p

古
自
臣
"
。
-
M
V
﹒
(
字
S
l

905-909 忱
呵

八

曰
:
)
及
F
口
口

g
F
m
旦
旦
。
叮
﹒

(
H怠
。
l
H
M
凶
5
)

|
|
他
是
聖
熱
羅
尼
莫
以
後
從
原
文
翻
譯
聖
經
的
第

一
人
，
||
許
A
M
作
新
課
從
此
可
見
當
時
的
修
汀
木

和
譯
本
林
林
總
總
質
不
缺
乏
但
是
仍
未
符
合
理
必
有

鑑
淤
此
脫
利
艙
大
公
會
議
便
裁
決
出
版
一
本
法
定
修

汀
本
凶
此
教
宗
恍
進
四
世
及
五
快
先
後
於
一
五
六
一

及
一
五
六
九
年
成
立
了
特
別
委
員
會
但
是

工
作

緩
慢
始
終
未
能
出
版
一
五
八
五
年
教
宗
西
斯
冒
五
世

(
已H
R
E

〈
)
山
版
了
修
訂
本
單
者
稱
它
為
西
斯
管

版
本
(
吋
Z
ω
E
E
O
M
W
B
S
D
)在
教
義
方
面
這
版

本
無
可
非
議
但
在
鑑
經
學
方
面
部
很
不
完
善
因
此
他

死
後
他
的
繼
位
者
額
做
客
十
四
世
(
C
Z
m。是
M
H
〈
)

叉
另
立
委
會
重
加
修
訂
這
工
作
於
一
五
九
二
年
在
蟬
抽

泣
的
克
肋
孟
八
世

(
仍
白
-
『
。

E
。g
口
已
片
J〈、阿
口H
H
)任
內

完
成

卅
版
了
日
後
(
一
六

O
四

)
命
名
的
西
斯
督
克
肋

孟
板
本

(
吋
z

∞
只E
丹g
。
'
立
仍
已
-
彷

E
g

巳
=
5拘
開
已
全M=艸
巳
E』5
。
g
口
)
這

版
本
時
至
A今
可
日
仍
是
拉
T
教
會
的
法
定
本
但
在
鑑
經

學
上
T這
追
版
木
仍有
許
多
缺
憾
國
此
教
宗
聖
庇
護
十
世

於
一
九
O
七
年
叉
決
定
趴
版
一
鑑
定
木

(
仍Q
叫
』

且
E
。g
口
)
交
由
木
篤
會
會
士
頁
責
這
工
作
是
按
照
嚴

格
的
鑑
經
學
原
則
進
行
的
一
九
三
三
年
教
宗
庇
護
十

一
川
世
恆
明
川
推
進
這
工
作
特
在
羅
馬
與
往
車
熟
羅
尼
莫
路

修
院
(
宮
。
D
B
H
o
a
。
同
切
"
-
-
o
g
E
O
)

這
套
一
包
若
現

已
快
近
尾
聲
了
(
梁
)

掰
招
魂
術
(詔
"
泊
位
)
見
占
九

M
m
A茍
刀
目
口
H
I
E
E
E
三

拘
留
所
以
刊J
文
作

“R
L引
后
E

民
n
z
r
E
H旦
芝

(
U
Z
E已Mr
u
f
f
仙

滿
是
指
將
仙
化
人
逮
捕
後
向
木
從
海
必
向
米
判
決
時
何

時
被
拘
押
之
地
或
凶
也
做
帥
們
看
川JV所
泌
的
一
叫所
的
叭，
扎

敲
門
正
與
監
獄
有
別
不
過
在
單
純
上
(UF
M
Z旦
旦

-
e
f

也
有
駝
以
之
缸
，
相
紋
，l
文
之

【UE
n
R

h
日
，
扎
圳
川

見
監
獄
(
比
)

則
昆
突
默
米
(
O
Z
E
E

寄

:
5
)

人
名
綠
馬
人
的
使
有
他
和
紅
笑
為
仆
地
一
起
們
已

公
函
被
派
往
猶
太

去
見
當
時
執
政
的
瑪
加
的
弟
兄
心

拉
籠
猶
太
人
以
對
抗
色
宴
背
下
糾
退
也
是
經
叫
沁
人
在

公
元
前
二
世
紀
逐
漸
染
指
肝
、
東
方
的
初
步
(
見
加
F

(
義
)

糊
明
月9
9

「
叩
叩
門
內
心
刊
)

是
息
孟
晶
加
怕
時
代
的

!
l
'

d

J
d
t
d
t
t
i

、
一
座
小
娥
引
向
其
他
不
少

羅
馬
帝
國
的
城
市
會
接
獲
羅
馬
執
政
路
基
梢
的
兩
件

嚴
命
城
中
的
人
不

可
與
猶
太
人
交
戰
當
猶
太
人
川
他

國
作
戰
時
際
嚴
守
中
立
並
熄
引
渡
逃
往
的
們
太
犯
人

(
加
上
的
目
)
明
多
在
現
今
彼
得
龍
之
國
約
二
卡
公

里
處

(
將
)

州
朋
友
友
誼
(
阿HM
H
M
H
H

均
可
)

聖
經
上
確
知
友
誼
之
存
在
重
視
表
揚
兩
側
雄
性
h
仰

特
別
在
智
芯
含
內
更
是
不
厭
其
煩
地
-
扑
論
灰
心
赴
叫
起

忠
誠
的
(
總

6
1
)

經
得
起
芳
在
〔
'
的
6
7
)
得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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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
回6
H
H
)

守
倍

(
德
幻
叮
|

缸
)
應
是
建
立

在
遵
守
天
主
的
法
律
土
(
詠

H
U
H
H
)老
友
猶
如
陳

酒
好
過
蚯
蚓
交
(
德
9

H
H
)
但
有
時
即
使
是

朋
友
也

不
可
逾
悄
吐
露

(
德
吵
8
)
坦
白
陳
述
可
以

解
除
朋

友
闊
的
誤
解

(
制
的
H
|

叮
)
。
交
友
要
擁
還
(
德
幻

-

-

e
)
朋
友
的
責
斥
勝
過
仇
人
的
親
吻

(
鐵
幻• 

• 

刊
)
應
小
心
不
忠
的
朋
友
(
米
7
s
見
詠
H
m
u
)

要
提
防
那
些
有
名
無
實
的
朋
友
(
德
6
8
9

們U
I
‘
)

真
正
可
以
推
心
置
腹
的
朋
友
是
不
多
的
(
德
6
6
}

由
此
我
們
可
以
清
楚
地
看
到
聖
經

上
如
何
利
用
了
東

方
人
的
智
慧
及
人
生
經
驗
來
發
揮
及
教
導
人
友
適
的

倫
斑
聖
經
上
友
萃
的
實
例
很
多
如
達
昧
的
朋
友
|

外

方
人
叫
封
甘
冒
生
命
危
險
解
放
達
味(撇
下
的
訓

盯
)
在
全
人
頌
的
文
般
中
讚
美
友
泣
的
作
品
最
美
妙

的
一
段
恐
怕
要
算
機
上
的
1
!

.

它
是
約
M
r
z
及
遠

味
友
述
的
讚
詞
二
人
結
內
油
田
灰
心
心
相
契
約
納
堂
不

顧
一
切
國
遲
來
保
護
救
助
遂
咪
脫
離
生
命
的
危
險
因

此
在
制
制
到
被
人
殘
殺
後
達
味
會
痛
心
哀
嘆
說
「
哎

約
納
這
對
你
的
死
我
極
度
哀
痛
我
的
兄
弟
約
納
電
裁

馮
你
市
內
分
悲
傷
你
乏
我
之
情
何
等
甜
蜜
你
的
拔
的
是

勝
於
帥
，
灰
之
主
」
(
見
做
F
l
M
盯
)

這
賀
你
是

英
雄
法
傑
的
純
潔
友
悄
之
衷
一
滋
其
次
有
納
放
米
凡
拭
盧

總
之
友
-
e
A(虛
-

M
)
約
伯
之
三
友
(
約
2
u
)

人
與
天
主
鍾
有
天
淵
之
別
但
學
經
上
胡
說
天
主

是
人
的
朋
友
如
學
組
們
你
瑟
達
咪
約
伯
等
但
一
追
問
他
交

恰
是
來
自
天
主
慈
善
憐
憫
之
心
不
可
同
人
與
人
之
間

J[ ;\ 910 

的
表
情
相
比
(

編
下

叫
“7
依
M
m
s友
8
位
約

州
U‘
)

在
色
軍
苛
王
朝
有
「
國
王
的
朋
友
」
街
是
賜
給
那
些

高
級
官
員
及
大
區
的
(
加
上
2
M
3
M
6
u
u
7
6

日
甜
M
M
U
加
下
1
u
7
H
8
，
ω
H
U
H
等

)
約
納

劃
(
瑚
蚓
制
兄
弟
之
一
)
曾
被
宜
風
川
卜
〈
玉
必
沁

「
一
等
朋
友
」
是
最
高
的
榮
銜
(
肌
上
閃
閃
)
‘

在
新
約
中
凶
了
耶
穌
帶
來
的
新
泌
命
宗
教
訓
艸
性

的
愛
使
我
們
難
以
清
楚
的
釗
分
友
孟
之
俏
皮
越
性
寸
土

惰
的
界
線
雖
然
也
怯
次
提
到
了
人
性
的
友
泣

(
w
m
7

e
M
2
臼

6
幻
臼
H
h
3
目
等
)
但
這
與
我
們
上
邊
所

說
的
無
甚
麼
大
出
入
故
此
從
簡

(
緯

)

的

T
h
r昏
寸
「
的
毛
J

「
杯
僧
」
-
A
在
翠
綠
上

-
k
h
V
E
R
/
的
巴
巴

1
1

司

I

J

、
多
次
彼
此
且
是
山
東
方
民
族

在
日
常
生
活
沒
祭
侃
上
所
山
市
間
的
旅
肌
它
的
形
式
戊

構
造
各
有
不
川
屬
陶
附
布
拉
最
冷
汗
通
仙
也
有
以
石
木

皮
念
銀
剝
鐵
玻
漓
戊
由
此
所
M
K
成
的
杯
冊
叫
一
史
有
自
埃
刊
以

傳
入
的
玉
石
杯
成
彩
色
石
杯
或
另
外
悅
之
以
盤
紅
色

的
杯
等
(
在
此
默
沾
一
多
出
土
者
也
徑
一
六
二
公
分
高

六
卡
公
分
是
公
元
前
九
至
八
世
紀
的
產
物
)
普
通
狀

似
百
合
花

(
列
仁
7
詞

)
布
的
有
下
座
有
的

則
無
並

有
細
長
成
知
松
的
杯
倒
把
“
們
凡
此
杯f
t

用
途
雖
然
聖
經
上
多

-
-
A涵
杯
但
不
可
否
忍
的
它

是
一
切
飲
料
的
用
只
(
瑪
m
u
見
民
4

刊

)
2
泣
的

人
有
肉
已
崢
川
的
位
直
杯
得
(
創
刊
u
)
窮
人
之
家

划
只
有
一
佔
杯
令
家

(
連
小
字
在
內

)
共
用
(
撇
下

也
3
)
給
窮
人
一
杯
涼
水
都
有
其
著
向

(
瑪
ω
u
)

價
幻
凹
1
但
那

叫
w
a齡
人
戒
飲
杯
中
物
學
科
上
幸
身

一
次
捉
到
杯
也
是
占
←
用
的
器
血
(
糾
糾
s
)
用
法

是
注
水
於
杯
中
水
上
倒
油
然
略
研
投
入

z
y
a
乞
討
級
水
泊

'

。

的
動
向
條
紋
以
鼠
，
F
未
來
的
命
還
似
是
杯
，y
除
了
上

述
州
市
地
之
外
被
肘
令
奈
紀
的
織
A
W
U
H

取
多
(
r
h
7
訓
，
叫

上
認
口
山
上
-
u

8
訂

)
有
的
川
凡
的
晰
、
叫
小
(
山
鈞
臼

幻
閥
門4
γ
，
亦
H
M
圳
明
時
)
，
紅
的
叫
悠
啦

m忱
的
叫
小
L
的

t
s
。

3
3
它
《
《
'
，

i

、
‘
，

山
山
(
山
山
圳
的
6
)
新
約
中
有
「
耐
心
峭
之
你
」
(
山
惘
，
叫
ω

M
)
就
是
到
節
所
說
的
「
主
的
杯
」
也
就
是
主
耶
穌

為
紀
念
他
放
煩
我
們
所
受
的
苦
難
學
侃
而
也
F
的
;
也

3
、
‘
'
，

4、
‘
'
。

A
A之
杯
(
路
泣
口
甜
格
前
刊

甜
甜
)
故
此
「
主
的

杯
一
與
「
成
鬼
的
杯
一

(
格
的
ω
U
)
兩
不
相
持
而

符
「
主
的
杯
」
娃
導
人
出
死
人
生
的
位
獻
「
鬼
鬼
的

。
』
l
i
t
-
-
1
l
e

杯
一
川
卻
是
導
人
於
必
亡
對
邪
訕
仰
的
祭
獻
法
利
催
人
過

…
眨
州
心
對
杯
僻
的
必
淑
會
受
到
耶
穌
的
t
u
斥
川
內
純

正
的
熱
誠
並
不
在
於
外
表
的
形
式

(
瑪
幻
扭
扭

)

杯
之
家
做
息
技
按
以
民
的
習
俗
是
家
長
來
對
刊

己
的
家
人
親
吹
喇
友
分
杯
斟
酒
故
此
「
杯
」
亦
是
命

運
行
兇
禍
福
的
的
社
以
(
一
詠口
6

的
s

幻
5
)
削
卜
戊
賜

與
-
M
n
慟
的
人
者
是
「
安
慰
之
杯
」
(
成
M
e

w
峙的
?
)

創
川
u的
「
舉
起
救
出
的
傳
杯
」
楚
的
水
似
必
囚
的
心

情
「
正
怒
之
杯
」

(
依
叮
叮
且

)
必
「
忿
怨
之
杯
」

。
自
l
I
l
l
i
-
-
-
-

(
耶
站
時
1

M
)
是
表
示
上
主
搬
山
的
游
判
巴
比
倫

「
白
日
起
個
激
醉
大
地
的
金
僧
」
(
旭
日

7
)
凶
它
引

泊
流
多
民
族
犯
罪
作
必
陷
鈴
逝
亡
上
主

h何
時
划
也
使

無
罪
的
人
飲
術
苦
的
爵
杯
(
郎
的
W
U
H
M
為
叫
“
血
泊
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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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
凡
廠
與
耶
穌
在
天
上
享
福
受
榮
的
人
當
與
他
同

飲
苦
爵

(
瑪
m
n

)
在
山
閣
祈
緒
時
耶
穌
會
兩
次
求

天
父
兔
去
他
的
苦
難
之
杯
若
這
是
天
父
的
意
思

(
瑪

必
叫
“
見
若
的

H
)
(

緯

)

山
蛤
間h
h
y
R
S

H
J

在
學
經
上
「
東
方
」
與

j

a
l
t
J

'
。
5
5

」

「
日
出
之
地
」
或
「
旭

日
」
不
只
是
在
習
慣
上
通
用
就
是
就
希
獵
文
的
字
志

來
說

(
瑪
2
1

2

)
三
詞
也
是
同
出
一
源

(
路


M
)
以
民
辨
別
方
肉
的
方
法
是
面
肉
日
出
之
地
前
面

個
月
來
後
面
為
西
左
邊
為
北
右
邊
海
南
故
此
亦
有
只
以

「
前
後
左
右
」
為
指
示
「
東
西
北
南
」
的
說
法
亞
述

人
也
用
同
樣
的
方
法
來
辨
別
方
向
但
埃
及
人
划
是
函

向
南
尼
羅
河
的
發
源
地

創
2
8
所
說
的
「
樂
圍
」
謂
在
「
伊
甸
東
部
」

死
海
亦
稱
東
海
是
基
於
聖
地
的
地
勢
而
言

(
則
衍
"

后
2

叩

)
「
東
方
人
」
或
「
東
方
子
民
」
的
改
法
是

指
居
於
釵
利
亞
曠
野
中
的
游
牧
民
族
而
言

(
創
m
I

則
詰
‘
耶
抄
甜

)
來
自
敘
利
亞
曠
野
的
熱
風
亦
稱
為

「
東
風
」
(
歐
叮
叮

)
(

悴
)

;!I J\ . 4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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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雲
杉
樹

段
帥
的
程
是
沿
紅
布
峙
的
邊
沿
所
以
將
欣
曠
野
鎧
於
紅
海

邊
上
但
是
近
五
卡
年
來
凶
看
后
，
占
學
的
發
展
大
多
數

的
近
代
m
p
t門肯
定
以
民
山
埃
及
後
性
沒
有
的
紅
梅
而

行
而
是
定
的
內
陸
行
程
是
以
也
說
強
調
欣
憋
在
西
川

半
島
的
內
部
就
是
現
今
名
德
巴
特
辣
木
拉

(
巳
耳Z
E

E
m
g
z
7
)

的
曠
野
後
一
學
4
4日
門
然
吋
能
性
較
大

因
海
如
此
欣
不
但
正

M
W位
必
厄
林
及
幽
乃
山
之
間
而

且
與
戶
約
問
I
H

所
說
與
其
有
關
的
多
弗
卡
阿
路
士

放
勒
非
一
j
紮
叫
忱
地
亦
頗
為
符
合
欣
曠
野
的
愕
地
為
以

民
是
一
個
有
H
m史
意
義
的
地
方
因
為
在
這
裹
上
主
給

百
姓
降
下
于
「
瑪
納
」
並
賜
給
了
他
們
大
忱
的
的
筠

供
他
們
肉
食

(
山

的
)
(

緯

)

M
海
內
目
一
本
神
「
T
Z
E
Z
J
是
交
班
怕
教
仕
的

9

民

-

4
g
I
m

列
/
k
\

一
位
熱
心
婦
女
與

罔
放
狄
雅
間
是
側
喇
宗
徒
傳
教
的
助
手(斐
4
2
3

)

喇
喇
京
徒
呦
她
們
二
人
耍
，
相
睦
相
比
州
喇
在
仲
而
且
那
伯

登
上
特
別
提
出
她
們
二
人
的
名
字
司
能
街
兩
個
原
國

一
來
可
能
她
們
是
在
斐
連
伯
教
會
中
很
有
地
位
的
婦

灰
二
來
可
能
二
人
的
不
隨
之
恨
已
是
采
人
皆
知
保
祿

不
得
不
公
闊
地
加
以
的
剋

(
的
神)

的
學
、
單
合
\
還
E

MM。
D
J
連
線
上
所
品
收
的
武
器

制m
J
E
F否
/

身

E
L

有
瓜
a叫
你
有
為
攻
限
的

仆

你
的
布
的
艸
圳
此
次
(
小
)
頭
銘
護
祕
放
軍
靴
等
攻

你
的
布
刀
劍
E
U拋
石
器
長
松

(
矛

)
標
治
等
(
詳
見

武
則
?
你
在
什
條
)
以
民
社
成
立
王
國
之
前

所
有
的
武
器
種

頭
很
少
口
A
H
M有
刃
劍
及
弓
矢

(創
M
臼
岫甘
甜
民
5
8
)

短
劍
是
權
力
的
象
做
見
於
若
蘇
厄
時
代

(
“
你8
M
)

第
一
次
提
反
拋
石
器
是
在
民
長
時
代

(
民
m
M
)
但

是
自
屆
主
政
機
成
立
之
後
因
前
耍
單
倘
式
投
放
式
悍

的
種
類
較
前
鳥
多
自
街
的
武
器
口
站
於
擻
上
口
祖
列
土

n
H

依
的
口

並
有
護
腿
(
撒
上
口
6

)
中
恨
靴(
依
9

4

)
最
初
之
間
回
學
軍
器
不
外
是
刀
劍
♂J
失
也
拋
行

m
p
m

(
撇
下
l
n

編
上
5
M
)
只
有
君
五
本
人
街
鋼
錄
如

衣

(
甲

)
及
每
劍
的
裝
備

(
織
上
口
甜

的
“6

)
在

遠
的
味
時
代
(
公
元
的
-
3
一
二
i

九
七
二
)
加
得
咱
們
大

泣
納
焚
塔
里
玄
恨

的
士
兵
已
用
大
盾
牌
及
民
劍

(
一
端

上
也
9

)
而
本
雅
明
支
紋
的
人
所
用
仍
是

J
U矢
及
小

盾
牌

(
一
編上
8

叫

)
至
公
元
前
第
八
位
紀
的
中
位
指

大
王
白
馬
齊
雅
(
又
名
阿
匣
梨
雅

)
2
將
位
俏
的
軍
隊

配
備
了
盾
牌
反
悄
悄
雄
甲
弓
箭
及
你
石

(
拋
石
叫
你
)

(
編
下
必
H

)
戰
車
之
用
途
在
占
中
東
雖
然
也
來
很

鬥
卜
仙
(
以
反
問
之
川
很
晚
達
味
沒
有
將
它
充
份
地
利
川

(
做
F
8
4

)
但
是
撒
羅
浦
王
如
盆
里
利
用
了
叫
輛
車

(
列
上
4

6
ω
品

)
武
器
在
首
約
及
新
約
中
都
有
被

敏
的
意
義
伽
利
茲
篇
以
胸
甲
鋼
盔
盾
牌
利
刀
來
喂
飯

天
主
的
正
義
判
斷
聖
潔
及
躍
怒

(
智
5

"
|

剖

)
至

於
新
約
上
的
象
徵
意
義
見
「
天
主
的
全
副
武
裝
」
條

(幣
)

M
m
且
會
給
自
定
〈
3

。
B
J

服
毒
自
殺
的
事
在
型
經

j

2
1

-s

z
g
o
D
E
\

上
是
絕
無
僅
有
的
叫至
少

猶
太
人
是
沒
有
這
種
習
慣
聖
經
口
二
次
提
到
號
稱
萬

克
龍

的
仆
托
肋
米

(
非
猶
太
人

』
「
圓
白
質
不
健
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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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位
遂
服
寄
自
益
」
(
圳
下mn
)

但
是
斟
副
部
清

楚
地
指
出
這
藥
的
來
源
可
能
是
一
種
有
霉
素
的
植
物

它
叢
生
於
固
堅
之
閱

(
歐
m
J
口
4
3
5
)

其
果
實

有
苦
味
(
詠
的
n
哀
3
H
)
有
時
將
它
與
苦
文

(
見

鼓
條

)
相
提
並
論

(
申

鈔
叮
亞
6

時

耶
9
H

U
H
)

或
者
與
酸
賠
相
連
(
詠
的
血

)
其
次
又
提
到
毒
葡
街

毒
水
毒
蛇
毒
箭
等

(
申
花
剖
扭
扭
耶
8
u
9

H

幻
H

制
6
4

幼
時
制
叩A
S
岫
4

等
)。
象
徵
的
說
法
則
有

「
將
公
道
變
為
毒
藥
」
(
亞6

刊
)
誇
大
的
舌
頭
「
淪

合
致
死
的
毒
汁
」
(
雅
3
8
)
耶
穌
許
給
那
些
信
從

他
的
人
不
受
毒
蛇
毒
物
的
侵
害
(
谷
的
刊
)

見
苦
文
距

(
韓

)

明
亟
暉
，
時
也
「
F
E
戶Z
n
E
J
意
到
捐
「
小
闊
王
」
是

!
2
-
t
.

，
、
一
種
幻
您
的
怪
誕
動

物
由
蛇
孵
鐵
蛋
而
生

(
依
u
s
"
s
耶
8

口

筱
幻
凹

詠
划
時
)
在
古
時
的
動
物
學
上
以
為
牠
是
一
種
十
分

有
毒
的
蛇
頭
頂
上
有
小
冠
是
死
亡
兇
嵐
鬼
鬼
友
假
基

督
的
偏
袒
徵

見
蛇

(
韓
)

主
姆
龍
(
閃
一
u
m口
)
見
大
化

叩
叮
叮
至
指
可
「

F
Z
E
。H
FJ
聖
經
上
只
有
必
刊
呵

!
、

1

戶
.

，
、

|

M

論
仙
A
M
馬
牠
是

上
主
的
傑
作
是
一
種
笨
重
的
兩
綾
動
物

(
竟
達
三
下

公
斤
)
以
水
桔
仿
生
占
時
且
於
尼
羅
河
埃
及
文
件
上

亦
有
所
提
及
現
在
技
處
已
絕
逃
投
了
通
行
本
因
不
知

eeb y í\ 917-922 

所
指
借
用
何
物
故
只
好
音
譯

(
韓
)

"
有
1
R
M司
M
川
「
巧
。
切
阱
。
閃
開
毛
穹
且
E
J

W
A
W
V
E
t
-
T
/
.
H
d
E
S
F
E
O
口
」

河
西
洲
只
見
於
厄
上
5
3
6

厄
下
2

，
等
處
是

波
斯
帝
國
時
代
所
創
分
的
行
政
區
所
謂
河
西
的
指
幼

發
枝
的
何
以
西
地
區
包
括
胏
尼
基
敘
利
亞
海
浦
路
斯

和
巴
力
斯
坦
管
斑
孩
州
的
稱
州
長
波
斯
語
稱
「

HM
O
F

各

」
駐
節
撒
瑪
黎
雅
當
以
色
列
遺
民
在
則
魯
巴
貝
耳

等
領
袖
領
導
下
由
巴
比
倫
歸
來
重
建
聖
殿
時
任
州
長

的
按
厄
上
5
6
6
6

所
載
名
叫
塔
特
乃
不
過
根
線
考

古
學
研
發
現
的
文
件
當
是
烏
市
塔
尼

(
己ω
F
S旦
)

而
塔
特
乃
只
是
副
州
長
厄
上
只
提
塔
特
乃
一
來
因
塔

特
乃
是

一叫
州
長
二
來
也
坪
當
時
鳥
市
塔
尼
不
在
掀
瑪

梁
雅
而
巾
塔
特
乃
執
行
任
路
是
以
厄
上
←
隨
即
們
塔
特
乃

研
神
州
長
而
與
塔
特
乃
並
列
的
必
一
人
舍
速
恢

圳
乃
是

州
長
的
秘
占

(
義

)

U
L
封
\
O
H
{
J
聖
經
上
幾
時
捉
到
油
類
大
都
是

w
z
、
叭"
/
O
E
F
E
L

l

、

'
、
指
橄
欖
油
而
言

(結
2

凹
的
「香

液
」
除
外

)
它
是
墓
地
的
特
產
也
是
外
銷
貨
物
之
一

(
列
上
5

叫

做
已
1

川
幻
臼

)
是
國
強
民
富
的
象
徵

(
巾
7

H
M
m
編
F
M
M甜
厄
下
5
u

等
)
也
是
默
西

班
時
代
上
主
祝
一
峭
的
的
社
徵
(
則
必H)

橄
欖
油
製
造
的
步
驟
如
干
等
橄
欖
呆
子
成
烈
的

時
做
收
梭
的
人
用
力
搖
勁
惱

υ

樹
的
村
或
以
長
竿
打
體

樹
攸
使
山
圳
市H附
J
下
供
人
拾
收

(巾
圳
的
叩依
口
6

巾
的
問
)

然
後
將
搜
集
的
橄
慣
用
K

以
足
將
榨
(
峭
的
叫M
米
6
M
)

或
放
入
石
臼
中
壓
磨
(
出
們
刮
目
"
“
)
使
汁
滾
你
川

而
製
成
精
良
的
袖
這
種
初
次
製
成
的
良
油
大
都
只
眼

於
宗
教
的
用
途
然
後
再
將
所
剩
的
部
份
完
全

壓
榨
俠

碎
變
成
漿
汁
而
製
成
次
等
的
橄
欖
油
作
為
其
他
用
進

(
民
2

叫
)

橄
纜
油
的
用
途
大
致
可
分
兩
種
即
宗
教
改
門
，
且

用
途
宗
教
的
用
途
有
下
列
渚
項
什
一
之
物
的
供
獻
依

存
於
聖
殿
的
倉
庫
中
禮
儀

上
的
、
必
需
品
聖
殿
七
文
短

的
燈
油
祭
台
上
的
祭
把
用
品
及
取
潔
之
用
(
戶
7

凹

的
u

創
m
H
出
到
2

臼

U
m
肋
圳
的2
)
傳
禮
用
的
沁

圳
機
合
上
沒
藥
香
肉
桂
香
莒
蒲
及
桂
皮
而
成

(
出
必

呵
!

自
)
泊
的
普
通
用
途
則
有
調
味
(
列
上
口
口


H

詠

川M
H
)點燈
(
瑪
鈞
3
.
8
)
或
者
浸
入
表
仆
"
悄

悄
恨
之
後
做
為
化
粒
口
叩
及
榮
劑(
文
2
u

依
l

e

路
ω

(
牌

)

門
E
R
V
A
V
\
3
3

。
三

是
埃
及
閻
王
的
稱
呼
但

;
h
弘
a
h
}間關-
F
f
H
M
Y
M
W

『
、

、

+
E

』

'
。
\
是
「
法
郎
」
一
司
原
來

的
意
義
如
是
「
大
寓
所
」
「
大
住
宅
」
用
以
指
國
主

所
居
住
的
宮
殿
或
他
宮
殿
的
全
體
貴
族
人
員
猶
如
今

所
說
的
「
白
宮
」
而
「
法
郎
」
直
接
用
以
指
示
國
主

本
身
的
時
代
憋
在
公
元
前
第
十
四
世
紀
見
於
給
阿
默

諾
菲
斯

(
一
三
七
O
l

一
三
丘
一
一)
國
半
信
件
的
位

名
上
「
妥
苦
與
法
郎
主
上
」

'
H
比
之
後
此
稱
呼
叫
州
被

廣
泛
利
則
專
指
埃
及
闇
五
一
人
獨
仰
中
凶
惜
王
時
叭

的
「
學
上
」
或
「
陸
F

」
或
川
刺
伯
帝
王
的
被
稱
心

「
高
尚
之
門
」
因
此
「
埃
反
主
法
郎

-二
山
山
6
H
)



一
指
按
中
國
的
用
法
應
作
「
按
及
國
王
陸
下
」
學
經

上
有
的
地
方
在
「
法
郎
」
之
後
仍
加
上
「
宮
殿
」
一

詞
如
「
在
法
郎
宮
中
」

(
列
上
u
m
耶
的
，
)
此
證

「
法
郎
」
一
昂
的
原
意
已
盡
失
無
餘
或
謂
「
法
郎
公

主
」
亦
然

(
山
2
5
9

列
上
3
1
9
叫

一
編上
4
M
編

下
8

日
宗
7
n

希
H
H
)

學
經
上
指
名
的
法
郎
有
「
埃
及
王
法
郎
乃
苛
」

(
列
下
幻
臼
呵
!
臼
耶

M
W
2
)「
埃
及
王
法
郎
為
斐

辣
」
(
耶
科
叩
)
「
埃
及
王
史
沙
克
」

(
列
上
叫
“

M
自

編
下
也
2
9

耶
鈞
站
到
“
)

未
被
指
名
的
法
郎
則
有
強
佔
撒
辣

的
法
郎

(
創

U
H
1

叩
)
使
若
瑟
居
於
一
晶
位
的
法
郎
(
創
刊l
衍

章
)
不
必
識
右
瑟
及
壓
迫
阿
以
民
的
法
郎
(
出
l
s

l

n
)
前
者
的
繼
位
人
亦
即
以
民
出
埃
及

時
的

法
郎

(
出
2
詞
)
撒
羅
瀚
的
岳
父
埃
及
法
郎

(
列
上
3
1

9

叫

一
端
下8
u
)
默
勒
得
的
岳
父
埃
及
法
郎
(
一
編
上

4
M
)
給
與
厄
來
人
哈
迷
得
政
治
庇
護
的
法
郎

(
列

上
H
H

自
)
賜
與
雅
洛
貝
罕
政
治
庇
護
的
法
郎

(
列
上
叫
“
)

見
埃
汶

(
韓

)

門
口
軒F
H
b
p「
F
P
=
J
(
I
)舊
約
1

法
律
的
名
詞

w
h
O
F
b
今
年r
/
F
O
H
\

.

. ii
<

:
1

月
，

、
及
觀
念
聖
經
上
每
一
捉
到
法

:
律
這
個
名
詞
主
要
的
是
指
五
會
上
的
「
梅
瑟
法
律
」

τ
而
言
除
此
「
法
律
」
名
詞
之
外
我
們
還
可
以
見
到
不

刷
一少
的
法
律
代
名
亂
這
些
名
詞
散
佈
在
全
部
劃
制

恥
或

戶
占
架
中
於
F
J
u必
比
如
在
詠
川
孩
們
可
以
見
到
全
部
法
律

923 I\. 

的
代
名
詞
法
律
道
路
行
他
命
令
章
程
誠
律
判
詞
規
矩

諭
旨
法
度
誡
命
綸
音
等
等
都
是
指

上
主
的
法
律
而
言

位
約
中
的
法
律
並
非
其
他
而
是
上
主
意
旨
的
表

示
志
向
人
表
示
人
當
品
的
義
核
反
當
守
的
規

則
舊
約

法
律
的
觀
念
遠
遠
超
過
後
划
經
師

們
的
解
釋
及
強
調

蓋
在
背
約
上
它
並
不
只
限
於
法
律

的
死
板
條
文
部
包

括
了
全
部
天
主
的
啟
示
正
因
如
此
在
舊
約
時
代
法
律

及
倫
單
是
不
可
分
割
的
一
桐
總
合
只
就
這
一
點
以
民

在
宗
教
的
立
場
上
就
遠
遠
超
過
其
他
任
何
古
代
東
方

民
族

2

以
民
法
律
的
沿
革
只
要
設
們
多
少
研
究
一
下

以
民
的
歷
史
說
可
以
清
矩
地
知
悉
以
民
的
法
律
並
不

是
一
部
死
的
一
成
不
變
的
法
律
苦
相
反
地
它
是
在
隨

著
時
代
的
進
展
及
琨
坡
的
變
遷
而
繼
紛
向
前
發
峻
的

這
法
律
最
初
的
基
礎
及

來
源
當
然
是
西
乃
山
盟
約
但

當
時
以
民
過
的
是
曠
野
中
的
遊
牧
生
活
當
時
所
訂
製

的
法
律
未
必
適
合
後
來
在
巴
力
斯
坦
)
的
定
居
生
活
因

此
有
修
改
增
捕
或
刪
除
的
必
要
因
為
法
律
的
對
象
是

生
活
的
社
會
人
字
充
軍
時
代
以
民
的
生
活
方
式
反
社

會
組
織
或
形
做
按
無
迫
於
是
在
充
軍
之
後
又
有
重
拉

法
律
的
必
要
除
此
之
外
我
們
亦
悠
知
道
以
民
原
是
一

桐
文
化
水
准
落
後
的
民
族
於
是
在
法
律
的
制
定
上
又

有
意
無
意
地
吸

收
了
許

多
外
來
的
國
索
尤
其
是
受
埃

及
亞
述
戊
巴
比
倫
的
法
律
影
響
頗
大
比
如
哈
淼
辣
彼

法
律
及
厄
市
以
納
法
律

(
關
各E
E

凶
)
等
但
是
在
這

些
地
理
人
文
的
品
定
之
外
聖
經
法
律
的
最
大
特
色
是

划。它
以
，三7
月之

教
為
基

礎 ，
它
時

時

以

保

J年
西|

乃|
111 
結
:盟
，可

3

法
律
的
主
要
部
份
在
這
裝
設
們
只
簡
單
地

一

提
總
瑟
法
律
的
主
要
部
份
至
必
各
部
份
的
細
節
治
省

可
參
考
其
他
不
同
的
條
文
聖
經
上
的
法
律
大
部
見
必

梅
瑟
五
書
就
是
後
來
所
加
添
增
怖
的
法
律
條
來
也
都

以
五
岳
上
的
法
律
為
依
他
吋
分
內

a

天
主
十
滅

(
山

加
2

1

口
申
5
6

i

u
)
b
盟
約
的
法
律

h
出

刮
目

l

幻
刊
)
C
磁
儀
十
誡
(
山
山
泊
的
叩
幻
閃
閃
凹
)

d

向
命
紀
的
法
律

(
申

叫M
I
l

M
叮

)
e
學
改
法
典

和
司
第
經
典
(
趴
鈞
-

m
肋
8
-

m
戶

犯
衍
)
其
次

還
有
一
此
一
一
分
散
的
小
部
份
法
律
部
份

(
E

)
軌
制
耶
穌
時
代
的
她
太
九
梅
力
借
此
悠

遵
守
甚
至
崇
拜
法
律
必
凡
只
有
法
律
吋
以
使
猶
太
人

團
結
在
一
起
不
致
皮
亡
也
具
布
法
律
可
是
使
他
們
的

宗
教
發
揚
威
大
的
比
聖
經
法
律
變
成
了
丈
闊
的

L
U
(

亦
變
成
了
死
板
無
俏
的
法
條
他
們
划
忘
了
這
倒
法
你

是
來
，
付
天
主
的
一
啟
示
閃
過
當
地
遵
守
，
匕
貝
克
離
不
了
夸
大

主
的
肋
佑
的
福
音
的
法
律
針
的
省
這
一
點
將
一
法
作
的

地
位
從
一
的
使
之
成
為
一
史
完
美-

H叫
你
的
法
律
(
別
5
H

n
)
不
再
是
一
個
民
族
的
刻
板
的
無
怕
法
律
耶
穌
的

「
山
中
墨
訓
」
清
榮
地
指
出
了
這
一
點
也
明
確
地
去

示
出
基
督
教
義
的
中
心
點
之
所
在
制
割
的
法
律
不
再

是
風
於
一
個
民
族
的
法
律
而
是
與
全
體
世
界
人
必
釘

闋
的
因
為
天
主
是
在
照
顧
著
整
個
世
界
忘
不
再
是
先

圾
的
法
律
條
文
而
是
天
主
第
二
他
連
子
把
缸
叫

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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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
|
|
親
自
來
向
全
人
頭

E
E
-佈
的
偉
大
高
尚
的
法

律
「
你
們
-
向
聽
過
給
古
人
說
﹒
.
我
部
給
你
們
說••• 

」

(
海
5

扭
扭
扭
扭

H
)
耶
穌
以
他
所
有
的
特
權

(
谷

-
n
)
公
佈
了
這
新
法
律

因
寫
法
利
墓
人
過
於
強
調
外
表
的
守
法
完
全
忽

墓
了
先
知
們
所
預
言
的
內
心
的
改
革
致
使
聖
保
祿
強

而
有
力
地
聲
明
舊
約
的
法
律
在
一
幅
立
目
的
法
律
之
前
已

完
全
失
去
效
用
(
羅
叩
4
)
舊
約
法
律
的
功
行
是
死

的
不
能
使
人
得
救
(
羅
5
1
|
5
)
基
督
徒
已
脫
離

了
梅
瑟
法
律
的
約
束
(
羅
7
)

見
十
誠
盟
約
禮
儀
(
韓
)

凶
恥
E
W
叮
甘
苦
\
}
M
E
Z
R
S

J
(
1
)
來
源
及
歷

凱

E
a
h
f志
ι
肖
君
}
/
】M
E
旦
旦
旦
、

•• 

ll 

J
4
=
J
a

-

-弓

，
、
史
此
名
稱
來
自
阿

刺
美
文
原
意
是
「
被
隔
離
的
」
「
被
分
闋
的
」
但
這

種
稱
呼
可
能
來
自
他
們
的
反
對
者
有
譏
諷
之
意
因
他

們
親
自
己

為
潔
淨
人
不
與
一
般
俗
人
往
來
他
們
彼
此

部
互
稱
「
同
伴
」
或
一
，
同
志
」
可
見
是
一
種
黨
派
的

組
織
有
時
亦
自
稱
為

「
學
者
」

法
利
鑫
黨
人
的
組
成
可
能
導
諒
於
過
去
那
些
熱

心
虔
誠
愛
國
護
教
護
德
及
反
對

一
切
外
來
影
響
的
哈

息
待
黨

(
加
上
2

位
)
但
是
他
們
真
正
組
黨
面
世

的
時
代
應
在
阿
斯
摩
乃
王
朝
時
代
格
外
是
在
若
望
依

制
制
制
為
蚓
划
首
領
的
時
代
(
一
三
五l
-
O

五
)
。

他
本
人
原
就
是
法
利
架
人
的
愛
徒
故
對
之
頗
為
愛
護

促
倡
但
不
久
部
因
一
件
私
事
一
反
其
作
風
傾
向
於
法

利
劃
人
的
敵
對
制
制
割
~
其
後
回
岡
山
大
細

則
別
蚓

J\ 924 

(
一
O
三
l

七
六

)
更
大
事
公
開
地
迫
害
這
批
黨
人

但
在
他
臨
終
之
際
可
能
心
有
內
疚
而
喝
咐
他
的
妻
子

亞
|
岡
山
扣
蚓
要
善
待
出
利
劃
~
回
國
此
封
蚓
親
自
執

政
達
九
年
之
久
(
七
六

l

六
七
)
果
然
不
質
所
托

在
這
九
年
之
間
竟
使
法
利
進
人
的
勢
力
影
響
登
學
這

極
達
到
他
們
歷
史
上
的
黃
金
此
時
代
再
加
上
他
們
組
織

廠
梅
及
手
腕
靈
活
獲
得
了
民
眾
的
大
力
支
持
雖
然
後

來
阿
黎
斯
托
步
羅
二
世
(
六
七
l

六
一
二
)
擁
護
繳
杜

塞
黨
人
但
法
利
鑫
人
在
民
閉
的
影
響
及
號
召
力
仍

有

增
無
減(

2
)
性
質
這
批
人
所
主
要
反
對
的
是
身
為
司

祭
及
貴
族
派
的
撒
杜
塞
黨
人
是
以
深
得
民
心
實
際
上

竟
成
了
百
姓
精
神
及
宗
教
上
的
領
導
人
他
們
的
目
的

並
不
是
政
治
上
的
權
勢
而
是
宗
教
上
的
影
響
力
在
這

一
方
面
他
們
是
相
當
成
功
的
可
惜
的
是
他
們
太
重
法

律
的
外
表
而
不
重
法
律
的
真
正
精
神
將
外
表
一
切
繁

雜
瑣
碎
的
細
小
筍
自
作
的
毫
不
苟
且
重
要
的
大
事
部

漏
不
在
乎
輕
易
地
放
過
更
不
耐
其
煩
地
將
法
律
分
成

許
許
多
多
的
條
類
l

否
定
條
文
二
四
八
條
肯
定
條
文

三
六
五
l

將
法
律
的
主
體
盡
行
破
壞
使
無
知
的
鄉
民

如
入
迷
宮
不
知
所
從
而
強
調
人
之
得
救
與
否
全
在
於

這
些
一
繁
文
耨
笛
的
知
曉
及
遵
守
與
否
無
怪
乎
某
一
法

利
叫
人
竟
問
耶
穌
那
一
條
法
律
是
最
重
要
的
(
闊
的

目
)
再
加
上
他
們
心
地
高
傲
自
-
視
為
高
人
一
一
濁
的
超

人
般
叫
悄
地
要
求
放
命
令
百
姓
一
定
要
按
照
他
們
對
法

律
的
解
釋
來
生
活
無
怪
乎
他
們
的
這
種
極
端
的
形
式

主
義
激
起
了
耶
穌
強

烈
的
反
感
及
貴
斥

(
3
)
評
價
記
載
法
剎
塞
入
的
兩
個
最
主
要
的

文
件
是
史
家
若
瑟
夫
的
著
作
及
新
約
但
二
者
對
法
剎

塞
的
評
價
及
口
吻
扭
過
然
不
開

(
a
)
若
瑟
夫
他
讀
揖
法
利
舉
人
生
活
的
和
科

可
親
及
對
宗
教
信
仰
的
忠
誠
一
反
撤
位
客
人
的
必

立

確
信
有
天
使
神
靈
的
存
在
有
來
日
的
仙
似
活
及
永
生
強

調
一
切
世
物
皆
受
天
主
上
智
的
照
顧
亭
毒
毫
無
疑
問

地
若
瑟
夫
關
於
法
利

鑫
人
的
論
斷
給
人
以
良
好
的
印

象
與
感
覺
但
是
他
本
人
也
並
非
是
毫
無
條
件
地
在
支

持
法
利
塞
人
上
面
所
說
只
不
過
是
原
則
及
副
主
冊
方
甫

的
觀
點
而
實

際
的
情
形
比
如
他

們
的
過
於
重
視
形
式

及
法
律
的
外
表
過
於
強
調
傳
統
而
忽
視
真
正
的
重
要

法
律
過
於
強
詞
奪
理
地
命
令
百
眺
跟
隨
他
們
口
中
的

一
切
教
訓
遵
守
實
行
一
切
細
小
繁
雜
瑣
碎
的
被
他
們

自
己
所
創
造
出
來
的
分
門
別
類
的
法
令
等
部
未
必
那

是
若
瑟
夫
所
衷
心
支
持
擁
護
的

(
b
)
新
約
但
是
攻
擊
法
利
套
人
最
版
害
的
文

件
及
言
論
要
算
是
耶
穌
的
教
訓
他

們
的
生
活
為
人
與

耶
穌
的
教
訓
是
冰
炭
不
容
風
牛
馬
不
相
及
的
是
以
公

善
心
諜
的
耶
穌
竟
對
這
一
批
假
苦
欺
人
的
偽
君
子
加

以
體
無
完
膚
的
駁
斥
打
學
整
個
若
望
福
音
的
記
誠
可

說
是
耶
穌
與
法
利
鑫
人
繼
續
不
斷
的
門
爭
瑪
幻
章
更

是
耶
穌
直
接
明
顯
的
針
對
他
們
的
一
篇
淋
漓
益
緻
的

控
訴
稱
他
們
是
假
善
人
偽
君
子
問
己
對
天
國
既
不
得

其
門
而
入
也
將
這
個
門
路
惡
意
的
社
鑫
兔
得
他
人
進



司司

入
是
一
稽
的
眼
的
人
更
作
了
做
子
的
料
等
仙
似
其
前
途

不
堪
設
想
將
法
律
中
最
主
要
的
正
義
仁
愛
及
苦
心
來

而
不
顧
捨
本
逐
末
將
不
准
頁
俏
的
歪
扭
加
在
他
人
身

上
他
們
相
似
「
用
石
灰
刷
白
的
墳
墓
」
外
表
看
似
純

潔
餘
瑕
內

前
輯
部
是
骯
髒
黨
臭
他
們
是
蛇
是
毒
蛇
的
種

類
是
傾
流
無
事
之
血
的
兇
手
由
此

可
見
耶
穌
對
法
利

屯
人
的
坪
價
似
乎
是
完
全
消
極
的
是
悲
觀
的
出
利
釗

人
日
後
客
必
將
耶
穌
創
除
而
快
意
的
決
心
(
見
谷
3

e
M
“
等
)
無
疑
是
種
國
於
這
種
二
品
均
不
兩
屯
的

敵
對
態
皮

但
是
事
實
上
並
不
盡
然
至
少
由
耶
穌
一
方
面
來

說
耶
穌
明
確
地
將
他
們
所
講
的
勘
人
行
善
遊
息
的
道

理
與
他
們
處
世
為
人
的
態
度

(
傲
慢
虛
偽

)
及
他
們

不
能
為
人
師
表
的
行
為
創
分
附
來
「
凡
他
們
對
你
們

所
說
的
叫
你
們
要
行
要
守
但
不
要
照
他
們
的
行
為
去
紅

因
為
他
們
只
說
不
作
」
(
碼
幻
3

)
甚
至
在
耶
穌
的

友
人
中
有
幾
個
就
是
法
利
塞
人
比
如
請
耶
穌
吃
飯
的

法
利
本
人
首
領

(
的m
M
I
)
夜
間

n
d
耶
穌
的
問
叫

德
摩

(
若
3
1
)
埋
葬
耶
穌
的
阿
黎
瑪
特
雅
人
蚓
蚓

(
帥
的幻
叫
別
右
的
甜
甜
)
其
後
在
未
從
時
代
的
圳
蚓

劃
到
曾
經
保
護
過
坐
監
的
宗
徒
們
(
科

5
H

扭
)
，

亦
會
作
過
保
祿
的
老
師

(
叭
叭2
3
)
俐
喇
木
人
按
法

e律
亦
是
制
刺
割
人(
斐
3
5

)
割
的
5

更
記
級
有
幾

于
柄
法
利
萃
黨
員
悶
頭
領
洗
信
奉
了
基
督
教
其
次
在
後

昕
一期
倒
叫
主
義
的
形
成
與
保
存L
出
刺
叫
人
亦
有
他
們

戶
來
可
很
滅
的
功
結
格
外
在
蚓
京
被
毀
此
創
划
人
在
家

925-927 a!E /、

做
人
亡
V
F雅
之
伙
的
時
際
百
悅
宗
教
生
活

之
得
以
延

續
猶
太
主
此
之
得
以
保
存
傅
流
白
是
法
利
來
人
的
一

大
μ
獻瓜

明
暸
耶
穌
這
種
積
極
反
判
法
利
咿
喘
氣
人

的
態

此
除了
知
道
他
們
在
心
穌
時
代
勢
力
之
九

w
w
w之
神
仙

竟
成
了
民
間
宗
教
生
活
的
權
威
導
師
及
規
律
但
他
們

本
身
的
生
活
方
式
創
與
耶
穌
的
教
圳
完
全
佇
道
而
馳

之
外
我
們
亦
您
知
道
這
種
法
利
來
方
式
的
虛
假
偽
善

的
危
機
泊
位
時
代
教
會
中
是
無
吋
遊
兔
的
是
任
何
時
代

都
有
的
故
此
心
穌
在
娃
兒
教
會
之
初
的
給
以
無
情
的

打
經
使
後
似
的
人
有
所
叫
樹
惕

最
後
在
瞞
自
上
說
們
多
次
見
到
「
經
的
同
出
利

舉
人
」
相
抗
拔
為
衍
似
二
若
是
等
單
齊
觀
的
一
而
二

三
而
一
的
人
物
似
的
其
W
M並
不
盎
然
不
知
絕
大
多
數

的
經
師
背
是
法
利
在
策
已
二
者
組
成
一
例
牢
不
可
傲

的
m
m山
附
體
心
做
位
正
人
的
經
師
划
絕
無
僅
有
似是

並
不
是
一
總
的
法
利
來
人
都
是
經
師
蓋
「
經
師
」
頭

銜
乏
耐
性
得H
-
K妥
縱
過
背
心
造
啥
叫
尤
其
對
斟
酬
的
研
讀

特
有
成
就
才
能
在
仍
然
中
按
有
崇
高
的地
位
無
上
的
權

收
-
h向
其
他
知
此
發
號
施
令

兒
經
師
(
韓

)

5

令
E
J
、
干
志1
「
間V
O
E丘

J
人
名
是
一
位
名
叫

m
n糾
U
L
U舟
干
占f
F
E
E
-
」|
|

、
可
-
司

，
、
一

也
納
的
女
先
知
之

父
屬
阿
協
爾
文
派

(
見
帥
的2

師
)
(
義

)

“
恥
荒
b
p
「
出2
7

5
J

地
名
意
思
是

w恥
‘
V
奴
主
t
r
/
F
R
E
E

。
E
E
E
\

J
J
1

，
、
「

那
些
痛
哭

的
人
」
在
基
耳
加
耳
附
近
在
這
裹
上
主
的
使
者
向
以

民
的
報
懲
克
上

主
要
使
以
民
。
生
自
減
為
此
百
性
政

聲
大
哭

(
叭
叭21
5
)
。
蚓
軾
譯
本
指
此
地
在
則
蚓
圳

附
近
但
至
今
未
能
特
性
質
(
韓

)

的
吱
呀
布
九
)

是
地
立
他
告
簇
名
占

!
、

1
1
'

，

-
e
;
:

、
代
原
稱
帕
爾
撤
是
屬
於
現

今
伊
朗
地
區
的
一
個
占
代
民
依
聖
經

上
第
一
次
杭
州
注

波
斯
是
在
則

幻
叩
必
5

在
其
他
充
軍
之
後
的
著
作
中

則
區
口
且
不
鮮
他
外
是
艾
遠
厄
上
厄
下

這
個
民
族
的
發
源
歷
史
至
今
仍
不
能
十
分
清
楚

地
做
定
大
致
說
來
裁
們
知
道
他
們
原
散
居
鈴
伊
朗
的

鳥
兩
米
雅
湖
之
西
部
艾
西
南
部
漸
漸
他
們
必

了
生
的

的
條
件
所
逼
向
東
南
伸
展
時
在
公
元
前
七
百
年
在
布

並
在
阿
刻
默
乃
領
導
之
下
建
立
了
王
國
但
國
勢
不
振

而
受
治
於
瑚
叫
人
信
至
後
來
山
來
了
一
位
偉
大
的
山
由
于

字
袋
政
治
家
居
魯
士
時
環
坡
才
有
所

轉
變
他
昌
先
，
川

瑪
待
人
王
阿
斯
提
雅
革
實
行
叛
變
且
在
五
五

0
年
將

之
戰
敗
而
完
全
獨
立
自
此
簡
節
勝
利
肉
外
何
反
版
關

五
四
七
年
串
串
軍
微
波
底
格
里
斯
河
進
軍
里
伙
雅
國
攻

陷
其
首
都
刷
鍋
飢
恰
其
閻
王
到
馴
索
是
時
中
東
各
大

小
國
家
無
不
為
之
震
驚
失
措
希
臘
的
沿
海
諸
城
市
相

總
失
陷
但
是
他
l

閣
制
刮
|
最
轟
動
的
戰
績
部
是
克

服
及
佔
領
當
時
的
強
大
帝
國
凹
出
腳
時
在
公
元
前
五

三
九
年
其
實
巴
比
倫
的
最
後
一
位
君
王
納
波
尼
位
國

荒
搔
故
紙
已
使
民
心
不
阮
怨
聲
故
、
也
閣
制
刮
乃
見
有

機
可
乘

於
是
輕
而
易
舉
地
將
凹
出
制
帝
國
A
吶
喊
而
刊



立
馮
主
正

A口
呆
朮
研

F
L
h
這
時
速
倘
筍
亦
顯
示
H
R斟
樹
上

居
魯
士
被
稱
為
上
主
的
牧
人
是
緩
行

上
主
計
制
制
的
工

具
是
上
主
的
「
受
傳
者
」
他
要
解
救
充
軍
的
以
民
(
見

制
約
揖
叮
叮
1
1
4
)
。
此
時
的
問
劉
刮
既
已
大
權
在
握

乃
馬
上
勒
令
釋
放
以
民
使
他
們
向
國
重
修
耶
京
重
建

聖
殿
(
編
下
“
扭
扭
厄
上
I
I
|

‘

6
3
l
s

等
)

當
時
巴
力
斯
坦
已
在
他
的
努
力
能
園
之
內
他
的
確
是

一
位
英
勇
果
敢
的
軍
一
手
家
扎
扎
雄
止
大
學
的
政
治
家
他

以
替
天
行
道
的
姿
態
出
現
安
街
川
懷
柔
他
侃
大
帝
國
的

各
弱
小
民
族
益
呈
保
存
他
們
的
宗
教
文
化
是
以
甚
得

民
心
可
惜
這
位
偉
大
的
君
王
終
於
五
二
九
年
在
進
攻

瑪
撤
革
特
人
時
不
幸
陣
亡
終
其
一
生
的
豐
功
偉
績

他
的
兒
子
坎
拜
描
忽
於
同
年
繼
位
為
王
(
五
二

九
l

五
二
二
)
繼
其
父
志
用
兵
埃
及
由
於
一
種
傷
合

的
內
在
國
比
如l

埃
及
的
希
敵
一
股
俯
軍
的
叛
變
|
竟
能

馬
到
成
功
大
獲
全
勝
但
他
性
情
乖
反
竣
除
對
待
被
征

服
的
民
族
一
反
其
父
之
懷
柔
政
策
故
在
五
二
二
年
使

被
一
股
立
由
連
理
阿
一
世
繪
位
(
五
二
二
1
四
八
六
)

這
位
君
主
的
雄
材
大
容
不
次
於
居
魯
士
他
的
執
政
時

期
竟
成
了
波
斯
帝
國
的
黃
金
時
代
平
定
內
亂
改
組
政

府
與
希
擻
聯
邦
相
抗
衡
都
是
他
生
平
的
大
作
此
時
業

已
返
國
的
猶
太
人
竟
意
闢
恢
復
遠
咪
的
王
因
而
獨
立

(
見
厄
上
5
1

!

口
蓋
上
1
2

品
)
雖
然
如
此
國
王

仍
本
其
寬
大
懷
柔
政
策
對
以
民
表
示
好
感

(
厄
上
6

1

l

u
)
而
遲
遲
不
能
竣
工
的
學
殿
竟
能
在
達
到
阿

為
王
的
第
六
年

上
(
五
一
五

)
舉
行
了
隆
重
的
落
成

主j \, 927 

典
禮
(
見
厄
上
6

臼
i

n
)

關
於
政
府
的
改
組
連
環
阿
取
了
分
泊
的
體
制
將

全
閥
該
地
區
分
成
二
十
行
省
|
(
撤
特
辣
丕
雅
)
每
地

區
及
總
笛
一
人
而
總
督
又
都
是
皇
家
自
族
出
身
皆
為

國
王
的
忠
臣
敘
利
必
反
巴
力
斯
坦
被
釗
悶
波
斯
的
第

五
行
宙
間
在
各
地
區
與
帝
國
的
京
都
之
間
修
述
了
寬
大

的
道
路
以
作
迅
速
用
兵
及
傳
達
命
令
之
用
蚓
比
國
主

可
」
的
枕
無
妥
而
統
令
全
凶
至
於
山
兵
希
臘
之
舉
蚓
未

能
獲
得
到
翔
的
結
果
馬
校
收
之
戰
時

(
四
九
0
年
)

波
斯
軍
大
敗
於
希
臘
緊
接
者
又
有
埃
及
的
叛
亂
國
王

山

兵
半
亂
但
志
未
竟
而
身
先
亡
由
其
子
薛
西
斯
一
址

(
即
阿
穌
厄
魯
斯
四
八
五l
凹
六
五
)
完
成
其
志
自

達
理
阿
身
死
底
至
超
廢
山
大
侵
佔
披
昕
為
止
仍
繼
續

了

一
百
五
十
年
之
久
先
後
出
現
了
九
位
國
王
但
無
一

位
能
與
凶
魯
士
坎
拜
緬
炫
歧
途
現
阿
拉
開
餌
，
齊
驅
者
換

旬
沁
說
波
斯
帝
間
之
所
以
能
先
後
持
久
二
百
年
要
完

全
歸
功
於
的
三
位
君
王
的
你
大
功
結
是
他
們
奠
定
了

帝
凶
的
基
礎
史
家
赫
浴
多
托
會
記
故
當
時
百
姚
開
胎

一
一
迢
三
位
君
主
的
趣
淡
「
途
現
阿
是
個
商
賈
坎
拜
緬
益

是
個
霸
王
居
魯
士
是
位
父
親
」
波
斯
帝
國
的
最
後
一

任
君
王
是
達
理
阿
三
世
(
三
三
六
l

三
三
0

)
被
新

興
的
亞
歷
山
大
擎
敗
於

Y
M卑
拉
自
此
彼
斯
帝
國

-
w慨

不
振
向
歷
史
上
消
跡
繼
之
而
起
的
是
希
臘
帝
國

波
斯
時
仇
的
猶
太
人
之
所
以
能
在
凶
破
家
亡
千

瘡
百
孔
的
苦
難
坡
羽
下
繼
續
生
存
不
能
不
歸
功
於
波

馴
君
王
的
寬
大
政
亂
已
如
上
也阿
塔
薛
西
蚓
一
世

(
四
六
四
l

四
二
四

)
親
自
任
命
厄
斯
德
拉
及
川
劇

米
雅
岡
國
照
顧
猶
太
迫
民
以
資
助
在
娶
她
重
建
家
園

(
見
厄
上
7
1
等
厄
下
1

1
等
)
他
們
旦
成
了
猶

太

宗
教
及
政
治
革
新
的
偉
大
領
袖
在
波
斯
國
主
的
准
丘

之
下
更
鑄
造
了
帝
閥
猶
太
行
白
的
銀
幣
逗
點
已
筱
巧

占
家
所
經
貿
也
就
是
在
找
他
叫
時
代
以
民
開
始
了
他
們

的
猶
太
主
義
恩
怨
搜
集
的
人
的
占
拉
苦
作
加
以
你
補

充
質
而
結
的
成
瓜
孩
們
的
學
經

宗
教
波
斯
人
的
宗
教
導
源
於
古
伊
朗
崇
拜
U

然

界
的
多
神
說
其
主
腳
是
剛
叫
蚓
蚓
叫
樹

(智
立
之
主
)

但
是
一
一
這
種
多
神
的
宗
教
均
受
到
瑣
昭
雄
一
些
斯
德
(
或
調

回
辣
突
斯
特
辣
)
的
大
事
改
革
一
一
這
種
改
革
的
重
心
在

於
幌
川
喇
喇
蚓
叫
樹
符
其
神
其
他
的
次
級
神
明
皆
降

級
成
山
地
是
以
山
現
了
惟
一
腳
教
的
傾
向
雖
然
仍
不
能

被
視
為
與
叫
鼠
的
宗
教
等
這
齊
觀
的
惟
一
科
教
不
過

的
這
點
可
能
解
釋
何
以
叫
叫
到
改
其
繼
位
泊
君
主
叫

別
優
待
愛
護
了
充
軍
的
以
民
鼎
力
幫
助
他
們
修
菜
了

叫
京
的
聖
殿
瑣
羅
封
閉
叫
做
為
使
惟
一
其
神
與
其
他
鬼

神
之
間
獲
得
平
衡
倡
導
了
二
元
論
的
說
法
這
就
是
後

世
所
構
的
善
惡
二
元
論
的
一
神
教
而
公
元
後
第
三
位

紀
的
風
副
教
亦
即
脫
胎
於
這
種
二
元
論
的
占
波
斯
教

至
於
上
述
的
那
些
波
斯
國
玉
是
否
實
行
崇kv了
這
種

具
有
強
烈
惟
一
神
教
傾
向
的
革
新
宗
教
至
今
學
哲
們

仍
在
辯
論
而
不
能
作
山
雄
切
的
答
案
比
如
店
魯
士
進

佔
凹
叫
刷
之
後
竟
將
他
的
勝
利
完
全
歸
功
於
巴
比
倫

的
神
明
寫
爾
叫
弘
則
到
及
俐
趴
一
追
固
然
能
親
為
他
去



枷
民
心
的
手
段
使
百
收
視
他
為
瑪
爾
杜
克
打
發

來

的
“
白
天
行
道
的
人
物
而
他
木
人內
心
所
崇
敬
的
划
是

惟
一
神
教
l

附
胡
辣
瑪
次
遠
但
有
的
學
者
即
肯
定
他

是
多
神
敬
的
敬
干
事
者
不
過
無
論
如
何
他
順
從了
一
一
種

「
政
教
混
合
主
義
」
划
是
事
實
而
且
在
政
治
民
治
上

得
到
了
良
好
的
效
果

藝
術
波
斯
人
的
藝
術
本

來
只
重
裝
飾
而
缺
少
實

際
的
用
途
但
是
他
們
在
建
立
帝
國
之
後
部
大
蟲
吸
收

了
巴
比
倫
的
文
明
這
格
外
見
於
建
築
術
上
比
如
達
理

剛
在
喇
喇
放
波
斯
波
里
所
修
建
的
宮
殿
就
是
一
例
其

次
薛
西
斯
君
王
也
很
取

了

一
些
亞
述
的
問
骨
架
上
的
優
點

喇
喇
人
對
鈴
膨
刻
雖
不
甚
精
通
但
他
們
所
製
造
的
精

巧
的
金
銀
手
一L
E及
歷
造
的
花
紋
飾
物
卸
貨
非
他
人
之

所
能
及
者

見
居
魯
士
波
斯
波
里
薛
西
斯
或
謂
某
一
雅
撒
勒
斯

各
條
又
見
恩
高
聖
經
學
會
山
版
先
知
書
下
冊
總
論
波

蚓
帝
國
一
至
十
五
一
比

(
韓
)

則
波
斯
波
里
(
3
2
名
。-
5
)
是
波
斯
帝

4

』
，

國
的
京
都

之
一
間
的
制
剛
剛
一
世
(
五
二
二
l

四
八
六

)
所
建
坎

間
倒
到
一
世
(
四
八
六
l

四
六
五

)
所
修
飾
擴
充
使

之
更
肚
觀
偉
大
化
而
成
為
兩
代
君
王
的
居
住
娛
樂
的

一
地
方
又
是
死
梭
的
葬
身
之
地
真
正
行
政
的
織
關
部
在

一
蚓
掛
恥
甜
蚓
掛
盟
在
公
元
前
三
三

0
1
毀
於
到
岡
山

刷
一刑
之
毛
發
然
其
後
已
無
人
再
居
住
於
此
用
品
後
翔
的
歷

戶
，
其
家
及
女
學
家
割
斷
斷
續
續
地
提
及
此
的
朋
直
至
-
九

928-932 八

三
一
年
考
古
學
者
才
開
始
於
此
從
事
發
掘
先
由
美
國

芝
加
哥
大
學
的
「
東
方
學
院
」
著
手
後

有
伊
朗
本
闋

的
考
古
人
品
總
總
由
這
些
一
學
者
們
考
察
的
結
果
重
新

山

土
的
達
理
阿
宮
殿
高
大
的
石
梯
及
「
百
位
聽
」
來

看
我
們
可
以
斷
定
派
斯
波
里
當
時
的
確
是
一
座
富
麗

堂
皇
的
名
城
可
恰
現
在
只
有
廢
爐
一
堆
供
人
耐
心
吊
它

的
位
置
在
現
今
伊
朗
的
西
南
距
南
方
的
史
辣
茲
域
有

一
百
一
十
公
里
之
遙

在
學
經
上
提
及
這
座
城
市
的
機
會
是
說
安
提
約

古
四
世
厄
長
法
乃
會
企
圖
信
劫
波
斯
波
里
神
廟
的
財

富
划
激
起
來
怒
失
敗
後
含
羞
而
歸

(
加
下
9
2

)
但

有
些
學
者
以
為
這
襄
昕
誨
的
並
不
是
我
們
所
改
論
的

這
座
波
斯
古
城
而
您
是
厄
里
買
娥
的
別
名

(
加
上
6

見
波
斯

(
韓

)

"
私
叉A
a口
b
凡
、
「
帽
。
E

J
人
名
意
思
是
「
敏
捷
」

9

、

v
t
t
-
4

/
L

B
N
\

他
是
制
到
副
由
辣
哈
布

所
生
的
兒
子
是
社
會
上
有
崇
高
地
位
的
富
貴
人
物
經

過
厄
劃
刷
刷
客
的
關
係
是
國
制
的
至
把
雖
然
劇
倒
是

摩
阿
布
的
外
方
女
子
但
因
她
是
一
位
年
青
貌
美
德
貞

賢
孝
的
寡
婦
大
得
波
哈
次
的
歡
心
同
意
娶
她
瓜
妻
以

盡
至
親
的
義
務
(
按
郎
是
為
給
厄
里
默
肋
客
立
桐
見

血
2
1
l
4

也
一
編上
2
u

臼
)
他
們
二
人
所
生
之
子

制
則
剖
開
就
是
遂
昧
的
父
親
葉
瑟
的
前
輩
(
瑪

1

5
6

路
3
M
)

希
蘭
匠
人
為
撒
羅
瀚
聖
殿
中
所
作
的
一
個
石
柱

亦
名
波
啥
，
灰
石
桂
(
列
上
7

n

編
下
3

口

)(
韓

)

帥
"
令
叉
區
司tk
恨
「
切
。N
E
F
J
城
名
念
調
「
R
K
M峨」

仗
、
J
U
-
-
A宜
興
/
切。
ω
『
\

三
|

a
J
h
言

，
卻
\
或
「
不
可
珍
品
遠
之
地
」

1

是
厄
來
的
出
名
童
的
酬
約
巴
布
王
的
山
生
地

(
創
刊狗
"
一端
上
1
H
)
它
是
默
一
崗
位
敵
人
的
代
表
故

此
數
位
先
知
會
以
神
論
向
之
恐
嚇

(
亞
1

時
依
"
6

耶
的
村H
n

)
關
於
它
是
一
座
誰
不
可
蔽
的

m
t城
聖
經

上
亦
府
所
提
及(叭
叭心
的H現
削狗
"

)
按
考
古
恨
話

之
意
見
郎
今
日
之
步
齒
辣

2

摩
阿
布
區
的
一
座
蛾

(
耶
彷
M

)
可
能
就
H
t

貝
頁
爾
絨

(
巾
4

"
約
m
a

釗

品
端
上
6

間

)
(
韓
)

別
時
伶
俐
爾
附
當
T
(因。
但口。『聞
自)
是
兩
兩
川

1

、

-
I
R
-
t
l
-
1

，
、
給
肌
峭
的
泌

的
兩
個
兒
子
雅
各
伯
和
右
垠
的
外
號
係
阿
利
美
文
且

即
「
古
霆
之
子
」

(
谷
3
口

)
這
可
能
是
由
必
他
們

性
情
暴
燥
熱
誠
使
然

(
谷
9

盯
的
9

叫
“

)

此
名
之
字
意
仍
不
能
條
定
阿
利
美
文
亦
有
「

H
A

動
之
子
」
的
意
思
而
阿
刺
伯
文
則
為
「
義
怒
之
手
」

或
剛
刺
倒
土
話
有「
雙
生
子
」
之
扎

旬聖1 932 
或經iιL
內的. {土

谷 Ir.刀
加種用牛
以方于三三
噎式，莊E

ii 警
Edpp 
票i 吾i igs
種亨豆豆
且 盟者中(
詩富們 古韓
句馬 解時)

iJ f;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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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以
優
正
或
者
將
聖
經
古
老
的
表
達

3
式
加
以
現
代

化
這
種
這
清
修
正
或
使
現
代
化
的
工
作
大
都
是
按
照

注
解
家
的
個
人
主
觀
評
斷
而
寫
之
故
此
很
顯
然
地
有

的
地
方
是
作
對
了
但
也
有
不
少
的
地
方
部
使
原
文
更

為
不
清
甚
至
接
解
這
種
注
解
又
有
兩
種
一
種
是
喜
於

聖
經
正
文
行
與
行
之
間
的
(
。

-
S
古

巴

D
O
R
M
ω
)一

種
是
寫
於
正
文
每
段
之
後
的

(
已
。
且
5
月

3
)
要

者
是
應
與
正
文
完
全
分
離
不
然
就
成
了
夾
旬
(
H
R
R
E

咕
。
-
良
心
。
)

這
也
就
是
在
解
與
夾
旬
分
別
之

所
在

注
解
的
原

則
遞
然
如
此

(
與
正
文
分
開

)
但
是

日
久
天
長
聖
經
一
遍
一
逅

的
抄
寫
不
知
不
覺
的
有
不

少
注
解

(
單
詞
或
語
旬

)
被
抄
入
正
文
之
內

致
使
聖

經
的
正
文
喪
失
其
原
來
的
真
面
貌
這
種
事
實
的
造
成

可
能
是
出
於
抄
寫
人
的
疏
忽
誤
會
也
可
能
是
出
淤
他

的
善
意
不
過
這
些
外

來
的
插
詞
或
插
旬
因
著
對
聖
經

細
心
的
研
讀
及
多
種
不
同
手
抄
本
的
彼
此
比
較
是
容

易
被
發
現
山
來
的
因
海
它

們
大
都
是
比
一
一
原
文
的
重
復

生
硬
甚
至
裕
格
不
入
的
調
旬
這
就
是
聖
經
校
勘
學
的

主
要
工
作
對
象
l

發
掘
聖
經
的
真
面
貌
這
竟
成
了

一

種
聖
經
的
專
門
學
問
且

有
不
少
的
著
作
問
世
以
資
參

考
思
一
口
同
學
經
譯
本
就
揉
納
了

不
少
學
者
們
的
意
見
將

共
同
被
認
為
是
插
旬
的
地
方
以
〔•••••. 

〕記
號
表
示
出

來
供
讀
者
留
意

見
解
經
學
的
鏈
條
右
噎
夾
住

;!E 

m
爬
蟲
(
間
的
叮
叮
)

見
品
中
的
動
恥

j\ 

(
緯

)

933-934 

u
h
v
A
R、
「
q
w
o
zoE
J
根
擴
嬰
經

所
收
在
上
古

9
!

'

，

2

2
月

、
時
此
人
已
以
畜
牧
為
業

(
創
4
2
)
以
民
的
藝
祖
都
是

牧
人
即
無
一
固
定
處

所
逐
水
草
而
居
的
遊
牧
民
此
蚓
制
制
及
其
家
人

來
到

埃
及
時
就
自
稱
為
「
牧
羊
的
」

(
創
叫
呵
呵
約
3
)

雖
然
當
時
的
埃
及
人
閻
英
文
化
已
達
到
高
深
地

步
「
以
必
一
切
以
下
的
人
」

A
創
怕
"

的
自
)
但
民

近
東
民
族
包
括
占
時
的
埃
及
人
在
內
畜
牧
究
竟
是
被

人
所
重
視
的
職
業
於
是
「
牧
守
」
就
成
為
川
於
閻
王

或
凶
神
的
尊
稱

以
民
將
青
牧
作
業
視
為
持
守
廉
潔
的
生
活
方
式

梅
瑟
咚
民
領
袖
達
味
為
王
起
毛
斯
受
任
怨
先
知
以
前

都
是
牧
不
人

(
山
山
3
1

撇
下
7
8

位
1
1
7
H
)
牧

人
的
生
活
雖
多
辛
苦

(
創
到
“
1

U
)
但
也
天
真
爛

漫
誡
樸
無
偽
從
此
可
以
明
白
耶
穌
誕
生
在
自
冷
後
天

使
為
什
麼
首
先
肉
那
些
守
夜
看
沒
r
r
翠
的
牧
人

們
宣

告
救
主
來
臨
的
在
固
執
的
原
凶
(
的
2
8
自
)

畜
牧
的
主
人
或
將
泣
，
軍
甘
心
給
自
己
的
兒
女
看
守

(
創
幻
2

撒
上
的
u

創
訝
，
出
2

時
)
或
麗
俯
巳
牧

放
仰
L
的
工
資
治
錢
或
是
所
生
不
窄
的
一
部
份

(
區

u
u
創
刊
凹

的

裕
前
9
7
)

m
k經
上
多
次
描
述
牧
人
的
勞
衍
生
活
白
天
峭
壁
尋

找
草
w
w水
源
或
水
井

(
詠
幻
2

4

划
"
H
)
晚
上
把

干
起
罔
鬧
市
間
(
戶

U
H
U
M下

M
M甜
)
在
野
外
帳

f
u
M

裘
過
夜
但
不
能
放
心
安
眠
凶
為
常
得
從
防
保
譴
牲
畜

(
創
幻
的
)
以
能
用
棍
杖
，
相
投
石
器

(
詠
幻
4

米
7

H
)
抵
禦
猛
獸
和
盜
賊

(
撒
上
門
μ
u
n
l盯
-
a
3
M
s
b

m
u

)
有
時
在
曠
野
修
築
堡
鐘
以
看
守
矩
話
(
偏
于

叫
“
刊
)

牧
人
必
須
為
牲
畜
責
責

(出
的μ
9

I

H

創
M
MH
)

每
天
當
牲
青
山
人
恤
田
園
時
叫
牠
們
從
自
已
的
仗
F

經

過
以
便
點
查
數
目

(肋
幻
臼
本
刊M
H
則
必
訂
)
削
呎
叫

他
疏
忽
之
故
主
人
過
受
的
支

牧
人
甘
心志
賠
的
(
的
訓

"
山
川n
g

r

問

亞
4

凹
)

聖
經
多
次
別
牧
人
與
羊
烈
的
比
喻
改
明
苗
州
刷
版

民
眾
上
主
與
以
民
的
關
係
自
從
雅
各
伯
家
安
還
微
米

主
被
稱
四
川
「
叫
剖
圳
的
牧
持
」

(
制
將
m
m刊
剖
) 。

多

次
描
寫
天
主
是
百
性
的
苦
牧
如
何
支
護
其
子
民
(
冰

3
1

|

‘

0
2

叫
o
u
9
9
ω

m
l
I
A
4
u

1

位

。
也
。
。

ι
r甘
A
帥
，
-
A
T
j

n
A
司
、d

H
H
F
43

米
4
6

德
的
口
等
)

在
世
上
替
天
主
管
澀
其
子
氏
的
你
梅
瑟

(
依
的

H
)、

民
長

(
制
下7
7
)

、

出
咐
(
船
上
5
2

)
和
其

他
君
王
及
首
領
都
被
稱
自
吋
「
收
人
」

(
參
H
U依
兇
H

耶
ω
缸
吭U
H
則
U
M
--
M

等

)
有
時
天
主
派
造
外
教

的
君
王
「
收
養
」
他
的
百
性

(
耶
6

3

依
料
油

)

由
於
、
以
及的
首
領
不
起
義
務
不
頁
責
任

(
依
u
n

u

則
M
3
1

刊

同
口
口
)
天
主
將
來
要
將
「
羊
草
」

況
與
一
位
忠
實
的
牧
且
也
(
耶
幻
1
4
3

臼
)
他
的

忠
僕
默
西
巫

(
米
5

3

划
"
n

幻
H
)

在
新
約
內

耶
穌
以
「
善
牧
」
的
當
喻
治
明
刊
已

是
天
主
一
的
詩
的
牧
者
描述
他
的
選
民
及
眾
人
如
何
附

注
和
慈
愛
為
救
般
人
類
甚
至
犧
牲
自
己
的
生
命

(
H
h



ω
u
1

時
瑪
的
問
|
H
峙
的的
4
1
7

)
他
被
派
遣
固

然
首
先
是
海
了
拯
放
「
以
色
列
家
矢
迷
的
羊
」

(
瑪

ω
6
的
M

谷
6
H
)
但
也
奉
獻
自
己
「
瀉
大
梁
作
股

價
」

(
璃
必
間
)
耶
穌
將
阻

臼
7

論
那
位
要
被
殺
宮

的
民
牧
的
預
言
貼
合
在
自
己
身
上
(
瑪
鈞
缸
扭
谷
M

盯
甜
)
以
預
言
他
的
死
亡
但
也
暗
示
他
復
活
後
要
將

四
散
的
羊
再
聚
集
在
一
處
叉
用
牧
人
及
羊
擎
的
譬
喻

描
述
他
將
來
要
寫
判
萬
民

(
瑪
鈞
剖
l

m
)

「
靈
牧
」
「
偉
大
的
司
牧
」
和
「
總
司
牧
」
宗

徒
們
用
這
些
一
尊
稱
把
光
榮
復
活
了
的
主
耶
穌
對
教
會

的
關
係
很
適
當
地
表
達
出
來
(
伯
前
2
自

5
4
希
u

m
)
同
時
也
提
醒
管
瑾
教
會
的
晨
起
初
領
袖
凶
扯
起
代

替
這
唯
一
「
善
牧
」
故
應
效
法
他
的
芳
表
牧
放
天
主

的
羊
零
如
此
才
可
希
望
將
來
巾
善
牧
那
哀
領
到
牧
者

的
L
資
(伯
前
5
1
|

4
)這
些
一
尊
稱
叉
動
導
並
惜
別
也

教
徒
去
信
從
依
持
那
關
照
他
們
的
一
切
善
牧
(
伯
前

5
7

苦
心ω
4
H
)

在
教
會
初
興
的
時
候
信
徒
們
最
喜
歡
用
進
口
牧
這

個
尊
咱
們
稱
呼
救
主
耶
穌
在
羅
馬
笙
窟
內
及
古
時
要
一
堂

牆
堅
上
多
次
見
到
這
口
牧
的
像
他
或
背
心
省
伐
刻
的
失
迷

的
羊
或
不

n
p環
繞
在
他
四
月

自
古
迄
今
教
會
內
也
以
「
司
牧

」
或
「
牧
師
」

一
稱
呼
寅
貴
管
理
教
會
或
地
芳
教
會
的
人
員
(
4
9見
若

一
幻
H
1

口

伯
前
5

2
弗
4
u

宗
別
扭

)

仙
一

此
外
斟
副
會
戶
，
次
用
擬
人
法
稱
死
亡
為

「牧
人
」

戶
他
將
那
些
來

持
伊
拉夫
主
的
富
人
當
作
自
己
的
丰
拿
起

935 可哇J~ 

到
陰
府
衷
去

(
泳
m刊
臼
)

見
聖
經
中
的
動
物

(
祖
祖)

污
公
V
A品
吋
「
M
J
Z
R
且
防
空
皂
白
/

名
榕
在
新

數
恥
屯
函

個
/
憫
。M
m
g
-z

-
MSS

E
-
2
」
;

:

l

'

肉
、
約
正
經
古

目
中
有
三
划
書
信
ω

弟
的
弟
後
錄
自
成
一
仰
和
通
常
稱

為
「
牧
函
」
所
以
稱
為
「
牧
函
」
是
因
為
在
這
三
古

信
內
所
淡
的
內
容
是
關
於
牧
民
的
問
題
不
過
「
牧
函
」

這

一
名
稱
並
非
原
來
所
有
而
是
十
八
世
紀
才
巾
神
學

家
閃
始
這
樣
稱
呼
這
三
書
信
由
主
名
可
知
兩
封
是
寫

給
弟
戊
德
一
封
是
寫
給
弟
鐸
二
人
都
是
聖
保
線
的
弟

子
反
傳
教
的
助
手
也
三
書
信
的
內
容
看
來
可
知
學
州
陣

線
所
以
給
他
們
必
指
無
非
是
再
度
洲
迦
二
徒
應
如
何

苦
仕
咐
他
們
的
司
牧
的
服
務
治
班
教
會
牧
皮
天
主
托
給

他
們
當
附
關
的
下
來
l
教
友

牧
函
寫
作
的
時
地
弟
的
與
鐸
大
約
是
保
祿
第
一

次
被
囚
釋
放
後
再
度
東
來
約
淤
公
元
六
三
!
六
五
年

問
道
經
馬
其
頓
時
所
寫
那
時
弟
戊
德
在
厄
弗
所

(
弟

前
1
2
)
而
弟
鐸
在
克
里
特
島
(
鐸
1
5
)
至
於
弟

後
是
保
收
第
二
次
被
川
肝
、
四
融
為(約
公
元
六
七
年

)

們
的
此
不
久
人
世
胎
是
寫
了
一
一
這
信
要
弟
戊
心
的
在
快
釗
羅

鬧
去
(
弟
後
4
6
9
)
。
是
以
剃
後
是
俐
喇
生
的
最
後

留
一
一
百
攸
比
以
弟
後
為
保
你
的
迫
喝
也
無
不
可
上
述
三

倍
信
名
義
上
附
然
是
保
綠
寫
給
他
的
兩
個
愛
徒
因
此

可
說
是
私
人
兩
件
但
賀
際
上
從
三
書
信
的
內
容
看
來

實
是
治
斑
教
會
的
原

則
一
事
實上
學
教
會
從
很
古
以
來

對
上
述
三
苦
信
非
常
重
視
如
德
都
良
會
說
「
保
祿
給

弟
戊
德
為
了
兩
封
的
給
弟
鋒

-
M
都
是
有
關
教
會
艸

喊
叫
什
的
信
」
學
奧
昕
定
史
進
一
步
會
耍
求
「
凡
在
教

會
內
任
領
導
絨
的
人
熄
把
宗
徒
叫
W
A峭
的
逗
三
封
的
比
以

在
恨
的
」
均
此
不
腳
地
只
以
上
述
三
倍
內
純
甘
心
人
兩
件

內
容
關
於
三
首
倍
的
內
心
仕
除
極
少
的
幾
點
屬
私

人
方
面
的
字
外
如
弟
前
5
且
要
弟
茂
德
不
只
飲
水
也

要
飲
點
酒
弟
後
3
9

1

時
要
弟
茂
德
益
快
到
羅
馬
來

鐸
3

閱
日
叫
弟
鐸
盡
快
到
尼
苛
頗
里
去
其
他
可
品
屬

於
管
理
教
會
的
原
則
要
之
可
分
為
兩
重
點

(
一
)
反
對
異
端
邪
說
要
保
祿
一
再
叮
時
二

位
芝
徒
耍
銜
護
其
道
提
防
並
駁
斥
偽
善
背
信
的
邪

4
4

謬
論
至
於
所
品
的
邪
混
忍
耐
論
一
方
面
是
來
，
叫
猶
太
主

義
保
守
派
如
弟
前

1
4
所

說
「
無
帥
的
的
博
尚
無
的
“
泌

的
祖
譜
」
鐸
明
一
百
「
猶
太
人
無
稽
傳
品
」
錄
3
，
所

說
「
有
關
法
律
的
爭
論
」
大
約
是
指
持
皮
有
關
你
瑟

法
律
詮
釋
等
問
題
不
過
從
另
一
力
面
如
否

n
d肉
身
心
做

活

(
弟
後
2
M
)
以
及
過
分
的
縈
慾
主
義
州
「
崇
止

嫁
娶
戒
絕

一
切
食
物
」

(
弟
前

4
3
)

可
抗
持
你

於
波
斯
二
元
論
的
哲
學
恩
怨
以
過
分
樂
慾
為
獲
得
刊

識
的
途
w
m迋
據
形
成
了
他
拍
i
h
-
-

需
做
“
合
主
義

(
切
可
口
n
S
Z
S
E
τ
丘
。
。
，
白
色
。D
Z
H
E
E
)大
約
叫

一
位
紀
木
二
世
紀
初
岱
行
的
品
士
斯
派

(
C
D
S門戶
口，

Z
S
E

〉
的
胚
胎
而
且
也
﹒
即
是己
做
佈
在
哥
羅
海
教

會
內
的
邪
說
異
端
為
駁
斥
這
類
邪

-
a謬
論
保
的
峙
動
三

位
愛
徒
要
本
著
信
德
艾
德
品
投
由

他
|
|
保
轍
，
|
l

所
接
受
的
健
全
的
道
理
{
品
市
前
4
6
6
a

甜

甜
珊
，
俊
l



H

個
時I
H
2

1

)

州
(

二
)
治
理
教
會

所
謂
治
理
教
會
郎
處
理
敬

~
會
內
人
事
行
政
等
問
題
首
先
是

設
置
長
老
或
監
督
而

-
且
可
次
道
是
保
祿
對
二
徒
的
命
令

(
鐸
1

s
)
因
寫

→
這
樣
才
能
使
教
會
擴
區
及
延
續
下
去
為
此
告
知
二
徒

該
選
拔
什
麼
樣
的
人
作
監
管
及
長
老
因
而
列
舉
作
監

控
首
凡
此
長
往
的
各
種
條
件
(
見
弟
前3
1
l
7

鐸
1

6
1
9
)
其
次
是
執
苦
而
且
有
男
執
事
及
女
執
事
並

且
列
舉
為
作
執
事
應
有
的
條
件

(
弟
前
3
8
l
n

)

此
外
當
時
尚
有
一
種
我
們
可
稱
為
「
寡
婦
制
」
的
生

活
為
使
某
女
人
能
加
入
這
種
寡
婦
制
的
圈
內
也
列
舉

了
一
比
一
聶
件
如
年
備
方
面
前
要
不
少
鈴
六
十
歲
只
作

過
一
個
丈
夫
的
妻
子

(
弟
前
5

9
1

H
)
也
許
前
面

所
改
的
女
執

h
p凹
巾
這
些
上
了
年
紀
的
寡
婦
充
任
自
足

以
保
你
喝
附
他
的
乏
徒
對
錄
用
寡
婦
也
要
多
加
留
立

收
商
作
有
的
問
題
關
於
圳
甜
的
作
者
在
三
剝
削
間

的
開
端
都
明
三
口
是
保
祿
宗
徒
學
教
會
自
古
的
傳
授
除

瑪
爾
也
古
巴
外

(
C
D
S
F
向
R
E
S
-
ω

這
木
毫
不
足

奇
凶
牧
函
內
正
針
對
他
的
異
端
有
所
中
斥

)
可
說
一

致
以
保
你
為
牧
闊
的
作
者
只
在
最
近
十
九
世
紀
木
才

出
了
一
批
所
謂
F
H
d訂與
批
判
學
話
根
攘
批
判
學
的
原

則
以
下
列
三
理
由
郎
(
一
)
從
文
辭
方
面
(
二
)
從

有
關
教
會
學
統
方
面
(
三
)
從
所
駁
斥
的
異
端
邪
說

方
面
否
沼
保
祿
為
牧
函
的
作
者
不
過
從
他
們
所
強
泌

的
理
由
看
來
質
不
足
以
誰
明
保
祿
並
非
牧
函
的
作
者

今
客
述
如
下

八935 

(
一
)
從
文
辭
方
面
接
考
訂
學

者
的
意
見
在

牧
函
內
有
不
少
字
旬
甚
至

有
人
說
約
三
分
之
一
字
旬

不
見
於
其
他
替
信
內
而
且
有
些
是
涉
及
神
學
的
名
詞

如
「
健
全
的
道
理
」
(
弟
前
1

叩
弟
後
4
3

鐸
1

，

2
1
)
而
「
倍
德
」
一
謂
也
另
有
較
深
的
意
義
即
也

指
正
榷
的
道
斑

(
弟
前
I
H
4
1
6

弟
後
4
7
)
此

外
在
指
口
氣
方
面
則
比
較
溫
和
不
如
其
他
番
情
內
如
迦

香
內
火
辣
激
昂
•.... 

對
上
述
各
點
如
注
意
到
這
三
番

情
的
主
要
對
象
是
保
紋
的
兩
位
建
徒
並
非
直
接
向
某

一
教
會
發
言
尤
其
這
三
書
信
是
保
祿
在
他
的
晚
年
所

寫
而
且
極
可
能
保
綠
會
用
了
不
同
的
代
筆
人
如
此
則

上
述
各
疑
難
雖
不
能
說
迎
刃
而
解
但
至
少
可
說
不
能

他
們
成
否
舟
山
川
休
時
為
牧
函
作
有
的
絕
對
斑
白

(
一
二
從
有
關
教
會
想
流
方
面
持
一
行
的
單
符
必

為
收
商
內
論
反
「
監

M
U
」
「
長
且
也
」
「
執
宇
」
等
教

會
內
不
同
的
職
位
被
限
已
相
當
分
明
這
不
可
能
回
芝
加

徒
死
前
教
會
內
的
仙
形
因
而
牧
闖
不
能
是
出
自
京
徒

刑
喇
的
手
乳
關
淤
這
點
可
說
考
汀
學
者
的
理
論
非
但

不
能
就
明
牧
函
非
宗
徒
的
作
品
而
且
更
加
以
澄
責
國

牧
函
內
所
稱
「
監
笛
一
「
長
老
」
一
方
面
目
可
看
為

日
後
教
會
內
「
主
教
」
「
司
鐸
」
的
雛
m
r但
拍
一
方

面
牧
兩
內
所
謂
「
能
偉
國
」
「
長
老
」
並
未
知
三
L
l

年

後
女
位
約
是
一
雅
主
教
依
納
的
偏
內
論
汝
「
監
督
」
「
長

老
」
所
有
消
晰
的
概
念
如
鐸

1
7

的
「
監
督
」
與
1
6

所
蜓
的
「
長
老
」
可
說
所
指
乃
同
樣
的
人
物
弟
前

5

口
i
n

所
仗
的
「
長
老
」
由
他
所
盔
的
施
教
講
道
之

職
及
堪
受
加
倍
的
尊
敬
看
來
似
乎
和
3
2
1
7

所
緝

的

「
監
督
」
在
該
處
論
及
作
「
監
督
」
所
當
有
的
條

件
也
屬
名

異
而
實
闊
的
問
緣
人

物
而
這
種
「
監
督
」

「
長
老
」
互
相
適
用
的
情
形
正
是
宗
徒
末
年
教
會
內

所
有
的
情
死
(
參
閱
宗
鈞
叮
甜
)
所
以
說
這
樣
，
吏

治
質
牧
函
乃
京
徒
也
叫
牧
兩
側
踹
所
品
保
持
怖
宗
徒
的

crin ufrr 

(
三
)
從
所
駁
斥
的
異
端
邪
說
方
面
關
於
逗

一
點
考
訂
學
且
也
認
為
牧
函
內
所
駁
斥
的
異
端
邪
說
乃

一
世
紀
末
二
世
紀
初
盛
行
於
小
亞
細
亞
的
諾
士
斯
派

邪
說
這
一
邪
說
故
興
盛
於
初
世
紀
末
二
世
紀
初
也
即

在
宗
徒
死
後
欽
L
l

年
間
這
樣
牧
函
自
然
不
能
是
宗
徒

刑
酬
的
作
口m
L不
過
這
一
周
山
區
屬
牽
強
與
事
質
不

符
吋
如
前
而
業
已
提
及
收
兩
內
所
駁
斥
之
邪
說
S
m

乃
猶
太
|

市
蠟
混
合
主
義
充
其
H
且
只
是
活
士
斯
派
邪

說
之
胚
胎
雛
型
早
已
為
廿
一
口
必
剖
制
制
教
會

(
見
的

)

而
副
組
蚓
叫
你
問
刺
間
相
隔
不
法
凶
而
保
收
致

h
A
U鈴話

時
在
厄
弗
所
員
貴
的
弟
戊
總
要
他
及
早
提
防
並
加
以

申
斥
這
正
是
保
祿
在
查
他
身
為
宗
徒
之
職
資
屬
合
的

合
理
而
考
訂
由
伊
拉
竟
以
一
一
迋
-
m
論
否
認
保
祿
為
牧
函

作
者
質
不
能
成
為
現
仙
而
且
可
說
近
乎
無
理
取
鬧
故

毫
不
足
為
憑

結
論
總
觀
上
述
各
點
尤
其
很
據
牧
兩
內
作
者
要

三
徒
所
做
的
數
件
私
人
任
務

(
如
弟
後
3
.
H

鐸
3

時
)
以
及
對
二
徒
的
闢
懷
備
至
(
如
弟
前
5
詞
)
可

以
結
論
說
作
者
若
非
保
祿
質
不
知
有
什
麼
比
保
綠
更



適
合
的
人
能
寫
出
這
樣
對
教
會
對
基
督
充
游
熱
誠
摯

愛
對
二
徒
宛
如
慈
父
對
愛
子
般
的
所
謂
「
牧
函
」
了

(
弟
前
1
2

鐸
1
.
)

見
保
祿
諾
斯
士
派
聖
統
制
度

(
義

)

M
m
f
u
m
晒
主
「
明。
H
J

狐
與
狸
雖
同
屬
犬
科
但
究

w
Z
部
油
畫
/
〈
已
甘
、

T
E
a
r

司

J
f

'

"、

、
有
別
平
常
部
門
吊
兩
者
並
稱

凹
划
蚓
甜
地
產
狐
而
且
有
兩
種
狐
即
制
別
狐(
J
H已B

M
M
B
旦
古
巴
2
)
和
黃
狐

(
〈
己
可
自
己Eg
n
o
E
m
)按

說
還
是
巴
力
斯
坦
地
的
特
產
前
者
多
產
於
巴
力
斯
迫

中
部
和
南
部
後
者
多
產
於
巴
力
斯
過
北
部
森
林
區

希
伯
來
文
有
四
字
用
以
指
狐
狸
但
用
得
最
多
而

較
為
普
通
的
一
字
是

F
F
E
E
-」
此
字
不
但
指
狐
狸

而
且
有
時
也
指
胡
狼
(

】R
E
-

詠
的
u

厄
下
3

臼
譯

作
野
犬
先
知
書
內
多
譯
作
品
制
狼
)
民
的4
所
記
似
乎

應
是
胡
狼
而
不
是
狐
狸
因
胡
狼
性
合
翠
常
結
隊
接
息

出
遊
且
盛
產
於
培
肋
舍
特
地
故
能
一
時
成
批
捕
捉
至

於
狐
性
不
合
翠
常
隻
身
獨
處
不
易
捕
捉
狐
與
胡
狼
雖

同
屬
食
肉
類
晝
伏
夜
出
覓
食
蟲
鼠
飛
鳥
家
禽
但
有
時

也
食
果
口
問
蔬
菜
胡
狼
尤
喜
食
腐
肉

(
詠
的
H
)
常
成

章
結
隊
出
沒
於
廢
雄
問
故
以
其
軍
集
之
處
狀
述
荒
涼

之
地

(
依
u
n
M
H
耶
9

叩
)
小
狐
狸
叉
愛
在
田
間

打
洞
偷
食
毀
壞
農
作
物

(
歌
2

臼
)

一

新
約
內
兩
次
提
到
了
狐
狸
而
且
都
是
出
於
主
基

τ
督
的
口
一
次
自
謂
己
貧
竟
無
立
錐
之
地
連

有
穴
可
接

叫
一
身
的
狐
狸
也
不
如

(
甜
8

甜
甜9
閥

門
一次
以
之
指

三
輛
黑
番
穆
女
提
帕
唱
詞
彼
奸
狷
怯
懦
實

無
異
於
狐
狸
精

936-938 
HE 

j \, 

(
路
口
刮
目
)
(

漁

)

W
A
吋
「
。
。m
J
至
少
遠
在
公
元
前
六
至
五
千
年

9
X
A
4
/
bH
WE
m
』

'
、
左
右
已
有
狗
的
存
在
且
已
為
人

所
畜
養
公
元
前
四
千
年
左
右
埃
及
和
美
索
不
達
米
亞

的
文
件
已
證
質
狗
對
人
類
的
重
要
受
人
之
愛
護
甚
至

有
對
其
敬
禮
的
存
在
狗
最
初
在
聖
經
上
好
以
仍
是
半

家
畜
動
物
雖
然
有
時
間
人
在
一
起
生
活
但
大
都
無
定

居
故
不
時
提
到
野
狗
一
詞
但
是
狗
對
於
半
遊
牧
的
以

民
來
說
是
為
看
守
牧
畜
很
有
價
值
的
動
物

(
見
約
"

1

依
%
u
u
)

很
可
惜
的
是
「
狗
」
在
以
民
的
文
化
上
猶
如
在

中
國
古
文
化
上
常
帶
有
譏
諷
經
視
卑
賤
的
意
義
與
人

們
向
來
對
狗
之
愛
護
重
化
甚
至
嬌
美
正
成
反
比
制
國

古
代
有
犬
改
犬
儒
狗
歲
等
活
現
在
則
謂
狗
子
狗
腿
狗

眼
狗
肺
走
狗
等
等
都
是
一
些
罵
人
的
惡
這
個
而
來
源
部

是
家
畜
中
最
可
走
最
忠
信
最
聽
命
最
有
價
他
的
狗
狗

在
聖
經
上
是
不
潔
的
動
物
欲
此
也
是
倡
坡
的
象
徵

(
申
幻
凹
默
n
H
)
在
城
市
的
街
道
上
在
窮
鄉
僻
壞

之
區
各
處
亂
跑
找
尋
碎
屑
殘
羹
腐
川
呃
，
必
肉
果
腹
並
且

為
了
這
些
食
物
而
彼
此
打
仗
咬
傷

(
川
口
7
n
n

德
U
H
詠
的
7

臼
)
故
此
是
可
甫
平
的
動
物
為
人
所
不

齒

(
列
上
M
U
M
-
訂
閱
列
下
9

M
M

詠
泣
﹒
口
的M

耶
臼

3
)
「
狗
」
「
狗
的
兒
子
」
「
死
狗
」
等
都
是

經
慢
凌
辱
人
的
言
詞

(
撒
上
仰
的
自撇
下
3
8
9
8

泊

，
列
下
8

臼
依
必
叩
口
)
罵
人
深
刻
的
一
旬
話
要
算

是
「
猶
如
狗
再
來
吃
牠

嘔
吐

之
物
」
(
鐵
恥
的
U
)

舊
約
中
對
狗
的
偏
見
亦
重
現
於
新
約
之
中
一
個

卑
劣
不
堪
的
人
猶
如
一
雙
狗
「
不
要
把
學
物
給
狗
」

(
瑪
7
6

)
耶
穌
說
這
旬
話
的
目
的
並
不
是
在
廣
…

猶
太
人
與
非
猶
太
人
而
是
在
強
調
進
口
人
與
惡
人
之
分

聖
保
祿
會
稱
那
些
一
由
法
利
率
黨
人
罔
頭
信
秦
基
督
的

猶
太
人
為
狗

(
斐
3
2

見
宗
的

s
)
在
富
翁
與
曲
喘
病

交
迫
拉
匣
祿
的
比
喻

上
狗
來
遮
住
區
祿
的
創
傷
並
不

是
在
顯
明
富
與
窮
的
對
比
而
且
是
為
更
有
力
地
指
出
控

匣
祿
的
可
憐
情
況
意
謂
「
甚
至
連
人
所
卑
視
的
狗
都

來
抵
他
的
傷
處
」

(
路
的
自
)

耶
穌
對
客
納
罕
婦
人
的
答
話
「
拿
兒
女
的
餅
扔

給
小
狗
是
不
對
的
」
(
焉
的
品
)
只
是
在
說
明
猶
太

人
與
吳
邦
人
在
得
救
恩
上
先
後
的
權
利
不
可
否
泌
的

在
救
騷
的
廢
史
上
以
民
是
天
之
驕
子
是
天
主
的
特
選

民
族
故
此
在
沾
享
恩
惠
上
有
優
先
權
猶
如
在
家
庭
中

子
女
先
吃
飽
之
後
才
顧
及
到
犬
狗
再
品
當
時
的
猶
太

人
習
稱
那
些
不
織
制
封
法
律
的
人
為
狗
(
韓

)

咽m
h吋
包
包
h
「
H
M
O
R
J
(

一
)
狗
熊
乃
民
間
普
通

9
x
n
7

品
曰
“/
d
門
口
\

'
、
名
學
名
為
照
種
類
甚
多
巴

力
斯
過
本
部
位
日
產
熊
故
何
約
，
他
捉
到
熊
且
以
之
取

譬
設
喻

(
繳
上
打
8

刻
下
2

剖

竄
口
問
依
m
w
u哀
3

刊
達
7
5

參
見
默
口

2
)
今
只
見
於
敘
利
亞
西
南
部

一
帶
森
林
山
嶺
區
域
內
體
小
黃
褐
色
學
名
寫
果
總

(
C
E
E

切
有
3
5
)
是
一
草
食
業
肉
食
的
動
物
平

常
食
草
入
冬
亦
捕
食
家
畜
尤
其
羊
類
充
饑
故
搬
上

η

H
!

盯
是
載
這
味
擊
校
建
羊
狗
總
列
下

2
h

兩
隻
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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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
由
林
中
出
來
咬
究
四
十
二
個
教
室
的
乳
狗
熊
情
急

尤
其
母
都
間
進
難
時
異
常
凶
猛
故
聖
經
上
往
往
以
熊
來

形
容
附
暴
和
處
坡
的
險
惡

(
亞
5
"

歐
u
a
德
諮
詢

訶

德
n
H
)

(
二
)
熊
又
為
是
座
名
叫
大
熊
座
北
斗
星
小
熊

也
小
北
叫
丸
，
足
約
9

，
刊
呵
呵
兩
處
學
者
多
以
之
指
熊
陸

北
叫
于
是
但
有
比
一
一
學
荷
以
之
指
獅
子
座
星
宿(漁
)

妙
作
足
兩
也
\
肉
。Z
J
玫
瑰
今
日
在
巴
力
斯
坦

並
不

W
A
Z
L
e
到
缸
/
/
悶。
"
」

1

.
一

|
l

J

、
希
奇
但
在
舊
約
時
代
是
否
相

誌
持
越
川
不
得
而
知
至
少
在
全
部
舊
約
內

希
伯
來
文

沒
街
玫
瑰

-
u
f在
令
部
學
經
內

只
有
四
次
提
及
玫
瑰

一
次
在
村
2

8
三
次
在
德
州
的u
m
m口
叩
8
但
智
的
原

文
3

而
闡
明
文
而
德
的
版
文
雄
風
希
伯
來
文
但
保
留
及

傳
至
後
稚
的
只
有
希
叫
做
譯
文
和
其
他的
古
譯
文
再
說

智
德
這
兩
部
首
都
山
臼
絞
悅
時
代
ω

公
元
前
一
五
O

l

二
一
)
、
7
年
間
科
2

8
節
品
「
在
玫
瑰
花
尚
未
萎
謝

以
前
用
來
作
孩
們
的
花
冠
」
但
以
花
一
輛
作
花
冠
來
妓

只
是
而
蠟
與
綜
肘
人
的
明
白
向
希
伯
來
人
原
沒
有
這
一

習
的
至
於
、
德
圳
的
M
n
口
則
說
「
郎
郎
里
哥
的
玫
瑰
樹
」

「
切
M
誠
在
魚
水
邊
的
玫
瑰
」
按
這
段
經
文

的
上
下

文
盲
來
。
近
几
災
捐
臘
文
肘
的
玫
瑰
很
可
能
是
指
在
巴
力

所
細
一
件
地
尤
其
水
里
哥
附
近
約
但
河
西
岸
進
生
的
夾

竹
姚
仆
人
總叫
8

指
做
文
也
譯
作
「
如
存
天
的
玫
瑰
花
」

但
結
希
伯
來
文
則
有
「
有
如
春
天
樹
上
盛
闊
的
花
」

泛
指
民
倒
是
以
可
混
在
聖
縱

內

希
伯
來
文
未
有
狹
萃

的
「
玫
瑰
」
…
這
一
山
，
寸
(
義
)

/、939-940 

蝴
知
善
惡
樹

\
吋H
悶
。
。
『
只
口
。
豆
豆
間
。
。
叫
。

g

缸
"
口
已
?
"
戶
J

fh戶
手
。
同
∞
S
E
E
O
F
E
O
H

玄
色
」

拔
創
世
紀
起
彼
在
伊
甸
樂
闊
的
中
間
有
生
命
樹

放
知
苦
恁
樹
(
創

2
9
)
後
若
在
解
經
學
的
一
歷
史
上

有
了
很
多
的
演
變
遂
有
不
同
的
解
釋
有
人
謂
二
者
只

是
一
…
柳
樹
只
是
作
有
的
重
述
而
已
在
創
2

叮
只
但
那

一
快
使
原
祖
陪
浴
的
知
誓
愿
樹
3
3
說
「
只
有
樂
園

中
央
那
限
制
上
的
呆
子
」
3
u

只
榮
止
吃
一
…
棵
樹上

的
瓜
子
3

位
叫
衍
似
是
說
不
同
名
的
一
椒
但
是
不
論

如
何
爾
際
不
同
樹
的
說
法
與
原
文
更
相
符
合
這
也
可

巾
兩
何
不
同
樹
的
不
同
目
的

(
3
n
l

M
)
及
其
他

古
民
族
的
傳
說
來
治
明

其
次
解
經
家
忠
且
不
合
的
地
方
是
知
善
滋
有
何

忠
義
或
前
進
口
惡
的
知
識
有
什
麼
立
思
話
先
談

們
要
知

道
這
是
聖
經
上
也
是
占
猶
太
人
的
一
種
說
法
俗
話
以

兩
個
尖
判
的
事
質
l

苦
必
l

來
代
表
它
的
全
部
是
以

所
謂
善
惡
的
知
識
非
他
就
是
「
全
部
的
知
識
」
甚
至

連
天
主
的
全
知
也
包
恬
在
內
(
的

3
5

自
)
聖
經
上

的
這
種
說
法
M叫
他
不
吟
如
「
政
或
坐
或
立
你
令
然
泌

清
了
攻
」
(
一
圳
的

2
)，
小
臥
鋪
心
釋
放
(
劑
的
問
)
，
來
往

(
宗
1

到

)
亦
泊
參
叫
做
F

M
口

目
等
亦
有
人
治
飢

然
這
裘
所
說
的
知
識
是
有
關
倫
躍
的
知
織
所
以
創
的

「
知
卉
必
」
n

‘
沌
的
人
到
達
能
利
用
天
良
的
年
齡
而
言

拔
以
捏
一
純
中
巾1
M

撒
下
W
M
依
7

臼

M

希
5
H
等

例
來
作
誰
比
但
是
我
們
沼
何
"
這
一
切
的
例

f
h都是
你

原
祖
犯
罪
之
後
的
人
類
生
命
狀

態
而
言
而
原
祖
、
又
惜

自
被
造
之
初
即
因
天
主
的
特
恩
而
達
到

了
成
熟
的
年

齡
已
知
道
倫
理
善
惡
之
別
不
然
天
主
怎
能
會
給
他
們

出
命
甚
至
說
山
斃
命
與
不
聽
命
的
結
果

l

永
生
或
死

亡
呢
所
以
原
祖
之
犯
命
與
無
知
兒
盔
的
過
犯
完
全
太

相
逕
庭
貝
克
迴
然
不
同
的

關
鈴
知
菩
阿
拉
樹的
存
在
還
有
一
個
問
題
就
是
它

真
是
一
株
長
在
伊
甸
樂
闊
的
樹
或
者
僅
是
一
個
象
徵

首
先
孩
們
憋
知
道
大
家
慣
常
所
說
的
知善
惡
樹
是
指

的
一
傑
蘋
果
樹
或
謂
原
祖
犯
命
因
是
吃
了
一
個
蘋
果

這
是
由
歌
8
5

的
誤
解
而
來
的
因
為
歌
8
5

並
非
在

說
原
罪
的
問
題
至
於
它
是
一
傑
真
正
的
樹
或
是
一
傲

的
早
傲
的
樹
學
奧
斯
定
己
說
過
「
如
果
有
人
不
欲

按
字

解
釋
那
是
一
叫你
真
正
的
樹
及
結
7
真
正
的
果
實
而

只

是
象
徵
性
的
是
可
以
的
但
是
那
種
象
徵
部
應
當
與
教

會
的
信
德
道
現
相
符
合
並
且
應
與
事
實
的
描
述
相

似
」
奧
斯
定
本
人
則
以
為
可
能
是
象
徵
的
意
義
果
子

之
禁
食
非
他
乃
夫
婦
人
道
之
禁
近
代有
不
少
的
學
者

正
在
鼓
吹
及
倡
導
這
一
學
說
謂
食
禁
果

與
性
慾
之
衝

動
有
關
更
強
調
聖
經

的
術
語
「
認
識

」
常
有
「
性

交
」
之
意

(
創
4
1

叮

繳
上
-
M

瑪
1

目

等
)
而
加

必
比
泣
的
力
且
但
是
我
們
仍
認
為
因
食
禁
果

而
違
背

天
主
的
聖
命

不
只
與
性
慾
的
猖
薇
有
因
果
關
係
而
是

一
切
罪
必
的
淵
源
至
於
「
認
識
」
二
字
之
解
在
聖
經

上
幾
時
主
勁
封
為
男
人
反
對
象
是
女
人
則
解
說
正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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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指
性
交
而
言
但
此
處
所
「
認
識
」
者
非
女
人
而
是

學
濤
之
美
及
罪
過
之
惡
再
者
在
天
主
親
肉
造
了

一
一
另

一
，
艾
祝
福
了
他
們
向
他
們
生
育
繁
殖
之
後
實
在
很
難

使
人
明
暸
元
租
如
何
會
凶
人
道
而
進
作
了
上
主
的
命

令
雖
仍
有
人
的
此
作
沁
加
解
但
都
是
也
一
無
憑
之
談
或

斑
白
不
充
足
的
情
心
之
品
基
於
以
上
種
種
不
能
解
決

的
困
難
政
們
以
寫
拔
照
削
的
文
的
原
來
木
志
講
解
似
乎

更
是
智
且
有
之
舉
學
教
會
對
此
點
未
下
任
何
判
決

最
後
的
困
難
是
在
食
榮
果
與
嚴
洞
之
間
似
于
沒

有
相
稱
的
均
衡
有
點
小
屆
大
作
之
條
路
知
事
情
雖
小

位
出
命
E
l
天
主
l

的
態
度
划
是
卡
分
嚴
峭
的
有
法

作
條
文
在
先
而
仍
明
知
故
犯
則
是
﹒
叮
叮
嚀
其
符
猶
如
一

面
小
小
的
經
製
國
旗
其
物
質
價
值
雖
徵
不
足
道
但
若

將
它
思
念
的
撕
裂
金
污
或
反
燒
則
所
犯
之
過
非
小
閻

為
古
代
表
音
某
某
開
家
的
主
權
領
土
及
全
體
人
民(

緯

)

H
M
h
H
3
3主
主
「
〈
E

戶
門
。
『
出
g

互
且

J
穹
位
一
泊
之

O
F
h
d
r
p
4
d
p
g
4
/

可
H
2
d
p
z
d
o
3

哼
，
閏
月
d
d

、

1
i
;

F
J
'

，
胎

，

i
z
i
i
;
i

、
希
伯
來
文
來

η

「
錄
經
令
竭
而
成
﹒
向
片
」
之
立
義(
見
山
"
3
戶

口

4

耶
m
g
)
按
照
當
時
以
民
及
一
切
古
東
方
民
族
的

觀
念
視
穹
拉
伯
為
遮
益
大
地
之
闢
頂
猶
如
帳F
U軒
然
(
依

刊
拉

到
叮
叮
這
個
叫
頂
是
天
主
趴
每
天
地
的
第
二

一天
這
成
的

(
創
1

7
8
H

l

u

見
依
刊
n
m
M
S
M
們
創

-
J的
時

到
時
那
ω
U

U
AH
臣
也
1
)
有
時
被
比
作
一
面

州
立
如
說
戶
制
刊U
H
叮在
創
益
的
第
四
元
天
主
將
光
怪
日

戶
月

西
單
位
綠
司
在
海
巧
上
(
創
1
H
M
)

區

將
遮
蓋

l 、

大
地
的
水
一
部
份
政
於
穹
蒼
之
上
(
創
1
6
7

見
達

3
的
)
天
上
的

「
水
悶
」
閥
放
說
有
雨
水
落
在
地
上

(
創
7

u
8
2

列
下
7
2

凹
依
川
的M
拉
3

刊
)
天
悶

悶
來
就
是
乾
旱
饑
荒
的
原
因
(
路
4

自

默
刊

6
)
穹

蒼
終
目
的
光
亮
是
天
主
全
能
偉
大
的
表
徵

(
一
詠8
的

二
位
的
1
)
亦
是
世
界
賢
明
之
士
光
明
磊
落
的
象
徵

(
遠
也
3

)
見
字
街
觀

(
韓

)

唱
主
目
「
∞
E

己
已
。
同

J
肩
膀
在
聖
經

上
主
要的
象
徵

9
1
j

d

=
E
E
R
E
\

意
義
是
「
頁
荷
」
「
頁
荷
」

又
有
兩
種
芯
義

1

「
屈
一
的
責
重
」
(
創
刊
時
一
詠
剖7
依
昀
凹
)

且
是
頁
倚
重
但
山
力
府
以
僕
的
偏
袒
徵

2

但
若
所
頁
H
何
者
是
地
位
王
權
(
依
9
5

)
則

是
光
榮
的
胡
平
做

其
次
在
巾
封
口
能
瑟
祝
福
本
雅
明
文
派
時
說

「..... 

住
在
(
上
主

)
兩
一
府
之
間
」
-
一
這
似
乎
是
指
基

貝
恆
和
只
特
耳
兩
山
之
間
而

J口

(
牌

)

鮮。會耳| 三 9唱吧3
亞| 提及。 ~l Lþ. Lþ
d 到革| 一、 勝 8 15
郎| 它 ，到城」、孟R Pl
fll' 當斤|市 -， 'IJ.忘~
入 然山 名 :111 ....--.. ~ 
學 聖j 之是 坡 會 EP FEP 
地 經i 悶。厄!L- ~~ g-g
首上 古蚓 或 g z ) 
先 關代辣I -, -;3 
到 於埃| 因1 頸 \J
途 它及I 1.1.1 背的城
的的 和區」。惡名 ，
地 記阿| 的 義 ， 也
方 裁瑪1:城 有是
就 更劑市， 數人
是是 納1 位 種氣 ，
這 座文於 可關

座 見件厄| 能於
域不 亦巴| 性 : 它

i
l
l
-
-
。

見
色
巴

市
(
創
u
e
7
)
當
時
它
仍
為
割
喇
喇
人
所
佔
領
雅

制
制
自
封
對
科
瀏
蚓
甜
返來
成受
到
城
中
人
民

的
歡

迎
及
進
口
待
准
許
他
購
置因
產
並
為
自
己
的
天
主
建
立

祭
擅
(創
刊M
M
|

甜

)
但
是
他
的
幾
個兒
子
為
報
復
妹

妹
狄
納
被
人
強
姦
的
恥
辱
殘
酷

地
殺
了
不
少
舍
根
人

(創
MM
章
)若
瑟
的
哥
哥

們
在
此
地
牧
放
7
羊
章
(
創

幻
臼
l

H
)
若
瑟
死
後
亦
葬
於
此

地
(蘇
川
的
目
)還有

其
他
的
一
些
一
聖
祖
亦
然
(
宗
7
時
)
佔
領
墓
地
後
若

蘇
厄
將
此
地
創
為
避
韓
城

(
蘇
口
2
7

別
7

見
戶
必

U
)
並
在
此
地
召
集
了
叫
民
(
如
州
州
的

1
1

詞
)
在
這

里
教
訓
了
以
民
且
將
一
塊
大
石
立
在
上
主
里
所
旁
邊

的
寫
科
香
樹
下
此
域
在
宗
教
上
的
重
要
性
可
見

一
斑

其
後
舍
很
人
阿
彼
默
肋
客
將
這
座
城
破
壞
並
撒

上
鹽

(
民
8
n
9
6

村

)
「
搬
鹽
」
是
志
清
此
城
再
無
人

民
凶
住
的
的
社
徵
行
為
勒
叫
戶
口
貝
竿
前
來
此
地
加
冕
稱T
K

雅
洛
貝
罕
將
此
城
擴
充

(
列
上
山
1

自
)
在
耶
肋
米

祖
先
知
時
代
似
乎
仍
有
人
姻

(
耶
判

5
)
在
北
國
以

色
列
滅
亡
之
後
此
地
仍
有
其
相
當
的
價
值

(
一
詠ω
6

個
7

圳
6
9
)
。
技
史
家
封
封
划
的
行
甘
心
札
比
域
曾
經
是

充
軍
後
撒
瑪
黎
雅
人
的
中
心
其
後
被
猶
太
首
領
若
問

L

依
爾
加
諾
所
毀
滅

舍
根
就
是
現
今
的
巴
拉
塔

(
、H
d
V古
巴
)
廢
坡

在
納
布
魯
斯
之
東
約
二
公
里
半
處
耶
京
之
北
六
十
四

公
里
半
離
雅
各
伯
泉
很
近

二
人
名
基
肋
阿

得
的
後
代
之
~
是
含
恨
家
扯
軾
的

創
始
人

(
戶
泌
U

)

「
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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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
舍
校
(
M
N
E
J

人
名
意
義
不
詳
圳
股
市

d
J
T

帕
草
、沙
得
的
兒
子
厄
貝
爾
的

父
親
生
厄
貝
爾
的
時
候
年
三
十
歲
其
後
又
活
了
四
百

C
三
年
生
了
大
批
的
子
子
孫
孫
(
創
ω
H
U
呵
呵

編

上
-

M
H

)
但
是
拔
希
臘
譯
本
及
路
加
記
載
的
耶
穌

的
族
譜
劫
固
定
刻
南
的
兒
子
(
見
希
臘
譯
本
創
m
H
u

n
-端
上
I

U

路
3

臼

)
(

韓

)

峭
色
均
在
拘
「
p
oE
ω
)
品
古
代
以
民
信
經
的
叭
名

f
t
l
j

'

、
調
其
意
義
是
「
你
要
聽
」

這
一
信
仰
體
的
核
心
取
自
申6
4

1
9

日
H
1

n

戶
的

?
“
因
為
它
的
第
一
個
旬
必
是
「
你
要
聽
」
「
以
色

列
你
要
聽
上
主
我
們
的
天
主
貝
克
唯
一
的
天
主
」
(
申

6

4

)
故
此
以
「
你
要
聽
」
來
代
的
「
圳
經
」
是
以

民
口
←.
.
b
w
艾
悅
峙
必
須
誦
讀
的
經
文

此
經
一
世

(
韓

)

們
各
』
」
士
可
「

P
H
F
J人名
其
忠
義
掀
開
，
民
間
的
解

!
'
‘

|

-

F

吧

，
、
釋
是
「
上
主
文
賜
給
了
我
一

桐
兒
于
代
替
加
血
自
殺
了
的
必
怕
爾
」
(
創
4

自

)
如

此
舍
特
應
是
適
當
及
厄
娃
的
第
三
個
兒
了
但
是
攸
關
…

創
5

3
8

的
記
故
舍
特
創
您
是
原
祖
父
母
的
第
一

個
兒
子
蓋
此
處
完
全
沒
有
提
及
加
音
及
到
伯
爾

(
亦

見
編
上
I
L

德
仲
M

口

的
吋3

抽

)2
迫
側
先
別
無
疑
地

應
歸
於
一
個
更
古
拉
文
件
的
不
同
傳
推
而
聖
經
的
作

者
簡
單
地
將
之
歸
納
起
來
舍
特
在
一
百
五
次
上
生

了
厄
推
向
士
其
後
又
括
了
八
百O
七
棋
生
長
了
其
他
不

少
的
兒
女
﹒
早
年
九
百
一
十
二
歲
而
終(創
5

6
8
)

八945-951 

他
的
名
字
亦
見
於
耶
穌
的
族
譜
上
(
刷
刷
3

抽
)
。

(
韓

)

總
K
E已
口
恥
問
「
ω
Z
σ
E
J人
名
是
舍
巴
納
雅

的

A
E
寸
，-
G
串
戶
∞
各
自
」

d
t
|
-
a

f
l

'

、
簡
寫
意
謂

「
上
主
的

親
人
」
是
猶
大
玉
樹
別
克
雅
時
代
的
宮
殿
總
管
(
依

n
H
)
大
概
是
一
名
服
務
宮
庭
的
外
邦
人
因
為
聖
經

上
根
本
沒
有
提
及
到
他
的
家
族
及
出
身
比
人
當
時
地

位
崇
高
勢
力
強
大
竟
目
中
無
人
又
愛
好
虛
榮
令
人
在

一
品
處
嚴
石上
為
自
己
鑿
建
墳
位
乘
坐
彩
車

(
依
U
H

H

)
大
概
是
依
撤
意
亞
先
知
的
政
敵
蓋
會
極
力
強
調

國
王
態
與
埃
及
聯
盟
以
對
抗
勢
力
強
大
的
亞
述
帝
國

這
與
先
知
的
意
願
及
忠
告
是
完
全
背
道
而
馳
的
是
以

受
到
先
知
的
臉
州
立
斥
並
預

4

吉
他
的
職
位
不
久
將
巾

罔
暈
雅
金
來
代
替
(
崗
位
口
l

自

) 。

H
F質
果
然
流
明

厄
里
雅
合
成
了
宮
中
的
總
管
而
台
布
納
划
變
成
附
玉

的
秘
杏

(
列
下
的
M

M

盯

吵
2

依
必
a

u

n

幻
2

)

但
是
有
的
學
者
否
認
這
是
必
昂
的
結
果
蓋
秘
古
的
職

位
也
是
相
當
崇
高
重
要
的
更
有
的
學
者
強
調
舍
布
納

秘
書
您
是
持
一
人

(
梅

)

"

、台
3
E
d
扭
扭
、
「ω
Z
Z

2
2
/
地
名
位
於
哈
依
附

A
F
E
F
H
L
排
時
/
F
V
N
2
2

\
，
-
-
-
-
-

d
l

t
t
F
t

'

、
近
以
色
列
人
在
右

穌
厄
指
抑
下
進
坎
昕
依
時
的
口
在
該
地
吃
了
敗
仗
必
亡

了
三
」!
多
人
(
你
7
5

)
(

義

)

吼
叫
坐
-
t
h
-
L月

3
z
r

』E

Z

「
金
華
納
」
-
A

與
F
q
t主
苦
心
可

G
Z
r
E

\
i
i
t

i

d
-
-

亨

，
戶
\
主
要
是

H
A於
加
一
-
←
經

之
外
的
叫
削
川
村(
44
月
mc
E
)
文
件
上
它
的
來
叫
你

翻
出
自
聖
經
指
示

上
主
居
住
在
學
所
的
內
部

F
E

川

m
s
m
“
“

同
5
3

狗
"

如
土
6
M

側
的
，
-
酌2H

等
)
它
原
來
的
意
思
說
是
「
居
所
」
意
指
上
主
威
嚴

的
顯
示

(
上
主
的
親
在
}
居
住
在
人
間
更
具
極
地
說

就
是
天
主
自
己
居
在
人
闊
的
意
思
塔
爾
吉
木
的
作
者

為
了
更
強
調
天
主
的
絕
對
超
越
性
以
「
舍
基
納
」
來

指
示
天
主
自
己
「
天
主
使
自
己
的
「
舍
基
納
」
居
位

在
某
某
地
方
」

(
見
山
t
us
m
“
列
上
6

時
8
M

匣

8
3

)
這
些
一
猶
太
的
腳
學
家
以
為
如
此
更
能
將
超
越

尊
嚴
的
天
主
與
塵
世
闊

的
人
地
事
物
之
間
劃
分
山
明

顯
的
界
限
來

「
舍
基
納
」
在
新
約
中
譯
作
「

m
f所
」
這
一

翻
譯
在
希
臘
文
上
是
很
恰

A
口
的
益
，
匕
不
只
與
原
文
的

芯
息
相
同
而
且
發
音
也
很
近
似

(
切n
E
D
O

)
比
如
計

-
H

「
聖
-
一
口
將
自
己
的
里
所
火
山
在
政
們
中
間
」(
亦

兒
默
幻
3

)
但
是
在
新
約
的
其
他
部
分
上
主
的
「
榮

耀
」
是
與
「
舍
基
納
」
有
岡
據
芯
義
反
柏
拉
拉
論
的

(
見
羅
9
.

希
1

3

9

5

伯
後
1

口

等
)
(

梅

)

通
-
、J
Z
E
抽V
吐
吐
\
∞}
H
O
E巴
巴
/
是
學
經
上
好
多
人

;
正
型
，
/
∞

g
E
P
\

的
主
意
謂
「
上

主
傾
聽
了
」

。
舍
加
尼
稚
的
兒
于
是
充
軍
後
遠
昧
的
後
代

(
制
上
3

臼

)

@
一
位
假
先
知
德
拉
雅
的
兒
于
托
彼
雅
和
秦
巴

川
蚓
叫
他
胞
行
叫
他
叫
他
去
做
編
川

J

赫
米
雅
消
除
非

可
氏
立
即
進
入
要
般
的
娶
所
中
你
收
定
有
性
命
之
命



但
口-
b扒刊
進
入
雪
所
是
犯
罪
的
悍
故
叫
氏M
L山
不
人

結
果
發
現
了
假
先
知
剖
瑚
甜
的
詭
扎
川
氏
保
存

了
內

己
的
清
白

(4

肛
F

6

u
f

刊
)

@
是
山
間
充
恨
之
地
偕
同
則
魯
巴
只
耳
歸
來
的
一

位
司
祭
長

(
厄
下
也
6

M
)

@
是
州
大
的
一
位
先
知
會
傳
上
主
的
內
給
馴
叫

具
罕
主
切
勿
以
武
力
來
此
付
北
部
卡
個
被
變
的
支
很

因
為
分
裂
之
乎
是
來
自
上
主
(
則
上
也
n
M

制
下

n
h
u
u
s)

，

凶
主
聽
了

上
主
的
化
馴
氏
馮
主
第
五
年

上
院
及
王
史
沙
屯
領
兵
入
侵
先
知
再
報
告
這
是
山
於

上
主
的
懲
罰
於
是
凶
L

及
古
悅
各
品
已
界
給
圳
市
所
受

的
拍
小
〈
並
不
太
太
(
U
M
FU
2
9

)
先
知
性
且
品

收
了
勒
哈
仗
字
的
前
後
字
版

(
們
卅
一
干
口
問

)

@
是
制
划
蚓
凶
王
時
代
的
一
位
叫
蚓
人
的
快
科
一

人
物
會
捐
獻
一
大
批
的
牛
羊
作
為
使
祝
逮
捕
岫
節
之
肘

(
兩
F

衍
，

)

@
蚓
蚓
蚓
的
父
札
蚓
劉
樹
凶
所
講
的
哩
。
一
口
與
刺

肋
米
必
約
1

不
志
而
八
門
故
此
國
玉
制
制
到
曲
目
企
凶
殺

死
他

(
耶
必
叩
臼

)

仿
肋
木
人
札
牡
過
的
後
代
八
間
日
抖
的
助
希
則
必
收
國

王
從
明
消
除
連
一
般
的仁
作

(
一
補
下m
H
臼
)

@
肋
末
人
在
希
划
克
雅
圖
王
時
代
資
R
A分
派
祭

一
點
初
熟
鮮
果
及
什
一
之
物
與
其
他
的
蚓
叫別人
(
幟
下

j
e

!

' 

川
心戶

@
肋
末
人
品E
M
mM
助
司
祭

及
長

UH
們
教
育
百
姓

戶
使
他
們

d
S

主
主
的
法
作
且
正
的
叫
沙
法
特
副
主
時
仇
的

952 ,11 /\. 

2

、
‘
'
。

人
(
編
下
打
8

)

@
馴
叫
圳
人
乃
塔
乃
耳
的
兒
7扒
瀏
喇
時
代
九
登
→
忘

了
二
十
四
班
司
的
法
的
家
旅(
桶
上
州
的6
) 。

@
迷
咪
時
代
的
一
位
司
第
且
是
一
肛mt川
舟
山
蚓

家
族
的
改
良
其
族
人
共
有
二
百
全
體
參
加
了
迎
迎
約

憫
的
仰
的

(
編
上
的
8

H
)

(
明
岫
圳
人
叫
川
州
開
仙
刺
的
長
仇
他
的
後
代
不
少

以
英
俊
刃
敢
而
山
名

(
叫
上必
4
6
8

) 。

F
W
恨
心
邪
的
父
叫
他
叫
叫
蚓
曾
任
制
蚓
釗
關
正
的

-
4
、
‘
'
。

毒
品

(
肌
i
Hm
M

)

O
U
U
帕
拉
人
是
生
「
小
的
M
K充
軍
百
性
中
的
一
位
假

先
知
雌
級
以
民
即
將
很
快
返
倒
重
整
家
關
住
必
己
的
主

耶
京
要
求
將
那
肋
米
必
先
知
囚
哭
起
來
凶
為
圳
氏
曾

預
計
充
准
則
是
會
很
反
的
仙
叫
氏
預
言
針
刺
蚓
一
定
不

會
品
凶
性
且
將
紹
後
向
終
於
充
軍
之

地
(
晰
m
M

@
是
忱
的
大
的
一
伙V
M

長
曾
經
代
表
參
與
叫
京
城

3
、
‘
'
。

叫
出
結
成
的
典
禮
(
叫
他
下門M
H

)

@
州
州
九
叫
叫
叫
的
父
札
川
捌
汁
的
後
比
任
職

、
‘
'
。

吹
號
筒

(
U
F
M
臼

)

@
肋
末
人
音
樂
家
曾
經
參
與
叫
京
城
研
落
成的

2

、
‘
'
。

盛
愉
悅
(
厄
下
曰
“

)

@
司
祭
當
耶
京
舉
行
核
煩
落
成
典
禮
時
是
侍
立

在
別
赫
米
雅
左
右的
司
樂
之

二

問
下
U
U
)。

@
哈
峻
的
子

孫
充
軍
後
聽
命
將
自
己
的
外
邦
妻

子
休
掉
(
厄
上

ω

缸
)

@
亦
是
哈
峻
的
子
孫
有
軍
後
聽
命
休
外
叫
m
h安
街

(
厄
上
叩
剖
)

@
是
在
充
軍
之
地
的
一
位
百
悅
屆
領
與
其
他
數

攸
門
制
受
命
於
厄
斯
德
拉
前
往
制
割
地
江
川U挨
那
衷

的
肋

K
A人
及
「
獻
身
者
一
罔
闡
參
與
學
般
的
版
時
必

(
厄
上
8
M

口
)

@
肋
木
人
哈
旬
帆
布
的
兒
于
此
人
充
軍
的
來
後
照

於
叫
京
(
刷
刷上
9
H
)
，
指
導
修
位
學
一
般
的
仁
作
(
的

F

M
時

)
@
西
默
盎
卜
欠
派
人
是
齊
恆
的
的
唯
(補
上
4

盯
)

@
馴
蚓
喇
支
派
人
制
閥
割
的
兒
孔
剖
側
的
父
親

(
編
上
5
4
)

@
阿
多
尼
干
的
兒
子
他
同
兄
弟
，
叫
充
軍
之地mm

岡
六
卡
名
男
子
來
耶
京
居
住

(
一
旭上
8
口

)

@
舍
切
尼
雅
的
兒
子
充
市
後
任
刷
京
東
門
的
守

爾
拉
俏
助
修
理
城
拍

4

(
厄
下
3

臼

)

@
充
軍
說
代打字
叫
比
單
簽
約的
一
位
司
發
(
昀
下

m8) 

@
肋
末
人
仙
悅
耳
的
兒
子
放
巴
狄
稚

的

父
親

(
編
上
9

間
)
(

韓

)

白
色
臼
世
時
百
吋
「
F
E
E
-
Jh

一
)
目
呵阿米
胡

4

.

4
1

.

，
、

得
的
兒
子
山
自
西

默
盎
艾
振

(
戶

M
mm
)
是
梅
瑟
指
定
來
監
管
分
配
祥

地
的
人
員
之
一

(
戶
M
M

)

(
二
)

是
死
娃
的

﹒後
高
出
自
依
撤
加
爾
艾
假

途
時
時
代
的
人
±
桶
上

7
2

』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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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含
沙
容
(
mH
M
可)械
地
口
八
T
E

d
l
e
z

聖
經

(
那
封
2
5

“
)。
學
者們皆
強
現
它
按
照「
神
通
法
」
的
燒
律
是

凹
叫
制
城
的
暗
語
即
是
指
凹
划
腳
若
果
如
此

則
先
知

在
預
互
連
品
時
最
強
大
的
凹
出
制
帝
國
也
將
要
如
品

他
國
家
一
樣
受
到
天
主
的
懲
罰
要
喝
上
主
義
怒
之
杯

見
一
腳
遇
也
(
悼
)

4
h
F
Z
B
a
、
-
A
AZ
V、
\
開
且，
ω
Z
E
S
F
J
地
方
名
志

M
m
A
E
m鼠
，
-
t
勾A
F

L

d
L
E
H
H
-
-
1

-J
/

、
思
是
「
太

陽
泉
」

，

在
科
蚓
喇
支
派
的
邊
界
上
(
如
蚓
昀

叮
)
屬
於

蚓
蚓
玄
派
(
如
晰的
7

)。
其
西
有
制
刮
到
內
心
學
者
們
大

都
同
志
它
就
是
現
今
的
裝
得
(
泉

)
位
於
自
耶
京
至

刺
甜
甜
的
大
公
路
之
側
亦
稱
「
宗
徒
泉
」(

韓

)

5

、F
車
，

4
3
2
金
主
\
∞
}
H
O
E
D
Z
F
J
人
名
也
忌
謂

M
N
A
E
E
L
E
M
-
叫
引
f

﹒

」

d
B
E
t
-
f
R
;

ω
\
「
天
主
的

親
人
」
(
?
)
。
斟
斟
上
以
此
為
名
者
有
下
列
數
人

-@
充
軍
後
參
加
首
次
帳
棚
筍
的
一
位
肋
末
人

(
間
下9
4
5

)
他
亦
代
表
百
除
在
盟
約
上
簽
了
名

(
厄
下
m
u
)

@
另
一
位
在
盟
約
上
簽
名
的
叫
蚓
人

(
間
下
叩

@
充
軍
歸
來
後
舉
家
定
居
於
耶
京
的
一
位
肋
末

人
(
間
下
U
H

)
代
表
百
姓
在
盟
約

上
簽
過
名

(
厄

下
ω
5

)
，在斟
別
的
其
他
地
方
他
亦
被
稱
為
舍
加
尼

蚓
(
由
下
也
3
獻上
"的
u

門

ilI ï\. 953-959 

@
瀏
喇
時
代
的
一
位
司
祭
其
職
務
是
在
上
主
約

櫃
前
吹
號
筒
(
編
土
的
臼
)
(
韓
)

u
m
k
b
3
#
耳
目
一
訟
拉
「
甘
心
F
J
H
E
F
J

舍
法
提
雅

。
-
i
d
Z
E
O
h
t
4
g
J
a
n
-
/
曰
"
可E
S
E

K
是
一
相
當

普
通
的
人
名
意
即
「
上
主
是
審
判
者
」
或
「
上
主
的

容
判
」
拔
制
制
的
記
述
共
有
九
人
或
至
少
八
人
名
叫

合
法
提
稚
的
A
T分
述
如
下
@
迷
味
在
跡
只
能
所
生
的

第
五
子
(
撇
下
3
4
編
上
3
3
)
@
間
則
相
當
巴
H
H
耳

由
充
軍
地
問
國
的
族
長
之
一
(
厄
上
2

‘

8
8
厄
下

7
9

)。
@
制
蚓
喇
王
僕
役
中
之
一

(
自
上
2
叮
厄
下

7
的
)
@
蚓
蚓
後
裔
中
一
族
長
(
的
下

1
4

)。
@
本

喇
喇
後
筒
中
一
反
長
(
幟
上
9
8

)。
H
J
U
位
族
長
或

前

者
可
能
與
上
述
第
二
人
是
凶
一
人
@
當
途
咪
逃
澄
撒

蚓
回
到
了
漆
刻
拉
裕
時
役
你
出
喇
的
勇
士
之
一
屬
哈

創
刊
別
人(
編
上
也
6

)。
@
剖
蚓
蚓
後
訶
閩
中
一
位
首
領

(
端
上
幻
廿
可
@
甜
划
王
約
沙
法
特
兒
子
中
的
一
個

(
哺
下
到
2

)。
@
耶
肋
米
必
先
知
同
時
的
一
人
父
名

瑚
割
(
則
必
1

)

(
義

)

7
h
F
Z
」
3

，

4
月
，
□
∞
Z
ω
Y
Z
N
N
E
J
人
名
川
自

M
N
F司仁
斗H
叫
H
L
E
E

/
F
E
忠
臣
"
門
」
|
|
|
|

d
l
-
l
I
t
-
-

J
、
阿
加
得
文

意
調
「
削
瑚
間
消
保
護
兒
子
」
或
者
「
欣
請
保
護
兒

子
，
「
有
一
爪
少
的
學
者
以
為
他
與
則
魯
巴
貝
耳
是
同
一

人
萎
二
人
不
只
是
出
於
同
一
時
代
及
環
境
而
且
皆
是

蚓
划
人
的
領
袖
皆
自
充
軍
之地
巴
比
倫
歸
來
耶
京
且

皆
屬
於
第
一
批
還
鄉
的
人
也
將
劃
到
副
劫
白
雪
般
的

器
m
挽
帶
來
京
並
領
導
重
建
聖
殿
是
猶
太
的
第
一
位 總

督

(
厄
上
1
S
H
5
H

刊
)
唯
J

-W
此
泣
的

由
是
聖
經
上
沒
有
明
白
指
山
二
者
同
是
J
人
至
於
何

故
-
人
有
兩
個

名
字
的
疑
嚷
則
』似
d
M容
易
問
答
這
種

事
實
在
劉
樹上
是
屢
見
不
鮮
的
或
謂
舍
市
巴
回
晃
阿

蚓
胡
文
的
制
制ι
而
則
魯
巴
貝
耳
則
是
制
喇
喇
化
，

(
韓
)

喲
舍
阿
爾
雅
叔
布
(P
O
P
E
-
σ
)

H

雅
回
帆
布

θ

←
匕
E
F
S

『
/
聖
經
上
正
式
所
提
到
的
花
名
贅

, •• 

+
i
r
f明
戶。

一

」

-
4

/
ω
\
在
少
而
又
少
可
以
澄
質
的
有
審

紅
花
(
圳
4
H
)
，
鳳
仙
花

(
制
I
H
4
3

)
，
伯
伯
花

(
削
仙W
M
依
m
s
)，

石
榴
花

(
恥
7
H

)
及
蚓
蚓
棍

杖
上
的
杏
花

(
戶
口
自

)
其
他
一
切
偵
見
肘
聖
經
中

的
花
名
如
百
合
花
玫
瑰
花
蕾
薇
花
牡
丹
花
風
信
子
或

精
水
仙
鬱
八
方
末
日
蕊
尾
花
水
仙
花
等
等
見
淤
不
同
謬
木

的
花
名
大
都
是
喝

一
不
能
證
賢
的
花
蓋
上
述
結
多
的
花

名
皆
譯
自
兩
個
不
同
的
制
制
喇
文
名
詞
比
如
所
常
見

於
制
制
研
剖
中
的
「
田
間
的
百
合
花
」

(
關
6

血
路

也
盯
等
)
放
學
者
們
的
意
見
就
不
可
與
普
通
常
見
的

百
合
花
同
日
而
語
里
經
上
的
花
名
除
上
述
已
被
證
實

少
數
幾
棚
外
其
他
的
名
詞
可
用
為
任
何
一
種
花
也
正

因
此
才
有
如
此
多
的
不
同
譯
名
撒
瑪
黎
雅
被
比
作
花

冠
上
敗
謝
的
花
朵

(
制
必
1
)
鴻
4
1

亦
提
到
黎
巴

喇
山
上
花
朵
的
枯
萎
但
未
指
山

是
甚
麼
花
來

斟
船上
的
花
兒
也
有
它
的
象
徵
意
義
青
年時
代



(
副
2
7
叮智
慧
的
果
質

(
倒
川的
自
狗
叫

)
，
生
命
的

短
促

(
如
川M
2

的

自
剃m
5喇
叭
刊
6
8

側
前
I
M
蚓

-

M
U
)
相
約
地
被
比
作
在
天
的
花
朵
花
兒
的
芬
芳

及
花
兒
的
容
易
凋
謝
其
次
在
建
築
物
上
的

一
些
裝
飾

雕
扎
亦
以
花
名
為
中
的

(
以
川衍
缸
扭
扭
幻
口
H
叩
門
8

‘

列
上
6
M
M

扭
扭

7
甜
的

編
下
4

5
n
)。

見
聖
經
中
的
植
物

(
韓

)

ω
恥
垃
「AW。
E

J
聖
經
上
提
「
金
子
」
的
地
方
非

9
A
F
E
-
-〉
C
E
E

\

常
之
玩
且
必
此
也
有
多
徊
不
同
的

名
字
來
指
示
一
一
一
垣
種
喘
口
貨
的
金
屬
這
誰
明
很
古
以
來
叫

民
便
知
道
A鬼
子
的
存
在
皮
毛
的
價
值
除
了
在
叫
喊
利
口
問

中
有
金
子
之
外
(
民
8
H

制
下
山
叩
)
叫
民
格
外
在

制
制
喇
時
代
驗
入
了
不
少
蚓
蚓
甜
的
黃
八
斗

(
則
上
9

甜
ω

自
)
。
其
他
供
您
黃
金
的
地
區
有
刷
刷
叫
(
削

2

u

口
)
，
剖
凹
(
側
的
6
)
及
制
川
瑚
(
圳
幻臼
)。
叫

民
用
金
子
來
作
裝
飾
品
(
削
m
n
創
刊
刊
)
，
作
板
幕

中
行
種
低
所
用
的
器
阻
(
川
幻
等
)
，
及
制
組
蝴
聖
殿

的
用
具
(
則
上7
ω
H
T
n
)
孟
盆
(
同7
H
)
偶

像
(依
刊
凹
)所
憋
在
立
的
是
這
些
一
裝
飾
品
用
具
戊
偶

像
等
並
不
常
是
純
令
有
時
只
是
包
金
或
鍍
余
的(側

的
凹
) C

以
企
子
來
鑄
造
錢
骯
則
是
後
來
悅
翔
的
甫
的

(
韓

)

-A
M〉
巨
t
』
「
。
。
戶
已
。
D
C
R
J

當
叫
民
滯
留
在

-
例

l
E
E

←
/
〈

E
-
5

〉
E
g

丘
，
|
|

-

f
d
'

、
曠
野
時
梅
瑟
四

川
一十
夫
之
久
在
回
叫，山
與
天
主
制
w
孔
甜
蚓
隨
從
了
民
眾

戶
的
章
，
研
制
拉
遠
了
金
牛
表
示
他
可
代
替
雅
威
接
受
民
眾

960-964 J\ 

。
l
l
1
I
l
l

.
-
l
l

l

欽
川-
4叩
拜
位
郎
州
次
全
牛
大
概
您
釗
喇
別
人
所
恭
敬
的

阿
尼
斯
艸
牛
而
弘
一
方
面
那
令
牛
照
他
的
意
思
只
是

。

一
種
雅
成
的
只
體
表
唆
拒
不
知
這
艸
傑
很
容
易
使
民

忠
來
附
股
崇
拜
偶
像
的
難
必
中
故
此
天
主
大
發
義
怒
而

總
瑟

-
F
山
便
將
那
令
牛
體
作

(川
院
參
闊別
‘
s

一

撒
將
減
逝
悅
後
王
凶
分
裂

l
政
治
也
分
離
7
九
蚓

洛
川
市
自
州
州
川
自
己
的
人
民
精
神
統
一
改
叫
他
們
忘
划

那
耶
京
的
先
的
學
般
說
在
北
方
叫
地
方
和
南
方
則
蚓

。

耳
城
州
-
H
M
K
造
兩
滅
代

h
h
u拭
雅
吱
的
合
牛
先
知
們
稱
這

f
I
l
l
i
t
-
-

。

譯
為
「
撒
碼
的
加
雅
山
以
色
列
闋
的
罪
」
這
滔
天
重
罪

使
百
性
把
唯
一
的
價
天
主
雅
成
拋
拍
腦
後
而
迫
使
正

義
的
天
主
以
商
次
的
充
軍
般
到
處
院
以
色
列

(
公
元

。

前
七
二
二
年
)

|
、
。兒
川
，
在
斯
偶
像
2
月

(4

小
由)

可M
沁
眩
目
』

\
C。
-
已O
D
G
丘
。

J

此m
A
E
n
p』

/
F
E
E
Z

之

的
K
A
E雷
旬
\
呂
立
凶-
ω
/行
先
次
們
要
知
道
在
劉
樹

4
l
-
‘
藍
，
/
去

o
z

-
-"
\

J
巴

-
-
j

'

、
上
並
沒
有
一
個
概
括
的
名

洞
來
指
令
關
恥
而
只
有
不
南
全
國
圍
的
間
有
名
就
連
在
刷

上
8
3
雄
用
了
指
臘
文
的
「
金
屬
」
一
詞
所
指
的
卻

是
「
破

1叮
斟
叫
上
所
扭
過
的
全
屬
統
見
必
問

H
U且
可
此

處
是
按
不
同
金
屬
的
貧
賤
排
列
此
即
全
銀
鋼
鐵
錫
扎

墓
地
所
用
的
企
圖
團
幾
乎
全
部
是
伯
來
口
問
尤
其
來
自
小

亞
細
亞
渚
鄰
國
徊
在
約
但
河

之
東
山
區
翊
有
錢
及
銅

礦
(
申
8
9
)
考
占
學
者
投
發
現
了
個
製
的
溶
爐
及

製
造
鐵
器
的
模
型

。

仆
地
耶
路
撒
冷

見
金
銀
銅
鐵
錫
鉛

(
絲

)

“
→
→J
V
~
豆
，
「
~川HE
H
f
σ
。

'E
J

在
古
以
民
時
代
函

。
2
•• 

a
'
，
-
一

司
/

坤、
“1
=
-
3
2們
可
均3
-
Z

困
戶
、

;
三

，

h
H
h
i
c
o
-
-
F
F
G

、
生
男
兒
在
社
會
必

家
庭
中
是
怕
有
特
殊
地
位
享
有
特
權
的
這
亦
兒
肝
、
其

他
占
東
方
民
族
比
如
候
反
面
述
巴
比
倫
等
仰
是
此
舉

經
上
頭
胎
男
兒
並
不
只
是
指
人
也
將
牲
畜
包
括
在
內

(
山
H
S

凹
的
)
巾
必
以
民
當
時
的
社
會
是
質
行
一

夫
多
妻
制
故
此
酋
生
男
兒
叉
分
父
親
的
首
生
子
ω

「
壯
年
的
背
生
」

(
創
刊
3

巾

創

口
)
交
付
織
的
的

生
子
即
「
開
母
胎
者
」
(
山
口

2
)

所
謂
「
頭
胎
男
兒
」
或
「
首
生
子
」
故
不
一
定

指
「
長
子
」
而
言
亦
即
是
不
二
定
指
示
有
其
他
比
必

而
言
而
是
指
事
實
上
友
人
有
生
一
來
首
次
所
生
的
兒

子
而
這
個
兒
子
很
可
能
就
是
獨
生
子
的
但
在
法
律
上
仍

冠
以
「
首
胎
男
兒
」
酬
地
祝
聖
於
天
主
(
山
的
2

"
的

見
制2
自
)。
這
種
占
有
實
可
由
間

也
叫
不
少
問
樹
上
的

說
法
及
公
元
的
五
年
的
一
個
姑
太
M
m人
的
仰
文
肉

m
d

仰
文
上
明
言
在
她
生
了
她
的
「
政
胎
兒
兒
」
之
俊
快

去
世
了
防
2
7
所
說
的
「
她
(
瑪
利
亞
)
佩
服
生
了
她

的
頭
胎
男
兒
」
即
應
照
上
邊
的
事
實
及
說
法
來
解
釋

一
切
的
「
首
生
」
不
論
是
人
或
牲
畜
都
腳
地
祝
聖

於
上
主

(
山
的
2
2
甜
甜

戶
的
H
1

口

申

時
間
詞
)

但
是
品
種
祝
辜
的
儀
式
若
何
裁
們
劫
不
知
道
帥
既
然
法

律
上
級
矮
人
祭
很
可
能
是
將
之
獻
H
R聖
駿
馬
上
王
版

發
但
是
後
來
這
種
進
職
於
聖
版
的
特
權
歸
恥
、
亞
郎
的

後
代
及
肋
末
人
之
俊
「
首
生
子
~
的
駛
學
-
可
能
只
成



-
了
象
做
式
的
禮
儀
可
將
之
煩
悶
若
翁
牲
畜
則
會
淨
者

的
~殺
之
獻
且
不
標
及
兩
殘
缺
我
應
將
之
調
試
並
付
三
也

~
數
目
的
金
錢
與
聖
殿
這
種
瓶
摯
於
上
主
的
規
定
除
了

于
是
為
承
認

上
主
有
生
命
的
絕
對
主
權
之
外
也
有
其
歷

7
史
的
背
景
郎
是
天
主
在
埃
及
殺
了
埃
及
人
的
首
生
子

部
兔
去
了
以
色
列
人
當
生
子
的
死
亡
(
出
的

u

l
u

見
希
刊
抽
)

首
生
子
的
特
權
父
親
的
首
生
子
有
權
承
受
雙
倍

的
產
業
(
申
創
口
)
雖
然
父
親
仍
然
鍵
在
他
已
具
有

相
當
大
的
權
力
來
管
理
其
他
的
兄
弟
姐
妹
(
削
幻
凹

盯
特
.
8
)
父
親
死
後
有
全
權
治
理
家
務
(
申
創
口

見
列
下
2
9

德
u
s
m

自
心
呵
呵
匣
昀8
弟
前
5

口
)

但
是
這
種
特
權
可
能
因
自
願
(
比
如
問
制
因
而
見
創
刊ω

甜
|

訕
)
父
親
的
旨
意
及
自
身
的
重
過
(
比
如
馴
蚓

本
的
亂
倫
見
創
衍
血

"
3
4
格
前
5
2
)
而
喪
失
雖

然
後
來
的
法
律
加
以
明
文
規
定
縈
止
父
親
亂
用
職
權

將
首
生
子
的
特
檔
地
位
亂
讓
給
自
己
心
愛
的
妻
子
所

生
的
較
幼
年
的
兒
子
以
免
發
生
家
庭
的
糾
紛
(
申n

H
l

H
)
但
事
實
上
在
以
民
的
歷
史
上
弟
弟
鑫
奪
首

生
子
職
權
的
例
子
是
層
出
不
窮
的
(
見
創4
4
5

撒

上
的
問
列
上
2

臼
技
1

2
a

聞
組9

站
等
)

「
首
生
子
」
的
借
意
用
途
首
先
上
主
稱
以
色
列

子
民
是
向
己
的
「
首
生
子
」
因
為
天
主
在
萬
民
中
只

練
選
了
以
民
作
自
己
的
百
性
(
山
4

拉

伯
必
u

耶
到

9
)
智
泣
亦
被
稱
為
天
主
的
「
片
生
子
」
凶
為
她
在

上
主
一
切
造
化
的

L
程
中
是
最
具
尚
向
地
位

吹
口
取
必

盡!\ 965 

童
及
最
早
的
進
化
之
物

(
億
圳
的S
)

在
新
約
中
五
次
提
及
「
首
生
子
」
的
地
方
皆
指

耶
穌
基
督

而
言
他
是
聖
母
的
「
首
胎
男
兒
」

(路
2
7
)

他
是
在
天
主
所
預
選
的
人
中
的
「
首
生
子
」
(
羅

8

個
)
「
貝
克
死
者
中
的
首
生
子
」
(
哥-
u

默
1
5
)

因
為
他
不
只
是
由
死
者
中
彼
活
的
第
一
人
而
且
也
是

其
他
一
切
人
將
要
復
活
的
原
因
他
是
「
一
切
受
造
物

的
首
生
者
」
(
哥

1
H
)
不
只
是
因
為
他
在
萬
物
之

先
而
有
而
主
要
的
是
他
是
一
切
萬
物
得
救
的
根
源
這

一
點
是
整
桐
哥
羅
森
蓄
所
強
調
的

見
承
繼
產
業
初
果
(
韓
)

空
三
毛
注
2
\巴
已
O
F
H
r
s
S
E
J

一
舊
約
中
的

心R
E
E
-
-
A
q
r
F
E
R
E
-
H
E
Z
Z之

-

1

-

-
7

、

、
長
老
稅
問
一

切
民
朕
對
白

m
A倘
若
的
老
年
人
都
是
敬
重
尊
崇
的
以

民
當
然
不
會
例
外
他
們
猶
如
其
他
民
族
董
帽
年
老
人

的
生
活
經
驗
主
口
遵
他
們
的
動
導
品
聽
他
們
的
指
教
以

民
最
初
過
的
是
遊
牧
生
活
以
家
族
或
艾
派
為
其
大
團

體
的
單
位
每
一
家
族
或
文
派
都
是
自
最
初
就
有
自
己

的
首
長
而
首
長
們
的
得
力
助
手
便
是
我
們
這
襄
研
討

論
的
「
民
間
長
老
」
或
謂
「
以
民
的
長
老
」
這
一
點

我
們
可
以
白
梅
瑟
被
召
的
廢
史
上
清
楚
地
見
到
天
主

命
令
梅
瑟
召
集
「
以
民
的
長
老
」
告
訴
他
們
天
主
要

向
為
以
之
她
的
埃
及
挾
救
自
己
的
百
姓
(
山

3

時

)

並
命
令
梅
瑟
偕
間
長
老
們
往

H
M怯
郎
請
求
出
離
埃
及

的
吼
叫
也
川
(
山
3

刊
)
在
住
在
逾
越
節
目
的
機
會
上
梅

瑟
付
來
長
在
們
通
知
他
們
要
以
羔
羊
之
血
塗
在
門
框

上
以
救
叫
民
的
長
子
戶
圳
州州M
M
H

吋

以
民
輾
轉
在
曠
野
中
恃
無
水
可
飲
梅
瑟
偕
同
長

老
們
擊
石
山
水
供
百
姓
狂
飲
(
出
口

5
)
梅
瑟
暫
時

委
托
長
老

們
來
維
持
社
會
的
治

安
並
以
判
官
的
身
份

來
斷
定
民
間
爭
訟
的
案
件
無
形
中
他
們
變
成
了
梅
瑟

與
百
姓
之
間
的
中
人
(
出

m
M

盯
)
不
久
之
候
能

扭
曲
更
按
照
天
主
的
指
示
正
式
選
立
了
七
十
人
作
為
全

以
民
的
長
老
以
治
理
百
姓

(
戶
口
M

1
"
)
這
種
組

織
郎
在
佔
領
墓
地
而
實
行
定
居
生
活
之
後
仍
然
繼
續

存
在
且
日
在
加
強
長
老
們
竟
成
了
社
會
上
最
苟
地
位

及
勢
力
的
人
物
是
他
們
在
向
撤
慕
爾
要
求
一
位
國
王

(
撒
上
8

‘
)
是
他
們
後
來
給
達
味
加
冕

擁
立
為
王

(
撒
下
3

口

)
亦
是
他
們
竟
支
持
了
叛
變
的
阿
貝
沙

陸
(
撤
下
η

‘
)
在
君
主
政
權
的
漫
長
成
月
中
他
們

的
努
力
放
地
位
會
有
高
低
及
強
弱
的
變
化
完
全
看
當

時
的
君
主
是
否
交
待
或
重
用
他
們
但
是
在
充
軍
時
代

他
們
划
成
7
民
間
的
惟
一
權
威
因
為
當
時
一
切
的
社

會
組
織
部
陷
於
停
頓
只
有
民
閻
長
老
的
組
織
部
一
枝

獨
秀
地
在
發
號
施
令
管
理
當
時
的
家
族
及
支
派
充
軍

歸
來
的
百
姓
更
在
每
一
城
市
中
建
立
起
長
老
的
組
織

尤
其
是
在
耶
京
它
竟
成
了
後
期
「
公
議
會
」
的
雛
形

紡
織

大
黑
落
德
上
任
之
初
曾
大
刀
闊
斧
地
殺

h
t
n了許

多
時
反
對
芯
見
的
長
拉
而
另
外
還
立
了
一
批
順
從
自

己
旨
志
的
猶
太
人
作
為
民
間
的
長
住
他
們
當
時
在
公

叫
樹
會
巾
的
持
力
是
非
常
之
大
竟
與
大
吋
祭
的
權
威
並



駕
齊
驅
在
教
會
的
初
期
這
種
組
織
亦
除
約地
見
於
信

友
團
體
恥
那
些
扶
助
宗
徒

們
作
傳
教
事
業
的
人
侃
亦

被
稱
為
「
長
起
」
(
叫
7
閥

割
M
詞
)。

二
新
約
中
的
長
老
長
老
是
在
治
理
教
務
方
面
作

宗
從
助
恃
山
川
人
相
等
必
現
在
里
統
制
中
的
司
鐸

(
神

父

)
在
新
約
中
「
長
老
」
與
「
監
督
，
一
有
同
樣
的
忍

耐
恥
葉
二
者
相
提
並
社
沒
有
分
別

(
~
刑犯
口
l

胡
剃
的

3

2

5
7

鐸
1

5

7

伯
前
5
2

5

)
有
何
等
的
職
務

(
莉
m
H
l

目
弟
前
3
5

7

等
)。
「
長
老
」
的
名
稱

與
何
約
上
的
長
且
也
是
有
聯
帶
關
係
趴
古
時
慣
於
在
民

間
揀
選
德
高
望
重
的
老
年
人
來
管
理
百
姓
或
參
加
公

議
會

(
見
叫
閃
閃

品

)
，若與
制
酬
文
化
來
比
札
圳

等
於
、
最
的
權
威
與
百
姓
之
間
的
中
間
行
政
~

頁
主
練
選
他
們
的
人
是
宗
徒
自
己
或
他
們
的
代

表
他
們
在
學
肺
的
指
引
乏
下
以
祈
禱
和
守
瀉
的
方
式

作
山
選
擇
的
決
定

(
宗
M
甜

甜
甜

)
然
後
宗
徒
給
他

們
荒
草
八賜
與
職
權
(
莉
M

自
到
前5
扭

)。
這
些
從
選

巾

的
長
老
並
沒
有
司
第
職
的
全
權
因
為
他
們
不
能
以

從
手
風
將
此
檔
另
蜴
他
人

(
制
前
4
H

則
從
l
e

) 。

每
一
區
的
教
會
有
數
位
長
老
在
宗
徒
的
指
導
下
頁
宣

治
斑
教
務

(
創
刊
汁目
的
2

‘
e
n

n
m
口
問
創
刊
劃

1
5

制
前5
1

等
)。
他們
在
職
務
上
是
牧
者
(
制
別

-
M
M

弟
前
5
口

鐸
1
，

)，
是行
政
員

(
戰
1
6
|

9

一制
前
3
1

7
)，
是
教師
(
出
桐柏
叫
扭
扭期
前
5
口
鐸

}

圈

，

i

川V
-
1
-

)
是
道
德
倫

躍
的
護
衛
者
(
研1
6
.

制
的

r
3
2
7
d

推
行
由
軍
事
也
是
他
們
份
內

的
職
立
比
如

966-967 .If í\ 

實
施
病
傳
學
事
(
雅
5
H
)

關
於
作
一
長
在
繼
具
備
的
條
件
H叫
做
此
(
梅
)

“
主
這
句
成
「
ω
E
r
o

J
在
叫
川
叫
凡
此
制
叫
恥
有
九

A
F
E
Z
E
晶
晶
/
的
。
-
z
g二

•
• 
l

﹒

'
、
徊
不
同
的
中

h
a子
來
指
示

蛇
或
長
也
最
常
見
的
是
「
納
哈
市
」
「
的

U
J
U
也
一
名
稱
大

都
是
民
間
的
海
過
肘
r
n
川
故
彼
綠
以
的
物
學
的
常
神
州
來

斷
定
所
指
是
那
一
種
化
部
一
屯
的
蛇
頗
多
至

4二
卡
λ
也

有
幾
種
且
是
必
有
危
險
的
每
J
L

聖
經
上
汁
蛇
的
例
述
州
路
品
化
人
叫
凡
此
他
外
赴

約
股
耗
時
也
火
郤
倦
惶
夫
揹

(
阿
口
9

、
叫叫
‘
)。
它們

是
最
狡
咀
們
的
動
物(
削
3
1
)
價
出
淤
悴
石
之
中

(
制
狗
"
叫
5

凹
)
，
食
K

海
生
(
削
3
H

俏
的
自
米

7

口
)
，
是
織
m
R(
職
m
M

) 、

吃
叫
心
的
動
物
(
蹦
3
7

幻
臼

)
當
以
氏
在
西
川
J

山
頓
對
中
時
被
毒
蛇
咬
死
者

共
亦
叫
劉
賢
在
銅
此
使
人
仰

A

而
他
在(
門
幻
5
-

8

)
此
例
蛇
攸
叫
阿
卜M
H於
即
以

m
f坡
之
中
彼
此
受
人
做

種
以
它
為
生
命
的
賜
與
拉
希
則
必
雅
凶
L

命
人
將
它

毀
掉

(
列
下
閃
4

)

它
的
決
傲
江
站
長
蟲
也
叫
道
是
必
人
的
代
表
(
剎

mm
s
) ，

他
但
做
圳
氏
的
敵
人(叫
叫
“臼
)
，叫制
人
(
關

M
H

) ，

經
師
及
出
利
叫
人(
職
幻
品
)
，
是
一
切
險
緝

的
象
徵它

在
占

東
方
的
神
泊
中
娃
持
多
卜
自
東
方
民
展
視

為
吉
祥
或
禍
患

的
原
因
長
蟲

及
您
艸
幾
乎

是
最
親
密

的
友
作

(
削
3
1
6

)。

此
點
除
斟
制
凡
亦
是
凹
出

倫
人
及
埃
及
人
約
的
念
有
七
個
頭
的
巨
大
海
蛇

l

里

外
雅
咐
，
其
l

在
叫
民
及
蚓
閻
斟
人
恥
被
呵
呵
吋
天
主
的
仇

敵
是
炎
峭
之
原
(
圳
幻
2

圳
H
U
H

耐
3
h
亦
M
7

。

l
i-
-
、

、

，

u

9
H
M
A
M
)從
反
及
凹
划
腳
制
叫
叫
花
叫
咐
，
匕
圳

是
帥
的
家
做
及
代
也
並
接
受
人
們
的
做
點

、

、

、

。

口
地
位
蛇
毒
蛇
里
外
雅
當

(
科
)

仿
三
這
B
ZW
「
廿
。Dm
C
F
J
心
山
代
叫
K
來
比
現

，

E
4
.
=豆
"
，
/
r
o口
開
心
拍
〈e

g
u

」

e

司

1

.
l
i

d

、
世
的
生
命
是
天
主
鼓

一
的
最
大
的
恩
惠
尤其
是
在
他
們
還
沒
有
明
的
問
來
生
的

道
她
之
前
他
們
史
是
卡
分
地
珍
悄
現
肉
生
命
的
伯
仇

很
求
過
泣
將
生
命
延
長
能
見
釗
呱
啦
的
手
，
卜

e快
，
除
只

有
約
伯
及
郎
肋
米
亞
在
確
實
忍
受
不f
現
仰
的
痛
只

不
料
之
際
才
例
外
的
』
咒
了
刊
己
的
現
川
生
釘(心

。
、
、
。

3

3

耶
m
u
)

H
R壽
是
天
主
特
別
許
給
孝
做
文
眩
，
的
人
反
遵
守

上
主
成
侖
的
人
的
恩
典
(川
切
口
圳，3
“
一
到
一
川
劇
亦

防
針
叫
到
此
結
m
d

重
炭
地
教
訓
州
前
時
的
M
K
們

(
兩

tit--

6

2
3

)
德
訓
篇
的
作
者
投
特
r
h
h
i
A

山
了
長
品
的
方

法
治
「
人
心
你
化
可
h
u
p長壽

!
-
J
t
妒
，
相
忿
低
能
使

九
九
州
縮
短
」(
仆
的叫
別扭
扭

)

也
正
基
必
以
民
對
生
命
如
此
是
叫
斟
蚓
土
不
時

發
現
抱
怨
人
生
短
暫
的
慨
嘆

(
、
圳mm
6呵
呵凹
的
4
時

-

i
i

。

-

W
U
H約7
6
8
9
9

自
訓
8

H

)
抖
致
百
年
的
品
命

仍
以
為
是
何
時
促
郎過
的

(
悶
悶
8

)。
長
壽是敬
畏
尺

主
的
結
果
是
智
慧
的
時
予

(
喇
叭4
5

創
7

h
N
H間
3

M
德
l

H

)
結
反
地
「
兜

手
和
杆
品
的
歹

刊
也
必
定
中

2
、
已
。

年
天
折

」
(
亦
位
叫
“
』
企

-

E
R生
T
h吃
um
h把
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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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祖
父
母
也
受
了
天
主
的
懲
罰
(
創

2

口

3
3
!
"

怕
是
聖
經
上
的
宗
教
觀
念
是
有
進
展
的
漸
漸
地

人
們
設
現
義
人
的
早
死
並
不
一
定
是
上
主
懲
罰
的
表

示
(
智
3

1

1
M

)
相
反
划
是
上
主
的

恩
惠
為
使
義

人
不
受
世
間
邪
惡
的
染
污
(
智

4
H
1
H
)

見
報
應
(
韓
)

空
三
毛
〕
-
r
p心
目
「
玄
育
"
-
o
J顧
名
思
義
即
可
知

此R
E
-
-司
令
記
肘

，
旦
角
『叉口
ω
\
道
是
一
種
長
綠
灌

木
闖
紅
白
花
其
果
可
食
被
先
知
們
視
為
象
徵
默
西
單

時
代
的
一
一
種
植
物
(
依
Mn
u
封
口
按
此
兩
處
息
高
譯

木
作
「
眺
金
娘
」
〉
充
軍
後
的
「
帳
棚
筍
」
日
即
用

它
的
枝
葉
來
支
搭
帳
棚

(
厄
下
8

臼

)
回
加
利
亞
先

知
在
他
神
泌
的
神
視
中
見
到
騎
士
及
馬
匹
立
在
長
春

樹
中
間

(
臣
I
S

M
H
)

見
聖
經
中
的
植
物

(
韓

)

沙
曰
』
\
U
S「
/
房
舍
城
池
地
區
間
以
貫
通
山
入
的

恥"
H
I
/
M
M
。
2
\

'
"
\
口
俗
稱
為
門
不
過
本
條
所
淡
祇
就

郎
一
矗
上
所
載
的
門
而
論
首
先
自
於
以
民
的
祖
先
原
屬

遊
牧
民
族
那
時
他
們
的
住
所
尚
沒
有
房
屋
可
言
絡
以

接
身
的
祇
是
帳
幕
布
妨
以
仙
入
帳
荐
的
即
在
根
根
聞

所
留
的
口
這
口
即
是
收
取
的
門
就
在
這
帳
幕
門
口
天

主
會
顯
現
給
亞
巴
郎
並
給
他
許
下
他
的
妻
子
做
辣
雖

已
屆
老
年
但
在
來
年
要
給
他
生
一
個
兒
子

(
創
時
2

刊
)
不
過
在
亞
巴
郎
時
代
赫
特
人
已
是
有
絨
市
血
巴

郎
為
亡
支
撤
辣
由
赫
特
人
厄
姿
龍
購
買
墳
地
郎
在
減

八968-970 

門
口
成
交
(
見
創
幻

U
M
)
之
後
叫
民
自
喇
別
山
來

經
過
曠
野
時
所
住
仍
是
怯
祥
(
戶
口

M
)
區
到
進
入

客
納
罕
地
後
才
如
其
他
民
族
一
樣
逐
漸
開
始
終
造
房

屋
居
倍

(
參
閱
民

W
M
m
s
)

由
聖
經
所
收
占
埃
及
以
改
容
納
字
地
的
居
山
氏
所

煌
的
門
與
設
闢
占
時
完
全
相

M
為
門
相
門
框

(
川
他

扭
扭
)
、
門
限
(
闊
的
盯
)
、
門
問
(
凶
的

3
)。
又
拔
制

6

目
的
記
收
安
門
似
，
于
是
他
造
房
川
的
批
後

-
L
程

因
在
該
筒
說
「
他
奠
基
時
必
必
失
長
子
去
門
時
必
沒

幼
兒
」
奠
基
無
疑
是
趁
房
屋
的
第

-
L
程
作
者
以
安

門
對
奠
基
是
以
根
可
能
安
門
乃
最
後

-
4
L程

以
民
在
久
居
在
納
字
地
後
對
州
時
築
布
了
很
驚
人

的
進
步
這
由
撒
羅
淪
煌
的
星
般
可
以
得
知
紙
就
聖
殿

的
門
如
列
上
6

扭
扭

所
站
門
有
兩
扇
兩
扇
又
分
兩

葉
可
以
摺
登
門
上
還
刻
有
「
革
魯
賓
」
棕
樹
和
初
闋

的
花
朵
等
國
像
且
全
貼
上
全
可
謂
極
進
藝
術
之
能
事

無
怪
在
耶
穌
時
代
好
似
要
記
A勾
心
指
出
日
的
榮
華
仍
稱
此

門
為
麗
門

(
M
V
E
g
g
s
-
。
E

宗
3

刊

)
此
外
門
尤

其
城
門
是
人
山
川
入
必
經
之
地
為
此
從
很
上
口
時
代
凡
人

民
有
什
麼
重
要
事
項
都
是
在
城
門

口
來
解
決
絨
門
口

儼
然
如
法
區
會
品
主
或
市
海
除
前
面
已
挺
直
巴
郎
為

亡
妻
間
具
屑
地
是
在
城
門
口
成
交
外
如
阿
具
沙
陸
雖
俯

造
反
時
在
域
門
口
前
離
開
民
心
(
撒
下
的

2
)技
阿
次

獲
得
娶
盧
德
符
其
之
權
利
也
是
在
城
門
口
進
行

(
處

4
3

1

H
)
內
卅
此
改犯
自
稱
讀
那
賢
偏
說
「
她
的
丈

夫
與
長
名
吋
內
在
蛾
門
口
深
為
眾
人
所
見
附
議

」
(
49

閱
綾

n
n
)

叉
，
由
於
人
山
入
必
經
域
門
因
而
成
以
汶
的
朋
門
很

敏
城
內
的
活
民
如
依

的
叫
「
門
啊
鼠
就
吧
成
啊
怨
鳴

吧
」
即
指
全
城
衷
的
培
肋
舍
特
人
示
過
街
時
城
門
指

地
方
即
指
法
城
而
非
指
人
如
泳
盯

2

一
他
在
門
乏
熙
種

所
布
的
城
門
勝
過
蚓
制
制
所
有
的
帳
終Z
S
凶
吾
芝

恥
的
叫
做
此
間
學
城
超
過
蚓
制
制
所
住
過
的
其
他
草
地
加
州

只
特
耳
史
研
融
等
山
於
娥
門
既
有
法
戚
或
城
真
居
民
之

意
因
而
引
伸
到
另
一
象
飯
之
意
即
指
織
科
試
力
或
威

力
如
依
呵
呵
2

「
我
要
將
銅
門
打
做
將
錢
閃
擊
碎
」
即

指
武
力
也
即
在
這
一
意
義
下
聖
經
上
多
次
授
及
「
死

亡
的
門
戶
」
(
副
m
H…或
「
陰
的
之
門
」
(
制
狗
叫

) 。

耶
穌
選
立
伯
多
線
為
宗
徒
之
長
錢
立
他
的
教
會
在
伯

劉
喇
(
態
石

)
上
時
會
清
楚
地
品
「
陰
間
的
門
決
不

能
戰
勝
她
」

(
瑪
的
M
)
這
「
陰
間
的
門

l一
即
指

曜
鬼
的
感
吟
力
木
後
耶
穌
自
比
作
羊
的
門
經
過
耶
穌

人
l

下
|
才
得
進
入
教
會
才
能
到
學
父
那
里
去

(
苦

悶
7

S

M
6

)
至
於
歐
Z
口

所
有
叫
「
希
叫L之
門
」
以

及
宗
2

時
所
說
「
信
德
的
門
」
格
後
2

臼
「
給
我
開

了
為
主
工
作
的
大
門
」
等
都
祇
是
他
意
指
懷
有
希
叫
它

成
為
傳
擂
倍
仿
古
一
惕
基
督
一
福
音
具
有
大
好
機
會
而
已

口
比
城
巾

(
義

)

。
目
』
-
王

一
「
Z
J

「
默
組
也
」
是
希
伯
來

抑
自
l
u性
F
E

」

』
月
1
/

、
文
的
術
語
原
有
「
門
框
」

之
意

(
出
也
7

白
白

幻
6

申
6
9

日
叩
民
的
3

撒
上

1

，

圳
的
8

M
W
H
M
W
2

)
但
在
充
軍
之
後
「
默
組
恆
」



如
有
不
同
的
意
義
是
指
一
塊
長
方
形
的
小
羊
皮
紙
而

言
(
】
Nxu
n
B
)這
一
塊
羊
皮
紙
被
放
在
木
金
屬
或
玻
璃

質
的
圓
管
中
在
低
上
書
有
申
6
4
l

9
及
口
問
|
缸

的
經
文
分
二
十
二
行
紙
的
翻
面
書
有
「
厄
耳
沙
待
」

(
意
謂
全
能
者
天
主
)
再
將
此
紙
片
由
左
至
右
收
捲

起
來
放
在
國
管
中
恩
高
譯
本
稽
之
為
「
徑
匣
」
(
瑪

幻
s
)
猶
太
人
將
這
徑
匣
掛
在
門
框
上
凡
出
入
房
舍

的
人
必
以
手
觸
匣
再
口
親
手
指
以
示
尊
敬
(
申
6
6

.
)
但
後
來
的
猶
太
人
竟
將
之
視
為
驅
逐
邪
神
惡
瞇

的
護
符
更
視
之
為
猶
太
宗
教
的
外
在
標
記
且
將
之
公

開
戴
在
額
上
現
今
的
猶
太
經
師
只
在
聚
眾
祈
禱
時
才

佩
戴
「
經
匣
」
至
於
申
6
.
9
及
n
u

|

血
可
說

是
自
充
軍
以
後
每
位
猶
太
人
天
天
當
念
的
「
信
經
」(

韓

)

M
H
』
位
已
「
白
宮
室
。

J
「
門
徒
」
一
詞
在
希

W
Y
R
I
A正b
F
/
巴
ω
8
丘
E
L
-
-

、

-
i
l
l
-

'

!
A
A
t

J

司
、
伯
來
希
臘
及
拉
丁
文

皆
出
自
「
學
習
」
一
字
在
會
約
中
少
見
且
沒
有
現
在

門
徒
或
學
生
之
專
門
從
師
的
意
義

(
耶
u
n
m
u
鉤

，
編
上
筍
，
)
先
知
司
祭
及
立
法
者
不
是
「
老
師
」

而
是
「
證
人
」
是
天
主
意
旨
的
傳
述
者
他
們
寫
益
這

一
職
務
主
要
的
不
是
個
人
的
天
資
或
口
才
而
是
天
主

的
召
還
他
們
的
弟
子
並
非
真
正
的
「
門
從
」
而
是
先

三
知
們
的
侍
役
(
見
列
上
的
H
W
M
等
列
下
3
u
4

間

一
伯
等
那
n
u
等
)

叫
一
在
制
剎
時
此
師
傅及
門
徒
的
關
係
漸
為

明
諷
且

F
K租
來
間
的
意
義

971-973 ,/I 八

1

普
通
說
來
「
門
徒
」
是
指
由
某
一
位
師
傅
受

教
而
言
口
(
瑪
ω
M
路
6

叫
)

2

較
為
狹
窄
的
意
義
是
指
接
受
某
人
的
道
理
並

按
照
道
現
的
指
示
而
生
活
如
法
利
落
人
或
右
驗
之
門

徒

(
瑪
U
M
谷
2
M

瑪
9

M
M
2
)

3
狹
義
的
來
說
是
指
耶
穌
的
隨
從
者
而
言
格
外

是
那
十
一
一
位
門
徒(
瑪
ω
-
U
I
M
A
M
)除
了
這
十

二
位
左
右
不
離
耶
穌
的
門
徒
之
外
(
慣
常
稽
之
為
「
宗

徒
」
)
有
更
大
的
一
批
閩
中
追
隨
耶
穌
以
受
其
敬
的

人
(
谷
2
時

時
J
U

若
2
2

叮
扭
)
在
這
一
批
人
中

路
ω
z
|

叮

提
及
七
十
二
位
門
徒
曾
被
耶
穌
兩
個
兩

個
地
打
發
仙
去
傳
教

4

在
宗
徒
大
事
錄
不
時
捉
到
「
門
徒
」
是
指
那

些
罔
頭
入
教
信
奉
耶
穌
的
人
而
言
亦
即
是
現
在

所
說

的
「
教
友
」
或
「
基
督
徒
」

(
宗
6
1
9
凹
)
他
們

應
不
時
追
隨
主
耶
穌
的
芳
表
克
己
苦
身
並
甚
至
有
時

離
棄
自
己
的
親
人

(
制
M
甜
盯

若
8

剖
臼
且
職5
H

-

H
)
甘
心
接
受
他
人
的
凌
辱
友
惱
恨

(
瑪
m
t
右

的
u
!

叩
)
他
們
昭
示
世
人
的
特
徵
是
彼
此
之
間
捨

己
為
人
的
愛
情

(
若
口
自
)
右
他
們
忠
心
耿
耿
持
久

到
底
將
得
到
莫
大
的
立
報
末
日
參
與
審
判

(
瑪
"
扭

扭
路
扭
扭
|

叩
)
(
韓
)

2
目
』
區
投
「
的
戶
口
也
早以
民
定
居
之
前
的
會
幕
以

們
自
』
但
開m
z
o
E
E」

f
J
'

、
及
定
居
之
後
的
聖
殿
中
都

有
兩
層
門
簾
或
謂
帳
吸
一
在
外
用
以
隔
離
連
昕
一
在

內
用
以
隔
離
至
里
所
(
出
叫
“
叫
甜
"
甜
的

E

肋
4
6

的
2
戶
4
5

編
下
3
H
)
就
連
充
軍
之
後
董
必
的
副
主

殿
中
這
兩
層
門
簾
亦
會
重
新
按
照
原
式
製
造

(
加
上

-

n
)
當
然
內
部
的
一
一
層
隔
離
至
聖
所
的
門
簾
更
為

高
貴
更
具
有
種
儀

上
的
價
值
它
是
用
縈
色
紅
色
及
朱

紅
色
的
細
麻
及
毛
編
織
成
的
這

幾
種
不
同
的
顏
色
曾

被
後
翔
的
猶
太
人
以
象
敏
的
意
義
而
加
以
解
釋
門
檻
冊

上
候
有
「
革
魯
實
」
的
像
被
倚
在
四
根
石
柱
上
司
祭

每
年
數
次
在
一
定
的
節
日
上
要
用
犧
牲
的
血
灑
在
這

個
門
簾
上
學
史
們
記
載
在
耶
穌
死
的
那
一
剎
那
「
娶

所
的
帳
岐
(
部
門
簾

)
從
上
到
下
分
裂
為
二
」

(
瑪

幻
日
谷
的
目
路
幻
“
)
雖
然
並
末
指
出
是
那
一
帳
慢

分
裂
了
但
學
者
大
都
強
調
應
是
至
連
一
所
的
帳
暖
無
疑

的
這
在
里
史
們
的
腦
海
中
是
具
有
深
切
象
敬
意
義
表

示
因
耶
穌

的
死
舊
約
已
廢
除
了
由
此
人
類
司
以
直
接

與
天
主
往
來
的
新
約
已
開
始
鐘
立
了
學
保
祿
也
清
楚

地
指
仙
了
這
一
點

(
希
m

H
n
)
(
韓
)

3

目
』

L
F
W
W「
去。白
白Z
J
織
名
意
調
「
仆
塔

們
自
1
4
多
醫
A
A
F
M
M

」
-

4
」
'

，
、
卡
之
家
」
是
埃
及

最
古
老
的
城
市
之
一
在
開
羅
之
南
二
十
八
公
里
處
位

於
上
下
兩
制
別
之
間
恥
地
勢
隘
且
是
軍
事
必
爭
之
地
劃

經
上
稱
之
為
諾
夫

(
耶
2
M
M竹
Z
M
W
H
M依
m
W
H則

必
H
M
)
或
摩
夫

(
歐
9
6
)

此
城
建
於
公
元
前
二
九
0
0
年
出
於
默
乃
斯
之

手
在
此
並
建
築
了
強
大
的
防
禦
工
事
益
增
它
的
重
要

性
在
金
字
塔
時
代
郎
自
第
三
至
第
六
韌
的
中
間
時
代

(
公
元
前
三
六

門
，J
O
I
二
三
O
O

」
且
是
寫
下
埃
及
的



、
京
說
是
法
郎
皇
宮
的
所
在
地
達
到
其
歷
史
上
的
黃
金

m
m~時
九
其
後
才
出
國
叫
蚓
取
而
代
丸
自
亞
凰
山
大
里
亞

~
域
油
站
立
之
後
(
公
元
前
三
三
一
年
)
遂
更
失
去
了
怯

于
的
作
用
及
價
值

一

它
的
宗
教
敬
禮
對
象
主
要
的
是
仆
塔
(
2
各
)

神
即
造
物
之
一
腳
這
位
神
祇
的
造
像
則
以
名
阿
丕
斯

(
K
S
Z
)的
牛
為
模
也
除
此
之
几
凹
到
且
此
間
制
制
制

特
神
亦
見
於
它
的
廟
宇
中
此
處
的
司
祭
們
曾
對
埃
及

的
文
化
萄
街
有
過
相
當
巨
大
的
貢
獻
並
且
他
們
因
社

會
地
位
特
殊
大
都
是
財
產
雄
厚
的
富
翁

巴
比
倫
王
拿
步
一
口
同
破
壞
耶
京
機
去
了
大
多
數
的

以
民
(
公
元
前
五
八
六
年
)
墓
地
殘
餘
的
民
眾
將
首

長
革
達
里
雅
謀
害
之
後
為
逃
遊
拿
步
高
的
報
復
曾
有

不
少
的
以
民
逃
來
埃
及
定
居
在
門
非
斯
地
方

(
耶
判

1
)
耶
肋
米
亞
及
厄
則
克
耳
都
會
頒
言
門
非
斯
將
要

受
釗
懲
說
(
耶
刊
M
U

則
必
問
時

)
歐
瑟
亞
先
知
亦

宇
先
，
預
言
過
門
非
斯
將
成
為
以
民
的
避
難
所

(
歐
9

6

見
依
附M
H
)

目
前
在
這
座
古
城
的
廢
墟
上
有
兩
個
阿
刺
伯
村

莊
存
在
它
古
代
富
麗
堂
皇
的
廟
宇
及
宮
殿
已
蕩
然
無

存
開
羅
城
內
不
少
的
建
築
物
的
材
料
是
取
自
門
非
斯

的
古
建
築
物
琨
所
存
者
是
它
周
圍
為
數
不
少
的
金
字

塔
放
古
草
而
已

見
諾
阿
孟

八
974-979 

m
阿
布
(
E
)

(
緯
)

'
、
。

月
名
在
今
之
七
八
月
間

見
曆
法

(
陳

)

的
阿
爸
(
3
)
見
益

呵
官
間j
E
E「kpnY
E
J
阿
干
意
謂
「
煩
居
者
」
他

f
I
I
J
'

、
是
那
爾
米
的
兒
子
屬
于
猶

大
丈
派
他
的
事
兒
於
“
穌
7

參
閱
依
的
M

歐
2

口
拔
阿

干
這
犯
了
張
滅
律
因
此
天
主
懲
罰
以
民
使
他
們
第
一

次
攻
躍
哈
依
城
而
矢
敗
若
綜
厄
求
間
天
主
才
知
道
以

民
戰
敗
原
因
之
所
在
他
偎
在
第
二
天
以
拈
闊
的
方
法

占
定
了
那
一
支
派
那
一
家
族
那
一
人
違
犯
了
毀
滅
律

首
發
現
正
犯
是
阿
干
之
後
便
把
他
他
的
家
人
和
他
的

家
主
阻
砸
死
後
加
以
失
燒
刑
場
就
是
阿
苛
爾
山
谷

基
督
信
徒
和
善
良
的
非
基
蟹
徒
也
許
不
說
了
解

這
法
律
的
嚴
閥
性
可
是
如
果
或
們
您
到
占
代
民
族
的

集
體
主
義
的
思
想
並
且
了
解
保
祿
所
說
的
名
言
「
法

律
l
|
值
約
的
法
律
|
|
本
來
不
能
成
就
什
麼
」
(
希

7

刊
)
就
不
難
了
解
這
古
代
毀
滅
律
的
用
意

學
教
會
的
教
父
和
神
修
的
作
者
屢
次
引
徵
阿
干

的
例
子
來
說
明
褻
續
神
鑿
的
罪
是
多
麼
的
可
惡

兒
阿
苛
爾
山
谷
毀
誠
律

(
雷

)

啊
川
市HJ午1
己
E
r
E
J人
名
意
義
不
詳
是
屬
黎
人

T
I
-
-

亡

"
自
口
\
制
制
制
的
後
裔
罔
劃
甜
的

兒
子
(編
上
l
u

創
始
盯
)
也
是
一
個
由
他
而
來
的
家

族
名
他
們
居
股
厄
東
地
區
很
可
能
與
貝
乃
雅
甘

(
戶

"
缸
詞
)
及
只
洛
特
具
乃
雅
甘
地
方
名
有
關
連
(
中

ω
6
)
(

緯
)

m
m關
μ游
"
72
)炯
伏
惜
那
“
間
的
串
戶
剖
醉
其
名
叫
仰

J

J
f

散
見
路
3

甜
戶
叫

"
阿
苛
仆
托
肋
買

(
K
F
E
?

可

g
E
E
E
ω
)

阿
苛
馬
上
古
城
池
之
一
為
等
納
字
人
所
述
模
在

埃
皮
和
亞
述
古
紀
念
物
中
已
有
此
名
記
帳
(
兒
〉

Z

開
斗
)
該
城
位
於
加
爾
默
耳
以
北
十
二
公
里
提
洛
以

南
四
十
一
公
里
處
阿
苛
一
名
按
草
色
紐

(
C
g
g
2月

斗
古
自
己
門
口
之
所
述
怠
謂
「
被
日
燒
烤
的
沙
石
」
拔

蘇
ω

叩
該
城
闡
明
於
阿
協
爾
文
派
糾
鐵
民l
M

以
色
列

並
未
伯
領
過
以
色
列
可
能
從
來
米
八
M日
佔
領
此
地
此
後

位
約
各
部
經
泄
自
除
米
1
"

外
(
米
l

u

指
的
閃
現

代
的
大
多
數
學
諸
法
為
叫
為
阿
荷
忠
高
譯
本
作
巴
“
叫

乃
手
反
之
品

)
直
至
瑪
加
伯
上
F

從
未
促
反
法
城

然
而
我
們
可
由
聖
經
以
外
的
其
他
文
獻
使
玟
們
必
為

它
的
大
概
履
央
公
元
前
約
二
二
二

0
年
阿
可
被
快
改

法
郎
郎
色
提
第
一
所
征
服
在
七

。
一
年
被
亞
述
玉
散

乃
黑
黎
布
佔
接
六
四

0
年
被
亞
述
巴
尼
帕
耳
所
討
伐

在
波
斯
帝
凶
時
代
阿
苛
轉
為
一
個
商
業
中
心
和
波
斯

海
軍
基
地
在
提
洛
陷
落
之
後
阿
苛
的
地
位
和
出
口
關
源
益

形
提
高
可
惜
不
久
即
約
在
公
元
前
三
一
二
年
被
仆
托

肋
米
一
世
毀
滅
了
仆
托
肋
米
二
世
登
極
後
又
將
它
車

行
修
悠
且
以
自
己
的
名
命
名
為
仆
托
肋
民
站
色
巾
對
待

朝
代
松
一
二
九
年
佔
攘
巴
力
斯
坦
後
附
川
崎
又
再
被
改



名
而
和
其
他
附
近
的
地
區
一
反
被
叫
做
法
提
約
是
川

的
情
倍
(
公
元
的
六
三
年

)
按
立
敘
利
組
為
，
難
為
省

時
也
持
也
一
併
帥
，
腦
該
行
四
七
年
時
們
勞
伙
的
老
兵
駐

守
州
出
叫
問
時
此
城
遂
父
被
蚓
蚓
政
府
改
名
叫
「
川

托
肋
口
哨
勞
伙
的
怕
民
地
」

(
的
。-
s
z
g
E

《
缸"

?
。
【
命B
Z
)
瑪
切
伯
峙
的
附
荷
|
|
仆
托
肋
真
的
腿

史
多
次
記
收
在
加

上
F

(
見
加
上
5

沾

自
自

ω
l
m

峙

的
u
n
H

曰
“
l

叫
閃
閃
加
下
叮
訕
訕
)
聖
保
綠

第
三
次
山
外
傳
教
的
行
程

中
也
會
帥
的
過
例
苛
(
宗
釗

7
)
卡
(
手
巾
半
以
阿
背
為
他們的
畫
要
碼
頭
並
本
改
其

地
名
咱
們
叫
做
叫
箏
的
泄〉
n
z

卡
{
子
，
半
雖
在
一
二
九
一

年
失
敗
雌
闊
了
例
可
ω
朝
聖
的
位
友
自
十
四
世
紀
開

始
國
見
學
右
望
大
堂
仍
聳
立
在
孩
城
便
稱
附
苛
為
學

右
叫
仁
川
容
忽
ω
F
F
E
D
O
ω
已
。
〉
口
已
而
原
來
的
占
名

阿
荷
蚓
仍
被
叫
刺
伯
人
和
以
色
列
于
民
借
用
迄
今

H
M帥
珈
山
比
基
校
哥E
倒
色
重
苛
主
削
圳

(
小
間)

前
冒
叮
悔
仇
「
〉
口F
E
J阿
飲
一
名
來
自
希
伯
來
文

T
I
-

-
3

t

'

、
的
例
散
木

(
志
清
他
豎
立

起
來
)
不
姑
於
何
約
在
新
約
中
只
有
瑪

1
H

在
叫
耶
穌

的
峽
法
上
從
過
一
次
他
u
-
K
V
L
瑟
的
先
人
生
於
巴
比
倫

充
軍
之
後
口
耳
聞
多
克
之
，
中
J
A旭
里
鳥
得
之
父
(瑪
l
u
)

(
梅

)

一
刷
甜
"
攝
刺
(

〉
E
S
J阿
瀾
意
謂

「、高
起
的

晶晶
舉
起

寸
，

I
I
I
-

'

、
的
」
為
人
名
亦
為
地
名

:|'! 別V
J

J
闊
的
第
五
柄
兒
子
是
阿
刺
美
民
族
之
間
如
祖

戶
戶
劍
"
n
d

980-981 ;\ 

二
郎
辣
默
耳
的
第
三
子
風
拍
大
文
派

(
編
上
2

自
恩
尚
譯
本
依
原
文
譯
作
放
楞
)

三
甜
甜
甜
之
子
鳳
和
納
活
和
之
父
是
出
叫
晰
的
祖

先
(
編
上
2

9

叫
|

|
恩
尚
譯
本
作
關
處
4
u

瑪
1

3
9J
V) 

間
有
默
爾
的
兒
手
插
阿
協
爾
艾
派

(編
上
7
M
)

五
代
]
通
行
本
普
通
將
希
伯
來
文
的
阿
蘭

地
名

譯
作
敘
利
亞
只
在
記
述
巴
郎
的
事
鎖
上
(
戶
幻
7
)

保
存
了
原
名

六
大
馬
士
革
的
阿
州
酬
是
阿
刺
美
人
的
城
市
連
味

會
將
他
們
打
得
了
以
嚕
地
並
屯
兵
駐
守
此

地
(
撇
下

8

5

等
)

七
瑪
阿
加
的
附
的
是
加
里
肋
亞
東
邊
的
阿
刺
美

人
炭
地
區
名
其
主
會
造
兵
幫
助
阿
孟
人
來
打
種
途
味

(4

棚
上
的
6

等

)

八
件
巴
的
州
州
剛
亦
是
川
刺
美
人
的
一
個
很
強的

主
間
的
日
助
阿
孟
人
來
抵
抗
達
咪
(
繳
下
m
e
s
)

川
刺
美
人
屁
股
史
上
第
一
次
提
及
阿
刺
美
人
是
在

亞
述
情
凶
捉
革
位
村
民
肋
色
爾
第
一
世
的
年
鑑

上
他

們
原
是
遊
牧
民
族
卡
分
強
料
不
時
攻
學
其
他
牧
民
終

於
佔
做
敘
利
區
曠
野
而
定
肘
股
此
來
亞
述
在
公
元
前

十
二
及
十
一
世
紀
的
衰
弱
時
代
他
們
向
敘
利
亞
之
北

及
巴
比
倫
之
南
進
侵
而
大
軍
擴
展
了
其
勢
力
範
圍
並

組
織
了
不
少
商
業
城
鎮
故
經
濟
賀
日
創
及
政
治
皆
十
分

發
達
至
九
八
世
紀
必
述
再
強
盛
起
來
乃
將

之
同
化
於

其
帝
闢
版
圖
之
內
他
們
固
然
沒
有
自
己
的
文
化
亦
無

創
造
文
化
的
能
力
但
是
吸
收
凡
此
你
做
其
他
文
化
的
功

勞
卻
很
大
至
於

他
們
的
宗
教
因
文
化
缺
乏
不
摸
清
楚

但
由
他
們
所
敬
臨
的
神
紙
來
看
似
乎
是
信
仰
客
納
字

及
美
梁
不
達
米
亞
混
合
宗
教

的
人

他
們
川
阿
以
民
的
關
係
可
說
是
故
占
在
一
向
父
恥
而
切

以
民
的
先
祖
中
有
不
少
是
阿
刺
美
人
附
劇
是
肉
的
兒

子
(
創
m
n
)
敘
利
亞
北
方
放
幼
發
拉
的
叫

上
游
曾

為
阿
刺
美
人
所
居
因
此

聖
經
上
多
次
將
這
一
區
的

城

名
加
上
阿
蘭
(
見
前

)
雅
各
伯
被
稱
為
「
飄
泊
的
阿

蘭
人
」

(
即
阿
刺
美
人

)
(
中

u
ms

)
經
內
亦
被
織

為
阿
刺
美
人

(
創
鈞
m

m
A
S
M
M
m

M
)
後
來
在
以
鼠

的
君
政
時
期
雖
然
兩
民
族
不
時
有
戰
爭
發
生
但
在
祠

業
及
文
化
的
往
來
上
仍
然
頻
繁
需
切

阿
刺
笑
語
言
自
古
以
來
附
刺
美
人
向
客
納

τ
人

的
來
往
雖
然
頻
繁
但
他
們
卻
保
持
了
自
己

已
一月
譜
的
本

色

|

阿
刺
美
文
它
是
屬
西
北
部
閃
族
的
共
尚
品
品

以
民
在
進
入
墓

地
前
所
用
的
一J
J口
必
可
能
即
是
此
一
品
進

墓
地
後
受
客
納
字
文
化
的
澎
想
而
自
成
第
三
種

J

N
A

-
-
希
怕
來
文
附
刺
美
以
其
政
俏
皮
商
業
的
發
達
曾

將
自
己
的
。-B
A
傳
遍
巴
力
斯
坦
敘

利
啞
凡
此
美
索
不
遠

米
拉
區
鐵
梅
外
是
自

他
們
脫
離
了
政
治
的
純
國
放
血

失
了
政
治
的
影
響
力
之
後
其
言
語
之
傳
播
則
更
形
深

入
竟
成
為
當
時
外
交
上
的
適
用
語
言

(
列
下
閃
品
)

在
巴
比
倫
新

帝
國
時
期
它
竟
超
過
外
交
範
悶
而
深
入

民
閻
公
元
的
第
六
世
紀
是
各
極
屬
閃
族
的
不
同
人
民

所
共
用
的
兩

早
已
波
斯
帝
國
時
代
史
被
定
倚
門

H
A
時
一
支



-
h
希
圾
帝
國
的
來
區
(
匕
才
再
給
n
e文
學
研
究
的
對
象
及

惜之
外
交
商
業
上
的
用
丸
至
公
阮
愣
川
世
紀
租
用
罕
默
織
的

~
勢
力
償
強
至
此
地
區
才
以
阿
刺
伯
語
代
之
阿
刺
美
語

-
終
R閹
人
所
遺
忘
叫
你
也
至
圳
股
阿
刺
美
文
的
古
文
件
有
厄

-
肋
吝
廷
的
手
抄
文
件
圓
明
公
元
前
第
五
世
紀
筒
約
土
厄

一
上
4
|
6
"
7

口
1

臼
耶
幼
u
迷
2
.
l
7

且
都
是

一

以
阿
刺
美
文
寫
的
此
時
在
巴
力
斯
過
之
外
僑
居
的
猶

太
人
出
不
再
讀
希
伯
來
文
遂
將
沾
自
約
譯
成
例
辣
美
文

此
叫
塔
爾
吉
木
譯
本
(
吋
R
m
E
B
)並
且
為
解
釋
聖

經
用
的
塔
爾
u
u軒
得
(
斗
己B
E

已
)
亦
是
以
肉
刺
美
文

寫
成
的
問
刺
美
譜
是
新
約
時
代
的
民
間
語
言
耶
穌
在

各
處
辦
走
講
道
勸
人
所
用
的

活
雪
白
郎
州
刺
圳
詞
語
及
其

不
同
的
土
治
(
瑪
前
η
)
十
字
梁
上
的
胖
子
亦
以
此

4
.
M成
(
右
"
卸
)
雖
經
上
明
收
為
「
希
伯
來
」
文

瑪
團
團
一
腦
血
目
的
是
以
阿
刺
美
文
寫
成
-
追
是
學
詣
的
公
論

(
韓

)

也
冒
叮
附
叫
「
冒
叮
手
阻

J
「
〉E
S
J
一
阿
們
」
原

a
y
m
H
M
H
E
'

，
尚••• 

f
w
H
H
F
B
-
-
w
且
』
/
、

I
l
J
i
l
-

-

、
，
、
是
希
伯
來
必

而
變
成
希
臘
拉
丁

及
一
切
歐
洲
一
品
甚
至
變
成
各
處
天

主
教
和
一
切
基
督
教
派
猶
太
教
友
罔
教
徒
在
祈
榜
語

文
上
間
的
衛
甘
心
原
意是
「
是
土
主
」
(
耶
M
S
)
或

者
「
盼
望
是
這
樣
」
(
耶
冊
的
6
)

比
革
開
在
背
約
中
表
示
對
某
人
同
志
不
論
某
人
的

禹
活
是
命
令
咒
成
哼
一
-
口
祈
求
祝
福
或
許
諾
(
戶
5

目

申

U
H
自

耶
U

S
厄
下
5
H
等
)
是
讚

頌
]
州
的
札

店
(
U峭的
H
η
凹
的
目

叫
“
)
，
是

宗
教
他
的
峭
的
問
泣

982-983 

詞

(
編
上
M
H

問
下
8

6
)
在
研
制
偏
說L
用
此
話

的
次
數
很
多
瑪
三
十
次
谷
十
五
次
路
十
六
次
創
二
十

五
次
往
往
將
「
阿
們
」
一
詞
按
其
意
義
譯
成
「
賢
在

確
實
」
(
除
9
盯
U
H
幻

3
)
有
時
也
用
於
禮
儀
或

讚
詞
上

(
格
的
M
M
校
的
H

糙
的
臼
迦
6
M

)
尤
其

用
於
教
會
的
祈
禱
經
文
上

(
羅
1

自
9
自
弟
的
1

口

希
U
U
伯
的
4
u
5
u

猶
鈞
等
)
、
一
道
故
不
是
冷
肯
定

某
種
興
辦
或
持
受
某
種
扎
扎
侃
圳
是
付
求
天
主
滿
全
他

的
許
諾
仰
聽
教
友
的
祈
哼
一
迫
使
是
白
，
占
以
來
各
處
天

主
教
會
在
祈
峙
中
用
「
附
們
」
的
意
義
及
目
的
耶
穌

是
第
一
個
別
「
阿
們
」
作
他
治
泌
的
關

端
的
人
就
明

他
就
是
路
"
他
的
f
1
H耳
不
能
錯
的
故
此
以
3
H
稱
他

是
「
阿
們
」
(
的
牌
)

3

直
-
-
L
「
〉E
B
E
M
H
S
J
B
t
M世上
多
以
「
附
孟

個
月
肝
戶
一EZ

」

I
I
T

凶
，
色
的
\
子
鼠
」
名
之
是
縱
特

的
第
二
Y
T府
際
川
布
之
必
木
川
米
的
後
代

(
削
的
盯

抽
)
犯
他
們
打
敗
但
恆
的
氏
族
勒
法

凶
人
後
將
其
土

地
做
為
已
合
起
川
扶
拖
叫
現
今
死
海
東
北
阿
爾
仙
風
放

雅
彼
此
二
川
之
間
的
地
區

(
山
叩2
m
n
3
M

民
日

口
自

)
1位
至
後
來
川
作
黎
人
將
他

們
驅
向
東
方
曠
野

邊
沿
巾
此
他
們
刑
方
的
邊
界
低
限
鈴
雅
彼
克
叫

上
游

(
戶

幻
M
巾
2

盯

民
日

H
n
)
不
以
之
歸
於
以
民
團

體
川
為
他
們
付
協
川
，
即
叫
你
人
蹤
治
術
士
巴
郎
來
咒

閃
過
以
心

(
戶

m
s
山
叩幻
3
6
)

也
民
長

時
代

亦
的
仆
圳
川
仙-M川
布

r
L
U
M
V
中
峰
佔
領
了
以
氏
的
一
部
份

自
丘
地
(
氏
3

口
問

)
X
h代
依
h
m↓
人
民
長
時
再
度
入

侵
打
擊
河
東
的
以
民

(
民
ω
7
M
H
d
b
v

的
側
的
油

就
職
馬
王
前
不
久
阿
孟
主
納
哈
士
圍
攻
基
盼
恥
俘
的

I
l
l
!
I
l
l
-
2

、
‘
'
。

雅
貝
士
但
被
撤
鳥
耳
打
敗
(
掀
上
口

1
H
)

紛
來

l
l
』
B
I
!
'

，
‘B

O
a
t
-
-
l
l
l
l
t

納
哈
士
協
助
遂
昧
獲
得
主
檔

(
撤
下
ω
2
)
納
哈
士

死
後
途
味
派
代
表
前
往
追
悼
川
V
H圳
在
們
太
受
州
m
k

之
子
及
繼
位
人
哈
段
之
內
呼
叫
自
發
生
戰
下
(
趴
卡

。

I
l
i
-
-
!
$

』
l
l
l
I
l
l
-
-
I

』
1
，

m
1
1
5

)
第
一
役
由
途
昧
的
將

J
h約
叫
“
放
削
佼

劉
m
w兵
山
風
打
敗
叫
蚓
放
川
訓
恥
半
(
恥

F

ω
6

r
'
、
。

'

9

綱
上
的
6
M
)

一
年
後
，
行
第
二
戰
役
發
生
仍
山

制
叫
制
帶
丘
向
大
敗
叫
副
九
並
估
此
重
的
棋
蚓
凹
域
，

(
他

下
u
l

M
M偏
上
劫
1

，

3
)
做
結
識
娶
了
幾
個

州
，
血

J
'
‘
'
。

l
l
l

，

-
t
i
t
-
-

女
子
約
占
世
(
列
上
U
I
)
以
關
h
H南
北
憫
之
後
川
-
4

人
乘
南
凶
公
弱
之

際
紋
皮
入
怯
的
大
→
史
組
叫
，
而
一
地
收

技
陳
阿
布
聯
軍
在
約
沙
法
特
凡
的
太
王
時
也
必
咱
們卜
〈

境
但
以
於
拍
大
王
(
編
F

m
I

叫

)
H
、
後A
h
m

蚓
及
制
叫
王
朝
時
此
被
迫
向
糾
糾
進
民
納
稅
數
年
之

久
(
制
下必
8

盯

5
)
故
話
比
例
以
色
列
沿
難
時
太

為
歡
喜

(
眾
2
8

7

叩
)
郎
以
被
全
步
向
毀
…
以
時
山
且

是
制
制
手
稱
慶
(
耶
9
扭
扭
)
廿
世
互
聯
合
他
人
的
來
叭

i
I
l
i
-
-
1
l
l
J
'

‘
。

法
制
蚓
刮
到
王
及
幫
助
做
一
反
耶
京

(
列
下
叫
的2
)
+
t
e
T

期
後
則
與
撒
瑪
黎
雅
人
同
阻
一
逃
凶
的
以
反修
娃
耶
，
以

J
、
s
o
l
l
-

城
牆
(
厄
下
4
2

1

8
)
址

h何
必
一
以
民
與
他
們
通M
m

而
大
受
厄
斯
德
拉
汶
乃
赫
米
雅
的
，
μ
斥
(
厄
上
9
1

。

2
)
先
知
們
會
發
仙
了
不
少
的
州
人
圳
來
相
以
他
們

(
的
l
u

1

間

來
2
8
1

u

m
9
缸

"
!
6

川
幻

。
1
l
f
t
『
f
l
I
l
l
i
t
-
-
I
l
l
-
t
i
h
4
a
1

呵
!
盯
衍
-

-
0

7
)
瑪
加
們
納
大
亦
曾
向
阿
孟
人
作



戰
(
加
上
5
6
等
)
亞
述
帝
國
的
年
鑑
上
該
有
數
位

阿
孟
王
的
名
字
被
列
入
向
亞
述
進
責
的
國
家
古
阿
孟

之
名
由
於
現
今
約
但
的
京
都
阿
曼
而
傅
留
至
今
因
阿

曼
即
建
在
窗
辣
巴
城
廢
址
上
(
韓
)

胸
前
可
已h
「
〉B
S
J
古
埃
及
之
神
名
意
品
「
除

-
E
i

l

-
-

-
'

、
積
者
」
(
埃
及
文
)
此
神

之
出
處
不
詳
秘
見
於
耶
叫
喃
自
原
組
固
定
底
比
斯
的
護
城

一
腳
在
埃
及
中
帝
國
時
期
因
底
比
斯
強
大
而
成

了
全
帝

國
的
最
高
神
明
被
稱
為
阿
孟
肋
(
立
即
眾
神
之
神
)

其
妻
慕
特
(
宮

C
H
)及
子
紅
穌

(
因
B
E
)
形
成
古

埃
及
三
重
要
神
抵
對
阿
孟
棘
的
祭
品
多
是
綿
羊
因
此

在
壁
畫
或
膨
刻
上
他
是
以
綿
羊
頭
或
頭
上
生
有
兩
根

長
羽
毛
出
現
他

可
能
與
科
比
亞
的
猶
丕
式
阿
孟
神
有

關
或
者
同
聖
經
上
的
巴
耳
阿
孟
神
亦
有
關
係

除
此
唉
反
神
外
車
經
上
亦
有
三
人
以
此
為
名
者

其
意
依
希
伯
來
文
是
謂
「
忠
信
的
」
三
人
中
最
重
要

者
是
猶
大
國
第
十
四
位
閻
王

(
公
元
前
六
三
九
i

六

三
八
)
默
納
舍
之
子
阿
孟
(
列
下
訂
閱
|
扭
編
下
“

缸
|
站
)
因
其
為
王
僅
年
餘
故
有
關
他
的
歷
史
知
者

甚
少
大
概
在
政
治
宗
教
上
完
全
是
亞
述
國
的
附
屬
是

一
位
昏
君
敬
禮
邪
神
很
可
能
因
此
被
宮
中
的
一
部
份

保
守
熱
心
的
巨
僕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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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總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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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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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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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
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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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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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文
是
指
若
鯨
厄
在
巴
刀
斯
坦
尚
未
完
全
佔
領
的
地

方
之
一
(
如
側
的
4
)
但
學
者
太
都
依
緣
原
文
之
芯
義

主
張
蘇
口
4

之
意
應
為
「
由
漆
冬
人
的
山
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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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阿
辣
原
有
山
洞
之
志
)
並
謂
此
山
洞
在
默
基
多
之

西
十
三
公
里
處
是
當
時
若
蘇
厄
尚
未
佔
領
的
漆
冬
人

的
地
區
(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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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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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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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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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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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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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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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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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猶
大
闊
的
第
三
位
君
王
(
九
一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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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0
)
阿
彼
雅
之
子
及
總
位
者
為
王
四
一
年

在
宗
教
方
面
他
是
第
一
位
宗
教
改
革
家
他
廢
除

了
邪
神
的
故
體
技
法
律
來
敬
仰
惟
一
的
天
主
恢
仙
似
聖

殿
的
禮
儀
將
一
切
偶
像
甚
至
連
他
祖
母
瑪
阿
加
給
阿

舍
辣
女
神
所
立
的
性
像
亦
益
行
毀
滅
災
燒
且
將
太
后

的
權
位
被
奪
(
列
上
的

u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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臼
編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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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
可
惜
沒
有
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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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
完
全
廢
除
(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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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軍
事
政
治
方
面
為
保
護
閥
土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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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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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建
築
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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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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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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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
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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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十
四
年
國
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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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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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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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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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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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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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
戰
車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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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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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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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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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
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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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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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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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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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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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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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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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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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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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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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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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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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

(
一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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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

又
有
以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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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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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來
也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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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蚓
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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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的
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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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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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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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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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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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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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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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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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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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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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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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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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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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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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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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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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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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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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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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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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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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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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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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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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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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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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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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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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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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君
王
天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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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

耳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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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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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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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
牲
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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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
但
撒
鳥
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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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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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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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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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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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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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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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
大
文
派

的
邊
界
上
(
蘇
的
7
)國
阿
干
和
其
全
家
在
此
山
谷
凶

若
蘇
厄
之
命
為
民
眾
用
石
頭
版
死
而
得
名
含
有
「
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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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不
一

，

有
消
「
榮
區
」
有
謂
「
逃
脫
祖
所
」
或
調
「
市
性
的
正

義
」
者此

城
原
是
一
座
答
納
字
城
位
於
抽
大
文
派
的
南

部
佔
領
墓
地
後
被
志
做
厄
創
為
猶
大
城
市

(蘇
沾
自
)

本
地
居
民
與
猶
大
文
派
雜
居
共
處
(創
刊油
1
穌
悶
地
問
)

認
達
咪
逃
迎
你
口
耳
的
迫
得
輾
轉
於
一
匕
附
近
的
辨
拘
押

曠
野
時
曾
在
此
處
與
他
的
家
人
歧
不
少
的
隨
從
相
合

國
聚

(
刷
上
n
l
幟
下
幻
刊
)
。
制
制
制
的
兒
子
制
制

貝
罕
王
曾
在
此

地
大
修
防
禦
工
程

(
編
下
口

7
)
在

米
技
投
先
知
時
代
它
被
視
倚
重
要
城
鎮

(
米
1

時
)

充
軍
則
後
不
少
的
制
划
文
派
人
來
此
重
缺
肛
門
永
悶

(
即

下
U

M
)
稍
大
瑪
加
伯
在
瑪
黎
徹
大
師
憫
之
後
兩n率
隊

抵
達
阿
杜
藍
城
稍
事
整
俯
度
過
安
息
日
(
加
下
白
血
)

它
的
現
今
位
置
業
已
經
考
古
學
有
被
實
在
耶
京
西
南

距
問
叫
蚓
制
頗
星
(
開
信5
月
。
可
。-
5
)之
來
約
十
六

公
里
處

(
梅
)

的
z
l
L
L
H
q
「
〉
《
戶
口
E
E
/

附
杜
明
山
坡
正
位

M
R
F
L
m
l
H
U//〉
E
S
E
S

」
於
例
划
文
派
與
科

雅
明
文
派
的
交
界
處

(
蘇
的
7

的
口
)
亦
ω
由
耶
里

哥
上
耶
路
撒
冷
的
山
路

(
陳

)

個
耳
m
J主
世
L
L
「E
Y
Z
F
J削
基
士
人
名
其
意
不

O
W
盼
，
4
看
-
J
J
/

〉
n
Y
E
K

，

-
-
-
-
-
-

I
l
:
f

﹒
凹

，
、
誰
是
加
特
地
方
培
肋

舍
特
人
的
凶
王
或
“
叫
侯
當
撒
烏
耳
追
迫
途
咪
時
達
咪

曲
目
兩
次
來
此地
避
難
以
兔
陷
於
撒
烏
耳
之
手
而
道
從

而ι門
注
味
第
一
次
來
時
立
刻
被
人
沼
山
他
即
是
那
役
持

百
仙
雅
的
災
悠
遠
咪
甚
怕
只
好
裝
紙
作
仍
以
保
全
悅

命

(
版
上
創
口
1

時
)
不
久
之
後
迷
咪
偕
益
六
百
上

兵
沒
-
4灰
家
人
，
那
二
次
去
加
特
地
方
阿
基
士
王
處
避

難
王
善
待
之
故
將
漆
刻
拉
格

地
賜
給
遠
味
居
住

(
撒

上
幻
1

間
)
阿
基
士
本
欲
情
達
咪
去
打
擊
撒
烏
耳

(
繳
上
m
z

l
2

)
但
因
王
之
將
領
一
小
的
任
途
咪
只

好
作
能

(
撒
上

m
l
U
)

撤
經
滿
執
政
初
期
史

米
的
兩
個
做
人
會
逃
往
加
特
地
方
阿
基
士
國
王
那
衷

(
列
上
2

凹
叫
)
但
不
能
確
知
兩
位
阿
基
士
是
否
向

是
一
人
(
緯
)

的
高
叫e
h
z
3閥
\
?
i
J

川
出
“
間
是
一
位
賢
士
的

。
"
，
U
酬
，
→

J
E
P
n
割
劃
州
，
h

M
V小
C

伽

』

1
I

l
-
-
4
l

'

、
名
字
意
調
「
搜
集
者
」
他

父
親
名
叫
雅
刻
屬
淤
依
市
瑪
耳
後
裔
瑪
薩
族

(
創
衍

H

編
上
l
M

鐵
刊
1
)
寫
薩
的
君
王
按
侵
犯
1

名
叫

肋
內
部
耳
肋
慕
耳
和
阿
吉
爾
原
不
屬
於
以
色
列
民
族
而

闡
明
於
阿
刺
伯
民
族

級
制
叫
1

|

祖
國
於
、
同
吉
爾
域
h
叫
1

.
圓
明
恥
、
肋



h
朝
札
幌
期
的
制
叫
經
肺
-
-
B
E輪
總
因
當
是
多
少
也
從

的
~此
說
|
|
以
馬
蚓
刻
起
指
達
佩
剛
刮
甜
剛
剛
指
制
制
制

-
可
是
這
種
意
見
似
毫
無
根
鐘

一

見
肋
築
耳
依
市
焉
耳
悼
鳳
毛-E

一
(

司
)

“
官
q
k
3

九
民M

「
〉
E
σ
J

阿
叫
戶
口
布
一
名
之
意
調

o
m
w
l
心
向I
寸
f
z
n
y

谷
、

I
I
I
-
4

，
、
「
父
親
的
兄
弟
」
或

謂
「
與
他
相
似
者
」
是
北
國
以
色
列
的
第
七
位
閻
王

(八
七
四
l

八
五
二
)蚓
蚓
劉
之
子
同
制
制
王
罔
蚓
凹

耳
的
女
兒
依
則
貝
耳
結
婚
與
他
同
時
的
南
國
猶
大
玉

是
阿
撒
放
約
沙
法
特
陶
醉
口
布
是
歷
史
上
一
位
山
名
的

君
王
對
外
盡
力
抗
拒
阿
蘭
王
本
哈
達
得
二
世
的
位
客

打
敗
了
阿
蘭
三
十
二
個
王
子
的
聯
軍
(
列
上
卻
1
l

M
)
接
著
東
征
西
討
將
前
兩
位
國
王
失

去
的
土
地
收

罔
使
以
色
列
成
為
當
時
的
一
大
強
國
對
內
更
勵
精
幽

治
開
發
商
業
富
國
養
民
其
首
都
搬
瑪
黎
雅
之
富
裕
堂

皇
華
麗
較
同
時
代
之
任
何
首
都
皆
有
過
之
而
無
不
及

對
此
聖
經
上
雖
僅
一
點
即
過

(
列
上
扭
扭

)
但
近
代

考
古
學
則
為
此
予
以
證
賀
他
雖
然
是
一
位
大
政
治
軍

事
及
經
濟
家
但
在
以
民
宗
教
上
的
熱
誠
幾
等
於
孝
非

但
容
忍
妻
子
依
則
貝
耳
敬
拜
巴
耳
邪
神
且
在
撒
瑪
梨

雅
為
巴
耳
建
築
廟
宇
親
自
頂
香
梅
拜
故
為
聖
經
所
不

樹

(
列
上
的
呵
!
詞

)
最
後
當
他
聯
合
兩
國
猶
大
王

約
沙
法
特
向
阿
蘭
作
戰
時
為
暗
性
別
所
侮
死
於
戰
仙
何
時

在
公
元
前
八
五
二
年

(
列
上
n
l

刊
)

主I[

(
特

)

J\ 1006-1009 

咖
阿
哈
雅
(2
5
)去
晶
晶
的
-

-
Z
J

『
洲
公
元
前
一
四
六
年

被
創
瓜
羅
馬
行
省
包
括
希
臘
的
北
中
部

M
A附
近
一
些

島
嶼
其
京
城
是
格
林
多
保
線
在
此
創
立
了
基
密
的
教

會
福
音
也
傳
遍
了
阿
哈
雅
全
名
各
地
(
得
前
1
7
8
)

娶
保
赫
在
其
第
二
次
反
第
三
次
山
外
傳
教
時
付
途
經

阿
叭
叭
口
雅
且
總
力
讚
惕
此
區
教
友
們
的
慷
慨
大
方
捐
助

耶
京
貧
窮
的
教
會
在
保
棘
的
兩
次
行
程
之
間
有
州
頗

羅
來
此
傳
道

(
宗
的
盯

)
公
元
後
五
至
四
四
年
間

阿
哈
雅
釗
歸
與
馬
其
頓
省
羅
馬
皇
帝
略
勞
狄
執
政

時

(
四

-
l
五
四

)
阿
哈
雅
由
總
督
來
管
班
厄
祕
在
位

時
於
六
七
年
准
其
獨
立
自
治
(
參
見
宗
的
問
盯
川
口
缸

臨
稚的
品
等
)
(

山
腳)

M
m耐
q
A
A
3
b凡
、
「
〉ymN
J

此
名
在
此
們
約
巾
區
以

m
w
p
心
門

-
v
z
n
y
m
N
\n
d
z
h
i
t

-
-
L-R

W
H
仇
月
w
n
t
J仇
r
J川
H

m
u
V
M闊

氣
話
瓜
約
州
哈
次
志
指
「
上
主
搜
取
」

例
阱
口
，
次
是
南
國
拍
大
的
心
王(七
三
五
l

七
一

五
)
約
金
的
兒
子
紋
繼
位
者
他
的
外
交
政
策
完
全
傾

向
於
亞
述
當
時
埃
及
衰
弱
亞
述
征
服
勝
國
百
戰
百
勝

國
勢
日
也
成
為
中
東
的
大
風
大
府
也
葷
的
制
問
王
及

北
闢
以
色
列
的
默
納
恆
王
都
向
亞
述
稱
臣
進
貢
七
三

四
年
各
倒
不
H

鈴
叫
制
的
踩
繭
川
自
扣
蚓
刮
甜
起
而

組
織
反
叫
述
聯
盟
參
加
者
除
大
馬
士
革
以
色
列
外
尚

有
阱
尼
基
人
改
地
肋
舍
的
村
人
此
聯
盟
亦
逼
迫
猶
大
國

肌
人
做
完
全
失
敗
凶
此
引
起
了
著
名
的
敘
利
必
厄
弗

辣
凶
之
織
聯
川
由
于
悶
凶
耶
京
悄
勢
非
常
緊
急
依
撒
忌
亞

先
知
萊
械
制
訕
阿
哈
求
，
王
依
格
上
主
主
叫
即
派
人
系
教
公

亞
述
王
提
革
拉
特
石
肋
色
爾
三
世
甘
甜
僻
向
亞
述
玉

-
a

納
想
厚
的

4

、
以
物
援
至
將
上
主
的
學
版
和
君
主
府
雕
英

所
昕
載
的
金
銀
財
貨
完
全
交
山
以
換
取
亞
述
的
救
兵

終
兔
股
難
治
必
述
-
上
打
敗
聯
軍
估
柚
愣
了
大
馬
士
革
時

乃
M
H
比
阿
哈
次
伯
大
國
遂
正
式
區
服
於
巫
述

叫
叫
圳
是
蚓
划
函
中
最
壞
的
閻
王
』
/
三
沁
人
松

浮
無
信
而
又
迷
信
是
個
宗
教
混
合
主
義
的
崇
拜
省

(
參
閱
列
下

的
編
下
羽
及
依
7

)
聖
經
上
對
他
的
批

評
非
常
不
漏
他
不
只
自
己
敬
拜
了
邪
神
且
在
耶
京
聖

殿
中
按
置
了
邪
神
的
祭
台
令
人
民
敏
拜
以
取
悅
於
巫

制
工
丹
在
叫
民
的
援
史

L
是
一
位
M
M擎
的
無
心
仰
的
話

L
與
其
子
后
則
丸
個
王
則
完
全
相
比
(
緯

)

"
亦
可
在
b
n

三
z
r
R
J

圳
海
多
l
n

n

U
R
F
a
f
a
M
/kr
n
E
E
Y
E
E
之
2
M
M
u
n
叮
圳

州
州
(
別
川
出
問
科
只
在日
叫
作
州
益
放
爾
)
是
托

制
蚓
的
兄
弟
剛
叫
到
之
子
且
在
蚓
甜
的
二
位
閻
王
飲

用
黑
袋
布
和
厄
撒
閥
割
時
代
扭
任
過
總
璁
職
務
這
位

剛
刷
刷
是
在
古
時
東
方
制
恥
刷
刷
等
國
中
一
部
很
普

遍
的
小
說
的
主
角
小
說
的
內

容
是
描
繪
他
在
亞
述
帝

國
內
當
過
掌
璽
及
瑚
比
財
大
臣
為
了
他
沒
有
子
女
他
便

收
益
了
他
的
住
子
納
f

(
2旦
旦
)
作
為
義
予
解
實

做
長
他
諸
多
苦

--一口
圳
且
有
他
但
必
心
病
狂
的
納
丁
不
怕

不
知
圖
報
反
運
用
反
問
計
謀
害
自
己
的
美
父
將
他
別

在
獄
中
並
且
咳
使
凶
王
把
他
判
處
死
刑
那
好
心
的
制

子
手
咱
也
必
以
前
受
過
他
的
許
多
閣
惑
就
不
忍
付
刑
將



他
級
匿
起
來
後
來
閻
王
紹
天
下
賢
士
欲
為
埃
反
王
建

築
空
中
堡
啥
時
沒
有
人
能
勝
任
其
事
於
是
閻
王
才
翩

然
悔
恨
害
了
天
下
最
阻
只
能
的
阿
希
肌
此
時
側
子
手
便

把
阿
希
加
領
到
國
王
前
凶
王
立

時
彼
問
他
的
原
職
但

納
-
J
聽
了
阿
希
加
的
教
圳
後
慚
愧
市
內
分
就
氣
死
了

這
是
智
者
阿
希
加
故
事
的
價
概
這
故
事
似
乎
不

是
狹
義
的
版
史
位
H
A說
它
純
是
一
部

小
說
划
也
許
太

過
因
這
故
事
是
具
有
一
個
原
史
性
的
核
心
的
關
於
故

事
的
山
處
學
者
們
意
見
頗
不
一
致
較
為
可
信
的
是
認

為
它
山

於
放
斯
或
巴
比
倫
無
論
本
書
圳
股
何
處
我
們

應
承
諾
多
俾
亞
博
內

所
提
的
阿
希
加
與
此
書

的
主
角

阿
希
加
乃
屬
同
一
人
我

們
也
應
甫
定
多
內
捉
到
的
阿

蚓
圳
的
地
扎
都
是
源
山
正
本
凶
悶
在
各
種
權
威
的
譯

本
內

都
保
存
著
這
些
一
暗
示
喂
飯
如
此
人
們
不
然
要
間

是
多
的
作
者
步
武
智
者
阿
希
加
的

作
者
呢
抑
反
過
來

說
是
科
且
有
例
希
加
的
作
有
追
隨
多
一
番
呢
筆
若
以
為

智
街
例
希
加
的
故
事
在
多
寫
著
以
前
早
已
問
世

了
很

可
能
是
多
之
作
者
撇
闕
智
者
附
希
加
這
本
書
不
關
而

只
被
綠
神
話
附
希
加
口
傳
的
故

U
F而
自
行
氾
述
其
事

有
的
混
在
多
內

提
起
或
暗
引
阿
希
加
的

地
方
並
非
山

於
以
來
作
齒
的
手
筆
而
是
由
一
個
較
悅
的
編
輯
者
所

指
入
我
認
為
那
是
可
能
的
似
如
要
經
明
不
誤
根
本
是

士
無
誰
可
稽
的
事
實
上
阿
希
加

在
多
的
故
事
內
並
沒
有

τ
甚
麼
重
要
的
分
且
右
把
這
些
資
料
刪
去
亦
無
礙
多
的

刷
一故
事
的
來
也
綜合
以
上
所
也
我
們
也
請
可
缸
白
這
兩

戶
來
泣
的
許
多
不
同
的
詞
來
看
來
可
以
建
明
二
賽
在
紀

1010-1011 ,If j~ 

即 : 的 1010 有 種 可 元
別 R市 變不能 前

友 J"r.J 見吏， 同是六
是 乏這‘ 多} 那 的由世
上 乍þ i訓就成 口 紀
主 瓦If: 叫可分， 傳 時，
'-0 IJ P: f趴 n兌他l 而已
在亡干 JIi 'J 也來， 經
學1 çç J的不不當傳
縱~ o; . ~.. ~離足然佈

上 、 ;J:: 娃'l'f l'司在甚
有 可 江 7。奇 ， 口!鼠

八事先人紙 只述 了;
位的名 ，文 要中 ， 而
才可弟 ZE 件。']'l:叉二
叫兄謂 實加宮

附\"一 ， ---' 的 了的
希|或 上( 核一 不

雅\---，主古 心些同
的，我是 ) 沒各處，

一
木
雅
明
文
派
的
人
民
紋
的
兒
子

(
編
上
8

，

注
意
在
法
章
凹
節
他
也
名
叫
阿
烏
江

M
)

二
耶
辣
默
耳
的
几
乎

(
編
上
2

自

)

三
做
此
且

時
代
的
一
位
司
的
法
他
足
削
希
突
布的

兒
子
(
繳
上
M
S
M

)

個
撇
，
私
捕
的
一
位
香
起
(
列
上
4

3

)

五
品
正
巳
他
沙
的
父
親

(
列
上
的
盯
)

六
迷
昧

的

一
位
英
雄
(
編
上
刊
抽

)

七
猶
太
人
民
的
一
個
伯
領

(
厄
下
m
盯
)

八
史
昭
雄
的
一
伙
先
知
與
做
昭
雄
漏
同
恃
代
他
以
的
社

徵
行
悶
l
|

撕
裂
aM

己
的
新
衣
投
以
科
流
向
雅
洛
只

罕
頂
-
-
R他
要
冷
眼
以
峙
的
卡

例
r

x
派
並
且
向
他
晦
"
昕
一

叫

天
主
的
保
護
排
他要
他
如
途
味
一
般
去
遵
守
天
主
的
法

律
(列
上
刊
曰
“

)雅
洛
貝
字
果
然

登
基
作
以
色
列
王

然
而
未
遵
行
天
主
的
法
律
他
的
兒
子
患
重
病
時
他
就

派
遣
他
的

妻
子
到
老
先
知
那
里
去
求
問
他
孩
子
生
命

將
如
何
同
希
雅

n
y
v穿了
那
穿
平
民
服
裝
的
婦
人
就
是

王
后
遂
向
她
頒
二
月
了
孩
子
的
死
亡
王
室
不
久
之
後
要

遭
到
天
主
的
懲
罰
民
眾
將
受
困
難
和
充
軍
之
災

(
列

上
M
I
1

個

)
拔
一
編
下9
四

史
羅
人
阿
希
推
選
寫
了

一
本
預
言
書
此
書
和
其
它
的
作
品
便
戒
了
編
輯
也們
的

材
料

兒
撒
昭
雄
瀚
雅
洛
具
罕
史
羅

(
小
川)

n
耳
阿
』
吐
血
泣
巨「
E
E
。
口
J
@
域
名
意
思
似
乎
削
圳

ω
m
制
L
叫
引
似
隧
L
/
KF
H丘
。
=
」
'


j
I
l

Fg
t
t

'

、
「
麗
的
墳
域
」
位
於
用

京
函
北
約
二
十
公
里
它
的
現
在
名
稱
是
雅
羅

(
4丘
。
)

離
阿
木
瓦
斯

(
〉B
君
臣
)
不
遠
這
城
相
賞
占
毫
也
叫

阿
瑪
爾
納
文
件

所
提
的
阿
雅
山
m
納
(
〉Z
MW吋
同
志

∞
)

在
卡
爾
納
克
搬
字
所
膨
屬
於
反
攻
闊
的
外
邦
城
池
必

地
域
的
目
錢
中
也
拉
到

了
比
城
叫
做
「
阿
雅
描
耳
以
」

(
〉Z
開
斗

3

.
N
串
N
R
)它
的
M
m
由
此
咱
不
悶
單
打
“
你

厄
在
他
的
凱
旋
歌
中
仙
似
過
它

(
蘇
m
u

)
在
以
此

進
入
客
納
罕
地
之
後
附
摩
納
伯
人
仍
住
在
阿
雅
隆
(
以

-

M

)
當
若
斂
厄
給
十
二
支
派
分
創
許
地
時
削
雅
且
也

原
屬
於
丹
並
且
被
到
為
「
肋
來
城
」
之
一

(
蘇
W
U

釗
訕
)
依
然
丹
交
派
後
來
移
往
北
方
阿
雅
峰
就
做

了

罔
珮
蚓
凶
文
派
的
叫蚓
城

(
即
刷上6
H
)
後
來
原
凶

不
誰
它
竟
又
做
了
本
雅
明
艾
派
的
肋
土木
城
編
上
8

日

記
載
阿
雅
隆
厝
民
大
概
在
撒
鳥
耳
時
會
戰
勝
過
加
特

人
民
當
時
撤
鳥
耳
軍
隊
追
擊
培
肋
舍
特
人
從
米
絡
瑪

斯
追
迫
到
阿
雅

陸
(
撒
上
M
缸
)

勒
叫
胡
阿
利
會
把
此
城
加
以
優
築
設
防
(
如
喃
下
H

M
)
然
而
在
剛
剛
列
主
牌叫它
又
設
帶
肋
A
E
I可人
佔
領



~
走
了
「
伯
月
下
恥
的
旭
」d仕
剃
蚓
制
制
時
此
間
剝
削
間
屬
第
二

叫
~區
太
守
管
理

(
則
上
4
.
)

。

~

@
男
-
座
同
名
的
剛
蚓
闡
城
位
於
圳
蚓
斟
艾
被

一
北
部
在
那
兒
埋
葬
了
厄
陸
民
長
(
民
U
M
)
|
|
也

許
此
地
應
讀
做
「
厄
峰
」
1
|
|
大
概
的
是
現
在
的
步

特
默
廢
漣

(
斗
。
戶
戶
已
C

】W
E
E
O
)或撤
厄
耳
巴
托
弗

(
切
包
括
】
旦
回
凶
神
。
『
)

見
貝
特
自
旬
龍
右
蘇
厄

(
雷
)

m
洞
」
口
可
根
z
p
e
g
s次豆
豆
沫
f
f

1
I
B
-
-
-
2
.
三

二
刷
刷
木
郎
和
呵
呵
宗
徒

的
父
親
(
谷
2
H

路
5

盯
D

卷
)

二
次
雅
各
伯
的
父
親
(
瑪
ω
s
谷
3
凹
的
時
6
H

e
m-
u
)
阿
耳
斐
同
克
羅
帕

(
若
的
自
)
似
乎
是
一

人
有
的
學
者
以
為
「
克
羅
帕
」
乃
是
阿
刺
美
名
字
「
哈

耳
巴
依
」
|
|
郎
阿
耳
斐
|
|
一
種
希
擻
語
血
目
的
演

變
但
另
有
一
些
一
學
者
把
阿
耳
斐
和
克
羅
帕
當
作
兩
人

如
果
阿
耳
斐
和
克
維
帕
間
為
一
人
照
我

們
的
意

見
他
是
聖
母
的
丈
夫
若
瑟
的
兄
弟
他
的
妻
子
名
叫
瑪

利
亞
(
若
凹
自
路
M
M
U
)
二
人
共
有
四
個
兒
子
雅
各

伯
若
瑟
西
浦
和
猶
遠
(
瑪
口
自
谷
6
臼
)
這
四
個
見

子
之
中
雅
各
伯
和
猶
達
屬
於
十
二
位
宗
徒
集
國

見
耶
穌
的
族
譜
雅
各
伯
猶
遠

(
當

)

口
著
問
」
括
海
心
眼
p
ja
g
a
J
一
阿
瑪
撒
意
謂
「
上

O
R
U
E

-

-
n
u
Y
E
Z
k
t

亡

t
t

p
G
B

、

1
I
I
l
J
4
1

，
、
主
支
持
他
」
是
達
咪

的
姊
妹
阿
彼
葦
耳
和
依
市
瑪
耳
人
依
特
辣
的
兒
子

(
撒
下
口
自
編
上
2
口
)
大
概
與
阿
瑪
接

(
編
上
叫
“

m 八1012-1016 

"

)
為
同
一
人
在
剛
到
沙

1

龍
叛
亂
剛
剛
瑚
撤
擁
護
了

他
而
被
立
為
統
帥
闊
別
訓
樹
在
厄
刺
刺
固
樹
林
中
失

敗
之
說
阿
氏
罔
歸
瀏
喇
也
瀏
蚓
因
為
怨
憤
制
剛
刺
殺

死
自
己
的
兒
子
阿
貝
沙
龍
將
約
阿
布
革
職
有
意
立
阿

瑪
撒
為
總
司
令
但
當
舍
巴
叛
亂
時
王
命
阿
氏
三
天
之

內
召
集
軍
隊
去
攻
輪
車
舍
巴
三
天
過
了
阿氏
尚
未
罔
報

當
阿
彼
瑟
和
約
阿
布
爾
兄
弟
領
命
去
追
趕
舍
巴
時
在

基
貝
紅
遇
見
了
阿
氏
約
阿
布
就
如
昔
日
殺
死
了
阿
貝

乃
爾

(
撒
下
3
n
)
如
今
也
同
樣
殺
掉
了
阿
瑪
撒

此

後
約
阿
布
向
北
去
平
定
了
舍
巴
的
叛
亂
又
獲
得
了
總

司
令
的
地
位
可
是
這
味
對
他
更
為
不
漏
故
在
死
的
相
囑

托
撒
羅
瀚
報
復
約
阿
布
所
流
的
無
辜
者
的
血
撒
耀
漏

果
然
執
行
了
父
親
的
意
旨
見
撒
下

W
M
H
U
m
-


臼
列
上
2
5

自

二
喇
喇
喇
的
兒
子
剛
瑚
卿
是
一
位
罔
蚓
蚓
園
子

民
的
首
領
他
同
其
他
的
一
些
一
首
領
服
從
先
知
放
總
得

的
勸
告
將
敗
北
的
猶
大
國
的
俘
虜
釋
放
罔
國
此
事
發

生
於
阿
啥
，
次
為
猶
大
王
年
間
見
編
下
m
l
H

見
阿
貝
沙
龍
約
阿
布
阿
哈
次

(
雷

)

M
E
q
臣
旬
控
電
p
j
a
m
-
J
@
阿
瑪
賽
意
謂
「
上

O
R

叫
自
川
呵
，
星

E
E

h

v
h
z
a
o
E

』

1
I
I
1
1
4
3

4
，
、
主
支
持
了
他
」
是
達

味
三
十
勇
士
的
首
領
(
編
上
U
U
)
可
能
與
達
咪
的

姊
妹
阿
彼
蓋
耳
的
兒
子
阿
瑪
撤
同
寫
一
人

@
一
個
叫
蚓
人
是
刺
蚓
蚓
家
族
問
司
蚓
酬
的
兒

y
f(
編
上
6
M
m
)

@
另
一
位
肋
末
人
是
默
辣
黎
家
族
巴
尼
的
兒
子

旦
他
川
，
兩
怖
主
名
叫
湘
且
可
是
宙
語

f

作
舍
默
爾
息
高
譯
本
從
此

見
編
上
6

剖

@
當
約
權
自
創
別
儀
仗
家
送
到
蚓
扎
在
約

a
m之

前
吹
號
筒
此
有
位
司
祭
名
叫
阿
喇
喇
仰
見
欄
上

臼
叫

@
在
希

則
克
雅
王
改
革
種
低
運
動
時
附
有
一
位
叫

叫
別
人
叫
瑚
叫
械
他
的
父
親
名
叫
叫
喇
喇
恥
見
端
下
m
H
O

(
宮
)

的
前J
帥
帆
哩R
P
S口
。
目J剛
蚓
劑
中
意
調
「
忠
信

J
I
t
-

-
z
i
j

'
、
者
」
他
是
瀏
喇
的
長

子
生
於
耕
蚓
甜
(
撒
下

3
2
)
因
他
強
姦
了
其
異
母

妹
妹
岫
瑚
骨
被
叫
周
糾
甜
|
|
蚓
蚓
醋
親
兄
所
札
兒

撒
下
口編

上
4

m
也
提
起
一
位
名
叫
阿
蚓
斟
此
他
是
圳

孟
的
兒
子
屬
鈴
掛
蚓
支
一
仇

(
古
)

“
個1
帥
馴
攝
制
「
皆
因
E
E
J人
ι
意
思
是
「
〔
天

1
λ
|
l
i
-
-
'
、
主
的
〕
宗
族
是
高
起

的
」

為
蚓
蚓
的
兒
子
劉
詣
蚓
及
關
利
圓
的
父
且

他
娶
了
怕
己
的
品
母
約
草
即
得
(
即
刻
制
蚓
之
妹
)

為
妻

(
山
6
卸
)
後來
這
種
血
親
婚
姻
為
樹
到
法
律

所
祭
止
(
側
的
時
)
。
很
可
能
就
為
了
這
個
原
配
制
制

及
拉
丁
通
行
本
都
將
「
姑
母
」
改
譯
為
「
山
區
妹
」

(
仰

叔
父
之
女

)
，這與
原
文
不
A
U剛蚓
蚓
享
年
一
百
三
卡

七
歲
而
終
是
剛
蚓
耐
人
之
鼻
祖(圳
6
叩
門
3
"盯

M
H
H
E
刷
上5
且
6
2
3

幻
M
U

州
的
刊
)

。

二
是
凹
間
的
子
孫
之
一
其
名
叫
見
於
離
婚
椅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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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名

厄!反單
上通上，
10 婚 mJ
u 的那

)。人， 些
在自
厄充
斯軍

德地
位歸
的來
命的

令以|

T [( 
被中，
迫主

離少
婚同

名不 1017
的可 R面r
印與 r可

章。El 摩
眉| 茲
1霞，亡之
l& 33 
其 o 。

巴 \J

力父是
斯親依
坦 ( 做

會依i 志:
鈍i 1 且E
J士大
具 )。先 (
育比知韓
此名的 )

(
陳

)

咽
叮
叮4
恥
間
甘
心
\
E
E
S
J
人
ι
但
在
斟
斟
上
多

E
R
r
o
脅
中
許Y
/
】WE
n
H

」
'

|

l
l
-

'

，

昌

、
用
於
一
種
民
族
即
阿

納
克
的
後
裔
(
戶

口

扭
扭
扭
刷
刷
的
H
H
)
有
「
長
煩

人
」
之
意
印
是
以
民
的
偵
探
在
進
入
學
地
之
前
所
見

的
口
人
他
們
居
於
蚓
副
組
及
其
附
近
的
山
區
中

(
間

的

扭
扭
扭
穌
的
H

H
U
U
)
以
民
聽
到
這
些
口
人
的

消
息
會
經
十
分
胞
怯
(
戶
口

臼
制1
臼
2
叩
9
2

)

稱
之
的
勒
法
倒
人
(
制
2
M

H
)
但
終
被
叫
民
所
比

丘
地
區
被
品
分
給
蚓
叫
制(
如
附M
6
I

H
M
UM
-
M

釗
H

反
-

M

)

兒
戶
人

(
緯

)

鬧
市
叮
當
之
時
已
「
〉
Z
o
r
J城
名
意
謂
「
堡
岐
」

K
V
P
.
.司
主
-
r
y
f
〉
o
ym
立

1
l
l
i

'

，
-

'
，
向

e

、
或
「
城
將
」

.

一
叫
你也
M

繳
上
4
-
m
l
所
記
敲
的
阿
叫
封
位

一於
約
站
城
東
北
約
十
五
公
里
該
城
也
記
故
於
到
蚓
剛問

:| 
叫
一
位
，
昕第
三
(
4
Y
E
S
S
E輯
)
所
征
服
的
城
昆
的
目

寸
以
恥
吋
時
咱
枷
丹
甘
心
一
戶
十

h
p川
大
到
制
制
王
在
法
的
朋
頃
址

L
修

J\ 

住
了
灰
缸
帕
特
城

(
見
宗
幻
剖

)

二
你
口
‘

放
肉I
U

所
品
忱
的
州
州
耳
他
於
則

依
德
料
以
北
大
概
凶
是
希
臘
人
所
稱
的
叫
樹
叫
城

(
〉
-
u
z
-
S

)
比
城
以
做
搜
阿
多
尼
斯
扎
扎
喇
喇
喇
而

出
名
右
斯
坦

j
h

于
常
樂
止
這
叫
做
絨
且
F
A
P
拆
毀
制

那
斯
廟
宇
比
後
猶
太
人
及
罔
教
徒
給
此
唆
址
起
名
為

納
爾
依
巴
械
吋
郎
叫
巴
郎
的
必
口
水

三
你
的
叩
!
l

依
幾
位
學
者
的
意
見
聞l
n

也

是
所
￡
忱
的
叫
叫

H
h位
於
叫
御
街
文
派
地
峽
兩
川

在
附
句
戚
來
兩
郎
中
世
紀
的
作
品
所
說
的
勒
苛
途
用

(
M
N
O
口
。
且
MW
DO

)
城

四
列
上
卻
一
叩
列
下
口
口
所
提
起
的
川
叫
叫

他
於
咕
乃
做
勒
糊
來
迫
在
州
州
州
通
往
大
馬
士
革
的

大
道
上五

蘇
的

時
所
仙
扎
扎抖
的
川
叫
什
兄
戚
在
刺
划
文
、
級
領

域
蝴
則
叫
城
西
或
在
厄
弗
辣
祖
訓
領
域
制
圳
來

L
H比
一
。

(
司
山
)

側
有
五
師
E
m
m
圳
是
根
受
惆
別
人
而

-
-
1
.
:
j
f

、
崇
拜
的
牛
艸
(
m
MW
H
)

此
一
腳
戊
戌
文
作
「且
可
」
仗
、
形
像
是
一
必
壯
仆
「
且
是

至
土
之
艸
仆
吋
吶
?
"7

的
加
拉
圳
的
人
們
以
一
匕
為
你
推
喇

及
的
勇
士
照
一
些
一
學
府
的
意
見
常
高
郎
在
曠
野
中
建

立
袋
牛
時
不
知
不
覺
地
順
從
了

前
不
久
所
離
開
的
叫
樹

及
闊
的
風
俗

(
見
山
山
口
)

H
M埃
放
血
郎
偶
像
崇
拜

(
小
山
)

m阿
丕
約
(
市
場
)

「
司。E
E

。
問
〉
}
M
M
U
E

ω
J

/
咐
。Z
E

〉
可M
E
M
\

附
在
約
市
…
勾
和
三
館
是
占
叫
她
馬
的
驛
站
的
汎
於
山

擱
蚓
南
下
的
交
通
孔
道
l
叫
叫
叫
大
道L
距
蚓
蚓

約
六
十
五
公
里
充
右
附
在
向
大
道
之
所
以
得
名
是
為

紀
念
品
路
的
修
起
人
盲
者
叫
到
叫
剛
到
此
出
叫
刊
洲

南
，
卜1直
至
德
辣
醬
納

(
斗
。
司
"
丘
吉

)
W
V
J
衛
長
約
四

公
里
竿
的
迎
仙
也
於
叫
刊
制
止
川
﹒
可
是
話
時
山
來
扒
圳

洲
意
大
利
南
方
主
羅
馬
必
純
之
地
在
街
時
名
問
遐
遍

是
以
學
保
你
在
別
蚓
叫
兩
方
均
提
約
m
t呵
，
-
陣
後
(
征

斗
改
進
停
留
了
一
遇
見
巾Fn
H
H
)
挑
來
到
了
叫
什
圳

市
，
巧
在
改
處
會
見
了
這
兩
制
蚓
來
歡
迎
他
的
敘
灰

(
市
n
m
)

(
法
)

也
可
質
量

E
c
-
-。
三
叫
制
措

M
V
Q
E
幅
n
n
e
x昂
/〉
問v
e
-
-c

\

l
|
|

-
-
-
J

j

p

'

、
白
希
種
神
1

中
的
音

樂
家
灰
水
手
們
的
主
侃
一
卿
一
秋
收
得
抖
峙
昕(
巳
立
呵
。
ω
)

有
他
的
大
有

@
級
會
初
叫
的
仰
大
的
教
十
一
在
心
州
州
向
木
州
州

沈
只
聽
過
沈
約
打
給
門
徒
們
的
道
即
切
問
給
你
叫
耶

穌
(
h
t小時
缸
，

抽

)
走
出
生
必
且
以
山
大
虫
也
域
的

猶
太
人
的

-
a間
划
"
口
才
出
眾
學
習
教
研
於
州
州
州
l
、

“
糊
後
赴
倒
叫
到
你
吼
叫
在
技
成
收
欲

之
大
立
一吋
與
叫
到

綠
凡
吼
叫
喇
相
比A
A刊
而
生
山
山
很
系
之
事
〔
翔
的

1
3

寫
避
兔
敬

L
丸
之
手
足
扑
到
蚓
心
均
可
叫
附
。
叫
叫
叫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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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傳
敬
的
妓
果
尺
甘
內
心
地
的
正
直
(
期
前
3
4
)
並

稱
之
寫
「
兄
弟

」
，
要
求
他
重
返
制
城
傳
教
(
制
前

MM

M
)
也
鐸
3

問

得
知
其
後
去
克
里
特
島
傳
教
是
為
最

後
之
消
息

(
韓
)

m阿
煩
隆
(
2
3
)見
聞
位

叫
隔
三
主
斗
立FE
E-L
仇
名
剝
削
地
方
的
樹
刻

-
E
t

』

4
4
4
」

/
、
人
他
同
妻
子
普
黎
史
拉

康
居
於
羅
馬
但
為
啥
勞
狄
皇
帝
所
改
逐
離
開
羅
馬
來

到
格
林
多
城
仍
操
筒
業
以
製
造
帳
幕
為
謀
生
之
道
保

祿
在
二
次
出
外
傳
教
時
低
這
格
林
多
便
客
居
在
其
家

中
筒
助
製
造
帳
阿
靜
(這
是
保
品
峭
的
手
藝)保
除
對
夫
婦

二
人
非
常
有
衍
感
(
宗
的
1

!
3

)
當
保
祿
去
敘
利

逆
時
二
人
會
陷
行
至
岡
州
酬(
莉
的
問
-
M

)
在
格

前
與
保
祿

-
M
致
候
格
城
的
教
友

(
格
前
的
間

)
在

厄
邦
所
給
予
阿
頗
羅
宗
教
教
育

(
京
的
品

)
後
來
好

似
叉
返
問
羅
馬
居
住
因
保
取
在
致
羅
馬
人
書
信
上
會

特
別
致
候
他
們

(
輝
的
a

)
阿
頗
繹
|
|
保
祿
宗
徒

事
業
上
的
競
爭
者
|
l
l
對
於
宗
教
的
熱
誠
傳
教
的
心

火
及
道
短
的
熟
悉
自
應
歸
功
於
阿
拉
拉
夫
婦
二
人

(
韓

)

話
叮
叮
區
間
墮
建
「?
3
3
3
/河流
名
聖
經
上
第
一
次

0

，
u
a

問
司
和
別
M
H
k
h
d
ph
E
E

C

E

』

1
I
t
-
-
-
J

J
、
提
釗
阿
爾
問
因
?
川
是
在
戶

釗
時
指
明
它
是
陳
阿
布
和
川
馴
服
黎
二
闋
的
天
然
邊
界

在
蘇
U

H
則
是
勒
鳥
木
文
派
的
南
方
邊
界
此
河
山
現

在
的
灣
總
布
谷

(
者
且
因
玄
。問
』σ
)發
源
於
東
方
的
敘

" ,.( i\ 1023-1027 

利
亞
及
阿
刺
伯
曠
野
帶
冬
季
之
雨
水
經
高
嶺
險
般
的

山

谷
向
西
流
入
死
海
在
冬
春
之

交
的
三
四
月
間
竟
能

將
每
秒
鈍
兩
個
立
方
公
尺
的
水
注
入
死
海
在
它
的
下

流
三
十
八
公
里
處
有
羅
馬
公
帥
的
穿
過
此
公
路
建
於
古

時
間
伸
向
布t
默
沙
於
公
元
的
第
九
位
紀
所
怨
氣
的
占

公
路
路
基
之
上
比
古
公
路
之
建
成
已
巾
考
古
學
家
所

發
現
的
默
沙
的
時
予
以
就
質
在
此
僻
的
第
二
卡
六
行
凶

王
紀
揖
暉
，
叫
已
的
功
德
拉
「
或
重
建
了
阿
洛
厄
爾
在
阿

爾
良
我
修
築
了
自
王
家
公
路
」
以
民
為
進
入
結
地
在
避

過
煙
阿
布
地
區
之
後
晶
白
皮
川
爾
良
丙
具
凌
河
地
點
似

乎
應
在
它
的
上
游
曠
野
庭

(
戶
幻
日

)
(

的
神)

胸
阿
辣
巳
(
荒
野
)
(

戶
口叮叮
)

地
名
芯
叫
「
噸
野
」
必
「
的
干
原
一
故
伙
A
j
通
行

本
多
譯
作
荒
野
原
野
平
原
曠
野
芯
思
是
把
一
乾
傲
地

區
而
-
鬥
但
右
則
為
固
有
地
名
則
是
如
墜
個
約
仰
河
谷

(
中
4

叫
你
叫
間

也
1
3
m
M
撒
下
2

目
4

T

列
下

鈞
4

郎
"
4
血
?

)或
者
指
附
辣
巳
海
!
|
|
死
海
(市

3

口
4

叫
你
3

閥

門
地3
列
下
M
自

)
沿
陀

(
韓

)

的
研-
M閃
而
口
「〉E
r
5
)地
名
阿
刺
的
叫
是
一
個

1
I
I
I
J
A
l

J
、
很
大
的
半
自
約
三
百

萬
半
方
公
也
幾
乎
川
成
一
個
小
洲
位
於
呵
非
之
間
來

有
汶
昕
m
u咐
，
何
印
皮
沖
向
街
紅
海
成
為
自
然
的
邊
界

惟
有
北
方
和
地
則
使
人
極
力
而
沒
有

H

然
知
絞
n

古

以
來
叩
門
正
交
通
的
叫
做
統
區
的
人
民
很
早
即
在
一
忱
海
扎
扎

幼
發
紋
的
川
之
間
的
反
大
地
問
仆
由
往
來
過
，
右
后
牧

的
生
ι
剛
刺
側
半
局
認
板
一
恥
叫
呵
凡
是
熱
糾
刊

扒
甜
點
學
品
，

全
班
幾
乎
無

一
條
的
得
挺
泣
的
川

此
以
V
U學
位
亂此

乃
何
以
其
居
民
很
川
中
山
向
咚
他
地
區
移
徒
的
的
研
凶
恰

l
I
l
l
-
-
'

。

外
是
向
印
皮
馬
來
函
亞
綜
門
答
腫
哭
叫
川
哇
等
阪
依
其

。
、

主
要
，
其u
m楚
楚
i
A
A
i
紅
切
艾
內
野
獸
，
有
叫
趴
衍
狐
叭

叭
以
家
而
有
必-
K
U
'山
不
卅
m
r
r
r
糾
紛
門
心
有
心
尸
收

支
其
他
猛
A
T耐
心
爬
冉
仙
似
划
叫
做
J
P
尤
其
是
蛇
文
本
把
從

。

有
氫
州
明
問
惶
誠
尤v
y

人
文
汁
阿
利
的
的
人
問
他
仍
有
許
多
未
能
解
次
的

難
題
這
話
然
與
叫
族
的
來
源
布
趴
其
民
族
之
發
源
地

一
說
是
叫
刺
的
字
印
一
而
赴
美
j
卅
一
本
達
米
月1史
有
人

晶
晶
是
來
非
洲
央
公
一
是
拉
來
v
h
u
d
h
m
+

許
可
以
給
裁
們

一
桐
柏
裕
的
咐
丹
紅
可
利
法
令
心
的
川
H
H
M
叭
叭
之
政
府
付
句

古
家
處
處
為
幣
以
放

r
L作
γ
-
i九1
師
叫
小
山
進
f
p
(

在
研
究
叫
刺
的
人
叫
做
學
峙
的
光
一
些
垃
兒
火
泳
昕

犯
的
通
的
就
是
將
川
糾
伯
人
川
那
段
而
川
糾
叭
叭
刊

的
人
混
為
一
淡
一
段
際
上
那
些
一
以M
A
川
刺
的
乍
川
之

外
用
川
判
的
指
一
一
仆
的
人
大
約
是
泌
血
人
組
成
很
木
不

是
川
刺
的
人
雖
然
他
們
自
裕
起
川
刺
伯
人
大
家
也
圳

。

1
1
，
t
l
i
-
-
I
l
l
i
-
-
l
l
I
l
l
-
-
o

比
公
品
如
故
以
川
J
折
克
或
敘
利
位
的
川
利
的
人
作
心

研
究
其
人
文
學
的
川
汀
，
求
那
就
恨
木
如
決
了
山
已
川
多
文

付
上
必
們
知
道
此
公
在
叫
了
下
年
時
代
川
恢
已
發
圳

7
1

，
汁
，
d

也
知
道
有
川
吼
叫
向
市
以
同
的
大
選
侈
圳
是
此

時
代
山
川
糾
圳
人
川
一
無
所
叫

h
L公
瓜
的
…
干
年
正。

、
、
，

心
抗
們
J
有
門
於
此
一
民
族
的
你
切
消
U
H
4
A
H
刊
的

m
n
1
臼
述
必
川
的
後
代
中
有
約
州
叫
l
M
γ
H
正
川
)
川
晰
的



兒
，
卡
生
有
兒
子
致
人
約
刻
常
相
等
於
附
刺
的
人
的
刻

丹
是
約
刻
堂
蚊
子
之
名
如
叫
戶
口
囝
瑪
委
特
及
舍
巴
則
與
阿

刺
伯
半
兒
的
兩
個
地
名
相
同
創

鈞
章
又
有
兩
個
腦
叫

刺
伯
種
人
的
家
譜
依
市
瑪
耳
是
由
亞
巴
郎
叫
父
微
微
的

艸
女
哈
切
爾
所
生
依
約
後
代
中
亦
有
效
人
之
名
與
其

他
文
件
上
研
知
道
的
古
阿
刺
伯
名
相
同
的
可
巴
約
特

刻
這
街
性
瑪
瑪
段
特
瑪

(
明U
H
H
)
亞
巴
郎
司
刊
訂
一

支
刻
突
辣
所
生
的
兒
子
中
亦
有
數
人
是
占
河
刺
伯
文

件
中
所
熟
悉
的
如
米
德
楊
厄
法
及
舍
巴
(
創
鈞

1

4
)
巾
上
述
之
爭
資
政
們
可
以
得
到
一
個
結
論
在
這

些
不
同
的
阿
刺
伯
民
族
中
希
伯
來
人
似
乎
最
為
法
名

他
們
與
北
方
阿
刺
伯
人
的
關
係
更
為
密
切
因
為
都
是

r
M巴
郎
的
血
親
後
代
吳
南
方
約
刻
唾
後
銜
的
附
刺
伯

人
則
較
為
疏
遠
南
北
兩
派
系
的
阿
刺
伯
人
在
生
活
方

式
及
一-
z口
語
方
面
郁
不
同
這
可
由
考
古
學
來
誰
明
挂
且

南
方
的
文
化
建
築
政
治
各
芳
面
都
遠
超
過
北
方
扎
一
此

屐
代
以
來
南
北
發
生
爭
端
隔
閥
反
互
不
蒜
解
的
史
事

比
比
皆
是
至
今
黎
巴
收
敘
利
亞
的
居
民
及
其
他
地
區

說
阿
刺
伯
語

-
z口
的
人
民
仍
有
裕
悔
不
入
的
現
唆

聖
經
上
所
川
泌
的
北
方
附
刺
伯
人
中
有
販
叮
右
瑟

的
米
德
桿
人
他
們
同
依
市
瑪
耳
人
來
往
很
密
(
創
h
U
)

與
梅
瑟

(
出
2
)
及
華
德
紅
都
發
生
過
關
係
投
且

拉
德
紅
會
將
他
們
打
敗
(
民

6
7

章
)
這
批
米
德
楊

一
人
先
住
於
阿
卡
巴
灣
後
來
向
北
遷
移
這
些
屬
阿
刺
伯

刷
一種
的
料
制
樹
沁
核
劉
樹
上
最
早
的
描
也
帶
有
很
濃
厚

戶
的
現
今
宿
在
曠
野
中
貝
杜
因
游
牧
民
族
的
色
彩

1028-1029 八

心
述
如
峭
的
年
鉅
上
倉
健
釗
附
圳
，
仙
人
稱
版
納

。

，

I
l
-
-

頁
的
叫
此
時
他
們
的
政
治
組
織
盛
行
女
主
制
仙
，
令
﹒
巴

的
女
h
R
(列
上
ω
1
)
帕
耳
米
泌
的
女
h
r
川
品
彼
雅

(
N
g。
σ
5
)
等
單
純
上
如
則

幻
依
ω
沒
耽
9

幻
吵

l
}
I
l
l
-
I
l
l
-
'

。

雖
亦
從
凡
此
附
刺
伯
人
但
都
是
些
一
無
關
駁
耍
的
消
息
後

來
屬
川
糾
們
叫
恆
的
以
杜
凶
人
大
批
向
給
大
移
民
擇
地

遊
牧
(
編
F

η
剖
詔
)
尤
具
炭
公
元
的
丘
悅
紀
成
所

帝
倒
時
代
一
些
什
刺
伯
文
汲
竟
定
叫
於
巳
力
所
姐
是

為
泊
l
A人
光
正
後
重
快
速
勁
的
一
大
限
制
概
(
厄
下
2

4
6
)
迫
此
一-
m
r
縱
t

昕
抖
的
川
糾
糾
人
你
是
將
自
川
比

海
至
幼
發
悅
的
必
闊
的
奴
利
叫
喊
野
中
的
阿
刺
伯
人

。

而
且

附
刺
的
州
半
兒
的
北
部
多
山
山
間
吋
他M
m
m
M
作
物

故
人
多
定
M
h
J以
此
且
有
的
臥
府
組
織
怕
是
中
攻
南
部
地

區
門
的
氣
攸
炎
熱
幾
無
植
物
司
一
月
除
了
少
數
的
綠
洲
之

外
定
忱
的
生
而
是
不
吋
施
的
攸
比
幾
于
r
H份
之
八
十

貝
克
游
牧
民
族
社
會
組
織
以
文
夜
間
卅
口
站
礎
文
很
久
巾
多

數
的
家
族
而
來
成
家
族
圳
市
的
非
某
某
人
出
生
為
依

。

，

緣
不
以
地
一
地
河
山
什
服
從
社
會
生
活
來nd街
水
井
的
專

。

，

用
縱
有
川
定
的
山
地
權
州
以
收
族
反
手
中
他
手
F

街

血
管
品8日
從
心
恤
-
-
M
U
刺
們
游
收
氏
紋
中
以
扎
扯
叫
仙
人
為

最
完
籃
至
今
俯
存
凶
他
們
向
無
定
所
攸
叫
(
有
很
古
老

。

，

簡
陋
的
宗
教
純
依
無
司
祭
之
存
在
艸
祇
方
面
除
了
幾

桐
真
正
屬
於
阿
利
伯
民
族
的
神
外
陀
、他
都
是
閃
族
共

'
，

t
1
t
'
，

。

有
的
神
祇
如
阿
找
他
可
能
是
古
來
一
神
教
的
遺
跡
過

定
尉
生
泊
的
糾
糾
伯
人
閃
釘
故
府
制
品
故
家
族
觀
念

較

沾
一
百
川
利
伯
也
叫
間
是
屬
閃
而
叫
的
一
通
閃

h

叫
大
致
包

訊
衛
衍
，
圳
來
川
刺
尖
叫
刺
的
叫
人
川
比
州
已
川
等

l
n川
叫

糾
們
必
叫
你
是L
I
H時
阿
利
伯
掌
心
以
州
，
人
時
一
收
趴
妝
的

一
叫
他
土
語
在
古
中
來
帝
凶
時
代
過
去
之
後
才
收
為
文

學
著
作
的
L

兵
正
汁
淤
研
究
陀
、
他
叫
E
m育
以
大
的
口

助
口
凶
門
叫
它
r
小
州
扒
在
發t口
而
且
似
川
M
J
b艾文
沾
上
飢
似

持
者
閃
誠
的
…
悴
，
似

(
幹
)

祠
的
有1
k
r
p
司
于
\
J

倍
約
中
的
地
名
位
鈴
蝕

的
F
H即
遭
副
司
E
司
一
身
立
}

1
I
I
t
?
4
1

，

、
大
南
部
的
噸
野
的
制
包
彼

(
】wg
o
r
HFm
ω
)消
仲
凡
是
一
小
付
(
民1

時
)
叫
現
今

的
阿
辣
得
一
眼
站
在
抖W
H
龍
之
南
二
七
公
型

H
H爾
舍
巳

之
米
三
丘
公
也
處
們
一
拔
內
的
的
敘
述
似
心
一
地
存
!

字
的
巨
城
仁
的
凶
正
會
打
敗
以
叫
且
從
山
河
仙
步
的
勝
利

伯
格
為
以
民
所
以
且
將
比
、
人
民
投
域
市
益
衍
叫
叫
做
毀

滅

(
戶
到
1
3

刊
叫
刊
)在
右
"
你
厄
所
喂
似
的
關
土

名
單
上
吋
品
就
台
退
位
叫
亡
的
名
字
此
他
的
恤
惜
他
品

的
名

U
T(
你
U
H
)
(

特

)

"
蒜
叫J
路
"
"
干
干
三E
E
/

C
A
一
天
芷
圳
起
了
」

o
m
w
z
M
軒
盯
I
E
d
f
〉
E
C
{
\
i
i
t

I
I
4
1
-

電

，
、
型
經
上
街
敝
人
以
此

峙
中
圳

一
迷
昧
的
外
期
他
的
姊
妹

R
A魯
雅
的
兒
子
約
阿

布
及
附
彼
瑟
的
幼
弟
以
跑
的
附
敏
從
而
著
名
是
迷
昧
的

衛
隊
長
之
一
在
做
為
耳
怨
，
欺
人
的
爭
端
上
達
昧
與
內

貝
乃
爾
之
士
兵
在
鬥
晰
投
向
具
可
兩
敗
北
而
逃
叫
做

耳
急
起
直
追
均
被
列

H
H
門
，
v
d
所
川
江
「
何
在
'
的
人
吋
他
父



~
親
的
續
了
內
」
被
稱
筠
達
昧
的
「
三
十
勇

士
中
的
-

m叩~位
」
(
愧
地
而
2
M
f

扭
扭
鈞
缸
桶
上
2
M

U
H

幻

-

7) -

二
苓
約
沙
法
特
玉
命
去
教
導
百
悅
遵
守
天
主
法

一
叫
作
的
一
位
前
末
人
(
總
下
口
8
)

三
希
划
克
雅
執
政
時
的
一
位
肋
末
人
主
管
看
守

聖
殿
的
獻
儀
(
編
下
H
M
U
)

四
約
納
堂
的
父
親
厄
斯
德
拉
的
親
信
曾
對
那
些
一

討
外
方
女
子
為
妻
的
猶
太
人
表
示
很
不
蒜
解
(
厄
上

m
H
)
(

韓
)

刻
苦
3

洛
肌
江
、

\
j

J
意
即
「
天
主
聚
集
了
」

的
←n
m司

也
耳
早

K

E
E

口
7

)

-
F
I
4
1
-

』

J
J

、
聖
經
上
以
此
為
名
者

如
下

一
貝
勒
基
雅
之
子
肋
末
人
(
編
上
6

扭
扭
)
有

被
坐
在
王
之
右
側
(
一
編
上
討2
)
是
遠
味
及
撒
羅
瀚

時
代
的
音
樂
指
仰
官
直
屬
王
管
轄
(
一
編
上6
H

MU
口

的
4
6

口

編
下
甜
甜
厄
下
曰
“
)
其
後
代
有
同
樣
的

職
務
充
軍
後
返
問
墓
地
者
竟
有
一
四
八
人
(
有
謂
一

二
八
人
者
編
下
川
的u
m
n
刊
扮
自
厄
上2
“
3
"

厄
下

7
“
等
)
。
善
於
作
詩
在
科
叫
到
雅
君
王

時
此
「
叫

末
人
用
達
昧
和
先
見
者
同
撒
夫
的
詩
詞
讚
頌
上
主
」

(
編
下
m
U
M
)共
有
十
二
篇
聖
詠
以
他
為
作
答

(
詠

A
U
句
3

1
1

句
J
J

r
3
句
，
。
。
、

二
約
阿
黑
的
父
親
約
阿
黑
是
希
則
克
雅
玉
的
史

{
店
(
列
下
時
間
盯
依
必
s
n
)

m 

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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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阿
協
爾
(防
守
)意
回
心
同
情
福
氣
的
計

I
I
4
-
3
l

門
他
是
雅
各
伯
的
第
八
子

由
肋
阿
的
艸
女
齊
耳
帕
所
生

(
創
刊叫
臼
)
是
加
得
的

親
兄
弟

(
創
刊ω
品
)
他
生
有
四
子
一
女
(
創
俑
臼
戶

叫
叫
“
盯
編
上
7

叩
)
為
阿
協
爾
支
派
的
鼻
祖
聖
經

上
對
他
的
話
收
雖
僅
此
而
已
但
對
阿
協
爾
文
派
的
述

說
部
不
少
比
一
文
派
所
佔
地
區
在
納
斐
塔
里
文
派
之

配
沿
蝴
喇
喇
自
加
爾
蚊
耳
之
風
北
至
喇
釗
城
(
如
州

W

M
M
)

事
實
上
這
是
說
大
的
說
法
因
為
很
久
的
時

期
阿
協
商
交
紋
的
人
不
過
是
維
居
在
客
納
罕
人
及
排

尼
基
人
闊
的
住
客
而
已
客
納
竿
及
臨
尼
基
才
真
是
沿

海
作
區
的
主
人
(
閱
I
U
!

臼

)。
蚓
創
制
凡
此
叫
到
對

阿
協
爾
的
特
別
祝
福

(
創
刊
扭
曲
巾
必
叫
自
)
很
可
能

是
兩
股
它
所
居
住
地
方
的
先
天
優
勢
而
來

l
l
|

肥
法

的
沿
海
牛
原
(
民
5

叮
)
及
重
要
的
通
商
口
作
附
協

爾
與
其
他
艾
派
的
聯
繫
拍
完
的
鬆
懈
而
它
的
血
統
成

份
也
相
當
的
俊
雄
這
可
以
解
釋
何
以
它
沒
有
參
加
對

息
色
辣
的
激
爭
(
民
4

叩
5

口
)
另
一
方
面
他
慨
然

是
牌
女
齊
耳
帕
之
子
很
可
能
與
由
此
牌
女
而
來
的
其

他
六
個
文
派
的
關
係
較
為
密
切
新
約
中
的
女
先
知
亞

納
即
出
生
於
比
一
支
派

(
路
2

抽
)
(

韓

)

治
前
q
b
I
t
眼

「E
Z
E
F
J
客
納
牢
地
的
女
神

。

阱
酬
I
A
E

甜
E
f
r
z
z

、
，

i
l
i

-
-

4
|
-

E

言
，

e

、
名
屢
見
於
聖
經
中

人
似
於
向
向
南
托
勒
特
女
神
混
為
一
談
實
際
上
並
非

同
一
玄
艸
她
是
巴
耳
神
的
女
伴
奉
為
多
產
女
神
此
名

有
時
亦
指
女
神
的
象
徵
而
言
是
一
一
種
木
棒
木
樁
水
像

之
物
有
時
亦
以
整
你
樹
木
來
代
表
比
女
辦
扯
到
叫
l
μ

她
是
遠
離
上
主
的
叫
民
政
宗
教
混
合
主
強
者
所
需
拜

的
則
象
亦
是
誰
教
先
知
及
宗
教
改
革
的
拉
圭
所
棍
，
刃

攻
壞
的
目
“
:
這
在
山
山
谷
紀
時
代
即
有
耐
心
破
壞
此
神
像

的
命
令
(
山
"
時
)
一
史
終
止
尉
，
已
此
神
像
(
中
的
到
)

但
在
民
長
時
代
這
種
邪
肺
的
叫
單
純
似
于
U
h
祖
傳
氏
的

(
民
3
7

)
上
主
命
斟
制
制
拆
毀
其
父
在
巴
耳
祭
愉

i

邊
的
阿
舍
辣
(
民
6

自
)
北
國
君
王
欣
洛
H
只
字
首
先

倡
導
叫
制
制
的
敬
禮(
則
上
叫
叮
叮
)。
依
川
貝
耳
時
代

人
竟
背
棄
了
上
主
而
敏
巴
耳
及
阿
舍
辣
服
侍
此
女
神

的
先
知
竟
有
四
百
之
多
(
列
上
的

M
M
)
其
流
毒
之

深
可
見
一
斑
雖
有
宗
教
上
的
改
革
但
未
能
完
全
將
之

除
掉
(
列
下
口

6
)
此
可
北
國
滅
亡
之
過
(
米
5
臼
)

在
南
凶
此
敬
總
克
進
入
耶
京

(
列
上
的
問
)
默
納
舍

主
唸
阿
舍
辣
在
學
般
中
建
立
了
祭
愧
(
列

F

幻

-
4
)

此
祭
踏
在
宗
教
改
革
時
代
為
約
史
推
土
所
做
壞
(
列

必
下
4
6
)
那
肋
米
亞
先
知
對
此
神
仙
此
其
敬
禮
會
大

事
攻
擊
(
耶
口
-
-
4
)
由
於
北
國
以
色
列
之
滅
亡

及
亞
述
帝
國
對
在
川
多小
國
所
用
的

遷
徙
政
策
非
但
阿

針
刺
女
神
之名
完
全
絕
跡
而
且
其
敬
禮
之
地
亦
不
很

存
在
此
乃
何
以
拉
丁
通
行
本
慣
用
「
地
方
」
(
樹
林

樹
木
)
來
代
替
或
者
直
接
同
阿
市
托
勒
特
女
神
混
為

一
淡
的
原
因

(
緯
)

的
前
q
h
!
言
塔
吉

ω
E
S
Z神
名
關
於
此
一
腳
只
知

M
R
r
E
E
Z
b

門
/
B
L
E
\

道
它
是
喇
喇
蚓
人
所

崇
拜
的
一
佩
並
且
按
喇
喇
蜘
文
的
寫
法
可
以
推
斷
是
一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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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艸
占
來
的
解
釋
為

(
a
)
曠
野
的
神
(
b
)
或
天

使
或
收
鬼

(
C
)
或
阿
瑪
爾
納
人
所
崇
拜
的
舍
米
刻

紳

(
d
)或
北
敘
利
亞
人
所
崇
拜
的
依
希
貝
神
但
都

欠
妥

兒
叫
蚓
蚓
的
(
古
)

叫
別
高
a

一
口
否
P
HZ
Z
J
是
小
亞
細
亞
的
培
調

到
R
r
t
B

/
K

蚓
喇
王
阿
蚓
蚓
三
世

他
同
蚓
蚓
人
有
很
好
的
外
交
關
係
干
事
實
L
制
刷
的
執

政
街
叫
劉
何
將
帝
國
致
各
屬
圓
的
信
件
亦
特
別
寄
給

叫
蚓
飢
足
以
為
實
亂
信
之
內
容
是
提
及
各
國
不
要
與

制
划
人
為
且
更
不
要
做
倒
叫
圳
人
的
敵
人
來
為
非
作
歹

蓋
蝴
沁
人
自
到
刮
大
司
與
.
這
使
擱
蚓
以
來
已
成
了
刷
刷

蚓
大
常
闢
的
友
邦
(
山
上
的

于
自
)
。
(
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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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
喇
蚓
到
死
能
叫
氏
乃
江
喇
則
到
之
子
叫
似
瓶
回
耳

為
王
不
過
一
切
大
檔
都
按
在
阿
氏
手
上
之
後
阿
氏
竟

奪
取
撒
白
馬
耳
先
王
所
造
下
的
炫
妃
為
其
其
跋
區
之
情

可
想
而
知
因
故
古
代
恩
怨
几
娶
前
王
妥
妄
的
即
表
示

他
將
繼
求
主
位
無
怪
依
叫
回
耳
對
阿
民
不
漏
而
不
得

不
對
他
予
以
指
立
(
撒
下

3
7
)
但
阿
氏
一
向
未
曾

將
依
而
回
到
仙
趴
在
眼
中
因
此
勃
然
大
怒
並
決
意
廢
除

依
市
巴
耳
的
王
位
將
以
色
列
國
奉
送
與
達
味
遂
先
扳

泣
使
者
後
親
赴
赫
貝
能
與
達
味
商
淡
一
切
不
料
在
他

離
開
途
味
後
於
歸
途
中
為
遠
昧
的
大
將
約
阿
布
騙
罔

赫
貝
龍
城
被
約
阿
布
因
報
他
胞
弟
阿
撤
耳
之
仇
在
赫

貝
龍
城
門
處
暗
殺
了
(
撇
下
3
盯

)
達
咪
對
這
事
非

但
不
贊
同
而
且
這
不
知
怕
是
以
快
後
當
他
得
知
一
切

後
不
勝
悲
憤
除
以
隆
重
的
雞
飛
將
阿
氏
埋
鋒
在
赫
城

外
混
在
他
去
做
的
囑
咐
他
的
兒
子
撒
羅
漏
勿
忘
就
這

事
對
約
阿
布
予
以
適
當
的
處
罰
(
列
上
2

5

)
阿
氏

雖
不
愧
為
一
代
化
將
不
幸
就
這
樣
了
結
了
他
的
一
生

見
瀏
川
帆
依
南
巴
宵
的

(
義
)

咽
且
直J
3

、
、
'
，
民
巨
「

J

一
附
則
仙
叫
隘

的
←叫

司
早
-
q
J渴
望

-z
z

-
2

)

1
I
I
|
;
t
I
t

'

、
芯
謂
「
父
是

平
安
」
是
迷
味
主
的
第
三
個
兒
子
為
市
級
爾
王
的
女

兒
瑪
阿
加
所
生
(
撒
下
3
3

編
上
3

3

)
他
為
人
聰

敏
姿
態
莊
織
部
熱
中
名
譽

(
撇
下
M
自

臼

1
6
)

撒
下
u
l
m

關
於
他
的

敘
述
可
屬
當
約
文
學
的
文
藝

作
品

因
為
他
的
親
妹
妹
塔
瑪
爾
被

他
的
同
父
異
母

的

哥
哥
叫
途
昧
的
長
子
阿
默
農
所
強
姦
阿
只
沙
綠
途
命

他
的
僕
人
將
阿
默
農
殺
死
因
怕
父
親
這
怒
遂
逃
到
革

技
爾
主
那
裘
(
口
)
。
過
了
三
伴
們
因
約
阿
布
與
蚓
糾
到

一
位
明
智
婦
女
的
從
中
說
項
瀏
喇
始
許
叫
別
沙
陸
返

岡
耶
路
叫
亂
又
過
了
三
氧
父
子
二
人
竟
和
解
了

(已

哥
哥
飯
死
阿
貝
沙
隆
乃
圖
謀
繼
父
為
王
胡
怕
不
得
民

心
於
是
閥
始
使
用
詭
計
騙
得
民
心
繼
而
徵
兵
謀
叛
達

味
終
於
在
赫
貝
龍
宣
佈
稱
王

(
M
U-
-

n
)
達
味
見

在
耶
路
撒
冷
已
無
希
姐
一
遂
相
單

h
I出
此
當
時
同
同
制
制
腔

進
入
京
都
並
為
表
明
王
權
已
爭
奪
成
功
就
侵
佔
了
甜

味
的
後
宮

(
Mm
m
|

詞

)

達
味
在
大
縫
中
國
其
好
友
胡
瑟
對
同
固
沙
斷
山
山

的
反
問
計
才
有
時
間
準
偽
軍
隊
作
戰
(
口
)
交
戰
前

途
咪
吩
附
約
阿
布
和
其
餘
將
帥
切
不
可
傷
害
他
兒
子

的
性
命
但
當
叛
軍
失
敗
逃
散
時
約
阿
布
殺
死
了
阿
具

沙
隆
叫
人
把
屍
體
丟
在
樹
林
中
的
一
個
大
坑
裘
(
閱

1

l

H
)
阿
只
沙
降
生
有
三
子
一
女
女
兒
名
叫
塔
瑪

爾
(
M
盯

)
三
個
兒
子
大
概
都
已
夭
折
了
(
m
s
)

在
列
上
臼
2

叩
及
制
下口
目
還
提
到
阿
|
則
糾
闊

的
外
孫
女
瑪
阿
加
她
的
父
親
是
烏
黎
耳
母
親
必
是
塔

瑪
爾

(
編
下
口
2

)
瑪
阿
加
固
定
猶
大
國
阿
彼
雅
王
的

母
親
阿
撤
王
的
祖
母
(列
上
臼
2
M

編
下
u
m

H
2

)

一
一
剛
則
叫
也
是
蚓

到
瑚
圳
叫
漲
到
制
叫
到
元
帥

里
息
雅
那
襄
去
的
使
者

(
加
下
u

n
)

三
阿
貝
沙
隆
是
海
塔
提
雅
和
約
納

堂
的
父
親

(
加
上
U
刊

H
M
U
M

〔
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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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
惘
，
董
耳
T
F耐
心2
)阿
望
見
此
名

-
-
4

J
t

l

巴
之

意
是
「
我
的

父
親
〔
天
主
〕
歡
欣
喜
樂

〔
於
我
的
誕
辰

〕
」
是
摯

經
上
兩
個
希
伯
來
婦
女
的
名
字

1

瑪
紅
人
納
巴
耳
的
姜
子
納
巴
耳
目
-
A加
爾
默
耳

的
古
人
但
為
人
十
分
惶
各
不
但
拒
絕
了
瀏
川
俐
的
捐
助

要
乳
且
對
其
僕
人
口
出
忠

告
的
瀏
喇
備
好
四
百
士
兵
正

想
前
往
報
復
將
其
全
家
殺
掉
之
際
阿
彼
劃
聞
自
僕
人

得
知
此
事
乃
撓
帶
大
批
體
口
問
往
見
達
味
請
求
原
諒
其

夫
之
無
禮
誓
許
以
後
必
將
邀
力
幫
助
達
味
深
為
感
動

於
是
調
兵
他
往
不
幾
天
後
納
巴
耳
忽
然
死
去
遠
味
遂

娶
阿
彼
蓋
耳
為
妻

(
繳
上
討
2
I

H
)

2

劃
劉
(
原
文
作
喇
喇刮
)
的
女
記
瀏
喇
的
姊

妹
與
依
特
辣

(
原
文
作
耶
特
爾

)
結
婚
(
撒
下
口
自

參
閱
編
上
2
H
等

)
(

緯

)

峭
哥
叫e
b又
唱
內
且
寸P
T
E
L
Jm恨
仙
攝
制
制
研
刮
目
剛

到
R
r
e
z
4
-
d
T
/

;
:
1
1

\
個
喇
喇
是
川
創
出

貝
耳
的
兒
子
厄
里
雅
金
的
父
親

(
瑪
-
n
)
此
名
不

見
於
舊
約

(
翟

)

“
前
m
J
b叉
h
M
A
J
E
E
E
D
O
J阿
彼
肋
乃
為



M
你
恥
，
令
官
日
月
可
/
/
〉
『
妄
自
\

I
I
A
l
l
y

j

f
地
名
由
其
京
城

阿
叫
出
而
得
名
位
於
大
馬士
革
西
北
的
安l蚓
劉
凹
蝴

區
公
元
後
三
四
至
三
七
年
間
凶
刷
刷
回
蚓
作
此
地
的
分

封
侯

(
路
3

1

)
於
三
七
年
此
地
與
加
里
肋
亞
同
屬

阿
裕
黎
帕
一
世

管
桔
四
凹
至
五
三
年
間
由
繼
馬
總
倍

統
治
五
卡
三
年
又
嵐
阿
格
漿
帕
二
世
管
結
至
其
死
亡

八
1039-1044 

為
止
於
一

0
0

年
時
此
地
劃
歸
於
擱
閣
大
帝
國
的
創

利
亞
行
省
(
髒

)

唱
前
-
b
o
A
A
y
b
合
E
F
E
E
m
J阿
倒
糾
樹
是
服

M
R
F

合
、

v
t
￡
T
E
σ
g
m

」

侍
年
老
劃
喇
王

的
美
麗
少
女
也
生
於
叔
能
村
莊
遠
味
逝
世
後
他

的
兒

子
剛
到
周
蚓
謀
叛
制
制
呢
要
求
王

ι
因
此
想
娶
叫
樹

沙
格
為
妻
遂
為
新
王
撒
羅
游
所
殺

(
列
上
I
S

M
Z

(
翟
)

間
再
e
b
b
-匕
住
旻
土
。
出
一
」
凶

Y
J阿
劉
岡
姻
是
瀏

刮
到R
r
f
l
y
-

羽
q
Z
S
D
M

E
\

喇
由
閥
割
蚓
在

赫
貝
龍

所
生
之
子
排
行
第
四

(
撒
下
3

2

‘
)
達
咪

年
老
時
達
昧
的
前
三
子
或
己
去
世
剛
到
周
姻
自
認
身

為
長
子
悠
取
得
王
位
當
他
獲
得
了
大
將
軍
制
剛制
和

大
司
祭
間
同
推
叫
繭
的
支
持
能
設
宴
自
封
為
王

(
則

上
1
5

|

9
)
天
主
既
揀
選
了
制
蚓
蝴
繼
瀏
喇
為
王

(
撇
下
7

臼
|

臼

列
上
I
H
編
上
m
s

)
先
知
納
堂

便
與
微
羅
漏
之
母
同
到
王
前
請
命
王
遂
立
制
蚓
制
為

王
阿
多
尼
雅
害
怕
被
殺
遂
跑
到
會
吉
布內
抱
住
祭
壇
的

角

(
出
幻
H
H
)
獲
得
給
命
(
列
上
l
s
|

閻
)
遠

味
死
後
阿
多
尼
雅
因
請
求
與
達
味
伴
宿

以
身
溫
暖
老

王
的

蚓
叫
個
女
子
阿
彼
沙
格
為
菱
獲
罪
制
制
制

(
則
上

2
u

|

扭

參
見
刷
下的
n

n
)
制
蚓
蝴
遂
派
同
喇
喇

去
將
他
殺
死

(
列
土
2
自

)
(

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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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i 阿
拉i 格

品 黎

要|帕
空 G
第 豆豆
仙悔 。

果| 12
落|占主

德、|忌，苟

且I !:
槃
帕

的
有
兩
位
研
劇
創
倒
闖
紅
蔡
帕
J
l怯
和
別
制
倒
剛
捌

甜
甜
帕
二
世
這
兩
位
原
為
父
子
今

A
N述
如
徐

阿
格
黎
帕
-
世
是
大
黑
落
德
主
的
兒
子
同
的
眾所

閥
割
刷
刷
的
兒
已
他
的
母
親
是
同
訓
罔
切

生
於
公
元
的

一
0
年
死
於
公
元
四
四
年
尚
未
滿
六
歲
就
被
送
往
羅

馬
接
受
教
育
在
那
襄
漸
漸
長
大
與
此
展
往
來
與
王
室

結
孔
風
盟
，
卸
的
山
擱
闢
未
來
的
君

L
也
成
了
他
的
朋
友

他
生
活
放
蕩
揮
霍
無
度
常
肉
人
借
貸
而
從
不
償
還
會

幾
度
債
主
齊
來
索
償
他

一
時
毫
無
辦
法
竟
然
蓄
意
自

盡
賴
舅
父
|
|
也
是
他
的
叔
父
黑
落
德
安
提
帕
的
援

助
問

來
住
在
他
府
內
委
派
他
做
提
庇
黎
雅
市
府
甸
的
監

飢
不
久
以
說
與
到
樹
刷
發

生
爭
仇
跑
到
到
闊
制
斟
雅

要
求
制
閣
總
督
緩
趴
後
又
與
制
蚓
總
督
幾
次
發
生
銜

突
不
得
已
再
去
了
蚓
鬧
仍
如
前
生
活
荒
唐
放
海
債
台

日
日
高
築
言
談
又
不
自
知
檢
點
引
起
皇
帝
不
滿
遂
令

他
入
亂
六個
月

能
閱
叫
蚓
逝
世
他
的
好
友
加
里
古
H
U

果
如
他
所
亂
於
公
元
三
七
年
登
極
繼
位
為
五
他
不
值

釋
放
7
他
而
且
封
他
為
王
管
理
斐
理
伯
和
呂
撒
尼
雅

公
元
三
九
年
他
又
獲
得
了
被
撤
職
充
軍
安
提
帕
的
土

地
到
咄
咄
之
所
以
被
撤
職
充
軍
還
是
他
在
好
友
皇
帝

前
控
告
他
企
國
反
叛
所
乳
後
二氧
蚓
劃
動
也
被
人
刺

能
繼
位
為
主的
是
喇
喇
叫
你
由
於

他
擁
護
喇
此
蚓
氏
遂

將
制
划
和
枷
瑚
到
蚓
刮
歸他
民
這成
他管
的
土
地
幾

乎
與
他
祖
父
所
管
的

一
樣
大
且
由
勵
闖
取
得了
「
優

撫
榮
銜
」

(
U
H
m
E
S
ω
M
M
E
S
S

口
『
『5
)

狡
獨
的
剛
喇
喇
喇
一
世
一
做了
蚓
划
人
的
君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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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表
現
自
己
是
個
熱
心
遵
守
梅
瑟
法
縷
的
人
獻
祭
給

迎
面
叫
進
克
與
制
利
劃
黨
勾
結
企
圖
爭
取
蚓
划
人
的
信

服
進
而
迫
害
新
興
的
基
督
教
會
乘
機
謀
殺
了
雅
各
伯

宗
徒
再
設
法
拘
捕
了
宗
徒
長
伯
多
祿
到
時
也
將
他
除

掉
見
宗
U
I
|
刊
及
若
瑟
夫
猶
太
古
史

(
〉2
.

】
且


M
H
×
∞
﹒
少
)
公
元
四
四
年
在

凱
撒
勒
雅
參
加
盛
會

之
際
的
仟
然
暴
病
身
亡
享
年
五
十
四
歲
生
了
一
男
三
女

男
即
是
剛
剛
黎
帕
二
世
三
女
中
有
二
女
見
教
於
新
約

即
得
叫
副
叫
樹(
到
圳
的
M
)
和同
勒
尼
切
(到
幻
H
M

)

阿
格
黎
帕
二
世
和
他
父
親
阿
絡
黎
帕
一
世
一
巾
被

年
幼
的
叫
在
羅
馬
接
受
教
育
生
於
公
元
二
七
年
比
貝
勒

尼
切
大
一
歲
他
的
全
名
字
是
馬
爾
谷
猶
里
約
阿
格
黎

帕
黑
洛
德
(
玄
月
2
ω

H
C
E
E〉
間
已
甘
冒
出
。
『
且2)

他
父
親
死
時
他
正
在
羅
馬
尚
只
有
十
六
歲
喀
勞
狄
見

他
太
年
經
遂
聽
從
一
些
一
參
議
的
建
議
仍
留
他
在
羅

馬

命
敘
利
亞
督
導
使
代
理
政
務
另
於
猶
太
本
省
委
任
總

管
在
敘
利
亞
督
導
使
權
下
治
理
尋
常
政
務
這
樣
略
勞

狄
從
新
建
立
了
奧
吉
斯
都
於
公
元
六
年
初
創
延
至
四

一
年
的
總
督
制
度
公
元
五
。
年
他
的
伯
父
卡
爾
齊
斯

黑
落
德
逝
世
喀
勞
狄
就
令
阿
氏
繼
他
伯
父
位
管
斑
其

所
轄
地
區
並
命
他
監
督
學
骰
行
政
及
享
有
廢
立
大
司

祭
的
權
柄
五
三
年
又
委
任
他
管
理
斐
理
伯
和
呂
撒
尼

雅
所
轄
的
土
地
這
按
比
他
先
接
管
的
他
伯
父
的
土
地

一
批
更
大
了
因
而
受
封
為
王
五
五
年
尼
蘇
皇
帝

又
將
在

仙
一
叫
里
叫
到
的
拉
回
禦
雅
和
他
割
開
阿
恥
以
及
在
叫
馴

戶
雅
的
蚓
劉
樹
戚
與
其
所
屬
地
區
劃
歸
他
管
理
這
按
他

八

統
治
的
地
區
雖
不
及
他
的
父
親
部
也
不
算

小
了

他
的
政
策
可
說
是
一
面
倒
的
政
策
較
他
的
父
親

更
為
的
糧
趨
張
羅
馬
人
除
少
年
在
羅
馬
時
曾
兩
三
次

援
助
了
猶
太
人
外
在
政
期
閉
只
因
求
羅
馬
人
的
利
益

以
至
在
公
元
六
六
年
至
七

0
年
羅
馬
大
軍
壓
境
攻
擊

耶
路
撒
冷
時
他
竟
與
羅
馬
人
合
作
攻
擊
自
己
的
同
胞

他
的
宗
教
生
活
可
說
沒
有
他
的
私
生
活
更
不
是
一
個

「
淫
」
字
可
以
道
盔
的
他
竟
與
自
己
的
胞
妹
結
為
夫

妻

(
宗
耐
的
)這
種
荒
唐
的
生
活
不
但
刺
傷
7
猶
太
人

的
心
就
連
當
時
夠
淫
亂
的
外
教
人
也
為
之
不
齒
晚
年

會
協
助
若
瑟
夫
編
著
錯
太
戰
a
f
其
餘
的
事
蹟
則
無
從

格
考
這
位
猶
太
最
後
的
君
王
於
公
元
一
ο
0
年
左
右

逝
世
猶
太
人
從
此
到
處
漂
流
成
為
無
國
可
峙
的
民
族

直
至
一
九
四
八
年
五
月
才
成
立
新
興
以
色
列
國
實
行

民
主
政
體

參
閱
宗

盯
Q
H
|
鈞
扭及
自
心
扁
舟
版
福
音
新
約
時

代
廢
央
總
論
第
二
立
二

(
由

)

彷
前
q
P
R
令
又
區
間
互
5

月
/
人

名
師
謂
越
鼠

。
阱
w
z
t
n•• 
叫
U
E
R
f
p
g
g
\

、

-
-
-

-
-

I
I
-
E
-

、
-
3
1

，
之
一
厄
來
君
王
巴

耳
哈
南
的
父
親
(
創
刊
狗
"
一
桶
上
1

"
)

二
約
央
雅
君
王
的
臣
僕
米
加
的
兒
子

(
列
下
且

在
一
編
下列
問
名
叫
阿
貝
冬

和
在
耶
泊
位
“
口
所

提
的
阿
革
波
爾
也
是
指
的
同
一
人
即
米
加
的
兒
子
約

央
雅
王
的
臣
仗

見
約
央
雅
申
命
紀

內
富

)

“
高
a
A凶
旦
哥
拉
住
三
Z
N
E
Y
J聖經
上
兩
忱

1
耽
訓
，
恥F
.
)別F
函
，
小/
On
y
丘
之

I
I
I
-
Z
J
E
/

嗯

，
、
閻
王
的

名
字

意
調
「
上
主
摟
取
了
」

@
猶
大
閻
王
(
公
元
前
八
四
一
年
)
是
約
蘭
玉

及
阿
塔
里
稚
的
兒
子

(
列
下
8

品

)
亦
名
約
阿
哈
次

(
編
下
到
口
)
他
本
偽
國
王
最
年
幼
之
子
但
因
家
兄

皆
已
收
死
趴
叫
樹
叫
剝
削
特
及
阿
利
叫
人
之
手

(
剩
下
到

叮
)
故
二
十
一
歲
時
登
極
為
王
(列
下
8

目

)但
怨
別

甚
短
不
及
一
年
便
被
耶
胡
所
殺

(
列
下
9
盯

!
自

)

深
受
其
母
阿
蚓
叫
出
雅
忍
表
的
影
響
「
行
了
上
主
視
為

惡
的
事
」

(
編
下
n
s
‘
)
受
母
親
之
扭
扭
思
與
北
國

閻
王
蚓
斟
耐
聯
合
抗
拒
如
周
封
軒
王
叫
回
到
(
幟
下

n
s
)
但
識
還
不
濟
耶
目
旬
蘭
身
貴
重
傷
正
當
阿
哈
齊

蚓
前
往
探
傷
之
際
(
則
下
8

臼
9
H
)
北
國
大
將
耶

胡
受
厄
里
受
先
知
之
助

(
列
上
別
叫
)
起
而
叛
變
先

後
將
南
北
兩
國
的
君
王
殺
死

(
列
下
9
n
!
盯

)
自

己
稱
王
於
北
國

(
列
下
9
1

1

口
)
阿
哈
齊
雅
受
傷

於
撒
瑚
黎
把
責
傷
逃
至
蚓
斟
扒
終
於
重
傷
不
成
死
叭
叭

該
城

(
列
下
9
盯
)
屍
體
被
運
往
耶
京
埋
葬

(
一
輪
下

u
s
-
-

)
國
國
王
死
於
少
仕
之
年
子
桐
皆
尚
年
幼

其
野
心
勃
勃
的
母
親
岡
蚓
盟
和
乃
乘
機
強
行
垂
簾
聽

政

(
則
下
口
1
2
叮

造
成
掛
蚓
王
國的
流
血
內
戰
(
列

下
U
M
M
)

@
北
國
叫
倒
叫
君
王
柔
政
僅
兩
年
(
八
五
三
1

八
五
二

)
是
國
主
剛
叫
制
之
子
(
列
上
泣
叫
臼
H
)

部
未
提
及
他
的
母
詞
很

可
能
說
是
那
位
味
，
句
，
文
人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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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貝
耳
與
共
同
時
的
南
國
君
主
為
約
沙
﹒
法
特
(
八
七

o
l
八
四
八
見
叫
上n
u
!

日
)
。
隨
其
父
君
母
后
之

怒
哀
敬
拜
「
巴
耳
」
邪
一
州
(
列
上
泣
臼
H
)
曾
與
箔

大
王
聯
合
造
船
肝
、
厄
茲
雍
萃
貝
爾
海
洛
但
來
能
起
航

郎
毀
於
暴
風
阿
M戶
口
齊
雅
心
有
不
甘
本
欲
站
起
爐
姓
也

為
約
沙
法
特
所
拒
(
列
上

n
叫
1

叫
編
F
m
M
盯
)

其
後
國
王
稍
一
不
慎
跌
傷
身
體
竟
甘
冒
大
不
諱
派
人

求
間
厄
刻
龍
的
一
腳
巴
耳
則
步
布
企
國
痊
愈
厄
里
亞
先

知
受
上
主
之
命
般
要
服
色
責
斥
其
對
上
主
的
背
信
直

言
國
王
將
一
病
不
起
死
已
在
即
國
王
老
羞
成
怒
對
先

知
加
以
拘
捕
先
知
更
申
前
言
預
告
國
王
死
期
近
在
眉

健
果
為
先
知
言
中
不
久
逝
世
(
列
下

1
2

l

H
)

(
韓

)

人
名
即
消

「
我
的
兄

悅
耳

(
雷

)

J 、

的
著
旬
在
h
H陸
b
G
H
r
「
〉F
E
S
E
J

m
R
F
d
A
I
-
-
-
W
H
A

司

Z
n
E
S
E
乏

弟
是
悅
樂
」

一
阿
希
瑪
茲
的
立
兒
撤
烏
耳
的
妻
子
(
繳
上
M

二
連
昧
的
妻
子
依
次
勒
耳
人
達
味
娶
她
約
在
娶

阿
彼
蓋
耳
的
同
一
期
間
當
達
味
在
赫
貝
龍
登
位
時
也

將
她
們
兩
一
齊
帶
在
身
邊
她
在
赫
城
為
達
味
生
下
長

子
阿
默
也

(
撒
下
3
2
)
當
阿
瑪
肋
克
人
洗
劫
漆
刻

拉
格
的
途
咪
的
叫
們
回
來
時
阿
希
諾
竿
和
阿
彼
蓋
耳
都
被

織
去
(
撒
上
刊
1

|
5

)
隨
候
又
被
途
味
追
問
且
同

他
一
起
悶
了
赫
貝
龍

見
阿
彼
益
耳
阿
默
州
國

1047-1051 

M吋
師1
單
附
仙
們
爾
啊?
n
gL
明
明
我
約
爾
是
剛

1

I
I

7
-
v

e
r
-

-

/

、
劃
人
的
統
帥
意

調
「
光
明
的
兄
弟
」
或
「
神
是
我
的
兄
弟
片
在
創
制

仙
女
乃
總
攻
以
色
列
子
民
以
前
阿
希
約
爾
以
一
大
第
演

泣
力
促
也
述
軍
隊
的
統
帥
放
民
考
版
行
將
進
行
的
水

他
除
一
不
放
氏
與
以
色
列
交
戰
的
條
件
不
在
於
自
己
氏

力
的
雄
厚
也
不
在
於
以
民
如
何
故
防
只
在
於
以
民
是

否
與
天
主
和
好
遵
守
他
的
規
識
這
番
出
於
以
民
敵
國

元
帥
口
里
的
言
論
措
辭
微
妙
引
人
思
維
使
人
憶
起
聖

斯
德
望
和
聖
保
祿
當
猶
太
人
前
所
發
的
言
論

(
宗
7

2

|

昀

U
M
!

前
)
阿
希
約
爾
的
這
番
干
的
真
可
視
為

選
民
的
歷
史
綱
領
由
於
忠
言
逆
耳
阿
戰
約
爾
受
了
不

少
凌
辱
及
恐
嚇
可
是
真
棘
的
「
天
上
之
主
」
創
保
造

了
他
故
此
他
非
僅
保
存
了
性
命
而
且
後
來
也
的
依

7

以
民
的
宗
教
加
入
了
他
們
的
集
倒
做
了
佑
約
天
主
的

子
民
見
友
5
5

|

訕
6
1

1

u
u
n
m
M
6

參
油

市

幻
4

等
見
灰
弟
德
博
阿
孟

(
茁
)

。
司
司
心
H
U
K
w
p
b
旨
主
\
〉
宵

"
σ
E
B
J
阿
刻
辣
賞

"
的
尸
→u
n
m軒
加
垣F
F
n
s
z
s
」

j

E
i
-
-
J

J
'

，
、
(
戶

"
4
)

又
名
阿
卡
巴
特
乃

(
加
上
5
3
)
即
「
揭
子
丘
俊
」

之
意
位
於
死
海
西
南
角
猶
太
東
南
邊
境

(
叫
穌的
3

民

(
陳

)

明
叮
叮f

旬
F
R
‘
□
KC
Z
Z
E
Z

希
伯
來
文

的

V
"
，
z
h
t

自
I
J
H、
/
KF『
白
話
。
已
3

、

。

i

1
I
l
-
-
-
1
2

，

m
c

=

、
地
名
技
默

M山
間
三
個
不
潔
的
淫
綁
在
此
地
聚
集
了
天
下
的
君
王

策
謀
肉
全
能
的
天
主
挑
戰
普
通
部
以
品
比
她

m
H
串
戶

來
著
名
的
戰
場
默
基
多
(
民
5
H

列
，

于
幻

M
J
川
兵

地
勢
險
要
是
歷
來
軍
事
必
爭
之
地
位
入
聯
恕
，
到
它
也

是
使
人
放
亡
受
益
頁
、
恥
之
地
尤
其
必
內
有
蚊
仗
打
上

而
且
身
於
此
全
能
的
天
主
將
在
一
歹
也
例
街
後
，

似
悅
的
刷
叫“
站

多
打
敗
他
的
敵
人
他
的
金
山
盼
利
代
叫
峨
山

J
地
力
←
刊

所
暗
示
(
默
"
口
創
)

按
1
朽
的
學
叫
科
學
家肌
仙

米
咀
先
生
的
忽
見
這
是
一
陸
雌
叫
俐
的
山
在
一
逗
他
山
上

聚
集
了
一
切
相
反
天
主
的
黑
附
叫
門
口
力
也
對
未
能4

大
半

的
學
山
(
希
u
n
H
)
(

的
刊
)

問
前
吋
距
句
話
間L門
「
半
匠
、
此
r
T
J「〉
3
2
J

M
V
Q
E
γ
T句
Z
P
O
e
巾
/
-
3
2
T
〉
;

... 
1.;1\ 

阿
瑪
爾
納
的
結
史
附
瑪
爾
納
攸
淤
州
絲
放
的
m
i此

心
萊
爾(
H
L
C
H
。
『
)的
中
間
厄

w
m
i
付
之
布
此
時
戊
法
郎

阿
默
諾
菲
斯
四
世

(
公
一
瓜
的
一
」
一
七、
心l
-
J
-
e
h
-
一

年
)
反
其
先
誰
他
拜
多
艸
敬
的
作
風
而
在
力
仗
的
太

陽
一
艸
教
為
能
順
利

s
M白
的
退
，“
此
宗
教
歧
不
遺
郤

至
此
成
為
新
京
城
此
蛾
有
七
公
m
t反
一
公
m
r半
淵
心

法
郎
傾
注
全
力
淤
倡
導
泣
研
究
悅
一
訓
教
致
使
叫
閑
事

荒
廢
凶
持
日
交
而
引
起
多
人
之
反
感
故
終
被
推
捌
h
M

突
笠
叫
戶
口
東(
可H
a
Z
H
E
E
Z
D
)
總
攸
新
法
郎
叮
故
中
此

一
京
城
而
畫
同
故
都
眩
比
斯
比
一
新
域
乃
被
迫

h
b山

，l
i
u
h帆

阿
利
爾
納
文
件
於
公
元
一
八
八
七
年
仇
偶
然
的

機
會
上
附
瑪
爾
納
的
文
師
被
一
川
的
地
位
“
所
發
現
州

歐
之
肯
占
家
門
先
後
在
此
挖
細
比
圳
山

f

三
七
七
個



文
件
都
是
刻
在
黏
土
龜
片
板
上
的
信
件
這
些
一
部
已出

版
問
世
了
它
們
的
內
容
是
埃
及
法
郎
阿
默
諾
非
斯
三

世
及
四
世
與
各
附
府
闋
的
外
交
函
件
這
對
後
人
研
究

當
時
的
極
史
地
理
文
化
語
言
有
莫
大

的
幫
助
比
如
此
結

文
件
我
們
知
道
當
時
國
際
闊
的
外
交
語
言

是
阿
加
得

語
可
見
當
時
巴
比
倫
文
化
影
響
之
深
並
且
在
信

件
之

勢
不
時
有
客
納
竿
語
的
注
解
這
些
一
注
解
告
訴
我
們
希

伯
來
文
坡
不
是
以
民
的
間
有
語
言
而
且
是
以
民
進
入
容

納
字
地
區
之
後
採
取
了
當
地
的
諾

言
器
裝
修
改
而
成

希
伯
來
語
此
外
由
這
批
信
件
土
我
們
也
可
知
道
當
時

客
納
字
地
的
政
治
情
形
當

時
各
自
據
地
稱
霸
分
成
無

數
的
小
區
域
而
向
稱
為
主
如
比
布
羅
斯
王
貝
依
魯
特

主
提
心
們
正
漆
冬
主
阿
甘
叫
王(
〉
n
g
)
阿
市
刻
隆
王

僻
斜
拉
多v
k
雅
則
爾
主
拉
拉
士
主
耶
路
撤
冷
玉
等
相
反

地
如
沒
有
提
到
耶
里
哥
王
基
貝
紅
王
及
舍
級
主
這
一

切
研
謂
的
客
納
竿
王
國
在
政
治

上
雖
都
屬
埃
及
統
治

但
實
際
上
因
阿
默
諾
菲
斯
四
世

的
荒
廢
政
治
專
理
宗

教
而
國
勢
不
振
已
有
不
少
的
小
國
揭
竿
而
起
賀
行
叛

變
再
加
上
赫
特
人
哈
彼
魯
人
及
其
他
一
些
外
族
的
入

侵
客
納
罕
地
區
實
際

上
已
使
埃
及
的
影
響
統
治
力
日

漸
衰
徽
頗
有
鞭
長
吳
及
之
感

(
韓

)

但
在
1

歪
扭
。h
H
2
月
】
「kp
g
m
z
r
J阿
瑪
肋
克
意
義

ω

防
P

自
H
H

司
司
少
/

〉
自
己
生

。

|
|
|
|

-
1
1
l
1
d
l
j
-

'

，
、

不
詳
阿
碼
肋
克

一
人
似
乎
是
古
代
客
納
罕
民
族
之
一
如
希
威
人
阿
膠
黎

叫
一人
說
見
甜
"
?
所MU
h在同
川
的
即
回
蚓
會
止
「
阿
蚓

三
閥
割
原
是
眾
民
之
首...•.. 

」
可
是
現
代
學
志
大
都
依

1052-1053 ,lE 八

創
刊
叫M
H

認
為
阿
瑪
肋
克
人

是
厄
撒
鳥
的
後
裔
而
把

創
M
T
當
作
編
輯
者
的

一
種
注
解

阿
瑪
肋
克
人
住
在

巴
力
斯
過
以
南
大
約
從
卡
總

士
直
釗
埃
及
和
阿
刺
伯
的
邊
界
(
戶
口
目
M
自
搬
上

的
，
)
或
許
就

是
因
寫
阿
瑪
叫
叫
到
民
族所
佔
領
的
或

更
好
說
所
遊
行
的
領
域
是
那
麼
廣
大
|
|
l
因
為
是
個

遊
牧
民
族
|

|
惜
棉
被
巴
郎
稱
為
「
來
民
之
的
」
(
戶

川
的卸
)阿

瑪
肋
克
人
敵
對
以
民
勝
過
其
他
的
鄰
近
民
故

當
以
民
出

離
埃
及
到
了
西
乃
山
，旁
的
勒
非
-
j
地
阿
瑪

肋
克
人
突
然
襲
擊

了
以
民
的
後
街
從
那
時
起
上
主
吩

咐
以
色
列
要
把
阿
瑪
肋
克
完
全
毀
滅

(
出
口
8

M
中

鈞
口
刊
)
也
許
國
阿
瑪
肋
克
人
聽
到

上
主
對
他
們
所

規
定
的
毀
滅
律
他

們
對
以
民
的
憎
恨
一
天
比
一
天
而
且

深
見
戶
M
甜
甜

在
民
長
時
代
他
們
與
米
德
假
人
際
阿

布
人
聯
盟
屢
次
侵
奪
以
民
的
領
土

(
民
3
U
H
6
3

M
7

臼

ω
u
)
最
後
撒
鳥
耳
和
達
昧
執
行

了
天
主
對

阿
瑪
肋
克
所
指
定
的
毀
滅
律
將
阿
族
幾
乎
完
全
消
戚

(
撒
上
的
幻
a
m叫
叮
刊
)
剩
餘
的
阿
瑪
肋
克
人
逃
入

色
依
爾
山
到
希
川
克
雅
為
王
時
有
五
百
兩
默
在
文
派

的
人
到
色
依
爾
山
區
去
毀
滅
了
剩
餘
的
阿
瑪
肋
克

人

(
一
編上
4
u

l

u
)
這
樣
巴
郎
的
神
論

「
阿
瑪
肋
克

原
是
眾
民
之
首
但
他
的
結
局
是
永
遠
的
毀
滅
」
就
完

全
實
現
了

見
毀
滅
作
客
納
罕

(
雷

)

扭
扭
唾
手
茍
區
司E
E
E
E
P
N
Z
F
J

M
R
F
羽
叩
S
E
副
引
Z
H
H
H
E
E
之

強
的
」一

指
大
王
(公
元
的
七
九
六
l

七
八
一
?

)川
峙

在
北
間
為
王
者

是
耶
屬
阿
士
紋
絲
治
H
H字
二
他

(
判

下
M
1

2

)
他
發
梅
後
第
一
件
事
便
是
報
殺
父
之

仇
似
是
按
照
的
萃
的
法
律
留

F

了
犯
人
之
後
代
木
將

之
完
全
析
爪
除
很

(
列
F

M
S
6
H
M山
小M
m
H
)m
r
w粒

上
稱
之
為
M
W人
可
怕
沒
有
般
榮
M
M
M川
吼
叫
什
邪
州
的
必

行
(
列
F

M
3
4
)
他
繼
攸
之
初
凶
均
交
溺
般
是
重

整
軍
偏

(
編
下
個ω
s
)
其
後
與
厄
來
人
作
戰
大
紅
勝

利
收
岡
失

地
仙
扯開
放
港
口
作
為
副
業
用
途
以
關
川
的
凶

強
兵
吋
叭
免
不
聽
先
知
的
何
法
吸
收
了
厄
來
人
的
邪

艸
做
假

(
編
下
幻
H
M
)

從
乘
勝
向
北
凶
的
耶
品

向
士
挑
收
此
時
北
凶
的
內
向
合
時
代
采
已
間
給
正
在
凶

富
軍
強
之
際
結
果
阿
瑪
丘
雅
大
恢
恢
在
此
特
舍
以
上

被
生
擒
郎
京
舉
殿
之
財
究
亦
位
被
劫
掠

肌
京
的
北
城

稍
大
部
份
被
破
垃
又
有
許
多
人
質
被
協
往
北
闢

(
列

下
M
H
H
)

南
關
雖
已
變
成
北
闋
的
手
F

敗
將
仍

能
恢
仙
似E
忱
的
)
國內
促
氏
對
阿
瑪

H
M雅
的
衍
心
和
敬

意
已
必
失
淨
盡
大
概
在
司
祭
汶
口
U
H策
創
之
下
志
凶

叛
變
國
王
祇
有
逃
走
至
忱
基

士
澄
難
可
是
劫
敏

難
逃

終
在
彼
處
為
亂
燕
所
殺
並
將
之
相
稱
地
予
以
何
外

(
見
列
下
M
I
1

U

編
下
h
a
z1

詞
)

二
是
北
國
貝
特
耳
的
司
設
倚
在
雅
洛
貝
甘
于
三
悅

前
控
告
亞
毛
斯
先
﹒
知
叛
關
之
路
總
之
自
大
殷
如
悟
出
品
一

「人上 名
主立

泣 ，心、
快:1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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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
逐
出
攪
先
知
說
勾
畫
嗤
此
舉
而
預
言
司
祭
之
美
、
必
在
城

市
費
還
子
女
兩
只
身
刀
下
困
地
被
人
瓜
分
及
其
本
人
將

死
於
不
操
之
地
(
的7
u
!

口
)
。
(
韓
)

u
m
E』
聶
H
H抄
h
N
l
k、E
B
E
E
J

民
族
名
意
義

m
R
F
H
E
若
d
i
/
/
KF
E
R
『
宮
。
之

不
訊
他
們
是

在
以
民
之
前
做
恃
淤
容
納
窄
地
的
民
族
之
一
在
民
族

名
單
上

(
側
m
間
)
罔
其
他
部
落
列
於
容
納
罕
子
民

中
視
為
合
的
後
代
但
這
種
排
列
是
以
地
躍
而
非
以
人

種
為
依
緣
的
他
們
居
住
在
死
海
附
近
的
哈
囝
宗
塔
瑪

關
區
(
削
M
7
)
及
喇
喇
馴
橡
樹
目
叫
到
凹
叫
的
一
位

盟
友
即
是
剛
閉
劉
人(
創
刊
汁
時
)舍
很
也
被
稱
為
阿

酬
刷
刷
人
城(削
岫喃
自
)。
他
們
在
凹
蚓
蚓
旭
東
部
的
一

座
核
被
以
民
所
佔
線

(
戶
n
n
等
)
在
西
方
他
們
住

在
山
區
而
客
納
罕
人
則
居
於
海
邊
及
約
但
錢
地

(
戶

口
自
)
右
綜
厄
時
代
在
西
巴
力
斯
坦
的
一
切
國
王
幾

乎
全
都
是
阿
摩
黎
人
(
心
穌5
1
)
在
基
只
紅
被
拉
你

厄
打
敗
的
那
五
個
聯
盟
王
子
亦
是
阿
摩
黎
人

(
蘇
ω

1

1

H
)
他
們
會
強
迫
丹
的
子
孫
困
居
山
區
不
讓
他

們
下
到
平
原

(
民
l
H

品
)
由
這
些
聖
經
上
的
記
的
峭

裁
們
可
以
確
定
阿
臨
時
黎
人
幾
乎
散
居
在
整
個
在
納
罕

地
區
但
是
他
們
同
客
納
竿
的
關
係
我
們
如
模
糊
不
清

有
不
少
的
人
為
解
決
這
一
難
題
調
客
納
竿
人
及
阿
摩

黎
人
原
來
就
是
一
個
民
族
只
是
雅
威
文
件
稽
之
為
阿

鬧
到
人
而
厄
羅
音
則
叫
稽
之
為
客
納
罕
人
而
已
但
這

祇
是
一
種
避
重
就
輕
的
答
案
不
能
根
本
解
決
問
題

聖
經
之
外
的
文
件
告
訴
我
們
他
們
是

一
種
風
於

j\. 1054-1056 

問
族
的
民
此
在
公
元
前
三
千
年
前
的
喇
別
碑
坊
上
己

見
到
他
們
的
名
字
在
美
索
不
達
米
亞
的
文
件
上
稱
他

們
為
剛
蚓
斟
(
K
F
B
E
E
)是
遊
牧
民
族
在
今
日
帕

到
喇
喇
(
3
E
E
)

的
西
北
地
區
漸
向
封
對
別
瀏

淵
甜
的
農
業
區
滲
透
侵
九
終
竟
佔
領
了
凹
叫
骷
且
在

公
一
兀
前

一
八
三
0
年
左
右
建
立
了
王
朝
創
立
人
名
穌

的
措
阿
步
(
皆
昌
平
〉
宮
)大
名
赫
赫
的
哈
提
辣
彼
即

屬
此
一
王
朝
另
一
王
朝
的
創
立
則
是
在
幼
發
拉
的
河

中
游
的
西
岸
其
勢
力
擴
展
至
西
方
的
阿
肋
頗
(
敘
利

到
)
(
注
名3
)
以
放
叫
民
未
佔
領
以
前
的
研
制
割
地

亂
但
是
這
些
王
朝
除
到
糾
割

地
區
外
都
被
另
一
野
蠻

民
族
戰
勝
而
消
滅

時
在
公
元
前

一
七
八
0
年
左
右
以

民
的
前
架
中

一
定
混
有
阿
摩
黎
人
的
血
脈
無
疑
但
舊

制
只
一
次
提
及
這
種
混
合
說
「
你
的
父
親
是
阿
酬
劉

人
」
(
圳
的
3
)
而
且
是
指
耶
京
而
言
(
韓
)

仿
冒
可
恥
閃
一
匕
佐
住
「
F
E
D
-
"
y
J
意
調
「
天
主

的
R
V
G
中
F
Y

哥
勻
/
E
E
M
E
K

目
疋慈
祥
憐
憫

的
」
斟
斟
上
以
此
為
名
者
有
五
~
A可
墨
述
如
下

(
1
)
用
制
蚓
顯
意
知
道要
陪
同
他
兒
子
上
路

的
蚓
出
到
天
使
的
家
族
身
世
天
使
乃
盟
問
稱
自
己
名
叫

剛
回
到
姻
是
阿
制
岡
制
之7打
開
制
因
組
是
他
所
熟
悉

的
(
叭
叭5
H
H
)
。
如
果
放
們
以
象
徵
之
意
義
來
講
則

天
使
之
語
屬
實
他
是
同E
想
個
(
意
即
上
主
的
助
佑
)

是
岡
州
副
組
之
子
(
即
慈
祥
憐
憫
的
天
主
的
兒
子
)

(
見
約
1
6
2
1

誠
的
7
)

(
2
)
一
位
初
期
教
會
的
信
徒
與
其
妻
撒
斐
辣

欺
騙
嬰
紳
犯
說
要
之
暉
恥
而
以
死
d
m己
罪
荷

F
m
N
5

(
3
)
蚓
鬧
到
軍
城
初
期
教
會
的
J
位
后
家
曾

給
闖
關
種
主
告
訴
他
分
外
蒙
受
夭
主
瞞
你
還

r
o
F
9
"

。

i

u
)
其
筱
喇
喇
公
開
稱
讚
他
的
學
德

2
4
m
n
u)

(
4
)
蚓
京
的
大
司
祭
(
公
元
四
七
l

五
九
)

在
公
會
議
恥
令
人
打
叫
樹
的
瞬
喇
喇
咒
其
是
「
粉
白

的
牆
」
(
莉
幻z
i

5
)
他
更
在
總
督
蚓
蚓
蚓
前
控

告
喇
喇
(
莉
圳
的
1
i
9
)。
終
於
六
六
年
的
九
月
間
因

其
殘
忍
無
也
視
財
如
命
又
是
點
閹
人
的
朋
卜Al
-
-世

盟
者
而
被
熱
誠
派
，
終人
所
暗
殺

(
5
)
刮
蚓
制
的
前
班
中
亦
有
一
人
名
叫
阿
納

悶
蚓
(
別
8
1
)
(

韓

)

6

布
阿
』
耳
之
守
主

3
，
d
r
=

﹒
/
是
三
個
被

旭
日
』n
v
-一早
E
E

叩
-E
L

一
〉
白
。
-
Z
E
Z
}

i
l
|

叫M
R
r
d
D
E

河
l
y

/

、
利
亞
人
名

一 、

蚓
珊
蚓
太
的

兒
去
倒
叫
蚓
叫
到
和
酬
問
劃
的

總
督
(
別
下4
4
)

，

任
職
於
倒
劉
蚓
四
世
非
羅
帕
托

爾
朝
代
(
一
八
七
!
一
七
五
)
他
會
吸
使
赫
客
多
洛

執
行
沒
收
聖
殿
的
財
賢
(
圳
下

3
.
7
)
4剖
閣
制

制
四
世
委
他
為
代
也
參
加
制
別
王
州
托
肋
米
蚓
制
制

制
的
登
極
大
典
(
則
下
4

訕
訕
)
那
位
在
耶
京
殘
殺

百
比
破
壞
宗
教
的
阿
蚓
蚓
尼
也
就
是
他
(
圳
上
1

凹
l

臼
圳下
5
扭
扭
)
他
於
公

元
前
一
六
六
年
被
猶

划
蚓
圳
制
打
敗
而
陣
亡
(
加
上
3
叩
口
)

二
荊
州
制的
兒
扎
在
每
劃
呵
。
古
五
世
為
王

時
作

蚓
划
地
區
的
總
配
給
與
蚓
蚓
人
不
少
的
麻
風
致
使
猶



大
瑪
加
伯
出
而
干
涉
進
兵
懲
罰
約
堵
及
雅
木
尼
雅
城

(
加
下
U
Z
)

三
在
樹
蚓
蚓
珊
二
世
時
被
任
為
叫
叫
制
利
到
的

總
督
及
大
將
約
納
堂
在
距
阿
左
托
不
遠
的
地
方
將
之

擊
敗
(
加
上
凹
的
的
)
(

梅

)

7

前
1
國
內
主
寸
.
比k內
「

J
女
神
其
名
原
意

的
切
關
屑
一
米

(
5
5
5

)

。
l

-
I
I

『t
i
t
F
T

三

，
、
不
詳
在
希
臘
及

飄
蚓
帝
國
時
代
是
甚
受
人
崇
拜
的
女
神
尤
其
在
厄
弗

所
城
但
她
的
起
源
如
在
希
臘
時
代
之
前
由
亞
洲
傳
入

原
來
是
賜
稿
母
親
的
多
產
女
神
主
管
繁
殖
學
收而
希

臘
部
將
之
變
成
童
貞
女
神
及
太
陽
神

(
KV咕
。
口
。
)
之

妹
由
此
二
者
常
在
一
齊
出
現
她
亦
是
女
童
及
女
均
年

人
的
主
保
同
時
是
吉
凶
並
施

的
女
神
是
由
數
個
古
東

方
女
神
演
變
出
來
的
厄
弗

所
的
阿
爾
特
米
卡
分
相
似

胏
尼
基
人
的
阿
布
托
勒
特
女
神
在
其
阿
形
態
像
上
有

顯
著
的
多
產
象
徵
|
|

上
半
身
漏
是
乳
房
下
半
身
飾

以
走
叫
以
及
花
果
厄
州
所
人
將
厄
城
的
也
收
歸
功
於
她

在
厄
域
有
她
的
一
壯
般
大
殿
其
建
築
應
百
二
十
五
年
之

久
當
時
被
兩
為
他
叫
什
七
大
名
勝
之
一
公
元
前
三
五
六

年
被
想
一
舉
成
名
的
厄
洛
斯
特
辣
托
(
開
門
。
ω
耳
其
。
)

放
火
災
毀
於
亞
屐
山
大
自
主
帝
時
代
重
建
在
保
線
條
教

時
代
仍
然
存
在
每
年
在
四
五
月
舉
行
慶
祝
她
的
大
典

中
東
各
國
人
民
齊
集
此
地
向
她
頂
香
禮
拜
並
有
淫
蕩

一
的
狂
歡
作
樂
當
地
的
匠
人
製
造
比

女
神
的
銀
食
自
給

叫
一
朝
聖
的
人
弘
太
獲
利
益
(
斜
"
到
)

。

這
批
匠
人
怕
側

戶
串
聯
的
震
活
會
影
譯
自
己
的
商
采
乃
聯
合
暴
訕
訕
將
保
祿

1057-1061 是八

B
1
，
P
I
t
-
-
-
1
2

、
‘
'
。

逐
出
厄
弗
所
城

(
宗
w
n
l
m
1
)

(韓
)

鵬
阿
辣
辣
特
(
山)
(
1
=
)

聖
經
上
共
五
次
提
及
此
名
其
中
三
次
是
指
地
區
而
言

(
列
下
的
肘
依
打
油
耶
m
A肘
)
(
見
阿
辣
辣
特
〔
地

方
名
〕
或
亞
美
尼
亞
條
)
兩
次
指
山
脈
而
言
因
了
對

聖
經
文
詞
的
誤
解
大
都
以
罵
是
在
指
一
座
有
此
名
之

高
山
而
言
其
實
不
然
聖
經
原
文
之
哈
勒
阿
辣
辣
特
山

(
多
數

)
是
籠
統
地
指
亞
美
尼
亞
的
一
切
大
山
脈
而

言
而
非
專
指
一
座
高
山
或
山
婆
而
言
正
因
此
誤
解
所

以
在
本
世
紀
中
會
有
過
數
次
的
可
笑
的
探
險
隊
出
發

在
這
山

脈
的
不
岡
山
山
山
上A
K閥
伐
尋
諾
厄
的
方
舟
最

後
一
次
是
在
一
九
五
二
年
由
黎
葵
爾
(
玄
吋
已
。

"
M
A
E

『
)
帶
隊
前
往
但
毫
無
所
施
敗
興
而
歸

見
洪
水
(
韓
)

師
阿
辣
鳥
納
(昨
日H
F
)見胡
亂

酬
阿
洛
厄
爾(2
月
)
意
呵
閃
閃
松
樹
林
」

是
翠
綠
上
的
三
座

城
名

一
陣
阿
布
的
一
座
城
市
靠
近
阿
爾
良
深
谷
的
北

邊
大
約
在
打
敗
息
紅
之
後
比
城
亦
陷
於
以
民
之
手

(兩
2

甜
3

臼
4

“
制也
2
)
馴
蚓
科
文
派
分
得
了

比
城
(
蘇
u
g

見
編
上
5
.
)
但
為
加
得
支
派
所
重

建
(
戶

叫
“H
)

是
以
民
領
土
的
邊
界
織
遠
咪
的
戶
口
調
奄
郎
自

此
域
開
始
(
撒
下
M
m
s
)雖
數
世
紀
以
來
一
肉
被
關

為
以
民
的
凰
城
(
民
U
M
)
但
它
的
歷
史
演
變
很
難

確
申
趴
在
酬
剛
制
閻
王
酬
訓
時
代
(
八
五
行
年
左
右
)

比
城
必
屬
剛
剛
制
無
此
因
在
蚓
圳
碑
文
第
二
十
六
行

上
寫
著
「
我
(
默
沙
王
)
重
建
了
阿
洛
厄
爾
.•.•• 

」

而
此
碑
文
所
裁
都
與
歷
史
相
吻
合
這
是
考
古
及
歷
史

學
家
所
公
恕
的
比
城
是
當
時
大
馬
士
革
及
培
特
辣
之

間
的
必
縱
之
地
故
亦
為
軍
事
要
寒
郎
今
日
之
阿
辣
依

爾
廢
址二

原
是
阿
孟
人
的
城
市
為
以
民
所
佔
而
被
剖
，
分

給
加
得
支
派
(
蘇

U
E
)
依
夠
大
會
在
此
地
打
敗
阿

孟
人
(
民
刊
甜
甜
)
仙
一
它
確
實
位
於
何
處
則
不
得
而

知
可
能
在
阿
曼
(
現
約
但
首
都
)
附
近
因
蘇
M
M白
說

它
在
辣
巴
的
對
面

三
乃
革
布
地
方
的
城
市
被
列
於
猶
大
境
內
的
城

巴
中
(
蘇
的
目
)
與
達
味
保
持
了
良
衍
的
外
交
關
係

(
撒
上
初
甜
)
迷
咪
將
士
中
的
兩
位
沙
瑪
和
那
厄
耳

可
能
凶
圳
身
此
地
(
4編
上
口
“
)
它
是
古
時
的
重
鎮

在
川
科
爾
納
的
瓦
片
文
件
上
凹
街
比
域
化
的
拍
板(

韓
)

“
百
3

砂
h
N
A叫J
L
F
T
\
/

人
名
是
厄
拉
綴

。
止
"
山
區
咽
，
以
F
A
K
口
-
〉
『
M
E
F
}

I
I
I

-R
Z
Z
F
'

，
'
，
、
爾
王
他
也
是
攻

打
對
劉
瑚
和
制
睏
劑
等
五
域
的
聯
軍
之
一
(
見
創
H

I
8
9
)挂
了
通
行
本
譯
為
本
部
主

焉
。
H
M
U
早
已
在

駕
錢
出
土
文
物
中
也
載
有
他
的
名
字
作

「
b
E
Z
E

其
他
不
詳
λ
這
Z
H

巴
比
倫
主
拿
步
島
的

品
除
通
超
越



.
叫
作
陶
黎
的
弘
他
會
引
瀏
副
劑
先
知
為
見
君
主
海
君

叫
~主
的
嗜
血
(
見
這
2

訕
訕
)
(

義

)

可
阿
法
撒
傳(
5
2
)
糊
糊
帕
革

-
m
M
E』
f
q
3
控
」
人

E
S
。
已
。
E
J

是
民
間
傳

-
m說
u
I嘗
到
M
E

J斗
a

F
Z
m
B
豆
"
。
5
\

說
的
內
心
神

技
多
俾
亞
傅
的
品
抖
咐
他
曾
先
後
將
辣
占
耳
玄
兒
撒
辣

的
七
個
丈
夫
殺
死
(
多
3
8
)
辣
法
耳
天
使
教
給
年

甫
的
劉
剛
到
軍
魔
的
方
法
以
救
自
己
的
未
婚
妻
|
|

蝴
蝶
即
是
將
在
底
格
里
斯
河
眸
捕
捉
的
魚
的
肝
及
心

欲
在
香
爐
的
火
炭
上
燒
所
發
之
氣
味
可
使
惡
神
潑
，
惶

而
逃

(
多
6
2
?
4
8

口

)
辣
法
耳
天
使
更
親
臼
追

趕
晶
晶
恥
將
他
細
在
制
別
的
曠
野
中

(
多
8
3
)
。
有
人

以
為
阿
斯
摩
太
與
波
斯
人
所
傳
說
的
感
訓
之
一
厄
市

瑚
刮
到
(
開
各自
"
，
告
哇
"
)同為
一
神
但
此
泣
不
確

他
更
不
是
聖
經
上
那
位
毀
滅
的
使
者
(
搬
下"
的M
)

(
輯

)

"MU 

I 

m阿
斯
摩
乃
(
王
朝
〕

(
口MH
U
U
吋
E
)

所
謂
阿
斯
摩
乃
王
朝
乃
是
猶
太
作
者
對
瑪
加
伯

弟
兄
的
後
代
所
建
立
的
王
朝
的
稱
呼
其
闊
的
君
主
有

刮
到
依
爾
卡
諾
阿
黎
斯
托
斯
羅
第
一
位
單
位I

J
山
大
雅

別
蚓
昕
亞
鹿
山
大
辣
女
于
阿
黎
肌
蚓
蚓
羅
第
二
壯
志

所
包
括
的
年
代
是
自
公
元
前
一
三
五
年
始
至
公
元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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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三
年
路
培
攻
佔
耶
京
之
後
將
巴
力
斯
過
到
入
敘
利

亞
行
省
為
止
先
後
共
七
十
餘
年

「
阿
斯
摩
乃
」
一
名
的
來
諒
其
說
不
一
有
人
謂

來
自
字
之
本
立
郎
「
崇
高
顯
貴
」
或
「
首
領
」
之
意

有
人
則
謂
是
因
為
姆
拉
雅
(
瑚
叫
叫
兄
弟
之
父
)
的

祖
父
名
叫
刮
阿
斯
膠
乃
而
然
至
今
仍
無
確
切
的
答
案

見
蚓
叫
依
爾
叫
』
的
阿
黎
斯
托
步
經
必
歷
叫
崗
雅

川
蚓
叫
削
酌
縣
山
大
辣
女
王
及
年
表
(
九
)
(
梅
)

的
高
]
H同
V
L
F
-
fE
N
。
門
口
ω
/域名
阿
市
多
得

。
因

l
-
H
日

3

到
民
!
/
E
E

。
E
l
-
-

I
t
-
-

二
，

3
1

，
、
源
於
希
伯
來
文

蚓
勵
文
稱
之
為
州
州
貼
現
在
名
叫
固
抗
叫
得
位
於
蚓

隆
東
北
約
三
十
三
公
里
跨
地
中
海
僅
五
公
里
原
是
阿

叫
到
人
之
悄
地
(
州
州

n
n
)。
公
元
前
卡
二
世
紀
溶
入

堵
肋
舍
特
人
的
手
成
為
五
聯
邦
之
一
的
時
門
都
因
交
通

便
利
地
形
有
職
器
伯
伯
成
為
重
的
制
建
有
達
其
湖
行
口

叫
民
敗
北
後
他
們
的
約
價
曾
被
人
放
入
比
潮
中
作
為

勝
利
的
標
誌
(
撒
上
5

1

|

8
)

附
圳
劃
得
雖
先
後
被
亞
述
人
及
蚓
別
人
所
佔
領

並
強
迫
進
貢
納
稅

ω
直
至
瑪
加
伯
時
代
從
未
被
以
色

列
人
所
攻
克
直
至
公
元
前
二
世
紀
才
被
猶
大
(
加上

5
曲
)
剝
削
叫
(
刷
上mH
M
4
)
及
蚓
劃
(
加
上

的
刊
)
攻
敬
而
盡
行
放
坡
公
元
前
六
三
年
成
為
自
由

絨
釗
歸
蚓
利
因
行
省
教
會
初
興
時
寺
(
現
伯
執
事
會
在

此
地
傳
佈
福
音

(
宗
8

叫
)

(
韓

)

“
耳
J
μ
用
心
H
U
甚
是
官
耳

E
D
J比
城
位
於
地
中

帥
研
制-
4刊
這
M
m船
阻
Z
g
E

」
|
{

I
I
-
l
-
w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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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
沿
岸
(
耶
衍

7

)
迦
薩
之
北
二
十
公
里
處
公
元
前
兩
千
年
已
丟
到

納
罕
人
的
-
座
墓
銀
發
被
埃
及
所
佔
領
是
埃
及
入
侵

敘
利
區
的
軍
慎
重
地
會
-
攝
像
自
由
獨
立
但
辣
甜
點
色
斯

二
世
候
將
它
克
從
公
兀
前
一
二

0
0
年
左
右
此
拔
為

培
肋
舍
特
人
所
佔
領
起
至
若
蘇
厄
死
前
水
能
將
正
攻

下
(
你
必
3
)
大
約
在
民
長
時
代
此
城
仍
圓
圓
自
治
區

(
尉-
u
M
9
)

如
此
在
制
糾
制及
崗
川
閑時代
亦
然

H
撒
上
6
凹
撇
下
1

叩
)
至
亞
述
王
提
革
拉
特
丕
肋

制
制
三
世
才
能
將
之
完
全
征
服
佔
有
後
會
企
圖
獨
立

叉
於
七
三
四
年
被
散
乃
黑
黎
布
打
敗
六
0
0
年
J

巴
比

倫
王
對
蚓
副
將
此
城
完
全
毀
滅
其
後
在
波
斯
人
時
代

屬
出
制
治
凡
到
岡
山
大
建
立
制
勵
大
帝
國
能
先
落
入

州
吋
肋
米
之
手
後
由
叫
劉
蚓
王
安
提
約
占
第
三
世
來

告
結

間
制
制
叫
院
自
遠
古
時
代
就
是
一
切
邪
艸
邪
教
的

眼
終
處
有
俟
及
的
仆
塔
神

(
3
ω
7
)有
阿
塔
爾
加
提

斯
玄
制
更
有
「
天
后
」
阿
市
托
勒
特

(
或
謂
依
市
塔

爾
女
神

)
之
敬
禮
很
可
能
就
是
為
了
這
個
原
因
先
知

們
多
次
向
它
發
表
神
論
咒
罵
(
亞
1

8

索
2
4
7

耶

鈞
叩
們W
S
7固
9
5
)
。
瑚
叫
制
獨
立
戰
爭
時
此
制
制

全
會
兩
次
將
此
城
攻
下

(
加
上
ω
師
刊
的
)
但
在
公

元
前
一
門
四
年
阿
市
刻
峰
完
全
獨
立
自
治
且
自
鑄
錢

幣
大
蚓
創
倒
在
此
大
興
土
木
修
飾
擴
展
因
為
黑
落
德

出
生
比
城
他
死
後
羅
馬
皇
帝
奧
古
斯
都
將
它
賜
給
他

的
姊
妹
撒
羅
默
英
國
考
古
學
家
曾
在
此
發
招
考
察
凡

四
年
之
久
(
一
九
二
。
1

一
九
二
四
)
(

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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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
且
，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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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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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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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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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i
a

尺

，
、
今
土
耳
其
南
部

的
安
塔
肋
雅
織
是
知
押
里
研
制
省
市
且
要
的
海
也
白
古
至

今
志
在
高
法
軍
事
L
K村
很
大
的
的
仇
位
淤
卡
塔
辣
克

特
河
入
海
處
此
城
瓜
塔
爾
附
加
悍
的
凶
E

阿
蚓
圳
二
位

(
公
元
前
一
五
九
l

一
三
八
年
)
所
也
有
占
家
在
此

所

品
出
的
門
獸
傷
及
錢
幣
大
都
是
蚓
蚓
帝
國
時
代
的

產
品
當
保
綠
巴
爾
納
怕
交
閣
制
制
第
一
次
遠
行
傳
教

時

由
此
海
口
登
也
再
自
此
地
北

上
赴
安
提
約
基
點
巾

此
而
北
約
三
十
公
里
有
鬧
劇
蚓
大
山
脈
(
高
三
九
一

0
公
尺
)
綿
延
起
伏
阻
萃
去
路
可
能
是
蚓
喇
創
此
行

半
途
而
廢
的
原
因
(
到
U
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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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顯
示
了
自
己

于
的
高
民
」
南
國
制
划
王
佩
制
劑
雅
的
母
就
叫
剖
刺
王

一
則
蚓
割
的
孫
玄
剛
刷
刷
王
的
女
兒
倒
划
王
制
制
的
妻

倆
一手
(
則
下
8
M

甜

甜
叮
憑
此
婚
姻
足
證
當

時
南
北
兩

戶圓
的

H
m係
d

哇
他
吃
時
恰
A
M烈
A
m衷
於
制
制
判
文
化
及

" 'ι'. A 

宗
趴
在
其
夫
執
政
院
泣
其
子
短
短
的
馮
玉
划
成
都
受

了
她
行
大
且
怨
劣
的
影
附
(
編
F

n
3
4
)
。
其
子
叫

叫
蚓
蚓
死
後
乃
存
權
自
行
聽
此
將
正
反
後
此
間
投
他
仰

其
孫
制
川廿
得
航
母
叫
創
凹
挽
救
而
悅
險(
則下
u

l
2
)
制
叫
封
從
來
得
大
司
祭
和
人
民
擁
也
武
力
推

翻
T
t后
政
拼
成
為
猶
大
閻
王
年
他
七
成

(
的
制
下幻u

n
I
列
下
叫
‘

M
)
。
剛
蚓
到
蚓
本
欲
抗
札
但
為
叛
焦

所
殘
役

(
編
下
幻
1
H
)

。
她
在
位
凡
六
氧
盡
力
倡

導
敬
禮
凹
叫
邪
恥
在
蚓
京
修
也
因
副
崩

(別
F
M
M
一

「
將
上
主
股
內
的
扒
獻
都
用
必
凹
叫
」
(
踹
下
巾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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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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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回
叮
叮
巳
街
時
佐
佐「
〉NR
E
Z

阿
間
總
仇y心

u
v
o
a
E
巨
頭
再
聶
哥
勻
/
〉
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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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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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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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
，
而
「
上
主
仙
似

助
」
聖
經

上
街
此
名
字
街
凡
二
卡
六
人
今
還
能
、
還
要

者
列
取
如
F

一、
州
叫之子
制
蚓
淵
十
二
太
守
之
長(則
上
4

5
7
)
。
但
不
知
州
制
是
否
是
出
川
俐
的
兒
已
抑
或
是
先

知
納
堂二

閥
割
划
的
兒
正
的
白
得
制
制
制
的
大
也
後
綴
其

父
府
大
司
祭
(
則
上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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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一
細
則
制
之
主
阿
瑪
梁
雅
之
父

(如
附
上5
抽
訂
一

在
約
沙
法
特
作
拍
大
主
時
曾
被
任
何
州
大
司
祭
主
m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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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宗
教
恨
宜
(
編
下
的
口
)

四
阿
瑪
扎
扎
雅
之
子
猶
太
的
閻
王
十
六
歲
登
梅
在

耶
京
為
王
凡
五
十
二
氧
其
母
名
耶
苛
星
點
斟
刷

上
稱

之
為

一
位
市
君
挑
如
其
父
惟
未
有
益
全
力
將
一
些
邪

神
的
做
祂
向
百
姓
中
刺
除
是
以
受
上
主
的
必
汙
紅
陀
、

航
年
內
均
生
的
相
病
院
至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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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
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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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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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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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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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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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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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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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
五
九
十
土
的

助
你
先
後
打
敗
咕
仙
台
州
叫
人
州
州
州
人
沒
蚓
叫
九
叫

品
子
反
亦
被
治
進
口
此
外
他
收
從
述
了
一
些
一
敵
人
的

城
市
州
州
州
刷
叫1
決
阿
巾
。
中
得
扎
逃
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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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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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
仇
於
蚓
京
的
城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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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中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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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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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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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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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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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n
r拼
成
1

航
向
洲

在
可
才
4

F
U〔
{
〉
N
E
O
{
)
!

1

，

:
3

1
I
I
I
-
E
E
P

-

-

/
\

什
忱
的
掉
的
那
天

大
可
祭
取
兩
主
公
山
下
一
立
海
上
主
一
些
心
「
削
M

'

。

則
耳
」
以
抽
致
悠
定
大
司
卸
去
將
為
「
阿
附
則
叫
」
的

一
笠
公
山
芋
灌
卅
一
爪
泉
然
後
假
手
於
、
山
下
叫
上
做
女

徵
以
民
的
界
已
被
公
山
泣
，
取
而
代
之
然
後
一
人
來
近

公
山
羊
進
入
積
野
放
逐
何
-
其
肉生
臼
域
此
呆
不
人
送

來
後
您
洗
你
司
已
的
去
服

PA
身
總



-

這
種
種
筍
的
質
行
在
思
穌
時
代
仍
存
甚
至
公
元

叫
~後
二
世
紀
的
經
師
們
仍
不
斷
綻
放
它

有
明
文
規
定
以

-
食
不
忘
至
於
「
阿
區
划
耳
」
一
名
確
係
何
意
划
實
在

于
是
智
者
見
智
仁
者
見
仁
莫
衷
一
是
有
人
以
為
原
意
是

一
「
上
主
是
有
力
的
」
今
之
所
有
是
出
於
瑪
索
辣
的
修

-

故
有
人
則
以
為
是
來
自
動
詞
「
遠
離
」
意
帥
「
使
罪

惡
遠
離
的
公
山
羊
」
大
概
正
是
基
必
這
一
動
調
拉
j

通
行
本
跟
隨
希
般
譯
本
的
錯
解
而
將
「
阿
區
划
耳
」

誤
譯
為
「
贖
罪
的
公
山
羊
」
也
「
阿
區
則
耳
」
究
竟

是
何
方
神
聖
古
時
的

猶
太
人
說
他
是
一

、
位
墮
落
居
於

曠
野
的
天
使
後
人
加
以
解
釋
說
辣
法
耳
天
使
以
鎖
鏈

將
他
囚
在
曠
野
中
直
至
世
界
木
日
再
將
之
投
入
火
客

總
L
「
阿
區
划
耳
」
在
蚓
划
文
化L是
一
個
屢
見
不

鮮
的
名
字
教
會
的
學
者
則
主
張
它
是
「
贖
罪
的
公
羊
」

的
抽
象
名
詞
(
韓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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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巴
郎
有
夫
婦
關
係
乃
娶
之
間
卅
安
夜
間
上
主
借
步
境

告
知
質
悄
阿
彼
默
助
在
欣
然
將
撒
辣
歸
還
給
亞
巴
郎

且
彼
此
之
問
立
了
友
述
之
約
(
制

m
l
幻
)

2

在
創
必
被
有
培
肋
舍
村
人

王
阿
彼
默
肋
存
在

與
上
述
同
樣
的
光
是
下
想
佔
有
制
制
制
的
妻
子
黎
貝

叫
喂
食
之
發
展
與
上
述
省
錢
乎
完
全
相
同
有
些
學
者

以
瓜
削
必
章
的
凶L
是
前
且
也
蚓
叫
樹
主
的
兒
已

3
、
劉
制
制
同
住
在
舍
肢
的
安
所
生
的

-
7
J
U亦
名

阿
彼
默
肋
容
(
民
8
剖
)
他
得
舍
根
人
之
擁
護
，
叫
立

為
王
是
放
棄
神
權
政
體
而
椎
動
君
主
政
權
的
開
端
且

在
制
蚓
蚓
地
方
父
親
之
家(即
9
稱
其
父
為
m
怨
巴

耳

)
將
其
父
所
生
的
七
十
倆
兒
子
即
他
的
弟
兄
們
完

全
殺
掉

(
只
幼
子
約
立
一
人
幸
兔

)
寫
王
三
年
後
有

叫
剛
到
率
眾
叛
亂
阿
彼
默
肋
在
將
叛
眾
完
全
消
滅
但

當
他
攻
打
特
貝
茲
叛
城
時
加
四
川
一
婦
人
拋
下
一
塊
磨

石
打
碎
了
他
的
頭
益
何
而
立
即
命
他
的
衛
兵
將
他
殺

死
兔
得
人
改
他
死
鈴
婦
人
之
手

(
民
9

撤
F

M
U
)

(
特

)

師
阿
彼
納
達
布
(
E
E
E
)

人
名
意
調
「
父
親
是
厚
道

的
」
有
此
名
的
共
四

九
其
中
較
認
清名
凡
是
克
黎
雅
喊
叫
阿
劇
絨
的
一
位

居
民
當
以
民
與
培
肋
舍
特
人
作
戰
期
間
約
樞
存
放
在

他
家
襄
達
十
二
年
之
久

(
撒
上
7
1

撒
下
6
3

編
上

(
程

)

仰
阿
希
默
肋
客

信
Z
m
M
L

阿
希
默
肋
許
可
嘲
的
「
時
抖
的
兄
弟
〔
更
主
以
是
叭
，

王
」
是
阿
希
突
布
的
，
帖
子
活
』
州
地
方
的
司
叫
小
N
M
出
，

救
濟
遠
咪
(
撒
上
釗

2

叫
)
恢
撤
們
耳
的
一
叫
做

長
衫
厄
絡
所
告
發
搬
山
悅
耳
共
仆
"
仙
川
約
州
仙
在
與
法
咪

合
刊
州
州
欣
占
，
付

1

」
川
命
人
將
d
w
叫
小
八
千
家
的
-
悼
(
你
仁

們
心

刊
)
只
有
他
的
兒
，
f
u
H川
U
U
H
H雅俗
你
逃
脫
的

來
通
知
出
喇
(
刷
上
詔

叩
臼
)
。

(
你
)

背
著
向J
E
H
r
C
聾
子
十

三
E
S
Z
n-
J

U
R
F
A引
丰
a
浮

J
I

Z
n
y
z。
可}眉
之

阿
希
托
必
耳
芯
站
不
結
拔
微

F

衍
問
訕
訕
他
川
起

創
制
人
叫
川
俐
的參沌
叭
後
來
川
佇
來
叫
圳
們
圳
人
叫
川

洲
制
的
叛
認
娃
品
阿
只
沙
龍
將
具
父
出
喇
留
在
川
般

的
繽
紀
姦
污

(
撤
下
的
目
臼

)
瓜
使
叫
以
色
列
人
知

道
他
與
父
已
持
不
兩
立
只
有
抗
收
到
眩
推
向
他
忱
品

，
日
已
親
刊
你
兵
一
的
禹二
于
人
自
叭，
叫
來
防
治
代
迫
也
逃

亡
的
湖
州
及
其
街
兵(
州
州F
口
1
1
4

)
仙
州
州
叫

劉
到
的
這
番
妙
汁
未能
被
人
利
川
H
M大
均
已
去
"
中
尚

無
望
乃
罔
家
上
吊
而
死

(
撇
下
叮
詞
)

阿
科
叫
化
貨
耳
的
大
逆
不
必
右
來
賀
令
人
白
你
仙

狡
們
右
能
做
知
他
的
兒
子
叫
叫
划
(
削

F

幻
H

)
爬

樹
下
u
a
所

述
的
叫
被
割
喇
誘
姦
的
巴
特

A
T巴
的
父
叫
阿

閥
割
叫
別
是
同
為
一
人
的
心
那
麼
顯
而
易
見
地
阿
布
托

贊
耳
目
正
在
替
他
的
孫
女
向
途
味
報
仙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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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阿
自1 卡
笠 巴
特

J'J 
>> 

&:; 

。
，.. ,
ki
‘ •. 
' •.... 

t
d

、

m
阿
制
制
辣
菱
耳
(
2『也
在
)

人
名
芯
義
不
一
有
人
以
仿
口
疋
「
阿
蚓
制
之
子
」

(
拔
阿
蚓
倒
是
阿
酬
制
和
人
的
艸
祇

)
有
人
則
說
是

「
天
主
的
口
發
了
一-
z口
」
。
是
到
糾
蚓
巳
同
其
他
數
位
聯

盟
王
侯
織
行
於
敘
利
起
及
巴
力
斯
坡地
區
征
服
了
不

少
的
弱
小
民
族
歧
王
城
區
的
數
位
后
王
到
凹
叫
馬
救

羅
特
將
他
們
戰
敗
並
迫
經
至
大
馬
士
革
的
北
邊
(
削

M
-
-

6
)《
拔
制
叫(
U
O〈
E
H
)
之
志
這
此
聯
軍

出
征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為
確
保
蚓
利
因
反
剛
刺
制
之
間

的
通
商
大
道
至
淤
逗
次
的
出
征
發
生
於
何
時
學
者
們

的
惡
見
各
有
山
入
有
的
說
是
在
公
元
前
十
六
世
紀
的

上
半
策
有
的
則
說
是
在
一
八
五
0
年
左
扎
另
一
面
確

定
阿
默
辣
逆
耳
的
版
史
悠
研
究
學
碰
們
的
叫
自
由
入
是
很

有
問
係
的

H嗨
，
仙
似
遠
在
一
八
七
二
年
知
辣
德
爾
(
開


T
Y
門
泣
。
門
)便
主
悵
惘
默
辣
斐
耳
就
是
那
位
大
氣
赫

赫
的
哈
法
辨
彼
份
有
不
少
的
人
隨
從
其
恥
仰
危
第
一

、

學
者
們
對
哈
終
辣
彼
及
蚓
別
叫
的
時
代
各
有
山
川
九
仍

未
能
繼
定
第
二
在
這
一
凹
划
腳
名
字
上
被
木
沒
有

「
耳
」
(
1

)
竿
，
故
此
二
者
為
同
一
人
的
說
法
不
攻

-
自
破
今
日
已
無
人
再
從
此
說

叫
一

八

m
呵
以
來
油
畫
布

法

s
i
t
J

官
t
t
s

、

-
/
'
、

4
H
l
J

唔
，

-
4
.

/
P
H
M
M
M
H
w
m
C凶口
、

人
名
阿
米
叫
們
也
才
意
思
是
「
弦
的
族
伴
「
天
主
」

是
慷
慨
大
方
的
」

一
蚓
蚓
艾
扳
九
是
蚓
划
艾
派
的
首
領
俐
制
制
之

父

(
同
1
7
2

3

)
其
女
罔
劃
到E
嫁
給
別
蚓
(
叫

6
目
)。
是
瀏
喇
的
前
誰
(
副
4
"

叩
)。
在
耶
穌
的
族

譜
上
亦
捉
到
他

(
寫
1

‘

帥
的3

臼
)

二
蚓
蚓
人
蚓
劑
胡
子
孫
的
旅
長
別
喇
托
他
與
及

其
他
叫
叫
圳
人
員
立
搬
運
約
般
人
叫
京
的
手
宜

(
即
制
上

三
在
歌
6

沾
有
希
伯
來
文
一
阿
米
納
達
布
」
原

意
是
「
我
民
主
上
的
御
駕
」
但
划
有
人
竟
以
之
作
人

名
解
謂
新
娘
被
做
羅
漏
王
的
僕
人
佮
去
作
王
的
路
妃

但
此
說
是
錯
誤
的
叫
現
已
無
人
再
作
此
主
化

韓

(
韓

)

m阿
帕
革
沙
得
了
門
可
Y
E
且
)

阿
帕
草
炒
得
是
間
的
兒
子
叫
凹
叫
的
超
前
仇
生

於
洪
水
滅
世
後
的
第
二
年
三
卡
五
成
時
生
于
制
甘
心
「

年
四
任
三
十
八
成
而
終

(
削
ω
自
f
H

刊
叩

u

刷

上
1

口
閥
割
)
比
名
亦
可
能
指
一
民
反
或
一
地
區
而

言
現
代
學
者
大
部
以
為
是
占
四
斟
帝
凶
一
省
的
省
會

名
剛
叫
蚓
拉
凹
現今的
凱
耳
占
弘
阿
蚓
荊
州
但4

亦
山
山

現
於
基
賢
的
族
譜
上

(
路
3

品

)

阿
法
撤
得

(
拉
丁
通
行
本
二
名
有
同
樣
寫
法

)

在
創1
H
H

有
咧
咧
叫
喊
盼
並
刺
位
阿
法
做
神
[
的

。

，

述
說
伊
關
於
此
人
的
字
叫
生
平
時
史
家
叫父m
u
u
級
學
位
們

皆
一
無
所
知
也
許
它
暗
示
瑪
待
闊
的
創
始
人
坎
闢
仁

邦
辣
瓦
爾
侃
而

(
科

)

的
叮
叮
浴"
h
y
h
目
前
苟
「

J

m
R
V蔥
，
竟
巾
且
R
FE

晶
晶
之

比
中
們
有
兩
種
立
談
一
指
地
名
一
知
山
雅
典
的
一

種
社
會
政
俏
組
織

一
阿
勒
約
帕
哥
他
於
雅
典
城
叫
小
內
邊
的
…w
m山

崗
上
]
的
山
織
而
約
卡
五
公
尺
此
關
巾
成
北
山
川
咐
伸

展
在
西
南
的
益
端
忽
然
中
斷
地
丸
J

險
峽
何
不
少
的
的
法

院
存
也
其F
街
小
溪
與
城
叫m
K
N間
比
比
間
之
成
份
叫
削
石

灰
石
山
崗
上
述
街
大
綱
一
座
位
叫
放
下
乏
科
阿
勒
昕
吋

喝
之
主
腳
卻
叫
ω
此
而
得
h
v門
口
已
消
叫
勒
斯
的
山
做

二
出
雅
典
的
法
庭
h
v
n一
切
主
要
宙
人
，
件
你
悠
紅
此

判
決
此
法
蹉
由
一
悅
貴
族
人
此
所
組
成
冉
川
川
紅
關
收

會
正
法
歧
和
解
政
治
糾
心
之
u
p咚
中
自
些
人
U
以
赴
竹

在
政
府
任
過
的
J
H汽
泊
的
能
來
雅
典
的
利

V
K卡
分
發

達
先
川
多
人
必
而
致
門
的
內
仙
上
氏
主
迎
動H
們
必
叫
叫
制
約

帕
哥
組
織
的
可
力
行
大
受

M
m折
而
專
制
此
法
作
揖
什
判

官
及
具
他
職
仗
的
座
位
是
輕
於
山
石
之
上
至
今
仍
在

其
西
南
有
一
段
石
階
治
階
而
下

可
低
迷
一
市
均
而
起

個
人
晶
宮
附
雌
性
的
市
均
就
是
宣
改
判
案
的她
方

聖
保
線
在
第
二
次
山
外
的
時
教
行
趕
上
來
訓
雅
典

會
在
阿
勒
約

帕
哥
講
道
芯
，
包
己
反
他
所
宣
傳
的
主
佳

作
了
有
力
的
詩
謎

〔
泛
η

n
l

u

」
〔

斗

」



之
岫阿
黎
瑪
特
雅

(
;
凶
手
"
。
凶
)

一

阿
黎
焉
特
雅
是
若
瑟
的
出
生
地
他
是
一
位
富
貴

-
顯
赫
的
議
員
會
在
暗
中
作
了
耶
穌
的
門
徒
亦
會
向
比

于
拉
多
求
得
許
可
相
稱
地
埋
葬
了
耶
穌
的
遺
體

(
瑪
幻

叮
叭
叭
拉
伯
軒
的
問
)
至
於
阿
黎
瑪
特
雅
之
所
在
地

按
學
者
的
公
見
憋
在
眼
京
西
北
二
十
二
英
里
的
羅
得

附
近
在
厄
弗
的
問
國
山
的
後
邊
它
亦
是
傲
的
棋
爾
的
家
鄉

(撒
上
1
1
)
它
名
字
的
來
源
是
由
希
伯
來
文
的
辣
瑪

喇
喇
叫
口
或
辣
瑪
塔
因
數
個
地
名
的
糊
糊
化
而
演
變
出

來
的
(
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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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是在擁失公 扭騙
元是地阿護勇元 3目λ
首相方撒息|愛前 色k
'- .伯 l 名。辣孟| 國一 步亦
或來|希! 默作護四 臨þ.

謂文 . 1鍾|耳 大教，一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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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佰祇 ( 室主、其九 ..q

主文蛙加i 統事月， 二三
云意這 方 帥蹟劉 青
品很詞 : 及要IJ 太lE
ttZ 可旬之;元於人自
註能音這首鋼為 丘

丘。是譯旬 ( 版， 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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瞞
阿
市
革
納
次
(
忱
仔
M
N
)

見
叔
提
雅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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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阿
市
托
勒
特
(
路
口
叮
叮
)

阿
制
自
蚓
是
占
中
東
各
民
族
所
敬
拜
的
女
神

其
名
稱
則
因
時
代
及
地
域
之
不
同
而
各
異
其
來
源
始

自
叔
默
爾
阿
加
得
時
代

1

依
鬧
出
口
爾
代
表
金
星
的
女
神
是
月
亮
神
欣的

女
也
太
陽
神
圳
瑚
制
之
妹
先
後
作
了
天
棘
的
女
僕
愛

人
及
妻
子
而
自
成
「
天
后
」
是
愛
情
及
戰
爭
的
女
神

她
的
敬
禮
多
與
荒
淫
無
道
的
行
為
有
關
因
之
成
為
古

中
東
最
賀
盛
名
的
女
恥
竟
傳
至
喇
別
及
湖
州
川
職
閣
大

帝
國
的
愛
情
女
神
維
那
斯
亦
多
受
她
的
影
響
而
成
名

2

觀
俐
割
的
阿
市
托
勒
特
此
女
神
之
敬
禮
向
阱

問
創
造
入
到
喇
喇
叮
雖
然
她
是
多
產
神
愛
情
佩
且
對
她

的
敬
禮
混
綠
草
苟
許
多
荒
淫
的
行
徑
而
她
木
身
如
是
童

貞
她
也
是
殘
忍
的
戰
爭
神
她
的
敬
禮
由
客
納
罕
傳
至

喇
即
在
制
別
甚
至
有
不
少
的
廟
宇
及
司
祭
有
許
多
她

的
赤
體
塑
像
在
埃
及
被
發
現

3

制
制
中
的
阿
市
托
勒
特
此
邪
神
之
敬
禮
由
客

州
叫
人
山
河
入
叫
民
之
間
以
民
特
別
敬
禮
她
求
民
作
物

及
牲
畜
之
墜
產
流
毒
如
此
之
深
甚
至
他
們
背
離
了
上

主
而
一
半
奉
凹
到
和
阿
鬧
出
馴
蚓
(
民

2
H
)
凹
耳
他

的
配
偶
阿
市
托
勒
特

(
按
教
向
市
塔
洛
特

)
及
阿
舍

風
是
叫
民
所
敬
禮
的
主
要
三
個
邪
神
間

7
8

叫什
口l

u

自
所
說
的
「
天
后
」
大
約
是
指
此
女
神
而
言
亦
即

凹
出
耐
人
所
稱
的
依
市
塔
爾
女
神
先
知
大
聲
疾
呼
泠

諷
熱
嘲
來
反
對
她
的
做
禮
因
此
時
以
民
之
注
意
力
及

敬
仰
幾
乎
已
全
部
集
中
在
此
「
天
后
」
女
神
身上

(
韓

)

酬
阿
塔
薛
西
辦
(
2頁
。
Z
W
J

波
斯
國
王

(
四
六
五
!
四
二
四

)
外
號
叫
降
基

瑪
諾
他
是
經
過
一
番
流
血
門
爭
將
其
一
前
下
薛
西
，
所
創

除
之
後
才
登
持
為
玉
的
上
台
不
久
又
有
代
、
弟
爭
叫
你
的

戰
鬥
並
有
埃
及
為
自
由
獨
立
而
反
板
之
收
糾
他
干
有

手
下
名
將
氏
、
妹
夫
默
加
彼
左
故
此
隨
亦
可
定
一
切
灰
皮

難
關
並
確
保
王
位
達
四
卡
一
年
之
久
後
的
逝
而
終
厄

上
4
6

1

目
謂
關
王
阿
塔
薛
西
斯
在
聽
到
自
充
草
地

問
闋
的
猶
太
人
正
在
修
建
耶
京

及
其
固
牆
時
進
山
山
叩

使
-
d切
工
程
停
拍
即
這
位
開
王
無
曰
忱
地
放
大
多
數
學
者

的
意
見
就
是
我
們
所
說
的
阿
塔
薛
西
斯
一
世
1臨
然
時

代
方
面
有
些
出
入
向
是
很
可
能
作
者
將
在
巴
魯
士
底

瀏
瑚
阿
王
明
之
間
(
五
三
九i
五
二
0
)
所
發
生
的

迫
害
倒
蚓
人
的
史
宰
附
於
阿
塔
薛
西
斯
身
上
以
准
他

也
的
確
作
過
相
反
蚓
划
人
的
事
跡
按
斟
則
以
外
的

M
m

央
文
件
所
收
他
木
人
的
性
格
柔
懦
寡
斷
且
受
聽
屬
下

及
婦
女
的
諂
言
蜜
語
將
國
家
的
行
政
皮
川
由
于
事
多
委
諸

於
手
下
大
將

到
制
制
制
稱
針
對
削
的
大
將
放
羅
交
山
會
將
叫

大
城
拜
動
里
雅
囡
囡
但
事
實
上
拔
H
m史
的
t
h
d持
決
非

那
位
名
勢
赫
赫
的
會
將
耶
京
滅
亡
的
巴
比
倫
王
堆
步

副
(
六
O
五
1
五
六
二

)
因
為
制
傳
史
事
之
發
生
憋

在
第
四
世
紀
故
此
大
部
份
的
學
者
都
以
為
作
者
只
沾

用
了
對
蚓
割
的
象
仙
似
大
名
而
來
暗
示
喇
喇
王
阿
叫
叫

四
蚓
第
三
世
(
三
五
八l
三
三
八
)
他
在
位
時
手
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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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悶的

中日力Iì{a
吻 ( 有

合。猶| 一

大I {立
在若
波| 名

斯| 大
之將，
西名

) 放

及羅
埃| 斐l
Z主| 乃|
地者.
區 ， 會
這數

( 正皮
悴與出
) 反擊

腳
阿
貝
耳
默
局
拉
(
叫
阿
拉
自

1
)

阿
貝
耳
默
禹
往
是
依
撒
加
爾
文
派
的
一
座
城
位

於
貝
特
商
之
商
在
依
次
勒
耳
平
原

(
列
上
4

間
)
厄

里
受
先
知
的
山
生
此
地

(
列
上
的
問
)

(
韓

)

ppb -
E
』

。
在
2
h
B
h
M
K恨
a
A
h
U
P
V
\
E
B
E
E
n
-
2
E

m
肺
卜
結
閥
割
冊
制
服
肘
山
品
質

E
E
B
O戶
。n
y
)

一
紳
名
可
能
即
是
阿
加
得
民
族
所
敬
的
哈
達
德

默
肋
客
神
意
郎
哈
達
德
為
王
按
列
下

口
U

記
敘
此
神

為
亞
述
王
白
色
法
瓦
因
遷
移
至
撒
瑪
黎
雅
的
人
民
所

敏
翠
的
邪
神
也
哥
合
即

斗
色
只

Z
E

所
發
蝕
的
古

物
中
即
有
此
神
名

二
人
名
亞
述
王
散
乃
黑
黎
布
之
子
他
與
其
弟
沙

勒
互
爾
試
父
之
後
逃
往
阿
辣
辣
特
部
亞
美
尼
亞
去
了

按
亞
述
的
文
獻
試
父
之
事
發
生
於
公
元
前
六
八
一
年

兒
做
乃
黑
黎
布

(
陳

)

八.科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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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阿
蘭
納
哈
辣
因

(>

EPEris)

見
美
索
不
達
米
亞

酬
阿
黎
斯
托
步
羅
(
廿
日
的
話
)

與
聖
經
或
以
民
一
股
央
有
關
係
而
名
叫
阿
黎
斯
托

步
研
稚
的
共
有
七
人
阿
黎
斯
托
步
羅
這
名
字
的
意
思
郎

謂
「
至
善
的
建
議
者
」
下
面
客
述
這
七
位
阿
氏
的
事

蹟

@
按
加
下
-

m

記
敘
猶
太
人
議
會
和
猶
大
致
書

與
住
在
埃
及
的
同
胞
和
「
仆
托
肋
米
王
的
太
傅
阿
黎

斯
托
步
羅
l

他
原
是
受
傳
為
司
祭
的
後
代
••. 

」
埃
及

君
王
中
雖
然
有
十
六
位
稱
為
仆
托
肋
米
的
但
由
於
書

信
中
所
提
的
猶
大
似
指
猶
大
瑪
加
伯
所
以
這
位
埃
及

君
王
應
是
仆
氏
七
世
而
阿
氏
即
是
他

的
太
傅
古
時
的

學
者
|
其
中
也
有
歐
色
彼
(
E
Z
-
F己
﹒
S
Z
N

口


M
M
C
M
h
u
h斗N
斗
?

"
。
『
-
M
W
〈

〈
H
H
H
Z
﹒

M
H
H
H
H
N
)

和
一
些
一
現
代
的
學
者
以
為
加
下
的
阿
氏
是
刷
川
刷
城

的
阿
黎
斯
托
步
羅
一
位
亞
歷
山
大
里
亞
域
的
亞
理
斯

多
德
派
的
哲
學
家
但
這
學
說
不
知
有
何
依
錢
從
加
下

1

叫
我
們
只
能
推
知
猶
太
人
的
勢
力
於
公
元
前
二
世

紀
在
埃
及
已
逐
漸
發
展
甚
至
在
他

們
之
中
有
一
位
名

叫
阿
氏
的
做
過
君
王
的
大
傅

@
阿
黎
斯
托
步
羅
第
三

E
g
E
E
Z

宇

l

H
O
ω目
的
)
若
望
依
爾
卡
諾
生
有
五
個
兒
子
長
子
明
月
阿

黎
斯
托
步
經
若
望
在
死
以
前
會
決
定
由
其
妻
管
理
一

切
但
阿
氏
下
令
將
其
母
餓
死
獄
中
並
將
其
他
三
兄
弟

也
投
入
獄
內
只
剩
下
一
個
弟
弟
的
安
提
哥
諾
但
過
不

久
由
於
嫉
拓
連
這
唯
一
的
弟
弟
也
殺
掉

了
他
執
掌
政

撥
僅
一
氧
其
間
攻
佔
了
依
突
叫
聲
也
許
是
指
叫
到
刷

亞
的
中
北
部
他
是
否
是
阿
斯
摩
乃
王
朝
第
一
個
自
稱

為
「
王
」
的
人
學
者
的
意
見
不
一
他
的
錢
幣
名
號
是

「
猶
大
l

阿
氏
的
樹
倒
刑
名l
大
司
祭
和
猶
太
人
社

團
」
筆
者
認
為
第
一
個
自
稱
為
王
的
乃
是
他
的
弟
弟

亞
|
岡
山
大
雅
乃
烏
机
按
封
封
封
〉

2
.『
且
-
V
SH
H
H

所
記
叔
阿
|
劉
剛
出
蚓
經
殺
死
7
其
弟
安
提
哥
諾
之
後

心
裘
非
常
不
安
因
而
得
病
死
去
見
色
宴
荷
王
朝
阿
斯

庫
乃
王
朝@

阿
黎
斯
托
步
甜
點
第
二

(
〉
且
早
早
已E

口

s
l
8
)
阿
|
劉
蚓
蚓
劇
組
二
世
為
亞
|
岡
山
內
制
珊
蚓

斯
最
小
的
兒
子
生
於
公
元
前
一
百
年
左
右
卒
於
公
元

前
四
九
年
他
的
母
觀
亞
歷
山
大
辣
女
主
究
後
阿
氏
的

哥
哥
制
制
制
諾
第
二
A
戶
怯
地
繼
承
為
王
但
阿
民
依
靠



~
他
會
予
以
援
助
的
倒
叫
劉
燕
在
閥
割
副
附
近
擊
敗
了

叫
主依
爾
卡
記
得
勝
特
點
自
立
為
王
業
大
司
或
於
是

內
戰
結

圖

。

一
來
但
依
杜
默
雅
的
總
督
對
劃
帕
械l
J
N恥
而
落
德
的
父

-
親
l

明
知
自
己
只
有
在
懦
弱
的
依
氏
的
統
治
下
才
能

擴
大
門
己
的
努

丸
故
此
說
服
俐
凹
剩
王
叫
馴
叫
樹
第
三

山
山
兵
援
助
依
爾
卡
諾
依
氏
自
會
把
雅
乃
鳥
斯
所
他
叫
峭

的
納
巴
黎
的
土

地
交
還
給
原
主
阿
勒
遠
山
兵
敬
仰
付
了

阿
黎
斯
托
步
羅
迫
他
退
入
學
殿
前
院
當
事
情
發
，
法
划

如
此
情
形
時
叫
樹
蚓
大
將
闡
蚓
佔
領

了
叫
出
美
尼
亞
之
後

罔
到
敘
利
亞

(公
元
前
六
五
年
)兄
弟
二
人
暫
時
志
和

雙
方
皆
同
意
羅
馬
大
將
處
氏
來
解
決
他
們
的
爭
結
晶

時
另
有
些
一猶
太
人
派
迫
使
者

要
求
處
培
廢
除
王
你
也

立
大
司
祭
恥
以
管
理
民
弘
如
在
制
蚓

R
A叫
到
與
叫
蚓

苛
王
朝
一
按
這
個
要
求
處
氏
十
分
贊
同
遂
宣
布
圳
蚓

斯
托
步
經
退
位
阿
氏
白
不
甘
心
並
以
武
力
抗
1

H
H
起

阿
氏
的
兵
力
如
何
能
與
羅
馬
大
軍
抗
衡
因
此
牌
呵
!
可H啦

隊
三
個
月
時
間
園
因
此
京
而
後
攻
陷
鹿
培
本
人品

M
r划

入
了
聖
殿
的
至
聖
所
塔
西
他
會
記
敘
說
當
線
作
J

大
位

進
入
學
敗
時
見
殿
內
肅
然
四
壁
空
無
一
物
不
舟4
制
划

和
希
臘
人
的
廟
宇
神
像
遍
立
都
很
驚
奇
偽
經
bm
w純
心
糊

里
詠
集
的
作
者
把
應
培
後
來
為
凱
撒
戰
敗
被
人
糾
役

未
能
終
其
天
年
的
裝
飾
之
於
他
值
進
聖
殿
為
天
主
懲

謂
之
所
致
到
六
三
年
筒
，
由
進
祿
在
經
馬
肉
執
政
，
刊
時

叫
蚓
將
巴
力
斯
坦
沿
海
地
區
創
入
創
利
蚓
蚓
蚓
付
趴

並
立
依
爾
卡
諾
何
州
大
司
的
法
和
蝴
叫
川
人

的

「
領
M
m」
將

阿
黎
斯
托
步
羅
惋
到
釋
為
六
一
年
當
曜
氏
凱
促
進
入

至2i\. 1095 

羅
馬
風
剛
民
就
如
戰
俘
隨
在
凱
旋
車
之
亂
五
六
年
剛

氏
幸
運
地

逃
山
川
蚓
間
來
到
蚓
扎
想
發
動
軍
隊
起
義
攻

打
羅
馬
不
幸
再
次
被
楊
而
投
於
拘
留
所
四
九

年
又
為

凱
撒
釋
放
且
交
給
他
兩
軍
九
派
他
到
刺
刺

固
與
龐
氏

作
以
然
而
不
幸
在
途
中
為
磁
培
的
朋
友
毒
死

見
阿
斯
摩
乃
王
朝
納
巴
泰
撒
羅
漏
墨
詠
集

@
阿
黎
斯
托
步
羅
第
一
一
二
〉且
早
早
已

E
H
H
H
)

此
阿
氏
為
附
黎
斯
托
步
經
第
二
的
孫
子
大
黑
落
德
愛

妻
瑪
黎
安
乃
的
弟
弟
由
於
他
是
阿
斯
摩
乃
王
家
的
苗

奇
同
時
由
於
他
的
俊
美
頗
受
民
來
的
愛
戴

他
的
母
親
亞
歷
山
大
辣
|
與
女
王
亞
氏
有
別
l

的
助
安
多
尼
和
克
妥
帕
特
辣
令
大
劇
創
樹
立
-
一
遍
年
僅

十
七
成
的
身
年
間
州
大
司
第
黑
氏
果
然
把
老
大
司
祭
叫

納
乃
耳
革
職
而
立

了
阿
氏
但
因
嫉
拓
阿
氏
且
怕

他
日

後
靠
民
眾
的
同
情
和
支
持
會
登
上
王
位
便
派
7
幾
個

知
己
當
阿
氏
在
耽
里
哥
游
泳
時
把
他
淹
死
在
水
中
時

為
公
元
前
三
五
年

@
阿
黎
斯
托
步
羅
l

大
黑
落
德
的
兒
子
阿
黎
斯

托
步
羅
和
他
的
兄
弟
亞
歷
山
大
是
大
擱
甜
甜
愛
妻
瑪

黎
安
乃
的
兒
子
公
元
前
二
九
年
大
黑
落
德
殺
了
愛
妻

之
緩
過
了
六
年
他
把
先
妻
的
兩
個
兒
子
送
到
羅
馬
深

造
幾
年
後
兩
兄
弟
罔
到
猶
太
時
黑
氏
怕
他
們
為
母
報

仇
對
他
們
非
常
懷
有
成
心
大
黑
落
德
由
他
的
妹
妹
同

時
也
是
他
的
U
F

叫
喇
蚓
所
生
的
的
兒
子
女
叫
咐
札

也
陰
品
要
除
掉
這
兩
個
市
年
公
元
前
一
二
年
他
倆
兄

弟
被
他
告
咐
你
以
要
推
翻
父
親
的
政
府
但
那
一
次
因
蚓

利
亞
的
羅
馬
省
長
的
兒
子
使
他
倆
兄
弟
與
父
親
和
叮
叮

然
而
五
年
後
黑
氏
下
令
把
他
倆
兄
弟
絞
扎
傅
說
劍
出

斯
都
皇
帝
聽
到
這
消
息
後
說
「
微
劇
甜
甜
的
狗
比
做

他
的
兒
子
還
要
好
」

@
阿
黎
斯
托
步
釋
這
位
閥
割
蚓
蚓
蚓
釋
是
瑪
禦

安
乃
的
孫
子
前
者
即
@
所
提
的
阿

氏
的
兒
子
父
親
給

他
起
了
自
己
的
名
字
當
加
軍
士
口
出
皇
帝
決
定
要
將
自

己
的
金
像
立
在
耶
京
聖
殿

內
時
他

請
求
釵
利
亞
的
總

督
培
特
洛
尼
約
不
要
執
行
比
令
否
則
所
要
發
生
的
災

禍
是
不
可
想
像
的
培
特
洛
尼
約
很
了
解
此
事
因
而
用

各
種
方
法
把
立
像
的
事
批
擱
下
去
過
不
久
肌
回
刮
抴

被
刺
於
是
便
避
免
了
這
場
大
禍

@
基
督
徒
!
阿
黎
斯
托
步
羅
保
祿
在
羅
的
u

寫

道
「
請
問
候
附
黎
斯
托
步
羅
家
中
的
人
」
有
些
學
會

以
為
這
位
阿
民
與
前
面
的
阿
氏

創
黑
落
德
阿
格
黎
帕

一
世
的
兄
弟
瑪
黎
安
乃

的
孫
于
同
是
一
人
不
過
另
有

些
學
者
認
為
阿
民
是
一
個
大
家
族
的
家
長
他
和
他
家

人
即
他
的
親
戚
和
僕
牌
都
信
奉
了
基
曾
因
此
保
祿
向

他
們
問
候

見
黑
落
德

(
宮

5 的利 1095

:汀，更| 拉} 阿
圳此所 Tl +it
下胸敬醋 ，古

12 所拜行i 丕眉
目傲的本! JíI閥

)。的女不 哉"
比料， 再Ijl 。見 IJI-J
!J: gp 在此 1:l:t_
神是加i 名。 電荷三
頓同志她 扭已
上 塔|健是 全\1 1
有爾及培 -----
向加卡肋 E
t卡捉爾舍 己
角斯i 納特月2

~ ~ 殷l 人 5.
「加i 地 1立 \J

牛上刀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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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
郎
卡
爾
納
殷
之
字
意

)
有
人
以
為
此
女
神
同
阿
市

托
勒
特
女
神
有
關
好
似
前
者
是
由
後
者
演
變
而
來
寫

此
而
誰
者
是
獻
給
二
位
玄
棘
的
祭
物
間
是
一
隻
鴿
子

和
一
條
魚
在
厄
刻
龍
有
她
的
一
座
很
大
且
香
火
很
盛

的
廟
宇
在
耶
辣
頗
里

(
現
土
耳
其
境
內
)
亦
有
其
廟

考
古
學
者
於
十
九
世
紀
末
在
希
酸
的
米
切
納

地
方
掘

出
了
阿
塔
爾
加
提
斯
女
神
廟
字
的
純
金
模
型

(
韓

)

i\I 

酬
阿
耳
法
和
放
默
加詩
句
∞)

「
阿
耳
法
」
和

「
放
默
加

」
原
為
希
股
文
字
母

首
末
二
字
意
為
「
元
始
」
和
「
終
末
」

(
默
1

8

釗

e
n
H
)
說
明
天
主
為
萬
物
的
根
旗
和
歸
宿
一
切
都

由
其
掌
管
(
山
3
H

依
叫
‘
科
6

彷
臼
)
默
。n
H

將

此
名
銜
應
用
在
基
督
身

上
說
明
基
督
的
天
主
性
與
先

存
性
(
哥
r

臼
口
)
(

陳

)

八

酬
阿
黎
斯
特
雅
(
書
信
)

(
昨
…
…
口

-hh

h卜叮
叮
叮
叮
叮
)

這
是
一
封
傌
信
原
作
者
假
冒
阿
黎
斯
特
雅
之
名

而
發
表
是
寫
給
阿
氏
之
弟
斐
羅
克
辣
特

(
】ME
R
E

a

-宮
"

)
的
信
件
而
剛
氏
是
當
時
制
別
國
王
州
蚓
蚓
卅

一
二
世

(
公
元
前
二
八
五
i

二
四
六
年
)
的
大
臣
信
的

帥
一
內
容
是
述
說
翻
譯
到
副
部
的經過
這
封
信
雖
然

有
其
歷

一
臭
的
核
心
但
其
他
戶
切
細
小
節
目
幾
乎
都
是
編
造
的

成
書
於
公
元
前
一
百
年
左
右
而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則
早

已
於
二
五
0
年
左
右
完
成
但
並
非
祇
貝
克
七
十
二
位
翻

譯
員

(
每
支
派
六
人

)
亦
並
非
是
在
回
國
一山J
A
E劃

域
的
國
營
館
長
德
默
特
琉

(
巴
狗
呂
立25
)
的
監
護

之
下
完
成
因
德
氏
已
於
二
八
三
年
前
後
死
於
充
軍
之

地
所
以
這
封
信
的
目
的
無
非
是
在
企
國
借
這
些
大
人

物
的
偉
名
來
解
釋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之
來
龍
去
脈
以
透

明
猶
太
主
義
之
高
尚
尊
貴
因
而
達
到
吸
引
教
外
人
閱

讀
的
目
的信

之
結
倫
大
致
如
下
阿
甜
甜
斯
特
雅
寫
信
通
知
其

弟
耶
京
大
司
祭
厄
肋
阿
匣
爾
同
意
將
五
香
譯
成
希
擻

文
圖
書
館
館
長
德
默
特
琉
向
閻
王
陳

述
比
翻
譯
的
重

要
性
將
閻
王
仆
仟
肋
米
說
服
國
王
乃
上
書
耶
京
大
司

祭
請
求
打
發
七
十
二
人
來
任
翻
譯
員
太
司
祭
欣
然
應

允
並
派
人
前
往
國
王
隘
重

地
接
待
七
十
二
位
賢
士
於

是
他
們
馬
上
著
手
工
作
於
七
十
二
天
內
在
法
洛
斯
島

上
竣
工
後
在
百
姓
及
國
王
面
前
公
開
誦
讓
大
家
一
致

滿
意
通
過
譯
員
們
獲

得
了
國
王
的
學
厚
報
賞

其
他
消

息
見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
韓

)

稱 位 1ωg 
剛於 rr面I
貝! 凹 阿 1-. J 
耳| 力| 貝 a
姆 斯1 :耳| 少有毛

里。f 是|詩 耳
以l 部， 瑪 ~ 于

書|耳 目l 控 目
7日 l 早判 I ;JU I :T..; ~、
王 斐| 是 "，， 8 昆主
t音i 閹割~~ l'汀
卡|里! 喇 ?LE
黑|支 王 g w 軍區
執 派。國 \ J 甸甸

政 編i 的 R面r
時， 下 r"J
此 16 座 品"
城 4 小 IJJ-J
被亦域，

亞
述
王
健
革
拉
特
本
肋
色
爾
三
世
所
佔
領
百
性
被
楊

往
甜
甜
(
列
下
的
詞
)
時
在
公
元
前
七
三
四
或
七
三

五
年
間

(
韓

)

1099 

阿
市
塔

( 特

拉 卡
拉 爾
拉 納

i i 殷

所三教洛| 地 軍在 (

說世上，特I ~ 所 這見
的 所 我 )。蘇i 執裝阿城
卡佔們由 9 敗勒|市﹒名 ，
爾領。知阿 10 ~ 法|托意
納l 可 道， 瑪 1 2 章IH 因|旬j 謂
股| 能它爾 . 14 人特1 --，
為! 與會納1 13 5 會條i 阿|
向加i 被文 12 ~。被 ~ .用
一上 亞| 件 缸，亦革是塔|
地 5 述| 及上會多l 客|洛l
方。 26 王突| 述是爾1 納|特|

43 提特l 地 凹老|罕I ~
“ 革摩1:方商|默1 :地 女
及技息| 皆王爾|區神
加i 特斯l 名放| 闋的 )
下丕三為格| 王一的

~ 12 肋世阿|的及座住
韓 21 色的市|駐其古所

26 爾記塔|守聯域。」

側
吼
叫
兩
國
也
可。
S
S
Z

已

S
ι
m
g
g
J

U
叫
M
M
m
少
/
F
O
E

S
E
n
g

」

附
嘴
一
一
箏
在
任
何
古
老的
文
化
及
宗
教
上
都
有

傳
說
記
收
諸
如
巴
比
倫
埃
及
波
斯
希
擻
及
羅
馬
等
都

有
附
晦
的
事
也
都
有
專
人
以
特
別
的
法
術
咒
語
來
驅

庭
中
國
白

不
能
例
外
至
今
邀
請
和
尚
道
士
來
念
佛
念

咒
驅
魔
的
習
尚
仍
盛
行
於
民
間
但
是
在
舊
約
中
部
向

來
沒
有
提
到
附
魔
的
事
所
以
這
襄
昕
講
的
祇
岐
於
新

約
的
範
圈

所
謂
附
礎
~

-
v不
外
是
惠
國
咀
佔
懷
柔
人
的
身
體



太陽，月亮 ， 星辰 ， 為近東古民族崇拜的對象(太陽神 「沙瑪市」

為男神，月亮神 「新」 為女神 o ) 

埃及人特崇拜的牡牛「阿丕斯」神



敬
為
多
產
的
女
神
0

美
的
女
神
，
在
巴
力
斯
坦
尤

馬
一帝
國
內
，
被
崇
拜
為
愛
和

斯
坦
，
以
及
日
後
希
臘
和
羅

述
、
巴
比
倫
、
埃
及
、
巴
力

星
「
維
納
斯
」
神
，
但
在
亞

「
阿
布
塔
特
」
女
神
原
指
金

巴
比
倫
所
崇
拜
的
萬
神



L 巴耳 l (原意謂主人)是

許多地方和城市所崇拜的土

地神。在巴力斯坦尤奉為體

產的男神。

L 阿舍辣 1 是 L 巴耳 1

的夫人為多產的女神。

作護身符的小神像 c



客納罕地丘毆上建立的神性，以求田地豐產

焚香的小祭壇
間
是
閉

目
耐
性
可

壇
U
m

祭
付
U

為
份
角
部
壇
的



-
直
接
統
制
他
的
主
富
肢
體
間
接
影
響
他
的
意
志
及
明

蚓
-
悟
之
意

(
瑪
9
臼
臼
悄
地自
谷
1

詞
)
經
師
們
及
耶
穌

-
的
門
徒
都
會
用
特
別
的
種
筍
來
驅
逐
惡
魔
(
瑪

"
u盯

-
b
m
m
n
u
)新
約
中
多
次
提
到
附
斑
的
人
有
時
單
獨

-
h出
現
有
時
三
五
成
軍
(
瑪
8
M

路
7

剖
)

這
些
一
附
魔
的
人
多
半
亦
帶
有
病
症
在
身
一
闖
一
音
上

清
楚
的
將
它
們
與
附
魔
分
辨
開
來
繳
摘
聾
啞
癱
瘓
等

(
瑪
4
"

谷
1

“
路
6

凹
7

剖
)
意
謂
耶
穌
一
方
面

治
好
了
他
們
的
病
症
另
一
方
面
給
這
些
一
病
人
驅
逐
了

魔
鬼
魔
鬼
本
身
在
受
耶
穌
的
驅
逐
時
公
開
明
認
耶
穌

的
超
然
權
威
及
他
是
天
主
之
子
是
聖
者
(
谷
1

訕
訕

參
見
谷
3
u

5
7

路
4

M
U
)
宗
徒
們
也
由
耶
穌
得

到
了
極
踐
的
權
能
(
宗
5
H
8
7

的
H
U
W

臼
)

惟
理
論
者
否
認
福
音
上
的
附
處
事
蹟
並
謂
那
祇

是
一
些
自
然
的
病
者
(
如
患
歇
私
的
里
及
副
爛
爛
症
者)

但
因
這
種
病
人
的
表
情
荒
唐
古
怪
而
當
時
的
人
又
不

知
其
所
以
然
淤
是
歸
咎
於
魔
鬼
而
耶
穌
則
利
用
了
人

們
的
這
種
心
理
以
他
偉
大
高
尚
的
人
格
將
這
些
一
病
人

蠻
好
故
與
驅
魔
一
事
全
然
無
關
但
是
如
果
我
們
注
意

耶
穌
自
己
的
言
論
及
立
場
便
知
道
惟
理
派
的
這
種
陳

腔
濫
調
是
不
能
成
立
的
耶
穌
的
敵
人
法
利
塞
黨
人
就

會
控
告
耶
穌
仗
恃
具
耳
則
步
來
驅
魔

(為
9
H

U
叮
)

並
謂
耶
穌
本
身
即
附
魂
在
身

(若
7
m
8

“
自

ω
目
)

耶
穌
斥
他
們
的
設
法
無
知

可
笑
並
謂
附
魔
一
事
完
全

是
貝
耳
則
步
的
惡
作
劇

(
瑪
也
甜
甜
谷
3

臼
|

抽
路

口
口

甜
見
若
8

“

m
n
)
惡
魔
與
他
的
神
國
完
全

重i\ 1101-1107 

是
對
拭
勢
不
兩
立
的(
見
釗
3
u
5

7

刷
刷4
叫
“
)

。

(
韓
)

M
E團

B
E
J

凹
划
剛
之
水
源
很
是
貧
志
因
此

1

口
m
H
f
E
z
i
凶
、

)
，

、
很
需
要
雨
量
它
的
雨
季
大
都
是

在
十
月
至
四
月
之
間
夏
天
則
很
少
下
雨

(
撒
上
也
口

刊
)
雨
季
中
的
雨
份
又
有
早
雨
冷
雨

及
晚
雨
之
分
自

十
月
中
旬
至
十
一
月
中
旬
所
落
下
的
雨
謂
之
早
雨
平

常
雨
量
不
太
強
大
但
可
使
夏
季
乾
旱
的
土
地
瀏
濕
滲

透
正
好
是
農
作
物
的
播
種
時
期
冬
天
於
十
二
月
及
正

月
間
所
下
的
雨
謂
之
冷
雨
它
的
主
要
的
作
用
是
將
盆

地
戊
自
然
的
或
人
為
的
蓄
水
池
灌
識
以
備
人
畜
之
用

並
旦
因
為
這
次
的
雨
量
頗
大
可
將
不
少
山
上
的
土
壞

帶
往
低
處
供
農
民
開
發
利
用
種
植
三
四
月
闊
的
雨
謂

之
晚
雨
它
為
農
作
物
的
生
長
及
美
瀚
的
收
穫
且
是
不

可

缺
少
的

(
亞
4
7
)
而
收
割
時
期
的
雨
且
是
不
受
歡

迎
的
因
為
可
使
成
熟
的
莊
緣
受
到
損
失

(
綴
必
1
)

見
巴
力
斯
坦

(
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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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人了一人石。 主J
)。物，坐位名，
至，蓋監敏是

於保|受友， 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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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的是的

見
前
條

「
離
棄
」
作
何
解
釋
學
者
們
意
見
各
國
貴
有
的
話
用
刺

革
羅
背
棄
了
信
德
反
叛
了
教
會
但
更
確
實
的
說
法
似

乎
應
只
是
指
人
事
問
題
而

並
非
指
信
總
開
回
國
而
言

見
赫
摩
革
乃
(
韓
〕

掰
仕
也1甜
"
且
心
(
可
F
F
F
H
E
L

人
。

叫4
1
)
用

「
可
而
且

1

=

-
J

i
y

」
4
」

/
、
的
」

或
消

「
跟
當

被
愛
的
」
是
同
依
默
納
約
倡
導
異
端
邪
說
的
人
物
保

祿
特
別
警
告
蚓
別
個
對
他
們
應
提
高
密
惕
(
弟
後
2

叮
抽
)
因
他
們
愛
誤
解
保
祿
的
話
比
如
依
搜
羅
6
4

u

鷗
2
U
H
3
1

等
處
強
調
復
活
就
是
信
友
在
懷

受
洗
禮
後
已
開
始
的
新
生
命
故
此
復
活
不
是
一
種
真

將
實
現
的
事
實
而
只
是
一
種
精
神
方
面
的
革
新
捨
棄

舊
人
穿
上
新
人
之
意

(
韓
)

6
L
F
n
E
月
E
r
舟
，
\

/
是
羅
馬
的

別
扭
咧
攝
制
臨
刺
耳
叫
可

E
E
。
m
5

)
一
位
教
扎

喇
喇
在
他
的
書
信
上
會
特
別
問
候
他(組
的
問
)
由

上
下
文
看
來
可
能
他
的
妻
子
就
是
猶
里
雅
而
乃
勒
烏

及
其
姊
妹
則
是
他
們
的
子
女
按
照
古
羅
馬
文
件
這
個

名
字
在
那
些
被
釋
放
而
重
獲
自
由
的
奴
隸
中
是
很
普

遍
的
關
於
此
人
的
其
他
事
損
或
們
則
毫
無
所
知(

持
)

里一 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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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
士
所
佔
領
其
後
歸
入
培
爾
加
摩
王
阿
塔
路
二
世
非

出
個
劃
酬
(公
元
前
一
五
九
l

一
三
八
)
的勢
力
範
圍

並
以
閻
王
的
名
字
命
名
為
非
拉
德
非
雅
(
今
名
是
阿

拉
|
關
科
研)因
為
它
地
勢
險
要
通
中
又
是
斯
米
納
與

嘲
諷
叫
摩
之
間
的
交
通
要
道
更
是
哥
羅
森
通
往
撒
爾

德
的
必
經
之
地
區
此
其
商
業
文
化
經
濟
蒸
蒸
日

上
成

為
當
時
的
重
此
公
元
一
七
年
毀
於
巨
大
的

地
瓦
全
城

還
然
無
存
不
久
羅
馬
皇
帝
提
庇
留
命
令
重
建
新
絨
並

改
名
為
制
訓
喇
喇
雅
其
重
要
性
可
見
一
斑
若
望
自
帕

蚓
酬
所
寫
的
七
封
信
件
之
一
就
是
寫
給
此
城
徽
合
的

(
默
1
u
3
7

|

間
)
信
中
盛
讚
信
友
們
忍
受
猶
太

人
迫
害
的
毅
力
反
忠
貞
不
撓
的
精
神
致
命
聖
人
依
納

爵
亦
會
對
此
域
的
教
友
袋
獎
不
已

二
剛
劃
子
民
的
首
都
蚓
叫(見
撇
下

U
I
)
在

制
酬
文
化
時
代
被
稱
為
蚓
副
總
非
雄
心
「
十
城
區
」
的

十
個
城
市
之
一
亦
即
現
今
約
但
王
國
的
首
都
阿
曼

見
十
城
區

(
韓

)

:蛙:1L 

九
畫

戶戶-一要; 星 11個

五、 二、 .l~
撰呂| 一 保| 保| 生會
述言: 祿| 祿| 論自已
保I~ 保 與的 '1切E
綠|料綠基 著
傅1 來傳 督。空 ; 232
2己 t草 草E 二「吉』
的 保|ω 〉
:4 祿I ;..穹
詣 的苟且
宜 解 gh
究 經 古
是 學'"
i屆 四、 )
自 保|論 : 本

己 祿|一戶、 文
章'f. ~申保| 分
而 學祿| 別
重i 綱傅 J".j

信
和
路
加
所
著
的
宗
徒
大
事
錄
關
于
保
祿
替
信
如
希

伯
來
書
多
數
學
者
雖
說
不
是
保
祿
的
親
築
但
我

們
仍

值
以
為
是
他
的
一
位
弟
子
按
照
他
的
恩
怨
和
授
意
昕

一
編
寫
的
再
者
希
必
對
保
祿
一
生
最
後
歲
月
的
事
跡
所

提
供
的
一
些
一
資
料
雖
不
十
分
清
楚
知
是
非
常
寶
貴
的

史
料
關
於
批
判
學
者
否
認
為
保
祿
真
口
凹
的
厄
弗
所
蠻

和
牧
函
(
弟
前
後
和
鐸
)
我
們
仍
深
信
是
他
的
作
品

雖
然
宗
徒
似
乎
利
用
了
秘
書
過
此
希
弟
前
弟
後
鐸
四

害
與
其
他
九
書
羅
格
前
裕
後
迦
厄
哥
斐
得
前
得
後
同

棋
是
可
倍
的
史
料
關
于
宗
的

H
m史
性
談
們
可
取
認
路
加

有
時
按
他
的
神
學
旨
趣
去

一編
排
然
而
他
昕

一編
排
的
所

記
述
的
總
是
『
事
實
』
他
不
敢
捏
造
也
不
敢
作
傌

近
蚊
十
年
來
批
判
學
者
一
年
比
一
年
更
重
視
宗

這
本
荐
的
歷
史
價
倘
不
論
拔
宗
或
十
因
此
書
信
的
內

容
保
祿
性
格
的
表
現
在
各
書
內
是
一
致
的
他
的
活
動

他
的
門
徒
他
傳
教
的
結
果
在
這
些
一
史
料
來
源
上
也
都

是
一
致
的
換
旬
于
中
的
說
這
些
一
史
料
的
立
論
與
觀
點
雖
有

所
不
同
但
就
編
輯
保
祿
的
傳
記
來
說
都
互
有
補
遠
的

作
用
世
界
上
很
難
有
像
保
綠
那
樣
具
有
卓
越
天
玄
的

人
他
的
天
才
除
7
表
現
在
他
的
作
品
以
外
更
流
茲
在

他
的
傅
記
l

宗
徒
大
事
錄
之
中

按
照
舉
制
羅
罔
勢
的
名
言
就
如
泥
土
中
有
時
也

可
以
找
到

一
些
一
金
子
同
樣
在
傌
經
裝
有
時
也
可
以
成

到
一
些
新
奇
而
具
有
歷
史
價
值
的
證
物
普
通
傌
經
的

歷
史
價
值
在
乎
它
們
反
映
著
作
時
代
教
會
的
一
部
份

情
形
和
觀
點
或
是
某
異
端
教
派
的
風
氣
和
思
想
有
關

聖
保
穢
的
悅
經
可
說
是
沒
有
什
麼
M
m央
領
仙
現
在
把

重
要
的
傌
經
寫
在
下
面
因
為
其
中
包
含
的
一
些
一
傳
說

可
能
是
越
目
的
事
實
的
演
變
這
些
一
偽
經
是
一
間
陣
線
大

事
錄
(kp
n
Z
F

巴
)
二
保
祿
與
成
客
拉
嗔
錄

(
〉n
H
E

F
E
E
R

吋
}
H
O
n
-
凶
。
)三
格
林
多
人
致
保
驗
告
四
保
祿

致
格
林
多
第
三
番

(
開H
V
E
g
-
"
(
U

。
『
胸
口
已
M
恥
。E
B

且

可
E
Z
S
2
3

口
口
且
的
。
立

R
E
S
H
H
H
)五
致
勞

狄
刻
雅
替

(
何
可MS
E
且

F
E
去
8
5
2
)
六
保
械

和
辛
尼
加
的
來
往
信
札
(
白
。BB
O
B
E
B
O

可
臣
"
。-P
E

M
V
凶EE
o
n
切
hH
D
o
n
m
w
m
)

現
代
一
些
一
史
學
家
主
張
從
米
市
納
(
云
:
Z
R

M
M
M
品
。
〉

Z
H
V
口
y
-
N
)
內
也
有
暗
示
保
祿
的
1

比

述
照
筆
者
的
志
見
米
市
納
的
心
太
廣
泛
不
容
易
使
人

看
山
孩
處
作
者
暗
示
的
是
你
心

第
二
第
三
世
紀
厄
彼
翁
的
著
作
3
月

旬
g

開
玄
。
，

已
宮
門
E
U
)中
亦
有
關
於
研
究
保
祿
的
記
述
不
過
這
些
一

記
述
能
顯
示
當
時
教
會
內
一
些
一
團
體
對
保
綠
傳
品
的

觀
感
和
看
法
但
絕
狗
不
能
將
這
些
記
述
作
為
研
究
保

祿
的
史
料

(
甲
)
保
機
傳
圳
特
仆
誕
生
划
迫
山
市
教
會

「
或
是
猶
太
人
生
於
益
型
基
雅
的
塔
爾
魚
和
迫

城
l
|

嘲
即
撤
制l
|

長
大
﹒....• 

受
教
於
蚓
瑚
盟
副

足
前•..•.. 

」
(
宗
2
2

)
保
綠
用
上
面
這
些
謂
是
向

您
動
手
捉
拿
他
的
耶
路
撤
冷
行
帶
來
閉
目
-
a
明
自
己
的

出
生
和
來
歷
他
承
認
自
已
是
一

個
猶
太
人

但
不
是
在

瀏
蚓
墓
地
而
是
在
國
外
的
蚓
喇
喇
峻
誕
生
的
且
歪
倒



-
猶
太
儀
民
塔
爾

來
城
從
瑪
加
伯
時
代
截
住
有
許
多
有

制
~勢
力
的

制
刻
人
議
傳
說
制
制
的旭
先
是
從
封
成
蚓
蚓

司
，

l

~
(
白
白
丘
之遷
來
塔
爾
索
居
住
的
(
∞
-
E
o
g
a
B
E-

-
巳O
J
h
S
E
E
E
r
g

-
M
H
H
V
F
M
A
M
-B
HJ可﹒
)
可
能
在

羅
馬
護
民
{
呂
安
多
尼
任
期
內

取
得
了
羅
馬
國
甜
甜

在
公
元
初
保
線
在
這
座
民
族
雌
雄
處
的
都
市
裳
誕

生
了
他
與
耶
穌
可
說
是
同
時
代
的
人
保
綠
原
屬
於
本

雅
明
支
派
他
的
父
母
或
許
寫
紀
念
這
支
派

所
出
的
撒

鳥
耳
君
王
便
給
他

起
了

一
個
猶
太
名
字
叫
撒
鳥
耳
l

l

A可
依
希
腫
文
音
譯
作
掃
祿
和
一
個
羅
馬
名
字
保
祿

-
-
-
意
即
「
微
小
的
」

保
棘
的
父
母
是
很
熱
心
的
猶
太
人
屬
法
利
鑫
黨

因
此
在
保
祿
誕
生
後
第
八
天
就
給
他
行

了
割
禮
並
在

他
長
大
時
郎
刻
使
教
以
梅
瑟
的
法
律
和
趙
先
的
迫
訓

(
羅
口
1

斐
3

5

l

e

宗
叫
“-
-

s

等
處
)
根
鐵
祖

先
的
傳
授
保
祿
五
六
歲

時
便
開
始
誦
讀
聖
經
十
歲
時

就
研
究
米
市
納
和
從
事
學
習
編
織
帳
峻

的
手
益
(
宗

時
3
)喇

喇
宗
徒
後來
時
常
誇
耀
自
己
的

手
藝
(
宗
m

M

格
前
4

站
得
前
2
9

得
後
3
8

等
處

)
就
如
他
時

常
誇
耀
自
己
的
羅
馬
國
籍
一

樣
(
宗
“
盯
|

油

等
處
)

因
為
這
手
藝
如
同
羅
馬
國
給
大
有
助
於
他
的
傳
敘
事

業
一
來
使
他
能
自
給
而
不
依
賴
他
人
二
來
使
他
能
更

容
易
與
社
會
人
士
多
接
觸
保
線
在
塔
爾
索
除
了
辨
業

投
會
堂
的
學
校
外
似
乎
還
讀
過
希
臘
學
校
因
為
他
的

希
臘
文
寫
得
很
流
利
益
法
繼
渾
有
力
除
非
正
式
受
過

主f) L 1108 

喇
喇
勵
教
書
則
決
不
會
有
如
此
的
進
毛
主
恥
天
才
的
喇
喇
在
叫
樹

爾
索
港
見
到
了
各
國
各
地
屬
於
羅

馬
帝
國
或
不
屬
於

羅
馬
帝
國
的
人
民
在
大
街
小
巷

內
看
到
了
異
教
人
舉

行
的
儀
式
和
遊
行
聽
到
了
各
黨
各
派
的
哲
學
理
論
如

蚓
針
眼
例
蚓
叫
配
制
問
到
等
各
派
所
講
的
位
理
其
中

尤
以
蚓
劉
叫
學
派
在
話時
的
蚓
喇
喇
域內
擁
有
極
大

的
勢
力
他

們
在
奧
古
斯
都
朝
廷
內

有
兩
位
括
有
名
的

哲
學
家
即
阿
式
諾
多
洛

(
〉
岳g
。
已
。
『5
)
和
訥
斯

托

(
Z
g
g門
)就
大
體
說
當
時
的
塔
爾
索
是
一
座
極

重
視
學
街
的
城
市
斯
特
辣
波
說
「
羅
馬
充
漏

了
自
亞

廢
品
X
E
亞
和
制
劑
剩
兩
城
來
的
學
者
」(
T
E
E

M
-
〈

M
.
E
.
-
u
﹒
)為
此
保
祿
的
辦
論
法
多
少
也
可
能

受
了
斯
多
喝
學
派
辯
論
法
的
影
響

(
見
後
)

保
綠
十
五
六
歲
時
便
到
耶
路
撒
冷
在
加
瑪
旦
耳

級
師
足
前
研
究
聖
經
由
此
可
見
保
蔽
的
父
母
判
於
子

女
教
育
的
熱
忱
另
一
方
面
也
可
以
看

山
他
的
家
庭
必

是
一
個
小
康
之
家
旅
宗

幻
M

保
祿
還
有
一
個
姊
妹
住

在
研
制
制
冷
另
外
有
一
種
臆
此
說
喇
喇
的
父
親
或
保

祿
全
家
在
保
祿
於
耶
京
求
學
時
也
搬
來
學
京
居
住
﹒. 

••
. 
這
種
說
法
只
是
膀
說
部
無
根
按
保
祿

有
名
師
加
瑪

里
耳
當
他
的
教
授
在
經
學
和
道
德

上
突
飛
猛
進
大
有

一
日
千
里
之
勢

(
參
閱
迦
1
H

宗
n
s
s
問
|

的

等

處

)
他
從
叫
做
師
加
溝
里
耳
學
得
了
經
典
的
精
義
解
經

的
方
法

(
見
下

)
和
祖
先
的
退
教

間
恨
岫
輝
以
民
的
風
俗
男
子
到
了
十
八
歲
便
要
結
婚

成
家
立
業
然
而
保
祿
如
同
一
些
一
著
名
的
經
師
一
樣
以

制
割
的
「
托
辣
」
為
自
己
的
「
學
潔
新
娘
』
如
此

他
便
將
自

己
完
全
奉
獻
給
夫
主
終
身
示
娶

(
格
前
7

8

)
原
來
當
時
在
厄
色
尼
派
和
谷
木
蘭
團
體
中
守
貞

的
風
氣
極
其
盛
行
因
此
保
祿
矢
志
守
伐
木
算
是
-
件

奇
事

保
線
在
研
究
車
經
粵
菜
之
後
便
問
到
塔
爾
案
例

是
由
於
他
的
熱
心
和
他
在
雪
京
與
經
師
及
司
祭
等
所

有
的
交
誼
似
乎
每
年
都
到
車
城

去
就
年
代
初
歷
史
的

背
景
來
說
他
在
公
元
二
九
年
或
三
0
年
土
可
能
見
到

耶
穌
並
且
有
些
現
代
的
學
者
根
線
格
前
9
1

的
8

及

做
後
5
時

等
處
的
記
就
認
為
他
質
在
見
到

了
主
耶
穌

不
過
大
多
數
學
篇
很
婊
聖
經
的
重
要
意
義
如
反
對
這

種
說
也
凶
為
制
前
9
1

初
的
8

兩
處
僅
指
喇
喇
在
大

蚓
刮
胡
近
郊
看
見了
叫
做
法
的
耶
穌
至
於
格
後5

時
有
心

思
是
說
喇
喇
私
歸
化
之
前
只
悠
肉
眼
判
斷
耶
穌
即
消

只
做
綠
世
俗
人
的
見
解
判
斷
耶
穌
否
治
他
是
以
色
列

民
族
所
期
待
的
默
西
亞
但
是
保
祿
歸
化
後
即
刻
承
沼

耶
穌
是
默
西
亞
是
人
類
的
救
主
是
天
主
的
車
子

基
於
上
述
我
們
不
能
不
讚
瑛
天
主
的
無
上
智
慧

因
為
他
為
向
世
界
文
化
最
高
的
希
臘
羅
馬
傅
錫
福
音

特
還
山
了
保
祿
傲
自
己
「揀
選
的
器
血
」
(
宗
9

臼

)

的
權
保
祿
山
生
地
受
了
希
伯
來
希
酸
和
羅
馬
三
種
文

化
的
影
會
而
他
也
就
被
這
三
種
文
化
的
黨
陶
成
為
一

個
多
-
u
d
多
螢
的
偉
大
宗
徒
巾
必
保
祿
具
有
天
聰
與
活

動
的
廣
潤
因
此
他
對
於
外
邦
人

的
缺
點
和
優
點
瞭
如

指
掌
(
總
1
l
3
)
知
道
外
M
m
人
尋
求
天
主
的
接
度



好
像
願
意
觸
臨
睡
到
天
主
尋
找
到
天
主
(
宗
叮
盯
)
再

者
保
祿
憑
著
自
己
羅
馬
國
民
的
身
份
能
夠
隨
意
遍
遊

全
羅
馬
帝
國
他
雖
然
不
懂
住
了
語
文
但
是
他
除
了
精

通
本
國
的
古
今
語
言
l

希
伯
來
和
阿
刺
美
這
個
外
還
能

流
利
地
說
當
時
全
帝
國
最
通
用
的
希
臘
語
因
此
他
不

論
到
那
襄
去
都
能
向
猶
太
僑
民
及
外
月
有
知
誠
的
人

士
宣
傳
福
音

研
究
「
外
邦
宗
徒
」
好
像
在
他
本
人
身
上
可
以

找
到
一
些
矛
盾
的
地
方
這
點
我
們
可
以
用
他
自
己
所

說
的
4

來
說
明
「
但
我
們
是
在
瓦
器
中
存
有
這
喇
叭
貝

.

. 
」
(
格
後
4
7
)
從
格
前
2
3

裕
後
ω
1
叫M
e

-

H

迦
4
U
H

等
處
所
述
可
以
推
知
保
祿
的
身
體
並

不
十
分
健
康
他
經
常
患
有
一
種
慢
性
的
疾
病
常
阻
磁

他
從
籽
，
傳
教
工
作
有
一
桐
古
老
的
傳
說
說
保
祿
的
身

體
很
矮
金
口
若
望
說
保
祿
是
個
體
高
只
有
三
肘
的
人

(
白
。5
。

E

n

c
σ
E
-
3
)在偽
經
保
緣
與
武
客
位
宇

錄
中
作
者
這
線
形
容
保
肢
的
身
體
說
「
放
訥
息
佛
洛

看
見
保
祿
來
了
見
他
是
一
個
身
體
矮
小
的
人
頭
上
有

稀
疏
的
頭
髮
兩
腿
彎
曲
壯
鍵
有
力
雙
眉
相
連
日
間
晏
鈞

狀
和
結
可
親
有
時
他
顯
得
是
個
凡
人
有
時
他
的
面
貌

切
相
似
一
個
天
使
」

(
〉n
g

早
已
。
同
斗

Z
n
-S

H
HH
)

從
這
段
記
述
上
可
以
斷
定
保
祿
的
「
瓦
器
」
是
「
壯

士
岫
挺
有
力
的
」
否則
他
絕
對
不
能
三
十
年
之
久
忍
受
傳

一
敘
生
活
中
的
無
數
去
勞

(
格
徐
刊
)
固
然
有
天
主
的

刷
一由
自
認
可
減
輕
他
的
痛
苦
(
制
後
泣
，
)
，
但
且必他
堅
強

戶
的
意
，
志
也時
常
鼓
勵
看
他

的
肉
身
服

從
他
傅
敬
的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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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壯
志
在
這
個
「
瓦
器
」
中
存
有
一
個
獨
特
的
靈
魂

這
個
靈
魂
的
能
力
是
如
此
的
堅
強
以
致
有
些
一
近
代
學

者
愛
拿
「
唯
一
基
弩
之
後
的
第
一
人
」
的
名
旬
(
斗Z

P
其
生

R
H
Z
C
E
A
E
O
)來
演
美
保
祿
由
他
的
香

信
可
知
他
的
悟
司
具
有
直
觀
和
辯
澄
的
能
力
他
的
經

學
知
為
防
博
精
深
他
的
意
志
堅
強
天
生
有
作
領
抽
的

才
能
會
統
治
領
導
革
來
他
布
一
個
像
慈
父
的
心
有
時

更
像
一
個
慈
母
的
心
(
迦
4

時

間
格
前
4
H

臼
)
此

外
還
具
有
君
子
高
尚
風
度
和
俠
士
的
義
氣

保
緣
故
有
不
少
天
生
的
才
能
在
間
胞
中
他
的
學

問
日
有
進
步
遠
超
過
他
的
同
程

(
迦
1
H
)
乃
是
極

自
然
的
事
並
且
我
們
可
以
推
測
到
如
果
他
沒
有
被
耶

穌
選
拔
為
宗
從
他
一
定
會
倒
著
他
這
些
一
才
能
和
宗
教

熱
忱
而
成
為
一
位
著
名
的
「
辣
彼
」
與
他
的
師
傅
加

瑪
里
耳
和
希
肋
耳
阿
基
巴
等
徑
師
齊
名

保
線
在
被
耶
穌
選
拔
以
前
他
和
他
父
親
的
迎
您

僅
限
於
解
釋
天
主
的
法
律
這
是
無
可
置
疑
的
因
為

「
明
智
人
必
考
究
歷
代
古
人
的
智
慧
、
必
專
務
先
知
的

預
言
必
保
留
名
人
的

一言
論
必
領
悟
比
喻
的
妙
理
必
參

透
緩
言
的
真
諦
必
玩
味
商

-
f口
的
微
妙
他
山
入
於
偉
人

之
中
周
旋
於
王
侯
之
前
週
遊
異
民
的
邦
國
考
查
人
闊

的
善
惡
」

(
德
"
-
-
s

)

(
乙

)
迫

害
教
會
及
歸
化

公
元
三
四
五
年
在

耶
路
撒
冷
教
會
中
出

了

一
位

于
小平
凡
的
人
物
名
叫
斯
德
望
路
加
記
載
說
「
斯
德
望

充
浦
恩
寵
和
德
能
在
百
姓
中
顯
大
奇
的
叫
行
大
飯
兆
」

(
宗
6
8
)
由
於
斯
德
望
傳
教
熱
心
信
友
的
數
目
R

漸
增
多
甚
致
有
許
多
司
祭
也
信

h
t
v了基
督
的
教
會
此

外
那
些
一
在
雪
京
建
有
會
堂
的
基
勒
乃
亞
屋
山
大
里
亞

彗
星
拉
雅
和
亞
細
亞
人
飯
敵
不
過
斯
德
蜜
的
智
慧
就

怨
除
掉
他
便
唆
使
人
控
告
他
犯
了
褻
潰
梅
瑟
和
天
主

的
擇
當
時
在
基
里
基
雅
會
堂
中
有
一
位
名
叫
掃
祿
的

最
憎
恨
斯
德
望
因
為
他
堅
信
雌
一
擁
護
天
主
權
威
的

方
法
是
消
滅
基
督
教
他
自
覺
已
有
企
乃
哈
斯
和
厄
里

到
所
有
的
熱
比
他
十
分
贊
同
把
喇
喇
劃
殺
死
並
且
要

親
眼
看
見
斯
德
望
被
人
殺
死
心
中
才
感
到
痛
快

(
宗

7

帥

8
1
)
後
來
保
祿
論
到
自
己
迫
虹
口
天
主
教
會
時

惑
慨
的
說
「
本
來
我
本
人
過

去
也
認
為
憋
遨
力
反
對

納
囝
肋
人
耶
穌
的
名

二
宗
必
9

亦
可
參
考
弟
前


H
)
的
雄
主
耶
穌
的
話
「
... 

a
並
且
時
候
必
到
凡
殺

害
你
們
的
遂
以
為
是
盡
恭
敬
天
主
的
義
務
」

(
若
的

2

)
完
全
縣
驗
在
保
祿
身
上
了
但
是
假
使
仔
細
一
間

喇
喇
究
竟
為
什
麼
要
攻
擊
基
督
的
教
會
可
以
答
說
有

兩
個
理
自
一
因
為
保
祿
以
為
耶
穌
是
一
個
假
默
西
亞

他
的
要
求
是
不
能
存
立
的
是
衷
，
頃
天
主
的
一
個
被
釘

在
卡
宇
梁
上
的
默
西
亞
為
猶
太
人
尤
其
是
為
身
寫
法

利
創
黨
徒
的
制
稅
是
一
絆
闢
石
並
且
依
照
斷
制

大
部

份
和
當
時
人
的
思
想
這
樣
的
默
西
亞
是
被
天
主
所
詛

咒
的

(
申

別

扭
扭
迦
3

臼
格
前
1

n
1

品

)
二
保
線

以
為
耶
穌
的
另
一

個
自
以
寫
是
「
天
主
之
子
」
的
要

求
更
是
狂
妄
自
大
他
怎
能
自
以
為

是
壞
除
舊
約

而
建

立
新
約
的
中
保
全
人
類
的
教
贖
者

斯
德
辜

的
所
以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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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q
m
F
吋
就
是
必
為
他
宣
講
制
到
法
律
是
暫
時
的
宣
稱
耶

穌
民
「
主
」
(
宗
7
H
1
的
參
閱
宗

2

抽
)
，
問
淤
這

兩
側
原
吼
叫
叫
才
瘋
狂
地
在
恥
制
刷
戚
在
制
叫
趴
在
蝴

焉
輛
輛
雅
和
敘
利
亞
極
力
仙
也
消
滅
基
督
的
教
會
(
宗8

1

1
3
9
2
1
3

詣
，
迦
l
n

絡
前
的
，
斐
3
6
弟

副

1
1
)

保
格
從
所
怖
的
基
賢
徒
的
口
供
裳
雖
然
一
天
比

一
天
逆
胡
心
識
耶
穌
的
默
西
亞
主
義
以
及
他
的
窄
的
叫
他

的
要
求
和
他
的
福
音
可
是
基
督
徒
的
口
供
初
被
拷
打

不
但
不
使
他
懷
疑
自
己
如
此
迫
害
「
天
主
教
會
」
(
迦

-

u
)
是
不
合
理
的
反
而
使
他
更
確
信
迫
害
「
天
主

教
會
」
是
晰
地
孩
的
那
麼
他
的
突
然
歸
化
決
不
是山於

幻
覺
更
不
是
自
然
現
象
而
是
耶
穌
復
研
奇
約
以
外
最

大
的
先
叫
做
這
一
還
要
科
質
在
宗
內
會
記
述
過
三
次
而

保
總
在
自
己
所
寫
由
信
內
至
少
也
促
及
過
七
次

(
心
不

9
1

1

扭
扭
3

!

血
泊
，
1

叩
迦
1

u
1

H
裕
的

9

1
M
US
格
後
4

6
斐
3
u
弗

3
7
8
弟
的
1
u

!

口
)
現
代
的
一
些
學
且
有
把
「
保
祿
的
歸
化
」
掌
關
改

成
「
保
祿
的
蒙
召
」
筆
者
招
為
「
歸
化
」
與
「
蒙G
H
這
兩

件
卡
是
分
不
闊
的
正
如
宗
徒
親
，H
所
講
論
的
(
迦


U
I

H
等
處
)
保
收
把
自
己
的
蒙
川
口
和
歸
化
完
全
歸

功
於
天
主
的
仁
茫
造
且
帆
n
M
K
白
己
的
歸
化
他
志
為
是

一
件
H
m
w
H
的
越
性
的
官
保
放
在
他
的
化
的
那
一
天
質

在
看
扎
了
咐
他
泊
的
耶
穌
其
時
他
不
做明
白
郎
穌
即
是

默
尚
昆
而
且
也
明
白
耶
穌
叫
是
天
主
的
獨
生
子
耶
穌

的
光
榮
仰
天
主
父
的
光
榮
保
祿

的
歸
化
不
是
倫
班
上

1108 

的
一
種
惚
改
貞
不
是
一
種
與
天
主
言
歸
於
好
的
感
情

上
的
改
變
l

他
從
來
不
怨
自
己
是
已
遠
離

了
天
主
|

。

，

而
是

一
純
「
啟
示
」
和
一
種
新
的
創
造
那
一
夭
夭
主
將

開
己
的
m
r
f
M
m
4
4
7
給
他
(
迦

1
時
)
使
他
約
微
領

悟
到
拉
佳
作
山
的
地
位
和
他
妙
身
的
與
做
使
他
不
利

成
了
例
桂
倚
從
而
且
還
使
他
成
了
例
基
持
的
侃
大
宗

'

。

，

徒
服
代
教
會
的
導
師
或
們
不
願
息
說
他
後
來
你
一
隔
音

時
所
諧
的
道
周
刊
迫
他
紅
大
為
仁
不
泣
划
看
到
耶
穌
的

那
一
天
凶
完
全
瞭
胖
了

-
-
N
R
卅
一
這
樣
的
說
法不
符

合
他
生
平
的
一J
鬥
行
l
|
机
有
一
點
川
可
斷
言
耶
穌
的

一
一
這
一
顯
示
此
是
保
線
所
治
道
沌
的
來
源
和
他
後
半生

。

活
動
為
主
致
命
的
第
一
和
最
後
的
主
要
原
凶

(
川

)

你
做
時
划

所
消
「
你
的
帆
時
則」
H
正
如
你
此
峭
的
化
後

(
公
元

三
六
年
)
到
他
第
一
次
山
外
傳
教

(
公
元
四
四
四
五

。

、

年
)
期
間
的
一
段
時
則
從

一
迢
八
九年
的

一
段
時
期
內

保
線
為
其
將
來
所
鼠
的
你
大
使
命
在
學
科
引
導
之
下

。
2
，
'
，
》
》
‘
，

'
，

做
了
相
當
的

A
r怖
妝
新
約
的
招
收
他
在
這
幾

年
中
首

先
從
大
叫
士
來
古
倦
幅
古

(
山
科9
叩
)
，
以
後
去
了
剛

糾
怕
曠
野
從
那
M
K
市
M
釗
卜
人
馬t
革
久
叫
其
地
傳
惕

J
、
‘
'

，
、
‘
'

。
f
I
t
-
-
-
I
l
l
i
-


耶
穌
的
一
航
行
(
迦
1

口

計
9
叩
)
們
太

人
兒
保
險
歸

'
，

。

l
l
l

化
宣
傳
耶
穌
使
大
家
I

川
圳
心
把
他
除
掉
這
陰
品
為
保

祿
所
知
你
的
友
協
助
F

逃
山
了
大
馬
士
革
城
的
往
耶

路
撒
冷
到
見
怕
多
祕
去
了
(
山

4

小
9
且
|
品
格
後
口
自

d
'
‘
'
。

，

1
l
i
l
-
-
i
l
l

n

迦
1
M
)
可
是
從

附
峭
的
叫
做
泠
關
於
他
的
化的
F
門

'

。

徒
們
泣
L
l
分
懷
疑
的
他
有
所
畏
懼
巴
爾
納
伯
如
咐
他

去
見
了
示
徒
(
迦
1
H
H
)
品
蹤
了
他
們
叫
他
們
對

保
品
懈
可
以
完
全
放
心
在
嬰
京
保
綠
效
法
甜
苦
斯
德
望
也

品
是
為
了
彌
補
自
已
昔
日
參
加
深
古
他
的
罪
便
開
始

向
叫
他
在
耶
路
掀
冷
的
希
臘
化
館
太
人
宣
品
耶
穌
的

一
禍
古
盼
你
叫
你
你
山
於
耶
路
微
冷
的川
徒
u
t
H
怕
再
發
生

一
次
像
昕
德
吧

所
遭
遇
的
迫
得
叫
時

又
巾
於
主
耶
穌

在
聖
殿
內
告
訴
他
他
活
動
的

地
區
不
是
耶
路
撒
冷
而

是
遙
遠
的
外
邦
所
以
只
逗
留
了
L
l
五
天
便
離
闊
了
聖

城
間
到
自
已
的
故
鄉
塔
爾
索

去
了
(
宗
9
甜
『

抽
泣

保
祿
在
塔
爾
蒙
博
揚
一
福
音
有
五
年
之
久
並
旦
建

立
了
一
些
-
o
u
所(
而
不沾
自
叫

)
然
而
保
祿
總
覺
得

主
耶
穌
泣
他
到
外
那
人
中
傳
教
的
心
尚
未
應
驗

(
宗

忱
的
口
)
叫
回闊別
E
占
先
知

忱
都
俯
何
等
待
過
天
主
給

他
們
所
規
定
的
時
間
保
祿
也
得
等
待
約
在
公
元
四

三

年
巴
爾
納
怕
從
安
提
約
基
雅
到
塔
爾
采
去
找
保
祿
找

到
後
凶
刻
請
他
到
安
提
約
基
雅

去
但
任
傅
街
一
腦
血
目
的

工
作
因
為
那
裘
歸
化
基
督
的
外
邦
人
日
多
一
日
有
誰

比
保
祿
|
耶

穌
自
己
選
拔
的
外
邦
宗
徒
更
能
但
當

這
一
風
使
命
當
他

一
明
白
天
主
給
他
預
定
的
時
期
已
到

便
ω
刻
隨
巴
爾
納
伯
到
安
提
約
基
雅

去
了
在
這
城
巾

傅
做
一
福
音
服
侍
天
主
凡
一
年
之
久
這
一
年
在
保
祿
一

生
不
女
定
的
成
月
中
算
是
最
安
定
的
一
年
也
算
是
他

為
主
作
澈
的
前
夕

(
宗
U
H

M
)
不
料
保
線
在
安

城
傳
教
的
活
動
沒
有
多
久
使
中
斷
了
幾
個
星
期
因
為

他
和
巴
爾
納
伯
各
安
徒
約
基
雅
教
會
的
命
要
把
當
地



教
會
的
的
欺
送
往
耶
路
撒
冷
去

(
汶
口

盯
缸
)
他

們
兩
位
使
局
在
學
京
只
逗
留
了
幾
天
因
為
其
時
耶
路

掀
冷
的
教
會
正
遭
受
阿
絡
紮
帕
玉
的
迫
害
不
能
在
那

哀
久
留
英
且
安
提
約
基
雅
教
會
也
正
布
要
他

們
二
人

罔
來
凶
神
仙
一
廂
立
日
保
A怖
和
巴
爾
納
伯
在
耶
路
撒
冷

時
住

在
巴
氏
的
表
弟
馬
爾
谷
的
家
巾
二
人
任
務
完
成
後
使

帶
右
熱
心
的
馬
爾
谷
離
開
耶
﹒
爪
罔
安
城
去
了
仆
女
城

保
驗
和
巴
爾
納
伯
由
近
及
遠
向
外
邦
人
展
開

了
傳
教

的
工
作
，
這
一
創
舉
對
於
教
會
向
外
發
展
的
影
機
川
是
很

大
的

假
使
我
們
願
志
再
進
一
步
研
究
保
線
在
這
八
九

年
內
怎
線
準
偽
了
自
已
或
更
好
說
吾
主
如
何
損
做
了

自
己
的
宗
徒

去
完
成
他
所
貴
的
使
命
這
是

一
個
難
以

解
釋
的
問
題
因
為
沒
有
人
能
夠
明
瞭
保
線
和
耶
穌
闊

的
結
合
程
度
金
口
若
問
品
R
M
次
符
試
要
揭
開
這
個
泌

山
的
然
而
捏
一
人
也
感
到
這
是
語
言所
不
能
形
容
的
秘
密

妓
緣
也
只
好
寫
下
了
那
麼
簡
短
的
一
旬
『
保
祿
的
心

就
是
基
督
的
心
』
的
名
言

雖
然
切
此
我
們
仍
覺
得
有
些
事
情
多
少
是

可
以

向
放
后
解
釋
一
下
的
首
先
抓
得
及
們
注
意
的
是
雖
然

保
收
親
仆
看
見
了
紋
的
的
耶
穌
似
是
他
不
能
凶
此

而

經
視
或
不
顧
耶
穌
的
教
會
相
反
耶
穌
途
命
他
悽
受
洗

禮
加
入
教
會
他
在
進
入
耶
穌
羊
棧
之
後
便
急
切
詢
問

一
有
關
救
主
的
事
蹟
他
的
言
行
他
的
慘
死
和
他
的
彼
活

倒
一
他
歸
化
動
第
三
年
就
去
酬
蜘
撒
冷
拜
見
叫
劉
喇
從
漁

戶
夫
口
中
聽
到
了
耶
穌
的
福
音
和
他
的
-
生
唱
則
保
祕

1108 ,!f )L 

雖
然
很

H

叫
叫
做
惚
仰
和
宣
成
光
榮
的
耶
穌
但
如
果
放
們

制
改
他
的
占
而
那
麼
使
可
以
看
咐
他
也
到
心
為
川
穌

「
捉
血
肉
之
身
時
」
所
池
的
生
活
(
布

5
7
)
逗
餵

疑
是
他
巾
教
會
所
持
受
的
快
磁
再
且
也
保
你
一
怯
受
了

洗
禮
叫
刻
就
充
漏
了
學
艸
的
也
惕
和
命
也
成
了
一

個

屬
於
學
…
州
的
人
(
因
。
白
。MM
D
O
戶
旦
旦
古
巴
ω
H

切
可
R
Z
C

斜
，

E
)

「
風
州
的
人
」

(
格
的
3
1
)
即
是
時
常
受
學

神
引
導
和
法
受
塾
艸
奇
恩

(
仿
古
已ω
3
"
g
)
的
人

(
參
見
米
的
9

n
M
U
n
H
格
後
曰
9

迦
2
2

格
前

。

u
u
等
處

)
他
的
利
位
無
疑
與
起
些
一
辟
一
瓜
和
他的學

經
知
為
有
情
切
的
關
係
快
勾
心
叫
出
他
的
利
址
是
山
川
天

主
的
特
爪
學
教
品
口
的
教
圳
和
他
凶
博
的
聖
經
知
絨
培

。

美
山

來
的

他
眼
然
見
到
了
耶
穌
聽
釗

了
耶
穌
南
京
他
作
外
邦

人
的
米
從
那
麼
他
為
甚
麼
還
叫
賞
到
削
刺
的
曠
野
中
去

、
，
:

而
不
占1
ω
去
釗
遠
方
外
沁
人

那
衷
岫
神
仙
瞞
止
日
山
間
必
這

個
問
題
敬
父
們
已
街
了
最
好
教
你
切
的
答
說
現
在
公

敬
和
非
公
敬
的
學
者
都
甘
心
為
再
你
切
沒
有
了
得
了
大

馬
士
革
的
顯
示
以
後
保
你
如
同
的
瑟
厄
里
頭
等
人
一

緣
前
要
一
個
女
靜
能
專
拉
伯
祈
峙
的地
方
衍
在
祈
禱
和

'

，
‘
，
》
3
‘
'
，

'
‘
《
4
2
3
、

。

，

靜
觀
巾
把
的
川
約
與
新
約
做
一
番
比
較
結
娘
在
泣
線
的

比
較
中
他
發
現
耶
穌
的
一
禍
音
是
岫
佩
服
人
類
的
無
可
比

擬
的
偉
大
力
且
是
天
主
向
世
人
所
發
表
的
最
後
而
具

。

2
》
》
》
'
、

有
法
定
性
的
神
聖
道
理
他
又
發
現
值
約
所
有
深
奧
意

義
不
是
為
他
同
胞
的
「
妹
彼
」
所
能
翅
解
的
必
須
在

緝
此
目
的
光
州
F

才
能
有
所
啟
示
換

z
一
鬥
之
的
約
的
永
遠

伯
伯
只
有
在
福
音
的
光

M
A
F
J能
以
快
山
來

的
鬥
約
的
木
卅
注
冊
「
上
主
的
u
f

」
「
天
主
的
關
」

默
西
亞
論
以
民
的
被
封
選
﹒
... 

逗
一
切
大
道
現
代
新

約
內
或
更
為
純
粹
或
個
時
釗
了
際
驗
保
除
在
阿
刺
的
們
喊

野
和
在
塔
爾
索
所
池
的
沉
思
成
月
與
他
日
後
傳
教
所

過
的
忙
碌
生
活
同
樣
在
教
會
的
傳
教
與
研
究
上
發
生

了
口
大
的
影
響
與
爪
範
作
則
似
收
真
是
「
惟
一
拉
峰

之
後
的
第
一
人
」

保
放
在
第
一
次
開
始
山
外
傳
教
以
前
他
被
提
斤

到
了
第
三
婦
天

上
見
到
了
天
主
學
三
領
悟
了
天
主
赦

敵
人
類
的
仰
大
此
創
(
他
後
門M
I

6
)
亟
此
可
以

品
他
已
有
了
你
澈
的
完
備
的
縱
驗
能
將
耶
穌
的
中
h
忱

傳
給
外
邦
人
君
王
和
以
色
列
子
民

(
宗
9

臼

)
他
從

此
以
緣
也
感
覺
到
自
己
所
寫
的
和
所
依
峭
的
道
理
已
不

是
肉
已
的
心
而
是
天
主
的
1

州
(
迦
1
H

M
)

(4

]
)

傳
教
生
的

保
心
峭
的
傳
教
生
活
可
以
說
正
式
閱
始
於
公
元
凹

五
年
當
時
學
斜
對
安
提
約
基
雅
教
會
的
首
長
說

- i

你

們
給
放
選
拔
山
巴
爾
納
伯
和
掃
祿
來

去
行
我
叫
他

們

要
行
的
仁
作
」
(
宗
口

2
)
保
絨
的
傳
教
從
此
開
始

-
t跑
到
公
元
六
七
年
在
羅
馬
城
郊
外
殉
難
之
日
為
止

他
的
傳
教
生
活
是
積
極
驚
險
和
銀
苦
的
這
可
以
從
宗

和
他
的
書
信
中
見
到
古
今
的
經
學
家
經
常
把
他
在
這

二
十
年
內
所
做
的
事
和
遭
遇
分
為
下
列
幾
個
時
期
~

三
次
傳
教
行
程
二
凱
撒
勒
雅
的
囚
榮
三
羅
馬
之
行
間

羅
馬
的
悶
榮
五
晚
年
的
裝
跡
和
馮
主
致
命
准
也
不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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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這
種
分
勸
不
是
根
磁
史
資
的
程
序
而
且
這
種
分
法

為
明
白
保
蜍
宗
徒
的
壓
史
及
其
辦
學
的
發
展
是
有
極

大
的
幫
助
的
可
是
在
此
我
們
不
願
意
多
記
述
他
在
這

二
十
餘
年
所
作
的
事
只
打
算
比
較
有
系
統
地
提
州
那

些
使
讀
者
更
容
易
了
解
保
祿
的
精
神
和
他
傳
教
裝
業

的
原
動
力
與
效
果
的
事
跡

蘭
運

(F
B
Z
Z
曾
多
次
記
述
保
祿
自
從
歸
順

耶
穌
以
後
尤
其
在
耶
路
撒
冷
聖
殿
再
次
見
到
耶
穌
和

聽
到
他
所
說
的
「
你
去
因
為
我
要
打
發
你
到
遠
方
外

邦
人
那
裘
去
」

(
d
mm
n
)
的
那
句
話
以
後
他
便
憑

著
羅
馬
國
民
的
身
份
矢
志
傳
教
使
羅
馬
金
帝
國
都
歸

順
主
耶
穌
這
種
論
調
不
論
如
何
美
妙
總
不
能
完
全
表

明
保
祿
的
宏
國
壯
志
保
祿
宗
徒
不
但
殷
切
盼
望
羅
馬

帝
國
歸
順
救
主
而
且
更
盼
望
天
下
海
民
都
接
受
嬰
恩

歸
屬
耶
穌
名
下

(
羅
l

s

格
前
的
臼
弗
3

等
處

)
羅

馬
帝
國
的
國
界
事
質

上
限
制
了
保
棘
的
活
動
可
是
從

另
一
角
度
來
講
它
們
不
能
限
制
保
祿
的
志
願
保
祿
傳

教
雖
未
越
過
羅
馬
帝
國
的
國
界
然
而
他
的
心
卸
很
多

次
飛
到
其
他
不
屬
於
羅
馬
帝
國
的
民
族
那
里
安
提
約

基
稚
的
尼
革
爾
西
漏
和
厄
提
約
本
雅
甘
達
刻
女
王
的

太
監
(dF
M
Z
8

盯
)
的歸
化
為
保
祿
常
是
一
種
激
勵

願
基
督
君
臨
天
下
為
要
達
到
這
個
目
的
保
祿
才
被
選

寫
耶
穌
的
宗
徒
保
旅
雖
然
在
生
存
的
時
期
未
能
實
現

這
個
理
恕
但
是
教
會
必
能
質
現
這
個
理
您

(
弟
前
3

臼
)
並
且
在
教
會
內
將
要
出

現
許
多
效
法
偉
大
宗
徒

保
祿
的
使
徒
他
們
要
迅
迷
引
導
萬
民
歸
順
基
督

重;J L 1108 

保
祿
非
常
喜
歡
「
宗
徒
」
這
稱
說
喜
歡
這

稱
號

的
含
意
又
喜
歡
自
稱
寫
士
兵
(
弟
後
2

3

|

4
)
明

智
的
建
築
師

(
格
前
3

刊
)
叉
E
把
自
己
為
益
宗
徒

職
務
所
受
的
勞
苦
當
作
司
祭
所
獻
的
供
物

(耀
的

H
)

因
此
根
按
他
的
恩
怨
他
任
祖宗
徒
的
職
務
熱
心
如
獻
祭

的
司
祭
勇
敢
如
耶
穌
的
士
兵
明
科
知
聰
明
的
娃
築
師

如
果
注
意
這
位
明
智
的
建
築
師
的
傳
教
方
法
便

可
看
山
他
的
傳
教
方
法
有
三
個
主
要
原
則
一
先
在
猶

太
人
會
堂
中
宣
講
一
抽血日
因
為
這
是
選
民
的
特
權

(
羅

-
H
)
同
時
猶
太
會
堂
又
可
以
用
來
作
為
宣
講
一
福
音

最
適
宜
的
根
拔
地
二
特
別
選
擇
省
會
大
都
市
交
通
要

道
作
為
宣
講
一
職
音
的
中
心
這
樣
一
福
音
的
真
光
就
自
然

很
快
地
傳
達
於
四
方
三
他
所
決
定
的
計
創
無
論
如
何

周
詳
但
一
知
道
天
主
學
科
另
有
所
決
定
使
即
刻
俯
荷

順
從
在
第
二
次
傳
教
的
行
程
中
像
這
樣
的
例
子
就
非

常
明
顯
(
宗
的
e

l

u
)

最
後
保
祿
所
採
取
的
傳
教
策
容
是
一
種
彷
彿
鉗

形
的
攻
勢
他
想
從
東
方
和
從
極
端
的
西
方
攻
破
羅
馬

l

當
時
的
世
界
京
都
(
羅
的
u
!

H
)
他
劫
沒
有
想

到
會
有
意
外
的
事
阻
止
他
實
現
這
個
戰
客
計
釗

保
祿
向
猶
太
同
胞
宣
講

一福
音
常
遺
失
敗
向
外
教

人
宣
講

一福
音
也
多
次
失
敗

(
宗
口
臼
l

H
)
但
是
我

們
所
說
的
失
敗
在
保
旅
看
來
划
是
天
主
的
聖
志
是
天

主
要
他
到
別
處
去
成
用
別
的
方
法
去
傳
教
作
收
的
收

士
雖
一
時
失
敗
糾
為
統
帥
的
君
王
基
督
必
永
遠
得
勝

永
遠
為
王

喇
喇
傅
驅
直
目
有
兩
種
方
式
三
權
用
來
取
向
州
川
圳

人
及
其
歸
依
者
宣
講
話
音

Z
d
mU
H
1

口
)
三
他
用

來
專
向
外
邦
人
傅
佈
一
抽
血
日
(
自
d
m
M
H
-
H
U
n
刮

得
前
1

，
"

等
處

)
在
第
一
種
方
式
內
宗
徒
給
騰
飛

誰
明
耶
穌
是
天
主
所
的
心
血州
的
以
周
身
在
第
二
種
方
比

內
給
聽
眾
就
明
耶
穌
是
天
主
所
作
派
的
叔
位
主
心
中

在
某
地
方
國
他
的
宣
講
有
了
仙
仰
而
耶
穌
的
人
他
便
A
T

備
他
們
推
受
洗
禮
在
給
他
們
付
洗
的
後
也
妓
或
閱
伸
向

給
他
們
講
解
教
理
部
所
謂
的
「
教
理
講
授
」

(
凸
詞
話
，

n
y
g
z
〉
M
U
S
S口
2
)
保
祿
在
自
已
的
書
信
中
偶
爾
也

提
到
了
這
種
「
教
理
講
授
」
及
其
內
容

(
參
閱
括
6

1
3

迦
5
H

1

站
得
前
4
1

!

悶

格
前
的
1
H

經
6

口

等
處

)

保
線
所
以
能
夠
隨
處
施
教
必
丘
地
方
教
會
不
叫
起

因
為
他
有
口
才
或
學
問
而
是

N
m
川
他
如
古
時
的
先
知

一
樣
是
「
屬
於
逗
帥
的
人
」

(
〈
月
∞
宮
丘
吉
ω
)他
付

給
格
林
多
的
信
友
們
寫
道
「
致
的

-
一
一
一
口
論
和
我
的
也
門
必

並
不
在
於
智
叫
甘
心
動
聽
的
言
司
而
是
征
於
里
神
和
他
的

能
的
表
現
」

(
裕
前
2
.
)
保
祿

一
一這
話
使
我
們
明
白

他
成
功
的
最
大
原
因
所
在
保
般
在
各
地
方
娃
女
教
會

多
是
誰
學
帥
的
德
能
比
如
在
街
喇
喇
喇
烏
喇
喇
非
聖

棘
的
總
能
使
厄
呂
瑪
雙
目
失
明

(
宗
u
s
1

凹
)
在

厄
列
所
天
主
站
站
著
保
祿
的
手
行
了
你
事
與
能
甚
至
人

把
保
收
所
間
的
手
巾
和
悶
巾
一
以
在
病
人
身

上
的
和

您
腿
部
立
即
離
去

(
宗
m
m
u
u
)仙
也
會
親
H

此
做

自
己
的
信
友
要

-他
們
時
常
恕
念
a
M
已
領
洗
時
所
次
受



的
恩
寵

(
格
前
1
7

位
-
M
裕
後
白
迦
3
2
3

得
前

1

5
等
處
)
總
而
言
之
保
祿
傳
教
的
工
作
正
是
舉
艸

德
能
的
表
現

保
緣
與
信
友
保
綠
傳
教
在
基
督
內
孕
育
了
許
多

信
友
他
們
是
永
遠
存
在
於
宗
徒
心
中
的
「
你

們
常
在

我
們
心
中
甚
至
於
同
死
同
生
」

(
絡
後
7
3
)
他
將

自
己
視
作
信
友
的
父
親
偶
爾
也
把
自
己
看
作
他
們
的

母
親
(
格
的
4
時

迦
4

凹
)

耶
穌
在
世
時
稱
自
己
的
宗
徒
為
「
孩
子
」
(
右

口
自

)
保
祿
通
常
愛
稱
呼
信
友
為
「
兄
弟
」
但
是
他

對
待
阿
拉
個
友
的
心
腸
常
是
如
慈
父
的
心
將
設們
只
要
讀

得
前
姿
和
質
等
告
便
可
一
回
了
然
有
時
他
也
稱
佑
←
氏

為
「
兒
子
」
他
常
為
自
己
的
神
子
祈
站
也
要
求
他
們

為
自
己
祈
禱
他
把
自
已
的
希
望
困
雌
雄
和
計
釗
都
告
訴

他
們
廠
與
他
們
共
甘
苦
他
既
然
知
道
活
若
為
他
就
是

基
督

(
斐
1
剖
)
所
以
他
敢
對
他
們
說
「
你

們
孩
效

法
我
切
我
效
法

了
基
管
一
接
」

(
格
前
口

1
)
保
棘

愛
信
友
如
同
自
己
的
子
女
信
友
也
愛
他
如
慈
父
當
保

線
在
迦
拉
達
患
病
時
如
前
耍
的
」
信
友
就
是
把
自
己

的
眼
睛
挖
山

來
給
保
線
也
是
在
所
不
惜
(
迦
4
臼
)

阿
桂
拉
和
普
黎
斯
加
二
人
不
但
一
生
幫
忙
他
並
且
在

厄
弗
所
為
救
他
的
性
命
甘
廠
引
頸
就
教

(
輝
的
‘

)

雙
頭
伯
域
的
婦

人
里
狄
雅
和
信
友
談
時
捐
歎
情
助
他

一
們
可
敬
的
宗
徒
(
宗
的
M
|

叫
斐
4
M
i

m
-..• 

) 

帥
一
的
拖
喇
喇
是
一
位
富
有
吸
引
力
的
偉
大
宗
也
我
們
可

戶
以
看
到
在
他
左
右
常
有
三
唱
信
玄
叫
你
待
他
甚
至
有
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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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未
見
過
他
的
信
友
都
對
這
位
耶
穌
選
拔
的
宗
徒
懷

著
誠
摯
的
愛
恰
當
保
祿
一
行
到
達
羅
馬
之
時
羅
馬
的

信
友
都
到
剛
到
制
市
街
和
司
制
來
迎
接
外
邦
人
的
大

宗
徒
(
宗
m
m

)
當
保
綠
從
阿
耳
巴
尼
山
第
一
次
看

見
他
很
久
殷
切
盼
望
進
入
的
帝
間
京
都
時
心
中
非
常

感
動
但
是
最
使
他
感
勁
流
淚
的
還
是
羅
馬
信
友
對
他

的
愛
悄政

們
看
了
以
上
所
述
政
哎
肋
孟
苦
和
厄
州
所
佑

友
鷗
別
時
的
他
所
灑
的
眼
一
以
(宗
加
叮
抽

)以
凡
此
其
他

相
類
似
的
F
于
此
不
要
必
保
絨
的
生
活
只
有
行
音
樂
順

利
和
勝
利
如
一
J
U怯
您
說
元
全
部
了
川
然
耶
穌
給
予
保

碌
的
行
吼
叫
樂
沒
何
人
能
從
他
心
中
你
去(泊
的
自

)
似

是
耶
穌
昕
泌
的
「
從
他
叫
什
上
你
們
要
受
丹
雖
然
而
你

們
放
心
政
己
做
勝
了
間
，
叫
什
」
那
一
句
訊
(
右
的
目

)

也
在
似
的
帥
，
必
上
山
川
令
悠
驗
了
瓜
比
現
代
一
位
經
學
家

竟
把
保
此
峭
的
傳
教
生
的
稱
心
他
的
「
市
峰
山K」
成
「
街

路
」
這
街
路
巾
來
的
主

N
泓
如
耶
穌
之
所
以
受
市
受

死
一
線
完
全
是
山
於
「
、
追
仰
抖
的
元
行
」
(
H
AU
U
)

保
收
早
就
知
道
一
J且
比
一
一
恨
所
以
在
給
得
你
悄
地
信
友
的

告
中
名
早
就
寫
品
「
罪
叫
心
的
陰
涼
已
綁
在
于
的
勁
」(
得

後
2
7
)
給
厄
州
所
的
信
友
古
衍
中
也
比
誰
「
我
們

收
門
不
是
對
抗
血
和
內
而
是
對
抗
率
領
布
對
抗
掌
權

者
對
抗
這
黑
暗
世
界
的
叫
王
叫
到
抗
天
山
什
裹
邪
川品
的
鬼

神
」
(
如
6

臼
)
一
旬
E
m這

一
切
總
非
是
魔
鬼
在
站
站

著
世
人
的
成
見
私
慾
和
驕
傲
時
常
攻
體
天
主
的
國
在

保
級
時
的
這
世
抖
的
元
昌
克
和
闢
陡
峭
拉
猶
太
人
的
成

見
和
嫉
恨
藉
看
外
邦
人
的
私
慾
和
驕
傲
來
消
滅
一
迢
側

神
國

保
祿
與
外
邦
人
保
線
對
外
邦
人
常
是
樂
觀
的
逗

並
不
是
說
他
俺
看
眼
睛
不
看
他
們
的
惡
行
改

7
羅
I

M
|

叫

一
段
便
知
道
他
決
不
如
此
而
是
說
他
知
道
救

般
的
日
子
已
經
開
始
耶
穌
的
貧
血
已
經
流

了
無
知
的

時
代
已
經
過
去
罪
惡
的
一
切
以
隸
現
在
都
能
因
他
的

喘
口
血
成
為
天
主
的
義
子
保
你
不
怕
外
邦
人
肘
肉
體
的

軟
弱
所
犯
的
界
這
些
一
路
天
主
里
神
都
能
制
伏
他
怕
的

是
使
人
心
驕
傲
迷
惑
虛
妄
們
澈
的
「
世
界
的
智
泣
」

雅
典
人
所
以
距
離
天
主
的
岡
比
裕
林
多
人
反
溢
的
緣

故
就
是
閻
為
雅
典
人
均
耀
刊
己
的
虛
妄
的
W
H
U

肉
格

林
多
人
坦
白
，
來
忍了
自
己
的
軟
弱
大
體

上
品
外
邦
人

除
了
在
一
些
一
特
殊
悄
形
下
及
受
人
唆
使
訓
斥
對
抗
你

的
棚
外(
宋
時
間
l

創
口
5
|
9

的
自
1

“

)
對
他
一

向
沒
有
什
麼
敵
忠

保
線
與
猶
太
人
保
放
最
大
的
敵
人
還
是
他
的

M

胞
l
蚓
划
人
從
宗
得
肌
肉
從
他
在
大
馬
士
們
山
古
高
幟

血
目
以
來
以
後
不
論
他
釗
何
處
宣
講
福
音
-
K叭
釗
他
狂

瀾
蚓
殉
能
猶
太
人
始
終
不
斷
放
慢
他
接
次
設
法

M
E消

滅
他

(
宗
口
6

臼
廿
|

盯
M
5
l

7
U
S
|
9

悶

I

M
M
S
|

口

w
g

到
u
l

u
盯
泣
|
m
A
)學
府
通

常
把
反
對
倒
酬的
猶
太
人
稱
為
「
蚓
划主
義
保
守
派
」

(
H
旦
旦
自
己
自
)
宗
的

記
述
的
是
此
派
在
宗
徒
會
這

前
後
的
怕
形
迦
格
後
(
m
l
H
U
)
和
支
3
3
6

所
寫
的
部
是
民
攻
噎
此
恨
的
。
祉
，
論
泌
若
干
低
-
r們呵
以



-
a把
「
猶
太
主
義
保
守
派
」
與
信
奉
耶
穌
的
猶
太
人

制
~
(
H
Z岳
g
A
穹
M
E
E
D
H
}
混為一
比
信
奉
耶
穌
的
劉

國
|
'
|

-
太
人
中
有
些
願
意
保
留
若
梅
瑟
法
律
因
而
賣
行
割
損

一
(
出
刮
到
缸
)
惱
守
食
物
潔
與
不
潔
的
過
則
(
宗

m
u

m
u
m
-
n
)
遵
守
旭
先
的
治
教
(
宗
2

“
3
5
u

m
)
如
榮
食

(
宗
U
Z
M
n
)
和
守
安
息
日
等
部
期

(宗
2
1
3
1
6
7
)
他
們
的
領
抽
和
代
表
人
物
就
是

次
雅
各
伯
(
】W
E
耳
E
抖

出
5
.
H
W口
口
戶
】
心
。-
N
O
-
-
S
)

這
些
信
奉
耶
穌
的
蚓
刻
九
在
刺
蚓
制
卻
公
會
議

以
前
原
來
主
張
割
禮
是
得
救
恩
必
守
的
法
律
但
在
公

會
議
以
後
多
半
順
從
了
宗
徒
的
決
定
可
惜
還
有
一
比
一
一

固
執
和
狂
妄
的
人
仍
然
假
借
雅
各
伯
之
名
激
烈
攻
擊

倒
侃
罵
他
是
個
世
國
比
是
刷
鼠
聖
殿
和
天
主
的
敵
人

這
就
是
保
緣
一
生
最
大
的
痛
苦

喇
喇
與
古
信
同
胞
們
的
攻
堅
信
友
們
的
急
泊
流

傳
的
講
言
和
謬
論
迫
使
保
祿
寫
了
許
多
書
信
這
些
一
杏

出
叫
雄
為
一
時
一
地
所
民
但
其
內
容
可
作
結
世
萬
代
的

偉
大
教
訓
因
個
月
其
中
所
寫
的
不
是
某
一
位
學
人
的
話

也
不
是
天
使
的
活
而
是
被
提
升
到
第
三
層
天
的
宗
徒

的
扎
由
於
這
比
-
L聞
出
關
喇
成
了
歷
代
教
會
的
偉
大
導

師
至
一
至
墓
教
會
的
大
宗
徒
是
向
不
認
識
天
父
和
聖

子
的
外
教
人
向
在
基
督
教
會
內
的
裂
敬
和
異
端
教
徒

宣
講
「
一
個
天
主
」
「
一
個
基
管
」
「
一
個
信
仰
」

的
大
導
師
並
且
我
們
也
相
信
到

了
猶
太
人
民
歸
順
基

督
的
時
候
這
位
被
自
己
同
胞
憎
恨
和
詛
咒
的
宗
徒
將

會
成
為
他
們
歸
化
的
大
導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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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
喇
為
慈
母
教
會
募
捐
教
會
的
合
一

，

原
是
側
剩

一
生
的
理
捕
的
他
隨
處
募
捐
不
但
是
個
神
協
助
刷
叫
自
劉
剛

的
申
明
弟
兄
而
且
還
有
一
個
更
為
吉
爾
尚
的
目
的
就
是
想

把
樹
刺
人
的
基
皆
教
會
和
外
邦
人
的
基
層
教
會
完
全

合
而
為
一
(
參
閱
宗
川
的
口
迦2
M

線
的
自
盯
l

剖
榕

前
的
-
-
3

格
後
8
9
)

側
圳
的
合
作
者
和
教
會
舉
敝
人
員
發
展
教
會
和

保
持
教
會
的
至
一
性
不
是
一
個
人
所
能
做
到
的
事
主

耶
穌
在
世
時
選
立
了
宗
徒
和
門
徒
賦
予
他
們
在
伯
多

祿
領
導
下
管
班
教
會
的
權
柄
宗
徒
時
耶
路
撒
冷
就
立

了
七
位
執
事
(
宗
6
1
|
6

)
我
們
知
道
古
時
每
一

地
方
教
會
部
有
一
個
長
老
固
自

長
老
幽
管
連
當

地
的

教
會
保
線
和
巴
爾
納
伯
在
第
一
次
傳
教
的
行
程
中
在

各
地
教
會
內
投
立
了
長
名
(
宗
M
刮
了
一
追
學
經
明
保

喇
如
此
行
事
完
全
是
寫
順
從
主
耶
穌
的
旨
意
和
捏
一
艸

的
啟
示

(
若
M
甜
甜
)
在
教
會
內
控
立
了
聖
統
制
度

(
呂
立
訟
法7
5
)
這
學
統
制
度
有
三
個
階
級
主
教
長

老
和
執
事
但
應
該
承
認
在
保
綠
所
立
的
各
教
會
內
最

高
的
統
治
權
即
主
教
的
權
柄
仍
完
全
操
在
保
祿
手
中

他
在
各
地
教
會
內
設
置
長
老
團
只
不
過
管
理
當
地
教

會
內
的
普
通
事
宜
如
發
生
了
重
大
的
事
故
保
練
就
親

自
或
派
代
表
如
弟
反
德
弟
鐸
的
帕
加
息
拉
等
人
前
往
處

現
保
收
知
道
自
己
上
了
年
紀
逐
漸
衰
老
不
能
執
行
宗

徒
的
微
分
便
把
μ

己
的
總
柄
交
給
了
他
的
合
作
人
使

他
們
代
為
總
緻
執
行
自
己
的
任
務
因
此
便
把
弟
鐸
留

在
克
里
特
兒
命
令
弟
戊
德
留
守
在
厄
弗
所
處
理
教
務

對
制
和
甜
革
命
徐
三
十
年4

)
凹
凸
主
隊
時
期
內
教
會
的
E
F
M

制
度
我
們
雖
缺
少
明
確
的
東
料
但
在
第
」
世
紀
末
和

第
二
世
紀
初
文
獻
中
就
已
詳
純
學
統
制
仗
的
三
徊
主

要
階
級
主
教
長
名
和
執
唱
這
無
疑
是
天
主
學
州
的
h
b

徒
們
所
一
仆
的
事
學
洲
常
在
教
會
裂w
u行
主
札
穌
的
r

意
(
若
M
甜
的
H
H
)

戊
保
收
宗
徒
的
悅
年

公
元
六
一
年
春
天
喇
喇
一
行
人
抵
達
羅
點
剩
几

護
衛
軍
的
長
官
蚓
制
(
〉PE
E
P
E
Y
g
)
犯
他
拓

了
百
夫
長
站
里
約
有
關
保
祿
的
報
告
以
後
就
特
從
他

獨
自
一
人
在
一
個
士
兵
看
守
下
他
在
所
租
的
房
卅
一
內

在
這
房
庭
內
保
祿
住
了
兩
年
在
那
市
對
他
可
以
他
可
立
一

講
福
音
持
見
前
來
拜
訪
的
人
士
和
各
地
改
作
的
代
表

也
能
給
各
地
教
會
寫
信
換
旬
「
川
品
他
雖
然
他
在
有
h
L

兵
看
守
的
同
子
衷
仰
是
仍
然
能
夠
快
咐
他
他
級
自
所U
H

或
與
合
作
者
所
必
立
的
教
會
羅
馬
的
信
友
眩
愁
照γ除

了
側
酬
的
生
此
還
有
他
最
愛
的
蚓
到
制
教
會
特
地
扒

發
厄
帕
丹
洛
狄
托
前
來
蚓
即
給
他
帶
來
了
許
多
企
錢

供
他
使
用
當
時
弟
茂
德
提
希
苛
厄
帕
弗
辣
路
加
馬
爾

位
阿
黎
斯
塔
苛
和
制
瑚
圳
等
九
都
隨
待
在
他
先
扣
他

們
住
在
蚓
蚓
不
是
為
安
慰
保
秘
而
是
為Mm助
他
縛
的

福
音
因
為
制
樹
活
若
只
是
為
基
皆
不
論
從
過
的
順
逆

總
是
道
己
之
所
能
不
斷
肉
各
地
來
見
他
的
人
宣
講
福

音
看
守
他
的
士
兵
和
長
有
巾
有
不
少
的
人
為
他
所
感

化
而
信
奉
了
耶
穌
甚
至
皇
店
中
也
有
不
少
信
奉
耶
穌

的
人
(
斐
l
M
l
u
4

自
)
奴
隸
中
信
奉
耶
穌
的
更



日
見
增
多

(
參
閱
羅
的
)
即
在
此
時
保
祿
除
寫
了
質

肋
孟
書
外
還
寫
了
斐
哥
和
弗
三
封
所
謂
的
獄
函

保
祿
第
一
次
囚
揖
吊
在
經
馬
約
二
年
餘
於
公
元
六

三
年
無
罪
獲
釋
從
他
被
釋
之
口
起
也
釗
為
主
殉
難
之

日
止
關
於
他
的
事
防
可
供
參
考
的
史
料
幾
乎
只
有
希

和
保
祿
的
三
封
牧
函
即
弟
前
弟
後
和
鐸
此
外
尚
有
一

些
一
有
關
保
祿
西
班
牙
之
行
及
其
為
主
致
命
的
零
星
文

獻
這
些
文
獻
雖
然
非
常
寶
貴
但
致
們
如
不
能
用
來
作

為
編
寫
宗
徒
晚
年
的
事
韻
和
生
活
的
資
料
因
此
學
者

對
股
他
晚
年
的
事
鎮
怎
樣
一
編
排
各
有
不
同
的
意
見
現

在
恨
撿
我
們
自
己
的
意
見
來
編
寫
保
祿
最
後
四
五
年

間
的
字
做
這
核
做
法
及

們
承
志
只
是
一
種
嘗
試
不
能

視
為
定
論

保
祿
於
公
元
五
八
年
給
羅
馬
人
寫
信

時
就
說
他

有
要
到
西
班
牙
去
的
堅
決
意
志
(
羅
的

扭
扭
)
羅
馬

墓
克
肋
孟

(
第
一
世
紀
末

)
在
致
格
林
多
人
的
書
信

上
曾
說
叫
樹
「
到
了
極
茵
的
地
域
」(且
﹒
白
日
﹒
〈
U
)

研
制
叫
到
割
副
會
記
敘
喇
喇
「
從
組
鬧
去

了
回
叫
T
〕

其
他
文
件
如
偽
經
伯
多
祿
大
事
錄
保
旅
大
事
錄
也
有

這
樣
的
記
札
許
多
教
(
比
如
劃
』

N
W倒
間
叫
皮
也
金
口

若
望
熱
羅
尼
莫
都
說
保
祿
去
過
西
班
牙
狡

們
也
質
在

沒
有
理
由
不
相
信
這
些
一
占
代
的
文
件
保
條
在
西
班
牙

大
約
有
一
年
又
問
到
了
羅
馬
時
在
公
元
六
四
年
這
年

一
七
扎
蚓
蚓
城
大
火
暴
君
罔
喇
竟
拿
基
督
徒
做
了
代
罪

刷
一的
犧
牲
(
蚓
副
削kr
g
己
2
3
.
串
串
叮
喇
喇
又
聽
到

戶
已
刃
新
姐
已
戰
雲
密
佈
知
道
主
耶
穌
的
預
言
快
要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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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便
叫
別
蚓
利
某地
寫
η
剝
削
科
書
這
封
也
信
好

倒

是
這
位
被
自
己
同
胞
難
為
的
保
祿
向
選
民
所
發
巾
的

最
後
呼
籲

在
希
的
結
論
裹

(
U
M
|

站
)
提
起
保
祿
希
望

不
久
以
後
倪
罔
弟
茂
街
到
東
方
去
果
然
不
久
以
後
遇

到
了
去
東
方
的
機
會
他
便
乘
船
去
了
亞
細
亞

公
元
六
五
年
初
保
祿
同
弟
茂
德
到

了
厄
弗
所
臨

行
時
便
將
到
別
制
留
在
回
蚓
昕
而
自
己
卸
去
了

周
蚓

甜
從
這
里
給
蚓
別
倒
寫了
第
一
封
審
信

(
1
8
)。
制

祿
此
時
自
己
知
道
將
不
久
於
人
世
雖
年
老
力
衰
但
仍

僕
僕
風
階
梯
山
航
海
到
各
處
巡
視
他
所
建
立
的
教
會

他
從
馬
其
頓
到
了
絡
林
多
又
從
那
裝
帶
者
弟
鐸
到

了

克
里
特
尚
克
里
特
為
可
以
說
是
保
線
最
後
娃
立
的
教

會
當
時
他
覺
得
自
己
不
話
要
留
在
克
里
特
島
宣
講
一
福

音
僅
把
弟
鐸
留
下
繼
緻
傳
教
而
自
己
又
到
別
處
去

了

至
於
保
祿
從
克
里
特
島
去
了
何
處
無
從
得
知
可
能
保

祿
從
克
里
特
島
叉
罔
到
了
馬
其
頓
從
那
宴
會
給
弟
鐸

寫
信
請
他
到
尼
苛
頗
里
去
見
他
因
為
他
已
決
定
要
在

尼
苛
頗
里
過
冬

(
六
五
l

六
六
年
的
冬
天

)
他
在

回
叮
頗
里
也
沒
有
得
到
一
天
安
削
仍
然
致
力
於
傳
教

工
作
出
比
我
們
可
以
明
白
保
線
以
後
為
甚
麼
要
打
發

弟
鐸
到
達
耳
瑪
提
雅
去
的
原
因
了

(
弟
後
4
叩
)
冬

去
卷
來
保
祿
仍
罔
到
亞

細
亞
保
祿
很
可
能
是
在
特
洛

阿
卡
爾
普
家
中
被
羅
馬
的
巡
查
逮
遁
的
這
次
遠
捕
事

川

突
然
情
形
很
嚴
重
連
他
自
己
隨
身
穿
的
外
衣
巷
緒

和
他
最
愛
的
經
卷
都
不
許
他
帶
去
(
弟
後
4
時
)
保

祿
被
捕
後
便
解
到
亞
細
亞
省
會
罔
蚓
開
去
受
志
以
前

他
在
厄
弗
所
是
一
位
棍
有
名
望
的
人
連
外
邦
人
都
占
百

歡
與
他
接
交
往
來
但
如
今
已
為
階
下
囚
除
了
愛
護
他

的
幾
個
知
己
密
友
如
蚓
甜
甜
你
剛
倒
出
和
放
川
創
御
治

外
其
它
的
人
都
紛
紛
離
開
了
他
(
制
後
1
臼
)
。
在
敞

開
他
的
人
們
中
保
祿
會
特
別
提
及
的
有
蚓
喇
喇
綠
樹
耐
用

革
乃
和
銅
匠
亞
歷
山
大
(
弟
後
-

M
M
M
4
H
M
)

到
制
副
省
的
督
導
使
沒
有
在
問
喇
喇
審
訊
和
懲
治
制

祿
這
或
許
是
因
寫
喇
喇
如
同
在
劃
蚓
蚓
前
一
樣
要
求

上
訴
凱
撒
或
者
因
策
是
根
鐵
京
郁
的
論
示
這
位
著
名

的
基
管
徒
領
袖
一
經
被
捕
路
即
解
送
擱
則
放
們
以
寫

第
二
個
原
因
較
為
可
取

那
些
思
於
宗
徒
的
門
徒
決
定

陪
同
他
到
羅
馬
去
在
途
中
特
洛
斐
摩
因
患
病
停
留
在

米
肋
托
厄
辣
斯
托
囡
職
務
留
在
格
林
多
別
的
人
或
半

途
中
止
或
離
開
了
保
祿
實
際

上
他
第
二
次
在
羅
馬
被

囚
禁
時
只
有
刷
刷
在
他
左
右
這
可
能
是
因
為
制
蚓
以

醫
生
的
身
份
容
易
獲
准
接
近
保
祿
的
緣
故
(
弟
後
4

保
祿
初
次
受
審
時
情
形
很
是
懷
涼
關
於
此
事
他

寫
信
給
弟
茂
德
說
「
在
我
初
次
過
堂
時
沒
有
人
在
設

身
旁
血
來
人
都
離
棄
了
我
願
天
主
不
歸
罪
淤
他
們
」
(
弟

後
4
時
)
保
祿
在
初
次
受
審
之
後
監
禁
他
似
乎
比
以

前
更
嚴
因
為
放
乃
息

佛
洛
從
厄
列
所
起
來
羅

馬
要
服

侍
保
祿
他
一
到
羅
馬
便
到
處
尋
找
宗
徒
經
過
了
很
久

才
伐
到
(
弟
後
1
M
l

H
)
保
祿
在
地
下
監
獄
|
|

可
能
是
著
名
的
瑚
賦
樹
詞
監
獄
|
|
如
同
所
有
的
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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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
-L樣
急
切
盼
頭
看
見
他

所
最
愛
的
人
如
﹒
馬
爾
谷
和

他
心
愛
的
門
徒
弟
茂
德
馬
爾
谷
在
羅
馬
同
伯
多
祿
工

作
了
很
久
可
能
認
識
一
些

有
地
位
的
人
可
以
利
用
人

事
關
係
與
喇
喇
見
一
次
風
倒
制
裁

可
以
相
囑
咐
馬
爾
谷

如
何
綠
綠
宣
講
和
維
護
蝠
音
保
祿
特
別
盼
望
再
看
到

弟
改
總
公
此
特
給
弟
戌
德
寫

了
第
二
封
古
信
|
|
這

是
他
寫
的
最
後
的
一
封
書
信
可
視
為
保
祿
的
遺
囑
l

l

沾
弟
戊
德
快
到
羅
馬
來
見
他
始
反
德
到

了
聞
組
馬時

保
條
是
否
尚
在
人
間
或
者
已
經
為
主
殉
難
不
得
而
知

保
線
在
給
弟
戌
德
寫
這
最
後
遺
志
時
似
于
他
已

預
知
自
己
快
要
離
開
人
世
去
接
受
榮
冠
的
時
期
不
述

了
就
知
他
寫
說
「
我
已
被
奠
祭
我
離
世

的
時
期
已
近

了
這
您
好
仗
我
已
打
完
這
場
在
跑
我
已
跑
到
終
結

-
J通

信
仰
我
已
保
持
了
從

A可
以
後
正
義
的
冠
冕
已
為
我
預

備
下
了
就
是
主
正
義
的
審
判
者
釗
那
一
日
必
要
從
給

我
的
不
何
必
給
我
而
且
也
賞
給
一
切
愛
慕
他
顯
現
的

人
」

(
弟
後
4
6

1

8
)
在
他
第
二
次
提
落

時
便

定
了
他
的
死
罪
，
審
判
他
的
人
似
乎
是
厄
盔
和
做
彼
諾

(
2
仰
自

﹒
悶
。2
.戶
已
-
0
日
〈

-
4
)保
祿
卅
日
是
羅
馬
公

民
恨
娥
塔
間
他
所
品
的
必
須
由
士
兵
押
送
到
羅
馬
城

外
第
四
卡
記
程
碑
此
當
喇
喇
被
押
至
蝴
副
叫
雅
水

泉

(
〉
弘Z
E

ω

F
P
E
)
旁
先
受
鞭
搓
後
被
斬
首

也
在
川
離
保
的
怖
受
刑
不
遠
的
地
方
站
著
許
多
猶
太
人
正

在
那
裘
約
掌
大
兒而
制
帆
罔
閣
制
思
剖
蚓

、

副
諷
刺
蚓

狄
雅..
. 
站
在
另
一
不
溢
的
地
方
正
在
流
涕
佈
哭

被
捕
暉
歐
色
彼
的
記
誠
和
其
它
古
代
文
獻
保
祿
是

仕
"
且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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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尼
線
在
位
第

十
四
年
上
即
公
元
六
七
八
年
之
間
為

主
致
命
的

三
保

祿
的
著
作

自
保
祿
宗
徒
於
公
元
六
七
八
年
間
為
主
殉
難

後

敘
利
亞
亞
細
亞
馬
其
領
阿
哈
雅
和
羅
馬
等

地
的
信
友

一
聽
到
他
們
的
宗
徒
已
馮
主
殉
難
使
屯
的
謹
慎
蒐
來

他
的
這
作
宗
徒
在
世
時
教
會

內
似
乎
收
截

了
他
的

一

比
一-
A
M
倍
(怕
後
3
M
M
)
似
不
知
道
這
初
步
的
收
集
究

包
括
那
些
書
信
和
有
多
少
原
來
收
集
保
祿
的
書
信

是

很
合
乎
他
本
人
的
願
型
的
因
為
他
不
但
殷
切
盼
塑
得

撒
的
尼
的
信
友
把
向
已
寫
給
他

們
的
信
請
給
來
弟

兄

聽

(
得
前
5

盯
)
而
且
還
要
求
哥
羅
森
的
信
友
去
請

他
給
勞
伙
刻
雄
人
所
沌
的
信
同
時
又
要
求
勞
狄
刻
雄

人
讀
他
給
哥
羅
森
人

所
寫
的
信

(
哥
4

臼
)

大
致
可
說
從
保
欣
致
命

那
年
起
到
公
元
三
二
0

年
教
會
已
編
輯
了
保
綠
告
信
全
集
並
且
在
這
期
間

所

著
錄
的
新
約
縱
古
巴
分
為
兩
部
一
部
稱
為

「
福
音

」

(
開52
個
色
。
口

郎
凹
福
音

)
一
部
稱
為
「
宗
徒
」(
〉-u
g
a

g

-。
ω
即
宗
徒
經
書

)
更
具
體
說

所
謂
「
宗
徒
」
即

是

指
保
泊
峭
的
計
倍
或
是
他
的
十
三
封
寄
信
或
如
加
入
希

即
是
十
四
封
吉
信
宗
徒
時
代
的
教
父

(3
q
g

kp-M
S
E

E

--
立
)
不
但
芯
識
這
些
書
信
(
連
希
也
在
內
)
而
且

在
他
們
a
H
己
所
伊
拉
的
苦
內
已
暗
引
或
明
引
過
從
三
二

0
至
一
七
門
或
一
八
位
年
教
會
的
作
者
和
異
教
的
作

者
開
始
了
解
釋
保
綠
茵
倍
的
五
作
說
到
保
綠
書
信
全

集
異
端
當
領
瑪
爾
強

(
玄
巴
巴
。2
)
是
特
別
值
得
注

意
的
因
為
他
願
意
改
編

新
約
正
題

害
自
說
閑
時
何證
明

「
偉
大
教
會
」

(
O

E
o
g
g
M
w
n
n
z
2
)

早
已
制
定

了
正
經
魯

比
蚓剛
到
(
九
十
?
l
-
六
三
年
)
因
制

祿
會
駁
斥
過
舊
約
的
法
律
遂
漸
漸

積
棄
了
舊
約
學
研
組

從
新
約
中
只
保
留
了
路
加
福
音

(
由
第
三
章
起

)
和

保
祿
的
十
封
寄
倍

(
把
弟
前
弟
後
鐸
和
希
刪
掉

)
並

且
在
他
所
承
認
的
十
封
書
信
中
諸
凡
推
崇
舊
約
的

地

方
一
概
加
以
刪
去
從
德
都
良
玟
擊
瑪
爾
強
的
作
品
中

可
以
看
趴
在
瑪
氏
以
前
學
教
會
早
已
編
有
保
祿

書
信

全
集
在
瑪
氏
逝
世
後

所
謂
菜
絲
托
黎
古
自
殘
卷
收
錄

了
保
祿
十
三
封
苔
倍
(缺
希
)慕
氏
的
替
自
殘
卷
表
示

蚓
蚓
教
會
的
教
理
因而
值
得
引
用
它
上
面
關
於
保
祿

的
會
信
所
記
怯
的
「
保
祿
的
這
些
一
道
信
是
在
何
處和

為
了
什
麼
緣
故
寫
的
給
那
些
一
願
意了
解
的
人
各
書
信

本
身
己
提
明
了
首
先
保
祿
繁
止
格
林
多
人
自
相
分
裂

和
宣
講
異
端
之
後
又
集
止
迦
拉
達
人
行
割
禮
給
羅
馬

人
寫
了

一
封
長
信
囑
咐
他
們
學
經
所
有
的
次
序
並
且

明
示
只
有
基
督
是
聖
經
的
根
源
關
於
這
一
切
我
們
不

需
要
辯
論
因
為
真
一
施
保祿
宗
徒
遵
從
先
輩
若
望
的
作

風
給
七
個
教
會
寫
了
魯
信
次
序
是
這
樣
第
一
封
致
格

林
多
人
第
二
封
致
厄
弗
所
人
第
三
封
致
斐
理
伯
人
第

四
封
致
哥
羅
森
人
第
五
封
致

迦
拉
達
人
第
六
封
致
得

撒
洛
尼
人
第
七
封
致
羅
馬

人
雖
然
是
給
格
林
多
人
和

嘲
勵
洛
尼
人
為
糾
正
他
們

又
各
再
寫
一
封
但
是
這
些

信
也

是
向
背
世
教
會
寫
的
因
為
教
會
只
有
一
個
並
且

若
望
在
默
示
錄
內
雖
然
是
給
七
個
教
會
寫
的
但
是
也



是
向
普
世
教
會
而
發
-
Z
U
此
凡
喇
喇
還
給
制
叫
劃
和
蚓

鐸
各
寫
了
一
封
書
信
給
弟
茂
德
為
表
示
他
對
他
是
特

別
記
念
和
愛
戀
給
他
寫

了
兩
封
書
信
這
四
封
書
信
雖

然
是
給
私
人
寫
的
但
在
公
教
內

很
受
重
視
早
已
定
為

聖
卅
日
一
九
比
凡
還
有
假
借
喇
喇
的
名
義
給
倒
叫
划
和
人

所
寫
和
給
亞
歷
山
大
里
亞
人
所
寫
的
香
信
遠
有
許
多

其
它
被
按
喇
甜
甜
異
端
教
義
編
寫
的
作
口
向
這
些
一
作
品

都
是
學
而
公
教
會
所
不
能
償
受
的
因
為
把
肥
汁
與
蜂

蜜
攪
合
在
一
起
是
不
相
宜
的
」
假
使
我
們
還
提
出

那

屬
於
第
三
世
紀
初
的
四
十
六
號
草
紙
文
件

(
3
3
2ω

怠
)
，就
知
道
制
制
的
書
信
在
當
時
的
喇
別
是
如
何
的

流
行
了
四
十
六
號
草
紙
雖
已
殘
缺
不
全
但
幾
乎
保
存

了
全
部
書
信
羅
希
格
前
格
後

﹒

﹒
弗
迦
斐
哥
得
前
叉
公

元
一
八
0
年
非
洲
闊
的
督
導
使
撤
突
尼
諾
逮
捕

了
一

些
下
層
階
級
的
基
督
徒
審
問
他

們
說
「
你
們
在
檔
案

中
收
藏
了
些
一
什
麼
」
信
徒
答
說
「
收
藏
的
是
我
們
的
學

盤
和
聖
保
線
的
書
信
」
熹
里
的
致
命
者

(
屋
角
是
『S

T
E

E
D
-
)的
話
證
明
了
在
教
會
中
遠
在
她
的
最
平

凡
的
子
女
中
間
普
遍
流
行
者
保
祿
的
魯
信
他
們
如
同

其
它
被
逼
害
的
信
友
一
樣
時
常
默
想
聖
保
祿
的
著
作

準
備
為
基
督
作
證
為
基
督
致
命
關
於
保
祿
書
信
其
它

的
問
題
參
閱
每
封
書
信
條
文

至
於
待
斯
曼
(
〉-
02
m
g
g
D
)所
提
出
的
問

題

一
串
串徒
的
書
信
是
公
函
或
是
家
魯
就
我
們
看
來
保
祿
的

掰
一
一
切
魯
信
不
能
阪
於
第
三
一
鵬
也
不
能
限
於
第
二
輛
輛
連

-
m你
品
牌寫
給
贊
助
章
的
短
嗤
但也
不
能
完
全
視

作
私
人
函

11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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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因
為
保
祿
寫
這
短
鐘

時
郎
已
想
到
萬
羅
森
的
教
會

(
3
5
且
三
節
)
他
寫
給
經
馬
信
友
的
書
信
乍
看

起

來
似
乎
是
一
封
公
函
但
其
中
有
許
多
部
份
照
我

們
看

來
確
是
一
封
申
耶
魯
「
家
替
」
二
字
為
表
示
保
綠
書
信

的
文
飽
和
精
神
似
乎
很
切
合
因
為
在
保
旅
心
目
中
那

里
有
基
得
從
那
裝
便
有
基
偉
及
其
教
會
教
會
乃
是
天

主
的
大
家
庭
為
此
無
論
保
收
給
那
一
個
基
因
首
徒
或
那

個
地
方
教
會
寫
信
總
是
以
宗
徒
的
身
份
來
勸
也
安
慰

和
教
訓
天
主
家
庭
中
的
人
按
這
意
義
來
解
釋
保
祿

所

寫
的
苦
信
都
可
以
稱
做
「
家
占
」
叫
「
天
主
家
中
的
音

信
」

保
你
的

h
O
信
在
文
學
上
街
什
麼
價
值
在
答
從
這

個
問
題
以
前
必
須
先
弄
清
文
學
和
文
學
家
的
意
義
假

如
文
學
僅
在
辭
海
的
優
美

和
活
言
的
典
雅
而
不
管
所

提
的
是
盃
與
街
和
對
人
有
無
從
處
那
麼
保
A峭
的
8
信

就
不
是
文
學
作
品
了
也
不
會
被
那
些
崇
尚
文
學
的
人

所
看
重
l

文
答
復
興
時
代
會
有
一
道
線
的
文
舟
子
家
l

然

而
如
果
文
學
是
偉
大
人
物
所
表
達
的
偉
大
的
思
想
時

那
麼
車
保
線
是
一
位
傑
山

的
文
學
家
了
天
主
的
啟
示

使
保
祿
的
恩
怨
已
界
華
到
最
高
燒
界
有
時
技
辨
他
感

動
他
使
他
或
口
授
必
用
唯
白
寫
時
儼
然
就
像
一
座
正

在
噴
火
的
火
山
氣
勢
磅
緣

不
可
通
止
致
使
他
的
文
章

語
旬
有
些
不
合
乎
普
通
文
法
規

則
保
祿
會
親
口

說
過

「
我
拙
鈴
言
詞
卸
不
怕
於
知
識
」
(
格
後
刊
6

)
聖

奧
斯
定
說
「
我
們
不
說
宗
徒
遵
守
了
修
辭
學
的
規

則

但
我
們
也
不

否
認
修
辭

學
追
隨
了
他
的

智
位

」
(
巴
。

U
S
E

口
"
的
Z
E
E
S
M

〈
、
)
第
三
世
紀
有
一
位
外
澈

的
修
辭
學
家
加
息
約
陸
咱
們
諾
(
的
臣"
-
E
F
S
間
E
E

會
議
「
在
希
臘
辯
才

和
思
想
登
裝
造
極
的
要
算
是
德

摩
斯
式
乃

(
切
。E
S
己
M
O
D
S
) 、

劉
創
蚓
(
Z
E
之

間
叫
劉
川
(
Zm
n
S
D
E
)依
|
對
劉
蚓
式(
HS
n
2

5
)

安
提
包

(
〉
口C
Z
S
)
了

﹒
﹒
但
是
他
們
之
旁
還
有
時
啃

爾
黨
的
保
祿
他
的
辯
才
雖
不
算
次
第
分
明
的
論
證
但

在
感
情
奮
發
上
我
劫
以
他
為
第
一
」

假
使
我
們
把
歷
代
學
者
關
於
保
祿
的
文
章
和
財

才
所
提
山
的
忽
見
一
一
寫
出
來
恐
怕
要
成
為
一
部
扒

拉
這
里
僅
引
用
聖
約
羅
制
詞

m情
況
喇
喇
的
話
以
概
其

餘
聖
人
品
「
結
次
讀
到
保
祿
宗
徒
好
像
聽
到
的
不
是

語
言
而
是
古
聲
」

(
〉
已F
B
E
R
E
t
s

何
可.本
-
Z
U

H
ι
F
E
N
N
﹒
E
N
)還
有
無
數
其
他
的
哲
學
家
神
學
家
神
秘

家
等
補
充
聖
叫
你
羅
尼
莫
的
非m
A
「
保
峙
的
孟
晶
放
射

出
天
父
家
中
叉
濃
密
又
精
美
的
必
芳
」

三

保
綠
的
解
經
學

以
民
由
充
軍
之
地
問
來
後
首
先
在
耶
路
傲
泠
辦

了
兩
件
重
要
的
事
部
恢
復
聖
殿
的
敬
譜
和
經
泣
的
研

究
關
於
經
苦
的
研
究
先

是
搜
集
失
傲
的
經
泣
其
次
是

學
習
經
苦
的
文
字
經
學
到
保
祿
去
耶
京
攻
讀
聖
經
的

時
風
已
十
分
發
也
說
經
的
學
校
由
於
喇
喇
司
和
倒
酬

的
老
師
加
瑪
里
耳
二
人
領
導
已
聞

名
於
世
其
中
最
有

聲
里
的
是
加
瑪
里
耳
他
的
權
威
由
米
市
納
一
件
心
中
可

見
一
斑
「
自

從
老
加
瑪
里
耳
死
後
法
內
的
事
的
光
榮
使
消

失
了
聖
潔
和
笛
制
也
滅
絕
7
」
(
切
。E
H
K
L
M
)技



『
當
時
學
校
的
規
程
攻
讀
「
法
律
」
{
吋。
2

)
和
旭
先

的
問
一
的
傳
授
(
M
U
E
E弘
見
制
制
制
尤
其
耳
其
O
K
H
F
F
E
F

-
創
旭
先
的
錢
言
)
期
限
普
通
是
三
年
或
四
年
受
教
之

處
是
在
老
師
家
中
或
在
單
搬
走
鹿
(
路
2
u
!

自
)

所
謂
祖
先
的
傳
授
如
果
是
屬
於
倫
理
和
道
德
方
面
的

便
稱
為
「
哈
拉
卡
」

(
囡
"
E
E
)「
哈
拉
卡
」
一

詞
含
有
應
走
之
路
的
意
思
如
果
是
囑
於
歷
史
道
理
和

教
義
方
面
的
便
稱
為
「
哈
加
達
」
(
出
晶
宮
岳
)

「
哈
加
達
」
一
詞
相
黨
於
教
理
聖
經
央
和
歷
史
的
訓

苦
口

重

旭
先
的
傳
授
多
半
是
屬
於
倫
理
部
份

(
巴
巴
件
"
)

按
當
時
經
師
的
意
見
這
樣
的
傳
授
比
「
法
律
」
尤
為

重
要
米
市
納
記
載
「
違
抗
經
師
的
話
比
違
犯
梅
瑟
的

法
律
更
為
兇
惡
」

(
F
D
Z母
E
M
-
M
)
由
這
J司
的可

知
當
時
法
利
鑫
人
的
精
神
怎
樣
他
們
確
信
人
如
不
嚴

守
傳
授
、
必
不
能
遵
守
法
律
撒
杜
塞
人
雖
然
極
力
反
對

這
種
精
神
和
主
張
但
由
於
法
利
鑫
黨
人
的
勢
力
特
別

強
大
所
以
重
傳
授
而
經
法
律
的
思
想
在
新
約
時
代
形

成
了
猶
太
教
義
的
特
點
之
一

保
祿
讀
經
時
祖
先
的
傳
授
尚
未
編
集
成
蓄
所
以

學
生
聽
老
朋
講
論
必
須
強
記
在
心
至
於
墓
經
學
生
本

應
研
讀
聖
經
原
文
但
因
為
許
多
學
生
是
來
自
外
國
的

猶
太
僑
民
他
們
從
小
熟
讀
了
希
咄
咄
通
行
本
當
然
在
那

京
閱
讀
的
也
是
希
臘
譯
本
保
祿
的
老
師
加
瑪
里
耳
如

同
他
的
岳
父
或
祖
父
希
肋
耳
對
外
邦
人
已
不
像
從
前

那
麼
仇
頑
早
已
學
習
應
用
希
臘
文

所
以
此
時
對
於
經

九1108 

文
不
論
是
相
倒
刺
文
或
是
科
勵
譯
恥
已
不
關
重
面
對最

要
緊
的
是
怎
樣
解
釋
經
丸
對
劉
叫
圳
經
飾
注
釋
經
文
的

著
作
如
我
們
第
一
次
閱
績
不
但
很
不
容
易
引
起
興
趣

而
且
奇
怪
他
們
的
解
經
方
法
依
照
我
們
的
推
論
一
決
想

不
到
聖
經
的
某
句
話
的
內
容
會
有
像
他
們
所
解
釋
的

那
樣
的
意
思
也
決
看
不
出
某
一
史
實
能
夠
象
徵
他
們

所
講
的
道
理

..•. 

自
但
如
果
我
們
耐
心
細
讀
下
去
反
復

研
究
推
敲
就
會
逐
漸
明
白
猶
太
經
師
解
釋
聖
經
的
原

則
和
現
川
一
經
明
白
了
這
些
原
則
就
好
像
得
到
了
打

開
猶
太
經
師
解
經
的
鎖
鑰

這
些
一
原
則
先
有
七
個
以
後
是
十
一
個
最
後
是
十

三
個
傳
說
最
重
要
的
是
希
肋
耳
所
發
明
的
在
聖
保
祿

時
代
很
普
遍
的
就
有
解
釋
「
哈
拉
卡
」
的
三
條
和
解

釋
「
哈
加
達
」
的
四
條
保
祿
自
然
利
用

了
這
些
一
原
則

而
且
以
學
言
降
生
的
光
來
照
耀
且
章
固
了
這
些
一
原
則

今
不
談
保
祿
時
代
的
學
者
如
何
利
用
了
這
些
解
經
原

則
l

不
論
是
七
條
或
是
十
一
或
是
十
三
條
l

而
只
注

意
討
論
學
保
祿
的
解
經
原
則

第
一
不
可
否
恕
保
祿
的
解
經
方
法
和
猶
太
經
師

是
有
些
一
相
似
的
地
方
如
保
祿
所
利
用
的
「
經
語
錄
」

(
Z
N
m『
)
「
類
似
活
」

(
呂
止
。m
S
)「
寓
言
」

(
包-
o憫
。E
)
以
及
所
謂

(
音
才
咎
。5
月
)
的
推
論

法
|
l
i

的
自
小
到
大
的
推
論
法

雖
然
如
此
保
祿
部
總
不
做
文
字
的
奴
隸
如
猶
太

經
師
一
樣
娶
宗
徒
所
利
用
的
解
經
原
理

明
顯
地
告
訴

我
們
猶
太
經
師
是
尚
未
認
識
到
另
一
個
世
界
我
們
不

否
認
有
些
猶
太
經
師
聲
明
舊
約
」
些
地
方
的

話
是
時

指
默
西
亞
但
是
聖
保
祿
部
具
體

講
述
全
部
聖
經
的
旨

趣
乃
是
耶
穌
基
督
即
身
為
默
西
亞
的
耶
穌
再
說
保
祿

解
釋
聖
經
是
通
過
默
感
墓
經
作
者
的
學
神
而
作
出
的

解
釋
由
於
比
他
的
解
經
學
稱
為
「
風
雪
神
的
解
經
學
」

第
二
保
祿
所
引
用
的
經
文
除
四
五
處
外
其
餘
都

是
引
自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這
樣
的
引
經
是
很
合
理
的
因

為
他
的
書
信
都
是
用
希
臘
文
寫
的
他
的
讀
者
無
論
是

猶
太
僑
民
或
是
外
邦
的
歸
化
者
或
是
信
奉
基
督
的
外

邦
人
他
們
都
熟
悉
希
臘
文
聖
經
至
於
希
伯
來
文
聖
經

除
了
少
數
殺

個
學
者
外
多
數
人
是
看
不
懂
的

第
三
保
祿
所
引
證
的
經
旬
有
時
不
但
與
希
臘
通

行
本
不
符
而
且
有
時
也
不
合
原
文
對
這
種
情
形
學
者

們
以
為

(
甲
)
保
祿
引
證
車
經
往
往
單
憑
記
憶
因
此

所
引
證
的
經
文
可
能
有
所
遺
漏
(
乙
)
有
時
他
故

意
把
引
用
的
經
文
縮
短
或
顛
倒
次
序
有
時
插
入
一
些
一

注
解
或
用
另
一
個
類
似
的
詞
句
來
代
替
原
文
的
調
旬

(
羅
9

叮

依
的
血
歐
1

叩
等
處
)
(
丙
)
或
者
他
所

用
的
希
咄
咄
通
行
本
與
我
們
現
有
的
希
臘
通
行
木
不
同

第
四
最
後
還
應
該
注
意
以
下
兩
點
一
作
者
引
咱
也
文

不
常
是
為
權
證
一
種
道
理
而
只
是
用
來
引
起

正
站
一

種
道
理
的
小
引
其
作
用
有
如
中
國
詩
經
所
謂
的
一
興
」

這
種
引
用
法
叫
做
「
講
道
適
應
法
」

(
2
85
。
含
5

0
3
8
1

凶
)
羅
9
u
ω
6
1
9

格
後
3
7
?
M
迦
4

剖
l

n

等
處
似
乎
都
屬
於
這
種
引
用
法
二
照
保
祿
看

來
舊
約
既
然
只
是
為
預
備
墓
子
降
生
而
寫
的
那
麼
莒



約
自
然
處
處
充
淪

了
象
徵
的
事
物
都
帶
有
預
言
的
色

彩
換
旬
↓
的
稿
晶
晶
由
約
不
但
是
預
備
而
且
也
預
言
基
管
及

其
所
要
訂
立
的
新
約
這
種
道
理
是
希
伯
來
書
的
特
徵

但
在
其
它
的
十
三
封
告
信
中
多
少
也
有
所
論
及

為
此
可
以
明
瞭
值
約
為
什

麼
稱
為
新
約
的
「
影

子
」
「
預
備
」
和
「
模
型
」
也

可
以
明
白
為
什

麼
亞

當
是
基
督
的
預
像

(
經
5
H

格
前
沾
自
“
|

的
)
以

民
在
曠
野
中
為
什

麼
預
兆
基
督
教
會
在
世
的
生
活
了

(裕
前
ω
1
1

H
)當
約
的
制
度
就
整
體
而
言
是
「
影

子
」
基
督
所
立
的
新
約
制
度
即
是
「
實
體
」

(
哥
2

口

弗
5

位

迦
4

品

等
處
)

固
保

祿
一神
學
綱
要

本
辭
典
常
常
提
出
聖
保
祿
的
神
學
如
在
異
民
墨

能
成
義
基
督
教
會
洗
禮
里
體
婚
姻
到
配
原
罪
罪
惡
等

條
因
而
在
下
面
為
避
免
重
復
起
覓
我

們
便
簡
單
告地
提

出
學
宗
徒
的
神
學
大
綱
有
的
學
者
合
理
地
將
保
祿
的

宣
言
與
他
的
辦
學
分
關
這
樣
做
是
全
然
對
的
因
為
宣

言
是
一
般
宗
徒
們
所
宣
傳
的
同
一
道
理

(
見
格
前
口

等
處
)
至
於
神
學
則
包
含
著
傳
授
的
道
理
和
個
人
的

沉
恩
與
對
天
主
奧
秘
的
精
神
體
會
由
於
此
新
約
的
最

大
的
神
學
家
的
保
線
和
若
望
顯
然
是
有
分
別
的
右
望

似
乎
是
個
直
覺
主
義
家
保
祿
部
似
乎
是

個
論
誰
家
再

說
各
神
學
家
的
思
想
趨

向
和
他
所
受
的
教
育
生
活
經

一
驗
社
會
還
境
他
本
人
的
個
性
與
愛
好
以
及
其
它
類
似

叫
昕一的
原
因
都

可
解
釋
各
神
學
家
所
有
的
特
點
除

了
這
些

士
，
位
的
原
因
之
外
還
有
一
個
超
世
的
因

素
而
且
為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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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宗
徒
是
最
主
要
的
因
素
郎
天
主
的
啟
示
保
祿

不
少

次
會
提
到
了
這
頂
因
來

(
羅
的
臼
弗
1

叮
3
3

迦
1

臼
2

2
羅
3

5
8

"

格
前
1

7

得
前
1

口

等
處
)

每
位
大
神
學
家
都
懷
有
一
個
主
要
的
基
本
道
理

作
為
他
所
講
的
一
切
教
涅
的
淵
源
由
此
學
者
都
努
力

去
發
現
保
祿
神
學
的
這
個
基
本
的
道
理
說
到
這
裘
我

們
得
先
聲
明
我
們
決
不
贊
同
「
成
義
」
成
「
稱
義
」

為
保
祿
神
學
的
中
心
思
想
也
不
以
為
這
個
中
心
思
想

是
「
肉
」
與
「
神
」
「
舊
約
」
與
「
新
約
」
「
法
律
」

與
「
車
龍
」
「
第
一
亞
當
」
與
「
第
二
亞
當
」
「
死

亡
」
與
「
生
命
」
相
對
立
的
道
理
也
不
贊
同
一
些
著

名
學
者
所
說
保
祿
的
神
學
是
基
督
教
會
神
學

以
上
所
述
各
種
學
說
雖
然
都
包
含
有
喇
喇
神
學

的
一
些
因
素
但
是
我
們
以
為
沒
布
一
種
學
誰
能
夠
掌

握
著
保
祿
神
學
的
中
心
思
想
那
麼
什
麼
是
保
綠
U科
學

的
中
心
思
想
我
們
以
為
保
祿
神
學
的
中
心
思
想
就
是

「
基
督
」
而
且
敢
說
保
祿
的
神
學
就
是
基
醫
學
在
基

督
的
光
輝
容
貌

上
保
祿
看
到
了
永
生
的
天
主
創
造
萬

有
和
關
懷
烏
有
的
天
主
天
主
之
子
耶
穌
在
倒
制
的
心

目
中
不
但
是
天
主
的
啟
示
者
而
且
也
是
萬
有
存
在
的

基
本
因
素
和
最
後
的
歸
宿
是
前
內
有
的
元
首
尤
其
是
教

會
l

天
主
的
國
l

的
元
首

基
於
上
述
我
們
把
保
祿
神
學
的
要
理
分
做
兩
簡

明
告
述如
從

(
1
)
基
督
降
生
的
世
界

刷
刷
自

從
在
大
馬
士
革
域
郊
看
見
復
活
的
耶
穌

以
後
便
把
自
己
直
到
那
時
所
過
的
生
活
看
做
「
無
知

的
生
活
」
「
布
鼎
的

生
活
」

(
弟
前
1

凹
l

n
)

他
也
承
認
以
前
所
做
的
都
是
憑
著
良
心
傲
的

(
宗
2

3

‘
)
但
是
當
他
每
次
把
大
馬
士
革
以
前
的
生
活
與

以
後
的
生
活
比
較
的
時
候
他
就
不
能
不
把
他
從
前
的

一
段
生
活
稱
為
黑
暗
無
知
和
罪
惡
的
生
活
把
以
後
的

生
活
稱
為
光
明
明
智
和
聖
袍
的
生
活
而
且
宗
徒
把
他

個
人
的
生
活
體
驗
貼
在
人
類
的
歷
史
上
或
者
更
好
說

他
個
人
的
經
驗
使
他
了
解
了
人
類
悲
慘
的
壓
史
新
約

宗
徒
保
祿
的
經
驗
與
信
約
大
先
知
依
撒
意
亞
的
組
驗

(
依
6
)
有
極
相
同
的
地
方
當
依
撒
意
亞
在
聖
殿

內

見
到
天
主
成
般
的
時
候
便
明
白
了
以
色
列
選
民
在
宗

教
和
道
德
上
的
墮
落
在
掏
出
吋
訕
劃
域
外
喇
喇
領
悟

了

人
類
的
墮
落
和
天
主
敘
贖
人
類
的
方
法
在
天
主
前
亞

割
的
一
切
後
裔
不
論
是
外
邦
人
或
別
叫
圳
人
都
失
掉

了
天
主
的
光
榮
都
需
要
天
主
的
護
助
和
救
援
否
則
任

何
人
沒
辦
法
獲
得
平
安
和
敘
怨
天
主
所
採
用
的
救
人

方
法
不
是
保
祿
和
一
般
熱
心
的
猶
太
人
所
意
想
所
遵

守
和
所
愛
護
的
梅
瑟
法
律
及
位
約
的
宗
教
制
度
而
是

選
民
所
拋
棄
的

那
塊
「角
石
」|
耶
穌
默
西
亞
「
匠
人

所
佑
棄
的
石
頭
竟
成
了
屋
角
的
基
石
這
是
由

上
主
成

就
的
在
我
們
眼
中
殊
為
神
妙
」

(
谷
U
U
U

)
這
樣

藉
著
基
督
的
生
活
和
何
為
天
主
便
親
自
進
入
了
人
類

的
歷
史
天
主
親
自
在
世
界
上
建
立
了
他
自
己
的
國
度

和
自
己
的
家
，
他
以
前

的
制
度
已
經
過
去
新
的
時

代
業

已
關
始
「
看
哪
我
要
創
造
新
天
新
地
先
前
的
不
再
寫



~
人
所
記
慌
不
再寫人
所
關
心
」
(
崗
位
叫
n
)
。
的
風
蚓

呦
~閹
割
朝
的
神
風
使
制
樹
木
人
的
生
活
前
後
分
為
兩
屁

一
同
一
一
艸
視
也
使
保
祿
看
清
楚
了
人
類
歷
史
的
前
後
兩

﹒

段
即
車
子
降
生
以
前
的
時
間
娟
和
降
生
以
後
的
時
期
為

明
瞭
天
主
所
建
築
的
新

L
程
必
須
知
道
一
些
舊
時
代

的
狀
死
具
體
來
說
就
是
應
該
知
道
保
線
對
人
類
在
墨

子
降
生
以
前
的
狀
夾
有
什
麼
看
法
所
說
「
人
類
的
狀

死
」
根
鐵
保
祿
的
意
見
亦
即
根
接
吾
主
耶
穌
的
意
見

不
是
指
人
類
的
文
化
和
世
上
的
幸
福
因
為
這
些
一
管時

的
屬
於
歷
史
的
事
在
保
祿
看
來
幾
乎
毫
無
價
值
可
言

那
麼
所
說
的
「
人
類
的
狀
死
」
應
該
是
指
人
類
在
天

主
之
前
的
情
形
即
人
類
與
天
主
之
間
的
關
係
是
友
好

的
呢
親
密
的
呢
還
是
敵
對
的
呢

保
祿
對
基
督
以
前
的
人
類
的
情
次
是
從
兩
條
路

去
觀
察
一
條
是
從
天
主
那
襄
山
發
以
天
主
永
遠
計
剖

做
起
點
依
照
這
個
計
劃
天
主
在
創
造
世
界
以
前
從
永

遠
就
預
定
了
墨
子
要
降
生
成
人
立
定了
學
子
為
萬
有

尤
其
為
教
會
的
元
首
(
弗
1
3
H
)

另
一
條
可
以

說
是
歷
史
的
道
路
是
由
元
租
亞
當
山
發
在
這
條
路

上

保
祿
特
別
注
意
是
亞
當
的
原
界
和
這
罪
對
人
類
的
遺

書
所
以
結
論
說
「
所
有
的
人
都
犯
了
罪
都
失
掉了
天

主
的
光
榮
」

(
羅
3

且

)
在
昭
雄Il
3

三
章
內
里
宗

徒
聲
明
非
但
異
民
而
且
還
民
也
都
是
在
罪
惡
權
威
控

制
下
故
此
都
需
要
天
主
的
仁
慈

(
見
「
異
民
」
及
「
以

色
列
」
兩
條

)
來
赦
兔
和
拯
救

品
異
民
及
以
民
郁
而
而
要
天
主
的
仁
慈
並
不
是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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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祿
否
認
選
民
的
特
權
反
之
他
是
承
認
而
且
表
揚
這

些
一
特
權
的
(
羅
9

1

1
s

等
處

)
但
他
卸
深
知
這
些

特
權
的
宗
旨
和
作
用
他
告
訴
猶
太
人
這
些
特
權
是
暫

時
的
不
完
備
的
這
些
特
權
應
孩
而
且
只
是
在
基
督
身

上
獲
得
成
就
保
祿
本
來
迫
切
願
立
以

民
給
拉
伯
承
認
默

西
亞
使
他
們
的
地
位
更
加
提
高
使
他
們
的
學
德
更
加

偉
大
使
他
們
的
使
命
更
加
有
功
效

保
祿
承
認
選
民
的
特
權
可
赴
他
沉
默
恩
維
所
有

世
人
都
是
由
天
主
創
造
的
並
且
天
主
的
「
恩
許
」
普

及
市
內
國
萬
民
不
能
只
顧
選
民
的
救
恩
而
應
該
顧
到
全

人
類
的
救
恩
其
質
「
恩
許
」
不
應
只
限
於
選
民
而
是

關
係
到
全
人
類
法
律
的
叫
梅
瑟
法
律
赴
哲
時
的
而
「
恩

許
」
則
是
永
遠
的
且
包
括
萬
民
天
主
並
不
是
籍
「
法

律
」
施
行
他
旅
救
人
類
的
計
創
而
是
藉
看
「
恩
許
」

那
麼
「
恩
許
」
的
深
徽
精
義
就
是
墨
子
降
生
為
人

(
2
)
墨
子
降
生

墨
子
降
生
為
人
的
奧
跋
根
按
新
約
的
論
點
是
說

天
主
墨
子
取
了
人
性
而
誕
生
為
人
故
此
他
是
真
天
主

也
是
真
人
這
是
學
若
望
在
一
幅
立
目
的
序
言
里(若
1
1

8
)
特
別
講
述
的
奧
妙
道
理
保
祿
在
營
信
中
對
此

問
題
也
有
所
論
述
這
道
理
假
定
了
天
主
三
位
一
體
的

道
理
事
質
上
如
果
不
稍
微
倚
得
一
點
聖
保
祿
對
天
主

三
位
一
體
的
道
理
也
就
不
能
了
解
他
對
天
主
墨
子
降

生
的
道
理
馮
此
本
筍
應
分
四
段
來
講
甲
論
天
主
聖
三

乙
論
耶
穌
的
天
主
性
丙
論
里
帥
的
天
主
性
丁
論
學
子

降
生
的
道
迦

甲
天
主
三
位
二
偉

像
保
祿
這
樣
?
位
篤
信
唯
一

J獅
教
的
猶
太
人
仆

從
歸
化
以
後
不
但
相
信
天
主
娶
三
的
這
麗
而
且
還
極

力
宣
揚
就
史
學
和
心
理
學
的
論
點
來
說
質
在
是
一
例

難
以
理
解
的
謎
耍
了
解
這
個
難
以
理
解
的
謎
底
除
非

我
們
相
信
宗
徒
是
在
大
馬
士
革
城
郊
的
神
跟
中
有
所

領
悟
除
非
我
們
相
信
他
從
原
始
教
會
由
主
耶
穌
和
學

科
接
受
了
這
一
新
約
啟
示
否
則
是
絕
對
無
法
理
解
的

自
由
派
的
批
評
家
所
提
出
的
解
釋
不
但
意
見
紛

耘
而
且
自
相
矛
盾
甚
至
不
符
合
教
會
歷
史
的
發
展
近

百
年
來
有
的
學
者
恢
復
了
古
代
已
有
的
異
端
邪
說
如

「
主
宰
說
」

(
去
。E
呂
京
2
5

日

5
)
「
猶
子
說
」

(
〉
已
。
可
E
E
B
5
)
「
形
態
說
」
(
竄
。
e
-
Z
B
E
)

「
聶
斯
托
利
說
」

(
Z
E
S
Z
E
E
E
E
)這
些
恨
、
端

邪
說
主
張
事
實

上
只
有
「
一
位
」
天
主
學
子
和
學

神
只
不
過
僅
是
唯
一
的
一
位
天
主
的
表
現
耶
穌
娃
一

個
純
人
天
主
藉
他
發
揚
自
己
的
無
限
仁
慈
耶
穌
與
聖

神
在
實
際
上
並
沒
有
區
別
舉
神
只
不
過
是
耶
穌
的
精

神
是
耶
穌
的
一
種
內
在
的
傾
向
而
不
是
獨
立
的
一
位

當
然
天
主
學
三
是
啟
示
中
最
奧
妙
的
道
理
是
信
仰
的

對
象
任
何
人
都
不
敢
解
釋
這
奧
妙
道
理
而
且
也
不
能

解
釋
(
請
參
閱
「
天
主
里
三
」
條
)
在
此
我
們
只
按

保
祿
雖
然
不
如
若
望
那
麼
清
楚
那
麼
深
奧
講
述
了
一
道

道
理
可
是
他
也
以
這
道
理
為
「
永
生
天
主
的
啟
示
」

為
新
約
的
基
礎
再
說
保
祿
除
了
讚
頌
聖
三
所
用
的
方

式
外

(
格
後
H
H
)
還
把
新
約
的
道
理
!

自
己
的
一
隅



音
l

完
全
是
築
在
聖
三
道
理
的
基
鍵
上
(
弗
1
3

!

M
4
3
l

e

格
的
也
4
6

羅
8

H

口
泊
3
u

的
H
H

M

等
處
)
其
賀
他
也
只
能
這
樣
做
因
為
基
督

的
問
漏
神
廿
一
不(希
1
1

4

瑪
n
M
)
、
永
生
天
主
的

啟
示

(
右
M
|

的
谷
1

叫
自
)
和
信
友
們
的
體
驗

都
必
然
要
求
保
祿
依
照
單
三
的
啟
示
來
導
i
q
H

品
福

音
的
一
切
奧
趴乙

論
耶
穌
的
天
主
性

按
學
保
穢
的
概
念
學
父
啟
示
車
子
並
在
單
子
身

上
啟
示
自
已
即
將
自
己

內

在
的
生
活
自
己
「
一
一
二
的
」

生
活
啟
示
給
人
一
個
熱
忱
奔
放
的
法
利
萃
人
一
個
不

能
妥
協
的
嚕
一
神
論
者
如
何
能
夠
宣
咱
們
基
督
屬
鈴
棘

的
範
國
如
何
能
夠
發
言
基
督
是
「
神
」
是
天
主
這
確

是
廢
史
上
一
個
微
妙
的
問
題
如
同
天
主
三
位
一
體
的

道
理
一
樣
難
理
解
為
此
我
們
不
能
不
聲
言
保
祿
這
種

論
調
是
由
大
馬
士
革
神
硬
是
由
學
教
會
的
信
仰
是
由

天
主
的
恩
寵
l

信
德
之
光
而
來
的

被
釘
十
字
架
的
耶
穌
超
乎
萬
有
之

上
他
是
如
此

卓
絕
以
致
不
能
再
一
為
因
為
在
「
無
限
有
」
(
g
E
DE

b
p
z
5
)上
不
能
再
添
什
麼
保
祿
從
歸
化
的
時
候
起

基
督
在
他
的
心
目
中
是
獨
一
無
二
的
唯
一
的
沒
有
什

麼
能
駕
乎
他
之
上
也
沒
有
什
麼
能
與
他
並
駕
齊
軀
的

再
者
這
基
督
是
真
天
主
因
為
他

在
天
主
的
光
榮
中
顯

一
現
了
給
保
線
也
是
真
人
因
為
他
不
是
一
個
被
虛
構
的

掰
一人
的
枷
而
是
一
個
有
生
有
死
的
壓
央
人
你
他
就
是
在
刷

一
制
歸
化
前
僅六
年
敏
釘
死
死
緩
三
天
很
活
復
活
後
升

1108 ;I~ 九

天
的
耶
穌

關
於
這
位
歷
史
人
物
保
綠
宣
講
他
是
天
主
墨
子

他
有
天
主
性
保
線
在
他
所
寫
的
第
一
封
書
信
中

(
得

前
5
9

刊
)
就
把
人
類
的
救
恩
歸
功
於
基
賢

(
按
適

約
錐
個
道
現
救
您
只
能
白
天
主
賜
與

)
數
月
以
後
在

得
後
(
2
時
)
又
稱
耶
穌
為
「
主
」
如
同
信
約
稱
天
主

為
「
上
主
」
一
樣

(
F
Z
早
H

M州
】
豆
。
ω
)並
且
聲
明

基
督
按
性
體
和
地
位
與
天
主
赴
相
同
的
二
三
年
之
後

又
在
路
前
(
ω
‘
)
將
甘
盤
問
曾
寫
成
諸
神
恩
之
源
在
經

9
5

明
一-
z
n
基
督
是
天
主
在
獄
函

(
弗
哥
斐

)
內
宣
佈

基
賢
和
天
主
嬰
父
是
萬
有
的
創
造
者
和
最
後
歸
宿
換

言
之
保
祿
在
這
幾
叫
叫
苦
信
中
極
清
楚
地
論
述
甘
單
位
自
在

降
生
以
前
就
已
先
存
在

(
H
J且也
且
已

g
E
)

享
有

天
主
的
全
知
全
能
和
其
它
無
限
的
德
能
哥

1

時
訕

訕
ml
a

|

H

斐
2
5

1

u

格
後
8

，

希
1
1
4

等

處
也
都
明
白
說
到
基
曾
先
已
存
在
和
他
的
天
主
性
的

道
理
這
里
我
們
不
主
駁
斥

那
些
竟
敢
曲
解
這
些
經
文

的
忱
評
家
我
們
只
說
他
們
是
憑
世
俗
知
識
去
推
論
不

根
鑄
在
般
的
歷
史
證
線
而
發
言
只
憑
主
觀
哲
學

上
的

偏
見
而
立
論
這
些
批
評
家
根
鐵
偏
見

(
或
屬
「
不
可

知
論
」
或
團
團
「
無
神
論
」
)
恣
意
詭
辯
事
實

上
自
第

一
封
番
信
直
到
最
後
一
封
替
信
(
弟
後

)
保
祿
常
以

耶
穌
具
有
天
主
性
是
天
主
墨
子
這
由
保
線
對
耶
穌
用

的
名
稱
和
特
殊
字
眼
可
以
讀
明

(
一
)
主
這
名
稱
來
自
耶
路
撒
泠
教
會
根
讀
原

始
教
會
的
意
思
耶
穌
因
自
己
的
死
亡
復
活
和
升
天
被

〈
‘
'
，
、

s
t

‘
'
。

天
父
立
為
「
主
」
(
路
圳
的
自
伯
前
1

日
希
2
9
)
「
攸

立
自
神
主
」
郎
謂
耶
穌
掌
有
天
主
的
挺
能
和
光
榮
H
M
H悅

後
審
判
的
審
判
官
(
宗

ω
u
)
「
主
」
是
怖
的
約
中
昕

稱
的
「
上
主
」
是
天
主
最
尊
泣
的
名
號
耶
路
撒
冷
教

會
因
信
耶
穌
赴
天
主
就
把
這
名
號
用
在
耶
穌
身
上
了

伯
多
祿
以
倍
約
中
世
界
末
日
由
上
主
天
主
所
行
的
官
伯

利
歸
於
耶
穌
執
行
(
宗
m
u
)可
知
伯
多
綠
信
耶
穌
為

天
主
保
祿
也
接
受
了
這
個
道
現
並
且
加
以
發
揮
(
參

閱
得
前
得
後
他
前
2
8
9

1

格
後
1
H

羅
1
1

，

7

4
H

H
學
(
2
s
!
口
等
處
)

(
二
)
「
天
主
子
」
或
「
兒
子
一
這
兩
個
活
圳

在
保
祿
杏
信
里
出
現
了
几
二
十
餘
次
這
個
稱
號
照
保

祿
的
意
思
表
示
耶
穌
是
天
主
所
恩
萃
的
一
句
保
」
所

以
是
具
有
天
主
性
的

(
格
後
1
M
m
)
-逼
名
稱
也
去

示
耶
穌
的
先
存
性
是
說
耶
穌
在
誕
生
以
前
從
永
遠
必

是
天
主
之
子
從
永
遠
就
在
天
主
學
父
懷
中
(
羅
1
4

8
s
n
n
9
5

迦
2

卸
弗
1
6
4
H

哥
1
H

鐸
2
u

參
閱
宗
甜
甜
)

(
三
)
「
救
主
」

(
F
-4
皂
白
)
這
名
稱
表
一
叫
小

救
贖
人
類
是
惟
獨
天
主
所
能
做
的
保
祿
把
這
個
o
h
m們

用
於
天
主
里
父
也
用
於
基
偉
國
(
弟
前
4

叩
弟
後
1
M

鐸
1
4
2

間
3
6

弗
5

臼
斐
3

抽
)

(
四
)
「
中
保
」
(
法
且
缸
"
。
『
)
這
名
詞
的
意

義
是
指
一
位
有
天
主
性
的
人
因
為
天
主
里
父
藉
若
他

行
動
藉
若
他
把
自
己
啟
示
給
人
(
前
桶
前2
4

希
8
8

9MUH) 



-

以
上
幾
個
名
稱
可
以
說
都
是
由
教
會
對
耶
穌
所

的
~有
的
體
驗
產
生

出
來
的
圳
在
刷
刷
割
聞

凡
還
有
許
品地

-
方
顯
示
他
個
人
的
體
會
他
憑
著
個
人
的
這
些
一
經
驗
也

聲
稱
耶
穌
是
天
主
他
親
自
體
驗
到
重
龍
是
天
主
藉
著

基
督
且
在
基
督
內
所
賜
予
的

(
迦
1

6

2

n

羅
5
u

等
處
)
天
主
在
基
督
內
與
人
和
好
(哥
3
臼
弗
4

自

)

基
督
M
m救
了
我

佩
使
我
們
獲
得
自
由
(
斟
5
1
)
基

督
是
我
們
的
「
和
平
」
(
弗
2

H

U

)
替
孩
們
戰
勝

了
死
亡
(
到
後1
刊

)
他
把
豆
神
賜
給
信
仰
他
的
人

(樹
後
3
甘心學
神
的
奇
恩
也
就
是
基
蟹
的
奇
恩
(。
如

4

8

H
)
以
上
所
列
述
的
都
是
保
祿
憫
人
的
經
驗
再

說
根
據
倒
酬
的
道
也
信
徒
服
從
基
鼠
就
如
應
該
服
從

天
主
一
樣

(
刷
刷M
!
M

格
後
5

臼

哥
-
u

斐
3
n

側
的
3
扭
扭
)
，
信
徒
應
品
中
悅
基
宵
承
他
的
旨
意
行

札
效
法
他
的
榜
此
為
他
吃
告
耐
成
呼
號
他
的
聖
名
完

全
如
中
能
呼
號
天
主
聖
父
一
撥

(
絡
前
7
u

糾
5
口

酬
的H
I
對
l
m
刷
刷ωM
H
)
。
這
比
-
7一
的
在
在
都
證
明

了
基
督
是
天
主
子
是
天
主

丙
論
學
神
的
天
主
性

喇
喇
對
有
關
單
神
所
講述
的
不
是
理
論
而
是
舉

制
在
基
督
內
在
信
徒
身
上
尤
其
在
基
督
妙
身
上
所
有

的
一
切
運
趴
學
艸
過
是
天
主
的
神
所
以
能
使
信
徒
成

為
天
主
的
手

(
蚓
4
6

點
8
臼
l

叮

叮
)
反

特
別
在
怠
學
神
聖
化
基
告
妙
身
的
事
實
(格
前
6
u
)

娶
一
腳
不
用
怕
是
墓
教
會
永
遠
光
榮
的
保
證
而
且
是
聖
教

會
「
在
耶
穌
基
督
內
生
活
」
的
神
力
(
格
後
1

臼
弗

)L 1108 

l
u

羅
8

2

詞
)
由
於
學
神
不
但
是
天
主

聖
父
的
神

而
且
也
是
學
子
之
神
由
於
墨
子
和
單
帥
的
行
為

完
全

一
乳
更
由
於
娶
一
腳
在
基
督
妙
身

上

的
運
化
所
以
保
綠

有
時
對
聾
子
與
聖
紳
用
了
一
些
類
似
的
措
詞
如
「
在

基
督
內

」
和
「
在
學
艸
內
」
(
格
的
l

m

羅
8
9

)

「
陀
立
在
主
內

」
和
「
吃
立
在
一
位
舉
帥內
」
(
此

話
亦
可
譯
作
堅
持
同
一
的
精
神
斐
4
l

H

斐
1

盯
)

「
在
基
督
內

宣
講
」
和
「
用
捏
一
神
所
敬
的... 
」
(
格

後
2
口

H

制
前
2
H
)
「
在
基
賢
內
得
以
成
義
」
和

「
在
我
們
的
天
主
的
重
艸
內.
. 
得
以
成
義
」
(
迦
2

口

H

側
的6
u
)

「
在
基
督
內
學
化
的
」
和
「
在
聖

神
內
聖
化
的
」
(如
間
前12
H
酷
的
問

心「
在
他

(
基

督
)
內
受
7
訓
損
」
和
「
在
聖
神
內
受
了
割
損
」
郎

「
心
中
的
訓
但
是
山
於
神
」
(
哥
2
U

H

羅
2

的

)

這
些
一
類
似
的
丘
岫
莉
並
不
表
示
保
機
把
基
督
和
學
神
視

作
同
一
位
格
而
是
指
基
督
和
娶
一
腳
在
教
會

內

的
行
為

是
一
致
的

(
酬
的
6

時
1
H

)

依
照
喇
喇
的
道
喃
地
學
神
別
淤
聾
子
猶
乎
聖
子
別

於
學
父
(
蚓
4
4
l
e

刷
刷89
日
)
聖
神
是
有
自
己

的
位
格
趴
誠
峙
的
學
科
住
在
信
徒
心
札
引
導
天
主

的
義

子
(
點
8
9

U
H
)，

給
狡
們
作
證

(
刷
刷8
時
)
扶
助

政
們
的
收
押
的
為
玟
們
代
峙

(
刷
刷8
甜

叮
)
賜
予
我
們

生
命
(
制
後
3
6

) 。

人
無
論
怎
樣
沼
泌
基
督
的
道
理
如
果
不
蒙
受
天

主
型
航
仍
不
能
算
垃
風
鈴
基
管
妙
身
的
品

(
宗

W
J

1

7

船
8
1

2
9

刑
1

悶
制
制
3
間

H

m

)
沒
有
娶
一腳

就
沒
有
基
督
的
妙
身

(制
前
U
H
刑
4
‘

J因
時
司
基
音

的
妙
身
是
由
嬰
帥
的
作
為
而
形
成
的
仙
由
此我
們
可
以

稍
微
明
白
倒
制
有
關
天
主
學
三
所
講
的
道
理
(
格
緣

U
H
制
前
也
‘

6

酬
1
3
i
H

4
‘
l
e

刷
刷8u

的
時
叩
門
和
聖
子
降
生
路
人
的
奧
比
現
在
就
以
上
昕

述
作
個
結
論
娶
一
腳
的
作
為
就Ha
h
-
λ
主
的
作
為
所
以
保

喇
以
娶
一
神
是
天
主
塾
三
中
的
一
位

丁
論
聾
子
降

生

天
主
建
子
降
生
取
了
我
們
的
人
性
而
水
遂
不
A

捨
棄
所
取
的
人
也
一
方
面
是
為
永
遠
做
萬
有
的
元
已

另
一
方
面
是
為
做
人
類
的
大
司
祭
永
遠
不
變
這
就

H
t

天
主
車
子
降
生
為
人
奧
跡
的
宗
u
h一
仇
恨
學
病
治
情
你

喇
專
心
致
志
的
是
耶
穌
的
救
般
功
業
而
對
天
主
，
于
降

生
府
人
的
奧
跡
比
較
少
在
弘
一
過
樣
的
主
張
是
板
門
泌

的
川
在
蚓
蚓
劃
以
能
尤
為
普
也
蚓
氏
以
為
喇
喇
幾

l
u把

耶
穌
的
作
眉
山
甚
至
把
他
的
一
生
僅
限
鈴
他
的
學
先

J
〈

依
照
一
些
批
評
家
的
說
也
完
全
把
耶
穌
的
工
程
限
於

受
難
節
那
天
所
行
趴
無

可
置
疑
的
叫這
種
學
控
制
羽
了

基
督
卸
的
猶
如
沒
有
聖
三
的
道
也
墨
子
降

生
的
奧
跡
便

消
失
無
恥
照
樣
沒
有
學
子
降

生
的
奧
趴
便
不
能
正
確

明
瞭
耶
穌
救
般
人
類
的
深
恥
我

們
不
否
認
保
祿
經
常

宣
講
耶
穌
的
救
贖
大
氣
但
是
裁

們

卸
不
贊
同
一
。
些
學

者
堅
持
宗
徒
很
少
注
意
學
子
降生
奧
跡
的
改
法
我
們

以
為
喇
喇
所
講
的
救
廠
且
應
該
是
以
他

所

講
的
且
，
「

降
生
學
為
根
風
否
肌
基
督
的
救
取
學
不
是
講
不
通
便

是
易
於
講
錯



宗
徒
有
關
取
一一
子
降生
的
重
要
經
文
有
羅
1
3

絡

前
2
7

|

凹

格
後
8
9
迦
4
4

1

7

弗
1
3

l

u
3

1

|

盯

哥
1

臼

|
叩
斐
2
5

1

H

鐸
2
u
|

H
3
4

7

弟
前
I
H
3
M

希
1
2
5
7

?
間
等
處
現
在
要

問
依
照
保
祿
的
意
見
舉
手
，
做
生
只
是
悶
了
仙
似
膜
墮
裕

的
人
類
如
果
人
組
喘
不
墮
落
里
子
便
不
降

生
還
是
天
主

從
永
遠
就
自
動
決
定
了
車
子
要
降
生
而
與
亞
齒
的
罪

毫
無
關
係
懲
丘
之
一
朱
主
只
是
因
為
人
犯
了
非
才
次
定

將
降
生
的
墨
子
放
煩
人
類
還
是
天
主
造
成
此
街
是
為

了
他
即
將
降
生
的
墨
子
立
定
降
生
的
雪
子
為
此
有
的

元
首
好
使
字
街
站
著
耶
穌
，
個
稱
地
讀
美
光
榮
天
主
攻

們
以
為
照
保
祿
的
思
想
(弗
哥
希
三
書
信

)天
主
從
、
水

遠
就
向
動
決
定
了
學
子
降
生
一
說
尤
為
可
取
鍾
然
有

不
少
的
學
者
反
對
這
一
說
法
神
學
家
似
乎
尚
未
把
降

生
和
救
廠
兩
項
奧
跡
的
關
係
研
究
清
您
對
於
這
兩
頃

奧
跡
一
如
叫
到
其
他
的
許
多
奧
跡
神
學
家
向
須
進
平
均1

的
去
深
思
袖
究
現
在
我
們
利
用
教
會
賦
予
她
子
女
的

白
白
自
由
「
願
順
從
天
主
自
動
決
定
了
聖
子
降
生
的
學
說

如
果
保
祿
現
在
白
天
降
下
而
我
們
去
詢
問
他
基

督
的
降
生
和
存
在
應
該
歸
功
於
玟
們
人
的
犯
罪
凶
為

如
果
人
不
犯
罪
他
便
不
會
降
生
成
起
我
們
人
之
所
以

存
在
之
所
以
獲
得
墨
龍
之
所
以
將
來
獲
得
光
榮
完
全

因
為
天
父
定
了
基
督
要
降
生
才
造
成

了
一
如
我
想
喇

-
緣
一
定
會
答
礎
設
一
切
受
造
者
都
是
為
基
晉
而
造
尤

刷
一
其
是
人
的
存
在
人
所
品
獲
得
學
龍
和
永
遠
的
光
榮
吏

戶
應
該
完
金
歸
功
於
基
督
假
使
孩
們
再
細
心
深
究
光
榮

1108 ;l~ jL 

的
天
主
聾
子
原
址
非
常
也
有
的
均
為
裁
們
成
了
貧
窮

的

(
絡
後
8
9
)
降
生
成
人
好
能
為
人
受
荷
受
死
做

就
們
的
反
兒
做
一
例
能
憐
憫
我
們
缺
陷
的
大
司
祭
這

一
切
無
不
充
分
蚓
鼠
，
J

天
主
墨
父
到
人
的
恩
情
和
基

管
對
天
主
學
父
坎
約
也
人
所
做
的
那
叫
他
無
限
的
泛
悄

「
寫
此
次
們
法
多
愛
終
附
加
穌
」(
丘
。
。E
丘
吉
B
Z
E
E

，

I
l
l
-
l
'
1

。

，

B
E
a

可
敬
用
心
…
的
是
叩
)
談
照
這
種
道
周
世
人
屬
於

基
皆
不
但
凶
怨
他
追
天
主
車
手
-
肉
且
u
w為
他
放
他
的

人
性
刊
厄
瓜
角
的
﹒
兀
信
且
以
刊
己
的
貨
郎
踩
得
了
人
類

。

使
他
人
不
棺
木
的
泌
叭
叭
他

以
上
的
成
法
也
比
州
街
人
以
寫
法
按
解f
保
綠
的

神
學
但
這
是

∞
-
r
g
z
c
p

〉
E
m
H
g
E
ω
-
E
Z
F

M
H名
R
P
E

《Z
U
E
H
N

和
其
他
在
叫
多
敬
父
的
意
見
也

是
方
濟
會
學
恨
的
切切
切
E
E
E
E
D
E
F
D
B
E

和
可
敬

岡
山
的
(
〈g
-
H
ω
口
。
宮

"

)
M
m來
所
條
沒
所
M
t比
付
的
學

挽
史
迫
近
幾
仰
紀
來
汙
多
娶
的
切
切
﹒
吋-
F
E
M
E
-
∞


F
E
Z
D
H
甘
ω

必

回
E
E
5
3

和
州
學
家
的
也仍
凶
手
旦
旦
，

口

m
r
H村"
『OF

切
。c
間
"
口
已
旬
出
。
=
。

s
o
-
-
r
m
z
r
〈
n
D

已
。

F
E
-
-
P
Z
R
S
D
W

∞
。-
S
E
F
O
Z
Z
E
P
Z

﹒

】W
F
D已
已
﹒
凶
。J
O
F
H
L
MH
H
E
DN
r
J
e
〈
m
m
H口
。
F

因
O
D
E
-
ω
P

。

。
“
口
。"
σ
z
m
m
p
〉
含
5

等
的
主
板
上
耐
所
列
鼎
的
學

者
都
是
依
織
保
旅
古
衍
拘
智
泣
替
講
了
這
叫
他
道
理
或

1
I
l
l-
-

‘
‘
《
〈
、
《
〈
〈

'

。

是
在
解
釋
保
線
和
智
涅
盤
時
主
張
交
通
紹
這
澀
的
學
者

自
然
對
這
種
道
理
現
在
不
能
作
詳
細
的
討
論
只

能
簡
單
位
山
保
臉
對
救
廠
學
和
基
督
取
所
持
的
論
證

及
對
這
種
道
斑
的
原
則
天
主
決
定
基
督
降
生
首
先
赴

為
了
天
主
的
光
榮
悠
了
基
督
，
叫
已
的
光
榮
其
次
才Ht

為
知
救
人
類

(
一
)
天
主
凶
佩
服
人
鼠
的d
訓
娃
、
依
法

的
是
「
在
創
世
以
前
」

(
神
州1
4
3
M
H
)

造
內
動

的
深
奧
的

(
亦
1
5
9
u
3
8

1

M
M

百
1
甜
盯

線

的
自
)
普
遍
的

(
百
1

叫
四
)
(
三
)
這
個
d
M
州
拉

與
坪
無
闊
的
換
言
之
這
個
↓
叫
釗
不
是
決
於
罪
惡
而
足

涼
於
天
主
的
無
限
慈
艾
這
慈
交
在
罪
惡
未
有
以
前
使

已
表
現
山
山
來
天
主
從
永
遠
「
在
創
控
以
前
」
便
在
「
吋

愛
的
學
子
內
」
旦
呵
呵
了
他
的
泛
子
立
了
人
類
(
一-
8)

耶
穌
沾
天
主
的
「
可
泛
的
」

(
如
I
e

哥
1

口
凹

的

3

位
)
誰
能
相
信
加
州m
r
i人
類
不
啥
落
天
主
的
「
可
乏

的
」
便
不
存
在
呢

(
四

)
基
管
是
萬
物
最
早
山
川
屯
的

一
位
(
首
生
者
)
「
上
主
自
始
即
拿
我
作
他
行
動
的

起
始
作
他
作
為
的
問
端
」

(
放
8
n
n

)
(
五
)
基

督
從
此
有
之
上
獨
川
平
叫
他(d
l

口
M
2
刊
)
倒
符
他

是
在
肉
有
之
先
就
有
他
娃
原
始
是
市
內
有
的
中
心
(
4叫

1

口
?

刊
)
和
「
充
滿
」
(
弗
4

刊
)
如
來
人
類
沒
布

墮
落
受
造
之
物
便
沒
有
中
心
了
嗎
諸
天
使
便
沒
有
几

背
了
嗎
基
悶
悶
現
在
站
包
經
商
街
是
存
在
此
有
內(
吋

3
川
參
閱
制
前的
盯
)
，如果
人
沒
有
犯
見
他
此
等
必

做
無
沒
有
作
肉
了
晰
側
喇
如
何
能
怨
像
山
一
個
沒
有

墓
骨
作
元
首
的
世
界

(
蚓
2

臼
)
.
(六
)
到
別是
照
未

來
的
新
創
制
!
基督
所
造
成
的
那
麼
在
天
主
的
意
旨

裘
是
先
有
基
督
然
後
才
有
元
祖
到
亂
制
制
副
社
「
當

天
主
造
到
制
時
便
已
想
到
了
未
來
的
基
督
」

說
們
以
馬
對
耶
穌
的
降
生
，
怕
被
織
可
阿
以
照
你
的
峙



-
解
釋
「
恩
許
」
和
「
法
律
」
的
原
圳
來
解
釋
「
恩
寺
前
」

蝴
-單
單
決
定
於
天
主
的
旨
意
恩
許
典
型
拌
怨
毫
無
關
係
恩

.. 

, 

-
許
拒
絕
一
切
條
件
反
之
「
法
律
」
是
雙
方
的
契
約
是

一
以
雙
方
的
契
約
為
依
據
日
足
以
多
種
的
條
件
而
訂
立
的

車
子
降
生
是
天
主
皇
父
恩
詐
的
資
現
不
管
人
犯
罪
與

否
墨
子
一
定
是
要
降
生
的
資
際
上
人
犯
了
罪
ω
是
眾

沒
有
妨
礙
天
主
的
仁
慈
工
程
的
人
類
的
救
顧
這
救
贖

之
恩
是
天
主
藉
若
「
盟
約
」
和
「
法
律
」
所
傾
備
和

蔣
著
肉
已
突
子
的
降
生
所
完
成
的
根
鐵
歷
史
所
收
墨

子
帶
者
可
受
難
的
肉
身
為
我
們
受
死
而
來
到
這
世
界

天
主
既
預
知
人
的
墮
落
也
位
從
永
遠
決
定
自
己
的
愛

子
蔣
死
亡
和
復
活
來
重
整
一
切
和
更
新
一
切
天
主
的

智
慧
是
多
麼
深
奧
奇
妙
啊

為
了
更
了
解
彈
倒
酬
的
神
學
及
其
它
的
問
題
請

參
閱
救
贖
救
贖
主
聽
教
會
學
種
健
救
成
義
基
督
的
奧

體
寬
想
和
好
舉
事
良
心
來
臨
末
世
論
等
條

五
保

祿
與
基
督

近
來
有
不
少
的
白
白
派
學
者
認
為
你
線
和
基
督

的
道
理
之
間
雖
有
因
果
關
係
但
是
這
種
國
果
關
係
錢

他
們
看
來
部
是
非
常
微
小
因
為
他
們
過
於
重
視
當時

的
「
神
秘
教
」
主
張
保
祿

所
講
的
一
切
都
是
受
了
當

時
神
松
教
的
影
響
聲
言
現
今
的
基
督
教

的
創
立
者
不

是
那
訊
而
是
倒
祝
因
為
側
喇
利
用
制
勵
文
化
默
示
錄

的
恩
怨
和
神
秘
敬
的
教
理
使
耶
穌
成
了
一
個
救
鼠
主

把
耶
穌
所
講
的
純
紋
的
一
禍
首
改
頭
換
面
變
成
了

一
一
位

極
復
雜
的
神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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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反
駁
這
種
謬
論
不
必
博
引
旁
能
只
將
喇
喇
所

言
所
行
引
出
即
知
他
與
神
秘
斂
毫
無
關
仇
喇
喇
經

常

說
他
只
願
意
效
法
愛
慕
服
事
基
督
常
自
稱
為
基
督
的

僕
人
只
切
胡
志
干
事
事
悅
樂
基
替
他
如
其
他
卡
二
位
宗
徒

一
激
起
的
基
管
花
選
的
心
則
從
悠
此
為
了
，
主
基
宵
的
緣

故
他
甘
心
情
願
作
信
友
的
伐
人

(
梅
後
4

5

5

刊
)

基
督
這
樣
的
一
位
忠
僕
怎
能
泊
名
釣
春
以
自
己

的
道
斑
來
代
替
耶
穌
的
道
現
仰
是
自
兩
派
的
學
省
蚓

孔
喇
喇
赴
於
不
知
不
覺
之
間
以
自
己
的
恩
怨
混
淆
了

耶
穌
純
樸
的
一
福
音
此
說
完
全
是
無
稽
之
談
因
為
保
祿

講
的
只
是
耶
穌
所
講
的
道
斑
也
只
附
關
講
耶
穌
所
諧
的

道
理
也
就
是
為
了
這
一
點
他
甘
心
燄
受
了
其
他
宗
徒

和
初
期
教
會
的
傳

授
和
遺
教
我
們
不
否
認
讀
保
祿

書

信
的
人
會
感
到
書
信
的
內
容
何
與
一
福
音
不
同
的
地
方

但
是
在
福
音
和
新
約
其
他
經
古
之
間
也
有
互
相
不
同

之
處
這
種
「
不
同
」
是
必
然
的
因
為
在
耶
穌
宣
講
福

音
之
後
發
生
了
三
件
大
事
就
是
耶
穌
的
受
難
受
死
他

的
很
活
和
娶
一
腳
降
臨
不
注
意
這
三
件
大
事
的
人
便
無

法
理
解
新
約
的
全
部
精
義

我
們
承
沼
上
述
的
差
別
位
同
時
也
當
承
認
人
如

果
研
究
保
祿
的
道
狸
再
把
保
祿
的
道
理
與
耶
穌
的
道

理
兩
相
比
較
一
定
會
發
見
師
傅
與
門
徒
所
講
的
道
理

實
質
上
是
相
同
的
所
不
同
者
或
是
由
於
外
面
的
體
裁

或
是
由
於
那
引
導
信
友
深
入
一
切
真
理
的
聖
艸
主
耶

穌
在
世
所
誠
的
主
要
論
題
不
外
是
天
主
是
慈
父
人
類

被
罪
惡
所
困
擾
基
督
受
苦
受
死
和
復
活
的
關
係
舊
約

的
性
質
外
邦
人
的
得
教
問
題
以
及
論
夫
國
個
人
眾

L

和
社
會
等
等
的
道
現
若
拿
這
些
論
題
去
與
保
線
所
淆

的
道
現
比
較
一
τ
川
一
定
會
看
山
川
喇
喇
所
講
的
與
耶
穌

的
道
飛
完
全
相
同
或
更
好
說
保
祿
只
是
耶
穌
繭
音
的

出
叫
你
布
為
此
自
由
派
學
者
所
治
「
或
耶
穌
或
保
祿
」
或

改
「
耶
穌
加
上
保
祿
才
形
成
了
現
今
的
基
管
教
會
」

的
論
調
是
相
反
歷
史
的
狂
言
古
代
的
教
會
對
於
保
祿

的
人
格
及
其
對
主
耶
穌
忠
貞
不
貳
的
態
度
瞭
解
得
十

分
清
鍵
因
此
在
他

的
墓
碑
上
刻
者
說
可
〉

d
r
d
ω

尾
。

ω

兩
活
ω
E
A
T
E
E
「
那
芷
若

的
宗
徒
保
祿
」
以
表
示
保
祿
是
耶
穌
忠
實
的
宗
徒

見
保
祿
三
次
傳
教
行
程
國

(
富

)

"
3
K
包
K
A
、
宗
陣
陣
均
表
\
〉口
古
巴

E

丘

J

U
ρ
E
V聶
m小
」
/
祖
司
企
必
/
krn
H
E
m

-J
己
』
」

明
州
經
此
苦
心
布
必
一
五η
年
至
一
八
月
年
間
作
者

是
一
位
色
安
基
雅
坡
的
司
祭
原
文
為
希
臘
明
文
其
他
的

譯
本
如
拉
丁
苛
仆
特
敘
利
亞
等
譯
本
都
是
依
據
希
獵

的
作
品
，
本
古
大
部
份
早
已
遺
失
這
部
冗
長
作
品
包
括

三
大
段
郎
(
一
)保
祿
和
式
客
拉
的
行
實

(
二
)
格
林

多
人
向
保
祿
保
祿
向
格
林
多
人
所
寫
的
書
信

(
三
)

保
椒
致
命
錄
本
書
除
了
過
份
的
傾
向
縈
慾
主
義
和
輕

視
婚
姻
生
活
外
幾
乎
沒
有
甚
麼
反
對
聖
教
會
的
道
理

文
體
是
屬
於
傳
奇
性
的
作
者
國
熱
愛
聖
保
祿
在
正
經

的
宗
徒
大
事
錄
中
增
加
了
許
多
莫
明
其
妙
的
傳
奇
故

事
在
本
書
內

閱
或
有
些
一
屬
於歷
史
性
的
資
料
這
話
要

學
者
細
心
的
鑑
定
(
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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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保
祿
默
一
不
錄

「
〉
句。
口
Mw
q
H
M

ω
。

。
同
M
VMW
E
-
/

f
kp句
。
n

且
可M
MEω

句
俗
C
E
\

畫

為
經
本
書
是
一
位
匿
名
的
隱
士
於
公
元
四
世
紀

末
或
五
世
紀
初
編
寫
的
原
文
是
希
臘
文
或
敘
利
亞
文

最
有
價
值
的
譯
文
是
拉

f

譯
本
啟
發
本
書
的
來
源
是

格
後
U
I
|

4

換
言
之
郎
保
祿
啟
示

了
他
所
看
見
的

天
上
的
永
樂
和

地
獄
的
永
苦

作
者
在
本
書
中
表
現
一
種
熱
烈
而
庸
俗
的
信
德

因
而
過
份
的
提
高
修
道
的

生
活
生
動
地
也
很
幼
稚
地

描
寫
天
上
的
喜
樂
和
地
獄
的
苦
楚
本
會
的
價
值
紙

可

使
我
們
對
第
四
第
五
世
紀
的
信
友
的
恩
怨
習
俗
和
希

望
有
所
認
識
並
且
對
於
宗
教
的
藝
術
有
所
貢
獻
但

-j

寫
神
曲
時
很
可
能
會
用
過
本
書

見
默
示
錄
體

j L 

(4

富

)

m保
祿
三
次
傳
教
行
程

「
斗
}
白
白
宮5
3
5
4
H
E
門
口
。苦

。
同
M
M
E
F

f
F
E
H
E
D
m
s

呂
告
。

B
E
E
t
E
\

保
祿
宗
徒
自
從
在
往
大
馬
士
革
的
路

上
為
耶
穌

召
阱
使
之
歸
化
後
過
了
幾
天
就
立
刻
側
始
在
各
會
堂

中
宣
講
耶
穌
是
天

主
子
(
宗
9
5
M
m
)
但
耶
穌
召

-
選
他
特
別
是
為
給
外
邦
人
講
道
如
他
自
己
所
說
「
我

的
一
受
了
委
化
是
為
向
未
受
割
損
的
沁
宣
傅
福
音
」
(
蚓

-
2
7
)
是
以
按
宗
的
記
述
保
祿
曲
目
三
次
山
外
得
教
人
戶
可

將
保
祿
三
次
山
外
傳
教
的
行
程
簡
述
於
後

放
京
的
記
述
三
次
山

外
傳
教
的
行
程
部
赴
以
安

提
約
基
雅
作
山
頭
點
第
一
次
大
約
在
公
一
兀
四
五
年

上

在
學
神
指
引
下
保
綠

(
話
時
還
稱
為
掃
綠

)
同
巴

爾
糾
叫
二
人
(
以E
爾
悄
悄
為
首
)
，開始
山
外
傳
此

他
們
首
先
由
安
提
約
基
雅
下
到
清
海
的
色
宴
基
雅
由

該
處
乘
船
第
一
站
到
了
本
浦
路
斯
島

上
的
撒
拉
米
然

後
行
經
各
城
到
了
駐
有
羅
馬
總
督
之
帕
佛
當

時
尚
有

號
稱
若
望
的
馬
爾
谷
作
他
們
的
助
手
然
後
由
帕
佛
再

乘
船
到
了
小
亞
細
亞
的
旁
非
里
雅
的
培
爾
草
也
孩
處

馬
爾
谷
離
開
他
們
返
問
耶
路
撒
冷

去
了
之
後
他

們
二

人
尚
情
爾
革
到
了

f
h
u息
狄
雅
的
女
紅
約
基
雅

(
由
那

時
起
保
祿
不
再
用
掃
祿
之
名
而
經
常
稱
保
腺
而
且
似

乎
他
成
了
領
柚
凶
的
附
加
記
述
時
先
提
保
你
然
後
位
巴

爾
納
伯

)
在
該
城
大
有
收
獲
許
多
外
邦
人
借
了
教
只

因
猶
太
人
的
嫉
恨
把
他
們
趕
走
了
必
迫
他
們
二
人
便

來
到
了
依
科
尼
雍
在
該
處
也
遭
到
了
同
樣
遭
遇
的
國

猶
太
人
的
挑
撥
布
意
用
石
拋
死
他
們
於
是
他
們
便
逃

往
刷
臼
街
尼
稚
的
品
斯
特
辣
和
制
制
圳
等
城
並
在
孩
兩

域
的
周
圍
各
地
傳
偽
一
幅
止
日
在
呂
考
尼
雅
起
初
大
受
歡

迎
甚
至
把
他
們
當
神
來
尊
敏
但
最
後
仍
然
國
了
猶
太

人
的
挑
唆
保
祿
首
次
嚐
到

了
石
頭
拋
擊
的
苦
痛
而
且

非
常
嚴
已
因
為
人們
竟
以
為
把
他
做
死

7
h第二
天
倒

祿
便
問
巴
爾
納
伯
去
了
德
爾

貝
然
後
可
說
照
原
路
郎

經
副
蚓
蚓
侃
俄
科
尼
拖
以
後
又
經
過
羽
到
叫
般
的
到

非
里
雅
直
到
培
爾
革
到
了
第
海
的
阿
塔
肋
雅
由
阿
塔

肋
雅
乘
船
越
過
萃
島
直
罔
到
他
們
的
山
潑
地
安
提
約

基
雅
完
成
了
他
首
次
出
外
傳
教
的
行
程

(
見
宗
H
l

M
)
山
保
憐
的
一
貫
作
風
看
來
保
祿
每
到
一
處
先
在

安
息
U

到
怕
太
人
的
會
堂
講
道
當
猶
太
人
不
接
受
他

的
福
音
後
便
給
外
邦
人
宣
講
每
當
外
邦
人
歡
喜
若
狂

信
了
耶
穌
猶
太
人
又
出
來
挑

釁
直
到
保
祿
不
能
在
拔

地
，
此
是
為
止

第
二
次
傅
教
行
程
技
宗
的
的
記
述
保
祿
第
二
次

山

外
傳
教
是
我
耶
路
傲
冷
宗
徒
會
珍
藏
後山
發
地
仍
是

安
提
約
基
雅
最
初
保
祿
的
原
意
仍
是
同

巴
爾
納
伯
一

齊
圳
發
但
為
了
馬
爾
谷
的
問
題

(
見
宗
的
盯
抽
)
結

果
不
歡
而
散
巴
爾
納
伯
帶
者
馬
爾
谷
去
了
塞
浦
路
斯

而
保
祿
甜
另
選
了
息
拉
作
自
己
的
伴
侶
這
次
經
保
祿

所
到
之

地
比
首
次
更
多
而
旅
程
也
更
遠
最
初
走
遍
了

敘
利
亞
和
基
皇
基
雅
各

地
堅
固
各
地
教
會
然
筱
經
過

德
爾
貝
和
呂
斯
特
辣
又
在
g
t
u
腳
的
指
引
下
經
過
失
黎

基
雅
和
迦
快
速
等

地
來
到
了
米
息
雅
然
後
又
由
米
自
心

雅
到
了
特
洛
阿
在
特
洛
阿
因
見
了
一
異
象

要
求
保
祿

到
比
其
領
於
娃
保
你
從
特
濕
阿
進
入
了
歐
洲
郭
先
經

過
撒
摩
辣
刻
乃
阿
頗
里
直
到
馬
其
頓
的
首
府
斐
理

伯

而
且
從
蚓
蚓
述
事的
文
氧
得
知
自
蚓
叫
阿
起
程
院
制

加
也
加
入
了
他
們
的
行

列
之
後

保
祿
先
後
在
斐

理
伯

得
做
洛
尼
和
貝
洛
雅
講

道
在
上
述
三
城
都
有
很
好
的

結
果
不
少
人
信
了
耶
穌
只
因
猶
太
人
的
挑
唆
使
保
抽
睞

無
法
在
該
地
立
足
因
而
使
保
祿
來
到
了
希
磁
文
化
古

部
雅
典
但
在
雅
典
可
說
幾
乎
毫
無
效
果

(
只
有
，
俊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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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
人
信
了
耶
穌

)
-
過
使
保
祿
離
開
了
雅
典
來
到
了
格

的
~
蚓
趴
在
制
叫
兩
喇
喇
一
。
住
住
了
一
年
另
六
個
扎
娃
立

一
了
有
名
的
格
林
多
教
會
在
孩
處
除
遇
到
信
主
的
阿
控

制
和
阿
氏
的
妻
子
也
日
黎
史
性
M
m大
約
期
前
後
二
會
也

是
在
那
里
寫
成
的
末
後
巾
格
林
多
經
厄
弗
所
來
到
凱

撒
勒
雅
再
由
凱
撒
勒
雅

上
到
耶
路
撒
冷
然
後
由
耶
京

返
罔
他
們
的
出
發
地
灰
缸
約
羞
恥
你
這
樣
完
成了
他
第

二
次
的
山
外
傳
教
旅
程

第
三
次
傳
教
行
程
叫
樹
在
到
樹
制
到
刷
刷
住
了
一

個
問
時
期
後
就
又
再
度
從
女
紅
約
基
雅
山
發
是
上
了

他
第
三
次
山
外
傳
教
的
旅
程
筒
先
經
過
迦
拉
途
和
夫

黎
基
雅
等
地
雙
向
信
徒
最
後
來
到

了
厄
邦
所
這
次
犯

厄
弗
所
可
泣
非
常
成
功
如
保
祿
自
己
所
說
「
因
為
有

成
效
的
大
門
已
給
我
做
問
了
」

(
格
前
的
8
)
是
以

保
祿
在
厄
弗
昕
一
住
住
了
三
年
之
久
絡
前
即
在

那
時

昕
寫
末
後
凶
銀
匠
德
默
特
流
所
掀
起
的
騷
動
也
即
首

次
由
外
邦
人

(
通
常
是
猶
太
人

)
與
保
祿
悶
罐
一
起
使

保
緣
不
得
不
離
開
厄
弗
所
而
轉
往
馬
其
領
去
犯
法
處

寫
了
格
後
後
由
馬
其
頓
到
了
希
祖
祖
大
約
切
絡
林
多
在

該
處
逗
留
了
三
個
月
又
返
罔
馬
其
頓
由
馬
其
叫
到
了

特
洛
阿
保
綠
再
由
陸
路
到
了
阿
常
由
阿
索
再
乘
船
經

米
提
肋
乃
希
約
對
面
做
摩
等
地
來
到
米
肋
托
在
米
肋

托
保
祿
會
召
見
了
厄
弗
所
的
長
老
們
並
給
他
們
講
了

一
氣
極
動
人
的
訓
話
末
後
由
米
肋
托
乘
船
來
到
位
浴

在
提
浴
住
7
七
天
常
地
教
友
會
風
雪
神
啟
示
勸
保
緣

不
要
到
耶
京
去

,!f. )L 1112-1113 

以
後
巾
闊
叫
到
州
何
必
比
自
仆
托
肋
買
步
行
到

制
叫
刷
勒
雅
在
該
處
叉
停
了
多
趴
在
那
襄
遇
到
從
蚓
剝

下
來
的
一
側
名
叫
附
加
波
的
先
知
他
叉
頂
-
一
=
口
保
祿
在

耶
路
撒
冷
將
要
做
交
代
外
M
m
人
手
中
父
動
保
A帥
不
要

上
恥
的
做
冷
去
川
刊
保
收
卸
不
為
所
動
而
且
即
赴
死
在

。

，

i
i
l
l
-
-
t

蚓
京
也
不
布
于
是
以
過
了
幾
天
後
你
絨
線
然
來
扭
扭
就

。

也
上
了
珈
山
m
撒
趴
完
成

7
他
這
次
山
外
傳
教
的
行
程

之
後
保
臉
紅
耶
路
撒
冷
果
然
巾
小
心
細
亞
來
的

猶
太
人
所
掀
起
的
暴
亂
而
被
捕
了
凶
猶
太
人
陰
朮
殺

得
叫
趴
遂
山
蚓
叫
千
夫
反
派
兵
土
改
送
喇
喇

去
了
圳

制
馴
抓
交
與
話
時
任
蚓
蚓
總
鋒
的
對
刺
趴
在
凱
撒
勒

雅
凶
斐
棚
內
斯
總
仔
成
立
他
延
希
望
~
能
巾
保
祿
得
些
的

路
因
而
兩
年
時
間
保
收
被
凶
策
在
凱
撒
勒
雅

μ
跑
到
新

總
督
斐
斯
托
上
任
保
收
要
求
上
訴
凱
撒
H
F一
以
斐
斯
托

應
允
了
花
「
你
僻
伸
向
叫
做上
訴
就
作
凱
撒
那
裝
去
」

於
垃
州
州
神
州
山
百
夫
反
咱
們
也
約
州
若
山
凱
撒
勒
雅
上
仙

41lIlli--l

t
i
--l

ohill--l 

先
到
了
些
基
邪
的
米
躲
在
米
辣

X
U力
換
了
一
雙
來
，H

E
m

山
大
t
E
間
往
立
大
利
的
純
經
過
半
月
之
久
一

峙
的
飽
經
低
吟
終
於
釗
了
默
里
達
島
而
那
船
由
於
擱
淺

'

。

如
上
的
人
只
得
乘
船
油
水
成
以
做
板
登

上
了
陣
地
由

默
里
達
又
到
做
了
一
坐
船
終
於
經
過
息
辣
谷
撒
勒
基

雍
來
到
了
叫
喊
仙
似
約
墊
在
改
處
住
了
七
天
然
後
由
該
處

步
行
到
了
羅
馬
保
你
在
羅
馬
獲
得
相
當
寬
大
的
優
待

一
位
兩
年
也
將
加
進
來
對
這
咀
肘
子
有
所
交
待
使
結
束

'
、
。
，

1
1
l
l
i
t
-

-

了
他
的
白
不
准
這
期
間
保
腺
寫
了
四
封
所
謂
的
「獄
函
」

:1ii 部
寺
(
亦
哥
肌
品
質

拔
制
尉
的
到
叫
劃
所
說
制
制
會
到
過
西
方
戶
剖

蚓
到
?
)
又

從
別
副
襄
得知
鬧
劇
又
再
度
岡
到了
東

恥
但
幾
成
又
在
何
處
再
度
被
麻
木
得
而
他
不
過
保
祿

被
判
死
刑
當
在
尼
旅
皇
帝
死
前
(
公
元
六
七

l

六
八

年
間
)
而
受
刑
的
地
點
按
傳
授
當
是
「
城
外
」
郎
今

日
側
喇
大
殿
附
也
叉
因
喇
喇

H
J
K蚓
閻
公
也
是
以
按
問

一
傳
授
所
述
他
是
以
斬
首
之

刑
布
為
主
捐
軀
殉
道

見
制
制
附

(
義

)

m信
友
(
詩
句
)見
書
包

m
信
聽
信
心
(
泣
的
)公
教
神
學
對
「
信

4
l
n
1
4

-

4

、
德
」
的
定
義
是
「
人

的
意
志
在
天
主
聖
寵
的
光
照
與
感
動
之
下
推
動
理
和

使
之
信
從
天
主
所
啟
示
的
真
理
」
它
主
要
的
官
能
好

似
赴
現
智
的
動
作
但
在
學
經
中
的
「
信
德
」
部
更
是

一
種
心
志
的
作
用

在
街
約
時
代
在
舊
約
中
「
信
德
」
有
兩
種
意
蔬

其
一
是
指
某
人
是
誠
實
可
靠
的
故
他
的
話
是
可
信
任

的
其
二
赴
事
質
上
接
受
某
人
的
言
語
或
報
告
並
認
之

為
確
食
無
誤
的

(
創
衍
站
出
4
5
8
缸

"
9
亦
見
列

上
ω
7
耶
的
H

依
臼
1

哈
1
5
)
因
此
信
德
是
人
對

天
主
的
一
種
態
度
而
在
這
種
態
度
上
主
要
的
是
信
任

及
服
從

(
依
9

7

必
H

創
刊u
e
)
沒
有
這
種
態
度
的

就
是
經
闖
天
主
的
人
(
戶
U
M
U
)就是
違
反
天
主
命
令

的
人

(
市
1

甜
的

9

品
)
信
德
的
行
為
在
舊
約
中
是

倍
受
讚
揚
的
(一
詠俑
削N
U
M
B
-

u

付
1
6

日
叫
‘5
)



格
外
H
e
k
亞
巴
郎
的
信
德

(創
的
6

羅
4

刊

)
沒
』
句
追

隨
想
定
的
信
總
以
民
是
不
能
作
在
的
(依
7

9

)品
人

以
此
信
德
而
生
活
(
哈
2
4

見
羅
1

口

迦
3
u

希
m

抽

)
泊
的
約
中
封
信
德
的
描
述
仍
不
能
泊
是
完
備
情
鐘

的
它
不
過
指
出
了
信
德
的
基
礎
就
是
對
其
實
天
主
的

信
倒
閉
依
鎔
凡
此
聽
從
准
聽
從
災
俊
受
天
主
的
命
令
批
沾

有
信
德
的
人

(
德
約
M
m
m
上
2

臼
友
8

且
)
評
必

之
分
亦
在
於
有
無
叫
到
天
主
的
信
心

(
智
3
9

的
2

)

有
信
德
的
人
將
獲
得
救
援
及
常
生

(
智
臼

3
)

在
新
約
時
代
在
新
約
中
信
德
信
心
及
信
任
等
品

之
用
法
更
垃
頃
繁
約
二
百
四
卡
次
雖
然
並
不
是

常
有

宗
教
上
的
意
談

@
在
對
觀
一
福
音
上
耶
穌
自
己
多
次
提
示
人
應
有

信
德
(瑪
9

目
谷
4

品
路
8

自
)耶
穌
咱
們
讀
信
德
(
瑪

8

凹
的
問7
9

)
投
錢
出

一且
為
獲
病
之
痊
愈
信
德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
瑪
9

位
谷
5

抖
的m
8
“
參
見
瑪

臼
詞
)
為

有
信
蝕
的
人
一
切
部
是
可
能
的

(
谷
9

自

)
甚
否
可

以
移
動
山
后

(
璃
門
叩

釗
缸
)
但
是
對
觀
一
福
音
並
沒

布
消
倦
地
從
明
這
種
信
德
的
本
質
是
什
麼
它
猶
如
值

約
主
要
的
在
鈴
要
求
人
對
耶
穌
的
木
身
及
他
的
德
能

他
的
一J
Z
m要
有
信
任
之
心
但
不
止
於
此
它
亦
要
求
人

對
他
要
服
從
要
聽
他
的
指
刊
故
此
這
種
信
德
且
是山
於

服
從
的
信
任
之
心
人
應
相
信
他
就
是
默
西
亞
(
谷
8

一
叮
抽
臼
但
見
瑪
的
時
!

叩
路
4
U
)
並
承
認
他
是
天

刷
一主
之
子

(
關
8
臼

M
目

釗
5
U
U
3
u
H
H

制
8
M
r
)

一
這
撥
人
就
可
以
獲
得
永
生
(
谷

8
"

瑪
ω
且
開
)
這

1113 " 九

叫
他
圳
到
耶
穌
本
人
的hM
A就
成
了
初
期
教
友
們
的
特
殊

時
志
被
稱
為
那
些
一
「
估
了
的
人
」
(
山
川2
“
4
u

兒

谷
9

位

時
間
)
仿
德
就
成
了
作
內
基
仔
徒
的
基
本
條

件

(
宗
4
4

日
間
M
I
的

7
)
他
們
凶
著
信
德
而
獲

罪
之
攸

(
去
m
u

必
悶
兒
(
仆2
5

帥
的7
叩

)
而
得
救

援

(
山
4

凹

的
U
N
M
W時m
m

)

@
以
保
線
的
心
行
作上
保
祿
更
泊
位
的
指
山
信
總

就
是
接
受
耶
穌
的
教
圳
及
經
過
宗
徒
們
所
傳
授
的
道

理
|

|
一
禍
首
(
確
l

s

m
口

格
前
2
5

的
1
2

得
前

1
8
)
亦
就
刊
后
背
行
起
倚
徒
的
生ι
的
(
格
的
l
u
3

S

M
凹

的
2

)
信
您
的
叫
到
加
拉
扯
惟
一
的
真
天
主(
得

前
1
7
8

位
5

自
b
F

M
臼

裕
的
8
5

6
)
是
孩
們
的

主
天
主
之
子
耶
穌
基
管

(
.
迦
2
u

經
m
s
9

裕
前
也

3
)
屯
信
天
主
父
眨
一了
世
人
打
發
了
學
子
以
他
的
苦

難
學
死
敘
拔

了
攻
們

(
得
的
1

?

叫

迦
3
6

裕
後

1
9

線
3

自
4
8

5

4
M

l

自
6
8

等
)
堅
信
耶
穌

是
默
陌
必
天
主
之
手
他
山
死
后
中
彼
沾
了
並
耍
光
榮

地
再
來
寫
判
一
切
的
世
人

(
得
前
1
u
4
u
5
9

格

前
的
1

l

u

昭
雄叩
9
等
)
由
此
可
見
學
保
祿
所
講
的

信
德
是
屬
於
理
智
的
一
種
動
作
使
理
科
服

從
某
一
種

價
現
位
逗
他
服

從
拉
不
叫
，
也
有
同
的
而
結
基
必
對上主

權
威
的
服
從
雖
然
也
村

時
起
看
不
見
的

(
得
前
2

時

格
後
5
7
)
正
因
此
信
德
及
望
德
兩
者
是
密
切
有
關

的
(
迦
5
s

羅
5
1
2
8

叫
得
前
1
3
5
.

格
前
的

時
)
同
時
信
德
亦
H
E屬
於
意
志
的
作
用
意
志
令
人
服

從
及
接
受
天
主
的
傳
報
及
意
旨

(
羅
m
H
得
後
1
8

見
宗
6
7
)
足
以
求
徒
明

-
-z
口
對
信
德
的
服
從
(
總
I

S

M
M

見
格
後
m
s

)
但
是
叫
街
上
述
話
仍
不
夠
尤

其
應
有
質
行
泛
德
工
作
的
活
倍
德
才
可
以
使
人
得
救

(
迦
5

6

見
格
前
7

凹
迦
5

的

自
6
8

8
M

雅
2

信
總
雖
是
天
主
嘍
帥
的
閃
心
協
及
作
內

(
得
的
1

4

5

裕
的
2
4

5

也
9

口
2

格
後
8

7

斐
I

M
弗
2

8

9

)
但
獲
得
它
的
近
機
會
均
是
宣
講
及
聽
道

(
絡

m
u

自

)
它
向
電
德
及
更
德
是
三
個
現
今
存
在
的

越
性
之
德

(
向
天
主
之
德
)
(
格
前
U
H
)
來
問
叫

有
愛
德
仍
存
凶
為
前
二
后
的
則
被
叫
起
現
今
所
看
不
到

的

(
格
後
5
7

希
u
z
纏
8
H
)
來
世
巳
可
以
清
楚

地
看
到
及
認
識

(
格
前
U
M
)
信
德
在
現
世
可
以
使

人
獲
罪
之
赦
與
天
主
和
好

(
經
3

臼

見
格
前
的
口
)

人
非
以
法
律
的
作
符
而
H
足
以
信
德
成
義

(
經
3

四
迦

2

時
)@

什
忙
若
望
的
著
作
上
基
木上
若
電
論
位
德
的
行

論
與
其
他
新
約
部
份
是
相
同
的
它
的
特
點
是
強
淵
對

耶
穌
基
賢
的
信
德
仲
維
信
他
是
默
西
亞

(
若
口
盯
右
-

5
1
)
是
天
主
派
遣
來
的
(
伊
拉8
甜
甜

刊
的
的
凹
切

口
m
n
)
是
天
主
之
子
(若
3

時
抽

6

叫
刊
訂
叫
“
缸
)

若
望
更
清
經
地
指
出
他
是
天
主
的
學
者
(
若
6

的
)

天
主
在
他
內
他
在
天
主
內
(
若
UH
U
U
)
他
「
就
是

那
一
位
」
(
若
8
H
U
U
)
是
唯
一
的
救
援
(
若
4

“
若
-
4
H
)
H
E光
明
(
右
U
M
H
)
生
命
(
4右
U

扭
扭
)
人
人
都
應
信
圳
的
他
(
若4
缸

5
M
B
H
M
叫
討



-
祖
U
M

站
等
)
及

信
任
他
的
名
號
(
軒1
n
2

目
3

的
-
H割
了
b
n
)
。
信
耶
穌
不
祇
是
單
純
的
理
智
動
侃
而

-

i

,

i 

一
是
與
他
接
近
(若
3

臼

6
缸
盯
“
“
)
佔
有
他
(
若
一

一
5

臼

)
領
受
他
猶
如
飲
食

(若
6

站
叩

)誰
信
他
就
可

?

獲
得
永
遠
的
生
命

(
若
3
H

M

臼
5

H
6

叫

“

目
8

日
刊
扭
扭

)
那
些
一
一
小
信
他
的
人
已
受
了
判
決
(
若
3

M
M

)
猶
太
人
不
信
他
因
為
他
們
不
是
屬
於
天
主
的

人
(到
8
叫

一
猶
如
舉
例
刷
制
到
亦
強
調
信
德
的
實
趴

在
於
依
照
耶
穌
的
命
令
來
彼
此
相
愛

(
若
一
3

詞
)

聖
保
祿
指
出
獲
得
信
德
的
近
機
會
是
宣
講
及
聽

道
(
刷
刷mH

n

) ，

剖
劉
胡
請
信
德
的
產
也
主
要
是

由
於
耶
穌
所
顯
的
許
多
奇
鎖
(
若
2
u

自
4

目
5

抽

9

p
m
扭
扭

U
H
M
U

的
“
)
由
於
預
言
的
應
驗

(
若
2

自

U
H

M
m

)
由
於
、
右
盼(
若
1
7
5

詞
)

及
天
主
父
的
見
證

(
若
5

阻

)
格
外
是
由
於
耶
穌
自

己
的

一
一
一
口
講
(
右4
u

u
5

H
6

甜
的

口
a
m

若

-
5

刊

)
善
行
可
增
加
人
的
信
德

(
伊
拉3

剖
)
相
反
地
忍

行
部
是
信
德
的
障
磚
物
(
右
3
u

m
8

“
“

9
U
M
M

H
H

)
猶
如
聖
保
祿
所
一
一=口
信
德
尤
其
是
天
主
的
恩
寵

(
若
6

盯

詞

“

品
8

曰
“
1

叫

若

-
4
6
5
1
)

見
信
德
的
寄
托
特
恩

(
韓

)

í!f 

「
佑
德
的
寄
托
」
雖
數
次
見
於
學
經
但
宜
在
教

) L 

信

(德
拉 的

i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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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中
正
式
廣
泛
地
利
風
詞
是
始
自
一
八
七

0
年
的
到

蒂
岡
第

一
次
大
公
會
議
(
見
口
。D
H
E
m
p
-泛
∞
-
Z
C
C
)

它
在
一
神
學
的
範
圈
中
是
用
來
指
示
經
過
宗
徒
縛
授

與

教
會
使
教
會
以
她
不
能
錯
誤
的
訓
導
權
將
它
完
整
無

缺
地
加
以
保
存
.不
偏
不
倚
地
朋
以
解
釋
並
勇
敢
地
微

讓
它
於
敝
人
均
投
擊
與
被
捕
扭

I

「
寄
托
」
的
忠
義
「
信
德
的
寄
托
」
三
見
於

學
經
且
都
是
是
出
自
保
祿
的
牧
函

(
弟
前
6

m

弟
後

l
u
u
)
但
「
寄
托
」
之
意
義
部
非
始
自
保
祿
它
在

新
約
原
文
上
(
希
臘
文

)
有
「
存
放
」
「
呈
奉
」
「
奉

上
」
之
意
(
見
谷
6

“
8

6
7

路
9

H
U
e
等
)
遠

在
舊
約
時
代
就
有
著
名
的
有
關
「
寄
托
」或
「
託
管
」

的
法
律
存
在

(
出

必
6

l

m

)
即
是
有
關
金
錢
物
品

或
牲
畜
的
寄
托
在
瑚
蚓
叫
時
代
更
有
不
少
寡
婦
孤
見

的
金
錢
「
寄
存
」
在
聖
殿
的
寶
庫
內
由
司
祭
們
來
處

理
保
符
(
鵬
下3
M

I

時

)。
但
是
在
斟
叫
上
不
祇
是

財
物
牲
畜
有
托
人
保
管
的
習
俗
及
法
律
而
人
亦
不
例

外
比
如
撒
辣
的
母
親
將
自
己
的
女
兒
「
託
付
」
給
青

年
的
到
叫
到
(
叭
叭mH
)。
在
醋
斟
上
睏
酬
的
比
喻
恥

有
懶
惰
的
惡
僕
將
主
人
託
付
的
錢
收
存
在
手
巾

襄
沒

有
使
之
生
利
而
受
到
主
人
的
頁
斥

(
絡
的
口
|

叮

見

瑪
忱U
H
1

叩
)

且
不
似
在
以
民
的
腿
史
上
有
這
種
「
寄
托

」
的

例
r
f
J
而
在
其
他
文
明
占
閩
中
比
如
希
臘
羅
馬
都
有
金

錢
必
貨
物
的
偷
告
生
利
以
反
借
款
貸
款
的
習
慣
按
車

間
比
斯
多
研
扎
扎
俐
吋
叫
等
人
的
文
件
當
時
並
有
嚴
格
的

法
律
來
管
制
及
保
障
貸
款
人
的
主
權
比
如
其1
項
或

貨
物
的
善
被
剎
用
以
及
屆
時
全
部
本
剎
歸
還
等
無
怪

史
家
封
封
封
說
它
是
三
種
神
聖
不
可
侵
犯
的
義
務
很

可
能
就
正
是
這
種
法
律
的
神
聖
義
務
影
響
了
保
祿
而

有
「
信
德
的
存
托
」
的
成
法

E

保
祿
所
說
的
「
寄
托
」
前
面
我
們
已
經
仆
仙
過

「
寄
托
」
之
用
於
信
德
祇
見
於
保
祕
致
弟
茂
德
占
(
必

前
6

個
制
後1
u
u
)
由
到
後
害
的
語
氣
我
們
呵
以

清
楚
看

山
山喇喇
已
明
知
死
之
將

-
b蓋按
學
者
的
公
見

此
書
寫
於
公
元
六
七
年
亦
即
保
祿
為
主
致
命
的
前
夕

故
此
他
以
最
親
切
的
口
吭
以
慈
父
的
心
悅
將
他
一
生

所
勞
苦
辛
動
致
力
的
寶
藏

|
l

倍
德
的
寄
托
-
-

A

付
給
他
的
弟
子
並
且
他
還
用
了

一
個
強
有
力
的
名
叫

|
|
「
寄
托
」
意

即
受
之
於
人
傳
之
與
人
之
志
|
|

來
表
示
這
一
任
務
的
神
聖
及
重
要

@
名
稱
保
祿
用
了
不
同
的
名
稱
來
反
一
位
叮
時
他

心
愛
的
弟
子
剃
甜
甜
要
善
自
保
管
這
一
「
信
德
的
寄

托
」，

它
是
「
天
主
的
道
理
」

(
期
前
6
1

戰
Z
M
)

「
信
德
的
好
教
訓
好
教
育
」

(
弟
前
4
6
)
是
「
值

得
完
全
接
納
的
話
」
(弟
前
1

臼
)
「
是
確
實
的
話
」

(
到
前
3
1
4
9

期
後2
u

觀
1
9
3
8
)
更
是

「
信
德
及
愛
德
的
健
全
道
理
」

(
到
後
1

間
)

@
內
容
「
信
德
的
寄
托
」
的

內
容
包
括
一
切
耶

穌
的
言
行
道
斑
及
他
的
天
主
性

(
鐸
1
8
4
Z
H

H
)，

他
的
降
生
(期
前
2
5

3

閥
門苦難
及
救
阪
(
剃

前
2

3

l

e
4
9
M
6

時

鐸
2
H
)
復
活

(
弟
後
2



8
)
審
判

(
弟
後
2

臼

H
4
1
1

8
)
光
榮
的
再
來

(
弟
前
6
H
H

弟
後
4
1
8
)

因
敘
主
的
來
臨

所
顯
示
的
宗
徒
們
品
力
所
宣
揚
的
有
關
仙
似
俊
的
奧
松

(
弟
後
l
s
n

鐸
1
1

1

.
)
以
及
以
你
德
而
成

義
等
(
第
後
1
8

!

u

鐸
3
.
5
)
本
來
這
一
切
的

道
現
都
已
會
關
明
於
保
線
以
前
所
寫
的
詩
估
中
不
過

保
祿
在
他
的
三
封
牧
函

上
重
新
簡
叫
各
地
再
作
了
一
次

總
結
的
報
告
作
他
臨
終
的
囑
托

其
次
諸
凡
一
切
倍
約
上
的
教
現
及
教
圳
亦
都
屬

於
這
個
「
寄
托
」
(
弟
後
3
時
口
)
並
有
教
會
的
車

事

(
鐸
3
5
|

T

見
弟
前
4
H

弟
後
1
6
)
以
及
學

統
制
都
屬
於
「
寄
托
」
的
純
陶
教
灰
之

上
有
「
長
老
」

(
弟
的
4
H
5
口

l

H

鐸
I
S
)
或
稱
「
主
教
」

(
弟
前
3
1
2

鐸
1
7
)
他
們
各
管
一
城

(
鐸
l

s

7

弟
前
5
7
)
治
理
天
主
的
教
會

(
弟
前
3
5

見
宗

幼
甜
)
主
教
之
F

有
「
執
事
」
郎
六
口
叩
(
弟
前
3
8
1

除
了
上
述
的
教
義
塾
統
之
外
保
祿
所
特
別
強
調

的
倫
理
及
墨
低
亦
是
刁
寄
托
」
內
容
的
主
要
部
趴
此

亦
即
牧
函
上
所
說
的
「
善
工
」
(
弟
前
5
自
)
它
是

真
正
的
裝
飾
品

(
弟
前
Z
M
5
刊
)
是
喘
口
藏
(
弟
前

6
叮

|

刊
)
故
此
一
切
教
友
都
應
邀
力
行
善

(
制
後

2
剖
)
尤
其
是
車
職
人
員

(
弟
後
3
叮
鐸
2
7
)
因

一
為
善
工
能
使
人
得
救

(
弟
徐
1

，
鐸
3
5

)
推
進
及

昕
一
履
行
善
工
的
反
面
就
是
要
戒
避
及
駁
斥
一
切
罪
惡
及

一
循
著
(
第
前
4
1
1

5
6
3

|

刊

第
後
3
1
|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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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為
它
們
阻
止
人
行
善

(
鐸
1
M
)
所
以
活
凡
教
義

倫
斑
霉
事
學
統
制
以
晨
全
部
聖
經
都
在
「
信
德
的
寄

托
」
的
純
國
之
內

@
來
源
「
治
托
」
並
不
是
「
賜
與
」
所
以
市
托

人
仍
然
保
留
具
所
脊
托
之
物
的
主
權
同
樣
「
心
德
的

寄
托
」
者
是
天
主
自
己
它
來
自
天
主
及
人
類
闊
的
巾

保
耶
穌
基
皆

(
站
前
2
5
)
是
天
主
自
己
的
教
訓
言

語
道
理
(鐸
2
M
H

弟
前
6
H
)
全
部
福
音
亦
然
(
鐸

2
5
1
n

弟
後
2
9
)
這
一
切
都
是
保
祿
商
接
由
基

督
悽
獲
為
傳
授
給
前
向
民
的
(
弟
前
2
7

弟
後
l
u

見

弟
前
1
u

鐸
1
3
)
這
赴
天
主
的
旨
佇
立
弟
的
1
1

弟
後
1
1

鐸
l
l
)
天
主
自
己
練
選
f

保
線
為
完
成

這

-
s
L作
(
泊
的
1
M

1

自
腳
時1
3
)
所
以
保
持
峭
的

F

叭
就
是
天
主
的
心
的
為
他
忠
U
M
地
全
仆
噬
了
他
的
叫
州
立

(
弟
後
4
7
)
如
今
你
戚
在
其
將
死
之
際
將
這
職

t
H

托
付
給
他
的
弟
子
相
叫
樹
同
剃
叫
阿
使
之
川
流
不
息

@
模
威
故
然
這
個
「
寄
托
」
來
自
天
主
並
且
所

寄
托
的
是
有
益
美
好
救
援
的
道
理

(
弟
前
1
u
4
3

弟
後
1
u
4
3

鐸
1
9
2
1
)
所
以
它
的
權
威
起
至

高
無
上
的
它
的
道

聽
是
確
實
的
可
倍
的
及
不
能
錯
誤

的
(
弟
前
1
臼

3
1
4
9
弟
後
2
u
鐸
3
8
)
它
n
E

過
誠
赤
裸
的
道
理
是
應
受
一
切
人
尊
敬
的
槍
威
(
弟

前
2

‘

!
7
)

@
利
用
「
信
德
的
寄
托
」
在
保
棘
的
口
中
實
在

是
無
價
之
寶
但
是
天
主
並
不
願
念
教
會
祇
將
這
喘
口
胡
鬧

謹
慎
地
保
管
而
不
動
用
猶
如
那
一
瞄
音上
的
懶
僕

(
路

w
u
l

盯
瑪
幻
H

!
叫

)
它
應
被
教
會
括
廿
日
利
用
使

之
生
利
結
果
所
以
閑
耐
力
勸
叫
別
倒
要
自
已
研
品
他

巾
師
傅
所
懷
受
的
教
訓
並
用
它
來
訕
訕
位
教
訓
他
人

(
化
的
4
H
H

油
市
後2
7
3
H
)
要
追
求
拉
明
瞭
m
y
-

絡
上
的
多
種
教
訓

(
弟
後
3

間
1

口
)
叫叫
此
晶
體
會
的

吹
w
t
|
|
估
抽
泌
的
寄
托
|
!
是
門
戶
太
問
任
人
從
巾

取
別
的@

利
用
的
原
則
首
先
孩
們
要
知
道
什
逼
寶
庫
中

已
包
悟
了
天
主
對
人
類
的
全
部
啟
示
就
連
宗
徒
及
天

使
也
不
能
對
它
再
增
加
什
麼
它
是
惟
一
的
興
理
是
促

一
的
得
救
法
門
設
們
在
現
在
的
生
泊
中
所
能
得
的
“

德
峰
示
就
必
逼
她
)
一
它
已
完
令
吟H
h
H川
叭
，
主
那
一
口

就
們
再
得
到
最
戶
的
最
大
的
啟
示
府
止
那
時
成
們
要
而

對
甜
的
的
川
的
比
觀
看
一
切(闊
的
U
M

W
倒
後
5
7
參
見

希
1
1
4
)

雖
然
這
個
「
信
您
的
寄
托
-
一
本
身
H
匹
克
偏
無
缺

取
之
不
益
用
之
不
竭
為

墓
教
會
所
管
理
的
喇
叭
磁
但
是

白
衣
們
一
方
面
來
說
仍
是
有
進
展
的
可
能
性
亦
就
是

技
人
類
斑
智
之
所
灰
葬
人

們
的
苦
心
研
究
可
以
日
新

月
異
地
在
天
主
望
神
的
指
導
之
下
(
若
M
扭
扭
)
由

其
中
取
得
更
深
的
奧
理
示
過
這
紙
是
對
它
，
良
多
的
明

瞭
而
絕
對
不
是
對
它

本
身
的
增
補
國
它
根
本
毫
無
缺

陷

可
言
任
何
的
增
添
彌
補
都
是
異
端
邪
謎
是
謬
還
是

說
謗

見
教
會
一
啟
示
聖
經

「
柚陣
」



三
。
這
也
許
已
\
巳
設
立
。
E
J
起
頭
上
娥
的
一
種
以
食

-
u
k
n
n
E
h
y
f
o
z
a
o
B

之

們
昕
一
E
E
J
l

A
J

'
，
、
重
金
屬

所
作
的
首
飾
為

一
社
會
上
或
宗
教
上
有
地
位
的
男
人
或
女
人
所
教
用
或

一
者
犯
人
在
某
種
重
要
的
烏
合
及
車
境
下

(
如
結
婚
)

亦
有
蚊
用
者
希
伯
來
文
原
有
數
個
名
而
統
譯
作
「
冠

冕
」
它
們
的
真
正
意
義
是

@
2
2
月

是
閻
王
的
特
別
樣
幟
形
似
頭

巾

的
以

寶
石
以
布
條
縛
於
頭

上
亦
是
大
司
祭
的
飾
品

(
山
的

6

撒
下
1
"

等
)

@
肉
已
。
『
是
波
斯
玄
王
的
冠
冕
闕
形

(
艾
l
u

等
)

@
K
F
H
R
已

是
普
通
的
冠
冕
為
新
婚
夫
婦
但
婚

客
人
閻
王
及
大
司
祭
所
閥
的

一
種
首
仙
(卅
閻明ω
1
等
)

@
ω
旨
是
以
純
金
所
作
的
心
打
繫
於
大
司
肉
串
的

體
冠
上
在
主
持
大
假
時
則
(
山
山
叩
晶
晶
仙
8
9

等
)

(
幣

)

“
的
H
U
L
門
「
d
c
n
J

人
名
M
E
N
B
豆
角
。
ω
的
縮

U
H
H
M
G
那

f
p
n
J

'
、
寫
意

即
「
川
烏
斯
的
恩
賜
」

按
鐸
3
n
州酬
是
到
劉
蚓
島
或
當時
住
在
到
到
蚓
島

的
基
賢
徒
他
是
一
位
「
法
學
士
」
的
快
改
們
不
能
僅
憑

這
「
法
學
士
」
的
稱
化
使
招
定
他
是
個
專
務
制
必
法

律
或
希
種
或
羅
馬
法
律
的
學
者
保
祿
會
福
附
弟
鐸
派

則
納
和
阿
頗
羅
二
人
到
尼
苛
頗
里

去
岐
泌
附
他
細
心

照
顧
他
們
二
~
由
另
一
經
處
我

們
知
道
剛
蚓
制
是
真

有
傳
佈
福
音
的
任
務
也
結
圳
納
頁
有
問
慎
的
使
命
有

關
他
晚
年
的
事
蹟
曆
史
上
無
從
考
證

(
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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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山M
J
E

「
肘
。"r
s

一
個
別
蚓
人
的
名
乳
意

到
F
E
F
A
R
-
-
-
f
b
E
E
D

思
是
「
阿

里
瓦
樹
」
。
州

割
和
圳
制
叫
及
制
閥
割
間
為
佳
話
的
子
恥
闡
閹

割
劑
蚓

家
族
V
啦
啦
間
從
心
肋
永
的
長
子
兒
側
的
H
M
M
上
幻8
必

自
川
屯
和
耶
吊
M
A
及
約
厄
川
崎
L
U
是
自
上
主
股
內
的
府
昨

(
刊
川
)

泌
的
H
I
E
-西
b
h
「
NO
Z
Y
/
米
德
楊
一
位
拉
卡
的

U
H
口
R
H
L
個
司
的
f
N
OF
n
丈

j
I
I
d
i
-
-
-
3

，

、
名
字
意
思
是
「
犧
牲
」

他
向
另
一
個
米
德
惕
王
恆
耳
慕
納
l
意
謂
「
陰
庇
」

|

在
大
博
爾
山
上
絞
死
了
基
德
紅
的
兄
弟
基
德
紅
興

兵
持
伐
將
他
們
殺
了
見
民
8
5
1
M

U
泳
的
問
也
捉
到

他
們
他
們
被
基
德
紅
處
死
的
事
發
生
於
約
但
叫

H痕
跡

訂
的
刊
凡
此
們
以MA
區
域
內

姑
娘
一
的
紅

(
一
訂)

"
的
H
V
b
o
A
L
m
「
N
O
E
E
J

人
名
按
阿
刺
美
文
站

U
H
H
M公
恨
。
中
r
N
E
D之

'
、
指
「
收
買
且
也
」
的
立

思
他
H
K
川
泌
的
兒
手
他
和
兄
弟
諸
人
都
娶
了
外
方
婦

玄
內
反
U
厄
上
m
u

(
一
出)

凹
的
M
h
M
V告
已
「
NO
E
含

5

魯
瑪
人
培
達
雅
的

U
H
H
開
刮
到
毛

t
A
f
NO
E
已

L
J
|
|

|
|
l

:
E
E
J
三
3
2

，

:

女
兒
扇
大
王
約
雅

合
的
母
親
見
圳
F幻
訕
。
叫
蚓
瀏
亦
沒
作
叫
樹
出

(
N
O
E

σ
M
e
)
A
d
布
「
受
恩
賜
」
的
意
思

(
一
訂)

m
M
"
b
u
y
百
吋
「N
OE
J

人
品
表
示
「
往
下
」

-
E
B

」

A
f
-
-
J

、
之
意
圳
蚓副
刊
起
倆
相

叫
刺
九
佳
從
制
制
此
被
叫
喇
喇
叫
制
未
有
何
峙
孩
城
的
監

筒
雖
然
阿
彼
默
肋
答
是
個
酌
嚐
殺
人
的
人
但
他
始
終

對
阿
氏
忠
誠
不
恥
見
聞
9
M

i

h
(

草
)

n
d
H
U
K
S
F
民
巨
古
巴
已
戶
口
/

人
名
霖
女
派
名

其

缸
"
只
A
d
M
世
/
p
v
c
g巳

念
海
拔
制mm
w肝
品

「
M
付
」
或
依
其
他
學
者
表
示
「
尊
敬
」
或
「
領
袖
」

之
立

一
人
名
股
各
伯
的
第
」
l州
地
y
r
別
咎
的
-
E
助
同

的
第
六
個
也
H
E
取
後
的
一
個
兒
?
(
例
沁
甜
沾
自
)

當
雅
各
伯
遷
居
埃
及
時

則
步
陸
刊
己
也
生
了
三
個
兒

子
即
色
勒
得
厄
陸
和
雅
赫
肋
耳

(
創
刊
u
山
1
3

戶

必
甜
盯
)
編
上
l
l

8

章
內

沒
有
提
山
山
川
步
陸
和
冉

的
後
街
一
直
也
汗
的
持
當
編
的
作
者
寫作
品時
這
兩
個
文

派
已
與
其
餘
的
支
派
同
化
了

二
文
派
名
雅
各
伯
會
就
這
玄
派
治
「
則
步
接
將

m
h
於
悔
改
必
肉
伯
笠
停
泊
的

U

作
與
漆
冬
跳
遠
一

(
的
特
刊

)
J也
足
而
闊
別
步
降
玄
派
叫
兩
知
近
阱
尼
基

要
傾
阱
仆
地
基
來
發
展
它
的
貿
易
好
像
H
K
U
匕
山
已
居
於

海
法
一
核
這
個
解
釋
可
由
梅
瑟
的
祝
一
禍
得
到
對
證
梅

瑟
混
「

﹒
:

1山
月
他
們
|
則
步
峰
和
依
搬
山
山
附
l
要
吸

收
梅
杰
的
山
日
出
歧
，
一
(
巾

犯
時
間
)

圳
步
陸
文
派
的
領
域
界
限
記
恢
於
綠

叮
叮
M!

時

筱
一
一
追
記
收
圳
步
隆
文
派
分
的地
方
是
惜
那
默
納
協
東

路
依
妝
切
爾
凶
有
川
協
爾
北
懷
納
婪
塔
里
路
然
蘇
記

械
的
叫
什
限
，
爪
令
布
改
變
但
經
過
M
m
史
的
悠
久
成
月
這

抹
眼
唱
克
維
兒
布
多
少
的
變
更

山

山
明
R
A
時
則
步
陸
文

很
能
上
陣
作
澈
的
兒
子
計
有
五
萬
七
千
四
百
人

(
戶

1

訕

訕
)
到
了
路
阿
布
曠
野
梅
H
e
f
遠
新
登
記
以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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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步
隆
支
派
共
計
六
萬
五
百
人
(
戶
必
甜
剖
)
至
論

安
營
的
次
序
則
步
脆
的
位
置
在
會
終
桌
面
郎
在
猶
大

利
依
徹
加
爾
兩
支
派
之
後

(戶
2
1
|

9
)
起
程
時
率

領
則
步
陸
軍
隊
的
首
領
是
厄
里
雅
布

(戶
ω
H
i

M
)

祝
聖
祭
續
時
厄
量
和
布
代
表
整
個
叫
別
關
交
派
所
獻

的
供
物
記
裁
於
戶
7
H
l

M
梅
瑟
近
發
十
二
人
前
去

窺
探
客
納
罕
地
則
步
陸
交
派
隊
命
出
去
的
是
采
狄
的

兒
子
加
狄
耳

(
戶

口
刊
)
監
管
分
地
的
人
員
中
團
團
則

蚓
闢
艾
派
的
是
厄
囡
囡
番(
同
M
自
)
。
在
問
凹
副
山

上
向
民
來
宣
布
詛
咒
的
除
納
婪
塔
里
丹
阿
協
爾
加
得

馴
副
科
各
文
派
的
代
表
凡
也
有
叫
到
阿
文
派
的
代
表

(
申

U
U
H

蘇
8
M
M

)
許
地
創
分
後
屬
于
默
辣

黎
家
族
的
肋
末
人
自
則
步
隆
支
派
分
得
了
四
座
城
郎

約
刻
乃
罕
卡
爾
達
黎
孟
和
納
哈
拉
耳

(
蘇
幻
7
H

見
編
上
6

岫
臼
)

就
整
個
以
色
列
民
簇
的
歷
史
治

則
步
降
支
派
所
立
的
功
業
不
如
猶
大
本
雅
明
厄
弗
辣

因
等
支
派
的
那
樣
顯
赫
可
是
有
時
他
們
的
貢
獻
也
不

可
低
估
宇
質
上
則
步
降
雖
然
當
初
一
開
始
就
沒
有
把

劉
喇
喇
人
從
領
域
里
趕
絕
(
閱
1
叫
一
但
是
當
制
喇
喇

執
政
時
協
助
她
最
力
的
也
使
以
民
徹
底
戰
勝
敝
人
的

就
是
納
斐
塔
里
和
則
步
隆
兩
個
支
派
(
民
4
.
i
u

5
H
M
)
當
基
德
紅
進
攻
米
德
楊
人

時
這
兩
支
派
也

會
同
阿
協
爾
人
援
助
基
德
紅
作
戰
(
民
6

臼
)
在
各

一
民
長
恥
民
長
厄
隆
便
是
出
自
附
則
闢
支
派
的
一
位
且

用
心一經
十
年
之
久
擔
任
了
民
長
臨
死
後
葬
在
叫
別
甜
的
剛

一蚓
闢
(
即
U
H

目
叫
這
座
剛
蚓
闢
城
現
址
在
何
也
無

PPL ! d, } L 

從
考
亂
當
別
倒
叫
川
各
支
派
來
到
蚓
則
倒
把
王
位
交
與

達
味
時
則
步
降
文
派
能
上
陣
作
澈
的
有
五
萬
人

(
編

上
曰
“
)
遂
味
為
王
時
則
步
牌
恆
的
首
領
是
放
巴
狄
稚

的
兒
子
依
市
瑪
雅
(
一
騙
上
幻
M
)
當
希
川
克
雅
王
函

請
別
叫
列
各
支
派
來
耶
路
撒
冷
舉
行
給
越
節
時
則
步

隆
支
派
的
一
些
人
便
應
君
王
的
召
靖
紛
紛
來
到
城
襄

過
街
(
編
下
狗
叫
H
U
)
。
當
創
利
叫
和
厄
弗
辣
世
宣

戰
時
(
公
元
前
七
三
四
l

七
一
二
二
)
以
放
日
後
當
以

色
列
北
國
遭
受
亞
述
軍
隊
踩
牆
時

(公
元
前
七
二
二

)

叫
到
樹
和
納
斐
塔
里
文
板
也
吋
疆
界
關
係
慘
巡
敵
單

侮
辱
蒙
受
災
難

(
依
8
自

)
依
撤
意
亞
描
述
這
種
災

難
和
侮
辱
說
「
人
只
見
符
惱
和
間
時
仔
細
油
和
恐
怖
」

(
8
自
)
這
黑
暗
面
但
徵
異
教
的
誘
惑
和
附
眛
所
以
當

耶
穌
在
加
里
肋
亞
i
昔
日
則
步
陸
文
派
所

H
h之
地
i

闕
始
宣
講
一
福
音
時
依
撤
怠
亞
先
知
「
個
黑
暗
畢
竟
要

被
驅
除.•. 

日
後
外
方
人
的
加
堅
肋
亞
獲
得
了
光
榮
」

的
頭
言
終
于
您
驗
了
(
見
依
8
刮
目
9
1
6
馮

4
u

1

口
)
按
厄
圳
克
耳
神
視
中
所
見
凹
力
研
坦
分

配
國
則
步
降
支
派
的
分
地
是
位
於
新
聖
絨
內
聖
殿
以

南
第
四
位
即
在
依
撒
加
爾
和
加
得
中
閩
「
由
東
界
至

西
界
是
圳
蚓
圓
的
一
分
」
(
則
將
目
)
新
聖
城
的
一

城
門
也
命
名
為
則
步
隆
門
(
則
何
目
)
同
時
在
詠
的

目

及
默
7
8
也

提
到
了
這
一
支
派

見
十
二
支
派
蚓
盟
酬
叫
出
(
雷
)

幻
的
必
J
t
a卡
"
「
N
S
Z
人
名
的
「
紛
狼
」
之
意

-
H
H
E

川
d
z
u
/N
忌
、

E
E
P
-
-
-
4

，
、

是
米
德
楊
人
的
領
袖

他

當
基
德
紅
為
民
長

時
在
一
口
榨
洒
地
中
為
以
色
列
人

所
殺
因
此
那
地
方
口
後
稱
何
神
州
剛
制
榨
凋
池
民
7

時
|

自
8
3
詠
的
問
依
9
a
m
M

見
放
勒
布
基
德
紅
(
市

)

M
d
u
b
R直喝
喝

R
E
E
Z

人
名
表
示
「
的
心
A
A


u

口
H
t
H
可
司
開

f
N
R
Y
E之

j
l
i
f
I
F
-
-
'

、
或
「
記
念
」
之
志
拔

一
輛上
8
叫

他
叫
這
蚓
叫
別
的
叫
民
別
關
則
的
兒
已
凡
此
名

亦
作
「
陸
一
版
爾
」
或
「
則
加
甜
甜
甜
刊
」
見
編
上
9
盯(

一
心
}

詣
的
用
本
來
國
民
「
N
n
E
Z
人
名
意
思
站
「
上
主

，
且
叮
叮
1
司

b
ι
ι
υ
個
問
=
.
，

Q

a
t
3

』

。
1

》
2
t

-
E

』

J
E
-
-

-
B
i
n
h
-

、
照
耀
一
茵
約
中
名
叫

則
辣
祟
的
令

(
一
)
厄
掀
悶
的
後
封
閉
馴
叫
圳
的
此
，

r

(
創
始
H
M

桶
上
1
盯
)
(

二
)
制
凹
圳
的
、
人
說

厄
來
人
的
居
王

(
創
夠
阻
鋪
上
1
“
)
(
一
一
一
)
賄
，r
h

民
族
的
伯
先
巾
猶
太
兒
怕
他
品
瑪
爾
所
生
的
兒
，
「
(
創

刊
站
剖1

叩
編
上
2
4
6
9
6
厄
下
H
H
瑪
1
3

日

耶
穌
的
族
措

)
(
四
)
西
默
准
的
兒
子
技
創

刊
刊
必

出
6

間
作
祥
哈
爾
則
鯨
燕
京
族
的
先
祖
(
戶
必
口
制

上
4
H
)
(
五
)
一
位
屬
于
叫
科
文
派
朝
喇
喇
家
族

的
肋
末
人
(
編
上
6
5

自
)
(
六
)
一
位
M
士
-
u

提
約
丕
雅
l

人
在
阿
撒
為
猶
大
王

時
他
率
領
大
市
進

攻
猶
大
直
趨
瑪
勒
沙

(
編
下

M
S
1

H
)
但
終
被

阿
撤
玉
反
擊
敗
退
假
使
這
位
雇
士
人
是
埃
及
皇
帝
的

話
他
就
是
埃
及
第
二
十
二
朝
的
皇
帝
放
索
爾
孔
了
世

(
。切
。
其
呂

立

可
是
現
代
的
學
者
譜
寫
反
士
人
只

是
阿
刺
伯
半
島
的

一
遊
牧
民
族
而
已

(
2
)



~
凶M
叫
且
開
且
可
「
N
凶
峙
。
三
河
名
意
義
不
詳
拔
一

的
-
-
-
1月1

，
卜

些
一
現
代
隨
隨
表
示

一
「教
學
」
之
意
這
條
溪
流
是
阿
這
地
區
和
摩
阿
布
地
域

-
的
分
界
線
發
源
於
死
海
最
南
端
經
克
哈
爾
域
而
向
依

=

耶
阿
巴
陵
區
流

去
在
阿
爾
農
河
以
南
約
六
十
公
里
也

許
郎
赴
現
今
所
稱
的
阿
耳
哈
搬
溪

(
4司"
兮

"
-
z
s
n
)

以
色
列
人
民
會
在
該
溪
旁
紮
過
營
見
戶

幻
間
兩
2

問

(
雷

)

幻
的
叮
油
炒
」
」
\N
Z
S
F
J
屬
於
咧
咧
語
的
人
名

U
F
E
F呵
呵

-
-
/
N
R
S
L

意
義
不
訊
酬
劃
的
愛

妻
她
建
議
丈
夫
製
造
一
座
高
五
十
尺
的
刑
架
來
把
摩

爾
德
關
位
死
其
上
不
料
那
刑
梨
竟
成
了
自
己
丈
夫
哈

曼
的
刑
架
見
文
5

刊
1

H
6
H
7
8

i

叩

見
文
斯
德
爾
傳
「
普
陵
」
節

(
雷

)

認
睛
"
主
叮
嚀fk司
「N
O
E

J
印
度
阿
黎
雅
希
股
和

U
E
L
Y
E
K
W
咽
，

f

H
C
可
M
H
O之

擱
蚓
各
民
族
的
至上

神
意
謂
「
光
明
之
天
」
希
種
人
飯
喜
歡
講
述
他
們

的
神
明
的
來
歷
使
說
則
鳥
斯
的
父
親
是
客
洛
諾
斯

(
9
3
2
)
他
的
母
親
勒
阿

(
M
H
吉
凶
)他
的
兄
弟
姊

妹
為
蚓
割
劃(
3
5
E
P
)
剛
倒
蚓
(
E
2
)
州
蚓

蚓
(
〈B
H
L糊
蚓
2
月
份
)德
默
點
蚓
(U
O
B
O
E


荷
瑪
及
以
後
的
挂
「
民
族
稱
讚
圳
蚓
蚓
稱
他
為
「
諸

神
和
殺
人
之
大
父
」

拉
T
文
的
猶
萊
特
或
約
威
斯
部
則
鳥
斯

他
是
國
家
家
庭
及
客
人
的
保
護
者
他
懲
罰
背
約

和
背
荐
的
人
非
狄
雅
斯
(
H
V
E去
E
)
雕
刻
家
會
雕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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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的
像
一
腳
態
威
嚴
而
慈
祥
由
於
此
呂
昕
械
制
劑
人
把
身

材
高
大
儀
態
溫
和
的
巴
爾
絢
咐
當
作
圳
蚓
侃
而
將
有

口

才
的
保
祿
當

作
赫
爾
默
斯

(
宗
M
H

臼
)
在
加
下

6
2

記
被
安
提
約
古
厄
末
日
法
乃
「
派
遣
一
位
年
乏
的

雅
典
人
褻
潰
耶
京
聖
殿
轉
獻
與
奧
林
比
亞
叫
蚓
蚓
紳

•... 

又
把
革
黎
斤
山

上
的
殿
字
•..••. 

獻
與
克
色
尼
則

鳥
斯
神
」
希
臘
人
相
信
則
鳥
斯
住
在
奧
林
比
亞
山

上

故
名
克
色
尼
有
「
賓
客
之
神
」
之
意

見
多
神
教
安
提
約
古
厄
丕
法
乃
偶
像
崇
拜

(
雷
)

m則
鳥
斯
奧
林
比
亞

(
技
路
口
口
的
)

見
前
條

「
N
o
σ
m
w
已
-
m
w
y
/

/
N
O
V"
已
』
凶
"
、

「人上 名 ，
主意
的謂

。

4
H
V
z
d
b
旭
、
P
E

虹
H
貝
H
L
法
功
一
叫
叫

恩
賜
」
學
經
上
具
此
名
者
有

一 、

同
喇
喇
的
兒
子
見
偏上
8
臼
叫

二
厄
耳
帕
耳
的
兒
子
見
一
輛
上
8

叮

三
達
咪
的
勇
士
革
多
爾
人
耶
洛
罕
的
兒
子
見
編

上
2
8

四
殿
內
守
門
者
默
|
創
酬
刑
制
的
第
三
個
兒
子
見

編
上
必
2

五
連
咪
王
第
四
軍
軍
長
阿
撒
耳
的
兒
子
見
編

上

勻
，
7

弓
，
包

六
猶
大
國
王
約
沙
法
特
在
位
將
教
人
民
法
律
的

-
位
肋
未
見
，
編下
口
，

七
猶
大
旅
長
依
市
瑪
耳
的
兒
子
見
編
下

W
H(

?
由
)

"
泊
的H
U
H
H炒
面
而
偉
也
R
E
Z
E
Y
/

「
則
加
學

位
曰
“
丹
台M起
甜
甜
引
/N
R
E

巳
」

-
J

豆
，

-
1

，
、
雅
」
人
名

意
謂
「
上
主
已
記
憶
」
學
經
上
名
「
則
加
慕
雅
」
后

凡
三
十
餘
人
下
述
五
位
可
視
為
其
中
較
重
要
者

一
雅
洛
貝
罕
二
世
的
兒
子
以
色
列
玉
為
沙
降
所

殺
在
位
僅
半
年

(
公
元
前
七
四
三
年
見
列
下
M
凹
的

二
阿
彼
雅
|

阿
哈
次
妻
子
之
父
希
則
克
雅
眾
的

外
祖
父
(
列
下
的
1
2

一
端
下
叫
的
1
)

三
個
划
王
約
沙
也
特
之
子
他
在
長
兄
制
制
R
R攝

為
王
後
同
他
的
五
兄
弟
全
被
約
蘭
絞
死

(
編
下

幻

四
大
司
的
法
制
蚓
制
的
「
兒
子
」

l

也
并
憋
譯
作

「
孫
子
」
。
他
為
了
責
斥
叫
剖
叫
人
民
對
天
主
不
忠
因

君
王
之
命
被
人
民
用
石
他
死

(
一
編
下圳
的叩
)
關
淤
他

耶
穌
會
說
「
好
時
流
在
地

上
的
一
切
義
人
的
血
肉
技

人
亞
伯
爾
的
血
直
到
你
們
會
在
學
所
與
全
矯
祭
堉
間

所
殺
的
貝
叫
聲
細
的
兒
子
則
加
氣
般
的
血
都
盼
到
你

們
身
上
」
(
瑪
幻
臼
路
口
日
)
編
下
稱
則
加
黎
稚
瀉

大
司
祭
制
蚓
割
的
兒
子
耶
穌
何
以
稱
他
為
貝
勒
基
雅

的
兒
子
呢
這
是
因
為
根
娘
經
傳
約
雅
遠
活
了
一
百
三

十
歲
也
許
「
兒
子
」
即
有
孫
子
或
會
孫
之
意
有
的
學

者
認
為
貝
勒
基
雄
是
後
加
的
與
文
鑒
熱
羅
尼
荷
大
就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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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
過
希
伯
來
人
福
音
(
闊
別
)
所
記
不
是
同
馴
拉
雅

而
赴
約
雅
途
旅
情
者
的
芯
H
M約
雅
迷
凶
屬
正
惚
譜
法

但
也
於
二
個
抄
替
人
以
為
耶
穌
所
講
的
與
封
封
封
在

猶
太
戰
爭

(
因
﹒
】-
h
p
w
e
)

所
迫
何
時
熱
械
朴
沁
人
所
紋
的

某
巴
勒
斯

(
囡
"
丘
之
的
兒
子
則
加
挨
雅
追
問
一
人

便
按
右
瑟
夫
所
載
的
「
巴
勒
斯
」
把
約
雅
速
改
為
貝

勒
基
雅
此
外
耶
穌
所
提
的
亞
伯
爾
結
單
純
所
收
人
類

中
第
一
位
被
殺
的
人
兒
故
於
聖
經
第
一
部
書
創
4

則

加
黎
雅
的
被
殺
被
於
希
伯
來
捏
一
經
全
集
妓
後
一
研

部

編
年
紀
世
此
耶
穌
為
表
示
全
體
先
知
被
殺
而
提
山
第

一
位
「
先
知
」
副
倒
劑
和
最
後
「
先
知
」
肌
蚓
禦
耽
如

實
在
是
最
合
適
不
過
了

五
依
撤
意
亞
先
知
的
一
位
證
人
他
的
另
一
證
人

鳥
黎
雅
似
喝
司
祭
班
的
代
表
則
加
慕
雅
赴
文
寫
的
代

表

(
依
8

2
)
(

吊
自)

f gw 
) L 

泊
的
H
U
-
T
E
d
-

、
r
t

「
N
OE
F

怠
。
-
J

H
H
H
e
t
p
L
E
K
F
E
-
-
/
F
E
E
g
-
」

人
名
意
思
是
「
生
於
巴
比
倫
」
則
魯
巴
貝
耳
是

沙
司
提
恥
的
兒
已
洲
叫
闊
別
是
制
划
王
耶
前
尼
和
的

兒
子
準
此
叫
氏
為
制
叫
俐
的
後
裔
是
沒
有
問
題
的
他
騙

上
3

凹

記
械
圳
氏
為
叫
樹
蚓
的
兒
子
而
培
達
雅
何
時
沙

耳
提
耳
的
兒
子
這
樣
按
編
的
作
者
則
氏
不
是
叫
叫
叫

到
的
兒
子
而
是
糾
司
出
割
的
孫
毛
間
制
固
拙
的
會
孫

一
了
這
種
出
入
或
自
會
記
的
誤
寫
或
可
自
兄
弟
間
的

立

刷
一關
法

(
酬
鈞
S
|

刊
)
來
解
體
的
無
論
如
吼
叫氏是
出

一
昧
的
級
商
因
而
且
悶
悶
胞
們
所
愛
戴
詞
是
無
可
否
忍
的

現
在
且
把
那
懸
而
不
決
的
問
題
容
許

J
d論
究
竟
舍
府

已
附
和
則
你
巴
M
a
A泣
兩
砂
土
手
所
代
表
的
品
二
人
抑

或
只
是
一
人

合
←
巾
巴
卅
一
拔
山
上
1
8

l

間
交
5
u

l
H
f小
學

奉
命
持
收
耶
京

m
z
m似的
重
器
而
且
率
領
猶
太
人
罔
凶

被
委
符
耶
路
撤
冷
的
總

M
時
他
還
憑
‘
迢
身
份
女
放
了
重

修
學
般
的
基
石
以
後

U
U上
下
再
沒
有
哎
哎
他
的

h
p仙
似

同
時
本
書
另
有
一
人
名
則
魯
巴

H
只
仟
峙
的
也
率
領
俯
太

人
罔
闢
董
仲
扭
星
般
被
江
刁
總
賢
(
厄
上
2
2
3

2
8

5
2

厄
下
也
1

日
嘲
上3
H

菜
1
1

臼

H
2
2

詞

)
不

少
解
經
家
譯
為
二
名
所
指
的
質
問
卅
一
人
舍
市
巴
m
J
過

名
字
叫
是
波
斯
名
也
君
王
所
賜
代R
E

照
竹
閻
闋
的
猶

太
人
待
他
們
到
了
太
凶
後
兩
於
使
命
和
任
穆
的
更
日
卸

的
差
雙
做
肢
的
家
兩
票
收
徜
太
人
才
稱
他
們
可
州
州
叫

貝
耳
罔
復
了
他
的
原
名
但
也
有
經
學
家
指
孩
二
名
為

二
人
他
們
的
解
釋
是
舍
市
巴
臣
是
指
大
上
耶
苛
口
比
雅

的
孫
子
舍
納
一
山
街
(
編
上3

刊
)
划
和
甘
巴
具
耳
娃
耶

叫
回
蚓
的
會
比
舍
市
巴
血
管
飛
雪
器
等
札
則
每
巴
口
片

耳
組
織
起
程
罔
間
等
官
他
大
約
總
合
市
巴
恆
的
位
作

了
總
旨
(
蓋
1
1
4
2
2
4

自
)

二
品
都
布
河
山
詞
也
各
有
難
解
的
地
方
筆
者
認

路
前
站
似
乎
更
適
合

M
m史
的
環
境

創
刊
u
只

認
識
並
稱
讚
叫
劉
凹
間
可
馴
氏
也
記

織
在
在
口主
耶
穌
的
族
譜
內
見
瑪

1

臼
闊
的
吋3

盯
參
閱

厄
斯
得
拉
卷
三

(
傌
經

)
3
臼
4

臼
|

臼

見
舍
市
巴

匣
沙
耳
提
耳
耶
穌
基
督
的
族
譜

(
雷

)

n
D
LU

居
國

\
3
2
5
;

但
閱
任
何
凶
家
的
ι

1
4
閃
閃
附
瑚

/H
M
E
O
E
S
之

-

E
E

間

，

、

主
在
山
山
巡
之
前
必
先

打
發
使
者
前
往
目
的
地
準
偏
一
切
這
種
習
做
到
咒
他
於

占
的
-
的
東
方
諸
閥
叫
足
以
它
亦
進
入
了
里
經
的
制
附
近

在
以
民
娃
倒
之
初
上
主
帥
一
再
將
要
打
發
刊
己
的
使
釘

在
百
悅
前
面
鼠
偏
道
路

(
山
M
H
n
目
叫
“M
)
馮
伙

華
盛
先
知
的
什
上
主
將
派
泣
使
若
在
自
己
划
來
之
的

預
偏
道
路

(
投
3
1
n
H
)
但
是
聖
經

土
明
做
地
被

稱
內
「
先
驅
」
的
街
三
郎
厄
里
亞
拉
翰
耶
穌
基
得

(
一
)
問
封
封
這
位
以
大
無
畏
的
精
腳
來
保
進

雅
威
主
義
的
人
物
在
許
約
上
是
很
受
重
視
的
先
知
他

未
死
即
被
仙
似
升
天
去
了
(
列
下
Z
U
)
他
必
敘
主
來

臨
之
前
將
重
返
世
界
重
盤
世
界
的
倫
斑
道
德

(
內
心
性

3
1

自

H

叭
叭9
時
)
制
特
刊
-
吏
的
楚
地
指
山
山
地
叫
忙
必

童
來
的
使
命
H
K再
趙
立
以
紋
的
卡
二
文
扳
交
給
凱
米

，
蜓
的
秩
序
本
來
這
也
娃
「
上
主
伐
人
一
的
使
命(山
似

的
村6
)。
在
叫
樹L史
將
上
主
的
糙
的
能
悶
微
九
除
了

問
到
到
凡
叫
剖
訊
厄
斯
德
拉
皮
凹
叫
到
也
稱
肉
上
主

的
的
驅
(
HM釗
9
u
制
1
2

闊
的
H
)。

(
二
)
制
制開
他
在
四
部
樹
剖
上
是
被
瞞
自
川
給
耶

穌
准
備
道
路
的
前
驅
鍾
然
其
間
有
技
街
的
不
同
瑪
鑽

及
闖
關
制
強
調
出31
n
H

的
預
-
E祇
將
「
在
次
面

前
」
改
成
「
在
你
面
前
」(
職
u
u

創
1
2

) ，

這
可
能

是
受
了
叫
幻
卸
|

詞
約
2

的
影
響
所
致
駕
η
M
a

u

(參
見
喘
口
帆
船7
口
)
清
楚
的
給
我
們
借
此
人
們
這

時
仍
在
等
候
問
到
到
先
知
的
再
來
作
上
主
的
前
垃
加
州



~
但
叫
段
「
厄
里
亞
已
越
來
了
人
們
郁
不
品
為
他
」
撥
著

圳
-
又
講
「
門
徒

們
這
才
明
白
耶
穌
給
他
們
所
說
的
是
指

4

.
-

'
‘
‘
'
。

I
l
l
-
f
l

一
的
洗
有
叫
鉗
制
」(參
見
時
1

叮
)
劇
翰
自
己
也
確
實

一
明
除
了
a
H
己
作
耶
穌
的
臨
的
職
務

(
瑪
3
u

)
所
以

旬
，

。

于

他
畫
像
吶
時
不
斷
的
人M
J胡
作
補
般
以
給
扯
得
採
之
赦
的

財
叫
他
的
一
切
吭
一
口
行
他
在
曠
野
中
的
克
已
生
活

(
U
I廿1

門

口
比
則
上
口
2
|
?

) ，

他
的
服
裝

(
的
1
6

，

也
圳
下

1

8

)
他
的
大
無
炭
的
精
神

(
瑪
u
f
ω
6

口

兒
列

上
時
時

間

幻
口

H
)
使
當
時
的
人
們
聯
細
心
到
他

就
是
要
來
作
救
主
前
厲
的
厄
里
亞
但
他
仆
已
卸
否
忍

'
、s

。

了
這
一
點

(
若
l
n
)

(
一
二)
那
穌
基
待
到
則上稱
耶
穌
寫
了
削
站

一

〈
、
'
。

l
I
t
-
-
-

的
地
方
品
有
一
處

(
希
6

剖

)
指
山

那
I
M技
叫
呵
，
烈
基

劉
叫
口
問
他
作
了
永
述
的
太
叫
的
泛
的
耶
穌
「

已
瓜
拭
們

。

進
入
了
那
似
瞇
內
部
!
-
K逗
裂
所
必
的
柳
州
穌3
的
駁

的
好
d
H
K犯
、
而
明
耶
穌
叫
到
於
救
閥
，

L
e稚
的
M
叫
締
結
米
以

改
指
山
他
H
F
e
孩
們
狄
炭
的
賜
予
者
此
我
們
將
來
述
得

光
榮
的
保
近

1
』
1
4
.
、

。

H
M厄
里
r
H
A
A的開
耶
穌
基
倚

) L 

m
切
M
h爾
明
個
巨
幅
(
2『5
)
必
非
洲

λ
I
A海川
什
山
川

-
A
Z
/

『4
1
4
4
4

，
、

一
州
火
豈
扭
扭
川
m
f川
印

刷
乘
船
刊
叫
做
物
收
仙
似
解
必
剿
-
州
州
的
進
小
遇
到
風
暴

從
此
附
返
水
手
們
叫
“
將卜
人
忱
的
的
H
H
拋
治
浴
巾
川
L
t恥
加

喇
叭
以
兒
何
以
圳
叫
叫
品
他
離
尸
川
州
品
叫

(
叫
刊幻
口
)

(
你

)

1134-1136 

g
n
a
n剖
叮
已
且
「

J

「
制
利
到
」
這
個
名

1

加
抄
E
F
U
M
E
-

二
，

l
i


-

t
z
尺

-
p
l
h
z

-
'

、
司
向
來
末
在
伯
納
上

山
現
過
在
希
伯
來
文
的
聖
經

上
部
多
次
以

「
阿
蘭

」

。

中
圳
乙
雖
然
二
局
收
非
完
全
相
同

(
見
剛
剛
)
有
人
以

!
l
I
l
l
-
-
0

。

，

仿
制
利
叫
-
A
h神
州
於
「
耐
述
-
L人
體
上
有
制
來
它
所

包
的
的
地
問
沾
自
制
制
叫
來
作
向
來
仲
腿
至
糾
刺
蚓

剛
州
州
荒
野
這
一地
帶
故
此
川
匕
包
的
了
發
州
凹
川
圳

別
地
一
比
它
原
來
是
團
團
鈴
制
圳
人
統
化
至
公
元
前
三
三

1
l
i
lt
E
f
t
-
'

。

三
年
才
被
大
昆
M
M山
十
九
所
征
服
而
以
敘
利
亞
名
之
它

的
重
要
城
市
有
大
馬
士
革
制
品
蚓
(
目
。
目ω
)
向

喇
喇
(
丘
。
可
』
芯
片

叫
蚓
(
』F
E
Y
)
個
叫
反
讓
冬

(
後
二
為
現
屬
於
到
叫
叫
凶)
，
加
在
叫
到
叫
王
訓
時

代
圳
叫
叫J
叫
川
次
從
得
其
凶
際
上
的
改
治
地
他
也
曾

經
多
次
h
t閥
M
M佔
糾
川
位
將
“
己
的
刷
刷
文
化
織
人

間
川
字
叫
法
時
，
何
蚓
叫
叫
柏
村
兄
們
的
從
而
刀
躍
欲
仙
似
凶

'

。

I
l
l
-
-
I
J

收
宇
L
J不
致
於
被
其
所
向
化
至
公
一
凡
的
六
三
年
研
棚
內

卜
〈
將
叫
叫
將
這
一
地
區
佔
領
而
創
見
蚓
蚓
太
俗
闋
的

4

、
。

刺
刺
叫
行
省
(
的
2

2

)

我
們
在
制
吋
扭
扭
中
所
見
的
制
制
且
大
部
泛
指
組

蚓
行
行
而
一
。
一
鬥

(
圳
2
2

莉
的
目

U
U
M
m
3
幻
3

蚓

-

n

)
泌
街
一
次
以
敘
利
迎
來
直
接
代
秘
阿
兩
郎
的
的

4
盯

所
冷
的
「
別
叫
到
的
州
州
到二
兒
叫
F

5

1
H
)

你
怪
的
刊
也
瑪
4

"

竟
以
敘
利
起
來
惰
，
小
加

。

，

蚓
叫
州
戊
其
川
附
地
，
μ

逗
他
必
法
仆
。
此
不
太
符
八
H
F
WM

。

l
I
l
l
-
-

大
械
斗
只
注
州
州
人
昕
川
的
一
種
通
W
W
A法
捏
一
做
你

去
徒
的
的
化
發
生
於
1
叫
叫
地
內
的
大
肉
上
來
附
垃

'
，
‘
'
。

(
宗
9

2
8
)

|
[

。

見
阿
蘭
阿
刺
美
文

M
m
巾
u
h
d
H
苟
且
t
f

』
可
麼
事
，
、

H
B
均
不

E
J
4
-
F
d
吋

『ω
M
E
p
n
〈
約
2
3
5
/

/〈
o
p
p。
D
m
m
w
∞
可且
ω
口
"
。

」

除
f

叫
叫
到
封
搞
科
以
凡
糾
叫
叫
文
的
叫
叫
擇
而

拉
法
-
最
占
老
的
濤
和
至
於
制
叫
叫
艾
的
新
約
譯
本
則

心
，
i
p
h
'，
。

是
新
一
句
譯
本
中
最L4日
危
者
，
近
比-4淨
化
布
單
純
學
友
州

學
方
面
都
有
它
們
的
價
值
3

詩
以
叫
叫
譯
本
而
這y匕

們
反
映
話
時
信
友
們
的
日

常
生
前
又
去
逃
了
路
這
時
的
積
占
巾

的
勁
盪
刺
激
舍
的
其
均
以
新
約
杰
拉
叮
叮
，
已
們
是
最

L
「
仆
的
譯
本
且
譯
吭
一
值
與
邪
你
心
峙
的F
叩e
f

口

(
阿
利

'

。

到
E
M
)
最
接
近
的
文
，
于
即
紙
叫l
叫
文
3
1
2

)所
泊

糾
利
叫
丸
足
公
司
r
A一
世
紀
時
山
川
叫
圳
的
地
區
(
大

約
包
也
今
U
的
叫
倒
叫
你
制
叭
糾
叫
別
比
叫
凹
睬
叫
到
蚓

東
部
和
叫
叫
蚓)
的
多
種
叫
叫
到
方
-
刊
(
〉
Z
E
En)

。
自
1
1
i
I
l
i
-
-
、

之
一
分
瓜
干
成
敘
利
亞
文
及
同
敘
利
也
文
糊
叫
他
阿
利
的

民
族
入
侵
以
後
阿
利
伯
文
(
〉
E
V
-
n
)
扎
了
是
區
的

I
m
Z
J
巾而
制
叫
蚓
文
只
域
為
一
哇
啦
力
放
台
的
禮
儀
滔

。

l
i
-

-
一
一
刊
(
叫
a
Z
F
Z
E
『m
E
ω
-
HLE
Mm
5
個
拘
)而
已

-
A
t
一
於
向

利
叫
敬
你
的
起
丙
和
世
史可
叫
他
(
~
凶
手
多
叫
做
一

J
挂
一
一
航
(

訊
我
們
得
志
遠
在
第
二
世
紀

開
已2
5

文

〉
已
-mm
Z
E

法
制
叫
叫
弘
叫
什
的
兩
個
很
開
、
瓏
的
中
心
後
來
州
這
兩

側
巾
心
是
圳
發
川
血
來
至
羅
馬
情
闋
的
創
造
作
(
川
沙
發
扒

。

叫
必
…
恨
他mu
A
間
，
必
)
叫
出
至
奴
利
叫
忱
的
先
從川
划生
豬
現

戶
也p
d



在
我
們
將
敘
利
亞
文
的
新
德
約
譯
本
關
列
於
后

(
甲
)

舊
約
譯
本

敘
利
亞
文
的
舊
約
譯
本
有
下
列
幾
種

(
請
先
參

閱
「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
條
之
「
丙
」
「
丁
」
「
戊
」
)

(
一
)
培
索
托
譯
本

(
吋
Z
H
M
O
各
芯
片
。

或
斗
Z

M
M
O
各
吉
凶
)這
譯
本
譯
於
公
元
一
至
二
世
紀
的
多
徊

不
同
年
代
是
敘
利
亞
教
會
在
未
被
第
五
世
紀
的
聶
斯

託
利
異
端

(
Z
S
Z

E
g
z
s
)
和
一
性
論
異
端

(
玄
。
口
。
可
S
Z
B
)
分
裂
以
前
的
偉
大
文
獻
載
有
舊

約
的
四
十
六
卷
經
書
其
中
三
十
九
卷
首
正
經

(
可
H
A
Z

M
J
B
。
，
B
E
ES

-
一
∞
g
r
)及
一
卷
次
正
經
郎
德
譯

自
希
伯
來
原
文
其
他
六
本
次
正
經

(
A
d
Z
U
O
E
E
?

n
E
g
g
-
ω
g
E
)
則
譯
自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
參
閱

「
聖
經
替
自
」
條
)
但
有
些
一
部
份
劫
又
好
像
譯
自
(
或

至
少
曾
參
考

)
胡
鬧
科
(
4
9閱
「
塔
爾
占
木
」
條

)

譯
者
有
說
是
猶
太
教
徒
有
說
赴
猶
太
基
督
徒
很
可
能

最
早
由
猶
太
教
徒
翻
譯
了
一
部
份
後
來
再
由
猶
太
基

督
徒
為
敘
利
亞
語
的
信
友
翻
譯
其
他
部
份
至
於
譯
文

十
分
忠
肯
準
確
但
劫
不
刻
版
措
詞
清
晰
優
雅
日
後

(
大
約
第
四
世
紀

)
會
按
照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的
修
訂

本
加
以
修
訂
因
此
有
時
譯
文
與
希
臘
譯
本
同
部
異
於

現
存
的
瑪
索
賄
科
但
這
差
異
也
可
能
因
為
譯
者
所
用

一
何
這
譯
本
為
舊
約
的
鑑
經
工
作
(
參
閱
「
聖
經
批
判

叫
一
學
」
條
)
極
有
幫
恥
這
譯
本
稱
為
M
V
O
各
言
。
(
一

-
J性
論
者
的
釵
剎
亞
語
)
或
M
V
0
多
萃
"
(
聶
斯
託
剎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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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敘
利
亞
泛
)
解
說
「
簡
單
」
或
「
易
於
明
白
」
之

意
因
此
中
文
最
好
稱
它
為
「
簡
明
本
」
荷
蘭
的

F
E
S

已
旦

大
學
從
一
九
五
三
年
開
始
準
備
出
版
咨
約
簡

明
本
(
可Ha
E
MM
E
r
-
z
o
。
同
Hr
o
o
-斗
﹒
)
的
鑑
定
本

(
n
z
g
-
且

E
g
)
至
今
只
完
成
了
局
部
的
計
創

(
二
)
敘
利
亞
文
非
羅
色
諾
譯
本
(
吋
z
g
『
?

M
V
Y
H
S
H
O
D
-
Z
〈
自
己
2
)

這
譯
本
於
五
O
八
年
由
路

齊
雅
修
譯
本
譯
成
譯
有
全
部
哲
約
自
由
M
V
FL
E
O
D
Em
得

名
他
是
宮
"
σ
宮
闊
的
主
教
是
一
性
論
者
(
宮
。
口
。
可
志

，

E
Z
H
γ
g
z
o
)
即
主
張
在
耶
穌
身
上
天
主
性
與

人
性
化
合
成
一
「
人
而
天
主
性
」
(
斗
Z
HY
E
E
B

E
Z
2
)
他
委
令
他
的
助
現
主
教
】
心
。
戶
戶
的
倒
也
寅
貴
翻

譯
但
好
像
只
翻
譯
了
(
抑
或
只
存
留
下
?

)
詠

(
三
)
敘
利
位
文
巴
力
斯
坦
譯
本
(

斗
Z
E
E

S

勾
心
-
S
H
E
E
〈
2
位
。
口
)
是
第
七
世
紀
親
自
主
派

(
去
。
E
H
O
ω
)
的
譯
品
|

|
按
敘
利
亞
教
會
於
第
五

世
紀
依
照
當
時
的
政
治
或
神
學
趨
勢
分
為
四
大
派
別

郎
聶
斯
託
利
派
(
Z
g
g
s
g
)
一
性
論
派
(
玄
?

口
。
可
7
3
5
ω
)
親
自
主
派
(
頁
。-
r
z
g
)和
瑪
龍
派

(
Z
E
S
X
S
)
最
後
的
兩
派
是
正
統
教
會
其
他
兩

派
則
是
異
端
派
1
l

譯
自
六
欄
末
的
修
訂
本
由
講
西

敘
利
亞
語
的
基
督
徒
譯
成
譯
文
忠
肯
而
簡
陋
屢
雜
有

叫
倒
叫
(
n
Z
E
B
)
和
阿
刺
倒
的
語
風
譯
有
全
部

舊
約
但
今
已
失
傳
可
是
譯
文
仍
可
見
諸
東
方
教
會

的

禮
儀
聖
經
讀
本
(
H
L
O
S
S
m
E
之
內

(
四
)
敘
利
亞
文
六
欄
本

(
斗
Z
ω
苦
?
目
。
"
"
，

叮
叮
)
是
H
W
已
gg
附
近
的
斗
。
戶
戶凶
誠
的
主
教
保
線

(
3
丘
。
叫
‘
E
F
T
-
他
是
一
性
論
者
|
|
受
女

提
約
基
雅
宗
主
教
亞
大
納
側

(
3
2
月

n
y
E
Z
D
紗
，

已
5
)
的
委
紀
於
六
一
五
i
六
一
七
年
間
在
固
樹
叫

大
里
亞
城
譯
就
的
譯
自
六
欄
本
的
修
訂
本
譯
文
刻
版

逐
字
譯
出
有
時
連
句
中
的
字
敏
和
排
列
的
次
序
也
設

法
在
譯
文
中
加
以
保
留
閻
此
譯
文
頗
粗
陋
故
問
世
後

不
久
即
被
廢
用
然
而
由
於
譯
文
逐
字
忠
肯
且
細
心
抄

錄
六
欄
末
的
鑑
別
記
號
(
白
宮
巴
巴
巴
巴
m
g
)
及
該
巨

著
中
其
他
譯
文
的
差
異
國
此
極
有
助
於
鑑
定
六
欄
本

尤
其
是
鑑
定
六
欄
本
的
修
訂
本
這
譯
本
有
它
的
另
一

修
訂
本
出
自

γ
g
σ
。
閃
開
已
g
g
(七
O
五
年
)
的
手

(
乙

)

新
約
譯
本

敘
利
亞
文
的
新
約
譯
本
有
下
列
數
種

(
一
)
福
音
合
編

(
吋
}
M
O
U
E
S
E
S
D
)
→
這

是
一
幅
音
的
第
一
本
譯
本
也
是
第
一
本
四
福
音
合
編
本

故
名
福
音
合
一
編
(
例
S
D
m
己
F
E
E
-
玄
早
已
-
O
H
H
n
)
譯

M
r

一
七
二
年
譯
者
是
異
端
派
者
吋
旦
旦
5
(
H
N
O自
品
。
)

請
參
閱
「
一
福
音
合
編
」
條

(
二
)
敘
利
亞
文
顧
勒
登
譯
本

(
吋
z
e
『
?

(
U
E
H
O
S
D
O
E
〈
巴
巴
。
目
)

大
約
是
第
三
第
四
世
紀
的

譯
本
載
有
八
十
頁
禮
儀
一
福
音
讀
本
與
敘
利
亞
文
西
乃

譯
本
(
後
詳
)
及
蝠
音
合
編
(
見
上
)
很
相
類
似
一
八
五

八
年
也
還
﹒
的
月
2
2
出
版
故
名

(
三
)
敘
利
亞
文
茵
乃
譯
本

(
吋
』
M
O
切
苦
?
切
?

且
已
5
4
0
2

『2
)
大
約
是
第
三
世
紀
的
譯
本
~
八
九



在
我
們
將
敘
利
亞
文
的
新
舊
約
譯
本
關
列
於
后

(
甲
)

舊
約
譯
本

敘
利
亞
文
的
舊
約
譯
本
有
下
列
幾
種

(
請
先
參

閱
「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
條
之
「
丙
」
「
了
」
「
戊
」
)

(
一
)
培
黨
托
譯
本
(
斗
Z
H
M
O
ω
r
z
g
或
吋
Z

M
V
O
ω
r
z
g
)
這
譯
本
譯
於
公
元
一
至
二
世
紀
的
多
個

不
同
年
代
是
敘
利
亞
教
會
在
未
被
第
五
世
紀
的
聶
斯

託
利
異
端

(
2
g
g

旦
旦
前
自
)
和
一
性
論
異
端

(
宮
。
口
。
可
S
E
B
)
分
裂
以
前
的
偉
大
文
獻
故
有
舊

約
的
四
十
六
卷
經
害
其
中
三
十
九
卷
首
正
經
(

斗
Z

M
M
峙
。
g
o
n
z
。
且
自
己
H
g
r
m
)及
一
卷
次
正
經
郎
德
譯

自
希
伯
來
原
文
其
他
六
本
次
正
經

(
吋
d
Z口2
g
g
a

s
s

巳
E
-
M
W
S
E
)
則
譯
自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
參
閱

「
學
經
番
自
」
條
)
但
有
些
一
部
份
劫
叉
好
像
譯
自
(
或

至
少
會
參
考

)
謝
關
科
(
參
閱
「
塔
爾
古
木
」
條
)

譯
者
有
說
是
猶
太
教
徒
有
說
是
猶
太
基
督
徒
很
可
能

最
早
由
猶
太
教
徒
翻
譯
了
一
部
份
像
來
再
由
猶
太
基

督
徒
為
釵
利
亞
語
的
信
友
翻
譯
其
他
部
份
至
淤
譯
文

十
分
忠
肯
準
確
但
詞
不
刻
版
措
詞
清
晰
優
雅
日
後

(
大
約
第
四
世
紀
)
會
按
照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的
修
訂

本
加
以
修
訂
因
此
有
時
譯
文
與
希
臘
譯
本
同
創
異
於

現
存
的
瑪
索
辣
本
但
這
差
異
也
可
能
因
為
譯
者
所
用

-
的
希
伯
來
文
本
與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所
用
者
間
不
論
如

一
何
這
譯
本
為
舊
約
的
鑑
經
工
作
(
參
閱
「
墓
經
批
判

叫
一
學
」
條
)
極
有
幫
恥
這
譯
本
稱
為
M
V
O
妄
言
。
(
一

一
位
論
者
的
釵
剎
亞
語
)
或

M
V
O
P
E
立
聶
斯託
剎
派

1136 重九

的
敘
利
亞
治
)
解
晶
晶
「
簡
單
」
或
「
易
於
明
白
」
之

意
因
此
巾
文
最
好
稱
它
反
「
簡
明
本
」
荷
蘭
的

們
早

已
。
口
大
學
從
一
九
五
三
年
關
始
准
備
出
版
舊
約
簡

明
本
(
吋
Z
Hν
g
r
z
g
丸

子
。
。
﹒
月
)
的
鑑
定
本

(
O
E
M
S
-旦
E
S
)
至
今
只
完
成
了
局
部
的
計
劃

(
二
)
敘
利
亞
文
非
經
色
諾
譯
本
(
吋
吉
牢
門
。
自

M
M
y
-
-

。
H
O
E
S
〈
R
E
S
)
這
譯
本
於
五
O
八
年
由
路

齊
雅
修
譯
本
譯
成
譯
有
全
部
倍
約
由

MME
。
H
m
D
E
得

名
他
起
宮
"
σ
Z
闊
的
主
教
是
一
性
論
拉
伯
(
竄
。
目
。
可
志

，

E
z
-
-
m
g
r
z
o
)
即
主
張
在
耶
穌
身
上
天
主
性
與

人
性
化
合
成
一
「
人
而
天
主
性
」
(
斗
Z
H
Y
E
D奇
古

巴

2
2
)
他
委
令
他
的
助
現
主
教
M
U
E
E
G
頁
頁
翻

譯
何
好
像
只
翻
譯
了
(
抑
或
只
存
留
下
?
)
詠

(
三
)
敘
利
用
世
文
巴
力
斯
坦
譯
本
(
吋
Z
E
B

S
'
F
Z
E
E
呂
京
2
8
)
是
第
七
世
紀
親
皇
派

(
去
。
戶
E
S
)
的
譯
口
問
l
|
|
l

按
敘
利
亞
教
會
於
第
五

世
紀
按
照
當
時
的
政
治
成
神
學
趨
勢
分
為
四
大
派
別

郎
聶
斯
托
利
派
(
Z
S
S
H
E
E
)
一
性
論
派
(
玄
?

口
。
M
V
S
2
2
)
親
葉
派
(
去
。
-
E
Z
切
)
和
瑪
龍
派

(
吉
凶
門
。
且
同
2
)
最
後
的
兩
派
是
正
統
教
會
其
他
兩

派
則
是
異
端
派
|
1
譯
自
六
欄
本
的
修
訂
本
自
講
西

敘
利
亞
語
的
基
督
徒
譯
成
譯
文
忠
肯
而
簡
陋
底
雜
有

加
色
T

(
b
E
E
巴
口
)
和阿
刺
伯
的
語
風
譯
有
全
部

貓
一
約
但
今
已
失
傳
可
是
譯
文
仍
可
見
諸
東
方
教
會
的

禮
儀
聖
經
讀
本
(
們
。
n
H
E
E
E
E)
內

(
四
)
敘
利
亞
文
六
欄
本

(
、
H
a
z
e
H
?
因
。
"
"

，

叮
叮
)
是
開
已
白
宮
附
近
的
斗
。
戶
戶
"城的
主
教
保
線

(
F
丘
之
吋
色
"
)|
|
他
是
一
性
論
者
|
|
受
女

提
約
基
雅
宗
主
教
亞
大
納
削

(
F
E
R
n
ykF
H
E
E
e

E
E
)
的
委
低
於
六
一
五
!
六
一
七
年
間
在
到
蚓
圳

大
里
亞
城
譯
就
的
譯
自
六
欄
末
的
修
訂
本
譯
文
刻
版

逐
字
譯
出
有
時
連
句
中
的
字
敏
和
排
列
的
次
序
也
設

法
在
譯
文
中
加
以
保
留
因
此
譯
文
頗
粗
陋
故
問
世
後

不
久
即
被
廢
用
然
而
由
於
譯
文
逐
字
忠
肯
且
細
心
抄

錄
六
欄
本
的
鑑
別
記
號
(
U
E
n
Z
H
M
n
巴
巴
聞
自
)

及
該
逗

著
巾
其
他
譯
文
的
差
異
因
此
極
有
助
於
雛
定
六
欄
本

尤
其
是
鑑
定
六
欄
本
的
修
訂
本
這
譯
本
有
它
的
另
一

修
訂
本
出
自

γ
g
『
已
開
門
戶
。
ω
E
(

七
O
五
年
)
的
手

(
乙

)

新
約
譯
本

敘
利
亞
文
的
新
約
譯
本
有
下
列
數
種

(
一
)
福
音
合
編

(
吋
古
巴
g
H
O
E
E
S
)這

是
一
福
音
的
第
一
本
譯
本
也
是
第
一
本
凹
福
音
合
編
本

故
名
一
福
音
合
一
編(
?
"
D
m
巴
g
e
自
宮
。
Y
p
-
-
O
H
H
n
)

譯
於

一
七
二
年
譯
者
是
異
端
派
者
斗
呂
g
g
(
H
N
O
斗
∞
0
)

請
參
閱
「
一
福
音
合
編
」
條

(
二
)
敘
利
亞
文
顧
勒
登
譯
本

(
吋
z
g
『
?

。
口
H
O
S
D
E
D
〈
且
已
。
=
)

大
約
是
第
三
第
四
世
紀
的

譯
本
載
有
八
十
頁
艘
儀
一
幅
立
自
讀
本
與
敘
利
亞
文
西
乃

譯
本
(
後
詳
)及
福
音
合
編
(
見
上
)
很
相
類
似
一
八
五

八
年
自
認
﹒
C
E
2
8
出
版
故
名

(
一
一
一
)
敘
利
亞
文
西
乃
譯
本

(
吋
』
M
O
切
有
中
切
?

E
B

恥
。
F
E
S
)
大
約
是
第
三
世
紀
的
譯
本
~
八
九



第
三
篇
痛
悼
巨
姓
在
劫
後
餘
生
所
處
的
悲
慘
環

境
同
時
承
認
這
一
切
是
來
白
天
上
慈
父
之
手
乃
是
為

了
百
姓
的
益
處
故
此
勸
勉
百
姓
罔
頭
還
善

第
四
篇
追
述
以
民
近
來
的
厄
運
尤
其
是
當
敵
人

破
域
而
入
時
百
姓
的
慌
張
失
措
東
避
西
藏
的
情
形
連

國
王
瀏
嘲
寬
甜
雖
已
逃
出
城
扎
仍
不
兔
陷
入
敵

z
h

第
五
氣
向
上
主
訴
苦
陳
述
敵
人
極
扯
到
兇
狠
之
能

事
來
折
磨
繼
為
上
主
的
百
性
最
後
哀
求
上
主
盡
速
結

束
自
己
的
義
怒
免
除
百
姓
的
災
繼

文
體
前
四
篇
是
依
照
希
伯
來
文
字
母
排
列
的
哀

歌
第
一
二
四
篇
完
全
按
照
字
母
的
數
目
每
一
字
母
佔

一
筍
所
以
皆
以
二
十
二
筍
成
篇
第
三
篇
亦
是
按
字
母

排
列
的
詩
文
但
是
有
六
十
六
笛
每
三
筍
佔
一
字
母

(
三
乘
二
十
二
等
於
六
十
六
)
第
五
篇
實
際
上
並
不

是
依
照
希
伯
來
文
字
母
而
排
列
雖
然
它
外
表
上
也
祇

有
二
十
二
笛
與
其
說
它
是
一
篇
哀
歌
毋
寧
說
是
一
篇

長
禱
校
r

通
行
本
郎
以
此
為
本
篇
的
題
名
「
耶
肋
米

亞
先
知
的
祈
禱
」

作
話
本
魯
在
原
文
版
本
上
並
無
提
名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亦
未
見
提
及
作
者
為
誰
祇
是
在
書
首
加
上
一
旬

小
別
註
明
本
書
是
耶
肋
米
亞
先
知
的
作
品
於
是
拉
丁

通
行
本
將
這
旬
外
加
的
小
註
正
式
作
為
本
蠻
的
標
題

「
耶
肋
米
亞
先
知
的
衷
歌
」
此
後
不
少
公
教
的
教
父

一
及
古
代
的
學
者
基
於
這
個
標
題
以
及
編
下
括
自
所
說

刷
一的
「

刺
刷
常
亞
作
歌
哀
悼

叫
到
湖

••• 
」
一
語
認
為
此

一
處
所
說
的
家
歌
即
是
指
本
書
而
言
但
這
種
說
法
讀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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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可
看
得
出
來
是
非
常
越
強
的
蓋
二
者
所
說
及
所
哀

悼
的
對
象
是
迴
然
不
同
的
是
以
現
今
的
學
者
對
本
書

的
作
者
問
題
仍
在
爭
辯
不
休
看
來
亦
將
越
無
法
獲
得

解
決
的
難
題
但
是
僅
就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所
加
添
的
小

註
來
說
l

耶
肋
米
亞
先
知
的
哀
歌
l

憋
足
事
也
有
凶

的
至
少
我
們
應
當
承
認
公
元
前
很
久
以
來
在
猶
太
民

間
就
有
這
種
傳
說
成
認
先
知
是
本
書
的
作
者

目
前
大
多
數
的
學
者
皆
認
為
這
本
小
書
是
也
不

同
作
者
的
作
品
灌
集
而
成
並
非
出
於
一
人
之
手
第
二

及
第
四
篇
的
作
者
似
乎
會
親
眼
目
睹
耶
京
的
滅
亡
於

是
事
後
筆
之
於
書
是
為
本
書
兩
篇
最
好
及
最
早
的
作

品
至
於
這
位
作
者
娃
准
則
不
可
知
我
們
以
為
很
可
能

就
是
先
知
本
人
因
為
敵
軍
破
城
之
後
全
城
百
姓
均
遭

大
難
板
有
先
知
受
到
拿
步
高
國
王
盛
情
優
待
第
一
篇

的
調
深
雖
不
太
華
麗
但
科
學
思
想
較
第
二
寫
者
為
深

技
成
篇
的
時
代
鷹
在
第
二
篇
之
後
蓋
它
所
描
寫
的
耶

京
已
是
劫
後
餘
生
的
是
他
事
故
應
出
於
另
一
作
者
的
手

筆
第
三
篇
的
作
者
又
應
是
另
一
人
此
人
看
來
受
過
不

少
的
敵
人
的
憶
錄
以
反
鑒
鈴
木
凶
同
胞
的
充
軍
皮
亡

心
靈
上
受
了
莫
大
的
創
傷
娃
比
前
且
也
更
悅
的
作
品
第

五
篇
的
作
答
當
然
又
是
另
一
人
也
是
按
時
代
最
悅
的

一
篇
哀
路
不
過
上
述
一
切
皆
是
學
者
不
能
誰
質
的
假

設
讀
者
可
完
全
自
由
跟
隨
或
放
棄
與
天
主
的
默
感
是

。
毫
無
關
係
的

哀
歌
具

有
非
常
崇
高
的
宗
教
恩
想
它

使
國
破
家

亡
離
鄉
背
井
幾
乎
陷
於
絕
望
中
的
劫
後
餘

生
重
新
振

作
力
圖
復
興
作
者
懷
著
堅
固
的
信
仰
和
依
持
的
心
仙

勸
勉
百
姓
令
他
們
明
瞭
上
主
懲
莉
的
目
的
而
真
心
偽

改
歸
向
天
主
耐
心
等
待
天
主
的
必
恩
(
梅
)

明
&
口
喜
且
主
凶
器
E

J
哈
蓋
起
十
二
小
先
知
之

到

n
w
i
-
-且
/
〉

m
m
R
E
\

一
，
生
於
何
時
何
地
不
得

而
知
只
知
他
執
行
先
知
任
發
時
是
在
波
斯
王
達
珈
山
附

一
世
二
年
上
(
即
公
元
前
五
二

0
年
)
(
主
1

1
)

他
和
另
一
小
先
知
恆
加
利
亞
是
同
時
代
的
人
同
時
扑
出

先
知
職
務

(
厄
上
5

1

|
6
H
)
他
的
名
字
筱
希
伯

來
文
原
有
「
上
主
的
節
目
」
成
「
附
關
慶
日
的
」
的
立

思
也
許
先
知
是
在
一
笛
庭
上
超
生
的
，
問
他
的
著
作
司

知
他
的
主
要
任
海
在
於
鼓
勵
彼
促
當
時
的
百
悅
尤
其

人
民
的
領
訓
郎
猶
太
省
長
則
他
巴
只
耳
和
大
司
的
法
郎

叔
詛
瓷
速
重
述
那
宮
殿

哈
楚
楚
自
先
知
的
四
寫
法
品
所
組
成
弟
一
篇

l

I
u

動
省
長
則
魯
巴
貝
耳
及
大
司
祭
那
紋
亞
從
述

領
導
百
除
開
工
修
遮
天
主
的
學
做
並
投
明
當
時
所
迎

的
歡
年
也
即
是
由
於
對
上
主
嬰
叫
做
毫
不
關
心
所
致
第

二
篇
2

1

9

預
言
這
新
述
的
捏
一
般
將
』
日
子
布
的
光
榮

遠
超
過
昔
日
撒
經
漏
所
鏈
的
學
般
的
光
榮
第
三
篇
2

M
M

說
明
天
主
所
以
不
喜
悅
百
姓
的
祭
獻
是
由
必

他
們
的
疏
忽
冷
淡
猶
如
不
潔
的
人
但
只
要
他
們
熱
心

從
迷
修
建
天
主
的
聖
殿
仍
必
要
得
天
主
的
降
幅
第
四

篇
2
m

!

且

是
向
省
長
則
魯
巴
阿
哥
本
人所
說
的
預

言
保
證
天
主
必
將
特
別
照

顧
他
因
為
他
越
遠
昧
的
後

裔
要
落
他
應
驗
從
前
論
及
致
函
任
林
國
的
許
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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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妄言吉~
金者 手

見1 ，是很4f 曲
回I ~j 畫畫 ....... ... 
力日|於l 可見 量
平。|哈|靠 1 的
亞;、蓋|的 1 文
叫先央 a 這
魯|知。科 12 來
巴|記 2 芸
貝|錄 1 露，
耳〉而 u 似
耶|成。)，並
叔L 但 而非
亞該是 tH

書由自

E 主生
想，位正
無第人

(
義
)

HNU 
A 

見
前
條

JL 

“
飢
渴3
藍
且
﹒
陸3
4
「
切
。
矣
。
『
囡
"
間
間
已

J

M
恥
門
或
3且
斗
司E
/
H
L
Z
『
〉
m
m
E
H

」

叫m
A
a
口
L
K
「~
J
M
J哈依
之
意
義
就
是
現
今
阿
刺

-
I
A

』

S
E

叫
人
所
稱
的
「由
臘
神
恤
」
是
創

納
牢
地
方
的
一
座
古
城
亞
巴
郎
進
入
墓
地
後
所
居
住

過
的
地
方
就
在
它
附
近
「
西
有
則
蚓
牙
東
有
叫
樹
」

(創
U
S
U
S
)距
則
蚓
到
並
不
遠(
研
7

泊
位
，
)

約
有
兩
公
里
但
是
聖
經
上
也
會
三
次
將
它
與
闖
到
副

相
連

(
蘇
8
2
9
3

的
1
)
蘇
7
8
二
章
清
楚
地
描

述
佔
領
哈
依
的
事
路
所
記
與
「
廢
塊

」
的
地
澀
地
形

完
全
符
合

考
古
學
者
自
一
九
三
三
年
始
先
後
在
這
襄
三
次

發
但
請
賞
自
公
元
前
三
千
年
就
有
人
煙
存
在
並
有
甚

寫
堅
固
的
城
牆
其
厚
竟
達
五
公
尺
是
公
元
前
兩
千
八

百
年
的
建
築
物
但
在
公
元
前
兩
千
年
左
右
這
座
堅
固

的
城
市
完
全
遭
受
破
壞
直
至
一
千
二
百
年
再
無
人
居

住
於
此
公
元
前
一
千
二
百
年
前
後
重
新
發
現
人
煌
的

痕
遠
這
時
正
是
以
民
進
入
墓

地
的
時
代
也
就
是
蘇
7

8
二
章
所
描
寫
的
哈
依
背
景
但
是
這
也
就
是
學
者
們

的
分
歧
點
大
多
數
的
學
者
否
認
它
就
娃
學
經
上
所
說

的
哈
依
城
有
少
數
的
學
者
則
堅
持
聖
經
述
說
的
歷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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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因
而
懷
疑
考
古
學
者
們
的
意
見
更
有
的
以
為
聖
經

上
所
說
的
叫
制
實
際
上
是
閥
割
副
恥
是
以
至
今
它
仍

是
一
個
未
能
圓
浦
解
決

的
懸
案
不
過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這
座
古
城
鍾
已
經
三
十
多
個
世
紀
無
人
居
住
但
它
的

城
牆
至
今
猶
存
仍
保
持
著
約
五
公
尺
的
高
度

(
韓
)

的
恰
是
(
2
呂

人
名
意
調
「
顯
赫
的

」
「
受

-
I
E
I
d
i
t
-

、
敬
重
的
」

他
H
范
阿
加
格
人
哈
默
大
遠
的
兒
子
波
斯
國
薛
西

斯
王
的
首
相

(
文
3
1
2
)
地
位
顯
赫
勢
力
處
大
舉

國
上
下
的
人
民
都
應
向
他
俯
首
下
拜
惟
猶
太
人
摩
爾

德
闕
羞
恥
、
宗
教
的
翅
由
不
肯
向
他
下
拜
閥
罪
於
首
相

於
是
哈
曼
在
國
王
前
將
之
控
告
並
得
國
王
許
諾
將
一

切
在
波
斯
國
居
住
的
猶
太
人
殺
進

(
文
3
刊
)
且
選

定
了
大
屠
殺
的
日
期
|
卡
二
月
即
「
阿
達
爾
」
月
十

三
日
(
艾
3
刊
)
但
是
在
這
以
前
猶
太
人
庫
爾
德
開

會
因
告
發
了
謀
殺
國
王
的
陰
謀
而
立

了
大
功
部
未
得

1日
報
被
凶
玉
谷
一
知
王
欲
補
償
(
文
6
1

|

‘
)
另
一

方
面
再
有
其
姜
女
艾
斯
德
爾
王
后
的
從
中
周
旋
為
將

受
宰
殺
的
猶
太
人
求
情
並
為
發
哈
曼
的
陰
謀
詭
計
結

喂
耐
用
爾
德
關
大
受
顯
動
猶
太
人
得
兔
於
雖
哈
回
安
部
被

正
法
於
「
阿
達
爾
」
月
十
三
日
大
部
份
猶
太
敵
人
亦

被
屠
殺
消
滅

(
文
9
1
刊
)
(

韓

)

的
帕
拉3
r
r且
\
出
凶E
B

。
D
J
U
E聖
經
上
的
兩
個
城
名

t
A
i
μ
H
E

--
1
H
U

，
H
M
3
1
3

、
，3

』

1
1
-
-

」

i
:
i

、
令
「
溫
泉
」
之
意

一
編
上
6
日
所

提
及
的
哈
孟
城
就
是
蘇

州
口
自

所
說
的
哈
瑪
特
的
朋
(
註
是
囡

"
B
B
M
V
H

吋
翩
而
來
垃

囡

"
E
H
7
)
按
比
城

是
圓
圓
於
酬
喇
喇
星
文
派
的Jv您

沒
有
設
防
的
城
市
(
蘇
仰
自
)
在
加
里
肋
亞
湖
西

岸
距
提
庇
黎
雅
城
之
南
僅

一
公
里
半
以
著
名
主
溫
泉

而
得
名
此
名
流
傳
至
今
即
現
在
的
阿
刺
伯
鎮
哈
瑪
木

(
丘
，
民mg
g
ω
B

現
團
團
以
色
列
)

二
是
屬
阿
協
爾
文
派
的
城
市
(
蘇
州
間
詞
)
在該

文
派
地
區
的
北
部
有
的
學
者
以
寫
它
在
貝
依
魯
特
之

東
但
似
乎
是
不
可
能
蓋
阿
協
爾
文
派
的
地
區
向
來
沒

有
如
此
之
大
故
此
學
者
們
大
都
主
張
它
就
是
現
今
距

離
開
怔
洛
十
七
公
里的
蚓
蚓
阿
配
米
得
頃
坡
在
此
地
考

古
學
家
會
發
現
哈
孟
神
的
態
像

(
韓
)

…m
b
n攝
制
(
目
月
2
)
是
學
品
亞
巴
叫
陳
代
的
←

-
I
E
l

J

、
座
名
城
位
於
巴
旦
河
邊
馬

爾
法

(
厄
德
撒
開
已n
g

乙
之
東
南
的
現
今
土
耳
其
與

敘
利
亞
的
邊
界

上
(
見
創
刊
U
U
S
幻
H

列
下
叫
閃
閃

則
幻
自
)
自
公
元
前
兩
千
年
始
一
直
是
一
重
要
的
阿

蘭
人
的
大
城
市
是
交
通
的
中
心
商
隊
及
商
業
的
匯
合

地
亦
是
月
亮
神
欣
的
敬
禮
中
心
遠
在
公
元
前
一
千
三

百
年
就
會
被
甜
甜
王
樹
司
甄
別
回
第
一
世
所
佔
領
但

不
久
之
後
因
亞
述
帝
國
勢
力
衰
弱
而
重
新
獨
立
但
自

沙
耳
瑪
乃
色
第
三
世
(
八
五
八
l

八
二
四

)
而
後
就

完
全
成
了
亞
述
帝
國
團
團
下
的
重
要
城
市
之
一
直
至
帝

國
完
全
消
滅
六
一
二
年
尼
尼
徽
首
都
盡
遭
破
鐘
之
後

它
終
於
在
六
O
九
年
亦
最
後
落
入
敵
手
l

巴
比
倫

亞
巴
郎
向
他
的
父
親
特
辣
黑
及
家
人
自
鳥
爾
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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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家
遷
來
叫
戶
口
蘭
居
住(創
口
剖
)
亞
巴
郎
之
奉
主
命

前
往
聖
地
居
也
是
在
制
斷
發
生

的
事
(
創
刊
凶
‘5
) 。

黎
貝
加
的
哥
哥
亦

即
雅
各
伯
的
舅
父
拉
班
就
居
於
哈

亂
蚓
創
倒
逃
避
罔
蚓
蚓
的
報
復

眛
就
住
在
制
甜地
區

(
創
m
u

m
.
)
並
在
此
娶
了
技
班
的
兩
個
女
兒
為

妻
l

肋
阿
及
錄
黑
耳

考
古
學
家
曾
在
此

地
挖
掘
山

大
批
的
亞
述
文
化

遺
物
(
一
九
五
O
l

一
九
五
一
)
其
中
以
文
件
為
最

主
要
有
君
王
的
一
部
份
年
鑑
有
關
於
宗
教
的
文
件
等

(
韓
)

學
經
上
的
兩
個
人
名
有

「
被
祝
聖
(於
天
主
)
」

M哈
陵

的
意
思

一
哈
陵
是
亞
郎
的
後
代
由
他
的
子
孫
組
成
第
三

班
司
祭
國
而
他
們
在
達
味
時
代
又
被
到
分
成
二
十
四

班
(-編
上
圳
的8
)很
可
能
就
是
在
充
軍
歸
來
時
陪
同

則

魯
巴
貝
耳
一
齊
返
罔
墓
地
的
那

一
千
O

一
十
七
依
司

祭
的
後
代

(
厄
上
2

目

ω
n

厄
下
7

U

U
S

)
在
他

們
中
有
名
哈
陵
者

(
厄
下
曰
“
)
在
這
些
後
代
中
有

些
人
娶
了
外
邦
女
人
為
妻
因
聽
命
而
將
之
休
掉
(
即

上
的
叫
)
並
在
那
些
一
簽
名
重
新
結
盟
者
中
亦
有
此
名

的
趴
現

(
厄
下
ω
5

)

二
是
一
位
非
司
發
家
庭
的
家
長
他

的
後
代
中
有

一三
百
二
十
人
岡
州創
凹
則
到
自
充
軍
之
地
問
歸
凹
划

惱
一刷
出
(
間
上2
臼
即
下7
甜
可
其
中
八
人
應
將
外
邦

一
妥
乎
你
菜
(
厄
上
ω
剖

U
會
代
表

一
家
族
簽
字
立
盟

(
囡"
z
s
)

I l 
w 九

訂
約

(
厄
下
ω
抽

)
(

韓

)

峭
A
口
訟
仕
「
巾B
E
B

J
人
弘
意
謂
「
寬
鼻」或

-
I
J

S

E

E

、
「
大
鼻
子
片

一
是
一
家
族
的
首
領
充
軍
後
他
的
後
代
共
二
百

二
十
三
人
(
厄
上
2
M

故
問
下7
n

共
三
百
二
十
八

人
)
隨
同
則
試
E
貝
到
返
回
蚓
京
其
中
七
人
縣
將
自

己
的
外
邦
妻
子
休
掉
(
厄
上
昀
詞

)
在
參
加
立
盟
簽

約
的
代
表
h
h亦
有
叫
樹
的
名
字(
即
下
的
M
)。

二
月
晶
厄
斯
德
拉
向
民
來
宣
讀
法
律
替
時
侍
立
於

其
左
邊
的
人
中
有
名
叫
樹
者(
自
下
8
‘
)。

是
否
與

前
者
間
為
一
人
則
不
得
而
知

(
韓

)

約
飢
渴
目3d
h
hi
「
囡"
σ
其
w
c
r
J人
名
可
能
有
「繞

口
必
門
n
L

勾
t
/
白
"
z
n
c
n

」

。

i

l
l
l

'

，
、
型
的
意
思
在
先

知
替
中
有
兩
人
具
有
此
名

一
哈
巴
谷
先
知
是
十
二
小
先
知
中
的
第
八
位
關

於
他
的
身
世
除
知
道
他
名
叫
叫
凹
制
和
是
一
位
先
知

外

(
哈
1

1
)
我
們
一
無
所
知
由
他
的
著
作
可
以
推

知
他
是
那
肋
米
亞
同

時
代
的
人
物

二
副刊
鬥甜
甜
曾

提
及
一
位
名
叫
叫凹
割
的
蚓

大
先
知
他
曾
被
天
使
提
到
巴
比
倫
去
給
囚
在
獅
圈內

的
途
尼
爾
先
知
送
食
物
按
學
者
的
意
見
這
一
先
知
決

不
可
與
前
一
先
知
混
為
一
談

(
見
遠
M
1

)
(
陳

)

以 1148

是 本 哈
的 書 pl

方 與 ~
式 其 少亡
表他1==1"
達 先!三立
自 知i 主堅

己 魯i ξ=己
的 不 乞「
疑 同 KJEF
悶， 的豆豆L
希地一一
望方， r h 

詩 是 g- ~

聽 在 已 2"
天於 口章

主先旦
的 知 」::

吹口
位
先
知
即
在
神
視
中
默
觀
天
主
成
般
的
降
臨
來
執

行
公
義
的
審
札
所
以
這
神
視
解
答

了
先
知
的
疑
問
叫

結
構
與
內
容
由
本
書
的
外
表
看
來
顯
然
分
為
兩

大
段
1
2

兩
章
為
第
一
段
寫
的
是
神
論
3

章
為
第
一
一

段
是
先
知
的
禱
詞
全
書
雖
分
為
兩
段
但
就內容
說
只

有
一
個
論
題
郎
先
知
與
天
主
的
對
話
上
主
先
以
神
論

答
復
先
知
在
祈
禱
中
所
有
的
疑
難
最
後
以
神
視
科
先

知
看
見
他
降
來
施
行
審
判
的
威
亂
如
此
本
書

可
分
析

如
下

一
在
第
一
次
對
話
中

先
知
抱
怨
天
主
為
什
麼
容

忍
而
不
懲
罰
國
內

那
些
違
法
及
當
待
同
胞
的
人
(1

2

|

4
)
天
主
的
答
覆
是
加
色
了
人
的
軍
隊
已
被
派

遣
來
懲
罰
圈
內

的
惡
人

(
1

5

|

U
)

二
在
第
二
次
對
活
中
先
知
叉
責
怪
天
主
召
來
凶

惡
傲
慢
的
異
民
讓
他

們
肆
意
殘
害
本
國
人
民
不
分
好

壞

(1
臼
|

M
)
天
主
的
答
覆
是
審
判
一
切
惡
人
的

時
候
必
將
來
到
但
義
人
如
果
恆
心
堅
信
必
獲
得
救
援

(
2
1
|

S

)
因
此
先
知
便
以
咒
語

(
一
邊
五
個
禍

故

)
祈
求
天
主
降
禍
於
那
些
壓
迫
選
民
的
異
民

(
2

三
先
知
在
祈
禱
時
又
求
天
主
迅
速
懲
罰
晶
晶
人
以

後
就
在
神
碗
中
見
天

主
赫
然
降
臨
消
誠
一
切
惡

人
並

救
拔
自
己
百
姓
中
的

義
人
(
3

1

|

臼
)
最
後
先
知

以
讚
美
歌
辭
表
-
一
小
自
己
堅
定
的
信
仰
稱
頌
天
主
的
救

恩

(
3
M
!

"

)

著
作
恃
代
開
肝
、
本

的
著
作
時
代
學
者
們
的
在



-
見
很
志
-
h欽
近
代
的
學
者
多
依
抽
回
本
書
的
內
容
來
推

出m
-斷
以
為
先
知
所
描
述
或
暗
示
的
時
代
及
惜
現
與
猶
大

一
王
制
蚓
制
(
公
元
前
六O
八
l

五
九
八
年
)
的
戰
亂

.
時
代
(
到
下
的1
1

8
)
很
相
符
合
並
且
本
替
1

2

|
‘
所
述
泣
的
民
間
殘
暴
不
義
之
事
與
那
肋
米
亞
先

知
在
幻
n
l
H

嚴
厲
斥
責
暴
君
約
雅
金
所
作
的
事
完

全
相
肌
按
照
此
一
也
木
蓄
的
著
作
時
代
憋
在
六

0
0

年
先
右帥

的
學
恩
想
本
會
與
其
他
先
知
會
顯
然
不
間
因
為

本
營
的
性
質
與
其
說
是
勸
導
百
性
不
如
說
是
辯
護
天

主
的
公
義
哈
巴
谷
不
相
似
其
他
的
先
知
奉
天
主
的
命

起
來
宣
講
反
對
不
遵
守
天
主
誡
命
的
人
向
他
們
預
報

未
來
的
甜
甜
判
而
他
以
對
謂
的
文
體
與
天
主
持
論
有
關

虔
誠
和
公
義
的
樹
划
人
的
悶
悶
也
他
一
面
質
問
天
主
一

面
祈
求
天
主
執
行
自
己
的
答
案
他
所
探
討
的
問
題
是

天
主
對
那
些
一
任
意
虐
待
人
民
和
對
兇
殘
的
壓
迫
者
所

有
的
態
度
是
否
公
正
他
既
然
關
心
這
個
問
題
所
以
他

在
本
告
內
常
拿
自
己
作
為
一
切
受
壓
迫
者
的
辯
護
人

或
仲
織
者
他
對
以
上
這
問
題
老
是
鬱
積
在
心
中
(
1

2

4

口

2
1
)
最
後
積
天
主
的
一
啟
示
他
解
決
了
這

難
題
即
天
主
不
斷
地
留
心
一
切
犯
罪
和
作
您
的
人
給

他
們
規
定
了
期
限
期
限
一
到
必
要
懲
罰
他
們
至
於
犯

罪
和
作
您
的
猶
太
人
天
主
用
外
邦
人
來
懲
罰
他
們
但

這
些
一
外
邦
人
部
因
殘
忍
無
道
要
受
天
主
更
嚴
峭
的
懲

詞
義
人
和
虔
誠
人
應
堅
忍
與
信
賴
等
待

上
主
審
判
的

日
于
你
來
在
困
苦
和
窘
迫
的
垃
過
中
更
您
對
天
主
表

',11 九1149-1151 

示
自
己
的
信
賴
凡
有
這
發
信
賴
的
人
終
必
獲
得
勝
利

也
終
必
獲
救
如
此
先
知
得
了
這
番
啟
示
以
後
說
在
自

己
受
歷
迫
的
百
悅
前
作

7
天
主
公
義
的
辯
逝
者
所
以

本
書
的
目
的
是
為
給
那
些
一
懷
疑
天
主
公
義
的
猶
太
人

釋
且
也
是
為
安
慰
他
們
並
規
勵
他
們
要
常
依
賴
天
主

因
為
天
主
必
要
救
護
信
賴
自
己
的
人

在
刷
刷
川
恥
里
喇
喇
以
更
卓
越
的
深
也
引
伸
先
知

論
「
義
人
的
信
賴
」
所
說
的
話
(
2
4
)
為
說
明
人

因
信
德
才
可
成
為
義
人
才
可
獲
得
救
恩

(
羅
1

口
迦

3
u

希
昀
阻
)

見
成
義

(
陳
)

ω哈
彼
魯
(
2
2
)見
割
航

法
官
切
達

(
F
m
Z
L起
古
代
猶
太
品

自

1
3
2

，
、

文
學
著
作
的
一
種

屬
於
宣
講
作
品
的
體
裁
普
通
娃
以
對
話
或
交
談
的
體

絨
他
們
成
格
外
與
「
塔
耳
恭
得
」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見
叫
割
裂
得
米
德
喇
叭

(
梅
)

到
R
A
3
m
w借
閱
「
出
ω
個
月

J
人
名
原
是
亞
巴
郎
一
安

U
W
叮
品
M
E
H
r
/
〉
m
R
\

喇
喇
之
牌
扎
制
別
九

也
許
是
因
凹
蚓
逃
難
蚓
別時
在
樹
別
所
購
買
的
或
為

劇
創
當
時
的
機
質
認
識
到
凹
蚓
能
贈
與
到
凹
蚓
趴
後

因
喇
喇
見
自
己
不
能
生
育
遂
按
當
時
的
習
俗(
如
哈

蚓
蚓
制
牌
文
一
六
三
條
即
我
有
如
正
妻
不
能
生
育可

容
丈
夫
納
一
女
奴
為
，
安
至
於
由
女
奴
所
生
的
于
制
是

否
有
繼
承
權
在
乎
丈
夫
是
否
願
將
自
女
奴
所
生
之
手 過

繼
為
自
己
的
兒
子
而
定
)
肉
丈
夫
單
巴
則
由
障
法
納

哈
加
爾
為
安
哈
加
爾
果
然
生

了

三
寸
名
叫
由
帆布
為
耳

但
過
後
撒
鍊
因
天
主
的
恩
許
住
了
依
撤
格
撒
甜
"
究
凶

叫
圳
喇
兒
自
己
有
了
身
目
的
對
她
傲
也
後
又
見
喇
喇
喇

副
對
刷
刷
刷
時
加
欺
也
遂
追
回
凹
叫
將
制
圳
酬
連
她

的
兒
子
依
市l

瑪
到
趕
走
亞
巴
郎
最
初
雖
心
有
不
忍ω

在
獲
得
了
天
主
的
贊
同
後
終
將
哈
加
爾
與
她
的
兒
了

械
制
滑
刮
起
也
而
且
按
天
主
對
單
巴
郎
所
說
的
叫
依
市

瑚
到
也
將
成
為
一
大
民
族(
即
今
日
的
叫
州
州
民
放)

科
幻
臼1臼
郎

故
有
由
依
珊
瑚
到
傳
下
來
的
寸
二
」

派
赴
以
喇
喇
關部
是
制
制
刺
耳
卡
二
支
派
的
祖
吋

(
見
側的
1
i

H

幻
@
|

盯
鈞
M
l

臼
)

在
新
約
內
聖
保
躲
在
迦
4
n
l

u

以
寓
意
將
哈

加
爾
和
撒
辣
比
作
的
乃
盟
約
卸
的
約
及
甘
接
待
所
屯
的

約
郎
新
約
的
象
徵
聖
喇
喇
主
要
的
用
意
是
要
說
明
接

受
了
一
幅
音
的
信
孔
無
義
務
遵
守
叫
劉
樹
叫
作

，

尤
其
沒
有

行
訓
拍
膛
的
義
務
豆
制
制
所
設
寓
意
的
講
法
是
哈
加

爾
原
是
一
奴
緻
所
以
自
她
所
生
的
J
T孫
也
H
括
以
隸
以

隸
故
無
挑
來
受
產
業

(創
創
刊
)
而必
領
遵
守
法
律
是

以
屬
於
倍
約
權
下
的
制
圳
人
猶
如
是
萬
約
的
奴
隸
凶

而
有
義
務
守
全
部
制
制
的
法
俄
而
喇
喇
則
沾
一
向
山

人
山
她
所
生
的
娃
巾
因
心
血
川
而
生
的
所
以
法

-
e
M仙
人
H
t

真
正
的
永
耐
人
正
如
新
約
的
口
友
是
放
艸
川
恥
而
恆
的

因
基
蟹
的
恩
寵
而
獲
得
了
白
山
山
止
以
再
無
守
的
鬥
約
法

律
的
義
趴
所
以
擊
倒
制
結
論
說

.

「
右
你
們
還
關
芯
受

割
但
基
偉
口
對
你
們
就
沒
有
什
膝
談
處
必
再
向
任
何
仇



廠
受
割
損
的
人
聲
明
他
有
遵
守
全
部
法
律
的
義
祖
叫
你

們
這
些
靠
法
律
尋
求
成
義
的
人
是
與
基
督
斷
絕
了
關

係
由
恩
寵
上
跌
了
下
來
至
於
我
們
我
們
如
是
依
賴
學

神
也
於
信
德
懷
著
能
成
義
的
希
望••.
... 

」
(
斟5
2

(
義

)

順
恰
波
爾
吉
凶5
)
是
自
利
用
圓
的

1
l

、

1
1

，

、
一
條
河
發
源
於
辣
市

哈
囡

(
H
U各已
自
出

E
口
)在
理
語
世
爾
(
巴
巴
『
立
f
N
。
門
)

之
南
附
近
處
注
入
蚓
劃
蚓
的
何
現
今
稱
之
為
叫
劉
制

(
囡
"
Z
E
)

河
斟
斟
上
稱
之
為
副
制
何
其
實
副
崗

是
制
制
劑
河
邊
的
一
座
比
當
割
創
因
為
王
第
九
年

L

亞
述
人
攻
陷
了
撒
璁
黎
雅
將
北
國
叫
民
岫
愣
住
甜
甜
帝

國
的
北
方
即

將
他
們
安
置
在
制
制
關
河
邊
的
副
剖
城

(
列
下
U
e
u
u

一編
上
5
品
)

見
哥
倉

(
韓
)

的
恰
逢
且
可E
i

神
名
是
劃
利
用

地
方

1
!

可
可
二
，

1

、

的
最
高
神
明
人
皆
稱

之
為
凹
副
部
避
兔
用
其
真
名
叫
瀏
倒
閉
以
示
尊
亂

人
名
依
制
璃
司
的
第
八
個
兒
于
故
此
是
到
凹
酬

的
後
代
(
創
衍
間
一
編
上1

叩
)
除
此
之
外
關
於
此
人

由
聖
經
上
我
們
一
無
所
知
雖
然
學
者
們
有
不
少
揣
度

的
意
見

(
韓

)

M
S口
主
主
臨
臥
「
徊
在
E
E
F
J是
刻
研
制
爾
的
樹

E

l

j
j

'
l
a
z
z

、

2

孟
斟
上
只

叫
一握
過
一
次
(
如2
，
)
。

一

見
文
斯
德
爾
傅

1152-1158 :Jf 九

(
韓

)

的
哈
基
拉
(
叫
U
M
H
F
)

m哈
拉
黑
(
日-
u
y
)

清
吾
同
去
北
國

n
比
告
」
知
被
亞
述
消
滅
之

後
北
部
十
個
艾
派
的
叫
民
被
俘
螃
充
軍
所
居
住
的
地

方
在
聖
經
上
八
匕
常
罔
聞
制
及
制
制
制
相
提
並
論

(
剩

下
口
6
M
u

鍋
上
5
品)。
如
此
應
在
劃
對
那
瀏
蚓
叫
出

但
所
指
的
是
一
座
城
市
或
一
個
地
區
則
不
得
而
知
亦

無
其
他
的
資
料
可
供
參
託

見
屬
勒
士(

韓

)

的
佮
噎
卡
吉
普
nz
屯
的
原
文
來
自
〔
行

1
|

-
T

-
'

、
走
」
或
「
步
法
」
演

變
而
成
「
法
規
」
或
「
法
律
傳
統
」
它
的
特
點
是
少

重
視
法
律
上
的
斑
論
而
強
調
貨
際
是
宗
教
及
法
律上

必
守
的
生
活
釗
則
它
並
不
完
全
是
經
師
們
的
創
舉
蓋

斟
斟上
亦
收
錄
了
不
少
這
祂
類
似
的
法
凡
不
也
這
襄

所
說
的
娃
學
經
以
外
的
法
則
這
比
一
法
的
別
是
經
師
們
被

接
梅
瑟
五
苦
皮
先
知
們
的
言
論
經
過
討
論
及
研
究
貿

際
的
生
活
悄
形
而
訂
立
的
是
因
著
時
局
琨
境
的
變
遷

可

以
修
改
趴
它
的
來
源
及
依
據
見
必
叫

時
間
叮尤其
始

自
充
軍
之
後
的
厄
斯
德
拉
時
代
宜
的
閃
的
赴
處
處
以

天
主
的
旨
意
為
依
歸
來
約
束
人
民
的
生
活
行
為
以
彰

顯
天
主
聖
意
的
偉
大
這
些
蘊
蓄
之
外
的
法
律
都
被
錄

於
「
米
德
辣
市
」
(
玄E
E

各
)
內

見
米
德
辣
市

(
韓
)

m哈
肋
耳
(
聖
詠)
(
E
E
)

是
指
一
組
娶
一
詠
組
的
專
用
名
詞
這
些
一
學
詠
都
是

以
「
亞
肋
路
亞
」
一
詞
開
始
l

意
即
「
請
讀
美
上
主
」

是
以
有
「
哈
肋
耳
」
墓
詠
之
稱
有
此
名
稱
的
娶
一
詠
共

分
三
組

a
、制
別
「
哈
肋
耳
」
(
由
山l
M
六
第
單
詠

組
成

)
此大
「
哈
肋
耳
」
(
由

m
l
m十
七
篇
娶
一
詠

明
成
)
J小
「
哈
肋
耳
」

(
由
最
後
五
篇
鑒
品附l

:||

-

間
組
成

)
其
中
最
主
要
者是
埃
及
「
哈
肋
耳
」
誦
讀

於
蚓
蚓
人
最
大
的
慶
笛
日
逾
越
筒
、
五
旬
飢
帳
棚
節
以

及
祝
學
聖
殿
街
和
新
月
簡
稱
之
為
制
別
「
哈
肋
耳
」

因
為
應
當
於
逾
越
筍
誦
讀
l

「
尼
散
」
月
十
四
日
紀

念
出
離
埃
及
的
史
事
誦
讀

時
將
之
分
成
兩
部
份
第
一

部
份

(
山
川
)在席
間
第
二
次
斟
淪
滷
後
誦
社
第

二

部
份

(
山
|
川
)
是
在
第
四
次
斟
酒
之
後

(
詳
見
叫

副
聖
經
學
會
之
樹
割的
|
削頁
) 。

我
們
雖
無
法
可
以
確
知
「
哈
肋
耳
」
著
作
的
年

代
但
由
「
塔
耳
慕
得

f二

猶
太
經
典

)
上
來
推
測
是

相
當
古
老
的
大
概
在
約
史
雅

(
一
編
下沾
沾
)
及
制
叫

克
雅
時
代

(
編
下
初
創
)
就
已
有
了
這
種
習
俗

耶
穌
校
最
後
晚
餐
建
立
軍
體
舉
事
之
後
為
結
束

晚
餐
依
照
傳
統
的
禮
儀
唱
了
第
二
部
份
「
哈
肋
耳
」

學
詠
(
山l
川
)
之
能
就
向
宗
徒
們
品
關
餐
風
往
剛

纜
山
間
祈
禱
去
了
(
瑪
叫
“
抽
谷M
抽
)

見
雪
詠
集

「
臨
陣)



-
m
ω
A
口
時
持
企
可
只
因
凶
目

"
H
V
〕
城
弘
其
意
不
亂
它
的

蝴
-
I
n
-
-
q
f
\

位
置
已
由
考
古
學

者

-
諸
實
在
敘
利
亞
北
部
的
和
談
斯
城
之
北
五
十
公
里
處

-

的
現
今
之
M戶
口
瑪
村
自
公
元
前
五
千
多
年
之
前
就
有
人

煙
於
此
它
位
於
蚓
甜
蚓
河
的

上
悅
蝴
閹
割
山
之
此
地

勢
險
商
品
為
軍
事
之
重
鎮
是
以
有
大
叫
蚓
蚓
之
稱

(
到

6
2
)

創
m
u
會
提
及
它
為
創
制
割
的
地
扎

當
以
民
君
政
時
代
之
初
它
的
國
王
托
鳥
會
派
人

前
往
祝
賀
達
味
戰
勝
哈
達
德
則
爾
的
勝
利
(
撒
下
8

5
g
m
編
下
的
3
9
M
見
編
上
口
9
|
U
)
曾
被
創

歸
於
撒
羅
瀚
的
勢
力
範
圍
但
制
制
制
死
後
部
重
獲
自

由
獨
立
(
則
下M
甜
)
。
此
時
周
內
財
封
割
的
科
叫
樹

倒
閉
已
及
叫
倒
列
的
剛
制
制
王
聯
盟
抗
拒
固
樹
帝
風
但

終
為
亞
述
王
訓
到
瑚
而
刮
目
第
三
一

(八
五
九
l

八
二
四
)

所
征
恥
至
一
百
年
之
後
的
甜
甜
王
閱
割
蚓
特
別
叫
剖

爾
第
三
(
七
四
五
l

七
二
七
)
時
代
哈
瑪
特
仍
在
向

亞
述
稱
臣
納
貢
十
年
之
後
撒
爾
貢
完
全
將
喇
喇
蚓
消

滅

(
七
二
0
年

)
，
同
時
誠
亡
的
有
蚓
闖
刮
胡
及
制

瑪
黎
雅
王
並
將
哈
瑪
特
的
居
民
協
往
撒
瑪
黎
雅
居
住

(
蚓
下
U
M
)
，
相
反
地
制
瑚
劑
和
的
居
民
被
檢
往
叫

瑪
特
(
依
口
口
)
在
希
擻
文
化
時
代
哈
瑪
特
再
形
昌

盛
並
改
名
為
厄
丕
法
尼
雅
瑪
加
伯
約
納
堂
會
在
此
地

迎
種
德
默
特
琉
的
軍
隊
防
止
其
入
侵
猶
大

(
加
上
白

白
)
因
此
城
在
古
代
中
東
的
地
理
歷
史
上
有
如
此
重

要
的
地
位
劉
樹
上
多
次
視
之
為
凹
划
蚓
倒
的
北
邊
疆

界
(
戶
口

H
U
H
S列
上
8

臼

列
下
M
自
亞
6
H

參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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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上
也
自
)
(
韓
)

m
M
A
凶
口
骷
掌
話
閥
吊
"
目
。
主
人
名
意
思
是

「
驢

」

I
R
E
E
F

冒
F

丘
。
目
。
之
他是
制
制
城
的
主
九

其
子
亦
名
舍
根
將
雅
各
伯
的
女
兒
狄
納
姦
污
後
要
求

與
她
結
婚
狄
納
的
同
母
兄
弟
西
默
盎
同
肋
未
為
了
代

妹
報
仇
假
裝
答
應
婚
事
但
條
件
是
舍
根
城
的
一
切
男

子
事
先
應
受
割
損
體
禮
事
第
三
天
正
當
他們
疼
痛
發

燒
無
力
的
時
候
西
默
盎
間
別
對
進
城
將
一
切
男
子
連

同
哈
摩
爾
及
其
子
舍
板
一
齊
殺
掉
而
救
出
自
已
的
妹

妹
來

(
創
刊
汁
)
但這
種
行
為
終
竟
是
很
殘
忍
的
故
二

人
日
後
受
了
父
親
的
詛
咒
(
創
刊
5
|

7
)以
民
候
來

對
殘
忍
罪
行
的
制
裁
有
合
理
的
明
文
規
定
(
出
泣
問

問
申

扭
扭
)
在
墨
經
的
其
他
地
方
哈
摩
爾
的
名
字
亦

偶
然
有
所
提
及
(
蘇
叫
刮
目
民9

祖
宗
7
H
)

(
特

)

“
飢
渴3
接
官
土
標
志
。

B
R
S
F
J是
「
五
城
區
」
之

1

砂
肉
，M
R

立
占
主
。
。
白
日
子
、

i

I
I
F
-

-

m
k

二

智
m
e
)
它

的
原
來
居
民
是
客
納
罕
人
(
創

ω
刊
)
當
亞
巴
郎
同

羅
特
的
牧
童
不
斷
發
生
爭
端
之
後
羅
特
慷
哈
摩
辣
一

區
居
住
而
同
亞
巴
郎
分
手
(
創
刊
U
U
)
革
多
爾
老
默

爾
所
率
領
的
聯
軍
搶
劫
眾
多
瑪
和
哈
摩
辣
時
將
甜
點
特

的
財
產
劫
K
W
一
空
並
械
走
了
經
特
本
人
(
創
刊M
I
I

U
)
直
巴
郎
得
信
後
追
趕
敵
軍
將
繼
特
救
罔

(
創
刊
汁

u
l

u
)
因
著
一
一
這
「
五
城
區
」
居
民
的
罪
大
惡
極
天

主
降
火
焚
燒
全
區
惟
回
雌
特
全
家
因
亞
巴
郎
的
轉
求
幸

免
於
難
(
創
刊
m
m
W
M

間
)

哈
暉
陣
線
問
其
他
回
城
之
所
在
地
至
今
學
者
爭

H耐

不
已
相
持
兩
個
完
全
相
反
對
的
說
法
其
三
屆
在
死
潑

的
北
邊
另
一
種
意
見
則
堅
持
在
死
海
的
南
邊

見
五
鐵

(
轉

)

m
含
油
官

(
F
E
D
-
豆
豆
上
五
個
川

-
E
t

月
|
/

一
/
、
的
名
字
此
名
是
哈

納
尼
雅
的
縮
寫
意
思
是
「

上
主
愛
憐
了
」

一
赫
曼
之
子
是
聖
殿
二
十
四
班
唱
經
班
中
的
第

十
八
班
的
首
領
(

一
編上
討
4

自
)

二
耶
胡
先
知
的
父
親
耶
胡
會
責
斥
北
國
以
色
列

閻
王
凹
別
叫
(
列
上
的
1

，

一
編
下"
2
m叫
“
)
同
樣

蚓
划
王
剛
制
因
與
剛
耐
人
聯
盟
亦
受
到
先
知
的
責
備

國
王
大
怒
將
之
投
於
監
中
(
-
編
下的
7
|

刊

)

三
倒
蚓
祠的
長
于
亦
是
司
祭
曾
與
外
邦
女
子
結

成
充
軍
後
受
命
於
間
研
制
也
將
妻
休
菜

(回
上
m
m
一

四
鬧
鬧
楓
出
的
兄
弟
充
軍
歸
來
後
任
耶
京的首

長
(
即
下
1

2
)
其
後
同
咱
蝴
回
雅
主
管
耶
京
之
堡

壘
(
厄
下
7
2
)

五
是
音
樂
家
司
祭
之
子
曾
參
與
耶
京
城
牆
的
熬

成
大
典
(
別
下也
詞
)
。
(
緯
)

的
A
口
向J
悅
訓
E
S
2
)是
依
撒
意
亞

忱
個
所

1
1
;
1
'

，

、
提
及
的
一
座
埃
及
城

市
左
呵
羊
城
亦
同時
被
提
及

(
依
到
‘
)
大
概
說
是
希

蚓
及
蚓
蚓
時
代
的
大
蹦
蹦
到
刷
刷
蚓
星
(
因
3
n

-
a

o
。
可
。-
z
g

凶
啊
囡
"
)

在
門
非
斯
之
南
九
十
公
里
處
位
於

罔
刷
刷
河
函
比
現
今
剛

刺
叫
人
稽
之
為
阿
刷
刷
刷
州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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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亞|也阿| 代 (
稽當|是刺1--- 法

之與亞|伯| 公 言
談， 第當|人元 E
不二被的前。
足亞| 造民一 -

懇、當| 的問二~
倍。(地 傳 o ~ 
基方， 說. 0 g: 
督如這年 已
) 此襄前 )。

聯岡| 就後在
合教是 ) 埃1

起彼耶是及|
來。巧穌當法
但妙:迫 地郎
這的生的第

都將的重二

是第 地 鎮。十
些一方，按朝

(
韓

)

“
生
3

掌
H
H
E
T「Mw
g
n
y
J
人
名
意
思
是
「
智
者
」

叫
做
門
，
主
W
頃
2
I
f白
白
口
。
n
y
」
i
l

t

1
I

三
-
i
'

，
'

，

1

、
聖
經
上
以
此
為
名
者

有
下
列
諸
人

一
圳
割
的
長
子
生
於
諾
得地
趴
在
此地
加
音
蓋

7

一
座
城
給
它
起
名
叫
「
哈
諾
客
」
(
創
4
M
H
)

此
域
的
原
址
至
今
考
古
學
者
未
能
確
切
地
走
質
哈
站

客
生
子
喇
喇
剖
開(創
4

間
)

二
洪
水
之
前
的
學
租
之
一
耶
勒
得
的
兒
于
他
六

十
五
歲
時
生
子
默
突
舍
拉
「
時
與
天
主
往
來
」
活
了

三
百
六
十
五
歲
「
然
後
就
不
見
了
因
為
天
主
將
他
提

去
」
(
創
5
u
n

!

H

編
上
I

H
)
怕
得
花
惹
的
是

他
的
年
歲
正
等
於
太
陽
年
曆
的
天
數|
l
l

三
一
內
六L1

五
歲
較
其
他
同
時
代
的
聖
祖
年
代
為
短
「
時
與
天
主

往
來
」
除
哈
諾
客
之
外
只
用
於
諾
厄
(創
6
9
)
「
天

主
將
他
提
去
」
除
此
處
外
祇
用
於
閻
盟
副
先
知
(
列

下
M
8
)
在
耶
穌
降
生
前
不
久
所
出
現
的
俄
經
觀
哈

-
諾
客
為
占
星
學
及
天
文
學
的
鼻
祖
並
且
是
文
學
的
創

刷
一
造
起

一

三
刑
制
酬
的
第
三
個
兒
子
是
到
別
蚓
及
刺
刺
喇

~[ 九

26 之 編i 的
5 前上孫

~o~ 四、 1 子，
富的勒1 83 可
46 鳥 I ~。能
，本|也
側的娃
6 長

u 子， 個
~.生 遊
是於牧
哈| 雅| 民
諾1 名| 旅
客|伯| 的

人全名
的家字
始南 ( 

祖下車IJl
( 埃 25

戶 i 及|‘

(
韓
)

的
K
A
E
R
同
情
，T
T

斗，
函
。
。
t

E
D
R

F
J

H
W
2
4
-
w
d可
斗
「
→
-
E
F
F
F
R
F
S
n
y
\

本
書
與
厄
斯
德
拉
卷
問
可
視
作
符
約
傌
經
最
貧

貴
的
作
品
就
文
體
來
講
本
書
屬
於
默
示
錄
體
作
者
想

像
天
主
把
自
己
的
泌
密
啟
示
給
他
的
朋
友
哈
諾
答
要

他
詳
細
寫
下
為
安
心
過
雌
雄
的
天
主
的
巨
性
事
質
上
這

本
苦
不
是
單
獨
一
本
苦
而
起
巾
幾
種
作
品
組
成
的
通

常
分
眉
卅
五
卷
(
一
)
論
最
後
的
游
判
(
二
)
比
喻

(
一
二)
論
天
文

(
四

)
論
洪
水

(
五

)
勸
翹
和
咒
過

著
作
的
時
代
不
詳
大
概
是
自
公
元
前
二
世
紀
到
公
元

第
一
世
紀
上
半
葉
寫
下
的
原
文
為
希
伯
來
文
或
阿
刺

美
文
可
赴
早
已
遺
失
祇
保
存
了
厄
紐
約
丕
雅
譯
本
和

希
臘
校
「
譯
木
的
殘
片
非
但
猶
太
人
而
且
連
占
時
的

基
府
官
徒
也
很
重
視
此
番
由
於
淵M
引
用
了
本
蠻
有
比
-


敬
父
速
現
兮
的
厄
提
約
-
h雅
教
會
仍
以
本
書
為
正
經

可
是
自
第
四
世
紀
起
教
會
已
將
之
排
斥
於
正
經
替
自

之
外
雖
然
就
內
容
來
說
本
書
為
了
解
新
約
背
景
是
非

常
有
價
值
的
但

筆
者
不
敢
苟
同
某
些
現
代
學
者
對
本

西
所
說
的
誇
大
的
品
認
為
本
書
為

一幅
音
要
義
的
基
礎

見
甜
甜

(
還
)

2

日
來
學

m
R
F
豆
豆
斗
。
目
可
曰
:

口
，
立

e
a
F
H
民
J
r
T
Z
E

吋
d
o
s
-
c
g
」

在
哈
辣
得
(
阿
辣
得
)
地
區
自
一
九
六
二
至
一
九

六
五
年
三
年
期
間
內

考
古
學
家
發
掘
了
一
座
屬
於
公

元
前
十
世
紀
的
調
堡
這
座
調
堡
似
是
撤
羅
游
時
代
的

建
築
物
它
會
送
遭
破
毀
又
應
加
修
建
在
那
里
出
土
的

各
種
器
具
陶
片
等
顯
然
都
屬
公
元
前
第
十
世
紀
到
第

四
世
紀
的
遺
物

可
赴
對
聖
經
來
說
哈
辣
得
廢
址
之
所

以
重
要
全
在
於
所
掘
得
的
聖
殿
這
座
車
殿
大
概
門
正
在

撤
羅
漏
時
代
或
公
元
前
第
九
世
紀
建
造
的
殿的
式
緣

與
耶
路
撒
冷
聖
殿
十
分
相
似
分
庭
院
學
所
及
至
里
一所

三
部
份
在
大
門
前
的
左
右
兩
旁
豎
立
兩
根
柱
于
恰
如

撒
擺
滿
聖
殿
的
兩
個
國
拉
雅
律
和
技
阿
次

(
編
下
3

叮
)
此
外
企
熔
祭
大
祭
柚
恆
的
遺
址
也
告
呈
現
山
來
)
匕

正
如
卅

刮
目
的
法
律
所
規
定
是
用
不
鑿
成
方
塊
的
石

頭
建
築
的
其
他
如
接
供
物
的
碗
盆
等
物
也
都
一
一
發

掘
出
L
這
樣
在
胸
划
地
蝴
則
制
以
車
間
關
對
因
以
東

竟
然
出

現
了
崇
敬
「
雅
威
」

的
另

一
所
殿
{
于
這
一
發

現
使
我
們
想
到
申

也
章
內
所
拔
關
於
唯
一
地
方
做
過

「
雅
威
」
的
律
例
在
公
元
前
第
十
世
紀
尚
不
存
在
此

雖
已
存
在
但
老
百
姓
對
它
毫
不
重
觀

見
梁
托
頗
里
殿
字
耶
路
撒
冷
聖
殿

(
當
)

的
心
3
.
司
鼠
忌
f
h
y良

E
E

萃
"
。"
E

J
此
名
之
原

1

恥
向l
t
&
-
A
P
F偉
國
耐
fkp
g
』
已E
M
\

I
J
J
=
l
e
a
-

莓
，

、
意
格
外
在

娶
一
詠上
是
指
熱
心
盡
力
遵
守
天
主
法
律
的
人

在
駕
船

伯
時
代
變
成
了
猶
太
人
的
團
體
名
成
了
~
種
宗
教
的



~黨
派
(
棚
上2
個
)
。
他
們
為
了
忠
於
連
一
律
而
不
刷
刷
叫

叫
一
"
他
奮
勇
高
哼
唱
用
宗
教
之
自
由
而
成
蚓
蚓
瑚
蚓
制
的
最

-
'

，
‘
'
。

一
好
軍
人
都
是
來
自
此
一
護
教
黨
(
加
上
2

的
|
“
)

一
他
們
與
蔣
加
伯
不
同
之
處
是
無
政
治
上
的
野
心
而
祇

是
為
了
宗
教
為
了
護
衛
天
主
的
法
律
而
戰
赴
法
利
鑫

黨
的
前
驅
現
在
的
猶
太
主
義
中
也
有
哈
息
待
黨
之
存

在
是
一
種
積
極
的
虔
信
主
義
建
於
公
元
十
八
世
紀
由

以
色
列
厄
里
厄
則
爾
所
發
起
(
韓
)

關
A
口
消
或
←P
B
E
Y
C
V
J人
名

U

恥
"
哥
哥

-
f
f
F

Z

『
、
、
|
|
|
|
|
|
|
|

-
-
3
;

，
、
一
帕
哈
特
摩
阿
布

的
兒
于
在
乃
赫
米
雅
時
代
八
個
自
幫
助
修
建
耶
京
城
牆

(
厄
下
3
u
)

二
另
一
助
建
耶
京
城
牆
者
亦
有
此
名

(
厄
下
3

詞
)
但
不
知
是
否
就
是
前
者

三
民
眾
的
代
表
會
參
加
立
盟
簽
約
的
儀
式

(
厄

下
m
M
)
可
能
是
前
者
之
一
或
三
省
同
為
一
人

四
肋
末
人
阿
次
黎
間
之
子
哈
沙
彼
雅
之
孫
充
軍

歸
來
後
在
乃
赫
米
雅
時
代
居
於
耶
京
(
厄
下
口
臼
)

(
韓

)

人
名
似
乎
非
希
伯

來
文
聖
經
上
以
此

:.!I ;)L 1168-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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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哈|加| 名 nl斗
是突| 尼|一、者 F口
廣士|雅1 ;是共 9b
義是的遠|有 ~
的，舍|孫味|四 -L
有加| 子在人:三E
後尼I ~ 充 -
代雅|編i 軍 l囡囡
之的上之 旦旦
意。兒 3 後 g ~ 
子，但的 三þ;
此)。後 一

處但代，
所在舍|

說厄i 瑪|
的上雅|
-;;;;' 8 的
主主 2 長

已則子，

二
哈
沙
貝
乃
雅
的
兒
子
在
乃
結
瓶
雅
時
代
會
幫

助
修
建
耶
京
城
牆
的
一
部
份

(
厄
下
3
M
)
有
人
謂

此
人
與
前
者
同
為
一
人

三
是
一
位
司
祭
會
代
表
百
姓
參
加
與
上
主
立
盟

簽
約
的
典
禮
(
厄
下
ω
s
)

四
一
位
主
要
的
司
祭
陪
同
則
魯
巴
貝
耳
返
歸
耶

京
者
(
厄
下
也
2

)

我
們
雖
然
將
哈
突
士
分
為
四
人
來
講
但
實
際

上

可
能
同
為
一
人
惟
沒
有
確
切
的
證
攘
可
憑
(
韓
)

"
心
3
e
丸
L
J也
E
g
E
J

地
名
及
人
名
其
原
意

1

恥
叮
缸
明

L
E
f
目
z
l
o
-
-
t

E
'

，
1
1

，

、
不
詳
除
學
經
之
外
沒

有
關
於
它
的
任
何
記
敘

地
方
名
是
丕
雄
河
所
環
流
的
地
區
盛
產
金
子
珍

珠
及
瑪
琦

(
創
2
u
u
)
是
依
市
罵
耳
及
其
後
代
所

居
住
的
地
方
(
制
幻
M
)。
剛
瑚
叫
到
人
亦
會
居
住
於

此
(
撒
上
的
?
)
但
這
個
地
區
的
確
實
位
置
如
十
分

不
一
定
因
為
里
經
的
記
載
太
為
籠
統
簡
客
放
學
者
意

見
紛
亂
不
也
說
為
喇
喇
喇
到
和
阿
瑚
酬
刮
大
致
被
視

為
屬
阿
刺
伯
種
的
民
族
故
此
哈
威
拉
地
方
是
在
阿
刺

伯
的
意
見
似
乎
較
為
正
確

人
名
在
學
經
的
民
族
分
佈
表
上
關
於
哈
威
拉
有

兩
種
說
法
其
一
是
屬
含
後
代
的
雇
士
子
孫

(創
ω
7
)

其
二
赴
屬
閃
後
代
的
約
刻
堂
子
孫

(
創
的
自
見
編
上

1
.
n
)
這
也
叫
范
學
者
所
爭
執
的
問
題
及
有
關
哈
威

拉
地
方
的
懸
案

(
韓
)

m
b
m
H
哥
也
何
時
(
因
E
E
D人
名
法
恩
楚
「
矢
志

-
E

『

l
-
-

J

、
看
到
」
是
卅
蚓
士
革

阿
鋼
人
最
傑
出
的
一
位
君
王
(
八
四
于
l

七
九
七
回
關

於
他
的
事
蹟
聖
經
及
古
中
東
的
版
史
上
都
有
所
品
收

他
原
是
一
個
「
無
父
之
于
」
(
志
的
名
不
見
經
傳
的
人
)

將
大
馬
士
革
王
本
哈
遂
得
二
他
絞
死
之
候

，仆
，
v
a約
4

按
聖
經
的
記
載
他
是
天
主
所
召
選
的
一
位
以
玉
為
懲

罰
以
色
列
敬
拜
邪
神
的
罪
惡

(
列
上
的
臼
!

口
列
下

8
7

臼
)
但
在
哈
回
耳
宴
位
之
初
乘
其
政
治
向
木

走
上
軌
道
之
際
北
國
的
耶
日
伺
蘭
王
出
兵
將
基
肋
例
得

的
辣
摩
特
佔
領
哈
匣
耳
有
所
不
甘
於
是
二
伙
國
王
夫

戰
結
果
耶
自
伺
蘭
戰
敗
且
身
受
重
傷
(
列
下
8

甜
甜
)

自
此
北
國
以
色
列
的
的
努
力
開
始
助
他
但
哈
陋
耳
未
能

乘
勝
克
服
北
國
因
為
正
在
此
時
祖
述
國
王
沙
耳
瑪
乃

創
第
三
出
兵
如
馬
刊
當
于
制
回
到
內
顧
不
暇
只
有
將
北

國
暫
時
改
棄
不
久
之
後
亞
述
國
內
戰
而
將
入
侵
大
馬

I
l
l
i
-
-

。
1
I
i
l
i
t
-
-
I
l
l
i
-
-
-
'

士
革
的
軍
隊
撤
退
哈
匣
耳
自
知
並
非
亞
述
的
對
手
胎

是
乘
機
集
中
兵
力
肉
南
方
的
以
色
列
侵
器
將
基
肋
阿

得
及
巴
商
佔
領
(
草
1

3
)
是
以
北
國
耶
胡
王
盡
失

約
但
河
東
之
土
地
其
他
鄰
國
如
猶
大
培
肋
舍
特
阿
孟

問
到
及
阿
劇
劑
等
皆
大
為
震
驚(
亞
l
e

l

臼
)
耶

胡
之
後
的
北
國
約
阿
哈
次
王
時
代
亦
仍
大
受
哈
恆
耳

的
強
掠
破
鐘
並
限
制
北
國
的
軍
隊
為
騎
兵
五
十
啪
啪
卓

十
輛
步
兵
一
萬
(
可
能
是
一
千
之
誤

)
(
列
下
昀
扭

扭
昀
-
-
3
7

自
)
統
制
通
往
埃
及
和
阿
刺
伯
的
商

業
及
商
隊

(
列
下
U
H
)
更
出

兵
侵
佔
耶
京
南
國
猶



大
王
約
阿
士
祇
得
將
聖
殿
寶
庫
中
的
金
銀
全
部
獻
山

得
兔
俊
雌
雄
(
列
下U
U
M
編
下
圳
的
自
剖
)
其
後
哈
囝

耳
死
去
自
其
于
本
哈
遂
得
三
世
繼
位
為
阿
蘭
人
王(

韓

)

η
A
A
3舟
F
S
間
「
Z
E
Z
J
H正
一
座
容
納
竿
的
占
城

1
心
門
面
m
E
開
Z
S
\

|
|
|

I

『H
月
3
I

J
:

位
於
默
龍
湖
之
西
五
公

里
岫
聲
吶
宜
海
西
南
二
十
五
公
里
的
地
方
已
為
考
古

家
所
譴
貨
郎
現
今
之
革
達
廢
墟

(
4早
已
'
。
立
"
7
)

原
是
雅
賓
王
的
京
都
為
若
蘇
厄

所
佔
領
及
破
壞

(
蘇

口
1

1

日

M
M
H
)並
將
之
到
給
納
斐
塔
里
文
派

(
蘇

州W
M
)
因
是
約
但
河
渡
口
的
軍
事
重
地
撒
羅
漏
會
重

娃
此
城

(
列
上
9

臼
)
亞
述
國
王
提
革
拉
特
丕
肋
色

爾
三
世
在
七
三
四
年
上
出
征
培
肋
舍
特
人
時
亦
將
此

以
中
一
城
攻
破
將
人
民
憐
往
亞
述(
列
下
的
目
)
哈
蚱
爾

平
原
也
是
約
納
堂
大
獲
勝
利
的
地
方

(
加
上
刊
肘
)

自
考
古
學
家
在
此
發
現
的
文
件
為
證
就
們
可
以

斷
定
啥
叫
昨
爾
遠
在
聖
經
時
代
之
前
已
佔
若
非
常
重
要

的
地
位
埃
及
的
年
鑑
(
十
九
至
十
八
世
紀
)
瑪
黎
的

黏
土
板
片
及
阿
瑪
爾
納

(
〉B
R
E
)
的
信
件
上
都

會
提
及
此
城
加
斯
堂

(
】
﹒C
ω
a
g
口
問
)是
此
處
挖

掘
的
第
一
人
時
在
一
九
二
六
年
但
因
此
于
率
行
事
缺
乏

技
術
無
大
發
現
但
自
一
九
五
五
l

一
九
五
八
年
有
學

者
雅
定

(
J白
宮
。-
4
且

5
)
認
真
細
心
地
在
此
發
組

-
竟
發
現
了
有
二
十
五
英
欽
的
面
積
為
人
所
居
住
歷
經

叫
一兩
千
五

1
年
之
九
上
下
有
二
十
一
居
住
府
最
早
在
此

一
落
戶
的
人
是
在
公
元
前
三
千
年
代
的
後
期
在
此
期
中

1172-1175 ) L 

並
挖
山

容
納
罕
人
的
哈
遂
得
神
廟
十
分
壯
嚴
偉
大
此

城
毀
於
第
十
三
他
紀
在
它
的
上
尉
發
現
了
幾
例
以
民

給
邪
艸
鋒
的
瑚
宇
再
上
則
是
撒
經
澈
的
娃
築

(
列
上

9

臼
)
後
市
民
有
堅
山
的
城
堡
踏
厚
六
七
呎
大
約
赴
阿

喇
喇
所
絡
築
趴
比
城
m
m
h
m
且
必
大
化
大
約
是
蚓
叫
人
所

為

(
列
下
的
目
)
但
此
城
堡
在
亞
述
波
斯
及
希
隨

時

代
都
會
再
被
娃
築
及
利
用

啥
叫
秤
爾
在
聖
經
上
有
時
也
指
其
他
地
方
而
言
如

一
猶
大
艾
派
南
方
靠
近
厄
東
邊
界
的
一
個
小
城

(
穌
的
自
)
至
於
在
穌
的
自
所
說
的
哈
件
爾
有
人
以

為
很
可
能
就
是
岡
一
簡
所
恆
的
依
特
爾

二
充
軍
後
本
雅
明
文
派
歸
來
所
佔
的
地
方
之
一

在
郎
以
西
北
六
公
里
處

(
厄
下
刊
詞
)

三
耶
肋
米
巫
先
知
有
關
於
哈
件
爾
的
艸
為

(
耶

仙
"
甜
甜
甜
)但
不
知
指
州
地
而
一z
口
只
知
它
是
在
阿
刺

伯
地
區

(
時

)

甘
心
3
伊
且
，
借
閱R
、
「
出
品
耳
其E
J

哈
革
爾
人
乃

咀
A
i
u
h
1

揖
h
1
4
.
E
*
*
l

』

a
'

，

hv
3
2••• 

3
h

、

1
I
-
1
-
-
7
J
s
p
r
z
"

、

約
但
河
東
一

游
牧
民
族
居
住
在
與
摩
阿
布
為
鄰
的
基
肋
阿
得

地
按

喇
喇
耐
宇
源
來
也
大
約
H正
因
凹
叫
的
主
制
蚓
酬
的
後

人
亦
即
巴
3
目
所
泣
的
哈
切
爾
的
手
孫
詠
的
?
請
人

求
天
主
保
護
刊
己
的
選
民
吹
踐
凹
川
川
的
敵
人
說
「
即

厄
東
部
落
及
依
市
瑪
耳
又
有
榨
阿
布
以
放
哈
革
爾
」

拔
希
伯
來
文
詩
恆
的
並
行
體
來
講
後
一
旬
的
哈
革
爾

與
前
一
甸
的
依
市
瑪
耳
相
對
所
以

M
V口
革
爾
民
族
也
郎

是
哈
加
爾
的
後
筒
是
以
由
這
簡
單
詠
看
來
上
述
意
見

更
為
可
取

梅
瑟
在
世
時
已
將
基
肋
阿
得
地
分
給
了
加
得
和

勒
鳥
木
文
派
(
見
戶
叫
“1
甜

甜
帥的
M
H
)
不
過
在
蘇

追
求
提
放
哈
革
爾
人
也
許
比
民
族
當
時
或
尚
未
來
到

該
地
或
不
足
以
為
害
為
此
編

上
5
刊
設
在
徹
烏
耳
時

代
哈
革
爾
人
才
為
勒
烏
本
的
子
孫
所
戰
敗
他
們
的
地

方
基
肋
阿
得
以
及
他

們
的
財
產
(
帳
幕
)
金
馬
勒
鳥

本
子
孫
所
佔
有

見
叫
蚓
制
問
倒
叫
胡
風
(
義
)

m
a口
且
寸
宙
亦
甘
申
「
因
且

E
n
y
J是在
區
加
利
品

-
F

{

這

I
J
A

言
，

J
J
r

、
先
知
的
神論
上

與
大
馬
士
革
及
哈
瑪
特
同
時
所
提
及
的
城
市
是
屬
於

阿
刺
美
民
族
的
一
個
城
國
在
亞
述
及
阿
蘭
的
文
件
上

稱
之
為
啥
叫
捨
辣
卡
(
囡
"
再
耳
其
古
)
即
現
今
的
哈
辣

卡
(
自
耳
其
咎
)
墟
是
否
就
是
自
旬
爾
(
戶
"
，
)
及

赫
特
隆

(
則
衍
H
)
學
者
未
能
確
定

(
韓
)

哈

票。
FE 達
話費

乏一血

田

塊是 似代

囝「 乎個
地陶 是所是
的工 當購耶|
代的時 貿京
價，因任的 司

是地人一 祭
出 L，皆 塊以
費用知土 猶|
耶來的地。這|
穌埋地 道》斯|
的葬方，塊出ι
血外 因土質
價，方 為地耶|
是人事~i 就穌|
以之 經;在三，
稱用。上， 耶!十
寫因只京 塊
「筒說近 錢
血這它 處，的



-
臼
」
(
海
幻
3
1

刊
宗
l

u

見
申
n
u
)
自
第
四
世

制
-紀
的
建
熱
點
回
劃
起
就
根
磁
傳
統
相
信
所
說
的
「
血

一
因
」
就
在
耶
京
南
面
的
本
希
鐘
山
谷
悶
在
此
處
從
耶

.

肋
米
亞
先
知
可
知
很
古
以
來
就
有
陶
工
的
存
在
(
耶

的

2
)
(

梅
)

的
A
H叮
叮
陶
明
百
吋
〔
E
E
C
-
J
H岫
名
與
民
特
族

-
n
F
-
1
t
-

﹒
/

、
胡
鬧
到
針
劑
城
同

屬
於
猶
大
支
派
(
蘇
的
時
)
比
城
名
至
今
被
保
留
下

來
目
前
是
一
個
叫
制
制
村
莊
在
制
則
輯
之
西
北
約
六

公
里
處
接
傳
說
在
此
村
莊
的
同
教
寺
內
有
所
謂
的
約

納
墳
墓

(
韓
)

7
心
3
E
志
社
恨
b
Z
\
J

哈
慕
辣
皮

-
u
I
H
E
關
閃
M
山
(
同側
目
自
己

m
E
)
.. 
|| 

-
-
3
3
3

□
'

、
其
人
哈
恭

辣
彼
阿
蚓
剖
開
語
有
「
太
陽
神
治
念
」
之
意
為
占
凹
叫

倫
第
一
王
朝
第
六
位
君
王
同
時
也
是
古
巴
比
倫
王
朝

就
軍
事
經
濟
政
治
宗
教
各
方
面
最
真
盛
名
的
一
位
傑

出
的
偉
人
當
他
繼
其
父
欣
慕
巴
里
特
已白
，
B
C
E
E
H
)

為
王
時
他
的
王
國
只
不
過
是
幼
發
設
的
河
西
岸
巴
比

倫
叢
爾
小
國
但
不
久
便
顯
出
了
他
的
軍
事
天
才
南
征

北
討
先
後
佔
領
了
技
默
爾
和
阿
加
得
之
後
又
向
東
發

展
侵
佔
了
厄
葉
末
後
併
吞
了
整
個
古
亞
述
國
當
他
統

一
了
美
眾
不
過
和
蚓
中
南
部
各
國
後
使
一
心
從
事
尬

設
首
先
促
進
農
業
的
發
展
全

'的
國
內
開
築
了
許
多
運

河
一
方
面
以
資
灌
溉
良
田
持
一
方
面
以
利
航
運
便
利

交
通
甜
甜
以
發
展
商
業
在
政
治
方
面
探
巾
央
集
權
制
使

全
閥
各
地
不
絢
有
什
麼
大
小
案
件
都
向
朝
延
報
告
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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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聽
候
朝
廷
的
判
決
他
相
信
有
一
最
高
神

明
此
外
他

最
崇
拜
凹
出
制
的
瑚
制
制
姐
佩
以
為
他
的
王
國
乃
由

瑪
爾
杜
克
所
賜
對
其
他
民
族
則
採
信
仰
自
由
任
他
們

隨
意
敬
拜
各
自
本
地
的
一
聊
以

(
因
占
時
各
民
族
都
有

各
刊
的
艸
版
)
他
寫
增
強
人
民
的
宗
教
熱
誠
.
不
恰
在

各
地
修
迷
廟
宇
他
這
一
作
風
無
疑
娃
為
易
於
統
治
各

地
人
民
的
一
種
政
治
手
腕
由
上
述
種
種
不
難
看
也
哈

氏
是
怎
樣
一
位
英
明
傑
出
的
領
袖
人
物

關
於
哈
氏
的
年
代
過
去
大
都
以
哈
氏
生
活
於

公
元
前
兩
千
年
左
右
但
自
從
一
九
三
七
年
在
瑪
黎

(
旦
旦
)
(
今
敘
利
亞
近
伊
拉
克
邊
境
阿
步
刻
瑪
(
〉
宮a

悶
。
自
且
)
城
北
七
英
里
處
哈
攀
黎
(
斗
已
出
旦
旦
)

廢
縫
在
法
凶
考
古
學
家
帕
治
(
〉
﹒
3

2
2
)
領
導
下

發
拋
出
許
多
贊
賞
文
件
後
得
知
哈
氏
與
瑪
黎
的
君
王

齊
木
黎
林
(
N呂
立
，-
5
)
以
及
古
亞
述
王
商
寂
阿
遂

得
一
世
(
∞
Z
B
m
Y
T
〉
已
且

H
)當
屬
同
時
代
的
人
而

根
鐵
古
亞
述
閻
王
的
歷
代
年
考
商
烹
阿
遂
得
大
約
是

公
元
前
一
七
四
八
至
一
七
一
六
年
間
為
王
因
此
蚓
氏

為
王
期
不
會
在
一
八
0
0
年
之
前
而
且
根
線
最
近
一

般
學
者
的
意
見
哈
氏
為
王
期
大
概
是
一
七
九
二
至
一

七
五
0
年
或
者
一
七
二
八
至
一
六
八
六
年
近
代
學
者

尤
以
後
省
內
可
取
為
此
過
去
有
的
學
者
以
哈
氏
的
創

刊
汁
章
內
所
而
之
史
納
爾
王
阿
默
辣
斐
耳
之
意
見
也
不

為
近
代
史
學
家
所
取
的
先
後
相
差
約
有
兩
世
紀
之
譜

咐
斜
斜
制
法
典
今
口
凡
提
及
喇
喇
喇
彼
無
不
立

的
聯
必
到
哈
其
辣
彼
法
典
而
且
哈

f
u軒辣
彼
所
以
如
此

知
名
氣
世
人
所
樂
道
可
說
正
是
因
有
一
這
三
來
朽
的
保

作
留
傳
於
世
哈
氏
法
典
共
有
二
百
八
十
二
條
刻
在
戶

圓
形
的
石
往
上
(
所
周
文
字
當
然
是
糢
形
文
字
)
往

南
七
呎
六
吋
上
面
圓
周
五
呎
五
吋
下
面
圓
周
六
呎
六

吋
在
頂
端
尚
有
太
陽
神
授
與
哈
氏
法
典
像
這
一
貨
物

是
由
法
國
考
占
學
家
在
莫
爾
問
(
宮
』
﹒
已
拘
玄
Z
m
E
)

領
導
下
於
一
九
O

一
年
在
喇
喇
古
城
遺
址
所
發
掘
出

來
的
從
發
掘
的
資
料
得
知
這
石
桂
原
置
於
巴
比
倫
或

距
凹
叫
制
不
遠
之
創
蚓
闢(
ω苟
官
『
)時
兩
制
到
廟

內
公
元
前
一
一
六
0
年
厄
藍
人
攻
陷
古
巴
比
倫
後
將

這
石
桂
猶
如
戰
利
品
也
凹
叫
刷
移
至
蚓
蚓(現
存
巴

黎
路
弗
爾
博
物
館
內
)

哈
氏
法
典
飯
如
上
述
共
有
二
百
八
十
二
條
是
以

內
容
由
私
人
以
及
家
反
日
常
生
活
以
及
國
家
政
治
宗

教
等
大
事
幾
乎
無
不
包
括
在
內
由
此
可
以
看
到
古
巴

出
制
文
化
遠
在
公
元
前
一
千
七
百
多
年
已
臻
於
如
何

光
明
燦
爛
的
境
地
若
把
哈
民
法
典
和
舊
約
梅
瑟
法
律

相
比
不
難
發
現
二
者
之
間
有
不
少
相
類
似
點
尤
其
在

措
謂
結
精
方
面
如
每
條
開
始
多
用
「
若
」
「
如
果
」.. 

. 

結
論
則
是
「
就
」
或
「
這
樣
」
﹒
.... 

(
參
閱
申
n

e

口
也
叮
訕
訕
)
而
且
按
對
申
命
紀
研
究
頗
有
心
得

的
權
成
學
者
仆
望
爾
費

(
M
U
E
F『
)
的
意
見

，甲
的
主

要
分
類
與
哈
民
法
典
完
全
相
合
如
訴
訟
(
哈
民
法
航
(

1
l
5

己
模
糊
不
清
申
W
M
|

叩
)
財
產
(
哈
民
法

典

-
-
m
YA
民
法
典
的l
mM孟
熱
衷

的
次
序
與
哈
氏
不
同
先
提
咬
人
(
如
出
幻
2

l
u

市



時
間
|

叭
參
瀾
叫
氏
法
與
m
l
m
)

，

然
後
提
及
家
也

如
繼
承
爛(你
們
“
M|
叮
，叫
民
法
典的
山lm
)

，

婚

姻
法

(申
扭
扭
扭
各
章
內
所
說
叫
民
法
典幻
l

叫
)
，

最
後
才
提
及
財
產
(削
幻
臼

|
叭
蚓
氏
法
典臼
卜
的
叮

至
於
那
極
普
遍
的
「
以
牙
選
民
以
眼
還
眼
」
俗
稱
的

「
報
復
律
」(肋
川
的
叮酬
的
且
一叫
民
法
典
也
有
所
提
及

(
山至
閻
條

) 。

不
過
祖
由
約
莫
梅
瑟
法
律
縱
有
不
少
與
制
氏
法
與

相
類
似
處
但
彼
此
間
並
無
什
麼
直
接
的
連
點
換
言

L

它
們
的
相
類
似
點
是
導
自
上
古
時
中
東
各
地
共
有
的

風
俗
習
慣
如
創
刊
山2
所
教
到
凹
蚓
由
牌
女
蚓
蚓
制
生

于

(
叫
民
法
典川
的l
w
)，
以及
過
後
到
凹
蚓
怎
樣
對

待
了

制
制
瑚
耳
及
制
蚓
制(
制
訂
9
1

H
叫
民
法
典

也
有
類
似
條
比
如
川
的
條
)
即
可
證
吭

見
亞
述
凹
出
叫W考
古
學
法
控
叮

(
義
)

2
口
肉
已
住
「
囡

"
D
E
E
r
J
人
弘
有
時
亦

U
B
F
G

由
中F
Y

語
也
/
因
古
巴
巴
\

汁

，

!

'
、
作
「
阿
納
尼

雅
」
"
意
恩
是
「
上
主
開
恩

了

」
或
「
上
主
實
施
了
恩

惠
」
叫
斟
制
上
以
此
為
名
者
竟
有
十
五
九
A可
忍
述
如
不
U

一
本
雅
明
支
派
人
被
列
於
此
文
派
的
第
二
個
族

譜
上
(
編
上
8
H
)

二
肋
末
人
赫
曼
的
第
六
個
兒
子
是
學
做
中
第
十

六
班
中
的
唱
經
者
(
騙
上
衍
4
1
.

自

) 。

三
猶
大
王
鳥
齊
雅
的
將
官
會
替
國
王
整
備
軍
隊

叫
的一
(
編
下必
日
)

。

:
l

! 

一

四
漆
德
克
雅
的
父
親
盡
職
於
約
和A
E王
朝
中
是

1178-1179 主監九

耶
肋
米
亞
先
知
同
時
代
的
人(
刷
刷Hm
凹
)。

五
剛
制
制
的
兒7扒
出
生
於
斟
則
刮
風
是
假
先
純

屬
科
蚓
喇
支
一
仇
是
蚓
蚓
卅
到
先
知
的
敵
此
會
盡
力
與

之
氣
姆
先
知
預
告
他
將
受
沾
主
之
扎
必
府
在
當
年
們
果

然
兩
個
月
之
後
就
死
去

(
耶
必
1

!

η
)

六
耶
京
的
改
守
本
雅
明
織
門
者
曾
以
閥
叫
蚓
回

先
知
與
巴
比
倫
人
在
有
陰
謀
總
辭
將
先
知
捕
捉
入
獄

(
耶
U
U
H
)

七
則
魯
巴
涓
耳
之
下
見
於
蚓
蚓
交
派
的
族
譜

上

(
編
上
3
"

缸
)

八
充
軍
後
晒M
E所
制
出
之
命
而
將
外
邦
之
妥
休

樺
有
之
一
(
厄
上
ω
M
)

九
修
在
耶
京
城
牆
者

(
厄
下
3
叩

) 。

卡
那
京
城
牆
行
結
成
典
禮
時
參
與
大
典
並
主
持

矣
樂
的
司
祭
之
一

(
厄
下
曰
“
)。

十

-
H
M助
修
越
耶
京
新
市
區
厄
弗
妹
因
城
門
側

之
城
牆
后
(
即
下
3
8
)
。

i
十
二
充
品
之
後
代
表
民
來
簽
字
重
修
盟
約
者

(
厄
下
m
M
)

十
三
主
管
守
護
耶
京
聖
殿
西
北
角
上
的
堡
壘
的

官
員
對
上
主
非
常
忠
信
敬
畏

(
間
下
7
2
)

。

付
四
是
約
品
金
大
司
祭
時
代
的
一
位
族
長
及
司

祭
(
厄
下
U
U
)

十
五
是
達
尼
爾
先
知
登
上
所
提
及
的
三
青
年
之

一
後
改
名
為
訓
制
蚓
蚓
(
出1
6

戰
見
刷
上2
間
)。

(
韓

)

m
A口
h
w
j
b
m
A

扭
住
盲
目
Z
Z
F
J
人
ι
意
謂

創
n
v
、

v
t
d
Z
瓦
勻
/
出
B
E

S

L

|

。i
j
'
!
'

，
、

「
上
主
注

意
了
」
聖
經
上
以
此
為
名
者
有
下
列
諸
人

一
喇
喇
割
的
子
孫
是
聖
殿
音
樂
家
及
歌
唱
者
問

堂
的
前
輩

(
編
上
6

叫
)

二
亦
是
喇
喇
割
的
子
孫
之
一

，

由
充
軍
之
地
歸
來

者
(
編
上9
H

厄
下
U
H
)

。

三
刺
叫
圍
的
兒
于
馴
科
人
是
瀏
喇
時
代
第
卡
二

班
唱
經
國
的
首
領

(
-
編上
站
3

刊
)。

四
是
屬
肋
未
艾
派
的
一
位
首
領
會
受
瀏
蚓
的
委

托
帶
領
一
千
七
百
人
來
管
煎
巴
力
斯
坦
制
叫
河
西
部

的
人
民
及
宗
教
的
事
務

(
樹
上必
抽
)

。

五
赴
刻
慕
耳
之
于
達
味
時
代
刷
叫
別
人
的
首
長
之

一
(
桶
上
的μ
口
)。

六
是
在
約
史
雅
為
猶
大
王
時
的
一
位
重
要
的
叫

末
人
曾
向
其
他
肋
未
要
人
將
五
千
隻
羔
羊
及
五
百
頭

公
牛
獻
比
作
肉
絲
越
茵
的
祭
品

(
編
下
衍
，

) 。

七
默
辣
融
融
的
後
代
是
厄
蚓
倒
出
的
心
腹
人
物
會

受
委
托
將
財
好
送
往
喇
京
(
崗
上
8
M
M
)
，
亦
是
簽

署
盟
約
的
代
表
之
一

(
間下
ω

臼
)
，
並
在
聖
殿
中
遨

歌
泳
的
喊
揚

(
厄
下
U
H
)

八
肋
末
人
在
用
胡
蚓
蚓時
代
會
幫
助

修
建
蚓
京

城
牆
(
厄
下
3

口
)

九
肋
未
九
是
阿
制
封
的
後
化
是
在
別胡蚓
蚓
時

代
作
蚓
京
蚓
蚓
人
首
長
的
蚓
劑
的
祖
父
(
間
下

u

n
h

十
是
約
雅
金
大
司
祭
時
代
的
7
位
司
祭
簇
長



~
(
厄
下
H
M缸
)
(
韓
)

的
兩
哈
茲
洛
特
(
即
位
已
在
〔
且

一

洛
特
」
是
以

一
民
離
西
乃
曠
野
之
後
的
第
二
個
紮
營
的
地
方
就
是
現

.

在
的
哈
得
辣
(
K
H
旦
出
且

E
Y
)
位
於
通
往
阿
卡
巴

(
KM
A
ω
g
y
)
大
路
的
左
邊
是
曠
野
半
島
中
的
一
個

綠
洲
有
不
少
水
泉
故
植
物
茂
處
風
景
優
美
是
駐
紮
的

理
想
地
區
(
戶
U
M
H
沁
叮
)在
這
襄
發
生
了
戶
也
章

所
記
述
的
事
蹟
|
|
亞
郎
同
米
黎
盎
抱
怨
梅
瑟
而
受

上
主
的
懲
罰

(
韓
)

九

m哈
達
德
則
爾
(
詩
刊
刊
)

意
謂
「
哈
達
德
神
是
救
援
」
哈
達
德
則
爾
是
勒

自
旬
布
之
子
為
敘
利
亞
件
巴的
國
王

(
撒
下
8
3

)
為

達
味
王
戰
敗
過
兩
次
事
見
撇
下
8
8

|
M

m
e
-
u

與
編
上
的
s
-

M
W
M
|
刊
(

陳
)

祖 1081

三是 哈
耶i 耶I Pl 
35 肋 I W

J主| 漆

告 尼
R 雅
3的 I ___ 、、

巨|詩
句甘 I ., ., 

人 g E-

( 1| 8 
韓雅|
)的

m哈
達
得
黎
孟
(
叫
U
H
H
H叩門
口
)

地
名
位
於
罔
蚓
嘲
閣
大
平
原
之
中
離
制
劃
割
不

遠
(
臣
也
u
)
猶
太
經
師
以
為
以
民
會
在
此
處
迫
弔

死
於
默
基
多
的
熱
心
君
王
約
史
雅

(
列
下
幻
臼
|

叩

編
下
鈞
阻
!

自
)
(

陳

)

1180-1188 

m哈
納
乃
耳
(
堡
)
(
叫
U
H
U
M
-
)

堡
咆
名
意
思
是
「
上
主
垂
憐
了
」
這
座
堡
壘
位

於
蚓
京
的
北
城
牆
上
(
厄
下
3
1
也
間
刷
H
M
盯
囝

U
H

見
耶
路
撒
冷
(
除

)

m哈
匣
爾
厄
南
(
提
貢
)

、
囡
"
N
R

'
。
=
。
口
/

/
斗
R
F
。
口

、

地
ι
意
謂
「
中
闊
的
村
在
」
只
一
次
見
於
勤
倒

是
岡
州
到
到
先
知
在
描
述
墓
地
的
邊
界
時
提
及
到
它

指
出
它
是
聖
地
北
方
的
邊
界
並
說
它
靠
近
一
放
郎
邊
界

(
則
衍
廿
)它
在
原
文
上
本
是
哈
匣
爾
提
竟
但

是
有
些
一

學
者
以
為
是
誤
寫
提
議
將
其
改
成
叫
回
制
問
闢
(
恩

高
譯
本
隨
此
說
)
或
哈
西
爾
厄
慶

(
韓
)

瞞
哈
扶
持
雅
依
爾(
muHH
i叮
叮
)

地
區
名
意
思
是
「
雅
依
爾
的
帳
幕
村
」
按
聖
經

的
記
敘
這
是
由
一
些
默
納
協
的
後
代
雅
依
爾
在
約
但

河
之
東
所
佔
峰
的
村
落
而
組
成
的
一
區

(
戶
詔
"
!

“
)
但
是
究
竟
有
多
少
村
落
聖
經

上
的
說
法
不
一
戶

"
叫
“及
巾
3
H
H

沒
有
明
言
共
有
多
少
村
莊
蘇
U
M

及
列
上
4
H
謂
共
六
卡
個
村
落
民

ω
s
l

s

謂
三
十

個
編
上
2
n

則
謂
共
二
十
三
座
並
且
它
們
位
於
什
麼

地
方
里
經
上
亦
有
出
入
戶
民
列
上
及
編
上
(
見
上
)

謂
它
們
在
劃
酬
剛
愕
地
扎
但
是
申
及
甜
點
(
見
上
女

〕

則
謂
它
們
在
巴
商
境

內
這
兩
個
問
題
至
今
沒
有
確
切

的
答
案
學
者
們
大
都
承
認
聖
經
上
關
於
這
些
村
落
數

目
泣
其
所
在
地
區
有
不
伺
記
載
的
原
因
是
因
為
它
們

大
都
是
由
一
些
遊
牧
或
半
遊
牧
民
族
所
組
成
因
其
流

動
性
很
大
故
此
在
不
同
的
時
代
而
有
不
同
的
品
錄(

韓

)

即
合
直
甜
可
主
爾
吉
凶

N
R
E
R

)

，
A
F
V
-
E
-
E

『A
I
.
-
B

•• 

4

司
d

-
AB
B
a

'

、

地
名
是
天
主
給
以
畏
的
許
地
南
部
的
邊
界

(
戶

U
H‘
)
拉
丁
通
行
本
譯
作
阿
達
爾
村

(
義

)

個
炫
女
A
U
E「
〉
舌-
z
a
J
凡
有
婦
之
夫
或
有
夫

1
4
4
r
E
F
-
-

，
hv
L
乙

:
1
4
:
3

、

1

三
百
可

4

，
P
E
E
l

-
-
'
"

、
之
婦
在
婚
外
與
第
三

者
發
生
性
行
為
皆
稱
為
姦
淫
技
天
主
的
誠
命
不
但
姦

淫
的
行
為
在
H
E
F
止
之
例
達
姦
淫
的
恩
想
也
在
繁
止
之

例
(
出
切
H
口
申

5
M
缸
)
不
過
在
會
約
時
代
多
妻

制
度
之
下
男
子
在
婚
外
只
與
有
夫
之
婦
或
某
人

的
未

婚
妻
發
生
性
行
為
才
作
姦
淫
論
女
子
在
婚
外
與
任
何

男
子
發
生
性
行
為
部
作
姦
淫
論
(參
閱
戶
5
u

|

盯

)

犯
姦
淫
者
按
梅
瑟
法
律
應
處

以
死
刑

(
肋
m
M
申

叫
“

且

l
t
右
8
5
等
處
)
在
新
約
時
代
耶
穌
恢
復
了
婚

姻
的
神
聖
和
婚
姻
的
一
夫
一
妻
制
之
後

(
瑪
5

凹
的

，
谷
的
u
問
路
的
刊
，
)凡
婚
抖
的
性
行
為
消
觸
犯
天

主
十
誠
中
的
第
六
誠
並
且
連
思
想
上
的
貪
戀
亦
與
行

為
同

(
瑪
5

封
閉
)

此
外
「
姦
淫
」
一
詞
尚
有
一
種
寓
意
即
選
民
與



天
主
所
立
的
盟
約
有
如
婚
約
凡
選
民
對
天
主
不
貞
而

敬
拜
邪
門
聊
皆
稱
為
姦
淫
(
依
U
S
7
耶
3
8
.
則
幻

盯
岫
歐
2

‘

|

臼
3
1

等
)

。

見
盟
約
婚
姻
(
陳
)

M
W
V
T
t、
「
C
Z
S
H
J
「
客
人
」
希
伯
來
人
作

，
且
J
A
d
E
a
a
'
'

，
利
L『
〉9
3
b
a

、
，

1
'

，

J
J
'
:
5
w
h
g

「
m
R
」
出
自
動
詞
「
聞
自
」

此
字
本
意
並
不
是
指
在
家
作
客
的
親
戚
而
是
指
素
不

相
識
在
本
地
作
客
的
外
人
與
我
國
「
客
」
{
子
的
意
義

頗
相
吻
合
凡
不
屬
於
本
家
本
鄉
的
皆
可
稱
之
為
客
如

「
客
鄉
」
「
客
籍
」
「
客
居
」
「
客
次
」
等
這
些
外

人
不
間
其
寄
居
時
日
久
暫
不
問
其
是
否
單
身
或
集
體

皆
謂
之
氣
「
客
人
」
(
創
幻

4

編
下
2
H
口
)
僑
居

在
外
的
原
因
多
半
是
為
逃
荒
避
難
(
出
2
H
n

虛
1

1
)
沒
有
什
麼
寄
託
缺
少
法
律
保
障
唯
有
依
賴
人
情

以
民
對
於
外
客
不
但
索
富
同
情
而
且
法
律
還
明

文
規
定
應
愛
護
客
人
因
為
他
們
會
長
期
在
外
作
客
明

瞭
作
客
的
心
理
和
苦
楚
(
創
的
間
出
幻
9
)
對
於
外

人
不
但
不
應
欺
壓
反
應
善
待
有
如
自
己
的
同
鄉
愛
他

如
愛
自
己
一
種
(
出
n
m
肋
的
目
M
)
與
自
己
享
有

同
樣
的
權
利
遵
守
同
樣
的
法
律
(
肋
U
U
H
M
n戶

的
M
!
H
盯
|

缸
申
5
H
)
如
己
受
割
損
應
與
自
己

一
撥
舉
行
逾
越
街
吃
逾
越
節
晚
餐
(
出
U
H
U
|

的

戶
9
H

)
法
律
並
且
明
文
規
定
他
們
有
權
利
無
異
肋

一
末
人
孤
兒
寡
婦
分
沾
以
民

困
地
的
出
產

(
肋
凹
，

“

倒
一則
M
r
n
m
M
M

.
-
e

H
M
M
|

川
必u
|

闊

別
2
2

-
3
)
以
像
還
鎮
定
他
們
如
在
以
民
中
建
立
了
家
室
應

1189 益九

與
其
所
在
地
的
支
派
分
取
地
產
(
則
衍
n
l
詞

)
這

一
規
定
或
更
好
說
這
一
預
言
只
在
默
西
亞
時
代
繪
成

為
事
賢
(
參
見
宗
口
叮
叮
8
9

研
組ω
臼
迦
3
甜
|
詞
)

日
後
以
民
沒
有
在
祖
行
上
主
的
旨
意
准
守
這
些
一
法
律
先

知
曲
目
中
第
主
命
嚴
加
速
缸
瓦
響
告
(
耶
7
S
I
a
n
s

s
則
2
7
回
7
8
1
H
拉
3
5
6
詠
川
艸
s
l
7
)

舊
約
畜
牧
民
族
自
古
知
質
好
客
(
創
圳
的
口
l
臼

出
2
H
l

剖
)
這
或
許
與
他
們
的
生
活
有
關
以
民
組

先
亞
巴
郎
遊
牧
為
生
居
無
定
處
(
創
的
1
i
7
)
自

定
居
瑪
默
勒
後
(
創
U
U
)
給
他
的
後
代
子
孫
留
下

7
招
待
欺
留
旅
客
的
好
榜
攘
(
創
刊
ω
1l9

)
他
的

娃
兒
羅
特
為
顧
全
寄
居
在
家
的
旅
客
竟
不
惜
犧
牲
他

兩
親
生
女
兒
的
童
身
(
創
州
M
I
-
-
)
因
為
主
人
有

義
甜
街
頭
皮
保
全
旅
客
的
安
全
和
幸
福
這
一
淳
厚
風
俗

以
民
維
持
不
替
(
民
U
H
ω
列
下
4
8
1
叩
約
叫
“

詞
)
旅
客
寄
唐
人
家
自
應

感
恩
懷
德
但
也
不
乏
頁

心

人
為
此
收
留
旅
客
也
要
有
鑑
別
兔
其
受
害
(
詠
訓
，

德
U

缸
甜
)
雖
然
如
此
若
以
民
對
旅
客
無
情
就
不
配

作
以
民
(
申
幻
•• 

厄
下
u
z
l
s
)
真
正
的
以

民
對
外
方
人
和
無
依
無
靠
的
孤
兒
寡
婦
必
依
法
遨
己

所
能
加
以
照
顧
(
多
1
8
4
H
約
n
l
l

u
h
H
H

新
約
舊
約
善
待
行
旅
的
法
律
是
由
於
以
民
曾
在

埃
及
作
過
旅
客
新
約
善
待
行
旅
的
法
律
是
由
於
天
主

子
會
來
世
作
過
旅
客
凡
是
人
對
無
依
無
鋒
的
人

所
作

的
就
是
對
他
作
的
(
瑪
ω
“
l

u
衍
品
|
組
)
他
一

出
生
就
逃
往
埃

及
作
客
異
鄉

(
瑪
2
n-

n
u
l
n
)

日
後
傳
教
居
無
定
處
(
瑪

8

抽
)
以
葛
法
翁
和
伯
大

尼
作
他
的
家
講
道
設
教
往
往
取
營
於
款
待
賓
客
救
濟

行
旅
(
瑪
n
l
l
臼
路
昀
扭
盯
路
M
7
i
u
n

H
)
由
他
的
接
受
人
情
自
作
賓
客
得
知
富
有
的
人
家

內
還
設
有
客
廳
客
房
(
路
的
5
|

7
2
u
u
)
以
及

當
時
人
招
待
客
人
的
禮
儀
(
路
7
“

1

“
參
見
路
ω

呵
!

“
若
U
Z

|
3
)
他
派
遣
門
徒
操
練
傳
教
事
業

要
他
們
身
無
長
物
專
心
周
遊
傳
道
(
瑪
沁
9
u
路

9

‘

ω
4
!

9
)
如
人
不
接
待
就
是
絕
於
福
音
罪
大

惡
極
甚
於
索
多
瑪
和
哈
摩
辣
(
瑪
的
“
問
路
9
s
m

宗
徒
日
後
傳
教
金
依
主
命
寄
居
人
家
接
受
人
的

歎
待
(
宗
m
6
的
H
H
U
I
3
創
刊
羅
的
自
)
人

如
不
接
待
收
留
就
拂
去
胸
上
的
塵
土
繼
續
前
行
(
宗

u
m
u
m
e
7
)
傳
教
事
業
根
本
要
求
人
毫
無
牽
掛

(
路
扭
扭
)
人
既
為
一
福
音
操
勞
就
應
由一
福
音
換
取
生

活
費
用
(
格
前
9
1
1
"

迦
6
6

若
三
5
|
8
)
自

然
傳
教
員
一
有
餘
閒
亦
應
自
行
操
作
兔
加
重
信
徒
的

資
扭
(
得
前
2
9
得
後
3
7
|
9
宗
幼
站
|
師
)
信

徒
對
於
傳
教
士
固
然
要
欺
留
招
待
(
羅
M
M
H
希
口
2

伯
前
4
.
若
三
9
ω
)
但
對
於
假
傳
教
士
不
但
不
要

欺
留
而
且
也
不
要
向
他
請
安
表
示
歡
迎

(
若
二
7
-

U
)
善
待
旅
客
如
此
重

要
以
致
成
為
教
會
職
員
還
取

的
先
決
條
件

(
弟
前
3
2
5
M

鐸
1
.
)

按
客
在
新
約

內
尚
有
兩
種

意
義
對
在
世
的
天
國



-
教
會
而
-
T
Z
F
E

搞
教
外
沒
有
基
督
信
仰
的
人
士
(
弗

2

m
m-
u
-
u

副
1
n
)
對
在
天
上
的
教
會
天
國
而
言
指
旅

-

ii

l 

-
途
中
教
會
的
信
眾

(
格
後
5
1

|
S
S
|

8

斐
3

叫

一
盯
梢
u
n
l
H

制
前2
u
)，

這
也
是
制
制
子
民
應
善

待
旅
客
的
兩
種
理
由

(
漁

)

m
m
H
E
T
按
電
吉
普
開
口
n
3
3
2
J
本
來
在
墓
地

1
J

肉
，
E
r
E
E
P

司
J
i
b
-
3

1
=
3

、

E
g

什
』

A
-
t
i
i
t
z
E

、

及
以
民
的
初

期
客
棧
是
不
太
需
要
的
若
以
民
及
其
他
東
方
民
族
以

好
客
為
著
故
此
都
以
在
自
己
家
中
收
留
客
人
為
榮
但

後
來
生
活
的
方
式
逐
漸
改
變
交
通
日
益
發
達
而
有
商

隊
之
往
來
是
以
才
有
了
建
立
客
授
之
必
要
這
些
客
潑

大
都
位
於
交
通
要
道
之
上
水
并
或
水
源
之
旁
周
圍
有

牆
內
部
分
成
不
同
的
總
頂
房
間
貿
房
及
驟
馬
棚
普
通

是
不
必
付
什
麼
費
用
的
但
旅
客
或
商
人
應
自
備口
糧

(
側
的叮
叮
付
自叫
4
H

恥
9
2

等
)
制
2
7

記
敘
耶

穌
誕
生
的
事
蹟
謂
「
因
為
在
客
棧
中
寫
他
們
沒
有
地

方
」
可
能
赴
暗
示
沒
有
為
瑚
叫
到
生
產
的
遊
靜
地
方

或
調
他
們
是
受
人
輕
視
的
人
而
路

m
H
所
說
的
「
客

店
」
與
此
者
不
同
是
管
吃
管
住
的
旅
店
性
質
的
建
築

故
荷
付
出
貨
用

(
緯

)

M
H
H
E
T
恥
門
口
P
E
呂

E
D
J
地
名
大
概
說
來
是
處

n
d
勻
。
申

2
2
0
Z
E
"
、
|
|
|

|
|

g
J
d
-

'，
口
於
敘
利
亞

及
埃
及
中中

闊
的
一
惜
地
區
遠
在
公
元
前
兩
千
年
以
前
的
埃
及
文

件
及
其
他
模
形
文
件
上
已
被
提
及
但
它
的
來
源
及
意

義
詞
不
甚
詳
權
最
新
的
說
法
是
跟
錢
奴
祖
文
件
意
謂

「
紫
紅
色
的
羊
毛
」
這
是
客
納
罕
的
主
要
山
產
因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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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而
得
名
在
聖
經
土
幾
時
提
到
這
一
名
詞
常
是
指
客

納
罕
地
而
且
除
非
另
加
屬
見
如
創
制
割
的
女
子
(
創

明
的1
e
S
M
m
2
)客
納
字
的
居
民
(
出
的
白
)
客
納

罕
的
國
王
(
民
4
1

自
)
客
納
罕
的
戰
爭
(
民
3
1

制
m
u
)

，

割
叫
割
的
民
族(對
1
u
)

創
制
割
的

邪
神
(
詠
m
M
)劉
制
鼎
的
語
言
(
山
圳WM
)
客
納

割
的
要
程
(
依
幻口
)
等

制
制
割
的
邊
界
這
倒
名
字
不
是
恆
常
不
變
的
指

一
地
而
言

@
最
初
它
楚
阱
尼
基
地
區
的
代
名
詞

(
即
出
產

紫
紅
羊
毛
的
地
方
)
故
此
是
沿
海
一
帶
的
區
核
但
在

其
他
古
文
件
上
有
時
則
包
括
了
更
多
更
脆
的
區
域

@
在
聖
經
上
它
是
天
主
持
給
以
民
的
福
地

(
創

口
8

出

6
8
)
亦
就
是
約
但
河
之
西
部
地
方

(
戶
認

蘇
2
9
U
M
-
-
3

)
河
東
地
區
並
非
是
一
幅
地
的
真

正
部
份
(
蘇
扭
扭
)
如
此
它
的
西
方
有
地
中
海
馬
叫
什

東
方
有
約
但
河
但
南
方
凡
此
北
方
的
邊
界
向
來
不
太
清

燈

(
同
M
Z
M
h

穌
口
2
|
5
)
而
這
一
地
帶
就
是

聖
經
上
所
謂
之
「
流
奶
流
蜜
」
的
地
方
(
出
3
e
M
M3

則
必
6
)。
但
在
學
經
上
割
州
到
如
會
指
酬
閥
割

(
例

幻
口
)
指
巴
比
倫
(
則
的
m
U
4
)
而
言
不
過
在
這

數
處
它
的
主
要
用
意
是
指
「
經
商
之
地
」
並
非
赴
真

正
的
地
斑
名
詞

客
納
罕
的
歷
史
客
納
罕
即
在
埃
及
小
亞
細
亞
及

封
對
刑
瀏
蚓
亞
的
中
間
而
成
為
歷
史上
各
強
權
的
溝

通
橋
樑
亦
是
爭
夸
克
服
的
對
象
因
此
它
在
政
治
軍
事

文
化
及
經
濟

上
不
時
受
著
他
人
的
影
響
及
時
弘
紛

E
F輝

也
明
明
為
此
作
證
格
外
是
在
以
民
的
君
政
時
代
戶
列

上
刊
自
列
下
的
峙
的
7

|

M
W
S
的
時
!
"
盯
幻
帥

"
)
最
近
幾
十
年
來
因
墓
地
考
古
學
大
放
光
明
異
彩

使
我
們
清
楚
地
知
道
這
種
情
形
不
祇
見
於
以
民
的
歷

史
L
而
在
叫
民
之
前
的
創
制
執
政
成
經
靚
女
紅
廿
相
互

宗
教
上
亦
無
不
在
受
著
其
他
強
國
的
深
刻影
吶
技
且

考
古
學
告
訴
我
們
制
制
喇
叭
遠
在
街
M
m史
以
前
的
占
石

器
時
代

(
公
元
前
一
萬
年
之
前

)
已
有
人
跡
的
存
在

這
格
外
見
於
蚓
甜
的
北
也
叫
到
叫
到
及
蚓
醋
蚓
耳
之

南
的
沿
蝴
叫
倒
地
梢
的
這
一
地
區
不
但
文
化
被
綠
而
且

人
種
也
特
別
繁
孰
不
知
有
過
多
少
的
種
族
會
侵
入
客

州
軍
在
那
裝
滋
也
繁
且
滅
已
對
-
一
過
一
點
斟
斟
上
亦
街

明
顯
的
證
亂
叫
民
進
入
墓
地
時
川
劇
州
割
沒
有
一
例
統

一
的
政
協
他
文
紅
人
風
由
多
個
不
同
的
民
族
混
雜
而
居

(
制
日
3
m
u
e
)，
組
成
無
數
的
小
型
王
國
(
制
凹

，
1

H
)。
但
是
在
這
些
來
多
的
民
族
中
劉
樹

上
多
位

創
制
割
人
可
能
是
因
為
這
一
地
區
的
總
名
稱
是
客
納

罕
的
原
故創淵

明
不
祇
是
被
勁
地
受
他
人
的
左
右
而
它
對

人
類
亦
曾
有
莫
大
的
貢
獻
比
如
壯
界
文
化
所
有
的
字

母
即
發
源
於
此

研
制
割
人
的
來
源
叫
民
佔
居
摯
地
之
後
將
口
已

與
其
他
居
於
聖
地
諸
民
族
的
關
係
清
楚
地
創
分
從
未

將
自
己
視
為
割
喇
喇
~
相
反
地
稱
其
他
一
切
居
於
墓

地
的
非
叫
倒
洲
民
族
為
制
制
制
人
(
削

ω
臼
l
H
U



8
)
或
阿
摩
黎
人
(
創

的
H

亞
2
9
)
在
山
3
8
n

m

蘇
9
1
民
3
5

提
到
與
客
納
罕
人
同
居
的
另
外
五

個
民
族
赫
特
人
阿
摩
黎
人
培
黎
齊
人
希
威
人
耶
步
斯

人
但
這
並
不
是
說
這
些
一
民
族
所
居
之
地
僅
限
於
客
納

罕
大
致
說
來
客
納
罕
人
在
歷
史
上
是
指
那
批
於
公
元

前
兩
千
年
左
右
移
居
於
摯
地
的
屬
閃
族
的
人
民
他
們

居
於
巴
力
斯
坦
的
平
原
沿
海
及
高
原
地
帶
而
是
銅
器

初
期
時
代
輝
煌
文
化
的
創
造
者
但
在
創
ω
6
部
並
未

將
客
納
罕
人
列
入
閃
族
之
中
相
反
地
訊
設
「
合
是
客

納
牢
的
父
親
」

(
創
9

M
)
為
解
釋
這
一
點
我
們
要

知
道
聖
經
上
「
民
族
名
單
」

(
創
ω
)
的
主
要
目
的

並
不
是
在
教
導
我
們
各
個
民
族
的
血
統
來
源
及
關
係

創
9

凹
的
設
法
大
概
祇
是
基
於
客
納
罕
與
埃
及
彼
此

間
的
關
係
(
埃
及
亦
被
列
為
合
族
)
實
際
上
在
公
元

前
一
千
五
百
年
客
納
罕
完
全
是
埃
及
的
附
庸

客
納
罕
的
宗
教
及
所
敬
禮
的
神
祇
巴
耳
阿
市
托

勒
特
等

(
民
2
u
3
7
)
都
是
屬
於
阱
尼
基
萬
神
廟

中
的
神
明
(
韓
)

但
b
J
控
降
盲
目
凶n
E
口
m
J
本
文
可
分
六
節
來
討
論

-
u
E
E一
套
兩
f
p
s
全

.

、

d
|

-
E
F
'

是
(
一
)
根
拔
語
言
學
解

釋
宣
講
的
概
念

(
二
)
宣
講
與
當
約

(
三
)
宣
講
與

新
約

(
四
)
官
一
講
的
題
材
(
五
)
宣
講
與
派
遣
(六
)

宣
講
的
效
果

一
(
一
)

根
攘
語
言
學
解
釋
宣
講
的
概
念

叫
一

「
宣
講
」
在
制
制
和
制
制
恥
不
論
我
們
注
意
到

-
u此
字
作
動
詞
用
指
「
宣
講
」
或
作
名
詞
用
指
「
自
且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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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所
宣
講
的
事
物
或
作
名
詞
用
指
「
宣
道
者
」
或
「
宣

講
者
」
三
者
都
是
相
當
主
要
的
字
眼
語
根
是
名
詞
「官
一

講
者
」

(
只
R
E
)
由
這
名
詞
生
出
動
詢
和
抽
象
名

詞
「
宣
講
」
郎
「
傳
言
」
「
報
信
」
(
只

R
E
S


肉
。
a
m
B

凶
)

希
伯
來
文
信
約
約
有
九
個
動
詞
含
有
「
宣
講
」

的
意
義
希
喇
臘
文
聖
經
也
同
樣
約
有
九
個
字
恩
高
譯
本

使
用
的
有
告
訴
通
知
傳
告
宣
佈
宣
揚
宣
告
講
述
傳
報

報
導
等在

本
題
內
我
們
只
注
意
含
有
宗
教
概
念
的
三
個

詞
即
「
宣
講
者
」
(
名
詞
)
「
宣
講
」

(
動
詞

)

「
宣
言
」
或
「
宣
講
」
(
名
詞
)

「
宣
講
者
」
在
古
代
希
臘
文
是
指
國
家
的
使
者

或
在
競
技
場
中
宣
佈
誰
是
勝
利
者
或
有
時
也
指
神

明

的
使
者
赫
爾
默
斯
神
(
因
E
B
B
H

皂
白

2

巳

5
)

聖
保
祿
在
弟
前
2
7

弟
後
1
u

自
稱
為
「
宣
道

者
」
或
「
宣
講
者
」
可
是
他
說
他
之
所
以
成
為
盒
道

者
或
宣
講
者
並
非
出
於
自
立
而
是
天
主
選
立
他
為
宗

徒
為
教
師
為
宣
道
者
墨
伯
多
祿
稱
諾
厄
為
「
官
一
講
正

義
的
諾
厄
」

(
伯
後
2
5
)
不
僅
因
為
他
相
信
了
天

主
的
品
而
且
也
因
為
他
宣
講
了
天
主
的
正
義
使
墮
落

的
同
時
代
的
人
歸
向
天
主
(
參
見
希
刊

7
)

「
宣
講
」
(
動
詞

)
在
新
約
中
先
後
記
載

了
凡

三
十
餘
次
如
果
仔
細
考
查
這
些
經
處

可
以
推
知
「
宣

講
」
不
等
於
教
訓
談
論
解
釋
而
是
一
種
「
聲
明
」
「
宣

佈
」

(
M
J
S
F白
色
。
)
更
不
等
於
「
推
論
」
「
討

論
」
而
是
一
種
由
天
主
或
自
上
界
來
的
「
宣
告
」
這

個
動
詞
與
「
報
告
」
「傳
報
」
(
2
g
m
o
E
N
P
S
m
n
F
)

頗
相
類
似「

宣
講
」
(
名
詞
)
或
「
宣
言
」
(
岡
州
。
可
嵩

3
"
)

見
於
新
約
凡
九
次
包
括
谷
的
簡
短
結
語
在
內
此
字
作

名
詞
用
指
宣
佈
的
行
為
和
宣
講
的
道
理
(
瑪

曰
“
谷

的
的
簡
短
結
語
路
口
自
羅
的
自
格
前
1
n
2

‘
的
H

弟
後
4

叮

鐸
1
8
)
這
種
「
宣
講
」
不
但
包
含
宗
教

道
理
而
且
按
聖
保
祿
的
聲
明
等
於
天
主
的
話
天
主
的

佈
告
「

••
.••
• 
因
寫
你
們
自
我

們
接
受
了
所
聽
的
天
主

的
言
語
並
沒
有
拿
它
當
人
的
言
語
而
實
在
當
作
天
主

的
言
語
領
受
了•.•.. 

」
(
得
前
2
H
)

(
二
)
宣

講
與
舊
約

在
天
主
的
選
民
中
君
王
是
本
看
「
法
律
」
治
民

至
於
解
釋
「
法
律
」
詞
是
司
祭
的
職
務
先
知
則
「
傳

告
」
天
主
的
旨
意
就
因
為
先
知
傅
告
的
是
天
主
的

旨
意
所
以
先
知
的
話
是
天

主
的
話
郎
天
主
藉
他
的
僕

人
|
|
先
知
所
公
佈
的
自
己
的
旨
意
從
用
字
方
面
來

講
先
知
們
常
用
的
「
神

論
」
(
玄E
E
)
「
上
主
的
話
」

「
上
主
的
斷
語
」
幾
乎
等
於
新
約
中
的
「
官
一
講
」
為

表
示
宣
講
的
行
為
先
知

們
慣
用
「
宣
佈
」
「
呼
喊
」

「
疾
呼
」
「
傳
報
」
「
報
告
」
等
動
詞
(
依
“

1

判

前
等
處
)

除
了
達
及
則
岳
的
一
些
部
分
外
其
他
先
知
魯
記

載
的
幾
乎
全
是
「
神
論
」
郎
「
宣
講
」
母
及
史
魯
也

載
有
不
少
這
樣
的
「
宣
講
」



-

言
之
宣
講
與
新
約

喲
~
從
自
村
耐
力
幫
制
看
札
公
元
一
世
紀
中
昆
在
勵
蚓

-
帝
國
境
內
到
處
有
自
稱
為
基
督
的
宗
徒
使
徒
或
僕
人

-
的
人
他
們
不
但
不
停
宣
講
福
音
而
且
也
宣
佈
天
主
持
描

士
基
督
賜
與
人
的
各
種
屬
棘
的
恩
惠
這
些
一
人
的
使
命
不

外
赴
「
宣
講
」
和
「
作
澄
」
宗
特
別
記
述
伯
多
神
怖
政

保
祿
|
|
基
督
教
會
最
偉
大
的
宗
徒
|
|
的
行
為
同

時
也
將
他
們
「
宣
講
」
的
幾
端
道
理
的
綱
領
保
存
下

來
如
宗
1
M
1

自
2
H

I

抽
3

凹
1

臼
4
8

1

臼
7

1

l

H
(
斯
德
望
的
宣
講
)
m
H!

U
U
4
1
口
(
以

上
除
7
1
!

目
外
全
是
伯
多
祿
的
宣
講
)
口
時
，

“

昀
7
1

n
(
伯
多
線
和
雅
各
伯
的
宣
講
)
U
n

t

缸

n
υ
8

1

時
q
b
I

I

U
A
?

巾
I

U
A
υ
1

1

悶
。
。
"
均

f
M

旭

q
G
1
3

句
Z
M
i
q
-
-
:

弓
，
u
z

勻
，
“zz

(
以
上
除
的
7
!

n
外
全
是
保
祿
的
宣
講
)

根
鐵
新
約
(
閱
於
位
約
見
「
先
知
」
)
「
凸
旦
治

民
」
仆
，
血
洗
者
右
粉
(
瑪
3
1
谷1
‘
1

7
路
3
刊
宗

昀
盯
U
H
)
吾
主
耶
穌
(
瑪
4
且
自
谷
1
H
M
w
m

4
H
8
1

希
2
3
)
吾
主
耶
穌
連
在
死
後
也
「
給
那

些
一
在
獄
中
的
靈
魂
宣
講
過
」
(
伯
前
3
間
參
見
伯
前

4
6
「
也
正
是
為
此
給
死
者
宣
講
了
這
一
福
音
」
)
當

耶
穌
尚
在
世
時
他
的
宗
徒
和
門
徒
也
做
過
一
福
音
的
宣

講
者
(
瑪
ω
7
谷
3
H
6
臼
路
9
2
6
6
ω
1
)
耶

穌
升
天
後
宗
徒
們
和
門
徒
們
奉
主
命
仍
做
一
福
音
的
宣

講
者
(
谷
的
時
宗
5
u
8
4
S
M
m
M
M
7
泊
刮
得

前
Z
g
迦
2
2
絡
前
1
目
的
1
2
u

羅
m
s
弗
3
8

哥
1
且

弟
後
4
2
若
一
1
3
5
等
處
)

,11 }L 1192 

(
四
)

宣
講
的
內
容

將
天
父
藉
基
督
在
基
晉
內
所
作
的
救
贖
人
類
的

慈
愛
拉
美
宣
告
給
世
人
是
「
宣
海
」
的
一
主
要
論
題

「
宣
講
」
按
其
本
質
來
說
H
t
沒
街
故
變
性
的
但
為
適

應
時
代
的
環
頃
，
相
前
裂
主
講
釘
釘
時
注
重
一
頭
論
題

h何
時
注
重
仆
力
一
瓜
論
組
沈
者
名
織
拔
的
三
兩
立
目
的
作

許
赴
宣
講
天
閥
即
將
來
臨
默
西
亞
快
要
山
現
齡
人
悔

改
接
受
洗
祂
準
俯
自
己
迎
接
默
西
亞
獲
得
罪
赦
(
瑪

3
1

l

M
谷
1
.
-

s
路
3
1
1

口
宗
的
盯
曰
“
)

可
是
按
第
四
部
一
福
音
的
作
局
他
的
宣
講
特
別
看
重
為

耶
穌
及
耶
穌
的
使
命
作
遺
(
“
右
1
7
H
H
H
5
H

l

耶
穌
也
宣
講
天
關
但
他
同
時
聲
明
白
於
他
的
來

也
天
國
已
告
來
臨
他
也
訕
訕
世
人
悔
故
但
他
更
迫
切

要
求
人
民
相
信
他
所
講
的
「
宣
講
」
他
的
一
福
音
簡
器

的
品
是
「
時
划
已
指
天
主
的
凶
臨
近
了
你
們
晰
地
悔
改

的
從
一
福
音
」
(
谷
l
u
)
諜
細
地
改
耶
穌
宣
講
天
國

一
福
音
天
主
的
福
音
天
國
的
一
福
音
外
(
瑪
4
目
谷
l
u

u
凶

M
g
帥
的
4
"
8
1
)
還
講
「
道
」
(
谷
2
2
4

詞
)
還
指
明
你
約
的
風
一
百
如
何
在
他
身
上
一
一
路
驗

了
(
瑪
叫
‘
l
e
u
-
問
路
4
H
n
川
的
自
l

封
“

“
打
5
叫
“
“
)

卡
二
宗
徒
和
七
卡
二
門
徒
的
宣
站
在
主
耶
穌
尚

在
他
時
此
布
與
主
一
所
吉
一
妙
的
的
一
攘
的
內
容
(
瑪
昀
7

谷
6

凹
的m
9
2
ω
g
l

u
)
在
主
﹒
耶
穌
升
天
以
後
在

木
質
上
雖
仍
然
相
同
但
犯
間
自
然
不
兔
要
擴
大
因
為

他
們
現
在
宣
告
的
是
教
恩
央
的
至
高
至
深
的
奧
嬋
耶

穌
的
死
亡
和
讓
活
詳
細
地
說
宗
徒
們
在
耶
穌
升
天
發

仍
舊
宣
講
天
國
(
宗
叫
“
自
m
M
三
腦
會
(
谷
的
時
迦

-
u
格
前
的
1

哥
I
n
)
天
主
的
福
音
(
得
前
2

，

絡
後
口
?
V
H
H道
(
宗
8
4
弟
後
4
2
伯
的
l
H
)

一
騙
立
目
的
道
斑
(
宗
的
7
)
天
主
的
學
道
(
宗
8
自
)

天
主
的
奧
義
(
路
前
2
1
)
信
仰
(
的
道
m
m
)
(
迦

-
n
)
他
們
以
自
己
為
一
福
音
的
僕
人
(
弗
3
7哥
1

自
)
寫
真
道
服
務
的
人
(
路
1
2
)
新
約
的
僕
役
(
格

後
3
6
)
他
們
的
宣
講
以
耶
穌
為
天
主
的
國
和
救
恩

史
的
中
心
(
宗
8
u
m
n
)
他
們
宣
講
納
區
肋
的
耶

穌
(
宗
2
n
8
詞
)
以
他
為
默
西
亞
(
宗
2
油
5

位

右
m
u
)
是
「
主
」
(
宗

2

師

ω
品
格
後
4
5
斐
2

u
)
是
天
主
子
(
若
m
u
宗
9
叫
格
前
1
"
)

他
們
特
別
宣
講
的
是
耶
穌
的
死
亡
復
活
與
升
天

(
莉2
n

!

甜
3
u

l

M
U
m
-
盯
期
前
1
"
|
泊

的
1
s
u
弟
前
3
時
伯
前
1
u
)
以
及
賴
耶
穌
的
貧

血
與
復
活
之
功
動
而
獲
得
的
罪
之
赦
他
們
也
報
導
，
其

民
和
選
民
l
|
|
以
色
列
|
|
同
由
耶
穌
獲
得
救
恩

(
路
川
的
“
創
2
甜

3
H
l
伯
格
後
5

凹
羅
1
時
)
死

人
的
復
活
(
宗
4
2
5

卸

l
自
格
前
的
問
l
M
)
耶

穌
的
再
度
來
臨
(
到
3
目
制
後
41制後
1
M
)
宗

徒
們
不
但
報
導
耶
穌
生
活
的
事
蹟
而
且
他
們
|
|
尤

其
喇
喇
|
!
還
揭
露
耶
穌
生
活
的
奧
現
特
別
是
他
的

死
亡
和
復
活
的
奧
現
(
刷
刷
5
8
州

1
l
3

等
處
)
此

外
宗
徒
們
也
屢
次
捉
到
耶
穌
的
整
個
生
活
是
為
應
驗



舊
約
的
預
言
(
宗
2

時
|
師
3
n
l
甜
羅
1
2
4
M
N

M
伯
前
1

叩
|

間
)

「
官
一
講
」
有
時
也
稱
為
「
教
訓
」
因
姆
就
內
容

來
說
兩
者
原
具
有
同
樣
的
成
分
天
國
耶
穌
救
贖
世
界

耶
穌
再
度
來
臨
但
就
提
供
的
方
式
來
說
兩
者
之
間
是

具
有
分
別
的
一
般
說
來
「
教
訓
」
是
根
披
星
經
來
解

釋
信
德
的
道
理
「
宣
講
」
是
直
接
延
嚴
報
告
天
主
的

啟
示
和
天
主
的
旨
意

此
外
「
教
訓
」
有
時
不
兔
要
「
辯
論
」
(
宗
口

2
的
‘
)
「
證
明
」
(
自
mm
s
)

「
講
解
」
「
作

證
(
宗
怨
自
)
或
許
按
原
始
墓
教
會
的
環
境
可
以
說

「
宣
講
」
是
宗
徒
的
|
|
就
如
相
沿
至
今
仍
是
墓
教

會
的
|
1
|
最
重
要
的
使
命
因
為
天
主
為
達
致
救
贖
人

類
的
宗
旨
所
採
用
的
最
奇
異
辦
法
就
是
「
宣
講
」

(
格
前
1
n
)
既然
「
宣
講
」
的
關
係
是
這
樣
的
重

要
這
「
宣
講
」
應
該
是
正
式
的
確
實
的
公
闋
的
說
是

說
「
宣
講
」
是
與
正
式
的
「
派
遣
」
分
不
闋
的
如
果

「
宣
講
」
不
是
出
於
派
遣
就
不
是
傅
報
一
福
音
而
是
近

於
鼓
吹
的
宣
傳
(
M
J晶

晶
呂
安
)

(
五
)

宣
講
與
派
遣

全
部
聖
經
充
漏
派
遣
的
意
義
並
舉
出
許
多
出
使

的
實
例
天
主
的
使
者
是
天
使
天
主
的
朋
友
郎
里
祖
如

到
凹
臥
先
知
們
特
別
是
天
主
里
已耶
穌
基
督

(
若
4

-
H
5
目
|

M
6
目
“
盯
7
u
口
3
S
M
等
處
)
天
主

帥
一派
遣
了
學
乎
是
要
他
給
人
講
述
天
主
及
天
主
的
奧
理

一
戶
到
1
口
"

)
又
要
他
自
作
犧
牲
救
贖
人
類
(
若
ω

1193 九

M
U
盯
)
為
使
他
完
成
這
使
命
天
父
賜
給
他
全
權
為

此
耶
穌
於
復
活
後
派
遣
他
的
宗
徒
去
教
訓
萬
民
(
瑪

咽
的2
)
賜
給
他
們
舉
神
說
「
就
如
父
派
遣
7
我
我
也

同
樣
派
遣
你
們
﹒....• 

你
們
領
受
里
神
你
們
赦
免
誰
的

罪
兢
給
誰
赦
免
你
們
存
留
誰
的
就
給
誰
存
留
」
(
若

m
n
!
自

)
「
宣
講
」
天
圓
的
一
福
音
因
耶
穌
之
名
赦

人
的
罪
賜
給
人
里
神
的
恩
惠
是
多
麼
神
翠
的
責
任
這

一

除
非
有
正
式
的
神
恩
和
派
遣
不
可
事
實
上
原
始
的
墓

教
會
是
藉
者
技
手
種
正
式
派
遣
她
的
使
者
這
些
一
使
者

同
時
也
是
學
神
甄
遷
的
人
(
宗
M
U-
-
S
M
M
n
格
後

8

凹
弟
前
4
H
)
這
樣
「
在
內
」
和
「
在
外
」
的
人

創
已
成
為
信
徒
和
尚
未
成
寫
信
徒
的
人
就
會
十
分
清

牌
鬼
知
道
誰
是
或
誰
不
是
耶
穌
的
教
會
的
真
正
佼
者
按

這
原
理
便
不
難
明
白
學
保
祿
的
話
他
說
「
人
若
不
信

他
又
怎
能
呼
號
他
呢
從
未
聽
到
他
又
怎
能
信
他
呢
沒

有
「
宣
講
者
」
又
怎
能
聽
到
呢
沒
有
奉
「
派
遣
」
人

叉
怎
能
去
「
宣
講
」
呢•....

. 
所
以
信
仰
是
出
於
「
報

導
」
「
報
導
」
是
出
於
基
督
的
命
令
..
•.•• 

」
(
羅
m

(
六
)
宣
講
的
效
果

「
官
一
講
」
是
天
主
為
拯
救
世
人
所
採
用
的
最
有

效
力
的
方
法
學
保
祿
「
宣
講
」
十
字
鍵
的
道
理
因
為

十
字
架
是
天
主
愛
世
人
至
矣
盡
矣
的
表
現
因
而
十
字

﹒
架
成
了
「
天
主
是
愛
」
的
最
顯

明
的
象
徵
保
祿
講
說

「
原
來
十
字
架
的
道
理
為
喪
亡

的
人
是
愚
妄
為
我
們

得
救
的
人
詞
是
天
主
的
德
能

•.
.••
• 
」
〔
格
蘭
I
M

|

自
)
「
天
主
的
德
能
」
師
等
於
說
「
天
主
的
力
量
」

或
「
神
聖
的
力
量
」
因
此
可
以

了
解
為
什
麼
聖
保
祿

說
「
我
若
傳
福
音
原
沒
有
甚

麼
可
誇
耀
的
國
寫
這
是

我
不
得
已
的
事
我
若
不
傳
一
福
音
我
就
有
禍
了
」
(
格

前
9
M
)

見
見
證
言
教
訓
宗
徒
教
會
(
即
由

)

"
b主
一
口
回
崢
呼?
"
c
z
o
J稱
讚
某
人
是
有
福

U
H
ι主
丑
小
學
閱

f
F
m
HX
旦
。
、

4
.
a
i
'

、
的
原
來
是
一
種
對

某
人
好
運
氣
的
讚
賞
及
羨
慕
的
表
示
因
多
次
見
於
聖

經
並
且
有
一
定
的
路
式
乃
成
為
一
種
體
紋
l
l
l
d旦
福

辭
它
一
成
不
變
地
格
式
就
是
「
作
某
某
事
的
人
.... 

是
有
一
騙
的
」
並
且
說
出
這
種
一
福
氣
的
環
由
舊
約
中
的

宣
福
辭
二
十
六
次
見
於
斟
刮
到
八
次
見
於
聞
言
在
其

他
的
書
上
凡
十
餘
次
但
宣
一
禍
辭
所
例
舉
的
規
由
如
各

不
相
同
大
致
如
下
克
勝
敵
人
的
人
(
申
犯
臼

)
聞
聽

撒
羅
漏
智
慧
的
人

(
列
上
m
a
編
下
9
7
)
仰
織
上

主
的
人
(
即
例
如
8

闊
的
叩
)
，
財
產
富
裕
的
人
(
制

m
u
依
狗
血
)
遵
守
法
律
的
人

(
依
u
m
2
鐵8
臼
M

m
u
訓
M
M
)
尋
獲
智
慧
的
人

(
緩
3
H
圳
鈞
7

1

刊
)
救
人
於
困
苦
的
人
(
鐵
M
n
)
證
慣
有
割
的
人

(
訓
m
口
飯
m
u
)
正
義
者
的
後
代
(
鐵
鉤
7
)
堅

忍
守
候
至
末
期
的
人

(
觀
m
M
U|

昀
)。
此
外
還
有
戰

詠
上
的
二
十
六
個
宣
福
辭
但
其
理
由
不
外
上
述
之
理

由

在
新
約
中
這
種
文
體
亦
屢
見
不
鮮
但
它
的
理
由

幾
乎
完
全
基
於
人
永
遠
的
傳
救
故
此
與
舊
約
器
有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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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也
因
此
它
常
固
定
同
末
世
論
的
宣
講
遠
在
一
起
格
外

是
在
對
觀
福
音
內
(
瑪
5
2
-
M
M
S
U
H
M
W

叮

恥
的
“
鷗
1
的

2
盯
甜
M
H
H
幻
詞
)
及
在
閥
割
斟
上

(
1
a
M閃
閃
M
H
凹
，
幼
e
m
7
H
)
其
中
最
著
名
的

要
算
耶
穌
在
山
中
里
訓
中
所
講
的
真
幅
八

端
(
瑪
5

3
|
間
)
或
者
路
所
說
的
反
福
四
端
(
6
m
l
目
}

路
更
針
對
其
一
幅
四
端
加
上
與
禍
四
端
(
6
剖
|
甜
)

在
新
約
的
其
他
部
份
亦
有
宣
一
幅
辭
的
出
現
(
右
的
口

切
自
羅
4
7
.
M
n
猶
1
u

伯
前
3
u
4
H
)
在
這

些
地
方
稱
讚
那
些
能
在
信
德
上
堅
持
奮
翻
到
區
的
人

是
有
一
繭
的
(
韓
)

M
H
注
于
1
F
E
n
y
J

宣
官
一
詞
原
是
來
自
阿

U
H
P
b
H
E
t
f
開
E
D
E
F
S

」
|
|
|

1
4
l
e

l

l
'

、
加
得
文
意
思
H
疋
「
佔
領

首
位
的
人
」
指
在
巴
比
倫
埃
及
波
斯
等
王
宮
內
叢
職

的
顯
要
人
物
(
創
幻
甜
"
1

刊
2
7
文
1
2
達
1

，
l

u
u
列
下
的
臼
m
u
耶
仙
"
S
H
見宗
8
盯
)
後

來
演
變
而
成
為
國
王
的
心
腹
人
物
又
因
為
王
后
及
繽

妃
服
役
的
人
都
是
閹
割
去
勢
的
人
所
以
宣
宮
亦
指
一

切
在
閻
王
後
宮
內
盡
穢
的
人
叫
雖
然
他
們
中
有
些
一
並
不

是
閹
割
的
人
在
以
民
及
其
他
東
方
民
族
中
亦
用
此
名

來
指
軍
事
將
領
或
外
交
人
員
(
繳
上
8
H
列
上
泣
，

列
下
8
6
9

自
編
上
認
1

等
)

技
以
民
的
法
律
閹
割
的
人
不
能
參
與
團
體
的
生

活
及
公
闋
的
敬
禮
因
他
們
已
沒
有
生
殖
的
能
力
(
南

幻
z
l

﹒
見
肋
m
u
)
但
這
里
所
指
的
這
些
一
閹
割
的

人
只
是
指
那
些
有
自
然
生
理
缺
憾
的
人
而
不
是
以
手

九1194-1197 

街
而
去
勢
的
人
蓋
聖
經
上
絕
對
禁
止
對
動
物
或
人
實

行
閹
割
的
手
術
由
此
可
知
在
以
民
的
觀
念
中
沒
有
生

殖
能
力
的
人
是
最
為
不
幸
的
聖
經
上
刻
有
些
地
方
以

這
些
不
幸
的
人
能
表
示
出
很
高
崗
的
一
精
神
「
閹
人
不

應
說
看
我
是
一
樑
桔
樹
凶
為
上
主
這
樣
說
『
對
那
些
一

遵
守
我
的
安
息
日
揀
選
我
悅
志
的
和
固
守
政
盟
約
的

閹
人
次
要
在
我
的
屋
內
在
敦
的
牆
洒
一
內
賜
給
他
們
比

子
女
還
好
的
記
念
碑
和
美
名
我
要
賜
給
他
們

一
例
永

久
不
能
法
滅
的
名
字
』
」

(
依
必
3
|
5
參
見
智
3

H

瑪
"
自
)
(
韓
)

但M
F
乏
主
且
峙
吋
\
崑
仰
自
己

g

J研
究
霎
經
度
重
衡

1
1
.
3
E
口
旦
站
附

U
P
d
h
b
3

9
4
E
j

b

、

-
E
Y
L
J
I
-
-
J

司
，
Z
Z
r
i
c
-
-
、
實
是

一
非
常
棘
手

的
問
題
原
因
有
二
其
一
是
以
民
在
歷
史
上
向
來
未
有

過
統
一
的
度
最
衡
甚
至
在
同
一
時
代
中
也
大
都
困
地

而
與
其
二
可
說
是
上
述
原
因
的
自
然
結
論
就
是
它
完

全
沒
有
一
個
標
準
制
度
可
以
用
來
與
現
在
各
劉
所
通

用
的
度
量
衡
相
比
較
基
於
上
述
我
們
只
能
將
歷
代
以

民
所
用
的
及
聖
經
上
提
到
的
度
最
衡
作
出
一
個
近
似

的
國
表
與
現
代
的
制

度
作
一
比
較
以
供
參
考

(
見
度

量
衡
幣
制
表
)

聖
經
上
不
少
次
指
出
「
上
主
深
惡
假
秤
」

(
制

U
I
m
M
m
米
6
日
見
申
明
叫
H
l
u
德
的
拍
‘
則
仍
叩

歐
也
?
直
8
5
)
「
卸
喜
愛
法
碼
準
確
」
(
鐵
U
I

M
W
U
)
梅瑟
法
律
上
也
以
嚴
肅
的
口
吻
叮
嚀
一
切
度

最
衡
務
必
要
正
直
準
確
不
可
以
此
來
欺
騙
人
民
(
南

鈞
H
l
H
肋
W
M
)
這
指
出
以
民
歷
來
度
最
衡
之
未

能
劃
二
與
統
z
t
f
p
完
全
歸
伶
於
執
政
潰
的
尺
示
關

心
而
主
要
原
因
還
是
受
到
列
強
軍
咽
文
化
經
濟
人
凶
悍

的
影
響
所
致

戶
韓
〕

酬
良
九
民
曾
霞
(
囡

"
H
E
J
E

仇
恨

-
a
-
t
u
-
-

以
U
U
R
羽
/
。
訟
，
w
S
」

H
d人
的
-

種
內
在
對
某
人
某
項
的
悠
悠
流
該
忘
的
叫
到
很
她
倒
很

是
戚
泛
能
是
惡
事
也
能
是
蓄
水
能
炫
感
人
亦
能
H
K
J
K
U

人
比
如
說
天
主
憎
恨
一
切
罪
人
的
思
念
惡
行
(
由
叩
門
M

M

亞
5
剖

智
叫
什
9餃
6
時

|

刊
)
善
人
亦
然

(
一
詠

的
叫
凹
的
自
等
)
，
但
是
相
反
也
世
俗
及
思
人
亦
在
憎

恨
耶
穌
及
他
的
門
徒

(
瑪

ω
n
w
m
u
路
6
n

右
的

油
!

前
)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仇
恨
憎
惡
是
諸
多
爭
端
犯

罪
的
來
源
故
此
格
約

上
就
有
所
榮
止

(肋
的
口
M
)

耶
穌
也
嚴
令
開
己
的
門
徒
要
以
德
報
怨
以
艾
德
為
巾
的

友
特
殊
的
標
品
(
瑪
5
H
刊
)
甚
至
要
支
自
己
的

仇
人

(
瑪
5
“
)
京
徒
們
中
要
以
若
望
特
別
強
調
這

一
點
(
若
一
2
9
間
3
時
4
叩
自
)
快
界
所
認
識
的

祇
是
黑
暗
及
仇
恨
而
天
主
部
是
光
及
愛
耶
穌
親
自
將

這
光
明
及
愛
帶
到
這
一
個
世
界
上
來
故
此
一
切
仍
懷
有

仇
恨
的
人
就
是
罪
人
而
罪
人
的
所
作
所
為
也
祇
有
憎

恨
因
此
罪
惡
與
憎
恨
幾
乎
是
二
而
一
的
事
(
右
-
2

9

|

口

若
3

“
-

n
)

見
仇
恨
(
幣
)

們
3
晒
□
「

F
O
D
Z
J原
是
生
長
於
摩
阿
布
的
一

-
E
h
m
F
R
.
-
P

司
、
;

2

h

1
l
a
r
-
-
f
r
z
o
、
種
植
物
其
粒
可
食
後
來
普

遍
見
於
草
地
中
(
見
撒
下
幻
H

)
厄
撤
鳥
說
是
以
一



塊
餅
及
一
碗
扁
豆
獎
將
長
子
的
名
分
出
費
了

(
創
h
a

m
-
M

)
厄
划
克
耳
先
知
受
主
命
以
扁
豆
及
其
他
雜

糧
作
成
餅
而
逐
漸
吃
食

(
則
4
9

)
以
象
徵
猶
太
人

在
巴
比
倫
人
圍
攻
耶
京
時
將
要
遭
受
的
飢
荒

見
聖
經
中
的
植
物

(
韓
)

"
3
間
h
H
「b
uG
E
Z

J
扁
柏
植
物
名
是
柏
樹
中

-
E
h
叩
品
舟
，
/
的
可司
門。

\

-
J

，
足
、
的
一
種
常
給
喬
木
高
數

丈
夏
天
開
花
所
結
的
實
狀
如
球
是
巴
力
斯
坦
以
及
地

中
海
沿
岸
各
地
一
種
極
普
遍
的
樹
特
別
在
墳
地
基
閹

人
多
喜
愛
種
植
這
種
樹
木
制
圳
的
口
作
者
特
以
甜
甜
劃

山
上
的
扁
柏
和
黎
巴
嫩
的
香
柏
來
詠
讚
上
主
的
智
怠

(
義
)

叫
的
區
于
整
九

B
t推
R
F
丘
吉
-5
)
兩
名
是
品
弟

-
A
S
E
I
-
-

Z
F

苟
，
、
德
的
家
鄉
亦

是
友
6
l

的
章
描
述
的
中
心
地
點
|
|
放
羅
斐
乃
圈

因
之
地
它
位
於
多
堂
平
原
在
厄
斯
得
腔
的
對
面
(
友

7
3
)
正
當
被
巴
比
倫
人
所
囡
囡
人
心
恐
慌
之
際
友

弟
德
出
去
面
見
大
將
放
羅
斐
乃
並
將
之
殺
掉
因
而
解

園
(
友7
l
8

)由
替
之
內
容
很
難
斷
定
它
確
係
何
地

可
能
就
是
貝
突
耳

(
蘇
的
‘
一
編
上4

個
)
或
貝
特
耳

見
友
弟
德
傳
(
梅
)

帥
著
空
俗
几
百
ω
-S
H
B
D
J
「
拯
救
」
希
伯
來
文
作

Z
K

的
E
R
E
H
h
r卸戶

n
L
:

。

』

-
j

司

-
z

i
i

、
「
HS
Y
E

」
(
名
詞

)

一
或
「
H
S
E

」
(
動
詞
)
原
意
是
謂
不
受
拘
束
享
安

叫
一
也
有
女
也
因
而
引
伸
而
有
了

拯
泓
救
拉
挽
救之意
七

一
十
買
士
譯
木
將
此
字
與
其
詞
a漲
字
常
譯
作
志
。
5
月
2
」

1198-1201 鑫九

(
名
詞
)
或
「
m
u
g
」
(
動
詞
)
新
約
遂
沿
用
不

替
拉
了
文
譯
作
「
F

古
ω
」
(
名
詞
)
或
吉
凶
守
自
己

(
動
詞
)
承
龔
拉
T
文
的
西
方
語
言
多
沿
用
拉
丁
譯

名

拯
救
既
是
謂
救
人
脫
離
危
害
危
害
性
質
不
同
敘

援
也
隨
之
而
異
有
出
乎
保
護
性
的
救
援
有
出
乎
解
救

性
的
救
援
有
出
乎
療
愈
性
的
救
援
有
出
乎
救
般
性
的

救
援
，
有
山
山
乎
勝
利
性
的
救
援
因
此
日
後
此
字
亦
漸
有

了
保
護
解
救
救
廠
療

愈
勝
利
平
安
等
等
的
含
義

此
字

與
「
救
般
」
一
字
的
意
義
有
許
多
相
同
之
處
所
以
悠

參
照
對
讀聖

經
上
所
謂
的
拯
救
大
抵
是
指
天
主
對
人
類
的

救
援
而
言
由
於
人
類
的
原
祖
遵
命
犯
罪
人
類
已
陷
於

不
幸
和
死
亡
(
創
2
M
口
3
6
1
a
M
1
"
羅

5

臼
1

時
間
叫
格
前
的
口
1

自
)
造
物
的
秩
序
已
全
部

破
攘
混
亂
(
經
8
M
i
n
)
需
要
天
主
再
來
補
救
所

以
這
番
補
救
其
目
的
是
在
於
使
人
脫
離
不
幸
和
死
亡

使
世
界
恢
復
原
狀
(
弗
1

3

1

u

哥
I

H
1

卸
)

聖
經
上
說
以
一
切
不
幸
和
死
亡
(
智
-
M
M

2
自
1
l

自
)
或
直
接
出
於
罪
惡
或
間
接
為
罪
惡
所
致

所
以
這
一
救
援
飯
救
人
脫
離
了
罪
惡
就
放
人
脫
離
了

或
出
於
罪
惡
或
間
接
為
罪
惡
所
致
的
一
切
災
禍

在
人
類
原
祖
犯
罪
後
天
主
就
立
即
預
許
了
救
援

(
創
3

臼

依
9

5

羅
必
甜
若
一
3
.

默
U
H
)
人
類

自
始
是
生
活
在
期
望
救
援
之
中
(
創
刊
M
戶
圳
的
口

H

喇
呵U
e
l
刊
物
8
日
5

|

8
u
u
圳
釗
阻
四9
.

刊

)
舊
約
中
天
主
所
施
的
救
援
不
論
是
關
必
倒
體
成

私
人
的
都
與
這
一
救
援
有
關
(
山
M
U
H

鼠
4
凹
的

旭
撇
下
2
1

|

7
詠
4

1
)
凶
為
以
民
只
相
信
天
主

能
施
救
(
依
2
n
耶
3
n
η
5
1
8
H
撒
上
的
時
冰

ω
凹
的
沁
M1
位

)
也
只
相
仿
只
打
天
主
能
胞
救
(
依
“

3
4
M
H

一
詠州們
4
自
l

盯
)
全
部
聖
經
提
W
H
人
不
施

臼
救
所
有
的
一
切
自
救
的
努
力
不
但
不
能
仗
，
叫
已
脫

離
罪
惡
反
而
更
加
重
了
自
己
的
罪
惡
(
耶
2
口
口
u
)

事
實
上
從
人
類
的
歷
史
治
背
人
除
非
相
仿
天
主
次
沒

有
得
救
的
希
望
在
喃
自
約
內
天
主
派
造
先
知
向
人
要
求

的
是
這
一
信
仰
在
新
約
內
天
主
派
迫
他
的
唯
一
悶
熱
，
j

來
世
向
人
要
求
的
也
楚
這

-
U
仰
(
右
5

“
-
M
6

m
8
H
)
信
約
記
述
的
是
人
類
期
待
救
援
的
歷
史
新

約
記
拔
的
是
人
類
僅
得
救
俊
的

M
m史
所
以
凡
在
的
約

內
天
主
所
預
詐
的
人
類
所
期
待
的
在
新
約
內
心
兀
金
質

現
了
(
格
後
l

m
伯
前
I

M
I
M
)
凡
川
屯
在
前
的
約
內

眩
密
的
事
在
新
約
內
部
完
全
撤
泓
圳
來
了
(
怕
的

1

5
抽
)
新
約
清
清
楚
楚
指
出
一
人
類
進
仙
似
全
是
山
必

天
主
的
慈
愛
二
人
類
獲
救
起
天
主
，
f
來
卅
扒
在
壯
找
生

受
死
而
完
成
的
事
業
三
人
類
獲
放
是
在
於
蓋
住
與
基

贊
同
死
同
生
死
於
算
晶
晶
生
活
於
天
主

見
救
股
股
罪
赦
兔
成
義
成
單

(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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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
意
義

m
~

在
笛
約

市
叫
「按
手
在
.•
.
. 
頭
上
」

首
先
象
徵

-
「
傳
授
」
或
是
將
祝
福
傳
授
給
子
孫
(側
的
H

叮

M
)

一
和
圓
明
下(肋
9
也

門或
是
將
權
柄
傳
授
給
被
選
者

(
問

:
幻
臼
|

自
由
剛
"
，)
或
是
給
他
人
傳
授
一
種
特
別
的

能
力
(
列
下
U
H

)
或
是
象
做
將
罪
過
圳
市
授
給
贖
菲

笛
的
代
罪
公
山
羊
(助
的
缸
且

)其
次
在
刑
法
中
「
按

手
在
他
人
頭
上
」
表
示
為
他
人
的
過
犯

作
提

(
晰
圳
的

“

遠
U
H
)
最
後
在
祭
紀
的
禮
儀
中
「
按
手
在
﹒.... 

頭
上
」
或
是
為
使
祭
牲
蒙
受
悅
納

(
肋
1

4
)
或
是

為
表
示
所
獻

上
的
是
按
手
者
的
獻
儀

(
戶
8

刊
)
通

常
是
由
獻
祭
者
在
祭
牲
頭
上
按
手
(
肋
3
2
8
H
4

4
M

臼
臼

8
H
H

n
戶
8

自

)
但
若
是
為
金
會
眾
的

贖
罪
祭
則
由
會
眾
的
長
老
按
手
在
祭
牲
的
頭

上
(
肋

4
H
) 在

新
約
中
耶
穌
也
用
自
約
的
援
手
讀
來
施
行
祝

福

(
瑪
"
問
谷
m
M
帥
的叫
刮
目
)但
他
多
次
用
按
手
禮

來
施
行
奇
的
以
治
念
病
人
(
谷
8

扭
扭
岫
峭的
時
)
這
赴

他
治
病
常
用
的
方
式

(
谷
6

5

路
4

叫
)
因
此
人
們

願
得
病
愈
時
便
求
耶
穌
放
手
在
病
人
身

上
(
瑪
9

凹

谷
5

自
7

臼

)
耶
穌
丹
天
前
也
給
與
宗
徒

們
放
手
治

病
的
能
力

(
創
的
M
)
因
此
教
會
初
興

時
間剛制
固
樹

和
聖
喇
喇
也
會
用
按手
禮
治
病

(
到
9
口
叮
咱
的8
)。

但
是
在
初
期
教
會
中
按
手
種
特
別
是
分
施
娶
神
德
能

的
方
式

(
宗
9

口

"
6
參
閱
8
H
I

H
)
因
此
在
施

行
堅
振
霉
事

(
宗
8

口
)
選
定
執
事

(
宗
6
6
)
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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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傳
教
士
(
到
口

3
)
和
施
行
聯
品
鑒
事

時
(
期
前

4
H

弟
後
l

e
)
都
用
技
手
程
從
此
按
手
體
成
了
日

後
耳
目
陸
神
品
的
儀
式

(
弟
前
5

且
希
6
2
)
(

梁
4

的
心
血
心
E
IE
HB
ω
m
E
口
m
J
在
悠
約
中
沒
布
一
個

2

弘
朋

h
E
f

開
-E
B

S
S

之

)
4
1

，
、
、
指
示
「
施
捨
」
的
術

語
而
只
是
用
些
一
近
似
的
觀
念
來
表
示
攻
描
述
施
捨
的

善
行
比
如
慈
祥
慈
惠
憐
憫
正
義
等

(
綴
3
3

盯

M
n

n
，
必
訶
德
4
1
|
5

7
M

口
口
達
4

訓
等
)
雖
然

向
約
中
沒
有
「
施
捨
」
一
詞
但
這
並
非
說
是
沒

有
施

捨
的
事
實
相
反
地
倍
約
堯
力
鼓
勵
及
讀
美
人
施
捨
的

著
行
及
對
貧
苦
人
的
扶
助

(
依
到
7

M

圳
的
7

時

廠

的
?
"
“血
約
m
M

H
n
H
H|
m

荊
州們
2

凹
，見
甫
的

7

1

u

肋
鈞
呵
!

抽

亦
見
上
述
引
文

)
格
外
是
多
4

7

l

u

更
是
對
大
方
施
捨
的
典
型
約
為
並
且
指

出
它

的
動
機
天
主
的
恩
惠
罪
過

的
赦
免
皮
亡
的
脫
離
辰
、
永

生
的
保
障

在
新
約
中
耶
穌
更
將
這
些
施
捨
的
動
機
提
高
學

化
以
凡
給
弟
兄
們
中
最
小
的
一
個

所
做
的
就
是
的
自

己
所
作

的
(
瑪
街
叫
見
ω
u
谷
9

叫
)
所
以
勸
人
將

一
切
所
有
變
質
來
行
施
捨

(
路
也
臼
U
U

見
M
3
谷

昀
創
刊
汁7
宗
幼
品

)
同
時
嚴
加
責
斥

那
些
一
以
苦
行
來

國
謀
現
世
尊
敬
及
光
榮
的
人

(
瑪
6
2

l

4
)
初
期

的
教
會
自
耶
穌
口

中
獲
得
了
這
個
教
訓
就
盡
力
付
諸

實
行
力
讚
熔
彼
違
反
百
夫
長
的
廣
施
救
濟

(
宗
9

時

ω
2

‘

U
)
巾
其
他
的
經
文
我
們
也
可
以
知
道
在
初

期
的
教
會
中
救
濟
施
捨
的
善
舉
是
相
當
普
遍

的
(
宗

4

甜

"
6
1

1

6

弟
前

5
"
6
n

!

"

樹
Z
H

l

u

右

了
。
叮

)
尤
其
聖
保
秘
更
不
遺
餘
力
求
人
拼西
抱
她

在
各
處
教
會
募
集
捐
款
救
濟
貧
苦
的
刺
家
教
會(
到

日
間
叩

門M
E

川
的
口
迦2
叫
羅
白
自
1

訕
訕
)
各
處
宣

講
救
食
的
偉
大
苦
學
(
格
筱
8
9
-

一章
)
稱
「胞
的
」

為
「
供
應
學
徒
的
恩
惠
」
(
昭
雄

的

目
格
從
8
.
9

臼
)
為
「
大
方
」

(
絡
後
9

5
6

)
為
「
慰
她
」
←
…
凶

惡
」

(
絡
前
的
s

格
後
8
4
6
7

凹
)
為
「
唱
-
F

」

(
斐
2

叩

格
後
9
u
)
(

的
刊)

的
3
住
了
這
B
E
J

以
色
列
民
族
雖
然
在
曆
法
方

U
E
A
-
E
H
Vf切
H
n
F
\

I

二

:

d

1
l

d

、
面
的
研
究
街
高
深
的
造
扣
"

是
在
天
文
學
方
面
的
認
識
創
遠
較
巴
比
倫
人
埃
及
人

甚
至
客
納
罕
人
落
後
在
學
經

上
固
然
不
少
次
提
到
了

星
辰
諸
如
星
辰
皆
為
天
主
所
造

(
創
1
H
)
它
們
的

數
目
多
得
無
可
計
算

(
創

刊U
5

2
口

等
)
仰
赴
上

主
卸
知
道
他
們
的
數
目
並
安
排
了
它
們
的
秩
序
使
之

井
井
有
條
一
毫
不
紊
亂(
智
9

叮

德
的
叫
依
刊
臼
巴
3

訕
)
各
有
各
自
的
軌
道
(
副
5
叩

)
並
有
足
沌
的
組

成
(
細
則7
目
)。
這
些
無
數
的
星
辰
被
安
置
在
天
空
作

為
天
空
美
麗
燦
爛

的
裝
飾
品

(
德
的
刊
)
天
空

(
滔

天
或
穹
蒼

)
之
下
則
有
一
個
食
屬
透
明
的
呱
彤
凶
益

(
制
訂
u
)，

托
住
天
上
的
水
並
使
星
辰
的
光
芒
照
射

在
地
球
上
(
一
副附
則削
1
7
見
宇
宙
觀
) 。

位
是
除
了
這
些
大
概
的
膚
淺
觀
念
之
外
以
反
對

股
個
別
星
辰
的
認
織
及
研
究

可
說
少
之
又
少
除
了
太

陽
及
月
亮
「
兩
個
大
光
體
」

(
創
l
H
)
外
他
們
很



少
注
意
及
了
解
天
體
運
行
這
罔
事
就
是
太
陽
的
運
轉

在
他
們
的
腦
海
中
也
是
完
全
聽
從
上
主
的
命
令
而
前

進
停
止
或
後
退

(
見
蘇
m
u
H

列
下
泊
，
1

依
油

8
)
以
表
彩
天
主
的
全
能
及
無
限
的
偉
大
但
是
他
們

如
注
意
到
日
蝕
及
月
蝕
的
發
生

(
見
岳
3
3

‘

E
B

S
)基
於
上
述
無
怪
乎
在
聖
經
上
很
少
提
及
行
星
(
見

行
星
條

)
至
於
其
他
星
辰
的
名
字
祇
有
下
列
數
個

(
1
)
「
阿
士
」
(
希
伯
來
文
名
見
約

9
.
)

或
「
阿
依
士
」

(
約
叩扭
扭
)
恩
高
譯
本
作
「
北
斗
」

(
「
大
熊
星
座
」
中
的
一
星

)
但
是
其
他
譯
本
U
刃
有

不
同
的
譯
法
諸
如
「
大
熊
」
(
d
a
ω
目
ω
」
。
『
)「
大

角
」
(
即
「
牧
羊
座
」
中
之
一
星

)
(
〉B
H
E
E
ω
)

「
畢
宿
」

(
〉5
5
月
2

〈
旦
出

3
ι
2
)即
「
金
牛

星
座
」
中
的
一
顆

(
2
)
「
刻
息
耳
」

(
約
9
9
必
缸
亞
5
8
)

大
多
數
的
譯
本
皆
譯
為
「
獵
戶
星
座
」
大
概
是
沒
有

錯
誤
的
思
高
譯
本
創
譯
成
「
參
宿
」
更
清
楚
地
指
山

山

獵
戶
星
座
中
的
一
顆

(
3
)
「
克
瑪
」
(
約
9
9
h
M
缸
亞5
8
)
由
心

高
及
其
他
譯
本
皆
作
「
航
宿
」
譯
法
頗
為
統
一
大
致

亦
沒
有
問
題

(
4
)
「
哈
得
勒
特
曼
」

(
約
9
9
衍
，
)
恩

高
譯
本
猶
如
其
他
絕
大
多
數
的
譯
本
將
之
譯
作
「
南

極
星
宿
」
看
來
似
乎
應
是
南
方
的
幾
顆
特
別
明
亮
及

側
一惹
人
注

目
的
星
辰
所
構
成
的
星
也
比
如
「
天
舟
座
」

'

, 

一
「
十
字
架
座
」
或
「
牟
人
罵
，
座
」
而
這
些
星
座
在
兩

1203 ，使)L 

千
五
百
年
前
的
叫
出
制
過
是
特
別
清
晰
易
見
的
而
我

們
所
居
的
地
區
部
不
易
見
到
不
過
這
些
一
僅
是
學
者
們

被
錄
剛
刺
制
天
文
著
作
的
推
測
而
已

(
5
)
「
默
匣
陵
」
(
約
衍
，
)
大
多
數
的
譯

本
將
之
譯
成
「
北
極
」
但
是
因
為
這
個
名
詞
在
原
文

上
是
以
雙
重
複
數
出
現
故
此
有
的
學
者
以
為
它
應
指

「
大
熊
」
及
「
小
熊
」
二
星
座
而
言

(
6
)
「
瑪
匣
洛
特
」
(
約
叩
扭
扭
)
恩
高
譯
本

將
之
譯
作
「
晨
星
」

(
亦
即
「
金
星
」

)
其
他
譯
本

也
有
各
種
不
同
的
譯
法
諸
如
「
大
熊
星
」
「
早
稻
」

「
銀
河
」
「
北
冕
」
等
但
叫
起
有
不
少
近
代
學
者
站
在

強
調
此
處
所
指
應
為
「
黃
道
帶
」

星
辰
的
突
變
l
|
下
墜
昏
暗
失
光
|
|
i
按
猶
太

人
的
您
像
力
是
與
上
主
的
長
怒
分
不
闋
的
是
上
主
懲

罰
的
表
現
諸
如
巴
比
倫
及
埃
及
的
滅
亡
(
依

3

“
口

刊
)
法
郎
的
死
亡
(
則
必
7
)
以
及
「
上
主
日
子
」

的
來
臨
等
(
店
2

叩
4

臼
)
無
疑
地
新
約
也
受
到
這

些
一
古
來
傳
授
的
影
響
是
以
在
一
幅
音
上
記
載
人
于
的
來

臨
時
特
別
指
出
它
的
先
兆
將
是
太
陽
失
光
月
亮
昏
暗

巨
星
啥
下
萬
象
勁
搖
(
瑪

M
mm
f什
口
自
路
釗
自

n
M默

6
H
8

刊
)

星
辰
在
聖
經
上
也
有
其
象
徵
意
義
的
存
在
比
如

若
瑟
在
夢
中
夢
見
，
「
一
顆
星
向
自
己

(
第
十
二
廠
)

下
拜
是
在
象
徵
以
民
的
十
二
支
派
十
二
顆
星
辰
可
能

是
取
材
自
黃
道
十
二
宮
的
星
辰
(
見
創
刊

抖
，
1

u
)

同
樣
女
人
頭
上
軾
的
十
二
顆
星
冠

(
默
也
1

)
亦
有

同
樣
的
象
徵
意
義
其
次
默
I
H
M
2
1
3
1

的
七
顆

星
辰
是
在
象
徵
七
個
教
會
的
天
使
將
來
自
雅
各
伯
要

出
現
的
星
辰
象
徵
未
來
的
默
西
亞
(
戶
"
的
口
)
草
屋

辰
在
占
人
的
眼
目
中
向
來
是
君
王
的
眾
做
(
見
則
叫
“

7

依
M
M
)
達
8

刊
所
說
的
將
要
打
落
一
切
星
宿
的

小
角
指
示
天
主
的
選
民
相
反
地
默
的
凶
4

記
紋
的
被
紅

龍
的
尾
巴
勾
下
的
一
批
星
辰
印
象
徵
墮
落
的
天
使

對
星
辰
的
崇
拜
東
方
古
代
的
亞
述
民
族
是
特
別

崇
拜
星
宿
的
其
間
又
會
是
一
例
十
分
強
大
的
帝
國
自

然
弱
小
的
以
色
列
很
容
易
受
到
他
們
的
影
響
被
天
主

特
選
的
敬
禮
唯
一
真
神
的
以
鼠
也
會
崇
拜
過
星
辰
將

之
視
為
神
明
這
是
不
能
否
認
的
事
質
(
見
列
下
U
H

到
3

5

編
下
犯
3

5

亦
見
宗
7

刊

)
但
這
種
敬
禮
是

梅
瑟
法
律
所
榮
止
的

(
申

M
g
)
先
知
們
也
極
力
反

對
這
種
不
對
的
行
為
(
索
1
5
)
約
央
雅
閻
王
更
益

力
A
t國
創
除
這
些
一
敬
禮
但
未
能
完
全
達
到
目
的
(
列

下
幻
4

5
)
智
口
?
9

更
丘
斥
那
些
崇
拜
星
辰
改

其
他
受
造
物
的
人
並
謂
他
們
是
真
正
愚
蠢
的
人
凶
為

他
們
為
了
受
造
物
而
忘
記
了
造
物
的
真
天
主

惜
只
士
的
真
星
(
切H
O
-
-
"宮
"
惘
。
2
2
)
瑪
2
1

刊
記
載
有
一
顆
星
引
導
者
賢
士
們
前
往
朝
拜
耶
穌
關

於
聖
經
上
記
載
的
這
顆
星
學
者
們
意
見
各
異
莫
衷
一

是
不
過
大
家
所
同
意
的
是
祇
有
一
顆
單
獨
的
星
而
不

是
星
座
它
的
出
現
多
數
的
學
者
認
為
是
一
一
擅自
然
的

現
象
祇
有
少
數
的
人
認
為
是
上
主
特
別
的
措
施
|
|

奇
路
至
於
解
釋
自
然
現
象
過
法
又
各
有
不
岡
比
如
有



『
人
講
恥
、
公
元
前
七
年
五
月
二
十
九
日
十
一
月
一
日
十

枷
~
二
月
五
日
會
經
發
生
了
三
次
木
星
土
星

與
黃
道
十
二

一
宮
中
的
雙
魚
星
陸
會
合
的
現
象
而
造
成
塾
純
上
所
品

的
具
包
或
謂
是
木
星
於
公
元
前
六
年
四
月
十
四
日
與

其
他
行
星
的
會
合
而
造
成
的
異
象
又
謂
很
可
能
是
天

文
學
上
所
說
的
制
蚓
彗
星
比
星
每
七
十
六
年
重
返
太

陽
系
一
扎
而
出
現
異
化
據
調
它
會
在
公
元
前
卡
二
年

的
八
月
底
出
現
過
更
有
人
謂
是
公
元
前
七
年
歪
五
年

之
間
火
星
與
其
他
某
個
或
數
個
行
星
會
合
而
發
生
的

現
象
給
人
造
成
異
星
的
感
覺
可
見
解
釋
瑪
2
1

)

刊

與
尾
的
說
法
是
相
當
繁
多
的
可
惜
沒
有
一
種
學
品
是

可
靠
無
誤
的
其
質
權
定
九
七
究
竟
是
側
是
辰
也
越
不
叫

能
的
事見

行
星
太
陽
月
亮
宇
宙
觀

(
韓

)

叫
道
反
官
均
t
f
m
r
J

希
伯
來
人
的
日
曆
上

U
E
E
宜
，
-
z
o
E
3
乏
自
很
古
以
此
就
街
一

種
與
年
月
完
全
無
闊
的
獨
立
循
環
過
期
稽
之
為
是
則

以
七
天
屑
一
週
期
七
天
中
六
天
工
作
第
七
天
休
息
這

種
週
期
循
環
不
息
的
日
曆
實
際
上
在
創
2

3
已
建
立

叫
民
只
依
照
進
行
(
側
的
目
扭
扭

)
十
誡
上
更
訂
為

法
律
條
文
(
圳
m
s

U
)。
這
七
天
除
了
第
七
天
稽

之
為

F
F

且

「
安
息
日
」
外
皆
以
數
字
名
之
猶
如

則
國
所
用
的
一
二
三
四上
加
「
星
期
」
即
是
占
埃
晨

沒
有
星
期
的
循
環
過
期
但
在
公
元
前
兩
千
年
前的
巳

出
刷
品
有
這
種
習
位
所
不
同
者
是
以
五
日
為
期
旦
與

年
月
(
月
亮

)
有
恥
而
切
的
關
係郎
年
月
之
始
亦
側
始

: -
YE 九1204-1211 

伯| 星
來| 期

I，~人 的
:夫所 新
必 j刊 記

U 、 ~ 算 ，
日迴 而

JK。然 不
不 是

同。一
種
循

還
不

，息
的
過

期，
與
希|

(
韓
)

I，~ 
(:H 。

的
』
乎
乎
戶
岡
州
「

何
其
戶可
E
E

J

n
d
A
E
B刊
f
E
E

白
白

旦

旦
古

巴

6
3
司
屁
巴
巴
\
/

日
正
的
們
約
中
的
兩
側
城
名
原
文

2

頁
每
時
了
{
目。
戶。
口
)

E
l
t
E
t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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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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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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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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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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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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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北
面
邊
低

並
未
趾
反
比
山
比
山
究
在
何
處
質
難
確
定
恐
日
起
指
黎

凹
喇
域
內

一
山隨
著
名
的
高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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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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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
色

蚓
(
肉
"

叩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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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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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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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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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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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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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派
的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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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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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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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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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甜
甜
喇
喇
與
其
聯
盟
君
王
在
自
旬

到
人
的
制
制
制
山
擊
敗
了
聞
到
~
聞
到
人
是
住
在
色

喇
喇
山
區
的
i
u
代
民
族
(
創
M
m甜
甜
)
後
內
厄
微

蚓
的
，
J
孫
所
驅
逐
或
同
化(山
小
J
川?
6

臼
)
凶
目
叫

劉
人
的
日
此
間
蚓
蚓
有
姻
親
關
係
(
創
必

2
"

叩
叫
自
)

副
到
人
與
喇
喇
人(
削
ω
口
)
二
名
易
相
混
淆
國
原

文
三
于
血
日
中
有
一
由
于
音
極
相
近
似
創
刊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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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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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制
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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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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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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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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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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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作
希
威
人
但
七
十
賢
士
本
部
作
「
屬
黎
」
人
參
見

蘇
9
7本

世
紀
上
葉
考
古
學
家
在
美
索
不
達
米
亞
北
部

發
現
一
名
為
「
自
旬
黎
」
的
民
族
這
民
族
是
否
即
是
聖

經
上
所
謂
的
屬
黎
人
學
者
意
見
不
一

一
九
二
0
年
先
右
亞
述
東
部
「
閃
R
E
E
r
」
地

方
的
土
人
出
貫
一
些
一
「
土
製
板
片
」

(
g
z
o
g
)其

上
刻
有
阿
卸
得
文
字
但
其
中
用
字
和
旬
法
如
有
些
不

轟
然
與
同
加
得
文
相
同
之
處
遂
引
起
了
學
者
們
的
注

意
一
九
二
五
年
在
離
「
肉
。
其g
r
」
不
遠
的
「Z
E
E

」

郎
「
Z
E
M

」
域
進
行
發
掘
施
得
了
信
日
住
宅
廟
宇

的
遺
跡
土
製
板
片
和
一
些
一
公
私
文
件
及
案
卷
使
人
對

於
自
甸
黎
人
的
文
化
和
來
源
有
了
更
進
一
步
的
恐
識
知

道
遠
在
公
元
前
三
千
年
期
間
在
美
索
不
達
米
亞
北
部

幼
發
拉
的
河
與
反
格
里
斯
河
最
相
接
近
名
寫
「
∞

E

E

E
S
E

」
的
地
方
住
有
一
不
屬
於
閃
族
的
民
族
這
民

族
即
是
屬
黎
人

高
黎
人
於
公
元
前
二
千
年
期
間
先
後
在
兩
河
上

流
相
接
近
處
建
立
了
高
黎
王
國
和
米
塔
尼

(
宮
E
P

D
F
)王
國
前
一
王
國
不
如
後
一
王
國
強
大
所
以
古
代

文
件
中
甚
為
少
見
米
塔
尼
王
國
的
勢
力
伸
展
至
敘
利

亞
北
部
及
亞
述
東
部
與
西
北
鄰
國
赫
特
和
西
南
鄰
國

埃
及
都
會
發
生
過
勢
力
的
衝
突
與
四
鄰
民
族
邦
國
在

-
政
治
舞
台
上
相
周
健
凡
數
百
餘
年
直
至
公
元
前
十
二

掰
一世
中
禁
為
甜
甜
所
併
耳
的

戶

然
塔
尼
王
國
既
有
數
百
年
的
歷

，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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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在
我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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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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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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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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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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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黎
人
的
是
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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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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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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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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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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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土

耳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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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
特
文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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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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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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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巴
比
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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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古

城
)
山
土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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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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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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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於
公
兀
的
卡
七
八
世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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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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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幼
發
紋
的
，
川
上
街
敘
利
必
北
部
各
域

而
內
從
山
北
部
逐
漸
遷
移
至
敘
利
也
兩
部
及
巴
力
所

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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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
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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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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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一
帆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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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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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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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
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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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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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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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閥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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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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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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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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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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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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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一
鄰
閥
聯
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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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另
一
鄰
國
國
內
玉
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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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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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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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符
力
以
爭
奪
王
位
由
埃
及
尼

羅
河
上
流
東
山
「
〉
B
E
E

」
山
土
的
文
件
和
信
件

我
們
得
知
肉
的
企
人
與
汶
口
采
玉
會
三
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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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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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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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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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
盃
卡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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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
問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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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王
間
與
四

大
鄰
國
的
改
治
和
外
交
生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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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泊
雙
倍
件
往
返
的

地
區
不
但
包
的
敘
利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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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而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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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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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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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

北
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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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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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字
也
常
見
於
這
些
一

文
件
中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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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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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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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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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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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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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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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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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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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艸
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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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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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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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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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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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
等
神
喲
字
的
遺
跡
在
美
索
不
達
米
位
叭
叭
公
元
前

兩
千
年
以
前
就
知
利
用
馬
但
訓
練
馬
隊
人
伍
參
澈
的

事
還
是
在
公
元
前
兩
千
年
初
期
也
「

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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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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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
」

的
文
件
得
知
屬
樂
人
地
反
圳
他
棉
被
馬
於
公

4
兀
的
卡
」
八

世
紀
以
騎
兵
取
勝
而
入
主
埃
及
中
原
的
后
兒
來
昕
人

也
許
郎
娃
屬
甜
甜
人
的
一
支
一
系
參
見
法
文
學
經
辭
典

續
編
第
四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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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弘

一
屬
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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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
在
阿
協
爾
邊
境
上
與
克
爾

(
即
提

洛

)
相
對
(
線
防
四

)
近
日
的
學
者
以
為
即
是

F
T

B

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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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部
與
提
洛
相
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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皂
，
用HS
F
-全
可
O
F
布
望

學
者
對
於
蘇
的
間
有
所
修
改
認
馬
島
做
為
妳
瑪
之
叭
叭

二
屬
撒
默
辣
黎
的
後
裔
在
這
味
為
主
時
曾
任
帳

付
給
門
前
的
侍
街
(
編
上
的
胡
叫
“M
H
H
)

三
日
伺
撒
厄
划
爾
的
兒
子
(
編
上4

‘
)
捏
了
文

譯
作
「
為
撒
」
依
原
文
質
應
譯
作
「
胡
沙
」
(
因E
E
F
)

但
依
撒
下
訂
閱
幻
釘
編
上
口

臼
幼
4

幻
u

「
胡
沙
」

似
乎
又
是
一
地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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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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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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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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恥
-
1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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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1

，
、

慕
」
之
急
是
米
德
楊

一
人
勒
鳥
耳
的
兒
于
梅
瑟
的
岳
父
在
梅
瑟
時
代
大
約
已

三
同
以
民
混
居

(
同
m
詞

)
進
入
聖
地
後
刺
別
人
揭

了
凹
制
的
子
孫
同
制
蚓
文
派
居
趴
叫
樹
划
曠
野
中

(
昀
-

H

)
其
後
他
們
中
的
一
部
份
人l
即
刻
別
人
州
則
制

的
家
族
l

離
倒
了
其
他
的
刻
尼
人
l

揭
巴
布
的
子
孫

|

住
於
划闖
關
山
附
近
去
了
(
閱
4
u
)
。
由
此
看
來

我
們
可
以
權
定
局
巴
布
人
是
一
個
非
屬
以
民
而
與
以

民
同
居
的
民
族
至
於
這
個
民
族
的
來
諒
及
歷
史
部
無

憑
證
可
考
學
者
意
見
因
而
紛
耘

(
韓
)

M
3
9
品
几
脖
但
\
出
旦
Z
Z

人
ι
關
科
~
當
問

U
F
z
r
v
g一
副
引f
o
s
」

|
|
|
|

4

』

4

，
可

，

、
斯
德
拉
經
師
給
民

眾
宣
讀
法
律
書
時
叫割圳
制
與
其
他叫
叫
圳人
則
幫
助
問

制
制
出
給
人
民
講
解
法
律
(
見
聞
下8
7
9

5

)
並

在
厄
斯
德
校
所
立
的
盟
約
上
以
肋
未
人
身
分
簽
了
名

(
見
厄
下
m
u
)
而
且
也
厄
下
m
u
u

可
知
有
兩
個

名
叫
屬
狄
雅
的
肋
末
人

(
義

)

油
1
可
b
h
p
3匕豆
。
可
Y
D
H
J人
名
意
謂
「
小
青

U
E
4
4
9
E

川

f
o
Z
D
M
\
'
|

|
-

'
-
i

e
'
'

"

、
、
蛙

」
是
厄
里
司
祭

的
兩
個
不
肯
兒
子
之
一
其
弟
名
毛
刊
啥
蜘(
刷
上
1

3
)
兩
人
會
陪
同
上
主
的
約
櫃
出

征
戰
肋
舍
特
人
不

幸
戰
敗
身
亡

(
刷
上
4
4
H
H
)
。
二
人
的
摔
死
被
觀

經
作
者
視
為
土
主
的
顯
罰
因
為
他
們
以
前
盛
氣
段
以

橫
行
的
制
道
犯了
衰
草
的
火
罪
(
船
上
2
M
|

叮
)。
死

前
會
有
「
一
位
天
主
的
人
」
預
言
他
們
二
人
將
不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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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蓄

加 終
添。(

撒i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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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預

可

能

是
(為

韓後
)人

間
局
默
爾
(阿
拉
)兒
皮
吐
魯
制
比

們
叫4
3
9
k
ζ幸
未
「
目。
可
F
Z

J

埃
凡
此
法
郎
(
公
r
A

U
-
-
=
Z
J
E
言

，
t
M》
}
月份
。

」

前
五
八
八
l
五
六

九
)
與
當
時
之
強
國
凹
出
制
為
敵
當
到
倒
叫
囡
囡
耶

京
時
會
乘
機
出

兵
巴
力
斯
坦
以
謀
得
利
並
分
散
拿
步

高
集
中
的

兵
力

(
耶
h
us1

u
)
但
毫
無
所
獲
而
被

迫
放
棄
學

地
(
列
下
圳
的7

)
耶
京
失
陷
及
革
遠
里
雅

被
殺
之
後
會
大
方
地
收
容
了
持
多
反
對
耶
肋
米
亞
先

知
的
審
告
而
逃
往
埃
及
的
猶
大
難
民
是
以
有
先
知
相

反
闡
蚓
人
(
晰
的
‘
l
M們
叩

)
喇
別
人
(
闖
怕
自
見

則
m
l
!
M
M
U
)汝
昌
斐
辣
本
人
(
耶
H
H叩
)
的
艸

恥
其
從
劃
則
叫
你
兵
遠
征
蚓
科
以
字
報
包
制
別

內
政

此
時
已
混
亂
不
收
島
斐
辣
為
手
下
亂
為
勒
死

(
緯

)

的
3
9
瞬
間
軍
苟
\
貝
貝
昌ω
F
J
昌
爾
瑪
是
乃
革
布

口
1
1
-
t
p
3
1旬
，
目
。
5
"

、
(倒
鉤
1
)
北
部

的
一
座
古
城
原
名
立
法
特

(
民
1

口
)
以
色
列
出
離

埃
及
後
不
久
不
聽
梅
瑟
的
告
獨
恃
己
力
願
北
上
進
攻

創
制
割
山

也
住
在山
地
的
阿
呵
呵
叫
到
人
和
創
制
詞
人

下
來
將
他
們
懷
敗
驅
逐
至
自
旬
爾
瑪
(
戶
M
品
1

的
申

-
M

“
)。
過了
幾
乎
四
卡
伴
們到
蚓
逝
世
比
別
副
司
川

人
再
創
利
叫
到
進
織
斟
蚓山
向
川
喇
喇
推
也
住
在
乃

革
布
的
客
納
罕
人
王
附
辣
得
前
來
應
戰
將
他
們
擊
敗

拂
去
了
一
些
人
士
以
民
自
知
獨
刃
雖
以
取
勝
時
血
肉
丰

主
許
願
若
上
主
援
助
他
們
戰
勝
當
地
人

民
他
們
說
將

當
地
的
城
芭
摧
毀
夷
為
平
地

上
主
俯
聽
了
他
們
的
昕

求
職
勝
了
容
納
字
人
遂
將
惜
地
的
城
也
全
部
叫
H
A
U“

其
地
向
「
U
阿
爾
瑪
」
解
說
「
毀
滅
」
之
志
(
戶
仰
自
|
幻

此
地
原
為
猶
大
和
西
默
盎
二
玄
派
所
次
以

(
民

I
H

口

參
見
鯨
U
H
)
先
屬
抽
大
玄
派

(
“
穌的
叫

)

後
歸
西
默
盎
支
派

(
“
穌w
f

編
上
4
叩

)
但
U

筱
似

乎
又
復
歸
錯
大
支
派

(
繳
上
叫
別
扭1

剖
)

此
地
究
在
何
處
依
穌

的
訕
訕
繳
上
物
品

剖

所

記
似
乎
離
漆
刻
拉
絡
系
遠
凶
為
迷
咪
種
做
阿
瑪
肋
克

人
罔
到
漆
刻
拉
絡
後

A
M口給
H
個
爾
瑪
的
父
老
分
贈
勝
利

品
酬
謝
他
們
悠
蝕
款
待
的
俗
化
必
近
代
學
者
以
凡
此
地

創
刊
足
今
日
在
貝
爾
舍
巴
來
約
五
公
里
的

斗
立
-
2

，

∞
仔
"

或
在
只
爾
舍
巴
西
北
約
二
卡
五
公
盟
的

斗
皂

2

，
ω
Z
'
E
Y
(

你

)

m
毒
防
針

R
F
B
L
「
晶
晶
布h
I
f

-
-
t
i
-
-
/
l
'

、
或
擴
野
赴
西
門
半
向
中

的

一
座
山
名
此
山
又
名
為
「
天
主
的

山

」
凶
為
天
主

曾
在
其
上
發
顯
了
給
梅
瑟
後
又
收
其
上
與
以
色
列
以

族
結
立
了
盟
約
頒
布
了
約
古

(
山3
1

凹
巾
1

6

4
凹
的

H
)
為
勒
布
與
西
乃
似
乎

H
t指
付
一
座
山
山

言
在
的
問
約
中
除
山
口
6

外
品
勒
布
常
同
刊
也
指
凶
內
參

見
出
W
U
U
H
M
S
6巾
1
2
4

臼
刊M
Z
德
州
7

川m
x

兩
名
並
提
似
乎
兩
名
所
指
路
有
分
圳
符
此
布
些
叫
中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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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為
剖
別
是
指
章
山
而
言
問制制
是
指
軍
山
中
的

一

山
而
言
有
些
學
者
以
為
只
是
一

山
的
兩
種
名

稱
不
同

的
由
來
是
出
於
所
徵
引
的
文
獻
「
雅
威
傳
述

」
(
吋E
E

全
神
徊
。γ
y
i
E
n
m
)
和
「
司
祭
傳
述
」

(
斗E
企
E

F
B
E

。
"
且
說
)的
文
獻
中
多
用
西
乃
「
厄
羅
依
傳

述
」

(
吋
且
已
告
。
臣。古
巴

2
)
和
「
市
命
傳

述
」

(
吋
『俱全
口
。
O
O
E
HO
『
。
口
。
5

』n
m
)文
獻
中
則
多
用
品

勒
布
最
後
到
過
屬
勒
布
的
是
先
知
厄
里
亞

(列
上
的
口
)

見
西
乃

(
漁

)

m
s
苟
街
叫M
L
」
「
Z
R

E
E
F
J
是
位
於
猶
大
山
區

2
E
b
白
血

u
v
b
l
可
」

F
E
a
、d
T
U
T

』

1
l
t
j
E

三

，
:
f
E
E

、
中
的
山
丘
名
面
對

齊
弗
曠
野
達
味
逃
避
撤
鳥
耳
的
迫
害

時
會
藏
身
於
此

處

(
撒
上
幻
閻
部
1
)
此
山
丘
亦
名
哈
基
拉
山

(
繳

上
必
3

)
至
於
它
確
實
的
地
點
何
在
雖
然
已
，
何
不
少

學
者
的
意
見
但
至
今
仍
是
一
個
無
正
確
答
案
的
難
題

(
韓

)

，
A
B
-
-
'

、
，
長
扭
扭
』
、
科
蚵

》
O
T
a
u
a
T
/

n
固
有
1

，
自
附
{
:c
u
E
E
E
)見
瑪
阿
包
雅

-
F
長
、
W
S
L厄
勻
/
。
E
S
K

m局
舍
亞

益九

上 人
主名

施，lft
救忠
」。 是

學i --，
經i 願

. 508 . 

-一-制(上
良品| 戶 i 具

三 閃|二、 13 一 、 有
百[支阿I 1 農|比
往|派 匣 ，. 的名
的'的 期 )。兒者
兒 首雅l 見t 子l 有
乎領的 若|屬|二
屬1--- 兒蘇|舍|人。 。因
舍| 編 i 子』厄L呵， 5 2
甜，上 品| 梅| … 害
他 27 舍| 劉 心
.g;. 20 亞 1， 給

01'-'。他 他
倒 是，改
列| 達|名
北I 味|叫‘
國時 右!

最 代， 蘇|
後厄| 厄|

的
一
位
君
王
他
與
叛
篤
謀
殺

了
培
卡
黑
之
後
宴
位
為

王

(
列
下
的
叫

)
在
位
凡
九
年
(
公
元
前
七
三
二
l

七
二
四

)
按
亞
述
的
文
獻

上
說
屬
舍
亞
之
所
以
能

作

以
色
列
王
完
全
是
由
於
他
會
擁
護
過
捉
革
拉
特
￡
肋

色
爾
政
策
的
緣
故
亞
述
王
的
年
鑑

上
說
「
我
將
為
默

黎
的
國
民
移
到
亞
述
他
們
推
翻

了
自
己
的
君
王
巴
卡

哈

(
培
卡
黑

)
我
就
立
了
奧
息
雅

(
自
旬
舍
亞
)
替
他

為
王
」
這
事
發
生
於
七
三
二
年
後
來
屬
舍
亞
叉
叛

了

亞
述
參
加
了
反
亞
述
同
盟
肌
入
了
埃
及
培
肋
舍
特
和

阱
尼
基
集
陶
拒
絕
給
亞
述
納
買
這
便
是
以
色
列
凶
滅

亡
的
最
近
原
因
繼
提
革
拉
特

f
A肋
色
爾
位
的
沙
耳
瑪

乃
色
一
聽
到
這
消
息
就
把
品
舍
且

悶
在
監
襄
經
過
一

器
將
閑
之
後
方
知
反
耳
述
聯
盟
的
努
力
業
已
相
道
龐

大
所
以
立
時
派
兵
去
攻
打
聯
盟
圓
以
防
後
患
由
此
導

致
了
撒
瑪
黎
雅
被
困
三
年
後
被
攻
陷
事
兒
列
下

口

1
ll

6
89

U 

見
以
色
列
凶

(
陳

)

的
主
勾
畫
主
長
何
雄
性
「

O
已PE
J
人
名
意
謂
「
請

V
L
l
t

、
、
一
-
2
.
二
月

J
\

感
謝
上
主
」
是

學
經
上
凹
州
人
的
名
字

一
是
厄
里
約
乃
的
兒
于
見
於
充
軍
後
的
王
家
族

譜
上
(
編
上
3

H
)
赴
達
咪
的
後
街
有
人
以
為
他
同

阿
彼
鳥
得

(
瑪
I
H
)
及
約
達

(
時
3

品

)
原
為
一

人的

軍

人， 二、
居是

住何
在東
凹默|
商| 納1
與協|
赫|半
爾|個
孟|艾
山派
之的
問族

編i 書
上台
5 吏
"失
J。勇

人。( 達1 1。中
厄i 委| 註:一
下雅|恩|位三、
11 '-'。 高|名哈

7 與譯撒l 斯
) 此本路|奴
或相比的， 阿
猶|對處人的
達|的作充兒
( 墓i 昂| 軍子，

厄i 經i 狄| 歸默|
下記雅L來叔|
11 收其居藍|
9 扭他於的

'-' ， 情地耶| 父
可之方京親
能為皆 ( 他

同約|譯編j 的

為厄|作 上 後
一 得|屬1 9 代

凹
肋
末
人
他
的
筱
裔
中
有
七
十
四
人
自
充
草
地

隨
同
則
魯
巴
貝
耳
返
罔
故
里

(
厄
上
2

的

厄
下
7

的
)
寅
貴
眩
目
信
建
築
聖
殿
的
工
人
(
厄
上
3

9
)

(
牌

)

M
E
司
已

I
L
M
J
高
句
話
。
S
D
E
S
/

城
名
意
謂

U
E
A
F初
“
動
刷
H
U
F
/
O
B
D
m
M
B
\「
兩
個
山

洞
」
是
惘
州
蚓
地
區
的
一
他
城
市
側

的
s

及
圳
特
3

5

M

在
的
一-
z口
賠
阿
布
將
國
敬
假
邪
神
而
受
懲
請
時
曾

提
到
它
比
城
名
亦
見
於
默
沙
碑
文
及
右
瑟

夫
的
著
作

學
后
們
大
都
同
志
它
就
是
現
今
的
阿
刺
伯
付
任
叫
辣

克

(
立
郎
山
洞

)
位
於
墓
地
之
采
南
在
死
海
來
約
，
「

四
公
里

(
韓

)

七谷| 句 1225 
旬 ， 祇 話 白白

第記 是是 * 
三、被由 耶 I 
五、 了 四穌 江-;;;I.‘
六七雪 臨 ~~可 L
句言 史終 吾吾-t;;

別中所 前 E 二毛子
泣的 記在 〈予日
出第摘 十 月 5
於。 四 錄字 g z 
若|旬，的 架 ω 自
望|路|總上=二
的加| 合， 說 白哥
手記I 困 的且二
主p載 瑪|七 rp
右|了 寶寶| 旬 § § 
害|第 及1:苦。 :
琨~反1 ;:全 ---

逗二:商| 主



~
史
中
惟

-
J在
場
的
人
他
的
稿
音
按
時
間
也
是
最
後
的

划
~
~
札
他
好
似
補
充
了
其
他
墨
史
研
沒
有
記
錄
的
三
句

司

i
(
|

'

-
(
若
吵
抽
n
M
)
路
加
向
來
以

慈
善
個
月
懷
他
也
的
確

于
表
示
了
救
主
對
人
類
的
慈
愛
及
對
天
父
的
孝
順
(
路

:
n
H
甜
甜
)
瑪
幻
“
及
谷
的
“
祇
是
借
用
聖
詠
扭
篇

的
ι
的
表
山
了
耶
穌
內
心
的
痛
苦

七
言
的
順
序
排
列
大
致
如
下

一
「
父
啊
寬
赦
他
們
吧
因
為
他
們
不
知
道
他
們

傲
的
是
甚
麼
」
(
路
幻
H
)
由
於
少
數
的
古
抄
本
沒

有
將
這
旬
列
入
正
文
故
此
有
些
學
者
以
為
它
並
非
出

自
耶
穌
的
口
而
是
後
人
所
加
添
的
這
未
兔
太
低
估
了

救
主
無
限
無
量
的
巨
大
仁
慈
說
這
旬
品
的
情
嚴
赴
正

當
士
兵
釘
耶
穌
的
時
候
所
指
當
然
是
士
兵
但
更
是
猶

太
人
(
見
若
W
U
宗
3
叮

昀
叮
)
這
句
話
實
設
明

耶
穌
的
仁
愛
寬
大
無
重
斯
德
望
臨
死
前
的
話

(
宗
7

的
)
豈
不
就
正
是
這
旬
泊
的
問
音
(
參
見
路
6
盯
|

缸

n
H
瑪
5
u
t

岫
)

二
「
我
實
在
告
訴
你
今
天
你
就
要
與
我
一
悶
在

樂
園
里
」
(
路
n
H
)
這
旬
訊
與
前
一
旬
品
是
密
切

相
聯
的
是
救
主
祈
求
的
效
果
也
是
許
多
人
即
將
罔
頭

的
先
聲
(
參
見
路
幻
叫
“
宗
2

盯
|

刊
)

一
一
一
「
女
人
看
你
的
兒
于
(
又
對
門
徒
說
)
看
你

的
母
親
」
(
若
吵
甜
盯
)
這
是
耶
穌
心
聾
的
流
露
對

他
的
母
親
具
有
一
片
赤
誠
的
孝
心
對
人
類
顯
示
了
他

身
為
救
主
的
慈
愛

四
「
找
的
天
主
我
的
天
主
你
為
什
麼
捨
棄
了
我
」

益九1226-1228 

(
瑪
幻
崎
叭
叭的
“
)
這
品

引
自
制
n
1
開
頭
的
一
旬

完
全
說
出
了

耶
穌
心
靈
中
所
受
的
是
如
何
慘
痛
的
苦

楚
好
似
聖
父
也
捨
棄
了
他
將
他
交
在
敝
人
的
手
中

五
「
我
渴
」
(
若
w
m
)
這
是
受
過
重
刑
及
流

血
過
多
的
人
的
自
然
感
覺
這
旬
而
也
是
引
白
雪
詠

(
見
詠
扭
間
的
且
)

六
「
完
成
了
」
(
右
的
叩
)
此
時
耶
穌
如
釋
重

質
好
似
以
愉
快
的
心
伯
說
出
了
這
旬
A
他
已
完
成
了

天
父
的
學
意
在
他
身
上
完
全
應
驗
了
經
上
一
切
關
於

他
的
預
言

(
見
瑪
5
口
|

岫
7
扭
扭
)
現
在
他
已
可

以
與
世
長
辭
了

七
「
父
啊
我
把
我
的
靈
魂
交
托
在
你
手
中
」
(
路

幻
的
)
按
此
旬
引
自
詠
M
M
6
耶
穌
以
大
司
祭
的
口

吻

在
完
成
一
切
之
緣
將
自
己
的
性
命
交
付
於
學
父
的
手

中
罔
到
派
他
來
的
父
那
里
去
(
韓

)

怔
的h
H
μ
川
\
約
旦
R
J

日
起
巴
力
斯
過
盛
產
的
一
種

口
占
T
J
4
5
5

之
，

i

;

'
、
樹
木
樹
幹
為
大
(
歐

叫
汁
，

依
們U
H
)
木
質
堅
韌
古
時
多
用
來
造
船
及
邪
艸
偶
像

此
種
木
材
亦
會
運
往
耶
京
作
為
建
築
聖
殿
之
用
(
列

上
5
n
l
6
臼
)
當
時
的
人
亦
多
用
它
來
製
造
樂
器

(
見
撒
下
6
5
)
(
韓
)

幻
+
主
「
M
V
H
安
門

J

里
經
上
提
及
位
子
的
地
方

2
&
恥
t
F
O
已
\

4

月
1

，
、
本
來
不
多
可
見
於
下
列
數

處
民
的
扭
扭
列
上
7
1

5
圳
的
也
6約
叩
均
6
構
成
它

的
材
料
有
香
柏
木
(
列
上
7

2
3
)
大
理
石
(
文
1

6
)
銀
子
(
歌
3
刊
)
有
時
為
較
大
的
建
築
物
柱
子

的
基
礎
是
石
頭
而
往
幹
則
是
用
木
頭
做
成
的
用
來
正

持
建
築
物
的
耳
比
如
喇
劇
淵
的
馬
島
(
則
上
5
6

叮

寓
意
或
象
徵
的
位
子
有
錯
柱
(
那

1
"
)
火
位

(
默
m
l
)
天
往
(
約
必
u
)
地
往
(
詠
乃
4

約
9

8
)
墓
教
會
赴
真
嫂
的
性
石
(
弟
前
3
M
見

德
圳
的
‘

H
m
H
)宗
徒
們
是
教
會
的
性
石
(
迦
2

，
默
3
M
)

列
上
7
6
有
有
凶
性
的
大
廳
希
臘
文
化
時
代

一

史
也
有

有
位
子
的
街
道
廣
場
走
廊
(
見
谷
刊
臼
等
宗
3
u
5

口
若
ω
目
)

兩
根
銅
桂
撒
羅
漏
車
殿
走
廊
的
前
面
豎
著
兩
根

銅
住
一
名
雅
津
一
名
被
次
各
高
十
八
肘
周
經
十

二
肘

四
指
厚
中
空
(
列
下
7
H
!

自
)
這
兩
根
大
往
立
在

殿
底
之
前
(
列
下
封
口
編
下
3
間
|

口
4
M
H
耶
血

口
!

自
)
有
人
謂
是
為
模
仿
埃
及
及
研
尼
基
人
的
習

俗
即
在
大
廟
之
前
豎
立
高
大
的
方
尖
石
塔
碑
以
作
紀

念
或
者
是
代
表
兩
個
巨
大
的
燈
還
更
有
人
詞
是
代
表

宣
夜
的
平
分
時
或
者
代
表
太
陽
自
二
柱
之
間
上
升
之

意
或
者
是
代
表
曠
野
時
代
的
火
桂
及
雲
柱
以
指
示
以

民
的
道
路
總
之
學
者
意
見
各
異
不
一
而
足
這
兩
個
銅

往
於
公
元
前
五
八
七
年
拿
步
高
王
攻
陷
耶
京
之
後
將

之
分
作
數
段
運
往
凹
出
咐
作
為
戰
利
品
(
刺
兒
口

(
韓
)

"
恤
咿
峰
閉
「
還
告
。F
R
o
n
J希
伯
來
文
有
兩
個
名

2

副
m
u扭
扭
/
∞
凶E
H

」

t
A
I

』

4

，
、
詞
來
指
示
這
種
樹
木

但
兩
個
名
詞
皆
不
是
科
學
上
的
術
語
而
只
是
民
間
的

通
用
名
詞
息
高
譯
木
將
之
譯
作
「
柳
枝
」
(
肋
幻
叫
)



「
柳
川
制
」(
馴U
s
側
的

7
)
及
「
悶
悶
柳
」(
冰

川

2

約
的
自
依
科
4
)
附
何
卅
一
追
問
州
崩

L
f叫
姜
太
泣
的
水

份
故
多
生
長
淤
刊
忱
山
溪
之
邊
也
吋
此
在
上
述
聖
經

的
山
隘
的
叩
部
多
少
壯
州
州
川
省
「
叫
戊
盛
」
的
而
且
拉

口
比
喻
村
村
中
的
精
物

(
韓

)

n
h
m
T也
叫
吋
哥
叫
』
「
。
z
m
o

丸
子

o

f
f.
巳
戶。
有
切
/

日
釘
根
針
n
L
W叫B
/
E
-
n
c
s
1【d
Z
B
E
\

〕
川
么
叫
旺
達
咪
坎
微
叫
牌
淪
時
代
版
闊
的
邊
山
扑
川
名

叫
做
巴
」
門
以
色
列
土
雅
俗
H
H呵
+
二
但
由
自
重
信
此
處
之

邊
與
(
叫
地
位6
H
)
依
的
7

所
泣
的
「
柳
樹
川
」
亦

就
站
附
辣
巴
河
如
果
此
州
與
川
辣
巴
布
關
郎
祕
約
仙

川
所
造
成
的
低
下
地
民
叭
至
阿
拉
巴
海
灣
問
止
的
地

m
m
h
何
問
則
此
處
所
列
的
川
辣
巳
叫

(
柳
川
倒
叫
)
悠
赴

現
今
的
川
叫
做
d
5

.. 
立

H
Z
Z

氣
地
亦

h
v
n則
勒
件
，
川

(
M
n
o
B
已
)
於
一
先
海
的
來
惱
的
人
死
梅
亦
會
問
叫
作
阿

布
及
U
U收
地
區
的
進
抖
，
叫
一
追
泣
現
今
多
數
學
并
所
主

張
的
G
H
M

(
特

)

"
地
之
乞
3

屯
。
可
戶口
。
可
生
是
指
在
經
行
禮
儀
時
所

2
C

牽
涉
的
石
。
2

。
甘
心
」

j
i
s

-
4
1

弋
'
"
心
、
誦
可
泌
的
聖
經
中
的
某
一

段
純
文
論
經
泣
鍋
太
人
會
主
叫
叫
做
的
主
要
特
包
吋
以

上
俐
，
今
令
求
也
比
之
初
伙
們
從
內
約
史
丹
和
先
知
占

得
知
州
大
人
犯
先
水
巴
比
倫
時
已
開
始
位
江
會
叩
以

保
持
他
們
的
宗
教
處
拔
，
相
對
制
闋
的
采
耐
性
以
的
A
W此
得

-
精
神
的
女
必
與
叫
間
給
你
們
叫9
u

郎
記
被
朗
誦
法
律

仙
一副
之
W
V
(見
則
下
山
z

州
州
仆
)
回
下

8

亦
問
川
以

一
闊
論
治
病
瑟
法
符
合
在
谷
木
蘭
所
發
掘
出
的
紀
律
手

1229-1130 )L 

附
中
L
何
以
下
的
記
收
「
一
年
之
中
每
夜
三
更
全
體
路

也
此
而
論

M
m
k』
(
法
律
或
學
經
)
研
討
規
律
共
同
昕

‘
你
」
兩
谷
木
的
和
終
辣
巴
特
所
發
制
抽
出
來
的
占
抄
卷

已
顯
示
山
抄
肉
的
人
收
當
時
已
將
希
伯
來
文
學
緩
緩

文
分
段
抄
寫
雖
然
段
餅
與
目
前
瑪
霏
辣
經
文
分
段
有

所
不
M技

吭
吭ω
u
記
敘
猶
太
人
早
已
板
娘
傳
統
和
吋
灰
白
心

日
能
六
社
會
的
土
朗
誦
能
瑟
法
律
並
且
按
米
市
納
的
划
定

。

法
作
悠
繕
緻
誦
滔
不
得
任
意
挑
選
(

去

o
m
-
-
-
m
y
p
h

干
)

為
此
技
巴
比
倫
的
猶
太
經
典
記
松
(
斗
"
E
E
F
S
E

Z
E
E
)
在
巴
力
斯
組
各
品
的
堂
中
每
三
年
憋
讀
完

一
次
法
律
心
以
你
瑟
五
H
H
H被釗
分
為
一
五
四
例
段
治

(
見
玄
。
m
E巴
巴
『

|
ω
】
『
)
技
約
一
傳
統
則
釗
分

。

，

I
l
l
-
-

1
，

瓜
一
七
五
個
段
落
不
過
在
巴
比
偷
得
一
年
應
放
心
兀
一

次
法
律
倍
以
又
分
的
五
卡
四
個
段
落
(或
五
卡
三
例
)。

稱
之
為
五
卡
四
個
「
帕
均
勻
特
一
(

可
R
S
E

百
二

日
後
一
年
誦
讀
法
律
一
次
的
問
定
逐
漸
告
遍
一
年
週

翔
的
法
律
誦
讀
恥
地
於
帳
棚
節
第
八
日
即
位
市
黎
月
二

十
三
日
讀
完
拉
開
始
新
的
一
年
週
期
而
論
部
改
最
後

段
落

(
中
必
-
-
M
U
)
和
第
一
段
悠

(
創
1
1

!

6
8
)
叫
足
以
此U
稱
為
一
可
色
的

u伙
伴
U

」
(
仙
似

。

棚
筍

)除
上
述
卜
叮
咬
息
日
在
令
常
巾
悠
宣
讀
的
過
則
固

定
的
聖
經
段
洛
外
退
，
何
為
每
年
的
反
節
或
消
戒
日
所

'

。

規
定
的
段
落
的
參
閱
各
筍
日
條

大
約
同
時
在
朗
誦
法
律
段
落
之
後
還
選
讀
一
段

先
知
書
(
去
。m
E
m
歹
也

!

串
)
按
先
知
世
悠
照
猶
太

人
的
分
創
包
佑
的
先
知
替
即
你
民
撒
上
一
卡
列
上k
l

和

後
先
知
苦
的
依
耶
圳
和
卡
二
小
先
知

k
u由
此
可
以
瞭

解
路
4

時
l

凹
的
已
故
耶
穌
從
小
玄
息
日
會
治
制
-
恤
肋

會
立
從
選
泌
了
依
創
段
落
U刀
，
何
必
一
位
何
必
瓜
學
、
亦
父

也
給
二
年
必
讀
一
次

(
見

』
-
F
E
S
5

Z

L
O
H
f

N
A
M
-
-

申
U
M
]

申
U
A
M
-
-
M
M
U

﹒ω
h宇
宙
凶
A
V∞
)

教
會
初
興
時
期
教
友
們
多
數
仍
妝
品
N
W，
早
中
的
明
白

恨
在
分
餅
之
前
誦
讀
兩
段
聖
經
起
初
話
然
只
H
d佑
約

逐
漸
也
關
始
誦
按
新
約

(
見
泊
的
4
H

吋
4

時

欺
1

3
)
J且
也
郎
仆
正
處
至
目
前
的
彌
撒
m
-
A小小
的
學
一
一
一
一
口
種

做
部
份
山
區
央
文
獻
狡
們
知
道
最
初
品
按
三
段
經
文

一
段
妝
，
叫
的
約
兩
段
取
自
新
約
所
選
泌
的
經
文
段
花

多
混
過
年
時
總
有
關
如
將
鷗
划
單
准
則
問
何
划
復
活

划
等
到
第
六
仙
一
紀
難
民
體
級
會
將
叫
品
經
減
少
押
的
兩
段

很
少
一
捕
請
留
約
大
約
H
正
在
大
翠
微
俄
名
教
以
時
代

〔
五
九
方
l
L

公
、
四

)
才
固
定
了
絲
馬
彌
撒
經
苦
的

讀
經
部
份
反
至
一
九
六
九
年
種
儀
改
革
悠
止

白
從
艾
蓓
間
第
二
次
大
公
會
品
頒
發
了
「
體
位

憲
章
」
之
後
「
寫
供
信
友
更
吻
笑
地

-
up

周
天
主
娶
一
一-m

作
品
艸
料
悠
敞
開
聖
經
質
庫
在
數
年
之
內
將
聖
經
珍
炭

部
份
給
一
伯
來
宣
讀
一
遍
」
(
到
條

)
閃
此
規
定
「
在

歪
曲
世
抽
粗
俗
程
序
時
要
恢
復
古
例
健
供
更
剛
H
B
更
多
樣

更
適
合
的
捏
一
經
經
文
」
(
彷
條

)
為
此
種
僅
憑
誼
會

施
委
員
會
使
該
比
宗
旨
與
規
定
編
寞
了
新
訂
彌
織
體

儀
中
所
您
用
的
聖
經
選
讀
程
序



-

按
「
新
訂
彌
撒
聖
經
選
議
程
序
」
總
論
一
股
原

叫
-划
中
指
出
「
聖
經
選
議
編
黨
的
目
的
是
在
信
友
有
責

-
任
參
與
彌
搬
聖
祭
的
主
日
和
慶
節
供
應
聖
經
的
重
要

一
經
文
使
在
海
的
信
友
於
適
當
時
期
內
聆
聽
天
主
啟
示

于

的
雪
言
珍
貴
部
份
另
一
組
聖
經
選
讀
用
於
平
日
它
雖

有
補
充
主
日
與
反
簡
單
經
選
讀
的
意
味
但
與
該
選
讀

無
關
主
日
與
平
日
兩
徑
選
讀
各
自
成
一
體
一
系
彼
此

各
不
相
屬
」
(
2
節
)

關
於
主
日
與
反
茵
的
聖
經
選
讀
「
每
一
彌
撒
有

三
次
讀
經
讀
經
一
選
自
信
約
讀
經
二
選
自
宗
徒
經
書

(
即
放
一
年
的
不
同
時
期
選
自
宗
書
倡
和
默
一
不
錄
)

讀
經
三
選
自
一
福
音
此
種
分
配
法
十
足
地
表
現
出
售
新

二
約
和
救
恩
歷
史
的
一
質
性
它
的
中
心
是
逾
越
節
奧

跡
所
紀
念
的
基
管
亦
應
是
教
義
講
授
的
特
別
主
題
之

一
」
「
主
日
與
慶
節
誦
念
的
聖
經
經
文
三
年
為
一
週

翊
」
「
編
集
主
日
與
慶
節
聖
經
選
讀
所
依
攘
的
原
則

一
固
定
「
主
題
的
協
調
」
一
是
「
半
續
式
的
誦
讀
」
至

於
比
原
則
究
竟
取
用
那
一
個
要
看
年
內
各
時
期
刊
且
該

期
禮
儀
所
著
重
的
特
色
而
定
﹒
將
臨
期
四
旬
期
及
復

活
期
各
有
特
色
或
特
點
故
在
每
一
彌
撒
的
經
文
選
讀

中
採
用
「
主
題
協
調
」
的
編
排
法
常
年
期
主
屆
(
三

十
四
個
或
三
十
三
個
)
因
無
特
色
可
言
故
書
信
與
一
禍

音
的
經
文
皆
按
「
半
績
式
的
誦
讀
」
一
編
排
但
舊
約
經

文
則
與
一
禍
音
協
調
」
(
3
節
)

關
於
平
日
彌
撒
選
讀
「
為
四
旬
期
年
曆
週
期
是

根
懷
特
殊
原
則
編
制
的
因
為
此
期
的
特
色
是
洗
禮
和

重E九1231 

補
績
」
但
「
為
其
他
時
期
的
平
旦
福
音
還
積
每
年
為

一
遍
期
亦

即

每
兩
年
讀
一
遍
單
數
年
為
第
一
年
雙
數

年
為
第
二
年
」
至
於
「
編
輯
上
是
按
「
主
題
協
調
」

抑
或
「
半
續
式
論
讀
」
則
與
主
日
聖
經
還
沒
所
持
原

則
向
即
倪
孩
期
有
無
特
色
而
定
」

(
4
筒
)
譜
兒
新

訂
彌
撒
聖
經
選
讚
程
序

禮
儀
中
的
學
經
選
讀
不
似
只
限
於
彌
做
學
祭
中

而
且
也
在
大
日
改
中
而
論
教
廷
墓
禮
日
品
總
儀
總
論

E

聖
經
選
拔
條
指
山
「
教
會
提
供
選
讀
不
是
出
於
私

意
的
選
擇
或
愛
好
的
偏
見
而
是
「
把
基
蟹
的
全
部
奧

跡
從
學
母
受
孕
耶
穌
誕
生
跑
到
耶
穌
升
天
捏
一
神
降
臨

期
待
永
一
稿
與
主
的
將
臨
每
年
作
一
循
環
的
紀
念
」
(
禮

儀
憲
章

-
O
二
條
)
項
且
在
禮
儀
舉
行
中
車
經
選
讀

常
配
合
祈
禱
使
選
議
國
祈
禱
而
更
鑫
實
效
使
祈
禱
尤

其
是
學
詠
閻
選
讀
而
更
了
點
更
能
熱
心
誦
念
」
(
圳

節
)

日
孫
中
除
每
回
週
循
環
一
次
誦
讀
娶
一
詠
集
外

(
mA
)
「
斟
倒
退
讓
的
循
民
由
此
咐
統
依
時
期
選

讀
某
書
抖
姚
依
彌
嫩
的
讀
經
循
環
而
定
日
謀
與
彌
撒
的

配
合
使
日
品
還
讀
補
充
彌
撤
退
論
而
晏
現
全
部
救
恩

史
的
大
概
」
(
叫
節
)

。

「
斟
蚓
選
諧
的
循
環
有
二
種

方
式
一
種
是
在
口
謀
害
內
的
以
一
年
為
循
環
另
一
種

可
以
隨
恣
採
用
附
快
喇
叭
趴
補
篇
中
如
在
常
年
的
平
日
彌

撒
中
是
以
二
年
為
你
壇
的
二
年
俯
壞
的
選
讀
是
這
樣

安
排
的
每
年
將
聖
經
的
原
文
較
長
較
雞
而
不
能
容
納

於
彌
撒
的
便
分
配
於
「
選
讀
日
深
」
中
新
約
聖
經
一

部
份
用
於
彌
撒
-
部
份
用
於
日
耳
每
年

A
R
M完
金
甜
的
自

舊
約
害
中
選
擇
那
帖
-
聶
明
瞭
救
間
也
央
及
培
育
熱
心
較

重
要
的
若
干
部
比
以
資
補
充
」
(
州
附
筒
叮
關
於
詳

細
分
釗
請
參
閱
日
諜
禮
儀
總
論

H
H
學
經
選
濟
問
至
的

節
(
陳
)

且
這
K
百
鼠
「
S
『
g
m
J泉
源
希
伯
來
文
為
(
〉
可5
)

口
J
F
又
叫
到

/
F
E
K

t
t

'

、
按
(
〉
三
口
)
這
字
也
有
「
眼
」

的
意
思
這
裳
只
就
泉
源
的
意
義
來
作
解
釋
首
先
照
字

面
講
也
郎
就
狹
意
來
說
泉
指
水
泉
古
學
祖
時
代
所
度

的
生
活
乃
遊
牧
生
活
隨
水
草
而
居
換
言
之
所
到
之
處

必
先
找
得
水
泉
然
後
才
可
住
下
有
的
水
泉
顯
於
地
面

(
創
的
7
)
但
普
通
蘊
藏
在
地
下
因
而
聖
祖
時
代
已

開
始
了
掘
井
的
工
作
(
創
必
臼
馴

的
U
)
為
了
水
井

的
問
題
他
們
彼
此
間
也
會
發
生
過
糾
紛
(
創

也
7

必

叩

l
n
)由
於
聖
祖
們
所
度
的
是
遊
牧
生
活
所
住
的

地
方
必
須
有
水
是
以
巴
力
斯
坦
不
少
地
名
都
冠
以

「
泉
源
二
詞
如
恩
革
狄

(
蘇
的
自
織
上
圳
的12

歌

I
H
)，

間
叫
割
(
劑
的
“
)
，
問
刑
制
附
關
(飾
M

斗

「
恩
」
郎
希
伯
來
文
泉
源
的
音
譯
此
外
聖
經
上
記
載

的
水
泉
有
耶
里
哥
西
北
的
厄
利
旻
泉
耶
路
撒
冷
城
東

南
的
洛
革
耳
泉
(
參
閱
列
下
2

叩
|
扭
撒
下
口
口
)至

於
有
名
的
并
要
數
息
哈
爾
并
因
為
耶
穌
會
在
該
處
甜
甜

著
向
撒
瑪
黎
雅
婦
人
講
道
向
世
人
講
解
有
關
超
性
生

命
的
活
水
(
到4
，

H

)。
此
凡
有
古
雪
封
封
被
他

的
長
兄
陷
害
被
投
入
無
水
的
井
中
(
創
h
u
m
-
H)除

了
并
外
從
很
古
的
時
候
聖
經
上
已
提
及
蓄
水
池
有
的



迪
在
水
泉
傍
以
儲
蓄
泉
水
如
納
西
肋
的
聖
母
泉
以
及

耶
路
撒
冷
的
史
羅
亞
池

(
若
9
7
U
)
有
的
只
為
儲

告
雨
水
幾
時
天
旱
無
雨
或
蓄
水
已
用
盡
善
水
池
即
成

了
乾
的
或
只
有
泥
淨
耶
肋
米
亞
先
知
會
被
投
在
這
類

主
山
水
池
內
(
耶
必
6
)
由
於
人
不
能
無
水
而
生
活
而

巴
力
斯
坦
比
較
來
說
站
一
雨
孟
稀
少
的
地
方
每
年
祇

冬
季
有
兩
白
內
在
春
至
深
秋
幾
乎
滴
雨
不
降
是
以
一
側

有
水
的
地
方
便
起
一
耐
地
便
起
幸
福
以
及
生
命
的
象
徵

(
申

8
7
)
因
而
放
象
徵
意
稱
天
主
為
活
水
的
泉
源

(
耶
2
H
U
H

詠
H
mu
若
4

刊
)
為
人
得
救
的
泉
源

(
依
山
3
)
此
外
義
人
的
口

智
慧
人
的
教
訓
都
是

生

命
的
泉
源

(
殼
ω
U
H
M
n

)
敬
畏
上
主
也
赴
生
命

的
泉
源

(
滋
M
臼

)
最
後
鈑
5

u

「
泉
源
」
二
字
有

另
一
倍
意
指
各
人
的
妻
室

(
義

)

隨
停
屯
成
亦
「
乏
自75
5
洗
潔
的
禮
儀
幾
乎
見
於

自•• 

d
u剖
U
F

。
丘
。
\

每
一
種
宗
弘
恥
劉
樹

上
有

沐
浴
全
身

(
肋
的
5

等
若
9
7

日
自
)
洗
手
(
耶
7

且

軾
的

目
釗7
2

)
洗
足

(
部
口
)
洗
衣
物
(
制
日

6
)
等
等
的
規
定
及
習
俗
其
主
要
目
的
不
外
是
清
除

身
心
上
的
染
亦
或
使
自
己
更
堪
當
出
現
於
天
主
面
亂

這
種
儀
在
其
他
宗
教
內

大
都
帶
有
迷
信
及
處
術
的
意

義
在
梅
瑟
法
律
上
則
不
然
它
們
是
出

於
上
主
的
命
令

故
此
以
民
的
洗
潔
禮
也
是
對
上
主
誡
命
一
種
服
從
的

-
表
示

(
見
肋
M
|

的

章

)
癥
病
人
納
阿
曼
的
歷
史

的
叫
一
(
則
下
5
1
|

H

叮
就
清
楚
地
指
出
了
叫
民
及
外
教

一
人
對
洗
潔
的
兩
種
示
同
觀
念
因
此
洗
潔
也
象
徵
天
主

1232-1233 
-

1

主1L 

赦
兔
人
罪
惡
的
偉
大
仁
慈

(
關
4
4

叫
“
封
回
到
1

見
一
詠U
A
4
9
)並
不
赴
嘴
術
的
作
別
而
是
完
全
在
於

是
否
服
從
上
主

(
耶
2

位

)

在
新
約
中
耶
穌
保
護
了
沒
有
洗
手
就
吃
飯
的門

徒
而
強
調
內
心
的
潔
淨
遠
遠
超
過
外
面
的
無
站
(
珊

的
I

l

m

谷
7
1

目

)
耶
穌
在
最
後
晚
餐
中
給
宗

徒
們
洗
足
的
周
儀
放
大
多
數
學
者
們
的
意
見
它
除
給

我
們
樹
立
謙
遜
及
支
人
的
美
表
之
外
多
少
也
在
象
徵

著
耶
穌
學
血
洗
潔
的
效
地
放
暗
示
洗
磁
雪
事

(
封
口

2

1

叮
)
是
最
圓
漏
最
徹
度
的
洗
潔

見
不
潔

(
韓

)

必
社
心
曲
一
旦
口
基
舟
店
"
是
官

F
「

J

U
仰
。
而
汀
耳
主
訓
。
耳
\
甘
弓
f
F可5
3
5

」

「
洗
體
」
一
詞
來
自
希
臘
文
的
動
詞
原
意
是
「
浸

入
水
中
」
後
來
竟
成
了
教
會
的
術
話
指
示
里
洗
學
事

(
一
)
莒
約
時
代
我
們
知
道
洗
潔
禮

(
見
「
洗

樵
」
條

)
在
以
民
的
宗
教
上
佔
若
十
分
重
要
的
位
置

梅
瑟
法
律
上
明
命
在
許
多
宗
教
的
儀
式
舉
行
之
前
要

先
行
沐
浴
(出
必
4

初
時
間

)或
者
為
獲
得
法
律
上
的

潔
淨
亦
悠
洗
濯

(
肋
M
a
的
時
刊
)
甚
至
所
用
的
器

血
亦
不
例
外

(
肋
口
自
叫

的
s

l

7

等
)
後
翔
的
經

師
更
在
此
之
外
加
上
了
許
多
其
他
繁
雜
的
洗
禮

(
谷

7
1
l
5

)
在
耶
穌
時
代
的
前
後
亦
有

一
種
施
行
於

新
皈
依
以
民
宗
教
者
的
洗
艘

在
其
他
的
古
老
民
族
歷
史
上
亦
有
洗
禮
的
存
在

而
這
些
洗
體
與
某
些
一
神
河
有
看
密
切
的
關
係
如
凹
叫 倫

的
蚓
劃
佳
的
蚓
別
的
問
把
叫
刷
刷
的
叫
叫
說
人
們
都

信
在
這
些
神
河
中
沐
浴
能
使
人
得
一
悅
炭
健
反
常
也
在

中
國
自
古
亦
有
「
三
日
浴
兒
」
的
習
俗
通
稱
「
沈
三
」

或
「
洗
兒
」
設
總
之
這
一
切
都
在
表
示
世
界
上
市
今

中
外
的
人
類
都
有
一
種
迫
個
月
水
娃
潔
淨
的
社
傲
的
傾
向

但
這
一
切
洗
禮
的
存
在
放
質
施
都
與
倫
叫
他
沒
令
多
太

關
係
而
必
是
一
樣
法
律
上
象
徵
性
的
成
心
則
上
的
身

淨
而
已

(
二
)
若
翰
的
洗
跑
右
翰
的
洗
他
創
新
的
紀
兀

(
谷
1
2

若
l
n
)

它
不
是
別
叫
法
律
洗
間
的
延
續

也
與
當
時
新
皈
依
教
徒
的
洗
悶
不
同
凶
問
峙
，
匕
叫
起
你
偏

默
西
亞
選
民
的
洗
敵
址
真
正
使
人
作
愉
做
皮
值
得
罪

欽
的
洗
禮

(
路
1

口

瑪
3
u
)
必
內
在
的
革
心
的
洗

也
是
使
人
有
資
際
行
動
的
洗
位

(
削
3
叩
!

H
)。

創

約
對
若
翰
這
種
新
的
洗
禮
已
有
所
的

九
三口

(
依
1

6

川

“
自
臣
U
J
詠
盯
9

)
學
教
會
視
若
翰
的
洗
程
赴
宴

洗
學
事
的
先
聲
及
準
偏
所
不
同
者
叫
在
肝
、
教
舍
的
學

洗
是
因
學
神
及
水
而
使
人
重
生

(
宗
8

扭
扭

ω
盯
谷

1

8

宗
1
5

日
6

見
2

泊

的
2
l

7
)

(
一
一
一
)
新
約
的
洗
禮(甲

)
它
的
也
立

耶
穌

自
己
以
領
受
右
翰
的
洗
禮
而
陷
關
他
傳
教
生
活
的
恃

幕
四
大
學
史
都
十
分
重
視
這
一
段
事
趴
都
將
它
恨
之

於
闢
刮
(
關
3
臼
|

口

創
1
9
u

制
3
缸

等
別1

扭
扭
)

耶
穌
因
此
而
「
完
成
全
義
」

(
瑪
3
臼
)

意
思
是
耶
穌
扮
演
「
上
主
僕
人
」
的
胸
色
承
坦
起
法

世
人
類
的
罪
惡
(
路
2

缸
l

詞
迦
4
4
)
故
此
他
的



~
受
況
與
苦
難
連
究

是
A
A不
闋
的
他
甚
至
稱
他
的
苦
難

m
~就
是
他
的
洗
禮

(
的
制昀抽
鵬
也
叫
)。
耶穌
受
洗
後
天

-
鞠
了
天
主
基
神
降
在
他
的
頭

上
天
主
擎
父
白
天
上
隆

一一
童
的
向
世
人
公
佈
他
就
是
天
主
重
于
是
默
西
亞
救
主

(右
1

詞

)墓
教
會
自
古
以
來
相
信
耶
穌
藉
他
的
洗
禮

同
水
的
接
觸
而
賜
與
水
一
種
﹒
神
力
也
就
是
說
耶
穌
在

那
一
刻
建
定
了
里
洗
車
事
雖
然
它
的
實
施
是
在
耶
穌

因
著
自
己
的
苦
難
垂
死
及
復
活
而
帶
值
得
全
部
的
絕
對

勝
利
之
後
那
時
宗
徒
們
才
正
式
以
天

主
聖
三
的
名
號

來
付
施
聖
洗
車
事
宗
2

抽

8
M
m

岫
圳
的5
載
有
「
以

耶
穌
基
督
之
名
而
付
洗
」
的
事
這
並
不
是
說
與
前
者

之
方
式
不
同
而
祇
是
為
別
與
當

時
若
暢
的
洗
禮
方
式

耶
穌
復
活
後
以
他
的
全
權

(
天
上
的
地
下
的

)
正

式
命
令
宗
徒
們
往
訓
萬
民
給
他

們
付
洗

(
瑪
怕
的M
f

m
)
谷
的
H
U

更
清
楚
的
指
出

信
德
及
受
說
是
人
類

得
救
的
不
二
法
門
(
參
見
若
3
5

伯
前
3
m
n
)
宗

徒
們
也
的
確
照
耶
穌
的
吩
咐
作
了
給
那
些
信
他
們
道

理
的
人
付
了
聖
洗

(
宗
2

盯
i

u
8

自

U
M
1

甜
9

叩
1

u
m
“
1

岫

等
)

(
乙

)
洗
禮
的
效
果
它
是
「
天

主
的
工
程
」
是

天
主
學
三
的
作
為

(
弗
5

品

格
前
U
H
)
所
以
能
赦

免
人
的
罪
過

(
宗
2

抽

m
H
羅
8

1

格
前
6
9

|

u

哥
Z

H
鐸
3
5

希
m
n

)
但
它
並
不
是
一
種
處
術
的

作
用
因
為
領
受
它
的
主
要
條
件
是
洗
心
革
面

(
宗
2

"
3
"
5
U
H
U
U

叩

n
間
叫
甜
甜
)是
信
任
耶
穌
及

他
的
道
理

(
谷
的
M

宗
2

“
4

4
8
6
ω
H
M
U
U

;!L 1234 

a

羅
m
a

l
t

m

迦
3
m

弗
4
5
)
因
著
它
人
可
以
參

與
耶
穌
垂
死
(入
水
)灰
復
活

(出
水
)的
奧
跋

(
刷
刷6

8

1

u

哥
2
u

臼
3
.

)
得
享
新
的
生
命

(
羅
6
4

萬
3

1

|

臼
格
前
m
t早
格
後
3
M

4

M
)
死
於
罪
感

編
的

(羅
6

6

拘
押4
位
l
H

哥
3
.

)
再
不
受
偽
叮
且
訟

法
律
的
約
束

(
即
雌7
6

迦
2

刊

)
祇
為
天
主
而
生
活

(
經
6
u
)
成
為
天
主
的
'
，
寸
女(
右

-
3
1

迦
3

臼

盯
鐸
3
6
l

7
)
學
神
的
宮
殿

(
迦
4

5

6

羅
5
5

8

9

叮
叮

絡
後
3
3
)
獲
得
學
棘
的
印
證

(
弗
I
H

4

叫

羅
4
u

格
後
l

n

n
)
作
為
末
日
復
活
的
保
證

(
耀
6
5
8
U
)

學
洗
使
人
與
基
督
結
合

(
羅
6
5
)
「
穿
上
基

督
」

(
迦
3

盯
)
在
基
窗
內
變
成
新
人

(
弗
2

時
4

M

哥
3

叩
)
完
全
國
團
於
基
督(
格
前
1

臼
3

目
的
自

迦
3

凹

5
M
)
在
基
督
內

生
活
成
長

(
弗
2

6
|

7

哥
3
3

斐
3
u

伯
前
3

剖
)

藉
巷
里
說
人
參
與
一
個
得
救
的
團
體

|
1

學
教

會
基
督
的
妙
體

(
格
前
也
閃
閃
盯
宗
2

甜

U
H
5

u

等
)
它
猶
如
割
損
種
使
人
屬
於
天
主
的
百
姓

(
哥
2

u
1

刊
)
因
著
它
再
沒
有
社
會
階
級
的
區
別
因
為

同

是
一
個
奧
體
的
不
同
肢
體

(
迦
3
"

哥
3
u
)

(
丙

)
塾
洗
的
預
像
按
新
約
的
指
示

聖
洗
的
預

像
有
二
其
一
是
洪
水
滅
悅

(
伯
前
3
n
)
其
二
是
以

民
過
紅
海
的
事
仙
似
(
格
前
m
z
2
)
耶
穌
肋
努
流
仙

的
血
及
水
無
疑
地
也
叫
起
在
暗
示
著
聖
洗
及學
體
單
專

為
此
人
為
進
入
天
國
及
享
受
天
圓
的
永
福
必
須
經

過

要
洗
學
亭
的
大
門
及
諸
學
體
赫
拉
的

游
養

〔
叭
叭的"

若
6

時
)

(
丁
)
嬰
兒
的
受
洗
這
是
安
反
教
徒
們
臉
炙
人

口
的
綠
論
題
材
關
於
這
個
難
題
我
們
除

7
答
以
這
拉

天
主
教
會
自
古
以
來
傳
統
治
敬
之
外
在
學
經
上
伐

4

小

出

正
路
清
楚
的
答
案

(
四

)
代
死
人
受
洗
保
線
在
格
的
時

間
很
攻
心

時
有
代
死
人
受
洗
的
風
俗
以
證
復
活
的
存
在
心
山
聖

經
的
其
它
部
份
我
們
對
這
種
習
慣
的
來
源
及
乞
討
胞

的
多
寡
毫
無
所
知
聖
保
祿
本
人
也
僅
一
次
提
反
它
的

存
在
教
文
中
部
有
金
口
若
望
謂
瑪
爾
強

(
宮"
2
5
2
)

的
弟
子
有
代
死
人
受
洗
的
措
施
但
被
迦
太
基

(
O
R
Z
m。"
這
三

大
公
會
議
所
榮
止

(
特

)

加
各
起
心
B
Y
Z
Z
女
人
名
意
調
「
改
瑰
」
叫
起

-

b
針
引A
位
U
F
fm
v
。
已
。
、
|
|
|
|

|

|
|
|
|
l
i
-

-

J

4
4
1

，

、
若
望
馬
爾
谷
母
親
為
利

r回

家
中
的
一
位
青
年
女
僕
若
望
馬
爾
谷
就
是
第
二
部
福

音
的
作
者
他
的
家
在
那
京
是
當
時
信
友
集
會
祈
峙
的

地
方
當
伯
多
祿
白
黑
落
德
阿
格
黎
帕
的
監
獄
中
神
趴

地
脫
險
後
部
來
此
家
叩
門
這
位
女
僕
前
往
閥
門
一
聽

是
伯
多
祿
的
聲
者
竟
喜
不
自
榮
地
忘
記
了
閥
門
跑
間

屋
中
向
聚
集
的
人
報
告
喜
訊
眾
人
皆
不
相
信
且
以
為

她
瘋
了
她
如
強
調
己
見
結
果
質
是

伯
多
祿
脫
險
歸
來

這
娃
一
段
十
分
具
有
人
悄
昧
的
記
敘
(
宗
旭
日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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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
名
及
城
中
們
仗
於叫
他
琴

海
的
東
南
與
小
亞
細
亞

中
間
只
隔
以
卡
九
八
公
里
的
海
峽
是
一
個
多
山
的
海
口
一
句

似
有
不
少
的
良
港
川
此
以
臼
古
以
來
就
拉
你
峭
的
悴
的

地
制
蚓帝
國
時
代
已
有
一
批
僑
居
於
比
的
捌
划
人
關

馬
參
威
院
並
會
致
書
比
島

上
的
長
官
令
仗
、
荐
你
這
批

你
們
太
人(
加
上
的

臼
)
保
祿
紅
最
後
一
次
赴
郎
以
的

途
中
亦
會
乘
佛
經
過
此
地

(
宗
幻
1
)
目
前

，
匕
址
屬

於
希
臘
的
一
個
島
嶼
(
牌
)

則
洛
L
L
(
2
)2

山
區
品
制

1

司

，

1
1

，
、
之
于
本
雅
明
的
兒
，

j
(
見

創
刊
自
)
此
外
在
則

必
2
"
1

原
文
兩
次
有
用N
S
F

-
~
J
T
依
附H
S
Y
希
伯
來
文
有
頭
首
腦
領
川
川
等
位
叫
叫
“

布
的
譯
本
譯
作
「
默
舍
容
和
突
巴
爾
的
蔽
的
制
仙
」

(
恩
高
譯
本
即
從
此
說

)
但
也
有
些
學
者
以

H
N
S
Y

m
卅
一
地
名
故
將
孩
部
縱
文
譯
作
「
洛
士
默
舍
客
，
相
突

已

甸
的
位
主
」
們
制
封
究
在
什
麼
地
方
已
無
從
恰
ι

(
美

)

的
洛
多

\
M
N
F
。
已
。ω
J

f
M
H
Y
。
已c
m
」

JL 

討
苦
伊
R
T
T
良

B
E
g
-
J

U
抄
如
令
耳
-
J
J
F文
/
哥
哥

-
g
m
o
c

小
-
M么
意
思
消
「
沒
洗
街
的
水
泉
」
挂
攸
於
洲

太
及
科
蚓
蚓
艾
被
邊
界上
的
一
個
水
泉

(
闊
的
7
M

H
)
在
耶
京
之
東
南
諾
阿
貝
沙
佬
造
反
追
學
其
父
叫
樹

-
咪
時
約
納
掌
及
同
希
瑪
茲
會
藏

於
此
小
泉
之
旁
等
候

仙
一信
息
以
放
劃
喇
(
刷
上
打
7
)。
閥
割罔
雅
策
刮
奪
劃

一
-
咪
王
位
時
亦
會
於
此
水
泉
側
與
其
間
盟
大
學
飲
繭
作

樂
(
列
上
1

9
)

對
淤
它
的
做
v
m攸
扭
過
去
學
各
闊
的
意
見
大
有

出
入
有
消
從
「
間
一
卡
花
兩
」
中
門
衛
洞
就
是
「
學
向

泉
」
汽
近
來
川
乎
也
們
卜
〈
部
泊
，
匕
叫
別
注
現
代
所
稿
的
「
約

伯
泉
」
(
四
『
HW吉
σ
)此
制
叫A以
位
於
蚓
制
制
山
谷
之

中
間
什
忱
的
叫
仲
吋
呵
呵

O
Z
丘
之
的
兩
艾
克
秘
位
抗
力
們
的
疑

、

H
Y。
可E
S

尖
叫
例
巴
彼
丘
，
H
U
Z
F立
即
乍
一
地
納
必
本

希
民

)
-
二
例山
谷
的
交
界
處

(
梅

)

m
日
川
軒
代h月
閃
閃
「m
pj

J
嚕
地
的
州
火

1

、
可4
2
/

『
，
占

4
F

E
E
D
B
K
U
h
μ

斯
山
的

地
形
多
石
灰
石
山
間
川
口
仙
似
故
此
亦
布
叫
做
多
天
恥
叭
叭
的
成

。

人
穹
的
扑
火
，
此
倚
門
打
路
時
几
(
公
兀
的

-
A
年
元

右

)
凹
有
人
肘
任
代
一
叫
他-
M
{八
中
州
此
它
們
必
於
研

究
摯
地
以
改
以
必
以
前
民
脹
的
脹
的
〈
文
化
心
-
m教
人
陸

等
等
問
川
d
h
r
H史
人
的
問
叮
叮
叮
污
占
很
前
已
封
吋
叫
叫

者

-
Z
旦
旦
川
布

吋
﹒
〉
宮

瑪
w
m街
去
皂
白

泛
圳
叫
州
州

苟
言

c
m
E
芸

等
州
(
八
作
過
神
州
州
的
考
察

用
吼
叫
們
土
之
為
例
穴
多
從
M
m
史
占
上
州
火
主
要
的

川
途
H
K
來
作
瓜
干
越

M
M昕
防
人
川
往
之
川
作
的M
T
h
h
之
山

洞
多
在
人
們
山
區
的
附
近
作
必
辟
地
呼
昕
的
山

M
則
在

偏
僻
無
人
的
地
惰
的
汗
水
的
山
訓
，
吋
能
心
草
地
最
山
川
名

者
雖
然
屯
的
時
代
收
肌

捕
判
約
中
的
炯
穴
迫
在
學
一
個
時
代
即
有
綠
特
逃
避

五
域
的
災
縫
間
兩
例
玄
兒
逃
往
山
中
住
在
洞
穴
內

(
削
"

甜
可
叫
叫
叫
在
州
叫
削
巾
州
州
人
手
中
間

H
F

了
洞
火
作
怨
他
辣
，
仆
已
及
具
後
代
的
圳
特
此
叮
符
地
(
的

幻
9

日
吋
閻
明

ω
9
刊
叩

叫
叩
口
)
五
玉
聯
軍
糾
泊

位
“
你
叫
他
叫
喊
收
後
逃
人
生
民
紅
的
瑪
刻
這
山
州
災

H
h
“
你

厄
擒
他
丘
王
將
之
役
掉
後
役
人
州
巾
技
川
大
扒
拉
住

洞
口

(
你
的
問
盯
)

民
長
時
代
米
德
敝
人
七
年
之

久
迫
叮
以
仗
叮
性
只
台
逃
入
，
叫
終
必
人
瀉
的
山
圳
和

地
叫
們
中
越
難
(
山
6
2
)

後
在
喇
叫
叫
時
心
川
川
伸
進

入
山
州
駛
過
培
助
合
特
人
的
反
恨

(
社
上
口

6
)
品

味
亦
然

(
做
上
n
l
)
阿
哈
布
干
的
甘
家
級
已
伙
雅

將
上
主
的
一
r
H先
知
鎖
在
加
科
別
叫
山A
巾
以
扎
比
山
山

依
則
只
耳
泊
的
殺

h
A凹
厄
里
也
先
知
為
逃
過
依
川
川
口
抖

店
的
投

ι
也
的
口
逃
到
制
制
制
山
城
在
一
山
州
中

(
叫

。

上
的
‘
凹
吵

9
)
小
心
切
主
上
文
冷
的
叫
份
亦
多
k
u
-

-
之
心
川
川
州
P
A
d穴
m
H小
人
都
是
叫
來
作
嗨
!
U
H
位
女
研
逝
的

決
似

(
叫
到
6

幻
8

刊
站
叫…
柄的
9

制
2
H
4
8

似
Z

M

剖
耶
7
u

判
時
等
也
)

新
泊
中
的
山
洞
的
如
從
內
心
一
除
d
吃
H
止
內
外

死
人
的
列
怨
地
方
(
出
口

抽
)
，
迫
逃
身
處
(
副

刊
抽

啾
6

臼
)
祁
穌
驅
逐
聖
圾
站
吋
人
峙
的
口
已
一
門
「
你
們
必

也
匕

(
擎
的
內)
做
咳
了
恢
花
二
花
原
文
作
叫
州
州

)

(
叫
別
日
的
口
口

側
的
“
)
耶
穌
在
上
進
引
成
了
叭

7

H

之
z
n
(亦
M
U依
5
肘
)
可
鬥
站
在
位
約
戊
新
約
時

代
的
也
做
必
圳
大
部
居
於

山
洞
中

H
比
墳墓

的
流
徙
a
N刊
刊-M
Nr
L

(
特
)

兒
充
軍



這味時代所用的武器

古時的拋石器



弓箭與盾牌

長槍與長盾



在烏爾發見的王后佩戴的首飾(公元前兩千年左右

各種香水瓶



埃及的舞蹈

女人邊奏邊跳，男人舉手歌舞



~翊
哭
K
E

。
直
)
洪
水
滅
世
的
傳
說
除

了

-
u
t
b
『j
f
g

丘
5
\

j
j

的4
-
1
‘

1

，

、
聖
經
之
外
在
世
界
上
在
川

-
多
民
族
中
亦
有
昕
一
心
故
是
天
主
針
叫
到
人
煩
的
敗
反
|

.
|

風
化
的
海
做
閃
而
亂
放
縱
糙
的
生
命
石
敬
天
主
而
胞

的
憋
山
村
(
創
6
2
4

日
臼

)
在
這
例
，
叫
犬
主
創
造
天

地
之
後
的
人
頗
最
大
災
難
中
除
了
少
數
的
人
幸
兔
於

難
外
其
他
一
切
的
生
濯
都
盡
叫
你
皮
亡
而
這
少
數
的
幾

人
就
是
現
在
人
類
的
始
祖
因
此
洪
水
之
災
顯
著
地
將

人
類
的
曆
史
切
成
二
段
洪
水
之
後
可
謂
人
類
的
再
生

階
段

的
的
約
的
記
我
因
為
當
時
人
類
的
罪
大
愿
極
是
普

遍
的

(
諾
厄
之
家
除
外

)
(
創
6
5
8
9

臼
)
你
入

人
心
的

(
6
5
)
總
績
不
斷
的

(
6
5
)
所
以
天
主

決
定
要
將
人
類
毀
滅
(
6
6
7
)
於
治
天
主
命
法
厄

造
一
方
舟
本
刊
在
馬
航
行
而
仆
厄
瓜
漂
浮
於
水
面
以
利
救

及
放
飛
禽
走
獸
皮
爬
蟲
之
用
花
厄
及
其
家
人
共
八
口

進
入
方
舟
洪
水
開
始
在
地
上
氾
濫
竟
將
最
高
的
山
嶺

淹
沒

(
創
7
1

1

目

)
五
側
月
之
後
方
舟
降
在
附
辣

辣
特
山
頂
上
窗
最
後
放

山

的
一
隻
筒
子
口

吻
橄
欖
市

技
飛
間
來
時
指
厄
又
等
了
七
天
乃

山
雌
方
舟

(
創
8

1

l

u
)
如
次
世
上
主
(
創8
m
l
9

口
)
中
悅
了
上

主
上
主
遂
汙
下
不
再
以
洪
水
叫
人

(
例
8

剖
9

u

口
)
台
泊
厄
一
家
八
仆
泌
生
怕
伯
伯
被
特
別
嚴
崇
他們

役
人
(
例
9

1

7

口
口
)
卜
帝
的
泌
這
綜
合
叫
洪
水

A
仰
的
專
制
災
許
文
代
們
叫
做
谷
幼
發
現
一
些
軍
忱
的

地
方
此
一
致
好
似
丘
桐
，
情
比
如
進
入
方
，
川
的
動
物
的

JL 1240 

對
數
(
一
封
七
對
)
洪
水
的
翊
限
(
四
十

l

一
百
五

。

，

十
六
十
一
及
三
百
六
十
五
天
不
等
)
這
種
羔
異
顯
然

是
山
兩
側
必
多
倒
不
同
文
件
的
組
合
而
來
學
商
們
太

都
消
原
來
有
兩
他
主
要
文
件

ω
雅
吹
進
交
斗
來
往
作

者
叫
站
將
一
一
所
以
占
屯
方
的
首
伯
是
合
起
來
不
行
是

。

否
兩
各
有
一
本
有
不A
門
交
矛
盾
的
地
方
仙
這
兩
悶
悶
文
件

的
存
在
改
們
可
以
斷
定
洪
水
的
傳
說
治
迫
比
學
經
成

。

文
記
被
古
老
的
多

新
約
中
關
於
洪
水
的
引
證
耶
穌
，
H
I
」
倚
門
調
這
洪

水
之
災
的
嚴
重
及
普
遍
性
並
將
之
與
世
界

K

日
的
大

災
難
相
比
作
為
對
闊
別
(瑪
圳
的
甜
甜兒
的
口
站
盯
)
伯
多

祿
更
清
倦
地
指
山
洪
水
之
災
追
過
凡
此
全
球
的
且
暗
示

當
時
亦
多
人
代
臨
終
時
份
罔
頭
到
心
罪
而
得
救

(
伯
後

。

i
i
j

3
5
1
7
M
H

)
自
此
可
見
聖
經
l
|

新
的
川
約l1

主
張
洪
水
。H
將
全
人
類
及
雙
例
此
山
扑
滅
絕
也
J
L
N此

'
‘
，
菁
、
《4
'

。

金
學
教
會
的
傳
統
按
法
與
聖
經
是
一
致
的

在
十
六
世
紀
中
英
人
們
發
現
其
他
也
則
多
民
族
亦

。

，

都
有
洪
水
的
傳
搶
刊
以
至
聖
經
批
判
學
的
進
步
開
始
懷

疑
聖
經
的
記
的
嘲
而
倡
導
洪
水
之
為
思
對
人
類
及
位
界

來
控
以
是
局
邱
性
的
而
且
主
張
這
一
學
說
的
人

日

科

。

，

增
多
五
十
九
卅
日
紀
水
某
大
半
的
聖
經
學
者
都
主
張
這

一
泌

一
J心
些
人
以
瓜
e川
科
州
長
的
叫
她
來
看
全
部
地
則
性

的
洪
水
泣
不
叫
能
的
川
飢
似
非
爾
士
(
關
〈O
E
Z
)山
w
f

r
川
途
八
八
八
二
公
八
瓜
將
逍
世
界
上
最
戶
口
川
的
山

准
淹

沒
心
要
有
內
水
平
之
上
九
公
里
的
水
而
四
卡
天
的
雨

水
絕
后
會
有
如
此
之
多
何
項
全
球

J
d致
下
雨
亦
事
非

可
能
蓋
雨
水
之
時
是
因
氣
溫
層
的
不
諷
和
所
致
主
且

特
全
心
各
隨
到
物
語
種
至
少
一
封
從
於
方
舟
亦
非
呵

。
鈍
，
.

能
如
何
能
恨
恨
，
必
山
怯
地
極
的
的
物
必
.
方
舟
，
何
t
汁
中
。

列
物
叫
，
處
社
一
定
的
為
候
F

中
心A
J
人
心
們
k
h
H
J
叮
內

一
年
之
久
吃
什
麼
街
准
來
照
料
他
們
等
等
的
不
司
仰

'

。

，

悴
的
線
叫
咽
不
一
而
足
於
是
學
恥
的
們
必
文
字
的
過
訟
法

張
活
來
方
人
的
習
氣
征
聖
經
上
亦
地
兒
，
本
得
例
如
巾

2

自
一
次
要
使
天
下
萬
民
在
你
面
前
的
兩
慌
主
怕
」
與

創
6
7

有
同
樣
之
意
義
即
是
指
廿
三
地
區
的
人
民
而

言
、
追
問
巾
卅
日

且
可
得
到
證
質
「
上
主
將
在
怕
和
良
機

。

你
們
的
心
的
做
佈
在
你
們
所
要
將
進
的
地
面
」
又
如

在
創
的

“
盯
「
遍
地
部
發
生
了
飢
荒
」
一
天
下
的
人

部
來
到
院
及
的
民
企
做
一
所
泌
的
「
遍
地
」
必
「
各

地
」
放
一
天
下
」
廿
一
不
是
指
全
球
耐
泣
如
愉
快
仗
的
問

。
'
、
，

3
、
'
，、
'

，
、
3

悶
地
以
而
三
丹
在
新
約
巾
亦
然
山
水
2
5

「
那
時
叫
住
你

!
i
I
l
l
-

。

9
.、
、

耶
的
叫
做
冷
的
有
從
天
下
各
闢
來
的
猶
太
人
」
所
以
制

7
M
U

「
消
u
d天
下
一
切
有
生
氣
的
也
肉
凡
地
上

所
有
的
都
要
成
亡.
... 

天
下
的
高
山...... 

一
都
應
作

如
此
解
釋
切
只
住
過
人
的
地
球
表
面
人
跡
可
到
的
最

刮
來
住
過
人
的
地
侃
上
所
有
的
企
部
生
物
勁
物
以
科

學
為
依
持
的
學
汽
們
亦
基
於
上
述
別
山
布
全
后
白
勾
心
除

7
A
-
U
一
家
八
口
之
外
援
例
人
類
都
迎
受
了
必
川
之

禍
除
非
仕
"
而
洪
水
沾
發
生
什
叫
做lu叫
做
內
的
時
代
U
M時

此
外
的
人
類
還
品

H
K一
小
線
還
沒
向
分
佈
M
F、八K
仰
坪

上
但
仍
這
足
一
倒
無
品
解
答
的
難
題
一
造
化-
-
m
P
R
冬
以



地
質
學
考
古
學
及
物
沌
學
為
依
婊

聖
經
以
外
有
關
洪
水
的
傳
說
洪
水
的
傳
品
舉
世

全
球
的
民
族
幾
乎
都
省
就
連
半
文
1

學
者
們
所
公
恕
的

無
洪
水
傳
說
的
非
洲
和
澳
洲
黑
人
的
棚
內
論
目
前
亦
被

推
翻
凶
馮
主
少
在
澳
洲
新
基
尼
反
坡
里
內
西
亞
的
黑

人
巾
泣
在
來
非
洲
和
南
剛
來
並
南
非
洲
的
黑
人
部
落

中
越
一
定
布
洪
水
傳
說
的
這
些
一
傳
說
大
都
肯
定
洪
水

消
滅
了
全
人
類
傳
說
中
最
主
要
者
當
然
因
著
種
種
原

因
要
首
推
美
索
不
達
米
亞
的
數
個
不
同
的
古
老
文
件

這
些
文
件
的
記
載
與
聖
經
的
敘
述
有
很
多
相
似
的
地

方
其
主
要
不
同
點
在
於
多
神
教
及
唯
一
神
教
的
分
歧

上
故
此
有
些
學
者
謂
聖
經
洪
水
的
記
放
不
過
是
消
除

這
些
一
文
件
上
多
艸
疫
跡
之
後
的
翻
版
但
我
們
則
以
為

兩
者
之
間
的
相
似
點
應
以
二
者
都
來
自
更
古
老
的
共

同
傳
說
而
然
其
次
在
南
北
及
中
美
洲
的
一
百
二
十
多

個
土
著
部
落
中
沒
有
一
個
部
落
沒
有
洪
水
滅
世
的
傳

說
的
在
這
大
災
難
中
祇
有
一
人
三
人
或
八
人
不
等
得

以
逃
往
古
岡
山
而
獲
救
印
度
及
整
個
歐
洲
有
相
同
的
傳

說
中
國
有
禹
王
治
水
之
說
古
代
的
濃
囉
族
亦
有
與
聖

經
十
分
近
似
的
說
法
蒙
古
人
更
傳
說
他
們
的
廣
大
沙

漠
地
帶
是
由
古
代
的
洪
水
所
造
成
者
而
這
些
代
表
全

人
類
的
傳
說
的
共
同
點
有

a

洪
水
非
來
自
自
然
因
素
而
是
上
天
打
發
來
的

國
災
難

洒
一

b

金
地
面
都
被
淹
沒
獲
救
的
人
很

少
是
神
自
己

i

司
，

。

一
預
告
給

一這
幾
個
獲
欽
的
人
洪
水
之
將
來
自
救
的
方
法

1241- 1242 )L 

則
不
一
諸
如
有
登
」u
岡
山
頂
乘
方
舟
獨
木
舟
木
位
的
甚
至

木
幹
者
不
等

c

洪
水
之
役
的
人
類
皆
來
向
一
迢
少
數
得
兔
於
難

的
人
背
通
朵
夫
叫
一
封

d

叫
做
些
問
以
永
之
災
已
過
消
息
符
常
是
一
種
飛
禽

筒
子
烏
羽
絨
于
雄
雞
斑
的
等
甚
至
在
英
屬
基
阿
那
的

土
人
認
為
赴
日
咖
玉
米
穗
的
小
鼠

e

洪
水
之
恩
的
宗
教
倫
理
動
機
普
通
說
來
都
比

巴
比
倫
者
為
高
尚
不
少
可
以
同
聖
經
所
軾
的
比
美
雖

然
也
有
些
一
是
低
級
的

f

造
成
洪
水
的
因
素
有
的
是
傾
盆
大
雨
有
的
是

海
嘯
或
二
者
集
有

g

若
傳
品
中
娃
大
形
的
方
舟
則
提
及
動
物
及
植

物
種
茵
的
進
入
方
舟
不
然
如
木
幹
或
獨
木
舟
時
則
無

從
提
及基

於
上
述
的
一
一
這
些
有
關
人
類
學
的
新
常
織
及
新

發
現
目
前
一
些
學
者
正
關
始
有
將
解
經
學
家
們
的
兩

個
通
見
推
翻
的
傾
凡
這
兩
種
遇
見
已
其
一
創
出
制
的

洪
水
之
說
赴
巴
比
倫
傳
說
的
翻
版
其
二
是
聖
經
的
記

載
是
源
於
一
例
局
部
性
的
水
災
這
個
水
災
祇
將
一
區

的
少
數
生
經
滅
絕
蔬
雖
然
學
經
與
巴
比
倫
的
洪
水
記

載
表
面
上
有
很
多
的
相
似
處
包
骨
子
裝
部
由
鈴
宗
教

觀
念
之
不
罔
|
|
唯
一
神
教
及
多
辦
教
之
別
|
!
有

著
天
淵
之
分
相
反
地
聖
經
的
傳
說
與
世
界
其
他
原
始

及
朱
開
化
的
民
族
的
傳
說
比
較
相
似
之
處
更

為
顯
著

及
其
刻
因
為
巴
比
倫
的
傳
統
已
是
進
化
的
不
純
粹

的

人
為
及
宮
於
幻
想
的
也
正
因
此
聖
經
的
記
敘
赴
國
於

更
古
老
更
純
粹
及
高
尚
的
傳
改
也
是
反
完
善
地
被
保

留
至
今
的這

種
新
的
傾
向
雖
絞
符
合
股
聖
經
的
記
敘
利
仍

有
其
不
少
難
以
解
決
的
困
難
在
格
外
結
人
純
學
及
地

質
學
方
面
的
困
難
因
此
時
至
今
日
任
何
人
仍
可
以
自

由
選
擇
一
種
視
為
更
合
斑
的
學
說
不
過
聖
經
上
的
倫

班
教
訓
是
不
變
的
是
一
切
學
者
所
公
認
的
就
是
個
人

犯
罪
個
人
受
罰
而
若
團
體
犯
罪
則
天
主
用
團
體
的
方

式
來
懲
罰
犯
罪
的
人
類

(
韓

)

M
m
c
3
b
k
n
「
t
i
晶
石
早
已

J

-
n

-

7
2

2
E
i
昌

、

H
M舟
文
爾
司
「
O
Z
S

J
玻
璃
與
水
晶
石
有
別
前
E

V
L
Z
J
I
I

且
，
/

JN
X
EB

」
是
人
用
特
別
沙
粒
和
其
他

原
料
所
製
成
的
後
者
原
屬
於
綴
物
的
玉
石

在
當
約
中
玻
璃
只
見
載
於
約
叫
“口
該
處
譯
作
琉

璃
在
新
約
只
見
於
默
4

6

臼
2

幻
u
l
n

仆
里
尼
約

(
ZE
H
﹒Z
且

-
V們
)
們
〉
《
〈
H
N
B
u
3
7
)說
玻
璃
是
由
髒
尼

基
人
發
明
的
可
是
按
最
近
考
古
學
家
的
研
究
發
明
並

製
玻
潤
的
人
乃
是
埃
及
人
由
他
們
那
襄
亞
述
巴
比
倫

研
尼
基
希
敵
人
等
使
學
會
了
玻
璃
的
製
造
法
當
勝
尼

基
附
屬
羅
馬
政
權
後
羅
馬
人
不
但
在
敘
利
亞
而
且
也

在
聯
尼
基
和
加
里
肋
亞
恢
復

7
製
造
玻
璃
的
工
業
也

許
由
於
這
事
實
州
劃
罔
制把
這
工
業
的
創
設
歸
功
於

古
來
的
聯
尼
基
人

見
玉
石

見
水。

(
官

)



1
~圳
珍
玲
(約
叫E
帥
")息
是
~
種
裝
飾
用
的
費

訂
-
二
，
司

-
-

o

石
但
在
不
同
譯
本
上
劫

一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出
現
僅
以
恩
高
譯
本
為
例
有
下
述
的

意
義
珠
鏈
(
教
1

叩
)
金
環
(
儀
衍
臼
)
在
新
約
則

一
律
被
譯
作
珍
珠
或
珠
寶

(
瑪
7

6

凹
的
“
弟
前
2

9
b

人
句
J

a

e
o
o
d
e
n

-
A

U

J

悶
氣
1
A

-
1
-
1

弓
，-
2

、

見
玉
石

(韓
)

“
哨
位
弓
，
B
L
E「
P
Z
E
J

因
古
時
製
造
盾
牌
的
材

U
E
川
恥
彤
/
仍
戶可
胃
口
之

料
不
巴
故
無
一
保
存
至

今
只
在
壁
畫
及
圖
案
上
可
以
見
到
它
的
原
來
形
狀
埃

及
人
所
用
的
盾
牌
是
上
圓
下
方
而
亞
述
人
所
用
的
則

適
得
其
反
上
方
下
圓

聖
經
上
所
提
之
盾
牌
有
兩
種
一
種
較
小
墨
圓
形

或
精
圓
形
(
撒
上
口
7

“

列
上
ω
口

編
下
9

臼

等
)

一
種
較
大
墨
長
方
形
是
為
劇
烈
戰
爭
或
樽
門
之
用
此

種
有
時
包
以
金
屬
作
為
慶
典
或
閱
兵
之
用

(
列
上
m

M

叮

編
下
9

問
時
)
普
通
是
以
木
材
或
蘆
葦
製
成
外

但
以
皮
革
再
傳
以
油
質

(
依
創
5

)
顯
貴
的
人
物
隨

身
帶
有
持
盾
的
人

(
撒
上
口
7

“
)
盾
牌
在
聖
經
上

常
用
以
表
示
天
主
對
受
造
物
加
以
保
護
的
象
徵

(
創

刊
口1

詠
凶
由
剖

M
U們
叫
弗
6
H
)

兒
武
器
天
主
的
全
副
武
裝

(
韓

)

站
祈
禱
禱
告
(
沱
江

聖
經
上
調
E

E

-
-Y

-
H
-

-
1

」
|

;

z
c
f

稽
的
記
載
可
說

處
處
皆
是
這
也
不
必
奇
怪
因
為
聖
經
本
身
就
是
一
本

天
書
它
的
主
要
宗
旨
是
附
述
人
與
天
主
彼
此
往
來
的

盒九1244一-1245

關
係
使
人

閱

讀
之
下
而
獲
縛
益
而
祈
禱
正
是
人
與
天

主
親
切
往
來
密
切
聯
合
的
主
要
方
式
為

了
使
讀
者
更

易
瞭
解
聖
經
論
祈
禱
的
道
現
起
見
我
們
將
它
有
系
統

地
簡
介
如
下

(
一
)
「
祈
禱
」
的
字
意
在
舊
約
原
文
上
共
有
兩

個
名
詞
來
代
表
「
祈
禱
」
其
一
是
指
公
開
作
禮
儀時
的

或
私
人
的
祈
禱
誦
念
的
或
歌
詠
的
禱
詞
諸
如
詠

U
M
W

伺
闊
的各
篇
的
標
題
字
旬
即
是
其
二
是
以
「
燒
的
香

姻
」
(
則
8
u
)
的
借
意
來
表
示
人
的
「
祈
禱
」
的

名
詞
意
謂
著
祈
禱
猶
如
祭
紀
的
香
炮

上
達
於
主
在
新

約
中
的
希
殲
文
用
以
指
示
祈
禱
的
名
詞
來
自
「
許
願

」

一
詞
但
是
除
上
述
三
個
名
詞
之
外
聖
經
上
間
接
表
示

祈
禱
的
名
詞
或
動
詞
部
非

常
之
多
諸
如
祈
求
懇
求
哀

禱
呼
求
及
呼
喚
(
上
主
的
名
字

)
涕
泣
歎
息
讚
美
祝

福
稱
讚
歡
呼
歌
頌
等
皆
是

(
二
)
祈
禱
的
性
質
以
民
所
敬
禮
的
是
唯
一
的

真
神
天
主
故
他
們
祈
禱
的
對
象
也
是
唯
一
的
祇
就
這

一
點
以
民
的
祈
禱
已
與
其
他
多
神
教
的
敬
禮
大
異
其

趣
以
民
自
知
己
身
的
渺
小
無
能
以
及

上
主
天
主
的
偉

大
全
能
全
知
及
全
進
口
故
此
由
心
盔
的
深
處
自
覺
需

要

上
主
的
保
護
及
照
顧
於
是
祈
求
禱
告
之
情
油
然
而
生

同
時
基
於
他
們
是
天
主
特
選
的
民
族
是
岡
天
主
立

有

特
殊
盟
約
的
民
族
故
此
他
們
的
祈
禱
是
堅
信
不
移

的

恐
怕
歷
史
上
向
來
沒
有
任
何
民
族
的
祈
禱
能
如
他
們

的
祈
禱
具
有
如
此
大
的
信
心

(
詠
幻
4

幻
凹
的
2
-

4

等
)
車
經
上
雖
然
自
初
就
記
載
了
亞
當
與
天
主
的

往
恥
叫
劉
到
的
呼
號
上
主
的
名

字
(
削4
揖

J加
配
到

伯
爾
及
諾
厄
的
祭
獻

(
創
4
2
l

.
8

別

)
這
些
雖

然
可
以
被
視
為
祈
禱
但
真
正
祈
禱
的
實
例
如
始
自
亞

巴
郎
代
索
多
瑪
及
哈
摩
辣
二
拔
的
祈
禱
(
創
刊
M
H
l

臼

)
後
來
在
聖
經
上
這
種
為
人
的
代
禱
及
為
自
己
的

祈
求
連
續
不
斷
直
至
耶
穌
親
自
來
臨
以
他
的
善
言
及

美
表
訓
導
我

們
切
實
作
祈
禱
的
途
徑
及
門
路

(
一
二)
祈
禱
的
種
類
教
會
中
最
崇
高
的
祭
獻
及

最
完
善
的
祈
禱
是
彌
撒
大
禮
彌
撒
中
的
祈
禱
含
有
四

種
意
向
即
欽
崇
感
謝
懺
悔
求
恩
而
這
四
種
意
冉
的
祈

禱
方
式
或
種
類
我
們
都
可
以
清
楚
地
見
於
聖
經
中

(
a
)
欽
崇
的
祈
禱
它
是
祇
可
以
向
天
主
舉
行

的
敬
禮

(
見
條
文

)
這
種
祈
禱
格
外
見
於
聖
詠
如
詠

圳
的
叮
叮
叮
仰
等
它
是
天
上
朝
拜
的
罔
聲

(
依
6
3
)
也

是
我
們
將
來
在
天

上
舉
行
朝
拜
敬
禮
的
預
演
(
默
7

u
l

口
1

"

臼
3
4

的
s

l

7
"
1

8

)

(
b
)
感
謝
的
祈
禱
這
種
向
天
主
表
示
知
恩
的

祈
禱
在
新
舊
約
中
屢
見
不
鮮
比
如
梅
瑟

(
出
的
-


U
)，

因
細
(
刷
上
2
1
i

叩
)
，圈喇
(
制
下
泣
)

劉
剛
到
(
叭
叭的
1
U
)

蚓
蚓
制
(
剖
M
M2
l

u
)

斟
圳
的
作
者(
剎
時
別
的
|
的
m
m
m等
篇

)
，
聖
母

瑪
利
亞

(
路
1
H

l

目

)
及
回
加
利
亞

(
路
1

開
i

刊
)
等
的
祈
禱
就
楚

(
C

)
懺
悔
的
祈
禱
是
向
天
主
表
示
謙
誠
認
罪

的
祈
禱
以
求
天
主
赦
兔
己
罪
比
如
達
味

(
一
詠訂
)
一

些
單
圳
的
作
者(
副
6

紹
給
間
問
)
以
及
稅
吏

(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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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間
)
等
人
的
祈
睛
就
H
b

(
d
)
求
恩
的
昕
路
娃
向
天
主
祈
求
恩
泊
的
祈

宿
學
經
上
這
類
祈
瀉
的
實
例
典
型
多
過
其
他
任
何
方

式
的
祈
禱

(
見
削
U
H
1

曰
“M
M
|

H
叫
叫
“u
l

u

n
n

門
M
U
I

U

制
9
甜
甜

HM
7
u

制
5
8
8

5

日
H
|

M
W
7
等
m
m
n
!

但
M
7
1

9
u

n

等
)
不
可
否
認
的
是
何
約
時

代
的
叫
間
內
在
他
們
對
於

一腳
准
生
命
的
事
實
還
沒
有
真
切
的
臉
解
及
對
來
世
的

生
命
還
沒
有
清
楚
的
認
識
的
時

此
他
們所
求
的
恩
此

大
都
偏
重
於
現
世
物
質
的
範
且
比
如
長
丸
子
女
眾
仇

財

產
學
雷
以
及
兔
除
痛
苦
疾
抗
災
禍
不
幸
氧
相
反
凡

在
新
約
時

代
基
於
耶
穌
的
教
訓
及
美
也
祈
求
的
對
象

則

漸
漸
品
於
神
性
的
恩
惠

(
見
蚓
6
9

時

制
日

(
四
)
祈
禱
的
重
要
雖
然
天
主
是
創
造
及
掌
管

萬
物
的
主
宰
他
自
會
照
顧
世
間
一
切生
且
賜
給他
們

當
泊
之
恩
但
是
聖
經
L
格
外
在
研
制L
仍
然
吹
吹
不

倦
勸
魁
人
提
醒
人
祈
禱
的
重
要
(
斟
8

剖
)
。
為
獲

得
天
主
的
恩
賜
祇
有
祈
求
一
途
「
你
們

此
必要
給
你

們
你
們
找
必
要
伐
著
你
們
敲
必
要
給
你
們
開
」

(
喘

口
，
-

H
)
「
醒
竊
祈
禱
吧
兔
陷
於
誘
述
」
(
蚓
叫
“

叫
)。
「
人
應
當
時
常
祈
路
不

要
灰
心
」

(
晰
的
1

幻

品
)
在
宗
徒
們
中
尤
其
聖
倒
楓
追隨
耶
穌
的
教
訓
圳
力

勸
當
時
的
信
友
要
恆
心
不
懈
地
祈
禱
(
對
4
6

副
4

2

羅
U
U

)
並
謂
這
是
耶
穌
基
督
的
意
旨

(
簡
前
5

益九. 5 18 . 

(
五
)
祈
峙
的
汲
取
叭
界
上
恐
怕
沒
有
任
何
氏

族
比
以
民
判
祈
心
從
有
衍
心
他
們
汗
如
他
們
的
上
主

天
主
是
有
求
必
腔
的
(
耶
m
u
l

H
)
他
們
的
祈
鵑

直
接
上
迷
於
一
大
(
制
下
必
釘
到3
H
)

，

們
如
林
火
燒
的

{
5

。

許
例
(
冰
m
m
a川
2

)
耶
穌
刊
已
也
正
小
晰
地
泣
線
教

訓
了
他
川
時
仇
的
你
們
太
人(
叫
7

7
8
H
M叫mu
-


U
瑪
的
刊
訂
臼

)
尤
以
耶
穌
的
雪
中
們
所
作
的
祈
禱
更

是
特
別
有
故

(
A
AMH
H
M
M
7
峙
的
自
品
等
)。
但
有

時
祈
路
如
能
因
人
的
過
失

(
見
叫
7
H

刊
H
M
U

U
)
或
凶
天
主
特
別
的
叭
跑

(
則
必
臼
“

等

)
而

沒
布
几
個
博
具
他
有
的
效
快

(
六

)
昕
峙
的
條
件
怨
位
代
們
的
祈
位
獲
得
川
瓜

果
首
先
應
具
有
衍
德
因
為
一
沒
街
m
h
m
德
站
不
可
能
中

悅
天
主
的
」
故
此
應
「
切
仿
他
(天
主
)對
尋
求
他
的

人
是
反
叫
做
花
」(希
刊
6

)以
要
為
而
德
就
可
挺
得
一

切
所
求

(叫
幻
血，

此
創
口
M
U
M
呵
呵
圳幻
4
5
等
叫

一
謙
遜
的
心
悄
及
態
度
也
是
絕
對
重
要
的
(
間
8
H

制

4
6

伯
前
5

5

)
更
要
意
向
純
正
心
地
正
高
行
為
良

善
因
為
「
上
主
逃
離
必
人
部
俯
聽
v
b人
的
祈
禱
」
(
闊

的

自
參
見
筱
耐心
9

依
1

H
H
h
9剖
)
同
時
也
要
必
合

順
來
天
立
的
心
的
這
一
祈
峙
的
條
件
給
外
姑
鈴
耶
穌

的
教
訓
放
心
小X
A
(
則
必
凹

“

等
制
ω
刮

目
叫1
日
4

M
B

m

制
5
7
8

)
最
後
要
慌
心
不
懈
地
祈
就
才
可

。
、
，
》
》
》
》‘，

獲
得
上
主
的
恩
惠
聖
經
上
這
樣
祈
峙
的
表
率
不
勝
枚

舉
(
見
側
的6
船
上
7
8

則
下1
6

釗
8
呵
!

η

)

制
制
的
勘
告
更
比
比
皆
是
(
悶
7
7
|

u
的
缸
!
扭

J
3
$
2
3
3
J

、
‘
'
。

的m
u
-
-

u

神
州6

時
得
的
5

口

等
)

耶
穌
更
教
洲
抗
們
昕
叫
做
時
后吋命
令
口
「
的
叫
州
州

昀
如
同
外
邦
人
一
樣
，二
職
6
7

兒
叫
凹

的
叭
叭
刮
盯

門

前
示
要
A
M法
似
r
t
E
人
的
良
心
岫E此
在
L
l
J手街
口

州
的
小

心
-

J

〈
‘
'
。
、

來
划

E
K性
暗
處
析
，
隔(
即
川6
5

)
稅
吏
的
的
川
平
做
札
川

及
航
悍
的
祈
心
態
皮
憋
足
必
們
的
尖
叫
恃
(
圳
川山
山

。

(
七
)
祈
禱
的
時
間
此
地
方
叫
氏
的
於
耐
，
闊
的

時
間
可
泣
起
黃
瓜
清
H
K災
中
作
「(副
臼
抽
出
6
H

叮
觀

經
上
亦
彷
楚
地
提
凡
扯
到
第
六
時
辰1
第
九
時
叭
叭
(
1叫

下
午
，
一
一
點)的
祈
路
以
艾
恥
的
(
科
ω
9
3

1

尚
品

t
s
s
t
s

。

H

友
也
5

智
的
問
等
)
墓
教
會
很
偉
「
或
一
口
要
品

美
你
七
次
」

(
品
川
刷
)的
設
法
會
將
可
抖
抖
的
大
u

諜
分
為
七
州
時
反

昕
站
的
地
方
雖
終
在
任
何
地
力
部
吋
以
耐
仿
川

為
天
主
原
無
所
不
在
似
泣
依
照
叫
氏
的
叫
阿
扎
則

H巨
型

相
時
代
的
宗
教
盛
地
以
改
後
來
的
雪
山
市
所
狂
地
尤
其

後
來
的
撒
羅
漏
聖
殿
泣
祈
稽
的
別
比
想
處
所
叫
鬥
卅
一
匕

們

是
天
主
特
別
親
臨
的
地
方
(
則
上
8
u

u

制
必
7

圳

。

，

上
7

肘

)
耶
穌
也
強
泌
「
成
的
敗
于
眩
稱
芯
叫a
h之

所
二
職
幻
H

創
刊
口

晰
的
叫
“
)
，

是
太
家
聚
化
耐
的

ic

' 

的
地
方
(路
l
u
8

凹

宗
2

“
3

1
)除
了
聖
殿
之
外

樓
頂
涼
堂
或
樓
上

房
成
為
更
適
宜(則
上
η
H
-

n

i

、

《
'
、

'

。

•• 

達
6
u

宗
ω
9
等
)
因
為
比
較
清
靜
耶
穌
也
-d
「
道

你
祈
禱
時
要
進
入
你
的
內
室
關
上
門
向
你
在
暗
中
之

《

6

.
'

，
‘
'
，
。

父
祈
禱
」

(
瑪
6
5
6

見
格
前
7
5
)



~

最
後
若
能
以
守
齋
補
贖
(
友

4
8
1
H
9

1

川
之
凹15
昀
下1
4

職
η
缸

的
們9臼
到
M
n
)
及
哀
弘
n

h

ii

, 

-
(
多
u
s
宗
m
4
)
作
祈
禱
的
陷
綱
就
更
能
中
悅
天

-
主
的
心
而
獲
得
所
求

(
韓
)

凶
阱
區
(
的。
凶)也
ω
閻

長
文
荒
山

1

4

1
/
|
j

'

、
羅
瀚
所
養
的
鳥
都
刊
是
從
埃
及

遲
來
的
閻
王
的
一
批
(
即
科
厄

)
商
人...••• 

」
但
且
是

有
些
一
譯
本
部
以
埃
及
是
慕
茲
黎
之
誤
「
一
批
」
娃

「
科
厄
」
地
方
名
之
誤
近
代
學
者
多
將
原
文
客
事
修

改
息
高
譯
本
亦
然
(
見
一
編
下
l
H
)
義
科
厄

一
名
亦

見
於
則
n
n
(

註
恩
高
譯
本
譯
作
科
亞
)
它
在
巴

力
斯
坦
北
部
問
時
在
亞
述
文
件
上
亦
有
一
一
追
一
域
名
的

記
敘
科
厄
位
於
卡
帕
多
細
雅
地
區
的
海
仰
上
保
其
北

方
的
終
茲
黎
不
遠
此
二
娥
的
特
產
凡
此
馬
匹
絡
外
以
白

色
馬
府
最
若
師
們
繳
確
指
帥
口
與
此
二
城
交
U
切
川
成
入
大
批

的
馬
鼠
，
凶
己
的
軍
隊
則
拔
為
供
給
他
叫
附
近
的
關
家
之

話
如
敘
利
亞
埃
及
及
赫
特
人
等
而
從
中
取
利

(
縣

)

作m
u品

、

間
科
爾
班
(
獻
儀)
(
2
5
)

一
科
爾
斑
」
叫
起
指
獻
與
天
主
必
聖
殿
的
祭
品

及
隊
低
而
一
直
在
初
期
的
聖
經
花
作
中
多
有
比
他
念
已
成

(肋
mm
次
戶
必
次
放
則

甜
甜
的
H
)後
翔
的
猶
太
人
為

逃
避
，
封
父
母
謎
孝
或
救
濟
的
天
職
竟
多
次
將
財
產
當

「
科
爾
班
」
獻
與
擊
敗
而
再
不
能
川
悠
昭
他
的
川
途

(
谷
7
.
H
)

這
是
一
種
同
法
利
率
黨
人
勾
過
“

九1246-12á1 

成
的
詭
秘
作
法
二
對
狼
凱
西
叫
奸
投
機
取
巧
逃
避
孝
順

的
責
任
故
L

人
受
耶
穌
的
立
斥
(
牌
)

附
1
叫1
申
那
咽
品
「
隅
。

E
F
J人
私
立
思
垃
「
禿
順
心

v
b
1
4
〈
吋
F
I

-
-
'
J
r
b
z
\

一
川
此
叫
削
川
的
兒
，

L
U

厄
h山
村
地
似
的
旅U
U
R(例
必
5

間
內
心
附
上1
臼

)
H力
，
令

一
說
泊
糾
糾
糾
結
叫
出
思

4
次
的
兒
于
岡
州
凡
的
係
手

(
創
叫
州
時
)
仙一J
E可
能
延
為
後
人
一
附
加
有
附
為
具
他

學
經
數
處
都
未
八
阿
拉
汶
厄
里
法
次
有
，j
名
科
辣
黑
話

(
創
呵
呵HM

編
上
1

品
)

二
編
上
2
u

亦
有
化
科
辣
m
A悍
的
是
赫
只
龍
的
兒

于
屬
加
肋
L
叩
門
采
族

三
肋
末
人
必
依
茲
哈
爾
之
，

j

與
約
瑟
肌
扯
到
郎
拉

圳
，
旦
兄
弟(
山
6
u

m
u
u

戶

的
1
)
的
鬥
聯
合
同
很
作

亂
仙
似
反
惚
位
從
而
郎
耐
受
天
主
的
闖
闖m
d地
州
立
開U
將

他
放
亂
柳
川
人U
M
一
例
于
心
扑
滅
(戶
的
飢
吼
叫凶H
捕U
M
mn
n

)

(山W
)

m
l吋
爾
開
山J
咚
悄
「P
E
o
-
-
E
J科爾
乃
品
在

-

A
y
-

-
-
/
E
E
'

，
、
教

A
W
H
史
上
結

第
一
例
山
外
教

M
M頭
領
沈
入
教
的
人
他
是
意
大
利
營

的
一
鬥
犬
拉
肚
古
訓
做
勒
雅
雖
木
耳
又
創
損
跑
卻
是
敬
畏

惟
一
與
一λ
土
的
人
父
慷
慨
好
胞
一
日
正
在
祈
禱
時
上

主
的
天
使
發
叫
別
給
他
叫M
F〈
主
聽
了
他
的
祈
禱
令
他
差

人
去
心
們
多
祕
來
代
約
的
的
怕
多
收
亦
在
其
像
中
接

受
了
天
主
的
扔
石
的
抗
令
他
吃
食
走
獸
爬
過
飛
均
等

不
潔
勁
物
的
命
令
使
他
知
道
悠
段
受
外
教
人
領
沈
入

教
淤
品
的
多
城
凶
法
來
的
人
前
赴
凱
繳
勒
雅
制
制
川 器

及
其
全
家
乃
得

M
剛
說
信
奉
基
督
戶
科ωJ
叮
此
攸
戰

。

1
l
I
l
l
i
t
-
-
-

經
上
再
未
提
到
科
爾
乃
客
百
夫
長
的
爭
妙
用
扭
曲
m
羅
尼

位
主
必
科
氏
哇
喇
叭
叫
則
叫
刺
殺
教
會
的
創
始
人
到
街
繪
成

調
他
，
J
太
已
刊

(
7H
Fm
E
)汪
叫
仆
刊
心
所
織
Z
r
n唔
，2
)

。

的
主
教時

絡
上
所
述
刊
忱
的
這
一
段
史
心Y
W
級
會
的
山
附
級

政
策
L
望
有
失
大
的
關
係
蓋
宗
徒
們
a刊
始
以
向
為
之
人

宣
傳
一
兩1日
叭
由
於
科
爾
乃
翠
的
倒
叫
人
品
糊
糊
了
吼
叫
外

人
歸
化
基
笛
的
先
聲
基
本
地
改
變
了
以
徒
們
的

位
投

放
炊
策
而
這
種
改
變
是
天
主
所
顧
志
的
親
自
犯
瓜
的

攸
此
的
多
祿
同
即
成
後
可
大
事
宣
傳
木
受
訓
仙
似
的
人

、
‘
'
。

亦
卜
俏
皮
受
腦
血
目
的
權
利(
京
n
I

M
)

間
突
明
(
斗
F
E
-
-
2)

n
A
b巳
3
4
宇
生1
\吋
E
E
{
/
人
的
，
叮
-
t屯
卉

。
一必

2

研
Y
U
L
I
r
d
/
H

a

Z
Z

之

‘

|

去
了

I
E
-
7

、
「
山
川U山
」
之
志
是
市

交
峙
的
，
寸
，
你
之
一(
創
叩
2

制
上
1

5

)
突
巳
耳
九

族
部
裕
的
創
始
人
多
次
與
默
舍
名
叫
父
雅
汪
叫
民
族
怕
仗

技
人
啊
(
依的
間
則
幻

U
M
M間
到
2

3
"
1

端
上
1

5
)
吋
此
刊
也
叫
自
比
H
M崎
耶
斐
特
後
伏
的
緣
故
卅
日
與
從
治

人
越
街
叫
臼
以
仙
叫
銅
器
(
川
幻
臼
刊
晶
晶
)匕
的
V
H
M叫

哥
他
沾
上
主
γ仆
州
的
敵
對

(
則
必
2

3
m
m1
)
他
們

所
M
仕
的
地
方
拔
一
般
叫
早
已
祠
的
指
斷
悠
的
照
你
的
兩

。

l
L
1
主

!l; 

l!'J;1 
倒

在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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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突巴
耳
加
一
五
日
(
吋

C
E
S
S
)

人
弘
是
制
制
制
由
制
制
所
生
的
兒
子
其
姊
妹
名

叫
納
阿
瑪
「
他
是
製
造
各
種
鋼
鐵
器
具
的
匠
人
」

(
創

4

自

)
聖
經
如
此
記
載
他
的
目
的
不
外
是
在
指
出
人

類
在
當
時
的
社
會
文
明
上
往
前
邁
進
了

一
大
步
突
巴

耳
的
意
思
是
「
製
造
」
而
加
立
目
的
意
思
也
是
「
製
造
」

二
者
之
意
飯
同
學
者
們
乃
懷
疑
到
這
個
由
兩
詞
惜
成

的
人
名
是
否
是
原
來
的
真
名
有

的
學
者
則
謂
突
巴
耳

是
原
名
叫
割
是
後
人
附
帶
加上
的
用
以
強
調
及
解
釋

前
者

(
韓

)

的
A
叮
偉
34
「
M
M
g
w。
同
H
Y
O
C
S
E
D
H
J

U
品
是
符
斗
司
E
/
F
E
E

明
。
。
已
月2
\

在
也
圳
的
7記
載
天
主
與
以
民
立
約
之
前
梅

H扭
曲
目

先
把
約
會
念
給
百
姓
聽
叉
列
下

幻
2
稱
在
上
主
搬
內

所
發
現
的
法
律
書
寫
約
書

出
圳
的
?所
稱
的
約
替
依
據

上
下
文
無
疑
指
出
甜
甜
|
幻
凹

一
段
記
述
但
列
下
幻

2

所
稱
約
書
蠻
不
少
經
學
家
根
鎮
上
下
文
認
為
是
申

命
紀
或
申
命
紀
的

一
部
份
是
以
木
條
所
謂
約
書
只
限

出
叫
帥
，
所提
之
約
書
就
該
段
內
容
來
說
可
稱
之
為
法

律
集
成
所
提
及
的
法
律
有
有
關
宗
教
性
的
有
關
社
會

性
的
而
且
大
部
份
可
說
是
有
關
社

會
道
德
方
面
的
自

以
下
的
分
析
即
可
見
一
斑
幼
n
l

自

敬
禮
法
幻
-


u

僕
牌
法
幻
凹
|

盯

殺
人
或
傷
人
賠
償
法
幻
甜
|

M

m
一
牲
畜
傷
人
賠
償
法
幻
目
1

師

傷
害
牲
畜
賠
償
法
幻
盯

!
".

, 

一
I
U
5
你
寫
錯
償
法
n
e
|

H

托
管
物
遺
失
賠
償
法

益;1L 

扭
臼
|

叩

保
防
人
權
法
幻
-

-

9

維
持
正
義
法

n
u

H

守
安
息
年
及
安
息
日
法

n
u
l

u
舉
行
慶
節
法

不
過
這
只
是
一
大
器
的
分
析
嚴
格
的
說
在
這
約
金
內

並
沒
有
一
邏
輯
的
分
析
如

n
M
|

叩
論
保
防
人
權
但

ω
節
也
寫
論
及
敬
禮
唯
一
天
主
m
l
狗
節
又
論
放
獻

祭
法
總
之
由
以
上
的
分
析
可
情
經
看
出
這
約
害
的
內

容
可
稱
為
法
律
集
而
且
是
有
關
宗
教
方
面
的
及
關
於

社
會
道
德
方
面
的
前
者
含
有
敬
禮
法
後
者
含
有
刑
法

(
H
h
H
M
M
S
E
E
)

在
內

從
文
體
來
說
有
命
令
式
消
極
一
方
面
你
們
不
可

....• 

如
鉤
扭

扭
幻
1
l

3

拍
極
一
方
面
你
憋

..

.••. 

如

幻
叩
H
H

剖
U

M
不
過
大
多
數
赴
占
時
立
法
所
慣
用

的
假
設
按
法
叫
假
使
成
如
果

....• 

批
•••
• 
知
別
2

7

"

扭
扭

盯
m
e
S

H

H

幻
4
5
這
一

-文
體
在
申
內

更

是
聽
見
不
鮮
參
闖
出
小7
時

U
H
U
7
H

臼

7
η
2

8

1
A

I

均
勻
fu
I

‘
司

也
A

恤
，
-
Z
J

I
o
o

-
-

明

。
dM
1

句
fu

1
:

q
tu

句
“

弓
，
u
1

關
於
這
約
苦
最
大
的
難
題
是
有
關
作
者
的
問
題

其
次
郎
約
書
在
聖
經
內

原
屬
於
何
處
首
先
關
於
作
者

的
問
題
由

於
本
書
內

所
記
述
的
大
都
是
針
對

定
居
的

生
活
有
家
室

(
n
e
)
有
葡
萄
國

(
2
.
)
提
及
田

地
和
莊
穆

(
n
s
)
提
及
年
尾
收
成
節
(
幻
時
)
等

不
似
當
時
在
曠
野
所
度
的
遊
牧
生
活
是
以
自

上

一
世

紀
以
來
有
不
少
學
者
尤
其
唯
現
派
學
者
認
個
月
約
替
非

出
自
梅
瑟
的
手
尊
自
然
也
非
梅
瑟
時
代
而
當
是
較
後

的
作
品
有
的
學
者
竟
以
為
是
公
元
前
第
九
或
第
八
甚

至
第
七
世
紀
的
作
品

不
過
另
有
學
者
如
拉
岡
熱

(
H
b間E
D
m
o
)海
伊

市

(
E
E
EE
Y
)
等
認
為
約
會
大
體
說
當
出
於
梅
該

雖
然
在
這
約
替
內
多
次
提
及
有
關
農
業
生
活
因
為
不

可
不
知
希
伯
來
人
很
早
就
有
對
農
業
的
知
識
參
閱
創

4
2
9

臼
再
者
早
在
梅
瑟
以
前
已
有
了
極
聞
名
的
哈

慕
辣
彼

(
囡
"
言
自
己
凶
立
)碑文

(約
在
公
元
前
十
九

至
十
八
世
紀

)
甚
致
竟
有
人
以
為
約
書
或
妙
發
哈
氏

碑
文
或
是
哈
氏
碑
文
的

譯
文
這
類
說
法
無
疑
是
言
過

其
飢
不
也
由
於
叫
民
的
祖
先
到
凹
蚓
原
來
自
闖
關
圳

倒
叫
地
扎
對
凹
出
制
文
化
代
代
相
院
制
割
著
制
割
受

了
哈
氏
的
影
響
則
可
說
甚
為
A
口
服
(
如
制
割
內
的
報

復
律

(
-Z
Z
E
D
M

ω
)
為
古
近
來
極
普
遍
的
法
律
) 。

再
拉
所
謂
制
封
為
制
割
的
作
屁
也
也
非
此
今
日
圳
所

放
之
約
苦
字
字
旬
旬
具
出
向
總
瑟
手
准
共
中
不
少
定

為
後
人
所
增
添
修
比
另
一
方
面
由
於
在
制
剖
凡
未
促

及
君
王
未
提
及
學
殿

(
訂
刊
所
提
即
一
一
般
乃
間
仙
化
泌
的

說
法
指
敬
禮
天
主
的

地
方
並
非
指
狹
意
的
耶
京
的
聖

殿
)
而
且
也
未
提
及
如
申

也
4
|

M

唯
一
敬
禮
天
主

的
地
方
放
入(
1日
一
般
經
學
家
認
為
今
日
斟
制內的
細

觀
應
成
書
於
公
元
前
十

一
世
紀
前
化
也
即
民
長
時
也

說
第
二
問
題
是
否
約
書
原
來
郎
為
作
者
置
於
此

處
對
這
一
問
題
今
日
的

一
般
學
者
都
認
為
約
會
原
非

厲
於
此
處
不
過
在
制
圳的章
記
述
天
主
與
叫
民
立
四
川

盟
約
這
盟
約
中
心
思
想
及
天
主
向
以
民
頒
十
誠
是
以

後
人
乃
以
這
約
書
為
十
誠
的
最
好
詮
釋
乃
將
制
喇

叭置

於
天
主
向
叫
民
頒
十
誠
的
經
文
內
郎
在
天
主
向
叫
q
q



=
且
佈
十
誡
(
如
叫
I
I

H
)
叫
“
及
天
主
與
以
民
立
約
(
圳
的

叫
-
Il

u
)
之
間

-

見
哈
慕
辣
彼
(
義
)

U
A
A
句
話
且
自
且
「
〉
品
。
『
H
Y
O
C
S
O
D
E
H
J

約
植
在
聖

2
4
圈
可U
N
U
F〉
門
口
"
問
。
且0
日
」

i

Z
P

』

4

/

、
經
上
的
名

字
很
多
如
約
祖
上
主
的
約
櫃
天
主
的
約
櫃
以
民
天
主

的
約
極
結
約
之
植
上
主
的
結
約
之
植
天
主
的
結
約
之

樞
神
聖
的
約
櫃
等
等
它
的
構
造
見
出
衍
叩
|
但
是
用

皂
爽
木
製
造
的
植
于
長
二
肘
半
寬
高
各
一
肘
半
亦
即

長
一
百
一
十
二
點
五
公
分
寬
高
各
六
十
七
點
五
公
分

里
外
包
以
純
金
周
圍
鐘
以
金
花
邊
問
直
有
金
環
以
便

插
入
兩
隻
皂
夾
木
槓
用
為
拾
行

上
面
的
蓋
名
為
「
贖

罪
蓋
」
是
以
純
金
作
的
在
一
年
一
度
的
贖
罪
大
節

WMU 

皂、

JL 1254 

日
大
司
祭
可
進
入
至
聖
所
以
祭
過
之
血
灑
於
此
蓋
上

(肋
的
H
H
)
兩
個
革
魯
者
在
蓋
上
邊
面
對
面
以
翅
膀

遮
蔽
著
贖
罪
益
以
示
保
護
(
趴
呵
U
u
n
)
mm
1
1

5

告
訴
狡
們
卡
誠
的
石
板
便
是
保
存
在
這
倒
約
相
中

約
植
在
聖
經
上
的
逃
過
可
說
始
自
以
民
過
約
但

河
(
蘇
3
)
佔
領
耶
皇
哥
城
(
蘇
6
6
1
H
)
安
置

在
到
刷
刷(撒
上
3
3
4
‘
)
出
很
蚓
叫
到
蚓
人
(
繳

上
4
3
1
刊

)
落
入
敵
手

(
繳
上

4
U
M
)

被
人

當
收
利
口
叩
放
入
自
己
的
神
胸
中

(
織
上
5
1
3
)

但
因
此
禍
患
叢
生

(
繳
上
5
4
刊
)

被
移
至
貝
特

制
制
世
伺
仍
災
禍
末
了(
刷
刷
主
6
u

!

別
)
，
被
趕
於

阿
彼
納
速
布
家
襄

(
撒
上
6
n

i

7
1
)
途
味
佔
領

刺
京
後
刊
且
各
支
派
四
分
五
裂
無
關
結
力
乃
將
約
植
迎

入
學
京
作
偽
團
結
統
一
的
象
徵
(
列
上
3
臼
)
自
此

約
樞
再
度
隨
凶
，
年
山
山
征
叫
副
人

(
削
下
M
H
)
當

喇
喇
喇
益
完
學
殿
之
後
終
將
約
陋
安
放
於
至
學
所
中

(
則
上6
凹
8
1

1

9
)
職
3
時
預
言
叫
民
在
默
西

亞
時
代
將
不
再
為
約
惚
之
喪
失
而
痛
哭
技
晚
年
的
記

載
圳
下2
4
|
a

y
約
但
被
耶
肋
米
亞
放
入
山
洞
中
洞

口
被
堵
寒
凶
而
失
其
踩
跡
但
以
民
很
興
後
，
匕
會
再
出

比
別口
閥
混
約
植
被
妝
在
天
上
的
捏
一
般
恥

考
古
學
家
大
致
都
說
闕
為
聖
經
上
給
我
們
遺
留

下
來
的
資
料
不
太
詳
細
故
很
難
準
確
地
擬
繪
它
的
模

型
再
加
上
其
中
有
些
赴
連
帶
與
神
學
問
題
有
闊
的
材

料
或
具
有
象
徵
性
故
更
雌
雄
描
繪
至
於
它
的
來
源
雖
有

些
學
者
將
之
與
中
東
遊
牧
民
族
所
提
帶
的
木
製小
祭

壇
或
木
箱
(
至
今
仍
有
比
此
間
)
相
比
或
與
古
埃
及
為

慶
祝
太
陽
神
辣
遊
河
禮
儀
中
的
木
船
或
大
木
箱
相
比

但
兩
苦
之
間
的
分
別
部
很
大
不
可
相
提
並
論
尤
其
是

神
學
方
面
的
分
別
更
不
可
以
這
里
計

今
試
解
約
恆
的
神
學
問
題
如
下
無
疑
地
約
極
的

象
徵
性
很
大
它
代
表
著
天
主
的
親
臨
故
此
它
被
稱
為

「
坐
於
革
魯
賓
上
的
萬
軍
的
上
主
」
(
撒
上
4
4
撒
下

6
2

制
制
2
)。
到
制
割
人
的
神
像
普
通
是
站
在
獸
背

上
的
叫
民
故
被
榮
作
態
像
故
以
能
以
天
主
的
喘
口
陸
來

顯
示
天
主
的
親
在
及
他
的
超
越
性
坐
在
質
座
上
的
耳

刮
艸
像
每
逢
節
日
遊
行
示
眾
好
不
威
風
然
約
組
所
從

之
地
也
是
使
叫
民
起
敬
起
畏
的
處
所
是
天
主
顯
示
耐
用

淫
，
叫
已
旨
意
的
地
方
它
隨
軍
趴
征
顯
示
天
主
在
以
民

的
艸
權
政
體
上
是
叫
民
惟
一
的
領
抽
及
君
王
它
也
足

天
主
向
叫
民
締
結
盟
約
的
鐵
證
是
他
練
選了以
民
是

他
給
叫
民
訂
立
了
法
律
而
這
法
律
的
結
晶
(
十
誡
)

就
被
存
在
約
植
中
最
初
天
主
練
選
了
榕
瑟
作
為
以
民

的
領
恥
祇
有
制
詞
是
天
主
的
傳
品
人

(
圳
詢
問
)
，

仰

是
叫
劉
也
是
受
死
亡
法
律
所
支
配
的
人
所
以
天
主
在

叫
民
中
的
親
在
應
當
漸
漸
與
梅
瑟
的
本
身
分
闖
天
主

向
叫
民
旨
意
的
傳
達
亦
應
漸
次
不
再
經
過
裕
瑟
而
另

謀
他
途
雲
彩
1
1
在
斟
樹
上
主
彩
的
山
現
是
天
主
親

在
的
象
徵

(
叫
口
刮
目
刊
M
I

M

戶

8
H
ω
H
M
U

S
H汁
H
)
榮
耀
1
|
榮

耀
與
雲
彩
是
很
逅
似
的
一
種

象
徵
亦
表
示
天
主
的
親
在
(
肋
9
4
6
)
會
存
赴
以

民
集
會
的
地
方
與
雲
彩
及
天
主
的
榮
耀
有
很
相
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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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q
卡
嗨

!1 

特
徵
仙
泣
，
主
彩
成
-
Z机
此
以
此
山
進

m
f地
之
後
叫
己

的
小
、
(
馮
納
亦
然
)
以
“
代
之
的
H
K天
主
的
約
航
天

主
繼
續
代
約
價
上
倒
現
它
後
來
被
險
重
地
保
存
於
仰
圳

京
要
做
中
而
逗
單
一
一
般
又
是
曠
野時
代
人
智
紅
的
繼
承

(

MW

) 

話
h
叫
A
月
三
。
F
J

口
。
汗
L
U
二
。
σ
\

u
m內
H
J
h
H齒
，
「
切
。
矣
。
問
『
。
『

J
「
約
的
」
比

U
P
V咒
，
1

蚓
個h
f
H
L
F
R
F
σ
」

A
I

J

、
中
口
的
合
技
站

誦
，
反
掌
門
或
被
攻
恨
的
人
約
伯
傳
以
外
一
一
這
位
汗
。H人

物
收
川
M
H
m

中
夕2
u

1

“

(
村
一J
通
一
叮
本)
的
的W

H

凡
此
雅5
u

均
有
所
心
收

約
們
的
故
事
刊
，
正
與
心
述
其
事
的
約
的
傳(或
約

怕
記

)
不
可
分
離
的

這
舍
是
世
界
萬
名
文
學
作
品
之
一
故
此
有
些
學

拉
伯
把
它
與m
v
f的
神
的
和
歌
德
的
仔
士
德
等
。
圳
汗
糾

挺
拔
論

k
t下
本
述
約
的
傳
的
大
意
結
偽
文
學
類
刮
著

作
時
代
扎
扎
神
學
要
點

甲
約
伯
傳
大
意

約
怕
原
H
t.

例
山
川
川T
一
方
公
正
虔
誠
仁
慈
的
內
的

而
咐
他
布
七
m
A三
灰
他
們
一
家
愉
快
的
過
著
幸
福
生
活

那
知
M
W卅
日
不
常
禍
生
日

A

夕
嫉
妒
人
的
路
鬼
做
哪
來

了

天
主
的
命
來
折
磨
約
怕
於
楚
他
的
萬
貫
家
財
一
旦
間

完
全
破
產
于
女
位
僕
亦
同

時
死
益
但
是
約
伯
在
這
樣

即
一惡
劣
的
環
境
1
依
然
信
賴
天
主
毫
無
怨
量
的
可
是
撒
殉

.

, 

一
並
不
滿
足
又
使
他
通
身
生
長
毒
瘡

(
1

2
)
這
時
約

九

'

。

的
們
逆
來
順
受
耐
心
從
受
天
主
的
女
排
他
的
三
例
開
求

知
道
了
這
例
沌
的
使
一
川
前
來
探
屯
他
他
們
川
人
坐

在
地
上
面
何
相
飢
A
痛
汗
太
慘
重
三
人
都
不
敢
問
口

。

'

和
他
講
F

川
七
天
之
後
這
種
莫
明
其
妙
的
災
禍
終
必
使

約
伯
a
j
了
他
的
三
個
明
友
一
個
一
側
的
存
佑
他
他

。

和
每
州
馴
灰
校
開
了
將
為
從
第
三
車
到
三
，
卜
一
仇
恨
赴

約
伯
向
他
三
例
憫
友
辯
論
的
則
必
是
本
泣
的
主
要
部

'

。

份
也
是
木
者
的
主
題
他
的
三
州
朋
友
希
去
根
除
h
t
u
代

的
傳
統
准
行
進
口
則
受
賞
推
行
盛
則
受
泊
的
觀
點
和
原

則
來
特
力
挽
服
約
的
要
他
收
到
心
刊
己
的
過
失
征
天
主

。
』
h
l
a
-
-

A口
的
痛
加
悔
改
好
獲
得
一
大
主
的
仙
似
兔
約
的
划
一
叭
叮

定
府
已
無
力
爭
並
且
盤
明
他
不
做
得
為
什
麼
請
多
作
必

的
人
在
世
上
非
但
不
受
罰
反
而
生
活
得
非
常
衍
版
有

權
有
勢
于
孫
繁
昌
享
受
無
窮
當
然
在

a
T
叫
的
時
候
約

的
的
h
A情
后
犯
有
必
一
過
火
可
娃
他
在
紐
端
困
仲
市
中
堅

'

。

持
“
叫
天
主
之
心
也
不
必
惰
隨
風
綠
能
叮
只

乙
約
伯
傳
的
結
構

約
伯
與
他
三
個
朋
友
的
三
段
對
抗
在
三
十

-
I
i

便
結
束
了
泊
者
還
未
得
到
一
個
漏
意
的
答
案
也
在
川
作

背
自
己
沁
志
到
了
這
個
缺
點
凶
此
引
出
年
輕
人
厄
里

lli

o

--

I
l
l
-
lIll-llhll 

魚
-
k
m
p一
侃
上
厄
川
巳
烏
叫
做
然
沒
有
解
釋
約
的
和
他
的
三

例
側
友
厄
里
法
次
彼
耳
遂
得
克
法
爾
所

J川
論
的

難
題
義

人
在
世
受
符
惡
人
享
福
如
何
解
釋
天
主
至
公

至
義
的
照
顧
但
厄
里
烏
劫
對

這
難
題
的
解
釋
開
闊
了

一
條
新
路
他
雖
然
沒
有
全
然
被
除
圍
繞
這
種
題
的
疑

雲
卻
已
給
讀
者
提
供
了
一
絲
光
明
他
肯
定
人
在
世
上

所
受
的
市
雌
惜
后
一
定
娃
懲
罰
何
時
也
扯
大
主
所
叩
開
典

的
們
悴
的
以
叭
叭
人
的
信
儕
叫
“
你
怕
他
件
，
史
偉
火
、
水

。
l
l
I
l
l
-
-
i
l

-
-

•• 

lIll-Ill-' 

久
的
叫
一
忠M
E
H
A
A

的
布
川
仙
卡

挖
刊M
M
虫
叮
聽

了
約
的
叫
他
三
忱
憫
友
的
結
論
以
後
就
您
從
心
起
責

備
約
州
的
二
伙
州
」
A
r小
知
足
川
一
大
主
的
道
內
抬
眼
約

的
門
問
時
也
必
釗
約
的
k

晶
執
已
H
M仆
以
恃
無
採
划
不

知
反
主
你
從
悅
和
人
要
人
反
對
刊
的
仙
的
辟
地
必
仟
花
兒
附
於

。

死
亡

厄
皂
白
(
1於
世
忠
械
地
以
天
主
的
道
州
來
凶
化
約

的
只
巾
論
天
主
赴
刑
公
至
泛
的
約
的
撕
不
法
刊
以
為

泛
何必
均
天
主
i
t尊
京
大
約
的
慨
不
句
以
什

H
I
L正
推
而

口
山
怨

-
2月

狗
叫
川
天
主
從
困
詩
中
掀
仙
似
伙
人
你
現
在
此
刊

的
凶
苦
中
切
不
司
怨
天
尤
人
天
主

h
N
M叫你
卜
←
比
上
幸
福

之
路
你
只
當
管
溫
州
美
他
奇
妙
的
化

-

L
幻
使
陳
述
天
主

的
化
L
必
l

H
nn正
天
主
的
A
d

受
造
之
物
也
是
天
下
」

的
持
f
p
小
血
肉
，
何
旭
無
不
顯
，
小
天
主
的
純
的
侃
大
和

他
的
妥
善
煦
騙
人
不
可
能
看
透
天
主
的
件
大
更
不
司

。
。

t
'
l

能
了
解
他
的
奇
妙
的
照
顧
必
是
本
苦
的
總
結
經
過
厄

里
鳥
利
用
天
主
的
道
周
懇
切
刷
刷
品
約
伯
終
必
忱
然
大

。

l
l
』
l
l
l
『

'

悟
天
主
駁
斥
了
約
伯
三
位
朋
友
的
荒
謬
不
但
恢
彼
了

約
的
以
街
的
一
繭
的
帕
而
且
還
加
俏
貨
踢了
他
所
欠
的
財

。
說，問

木趟，
會今 約1

的分伯i
目別傅: 丙、
的，囂的
是述紐約
在如 裁、{白
晝下:性傳
明 先質的
天說和體
主它自裁、
上的的，性
智因是質
的的。一和
照按個自
顧;學分的
妓，多 1 :不
里|瑪|閥
辣|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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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人。純者，-，諸|
以說苦 「
?亨、木人 Z
f丁香在 』
本的 1堂 上
扯 ， 目得 三
穹的霆，之
笑:在 !æ 等 ，
Rd 卒 作
L孔 ' "而唱?至普,fu I吐訪局
去上」目
悼令4 的的

私沒錯是

心為且是在
益像.觀串Ij
力約|念 ;iE
i區 fi'JI 其猶|
ii\ 一他太|
的綴，學人，

" J". 

現
代
的
學
經
學
且
也
大
都
以
本
書
的
目
的
是
在
村

論
四
川
什
麼
世
界
上
有
災
難
瓜
什
麼
義
人
受
苦
兩
大
問

題
更
具
體
地
改
作
者
以
約
怕
的
事
實
一
方
面
反
對
普

遍
「
天
道
一
鵬
說
口
禍
淫
的
觀
念
」
另一方
面
說
明
「
天

主
飯
赴
至
公
至
義
人
在
困
苦
中
就
應
將
自
己
完
全
交

給
天
主
照
獻
」
的
原
川

約
怕
傳
從
文
學
觀
點
來
看
很
難
說
是
屬
必
那
一

種
體
化
到
際L
A仁
不
結
純
粹
版
此
也
手
足
抒
的
技
札

也
不
完
全
相
似
糾
叫
削
和
叫
喇
喇
所
汗
的
音
則
對
心

政
們
反
卷
一
看
約
似
乎
沾
一
本
戲
曲
可
泣
如
快
將
它

比
於
指
做
戲
曲
H足
有
仙
賞
大
的
分
別
趴
筆
布
以
為
本

書
垃
根
做
一
件
事
W
u
-
-
逗
裝
W
M從
前
址
以
散
文

(
1
2

紹
，
叮
)

記
述
的
後
來
一
位
偉
大
的
恩
怨
家
袋
詩

人
以
詩
經
加
以
路
大
而
有

了
現
有
的
篇
幅
於
赴
這
偉

大
的
著
作
約
伯
博
雖
然
不
必
一
本
全
然
相
似
訓
叫
叫
做

的
的
戲
曲
幼
保
存
了
山
民
放
戲
曲
的
特
質
就
純
文
學

來
。
的
約
們
的
追
訴
你
的
來
文
學
的
打
好
娃
悅
叫
什
文
學
叫
你

仁
人
的
冷
歌
之
一

，

足
一
約
多
少
與
制
酬
的
圳
創
制
圳

(
~
F
E
S
-
。
切
)
惚
沁
仙
似
的
老
刺

九
喇
釗
木
蓄
的
悅
民
作
江
們
叫
比
例
制
州
州
九
州
(
他
所

認
湛
的
結
一
位
教
外

U
M仰
天
主
者
的
故
扎
，
近
結
證
明

) L 
1256 

天
主
赴
普
世
此
而
不
只
是
選
民
的
天
已
對
凡
懇
求
也

侍
奉
他
的
人
娘
不
發
現
自
己
民
如
慈
父
的
天
主
所
憐

。

t
t
t
'

，

建
川
同
時
亦
治
明
的
J
的
只
叫
做f小
泣
闡
明
淤
一
閥
一
族
的

而
沾
有
他
川
遍
州
國
必
八
L

人
划
的
以
天
F

瓜

-
L人
家
反

。
》
P
B
B

‘
'
，

但
仰
只

L何
一
仰
宗
教
也
悠
品
只
釘
一
州
州
的
“
約
的
宗
教

也
仿
吟
力
把
良
主
的
問
心
您
泓
給
給
外
邦
人
(
叫
“

)

、
‘
‘
'
、
、
《

2
2

、
。

i
I
l
l
-
-
l
l
l
)

約
怕
你
開
懷
也
合
為
一
逗
他
回
心
您
與
作
肘
學
奧
斯
泛
的

γ

已
他
甘
心
到
這
一
點
彼
此
他
刃
有
祖
「
任
何
一
例
外
邦
人

他
雖
不
屬
於
雅
各
伯
放
系
他
的
音
符
也
沒
有
被
選
民

列
入
正
叩
開
古
自
川N
H
t論
到
基
皆
有
時
劫
品
了
一
些
損

。
，

三
一
-
m圳
恨
這
樣
的
事
行
傳
入
了
玟
們
的
耳
技
彼
吋
做
得

及
們
花
芯

-
f
u
收
手
造
非
叫
要
政
們
J

心
怯4

小
吋
叫
使
以

前
沒
咐
我
們
也
很
吋
以
怕
們
街
化
三
間
從
拉-
M凹
的
奧
仙
似

。

l
i
l
-
-
-1

，

也
伶
峰
一
水
池
給
外
川
人
七
次
以
的
阿
K
人
也
不
能
也

不
敢
強
洲
除
以
色
列
，
「
民l
雅
各
的
依
系
外
沒
一
人

也
屬
於
天
主
的
誠
然
以
色
列
了
民
泣
天
主
所
泛
的
，
寸

。

民
ω
問
他
民
族
不
迫
天
主
所
傾
選
的
這
些
民
族
雖
不

國
肝
、
白
界
上
的
以
色
列
依
系
也
在
他
們
中
閻
部
有
許

I
l
l
-
f
l
l
1
4
1

。

多
人
士
娃
屬
必
天
上
以
色
列
于
民
的
如
果
有
人
否
忍

這
事
那
麼
一
逗
他
賢
仟
的
約
伯
就
是
很
令
力
的
反
誰
甘

心
他
不
足
以
色
列
人
也
本
刊
記
版
依
猶
太
教
的
人
他|

仇
的
H
內
旭
東
族
系
的
人
生
必
厄
鼠
也
死
於
岡
州
爪
但
站

論
釗
他
的
泊
的
和
“
能
做
天
主
划
T

以
卡
足
的
炭
叫
他

'

。

，

同
時
的
人
沒
有
一
人
能
勝
過
他
的

m
z
b裁
2
4
疑
惑

這
事
山
於
天
主
的
照
版
山
此
一
人
使
說
們
縱
貫
得
知

有
些
外
邦
人
他
們
從
俠
仗
口
已
以
天
主
的
旨
志
為
自

己
的
標
準
目
的
因
而
獲
得
天
主
的
歡
心
是
屬
於
天
上

刺
蚓
掰
冷
的
人
民
」
(
天
主
學
祕
卷
十
九
衍
章
) 。

了
約
伯
搏
的
作
者

快
攻
們
所
泊
的
心
伯
州
悍
的
攸
心
泣
屬
於
版
史
然

而
現
為
作
品
的
作
街
也
‘
這
占
來
的
官
一
位
以
←
川
人
的
心

。

像
加
以
演
變
而
戲
劇
化
了
這
部
你
大
作
品
注
何
山
，
村

一
人
的
手
軍
這
間
遇
在
解
經
家
中
成
了
一
例
爭
論
的

對
象
有
的
把
厄
里
烏
言
論

(
叫
“
幻
)智
泣
的
消
祠

(
認
)
天
主
的
圳
言
(
犯
l

刊M
-

1
6
)
和
1
2

及

'

。

'

‘
〈
《
'
?
、
5

、
、

的
叫7f

口
歸
於
另
一
作
者
按
他
們
的
意
見
約
的
傳
現

有
的
形
式
是
一
位
無
名
氏
在
筒
約
晚
期
(
約
在
公
元

。

l
l
t
I
l
l

a
-
-
i
l
-
-
t
f

前
第
六
或
第
五
世
紀

)
所
編
寫
的
在
中
國
街
鄭
板
鐸

教
M
M受
了
歐
美
批
汗
家
的
影
郁
而
寫
道
「
約
伯
傳
是

「
線
裝
」
中
的
一
偽
伶
火
的
般
的
里
邊
的
主
旨
是
講

人
類
的
俑
仟
」
扭
扭
娟
的
曲
似
根
線
一
例
山
代
人
民
傳
說

的
故
吾
尸
川
寫
且
經
過
好
幾
例
作
家
的
增
故
仙
是
一
副

表
現
山
山
希
臘
時
代
的
猶
太
思
想
的
因
惰
的
鈍
，
于
她
叫
起

屬
於
所
涓
細
太
的
『
科
泣
的
文
學
』
的
衍
以
關
肝
、
人

生
間
遁
的
智
萃
的
問
答
以
表
現
上
帝
的
性
質
」
(
文

學
大
綱
卷
一
八
←
七
頁

)

惋
惜
仁
者
看
來
除
了
科
泣
的
消
品
(
必)
和
以
散

文
山
峙
的
三
段
(
1
2
位
，
1

口
)
外
全
#
崗
山
山
山
於
一

例
作
有
之
手
連
厄
E
h
-
-的
那
一
段
凶
犯
幻

平
亦
您

。

的
於
3

M
M皮
泊

位
e

這
兩
段
的
作
拉
伯
J且
治
山
川M
F
、

文
體
和
修
僻
的
支
現
而
作

川

的
主
r
m
N馬
南
艾
倫
修

。

辭
看
來
憋
足
闡
明
於
一
例
作
括
要
教
會
迄
今
叫
到
此
滾
，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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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表
過
任
何
公
告
因
此
學
者
在
文
學
批
評
的
立
場
上

可
以
自
由
去
研
究
章
者
只
不
過
表
示
自
己
的
意
見
而

已

伐
閥
於
作
品
的
時
代

經
學
家
把
約
伯
侍
歸
於
好
幾
州
時
代
從
的
瑟
時

代
到
公
元
前
第
三
世
紀
幾
乎
每
一
做
紀
都
有
人
站
為

是
約
州
側
的
寫
作
時
侃
大
抵
改
來
有
的
把
制
歸
肝
、
制

扭
必
有
的
把
它
歸
於
撒
羅
漏..• 

:
比
較
吋
靠
的
時
代
還

是
約
是
在
耶
肋
米
亞
以
後
寫
成
的
因
寫
一
方
面
它
在

某
一
些
地
方
表
現
作
演
受
了
郎
的
影
響
另
一
方
面
因

為
則
十
四
章
已
拉
到
約
怕
再
說
它
的
文
體
有
時
露
出

受
了
阿
刺
美
文
的
V
W幣
制
制
刮
到
後
來
是
否
也
受
了

約
的
影
響
有
些
學
者
的
答
很
起
肯
定
的
但
伊
拉
者
敢
說

事
雖
可
能
然
而
尚
沒
有
誰
明
可
是
對
另
一
種
約
受
了

依
後
集
影
響
的
意
見
啦
者
則
絕
不
接
受
至
淤
蜜
詠
作
品

和
約
伯
傅
類
似
的
地
方
也
相
話
多
不
過
因
為
娶
一
詠
笑

不
是
一
時
一
人
的
作
品
所
以
很
不
容
易
斷
定
誰
為
創

作
誰
為
仿
擬
參
閱
(
詠
叮
和
約
幻
幻
物
的
更
進
一
步
比
較

制
5
M
U
n
u

與
制
即
制
幻
7

與
制
1
2
等
幸

簡
便
可
得
知己

約
伯
傅
的
譯
文

基
於
上
述
讀
者
當
明
白
約
國
文
義
深
奧
辭
章
古

雅
翻
譯
起
來
異
常
困
難
所
以
譯
文
與
原
作
自
有
不
益

←
符
合
之
處
聖
經
各
卷
的
古
譯
本
判
今
日
譯
經
工
作
都

到
一有
很
大
的
M
M此
但是
約
制
制
古
譯t
h蓮在
創
刑
制
第

一
十
三
號
洞
穴
所
發
現
的
約
伯
博
塔
爾
吉
木
並
沒
有
多

)L 

大
的
M
M助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約
伯
傳
如
與
原
文
兩
相
對

照
治
漏
的
旬
子
竟
多
至
四
百
餘
處
並
且
所
遺
漏
的
文

多
赴
晦
澀
雌
雄
師
胖
的
旬
子
敘
利
巨
培h
d
h
川
托
譯
本
有
百
餘

處
不
起
逐
字
譯
出

H
q
j通
行
木
超
過
一
切
古
譯
本
也

超
過
希
蠟
通
行
本
法
放
多
倒
阿
往
拉
息
瑪
背
敘
利
單

及
一
切
巾
希
臘
所
譯
出
的
其
它
各
國
語
一
=
口
的
譯
本
如

ω
〕『
門
。，
因O
H

凶
叮
叮
門
缸
"
。
。

M
M
S
'
ω
且
已
甘
心
糟
的
。
苟
同
。
。
因
。
V
且
，

門
H
n
p

〉
2

玄
。
可E
U
KFE
玄
n
m
等
卡
九
世
紀
的
批
譯
家

根
線
這
些
譯
本
開
始
研
究
約
伯
縛
的
原
文
可
怕
他
們

或
赴
因
為
針
希
伯
來
詩
體
本
抱
有
成
見
好
私
心
自
用

或
是
因
為
約
，
似
傳
經
義
不
契
合
他
們
所
擁
護
的
宗
教

進
化
論
主
品
就
任
忠
刪
改
希
伯
來
文
逼
權
主
似
的
任

性
態
度
引
起
了
很
多
學
者
的
反
感
迋
些
學
拉
伯
的
工
作

問
然
比
“
山
派
的
必
盲
從
希
伯
來
詩
恆
的
學
者
及

為
困
難
可
起
他
們
治
學
的
效
果
也
就
更
大

X
災
多
市

者
只
提
出
一
些
較
表
名
學
者
如
巳

Y
Z
B
P
H
J
Z
F

JN
R
E
門
「
ω
n
y
g
o
m
o
-
-
E

n
n
E
皂

白
於
這
些
人
的
研

究
對
於
約
的
晦
暗
和
不
明
白
的
地
方
雖
然
沒
有
完
全

解
釋
明
白
可
赴
約
伯
傳
經
過
這
項
精
細
而
棘
手
的
研

究
工
夫
大
概
可
以
說
已
顯
露
原
形
得
知
它
的
本
來
給

惜
和
互
相
連
貴
的
深
意
如
果
或
們
注
意
這
些
學
者
關

於
約
的
批
評
作
出
的
原
則
就
可
更
容
易
了
解
而
附
述

它
的
U艸
學
了庚

約
伯
傅
作
者
的
神
學
觀
缸

約
怕
傅
作
者
的
神
叩
門
干
觀
點
與
訓
道
寫
作
者
相
似

T
m是
站
在
狹
隘
的
以
色
列
民
攘
的
立
場
上
說
的
立
論

而
是
站
在
整
個
人
類
的
立
山
上
說
「
川
收
論
挾
，

z

口
占
/
」
就

。
'

是
以
外
教
人
的
思
想
觀
點

E
M
A岫
山
於
此
所
使
川
的
反

主
的
名
字
不
起
啟
示
的
名
字
「
雅
咳
」
|
除
了
序

言
和
結
為
而
是
天
主
的
斤
，
越
名
字ω
U
H
斗
也
叩
開r
H
M

I
l
l
-
-
-

。
，

e
E

〈
〈

4、
、
4

、

擺
布
日
(
也H
E
E
H
Z
E
E
)再
泣
如
M
A
V
泌
娟
的
作

著
約
的
作
者
不
以
以
色
列
人
的
心
敗
而
赴
以
人
叫
周
天

絨
的
良
知
良
能
來
圳
海
伙
人
作
詩
所
的
叭
裕
的
不
只
足

以
民
的
知
識
凡
各
民
族
|
尤
其
是
川
側
的
皮
偉
、
交
心

。

3
、
、

族
所
有
的
智
笠
無
不
益
泣
採
納
山
於
約
的
體
例
在

全
部
聖
經
中
很
赴
特
殊
已
如
上
述
毛
的
體
例
叫
桔
紅
圳

爭
婦
故
不
兔
布
矛
盾
銜
尖
的
地
方
心
且
天
主
占
斥
f

約
伯
的
」
一
個
朋
友
法
必
刊
的
他
們
沒
名
把
隨
即
沌
，
常
d

山
山
但
是
他
們
所

﹒品
的
改
非
方
令
的
心
約
的
昕
泣
的
心

。
，

投
非
完
全
對
那
底
改
符
州
州
辨
圳
叫
州
街
的
屯
人
主
啾
h
d心

的
道
問
阿
拉
瓜
人
，
刊
已
的H
M
M阱則
必
迋
一
點
下
棋
們
扯

把
學
教
令
的
教
父
和
火
解
縱
家
有
關
他
們
批
J
約
的

側
的
幾
倒
原
則
介
紹AA
K
l
f

自
以
作
女
9
月
(
一
)
約
H
H
H

所
寫
的
一
切
都
是
出
於
天
主
的
默
咚
似
刊
也
以
村
訂
山

。

1
I
l
l
-

部
出
於
作
者
自
己
(
二
)
約
伯
冶
一
位
的
，
叫
時
代
的

外
教
中
的
目
前
且
哲
身
懷
大
難
而
仍
不
尖
其
依
村
上
土
，
一
之

。

-
-
l
i
-
-
'

心
這
H是
他
偉
大
和
縫
能
可
μ
的
地
方

(
4一
)
約
怕
的

言
論
經
過
大
詩
人
的
修
飾
不
兔
有
些
三
口
過
其
'
忱
的
地

方
仙
一
應
當
知
道
這
起
文
人
玩τ抒
情
m
t顯
鼠
也
已
天
」

3' 

的
悅
誠
(
四)
制
側
口
出
怨
言
決
不
口
區
為
尋
求
人
間

'
，

。

的
安
慰
只
赴
發
洩
自
己
內
心
的
痛

苦
葾
以
自
也

關
於
制
制
制
的
一
腳

m峙
的
對
從
天
主
金
向
攝
制
訊
耳
刮



-
和
大
部
分
塾
詠
所
持
的
論
點
相
向
至
於
倫
理
是
天

主

站
~十
識
所
要
求
的
倫
胡
也
制
制
制
的
特
點
在
乎
它
的
叫
普
遍

一
位
在
教
現
方
面
約
特
別
提
高
依
恃
天
主
的
信
心
並
且

一
聲
明
道
德
無
論
如
何
受
攻
擊
最
後
還
是
唯
有
有
道
德

的
人
才
獲
得
永
久
的
報
酬

W
血
盯
這
兩
節
對
人
復
活

的
道
棚
內
也
許
不
如
圳
和
制
講
得
那
麼
清
楚
但
由
於
約

伯
說
得
那
麼
有
力
具
有
那
麼
大
的
信
心
這
些
話
質
間

接
含
有
這
種
道
現
給
後
來
的
啟
示
闖
關
了
寬
潤
的
大

道

f dp 

現
在
有
些
解
經
家
和
哲
學
家
想
按
照
現
在
流
行

的
「
存
在
論
」
(
例
已Z
E
E

E
S

)
的
哲
學
思
想
來

解
釋
制
制
耐
不
論
他
們
的
動
機
多
麼
華
也
且
可
佩
服

但
被
筆
者
看
來
這
種
治
學
方
法
是
不
合
乎
史
學
精
神

的
叫
如
要
懂
得
約
怕
縛
的
精
義
除
舊
約
其
它
經
書
外
經

學
家
也
悠
該
越
多
越
深
越
精
研
究
屬
於
閃
族
其
他
民

族
的
風
俗
和
著
作
閃
民
族
以
外
的
其
它
古
代
民
族
如

有
關
於
世
人
的
痛
苦
和
人
在
痛
苦
中
所
有
或
版
有
的

堅
忍
不
拔
的
苦
幹
精
神
的
研
究
和
著
作
也
可
拿
來
與

制
叭
叭
叫
互
相
對
吼
作
學
街
的
研
丸
如
在
制
國
有
類
似

的
文
獻
拿
來
作
這
樣
的
研
究
那
更
赴
求
之
不
得
的

見
智
慧
原
罪
忍
耐

(
雷
)

引
A
巾
h
E
三
。
H
Y
凶
S

J
人
名
意
謂
「
上
主
顯
示

L
島
附1凶
司
司
f
H
。
m
w
H
Y
m
w
、
，

l
t
i

d
r
t

-
7
2

、
正
義
」
里
經
上
以
此
為

名
者

@
是
閥
割
凹
割
的
幼
子
當
他
的
兄
弟
阿
彼
默
肋

客
為
了
爭
奪
王
位
起
而
將
自
己
的
七
十
位
弟
兄
殺
害

;!L 1257-1258 

臨叫制
割
的
神
藏
起
來
得
以
自
保
性A叫
其
後
在
到
劉
們
山

上
大
聲
向
對
蚓
居
民
講
說
寓
言
以
證
阿
側
默
叫
韌
的

為
王
是
非
法
的
行
為
後
為
了
躲
避
哥
哥
的
報
復
逃
往

貝
爾
去
了
(
民
9
1
i
n
)
他
的
寓
言
，
門
可
說
叫
起
以
民

最
初
智
泣
的
表
現

@
赴
南
風
施
大
的
第
L
|

一
位
凶
王
(
七
四
O
l

七
三
五
)
其
父
烏
齊
雅
(
亦
名
阿
回
黎
雅
列
下

的


s
6
)
晚
年
闊
的
自
代
咎
大
司
祭
向
上
主
獻
香
而
受

天
主
的
懲
罰
混
身
生
撤
(
一
編
下
幻

2
)
與
人
宰
隔
絕

自
此
其
于
約
望
使
代
為
執
政
(
七
五
一
年
)
故
此
聖

經
上
說
他
在
耶
京
作
王
凡
十
六
年
(
列
下

的
臼

)
而

他
真
正
的
作
王
祇
是
在
他
父
親
死
後
的
四
五
年
而
已

他
的
母
親
耶
魯
沙
是
司
祭
區
多
此
之
玄
故
他
本
人
臼

幼
受
到
美
好
的
宗
教
教
育
這
於
他
將
來
的
行
政
作
風

頗
有
關
係
在
他
為
主
期
闊
的
組
尉
頗
多
宗
教
方
面
他

雖
遜
力
求
故
革
但
未
能
將
民
間
在
尚
丘
上
敬
禮
邪
門
仰

的
耐
心
習
完
全
釗
除
(
列
下
的
自)
H足
以
，
何
先
知
們
的
不

漏
(
依
1
1

等
歐
I

I

等
米
1
5
)
但
他
修
建
了
上

主
聖
殿
的
北
門
(
列
下
的
品
則
9
2

見
耶
叩

2
)
學

殿
的
上
門
放
你
們
正
站
的
城
柏
拉
具
他
的
那
京
及
猶
大
的

防
禦
工
事
(
一
編
干
幻
3

‘
)
堪
稱
一
位
善
良
的
君
王

對
外
川
滅
勝
叫
刮f
民
使
之
納
稅
死
後
「
與
旭
先
同

也
排
在
湖
喇
城
」
(
則
下
的
盯
甜
甜
制
下
幻

1
1
9
)。

考
古
學
者
在
厄
絃
雍
v
m
f
H爾
(
見
戶
口
品
)
地
方
發

現
了
一
個
戒
指
其
上
刻
有
約
堂
的
名
字

@
在
州
別
的
族
譜L
有
名
制
劃
者
是
雅
赫
待
的

兒
芋
，
屬
加
肋
布
卓
然
旅
士
綜
上
2

“

)
戶

的
料
叫

到
A
叮
旦
「
可

J三
。
且
呂
J
河
流
名
原
忍
不

，
以
，
月
，
'
，

E
L
rf
L山
μ
﹒
」/
固
。
同
已
州
W
D
F
ω」

Z
Y

A
|

'

、

1
:

〈
:
、
誰
有
相
刮
來
“

「
長
年
河
流
」
即
謂
河
水
沛
流
不
息
之
且
必
到
圳
來
打

「
丹
」
名
菜
丹
是
其
主
流
發
源
之
地
放
心
付
「
門
川
!
一

之
稱
更
有
人
謂
來
自
希
伯
來
文
的
動
站
「
F

降
」
立

即
「
下
降
的
河
流
」
故
此
其
說
不
一

約
但
河
是
墓
地
重
要
的
一
條
河
流
聖
經
上
提
皮

它
達
一
七
九
次
全
長
白
發
源
地
至
死
海
們
的
做
為
二
月

公
里
但
質
際
的
長
度
如
遠
遠
超
過
二
百
公
里
尤
其
巾

桐
F
b
-亞
溯
至
叫
樹
一
段
河
床
彎
曲
經
組
其
直
線
為

-
O
五
公
里
但
實
際
的
長
度
竟
達
三
二
0
公
里
它
的

發
源
有
三
皆
位
於
彼
此
相
距
不
遠
的
赫
尚
品
山
間
之

下
其
中
以
帕
尼
阿
斯
(
2
口
盲
工
源
為
最
花
名
雖
烈

它
的
水
量
並
不
太
多
但
南
下
漸
次
與
其
他
兩
叫
你
的
流

水
相
眶
而
組
成
正
式
的
約
但
河
也
趨
南
F

征
第
卡
阿

公
里
處
造
成
第
一
座
湖
郎
默
龍
湖
目
前
比
湖
已
經
現

今
以
色
列
國
的
人
工
改
造
成
大
批
良
田
叫
做
納
悶
花
鬥

比
約
但
河
再
南
下
而
突
降
由
海
拔
六
十
八
公
尺
的
默

龍
湖
降
至
十
八
公
里
之
處
的
加
里
肋
單
湖
已
在
水

A干

線
下
二
一
二
公
尺
由
加
里
肋
亞
湖
至
死
海
入
口
處
再

降
一
八
0
公
尺
已
在
地
中
海
水
平
線
下
三
九
二
公
尺

白
發
源
地
(
帕
尼
阿
斯
高
三
二
九
公
尺
)
至
進
入

到
研
其
下
降
程
度
達
七
百
多
公
尺
其
河
流
之
消
急
可

想
而
知
途
中
雖
有
不
少
支
流
匯
入
約
但
川
但
主
要
者

紙
有
雅
爾
慕
克
及
雅
波
克
皆
是
河
東
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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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問
河
之
重
要
性
不
在
於
物
質
時
至
今
日
它
向

來
未
被
用
作
灌
溉
航
行
或
運
輸
更
改
系
到
正
業
發
屯

的
用
途
惟
一
得
其
實
惠
者
是
那
也
一
仆
占
以
來
的
收
不

人
和
他
們
的
羊
翠
家
吝
至
今
阿
利
伯
人
仍
咱
們
也
為

「
家
畜
飲
水
處
〕
它
在
叫
民
歷
史
上
的
意
義
是

.

它
赴
天

主
選
民
的
自
然
邊
界
用
來
保
護
以
民
抵
御
府
強
敵
阻
止

外
寇
的
入
侵
雖
然
勒
烏
本
加
得
及
半
例
默
納
協
支
派

的
地
區
在
川
之
東
部
做
學
叫
做
向
來
倪
志
為
以
氏
的
東

部
邊
界
(
同M
u
l
M

見
則
衍
刊
)
，
祇
有
渡
過
約
但

河
才
可
以
進
入
許
地
(
市
2

盯
)
而
且
祇
有
天
主
加

以
幫
助
才
算
可
以
渡
河

(
蘇
3

章
等
見
民
7
M
8
4

到
一撇
下
U
n
H
W
臼
!

闊
別
下2
章
刷
上9
“
l
H

) 。

'

。

一
這
種
觀
念
保
存
至
新
約
時
代

;!L 

在
新
約
上
右
弱
的
宣
治
扎
扎
耶
穌
傳
教
生
活
的
問

端
都
與
制
叫
川
仇
恨
但
如
的
切
的
關
係

(
瑪
3
6

凹

凸
裕1

5
9

帥
的4
1

等
)
以
民
過
約
仙
川
的
仙
述
H
f過
紅
海

的
重
比
做
們
如
叫
民
投
過
制
叫
川
之
緣
」
吋
以
進
入
詐

地
它
成
了
教
友
領
受
洗
禮
的
象
徵
以
布
經
過
洗
禮
的

人
J
吋
以
進
入
新
的
結
地
l

天
國

(
悴

)

m
n
h叮
恥
間
\
F
E
F
J
人
名
志
泊
「
蝕
，J
J」
聖
經
上

U
P
V
4月。
中
/
H
S
B
\

只
布
此
名
省
有
二
比

一 、

阿
蚓
剩
的
兒
手
制
咐
他
仆
正
一
位
先
恥
山

山
生
於

圳
蚓
闢
艾
派
別
蚓
蝴
制
制(
劍
"
H
)
。
他
曾
預
言
雅

制
則
哨
二
位
(
七
八
三l
七
四
三
)
要
收
復
為
阿
蘭

人
所
俊
估
的
失
地
的
事
(
列
下

M
品
)
因
此
可
斷
定

制
州
先
知
與
到
刮
蚓
狗
叫
到
蚓
二
先
知
為
同
時
代
的 ~

學
者
們
卜
人
都
主
張
此
約
納
先
知
郎

H
K以
約
的
月
九

的
先
知
者
中
的
主
角
地
約
納

h
A

一
怕
多
祿
的
父
向
亦
仇
-
約
納
凶
耶
穌
油
門
裕
的
少

喇
馬
「
制
俐
的
兒
子
叫
淵
」
(
闊
的
口
)
圳
們
以
川
l

u

創
臼
1

間
所
記
耶
穌
又
稱
們
多
祿
為
一

i

H
A
q的
帖

子
叫
喇
」
按
約
納
或
右
望
可
能
叫
一
也
喇
喇
喇
一
行
的
的

稱
H
正
以
街
此
區
別
(
川
)

的
h
y
L間
長
安
三
凶
。
矣
。
二
。E
H
J

U
G
芳
。
不

/
4言
」
f
H
L
F
n
門
同
。
口
"
。
\

本
書
被
列
為
十
二
小
先
知
書
中
第
五
位
本h
A
U
稱

為
制
制制
品
並
非
因
為
本
書
的
作
者

為
制
圳
先
見而泣

因
為
本
書
的
主
角
為
約
納
的
原
故

內
容
與
分
析
制
制
受
天
主
的
命令
眩
釗
也
別
叫



-
i

亞
述
的
首
都
去
向
該
域
的
人
民
宣
佈
因
他
們
的
邪

的
-
您
將
要
受
到
的
懲
罰
但
是
他
拒
受
天
主
的
一
一
這
項
任
命

一
俞
國
逃
往
塔
爾
史
士
便
在
約
地
上
了
勝
地
基
人
的
拍

起
程
逃
往
塔
爾
史
士
去
(
1
1
3
)

當
時
海
面
突

然
起
了
暴
風
海
這
掏
湧
致
使
那
船
危
在
做
傾
水
手
們

向
向
己
的
神
研
制
求
救
之
後
便
決
定
以
她
籤
來
判
明
究

竟
娃
誰
的
緣
故
招
來
了
如
此
嚴
重
的
災
禍
結
洪
約
納

怕
中
了
籤
乃
自
願
請
求
水
手
將
他
拋
入
海
中
他
被
拋

入
海
中
之
後
海
一
面
遂
即
恢
復
了
平
靜
而
收
手
們
也
因

此
敬
畏
了
上
主

(
1
4

時
)

約
納
先
知
在
海
中
寫
一
隻
大
魚
吞
下
他
在
魚
腹

內
祈
求
了
天
主
三
天
之
後
大
魚
又
將
他
肚
在
岸
上

(
2
1
1

U
)
上
主
再
派
他
去
尼
尼
微
宣
講
懺
你
這

次
他
沒
街
抗
命
依
照
上
主
的
認
去
了
厄
尼
微
尼
尼
微

人
通
他
的
勸
告
而
悔
改
了

(
31

刊
)
厄
尼
微
城
遂

得
兔
於
質
拔
一
一
這
事
使
先
知
心
內
異
常
不
悅
但
是
天
主

卸
川
了
一
棵
忽
生
忽
死
能
蔽
的
實
例
叫
他
明
白
他
氣

憤
的
無
理
並
且
明
示
了
他
仁
慈
的
道
理
(
4
1
l

u
)

由
上
述
內
容
看
來
本
書
很
明
顯
的
分
為
兩
大
段

第
一
段

(
1
2
)
記
述
先
知
初
次
受
命
向
與
民
宣
講

悔
改
先
知
雖
然
抗
八
關
部
獲
得
7
天
主
的
仁
慈
依
救
第

二
段
(
3
4
)
描
述
先
知
再
次
受
命
身
受
仁
慈
得
以

復
生
的
先
知
因
了
天
主
仁
慈
寬
恕
悔
罪
的
異
民
而
心

生
抱
怨
仁
慈
為
懷
的
天
主
再
以
實
例
加
以
閥
導
巾
此

可
比
本
書
的
主
題
是
要
顯
明
天
主
的
仁
愛
普
及
全
人

類
連
異
邦
人
也
包
括
在
內

、盟)L 1260 

作
者
與
時
代
古
代
學
者
大
都
一
致
主
張
約
納
先

知
不
倒
是
本
苦
的
主
角
而
且
也
足
本
泣
的
作
答
但
目

前
的
學
街
叫
到
現ι
的
約
納
吉
再
無
人
怕
“
注
生
荒
山
叭
叭

第
八
以
紀
的
約
納
先
知
所
出
的
凶
為
一
本
主
的
作
答

稱
日
厄
微
「
帥
口
」
赴
一
座
大
城
(
3
3
拔
原
文
)
巾

此
可
M
M尼
厄
微
城
已
經
毀
滅

(
六
一
二
年

)
此
外
本

需
所
形
容
的
巴
尼
微
城
如
此
之
大
「
市
裘
三
天
的
行

程
1二
3
3

)
投
且
「
其
中
令
卡
二
越
多
不
能
分
辨

山
H
1」
亢
右
手
的
人
」
郎
比
前
扶
持
占
的
學
家
的
做
告
迷

尼
尼
微
仰
准
時
則
也
沒
行

2
U
K山
大
心
且
在
一
他
占

城
內
也
決
不
能
釘
仟
阿
以
上
的
人
口
再
且
有
作
者
不
也

沒
有
侃
出
君
王
的
叫
名
而
且
稽
之
肉
「
尼
尼
徽
王
」

(
3
6
)
一
逗
他
稱
呼
以
叫
述

，你
闢
時
代
次
不
通
股
迫

逃
E

的
為
型
經
各
處
以
改
模
彤
仰
文
上
持
稱
作
「
巫

述
王
」
二
木
苦
無
論
在
半
間
，
一
=
口
成
肘
千
上
皆
具
布
晚
期

流
行
的
阿
糾
美
文
指
風
桂
且
所
州
的
人
稱
代
名
諷
和

承
上
代
名
品
都
注
悅
期
的
不
見
淤
早
期
的
經
書

(
1

7
9

悶

2
5
u
4

刊
)
一
二
木
苦
的
主
要
恩
怨
是
在
必

影
顯
天
主
的
博
定
主
義
社
川
救
來
生
主
義
以
攻
斥
猶
太

人
的
偏
狹
主
義
民
依
主
持
關
家
主
談
起
以
陰
市
叭
叭
充

軍
之
後
尤
其
適
合
於
川
赫
米
雅
和
厄
斯
德
拉
時
代
廿
世

至
以
從
足
以
木
喬
紅
作
的
最
適
當
時
期
您
在
第
五
世

紀
末
或
第
四
位
紀
初
不
會
悅
於
希
咄
咄
時
代
因
為
本
書

沒
有
受
過
任
何
椅
蠟
文
化
的
影
響
作
有
問
神
誰
不
知

文
體
這
一
問
題
是
本
書
中
最
雌
雄
解
決
的
問
題
學

各
們
的
意
見
抖
不
一
致
是
一
部
皮
書
抑
或
是
一
部
訓

海
故
事
是
-
部
具
有
一
般
央
本
事
的
傅
已
抑
或
是

J
剖

純
粹
虛
惰
的
小
說
或
是
一
路
合
，
行
』
商
志
必
比
喻
的
公

治
以
上
品
結
皆
名
學
者
權
改

關
於
一
一
追
問
越
雖
然
學
品
社
會
主
，
今
向

K
L
們
昕
沌
，
止

雖
然
近
代
的
公
教
學
者
多
必
悶
本
書
刊
也
一
部
尚
川A
H川

的
J
仙
也
但
唯
各
站
為
本
書
是
合

ι竹
教
圳
的
旺
的
〈
心
也

作
答
叫
了
從
雅
治
H
H字
一
一
刊
時
代
臥
間
相
傳
的
巾
九
U
U

作
為
u
m
史
的
核
心
以
白
山
敘
事
能
寫
了
本
U
H日
以d
M

天
主
普
救
來
生
的
教
義
不
然
難
以
險
的
併
州
以
判
叫
人

保
存
了
這
部
如
此
猛
烈
攻
堅
他
們
偏
狹
的
民
故
主
，
九

和
仇
恨
異
民
的
香
菇
除
非
所
I

凡
的
H
t猶
太
人
相
你
的

賢
在
史
事
如
此
也
比
較
容
仙
抑
得
耶
穌
親
自
的
做
圳

(
見
瑪
也
叫
“

路
口
自
!

白
)

神
學
恩
怨
巾
本
訟
的
內
容
艾
文
位
可
以
斷
定
本

書
作
者
的
目
的
不
沾
品
述
史
爭
而
培
訓
，
心
品
布
使-
a

者
明
白
上
主
持
「
慈
悲
的
寬
仁
的
一
赴
泛
道
天
F

市
內

民
的
天
主
他
的
博
竟
要
求
人
從
心
內
消
除
一
切
削
俠

的
自
私
主
義
作
者
雖
未
記
述
真
正
的
史
事
但
他
以
先

知
超
然
的
觀
點
在
本
書
說
明
以
民
在
人
頌
雁
的
〈
中
凡

萬
民
得
救
的
使
命
(
參
閱
絡
刊
章
)
只
令
人
類
的
救

主
耶
穌
才
真
正
完
成
了
古
以
民
未
曾
這
口
袋
的
這
倒
使

命
仙
曾
說
過
約
納
是
他
從
死
悍
的
中
復
活
的
頒
像
「
猶

如
約
納
為
尼
尼
徽
人
是
桐
徵
兆
」
這
樣
化
快
活
的
耶
穌

無
論
為
猶
太
人
或
是
為
異
邦
人
都
赴
徵
兆
提
限
人
偽

改
為
得
救
贖
之
恩
(
瑪

也
目
l
u

路
口
臼
|
扭
)(

陳
)



“
h
叫J
L
M司
~
u
J屯
巳
r
「
「
ω
。
=
。
二
。D
m
y
/

口
卓
河
心
酬
ι
H
t
h
p司
J
F

己

。
自
」

足
兩
個
阿
刺
美
文
而
巴
爾
(
兒
子
)
約
納
(
削

布
人
名
)
一
且
是
耶
穌
狗
叫
川
漏
(
的
們
多
祿
)
的
稱
呼

(塢
的
口
等
)
也
是
猶
太
及
阿
圳
的
人
毛
今
仍
廿
日
川
的

一
種
稱
呼
力
式
街
人
以
為
約
納
仆
后
右
型
的
紡
寫
封釗

呵
!
叮
似
內
此
而
放
但
學
者
們
覺
得
約
納
意
謂
「
鴿

子
」
的
解
釋
更
為
正
確
(
韓

)

值
為
什
可
立
口
己。
毛
主
治
巴
力
斯
坦
靠
近
蝴
叫
制

v
b
4
月
#
占
三

。
這
。
\
的
一
座
古
風
與
現
今
叫
別

列
的
首
都
毫
技
維
夫
幾
乎
相
連
它
位
於
一
座
突
山
的

小
山
坡
上
無
自
然
避
風
處
故
此
不
夠
良
港
的
條
件
但

在
公
元
前
很
久
的
有
人
居
住
於
此
它
的
氣
字
且
兒
於

一
四
八
三
l

一
四
五
、
'
的
制
別
制
組L其
次
在
川
蚓

爾
納
的
文
件
上
也
捉
到
了
比
城
右
蘇
厄
佔
領
雪
地
之

後
將
此
城
創
分
給
丹
艾
派

(絲
"
“
)但
凶
培
肋
會
特

人
在
此
猖
放
作
亂
使
丹
民
不
聊
生
不
得
不
離
此
而
向

北
發
展

(蘇
州
口
盯民
間
1
H
)

至
達
味
及
制
制
制

時
代
此
城
才
完
全
被
以
民
所
征
服
佔
領
捌
蚓
制
及
後

來
則
魯
巴
貝
耳
兩
次
建
築
聖
殿
所
別
的
木
材
很
可
能

就
刊
且
經
比
海
口
而
運
往
耶
京
的
(
一
紛
下2
H

厄
上
3

7
)
亞
述
帝
國
時
代
被
放
乃
黑
槳
布
所
佔
領
其
後
又

依
次
被
漆
冬
阿
塔
碎
間
所
第
三
亞
歷
山
大
仆
托
肋
米

-

一
世
所
佔
領
統
治
公
元
前
一
四
二
年
才
重
新
被
蚓
划

到
一
人
所
佔
領
(
刷
上
ω
的
|
缸

口
-
-

6

位
臼

M
U
H

一
等
叮
公
元
前
六
六
年
蚓
鬧
大
將
剛
出
將
之
攻
克
並
釗

1261-1263 )L 

$
4
1
1

』
l
I
l
l
-
-
i
'
l
l

。
，

1
1
1
i
1
1
t
t
i

歸
敘
利
亞

w
m為
行
行
大
m
t
f洛德
鑒
必
當
地
人
民
對
他

的
以
心
H
力
犯
叫
做
勒
雅
修
迎
新
海
港
訂
此
約
陷
洲
漸

。

火
去
它
的
海
n

垂
一
仙
女
性

從
新
約
小
布
的
們
多
欣
欣
約
叭
做
而
睬
他
遠
的
刊
心

心

(
h
m
9品
!
刊
)
的
多
，
你
得
叫
他
與
像
的
地
力
山
區
仆
，
比

約
們
川
泣
川
仆
晶
悍
的
悔
不
給
外
邦
人
間
辟
了
教
會
的
大

2

、
‘
'
。

門
(
見
μ
ω
)

公
元
六
六
年
比
娥
的
做
的
太
人
大
事
造
反
排
斥
維

罵
人
被
釋
馬
大
將
外
所
帕
仙
州
州
叫
到
了
大
批
的
猶
太
人

並
將
城
市
道
行
很
壞
無
餘
卡
千
軍
來
征
時
代
它
再
度

。

繁
榮
成
為
聖
地
的
主
要
海
港
有
大
批
府
給
往
來
可
惜

因
泣
出
名
域
巾
的
中
心
的
指
佈

M
M
以
仙
似
考
古
學
家
至

。

今
木
能
在
此
從
喂
涵
泊
的
發
細
考
察

(
梅
)

“
兩
叫
高
則
三
。
E
S
J

叫
制
中
的
兩
側
待
過
人
反

2
p
c
r
E

刮
到

p

f
!
!

、

-
Y
p
-
-
:
5
1
"

、
兩
仗
閻
王
的
名
字
它
的
意

思
赴
「
上
主
是
刮
起
的
」

@
迷
咪
時
代
的
一
例
肋
末
人
必
厄
里
厄
則
爾
的

子
孫
甘
為
捏
一
般
府
怖
的
守
衛
省
(
→
端
上
必
自
盯
)

@
扣γ凶
耕
火
E

約
沙
法
將
從
事
宗
教
改
准
時
會
打

發
一
批
人
的
位
名
城
市
付
店
，
M
U
H州
耐
的
解
上
主
的
法

律
約
的
司
祭
川
山
盟
沙
馮
司
第
亦
的
被
派
泣
協
助
宗

教
研
新
的
人
物
(
糾
F

口

8
8
)

@
以
色
列
工
耶
品
的
(
詰
木
來
此
關
王
的
名
字

是
約
的
仰
的
避
兔
讀
者
與
同
時
代
的
猶
大
王
約
的
混

亂
起
見
恩
尚
譯
本
將
之
譯
作
耶
品
蘭
)
他
赴
阿
哈
布

王
仆
例
外
邦
玄
子
依
則
只
耳
所
生
的
兒
，
L
j內
l
l

-

年

(
八
五
二
l

八
四
一
)
品
以
色
列
第
九
攸
關
仁
(
列

下
3
1
3
)

雖
然
他
的
H
致
力
沁
教
故
不
仙
K

他
將

司
、
‘
'
。

t
h
1
l
l
i

巴
H
辟
邪
艸
從
仙
似
創
除
(
列
F

ω
臼
盯
)
其
姊
妹
川
叭

里
雅
典
南
閥
玉
約
的
結
愉
彼
此
咐
北
州
的
附

M
m
k
h

改
范
正
滋
此
時
有
關
印
阿
布
正
默
沙
判
以
色
州
閥
的
被

捕
但
於
垃
南
北
閻
合
反
作
阿
布
(
列
-
卡3
4

盯

)
E
U

一
戰
爭
的
記
故
亦
見
於
默
沙
的
時
文
木
來
已
壯
大
川
小
時

境
摩
阿
布
失
敗
的
命
運
業
已
注
定
糾
默
沙
主
作
舵
先

的
掙
扎
竟
在
被
囡
囡
的
城
牆
上
當
若
以
民
，
干
隊
的
自

將
繼
位
的
長
子
殺
掉
作
了
全
烙
祭
迢
最
殘
忍
的
一
首

竟
使
南
北
聯
軍
大
為
這
將
失
措
耿
沙
毛
卻
使
仆
己
的

軍
隊
積
男
振
作
而
得
以
解
閱
(
列

F
3
n
l

盯
)

其
後
北
凶
首
都
做
瑪
袋
雅
被
附
的
人
大
H
J
t叫
作

主
木
哈
遂
得
三
世
所
闊
的
域
中
無
約
克
，
竹
川
川
內
制
企

{
‘
'
。

的
現
象
發
生

(
列
下
6
8
1

n
)
但
正
紅
泣
竹
一
本
保

夕
的
絕
境
在
背
景
不
明
的
原
凶
下
阿
蘭
克
什
動
出
圳
市

。

i
l
l
-
l
f
f
1
I
l
l
-
l
I
l
l
-

，

1
I
l
l
-
I
l
l
-
4

走
了
其
後
阿
爾
王
被
哈
囝
耳
所
仙
似
哈
匣
耳
刊
立
肉
土

耶
屬
關
以
前
州
時
機
不
可
錯
過
使
聯
問
道
大
正
例
哈
齊

雅
攻
打
問
問
叫
人
在
這
一
戰
役
中
航
局
的
身
受
重
叫
做
將

軍
隊
交
給
現
胡
自
留
依
次
勒
耳
修
建
就
紅
此
時
，
“
肌

問
問
甘
甜
位
被
傳
為
玉
的
事
件
發
生
耶
川
的
免
稅
赴
依
次
粉

1
，

l
l
t
}
I
l
l
-
l
t

、
‘
'
，
‘
‘
'
。

耳
將
耶
島
的
殺
掉
(
列
下

8
9

制
下
n
5
1
7
)

@
拍
大
王
約
的
娃
猶
大
的
第
五
他
閻
王
約
沙
法

蚓
王
的
長
子
在
位
凡
八
年(
八
四
八
l

八
叫
一
列
上

n
日
列
下
I
n

編
下
的4
1
1

個
列
下
8

口
1

制

)
M叫



~
外
邦
女
子
依
則
貝
耳
的
女
兒
阿
塔
里
雅
結
婚
受
王
后

划
一
惡
毒
之
影
岱
而
崇
拜
邪
風
殘
無
人
道
(
則
不

8
M

踹

-

下
幻
6
u
n
)
。
首
先
將
自
己
的
四
個
親
兄
弟
及
一
些

將
領
殺
戮
這
與
王
后
日
後
將
王
家
親
囑
道
行
創
除
的

作
風
如
出
一
轍
(
見
「
阿
|
蚓
劉
樹
」
條
)
。
制
制
更
陷

於
邪
神
巴
耳
的
敬
禮
這
是
「
因
為
他
娶
了
阿
哈
布
的

女
兒
為
支
」
的
原
因

(
樹
下幻
e

見
剩
下8
口
間
)

於
是
有
上
主
的
懲
罰
首
先
是
厄
東
地
區
的
鈑
變
作
亂

(
編
下
叩
時
間
等
)王
親
自
帶
兵
出
征
結
果
敗
北
而
厄

到
自
此
獨
立
相
繼
有
到
則
俐
的
叛
變
亦
脫
離
了
猶
大

玉
的
統
治

(
印
刷
下剖8
1

叩
見
則
下
8
叩1
自

)
其

後
更
有
樹
叫
劉
蚓
及
阿
刺
耐
人
的
猖
獄
為
害
竟
入
侵

蚓
封
信
劫了
王
家
財
佑
你
並
榜
走
國
王
的
妻
妾
及
兒
子

只
剩
下
幼
子
約
阿
哈
次

(
編
下
創
H

口
)
這
完
全
應

驗
了
問
到
到
先
知
的
預
言
(
端
下

剖
U
H
)

。
約
蘭

獲
得
重
病
混
身
疼
痛
不
堪
而
與
世
長
辭
「
他
逝
世
後

無
人
表
示
悲
哀
一
(
編
下
創
刊1

叫
)
(
韓
)

刷
品
叮
聖
母
「T
E
S
J人
名
意
謂
「
天
主
是
一
晶
越

到

4
月
t
m
l
/
Z
E
E
\

的
」1

是
蚓
蚓
蚓
的
兒
子
此

名
只
見
肝
、
基
督
的
旅
譜
(
路
3
目
)

(
綠
)

的
A
叮
叮
叮e
←
口
「
』。"
σ
J舊
約
中
的
三
個
人
的
名

，
在
叮
叮
「
4
E
f
E
f
H
。
各
」

J
Z
y
r
-
-
4

，
、
{
乎
意
思
叫
起
「
上
主
赴
父

親
」

@
是
遠
昧
的
姊
妹
責
魯
雅
的
兒
子
阿
彼
瑟
及
阿

撒
耳
的
兄
弟
(
一
端
上
2

時
見
撒
上
約

6
)
生
來
強
押

在
囚
的
問
智
勇
過
人
為
達
味
手
下
良
將
幾
乎
戰
無
不
勝
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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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不
克
達
咪
稱
王
後
因
不
宜
再
親
自
帶
兵
出
征
於
是

約
阿
布
遂
受
命
為
最
高
統
帥

首
先
有
阿
則
別
蝴
否
泊
湖
叫
俐
的
王
恥
而
擁
護
喇

叫
到
的
兒F
俄
制
E
司
為
巳
制
州
制
率
兵
將
之
間
帆
敗

(
制
下
2臼
1

口
)
，
但
他
的
弟
弟
阿
制
到
在
這
次
戰

役
中
蚓
被
阿
|
則
川
關
所
殺
不
過
動
機
完
全
楚
山
川
於
自

衛

(
撒
下
2
M
l

自
)
約
阿
布
部
懷
恨
在
心
利
用

了
第
一
個
機
會
以
詭
計
將
風
劃
乃
爾
殺
掉
為
弟
報
仇

(
制
下3
甜
盯
)
。
或
者
亦
是
山
淤
姑
已
害
怕
瀏
喇
將

來
重
用
同
貝
乃
爾
故
先
下
手
為
強
鑑
肝
、
約
氏
的
兇
險

瀏
喇
開
始
對
制
剛
制
不
悅
將
阿
風
刮
風
隆
重
地
莽
於

蝴
同
制
山
谷
(
腳
下
3
甜
甜
目
1

自
)
。
雖
然
如
此
達

喇
仍
繼
續
利
用
他
因
為
邊
境
的
外
敵
仍
在
猖
激
作
亂

制
剛
制
先
後
將
叫
刮
子
民
(
幟
下
口

1

口
自

1
U
)

剛
耐
人
(
制
下
叩7H
)

及
厄
東
人
收
敗
(
列
上

U
H
見
樹
下
B
H
)
棋
稱
被
紋
輝
煌
給
瀏
喇
奠
定
了

堅
固
的
王
國
基
礎
更
失
勇
地
將
耶
步
斯
人
的
城
市
佔

領
(
桶
上
刊6
)
作
為
京
都
其
後
當
阿
貝
沙
隆
叛
變

時
約
阿
布
←
率
邵
第
一
二
市
山

命
將
闢
王
之
于
附
役
欣
死
(
掀
下
叩
m崎
2
1

峙
)
式
毛
t

比
達

叫
喇
咐
悔
質

H
在
已
忍
無
可
扎
於
H沾
足
將
制
叫
叫
蚓
圳
撤
耽
由
剛
蚓
制

代
M仟
什
川
糾
叭
問
瓜
川
峙
很
(
知
知
附
瑪
傲
被
約
阿
布
以
品

ι扑
川
的
手
段

役
掉
…
這
一
迢
追
川
元
川
全
山
趴
股
瓜
嫉
『
傾
附
其
其
、
後
父
有
舍
巳
的
叛
踹
變

E亦
為

制
州
蚓
所
一
平
午
臼
息
心
於
叫
站
足
再
皮
被
任
伺
為
卅
巾
軍
趴
耶
干
隊
之
鬥
最
取
『
高
同
首
領

(
做
下
叫ωW
H刮
)
迷
咪
命
仙
主
持
統
u
d戶
口
的
事
宜

他
故
立
A
m
推
萃e
H
(做
下
圳
的
2

，

9

編
上
幻
2

6
)
在
王
位
繼
承
人
的
爭
端
上
他
會

J
民
擁
護
野
心

幼
勃
的
阿
朔
問
雅
(
則
上1
，
叫
“
)
。
瀏
喇
在
臨
終

時
喝
托
喇
擱
軾
對
於
叫
阿
制
謀
殺
阿
民
乃
爾
及
叫
蚓

酬
的
譯
行
要
主
持
正
扎
制
剛
制
雖
然
逃
人
上
主
的
會

幕
裳
抱
住
祭
壇
角
但
仍
由
貝
納
雅
依
閻
王
命
將
他
處

決
死
後
被
推
押
在
曠
野
中
的
家
關
內
(
列
上25

且

@
屬
蚓
划
支
派
刺
酬
刻
的
後
代
及
創
蚓
雅
的
兒

已
全
家
都
赴
工
匠
出
身
(
輯
上

4
u
u

間
下
口
自
)

@
是
一
家
族
之
長
周
厄
斯
總
拉
一
起
由
充
軍
之

地
叫
出
制
歸
來
居
於
聖
地
者
(
即
上

2
6
8
9

厄
下

7
u
)
(

韓
)

“
h
叮
冒
吋
L
L口
。"
ω

三
是
當
約
中
的
一
而
位
國

γ
j

v
b
4
月

R
r

三

/
E
B
K

及
數
人
的
名
字
意
思
是

「
上
主
賜
與
」

@
制
阿
迪
是
阿
哈
齊
雅
玉
的
兒
子
其
母
名
漆
彼

蚓
(
圳
下
也2
幟
下
川
的1)，
在
他
問
卡
年
(
八
一
二
五

l
七
九
六
)
。
在
這
個
時
期
關
到
度
過
了
其
歷
史
上
最

大
的
危
機
若
非
上
主
特
別
照
顧
這
叭
家
族
的
主
權
寶

雞
保
存
下
來
當
們
大
王
阿
哈
齊
雅
被
造
反
的
耶
胡
射

傷
死
於
蚓
斟
刮
到
之
後
(
到
下

9

訂
詞
)
他
的
母
親

阿
路
里
雅
|
i

外
邦
邪
惡
毒
辣
灰
人
依
划
反
耳
的
，
安

兒
(
列
下
8

品

)
1
|
竟
自
垂
簾
聽
政
並
殺
絕
王
宅

一
切
後
商
為
能
確
保
自
己
的
王
位
(
列
下
H
I
隔
兩
下

U
M
)
只
有
闢
工
的
幼
子
約
附
士
做
大
司
祭
約
雅
淫

的
控
子
約
舍
巴
救
出
或
在
上
主
的
聖
殿
中
此
時
阿
塔



里
雅
以
時
再
無
人
敢
敵
對
必
是
大
力
宣
傳
巴
耳
的
心

惚
惚
挖
去
大
的
巳
月
利
U
T
將
捏
一
般
蛇
頭
給
幼
型
的
泊
的

叫
“
快
仰
巴
坪
胸
叫
起
她
本
人
既
非
腦
必
以
此
逆
不
起

猶
太
I
L

來
人
必
冶
以
判
以
此
的
宗
教
此
佩
之
、

L
U
一

來
俊
不
少
中
心
肌
盯
上
主
的
以
心
起
了
很
大
的
一
以
法
抗
釗

候
機
將
她
推
翻

(
列
下
口
2
3

鋪
下
n
u
臼
)
其
中

的
V
H
腦
人
物
要
算
是
大
司
祭
約
雅
逗
他
來
織
在
巴
女

息
口
召
集
軍
隊
公
立
王
家
後
街
約
阿
士
為
王
頓
時
人

心
大
快
高
呼
萬
成
海
口
就
將
阿
塔
里
雅
投
掉
(
列
下

口

!
廿
一
端
下
幻

I
H
)

約
附
士
益
級
時
年
僅
七
敬
山
大
司
祭
約
雅
逆
來

倆
位
采
政
立
志
到
除
巳
何
時
邪
帥
的
做
越
並
計
創
修
的

上
主
的
學
版

(
列
下
M
M
S1
6

何
下
川
的4
5
)
無
反

巴
耳
的
這
毒
已
深
民
間
仍
繼
續
在
內
的
，
k
舉
行
邪
艸
敏

碰
車
殿
修
飾
的
工
程
也
無
進
反
蓋
司
祭
們
的
宗
教
熱

誠
已
十
分
低
落

(
列
下
U
T
|

H

編
下

圳
的8
H
)

大
司
祭
約
雅
達
死
後
連
國
王
自
己
竟
亦
陷
入
邪
神
的

敬
禮
並
虐
待
上
主
的
忠
僕
連
約
雅
遠
的
兒
子
則
加
黎

雅
先
知
亦
不
例
外
被
閻
王
殺
掉

(
-
b
m
下
"
叮
叮
|
扭
)

對
外
則
完
全
服
屬
於
大
馬
士
革
的
附
的
人
王
哈

臣
耳
將
全
部
學
服
及
王
宮
的
財
富
獻
出
以
保
自
身
起

以
人
心
不
滿
已
報
手
下
昆
僕
起
來
給
黨
謀
反
將
凶
玉

約
阿
士
殺
死
由
其
子
阿
瑪
立
雅
繼
位
作
猶
大
王

(
列

，
下
U
H
H

刮
目
編
下
M
M
M自
)

到
一

@
酬
劉
剛
f
(
註
原
文
本
作
制
剛f
與
前
者
又

一
是
問
時
代
人
到
副
譯
本
為
使
人
與
前
者
容
易
分
別
起

1267-1268 九

H
M譯
作
肌
心
川
士
)
世
北
問
問
以
他
州
的
m
V
L
l二忱
凶

仁
代
攸
比

L
l
L
h
m
中

(
七
，
H
h八
l

仁
，
心
;
一)
(
州
F

U

9

刊
)
小
川U
叭
吃
光
知
臨
死
之
的
川

l
h
的U
叫
他
仆
刊
必

先
知
叭
叫
他

L

忱
的
木
來
他
將
利
阱
，
川
來
持
綠
化
凶

-
i
i
l
l

、
‘
'

。

的
川
的
(
叫
:
卡
U
H
H

)
先
圳
的
叫
叫
小
心
叭
叭
熄

哦
院
時
以
利
州
白
川
的
人
|
本
叭
站
得

J
一
他
一
仆
H
A
H受

苦
叫
述
人
的
，I
v
i
u
內
川
士
采
人
之
-
注
山
兵
將
川
州
憫

人
三
次
打
敗
拔
的
叫
自
一
刀
圳
m
t仙
州
的
火
地
又
城
市

'
，
、
。

，

l
I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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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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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I
l
l
-
I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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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列
下
口
扭
扭

)
也
正
紅
此
時
加
州
大
闋
的
例
馮

V
H

雅
閥
r

亦
將
U
屯
人
l
v

叫
於
叫
王
山t

兩
州
新
勝
利
凶

'
、
〈
'
。

完
他
此
，
爪U
外
兩
側
向
北
卦
，
J
旦
被
(
叫
F

M
7
8
)

耶
口
向
川
十
‘
k
h川
心
以
，
必
抖
八
卜

H
P
A的
，
相-
h「
手
段
來
解
次
問

。

趙
叭
仙
似
川
內I
M叫
刊
所
扣f
I
H﹒
正
卜
竹
叫
叫
圳
圳
址
，
川
州
州
本

做
大
伙
必
川
蚓
州
州
士
測
[
做
人
生
為
七
叫
俐
的
故
位

軍
進
入
叫
J
M將
王
叫
什
叫
人
想
般
的
仙
一~2日
且
將
部
份
城

倘
悄
悄
毀
而
去
(
列
下
M
?
H

)
此
後
后
久
耶
馬
川

封
使
死
去
了
山
異
乎
雅
治
川
字
二
川
改
位
瓜
北
凶
凶

t
s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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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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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
列
下
U
H
M
口
自

盯
歐
1
1

刊
1
1
)

@
以
納
協
之
很
人
生
偵
訊
的
、
Y
A划
恬
住
於
版
拘
押

絲
地
力
拉
德
紅
，
手
上
主
川
命
令
將
，rn付
的
巳

-
A祭
地

問
以
岫
吼
叫
前
川
氏
要
山
叫
做
時
句
川
七
的

H
m
A敢
地
保
跑
了
，
叫

己
的
兒
，
r
u
梅
小
仿
紅(
民
6

u
?

扭

)

@
是
以
包
列
玉
阿
哈
布
的
兒
子
爪
的
水
加
叫
作
先
知

預
言
國
王
在
棘
懷
特
基
肋
阿
得
的
戰
爭
上
將
一
敗
塗

地
時
間
王
大
怒
將
先
知
交
給
自
己
的
兒
子
約
阿

士
阿

副
市
長
加
以
囚
禁
(
則
上
扭
扭
|
甜
織
下閃
閃
自
)

G
H括
你
們
大
的
筱
几A
I
N
抖
的
，f
u
付
之
-

@
仗
，W
明
之
派
人
泣
忱
的
力
七
九
喊
他
以
打
川
B
U

聯
合
鼠
、
他M
L
心
一
仲
介
忙k
d刻
付
裕
地
打
川
口
，
可
f
e

心
你

(
編
上
叫
“
1
3
)
(

的

)

間
也
區
王
三

s
-
J人
h
t
u
f
t

品
λ

U
，
多
布
民
川
E
J
/

惘
。。
三

-
-
-汁
吋
川

i
i

F

一

-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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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

土
」
H
y
-
-叫
叭
，
行
此
y

t
n街
十
數
人
(
見
一
桶
上4
自
5
4
S
M
6

晶
7

3

刊

祖
幻
8

幻
別
向
下
的

U
M
上
ω
“
厄
下
刊

9
)
比
、
小

比
收
“
台
名
何
紅
二

一
是
很
紅
耐
光
旬
的
役
，
f
k
m
M衍
，們
的
巳
作N
K
K

A
山
間
鼠
、
n
L吼
叫
心
悅
，
心
悅
M
d
以
色
列
必
悅
。
】
淫
恥
八
叫

起
來
要
水
年
芝
的
熊
"
M
M
q
他
們
』
叭
一
例
H
H
l
打
P
H
M

做
上
8

1
s

二
3

石
油
木
人
廿P
M
凶
，
r
r
州
的
故
K
他
仇
注
昧
心

涅
的
l
m
m入
京
時
的
口
初
他
的
必
缺
一
內
三
L
l
人

h
t
v
山
H
A

起
大
種

(
精
上
的
7

口
口
)
有
比
一-
m荷
d
j

他
利
制

上
必
自
所
祠
的
山，享
用
自
上
主
聖
圾
的
山
悍
的
約
也
耳
扯
川

一
人
(
陳
)

曲
A
內
h
Z
恥
間
三
。
E
H
E
J人

'

，
只
川
九
川
，
已
「

t

主

口
，
海w
L
Z
G
串

f
H。
Z
D

之
，
|
|

-
z
f
t
-

，
、

叫
起
弘
一
泌
的
」
史
?
"
洛

德
的
家
宰
一
龐
嫩
的
耍
，j
耶
穌
會
治
叫
過
她
的
病
必
出

她
身
上
驅
逐
過
感
晦
為
了
感
激
耶
穌
同
其
他
數
位
姊

女
跟
隨
耶
穌
到
處
以
自
己
的
財
產
來
資
助
耶
穌
及
宗

徒
們
的
生
活
質
用
(
路

8
3
)
起
耶
穌
復
活
的
首
批

見
證
人
之
一

(
路
圳
的
主i

u
)
(

縣

)

(
划
上
4



~切
約
哈
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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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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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舊
約
中
的
人
名

主

1
2

，

I

‘
l
'

、
意
謂
「

土
主
是
慈

Fh
d
『-

。

-
惠
的
」

一

@
猶
大
閻
王
約
史
雅
的
長
子
但
不
知
何
故
雖
然

他
身
為
長
子
如
沒
有
繼
父
為
王
(
編
上
3
臼
)

@
厄
里
約
乃
的
兒
子
見
於
充
軍
後
的
王
家
族
譜

(
編
上
3
H
)

@
是
一
位
肋
未
人
大
約
亦
是
司
祭
見
於
充
軍
前

亞
郎
的
族
譜
是
阿
匣
黎
雅
的
兒
子
而
他
本
人
的
兒
子

亦
名
阿
匣
黎
雅

(
一
編上
5
扭
扭
)

@
是
一
位
在
漆
刻
拉
叫
樹
投
奔
達
昧
的
本
雅

明
支

派
人
(
編
上
u
s
)

@
亦
是
在
漆
刻
拉
格
投
奔
達
咪
的
人
但
屬
加
得

支
派
(
編
上
U
H
U
)

@
在
充
軍
後
同
厄
斯
德
技
一
齊
罔
國
的
一
位
族

長

(
厄
上
8

凹
)

@
是
大
司
祭
厄
肋
雅
史
布
的
孫
子
約
雅
遠
的
兒

子
亦
名
約
納
堂

(
見
厄
下
U
U

扭
扭
厄
上
ω
6
)
是

充
軍
之
後
的
人

@
是
卡
勒
亞
的
兒
子
亦
是
耶
肋
米
亞
先
知
同
時

代
的
一
位
民
間
軍
長
在
耶
京
失
陷
及
拿
步
高
立
革
達

旦
雅
為
首
長
之
後
會
聯
合
其
他
軍
長
帶
領
士
兵
前
來

耶
京
拜
見
革
達
里
雅
(
耶
刊
8

見
列
下
討
回
)
並
將

有
人
策
劃
謀
殺
革
達
里
雅
的
事
向
之
報
密
結
果
革
達

里
雅
被
人
所
殺
害
約
哈
商
在
懲
罰
罪
犯
之
餘
只
有
逃

往
埃
及
以
避
免
拿
步
高
王
的
報
復
並
挾
脅
耶
肋
米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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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知
周
往
這
完
全
是
相
反
先
知
的
本
意
(
耶
的
間


H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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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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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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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
哈
南

(
H
S
E
P
E
g
s
)

人
名
意
思
赴
「
上
主
是
慈
惡
的
」
是
耶
穌
的
先

人
見
於
基
督
的
族
譜
為
勒
傲
的
兒
子
及
則
魯
巴
具
耳

的
孫
子
(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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盯

)
有
人
以
為
他
與
編
上
3
u
n

所

說
的
哈
納
尼
雅
同
為
一
人
但
這
種
說
法
很
難
證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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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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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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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
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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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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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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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字
意
謂
「
天
主

怎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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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達
味
的
重
要
官
員
及
衛
隊
長
貝
納
雅
的
父

親
約
雅
遠
本
人
則
是
一
位
司
祭

(
撒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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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扭
扭
等
見
編
上
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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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
納
雅
的
兒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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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遠
繼
阿
希
托
賀
耳
任
達

味
參
謀
的
重
要
人
員
(
一
編上
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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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耶
京
的
一
位
大
司
祭
會
策
劉
謀
殺
兇
狠
的

阿
塔
里
雅
王
后
宣
立
正
統
的
王
家
後
裔
約
開
士
為
猶

大
王
並
輔
佐
年
幼
的
國
王
秉
政
盡
力
創
除
巴
耳
的
敬

禮
修
飾
耶
京
聖
殿
可
惜
在
他
死
後
國
王
約
阿
士
竟
陷

於
邪
神
敬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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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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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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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將
他
的
兒
子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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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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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知
殺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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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猶
大
王
漆
德
克
雅
時
代
的
一
位
司
祭
可
能

是
聖
殿
的
監
督
，
有
權
監
禁
三
切
自
充
先
知
的
狂
妄
之

徒
(
耶
m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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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
帕
色
亞
的
兒
子
充
軍
候
會
同
默
叔
藍
修
建

刺
京
新
市
區
的
城
開
川
是
刊
出
神
叫
自
劇
時
代
的
人
(
的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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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
赫
米
雅
時
代
的
大
司
祭
其
父
名
厄
肋
雅
史

布
其
子
叫
約
哈
南
(
厄
下
也
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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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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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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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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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
7
7
旦
失
-
S
J
猶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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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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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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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是
「
上
主
高

舉
」
是
南
國
猶
大
的
第
十
八
位
閻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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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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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九

八
)
是
國
王
約
史
雅
由
則
步
遠
所
生
的
兒
于
其
弟
約

阿
哈
次
在
位
只
有
三
月
便
被
埃
及
法
郎
乃
苛
所
則
立

厄
里
雅
金

(
意
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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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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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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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爵
王
改
名
為
約
雅

金

(
列
下
的
心H
)
他
於
二
十
五
歲
時
登
極

(
列
下
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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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下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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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報
答
埃
及
法
郎
提
拔
的
恩
惠
每

年
向
埃
及
繳
糧
納
說
(
列
下
幻
自
)
成
為
屬
國

在
宗
教
上
放
棄
了
其
父
約
央
雅
的
熱
誠
「
行
了

上
主
視
為
惡
的
事
」

(
列
下
幻
盯
)殺
害
先
知
鳥
黎
雅

「
將
他
的
屍
體
拋
在
平
民
的
公
墓
裘
」
(
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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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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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
害
耶
肋
米
亞
及
巴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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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的
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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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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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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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以
堪
受
先
知
嚴
厲
的
責
斥

並
預
言
他
死
後
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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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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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匹
死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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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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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他
為
王
的
第
四
年
(
六
C
五
)
巴
比
倫
王
納

波
頗
拉
撒
打
發
兒
子
拿
步
高
率
兵
遠
征
埃
及

(
見
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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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先
將
埃
及
的
兵
力
完
全
自
墓
地
逐
出
迫
至



埃
及
邊
境
他
拿
步
一
尚
未
能
完
成
他
的
輝
煌
勝
利
使
海

姆
返
歸
本
閻
昕
一
血
此
時
其
父
逝
世
國
家
的
政
長
街
待
他

來
整
斑
此
時
的
拍
大
國
王
約
雅
合
得
以
安
靜
地
過
了

三
年
的
生
活
三
年
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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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
步
高
捲
土
重

來
佔
領
敘
利
亞
及
巴
力
所
過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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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雅
金
在
稱
臣
進

貫
之
餘
很
被
險
統
巴
比
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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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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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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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外
表
固
然
不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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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巴
比
倫
表
示
惟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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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但
內
心
如
仍
念
念
不
忘
埃
及
的
恩
惠
一
心
傾

向
埃
及
故
此
三
年
後
閱
始
造
反
叛
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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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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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先
雖
有
耶
肋
米
亞
先
知
苦
口
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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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飯

告
但
完
全
無
效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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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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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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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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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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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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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M
W
Z

間
)
全
步
』內
的
先
命
令
附
近
的
颺
闢
加
包
j
附
胸

摩
阿
布
阿
拉
派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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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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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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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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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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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
這
位
凶

玉
死
時
他
三
十
六
歲
在
位

卡
一
氧
白
其
于
珊
瑚
周
雅
繼
位
為
蚓
划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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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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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意
是
厄
貝
爾
的
第

二
個
兒
子
培
肋
格
的
弟
弟
他
自
己
生
有
十
三
倒
兒
于

(
創
的
自
間
)
這
十
三
個
兒
了
的
名
字
多
與
到
叫

郎
以
前
的
阿
刺
伯
支
派
名
相
同
尤
其
是
阿
刺
們
南
部

地
區
的
支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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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冷
的
肋
末
人
屬
革
爾
雄
的
後
代
而
革
爾
雄

是
純
瑟
的
兒
于
(
民
η
u
見
出

2

血
肉
3

)
丹
艾
派

的
人
在
丹
域
也
注
了
邪
神
廟
字
而
在
此
拜
神
遜
司
祭

之
幟
的
就
是
這
位
約
納
堂
及
他
的
子
孫

(
民
η
7
l

u
)
如
此
成
至
北
倒
第
一
次
被
充
軍
的
時
代

(
公
元

前
七
三
四
年
見
民
閃
閃
|
叩

)

@
達
昧
的
兄
弟
史
默
亞
的
兒
子
會
將
一
個
雙
手

各
有
六
指
雙
胸
也
各
有
六
趾
辱
罵
以
色
列
的
巨
人
殺

掉

(
撒
下
釗
叩
且
編
上
加
6
T

)

@
達
味
的
一
位
勇
士
哈
辣
黎
人
沙
革
的
兒
子

(
編
上
U
H
)

@
屬
猶
太
交
派
赫
悠
龍
的
後
代
雅
遠
的
兒
子

(
編
上
2

呵
呵
)

@
烏
齊
雅
的
兒
，
于
達
咪
財
政
的
主
管
(
編
上
幻

@
遠
昧
的
叔
父
(
註
放
父
此
處
屬
版
義
指
親
屬

而
言

)
是
倒
釘
才
智
的
人
會
作
達
昧
的
參
謀

(
編
上

幻
臼
)@

一
位
生
活
在
猶
大
王
約
沙
法
特
時
代
的
肋
末

人
會
幫
助
國
主
從
事
宗
教
改
革

(
編
下
口
8
)

@
厄
貝
得
的
父
親
阿
丁
的
後
代

(
厄
上
8
6

)

@
附
撒
耳
的
兒
子
會
經
反
對
厄
斯
德
「
拉
休
棄
外

邦
妻
子
的
法
令
(
厄
上
m
臼
)

@
約
雅
遠
的
兒
子
亦
名
制
制
制
悶
在
充
軍
期
後
繼

﹒
父位
任
耶
京
大
司
祭
(
厄
下
U
U
扭
詞
)
但
有
人
以

為
約
納
堂
及
約
哈
南
是
兩
個
不
同
的
人
約
納
堂
任
大

司
祭
職
不
久
便
被
革
織
而
由
他
的
兄
情
約
哈
南
來
繼

位
(
見
「
約
阱
口
商
」
條

)

@
是
約
雅
金
大
司
祭
及
乃
赫
米
雅
時
代
的
一
位

司
祭
也
是
瑪
路
客
家
族
的
族
長

(
厄
下
U
H
)

@
與
前
者
同
時
代
的
一
位
司
發
舍
瑪
雅
家
脹
的

族
長

(
厄
下
M
M
H
)

@
一
位
司
氣
是
叫
叫
劉
姻
的
父
現
屬
制
制
制
家

族

(
厄
下
白
白
)

@
是
一
位
書
記
他
的
家
曾
是
鬧
別
對
亞
先
知
坐

監
被
囚
的
地
方

(
耶
h
u
m叩
時
間
)

@
撤
鳥
耳
的
長
子
是
舊
約
中
最
高
貨
傑
山
的

人

物
之
一
英
勇
的
戰
士
迷
咪
忠
誠
無
私
的
至
交
好
友
他

種
殺
了
位
在
基
貝
亞
的
培
肋
舍
特
人
的
首
長

(
撒
上

u
s
)
又
在
米
革
瑪
斯
的
峽
口
獲
得
了
巨
大
的
勝
利

(
撒
上
U
S
M
-
且
)

達
味
殺
掉
巨
人
哥
肋
雅
之

後
二
位
英
雄
心
心
相
扎
制
制
割
愛
瀏
喇
如
愛
自
己
一

樣

(
繳
上
U
I
)
二
人
結
為
盟
友

(
撒
上
閃
3
.
)

並
盡
力
保
護
達
味
不
受
父
親
撒
鳥
耳
的
謀
堂
口
(
繳
上

W
Z
|

7
)
但
見
事
機
每
次
愈
下
乃
給
達
味
出
主
意

逃
走

(
撒
上
卻
)
二
人
後
來
見
面
於
屬
勒
士
曠
野
中

約
納
堂
明
明
確
保
設
速
味
將
是
以
民
的
國
主
而
自
己

願
關
他
合
作
治
國
身
居
途
味
之
下

(
織
上
n
H


M
)
後
來
向
培
肋
舍
特
人
在
基
耳
波
亞
山
上
作
戰
時

約
納
堂
與
其
兄
弟
及
父
親
做
鳥
耳
同
一
天
陣
亡
(
撒

上
叫
“2
端
上
m
z
)。
斟
叫
阿
剖
開
個
則

制
的
居
民
夜
間

將
他
們
的
屍
首
從
鐵
牆
上
取
下
葬
在
雅
貝
士
的
種
枷



『
下
並
禁
食
七
天
以
表
哀
慟
(
搬
上
訂

u
i
H
)
達
味

m
-傷
心
哀
南
父
子
兩
九
格
外
對
制
制
割
的
死
巳
更
是
悲

一
痛
之
極
所
作
之
哀
歌
是
希
伯
來
文
學
中
最
哀
艷
動
人

的
詩
歌
(
撒
下
1

叮
|
叮
)

@
大
司
祭
間
則
叫
植
樹
闊
的
兒
子
瀏
喇
忠
信
的
僕

從
當
阿
貝
沙
隆
叛
變
時
會
盡
力
幫
助
達
味
(
撒
下
的

甜

η
臼
|
扭
)
並
將
撒
羅
漏
被
傅
為
王
的
消
息
傳
報

給
阿
劉
因
如
而
使
他
的
黨
羽
瓦
解(則
上1
u

l

的

)

@
約
納
堂
瑪
加
伯
的
親
兄
弟
見
瑪
加
伯

@
阿
貝
沙
隆
的
兒
于
曾
被
息
孟
打
發
帶
兵
前
往

約
培
將
該
城
佔
領
(
加
上
的
H

)
也
許
此
人
是
瑪
塔

提
雅
的
兄
弟
(
加
上

u
m
)
(

韓
)

布
A
叮
白
J
K
、
三
。
E
Z
J
原
文
本
作
「
若
瑟
」

2

名
品
帶
位
「
』
斗
才/
f
H。
自
己

7
、

1
l
!

3
.
，
可
|
﹒
』
'
，
伸
、

、
但
恩
高
譯
本
為
易
於

使
人
分
辨
起
見
將
之
譯
成
「
約
色
夫
」

(
見
「
若

瑟
」
條
)

@
達
味
時
代
的
樂
隊
指
揮
(
-
編
上
討

2
9
)

@
約
雅
金
大
司
祭
時
代
的
司
祭
族
長
(
厄
下
也

@
充
軍
後
休
外
邦
妻
者
之
一

(
厄
上
ω
刊
)

@
約
色
夫
(
若
瑟
)
是
耶
穌
的
兩
位
先
人
見
路

加
所
載
的
基
督
的
族
譜
(
路

3
H
M
)
(

韓
)

%
h
句
h
r
h佐
仕
「
τ
E
F
J
笛
約
中
的
兩
個
人
的

2
4
品
沛
，
固
沙
耐
心/
H。
.
\

Z
F
J
'
9

司
，

、
名
字
意
謂
「
上
主
扶

持
」

。
猶
大
的
第
十
六
位
國
王
是
默
納
舍
之
孫
阿
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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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子
父
親
祖
父
二
人
皆
被
視
為
以
民
歷
史
上
的
惡
君

約
史
雅
登
極
時
年
僅
八
歲
為
王
凡
三
十
一
年

(
六
四

O
l
六
O
九
)
他
是
一
位
正
直
的
君
王
不
偏
左
右
堪

得
歷
史
的
好
評
(
列
下

n
I
2
)
同
達
味
希
則
克
雅

一
起
被
譽
為
猶
大
最
理
想
的
君
王
(
德
的
村4
)
在
宗

教
上
他
的
主
要
功
給
有
三
宗
教
的
改
革
修
飾
聖
殿
時

法
律
書
的
發
現
及
禮
儀
的
重
整
(
列
下

n
l
幻
叩
編

下
“
站
)
、

a

宗
教
改
革
他
在
位
第
八
年
上
已
開
始
著
手
宗

教
的
改
革
(
編
下

M
S
)
時
國
王
年
約
十
六
歲
他
利

用
亞
述
帝
國
衰
弱
的
時
期
大
刀
闊
斧
將
國
內
一
切
外

來
的
邪
神
木
偶
自
各
地
創
除
是
以
人
民
的
宗
教
熱
誠

蒸
蒸
日
上
捐
獻
亦
閱
始
豐
富
於
是
利
用
這
些
一
捐
來
的

錢
財
決
心
修
飾
忽
客
已
久
的
聖
殿
(
列
下
扭
3
7

編
下
M
S
7
)

b

發
現
法
律
番
大
約
在
六
二
一
年
當
聖
殿
的
工

程
正
在
進
行
之
際
忽
然
發
生
了
叫
民
宗
教
史
上
的
一

件
大
事
大
司
祭
相
同
姐
雅
在
聖
殿
的
一
角
落
中
發
現

了
上
主
的
法
律
書
立
即
派
沙
番
書
記
向
國
王
報
告
並

肉
國
王
朗
誦
法
律
害
國
王
在
聽
間
之
下
發
現
上
主
法

律
如
此
之
不
被
人
尊
崇
乃
撕
破
衣
服
深
表
痛
心
(
列

下
扭
8
|
口
編
下
M
H
!
刊
)
更
決
意
將
已
開
始
的

宗
教
改
革
徹
底
進
行
下
去
一
定
要
使
全
體
巨
性
嚴
守

上
主
在
法
律
替
上
所
街
的
命
令

c

體
儀
的
重
艘
航
重
新
與
上
主
訂
立
盟
約
之
餘

(
列
下
幻
1
3

制
下
M
m
!

自
)
更
統
令
全
國
在

同
年
的
隊
遜
節
要
完
全
按
照
法
律
書

上
所
命
令
的
方

式
凌
祝
以
改
過
去
在
宗
教
禮
儀
上
的
紊
亂
狀
態
(
見

出
U
H
肋
幻
s

戶
9
3

編
下
到
2
)
此
時
的
北
國
以

色
列
政
權
已
不
復
存
在
故
約
央
雅
的
宗
教
改
革
亦
能

在
北
方
頗
為
順
利
地
進
行
使
耶
京
復
成
為
全
以
此
宗

教
的
中
心
而
獲
得
宗
教
上
的
統
一
並
將
民
將
耳
的
那

神
廟
徹
底
破
壞

(
列
下
幻

H
m
)

會
有
一
個
時
期
不
少
的
學
者
認
為
法
律
畜
的
發

現
只
不
過
是
一
種
善
意
的
欺
騙
用
來
使
宗
教
的
改
革

運
動
合
法
化
更
能
容
易
達
到
目
的
但
是
這
種
見
解
已

被
人
放
棄
蓋
實
際
上
基
於
約
史
雅
以
前
的
兩
位
倒
玉

蚓
俐
叫
恥
剛
到
l

的
倒
行
逆
施
反
對
宗
教
的
冷
比
且

積
極
的
提
倡
邪
神
敬
禮
很
可
能
上
主
的
法
律
喜
質
已

被
人
遺
忘
放
棄
或
掩
蔽
了
起
來
而
如
今
被
人
重
新
發

現
又
從
改
革
的
步
驟
及
內
容
來
看
崇
本
惟
一
神
教

創
除
一
切
邪
神
惟
一
聖
殿
以
及
心
靈
的
宗
教
i

質
際

上
這
本
被
發
現
的
法
律
書
是
屬
於
申
命
紀
內
的
法
作

且
這
種
見
解
早
已
被
熱
線
尼
莫
單
大
納
削
l
A
A
E
口
右

望
等
所
明
認

約
史
雅
閻
王
在
對
外
的
政
治
上
盡
力
保
持
主
權

的
完
整
獨
立
並
漸
漸
將
失
於
亞
述
帝
關
手
中
的
領
土

收
罔
其
中
包
括
大
部
份
的
加
里
肋
亞
及
撒
瑪
黎
雅
省

的
土
地
國
王
之
能
如
此
順
利
地
收
復
失
地
主
要
u
i由

於
一
亞
述
此
時
已
軟
弱
不
權
之
所
致
國
王
去
仰
的
前
三

年
(
六
三
一
年
)
甜
甜
首
都
尼
尼
微
失
陷
於
新
興
的

強
敵
聯
軍
巴
比
倫
及
瑪
沁
人
手
中
埃
及
法
郎
乃
可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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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
向
幼
發
倒
叫
剛
進
試
想
助
到
山
人
一
臂
之
扎
細
則

雅
強
行
出
兵
阻
止
其
去
路
雖
經
勸
告
不
要
干
涉
王
仍

不
聽
乃
在
默
基
多
平
原
與
乃
苛
展
閥
大
戰
結
果
大
敗

且
身
頁
致
命
傷
被
送
罔
耶
京
便
與
世
長
辭
被
鑄
在
祖

先
的
墓
中
百
姓
舉
喪
哀
悼

(
編
下
衍
缸
|

叮
列
下
幻

叩
)
他
死
後
國
土
百
純
金
受
埃
及
的
統
治
其
後
更
有

巴
比
倫
帝
國
的
入
侵
宗
教
復
蹈
咨
轍
邪
艸
敬
禮
再
度

猖
獄

(
列
下
白
血
盯
見
耶
扭
叩
|

叩
叮
叮
則
6
1
|

@
胡
風
罔
雅
的
兒
子
制
則
和
是
區
加
利
亞
先
知

同
時
代
的
人
與
則
魯
巴
貝
耳
一
齊
白
充
軍
地
巴
比
倫

歸
咐
他
是
蚓
京
的
知
名
之
士
先
知
會
向
其
索
取
金
銀
為

作
大
司
祭
耶
放
亞
的
冠
冕

(
區
6
u
叩
)

主九

(
韓

)

m
A叮
沛
其
前
也
「
~
。
ω
Y
E
J一按
撒
上
6
H
的

記

V
L
4
月
1
H
T
-
E
J
/
E
E
m
、

快
刷
刷
刷
到
為
則
叫
制

默
士
人
當
培
肋
舍
特
人
將

上
主
的
約
樞
送
還
以
色
列

人
時
被
約
輝
的
車
會
停
在
他
的
莊
田
里

二
約
放
巫
為
指
大
王
約
史
雅
時
代
的
耶
路
撒
冷

市
長
見
列
下
n
s
(

陳

)

-~ . 1279 1278 

的量約約
益空阿成
目主哈斯
到拿誦， zz
的取二/、 SE
第 '-0 ，-于九 '" '" 
十諒了

石 EE 前|
面 明自 再|

工'---"" 肋[0

( 位 ;是
從君 刮

去王 約i
前的 中

八 名兩

一
四
l

七
九
八

)
刷
刷
的
兒
子
及
繼
位
人
(
圳
下

ω
自
日
1
i
e

)走
了
他
父
親
敬
禮
邪
神
的
道
路

(如

下
的

6
)
赴
以
受
了
天
主
的
懲
罰
道
剛
耐
人
王
剛
回

到
及
其
子
本
哈
達
織
的
大
事
騷
擾
壓
迫
使
北
國
軟
弱

不
堪
只
剩
有
騎
兵
五
七
帥
輛
車
十
輛
及
步
兵
一
萬
(
別

下
口
7
)
並
且
失
去
了
不
少
的
村
莊
和
核
市

(
列
下

口
自
)
事
實
上
已
變
成
阿
蘭
的
屬
國
於
是
國
王
回
心

轉
意
祈
求
上
主
的
救
助
天
主
斃
了
他
的
哀
禱
使
他
的

孫
子
雅
觀
割
第
二
再
重
整
國
土
重
振
國
勢
(
則
下

M
臼
『

盯
)
他
死
後
被
葬
在
撤
職
劉
雅
其
子
閥
割
剛

士
攤
位
為
王
(
列
下
u
g
)

@
南
國
猶
大
的
第
十
七
位
國
王

(
六
O
九

)
是

國
王
約
史
雅
及
王
后
哈
哀
塔
耳
的
兒
于

(
列
下
幻
U

一
補
下u
nl
)
原
名
沙
隆

(
編
上
3

臼

耶
叫
“
u
)
二
十

三
歲
時
登
極
為
王
而
改
名
作
制
阿
制
扎
在
位
只
三
月

(
見
列
下
幻
剖
)
即
被
馳
而
失
去
王
位
其
原
因
可
能

川
疋
因
為
他
身
為
約
史
雅
的
幼
子
(
編
上
3
時
)
部
被

立
為
國
王
自
然
容
易
招
致
其
兄
長
們
的
結
意
另
一
方

面
是
他
盡
力
保
守
中
立

即
不
偏
向
埃
及
亦
不
欲
依
恃

巴
比
倫
而
惹
起
埃
及
法
郎
乃
苛
的
不
漏
故
此
將
他
草

除
而
立
他
的
兄
長
厄
里
雅
金
為
猶
大
王
並
給
他
改
名

作
約
雅
金
約
阿
哈
次

則
被
充
軍
至
埃
及
死
於
充
軍
之

地
(
圳
下
幻
臼
剖
)
他
的
名
字
亦
見
於
先
知
書

(
晰
幼

刊
|

口
則
的
3
)

註
猶
大
王
阿
哈
齊
雅
約
繭
的
兒
子
有
時
亦
被
稱

為
約
阿
哈
次

(
編
下
叫
“
口
)
但
他
最
適
用
的
名
稱
是

事. 59 母榮 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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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哈
齊
雅

(
列
下
8
臼

(
韓

)

組
A
叮
怯
此
暫
時
←
口
三
色
。
』
凶
手
/
舊
約
中
的
二

u
l
x
是
才
寫
這
寸

f
/
H
\

z
j
r
司

E
t
-
i
/
l
'

，
、

人
的
名
字
意

調

「
願
天
主
爭
辯

」

一 、

是
司
祭
班
第
一
班
的
首

E恥
這
種
班
次
為
崗
喇

所
制
定
(
編
上

M
Q
7
)充
軍
期
後
他
全
家
居
於
刺
京

(
編
下
9
叩
)
是
別
鼠
目
貝
耳
制
制
對
大
司
祭
及
珊

赫
米
雅
同
時
代
的
人

(
厄
下
u
e
m
H
M
)

二
是
猶
大
支
派
人
培
勒
茲
的
後
代
阿
達
雅
的
父

親
充
軍
划
後
居
於
耶
京

(
厄
下
刊

5
)
(

韓
)

句
L
a
會
』
'
，•••• 

a
h
a
-‘
-
a
p
-
-
‘A

、

4
)
f
i

'
，
心
，1
:
'

，

凶
手
刻
蚓
仰
等
(
1
2
)
見
翻
車

間
約
刻
乃
罕
(
持
民
門
口
)
品
名
惋
惜
不

詳
是
肋
末
人

默
辣
黎
家
族
所
得
的
城
市
位
於
叫
蚓
闢
支
派
境
內

(
蘇
幻
M
)
在
默
基
多
西
北
約
十
一
公
里
處
在
別
甜

點
到
山
北
部
山
胸
下
古
時
是
倒
制
制
到
平
原
的
軍
航

人
名
在
若
蘇
厄
於
約
但
柯
西
岸
研
戰
敗
的
主
子



『
中
有
加
爾
默
萃
的
約
刻
乃
罕
王
子
(
軒"M
n
)。

-
(

韓

)

一
個
A
V
d
q
k
寸
r
L
E
\
』
。
言}
HOO
-
J
地
名
其
意
不

-
U
G那
苦
A
t事
干
r
-
F
H
R
H
o
r
n-
」
訊

一
屬
猶
大
艾
派
憋
在
舍
斐
拉
(
ω
a
y
m
-
"
)

平
原

之
南
的
拉
基
士
附
近
但
它
確
切
地
點
至
今
仍
未
能
證

賈

(
蘇
的
詞
)

二
列
下
M
7
記
敘
「
阿
瑪
責
雅
(
猶
大
王
七
九

六
l

七
八
一
)
在
鹽
谷
擊
殺
了
一
萬
厄
東
人
一
敬
而

佔
了
創
世
改
名
叫
的
刻
特
司... 

」
按
學
者
公
認
的

意
見
此
處
所
說
的
約
刻
特
耳
就
是

日

後
的
培
特
辣

見
制
蚓
鯽
阿
爾
實
點

(
韓

)

叫m
A叮
A
W
J牟
其
主
守
「T
F。
ω
r
z
m
H
J
人
名
意
謂

-
4

月
、
v
t
、
叫4

月
，

/
E
E
M
M
E
什
」
「
上
主
判

斷
」
倍
約
以
此
為
名
者
有
下
列
諸
人

一
向
希
路
德
的
兒
子
八
間
因
為
達
咪
灰
撒
羅
瀚
的
重

要
參
議
員
及
御
史
(
制
下
8
H
m
u
則
上
4
3
編
上

M
M臼
)一

一
瀏
叫
俐
的
勇
士
之
一
，
是
蚓
酬
地
方
的
人
(
編
上

三
首
瀏
喇
將
約
極
自
制
則
剖
開
周
到
之
家
遷
往
耶

京
時
約
沙
法
特
是
在
約
植
前
遊
行
行
列
中
主
持
奏
樂

的
司
祭
之
一
(
編
上
的
訓
)

且
蚓
創
甜
的
兒
正
是
在
制
制
制
時
代
主
持
喇
喇

蚓
喇
艾
派
行
政
的
太
守
並
責
組
王
宮
每
年
一
月
的
花

費
(
列
上
4

叮
)

純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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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間
則
到
的
兒
已
刺
叫
晰
的
父
諷
刺
喇
曾
為
別
叫

列
國
主

(
列
下
9

2
H
)

六
在
分
為
南
北
朝
之
後
的
第
四
位
猶
大
國
王

(
八
七
O
l
八
四
八
)
是
阿
撒
王
及
阿
組
巴
的
兒
子

(
列
上
臼
剖
編
下
U
I
m
m
)
在
登
極
之
前
曾
因
父

親
疾
病
總
身
攝
政
五
年
之
久
登
搔
時
年
已
三
十
五
歲

(
則
上n
u
H
)
同
時
代
的
北
國
君
王
為
阿
哈
布
阿

哈
齊
雅
及
耶
屬
蘭

(
列
上
n
u
l
帥
一
編
下U
m
)
他

盡
力
追
隨
父
王
之
行
徑
維
持
惟
一
帥
的
敬
禮
創
除
高

丘
及
木
偶
等
邪
神
異
端
(
列
下
扭
的
編
下
口
6
)打
發

政
府
官
員
及
司
祭
下
鄉
教
訓
百
姓
上
主
的
法
律
(
編

下
口
7
1
9
)
對
外
則
鞏
固
國
土
修
建
防
禦
工
事
整

備
軍
隊
成
勢
大
振
使
附
近
的
培
肋
舍
特
及
阿
刺
伯
人

皆
稱
臣
納
稅

(
編
下
口
s
u
l

H
)
重
整
社
會
正
義

設
世
特
殊
法
區
解
決
宗
教
及
社
會
的
糾
紛

(
編
下
"

在
對
北
國
以
色
列
的
關
係
上
一
反
舊
日
的
作
風

採
取
緩
和
的
手
段
與
北
國
阿
哈
布
王
由
子
女的
通
婚

(
其
子
約
蘭
與
阿
哈
布
女
阿
塔
里
雅
結
婚

)
而
成
聯

盟

(
-
編
下創
6
)
因
此
親
助
阿
哈
布
對
阿
蘭
人

作
戰

幾
乎
身
亡
(
列
上
n
2
|
甜
編
下
的
2
!
但
)
數

年
後
報
上
主
特
別
援
助
將
摩
阿
布
阿
孟
及
瑪
紅
人
的

聯
軍
戰
敗
凱
旋
而
歸
(
編
下
別
1
l

甜
)
其
後
一
史
與

北
國
王
阿
哈
齊
雅
娃
造
塔
爾
史
士
商
船
運
輸
赦
非
爾

的
黃
金
也
遺
失
敗
(
列
上
泣
的
叫
編
下
刮
目
|
盯
)

最
後
再
與
北
閻
王
耶
屬
蘭
聯
盟
攻
打
叛
變
的
摩
阿
布

人
但
無
勝
剎
可
言
如
此
也
同
乎
三
切
與
北
圓
的
聯
合
事

業
皆
無
理
想
的
結
果

(
列
下
3
4

|
訂

)
約
沙
法
特

死
時
享
年
六
十
歲
其
子
約
蘭
繼
位
為
王
(
列
上
U
M

編
下
幻

1
)

山
谷
名
欽
岳
4
2
間
上
主
在
末
日
將
在
這
山
谷

中
招
集
天
下
萬
民
施
行
審
判
故
此
亦
名
為
「
審
判

u
b」

(
岳
4
H
)
自
公
元
第
四
世
紀
以
來
基
督
徒
猶
太
反

罔
教
人
皆
以
為
聖
經

上
所
說
的

「
約
沙
法
特
谷
」
就

是
耶
京
城
邊
的
克
德
龍
谷
故
此
這
確
狹
的
山
谷
的
兩

邊
墳
墓
漏
佈
等
候
末
日
的
審
判
但
這
種
傳
說
按
一
切

近
代
學
者
的
意
見
是
毫
無
根
攘
的
蓋
聖
經
上
的
「
約

沙
法
特
谷

」
只
是
一
個
象
徵
末

日
審
判
的

名
詞
而
不

是
地
理
名
詞

(
韓

)

“
h
y
H
n
-
E
d
主
寸
「
H
O
E
N各
個
已
/
白
約
市
拉
卡

2

，
學
佇
H
H
H
L

到
E
F
f
H
。
N
ω
宮
已
』

、

"
，
『

i
z
-
-
l

'

、
個
人
的
名

字
意
思
是
「
天
主
恩
准
」

@
性
措
苟
默
繭
的
兒
于
曾
與
人
同
謀
造
反
將
指
大

王
約
阿
士
殺
掉

(
列
下
u
n
)
在
編
下
叫
的
甜
以
他為

闡
剛
制
女
人
史
默
黎
特
的
見
子

@
本
雅
明
支
派
的
勇
士
是
革
德
爾

地
方
人
在
漆

刻
拉
格
與
其
他
戰
士
投
奔
了
達
昧
(
編
上
也
5
)

@
撤
鳥
耳
的
兩
位
將
軍
屬
默
納
協
支
派
在
漆
刻

叫
樹
歸
順
了
瀏
喇
(
即
刷
上
也
肛
門

@
蚓
刊
刑
九
蚓
則
制
回
到
的
兒
子
(
端
上
必
﹒
)
。

@
本
雅
明
支
派
人
在
約
沙
法
特
為
王
時
是
攸
重

要
的
軍
官
(
編
下
η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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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還
在
希
划
克
雅
王
時
代
在
聖
殿
管
現
合
房
的

一
位
肋
末
人
(
編
下
H
U
H
)

@
是
約
史
雅
國
主
時
代
的
一
位
肋
末
人
首
領
會

以
美
羊
贈
送
肋
末
人
使
之
隊
墓
地
慶
祝
逾
越
節

(
編

下
衍
，

)
@
肋
末
人
刷
刷
到
的
兒
子
曾
在
充
軍
划
後
於
耶

京
同
其
他
兩
位
司
祭
點
收
衡
星
回
制
制
拉
自
巴
比
倫

帶
問
來
的
圈
圈
於
聖
殿
的
金
銀
和
器
血(厄
上
8

臼

)

@
是
帕
市
胡
爾
的
子
孫
也
是
司
祭
充
軍
則
後
奉

命
將
自
己
的
外
邦
妻
子
休
掉

(
厄
上
m
n

)

@
肋
末
人
充
軍
後
奉
命
休
掉
了
自
己
的
外
郊
妻

子
(
厄
上
m
n

)很
可
能
他
與
厄
下
8

，
肉
民
眾
議
解

法
律
的
肋
未
人
約
啞
巴
得
及
後
來
佇
列
車
殿
外
務
的

約
匣
巴
得

(
厄
下
U
M

)
吋
為
一
人

;1[ 九

(
韓

)

訂
了
-
L〕
車
手
「
∞2
。
問
附NS

法
/

紅
海
是
位
於
埃

U
Q
那
刊
咱
們
/
p
p
z
m
z
σ
E
B
\
|

|
|
|
|

J
a
'

，
、
及
和
阿
刺
伯
之

間
的
一
個
內
海
長
一
四
五

0
英
哩
滴
約
一
百
五
十
英

闖
一
以
斂
紳
士
遼
河
與
地
中
海
相
連

希
怕
來
文
稱
之
何
為
冊
「
遊
葦
海
」(
穌
訕
列m海
)
紅

海
一
詞
祇
見
於
希
臘
呵
譯
撐
本
及
新
約
中
紅
海
在
捕
棉
鬥
約
有

時
且
赴
疋
指
函
乃
半
島
西
邊
的
仆
穌
穌
品
婷
羿
士
海
灣
而
言

(
山
ω

u

臼
M

臼
‘
戶
們
幻
“
H
由
申
叩口
‘

等
)
有
時
部
削
於
凶
乃

-
半
島
東
邊
的
阿
卡
巴
海
灣

(
山
幻
剖
由
申
卅
2
1

列
上
9

侖
、J

.

a
g‘
g，
，

‘，
‘
，
《

州
拙
叫
一
掛
竺一
編
編
下
8

叮

耶
叭
抄
刊
缸
)

戶

山
"
的
兩
章
所
敘
述
的
以
民
奇
蹟
過
紅
海
的
地

。 100 200 宮
一，

點
劫
不
是
我
們

上
面
所
說
的
那
個
寬
一
百
五
十
美
啞

的
制
剎
時
而
仇
站
在
蘇
算
士
北
部
的
一
段
湖
沼
地
區
但
北

自
薩
伊
德
港

(
2
2

甘
正

)
南
至
蘇
鋒
士
這
一
段
斷

斷
續
續
的
伸
長
湖
沼
地
帶
中
以
民
的
確
在
那
一
個
地

點
渡
過
險
關
而
脫
離
埃
及
人
的
迫
害
部
是
至
今
學
者

們
仍
在
爭
論
的
懸
案
在
這
些
紛
耘
的
意
見
中
我
們
特

提
由
主
要
的
四
個
介
紹
如
下

(
一
)
在
蘇
持
士
附
近
這
是
自
第
四
世
紀
以
來

直
至
一
八
七
五
年
的
傳
統
意
見
但
是
這
種
主
張
現
已

無
人
擁
護
原
因
是
以
民
也
離
埃
及
的
時
候
埃
及
的
京

都
不
在
叫
喇
喇
而
在
甜
甜們
(制
河
M
H
)
。
又叫
制
制

裹
的
許
多
地
名
喇
喇
倒
wm穌
苛
隊到
甜
且
都
在埃
及

的
東
北
部
但
是
其
中
最
主
要
的
原
因
部
是
自
蘇
努

士

t 、

過
海
後
亟
第
一
站
的
瑪
辣

(現
今
之
削
雍
必
撒
〉
吉
D

g
c
g

)
只
有
十
四
公
里
這
與
嬰
經
上
所
說
的
「
三

天
」
的
路
程
甚
為
不
合
(
出
的
自

)
再
者
此
處
退
潮

的
時
間
只
有
三
個
小
時
這
為
使
全
以
民
過
海
之
舉
似

乎
太
為
短
促
了
因
此
憋
在
更
北
面
的

地
區

(
二
)
在
苦
水
湖
與
蘇
勢
士
之
間
的
一
個
地
區

這
一
說
法
除
了
赴
沒
有
根
梭
的
推
想
之
外
似
乎
過
海

筱
至
瑪
辣
的
距
離
仍
嫌
太
短

(
一
一
二
以
民
是
在
苦
水
湖
走
過
這
是
大
多
數
學

新
所
擁
護
的
意
見
閃
擊
你
知

士
運
河
的
工
程
師
及
地

質
學
家
證
明
當
初
苦
水
湖
與
紅
海
原
是
相
連
的
這
一
奧

增
加
了
這
一
學
說
的
力
壘
但
-

些
學
者
們
切
懷
疑
甚

至
不
相
信
這
俯
意
見
的

民
雄
性
蓋
此
處
的
湖
水
深
遠



~
十
五
公
尺
工
俠
之
閥
的
東
風
對
這
麼
深
這
麼
多
的
水

肋
~豈
能
發
生
甚

麼
作
卅
見
叫Mn
。
這
似
乎已超
出
了
奇

-

-

。

，
|

一
韻
所
詰
耍
的
範
國
此
外
這
個
意
見

以
為
以
民
原
您
再

一
向
南
部
水
淺
的
地
方
進
行
過
海
但
為
埃
及
的
追
兵
切

斷
南
進
的
去
路
故
祇
好
在
苦
水
湖
過
了
海
的
一
一
這
一
說

法
亦
是
沒
有
確
質
很
織
的
臉
說

(
四

)
在
廷
撒
湖
(
d
s
z
y
)的
突
也
部
份
按

這
一
意
見
廷
繳
湖
曾
與
紅
海
斷
續
相
連
中
間
有
突
出

的
旱
地
考
古
學
看
且
在
苦
水
湖
及
廷
撒
湖
之
間
發
現

了

一
些
一
散
漫
的
小
村
落
因
著海
潮
的
漲
落
旱

地
或
少

或
多
的
山
現
若
以
民
就
在
這
襄
過

了
所
謂
的
紅
海
還

有
一
個
有
力
的
證
皆
是
在
此
處
的
對
面
就
是
聖
經

上

所
說
的
巳
耳
占
世

(
出
M
2
)
擁
護
這
一
意
見
的
學

者
有
技
悶
熱
胡
默
勞
耳
吳
巴

m
t
n(
d
g
n
y
)等人

(
梅

)

見
母
牛

這E

特

丸

閱
紅
母
牛
(
刊
川
口

R
P
)

"
γ
L
E
h
q瓜
葛
「
O
D
吉
∞
g
S
J

是
一
種
喘
口

口
卓
m
E
b叮
F
H門
r
o
a
n
F
S
E
HLm
Z
\
瓦
其
上
有

不
同
色
彩
的
條
紋
主
要

者
凡
紅
白
黑
三
色
聖
經

上
雖

然
不
少
次
提
到
了
瑪
珀
石

(
創
2

凹
山
鈞
7

釗
9

叩

衍
，
盯
則
認
u

約
m
A
H默
釗
凹
)
但
因
所
用
並
非
術

請
名
調
而
只
是
普
通
民
闊
別
諾
放
很
難
以
科
學
的
方

式
來
斷
定
它
的
品
質
何
況
各
種
語
言
的
翻
譯
也
互
合

山
入

見
玉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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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美
索
不
達
米
亞

(
Z
E
g
g
s
-
ω
)

這
一
個

地
斑
名
詞
是
在
大
到
風
叫
大
死
後
(
公

元
前
三
二
三
年

)
為
色
如
此
背
王
朝
首
次
利
川
概
拍
地

指
幼
發
忱
的
凡
此
處
格
里
斯
兩
川
的
中
間
地
叫
巳
比
倫

北
部
的
盆

地
亞
美
后
亞
的
南
部
地
區
及
托
你
斯

山
脈

而
言
訴
約
原
文
上
稱
之
謂
「
阿
的
納
哈
棘
凶

〉
E
B

Z
m
V
R
a
g
」
(
創
圳
的
刊
)或
「
帕
丹
阿
蘭

」
(
創

鈞
m
m
2
5
6
封
閉
鈞

9
)
或
者
簡
稱

「
帕
丹
」

(
創
刊
7
)

見
巴
比
倫
亞
述
敘
利
亞

(
幣

)

m耶
穌
(
口
口
)
人
ι
事

「
上
主
胞
救
」

一
德
圳
寫
的
作
者
名
為
「
耶
穌
」

(
參
見
總
叩

間
到
1

及
德
的
序
三
口
)

二
新
約
內

在
救
主
的
族
譜
中
提
及
一
位
名

叫

「
耶
穌
」
的

(
路
3

臼

)

三
在
協
同
學
保
祿
傳
福
音
的
人
中
有
一
位
「
號

稱
猶
斯
托
的
耶
穌
」

(
哥
4
u
)
(

翟

)

里I ，~ 1292 
亞|例。 l1rr
( 即Î 1115 刊P
7lj ~ 然穌 各司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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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是 全 區 ./1

I凡是j i i 天
) 有必 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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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的 上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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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21 線 )

二 ) 他

者及 有
迴厄|的

然
不
同
蓋
後
兩
人
未
經
死
亡
就
被
提
升
夫
去
了
而
，
耶

。

，

穌
凡
是
經過
苦
難
死
亡
埋
葬
復
活
發
玄
升

了
天
還
有
耶

穌
依
本
性
沾
天
主
學
子

那
麼
他
的
升
天
是
歸
回
學
父

'

。

的
光
榮
中
他
脫
自
阿
生
沁
人
被
必
斤
大
仍
然
凡
此
人

聖
經
上
州
述
耶
穌
升
天
做
泊
位
成
刻
別
人
付
的

I
l
i
-
-
1

。
'
、
'
，

B
B
S

要
算
的
加
雪
山
么
他
取
他
第
一
部
(
一
耐
訂
)
志
的
收
他

(
圳
圳
的叩

日
)
，
尤
其
在
第
二
部
件
(
宗
徒
火
啊
品

)

的
開
端
給
我
們
寫
下
了
耶
穌
似
情
後
策
問
十
日
升
天

的
詳
細
情
友

(
宗
1

1

凹

兄
1
2

|
3

)
耶
穌
紅

復
活
後
多
次
顯
現
給
宗
徒

們
推
明
他
的
做
法
後
的
第
阿

十
日
將
他
們
聚
集
在
橄
欖
山
風

上
放
圳
他
們
之
後
門

被
舉
升
天
有
正
彩
揍

了
他
去
廿
一
有
兩
攸
白
衣
天
使M
m

告
給
那
些
一
晚
愕
不
已
仰
天
山
哨
的
來
人
耶
穌
將
再
乘

。
'
、
，
》
菁
、

S

J
、
‘

主
忱
川
來
主
彩
在
學
經
上
純
朴
代A
A大
主
的
顯
示
(
山

口
n

n

M
M臼
闊

的
M
M

等
為
U
S
(仆
9
7

怕
的9

雖
然
谷
的
9

叩
亦
捉
汝
那
穌
斤
米
的
怕
死
仙

'

，
3
2
2

，
‘
'
。

'

，
3

，
‘
屯
，
、

學
街
都
品
谷
在
此
是
受
了
的
州
的
絡
會
如
此
准
來
學
經

只
卜
何
時
加
清
楚
的
記
拔
了
耶
穌
斤
天
的
怕
死
猶
如
會

。

經
親
眼
看
見

了
耶
穌
升
天
一
樣

其
他
為
關
耶
穌
只
天
的
而
心
雖
然
很
多
但
那
本

提
第
幾
天
升
了
天
紅
花
一
墜
地
方
拉麼
琨
悅
之
-
F
斤
f

。

，

天
看
來
似
乎
很
計
怪
臼
是
為

明
除
此
她
成
們
要
知
追

求
心
他們
你
吼
叫
的
主
要
何
修
改
他們
心
心
的
做
心
令
一
一


(
一
)
耶
穌
紋
的

(
川
削1
缸

血
2

目
3

閃
臼

4
M
n

ω
叫

“
口
叩
叮

η
呵呵
!

別
扭
問
詢
問
)
(
二
)
耶



穌
升
天
坐
在
學
父
的
右
邊

(
宗
2
"
-
M
5

叩
扭

7

曰
“

參
見
瑪

們
叫
“
必
“谷
也
抽
M
甜
的
M

路
m
u

泣
的
)
(
三
一
)耶
穌
還
要
光
榮
地
降
來

(
宗
3

訕
訕

1
7
H
)
聖
保
祿
亦
祇
說
耶
穌
復
活
後
升

了
天
至
於

怎
樣
升
了
天
則
雙
字
未
提

(
羅
8
"
格
前
的
自
拘
押
1

甜
哥
3
1
|
3
希
-
s
n
2
7
|
9
8
1
m
u
u

2
)
也
如
其
他
宗
徒
們
講
了
他
的
再
來
(
得
前
1
叩

4
站
得
後
1
7
格
前

4
5

斐
3
m
哥
3
4

弟
前
6

H
)
在
公
函
內
亦
是
祇
將
耶
穌
的
復
活
升
天
相
提
並

論

(
伯
前
1
3
‘

n

若
一
2
1
)
並
提
扎
扎
他
的
再
來

(
雅
5
7
8

伯
前
1
7

臼

M
4
H
5
1

‘

7
U
H
右
一

2
甜
)
由

此
次
們
看
出
來
除
了
雪

路
加
外
其
他
的
宗

徒
都
紙
是
將
耶
穌
升
天

的
事
蹟
作
為
神
學
信
德
的
道

現
傳
授
給
我
們
耶
穌
如
何
升

7
天
升
天
的
地
方
時
日

光
炭
等
與
信
德
的
道
理
都
是
無
關

緊
要
的
事
故
都
忽

而
不
提正

因
為
如
此
有
些
一
唯
理
學
家
以
為
耶
穌
升
天
的

事
路
是
後
人
為
造
的
是
最
初
教
會
信
德
的
產
品
絕
無

事
實
的
證
明
或
說
最
多
耶
穌
的
靈
魂
升
了
天
而
他
那

可
嫂
的
肉
身
則
存
留
腐
朽
於
地
更
舉
出
僑
經
上
的
矛

盾
處
|
|
復
活
後
十
八
個
月
至
十
二
年
才
升
天
|
|

以
及
教
父
皆
未
曾
提
及
如
何
升
了
天
為
證
學
熱
羅
尼

莫
則
有
時
說
復
活
當
天
升
了
天
有
時
則
說
第
四
十
日

才
升
了
天
對
於
這
些
唯
理
派
人
的
說
法
我
們
只
簡
單

間
一地
答
覆
一
切
解
經
家
都
承
認
刷
刷
圳
的
聞
自

及
期1
.



F

，
自

t
t
t
i
t
'

。

-
闊
的
確
是
路
加
甜
苦
，
央
的作品
他
清
鐘
的

他
述
了
耶
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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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何
在
來
人
目
睹
之
下
升
了
天
並
且
在
復
活
及
升
天

之
間
相
隔
一
段
時
期
而
不
是
最
初
教
會
信
德
的
產
品

更
不
是
當
時
信
友
們
的
幻
您
偽
經
固
能
幫
助
我
們

明

瞭
一
些
占
耕
太
人
的
風
俗
人
悄
使
人
更
易
解
釋
學
經

伊
偽
經
划
不
是
我
們
信
德
的
准
繩
占
猶
太
人
確
信
人

的
靈
魂
同
肉
身
是
分
不
闊
的
即
使
是
死
攸
仍
川
在

一
齊
除
非
是
因
罪
之
罰
而
被
生
硬
的
分
閱

(
創
3
"

智
I
H
)
故
此
說
耶
穌
祇
竄
魂
彼
活
升
天
是
無
稽
之

談
敬
父
們
以
是
跟
隨
宗
徒
們
的
表
路
沒
有
挺
拔
耶
穌

看
得
見
的
斤
天
或
升
天
時
的
悄
形
似
他
們
位
“
耶
穌

升
天
結
無
疑
的
事
背
面
對
聖
經
上
泣
麼
m
u川
的
的
論
耶

穌
升
天
道
沌
的
資
料
任
例
心
地
正
溢
的
人
娃
不
會
亦

不
應
否
認
的
一
冉
說
遠
在
第
四
快
紀
初
在
耶
穌
升
天
的

地
方
|
|
橄
纜
山
頂
上
|
l
l
公
斯
當
定
已
修
蓋

7

一

座
大
般
為
紀
念
此
一
奧
趴
在
三
七
五
年
版
默
尼
亞

(
H
F
S
g
g
)民
μ叫
作
組
築
了
一
八
角
彤
的
學
堂
於
同

一
山
頂
上
四
川
紀
念
同
一
事
趴
此
立
之
越
跡
存
留
至
今

日
這
一
切
都
是
最
初
信
友
們
對
耶
穌
升
天
地
點
的
尊

敬
及
對
此
奧
叫
做
趣
的
鐵
就

(恃
)

( 或 1293

晃阿i _ _ lfR 
蚓刺| 耶 I 吋 IJ
蘇|美|穌 侮莘
厄1:文 基原 一、掀仲
條原 督名 幸t
~，稱娃的名主E
意為 天意 字是諒
自p -，主 義 f3 
「耶 子 C己
都訓 ，放降 22 
戚|亞生 區區
~ '-氣口。
上 或人 ETZ 
主「的 旦旦
) 耶名 區

是蜀字。-----
救，反 希|
援亞伯|

'-，'- 來|

成
「
雅
威
施
救
」

(
參
見
依
做
志
亞
歐
瑟
叫
條

)
兩

臘
文
將
它
縮
短
簡
稱
為
「
耶
穌
」

2
2
5
)
以
後

此
簡
稱
沿
用
於
拉
了
文
和
其
他
語
文
中

依
照
天
使
的
樹
咐
童
貞
瑪
利
亞
的
兒
手
在
受
訓

的
時
應
命
名
為
「耶
穌
」因
為
按
天
使
的
頒
告
「
他
一
要

把
刊
己
的
民
族
自
他
們
的
罪
耐
心
中
H
N救
出
來
」

(
瑪

1
刮

目
路
2
位
)
四
福
音
在
敘
述
耶
穌
的
言
行
教
導

中
普
通
將
耶
穌

一
請
用
大
字
體
檢
出
有
時
為
了
特
丹

主
耶
穌
與
當
時
其
他
名
叫
耶
穌
的
人
加
以
區
別
清
楚

地
稱
他
為
「
納
悶
仙
人
耶
穌
」

(
谷
m
H
M
H
等
)

必
「
右
瑟
的
兒
，
j

耶
穌
」

(
H
h6
"
l

峙
的
州4

位
)

成
「
瑪
利
亞
的
兒
子

!二
谷
6
8
)

耶
穌
是
人
名
基
督

(
或
基
利
斯
皆

)
嗚
呼
稱
益

皆
是
希
伯
來
文
「
默
西
亞

，二
祠
的
冷
闡
明
譯
文
怠
呵
呵

「
受
傅
且
有
」(
祥
地
基
督
默
的
r
H條

)
…
逞
。
稱
將
立

徒
們
徒
和
教
會
對
耶
穌
的
信
仰
表
遠
了
山
來
仗
，

n
n叫
他

是
天
主
所
頑
主
叫
以
民
歷
代
所
划
待
的
治
現
民
眾
的
位

王
(職
2
4

i

6
M
H
U
H
口
谷
8
目
等

)所
以
「
耶

穌
基
倚
」
或
「
益
普
耶
穌
」
這
兩
個
多
次
川
於
新
約

注
列
的
名
稱
原
赴
明
沼
信
仰
的
一
叫
他
徽
的
就
也
可
改
刊
也

教
會
最
短
的
一
端
「
信
經
」

一
道
原
來作
為
尊
稱
用
的
「
基
督
」
從
宗
徒

時
代

開
始
逐
漸
成
了
與
「
耶
穌
」
通
用
的
名
字
不
過
此
名

常
特
意
表
示
耶
穌
赴
復
活
後
永
事
光
榮
的
主
宰
(
若

叫
“
U宗
2
M

斐
2
M

等

)

由
於
耶
穌
的
門
徒
明
耳
他
他
為
基
偉
凶
此
被
外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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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稱
他
們
呵
呵
基
督
徒
(
街
口
卸
車
岱
見
基
督
徒
條
) 。

鞠
-
L

中
文
名
的
自
來

-

在
或
閻
王
口
主
名
稱
的
形
成
應
史
恰
於
第
七
世
紀

了
八
三
五
氧
從
制
利
回
來
及
國
宣
傳
醋
叫
別
的
副
教
教
也

-

先
將
耶
穌
的
名
字
按
敘
利
亞
文
音
譯
為
「
移
鼠
」
以

後
改
譯
為
「
閻
明
敏
」
叉
將
「
默
西
亞
」
(
即
基
偉
目)

按
敘
利
位
文
音
譯
也
神
「
迷
師
泌
」
或
「
迷
持
洲
」
或

「
彌
尼
科
」
以
後
改
譯
為
「
彌
師
叫
」
或
「
迷
胞
訓
」

大
約
在
第
七
世
紀
與
眾
教
同
時
來
找
國
關
始
傳

教
的
明
教

(亦
稱
摩
尼
教
)的
門
徒
們
稱
耶
穌
為
「
夾

數
」
或
「
愛
薛
」

(
參
覓
「
出
去
教
辨
頌
正
詮
」

陽
瑪
品
撰
著
上
街
一
八
七
八
年
至
版
「
唐
元
二
代

之
叭
叭
教
」
羅
香
林
著
香
港
一
九
六
六
年
出
版〉
-
P

Z
E
E
W
O
Y『
E
S
E
-
D
O
E
S
Z
P
E
H
F
o
3月

-
M
U
D
-們。
口
已
。=
3

凶
。
"可
﹒
J閃
﹒
ω
Z

E
-
5
o
Z
中

泣
。
2
m
D

已
。
口C
E
O
且
同
切

"
=
ι
H
N
n
cg

E
(

UE
D
F

吋
'
。
阿
〕
『

9
3
U
J
J

S
2
)

卡
六
世
紀
中
葉
犬
主
教
耶
穌
會
會
士
來
華
後
先

將
耶
穌
的
名
字
故
意
大
利
文
音
譯
為
「
熱
所
」
至
十

六
世
紀
末
菜
恰
通
用
「
耶
穌
」
二
字
又
先
將
耶
穌
稱

為
「
基
利
斯
督
」
至
卡
六
位
紀
末
菜
(
在
}
F

Z
B

所
譯
新
約
內

)
此
名
始
被
縮
短
為
「
基
宵
」
二
(
子

(參
見
H
M﹒
因
E
E
R

∞
-
--
F
w
防
S
Z
E

m
m
已
。

-m

去
品
的
恥
。
且
已o
b
E
口
。
"
宮
E
E
Z

門
】
g
r
-
Y
崑


H
)M

】WE
F
ω
﹒
」『
咽
。
旦
旦

M
H
E
amwD
P

〈
。
--
H
B
H
H
H
w

m
。
自
凶
這

恥
于N
m
p

「
天
主
教
東
傳
文
獻
」
台
北
一
九

1!1 )L 

六
五

)現
代
無
論
天
主
教
或
基
督
教
信
徒
都
用
「
耶
穌

基
皆
」
為
救
世
主
的
名
字

二
耶
穌
生
平
的
歷
史
證
據

I

教
外
史
家
的
結
緣

古
時
非
拉
傳
教
徒
關
於
耶
穌
脫
史
上
的
生
活
記

心
得
很
少
羅
娟
的
血
腥
史
家
塔
爾
佑
在
他
的
研
制
裝

(
×
〈w
H串
)記
述
尼
綠
皇
帝
於
六
四
年
指
控
基
替
徒

放
火
燒
毀
線
為
城
塔
氏
品
「
他
們

(
基
寄
徒

)
的
創

立
人
基
督
在
出
圳
副
當
國
時
被
關
划
地
區
的
總
督
制

雀
比
拉
多
判
處
死
刑
」
史
家
穌
厄
托
尼
在
「
略
勞
狄

傳
品
」
裘

(
耐
心4
)
讀
…
逗
他
皇
帝
「
由
叭
叭
蝴
划
人
為

了
基
勒
斯
待
而
提
恥
遂
將
他
們
驅
逐
出
蚓
蚓

l「
此
處

所
從
基
勒
斯
皆
無
疑
蛙
基
督
還
有
一
位
羅
馬作
t
R小

汗
H仰
起
他
山
任
小
型
制
必
彼
提
尼
雅
省
總
提
問
時
於
一

(
1
(年
兒
右
給
特
辣
雅
帶
的
皇
帝
上
畜
幾
次
提
及
基
督

的
名
字
泣
起
降
徒
們
在
定
期
集
會
時
「
頌
揚
基
督
以

基
層
凹
卅
一
神
」(函
X
M
m
)

猶
太
史
家
右
瑟
夫
在
他
編
著
的
猶
太
古
史

(
〉
口
已
』
C
M
H
RS

F
e

E
O
)
裳
提
到
蚓
釗
咐
且
稱

他
是
「
那
號
稱
基
督
的
耶
穌
的
兄
弟
」

(
8
.♂
H
)。

在
此
史
宮
內
還
有
一
段
記
述
耶
穌
所
行
的
大
事
以
及

受
究
和
復
活

(
】
∞u
y
ω
)但
學
者
們
以
為
這
一
段
是

故
入
原
文
內
的
衍
文

聖
經
以
外
的
證
攘
為
數
不
多
但
須
注
意
雖
然
猶

太
人
和
外
教
人
從
關
始
就
激
烈
地
反
對
基
督
教
會
但

自
古
以
來
總
沒
有
一
個
反
對
者
否
認
過
耶
穌
生
死
鈴

巴
力

斯
坦
的
史
實
直
到
今
天
也
沒
有
一
位
公
正
不
仰

的
史
家
敢
否
沼
耶
穌
為
歷
史

上
的

人
的
枷

E

教
會
內
傳
記
的
史
料

從
宗
徒
時
代
起
教
會
內
論
耶
穌
生
平
戊

- 4

月
行
昕

留
縛
的
M
m史
資
料
甚
多
宗
徒

時
代
的
著
作
者
崗
然
一

方
面
以
信
仰
承
認
並
宣
傳
耶
穌
日
起
「
基
督
」的
制
圳

人
所
期
待
的
默
西
亞
和
人
類
的
救
主
另
一
方
面
也
願

意
將
親
眼
親
耳
所
見
所
間
的
史
事
革
之
於
書
傳
耐
後

世

1

聖
保
祿
書
信
的
證
法

聖
保
祿
的
書
倍

(
-
H必
五
一
至
六
六
年
)
是
最

古
的
提
嶽
保
除
大
概
沒
街
親
眼
見
過
在
世
峙
的
耶
穌

ω

在
前
往
大
馬
士
革
的
路
上
划
於
艸
視
中
看
見
了
光

榮
的
主

(
絡
前
9
1

的
a

蚓
I
H
H

參
見
到9
n

s

1

H

必
M
l

刊
)
他
的
化
後
無
疑
從
各
方
打
聽
f

有
關
耶
穌
在
他
時
所
行
所
敬
的
一
切
他
個
人
的
信
仰

以
及
他
宣
傳
的
一
福
音
固
然
雄
本
於
他
領
受
淤
主
的
啟

示

(
迦
I
H
M

格
的
口

自
)
但
他
自
己
也
承
認
倒
肝
、

歷
史
的
事
實
是
依
綠
目
擊
遭
人

的
報
導

(
制
前
的

a

|

7

迦
l
M
M
)

保
祿
在
香
信
內

提
及
到
耶
穌
的
誕
生
絞
肉
身
赴

到
凹
酬
的
後
我
問
出
於
瀏
喇
的
家
族
(
點
1
3

制
4

.
)
耶
穌
的
神
聖
生
活
(
格
後
5
u
n
m
z
)
單
位

學
寧
的
娃
立
(
格
前
u
n
l

自
)
耶
穌
為
聽
望
父
之

命
並
為
愛
人
之
故
死
在
十
字
架
上
(
制
前2
2

期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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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

迦
2

卸
3
1

時
交
2
8
)
被
埋
葬
後
第
三
天
復

活
(
絡
前
臼

4
)
和
彼
活
後
的
顯
現
(
格
前
的
s

l

7
)
更
有
關
係
的
是
保
祿
以
為
他
的
收
信
人
對
有
關

耶
穌
所
宣
佈
的
一
切
事
早
已
有
所
認
識
(
格
前
9

H

裕
後
u
‘

迦
1
6

l

9
)
他
自
己
廠
為
這
一
切
再
次

作
還

弓
，
心

四
一
福
音
的
證
撿

為
認
識
耶
穌
的
生
平
與
言
行
最
主
要
的
史
卷
就

是
四
部
福
音
固
然
這
四
部
福
音
的
作
者
(
學
史
們

)

所
撰
述
的
並
不
屬
於
狹
義
的
史
書
類
型
也
不
是
「
傳

品
」
或
「
岡
憶
錄
」
墓
史
們
也
無
意
以
科
學
方
法
並

以
眼
皮
文
學
體
裁
記
述
耶
穌
一
生
的
事
仙
似
祇
是
以
信

仰
宣
佈
有
關
耶
穌
的
喜
訊
使
人
相
信
耶
穌
是
天
主
子

和
救
世
者
(
路
1
‘

若
甜
甜
缸
為
)
此
他
們
不
但
詳

細
地
描
繪
耶
穌
的
生
平
祇
想
講
述
他
如
州
以
一
一
言
以
行

誰
明
肉
已
是
學
父
派
遣
來
的
並
旦
完
成
了
敘
世
的
使

命
每
一
位
雪
史
又
另
外
著
重
一
個
特
殊
目
的
根
據
此

目
的
選
取
資
料
而
編
輯
耶
穌
的
言
行
所
以
很
不
容
易

很
被
四
部
福
音
按
次
序
一
編
制
耶
穌
的
生
平
與
言
行
年

表
或
編
成
一
部
「
耶
穌
的
生
平
央
」

按
以
上
所
述
孩
們
承
認
聖
央
們
給
栽
們
介
紹
的

是
「
信
仰
中
的
基
督
」

(
的
冒E
E
E
g
)

這
就
赴

說
耶
穌
復
活
後
他
的
門
徒
才
完
全
了
解
耶
穌
以
前
的

一
所
言
與
所
行
同
時
也
明
白
古
時
諸
先
知
論
他
所
預
報

帥
一的
才
確
實
相
信
他
是
「

'主
」
是
「
默
西
伯
」
並
且
將

一
自
己
因
信
仰
而
領
梧
的
宣
佈
給
世
人

(
路
川
的U
若
m

)L 

8

，
但
山
市2H
5

叫
)

3

聖
經
以
外
宗
徒
時
代
的
證
婊

除
一
幅
音
外
還
有
一
些
耶
穌
的
言
論
或
保
存
在
新

約
其
他
告
內
(
例
如
的
m
m
H
格
前
9
H

得
前
4
H
1

口
)
或
記
收
必
正
經
以
外
的
會
呵
地
內
即
所
咱
們
為
的

「
末
錄
主
言
」

(
K
F間『
晶
宮
)
內
不
過
這
些
一
治
言
為

認
識
耶
穌
的
伯
納
不
大

至
於
那
些
一
稱
為
「
偽
經
福
音
」
的
作
品
不
可
當

作
可
食
憑
娟
的
誰
撿
因
為
都
是
在
宗
徒
時
代
以
後
，
J

出
現
的
而
且
多
半
是
虛
梢
的
故
事
(
參
見
「
偽
經
」

及
「
童
年
史
」
中
的
「
偽
經
童
年
史
」
條

)

三
耶
穌
生
平
年
衰

敗
閻
部
一
幅
立
目
的
記
敘
祇
可
編
成
耶
穌
生
平
年
表

大
客
一
職
立
自
內
提
及
了
三
件
經
外
歷
史
的
事
實
可
以
幫

助
找
們
大
概
慌
定
耶
穌
生
平
的
災
期
耶
穌
誕
生
在
黑

洛
德
為
王
的
時
候
(
瑪

2
1

的
阿1
5
)
開
始
傳
教
於

羅
馬
皇
帝
提
此
留
第
十
五
年

(
路
3

1
)
當
時
「
大

約
三
卡
或
」
(
除
3

自
)
潔
淨
耶
路
撒
冷
學
殿
的
時

候
H
正
在
修
娃
部
一
一
般
的
第
四
十
六
年
(
打
2

叩
)

I

生
平
年
譜
大
綱

1

耶
穌
的
誕
生
根
據
瑪
2

1

及
路
1
5

兩
節
所

被
推
定
耶
穌
誕
生
在
公
元
前
四
年
以
前
即
黑
落
街
去

世
的
那
年
前
(
1們
注
意
按
公
元
計
算
的
年
曆
法
是
科

學
家
狄
約
尼
倒
在
第
六
世
紀
初
創
制
的
他
原
想
用
耶

穌
誕
生
的
那
一
年
為
元
年
但
他
算
錯
了
幾
年

)
又
很

織
關
2
時

記
收
到
制
制
派
造
人
殺
害
創
制
一
切
兩
歲 以

下
的
嬰
孩
一
事
也
可
以
說
耶
穌
誕
生
於
公
元
前
L
八

年
此
外
無
法
再
作
推
論

2

公
開
傅
教
的
年
代
從
路
3

1

且
可
推
論
也
耶

穌
公
開
傳
教
的
約
客
時
期
按
奧
吉
斯
都
卒
於
公
元
一

四
年
同
年
由
提
庇
留
登
極
為
王
而
提
庇
留
肉
王
的
第

十
五
年
(
路
3

1
)
正
是
耶
穌
公
開
傳
教
的
一
年
位

提
氏
己
於
第
十
二
年
與
奧
民
共
治
天
下
如
果
學
史
所

指
提
氏
為
王
第
十
五
年
父
赴
從
他
與
奧
同
治
的
那
年

(
即
十
二
年
)
算
起
的
那
麼
公
開
傳
教
約
在
公
元
二

七
年
再
者
由
若
2

甜
可
知
清
潔
聖
殿
是
在
修
建
塾
般

的
第
四
十
六
年
而
根
蠻
右
瑟
夫
在
「
猶
太
古
史
」

凶
〈
"
已
忘
所
記
大
黑
洛
德
於
公
元
前
二0
年
至
一
九

年
間
開
始
與
工
建
築
聖
殿
所
以
自
若

2

間
也
可
得
到

同
一
結
論
部
公
開
傳
教
約
在
公
元
二
七
年

3

耶
穌
傳
教
的
時
期
耶
穌
傳
教
的
時
期
大
概
祇

有
兩
年
零
幾
個
月
這
從
針
線
福
音
娃
看
不
出
來
的
凶

為
三
位
車
皮
用
同
一
的
結
構
系
統
整
斑
福
音
資
料
多

記
述
耶
穌
在
加
里
肋
亞
的
傳
教
工
作
最
後
才
將
他
在

恥
路
撒
冷
行
的
事
做
總
合
起
扎
如
果
祇
讀
此
三
思
恥

可
想
耶
穌
傳
教
僅
一
年
之
久
至
於
嬰
若
望
部
在
耶
穌

傳
教
以
後
三
次
提
及
餓
越
節

(
2
H
n
6
4
日
自
)

因
此
應
推
知
傳
教
的
時
期
應
是
兩
年
零
幾
個
月

4

耶
穌
死
的
日
期
關
於
耶
穌
死
的
日
期
聖
若
望

又
留
下
更
可
憑
信
的
報
導
四
部
一
幅
音
證
明
耶
穌
在
比

拉
多
總
督
跟
前
受
了
審
判

(
比
拉
多
從
公
元
二
六
l

三
六
年
個
月
猶
太總
督
)
按
若
問
時
站
的M
缸
"
可
知
耶



~
如m
H克
在
蛤
越
街
的
預
備
日

(
尼
散
月
第
十
四
日

)
死

心
叫~
的
那

-
天
正
是
安
息
日
的
望
日
(
即
星
期
五
)。
公
元

-
一
一-
0和
三
三
年
尼
散
月
第
十
四
日
適
逢
星
期
五
所
以

-U
H放
以
上
所
述
可
以
推
知
耶
穌
赴
在
公
元
三

0
年
四
月

一
七
日
死
的

(
參
見
「
年
底
」
條

)
結
U

瓜
u
t
m卅
五

「
約
美
第
六
時
辰
」

(
后
吵
H
)
的
中
午
時
分
(
由

若
4
6
U
9

可
以
看
出
若
望
計
算
時
日
是
從
日
出
算

起
分
為
卡
二
小
時
馬
爾
谷
部
分
為
四
例
時
辰
谷
的
1

扭

扭

R
H此
谷
的

自
指
耶
穌
被
釘
在
十
字
如
上

時
是

「
第
三
時
辰
」
)

總
之
耶
穌
生
活
在
世
的
成
月
大
概
是
三
十
五
或

一
一-
LI六
歲

5

傳
教
時
的
一
編
年
出
且
由
於
娶
央們
著
作
時
專
注

重
福
f
目
的
內
容
少
注
意
依
次
她
列
耶
穌
的
言
行
因
此

很
緣
故
次
序
排
列
耶
穌
傳
教

時
的
編
年
史
凡
這
綠
排

列
的
編
年
史
僅
有
多
少
可
能
性
的
價
怕
，
而
已

E

福
音
論
耶
穌
生
平
的
證
磁
力

學
史
們
欲
仙
恨
鐵
信
仰
並
偽
宣
傳
信
仰
而
著
作了

一
搞
一
瓶
口
那
麼
攻
們
要
問
他
們
宣
講
的

「信
仰
中
的
基
賢

」

是
否
赴
「
歷
史
中
的
基
皆
」
這
就
是
現
代
聖
經
批
判

家
叫
耐
人
而
最
烈
的
問
題
凡
研
究
宗
教
歷
史
比
較
學
和
文

學
煩
型
的
作
者
大
多
數
否
認
福
音
內
描
寫
的
是
耶
穌

的
質
像
按
他
們
的
意
見
宗
徒
們
因
幻
忽
而
信
耶
穌
伯
世

活
了
就
做
放
熱
烈
的
心
俏
捏
造

了
他
們
師
傅
的
一
種

現
您
的
形
像
於
赴
在
福
音
內
加
了
許
多
奇
怪
耐
心
的

成
分
為
認
出
耶
穌
的
質
像
這

一
切
必
須
排
除

(
巳
拘
昌
，

芷t九1293 

性。的取 有
可消 z
f也這大 5
性 ，兩 部 3.
所極分，且
以學 才 三L ﹒
也說 可並
就因尋 且
把否 出關

絕認耶 於
各超 穌樹

種自 其音i
奇然正 裹

趴界 。再記
和與 過錄

:!lt 白 的的
感然弱。道
的界 嫂，
可接 必
能合 須

為
答
地
位
出
的
間
組
必
們
首
先
要
注
意
宗
徒
們

宣
揚
光
榮
中
的
羞
得
時
多
次
特
志
向
猶
太
人
說

明
這

就
是
他
們
所
晶
晶
的
H
m史
中
的
耶
穌
叫
起
他
們
釘
死
的

「
這
位
基
皆
」

(
宗
2

自
5

抽
希
2

，
)
保
祿
毫
不

遲
疑
地
聲
明
他
所
見
過
的
光
榮
的
主
賢
在
是
他
原
先

不
顧
意
承
志
的
「
那
位
納
世
肋
人
耶
穌
」

(
宗
泣
8

9
6
%
ω臼
)
瓜
新
約
的
去
作
且
有
「
佑
仰
中
的
」
H
A「
歷

史
中
的
」
絕
對
是
同
一
的
耶
穌
就
是
宗
徒
們
傳
揚
的

耶
穌
關
必
這
問
題
他
們
總
沒
街
表
示
過
懷
疑
和
反
對

他
們
唯
一
反
對
向
前
徒們
山
區
一
泌
的
間
也
不
外
乎
是
不
願

意
接
受
一
個
「
被
釘
在
十
字
架

上
的
基
督
」

(
格
前

同
然
耶
穌
的
復
活
川
引
起
門
徒們
的
熱
返
使
他
們

心
益
的
叫
做
目
開
朗
明
白
了
耶
穌
在
世
時
所
言
所
行
的

深
意
懂
得
了
占
時
先
知
論
默
西
亞
所
胡
言
過
的
事

情

(
路
圳
的自
|

缸
)
但
這
撞
了
解
耶
穌
使
命
的
熱
烈
信

仰
不
會
使
他
們
接
傳
耶
穌
生
前
所
有
的
事
實
和
捏
造

他
講
的
道
斑
何
死
當
時
還
有
許
多
人
會
親
眼
看
見
親

耳
聽
過
的
人
可
作
近
人

從
U卅
一
方
面
看
福
音
的
作
者
雖
然
各
白
寫
作
的

目
的
和
選
取
的
資
料
有
所
不
同
但
他
們
每
人
都
給
我

們
留
下
了

耶
穌
的
同
-

形
像
這
形
像
常
表
山
山
他
的

J

種
特
殊
性
質

例
如
他
生
平
-
切
言
行
的
意
向

常
是
歸

於
天
主
聖
父
學
父
的
旨
意
是
他

生
活
的
唯
一
規
犯
他

對
罪
人
常
閣
制
山
山
慈
愛
和
寬
恕
部
嚴
詞
拒
絕
自
高
私
心

的
人
怨
恨
慎
的
假
斗
目
的
人
他
講
的
心
鍾
然
此
占
時
先

知
的
品
相
似
刻
表
示
出
一
個
有
特
質
個
性
的
人
絡
總

之
間
一
福
音
的
作
者
論
耶
穌而
記
錄
的
事
都
娃
本
鈴
終

踩
過
的
事
質
和
與
情
絕
不
能
自
於
他
們
您
像
力
的
例

法
祖

除
此
以
外
一
福
音
記
誠
的
事
中
還
有
幾
件
特
別
具

有
澄
明
力
的
可
作
福
音
的
歷
史

上
可
靠
性
的
明
徵

四
位
聖
史
都
報
導
耶
穌
的
妝
鄉
是
猶
太
人
鄙
視

的
納
回
肋

(
若
1

“
)
他
是
默
西
亞
聖
潔
無
菲
如
受

了
右
娥
的
洗
正
如
其
他
許
多
猶
太
人
受
「
偽
故
的
洗

禮
」
一
線

(
谷
1
4

1

.

瑪
3

問
|

凹

的
帕3
剖

名
1

呵
呵
)
更
確
鑿
的
憑
證
是
他

們
都
記
載
耶
穌
受
十
于

州
市
的
苦
刑
而
死
這
苦
刑
是
羅
馬
政
府
所
定
最
嚴
版
猶

太
人
以
為
最
恥
辱
的
刑
罰
因
此
成
了
「

R
H猶
太
人
是

絆
胸
石
為
外
邦
人
是
愚
妄
」
的
默
西
亞

(格
前
l

n
)

另
外
從
四
一
職
立
目
的
苦
難
史
可
以
看
自

學
史
們
絲
毛
不

想
使
耶
穌
的
形
像
殉
您
化
全
不
遮
飾
學
質
的
真
徊
不

絨
默
宗
徒
們
的
怯
懦
逃
避
甚
至
描
寫
耶
穌
的
死
亡
好

像
是
他
使
命
的
徹
底
失
敗

H
L注
意
這
一
切
誰
也
不
能
懊
曰
昕

一福
音
衷
的
基
脅

不
是
因
信
仰
而
擬
您
的
而
是
恨
鐵
事
質
而
形
容

的
歷

史
中
的
耶
穌



四
耶
穌
的
身
的
和
使
命

一
禍
音
描
述
的
耶
穌
不
是
一
個
平
凡
的
人
他
多
次

自

稱
為
「
人
子
」

(
瑪
8

目

9
6
m
n

等
參
見
「
人

子
」
條
)
或
有
時
稱
自
己
為

「
子
」

(
瑪
扎
盯
叫
的
站

到
3
口
自

等
)
稱
天
主
瓜
「
我
父
」

(
職
7
n
m
阻

且

也
叫
等
)
他
來
是
為
完
成
一
個
偉
大
的
使
命
關
係

眾
人
的
使
命
但
使
人
驚
奇
的
是
他
自
己
說
的

「
人
子

來
不
是
受
版
事
而
是
版
事
人
並
交
由
自
己
的
生
命
為

大
梁
作
股
價
」

(
瑪
m
M
)
他
在
人
前
一
出
現
就
顯

出
一
種
特
殊
的
總
喊
他
的
言
語
和
行
為
給
一
切
遇
見

他
的
人
莫
不
留
下
莫
大
的
影
響

(
谷
-
u

m
n

盯

甜

等
)
但
他
的
本
國
人
竟
不
接
納
他

(
右
1
u
5
“

3

H

臼
)
甚
至
他
的
大
多
數
門
徒
也
離
開
了
他

(
若
6

叫

“
)
他
早
就
知
道
自
己
必
要
為
人
所
乘
捨
被
人
釘

死

(瑪
的
血
口
n
n

m
H
H
)
但
他
的
工
作
不
會
失

敗
他
的
使
命
必
要
完
成
他
確
實
知
道
當
他
「被
舉
起
」

的
時
候
就
要
「
吸
引
眾
人
來
歸
向
」
他

(
若
白
血
8

無
論
從
那
一
方
面
來
看
在
耶
穌
的
人
格
及
使
命

襄
隱
蔽
后
一
種
人
不
可
解
的
神
秘
聖
經
的
著
作
者
用

信
仰
的
眼
光
自
己
察
山
並
給
我

們
多
次
揭
露

山

一
些
一

他
的
神
泌

I

耶
穌
是
人

-

宗
徒
們
宣
講
福
音
時
特
別
看
重
將
耶
穌
的
其
實

到
一人
性
指
山
川
來
目
的
在
於
詮

明

月
穌
在
人
性
內

替
來
叭

戶
一事
矢
，
主
並
困
苦
難
死亡
緩
活
成
了
全
人
類
的
救
主

1293 益.ÌL 

但
提
到
耶
穌
的
人
性
時
他
們
總
不
會
忘
記
他
娃
「
由

上
而
來
的
」

(
若
3

剖
)

他
是
「
成
了
血
肉
」
的
人
即
取
了
國
罪
過
而
脆

弱
的
人
的
本
性
住
在
世
人
中
間

(
右
1
H
)
在
各
方

面
相
似
自
己
的
弟
兄
親
自
經
歷
試
探
忍
苦
受
辱
為
能

同
情
他
們
的
弱
點
祇
是
沒
有
罪
過

(
希
2

口

u
4

臼

封
8
“
)。
「
他
與
人
相
此
形
狀
也
一
見
如
人
」

(
斐

2
7
)
「
他
S
W
A看罪
惡
肉
身
的
形
狀
當
作
績
罪
祭
」

(經
8

3
)
為
了
說
明
他
與
全
人
類
的
關
係
並
顯
示

山
山
他
娃
眾
人
的
救
主
路
3

自
!
站
將
耶
穌
的
族
泊
追

溯
至
亞
當
保
祿
稱
他
是
賜
人
新
生
命
的
「
最
後
的
亞

當
」

(
經
5
u

l

H

格
前
的
自
|

的
)

因
了
他
的
人
性
他
成
了
人
人
的
「
兄
弟
」
為
使

人
對
天
主
懷
著
依
恃
的
心
他
又
成
為
眾
人
仁
慈
的
中

保
(
相
4
閥
割
-
2
1
2

目
3
刮
目
) 。

四
部
一
福
音
多
次
提
及
耶
穌
在
人
性
內
所
得
的
經

驗
他
忍
飢
受
渴

(
瑪
4
2

谷
U
M
路
4

2

若
4
7
ω

詞
)
他
國
行
這
路
及
服
事
人
而
疲
倦

(
瑪
8
M

谷
4

呵

峙
的8
n

右
4
6
)
人
的
痛
苦
使
他
大
勁
慈
心

(
瑪

9
甜
的
臼

幼
制
谷
6
"

8

2

路
7

臼
)
使
他
傷
心
流

淚

(
若
刊
詞
|

甜

路
的
“
)
人
的
偽
善
和
硬
心
叫
他

悲
傷
憤
慨
(
谷
3
5

瑪
釗
M
H

幻
呵

呵
右
2

時
|

口
)
他
想
到
自

己
的
使
命
行
將
完
成
衷
心
歡
樂

(
路

ω
剖

n
H
瑪
口
自
|

盯

若
U
H
U
n
)
但
苦
難
的
時

辰
一
到
他
部
心
神
煩
亂

(
若
也
盯
昀
缸
)
憂
悶
恐
怖

(
瑪
必
盯
谷
H
H目
)
他
奮
門
勉
力
制
勝
內
心
的
慌
張

(
路
n
“

E
m5
7

)
最
後
在
卡
字
架
上
受
了
他
人
性

內
的
極
大
痛
苦
感
到
自
己
為
人
利
于
大
主
逗
父
所
乘
捨

(
瑪
幻
“
谷
的
“

)

耶
穌
的
人
性
作
了
人
人
的
亟
高
如
您
糢
範
他
一

切
生
活
汶
言
行
的
中
心
是
天
主
聖
父
他
典
里
父
的
關

係
超
過
一
切
與
人
甚
至
與
他
母
親
的
關
係

(
除
2
的

谷
3

日
1
M

8

臼
右
2
.
)
天
父
的
旨
志
就
是
他
一

生
的
標
准

(
瑪
4
4

f

叩

若
4
H
)
尋
求
天
主
的
光

榮
叫
道
他
一
切
行
為
的
終
向
(
右
8

叩

口
4
6
)
他
向

跟
隨
他
的
人
要
求
以
絕
大
的
決
心
尋
求
天
主
的
凶
承

行
天
主
的
旨
意

(
瑪
6

品

谷
3

臨

的
阿9
U

M
M

)

論
到
他
對
人
的
關
係
他
「
來
服
裝
人
並
交

山
a
H

己
的
性
命
為
大
來
作
扇
價
」

(
谷
m
H

路
泣
盯

E

U

U
!

“

斐
2

7

)
他
認
識
人
的
軟
弱
和
銷
處

(
瑪
7

日

右
2
扭
扭

6

“
)
除
非
有
人
心
硬
他
常
必
恕
一
切

罪
人
並
要
求
門
徒
慷
慨
寬
恕
得
非
他
們
的
人
(
瑪
m

n
5

叫
6
u
u

﹒

自
)
他
憐
憫
窮
人
受
勞
汗
的
人

(
路

6

m
n

瑪
扎
阻

)
罪
人
和
社
會
所
泡
菜
的
人

(
谷
2

5

間
瑪
U
U
釗
缸
扭
路
7

刊
)
他
楚
自
己
的
仇
人
注

要
門
徒
們
以
友
愛
對
待
仇
敵

為
他
一
切
識
命
和
法
律
綜
合

起
來
都
歸
於
一
條

誡
命
郎
愛
天
主
在
萬
有

之
土
及
愛
人
如
己

(
寫
泣

盯
|

叫

7
u
)

再
者
耶
穌
真
正
人
性
的
感
情
迪
在
他
鈞
一
切
受

造
之
物
的
愛
護
上
也
流
露
也
來

(
皆
知
對
天
空
的
飛

鳥
瑪
6
M
8

卸
路
"
“
‘
‘
對
甘肅
羊
若
沁
2

l

H

恥
峙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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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
穌
是
默
西
亞

初
興
的
教
會
即
稱
耶
穌
寫
「
基
督
」
亦
即
承
認

他
是
默
西
亞
從
起
初
即
從
聖
神
降
臨
那
一
天
門
徒
們

就
聲
明
耶
穌
是
猶
太
人
所
期
待
的
那
位
「
受
傅
者
」

(
宗
2
師
)
這
是
他
們
一
切
宣
講
和
著
書
立
論
的
一

個
重
要
主
題
(
若
m
u
)
也
是
那
原
來
反
對
耶
穌
是

默
西
亞
的
保
祿
從
歸
化
以
來
講
道
的
內
容
(
宗
2

M
)
證
明
舊
約
論
默
西
亞
的
預
言
在
耶
穌
身
上
完
全

應
驗
了
(
格
前
1

叩
迦
3
M
n
H
羅
ω
4
)

我
們
在
此
再
問
是
否
「
歷
史
中
的
耶
穌
」
在
教

會
開
始
興
盛
後
才
成
了
「
信
仰
中
的
基
督
」
這
學
說

是
現
代
許
多
聖
經
批
判
學
者
所
主
張
及
確
認
的
意
見

但
這
意
見
對
嗎

按
一
福
音
記
載
門
徒
從
起
初
跟
隨
耶
穌
時
就
以
他

為
默
西
亞
換
言
之
就
因
寫
他
是
默
西
亞
他
們
才
跟
隨

了
他
(
若
1

盯
|
岫
路
訕
訕
宗
1

6
)
不
過
當
時
他

們
對
默
西
亞
的
概
念
是
依
攘
猶
太
民
眾
所
懷
的
希
望

而
世
俗
化
的
民
眾
中
有
許
多
人
聽
見
耶
穌
具
有
槍
威

性
的
教
訓
又
看
見
他
施
行
的
奇
蹟
便
開
始
臆
度
他
是

默
西
亞
(
若
4
m
7
叫
“
-
u
)
稱
他
為
「
達
味
之

子
」
(
釗ω
的
“
職
9
叮
叮
M
n
M
u
n
)

及

「
叫
叫
州

的
君
王
」
(
若
6
H
U
臼
)
就
連
猶
太
人
的
首
領
中

也
有
些
一
人
以
耶
穌
為
默
西
亞
不
過
不
敢
明
認
他
因
為

怕
法
利
鑫
人
(
若
3
2
曰
“
9

位
)

宗
徒
們
對
耶
穌
的
期
望
日
漸
殷
切
所
以
當
民
來

失
望
離
開
耶
穌
的
時
候
(
若
6
帥
|
崎
)
他
們
依
然

跟
從
他
而
且
伯
多
祿
還
代
表
他
們
明
認
他
是
默
西
亞

(
谷
8
的
路
9
m
瑪
必
臼
若
6
帥
的
)
不
過
他
們
對

耶
穌
的
這
種
信
念
仍
不
出
猶
太
民
族
的
世
俗
希
望
的

範
疇
郎
以
默
西
亞
爾
掌
握
世
俗
微
力
的
君
王

為
此
耶
穌
自
己
謹
言
慎
行
在
傳
教
時
不
願
公
關

顯
露
自
己
身
為
默
西
亞
的
使
命
(
若
6
時
瑪
也
凹
的

目
谷
8
m
9
9
3
u
等
)
因
為
他
願
意
躲
避
任
何
政

治
的
活
動
他
看
民
眾
和
門
徒
們
懷
有
的
世
俗
的
期
望

是
來
自
斑
鬼
的
誘
惑
這
誘
惑
要
阻
磚
他
完
成
受
自
學

父
的
救
世
使
命
(
瑪
4
1
i
H
M
N
n
路
4
2
|
昀
谷

8

討

l
s
)

在
最
後
一
年
中
耶
穌
為
了
準
備
自
己
的
門
徒
才

把
自
己
使
命
的
秘
密
洩
露
三
三
瑪
的
間
口
谷
8
甜

甜
路
9
m
m
)
但
同
時
又
嚴
禁
他
們
不
要
對
任
何
人

說
他
是
默
西
亞
(
瑪
泊
卸
)
耶
穌
為
了
避
兔
默
西
亞

的
名
稱
而
同
時
甜
可
指
出
他
為
默
西
亞
的
真
使
命
多

次
自
稱
寫
「
人
子
」
(
谷
8
剖
9

缸

ω
甜
M
M
自
)

又
把
舊
約
論
「
上
主
僕
人
」
的
預
言
貼
在
自
己
身
上

(
路
4
口
i
n
瑪

叫
‘

-
e

路
"
μ訂
)
說
明
他
來
是

為
救
罪
人
(
瑪
9
間
路
"
刊
)
憐
憫
窮
人
使
勞
苦
的

人
得
到
安
息
(
瑪
5
3
口
甜
|

叩
)
作
那
些
無
人
照

管
的
事
來
的
「
牧
人
」
(
瑪
9
H
谷
6
M
右
ω
)
且

為
大
眾
捨
掉
自
己
的
性
命
(
瑪
刮
目
)
他
也
要
求
門

徒
走
自
己
所
走
的
苦
路
(
瑪
m
M
泊
的
M
谷
凹
油

路
M
品
|
抽
)
並
許
下
他
們
將
來
必
要
分
享
自
己
的

光
榮
(
瑪
的
甜
甜
路
n
m
m
)

直
到
最
後
在
受
難
以
前
耶
穌
才
容
許
民
眾
慶
祝

他
為
「
瀏
蚓
之
子
」
「
叫
剖
州
的
君
王
」
(
瑪
剖
，

谷
u
g

凹
的
岫ω
甜
右
U
H
!

自
)
受
審
的
時
候
他
在

大
司
祭
跟
前
明
認
自
己
是
默
西
亞
(
谷
M
“
自
寫
耐
的

“
“
路
扭
盯
|
刊
)
又
在
比
拉
多
跟
前
，
承
認
自
己
是

「
猶
太
人
的
君
王
」
(
瑪
幻
口
谷
的
2
路
n
a
若
的

自
|
盯
)
不
過
他
同
時
也
清
楚
聲
明
他
的
使
命
是
不

帶
世
俗
政
治
性
的
(
仲
右
的
抽
叮
)

耶
穌
復
活
後
門
徒
們
才
開
始
了
解
他
為
默
西
亞

的
真
使
命
(
路
圳
的
詞
“
)
並
且
從
聖
神
降
臨
以
後
他

們
還
將
這
使
命
的
意
義
給
猶
太
人
講
明
(
宗
2
甜
5

“
8
5
9
盟
等
)
他
們
引
用
舊
約
的
預
言
為
證
證
明

默
西
亞
必
須
受
苦
而
死
才
得
進
入
他
的
光
榮
(
宗
2

扭
|
甜
3
H
|
M
8
甜
|
品
口
2
3
叫
凶
甜
甜
)
證
明

他
復
活
了
而
且
坐
在
聖
父
的
右
邊
(
宗
2
臼
5
U
7

自
)
證
明
他
不
但
是
以
色
列
的
救
主
及
君
王
而
且
還

是
「
萬
民
的
主
」
(
d
F
m
抽
2
n
凹
瑪
m
u
谷
的
臼

路
叫
叮
叮
)



蒙
召
作
外
邦
宗
徒
的

車
保
綠
特
別
著
重
這
最
後

一
銜
的
意
思
宣
講
耶
穌
默
西
亞
馬
一
切
罪

人
受
難
而

死
死
而
復
活

(
羅
5
6
l

s

格
前
臼

a
)
為
使
全
世

界
的
人
與
天
主
和
好

(
格
後
5
M
H
)
原
來
被
釘
在

十
字
架
上
的
基
督
默
西
亞
是
保
祿
宣
講
的
中
心
題
目

(
格
前
I
n
2
2

)
因
了
他
的
死
而
復
活
一
切
統
屬

於
他
的
權
下
(
格
前
的
自
|

甜

弗
-
m

|

詞
)
他
是

生
者
和
死
者
的
主
(
羅
M
9
)
他
為
默
西
亞
君
王
直

到
他
光
榮
的
再
度
來
臨
(格
前
的
自

得
前
2
H
3

間
)

即

「
直
到
把
一
切
仇
敵
屈
伏
在
他
的
胸
下
才
把
自
己

的
王
槽
交
於
天
主
父
」

(
格
前
的
H
l

目
)

新
約
公
函
和
默
示
錄
同
樣
講
述
耶
穌
氣
默
西
亞

的
道
理
他
經
過
苦
難
進
入
光
榮

(
伯
前
1
u

若

一
5

6
默
1
5
"
5
5

l

u
)
他
建
立
了
自
己
「
永
遠

的
國
」
(
伯
後
l
u
)
他
是
「
受
光
榮
的
主
」
「
獨

一
的主
宰
」
(
雅
2
1

猶
4
)
「地
上
萬
王
之
元
首
」

「
萬
王
之
王
萬
主
之
主
」
(
默
1

5

的
時
)
那
明
認

他
是
默
西
亞
(
若
-
4
2
5
1

若
二
7
)
因
而
被
稱

為
「
基
督
徒
」
的
人

(
伯
前
4
H

宗
口
自
)
在
世
上

就
成
寫
他
的
「
國
度
」

(
默
1
6
5
u

伯
前
2
9
)

他
們
像
他
一
樣
在
世
上
必
經
過
苦
難

(
伯
前
2
n
4

1

問

H
)
但
在
他
將
來
光
榮
顯
現
的

時
候
必
要
與
他

為
王

(
默
3
剖

伯
前
4
臼
)

-
E

耶
穌
是
天
主
墨
子

則
一
根
岫
留
學
倒
劇
的
議
論
基
准
徒
是
「
生
活
在
對
天

士
生
子
的信
仰
內
」

(
迦
2
凹
)
基
督
徒
用
最
崇
高
最

1293 九

光
榮
的
尊

稱
稱
基
督
為
「
主
」
或
「
天

主
子
」
以
表

明
自
己

的
信
仰

誰
若
無
偏
見
地
讀
新
約
經
營
就
必
然
承
認

初
期

的
教
會
用
這
兩
種
聶
哥
稱
指
出

耶
穌
的
真
天
主
性
但
按

照
所
謂
新
時
代
的
許
多
批
判
學
家
此
種
信
仰
是
因
門

徒
們
的
熱
心
興
奮
在
教
會

內
逐
漸
形
成
的
依
他
們
的

意
見
耶
穌
自
己
並
沒
有
懷
著
天
主
性
的
一
種
自
或
意

識
更
沒

有
證
明
自
己
的
天
主
性
為
此
必
須
詳
細
研
究

這
信
仰
的
來
歷
和
根
基

1

教
會
從
起
初
就
布
的
信
仰

甲
宗
徒
大
學
錄
作
證
很
娥
宗
徒
大
學
錄
所
載
在

聖
神
降
臨
當
天
伯
多
的
棚
立
即
在
猶
太
人
跟
前
宣
道
聲

言
耶
穌
是
坐
在
天
主
右
邊
的
「
主
」
是
他
造

發
了
聖

神
來
是
他
赦
免
人
的
罪
過

(
宗
2
呵
呵
)

他
並
且

稱
耶
穌
為
「
生
命
之
原
」
(
3
H
)
承
招
他
是
唯
一

的
救
主
(
4
M
)
為
「
生
者
與
死
者
的
判
官
」
(
ω
H

H
)
「
因
耶
穌
的
名
」
郎
依
緻
他
的
神
權
伯
多
祿
行

奇
蹟

(
3
6
時
)
宗
徒
們
叉
「
以
大
德
能
」
給

「
主

耶
穌
」
作
證

(
4
臼
)
教
會
內

諸
信
徒
呼
號
耶

穌
的

「
名
字

」
(
9
H
)
恭
敬
他
為
「
主
」
並
不
怕
因
信

仰
之
故
而
殉
道

(
7
凹
的

9
叩
|

口
)
同
樣
的
信
仰

也
可
由
其
他
新
約
經
書
看
山

來

(
雅
2
1
伯
前
1
s

3
n
伯
後
1
u
口

猶
4
衍
)
尤
應
注
意
的
是

下
列
數

害
的
作
證

乙
對
觀
福
音
作
證
前
三
部

一幅
音
包
含
初
期
教
會

的
宗
徒
敬
鬼
講
授
所
以
也
證
明
當
時
教
會
對
耶
穌
已

有
的
信
仰
很
織
這
三
部

一福
音
右
盼
沈
誼
會
向
猶
k

人

聲
明
那
位
要
來
的
默
西
亞
比
他
肉
已
遠
大

(
瑪
3

3
|

臼
釗
1
2
-

R

幟
叫
‘
l

u
)。
在
耶
穌
由
剝
削

受
洗
的
時
候
有

聲
音
來
自
天

上
稱
耶
穌
是
天
主
的

「愛
子
」
(
瑪
3
u
|

叮

谷
1

，

-

u

路
3
刮

目

)
郎

穌
在
山
上
顯
學
容
時
又
有
同
樣
發
音
發
白
天
上
(
瑪

η

s
谷
9
7

路
9
自
)

按
路
1
也

記
載
的
天
使
在
預
報
耶
穌
誕
生

時
已

稱
他
為
「
至
高
者
的
兒
子
」
誕
生
的
耶
穌
被
一
大
使
又

稱
為
「
主
默
西
亞
」

(
路
2
u
)
雄
瑪
1
剖

自
生

於
貞
女
的
耶
穌
說
是
先
知
會
預

J
=
口
的
「
厄
瑪
以
耳
」

的

「
天
主
與
我
們
同
在
」

(
依
7
H
)
如
果
布
人
不

承
認
耶
穌
童
年
史
的
歷
史
性
至
少
總
得
承
認
初
期
教

會
在
此
童
年
史
內

所
表
示
的
信
仰

有
時
附
馳
的
人
和
魔
鬼

(
瑪
8

m
谷
5
7

3

問

路
4
U
)
或
驚
奇
耶
穌
權
俐
的
人

(
瑪
M
M
)
稱
耶

穌
為
「
天
主
子
」
不
過
在
此
等
機
會
上
天
主
了
這
化

稱
乃
指
耶
穌
是
天
主
派
遣
而
來
的
人
或
默
茵
通

伯
多
線
在
斐
理
伯
的
凱
撒
勒
雅

明

沼
耶
穌
沁

「
默
西
亞
永

生
天
主
之
子
」

(
瑪
的
時
)
伯
多
祿
在

此
是
否
明
認
耶
穌
的
天
主
性
成
祇
佑
他
是
默
樹
苗
泊

是
懸
而
未
決
的
問
題
如
果
將
瑪
的
“
間
的
目
谷
8
臼

路
9
即

對
照
起
來
大
概
可
以
說
伯
多
祿
信
耶
穌
的
，
天

主
派
遣
來
的
默
西
亞
是
黃
有
超
性
使
命
的
使
者
因
肉

當
時
伯
多
祿
遂
不
會
認
出
耶
穌
天
主
性
的
奧
毆

丙
保
祿
魯
信
作
證
批
判
學
者
或
者
要
反
駁
投
蝠



~
音
和
宗
徒
大
學
軸線
較
為
晚
出
故
不
能
表
出
最
初
的
信

站
~仰
那
麼
護
或
們
來
看
看
制
制
最早
的
著
作
|
|
聖
倒

;j!|| -
祿
的
苦
信
吧
保
祿
原
屬
法
利
塞
人
黨
派
他
會
嚴
厲
地

于
迫
害
過
「
主
的
門
徒
」

(
宗
8
3
9
1
n

斐
3
6
)

以
為
他
們
的
信
仰
反
對
猶
太
教
的
惟
一
神
信
仰
但
他

在
神
視
中
看
見
復
活
的
「
主
」
的
光
耀
且
蒙
受
了
天

主
「
蜜
子
」
的

一啟
示
以
後
就
被
歸
化
且
成
為
「
主
」

的
最
熱
誠
的
門
徒

(
迦
1

u
-

H

宗
9
5
e
n
s
-

M

叫A
H
l

u
)
從
那
一
天
起
他
立
即
開
始
宣
講
耶
穌

是
天
主
子
(
宗
9

抽

)
「
傅
揚
他
八
曾
經
想
消
滅
的
信

仰
」

(
迦
1

自

)
時
在
公
元
後
大
約
三
七
年
郎
耶
穌

死
後
七
年
此
處
總
特
別
注
意
的
是
保
祿
雖
然
蒙
受
了

啟
示
(
迦
I
U

格
前
刊

且
格
後
U
I
|

7
)
但
他
從

開
始
也
確
實
知
道
自
已
宣
晶
的
福
音
就
是
教
會
已
經

宣
講
的
兩
立自

(
迦
1

目
2

2
格
前
的
3
u
綠
6
口
)

保
祿
在
內
心
於
五。
至
五
一
年
闊
的
得
撒
洛
尼
前

後
二
苦
襄
多
次
稱
耶
穌
四
川
「
主
」
又
說
教
會
是
鐘
立

「
在
天
父
及
主
耶
穌
基
督
內

」
(
得
前
1
1

得
後
1

1
)
他
將
舊
約
內
以
民
等
待

的
「
上
主
的
日
子
」
(
參

見
「
上
主
的
日
子
」
條

)
看
作
主
耶
穌
再
度
來
臨
大

顯
光
榮
的
日
子
(
得
前
2

凹
3
時
4
臼

|

口

等
)

保
線
在
其
他
書
信
裘
更
清
楚
地
表
現
出
耶
穌
的

天
主
性
咱
們
他
寫
「
主
」(
共
計
六
二
次

)
或
「
天
主

子
」
(
十
六
次

)
或
「大
能
的
天
主
子
」
(
經
1

‘
)

和
「
光
榮
的
主
」

(
格
前
2
8
)
耶
穌
囡
復
活
升
天

偕
同
他
的
人
性
進
入
天
主
的
光
榮
坐
在
天
主
的
右
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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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
I
m

希
1
8
)
他
的

「
名
字
超
越

其
他
所
有

的
名

字
致
使
上
天
地
上
和
地
下
的
一
切
•••.

.• 
屈
膝
叩

拜
他
」
(
姿
2
，
叫
)
明
認
「
耶
穌
是
主
」
郎
天
主
這

是
基
督
徒
信
仰
的
宣
示
也
說
是
人
為
得
救
的
必
要
條

件
(
格
前
u
s
羅
ω
，
)
保
祿
寫
了
表
明
「
天
主
子
」

此
稱
呼
為
耶
穌
不
但
是
一
種
尊
稱
而
且
也
指
出

他
在

天
主
性
內
與
學
父
的
相
合
與
共
融
因
此
又
稱
耶
穌
為

天
主
「
自
己
的
兒
子
」
(
羅
8
s
n
迦
4
4
)

或
天

主
的
「
愛
于

」
(
哥
1

H

弗
1

6
)
又
說
「
他
雖
具

有
天
主
的
形
體.•
•..
. 
與
天
主
同
等

﹒.... 

部
使
自
己
空

虛
取
了
奴
僕
的
形
體
與
人
相
似
」

(
斐
2
7

)
他
取

了

「
罪
惡
肉
身
的
形
狀
」

(
羅
8

3
)
為
使
人
「
因

看
他
的
生
命
得
救
」
(
羅
5
刊
)
並
「
獲
得
義
子
的

地
位
」

(
迦
4
5
)

由
此
己
可
看
出
錢
保
祿
的
看
法
這
位
來
救
職
人

類
的
基
督
在
誕

生
以
前
就
已
存
在
保
祿
叉
更
深
悟
基

督
的
奧
蹟
說

「
他
在
寫
有
之
先
就
有
萬
有
都
賴
他

而

存
在
」
(
哥
1
叮

格
前
8
6
)
他
「
是
一
切
受
造
物

的
首
生
者
因
寫
在
天
上
和
地
下
的

一
切
可
見
與
不
可

見
的•..
.. 

都
是
在
他
內
受
造
的
一
切
都
是
藉
若

他
並

且
是
為
了
他
而
受
造
的

」
(哥
-
H
H

希
1
2
)
「
他

是
不
可
見
的
天
主
的
俏
像
」

(
哥
1
臼

格
後
4

‘

希

1
8
)
在
他
內
「
住
有
娶
個
圓
澈
的
天

主
性
」

(
哥

2.) 

丁
學
若
望
﹒
的
著
作
作
證
基
督
在
創
世
以
前
就
已

存
在
的
這
端
道
翅
在
若
望
的
著
作
里
更
為
明
顯
基
督

被
稱
為
天
主
的

「
聖
言

」
(
到
1
1

|

H

到
J
1
1

2

默
W
S
)
若
望
以
此
名
咱
們
講
明
基
督
是
夫
主
派
還

來
的
唯
一
的
啟
示
者

(
若
1

"
3
n
M
e
等
)
因
為

紙
有
他
忽
游
天
主
因
為
他
與
天
主
學
父
悶
在
他
自
己

就
是
天
主

(
右
1
1
S

M

U
S
H

伊
拉-
1

2
)
是

「
其
實
的
天
主
」
(
若
一
5

叩

)
是
天
主
的
「
獨
生

者
」
(
若
4
H
M
3
時
間

若
-
4
9
)
他
取
了
人
性

是
為
給
人
顯
示
天

主
的
光
榮

(
右
I

H
2
u
U
刊
)

因
而
也
給
人
帶
來
恩
寵
及

其
周

(
若
1

H
M
)
他
是

「
生
命
的
娶
言

」
他
身
為
「
永
生
的
生
命
」

(
若
一

1

1

5
叩
)
他
來
是
為
賜
與
人
永

生
的
舉
措

(
右
3

H
5
"
6

叫
叫
m
m
U
品
等

)

2

耶
穌
的
復
活
是
信
仰
的
基
礎

由

上
述
新
約
諸
書
引
用
的
品
足
以
透
明
教
會
從

起
初
就
明
恕
耶
穌
為
天
主
但
也
得
承
認
在
耶
穌
生
前

的
時
候
門
徒
們
對
他
所
慎
的
觀
念
還
是
含
糊
不
定
的

他
們
會
看
見
耶
穌
施
行
的
腳
跟
於
是
開
始
信

從
了
他

以
為
他
是
天
主
派
遣
來
的
默
西
亞

(
若
2
u
自
3
2

4
目

6

的

等
)
不
過

一
遇
到
耶
穌
的
苦
難
慘
死
連
他

們
的
這
種
軟
弱
的
信
心
也
受
到
重
大
的
打
擊
祇
是
耶

穌
的
復
活
才
使
他
們
明
白
而

且
堅
信
耶
穌
是

「
主
」

是
「
大
能
的
天
主
子
」
(
若
甜
甜
宗
2
M
佇
剖

經
1

4
M
9
斐
2
.

-

u

弗
1

目
!

自

伯
前
1
n
)

3

耶
穌
明
認
自
己
是
天
主
手
的
親
口
證
言

信
徒
們
很
接
復
活
的
事
賢
在
m
t
u
腳
的
光
照
下
才

開
始
罔
憶
和
了
解
耶
穌
在

生
前
討
論
自
已
所
說
的
品



遂
對
他
天
主
性
的
奧
路
愈
思
維
愈
深
入
這
種
事
食
另

外
根
彼
若
望
的
著
作

可
以
證
明

甲
若
望
一
福
音
的
證
言
若
望
在
他
的
福
音
上
不
斷

的
注
意
提
出
耶
穌
天
主
性
的
自
我
意
識
譬
如
耶
穌
多

次
說
明
他
自
己
與
摹
仿
〈
是
分
不
闋
的
(
5
回
自
6
“

7
的
m
呵
呵
M
U
H
血
口
叩
缸
|
詞
)
甚
至
又
說
「
我

與
父
原
是
一
種
」

(
m
m
)
「
誰
看
見
了
我
就
娃
看

見
了
父
」
(
叫
汁
，
)從
最
後
這
兩
旬
話
也
可
以
看
出

「
父
子
」
這
兩
個
字
不
足
以
表
達
天
主
聖
父
與
耶
穌

親
密
一
致
的
關
係
不
過
紙
是
出
自
人
生
關
係
的
比
較

合
適
的
類
推
說
法
而
已
塾
父
把
一
切
交
在
他
手
中

(
3
自
口
2
)
耶
穌
行
的
也
就
是
聖
父
行
的

(
5
口

凹
甜
甜
昀
盯
甜
)
耶
穌
講
的
話
也
是
學
父
的
話

(
3

"
7
H
8
甜
甜
甜
凹
的
目
M
M
)

耶
穌
就
人
性
來
說
比
父
小

(
M
目
m
m
)
他
是

奉
父
派
遣
而
來
的

(
5
甜
盯
m
M
U
叫
)
他
遵
守
父

的
話
執
行
父
的
命
令
使
父
受
光
榮
(
8
叫
“
自
口
1
)

父
因
此
而
受
的
光
榮
也
就
成
為

「
子

」
的
光
榮

(
5

n
u
l
)
他
經
過
苦
難
死
亡
然
後
「
往
父
那
里
去
」

(
若
的
目

)
他
復
活
以
後
要
在
人
性
內
享
受
那
他
為

鑒
于
在
世
界
未
有
以
前
所
享
有
的
光
榮

(
口
5
H
)

若
望
在
一
輛
音
和
書
信
內
一
百
二
十
多
次
稱
天
主

為
「
父
」
常
是
為
表
示
天
主
與
耶
穌
的
特
殊
關
係
復

一
活
以
緩
耶
穌
叉
咱
們
天
主
是
他
的
門
徒
們
之
父
而
且
浩

淵
一楚
地
分
別
稱
「
我
的
父
」
及

「
你
們
的
父
」
(
甜
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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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鐵
若
望
一
一
隔
音
猶
太
人
對
耶
穌
「
使
自
己
與
天

主
平
等
」

(
5
M
m
臼
)
這
點
毫
不
懷
疑
為
此
蓄
意

要
殺
害
他
(
5
M
7
2
M
m
n
)

己
對
觀
一
福
音
的
證
言
在前
三
部
一
騙
音
襄
我們
找

不
出
這
樣
清
楚
的
證
言
耶
穌
在
宣
道
時
總
不
稱
自
己

為
「
天
主
子
」
祇
有
幾
次
稱
自
己
為
「
子

」
(
瑪
u

n

路
ω
n
瑪
圳
的
品
m
H
口
“|

盯
)
但
如
多
次
稱
天

主
為
自
己
的
父
(
瑪
扎
叮
叮
凹
的
口
時
臼
耐
甜
甜
"
等
)

當
他
稱
天
主
是
人
的
父
時
又
常
說
「
你
們
的
父
」
或
用

類
似
的
說
法
以
說
明
他
自
己
與
父
的
特
殊
關
係

(
瑪

5

“
6

‘

8
9

谷
U

臼
絡
刊M
m
等

)

在
對
觀
搞
音
褻
耶
穌
論
自
己
的
直
接
證
言
雖
然

不
多
但
在
記
載
的
言
論
和
施
行
的
神
鎖
中
常
顯
出
耶

穌
的
天
主
性
來
在
馬
爾
谷
福
音
褻
尤
其
如
此

耶
穌
自
知
並
且
證
賞
自
己
有
赦
罪
的
權
柄

(
谷

2

5
1

U
)
有
征
服
及
驅
逐
撤
郡
的
能
力

(
谷
3

扭
|
盯
瑪
白
血
)
他
的
話
正
如
天
主
的
話
「
不
會
過

去
」
絕
對
必
要
質
現
(
瑪
M
M
依
約
8
)
他
表
明
自

己
高
於
法
律
自
己
就
赴
法
律
的
創
立
者

(
瑪
5
缸

|

“
谷
2
M
ω
-
-

n
)
他
再
三
預
言
自
己
、
必
要
受
苦

而
死
但
問
時
也
明
知
自
己
將
來
要
「
在
他
父
的
光
榮

中
同
諸
天
使
降
來
」
(
谷
8

胡

M
U
等
)

耶
穌
的
這
種
自
我
意
識
另
外
在
他
受
公
議
會
的

審
判
時
顯
示
出
來
他
明
認
自
己
為

「
默
西
亞
天
主

子
」
縱
然
大
司
祭
不
會
明
白
這
名
稱
的
深
意
但
從
耶

穌
的
罔
答

上
他
深
知
耶
穌
是
在

明
言
自
己
有
至
高

的

惟
獨
屬
於
天
主
的
權
威

(
谷
M
U
|

“

瑪
鈞
閻
|

“

路
扭
肘
|

H
)
因
此
判
定
他
因
說
了
「
衷
情
出」
的
品

應
受
死
耐
熱
事
見
谷2
7
瑪
9
3

路
5
n
)

初
期
教
會
的
信
仰
固
然
基
於
耶
穌
的
復
活
但
也

以
耶
穌
生
前
的
所
言
所
行
作
為
確
鑿
的
根
鐵

五
天

主
子
基
督
與
基
督
徒
的
關
係

新
約
的
著
作
者
在
明
認
耶
穌
為

「
主
」
為
「
天

主
子
」
的
時
候
並
不
用
教
義
神
學
的
方
式
來
討
論
唯

一
天
主
性
與
父
及
于
兩
位
位
格
的
問
題
他
們
注
重
的

是
耶
穌
是
天
主
子
而

作
7
人
類
的
救
主
自
於
耶
穌
是

天
主
子
又
是
人

所
以
惟
有
他
能
作
天
主
與
人
中
闊
的

中
保
(
弟
前
2
5
)
及
人
類
的
救
主
因
此
他
也
可
以

藉
看
自
己

的
德
能
賜
與
人
永
生
的
恩
寵
使
他
們
成
為

天
主
的
于
女

(
若
1

時
)
「
成
寫
有
分
於
天
主
性
的

人
」
(
伯
前
1
4
)
正
如
雪
若
望
說
的
基
督
徒
的
新

生
命
是
在
天
主
「
自
己
的
子
內
」
的
生
命
(
若
一
5

日
間

參
見
若
叫
個
臼
‘
|

7
口
自
)

信
徒
們
與
主
基
督
的
這
種
神
叫
樹
結
合
是
聖
保
線

在
香
信
里
常
講
論
的
主
題
他
不
斷
用
「

在
基
督
耶
穌

內
」
或
同
樣
的
辭
旬
和
設
法
來
表
明
信
徒
生
活
的
奧

妙
事
實
基
督
是
這
新

生
命
的
泉
源
也
是
這
生
命
的
唯

一
支
持
者
和
養
育
者
(
羅
6
u
n
8
1
2
格
後
5
口

迦
2

油
等
)

眾
信
徒
因
領
受
塾
說
而
「
﹒
歸H
F、
基
督
」
「
在
基

督
內
都
是
一
個
身
體

」
(
迦
3

盯

甜
羅
M
MS
格
前
也

呵
呵

弗
4
4
)
此
身
體
就
是
教
會
(
弗
1

臼

萬
1
"



-
u
〕
血
叫
阿
以
保
叫喊
可
以
稱
信
徒
們
是
「
在
基
督
耶
穌
內

切
~
的
人
」
(鞘
8
1
制
前
1
2期
I
I

等
)

。

圖
，-

實
際
屬
於
基
督
的
人
就
「
在
他
內
行
動
生
活
」

一
(
哥
2
6
)
在
他
內
「
喜
樂
」
(
斐
3
1
4
.
)

「
勤
勞
」
(
格
前
臼
H
)
「
應
付
一
切
」
(
斐
4
H
)

「
在
基
督
內
死
」
(
格
前
的
站
得
前
4
H
)
將
來
在

他
內
也
要
「
復
活
」
(
格
前
的
扭
得
前
4
時
)

由
於
身
體
與
首
不
可
分
離
故
保
祿
可
以
說
信
徒

業
已
同
基
督
「
復
活

」
業
已
在
基
督
內
「
坐
在
天
上
」

(
弗
2
6
)
他
們
的
生
命
「
己
與
基
督
一
同
藏
在
天

主
內
」
(
哥
3
S
)
為
保
祿
「
生
活
原
赴
基
督
」
因

此
他
說
「
基
督
生
活
在
我
內
」
(
斐
1
阻
迦
2

叩
)

見
爾
音
對
觀
攝
立
日
耶
穌
童
年
史
耶
穌
苦
難
央
宗

徒
教
理
講
授
年
歷
人
子
默
西
亞
天
主
上
主
的
僕
人
來

臨
中
保
聖
教
會
義
子

聳

叫
耶
穌
基
督
的
族
譜

(
m
M
M
一
叭
叭
的

P
M甘E
H
)

記
敘
耶
穌
族
譜
的
車
央
有
二
瑪
1
1

|

叮
路
3

且
|

站
二
者
相
同
的
地
方
僅
有
耶
穌
刮
到
也
制
到
樹
牙

則
魯
巴
貝
耳
及
由
亞
巴
郎
至
遠
昧
的
名
字
其
他
一
切

則
各
有
出
入
次
序
亦
各
有
分
別
瑚
劃
由
到
別
叫
降
至

耶
穌
路
加
由
耶
穌
升
至
亞
當
天
主
二
者
皆
暗
示
聖
母

的
童
貞
懷
孕
生
耶
穌
但
所
用
的
文
件
如
不
同
為
解
釋

j L 

(
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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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個
族
譜
的
魯
寫
構
造
及
彼
此
之
間
的
開
拷
問
點
學
者

們
會
費
盡
心
機
但
至

A
Z木
能
得
一
個
圓
渝
的
答
覆

瑪
實
記
載
的
族
譜
作
者
很
不
自
然

地
將
耶
穌
的

族
譜
分
成
三
組
每
組
十
四
代
組
與
組
之
間
把
以
民
史

上
的
兩
件
大
事
分
開
郎
途
味
王
朝
及
充
軍
巴
比
倫

(
瑪
1
口
)
十
四
數
字
的
用
法
又
有
兩
種
解
釋
其
一

是
第
一
組
的
十
四
代
(
斗
X

N
)
正
是
歷
央
所
公
認

的
數
字
作
者
為
使
民
眾
易
於
記
得
起
見
乃
魁
張
將
第

二
及
第
三
組
亦
作
成
各
十
四
代
其
二
是
作
者
有
意
強

調
耶
穌
族
譜
中
的
要
人
達
味
而
達
味
名
字
的
希
伯
來

字
母
可
作
三
個
數
目
的
代
字
郎
四

加
六
加
四

(
0宅
，

口
﹒
#
+
小
+
+
)共
成
「
十
四
」
數
字
但
是
為
了
牽

強
地
她
們
成
這
個
數
字
在
第
二
組
就
有
了
問
題
發
生
作

者
不
得
不
將
阿
制
劑
抴
制
剛
刮
和
阿
盟
甜
三
位
國

王
的
名
字
刪
去
第
三
組
如
將
耶
穌
亦
包
括
在
內
始
能

得
到
「
十
四
」
的
數
字
其
實
連
在
第
一
組
的
十
四
代

中
亦
有
問
題
葦
希
伯
來
人
居
於
埃
及
的
四
百
三
十
年

中
(
出
曰
“
見
迦
3
口
)
作
者
祇
算
成
三
代
|
l
l
赫

蚓
智
剛
腳
剛
淵
織
或
咐
|
|
又
在
制
到
劃
及
蚓
詞
之

間
的
三
百
年
中
作
者
祇
謂
有
放
阿
次
及
放
貝
得
兩
代

(
瑪
1
5
6
)
很
明
顯
的
其
中
娃
有
漏
洞
的

瑪
由
回
族
譜
的
另
一
奇
特
處
是
在
族
譜
中
舉出
了

四
個
女
人
這
是
相
反
以
民
習
慣
的
作
法
何
羽
這
四
個

女
人
皆
為
外
邦
人
並
且
除
處
德
外

(
處
1
4
)
又
都

是
罪
婦
客
納
罕
人
塔
瑪
爾
僑
充
倡
技

(創
刊站
時|

間
)

客
納
罕
人
做
哈
布
是
耶
里
哥
城
的
有
名
技
女

(
蘇
2

1
)
赫
特
人
巴
特
舍
巴
是
淫
婦
{
捌τB
U
s
-
s

J

就
邊
有
婦
道
之
德
的
處
德
本
來
也
是
為
以
民
法
律
所

不
容
而
拒
之
於
外
的
摩
阿
布
人
(
申
幻
‘
)
但
是
學

者
們
大
都
開
意
作
者
的
意
恩
可
能
是
在
於
表

彰
耶
穌

救
世
恩
惠
的
普
及
姓
不
分
男
女
善
惡
猶
太
人
或
教
外

人
或
者
是
因
此
更
能
顯
示
與
耶
穌
有
血
肉
密
切
關
係

的
童
貞
聖
母
瑪
利
亞
的
崇
高
偉
大
潔
白

路
加
記
載
的
族
譜
它
連
同
首
尾
的
兩
個
名

字
|
|
耶
穌
亞
當
|
|
共
有
七
十
七
名
但
是
其
中
瑪

蚓
柯
肋
未
之
名
兩
次
出
現
(
鵰
3
M
臼
)

，

剛
剛
蚓
可

能
是
前
者
阿
米
納
達
布
的
重
復
阿
爾
乃
可
能
是
阿
爾

的
誤
寫

(
路
3
抽
血會
見
瑪
1
.
)
故
此
七
十
七
或
七

十
二
人
名
的
象
徵
意
義
及
解
釋
是
無
根
縷
的
所
能
肯

定
者
是
路
加
在
寫
耶
穌
的
族
譜
時
受
7
保
祿
的
影
響

視
耶
穌
為
亞
當
第
二
是
天
主
之
子
(
路
3

自
)

其
次
尤
應
注
意
者
是
若
瑟
的
父
親
按
瑪
是
雅
各

伯
拔
制
則
是
蝴
劃
(
瑪
1
時

路
3
且
)
，
許
多
學
者
依

蚓
洲
的
蚓
到
制
(
7出
E
K
Z
E
E
E
)
的
解
釋
以
為

雅
各
伯
按
照
「
代
兄
弟
立
關
」
的
法
律
(
申
街
5
6
)

罔
亡
兄
赫
里
的
妻
于
結
婚
而
生
若
瑟
是
以
若
瑟
技
血

肉
是
雅
各
伯
的
兒
子
按
法
律
卸
赴
赫
里
的
兒
子
除
上

述
者
之
外
尚
有
一
比
}
歪
今
未
能
解
答
的
難
題
(
詳
見

思
高
聖
經
學
會
山
版
的
關
剖注
釋
n
l
M叫
珊
珊頁
「

(
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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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耶
穌
基
督
的
兄
弟

\
回
『
。
同
阿HO門
ω

。
同
』o
m口
ω
/

/
吋
門僧"
片
。
例
H
Oω
口
」

在
墓
教
會
的
歷
史
上
自
古
以
來
為
了
這
一
個
問

題
會
經
發
生
了
不
少
的
爭
端
為
解
釋
這
一
難
且
我
們

可
分
雨
點
來
說
@
聖
母
瑚
刺
咽
的
卒
世
童
扎
@
耶
穌

與
其
「
兄
弟
」
的
親
屬
關
係

@
聖
母
口
定
卒
世
童
貞
女
這
是
一
切
天
主
教
的
信

支
總
信
的
敬
佩
不
容
有
絲
毫
的
懷
比
因
為
這
是
根
鐵

聖
經
的
啟
示
及
教
會
自
古
以
來
的
傳
統
信
仰
而
由
大

公
會
議
所
公
佈
的
信
條
是
不
能
錯
誤
的
道
也
教
會
自

古
以
來
的
稱
聖
母
為
卒
世
童
貞
女
而
這
種
古
老
信
念

的
基
礎
則
是
學
經

(
a

)
學
母
領
報
時
驚
惶
不
安
地
問
天
使
「
這

事
怎
能
成
就
因
為
我
不
認
識
男
人
」
(
踹
-

u
)。

「
不
認
識
男
人
」
的
說
法
是
喇
喇
喇
文
語
恥
意
謂
不

婚
不
嫁
終
生
保
守
童
貞
的
志
願
而
這
種
志
願
不
祇
指

當
時
而
亦
指
將
來
換
旬
話
說
如
果
學
母
有
意
將
來
出

風
那
就
不
必
再
「
驚
惶
不
安
」
了

(
翩
-
m
)。
聖
劃
蚓

姐
說
已
用
了
這
種
棺
論
來
反
駁
當
時
的
異
端
學
扎

(
b
)
祇
有
耶
穌
一
人
被
他
的
村
人
稱
為
瑚
利

固
的
兒
子
(
釗
6
2
)
，
耶
穌
的
兄
弟
恥
沒
有
其
他
任

，
何
人
如
此
被
稱
過

細
一

(
C
)
如
果
耶
穌
仍
有
其
他
的
手
足
兄
姐
卅
一
定

r
d冷
會
在
臨
死
臨
間
將
要
母
托
付
給
制
到
(
軒
"
甜
訂
)
。

直九

(
d
)
如
果
找
們
仔
細
看
一
下
斟
斟
上
所
泊
之

「
耶
穌
的
兄
弟
」
對
耶
穌
的
照
顧
及
關
懷
的
態
度
可

以
斷
定
是
長
兄
對
小
弟
的
態
度
(
見
釗
3
U
U
6
3

若
7
3

)
但
另
一
方
面
我
們
確
知
耶
穌
娃
瑚
叫
到
的

首
生
子
(
路
2
7

自
)
故
此
沒
衛
長
口
心

另
一
方
面
我
們
知
道
在
掛
蚓
人
的
習
慣

上
「
兄

弟
」
一
。
詞
之
利
用
範
因
是
品
常
版
泛
的
科
任
何
民
族

所
不
及
它
除
了
指
同
一
父
母
或
同
父
異
母
或
同
母
異

父
所
生
的
兄
弟
外
諸
凡
娃
已
短
女
表
兄
取
堂
兄
訊
問

族
凋
支
派
甚
至
的
友
及
罔
等
職
業
的
人
都
稱
為
「
兄

弟
」

有
些
人
則
用
耶
穌
赴
學
母
的
「
首
生
子
」
(
制

2

7

)
為
藉
口
謂
聖
母
還
生
了
其
他
的
兒
子
但
這
些

人
忘
記
了
「
首
生
子
」
一
詞
所
強
調
的
是
法
律上
的

問
題
就
娃
首
閥
母
胎
的
男
兒
熄
被
獻
於
天
主
的
規
定

(山
M
H
H
Z
戶
8

臼
)
而
不
是
按
照
我
們
今
日
的

觀
念
來
指
他
與
其
後
所
生
的
弟
弟
的
關
係
而
已
考
古

學
者
在
聖
地
耶
胡
狄
雅
廢
址
掘
出
一
個
名
叫
阿
關
創

制
問
(
〉2
5
8
)

的
均
年
婦
女
在
第
一
次
產
已
困

難
產
而
死
的
墳
位
其
碑
文
上
被
有
「
•.••.. 

上
主
的
安

排
使
我
的
生
骯
在
首
生
子
的
哭
聲
中
結
束
了

l「
這
碑

文
大
約
是
屬
於
公
元
前
五
年
的
文
件
很
顯
明
地
這
個

首
生
子
猶
如
耶
穌
然
亦
是
該
年
青
婦
女
的
獨
生
民
總

而
言
之
一
切
反
對
聖
母
童
貞
的
人
士
雖然
仍
在
暱
心

積
慮
但
至
今
仍
未
能
找
出
一
個
可
以
推
翻
上
述
理
由

的
確
切
證
攘
來

l

@
時
穌
與
兄
弟
的
親
屬
關
係
在
肯
定
耶
穌H吐
血

母
的
獨
生
子
的
條
件
孔
學
者
們
的
白
白
是
很
大
凡
凶

為
「
兄
弟
」
的
純
圍
很
廣
劉
剛
上
也
沒
告
說
明
他
們

的
真
正
關
係
(
見
職曰
“
口
目

的
3
u
6
3
晰
8閥

割
2
臼
7
5

制
l
u

制
前
9
s

) ，

教
會
亦
沒
有
規
也

這
祇
站
次
耍
的
問
題
雖
在
風
制
別
胡
以
前
衛
比
一
五
一
父

會
使
議
耶
穌
的
兄
弟
是
劉
劉
前
妻
所
生
之
仇
但
這
叫
他

意
見
未
被
接
納
一
福
音
上
亦
無
被
按
可
憑
相
反
地
主
張

若
瑟
終
身
守
貞
的
意
見
如
成
了
教
會
歷
來
強
烈
的
傳

統
目
前
普
通
的
學
說
赴
耶
穌
的
兄
弟
赴
聖
母
之
妹
所

生
的
兒
子
(
見
軒
"
品
，
參
見
割
的

1

蹦
圳的
M
職
幻
間
一

總
之
他
們
都
與
耶
穌
的
確
有
血
親
的
關
係
這
一
點
已

足
以
使
他
們
自
豪
了

見
兄
弟

韓

肌
耶
穌
童
年
史

「t
r
=
忌
。
。
"
可OZ

J

f出
品
阱
。
門
E
H
=
P
D
t
m
z
n
Y
E
缸
"
之

記
述
耶
穌
童
年
史
的
聖
史
共
有
兩
位
郎
瑚
甜
點
和

喇
喇
(
瑪
1
u

l
2

自
路
l
s
|
2

自
)。

關
於
這
為

「
童
年
史
」
現
代
由
歷
史
及
經
文
考
證
學
者
方
面
提

出

許
多
疑
問
所
以
需
要
詳
細
討
論

一
特
動
和
性
質

閱
讀
瑪
或
闊
前
兩
章
後
立
即
續
讀
職
或
駒
第
三

且
早
就可
意
識
到
的
後
記
軾
的
事
無
論
就
內
容
和
文
體

方
面
看
來
都
不
相
同
似
乎
彼
此
無
恥



~
可

說
寫
榕
的
雨
量
的
記
載
不
屬
於
、
宗
徒
們
原
始

划
~
傳
授
的
輯
記
所
謂
「
原

始
稿
音
」

(
參
見
「
一
福
音
」

-
u條
)
是
指
宗
徒
對
自
己
親
目
所
見
親
耳
所
聞
親
身
經

一
驗
的
耶
穌
的
事
的
親
口
報
導
所
以
他
們
宣
講
的
是
耶

?

穌
由
「
若
翰
施
洗
起
」
至
升
天
止
這
期
問
為
救
贖
人

類
所
行
的
事
(
宗
l
n
)
至
於
耶
穌
的
誕
生
幼
年
及

在
納
匣
肋
度
的
隱
居
生
活
他
們
無
法
直
接
作
證

從
此
可
見
「
童
年
史
」
在
福
音
內
的
特
點
從
此

也
可
以
明
白
寫
什
麼
新
約
其
他
經
書
總
不
提
及
耶
穌

童
年
事
蹟
的
所
以
然

三
兩

篇
童
年
史
的
對
比

另
一
問
題
是
由
兩
篇
童
年
史
互
相
不
同
而
發
生

的
說
是
何
以
兩
篇
彼
此
無
關
而
只
是
幾
件
主
要
的
事

所
載
相
同

瑪
和
路
記
載
的
只
有
下
面
繼
件
主
要
的
事
相
同

瑪
利
亞
是
童
貞
女
因
里
神
而
受
孕
所
以
若
瑟
不
是
耶

穌
的
親
生
父
親
天
使
囑
咐
要
給
誕
生
的
兒
子
起
名
叫

耶
穌
耶
穌
是
達
味
的
後
裔
在
黑
落
德
為
王
時
誕
生
在

創
叫
你
們
位
制
固
叫
長
九
至
於
二
位
學
史
報
導
的
其
餘
事

蹟
都
不
相
同

瑪
記
述
里
若
瑟
對
已
與
他
訂
婚
的
處
女
瑪
利
亞

所
傻
的
疑
難
因
天
使
的
解
釋
一
掃
而
空
(
1
8
|
站
)

耶
穌
誕
生
以
後
東
方
的
賢
士
特
來
朝
拜
(
2
I
M
)

墨
家
逃
往
埃
及
避
難
(
Z
H
H
)
白
冷
的
嬰
兒
被

屠
殺

(
2
M
l
u
)
墨
家
周
國
住
在
納
匣
肋
域
中

(
2
"|

詞
)

JL 1296 

絡
用
巧
妙
的
對
比
法
將
論
封
酬
和
論
耶
穌
的
家

傳
一
段
一
段
並
列
起
來
首
先
預
報
制
制
(16
|
扭

)

和
耶
穌
(
1
甜
|

抽
)
的
-
誕生
之
後
給
以
插
的

描
寫

兩
位
母
親
的
會
面
(
1
抽
|
時
)
組
而
敘
述
若
論
的

誕
生
與
劉
損
(
1
盯
帥
)
和
耶
穌
的
誕
生
與
割
損

(
2
1
|

缸
)
最
後
記
述
獻
耶
穌
於
學
版
(
z
n
l

的
)
記
述
耶
穌
十
二
歲
時
在
聖
殿
初
次
顯
示
自
己
的

天
主
性
(
2
“
|
目
)
路
肘
此
種
並
列
對
比
法
無
既

是
願
意
證
明
耶
穌
遠
遠
超
過
若
論

無
論
就
內
容
資
料
或
就
提

及
的
地
方
和
人
物
以

及
關
於
敘
述
的
特
點
和
目
的
看
來
兩
篇
童
年
史
各
有

不
同

論
地
方
瑪
敘
述
史
事
的
中
心
是
白
冷
郎
猶
大
反

內
的
達
味
城
僅
在
最
後
才
捉
到
納
匣
肋
(
2
扭
扭
)

路
特
別
注
意
的
詞
是
納
匣
肋
(
1
甜

1

甜
甜
2
抽

日
)
和
耶
路
撒
冷
的
聖
殿
(
1
5
|

目
2
且

|

叫
“

論
人
物
瑪
多
著
重
若
瑟
瑪
利
亞
的
丈
夫
因
為
按

法
律
他
是
耶
穌
的
父
親
他
是
聖
母
童
貞
的
證
人
他
多

次
領
受
天
主
的
指
示
和
吩
咐
他
給
嬰
孩
起
了
名
字
路

部
是
論
聖
母
的
傳
說
只
有
三
次
提
到
若
瑟
(
1
剖
2

4
M
)
而
且
說
明
他
不
是
耶
穌
的
父
親

(
2
的
目
1

叮
)
瑪
利
亞
領
受
天
使
的
傳
報
她
為
天
使
和
依
撤
伯

制
所
祝
福
她
是
「
充
漏
恩
寵
者
」
和
「
主
的
母
親
」

她
用
信
德
接
受
天
主
的
聖
旨
作
天
主
的
牌
女
反
覆
默

想
並
頌
揚
天
主
的
奇
妙
計
劃
她
給
孩
子
起
名
路
所
提

及
的
都
是
耶
穌
和
聖
母
周
圍
的
人

論
敘
述
的
性
質
瑪
多
含
有
悲
壯
的
語
調
默
西
亞

的
童
年
央
在
許
多
地
方
相
似
古
時
梅
瑟
的
童
年
史
他

一
誕
生
就
遇
到
危
險
和
迫
害
選
民
無
論
是
政
治
朮
計

教
首
領
不
肯
接
受
自
己
的
救
世
主
連
「
賢
士
來
惆
」

一
段
也
不
免
含
有
悲
劇
色
彩
至
於
路
記
的
童
年
史
卻

帶
有
欣
喜
氣
氛
他
為
全
人
類
尤
其
為
卑
微
虔
誠
的
猶

太
人
是
個
大

「
喜
訊
」
一
切
遍
看

耶
穌
的
人
都
欣
然

歡
迎
他
恭
賀
他
為
救
主
連
猶
太
的
經
師
們
也
都
驚
奇

重
視
他

(
2
叫
)

論
敘
述
的
方
法
還
有
一
個
值
得
注
意
的
區
別
談

瑪
所
記
天
主
多
次
藉
夢
境
來
顯
明
自
己
的
計
劃

(
I

M
H
M
扭
扭
)
這
種
在
夢
境
施
與
啟
示
的
方
法
追
猶

太
人
從
舊
約
蓄
尤
其
從
聖
祖
們
的
歷
史
上
知
之
提
詳

的
(
創
m
e
m
臼
剝
削
)
但
在
路
的
童
年
史
上
即
是

由
天
使
報
告
並
說
明
天
主
的
計
到
和
旨
意
(
1
u

l
l

n
甜
|
抽
2
9

|

M
)
或
由
天
主
聖
神
直
接
啟
示
(
1

“
肘
2
扭
扭
)
路
使
我
們
憶

及
倍
約
史
蓄
所
誠
合
關

「
上
主
的
使
者
」
顯
現
的
奇
蹟
(
尤
其
創
制
m
ul
u

民
U
S
|
5
)

論
一
著
作
的
目
的
瑪
記
載
童
年
史
的
目
的
是
屬
於

辯
護
性
的
這
由
瑪
1
2
可
以
清
楚
看
山
里
史
志
在
證

明
耶
穌
是
猶
太
人
會
期
待
詞
不
願
意
接
受
的
默
西
亞

因
此
他
多
次
引
用
舊
約
的
許
諾
和
史
事
作
證
接
(

1

扭
扭
2
5
﹒
臼
臼
M
詞
)
路
1
2
兩
章
雖
然
也
多
次

引
用
舊
約
的
話
但
作
者
的
目
的
不
在
於
辯
護
和
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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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在
於
宣
示
即
宣
告
以
民
的
一
切
期
望
在
耶
穌
來
臨

時
全
路
驗
了

(
1
叮
扭
扭

M

曰
“

!
"
2
M
U

目
l

三
兩
篇
童
年
史
的
來
頭

由
上
述
可
知
道
兩
篇
童
年
也
顯
然
不
是
由
於
宗

徒
們
傳
授
的
「
原
始
福
音
」
也
不
會
出
於
同
一
原
聽

不
過
研
究
原
文
(
相
斷
文
)
可
以
看
也
兩
篇
敘
述
是

根
接
制
制
蚓
文
或
剛
刺
劃
文
的
口
風
或
一
些
作
品
編

輯
而
成
的
趴
這
口
傳
或
作
口
叫
大
部
分
無
疑
是
來
自
學
母

瑪
利
亞
或
耶
穌
的
其
他
親
戚
或
制
制
的
親
戚
因
為
只

有
這
些
人
可
以
作
證
制
兩
次
提
及
瑚
叫
到
把
一
切
事

「
默
存
在
心
中
」
(
2
.
日
)
也
提
及
蜘
楓
樹
酬
的

親
戚
和
鄰
居
把
所
見
的
事
「
存
在
心
中
」
(
1

間

自

兩
位
聖
史
是
否
直
接
訪
問
了
這
些
一
證
人
不
得
而

知
我
們
以
為
在
編
輯
福
音
時
教
會
內
已
有
兩
種
自
那

些
一
證
人
遺
留
的
傳
說
也
許
已
有
筆
之
於
蓄
的
傳
記
再

說
這
兩
種
傳
說
由
於
彼
此
間
沒
有
相
連
關
係
理
應
來

自
不
同
的
地
方
即
來
自
凹
划
蚓
蚓
蚓
划
的
兩
個
基
督

徒
會
來
中
這
從
文
辭
歷
史
和
地
斑
環
境
的
描
述
可
資

證
明

E :tL .鈞。.

-一-一
主年
要央
'事我的近
賓們可 代，
( 首信聖{四

草書先性。經i
見討 為學盒
上 論:此，者年
述那要 激 史
....... n些問烈歷
我，是記 辯 史

們 瑪i 誠論，性
認與的 甚 間

為，路i 事，至題
正所有﹒有

因共無 些
為同 歷還

瑪i 記史 奄
與載根 認

路i 的聲聲。重

的
記
載
彼
此
沒
有
關
係
而
且
二
者
的
描
寫
法
又
有
那

麼
多
的
不
同
可
以
推
斷
這
些
事
的
記
述
必
出
鈴
最
古

而
可
憑
信
的
口
傳
再
說
尤
其
路
加
願
意
以
躍
史
家
的

立
場
著
作
福
音
時
恃
無
疑
也
研
究
考
察
了
這
些
事
的
民

雄
性

唯
理
主
義
者
和
一
些
一
比
較
宗
教
學
者
除
耶
穌
誕

生
一
事
外
將
一
切
其
他
的
事
一
概
視
作
虛
構
的
故
事

或
神
話
甚
至
也
否
認
耶
穌
誕
生
地
是
達
味
城
白
泠
旭

們
的
建
由
出
於
偏
見
即
根
本
否
認
所
記
奇
事
的
可
能

性
因
此
另
外
拒
絕
承

認
耶
穌
由
貞
女
瑪
利
亞
誕
生
的

奇
的
蚓
按
他
們
的
意
見
這
種
超
乎
自

然
的
現
象
不
可
能

有
廢
史
性
而
是
根
接
小
亞
細
亞
和
希
臘
的
神
話
而
編

成
的
故
事
那
類
的
神
詰
述
說
某
某
艸
祇
與
一
女
人
主

產
一
位
有
耐
性
的
人
物

關
於
他
們
的
偏
見
我
們
答
覆
如
下
如
果
法
認
天

主
的
存
在
就
得
承
認
超
乎
自
然
力
的
奇
箏
的
可
能
性

固
然
童
年
史
含
有
一
些
奇
事
不
是
從
科
學
方
面
可
以

解
釋
的
不
過
天
主
的
全
能
決
不
會
受
限
制
於
自
然
律

(
參
見
瑪
1
u

|

血
路
1
H

l

叮
)

關
於
這
樣
的
事
只
能
用
信
仰
來
接
受
並
魚
，
認
真

奧
韻
的
存
在
如
同
學
母
聖
若
瑟
和
古
時
教
會
的
信
徒

們
一
樣
如
果
主
張
童
年
史
是
根
攘
外
教
人
的
神
話
而

虛
構
的
那
麼
我
們
答
覆
說
那
是
不
可
能
的
事
理
由
是

猶
太
人
和
教
會
初
興
峙
的
信
眾
嚴
格
持
守
狹
意
的
一

神
教
並
且
堅
決
相
信
天
主
的
絕
對
超
然
存
在
此
處
也

應
注
意
當
時
的
猶
太
人
也
知
道
耶
穌
不
是
若
瑟
的
兒

于
他
們
最
先
稱
耶
穌
是
「
瑪
利
巫
的
兒
子
」
(
谷
6

s
)
以
後
因
狠
毒
地
反
對
教
會
乃
稱
他
為
「
姦
圳
的

私
生
子
」
但
總
沒
有
臆
度
耶
穌
誕
生
的
事
W
H娃
級
攘

外
敬
的
神
品
而
捏
造
的
故
事
他
們
這
樣
作
至
少
問
攘

證
明
誕
生
的
特
殊
情
形

否
認
自
泠
城
是
耶
穌
誕
生
之
地
的
人
不
能
提
仙

稍
微
有
根
攘
的
斑
由
反
過
來
說
當
時
反
對
耶
穌
為
默

西
亞
的
猶
太
人
總
沒
有
辯
駁
這
種
傳
說
他
們
的
織
歇

又
是
事
實
的
間
接
證
攘

制
2
1
2

提
及
的
叫
樹
劇
刮
蚓
郡
的
上
識
和
昕

行
的
「
戶
口
登
記
」
有
此
一
一
歷
史
家
對
此
表示
懷
投
放

路
所
記
這
次
登
記
赴
在
，
卒
于
黎
諾
作
敘
利
亞
總
管
時
第

一
次
舉
行
的
要
將
路
的

r

d
與
國
央
文
獻
上
記
收
史
宇

諷
和
起
來
並
非
易
事
雖
然
對
此
難
題
我
們
不
會
假
山

足
夠
明
顯
的
解
決
辦
法
但
須
知
無
論
羅
馬
凶
史
戒
猶

太
史
家
的
記
述
都
缺
而
不
全
不
足
以
用
來
辯
駁
的
阿
此

處
記
載
的
事
按
我
們
的
看
法
對
史
質
甚
感
興
趣
的
路

加
里
史

(
他
大
概
也
生
於
敘
利
亞
)
所
記
拔
的
事
還

是
可
靠
的
(
參
見
戶
口
登
記
條

)

承
認
兩
篇
童
年
央
內
共
同
記
絨
的
主
要
事
件
之

可
信
性
後
再
注
意
以
上
指
出
的
兩
篇
之
間
的
種
種
相

異
點
於
是
要
問
兩
篇
是
否
互
相
矛
盾
所
描
寫
之
各
種

情
形
是
否
必
須
認
定
各
具
有
歷
史
性

關
於
這
個
問
題
我
們
先
要
說
明
無
論
瑪
或
路
均

無
意
編
輯
一
種
完
整
的
童
年
史
或
將
事
質
按
歷
史
次

序
瞳
列
作
者
不
過
選
集
了

幾
件
事
實
按
照
自
己
岐
定



~
的
目
的
和
計
劃
將
它
們
編
輯
起
來
三
位
聖
史
的
目
的

趴
~
不
外是
閻
明
這
些
事
實
的
宗
教
閥

m
h關於
年
月
日
期

•

• 

i 

-
的
記
載
兩
篇
接
用
泛
諧
的
說
法
(
瑪
l
u
2
1
路
1

-
5
2
1
)
作
者
著
重
的
是
每
件
事
實
的
深
意
並
根
攘

舊
約
選
民
的
歷
史
背
景
注
視
這
些
事
件
的
重
要
意
義

現
代
聖
經
學
者
大
都
以
為
童
年
史
屬
於
一
種
特
殊
的

文
學
類
型
為
此
應
作
推
論
說
不
可
把
記
述
的
每
旬
話

按
照
嚴
格
的
字
意
硬
作
解
釋
但
須
考
究
它
的
內
含
深

意

我
們
試
舉
行
一
些
一
實
例
來
說
明
童
年
史
的
文
學

類
型
在
瑪
1
"

-
n
只
提
及
若
瑟
蒙
天
主
啟
示

(
參

照
路
l

H
|

盯
)
因
寫
他
應
寫
猶
太
人
作
見
證
另
外

作
證
瑪
利
亞
是
童
貞
駕
2
1
l

n
(
賢
士
來
朝
)
無

疑
為
顯
示
也
猶
太
人
的
領
袖
對
耶
穌
默
西
亞
(
米
5

2
)
的
泠
漠
情
彩
與
教
外
人
士
的
虔
誠
態
度
適
成
反

比
這
樣
對
比
法
是
瑪
全
部
驅
音
採
用
的
一
貫
體
例
從

世
俗
的
歷
史
方
面
看
來
賢
士
來
朝
的
事
質
似
乎
無
關

重
要
但
為
瑪
簧
如
是
值
得
特
別
注
重
的
事
所
以
他
對

事
實
的
內
幕
多
所
點
綴
的
描
述

職
2
臼

|

臼
將
耶
穌
逃
往
並
留
居
蚓
別
的
史
實

與
古
以
民
住
在
埃
及
並
從
那
要
彼
救
出
來
的
史
事
加

以
比
較
(
歐
口
1
)
所
以
舊
約
出
谷
紀
內
記
載
的
事

蹟
為
聖
史
是
新
約
救
贖
史
的
預
像
出
離
埃
及
的
天
主

的
兒
已
是
天
主
新
子
民
的
領
袖
和
代
表

(
4
9見
釗4

間
接
路
的
童
年
史
也
利
用
舊
約
記
述
史
箏
的
背

九1296 

景
來
描
寫

發
生
的
一
些
新

奇
史
學
例
如
在
敘
述
剖
酬

的
童
年
史

L
可
看
出
作
者

深
深
受

了
制
制
內
論
民
長

三
松
誕
生
記
載
的
影
響
(
民
的
)
聖
母
讚
美
天
主
的

詩
歌
很
相
似
搬
慕
爾
的

母
親
亞
納

一編
撰
的
禱
詞
(
撒

2
1
!
刊
)
再
者
無
論
聖
母
的
讚
美
歌
或
回
加
利
亞

的
讚
美
詩
或
西
默
益
的
頌
謝
詞
這
三
篇
詩
歌
都
是
引

用
許
多
種
約
的
話
編
成
的
我
們
不
懷
疑
學
母
當
時
心

裘
懷
有
與
亞
納
相
似
的
感
情
反
種
恩
怨
天
主
古
今
為

他
的
子
民
所
行
的
大
事

(
路
2
M
U
)
而
作
者
部
運

用
詩
人
的
特
權
將
她
的
感
想
表
達
出
來

瑪
和
路
在
童
年
史
中
使
用
的
文
學
類
型
其
特
點

在
乎
將
新
近
發
生
的
事
件
與
以
反
過
去
的
歷
史
相
連

起
來
又
用
舊
約
記
載
的
話
和
事
故
來
闡
明
當
今
史
事

的
奧
意
這
種
文
學
類
型
與
猶
太
人
當
時
論
舊
約
開
始

而
編
輯
的
「
傳
記
」
(
宮
在
E
m

V
E

參
見
傳
記
條
)

相
類
似
郎
一
種
以
比
較
自
由
的
方
式
來
講
解
舊
約
而

使
人
信
仰
及
受
感
化
的
教
訓
但
與
那
種
「
傳
記
」
最

大
不
同
的
地
方
在
於
目
的
上
郎
新
約
作
者
的
目
的
是

要
設
明
古
時
史
事
所
預
像
的
已
閥
始
完
全
實
現
了

所
以
我
們
承
認
兩
篇
童
年
史
根
本
的
歷
史
性
至

於
對
史
事
發
生
的
情
形
和
描
述
我
們
也
明
認
作
者
多

少
使
用
了

一
種
詩
人
的
特
機
如
果
要
詳
細
查
明
什
麼

屬
於
自
由
的
敘
述
不
可
能
也
不
必
更
無
用
誠
然
瑪
和

路
記
載
了
一
些
一
超
越
自
然
的
事
實
可
是
他
們
的
敘
述

並
沒
有
什
麼
傳
奇
和
科
語
文
學
類
型
的
成
份
關
於

一逼

點
「
正
經
」
內
記
載
的
童
年
史
與
僑
替
內
虛
構
的
童

年
史
(
參
見
闖
世
經
條
叫
賣
有
天
鐘
之
別

五
償
經
童
年
史

敘
述
耶
穌
童
年
時
期
言
行
的
偽
經
不
少
其
中
炫

古
的
是
「
雅
各
伯
的
原
始
福
音
」
苟
同S
S
S

品
已
E
B

F
S
E
)
及
「
多
默
編
述
的
童
年
央
」

(
Z
R
E
H
E

斗
Z
B
B

已
。

F
P
E
E
)前
者
大
概
是
一
位
住
枉
法

及
的
基
督
徒
於
一
五
0
年
左
右
編
輯
的
就
內
容

一
一
月迢

本
書
更
好
稱
寫
「
瑪
利
亞
傳
」
因
為
作
者
多
所
論
泣

的
是
聖
母
的
誕
生
及
其
青
年
時
代
以
後
J
談
到
耶
穌

奇
妙
地
誕
生
於
童
貞
女

「
多
默
編
述
的
童
年
史
」
記
述
一
些
從
五
識
到

十
二
歲
期
間
所
行
奇
事
的
虛
構
故
事
此
蓄
的
最
古
部

份
大
概
撰
述
於
二
0
0
年
左
右
以
後
在
各
地
方
又
增

加
了
描
述
耶
穌
為
神
童
的
零
碎
資
料

這
兩
本
書
甚
得
良
心
尤
其
是
第
二
本
被
譯
成
多

種
文
字
另
外
為
東
方
的
信
友
們
留
下
很
深
的
影
帶
此

外
還
有
些
一
比
較
晚
出
的
故
事
例
如
阿
刺
伯
文
及
亞
美

尼
亞
文
的
耶
穌
青
年
的
一
路
音
木
匠
若
瑟
的
傳
記
合
街

諾
斯
士
教
義
的
神
話
(
參
見
「
諾
斯
士
」
條
)
等
在

西
方
著
名
的
是
「
偽
瑪
竇
一
稿
音
」
(
編
輯
於
第
八
至

第
九
世
紀
問
)

這
一
切
偽
經
取
材
於
瑪
或
路
童
年
但
多
了
各
種

虛
構
的
故
事
作
者
一
則
廠
意
補
充
其
福
音
內
論
耶
穌

童
年
時
代
的
記
錄
之
不
足
二
則
也
有
辯
護
的
目
的
例

如
辯
駁
攻
斥
猶
太
人
寫
反
對
耶
穌
的
天
主
性
和
瑪
利

亞
的
童
貞
而
捏
造
的
道
言
但
也
有
諾
斯
士
派
及
幻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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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

巳
。
n
o
H
Z
S
E參
見
「
幻
身
論
」
)
兩
派
的
辯

護
車
虛
造
些
傳
奇
故
官
和
以
否
認
耶
穌
的
典
人
也

在
西
方
教
會
內
車
制
劇
回
到
會
極
力
反
對
一
切

虛
峙
的
童
年
央
第
五
世
紀
末
葉
闊
別
倒
教
宗
會
以
為

主

。
2
5
5
2
5

口
3
)

拒
絕
此
種
偏
劃
但

因
為
民
眾
對
那
些
一
故
事
多
感
興
趣
無
法
禁
止
其
廣
泛

流
傳

中
世
紀
「
蚓
制
制
的
關
肘
副
剖
」
及
「
喇
喇
喇
間

福
音
」
尤
其
對
教
會
的
詩
歌
文
盔
和
美
術
影
吶
頗
九

在
東
方
教
會
內
論
耶
穌
童
年
時
代
的「鬧
鬧
刮」

大
多
數
蒙
受
尊
已
閥
割
點
制
及
其
創
立
的
問
酷
的
均
受

了
這
些
僑
福
音
的
影
吶
在
可
蘭
經
談
論
耶
穌
及
聖
母

的
幾
段
里
就
引
用
了
一
些
一
取
自
「
剛
刺
側
文
的
童
年

福
音
」
的
故
事
(
可
蘭
索
勒
三
及
一
九
)

偽
造
的
童
年
史
雖
無
歷
史
價
值
但
仍
是
有
用
的

它
使
瑪
和
路
記
載
的
事
實
之
可
信
性
表
現出
來
因
為

凡
學
史
們
寫
的
一
切
均
顯
示
其
莊
重
和
嚴
肅
的
特
質

遠
在
提
及
奇
事
時
(
如
天
使
顯
現
童
貞
女
生
子
異
星

的
出
現
)
也
是
如
此
這
與
偽
經
描
寫
神
跡
的
方
法
大

有
分
別
(
翟
)

益九

的
耶
穌
受
試
探

G
H
H
F
h
ω
N
M
H
I
E
)
 

叫
一

耶
穌
在
制
出
河
受
過
甜
甜的洗
禮
之
低避
居
曠

戶
野
祈
禱
守
齋
四
十
晝
夜
於
是
魔
鬼
前
來
試
探
耶
穌

(
職
4
1
|
H

叭
叭1
臼
H

翩
4
1
"
)

。
自
古
以
來

的
傳
統
認
定
耶
穌
受
試
探
的
地
方
是
在
刺
盟
副
西
北

的
一
座
山

L
名
叫
科
蚓
閹
割
山
(
0
月
2
呈
)
。
關

於
這
段
事
跋
的
記
拔
閣
制
制
只
是
一
提
即
過
研
制
則

加
以
詳
細
的
記
故
不
過
二
者
所
記
三
次
試
探
的
次
序

客
有
出
入
直
覺
地
看
來
耶
穌
似
乎
是
實
在
地
在
肉
體

上
受
到
試
探
但
是
有
比
一
一
地
方
(
被
帶
往
學
一
般
頂
上
)
，

又
好
似
祇
是
耶
穌
精
神
上

的
一
種
感
晃
是
以
學
者
們

的
意
見
頗
為
不
一
至
於
耶
穌
三
次
受
誘
惑
的
方
式
不

外
是
濫
用
顯
奇
蹟
的
機
能
(
將
石
頭
變
成
麵
包
)
虛

假
光
榮
或
妄
賴
天
主
的
保
護

(
白
雪
殿
頂
上
一
躍
而

下
)，

以
及
野
心
的
嚮
往
(
統
治
天
下
街
兩
國
)。
魔
鬼
的

目
的
是
想
如
此
來
證
明
耶
穌
是
否
真
是
天
主
子
是
否

具
而
顯
學
蹟
的
權
能
以
及
如
果
可
能
使
他
反
抗
天
主

聖
父
(
韓
)

間
耶
穌
苦
難
史

\
可
凶ω丘
。
口
。
同
帥
V
O
F
。
門
已
/

f
H
V
S
E

。
巳
。
旦
旦
』
」

耶
穌
的
苦
難
史
按
照
四
大
學
史
的
綜
合
記
載
可

簡
明
地
敘
述
如
下

(
1
)
山
園
中
的
極
度
恐
慌
雖
然
鐘
定
聖
體
大

體
的
晚
餐
已
經
揭
開
了
苦
難
史
的
序
幕
但
耶
穌
真
正

的
苦
難
剖
開
始
於
山
圓
的
祈
禱
史
載
耶
穌
晚
餐
完
畢

及
唱
完
「
哈
肋
耳
娶
一
詠」
(見
哈
肋
耳
)之
後
便
率
領

看
十
一
位
宗

徒
前
往
名
叫
割
劃
闖
闊
的
山
風
般
遂
自 的

地
便
將
他
心
愛
的
三
位
門
徒
倒
到
即
割
到
及
制
制

伯
(
職
叫
的
訂
見
谷
5

叮
齣8
日
期
口1
l
u

等
)
與

其
他
門
徒
分
開
領
他
們
稍
微
前
行
耶
穌
的
心
靈
便
開

始
屁
悶
恐
怖
起
來
「
民
憂
悶
得
要
死
」

(
朝
叫的
油
)。

於
是
自
己
再
前
行
一
段
便
俯
伏
在
地
開
始
他
的
祈
比

曾
是
醫
生
及
心
理
學
家
的
蚓
叫
車
史
謂
耶
穌
這

一
段

祈
禱
的
時
間
是
在
「
極
度
的
恐
慌
」
中
度
過
趴
他
妥

苦
的
漏
身
大
汗
汗
珠
猶
如
血
點
似
的
斑
斑
落
地
致
使

耶
穌
祈
禱
求
聖
父
免
去
他
的
苦
杯(
即
極
大
痛
苦
的

遭
遇

)。
有
人
也
許
要
奇
也
怎
麼
耶
穌
竟
如
此
的
軟
和

以
前
他
曾
經
數
次
給
宗
徒
們
預
言
過
他
的
苦
且
並
且

表
示
過
他
在
希
望
這
痛
苦
日
期
的
快
速
來
臨
以
滿
金

聖
父
的
旨
意
而
救
贖
全
人
類
如
今
事
到
關
頭
部
表

-r小

如
此
膽
怯
須
知
耶
穌
除
了
是
天
主
之
外
也
是
真
正
的

人
除
了
罪
惡
之
外
與
我
們
人
性
的
感
覺
愛
憎
是
完
全

一
樣
的
並
且
在
這
個
機
會
上
耶
穌
將
他
的
人
性
完
全

流
露
故
此
我
們
不
應
奇
怪
反
應
驚
訝
他
完
全
隨
從
學

父
意
旨
的
決
心
「
這
原
是
出
於
天
主
的
恩
能
使
他

(
耶
穌
)
為
每
一
個
人
嘗
到
死
味
﹒.... 

天
主
譜
苦
難

來
成
全
拯
救
眾
子
的
首
領
」

(
相
2
，

M
5
8

9

) 。

在
痛
苦
憂
傷
中
接
受
了
天
使
的
安
慰
之
後
前
往
三
個

心
愛
的
門
徒
處
將
他
們
叫
醒
再
與
其
他
的
門
徒
們
會

合
前
往
迎
接
來
逮
捕
自
己
的
敝
人

(
2
)
受
宗
教
法
庭
的
裁
判
耶
穌
自
動
將
自
己

交
於
敵
人
手
中
之
後
毫
無
掙
扎
毫
無
利
用
自
己
的
全

能
企
圖
自
救
的
表
示
開
始
任
由
敵
人
總
佈
遠
辱
嘲
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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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
-
干
打
擎
並
且
除
了
在
必
霎
時
稍
微
發
言
外
全
不
作

聲
賓
在
如
-
笠
被
敢
于
剖
的
贖
罪
甘
南
羊
他
所
表
現
的
仍

川
迢
迢a
A慈
善
甘
廠
何
用
來
人
的
罪
怨
捨
生
致
命
在
猶
達

斯
口
親
之
繭
的
時
示

F

耶
穌
被
捕
先
被
解
往
美
已
退

職
的
大
司
祭
昆
納
斯
隘
的
叫
亞
納
斯
不
願
頁
比
重
立
乃

將
耶
穌
打
發
給
他
的
皮
斯
現
任
大
司
祭
主
法
由
他
去

處
現
這
項
案
件
一
一
追
忱
拉
法
對
耶
穌
的
案
件
早
已
胸
有

成
竹
「
叫
一
個
人
H
R
刊
快
死
娃
為
利
的
」

(泣
的
H
)

他
也
就
針
對
這
一
點
下
手
當
著
一
批
司
祭
經
師
皮
長

在
們
面
前
來
審
問
耶
穌
法
庭
別
開
始
就
有
護
法
大
司

祭
的
一
個
伐
人
狐
假
虎
威
打

了
耶
穌
一
個
耳
光

王
道
耶
穌
過
黨
的
時
候
伯
多
祿
同
另
一
位
宗
徒

大
約
是
站
啥
叫
進
一
直
法
的
，
挺
悅
混
雜
在
人
章
中
烤
火

取
阪
以
靜
待
事
態
的
發
跋
怕
也
就
紅
這
倒
織
會上
-
-
一

次
行
了
主
耶
穌
轉
過
身
來
否
7
伯
多
旅
一
眼
使
他
憶

起
了
耶
穌
的
f
H

「A
f
e大
到
叫
以
前
你
要
三
次
不
到
心
或
」

(
的
吋且
“
)
必
起
跑
出
路
院
准
慘
地
哭
了
起
來
此
時

耶
穌
已
被
交
在
做
役
的
手
中
益
受
嘲
笑
凌
辱
之
能
事

猶
如
耶
穌
自
己
已
預
先
所
說
的

(
谷
沁
品
)
這
是
被

捕
詣
夜
所
發
生
的
事
也
起
技
聖
經

上
所
說
的
夜
間
的

審
問
或
謂
鼠
審

第
二
天
早
晨
全
體
公
議
會
會
員
被
召
集
了
來
正

式
審
問
耶
穌
以
達
釗
W鈞
、
必
丘
他
於
死地
的
目
的

(
註

有
些
學
看
川
以
為
投
沒
L
竹
夜
間
及
早
泣
的
兩
次
游
間

而
仗
，
何
一
次
)
話
時
代
縱
鳥
槍
下
的
公
品
命
以
能
過

問
宗
教
的
問
題
及
解
決
去
教
上
的
糾
紛
無
權
直
接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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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的
死
罪
必
須
經
過
羅
馬
總
督
的
批
准
才

-
h但是
這

批
猶
太
的
權
威
人
物
飯
然
一
定
要
想
殺
害
耶
穌
所
以

逃
力
您
將
這
宗
教

上
的
案
件
轉
變
為
民
事
或
政
治
案

件
迫
使
總
督
不
得
不
定
耶
穌
的
死
刑
故
此
尋
求
人
澄

物
誰
來
控
告
耶
穌
也
可
惜
那
些
證
件
都
不
符
合
仙
們

的
間
心
而
耶
穌
自
己
又
一
言
不
發
毛
不
寫
臼
已
辯
准

這
使
品
品
們
感
到
非
常
窘
迫
於
叫
起
蓋
法
大
司
祭
親
自

參
加
問
案
起
誓
命
耶
穌
答
夜
「
你
是
不
是
默
函
亞
天

主
之
子
」
(
瑪
必
臼
)
耶
穌
向
來
對
這
一
問
題
遊
兔

直
接
明
朗
的
答
覆
以
兔
引
起
百
姓
的
錯
覺
但
如
今
在

這
最
重
要
關
頭
乃
在
誓
言
之
下
作
了
堅
決
清
楚
公
開

肯
定
的
答
起
但
仍
然
遊
兔
了
政
治

上
的
牽
連
此
時
大

司
的
泣
如
延
至
對
假
惺
惚
地
照
宗
教
法
庭
的
儀
式
撕
破

口
已
的
衣
服
定
了
耶
穌
的
死
罪
因
為
他
自
稱
是
「
天

主
之
，r
」
|
|
狡
們
侶
蝕
的
基
礎

(
3
)
受
民
事
法
庭
的
故
判
依
然
對
死
刑
的
必

判
必
叫
樹
要L付
羅
馬
總
層
的
批
准
才
可
執
行
於
是
緊
接

著
便
把
耶
穌
解
往
總
督
府
去
由
他
處
理
判
決
當
時

的

羅
馬
總
皆
是
比
拉
多
他
平
時
常
駐
凱
撒
勒
雅
在
耶
京

的
駐
所
技
傳
統
則
是
安
多
尼
堡
此
時
他
正
因
為
適
逢

猶
太
人
的
餓
越
大
慶
節
住
在
耶
京
在
比
拉
多
面
前
猶

太
人
食
開
獲
得
執
行
耶
穌
死
刑
的
許
可
但
比
拉
多
知

始
終
泌
為
逗
結
一
仰
宗
教
案
件
祇
要
不
定
死
刑
他們

必
吋
以
仆
行
處
沌
的
拍
太
人
見
此
路
行
不
通
於
起
拍

兒
途
幣
投
耶
穌
赴
一
個
政
治
犯
煽
動
革
命
造
反
的
人

自
稱
娃
默
一
的
亞
是
E

王
(
的
岫
幻
2
)
於
是
比
拉
多
由

於
所
職
在
眉
恨
不
竟
得
f
p問
耶
穌
「
你
日
起
倒
划
人
的
君

王
嗎
」
(
瑪

U
H
)
耶
穌
雖
肯
定
地
答
應
了
但
同
時

也
聲
明
他
的
國
與
現
世
無
關
是
不
會
給
現
世
的
政
撥

造
成
任
何
危
機
的
至
此
比
拉
多
已
完
全
明
白
了
蚓
划

人
的
每
u
d
u仔心
附
k
m明
知
耶
穌
沾
沒
有
刊
麼
界
的
他

耐
刷
品
耶
穌
來
自
加
里
肋
亞
一
路
「
造
品
而
甘
泉
」
此
卡

耶
」
品(
路
幻
5

)
便
把
耶
穌
解
往
此
時
亦
正
在
耶
京

的
加
里
肋
亞
的
分
封
侯
黑
洛
德
安
捉
帕
那
裝
以
求
解

脫
責
任
這
位
分
封
侯
對
耶
穌
已
久
間
大
名
切
願
見
他

一
面
如
今
正
好
是
求
之
不
得
的
機
會
於
是
說
嘴
多
舌

地
問
了
耶
穌
一
大
堆
只
但
持
對
逗
位
曾
經
被
耶
穌
稱

閏
月
「
狐
朋
位
」(路
的
目
)
的
詭
詐
狡
獨
的
黑
洛
德
安

間
小
帕
耶
穌
划
完
全
不
答
位
致
使
他
老
羞
成
怒
命
人
給

耶
穌
穿
上
一
件
大
紅
大
綠
的
炮
手
猶
如
藏
手
把
他
一
冉

解
凶
比
拉
多
的
公
川
省

比
救
中
夕
心
仍
不
死
仍
您
將
耶
穌
無
罪
釋
放
假
照

當
時
的
習
啦
隊
趣
節
日
上
百
M
U有
權
要
求
釋
做
一
個

囚
犯
但
這
一
次
一
反
前
例
比
拉
多
自
動
有
意
將
耶
穌

釋
放
但
是
百
性
部
受
司
祭
及
經
師
的
挑
唆
一
致
要
求

釋
放
那
位
造
反
作
亂
的
殺
人
犯
巴
辣
巴
而
將
耶
穌
置

胎
死
地(

4
)
耶
穌
受
鞭
打
及
被
定
死
刑
比
拉
多
明
知

耶
穌
赴
無
卓
受
控
但
又
怯
於
章
來
的
時
神
州
吵
鬧
乃
命

士
兵
鞭
打
耶
穌
以
聲
代
死
刑
這
種
鞭
昕
一
口
之
刑Ht一
鐘

指
瓜
殘
酷
的
刑
罰
而
執
刑
的
士
兵
又
向
來
結
敵
耐
猶

太
人
的
敘
利
亞
及
總
瑪
黎
雅
的
僱
偽
兵
故
此
耶
穌
止



好
成
了
這
些
兇
狠
虎
狼
發
洩
憤
怒
的
對
象
其
慘
無
人

道
之
狀
是
可
以
想
像
得
到
的
如
此
我
們
也
可
以
明
白

聖
經
上
所
記
載
的
士
兵
們
執
刑
時
的
造
作
及
花
樣
百

出
的
惡
作
劇
將
一
件
兵
士
的
破
舊
紅
袍
披
在
耶
穌
身

上
用
荊
棘
作
了
一
個
假
王
冠
戴
在
耶
穌
的
頭

上
又
將

一
根
蘆
葦
校
放
在
他
的
手
中
猶
如
權
杖
叫
他
坐
下
然

後
士
兵
們
列
隊
肉
前
每
人
在
耶
穌
面
前
屈
膝
叩
拜
口

中
並
糢
傲
致
候
羅
馬
凱
撒
奧
古
斯
都
的
呼
號
說
「
猶

太
人
的
君
王
萬
歲
」
(谷
M
U
)以
後
扭
身
起
立
向
他

臉
上
吐
唾
法
再
奪
過
蘆
葦
校
來
敲
打
他
頭
上
的
灰
冠

這
一
切
都
是
聖
經

上
的
記
載
不
過
我
們
也
可
以
想
像

得
到
士
兵
們
會
各
盡
幻
想
之
能
事
來
各
顯
身
手
作
也

不
同
的
花
招
以
博
取
同
伴
們
的
歡
笑
以
增
加
耶
穌
所

受
的
人
間
罕
有
的
侮
辱
至
此
比
拉
多
以
為
時
機
已
成

熟
乃
將
耶
穌
拉
山
來
置
之
於
擊
來
前
使
他
們
見
到
這

位
淪
身
是
血
面
無
人
形
的
耶
穌
而
有
動
於
衷
將
他
釋

放
了
事
那
知
百
臉
部
更
大
聲
疾
呼

地
要
求
把
他
「
釘

在
十
字
柴
上
」
(
若
的
6
)
比
往
多
見
聲
勢
洶
湧
眾

怒
難
犯
乃
再
過
堂
響
問
耶
穌
耶
穌
除
7
提
醒
他
他
的

積
柄
是
由
上
而
來
之
外
閉
口

無
言
比
拉
多
實
已
進
退

維
谷
再
想
設
法
釋
放
耶
穌
百
姓
部
發
出
了
最
後
及
最

厲
害
而
又
最
具
有
威
脅
性
的
呼
叫
「
你
若
釋
放
這
人

你
就
不
是
凱
撒
的
朋
友
因
為
凡
自
充
為
王
的
就
是
背

-
叛
凱
撒
」
(
若
W
H
)
猶
太
人
的
這
一
若
真
一
針
見

捌
-b出
叫
劉
明
知
若
按
告
說
其
後果就
不
堪
設
想
於
是

戶
束
手
的
俱
降
白
他
的
寶
座
上
判
決
了
釘
耶
穌
在
十
字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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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的
死
刑
且
當
眾
洗
手
以
設
自
己
與
耶
穌
之
死
無
關

聊
以
自
慰(

5

)
耶
穌
被
釘
在
十
字
架
上
死
死
刑
故
定
耶

穌
被
交
在
兵
士
手
中
普
通
是
四
名
並
有
一
名
百
夫
長

隨
行
寅
貴
檢
證
犯
人
已
氣
絕
的
手
續
耶
穌
換
上
自
己

的
衣
服
背
頁
者
自
己
的
刑
具
|
|
|
十
字
架
(見
該
條
)

前
往
名
叫
哥
耳
哥
達
(
見
孩
條
)
的
地
方
去
受
刑
途

中
百
夫
長
大
概
已
注
意
到
耶
穌
的
身
體
在
受
過
百
般

的
磨
難
之
後
已
筋
疲
力
瓷
步
履
難
行
於
赴
強
令
一
個

名
叫
西
瀚
的
基
勒
乃
人
替
耶
穌
背
責
那
個
笨
重
的
十

字
梨
同
行
的
人
中
有
耶
穌
的
敵
人
也
有
一
川
紅
熱
心
跟

隨
耶
穌
的
婦
女
耶
穌
所
走
的
一
段
苦
路
本
不
太
遠
蓋

自
去
多
尼
堡
出
發
穿
過
城
門
之
後
說
達
到
了
目
的
地

|
|
哥
耳
哥
達
或
謂
「
觸
髏
地
」
這
是
一
座
小
山
崗

不
少
的
犯
人
曾
在
此
處
被
執
行
過
死
刑
的
地
方
學
經

上
祇
言
簡
意
阪
地
說
「
他
們
就
在
那
裘
把
耶
穌
釘
在

十
字
架
上
」
(
路
n
M
)
自
由
央
們
並
沒
有
把
這
種
當

時
奴
隸
們
所
受
的
最
殘
忍
悲
慘
最
嚴
厲
恥
辱
的
苦
刑

加
以
描
述
蓋
這
為
當
時
的
人
是
不
需
要
的
是
人
人
益

知
的
可
怕
事
實
(
見
釘
在
十
字
架
上
)

在
十
字
架
的
上
端
註
有
以
阿
刺
美
希
臘
及
拉

T

文
寫
的
耶
穌
的
罪
狀
「
納
回
肋
人
耶
穌
猶
太
人
的
君

王
」
(
若
W
M

)
身
憋
在
十
字
架

上
的
耶
穌
首
先
為

那
些
一
仍
在
嘲
笑
自
己
的
猶
太
人
求
天
主
聖
父
寬
恕
他

們
的
所
作
所

為
然
後
許
給
右
盜
天
圓
的

一幅
樂
並
將
自

己
心
愛
的
母
親
已
|
|
瑪
利
亞
|
l

托
付
給
自
己
的
得

意
門
生
|
|
若
望
表
示
自
己
為
了
人
類
的
罪
耐
心
而
暫

時
被
學
父
所
遺
棄
最
後
在
十
字
梨

上
受
過
三
個
小
時

的
極
度
苦
刑
磨
難
之
後
到
了
第
九
時
辰

(
今
之
下
午

三
點
鐘
)
在
完
成
了
他
的
救
般
大
業
及
對
人
類
表
示

了
他
極
大
的
愛
情
之
後
斷
氣
而
死
在
十
字
架

上

見
加
爾
瓦
客
哥
耳
哥
達
安
多
尼
堡
比
往
多
十
字

提
釘
在
十
字
架
上
鞭
打
基
督
的
恐
慌
哈
肋
耳
革
責
瑪

尼
耶
穌
基
督

(
韓
)

m耶
穌
下
降
陰
府

\
Og
n
o

z
g
g

目
。
E
J

/
巳g
n
o
D
E
ω

卻
已

H
DP
B
之

-
A
削
吉
間

在
宗
徒
信
經
裹
我
們
常
人
背
心
「
我
信
其(基
督
)

險
地
獄
」
在
此
所
說
的
「
地
獄
」
並
非
指
受
永
割
的

地
方
而
是
指
舊
約
中
所
裕
的
「
陰
府
」
或
「
陰
間
」

的
亡
者
的
領
域
亦
即
希
伯
來
文
所
品
的
「
協
放
，
耳
」

(
切
言
。
】
)希
般
人
所
咱
們
的
「
哈
德
斯
」
(
旦
旦2

)

任
何
人
長
逝
後
即
進
入
「
協
放
耳
」
陰
間
這
屬
鈴
亡

者
的
領
域
按
舊
約
經
書
由
於
陰
府
位
於
地
下
故
此
有

某
某
「
下
降
」
陰
府
或
「
墮
入
」
「
下
到
了
陰
府
」

的
說
法
見
依
叫
汁，
1
l

n

側
的
“
叮|
扭

按
上
古
時
代
的
概
念
陰
府
接
收
一
切
死
人
的
宣

魂
不
分
善
人
和
惡
人
的
靈
魂

(
約
沁
缸
鐵
9
u

的
u

詠
9
M

智
1

H

)
可
是
以
民
逐
漸
蒙
受
天
主
的
光
照

知
道
善
靈
和
息
靈
的
處
境
在
陰
府
內
有
區
別
逗
人
將



~
有
~
天
要
醒
來
進
入
、
永生
惡
人
也
要
醒
來
永
蒙
羞
辱

均
~
(
湖uz
岫
下
7
.
u
M

臼
加
州
必
抽
)
。

-

耶
穌
二
咒
他
的
靈
魂
下
降
「
地
獄
」
說
是
說
他

于
的
冤
魂
下
降
到
善
軍
之
所
創
古
娶
所
給
他
們
宣
講
救

闡
明
世
人
的
工
程
業
已
完
成
他
下
降
是
為
解
救
他
們
領

他
們
罔
到
天
父
家
鄉
去
這
是
我
們
的
信
條
之
一
今
先

引
新
約
經
街
來
證
明
然
後
將
這
端
神
泌
的
事
理
簡
墓

地
加
以
解
釋二

種
明
耶
穌
下
降
陰
府
的
經
文
章
節

(
1
)
瑪
U
M
l

叫
「
有
如

約
納
會
在
大
魚

腹
中
三
天
三
夜
同
樣
人
子
也
要
在
地
里
三
天
三
夜
」

按
一
些
教
父
和
經
師
的
意
見
這
句

話
是
指
吾

主
死
後

「
三
天
三
夜
」
下
到
陰
府
也
許
這
話
不
是
明
明
指
出

而
只
是
暗
示
耶
穌
下
降
陰
府
的
事

(
2
)
瑪
幻
M

「
墳
墓
自
開
許
多
已
長
眠
的
聖

者
的
身
體
復
活
了
」
有
些
一
學
者
認
為
這
旬
是
指
耶
穌

下
降
陰
府
的
事
筆
者
認
寫
這
意
見
是
對
的
至
少
得
肯

定
這
些
聖
人
復
活
的
事
蹟
表
現
耶
穌
的
死
粉
碎
了
死

亡
的
力
量
(
格
前
沾
自
)

(
3
)
路
幻
晶
「•..... 

今
天
你
要
與
我
一
間
在

樂
閱
」
吾
主
給
右
盜
的
應
許
是
指
善
人
的
雪
所
亦
等

於
「
亞
巴
郎
的
懷
抱
」
(
路
的
血
)
耶
穌
斷
氣
後
立

即
降
到
「
古
學
所
」
此
時
右
盜
也
與
他
同
去
享
受
其

福
• 

(
4
)
宗
2

扭
扭

m
m
m

這
些
一
經
文
均
出
自
伯

多
祿
在
五
旬
筒
日
所
講
的
道
理
中
兩
次
提
到
耶
穌
下

九1299 

降
陰
間
的
事

(
一
)
圳
的簡
「
天
主
部
解
除
了
他
死
亡

的
痛
苦
使
他
復
活
了
因

為
他

不
能
受
死
亡
的
控
制

」

「
死
亡
的
苦
痛
」
出
自
希
臘
文
按
希
伯
來
原
文
作
「
陰

府
的
經
網
」
(
副m
s
)，
意
思
不
外
是
天
主
自
於
使

墨
子
耶
穌
復
活
把
陰
府
的
羅
網
撕
破
了
因
路
他
是
第

一
個
能
夠
生
活
的
離
開
陰
府
的
人
士
一
)
H
M節
講
得

更
清
楚
「
他
沒
有
被
遺
棄
在
陰
府
」
這
是
達
昧
早
已

預
言
過
的(

5
)
聖
保
祿
在
羅
ω
6
7
間
接
地
提
到
耶
穌

下
降
深
淵
即
陰
府
這
事
與
他
的
復
活
升
天
是
相
提
並

論
的
並
且
學
保
祿
宗
徒
的
口
氣
領
我
們
假
定
信
友

們

也
都
信
仰
這
一
端
道
理
有
如
他
們
信
仰
耶
穌
復
活
升
天

那
端
道
理
一
樣

(
6
)
弗
4
8

!

"

中
「
高
天
」
和
「
地
下
」

兩
旬
彼
此
相
對
按
很
多
解
經
家
的
解
釋
保
祿
在
此
定

把
基
督
永
遠
的
光
榮
與
他
的
降
生
為
人
之
謙
虛
作
一

對
比
因
此
按
他
們
的
意
見
「
基
督
會
下
降
到
地
下
」

一
旬
是
指
降
生
為
人
的
奧
理
然
而
被
其
他
的
學
者
該

旬
是
指
基
督
下
降
陰
府
的
事
究
竟
誰
是
誰
非
實
難
決

定胎，生間斂.，....，
誰者還 ~p 宗i
也」生謂 17 ,...., 
不一復從 3 7 
能旬活死弗~ ~

離 (了。人 5 新i
闕哥i 同們 H 約i
它 . 1 樣所羅i 屢
可 18 一住 1 次
是默i 般的 4 記
耶 1 學幽 ~. 故;

穌 5 者所，「 E
離~.解亦死章
開陰釋 ~p 者見
了，問「是」幸
而 好死說:在主
且像者耶原宮

因是中穌文耳
他個的從為!堂
的母首陰復巴

功
勞
所
有
的
人
也
要
領
活
故
此
他
名
叫
司
死
者
中
的

首
生
者
」
見
啦
前
的
目
「
死
者
的
初
果
」
及
制

1
"

「
我
持
有
死
亡
和
陰
府
的
編
匙
」

(
8
)
技
大
眾
的
意
見
新
約
中
明
棺
材
茲
督
下
降

陰
府
最
有
力
的
經
街
是
伯
前
3
"

和
4
:

這
兩
處
約

街
早
被
名
為
「
解
經
家
的
十
字
柴
」
事
實
上
他
們
的

難
處
至
今
還
沒
有
全
然
解
開
縱
然
還
有
疑
雖
存
在
們

筆
者
認
為
誰
也
不
能
否
認
聖
叫
劉
樹
在
此
兩
處
經
文

中
是
在
講
論
基
督
下
降
陰
府
這
端
道
理
這
種
譜
法
較

為
普
遍
幾
乎
可
說
算
是
一
個
公
論
茲
將
鑒
伯
多
祿
所

講
的
道
理
陳
述
如
下

(
a
)
下
降
陰
府
的
是

耶
穌
的
「
斗
神
魂
」
當
他

的
肉
身

安
息
淤
墳
墓
這
期
間
他

的
「
神
魂
」
會
下
降

「
獄
」
中
創
陰
府
中
給
獄
中
的
幽
魂
宣
講
救
贖
人
類

的
大
業
已
經
完
成

(
b
)
耶
穌
向
一
切
的
人
宣
講
了

這
一
佳
音
尤
其
是
給
善
人
諾
厄
時
代
的
靈
魂
是
指
最

古
時
代
的
靈
魂
他
們
之
中
有
些
在
死
亡
以
前
痛
悔
改

過
了
故
此
他
們
雖
然
不
在
「
方
舟
」
之
內
還
在
獲
救

之
列
伯
多
祿
在
此
所
以
明
指
諾
厄
時
代
的
靈
魂
是
因

為
他
願
意
藉
洪
水
為
預
像
詳
解
里
洗
車
事
的
效
果

耶
穌
下
降
陰
府
這
一
舉
動
一

則
表
示
他
所
完
成

的
救
贖
人
類
的
專
業
實
在
包
含
整
個
人
類
涉
及
所
有

的
人
同
時
也
預
兆
他
最
後
的
勝
利
凱
能

三

結
論

幾
十
年
前
宗
教
比
較
史

專
家
把
耶
穌
下
降
陰
府

一
事
當
作
一
種
神
話
而
以
之
與
巴
比
倫
希
臘
拉
了
各



種
類
似
的
神
話
相
比
時
至
今
日
這
些
一見
解
己
見
沒
落

聖
伯
多
祿
保
祿
若
望
關
於
耶
穌
下
降
陰
府
的
事
所
說

的
話
故
簡
單
又
難
解
反
之
依
而
蚓
爾
動
爾
劃
副
司
斯
問

乃
阿
斯
奧
狄
秀
斯
等
下
陰
府
的
肺
活
其
故
事
言
語
多

也
很
容
易
明
趴
在
這
些
一
神
話
和
宗
徒
們
的
道
理
之
間
恥

並
沒
有
甚
麼
闕
係
就
解
經
學
來
講
現
在
的
問
題
是
在

初
興
的
教
會
怎
燄
產

生
了

基
督
下
降
陰
府
的
信
附
這

種
信
仰
怎
接
影
響

了
古
來
的
教
會
對
於
現
在
的
教
會

有
何
價
值

按
歷
史
的
常
法
我

們
贊
成
要
解
釋
如
何
在
原
始

的
教
會
中
產
生
了
這
一
端
信
仰
不
是
一
件
容
易
的
事

可
是
能
夠
緝
合
理
地
假
定
復
活
的
耶
穌
將
這
事
告
訴

了
他
的
門
徒

(
宗
1
3
)
這
端
道
理
刺
激
了
樸
質
的

信
友
使
他
們
中
一
些
人
用
戲
曲
的
文
體
寫
下了
一
些

僑
經
其
中
含
有
耶
穌
下
降
陰
府
的
故
事
日
後
這
些
一
作

品
影
響
了
繪
登
雕
刻
音
樂
詩
詞
各
種
藝
術

基
督
下
降
陰
府
的
道
理
對
現
今
的
教
會
很
有
價

值
這
端
道
理
還
賞
了
主
耶
穌
救
贖
的
工
程
包
括
一
總

的
善
人
從
第
一
個
人
直
到
最
後
一
人
這
端
道
理
也
證

賞
了
耶
穌
的
人
性
與
我
們
的
人
性
完
全
相
同
他
如
同

我
們
一
滋
有
生
有
死
死
後
他
的
靈
魂
去
給
別
的
靈
魂

宣
講
福
音
由
此
可
以
推
論
人
死
後
他
的
靈
魂
不
也
不

死
不
滋
而
且
還
有
他
的
活
動
雖
然
我
們
不
容
易
解
釋

，
與
身
體
分
離
的
鑫
魂
怎
樣
能
有
所
謂
的
活
動
與
行
為

歸
一

總
而
言
乞
耶
穌
給
善
軍
宣
講
了
救
鼠
的
福
志
善

一
人
個
扭
頭4人
說
絕
對
她
分
開
了
前
者
開
始
與
基
督
生
活

1300-1301 益九

升後
天，者

見在閱
死他始

亡、內 ， 受
陰間永
府、他 苦
地一(

獄、起 達i
樂享 12
圈。見 z
天 )。
主。善

人周
光
榮
的

耶

穌

(
古

)

酬
耶
穌
基
督
的
墳
墓

\
切
。
口
戶
戶
口
F
呵
。
。
凹
凸
7
2
ω丹
/

{
m
o
h

戶
戶口
『5
P
E

)
見
墳
墓

m
w
m
m哨財
口
。f
J
聖
經
上
五
個
人
的
名
字
意
思

V
L
I
d
-
-
z
E
E
\

是
「
他
是
上
主
」

一
哈
納
尼
的
兒
子
耶
胡
他
是
一
位
先
知
會
責
斥

以
色
列
王
巴
厄
沙
(
列
上

的
6
1
l

e

4
)
及
猶
大
王

約
沙
法
特

(
一
編
下的
叫
2
3
)若
有
約
沙
法
特
王
的
言

行
錄
這
言
行
錄
被
著
錄
在
以
色
列
列
王
實
錄
內

(
編

下
m
H
)

二
以
色
列
的
第
十
位
君
王
耶
胡

(
八
四

-
l
八

一
四
)
是
北
國
以
色
列
第
五
王
朝
的
創
始
人
實
際
為

王
凡
二
十
七
年
雖
然
聖
經
上
說
二
十
八
年

(
列
下
ω

抽
)
與
他
同
時
的
南
方
猶
大
國
王
有
約
蘭
阿
哈
齊
雅

阿
塔
里
雅
太
后
及
約
阿
士
國
王
他
本
人
原
是
一
位
軍

官
約
沙
法
特
的
兒
子
尼
默
史
的
孫
子

(
列
下
9
2

)

大
概
山
生
淤
默
納
協
東
半
支
派
地
區
內
(
見
列

上
W

M

列
下
9
1
|

時
)

耶
胡
之
所
以
能
以
軍
官
之
身
築
位
為
主
主
要
的

因
索
有
三
其
一
是
社
會
經
濟
的
因
素
貧
富
不
均
富

人

盡
力
壓
榨
貧
民
因
而
人
心
向
背

(
見
列
上
訂
)
其
二

是
軍
事
方
面
的
街
筒
失
敗
受

外
敵
強
橫
阿
蘭
及
亞

述
l

的
不
斷
侵
襲
(
見
列
下

ω
自
臼
亞
1
3
)
其
三

是
宗
教
上
的
因
素
也
是
最
重
要
的
因
眾
以
色
列
之
崇

拜
邪
神
背
棄
上
主

正
當
閻
王
耶
屬
蘭
在
依
次
勒
耳
妥
傷
之
際

(
列

下
8

甜
甜

)
耶
胡
被
傳
為
王

(
列
下
9
1

|
叩

)
決

心
要
將
剛
制
制
全
家
創
比
先

去
楓
樹
叫
到
殺
死
叫
倒

列
國
王
耶
品
詢
及
描
大
王
阿
哈
齊
雅
並
阿
哈
布
的
缸

子
倒
叫
副
司
王
后
(
圳
下
9
缸
|
盯)
，
更
直
盔
京
城

撒
瑪
黎
雅
事
先
城
民
為
取
悅
淤
耶
胡
已
將
王
家
親
屬

七
十
人
殺
掉
呈
獻
首
級
耶
胡
更
將
猶
大
王
的
凹

，
「
二

名
它
具
殺
死

(
列
下
m
u
1

H
)
的
確
耶
胡
的
行
總

是
十
分
錢
你
的
堅
決
的
不
過
這
種
作
為
並
不
祇
是
基

於
政
治
軍
事
的
理
由
而
主
要
的
部
是
宗
教
的
成
份
居

多
在
這
一
方
面
很
可
能
他
受
了
厄
里
亞

(列
上
W
H
)

厄
里
受

(
列
上
的
口
列
下
9
1

|
間
)
及
勒
加
布
的

兒
子
約
納
速
布

(
列
下
ω
時
間
)
的
影
背
使
然
站
致

一
百
年
之
後
耶
胡
的
這
種
殘
忍
飢
行
仍
未
被
人
忘
掉

(
歐
1
4
)
北
國
最
受
敬
禮
的
邪
神
要
算
是
巴
耳
神

耶
胡
借
調
要
向
巴
耳
隆
重
行
的
法
召
集
全
體
巴
耳
司
的
法

屆
時
毫
不
留
俏
的
將
全
體
司
祭
殺
死
並
將
巴
耳
的
兩

字
毀
掉

(
列
下
m
u
l

M
)
耶
胡
對
宗
教
改
革
的
手

段
雖
如
此
之
強
但
這
種
邪
門
腳
敬
禮
在
民
間
似
已
根
深

蒂
固
故
未
能
完
全
將
之
掃
除
淨
遨

(
列
下
昀
詞
)

此
時
國
外
強
敵
大
馬
士
革
的
騷
擾
並
末
中
斷
耶

胡
自
知
力
不
從
心
祇
有
向
亞
述
求
救
並
向
亞
述
王
沙

司
研
乃
色
第
三
進
民
稱
臣
時
在
公
元
前
八
四
~
年
個
.



~
是
面
對
智
勇
雙
全
的
均
閥
割
割
王
制
固
甜
可
到
制
也
是

如
~
無
心
叫
個
時
力
致
使
耐
叫
兩
束
之
地
區
童
入
敵
手
(
到

1

-
a
列
下
沁
扭
扭
)
耶
胡
的
繼
位
人
是
其
子
約
阿
哈
次

一
(
八
一
四
1

七
九
八
)

三
猶
大
士
又
被
人
放
貝
得
之
子
是
舍
商
的
後
代

(
一
編
上2

胡
)

四
西
默
盎
支
派
人
約
史
貝
雅
的
兒
子
是
宗
族
的

首
領
(
編
上
4

臼
)

五
科
蚓
蚓
支
派
人
生
於
岡
州
蚓
蚓
村
扎
當
崗
喇

逃
避
制
剛
到
時
在
樹
刺
蚓
格
地
方
投
奔
了
瀏
蚓
(
編

上
叫
“8
)
(

韓
)

的
V
P
品
不
「
H
O
S
F
J人
名
意
思
是
「
月
亮
」
是

3

呵
呵
-
h

們
e
F

T
;

』

|
i

l
i
-
-

-
-
J

J
h

咽
J
t
f
r

、
約
刻
堂
所
生
的
十
三
個
兒

子
之
一
排
行
第
四
(
創
m
品
編
上
l

m
)

III 九

(
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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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R
C
p
r
k
吋
「
1
、
J
「T
E
m
-
-
5
E
H
O
J

H
H
司
封

J
U且
月1
/
L
r
H
5
5
5
5

島
之

是
以
民
進
入
聖
地
之
前
原
居
於
巴
力
斯
姐
的
土

著
故
聖
經
的
記
載
雪
地
原
有
七
個
民
族
在
居
住
著
而

耶
步
斯
人
就
是
七
個
民
族
之
一
(
創
臼
u
i

缸
出
3

8

叮
叮
s
n
n
n
2
M
U
申7
-
m
7
蘇
3
u
9
1

日

a
U
8
圳
的H
民
3
5

列
上
9
助
一
編
下8
7

等
)
這

個
民
族
的
來
源
甚
為
不
清
雖
然
聖
經
上
說
他
們
是
客

圳
割
的
後
代
(
削
m
M

幟
上1
H
)
他
們
的
居
地
是

耶
京
及
山
區
地
方
(
戶
口
目
絲
"
叩
u

見
穌
的
8
時

自
)
在
耶
京
的
堡
壘
則
是
在
克
德
龍
及
提
洛
培
雍

之
間
郎
後
來
所
稱
的
熙
雍
叫
劉
制
固
佔
領
墓
地
時
他

們
的
國

王
名
阿
劉
罔
劃
倒
到
(
制ω
s
)

。

在
墓
地
的
民
族
表
上
他
們
常
被
排
列
在
最
後
好

似
在
指
示
他
們
是
一
個
弱
小
的
民
族
但
若
自
以
民
征

服
耶
京
的
歷
史
上
來
看
他
們
又
似
乎
是
一
個
瞬
勇
善

澈
的
民
族
蓋
猶
大
及
本
雅
明
二
支
派
很
久
以
來
未
能

將
耶
京
佔
領
而
祇
好
在
無
可
奈
何
的
方
式
之
下
與
之

和
平
共
處
直
至
連
味
時
代
才
正
式
將
他
們
克
服
而
佔

領
全
部
耶
京
作
為
以
民
的
首
都
(
撒
下
5
6

刊
)
但

當
時
仍
有
不
少
的
耶
步
斯
人
散
居
在
耶
京
城
內
(
撒

下
川
的M
卸
|
扭
)
(
韓
)

M
V
P
詮
主
峰
止
三
E
E
m
yJ
聖
經
上
兩
個
人
的
名

3

司

3
E
E
t
h
ι
v
l
'

『
L
a
h
a
-

-
-
T
i

-

-

i
z
E

、
字
其
意
思
是
「
天
主

知
道
」一

亞
郎
的
後
代
是
一
司
祭
家
族
的
創
始
人
第
二

司
祭
班
的
代
表
(
編
上
圳
的7
)
充
軍
期
後
這
個
家
族

仍
然
存
在
(
編
上
9
M

厄
上
2

甜
厄
下
7

胡
也
6

，

n
)
在
乃
赫
米
雅
時
代
居
於
耶
京
(
厄
下
3
u
u

二
是
留
居
充
軍
地
的
猶
太
人
所
扣
發
的
三
個
代

表
之
一
他
們
將
所
捐
獻
與
聖
殿
的
歎
項
帶
往
耶
京

(
區
6

叩

H
)
(

韓
)

謝
那
伙
達

3
ι
2
)
女
人
名
意
調
「
(
快

-
J
I
T
A
3

2
f
i

、
主
)
所
愛
的
」
是
猶

大
王
約
史
雅
的
母
親
波
茲
卡
特
人
阿
達
雅
的
女
兒

(
列
下
詔
1
)
(

韓
)

州
耶
杜
遁
入

名
空
空

頌
擴
」
之
意

一
是
在
達
昧
時
代
被
委
任
管
理
樂
隊
的
三
個
指

揮
官
之
一
(
赫
曼
阿
撤
夫
)
「
他
們
吹
號
敵
鈑
演
奏

各
種
樂
器
歌
頌
天
主
」
(
一
編
上
9
闊
的
U
U

衍
1
3

6

編
下
5
u

刊n
H
厄
下
H
H
)
至
少
有
三
篇
娶
一
詠
的

題
名
教
有
樂
官
耶
位
通
的
名
字
(
詠
列
位
竹
篇
)
耶

杜
通
叉
名
厄
堂
(
編
上
叮
叮
)

二
帳
慕
的
守
衛
放
貝
得
回
到
的
父
親
(
編
上
的

抽
)
但
不
少
學
者
以
為
此
耶
杜
通
與
前
面
所
說
的
何

為
一
人
(
韓
)

m
w
m→
巴
事
豆
。
二
聖
經
上
的
兩
個
人
的

:
H
H
叮
E
H
川
τ
』

f
r
y
-
o之

]
-
J
;
'

、
名
字
意
謂
「
天
主
管

治
」
或
「
天
主
庇
護
」

一
馴
蚓
蚓
支
派
中
的
一
位
族
長
(
桶
上

5
7
)

二
達
昧
的
將
士
之
一

(
一
編上
u

“
)
(

韓
)

岫m
v
p
&
b
干
$
1
2
0
7
Z
H
J
人
名
意
思
是
「
廠
主

n
l

、
平
3
/
E
V
E
-
K

賜
以
生
命
」
以
此
為

名
者
有
下
列
諸
人

一
肋
末
人
當
達
味
迎
接
約
植
入
耶
京
時
會
買
賣

歌
詠
奏
樂
(
編
上
的
u
m
)
其
後
頁
責
在
約
梅
前
讚

頌
上
主
(
編
上
的
5
)

二
在
達
味
時
代
拉
當
家
族
的
首
長
是
肋
末
人
革

爾
雄
的
後
代
(編
上
幻
8
)會
主
管
聖
殿
的
寶
庫
(
編

上
到
8
)
是
耶
希
耳
家
系
的
創
始
人
(
編
上
必
刮
目
)

三
酬
劇
酬
闊
的
兒
子
會
任
達
味
王
兒
子
們
的
教

(
詩
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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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
編
上
幻
臼
)

四
是
猶
大
王
約
沙
法
特
的
兒
子
為
他
繼
位
為
王

的
長
兄
約
蘭
所
殺

(
編
下
幻
2

‘
)

五
赫
愛
的
子
孫
會
幫
助
希

則
克
雅
王
清
除
耶
京

聖
殿
(
編
下
m
u
)
其
後
被
任
命
為
管
理
學
殿
的
督

察
(
-
鞠
下詞
時
)

六
是
在
猶
大
王
約
史
雅
時
代
數
位
管
理
學
殿
者

之
一

(
一
線
下行
8
)

七
放
巴
狄
雅
的
父
親
放
巴
狄
雅
在
充
軍
後
聯
同

二
百
一
十
八
名
男
于
由
巴
比
倫
返

罔
故
里
(
厄
上
8

八
舍
切
尼
雅
的
父
親
舍
加
尼
雅
會
向
厄
斯
德
拉

佳
品
休
棄
自
外
郊
友
人
中
所
娶
的
妻
于

(
厄
上ω
2
)

他
本
人
就
是
休
妥
者
之
一
(
厄

上
m
甜
)

九
亦
是
一
位
休
棄
外
方
妻
子
的
司
祭
是
哈
陵
的

于
孫
(
厄
上
m
剖
)
(
韓
)

)[ ) L 

酬
耶
局
蘭
(
一
口
月

1
)
見
制
制
(
2
叮

m
耶
依
耳
(
一
位
)聖
經
上
府
不
少
的
人

]
A
I
-
-

以
此
為
名
此
名
與

「
耶
厄
耳
」
一
名
有
同
樣
的
意
義
「
天
主
醫
治
」
「
天

主
庇
護
」

@
刺
喇
喇
艾
派
人
是
斟
則
制
居
民
的
祖
先(編

-
上
9

自
)

闖
一

@
劃
喇
時
代
的
一
位
叫
荊
人
是
歌
詠
者
(
綱
上

@
肋
末
人
阿
撒
夫
的
後
代

(
一
編
下m
H
)

@
猶
大
王
鳥
齊
雅
的
會
記
會
寅
貴
編
制
軍
隊

(
一
輛
下必
u
)

@
猶
大
王
約
央
雅
時
代
的
一
位
肋
末
人
首
長

(
編
下
衍
，
)

@
同
厄
斯
德
拉
自
充
軍
之
地
歸
來
的
一
位
家
長

(
厄
上
8

刊
)

@
乃
拔
的
子
孫
充
軍
歸
來
後
會
遵
命
將
外
邦
妻

子
休
掉

(
厄
上
m
H
)
(

韓

)

U
R
N
V目
匕
正
M
V
三
g

n
g
J

城
名
原
文
可
能
有

口
官
司
H
主
E
n
f
H
Eny
」

l
-
-
-
1

，
是
「
月
神
之
城
」
的

意
思
耶
里
哥
城
在
學
經
上
佔
有
很
重
要
的
位
朋
也
是
若

蘇
厄
過
制
山
河
後
所
佔
領
的
第
一
座
重
要
的
巴
力
斯

過
城
市

(
蘇
6

)
它
在
約
位
河
之
西
位
於
本
雅
明
文

派
的
邊
界
上

(
蘇
U
H
)
屬
本
雅
明
的
城
市
(
蘇
u

m
)
厄
里
亞
先
知
將
權

柄
傳
授
給
弟
于
厄
里
盟
主的
地

方
也
與
耶
里
哥
及
約
但
河
有
關

(
列
下
2
4
5

問
)

耶
里
哥
本
無
甚
出
產
因
水
質
太
遠
直
至
厄
里
旻

將
它
的
水
泉
變
成
好
水
之
後
良
作
物
才
茂
處

(
列
下

2
M

|

扭
)
猶
大
王
制
制
到
喇
被
拿
步
高
的
軍
隊即

在
耶
城
附
近
被
途
捕
(
列
下

鈞
5
耶
狗
5
位
8
)
充

軍
之
後
有
三
百
四
十
五
人
歸
來
居
住
在
此
城
中

(
厄

上
2
M
厄
下
7

品

)
巴
基
德
曾
在
此
娃
築
防
禦
工
事

(加
上
9

叩
)息
孟
被
殺
於
此
(
加
上
的
H

等
)
新
約

裳
耶
穌
在
此
顯
過
治
好
隱
于
的
墨
跡
(
瑪
必
甜
|
訕

釗
ω
“
時

恥
"
自
|

岫
)。
應
邀去說
吏
固
訓
家
中

吃
飯

(
路
"
1
|

刊
)
耶
穌
所
諧
的
慈
善
的
撒
瑪
黎

雅
人
的
比
喻
取
材
於
自
耶
京
至
耶
里
哥
的
途

中
(
路

m
抽
|
缸
)
這
段
路
程
有
二
十
八
公
里
之
遙
它
距
約

但
河
有
十
一
公
里

耶
里
哥
城
的
考
古
考
古
學
者
本
一
致
同
意
值
約

時
代
的
耶
里
哥
城
應
在
現
今
的
城
之
西
北
二
公
里
處

的
蘇
耳
姐
廢
墟
在
此
處
第
一
次
的
挖
掘
始
於
一
九
O

七
年
第
二
次
在
一
九
三
0
年
兩
次
考
察
的
結
果
大
致

可
說
證
賣
了
該
地
即
是
若
蘇
厄
所
佔
領
的
耶
里
哥
城

但
另
一
方
面
部
仍
有
不
少
學
者
懷
疑
及
爭
論
這
兩
次

考
古
的
結
果
及
價
值
於
是
為

了
解
除
疑
難
一
九
五
二

l

一
九
五
七
年
閉
著
名
考
古
學
者
肯
尼
翁
(
閃
﹒

肉
3
3

口
)
小姐
再
作
第
三
次
的
細
心
考
察
其
結
果
竟

大
山
許
多
學
者
們
的
意
料
之
外
葦
前
次
發
現
的
古
城

竟
比
若
蘇
厄
時
代
早
一
千
年
非
但
如
此
更
有
甚
者
是

自
公
元
前
一
五
O
O
-
-
二
O
O
(
以
民
進
入
雪
地

時
代
)
及
一

-
o
o
l

八
O
O
(
達
味
王
朝
時
代

)

在
耶
里
哥
竟
無
人
煙
遺
跡
的
發

現
戲
是
有
也
祇
是
人

炯
稀
落
這
也
可
能
是
因

了
腐
蝕
作
用
而
已
完
全
消
滅

(
肯
尼
翁
的
假
設

)
故
此
問
題
好
似
忽
然
變
的
十
分

嚴
重
起
來
蓋
聖
經
上
有
聲
有
色
地
描
寫
的
耶
里
哥
戰

爭

(
蘇
6

時
|
詞

)
竟
毫
無
遺
跡
可
尋
故
此
有
些
學

者
似
乎
寫
保
護
斟
割
的
歷
史
性
謂
潮
到
對
制
人
於
一

六
0
0
年
建
的
耶
里
哥
城
至
一
二
0
0
年
仍
在
而
以

民
攻
陷
的
就
是
這
座
被
市
這
種
說
法
的
弱
點
是
考
古

學
最
寶
貴
的
資
料

|

陶
器
l

竟
不
見
於
這
立
時
代
故



~
此
這
~
設
法
無
堅
固
的
基
礎
如
此
惟
之
解
決

的
辦
法

制
~
是
學
者
們
的
再
事
努
扎
(
有
人
提
議
在
它
近
處
另
行

-
挖
掘
)
尋
求
事
實
的
證
明
目
前
這
一
無
法
解
決
的
難

題
我
們
相
信
終
有
一
天
會
因
羞
考
古
學
者
們
的
苦
心

鑽
研
與
聖
經
學
者
們
的
合
作
會
得
到
國
瀚
的
答
案
但

是
若
說
飯
然
沒
有
發
現
事
實
的
證
明
故
此
聖
經
攻
佔

耶
里
哥
的
描
寫
完
全
是
假
造
及
幻
想
的
則
我
們
不
敢

苟
同
蓋
一
來
學
間
是
無
止
境
的
今
日
的
難
題
很
可
能

祇
有
在
將
來
的
明
天
才
可
以
得
到
解
決
二
來
斟
樹

上

那
種
對
於
攻
佔
耶
里
哥
戰
爭
的
描
寫
是
如
此
的
生
動

有
力
活
潑
有
色
仔
細
詳
盡
使
人
猶
如
身
臨
其
境
若
無

一
客
觀
的
真
正
事
實
在
先
只
憑
幻
想
虛
構
恐
怕
是
作

不
來
的
當
然
很
明
顯
的
作
者
在
描
寫
此
段
事
蹟
時
盡

其
力
來
強
調
了
天
主
的
作
為
沒
有
天
主
替
以
民
作
戰

如
此
堅
固
的
城
市
只
憑
以
民
自
己
的
力
量
是
很
難
攻

下
的

雖
然
在
耶
里
哥
的
考
古
學
上
我
們
很
不
幸
的
遇

到
這
種
目
前
難
以
解
決
的
問
題
但
另
一
方
面
其
考
古

本
身
的
價
值
是
偉
大
輝
煌
的
蓋
開
閥
割
小
姐
證
賞
了

耶
里
哥
不
祇
是
巴
力
斯
坦
最
古
老
的
城
市
而
且
也
是

全
世
界
人
類
至
今
所
發
現
的
惟
一
目
扳
平
的
文
化
城
市

至
少
在
公
元
前
六
千
八
百
年
已
有
人
煙
存
在
建
有
城

牆
及
廟
宇
這
一
功
績
質
不
可
沒
滅
(
韓
)

心
情
仙
世
定
主
寸
之名
Z
H
F
J
人
弘
地
名
及
民
族

自
E
司
斗
哥
正
守
/
阿
拉

F
O
H
E

『

﹒

-
d

f

y
?

'

片

、
、
名
有
「
美
麗
」
之

意
是
制
固
的
三
個
兒
子
之
一
斟
蚓
慣
將
他
置
於
第
三

益九1312-1314 

位
(
創
5

阻

6
u
7
n
9
M
m
I
)

雖
然
他
並
不
是

三
人
中
的
最
幼
者
(
創

ω
M
)
他
的
名
字
與
父
親
之

祝
福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願
天
主
擴
展
」
(
創
9
n
)

而
「
所
擴
展
的
地
區
」
在
原
文
上
是
「
耶
斐
特
」
創

ω
2
!
5

並
指
出
在
這
一
切
區
域
內
的
居
民
屬
耶
斐

特
族
耶
斐
特
共
有
七
子
也
這
七
子
而
分
成
不
同
的
家

族
居
住
於
古
文
化
世
界
的
中
心
小
亞
細
亞

地
中
海
軍

島
希
擻
並
直
至
西
方
的
塔
爾
史

士
(
創
ω
2

編
上
1

關
於
諾
厄
給
予
耶
斐
特
的
祝
福
「
願
天
主
擴
展

耶
斐
特
使
他
住
在
閃
的
帳
幕
內
客
納
罕
應
作
他
的
奴

隸
」
(
創
9

叮
)
頗
為
費
解
學
者
們
的
意
見
也
大
不

一
致
不
過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自
學
猶
斯
定
之
後
有
許
多

的
教
父
將
這
祝
福
解
釋
為
這
是
古
老
的
預
言
預
言
耶

斐
特
的
後
代
教
外
人
將
要
進
入
自
猶
太
民
族

l

閃

族
i

所
產
生
的
基
督
教
會

耶
斐
特
的
邊
界
聖
經
上
祇
一
次
提
及
謂
赦
羅
斐

乃
的
軍
隊
遠
征
至
耶
斐
特
(
恩
高
譯
本
作
和
制
劃
柯

誤
衍
「
放
」
字
)
的
邊
境
(
友2
自

)這
句
話
太
為
籠
統

不
能
耽
性
質
的
斷
定
所
指
何
地
再
加
上
阿
刺
伯
地
方
名

更
是
費
解
國
阿
刺
伯
的
位
置
太
過
偏
南
而
創

ω
-
-

8

所
指
的
耶
斐
特
應
在
現
今
土
耳
其
的
梵

(
JNE
)

及
烏
爾
米
雅
(
也
門
臣
之
地
方
二
者
相
距
實
在
太
遠

故
問
題
仍
是
懸
案
除
非
證
明
「
阿
刺
伯

」
一
詞
是
非

車
經
原
文
的
衍
文

(
韓

)

ω
耶
一
勒
得
(
阿
拉
)
單
上
的
兩
人
的

名

-

1

，
4
l

字
它
的
意
義
是

「
下

降
，
「
但
也
有
人
解
釋
為
「
玫
瑰
花
」
或
「
勇
敢
的
〕

一
洪
水
滅
世
以
前
的
學
組
到
蚓
的
後
凡
瑚
蚓
酬

耳
的
兒
子
生
子
哈
諾
客
享
年
九
百
六
十
二
歲
(
創
5

時
M
!

卸
編
上
1

2

見
路
3

訂
)

二
是
猶
大
的
後
代
圳
股
默
勒
得
稱
之
為
革
多
爾

的
父
親
意
思
是
革
多
爾
城
的
創
立
人
(
編
上
4
u
)

(
韓
)

學
經
上
數
人
的
名

字
原
文
有
「
混
柔
」

M
V
h
v
k
3
B
F「H
O
S
E
B
J

口
百
刊
抄
釗
茗
「

/
H
n
g
E目
』

「
和
藹

」
之
意

@
厄
弗
辣
因
士
又
派
人
屬
肋
末
人
刻
哈
特
的
後
代

是
厄
耳
卡
納
的
父
親
故
此
亦
是
撒
慕
爾
的
祖
父
(
撒

上
1
1

編
上
6

臼

M

)

@
是
本
雅
明
文
派
一
個
家
族
的
首
領
居
住
於
耶

京
(
編
上
8

盯
)

@
依
貝
乃
雅
的
父
親
屬
本
雅

明
支
派
充
軍
歸
來

後
居
於
耶
京

(
編
上
9

8
)

@
一
位
司
祭
阿
達
雅
的
父
親
充
軍
後
定
居
耶
京

(
編
上
9

臼

厄
上
口
時
)
.

@
本
雅
明
文
派
人
出
身
於
革
多
爾

地
方
他
的
兩

個
兒
子
在
漆
刻
拉
格
地
芳
投
奔
了
達
昧
(編
上
也
8

)

@
屬
丹
交
派
生
活
於
達
味
時
代
其
子
阿
匣
勒
耳

是
丹
支
派
的
首
領
(
編
上
U
n
)

@
阿
匣
黎
雅
的
父
親
其
于
是
在
約
阿士
時
代
的



一
位
百
夫
長
(
軍
職
)
曾
經
奮
勇
鎮
壓
反
叛
的
阿
刷
刷

里
雅
(
編
下
幻
1
)

(
韓
)

m耶
魯
沙
(
一M
M
T
)
女
人
名
吉
心

佔
有
的
」
是
回
多

別
的
女
貼
蚓
到
王
蚓
劑
甜
的
妻

ZU其
于
制
劉
繼
父
位

作
猶
大
國
王
(
列
下
白
自
編
下
幻
1
)
(

韓
)

“
情p
b
H
」
西
悶
志
。ωV
O
Z人
名
意
思
是
「望
(天

m
I
t
-
-
g
o

門
、
主
)
主持
正
義
〕
是
叫

肋
布
自
阿
組
巴
所
生
的
見
于
見
於
猶
大
的
家
譜
(
編

上
2
M
)
(

韓
)

m耶
叔
亞
(
一
叮
叮
叮
)

劉

E
簡
單

:
2

包
，
-

的
兒
于
與
肌
劇
目
因

耳
由
充
軍
地
|
巴
比
倫
同
罔
嘲
酬
的
揪
心
何
為
充
軍
後

的
首
任
大
司
祭
(
約
於
公
元
前
五
三
八
至
五
二0
)

祭
壇
與
學
般
都
是
在
他
手
下
重
建
的

(
間
上
2
2
3

2
.

5
2

劃
1
1

的
3
1
6
u

樹
神
H
)
(

陳

)

咽
情
仙
廿d
m弘
丸
三
B
E
E
P
J
原
文
有
「
可
愛
者
」

m
E
啊
，i
何
一
4

h
C
E
Z
E

史
的
意
思
是
劉
樹上

用
為
以
色
列
民
族
的
一
種
別
名
它
同
時
有
「
忠
誠
的
」

「
正
真
的

」
「
過
白
的

」
的
意
思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對

以
民
的
這
種
稱
呼
多
見
於
聖
經
的
詩
體
文
內
且
暗
示

以
泉
是
天
主
所
特
選
的
民
族
另
一
方
面
事
實
上
也
是

以
民
不
誠
不
忠
不
正
直
的
強
烈
對
照
(
申
n
H
H
u
s

-
甜依
U
H
2
)
(

韓
)

的
-
m耶
特
爾
(
一
刊
的
刊
)

新
中
數
人
的
主

一

有
「
墮
富
」
之
意

1315-1323 畫九

@
劃
制
制
民
長
的
長
子
當
其
父
在
打
敗
刑
制
叫
憫

人
之
後
將
二
位
手
下
敗
王
交
給
蚓
蚓
鯽
令
他
將
他
們

殺
掉
但
耶
特
爾
年
幼
不
敢
下
手
於
是
基
德
紅
親
自
下

手
(
民
8
叩
)

@
瀏
喇
姊
妹
阿
甜
甜
耳
的
丈
丸
剛
瑚
酬
的
父
駐

阿
瑪
撒
會
為
阿
貝
沙
陸
的
大
將
此
人
亦
被
稱
為
依
特

辣

(
列
上
2
μ
臼
編
下
2
叮

撒
下
口
自
)

@
是
雅
遠
的
兒
子
他
本
人
沒
有
後
代
而
死
去
屬

赫
茲
龍
的
後
代

(
編
上
2

自
)

@
厄
次
辣
的
長
子
猶
大
的
後
代

(
編
上
4
口
)

@
件
法
黑
的
兒
子
阿
協
銜
的
後
代
以
英
勇
著
稱

(
編
上
7

扭
曲
}

(
韓

)

m
v
p
『
又
主
寸

P
H
E
F
J

人
名
可
能
有
「
指

3
#
4
4
1
4

，
門
l
t
k
l
z

l
f
i
r

-

1
1
J
F
J
F

吧

，

b
t
l
:
2

甲
」
或
「
木
桂
」

之
意
是
厄
束
的
一
位
族
長

(
創
刊
叫
“
一
編
上
1

日
)
有

人
以
為
它
應
是
耶
太
爾
的
誤
寫

(
韓
)

n
V
A
V主
歌
L
L
己
。E
F
J
人
名
意
思
是
「願
(天

句
3
司
4
4
4
.
=←
k
h
r
E
E可
」

F
司
b
f
a
-
2

『

11J

1 
•• 

:
Z
F
E
E
-

、
主

)助
佑
」
以
此
為
名

者
有
下
列
諸
人

一
是
厄
撒
鳥
在
客
納
罕
地
所
生
的
見
子
之
一
後

成
為
厄
東
民
族
的
領
袖
之
一

(
創
M
m
s

u
u

編
土
1

二
本
雅
明
文
派
人
是
彼
耳
漠
的
兒
子
以
英
勇
善

臨
躺
著
稱
(
編
上
7
M
)

三
本
雅
明
支
派
人
由
厄
舍
克
所
生
好
似
應
是
撒

鳥
耳
王
的
後
代

(
編
上
8

甜
)

四
革
爾
雄
的
後
代
肋
末
人
其
父
是
史
米

(
一端
上

qJoiJ 
q
u
1
1

、
五
是
劉
到
王
制
制
尉
耐
用
由
瑚
制
出
特
所
生
的
兒

子
(
編
下
U
H
)
(

韓

)

n
v
h
v主
歌
γ
玄
之
O
E
N

J

聖
經
上
的
數
個
人
名

的
回
呵
E
K
御
手
A
F
H早
已

1

『
"
:
﹒

'
、
因
原
文
之
寫
法
不
同

放
思
高
譯
本
及
其
他
絕
大
多
數
的
新
譯
本
都
有
兩
種

不
同
的
譯
法
郎
耶
烏
茲
及
耶
鳥
士

耶
烏
茲
原
意
不
詳
是
本
雅
明
支
派
的
族
長
是
沙

哈
辣
般
由
妻
子
日
向
德
士
所
生
的
兒
子
(
編
上
8

刊

)

(
韓
)

的
依
附
奇
匕
住
了

=
E
F
J人
名
意
思
是

U
R
司
→
-
-
F
F
Y厄
月1
/
H
n
n
y

且
是

司

"
=

J

Z
j
f
句

，
、
「

上
主
建
立
」

是
猶
大
的
第
十
九
位
國
王
亦
名
苛
尼
雅

(
耶
扭
扭
)

其
父
名
約
雅
金
亦
曾
為
猶
大
王
母
名
乃
喇
市
達
十
八

歲
時
登
極
為
王
祇
有
三
個
月
零
十
幾
天
時
在
公
元
前

五
九
八
年
(
列
下
圳
的8
編
下
H
m
9|

刊
)
「
他
行
了

上
主
視
為
惡
的
事
」

(
列
下
圳
的
9則
"
6
7
)
大
概

主
要
的
原
因
是
他
放
縱
及
容
忍
邪
神
敬
禮
之
故
是
以

受
了
上
主
的
懲
罰
公
元
前
五
九
八

l

五
九
七
年
間
巴

比
倫
王
拿
步
高
先
派
兵
進
攻
耶
京
後
且
親
自
出
馬
未

幾
將
那
京
攻
下

(
列
下
圳
的M
U
)
將
國
王
及
王
后
母

后
並
許
多
耶
京
的
貴
族
和
技
術
人
員
俘
擴
充
軍
至
巴

出
制
(
到
下
圳
的
6

|

叮
幟
下
狗
，
等
)
。
間叫
制
到
先

知
更
謂
連
「
長
老
司
祭
和
先
知
」
都
被
送
往
充
軍
之



~
地
〔
恥
叫mm
a
2
)。
聽
司
間
樹
被
囚
於
凹
叫
制
之
後
他

抽
~
的
叔父
設
立
寫
蚓
刻
已
賜
名
為
端
科
德
克
雅

L

-

耶
苛
尼
雅
在
拿
步
高
有
生
之
日
過
著
階
下
囚
生

于
活
凡
三
十
七
年
這
點
已
由
考
古
學
者
完
全
證
質
蓋
在

了
拖
出
的
古
文
件
中
有
金
步
高
國
庫
的
關
支
眼
目
上
有

「
為
雅
阿
胡
社
(
即
猶
大
)
地
方
的
國
王
雅
烏
克
奴

(
即
耶
苛
尼
雅
)
」
的
關
消
拿
步
高
死
後
他
的
繼
位

人
厄
威
耳
默
洛
達
客
恢
復
其
自
由
之
身
並
善
待
他
與

他
親
切
交
談
同
桌
共
食
(
耶
位
剖
|
M
)

重

1325 

見 耶

且最
罕

;!L 

(鐘
仟)

山
那
次
→
巴
耳

b
i
-
-
J人名
意
思
咀「認

V
L
]

、
1
1
j
;
'
P
E
E
-

、

識
天
主
者
〕

一
是
本
雅
明
文
派
的
一
位
家
長
在
達
味
時
代
由

這
一
家
族
出
過
不
少
人
才
(

一編
上
6

7
M
U
)
因
為

他
在
編
上
6
7
被
稱
為
本
雅
明
的
第
三
個
兒
子
有
人

以
為
他
說
是
創
物
n

戶
叫
“
"
所說
的
阿
市
貝
耳

二
是
屬
默
納
協
支
派
的
一
位
千
夫
長
在
漆
刻
拉

格
地
方
歸
順
了
達
味
(
編
上
也
缸
)
可
能
與
一
編
上
U

H

所
說
的
達
咪
的
將
士
耶
狄
阿
耳
同
為
一
人
雖
然
二

處
名
字
的
寫
法
客
有
出
入

三
是
叫
蚓
蚓
的
後
代
默
舍
肋
米
雅
的
第
二
個
兒

子
在
達
味
時
代
任
聖
殿
守
門
職
(
編
上
叫
“2
)(

韓
)

1324-1327 

m耶
谷
提
耳
(
叮
叮
話
可
)
人
名
意
思
是

「
願
天
主
養

育
」
閥
割
胡
同
是
因
甜
甜
的
父
親
瑚
刻
的
後
凡
屬
制

勒
得
家
族
(

一編
上
4
"
)
(

韓
)

幻
w
p
h
M
比
恥
再
也
已

E
O
S
E
F
J耶
肋
米
亞
意

句
3
哼
唱4
心
'
，
4
4•• 

I
H團
門t
y
-
-且

F
4•• 

、
'
，3
u
s
g

』

I
I
J
l
y

-

-
f
s
-
t
r
h
r
f
3

、
謂
「
上
主

-E同

學
」
四
大
先
知
之
一
生
於
耶
京
之
北
四
公
里
左
右
的

一
個
名
叫
阿
納
托
特
的
村
莊
這
村
莊
囡
四
周
土
地
肥

灰
故
農
產
甚
學
富
又
有
不
少
的
土
地
可
供
養
牲
畜
是

人
生
居
住
的
理
悠
地
點
故
此
該
村
莊
至
今
猶
存
先
知

的
父
親
名
叫
希
耳
克
雅
是
阿
納
托
特
的
司
祭

(
耶
1

1
)
列
上
2

目
所
記
載
的
被
撤
羅
溺
革
職
的
大
司
祭

厄
貝
雅
塔
爾
就
是
先
知
的
前
推
耶
肋
米
亞
被
召
作

上

主
的
先
知
時
赴
在
猶
大
王
約
央
雅
第
十
三
年上
(
公

元
前
六
二
六
年
耶
l
z

筠
3
)
當
時
耶
民
會
以
自
己

仍
太
「
年
青
」
寫
詞
意
欲
拒
絕
接
受
這
種
艱
巨
的
任
務

更
不
欲
離
開
自
己
安
寧
舒
適
的
家
國
及
莊
因

(
耶
1

6
)
希
伯
來
文
的
「
年
青
」
(
Z善
良
)
一
詞
是
指
一
個

自
二
十
歲
到
三
十
歲
的
人
基
於
這
一
點
學
者
們
推
斷

耶
氏
蒙
召
時
應
是
一
個
二
十
五
歲
左
右
的
青
年
若
學

者
們
的
假
設
正
確
的
仁
的
則
先
知
應
生
於
公
元
前
六
五

0
年
問
他
誕
生
時
正
是
亞
述
王
亞
述
巴
尼
帕
耳
的
全

盛
時
代
但
是
他
被
蒙
召
的
那
一
年
(
六
二
六
年

)
如

是
亞
述
巴
出
帕
耳
王
崩
潰
的
一
年
接
著
而

起
的
是
新

巴
比
倫
帝
國
接
任
先
知
之
後
數
年
(
六
二
二
年
)
發

生
了
一
件
與
聖
經
有
非
常
重
大
關
係
的
史
事
是
年
在

耶
京
聖
殿
發
現
了

上
主
的
「

法
律
香
」
戶
有
些
學
者

強
調
它
就
是
五
營
中
的
申
命
紀
)
這
本
「
法
律
會
』

的
發
現
與
約
央
雅
國
王
的
宗
教
改
革
有
看
密
切
的
關

係
(
列
下
n
s
l

u

漏
下
U
M
M|

且
)
使
我
們
覺
得

非
常
奇
怪
的
是
聖
經
上
竟
沒
有
提
及
先
知

參
與
宗
教

改
革
的
事
更
沒
有
指
山
先
知
置
身
事
外
的
原
因
現
今

學
者
們
的
意
見
也
祇
不
過
赴
些
沒
有
確
證
的
推
測

先
知
生
於
司
祭
家
族
是
毫
無
疑
問
的
自
幼
便
受

到
完
備
認
真
的
宗
教
教
育
過
著
嚴
肅
安
靜
的
鄉
村
生

活
這
在
他
的
著
作
上
可
以
清
楚
的
看
到
先
知
不
時
以

熱
切
留
戀
的
心
情
提
到
他
家
鄉
的
田
閱
牧
場
山

上
的

橄
欖
及
平
地
上
的
無
花
束
樹
可
是
在
被
選
作

上
主
的

先
知
之
後
使
毅
然
放
棄

了
他
這
安
靜
的
回
過
生
活
前

往
腐
化
敗
攘
的
首
都
耶
京
執
行
他
做
先
知
的
使
命
自

此
關
始
了
先
知
一
生
充
漏
痛
苦
侮
辱
誤
會
惘
嚇
其
一
全

受
體
刑
及
監
禁
的
悲
慘
生
活
因
為
先
知
所
傳
達
的
上

主
的
旨
意
與
當
時
人
們
的
傾
向
及
社
會
潮
流
不
論
在

政
治
或
宗
教
方
面
都
是
背
道
而
馳
的
但
是
先
知
基
鈴

自
己
的
身
份
|
|
上
主
的
代
言
人
又
不
能
不
盡
力
大

聲
疾
呼
斥
責
當
時
一
切
弊
端
尤
其
是
宗
教
上
的
邪
神

敬
禮
並
預
言
耶
京
必
將
滅
亡
聖
殿
、
必
將
毀
壞
先
知
激

烈
地
攻
擊
君
王
的
荒
淫
無
道
以
及
欺
壓
小
民
的
暴
政

(
那
n
-
-

8

問
|

M
)
公
開
地
指
摘
百
姓
的
迷
信

及
生
活
的
邪
惡
(
耶
7

自
)
這
些
一
言
論
激起
了
一
些

民
眾
及
長
官
們
的
憤
怒
因
而
將
先
知
加
以
拘
留
如
何

(
耶
到
1
2
)
甚
至
司
祭
及
假
先
知

們
決
意
將
先
知



置
諸
死
地
幸
未
能
成
事
(
耶
必
)
部
被
禁
止
再
作
公

闋
的
宣
講
於
是
先
知
開
始
從
事
於
寫
作
令
自
己
的
秘

書
巴
路
克
在
聖
殿
公
讀
先
知
的
言
論
集
再
度
招
惹
約

雅
金
閻
王
的
憤
怒
報
復
下
令
將
二
人
加
以
逮
捕
此
次

幸
二
人
及
時
逃
避
未
遭
毒
手

(
耶
M
m
)耶
肋
米
亞
先

知
此
時
的
悲
痛
及
心
中
的
憤
慨
是
可
想
而
知
的
無
怪

乎
在
他
的
著
作
中
發
現
了
一
些
絕
望
傷
感
以
為
自
己

生
不
逢
時
的
言
詞
(
耶
9

S

|

T
M
O
U
U打
H
l

u

。
。
隨

I
l

悶

A
υ
7

.

'

，

，
且

1
:

勻
，u

、

在
政
治
方
面
先
知
力
主
君
王
及
人
民
應
順
從
巴

出
制
君
王
的
統
治
因
為
新
興
的
凹
出
制
是
當
時
最
強

大
的
帝
國
是
當
時
任
何
民
族
都
不
敢
反
抗
也
無
能
對

抗
的
偉
大
強
國
以
民
紙
有
順
從
巴
比
倫
才
可
以
生
存

不
致
遭
受
滅
亡
之
禍
(
耶
幻
-

-

u

幻
紛
紛
章
)
可

是
當
時
的
君
王
漆
德
克
雅

他
的
大
部
份
官
員
及
百
姓

劫
堅
信
埃
及
才
是
以
民
的
救
星
於
是
倡
導
同
埃
及
和

其
他
一
些
弱
小
的
國
家
聯
盟
抵
抗
強
大
的
巴
比
倫
這

與
先
知
言
論
完
全
相
反
(
耶
幻
)
結
果
先
知
被
控
為

禍
國
殃
民
的
賣
國
賊
企
圖
與
敵
人
襄
通
外
合
於
是
決

意
將
之
創
除
再
度
被
逮
捕
加
以
監
禁
(耶
幻
u
|

臼

)

後
更
被
拋
於
污
泥
坑
中

任
其
飢
餓
痛
苦
而
死
(耶
必
)

先
知
的
預
言
終
究
應
驗

上
主
的
懲
罰
終
究
實
現

巴
比
倫
國
王
拿
步
高
於
公
元
前
五
八
七
年
六
七
月
間

-
攻
破
耶
京
殺
人
放
火
施
行
屠
城
政
策
聖
殿
全
毀
娶
京

-

'
，

。

的
叫一全
無
完
整
悄
惋
惜
國
王
被
抽
百

姓

陳
明
陣
遠
方
先
知

一
本
可
接
納
拿
步
高
王
的
邀
請
前
往

巴
比
倫
度
舒
適
高

1328 重九

貴
的
皇
宮
生
活
但
先
知
羞
於
對
同
胞
之
愛
憐
甘
願
留

居
墓
地
與
未
被
充
軍
的
遺
民
同
甘
共
苦
協
助
巴
比
倫

王
委
派
的
猶
太
官
長
革
違
里
雅
重
整
家
國
安
定
民
生

(
耶
妙
u
l
u

約
1

l

﹒
)
那
知
民
心
未
死
不
久
之

後
竟
有
人
將
胡
瀏
囡
咄
咄
殺
死
長
官
故
死
百
姓
卸
叉
害

怕
巴
比
倫
王
的
懲
罰
於
是
挾
持
先
知
一
同
逃
往
埃
及

避
難
至
此
先
知
的
生
平
記
載
告
終
是
以
我
們
不
知
道

閥
叫
蚓
到
死
於
制
到
或
終
返
聖
也

先
知
盡
一
生
之
努
力
歷
四
十
年
之
久
保
護
雅
威

宗
教
之
純
潔
倡
導
百
姓
之
幸
福
表
面
上
雖
似
一
無
所

成
一
生
受
人
泠
嘲
熱
諷
譏
笑
咒
罵
迫
害
摧
殘
但
後
翔

的
蚓
划
人
以
及
舊
約
晚
期
的
著
作
對
先
知
划
是
推
崇

備
至
視
為
以
民
歷
史
上
的
偉
大
人
物
(
見
達
9
2

編

下
M
mn
n

德
帥"
-
-
9

加
下
2
1
-

e

臼
臼
l

n
)

耶
穌
自
己
亦
為
其
同
時
代
的
人
視
為
咽
叫
淵
圓
的
再

生
(
瑪
的

H
)
教
父
們
亦
向
來
稱
耶
肋
米
亞
為
耶
穌

的
預
像

戶
韓

)

然 的中 一的本 1站8
理事。所 本論條 lfR 
論因包 大述。紙關 刊JJ
的 第 括響，稱就於 B-h
邏 這 的 計為-先耶| 凡IJ
輯 本 先有耶i 知肋I ~ι
發 會知 五肋i 所米1 /1、
展。 的 言 十 米i 遺亞I rn; 
學 寫論二亞i 留先 旦旦
者 作 力日 章。的給知三世
們 飯以 但這我的 a
大 無 分是部 們 生 cth
都 l頓析，若著的卒， b E
承序卸 想作，若在 自持
認，的不 將在作，前 ......sa，.
本 麗 是這嘍!而條 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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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不
同
的
短
小
集
子
組
合
而
成
比
如
幻
l

m
mN
H
M的

-

U
A等
大
部
份
是
也

於
先
知
本
人
之
手
或
先
知
本
人

口

授
而
由
其
弟
子
所
記
錄
比
如
巴
路
克
就
是
幾
乎
一

生
跟
隨
先
知
的
弟
子
及
隨
身
都
替
另
外
一
些

一無
多
大

關
係
的
部
分
是
由
後
人
所
加
添
的
這
種
說
法
是
頗
為

道
理
的
因
為
如
果
我
們
讀
一
下
第
Mm
章
使
郎
可
清
楚

的
看
出

@
間
叫
蚓
回
於
公
元
前
六O
五
或
六
O
四
年

閉
會
將
自
己
的
神
論
及
預
言
一
縮
成
兩
個
集
子
筆
之
鈴

響
第
一
個
不
太
長
的
集
子
為
君
王
所
焚
毀
第
二
個
內

容
相
當
豐
富
的
集
子
部
幸
免
於
難
被
保
存
了
下
來
留

傳
後
世
@
問
章
又
告
訴
我
們
先
知
在
書
寫
時
利
用
了

巴
路
克
作
為
助
手
或
秘
書
這
也
就
可
以
解
釋
何
以
本

書
有
不
少
的
地
方
是
以
第
三
者
的
口

氣
編
寫
的
本
書

不
少
有
關
先
知
本
身
生
平
的
細
小
街
目
的
記
載
也
可

能
是
出
於
巴
路
克
之
手
蓋
先
知
本
人
的
性
格
是
非
常

安
靜
及
謙
讓
的

(
見
前
條

)
似
乎
不
欲
太
披
露
自
己

本
人
的
一
些
無
關
宏
旨
的
瑣
事
目
前
若
想
將
耶
魯
按

時
間
地
理
及
還
境
的
次
第
來
分
析
其
內
容
已
事
非
可

能
學
者
們
價
照
本
書
現
有
的
面
貌
而
加
以

分
析
如
下

序
言
先
知
蒙
召

(
1
)

一
有
關
猶
大
的
神
論

(
2
1

m
)

@
倫
理
的
喪
亡
預
告
懲
罰

(
2|
6
)

@
對
學
般
的
迷
信
和
宗
教
的
形
式
化
(
7-
m
)

天
主
不
再
寬
恕
違
犯
盟
約
的
百
姓
(
Ul
口
)

陶
工
及
陶
器
的
象
徵
先
知

的
悲
痛
(
Ui
m
ω
)

@
攻
擊
王
室
長
官
宗
教
人
士
尤
其

固
定
假
先
知



﹒灰且3 • 

一--、
九1328 

『
訂
|
叫
“』

以
兩
僅
無
花
果
的
象
徵
說
明
蚓
刻
的
厄
運

(
削
的
)

@
預
言
七
十
年
的
充
軍
及
關
於
各
民
族
的
神
論

(MQ) 

關
於
聖
殿
的
言
論
先
知
被
捕
及
獲
釋
(
約
1

先
知
鳥
黎
雅
的
悲
慘
死
亡

(
必
m
i

詞
)

耶
肋
米
亞
與
假
先
知

(
叫
戶
口
納
尼
雅)的
衝
突

(
幻
-

m
)

給
充
軍
同
胞
的
書
信
假
先
知
們
的
抗
議
(
扭
)

二
關
於
默
西
亞
時
代
的
預
告
(
初|
H
M
)

以
民
的
罔
歸
及
改
興
(
初
Z
|

叫
“
卸
)

新
盟
約

(
訂
缸
|

的
)

購
買
回
產
象
徵
以
民
必
然
的
復
興

(
叫
“
)

叫
民
將
安
享
默
西
亞
時
代
的
和
平
(
犯
)
。

三
耶
京
被
國
期
間
的
神
論

(
M
I
l

ω
﹒
)

關
於
漆
德
克
雅
圖
王
及
人
民
撕
毀
協
議
的
神

論

(
斜
)

勒
加
布
人
忠
義
的
美
表
(
站
)

約
雅
金
國
王
焚
毀
先
知
的
預
言
集

(
指
)

先
知
受
監
禁
以
及
和
漆
德
克
雅
閻
王
的
交
談

(
Ul
m均
)

耶
京
失
陷
敵
手
先
知
獲
救

(
妙
1
約

6
)

四
部
京
陷
落
後
的
神
論
(
的
7
|
叮
叮5
)

巴
比
倫
所
委
任
的
總
管
被
猶
太
人
所
殺
(
的

?
l

HHH) 

猶
太
人
挾
持
先
知
逃
亡
樹
別
(
M
M
1
|
的
，
)

先
知
在
埃
及
(
的
-
-
u
H
m
)

附
錄
先
知
安
慰
巴
路
克
(
“
-
-
s
)

五
關
於
異
民
的
神
論
(
“
l
U
A
)

。

歷
史
的
附
錄
猶
大
滅
亡
耶
京
被
毀
學
殿
彼

劫
朝
臣
被
殺
耶
苛
尼
雅
國
王
獲
釋
(
自
)

經
文
耶
魯
有
兩
種
古
老
的
版
本
留
傳
至
今
其
一

是
原
文
的
研
制
制
經
丸
其
二
是
最
古
老
的
刷
刷
蜘
譯
恥

若
將
二
者
作
一
比
較
我
們
立
即
可
以
發
現
彼
此
有
相

當
的
出
入
首
先
希
磁
譯
本
將
寫
索
辣
本上
的
許
多
無

關
緊
要
的
詞
旬
刪
掉
但
並
未
將
先
知
的
主
要
思
想
及

言
論
的
內
容
有
所
改
變
其
次
二
者
更
大
的
區
別
是
在

吼
叫
有
關
異
民
神
論
的
安
排
上
在
海
索
辣
本
上
這
些
神

論
放
置
魯
末

(
M
W
|

訂
)
在
希
喇
樹
木
則
放
置
於
本
書

的
中
間
部
份
(
衍
|
訂
)
。
大
致
說
恥
制
酬
本
是
依
照

各
民
族
的
重
要
性
而
將
關
於
她
們
的
神
論
加
以
放
次

排
列
瑪
索
辣
本
部
是
依
照
各
民
族
所
佔
的
地
理
位
置

自
南
而
北
的
排
列
下
來
關
於
這
兩
種
版
本
的
不
同
點

學
者
們
會
成
出
了
不
同
的
解
釋
方
法
但
最
為
普
通
有

力
的
解
說
是
原
文
本
自
始
即
有
兩
種
藍
本
一
本
較
長

流
行
抄
副
划
蚓
也
就
是

上
面
所
說
的
賴
喇
喇
本
另
一

藍
本
較
短
流
行
於
埃
及
是
七
十
賢
士
將
聖
經
翻
譯
成

希
臘
文
時
所
依
攘
的
版
本
此
本
早
已
失
傳
流
傳
至
今

的
祇
有
它
的
希
殲
譯
本

本
魯
除
了
m
u

一
街
是
用
阿
刺
封
文
寫
成
之
外 全

部
是
以
簡
單
清
楚
美
雅
的
喇
喇
喇
文
寫
恥
而

上
述

以
阿
刺
美
文
寫
成
的
一
節
學
者
們
成
認
策
是
徐
人
所

加
緝
的
至
於
先
知
寫
作
的
筆
法
大
家
亦
公
忍
耐
叫
刺

亞
寫
作
的
特
點
是
沒
有
任
何
矯
揉
造
作
或
不
自
然
的

地
方
用
詞
生
動
活
潑
有
力
儼
然
是
一
位
藝
街
家是
一

位
詩
人本

書
對
歷
史
亦
有
非
常
大
的
貢
仇
它
是
南
國
猶

大
末
期
宗
教
及
政
治
生
活
狀
態
的
絕
好
寫
照
更
是
猶

大
滅
亡
的
唯
一
清
楚
詳
瓷
的
記
錄
諸
凡
先
知
所
記
錄

的
歷
史
事
蹟
大
都
經
過
考
古
文
物
而
加
以
證
質
尤
其

是
厄
肋
番
廷
文
件
拉
基
士
的
瓦
片
文
件
加
得
年
鑑
等

本
書
中
有
不
少
的
部
份
同
較
後
問
世
的
全
部
哀

歌
將
被
圍
困
於
耶
京
的
猶
大
人
的
悲
慘
處
坡
尤
其
是

嘗
到
蚓
割
的
強
大
敵
軍
破
城
而
入
時
城
中
百
姓
驚
惶

失
措
的
心
理
狀
態
以
及
在
家
破
人
亡
百
姓
充
軍
之
後

遺
留
於
墓
地
的
人
民
惶
惶
不
可
終
日

猶
如
喪
家
之
λ

的
懷
慘
景
次
描
寫
的
淋
漓
盡
致
使
人
如
親
臨
其
境
親

睹
其
狀
實
在
是
偉
大
的
不
朽
之
作

本
書
的
宗
教
價
值
每
位
先
知
除
了
與
其
他
先
知

所
貴
的
共
同
使
命
之
外
皆
有
自
己
特
殊
的
宗
教
恩
怨

耶
肋
米
亞
先
知
特
別
強
調

了
天
主
的
正
義
(
耶
U
個

U
I
M
W
口
口
M
詢
問
詔
"
)
以及
天
主
的
慈
愛

(
耶

3

臼

M
M
S
U
H
犯u
)
上
主
的
慈
愛
固
然
施
於
一
切

的
民
族
位
特
別
鐘
愛
了
自
己
的
兒
子

l

以
色
列
(
耶

3
M
鈍
，
甜
)

這
種
愛
情
的
熾
熱
可
與
愛
人
及
父
子

之
間
的
愛
情
相
比

(
耶
2
1
3
4
)
正
因
如
此
更
彩



顯
了
以
民
罪
過
的
秘
而
且
及
其
犯
罪
峙
的
愚
昧
無
知

(
見
那
2

時
)

先
知
尤
其
特
別
強
調
了
祈
禱
的
重
要
內
心
生
活

及
其
泌
宗
教
生
活
的
價
值

(
耶
7
M
H
H
M
U

幻
u

m
s
n
M
M
幻
M

位
2

等
)
外
表
的
禮
儀
路
陪
襯
以

內
心
的
真
誠
(
耶
7
)
百
姓
咄
咄
以
赤
誠
依
恃
的
心
仰

望
上
主
切
不
可
失
望

上
主
一
定
會
重
建
以
民
使
南
北

二
國
重
新
復
合
言
好
默
西
亞
必
自
達
昧
家
族
中

出
生

建
立
新
的
及
永
恆
的
默
西
亞
王
國
並
與
新
的
以
色
列

人
民
訂
立
新
的
及
永
恆
的
盟
約
這
盟
約
遠
遠
勝

過
西

乃
山
上
的
盟
約
因
為
後
者
是
刻
在
人
心
上
植
於
人
肺

肺
的
堅
固
不
移
的
盟
約

(
耶
H
Hl

犯
)
(
韓
)

m
v
h
v本
來
自
吼
叫
干11
3
3
5
0
0
3
聖
經
上
的

3

司
司
1

』
L
L句
H
R
E司
E
Z
P

『
l
i
s
-
-

』

I
d

d
軒

"
J
E
a
-
-
t
r
v
p
E
F

之

三
個
人
的

名
字
有
「
願
天
主
愛
憐
」
之
意

一
猶
大
艾
派
人
赫
茲
龍
的
長
子
其
後
代
史
稱
耶

辣
默
耳
人
多
居
於
猶
大
的
南
方
地
區

(
撒
上
幻
M

叫
抑

自
編
上
2
9

自
1
i

n

詞
組
)

二
屬
肋
末
人
默
辣
翠
的
後
代
是
達
味
時
代
的
人

其
父
名
蚓
刮
(
端
上
叫

刮
目
)

三
是
指
大
王
約
雅
金
打
潰
的
數
位
民
族
權
威
之

一
他
們
耳
具
有
使
命
將
那
肋
米
亞
先
知
及
他
的
秘
書
巴

制
到
遠
捕
歸
案
(
刷
叫
“
自
)
(
韓
)

一
叫m
p
n
v話
來
眉
目
目
匕
「
E
a
-
-
3
3
3
F
J
是
失
黎
基

-
q
d
哼
哼
哼-
b
b
v
ν
E
J

旬
，
們
開
立
，
:
?
'
，

w
t
t
a

『

竺
-
z
j
i
l
-
-
/
'

、
細
地
方
的

r
r
庫
吉
恥
距
當
時
的
副
鬧
劇
及
喇
喇
刺
雅
戚
本
述
這

1329-1334 益九

三
座
城
的
關
級
人
大
概
是
厄
帕
夫
辣

(
哥
1
7
4

間
)
比
城
以
溫
泉
聞
名
於
世
即
現
今
土
耳
其
的
帕
慕

卡
肋
(
F
B長
阿
拉
0
)溫
泉
若
望
在
致
勞
狄
刻
雅
教
會

書
上
所
說
的
「
你
也
不
冷
也
不
熱•.
. 
」
(
默
3
臼

M
)

按
許
多
學
者
的
意
見
就
是
取
材
於
帕
慕
卡
助
的
溫
泉

比
城
為
培
爾
加
摩
的
閻
王
厄
烏
默
乃
斯

(
H
W
E

昌
，

3
3
)
於
公
元
前
二
世
紀
所
建
三
二
三
年
隸
屬
羅
馬

帝
國
公
元
後
一
七
年
毀
於
地
震
但
不
久
後
又
重
被
建

起
而
成
為
公
元
後
第
二
三
世
紀
的
名
城
之
一
帕
石
雅

(
M
J
Z
S
)就
山
生
於
此
並
任
比
城
之
主
教

(
韓

)

叫n
v
n
v品
均
比
k
內
世
恤
「
-
n
B
B
E
F
J
是
聖
經
上
數

口
呵
呵
越
唔
沿
河
副
小
/
H
O
E
E
E
\

-
J
j
E
j
E

司

，
是
個
人
的
名
字

在
原
文
上
本
與
耶
肋
米
亞
先
知
同
名
同
意
「
上
主
高

舉
」
恩
高
譯
本
將
之
分
別
譯
出

1

里
貝
納
地
方
人
啥
慕
塔
耳
后
的
父
親
哈
恭
塔

耳
原
是
約
阿
哈
次
及
漆
德
克
雅
二
位
猶
大
國
玉
的
母

親

(
列
下
幻
缸
圳
的
M

耶
自
1
)

2

一
個
家
族
的
族
長
屬
於
約
但
河
東
的
半
個
默

蝴
蚓
艾
派
(
編
上
5
H
)。

3

圓
圓
於
本
雅
明
支
派
的
一
位
戰
士
在
漆
刻
拉
格

歸
順
了
瀏
喇
(
編
上
也5
)。

4
加
得
支
派
的
一
位
英
雄
人
物
當
達
味
被
困
於

曠
野
的
山
岩
中
時
耶
勒
米
雅
伸
出
援
助
的
手
(
編

上

uu) 

5

亦
是
喇
喇
支
派
的
英
雄
同
接
幫
助了
被
困
的

遂
味

(
編
上
U
H
)

6

是
在
乃
赫
米
雅
時
代
與

上
主
重
新
訂
立
盟
約

時
在
盟
約
上
簽
字
的
一
位
人
物
(
厄
下

ω
s
)

7

是
與
則
魯
巴
貝
耳
一
同
由
充
軍
之
地
罔
歸
耶

路
撒
冷
的
司
祭

(
厄
下
U
I
)

8

日
定
約
雅
金
大
司
祭
時
代
的
一
位
司
祭
(
厄
下

U
M
)
學
者
們
大
都
以
寫
此
人
與
前
@
所
述
同
為
一

人

(
韓

)

m耶
勒
摩
特
(
一
口
的
刊
的
)

見
劉
鳳

m耶
局
阿
士
(
一M
M
F
)
見
副
扎

M
V
O
訪
時
屁
巴
「
主
寸
三m
H
M
B
E
F
J
人
名
原
文
的

3

可
可
1
E
H
R
司

J
E
=
c
t
k
l
:
i
h
1
:
L

』

1
J
3
2
1
1
F

『

'
"
:
-
E
C
P
E

意
思
是
「
膨

脹
的
」

「
肥
胖
的
」
聖
經

上
以
此
為
名
的
人
數
不
少

因
此
名
按
原
文
在
書
寫

上
星
有
出
入
(
意
義
問

)
故

恩
高
譯
本
亦
隨
之
有
耶
黎
摩
特
及
耶
勒
摩
特
之
不
同

譯
名

I

耶
黎
摩
特

@
本
雅
明
文
派
人
貝
拉
的
兒
子
是
一
家
簇
之
長

(
編
上
7
7
)

@
在
漆
刻
拉
格
投
靠
抖
達
昧的
本
雅
明
人

(
編
土

也
6
)@

肋
末
人
默
辣
黎
的
後
代
慕
史
的
子
孫
是
一
家

族
之
長
生
活
於
途
味
時
代
(
編

上
n
H
剝
削
}

@
蚓
剩
i川
制
到
之
子
(
輛
上
恥
的
‘
詞
)
。



﹒ 泊5 . 

已
在
湖
喇
時
代
風
納
瓷
蚓
里
支
紋
的
一
位
首
長

(
指
欄上
的U
H
)

@
途
昧
的
兒
子
他
的
女
兒
寫
哈
拉
特
嫁
給
勒
哈

則
割
寫
妄
(
幟
下
U
U
)
。
但
閥
割
酬
蚓
一
名
部
不
見

於
其
他
遠
昧
的
旅
譜

@
叫
剩
人
在
湖
列
王
蚓
叫
到
殺
時
代
是
聖
殿
寶

庫
的
督
察
之
一

(
編
下
H
U
U
)

E

耶
勒
摩
特

@
本
雅
明
支
派
人
貝
革
爾
之
子
是
一
家
族
之
長

(
編
上
7

8

)

@
亦
是
本
雅
明
支
派
人
屬
貝
黎
雅
的
後
代

(
編

上
8

H
)

@
厄
麓
的
第
五
子
充
軍
後
奉
命
將
外
方
妻
子
休

棄

(
厄
上
的
品

)

@
固
剩
的
第
四
個
兒
已
亦
在
充
軍
後
遵
罔
喇
喇

往
之
吩
咐
將
外
邦
妻
子
休
掉
(
厄
土
m
盯
)

(
韓

)

恥
關
制
泠

(
以
下
簡

稱
耶
京

)
為
一
舉
世
聞
名
的
聖
城

(
直
至
今
天
不
只

為
基
督
教
猶
太
教

而
且
也
民
間
教
人
士
稱
為
聖
城

)

是
以
今
日
阿
刺
伯
人
直
稱
耶
京
為

「
H
W
-
c
c
含
」
意

即
聖
城
今
把
這
舉
世
聞
名
的
聖
城
簡
介
如
下

(
一
)
名
稱
耶
路
撒
泠
按
最
古
老
的
文
獻
帥
一

九

的
耶
恆
巴
特
(
一
心
N
g

m耶
路
撒
冷
(
一
川
口
的
一
口
)

見
約
匣
巴
特

1335-1336 

八
八
七
年
在
劇
創
南
部
所
發
現
的
稱
為
剛
瑚
研
制
文

獻
上
所
載
(
包
〉
E
R
E
)
在
公
元
前
十
四
世
紀
喇
別

人
旅
客
納
罕
人
稱
法
稱
耶
京
為

d
E
E

E
E

按
d
2
，

E

E
S

這
字
的
解
釋
d
E

是
「
城
」
F
E
S

有
人
解

作
為
一
神
名
也
有
人
解
作
「
平
安
」
之
意

(見
撒
冷
}

希
伯
來
文
師
按
瑪
索
辣
經
文
寫
作
F
E
E
-
O
B

但
讀

作

F
E
E
S
-
s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音
譯
作

H
O『
E
E

自

信
自
但
在
舊
約
的
次
正
經
書
內
以
及
新
約
各
書

內
(除

瑪
幻
品
外

)
都
用
另
一
希
腫
化
的
名
稱

稱
為
H
O同
白
，

已
可
白
"現
代
文
都
用

H
O
E
S
-
0日

故
中

文
也
譯
作
耶

路
撒
冷(

二
)
地
理
形
勢
耶
路
撒
泠
位
於
高
原

地
帶

(
一
誦出
地
中
海
二
千
四
百
九
十
三
尺
高
出

死
海
三
千

七
百
五
十
六
尺
)
原
來
的
古
耶
路
撒
冷
地
址
直
到
上

一
世
紀
中
葉
以
寫
位
於
今
耶
京
西
南
隅
俗
稱
熙
雍
山

山
丘
上
不
過
近
代
考
古
學
家
一
致
認
寫
那
是

一
種
錯

亂
而
古
闖
關
制
泠
應
是
位
於
今
學
殷
商
也
俗
稱
制
蚓

耳

(
。
可Z
H
)
山

丘
上
在
教
斐
耳
山

丘
東
邊
的
下
面

有

一
天
然
水
泉
名
叫
基
紅
泉

(
。F
。
目
)
(
日
後又

稱
為
聖
母
泉

)。
該
這山丘
即
古
闖
關
制
制所
在
也
除

北
面
與
一
晶凹
不
平
的
山
地
相
連
外
其
他
東
西
南
三
面

還
以
深
谷
東
面
為
克
德
龍
谷
南
面
有
希
農
谷
函
因
為

提
洛
培
雍
谷
郎
今
日

之
大
馬
士
革
門
直
遷
至
南
面
的

希
農
谷
不
過
因
日
久
天
長
已
漸
漸
填
平
今日
似
乎
已

看
不
出

來
從
這
一
形
勢
看
來
這

一
山
丘
原
是
極
好
的

天
險
地
帶
尤
其
東
面
有

一
天
然
水
泉
由
此
可
知
何
以

方。從
很
古

載
有

人據
了
這

山

丘，
作
為
他
們
居

住
的

她

{
三
)
歷
史
耶
路
撒
泠
究
於
何
時
開
始
有
人
居

住
擴
考
古
學
家
的
研
究
約
在
公
元
前
三
千
年
已
有
人

定
居
於
此
約
在
公
元
前
二
千
年
左
右
阿
摩
黎
人
侵
入

了
客
納
罕
地
奪
去
了
埃
及
人
在
此
地
之
霸
槽
之
後
有

一
種
屬
印
度
歐
羅
巴
的
民
族
和
屬
黎
人

(
出
自3
2
)

也
會
侵
入
刺
恥
公
元
前
十
八
世
紀
按
蚓
蚓
人
的
傳
說

也
的
建
祖
亞
巴
郎
時
代
同
時
為
至
高
者
的
司
祭
默
基

瑟
德
在
此
為
王
稱
為
撒
泠
王

(
創
刊
H
)
大
約
即
耶

路
撒
泠
的
簡
稱
按
阿
瑪
爾
納
文
獻

所
載
稱
耶
路
撒
冷

氣
閣
制
制
趴
約
在
公
元
前
十
四
世
紀
為
制
別
王
到
蚓

摩
息
斯
三
世
(
吋C
H
E
g
Z
H
H
H
)
佔
領
耶
京
成
了
埃

及
的
落
屬
嘗
一
個
名
叫
阿
布
狄
赫
帕

(
〉E
M
B目
。
咕
"
)

在
耶
京
執
政
時
受
到
匪
徒
入
侵
會
向
樹
別
王
求
救
之

後
當
以
色
列
人
入
侵
時
在
耶
京
執
政
者
為
阿
多
尼
責

德
克
他
會
聯
合
了
五
個
阿
摩
黎
王
子
企
圖
抗
拒
以
色

列
人
但
卒
寫
若
蘇
厄
所
殺

(
蘇
m
s
|

品
)
不
過
若

蘇
厄
並
未
佔
領
了
耶
京
因
為
直
到
達
味
時

(
約
公
元

前
一
千
年
)
耶
路
傲
泠
仍
為
耶
步
斯
人
所
佔
有

而
且

真
正
攻
陷
了
耶
京
的
乃
達
味
君
王

(
撒
下
5
8
)
當

遠
味
攻
下
了
耶
京
後
首
先
修
築
城
這
後
又
建

7
自
世
城

稱
為
遠
咪
城
並
把
約
櫃
迎
入
城
中

他
叫
姐
有
意
為
天
主

建
造
聖
殿
但
為
天
主
所
拒
(撒
下
7

2

|

4
)達
味
死

後
徹
經
淪
繼
位
更
大
興
土
木
先
將
這
咪
城
北
面
之
摩

黎
雅
山
丘
創
平
修
建
了
連
一
般
然
後
將
學
殷
商
南土
低



,..--

凹
地
填
平
聖
經
上
稱
這
一
工
程
為
「
米
羅
」
(
即
填

平
之
意
)
(
則
上
叮
叮
)
之
後
又
在
北
面
修
築
了
一

座
城
牆
即
使
稱
第
一
道
城
牆
由
今
日
所
稱
之
雅
法
門

直
至
聖
殿
的
入
口
處
這
接
耶
京
在
撤
羅
溺
統
治
下
成

了
政
治
與
宗
教
之
中
心
不
過
好
景
不
常
撒
羅
瀚
死
後

達
昧
王
朝
郎
一
分
為
二
南
北
二
國
北
國
亦
稱
以
色
列

國
以
制
瑚
劉
樹
為
首
都
闖
京
只
成
了
南
國
也
稱
楓
列

國
的
京
都
從
那
時
起
耶
京
不
只
遭
受
到
異
民
如
埃
及

培
肋
舍
特
人
而
且
多
次
也
遭
受
到
北
國
以
色
列
的
騷

也
當
剩
川
到
雅
為
王
成
為
鞏
固
蚓
京
叉
修
築
了
第
二

道
城
牆
郎
自
雅
法
門
直
到
聖
殿
西
北
角
日
後
建
有
安

多
尼
堡
處
此
外
他
的
另
一
大
工
程
師
修
築
了
一
條
地

下
引
水
道
將
基
紅
泉
水
引
至
城
南
端
之
央
羅
亞
水
池

全
長
約
五
百
五
十
公
尺
為
預
防
在
耶
京
被
圍
困
時
不

致
城
中
無
食
水
(
列
下
幼
m

依
泣
9

i

u
)
在
希
則

克
雅
王
後
約
一
世
紀

(
閻
公
元
前
五
九
七
年
上
)
終

於
耶
京
為
巴
比
倫
王
拿
步
高
所
攻
陷
將
聖
殿
搶
繞
一

空
將
一
切
防
禦
工
事
拆
毀
將
大
批
人
民
連
同
君
王
耶

制
問
蚓
榜
往
凹
出
山
洞
立
漆
德
且
如
雅
為
蚓
划
王
十
年
後

因
楓
樹
到
樹
造E
h劃到
副
王
再
度
進
攻
蚓
京
終
於
在

公
元
前
五
八
七
年
上
將
耶
京
及
聖
殿
完
全
予
以
摧
毀

在
以
民
充
軍
期
瀚
之
後
因
波
斯
王
居
魯
士
所
頒

的
上
論
准
以
民
返
國
重
羅
里
一
殿
於
是
以
民
先
後
在
則

-
魯
巴
貝
耳
和
乃
赫
米
雅
等
人
的
領
導
下

(
由
公
元
前

掰
一五
三
八
l
四
三
九
年
刊
將
闖
京
及
聖
殿
重
加
修
也
在

戶
厄
下
2
u
|
3
"

對
修
威
主
學
有
很
詳
益
的
記
述
只

1336 重九

是
城
門
就
不
下
十
個
之
多
不
過
今
天
己
多
不
可
確
定

究
在
何
處
(
讀
者
欲
知
詳
情
可
參
閱
厄
下
2
u
|
3

之
後
約
在
公
元
前
三
三
二
年
耶
京
又
為
亞
歷
山

大
大
帝
所
佔
將
耶
京
劃
歸
希
腦
帝
國
版
圖
他
死
後
耶

京
又
先
後
為
埃
及
仆
托
肋
米
以
及
敘
利
亞
色
宴
苛
王

朝
所
統
治
但
壓
迫
猶
太
人
最
厲
害
的
要
推
安
提
約
古

四
世
厄
丕
法
芯
(
公
元
前
一
七
六

l

一
六
四
年
)
他

不
只
拆
除
了
耶
京
城
牆
尤
其
褻
潰
聖
殿
因
而
激
起
了

史
稱
瑪
加
伯
兄
弟
護
敬
的
聖
戰
終
於
在
約
納
堂
及
息

孟
兩
兄
弟
領
導
下
得
以
將
敘
利
亞
的
勢
力
予
以
消
誠

將
拆
除
的
城
牆
再
加
修
建
使
耶
京
叉
能
得
享
平
安
尤

其
獲
享
宗
教
自
由
以
致
能
再
稱
耶
京
為
聖
城

(
加
上

m
u
)
可
惜
好
景
不
常
因
了
依
爾
卡
諾
與
阿
黎
斯
托

步
羅
的
內
開
招
致
了
羅
馬
帝
國
的
干
涉
終
於
在
公
元

前
六
三
年
耶
京
又
寫
羅
馬
大
將
龐
培
所
佔
領
直
到
三

七
年
委
任
大
黑
落
德
為
猶
太
王
由
怠
孟
執
政
至
到
大

黑
落
德
被
封
為
王
這
段
時
間
史
稱
為
「
阿
斯
摩
乃
朝
」

時
代

當
大
黑
落
德
執
政
後
又
大
事
興
建
先
將
聖
殿
修

整
一
新
在
聖
殿
西
北
隅
的
原
稱
巴
里
斯
的
調
堡
重
予

以
修
建
改
稱
為
安
多
尼
堡
向
為
羅
馬
皇
帝
的
馬
爾
谷

安
多
尼
表
示
敬
意
在
城
的
西
南
端
為
自
己
催
建

了
一

極
奢
侈
的
王
宮
在
他
死
後
繼
他
位
的
黑
落
德
阿
格
黎

帕
一
世
於
公
元
四
四
年
上
又
修
建
了
一
道
城
牆
俗
稱

第
三
城
牆
將
蝴
調
到
劃
山
區
也
圍
繞
在
內
但
這
些
防

禦
工
事
不
數
年
後
(
即
公
元
七

十
年
)
國
猶
太
人
作

亂
為
羅
馬
大
將
提
托
在
凰
城
三
月
後
予
以
攻
破
佔
接

了
耶
京
並
將
聖
殿
付
之
一
短
將
耶
京
創
歸
直
屬
羅
馬

皇
帝
的
一
行
省
之
後
公
元
三
二
二
年
又
因
一
名
叫
巴

爾
苛
刻
巴
的
叛
變
勵
蚓
皇
帝
叫
樹
則
將
全
城
予
以
毀

誠
而
另
以
羅
馬
式
重
加
改
建
甚
而
將
耶
路
繳
泠
易
名

為
厄
里
雅
卡
丕
托
里
納

(
K
E
E
p
t
g
E
E
)
(按

厄
里
雅
為
哈
德
良
的
姓
卡
丕
托
里
納
是
羅
馬
人
在
城

中
心
所
敬
拜
的
一
腳γ
-
M
M
芯
片
的
名g
E
D
E

的
簡
稱
)

在
聖
殿
附
近
建
了

一
座
猶
丕
式
神
廟
並
以
死
刑
嚴
縈

猶
太
人
踏
足
耶
京

之
後
由
公
元
二
世
紀
直
至
今
日

耶
京
叉
屢
經
波

斯
人
阿
刺
伯
人
十
字
軍
以
及
土
耳
其
人
等
一
一
冉
侵
擾

摧
毀
修
建
是
以
耶
京
實
可
謂
是
一
座
飽
經
「
滄
海
桑

田
」
的
城
市
一
九
四
八
年
以
色
列
建
國
後
耶
京
被
分

為
新
與
舊
兩
部
份
新
城
團
團
以
色
列
當
城
也即
古
耶
路

撒
冷
所
在
地
屬
約
但
國
一
九
六
七
年
六
日
戰
爭
後
整

個
耶
京
叉
金
屬
以
色
列
統
治

(
四
)
耶
路
撒
冷
與
救
恩
史
耶
路
撒
冷
自
達
味

佔
領
後
達
味
便
接
都
於
此
並
為
自
己
修
建

了
皇
城
稱

為
達
味
城
又
將
約
櫃
抬
至
達
味
城
因
而
耶
京
不
只
是

政
治
中
心
而
且
也
成

了
以
民
的
宗
教

中
心
尤
其
在
撒

輯
制
為
上
主
修
建

了
聖
殿
後
蚓
京
成
了
「
天
主
的
住

所
」
(
見
出
的
臼
口
)
按
照
申
命
紀
上
所
說
上
主
乃

唯
一
其
一
鵬
為
避
免
以
民
陷
於
敬
拜
邪
神
按
照
梅
瑟
法

律
以
民
不
得
在
其
他
地
方
獻
祭
而
峨
該
到
「
天
主
的



~住
所
」
耶
路
織
冷
去
朝
拜
天

主
(
則
W
M
S
n
)

。

劉
制

知
~
的
作
者
會
不
斷
歌
頌
嘲
制
制
制
為
「
聖
坡

」
「
塾
山
」

~
「
天
主
的
住
所
」

(
詠
W
Z

s

布
s

m
)

-

耶
路
撒
泠
除
上
述
寫
「
天
主
的
住
所

」
外
另
一

一
重
要
的
理
由
乃
天
主
會
給
崗
喇
許
下
要
鞏
固
他
的
王

權
直
到
永
遠
(撒
下
7

8
|

臼
)從
天
主
這
一
許
諾
來

看
無
疑
與
日

後
默
西
亞
神
國
有
關
因
為
崗
蚓
不
久
便

去
了
世
他
的
繼
位
者
刷
刷
制
也
死去7
八
而且
崗
蚓
王

國
在
撒
羅
漏
死
後
一
分
為
二
之
後
不
只
北
國
為
固
樹

所
減
郎

細
刻
國
在
公
元
前
五
八
七
年
們也
為
凹
出
制
王

所
減
充
軍
期
滿
後
以
民
雖
由
充
軍

地
歸
國
重
建
了
聖

殿
但
並
未
能
恢
復
達
味
的
王
國
由

此
可
清
楚
看
出
耶

路
撒
泠
的
重
要
性
是
在
乎
宗
教
而
不
在
乎
政
治
這
一

觀
念
尤
其
由
先
知
們
的
講
述
可
資
證
明
先
知
們

一
方

面
譴
責
以
民
尤
其
以
民
的
領
袖
之
不
義
不
惜
預
言
耶

京
將
遭
受
天
主
的
嚴
罰

(
見
亞
1
2

依
1

刮
目

3

1

l

H
n
u
l

n

米
1

ρ
臼

耶
5
1
|

e
6
1
!

u

7
u

8

凹
|

M
)
但
另
寸
方
面
由
於
耶
京
說
是
天
主

的
城
敵
人
決
不
會
將
它
完
全
消
滅

(
依
的
M
|

盯
沁

M
|

缸
索
3
M

|
叩

)
而
且
耶
京
、
必
將
煥
然
一
新
關

於
這
新
耶
路
蜘
泠
蚓
蚓
劃
內
有
極
詳
盡
的
描
也
首
先

耶
京
將
稱
為
「正
義
的
城
忠
貞
的
城
」
(叭
叭1品
)
「
上

主
是
我
們
的
正
義

」
(
耶
刊
M
H
)
「
上
主
的御
座

」

(
耶
3
H
M
U
)
「
上
主
在
那
襄
」
(
則
物
品
)
在

那
里
將
有
一
活
水
流
出
河
水
流
過
的
地
方
魚
類
繁
多

百
物
生
長
(
則
約
1
|

M

岳
4
"
)
「
太
陽
不
再
是

九1336 

你
的
光
明
月
亮
也
不
再
照
耀
你

上
主
要
作
你
永
久

的

光
明
你
的
天
主
要
作
你
的
光
輝
﹒
你
的
人
民
都
要
稱

為
義
人
」

(
依
ω
叮
|
缸

)
「
萬
民
要
奔
赴
你
的
光

明
」
(
依
的
2
|
3
)
「
我
的
殿
{
于
將
稱
為
萬
民
的

祈
禱
所
」
(
依
必
7
8
)
「
萬
民
要
奉
上
主
的
名
灌

集
在
耶
路
撒
冷
」

(
耶
3

口
)
總
之
耶
路
撒
冷
將
成

為
天
下
萬
民
精
神
的
首
都

(
依
的
M
|

即
回
2
H
)

是
以
先
知
們
所
描
述
的
耶
路
撒
冷
絕
非
以
民
自
充
軍

地
歸
國
後
所
重
建
的
地
上
的
耶
路
勵
市
而
是
指
一
形

而
上
的
精
神
的
耶
路
撒
泠
換
言
之
的
默
西
亞
來
臨
時

將
要
建
立
的
神
國
而
耶
京
乃
默
西
亞
神
圓
的
首
都
事

實
上
國
耶
穌
的
降
生
上
述
先
知
們
的
預
言
已

一
一
實

現
這
由
新
約
的
記

述
可
獲
得
證
明
當
聖
母
與
耶
穌
到

耶
路
撒
冷
行
取
潔
禮
時
在
耶
京
有
一
位
老
人
西
默
盎

就
說

「
主
啊
我
親
眼
看
見
了
你
的
救
援
為
作
聲
示
異

邦
的
光
明
」
(
路
2

叫

自
)
另

一
位
學
婦
亞
納
稱
耶

穌
偽
耶
路
撒
冷
的
救
援

(
路
2

抽

)
及
至
耶
穌
長
大

傳
教
時
自
稱
為
照
世
的
真
光

(
若
8
時
)
又
說
「
誰

若
渴
到
我
這
襄
來
喝
吧
凡
信
從
我
的
就
如
經
上
所
說

從
他
心
中
要
流
出
活
水
的
江
河
」

(
若
7

盯
油

)
無

疑
耶
穌
的
'
井
的
雖
非
直
接
的
但
至
少
影
射
依的
口
[

缸

則
約
1
1

剖

固
U
H
S等
經
文
不
過
事
實

上
喇
喇
喇
喇

祇
在
一
短
暫
的
時
間
接
受
耶
穌
為
他

們
的
君
王

(
瑪

幻
1
u
)

但
此
外
一
直
拒
絕
接
納
耶
穌
甚
至
末
後

將
耶
穌
釘
在
十
字
架
上
不
過
天
主
的
計
劃
人
是
無
法

反
抗
的
(
耶
穌
會
以
聖
殿
作
他
復
活
的
象
徵
見
若
2

M
)
耶
穌
死
後
第
三
天
復
活

了

示
過
蚓
京
真
正
成了

默
西
亞

紳
圓
的
首

都
可
說是
在
舉
辦
降
臨

的
那

三
力
，

從
那
一
天

起
學
教
會
默
西
亞
紳
國
正
式
成
立
了
也
自

那
一
天
起
耶
穌
的
福
音
開
始
從
耶
路
撒
冷
傳
往
夫
下

各
也
耶
阿
叫
做
剩
無
形
中
成
了
天
下
萬
民
的
精
神
首
恥

正
如
前
面
所
引
諸
先
知
所
預
言
的
萬
民
將
由
天
下
各

地
灌
集
到
耶
路
繳
泠
朝
拜
天
主

末
後
在
制
制宮和
又
以
新
鬧
鬧
喇
喇
來
指
天
國

(
迦
4

扭

扭

默
幻
1
-
M
l

口
)
亦
稱
為
天
上
的
耶

路
撒
冷
而
這
天

上
的
耶
路
撒
冷
按
迦
4

扭
扭

的
記
栽

在
耶
穌
建
立

了
教
會
後
已
在
地
上
開
始
了
但
完
美
的

境
界
仍
有
待
於
日
後

真
正
的
天
國
那
時
如
默

釗
-
-

4

所
說

「
新
耶
路
撒
冷
聖
城

從
天
上
自
天
主
那
襄
降

下
﹒
﹒
是
天
主
與
人
同
在
的
帳
幕
... 

天
主
要
拭
去
他
們

眼
上
的
一
切
淚
痕

以
後
再
也
沒
有
死
亡
再
也
沒
有
悲

傷... 

因
為
先
前
的
都
已
過
去
了
」
在
這
一
意
義
下
位

於
凹
划
蚓
叫
峭
的
耶
|
制
制
制
乃
是

日

後
天
上
的
蚓
蚓
制

冷
的
象
徵(

五
)
耶
京
今
日
的

形
勢
自
五
旬
節
里
神
降
臨

日

耶
京
成
了
默
西
亞
神
國
的
首
都

起
直
到
今
天
每
年

不
知
有
多
少
來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基
督
徒
來
朝
拜
耶
穌

受
難
受
死
以
及
復
活
升
天
的
雪

地
這
正
應
驗
I
T
知

依
撤
意
亞
所
說

「
將
有
許
多
民
族

上
去
說
來
啊
我
們

攀
登
上
主
的
聖
山
往
雅
各
﹒伯
夭

主
的
殿
前
世去
.. 

」

(
依
2
8
)
是
以
我
們
把
今
日

耶
京
的
地
形
容
提
一

二
使
讀
者
對
今
日

的
耶
京
有
一
大
翠
的
認
識
(
見
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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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撤路

重

耶

;lL .“8 . -耶學督是， 癒在，死從
穌 殿日亞| 一在所這
多周~納| 患圖走
#.圍殿 堂，病的的圍
在所所 為三最路 上
該 fJ 在 法|十北 線，可
處的地，籍八端以清
與點，今俗年有l 月1 楚
1首I 7\ 為，稱的貝|守 地
太| 璽H 奧|自癱 特| 日看
人 經i 瑪| 荻子區|教 出
議 上 爾Iffi申(達| 友耶
道所( 父若i 池 ，朝穌
辦稱 。 所 5 在里當
論， 的 g 管。 2 該的 日
ÍÎß撒| 三接 |處目講
穌 羅1- 著 s 耶的道、
死漪| 清下~，穌地受
而 走其來現 會的草鞋、
復 廊 ，寺。是在治所受

車
輛
車
草
草

戶
成
壘
，
處

μ年
~

納
、

尼
誓
，
「、
、

活
升
天
宗
徒
們
總
續
在
孩
處
講
道

(
宗
3

u
)
在
萊

茵
那
一
出
口
處
寫
金
門
也
稱
穌
撤
門
過
去
有
人
誤
認

為
聖
經
上
所
說
的
「
麗
門
」

(
到
3

叩
)
(
按
「
麗

門
」
當
在
偏
西
郎
容
許
外
教
人
進
入
聖
殿
庭
院
處
)

今
已
不
通
行
但
從
城
內
外
仍
可
看
出
孩
門
當
日
的
輸

廊
里
股
東
面
為
研
劃
瑚
回
國
即
耶
穌
受
難
前
夕
祈
禱

的
地
方
今
為
耶
穌
山
國
祈
灣
大
風
位
於
喇
喇

山
且
在

橄
欖
山

上
有

一
小
圓
形
的
建
築
物
織
云
乃
耶

穌
升
天

處
嬰
般
的
北
面
為
刮
到
岡
州
M
K郎
當
日
耶
穌
在
叫
叫
到

前
受
審
的
地
方
今
為
間
教
一
小
學
所
在
地
教
友
抖M
A

路
即
以
孩
處
為
第
一
處
在
法
小
學
的
對
面
布
川
洲b
u

辦
的
雪
經
學
院
稱
心
「
耶
穌
受
鞭
打
會
院
」
心
品
立

耶
穌
在
該
處
受
鞭
打
之
苦
在
該
院
兒
遂
有
-
M
形
小

堂
稱
為
「
判
死
刑
小
堂
」
綠
云
的
在
法
處
耶
穌
悶
比

拉
多
判
處
死
刑
由
孩
小
堂
也
通
紅
邊
一
修
，
灰
忱
(
郎

熙
雍
學
母
修
女
會
)
仍
可
見
到
石
山
閃
閃
昕械
的
「
石

鋪
地
」
希
種
文
稱
民

H
L
H
Y
S
H呵。
同
。ω

城
的
叫
兩
悶
悶

晚
餐
廳
川
耶
穌
悠
立
聖
他
學
事
以
此
拭
學
艸
降
臨
昕h
忱

地
在
附
近
挂
有
一
座
「
聖
母
布
在
你
斤
天
立
」
州
文
州

咱
們
為
巳
耳
目
前
恥
。
城
的
北
閏
月
昔
日
所
榕
的
g
A
吋
達

拉
4
]
文
稱
為
C

才
E
Z
F

。
n
E

中
文
譚
心
「
悔
恨
」

地
(
瑪
幻
詞
)
在
孩
處
耶
穌
被
釘
在
十
字
梁

上
而
死

今
為
耶
穌
墓
萃
大
敗
所
在
地
在
這
嬰
萃
大
殿
內
除
吋

見
到
一
極
俠
小
的
耶
穌
學
來
小
山
，
平
外
在
進
人
大
仙
似
的

右
邊
為
耶
穌
被
釘
死
之
地
方
這
大
仙
似
今
分
屬
於
米
主

教
希
臘
正
教
亞
美
厄
亞
教
會
所
共

包
以
上
所
述
內
?

日
胡
辜
者
所
渴
的
包
而
賞
一
際
上
也
吋
蚓
刷
版
時
峙
瓜
的
作
嘻

地
如
讀
者
有
機
會
到
耶
路
微
冷
釘
上
述
各
地
對
地仆
什

一
白
了
然
故
不
多
資
(

此

)

的耶
路
撒
冷
聖
經
學
院

它
的
原
名
是
「
逗
經
費
習
研
究
學
悅
」
拉
什
-
教
心
打



『
自
具
十
三
世
椎
動
下
個
月
多
明
我
會
士
詮
悶
熱
於
一
八
九

划
-0
年
所
建

L
院
址
在

恥
路
撒
冷
第
一
位
致
命
聖
人
蚓

-| 一
德
望
馮
主
捐
軀
的
地
方
故
亦
稱
為
聖
斯
德
里
會
院
在

一
這
地
方
於
公
元
五
世
時
王
后
厄
鳥
多
息
雅

(
開=
E
E

巴
"

)娃
一
大
股
並
安
詮
藝
人
斯
德
望
的
聖
觸
於
大
殿

中
以
資
紀
念
此
駿
於
七
世
紀
中
毀
於
波
斯
人
之
手
一

八
八
0
年
比
古
殿
甜
的
扯
為
肋
公
特(
F
o
g
g
g
)所

挖
細
研
究
並
將
之
買
下

這
一
學
院
的
精
神
按
教
宗
的
廠
望
應
是
公
教
化

及
科
學
化
的

以
種
種
科
學
的
方
法
來

研
究
及
推
行
聖

經
學
問
並
造
就
星
級
專
門
人
才
它
是
兩

年
學
制

教
授

皆

來
自
出
風
益
用
制
文
教
材
有
斟
制
概
論
解
經
學

聖

經
歷
史
地
斑
考
古
及
耶
京
地
彤
的
學
並
有聖
經
語
言
及

其
他
古
東
方
諾
言
的
教
授土
品
的
笛
目
不
多
主
要
在

於
推
勁
放
指
導
學
生
從
事
個
人
研
究
的
方
法
每
過
一

個
下
午
間
為
耶
京
考
古
的
質

地
吃
察
每
月
有
一
整
天

的
當

地
苟
且裝
授
州
的
每
年
則街
兩
三
次
這
遊
整
個
雪

地

制
叫
到
及
樹
刺
耳
而
每
次
為
期
八
至

十

四
天
不
生
可
以
使

學
者
得
到
墓
地
質
際
考
察
的
經
驗

一
九
二
0
年
法
國
政
府
鑑
必
這

一
學
院
在
聖
經

考
古
方
面
的
輝
煌
成
就
命
名
為
「
法
國
耶
京
聖
經
考

古
學
院
」
它
招
收
來
白
山
界
各
地
的
神
父
及
會
士
來

造
就
他
們
做
然
毛
主
要
的
白
的
站
推
勁
個
人
研
究
的

工
作
故
此
學
生
數
目
何
限
不
得
超
過
二十
五
毛
二
十
五

人
半
個
多
問
紀
以
來
為
教
會
造
就

山
了

不
少
的
優
秀

聖
經
學
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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蚓
剛
糾
神
父
非
祇
是
創
始
A
川
而
且
也
是
它
的
首

腦
及
性
石
他
寫
這
一
學

院
留
下
了
獨
立
的
風
格
訂
立

了
指
南
及
方
向

以
及
研
究
聖
經
學

悶
的
方
法
而
且
他

木
人
也
留
下
了
大
批
有
價
值
的
著
作
他
為

了
將
這
一

學
院
的
成
紋
介
紹
興
人
更
創
辦
了
兩
種
維
誌
其
一
是

「
聖
經
評
論
」

(
悶。
〈
E
M
M
E
r
fo

)
創
於
一
八
九

二
年
會
一
度
是
經
馬
「
學
經
委
員
會
」

(
的
。BE
B
E

E
。
因
E
E
)

的
機
關
報
其
二
是
「
聖
經
研
究

」

(
關
官
已2

四
『
口
』
呂
立
創
於
一
九
0
0
年
多
注
重

解
經
學
上
的
問
題

二
者
都
是
挂
悶
熱

一
手
所
創

直
至
最
近
這
一
學
院
的
領
導
人
物
是
德
富

(
已
。

〈
凶
C
H
3
3

卒

)
神
父
在
他
的
指
導
之
下
有
谷
木
胸

的
考
古
及
全
部
聖
經
的
新
譯
即
「
耶
路
做
冷
聖
經
譯

科
」
這
本
譯
著
甚
為
有
名
最
近
幾
年
來
更
增
加
了

一

個
新
的
附
帶
叢
列
名
為
「
研
究

M
m巡

」
(
T
E
g

〉
E
Z
B
)
(

特

)

哺
扭
扭3
日
久
\
〉-
ug
g

是

J
背
叛
一
謂
山
自
希
臘
文

n
d
F
摩
克
/
〉
M
E
EE

E
\
原
意
指
娃
政
治

上
的

「
叛
變
」
或
「
暴
動
」它
被
利
用
在
宗
教

上
便
成
了
對

教
義
的
背
叛
背
棄
或
叛
離

(
宗
幻
缸
得
後
2

3
參
見

耐
2
u
)，

是
指
人
遠
離
天
主
放
棄
信
低
處
夫
天
良
而

敬
拜
邪

棘
的
行
為
信
約

中

有
不
少
背
叛
的
山
例

以
民

在
曠
野
中
之
敏
租
金
牛
積
(
山
切
4

自

)
rk
記
載
的

叫
氏
之
座
次
行
棄
天
主
而
做
奉
剝
削
叫
人
的
凹
叫
艸

及
其
他
外
方
人
的
艸
紙
(民
2
u

i

H

叮
時

3
7
)
往

年
時
代
的

喇
喇
鯽
凶
愛
戀
外
方
的
女人亦
隨
之
陷
入

邪
棘
的
敏
拜

(
列
上
“
-
-

u
J「
北
國
凶
剖
州
叫
們
用
其

敘
利
亞

及
髒
尼
基
人
的
影
響
太
深
幾
乎
整
個
北
國
時

代
完
全
背
草
草了
天
主
(
列
上
U
H
H
凹
，
等

)
這
些
背

叛
的
原
過
固
然
很
多
但
主
要
者
恐
怕
還
是
因
馬
-
方

面
以
氏
之
宗
教
為
普
通
一
般
平
民
似
乎
太
宗
品
仙
樂

又
不
府
做
拜
偶
像
約
一
方
函
他
們
見
到
外
邦
人
繭
j

之
偉
大
科
像
之
輝
煌
敢
做
之
除
軍
受
不
了
逗
他
強
烈

的
誘
惑
而
背
叛
自
己
的
宗
教
這
足
心
即
方
面
的
最
大

成
凶
之
一
但
挂
在
充
軍
受
泊
之
後
凡
四
百
年
之
久
以

民
忠
於
自
已
的
宗
教
區
，
主
女
提
約
古
四
世
才
又
見
行

叛
之
事
發
生
而
這
背
叛
竟
成

了
新
約
所
說
的
木

日

的

大
「
行
放
之
事
」
的
象
做

(
得
後
2
3
)

在
新
約
中
的
背
叛
品
放
坡
一
偏
t
日
背
離
天
父
(
迦

1

6
9

)
娃
不
呵
原

I

品
的
治
犯

(
迦
5

7

I

U
)

是
圳
以
娶
一
艸
蓋
新
釘
大
主
地
由
于
紅
」

l

千
梁
上
故
以
叫
愉

悅
改
(
相
6
4

6

)
泣
時
阱

m
f
p
h

料
做
學
艸
以
仙
似

緻
之
飢
作
俗
物
(
市

m
目
叫
且
碼也
訓
等
)
這
叫
起
致
人

於
死
的
大
弄
不
必
為
逗
慎
的
人
昕
站

(
右
一
5

時
)

背
叛
的
原
閻
良
心
的
破
反

(
弟
前
l
u
)
在
宗
教
上

昀
不
過
白
及
缺
乏
熱
心
(
右

-
2
"

見
格
前
U
U
)

及
倫
即
概
念
的
破
產
(
默
2
H

等

)
背
叛
的
結
束
為

叫
民
是
死
亡
為
教
友
是
永
罰(花
ω
甜
甜
兒

眩
目

)

談
們
雖
然
不
忠
於
天
主
的
道
洲
4〈
主
划
忠
於
對
必
人

的
懲
罰

(
以
後
2

臼
)
，
背
叛
教
灰
之
命
運
倒
不
如
后

來
教
更
好

(
圳
後
2

間
參
H
M瑪
曰
“
的
帕叫
自
)

耶
穌
親
刊
教
圳
門
徒
要
小
心
中
H
惕
那
些
一
假
先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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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
7
臼
|
刊
)
瞎
跟
的
嚮
導
(
瑪
的
4
路
6
"
)

假
基
督
(
瑪
圳
的
4
S
M
)
里
保
祿
警
告
厄
弗
所
的
長

老
(
宗
泊
叮
)
將
有
紛
狼
散
佈
邪
說
謬
論

(
宗
刮
目

-
u
參
見
對
前1
u
m

弟
後
2
叮

M
若
三
9

節

)
會

告
擱
蚓
人
要
遠
離
那
比
一
一
假
傳
教
士

(
織
的
口
"
)
提

醒
人
不
要
離
審
單
純
正
的
信
德
(
格
後US
)
假
導
師

是
可
恥
的
使
徒
是
騙
人
的
歹
徒

(
格
後
U
H
H
)
祇

有
一
個
一
福
音
其
他
都
是
可
詛
咒
的
(
迦
1
6
|
9
)

應
實
行
信
德
的
興
建
不
要
如
赤
子
然
受
人
欺
騙

(
弗

4
H
H
)
不
要
信
從
浮
言
(
弗
5
6
)
勸
猶
太
教
友
不

要
放
棄
基
督
教
而
重
歸
猶
太
教
(
希
3
u
6
4
l
s

m
甜
|

臼
曰
“
|
血
口
9
)
其
他
見
伯
後
2
1

自

到
-
3
7
4
1
|

3
創
一
一
7
l
u
節
制
的
|
的
恥

但
是
學
經
上
關
於
背
叛
最
著
名
而
清
楚
的
文
件

是
得
後
Z
S

所
說
的
末
日
的
背
叛
之
事
聖
保
祿
在
這

英
肯
定
的
說
@
在
天
主
子
第
二
次
來
臨
之
前
將
有
背

叛
的
事
@
將
有
許
多
人
放
棄
背
離
其
道
此
亦
可
由
路

扭
扭
扭
及
瑪
圳
的
缸
來
證
明
(
韓
)

九• 570 • 

百五;一個 mom9
3 屆君 主 EF 彈
，有1 一的 亦 手是 R-h
最| 個自家 是1 回 T.VJ
的， 本| 譜胡|

兒雅|上，番| 同 F 
手明|姐 家毛 詩
戶 的被族 z 
編i家稱的昌、J
上 譜為a 創
7 表胡| 始之人見
!2上，平| 人意，名，默|
)。將--- --- 是有龍L
總-胡| 創i 戶 i 本I~
之，平146 26 雅|搜
~~ ,-.. 2 1 閻明|取
在 胡I -=~':""。的一
學} 吞| 編1;在第把
經1--- 年i 另五」

~ 

上
的
人
物
歷
史
很
是
復
雜
學
者
至
今
得
不
到
圓
澈
的

答
案

(
韓

)

m
m
n叮h
口
「
出
晶
宮V
J
胡
帕
是
依
原
文
音
譯
的

自
4
E

由
叩
/
泊
。
S
E

」
譯ι
蚓
丌
文
依
相
酬
文

譯
作
「
目
。
可M
V
E」
他
是
亞
郎
的
後
裔
屬
司
祭
家
族

他
這
一
家
在
遠
咪
王
抽
籤
創
分
司
祭
班
次
時
抽
得
第

十
三
籤
為
第
十
三
班
司
祭
參
見
編
上
叫
“
6
問
此
名
的

意
義
大
抵
是
謂
「
有
上
主
作
掩
護
」

(
漁

)

站
站
咧
騙
啊
(
因
E
JU川
名
意
思
赴
「
小
孩
子
」
學

1

』

l
t
l

'
、
經
上
以
此
為
名
者
的
人
物
有

下
列
諸
人一

固
定
在
出
埃
及
時
以
民
間
的
一
位
要
人
會
為
梅

瑟
的
親
信
有
人
謂
他
是
梅
瑟
妹
妹
米
黎
盔
的
丈
夫
但

無
據
可
憑
當
若
蘇
厄
率
領
以
民
間
阿
瑪
肋
克
人
作
戰

時
梅
瑟
在
高
崗
上
為
以
民
祈
禱
有
亞
郎
及
胡
爾
兩
人

椅
助
樹
劉
高
舉
雙
手
向
天
祈
禱
直
至
叫
民
大
獲
勝
利

(
出
口
u
l
H
)
梅
瑟
上
山
接
受
十
誡
時
亦
會
托
亞

蚓
及
喇
喇
代
種
行
政
(
削
"

的
H
)

二
是
猶
大
支
派
人
烏
黎
的
父
親
貝
區
肋
耳
的
祖

父

(
M
H
M
2
彷
M
狗
血
)
。
他
本
人
則
是
叫
別
祠
的
兒

子
(
編
上
2
m
m
)

三
是
梅
瑟
所
殺
掉
的
米
德
楊
的
五
個
王
子
之
一

因
為
他
們
會
導
致
以
民
敬
禮
邪
神
(
戶
到

8
)
佔
領

墓
地
後
若
蘇
厄
將
這
位
王
子
的
土
地
分
給
了
勒
烏
本

女
派

(
蘇
u
n
)

四
在
以
民
充
軍
歸
來
後
有
管
理
耶
京
半
個
市
區

的
區
長
名
勒
法
雅
者
他
的
父
親
名
胡
爾
會
幫
助
修
建

耶
京
城
牆
(
厄
下
3
9
)
(
韓
)

叩
陶
明R
R「C
H
E
i
z
J
植
物
名
傘
形
科
為
一

t
4
t

→
q
J
f
p
s
=
ι

、

1
-

I

E
」
二
=
門

5
\

年
生
草
本
高
二
尺
餘

草
葉
都
有
清
香
氣
味
葉
為
羽
狀
夏
秋
間
開
五
岫
憫
之
小

白
花
多
生
於
中
東
地
區
的
埃
及
約
但
河
谷
及
四
川
山

其
果
實
呈
圓
形
淡
白
色
晒
乾
之
後
有
香
味
可
用
作
香

料
調
味
劑
及
藥
材
聖
經

上
會
將
此
種
果
實
與

「
瑪
納
」

相
比
(
戶
口
7
出
的
缸
)
(
韓
)

圳
何
明
-
\
「
開
河
T
J
是
人
名
的
簡
寫
原
意
有

1
-
I
3

』

'
:
i
E

、
「
天
主
輝
我
的
正
義
而

賜
我
一
子
」

一
是
阿
爾
基
人
遠
咪
的
朋
友
當
阿
貝
沙
隆
叛
變

時
混
入
敵
軍
作
奸
細
以
助
達
味
使
阿
氏
謀
臣
阿
希
托

費
耳
立
即
追
擊
達
昧
的
計
創
破
產
而
使
達
味
有
充
份

的
時
間
來
策
劉
準
備
將
叛
黨
制
服
(
撒
下
的

n
n
M
W

M
M

口
5

l

H

編
上
幻
詞
)

二
撒
羅
滿
十
二
太
守
之
一
的
巴
阿
納
是
胡
瑟
的

兒
子

(
列
上
4
H
)
有
人
以
為
此
胡
瑟
與
前
者
同
為

一
人
(
韓
)

m胡
沙
(
叫
“1
)
見
說

M胡
茲
(
制
內
心
地
是
他
隨
及
面
積
都
阻
隔

-
4

司

法
斷
定
聖
經
上
祇
提
到
約
伯

是
胡
茲
地
方
人
(約
1
1
)
它
在
巴
力
斯
坦
之
東

(
的

-
s
)

位
於
曠
野
之
中

〔
約
l
H
V
但
仍
有
城
市
及



~耕
風
〔
制l
u

啪
的
?
)

。

到
4
剖
謂
它
在
問
刻
地
且
暗

m
T
示
它
在
凹
划
鯽
迪
之
束

自
上
述
我
們
可
品
想
它
大
概

-
應
在
約
但
河
東
的
厄
東
及
大
馬

士
革
之
間

一

(
韓
)

一
淵
明
阱
屯
「
閻長
。
計
1
)胡
吾
吾
「
A嚕

1

』
I

dl

y
-

-
i
i

;
:

1

1
:
或
「
規
定
」
是
則
步

制
與
制
劃
塔
里
邊
界上
的
一
城
市
(
山
間的M
)。

學
者

大
都
以
為
的
是
今
日
革
乃
撒
勒
湖
西
葛
法
翁
西
南
約

十
公
里
處
的
雅
古
克

(
J
F
r
E
r
)
(

漁

)

論
胡
耳
達
(
叫
得
)
人
他
意
思
是
「
老
鼠

」

-
I
-
-
J
3

心
是
耶
京
聖
殿
管
理
祭

衣
人
沙
榷
的
妻
子
是
向
梅
瑟
的
姐
姐

(
出
臼
叩

)
及

德
波
鍊

(
民
4
4
)
為
聖
經
上
僅
有
的
三
位
女
先
知

(
列
下
n
u
)
在
約
史
雅
國
王
時
代
人
們
在
聖
殿
發

現
法
律
替
之
後
曾
先
往
見
她
徵
求
這
位
女
先
知
的
意

見
她
罔
答
謂
法
律
替
上
的
一
切
懲
罰
及
災
難
都
將
貨

現
但
國
王
將
會
倖
兔
(
列
下
n
u
l
m

編
下
M
M
|

(
韓

)

.哇

開
致
命
(
5
3
)見
兒
也

m苛
爾
(
MMV
E
)早晨

m背
尼
雅
(
即
日
叮
叮

ω)見
暫
且

的
背
辣
匣
因
(
叫
“
u
h
)時
師
叫

;lL 1347-1353 

所
咒
罵
的
城
市

因
爵
它
見
許
多
墨
跡
而
未
罔
頭

(
瑪

口
制
|

品
制
ω
M
)
位
於
叫
到
叫
到
湖
之
北
約
三
公

里
也
距
甜
甜
到
及
周
報
齒
不
也
考
古
家

在
此
掘
出

一
座
古
會
堂
在
堂
內
的
石
刻
喘
口
爐
上
以
希
伯
來
阿
刺

美
文
字
烏
有
「
依
市
瑪
耳
之
子
猶
大
」
字
樣
他
是
比

一
會
立
的
必
築
人

(
韓

)

自
企
3
人
自
「
『
。
Z
H
YO
F
M
M
H
E
J若
翰
又
稱
洗

的
t
z
串

v
f
H
E
E
E

M
U
口
B
E
T
-
-
'
-
-
-

1

二

:

1

，

i

呃
，
'

、
者
右
盼
拉
丁

文
稱
「
H
S
E
S
」

第
四
福
音
作
者
若
望
拉
丁
文

亦

稱
「
固
。
呂
口
。ω
」
是
以
基
督
教
將

二
人
統
譯
作
約
翰

天
主
教
會
為
了
分
別
二
人
將
第
四
福
音
作
者
譯
作
若

望
將
這
位
洗
者
譯
作
站
翰

從
路
加
福
音
我
們
知
道
右
盼
的
父
親
名
叫
匣
加

刺
亞
母
親
叫
依
撒
伯
爾
是
在
他
們
二
人
老
年
時
天
主

賜
給
他

們
的
兒
子
(
4恥
扭
曲
開
拔
希
伯
來
文
郎
叫
起
「
天
主

的
恩
賜
」
之
意
)
而
且
口
是
由
天
使
報
知
他
們
將
會
懷

孕
生
子
同
時
並
告
知
他
們
若
翰
將
頁
有
特
殊

的
使
命

作
默
西
亞
的
前
驅
因
而
他
自
幼
淡
酒
濃
酒
都
不
喝
而

且
還
在
母
胎
中

就
要
充
滿
聖
神
(
路
l
u

l

自
)
當

他
出
生
後
第
八
天
受
割
損
時
由
他

的
父
親
回
加
利
亞

給
他
起
名
叫
若
粉

(
路
1

目

個
)
當
時
區
加
利
亞
由

於
由
衷
的
喜
樂
會
時
詠
了

一
首
詩
歌
來
讚
美
感
謝
天

主
的
仁
慈
同
時
也
預
言
7
他
這
新
生
的
嬰
兒
一
如
天

使
已
給
他
報
告
過
的
日
後
將
貴
的
是
為
默
西
亞
前
軀

的
使
命

(
路
1

刊
)
按
一
古
老
的
傅
說
若
翰

的
故
鄉

是
在
耶
京
西
距
耶
京
約
七
公
里

的
艾
殷
卡
駿

(
k
r
g

M們
自
2
)

至
於
娶
若
望
在
他
屜
耳
目
的
序
言
要
也
會
涉

及
若
給
他
說
「
曾
有
一
人

是
由
天
主
派
還
來
的
名
叫

若
品
喃
道人
來
是
為
作
證
是
第
光

作
證
為
使
眾
人
寫
他

而
-
佑他
不
是
那
光
只
是
為
給
那
光
作
證
」
(
右
1
6

1

8
)
若
望
的
品
和
路
加
所
品
述
的
可
說

恣
義
山
川
全

相
同
二
位
里
史
以
不
川間
的

一
一百
紛
將
右
翰
的
由
來
以

泣

使
命
都
清
楚
的
寫
出
來

了

若
翰
怎
樣
進
行
他
的
使
命
呢
當
耶
穌
快
要
山
來

傳
教
時
如
谷
1
.

所
說
「
若
翰
偎
在
曠
野
出

現
宣
講

悔
改
的
洗
禮
為
得
罪
之
赦
」
關
於
若
翰
所
講
的
道
捏

見
瑪
3
7

|

阻

若
翰
不
叫
給
他
人
宣
講
悔
改
的
道
型

而
他
自
己
先
以
身
作
則
度
看
刻
苦
的
生
活
如
雪
史
昕

說
「
他
穿
的
是
駱
駝
毛
荻
腰
閩
東
看
皮
帶
吃
的
是
飛

蜓
野
蠻
」
(
瑪
3
4
)

娃
以
日
後
耶
穌
也
會
以
右

暢
所
度
的
刻
苦
生
活
以
諷
刺
當
時
權
貴
所
度
的
所
侈

生
活

(
瑪
H
S
)

若
品
開
除
講
道
外
第
二
便
是
給
人

付
洗
這
也
正
是
他
得
名

「
洗
者
」
的
來
由
若
紛
施
洗

不
祇
在
一
個
地
方
按
若
1

甜

施
洗
的
地
方
是
在
約
但

對
岸
的
伯
達
尼
但
在
若

3
自

又
提
及
另
一
地
名

郎
臨

近
撒
林
的
文
農
聽
若
翰
的
講
勸
及
受
若
翰
洗
禮
的
包

括
有
各
級
的
人
有
普
通
百
姓
有
軍
人

(
路
3
H
)
甚

至
有
法
利
鑫
黨
人
和
撒
杜
塞
黨
人

(
瑪
3
7
)
連
耶

穌
自
己
也
擠
身
人
擊
中
受
若
翰

的
洗
禮
但
若
翰
一
眼

認
出
耶
穌
不
是
平
凡
人

而
正
是
他
應
該
為
他
作
證
的

那
位
是
以
若
翰
初
不
願
給
耶
穌
付
洗
但
在
耶
穌
邀
請

下
他
才
依
耶
穌
的
話
給
耶

穌
付
洗
(
瑪
3
H
H
)
在



他
給
耶
穌
付
洗
後
使
乘
機
當
著
軍
來
為
耶
穌
作
證
說

他
自
己
不
是
默
西
亞
在
他
們
中
間
站
著
的
而
他
們
不

認
識
的
那
位
才
是
默
西
亞
而
且
右
盼
說
連
給
他
解
鞋

帶
也
不
配

(
若
1
"

!

自
瑪
3

H
)
之
後
拔
若
1

品

即
耶
穌
受
洗
後
第
二
天
若
紛
把
耶
穌
介
紹
給
他
的
兩

個
門
徒
使
他
的
門
徒
跟
隨
了
耶
穌
這
兩
側
門
徒
一
個

是
西
游
伯
多
祿
的
哥
哥
安
德
肋
另
一
人
郎
扑
打
望
自
己

若
論
除
了
上
述
以
講
道
付
洗
為
耶
穌
作
證
外
末
後
史

以
他
的
性
命
為
正
道
與
真
理
作
誰
郎
以
嚴
調
指
責
當

時
在
蚓
刻
的
最
高
權
威
蚓
制
制
分
封
侯
的
略
姻
不
當

有
這
道
德
因
而
被
那
淫
海
的
女
人
乘
機
所
殺

(
瑪
M

B

|

間
)
是
以
右
給
被
耶
穌
譽
為
「
婦
女
所
生
的
人

中
沒
有
一
位
比
右
翰
更
大
的
」
(
瑪

U
U
)

此
外
右
翰
會
收
聚
門
徒
並
教
導
他
們
祭
食
與
祈

禱
(
路
U
1
5
m
瑪
9

H
)
們W
U疋
否
成
為
一
個
固
定

的
社
團
福
音
上
未
有
記
述
但
在
保
祿
傳
教
經
過
厄
神
州

開
時
附
會
遇
到
了
一
些
只
認
識
制
制
洗
禮
的
人
(
斜
"

1

l

‘
)
由
此
可
見
若
驗
的
講
勸
一
直
到
教
會
初
興

時
仍
有
他
的
影
響
力
至
於
右
的
糊
在
生
時
更
不
必
說
無

怪
當
那
淫
蕩
的
黑
落
德
聽
到
耶
穌
的
名
聲
心
衷
心
心
到

不
安
還
以
為
他
所
砍
頭
的
右
品
喃
自
死
中
誼
活
了

(
瑪

412) 

末
後
由
於
近
年
在
死
海
傍
谷
木
蘭
文
獻
的
發
現

一
不
少
學
者
便
進
行
研
究
若
紛
與
谷
木
蘭
團
體
是
否
有

竺
些
方
面
臨
別
酬
，
的
主E
t
試
制
國

-
m
生
活
躍
有
相
似
處
但
口
三
方
面
若
絨
的
生
活
至
少

1354 益九

在
他
執
行
他
身
為
默
西
亞
前
驅
任
務
時
他
也
不
屬
於

谷
木
蘭
閻
健
是
以
充
其
且
可
說
右
品
相
當
他
在
曠
野
度

獨
修
生
活
時
可
能
受
過
谷
木
蘭
團
體
生
活
的
黨
陶
尤

其
第
四
兩
剖
作
者
別
叫
王
他
在
跟
隨
耶
穌
前
原
赴
制
制

的
弟
子
在
他
的
一
隔
音
內
特
別
強
調
光
與
黑
暗
的
的
照

也
許
的
受
7
他
第
一
個
老
師
若
給
受
自
谷
木
蘭
幽
總

教
育
的
影
響
一
外
過
娃
否
確
質
至
今
尚
未
能
下
-
J決
定

性
的
答
案

(
義

)

“
t
3
莖
M
m「
H。
Z
M
V
F
J是值
約
及
新
約
上
很
普
通

日
吭
草
草
必

f
r
z
c
y

」

1
:
:
-
1

:

〈
肉
、
的
人
名
意
回
心
是
「
頗

(
天

主
)
增
賜

(
7
γ玄
)
」

A

舊
約

一
聖
祖
毛
瑟
是
雅
各
伯
及
辣
黑
耳
在
帕
丹
阿
蘭

的
拉
班
家
中
所
生
的
兒
子

(
創
刊
n
l

H
)
後
全
家

定
肘
於
容
納
字
的
赫
只
認
附
近
過
著
半
遊
收
的
生
活

耕
田
務
川
崎
及
牧
以
牲
畜
訂
瑟
肘
巾
認
拉
辣
黑
耳
所
生

又
是
雅
各
伯
老
年
一
所
生
的
兒
子
故
特
受
父
親
的
愛
戴

(
創
幻
8

)
而
喇
叭
起
哥
哥
們
的
嫉
拓
更
加
上
他
作
的

兩
個
步
步
見
麥
制
及
是
辰
都
向
他
叩
拜

(
創
村U
s
l

u

)
更
使
家
兄
們
憤
恨
在
心
尋
機
械
的
做
治
他
們
在
多

堂
放
羊
時
后
瑟
遵
父
命
前
來
看
叫
比
他
們
他
們
便
乘
織

將
他
剪
掉
自
米
德
楊
人
商
隊
將
拉
瑟
帶
往
山
時
及
再
貸

給
法
郎
的
內

臣
普
提
法
爾

(
見
創
幻
)
若
瑟
深
得
主

人
的
歡
心
替
主
人
管
理
家
務
何
受
女
主
人
的
陷
首
都
卅

罪
入
獄
(
創
必
)
上
主
繽
紛
照
以
無
罪
的
花
瑟
在
獄

中
因
解
夢
而
成
名
(
創
刊
章
)
遂
受
法
郎
召
見
解
釋

七
笠
牛
及
七
校
麥
叫
他
的
夢
山
地
太
得
法
郎
的
散
心-
w

而
為
全
國
首
相
大
臣
僅
次
於
法
郎
此
時
年
已
三
十
與

翁
娥
的
司
的
沁
須
提
斐
餘
的
女
兒
阿
斯
納
特
私
姆
生
有

二
子
長
子
名
叫
圳
腳
次
子
名
閻
喇
喇
國(
的
“
)
後

來
比
二
子
被
蚓
制
制
認
為
己山(
削
刊
s

) 。

別
蚓
叫

他
的
智
心
才
札
不
叫
救
了
全
蚓
泌
而
也
救
了
父
兄
全

家
不
至
於
死
於
饑
荒
雅
各
叭
叭
兩
次
打
發
兒
子
們
去
心
以

及
購
買
食
糧
在
第
二
次
右
瑟
才
對
自
己
的
兄
弟
顯
山

了
其
原
來
的
身
份
不
計
信
仇
將
一
切
歸
於
天
主
上
街

的
法
排

(
削
m
m
)。

叫
劉
人
絡
之
伶
九
可
見
一
斑
法

郎
豁
口
仲
蚓
判
州
全
庸
的
將
副
割
地
方
將
與
他
們
居
往
過

A
m牧
生
活
(
見
創
刊
拍
衍
)

聖
經
關
於
創
劉
生
平
的
這
段
冗
長
的
敘
述(例

們M
l
押
)
它
的
M
m史
價
值
是
不
容
置
疑
的
尤
其
H
B
卅一

獸
兵d占
學
偶
明
以
來
更
增
加
了
政
們
這
一
肯
定
有
吼
叫
氏

的
耐
心
在
這
一
段
M
m史
的
記
心
上
作
臨
的
昕
描
述
的
內

最
所
俐
的
高
旬
放
所
采
現
的
風
悼
愉
悅
調
完
全
清
-
h
u

地
是
制
別
式
的
仙
"
布
非
原
作
村
的
鬥
身
歷
其
底
是
很
甜
味
得

到
解
釋
的
夫
已
由
學
且
白
菜
已
准
明
今
坡
的
解
釋
及
「
七

敏
」
七
笠
牛
七
攸
怒
的

m
k

此
反
人
的
腦
海
巾
的

有
很
亟
耍
的
位
且
其
次
打
瑟
手
指
上
戴
有
法
郎
打
印

的
成
指
油
井
的
細
麻
長
袍
坐
的
御
車
人
民
下
跪
等
記
仙

也
完
全
符
合
當
時
制
別
的
風
化
荒
年
的
發
生
及
人
民

向
蚓
別
購
粒
的
事
茲
在
樹
別
的
一
隘
史
上
也
值
見
不
州
州

法
郎
的
宮
門
員
在
邊
境
儉k
q及
批
准
遊
牧
人
民
進
純
收

竿
的
題
材
亦
見

H
F、
埃
及
的
時
也
結A

之
上
米
一
億h
m可
人
阿
州



『
伯
人
或
缺
市
焉
耳
人
的
駱
駝

商
隊
奧
埃
及
通
商
的
記

叮
叮~載
也

完
全
屬
於
事
兒
不
但
如
此
作
者違
法
郎
王
宮
的

一
衡
語
也
都
清
悉
比
如
「
或
主
你
的
僕
人
」
(
創

刊
拍

一
刊
)以
及
起
害
的
方
式
等
(
創
泣
臼
M

)
最
後
所
提

.

的
一
些
埃
及
人
名
地
名
等
也
全
非
捏
造
者

若
瑟
的
事
蹟
在
上
主
的
安
排
之
下
對
於
將
來
以

民
的
構
成
有
昔
一
個
莫
大
的
關
係
及
價
值
因
著
若
瑟
雅
各

伯
之
家
找
到
了
第
二
個
家
鄉
在
那
襄
成
長
壯
大
而
成

覓
一
個
強
大
的
民
族
若
瑟
享
年
一
百
一
十
歲
而
終
死

前
見
到
自
己
的
孫
兒
並
預
言
來
日
以
色
列
子
民
將
出

離
埃
及
發
誓
要
求
將
來
他
往
時
定
要
將
他
的
骨
骸
自

埃
及
帶
走
後
來
果
然
照
辦

(
創
叩
m

見
出
的
詞

)
將

其
遺
骸
葬
在
舍
根
地
方
(
蘇
扭
扭
)

二
依
卡
耳
的
父
親
屬
依
撒
加
爾
支
派

(戶
口
7
)

B

新
約

一
大
雪
若
瑟
是
童
貞
聖
母
的
淨
配
及
耶
穌
的
鞠

養
之
父
他
出
於
遂
味
家
族

(
路
2
4

見
瑪
1
1

路
3

詞
)
在
納
匣
肋
以
木
匠
手
贅
維
持
生
活

(
瑪
口
時
谷

6
3
)
是
一
位
義
人
|

意
即
善
良
正
直
虔
誠
忠
於
守

法
的
人

(
海
1
u

路
1
6
2

臼

)
瑪
利
亞
許
配
於
若

瑟
之
禮
(
瑪
-
u

路
1

盯
2

5

)
按
當
時
的
風
俗
憋

在
同
居
前
一
年
但
就
在
這
其
間
若
瑟
發
現
自
己
未
婚

妻
懷
孕
的
飯
兆
心
中
不
安
正
在
進
退
維
谷
之
際

上
主

藉
天
使
向
他
報
告
耶
穌
誕
生
的
奧
蹟

(
瑪
1
"
|

訕

訕
)。
於
是
封
封
勇
毅

地
接
受
上
主
賜
下
的
使
命
保
護

聖
母
的
童
貞
及
鞠
養
天
主
降

生
成
人
的
墨
子
若
瑟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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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
飯
屬
創
制
進
當
時凱
撒

之
仇
罔
鄉登
記
戶
門
門
(船

2
1

|

7
)
說
在
自
泠
耶
穌
誕
生

了
首
批
來
朝
拜
嬰

孩
的
牧
莖
們
發
現
了
右
，
瑟
及
建
母
同
m
A
孩
在
一
起

(
路
2
8
1

時
)
若
瑟
陪
同
聖
母
赴
耶
來
他
嬰
孩
接

受
訓
似
躍
進
以
家
長
的
身
份
獻
上
的
法
物
(
帥
的
2
n
l

卸

)
夢
中
受
天
使
之
命
憎
若
變
燄
耶
穌
及
他
的
吋
親

逃
往
埃
及
以
躲
避
黑
洛
德
的
殺
也
日
再
受
命
向
埃
及
歸

來
定
居
於
納
固
肋
(
馮
2
呵
!
自

)
學
經
最
後
一
次

提
及
若
瑟
赴
耶
穌
漏
了
十
二
歲
全
家
去
耶
京
過
逾
越

節
時

(
路
2
u

f

的

)
耶
穌
受
難
死
在
十
字
梨

上
之

前
若
瑟
大
概
業
已
逝
世

(
右
的
品
盯
見
谷
6

3

宗
1

傌
經
上
將
結
瑟
描
寫
成
一
位
游
頭
白
獎
的
老
人

這
完
全
與
教
會
初
期
五
個
世
紀
來
的
教
父
文
件
及
言

論
不
合
也
是
現
今
的
學
者
們
所
一
致
否
泣
的
大
都
認

為
若
瑟
同
學
母
在
法
律
前
結
為
夫
婦
的
時
候
憋
在
二

十
至
二
十
五
成
之
間
這
更
證
明
治
瑟
人
格
的
偉
大
他

完
整
的
保
持
了
自
已
及
聖
母
的
童
貞

-
二
位
被
稱
為
耶
穌
的
「
兄
弟
」
的
人
亦
名
若

瑟
他
是
次
雅
各
俏
的
弟
弟
其
母
名
瑪
利
亞

(
瑪
的
自

幻
時
谷
6

3

衍

叫
“
)
她
叫起
阿
耳
斐
的
姜
子

(
瑪
m

3

谷
3
M

宗
1

u

)

三
約
瑟
巴
爾
做
巴
(
宗
1

詞

)
見
巴
爾
撒
巴

風
刮
到
用
制
納
州
(
尉
4
M

門
見
巴
成
糾
趴

瓦
阿
總
瑪
特
雅
的
h
M
M人蚓
劉
(
職
幻
盯
的

)

兒
阿
鎮
瑪
特
雅

(
韓
)

仍
在
3
毒
、
仁
、
三

。
"
。
可7
5

2

2
5
/

的
寸
，
作
單
，
』
」
→
/
/
回
。

8
7
5

吋
戶E
V
S

」

右
瑟
夫
(
拉
了
文
回
M
F
Z

-vy
g

吋
g
t
5
)
叫
叭

,Ill-loll

ti 

E
R
Z
"

有
黃
色
之

意
欲
有
人
譯

作
笛
約
瑟
時
M
m
k

。
a
t

l

H
m吳
家
生
於
公
元
三
七
1
三
八
年
閻
公
元
六
λ
年
濕

馬
人
攻
打
她
太
人
時
M
A
瑟
仁
、
原
為
駐
防
於
加
里
仙
叫

Illi--1,lIlli--0

, 

的
叫個
太
軍
司
令
然
不
旋
脆
就
被
總
馬
人
俘
械
之
叫
做
他

因
見
蚓
蚓
大
軍
氣
勢
如
此
蚓
叫
川
軍
絕
非
蚓
別
人
敵
于

會
企
圖
勸
服
蚓
划
人
停
戰
似
毫
無
結
果
他
所
以
文
如
們

為

E
E

E
m

郎
以
巴
里

E
m

為
性
是
取
自
當
時
進

戊

凹
刀
斯
坦
大
將
外
斯
帕
仙
拔
制
叫叫樹
托
乃
州
蚓
咐

。

仙
之
子
)
元
帥
之
快
外
所
帕
仙
的
家
族
即
稱E
B

--
c
ω

1

111lil

o 

之
後
外
斯
帕
仙
以
及
從
托
那
成
了
羅
馬
望
帝

右
瑟
夫
所
以
留
名
後
仰
凶
他
苦
有
梢
太
快
下

(、

呵，
y
o
F
5
各

者
自

)
共
七
川
及
猶
太
占
災

(
吋
}
抖
。

(
〉
D
H
S
E
to切
。

『
同
y
n

Ho
s
h
m
創
悅
紀
側
始
叭

I
l
l
-

-

。

'

，
t

〈

d
t

至
尼
祿
皇
帝
共
二
十
冊
)
此
外
他
向
著
街
「
a
H博
」

及
制
剛
到
叫
到
(
KF間E
R
S
-
3
)，

剛
氏
乃
一
一
比
例

l
ll

。
1
1
』
1
l
1
l
t

1
4
l
t
-
-

，

北
人
的
作
者
右
瑟
夫
的
著
作
都
是
以
希
臘
文
寫
什
明
本

過
從
史
學
觀
點
來
說
凶
他
做
於
對
猶
太
人
的
偏
們
反

對
自
己
的
結
護
有
時
不
兔
失
淤
不
夠
客
觀
不
過
從
日

一
方
一
此
對
蚓
划
人
的
應
比
尤
其
充
軍
划
後
山
公
屯
的

一
七
o
i
t公
元
七
0
年
代
這
一
時
期
除
拉
瑟
夫
外
吋

。

說
再
無
其
他
更
完
善
更
詳
逝
的
史
料
了

(
'
、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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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m
→3
b
k口
之
川
宮
，
-1
)若
望
一
名
技
希
伯
來
文

1

二
/
E
-
-
-
J
h
c
a
z
z
r

f

是
「上
主
恩
關
」
或
「
土

主
是
仁
慈
的
」
意
思
在
耶
穌
時
代
這
名
字
很
是
普
遍

在
新
約
內
除
了
聖
史
若
望
宗
徒
外
還
有
若
望
馬
爾
谷

(
到
U
M
)
國
制
叫
到
耐
的
父
親(
部
1
叫

亦
俗
稱

「
約
納
」
見
瑪
的
叮
)
公
議
會
的
會
員
若
望

(
宗
4

.
)
和
洗
者
若
的
翱(
按
原
文
若
望
與
若
紛
同

)

一
若
望
是
誠
伯
德
和
撒
羅
默
的
兒
子
十
二
位
宗

徒
中
長
雅
各
伯
的
弟
弟
關
於
他
的
家
庭
我
們
雖
然
知

道
得
不
多
但
由
聖
經
獲
知
他
的
父
親
誠
伯
德
是
以
漁

業
寫
生
並
且
還
僱
有
工
人

(
谷
1

叩
)
由
此
可
見
若

望
是
山
生
於
小
康
之
家

若
望
的
父
親
誠
伯
德
飯
以
漁
業
為
生
想
來
他
的

家
鄉
必
在
樹
閥
割
雅
湖
附
近
學
者
們
以
為
可
能
是
貝

特
賽
達
(
按
貝
特
發
達
即
「
飯
，
舍
」
之
意
)
如
果
真

是
這
樣
那
麼
若
望
當
與
伯
多
祿
安
德
肋
斐
理
伯
為
同

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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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正豆I'lP 曹tz 捕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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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隨改的 約i 白人 元右|
剃了的 熱經他的七、望|
候，他，福忱。典後習八生
把做 官當是來俗，年於l
他了時，他有的自上。羅|
和他 馬一相著 ItjJ 他馬|
別的上 聽當作，一飯皇
的門 便到』的尤面楚1 帝
門徒 由，若|造其讀 1首|奧
徒 ( 加l 紛|詣。由番，太|古
朴 若i 皇|在1 還他一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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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便
成
了
耶
穌
的
門
徒
從
此
以
後
若
望
的
生
活
完
全

起
了
改
變
終
生
沒
有
忘
記
使
他
改
變
的
那
一
天
和
那

一
時
刻
(
若
1

甜
)
所
以
在
他
所
寫
的
福
血
目
前
扯
不
但

特
別
稱
謂
他
的
第
一
位
導
師
|
洗
者
右
翰
並
且
還
詳

細
記
拔
了
自
己
怎
樣
藉
著
若
鞠
認
識
了
耶
穌
並
怎
樣

跟
隨
了
他
(
右
1

出
l

凹
)

若
望
跟
隨
耶
穌
的
時
期
可
分
為
兩
個
階
段
在
第

一
階
段
中
若
望
與
伯
多
祿
等
並
不
常
同
耶
穌
在
一
起

仍
各
自
為
生
不
過
特
別
倍
努
耶
穌
看
重
耶
穌
但
仍
從

事
「
打
魚
」
的
織
業
過
了
幾
例
月
後
當
耶
穌
在
加
里

肋
亞
海
演
路
過
再
召
喚
他
們
時
他
們
才
拋
棄
一
切
跟

隨
了
耶
穌

(
寫
4
n

谷
l
m

路
5
1

1

u
)
並
與
耶

穌
常
在
一
起
由
此
便
開
始
了
他
生
活
的
第
二
階
段

l

「
漁
人
」
的
階
段
右
屯
的
性
伯
和
他
的
哥
哥
雅
各
伯

的
性
情
都
相
當
激
烈
故
被
耶
穌
稱
為
「
古
建
之
子
」

(
路
9

時
|

時
谷
3

口
)

右
望
伯
多
祿
和
雅
各
伯
凡
這
十
二
門
徒
中
耶
穌
所

最
愛
的
三
位
門
徒
當
耶
穌
復
活
雅
依
洛
的
女
兒
時

(
谷
5

盯
)
在
大
博
爾
山
顯
學
容
時

(瑪
口
1

1

H
)

以
及
在
山
因
中
憂
苦
祈
禱
時

(
谷
M
臼
)
常
常
圳
市
看

他
們
三
位

但
在
這
三
位
門
徒
中
若
望
尤
為
耶
穌
所
領
愛
因

此
唯
有
若
望
蒙
耶
穌
將
自
己
的
母
親
托
付
於
他

(
若

u
n
|

甜
的
揖
盯
)

若
望
不
但
蒙
受
了
耶
穌
的
愛

而
且
也
勇
敢
地
還
報
了
耶
穌
的
愛
當
耶
穌
蒙
難
的
那

天
晚
上
雖
然
若
望
也
因
一
時
的
害
怕
和
別
的
門
徒
同

時
離
棄
耶
穌
逃
跑
了
但
迫
於
愛
耶
穌
的
一
片
真
情
他

立
刻
又
轉
身
罔
來
趕
到
了
革
法
街
門
探
聽
耶
穌
的
命

運
究
竟
如
何
最
後
他
勇
敢
地
跟
隨
耶
穌

上
了
加
爾
瓦

客
山
在
那
夜
他
親
眼
看
見
了
他
的
愛
師
所
逍
遇
的
痛

祥
和
慘
死
親
耳
聽
到
了
耶
穌
在
十
字
梁

上
所
說
的
言

語
與
所
有
的
蝠
托
﹒.. 

因
此
在
他
所
寫
的
福
音
里
把
耶

穌
在
加
爾
瓦
拉
山
上
所
受
的
凌
辱
與
慘
痛
以
及
死
後

母
雞
之
事
都
一
荐
一
落
地
仔
仔
細
細
給
號
們
描
寫
了

山
來
(
右
旭

1

的
)

「
他
的
見
證
是
真
貫
的
」
因

為
他
是
親
眼
看
見
這
非
人
類
第
一
大
悲
劇
的
見
證
人

(
打
"
自

)

耶
穌
復
活
後
巾
學
經
的
而
心
或
們
陸
次
見
到
有

問h
山
間
伯
多
祿
在
一
起
因
此
聖
保
祿
宗
徒
在
迦2

，
稱

他
們
和
學
雅
各
伯
為
「
嬰
教
會
的
抵
住
」
在
新
約
中

最
後
一
次
記
收
若
望
名
字
的
書
緒
是
默
示
錄

(
默
1

1
4
9

扭
9

右
望
福
音
除
外
)
按
照
這
本
奧
妙
苦
戀

的
記
械
行
也
由
口
「
為
了
天
主
的
品
和
為
耶
穌
基
偉
目
作

了
兒
證
」
充
軍
於
帕
特
摩
鳥
現
在
我
們
問
從
保
祿
宗

他
在
耶
京
看
見
了
右
屯
後

(
迦
2
.
)
到
他
充
軍
至

帕
特
摩
小
白
這
一
段
時
間
若
望
會
到
何
處
會
作
何
事

此
恤
拙
文
在
何
時
何
地
去
世
為
答
越
這
些
一
問
題
我
們
無

法
引
組
織
典
因
為
經

上
無
明
文
的
記
敘

(
默
2
1
i

7

除
外
)
可
赴
依
議
舉
教
會
的
傳
授
以
及
可
靠
的
古

代
文
件
可
這
樣
肯
定
(
甲
)
若
望
會
去
過
小
亞
細
亞

並
定
居
於
該
省
的
省
織
厄
弗
所

(
已

)
羅
馬
皇
帝
多

米
仙

(
巴
。E
E
E

之

從
該
地
把
他
放
逐
恥
、
帖
特
闡明



~
小
島

(
}
內)
皇
帝
死
後
又
問
到
厄
弗
斯
在
孩
城
寫

了

明
~第
四
部
兩
副
與
其
它三
戰
固然
後

壽
終
正
民.

一

見
輯
到
頭
目
刮
到
划
出
制
觀
問
蚓
抓
刮
到
斗
「
一
一
司

;

、

;
。

一
會
默
示
錄
(
雷
)

一

一
一
封
劉
是
璃
叫
樹
提
雅
的
父
說
是
個
到
瑚
蚓
制
及

其
兄
弟
的
祖
父
(
加
上
2

1

)
按
史
家
若
瑟
夫
的
記

載

(
2
.Z

M
T
E
H
﹒
E

巴
金
)

若
望
的
祖

先
名
為
阿
斯
摩
乃
因
而
瑚
叫
倒
後
裔
的
王
朝
稱
為
阿

斯
摩
乃
王
朝
若
望
屬
於
約
雅
黎
布
家
的
司
祭

(
加
上

Z
I
)
由
厄
下
也
6

間

和
編
上
叫
的
?看
來
約
雅
黎
布

大
概
不
是
屬
於
區
多
克
的
後
裔
而
是
屬
於
依
塔
瑪
爾

的
後
裔
不
然
他
必
會
記
於
首
批
悶
國
司
祭
的
名
單
中

(
厄
上
2

品
!
詞

)
若
望
的
先
祖
約
雅
黎
布

可
能
與

厄
上
8
H

H

所
記
的
雅
黎
布
間
為
一
人

(
傅

)

重

的
若
望
福
音
(
W
H
M
-
h
h

d -
lH
D
D
Z
)

所
謂

「
若
望
問
題

」
主
要
在
於
若
望
宗
徒
即
耶

穌
的
愛
徒
是
否
寫
第
四
部
福
音
的
作
者
現
在
有
不
少

學
者
加
以
否
認
雖
然
他

們
不
敢
如
前
一
輩
某
些
學
者

l

技
科
學
方
法
實
在
也
不
能

I
以
若
為
第
二
世
紀
的

作
品
可
是
仍
不
接
受
若
是
載
伯
德
的
兒
子
耶
穌
愛
徒

剖
劃
的
作
品
有
些
一
天
主
教
學
者
又
提
出
瑪
和
希
作
者

的
問
題
而
且
也
贊
成
若
保
存

了
耶
穌
愛
徒
的
一
些
一
事

蹟
但
作
者
如
另
有
其
人
筆
者
以
為
他
們
的
考
證
方
法

實
有
問
題
再
者
他
們

的
意
見
又
很
不
一
致
且
互
相
衝

突
異
說
紛
耘
故
此
縱
使
筆
者
承
認

他
們
的
研
究
為

了

九1357 

解
若
有
時
頗
有
幫
助
但
究
竟
還
沒
有
推
翻

聖
教
會
自

古
一
脈
相
傳
的
傳
說

第
四
部
一
一廂音
是
若
望

耶
穌
愛
徒

的
作
品
筆
者
也
看
到
一
些
一
傳
說
的
證
懷
有
難
解
的
地

方
可
娃
從
整
體
來
看
遵
照
傳
統
還
是
更
有
科
學
性
的

方
法
在
下
面
我
們
討
論
(
一

)
右
的
1
宗
徒
是
第
四
部

福
音
的
作
者

(
二
)
若
望
福
音
寫
作
的
問
題

(
三
)

若
望
的
神
學

(
包
括
右
一
二
三
封
書
信
關
於
默
示
錄

參
見
默
示
錄
條

)

第

一
章

若
望
宗
徒

固
定
第
四
部

一輔
音
的

作
者

這
論
斷
是
墓
教
會
從
第
二
世
紀

起
一
貫
的
傳
統

這
項
傳
統
上
溯
至
第
二
世
紀
初
這
是
憑
空
捏
造

無
證
娥
的
嗎
非
但
教
會
內
的
作
者
即
是
教
會
以
外
的

作
者
早
已
在
第
二
世
紀
中
已
知
道
若
望
一
福
音
的
存
在

是
不
是
他
們
將
孩
書
歸
淤
紋
伯
德
的
兒
子
耶
穌
的

愛
徒
若
望
呢
在
木
章
內
對
這
些
問
題
答
加
說
明

技
布
朗

(
?
"
戶
口
)等
先
提
山
埃
及
羅
馬
和

亞

制
甜
的
教
會
第
二
世
紀
有
時
也
援
引
第
三
世
紀初

的
證
攘
認
議
右
否
如
果
認
諧
的
話
是
不
是
以
之

歸

於
耶
穌
的
愛
徒
若
望

(
甲

)

外
在
證
攘

1

埃
及
亞
歷
山

大
里
亞
的
克
肋
孟

(
g
o
s
o
g

〉
﹒
)依
攘
古
來

「
長
老
們
」
的
傳
授
在
他
的
斷
片

(
且
還
。
同
咕
嚕
。m
o
ω
)
寫
道

「••• 

最
後
死
的
若
望
宗
徒

看
見
了
他
人
所
寫
的
一
福
音
中
都
記
載
有
關
基
督
肉
身

方
面
的
事
他
便
由
於
墨
神
的
默
示
按
他
友
人
的
請
求

撰
寫

了

『
紳
性
的
爾
吉

』
K
M
V
O
H
M
-
4
$
-M
M
G
m
u
p

致
丟
乃
托

舍
的
作
者

(
MWMU
E
S
E
旦
回

0
個
昌
，

2
5
)

i

也
許
即
是
號
稱

「
西
西
里
蜜
蜂
」
的
學
龐

式
蒜
苗

-
F
E
E
P
F
C
無
疑
知
道
若

τ
石
也
紛
默

巴
爾
納
伯
香
吉

它
已
。
-Z

HV
Z

ω
宮
。
)
的
無
名

氏
作
者
似
乎
知
道
若
望
福
音
按
N
岱
口

U
E
B
B
S

已

等
學
者
的
意
見
這
位
作
者
的
文
辭
典
右
的
文
辭
頗
相

類
似
如
果
他
會
讀
過
若
比
較
容
易
了
解
他
的
文
飽
和

思
想
再
說
在
著
作
巴
爾
納
伯
害
的
時
候
第
四
部
一
福
音

已
進
入
埃
及
對
這
事
我

們
有
開
m
E
H
S
二
號
草
紙
文

件
為
證
在
這
片
草
紙

上
除
了
七
次
引
證
對
觀
稿
音
外

作
者
還
十
三
次
引
證
了
若
這
文
件
約
在
公
元
一

-
0

至
一
三
0
年
間
著
作
的
有
人
以
它
為
諾
斯
士
派
一
無

名
氏
的
作
品
有
的
更
具
體

地
說
它
依
靠
巴
息
里
得

(
F
E
E
S
)
的
傌
福
音
唯
者
以
為
作
者
是
個
平
民

他
讀
過
四
部
福
音
瑪
谷
路
和
若
可
是
特
別
喜
愛
若

p

口
號
草
紙
文
件

(
2
3
E
Y
m萃
"
且
ω
MM﹒也
)

包
括
若
旭
刮
目
盯

泊
是
新
約
最
古
的
文
件
按
專
家
的

意
見
出
於
公
元
第
二
世
紀
中
大
概
是
從
一

-
0
年
至

一
三
0
年
文
件

上
的
經
文
與
希
擻
最
古
的
抄
卷
如

B

S

等
相
同
由
於
這
發
現
可
合
理
推
論
若
的
著
作
於
十

年
或
二
十
年
後
即
從
厄
弗
所
傳
到
了
埃
及
並
且
因
為

這
片
草
紙
文
件
是
一
本
書
的
一
頁
而
不
是
皮
卷
的
殘

片
由
此
更
可
推
論
若
望
福
音
一
進
入
埃
及
就
相
當
普

遍
了
屬
於
、
第
三
世
紀“
號
草
紙
文
件
(
2
可
﹒
切
。
已
B
R

H
H
H
M
Y
E
)含有
若
1

l

u
自

(
6
u
!

自
缺
)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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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文於
件 15
的|

償 21 ，
值，只
對存
於殘
若i 片。
經它
文的
的經
歷文

史頗

及相
它似
的 B
散卷。
佈這

非草
常紙

當
時
盛
行
的
諾
斯
士
派
的
理
論
與
若
望
的
思
想

相
隔
何
止
天
壤
支
持
諾
斯
士
主
義
者
以
寫
「
智
識
」

可
以
救
人
物
質
是
邪
惡
的
脫
離
物
質
即
等
於
獲
救
若

望
則
認
為
邪
惡
只
有
「
罪
惡
」
不
是
物
質
而
是
「
罪

惡
」
使
人
遠
離
天
主
得
救
的
道
路
不
在
乎
「
智
識
」

而
在
於
遵
守
基
督
的
誠
命
住
在
基
督
內
且
讓
他
住
在

人
內
這
一
奧
跡
上
諾
斯
士
作
家
和
若
望
雖
使
用
一
些

間
接
字
眼
如
寵
愛
真
理
學
言
生
命
原
始
等
可
是
這
些

字
眼
的
深
意
郁
金
不
相
間
接
筆
者
的
意
見
埃
及
諾
斯

士
派
的
作
者
如
巴
息
里
德
(
公
元
一
一
七
l

一
六
一
)

他
的
兒
子
依
息
多
洛
以
及
瓦
泠
提
諾
〈
丘
。
耳
目
5

(
公
元
九
O
l

一
六
0
)
等
使
用
了
若
也
曲
解
了
若

其
他
認
識
或
詳
解
若
的
諾
斯
士
派
的
作
家
主
要
的
是

仆
托
肋
米
(
可
Z
U
E
Z
E
)特
赦
多
托

(
-
H
d
o

旦
旦

5
)

及
赫
蚓
劃
即
翁
(
白
白
色
。
g
)
制
民
是
第
一
個
解
釋

7
全
部
若
的
學
者
屬
於
第
二
世
紀
埃
及
諾
斯
士
派
的

真
理
福
音
(
例
話
口m
o
E
E
U〈o
a
g
H
Z
)
除
了
瑪
谷
路
外

作
者
更
喜
歡
引
用
若
若
一
及
默
由
於
以
上
所
述
可
合

理
推
論
在
第
二
世
紀
內
埃
及
的
基
督
徒
及
異
端
學
者

都
認
識
並
且
使
用
了
「
紳
性
的
一
福
音
」
的
若
望
福
音

-
2

羅
馬
羅
馬
本
城
及
與
它
具
有
很
密
切
關
係
的

m
一
一
些
作
者
或
地
方
教
虧
至
少
在
第
二
世
紀
恥
也
已
認

一
識
且
使
用
了
若
在
下
星
述
最
重
要
的
證
攘

重九

學
猶
斯
定
約
於
公
元

-
0
0
年
左
右
生
於
撒
瑪

黎
雅
納
布
路
斯
城

(
Z
m
E
E
)到
一
三
三
年
改
奉
了

基
管
墓
教
在
一
六
五
年
馬
爾
谷
奧
勒
客
(
宮
﹒
〉
口B
Z

E
ω
)為
皇
帝
時
為
主
捐
驅
致
命
猶
氏
在
他
所
著
的
護

教
論
及
與
特
黎
瑩
對
站
內
十
一
次
徵
引
七
八
次
暗
示

若
望
一
福
音

塔
齊
雅
諾
(
斗
E
E
E
)

在
羅
馬
住
了
一
段
相

當
長
的
時
期
他
的
福
音
合
編
(
旦
旦
g
g
g

口
)
顯
然

作
證
在
第
二
世
紀
中
羅
馬
教
會
以
瑪
谷
路
及
若
為
真

正
的
福
音
再
說
塔
氏
在
向
希
臘
人
宣
講

(
O
E
g
且

C
E
E
S
)
一
書
中
徵
引
了
若
1
5

加
約
(
的
巴5
)
在
第
二
世
紀
末
由
於
反
對
孟
塔

諾
派
(
宮
。E
E
E
)
將
默
及
若
歸
之
於
切
陵
托
(
白
?

巳
P
H
F
S
)這種
違
反
教
會
傳
統
的
主
張
使
希
頗
里
托

(
因
司
司
。-1
5
)及
依
肋
乃

(
H
Z
E
O
C
ω
)起
來

詳
解
若
和
默
並
主
張
若
是
若
望
宗
徒
的
作
品
為
舉
世

教
會
如
「
由
一
一
魯
」
接
受
而
尊
敬
此
外
很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在
羅
馬
瑩
窟
中
(
約
旦
R
E

回
宮
。
)
有
許
多
壁
畫

都
是
依
照
若

望
一幅
立
自
而
繪
畫
或
刻
畫
的
如
撒
瑪
黎
雅

婦
人
(
五
次
見
若
4
)
羊
門
旁
的
癱
子
(
二
十
次
見

若
5
)
胎
生
瞎
子
復
明
(
七
次
見
若
9
)
拉
匣
祿
復

活
(
五
十
三
次
見
若
刊
)
加
納
奇
蹟
(
五
次
見
若2
)

活
水
(
六
十
八
次
見
若
7

詞
)
... 

這
些
壁
畫
或
圖

畫
罔
溯
至
第
二
世
紀
末
或
第
三
世
紀
中
葉
它
們
一
方

面
產
生
於
初
興
學
教
會
的
教
理
發
展
之
時
另
一
方
面

幫
助
人
明
瞭
教
理
由
此
為
證
明
若
的
來
源
和
價
值
它

們
的
力
量
亦
可
以
想
見
赫
爾
瑪
牧
夫
篇
內

(
3
2
耳

目
Z
B
S
)有
十
多
處
地
方
與
若
頗
相
似
若
望
所
喜
用

的
術
語
如
生
活
死
真
理
其
實
的
假
話
神
聖
神
真
理
的

神
魔
鬼
罪
惡
不
義
誠
命
獲
救
名
號
屬
於
上
屬
於
下
﹒
.. 

等
也
是
赫
爾
瑪
所
喜
用
的
語
詞
鐵
筆
者
看
來
雖
然
不

能
說
凡
赫
氏
引
用
芳
的
地
方
全
是
按
字
面
引
用
但
一

些
地
方
卸
貨
在
是
按
字
面
引
用
了
若
望
福
音

關
鈴
克
肋
孟
致
格
林
多
前
香

2
.的
-
n
B
S
R
且

的
。
旦
旦H
E
S
M
)誰
也
贊
同
克
民
會
屢
次
暗
示
了
若
但

今
日
許
多
批
評
家
要
問
克
民
是
否
徵
引
了
若
筆
者
三

恩
當
時
的
環
境
以
為
贊

(
N善
目
)
博
士
的
論
斷
還
似

乎
更
合
乎
質
情
贊
氏
寫
說
「
似
乎
很
可
能
在
克
肋
孟

時
代
第
四
部
福
音
已
為
羅
馬
教
會
所
認
識
」
關
於
慕

辣
托
黎
替
目
對
若
所
記
載
的
證
接
見
下
總
而
言
之
羅

馬
教
會
早
已
在
第
二
世
紀
初
認
識
且
使
用
了
若
望

一一
福

音
並
且
與
前
三
部
一
福
音
瑪
谷
路
同
規
個
月
真
正
的
一
福
音

3

小
亞
細
亞
小
亞
細
亞
各
教
會
在
第
二
世
紀
中

已
認
識
且
使
用
了
第
四
部
福
音
這
具
有
許
多
證
按
可

以
證
明
令
只
提
出
幾
項
比
較
重
要
的
如
安
提
約
基
雅

的
主
教
德
赦
斐
釋
他
不
但
以
若
為
一
本
經
蓄
而
且
按

字
面
加
以
徵
引
諾
斯
士
振
作
者
尤
其
是
瑪
爾
強
{
去
ω

5
2
)
雖
然
不
以
若
為
正
經
可
是
認
識
它
也
使
用
它

若
望
宗
徒
大
事
錄
(
僑
經
)
(k
r。"
E
V
E

巴
ω
K
V咕
。
?

"
。
出
)
伯多祿
一
墮
目
殘
片
(
儲
經

)
(
H
r
g
m色S

M
V
O
E
)也
是
如
此
十
一
位
宗
徒
書
信

(
筒
經
猶
達

斯
巴
自
盡
故
只
十
-
位
)
五
十
多
次
徵
引
若
這
本
情



~
經
是
出
於
第
三
世
九
大
概
在
敘
利
亞
寫
成
的
它
的
作

問
~者
不
但
如
若
望
宗
徒
大
事
錄

的
作
者
使
用
品
的
衛
語

一
而
且
深
入
拉
嘻
的
思
想
依
被

B
E宗
徒
的
道
理
為
墓
教

-
會
正
確
的
道
理
而
辯
護

巴
爾
德
撒
乃
斯

盲
目
已
。E
E
C
-
A
佇
姑
不
論
他

的
教
品
是
否
妥
當

1

也
忍
神
州
且
使
用
了
右
撒
羅
浦
譜

寫

(
。
e
o
r
z
s
g
z

偽
經

)
拔
照
最
普
通
的

意
見
寫
於
第
二
世
紀
初
它
的
作
者
也
認
誠
若
或
至
少

認
識
愛
徒
若
望
的
恩
怨
同
樣
照
一
些
學
者
的
意
見
宗

徒
訓
言

(
U
E
R
Y
O
H

已
E
E
E

〉
咕
。
泣
。
戶
。

2
2
)

的
作
者
不
但
熟
悉
若
而
且
他
的
文
辭
他
的
概
念
也
受

了
若
的
影
響
接
筆
者
看
來
致
命
學
人
依
納
爵
的
書
信

(
開M
M
E
F
m
-
K
E
巴
宮
﹒
)
也
是
如
此
雖
然
他
並
未

按
字
面
引
用
若
可
是
他
的
愛
徒
的
思
想
部
非
常
熟
悉

至
於
頗
皇
加
普
不
但
認
識
右
而
且
也
認
識
右
一

那
麼
由
於
上
述
吋
知
在
第
二
世
紀
內
埃
及
羅
馬

小
亞
細
亞
各
教
會
以
及
諾
斯
士
派
的
首
領
和
作
者
都

站
識
「
神
性
幅
血
目
」
的
若
望
一
隅
立
目

這
福
音
到
直
是
譜
寫
作
的
我
們
的
答
覆
按
第
二

世
紀
教
內
只
教
外
的
作
者
的
作
品
來
考
究
本
福
音
您

為
右
悟
出
示
徒
的
作
品

在
第
二
世
紀
中
也
比
川
出
於
諾
斯
士
派
的
攻
擊
墓

教
會
被
迫
指
定
新
約
的
正
經
香
因
而
究
竟
她
只
承
叮
叮
心

四
部
幅
音
郎
為
谷
路
H
A技
捏
一
依
肋
乃
所
識
的
「
不
能

比
這
數
目
再
多
也
不
能
再
少

... 

一
一
這
是
學
教
會
的
做

性
與
根
基
」
(
〉
已
〈
﹒
出
串
門
ω
-
F∞
-M
V
C.
R
-
∞
章
，
昆
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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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題
名

(
如

.

「
按
照
瑪
谷
叫
你
割
的
制
剖
」

)
以
外
在

許
多
屬
於
第
二
世

紀
的
拉
丁
抄
卷
里
每
部

研
剖
前
都

附
加
一
篇
小
引
在
這
些
一
小
引
里
大
概
說
明
此
福
音
為

誰
所
作
何
時
所
作
以
及
寫
何
而
作
等
等
事
項
看
來
這

些
小
引
都
是
在
羅
馬
為
攻
擊
瑪
陶
強
派
而
撰
述
的
在

右
前
小
引
中
這
樣
記
敘
說
「
若
望
一
福
音
是
若
望
尚
在

世
時
自
己
所
傳
出
的
並
交
與
了
各
教
會
這
是
右
望
的

愛
徒
耶
辣
頗
里
人
名
叫
帕
丕
雅

(
2
M
M
M
S
)

的

在
詳

解
裝
郎
他
最
後
的
五
卷
主
言
詳
解
里
所
述
的
他
在
若

望
的
口

授
下
正
確
筆
記
了
一
福
音
但
是
異
端
徒
瑪
爾
強

因
他
反
對
若
望
的
教
義
為
宗
徒
所
棄
絕
原
來
異
端
徒

會
將
本
都
(
2
口
H
F
E
)的神
昆
的
文
件
或
書
信
送
給

了
他
」
這
段
小
引
中
似
有
許
多
向
付
闕
如

1

我
們
在

此
不
加
討
論
t

可
說
大
體
說
來
推
也
不
敢
否
認
它
的

古
色
所
以
按
占
人
的
立
見
第
四
部
福
音
是
由
若

q
巳
宗

徒
所
撰
述
的

關
於
帕
丕
雅
的
結

言
跑
到
現
在
尚

沒
有
一
種
公

論
會
解
釋
帕
氏
的
內
的
歐
色
彼
也
不
十
分
清
楚
按
他

的
山
除
了
右

q
t宗
徒
外
在
厄
弗
所
還
有
一
位
號
稱

「
長
老
」
的
位
望
這
位
號
稱
「
長
老
」
的
若
望
與
若

叫
宗
徒
是
否
延
同
一
九
直
到
目
前
向
為
學
者
所
爭
和

照
唯
者
看
來
歐
氏
沼
定
若
望
宗
徒
與
若
望
長
老
足
兩

位
不
同
的
作
有
把
第
四
部
一
隔
音
與
若
望
第
一
會
歸
於

制
制
宗
徒
把
右
叫E第
二
第
三
苦
和
默
剝
削
叫
歸
於
厄
邦

所
的
另
一
位
名
叫
花
垠
的
長
老
歐
氏
會
寫
說
帕
氏
不

是
一
個
了
不
起
的
天
才
作
家
這
說
法
似
于
對
可
是
他

總
算
是
一
個
喜
愛
梭
羅
歷
代
縛
說
的
誠
實
搜
集
暉
，
他

很
可
能
藉
看
他
的
故
舊
頗
里
加
普
認
識
了
宗
能
若
望

岡
比
他
的
證
言
您
有
其
相
當

的
價
值
完
全
拋
棄
他
的

護
，J
口
也
是
不
合
理
的

自
世
猶
斯
定2
.
H
E
H
S
E
)如上
所
述
約
生
於
一

0
0
年
在
羅
馬
於
一
六
三
成
一
六
五
年
殉
道
猶
氏
於

一
三
五
年
會
在
厄
弗
所
住
過
必
定
在
那
襄
對
右
嚕
一
的

行
為
和
恩
怨
有
所
認
識
與
特
黎
豐
對
叮
叮
間
(
早
已
。m
E

g
g

斗
是
M
M
E
D
O
)
一
書
中
五
十
多
次
援
引
或
暗
示
若

尤
喜
歡
講
論
三
。

m
g

」
(
言
)
顯
然
把
默
示
錄
歸
於

若
望
宗
徒
在
這
篇
對
訊
中
他
會
說
過
「
不
久
以
前
若

望
宗
徒
八
聞
自
岫
明
建
過
默
示
錄
中
的

異
像.. 

」
請
想
他
能

不
知
道
他
時
常
運
用
的
那
贊
賞
的
一
騙
音
就
是
這
位
古

堡
的
作
品
嗎

車
頗
里
加
普

(
記
鈴
一
五
五
或
一
五
六
年

)
學

依
肋
乃
特
別
敬
仰

B
E頗
里
加
倍
愛
護
淵
博
紋
的
熱
倘
附

此
便
拜
他
為
師

(
古
巴
﹒
開n
n
-
-〈
-
N
C
U
M
V
C
N
O
R


串
∞
凶，恥
于
∞5.〉
已
〈
z
m
R
﹒
呵
呵
戶
戶
亭
"
可
。
〈
口
的
白
﹒
∞

M
HE
∞
M
N
)

頗
氏
的
著
作
存
留
至
今
的
只
有
一
封
致
斐
理
伯
人
書

在
這
封
信
內
聖
人
會
放
a
r子
引
用
過
若

-
3
8
並
時
引

過
若
二
7

和
右
U
S

叮
叮M
M
他
敏
是
聖
若
望
宗
徒
的

門
生
他
也
必
定
知
道
他
所
引
用
的
是
自
己
差
師
的
作

口
m依l 教

肋|會

尸~I 第掌
聲二依|
稱 l世肋|
第紀 )']1
四中 (

部的一

兩i 最 三
音i 大 O
是 ~Ijl ! • 
1月|學二
望|家。0
宗在二
徒他年
的的)

作著 -"J
品;作說

在內，是
他堅壁



的
反
異
端
論
(
〉
《M
S
E
E

出
E
B
Z
ω
)有
兩
百
多
次

徵
引
過
這
部
厲
立
目
有
時
附
有
若
望
的
名
字
有
時
只
說

「
聖
經
上
說
」
或
「
經
典
上
說
」
依
氏
並
將
這
部
一
福
音

與
前
三
部
一
瞞
音
同
列
且
明
言
墓
教
會
中
只
有
這
四
部

福
音
存
在
並
給
這
四
部
一
隔
音
制
定
了
一
個
固
有
名
稱

稱
為
「
四
型
福
音
」(
O
E已
口
問
。
『
告
。
開
S
D
m
巴

C
B
)

依
民
不
但
說
明
了
本
眉
立
目
的
作
者
為
若
望
並
且
還
說

明
了
這
位
若
望
是
耶
穌
的
一
位
「
門
徒
」
且
是
耶
穌

所
最
鐘
愛
的
一
個
門
徒
他
娃
誠
伯
德
的
兒
子
住
在
厄

弗
所
直
到
特
辣
雅
諾
為
皇
帝
時
代
他
在
前
三
位
聖
史

後
寫
了
一
福
音
他
文
是
頗
里
加
普
的
老
師
頗
氏
會
屢
次

講
論
過
他
的
事
跋
並
且
自
己
在
童
年
時
也
會
親
耳
聽

過
頗
氏
所
講
述
的
若
望
宗
徒
的
生
平
事
蹟
這
是
我
們

讀
學
人
的
五
卷
反
異
端
論
後
所
探
取
的
結
論
我
們
在

讀
辜
人
的
著
作
時
覺
得
學
人
不
但
只
依
偉
帕
不
雅
並

且
他
對
亞
洲
羅
馬
和
高
虛
各
教
會
都
很
熟
悉
由
此
可

見
聖
依
肋
乃
的
學
識
來
諒
不
僅
只
由
於
帕
丕
雅
而
亦

由
於
其
他
的
「
宗
徒
時
代
的
長
老
」
因
此
他
獲
得
了

「
古
代
教
會
的
聲
音
」
之
雅
號
由
此
放
們
不
能
明
白

為
什
麼
里
依
肋
乃
的
著
作
對
諾
斯
士
學
派
的
一
股
史
與

謬
論
為
各
學
者
是
一
個
最
有
力
的
明
證
而
惟
獨
對
學

若
望
宗
徒
著
作
的
證
明
部
付
諸
疑
問
這
賞
。
在
娃
使
人

大
惑
不
解
的

﹒

學
德
放
斐
羅

(
ω﹒
吋
宮
。
旬E
E
)
(
約
死
於
-

m
一八
三
年
)
生
於
蚓
肉
串
卅
一
小
遂
荊
隨
叫
巾
被
任
揖
肺
氣
樹
劑
劃

一刪
減
的
第
六
任
主
教
他
先
以
希
臘
文
寫
過
不
少
的
著

1357 益九

作
可
是
除
了
致
奧
托
里
苛
三
論
(
〉
已

K
F
E
S
E
E
P

E
σ口
口
口

外
其
他
的
作
品
已
失
傳
只
有
一
比
一
一
片
言
隻

字
散
見
於
敬
父
的
著
作
中
德
氏
謂
當
約
及
新
約
所
有

的
作
者
都
是
「
受
里
神
默
感
的
人
」
F
o
g
g
P
S
M
)

關
於
第
四
部
研
制
的
作
者
封
封
倒
氏
說
「
在
這
些
作

者
中
就
有
制
單
他
會
這
樣
寫
過
在
起
初
有
墓
志
聖
言

與
天
主
周
在.. 

」
(
M
MC
J
N
H
n
n﹒
S
S

E
-。
∞
∞
)

慕
辣
托
黎
書
目
殘
卷

(
p
m
m
B
O
D
H
E
口

E
E
C
E

﹒

。
旦
旦

C
E
S
Z
)大
約
是
於
一
八
O
I

二
0
0
年
間
在

羅
馬
編
寫
的
其
中
關
於
若
望
福
音
說
道
「
第
四
部
一
福

音
便
是
若
望
的
他
是
門
徒
中
之
一
... 

」
按
本
書
目
殘

卷
右
一
和
默
示
錄
也
屬
於
若
望
這
文
件
有
它
難
解
的

地
方
可
是
如
果
慢
慢
細
讀
就
可
作
出
這
些
結
論
(
甲
)

本
書
目
目
的
是
為
攻
擊
加
約
(
阿
羅
瑛
派
(
注
。
m乙

之
一
)
的
謬
論
(
乙
)
若
的
次
序
雄
與
前
三
福
音
有
所

不
同
但
在
教
義
上
部
完
全
吻
合
而
且
若
的
編
次
較
寫

妥
善
做
為
他
是
親
自
看
見
耶
穌
的
證
人

(
若
釗
缸
，
)

(
丙
)
該
文
件
似
乎
以
帕
丕
雅
的
證
言
為
依
蠻
同
時

所
列
舉
的
各
種
事
實
都
與
其
他
的
證
燄
相
合
因
此
本

文
件
連
贊

(
F
E
)
和
阿
納
克
(
自
R
E
o

r
)
兩
位

大
博
士
也
贊
同
它
表
示
了
羅
馬
教
會
的
見
解
因
此
可

說
有
相
當
的
價
值

到
第
二
世
紀
末
全
里
教
會
都
異
口

同
聲
認
為
若

為
聖
經
之
一
部
份
且
把
若
歸
屬
於
載
伯
德
的
兒
子
耶

穌
的
愛
徒
若
望
宗
徒

現
在
我
們
應
考
查
若
內
在
的
設
鐵
若
是
否
證
實

軍
教
會
的
初
期
傳
授

(
乙

)
內

在
證
婊

內
在
的
證
攘
和
所
墨
述
的
外
在
證
攘
全
相
符
合

的
確
如
果
我
們
認
真
讀
一
遍
若
很
容
易
看
出
本
福
音

的
作
者
應
是
一
個
出
生
於
猶
太
的
猶
太
人
是
一
個
當

事
的
見
證
人
是
一
位
宗
徒
且
是
耶
穌
的
愛
徒
載
伯
德

的
兒
子
若
望

1

應
是
一
個
出
生
於
猶
太
的
猶
太
人
本
福
音
因

非
為
猶
太
人
而
寫
的
故
把
希
伯
來

(
或
阿
利
美
)
語

加
以
翻
譯

(
1
祖

U
9
7

m
M
H口
m
M
)
並
將
地
理

情
形
與
宗
教
風
俗
和
猶
太
傳
統
加
以
注
明

(
1
凹
的

“
7
H

盯
村
時
曰
“
等
筒
)
由
這
些
細
小
街
目
上
可

以
證
明
木
蓄
的
作
者
是
一
個
也
生
於
猶
太
的
猶
太
人

實
在
本
書
的
作
者
對
巴
力
斯
蟬
的
地
環
形
勢
較

前
三
一
福
音
尤
為
熟
悉
比
如
某
一
地
名
四
部
一
福
音
雖
都

有
所
記
載
唯
有
第
四
部
福
音
時
常
附
加
一
些
解
釋
悅

的
語
旬
如
伯
達
尼
一
地
唯
有
第
四
一
一
福
音
附
加
了
一
詞

此
地
離
耶
京
約
十
五
「
斯
塔
狄
」

(
M
H
)
再
如
對

「
銀
庫
」
谷
白
:
和
路
幻

1

記
整
迫
名
詞
好
像
是

指
示
一
個
收
納
獻
儀
的
箱
子
但
按
若
8

卸
的
記
載
我

們
知
道
這
「
銀
庫
」
原
是
指
聖
殿
銀
庫
院
或
銀
庫
室

而
說
的
再
如
哥
耳
哥
達
一
名
四
部
福
音
都
有
記
教
唯

有
若
望
記
下
了
這
名
詞
是
希
伯
來
語

若
中
的
記
事
雖
然
很
少
但
有
十
九
個
地

名
是
前

三
部
一
福
音
所
沒
有
的
文
農
(
3

詞

)
約
但
河
東
的
伯

瀏
副
(
1
甜
)
蚓
凹
淵
明(
M
W
H
)問
剃
蚓
圓
百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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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誕生大毆

牧董所住的山洞



~
加
納

(
2
1
)
克
德
龍
舟
間
(
何
時1
)

貝
特
區
遠
地

叫
~
(
52
)
則
樹
割
地
(
9
7
)
「
這
山
」
|
朝
劉
剛

一
山

(
4
詞
)
雅
各
伯
井
(
4
6
)
羊
門

(
5
2
)
做

-

林
(
前
譯
作
撤
冷
3

詞
)
撒
羅
淪
廊

(
m
n
)
息
哈

爾

(
4
5

)
提
庇
黎
雅
城

(
6
詞
)
提
比
黎
雅
海

(
湖
)
(
訂
1
)
克
德
龍
溪
的
圈
子
(
u
l
)
耶
穌

被
釘
處
附
近
的
另
一
個
闊
子

(
"
“
)此
外
尚
有
惶
固

有
名
詞
我
們
亦
應
注
意
如
希
敵
人
(
自
己

-
3
7

詞
也

叫
)
以
色
列
人
(
H
R
B
E
E
-盯
)
羅
馬
人
(
用
戶
。
目
巴

2

日
“
)
撤
瑪
黎
雅
婦
女

(
F
B
R
H
H
E
4
9
)散居
在

希
臘
民
中
的
猶
太
人

(
E
E
-
g
z
7臼
)
等
都
與
當

時
在
巴
力
新
組
所
流
行
的
適
用
希
幽
語

(
只
皂
白
。
全
心
，

-
on
H
S
)相符
合
此
外
尚
有
許
多
特
別
精
細
之
處
如
制

各
伯
井
的
深
度
加
納
與
加
里
肋
亞
地
勢
高
低
的
比
較

耶
路
撒
冷
與
捏
一
殿
各
部
份
的
位
置
等
等
這
不
但
證
明

本
福
音
的
作
者
是
一
個
猶
太
人
並
且
也
證
明
他
是
巴

力
斯
迫
出
生
的
猶
太
人
此
外
這
位
作
者
對
猶
太
人
的

風
俗
與
傳
統
也
非
常
熟
悉
有
如
加
納
婚
宴

(
2
，

M
)
重
修
聖
殿

(
2
卸
)
排
外
思
想
(
4
9
)
童
男

輕
女
(
4
盯
)
輕
視
外
方
人

(
7
自
)
講
學
的
資
格

(
7
臼
)遺
規
的
通
敵
(
7
血
泊
)法
律
的
權
威

(
7
的
)

笛
一
日
的
情
去
(
2
n
n
5
1
6
7
7
2
m
n
u
目
的

叫
等
)
現
外
國
街
門
為
污
穢
之
所
(
悶
悶
甜
)
亞
納
斯

與
萎
法
的
關
係
等
等
(
的
問
)
又
對
猶
太
人
如
何
期

望
默
西
亞
以
及
他
們

對
默
西
亞
有
何
思
想
也
頗
清
楚

民
眾
的
希
望

(
6
u
7
的

U
H
)
加
里
肋
亞
人
的
希

:m 九1357 

道

(
1
的
6

臼
扭
曲
)
繳
瑪
貂
雅
人
的
希
望

(
4
甜

甜

U
)
猶
太
人
的
希
望

(
7
盯
叫

，

“

ω

剖
)
甚
至

他
連
猶
太
人
的

一
些
糊
糊
小
瑣
碎
的
事
悄
所
懷
的
成
見

也
瞭
如
指
掌

(1
“
4
9

卸
盯

7

自

9
Z
U
H
)

再
者
如
來
對
第
四
部

一福
音
的
文
體
加
以
研
究
我

們
便
很
容
易
看
叫
作
者
雖
以
希
臘
文
寫
作
但
他
本
人

不
是
希
臘
人
而
是
猶
太
人
這
事
是
這
樣
顯
明
竟
有
些

批
評
學
家
如
出
E
D
3
.
斗
。
2
4

等
大
但
主
張
本
福
音

的
原
文
總
是
阿
刺
美
文
現
在
的
希
臘
本
只
是
一
種
最

古
的
翻
譯
本
而
已
這
種
離
奇
的
意
見
雖
然
我
們
不
能

攘
受
但
它
證
明
了
本
福
音
的
作
者
不
能
不
是
一
個
猶

太
人

2

峰
是
一
個
當
事
的
見
證
人
本
福
音
中
記
述
了

許
多
瑣
碎
的
事
跡
如
非
親
歷
其
事
身
臨
其
境
的
人
絕

不
可
能
寫
得
如
此
詳
細
如
此
逼
真
(
1
自
1

缸
5
1

-
H
6

1

i

n
9
1
l
M
U
-
-

“
日
1

l

m

等
)

他
不
但
將
時
日
寫
得
清
清
楚
楚

(
2
H
5
1
6
4
7

2
m
n
i
-
-
)並
且
連
事
情
發
生
的
時
辰
也
未
嘗
忽

墨

(
1
"
3
2
4
6
也
6
H
U

卸
的
自
凹
H
m
z
M

創
‘
)
即
是
數
目
字
也
排
列
得
一
白
了
然
比
如
若
翰

的
兩
個
門
徒

(
1
品
)
加
納
婚
鐘
六
口
石
缸
(
2
6
)

建
殿
四
十
六
年
(
2
m
)
婦
有
五
夫
(
4
M
)
病
三

十
八
年
(
5
5
)
二
十
五
或
三
十
「
斯
塔
狄
」
(
6

刊
)
香
臂
一
斤
值
三
百
「
德
納
」
(
也6
)
四
個
兵

士
(
防
站
)
沒
藥
香
料
一
百
斤
(
吵
詞
)
船
離
岸
二

百
肘
(
幻
8
)
大
魚
一
百
五
十
三
尾

(
幻
H
)
等
等

此
外
並
將
各
色
人
物
如
倒
糾
紛
剝
削
開
到
wm劉
瀏
叫
削
叫

拉
多
亞
納
斯
蓋
法
瑪
爾
大
瑪
利
亞
等
等
描
寫
得
啾
吵

唯
俏
像
這
種
記
他
人
所
未
起
的
情
形

豈
繼
造
一
例

e

z
m

親
眼
看
見
的
證
人
所
能
寫
得
山
山
的
嗎

3

應
是
一
位
宗
徒
本
福
音
中
有
持
中
夕
記
述
只
能

山
山於
一
位
身
為
宗
徒
的
手
筆
比
如
耶
穌
在
晚
餐
一
聽
裹

的
講
詞
與
動
作
(
日
口
)

絕
不
能
是
一
個
未
參
與

其
事
的
外
人
所
能
寫
得
山
山
的
因
為
按
瑪必
目
的
話
叔

在
晚
餐
廳
中
只
有
五
口
主
與
十
二
宗
徒
共
同
坐
席
此
外

這
位
作
者
也
深
知
主
與
門
徒
之
間
的
密
切
關
係

(
1

自
1

日
4
7
9

日
)
熟
悉
宗
徒
們
的
心
意

(
2
u
口

n
4

釘
6
H
U
H
U

扭
扭
釗
臼
)
並
且
也
知
道
吾
主

與
宗
徒
們
之
間
的
私
語
(
4
缸

"
9
2
u
s

凹
的
M

M

刮
目
幻
‘
)
也
能
測
出
吾
主
的
心
意

(
6
.
叫
“

u
l
s
u
m
-
w
m
)

像
這
樣
深
知
底
蘊
的
描
述
必

出
於
時
常
緊
隨
耶
穌
的
一
位
宗
徒
的
手
筆
無
疑

4

這
位
宗
徒
便
是
耶
穌
的
愛
徒
載
伯
德
的
兒
子

若
望
凡
細
心
讀
過
一
遍
第
四
部
一
福
音
的
誰
也
看
得
出

下
面
幾
件
希
奇
的
事
(
甲
)
若
望
這
名
字
本
福
音
內

只
指
「
洗
者
若
拉
開
」
作
者
為
指
出
耶
穌
的
前
軀
若
論

從
未
如
前
三
福
音
作
者
一
般
加
添
「
洗
者
」
二
字
以

別
訟
若
望
宗
徒
(
乙
)
教
伯
德
的
兒
子
若
望
宗
徒
的

名
字
在
前
三
部
福
音
內
出
現
十
七
次
他
的
哥
哥
雅
各

伯
十
五
次
(
宗
徒
名
單
在
外
)
但
本
福
音
內
翻
一
次

未
提
及
只
暗
暗
地
提
過
一
次
「
教
伯
德
的
兒
子
們
」

(
訂
2
)
但
對
其
他
宗
徒
的
名
字
寬
不
厭
其
詳
屢
次



綻
放
如
伯
多
綠
名
字
會
提
過
三
十
五
次
斐
迎
伯
卡
二

次
多
默
八
次
安
德
肋
五
次
.... 

(
丙

)
前
三
部
一
幅

1日
曾
多
次
記
述
耶
穌
特
愛
的
三
位
門
徒
即
伯
多
綠
雅

各
伯
和
他
的
弟
弟
若
望
但
本
兩
t目
內
均
從
未
提
到
這

三
人
的
小
關
體
也
從
未
提
過
雅
各
伯
與
若
望
的
名
字

反
而
多
次
提
到
一
位
神
秘
的
門
徒
稱
這
位
門
徒
為

「
耶
穌
的
主
徒
」
並
且
這
位
門
從
與
伯
多
，
祿
很
怕
投

m
K吋
稱
為
伯
多
線
的
知
心
朋
灰
(
了
)
H
h

I

M
-

U

的
日
記
敘
若
紛
的
兩
位
門
徒
跟
隨
了
耶
穌
一
位
是
一
曲

漏
伯
忽
一
祿
的
弟
兄
灰
心
想
肋
關
於
另
一
位
門
徒
划
沒
合

下
文
逗
位
門
徒
蛙
准
時
間
記
述
一
位
無
名
氏
的
門
徒

引
伯
多
祿
進
了
蓋
法
公
誓
說
「
西
游
伯
多
祿

M
另
一

位
門
從
跟
著
那
穌
那
門
徒
赴
大
司
祭
所
招
識
的
便
出

耶
穌
一
起
進
了
大
司
來
的
絕
院
」
這
位
無
名
f
A門
從

叉
口
述
准
緣
無
明
文
說
出
但
可
推
知
他
憋
足
伯
多
祿
的

一
個
好
朋
友
的
自
M

記
載
說
「
他
門
徒
中
有
一
個
向

他
-
位
且
說
你
問
他
混
的
是
誰
那
位
就
殷
紅
在
耶
穌
胸

晚
上
問
他
說
主
也
准
」
白
這
段
經
文
我
們
可
〈
吋
推
知

這
位
無
名
氏
門
徒
是
「
耶
穌
所
愛
的
」
也
腳
地
結
伯
多

祿
的
好
朋
友
倒
底
逗
位
神
秘
的
門
從
是
你
帥
"
甜
記
收

說
「
耶
穌
看
見
母
親
又
看
見
他
所
愛
的
門
徒
站
在
旁

邊••• 

」
又
該

m
l
M

記
敘
說
當
瑪
利
亞
瑪
達
肋

納
發
現
墳
程
已
空
間
頭
跑
來
給
怕
多
祿
和
耶
穌
所
愛

F
的
另
一
個
門
徒
報
告
後
伯
多
祿
便
和
那
一
位
門
徒
山

帥
一來
往
墳
墓
那
里
去
了

J
這
裘
所
間
兩
位
泣
的
門

一
徒
又
表
現
出
是
耶
穌
的
愛
徒
及
伯
多
祿
的
好
友
在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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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隅
立
目
最
後
一
事
內
父
1

心
收
了
一
一
追
一
位
圳
、
秘
門
徒
的
事

獄
當
七
攸
門
徒
在
彼
此
的
樹
雅
湖
整
夜
捕
魚
一
無
所
獲

而
放
耶
穌
的
指
示
向
船
乙
方
下
網
捕
得
并
多
大
魚
後

「
耶
穌
所
泣
的
那
側
門
徒
就
對
納
多
祕
說
是
主
」

(
叫
“7
)
這
位
門
徒
又
是
准
等
門
徒
吃
完
了
飯
後
彼

活
的
耶
穌
立
的
多
祕
呵
坤
教
會
的
總
牧
枝
向
他
預
言
他

要
怎
燄
死
去
時
的
多
收
岫
轉
過
身
來
看
見
耶
穌
所
愛
的

門
徒
跟
著
郎
在
晚
餐
時
誰
耶
穌
胸
腔
前
間
「
主
是
推

出
賞
你
」
的
那
個
門
徒
怕
多
祿
一
看
見
他
就
對
耶
穌

混
一
主
他
怎
線
-
二
訕
訕
訕

)
h
m這
段
」
又
可
推
知

耶
穌
所
泣
的
門
徒
們
抖
叫
到
喇
交
情
叫
起
相
當
深
厚
的
仙

分
析
上
述

一
切
依
前
三
福
音
和
宗
徒
大
事
錄
的

記
心
只
能
街

-
m們
從n
q
k怕
多
祿
的
好
友
憋
足
峨
伯
德

的
兒
乎
成
治
雅
各
伯
必
泣
州
州
正
但
拔
京
1

日
3
1

1

u
4
u
u

8
H
峭
的
心
札
幌
的
中
夕
蔽
的
奸
友
位
不
是

服
各
怕
r
m冶
H
h
E
所
以
這
位
無
名
氏
的
「
耶
穌
的
反

徒
一
和
「
的
多
蔽
的
衍
求
」
您
以
此
后
叫tv刑
徒
這
一
結

論
不
但
人
口
服
而
且
眼
神H
例
為
我
們
可
山
第
四
部
一
耐
止
日

兩
處
經
文
加
以
證
質
的

訂
“
自
祠
的
自

幻
叫
自
所
峙
的
「

-
U州
門
徒
」
郎
娃
土
文

幼
l

幻
節
所
說
的
耶
穌
的

妥
徒
(
口
目
的
自
m
z
幻
7
)創

章
的
記
述
明
顯
與
前
萃

"
l
m
u笛
緊
緊
相
連
這
是
作

者
後
來
所
附
加
的
工
具
政
們
知
道
」
這
一
旬
品
看
來

好
像
是
右
型
的
門
徒
郎
厄
弗
所
長
老
們
的
口
氣
但
我

們
仍
以
為
是
若
望
自
己
自
謙
用

了
複
敏
因
為
他

的
證

缺
不
是
他
個
人
的
證
線
而
是
耶
穌
的
宗
徒
及
全
教
會

的
證
嫂
托
勒
(
斗
。
且
是
)
對
這
種
復
敏
說
它
屬
於
神

秘
文
體
參
閱
若
一
1

1
3
4
H
5
M

若
3

u

!
"

不
管
這
兩
節
究
竟
是
若
望
自
己
寫
的
或
是
他
的
能
弟

寫
的
它
們
如
證
明
第
四
部
福
音
的

作
者
即
是
耶
穌
的

愛
徒
這
位
愛
徒
屬
於
「
那
十
二
人
」
中
之
一
因
為
他
參

與
了
只
有
「
那
十
二
位
人
」
所
參
與
的
晚
餐

(
H
I

U
瑪
鈞
叩
)
再
按
前
三
部
一
福
音
的
記
述
看
來
這
位
愛

徒
只
有
是
耶
穌
所
特
愛
的
那
三
位
門
徒
中
之
一
或
是

伯
多
祿
或
是
雅
各
伯
或
是
若
望
但
不
能
是
伯
多
祿
因

為
他
常
與
伯
多
祿
有
別
不
能
是
雅
各
伯
因
為
雅
各
伯

早
已
於
四
四
年
上
為
黑
落
德
所
殺

(
宗
也
2
)
所
以

只
能
是
若
望
宗
徒

了

總
觀
以
上
所
述
對
第
四
部
一
福
音
作
者
的
買
賣
性

我
們
可
作
出
下
面
的
結
論
無
論
是
外
在
內
在
的
證
憶

都
證
質
第
四
部
福
音
是
耶
穌
的
愛
徒
載
伯
德
的
兒
，
于

擊
右
望
宗
徒
的
作
品
至
於
批
評
學
家
所
假
設
的
種
種

疑
難
只
可
說
是
純
然
主
觀
的
成
見
自
尋
煩
惱
吧
了
如

果
肯
定
這
部
福
音
是
出
於
耶
穌
愛
徒
的
手
筆
那
麼
誰

也
看
得
出
來
其
中
所
包
含
的
道
理
其
價
值
是
多
麼
畫

大
這
一
部
一
福
音
所
有
的
中
心
思
想
依
然
是
在
證
寶
耶
穌

真
是
天
主
墨
子
而
這
恩
想
又
是
初
期
墓
教
會
的
信
仰

那
麼
唯
理
派
批
評
家
所
主
張
的
耶
穌
的
天
主
性
是
漸

由
教
會
的
宗
教
意
識
所
產
生
的
學
說
又
怎
能
成
立
呢

第
二
章
若
望
福
音
寫
作
的
問
題

(
甲

)

地
點
和
時
期

關
於
第
四
部
福
音
寫
作
的
地
點
古
代
的
教
父
都



-
主
張
是
范
措
即
所
域如
雪
依
肋
乃

明
白
說
山
山
「
省
望
在

心
叫~問
蚓
蚓
寫
了
第
四
部
一
盟
則
」
這
種
主
張
似
乎
赴
很
真

-
糙
的
但
塾
厄
弗
稜
(
∞
﹒
開-u
F
B
E
)
和
現
代
的
一
些
學

一
者
一
致
主
張
日
本
宮
的
地
點
應
叫
延
安
提
約
基
雅
城
或

者
肢
泛
地
說
悠
立
起
敘
利
亞
省
假
使
此
主
張
清
在
可
靠

那
聽
我
們
更
容
易
明
白
為
什
麼
敘
利
亞
的
大
學
人
依

納
雷
在
致
厄
弗
所
人
直
上
沒
有
提
及
右
叫
之
而
徒
的
名

字
可
是
考
究
古
代
的
文
件
主
張
厄
城
為
右
寫
作
的
地

點
到
現
在
還
算
是
更
可
靠
的

至
於
若
的
寫
作
時
期
我
們
說
右
H娃
疋
在
默
示
錄
之

後
出
版
間
世
的
默
是
在
多
米
仙
皇
帝
時
代
(
吋
虫
戶{? . 

U
。
B旦
』

望
福
血
音
目
應
吼
是
疋
在
九
六
年
以
後

即
在
乃
爾
瓦

(
Z拘
2
凶

公
元
九
六
九
八
年

)
及
特
辣
雅
諾

(
吋E
E』3釗
呂
口
E
C
5
ω
乙
)何
瓜川

向
皂
起
帝
時
期(
公
元
九
八
l斗
一
一
七
年
)
冉
符
川
作
的
一
逗
.
迢
迫
』
宇

岱φ4 

具
有
外
證
也
具
有
內
證
至
於
外
證
在
前
幸
已
拉
及
阻
最取

重
耍
的
叫
封
釗
叫
抄
於

F仗
、
內
遊
在
下
商
只
客
捉
幾
例
如
(
田
甲a
)
第

四
部
頑
立
自
已
假
定
它
的
作
者
約
前
三
部
福
音
有
所
認

識
所
以
它
是
公
元
七
0
年
後
的
產
品

(
乙

)
木
一
隔
音

明
顯
是
耶
京
失
陷
後
的
作
品
所
以
憋
在
公
元
七
0
年

後
(
丙

)
按
不
少
且
有
證
家
的
意
見
第
四
部
福
音
是
針

對
猶
太
人
在
耶
京
失
陷
後
對
基
督
和
他
的
教
會
所
做

佈
的
講
臟
而
寫
作
的
那
這
只
能
發
生
在
公
元
七
0
年

後
的
一
段
相
當
長
的
時
期
內

(
「

)
一
般
鈕
，
者
公
忍

若
望
一
書
好
像
是
第
內
部
一
瞞
血
目
的「
介
紹
當
」
那
麼

福
音
與
若
一
差
不
多
是
同
時
的
眾
所
週
知
右

-
H正
為

， f~ JL 1357 

攻
擊
小
r
H細
亞
制
蚓
封
的
"
時
論
肉
作
的
而
圳
蚓
封
主

義
在
保
祿
致
哥
羅
森
替
厄
州
所
引
u
牧
函
以
反
怕
多
蔽

後
宮
內
已
見
其
啥
揣
在
右
一
內
已
見
其
、
微
山
南
於
以

上
所
述
可
聲
明
第
四
部
福
音
川
屯
在
第
一
間
紀
木
良
心
川

寫
作
的
可
是
我

們
的
意
見
后
H
t說
打
望
一
門
口
.
恕
山
叫
他

的
一
福
音
就
看
誰
而
一
下
從
頭
到
尾
山
的
成
了
他
的
耐
當

我
們
以
為
若
望
好
幾
年
之
中
一
而
當
一
怯
的
一
向
氾
涂
了

這
神
奇
的
「
耐
性
一
福
音
」
也
而
拔
一
些
m
f
t
n
他
用
了

阿
刺
美
文
然

而
當
諾
斯
士
派
的
謬
為
起
來
「
否

A
」

基
峰
時
他
想
法
把
他
的
崎
音
譯
成
為
臘
文
在
全
仙
抖

給
「
天
主
塾
言
」
作
溢

(
乙

)

U
V圳州
與
分
析

關
於
上
們
倆t口
的
的
釗
分
析
研
綺
們
的
忽
見
叫
恨
不

一
致
病
們
還
持
下
叭
的
分
析
必
為
它
從
適
合
水
舍
的

內
作

几
讀
過
右
的
很
容
U
切
看
得
山
川
惚
中
的
結
山
巾
，
匕

H
比

以
一
篇
序
言
為
首

(
1
1
U
)
亦
以
一
篇
附
錄
府
也

(
訂
)
而
其
中
主
憐
(
I
M
-
-

m
)
又
很
自
然
地

分
為
兩
篇
第
一
篇
I
H

-
-

u
為
耶
穌
傳
教

生
活
第

二
第
口
|
i

m山
為
耶
穌
受
怪
復
活
的
一
宇
航
木
蓄
的
主

幹
第
一
鍋
(
1
ui
-

U
)佳
品
收
否
主
傳
教
的
事
仙
似

以
及
與
這
院
宇
航
有
情
切
關
係
的
-
J
n
A
州
都
站
技
事
叫

發
生
先
後
的
時
呼
“
品
述
的
從
沒
街
看
州
作
者
絲
毫

無
意
離
間
-
W際
的
犯
關
本
烈
的
資
料
正
可
作
崢
言
中

所
迫
的
「
光
在
黑
附
巾
照
耀
」
的
注
胸
第
二
篇
(
口

幼
)
忍
心
耶
穌
受
錐
仙
似
的
的
事
跡
一
過
氣
又
可
分
為
兩

大
段
第
-
段
(
仆
"
l
口
)
記
欲
耶
穌
受
雄
前
夕
奧
宗

徒
們
的
主
要
改
話
這
段
適
合
仔
言
中
所
記
的
「
凡
按

受
他
U
M仰
他
的
﹒
必
滔
天
主
-
P
K
玄
」
的
宣
三
口
第
二
段

(
m
m
)

已
收
耶
穌
受
繼
與
彼
活
的
事
跡

-
Z
J
U

也
正

適
合
耶
穌
所
品
的
「
人
乎
也
妥
照
線
被
間
串
起
來
」
的

圳
一
一
月(
3
H
)
附
法
耶
穌
彼
干
的
後
顯
現
於
提
庇
黎
股

海
洛
屯
的
們
多
祿
為
總
收
稚
的-

F

口
兇
口
後
殉
難
的
情
形

(
別
2

自
)
結
語
木
福
音
的
作
品

(
訕
訕
臼
)

(
一
內
)

目
的
具
性
質

關
於
木
一
禍
立
目
的
白
山
作
社
們
自
己
說
得
十
分
清
位

「
耶
穌
在
門
徒
前
途
行
了
亦
多
其
他
的
艸
跡
沒
有
記

在
J
U部
占
上
這
些
所
已
綠
的
是
為
叫
你
們
信
耶穌
是

默
內
比
天
主
子
，
快
使
你
們
似
的
九
似
他
的
名
獲
得

生

命
」

(
甜
甜
剖

)
山
迋
幾
旬
品
可
以
明
白
作
答
一
編
舟

叫
別
的
目
趴
川
且
為
領
導
大
泉
相
信
耶
穌
娃
默
西
亞

天
主
所
總
結
的
M
時
所
派
泣
的
特
使
並
且
相
信
這
默

函
但
就
是
天
主
的
學
子
除
了
這
一
主
要
目
的
外
若
尚

有
共
它
次
耍
的
目
的
照
舉
制
圳
川
的
意
見(K
F
E﹒

因
言
『
﹒
H
H
H
K
L
.
-
N
B
)

若
唔
，
叫
一
騙
立
自
有
意
攻
擊
切
陵

蚓
(
C
E
D
H
Y
E
)
和
問
刮
到
派
(
Z
Z。
-2
2
)
的
謬
論

因
技
這
學
紋
的
主
張
凡
物
質
都
是
邪
惡
的
所
以塾言

不
能
與
物
質
人
身
相
結
合
舉
熱
羅
尼
莫
又
說
除

了
叫
倒
附
和
別
刮
到
學
派
以
川
州
學
史
遺
反
駁
回
制
科

學
派

(
開E
S
F
H
m
m
)的
謬
見
凶
為
他

們
主
張
基
腎

只
心
泛
開
利
副
所
生
的
一
例
純
粹
九
在
瑚
利
到
以
前
被

木
沒
有
義
傳
存
在



再
也
連
一
猶
斯
一
定
仰
后
作
來
看
當
時
的
猶
太
人
不
但

否
認
吾
主
是
默
西
亞
並
且
極
力
反
對
他
的
天
主
性
凶

此
便
開
始
敏
佈
那
些
至
今
猶
存
的
污
辱
基
督
與
藝
教

會
的
怨
言
若
望
有
鑑
於
此
便
提
筆
寫

了
福
音
以
反
擊

猶
太
人
所
做
佈
的
誣
言
淫
活

最
後
若
望
遠
街
意
完
成
與
補
充
前
三
部
一
禍
音
所

未
記
述
的
事
實
在
凡
讀
過
前
三
部
一
福
音
的
准
也
會
覺

得
其
中
關
於
天
主
塾
三
基
督
的
天
主
性
和
單
神
的
道

現
講
的
並
不
十
分
圓
滿
並
且
對
耶
穌
傳
教

生
活
講
述

的
好
似
只
有
一
年
對
耶
穌
的
苦
難
和
復
活
的
歷
史
也

有
所
個
例
如
因
此
若
望
由
自
己
記
憶
的
喘
口
草
棚
中
唯
巾
了

一
些
資
料
來
補
充
與
完
成
前
三
部
一
福
音
所
有
的
治
漏

本
福
音
，
次
要
目
的
是
為
辯
駁
諾
斯
士
主
義
的
謬

誤
更
清
楚
地
說
是
為
反
擊
切
俊
托
幻
影
說
(
口
。
n
m
g
s

B
5
)
及
厄
彼
翁

(
開E
S
E
O
)
三
大
學
派
的
謬
論

雖
然
一
隔
音
中
沒
有
明
白
指
出
作
且
也
會
有
這
種
日
的
但

由
若
望
一
替
中
可
以
證
明
本
一
福
音
是
有
著
這
種
目
的

的
因
為
如
前
所
說
若
一
與
若
望
一
福
音
有
著
極
研
切
的

關
係
學
者
普
通
以
若
一
作
為
一
兩
立
目
的
介
紹
書
那
麼
作

者
設
在
右
一
內
極
力
駁
斥
那
些
一
「
否
泌
耶
穌
為
基
賢」

(
2
自
)
和
那
些
「
否
治
耶
穌
是
來
白
天
主
....
•• 

」

的
人

(
4
3
等
處
)
明
顯
作
者
在
福
音
內
也
是
要
極

力
駁
斥
諾
斯
士
派
主
義
就
如
在
福
音
所
寫
的

-

若
望
是
否
也
有
意
反
擊
猶
太
人
的
誣
驗
對

此
間

的
叫一屆
學
者
間
意
見
不

叮我
們
以
為
宗
徒
不
知
不
覺
的
仙
也

一
有
若
此
意
誠
如
也
有
意
指
出
前
區
若
紛
所
蒙
受
的
使

1357 咐
趾

) L 

命
右
帥
冊
的
門
徒
差
不
多
都
以
他
為
默
西
亞
|
這
種
恩

怨
在
墓
教
會
中
延
續
了
好
幾
百
年
故
若
望
好
幾
次
聲

明
洗
者
若
翰
只
是
耶
穌
的
前
驅
他
來
到
世

上
只
是
為

給
耶
穌
默
西
亞
作
證
但
他
絕
不
是
默
西
亞

(
見
3
n

關
於
本
福
音
的
性
質
如
果
讀
者
由
前
三
部
一
幅
音

讀
到
本
福
音
時
必
然
感
到
好
像
進
入

了
另
一
個
新
的

世
界
但
如
果
續
續
綱
讀
下

去
努
力
鑽
研
下

去
必
可
看

出
本
福
音
中
阮
描
寫
的
基
色
與
前
三
部
關
剖
所
記
述

的
間
是
一
個
基
督
不
過
前
三
聖
史
好
像
給
我
們
留
下

了
一
張
耶
穌
生
活
的
照
片
而
右
則
給
我
們
留
下
了
一

幅
每
位
的
基
督
甘
耐
心
像
所
以
學
者
一
致
認
為
世
界上
沒

有
一
部
名
普
連
全
部
聖
經
在
內
可
比
得
上
若
寫
得
知

此
簡
要
而
又
如
此
深
奧
的
若
真
可
稱
為
「
智
慧
的
言

論
」

(
格
前
U
S
)
也
正
可
作
聖
保
祿
宗
徒
名
言
的

徵
驗
保
祿
山
不
徒
挽
「
我
們
在
成
全
的
人
中
也
治
智
忿

不
過
不
是
今
世
的
智
慧

﹒.• 

我
們
所
講
的
乃
是
那
隱
蔽

的
天
主
奧
秘
的
智
慧
是
天
主
在
前
向
世
之
前
為
使
我

們

獲
得
光
榮
所
預
定
的
智
慧
」

(
格
前
2
6
7
)

但
這
部
一
福
音
並
不
只
是
一
部
靜
觀
的
言
論
而
同

時
也
起
一
部
具
有
喂
飯
念
益
的
符
作
右
的
特
徵
郎
在

於
此
至
於
征
一
幅
立
目
的
歷
史
性上
面
已
客
講
過
放
在
此

只
說
明
木
一
福
音
所
含
有
的
象
徵
的
意
義
教
父
藝
師
和

現
代
的
一
般
學
者
都
一
致
承
認
本
福
音
是
一
部
含
有

象
徵
意
義
的
著
作
但
現
代
的
一
般
批
評
家
以
這
美
名

來
否
認
本
營
的
歷
史
價
值
譬
如
若
所
記
載
的
耶
穌
在

加
納
變
水
為
滴
的
事
實

(
2
1
H
)
學
奧
斯
定
在
解

釋
這
段
史
事
後
又
解
釋
它
的
內
合
志
誰
說
水
是
吸
徵

咨
約
酒
是
象
徵
耶
穌
的
福
音

l

新
約
因
2
2

等
學
者

郎
以
這
段
，
拈
來
證
明
耶
穌
決
未
顯
過
這
個
墨
跡
它
只

是
右
望
所
杜
撰
的
故
事
或
者
是
一
個
「
戲
劇
化
的
哲

喃
喃
」
以
吸
徵
耶
穌
教
養
遠
遠
超
過
光
的
的
教
誨
由
此

可
見
批
汗
泉
者
的
主
見
與
教
父
們
的
見
解
是
怕
去
多

遠
嫁
辭
海
「
象
徵
」
條
所
說
「
藉
有
形
之
事
物
以
表

現
無
形
之
主
觀
者
謂
之
象
徵
」
這
種
偏
袒
做
在
各
闋
的

文
學
作
品
中
是
常
見
不
鮮
的

即
在
找
國
文
學

上
也
很

質
內
的
只
提
山
詩
經
楚
齡
在
子
等
作
品
叫
而
且
自
便
可
明
暸

「
象
仙
風
」
尚
有
另
一
意
義
「
國
欲
h
A示
人
生
宗
教
哲

學
道
德
等
深
遠
之
真
理
而
探
用
有
刺
滋
性
合
意
深
遠

之
外
形
者
如
神
曲
調
之
高
級
象
做
」

(
辭
海

)
義
國

文
學
上
的
離
騷
法
遊
九
章
等
也
闡
明
於
也
這
一
般
文
種
新
約

中
的
默
示
錄
也
屬
於
一
這
類
文
體
艸
曲
和
九
章
雖
然
情

示
非
付
多
史
質
但
始
終
憋
視
為
他
但
滋
的
作
品
商
息
很
深

全
是
兩
位
大
請
人
想
像
中
的
產
物
其
重
要
意
念
不
攸

關
事
實
只
依
恢
含
意
深
遠
之
外
形

T
Z
E

P

F
Z
F

H
W凶
=
。
于

ω
n
z
g
m已
AM
--
z
。
-
HN吉
凶

2
2
.
F
E
ω山P
O
E
。
已m
P

C
G
E
阱
。
門
等
批
布
什
家
都
主
此
加
拉
也
起
這
樣
的
一
部

寓
意
深
遠
的
作
品
但
這
主
張
是
絕
對
講
不
通
的
囡
囡
卅

正
如
勒
南

(H
H
O
D
E
)

早
已
說
過
「
一
部
相
當
長
的
著

作
中
所
隱
藏
的
象
徵
而
只
能
在
一
千
七
百
年
後
才
可

發
現
這
是

一旦
古
以
來
所
未
見
到
的
一
件
奇
事
」
其
實

若
望
是
最
寶
際
的
一
位
作
者
凡
有
關
耶
穌
生
平
事
跡



-
的
記
載
以
及
關
恥
、
巴
力
斯
坦
的
地
彈
和
他
阮
描
述
的

鞠
于各
色
人
枕
都
較
前
三
里
史
更
為
賀
慨
萬
說
軒
全
部
是

-

|| 

一
一
個
「
遼
績
」
若
望
記
述
了
洗
者
若
紛
為
耶
穌
作
護

一
(
1
，
扭
扭

3

甜
5

臼
)
撤
瑪
黎
雅
婦
人
為
耶
穌
作

證

(
4
抽
)
胎
生
瞎
子
為
耶
穌
作
證

(
9
臼
)
啥
來

為
耶
穌
作
證
(
山
口
)
宗
徒
為
耶
穌
作
證
(
叮
叮

3

U
)
耶
穌
末
人
為
自
己
作
證

(
m
m師
們
“
“
)父
為
耶

穌
作
證
(
5
肘

8
H
U
)
並
且
娶
神
也
圓
的
耶
穌
作
證

(
的
自
)
而
這
「
證
攘
」
的
概
念
也
滲
透
於
若
望
一

會
內

(
1
1
1
4
4
u
5
9
日
)
試
問
一
個
證
鐵
是

應
根
滋
事
實
還
是
依
攘
象
徵
或
寓
意
讀
者
自
會
明
白

那
麼
我
們
就
完
全
否
認
古
時
墓
教
會
中
的
教
父
和
學

師
在
本
一
福
音
中
所
見
到
的
抽
水
徵
嗎
決
不
我
們
以
寫
若

望
按
照
自
己
的
目
的

從
耶
穌
所
行
的
一
切
事
跡
中
只

選
出
了
適
合
於
他
宣
講
高
尚
道
嫂
的
資
料
以
表
明
耶

穌
是
真
「
生
命
」
真
「
光
明
」

再
進
一
步
間
若
望
在
一
福
音
內
叫
起
否
引
用
了
象
徵

的
數
字
「
七
」
呢
有
些
學
者
完
全
否
認
可
趁
我
們
以

為
學
史
故
意
利
用
了
這
象
徵
而
且
神
泌
的
數
字
國
為

我
們
不
要
忘
了
若
望
也
是
默
示
錄
的
作
者
而
且
是
一

個
天
才
的
著
作
家
天
才
的
文
學
家
與
詩
人
往
往
在
歷

史
的
事
實
上
屢
次
發
現
背
通
人
所
未
見
到
的
象
徵
的

深
意
准
羅
赦
黎
革
乃
里
奧
斯
定
亞
歷
山
大
里
亞
城
派

的
神
學
家
﹒
不
都
以
這
種
方
法
來
解
釋
學
經
嗎
希
臘

拉
丁
和
我
國
的
大
文
豪
不
都
以
這
種
方
法
來
解
釋
荷

馬
昧
吉
爾
詩
經
離
騷
﹒.. 
嗎
我
們
以
為
保
祿
也
多
次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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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過
這
種
象
徵
的
方
法
來
表
示
制
制
中
的
深
意

(
湖

4

品
格
前
ω
4
)
按
「
七
」
字
娃
猶
太
人
的
一
個
神

秘
的
數
字
含
有
成
全
之
意
(
申
7
1

創
刊
叫3
戶
幻
3

默
中
會
五
十
多
次
肘
過
這
數
字
七
個
教
會
七
位
艸
七

座
燈
台
七
顆
星
七
個
印
七
位
天
使
七
個
頭
七
隻
角
七

項
冕
-
)
若
中
照
一
般
學
咎
的
意
見
也
用
了
這
個
數

字
以
指
示
耶
穌
五
作
的
成
全
並
且
可
說
雖
然
全
若
中

實
在
找
不
出
這
個
「
七
」
的
數
目
字
來

l

也
許
因
為

諾
斯
士
派
亂
用
這
個
數
字
所
以
右
翼
避
兔
使
用
可

、
，
〉t
d
t
a
v

是
「
七
」
敏
因
為
本
福
音
之
結
構
如
在
生
活
的
食
糙

的
言
論
中
右
望
七
次
記
下
「
從
天
上
降
下
來
的
食
粒
」

一
旬
(
6
甜
甜
叫
“
目
叫
時
)
在
臨
別
贈
言
中
的
日
七

次
記
下
「
就
給
你
們
講
論
了
這
些
事
」

(
M
白
的
U

M
I
4
6

扭
扭
)
在
全
一
福
音
中
寫
7
七
個
奇
跡
變
水

馬
滷

(
2
1
|
H
)
治
好
王
臣
之
子

(
4
的

|
M
)

療
念
攤
子

(
5
1
1
9

)
增
餅

(
6
1
l

H
)
步
行

水
面

(
6
闊
別
)
使
胎
生
瞎
子
復
明

(
9
)
彼
活

拉
回
祿

(
U
I

“
)
此
外
按
聖
史
的
恩
怨
降
生
為

人
的
基
督
的
工
作
即
是
一
種
新
的
「
創
造
」
因
此
舉

央
一
看
筆
便
寫
下
「
在
起
初
已
有
聖
言
」
這
旬
品
頗

似
創
中
第
一
句
「
在
起
初
天
主
創
造
了
天
地
」
梅
瑟

記
述
天
主
「
創
造
」
的
工
作
延
續
了
七
天
(
創2
2
)

若
望
則
記
述
天
主
車
子
「
重
造
」
的
工
作
開
始
於
第

七
天
(
按
右
的
記
載
從
右
翰
指
示
耶
穌
氣
天
主
羔
羊

(
1
目
)
至
耶
穌
在
加
納
顯
示
第
一
個
奇
鎖

(
2
1
)

恰
好
有
七
天
並
且
為
表
示
默
西
亞
任
職
的
德
能
他
會

記
下
了
七
個
比
喻
「
我
是
生
命
的
食
糧
」

(
6
H
H

d

「
我
是
世
界
的
光
」

(
8
凹
)
「
我
是
竿
的
門
」
(
ω

7
)
「
披
挂
苦
牧
」
(
m
u
)「
我
是
彼
品
和
生
合
」

(
口
自
)
「
飛
赴
逅
的
岫
真
彈
和
生
命
」
(
M
6
)
「
次

是
與
你
仿
制
」
(
的

1
)

由
上
述
可
以
推
論
學
右
叫
花
很
喜
歡
利
用
喂
飯
句

是
他
一
一
這
樣
做
非
但
不
損
害
歷
史
性
反
而
會
領
讀
者
更

深
入
了
解
歷
史
的
真
諦

(
[
)
級
文
一
貫
與

一
編
排

我
們
用
「
一
貫
」
二
字
來
投
明
本
一
禍
首
的
內
容

結
他
除
8
1

1

H

或
訕
訕
血
有
疑
問
外
其
它
都
是
上

下
一
立
全
為
右
望
所
寫
的
正
如
包
爾

(HV
E
)
所
說

的
這
部
告
猶
如
吾
主
的
無
縫
長
以
(
吵
臼
)
應
是
一

人
寫
的
作
品
唯
烈
派
批
評
學
者
曾
將
木
一
福
音
分
為
推

多
惱
次
如
故
事
孟
晶
耶
路
微
冷
的
原
來
或
猶
太
原
本

苦
難
的
品
述
仙
似
渴
的
口
傳
等
等
一
這W
H在
把
批
判
學
變

成
了
沒
必
凶
為
社
福
音
的
文
筆
與
沼
氣
自
始
至
終
總

是
一
致
的
學
史
所
喜
愛
用
的
一
比
一
一
詞
句
和
中
心
思
想

如
光
明
生
命
愛
作
證
-
耶
穌
的
天
主
性
與
父
同
恩
而

行
服
從
天
主
的
志
旨
父
和
子
的
光
榮
學
神
的
道
翅
﹒.. 

在
木
福
音
中
到
處
可
見
並
且
本
福
音
的
文
體
也
與
在

若
望
名
下
的
三
划
書
信
的
文
摘
帽
很
相
符
合
國
比
阿
羅

(
K戶口
。
)
等
敢
決
斷
改
否
認
若
望

一福
音
山
於
一
人
手

筆
的
事
贊
賞
在
是
「
批
判
學
家
的
笑
品
」
河
山
且
連
默

示
錄
如
果
政
們
往
深
處
研
究
也
可
證
明
本
書
的

一
貫
性
因
為
就
其
特
徵
「
七
」
字
和
它
所
含
的
最
主



耍
的
道
現
如
天
主
的
羔
羊
生
命
的
活
水
善
牧
的
當
喻

那
一
一
言
的
名
字
和
所
合
的
深
惹
來
看
這
些
一
象
，
徵
與
道
她

充
漏
了
本
福
立
目
的
各
部
份
甜
點
瑪
耶(
戶
。r
s
逆
耳
)

說
得
很
對
「
這
兩
部
書
l

福
音
和
默
示
錄
充
漏

了
間

一
的
教
訓
如
按
柏
拉
闊
的
分
法
來
講

一福
音
可
說
是
一

篇
邏
輯
的
講
義

(
H
b間
。
ω
)默
示
錄
則
是
一
篇
依
婊
形

像
的
教
訓
(
呈
3
7。
ω
)」

關
於
本
一
稿
立
目
的
編
排
首
先
應
注
意
的
是
我
們
不

能
拿
現
代
的
或
西
方
批
判
學
原
則
來
評
斷
一
部
兩
千

年
前
為
一
個
希
伯
來
人
所
寫
的
著
作
這
是
顯
而
易
見

的
此
外
這
部
書
也
不
屬
於
狹
義
的
廢
央
文
體
而
是
屬

於
宗
教
史
的
文
體
作
者
雖
然
在
大
體

上
遵
循
著
時
序

先
後
的
次
序
但
他
所
最
注
意
的
並
不
是
年
譜
而
是
宗

教
的
啟
示
並
且
我
們
也
同
意
某
些
學
者
的
意
見
以
本

福
音
在
寫
成
前
大
都
是
若
望
所
宣
講
過
的
道
現
或
許

「
我
們
見
了
他
的
光
榮
」
和
「
那
看
見
這
擎
的
人
就

作
證
」

(
1
H
W
自
)
這
兩
旬
i
川
師
暗
示
這
件
事

不
但
如
此
依
說
們
看
來
連
若
一
也
可
能
是
他
先

前
的
一
篇
或
幾
篇
演
講
稿
所
集
成
的
當
「
愛
徒
」
搜

集
己
往
的
資
料
編
集
福
音
時
並
未
嚴
密
地
加
以
種
現

只
是
粗
枝
大
葉
一
方
面
放
照
時
期
次
序
另
一
方
面
又

按
照
啟
示
的
意
義
因
此
我
們
覺
得
不
必
取
法
於
現
代

的
一
般
學
者
將
本
福
音
的
編
排
大
加
變
更
甚
至
連
-

E
些
一
公
教
解
經
學
家
也
在
內
把
六
章
移
到
五
章
前
把
耶

淵
一穌
最
後
的
局
別
贈
言ui
口
排
作
U
B

J
卸

的
M
W
H

-
n
-

M
M
U
又
把
的
μ

移
在
的
H

像
等
等
像
這
些
一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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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
的
嘗
試
沒
剩
一
木
占
抄
卷
成
古
譯
本
可
作
依
放
大

都
憑
各
人
的
主
觀
見
解
我
們
眼
然
對
五
六
兩
章
的
倒

置
與
的
H

移
到
m
u
之
從
覺
得
具
有
其
內
在
的
證
按

可
是
究
竟
主
觀
的
見
解
不
能
作
批
判
學
的
原
則

關
於
本
福
音
淫
婦
一
段
(
8
1
|

H
)
技
近
代

一
般
學
者
的
意
見
以
為
並
不
是
連
史
所
寫
的
大
約
原

屬
於
耶
京
教
會
的
口
傳
到
了
第
三
世
紀
才
有
人
把
它

插
入
本
一
一
幅
立
目
中
但
仍
應
視
為
默
感
的
經
文幻
章
有
的

把
它
歸
於
愛
徒
娶
史
有
的
以
之
歸
於
他
的
門
徒
放
們

以
為
還
是
瞞
你
歸
於
若
望
不
過
市
者
不
敢
武
斷

最
後
我
們
敢
說
宗
陸
聖
經
委
員
會
在
一
九

O
七

年
五
月
二
十
七
日
關
於
右
望
福
音
所
發
山
的
為
旨
仍

有
它
的
價
值
其
中
所
指
示
的
解
釋
右
的
原
則
仍
頗
有

助
於
研
究
第
四
部
一
隔
音
的
學
者

第
三
章
若
望
的
神
學

關
於
嬰
若
望
的
一
腳
的
學
在
此
只
提
幾
個
重
要
的
題

目
因
為
在
本
辭
典
內
有
關
耶
穌
基
窗
學
言
天
主
三
位

一
體
其
現
生
命
愛
德
學
體
學
洗

....•• 

各
條
已
有
論
述

雖
然
在
此
只
提
出
學
若
望
的
神
學
重
要
的
題
目
我
們

仍
以
為
如
果
讀
者
不
親
自
去
默
讀
默
想
若
望
福
音
及

若
望
三
番
尤
其
是
第
一
番
任
何
替
緒
都
不
能
全
然
揭

示
若
望
的
喘
口
該
放
黎
革
乃
學
奧
斯
定
聖
濟
利
祿
等
無

不
勸
魁
讀
者
去
讀
這
被
稱
為
「
神
性
輻
立
目
」
以
前
應

該
祈
求
里
言
恩
賜
他
的
神
光
且
要
效
法
降
生
為
人
的

救
主
耶
穌
證
遵
實
踐
他
的
誠
命
因
為
唯
有
「
履
行
真

理
的•••••. 

績
來
就
光
明
」

(
3
n
)

若
望
的
神
學
具
有
它
的
特
徵
它
的
主
要
內
容
自

然
不
相
反
對
觀
福
音
的
要
義
但
與
對
觀
福
音
有
看
顯

明
的
分
別
前
三
一
福
音
主
要
的
意
義
乃
是
「
天
國
」
而

若
望
則
是
「
永

生
]
「
人
子
」

一
名
的
意
義
在
若
內

也
沒
有
如
在
前
三
一
幅
血目
中
所
具
有
的
那
重
要
的
概
念

右
望
科
學
是
滲
透

生
命
光
明
與
黑
暗
上
界
與
下

界
做
界
信
仰

明
認
真
理
光
榮
﹒.. 
等
等
思
想
救
贖
普
遍

性
的
宣
言
在
若
內
是
特
別
予
以
注
意
所
有
的
人
只
要

他
們
懷
有
信
心
就
能
獲
救

(
1
1
9
3
時
)
耶
穌
是

舉
惜
的
救
主
他
除
去
了
舉
世
的
罪
惡

(
4
n
l

目
)

他
的
下
棧
也
敞
開
給
世

上
所
有
的
人
只
要
人
相
信
他

便
可
進
入
(
m
H
U
M
)
耶
穌
的
信
徒
與
猶
太
人
的

分
別
不
在
乎
是
否
遵
守
梅
瑟
法
律
那
些
細
小
的
規
則

及
先
人
的
傳
授
而
是
在
乎
信
不
信
按
不
接
受
耶
穌
的

啟
示
梅
瑟
會
給
以
民
法
律
降
生
為
人
的
天
主
學
子
賜

與
人
的
是
恩
龍
和
真
理
(
1
口
)
惋
瑟
法
律
最
大
的

目
的
和
特
點
就
是
給
基
督
作
證

(
1
的
2

口

5

“
7

祖
8

時
等
處
)
前
三
一
福
音
一
條
一
條
地
指
定
做
人
的

道
德
誡
命
若
望
部
把
人
的
倫
理
全
歸
於
一
條
大
誠
命

I
:
愛
德
的
誠
命

(
U
H
時
間
口
若

-
2
7

!
"
3

u

刮
目

4
M
1

剖
)
由
於
此
雖
然
耶
穌
教
訓
人
要
遵
行

天
主
及
自
己
的
誠
命
(
M
H
)
可
是
他
的
一
切
誡
命

總
歸
於
一
條
誠
命
師
愛
德
雪
奧
斯
定
後
來
將
建
若
望

這
一
條
愛
德
誡
命
的
道
理
衛
星

總
括
說
只
要
你
真
正

愛
慕
天
主
就
可
任
意
行
事

里
若
望
的
作
品
拉
伯
若
一
以
及
默
充
淪
了
耶
穌
奧



-
妙
的
道
理
聖
保
祿
的
寄
信
也
是
如
此
可
是
聖
若
望
的

描
~出
設
丸
是
他
個
人
的
出
發
凡
與
重
問
喇
有
所
不
風
刮

-
u致
其
本
性
乃
是
天
主
墨
子
啟
示
自
己
的
一
種
記
載
第

一
四
部
福
音
所
銜
的
言
論
幾
乎
都
討
論
一
個
題
目
郎
基

督
的
位
格
他
的
先
存
他
與
天
父
所
有
的
關
係
他
的
降

生
他
在
世
的
工
作
他
的
罔
淤
天
父
的
事

在
前
三
部
一
禍
首
之
中
這
些
一
大
問
題
雖
都
已
暗
示

可
是
在
若
中
划
進
一
步
加
以
揭
示
耶
穌
論
自
己
說

「
我
是
世
界
的
光
」
(
8
臼
)
「
我
是
生
命
之
糧
」

(
6
品

)
「
或
是
復
活
與
生
命
」

(
1
自
)
「
我
與

父
是
一
體
」
(
ω
叩
)
「
在
屁
巴
郎
山
現
以
前
我
是
」

旅
行
聾
的
思
恕
耶
穌
向
世
人
要
求
的
是
信
德
與

愛
德
也
可
搗
亂
要
求
唯
一
的
信
仰
因
為
准
在
生
活
中
有

真
誠
的
一
佰
仰
使
不
能
手
做
布
愛
德
人
只
要
全
心
信
仰

耶
穌
是
天
主
子
天
主
的
祥
一
瓜
省
和
敘
位
主
就
能
獲
得

永
生
推
拒
絕
這
信
仰
就
是
自
取
滅
亡

在
前
三
部
一
幅1日
內
耶
穌
的
干
奇
跡
特
別
闌
珊
明
他
的

無
限
仁
慈
談
右
耶
穌
的
科
以
雖
然
也
顯
示
他
的
仁
慈

可
是
主
要
地
還
是
透
明
耶
穌
的
大
能
和
權
成
再
說
按

右
耶
穌
的
奇
跡
都
是
證
放
與
徵
兆

(
切
。
呂
立
"
)

右
也
充
漏
了
理
事
學
洗
與
學
他

i

的
道
現
耶

穌
的
教
會
比
之
股
新
娘

(
3
臼
)也
比
之
於
不
翠
(
昀
)

耶
穌
乃
們
正
教
會
的
新
郎
惶
且
是
教
會
的
挾
救
者
善
牧

捨
生
是
為
救
護
他
的
下
京
逗
他
的
奧
m
m師
等
淤
永
生

所
以
永
生
已
在
今
性
關
除
了
當
人
藉
信
總
接
受
了
耶

穌
經
過
恩
能
耶
穌
和
他
的
學
父
及
學
神
使
安
居
於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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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
者
的
心
內

由
於
若
望
重
視
「
永
生

」
的
道
理
為
此
可
暸
解

為
什
麼
末
世
泊
在
右
及
右
一
也
是
一
端
主
要
的
教
義

審
判
及
判
斷
不
但
是
天
主
的
行
為
而
且
也
是
做
人
的

行
為
人
右
拒
絕
衍
仰
則
是
審
判
自
己
判
斷
自
己
反
之

人
右
信
仰
他
就
已
成
為
生
活
其
主
的
住
所
(
M
目
)

他
的
永
生
已
在
扯
開
始
他
是
耶
穌
的
肢
體
猶
如
爾
伯

枝
存
在
葡
仿
樹

上

一
樣
(
的
1
1
u

)

見
若
一
二
三
默
示
錄
耶
穌
基
倚
天
主
三
位
一
體

墓
禮
愛
德
恩
寵
學
洗
真
媳
生
命
教
會
(
還
)

到
止
-
O
E
E三
三
口
「
早
已
皂
白
。

二
。
Z
J

口
而
1
46
3
4
君
主
制
/
S
E
。
-
z
u
g
g

」

在
七
封
公
函
內
有
三
封
是
打
型
的
告
訴
通
常
稱

右
哩
一
卉
扣
迪
二
古
拉
的
且
三
古
今
分
條
作
一
簡
馨
的

介
紹

-
H
h叫L
-
B
本
書
雖
稱
為
書
信
但
沒
有
一
般
替

佑
的
絡
式
的
“
的
沒
也
提
及
發
信
人
以
此
此
收
信
人
信

是
也
沒
有
致
攸
辭
典
祝
福
何
以
本
書
沒
有
採
用
其
他

一
般
書
信
的
背
通
格
式
不
得
而
知
有
的
學
者
認
為
可

能
是
作
者
托
人
將
本
書
信
帶
給
某
教
會
請
他
們
看
完

後
再
轉
與
其
他
教
會
傳
閱
故
未
在
信
普
及
信
皂
寫
收

伯
人
名
字
以
拔
制
一
鵬
此
致
攸
辭
等
本
書
信
首
雖
沒
有

結
發
的
人
的
名
字
似
舟
教
會
伊
始
以
至
近
代
的
學
者
無

不
以
木
告
作
并
研
肘
學
若
望
山
不
能
換
言
之
本
古
作
者
也

師
那
凹
一
禍
首
的
作
者
|
|
聖
右
望
宗
徒
理
由
說
來
簡

單
如
果
泊
者
對
第
凹
一
福
音
也
的
范
望
一
福
音
有
所
認
織 而

再
對
本
書
詳
加
研
究
誠
可
看
也
不
只
在
思
想
上
封

至
連
用
字
與
文
筆
本
書
作
者
應
與
第
四
聶
璧
目
的
作
研
自

當
尚
為
一
人
例
如
木
香
說
「
天
主
沾
光
」
(
1
5
參

閱
右
8
u
9
5

白

白
)
又
改
「
天
主
是
愛
」
(
4
.時

參
閱
右
3
M
M
刮
目
)
月1〈
品
「
天
主
站
生
命
」
(
1

2
2
4
9
5
叩

參
閱
若
1
4
6
曰
“
“
H
U

自

M

6
)
再
比
喻
說
「
天
主
是
父
」
(
2
1
H
H
n
|
訕

3
1
2
參
閱
右
-
n
5

時
|

8

胡
悶
悶

H
m
M
等

)

又
如
「
彼
此
相
愛
的
誡
命
」

(
2
3
!

u
3
u

1
H

參
閱
右
U
H
自
M
呵
，
扭

的
問
叮
)

木
後
本
主
的

目
的
除
了
為
使
讀
者
守
天
主
的
泌
命
特
別
彼
此
相
愛

的
識
命
外
就
是
叫
人
信
耶
穌
為
天
主
手
(
3
臼
5
1
)

注
且
因
此
的
德
國
信
耶
穌
為
天
主
r
T
J能
被
勝
恨
你

(
5
4
5
參
閱
若
1
7
5
拍
“
6
目
叫
“
口
目
的
油

!
扭

扭
叫
)

從
以
上
所
作
的
比
較
看
來
不
祇
得
知
水
占
作
各

乃
第
四
一
幅
音
的
作
者
右
望
而
同
時
也
可
以
看
山
本
書

內
容
的
總
概
以
及
本
書
作
者
的
目
的

U
E以
對
這
問
題

已
不
需
持
費
筆
惠
所
應
補
充
的
紙
有
寫
本
書
信
的
動

織
以
及
時
地
從
本
書
信
內
容
看
來
作
者
所
以
寫
這
一

書
信
娃
因
作
者
見
到
當
時
m
h
m
友
受
到
一
一
惶
惶
(
端
邪
說

的
威
約
遂
寫
了
這
封
「
公
函
」
耍
偏
友
一
方
前
些
保

持
信
總
勿
受
異
端
邪
說
的
迷
惑
川
一
方
面
要
拍
概
澄

守
天
主
的
誡
命
特
別
愛
主
愛
人
的
滅
命
至
於
木
吉
所

泣
的
異
端
邪
混
究
是
什
麼
傲
的
邪
改
叩
門F
E意
見
不
一

技
本
營
內
容
來
看
這
異
端
邪
泣
最
大
的
錯
誤
的
否
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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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
穌
是
默
西
亞
是
天
主
子
飢
不
承
認
耶
穌
是
天
主
子

因
而
也
不
承
認
父

(
2
M
i
n

)
若
望
稱
這
些
異
端

人
為
「
假
基
管
」

(
2u
n

4

3

)為
「
迷
惑
人
的
」

(
2

目
3
7

)
為
「
魔
鬼
的
兒
子
」

(
3

叩

)
右
按

學
依
肋
灼
的
說
法
赴
指
切
陵
托
其
端
他
挽
「
切
陵
托

孤
承
認
納
恆
仙
的
耶
穌
赴
瑪
利
亞
及
后
瑟
的
兒
于
和

其
他
人
一
樣
僅
比
別
人
正
寵
聰
明
特
立
當
他
受
了
花

翰
的
洗
禮
後
「
基
賢
」
從
統
治
一
切
的
主
宰
者
以
筒

子
的
形
像
降
到
他
身
上
以
後
他
就
宣
講
一
位
連
他
自

己
也
不
沼
識
的
父
又
行
大
奇
鎖
異
事
末
後
到
耶
穌
受

難
與
復
活
時
「
基
督
」
叉
離
開
了
耶
穌
「
基
督
」
一
小

能
受
難
國
他
是
屬
艸
性
的
」

(〉
已
〈
-
Z
O
R

﹒
H

WN
B
h
。

〈
口
.
也
∞AV
)

不
過
另
一
些
學
為
制
根
據
本
書
內
容
忍
為
本
當
所

攻
斥
的
異
端
邪
品
大
約
郎
沾
話
時
盛
行
於
厄
拘
押
所
哥

羅
森
培
爾
加
摩
提
雅
位
妹
一
幣
的
一
種
帶
有
來
自
猶

太
主
義
的
諾
斯
士
派
色
彩
的
尼
苛
勞
駕
人
的
異
端
技

一
一
這
異
端
的
特
仙
風

即
背
棄
天
主
任
意
犯
罪
尤
其
縱
慾
行

淫
所
以
他
們
不
承
認
有
罪
這
罔
事

(
1
8

)
但
學
若

望
如
說
「
那
犯
罪
的
是
屬
於
魔
鬼
因
為
魔
鬼
從
起
初

就
犯
罪
」

(
3
8
)
這
正
如
默
2

6
H
H
所
駁
斥
的

異
端
說
「
在
那
前
載
有
撒
蟬
的
寶
座
」
(
默2
H

)
稱

他
們
的
謬
海
為
「
撒
那
奧
義

」
(
默
Z
H

)
相
同
自

F
此
也
可
推
知
若
望
這
封
信
赴
寫
給
小
亞
細
亞
地
方
的

掰
一各
教
會
因
而
稱
為
公
恥

一

關
於
本
替
寫
成
的
時
期
與
地
點
由
本
營
內
容
飯

." "'-)L 

不
得
而
知
古
教
會
傳
授
也
沒
有
明
文
記
娥
是
以
很
不

易
下
一
確
切
的
答
案
不
過
從
本
書
內
容
看
來
本
書
作

者
假
定
誠
者
到
第
四
福
音
己
所
有
認
識
木
香
右
F

道

她
只
有
的
肋
福
音
才
司
以
明
瞭
如
2
2
對
抗

M
H
2

且
對
H
AM
U位
“

2

凹
對
右
M
站
等
由
此
可
以
推
山
本

督
信
必
寫
於
右
望
一
隔
音
之
後
按
右
望
福
音
A
若
望
晚

年
(
即
大
約
公
元
九
九
l
-
O
五
年

)
所
寫
娃
以
本

書
的
完
成
不
能
早
過
這
個
年
限
至
於
地
點
相
傳
若
望

晚
年
居
於
厄
弗
所
娃
以
這
一
書
信
大
約
也
當
在
厄
弗

所
所
寫二

右
二
名
三
雖
也
列
於
七
公
函
之
內
但
從
兩
害

的
內
容
看
來
尤
其
右
三
資
屬
私
商
性
質
石
二
照
字
面

看
來
越
寫
給
「
蒙
揀
選
的
主
母
和
她
的
于
女
」
好
似
寫

給
某
一
位
婦
女
不
過
磁
一
般
經
學
者
的
息
見
這

「
蒙

練
澄
的
主
持
」
川
是
指
某
一
地
方
教
會
在
占
教
會
的
文

獻
內
不
乏
這
樣
的
咱
們
呼
如
伯
前5

口
十
二
宗
徒
圳
言

赫
爾
瑪
牧
夫
篇
致
命
者
里
依
納
爵
的
著
作
內
等
都
有

類
似
的
稱
呼
法
不
過
究
指
那
一
地
方
教
會
則
不
得
而

知
從
右
三
9

節
看
來
可
能
即
右
三
收
件
人
加
約
所
屬

的
教
會
至
叭
叭
右
二
與
若
三
的
作
者
若
二
右
三
的
信
首

作
者
自
稱
「
我
長
老
」
因
而
在
教
會
初
期
曾
有
人
總

為
右
二
右
三
兩
替
出
淤
當
時
某
一
位
長
老
的
手
可
進

而
對
這
兩
替
的
正
經
性
也
有
所
懷
疑
不
過
若
仙
似
坡
這

兩
含
內
容
的
思
恕
與
文
筆
以
及
別
字
來
看
實
際
輿
若

一
甚
至
若
望
一
職
音
符
同
一
作
者即
塾
若
望
宗
徒
是
以

較
級
教
會
將
這
二
書
列

於
次
正
經
魯
目
內
但
仍
不
否

認
這
兩
害
的
正
經
性
至
於
作
者
所
以
寫
這
兩
蓄
的
用

意
判
若
二
來
殺
無
非
勘
魁
信
友
守

M昨
天
主
的
滅
命
守

好
天
主
的
誠
命
的
是
愛
天
主

(
4

1

6
)
此
外
勸
倍

友
要
提
防
異
端
人
的
邪
說
謬
側
向
要
幣
持
耶
穌
所
啟

示
的
真
斑

(
7
1
刊

)
至
臥
趴
在
省
三
這-
M
信
中
作

者
按
勵
加
約
繼
續
行
善
特
別
贊
助
傅
錫
正
道
的
弟
兄

(
3
8
)

然
後
指
責
一
位
以
憑
」
崗
位
而
妄
財
神
權

的
狄
約
勒
妥
並
咱
們
揚
一
位
為
與
現
作
證
的
總
默
特
琉

(9

山
)
由
於
這
兩
奮
與
私
一
所
寫
內
容
極
相
近

似
那
未
寫
這
二
害
的
時
間
與
若
一
不
會
相
距
太
遠
而

地
點
大
約
也
在
厄
弗
所

(
義

)

“J
t
3
9
巨
-
v
t
+主
三
。
Z
D
E
E
P

B
B

ω

J

口
而
14
6
3
d
少
圭
R
/
的
。s
g

F
E
E
E
S

L

是
指
右

-
5
7
簡
「
原
來
在
天
上
作
澄
的
有
三

他
師
父
里
言
和
m
t
u
艸
並
且
這
三
位
起
一
致
的
」
而
-
T口

這
一
節
首
見
淤

∞
MH
S
'
色
。
B
B

C
E

的
控
I

通
行
本

雖
然
它
十
分
清
楚
地
講
了
天
主
學
三
的
這
斑
但
它
的

正
經
性
如
被
人
否
忍
了
因
為
它
是
後
人
加
入
的
衍
文

一
八
九
七
年
梵
蒂
岡
學
部
為
避
兔
各
種
異
端
邪
說
山

告
示
圳
令
倍
友
不
能
隨
便
輕
忽
地
否
認
這
一
笛
經
文

的
r
S
M
m
性
一
九
二
七
年
羅
馬
學
經
委
員
會
被
威
地
解

釋
這
一
法
令
絕
不
縈
止
人
來
對
它
的
正
經
性
加
以
慎

重
的
研
究
甚
至
傾
向
否
認
的
怠
見
祇
要
材
廠
隨
從
教

會
的
最
後
判
決
而
必
要
時
放
棄
己
見
學
者
們
根
坡

上

述
法
令
的
解
釋
研
究

所
得
的
結
果
是
否

定
的
意
的
若

望
夾
註
不
屬
聖
經
原
文
因
為
除
了
十
二
世
紀
之
後
的



-
四
個
小
字
抄
卷
外
-
切
希
擻
抄
卷
都
沒

有

這
一
筒
甚

鞠
士
遂
于
切
古
譯
木
扎
扎
全
部
東
方
敬
父
及
大
部
份
西
方
教

一
父
們
都
不
知
道
有
這
一
節
經
文
的
存
在
一
一
逅
的
確
瓜
否

認
它
的
正
經
也
結
一
側
十
分
強
而
有
力
的
凌
亂
叫
國

學
者
問
約
索

(
〉
苦
的
。
)
更
進
一
步
治
明
白
根
本

就
不
見
淤
原
來
的
學
熱
羅
尼
美
的
投
T
通
行
本
它
的

來
源
大
約
是
出
於
班
國
第
五
世
紀
培
肋
格
黎
站
出
版

的
聖
經
上
的
一
個
旁
註
後
來
漸
漸
將
這
小
註
加
入
正

文
之
中
普
通
所
說
的

仆
黎
熹
里
雅
諾
H
JE

E
S
H
E
為

這
夾
註
的
創
始
者
的
意
見
是
不
太
正
確
的
蚓
利
制

(
吋B
D
g
)大
公
會
議
的
有
關
聖
經
「
部
份
」
的
法

令
刻
這
夾
註
無
效
因
為
第
一
它
從
來
未
在
古
教
會
中

被
捕
讀
過
第
二
它
很
本
就
不
屬
俊
住
了
通
行
本
的
原

文

(
的
中-
UO
D
N
.這
4
.
)
(

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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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若
望
默
示
錄

\
因。
。
r
。
『
悶
。
〈
仿
古
巴
。
口
。
『
】。F
H
M
J

/
KF』心
。
口已
〕『可
E
ω

H
。
凶
口
口
臼
」

若
望
默
示
錄
或
啟
示
錄
為
新
約
最
後
的
一
本
書

的
書
名
此
名
由
希
股
文
的
動
詞

〉
M
Z
g
q
H
M
阱
。
(啟
示

或
默
示
)
而
來
意
謂
揭
露
直
到
此
時
人
還
未
知
的
一

種
秘
密
(瑪
昀
甜
口
盯
的
叮
格
前
2

叫

羅
1

口
油

等
)

那
麼
「
耶
穌
基
督
的
啟
示
」
(
默
1
1
)
一
句
等
於

議
主
耶
穌
給
他
的
信
徒

所
啟
示
的
是
由
他
的
天
父
所

蒙
受
的
真
連
這
真
璁
的
在
於
顯
示
耶
穌
是
最
大
的
君

王
和
最
後
的
審
判
官

(
見
格
前
1
7

得
後
1
7

等
)

默
的
內
容
極
相
似
路

口
n

L
m
M
S及
瑪

圳
的
所
記

的
耶
穌
的
木
他
言
論
參
見
與
此
類
似
的
地
方
谷

臼
路

訂
得
前
4
H
5
u

得
後
2
1

間
格
前
的
甜
甜
格
後
U

I

‘
弟
後
3

4

8

等
如
果
我
們
在
讀
默
以
前
先
淚
，

U

心
理
新
約
的
經
文
就
可
看
到
重
要
的
題
目
如
耶
路
撇
冷

的
陷
落
耶
穌
再
次
來
臨
來
臨
的
先
兆
等
默
與
上
述
的

新
約
經
文
大
致
相
同
所
不
同
者
是
若
望
以
默
示
錄
體

(
如
象
刮
風
比
喻
神
秘
數
字
等
)
一
方
面
詳
解
這
些
主

題
另
一
方
面
藉
他
所
蒙
受
的
新
啟
示
和
神
稅
增
加
一

些
新
的
先
兆
更
具
體
地
解
釋
主
耶
穌
在
末
世
言
論
中

所
發
出
的

預
言

本
含
著
作
的
時
代
更
能
令
人
看

卅
作
者
的
目
的

花
旦
暸
解
默
路
位
自
歐
與
新
約
其
他
默
示
錄
體
純
文
街

相
同
處

也
有
不
相
同
處

按
要
依
肋
乃
記
載

戶
〉
內Z

Z
m
E

﹒
〈

8
)
本
書
是
在
多
米
仙
(卒
於
九
六
年
)咱
們

起
的
教
峰
時
期
鈴
巴
特
劇
蚓
寫
成
的
副
書
人
寫
結
「
關

於
反
基
倚
詣
的
名
字
我
們
實
在
不
敢
肯
定
甚
磨
如
?

我
們
現
時
話
要
說
出
他
的
名
字
那
位
看
見
這
碑
示
的

必
定
寫
了
出
來
因
為
那
看
見
這
替
示
的

時
期
就
在
前

不
久
是
不
多
就
是
我

們
這
一
時
代
郎
在
多
米
仙
自
主
帝

時
代
末
葉
」
默
的
內
容
與
依
肋
乃
的
陳
述
全
相

吻
合

一
個
基
督
徒
如
果
在
耶
京
陷
落
之
後

(
公
元
七

(
1年
)
讀
過
主
耶
穌
的
末
做
一
一
言
論可
能
推
想
墓
教
會

最
闊
害
的
仇
敵
|
|
猶
太
主
義
庇
然
已
經
消
滅
了
從

此
以
後
一
切
則
應
順
利
救
主
的
學
道
就
將
順
利
展
開

得
到
光
榮
(
得
後
3
1
)
但
事
實
正
惘
反
多
米
仙
的



俑，
.

迫
害
又
興
起
這
如
何
解
釋
升
天
的
主
耶
穌
對
於
這
些

事
伯
拉
否
會
留
下
甚
麼
訓
言
愛
徒
若
望
的
以
他
的
默

t
i
B
S

S

。
，
1
I
l
l
-
h
i
l
l
-
-
1

』
1

示
錄
叉
口
造
了
這
些
一
疑
雌
雄
若
望
的
恰
形
頗
似
遠
也
陶
先

知
的
的
知
占
先
知
在
默
想
耶
仙
米
亞
的
叫
出
=
口
時
則
蒙

受
了
天
主
的
啟
示
郎
七
十
個
星
期
的
啟
示

(
見
達
9

，

也
)
同
樣
新
約
的
先
知
札
望
在
多
米
仙
迫
甘
-
n教
會

之
時
山
淤
默
想
主
耶
穌
的
木
他
言
論
也
蒙
受
了
彰
顯

這
木
"
一
一
言
論
的
局
外
→
種
啟
示
即
默
中
所
記
述
的
頭

。

'
，

言
這
心
悟
，
1

叫
一
一
昌
叫
他
且
藉
看
他
令
萬
股
禹
代
舉
世
的
信

徒
明
白
道
太
主
義
消
除

了
以
後
仍
有
其
他
的
權
力
與

'
，

。

但
迫
占
教
合
適
到
主
再
來
臨
可
以
起
基
賢
的
信
徒
不
要

失
常
羔
字
和
隨
從
他
的
衍
梁
、
必
要
勝
過
剝
削
瓜
l

山
川

劑
和
隨
從
他
的
人
自
此
可
見
妙
的
目
的

H
正
在
趴
位

女
也
結
友
鞏
固
他
們
的
佑
仰
，
但
刻
向
烈
的
終
結
凶
比

學
教
會
的
結
多
作
家
做
什
川
內
地
稱
本
村
村
門
川
職
爭
教
會

。

的
女
心
盡

默
示
緣
故
h
A也
看
來
是
一
…
川
，
比
一
陡
的
書
信
收
信

人
吋
雄
為
省
小
亞
細
恆
的
七
個
教
會
可
H
罕
事
背
上
這

七
個
教
會
是
象
做
全
叭
屏
前
向
代
的
教
會
|
a

「
七
」

為
一
個
神
秘
而
指
示
完
輕
的
數
字

洞
必
以
示
錄
的
分
析
很
拉
開
的
意
見
后
一
大
致
呵

分
折
扣
圳
下
一w
r一
一
口
1
1

3

致
七
教
合
一
陶
1
4

3

扭

第
一
段
人
1

後
之
事
(
4
1

W
M
)
第
二
段
今
仰
的
終

-
結

(
W
U
U
S

)
結
浴
池

(
叫
“?
n
)
本
咎
的
給

別
一悅
緊
終
般
配
布
局
極
有
規
仲
的
全
靠
神
秘
的
數
字

「
七
〕

一
所
以
甘情
巾
具
有
七
例
教
會
的
七
封
書
信
七
個
印
七
個

1361-1362 JL 

號
角
七
個
具
兆
七
個
全
孟

默
艸
m
m手
之
重
要
點
就
是
基
督
即
獲
得
布
全
勝
利

的
天
主
羔
下
就
是
他
戰
勝
了
撒
姆
和
撒
蟬
的
兩
個
助

于
暴
收
織
力
和
假
智
川
甘
心
並
使
他
的
教
會
最
後
戰
勝
這

一
地
以
的
三
位
一
體
可
是
旅
途
中
的

教
會
無
法
得
盼

這
黑
暗
的
三
位
一
體
除
非
依
頓
基
督
的
質
血
而
去
克

服
罪
惡
技
且
一
日
新
日
日
新
如
同
新
娘
以
基
督
的
美

德
裝
飾
自
己
基
督
徒
段
體
站
出
主
耶
穌
是
勝
利
者
所

以
他
和
耶
穌
的
教
會
也
將
是
一
個
勝
利
者
基
智
心
他
為

「
勝
利
局
」
這
一
概
念
可
視
為
本
書
的
精
艸
和
旨
趣

因
此
品
默
不
錄
情
基
皆
神
學
的
實
峰
和
教
會
的
女
叫
叫

苦
沒
有
一
點
過
份

見
默
-
M小
錄
假
象
少
以
為
先
知
數
字

(
小
山)

“
t
3
9
巨
，H
、
甘
骨
肉
葉
立
口
同
的
。

二
。
Z
J

口
而
1
4
6
3」
/
耳
可
企
b
p
/〉
2
5
Z
E
E

之

這
書
名
包
含
五
種
講
論
宗
徒
若
望
故
事
的
苦
的

一
路
齊
約
加
黎
諾

(
H
L
E
E
ω
C
E
E
m
)
所
心
有

的
花
望
大
事
錄
原
文
為
希
臘
文
共
一
百
一
十
五
章
但

茵
十
七
章
早
已
失
散

二
仆
治
局
治

(
京
6
5
)
所
苦
的
若
望
大
事
錄

共
五
卡
准
原
文
門
前
股
文

三
間M
r
H北
伙
雅
丘
卷
帥
"
心
望
防
線
錄
共
二
L
l

三

紅
原
文
閃
而
臘
文

四
敘
利
回
文
忱
的
蝕
的
兒
子
宗
徒
樂
部
一
工
反
抗
望

的
鹿
史
作
詩
利
用
了
上
述
的
希
臘
文
作
口
叩
門
戊
其
他
來

源
編
築
了
此
番

五
在
級
自
叫
陵
苛
斯(。
v
q
2
2
7
3
)發現
的
兩

泊
倍
很
妓
片

關
於
這
也
作
品
大
概
說
是
他
一
一
仿
效
正
經
宗
徒
大

料
制
的
作
口
叭
可
泣
作
者
多
喜
愛
治
對
此
且
好
記
錄
宗

叫
他
之
長
的
宣
講
關
於
歷
史
價
值
瓜
分
開
來
改
這
些
古

很
小
心
寶
地
反
映
著
作
者時
代
的
教
友
生
活
禮
節
信
仰

等
吋
是
吋
主
人
翁
的
行
傳
所
記
載
的
事
幾
乎
可
說
宅

無
價
值
著
作
的
時
代
且
是
第
二
第
三
院
紀
也
所
留
下
的

現
行
抄
卷
都
是
在
第
四
第
五
世
紀
中
繕
寫
的
在
教
翔

和
體
笛
方
面
比
如
約
於
嬰
孩
的
洗
禮
十
字
樂
的
崇
敬

感
您
的
民
腳
印
和
其
它
的
種
簡
這
些
作
品
保
存
了
很
胃

口
的
歷
史
證
懷
但
是
另
一
芳
面
這
略
性
區
的
作
者
傾
向

蚓
蚓
刮
主
接
過
份
的
縈
慾
主
持
收HM街
州
地
方
作
許

明
明
主
張
幻
影
說

(
U
S
n
H
Z
E
5
)
的
此
而

J

了
解
悶

甘
情
麼
叫
叫
教
徒
很
重
侃
而
聖
扎
眼

A
T倒
拒
絕
制
割
及
其

他
求
他
的
的
呵
大
事
錄

(
4川
)

的
主
3
竿
官
僚
主
曲
已
。ω
Z
Z
o
h
u穌
厄
是
厄
抽
沛
的
棉
川

可
以
Z
ι
y
f
s
E
M

州

F
H
川
'
，
因
》

3
-

b

、

1

二
三

t
r
l
j
t
i
c
r

、

文
派
族
長
厄
里
沙
瑪

的
孫
子
問
恆
的
兒
子(
→
端上
7
盯
戶
1

叩
)
原
名
日
向
合

改

(
因
S
Z
2
)
有
「
拯
救
」
之
意
梅
瑟
在
他
中
刊
上

加

上
主
的
名
就
改
叫
在
蘇
厄

(
』
。
多E
)
的

「
土
主

協
開
放
」
之
意
(
戶

口
問
)
比
北
正
預
示
他
將
來
的
作

功
偉
業當

以
色
列
子
民
也
埃
及
時
若
蘇
厄
尚

是
一
個
約

三
卡
歲
的
年
輕
人

(
仙
詞
u
)
梅
瑟
選
他
作
自
己
的

侍
從
並
交
給
他
兵
檔
率
領
臥
色
列
子
民
反
擊
阿
瑪
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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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了L

克
人
(
出
口
﹒
l
H
)
以
後
又
作
厄
弗
辣
茵
艾
派
的

代
表
被
派
前
往
偵
察
客
納
罕
地
罔
來
後
極
力
支
持
偵

探
的
領
袖
加
肋
布
的
意
見
進
反
客
納
罕
地

(
戶
的
M

見
加
肋
布
條
)

當
梅
瑟
獨
自
登
上
西
乃
山
會
見
天
主
時
若
蘇
厄

寫
唯
一
的
隨
從

(
出
圳
的
問
"
“
口
)
並
時
常
在
會
幕
中

學
習
事
奉
天
主
並
且
在
他
的
勇
敢
外
也
由
梅
瑟
學
習

了
忍
耐
和
溫
良
(
血
泊
u

戶

口
間
)
日
後
在
約
但
河

東
大
平
原
裝
梅
瑟
正
式
立
他
為
自
己
的
繼
承
人
與
大

司
祭
厄
肋
阿
回
爾
合
作
領
導
選
民
進
入
福
地

(
戶
幻

站

|
n
M
口
申
3

剖
|
且
訂
)
當
時
年
約
七
十
成

若
蘇
厄
自
從
身
貧
雙
重
使
命
之
後

的

佔
領
與
分

劃
許
地
四
十
年
之
久
身
經
百
戰
終
於
完
成
了
梅
瑟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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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下傘的記梅i
書本領盟述瑟i

與
總
瑟
五
書
(
四
)
作
者
與
寫
作
時
代
(

五
)
主
曲
直

辦
學
恩
想(

一
)
名
稱
本
書
的
名
稱
希
伯
來
文
作
古
咎
，

E
Y

含
有
「
上
主
是
健
救
者
」
之
志
希
臘
譯
位
作

H
S
E
Z

哩
。
即
納
外
之
子
耶
穌
(
隘
的
兒
f
H
b“你
旭
)

拉
T
通
行
本
作

E
Z

『
H
S
E
O

即
若
你
厄
容
來
古

名
為
若
蘇
厄
書
是
因
為
本
書
所
記
的
主
人
翁
為
佑
你

厄
的
原
故墓

教
會
自
初
的
將
本
書
列
為
首
約
史
書
第
一
部

但
猶
太
人
部
將
本
書
和
具
他
較
古
的
展
史
書
|

山

蘇
至
列
下
列
在
「
前
先
知
書
」
中
他
們
以
為
這
些
志

是
先
知
們
(
天
主
的
代
言
人
)
的
詩
作
事
質
上
這
些

一

央
書
的
作
且
也
不
僅
以
史
家
的
立
場
而
且
也
本
看
先
知

的
使
命
記
述
選
民
的
版
史
為
教
圳
天
主
的

r
U
M
m
悠
此

作
省
所
注
目
的
迫
與
宗
教
布
關
係
的
事
如
郎
滔
州
正
〈

主
怎
樣
對
待
以
色
列
子
民
以
及
他
們
怎
樣
吋
天
主
來

往
的
事
做
以
色
列
人
的
史
來
既
是
如
此
那
木
本
書
絕

不
會
記
錄
一
切
由
梅
瑟
死
直
五
寸
金
穌
厄
逝
世
的
史
事

只
記
裁
其
中
比
較
顯
著
者
以
說
明
佔
領
許
地
並
非
山

於
人
力
而
是
出
於
上
主
「
因
為
是
上
主
在
為
以
色
列

人
作
戰
」

(
ω
H
)
以
激
起
以
色
列
子
民
對
上
主
的

忠
質
更
加
信
賴
對

上
主
的
盟
約
更
忠
信
哼
守
(
圳
的8

(
二
)
主
題
與
內
容
本
苦
的
主
旨
迫
在
近
州
r
k

主
怎
樣
W
H踐
了
許
給
學
祖
們
的
諾
言
以
奇
趴
其
哄
他

若
蘇
厄
戰
勝
了
客
納
字
地
各
民
族
佔
領
了
他
們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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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並
為
十
二
支
派
加
以
分
此
如
此
制
蚓
回
便
完
成

了

梅
瑟
品
世
時
所
留
給
他
的
兩
種
使
命
佔
領
許

地
並
分

創
福
地
木
料
正
文
故
此
內

容
可
分
為
兩
大
段
第
一
段

記
述
如
何
攻
佔
許
地
(
1
1
l
川M
H
)
第
二
段
記
述

如
何
分
割
許
地

(
U
I
l
n
M
)

，

最
後
兩
章

(
幻
圳
的
一

氾
述
若
綜
厄
的
最
後
動
一
盲
人
民
如
何
背上主
的
盟
約

一
再
表
示
益
忠
與
服
從
投
以
制
制
固
與
厄
肋
阿
固
勵

大
司
祭
逝
世
作
結
束

(
三
)
本
書
與
梅
瑟
耳
刮
目
唯
瑋
派
學
者
多
認
為

木
卅
日
與
你
瑟
五
吉
娃
一
邱
吉-h稱
肉
同
「
六
書
」

(
見

悔
瑟
五
岳
條

)
他
們
站
為
本
書
應
是
剛
到
到
割
的
結

論
因
為
如
無
本
書
梅
瑟
五
書
中
所
時常
提
及
的
天
主

汗
與
列
組
佔
領
諱
地
之
事
則
毫
無
結
扎

所
以
本
書
與

t i 
、)L 

生生 民造福地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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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剖
腳
地
閏
月
一
點
到
割
既
是
很
放

T
h
L
P

、

D
四
文
件
寫

成

(
詳
見
梅
瑟
五
薯
條
)
那
末
本
書
當
然
也
是
根
鐵

此
四
文
件

所
寫
成
並
寫
成
於
充
軍
之
此
這
一
學
識
目

前
已
為
學
益
所
拋
棄
因
為
本
書
無
論
在
結
恤
冊

上
或
內

容
方
面
皆
與
五
書
不
同
可
自
成
一
體
並
且
根
鐵
蚓
蚓

人
最
古
的
傳
品
以
及
各
古
譯
本
到
割
與
本書常
是
列

在
不
同
的
制
問
上
(
制
蚓
喇
喇
五
香即是
最
明
顯
的

例
證

)
，也
且
從
未
將
本
書
與
到
副
同
樣
看
亂
本
書
寫

「前
先
知
書
」
之
一
只
有
到
別
是
最
神
聖
的
法
律

咨
|

i

「
托
辣
」
(
見
』
。Z
MVY
C
門

的
。
且
可
﹒
〉
可5
日
E

吋
郎
郎
) 4

最
近
二
十
年
來
叉
興
起
另
一
撥
亂郎
以
制
蚓

(
去

Z
Z
Y
)
和
桐
樹
蚓
(
】
固
立m
Z
)為
首
的

「
追

源
論
」
學
a
B
H
Y
E。
開
后
旦
旦
這E
V
O
E

見
制
喇
喇

六、

條
)
這
一
學
派
沼
為
木
吉
沾
自
制
制
制
學
派

的
作
者

或
編
輯
者
搜
集
了

一
些
古
代
民
間
的
傳
訊
古
代
的
美

維
事
削
和
晚
期
的
蝴
蚓
王
凶
的地
理
誌
所
編
成
趴
按

此
一
學
派
的
意
口
仙
巾
制
制
制
開
始
直
至
剛
下
記

述
劉

大
王
國
滅
亡
為
止
您
為
一
整
體
皆出
於
制
制
制學
派

的
手
筆
這
一
學
派
不
但
犯
了

「
文
件
改
」
學
派
的
同

樣
弊
病
即
漠
視
了
細
川
人
最
占
名
的
古
自
分類(
制

制
制
屬
於
「
托
辣」制
至
剩
下
屬H
r「前
先
知
書
」
)

同
時
也
忽
視

了
本
書
的
隱
史
性
和
制
制
因
本
人
的
事

蹟

(
不
必
提
及
由
結
至
列
下
各
占

闊
的
文
恨
不
同
而

又
與
申
命
紀
的
文
筆
大
異
其
趣
)

由
近
代
考
古
學
家
的
發
掘
和
古
代
文
獻
的
發
現

我
們
得
知
東
方
古
代
民
展
是
怎
樣
忠
配

小
心
翼
質
地

保
存
了

自
己
本
族
的
傳
品
皆
兵
街
固
定
的
形
丸
岡
定

的
風
亂
制4
目
!

H
記
被
別
制
別
在
基
耳
肌
到
立
石

為
念
以
及
所
品
的
活
可
以
指
山
叫
叫
別
于
民
怎
接
忠

實
地
保
存
了

自
己
國
家
的
大
事
紀
冉
的
一
個
新
興

的
國

家
身
經
百
戰
之
後
才
佔
領
了
杰
地
決
不
會
忽
觀
自

己

本
闋
的
版
史
必
任
比
、
刪
改
由
此
吋
兒kh
k
u的
府
的
成
依

「
追
源
為
」
學
品
之
可
能
性
核
微
多
數
比
也
依
線
最
占

老
的
傳
亂
甚
或
創
蚓
固
自
已
所
寫
下
的
一
些
記
臨
的

(
四

)
作
者
與
寫
作
時
代
關
必
木
毒
的
作
者
問

題
雖
然
猶
太
人
的
塔
耳
恭
得
(
F
E
F
H
E
H
F
】
)

和

一
些
一
教
父
認
為
右
蘇厄
是
本
容
的
作
者
但
有
許
多

事
路
發
生
在
創
制
問
死
後
定
非
山
於
他
的
手
氧
如
蚓

蘇
厄
逝
世

(
圳
的
臼|

詞
)
，
的
他
的
讀
頌

(
4
H
)，

圳



~
制
制
鐵
展
土
地
(
時
間
|
M
見
底

l
u

|

站
)
，
則
支

叫
-
派
的
還
移
(
凹
的
見
民
旭
盯
|
詞
)
雅
依
爾
城
色
的

一
記
載
(
日
卸
見
民
m
sl
s
)
壯
士
害
的
引
用

(
昀

-
間
見
幟
下
1
u
)
猶
大
山
地
和
以
色
列
山
地
的
稱
呼

(
口
創
)
以
及
多
次
研
記
的
「
直
到
今
天
」
的
語
句

(
4
9
5
9
9
盯
昀
閏
)
明
顯
的
本
會
是
在
若
蘇
厄

死
後
經
過
了
一
段
相
當
長
的
時
期
才
寫
成
的

但
另
一
方
面
由
於
本
書
中
某
些
段
落
寫
得
如
此

生
動
活
激
連
細
微
的
情
節
都
寫
得
清
清
楚
楚
如
過
約

倒
凡
佔
領
闖
到
副
和
叫
樹
等
城
(
2
l
8
)
，
喇
喇
喇

妓
女
尚
在
人
間
(
6
自
)
稱
客
納
罕
地
為
河
西
(
5

1
9
1

也
7
)
測
繪
客
納
罕
地
等
(
時
，
)
尤
其
許

多
城
色
都
是
沿
用
古
名
如
巴
阿
拉
(
克
黎
雅
特
耶
阿

闕
)
白
。
叮
制
制
劑
(
劃
制
和
相
倒
劃
醋
)
的
H
到
劉

制
蚓
騙
到
個
(
制
制
制
)
臼
自
到
我
刷
刷
特
阿
關
凹

(
胡
則
輯
)
的
“
這
一
切
皆
顯
示
本
書
的
作
者
引
用

了
最
古
的
歷
史
資
料
這
些
資
料
可
能
由
當
事
人
甚
或

若
蘇
厄
所
寫
下
的

由
本
書
的
內
容
來
看
本
書
的
寫
成
時
期
應
在
撤

鬧
劇
時
代
之
前
因
為
科
叫
關
尚
在
制
州
叫
到
人
手
中

(
的
叩
見
列
上
9
M
)
甚
至
在
遠
味
之
前
因
為
耶
路

喇
喇
尚
在
蚓
咧
創
人
手
中
(
的
目
的
H
M
見
制
下
5

6

l
s

)
漆
冬
還
是
勝
尼
基
的
京
城
(
u
s
u
‘li

e
m
且
)
，
瀏
喇
時
代
提
洛
己
起
而
代
之

(
五
)
主
要
神
學
恩
想
本
書
的
主
要
思
想
是
要

說
明
天
主
怎
樣
實
踐
了
多
次
許
給
學
祖
們
的
諾
言
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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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忠
質
於
自
己
與
以
民
所
訂
立
的
盟
約
(

1
2

-
e

H
H
9
H
M
汁
，
到
“
-
H
n
s
H
俐
的
時
)
以
奇
蹟
異

事
使
若
蘇
厄
戰
勝
了
客
納
罕
地
各
民
族
佔
領
了
他
們

的
土
地
作
為
基
業
本
香
中
雖
然
有
許
多
記
述
是
在
讚

頌
制
制
間
的
雙
功
偉
結
但
實
際
上
是
在
描
述
天
主
的

勝
利
(
見
1
9
3
M
4
詞
“
6
時
8
1
m
H
U
e
-

8
3
6
8
3
1
時

1

問

3
1
1

i
1

6
4
1
!

l

時
M
!
|

唔
，品
，

1

弓
，-
4
a

呵
呵
，U

呵
，
自

間
)
是
天
主
為
以
色
列
並
與
以
色
列
一
起
作
戰
是
天

主
將
到
叫
割
地
交
與
叫
叫
列
是
天
主
的
命
令
叫
他
們

分
劃
所
佔
領
的
土
地
所
以
勝
利
是
屬
於
天
主
的
並
非

屬
於
叫
創
刊
的
個
月
如
果
天
主
不
與
他
們
一
起
作
戰
他

們
是
不
會
獲
得
勝
利
的
(
7
1
|
5
)
所
以
由
以
色

列
方
面
尤
其
在
佔
領
許
地
之
後
應
遵
守
盟
約
的
主
要

條
件
即
聽
命
與
服
從
上
主
因
為
聽
命
與
服
從
是
全
心

全
靈
屬
於
上
主
事
奉
上
主
的
明
證
(
2
5
幻
5
6

必
|

l

t叩
4

間
凶
時

l
!

叩

J

-
-
q
b
j
:
:
:

、

以
色
列
選
民
在
若
蘇
厄
率
領
之
下
因
忠
實
遵
守

天
主
的
命
令
所
獲
得
的
勝
利
以
及
佔
領
一
幅
地
所
獲
享

的
平
安
為
新
約
的
選
民
亦
含
有
極
深
的
意
義
郎
預
兆

信
友
必
須
經
過
戰
門
的
生
活
才
能
在
天
堂
享
受
永
無

窮
盡
的
平
安
和
幸
福
(
希
4
8
U
)

見
右
蘇
厄
梅
瑟
五
香
追
源
學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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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苦

菜衣
?回 Zlb
'" 仙似叮廿 ,., () 
~ ~ (i ÞI:;"' 
民「巨

旦出之----

;:..已
悟出

上 是
主以i
的民
規技
定，照

見

袋。

在
逾
越
當
晚
餐
時
應
吃
的
-
種
毒
蔡
振
原
文
有
背
味

之
志
故
創
割
譯
本
譯
作
「
苦
菜
，
「
至
於
它
耐
性
屬
何
種

蔬
菜
斟
斟
上
沒
有
清
楚
地
指
出
我
們
不
得
而
知
現
今

蚓
划
人
過
逾
越
街
時
所
用
的
青
菜
有
五
處
之
多
不
過

我
們
可
以
推
斷
第
一
次
逾
越
節
所
吃
的
芹
菜
除
址
叢

生
於
制
別
的
一
種
有
苦
昧
的
野
花
(
韓
)

“
主
-
v
已
時
司

K
R

「
逞
。
『B
Ed
s

。
正
是
產
於
巳

3

氓
E
I
/
4

日
μ
志
剛

f
k
p
v
ω
E
Y
E
」
l
-
-
-

-
1
1

二

I
-
I
'

自
\

力
斯
姆
的

一
種
植
物
屬
文
革
類
味
苦
學
經
間
比
植
物
作
比
喻
形

容
人
因
罪
惡
尤
其
因
敬
拜
邪
門
仰
而
招
致
的
禍
患
及
法

刑
(
制m
U口
叭
叭
幻
臼
觀
5
‘
)
有
時
原
文
雖
用
此
植

物
名
字
但
在
中
文
藝
經
內
為
了
更
清
楚
地
表
示
此
名

所
舍
的
喻
意
則
分
別
譯
為
「
毒
害
」
(
亞
5
7
)
「
毒

藥
」
(
到
6
M
)
，
「
毒
艾
」
(
間
9
H
)
，
「
苦
惱
」

(
到
3
H
)
。
駒
8
u
的
「
苦
艾
」
是
一
顆
從
天
上
仇

下
來
的
巨
星
名
比
星
使
水
變
苦
凡
飲
此
水
的
人
便
會

中
毒
而
丸
(
胡
也
)

的
企
3
1
→
目
「
。"
-
H
J

口
z
t
則
叫
叩
/
間
已
\

a
m
γ土
γ
土
普
通
「m
m
E
Z
=
J
雨
後
日
光
射
過
空

的
4
9
4
9

日H
F
C
E

」
中
的
水
比
反
射
而

成
的
弧
形
彩
帶
在
舊
約
時
代
有
不
少
信
仰
多
穌
教
的

民
族
靚
虹
為
帥
的
武
提
舊
約
部
視
虹
霓
為
天
主
的
受

造
物
(
德
的
u
)
洪
水
滅
世
之
後
天
主
第
一
次
同
人

類
立
約
而
這
盟
約
的
標
記
就
是
虹
克
(
創
9
u
)
天

主
的
這
一
盟
約
依
然
是
與
一
切
有
血
肉
的
人
有
關
拔

見

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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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i 麓 ， 經i 但此
4 是 上 這它

s 為數並的
10 異次不標

1 象提是記

)。中及說也
的到在是

飾虹.棋大
品並7.1<自
( 讚誠然

見賞世界

德i 它之人
的 在前類

12 大無皆

JlUj 自虹可
1 然宛目
28 !}位的時

( 德i 中 山的

韓 50 的 現。現
美聖i 象 ，

砂
心
民4
「
口
。-
M
E
J

U
V
A
/
m
a
c
-
z之

W
T
』
略
目
B
B
S
H
E
-
J

猶
如
一
切
東
方
古
文

的
主
商
品
如
g
g
\

-
-
-
E」
t
f

、
明
國
家
訂
熔
一
事
是

雙
方
家
長
的
職
槍

(
創
圳
的
sl

a
n
-
必
6
)
家
長

商
議
並
決
定
男
方
應
交
的
訂
婚
金
錢
的
多
少

(
創
叫
的

2

等
)
交
了
訂
婚
金
錢
之
後
女
人
便
成
了
「
有
夫
之

婦
」
(
創
m
a
7
申

n
n
)
完
全
屬
於
未
姆
夫
權
下

保
守
忠
貞
舊
約
除
了
處
3
3

一
例
之
外
為
舉
行
訂
婚

並
沒
有
什
麼
明
文
規
定
的
種
儀
亦
不
太
清
鐘
在
訂
婚

與
結
姆
之
間
是
否
要
經
過
一
段
時
期
(
創
圳
的
剖
等
)

惟
周
公
之
體
在
訂
婚
之
後
即
可
順
斑
成
章
地
舉
行

(
創
削
的
自
1

肘

m
n
|

抽
)
經
過
訂
婚
儀
式
未
婚
夫

婦
在
法
律

上
取
得
地
位
及
保
障
故
此
訂
M
m
後
之
通
姦

要
受
法
律
的
制
裁
但
通
姦
的
懲
罰
要
視
其
環
境
而
定

若
在
絨
市
之
內
通
姦
則

二
人
皆
應
以
石
頭
做
死

(
申

扭
扭
剖
)
但
若
在
田
野
則
只
有
男
子
應
被
處
以
死
刑

因
為
在
這
種
環
境
之
下
法
律
將
靚
女
方
為
呼
救
無
人

回
來
救
不
能
為
力
而
被
人
強
姦
(
申

扭
扭
|

盯
)
若
男

m
m一
方
懷
疑
未
婚
妻
不
忠
貞
可
以
告
恥
但
若
女
方
之
父
母

一
能
設
明
其
女
未
損
婦
道
時
則
男
方
應
交
出
一
百
「
協

見
毒
蛇

;lf 九

刻
耳
」
的
金
錢
作
為
賠
償
並
終

生
失
去
休
棄
比
妻
的

權
力
(
申
n
H
|

刊
)
相
反
地
右
男
方
的
懷
疑
果
然

屬
實
未
婚
妻
應
以
石
頭
砸
死

(
申

m
卸
且
)

(韓
)

η
L
l
M
叮
隘
寞
時
最
B
g

咽
口
。
同C
。
也J

U
三
口
量
回
函
。
-
J
F
J
R
w
g
3
2
5
u
n

之

技
然
古
東
方
民
族
大
都
是
信
奉
多
神
教
的
民
族

所
以
在
他
們
的
神
廟
中
不
難
發
現
有
些
「
機
謀
艸
位
」

的
存
在
山
定
機
謀
是
神
明
的
特
權
故
巴
比
倫
人

的
宗

教
信
仰
主
要
的
是
等
候
及
隘
行
神
明
的
機
謀
這可
由

凹
出
耐
受
難
輯
到
川
的
詩
文
得
以
證
明
「
誰
可
明
瞭

天
上
諸
神
的
機
謀
沒
有
一
個
以
糞
土
受
造
的
人
可
以

瞭
解
帥
的
計
劃

」

聖
經
上
為
指
示
天
主
善
人
或
惡
人
的
機
謀
有
數

徊
不
同
的
名
詞
這
由
恩
高
譯
本
亦
可
以
看
得
也
來
主

意

(
撒
下
的
自
)
計
謀

(
撒
下
口
H
)
主
張
(
列
上

u
u
編
下
ω
H
)
計
剖

(
依
M
H
M村
U
)
旨
意

(
詠

m
H
)
，
指
教

(
'制m
n
)
，
勸
告

(
關
1

叩
門M
H
)
，
智

謀
(
綾
m
u
)
議
決
(
厄
上
ω
a
編
上
已
卸
)
學
訓

(
詠
η
H
)
決
策

(
依
5

刊
)
等

在
以
民
觀
念
中
亦
只
有
天
主
有
「
偉
大
的
計
謀
」

(
晰
詔
"
的
問
翩
幻
1
見
物
品
自
)

。

「
上
主
的
計
創
」

常
要
實
現
(
餌
"
剖

創
刊
汁
H
M
甜
盯
見創
刊
M
U
酬
的

刊
)
天
主
以
他
的
「
聖
訓
」
來
教
導
人
類
(
詠
叮M
)

所
以
應
平
心
靜
氣
地
來
依
恃
天
主
的
計
劃
(
依
7

.

m
凹
)
不
應
放
棄
天
主
而
自
恃
人
力
{
依
制
的
問
夠
阻
) 埃

及
因
上
主
「
對
她
所
打
的
主
立
」
伽
能
悅
矢
倍
(
伙

的
口
)
因
為
法
郎
的
謀
士
所
山
的
泣
「
糊
快
的
-
d
u
州
」

(
依
附
M
U
)赴
天
主
自
已
把
圳
股
付
他
才
川
別
的
人
|
l

居
魯
士
王
|
|
1
由
遠
方
召
來
(
依
物
H
)
瓜
釋
快
，
1

露
的
百
姓
罔
國
以
遵
守
天
主
的
旨
意

(
依
圳
特
甜
M
N

I

M吋
H
H
)
以
民
的
受
罰
沾
閻
路
沒
有
川
械
行
天
主
的

計
創

(
依
m叫
1
)
天
主
的
計
創
刊
也
奇
妙
的
J

川
馴
二
伙

幻
1
)
是
山
於
天
主
智
泣
的
可
川
釗
(
成
8
H
)

天
主
鑒
于
的
要
降
來
的
以
惱
必
叫
這
「
艸
計
的U
州

士
」
(
依
9
5

)
「
仙
也
見
|
|
機
A
l
|
狗
叫
做
的

神
要
住
在
他
內
」
(
依
口

2
)
占
東
方
的
閻

王
亦
街

「
第
一
謀
士
」
之
稱
如
哈
門
縣
級
彼
默
治
逐
客
巴
伙
叮

二
世
等「

人
心
的
謀
答
有
如
深
水
惟
有
聰
明
人
才

能
必

取
」
(
法
m
s
)
約
伯
雖
已
正
充
織
品
在
此
以
受
人
吋
傲

的
人
(
約
的
，
u
n
)
天
主
創
立
斥
他
使
天
主
的
「
扯

到
」
模
糊
不
清
(
約
犯
2
)
機
諜
的
位
做
超
過
合
銀

(
德
的
自
)
是
老
年
人
的
優
長

(
別
7

品

)
可
仙
街

此
一
一
人
部
用
來
相
反
上
主
(
沛
的1
u

)
山
↓
川
汰
的
人
肺
旭

先
知
道
人
家
所
措
耍
的
注
什
麼

(
街

口
7
8
)
爪
裝

在
人
成
寧
在
天
(
廠
的
1
)
途
咪
因
著
阿
希
托
哎
，
斗

的
「
好
主
意
」
(
撇
下
的
自
)
「
好
計
謀
」
(
做
下

口
H
)
得
脫
兔
難
於
克
服
的
叛
變
勒
哈
貝
竿
因
妄
聽

少
年
人
的
「
主
張
」
(
列
上
U
H
編
下
ω
H
)
何
處

失
大
部
份
土
地
人
民
是
為
以
民
南
北
朝
分

裂
的
原
因

朋
友
首
領
及
長
老
們
的
「
動
告
」
及
「
議
決
」
特
別



~
有分
量
(
閱
江
自
幻
9

間
上
ω
3
8

幟
上
2

個
)。

翊
-

割
刺
酬
的
宗
教
團
體
特
別
叫
注
意
及
重
視

「
機
清」

一
它
的
團
體
被
稱
為
「
機
謀
」

「
天
主
的
機
謀
」

-
「神
聖
的
機
謀
」
其
團
員
是
「
天
主
機
諜
的
人
員
」

(
H
O∞
F
H
W
W
O
口
。
全n
H
H。
E
S

P
E

-
-
O且
同
】

H
)

軌
制
耶
穌
的
一
生
就
是
實
行
天
主
的
「
計
剖
」

(
莉
2
自

)。
「
機
謀
」
一
詞
只
見
於
保
線
及
蚓
圳
的

著
作

L
有
時
是
用
來
表
示
人
心
的
渴
望
及
策
謀

(
格

前
4
5

到
5
抽
U
U
U

) ，

有
時
是
指
天
主
的
意
旨
機

諜
汁
釗
或
決
議
(宗
U
M

弗
1
u
)
比
如
法
利
塞
人
及

學
士
們
「
使
天
主
的
計
創

作
廢
」
(
路
7

卸
)
耶
穌

的
敵
划
者
「
策
創
」
謀
殺
耶
穌
(
瑪
U
H
U
臼
約
4

幻
1
)
但
耶
穌
的
死
亡
早
已
在
天主
的
「計
創
」之
中

(
割
2
臼
)。
初
翔
的
教
會
明
除
這
一
點

(
莉
4
詞
)

加
瑪
旦
司
強
調
天
主
的
「
計
劃
」
必
要
質
行(宗
5

抽
)
保
祿
向
厄
弗
所
長
老
們
致
詞
時
明
言
自
己
會
將

天
主
的
「
計
劃
」
毫
無
隱
諱
地
告
訴
了
人
們(也
不叫
“

盯
)。
喇
喇
並
確
信
﹒
天
主
「
按
照
自
己
意
旨
的
計
創
跑

行
萬
事
」
(
制
1
u
)
猶
太
人
及
世
上
一
切
民
族
都

脫
離
不
了
天
主
計
封
的
純
園

(
羅
刊
)
天
主
的
計
創

高
深
莫
測

「
有
誰
會
當
過
他
的
顧
問
i
l

策
釗
省
一

(
刷
刷UH
)。

(
韓

)

見
潔
德

)L 

見
童
貞

m貞
女
(
把
一
刊
)

m貞
潔
(
絞
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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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話M
r
p抗
\
出
S
Z
J

戰
爭
與
人
類

歷
史
可
說

它
J
3
H
間
可
H
Q
側
，
可
，
吋aq
b
﹒;
r
a
a

q

』

-
s
a
l
-
E
t

□

P
E
E
P
E
d

是
結
下
不
解
之
緣
世
間

自
有
人
類
以
來
便
有
戰
爭
的
存
在
歐
有
報
爭
就
必
須

有
參
加
作
澈
的
軍
人
在
這
里
礙
於
篇
幅
我
們
以
可
簡

單
的
將
以
民
古
代
軍
隊
的
召
集
組
織
裝
備
戰
術
給
養

等
問
題
加
以
討
論
其
他
與
車
經
及
以
民
在
歷
史
上
發

生
過
關
係
的
列
強
民
族
的
軍
隊
情
形
請
讀
者
另
行
參

考
其
他
書
籍
我
們
祇
有
在
此
割
愛

一
民
兵
時
代
以
民
原
是
由
十
二
個
支
派
所
組
成

每
個
支
派
的
壯
T
皆
有
責
衛
護
本
支
派
的
利
發
初
期

遇
有
外
來
的
攻
擊
或
威
脅

時
族
長
或
民
長
丘
吉
叫
一
呼

號
角
一
響
各
壯
了
軍
集
而
來
各
持
自
己
手
頭
所
是
成

到
的
簡
陋
武
器

(
很
可
能
大
都
是
些
普
通
用
的
家
具

或
農
具
動
頭
鑽
刀
繩
索
棍
棒
等

)
我
們
可
以
料
您
得

到
這
批
集
合
的
社
了
故
無
巾
由
于
紀
又
無
裝
備
更
未
受
過

軍
事
訓
練
完
全
是
一
批
烏
合
之
眾
作
哪
怕
能
力
的
低
弱

自
可
臆
想
得
到
對
入
侵
之
敵
人
無
能
為
力
束
手
無
策

時
就
祇
有
全
支
派
遷
移
他
往
另
尋

生
存
的
空
間
這
就

是
丹
艾
派
的
道
遇

(
見
民
η
時
兩
章
)
當
數
個
支
派

的
共
同
利
益
受
到
成
品
同
時
就
有
數
個
艾
派
聯
盟
低
傲

的
壯
舉
比
如
居
淤
依
次
勒
耳
平
原
的
納
斐
塔
里
和
則

步
純
文
派
的
聯
合
抗
拒
入
侵
的
息
色
辣

(
民
4
6
)

以
及
回
蚓
辣
因
喇
喇喇叮
依
撒
加
爾
艾
派
都
會
出

兵
聯

合
禦
敵
相
反
地
勒
烏
本
丹
及
阿
協
爾
部
未
參
加
過
盟

軍
作
戰

(
見
民
5

章

)
又
在
民
長
基
德
紅
抵
抗
米

喇
喇
人
的
戰
爭L
有
制
制
觀
間
關
甜圳
蚓
腔
制
對
蚓

里
及
厄
弗
辣
因
支
祝
你
的
壯
了
組
織
成
聯
，
且
將
放打
以

(
民
6

l
8

)
這
種
拉
維
成
軍
的
民
兵
組
織
至
H
M
主

政
權
成
立
的
初
期
仍
然
存
在
機
鳥
耳
君
王
就
是
別
逗

種
民
兵
打
敗
了
阿
孟
人

(
撒
上
刊

)

但
是
這
種
民
兵
組
織
的
弱
點
是
有
目
共
怖
的
它

一
來
召
集
困
難
蓋
這
些
一
壯了
大
都
分
居
在
遠
近
不
等

的
付
格
過
著
務
晨

的
生
活
將
這
麼
一
大
批
分
散
的
人

召
集
起
來
的
工
作
頗
為
不
易
二
來
在
作
戰
之
前
應
多

少
加
以
訓
練
整
編
才
可
以
開
赴
前
，
線
去
作
戰
這
要
浪

質
不
少
的
時
間
才
可
以
作
到
是
以
這
比
三
盤
散
沙
似

的
民
兵
用
來
作
防
御
A
抵
抗
的
工
作
尚
可
差
強
人
意
越

強
為
之
右
想
用
來
作
出
征
開
拓
疆
域
克
城
攻
壁
的
艱

法
工
作
則
是
完
全
無
能
為
力
的
以
民
在
墓
地
定
居
之

後
基
於
自
街
的
荷
要
在
軍
事
及
武
器
方
面
不
能
不
街

所
改
進
格
外
是
在
位
主
政
權
成
立
之
後
人
民
在
國
正

的
率
領
之
下
除
了
自
衛
之
外
更
要
向
外
r
m展
以
固
邊

疆
是
以
娃
立
正
規
萃
的
需
要
日
益
迫
切

二
連
立
正
規
軍
以
民
自
定
居
墓
地
之
初
就
不
斷

遭
受
培
肋
舍
特
人
的
騷
擾
攻
擊
尤
其
是
河
西
山
區
及

佩
扣
蜘
耳
平
原
的
爭
奪
戰
以
及
南
北
通
商
大
道(
自

蚓
別
至
封
索
和
濁
剩
亞)
的
控
制
權
的
搶
佔
等
使
新

興
的
叫
別
叫
王
國
漸
次明
白
祇
是
臨
時
抱
佛
閥
的
民

兵
召
集
政
策
是
無
濟
於
事
的
一
國
必
須
有
自
己
的
一

批
常
備
隨
時
應
澈
的
人
馬
一
來
為
保
護
國
王
的
安
全

二
來
為
立
即
有
效
反
擊
入
侵
的
敵
人
這
批
常
備
軍
人

的
專
職
就
是
作
戰
是
以
他
們
必
須
精
通
各
種
武
器
的



使
用
遵
守
軍
中
的
紀
律
且
直
接
聽
候
閻
王
的
調
動
統

率
在
以
紋
的
鹿
史
上
撒
鳥
耳
閻
王
可
品
是
正
鼠
萃
的

首
創
人
途
味
更
將
之
擴
充
強
化
這
些
單
人
中
不
以
有

以
色
列
人
而
且
也
有
不
少
由
其
他
地
區
民
族
中
請
來

的
僱
你
准
這
就
是
以

民
的
第
一
批
正
組
化
的
國
家
職

業
軍
人
他
們
的
薪
金
由
國
王
直
接
頁
責
分
發
在
民
長

時
代
阿
彼
默
肋
客
雖
已
會
招
募
過
這
種
草
人
(

民
9

1
6
)

但
為
時
短
暫
且
後
戀
無
人
遠
味
登
極
之
初

手
下
大
約
已
有
四
百
至
五
百
正
規
軍
人
在
打
敗
以
民

的
世
敵
培
肋
舍
特
人
之
後
軍
備
大
為
神
仙
充
至
阿
H
H
沙

隆
叛
變
時
達
味
除
了
他
的
大
批
的
正
規
軍
隊
之
外
還

有
來
自
加
特
的
六
巨
後
備
軍
人

(
撒
下
的
M
H
)

這
些
正
規
軍
人
的
社
會
及
法
律
地
位
在
聖
經
上

沒
有
太
清
鍾
的
記
錄
有
人
謂
飯
然
撤
鳥
耳
死
後
他
的

軍
隊
轉
而
服
從
其
子
依
叫
出
耳(制
下
2
8

!

自
)
那

麼
軍
人
在
法
律
上
應
是
開
閻
王
的
私
有
物
但
這
也
祇
是

推
怨
而
已
由
皂
，
黎
雅
軍
官
的
路
史上
看
划
好
似
軍
人

仍
是
自
由
之
身
是
自
動
的
從
軍
參
澈
的
人
並
且
自
動

的
過
一
種
十
分
被
肅
克
汗
的
生
活
|
|
露
天
甜
地
而

臥
遠
離
灰
色

(見
撒
下

H
H
H
)

這
些
人
的
愛
凶
民

同
胞
的
熱
誠
以
及
對
山
市
敏
的
心
火
都
是
很
大
的

(
撒

下
ω
?

臼
)
到
了
撤
繆
淪
凶
王
時
代
更
是
大
力
擴

充
軍
備
此
時
軍
隊
之
多
及
作
戰
力
之
強
可
說
在
以
民

-
的
展
史
上
是
極
盛
時
代
國
王
最
大
的
貢
獻
是
以
收
馬

掰
一戰
車
來
裝
備
自
己
的
軍
成
這
是
叫
民
歷
史

上
的
創
亂

一
國
主
更
修
建
了
本
少
的
兵
營
馬
廠
及
戰
草
房
等

(
列

1374 z哇)L 

上
9
呵
!

凹
)
並
治
各
通
商
大
道
及
國
土
的
邊
扇
要

拉
上
修
述
了
相
海
敏
目
的
堡
壘
及
守
望
樓
且
在
這
些
一

地
方
屯
兵
駐
守
以
保
國
境
之
安
全

撒
牌
服
漏
死
後
以
民
分
裂
為
二
絕
大
部
份
的
巾
由
于
偏

激
車
及
軍
人
為
北
國
所
爭
去
這
些
人
馬
利
用
他
們
削
階

良
的
裝
備
也
的
確
為
北
國
以
色
列
作
出

了
不
少
的
貢

獻
打
了
不
少
次
漂
亮
的
自
衛
勝
仗
尤
其
是
在
阿
哈
布

國
王
時
代
(
公
元
前
八
七
四
1
八
五
二

)

三
至
一
綸
軍
隊
到
了
第
七
世
紀
默
納
舍
國
王
去
世

之
後
描
大
的
約
史
雅
閻
王
勵
精
幽
治
大
刀
潤
斧
作

了

宗
教
及
軍
偏
上
的
革
新
此
時
的
猶
大
已
是
地
小
人
少

不
克
維
持
隨
大
的
軍
隊
但
另
一
方
面
又
不
能
沒
有
軍

隊
於
是
有
了
徵
兵
制
的
創
始
適
齡
的
壯
了
平
時
在
家

務
段
維
生
但
要
按
照
定
時
入
倍
受
訓
及
服
兵
役
參
與

邊
防
的
工
作
期
編
以
後
另
有
一
批
入
伍
的
新
軍
來
代

替
這
幾
乎
又
罔
到
民
兵
時
期
的
兵
制
但
這
批
重
編
之

後
的
軍
隊
較
初
期
的
民
兵
不
論
在
軍
紀
收
衛
及
武
器

運
用
方
面
都
遠
勝

-
3
當
然
作
戰
抗
敵
的
能
力
更
是

大
加
改
進
當
埃
及
法
郎
乃
苛
山
授
亞
述
時
在
默

w
越
多

被
約
央
服
所
截
種
他
欄
去
帥
的
錢
謂
當
時
國
王
所
用
的

軍
隊
說
是
這
種
以
徵
兵
制
組
成
的
在
一
一
退
場
戰
役上國

主
並
且
動
川
用
了
被
馬
及
恥
輛
車
間
也
仍
努
力
懸
珠
結
果
國

王
死
於
是
役
(
列
下
幻
叩
編
下
狗
叫
)

回
收
術
和
給
養
關
於
以
軍
作
戰
的
收
衛
我
們
所

知
的
確
不
多
只
可
就
聖
經
所
紋
的
幾
個
戰
爭

的
情
形

而
加
以
推
論
民
4

所
誠
與
息
色
辣
之
戰
巴
辣
克
所
用

的
戰
術
看
來
您
是
以
民
預
先
擺
下
了
布
袋
陣
地
然
後

誘
敵
深
入
到
時
號
角
一
響
四
面
八
方
埋
伏
的
軍
隊
軍

起
吶
喊
殺
敵
息
色
辣
一

時
驚
慌
失
措
陣

地
大
亂
下
令

向
鬼
雄
方
面
突
隨
這
是
一
種
十
分
失
策
的
措
施
蓋
如

此
突
圍
的
軍
隊
前
有
河
阻
後
有
追
兵
結
果
全
軍
削
價
沒

息
色
辣
本
人
亦
被
人
所
殺
繳
烏
耳
與
培
肋
舍
特
人
在

依
次
勒
耳
平
原
所
作
的
爭
奪
戰
撤
烏
耳
將
大
軍
必
往

平
原
作
戰
打
的
又
是
背

山
之
戰
(背
向
基
耳
波
亞
山

)

背
在
是
糊
金
的
借
施
及
錯
誤
的
戰
術
因
為
在
一
這
平
原

中
培
肋
舍
特
人
的
戰
車
可
以
自
由
調
動
暢
行
總
阻
而

以
民
所
有
的
祇
是
裝
備
粗
劣
的
步
兵
結
果
是
全
軍
覆

沒
凶
王
喪
命
及
陳
屍
沙
場

(
撒
上

m
m
n
u
)遼
味

所
打
的
兩
條
陣
線
其
所
以
能
克
敵
制
勝
戰
術
在
於
用

兵
訓
速
及
山
敵
不
意
國
王
先
以
迅
追
不
及
掩
耳
的
手

法
將
阿
鋼
人
打
欣
然
後
調
兵
遣
將
再
平
穗
的
將
阿
孟

人
擊
潰
結
果
在
前
後
受
敵
的
情
形
下
大
獲
全
勝
(
撇

下
m
g
1

刊
)
遂
味
在
攻
取
辣
巴
城

時
所
用
的
戰
術

則
是
先
將
城
民
的
水
源
切
斷
城
民
無
食
水
祇
有
投
降

一
途
(
撒
下
2
m
|

甜
)
但
是
在
以
民
佔
領
雪

地
之

初
由
哈
依
城
之
教
我
們
知
道
以
軍
慣
用
詐
敗
的
戰
術

詐
敗
逃
走
誘
使
敵
軍
大
關
城

門
追
趕

然
後
再
轉
身
迎

頭
痛
擊
山
奇
制
勝
(
蘇
8
2

|

目

)
另
一
一
種
所
用
的

戰
術
是
單
將
挑
戰
的
措
施
將
敗
如
兵
敗
比
如
達
昧
與

哥
肋
雅
的
獨
門

(
撒
上
口
s

1
I

H

亦
見
撒
下
2
H

|

關
於
給
養
問
題
按
搬

上
η
凹

的
記
截
至
少
在
民



-
兵
時
代
應
是
各
人
自
備
自
家
人
送
往
兵
營
供
食
的
這

耐
心
~種
制
度
祇
可
供
附
近
駐
殊
的
士
品
為
那
些
遠
征
出
戰

-
的
軍
隊
其
家
人
部
是
無
能
為
力
的
在
這
種
情
形
之
下

三
軍
人
祇
有
自
己
多
帶
口
粒
或
由
蛀
紮
的
當
地
取
材
徵

-

報
以
備
充
飢
(
見
民
8
4
|

9

撒
上
吭
U
U
M
撒
下
的

1
2
)
達
味
遠
征
辣
巴
城
(
撒
下
也
臼
!

油
)
及
後

來
猶
大
主
約
沙
法
特
與
聯
軍
遠
征
摩
阿
布
王
默
沙
時

大
概
也
是
用
了
就
地
徵
糙
的
政
策

(
列
下
3

‘

盯
)
出
問
撒
下H
U

所
殺
我
們
可
以
推
想
做
間
軍
人
住

的
是
帳
棚
或
以
樹
枝
所
裕
的
簡
單
的
茅
舍
騷
擾
居
民

強
伯
民
房
的
事
好
似
是
沒
有
的

見
堡
壘
軍
營
武
器
萬
軍
的
上
主
(

韓
)

咕M
P
R
L民
「
C
m
S
D
J按
古
羅
馬
的
軍
側
一
「
軍
旅
」

n
t
E
-心
血
/
HL
O
mE
」
有六千
步
ι
一
百
二
十
騎
丘
內

還
有
為
數
不
少
的
勤
務
兵
是
為
最
大
的
軍
隊
單
位
耶

穌
驅
逐
革
辣
撒
的
邪
隨
時
邪
斑
白
稱
為
「
軍
旅
」

(
谷
5
9
)
但
這
並
不
是
一
個
固
有
名
詞
而
只
是
在

言
其
眾
多
耶
穌
山
圓
祈
禱
時
也
曾
說
過
若
他
願
意
可

以
肉
聖
父
要
求
打
發
十
二
個
「
軍
旅
」
的
天
使
來
保

護
他

(
瑪
叫
的
時
)在
另
一
方
面
「
軍
旅
」
一
詞
在
聖

經
上
向
來
不
是
為
指
示
軍
隊
的
單
位
而
只
是
用
為
邪

即
或
天
使
他
們
按
照
猶
太
人
的
觀

念
是
非
常
來
多
的

見
軍
隊

(
緯
)

m
E
E
T
障
呂
揖
呂
岫
祖
(
刊

以
刊
戶)這
一
名
祠
的
順

J

-

:
'
j
l
J
I
g

-
-
3

、
文
有
兩
種
意
義

其
一
叫
起
行
路
人
或
遊
牧
人
民
建
立
帳
幕
的
地
方
稱
為

"
江

•

3 ;!L 1375-1378 

營
地
(
創

n
n
)
其
二
是
指
軍
隊
的
監
殊
地
而
言
稱

為
軍
營
(
民
7
9

繳
上
的
H
U
S
加
上
刊
盯
等
)
前

者
之
肺
結
立
及
組
織
與
現
在
曠
野
中
貝
杜
因
人
的
營
地

大
同
小
異
主
於
心
由
于
役
的
結
惋
則
古
埃
及
亞
述
巴
比
倫

及
以
色
列
的
軍
營
大
都
相
吋

都
是
軍
隊
的
最
司
的
首
長

屐
營
中
心
四
周
則
建

起
營
倍
以
作
守
衛
防
御
用
之
用

戶
特
別
詳
細
的
記
怯
了
以
民
山
埃
及
之
後
遊
行

於
曠
野
中
時
所
居
住
的
營
地
的
組
織
會
幕
居
於
營
地

的
中

央
靠
近
它
的
四
周
梁

起
肋
末
人
的
帳
幕
而
形
成

一
個
內
閣
閥
非
肋
末
人
不
得
接
近
會
存
在
會
幕
較
遠

的
外
園
以
民
的
各
支
派
按
照
下
列
的
次
序
安
管
駐
扎
丹

在
東
邊
有
猶
大
依
撒
加
爾
及
則
步
降
艾
派
南
遂
有
勒

鳥
本
商
默
益
及
加
得
支
派
西
方
有
厄
弗
拉
因
默
納
協

及
刷
刷
蚓
文
派
北
方
是
叩
開
關
棋
納
斐
蚓
盟
艾
派
的

營
地
(
戶
1

“
l

H
2
1

剖
)
每
一
支
派
為
然
營

所
得
的
地
方
亦
被
稱
為
營
地
(
戶
2
M
M
)
每
一
個

營
地
大
概
都
是
封
鎖
的
因
為
有
營
地
入
口

或
門
口
的

說
法

(
出
M
M
H盯
)
(

韓

)

們
E
n
r白
內
志
。
宣
布
臣
、

F
Z

世
界
上
任
何
一
個

白
色
E
「
b
祖
F
/
切
"
也OD
n
r
c
E
\

d
h
f
l

'

肉
、
國
家
都
必
須
有
自

己
的
軍
隊
才
可
以
自
衛
自
此
叫
刮
到
民
族
自
從
進
入

墓
地
成
立
了
有
自
主
之
權
的
凶
家
後
也
正
式
有
了
自

己
的
軍
隊
組
織
格
外
是
在
大
敵
壓
境
大
難
臨
頭
之
際

以
民
自
漏
二
十
成
之
後
即
已
有
服
兵

役
的
義
務

(
戶

l
s

自

編
下
話
5

)
至
於
單
鍋
軍
糧
一
事
聖
經
上
於

民
幼
間
才
有
所
提
及
但
是
我

們
仍
不
能
由
上
述
的
記

誠
確
定
這
是
否
已
是
固
定
的
法
娛
抑
紙
是
戰
爭
時
的

緊
急
措
施
因
為
在

其
他
地
方
我
們
見
到
不
少
次
是
私

人
自
勁
地
捐
獻
兵
輝
(
列

上
口
口
列
f
f
u
u
)非
自

做
兵
制
度
而
組
織
起
來
的
僱
俯
軍
當
然
是
彈
當
有
他

們
的
軍
鍋
兵
糙
的
由
國
王
親
自
供
給
(
編
下
鈞

6
)

首
際
上
根
線
古
代
的
傳
統
戰
勝
之
後
所
獲
得
的
執
利

品
常
常
是
軍
岫
俐
的
主
要
來
源
分
佔
戰
利
品
也
是
士
兵

們

一
心
所
稍
往
的

正
式
由
凶
庫
抽
謝
軍
鍋
的
事
實
是
在
瑪
加
伯

時

代
J

有
明
文
的
規
定
及
實
行

(
加
上
3

目

M
U
)
洗

著
名
的
糊
更
勸
姐
當時
的
軍
人
當
知
足
於
自
己
的
糧
岫
則

不
可
勒
索
不
可
叫
做
詐
(
路
3
H

見
格
前
9
7
)(

韓

)

m
m
h
也
當
t
E「
。ω
N
L城
名
意
恩
是
「
堅
固
的
城
」

3
3
-
1

、

是
輯
到
人
的
古
城
(
即

凹
)
有
南
方
的
大
馬
士
革
之
間
們
在
巴
力
斯
坦
南
方
的

沿
海
地
區
距
海
祇
有
四
公
里
之
遙
以
民
進
入
墓
地
時

此
城
的
居

民
是
身
體
高
大
魁
偉
的
阿
納
克
人

(
蘇
u

n
巾
2
u

戶

口
自
)
曾
被
埃
及
的
突
特
摩
息
斯
三
世

(
斗Y
E
B
S
E

口
同
)
所統
治
但
自
公
元
前
十
二
世
紀

之
後
它
是
培
肋
舍
特
人
的
重
鎮
(蘇
口
3

撒
上
6

口
)

雖
然
被
釗
分
給
猶
大
支
派

(
民
l
H

等
)
但
實
際
的

佔
領
以
在
達
味
時
代
這
莫
是
三
松
殉
身
復
仇
的
地
方

(
民
的
)
撒
羅
浦
時
代
迦
薩
被
視
為
以
民
的
南
方
邊

界
(
列
上
5
4
)
雖
然
公
元
前
七
三
四
年
被
亞
述
王

提
革
拉
特
丕
肋
色
爾
三
世
所
佔
領
其
後
有
徹
爾
貢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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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治
及
波
斯
人
管
轄
位
迦
隆
似
乎
向
來
末
矢
掉
它
的

主
權
而
祇
是
向
原
史

上
的
列
強
咱
們
耳
他
納
貢
而
已
公

J

兀

前
三
三
二
年
起
怪
巾
大
將
之
包
圍
迦
薩
人
的
持
久
頃

強
低
抗
觸
怒
了
佳
時
山
大
待
做
城
後
將
城
盡
行
攻
滅

持
述
新
城
公
元
前
一
九
八
年
迦
雄
心
吊
人
色
婆
苛
人
之

手
瑪
加
伯
兄
弟
反
抗
敘
利
必
嗽
爭
巾
約
納
世
將
此
城

包
閣
時
在
一
四
四
年
城
民
投
降

(
加
上
叫

“
等
)
六

一
年
總
馬
大
將
隨
培
川
日
一
佈
迦
雄
為
「
山
山
城
三
二
3

年
被
釗
人
大
黑
品
德
的
版
關
他
死
後
被
釗
歸
敘
利
呵

行
告
公
-
兀
後
L
川
六
年
州
太
人
反
昭
雄
為
戰
令
中
將
此
城

完
全
毀
滅
在
以
川
成
版
史
上
的
最
大
敵
人
要
算
是
他
怕
肋

舍
待
人
是
以
先
知
們
八
悶
不
少
次
泊
吉
凶
一
-
迫
降
屬
於
培

肋
舍
村
人
域
的
懲
罰
(
必
1

6
7
那
約
1

5

采
2

4

恆
9
6
)
在
新
句
中
U
八
一
次
提
次
迦
隨
城
(
宗
8

品

)
仙
旭
先
自
教
會
的
初
期
就
有
基
回
首
徒
存
在
第
四
位

紀
在
此
絨
仙
過
不
少
的
致
命
且
也
公
-
兀
六
三
五
年
比
城

歸
淤
阿
利
伯
命
力
組
闖
一
九
四
八
年
被
視
為
埃
及
最

北
方
的
防
線
以
U
M新
途
屯
的
以
色
列
民
國
惘
敵
汁
布

人
口
問
結
經
過
一
九
六
七
年
六
月
中
的
六
日
戰
爭
叫
你

入
以
色
列
民
闋
的
H
m
斤
，
力
能
因
考
古
家
已
譯
官
此
域
遠

在
公
兀
前
兩
千
多
年
已
衛
人
居
住

(
特

)

附
加
-
女
主
E
E
H
E
J迦
拉
達

(
F
E
E

K
-
v
4
4
4
4
4、
、-
3
/
\

以
蚓
叫
瀏
人
(
。ω-
a

F其
5
2
)得
弘
位
於
山
小
亞
剛
到
中
珊

的東
有
科
叫
(
H
U
DE

掛
7
5
)

及
科
帕
氣
細
雅
(
〔M
鈴
還
且
豆
"
)
西南
有
制

r
f爾
加
降
百
z
g

s
c
3
)北
有
彼
提
尼
雅

B
M
P百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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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帕
非
哥
U匕
雅

(
】J
Z

戶"
mS

E

)

1
1
l
l
l
!
l
l
『
，

i
l
l
-

』
t
I
l
I
ll
-
-
1

。

迦
拉
達
人
原
是
西
歐
的
克
耳
特
人

(
的
。
-
Z

)

公
元
前
三
九
(
J年
他
們
入
侵
意
大
利
公
元
前
二
七
九

年
入
侵
馬
其
頓
放
希
臘
半
島
公
元
前
二
七
八
年
彼
提

尼
雅
王
尼
苛
默
德
一
問
(
Z
H
S

B
且

E

H
N
苔
，
N
M
M
)

邀
請
他
們
進
入
小
必
細
亞
定
居
於
哈
里
斯
河
一
回
丘
吉
)

一
帶
與
他
們
同
盟
判
抗
色
宴
苛
王
安
沒
約
古
一
…
泣

。

，

(
〉
豆

。
品

?

M
N
卒
，
NB
】
)
定
甘
後
他
們
逐
漸
認
食

都
近
小
邦
油
站
立
了
他
們
的
迦
拉
達
王
國
並
按
照
克
耳

特
人
的
部
結
制
度
也

斗
。
-z
s

g
m
M
f
A
K
E
E

m
g

及
吋
E
n
s
-

三
個
邱
升
為
分
成
三
個
部
落
區
分
別
以
培

臼
山
措
(
F
E
M
E

ω

)
支
手
辣
(

〉
D
a

2
)
比
以
塔
戚

。

約

(
斗R
E
E
)
為
他
們
的
首
都

公
元
前
二
三

0
年
培
爾
加
摩
王
阿
塔
的
怕
一
位

(
〉
同
E
E
MU
N
S
L
申
斗
)打
敗
了
他
們
迫
使
他
們

退
居
哈
里
斯
河
東
部
在
那
里
他
們
創
一
再
蠶
食
四
周

鄰
渴

公
元
的
一
九
今
年
級
馬
人
入
侵
亞
細
直
迦
人
與

色
金
市
王
叫
聯
盟
吋
抗
他
們
但
終
鈴
與
色
宴
荷
王
女

提
約
古
四
世

(
公
主
別
一
七
五
l

一
六
三
年
)
肉
經

馬
投
降
因
此
羅
馬
利
川
迦
凶
作
判
抗
培
爾
加
摩
王
國

的
紋
銜
國

公
元
前
七
四
l

六
四
年
本
部
王
米
特
黎
達
式
六

世

(
去
Z
Y
巳
e
H
E
〈
?
】
皂

，
已
)
在
亞
細
亞
與
昭雄

2
1
!
'

、
t
I
t
-

-
l
i
l
-
-

。

，

馬
發
生
衝
突
時
迦
人
幫
助
羅
馬
攻
打
他
們
因
此
打
敗

米
氏
後
羅
馬
大
將
龐
培
為

了
酬
謝
他

們
擴
大
了
迦
國

的
版
關
升
迦
凶
為
經
馬
共
和
凶
的
受
什
王
閥
第
-
u
M

m間
玉
為
德
約
塔
治

(
口
a
Z
R
E
)

公
元
前
四
門
年
德
氏
死
新
王
阿
明
塔

(
〉
呂
〕
『口
，

妄
自

-
K
S
N
M
)登
極
他
在
維
馬
當
時
喂
，
榷
的
兩
大

特
力
之
間
先
擁
護
安
多
尼

(
玄
〉
D
H
S
E"
)
後
擁

護
放
塔
城
雅
諾

(
。n
H
P〈

E
D
E
〉
E
m
E
Zω
)因
此
他

先
由
女
多
尼
手
中
多
得

了
呂
考
尼
雅

(
們
有
S
E凶
)

以
及
一
部
份
夫
黎
基
雅

(
】
v
y
a
m
E
)
旁
非
里
雅

(
2
5
日u
E
E
)和
石
息
狄
雅

(
HMHE
已
5
)
後
又
由
放

塔
城
雅
措
手
中
多
得
了
依
掃
黎
雅

(
HE
E
E
)
和
的

巷
里
基
雅

(
c
r
z
斗
E
n
y
o
m
)

公
元
前
二
五
年
阿
氏
死
奧
占
斯
都
將
他
王
國
的

極
大
部
份
上
地
創
入
綠
馬
情
國
版
幽
內
燈
瓜
羅
馬
由
丘

帝
對
H
命
名
迦
拉
達
‘
這
帝
省(
7
2
5
2
ω
H
B
-
u
n
E
Z
E

O
巴
巴
崗
位

)一
一
這
皇
帝
省
的
首
要
城
而
為
支
手
辣
|
|
1
在

那
哀
吭
一
且
有
皇
帝
代
辦
(
HLO
m
2
E

KF
F
戶
咽
口
旦
-
M
B

H
JZ

Z
Z
)
l
|
|
初
五
息
狄
雅
的
小
女
提
約
扯
一
雅
從
此

時
起
「
迦
抗
達
」
這
名
詞
布
了
防
泛
的
忠
義
就
是
的

這
也
帝
省
史
家
為
了
鑑
別
稱
它
為
兩
迦
達
拉

(
政
泊

性
的
)
而
稱
最
初
迦
拉
達
人
定
恆
的
地
域
為
北
迦
拉

達

(
撞
族
性
的

)
這
是
狹
義
的
迦
佳
途
直
至
公
兀
第
﹒

五
也
紀
北
迦
拉
達
仍
保
存
他
們
的
克
耳
特
語

聖
保
線
在
第
一
次

出
外
傳
教
時
(
四
五
l

四
八

年
)
先
後
在
刮
到
蚓
雅
的
劃
樹
制
品
蚓
(
莉
MU
H


目
)
依
科
尼
雍

(
宗
M
UM
-

M
7

)
呂
斯
特
辣

(
宗

M
e
-

u
)
和
德
爾
貝

(
宗
M
m
n
)
站
建
立了
基
替



~
的
教
會
在
各
教
會
還
立
了
長
老
(
宗

M

詞
)
這
些
城

枷
~市
都
屬
於
商
制
蚓
也
比
凡
第
二
次

(五
O
I
五
二
年
)

., 一
和
第
三
次

(
五
三
l

五
八
年
)
出
外
傳
教
時
他
也
一

三
再
巡
親
這
地
區
的
教
會
(
宗
的
1
2
s
m
n
)
這
些
一

教
會
也
會
與
格
林
多
教
會
一
同
捐
助
耶
路
繳
冷
的
教

會
(
格
前
的
1
)
相
信
伯
前
1
1
所
致
候
的
「
迦
拉

達
」
也
是
指
南
迦
位
遠
的
這
些
一
教
會
因
為
宗
從
沒
有

記
敘
車
保
祿
會
到
過
北
迦
拉
遼
闊
教
也
沒
有
挺
過
北

迦
拉
遠
的
任
何
地
區
教
會
從
迦
我
們
得
知
迦
拉
達
的

教
會
成
員
中
有
歸
依
基
督
的
猶
太
人
(
3
2
H
H
目

叫
4
3

|

5

剖

5
1
)
也
有
歸
依
基
督
的
外
教
人
(
4

a
5
z
a
6

問
問
)
(

梁
)

;lL 

m迦
拉
達
書

\
開
阻
止
血
-
o
g
H
Y
O
G
主
m
H
H
S
D
ω
/

/
開M
u
z
z
-
凶
"
已
。
巴
巴
宮
、
可

迦
與
經
及
格
前
格
後
是
聖
保
祿
的
四
封
「
大

，

信
」
同
是
聖
保
祿
的
作
品
這
是
從
教
會
之
始
一
致
公

認
的
在
教
義
論
戰
方
面
迦
很
近
似
格
後
在
神
學
課
題

方
面
則
近
似
羅(

一
)
岐
信
人

自
於
迦
拉
遂
有
南
北
之
分
學
者
們
對
迦
的
寫
作

對
象
無
疑
的
就
有
兩
個
意
見
直
至
十
八
世
紀
學
者
一

致
認
為
迦
是
寫
給
北
迦
拉
達
的
教
會
的
十
八
世
紀
以

後
部
有
知
名
學
者
主
張
迦
是
寫
給
南
迦
拉
遠
的
信
友

的
雙
方
都
持
有
相
當
的
理
由
但
如
未
能
成
為
定
論
無

1380 

疑
的
這
只
是
學
衡
的
問
題
與
本
訟
的
正
經
性
和
科
學

思
想
無
閱
或
們
由
於
下
列
的
斑
由
認
寫
迦
是
寫
給
南

迦
佳
途
教
會
的
一
在
學
保
線
時
代
「
迦
拉
達
」
這
名

詞
已
普
通
廣
義
地
指
迦
拉
達
皇
帝
省
因
此
舉
一
保
祿
若

沒
有
用
特
別
的
字
眼
指
明
當
時
不
普
遍
和
狹
義
的

「
北
迦
拉
達
」
應
諾
為
他
踩
用
當
時
普
遍
的
意
義
(
經

行
卸
的
5
得
前
1
7
.
)

二
宗
U
M
兩
章
記
的
制
聖
保

祿
在
南
迦
佳
途

(
丕
息
狄
雅
的
安
促
約
拉
雅
依
科
尼

雍
呂
斯
特
辣
德
爾
貝

)
開
教
但
宗
從
沒
有
記
載
他
在

北
迦
拉
速
傳
教

(
對
此
迦
4
u

宗
的
6
及
時
自
未
能

肯
定
加
以
證
明

)
也
沒
有
提
及
過
北
迦
拉
遠
的
任
何

地
區
教
會
的
名
字
而
教
會
初
期
只
在
第
四
世

紀
文
獻

中
才
得
知
在
北
迦
拉
遂
有
教
會
的
存
在
三
迦
2
5

假

定
迦
的
教
會
在
宗
從
會
議
(
宗
的
)
之
前
已
經
建
立

但
宗
徒
會
議
之
前
聖
保
祿
從
未
到
過
北
迦
拉
達
四
宗

的
6
的
「
矢
黎
拉
雅
和
迦
技
速

地
區
」
由
於
希
臘
原

文
只
有
一
個
指
定
冠
品
更
{
且
譯
作
「
夫
袋
基
雅
迦
拉

途
區
」

(
4
Z
H
V
y
a
吧
?
習
F
H
M
E
Z
m
5
2
)
因
此

指
南
迦
拉
達
五
迦
綻
放
巴
爾
納
伯
時
並
不
加
以
介
紹

假
定
收
信
人
都
到
他
識
他
但
是
只
有
南
迦
拉
達
人
認
識

他
因
為
他
只
在
南
迦
拉
達
與
學
保
旅
一
起
傳
教
(
宗

口
2

廿
叫

M
M
M
M
刮
目
)
六
不
能
因
為
學
保
祿
是

基
里
基
雅
人
(
宗
幻
M

參
閱
宗
幻
扭
扭
3
)
便
說
迦

3
1
的
「
無
知
的
迦
拉
達
人
啊
」
為
了
情
面
不
能
指

南
迦
拉
達
人
因
為
學
保
祿
傳
教
並
非
為
討
好
世
人

而

只
為
討
天
主
歡
心

(
迦
1
刊
)
七
最
後
主
張
迦
的
收

信
人
是
北
迦
拉
達
人
的
傅
統
意
見
既
不
是
有
關
1
個
仰

及
倫
理
的
在
可
靠
確
擎
的
斑
白
下
並
示
是
不
可
更
改

。的

(
-
二
寫
作
的
時
期
地
品
與
動
機

按
照
有
關
收
信
人
的
不
同
意
見
學
者
們
對
迦
的

寫
作
時
期
與
地
點
所
持
的
主
張
亦
不
能
一
致
他
們
各

有
各
的
斑
白
也
有
他
們
各
自
的
難
處
他
們
所
主
張
的

寫
作
地
點
計
有
經
馬
厄
弗
所
格
林
多
斐
理
伯
或
馬
其

頓
的
一
個
地
方
至
於
他
們
所
認
定
的
寫
作
時
期
在
公

元
四
八
l

五
八
年
間
差
不
多
每
年
都
有
被
學
者
認
為

是
迦
的
寫
作
年
代
但
是
較
普
遍
的
意
見

是
迦
大
約
為

於
公
元
五
七
年
度
即
寫
於
格
後
之
後
縫
之
前
地
點
是

格
林
多至

肝
、
聖
保
祿
寫
迦
的
動
機
是
為
針
刺
當
時
的
猶

太
主
義
(
宗
的
?

i

自
)
因
為
有
少
許
(
5
9
刊
)

大
概
來
自
耶
路
撒
冷
的

(
2
臼
)
假
弟
兄

(
1
‘
)

在
搗
亂

(
1
7
)
他
們
企
圖
改
變
耶
穌
的
一
福
音
(
1

7
)
而
代
之
以
另
一
一
福
音
(
1
6
)
這
另
一
一
瞄
音
就

是
人
|
|
外
邦
人
亦
然
|
|
若

要
得
救
只
信
仰
耶
穌

不
夠
還
得
遵
守
天
主
制
定
的
梅
瑟
法
律
(
2
‘

3
.
)

因
此
他
們
強
迫
迦
拉
達
信
灰
行
割
損

(
6
u|

時
)

遵
守
猶
太
教
的
節
目

(
4
叩
)
此
外
他
們
還
假
裝
好

意
引
信
友
們
不
再
信
任
聖
保
祿
(
4
口
)
因
而
不
再

接
受
他
的
一
福
音
(
1
8
.
)
他
們
以
人
身
攻
擊
來
打

擾
聖
保
線

(
6
口
)
說
他
不
是
宗
徒

(
1
1
)
說
他

的
一
滴
血
目
不
是
真
正
的
福
音(1
u
)
說
他
傳
教
只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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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月
取
悅
他
人
(
1
刊
)
這
種
風
氣
慢
慢
地
迷
惑
了
信

友
們
(
3
1
)
引
他
們
離
開
了
召
叫
他
們
的
天
主
歸

向
另
三
禍
音
(
1
6
)
因
而
成
為
無
知
的
人
(
3
1
!

s
)。
這
叫
學
喇
喇
為
他
們
非
常
惚
心

(
4
叩
)。

組
就

是
在
這
種
情
去
下
寫
成
的

(
三
)
內
容
與
分
析

因
此
在
迦
內
學
保
祿
先
反
護
強
調
他
是
合
法
的

真
宗
徒
(
格
後
m
-
U
)
因
為
他
的
召
還
由
自
天
主

和
基
督

(
1
1
閃
閃

2
8
)
並
經
教
會
權
威
認
可
的

(
2
7
|

7
)
而
他
所
宣
講
的
一
服
音
也
虛
懷
來
自
天

主
的
啟
示
(
I
H
M
)
然
後
針
對
猶
太
主
義
州
明
人
的

成
義
不
來
自
梅
瑟
樹
倒
而
來
自
對
基
督
的
信
仰
(
2

臼
3
4

見
羅
l
l
8
)
因
為
基
督
給
了
就
們
天
主
子

女
的
自
由
叫
我
們
不
再
受
當
約
法
律
的
奴
役

(
5

1

l

n
)
這
是
迦
的
內
容

至
於
迦
的
分
位
州
學
者
各
有
不
同
仙
次
們
該

出
門N
E

B

〕、自

分
析
如
下

「A
發
端
詞
(
1
1
1

5
)

前
言

f
1
.
繁
異
與
指
責
(
1
6l
9
)

-A
他
的
福
音
來
自
天
主

(
1
"
|

-H) 
-
B
他
的
一
福
音
得
宗
徒
的
認
可
(
2

L
自
我
辯

護
(
1
|

刊
)

一C
他
的

一福
音
指
正
刻
法
的
不
是

一
(
2
u
l

u
)

f
D
他
的
福
音
摘
要
(
2
M
l

n
)

,11 九. 598 . 

-一

「A
信
德
使
人
成
義
(
3
1

間
)

1
信
仰
與
法
律

B

信
仰
解
除
法
律
的
奴
役

(
3

一

詞
|
4

甜
)

F
C
引
證
舊
約

(
4
nf

剖
)

-
A基
督
給
了
我
們
自
由

(
5

E

基
督
的
自
由

(
1
!

u
)

戶
B

真
正
的
自
由

(
5
呵

!
6
刊
)

結
論
6

日
l

u

(
四
)
神
學

淡

到
神
學
思
想
制
與
刷
刷
在
主
題

(
組
2
M

H
齣

3
甜
)
舉
例

(
湖
3
6
u

n

點
4
1
l

自
蚓
4

缸
1

M
H

刷
刷97
|

9
)
語
調
(
組
l
m
H
踹
9
1

蚓
3
盯

H

駒
H
H
)
和
引
遼
舊
約
(
湖
3
6
H
踹
4

3

1

9
迦
3
U
H

羅
l
n

迦
3
U
H

羅
m
s
)
各
方

面
屢
屢
一
樣
其
實
迦
不
外
是
縫
的
前
身
它
的
神
學
主

題
是
人
成
義
不
是
舟
於
遵
守
梅
瑟
法
律
而
只
是
由
於

對
基
督
的
信
仰

(
2
時
)

按
照
天
主
的
計
創
梅
瑟
法
律
不
外
是

今
世
的

(
4
2
)
郎
暫
時
性
的
啟
蒙
師

(
3
剖
)為
准
備
笛
約

子
民
期
待
信
仰
的
比
現

(
3
臼
)
好
使
天
主
在
未
頒

佈
梅
瑟
法
律
以
前
已
給
亞
巴
郎
許
下
了
的
恩
許
(
3

8
)
在
新
約
時
代
藉
著
對
基
督
耶
穌
的
信
仰
歸
於
相

信
的
人

(
3
詞
)
因
此
梅
瑟
法
律
的
使
命
是
引
人
歸

於
基
督
使
人
自
信
仰
而
成
義

(
3
H
)
因
寫
義
人
因

信
德
而
生
活
(
3
H
)

事
實
上
在
剛
到
崗
哨
尚
未
頒
佈
以
前
到
別
叫
信

了
天
主
天
主
就
以
此
算
寫
他
的
正
義

(
3
.
.
見
側
的

6
)
不
但
如
此
而
且
天
主
更
因
他
對
他
自
己
那
堅
定

不
移
的
但
心
自
動
向
他
恩
許

「
地
上
萬
民
要
因
你
的

後
商
蒙
受
祝
福
」
(
制
詔
"
)
。
因
此
到
凹
叫
的
成
忘

不
是
由
於
遵
守
梅
瑟
法
律
(
因
為
法
律
尚
未
頒
佈
)

而
是
由
於
蚓
叫
蚓
對
天
主
的
信
亂
間
說
到
別
馴
的
後

裔
乏
所
以
蒙
受
祝
福
分
享
到
別
叫
所
得
的
正
義
|

|

天
主
慈
愛
的
救
恩
|

|

也
不
是
由
於
遵
守
剛
到
叫
樹
惜
，

而
是
由
於
天
主
因
到
別
叫
的
信
德
而
作
圳
的
恩
扎
從

此
我
們
才
明
白
為
什
麼
連
一
保
祿
說
「
具
有
信
德
的
人

才
是
亞
巴
郎
的
子
孫
那
些
一
具
有
信
德
的
人
與
有
信
德

的
亞
巴
郎
同
蒙
祝
福

」
(
3
8
9
見
3

扭
扭
雄96
1

可
是
做
得
注
意
的
是
這
恩
許
是
「
因
你
(
回
回

郎

)
的
後
裔
」
而
實
踐
的

而
這
「
後
裔
」
就
是
基
替

(
3
時
)
因
為
天
主
的
計
別
是
願
意
使
到別
叫
所
受

的
祝
一
點
在
基
督
耶
穌

內
普
及
於
萬
民

(
3
H
)。
因
此

預
定
的
時
期
一
滿
天
主
就
派
遣

他
的
學
子
生
於
灰
人

生
於
法
律
之
下
為
把
法
律
之
下
的
人
贖
出
來
(
4
4

s
)
使
他
們

脫
離
法
律
的
咒
罵

(
3
臼
)
而
撞
得
自

由

(
5
2
)
成
為
天
主
的
子
女
能
稱
天
主
為
父
因
此

不
再
是
怯
律
的
奴
才
而
是
天
主
的
子
女
是
恩
許
的
承

給
人
(
4
5
|

7
)

因
此
新
約
的
子
民
是
由
於
聽
信
基
督
的
福
音
而

領
受
天
主
連
一
腳
(
3
2
)
由
於
對
基
督
的
信
仰
而
成

為
天
主
的
子
女

(
3
詞
)
從
此
割
續
與
不
圳的
損
「
帥



~
遵
守
梅
瑟
法
律
)
都
不
算
什
麼
至
耍
的
是
具
有
以
愛

心
明-德
行
事
的
信
德

(
5
6
)，

在
基
督
內
成
例
新
受
造
的

.,

i

, 

一
人
(
6
臼
見
羅
2

臼
l

m
)
因
為
凡
領
了
洗
歸
於
基

-
督
的
說
U
E穿
上
了
基
督
再
沒
有
種
族
地
他
和
性
別
的

分
野
(
3
n
H
兒
經
2
3
)
信
仰
基
笛
的
人
既
已
獲

得
了
天
主
子
女
的
街
由
就
不
應
再
守
的
瑟
法
律
作
法

律
的
以
才

(
5
1
)
不
然
的
話
就
楚
自
願
為
法
律
所

奴
役

(
4

9

)
以
聖
神
開
始
部
以
肉
身
結
束

(
3
3
)

白
頓
市
您
認

上
跌
下
來
與
基
管
一
再
隔
絕

(
5
4
)

使
天
主
的
恩
寵
失
效
國
為
如
果
還
是
賴
若
能
瑟
法
律

才
能
成
義
那
麼
基
督
就
白
白
地
死
了

(
2
n
)
因
此

間
因
蚓
的
牌
女
喇
喇
喇
所
生
的
兒
子
(
依
市
瑪
耳)

正
好
象
徵
作
法
律
奴
J
的
背
約
子
反
而
他
的
正
u
t
撒

辣
所
生
的
兒
子
(
依
撤
格
)
正
衍
是
獲
得
天
主
子
女

自
由
的
新
約
子
民
的
頭
像
(
4
缸
↑
盯

)
(

梁

)

至f

。
4
.
旦
旦
。
口
/

R
n扣
E
M川
=
)兒祝
鑿
鑿
殿
節

)L 1381-1384 

m重
建
節

即
重
寫
的
羊
皮
卷
(
閃
閃
-
H
n
r
)

這
個
名
詞
來
自
希
臘
文
意
謂

「
重
新
刮
淨
」
本

來
在
羅
馬
帝
國
時
就
已
有
這
種
習
慣
並
有
不
少
的
這

種
抄
本
傳
流
於
世
但
是
與
聖
經
特
別
有
關
係
的
時
代

卸
赴
在
七
至
九
世
紀
間
的
重
抄
本
亦
就
是
當
阿
刺
伯

人
佔
燄
埃
及
之
後
的
前
則
當
時
由
於
紙
張
缺
乏
只
有

將
一
些
古
老
及
不
太
重
要
的
羊
皮
抄
卷
來
重
新
利
川

利
用
的
方
式
是
將
羊
皮
浸
入
水
中
以
海
綿
加
以

糊
說

將
墨
水
沖
掉
晒
乾
後
說
成
了
可
以
重
新
利
用
的

羊
皮
卷
現
代
的
學
者
以
有
化
學
成
分
的
藥
水
塗
於
這

種
皮
卷
上
仍
可
使
原
來
第
一
次
的
抄
文
反
映
山
來
但

另
有
一
種
羊
皮
卷
因
第
一
吹
抄
寫
時
所
用
的
墨
水
質

地
良
好
不
易
以
清
水
沖
洗
而
花
要
以
刀
片
或
粗
石
刮

磨
如
此
原
先
的
抄
文
遨
失
無
法
再
使
其
反
映
出
來
了

這
種
重
寫
的
羊
皮
卷
手
抄
本
與
聖
經
有
關
者
有

厄
弗
稜

(
開M
V
Y
Z
S
)
有
關
新
約
的
手
抄
卷
或

稱
「
手

抄
卷
C

」
第
一
次
書
於
第
四
世
紀
第
二
次
則
書
於
十

二
世
紀
另
有
一
種
被
稱
為
敘
利
亞
西
乃
關
於
一
幅
立
目的

抄
卷
亦
是
重
抄
卷
在
的
棋
尼
黑
保
存
的
五
香
亦
曾
兩
次

被
抄
於
同
一
羊
皮
卷

上
第
一
次
是
在
第
六
世
紀
第
二

次
在
十
三
十
四
川
紀
聞

(
的
時)

的
戶自

盲
目
。
/

雖
然
大
家
一
看
就
知
這
例
名
詞

n
H
H

/
H
V
n
Z已

是
指
人
的
臉
面
而
已
但
它
在
觀

經
上
亦
多
少
有
它
的
演
變
及
借
意
的
說
法
而
成
面
前

或
跟
前
之
意

(創
M
m
e山
山U
H
H
)寫能
更
容
易
及
具
體

地
答
解
天
主
的
動
作
多
次
將
天
主
人
格
化
而
有
「
天

主
的
面
」
的
說
法
加
音
犯
罪
之
後
自
知
應
躲
避
天
主

的
面
(
創
4
H
)

因
「
天
主
的
面
」
或
「
天
主
聖
容

」
的
不
同
表

情
而
有
不
峙
的
意
枝

上
主
要
向
那
些
將
子
女
獻
與
摩

肋
客
邪
艸
的
人
「
板
起
出
來
」

(
肋
m
a
)
娶
一
詠
的

作
為
如
求
天
主
「
顯
示
慈
顏
」
(
詠
切
‘

S
M
)
在

以
民
中
有
一
種

-
u惦
念
就
是
人
不
能
看
見
天
主
的
面
若

然
祇
有
死
路
一
條

(
山
犯
甜
甜
依
6
5
)
人
所
能
見

者
紙
是
上
主
的
威
嚴
及
光
榮
故
此
人
咱
們
逗
種
威
嚴
為

「
天
主
的
面

」
盛
「
瑪
納

」
的
器
血
及
巫
師
間
的
很
敏

被
放
在
「
天
主
的
面
前
，
叮
即
是
放
在
雪
所
乏
中

(
M

M
W
M
)司
祭
進
入
學
殿
舉
行
第
把
或
朝
拜
某

一
彈

，

所

稱
為
山
現
在
天
主
的
面
前
(
申
m
a
山

M
M
n詠
泌
9
)

因
寫
在
這
些
地
方
有
天
主
的
威
嚴
及
光
榮
在
顯
示
給

人
(
比
如
以
雲
彩
或
火
住
)

人
真
正
能
見
天
主
的
面
是
來
世
的
事
(
裕
前
口

時
間
)
在
現
世
的
人
紙
可
以
找
尋
天
主
的
函

即
天
主

的
助
佑
(
編
上
的
口
約
刊M
Y
詠
圳
的6
)
天
主
為
閑
自

己
的
面
容
意
即
施
恩
施
惠
之
意
(
詠

4
7

叮
叮
)
准

看
見
了
天
主
的
面
而
仍
能
保
存
性
命
者
就
是
天
主
的

密
友
如
雅
各
伯
(
創
叫
“
抽
)梅
瑟

(
山
H
M
u
m
)桐

反
地
幾
時
天
主
要
試
採
某
人
就
將
自
己
的
商
遮
俺
起

來
(
約
曰
“
依
時
2
)
(

韓

)

湖
面
叫
仙M
V請
與
耐
心
V
「
何一戶1)
雖
然
在
且
經
」

1

-
l
i
-
-
1
.
l

J
H
z
i

指
示
函
紗
頭
巾

首
帕
的
名
詞
頗
為
豐
富
很
奇
怪
的
是
故
未
指
山
它
的

型
式
叉
未
說
明
它
的
質
料
不
過
我
們
可
以
由
聖
經
推

定
以
民
的
婦
女
並
不
是
時
常
戴
面
紗
的
比
如
當
黎
貝

加
第
一
次
見
到
自
己
的
未
熔
夫
依
徹
格

時
便
遠
遠
的

戴
上
面
紗
(
創
圳
的
自
)這
與
中
國
民
間
結
婚
的
習
俗

是
大
同
小
異
的
相
反
的
塔
瑪
爾
戴
上
前
紗
的
原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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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為
使
自
己
的
公
公
認
不
山
她
的
廬
山
真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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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也
就
解
釋
了
何
以
雅
各
伯
在
新
婚
乏
夜
竟
未

能
識
破
自
己
陷
入
的
大
騙
局
洞
房
的
佳
人
不
是
辣
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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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首
帕
雖
然
是
灰
人
的
則
口
間
相
偽
瑟
接
見
天
主
之

燄
郎
以
首
帕
蒙
住
自
已
螢
光
的
驗
與
上
主
女
改
時
才

將
苗
帕
取
掉

(
山
M
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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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
代
的
組
述
戊
現
今

的
例
刺
伯
婦
女
都
是
十
分
重
現
面
紗
的
長
族

在
新
約
中
聖
保
祿
利
用
面
紗
的
象
徵
意
義
謂
猶

太
人
因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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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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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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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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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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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於
保
祿
強
調

格
林
多
的
女
教
友
們
在
舉
行
公
共
禮
儀
的
時
候
悠
戴

上
已
帕
是
必
為
全
教
會
的
女
教
徒
有
效
學
者
們
意
見

不
一
可
是
絕
大
多
數
的
女
教
灰
白
古
至
今
在
里
堂
中

仍
絞
首
帕
一
遍
可
能
證
明
保
祿
時
代
的
女
教
友
亦
然
不

過
路
林
多
的
教
支
部
曾
自
勁
地
將
首
帕
取
消
而
當
時

的
裕
林
多
城
是
聲
名
彼
給
凶
化
墮
落
的
地
方
保
祿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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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擅
自
白
山
行
事
怕
她
們
安
用
自
由
而
給

入
一
定
壞
的
歧
途
故
此
勸
魁
並
命
令
她
們
在
集
會
時
敷

上
面
帕
一
這
可
能
是
宗
徒
原
來
的
意
思
晨
在
其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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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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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戚
與
臨
近
而
又
立
目
近
的
討
謹
以
溫
和
叫
起
只
紅

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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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叫
到
你
晶
宮
蚓
叫
到
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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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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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描
述
到
述
市
隊
進
攻
耶
京
時
亦
提
及
此
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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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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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
大
王
附
撒
曾
在
此
修
築
防
禦
工
事
加
以
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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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
上
的
且
)
是
以
「
從
草
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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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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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
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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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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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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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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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至
到
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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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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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了
稍
大
街
闢
山
北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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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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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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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

太
人
在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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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一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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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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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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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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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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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娃
惠
州
科上
的
幣
制
其
仙
似
怕
在
后
峙
的
時
代
是
有山

入
的
故
此
不
可
一
概
而
論
但
吋
以
做
定
的
迫
「
不
辣
」

是
聖
經
幣
制
中
份
刊
叭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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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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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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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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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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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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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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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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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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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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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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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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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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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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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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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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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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畔
厄
則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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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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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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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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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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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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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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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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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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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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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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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屬
獨
大
文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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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山
區
的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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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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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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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耶
洛
竿
的
出
生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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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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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巴
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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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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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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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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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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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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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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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厄
里
受
先
知
的
僕
人

倒
臥
叫
他
的
家
世
我
們
一
無所
知
他
的
第
一
次
出
現
是

先
知
打
發
他
去
告
訴
熱
心
的
赦
能
婦
女
她
將
懷
學

生

子
(
列
下
4
u
!

口
)
此
事
來
然
應
驗
後
來
此
手
中

早
死
了
先
知
再
打
發
他

去
將
自
已
的
手
杖
放
在
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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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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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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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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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行
間
川
省
什
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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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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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忽
見
各
不
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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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赴
為
祭
止
人
在
先
知

到
這
之
前
將
餃
子
開
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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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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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來
革
哈
齊
隊
以
先

知
的
手
杖
來
獵
奇
鼠
的
但
因
聖
德
不
夠
故
奇
趴
未
山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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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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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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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人
奇
蹟
紙
有
從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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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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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可
靠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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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先
知
自
己
前
來
彼
活

了
一
這
放

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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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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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齊
的
再
次山
現
是
當
納
阿
曼
病
，
耐
心
之
訊
問
欲

將
大
川
的
財
喘
口
獻
給
厄
里
受
但
遭
拒
絕
不
哈
齊
划
峙

中
收
F

納
阿
妥
的
金
錢
凶
而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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渾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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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吋

(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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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的
最
後
一
次
山
現
是
在
關
玉
而
的
陳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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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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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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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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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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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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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軍
旅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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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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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見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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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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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
難
之
際
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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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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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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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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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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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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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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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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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六
十
七
行
)
耐
用
阿
布
人
在作

的
明時
狗
毛
遵
守
「
強
滅
作

」
將
叫
喊
敗
的
城
巾
比
以
山
物

完
全
放
撥
人
心
全
部
殺
坡
以
示
對
淵
之
做
忠
此
州
之

川
湖
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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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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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傳
於
以
氏
之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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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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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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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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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6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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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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耽
心
什
的
川
全
家
赴
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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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他
已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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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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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且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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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米
(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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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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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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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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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仆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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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亦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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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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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
喇
叫
樹
之
緣
代
開
訓
喇
喇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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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

之
後
化
是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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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肋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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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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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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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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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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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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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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逗
位
不

一
的
熊
的
事
的
以
聖
經上的
記
收
益
為
有
限
祇
知
他
是
約

州
割
的
祖
先而
約
納
堂
和
他
的
子
孫
陸
近
充
平

時
代

在
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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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的
史
羅
地

方
任
敬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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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位
神
像
的
司

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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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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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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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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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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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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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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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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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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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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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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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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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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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於
燄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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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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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創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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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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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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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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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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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地
時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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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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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西
械
敗

(
蘇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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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西

默
盔
的
族
譜
上
亦
曾
提
到
這
個
名
字

(
編
上
4

抽

)

抽
大
王
阿
撒
追
趕
則
辣
黑
人
曾
經
旺
達
此
地
並
佔
領

了
，
匕
附
近
不
少
的
地
區
獲得
大
批
叫
喊
利
口m
(
編
下
M

M
T

H
)
默
德
巴

(
呈
且
早
上

地
凶
上
有
它
的
名

字
歐
色
微
的
地
名
叭
隊
(
。
B
E
S
E
S
)
亦
快
到
了

它
的
)
是
它
正
稚
的
攸
誼
至
今
仍
是
一
個
未
能
解
決
的



問
題
雖
然
大
家
部
招
可
它
憋
在
墓
地
南
方
的
乃
准
布

地
方

二
是
一
個
谷
名
在
谷
中
當
依
撒
格
南
下
不
叫
叫
做
俐

的
途
中
曾
經
駐
紮
居
留
(
例
必
口
)
大
概
也
在
這
裘

掘
了
水
井

(
創
鈞
刊
)
出入
家
扑
打
瑟
夫
謂
它
在
拉
辣
爾

附
近
但
是
因
為
萃
的
問
爾
的
他
住
仍
未
能
決
定
故
此
革

辣
爾
谷
的
確
切
位
置
亦
是
懸
案

(
韓

)

如
宮
「
蜜
巾
蹄
恥
E
O
E
Z
)
是
約
但
河
東

h
u
u
城

-
I
-
1

世

4
1

，
、
區
」
之
一
的
希
腫
文

化
城
市
其
所
佔
之
位
置
非
常
適
中
土
地
肥
法
又
有
不

少
水
泉
距
南
方
的
雅
波
克
河
約
十
公
里
西
方
的
約
位

河
有
三
十
公
里
雄
然
拔
傳
說
它
的
迷
築
是
亞
應
山
大

的
巳
程
但
賀
際
上
似
乎
要
晚
些
一
約
在
安
位
約
占
第
四

周
品
出
一
訓
的
時
也
其
後
翩
蚓
娃
立
制
叫
別
行
省
時
將

之
別
入
羅
馬
行
省
版

M
Z
內
它
的
黃
金
時
代
始
向
公

元
第
一
世
紀
延
續
至
第
二
第
三
世
紀
是
為
約
也
河
東

最
重
要
的
城
市
在
此
處
的
私
有
古
研
究
工
作
巾
英
美
兩

國
的
學
者
坦
任

(
d
z
=
2
嵩
山、
民

J
F
Z

H
申
泣
，

這

ω
0
.回
『Z
U
Y
m
n
y。
。
-
P
『
〉

R
Y
m
w
g
g
m
v

、
雪
芹
y

〉
B
O
E
n

MW
D

∞
n
y。
。
-
"
。
叫
。
立
O
D
E
-
m
o
ω
O
R
n
y

t
泣
。
，H
申
凶
H
)

馬
爾
谷
及
路
加
在
福
音

上
提
到
耶
穌
過
海
「
來

到
了
革
辣
繳
人
的
地
方
」

(
谷
5
1

路
8

甜
盯
)
並

.
在
這
襄
治
好
了
一
個
附
班
的
人
在
相
對
的
敘
述
中
瑪

ω
一劃
說
「
耶
穌
來
到
對
岸
叫
劃
蚓
人
的
地
方
」
(
職

8

-
H

)
那
a
m所
說
的
革
掠
撒
或
革
遠
辣
地
方
與
這
襄
所

1397-1400 1 電)L 

提
的
革
辣
椒
城
是
否
有
關
忱
悶
熱
謂
谷
紋
路
所
說
的

權
辣
做
人
是
指
荷
爾
息
雅

的
。
2
3
(
現
在
的
谷
一
陶

息

肉
旦
旦
)
地
方
人
而
言
故
與
干
辣
做
之
城
民
無
關

(
的
牌)

革
詩辣

討撒

巴地
舍區

。

雖
然
谷
5
1

及
路
8

品
盯
提
到
革
辣
微
地
方
的

人
但
這
與
汗
過
所
說
的
希
臘
文
化
域
植
棘
撒
無
關
因

為
後
且
有
脫
離
加
里
肋
亞
湖
太
遠
故
與
學
經上
所
說
的

「
過
海
仕
狗
叫
的
..... 

」
的
主
悶
氣
不
合
瑪
寶
稽
之
馬

加
速
辣
城

(
瑪
8
M

)
它
是
一
座
位
於
加
盟
肋
通
湖

叫
到
山
川
的-
J
m
h
i
u

城
古
亦
不
司
愧
是
耶
穌
顯
擎
跌
的
地

方
因
為
它
距
加
湖
有
十
公
里
之
進
而
何
以
又
稱
之
謂

革
帥
叫
做
城
呢
這
大
概
是
山
自
敘
黎
桔
乃
(
O立
問g
m
m
)

誤
信
當
地
人
的
傳
挽
而
然
資
際

上
它
是
指
苛
爾
自
心
雅

(
的
。
『
丘
之
地
方
而言
口即
現
今
之
谷
爾
息
村
莊

見
前
條

(
韓

)

"
伊
陣
】l
U曲
而
主
寸
「
宅
且
M
b
Z
Z
F
J

是
約
但
河

3
t
H
1
看
甸
政
T
f
p
E
H

斗
。
」

-•• 
-
E
t
F

吧

，
忠
來
的
一
條

小
河
厄
盟
則
先
知
倍
受
命
於
天
主
磁
身
比
小
河
畔
飲

比
河
之
水
食
烏
為
送
來
的
飯
食
而
度
生
也
至
小
河
中

的
水
乾
個
偽
止
(
列
上
口
1

1

，
)
它
的
考
古
辨
認

雖
仍
無
定
論
個
亞
貝
耳
神
父
以
為
它
就
是
現
在
的
雅

彼
斯
谷

(
JF
去

J同
志
說
)
之
說
似
更
為
有
理
因
為

此
處
之
地
形
頗
合
乎

娶
經
上
的
描
述
比
小
河
在
貝
特

商

(
切
的H
Y
Z口
)
南
十
二
公
里
處
注
入
約
但
河(

韓

)

仰
伊
同
砂
p
r
B
E
N
E
J

是
凹
划
蚓
叫
中
部
的

“
4
E
E
-
-

淘
d
z
y
/
。
R
E
S

〉
的
山
之
一
(
八
八
二

公
尺
)
在
厄
巴
耳
山

的
南
邊
中
間
只
一
峽
之
隔
有
大

道
通
過
山
峽
的
采
川
口
處
的
古
時
的
重
鎮
舍
根
舍
根

已
被
現
在
的
納
布
路
斯
鎮

(
Z巴
-
5
)取
而
代
之
此

山
多
岩
石
幾
無
植
物

生
長
在
這
宴
會
舉
行
過
隆
重
的

宗
教
儀
式
當
以
民
佔
領
墓

地
之
後
天
主
命
六
個
支
派

站
在
很
忽
斤
山

上
主
披
上
主
的
祝
一
幅
另
外
六
個
支
派

則
在
對
面
的
厄
巴
耳
山

上
宣
披
上
主
的
咒
罵
以
使
以

民
有
所
m
A惕
而
遵
守

上
主
的
法
律

(
兩
口
自
幻
M
H

你
8

目
!
自

)
基
德
紅
的
兒
子
約
當
亦
曾
在
革
黎
斤

山
上
宣
成
白
于
一
口(民
9
7
)
以
民
充
軍
歸
來
之
後
掀

瑪
黎
雅
人
在
此
山
頂
上
修
養
聖
殿
視
之
為
學

山
此
殿

在
公
元
前
三
一
八
年
被
猶
太
領
袖
若
望
依
爾卡
諾
所

破
壞
但
撤
瑪
黎
雅
人
仍
繼
續
每
年
在
這
座

山
上
慶
祝

他
們
的
途
越
簡
直
刮
+
文
「
臼
撤
瑪
笨
雅
婦
人
在
雅
各
伯

井
邊
崗
耶
穌
淡
I
州
時
就
會
提
山
山
革
黎
斤
山
是
應
敬
禮

天
主
的
地
方

(
右
4
m
m
)

公
元
第
五
世
紀
末
葉
羅
馬
皇
帝
則
必

(
N
O
D
S
)

(
四
三
O
!

四
九

一
)
於
此
山
上
修
娃
一
座
八
角
形

的
學
堂
l
|

天
主
之
母
堂
其
地
基
已
被
考
古
學
者
先

後
於
一
八
八
六
一
九
二
七
一
九
二
八
年
挖
掘
考
察

「
韓
)



卜

~
峭
壁
魯
市
「2
月
E
F
)「
晨
星
星

」

倒
-
1.. 

，

4
.
J

，
、
見
下
條

?
叫
當E
I笛時
害
自
門
「

2
3
r
h
B
J
品
是
相
側
刺
文
原

于
1
-

」
，

4
1

:

、
無
是
他
用
於
阿
加

得
文
來
自
「
卡
辣
布
」
意
即
「
昕
躊
且
也
」
亦
指

代
管
人
們
祈
禱
的
二
等
神
明
而
已
在
封
到
荊
瀏
蚓
巫

「
革
魯
實
」
被
置
於
神
廟
入
口
處
作
研
卅
一
艸
繭
的
保
護

者
(
猶
如
叫
中
國
廟
門
旁
邊
的
哼
哈
二
將
)
且
有
男
女

兩
性
之
分
最
初
原
有
人
的
形
狀
但
漸
漸
使
之
非
人
或

超
人
化
而
有
猛
獸
之
比
飛
鳥
之
翅
及
人
風
「
革
魯
賞
」

在
亞
述
巴
叫
制
及
蚓
別
帝
國
的
文
化
區
域
中
為
每
古

學
家
發
現
的
很
多
使
我
們
對
聖
經
上
的
「
革
魯
賓

」

更
容
易
清
楚
了
解

拉;!L 1401-1402 

斟
斟
上
的
「
革
魯
賓
」
斟
斟
上
雖
然
多
次
提
及

「
革
和
骨
質
」
但
對
他
們
的
性
格
來
歷
很
少
講
述
惟
有

在
圳-
m

兩
章
上
的
他
們
有
較
詳
細
的
報
血
的
他
們
是

有
生
命
的
艸
體
他
們
的
職
務
是
環
繞
上
主
光
榮
的
贊

比
將
川
的
佈
述
與
駒
4
6
l

s

比
恥
可
以
斷
定
酬
的

四
個
動
物
就
是
「
革
魯
質
」
。
除
此
之
外
在
制

3
“

有
「
革
扣
押
賞
」
「
防
守
到
生
命
樹去
的
路
」
(
亦
見

則
認
H
H
)
在
宗
教
的
禮
儀
上
「
革
魯
賞
」
的
兩
個

態
像
被
置
於
約
經
之
上
翅
膀
下
垂
作
保
護
約
樞
狀
二

像
之
面
相
對
表
示
敬
禮
在
這
二
「
革
魯
賓
」
所
處
的

約
艦
上
上
主
與
以
民
往
來
顯
示
己
意

(
叫
討u
m

n
h
u
s
g門
7
的
則
上8
6
!

8

日
刷
上mu
幟
下
5

7
)並
指
示
天
主
親
在
以
民
之
間
故
此
有
「
坐
淤
「
革

亞
述
的
護
國
神
革
魯
布

魯
賓
」
之
上
的
上
主
」
的
說
法
(
船
上
4
4
鬧
下

6

2

則
下
的
問
制
幻
甜
甜ω2
"
1
綱
上
u
e

可
刷
刷
刷

浦
大
殿
的
至
學
所
中
亦
有
與
此
相
似
的
兩
個
高
大熊

刷
刷
以
橄
欖
木
刻
此
外
貼
黃

金
(
則
上
6自
1
0甜
甜
制
下

3MH) 

其
次
在
聖
所
及
聖
殿
的
帳
校
及
門
簾上
亦
都
有

「
草
包
賓
」
的
刺
繡
像
(
出
約
1
M
M
m
s品
幟
下3

H
)
在
聖
殿
的
大
門
上
則
有
他
們
的

雕
刻
像
以
作
裝

飾

(
列
上
6

扭
扭
則
H
n
u
)

至
論
至
聖
所
中
約

櫃
的
「
革
魯
吉

」
(
出
訪
M
t

m
h
u
z
|

9
)
近
代
學
者
們
大
都
謂
是
後
來
的

「
司

祭
卷
」
加
添
上
去
的
因
為
在
曠
野
中
的
學
所
中
由
於

環
坡
的
關
係
一
定
不
會
有
「
革
和
骨
質
」
的
裝
置
但
是

因
為
後
來
的
撤
羅
瀚
聖
殿
中
有
他
們
的
態
像
刺
繡
及

門
像
存
在
故
此
司
祭
們
將
他
們
的

來
源
追
溯
到
船
到

時
代
以
增
加
他
們
存
在
的
價
值
及
歷
史
源
恥

由

上
述
我
們
可
以
知
道

「
革
魯
賓
」
與
上
主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他
們
常
陪
同
天
主
發
顯
或
在
天
主
所
在

的
地
方
侍
候

若
將
聖
經
上
的
「
革
魯
賓
」
與
其
他
民
族
的
「
革

魯
賓

」
比
較
則
有
下
列
的
不
同
點
。
斟
斟
上
的
「
革

魯
賀
」
不
是
神
向
來
不
接
受
叫
民
的
朝
拜
頂
禮
@
沒

有
性
的
區
別
@
亦
並
不
是
專
門
為
人
類
代
稽
的
二
等

神
明
按
天
主
教
及
猶
太
主
義
傳
統
的
信
念
他
們
是
天

主
所
造
的
天
使
中
的
一
種

(
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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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伊
唱
片
神A
S
晦
「

。
B

F
E
J
是
聖
經
上
的
兩
地

M
叫
，
-
」
月

3
f

f
c
o
g口
「
\
區
ι
及
民
接
住

@
革
叔
爾
位
必
赫
爾
孟
之
南
在
加
里
肋
亞
海
同

巴
府
之
間
與
河
東
默
納
協
的
半
桐
艾
派
為
叫
什(
申
3

H
M穌
U
S
U
H
H
)
車
經
在
論
及
猶
大
支
派
的
子
孫

符
間
接
提
到
了
它
(
編
上
2

自
)
達
味
可
能
基
於
政

治
的
即
巾
娶
科
蚓
耐
人
國
王
叫
別
割
的
女
兒
開
剛
州
州

為
每
(
撒
下
3
3
)
而
生
了
阿
貝
沙
隆
阿
貝
沙
隆
在

謀
殺
其
兄
阿
默
隨
之
後
肉
避
免
懲
罰
會
逃
至
他
外
訓
祖

父
烘
川
抖
向
民
主
家
中
斬
、
任
(
撒
下
叮
叮

叮
8
)

@
不
叔
爾
仲
…
淤
店
肋
舍
特
五
絨
的
南
方
乃
革
布

z
o
m各
地
方
(
忱
的

3
)
這
味
會
，
包
漆
刻
拉
格
山
征

蒂
岡
州
街
人
及
其
他
一
些
敵
視
民
族
(
撒
上
幻8

)
可

能
後
來
西
默
鑫
艾
板
路
了
向
外
何
反
均
力
及
解
決
人

口
膨
脹
問
題
聯
同
抽
大
文
派
將
推
技
爾
人
同
阿
瑪
肋

克
人
品
行
消
滅
(
桶
上
4
臼
刊
)

。![)L 

(
且
碎
)

M
W
P目
前
M
S
悶
「
。
O
N
E

J
域
名
有
「
禁
地
」

A

A
且
可t
h可
1
1
.，
4
』
』
晶1
同
甘
用
創
「
戶
、J
S
E
A
i
d
e
3』

1
-
E
-
E

』

-t
l
'

C
B
P
S

F
-

、
「
關
間
地
」
之
芯
拉

客
納
竿
的
占
老
城
市
之
一
是
當
時
校
及
至
北
方
地
區

的
交
通
童
的
棋
故
亦
是
莘
學
婪
地
公
兀
前
一
五0
0
年

先
右
被
埃
及
佔
領
以
民
進
入
雪
地
時
會
將
革
則
爾
城

的
凶
王
昂
的
間
打
敗
(
你
m
目

U
H

)
鍾
然
名
義
上
被

割
了
給
厄
弗
辣
因
支
派
(
蘇
的

3

間
民
1

間
一
編
上7

酬
-
M

叮
但
質際
上
叫
民
向
來
未
能
將
制叫
耐
人
自
妝
內

'

, 
一
運
也
只
有
在
撒
羅
游
時
代
因
娶
埃
及
法
郎
的
公
主
為

'
，

1
1
I
l
-
-
o
l
'

，

l
E
E

。
1
)
4
1，
l
I
t
-
-

其
括
以
革
則
爾
城
作
綜
合
才
正
式
屬
淤
以
民
撒
即
組
漏
在

'
》
、
'
。

此
城
大
修
防
御
H

工
事
(
列
上
9

口
)
公
元
的
七
三
四

年
准
則
爾
仙
似
必
述
王
位
准
拉
特f
A肋
色
爾
第
三
所
改

，

i
l
l
-
-
l
I
l
l
-

。
'
、s

陷
有
卡
拉
然
絨

(
岡
州
巴
"
7
)
的
啾
刻
瓜
澄
“
你幻
n
H
A

I
l
l
-
-
l

。

l
t
t
t
I
l
i
-

-

編
上
6

臼
指
此
城
娃
肋
末
人
的
司
創
刊
小
城
在
瑪
加
伯
兄

們
時
代
此
城
結
巴
拉
德
將
軍
的
陡
峭
城
佇
數
次
被
瑪

'
，
‘
'
。

加
伯
所
次
比
(
加
上
4
臼
9

目

M
7
的
1

凹
剖
)

v
h
d
r刊川
于
祖
們
待
狂
一
九
八
V
二
卡
一
九
三
四
年
間
先

後
在
此
熾
挖
掘
雖
然
因
現
街
之
也
裝
物
他
被
他
們
的

工
作
但
仍
的
侃
得
了
叮
叮
川
多
與
此
的
食
料
綜
納
竿
的
古
刷

一
陀
仇
家
仙
似
地
F

水
道
一
條
長
的
公
尺
深
封
公
尺。

及
一
些
艾
件
憶
中
，
們
位
作U
川
以
加
快V
U文
字
寫
成
川
喝

令
一
些
占
叭
叭
心
的
必
川
八
以
此
公
正
的
兩
千
年
先
右

的
城
牆
，
段

。

見
川
刑
法

(
韓

)

附
革
則
爾
曆
(
ω
-
H
M
M
H
H
E
O

叫N
Y
)

兒
刑
法

附
革
勒
提
人(
m
H
H
M

E

)娃
一
准

來
白
克
里

特
H
M故
此
令
人
以
心
吊
勒
捉
人
郎
「
立
即
{
村
人
」
之

意
他
們
進
入
雪
地
後
居
於
培
肋
九
中
口
特
之
南
方
學
者
們

大
部
以
門
叫
他
們
腦
淤
地
肋
舍
特
問
他
反
有
一
些
革
勒
提

及
培
勒
位
人
叫
起
遠
昧
的
衛
兵
(
撇
下
8

u

臼
u
m
7

列
上
1
M
H

騙
上
的
口
)
或
其
他
閻
王
的
護
衛
(
列

下
M
M

)
(

韓

)

的
F
R
詮
益
目
包
停
止
弘
「P
E
S
F
J
革
達
旦
雅
怠

M
t
司
已
t
h
R立
商
小
/
P
E
E

之

-
E
-
4
3
l
-
-
1

，

、
謂
「
上
主
時

大
」
或
「
上
主
偉
大
」
在
聖
經

上
名
叫
革
遙
望
雅
的

有
五
位一

耶
社
通
的
子
孫
革
氏
他
是
肋
末
人
被
砍
冰
川
具

(
編
上
鈞
8
9
)

二
索
一
福
尼
亞
先
知
的
祖
父
(
索
1
1
)

三
一
位
司
祭
在
厄
斯
德
校
時
休
去
了
所
婪
的
外

方
婦
女

(
厄
上
沁
刊
)

四
帕
市
胡
爾
的
兒
子
他
和
他
的
同
終
您
甘
甜
代
耶

肋
米
亞

(
耶
犯

1
)

五
最
著
名
的
是
沙
悉
的
孫
子
阿
希
甘
的
兒
子
u
串

連
皇
雅
他
在
耶
京
陷
落
之
後
被
巴
比
倫
衛
隊
長
立
為

猶
太
遠
民
的
首
長
他
選
擇

了
撒
恭
爾
民
長
黛
先
知
的

故
鄉
米
絃
帕
西
叫
他
的
居
所
他
對
人
民
慈
愛
而
公
正
任

職
以
有
兩
三
個
月
阿
孟
君
王
巴
里
斯
因
為
討
厭
猶
太

人
遂
挑
唆
猶
大
王
室
的
後
裔
依
市
瑪
耳

去
暗
殺
他
草

遠
望
雅
，
雖
明
知
依
市
瑪
耳
有
消
滅
他
的
計
劃
但
仍
縈

止
他
的
屬
下
去
害
死
他
也
許
萃
氏
希
望
以
自
己
的
仁

愛
來
感
化
敵
人
不
幸
他
和
他
的
同
伴
以
及
同
他
在
一

起
的
巴
比
倫
職
員
都
被
殺
害
剩
下
的
猶
太
人
恐
怕
巴

比
倫
軍
隊
的
報
復
遂
逼
迫
耶
肋
米
亞
問
他

們

一
起
逃

往
埃
及
去
7
見
耶
的
m
M列
下
鈞
扭
扭

雖
然
有
些
猶
太
經

師
批
評
革
達
旦
雅
為
人
太
過

忠
厚
未
能
照
戚
朋
友
的
安
全
可
赴
老
百
姓
從
充
軍
時

起
對
他
懷
有
欽
敬
和
愛
慕
之
心
因
此
為
紀
念
他
的
做



~
也
在
回
走
了
每
年
七
月
三
日
舉
行
為
戒
(
臣
7
6
8
"
)

削
~
革
|
瀏
劃
蚓
實
可
當
之
無
岫
悅
目
叫
寫
他
具
吊
而
制
刑
制
的

-
替
我
氛
和
猶
大
罵
加
伯
的
勇
氣
心
地
正
直
且
常
以
君
子

?
的
胸
懷
寬
待
小
人
(
當
)

:
倒
包
，
連
本
茍
訪
時
陪
阻
「
。
O
B
E
"
F
J
耶
肋
米
亞

M
t
耳
刮
U

可
看
到
風
心
/
。
"
呂
立
"
之
書
中
所
提

的
兩
個
人
的
名
字
意
謂
「
天
主
完
成
了
」

@
科
卿
克
雅
的
兒
子
楓
樹
到
蚓
國
王
會
派
他
同

厄
拉
撒
前
往
巴
比
倫
進
見
拿
步
高
王
耶
肋
米
亞
乘
機

請
他
們
帶
去
給
充
軍
於
巴
比
倫
同
胞
的
慰
問
信
件

(
耶
m
s
)

@
沙
番
書
記
之
子
約
雅
金
國
王
的
心
腹
曾
向
閻

王
告
發
巴
路
克
因
為
他
當
眾
誦
讀
了
耶
肋
米
亞
的
預

言
其
後
又
企
圖
阻
止
國
王
焚
燒
先
知
的
預
言
冊
卷
未

果
(
耶
必
U
H
H
)
(

韓
)

M
W
T
R
K
J臨
訊
心
叫
「
C
O
EEZ
H

J
@
湖
名
加

4
t
司

Y
/
M
E

過
岫t
f
C
O
D
O
E
H
E

E

l
-
-
-

-
E

三

/
4
1

d

』

'
、
里
肋
亞
糊

的
古
名
是
劃
別
馴
蚓
(
門
M
U
制
u
s

幻
肘
)
。
它
的

這
一
希
伯
來
文
名
字
有
人
以
為
是
來
自
與
湖
之
形
狀

相
似
的
樂
器
「
結
他
」
(
。
已
宮
『
)
一
詞
「
自
口
口
。
『
」

在
新
約
中
則
多
稱
之
為
加
里
肋
亞
(
瑪
4
闊
的
臼
右

6
1
)
提
庇
黎
雅
(
右
6
1

到
1
)
或
革
乃
撒
勒
湖

或
海
(
路
5
1
)
這
是
由
約
但
河
所
造
成
的
第
二
個

大
湖
在
第
一
個
湖
默
龍
之
南
約
十
八
公
里
全
湖
長
由

南
至
北
約
二
十
一
公
里
由
東
至
西
有
十
一
公
里
佔
平

方
面
積
百
七
0
公
里
水
深
遠
四
十
五
公
尺
為
一
美
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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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小肋|特的
時亞|產，淡
內湖亦水
完普是糊，
全通該盛

改是湖產
觀，風附多
浪平近種
可浪百魚

高靜，姓類，
達位的其
兩可維肉
公能生精

尺，忽之美
能然道可

危狂|食，
及風捕為
漁大魚。該
夫作，加|湖
生半里|之

在
耶
穌
時
代
湖
之
四
周
盛
產
倚
萄
及
橄
欖
其
最

色
遠
較
現
在
為
美
雖
然
近
二
十
年
來
經
過
以
色
列
人

的
努
力
修
他
已
改
觀
不
少
加
里
肋
盟
海
及
其
四
周
會

是
耶
穌
傳
教
救
人
的
主
要
區
域
在
此
有
過
不
少
記
念

價
值
的
事
蹟
出
現
比
如
召
收
首
批
門
徒
(
瑪
4
M

n
)
捕
魚
奇
談
(
路
5
4
l
u
)
平
息
風
波
(
瑪
8

n
l

盯
)
夜
半
步
行
海
上
(
瑪
U
H扭

扭
)
增
餅
奇

跋
(
右
6
)
復
活
後
在
此
海
邊
委
托
羊
翠
給
伯
多
祿

(
廿
右
訂
)

@
地
名
的
革
乃
撤
勒
地
區
其
中
有
同
名
乏
古
城

一
座
現
已
不
復
存
在
它
的
位
置
是
現
在
的
明
雅
出
﹒
旦

去
3
3
7
廢
址
在
提
庇
黎
雅
城
之
北
約
十
一
公
里
處

古
代
人
稱
糊
回
北
角
上
的
一
塊
平
原
為
革
乃
撤
勒
平

原
史
家
右
瑟
夫
到
此
區
的
學
盛
產
品
酋
巨
大
事
讚
賞
耶

穌
增
餅
後
岡
宗
徒
們
乘
船
過
海
所
到
之
處
就
是
這
里

(
瑞M
H
創
6
目
)
。
M
盟
叫
劃
湖
亦
因
此
平
原
而
得

名
為
革
乃
撒
勒
湖
(
路

5
1
)
(

韓
)

制
宮
室
是
罪
呵
一
匕
古
O
H
Y
E
S
E
-J革
責
瑪
尼

1
-
1

三
1

4
1
J
|
J
'

、
之
名
是
由

兩
個
不
同
的
希
伯
來
名
詞
組
合
而
成
「
榨
壓
機
」

「
油
」
故
有
「
榨
油
機
」
之
意
里
經
上
稱
它
是
一
個
莊
園

(
瑪
必
M
谷
的
目
)
或
國
手
(若
的

1
)由
此
我
們
可

以
推
想
而
知
它
是
一
座
簡
陋
的
在
圍
住
宅
周
圍
阿
臨
時

操
作
居
住
之
用
周
圍
有
牆
以
防
盜
版
其
主
要
的
工
作

便
是
收
集
這
個
莊
園
中
的
橄
欖
就
地
榨
油
可
能
也
開

有
臨
時
費
橄
欖
或
橄
欖
油
的
小
店
鋪
它
位
於
克
油
田
龍

溪
乏
的
面
橄
攪
山
胸
下
是
一
座
美
麗
的
在
國
它
可
能

是
耶
穌
某
位
門
徒
的
私
產
故
此
耶
穌
和
他
的
門
徒
能

以
自
由
出
入
(
路
泣
胡
若
的
2
)

耶
穌
在
受
難
前
夕
和
宗
徒
們
吃
過
逾
越
節
晚
餐

後
出
來
向
晚
餐
聽
東
北
的
革
責
瑪
尼
進
發
(
瑪
必
甜

谷
M
血
路
詔
"
)
約
有
一
公
里
半
之
遙
在
穿
過
聖
殿

廣
場
之
後
就
可
治
石
級
而
下
過
克
德
龍
溪
就
是
革
責

瑪
尼
莊
閱
或
繞
里
殷
商
面
及
東
面
的
城
牆
而
下
亦
可

達
到
這
在
國
既
違
莊
園
耶
穌
先
將
八
位
門
徒
留
在
該

處
的
一
個
山
洞
中
自
己
同
三
位
曾
在
大
博
爾
山
上
作

見
澄
的
門
徒
，|
l

伯
多
祿
若
望
雅
各
伯
|
|
稍
寫
離

開
進
入
團
中
自
己
更
稍
離
三
位
門
徒
有
拋
石
之
遠

(
路
n
u
)
開
始
了
他
的
山
圍
祈
禱
第
三
次
祈
禱
後

同
三
位
門
徒
去
與
男
八
位
會
合
就
在
那
一
剎
那
在
山

洞
之
側
時
逮
捕
耶
穌
的
人
軍
到
了
耶
穌
上
前
自
願
落

入
敵
手革

責
瑪
尼
之
苦
難
大
殿
耶
穌
最
後
一
次
祈
禱
被

捕
的
地
方
自
古
以
來
被
教
友
們
視
為
聖
地
是
朝
聖
的

去
處
自
第
四
世
紀
亦
就
是
在
教
難
過
後
不
久
就
有
許

多
朝
聖
者
的
文
件
處
此
作
證
三
八
五
年
已
建
立
了

「
一
座
美
麗
的
小
學
堂
」
且
稱
之
氣
「
革
責
瑪
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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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殿
於
六
一
四
年
毀
於
放
斯
人
之
手
十
二
世
紀
東
征

的
十
字
軍
於
原
處
修
蓋
了
一
座
更
大
的
聖
殿
十
四
世

紀
中
葉
比
第
二
座
大
殿
已
不
復
存
在
至
數
個
世
紀
之

後
才
再
由
方
濟
會
士
幾
經
艱
辛
及
數
次
被
迫
停
工
之

後
終
於
一
九
二
四
年
在
原
來
的
地
基
之
上
建
立
了
目

前
的
這
座
富
麗
堂
皇
的
大
殿
供
人
瞻
仰
朝
拜

山
洞
就
是
上
邊
所
說
的
八
位
門
徒
留
待
耶
穌
的

山
洞
一
九
五
六
年
由
多
年
來
主
管
全
革
責
罵
尼
盔
的

方
濟
會
士
抱
掘
考
察
發
現
此
洞
全
長
有
十
七
公
尺
寬

九
公
尺
高
三
公
尺
半
地
下
有
原
來
聖
堂
的
鎮
傲
地
放

數
處
有
古
墓
最
主
要
的
是
發
現
有
榨
油
機
及
水
并
這

一
切
都
在
在
證
實
革
劃
瑚
岡
名
字
的
自
丸

古
橄
欖
樹
是
在
苦
難
大
殿
及
山
洞
中
闊
的
一
片

園
地
為
方
濟
會
士
於
二
公
公
川
年
買
下
內
有
八
株
古

橄
欖
樹
核
科
學
家
的
考
究
至
少
樹
根
仍
屬
耶
穌
時
代

的
植
物
敏
被
珍
貴
地
照
顧
保
存
著
(
韓
)

九

圳
革
多
爾
老
默
爾

(m恆
心
…
叮
叮

H
r
)

厄
藍
王
會
同
其
盟
軍
進
侵
約
但
河
東
地
區
佔
領

王
城
並
將
羅
特
俘
榜
但
被
亞
巴
郎
急
起
直
追
以
救
羅

特
有
他
的
盟
友
及
許
多
僕
人
作
助
手
追
至
墓
地
北
方

-
的
丹
終
在
大
馬
士
革
將
革
多
爾
老
默
爾
打
欺
人
贓
並

掰
一獲
(
創
刊
付
叮

一

糾
紛
制
蚓
蚓
諾骨意
調
「
出
叫
瑚
爾
帥
的
僕
人
」

是
在
厄
叢
年
鑑
上
一
位
不
知
名
的
國
王
但
這
並
不
是

說
根
本
沒
有
此
人
的
存
在
因
為
遠
在
公
元
前
兩
千
年

時
厄
藍
是
數
個
小
國
王
的
總
稱
很
可
能
革
多
爾
老
默

爾
就
是
這
些
一
王
國
之
一
的
閻
王
再
說
這
一
時
代
的
年

鑑
空
缺
很
多
故
此
沒
有
提
到
他
的
名
字
或
者
文
件
已

失
亦
不
足
馮
奇
不
過
學
者
們
大
都
同
意
厄
藍
人
之
猖

激
應
在
鳥
爾
第
三
王
朝
的
衰
敗
時
期
亦
即
是
在
公
元

前
十
九
世
紀
此
時
也
是
亞
巴
郎
自
烏
爾
遷
居
巴
力
斯

坦
的
時
代
(
韓
)

的
注
目
做f叫
做
本
暐
愉
(
均
曰
:
…
…

υ
)關
於
學
經
上
的

-

-
J
Z

J
i

-
J
1
1

，

i
j
i

、
音
樂
及
樂
器
問

題
會
有
過
一
個
很
長
的
時
期
在
臆
想
揣
度
因
為
一
來

由
於
聖
經
上
關
於
音
樂
的
記
載
太
不
詳
細
二
來
考
古

學
仍
未
大
放
光
明
但
自
近
代
的
聖
經
考
古
及
人
文
學

昌
盛
以
來
我
們
對
於
這
個
問
題
也
漸
次
獲
得
更
清
楚

的
認
識
考
古
學
家
除
了
在
巴
比
倫
埃
及
希
臘
等
地
掘

出
了
很
古
老
的
樂
器
之
外
郎
在
摯
地
及
其
憐
近
的
敘

利
亞
及
黎
巴
嫩
也
發
現
了
近
達
二
百
八
十
種
有
關
音

樂
的
文
件
或
物
證
其
中
至
少
有
一
百
三
十
件
竟
是
相

當
完
整
的
樂
器
而
這
種
發
現
仍
在
與
日
俱
增
它
們
可

說
包
括
了
整
個
以
民
的
歷
史
年
代
郎
自
公
元
前
十
九

世
紀
至
公
元
二
世
紀
這
實
在
是
考
古
學
上
的
絕
大
貢

獻

至
於
古
代
以
民
音
樂
的
性
質
及
構
造
我
們
也
有

了
較
為
其
切
的
認
識
這
格
外
要
歸
功
於
那
些
一
人
文
歷

史
學
家
他

們
以
現
今
翼
地
及
其
瞬
區
猶
存
的
半
閱
化

的
民
簇
為
對
象
研
究
他
們
的
風
土
民
謠
民
歌
後
再
與

聖
經
土
的
詩
歌
對
照
多
少
能
窺
見
聖
經
音
樂
的
真
諦

因
為
這
些
古
老
弱
小
的
民
族
或
村
落
長
久
以
來
過
看

幾
乎
與
文
明
世
界
隔
絕
的
生
活
保
守
祖
傳
的
性
格
特

強
故
能
將
十
分
古
老
的
音
樂
歌
謠
流
傳
至
今
直
接
或

間
接
地
幫
助
了
我
們
對
聖
經
音
樂
的
認
識
其
次
在
天

主
教
中
古
縛
的
額
俄
墨
古
典
宗
教
音
樂
也
是
為
研
究

聖
經
音
樂
不
可
或
缺
的
工
具
因
為
二
者
之
間
有
看
密

切
的
因
果
關
係

聖
經
上
的
樂
器
聖
經
在
很
古
老
的
時
代
已
大
雪

地
將
音
樂
分
成
兩
種

郎
絃
樂
及
管
樂
猶
巴
耳
「
是
所

有
彈
琴
吹
簫
者
的
始
祖

」
(
創
4

自
)
而
「
猶
巴

耳
」
一
名
又
是
指
「
號
角
或
喇
叭
聲
音
」
而
言
故

此
號
角
琴
簫
三
種
樂
器
便
成
了
車
經
上
的
三
種
基
本

樂
器
在
後
期
的
以
民
歷
史
上
也
針
對
這
三
種
樂
器
創

分
出
三
種
不
同
階
級
的
人

(
a
)
專
吹
號
角
喇
叭
的

司
祭

(
b
)
在
聖
殿
中
專
職
彈
奏
琴
瑟
的
音
樂
家
或

肋
未
人

(
C
)
在
聖
殿
中
吹
笛
簫
伴
奏
的
平
民
在
這

三
種
樂
器
之
外
又
應
加
上
伴
奏
的
鼓
鈴
鏡
敏
等
敲
擊

樂
器
這
些
一
樂
器
中
最主
要
的
則
是
琴
瑟
因
a
m它
們
是

伴
奏
詩
歌
祝
詞
的
法
定
樂
器
故
亦
名
寫
宗
教
禮
儀
樂

器
現
在
我
們
分
述
如
下

(
1
)
號
角
號
角
聲
在
以
民
的
歷
史
上
佔
有
極

重
要
的
地
位
天
主
顯
現
在
西
乃
山

上
峙
的
「
角
聲
」

(
出
吵
M

)耶
里
哥
城
倒
塌
時
的
「
羊
角
鏡
」聲
(蘇
6

2
1

制

)
基
德
紅

與
敵
人
作
戰
時
的
「
號
角
聲
」
{
民



• 6()7 . 

一一--

在
為
爾
出
上
之
古
堅
琴

益

7

時
|

且
)
約
植
遊
行
時
的
「
號
角
聲
」
(
撒
下

6

臼
編
土
時
間
)
基
於
上
述
諸
歷
史
事
蹟
學
者
們
斷
定

以
民
之
特
別
重
視
號
角
聲
並
不
是
因
為
它
音
調
的
優

美
而
是
由
於
它
聲
響
的
魔
力
及
惑
力
而
這
種
刷
阻
力
的

來
源
與
亞
巴
郎
祭
子
時
神
秘
地
出
現
在
面
前
的
一
隻

公
綿
羊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它
的
兩
隻

「
角
」
續
在
灌
木

中
(
創
n
n
)
這
飯
然
是
與
宗
教
祭
獻
及
盟
約
直
接

有
闋
的

一
段
記
載
因
此
羊
角
號
的
聲
音
無
形
中
提
醒

以
民
天
主
的
顯
現
及
照
顧
這
種
習
俗
信
念
流
傳
至
今

除
了
號
角
之
外
喇
叭
也
很
早
用
於
以
民
閱
(
戶

ω
1

-

u
)
這
大
概
是
來
自
埃
及
的
銀
喇
叭
它
在
後
期
的

君
玉
時
代
尤
其
用
為
傳
報
大
街
踐
典
的
舉
行
(
編上

的
目
編
下
5
臼

H
)
但
是
它
的
用
途
未
能
長
久
相
反

地
那
簡
單
艸
泌
的
羊
角
號
部
經
久
沿
用
至
今
作
寫
新

年
及
服
捍
衛
日
的
傳
報
工
具
竟
成
了
以
民
古
代
樂
器

的
唯
一
遺
產

九

埃
及
古
歌
舞
女
子

1412 

(
2
)
絃
樂
器
戶
見
可
琴
」
條
)

(
3
)
管
樂
器
這
是
一
般
平
民
最
適
用
及
歷
史

最
悠
久
的
樂
器
可
說
是
各
民
族
都
有
普
通
以
蘆
葦
或

竹
管
製
成
有
笛
簫
之
分
可
惜
因
為
它
不
是
法
定
的
組

儀
樂
器
故
聖
經
上
對
它
的
記
述
客
而
不
詳
幸
近
代
考

古
學
昌
明
使
我
們
確
知
它
在
遊
牧
的
以
民
時
代
即
已

出
現
並
且
還
有
以
骨
或
陶
土
製
成
的
笛
簫
旦
形
式
各

異
控
制
音
調
的
小
洞
口
的
多
寡
也
不
同
另
外
還
有
單

管
及
復
管
的
區
別

音
樂
的
重
要
性
音
樂
在
以
民
的
社
會
及
宗
教
生

活
上
佔
有
非
常
重
要
的
位
置
諸
凡
一
切
讚
頌

上
主

(
削
的m
樹
下6
5
)

慶
祝
勝
利
(
閱MH
刷
上
m

e
7
)
新
王
登
極
(
列
上1
"

“
)
歡
樂
豐收
(
民
釗

剖
)
以
及
集
會
坐
席
的
機
會
上
(
創
叫
“
盯約
釗
祖
訓

2
8

倒
叫
“7
8

仙"
2
制
5
臼
闊
鈞
叫
到
‘
晰
的
甜
)

無
不
以
歌
唱
奏
樂
來
表
示
心
中
的
歡
樂
舉
辦
喪
事
時

則
多
以
笛
簫
來
表
達
心
中
的
悲
哀
(
耶
岫
甘
甜
瑪9

自
)

妓
女
也
多
以
彈
唱
來
逗
引
客
人

(
依
n
M
)
並
有
專

職
歌
唱
的
「
伶
人
和
歌
女
」

(
撤
下
叮
叮
拍訓
2
s
u

5

期
9

且
)
。
至
於
男
女
歌
詠
隊
的
存
也
則
清
楚
見
於

厄
上
2

品

厄
下
7

肘

音
樂
之
用
於
宗
教
在
梅
瑟
法
律
上
沒
有
明
文
的

規
也
但
在
瀏
喇
時
代
已
有
了
清
確
的
指
示

(
編
上
的

“

欄
下
切
自

H
n
H
)在
迎
接
約
輝

(
編
上
臼
M
l

n
)
及
聖
殿
落
成
大
典
上
都
有
音
樂
隊
的
出
現
(
編

下
5
臼
)
。
其
次
在
晨
祭
晚
祭
(
端
上
幻
叫
樹

m
m
)，



安
息
日
及
贖
罪
祭
日
上
(
編
上
幻
剖
編
下
扭
扭
扭
)

也
都
有
肋
末
人
的
樂
隊
參
加
以
示
陸
重
此
種
祭
典
音

樂
會
一
度
中
褒
後
有
和
剛
到
蚓
(
編
下
扭
扭
)
及
約

史
雅
王
的
重
整
(
編
下
站
站
)
充
軍
後
且
有
嬰
殿
歌

詠
團
領
受
傳
祿
的
規
定
(
厄
下
u

n
)

新
約
上
關
於
奏
樂
及
歌
唱
的
記
載
是
很
少
的

(
路
戶
口
自
)
大
致
上
仍
在
沿
用
舊
約
時
代
的
樂
器
及

樂
典
見
六
藝
(
韓
)

口
普
扎
\
還
M
E
J
古
代
的
以
民
不
祇
是
粗
枝
大
葉

M
H
用
/
〈
g
z

之
地
分
辨
出
來
鳳
凰
成
北
的
風
此

而
更
細
微
地
招
識
出
微
風
和
風
強
風
暴
風
之
別
(
創

3
.

約
l

H

詠
河
自
歌
2

口
耶
的
甘
甜
則
幻9
默
7
1

等
)
既
然
一
切
大
自
然
界
的
力
里
都
是
由
天
主
而
來

氣
天
主
所
支
配
故
此
以
民
頗
富
詩
意
的
將
風
咱
們
之
謂

上
主
口
中
或
鼻
中
的
「
噓
氣
」
(
亞
4

口
出
的
8

約

的
叩
怨
自
列
上
的
問
列
下
2
H

瑪
8

品
盯
等
)

事
實
上
在
巴
力
斯
坦
地
區
夏
季
的
風
多
為
西
北

的
乾
燥
風
而
在
冬
季
則
多
吹
潮
濕
的
西
部
海
洋
風

(
列
上
叫
叫
“
“
路U
H
)
在
其
他
的
兩
個
季
節
中
則

又
以
曠
野
吹
來
的
東
風
為
主
大
部
份
的
植
物
多
被
它

吹
乾
而
枯
死
是
不
宜
於
庭
作
物
的
(
創
刊
n
e
n

訂
出

M
n
則
口
，
!
"
的
u
l
n

等
)
由
北
樞
而
來
的
帶

-
有
大
量
雨
份
及
寒
霜
的
刺
骨
之
風則
較
為
少
見
(
制

制
一衍
，
倒
幻

閥
割的
目
.)

，

由
南
方
而
來
的
使
人
窒
息
的

戶
J熱
風
亦
甚
鮮
見

戶
約
們U
H
路
叫
“
品
)

1413-1414 ,tt )L 

強
力
的
暴
風
是
人
人
所
懼
怕
的
無
怪
乎
學
經
的

作
者
以
它
來
作
為
上
主
這
怒
報
復
的
象
徵

(
約
口
缸

依
幻
8
)
並
描
寫
到
主
管
觀
察
風
向
者
的
問
情
(
圳

u
‘
)
狂
風
的
任
性
飄
搖
(
約
m
m
n
)以
及
它
轉
眼

即
逝
的
不
定
性
(
耶
5
H

約
的
2

的
3

等
)

(
韓
)

M
治
隨
主
m
f「
早
已
J
聖
經
記
載
天
主
在
第
五
天

A
且
可
面
目H
I
F
K←
前

p

h
v
i
b
e

』

1

-

司
J

l
t

J
;
:

“
、
造
了
空
中
的
飛
鳥
(
創
1

甜
缸
)
是
為
有
生
動
物
之

始
而
學
地
的
飛
鳥
自
古
至

今
非
常
之
多
以
民
對
鳥
類
生
活
之
觀
察
亦
非
常
之
清

晰
知
季
候
鳥
類
來
去
之
期
(
耶
8
7
)
鷹
頌
姜
育
幼

雛
之
智
(
申
花
u
)
離
巢
雀
鳥
之
可
憐
(
成
幻

8
)

小
，
為
之
膽
怯
(
依
ω
H
)
鳴
時
於
技
葉
叢
生
處
(
一
冰

心
川
凹
)
擇
適

宜
之
所
而
街

(
詠
喇
口
)
，
其
飛
翔
之

態

(
山
"
﹒
申
U
U
臼
)
悅
耳
之
歌
(
訓
也
4
)
無
不

為
以
民
所
盡
知

約
伯
傅
作
者
的
「
飛
鳥
讚
」
更
是
美
妙
絕
倫
他

詳
細
描
述
舵
鳥
的
生
活
習
慣
(
約
叫
呵
呵
!
間
)
鷹
的

智
慧
(
紗
詞
)
兀
鷹
的
宿
處
及
其
如
何
教
幼
雛
晚
吸

戰
場
上
傷
亡
者
的
血
被
(
刊
刊
訂l
M
)
。
其
次
瀏
喇
斟

詠
上
以
鳥
類
為
題
材
的
地
方
亦
頗
多
他
亦
是
一
位
大

自
然
的
愛
好
者
且
遠
在
申
替
時
代
即
有
保
護
雀
烏
之

法
令
(
申
n
s
7
)
梅
瑟
是
以
民
的
立
法
者
為
了
人

民
的
衛
生
健
康
將
鳥
類
分
為
潔
與
不
潔
即
可
食
與
不

可
食
者
為
此
將
不
潔
鳥
類
詳
細
列
出
(
肋
u
u
l

H

申

H
H
ui

四
)
梅
瑟
對
鳥
類
潔
與
不
潔
之
分
以
何
種

特
徵
作
標
准
不
得
而
知
學
者
們
大
都
相
信
梅
瑟
以
鳥

之
本
性
有
劫
掠
捕
奪
其
他
生
物
為
食
與
否
作
為
標
準

或
者
食
其
內
合
乎
衛
生
與
否
為
依
鐵
其
次
很
可
能
也

有
宗
教
的
成
份
在
內
蓋
埃
及
有
對
一
些
走
獸
家
畜
及

鳥
類
崇
拜
的
習
俗
可
能
梅
瑟
為
遊
兔
這
種
弊
端
而
將

鳥
類
分
成
潔
與
不
潔
今
為
讀
者
方
便
起
見
將
聖
經
上

的
鳥
類
列
表
於
後
至
於
各
鳥
的
講
解
請
參
閱
本
辭
典

相
關
鳥
類
條

聖
經
中
的
鳥
類
一
覽
表

1

驚
肋

H
H

2

鷹
兀
鷹
肋
U
H
申

M
M
約
"
盯

3

諾
鷹

肋
U
H
申

M
M

4

集

肋
H
H
申

M
H

5

小
必
取

M
H

6

白
鷺
肋

H
U

申

M
M

7

筒
子

一
詠的
u

創
8
8
9

8

烏
鴉
巴

6

臼
肋
口
問
申
M
H

9

海
鷗
肋

H
H
申

M
M

m
雄
啪
揖
約
刊岫
抽
繽
紛
叫
瑪
必
H
M

吋

H
雁
耶

8
7

也
盼
到
依

u
n

的
風
采
肋

u
n

申

M
H

M
駕
筆
申

M
H

的
關
申

M
闊

的
夜
鷹

肋
U
H
申

M
U

η
明
明
肋

U
H
申

M
M



-
m
孔
雀
列
上
沁
扭
編
下

9

缸

蝴
-Z

認
倒
u
u

則
川
門。

-
u心
岫
問
她
叫
搬
上UA卸
耶
η
u

一
的
“蝙蝠
肋
U
H
申
M
M

也
自
鶯
肋

u
u

n
制
制
甜
甜
出
的
時

圳
的
燕
子
詠
制
‘

吭ω
鵬
當
鳳
肋
口
口
申
叫
汁
口

叫
叫舵
鳥
肋

U
M
申

M
H
約
叩
M
H

幻
斑
均
創
臼
，
肋
1
H

明
岫
戴
勝
肋
M
M
申
M
M

m
肥
禽
(
甜
啊
?
﹒
)
列
上

5
8

狗
禿
鶯
申

M
時

紅
鶴
肋

U
H
申

M
U
(

韓
)

的
心
是
如
羽
「
間
。
。a
J
在
舊
約
中
為
指
示
「
食
物
」

4
4
主
此
f
f
C

宮
、

A
A
i
d
F
'

，
"
、
有

四
個
示
同
的
字
比
如

「
拘
捕
儡
」
的
意
義
原
是
逮
捕
動
物
的
操
作
但
亦
指
「
強

物
」
後
來
在
聖
經
上
竟
演
變
成
「
食
物
」
之
意
(
希

喇
喇
文
「
則
達
」N
且
各
)
。
由
此
可
見
以
民
在
不
同

的
時
代
利
用
了
不
同
的
食
物
大
致
說
來
在
史
前
時
代

猶
如
其
他
一
切
地
中
海
以
東
的
民
族
以
將
獵
為
主
在

樂
園
中
天
主
指
示
人
的
食
物
以
植
物
處
主
粒
而
不
是

肉
食
(
創
2
M
口
)
但
在
洪
山
小
滅
世
之
後
天
主
如
向

制
剛
說
「
凡
有
生
命
的
動
物
都
可
作
你
們
的
食
物
」

(
削9
8
)
但
應
戒
食
血
(
削
9

‘
)
除
了
型
經
上

提
及
的
這
兩
種
食
物
之
外
號
們
也
聖
經
及
其
他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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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知
道
輯
們
餅
奶
奶
油
奶
餅
蜂
蜜
及
魚
等
亦
都
是
叫
民

的
生
活
日
用
食
品
在
西
乃
山
的
曠
野
中
因
環
境
之
故

叫
民
只
有
食
畜
牲
的
肉
及
奶
因
而
浦
口
怨
言
竟
想
念

制
別
的
食
品
(
削
的
3

門
於
是
上
主
給
他
們
打
發
了

的
結
及
「
瑪
納
』

新
約
時
代
的
食
物
與
當
約
時
代
大
致
相
同
由
耶

穌
所
臘
的
五
餅
二
魚
聖
跡
就
可
確
實
知
道
當
時
猶
太

人
的
基
本
食
物
是
什
麼
(
瑪
M
臼
|
缸
谷
6

個
|

“

路
9

臼
|
口
若
6
5

1

臼
)

由
法
律
方
面
看
食
物
舊
約
對
食
物
的
規
定
是
相

當
嚴
格
的
動
物
之
肉
有
潔
與
不
潔
之
分
潔
者
可
食
可

作
祭
品
不
潔
者
則
應
完
全
拋
棄
連
觸
動
都
不
可
以

{
制
M
S
|
缸
肋
口
2
1

自
)
。
樹
劃
法
律
之
如
此
搬

腐
似
與
啟
示
的
道
理
不
合
蓋
創
1
缸

謂
天
主
所
造
的

一
切
都
是
好
的
並
且
在
創
9
3
亦
無
潔
與
不
潔
之
分

割
船
上
有
所
解
釋
說
因
為
叫
民
是
天
主
的
學
民

(
出

叫
“
叫肋
口
“
H
m
甜
甜
)
故
不
可
食
不
潔
之
肉
食
學

者
們
的
意
見
亦
紛
耘
不
一
有
人
謂
是
不
潔
動
物
帶
有

病
菌
能
傳
染
人
之
故
亦
有
人
謂
是
來
自
人
的
心
理
對

那
些
不
潔
動
物
的
自
然
反
感
及
厭
惡
之
故
更
有
人
說

常
食
不
潔
動
物
之
肉
容
易
使
人
傾
向
殘
忍
及
作
孽
故

制
詞
嚴
禁L
但
我
們
覺
得
其
主
要
原
因
之
一
.
是
當

時

文
化
昌
明
的
樹
別
及
凹
叫
侃
甚
至
叫
劇
都
有
這
種
規

定
所
以
以
民
也
樂
意
仿
敘
他
們
作
了
上
述
的
規
定

在
剝
削
中
耶
穌
(
叭
叭
7
H
)
及
宗
徒
們

(
羅
U
H

H
|
自
制
前6
臼
8

，
|
叫
見
到
前43
制
9

刊
)

-
反
古
人
之
作
風
聲
明
由
宗
教
之
觀
點
來
看

J
明
食

物
之
本
身
是
無
所
謂
善
惡
好
歹
的

按
寓
意
來
說
天
主
的
學
言

(
兩
8
s

蔣
4
.
)

智
泣
的
忠
告
(
激

9
5
格
前
3
2

希
2
6
)
游
全

，

太

主
的
學
意

(
4屆
4
"
)
及
耶
穌
本
身
(
札
6

凹
)
都

是
人
生
命
的
食
糧
(
特
)

u
m』
星
斗
達
百
且
\
吋
。
。
ι

J

M
4
t
k
堅

/
(UH
E
t

"
，
區Z
A
H
「
L
h
J「
白
。
已ZJ

是
樹
木
中
最
壯
大

M
到
E
品
T
f
E司
已
/
約
旦
E

之

也
最
美
麗
的
一
種

(
山
間2H
)
葉
若
針
狀
枝
葉
戊
密
叢
也
故
陰
影
很
大

(
叫
川
口
自
)
也
正
因
如
此
它
在
斟
側
的
詩
體
文
上
多

次
是
權
勢
的
晶
翠
微
(
一
詠
兜
H
Y
凶
2
H
列
下

M
g
)
，
何

{
且
人
的
清
香
氣
味
其
木
質
堅
硬
川
用
途
頗
服
多
用
來
必

造
能
檔

(
則
幻
5

)
達
味
將
黎
巴
嫩
的
香
怕
木
迎
來

刺
乳
馬
修
築
宮
殿
之
用
(
制
下
5
u
7
2
一
捌
制
制
馬

修
建
王
宮
及
聖
殿
更
大
盈
利
肘
了
這
種
木
材
諸
凡
練

樑
廂
房
門
窗
地
板
及
天
花
板
等
都
以
此
木
作
成

(
列

上
6
9

l

叩

H
H
M
甜
甜
)
其
次
如
埃
及
亞
述
提
治

問
蚓
制
等
地
無
不
採
用
黎
巴
嫩
的
香
怕
他
叫
民
在
充
軍

之
後
重
建
聖
殿
時
依
然
利
用
香
柏
木

(
厄
上
3
7
)

在
斟
斟
上
及
其
他
民
族
的
習
俗
上
已
將
香
柏
叫
叫

劉
凹
喇
蓮
在
一
起
相
提
並
亂
它
是
現
今
劉
凹
制
國
的

關
徽
目
前
它
的
數
目
已
大
為
減
少
只
在

一晶
四
千
至
一

千
八
百
公
尺
的
山
頂
上
仍
可
見
到
已
被
政
府
管
制
被

親
為
天
然
植
物
園
的
樣
本
其
中
有
幾
棵
很
老
的
占
香

見
前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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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
可
能
在
一
千
至
一
千
五
百
年
左
右
現
政
府
在
美
國

的
合
作
下
正
在
大
量
栽
培
這
舉
世
著
名

的
黎
巴
嫩
的

香
柏
樹

(
韓
)

關
香
料
(
仔
"
)

的
巴
T
t
R
E
T
也
1

「
F
Z
S
J

是
一
種
容

M
君
t
E

「
Z
t
金
魚l
f
E
E
E

昌
、

:
:
h

I

R

-
-
，

2
J

'

、
易
凝
圓
的

香
被
自
灌
木

(
香
草

)
之
果
實
而
提
取
這
種
灌
木
在

聖
經
上
只
見
於
雅
歌
(
歌
5
1

凹

6
2
8
H
)

它

的
皮
是
灰
色
生
葉
三
五
不
等
果
實
晏
精
圓
形
多
肉
右

將
其
剝
破
則
流
出
膠
性
的
香
被
種
類
有
三
因
地
而
異

即
默
加

去
R
S

香
被
猶
大
香
液
和
基
肋
阿
得
香
被

果
實
的
顏
色
是
灰
紅
色
大
如
青
一
旦
種
子
之
樣
式
則
似

杏
仁
目
前
凹
划
蚓
蚓
己
見
不
到
此
種
植
物
的
生
長
但

在
撒
羅
瀚
時
代
則
大
星
栽
培
於
耶
里
哥
及
恩
革
狄
的

花
園
中
舍
巴
的
女
王
會
將
大
批
的
香
料
獻
給
撒
羅
瀚

(
列
上
ω
2
叩
)
在
希
則
克
雅
的
寶
庫
中
亦
儲
存
有

大
量
的
香
料

(
列
下
卸
臼
依
怖"
2
)
是
各
國
商
人
在

提
洛
交
易
買
賣
的
對
象

(
則
幻
自

)
它
可
被
用
來
傅

抹
屍
體

(
一
編
下的
H

谷
的
1

路
幻
帥
川
的1
若
的
“
)

是
叫
民
婦
女
的
化
經
口
問
(
制
4
M
M
H
制
3

M
)
波

斯
婦
女
亦
然

(
艾
Z
U
)
它
又
是
很
貧
童
的
藥
品
埃

及
人
用
來
治
眼
疾
亦
是
在
禮
儀
上
焚
香
的
香
料
(
出

-
鈞
e

狗
"
衍
，
m

編
上
9

目
等
)
(
韓
)

帥
一ω
毒
害
「

Z
B
E
J
且
是
一
。
種
香
料
名

-
1
=
4
1』
i
/

、

見
默
的
目
作
者
在
該

見
下
條

j L 

納 (直到，羅| 由處
」司為馬|一描

(穿 一←人種述
約 昌﹒八之植羅|
合 ω 結重物馬|
二 )，席視，提帝
十言 上 為煉國
一嘗不塗成的
元時可抹的奢

美一缺頭化孽，
金磅少髮位及
)。香的之品 ， 它
其膏化用。有將
價竟粒古渡來

之值品。拉|厚的
昂 ， 六攝丁|的 lllc
可十仆作香落。

( 見個星| 者氣 ， 香
韓一 「 尼| 亦甚膏
) 斑。德約| 提受是

叫
香
祭
(
付
給γ
)

子
培
3
.
W
V
L
E
\
(
UH
E
R
S
D
J

是
錫
蘭
及
馬

4
2

司
E
E
F司
A
Y
'
w
w
h」
戶
可
-
3
3
3
1
3
1
4
:
1

『

-
z
q
l
!
T
J
r
.
-
P
H
E
E
-
-
:

來
西
亞
的
一

種
植
物
其
皮
及
子
可
榨
油
作
為
食
物
調
味
的
香
料
化

﹒

杭
用
的
香
水
或
滲
入
「
聖
油
」
中
這
種
植
物
經
過
阿

刺
制
而
傳
入
凹
划
蚓
闡(叫
扮
自
間7
口

制
4
H
)。

見
香
料
學
經
中
的
植
物

(
韓

)

泊
，
隘
，
當4
3位
自
「
〉
T
j
i
J
這
一
個
名
詞
在
學

4
4
R
H
E
，
E
E
f
k
唯
i

戶
r
E
E
E
E
U

』

1

=
4
l
-
1
1
1
1

，
、

經
上
的
意
義
很
廣

原
來
是
指
一
種
植
物

即
蘆
葦
(
列
上
M
H
)
淺
水
中

生
長
的
蘆
荻
(
依
的

e
H
n
7
)聖
經
上
描
述
它
的
性

質
易
為
被
裂

(
依
n
M
S
)破
裂
之
緣
易
刺
人
手

(
列

下
m
n
依
刊m
e
)
是
脆
弱
的
持
紋
(
則
m
e
)
蘆
葦

叢
是
野
獸
的
避
身
處
所

(
詠
的
缸
約
刊
剖
)

演
變
而
成
一
一
檀
香
萃的
代
名
詞
這
可
能
是
由
於

以
民
缺
乏
植
物
學
的
專
用
名
詞
而
然
因
此
它
亦
指
丁

香
(
歌
4
H
)
香
莒
蒲

(
依
MH
H
)
或
香
蒲
(
耶
6

油
)
而
言
(
見
聖
經
中
的
「
植
物
」
)
因
蘆
葦
有
枝

見
獻
香

筍
且
細
長
輕
便
故
被
用
作
測
量
竿

(
則
的
3
)
它
的

長
度
是
六
肘

(
肘
是
一
肘
加
一
掌
則
柏
村s
l

s

刊


Q
M
M
M
)
細
小
的
蘆
葦
亦
被
用
為
寫
字
的
筆
雖
然

希
伯
來
文
缺
少
筆
的
專
用
名
詞
但
以
蘆
聾
作
筆
的
習

俗
一
定
己
見
於
耶
肋
米
亞
先
知
時
代
(
耶
呵呵
M

目
)

(
韓
)

+
畫

M
K
咽
圍
主
臼
戶
「
出

-
E
s
-
-
T
E
S
J見
油
開
約
倫

4
U
H
n
H
-
a
R
M寸

f
F
E
。
"
四
F
E
n

」

A
l
1
J
:

:

理
學

助
其
府
(
2
2
)見
底

U晶
宮
民
H
F
「
。
在
E
F
J

原
罪
不
是

M
H
n
悅
耳
手
/
H
U
n
g
H
E口。
且
也
口
丘
之

j
I
l

-

-
S
J
F

、
「
個
人
」

的
過
犯
而
是
原
租
的
過
犯
因
了
原
祖
亞
當
的
過
犯
他

的
後
代
|

眾
人
生
來
就
「
缺
乏
」
亞
當
於
犯
罪
前
字

有
的
寵
愛
天
主
的
友
誼
和
其
他
超
然
的
恩
惠
如
不
受

痛
苦
不
死
亡
明
達
事
璁
毫
無
邪
慾
換
旬
必
說
因
了
版

界
人
一
生
金
如
犯
罪
後
的
亞
當
一
樣
必
須
辛
苦
工
作

才
有
飯
吃
必
須
使
用
自
己
的
智
力
和
體
力
才
能
得
到

生
活
上
的
日
用
品
才
能
利
用
物
質
世
界
的
能
力
原
粗

的
罪
過
叫
他
自
己

及
其
後
代
l

我
們
來
人
|
輾
弱
行

善
難
作
惡
易
但
決
不
能
說
這
原
罪
完
全
敗
壞
了
人
性

使
人
不
能
再
行
任
何
善
事
因
寫
原
罪
好
比
遺
傳
病
固

然
使
人
衰
弱
翱
不
傷
害
人
命
犯
原
罪
的
人
又
如
~
位

諸
侯
因
對
皇
帝
不
忠
結
果
不
但
他
本
人
就
逗
他
的
子



『
孫
也
都
失
掉
了
侯
爵
澳
、
封
土
他
的
子
孫
固
然
沒
有
犯

仙
~
鼻
祖
叫
因
寫
是
他
的
後

代
而
承
受
了
祖
先
所
犯
罪
過
的

-
惡
果

-

由

上
述
可
知
原
罪
的
特
質
是
1

缺
乏
應
有
的
美

?
善2
普
遍
性
凡
是
亞
當
的
後
裔
都
染
有
此
罪3
原
罪

使
人
遭
受
天
罰
被
逐
出
樂
閣
失
卸
天
主
寵
愛
最
後
還

得
死
亡
此
乃
最
嚴
厲
的
罪
罰
這
罪
不
在
乎
效
尤
亞
當

的
這
叛
行
動
即
無
理
智
的
人
和
未
開
明
悟
的
小
孩
雖

然
根
本
不
能
違
犯
什

麼
命
令
也
染
有
比
罪
因
為
原
罪

是
因
生
育
而
遺
傳
的
原
罪
使
人
性
軟
弱
乃
人
間
罪
行

罪
擎
的
遠
因
因
此
有
些
一
神
學
家
稱
它
是
「
人
性
之
罪
」

(
H
Z
n
n
m
H
E
=
E
Z

自
命
)或
接
若
望
一
幅
立
自
稱
為
「
世

界
之
罪
」
或
「
世
罪
」
(
F
nn
R
5
S
E
E

現
在
我
們
閉
關
於
原
莽
的
道
現
聖
經上
說
7
些

什
麼

盒

一
舊
約

創
世
紀
除
記
述
天

地
人
類
和
選
民
的
起
源
歷
史

外
也
記
載
了
救
恩
史
的
前
奏
曲
這
起
源
的
歷
史
同
時

也
算
是
罪
行
和
救
恩
的
起
源
央
人
的
原
罪
冒
犯
天
主

為
害
甚
大
叫
「
受
造
之
物
被
屈
伏
在
敗
壞
的
狀
態
之

下
」
(
羅
8

目

)
事
故
如
此
只
有
全
能
的
天
主
才
能

救
人
脫
離
此
墮
落
慘
境
事
實
上
天
主
也
會
應
許
了
這

為
恩

(
創
3

臼

)
創
2
3

兩
血
早
就
是
當
約
經
書
中
有

關
原
罪
啟
示
的
主
要
經
文
而
舊
約
其
他
經
書
每
次
暗

示
人
罪
孽
的
環
境
亦
時

時
暗
指
或
明
引
此
二
章
而
且

連
聖
保
綠
致
羅
馬
人
蓄
的
3

-
-
7

章
亦
可
視
為
對
創

1426 

2
3

兩
章
的
解
釋

有
的
解
經
家
以
為
創

4

|

9
六
章
的
宗
旨
在
於

描
寫

「
人
性
之
罪

」
如
何
進
入
世
界
天

主
如
何
開
始

應
驗
他
會
許
諾
的
救
恩

(
3
時
)

暗
示
原
莽
的
制
制
其
他
經
節
是
制
4

口
“
‘

(尤
其
拔
制
斷
通
行
本)M
U
M-刮
到
7
U
A
3
l
s

的
2

闊
別9.

4
9見
則
上
8

“
叫7
m

制
6
5

叭
叭54

喘

2
J
3

呵
，
，
1

，
且
必

M
U

1
A

G
Q
O
Z
ζ

υ

時

-
L
2
r
A
1

"
S
H
H
抖
，A
1
9

ιU
t

u
-

上
述
經
筍
講
及
人
原
罪
的
普
遍
性
講
及
人
生
來

就
是
罪
人
人
以
自
己
的
力
量
逃
不
出
這
罪
惡
的
勢
力

除
非
天
主
把
人
的
心
換
成
一
顆
新
心
賞
賜
一
種
新
的

精
神
世
人
仍
是
罪
惡
的
奴
隸

創
制
中
尚
有
兩
處
經
文
是
指
原
罪
比
以

上
所
述

更
為
清
楚
第
一
處
是
德
衍
品
(
參
見
格
後
口
s

弟
前

2
u
)
「
罪
惡
的
起
源
來
自
婦
女
為
了
她
我
們
都
要

死
亡
」
此
節
的
確
是
指
元
祖
父
母
犯
的
罪
和
因
這
罪

而
來
的
最
大
懲
罰
死
亡
但
作
者
未
說
明
為
何
現
在
的

人
由
於
遠
古
旭
先
的
過
失
都
應
死
亡

第
二
處
經
文
較
為
明
顯
記
載
於
智2
目
|

且
學

喇
喇
在
戰
鬧
劇
骯
襄
屢
次
受
到
戰
割
獻
的
啟

也
但
在
羅

5

闊
無
疑
是
引
用
了
智
2

自
1

卸
的
經
旬
「
其
實
天

主
造
了
人
原
是
不
死
不
誠
的
使
他
成
為
自
己
本
性
的

俏
像
但
因
魔
鬼
的
嫉
妒
死
亡
才
進
入了
世
界
只
有
與

他
結
綠
的
人
才
經
歷
死
亡
」

在
這
兩
處
經
文
中
智
者
解
釋
創3
章
(
4
9見
默

凹
，
m
z
創
8
“
若
一
3
.

)
.按他
的
議
和
死
亡
直

接
是
指
靈
魂

上
的
死
亡
間
接
別
指
國

F
U而
束
，的
肉
身

的
死
亡

(
見
智
1
H

l

H

〕
創
中
之
司
蛇

V
是
叫
樹

鬼
」
他
害
人
類
是
出
於
嫉
妒
他
給
人
類
帶
來
莫
大
災e

禍
耶
穌
稱
他
是
「
兜
手
」
「
從
起
初
他
就
是
殺
人
的

兇
手
不
站
在
其
用
比
上
因
為
在
他
內
沒
有
其
現
他
雌
同
時

做
謊
正
自
於
他
的
本
性
因
為
他
是
撒
謊
者
而
且
又
是

撒
謊
者
的
父
親
」
(
若
8

“
)
主
耶
穌
這
端
道
艸
准

也
不
敢
否
認
是
制
2
3

兩
章
的
詳
解
耶
穌
用
這
些
必

說
明
「
世
罪
」
來
自
撤
輝
這
罪
惡
是
靈
魂
上
一
種
“
凡

巳
撒
謊
的
魔
鬼
會
欺
騙
了
九
使
原
祖

上
了
他
的
當
現

在
仍
繼
續
欺
騙
人
仍
引
領
已
成
為
軟
弱
的
人
違
反
天

主
於
是
人
本
已
弱
化
的
精
神
更
趨
軟
弱

我
們
若
將
創
制
關
於
原
界
所
有
的
教
義
加
以
簡

化
可
總
括
如
下
1

凡
天
主
創
造
此
都
是
好
的
尤
品
是

他
披
自
己
也
門
像
而
造
的
人
2

但
由
於
魔
鬼
的
嫉
妒
原

祖
違
背
了
天
主
由
這
罪
孽
死
亡
於
是
進
入
7
世
界
J

仁
慈
的
天
主
不
願
捨
棄
人
類
反
而
恩
許
了
人
的
後
裔

將
來
要
戰
勝
撒
風
雪
喇
喇
簡
客
解
釋
這
幾
端
奧
恩
說

「
但
是
斟
樹
說
過
一
切
人
都
被
禁
鋼
在
罪
惡
權
下
好

使
恩
訊
藉
著
對
基
督
耶
穌
的

信
肌
歸
於
相
信
的
人
」

(
蚓3
n

叮
聖宗
徒
在
戰口
自
更
簡
潔
有
力
地
說
「
因

為
天
主
把
眾
人
都
禁
鋼
在
背
叛
之
中
是
寫
要
憐
憫
來

人
」

如
所
週
知
除
創
制
一
些
經
營
之
趴
從
公
元
前
第

三
世
紀
至
公
元
第
四
五
世
紀
細
刻
人
撰
蒼
的
許
多
書

籍
能
幫
助
我
們
7
解
他
們
對
原
罪
問
題

究
竟
懷
有
什



麼
意
見在

下
面
僅
淡
及
准
羅
谷
木
蘭
的
作
品
嘗
約
一
些

傌
經
和
塔
耳
恭
得
i

猶
太
經
師
的
作
品

大
家
都
知
道
准
羅

(
MME
E
)所
解
釋
的
舊
約
乃

七
十
賢
士
希
臘
譯
本
此
希
瞞
纖
通
行
本
約
M
‘

譯
作

「
誰
是
潔
淨
而
無
污
穢
的
誰
也
不
是
」
而
原
文
則
作

「
誰
能
使
潔
淨
出
於
不
潔
沒
有
一
人

」
准
羅
解
釋
希

臘
譯
文
說
「
靈
魂
的
污
磁
無
數
誰
也
不
能
完
全
兔
於

污
穢
而
自
潔
在
一
切
現
世
人

(鼓
字
面
憋
死
的
人

)中

自
然
具
有
一
些
向
蟬
的
傾
向
人
只
能
緩
和
此
傾
向
部

不
能
將
它
全
然
拔
除
」
他
又
說
「
人
一
生
罪
惡
也
跟

著
同
生
」
緣
筆
者
所
知
准
羅
確
證
人
自
然
具
有
一
種

向
惡
的
傾
向
但
他
從
不
說
此
傾
向
自
何
而
來
他
正
如

其
他
猶
太
經
師
一
線
證
明
在
人
心
襄
具
有
所
謂

「
惡

向
」
(
J閃E
R
E
E
Y
)

但
在
這
一
點
上
與
其
他
猶

太
經
師
所
不
同
的
就
是
他

從
不
解
釋
它
的
由
來

谷
木
蘭
的
作
口
叩
開
於
原
界
的
道
理
似
乎
與
准
羅

所
講
的
相
同
一
切
人
都
在
罪
惡
權
下
如
果
天
主
不
將

自
己
的
學
神
賜
給
他
人
不
能
行
善
從
母
胎
直
到
老
死

人
是
生
活
在
罪
惡
中
谷
木
蘭
隱

士
作
者
雖
未
將
人
類

這
種
可
悲
的
狀
態
歸
之
於
亞
當
的
罪
惡
如
屢
次
提
及

亞
當
犯
罪
以
前
所
有
的
「
光
榮
」
以
及
亞
當
的
「
正

義
的
後
筒

」
從
新
所
要
獲
得
的
「
光
榮
」
這
就
證
明

一
他
們
將
人
類
的
墮
落
歸
咎
於
亞
當
的
罪
惡

ω
一

制
制
制
制
部
則(
4
3
3
3
5
H

h
5
)
的
叩

戶
很
清
楚
地
講
論
原
罪
道
躍
但
有
的
學
者
以
為
該
旬
乃

1426 十

一
基
督
徒
的
補
注
並
非
原
文
所
有

作
者
寫
說

「
亞
當

問
厄
娃
你
到
底
作

了
什
麼
事
你
給
我
們
倆
帶
來
了
大

災
禍
給
我
們
的
後
代
帶
來

了
違
法
及
罪
惡

」

在
梅
瑟
默
示
錄

(
〉-
E
n且
還
告
鼠
忌
"
。
。
"
)
僑

經
第
ω
章
厄
娃
說

「
我
有
禍
了
在
復
活
的
日
子
罪
人

們
邵
要
咒
過
我
說
厄
娃
沒
有
遵
守
天
主
的
誠
命

」
參

見
路
後
口
3

弟
前
2

臼

H

敘
利
亞
文
巴
路
克
默
示
錄

(kp
司
。
們
已
苟
且
囡
"
，

2
n
y

切
山、2
2

)
傌
經
的
5
8

口
-

-

-
m
2

8

幻
4

州
們
自
1

刊
物
U

H

亦
記
載
原
罪
的
道
理
按
加
爾

斯
(
【UZ
E

ω

)博
士
的
看
法
本
替
原
罪
的
教
義
可
墨

述
如
下
1

亞
當
的
罪
惡
是
一
種
遵
命
行
為
2

原
莽
的

後
果
是
肉
身
的
死
亡
精
神
和
肉
體

上
的
衰
弱
以
及
遺

留
下
的
肉
惡
的
傾
向
3

亞
當
的
罪
惡
不
論
如
何
嚴
重

損
傷
了
人
性
如
沒
有
把
人
性
完
全
弄
壞
因
為
生
於
罪

惡
的
人
仍
然
保
有
自
己
的
意
志
自
由

偽
經
厄
斯
德
拉
卷
四
一
蠻
不
少
學
者
以
為
是
談

及
原
罪
的
道
理
筆
者
以
為
這
未
免
過
於
武
斷
不
合
該

書
的
教
義
厄
四
的
作
者
關
於
原
莽
的
教
義
按
筆
者
之

意
可
扭
扭
述
如
下1
作
者
累
次
提
出
的

「
惡
心
」

「
惡

意
」
「
惡
業
的
根
子

」
「
惡
根
」.
. 
似
乎
不
是
亞
當

所
犯
之
罪
的
後
果
而
是
亞
當
犯
罪
的
緣
因
至
多
可
說

亞
當
犯
罪
之
後
這
種
「
惡
心
」
在
他
的
後
裔
身
上
施

展
更
大
的
勢
刃
2

作
者
把
「
世
界
的
罪
惡
」
郎
世
人
到

處
時
常
犯
罪
的
狀
態
歸
咎
於
亞
當
的
過
犯
|
|
對

於

這
點
他
與
哈
諾
客
害

(
C
Z
門
開
口
。n
7
)
等
織
經

不

同
因
寫
按
這
些
一
為
經
的
要
義
罪
惡的
很
源
赴
天
神
與

女
人
的
交
合
(
創
6
1
l

T
)
3
亞
當
應
受
的
界
對

是
他
和
他
的
後
裔
肉
身
的
死
亡
寫
證
明
這
端
主
要
道

也
不
妨
譯
述
問
四
7
“
l

H
(
見
絞
勘
本
川
川
)

如
下

「
這
是
我
的
第
一
旬
也
是
最
後
的

一
旬
話
更
好

下
地
未
產
生
亞
當
或
者
產
生
以
後
禁
止
他
犯
罪
這
比

產
生
而
不
祭
止
他
犯
罪
為
他
更
好
因
為
今
世
生
活
於

憂
苦
之
中
身
死
之
後
還
須
等
著
受
罰
這
為
人
有
例
益

處
亞
當
你
做
了
什
麼
雖
然
犯
罪
的
是
你

可
是
你
的
墮

落
不
只
屬
於
你
卸
也
屬
於
由
你
而
生
的
教
們
原
來
許

給
我
們
的
是
永
恆
的
時
期
而
我
們
作
的
部
議
是
無
益

的
事
這
為
我
們
有
何
用
處
」

厄
四
的
原
文
為
希
伯
來
文
早

已
失
傳
而
古
譯
本

的
這
最
重
要
處
的
重
要
詞
旬
又
有
些
含
糊
因
此
策
者

認
為
即
在
此
處
亦
無
十
分
明
顯
跡
象
證
明
厄
之
作
者

是
在
談
及
原
罪
道
斑
至
少
可
說
他
講
此
道
悶
不
如
智

2
m
M

識
的
那
麼
清
楚

猶
太
人
艾
森
斯
過

(
】-
U
.
四

s
a
g
-
p
)以
寫

猶
太
經
師
關
於
原
罪
的
來
自
所
持
的
意
見
主
要
的
可

分
下
述
數
種
1

大
多
數
說
原
弄
來
自
主
當
2

有
的
說

以
民
的
原
罪
是
崇
拜
金
牛
的
罪
過
此
罪
直
到
希
則
克

雅
王
時
二
十
四
代
之
久
違
累
了
以
民
3

少
數
經
師
認

為
人
類
的
罪
惡
是
由
棘
的
兒
子
與
人
的
女
兒
交
合
而

來
的

不
論
猶
太
經
師
如
何
講
接
或
們
贊
同
閥
息
爾
文

(
切g
s
z

之
的

說
誌
在
公
元
的
叫
起
聞所
有
猶
太
人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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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為
亞
當
國
自
己
的
過
犯
害
了
人
類
這
、
過
犯
被
稱
為

「
重
大
的
罪
惡

」
，
在
基
督
教
會
閱
始
廣
弩
之
色
楓
划

人
對
原
罪
的
道
理
說
很
少
提
及
或
竟
不
提
及

二
新
約

全
部
新
約
均
指
出
人
類
罪
惡
的
普
遍
性
但
關
於

人
類
此
種
狀
態
的
原
因
|
原
罪
四
福
音
只
有
一
些
暗

示
而
相
當
清
楚
講
解
這
端
道
理
的
是
聖
保
祿

在
瑪
吼
叫‘
-

9

谷
m
e
|
S
E
口
主
論
婚
姻
的
永

久
性
時
指
出
一
種
合
乎
天
主
之
聖
意
的
原
來
狀
態
而

人
犯
罪
後
發
生
的
另
一
狀
態
或
位
置
與
之
對
立
這
種

處
於
罪
惡
中
的
新
的
對
立
狀
態
好
像
會
寫
天
主
所
暫

且
容
忍
世
人
對
違
背
婚
姻
永
久
性
所
犯
的
過
失
期
望

於
默
西
亞
來
臨
時
宣
告
終
止
敏
先
知
們
的
預
言
默
西

亞
要
從
新
恢
復
原
祖
亞
當
犯
罪
前
樂
園
中
的
聖
潔
生

活
要
施
救
與
復
興
墮
落
的
人
類
事
實
上
默
西
亞
也
這

樣
作
了
他
復
興
了
婚
姻

和
家
庭
的
聖
潔

(
依
U
s
-

9

臼
H
的
但
歐
2

甜
則
“
自
i

n
等

)
在
瑪
的
‘
-

6

這
段
經
文
內
已
含
蓄
聖
保
祿
「
兩
位
亞
當
」
的
道

理
(
見
後
)
若
8

“
|
“
非
常
清
楚
地
暗
示
創
3

耶

穌
稱
魔
鬼
為
撤
謊
者
因
他
哄
騙
了
原
祖
又
稱
他
是
殺

人
的
兇
手
因
他
引
人
違
犯
了
天
主
的
禁
令
而
使
死
亡

|
肉
身
和
靈
魂
的
死
亡
進
入
了
世
界

按
敬
父
和
解
經
家
的
意
見
暗
示
原
莽
的
其
他
經

街
是
若
3
5

l
s

此
經
文
說
明
人
都
風
於
罪
惡
權
下

若
要
除
兔
罪
惡
就
得
「
重
生
」
或
「
由

上
而
生
」
而

人
之
所
以
生
來
就
屬
於
罪
惡
權
下
是
因
為
他
的
原
祖

十1426 

為
魔
鬼
所
欺
騙
受
害
而
死
但
人
一
到
默
西
亞
時
代
藉

著
默
西
亞
恩
賜
的
單
一
腳
便
能
「
重
生
」
「
由
土
而
生
」
即

是
凡
相
信
耶
穌
|
默
西
亞
的
人

「
他
們
不
是
由
血
氣

也
不
是
由
肉
慾
也
不
是
由
男
慾
而
是
由
天
主
生
的
」

(
若
1

間
參
見
則
必
缸
|

訂
)

舉
保
祿
關
於
原
罪
的
道
理
不
是
直
接
講
論
的
而

是
為
廣
揚
基
督
救
贖
拋
向
恩
而
間
接
談
及
的
因
此
可
說

這
端
道
理
完
全
包
括
在
車
宗
徒
喜
用
的
舊
亞
當
或
第

一
個
亞
當
與
新
亞
當
基
督
的
這
一
對
比
概
念
內

保
祿

把
亞
當
的
罪
惡
及
其
後
果
的
普
遍
性
與
基
督
的
學
諧

和
他
賞
賜
的
救
恩
的
普
遍
性
作
一
對
比
如
此
更
具
體

地
提
高
了
基
督
救
贖
世
人
的
恩
寵
現
在
將
羅
格
前
和

弗
2
s

中
比
種
對
比
所
含
教
義
先
後
加
以
客
述

保
祿
在
羅
1

!

3

描
述
罪
惡
好
像
一
個
暴
君
進

入
世
界
征
服
了
一
切
的
人
外
邦
人

和
猶
太
人
都
包
括

在
內
在
前
三
章
保
祿
將
人
類
分
作
異
民
和
以
民
兩
種

肯
定
他
們
都
是
罪
惡
的
奴
隸
在
第
七
章
里
宗
徒
代
表

外
邦
「
個
人
」
及
猶
太
「
個
人

」
以
說
明
作
罪
惡
奴

隸
的
可
憐
狀
去
換
句
話
說
在
前
三
章
保
祿
描
寫
在
基

督
以
前
或
還
不
屬
於
基
督
的
人
類
全
是
罪
惡
的
奴
隸

在
第
七
章
將
這
道
理
貼
合
在
「
個
人
」
身
上
然
後
談

及
天
父
如
何
藉
著
自
己
的
墨
子
耶
穌
的
救
贖
和
世
人

的
信
德
使
人
成
義
再
與
他
和
好
成
為
他
的
義
子
末
後

提
出
亞
當
和
基
督
的
對
峙
比
喻
使
信
友
明
白
亞
當
如

何
胎
害
了
他
的
後
裔
l

人
類
基
督
如
何
困
山
待
7
信
從

他
的

一
切
人
(
羅
5
u
|
缸

)

由
於
亞
當
犯
了
霏
霏
惡
及
其
緣
果
|
死
亡
優
J

起
進
入
了
世
見
並
「
因
那
一
人
作
了
王
」
〔
5
H
J
「

亞
當
這
可
怕
的
罪
說
是
「
停
逆

」
(
5
刊
)
因
了
它

「
大
眾
成
了
罪
人
」
成
了
罪
惡
的
奴
隸
成
了
被
判
處

死
刑
的
犯
人
反
之
基
督
因
他
的
「
服
從
」
給
人
類
帶

來
了
恩
寵
正
義
永
生
而
且
基
督
的
恩
寵
遠
遠
超
過
亞

當
的
損
害

「
但
恩
寵
決
不
是
過
犯
所
能
比
的... 

罪
惡

在
那
襄
越
多
恩
龍
在
那
里
也
越
格
外
豐
富
.• 

」
(
5

不
論
怎
樣
去
解
釋
羅
5
u
|
剖
這
一
段
下
面
的

一
件
事
實
是
十
分
確
定
的
亞
當
的
罪
過
和
世
人
的
罪

惡
彼
此
有
看
密
切
的
關
係
尼
格
陵

(
Z
耳
目
口
)
說

「
誰
解
釋
這
一
段
聖
經
若
不
以
亞
當
為
世
人
諸
罪
之

因
他
必
與
聖
保
祿
之
意
相
左

」
世
人
與
原
祖
亞
當
所

有
的
惟
一
關
係
就
是
生
育
的
關
係
換
旬
話
說
由
於
人

都
是
亞
當
的
後
裔
因
而
染
有
他
的
罪
惡
也
說
是
說
當

他
們
一
進
入
世
界
說
缺
乏
亞
當
犯
罪
前
所
具
有
的
聖

寵
及
其
他
超
性
的
恩
賜
而
帶
著
一
個
完
全
弱
化
的
人

性
進
入
世
界
技
大
多
數
解
經
家
的
意
見
這
也
是
弗
2

8

「
我
們..
. 
生
來
就
是
義
怒
之
子

」
一
旬
話
的
真
義

市
列
爾
吉
nF
E
O叫
)在
其
厄
弗
所
醫
詮
注
中
寫
說
「
賞

際
上
保
祿
在
此
講
的
就
是
原
罪

」
如
果
我
們
也
參
考

格
前
M
U刮
目
哥
2

呵
呵
及
格
前
的
自
|

的
等
處
便
可

清
楚
地
明
白
學
宗
徒
的
概
念
人
類
的
災
禍
是
因
第
一

個
亞
當
而
來
的
而
人
類
的
宰
一
輪
超
性
的
生
命
和
復
活

部
來
自
新
到
智
「
天
主
把
眾
人
都
禁
鋼
在
背
叛
之
中



是
為
要
憐
憫
來
人
」
(
羅
口
阻
迦
3
n
)
自
由
教
會
關
於

原
罪
所
宣
布
的
正
式
主
要
宣
言
見
U
O
E
﹒
ω
n
v
gB
﹒

明
白U
N
N
N
-
N
N

凶
-
N凶
于
凶A
W
]
于
凶
吋
于ω斗
N
L
M
H
A
V
-

-
M
H
C
'
H
U
H
B

N
ω法
和
教
宗
保
祿
六
世
一
九
六
七
年
的
訓
言

(
同
昌
，

g
m
D
M
E
U
O
口
阱
。
全
司
"
。
-
。
〈
阿
)

三

現
代
的
學
者
與
原
罪
的
教
義

近
百
年
來
人
類
學
和
太
古
人
類
學
隨
著
進
化
論

特
別
發
達
一
些
學
者
以
為
「
人
類
」
何
其
處
大
繁
雜

不
能
說
它
來
自
一
個
種
類
(
ω
M
M
o
a
g
)
不
能
說
它
來

自
一
對
原
始
的
原
祖
父
母
因
此
一
些
學
者
主
張
所
謂

多
元
論
或
人
類
多
祖
說

(
句
。
戶
可
m
g
u
g
g
)

但
攘
筆

者
所
知
大
多
數
的
科
學
家
直
到
現
在
還
擁
護
昕
謂
一

元
論
或
人
類
同
祖
說

(
玄
g
a
g
z
s
E
)
無
疑
人

類
同
祖
說
是
聖
經
的
學
說
不
但
創
1

l
3
如
此
即
在

其
他
經
香
亦
然
如
智
ω
1

「
智
慧
保
護
了
最
初
受
造

世
界
上
惟
一
的
原
祖
」
及
德
鈞
叫
羅
5
u
l

M

格
前

的
n
m
峙
的
總

之
聖
經
講
明
人
類
是
從
一
對
原
祖

傳
生
的
何
男
人
類
多
祖
說
尚
非
一
項
考
證
的
學
說
僅

是
一
種
假
設
而
已
雖
然
如
此
但
一
些
神
學
家
和
學
經

學
者
部
將
多
姐
說
當
作
考
證
的
學
說
或
者
因
為
他
們

想
不
久
以
後
這
種
假
設
要
成
為
一
項
有
憑
有
攘
的
學

說
所
以
他
們
似
乎
在
給
未
來
的
神
學
和
解
經
學
舖
一

安
全
的
新
路
而
按
人
類
多
祖
說
去
解
釋
原
罪
道
理
對

-
於
他
們
的
這
番
崇
高
用
意
筆
者
只
有
佩
服
的
心
情
可

“
一是
他
們
為
證
明
自
己
的
講
也
屢
次
把
斟
蚓
字
義
不
惜

一
全
部
予
以
纖
牲
對
這
點
卻
絕
不
筍
問
當
然
創

1

|

3

U27-H28 起一卡

的
文
體
不
容
易
解
釋
可
是
德
智
默

(
也
章
)
的
作
者

及
聖
保
祿
在
聖
神
默
感
下
早
已
解
釋

了
這
問
題
敬
父

和
學
教
會
為
盡
導
師
之
職
更
屢
次
講
解
了
這
問
題
何

友
人
類
多
祖
說
僅
僅
是
一
種
假
設
而
已|
而
且
有
的

學
者
說
這
種
假
設
已
漸
趨
退
落
低
潮
i

因
此
筆
者
以

為
當
今
教
宗
保
祿
六
世
在
天
主
子
民
信
經
中
對
解
釋

此
問
題
所
用
的

干
的
是
非常
明
智
而
且
合
乎
科
學
精
神

的
他
說
「
我
們
相

信
在
亞
當
內
我
們
都
犯
了
罪
這
就

是
說
他
所
犯
的
原

始
罪
孽
使
一
切
人
共
何
的
人
性
墮

落
到
一
種
境
地
這
種
橫
地
承
愣
了
那
原
罪
的
後
來
它

不
是
我
們
原
祖
父
母
當
先
所
處
的
境
地
當
時
他
們
曾

被
建
立
於
學
德
與
正
義
之
中
不
知
罪
惡
與
死
亡
如
此

墮
落
了
的
人
性
被
傳
給
所
布
的
人
它
剝
奪
了
原
先
佩

有
的
聖
能
傷
害
了
所
有
自
然
的
能
力
並
版
服
於
死
亡

權
下
就
是
按
照
這
種
解
說
每
個
人
都

生
於
界
中
因
此

我
們
與
脫
利
鵬
公
會
議
月
間
為
原
罪
與
人
性
一
起
被
傳

遞
「
不
是
由
於
學
仿
而
是
由
於
遺
傳
」
如
此
它
是
「
屬

於
每
一
個
人
的
了
」
(

多
見
剖
割
叫
主
教
團
新
編
刮

到

敬
敬
現
附
錄
二
天
主
子

民
的
信
經

)

見
人
罪
惡
樂
闇
救
服
恩
寵

(
市

)

幻
-
z
f
n
V
E
、
「
。
已

開
古
巴
吋
O
H
H
J
見
聖
經
原
文

M
H
H
M
J
代
/
/
吋O
H
H
E
O
『
E
E
-
-
ω
」

:
l
l
-
'
，

。
、
用
語
經
文

蛇 1428

宮-，曆
人原 台合
類始 只口

哥哥福
人」主孟
終是日
要指，...--...，
得宜的可

勝 3 Ó 
JIII: 15 。

瓦所色
的記:自

諾天月3
苦于全士 t=: 
品。在 5
罪懲"--""
的罰

原
祖
父
母
不
能
不
受
公
義
的
天
主
所
預
定
的
懲
罰

(
創
2

口
3
M
|

凹
)
不
過
當
天
主
咒
罵
懲
罰

那
使

人
犯
罪
的
「
蛇
」
時
(
3
H
)
如
對
人
顯
示
了
他
的

慈
愛

人
受
騙
為
蛇
制
勝
之
後
自
己
無
法
自
救
但
天
主

部
賜
給
了

一
線
為
將
來
得
救
的
希
望
天
主
自
己
把

「
仇
恨
」
放
在
蛇
和
女
人
以
及
蛇
的
後
裔
和
女
人
的

後
裔
之
間
這
永
久
的

「
仇
恨

」
即
蛇
的
後
裔
和
女
人

後
裔
的
戰
門
是
出
於
天
主
親
自
的
安
排
並
且
天
主
旗

許
女
人
的
後
裔
雖
然
在

「
胸
跟
」
上
受
傷
但
必
要
踏

碎
蛇
的
頭
顱
這
許
諾
因
為
是
人
類
的
第
一
個
大
喜
品

所
以
稱
之
為
「
原
始
積
音
」

一
原
文
問
題

為
解
釋
創
3
凹
的
意
義
必
得
注
意
在
原
文
3
凹

的
後
半
旬
內
有
一
個
惕
性
的
代
名
詞
作
主
詞
(
出
口及

其
語
尾
詞
為
g
E
)

無
疑
的
恩
高
譯
本
內
所
說
的

「
女
人
的
後
裔

」
您
為
男
性

(
「
後
裔
」
原
文
指
「
極

子
」
)
但
從
本
文
上
看
不
出
來
這
「
後
裔
」
的
代
名

詞
是
個
別
性
的
或
集
體
性
的
指
一
個
人
或
者
指
人
類

廿
刊
聞
封
調
料
譯
作
「
E
S
ω
」
，

郎
街
那
踏
碎
蛇
叫

的
後
裔
為
個
體
的
男
人

拉
了
通
行
本
將
這
代
名
詞
譯
為
陰
性
歸
於

「
女

人
」
(
屯

Z
)
不
過
這
不
是
原
文
正
當
的
翻
譯

再
者
技
3
H

原
文

「
踏
碎

」
奧
「
傷
害
」
原
肉

同
一
動
詞
不
過
一
個
傷
害
在
頭
部
-
個
傷
害
在
胸
部

可
知
「
女
人
的
後
裔
」
研
雯
的
傷
害
較
「
蛇
」
勾
鰱



-
得
多

的
~

三
本
文
意
義
的
難
題

.
'

。

-

要
瞭
解
本
銜
的
意
義
首
先
必
須
注
意
上
下
文
由

一
創
3
1
|
5
的
記
述
看
來
明
顯

「
蛇
」
就
是
天
主
和

人
類
的
狡
猜
敵
對
者
他
所
犯
的
是
道
德
上
的
罪
惡
且

因
此
而
受
罰
所
以
「
蛇
」
和
「
蛇
的
後
商
」
在
3

沾

不
可
能
是
指
團
團
鈴
動
物
界
的
蛇
類
為
此
決
不
能
接
受

自
由
派
解
經
學
家
的
意
見
說
創
的
作
者
在
此
只
是
講

為
什
麼
人
與
蛇
之
間
有
仇
視
的
情
夾
在
創
的
頭
幾
章

內
(
參
閱
「
太
古
史
」

)
作
者
旨
在
探
求
人
類
之
間

的
罪
惡
是
從
那
里
來
的
為
什
麼
越
來
越
為
普
遍
作
者

的
答
覆
是
這
種
惡
的
勢
力
是

「
敵
對
者
」
籍
著
蛇
的

形
像
誘
惑
了
人
使
人
受
騙
因
而
墮
落

當
今
基
督
教
聖
經
學
者
大
多
數
承
忽
此
為
作
者

的
本
意
不
過
他
們
認
為
創
3
u

l

H

一
段
是
古
代
的

民
間
故
事
作
者
以
這
故
事
來
講
明
人
在
世

上
所
體
驗

的
與
惡
勢
力
所
作
的
永
久
戰
鬥
續
這
些
學

者
的
意
見

創
3
H

只
包
含
這
一
意
義
並
未
提
及
人
類
得
救
的
希

望
但
創
的
作
者
除
了
講
述
罪
惡
由
來
以
外
從
開
始
部

專
注
於
人
也
惡
勢
力
避
救
的
希
望

天
主
教
的
解
經
家
跟
隨
諸
教
父
的
譜
法
以
3
叮

當
作
天
主
向
人
類
宣
佈
的
第
一
「
福
音
」
即
放
恩
的

第
一
個
預
許
並
且
自
古
以
來
教
會
的
傳
授
棋
按
學
經

以
創
3
章
內
所
提
的
「
蛇
」
為
魔
鬼
(
智
2

丑
行

8
H
間
稚
的
叩
默
凹
，
油2

可
以
「
蛇
的
後
裔
」
為
那

此
-
聶
魔
鬼
合
作
的
「
使
者
」(
瑪
封
“
默
也
?
|

@

十1428 

伯
後
2
‘
猶

6
)
所
以
這
褻
所
提
的
「
仇
恨
」
是
指

女
人
及
全
人
類
與
而且
魔
的
常
久
戰
爭
在
這
島
戰
爭
中

當
作
「
女
人
後
裔
」
的
人
要
受
傷
心
計
但
最
後
定
要
制

勝
魔
鬼
的
努
力
至
此
天
主
教
的
解
給
家
太
多
數
都
予

同
意
並
且
大
多
數
吟
詩
板
娘
單
純
尤
其
巾
新
約
內
所

得
的
更
清
楚
的
啟
示
承
品
在
3
間
內
時
合
著
默
西
亞

救
世
的
m
n

但
如
果
進
一
步
追
問
一
一
這
裹
默
西
昆
的
意
義
是
否

是
創
的
作
局
所
能
明
臉
的
是
否
是
作
者
所
顧
表
達
的

本
義
天
主
教
的
解
經
家
對
這
一
問
題
的
答
案
意
見
則

不
一
致
今
分
別
討
論
如
後

叩
關
於
「
女
人
的
後
商
」
這
一
問
題
的
關
鍵
郎

在
於
3
臼
後
半
旬
內
的
「
後
街
」
這
「
後
裔
」
是
指

個
人

(
默
西
血

)
或
指
全
人
類
拔
近
代
天
主
教
大

多
數
塾
經
學
者
的
忽
見
認
為
作
者
並
沒
有
想
到
默
西

亞
(
個
體
)
要
質
行
救
的
峭
的
問
題
「
後
裔
」
是
指
集

體
而
言
雖
然
默
西
亞
也
包
括
在
內
但
由
口
後
聖
經
的

啟
示
尤
其
新
約
才
可
推
知
「
原
始
福
音
」
特
別
與
默

西
亞

(
基
督
)
的
救
廠
L

程
有
關
這
些
解
經
家
認
為

在
本
文
中
除
了
字
義
以
外
合
有
一
個
更
深
的
學
神
在

以
後
的
M
m
央
內
漸
漸
啟
示
山
來
的
深
意

即
所
謂
的
神

秘
的
成
象
似
的
或
凶
瀚
的
芯
，
我
(
切
。
5
5
名
E
H
E
a

r
-
d空
2
F
-
u
-
o
p
g
)

H
A
經
義
條

但
U
力
合
比
一
一
天
主
教
的
解
般
家
如
貝
阿(
因2
)

瓦
加
黎

(
〈
R
E
2
)
息
孟
仆
辣
多

(
ω
5。
口
，
旦
旦
。
)

黎
-
的
(
M
C
m
m
E
H
)

等
則
主
張
創
的
作
者
在
3
H

後
半

份
內
以
「
彼
商
」
指
三
個
仰

體
的
救
韻
者
的
直
終
何
如

默
西
亞
這
一
也
忍
見
一
方
面
可
以
依
娘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內
所
包

含
的
占
時
猶
太
的
傳
授
作
「
他
」
(
E
H
S
見

上
文
)
另
一
面
又
司
依
攘
最
古
的
的
几
]
譯
本
(
6
ω
0
)

和
幾
位
教
父
的
傳
M
M
如
猶
斯
定
(
]
5
卅
一
呂
立
依
肋
刊

(
F
E
Z
E
)
西
伸
向
市
版(
的
這
E
E
m
)
在
博
羅
削

(
〉
B
σ
呵
。
巳5
)
基
所
(
(uy
a
g
m
H
。
目
口

的
)
等

乙
關
於
「
女
人
」
當
然
消
於
創
3
臼
所
提
的
「
灰

人
」
意
見
也
不
相
同
在
面
看
來
「
女
人
」
在
此
最
先

應
指
那
在
跟
前
的
「
玄
人
」
但
要
問
「
女
人
」
是
否

也
有
更
深
的
一
將
意
思
基
督
教
的
解
經
學
者
多
主
張

「
女
人
」
只
指
亞
當
的
妻
子
厄
娃
天
主
教
的
學
者
也

有
些
一
贊
成
這
種
意
見
但
絕
大
多
數
以
為
「
女
人
」
二
字

在
此
含
有
更
深
奧
或
象
徵
的
意
義
即
固
定
改
「
玄
人
」

除
了
厄
蛙
以
外
也
指
一
般
女
人
但
尤
其
暗
示
她
們
中

那
偉
大
的
女
人
默
西
亞
的
母
親
瑪

利
亞
他
們
改
玄
人

依
為
魔
鬼
所
制
勝
天
主
就
利
則
由
軟
弱
的
女
人
所
生

的
「
後
裔
」
來
戰
勝
魔
鬼
另
有
喧
天
主
教
的
科
學
家

如
黎
高

(
2
習

t
H
)斯
丕
乃
托
皇

(
已
o
e
s
o
g
-
-
)

也
赫
特

(
。
串
串
"
。
『
)
布
朗

(
叮
玄
﹒
回
E
E
)等
以

為
「
女
人
」
在
此
被
本
意
來
說
不
能
指
厄
性
而
是
尚

接
指
瑪
利
巫
這
一
意
見
的
依
仙
似
是
幾
位
古
時
的
教
父

如
依
肋
乃

(
H
R
D
B
E
)猶
斯
定

(
7
2
5
5
)
西

彼
版

(
們
這
E
E
ω

)
的
解
釋
不
過
應
注
意
比
較
著

名
的
教
父
在
講
解
創

3
間
時
總
沒
有
將
「
女
人
」
二

字
引
用
在
聖
母
瑪
利
血
的
身
上
雖
然
教
會
的
傳
授
早



已
把
瑪
利
亞
奧
尼
娃
聯
繫
起
來

三
由
歷
史
方
面
的
研
究

最
近
有
些
天
主
教
聖
經
學
者
以
歷
史

批
判

法

(
玄Z
Z
ι
g
z
z

。
且B
A

巳
C
S
)
來
研
究
原
始
一
隅

音
為
解
決

上
面
所
提
出
的
難
題

(
如
叫
叫
到
古
巴
巴
'

。
"
)
蚓
劃
蚓
(
的
。

3
3
ω
)
劉
副
(
白
宮
巨
)
、
制
到

乃
托
里

(
已
。
∞
阻
止

D
O
S
E
)
等
)
創
3

臼

屬
於
所
謂
的

「
雅
威
派
口
傳
」
(
參
閱
「
梅
瑟
五
魯

」
及
「
太
古

史
」
)
這
傳
說
來
自
科
學
觀
多
注
意
人
的
罪
惡
另
一

方
面
特
別
指
出
天
主
對
人
類
的
仁
慈
和
他
的
許
亂

「
雅
威
派
口
傳

」
經
過
了
幾
百
年
的
流
傳
大
概

在
撒
羅
漏
王
時
代
在
猶
大
文
派
地
域
內
開
始
編
輯
明
成

書
並
且
包
括
了
將
來
由
猶
大
支
派
所
出
的
默
西
亞
的

預
言
(
創
的
刊
刊
戶
圳
的
7

叮
)
由
此
那
些
上
面
所
提
及

的
學
者
推
論
「
雅
威
一
般
口
傳」
與
糾
劉
先
知
向
劃
喇

王
所
發
的
預
言

(
撇
下
7
u

l

H
)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就
一
腳
學
內
容
來
說
創3
M

遠
超
過
上
面
所
提
及

創
和
戶
的
兩
個
預
言
以
及
向
達
味
的
許
諾
因
為
創
3

間
所
講
論
的
並
不
是
世
俗
的
政
治
勢
力
或
叫
民(劉

大
支
派
)
的
勝
利
而
是
制
服
魔
王
及
惡
勢
力
的
勝
利

和
全
人
類
的
救
援
是
神
學
上
更
成
熟
的
結
點

這
並
不
是
說
默
西
亞
的
希
望
是
起
源
於
崗
喇
朝

代
的
神
學
恩
慮
因
為
在
以
民
古
峙
的
口
傳
內
早
已
包

-
含
了
將
來
救
援
的
希
望
並
且
還
希
望
必
是
出
於
天
主

“
一的
啟
示
都
根
攘
天
主
向
原
祖
父
母
所
許
的
希
也
尤
其

一
板
娘
夫
主
肉
E
E祖
們

(
創
刊
凶2S

U
M
-
M

等

)
和

1428 If 十

梅
瑟
屢
次
的
啟
示
這
一
希
望
在
起
初
還
是
概
扭
扭
性
的

但
到
達
味
為
王
時
代
這
一
希
望
才
成
為
更
熱
烈
更
具

體
的
待
到
大
先
知
們
時
代
成
為
更
清
楚
的
更
明
朗
的

了
(
例7
H
9
u

圳
5
2

等
)
。

以
上
所
述
只
是
那
些
一
天
主
教
近
代
解
經
家
思
想

程
序
的
大
客
不
過
由
歷
史
批
判
法
所
得
的
結
論
當
然

不
是
完
全
穩
妥
可
靠
的
但
另
一
方
面
這
方
法
可
以
幫

助
我
們
對
創
3

阻
的
經
文
由
新
哲
啟
示
的
各
方
面
來

加
以
斟
酌
以
得
到
其
意
義
的
更
可
靠
的
解
醋
的

四
論
救
主
基
督
的
原
始
福
音

依
我
們
看
創
3

臼
所
包
含
的
預
言
是
很
特
殊
的

且
在
梅
瑟
五
蓄
內
尤
其
在
「
太
古
史
」內
有
其
重
要

的
位
置論

人
類
得
救
的
則
明
白
無
疑
是
由
古
時
傳
下
來
趴

但
由
古
代
許
多
民
族
的
傳
說
中
可
以
看
出
來
天
主
向

人
所
預
許
的
這
一
原
始
的
希
且
越
來
越
為
之
曲
航
天

主
遂
被
選
了
亞
巴

郎
給
予
他
一
特
殊
的
啟
示
由
此

開

始
了
一
個
新
而
且
純
的
期
望
從
亞
巴
郎
和
其
他
聖
祖

們
以
述
這
為
人
顯
得
救
的
期
望
集
中
於
以
民
身
上

(
創
也
1

1

3

的

M
n
u
等
)
天
主
與
學
祖
所
訂
立

的
盟
約
和
誓
言
郎
是
以
後
天
主
在
越
乃

山
上
與
以
民

所
立
的
盟
約
的
基
礎
(
叫
7
6
9

削
"
5
6
)
。
天

主
使
以
民
成
西
叫
他
的
選
民
為
履
行
他
向
祖
先
所
立
的

誓
約
(
申
7
8
)
從
遠
味
為
王
時
將
來
救
主
默
西
亞

的
期
望

叉
集
中
鈴
王
朝
即

集
中
在
樹
喇
的
一
位
後
裔

身
上
由
納
堂
先
知
的
預
言

(
幟
下
7

8
|

M
)
起
這

一
有
關
默
西
亞
的
新
思
潮
更
加
蓬
勃
且
在
以
後
先
知

的
預
言
九
達
到
了
高潮
(
參
閱
「
默
西
亞
論
」
)。

創
的
作
者
既
然
要
寫
以
民
歷
史
和
人
類
救
恩
史

的
導
言
那
末
在
寫
這
導
言
時
不
能
不
加
考
慮
太
古
的

傳
說
以
神
學
的
反
省
道
出
人
將
因
原
罪
而
應
受
罰
但

因
天
主
的
仁
慈
而
仍
懷
有
希
望
他
所
描
寫
的
敵
對
不

是
蛇
和
人
之
間
的
敵
對
而
是
魔
鬼
和
天
主
之
間
的
敵

對
那
藉
蛇
形
的
魔
鬼
依
然
屬
於
受
造
之
物
(
制
3

1
)
自
然
不
能
破
壞
造
物
主
天
主
的
計
創
但
牠
部
能

施
展
狡
謀
使
軟
弱
的
女
人
受
騙
並
藉
她
而
使
男
人上

當
天
主
即
將
計
就
計
反
使
女
人
來
敵
對
牠
旦
使
女
人

的
後
裔
制
勝
牠
天
主
既
是
這
一
戰
門
的
主
動
者
那
末

勝
利
必
定
屬
於
天
主
無
疑
但
按
創
的
作
者
在
「
太
古

史
」
內
的
記
述
自
厄
娃
出
生
的
人
不
但
倚
賴
自
己
不

能
得
救
反
而
人
類
越
來
越
壞
越
來
越
趨
墮
落
雖
然
如

此
但
天
主
如
常
選
拔
側
體
的
人

(
如
學
耐
心
們
)
寫
實

行
他
對
人
類
的
計
劃

創
3

阻
的
「
後
裔
」
雖
然
能
將
一
個
集
體
名
詞
但

在
最
後
的
代
名
詞
看
來

「
後
裔
」
按
字
意
應
指
一
個

個
體
的
人

(
正
如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所
翻
譯
的

E
Z
ω
)

即
將
來
的
一
位
救
位
者
但
這
位
救
世
者
是
誰

我
們
承
認
無
論
是
在
舊
約
或
在
新
約
內
總
沒
有

明
確
的
把
的Z
M

引
用
在
默
西
亞
救
主
身

L
閥
於
制

約
可
以
說
先
知
們
的
眼
光
因
選
民
歷
史
演
變
的
關
係

多
集
中
於
自
己
的
百
姓
但
在
制
制
內
我
們
不
疑
惑
作

者
們
會
多
次
暗
示
過
創

3

比
「
時
期
~
、
瞞
天主
就
被



-
遠
了
自
己
的
兒
子
來
生
於
女
人

」
(
迦
4

‘
)
耶
穌

的
-受
苦
受
死
的
時
俺
就
是
「
世
界
的
元
首
被
超
出
去
」

-

i

, 

一
的
時
候
(
右
眩
缸
Mm
u

)
並
且
「
被
舉
起
來
」
的
耶

一
穌
開
始
吸
引
來
人
來
歸
向
他
(
若
也
扭

)
天
主
派
遣

了
他
「
為
消
滅
魔
鬼
的
作
為
」

(
若
-
3
8

)
並
使

耶
穌
的
眾
信
徒
也
能
「
把
撤
嬋
踏
碎
」在
他
們
的
「
胸

下
」
(
繭
的
目
見
制ω
口
|
甜

)。
這
比
-
極
文
或
許
不

是
顯
明
的
引
證
但
整
個
的
新
約
質
際
上
郎
娃
誰
明
創

3

凹

的
損
言
在
耶
穌
救
蝦
的
工
程
上
完
全
應
驗
了
拉

至
可
說
「
一
隔
音
即
是
原
始
福
音
的
最
好
注
關」

依
我
們
看
來
依
然
創
3

臼

是
直
接
論
及
默
西
亞

的
預
一-
d那
麼
再
問
「
玄
人
」
在
此
指
論
我
們
要
明
除

此
點
先
要
注
意
經
文
創
3

臼

並
沒
有
提
及
原
祖
父
亞

配
同
樣
也
未
提
及
原
祖
母
岡
比
他

們
兩
人
在
3
時
!

"

才
受
到
懲
罰
在
3

凹

的
半
旬
內
原
祖
母
不
過
只
是

預
言
的
起
點
並
非
預
言
內
的
「
女
人
」
所
以
預
言
內

的
「
女
人
」
好
似
直
接
與
級
主
應
有
母
子
的
關
係
這

一
論
證
可
由
削
作
者
的
記
述
方
法
得
到
質
證
他

常
特

別
注
意
那
些
被
天
主
所
選
的
領
袖
的
母
親

(
如
撒
辣

劉
到
帆
刷
刷
凡
蚓
副
司
等

) 。

再
者
與
創
3

目

相
似
的
預
言
如
依
撒
意
亞

和
米

副
到
兩
位
先
知
在
預
言
默
西
亞
來
臨
的
時
候
特
叫
“
他

的
母
親
而
不
復
及
父
親
(
依
7
H

米
5
2
)
這
明
顯

是
要
說
明
以
民
的
得
救
全
是
由
天
主
而
來
的

在
制
制
針
對
制
剖
侃
耶
穌
會
兩
次
在
重
要
的
時

機
稱
自
己
的
母
親
為
「
女
人
」
(
若
2
4
的
品
)
當

，哇十1429 

然
只
依
賴
此
名
稱
不
能
證

明

耶
穌
有
意
指
出
削3
時

內
所
提
及
的
「
女
人
」
但
默
mu
-
-

M

為
我
們
的
問

題
詞
有
很
密
切
的
關
係
作
釘
在
此
無
疑
的
是
指
創
3

間
因
為
提
及
了
「
原
始
福
音
」
內
的
重
要
角
色
那
「
號

稱
魔
鬼
或
撒
蟬
的
大
龍
」
郎
「
遠
古
的
蛇
」
「
女
人」

和
女
人
所
生
「
男
孩
子
」
又
說
大
能
與
女
人
「
其
餘

的
後
裔
」
交
戰

(
也
口
)
學
有
們
雖
然
把
在
此

所
他

泌
的
「
灰
人
」
認
為
是
天
主
的
新
以
色
列
民
族
郎
那

為
來
信
徒
的
母
親
教
會
的
象
做
不
過
就
上
下
文
看
來

刮
到
是
以
那
產生
默
西
盛
的
母
親
開
叫
到(
M
M
S

)

作
為
教
會
的
模
低
點
的
作
者
認
為
教
會
與
耶
穌

的
母

親
是
分
不
闋
的
因
為
天
主
是
諸
聖
母
賜
與
人
類
「
倒
閉

羔
羊
的
血... 
得
勝
那
條
龍

」
(
U
H
)

放
們
在
前
面
曾
經
提
過
這
些
經
文
並
非
是
創3

閏

的
直
接
引
證
為
此
初
期
教
會
的
教
父
也
沒
有
引
用

別
臼
章
為
證
明
聖
母
的
特
恩
(
因
當
時

對
則
利
制
一

古
發
生
7
其
他
的
難
且
見
賊
剝
削
叭
條

)。
但
色
從
第
二

柄
紀
起
敬
父
們
自
新
約
內

的
整
個
啟
示
開
始
漸
漸
看

清
聖
母
在
救
廠
工
程
上
的
位
置
他
們
如
猶
斯
定
德
都

則
和
刷
刷
川
等
依
按
喇
喇
宗
徒
的
話
稱
耶
穌
為
人
類

的
新
蚓
劃
(
制
前
臼
“
點
5
u
|

時
)，

間
接
稱
聖
母

瑚
叫
別
為
新
岡
州
阿
以
後

從
第
四
世
紀
也
才
有
幾
位
教

化
如
岡
州
制(HW
Z
門
。
自
)
和
制
制
且(
吋
巨
已
。
D
H

E
m
)

曲
和
把
制
3
臼
直
接
引
用
在
聖
母
身
L

依
按
這
些
論
證
教
宗
庇
護

九
世
在
論
及

「
聖
母

無
染
原
罪
的
通
諭
」
內
(
H
D
O
F
E
E
ω

U
E
F

H
∞
2

)
引
用

了
創
3

時

同
樣
庇
護
十
二
世
在
品
及
「
圖
書
母
昇

天

」
的
溫
情
小內
(昌
5
5

2
P
E

巳
目
E
U
E
P

S
明
o
d

也
引
用
了
創
3

臼

雖
然
兩
位
教
宗
沒
布
決
這
這
是
創

3

峙
的
絕
對
解
釋
實
際
上
卻
指
引
狄
們
天
主
教
的
信

徒
更
明
除
了
原
始
頑
音
的
深
意

見
剛
到E
t太
古
克
默
西
巫
d
p恥

(
程
)

"
其
口
且
、

ζ

也
少
奇
。
同
。
，
盲
目
D
n
m

J
原
祖
父

M
H
H
M晶
m
A
P
E
H
F

-
/
MJ
。
阱
。
3
z
z
g
k
t
按
我

公
教
一
貴
的
傳
統
說
法
郎
是
指
創
2
7

1

H
M

|

白

天
主
所
造
的
第
一
個
男
人
以
及
第
一
個
女
人
男
名
叫

到
創
(見
到
制
條
一女
名
叫
問
蚓(見
問
蚓
條
一天
主
所

以
造
了

一
另
一
玄
目
的
是
要
他
們
生
訂
繁
鼎
充
浦
大

地
治
斑
大
地
(
創
1

間
)
此
外
向
創
2
M

笛
的
記
述

「
人
單
獨
不
M
W
我
要
給
他
造
州
與
他
相
裕
的
助
手
」

看
來
天
主
造
了
女
人
除

了
為
使
她
諮
生
育
傳
生
人
類

外
另
一
目
的
娃
娶
她
作
男
人
的
助
手
做-

-
-
R
之
使
他
們

彼
此
互
相
愛
護
他
此
合
作
組
成
一
間
漏
和
樂
的
小
樂

團
(家
庭
)
生活
而
且
使
男
女
二
人
如
此
親
密
合
作
猶

如
一
體
遠
勝
於
與
父
母
的
親
密如
創
2
H

所
說
「
人

要
離
開
自
己
的
父
母
依
附
自
己
的
妻
子
」
由
此
可
知

婚
姻
之
目
的
除
了
生
育
子
女
外
最
重
要
的
一
點
是
夫

婦
二
人
彼
此
主
愛
慰
藉
原
先
天
主
使
他
們
生
活
於
無

憂
無
苦
的
樂
園
內

之
後
因
他
們
這
背
了
天
主
的
禁
令

吃
了
禁
果
而
他
們
這
一
抗
命
之
罪
稱
為
原
罪

(
見
原

罪
條

)
被
天
主
由
樂
園
逐
出
因
而
使
原
為
人
生
最
大

樂
趣
的
生
育
也
變
成
了
苦
事
使
人
原
本
無
憂
無
慮
的



養
生
翎
口
的
吃
喝
問
題
也
成
了
一
困
難
重
重
的
背
痛

專
區
到
人
最
後
死
亡
肉
軀
重
歸
於
土
但
另
一
方
面
天

主
為
使
人
則
賜
與
他
們
長
生
的
願
望
不
致
因
抗
命
的

這
一
不
幸
事
件
而
絕
望
當
時
就
給
他
們
汗
下
口
後
將

有
一
位
踏
碎
蛇
(
指
魔
鬼
原
祖
因
受
它
的
騙
而
犯
了

祭
令
)
的
頭
顱
的
後
裔
也

即

日
後
稱
為
默
西
亞
的
救

世
主
他
將
董
必
一
切
使
人
重
復
永
生
的
希
望
而
這
一

預
許
即
我
們
今
日
所
說
的
「
原
始
一
福
音
」
(
MV
SH
?

g
g

間
。-
E
E
見
原
始
一
福
音
條
)
至
於
學
者
們
所
爭
辯

的
人
類
畢
竟
是
單
元
或
多
元
論
請
參
閱
人
條
此
不
多

贊

(
義

)

"
虛
心
司
一
且
「C
。
-
Z
J

是
巴
商
地
區
的
城
市

(
申

4
-
E
F
b
a
E
r
C
E
F
D

』

i
i

-I
l

-
-
1
1

，

、

4

“

那
m
s
幻

自
編
土
6

甜
)
有
「
不
睦
」
之
志
被
創
了
給
肋
未
人
(
你
們
“
盯
編

上
6

時
)
是
默
納
協
支
派
的
避
難
城

(
申
4

2
條
叫“

8

到
肘
編
上
6

時
)
它
的
位
置
仍
未
能
確
定
有
人
認

在
德
辣
(
U
R乙
之
西
北
二
十
五
公
里
處
尚
待
考
究

由
這
一
座
城
名
而
整
個
的
一
一
個
世
被
稱
為
哥
拉
尼
提
斯

(
G
E
E
D】5
)
就
是
現
在
的
約
藍

己
。-
E
)它
在

加
堅
肋
r
M湖
之
恨
以
加
湖
為
其
國
邊
界
限
北
有
赫
爾

孟
山
南
有
雅
爾
慕
克
叫
惟
東
方
的
邊
界
不
能
很
定(

韓
)

一
叫
耳
叮
除
生

(M
M
E首)
哥
笙
地
冷
冷
酷
叫
各
的
全

1
:

-

l
j
t

'
(
1
:
:

、

家
下
到
埃
及
時
大
受
怯

的
一郎
的
重
觀
及
愛
見
乃
將
割
劃

地
區
賜
與
他
們
居
ι
並

F

i 

一
鎔
牧
放
他
們
的
羊

(
創
刊
刊
物
H
M

|

制
約
1
4

1430-1433 十

6

盯
叩
8
)
必
是
雅
各
們
的
家
族
使
叭
叭
代
代
叫
住

此
地
主
四
百
三
十
年
後
以
民
出
離
俟
及
時
他
們
仍
居

於
此
地
同

(
出

8
u
9
M
)

在
這
期
間
以
民
已
形
成

了
一
例
強
大
眾
多
的
高
收
(
山
1
7
)
哥
種
是
當
時
的

富
裕
肥
灰
美
好
的
地
帶
是
埃
及
最
好
的
地
區

(
創
約

6

U
)
法
郎
自
己
的
羊
軍
亦
牧
放
於
此

(創
刊們
)在
這

一
庭
除
以
氏
外
也
有
其
他
的
移
民
所
住

(
仙
也
油
)

但
在
此
陸
出
住
的
校
及
人
如
何
川
數
不
多
因
為
他
們
討

厭
一
切
政
竿
的
人

(
創
M
W
H)

z
t於
哥
笙
縱
貫
在
埃
及
的
什
腹
地
方
學
者
們
的

意
見
頗
不
一
致
主
要
者
有
三
其
一
是
在
尼
羅
河
三
角

洲
的
東
北
部
塔
尼
斯
(
斗g
z
)
其
二
是
在
較
南
方
的

喇
喇
叫
蚓
谷
(
3
全
吋

5

安
門
)
地方
但
不
少
的
學

有b

~、
丸

、.:. 0 旭 20 30; 
主」一←一~-

者
則
更
有
道
現
地
調
哥
笙
地
方
包
括
兩
塔
尼
斯
南
苓

突
米
拉
特
谷
的
整
個
區
域

(
韓

)

2

直
叫
什
丘
」
「
。
。
"
Z
Z
依
聖
經
記
載
是
屬
於
猶
大

帥
一-
n
u互
言
。
口
)

j
:
l
J

J
:

、
支
派
的
山
城
之
一
(
蘇
m

u

的
“
)
大
概
是
在
巴
力
斯
坦
西
南
部
的
山
丘
地
區

部
現
今
赫
貝
龍
西
南
的
區
希
黎
郎

(
N岳
王

3

7
)
一

帶

(
韓

)

必
百
q
b
主
「

C
S
E
J是
亞
述
帝
國
的
城
市
位
於

1
1
1
A

〕

/
\
調
制
到
劉
剩
甜
北
部
的
叫

法
爾
河
邊
在
日
叫
人
管
亞
為
主
第
五
年上
北
圓
的
以
民
被

俘
憐
安
心
，
也
在
哥
倉
織
中(
列
下
η
-
m
u
川
閃
閃編
上

5

甜

依
h
u
n
)以
民
會
經
生
活
於
此
已
被
考
古
學
家

所
造
寶
鋼
山
之
文
件
上
明
教
有
以
民
充
軍
於
此
並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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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哈|常反 亞|
挂|螢區，述|
失|遂 ， 遠 HRl
!fIi有在丘
爐掘公役
- Hl 元 的
寸之前事
Eb 采五並'
k 色干且
已陶多證
旦、 器年 實
)。為自口令

證，有 桌
考人一
古煙，個
學並 很
稱且古
此文 老
地化的
氣非居

重

(
韓
)

“
團
可
捕
“
除
他
(
。
。
-
芯
片

y
)培
明
清
掃
人
仙
生

1
-

」

l
l
y
-
-

J

、
於
加
特
城
是
當
時

著
名
的
巨
人
身
高
六
肘

(
兩
公
尺
九
十
二
公
分

N
S
E

﹒
)希
臘
譯
本
作
問
肘

(
N
O
N
S
)鎧
衣
重
五

千
「
協
刻
耳
」
(
六
十
六
公
斤
)
所
用
之
矛
頭
重
六

百
「
協
刻
耳
」
(
八
公
斤
)
這
個
魁
偉
的
巨
人
也
而

向
以
民
單
獨
挑
戰
以
民
見
而
生
畏
無
人
敢
山
陣
相
鬥

年
帝
的
達
昧
自
告
奮
勇
向
微
鳥
耳
國
王
請
縷
由
戰
國

王
在
不
得
巴
的
情
夷
之
下
准
其
山
陣
相
迎
達
咪
只
以

最
簡
閥
的
武
器
|

投
石
器
和
幾
塊
小
石
子
|

將
巨
人

哥
肋
雅
的
頭
額
擊
傷
倒
臥
在

地
被
逮
味
砍
去
了
頭
顱

培
肋
舍
特
人
見
勢
而
逃
以
民
乘
勝
而
追
殺
死
不
少
敵

人
(
撒
上
口
)
於
是
達
味
一
舉
成
名
但
也
正
因
他
的

聲
望
過
於
高
大
使
他
在
其
後
不
短
的
一
段
時
間
內
受

了
不
少
的
折
磨

編
上
剖
5

有
「••• 

雅
依
爾
的
兒
子
厄
耳
哈
難
擊

殺
了
加
特
人
哥
肋
雅
的
兄
弟
拉
赫
米
」
之
旬
自
古
以

來
有
不
少
的
人
生
硬
勉
強
地
主
張
這
與
撒
上
口
章
所

說
是
一
罔
事
熱
羅
尼
莫
航
是
作
如
此
解
釋
的
人
但
質

際
上
是
歷
史
上
兩
件
不
同
的
事
歐
一
-
在撒
鳥
耳
怨
王

時

一
在
達
味
為
王
時
事
鎖
中
的

主
角
亦
各
不
相
間

所

十1434-1436 

謂
「
哥
肋
雅
的
兄
弟
」
「
兄
弟
」
二
字
大
概
是
說
廣

意
而
一
一
百
(
韓
)

你
哥
灌
集
「
A
m
F
-
。Z
E
J是蚓
聲
如

1
-
J
l
l

月

2

耳
，

4
，
〈
/

、
西
南
的
一
座

城
兩
位
胎
里
苛

(
H
L有
2
)
河
之
南
印
在
勞
狄
刻
雅

之
東
南
地
方
約
二
十
五
公
里
此
城
之
名
在
學
經
上
只

見
於
哥
1

2
與
勞
狄
刻
雅
耶
辣
頗
里
(
哥
2
1
4

悶
)

同
寫
東
西
商
業
及
交
通
的
中
心
此
交
通
幹
線
函
由
海

邊
的
厄
弗
所
城
東
至
幼
發
挂
的
河
的
各
軍
要
城
市
哥

羅
森
城
產
綿
羊
羊
毛
是
其
主
要
出
口
貨
口
問
但
在
聖
保

祿
時
代
比
城
之
商
業
已
開
始
走
向
下
坡
大
有
被
勞
狄

刻
雅
取
而
代
之
之
勢
尼
祿
皇
帝
時
代
更
受
大
地
山
區
的

摧
殘
竟
一
一
微
不
悵
漸
漸
自
應
史
消
跋
無
存
今
只
有
荒

野
及
彼
胸
爛
石
一
片
供
人
憑
吊
考
古
學
者
尚
未
在
此

考
究
挖
掘
在
保
祿
的
傳
教
時
代
此
城
雖
亦
有
些
希
獵

及
猶
太
人
居
住
但
主
要
的
居
民
成
份
詞
是
夫
黎
世
揖
雅

的
土
~
此
處
教
會
之
建
L
大
約
要
歸
功
於
罔
咐
蚓
甜

他
是
本
地
的
知
名
人
物
(
耳
1
7
)
阿
爾
希
頗
(
哥

4
口
)
及
希
股
人
覺
肋
孟

(
贊
1
2
節

)
提
希
苛

(哥
4
7
)
及
放
乃
息
摩

(
哥
4
9
)
都
是
木
城
的

與
保
祿
協
力
合
作
的
好
教
友
是
主
教
座
堂
區
公
元
四

五
一
年
本
城
總
主
教
厄
丕
法
尼

(
何
問
晶
宮2
5
)
曾

參
加
加
切
多
尼
雅

(
C
-
n
o
e
p
g
)
大
公
會
議
多
息

特
放
(
口
。
也
岳
。
5
)
會
參
加
尼
切
亞

(
Z
n
m
g
)的

第
二
次
大
公
會
議
(
七
八
七
年
)
總
主
教
銜
傅
留
至

今

(
韓
)

關
哥
羅
森
書

『
開-
M
Z
H
戶
。
阱
。H
Y
o
n
。
戶
。"
m
E
E
ω
/

/
開M
M
E阱。-m
W
M
W已
白
。
戶
。z
n
p
ω
。
ω

」

寫
信
的
動
機
保
祿
本
人
從
未
到
過
哥
羅
森
城

(
到
2
1
)
，雖然
他
兩
次
經
過
了
蚓
剿
斟
雅
地
區

(
宗
M
W
6昀
詞
)
此
處
之
教
會
大
概
為
其
門
徒
厄
帕

夫
辣
所
創

(
哥
1
7
4
呵
呵
)
正
當
保
祿
在
羅
馬
被

監
禁
時
此
城
之
教
會
起
了
一
些
頗
為
棘
手
的
風
波
就

是
有
人
您
將
保
綠
議
的
一
隔
音
與
希
獵
的
腐
化
宗
教
混

寫
一
談
於
是
發
生
了
不
少
教
義

上
的
錯
誤
厄
帕
夫
辣

乃
親
赴
羅
馬
一
來
為
探
望
他
敬
仰
的
保
祿
二
來
為
求

他
幫
助
解
決
哥
城
教
會
的
難
題
於
是
保
祿
針
對
該
城

教
會
的
誤
點
寫
了
哥
羅
森
書
時
在
公
元
六
三
年
保
祿

第
一
次
在
經
馬
坐
監
時

書
信
之
內
容
在
序
言
之
後

(
1
1
‘
)
開

始

他
的
神
學
教
義
部
份
力
登
基
督
有
崇
高
的
品
位
遠
遠

超
過
一
切
受
造
的
天
使
他
是
萬
物

的
起
源
中
心
及
終

向

(
1
呵
!

2
3
)
於
是
力
斥
邪

說
異
端
人
的

「
巧

言
花
諾
」
存
心
不
良
欲

將
基
督
的
尊
位
降
低

(
2
‘

l
n

)
比
後
是
訓
誨
部
份
依
然
教
友

與
基
督
構
成
一

個
神
妙
的
身
體
那
麼
教
家
應
盡
自
己
作
肢
體
的
義
務

(
3
1
|
站

)
最
後
再
重
新
提
醒
教
友
之
後
(
4
2

-
6
)
保
祿
報
告
了
一
些
自
己
的
消
息
以
間
安
及
祝

福
作
為
本
替
信
的
結
束
(
4
7
|

M
)

曾
經
有
人
反
對
它
的
其
實
性
但
現
在
仍
持
反
對

現
論
的
人
部
是
絕
無
僅
有
了

(
韓
)



的
益
可
隨
叭
草
制
「
。
。

B
Z
J是
聖
經
上
的
一
個
民

1
1
1
E
H
-
4
1
，
、

族
名
及
一
個
女
人
名

其
惹
不
詳(

1
)
耶
斐
特
的
子
孫
之
一

生
有
阿
市
革
納
次

黎
法
特
及
托
加
爾
瑪

(
創
ω
2
3
)
在
亞
述
及
希
臘

的
歷
史
文
件
上
都
有
關
於
這
個
民
族
的
記
放
就
是
特

辣
強

(
吋F
E
n
-
3
)
民
族
他
們
在
公
元
前
第
八
世
紀

受
環
坡
的
逼
迫
自
他

們
的
故
有
領
土
黑
海
以
北
地
區

向
小
亞
細
亞
入
侵
但
在
第
六
世
紀
此
民
族
已
完
全
自

歷
史
上
消
跡
哥
榕
的
聯
盟

Y
二
就
是
哥
默
爾

(
則
必

(
2
)
歐
瑟
亞
先
知
受
主
命
所
婪
的
的
婦

(
即

婚
後
不
貞
之
婦
女

)
名
叫
到
則
叫
叫
起
蚓
蚓
叫
隘
的
，
艾

兒

(
歐
1
2
S
)
她
是
做
拜
邪
耐
不
忠
以
民
的
攻
做

(
緯

)

倒
哥
耳
哥
達
了
。
一
電
子
"
)哥
耳
哥
遠
是

1:-

‘ 
.. 

!

1
.

，
、
主
耶
穌
被
釘

十
字
架
的
地
方

(
職
幻
臼
谷
的

自
制幻
臼
剔
的
口
)

比
名
為
何
刺
美
文
其
意
潤
的
「
觸
體」因
為
那
小
丘
的
形

勢
有
如
一
個
獨
憾
古

時
學
教
會
一
些
教
父
以
馬
「
哥

耳
哥
遠

」
所
以
如
此
稱
呼
是
因
為
在
那
裂
埋
著
一
兀
也

亞
當
的
骨
骸
亞
當
第
二
l

基
倚
|

在
那
一
技
死去
時
以

自

己
的
喘
口
血
洗
淨了
元
租
的
罪
及
他
的
級
商
所
犯
的

，
一
切
罪
過
(
放
劉
胡
月
周
到
劇
目叫
酬
訓
等
)。

學
糾

帥
一蚓
周
到
則
以
耶
穌
被
釘
在
十
字
架
的
地
方
叫
做
副
到

戶
霄
達
是
因
為
改
她
是
按
處
死
刑
的
刑
場
故
此
遍
地
是

1437-1440 仔
仔山

、

死
者
的
獨
惚
但
後
二
者
的
意
見
顯
然
毫
無
根
據
第
一

種
意
見
是
很
可
取
的

現
回
到
達
的
位
置
現
在
城
牆以
內
也
在
耶
穌
時

代
它
是
位
於
耶
路
撒
冷
城
外

(
瑪
幻
臼
谷
的
叩
希
U

M
H
)
離
學
京
不
遠
在
阿
黎
瑪
特
雅
右
瑟
的
關
子
之

傍
這
垃
圾
完
全
符
合
梅
瑟
的
法
律

郎
仙
人
行
刑
憋
在

娥
外
處
決
見
肋

圳
的u
n

戶
的
品
申

口
s

如
今
誰
若
去

刺
京
朝
拜
副
司
哥
達和
耶
穌
的
墓
前
區
兔
不
了
要
驚
奇

因
為
他
原
要
找
一
座
小
丘
然
而
伐
到
的
部
娃
一
座
雪

堡
這
是
世
界
上
古
絨
的
遭
遇
非
但
地
拭
目
經
過
了
汗
多

雙
化
就
赴
迷
住
宅
一
代
一
代
的
也
有
不
少
故
變
至

於

哥
且
哥
速
地
方
只
要
罔
憶
h
t帝
哈
德
-
旦
旦
旦
2
5
5

)

在
公
λ
三
二
瓦
年
小
必
巴
爾
苛
刻
巴
暴
亂
以
後
在
耶

路
撒
冷
地
州
上
必
築
了
一
向
新
械

郎
厄
里
雅
卡
后
托

里
納

(
〉
丘
E
C
T
S
E
E
)又
在
哥
，
此
哥
達
修
住了

則
烏
斯
的
廟
宇
同

時
在
墳
來
上
也
越
立
了
維
那
斯
的

像
問
到
只
斯
組
丁
皇
帝
l

一
百
八
十
年
之
久
哥

耳

哥
達
丘
和
草
草
部
是
隱
而
不
噸
的
只
有
各
種
傳
說
流

行
於
佔
友
們
心
中

吋
形
勢
變
遷
這
時
信
友
們
連
尋
找

墳
位
參
拜
哥
耳
哥
遠
的
希
望
已
沒
矢
適

時
拉
斯
過
J

的
也
築
家
凶
搬
運
廢
物
而
發
現

了
學
位
耶
祟
的
主
教

艸
喊
叫
什和
教
民
央
不
必
到
峭
的
力ι
斯
地
A
J
望
你
後
來

在
哥
耳
哥
達
丘
和
單
位
兩
處
蓋
了

一
座
輝
煌
華
麗
的

聖
殿
因
也
築
的
關
係
也
把
該
地
原
來
的
形
努
改
變
了

不
少
其
它
的
變
化
發
生
於
公
元
六
一
四
年
苛
斯
洛
厄

(
口
。"
8
2
)的
襲
擊
時
一

O
O
九
年
|
哈
耿

(
自
?

r
o
D
)之
攻
擊
時
直
到
十
字
率
為
止
現
在
的
聖
殿
峰

然
M
m代
也
遭
受
了

一
些
一
變化
位
大
體
來
說
還
是
十
字

軍
所
修
述
的
那
陸
學
殿
關
於
最
主
要
的
文
件
見
開
H
L
ω

申
N
A干
，A
V
M咱
(

巾川
)

妙
直
叫
哼
間
t
h
『
佐
佐
「
、J
J

U
延
安
提
約
占

4
一
一
口
一
口
時
劉
丹
吉n

戶
C

」

1
:
3
|
:
1
I
J
F
一
，
、

厄
本
法
乃
的

手
下
大
將
敘
利
亞
人
曾
被
皇
息
雅
打
發
山
征
猶
太
人

先
後
兩
次
被
猶
大
瑪
加

怕
戰
敗
第

一
次
是
在
厄
瑪
烏

(
即
現
在
的
阿
木
瓦
斯
KF
B
君
臣
)
地
方哥
爾
基
稚
的

叫
卅
日
地
夜
間
被
指
大
所
積
並
放
火
災
燒
第
二
次
赴
紅
哥

爾
基
雅
任
依
扯
默
雅
總
仔

時
再
皮
受
機
於
的
大
瑪
加

納
哥
爾
基
雅
倖
兔
殺
﹒
封
之
偏
逃
往
瑪
黎
撒
城

去
越
繼

其
後
討
這
位
大
將
的
消
自
心
聖
經
上
再
沒
街
侃
几
拭(
加

上
3

祖

i
4
自

加
下
泊
臼
|

盯
)
(

梅

)

關
哥
格
瑪
哥
格
(
叮
叮
吟
借
給
)

叫
一
止
學
經
上
的
兩
仙
人
的
名
字

(
1
)
是
在
瑪
哥
絡

地
方
的
默
舍
克
及
突
巴
耳

的
領
柚
名
哥
格
拉
赴
默
一
不
錄
文
體
上
的

一
位
神
秘
人

物
他
是
下
地
一
切
黑
暗
持
力
的
茵
領

(
則
狐
"
默
幼

8

參
見
時
間
口
時
口
凹
口

M
)
在
址
抖
的

木
日

他
將

起
而
率
領
下
屬
向
天
主
的
吉
林

|
以
色
列
來
鼓
動
賊

爭
但
將
遭
受
全
軍
夜
城
之
禍

那
時
天
主
的
學
名
要
在

其
民
中
被
顯
為
聖
大
受
光
榮
自
那
時
起
天
主
不
再
離

棄
自
己
的
百
姓

技
厄
則
克
耳
的
設
法
這
位
一
兇
恕
的
領
袖
應
來
-
M



~
札
扎
方
又
默
舍
克
和
突
巴
耳
是
小
亞
細
亞
的
地
區
故
此

創
~
學
者
們
會
耗
費
不
少
的
精
力
來
遺
賢
朝酬
的
所
在
地

-
有
的
話
叫
它
是
敘
利
亞
北
部
的
一
個
城
市
又
有
人
說
哥

?
格
是
做
希

(
F
V
M
)
城
的
領
袖
名
加
基
(
的
凶m
M

)者

一
但
撤
希
何
在
則
不
得
而
知
另
一
種
學
說
是
哥
格
就
起

里
狄
雅

(
C
包
5
)
地
區
的
君
王
基
革

(
2
m
o
)
但
里

狄
雅
是
否
向
南
方
發
動
過
侵
客
戰
爭
則
在
腹
史
上
無

按
可
憑
還
有
一
種
意
見
是
「
哥
絡
」
只
是
「
黑
暗
」

「
野
蠻

」
的
象
徵
名
詞
而
已
更
甚
若
是
有
人
竟

以
為

聖
經
所
指
是
高
加
索

(
的E
n
g
g
)地
區
或
指
月
神

(
2
)
是
勒
鳥
本
艾
派
人
約
厄
耳
的
子
孫
舍
瑪

雅
的
兒
子
(
編
上
5
4
)
(

韓
)

剎
時
，
司
前
戶
\
早
已
。
"
。事
可
J
這
名
詞
只
見
於
副
2

M
品
正
在

“←T
f
H
U
E-。
g
o
E

、

I
Z
i
1

豆

，
同
凶

\
8

看
上
下
文
便
知
道

這
種
「
哲
學
」
決
不
是
指
普
通
所
稱
追
尋
最
後
原
因

的

「
哲
學

」
而
是
指
一
種
虛
詐
的
巧
辯
真
正

的
哲
學

保
祿
不
輕
視
保
緣
也
決
不
以
真
正
的
哲
學
為
欺
騙
人

的
玩
塾

(
宗
η
n
|

詞
)
當
時
有
許
多
人
自
許
為
哲

學
家
精
通
天
人
之
學
其
實
不
過
是
些
一以
狂
妄
的
幻
想

和
怪
誕
的
傳
奇
自
欺
欺
人
的
騙
子
他

們
所
講
授
的
哲

學
完
全
是
出
於
人
的
虛
槽
所
依
攘
的
是
世
俗
的
原
理

而
不
是
基
督
的
道
理
以
似
是
而
非
的
詭
譎
斑
論
作
陷

害
人
的
釣
餌
身
為
基
督
的
宗
徒
的
保
祿
自
然
不
得
不

責
斥
這
種
哲
學
家

見
聖
經
中

的
哲
學
哥
羅
森
魯

十

(
雷

)

1441-1442 

心
合
#
叫
丸
之
「明問
道
H

J
埃
及
是
位
於
荊
州
東
北

“
主

J
Z
Z

O
S

H
E

』

郎
的

一
個
極
古
的
國
乳

地
名
中
外
交
通
常
煦
的
「
埃
及
〉
為
這

E

之
一

名
原
來
是
站
夫
(
門
菲
斯
)
城
的
古
名
「
仆
塔

MV
H各

神
之
家
」
的
希
臘
文
音
譯
占
時
埃
及
人
用
本
國
語
稱

其
國
為

「
黑
地
」

(
指
尼
經
河
川
的
肥
板
上
地
)
成

「雙
城
」
(
指
上
下
埃
及

)
在
值
約
原
文
內
多
用

「
米

茲
辣
股

」
來
惜
埃
及

(
創
m
6
用
心
戶
口
阿
譯
木
大
半
將

「
米
茲
辣
股

」
譯
作
「
埃
及
」
)
但
在
詩
文

內
亦
稱
此

國
為
創
(副
呵
呵m
mm
訂

)
和
辣
哈
制
(
加
叭刊扣7
訓
，

一
詠幻
4
)上
埃
及
亦
稱
帕
特
洛
斯

(依
U
H

耶
判
1

創

ω
H
編
上
1

臼
)
現
代
的
埃
及
人
阿
刺
伯
人
和
猶
太

人
仍
稱
此
國
為
米
茲
黎

地
區
埃
及
位
於
尼
羅
河
流
域
束
以
阿
刺
伯
沙
漠

為
界
商
與
利
比
亞
沙
漠
為
鄰

北
起
地
中
海
南
延
伸
至

阿
算

(
古
時
的
色
威
乃
城

則
m
m
m叫
6
)
而
與
厄

提
約
丕
雅

(
古
時
的
一
一
般
士)連
界
自
占

以
來
即
將
全

國
境
域
分
個
月上
下
埃
及
埃
及
的
富
庶
完
全
有
賴
於
尼

羅
河
每
年
定
期
的
氾
濫

以
灌
溉
土
地
使
土
地
肥
灰
若

一
年
沒
布
氾
敢
則
為
荒
歌
之
年
(
創
刊們
)
為
灌
溉
高

處
的
困
地
埃
及
全
國
自
古
有
人
造
的
一
種
遼
河
系
統

(
則
叫
“
4

昀

U

M
)
使
埃
及
的
山
產
盤
錄

(
創
刊m
M

出
的
3

戶
口

s
)

居
民
根
接
聖
經
所
載
埃
及
原
先
的
居
民
風

於
含

的
後
裔
(
創m
6
)
多
半
從
事
農
業
厭
惡
一
切
放

羊
的

人
(
創
刊
H
)
還
有
漁
夫

(
依
w
a
則
m
s
)
和
織

亞
麻
布
的
丘

，人

(
依
凹

，
則
幻
7

級
7

H

d
自
個
學
叫
但

也
可
以
澄
明
占
線
及
是
個
文
化
發
達
的
國
電
凶

β
多

次
提
到
埃
及
的
很
多
的
服
市

(
依
w
u
l
u

郎
的
，
科

I
M村
H

則
m
m
s
u
f間
)
父
扭
及
一
些
文
明
值
的
祠
的

階
級
例
如
可
祭

(
創
刊
“
打
且
)
賢
士
(
創
刊
們
8

山

7
H

依
的
u
)
阿
生
(
創
叩
2

)
等
和
武
備
精
良
的

軍
隊
(
山

M
7
)

歷
史
埃
及
的
史
前
時
代
及
其
占
文
化
之
來
源
主

今
還
未
能
完
全
探
究
明
白
不
過
公
元
前
三
千
年
元
右

埃
及
已
有
高
深
的
文
明
這
是
可
以
確
證
的
事

今
日
的
廢
史
學
看
根
線
埃
及
占

時
的
瑪
乃
托

(
Z
E
丘
吉
)
應
史
家
編
的
「
埃
及
央
書

」
(
公
r
h

前
二
五
0
年
左
右

)
將
埃
及
的
歷
史
分
寫
三
十
朝
代

或
分
為
三
個
主
要
時
代
古
王
朝
時
代
(
三
至
六
朝
)

約
由
二
七
0
0
年
至
二
二
0
0
年
中
王
朝
時
代
(
十

二
至
十
三
朝
)
約
由
二
O
O
0
年
至
一
七
七
五
年
新

王
朝
時
代
(
十
八
至
二
十
朝
)
約
由
一
五
七
0
年
盔

-
O
八
五
年
占
王
朝
時
代
及
中
王
朝
時
代
以
後
還
街

兩
個
衰
落
的
時
代
即
所
謂
中
間
時
代

古
王
朝
時
代
是
埃
及
的
全
盛
時
期
象
形
文
字
♀

已
發
明
在
上
下
埃
及
娃
造
的
金
字
塔

郎
為
此
期
文
明

的
最
大
兒
證
當
時

的
國
都
是
在
下
埃
及
的
門
非
所

(
諾
夫

)
城

大
約
二
二
0
0
年
到
二
O
O
0
年
的
中
間
時
代

是
埃
及
的
大
亂
時
期
中
王
朝
時
代
則
寫
昇
平
盛
悅
此

期
從
文
學
方
面
看
來
可
說
是
埃
及
國
的
黃
金
時
代
當



時
疏
通
尼
緯
河
流
築
河
道
炫
耀
堤
開
水
道
以
做
按
時

灌
溉
因
敵
之
需
在
外
交
政
策

上
埃
及
此
時
向
南
北
伸

展
其
勢
力
範
圍
也
許
就
在
此
時
期
亞
巴
郎
會
來
到
埃

及
在
那
里
住
了
一
個
時
期
(
創
u
u
l
m

)

第
十
八
世
紀
埃
及
國
勢
叉
趨
衰
弱
希
克
索
斯

(
見
希
克
索
斯
條
)
異
族
自
北
方
大
學
侵
犯
霸
佔
了

下
埃
及
約
二
百
年
之
久
(
第
二
個
中
間
時
代
約
從
一

七
七
0
年
至
一
五
七
0
年
)
希
克
索
斯
王
朝
的
中
央

重
鎮
大
概
是
在
客
納
罕
地
按
照
大
多
數
聖
經
學
者
的

意
見
雅
各
伯
(
以
色
列
)
全
家
部
在
此
時
期
來
到
埃

及
僑
居
在
尼
羅
河
東
北
部
的
哥
笙
地
區

(
創
的
M
M

約
6
-
K
)
若
瑟
當
時
貴
為
埃
及
總
理
大
臣
(
創
刊

第
十
六
世
紀
上
埃
及
有
些
邦
君
翠
起
叛
變
將
異

族
希
克
索
斯
的
統
治
推
翻
娃
立
本
國
新
王
朝
(
底
比

斯
朝
)
此
新
王
朝
將
埃
及
國
的
努
力
先
擴
張
至
客
納

罕
然
後
到
幼
發
枝
的
河
如
此
巴
力
斯
姐
和
敘
利
亞
益

入
埃
及
版
圖

晚
近
在
這
些
地
區
挖
掘
山
土
的
古
跡
尤
其
是
其

中
許
多
刻
有
金
龜
(
饒
螂
)
形
象
的
寶
石
和
印
章
戒

指
皆
證
明
埃
及
文
化
當
時
在
北
方
異
族
中
留
下
了
深

刻
的
影
響
在
埃
及
本
國
內
更
發
現
當
時
的
國
王
在
其

所
立
凱
摸
碑
上
刻
有
佔
領
地
區
巴
力
斯
坦
城
市
的
名

曰
字
此
外
在
阿
瑪
爾
納
城
的
王
宮
襄
也
發
現
了
數
百
通

m
一函
件
(
第
十
四
世
紀
)
。
這
些
函
件
刻
在
瓦
片

L
是
制

-
4良
主
與
近
東
的
主
乎
以
及
巴
力
斯
過
許
多
諸
侯
之
閩

14'2 直十

的
往
來
會
信

降
至
第
十
四
世
紀
埃
及
在
近
東
的
努
力
日
趨
式

微
北
方
有
赫
特
帝
國
興
起
在
巴
力
斯
坦
則
有
培
肋
舍

特
人
他
們
將
埃
及
人
趕
出
境
外

新
王
朝
時
代
的
第
十
九
王
朝
與
聖
經
的
歷
史
特

別
有
關
係
根
鐵
現
代
大
多
數
學
者
的
意
見
出
谷
紀
記

載
的
史
事
就
在
這
時
發
生
由
於
北
方
民
族
的
迫
近

和

危
險
埃
及
國
王
怡
住
在
哥
笙
的
以
民
與
那
些
一
民
族
合

作
為
此
開
始
壓
迫
以
民
同
時
為
防
備
侵
製
就
強
迫
以

民
作
奴
隸
苦
工
錢
築
要
塞
例
如
喇
喇
倒
斯
和
別
劃
兩

座
北
部
城
市
即
是
(
也
I
S

|

H
)

大
概
在
辣
默
色
斯
第
二
為
王
時
(
約
在
三
二
O

o
-
-
二
三
0
)
梅
瑟
將
以
色
列
子
民
救
也
埃
及

不
久
以
後
西
部
的
利
比
亞
使
埃
及
大
受
威
脅
因

此
後
翔
的
國
王
更
為
衰
弱
既
不
能
統
一
本
國
政
治
更

無
力
阻
撓
以
民
佔
領
凹
划
蚓
蚓
(
約
在
一
二
0
0
年
)

在
後
期
的
歷
史
中
(
一
O
八
五
1

三
三
二

)
埃

及
再
沒
有
恢
復
以
前
的
勢
力
雖
在
利
比
亞
人
史
沙
克

為
王
時
(
約
在
九
四

O
I

九
二
0
)
上
下
埃
及
叉
統

一
起
來
但
為
時
甚
當
皮
沙
克
也
會
企
間
使
埃
及
努
力

伸
展
至
巴
力
斯
坦
會
進
閥
割
了
猶
大
攻
陷
了
耶
路
撒
冷

(
列
上
M
甜
甜
)
但
亞
述
帝
國
此
時
已
在
巴
力
斯
坦

擴
張
其
統
治
權
力
埃
及
已
無
法
抵
抗
七
一
五
年
厄
提

約
丕
雅
王
朝
統
治
了
整
個

埃
及
但
為
期

不
久
六
七
一

年
亞
述
王
厄
撒
哈
冬
征
服
了
埃
及
北
部
復
於
六
六
三

年
侵
掠
7
南
部
將
底
比
斯
京
都
毀
滅
在
亞
述
王
的
文

持
下
埃
及
的
新
王
明
興
起
仆
撤
美
援
科
因
而
恢
復
了

國
內
的
自
由
(
六
六
三
l
六
O
九
)
總
其
王
位
的
乃
荷

王
(
六
O
九
l
五
九
三
)
山
兵
北
征
一
面
決
意
援
助

亞
述
且
與
新
興
的
凹
叫
制
作
航
一
一
阻
力
圖
重
征
巴
力

斯
坦
猶
大
王
約
史
雅
因
而
出
兵
低
禦
陣
亡
(
列
下
幻

扭
曲
編
下
站
訕
訕
)
不
過
乃
苛
己
來
不
及
援
救
且

對
因
他
的
軍
隊
已
被
凹
出
叫
州
大
軍
大
敗
於
加
氧
和
士

(
六
O
五
)
他
只
得
離
開
巴
力
斯
坦

(
耶
物
)

當
局
斐
辣
爵
王
時

(
五
八
八
l

五
六
九
)
叉
山

兵
北
上
欲
阻
止
巴
比
倫
軍
進
佔
耶
京
但
為
巴
比
倫
單

擊
潰
須
急
遠
撤
兵
罔
國
(
耶
幻

5
|
U
)
巴
比
倫
玉

拿
布
高
在
五
八
七
年
毀
滅
了
耶
路
繳
泠
佔
領
繫
桐
巴

力
斯
過
後
猶
大
的
一
部
份
遺
民
逃
入
了
埃
及
(
列
下

衍
甜
那
位
科
)

五
二
五
年
制
蚓
王
坎
拜
楓
蚓
戰
勝
了
叫
別
使
別

及
成
為
波
斯
帝
國
的
一
個
行
省
三
三
二
年
馬
其
叫

一

上

亞
歷
山
大
復
得
勝
波
斯
佔
領
埃
及
建
立
了
亞
峰
山
火

里
亞
城
(
三
三
一
年
)
作
為
他
的
王
國
在
埃
及
的
中

心
重
鎮問

岡
州
大
死
後
(
三
二
三
年
)
喇
別
屬
叫
到
(
亦

稱
州
問
叫
剩
)
王
朝
管
粘
在
此
時
代
的
前
百
年
內
埃

及
中
興
再
統
治
猶
大
地
區
仆
托
肋
米
一
世
使
許
多
猶

太
人
移
居
埃
及
根
接
傳
說
仆
托
肋
米
二
世
命
其
國內

的
猶
太
人
將
舊
約
聖
經
譯
為
希
臘
文

(
見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條
)

公
元
前
二
0
0
年
左
右
埃
及
勢
力
又
過
哀
鳴
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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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埃
及
尤
其
在
亞
歷
山
大
里
亞
城
飯
有
許
多
猶

太
僑
民

(
宗
Z
U
6
9
)
故
基
督
教
徒
早
就
在
那
襄

開
始
宣
講
福
也
根
鐵
傳
說
是
閣
制
制
在
到
凰
山
蚓
劃

亞
城
建
立
了
教
會

宗
教
自
古
以
來
埃
及
人
是
虔
心
拜
神
的
民
族
他

們
的
宗
教
很
復
雜
並
無
系
統
他

們
在
許
多
自
然
物
或

動
物
內
崇
拜
一
種
神
性
的
能
力
超
越
其
他
諸
神
之
上

的
是
稱
為

「
辣
」
的
太
陽
神

(
耶
的
H
)
此
神
又
分

為
上
升
的
正
午
的
沒
落
的
太
陽
神
敬
拜
太
陽
神
的
中

心
是
翁
鐵

(
希
惱
人
後
稱
之
寫
厄
里
約
頗
里
城
創
叫

“
目
的
時
俑
甜
則
"
叮
)

聖
經
上
提
及
的
埃
及
的
其
他
神
祇
一
是
阿
孟
神

(
耶
伯
伯
)
即
土
地
生
產
力
的
神

在
諾
(
底
比
斯

)

城
受
恭
敬
一
是
在
諾
夫
(
門非
斯
)
按受
崇
拜
的

「
牛

紳
」
|
|
阿
丕
斯
(
耶
約
臼
)
稱
他
為
「
牛
神
」
因

為
埃
及
人
以
寫
他
化
身
在
公
牛
內
顯
現
埃
及
實
乃
據

有
許
多

「
神
明
」
「
偶
像

」
和
各
種

「
神
廟
」
的
地

方
(
依
吵
s

耶
的
時
則
列
問
)
這
為
以
色
列
人
不
無

危
險

埃
及
人
的
宗
教
親
人
恁
一
是
多
神
的
崇
拜
二
是
對

人
身
故
之
後
長
存
生
活
的
信
念
按
照
他
們
的
信
仰
在

十1443-1444 

人
死
能
不
但
靈
魂
要
繼
續
生
也
即
身
體
亦
復
如

L
為

此
他
們
特
別
操
心
用
各
種

珍
貴
香
料
保

存
人
的
屍
體

使
它
不
至
於
腐
爛
(
參
見
創
刊

2
3

訕
訕
闕
於
死
在

埃
及
的
雅
各
伯
和
若
瑟
的
記
敘
)
我
國
對
已
故
祖
宗

表
示
的
崇
奉
和
供
獻
祭
物
的
古
老
風
俗
與
埃
及
人
對

於
死
者
所
表
現
的
虔
敬
多
少
有
些
一
相
似

文
化
埃
及
是
一
個
世
界
文
明

發
源
之
地
紀
元
前

三
O
O
0
年
左
右
創
造
的
建
築
物
(
金
字
塔
和
廟
宇
)

雕
刻
或
繪
畫
的
藝
術
品
應
用
的
裝
飾
品
等
都
證

明
當

時
埃
及
的
文
化
已
卓
然
發
達

那
時
在
埃
及
也
已
發
明
了
象
形
文
字
與
我
國
六

害
之
一
的
象
形
文
字
近
似
飯
象
形
又
表
出
意
義
和
字

音
象
形
文
字
後
來
被
司
祭
們
加
以
簡
化
成
為
「
僧
侶

文
字
」
最
後
成
為
民
眾
通
用
的

「
通
俗
文
字

」
至
於

文
具
筆
通
常
是
用
蘆
葦
製
的
紙
是
用
蒲
草
造
的

由
古
埃
及
傳
下
的
文
學
作
品
例
如
史
醫
小
說
詩

文
等
等
很
多
其
中
與
聖
經
特
別
有
關
係
的
是
論
智
慧

的
文
學
(
飯
位
口

n
u
似
踩
用
了
埃
及
哲
人
阿
門

摩
培
昕
一
綿
的
「
訓
誨
篇
」
)

見
希
克
索
斯
出

谷
紀
波
斯
帝
國
亞
歷

山
大
皇
亞

制
觀
創
劃
訊
點
闖
帝
國
廿
刊
聞
封
斜
斜
(
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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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主
以
其
「
大
能
的
手
和
伸
展
的
臂
」
戶
申

5
H
d

肉
埃
及
法
郎
所
施
的
可
怕
懲
罰
目
的
在
使
他

屈
服
於

惟
一
全
能
真
天
主
的
權
力
之
下

(
山
5
2
)

而
釋

放
天
主
的
選
民
以
色
列
這
十
種
災
難
的
發
生
除
了
第

十
災
之
外
都
與
埃
及
的
自
然
環
墳
有
相
聯
的
關
係
位

是
我
們
絕
不
能
肯
定
它
們
完
全
是
自
然
的
現
象
因
為

它
們
的
開
端

與
終
止
發
生
的
時
期
長
短
與
輕
重
都
是

以
上
主
的
使
者
梅
瑟
的
命
令
為
依
接

再
說
如
果
完
全

是
自
然
現
象
的
話
決
不
致
於
使
強
大
高
傲
的
法
郎
甘

心
屈
服
並
且
自
第
三
災
難

而
下
埃
及
的
衛
士
已
感
束

手
無
策
不
得
不
承
認
「
這
是
天
主
的
手
指
」
(
出
8

十
災
的
敘
述
方
面
是
循
一
種
漸
次
而
進
的
方
式

一
災
比
一
災
版
害
可
怕
前
四
災
使
人
心
生
厭
惡
反
感

及
麻
煩
不
堪
的
心
理
後
四
災
則
直
接
為
空
回
到
人
的
身

體
牲
畜
及
財
物
第
九
災
充
澈
神
秘

可
怖
的
氣
氛
|
|

黑
暗
第
十
災
則
完
全
超
出
了
自
然
界
的
範
園
一
夜
之

間
天
主
殺
死
了
埃
及
人
的
長
子
使
他
們
哀
聲
遍
地

這

是
最
後
的
一
災
也
是
最
厲
害
及
有
決
定
性
的
一
災

十
災
中
主
角
態
度
的
演
變
也
是
很
有
趣
味
的
最

初
梅
瑟
是
和
龍
有
種
以
謙
虛
的
態
度
來
向
法
郎
為
自

己
的
百
姓
求
情
漸
次
態
度
明
朗
化
堅
持
苛
求
毫
不
讓

步
法
郎
的
態
度
則
適
得
其
反
初
時
是
傲
慢
無
種
時
泄
氣

凌
人
根
本
沒
有
將
梅
瑟
及
他
的
天
主
放
在
眼
里
完
全

依
持
自
己
的
武
切
兵
勢
及
一
他
衛
士
但
是
後
來
漸
漸

轉
變
軟
化
心
驚
格
外
自
第
六

災
之
後
他
的
衛
士
已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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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敢
山
頭
露
面
終
使
法
郎
屆
於
天
主
權
下
甘
心
聽
從

天
主
使
者
絡
瑟
的
指
使
釋
放
了
以
色
列
民
族

大
部
份
的
學
者
以
為
作
者
在
記
述
十
災
時
利
用

了
兩
種
不
同
的
文
件
其
中
格
外
第
三
及
第
六
災
不
但

唯
調
簡
單
口
氣
平
淡
而
且
較
其
他
災
難
的
敘
述
為
短

可
能
就
U
E取
材
於
第
二
種
文
件
的
明
證
或
者
也
可
能

是
後
期
的
作
者
所
加
添
以
補
足
十
災
的
數
目
蓬
十
數

是
一
象
徵
數
字
也
易
使
人
數
指
而
記

十
災
發
生
的
時
期
固
然
很
難
斷
定
但
是
基
於
災

情
的
發
生
與
自
然
環
繞
的
比
較
似
乎
應
在
五
月
底
或

六
月
初
開
婦
至
明
年
的
四
月
底
馬
止
先
後
佔
了
幾
乎

一
年
的
時
間
各
災
翔
的
長
短
不
一
有
的
蔓
延
數
日
有

的
可
能
幾
小
時
就
過
去
正
在
制
喃
地
“

l
i
目

m
m1
M

智
U
M
|

凹
的
1

|

抽
血
都
是
為
體
的
描
寫
所
以

與
出
7
u
l
u

甜
的
記
載
客
有
出
入
自
是
意
中
之
事

災
情
發

生
的
地
區
憋
在
以
民
所
居
住
及
受
壓
迫

的
地
區
也
是
法
郎
宮
殿
的
所
在
地
因
為
降
災
的
目
的

就
是
為
懲
罰
法
郎
的
強
暴
及
使
他
屈
服
故
此
所
說
的

「
埃
及
全
地
」
只
是
一
種
情
染
的
說
法
而
已

十
災
記
述
的
次
序
是

(
一
)
河
水
變
紅

(
也
7

M

臼

)
(
二
)
蝦
蚊

(
山
8

2

i

u
)
(
三
)
蚊

子
(
8
M1

臼
)
(
四
)
狗
蠅(
8
油
|

扭
)
(
五
)

獸
疫
(
9
1
1

7
)
(六
)瘡
疫
(
9
8
l

u
)
(七
)

-
冰
層
包(
9
時
|

訶
)
(八
)
煌
蟲

(
m
1l

m
)
(九
)

仙
一黑
暗

(
沁
訕|

盯
)
，
(
十
)
殺
長
子

(
U
M
叫
)
。

戶

(
韓

)

益十

的
R
E
L
E
r
\
回
口
口
已
/

M
射
缸
，
-
→
芳
自

J
/
∞
G
E
-
Z
E
」

“
明
且
成μ
同

\
C
d
J

人
類
生
活
的
狀
死
由
原
始

K
恥
步
一

I
/
C
E
E
\

的
漁
獵
生
也
而
進
入
游
化

由
游
牧
而
進
入
農
業
再
由
農
業
而
進
入
城
市
生
活
這

些
一
都
是
人
類
文
明
進
步
的
重
要
轉
振
點
它
的
過
程
並

非
是
突
飛
混
進
的
更
不
是
突
然
的
轉
變
而
是
積
年
累

月
的
優
性
演
變
這
哀
我
們
所
討
論
的
是
由
盛
村
而
城

市
的
變
化
步
驟
由
國
付
的
生
活
自
然
是
單
純
樸
素
的
無

甚
階
級
區
別
的
可
是
到
了
城
市
生
活
的
階
段
部
大
不

相
同
了
首
先
出
現
的
是
種
種
形
形
色
色
的
職
業
諸
如

匠
人
工
人
商
人
軍
人
政
客
文
書
司
祭
君
王
等
而
他
們

之
間
的
關
係
切
又
不
是
等
量
齊
觀
不
分
軒
輕
的
而
是

有
地
位
權
力
尊
卑
及
主
團
勵
之
別
它
的
最
高
主
權
是
依

政
體
之
不
同
集
中
於
君
王
的
宮
殿
或
司
祭
的
廟
宇
城

市
中
的
人
生
依
然
逐
漸
復
雜
繁
化
於
是
其
需
要
也
就

與
日
俱
增
這
就
開
啟
了
人
類
幻
想
及
創
造
力
的
大
門

其
間
最
主
要
的
也
是
與
人
類
歷
史
文
明
有
看
巨
大
關

係
的
創
舉
要
算
是
文
字
的
發
明
諸
如
象
形
文
字
及
模

形
文
字
就
是

在
巴
力
斯
坦
正
式
城
市
的
出
現
航
總
是
公
元
前
三

千
年
左
右
的
事
其
間
固
然
有
耶
里
哥
城
遠
在
公
元
前

六
七
千
年
前
就
已
建
立
但
它
只
是
一
種
例
外
是
在
墓

地
絕
無
僅
有
的
一
座
最
古
老
的
城
市
初
期
的
城
市
大

都
是
窄
小
不
宜
居
住
的
除
了
君
王
的
宮
殿
之
外
內
中

房
舍
的
建
築
依
無
秩
序
又
不
美
觀
更
無
整
齊
街
道
之

見
良
種

可
-
E
S

-
-口
能
容
納
的
人
口
也
是
十
分
有
限
的
絕
大
多
數
的

人
民
是
在
城
牆
之
外
維
處
而
居
的
只
有
在
戰
爭
兵
荒

的
時
期
才
益
數
逃
入
域
中
作
為
避
雖
所
考
古
學
者
等

已
證
哼
-
這
些
古
城
所
佔
的
面
積
是
如
何
的
窄
狹
舍
根

城
只
有
二
三
0
公
尺
長
一
五
0
公
尺
寬
默
甘
萬多
三
0

0
公
尺
長
二
二
五
公
尺
寬
同
時
代
的
耶
里
哥
城
亦
只

有
二
二
五
公
尺
長
八
0
公
尺
寬
其
後
才
擴
展
至
三
0

0
公
尺
長
一
五
0
公
尺
寬
至
於
一

-
0
0
公
尺
長
六

五
0
公
尺
寬
的
革
則
爾
則
是
當

時
古
鐵
中
的
大
城
市

了
當
然
與
聖
地
之
外
的
沿
海
大
城
如
制
制
組
制
及
烏

加
黎
特
是
不
能
比
擬
的

長
期
輾

轉
於
曠
野
過
慣
遊
牧

生
活
的
以
民
初
次

進
入
已
有
不
少
城
市
存
在
的
雪
地
對
於
一
切
是
相
當

陌
生
的
對
於
城
市
的
存
在
及
其
建
築
懷
有
不
屑
的
心

情
及
輕
硬
的
態
度
認
為
是
人
類
狂
妄
自
大
的
表
現

(
見
削
u
z
|

g
)，
是
罪
惡
敗
亡
的
淵
源
(
見
制
凹

-

i

M
)
但
是
日
久
天
長
他
們
也
就
不
得
不
接
受
客

納
罕
地
區
原
有
民
族
的
高
度
文
化
而
漸
漸
開
始
修
述

自
己
的
城
市
在
這
些
一
城
市
中
最
值
得
注
意
的
當
然
是

喇
喇
喇
冷
及
蝴
瑚
劃
般
蓋二
者
均
是
君
王
居
住
的
城

市
是
二
圓
的
首
都
其
中
有
君
王
的
宮
殿
神
廟
及
學
般

在
聖
經
中
尤
其
耶
京
佔
有
十
分
重
要
的
地
位
竟
多
次

稱
之
為
「
城
市
」
而
不
名(
依
“
6

則
7

詞

)
由
此
可

知
是
遼
人
皆
知
的
城
市
有
時
稱
之
為
「
天
主
的
城
」

(
詠
盯
3
)
「
上
主
的
城
」
(
依
的
u

u詠
嗨
，
)
「
聖

城
」
(
加
叫
何
2

叫
“1
制
的W
S
厄
下
U
I

瑚
M
U
H
)或



~
「
這
味
城
」
因
個
月
是
這
味
親
自
由
耶
步
斯
人
手
中
爭

他
~
奪
來
的
←
座
城
卅
(
幟
下

J
7
g
m
上
3
1
8
1
9

-
u
u
n
依
n
﹒
厄
下
m
M肘
)
一
種
頗
富
默
西
亞
主
義

-
色
彩
的
說
法
是
「
大
王
的
城
芭
」
(
詠
彷
3

瑪
5

詞
)

在
研
制
的
著
作
中
耶
京
不
少
次
含
有
寓
意
的
說
法
且

由
物
質
的
耶
京
而
變
成
精
神
的
或
謂
屬
肺
的
耶
京
亦

即
天
上
的
耶
京
(
迦
4

訕
訕
希
U
M
M
U
n
u
u

默

3

臼
到
2

叩

n
u
H
M
2
m
g
等
)

城
市
建
築
的
藍
圖
到
了
制
酬
及
組
閣
帝
國
時
代

發
生
了
革
命
性
的
微
處
革
新
它
再
不
是
窄
小
催
敞
的

小
型
城
市
而
是
廣
大
遼
廓
可
以
容
納
很
多
人
口
的
大

城
城
牆
城
門
的
作
用
亦
漸
次
於
無
形
中
消
蹟
城
中
有

經
緯
大
道
整
齊
劃
一
的
街
市
更
有
不
可
或
缺
的
繭
字

廣
場
商
場
運
動
帽
明
劇
場
圖
書
館
水
池
水
道
等
等
的
建

乳
當
然
更
有
政
府
及
其
行
政
人
員
及
軍
隊
駐
紮
的
地

恥
其
次
則
是
居
民
的
房
舍
有
些
城
市
更
有
作
為
點
綴

口
回
用
的
牌
坊
石
碑
石
柱
態
像
等

在
墓
地
中
按
這
種
藍
圖
建
築
的
城
市
有
噶
黎
撒

及
胡
喇
喇
二
恥

(
韓

)

仰
宗
，
凡
疋
「

E
F
n
o
J

近
百
年
來
考
古
學
者
會

4
J
E
E
E回
隘
的
f
H
M側WE
Z
K

-t .. 
E
H
'
E

口
、

經
作
了
很
大
的
努
力
在

墓
地
及
其
周
圍
的
古
文
化
區
從
事
挖
掘
考
察
及
研
究

使
不
少
地
下
的
古
老
文
物
建
築
及
宮
殿
重
新
出
土
這

襄
我
們
所
要
討
論
的
說
是
墓
地
的
宮
殿
所
謂
宮
殿
就

是
古
代
國
王
所
居
住
的
房
屋
普
通
是
比
較
巨
大
莊
嚴

的
並
在
地
形
上
佔
有
重
要
的
位
置
且
常
與
廟
宇
接
連

十1447-1448 

在
一
起
而
成
為
全
民
族
或
地
區
的
政
治
及
宗
教
中
心

在
這
里
居
住
著
國
王
及
他
的
家
人
與
大
批
主
管
政
務

經
濟
雜
務
等
的
人
員
以
及
僕
縛
及
衛
隊
這
個
中
心
與

閻
王
沒
有
直
接
關
係
的
普
通
居
民
是
不
准
在
這
襄
居

住
的

斟
樹上
所
提
到
的
刺
京
制
制
制
宮
殿
(則
上
7

一

雖
經
考
古
學
者
們
的
努
力
考
察
被
掘
但
至
今
毫
無
所

獲
葦
那
座
古
老
的
建
築
物
早
已
盡
毀
無
餘
因
此
所
說

的
劉
凹
喇
林
宮
圓
往
大
臆
審
判
臆
君
王
佳
的
宮
室
以

及
法
郎
公
主
的
宮
室
等
等
皆
未
能
以
考
古
學
來
加
以

證
民
這
座
刷
勵
淵
宮
猶
如
其
他
古
東
方
的
王
宮
中
與
耶

京
聖
殿
緊
緊
相
連
並
以
堅
固
的
圍
牆
將
全
國
最
高
質

最
重
要
的
兩
個
建
築
物
圈
圈
起
來

墓
地
第
二
座
重
要
的
王
宮
是
在
北
國
以
色
列
的

制
瑚
劉
蚓
城
考
古
學
家
已
數
次
在
此
考
察
可
惜
因
為

在
這
座
古
城
的
廢
墟
上
已
瀚
佈
阿
刺
伯
人
的
私
人
因

閱
和
果
林
故
此
很
難
作
全
面
性
的
挖
掘
以
獲
得
對
這

座
宮
殿
的
微
度
認
識
不
過
按
學
者
考
察
的
結
果
證
賞

這
座
王
宮
始
建
於
蚓
喇
喇(八
八
五
l

八
七
四

)
閻

王
時
代
完
成
於
下
任
閻
王
剛
喇
喇時代
(
八
七
四
l

八
五
二
)。
後
翔
的
閻
王
和
叫
別
胡
二
世

(
七
八
三
l

七
四
三
)
會
將
這
座
宮
殿
大
加
修
飾

墓
地
第
三
座
值
得
提
及
的
宮
殿
是
耶
京
大
黑
落

制
(
三
七
l

四

)
的
工
程
耶
穌
受
難
時
會
被
解
來
這

座
宮
殿
受
到
剿
制
制
劉
樹
鬧
的
戲
弄
嘲
笑
(
路
幻
e

|
臼

)。
它
位
於
闖
京
的
北
部
城
牆
處
郎
現
在
所
誤
稱

的
「
瀏
喇
樓
塔
」
此
喇
喇
側
的
這
座
雄
偉
的
主
弘
曾

被
史
家
封
封
判
刑
加
以
清
楚
的
描
述
它
主
要
是
由
三
座

樓
塔
及
正
式
王
宮
所
構
成
三
座
樓
塔
的
名
字
則
以
太

蚓
甜
甜
的
朋
友
樹
到
制
(
旦
司
Z
E
)
兄
弟
劃
制
回

到
及
愛
妻
飄
飄
詞
用
為
名
這
一
部
份
已
被
考
古
家
所

挖
掘
考
察
並
加
以
證
實
其
第
二
部
份郎
偏
向
南
方
的

正
式
王
宮
因
被
現
今
的
亞
美
尼
亞
會
院
所
佔
緣
故
仍

未
能
從
事
挖
恥

(
韓

)

“
-
Z可
旨
自
「
F
Z
E
H
J

所
謂
持
地
席郎
是
在
不

M
起
h
t
J
崗
位
川/
O
S
〈
H
i
E
出
\
平
常
的
環
境
或
機
會

之
下
預
備
特
別
的
飯
菜
而
食
之
意
並
且
是
除
了
妥
，
封

護
體
的
目
的
之
外
還
帶
有
一
種
特
別
意
義
或
目
的
的

聚
起
斟
樹上
的
鐘
席
亦
峙
的
比
如
反
祝
兒
子
斷
乳
或
行

割
損
體
的
歡
宴

(
制
訂8
制
1

曲
目
)
國
王
之
登
極

!
同
制
刷
刷
劃
(
閱
9

盯
)
繳
鳥
耳

(
幟
上
U
H
)

阿
訊
問
蚓
(
到
上
1

曰
“
)
生
日
(
叭
叭6
目
)
婚
姻

(
間
M
M
凹

的
到78
8
M
m

若
2
1

輯
們
“2
)
平
安

的
歸
來

(
酬
的
自
)
門
徒
的
召
選

(
踹
5
臼
)
與
以

民
不
同
的
宗
族
亦
時
有
聚
餐
歡
宴
的
習
俗
以
示
種
族

血
統
的
聯
繫
(
刷
上
9
H
)
。
「
巴
斯
卦
」
羔
羊
原
來

也
是
一
種
家
庭
式
的
宴
會
後
來
在
以
民
歷
史
上
刻
有

著
重
大
的
象
徵
意
義

鐘
席
的
基
本
象
徵
性
部
在
於
表
示
盟
約
的
締
結

這
是
古
今
中
外

一
成
不
變
的
習
慣
也
是
由
人
的
心
理

作
用
而
來
蓋
食
物
本
是
寫
給
人
養
生
之
用
如
果
大
家

罔
桌
而
食
同
樣
的
美
餐
很
自
然
地
在
象
徵
著
大
家
彼



此
心
同
意
合
彼
此
間
的
契
盟
友
誼
為
此
依
撒
格
同
阿

彼
默
肋
客
立
約
之
後
郎
大
設
性
地
席
(
創
叫
“叩
)
雅
各

伯
罔
捏
班
亦
然

(
創
刊
叫品
H
)
以
民
代
表
與
上
主
結

盟
後
也
有
宴
會
(也
圳
的﹒
-

u
)此
種
宴
會
在
以
民
歷

史
上
不
斷
以
祭
紀
的
宴
會
方
式
舉
行
就
如
上
主
其
在

他
們
中
間
問
席
而
食
故
此
聖
經

上
有
「
在
上
主
你
們

的
天
主
面
前
宴
會
歡
樂
」
的
說
法

(串
門
凶7
M
甜

的

n
u

等

)
這
種
與
天
主
同
宴
的
觀
念
很
早
便
同
對
默

西
亞
時
代
的
企
望
及
它
的
歌
舞
昇
平
的
歡
樂
相
連
起

來
世
界
萬
民
都
要
來
參
加
上
主
的
學
宴

(
依
鈞
6

的

油
)
這
種
萬
民
的
問
歡
赴
鍾
的
觀
念
繪
續
保
存
並
發

展
以
至
於
新
約
(
路
M
H

見
瑪
8

u

默
的
間，

)
耶
穌

自
己
在
他
的
比
喻
上

(
為
2
2

路
M
H

等
)
及
他
的

最
後
晚
餐
中
亦
提
到
了
天
園
中
的
學
宴

(
路
扭
扭

)

由
此
學
體
墓
事
亦
被
稱
為

「
主
的
晚
餐

」
郎
鐘
席

(
絡
前
u
m

)

至
於
鐘
席
的
外
表
方
式
學
經

上
亦
有
詳
盡
的
敘

述
事
前
主
人
先
下
請
帖
等
宴
席
備
好
之
後
再
打
發
僕

人
去
請
客
人
前
來
赴
宴

(瑪
n
s

等
)客
人
來
到
主
人

行
口
親
禮
以
示
歡
迎

(
路
7

“

)
倒
水
洗
胸

(
路
7

“

若
臼
‘
弟
前
5
刊
)
洗
手
(
谷
7

8

)
給
客
人
頭

上
傅
油
(
路
7

“
)
客
人
該
尊
卑
就
坐
(
創
刊
阻
繳

上
9
n

路
M
S
)
坐
於
地
艷
或
枕
靠
皮
墊
之

上
(
撒

一
上
仰
自
家
U
H

}
飯
食
以
肥
肉

為
主

(
依
詔
"
路
的

昕
一
到
門席上
有
酒

(
出
詔
"
倒
9

，
到6
6
)，

音
樂
歌

戶
唱

戶
喇
叭
5
閥

割
n
s
亞
6
.
5
路
已
到
)

跳
舞

(
焉

1"9 卡

M
e
)
宴
會
問
且
有
主
席
及
其
應
有
的
態
度

(
德
叫
“

-

-

M
)
過
度
的
飲
食
部
常
是
先
知

們
攻
擊
的
對
象

(
依
m
T

a

亞
6
6

參
見
格
前
6
H

斐
3

M
羅
u
u

迦
5
剖

伯
前
4

3

)
(

組
牌)

州
家
庭
(
huH
芭
蕾
約
家
庭
一
詞
嘻
且

j
a
d
z
-
2

，
、
稱
「
父
家
」

(
創
也
1
)

這
指
出
古
以
民
的
家
庭
制
度
是
以
父
親
為
主
的
大
家

庭
制
度
家
庭
是
組
成
社
會
國
家
或
支
派
的
最
小
單
位

其
次
有
家
族
有
支
派
一
家
之
主
是
父
親
父
死
則
由
長

子
繼
之

(
制
泊
的
詠
m
s
!

s

)。
品
庭
中
的
份
子
除

了
父
親
之
外
有
父
親
的

妻
子
和
妾
待
以
及
她

們
的
一

切
子
女
甚
至
連
僕
人
梅
女
客
人

及
外
方
人
都
算
在
內

家
庭
的
宗
教
生
活
由
父
親
來
主
持
他
是
家
庭
的
司
祭

(
約
1

5

等
)
其
次
有
關
社
會
法
律
及
對
外
的
來
往

一
切
事
項
亦
都
由
父
親
來
解
決
由
此
可
見
最
初
的
家

庭
是
很
大
的
但
這
只
眼
於
學
祖
時
代
的
遊
牧
生
活
期

間
其
後
在
君
王
時
代
的
家
庭
囡
著
社
會
環
境
的
變
遷

自
漸
縮
小
而
多
妻
的
制
度
除
君
王
立
外
亦
不
復
存
在

這
可
由
考
古
學
得
到
確
切
的
證
明
並
且
智
慧
書
上
的

教
訓
亦
清
楚
地
指
出
以
民
的
家
庭
是
一
夫
一
妻
制
的

並
且
古
時
代
的
父
親
的
超
級
特
權
甚
至
對
子
女
的

生

殺
之
權
(
見
創
W
S
狗
叫
民
U
H
)
亦
不
復
見
而
由

國
王
或
長
老
代
之
母
親
的
地
位
亦
隨
著
時
代
的
演
進

日

漸
提
高
格
外
是
子
女
眾
多
的

母
親
她
是
父
親
的
有

力
助
手
子
女
們
的
指
南
(
錢

1
8
6

目

ω
1

德
7

"
)
鐵
言
更
有
一
篇
美
妙
高
尚
的

「
賢
婦
讚
」
(
鐵

HUM

-

n) 
新
約
新
約
時
代
的
猶
太
家
庭
只
限
於
父
母
于
女

為
主
藝
成
員
較
為
富
有
的
則
有
僕
艸
及
管
家

(
瑪
ω

扭

扭
路
M
I

伊
拉4

時
)
在
耶
穌
講
的
許
多
比
喻
及

他
的
一
生
言
行
中
已
給
改
們
清
鍵
的
刻
劃
出
家
庭
的

模
型
母
親
對
子
女
的
愛
護

(
瑪
的

自
等
m
n
m

路
7

臼
幻
站
等
)
固
然
值
得
我
們
讚
賞
但
特
別
使
我
們
注

意
及
感
動
的
部
是
新
約

上
數
位
父
親
對
子
女
的
熱
切

關
心
照
顧
比
如
雅
依
洛

(
路
8

位
等

)
另
一
位
相
似

雅
依
格
的
家
父

(
路
9

間
等
)
蕩
子
的
父
親

(
路
的

u
!

剖
)
由
此
可
見
猶
太
人
的
家
區
組
織

及
聯
繫
是

十
分
嚴
密
及
鞏
固
的
也
正
因
如
此
它
才
經
得
起
兩
千

年
以
來
的
歷
史
考
驗
而
保
存
其
民
族
文
化
至
今
也
正

因
此
耶
穌
明
知
他
向
門
徒
們
所
耍
的
條
件
是
很
奇
很

難
也
是
很
偉
大
的
l

要
放
棄
家
庭
而
跟
隨
他

(
路
M

品
等
)保

祿
給
與
家
庭
一
種
深
刻
的
宗
教
意
義
它
來
自

天
主

(
弗
3

臼

)
故
此
妻
子
要
在
主
內
聽
丈
夫
的
命

因
為
他
是
一
家
之
長

(
頭
)
猶
如
基
督
是
教
會
之
長

(
頭

)
丈
夫
應
猶
如
基
督
之
愛
護
教
會
而

愛
自
己
的

妻
子
愛
妻
子
如
愛
自
己

(
弗
5

且
目

哥
3
M
M

伯
的

3
1
1

7
)
同
梭
子
女
應
孝
愛
父
母

而
父
母
要
善
待

善
教
子
女
(
弗
6
1
|
@

哥
3
m
l

M
4

2

)

「
家
庭
」
很快
成
了
墓
教
會
的
象
徵
被
稱
寫
「
天

主
的
家
庭
」
猶
如
古
代
的
選
民
被
稱
為
「
以
色
列
之

家
」
猶
如
天
主
的
大
家
庭
這
種
思
想
亦
很
可
妙
地
兒



~
於
、
新
約
{
榕
的
3
.

弗
2

缸
4
M
M
伯
前
2
5
)

娶

的
~
教
會
的子
女
則
形
成
了
「
天
主
的

百
姓

」
而
替
代
了

-
舊
約
中
的
m
U
R
(見
寫
1

缸
2
.

路
1

個
鬥

7
M

宗

T
U
U
織
9

甜
甜
制
後6
間
相8
"
ω
M
M

自
)
聖
保

一
祿
並
將
宗
徒
及
主
教
比
作
家
庭
中
的
父
親
並
有
時
將

自
己
比
作
母
親
他
們
在
天
主
的
大
家
庭
中
各
益
其
職

(
格
前
4
u

格
後
6

問
得
前
2

，

u

迦
4
"

弟
前
3

見
婚
姻
父
母
婦
女
長
子

(
韓

)

十

附
容
貌
(
mu
p
L

m庭
院
(
川
口
?
)

但
喝
昌
年T
年
T
E
b
「
M
M
S
EZ

J
恩
許
或
許
諾

M
B
犯
→-
2
R→-
2日
全
W
/
M
M
K

l

‘
，

=
-F

--
-
r
v
王

-
E
'

。
、

這
一
字
未
見

於
舊
約
但
對
恩
許
這
一
事
實
質
可
說
是
舊
約
衷
一
主

要
恩
想
舊
約
里
第
一
個
恩
許
可
說
是
通
常
所
稱
的

「
原
始
一
一
職
音
」
郎
創3H

所
載
天
主
在
元
祖
父
母
犯

罪
後
立
即
對
他
們
許
下
將
來
由
女
人
的
後
裔
中
要
有

一
位
把
魔
鬼
的
頭
顱
踏
碎
及
在
選
了
亞
巴
郎
後
天
主

便
對
他
作
了
一
連
串
的
許
諾
即
要
使
他
成
為
一
個
大

民
族
要
祝
福
他
使
他
成
名
成
為
一
個
一
禍
源
地上的
萬

民
都
要
因
他
而
撞
得
祝
一
稿
(
創
刊M
2
3
)
叉
許
下
把

客
納
罕
地
賜
給
他
及
他
的
後
裔
(
創
刊M
S
|
7

的
5

-

T
n
臼
間
)

之
後
天
主
對
依
撒
格
雅
各
伯
一
一
冉

地
把
對
亞
巴
郎
的
許
諾
又
加
以
肯
定

(
見
創
必
2

l

見
面。

見
學
殿

盒145()-1452 

s
m
H
l
臼
甘
心
，
l

u
)
而
且
全
部
里
組
的
歷
史
直

到
若
蘇
厄
告
無
非
是
記
述
天
主
如
何
還
漸
實
現
了
他

會
鈴
亞
巴
郎
依
繳
格
和
雅
各
伯
所
作
的
游
諾
而
且
可

說
每
一
個
許
諧
的
實
踐
同
時
又
是
另
一
新
的
許
諾
的

開
始
如
以
民
佔
接
了
客
納
罕
地
正
式
成
立
了
王
朝
後

出
自
雅
各
伯
的
後
裔
達
咪
成
為
猶
大
國
的
后
王
天
主

便
藉
先
知
納
堂
向
遠
味
許
下
「
我
必
在
你
以
後
興
起

一
個
後
裔
即
你
所
生
的
兒
子
我
必
鞏
固
他
的
王
他
我

要
鞏
固
他
的
王
位
直
到
永
遠
」
(
撒
下
8
n

間
)
由

「
直
到
永
遠
」
一
旬
可
知
是
指
默
西
亞
猶
言
日

後
默

西
亞
必
山
山
自
瀏
喇
的
後
裔
而
默
西
亞
將
建
的
國

(
即

天
國
或
艸
國

)
必
將
永
存
這
一
許
諾
一
方
面
敏
是
天

主
叫
到
聖
祖
亞
巴
郎
依
撒
格
雅
各
伯
許
諾
的
實
踐
同
時

另
一
方
面
可
說
這
一
許
諾
是
舊
約
襄
有
關
許
諾
的
思

想
的
頂
點
與
最
高
率
是
以
直
到
天
主
預
定
建
立
新
約

的
時
期
來
到
時
天
使
肉
聖
母
馮
利
亞
報
告
說
「
瑪
利

配
不
要
害
怕...•. 

你
將
懷
孕

生
子
並
要
給
他
起
名
叫

耶
穌
他
將
起
偉
大
的
並
被
稱
寫
至
高
者
的
兒
子
上
主

天
主
要
把
他
祖
先
達
昧
的
御
座
賜
給
他
他要
為
王
統

治
雅
各
伯
家
直
到
永
遠
他
的
王
權
沒
有
終
結

」
(
路

-

m
l
M

)
是
以
天
使
向
學
母
所
說
的
這
段
話
與
先

知
納
堂
向
遠
味
所
說
的
在
千
百
年
後
先
後
互
相
輝
映

道
出
了
舊
約
褻
許
諧
的
真
諦
同
時
天
使
這
一
報
道
不

只
是
天
主
對
達
味
許
諾
的
實
踐
而
且
也
是
天
主
對
聖

祖
亞
巴
郎
的
許
諾
的
實
踐
是
以
聖
母
瑪
利
亞
在
他
的

感
恩
歌
里
詠
唱
說
「
正
如
他
向
我

們
的
祖
先
所
說
過

的
恩
汙
施
恩
於
亞
巴
郎
和
他
的
子
孫
直
到
永
遠

ν

(
路
1

師
)
而
且
我
們
也
可
再
加
添
三
叫
天
艇
的
這

一
報
告
也
正
是
天
主
在
樂
闖
泉
州
列
入
甜
甜
原
組
所
報
告

的
「
原
始
福
音
」
的
實
踐

從
以
上
所
述
國
耶
穌
的
降
生
舊
約
衷
的
許
諾
可

說
已
完
全
質
現
了
位
正
如
值
約
裘
一
個
新
的
許
諾
歧

是
前
者
許
諾
的
實
現
而
同
時
又
是
對
日
後
要
成
就
的

新
的
許
諾
同
樣
耶
穌
的
來
臨
一
方
面
敏
是
值
約
裂
許

諾
的
實
現
但
同
時
又
是
日

後
生
活
於
新
約
時
代
的
人

的
許
諾
或
恩
許
的
開
始
耶
穌
給
人
許
了
什
麼
耶
穌
給

人
許
下
了
永
生
如
耶
穌
說
「
你

們
心
襄
不
要
煩
亂
你

們
要
信
賴
天
主
也
要
信
賴
我
在
我
父
的
家
裝
有
許
多

住
處
我
去
原
是
為
給
你
們
預
備
地
方
﹒
﹒

為
你
們
，
預
俯

了
地
方
以
後
我
必
再
來
接
你
們
到
我
那
襄
去
為
的
是

我
在
那
里
你
們
也
在
那
里
」
(
若
M
1
1

3
)
或
如

若
望
在
他
一
幅
血
目
的
結
論
里
所
說「
這
些
所
記
錄
的
是

為
叫
你
們
信
耶
穌
是
默
西
亞
天
主
子
並
使
你

們
信
的

人
賴
他
的
名
獲
得
永
生
」
(
若
釗
缸
)
參
閱
若3
間
站

-

u
6
ω
9

甜

ω
自
曰
“
|
叩

口
m
n

等
由
以
上
所

引
各
節
看
來
為
獲
得
耶
穌
所
許
的
永
生
所
決
不
可
或

缺
的
條
件
乃
是
情
不
過
不
只
是
理
智
方
面
的
信
而
且

因
信
而
愛
愛
也
不
是
空
願
望
而
是
見
諸
行
勁
的
愛郎

遵
守
耶
穌
的
誠
命
如
耶
穌
說
「
誰
愛
我
必
遵
守
我
的

話
我
父
也
必
愛
他
我

們
要
到
他
那
里
去
並
在
他
那
里

作
我
們
的
住
所
」
(
若

U
H
n
)日
後
宗
徒
們
傳
教
時

亦
即
以
這
一
恩
怨
為
講
道
的
題
材
這
襄
不
能
一
一
細



述
只
簡
單
提
一
二
例
證
如
雅

l

n
2

5

至
於
其
他
宗

徒
書
信
讀
者
可
自
行
參
閱

他M如
上
述
為
獲
得
耶
穌
所
許
的
永
生
不
可
或
缺

的
條
件
乃
是
信
愛

(
以
及
望
梅

)
耶
穌
為
使
人
易
於

信
及
愛
在
他
受
難
前
向
宗
徒
許
下
要
派
遣
護
到
者
學

神
亦
即
真
理
之
神
來
當
車
神
降
來
時
他
要
教
導
他
們

一
切
(
見
封
M
臼
l

口
甜
的
5
|

H

到
1
4

8

)。
是

以
里
神
乃
耶
穌
所
賜
與
新
約

時
代
的
人
亦
部
信
他
的

人
的
第
一
個
大
恩
許
聖
神
依
已
如
耶
穌
所
許
降
臨
了

(
宗
2
1
|
-

4
)
那
末
耶
穌
許
與
信

他
的
人
必
獲
得

永
生
的
許
諾
也
必
將
獲
得
實
現

從
以
上
所
述
新
約
是
舊
約
恩
許
的
實
現
舊
約
的

恩
許
是
賜
與
亞
巴
郎
的
後
裔
然
而
當
默
西
亞
來
臨
以

及
建
立
了
新
約
後
封
不
為
以
民
所
接
受
難
道
天
主
的

許
諾
落
了
空
這
是
車
保
祿
宗
徒
在
甜
點9
l

u
三
章
所

願
談
的
難
題
而
且
也
是
困
擾
著
保
祿
使
保
祿
感
到
極

端
痛
心
的
問
題

(
羅
9

2

)
但
聖
保
祿
賞
了
三
章
篇

幅
以
極
沉
痛
的
文
筆
引
經
接
典
反
覆
陳
述
作
了
以
下

數
點
結
論
a

天
主
的
話
或
許
諾
絕
不
會
落
空

(
9
6

日
目

)
b
天
主
的
恩
許
原

不
只
賜
以
民
而
且
也
包
括

其
他
異
民
如
他
昕
說
「
不
是
凡
從
以
色
列
生
的
都
是

真
以
色
列
人

﹒.. 
不
是
血
統
上
的
子
女
算
是
天
主
的
子

扎
而
是
藉
恩
許
所
生
的
子
女••
• 

」
(
9
6|
@

可怎
樣

回
算
是
藉
恩
許
所
生
的
子
女
按
保
祿
的
解
釋
成
義
也
即

倒
一成
為
天
主
的
子
扎
是
自
信
恥

而
不

是
憑
著
行
眉
心
郎
只

戶
J愚
守
法
律
因

「
法
律
的
終
向
本
來
是
基
督
好
使
一
切

1453 益十

/ 

信
仰
者
獲
得
正
義

」
(
昀
4

9
|

間

參
閱
迦
3
1

-

m

)
C

外
邦
人
獲
得
救
恩
是
為
激
動
以
民
歸
向
基
督

(
U
H
|

M
)
d
以
民
的
執
迷
不
悟
只
是
一
部
分
而

且
可
說
是
當
時
的
將
來
有
一
日
創
直
到
外
邦
人
全
數

進
入
天
國
後
全
以
色
列
也
必
獲
放

(
U
甜
甜

)
這
樣

天
主
賜
與
必
巴
郎
的
許
諾
「
使
他
成
一
一
稿
源
萬
民
要

因
他
獲
得
祝
福
」
就
完
全
實
現
了
(

義

)

的
晴
昆
山
區
區
「CE
n
o
J「
恩
寵

」
或
「
神
寵
」
或

M

a
生
f

/
C
E
H
白

」
「
神
惠
」
等
名
亂
廣
義
的
說

是
指
天
主
賜
給
世
人
的
各
種
恩
佑
使
人
達
到
他
的
最

後
目
的
成
宗
旨
即
所
謂
永
生
依
按
這
概
念
非
但

「
啟

示
宗
教
」
就
是
非
啟
示
或
所
謂
的

「
自
然
宗
教

」
也

都
含
有
神
袍
的
一
些
意
義
事
實

上
除
基
蟹
的
畢
敬
外

其
他
的
宗
教
一
般
都
沒
有
學
施
戒
認
叉
的
那
叫
他
嚴
密

概
念
郎
天
主
自
願
而
無
代
價
地
賜
給
世
人
那
種
讓
人

成
寫
自
己
的
義
子
成
為
自
己
的
繼
承
者
使
他
有
分
於

自
己
性
體

(
伯
後
1
.
)
的
恩
賜
故
然
在
聖
經
上
舉

寵
的
道
斑
不
是
啟
示
於
一
時
而
是
逐
步
發
展
的
自
然

在
制
封
封
劃中
或
們
決
不
會
找
到
那
在
聖
叫
樹
及
聖

若
望
著
作
中
所
記
述
的
聖
諧
的
教
斑

在
本
題
中
我
們
先
陳
述
嬰
寵
的
重
要
名
稱
然
後

依
照
舊
約
和
新
約
的
提
示
研
究
聖
糙
的
概
念
和
單
認

知
誠
的
演
進

(
一
)

塾
龍
的
主
要
名
稱

在
希
伯
來
文
雪
經
中
重
龍
的
主
要
名
稱
為

I

Z
P

郎
「
垂
愛

」
「
得
寵
」
(
創
的
H
n
n
)
「
姿
色
」

(
簽
訂
叩
)
「
慈
惑
」
(
一
詠M
H
3
)等
言
口

的
語
根
為

E
E

口
創
「
恩
待

」
「
厚
待
」
(
創
刊
叫U
)
「
表
恩

情

」
(
依
幻
H
)
「
憐
恤
」
(
倒
1
8
)
由
周
一
語

成
生
出
古
巴
E
Y
(闊
的
目
叮這
另
一
名
亂
到
副
譯
本

譯
作
「憐
愛
」2
笛
約
中
指
示
聖
誕
最
普
通
的
名
詞

也

許
就
是

Z
E

此
即
仁
慈
(
創
扭
扭
米
7

油

等
)
慈
愛

(
詠
5
8
)
慈
惠
或
慈
悲

(
峭
的
7
)
3
另
一
語
根

E
E
B

原
謂
「
憐
恤

」
(
依
U
H
)
也
是
很
重
要
的

由

這
動
詞
所
生
出
的
名
詞

Z
E
D

指
示
母
親
對
其
子

女
和
天
主
對
世
人
所
傻
的

「
憐
恤
」
恩
高
聖
經
將
它

譯
為

「
憐
憫
」
「
撫
恤

」
(
依
9
M
)
「
憐
恤
」(
申

U
M
)

「
愛
憐
」

(
歐
1
6
)、

「
憐
愛
「
(
、
冰川
口
)

「
憐
惜
」
(
依
幻
u
)
「
表
示
憐
愛
」

(
依
狗
"
)

「
大
施
愛
憐

」
(
耶
H
Am
)
等
4
E

N
S

原
指
「
中

意
」
「
悅
納
」
「
喜
還
」等
種
比
「
在
悅
納
的
時
候
」

(
依
帥"
8

)
一
旬
其
基
本
的
意
，
叔
就
等
於
在
施
恩
寵

的
時
候
參
見
依

此
5

「
上
主
悅
納
的
日
子
」
大
概
品

來
上
主
的
E

S

D

是
指
他
所
喜
悅
所
愛
慕
的
這
些
一
名

稱
在
希
臘
通
行
本
裝

常
譯
作
n
E
E

放
已
g
m

再
說
新

約
上
每
次
記
載
的
n
E
B

所
刻
創
出

的
意
思
遠
超
過

舊
約
書
上
同
名
詞
所
包
含
的
意
思
甚
至
有
的
學
者
說

舊
約
就
根
本
缺
Z三
個
能

比
擬
制
制中
的
古
巴
ω
的
類

似
名
詞
還
不
足
為
奇
新
約

是
在
學
言
降
生
並
救
廢
人

類
之
後
寫
作
的
它
的
作
者
尤
其
是B
t
m
m
驗
所
使
用
的

各
自
且

一
詞
自
然
充
漏
了
一
些
古
人
從
未
閥
割
的
事

從
未
懷
著
的
思
想
可
是
這
不
是
說
部
制
沒
有
聖
寵
的



~
概
念
只
不
過
在
舊
約
中
實
在
缺
乏
-
個
典

的
E
B

同

側
~撥
豐
富
意
圓
心
的
名
詞
罷
丸

一

以
下
我
們
應
再
指
出
谷
"
H
E

與
各
自
E
E

旦
這
兩

-
個
名
詞
在
新
約
中
所
舍
的
主
要
意
義

一

申
n
E
HMm
所
具
的
意
思
是

(
1
)「
動
聽
」
「
溫

和
」
見
路
4

血
哥
4

6

(
2
)
「
能
幸

」
「
恩
愛
」

見
路
1

抽
2

時

(
3
)
「
功
德
」
見
路
6

扭
如
基
督

的

「
恩
寵
」

(
迦
1

6

宗
的
u

羅
5
臼

等
處

)
幾
乎

等
於
「
基
督
的
功
德

」
(
4
)
天
父
或
其
墨
子
耶
穌

所
賜
與
世
人
的
「
各
種
恩
賜
」
見
羅

3
H
(
恩
寵
)
鐸

2
u
3
7

希
2

，

同
樣
的
概
念
亦
見
於
書
信
問
候
詞

及
結
論
內
「
廠
恩
諧
與
平
安
•.• 

」見
羅
1
7

格
前
1
3

格
後
1

2

揖
稚的
目

H

(
5
)
很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恩

認
」
這
名
詞
往
往
指
天
主
父
因
著
基
督
的
偉
大
功
德

所
賜
給
人
的
各
種
超
性
恩
賜
如
救
贖
成
義
信
仰
寵
愛

常
生
或
永
生
並
且
也
指
基
督
墓
教
或
本
著
稿
音
所
宣

講
的
新
約
見
宗
U
H

「
二
人
(
保
祿
和
巴
爾
納
伯

)

同
他
們
談
話
勸
他
們
務
要
堅
持
天
主
的
恩
寵
」
郎
天

主
耶
穌
的
一
福
音
(
6
)
以
「
恩
寵
」
一
詞
有
時
也
轉

指
所
謂
的

「
籠
佑
」
如
格
後
也
9

「
有
我
的
恩
寵
為

你
夠
了
」

(
7
)
「
恩
寵
」
有
時
也
指
職
務
及
聖
召

見
羅
1
6

迦
2

，

乙
n
Y
R
a
B
凶
(恩
賜

)
與
「
恩
寵

」
的
意
義
往

往
相
同
或
相
似
如
格
後
1
u

羅
5
M

但
也
有
其
特
別

的
含
義
如

(
1
)
指
聖
職
或
單
事
的
學
寵
見
弟
前

4

H

弟
後
1
6

「
不
要
疏
忽
你
心
內
的
神
恩

」
「
籍
覆

十1453 

手
所
賦
予
你
的
恩
賜

」
(
2
)
指
婚
姻

內

或
指
姻
外

的
貞
個
偏
重
能
見
格
前
7
7
「
每
人
都
有
他
各
自
得
自

天
主
的
恩
寵
」

(
3
)
憑
自
然
或
超
自
然
的
資
質
服

務
他
人
的
能
佑
如
伯
前

4

刊
所
收
「
各
人
際
依
照
自

己
所
領
受
的
艸
恩
彼
此
版
專
著
做
天
主
各
種
恩
髓
的

管
理
員
」

(
4
)
最
後
這
名
詞
也
指
示
凡
樽
益
教
會

或
信
徒
的
種
種
非
凡
恩
典
如
說
預
言
治
病
等
見
羅u

e

格
前
凹
，
‘9

甜
叩
缸
及
本
辭
典
「
恩
賜
」
條

注
意

在
息
高
譯
本
內
各
月

2

通
常
譯
作

「
恩

寵
」
n
F
R
E
E
ω
則
譯
作
「
恩
賜
神
恩
或
奇
困
山
」

(
二
)

單
純
與
救
恩
央

(
甲

)
舊
約
墨
龍
的
問
題
與
聖
經
上
的
其
他
大

問
題
如
原
罪
敘
贖
罪
惡
成
義
學
事
等
具
有
分
不
闊
的

密
切
關
係
為
了
單
經
對
學
認
所
記
紋
的
教
理
幾
與
救

恩
史
同
化
7
故
此
筆
者
擬
藉
著
單
純
的
道
釋
首
先
解

釋
天
主
如
何
以
自
己
的
「
慈
漿
和
忠
信

」
H
m救
了
世

人
即
寬
赦
世
人
的
罪
惡
聖
化
人
使
他
成
為
義
人
成
為

天
父
的
義
子
和
天
國
的
總
承
者
如
何
藉
看
自
己
的
墨

子
終
救
墮
落
的
人
類
使
他
們
從
新
獲
得
所
失
的
恩
惠

而
且
獲
得
比
所
失
的
更
豐
盛
這
的
確
是
天
主
的
奇
妙

計
創
也
是
救
恩
史
的
真
諦
只
要
我
們
用
心
思
考
就
可

明
白
「
敘
恩
」
的
本
質
便
是
「
能
蔥
」
故
此
「
救
恩

史
」
也
就
等
於
「
龍
蔥
央
」
或

「
聖
認
史
」
再
說
這

種
觀
念
不
是
筆
者
本
人
的
創
見
而
是
聖
經
原
來
的
啟

示
這
從
背
約
來
說
只
要
飯
引
智
愁
篇

(
特
別
是
m
l

的
)
便
不
難
心
領
神
會
從
新
約
來
說
只
要
閱
讀
羅
1

1
1
日
弗
1

|

3

等
章
也

可

J
目

了
然

天
主
創
造
人
按
照
自
己
的
何
像
是
因
為
要
他
們

藉
看
自
己
的
經
惠
成
揖
闖
天
主
的
義
子
為
能
分
享
他
的

性
體
和
他
的
光
榮
罪
惡
雖
叫
人
失
落
這
種
尊
位
可
是

天
主
的
計
創
終
不
能
落
空
宮
於
慈
愛
的
天
主
藉
看
他

的
認
惠
和
藉
著
相
應
這
寵
惠
的
世
人
的
信
仰
仍
然
依

救
了
人
類
換
言
之
天
主
參
與
人
類
的
歷
史
只
是
寫
了

救
駭
人
為
了
提
高
人
性
而
天
主
的
最
偉
大
參
與
即
是

造
發
自
己
的
學
子
耶
穌
基
督
降
世
做
人
類
的
救
頑
主

在
耶
穌
降
世
以
前
救
恩
的
普
遍
性
因
各
時
代
的
牽
制

而
暫
受
到
限
制
但
在
耶
穌
降
世
後
救
恩
則
如
日
出
東

方
達
及
地
極
超
過
時
間
和
空
間
的
確
「
凡
有
血
肉
的

都
要
看
見
天
主
的
救
援
」
(
路
3
6
)
這
出
於
依
撒

意
亞
的
預
言
現
在
看
來
的
確
符
合
事
實
信
而
有
飯
了

救
恩
史
與
人
類
的
歷
史
是
分
不
闊
的
這
不
外
是

說
救
恩
央
並
非
開
始
於
我

們
信
仰
的
祖
宗
亞
巴
郎

而

是
早
在
我
們
的
元
祖
亞
當

和
厄
娃
的
時
候
便
已
開
始

了
天
主
一
造
生
了
人
說
提
升
他
佔

居
超
性
尊
位
將
自

己
的
寵
愛
賞
賜

了
他
叫
他
成

為
自
己
的
義
子
和
朋
友

但
後
來
為
了
公
義
他
要
人
表
明
自
己
的
忠
誠
而
人
在

試
驗
上
竟
慘
告
失
敗
故
此
天
主
懲
罰
他
部
也
同
時
給

他
頂
許
了
未
來
的
救
恩
不
論
創
1
|
3

三
章
的
文
總

是
多
麼
民
俗
化
究
竟
是
記
載
了
天
主
的
啟
示
和
天
主

教
的
基
本
道
理
郎
惟
一
的
全
能
天
主
造
化
了
萬
有
也

特
別
造
成
7
萬
物
之
靈
人
且
賞
賜
人
能
愛
而
人
因

者
所
犯
的
原
罪
甘
心
情
願
遠
離
天
主
雖
然
如
此
最
後



的
勝
利
者
不
是
說
人
犯
罪
的
魔
鬼
而
是
由
於
愛
創
造

了
人
類
的
天
父
換
言
之
就
是
「
天
主
救
來
人
的
恩
寵
」

(
鐸
2
u

弗
1
3

l

u
等
)
智
慧
篇
的
作
者
早
已
看

清
了
救
恩
央
不
外
是
世
人
的
罪
過
和
天
主
的
恩
寵
的

交
替
以
及
這
種
交
替
的
終
結
郎
嬰
龍
的
勝
利
因
而
有

m
z
|
4
的
那
段
描
述
救
恩
史
的
原
理
飯
然
這
樣
現

在
就
依
照
這
原
理
來
說
明
救
圓
心
史
或
「
天
主
救
猿
人

的
恩
寵
」
的
一
些
特
點

從
亞
嘗
到
亞
巴
郎
這
一
段
時
期
人
類
生
活
在
地

球
上
究
有
多
少
年
是
一
項
屬
於
科
學
的
問
題
並
不
是

神
學
家
機
解
釋
的
問
題
屬
神
學
的
問
題
乃
是
究
竟
那

些
很
多
很
多
的
人
即
所
謂
的
「
異
民
」
不
論
他
們
是
生

活
在
聖
子
降
生
以
前
更
具
體
的
說
生
活
在
亞
巴
郎
以

前
的
人
或
生
活
在
墨
子
降
生
以
後
的
人
對
於
「
救
眾

人
的
恩
寵
」
可
有
什
麼
闕
係
神
學
家
憑
著
聖
經
的
啟

示
認
為
這
大
多
數
的
人
也
生
活
在
學
寵
範
圍
內
理
由

是
(1
)
萬
民
有
如
萬
物
非
但
是
天
主
造
成
的
且
也
是

天
主
養
活
而
治
理
的
(
創
叩
申
n
a
依
的
自
H
N
S
|

凹
的M
M
|
凹
的
村6
日
‘
5
位
油
等
)
(
2
)
以
民

的
被
選
拔
不
是
一
種
輕
視
異
民
的
舉
動
反
之
按
天
主

的
啟
示
亞
巴
郎
被
選
拔
是
為
萬
民
公
共
的
大
利
益
而

進
行
的
亞
巴
郎
要
成
為
萬
民
的
一
禍
源
聖
保
祿
說
得
好

「
天
主
在
過
去
的
時
代
容
忍
了
萬
民
各
行
其
道
但
他

一
並
本
是
沒
有
以
善
行
為
自
己
作
證
」
(
O
FH
H
叮
)

帥
一
(
3
)
夭
主
依
然
治
理
萬
比
所
以
他
從
沒
有
忘
記
萬

戶
民
而
且
事
實
上
他
以
自
然
律
師
都
刻
於
人
心
上
的
良

1453 十

知
以
及
他
的
照
顧
他
所
賞
賜
與
萬
民
的
恩
惠
照
聖
保

祿
所
說
證
明
了
自
己
不
只
是
猶
太
人
的
天
主
而
且
也

是
外
邦
人
的
天
主
(
羅
3
"
)

從
以
上
所
述
看
來
似
乎
應
該
說
天
主
的
學
能
|

或
缺
智
的
作
者
的
話
天
主
的
智
慧
l

從
沒
有
離
憫
人

類
所
以
雖
然
新
約
更
合
理
地
稱
但
同
學
龍
的
時
期
然
而

舊
約
也
是
天
主
聖
龍
的
治
積
這
沒
有
別
的
只
是
因
寫

舊
約
原
是
為
新
約
的
準
備
而
建
立
的
即
是
說
舊
約
和

新
約
的
濟
世
措
施
並
沒
有
墨
現
一
種
彼
此
相
遠
的
狀

態
相
反
而
是
有
著
一
種
一
脈
相
通
而
趨
向
完
成
的
狀

態
吾
主
耶
穌
在
山
中
學
訓
中
和
學
保
祿
在
其
會
信
內

關
於
表
面
看
來
顯
得
很
嚴
厲
的
舊
約
宗
教
的
爭
論
其

直
接
受
到
口
誅
筆
伐
的
究
竟
不
是
天
主
藉
若
梅
瑟
所

定
下
的
法
律
而
是
歷
代
人
們
對
這
法
律
所
加
的
「
傳

授
」
(
谷
7
8
)
師
那
些
一
先
人
曲
解
法
律
的
傳
授

事
故
如
此
深
思
靜
慮
的
人
不
免
要
問
天
主
怎
樣

準
備
了
自
己
聾
子
降
生
的
時
代
呢
這
問
題
就
如
一
切

有
關
學
寵
的
問
題
一
樣
非
常
深
奧
精
微
依
照
學
經
的

啟
示
我
們
只
能
說
(
1
)
天
主
沒
有
捨
棄
法
律
以
外

的
人
即
外
邦
人
在
這
些
外
邦
人
中
也
常
有
著
天
主
的

子
女
(
若
口
自
)
創
常
有

看
「
與
天
主
往
來
」
的
許

多
義
人
(
創
5
剖
)
可
是
為
了
實
行
拯
救
人
類
的
計

劃
天
主
選
拔
了
一
個
特
屬
於
自
己
愛
顧
的
民
族
這
個

選
拔
不
論
如
何
表
示
天
主
對
以
民
之
眷
愛
究
竟
是
一

種
眷
愛
全
人
類
的
辦
法
及
拯
救
金
人
類
的
大
道
天
主

不
是
親
口
對
亞
巴
郎
說
明
了
這
選
拔
的
宗
旨
嗎
他
說

「
我
要
使
你
成
為
一
個
大
民
族
我
必
祝
緝
你
使
你
成

名
成
為
一
個
稿
源
..•••• 

地
上
萬
民
都
要
因
你
獲
得
祝

福
」
(
創
刊
M
Z
3
)
所
以
我
們
可
用
現
代
神
學
家
的

話
來
說
以
民
的
選
拔
正
是
錯
了
救
助
人
類
(
2
)
如

果
特
別
看
眼
選
民
的
生
活
這
民
族
的
生
活
真
可
謂
得

天
獨
厚
漏
猩
了
天
主
的
前
惠
甚
至
可
競
選
民
的
歷
史

周
時
也
是
學
寵
的
歷
史
或
更
清
楚
的
說
是
救
恩
的
歷

史
事
實
上
不
論
是
舊
約
或
是
新
約
救
恩
史
之
所
以
能

出
現
只
是
因
為
天
主
為
了
鎧
救
世
人
不
斷
地
將
各
種

恩
寵
賜
給
了
世
人
這
救
恩
的
學
泊
在
天
主
方
面
說
是

一
項
救
人
的
志
向
一
項
救
人
的
行
為
一
項
救
恩
的
遺

產
並
且
也
是
一
項
救
恩
的
勢
力
在
世
人
方
面
來
說
乃

是
一
種
祝
福
或
一
項
「
福
源
」

關
於
私
人
和
車
龍
彼
此
闊
的
關
係
或
反
應
請
參

閱
「
成
義
」
條
在
下
我
們
只
客
述
在
當
約
時
代
天
主

如
何
全
般
地
把
單
純
分
賜
給
選
民
在
舊
約
時
代
天
主

分
賜
里
糙
的
途
徑
乃
是

(
1
)
天
主
給
亞
巴
郎
和
其
他
宗
祖
所
詐
的

「
諾
言
」
(
創
刊
M
2
?
U
M
|叮
η
s
-
e
n
n
H。

-
M
M
m
2
l
‘
甜
甜
)
這
諾
言
包
含
著
(
a
)
「
許
地
」

這
許
地
將
是
亞
巴
郎
後
裔
的
產
業
且
按
新
約
的
玄
理

許
地
是
諸
超
性
恩
惠
的
預
像

(
見
宗
甜
甜
迦
3
u


m
弗
1
u
l
u
5
5

哥
3
M

鐸
3
7

希
6

臼
9

臼
雅

2
5
伯
前
1
5

等
處

)
{
b
)
「後
裔
繁
多
」
(
創u

u
n
口
等
處
)
(
C
)萬
民
甜
甜
亞
巴
郎
的
後
商
所
要
蒙

受
的
決
融
諾
言
所
舍
的
第
二
及
第
三
恩
賭
事
實
上
是



~
彼
此
分
不
繭
的
因
此
新
約
通
常
總
是
把
它
們
聯
合
起

叫
~來
講
亂
，H也
聖
制
制
屢
次
提
及
到
別
叫
的
後
裔繁
盛

., -
u遲
不
只
就
他
的
血
統
而
言
且
也
包
括
那
些
效
法
他
的

于
信
仰
的
異
民
再
說
按
學
保
險
的
道
理
智
向
民
所
以
獲
得

祝
福
並
不
是
憑
著
亞
巴
郎
的
許
多
後
裔
而
只
是
藉
著

亞
巴
郎
的
那
位
至
尊
的
後
筒
默
西
亞
耶
穌
見
羅

4

迦

3
6

|

甜
天
主
許
給
亞
巴
郎
的
諾
言
飯
然
全
靠
天
主

親
口
所
說
的
話
自
然
具
有
無
比
的
確
實
性
和
永
久
性

並
且
預
言
萬
民
都
要
藉
著
亞
巴
郎
的
後
裔
而
蒙
受
祝

福
也
就
是
此
諾
言

(
2
)
塾
詣
的
第
二
條
途
徑
便
是
法
律
師
梅
瑟

的
法
律
制
度
它
是
繼
諾
言
之
後
為
天
主
賜
與
選
民
的

恩
惠
法
律
這
制
度
不
但
沒
有
取
消
諾
言
而
且
它
們
二

者
在
某
些
觀
點
上
具
有
完
全
的
相
同
點
比
如
創
業
主

說
是
天
主
在
諾
言
制
度
如
此
在
法
律
制
度
亦
然
便
是

一
例
應
該
注
意
雖
然
法
律
與
諾
言
彼
此
有
看
密
切
的

關
係
法
律
如
缺
乏
諾
言
的
永
久
性

和
普
遍
性
再
說
由

於
法
律
制
度
依
接
西
乃
盟
約
的
一
項
雙
邊
的
合
同
因

此
法
律
制
度
的
直
接
對
象
便
是
選
民

|

以
色
列
結
果

它
說
不
十
分
著
意
普
世
的
人
類
也
就
為
了
這
原
故
在

法
律
制
度
之
下
弊
端
的
發
生
就
不
易
控
制
了
實
際
上

弊
端
也
的
確
發
生
了
選
民
過
於
熱
中
和
主
張
國
家
主

義
便
是
其
中
的
例
子
這
些
一
缺
點
在
墮
落
的
人
類
說
來

自
是
難
免
的
話
雖
如
此
法
律
師
協
由
天主
藉
若
梅
瑟
所

頒
發
又
因
為
給
人
規
定

了
美
善
的
指
示
因
此
它
仍
是

美
善
和
聖
潔
的
法
律
制
度
帶
來
的
其
他
好
處
就
是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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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的
制
度
下
出
現
了
一
些
其
他
的
事
這
些
事
都
很
清

楚
說
明
法
律
真
是
天
主
的
聖
籠
中
的
一
項
特
衛
這
些

發
固
法
律
或
擴
大
法
律
勢
力
的
因
紊
乃
是
西
乃
盟
約

(
山
山
川
的
等
章
)
肋
未
司
祭
盟
約
(
耶
U
H
i
扭
扭
2

.

l

﹒

)
被
天
主
蜜
神
引
導
的
右
綜
厄

(
戶

幻
M
|

扭
曲
卅
日
抖
德
付
1
l
n
)
以
及
各
位
民
長
(
民
3
M
6

“
日
，M
U
訶
德
M
W
U
|

站
)
民
長
中
最
偉
大
最
有
積

戚
的
就
精
神
來
說
應
首
推
撒
慕
爾
撒
哀

→

街
非
僅
是
個

民
長
同
時
也
是
一
位
先
知
他
憑
著
這
雙
重
責
任
建
立

了
達
味
王
朝
且
為
天
主
與
達
味
所
立
的
盟
約
打
開
了

一
條
大
道
從
以
上
這
些
一
事
實
看
來
誰
都
可
以
瞭
解
天

主
的
認
惠
是
怎
樣
的
在
活
動
著
(
德
的
間
|

m
撇
下

7
)
藉
著
達
味
非
但

宗
教
的
歌
曲

得
以
准
民
而
且
宗

教
本
身
也
內
在
化
了
問
時
人
們
還
瞭
解
到
宗
教
係
繫

於
天
主
的
里
能
及
信
友
的
信
心
和
信
仰
這
一
真
諦
因

此
在
這
襄
我
們
除
提
出
遠
昧
和
後
來
的
里
放
編
著
者

外
也
該
言
及
歷
代
所
有
的
先
知
郎
從
制
劉
剛
起
至
公

元
前
第
三
世
紀
的
歷
代
先
知
諸
先
知
對
於
學
稽
的
教

理
其
貢
獻
之
大
白
是
有
目
共
睹
但
事
實
上
誰
更
致
力

更
有
效
地
領
導
選
民
了
解
連
一
寵
的
意
義
並
著
選
民
仰

仗
學
認
而
生
活
是
聖
詠
的
一
繃
著
者
抑
或
是
先
知
們

部
是
很
難
肯
定
的
我
們
也
許
只
可
說
二
者
的
職
責

雖
殊
但
在
遠
致
的
終
向
上
劫
不
分
彼
此
先
知
們
決
不

是
反
對
法
律
和
商

祭
職
的
人
其
實
先
知
們
的
職
責
既

來
自
法
律
當
然
也
是
依
按
法
律
的
精
神
而
受
調
整
的

(
申

m
m
)他
們
解
釋
法
律
的
真
義
也
衛
護
法
律
的
精

辦
他
們
衛
護
這
種
精
神
至
於
斯
極
茜
至
急
切
攝
制
虛

種
是
屢
見
不
鮮
的
誰
審
慎
考
察
先
知
們
的
口
問
行
和
教

理
一
定
會
不
由
得
瑛
賞
他
們
而
咱
們
他
們
為
其
宗
教
的

宣
道
者
和
堅
龍
的
宣
傳
者
先
知
們
的
宣
講
雖
然
未
曾

捨
棄
自
然
界
和
自
然
律
|
這
也
只
屬
於
偶
然
的
事
他

們
宣
言
的
樞
紐
畢
竟
是
屬
於
越
性
界
的
事
帥
天
主
的

里
能
明
乎
比
要
明
瞭
先
知
們
的
宣
講
所
以
總
是
不
離

那
些
一
高
尚
的
論
題
如
盟
約
以
民
的
選
拔
上
主
的
忠
欲

和
以
民
的
背
信
上
主
的

愛
情
和
選
民
的
責
心
上
主
不

能
改
變
計
劉
和
那
不
斷
變
換
的
人
類
歷
史
以
及
那
朝

三
暮
四
的
人
心
就
不
會
有
困
難
了
在
先
知
們
宣
講
的

各
高
尚
論
屆
中
其
最
為
勁
人
而
又
最
高
貴
的
莫
過
於

默
西
亞
論
或
默
西
亞
主
義
的
確
如
也
不
可
忘
記
默
的

亞
實
在
是
天
主
賜
給
人
類
的
一
切
恩
寵
中
的
一
種
最

大
的
恩
寵
而
講
論
默
西
亞
的
道
現
邏
輯
地
不
能
不
講

論
天
主
的
偉
大
學
寵
的
道
迪
和
教
義
默
西
亞
將
是
新

盟
約
的
中
保
和
車
龍
的
浩
大
泉
源
他
佔
有
娶
一
腳
並
要

向
信
仰
他
的
人
賞
賜
聖
一
腳
藉
著
默
西
亞
天
主
許
給
到

巴
郎
的
諾
言
要
普
及
於
萬
民
(
迦
3
H
)

乙
新
約
舊
約
中
的
聖
寵
道
理
儘
管
多

麼
深
奧

精
妙
只
不
過
是
替
在
新
約
時
代
中
充
份
賜
予
世
人
的

里
能
作
了
啟
示
的
準
備
而
已
實
在
天
主
的
學
純
金
然

顯
露
在
降
生
為
人
的
車
子
身
上
故
此
吾
主
所
創
立
的

新
約
經
常
簡
稱
為

「
天
主
的
恩
寵

」
(
宗
U
U
)
宗

徒
們
和
教
會
所
宣
講
的

一隅
音
經
常
亦
稱
為
「
天
主
恩

龍
的
一
福
音
」
(
宗
幼
M
)
或
直
錢
稱
作
「
恩
寵
的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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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然
新
約
不
反
對
舊
約
而
完
成
了
舊
約
可
是
新

約
那
麼
深
遠
地
超
越
著
舊
約
甚
至
它
該
合
理
地
被
保

驗
和
伯
多
祿
稱
第
「
新
受
造
物
」
聖
保
祿
且
淋
漓
盡

致
的
把
新
約
的
新
奇
性
刻
畫
出
來
保
祿
說
「
所
以
誰

若
在
基
督
內
他
說
是
一
個
新
受
造
物
舊
的
已
成
過
去

看
都
成
了
新
的
」

(
格
後
5

口
)
第
著
降
生
為
人
的

天
主
車
子
耶
穌
基
督
一
種
新
奇
性
的
確
在
佔
領
著
全

世
界
耶
穌
所
立
的
盟
約
說
是
「
新
約
」

(
哥
3
"
格

前
U
自
格
後
3
6

希
8
.

臼
9
臼
等
)
他
宣
講
的
道

現
就
是
新
的
教
理

(
弗
3
5

，

哥
1
自

|
甜
參
見

到
1

訂
)
信
服
耶
穌
的
門
徒
就
成
為
「
新
人
」
(
蚓

4

扭
|
訕
參
見
聞
3
，
"
刷
刷
6
s
u
u
制
後
3
u

駒

2
口
3
6
4

到
1

|
S

)
由
於
這
新
生
活
天
主
的
義

子
「
以
新
的
心
辦
事
奉
天
主
」

(
羅
7
6
)
先
知
們

在
預
言
新
約
時
便
會
言
及
這
新
約
的
法
律
應
繫
於
愛

心
正
義
忠
信
和
對
天
主
的
智
識
且
說
天
主
要
給
世
人

換
顆
新
心
因
為
天
主
要
將
自
己
的
法
律
銘
刻
在
人
心

上
(
歐
2
"

|
扭
耶

訂
閱
叫
“
盯|

“
則
必
自
|
m

幻

盯
等
處
)
吾
主
耶
穌
果
然
將
諸
先
知
所
作
的
預
言
實

現
了
他
會
給
自
己
的
門
徒
頒
布

了
「
一
條
新
誠
命
」

創
信
友
們
應
在
互
愛
中
生
活

(
若
U
H
M
U
U
若
-
2

，
.

若
二
5
)
要
知
道
這
新
約
的
新
生
活
是
那
襄
來

﹒
的
若
望
己
十
分
清
楚
的
教
訓
了
我
們
他
說
「
於
是
學

帥
一言
成
了
血
肉
寄
居
在
我
們
中
問
我
們
見
了
他
的
光
榮

戶
正
如
父
獨
學
者
的
光
榮
編
緝
患
，
能
和
真
理••• 

從
他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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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
社
區
中
段們
都
領
受
了
恩
認
而
且
恩
寵
上
加
恩
能
因

為
法
律
是
籍
梅
瑟
傳
授
的
恩
龍
和
其
彈
部
是
由
耶
穌

基
督
而
來
的
.•• 

」
(
若
1
u
n
參
見
鐸
2
u
l
H
)

那
也
殷
殷
然
「
新
生
活」
是
由
嬰
龍
和
降
生
為
人

的
天
主
子
耶
穌
來
的
世
人
又
如
何
能
獲
得
這
學
認
這

新
生
活
呢
新
約
的
答
詞
雖
不
一
致
但
其
深
遠
的
意
義

如
是
一
致
的
全
部
新
約
無
疑
在
教
訓
我
們
除
非
藉
著

信
仰
人
絕
的
不
能
獲
得
學
寵
換
言
之
不
能
成
義
藉
著

學
諸
人
就
密
切
屬
於
基
督
成
為
基
督
奧
值
的
肢
體
生

活
在
基
督
內
能
同
基
督
能
藉
著
基
督
光
榮
天
主
聖
父

聖
保
祿
解
釋
里
詣
的
奧
翅
很
愛
使
用
「
在
基
督
內
在

主
內
在
學
神
內..• 

」
這
類
語
詞
換
言
之
保
綠
喜
愛
用

基
督
的
奧
身
道
理
來
闡
明
星
宿
學
右
望
則
有
些
不
同

他
直
接
把
學
寵
視
作
「
永
生
」
或
視
為
生
活
天
主
的

最
大
恩
惠
l

學
神
一
些
現
代
的
科
學
家
說
聖
保
祿
的

學
寵
學
是
動
態
的
而
雪
右
望
的
學
認
學
則
是
靜
態
的

這
話
驟
然
聽
來
或
許
不
錯
但
只
是
醒
目
而
實
缺
乏
其

實
性
事
實
上
兩
位
娶
作
者
著
眼
點
雖
有
所
不
同
可
是

他
倆
注
頓
的
客
體
划
是
間
一
的
客
體
他
們
所
引
山
來

的
教
訓
也
是
同
一
的
教
訓
至
於
學
伯
多
祿
他
在
兩
封

信
上
所
講
的
學
寵
道
理
不
僅
與
保
祿
的
教
頭
頗
相
同

而
且
還
給
墓
教
會
留
下
了
車
龍
的
最
完
善
定
義

「
基

督
﹒•. 
藉
看
自
己
的
光
榮

和
德
能
將
最
大
和
寶
貴
的
恩

許
賞
給
了
我
們

為
使
你
們
藉
著
這
些
恩
許
在
逃
脫
世

界
上
所
有
敗
壞
的
貪
慾
之
後
能
成
為
有
分
於
天
主
性

體
的
人
」
(
伯
後
1
.
)
最
後
應
該
注
意
保
祿
伯
多

祿
和
H右
望
這
三
位
新
約
中
的
車
站
博
士
雖
然
如
上
所

說
他
們
的
觀
點
各
有
所
不
同
但
三
位
部
都
把
雪
花
的

效
能
歸
功
於
救
主
的
實
血
兒
經
3

品

希
9

H
伯
前
I

M

右
一
1
7
默
1
5
7
H
等
處

(
一
二)

學
認
知
澈
的
演
進

在
當
約
時
代
或
具
體
的
品
從
遠
味
為
王
時
起
釗

主
耶
穌
降
生
為
止
學
寵
的
道
棚
內
除
了
藉
看
法
律
禮
儀

先
知
和
啟
示
得
以
逐
漸
進
展
外
還
藉
著
流
從
返
問
故

鄉
和
智
慧
文
學
獲
得
了
開
展

因
著
流
從
尤
其
是
巴
比
倫
的
流
徙
選
民
體
味
天

主
的
雪
潔
和
選
民
自
己
對
他
所
總
遵
守
的
忠
信
可
反

透
澈
了
再
說
充
軍
期
中
的
先
知
們
尤
其
是
厄
則
克
耳

和
依
撤
意
亞
晚
年
的
門
徒
們
經
常
頌
傷
天
主
的
學
能

天
主
永
存
無
限
的
仁
慈
他
們
更
詳
細
講
解
了
車
恕
的

特
點
尤
其
是
它
的
普
遍
性
智
也
咎
的
作
者
在
這
一
點

上
一
方
面
接
受
7
諸
先
知
們
的
遺
教
另
一
方
面
有
時

1

如
在
智
慧
篇
中
!

把
學
龍
照
頤
和
智
叫
甘
心三
者
視
為

同
一
事
物
這
些
一
訓
話
投
筆
者
看
來
對
於
幫
助
讀
者
簡

墨
明
白
舊
約
中

學
寵
的
概
念
即
放
恩
央
和
新
約
中
的

那
高
深
絕
妙
的
學
認
道
翅
當
有
相
當
的
樽
益

見
基
督
奧
體
教
會
成
義
天
國

生
命

(
罰

)

倒
贖
回P
P
甜
"
E
D
E門
)域
名
有鬥愣
神
甘
泉
」

1

戶
，
二

，

=
4
l
'

、
之
意
屬
默
納
協
艾
派

(
蘇
口
u
)
在
加
里
肋
亞
省
納
區
助
之
東
南
約
六
英

里
處
距
北
邊
的
大
博
爾
山
約
有
四
英
皇
之
遙
敬
畏
的

敵
人
制
制
械
制
制
制
及
制
副
部

H
R此
地
喪
亡

(
1酬
的



-
H
U
)
傲
自
有
耳
在
進
軍
與
培
肋
舍
特
人
作
戰
的
前
夕

的
~
會
來
閥
割
制
求
悶
於
招
魂
的
女
一
也
但
於
劃
司
制
到
山

.

、
‘
t

。

-
上
作
戰
陣
亡

(
繳
上
鉤
，
|
缸

)
(

特

)

三
仿
明
凰
"
H」S
R「
\
開
中間
胸
口
口E

J
意
思
是
「
花
閻

-
a
A
M可門
凹
h
t
.，
m
H
J
甘
心
虛
1

，
可
3
3
3
3
1
h
2

，

、

I
I
J
e
-
J
3
-
z
z
m
E
E
E

、
中
的
水
泉
」
是

巴
力
斯
過
兩
個
地
方
的
地
名

@
位
於
猶
大
山
脈
與
海
邊
平
原
之
間
舍
斐
拉

(
F
Z
O
E
)
平
原
的
恩
加
寧
是
屬
於
猶
大
文
派
的

一
座
城
市
(
蘇
臼

H
)
其
位
置
不
詳
學
者
意
見
亦
各

異

十

@
依
撒
加
爾
文
派
的
恩
加
寧

(
蘇
叫M
n
)
為
肋

未
艾
派
革
爾
雄
家
族
所
佔
有
(蘇
釗
間
)學
者
們
大
都

謂
它
就
是
現
在
的
草
率

(
C
S
E
)村
莊

(
阿
刺
伯

名

)
距
基
耳
波
亞
山
之
西
南
有
七
英
里
位
於
自
厄
斯

制
制
(
平
原
)
至
刺
京
的
大
公
路
之
州
州
(
韓
)

“
司
前
許
隨H
b
n叫
\
開
口，m
E
M
J
是
猶
大
曠
野
中
的

M
B
指
t
司
都
叫
W
G
D
m且
芝

l
t

』
'
、

一
個
水
泉
及
地
方

名

(
幟
上
圳
的1
等
)
意
謂
「
野
山
芋
泉
」
位
於
死
海

之
西
岸
其
此
勢
危
崖
絕
峰
山
洞
甚
多
是
野
山
羊
出
沒

之
處
以
民
佔
領
墓
地
後
將
之
創
歸
猶
大
文
派

(
蘇
的

詞
)
當
達
味
逃
避
撒
鳥
耳
時
會
來
此
處
的
一
個
山
漠

中
(
或
山
洞
)
避
難
(
撒
上
圳
的
1
)
猶
大
王
約
沙

法
特
的
敝
人
亦
會
於
此
地
聚
集
重
兵
作
戰

(
編
下
幼

2
)
此
處
並
有
著
名
的
溫
泉
至
今
猶
存
此
水
泉
將
恩

革
狄
造
成
一
個
曠
野
中
的
綠
洲

土
地
肥
法
有
許
多
棕

樹
葡
萄
園
及
其
他
香
料
樹
木
生
長
於
此
這
種
特
色
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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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於
斟
制
其
他
的
記
載
(
德
圳
的
M

制
I
H
)
。
攘
最
近

學
者
的
考
察
在
此
發
現
了
一
些
舉
經
抄
各
信
件
及
其

他
日
常
用
具
此
地
是
巴
爾
苛
刻
巴

(
M
W
R
M
俏
。r
o
g
)

相
反
羅
馬
人
造
反
革
命
時
(
公
元
三
一
一
二
l

一
三
五
)

的
活
動
中
心
(
韓
)

自
別
晴
空
主
古
早
已
呵
呵

B
Z
m
H
E
S
J

M
B
犯
U

川
t
H
E
f
u
u
F
/開口
問
丘
吉
」

地
名
意
思
是
「
雙
牛
積
水
的
航
」
位
於
死
海
西

岸
厄
則
克
耳
先
知
在
描
述
自
新
聖
殿
流
出
的
河
流
時

會
提
及
到
它

(
則
打
刊
)
很
可
能
就
是
現
在
的
費
沙

水
泉

(
〉S
F
仔
仔
)
(

韓

)

四
"
，h
T
L
B
F
S
J
人
名
可
能
有
「
卅
峽
」
或

M
t
E
G
m
F
f
F
Z

、
，
|
|

:
-
e
d

」
y

'

口
\

「
石
時
」
之
意
思
是
阿
雕

黎
人
的
國
王
建
都
於
赫
市
間
他
會
將
此
區
的
摩
阿
布

人
悉
數
驅
逐
出
境
直
至
南
方
的
阿
爾
農
河

(
戶
幻

甜
|

叩
)
他
的
藩
屬
有
五
個
弱
小
的
米
德
楊
國
王
(
蘇

u
n
)
他
的
國
土
遠
至
北
方
的
基
肋
阿
得
南
部
以
雅

波
克
河
為
其
迎
您
的
邊
界
再
經
過
曠
野
而
至
提
庇
黎

雅
湖
邊
爾
達
死
海
的
北
岸
至
丕
斯
加
山
麓

(
蘇
也

2

l

3
)
當
梅
瑟
領
導
以
色
列
百
性
經
過
曠
野
到
達

阿
爾
也
河
的
東
南
時
會
打
發
使
者
要
求
自
心
紅
王
准
許

百
側
過
境
那
知
息
紅
王
卸
毫
不
客
氣
地
拒
絕
了
這
一

請
求
並
且
陳
兵
以
待
企
國
阻
止
以
民
的
去
路
結
果
於

默
德
巴
及
狄
潮
之
間
兩
兵
相
交
以
民
大
獲
全
勝
佔
領

了
南
自
阿
爾
農
北
至
雅
波
克
二
河
之
間
的
廣
大
地
區

(
同
創
盯
|
扭
制
2
甜
|
M

間
u
n

制
m
u
)並
集

中
兵
力
於
丕
斯
加
山
麓
準
備
進
攻
約
但
河
對
面
的
那

里
哥
城
(
戶
釗
閻
明
μ
-
M
M
H
)息紅
主
的
土
地
被
創

歸
給
勒
鳥
本
及
加
得
女
派
他

們
自
動
要
求
佔
領
這
J

區
因
為
那
地
方
是
現
恕
的
畜
牧
區
(
戶

，
n
l
!

‘

自
1

目
)
後
來
撒
羅
游
將
它
立
為

太
守
區
之

一
(
列

上
4

凹
)
(
韓
)

紛
臼
但
心
情
溫
(
呂

2
)
1
ι順
是
出
自
阿
神
明
文
的

1
l
-
4
4
1

，

、
制
風
冒
後
轉
變
成
希
抽
血
化
的

息
位
及
拉
T
化
的
息
耳
瓦
諾
息
拉
之
出
現
於
新
約
首

見
於
耶
京
宗
徒
會
議

上
可
能
基
於
他
的
羅
馬
公
民
權

當
時
他
在
耶
京
教
會
中
或
為
首
腦
人
物
之
一
會
議
後

他
同
側
甜E
W
納
伯
等
人
受
托
將
會
議
的
論
文
傳
報

與
安
提
約
基
雅
教
會
(
宗
的
自
1

缸
)
向
信
友
們
講
道

猶
如
先
知
(宗
的
自
)保
綠
二
次
出
外
傳
教
時
息
校
仍

是
保
穢
的
助
手
二
人
在
斐
斑
伯
坐
監
但
因
是
羅
馬
公

民
暗
地
被
放
了
出

來

(
宗
的
時
|
岫

)
二
人
在
得
撒

洛
尼
叉
險
些
被
捕
乃
被
教
友
送
往
貝
洛
雅
但
是
保
的
呻

仍
不
能
於
此
久
住
乃
留
下
息
拉
及
弟
茂
德
自
己
到
雅

典
去
了

(
宗
口
4

1

臼
)
其
後
息
拉
遵
從
保
祿
的
旨

意
前
往
格
林
多
與
宗
徒
會
合
(宗
的
5

)就
在
格
林
多

宗
從
得
助
於
息
位
書
寫
7
得
前
及
得
後
二
當
一
一
逅
的
佔

之
閱
首
可
以
斷
定
(
得
前
1
1

得
後
1
2

參
見
路
後

l
u
)
自
此
宗
及
保
祿
書
信

上
再
沒
有
提
及
到
自
心
位

的
事
蹟
相
反
地
在
伯
前
5
臼
上
部
記
載
「
我
藉
忠
信

的
弟
兄
創U
R
E諾
給
你
們
寫
了
這
封
我
認
為
簡
短
的

書
信
」
目
前

一
切
的
學
者
成
認
為
伯
前
一
番
的
授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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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候，能劫等，拉|畫畫
宗什解與都(然

徒麼決保j 與息|來
之環的祿i 伯i 耳|自
長境閑書i 後瓦|伯|
伯|及題. {言有諾|多|

多!條是的看 '-'.祿，
祿|件保|文顯蓋但
的下，祿|筆著伯i 是
秘及傳有的前與
番。基教些分的正

於的近 55 IJ; 文執
何助似，相筆、筆
種手但反口寫
理息| 是地氣、信
由.拉L至伯i 用的
一在今前語人

(變什 惟的及部
韓而麼一文文是
)成時不 筆體息|

a
u
'
t
'、..... 
‘
、
，

l
ll
』
，

“
凸
固
平
曲
2
5
8
)

見
一
西
桶

，
且

1
i
-
a﹒
-
-
1
J
a
'

、

“
-
3
h
b
訓
戶
~
切
可
m
p
o
J地
名
也
可
作
民
族
名
只
一
次

恥H
t
z
H虫

-
J
ω
E
E
」
見
於
斟
蚓(
喇
叭村
u
)。
創
胡

也
處
和
上
下
文
在
指
示
上
主
將
要
白
地
之
四
極
召
罔

自
己
的
百
姓
並
召
集
世
間
一
切
民
族
來
歸
向
解
雍
的

自
北
方
和
西
瓦
以
及
自
創
軾
沒
有
提
到
南
方
及
東
扎

當
然
息
寧
般
是
屬
於
這
兩
個
方
向
之
一
也
就
是
應
在

雪
地
的
南
方
或
東
方
於
是
確
定
息
寧
是
指
何
地
而
言

的
意
見
也
就
隨
著
方
向
之
不
同
而
有
所
區
別
要
者
有

如
下
數
種@

中
國
很
久
以
來
有
阿
黎
雅
孟
塔
諾

(
〉
2
2

逞
。
乏
自

5
)

提
出
息
寧
就
是
中
國
的
學
說
這
個
意

見
且
會
轟
動
一
時
隨
從
此
說
的
人
也
的
確
不
少
這
當

然
為
我
們
中
國
岡
胞
是
一
個
很
榮
幸
光
彩
的
解
說
可

惜
目
前
已
很
少
有
擁
護
此
說
的
學
者
斑
由
是
作
者
不

可
能
在
那
種
交
通
不
便
知
識
落
後
的
時
代
認
錯
或
知

酬
一道
遼
東
制
國
的
存
恥
但
是
依
然
這
個
意
見
與
我
國
有

., 主
宿
街
切
的
關
係
如
此
「
仍
示
妨
將
孟
塔
諾
等
人
主
張
此

1'~ 

說
的
理
由
提
出
來
供
大
家
參
考
一
下
按
歷
史
的
記
載

遠
在
公
元
前
三
世
紀
已
有
猶
太
人
遷
來
中
國
居
住
事

實
上
猶
太
人
移
居
中
國
之
事
會
更
早
於
文
史
的
記
軟

另
一
方
面
央
誠
中
國
人
於
公
元
前
十
二
世
紀
已
有
大

批
的
商
人
出
外
經
商
拜
訪
考
察
了
一
些
奇
特
古
怪
的

民
族
基
於
這
兩
個
事
實
很
可
能
在
很
久
之
前中
國
人

間
猶
太
人
已
彼
此
相
識
再
者
古
代
的
波
斯
人
慣
將
中

國
稱
為
秦
國
中
國
人
為
秦
人
而

「
息
寧

」
的
單
數
則

是
「
欣
」
這
與
「
秦
」
字
音
很
近
似

@
息
尼
就
是
創

昀
臼
所
說
的
息
尼
人
但
是
這
個

地
方
是
在
北
方
而
不
在
南
方
或
東
方
是
以
方
肉
不
對

故
少
有
人
隨
從
此
說

@
厄
蛇
董
厄
撞
在
阿
加
得
文

上
叫
作
息
寧

@
親
位
於
墓
地
南
方
的
親
曠
野
它
在
西
乃
半
島

的
東
北
部

@
色
委
寧

(
F
Z
E
古
)
即
現
今
埃
及
南
方
的

阿
算
還
是
目
前
絕
大
多
數
學
者
所
主
張
的
意
見
蓋
自

公
元
前
六
世
紀
已
有
以
色
列
人
作
為
埃
及
的
僱
俯
軍

駐
守
於
此
保
護
埃
及
的
南
方
邊
界
至
公
元
前
四
百
年

為
止
並
且
谷
木
蘭
所
設
現
的
依
撒
意
亞
抄
本
亦
主
此

說
「
還
有
些
一
白
色
委
乃
而
來
」
技
色
委
乃
是
色
委
寧

的
或
讀
指
阿
算
(
韓
)

的
心
臼
臥
隨
即
t
gnL
息
絲
是
紹
兩
情
神
峙
的

叫父

1

戶
，

1
.
'

，
、

親
或
祖
父
耶
路
撒
冷
人
生

於
公
元
前
三
世
紀
(
德
叩
目
到
1
)

見
德
訓
篇

(
陳

)

的
，-
a
r
E
「ω
甘
心
口
/希
伯
來
年
曆
的
第
三
月
約
等

M
t
E
主

t
f
白
『
E
K

1

-

4
.
4

，
、
於
現
在
的
五
月
中
至
六
月
中

見
曆
法

(
韓

)

也
表

3
1
□

H
B
E
E
-
J

息
貝
閑
人
名
是
遠

M
E
h個
E
K
F
H
H
V
/
F
F
E
E
-

」
|

-
-
i
1

，
、
咪
的
勇
士
之
間

籍
胡
沙
是
以
每
次
提
及
他
則
說
「
胡
沙
人
息
貝
閥
」

(
編
上
u
m
)
而
且
他
也
是
第
八
單
軍
長
(
編
上
U

H
)
會
擊
殺
了

蚓
叫
到
蚓
強
人
制
蚓(
幟
下
n
M
)

及
息
派

(
一
編上
m
‘
)
他
們
二
人
原
都
是
辣
法
打
人

的
後
裔
由
此
可
知
忠
民
閥
、
必
也
是
一
孔
武
布
力
的
強

人
不
愧
為
遠
味
的
勇
士
(
美
)

的
蓋
自
3

、
芋
茍
站
崗
『E
Y
J

息
只
瑪
城
中
們
在
約
仙

M
t
晶
F
E
Y
n
u
q
/
F
E
B

之
，

|
|

l
h
|

，

1
1

，
、
河
東
筒
里
五
分
給

制
蚓
蚓
艾
派
的
風
離
蝴
制
蚓
不
遠

(
門
叫
“M糊
口

問
)
。
按
這
地
方
盛
產
葡
釘
在
他
制
創
世
那
肋
米
而
先

知
時
代
屬
剛
剛
制
王
國
因
他們驕
傲
為
先
知
們
所
批

咒
(
即
闊的
8

耶
抖
扭
)
。
(
技

)

“
息
哈
爾
(
叮
叮
吋
)
暐
4
5

的
明
明
白
心

I

司
l

J

、
哈
爾
是
撒
瑪
繁
雅
的

一
座
風
靠
近
蚓
倒
叫
給
他
的
兒
子
甜
甜
的
莊
回

(
削

刊M
H
M喃
自
)
距
離
「
蚓
創
叫
泉
」
不
這
一
這
就
是
約4

章
所
說
的
那
位
被
現
劇
和
婦
人的城
市
過
去
人
皆
以

為
別
叫
酬
是
創
制
的
混
名
或
合
譏
諷
之
恕
的
代
名

-A

但
是
現
在
巴
證
賞
它
說
是
阿
瓶
科
爾(〉ω
玄
之
付

屁
位
於
問
凹
到
山
的
東
風
距
納

l
喇
喇
喇
(
5
E
5
)兩

西
北
約
三
公
里
在
勵
制
制
泉
的
北
違
約
八
百
公
尺
處



~

見
含
恨
線
(
韓
)

竺
阱
，
乳
白
-
束
盲
目
主
人
名
及
家
族
名
其
原
意

-
L
E
A
n
4
t
s
d
I

r
U
M
E
E
\

不
亂

-

e
客
納
罕
王
雅
賓
的
軍
長
代
表
閻
王
率
軍
隊
及

一
戰
車
駐
守
於
哈
洛
舍
特
哥
因
壓
迫
以
色
列
子
民
但
被

德
波
辣
民
長
偕
向
巴
辣
克
將
之
間
執
敗
於
克
雄
河
畔
息

色
辣
敗
北
隻
身
逃
命
之
餘
又
被
一
位
名
叫
樹
剛
到
的

女
子
以
微
子
及
鎚
子
穿
破
頭
顱
而
被
殺
身
心
以

上
之

記
述
詳
見
於
聞4
l
5

章
中
(
參
見
樹上
凹
，
誠
的

刊
)
創
制
蚓
這ι
不
是
出
於
閃
語
系
故
此
過
去
學
者

們
會
議
論
紛
紛
地
謂
他
是
制
別
人
蝴
蚓
人
甜
甜
人
等

各
種
不
同
的
意
見
現
在
則
大
都
以
為
他
是
網
圍
甜
甜

人
是
屬
於
「
海
島
居
民
」
的
一
種

@
是
充
軍
期
後
「
獻
身
者
」
的
一
個
家
族
名
他
們

同
則
魯
巴
貝
耳
同
時
由
巴
比
倫
返
罔
盈
京
居
住

(
厄

上
2
臼
厄
下
7
自

)
有
人
以
為
這
個
家
族
與
前
面
所

說
的
息
色
辣
有
關
係
甚
至
可
能
就
是
他
的
後
代
因
為

不
少
的
「
獻
身
者
」
是
出
身
於
外
族
的
戰
爭
俘
虜
在

聖
殿
執
行
勞
役

主監

見
怠
拉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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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息
耳
瓦
諾(
2
3
5
)

m月
3
品
本
來
P
T
臨
訊
「
牢
門
R
E
O
J

是
回
副
刺

4
n
k
h

』
砂
斟
叮
仇
，

V
L
F晶
晶
扣
訓
，

n.• 

-

-
E
A
Z
7
4
2
1
ι
e
i
d
/
S
E
O
E
E
(
ω
E
E
)
 

島
東
南
海
岸
的
一
座
城
市
原
圖
用
研
尼
笛
聲
人
所
佔
有
在

公
元
前
七
三
四
年
希
惱
人
將
前
者
逐
出
而
遠
立
成
自

己
的
城
市
直
至
公
元
前
二
一
二
年
落
入
羅
馬
人
之
手

是
羅
馬
總
督
駐
領
此
為
的
居
處
在
此
大
力
從
事
土
木

工
且
是
為
別
蚓
叫
樹
刷
的
黃
金
時
比
其
巨
大
的
青
廟

(
公
元
七
世
紀
改
鋒
為
天
主
教
主
教
座
堂

)
劇
場
戲

院
等
古
蹟
的
遺
址
至
今
仍
存
保
祿
被
解
赴
羅
馬
時
曾

在
此
城
停
留
三
天

(
宗
m
u
)
(

韓
)

η
-
3叭
叭
#
質
而
L也
取
?
每
恥

B
Z
-
-
M
R
O
E
-
g
J

M
t
k組
合
制t
f

而
m
T
h
者
m
f
。
s

n
E
V
ω
-
S戶
口
口
"
、

「息
彼
拉
」
的
本
念
不
甚
清
楚
按
伐
洛
(
〈
月2
)

的
研
究
調
為
「
神
明
之
志
」
其
他
的
語
言
學
家
認
為
含

有
「
智
士
」
之
意
放
歷
史
文
件
來
看
「
息
彼
拉
」
可

說
是
一
個
高
誨
的
L
V

女
與
中
國

「
女
巫

」
相
似
她
們

雖
然
居
於
山

洞
但
可
任
意
遊
行
全
世
界
她

們
也
如
同

司
祭
一
樣
為
人
們
祈
禱
代
神
說
話
她
們
的
數
目
不
定

按
住
堂
爵

(
F
E
S
E
E
m
)
認
為
有
十
位
筆
者
在
希
趣

和
拉
丁
書
上
至
少
發
現
了
十
四
位
她
們
原
來
似
乎
是

住
在
小
亞
細
亞
|
|
1

有
此
己
說
是
在
厄
特
魯
黎
雅
但
最

著
名
的
地
方
是
希
磁
和
羅
馬
在
羅
馬
息
彼
佳
的
替
籍

保
存
在
卡
丕
托
里
猶
丕
式
殿
字
襄
先
有
十
位
而
後
有

十
五
位
織
品
管
現
那
些
文
件
每
逢
國
家
遭
遇
災
難
就

查
閱
文
件
而
後
決
定
行
事
因
羅
馬
帝
國
的
擴
大
息
彼

恆
的
神
論
便
隨
之
而
非
常
普
遍
公
元
前
二
世
紀
猶
太

人
開
始
利
用
這
些
神
論
宜
得
唯

J
神
論
至
公
元
二
至

五
世
紀
基
督
信
徒
也

一
編
集了
些
含
有
基
督
教
品
的
其

他
息
彼
拉
響
因
此
古
代
學
教
會
的
作
者
有
時
也
引
用

了
息
彼
位
神
論
以
澄
明
異
教
的
那
些
「
智
女
」
也
頗

言
了
基
督
降
生
和
他
救
贖
人
類
的
大
業
其
中
帽
嘗
著

名
者
有
德
都
良
赫
爾
瑪
猶
斯
定
阿
式
納
哥
辣
德
放
妥

劇
組
叫
到
會
副
岡
山
刻
盟
劃
蚓
叫
血
和
偉
大
的
學
斷
制

定
(
見
天
主
之
城
的
自
)

息
彼
缸
，
卜
，女
中
最
著
名
的

有
出
於
問
劉
蚓
馴
咄
咄

的
一
位
(
切M
S
E
m開
Z
V
E
S
)雇
瑪
的

一
位
(
白σ
臣
"

仍
5
2
)

問
劉
甜
蚓
的
一
位(
切
生
戶
"
凶
，
F
E
E
S
)

最
偉
大
的
挂
了
詩
人
咪
吉
爾

(
5
『
m
E
E
)在
那
神

泌
而
優
美
的
第
四
牧
歌
也
捉
到
一
雇
瑪
的
息
彼
拉也
在叫

這
位
大
詩
人
的
著
作
影
響
7
基
督
徒
使
他
們
過
分
重

視
息
彼
拉
的
神
論

這
些
神
論
大
都
圓
圈
於
預
言
體
和
默
示
錄
文
體
它

們
的

價
值
對
聖
經
的
研
究

不
是
直
接
的
而
是
間
接
的

因
為
它

們
可
使
我
們
了
解
猶
太
人
和
基
督
徒
怎
樣
利

用
了
這
一
神
論
來
解
釋
里
經
好
使
異
教
人
受
感
動
因
而

相
信
唯
一
的
真
天
主
而
歸
依
救
世
主
(
雷
)

m拿
步
高
(
H
H
H
H
N
H
)

人
名
清

「
拿
步

〔
神
〕
請
保
護
邊
疆
」
拿
步
一
晶
的
名
字
在
學
經
原
文

上
有
數
種
不
同
的
寫
法
恩
高
譯
本
一
律
譯
作
拿
步
高

自
歷
史

上
我
們
知
道
在
古
東
方
會
有
兩
位
名
拿

步
高
的
國
王



@
金
步
高
第
一
這
位
國
王
聖
經
從
未
提
及
他
在

巴
比
倫
約
於
公
元
前
一
千
一
百
年
左
右
稱
王
曾
經
戰

勝
厄
籃
人
但
自
己
之
國
勢
並
未
因
此
而
振
如
在
不
久

之
後
陷
入
亞
述
帝
國
的
勢
力
範
閹
之
內
是
為
巴
比
倫

齊
王
朝
的
終
結

@
含F步
高
第
一
二
六
O
五
l

五
六
二
)
這
位
較

前
拉
著
名
是
巴
比
倫
新
王
朝
的
君
王
亦
與
以
民
的
歷

史
發
生
過
密
切
的
關
係
故
值
得
我
們
對
其
作
一
較
詳

的
敘
述
自
於
考
占
學
者
供
給
了
不
少
的
歷
史
文
件
故

我
們
對
這
位
國
王
的
事
蹟
及
年
代
已
能
頗
為
準
確
的

斷
定

拿
步
高
在
未
登
繩
之
前
就
已
經
因
加
革
米
士
戰

爭
的
大
獲
全
勝
而
一
舉
成
名
此
戰
將
埃
及
人
擊
敗
這

一
收
爭
的
發
生
憋
在
公
元
前
六

O
五
年
的
五
六
月
間

不
久
他
的
父
王
納
頗
波
拉
撒
逝
世
拿
步
高
急
速
率
兵

悶
巴
比
倫
收
拾
政
局
翠
年
(
六

O
四

)
三
四
月
間
正

式
登
極
為
王
其
閩
南
國
猶
大
分
成
兩
派
一
派
在
耶
肋

米
巫
先
知
的
號
召
下
主
張
擁
護
巴
比
倫
另
一
派
則
仍

強
凋
步
埃
及
之
後
廢
且
躍
躍
欲
試
有
對
抗
巴
比
倫
之

企
凶
於
是
拿
步
高
在
其
登
極
之
間
年
再
皮
帶
兵
進
攻

敘
利
亞
及
巴
力
斯
拍
一
所
向
無
敵
勢
如
破
竹
各
小
國
只

有
俯
首
稱
臣
耶
京
的
百
姓
大
驚
失
措
舉
行
辦
戒
(
耶

狗
，

)
國
王
制
蚓
甜
甜
仍
不
重
視
先
知
刷
刷
蚓
甜
的

-
警
告
自
行
其
事
(
耶
Mm
M

等
)
先
知
乃
預
言
國
王
將

帥
一
「
死
後
必
棄
屍
原
風
遭
受
日
曬
夜
露
」
(
職
叫
扭
扭

F
M
M
約
時
作
金
雖
頑
強
自
持
但
面
對
強
大
的
敵
軍
不
得

1473 。哇十

不
晰
刑
時
忍
辱
稱
降
(
列
下
圳
的
7
)
但
三
年
之
後
(
六

。
一
)
再
度
依
靠
埃
及
有
意
反
叛
金
步
高
決
意
山
山
兵

懲
罰
俯
首
埃
及
(
見
耶
俑
昀
|
甜
)
並
派
遣
加
色
丁

阿
蘭
(
敘
利
益
)
膠
阿
布
和
阿
孟
人
的
綠
牌
軍
隊
來

磁
叫
做
懲
治
反
紋
的
描
大
人
(
列
下
圳
的

1

2
)
但
是
拿

步
高
自
己
進
兵
埃
及
卻
受
控
於
乃
苛
法
郎
於
是
班
師

罔
京
整
市
練
兵
一
年
之
後
(
五
九
九
)
率
領
強
大
的

勝
利
軍
進
攻
阿
刺
伯
(
耶
的
刊
甜
|
臼
)
並
佔
領
埃
及

大
獲
全
勝
翠
年
(
五
九
八
)
親
自
指
你
部
下
將
耶
京

圍
困
(
編
下
鈞
甜
)
數
月
之
久
終
於
五
九
七
年
三
月

十
六
日
破
城
而
入
將
約
雅
金
的
總
位
人
耶
苛
尼
雅
國

王
及
大
批
紳
士
匠
人
俘
憐
至
巴
比
倫
親
自
立
漆
德
克

雅
為
猶
大
閻
王
(
列
下
巾
的
口
編
下
狗
叫)並
將
大
批

貢
物
帶
返
巴
比
倫
(
列
下
圳
的
8

間
耶
扭
扭
)
其
後

於
五
九
六
l

五
九
一e
p年
就
敗
厄
敵
人
五
九
五

l

五
九

四
年
間
平
息
本
上
之
放
軍
至
此
舉
經
之
外
的
歷
史
文

件
中
斷
而
事
經
則
成
了
絕
無
僅
有
的
關
於
拿
步
高
歷

史
的
線
索

猶
大
凶
王
漆
德
克
雅

H
E一
攸
府
弱
無
主
的
君
王

易
受
人
擺
佈
降
巴
比
倫
後
未
足
十
年
竟
又
反
叛
巴
比

倫
(
列
下
圳
的
目
彷1
1

血
兒
耶
們
糾
紛
章
)
於
是
公
元

前
五
八
七
年
拿
步
高
徹
底
懲
罰
了
以
民
將
耶
京
及
聖

殿
益
行
破
壞
國
王
被
情
其
諸
子
當
面
被
殺
後
其
本
人

之
兩
眼
被
拿
步
一
品
挖
出
縛
以
鐵
線
成了
階
下
囚

(
耶

"
6
7
M
M
M
H
)大
批
的
以
民
充
軍
肝、
巴
比
倫
拿
氏

大
概
於
五
六
八
年
會
經
再
度
進
攻
埃
及
(
耶

n
M
S

闊
別
扭
叮
|
缸
)
至
於
達
1

l
4

關
於
拿
步
高
的
敘

述
有
比
一
一
學
者
以
為
所
說
並
非
拿
步
高
而
是
巴
比
倫
﹒伯

國
的
最
後
一
位
君
王
俐
蝴
罔
蚓
(
五
五
五
!
五
三
九
)

但
這
種
說
法
也
僅
是
一
種
推
測
而
無
確
切
的
證
據
更

有
人
以
為
上
述
敏
章
僅
是
一
種
向

於
訓
誨
目
的
米
德

辣
市
文
體
記
載
並
非
很
據
廢
史
敘
述
但
這
種
說
法
或

們
不
能
完
全
贊
同
(
見
達
尼
爾
書

)
友
1

5

所
說
的

亞
述
王
拿
步
高
則
與
歷
史
不
合
蓋
攘
歷
史
的
記
被
在

歷
代
亞
述
閻
王
的
名
單
中
絕
無
劃
蚓
副
一
名
很
可
能

友
縛
的
作
且
也
故
意
用
這
稱
呼
來
暗
示
波
斯
王
阿
塔
薛

西
斯
三
世

(
三
五
八
l

三
三
七
)

拿
步
高
在
內
政
方
面
則
盡
力
維
持
不
同
民
族
闊

的
平
衡
及
和
諧
共
處
為
達
到
這
一
目
的
倡
導
敏
體
加

色
丁
人
的
神
祇
點
制
瀏
智
拿
步
到
劑
洞
開(z
a
m也
)

神
及
阿
蘭
人
的
欣
沙
瑪
而
依
市
塔
爾
科
並
為
他
們
煌

築
了
不
少
富
麗
堂
皇
的
嘲
字
高
塔
格
外
是
在
首
都
巴

比
倫
城
內
並
為
自
己
建
築
了
宮
殿
國
勢
之
前
強
可
說

已
達
黃
金
時
代
但
可
惜
這
個
拿
步
高
一
手
所
造
成
的

強
大
帝
國
未
能
維
持
一
長
久
於
公
元
前
五
三
九
年
便
被

新
興
波
斯
帝
國
消
滅
了

(
韓

)

η
全
P
B
悶

V
K
V「Z
R
已

/
這
個
名
詞
只
四
次
見

4
至
司
自
例

A
J
3
fZ
E
E

亡

i
j
i

2
.

□

4
1

:

二

，

、

於
聖
經
即
歌
l

M

指

一
一
檀
香
料
恩
高
譯
本
譯
作「
香
膏
」
歌
4
u

指
花
草

譯
作
「
甘
松
」
在
新
約
中
兩
次
皆
指
香
料
而
言
息
高

譯
本
譯
作
「
拿
爾
多
」
香
被

(
谷
的
3

若
M
M3
)

「
拿
爾
多

」
屬
百
合
科
康

生
於
印
度
在
歐
洲
共



~
花
用
作
裝
飾
品
生
於
喜
瑪
拉
雅
山
脈
中
的
「
拿
爾
多
」

的
~
最
為
著
名
而
榨
取
其
被
莖
之
什
製
成
其
品
強
烈
香
味

-
的
寶
貴
香
料
這
點
與
聖
經
所
說
完
全
符
合
(
韓
)

-
M
崖
，L
F

圍
已
怪
也
\
J

地
名
按
不
少

一
開
通A
4
7
証
立
騙
個
可
自
可}
H
Z之

-
a
d
-
-
g

J

、
學
者
的
意
見

這
個
名
字
來
自
希
臘
意
謂
「
多
種
民
族
的
混
合
」
公

元
前
第
二
世
紀
已
有
不
少
的
猶
太
人
定
居
於
比
(
加

上
臼
目
見
宗
2
M
)
其
他
更
有
法
斯
人
希
臘
人
及
後

來
的
羅
馬
~
它
位
於
圳
到
剛
到
的
南
海
且
在
到
別
圳

雅
及
基
里
基
雅
的
中
問
其
首
都
名
培
爾
革
並
有
著
名

的
重
要
海
洛
阿
塔
肋
雅
(
〉
H
E
w
-
"
)其地
勢
晏
長

方
形
長
約
百
三
十
公
里
寬
三
十
公
里
保
祿
第
一
次
遠

行
傳
教
時
會
到
達
培
爾
革
由
此
地
若
望
瑪
爾
谷
悶
耶

京
去
了
(
宗
U
H
)
何
故
若
望
離
保
祿
而
他
往
我
們

無
從
得
知
但
這
件
事
部
激
起
了
保
祿
不
少
的
傷
心
詞

是
事
實
(
宗
臼
甜
甜
)
保
祿
同
巴
爾
納
伯
由
培
爾
革

繼
續
前
行
去
封
闊
制
劃
咄
咄
傳
教
在
罔
程
中
重
新
經
過

努
非
里
雅
(
宗

M
H
E
)
至
於
保
祿
何
故
很
少
時
間

在
旁
非
里
雅
逗
留
有
人
以
為
是
由
於
當
地
人
對
保
祿

宣
教
的
反
應
不
好
毫
無
結
果
可
言
之
故
亦
有
人
說
因

此
地
區
的
氣
候
不
佳
而
使
保
祿
生
病
之
故
(
迦
4
H
)

(
韓
)

畫十1474-1476 

1476 1475 

時旅

間客
廿吋回p

jzii 
問許'--'"

題，多
在與
本「
辭j 時

典i 間
所」
討有

論闊

的的

見
客
人

日
星
期
月
年
、
上
主
的
日
之
九
時
辰
凡
已
有
所
險
也
在
本

條
內
我
們
只
根
攘
車
經
客
述
「
時
間
」
的
含
義
以
及

聖
經
內
所
誠
的
紀
元

一
時
間
的
意
義

@
術
語
希
伯
來
文
舊
約
沒
有
三
手
表
示
我
們
指

往
古
來
A可
以
至
於
無
窮
的
「
時
間
」
使
用
了
凡
三
百

次
的
目
2

並
不
是
指
悠
久
的
時
間
而
是
指
一
片
刻

片
時
如
出
9
u

「
看
明
天
此
時
要
降
下
可
怕
的
冰

霞
」
或
一
適
當
的
時
候
如
撒
下
口

1

「
年
初
正
當
諸

王
出
征
的
季
節
」
及
詠
川
M
U
「
這
一
切
生
物
都
瞻

仰
著
你
希
望
你
按
時
給
他
們
飲
食
」
與
我
們
現
用
的

「
時
間
」
含
義
頗
相
似
的
字
恐
怕
要
算
阿
刺
美
文
的

出
且
呂
了
見
達
2
8
9

剖

3
S
H
7
u
「
時
候
和
期

限
」
鼠
忌
。
已
通
常
指
「
煩
定
的
時
間
」
(
出9
5

參

見
撒
下

m
‘

5
)
N
O
B
E也
同
墨
色
。
弘
一
樣
指
規

定
的
時
間
見
厄
下
2
6

訓
3
1
「
事
事
有
時
筍
天
下

任
何
事
皆
有
定
時
」

J呵
。E

指
日
子
原
與
黑
夜
相
對

但
後
來
也
逐
漸
用
來
指
「
當
時
」
或
「
那
時
」
不
定
的
時

期
(
創
妙
u

耶
M
m
2肋
M
盯
)
有
時
也
用
來
指
在
某

日
內
所
發
生
具
有
決
定
性
的
事
如
依
9
3
「
如
在
米

德
楊
那
天
一
樣
」
及
歐

2
2

「
依
次
勒
耳
的
日
子
」

參
見
北
凹
的

O
O
N
通
常
指
「
結
局
」
或
「
末
世

時
期
」
故
常
見
於
「
末
世
論
」
經
文
內
如
亞
8
1
2

則
7
2
8
6

達
8

叮

K
F
E
H
M
H幾
乎
常
指
未
來
的
時

候
如
鐵
n
u

「
這
樣
你
的
將
來
必
然
順
利

.....• 

」

。
旦
。
自
部
不
指
「
未
來
」
而
指
「
過
去
」
如
依
的

u

「
古
代
|
|
郎
先
前
或
昔
日
|

|
帝
王
的
發
裔
』

七
十
賢
士
所
譯
希
腦
文
舊
約

1

門H
Z
g
g

指

「
時
間
」
或
「
一
段
時
間
」
2
M
h
z
。
"
通
常
擋
一
按

時
間
或
一
個
時
機
3

目
。
E

指
「
時
辰
」
或
「
時

刻
」
4

開
呂
立
"
指
「
日
子
」
原
文
為
希
喇
臘
文
的
新

約
關
於
表
示
「
時
間
」
所
用
的
字
和
字
的
含
義
大
抵

與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相
同
可
是
在
「
末
世
論
」
的
經
文

內
新
約
所
有
雖
屬
同
一
名
詞
但
其
含
義
甜
較
為
深
奧

參
見
末
世
論
條

@
聖
經
對
「
時
間
」
的
意
義
按
聖
經
深
徵
的
意

義
時
間
與
空
間
肇
端
於
天
主
的
創
造
天
主
未
創
造
以

前
故
無
時
間
亦
無
空
間
若
口
H

記
裁
主
說
「
父
啊
你

所
賜
給
我
的
人
我
願
我
在
那
裘
他
們
也
向
我
在
一
起

使
他
們
享
見
你
所
賜
給
我
的
光
榮
因
為
你
在
創
世
之

前
就
愛
了
我
」
參
見
瑪
口
站
站
M

路
口

目
希
4
3
9

甜
尤
其
是
弗
1
4

「
因
寫
他
|
|
天
主

|
i

於
創
世

以
前
在
基
督
內
已
揀
選
了
我
們
」
時
間
與
空
間
固
然

不
能
互
相
分
離
但
也
不
能
完
全
視
作
希
臘
哲
學
範
疇

(
P
H
O惘。
2
2
)
中
的
兩
個
範
臨
時
間
和
空
間
尤
其

是
前
者
按
聖
經
教
義
除
非
以
之
與
「
永
遠
」
相
比
是

無
法
瞭
解
的
時
間
和
空
間
只
可
當
作
虛
空
要
勞
天
主

以
他
的
造
物
尤
其
是
人
物
來
補
充
使
人
終
歸
能
承
受

他
的
永
恆
性

時
潤
不
是
一
種
純
淨
的
片
刻
循
序
而
是
地
球
持

續
的
測
量
地
球
的
持
續

(
U
E
R
5
)
歸
附
於
人
類

的
出
現
這
即
是
所
謂
宇
宙
的
時
間
人
類
出
現
後
才
有



所
謂
歷
史
的
時
間
在
這
時
間
內
人
一
代
一
代
朝
向
天

主
給
他
所
定
的
終
向
前
進
天
主
超
越
宇
宙
的
時
間
有

如
超
越
歷
史
的
時
間
人
生
活
在
「
時
間
」
內
天
主
部

生
活
在
「
永
遠
」
內
援
然
天
主
時
常
不
斷
在
「
時
間
」

及
「
空
間
」
中
有
所
作
為
但
「
永
遠
」
劫
不
能
為
人

所
測
盎
為
使
我
們
領
婆
一
點
「
永
遠
」
的
概
念
聖
經

採
用
了
一
些
比
喻
如
詠
切
‘
說
「
千
年
在
你
的
眼
前

好
像
是
過
去
的
昨
天
好
像
夜
里
的
一
一
史
時
間
」
4
9見

詠
間
問
樹
干
叮

前
四
約
智
者
在
默
恩
天
主
的
永
悟
性
一
事上
除
了

沉
恩
空
間
與
時
間
發
端
的
那
一
創
造
片
刻
外
也
思
索

天
主
在
創
造
以
前
的
生
活

即
從
永
遠
在
永
遠
內
天
主

自
己
的
生
活
當
時
在
天
主
那
里
只
有
他
的
「
智
怠
」

見
鐵
8
n
I
M

智
者
縱
使
在
天
主
聖
紳
默
感
下
仍
大

妞
深
究
天
主
自
始
的
生
活
他
的
作
為
的
開
端
以
放
他

的
「
智
慧
」
的
行
動
天
主
的
永
恆
性
使
約
伯
愧
煞
(
約

必
‘
)
也
使
聖
詠
作
者
更
瞭
解
天
主
如
同
沒
有
起
初

罔
燄
也
沒
有
變
更
更
沒
有
終
結
這
端
信
仰
用
十
分
優

雅
的
詞
旬
記
述
於
詠
伺
2

「
軍
山
尚
未
形
成
大
地
質

球
尚
未
生
出
從
永
遠
到
永
遠
你
就
已
經
是
天
主
」

二
宇
宙
的
時
間

創
造
的
天
主
自
己
規
定
了
自
然
界
所
應
遵
行
的

一
般
動
律
如
晝
夜
(
創
1
5

|
H
)
四
季
(創
8
n

)

-
四
季
技
序
循
最
影
明
造
物
主
是
依
序
創
造
了
萬
物
萬

帥
一物
時
時
顯
示
造
物
主
的
智
叫
甘
心(
酬
的
) 。

關
於
宇
宙
時

戶
闊
的
A
N劉
多
關
年
月
星
期
日
時
辰
安
息
年
喜
年
曆
法

1476 十

等
條。

三
歷
史
的
時
間

時
間
有
其
自
己
的
四
季
四
拳
是
由
於
地
球
技
航

道
繞
口
自
轉
而
成
上
古
最
文
明
的
民
族
如
埃
及
巴
比

倫
中
國
希
臘
等
都
注
意
到
這
種
現
象
因
而
也
注
意
到

時
間
的
循
環
和
循
環
的
開
始
與
終
結
循
設
一
到
終
結

使
叉
開
始
另
一
個
完
全
像
過
去
一
樣
的
循
環
這
樣
周

而
彼
始
繼
續
下
去
以
至
於
無
限
期
這
種
概
念
令
他

們

相
信
自
己
是
受
一
種
不
可
抗
拒
的
天
命
或
命
運
所
支

配
而
陷
於
悲
觀
主
談
圳
的
作
者
或
許
由
於
伊
吃
純
魯

或
斯
多
吼
一
般
哲
學
的
影
響
在
恩
怨
方
面
也
帶
點
宿
命

論
的
色
彩

(
1
.
3
1
l
-
M

)
大
家
都
知
道
這
兩

派
所
主
張
的
宿
命
論
是
與
時
間
的
循
環
主
義
密
切
相

關
遠
的
固
然
這
種
宿
命
論
在
訓
內
產
生
了
悲
觀
主
義

但
如
果
就
全
部
聖
經
祉
而
言
這
只
不
過
是
一
種
例
外
現

象
聽
實
被
全
部
學
經
的
經
接
人
類
的
歷
史
不
是
承
奉

這
常
存
而
盲
目
的
循
環
而
是
具
有
一
定
的
定
向
的
換

旬
心
設
在
壓
史
中
所
發
泌
的
所
實
踐
的
是
天
主
的
計

創
依
然
在
歷
史
中
有
天
主
的
計
創
在
發
展
實
踐
所
以

人
的
歷
史
不
但
有
宗
旨
而
且
是
非
肉
前
進
不
可
的
因

此
宇
宙
的
時
間
在
性
質
上
是
與
歷
史
的
時
間
大
有
區

別
的

至
於
以
色
列
民
族
怎
按
計
算
這
歷
史
時
闊
論
參

。

閱
年
月
日
時
辰
曆
悲
喜
年
新
年
節
期
等
條
此
處
從
客

至
於
紀
元
以
民
沒
有
自
己
的
紀
元
在
亞
歷
山
大
大
帝

甜
點
崩
後
以
民
開
始
採
用
色
宴
背
朝
代
的
紀
元
兒
為
加

伯
上
下
直
到
公
元
後
第
五
六
世
紀
以
民
才
編
修
了
自

己
的
紀
元
以
創
世
之
初
為
他

們
的
紀
元
然
而
這
些
有

關
歷
史
時
間
的
問
題
在
以
民
看
來
都
無
側
重
要
主
要

的
還
是
時
間
有
其
開
始
也
有
其
終
結
為
此
聖
經
講
述

宇
宙
的
由
來
也
講
述
「
今
世
的
終
結

」
(
瑪
必
到
)

四
耶
穌
興
時
間

耶
穌
是
生
活
在
歷
史
時
間
中
的
人
物
他
在
黑
落

德
為
王
時
誕
生
於
白
冷

(
瑪
2
1
)
他
的
前
驅
若
紛

在
凱
撒
提
庇
留
執
政
第
十
五
年

上
開
始
宣
講
悔
改
的

洗
禮
(
路
3
1
)
他
在
般
雀
比
拉
多
作
猶
太
總
督

時

對
他
「
宣
過
美
好
的
誓
言

」
(
弟
前
6

時
)
世
人
對

時
間
所
享
有
的
經
驗
他
也
享
有
(
路
2

叫
時
)
但
由

於
他
是
降
生
成
人
的
天
主
墨
子
(
若
1
1

l

s
u
!

"
)
所
以
他
駕
取
時
間
的
變
動
為
此
他
知
道
「
人
子

必
須
受
許
多
苦
﹒..... 

被
人
殺
害
但
三
天
以
後
必
要
復

活
」

(
谷
8

缸
9

剖

沁
阻

)
他
的
「
時
辰
」
是
指
他

的
死
亡
和
復
活
的
時
辰

(
若
口
1
)
這
時
辰
是
天
父

給
他
指
定
的
他
願
全
心
服
從
天
父
的
學
意
所
以
對
這

時
辰
他
飯
不
能
援
前
也
不
能
推
後
只
有
承
行
父
的
學

意

(
若
2

.
U
訂
甜
)

天
主
-
B
S
子
耶
穌
基
督
降
生
寫
人
的
時
期
按
聖
保

祿
的
活
是
天
主
所
揀
選
所
預
定
的

時
期
「
時
期
一
瀚

天
主
說
派
遣
了
自
己
的
見
子
來

•.
.•.• 

」
(
迦
4

‘
套

見
谷
1
H

路
4
n

弗
1
"

等
)
車
子
降
生
寫
人
且
設

殘
殺
以
救
般
人
類
這
段
完
澈
的

「
時
期
」
是
歷
史
時

間
的
中
心
從
此
以
後
歷
史
分
為
兩
大
段
墊
子
降
生
以



~
的
寫

~
段
墊
子
降
生
以
後
寫

~
段
「
且
是
得
那
時
你
們

恥
之沒
有
默
西
亞
•••.•

. 
」
(
軒
2
u
)
「

你
們
從
前
也
與

一
天
主
一
輛
絕
並
因
邪
惡
的
行
為
在
心
意
上
與
他
為
敵
可

于

是
現
今
天
主
部
以
他
血
肉
的
身
體
藉
昔
一
個
死
亡
使
你
們

與
自
己
和
好
7...
.. 
」
(
哥
1

刮
目

)
天
主
墨
子
的

降
生
給
人
類
開
創
了
這
施
救
恩
獲
救
恩
的

「
現
今
」

這
「
現
今
」
是
憑
基
督
的
誕

生
而
宣
告
開
始

(
路
2

叩

U
)
也
將
憑
他
的
再
度
來
臨
而
宣
告
結
束

「
但
是

如
今
天
主
的
正
義
在
法
律
之
外
已
顯
示
出
來

•••..

. 
」

(
羅
3

n

)
參
見
羅
5

.

“
站
弗
3
5
叩

哥
-

m
弟

後
I
U

希
u
m
伯
前
1
u
3
n

等

的
確
當

「
時
期
一
滴
」
耶
穌
降
生
了
可
是
這
圓

滿
的
時
期
並
不
就
此
結
束
它
還

要
繼
續
下
去
直
到
耶

穌
再
來
若
一
2
u

說
「
現
在
是
最
末
的
時
期
了

」
這

最
末
的
時
期
有
多
久
除
天
主
外
誰
也
不
知
道
我
們
只

知
道
我
們
是
生
活
在
這
歷
史
最
末
的

時
期
內
耶
穌
和

宗
徒
對
這
時
期
快
將
結
束
的
時
候
只
預
言
了

一
些
先

兆
(
瑪
圳
的谷
口
路
到
羅
U

扭
扭
得
前
4
H
口

得
後
2

1

|

臼

弟
後
3
1

l

9
默
等

)
這
段
由
或
主
耶
穌
升

天
到
他
再
來
的
中
問
時
期
是
屬
於
娶
一
仰
的
時
期
(
4右

的
5

|

臼
羅
8

臼
|

叫

)
也
是
所
謂
里
教
會
的
時
期

它
之
所
以
稱
為
學
教
會
時
期
的
現
由
是
因
為
天
主
在

此
時
期
內
藉
墓
教
會
引
領
世
人
歸
依
基
督
賜
以
聖
神

的
恩
寵
準
備
他
們
賴
耶
穌
的
功
勞
獲
得
永

生
為
此
聖

保
祿
在
格
後
6

2

稱
這
段
時
期
為

「
悅
納
的
時
候..• 

救
恩
的
時
日
」
參
見
希
3
7

l

4
u

十1477 

如
同
昔
日
選
民
走
向
許
地
的
時
期
有
一
些
反
街

為
之
祝
聖

(
肋
幻
)
同
樣
聖
教
會
的

時
期
新
選
民
走

向
永
生
的
時
期
也
有
復
活
慶
節
(
格
前
5
7
8
)
和

每
過
記
念
復
活
的
「
主
日
」
不
斷
為
之
祝
聖
(
宗
到

7
格
前
的
2

默
I

U
)
復
活
的
奧
的
圳
和
佳
節
是
學
教

會
的
最
大
反
典
除
此
以
外
雪
教
會
為
使
信
友
更
深
切

了
解
體
會
耶
穌
降
生
顧
世
的
奧
蹟
娃
立

了

一
些
一
其他

的
慶
節
如
聖
逛
街
五
旬
節
等
這
樣
她
履
行
了
我
主
救

積
雪
化
世
人
的
宗
旨
因
為
墓
教
會
禮
儀
的
旨
趣
實
際

上
不
外
是
在
人
間
重
現
耶
穌
的
奧
蹟
藉
著
各
樣
記
念

耶
穌
一
生
事
跌
的
節
期
型
化
時
間
以
及
生
活
在
時
間

內
的
人
類

見
末
世
論
主
日
時
辰
敬
禮
復
活

(
雷
)

竹
主
才
了
這
E
E
Z

古
時
希
伯
來
人
一
日
祇
分
早

M
F
I
S
E

E

位
主

L
一
日
不
是

起
自
午
夜
而
是
起
自
晚
上
馬
此
有
前
晚
後
晚
之
分

(
創
1
5

出
u
u
肋
白
白
民
m
w
e
g
)後
來
亦
稱
早

晨
為
黎
明

(
ω
}5
7
月
意
謂
破
曉
見
蘇

6

臼

聞
"
自

亞
4

時

)
或
日
出

(
創
凹
自
撒
下
幻
4
)
稱
早
晨
後

為
「
太
陽
發
暖

時
」
(
巾
的
目
厄
下
7
8
)
稱
中

午
，

為
日
中
(
厄
下
8
3

原
文
作
口
中
參
見
鐵

4
"
)
稱

中
午
後
為

「
天
正
熱
時

」
(
創
的
1

撒
上
u
u
撒
下

4
5
)
或
「
太
陽
正
熱

時
」
(
撒
上
日
，
)
稱
傍
晚

(
創
圳
的間
)
為
晚
涼

(
削
3
8
原
文
作
晚
風
參
見
別

2
口
4
6
)
或
日
落

(
創
刊M
U
叮

山
山n
自
)
晚
上
分

日

落
以
前
鴻
章
頁
昏日
落
以
後
寫
夜
晚

(
出
u
e
m划
8

肋
幻
8

)
至
於
黑
夜
巴
比
倫
人
和
希
伯
來
人

A
P
J依

為
三
更

(
詠
M
W‘
)
初
夏

戶
衷
2
目
有
些
學
者
以
為

此
處
「
初
更
」
郎
每
更
之
初
之
意
)
中
更

(
民
7
"

即
我
國
筒
時
半
夜
三
更
)
末
更
(
出

M
M
繳
上
u
u

原
文
作
黎
明
更
即
我
國
會
時
清
真
五
更
)
古
希
腦
亦

分
一
夜
為
三
更
位
埃
及
人
早
已
分
一
夜
第
四
更
後
為

希
臘
人
採
用
由
希
臘
傳
入
羅
馬
為
此
在
新
約

內
每
夜

分
為
四
更

(
谷
6

岫
)
郎
入
夜
中
夜
雞
鳴
清
晨

(
谷

臼

品
參
見
宗
也
‘
)

在
充
軍
以
前
撰
寫
的
經
書
不
提
有
時
辰
之
分

充
軍
以
後
撰
寫

的

經
營
用
以
惜
時
辰
的
阿
刺
美
字

「
ω
Z
Z
F
」
亦
祇
含
有
轉
瞬
之
間
立
即
之
意
並
非

指
時
辰
(
達
3
6

問

4
叩
5
5
)
達
4
時
所
用
亦
祇

含
有
「
一
時
」
片
刻
之
意
但
因
七
十
賢
士
本
將
此
字

譯
作
「
時
辰
」
(
因
。
2
位
T
通
行
本
周

)
後
來
就

以
此
字
指
示

時
辰
郎
今
所
謂
的
一
小
時

古
代
東
芳
民
族
早
已
有
時
辰
之
分
叔
默
爾
人
就

分
日
夜
各
為
六
時
辰
每
時
辰
為
二
小
時
即

一
百
二
十

分
埃
及
人
承
龔
叔
默
爾
人
的
分
法
紙
改
揖
卅
日
夜
各十

二
時
辰
每
時
辰
六
十
分
後
經
希
擻
羅
馬
探
用
遂
沿
用

至
今
不
替
希
臘
文
化
時
代
此
一
分
法
說
已
普
遍
應
用

所
以
在
新
約
內
分
一
日

為
十
二
時
辰
自
日
出
至
日
落

A
若
口
，
)

分
一
夜
寫
十
二
時
辰
白
白

落
至
日
山
山

(
瑪
叫
“
叫宗
幻
目
)
每
一
時
辰
為
一
小

時
(

寫
鉤

臼
)
日

出

日
落
一
年
四
季
有
別

所
以
每
日
每
夜
的
時

辰
就
不
盡
然
與
現
有
的
時
辰
相
合
大
低
說
來
夏
季
日



出
較
早
所
以
第
一
時
辰
約
當
現
今
早
上
五
時
第
十
二

時
辰
約
當
現
今
下
午
四
時
夜
間
時
辰
則
隨
日
問
時
辰

而
轉
移
聖
經
上
從
來
記
時
不
記
分
(
若
1

咽

4
臼
碼

m
e
)
飯
然
沒
有
硬
性
的
規
定
所
以
民
間
習
用
一
比

較
概
括
的
分
法
分
一
日
為
四
時
分
一
夜
為
四
更
(
瑪

別
1
1
5
谷
口
自
)
即
午
前
前
半
為
早
晨
(
第
一
時

晨
)
午
前
後
半
為
第
二
時
辰
午
後
前
半
為
第
六
時
辰

午
後
後
半
為
第
九
時
辰
至
於
夜
間
時
辰
的
分
法
亦
是

如
此
但
聖
經
上
祇
提
到
了
夜
間
第
三
時
辰
其
餘
概
不

見
於
經
籍
這
是
因
為
希
伯
來
人
日
出
而
作
日
入
而
息

(
詠
…M
n自
)
，
夜
間
少
行
動
之
仇
四
嬰
史
記
錄
耶
穌

苦
難
事
蹟
的
時
辰
即
是
依
照
這
一
分
法
所
以
耶
穌
被

判
死
刑
的
時
辰
既
是
中
午
前
後
谷
能
說
「
正
是
第
三

時
辰
」
(
的
品
)
若
亦
能
說
「
約
莫
第
六
時
辰
」

(
ω

M
)
不
必
如
一
些
一
學
者
以
為
若
在
此
處
是
以
半
夜
而

不
是
以
日
出
為
起
點
何
次
他
在
的
目
叉
明
明
提
到
了

清
晨
他
之
所
以
點
也
「
約
莫
第
六
時
辰
」
是
因
為
他

提
到
了
逾
越
筒
預
備
日
之
故
這
一
天
約
在
第
六
時
辰

宰
殺
逾
越
筍
羔
羊
正
值
此
時
天
主
的
羔
羊
自
作
了
犧

牲
結
束
了
舊
約
開
創
了
新
約
意
義
重
大
所
以
若
特
地

點
出
「
時
值
逾
越
節
預
備
日
約
莫
第
六
時
辰
」
在

這
些
一
主
要
的
時
辰
內
習
慣
舉
行
祭
獻
或
祈
禱
(
出
m

M
l
u
則
“
臼
|
間
達
6
u
u
8
血
?
詠
H
M祖
宗
3

.-m

sg) 

側
一

此
外
「
時
辰
」
在
到
制
內
又
用
來
指
固
定
或
不

一
固
定
的
時
期
唔
唔
串
戶
用
法
不
-
而
足
其
意
義
隨
用
法
而

U77 .JI 十

異
大
抵
說
來
在
舊
約
內
多
用
「
日
子
」
或
「
時
日
」

指
時
期
如
「
上
主
的
日
子
」
或
「
時
日
將
到
」
在
新

約
內
多
用
「
時
候
」
或
「
時
辰
」
指
時
期
如
「
我
的

時
候
」
「
我
的
時
辰
」
(
谷
1

臼
瑪
必
u
右
4
且
7

6
)
而
且
新
約
內
有
時
所
謂
的
「
時
候
」
或
「
時
辰
」

即
是
值
約
內
所
謂
的
「
日
于
」
或
「
時
日
」
(
瑪
9

臼
路
口
n
f

治
5
耳
目
7
卸
)
這
些
一
表
時
期
的
時
辰

都
與
人
類
的
歷
史
有
重
大
的
關
係
是
天
主
施
展
自
己

權
威
的
時
際

「
時
辰
」
在
學
若
望
的
著
作
內
用
得
特
別
多
除

指
日
內
的
時
辰
外
尚
有
其
他
深
奧
的
含
義
他
將
基
督

的
一
生
視
作
一
日
基
督
一
誕
生
的
關
始
了
默
西
亞
時

代
末
世
時
代
這
一
時
代
要
直
到
基
督
再
來
結
束
世
代

才
算
結
束
這
一
時
代
即
是
當
約
所
謂
的
「
那
一
天
」

所
謂
的
「
將
到
的
時
日
」
(
若
8
H
M
m
參
見
亞
5

u
l

叩
依
2
6
|

扭
)
基
督
在
這
一
天
內
所
作
的
工

作
部
是
他
在
這
一
天
所
過
的
時
辰
他
最
具
有
意
義
的

工
作
是
受
難
而
死
死
而
復
活
升
天
所
以
受
死
復
活
升

天
是
他
的
時
辰
是
他
所
謂
的
「
我
的
時
辰
」
「
受
光

榮
的
時
辰
」
「
戰
勝
世
界
的
時
辰
」
(
若
2
.
7
叩

8
m
U
臼
盯
U
U
-
U
1
)
至
於
對
於
世
界
和
人
類
、

如
是
「
以
其
以
誠
敬
拜
天
父
的
時
辰
」
(
若
4
目
)

是
聽
取
生
命
之
言
而
「
出
死
入
生
的
時
辰
」
(
若
5

訕
|
甜

)
是
得
見
光
明
「
不
再
走
在
黑
暗
的
時
辰
」

(
若
8
M
U
叩
叫
“
“
)
是
相信
他
的
人

「
受
迫
害
的

時
辰

]
(

若
的
2

!

‘
閻
|
扭

)
是
相
信
他
的
人

「
以
他
的
母
親
為
自
己
母
親
的
時
辰
」
(
右
"
刮
目
)

這
一
時
辰
即
是
世
界
和
人
類
的
「
今
日
」
(
路
2
u

4
剖
希
3
H
4
7
參
見
右
9
S
U
晶
晶
)
他
這
一
分

法
是
有
耶
穌
的
話
寫
依
攘
的
(
右
9
‘

u
9

參
見
路

口
阻
)聖

經
內
除
列
下
m
-
-

u
與
其
相
關
處
依
必

-
-
8

德
刊
M
外
無
一
處
提
到
了
計
時
器
至
於
列
下

m
l
u
言
及
的
計
時
器
是
什
麼
儀
器
是
日
規
若
是

日
規
是
用
什
麼
作
成
的
日
現
在
公
元
前
八
世
紀
巴
比

倫
人
就
已
知
用
日
規
測
計
時
辰
所
以
猶
大
王
希
則
克

雅
朝
廷
內
可
能
設
有
日
規
何
去
近
來
由
考
古
發
掘
的

遺
物
得
知
巴
力
斯
坦
於
公
元
前
十
三
世
紀
就
已
有
隨

身
傍
帶
的
小
型
象
牙
日
規
不
過
原
文
指
日
銳
的
一
字

亦
含
有
梯
級
之
意
所
以
有
些
學
者
以
為
阿
哈
次
的
日

規
即
是
阿
哈
次
殿
旁
所
設
通
至
殿
頂
樓
梯
的
梯
級
藉

樹
立
在
旁
石
住
倒
影
越
過
的
級
數
來
計
算
時
辰
若
瑟

夫
在
他
的
猶
太
古
史
十
章
二
段
一
節
就
作
這
攘
的
解

釋
這
也
算
得
是
一
種
日
規

至
於
我
國
古
時
亦
無
時
辰
之
分
只
以
刻
漏
來
計

算
時
刻
故
有
日
漏
夜
漏
之
分
刻
漏
是
以
壺
盛
水
滴
人

盤
中
盤
中
樹
有
箭
箭
上
刻
有
百
刻
以
水
淹
箭
刻
數
來

計
算
時
刻
日
夜
刻
數
之
多
寡
就
隨
日
夜
長
短
而
定
春

分
秋
分
兩
日
晝
夜
各
五
十
春
分
以
後
日

刻
漸
增
至

E
E

至
日
最
長
夜
最
短
秋
分
以
後
則
恰
恰
相
反
此
外
古
時

.
亦
分
日
夜
為
十
五
時
或
十
時
十
五
時
郎
晨
明
她
明
日
一

明
早
食
晏
食
隅
中
正
中
小
遠
鋪
時
大
連
萬
吞
下
車
甘
縣



~
車
黃
昏
定
客

見
准
商
于
卷
三
天
文
訓
十
時
即
日
中
食

蚓
~
時平
旦
雞
鳴
夜
半
人
定

、

黃
且日
入
暗
時
日

抗
比
十
時

圖
，

;

一
亦
以
天
干
為
記
郎
自
甲
時
至
癸
時
見
左
傳
卷
四
三
昭

于
公
五
年
傅
在
殆
至
漢
代
始
分
日
夜
寫
十
二
時
以
十
二

地
支
子
時
至
亥
時
為
記
名
日
夜
半
雞
鳴
平
旦
日
出
食

時
隅
中
日
中
日
映
附
時
日
入
黃
昏
人
定
見
情
趣
翼
撰

核
餘
進
考
一
日
十
二
時
始
於
漠
若
與
現
所
分
二
十
四

時
辰
相
較
郎
一
時
辰
等
於
現
今
兩
小
時
夜
半
子
時
郎

今
之
半
夜
十
二
時
與
一
時
目

中
午
時
郎
今
之
中
午
十

二
時
與
一
時
其
餘
類
推

至
鈴
夜
晚
則
分
更
次
自
黃
昏
戌

時
郎
今
之
午
後

八
點
九
點
為
初
夏
或
一
一
史
至
平
旦
寅時
郎
今
之
午
前

四
點
五
點
第
五
更
或
末
更
三
更
郎
夜
半
十
二
點
一
點

每
更
分
點
或
三
點
五
點
不
等
所
謂
點
即
打
鐘
或
擊
鼓

報
點
之
義
一
一
奧
三
鼓郎
一
更
已
打
到
三
鼓
點
數
隨
時

代
而
異
唐
代
每
更
五
點
宋
代
一
一
史
五
更
各
三
點
二
更

三
更
四
更
各
五
點
胡
鴻
仍
依
宋
制
此
制
民
初
尚
存
今

似
已
廢
自
以
上
所
述
得
知
我
國
舊
日

計
算
日
夜
時
辰

頗
與
聖
經
有
相
類
似
之
處

見
日
時
候
夜
更

(
漁

)

寫
陸
3
4
b
F「
回g
r
J

B
t經
抄
本
原
來
裝
釘
的
方

4
4
司
E
A
Z
E
f
HA步
。

~

是
猶
如
中
國
古
代
自
漢
至
唐
代
的
密
結
皆
為
軸
且
也
本

古
人
將
聖
經
寫
在
割
砌
成
塊
的
草
紙
或
羊
皮
紙
上
然

後
在
抄
完
一
部
書
之
後
將
紙
張
按
次
給
遠
超
而
成
為

一
個
長
卷
在
卷
之
兩
端
加
上
木
軸
如
此
可
將
書
籍
卷

E 十1478 

起
來
以
備
收
藏
用
時
每
手
持
一
制
按
次
轉
展
以
便
閱

讀
(
耶
呵
呵
目
制
4

口
間
)
。
魯
寫
喇
喇
喇
文
的
方
式
仍

猶
如
今
日
是
自
右
至
在
橫
寫
故
此
閱
讀

時
只
展
露
出

正
在
閱
讀
的
一
行
至
於
這
一
種
軸
卷
冊
的
幅
度
我們
沒

有
確
質
的
記
敘
可
考
大
約
要
看
每
卷
曲
峙
的
大
小
而
定

比
如
一
九
四
七
年
在
谷
木
蘭
發
現
的
依
撒
意
亞
寫
的

軸
卷
冊
共
長
七
一
五
公
尺
二
十
六
公
分
潤
全
卷
由
十

七
張
羊
皮
紙
連
結
而
成
古
希
腫
的
裝
訂
方
式
亦
如

上

述赦梅| 上，
兔瑟|但
百求它 「
姓天在生
( 主舊i 命

吐l! 將約i 冊
32 自 上'-:
自己的這

自由意一

~.記義，個
其錄與名
意間新i 詞 ，
義上約i 不
不抹 上 少

外去，者次
是如部出
表果各現

示天有於
梅|主出聖i
瑟|不入， 車IH

願
意
死
去
的
意
思
所
指
的
生
命
是
現
世
的
生
活
義
向

約
叫
反
對
來
世
永

生
的
觀
念
仍
還
不

甚
褚
色
如
此
甜

的

M
mu
制
4

s
等
都
是
指
項
世
的
生
命
而
已
至
於

說
天
主
好
似
一
位
記
事
者
在
冊
子

上
記
錄
每
人
的
名

字
則
是
一
種
撥
人
說
法
但
在
舊
約
時
代
的
末
葉
成
密

的
遠
尼
爾
魯
則
一
反
過
去
的
恩
怨
以
生
命
冊
暗
示
來

世
的
生
命

「
那
時
你
的
人
民
凡
是
名
錄
在
那
杏
上
的

都
必
得
救

」
(
遠
也
1
)

在
新
約
中

「
生
命
冊

」
一
詞
主
要
見
於
默
示
錄

獲
得
勝
利
的
必
被
錄
於
「
生
命
冊
上
」
(
默
3

5

)
木

世
審
判
時
凡
在
「
生
命
冊
」
上
無
名
的
人
必
被
川
東

(
默
口

s
m
n
H
)
「
只
有
那
些
記
載
在
羔
羊
生
命

冊
上
的
」
才
可
以
進
入
天
上
的
耶
京

(
默
釗
盯

)
、
這

里經卷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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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i一及 1479 作約i 些
針 ， 具 三妞 向所地
其體 E穿 樣言方

中的 ，妄 的者 所
十替 l昌、解迴指

四信 ιi:. 釋。然的
封封1 I曳， 不都
稱只 ZZ詢 問。是
為見 空空 路i 來
保l 1i~ ~旦 10 日
祿i 新 去。 20 天
書j 約 1 '---" 斐i 上
信i 中 ，不雖 4 永
其它少然 s 遠
他共的在 希i 的
七有書商 12 生
封番信，約 23 命 ，
稱信但中 ( 等已

為二正亦韓處，與
公i 十式有 ) 亦舊i

@
喬
信
方
式
按
當
時
的
希
磁
羅
馬
習
俗
有
下
列

特
點

a

信
首
以
烏
信
及
收
信
人
的
名
字
及
地
位
開
始

接
若
是
問
候
語
及
感
恩
辭
有
時
相
當
冗
長
(
羅
弗

)

並
附
有
祝
福

「
恩
寵
」
及
「
和
平
」
詩
句

b

信
體
多
屬
討
論
神
學
及
倫
理
的
問
題
答
覆
疑

難
此
一
部
份
的
長
短
每
信
各
異
自
便
條
式
的
短
信

(
贊
若
二
若
三
)
至
香
卷
性
的
長
篇
大
論
都
有

(
經

希

)
c

信
尾
很
少
有
無
結
尾
的
書
信
它
包
有
問
候
最

後
的
忠
告
私
人
的
囑
托
等
有

時
保
祿
在
此
親
自
執
筆

加
上
數
語
後
而
簽
名
以
詮
信
之
其
實
可
靠
並
非
跨
進

@
文
體
首
先
放
們
要
注
意
的
是
在
新
約
中
的
爸

信
與
函
件
是
有
分
別
的
大
致
說
來
保
祿
及
若
望
的
著

作
被
稱
為
密
信
因
為
它
們
富
有
交
流
論
辯
的
文

件
私

一
人
的
事
件
個
別
的
環
墳
友
情
的
流
露
具
體
事
件
的
判

叫
一決
及
答
覆
並
有
時
踴
滾
境
及
收
信
人
之
不
同
而
頗
具

于
幽
默
感
但
問
時
這
些
會
倍
的
作
者
亦
沒
有
忘
記
他
們

]11 F卜

主
要
的
教
導
人
的
天
職
及
教
會
團
體
的
利
益
因
此
而

有
教
義
倫
理
法
律
及
禮
儀
等
的
閻
明
希伯
來
會
是
一

篇
以
書
信
的
方
式
發
出
的
講
詞
其
他
的
著
作
則
屬
函

件
類
雅
是
一
封
牧
函
伯
前
是
有
關
單
洗
噩
夢
的
基
本

教
義
及
讚
詞
伯
後
及
猶
是
兩
個
論
函
若
一
則
是
一
份

告
全
體
教
友
的
函
件

@
編
輯
保
祿
的
書
信
大
都
是
由
宗
徒
自
己

口

授

而
由
秘
替
撰
寫
的
中
間
不
兔
有
停
頓
的
地
方
這
就
是

何
以
在
他
的
一
些
書
信
上
好
似
有
上
文
不
接
下
文
的

現
象
的
原
因
當
然
秘
書
除
了
在
撰
寫
及
修
辭
之
外
在

編
椅
上
亦
有
他
的
參
與
這
點
可
以
很
顯
然
地
見
於
希

牧
函
猶
伯
前
伯
後
至
於
其
他
的
書
信
大
都
由
宗
徒
自

己
動
誣
告
認
格
外
是
建
保
祿
的
個
性
在
其
他
的
書
信

上
益
彤
流
露
活
滋
激
昂
熱
烈
認
真

關
於
替
寫
的
速
度
學
者
意
見
不
岡
比
如
羅
勢
有

人
謂
費
了
九
十
八
個
小
時
才
完
成
但
亦
有
人
謂
十
一

小
時
足
矣
寫
後
將
書
信
捲
起
來
細
以
繩
帶
加
上
印
章

交
給
可
靠
的
人
送
出

(
韓

)

制
世
]
司
令
民
「J早
已
H
Z
m

J
人
類
歷
史
的
考
究

4
d
E
E
f
H
f
〉
自

∞
口
2
σ
g

三

三

-1

、

'

之

主
要
是
根
讓
歷
史

文
件
的
記
紋
中
國
遠
在
公
元
前
兩
千
六
百
多
年
已
有

倉
領
造
字
之
說
這
種
文
字
的
發

明
對
人
類
歷
史
的
紀

錄
是
有
若
非
常
重
要
的
關
係
近
代
的
考
古
學
者
由
其

地
下
所
掘
出
的
古
老
文
件
已
證
實
人
類
最
早
的
文
字

應
在
公
元
前
三
千
多
年
第
放
默
爾
人

3
日

5
2
g
m
)

所
創
始
他
們
原
來
用
的
是
一
種
國
盒
式
的
象
形
文
字

這
種
文
字
不
久
亦
傳
撥
給
埃
及
及
客
納
罕
人
但
是
自

公
元
前
兩
千
八
百
年
始
灰
默
爾
人
漸
漸
由
象
形
文
字

轉
變
進
展
成
糢
形
文
字
他
們
的
棋
形
文
字
大
為
影
響

了
其
它
古
中

東
的
民
族
如
巴
比
倫
亞
述
赫
特
喝
黎

(
自
己
5
2
)

以
及
厄
草
等
民
族
至
於
埃
及
人
最
初

的
文
字
本
是
純
粹
的
象
形
文
字
己
如
前
述
但
赴
這
越

象
形
文
字
固
然
易
於
雕
刻
在
古
碑
石
門
及
為
牆
上
而

加
以
保
存
至
今

可
是
部
不
便
寫
於
埃
及
人
最
早
通
用

的
草
紙
上
是
以
其
後
揖
用
便
利
普
遍
的
書
寫
起
見
他
們

將
象
形
文
字
演
變
成
一
種
草
寫
的
所
謂
之
「
神
聖
文

字
」
(
E
Z
E
n
)
郎
司
祭
們
的
文
字
管
法
但
是
這

種
書
法
仍
然
不
夠
普
及
故
此
自
公
元
前
八
世
紀
以
來

更
將
象
形
文
字
及
神
聖
文
字
的
許
多
字
體
過
孟
加
以

簡
化
而
形
成
一
種

「
平
民
文
字

」

其
間
自
公
元
前
十
八
至
十
五
世
紀
的
一
些
性
石

碑
文
或
其
它
銅
器
上
的
文
件
漸
次
在
古
代
的
刷
刷
蚓

刷
一
帶
出
土
這
種
文
字
是
由
北
方
剛
圳
剖
開
(
即
凹
出

倫
亞
述
文

)
的
綴
主
日
文
字
及
南
方
埃
及
的
象
形
文
字

混
合
而
成
是
介
於
二
者
之
間
的
第
三
種
文
字
即
是
被

考
古
學
者
所
稱
的
「
假
埃
及
象
形
文
字
」
至
於
同
以

色
列
人
有
密
切
關
係
的
客
納
罕
本
土
文
字
它
固
然
是

耕
音
文
字
但
晏
現

兩
種
形
式
即
北
部
以
蚓
叫
劉
蚓
為

中
心
的
拼
音
及
南
部
以
勝
尼
益
為
中
心
的
拼
音
文
』八
手

此
後
者
是
希
磁
文
字
的
根
銀
及
來
源
而
希
岫臘
文
字
又

是
一
切
歐
洲
文
字
的
根
源

在
我
們
看
過
古
中
東
文
字
的
簡
單
歷
史
之
後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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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
明
瞭
川
口
色
列
人
早
已
有了
喬
馬
的
能
力
知
道
文
字

的
利
用
圓
圓
用他
們
的
祖
先
來
自
早
已
有
文
字
的
文
明

古
國
即
北
方
的
巴
比
倫
後
又
下
至
南
方
的
另
一
文
化

高
尚
的
古
國
埃
及
且
在
那
里
居
住
了
數
百
年
之
久
其

後
才
形
成
了
自
己
獨
立
的
民
族
國
家
的
確
在
聖
經
最

早
的
魯
木
土
巴
多
次
記
收
了
書
寫
的
事
實
或
天
主
命

令
梅
瑟
記
錄
的
訓
令

(
出
口
H
U
‘
“
回
戶
口
S
M
M

2

申

鈍
，

n

等
)
這
種
書
寫
的
能
力
並
非
限
於
梅
瑟

本
人
(
出

泊
，

抽
戶
5

目
申
6
9

日
甜

圳
的1
3
)
蘇

1
8

8

M

更
提
到
整
部
登
寫
完
善
的

「
法
律
害
」
民

8
H

記
載
一
個
偶
然
被
提
到
的
青
年
竟
能
一
口

氣
將

七
十
七
位
首
領
及
長
老
的
名
字
書
寫

出
來
撒
慕
爾
繕

寫
了
君
主
政
權
的
法
律

(
繳
上
ω
自

)
達
味
給
約
阿

布
寫
信

(
撒
下
U
H
)
依
划
貝
耳
亦
給
納
設
特
的
長

老
官
紳
寫
過
書
信
(
列
上
到
S
U
)
其
次
更
有
耶
胡

的
魯
信
等

(
列
下
m
z
)
由
此
可
見
魯
寫
及
誦
讀
的

事
實
在
以
民
間
是
相
當
普
遍
的
格
外
是
自
君
主
政
權

建
立
之
後

(
編
WI
9
目

M
M
H
U
n
m
ω
H
翩
8
1

狗
8

哈
2

2

等
)

所
謂

「
文
房
四
寶

』
聖
經
上
亦
有
所
提
及
比

如
在
石
頭
上
的
書
寫
或
雕
刻

(申
幻
8

蘇
8

詞

)
依

叫N
S

哈
2

2

所
說
的
「
寫
在
板
上
」
可
能
是
指
木
板

而
言
在
銅
板
上
的
香
寫
亦
有

(
加
上
8

自

)
當
然
在

石
頭
及
銅
板
上
的
書
寫
所
用
者
可
能
不
是
普
遍
的
筆

而
是
鐵
質
的
擊

(
參
見
也
M
H
申
4
H

約
W
M
耶
η

2
)
至
於
利
用
草
紙
且
以
羊
皮
卷
來
作
氣
替
寫
工
具
的

U
NU 3 卜1481-1483 

事
聖
經
上
固
然
沒
有
明
明
地
提
及
但
我
們
是

可
以
念

會
得
到
的
首
先
埃
及
對
草
紙

的
利
用
是
最
早
及
最
普

遍
的
這
對
以
民
一
定
不
會
是
生
疏
的
其
次
約
雅
金
國

王
火
燒
耶
肋
米
亞
先
知
念
冊
的
花
椒
(
耶

Mm
詞
)
也

只
能
意
味
者
說
卷
冊
是
寫
在
早
紙
上
的
史
家
若
瑟
夫

提
到
寫
在
羊
皮
卷
上
的
梅
瑟
法
律

(
參
弟
後
4

間
)

普
通
說
來
聖
經
上
幾
時
提
到
卷
附
可
能
都
是
指
草
紙

的
卷
冊

(
耶
呵
呵2
4

則
2

9

)
最
後
墨
水
(耶
狗
"
)

以
及
盛
墨
的
m
E
E(
則
9

3

)
亦
是
古
代
以
民
所
認

識
及
利
用
過
的

見
字
母
替
糗
形
文
字
鬧
而
且
水
瓦
片
蘆
葦
紙
學
羊
皮

(
韓

)

卷。1

恥
V
K可&
M
V
\的
。
口
良
心。

/

i
l

t

-
M個
制
制
開
戶
口

。E
H
5
J兒里
經
解
釋
學

m心
慘
叫
神
向
(
甜
可
刊
)

紋
跳
我
國
也
稱
叫
兩
兩
辭
海

1

」

A
1
4
A
a
-
-

、

「
胡
挑
」
條
記
點
喇
叭
穌
頌「此

果
本
出
完
胡
漢
時
張
建
使
西
域
始
得
種
選
故
名
之

」

聖
經
上
只
在
雅
歌
內

提
及
一
次
郎
6
H

說

「
我
下
到

核
跳
閩
中
」
歐
西
學
者
有
的
以
為
核
跳
樹
原
產
印
度

北
部
或
波
斯
等

地
這
與
我
國
蘇
頌
所
說
的
完
胡
似
乎

同
屬
一
地
後
由

波
斯
傳
入
巴
力
新
組
按
雅
歌
著

作
時

代
大
多
學
者
提
為
是
充
軍
划
或
充
軍
後
划
是
以
核
眺

樹
由

充
軍
後
的
國
的
猶
太
人
帶
罔
植
於
耶
京
附
近
的

果
閱
內
也
未
可
知
總
之
由
雅
6
u

我
們
知
道
在
雅
歌

著
作
時
代
(
約
公
元
前
五
世
紀
)
巴
力
斯
坦
已
有
了

核
桃
樹

(
義

)

的
V
骨
L
a
r
v
V
B此
舌
。
同
F
P
F
J

是
希
臘
的
古

4
t
u
L
F
A
Z
K
H
F
/

C
E
E
H
V
d
』

，
-

-

』
4
.

」

A
a

z

二

』

J
J
J

之
城
位
於
格
林

咧
地
映
的
西
叫
的
劉
劇
閥
割
海
及
劃
朝
海
的
中
臨
其
東

有
耕
格
勒
海
港
商
有
肋
革
証
他
(
HL
O
n
E
O
E回
)
是
為

海
上
東
西
交
通
的
草
地
故
亦
有
「
二
海
之
城
」
的
稱

呼
此
城
建
於
公
元
前
九
世
紀
至
六
五
世
紀
達
其
興
旺

的
時
代
但
新
約
中
所
說
的
格
林
多
城
並
非
指
此
織
而

言
因
為
它
於
公
元
前
一
個
六

年
遭
羅
馬
總
督
慕
米
鳥

斯

(
廿﹒
去
巨
回

B
M
E
)的
徹
底
毀
滅
歷
一
世
紀
之
久

蕩
然
無
存
被
人
遺
忘
公
元

前
四
四

年
凱
撒
令
重
建
此

風
直
屬
制
亂
動
刮
蚓
都
皇
帝
更
於
公
元
前
二
十
七
年

將
之
立
第
羅
馬
行
省
阿
哈
雅
的
省
會
作
氣
羅
馬
總
營

的
駐
節
地

(
宗
的
時
)
於
是
它
成
了
當
時
政
治
縱
濟

商
業
R
A各
式
宗
教
的
中
心
達
到
它
歷
史
上
的
黃
金
時

代
故
酬
謝
喇
稽
之
為「
全
希
臘
之
光
」
它
的
人
口
悔

不
太
準
確
的
統
計
竟
途
六
十
萬
人
其
中
三
分
之
一
是

自
由
人
三
分
之
二
屬
於
奴
隸
居
民
非

常
復
雜
除
希
峻

人
及
意
大
利
人
之
外
更
有
埃
及
人
小
亞
細
亞
人
及
不

少
的
制
划
人
無
疑
地
它
是
當時
喇
喇
喇
東
岸
最
重要

的
海
港
城
市
它
的
語
言
自
然
也
很
雜
亂
但
公
事
行
文

機
關
用
語
部
以
拉
丁

文
為
主
(
格
前
M
M
|

叮

經
M
N

助
一
一
保
險
時
代
的
格
林
多
城
雖
然
考
古
學
家
已
於

一
八
九
六
年
開
始
挖
總
但
工
作
多
次
停
頓
故
至
今
仍

未
完
全
結
束
但
已
給
我

們
不
少
資
料
可
作
參
考
當
時

格
林
多
絨
的
娘
給
約
有
十
五
公
里
餘
的
長
度
佔
地
約



六
百
公
頃
(
米
突
制
地
積
一
公
頃
等
於
百
公
敵
)
公

元
一
世
紀
中
葉
有
些
一
猶
太
人
被
喀
勞
狄
逐
出
羅
馬
而

來
比
城
居
住
並
縫
立
了
自
己
的
會
堂
(
宗
的
z

‘
)

格
林
多
不
只
以
它
的
文
化
扎
扎
財
富
間
名
記
者
華
淫
蕩

的
生
活
亦
是
任
何
城
府
所
不
放
話
保
祿
致
羅
馬
人
書

寫
於
格
城
在
這
封
信
上
十
分
露
骨
地
反
映
也
當
時
格

蛾
道
德
風
俗
的
墮
落
(
羅
l
H
l
阻
)
除
此
之
外
亦

有
其
他
許
多
作
者
予
以
證
質
阿
黎
斯
托
法
乃
(
K
F
E
a

"
。
M
V
E
D
O
m
)
為
表
示
格
城
生
活
的
淫
蕩
會
創
造
一
動

詞
「
格
林
多
化
」
(
只
R
S
H
}
H
E
N
E
H
Y
E
工
是
啊
格

林
多
方
式
而
生
活
亦
即
生
活
放
海
淫
亂
之
意
格
城
以

特
敏
阿
J
卅
制
州
蚓
女
神
問
名
於
也
有
她
宏
大
的
廟
宇

及
為
數
約
兩
千
的
關
技
貸
淫
做
神
這
批
胸
妓
是
社
會

上
有
地
位
的
女
人
在
叫
形
劇
均
內
有
專
為
她
們
保
留

的
越
位
為
證
每
逢
玄
神
州
版
日
有
各
種
玩
懿
遊
樂
的
節

目
供
人
欣
賞
娛
樂
引
來
不
少
宮
其
遊
客
故
當
時
有

「
倒
叫
倒
不
是
人
人
去
得
的
」
成
語
其
豪
華
密
侈
可

見
一
斑
此
外
並
有
頗
色
冬
(
M
F
S
E
口
)
神
阿
頗
羅

神
雅
典
女
神
維
那
斯
神
赫
爾
默
斯
神
等
的
敬
禮
及
每

一
神
明
的
廟
宇
可
見
格
林
多
是
當
時
言
論
思
想
宗
教

集
會
絕
對
自
由
的
國
際
絨
市
是
世
界
完
全
關
放
的
港

口
在
這
復
雜
的
社
會
情
形
之
下
富
貴
的
人
紙
醉
金
迷

貧
苦
大
眾
尤
其
奴
隸
的
生
活
甜
苦
不
堪
言

-

很
可
以
使
人
料
想
得
到
的
是
格
城
在
那
種
腐
敗

細
一的
狀
態
之
i
T
m
是
傅
敬
的
理
想
地
亦但
是
側
喇
晶晶正

戶
在
這
時
當
他
第
二
次
這
行
傅
教
時
(
公
元
四
九
l
五

1484 

二
)
並
且
是
在
他
本
人
於
雅
典
傳
教
失
敗
之
後
(
宗

打
M
l
M
)
心
身
痛
苦
之
際
(
格
前
2
3
)
來
到
了

格
林
多
城
傳
教
歷
時
十
八
個
月
(
宗
的
I
U
)
在

此
鐘
立
了
一
個
教
會
並
由
此
肉
外
傅
錫
一
福
音
至
阿
哈

雅
省
其
他
地
區
(
格
後
1
1
9
2
)
在
此
城
客
居
於

由
羅
馬
被
逐
來
此
信
奉
基
賢
的
猶
太
夫
婦
阿
桂
位
及

甜
甜
很
史
悅
之
家
(
莉
的
2
)
安
息
日
則
進
入
會
堂
宣

講
耶
穌
的
一
福
音
大
收
宏
效
{
格
前
1
)
不
少
人
岡
頭

信
主
(
宗
的
8
)
於
是
有
不
少
的
猶
太
人
因
嫉
拓
而

起
來
相
反
保
祿
(
格
前
l
m
T
M
M
口
↑
訕
)
並
將

他
帶
上
加
里
雍
總
督
的
法
庭
(
b
F
U
U
H
)
保
祿
不

得
已
只
有
結
米
他
在
絡
域
的
傳
教
事
業
自
阿
頗
羅
來

給
總
(
出
一
小
時
叫
|
閥
門
1
)
保
祿
第
三
次
向
外
傳
教

時
脅
來
比
n
u
小
的(
宗
m
I
3
)
可
能
在
羅
馬
受
監

祭
挺
得
肉
也
後
又
重
來
此
地
(
緯
)

剛
格
林
多
前
後
書

「
】
W
M
M
缸
片
戶
。
ω
H
M
W
D

已

H
H
阱
。
H
Y
O
的
。
江
口
片
Y
E
=
ω
/

/
何
可
自
阱
。
F
O
H
O
H
H
H
M
W
《
戶
的
。
巳
口
H
Z
。
切
』

裕
城
的
教
會
在
格
林
多
絨
條
中
我
們
已
經
說
過

格
城
為
開
教
不
是
一
個
現
想
的
地
方
它
可
能
在
全
羅

馬
帝
國
中
是
道
德
最
低
落
的
織
市
但
是
經
過
保
祿
十

八
個
月
的
慘
淡
經
營
之
後
竟
出
乎
意
料
之
外
有
了
很

可
觀
的
成
紋
不
但
在
此
創
立
了
教
會
而
且
可
能
是
在

保
祿
所
創
的
教
會
中
人
數
最
多
的
教
會

(
宗
的
，

刊
)
她
的
主
要
成
份
是
來
自
貧
苦
大
眾
(
格
前
1

自
1

目
)
雖
個
中
也
有
一
些
一
知
名
之
士
(
格
前
1

H

叮
叮
|

M
)
並
且
入
教
者
外
教
人
多
於
猶
太
人
(
格

前
也
2
宗
的
6
|
S
)
有
的
一
婦
女
是
這
一
教
會
的
中

堅
份
子
(
格
前
口
-
-
M

U
M
-
抽

)
正
因
保
祿
為

建
立
此
一
教
會
會
飽
受
痛
苦
打
擊
致
使
耶
穌
親
在
異

像
中
來
鼓
勵
堅
固
他
(
宗
悶
悶
，
|
刊
)
是
以
這
一
教

會
是
保
祿
最
鐘
愛
的
教
會
另
一
方
面
因
寫
這
一
教
會

中
的
份
子
如
此
復
雜
社
會
環
境
又
如
此
惡
劣
故
此
不

久
之
後
發
生
了
許
多
教
義
倫
理
禮
儀
法
律
及
人
事
方

面
的
棘
手
難
題
而
保
祿
自
己
又
因
諸
事
續
身
不
克
分

身
親
自
前
往
解
決
困
難
只
有
以
通
信
的
方
式
來
繼
續

照
顧
他
心
愛
的
教
會
按
學
者
們
的
公
見
及
格
前
後
二

蓄
的
提
示
保
祿
給
格
林
多
教
會
共
寫
過
四
封
信

(
a
)
格
前
5
9

提
及
的
香
信
(失
傳
)
(
b
)

格
前
香

(
C
)
「
在
萬
般
的
痛
心
憂
苦
中
」
所
寫
的
3

倍
亦
稱
「
血
淚
書
」
(
格
後
2
.

7
8
)
(
失
傅
)

(
d
)
格
後
書
可
惜
所
保
存
於
今
者
只
有
格
前
後
二

書

寫
信
的
動
機
保
祿
於
公
元
五
三
年
底
(
或
五
四

年
初
)
開
始
走
上
他
第
三
次
的
傳
教
征
途
在
低
這
厄

弗
所
之
後
得
到
格
城
教
友
的
來
函
要
求
一
些
問
題
的

解
答
(
格
前
7
2
自
8

1
u
z
的
1

)
很
可
能
送
倍

的
人
亦
會
將
格
絨
的
教
會
情
去
向
保
線

作
以
口
頭
的

報
告

(
格
前
1
u
)
於
是
保
祿
針
對
格
織
教
會
的
困

難
問
題

(
樹
前
7
M自
8
2
也
-
m
-
M
)
寫
了
~

封
書
信
使
來
人
帶
去
是
為
格
林
多
前
會



~

格
前
由
自
在
榕
城
教
會
所
發

生
的
效
果
好
似
不
夠

削
~
理
想
因
此
按
不
少
學
者
的
意
見
制
制
在
制
前

發
山
山後

一
不
久
會
親
自
前
往
格
城
作
短
暫
的
探
訪
考
察
問
題
的

一
所
在
(
格
前
的
7

格
後
U
H
)
不
久
郎
重
返
厄
弗
所

寫
了
一
封
書
信

(
格
後
2

‘

即
前
面
所
提
的
「
血
淚

魯
」
)
請
弟
鐸
帶
去
保
祿
自
己
動
身
赴
特
洛
同
等
候

弟
鐸
但
因
見
弟
鐸
遲
遲
不
來
心
中
焦
慮
不
安
乃
赴
馬

其
頓
終
在
馬
城
遇
見
弟
鐸
並
聽
到
關
於
格
絨
的
美
瀚

消
息
心
中
大
喜

(
格
後
2
u
|

H

7
5
|

7
)
於
是

保
祿
馬
上
在
馬
其
頓
又
寫
一
害
致
格
林
多
人
是
為
格

林
多
後
魯
大
概
二
番
周
寫
於
五
七
年
格
前
香
於
春
天

絡
後
魯
於
秋
天
但
是
亦
有
些
學
者
部
主
張
格
前
是
於

五
六
年
的
復
活
筒
前
不
久
在
厄
弗
所
寫
的

格
前
後
害
的
內
容
這
兩
封
信
都
是
針
對
著
格
城

教
會
所
遭
遇
的
種
種
困
難

而
寫
的
這
些
一
困
難
的
由
來

我
們
可
簡
單
地
說
都
是
來
自
頑
音
與
希
臘
文
化
思
想

及
習
尚
的
衝
突
這
由
書
中
的
內
容
可
以
清
楚
的
看
到

我
們
簡
述
如
下

A

格
前
書
內
容
除
序
言

(
1
1l
9

)
和
結
論

(
的
)
外
本
書
大
致
可
分
為
三
段
第
一
段

(
l
u
l

4
)
痛
斥
分
黨
分
派
的
不
當
第
二
段

(
5
6
)
申

斥
亂
倫
之
罪
並
祭
止
信
徒
起
訴
於
外
教
法
庭
第
三
段

(7
l
M
U
)答
所
問

(
一
)
論
守
貞
與
婚
姻
(7

)

(
二
)
論
祭
肉

(
8
l

m
)
(
一
二)
論
集
會
時
當
有

的
態
度

(
U
)
(
四

)
論
善
用
神
恩

(
也
l
M
)

(
五
)
論
死
者
的
復
活

(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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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格
後
書
內
容
除
序
言

(
1
1
|

U
)
及
結
論

(
的
u
|

間
)
外
亦
可
分
為
三
大
段
第
一
段

(
1

n
l

7
)
為
自
己
與
自
己
行
事
的
態
度
作
辯
護
第
二

段
(
8
9
)
催
促
信
友
益
速
完
成
為
耶
京
教
會
的
捐

款
事
宜
第
三
段
(
m
|
幻
)
針
對
敵
人
的
謀
謗
為
自

己
的
宗
徒
職
權
作
辯
護

格
前
後
害
的
著
作
問
題
關
於
二
書
確
是
保
祿
的

原
著
問
題
現
在
的
學
者
幾
無
一
人
再
敢
爭
辯
或
懷
疑

蓋
二
審
清
楚
的
創
出
保
祿
本
人
的
性
格
語
調
及
文
氣

使
人
無
容
置
疑
不
過
對
格
後
的
完
整
問
題
學
者
們
如

作
了
不
少
的
爭
辯
其
主
要
原
因
是
自1
至
9
章
保
祿

的
口
氣
經
鬆
愉
快
高
興
快
樂
忽
然
之
間
而
變
為

ω
至

口
章
的
嚴
肅
恐
嚇
嘲
笑
的
口
吻
故
令
人
費
解
成
為
爭

辯
的
由
來
但
因
這
問
題
對
一
般
弱
者
無
甚
大
關
係
故

此
從
客
讀
者
可
詳
見
恩
高
學
會
出
版
的
「宗
徒
經
書
」

上
冊
格
林
多
前
後
書
引
言
五
九
九
l

六
一
二
頁
及
七

五
七
l

七
七
0
頁

(
韓

)

的
全
是
3
4
L且
全
寸
志
呂
E
E
J

人
名
意
思
是

M
逼
到

H
L

L
E

恥
于
f
F

E
E
-
U
H
K

1
3
-
J

l
t

d
J
e

J

、

「
欣

(
月
亮

神

)
賜
予
生
命
」
在
制
蚓
帝
國時代
作
撤
瑚
劉
個
省

長
他
與
聖
經
改
猶
太
人
的
關
係
載
於
厄
下
及
厄
肋
番

廷
草
紙
文
件
錢
收
他
是
貝
特
屬
龍
地
方
人
會
極
力
反

對
乃
赫
米
雅
董
必
耶
京
城
牆
以
免
疫
失
他
在
耶
京
的

影
響
力
暈
造
搖
控
告
之
餘
且
聯
同
黨
人
托
彼
雅
阿
刺

伯
人
阿
孟
人
和
阿
市
多
得
人
(
即培
肋
舍
特
人

)企
圖

以
武
力
來
阻
止
城
牆
的
修
築
工
作
但
未
能
成
事

(
厄

結一未 下
來個 得 4
被女還 1
乃| 兒 ，.... 1 
赫| 會厄l 5 

米| 與 下 )。
雅| 大 6 叉
所司 1 言盟

軍區祭 國
逐約I ..套
(雅1---。來
厄i 遂|他 陷
下的l 生 意
13 兒 有川
閻子 兩種|
)。默| 個用
納| 見 劇
協| 手，本
絡， 他人 
h昏 . 的 亦

(
韓
)

6
豆
沙
ι
F
B
E
/

聖
經
上
所
提
到
的
海
洋
有
地

研
討
主

/
Z
E
O
K
刺
眼
稱
之
為「
大
海
」
(
制

1

‘

9

1

的
問
盯
幻
4

則
物
油
)
「
西
海
」

(
申

刊

H
UH
2

昆
2

m

匣
M
S

)
「
培
肋
舍
特
海
」

(
也
幻

剖
)
有
死
海
稱
之
為
「
鹽
海
」

(
創
刊
艸3
申
3

口
蘇

的
U

)
「
東
海
」
(
則
打
油
岳
2

叩
區
M
S
)
更
有

紅
海
及
加
里
肋
盟
海
或
革
乃
做
勒
海

(
申

H
N
n)
新

約
中
也
提
到
亞
得
里
亞
海

(
OF
U
盯

)

技
悶
悶
想
的
說
法
巴
力
斯
過
是
處
於
兩
海
之
間
的

地
區
東
有
死
海
西
有
地
中
海
是
以
有
「
從
這
海
到
那

海
」
的
說
法

(
詠
花
8

德
科
剖
匣
9

叩

)
但
贊
際
上

地
中
海
沿
岸
常
先
後
為
培
肋
舍
特
人
排
尼
基
人
希
臘

人
羅
馬
人
所
佔
攝
以
民
所
居
住
的
地
區
雖
距
海
不
遠

但
歷
史
上
證
明
以
民
對
航
海
的
生
活
似
乎
向
來
未
感

興
趣
除
了
在
制
劇
制
及
制
叫
樹
蚓
王時
代
外
叫
民
肉

來
過
若
與
海
洋
絕
緣
的
陵
地
生
活

(
列
上
9
M
1

胡

ω
臼

詔
"
)

在
以
民
的
信
念
中
海
洋
是
天
主
的
化
工

(
也

m

u

間
下9
6

剎
叮
叮5

卅
6

蓋
2
6

到
4
M

M閃
閃
制ω

6

M
7
)
天
主
制
裁
了
海
徉
的
驕
傲
給
它
劃
定
了
界

線
(
創
l

e

u

約
必
u
l

H

必
u

詠
泊
，
“
S
H
U



H
晰
們
叫
甜
的
9
6
約
1
4
i

H
)。
叫
民
過
制
制
的
事

路
被
視
為
天
主
對
海
水
的
勝
利
(
出
H凹
的
)
是
以
海

中
的
一
。
切
生
物
都
應
讚
頌
上
主
(
一
制

η

口
目
呦
，圳

海
洋
雖
是
天
主
的
造
物
但
如
被
視
為
危
險
的
象

徵

(
詠
的
3

約
2
6
7

依
5

叩
口
臼
時
盯
叫
雅
1

6

猶
臼
簡
)
是
敵
對
天
主
的
怪
獸
的
居
處
(
達
7
3

默

口
1
)
故
此
在
世
界
夫
日
的
重
新
之
日
海
洋
不
再
存

在
(
默
幻

1
)
新
約
時
代
當
耶
穌
在
加
里
肋
亞
海
中

平
息
風
浪
後
宗
徒
們
驚
奇
地
彼
此
相
間
耶
穌
是
甚
麼

人
(
谷
4

詞
“

6

盯
|
盯
)
因
為
故
里
經
的
傳
授
只

有
萬
物
的
造
物
主
才
有
統
治
海
洋
的
權
柄
(
韓
)

們
孟
子
貪
局
「
。
丘
-
/
在
學
經
上
被
列
為
不
潔
的
動

r
r
E
P

/
C
-

物
(
作
品

M

之

白
這
一
點
就
可
以
斷
定
它
是
一
種
吃
食
腐
肉
或

捉
食
其
他
動
物
處
生
的
一
種
兇
殘
水
鳥
在
加
里
肋
亞

湖
中
有
不
少
這
種
水
鷗
它
們

不
只
以
捉
魚
寫
生
更
獲

食
其
他
的
小
鳥
鳥
蛋
及
各
種
昆
蟲
旦
有
時
在
凶
叫
做
中

覓
食
故
被
梅
瑟
視
為
不
潔
之
鳥

見
飛
鳥
(
韓
)

"
孟
子
霉
，
「

.

門
"
Y
S

F

J
這
是
以
民
應
向
天
主
奉

M
U
H
E
W
V

C
S
H
Y
S

』

1

、
l
E
I

'
是
獻
的
禮
物
之
一
但
是
立

的
原
文
涵
意
不
甚
清
楚
因
為
學
經
上
大
多
數
的
動
植

-
物
名
詞
為
民
間
習
用
的
名
詞
絕
不
是
科
學
名
詞
是
以

昕
一學
者
們
很
難
斷
定
其
所
指
為
何
物
也
正
因
此
在
翻
譯

了
將
使
出
現
了
各
種
示
闊
的
譯
名
諸
如
海
狗
海
豚
海
牛

1487-1494 忱
W一

牡
羊
等
等
更
有
的
譯
文
乾
脆
將
原
文
的
「
塔
哈
士
」

保
留
了
下
來
思
一
的
譯
本
只
有
嫌
其
一
而
機
譯
作
「
海

豚
」
(
韓
)

ME
A掌
石
且
p
h已
屯
。
G
S
Z
J

在
出
谷
紀
及
戶
籍

M
訓
H
V
E
W
V-

r
p
/
U
E
H
S
E
t
i

E
l
-
-
Y
|

」

d
:

、
紀
描
寫
帳
棚
頂
時

謂
應
用
一
種
動
物
的
皮
來
遮
蓋
而
這
種
動
物
在
聖
經

原
文
上
不
大
清
楚
是
以
學
者
們
的
意
見
很
多
海
豚
皮

人
魚
皮
一
角
色
…
皮
海
牛
皮
海
狗
皮
穴
熊
皮
貂
皮
海
豹

皮
綿
羊
皮
等
個
基
於
原
文
與
阿
刺
伯
文
的
「
海
豚
」
一

詞
近
似
故
譯
作
海
豚
皮
者
較
多
恩
高
譯
本
亦
然
(
出

，
、J
S

瓜
υ

山
間，5
7

時

ζ
U

巾

n
y
M

王

t
r

e
a
o

!

M
M

d

q
ι
M
q
h
j
1
u
:

司
J
j
2
J
:

F
f

4
1
:
1

、

在
川
的
叩
亦
捉
到
向
樣
的
勁
物
皮
所
作
的
皮
鞋

看
來
似
乎
是
相
益
普
遍
的
東
西
但
從
另
二
方
面
來
看

海
豚
之
捕
挺
不
是
很
簡
單
容
易
的
事
故
此
學
者
們
大

都
將
圳
的
叩
譯
作
「
海
狗
皮
鞋
」
而
不
作
「
海
豚
皮

鞋
」
(
梅
)

O
L
S
4

、
「
開σ
。
口
〈

J
i
l
t

叫
叩
白
的
4
A
T
(
目
。r
o
P
D
E
m

)
見
學
經
中
的
植
物

列
主
莎
白
國
可
「的呵
。
若

J
按
時
仰
瑟
法
律
一
切
烏
鴉
都

M
S
E
F到
-

/
的
。2
5

」
是
不潔的
(
加U
H
叫
U
H

H
)
烏
鴉
在
中
泉
是
很
內
逸
的
此
很
占
以
來
人
即
知

道
牠
的
存
在
在
反
反
並
有
為
烏
鴉
娃
立
的
紀
念
碑
在

雪
地
竟
有
六
種
牠
的
顏
色
是
漆
黑
的

(
歌
5
u
)

古
時
的
水
平
多
帶
有
鳥
槍
在
船
上
以
辨
認
陸
地
的
方

向
這
種
習
俗
亦
見
於
洪
水
被
世
的
描

述
(
創
8
?
)

厄
里
亞
先
知
逃
難
時
上
主
打
發
一
雙
烏
鴉
來
養
活
他

(
列
上
口
‘
‘
)
烏
鴉
多
軍
居
於
曠
野
(
依
M
U

)

牠
的
幼
將
貪
食
無
厭
(
制
狗

叫

參
見
啪曰
“
詠
間
，

竄
犯
口
)

(
韓
)

倒
包
均
住
宣
言
-mB
J
塾
輯
上
的
兩
組
人
的
名
字

-
-
B
a
l

」
/
、
意
謂

「
首
領
」
或
「
居
首

位
者
」1

默
納
協
支
派
人
舍
勒
士
的
兒
子
貝
丹
的
父
親

也
是
他
全
家
後
代
的
家
族
名

(
編
土
7
H

口
)

2

本
雅
明
支
派
人
厄
舍
克
的
長
子
他
的
後
代
以

螺
勇
善
戰
及
射
擊
準
確
而
著
稱
皆
屬
撒
烏
耳
的
後
代

(
編
上
8

抽
叫
)
(
梅
)

的
包
均
富h
h
(
d
E

J
是
在
厄
藍
柚
山
區
靠
近
穌
撒
叫

-
-
J
-
J
J

'

、
的
一
條
河
流
在
它
的
河
醉
逮

尼
爾
先
知
見
到
公
綿
羊
與
公
山
羊
角
門
的
異
象
(
達

8
2

時
)
有
人
謂
它
是
一
條
人
造
小
遼
河
但
大
多
數

的
學
者
如
認
為
它
是
古
代
替
上
所
記
載
的
厄
烏
肋
烏

河
(
】w
c
z
g
m
)亦郎
現
今
之
卡
龍
河

(
只
見
5

)

(
韓
)

圳
的
且
帶
甜
明
「

d
L
滿
地
聖
經
兩
神
之
稱
呵
呵
「
加

-
B

』
『
4
i

J

、
色
丁
人
的
烏
爾
」
(
創
刊
訕

訕

的
7

厄
下
9
7
)
原
是
亞
巴
郎
的
故
居
在
父
親
特

殊
黑
的
率
領
之
下
由
此
遷
居
前
往
客
納
罕
但
是
按
考

古
學
及
歷
史
學
家
的
意
見
加
色
了
人
之
入
居
鳥
爾
是

遠
在
亞
巴
郎
時
代

之
後
的
事
犬
約
在
公
元
前
十
至
九

世
紀
問
故

此
昕
謂
之
「
加
色
丁
人
的
鳥
爾
」
應
固
定
後

人
所
加



~

烏
爾
位
恥
、
巴
比
倫
南
部
距
現
今
之
鳥
爾
火
車
總

輸
~站
約
一
一
公
里
之
遙
在
幼
發
拉
的
河
之
西
南十
餘
公
里

一
處
由
數
個
寓
大
的
廢
雄
堆
所
組
成
周
圍
是
一
片
廣
大

一
的
平
原
荒
野
原
是
幼
發
佳
的
河
灌
溉
的
富
裕
區
之
一

士
但
後
為
海
水
所
浸
變
成
荒
野
是
以
自
公
元
前
三
百
年

前
後
巴
再
無
人
煙
它
最
早
的
居
民
卸
遠
在
公
元
前
四

千
年
左
右
即
已
出
現
是
一
個
十
分
富
有
考
古
伯

伯
的
地
方
是
以
遠
在
一
八
五
三

l

五
四
年
間
即
有
泰

羅
(
斗
志
戶。
門
)
在
此
挖
掘
考
察
其
後
更
有
湯
姆
孫

(
m
.
o
-
4

，

Z
B
S
D
)
及
荷
耳
(
因
﹒閃
出

生
)
的
考

掘
但
最
主
要
的
考
古
工
作
部
是
鳥
雷
(
逞
。
。-4
)

於
一
九
二
二
l

一
九
三
四
年
間
所
從
事
的
激
苦
工
作

經
濟
的
支
持
皆
來
自
美
閱
博
物
館

自
公
元
前
四
千
年
左
右
至
三
千
一
百
年
這
個
時

代
被
稱
為
史
前
史
或
上
古
史
最
初
的
居
民
是
居
於
此

多
水
區
的
學
露
地
面
是
以
考
古
學
者
在
此
掘
出
深
及

三
公
尺
厚
的
黏
土
層
以
為
就
是
學
經
所
說
的
洪
水
淤

積
層
但
因
它
不
是
普
遍
的
而
是
太
具
局
部
性
的
土
層

故
現
今
已
無
人
再
主
張
此
說

自
公
一
兀前
三
千
一
百
年
而
下
鳥
爾
變
成
叔
默
爾

人
的
文
化
區
及
重
鎮
由
此
一
時
代
的
巨
大
輝
煌
的
古

墓
來
斷
定
可
以
知
道
它
的
文
化
已
達
到
相
當
高
的
水

準
其
後
鳥
爾
一
度
衰
弱
失
如
它
的
重
要
性
至
兩
千
一

百
年
左
右
才
有
烏
爾
納
慕

(
d『
Z
S
S
E
)
的
掘
起

建
立
王
國
軍
修
宮
殿
廟
宇
勵
精
圖
治
統
轄
巴
比
倫
亞

配
制
劃
崗
的
河
中
游
地
帶
及
回
聲
地
且
極
一
時
之
也

IE 
十1495- 1496 

可
惜
這
個
王
國
僅
維
持

了
百
年
在

志
又
再
度
衰

亂
不

過
它
仍
保
持
者
本
身
固
有
的
重
要
性
至
公
元
前
十
八

世
紀
才
終
被
巴
比
倫
王
沙
木
叔
依
路
納
吉

E
目
咎
于

比
5
"
)
所
破
壞
及
消
滅
所
僅
存
者
只
有
它
著
名
的
月

亮
神
(
即
欣
神
)
敬
禮
而
已
後
期
的
巴
比

倫
國
王
雖

會
談
期
修
偏
它
所
遺
留
的
神
廟
但
其
雄
壯
的
背
觀
部

已
一
+
京
不
復
返
至
色
宴
苛
王
朝
時
代
似
已
再
無
人
權

但
是
它
給
月
亮
艸
修
鍾
的
尖
塔
有
為
級
可
供
攀
登
划

是
全
美
索
不
遠
米
亞
區
內
保
持
最
完
善
的
一
座
高
塔

(
見
巴
貝
耳
塔
條
)

也
一
一
經
所
說
鳥
爾
為
亞
巴
郎
故
鄉
的
記
敘
則
質
無

毆
可
尋
亦
無
法
證
贊
美
亞
巴
郎
應
是
屬
於
阿
摩
黎
族

的
遊
牧
民
族
但
烏
爾
的
放
默
爾
人
如
向
來
是
定
居
的

務
農
民
族
固
然
在
公
元
前
一
千
七
百
年
左
右
阿
摩
黎

民
族
入
居
鳥
一
爾
地
區
而
在
荒
廢
的
平
原
上
從
事
畜
牧

事
業
是
非
常
可
能
的
因
而
有
亞
巴
郎
自
鳥
爾
遷
居
的

記
敘
但
苦
無
確
切
的
歷
史
文
件
以
資
參
考
證
實

(
韓
)

阻
力
主
苟E
u
t
-「d
N
N凶
F
J
人
名
按
希
伯
來
文
可
能
是

a
a
T
S
ι←h
v
「叫
叫
刷
一

，
、
J
a
a

』

1
l
t
I
l
-
-
I
i

-

-

'
E
l

i
-

、
鳥
齊
雅
之
簡
咱
們
也
即
「
天

主
是
我
的
力
量
」
之
意
父
名
阿
彼
納
達
布
有
一
兄
弟

叫
阿
希
約
(
也
許
烏
區
或
阿
希
約
另
名
叫
厄
肋
阿
匣

爾
參
閱
撒
上
7
1
)
當
遂
味
將
約
經
由
阿
彼
納
達
布

家
迎
往
達
味
城
時
烏
匣
和
阿
希
約
駕
新
牛
車
護
送
約

街
途
中
因
車
有
危
毆
傾
倒
鳥
匣
使
上
前
以
手
扶
住
約

櫃
但
因
他
原
非
司
祭
擅
自
觸
動

7
學
物
因
而
天
主
罰

他
立
即
死
在
該
處
這
味

a
M紀
念
鳥
，
區
的
死
特
咱
們
那
地

方
為

「
培
勒
茲
烏
固
」
意
的

「
鳥
匣
墅
，
了
打
穆
」

(
撒
下
6
3
|
8
騙
上
u
e
l

u

比1

鳥
恆
又
為
一
花
園
名
在
刺
蚓
喇
泠
王
宮內
大
約

為
烏
齊
雅
王
所
修
建
因
而
以
鳥
齊
雅
之
簡
稱
稱
這
花

因
為
鳥
回
花
閣
猶
大
王
默
納
令
郎
埋
葬
在
這
花
間
內

(
列
下
幻
M
)
(

按
)

u
m主
茍
訪
時
按
此
「d
E

r
J
人
名
原
文
作
「
d
E
Mm
y
」

M
f
t
p看
司
局
引
fd
s

之

2
t
t
u
r

司

，
、
意
謂
「
上
主
是
我
的
光

明
」
當
約
有
此
名
稱
者
凡
五
人
一
達
味
君
王
的
一
位

勇
士
赫
特
人
鳥
黎
雅
(
撒
下
幻
卸
)
他
是
厄
里
女
的

女
兒
巴
特
舍
巴
的
丈
夫
歸
依
了
猶
太
教
信
奉
了
上
主

所
以
有
個
希
伯
來
名
娶
了
個
希
伯
來
女
人
為
妻
他
寫

人
非
常
忠
貞
正
直
從
不
以
私
損
公
某
年
春
從
軍
山
山
征

其
妻
獨
守
空
房
一
日
達
味
王
午
睡
方
起
緩
步
涼
台
見

其
妻
正
在
沐
浴
竟
為
之
神
魂
顛
倒
遂
召
來
與
之
瑪
拉

不
意
寬
國
姦
成
姬
懼
事
外
弱
急
召
鳥
黎
雅
同
京

設
法

令
其
罔
家
與
妻
相
見
無
奈
烏
黎
雅
或
教
歸
來
始
終
不

願
罔
家
與
妻
言
歡
達
味
情
急
慾
迷
心
竅
一
時
糊
塗
遂

索
性
用
計
姦
殺
了
鳥
黎
雅
以
求
自
全
奈
何
人
可
欺
天

究
不
可
欺
事
終
於
全
部
外
揚
王
雖
知
非
悔
過
然
家
國

從
此
終
無
安
擎
的
一
日
(
撒
下
U
U

)
途
味
雄
為
基

王
也
不
兔
有
瑕
疵
(
列
上
的
‘
5

)
鳥
黎
雅
雖
與
主

基
督
無
血
親
的
關
係
但
其
髮
妻
事
後
成
了
主
基
督
母

系
的
祖
先
因
此
他
的
芳
名
也
與
主
的
祖
先
共
同
流
傳

(
列
上
1

5

l
2

.

瑪
l
s
)
二
南
國
阿
哈
次
在
位



時
有
位
大
司
祭
名
叫
烏
蒙
雅
他
失
職
隨
順
王
意
另
立

祭
用
作
出
了
一
些
一
無
謂
的
宗
教
故
卒
(
列
下
的
叩
[

M
)
依
8
1
2

述
及
先
知
論
了
二
人
替
他
作
證
天
主

曲
目
的
他
親
授
預
言
其
中
有
一
人
是
鳥
黎
雅
司
祭
這
位

鳥
黎
雅
司
祭
恐
與
列
下
的
叩
|
闊
的
大
司
祭
間
是
一

人
三
舍
瑪
雅
的
兒
子
先
知
鳥
黎
雅
他
與
耶
肋
米
亞
先

知
同
時
又
如
耶
肋
米
亞
先
知
一
接
奉
上
主
命
預
言
京

城
國
家
必
要
遭
殃
約
雅
金
王
恨
他
圖
謀
他
的
性
命
他

逃
往
埃
及
然
王
終
於
將
他
引
渡
罔
來
殺
了
了
己
心
願

(
耶
叫
甜
甜
|
臼
)
四
司
祭
默
勒
摩
特
的
父
親
鳥
黎
雅

(
厄
上
8
H

厄
下
3
4
n
)
五
厄
斯
德
拉
經
師
宣
讀

法
律
書
時
站
在
他
右
邊
的
六
人
中
有
一
人
名
叫
烏
黎

雅
(
厄
下
8
4
)
此
人
不
知
是
否
與
厄
上
8

詞
所
有

者
同
是
一
人
(
漁
)

叫
昕一司
即R
阿
丹
「d丘
。-
J人
名
意
調
「
天
主
隨
心
兩

-
i
'

洞
，

.
-

7

、
的
光
明
」
(
一
)
遠
味

在
他
時
刻
哈
特
家
族
子
孫
的
族
長
名
叫
烏
黎
耳
他
昔
日

協
助
途
味
將
約
權
由
放
貝
得
厄
東
家
中
搬
入
達
味
城

(
編
上
的
5
U

1

臼
扭
扭
)
編
上

5
9
(
拉
丁
通

行
本
6
H
)
言
汰
的
鳥
袋
，
其
恐
向
是
一
人
(
二
)
猶

大
王
阿
彼
雅
的
外
祖
父
基
具
及
人
鳥
黎
耳
(
漁
)

個
月1
-V
S
P
H
Z
TB
B
n
yJ
是
美
索
不
達
米
亞
地
區

4

在
仁
川
省
店
主
宰
Z
E
n
皂

，
|

i
'
1
1
'

，

'

，
、
的
古
代
重
鎮
之
一
在
叔

-
默
爾
之
南
靠
近
幼
發
住
的
河
畔
聖
經
會
以
厄
勒
客
名

帥
一提
及
到
它

(
制
ω
u
叮人
戶可名
副
制
制
(
g
R
E
)
因

了
為
它
富
有
考
古
及
歷
典
的
重
大
價
值
是
以
百
餘
年
以

1497-1498 J~E 十

來
m
m
F
訴
們
會
縱
在
此
先
後
斷
續
地
挖
掘
考
察
(
一
八

五
四
l

一
九
六
五
)
出
土
的
重
要
物
件
有
廟
字
尖
塔

所
謂
的
「
白
廟
」
欣
卡
史
得

(
ω
E
r
S
E
)的
宮
殿

破
陶
器
膨
刻
口
問
及
為
數
不
少
的
模
形
文
件
是
為
此
區

最
早
之
文
字
基
於
考
占
學
者
研
究
的
結
果
乃
將
烏
魯

客
分
作
下
列
不
同
的
朝
代
的
音
述
如
後

1

烏
魯
客
第
一
朝
代
(
公
元
前
三
三
O
O
l
二

九
0
0
)
這
是
蚓
割
割
的
黃
金
時
代
先
後
共
有
十
二

位
君
王
「
白
廟
」
之
鐘
築
及
文
字
的
發
明
都
是
這
一

時
代
的
功
紋
它
的
第
三
位
國
王
被
稱
為
獵
戶
尼
奴
爾

塔
(
2
5月
g
)

就
是
聖
經
上
所
品
的
在
到
制
嘲
地

域
修
鐘
巴
比
倫
厄
勒
客
(
烏
魯
客
)
阿
加
得
的
洛
尼

默
得
(
的
ω
8
|
叩
)
。
洪
水
時
代
的
壯
士
基
耳
加
默

市
亦
是
此
朝
的
國
王
之
一
考
古
學
家
更
證
賞
了
此
時

烏
魯
客
文
化
影
響
之
所
及
竟
遠
汝
敘
利
亞
北
部
以
及

埃
及

2

烏
魯
客
第
二
朝
代
(
二
六
O
O
i
二
三
四
0
)

在
這
朝
代
開
始
之
前
曾
經
有
數
百
年
的
毫
無
娃
樹
可

言
的
暗
淡
時
期
在
這
個
時
期
中
它
被
基
士
(
昂
之
取

而
代
之
至
公
元
前
二
六
0
0
年
2
有
烏
魯
客
王
恩
沙

格
占
商
納
(
開
口
g
m
E
ZD
E
)
的
喊
起
一
舉
消
滅
基

士
重
建
王
朝
但
前
朝
的
輝
煌
時
代
一
去
不
返
未
能
全

部
恢
復
建
築
物
的
特
徵
是
開
始
利
用
偏
平
中
凸
的
轉

來
作
原
料
有
不
少
國
王
的
墓
穴
郎
以
此
原
料
作
成

3

烏
魯
客
第
三
朝
代
(
二
三
四O
l

二
三
二
0
)

這
一
朝
代
的
經
央
雄
然
很
短
胡
也
堪
稱
偉
大
驚
人

格

外
在
軍
事
方
面
的
娃
樹
的
確
是
前
所
未
有
信
它
的
必

立
且
也
是
舊
日
鳥
瑪(
C
S
B凶
)
城
的
一
他
地
方
長
官

名
路
加
耳
臣
革
息
者

(
F
a
ω-g
m
m
E

F
)
他
揭
竿
而

包
先
後
征
服
佔
領
蚓
甜
問
剖
輯
出
關
根
斟
封
及
蚓
斟

客
並
在
烏
如
何
客
必
立
了
自
己
王
國
的
首
都
繼
之
將
全

叔
默
爾
地
區
統
一
治
風
其
勢
力
範
圍
竟
達
現
今
土
H
耳

其
的
梵
湖
可
惜
這
僅
是
歷
史
上
的
曇
花
一
現
轉
眼
的

逝
於
二
三
二
0
年
即
被
屬
閃
語
系
的
阿
加
得
王
撒
一
為

貢
所
減4

烏
魯
客
第
四
朝
代
(
一
二
四
O
l
-
-
一
一
門
)

撒
爾
責
之
王
朝
在
延
續
不
及
二
百
年
之
後
又
被
古
從

人
所
滅
此
時
諸
小
型
王
國
紛
紛
乘
機
獨
立
烏
魯
客
於

是
也
獲
得
了
短
暫
的
三
十
年
的
自
由
獨
立
其
後
仍
完

全
受
治
於
古
提
人
至
二

O
九
五
年
遞
然
重
獲
自
崗
位

終
又
被
鳥
爾
新
興
的
第
三
朝
代
所
滅

5

欣
卡
史
得
朝
代
(
一
八

O
O
-
-
七
三
九
)

繼
鳥
爾
第
三
朝
代
的
衰
亡
之
後
又
有
欣
卡
史
得
的
興

起
重
建
烏
魯
客
的
最
後
一
代
王
朝
因
王
對
外
盡
力
與

強
大
的
巴
比
倫
帝
國
友
善
交
好
且
有
通
婚
之
學
對
內

圳
大
興
土
木
工
程
與
必
不
少
的
王
宮
廟
宇
域
同
等
都

是
這
一
時
代
的
工
程
可
惜
後
繼
無
人
終
於
一
七
三
九

年
被
黎
木
欣

(
E
B
ω
旨

)
所
滅
自
此
烏
魯
客
乃
肝
、

歷
史
絕
遠
不
復
存
在

烏
魯
客
的
宗
教
它
最
主
要
的
神
明
是
依
難
納

(
HE
呂

立
女
神
主

管
愛
情
及
戰
事
人
以
她
寫
「
欣

(
月
亮

)
神
偉
大
的
女
兒

」
在
向
南
魯
客
有
為
她
連
議



. 649 . 

的
宏
大
駒

且
她
的
敬
禮
竟
亦
為
凹
出
制
帝
國
所
接
仇

格
外
川
的
口
慕
辣
被
閻
王
對
她
更
是
崇
拜有
加
幾
成
為
全

美
采
不
途
米
亞
地
區
的
公
共
神
明
除
此
神
明
之
外
仍

有
其
他
數
他
不
大
知
名
的
次
要
艸
明
但
對
他
們
的
敬

禮
，
逃
不
知
的
且
也
更
未
被
外
人
所
接
受

兒
巴
貝
耳
{
罵
街

(
特

)

咖
隱
匿
耳
(5
且
有
蚓

(3
"

-
B
C
N
么

1
4
I
l
-
-

'

、
必
人
名
或
族
名
或
地
名

(
一
)
人
名
或
族
名
閃
的
後
代
鳥
恆
耳
他
是
厄
貝
爾

的
孫
r
T約
刻
堂
的
兒
，
土
(
創
ω
盯
伯
納上
1

凹

)
後
世

以
他
為
阿
利
伯
南
部
的
一
阿
刺
伯
部
糕
的
嘔
先
這
或

許
由
於
阿
刺
伯
史
家
以
烏
固
耳
的
阿
恆
耳

(
〉宮
之

所
致
阿
回
耳
郎
今
日
也
門
的
首
那
條
那

(
P
DE

)

參
見
約
刻
主

(
二
)
與
提
心
的
過
繭
的
地
方
或
氏
族
烏

區
內
呵
地
則幻
H
此
名
七
卡
賢
士
來
譯
作
「

〉
ω
。
-
」
拉

丁
通
行
水
譯
作
「
宮
。
m
O
】
」
μ何
一
于
通
行
本
譯
名
似
于

是
按
潰
了
原
文

(
漁

)

帥
主
V
防
守
悟
佳
B
N
N
E
F
J
人
名
意
指
「
上
主
是

自
E
K
.
否
安
局
如

fd
N
E
\

-
f
z
r
J
Z
J
r

呵
，
、
我
的
力
呈
」
經
上
有

此
名
稱
且
也
凡
五
人
(
一
)
刻
哈
特
後
代
科
辣
黑
的
子

孫
鳥
黎
耳
的
兒
子
鳥
齊
雅

(
編
上
6
9

|

拉
丁
通
行

木
6
H
)
(
二
)
達
味
在
他
時
竿
管
a
A
n也
村
堡
貨
命

的
約
納
堂
的
父
親
鳥
齊
雅

(
-棚
上
幻
自

)
(
三
)
猶

大
王
阿
瑪
立
雅
的
兒
手
烏
齊
雅
亦
名
叫
阿
恆
黎
雅
覓

。
N
E

和
阿
區
農
雅
條

(
列
下
M
口
|

且

一
編
下耐
心

刮
目

瑪
1

•• 

)
在
他
治
下
依
撤
意
亞
亞
毛
斯
歐
瑟

1499-1502 

到
品
後
開
始
執
行
先
知
任
著
(
樹

I
I

的
I
I

酬
1

1
)
(
四
)
娶
了
外
篇
女
人
為
妻

生
子
的
司
祭
制
制

的
後
代
鳥
齊
雅

(
厄
上
m
n
)
(
五

)
充
軍
歸
來
住

在
m
w
做
冷
的
個
蚓
于
孫
蚓
叫
創
的
後
代
叫
蚓
戲
劇

的
兒
子
烏
齊
雅

(
一
旭
下口
4

)

此
外
向
街
一
人
名
叫
「
白
馬
齊
雅
」
即
達
咪
屬
下

的
一
位
男
士
阿
布
塔
治
特
人
烏
齊
雅

(
編
上
叫
“
)

這
人
的
名
字
依
原
文
是
與
其
上
諸
人
的
名
字
有
分
別

的
但
中
文
音
譯
無
法
表
出
所
以
只
好
諧
音
仍
譯

作

「
烏
齊
雅
」
(

漁

)

叫
→
叮
嚀
尪
可
干
千
古巴
金

人
名
意
謂
「
天
主
是
也

白
，
E

仙
詞
τ
F
τ
』

f
O
N
E
K
-

-
-
-

-

1
-
p
t
唔

，
、
有
力
的
」
是
刻
哈
特
的

兒
子
肋
木
的
採
手
足
以
烏
并
耳
算
什
迫
肋
仁
朮
交
派
第
三

代
先
相
之
一
(
叫
6
M

M
)
。
蚓
蚓
叫
釘
子
三
人
糾
糾

斗
M
旦
回
得
和
息
峙
的
融

(
出
6

自

)

(
，
令
)

的
主
甘q
H
M
h
h
苦
于

1
.
V
J
蛾
名
原
是
研
尼

5
F
K

字
，
副
刊
，

E
H
q
司
l
E
I
F

E

m
a

-
-

P

』

i
|

1

1

，

-
j
4
3
3

1

F

吧
，

、
基
人
的
一
座
古

鐵
位
肝
、
敘
利
亞
的
北
部
海
岸
距
南
方
的
勞
狄
刻
雅

(
即
今
之
拉
達
基
稚
城
)
僅
十
一
公
里
阿
刺
伯
人
稽

之
消
辣
斯
商
木
辣
意
謂
「
茁
香
山
丘

」
它
是
一
座

古
城
必
築
物
的
廢
蜢
堆
這
堆
廢
塊
高
約
二
十
公
尺
伯

地
約
二
卡
公
頃
睬
附
近
的
小
海
港
|
|
來J
圳
蚓
何
組

(
玄
5
2

旦
因
。
丘
之
|
|
約
有
八
百
公
尺

這
例
廠
墟
雖
已
有
二
十
八
個
世
紀
的
存
在
但
尚

未
被
人
注
意
它
被
發
現
也
是
十
分
偶
然
的
在
一

九
二

八
年
的
春
天
笛
一
個
無
知
的
鄉
民
在
其
附
返
從
事
耕

種
時
無
意
間
他
的
種
耙
觸
及
到

三
塊
巨
大
的
嚴
石
抱

掘
之

1
才
知
道
它
原
來
是
一
座
占
茲
的
拱
凡
這
仰
突

然
的
消
息
不
運
而
走
引
起
了
身
占
學
單
位
的
商
切
店
。
必

遂
於
一
九
二
九
年
從
悍
發
制
於
是
街
府
加
模
特
市
城

的
出
土
事
件
考
占
學
家
的
精
州
為
之
火
恥
總
卡
一
年

之
久
(
一
九
二
九
l

一
九
三
九
)
在
自
蚓
喇
(
的
﹒
明﹒

〉
﹒
ω
n
y
z

m
p
『
)先
生
的
領
導
之
下
反
絞
密
綴
地
從
此

大
事
挖
掘
考
察
中
間
雖
凶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會
…
反

中
斷
但
自
一
九
四
八
年
始
繼
續
未
克
的
℃
作
直
干
今

日
此
地
仍
是
考
古
人
員
立
志
研
究
的
對
他
但
凶
蚓
圳
劉

特
約
聖
經
考
占
學
的
民
獻
清
在
是
口
大
無
比
的
無
怪

村
采

(
U
EZ
E
)
佇
-
一
三
口
「
在
辣
所
而
間
卜
爪
叫
冊

(
即
川
崎

圳
剝
叫
)
山
上
的
文
休
叫
到
研
究
斟
側
的
牌
位
起
屯
的

絕
後
的
」

烏
加
泉
州
刊
的
服
山
九
它
的
名
字
早
已
H
M
於
剛
蚓
蚓

納
文
件
上
經
過
考
占
學
荷
推
究
的
結
果
它
早
在
公

-

r
h

前
六
千
年
已
有
人
煙
先
後
經
過
五
例
文
化
層
的
ι
在

才
的
吟
於
在
公
元
前
一
千
二-
6年
被
「海
為
屆
民
」
所
徹

底
毀
誠
而
被
人
遺
忘
雖
然
最
初
居
於
此
地
的
民
族
究

為
何
人
不
得
而
知
但
由
社
、
陶
器
的
花
式
斷
定
可
以
知

道
它
公
元
前
五
千

年
末
划
的
文
化
是
屬
鈴
創
利
叫中

部
及
幼
發
佳
的
河
谷

上
游
的
文
化
四
千
至
三
千
年
間

則
具
有
哈
拉
夫
(
斗
目
丘
之
)加
革
米
士
(
只
R
r
E
C

哈
瑪
(
囡
"
自
各
)等
的
混
A口
文
化
自
三
千
至
二
千
一

百
年
間
此
處
的
居
民
已
益
成
閃
語
系
民
族
在
二
-
o



o
l

一
五
五
0
年
間
才
是
鳥
加
黎
特
正
式
發
攝
廣
大

的
開
始
時
代
它
在
這
時
代
的
水
陸
交
通
晏
顯
四
通
八

達
的
狀
態
商
業
茂
盛
財
源
學
宮
是
以
人
民
生
活
的
水

準
高
漲
自
然
文
化
專
業
益
形
昌
茂
這
種
社
會
的
富
裕

狀
態
也
自
然
激
起
了
外
族
的
野
心
是
以
先
後
有
埃
及

希
克
余
斯
及
高
黎
人
入
侵
的
遺
跡
存
在
它
真
正
與
聖

經
有
關
係
的
時
代
是
自
一
五
五
O
l

一
二
0
0
年
闊

的
事
前
一
時
代
的
昌
盛
至
此
仍
是
有
增
無
減
外
族
的

遷
徙
侵
透
亦
墨
澎
濟
的
狀
態
諸
如
愛
琴
海
岸
的
民
族

及
塞
浦
路
斯
的
島
民
等
都
爭
先
恐
後
的
向
這
里
進
軍

發
展
但
是
這
種
你
爭
次
奪
的
情
勢
並
沒
有
造
成
鳥
加

繁
特
的
安
徽
相
反
地
部
造
成
了
它
的
畸
形
發
峻
考
古

學
省
所
發
現
的
只
大
建
築
物
諸
如
宮
殿
廟
字
古
裝
等

大
都
是
此
時
代
的
產
品
其
文
化
經
濟
宗
教
之
發
達
可

見
一
斑
是
以
史
家
均
稱
一
五
五
O
I

一
三
六
O
的
時

代
是
它
空
前
絕
後
的
頂
盛
黃
金
時
代
但
是
這
些
一
偉
大

驚
人
的
成
就
如
在
一
三
六
0
年
間
國
著
巨
大
的
地
這

毀
之
於
一
且
其
後
援
會
被
人
重
建
修
飾
囚
著
人
們
的

努
力
也
會
昌
盛
一
時
但
它
的
輝
煌
時
代
早
已
一
去
不

返
終
恥
趴
在
三
-
0
0年
間
被
向
外
擴
展
侵
馨
的
「
海

為
居
民
」
益
行
毀
滅
不
復
存
在
亦
再
無
人
煙
出
現

烏
加
黎
特
的
文
字
及
文
件
考
古
學
者
在
鳥
加
黎

特
的
挖
掘
中
雖
然
實
在
大
有
所
獲
有
大
批
的
文
物
出

-
土
問
世
但
其
中
最
主
要
的
及
與
聖
經
最
有
翎
係
的
翻

倒
一是
許
多
的
文
件
記
也
首
先
這
些
文
件
中
的
字
體
是
為

士
學
者
們
所
示
誠
及
肉
末
所
見
者
但
窮
數
年
的
苦
心
研

1502 十

議
推
測
考
證
之
後
發
現
它
是
屬
於
閃
語
系
的
一
種
拼

音
文
字
字
母
達
三
十
之
多
這
種
文
字
的
出
現
應
在
公

元
前
十
六
至
十
四
世
紀
之
間
有
這
一
時
代
的
埃
及
法

郎
名
字
悠
遠
比
如
突
特
摩
息
斯
四
址

(
4
y
5日
S
Z

H〈

一
四
二
五
l

一
四
O
八
)
阿
默
諾
菲
斯
三
世

(
〉B
B

。
苟
同
位
ω
H
H
H
一
四
O
八
i

一
三
七
0
)
以
及

制
蚓
人
王
制
甜
甜
到
鳥
馮(
∞
口
咕
咕
F
E
E

主
三

八

o
l

一
三
四
0
)
基
於
這
種
發
現
目
前
的
學
者
已
公

認
希
伯
來
文
的
字
母
及
其
次
序
應
亦
是
公
元
前
十
五

世
紀
左
右
的
產
品
而
不
是
以
前
所
主
張
的
公
元
前
七

世
紀
或
更
晚
時
代
的
產
物

鳥
加
黎
特
文
字
的
來
，
你
也
處
臨
己
解
決
於
是
學

者
們
也
於
好
奇
心
及
興
趣
所
驅
使
更
再
也
叫
再
叫
緊
鼓

密
鑼
她
從
快
於
這
些
一
刻
於
黏
土
板
上
喘
口
口
文
件
的
解

釋
以
明
除
其
中
的
涵
意
在
這
種
工
作
的
成
就
上
包
厄

爾
(
囡
囡

2

月
)
及
多
爾
默
(
開
口

7
月

2
0
)二
人

首
屆
其
功
他
們
將
這
些
一
文
件
分
成
三
入
組
郎
巴
耳
組

阿
格
哈
特
(
〉A
F
P
H
)
腳
心
組
放
刻
勒
將
王

(
只
月2
)

神
詞
組巴

耳
目
這
主
管
生
命
及
質
產
的
天
上
神
明
凶
其
總

定
居
之
所
人
們
給
他
修
悠
了
一
所
宏
大
的
殿
字
可
惜

他
受
乾
口
平
之
一
腳
懷
特
(
玄
。
"
)
的
侵
害
鬱
鬱
不
得
其

志
幸
得
其
姊
妹
阿
納
特
(
〉
E
H
)
之
助
將
摩
特
殺

死
而
得
再
度
生
氣
勃
勃
是
一
領
神
明
彼
此
鬥
爭
的
神

話
有
人
解
釋
為
四
季
更
替
的
描
述
或
寫

七
個
早
年
的

記
載

阿
格
哈
特
神
話
的
大
致
內
容
是
公
義
的
判
宵
達

乃
耳

(
O
E
O
-
)因
無
子
細
而
悲
傷
巴
耳
代
肉
厄
河

神
(
也
)
求
情
於
是
遠
乃
耳
(
口
自
己
)
的
套
子
采

然
懷
孕
生
子
阿
絡
哈
特
東
神
明
將
一
雙
名
尖
的
P
J符

賜
與
新
生
的
神
子
望
其
成
為
來
日
的
英
雄
其
後
阿
納

特
女
神
心
生
姑
意
欲
取
佔
該
可
弩
先
以
花
言
巧
-
l
m
並

許
以
永
生
作
為
交
換
口
問
但
阿
格
哈
特
充
耳
不
間
不
為

所
動
阿
納
特
乃
訴
之
於
武
力
而
強
取
之
且
將
阿
絡
哈

特
於
無
意
間
殺
害
了
達
乃
耳
以
愛
子
的
夭
折
偏
不
欲

生
其
女
帕
基
突
(
F
間
E
E
)挺
身
而
出
女
扮
另
焚
要

為
死
去
的
兄
弟
報
仇
這
恨
至
此
處
神

L
r州
突
然
中
比
下

文
已
失
不
復
可
得
但
學
者
們
推
斷
順
棚
內
成
章
的
結
局

應
是
阿
格
哈
特
的
復
生
及
阿
納
特
深
刻
的
此
間
過
之
心

刻
勒
特
王
的
神

L
r圳
記
敘
已
殘
缺
不
全
似
川
匕
均
日
軍

惟
一
與
人
類
歷
史
可
能
有
關
的
一
品
錄
或
至
少
合
-
個

廢
史
事
質
為
核
心
刻
勒
特
國
王
因
家
族
之
滅
亡
而
悲

傷
不
已
厄
耳
一
腳
提
議
他
組
軍出
擊
鄰
近
的
敵
國
鳥
得

木

(
d
已
5
)
的
國
王
帕
貝
耳

(
H
J
F
o
-
)
強
在
他

的
女
兒
赫
黎
(
因
司
)
為
妻
以
備
生
子
傳
後
害
怕
果

然
囡
淪
成
功
生
子
雅
怠
布

(
J
F
Z
σ
)但
此
手
長
大

後
竟
企
圖
宴
奪
年
老
父
親
的
王
位
刻
勒
特
府
成
咒
迦

T吊
椅
之
子
神
話
至
此
而
終

當
然
除
了
上
述
的
主
要
文
件
之
外
還
有
其
他
許

多
殘
缺
的
片
斷
記
錄
諸
如
商
業
來
往
的
文
件
有
關
法

律
的
記
載
外
交
的
行
文
私
人
的
函
件
禮
儀
的
規
定
民

間
閻
健
組
織
的
章
程
甚
至
團
員
的
名
冊
以
及
醫
治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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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
的
妙
方
等
等
可
說
是
包

羅

萬
象
應
有
益
訊
對
古
代

鳥
加
黎
糕
的
文
化
給
我
們
作了
相
當
詳
細
的
介
札
對

此
處
的
考
古
研
究
也
的
確
成
了
一
科
專
門
的
學
問

鳥
加
黎
特
段
會
是
交
通
四
通
八
達
商
業
茂
盛
財

資
盤
古
文
化
高
尚
的
地
民
赴
附
近
諸
民
族
所
制
向
往
的

中
心
基
於
此
點
考
占
的
學
者
在
此
不
只
發
現
了
上
面
所

說
的
客
納
罕
地
區
屬
閃
語
系
的
占
尉
肘
泉
特
文
字
更

證
賞
了
其
他
文
字
的
存
在
比
如
劇
創
丸
州
蚓
的
象
形

文
主
阿
加
得
丸
叔
默
爾
文
閥
割
文
以
及
張
浦
路
斯
丸

鳥
加
黎
特
的
考
古
與
聖
經
的
關
係
鳥
加
黎
特
文

故
然
與
斟
制
的
相
倒
蚓
文
同
屬
於
制
制
割
地
區
的
問

語
系
文
字
自
然
二
者
有
看
相
當
密
切
的
關
仇
的
確
它

給
了
聖
經
語
言
學
家
不
少
的
辦
此
使
許
多
斟
蚓
難
懂

的
話
A
含
糊
不
確
的
字
意
以
及
汶
法
上
的
疑
難
等
迎

刃
而
解
可
惜
這
里
基
於
篇
幅
所
限
又
非
專
題
研
究
不

克
實
際
例
舉
供
讀
者
參
考
總
之
我
們
可
以
確
知
蚓
圳

黎
特
文
件
的
出
現
對
雪
經
語
言
學
的
貢
獻
是
非常
之

大
甚
至
有
不
少
古
老
的
刷
刷
喇
文
{
子
典
是
需
要
改
正

或
重
寫
以
糾
正
以
往
釋
意
的
錯
誤

雖
然
二
者
在
語
言
學
上
有
看
巨
大
的
近
似
但
在

宇
宙
觀
及
宗
教
信
仰
上
部
是
大
相
逕
扎
首
先
制
前

十

一
章
中
的
宇
宙
觀
觀
念
非
只
與
鳥
加
點
楓
林
的
文
件
毫

無
關
連
就
是
與
其
他
任
何
割
州
割
地
區
的
文
化
也
完

全
無
相
同
之
風
這
證
明
和
制
刑
人
雖
然
是
附
語
系
的

民
族
之
一
但
他
們
在
血
統
方
面
部
是
導
源
於
劃
喇
喇

瀏
蚓
甜
地
區
的
一
個
民
風
而
非
出
自
創
制
割
地
臥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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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教
方
商
品
川
陣
兩
文
件
將
神
明
且
寫
成
彼
此
鬥
爭

嫉
恨
的
形
態
阿
納
特
女
神
殘
忍
殺
傷
凹
到
神
衰
而
倚
仗

甜
點
在
明
蚓
棘
的
成
嚇
之

1
阻
怯
志
社
不
敢
與
之
叫
到
比

厄
耳
艸
雖
是
和
品
呵
親
的
老
人
收
他
?
也
是
到
俐
咧
地

區
的
主
艸
似
如
赴
待
你
無
主
主
無
權
威
的
神
明
這
些


U艸
祇
與
m
m柳
科
上
所
川
述
的
以
色
列
人
的
天
主
何
止
天

淵
之
別
賞
心
收
不
成
比
仇
雖
然
如
此
對
制
的
作
者
仍
然

很
明
特
地
錄
取
了
幾
州
烏
個
黎
特
人
宗
教
上
次
耍
的

觀
念
比
如
巴
耳
所
戰
勝
的
里
外
雅
堂
見
於
詠
M
H
是

被
上
主
所
戰
勝
的
海
怪
聖
經
的
作
者
以
蚓
蚓
氣
呵
人

描
寫
巴
耳
神
的
方
式
謂
上
主
是
統
治
暴
風
雨
的
天主

乘
坐
火
車
駕
雲
而
降
拋
役
火
侃
控
制
閃
屯
統
御
雷
航

天
主
如
凹
到
然
被
稱
為「
至
高
者
」
(
一
副7u
引
3
)。

但
是
這
些
仍
僅
是
次
耍
的
錄
用
而
絕
不
能
說
蚓
蚓
剿

特
人
的
宗
教
給
與
以
氏
基
本
的
重
要
影
響
菜
叫
民
的

天
主
是
如
此
的
崇
高
偉
大
其
宗
教
之
本
身
是
如
此
的

純
潔
學
善
遠
非
其
他
宗
教
所
能
影
冉
更
不
能
比
比

(
梅

)

m鳥
陵
和
突
明

\
d
旦
旦
凶
且
已
吋
F
Z
B
S
-
S
J

/
C
E
E
只

吋
戶
B
B
-
B

」

技
字
意
來
講
這
兩
個
名
詞
在
原
文
上
有
「
光明

及
全
俯
」
的
意
思
投
r

通
行
本
將
之
譯
作
「
道
班
及

其
理
」
斟
刷
上
數
次
毫
無
解
釋
的
提
到
這
兩
側
名
亂

由
此
可
以
推
斷
它
們
的
含
義
在
當
約
時
代
是
盡
人
皆

知
的
但
是

為
現
今
的
我

們
胡
成
了

三
細
注
雄
然
肉
，
后

們
會
獨
出
心
裁
供
獻
了
不
少
意
見
但
歪
奇
的
淡
紅
戶

們
M
M淌
的
答
叫
他
絕
大
多
數
的
意
見
刃
仰
而
持
它
們
此
也

f荊
州

恨
子
必
籤
條
彤
的
物
總
川
來
以
向
定
必
川
定
的
方
式

。

作
為
知
悉

上
主
旨
芯
的
川
A
r

四
一
…
經
上
的
一
段
花
收
可
使
成
們
民
知
此
作
川

「
撒
鳥
耳
挽
上
主
以
色
列
的
天
主
為
抖
麼
今
天
你
不

RJr. 

答
種
你
的
僕
人
右
是
這
算
過
在
改
成
成
兒
，
「
制
州
叫

身
上
上
主
以
色
列
的
天
主
求
你
賜
給
「
山
峻
」
打
几
止

罪
過
在
你
百
件
叫
別
刺
的
身L
求
你
賜
給
「
尖
明
〕
捌

l

i
t
-
-
l
l
I
t
-
-
-
'

，

。
I
l
-
-
f
I
l
l
-
-

-

烏
耳
和
約
納
堂
中
了
軍
民
清
白
無
過
微
烏
耳
卡
命
品

為
我
和
政
的
兒
子
制
圳
叫
拈
闡
剝
削
叫
中
了
」
(
船

上
M
H
H

)
巾
此
可
以
斷
定
利
用
「
為
依
和
突
明
」

的
結
果
只
有
「
是
」
成
「
非
」
兩
種
川J能
料
，-
r於
其

'

。

他
的
細
小
節
目
皆
赴

m
m惚
之
混
不
敢
州
定

雖
錢
如
此
為
代
們
中
凶
人
來
改
仍

K
N川K
M
圳
盼

'

。

t
o
t
i
-
-
i

，

的
W
H例
存
在
以
供
參
考
詳
見
台
灣
的
各
咐
于
中
代
供

V
H
K之
旁
有
「
陰
陽
紋
」
的
社
但
是
長
約
三
門
吋
的
M
M

形
(
或
半
閱
形

)
的
兩
總
小
木
被
一
加
州
乍
一
兩
州

開
供
進
香
士
女
拿
來
向
化
工
拋
鄉
間
為
地
後
叫
她
段
、
川
正
山

。

獲
悉
「
神
明
」
的
意
旨
大
約
「
烏
健
和
突
明
」
的
作

'

。

用
及
性
質
品
至
川
法
亦
不
外
如
此

拔
出
甜
甜
及
肋
8
8
的
品
收
這
兩
件
山
川
貼
;
何

放
在
大
司
祭
的
胸
州
州
內
而
主
持
以
它
們
來
水
間
上
主

的
資
責
人
亦
應
赴
大
司
祭

(也
怕
的
叩
圳8.
門
幻U
)

2
'
，
。

或
普
通
的
司
祭

(
m
u
s

)
有
時
佑
他
吹
「
a
u
r
J
M

慨
」



而
不
提
「
突
明
」
(
戶
幻
剖
撒
上

m
s
)
毫
無
疑
問

的
這
是
一
種
筒
說
蓋
二
者
是
不
可
分
離
的
在
捏
一
般
被

毀
之
後
天
主
藉
先
知
來
傳
達
旨
意
「
鳥
陵
和
突
明
」

才
漸
漸
失
去
其
作
用

見
厄
弗
得
(
韓
)

M
w
b自
H
V
\
切
E
E
自
B
R
E
J
烙
印
割
傷
身
體
紋

的
b
u
m
t
L
r
/
T
M
聞
自
且
凶
」

!

'
，
、
身
的
習
俗
大
概
在

古
東
方
是
頗
為
普
遍
的
它
的
實
施
多
用
於
奴
隸
士
兵

及
善
男
信
女
身
上
即
額
或
手
臂
上
以
護
其
所
屬
的
主

人
為
誰
可
是
這
種
行
為
在
聖
經
上
似
乎
除
上
述
意
義

之
外
另
有
他
意
即
絞
身
及
創
傷
是
為
表
示
對
死
者
的

悲
傷
這
詞
是
上
主
法
律
所
縈
止
的
(
肋
吵
甜
)
司
祭

更
不
得
紋
身
兔
失
尊
嚴
(
肋
m
s
)
在
依
3
且
被
視

為
懲
罰
先
知
預
告
奢
華
美
麗
的
耶
京
婦
女
將
被
人
烙

印
於
身
作
人
的
奴
牌

保
祿
宗
徒
在
迦
結
尾
內
又
特
別
聲
明
「
從

A可
以

後
我
切
廠
沒
有
人
再
煩
擾
我
因
為
在
或
身
上
飛
帶
有

耶
穌
的
焰
印
」
(
迦
6
叮
)
無
疑
地
保
祿
沿
用
烙
印

的
傳
統
觀
念
強
調
自
己
是
耶
穌
的
「
奴
錄
」
故
此
希

望
無
人
再
敢
難
為
麻
煩
他
兔
得
招
致
主
人

l

耶
穌

的
報
復
保
祿
所
泣
的
這
個
烙
印
圈
然
不
是
身
體
上
可

見
的
標
記
而
是
他
一
生
辛
勤
努
力
在
自
己
心
靈
上
烙

印
的
耶
穌
的
冉
冉
像
蓋
保
祿
一
生
堅
毅
逍
受
宗
徒
專
業

-
上
的
一
切
辛
苦
勞
碌
(
格
從
6
5
ω
H
U
n
u
迦
4

ω
-
u

剖
開
前
2
.
3
5

剖
開
後
3
8

片
無
非
是
為
了
俏
似
基

τ
管
與
基
督
同
生

(
羅
6

.

格
後
7

3

)
同
死

(
格
後

1504-1508 
FA T-

3 十

9
3
)
向
苦
(
羅
8
口
)
同
釘
在
十
字
梨
上
(
羅
6

6

迦
2

刊
)
同
被
埋
葬
(
羅
6
4

哥
2
u
)
問
彼
活

(
弗
2
6

哥
2
u
3
1
)
同
受
光
榮
(
弗
2
5

哥
2

臼
羅
8

叮
)
同
承
受
天
闊
的
產
業
(
昭
雄8

口
)
同
為

王
統
治
(
弟
後
2
臼
)
無
怪
乎
宗
徒
自
豪
說
在
自
己

身
上
帶
有
「
耶
穌
的
烙
印
」
(
迦
6
口
)
(
韓
)

的
全
寸
草
帽
\
斗
。
目"
J

地
名
是
阿
刺
怕
北
部
地
區

的
恥
于
到

H
f
4
Z

呂
立

i

-
F
T
l
J
'

、

的
一
座
城
市
(
依
幻

u

耶

鈞
臼
約
6
"
)
此
地
的
照
民
大
都
是
依
市
瑪
耳
的
後

裔
(
創
幻
臼
編
上

I
M
)
它
就
是
現
今
仍
名
特
瑪
的

沙
漠
綠
洲
在
默
狄
納
(
玄
旦
旦
"
)
東
北
約
三
百
六

十
二
公
里
處
(
韓
)

“
主
汀
，d
H
Y
旬
「
斗
。B
E
J

人
名
亦
娃
民
族
名
及
地

的
恥
f
E
自
Z
H
f目
的
S
E

」

j
F
e

‘
四

!

"
，
:

、
名
芯
消
「
右
邊
」
成
「
右

手
」
，
是
厄
里
法
次
的
長
主
故
此
亦
赴
間
制
別
的
孫
扎

特
曼
的
後
代
被
稱
為
特
安
人
.
這
些
一
人
所
屑
的
地
向
則

是
特
妥
地
區
這
種
例
子
在
學
經
上
叫
見
不
鮮
此
地
在

厄
東
西
北
省
時
與
厄
東
相
提
並
論
(
創
必

U
H
U

幟
上1
晶

自
圳
特7
目
則
鈞
闊
的1
間
似9
節
制
3

3
)
約
伯
的
削
友
之
一
厄
里
法
次
說
是
特
妥
人
(
約

4
1
M
N
I
幻
1

您
可
)

至
趴
山
)
匕
叫
做
切
的
現
在
位
置
學
者
們
仍
未
能
達
成

協
議
作
出
正
確
的
結
論
有
人
以
為
它
說
是
厄
東
地
區

距
離
培
特
辣
很
近
的
塔
偉
藍
(
斗
"
三
-
E
)但
亦
有
人

反
狗
比
說
而
在
其
他
較
遠
的
地
方
找
尋
它
的
感
爐(

緯

)

們
主
寸
1
3、
γ
W
A「
斗Z
Z
N
J
城
名
有
「
光
亮
」
之

的
在
f
F
E
p
f
玄
/
斗
Z
Z
ω

、
，

-
-

1
(

1

二
、
了
、
意
是
撒
瑪
黎
雅
的
一

座
城
市
在
舍
板
的
北
部
基
德
紅
的
兒
子
阿
彼
默
肋
客

曾
經
帶
兵
圍
困
攻
打
比
城
但
為
一
女
人
自
城
精
上
拋

下
一
塊
磨
石
而
被
擊
斃
(
民

9

叩
撒
下
U
U
)
在
歐

色
彼
時
代
與
此
城
同
名
的
一
個
村
莊
仍
然
存
在
看
考

古
學
者
證
賞
它
就
是
現
今
在
納
布
路
斯
東
北
十
六
公

里
處
的
突
巴
斯
付
莊

車幸

個
全
寸
汀
T
話
且
「
→o
r
s
J
是
猶
大
山
區
的
一
陸

的
恥
于

Z
A
I
Z
h
l
f吋
Z
E

」

-
F
T

二

J
a
-
-

'

、
曠
野
中
的
城
市
而
這

個
曠
野
亦
名
蚓
糾
到
曠
野
(
如
附

臼
目

織
下
刮
目
叫
下

9

詞
)
特
科
亞
織
就
娃
於
白
冷
之
南
八
公
里
處
的
一

例
山
關
土
它
的
創
建
人
可
能
是
阿
市
胡
爾
蓋
聖
經
上

稱
他
為
「
特
科
亞
之
父
」
(
編
上
2
H
4
5
)
山
間
其

地
符
頓
為
險
要
是
以
勒
昀
貝
唱
會
經
在
此
修
悠
防
輛
出

工
-
1作
為
耶
京
的
屏
障
(
幟
下ue
)
。
耶
肋
米
亞
先

知
在
記
載
耶
京
被
圓
圓
的
神
稅
時
也
提
及
到
蚓
叫
到

(
刷
刷6
1
)
。
向
劃
喇
代
阿
貝
沙
隆
求
惰
的
婦
人
是
蚓

科
亞
人
(
撒
下
M
Z
1

H
)
其
次
遠
咪
的
勇
士
之
一

依
刻
士
的
兒
子
例
如
以
及
回
到
蚓
先
知
亦
皆
出
身
於

特
科
亞
(
撒
下
幻
甜
亞
1
1
)
充
軍
期
後
此
域
的
居

民
重
返
木
城
整
理
家
園
並
幫
助
修
建
耶
京
纖
細

(
厄

下
3
5

盯
)
此
域
的
原
名
保
存
至
今
但
今
日
只
見
廣

墟
一
堆
供
人
憑
吊
在
耶
京
之
南
十
八
公
里
處

「
臨
陣」



兩
持
陳
‘
赫
(
如
叮
叮
)
是
正
是
」
的
一

臼

-
1
!

可
‘

•• 

-
H
M
Y

個
家
族
名
稱
充
軍
期

-

|i 

一
後
它
的
一
批
後
代
偕
間
則
魯
巴
貝
耳
返
歸
墓
地
(
厄

一
土
2

時
厄
下
7

品
)
(
緯
)

m
t
寸
跨
同
路
才
\
告

，i
u
i
J
是
保
收
志
寫
致
經

5
l
t
r
a

湖
里
主
戶

:
H
E
Z

U

』

l
E

‘

-
4
l
t
i

'

、
馬
人
k
u時
的
泌
志

為
此
他
亦
附
筆
向
羅
馬
人
致
候
(
雜
的
自
)
關
於
他

的
生
平
就
們
毫
無
所
知
(
韓
)

u
t
A
U古
恨
障
同
情
\
吋OE
F
J
1
人
名
意
謂
「
山
芋
」

F
3
L
R阱
，
抄
臼
V
υ
圍
『3
‘
﹒
戶
、

可
T

3•• 
b

』

-
4
j
I
E

/

i
f

間
族
的
後
代
制
制
制

的
兒
子
是
亞
巴
郎
納
為
爾
(
與
前
者
不
問
人

)
及
哈

郎
的
父
親
原
來
居
住
於
巴
比
倫
南
方
的
白-J

爾
後
由
此

地
偕
同
于
玄
觀
團
團
遷
徙
f
t
E
n
蘭
而
定
居
死
於
此
地
享

年
二
巨
石
五
歲
(
創
刊

扭
扭
穌
圳
的
3
)
其
名
亦
見

於
耶
穌
族
譜
(
路
3
H
)

2

地
名
是
以
民
出
離
埃
及
後
在
曠
野
中
紮
悅
的

地
方
之
一
在
塔
哈
特
與
米
特
卡
之
間

(
戶
叮
叮
詞
)

但
它
現
在
的
確
切
地
點
已
你
法
考
續
(
韓
)

"
愷
川
盼
咱
們
哩
旦
(

、Hd
S
E
D
)
人
晶
晶
忌
謂
「
奢
丹
兩

-
H
T

吉
它

1

-

7

、
的
」
或
「
豪
華
的
」

原
是
色
鑫
苛
王
朝
亞
廢
山
大
巴
拉
王
(
公
元
前
一
五

o
i

一
四
五
)
的
大
將
(
加
上
U
M
)
其
原
名
叫
狄

約
多
托
受
閻
王
亞
氏
之
托
為
國
王
年
幼
的
兒
子
安
提

約
占
六
世
的
監
護
人
一
四
五
年
亞
民
死
後
德
默
特
琉

二
世
登
基
稱
王
特
忽
略
心
有
不
甘
遂
曖
使
並
擁
護
自

己
手
下
的
安
提
約
古
六
世
稱
王
運
動
民
來
造
反
德
默

益1509-1516 

特
琉
二
世
在
萬
分
危
急
之
際
只
好
請
求
瀏
划
首
領
制

納
堂
出
兵
相
助
而
得
以
自
保

(
加

上
刊
詞
時
)

可
是
事
後
德
氏
竟
背
信
失
義
沒
有
履
行
對
猶
太
人
所

預
在
川
的
恩
惠
且
處
處
與
之
為
難
正
值
此
時
特
黎
但
野

心
准
鼠
也
必
奪
以
幼
主
的
權
力
而
自
稱
王
位
又
怕
約

納
u
h
h
出
而
干
慘
於
是
背
信
什
搞
約
納
堂
而
加
以
殺
在

(
加
上
也
叫

U
U
n
)
再
接
再
版
慘
下
毒
手
將
幼

主
去
提
h
H白
六
世
也
一
併
殺
害
(
刷
上
口
缸
扭
.
)
而

正
式
咱
們
主
此
時
德
默
特
琉
-
一
世
又
被
波
斯
人
戰
敗
受

擒
他
的
兄
弟
安
提
約
古
七
世
息
得
太
在
盛
怒
之
下
在

多
級
將
特
紮
想
包
圈
雖
被
其
突
固
逃
竄
但
息
氏
仍
窮

追
不
捨
終
必
將
其
戰
敗
(
加
上
M
U
U
M

盯
抽
)
至

淤
峙
的
飛
恆
的
結
局
則
傅
泣
不
一
有
人
祖
咐
他
服
每
而
死

另
一
傳
品
消
他
以
海
盜
首
領
之
身
終
其
晚
年

(
梅
)

的
直
守
海
合
冒
吋
「
、

Hd
S
EJ
是
位
於
愛
琴
海
內
的

女

4
j
F
I

'

、
一
座
古
代
荊
創
蚓
的

重
要
的
海
港
城
市
(
宗
的
u
)面
對
特
乃
多
斯
島
在
舊

特
洛
阿
之
南
四
十
公
里
處
原
寫
亞
歷
山
大
的
一
位
將

軍
安
提
哥
諾
言
且
已
開3
5
)
所
建
故
此
亦
名
女
提
哥

問
個
比
其
後
被
特
辣
克
王
里
創
瑚
謝
所
充
建
及
美
化

而
改
名
寫
亞
歷
山
大
星
通
特
洛
阿
但
在
聖
經
上
向
來

簡
稱
之
為
特
洛
阿

保
祕
在
此
地
獲
得
異
像
令
其
前
赴
馬
其
頓
傅
教

(
莉
的
8
|

U
格
後
2
u

時
)
。
第
二
次
傳
教
歸
來
重

經
此
地
夜
間
向
教
友
們
講
道
時
一
位
名
叫
厄
烏
提
自
旬

的
青
年
不
克
薩
赫
的
傾
覆
腔
熱

，
自
三
樓
墮
下
身
亡
叫
作

劇
將
他
很
活
起
來
(
到ms
1

時
吋
宗
能
在
制
鬧
唷
巾
，

二
次
坐
監
時
致
古
弟
茂
德
請
他
將
自
己
留
在
特
洛
阿

絨
卡
爾
叫
家
中
的
外
衣
會
卷
及
羊
皮
卷
一
併
帶
去
羅

馬
(
伯
後
4

臼
)

占
峙
的
特
洛
阿
已
不
彼
此
只
剩
下
一
斤
防
火
的

頒
給
廢
峰
供
人
憑
吊
它
的
海
港
口
岸
已
被
淤
沙
所
可

怕
一
比
一
一
花
崗
石
位
部
仍
然
呵
兒
(
特
)

M
k
f
主
咽
，
益
主
\
斗70旦
旦
/
人
名
是
一
個
亂
前

5
&
F
s
t
t
w
克
t
h
f
斗
}
話
。
全ω
、

H

司

1
J

司

3

/

、
的
首
領
會
關
惑
M
K

眾
謂
自
己
能
行
奇
路
兩
地
一
術
倡
導
作
亂
反
抗
羅
馬
人
的

研m
L且
也
為
政
府
所
捕
獲
而
往
於
死
地
這
段
卡
拉
固
然

與
制
蚓
駐
細
川
總M冒
出
刮
到
(
O
a
b
H
U
E
ω
)

時
所
發
生

的
品
伊
拉
惘
吻
合
似
是
因
為
年
代
的
差
別
故
決
不
能
是

同
一
問
U
F因
為
法
多
時
代
的
宇
比
聖
經
所
記
械
的
特

蚓
崗
的
暴
亂
(
到
5
抽
)
，
至
少
要
遲
十
年
們

(
韓

)

k
f
s
a
可
臣
、
時
直
「
/

人
名
是
位
精

刊
或
司

E
研
骨

R
E
航
空

d
E
-
-
-

-
d
j
i
g
-
d
E

月

，
、
通
羅
馬
法
作

的
人
是
大
司
祭
剛
制
尼
雅
的
律
師
會
代
表
大
司
祭
和

長
老
在
叫
樹
聊
雅
的
總
督
斐
現
斯
菌
前
控
告
聖
保
祿

由
他
對
劃
閣
制
所
誨
的
諂
媚
言
語
及
其
奉
承
的
口
氣

來
看
可
以
斷
定
他
不
是
猶
太
人
很
可
能
是
位
羅
馬
人

(
莉
圳的
1
|
8

) 。

(
韓

)

6
K
S
K
恨
，
司
主
-
「

J

地
名
意
調

況
還

1
4
司
司
盔
、

-
E
{
吋
E
n
Y
S
E
E
-

-
H

司

t
9
1
4
-
J

J

、
「
高
度
不

平
的
地
方
」
只
一
次
見
於
聖
經
郎
在
報
告
洗
者
右
翰



開
始
於
黑
落
德
安
提
帕
及
分
必
侯
斐
用
怕
執
政
時
代

傳
教
授
洗
的
經
文
中

(
將
3
1
)
這
個
地
區
的
他
置

是
在
大
馬
士
准
之
南
兩
北
有
赫
爾
孟
山
幽
邊
以
g
藍

尼
為
界
南
邊
則
有
巴
大
門
雅
及
奧
燒
尼
古
的
土
質
問
州

火
山
玄
武
熔
駁
的
沉
澱
不
宜
淤
農
作
物
的
生
長
僅
有

片
斷
的
奇
牧
倍
地
中
間
亦
有
水
泉
但
是
這
一
區
占
代

也
築
物
的
廢
墟
如
相
當
的
多
巾
此
可
以
澄
明
會
布
一

時
它
是
人
煙
祠
密
的
﹒
地
方
羅
馬
人
將
它
釗
歸
大
黑
洛

德
治
斑
其
後
由
他
的
兒
子
交
現
伯
來
管
轄
斐
氏
死
後

成
為
繼
馬
行
省
敘
利
亞
的
一
部
份
至
綠
馮
主
帝
加
里

古
拉
時
代
再
將
之
賜
與
黑
洛
德
阿
格
槳
帕
一
問
阿
格

黎
帕
二
世
繼
承
父
業
仍
為
此
區
之
主
最
後
又
歸
羅
馬

人
掌
握
(
韓
)

打
主
寸
絞
肉
弩
之
恥
門
「
斗
是
-
u
Z
S
JK
人
名
瑟

的
處
于
看
司
浮
t
J
a刷
/
斗
a
Z
Z
E

」

F
T
3
2
I

J
'
，
、
謂
「
柔
軟

的
」
「
和
順
的
」
是
保
祿
的
一
位
熱
心
玄
弟
子

(
羅

時
間
)
與
特
甜
甜
佛
徹
相
提
並
論
因
二
人
之
名
順
為
近

似
故
斷
定
二
人
是
姊
妹
技
教
會
的
傳
統
謂
她
出
生
肝
、

依
科
尼
雍

(
見
羅
馬
里
人
致
命
錢

)

見
特
黎
佛
繳

(
緯

)

到
陸
川
盼
擠
恤
仰
齣
恥
(
4
3
7

臣
"
)灰
人
名
意
調

-
d
J
P
Z
A
-
1
-

'
、
「
精
細
柔
和

的
」
是
保
祿
的
女
教
友
熱
心
於
傅
教
唱
菜
與
特
甜
扭
扭

于
納
相
提
並
論
問
受
到
保
祿
的
致
候

(
羅
M
M
U
)二
人

酬
一可
能
是
姊
峙
的

戶

見
特
的
軍
費
納

1517-1522 ,\1 十

(
韓

)

"
持
察
頭
里
(
草
佑
。-
5
)
城
也
請
「
三

-
-

:
‘

-
p
t
l
b
l

三

，
、
威
」
原
來
據
傳

說
在
這
裘
肘
有
提
洛
人
漆
冬
人
及
阿
的
叫
得
人
各
居
一

方
各
們
為
政
且
各
有
自
己
的
城
牆
作
護
衛
成
三
足
鼎

立
之
勢
其
間
惘
隔
約
一
個
「
斯
塔
狄
」
(
一
八
五
公

尺

)
他
於
敘
利
亞
海
岸
為
一
港
口
城
市
在
色
宴
苛
及

羅
馬
時
代
此
城
之
業
務
蒸
蒸
日

上
充
越
擴
展
形
成
一

個
整
體
的
城
市
而
達
其
黃
金
時
代
大
黑
落
德
在
此
建

築
了
著
名
的
運
勁
場
追
述
其
初
建
的
歷
史
則
非
易
事

只
可
推
斷
它
大
約
在
波
斯
帝
國
的
末
期

r
有
了
蛾
巾

的
雛
型
目
前
它
只
剩
下
滋
墟
一
片
稱
為
米
納
(

斗
。
口

去

5
"
)廢
墟
現
代
的
特
黎
頓
里
早
已
在
更
近
海
邊
的

地
方
建
築
起
來
傳
品
辜
的
U多
祿
會
傳
教
必
比
打
下
了

基
督
信
徒
的
良
好
基
礎
理
校
刊
(
一
次
提
到
這
座
城
市

謂
德
默
特
琉
一
世
索
特
爾
(
公
元
前
一
六
二
!
一
五

0
)
於
公
元
前
二
川
一
年
自
經
馬
返
來
曾
經
率
領
大

軍
及
艦
隊
在
此
登
陸

(
加
下
M
I
2

且
加
上
7
1

|

(
韓

)

m
t
寸
先
目
主
世
h
v
三
AA

呵
。
間
可=
M
E
S
J
是
在
愛
琴

5

在
守
妙
計

4
若
t
i
f
p

。
R
Z
H
C
E
」

F
e

吋
唱

、
4
1
.
-
d

h

﹒

'
，
、
海
內
的
一

例
默
加
肋

山
(
玄
古
巴
。
)
所造
成
的
突

出
部
分
在
撤

摩
島
之
對
函
中
間
隔
有

一
個
約
一
公
里
半
的
梅
峽
保

祿
第
三
次
傳
教
時
曾
在
到
達
米
肋
托
的
前
一
天
在
此

蛀
足
登
岸
(
宗
切
自
)
但
是
這
個
地
方
名
在
聖
經
上

頗
有
疑
問
因
為
在
一
些
最
重
要
的
聖
經
抄
本
上
皆
無

比
名
故
此
恩
高
譯
本
亦
將
之
刪
除
(
韓
)

劉
士
守
混
個
捧
起
拯
學
「

4
，
門
。
可
7
3
5
)人名
意
思

1

l

F
e
吋
司
、
d
J
G
d
J
E
I

J
、
是
「
有
滋

且
聾
的
」H
疋
厄
弗
所
教
會
的
一
位
教
友
會
有
一
個
時
期

追
隨
即
官
保
祿
傳
教
於
小
亞
細
亞
地
區
(
宗
切
4
見
第

後
4

叩
)
猶
太
人
見
他
與
保
線
悶
在
耶
京
就
以
為
保

祿
領
他
進
了
塾
殷
商
攻
讀7
聖
殿
一
見
保
祿
在
學
殿
就

煽
勁
啥
來
向
他
下
手
逮
捕

了
保
祿
準
備
將
他
殺
害
幸

有
羅
馬
士
兵
及
時
出
來
干
涉
將
保
祿
救
出
(
宗
盯
|(

韓

)

空
巷
h
E

「
ω
-n
r
D
Z
J
聖
經
上
指
病
症
的
醫
學

的
正
相

t
n
r

玄
。
『
『
ω

」

1
.
7
.
1

，
、
名
辭
實
在
豐
富
多
采
見

「
瞥
藥

」
條
其
他
如
病
症
死
症
病
人
生
病
等
都
有
專

用
名
潤
來
表
之

1

學
經
上
的
病
人
及
其
所
患
病
症

甲
舊
約
雅
各
伯
患
年
老
力
衰
病
(
創
刊
1
間
)

梅
瑟
及
亞
郎
的
姐
姐
瀉
利
亞
忠
繭
的

(
戶
也
刊
)

埃
及
某
青
年
國
患
病
而
被
棄
(
撒
上
必

達
咪
通
姦
所
生
之
子
得
重
病
而
死

(
敗

下
U
H
)

阿
默
農
臥
床
裝
病
(
撒
下
u
e
)

雅
洛
貝
罕
之
長
子
病
死

(
列
上
M
Z

阻
)

阿
撒
患
了
足
疾

(列
上
的
目
編
上
“
也
)

區
勵
出
蜘
酷
的
寡
婦
之
子
病
重
而
死(則

上
η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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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
划
主
約
耐
得
屬
胃
神
也
銅
爛
病
而
死

(
幟

下
創

M
)

以
色
列
王
阿
哈
齊
雅
因
缺
傷
而
死
(
列

下
-

z
n
)

叔
能
婦
人
之
子
中
暑
而
故
(
列
下

4
"

敘
利
亞
的
軍
長
納
阿
曼
癥
病
獲
你

(
列

下
5
1
H
)

蚓
闖
世
到
王
科
制
圖
個
博
病
中
被
人
所
殺

(
列
下
8

7
H

臼
)

以
色
列
王
耶
馬
蘭
在
戰
場
受
傷
而
病
倒

(
列
下
8

目

9
M
)

厄
里
受
患
死
症

(
列
下
的
H
)

猶
大
王
希
則
克
雅
患
死
症
因
祈
禱
而
得

延
壽

(
列
下
叩
1

編
下
詔
"
依
"
1
)

友
弟
德
的
丈
夫
默
納
舍
中
暑
而
亡

(
友

83) 
達
尼
爾
因
兒
科
視
驚
嚇
而
病

(達
8

凹
)

安
提
約
古
四
世
大
約
是
患
內
臟
蟲
病

而

死
(
加
下
9
7

l

目

)

乙
新
約

一
福
音
(
耶
穌
治
好
的
病
人

)

王
臣
之
子
患
重
病
要
死
(
扒
拉4

“
)

伯
多
祿
之
后
舟
患
病
發
燒

(
瑪
8
H
)

一
個
顯
病
人
(
谷
1

叫
)

葛
法
翁
的
攤
子

(
谷
2
3
)

患
手
乾
桔
的
病
人
在
安
息
日
被
治
好

(
瑪
U
H
)

百
夫
畏
的
僕
人
患
難
症
(
瑪
8

6
)

到
蚓
固
途
水
池
邊
的
攤
子
患
病
三
十
八

年
(
右
5
5
l
s
)

雅
依
洛
病
死
的
女
兒

(
谷
5

自
)

十
二
年
來
怠
血
漏
病
的
婦
人
(
谷
5
3

兩
個
瞎
子
(
瑪
9

肘
臼
)

一
個
又
聾
又
啞
的
病
人

(
谷
7

自
)

貝
特
賽
遠
的
瞎
子

(
谷
8

自
)

耶
京
的
生
來
瞎
子
(
右
9
)

十
八
年
來
患
駝
背
的
婦
女
(
路
口

H
)

患
水
放
症
的
病
人
(
路
M
2
)

患
病
而
死
的
找
回
祿

(
右
口
)

十
憫
的
棚
病
人
其
中
只
一
個
知
恩
而
且
是

例
外
方
人
(
撤
瑪
梨
雅
人

)
(
你
叮
u

在
耶
里
哥
城
邊
的
瞎
子
巴
爾
提
買

(
谷

mH) 
耶
里
哥
的
兩
個
瞎
子

(
瑪
甜
甜
)

被
伯
多
祿
削
去
右
耳
的
瑪
耳
屬

(
若
閃
閃

其
他
部
份

(
宗
徒
治
好
的
病
人
)

從
學
搬
門
口
求
錢
的
先
天
側
子

(
宗
3

伯
多
祿
在
約
培
復
活
病
死
的
女
門
徒
塔

恤
但
這
(
宗9

肘
)

保
躲
在
呂
斯
特
辣
拾
好
的
天
生
跛
子

(OdmM

.) 
保
線
在
迦
拉
達
省
患
重
病
(
迦

4
?

叫
)
此
病
大
約
是
在
公
元
四
五
年
前
後

得
的
一
種
慢
性
長
期
病
(
格
後
凹
，
|

，

參
見
期
前2
3
)
。
至
於
確
係
何
使
不

得
而
知

在
默
里
達
島
上
保
祿
治
好
頗
里
約
患
熱

病
及
一
俐
疾
的
父
親
(
宗
m
e
)

弟
茂
德
受
胃
病
及
其
他
疾
症
的
繽
紛

(
弟
前
5

自
)

除
此
之
外
聖
經
上
還
提
到
那
位
被
耶
穌
成
宗
徒

們
治
好
的
病
人
|

鴨
子
倒
子
攤
子
痲
痺
及
的
相
病
人
等

(
本
5
8

職
8

M
U
S
圳
7
n

瞞
的
叫

叭
叭5M
W
閻

明
品
，等
)

另
外
有
些
一
入
國
附
魔
而
得
病
或
凶
惡
魔
作
祟
而

病
勢
更
重
者
(
瑪
9

詞
也
自
等
)

病
之
來
源
在
聖
經

上
及
其
他
一
切
古
東
方
民
族

中
常
被
關
為
與
神
鬼
有
關
的
災
禍
是
天

主
的
懲
罰

(
出4
H

臼
戶
眩
，
l

M

撒
上
的
H

詠
犯
S

|

9

依

1

5
e

歐
5
時
間
德
狗
叫
)
是
天
主
自
己
打
發
來
的

(肋
為
M
申

m
n
)
或
來
自
天
主
的
天
使

(
撒
下
圳
的

M

口

列
下
的
品
)
或
上
主
的
義
怒

(
撒
下
6
7
)
有

時
來
自
撒
彈
(
約

2
7
)
或
與
撒
殉
有
關
述
的
黑
暗

勢
力

(
繳
上
的
H

歐
u
u
約
閃
閃
一
詠仙m
e
)
病
症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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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是
罪
惡
的
證
攘

(
依
自
‘
若
5
H
)
前
既
然
如
此
那

麼
醫
治
人
病
的
也
是
天
主
自
己

(
出
的

甜
歐
6

日

U

缸
詠
6

3

約
5

M

)
咐
他
得
健
康
的
方
法
首
要
者
是
祈

禱
(
列
下
叩
3

等
詠
狗
叫

德
狗
，
等
)
其
次
則
是
守

齋

(
撒
下
U
M

口

)
獻
祭

(
德
到
u

)
但
除
此
之
外

息
辣
在
德
兒
u

亦
勸
人
去
求
暗
自
關
於
上
述
幾
點
在
新

約
中
的
信
念
亦
然

病
人
之
看
護
德
7

胡
說
「
看
望
病
人
不
可
怠
慢
」

意
思
是
要
探
望
他
服
待
他
幫
助
他
向
他
表
示
同
情
宗

幼
甜
蜜
保
祿
更
進
一
步
表
示
學
職
人
員
在
需
要
時
應

以
勞
力
來
掙
錢
以
閥
濟
病
弱
者
公
審
判
時
誰
看
望
了

病
人
就
等
於
看
望
了
耶
穌
自
己

(
瑪
鈞
甜
甜

叫
“
)

最
後
病
者
右
是
教
友
應
請
教
會
的
司
祭
來
寫
他
傅
油

祈
禱

(
雅
5
H

H

)
(

韓

)

可 IE十

開
病
傅
聖
事

「
〉
D
S
D
H
E
E

阱
。
『
H
Yo

ω
』n
r
J

r
d
En
c
。

H
D
F
E
。
E
S

」

舉
教
會
明
認
是
次
雅
各
伯
宗
徒
在
他
的
書
信

上

公
佈
了
病
人
傅
油

B
Z事
或
謂
終
傅
聖
事

(雅
5
H
H
)

但
是
誓
反
教
徒
及
非
公
敬
的
學
者
如
堅
決
反
對
這
件

學
爭
的
存
在
他
們
站
為
宗
徒
所
提
倡
的
不
外
是
一
種

猶
太
人
自
古
以
來
就
有
的
拜
訪
病
人
的
美
好
習
尚
不

-
銬
我
們
不
否
認
在
以
民
間
是
有
這
種
習
尚
的
(
一
詠衍

昕
一
時
“
‘
則
只
4
M

制
2
u

針
I
H
M
)
，
並
謂
這
是
一

-
A扭
著
行
(
德
7
"

瑪
鈞
扭
扭
)
探
訪
病
人
時
除
了
以

言
滔
倒
也
問
之
外
並
誦
念
一固定
的
禱
文
(
詠
刊
呵
呵德
紹

，
智
必
章
)
及
傅
抹
治
病
的
香
油

(
依
l
e

耶
8

位

的
H

帥
的叫
“

)

到
了
新
約
時
代
耶
穌
打
發
出
去
傅
敬
的
門
徒
給

許
多
病
人
傅
油
並
治
好
了
他
們
的
病

(
谷
6

間
)
耶

穌
復
活
後
亦
會
許
給
信
友
們
以
覆
手
禮
醫
治
病
人
的

恩
賜

(
谷
的
叮
見
宗
3

7
5
H
W
n
m
s
格
前
u
m

等
)
但
是
這
最
多
是
暗
示
或
預
告
終
傳
里
事
而

已
仍

不
是
聖
事
的
建
立
因
為
一
來
當
時
也
外
傳
教
的
門
徒

仍
非
正
式
的
司
祭
二
來
耶
穌
復
活
後
恩
許
的
對
象
是

有
信
德
的
信
友
而
不
是
執
行
傳
教
事
業
的
宗
徒

但
是
在
雅
各
伯
宗
徒
的
書
信
上
所
說
的
傅
油
已

不
再
是
單
純
的
民
間
習
俗
亦
不
只
是
治
病
的
特
恩
而

是
七
件
寧
寧
之
一
的
公
佈

(
雅
5

H
H
)
此
處
宗
徒

說
話
的
對
象
是
病
重
不
能
行
動
的
人
凶
為
「
他

(
病

人
)
該
請
教
會
的
長
老
們
來
」
所
誦
的
人
並
非
親
朋

近
人
或
醫
生
而
是

「
長
老
」
所
謂
之
長
老
並
不
是
普

通
的
年
高
望
重
的
人
而
是

「
教
會
的
長
老

」
郎
司
祭

司
祭
到
達
後
的
作
為
明
顯
地
具
有
宗
教
禮
儀
的
特
點

「
惱
主
的
名
給
他
傳
油

」
給
他
作

「
出
於
信
德
的
祈

禱
」
這
種
出
於
信
德
祈
禱
的
結
果
在
捏
一
經
的
其
他
部

份
固
然
主
要
的
是
身
健
疾
病
的
痊
癒

(
見
谷
1

阻
5

M
H
6

品

等
)
但
是
在
這
裝
研
強
調
的
部
是
靈
魂

的

得
放
這
種
說
法
完
全
符
合
雅
魯

的

一
貫
精
神
「
拯
救
」

這
例
動
詞
在
雅
書
中
的
對
象
常
是
人
的
靈
魂
而
不
是

肉
身

(
1
n
2
H
4
M
5

間
)
固
然
這
並
不
否
認

天
主
可
以
國
著
病
傅
聖
事
除

了
賜
人
m
E魂
學
隨
之
外

也
可
以
賜
與
病
嫂
的
復
元

「
主
必
使
他
起
來

」
固
呵

作
為
病
戀
的
解
釋
但
學
者
們
仍
主
張
「起
來
」
與
「
得

救
」
在
此
處
是
有
兩
等
意
義
的
字
旬

「
並
且
如
山
水
他

犯
了
罪

(
指
大
罪
見
雅
3

2

)
也
必
得
蒙
赦
兔
」
更

證
明
這
件
聖
事
的
耐
性
效
果

(韓
)

2

司
主
$
3
5
7

主

目
前
學
者
們
大
都
以

5
k
u
p
u
r申
f
切
已
約
旦
旦
昌
、

1

，
司

d

'

、

為
它
是
一
一
種
有
香
味

的
黏
膠
什
來
自
一
種
松
香
灌
木
色
微
黃
透
明
產
於
例

刺
伯
南
部
有
人
部
以
為
它
屬
喇
叭
石
類
比
如
希
峻
譯
本

一
次
將
它
譯
作
「
紅
寶
石
」

(
創
2

凹

)
一
次
譯
作

「
結
晶

」
(
戶
口

7
)
恩
高
譯
本
兩
處
都
譯
作
「
與

珠
」
拉
T
通
行
本
國
不
知
所
措
寫
何
乃
將
其
音
譯(

的
開)

必
2
美
回
姜
、
『
E
H
F
J普
通
說
來
幾
時
一
位
釗

M
U
E』王
三

F
Z

S

\
「
其
間
比」
，或們
總
以
為
它

是
一
個
哲
學

上
的
抽
象
名
泊
是
與
人
的
照
智
衛
密
切

的
關
係
但
是
在
聖
經
上
知
不
然
在
聖
經

上
它
不
再
是

一
個
單
純
的
抽
象
觀
念
而
是
人
與
天
主
任
接
往
來
體

驗
得
到
的
具
體
事
實
是
人
與
人
之
間
真
正
聯
繫
的
條

件
是
事
物
本
身
的
確
實
特
徵
正
因
如
此

「
與
環
」
在

斟
樹上
所
包
括
的
範
園
是
很
廣
泛
此
它
的
意
義

也
是

多
元
化
及
復
雜
的

A

舊
約

「
真
理
」
在
學
經
原
文
上
的
基
本
意義

來
自
「
堅
固
的

」
「
不
可
勤
地
改
變
的
」
由
此
而
演

變
成
個
月
「
可
信
賴
依
靠
的
」
如
「
真
正
的
平
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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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
M
H
)
是
持
久
穩
固
的
和
平
「
正
直
的
道
路
」

(
創
的
蚱
"
)
是
使
人
一
定
達
到
目
的
地
的
正
路
是
可

靠
的
途
徑
「
真
正
的
言
語
」
(
創
位
M
)
是
與
事
實

完
全
吻
合
的
說
話
但
是
「
真
理
」
一
詞
在
車
經
上
特

別
用
來
以
形
容
天
主
它
是
天
主
參
與
人
類
救
援
史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主
要
成
份
是
與
人
建
立
盟
約
的
義
礎
也

是
天
主
飯
許
必
踐
的
保
證
因
為
上
主
是
富
於
「
忠
誠

的
天
主
」
(
見
出

U
H
S|

7
)
是
「
忠
信
的
天
主
」

(
申
7
.
)
是
「
忠
實
的
天
主
」
(
申
叫
“
‘
詠
H
M
e
)

是
「
可
靠
的
天
主
」
(
依
叭
"
7
)
上
述
幾
個
形
容
詞

的
基
本
意
義
都
是
以
「
真
理
」
為
出
發
點
的
上
主
的

「
忠
誠
」
又
是
與
他
的
「
慈
愛
」
時
常
相
提
並
論
的

(
見
出
M
e
7
詠

m
2
)整個
詠
的
所
讀
頌
的
對
象
不

外
是
天
主
的
忠
實
可
靠
及
他
的
仁
愛
可
親
(
參
見
米

7
M
l

抽
匣
8
8
)
上
主
的
「
忠
實
」
「
忠
信
」
為
那

些
一
受
苦
作
難
無
依
無
靠
的
人
是
避
難
所
投
靠
保
護
是

盾
牌
和
鎧
衣
是
堡
壘
和
盤
石
(
一
詠
的
叫
‘
見
刊M
M
7

創
8

等
)
除
此
之
外
捏
一
級
也
多
次
提
到
天
主
的
言
語

及
法
律
是
真
實
的
(
樹
下
7

間
圳
的
叩山
7
8

川
師

則
叫

m
m
)
故
此
是
不
可
翻
悔
的
是
永
遠
的
(
詠

m
m
)
。
其
煌
的
反
面
是
謊
話
是
虛
假
(
崗
山

H
m
9

對
人
來
說
「
富
於
真
璋
的
人
」
就
是
忠
實
可
靠

的
人
(
出
的
目
厄
下

7
2
)
「
實
行
仁
愛
與
其
斑
的

人
」
就
是
在
處
世
為
人
待
人
接
物
上
和
藹
可
親
忠
誠

坦
率
言
行
一
致
的
人
(
蘇

2
H

見
創
圳
的
盯
)

十1525 

在
較
後
期
的
舊
約
經
書
中
l

細
則
劃
及
朝
對
觀

「
真
斑
」
的
觀

念
稍
有
演
變
更
傾
肉
於
客
觀
的
認
識

不
再
多
強
調
主
觀
的
體
驗
「
真
理
」
是
上
主
奧
秘
的

啟
示
是
法
律
是
智
慧
的
道
現
是
上
主
筆
之
於
蓄
的
計

劃
(
達
ω
n
)
是
先
知
對
夢
境
的
解
釋
(
達
8

甜
昀

1

日

2
)
是
以
民
所
崇
拳
的
宗
教
(
達

8

臼
)
獲
得

「
真
理
」
就
是
具
有
智
悔
之
綴
且
自
參
見
鐵
8
7
訓

U
M
)
明
白
真
理
的
是
瞭
解
上
主
對
人
類
的
亭
毒
安

排
(
智
3
8
)

B

新
約
「
真
理
」
在
新
約
上
與
舊
約
的
「
真
理
」

並
沒
有
多
大
的
出
入
首
先
保
祿
以
「
真
理
」
二
字
來

指
示
天
主
的
「
誠
質
」
(
羅

3
7
)
與
天
主
的

「
其

實
」
(
羅
臼

8
)
或
者
以
此
來
彰
顯
其
天
主
與
邪
神

偶
像
的
強
烈
對
比
(
羅
l

自
)
除
此
之
外
它
亦
有
過

自
確
實
(
格
後
I
H
H
M

斐
1

刊
)
以
及
正
直
正
義

的
意
恩
(
格
前
日
6

弗
5

，

6
H

哥
1
.
)
但
是
保

祿
所
特
別
強
調
的
划
是
舊
約
古
法
律
的
真
理
(
見
羅

2

叩
)
如
何
在
基
督
化
之
後
呵
成
氣
福
音
的
真
理

(
迦
2
5

臼
弗
I
H

哥
1
5
)
這
真
理
就
是
天
主
藉

宗
徒
所
宣
揚
的
道
理
是
人
人
應
當
信
從
以
獲
得
救
援

的
不
二
法
門
(
得
後
2

呵
呵
鐸
1
1

迦
5
7

經
2
8

參
見
弟
前
2
4

弟
後
3
7

希
ω
M
)
保
祿
在
他
的
牧

函
上
亦
會
明
白
指
出
如
何
有
不
少
傳
播
異
端
邪
說
的

騙
子
(
弟
前
l
u

弟
後
4
3
4

鐸
1
9
H
2
1
)
脫

離
了
健
全
美
好
的
真
理
拭
屬
可
惜
(
鐸
I
H

弟
前
6

5

弟
後
2
u
3
8
4
4
)

但
是
面
對
這
種
反
抗
永
生

天
主
的
教
會
部
成
了
「
真
理
的
往
石
和
基
礎
』
戶
第

前
3

時
)
保
祿
所
宣
縛
的
翼
翼
說
是
經
過
苦
難
學
死

而
又
復
活
起
來
的
基
督
本
身
如
此
的
確
可
以
說
「
真

理
就
在
基
督
內
」
「
弗
4
n

」
因
這
「
真
理
之
言
」

信
友
獲
得
了
新
生
獲
得
了
祝
聖
(
雅
l
u

伯
前
1

血

泊
)
是
以
信
友
應
堅
定
在
所
懷
有
的
「
真
理
」
上
苦

度
信
友
的
生
活
期
待
基
督
的
再
度
來
臨
(
伯
後
1

刊
)

培
養
真
理
美
善
的
里
德
(
弗

4
"
)

「
真
理
」
這
個
觀
念
在
若
望
的
著
作
上
猶
如
「
光

明
」
及
「
生
命
」
佔
有
相
當
顯
著
重
要
的
位
置
「
真

理
」
使
人
由
罪
惡
中
解
脫
出
來
(
若
8

阻

M
)
耶

穌
的
「
真
理
」
是
他
由
學
父
那
里
聽
來
的
言
語
就
是

天
主
的
話
(
若
8

叫
“
若

-
l
s
M
)
也
是
耶
穌
的

話
及
道
理
(
若
8

缸
臼
若
二
9
)
在
殺
人
犯
及
撒
謊

者
的
魔
鬼
身
上
是
沒
有
真
理
存
在
的
(
若
8

“
)
耶

穌
來
比
世
界
的
目
的
就
是
寫
給
「
真
理
」
作
證
凡
屬

於
「
真
理
」
的
人
必
聽
從
他
的
聲
音
(
若
昀
盯
)
法

律
由
梅
瑟
而
來
「
真
理
」
部
由
耶
穌
而
顯
因
為
只
有

他
才
是
「
漏
盜
恩
寵
和
真
理
」
的
(
若
1
H
H
M
)

他
本
身
就
是
真
理
(
若

M
e
)
他
在
離
世
升
天
之
前

許
下
了
真
理
的
聖
神
這
位
娶
一
神
將
導
致
我
們
趨
於
完

備
的
真
理
使
我
們
正
確
地
瞭
解
耶
穌
的
講
話
及
道
理

(
右
M
口
目
的
甜
的
問
)
一
切
基
督
的
信
徒
應
站
在

真
理
一
面
並
為
真
理
而
作
證
(
若

u
f
右
一
3
H

若

一
-
4
)只
有
如
此
才
可
以
成
為
耶
穌
的
真
門
徒
並
因

此
真
理
而
獲
得
罪
惡
的
解
脫
(
若

8

剖
扭
的

8
)
及



靈
魂
的
祝
聖
(
若
口
口
凹
)
這
個
真
理
並
應
貫
徹
信

友
整
個
的
生
活
及
精
神
的
若
望
所
說
的
「
履
行
真
理
」

(
若
3

且

若
一
1
6

若
二
4

若
三
3
)
它
尤
憋
在
信

友
的
愛
德
及
對
天
父
的
崇
敬
上
表
顯
出
來
(
若
二
1

若
3
1
4

目
訓
)
使
信
友
成
為
真
正
「
與
其
理
合
作

的
人
」
就
是
一
一
福
音
的
宣
傳
者
(
若
三
8
)

見
信
德
(
韓
)

U
A隔
世
E
U
H
「ω
S
D
M
D開

J
在
當
約
中
執
行
死
刑
的

5
E
H
Z
y
f
C
E
E

。
、

，

1
-
4
3

，
吃

、
方
式
大
都
是
以
石
頭
砸

丸
執
刑
時
先
將
罪
犯
挂
出
營
地
村
莊
或
城
市
之
外

(
肋
川
的
H
|
品

)
而
首
先
投
石
的
人
應
是
罪
犯
的
見

證
人
(
申
口
7
)

應
受
砸
死
的
犯
人
有
下
列
數
種
那
些
敬
禮
邪
棘

的
人
(
出
n
u
申
吟
，
"
η
s
肋
m
l
|
5

)
咒
罵

天
主
的
人
(
肋
圳
的
H
|
M
U
刮
目
)
不
守
安
息
日
(
戶

的
u
l
H

)
續
前
失
落
童
貞
的
少
女

(
申
扭
剖
)
許

配
與
人
後
而
仍
與
第
三
者
有
姦
惰
的
未
婚
妻
(
申
叫
的

訕
訕
)
件
逆
不
孝
的
兒
子
(
崗
，
創
u
1
且
)
不
守
「
毀

滅
律
」
法
律
的
人
(
蘇
7

自
)
辱
罵
君
王
的
人
(
列

上
釗
叩
)
甚
至
數
次
低
人
的
瘋
牛
也
應
以
石
頭
砸
死

(
出
幻
甜
甜
)
通
姦
的
犯
人
在
舊
約
中
只
說
應
受

死
刑
只
有
在
新
約
中
才
清
楚
地
說
明
應
以
石
頭
砸
死

(
若
8
6
)

，

猶
太
人
亦
會
數
次
以
辱
罵
天
主
的
罪
名
企
圖
以

帥
一
石
頭
砸
死
耶
穌

(
對
m
u
n
.
)
。
教
會
的
首
位
致
命

戶
老
師
刑
偵重
宛
於
亂
石

戶
由
市5
"

見
希
刊
盯

)
E
E保
祿

1526-1529 重十

也
受
過
這
種
刑
罰
雖
然
未
致
於
死
(
格
後
U
M
)

見
刑
罰
(
韓
)

釘
社
卡
3
4
「
N
。
Z
F
J
是
一
個
城
國
其
原
意
不
詳

5

聶
咖

H
L
f
F
Z

』

l
i
-
-

-
-1
E
I

'

、
原
是
阿
摩
黎
人
的
土
地
為

阿
蘭
人
所
佔
領
位
於
黎
巴
嫩
及
安
提
黎
巴
嫩
之
間
撒

鳥
耳
及
遠
味
都
先
後
同
昨
巴
的
國
王
作
過
戰

(
撒
上

M
叫
樹
下
8
3
5
8
9晃
騙
上
的
s
5
8
)
。
此
織
的

阿
蘭
人
既
是
阿
孟
人
的
聯
盟
戰
友
是
以
曾
經
供
給
後

者
不
少
的
僱
偽
軍
(
撒
下
ω
-
-
a
編
上
9
6
)
曾

與
制
擱
淵
敵
對
者
的
制
鼠
就
出
生
於
此
城
(
則
上
刊

(
韓
)

n
t
L
E
話
來
「N
Z
岱

J
城
名
其
意
未
詳
是
屬
於
猶

自
-
m
s
步
/
∞
R
E

」
划
支
派
的
一
座
城
市
(
如
晰

的
時
編
下
M
M
厄
下
u
n
)
它
原
是
丹
艾
派
的
一
個

城
(
餌
"
“
民
1
"
甜
的
2
)
但
因
此
支
派
的
居
民

向
北
方
遷
徙
之
故
乃
劃
歸
與
猶
大
艾
派
是
三
松
的
出

身
及
葬
身
的
地
方
(
民
口
2

自
M
m
u
)
因
其
地
勢
險

要
被
勒
哈
貝
罕
建
為
軍
事
要
鑫
(
編
下M
U
)
充
軍

後
一
批
猶
大
人
的
子
孫
仍
重
返
此
地
居
住
(
厄
下
u

甜
)
考
古
學
者
同
意
它
就
是
現
今
位
於
通
往
耶
京
大

路
之
勢
的
一
個
山
丘
名
叫
撒
辣
者
(
梅
)

"
口
几
百
回
「
凶
。
s
e
a
-
g
J在聖
經
上
「
祝
福
」

的
耐
用
品
叩
/
回g
o

企
旦
、

目
，

、

「
咒
罵

」
二
詞
屢
見

不
鮮
為
以
民
及
一
切
古
東
方
民
族
它
們
並
非
是
兩
個
﹒

靜
止
的
動
詞
而
是
充
游
活
力
妨
力
魔
術
力
且
必
要
生

效
的
客
觀
存
在
的
及
具
體
的
並
且
是
發
生
之
後

繼
續

不
斷
有
其
作
為
的
兩
個
動
詞
因
為
祝
福
或
降
一
騙
是
由

天
主
的
口
同
氣
息
一
併
而
出
的
(
詠
犯
﹒
)
它
是
來

自
天
主
的
德
能
(
創
泣
，
帥
"
自
)
它
能
以
自
己
的
能

力
使
人
得
一
稿
咒
罵
則
使
人
得
禍
尤
其
臨
終
的
父
親
的

祝
福
更
是
特
別
有
效
它
是
一
發
出
而
再
不
能
收
罔
的

雖
然
是
騙
取
的
祝
福
亦
然
(
創
幻
甜
甜
刊
口
l
m
帥
"

站
等
)
諸
凡
土
地
的
學
產
家
畜
的
繁
殖
人
口
的
眾
多

及
工
作
的
良
效
等
都
是
來
自
天
主
的
降
一
繭
(
申
明ω
2

創
I
n
約

1
"
)
在
舊
約
中
天
主
祝
福
了
安
息
日

(
創
2
S
)
亞
巴
郎
(
創
u
s
口
s
e
m
.
)

雅
各

伯
(
創
約
3
等
)
厄
弗
辣
因
(
創
刊
臼

|

叫
)
若
瑟

(
創
的
村
自
)
等
它
是
守
法
律
人
的
報
酬
(
串
m
a

u

u
詠幻
‘
耶
U
S
7
)
天
主
的
降
一
一
晴
是
格
外
經
過

他
的
代
表
而
賜
與
人
比
如
梅
瑟
(
申
叫
“
)
若
蘇
厄

(
如
刷MU
U
e
等
)
厄
里
(
撒
上
2
m
撇
下
6
"

列

上
8
u
目
詠
叫
m
al

-
)
他
們
也
祝
福
祭
品
(
繳
上

9
H
)
肋
末
人
有
權
祝
福
(
申
m
a
幻
s
)
但
按
戶

6
且

|
盯
祝
福
部
只
是
亞
郎
及
他

的
後
代
司
祭
們
的

專
權
他
們
每
晨
舉
手
向
天
祈
禱
使
天
主
的
祝
一
頓
一
降
臨

及
停
留
於
百
姓
身
上
(
德
叩
H
n
戶
6

訂
)
後
來

竟
只
有
一
位
司
祭
按
有
祝
一
繭
的
權
柄
(
戶
6
扭
|
訂
)

天
主
的
祝
福
是
以
覆
手
種
同
時
念
祝
一
服
詞
傳
達
於
人

{
制
幻
M門
6

訕
訕
)
右
手
的
祝
福
又
大
於
左
手

者
(
創
刊
u
)
.
有
時
也
以
祭
獻
某
種
國
植
物
而
獲
得
是

以
喇
喇
喇
丸
「
觀
福
」
及
「
禮
物
」
.
周
圍
蠅
-
詞
{
刷

上
街
盯
)
普
遍
的
常
人
也

做
此
觀
繭
但
這
種
說
蝠
只



~
有
請
安
問
好
的
意
恩
(
側
的
啊

?

u

制
土
的
問

勵
下
口

制
~
品
制m
﹒
)
。

一

祝
福
也
用
於
禮
儀
之
上
不
只
是
天
主
祝
福
人
而

一
人
也
祝
福
天
主
但
在
這
里
祝
福
劫
失
去
了
它
本
來
的

意
義
所
謂
人
祝
蝠
天
主
的
是
人
來
感
謝
讀
美
崇
敬
天

主
的
仁
慈
忠
誠
偉
大
光
榮
威

嚴
學
潔
等
(
創
圳
的
“
申

8
M

民
5

2
.

等
)
「
願
天
主
受
祝
福

」
(
意
即
讚

美
天
主
)
一
語
是
後
期
的
猶
太
人
在
祈
禱
上
所
常
用

的
仍
沿
用
至
今

在
新
約
上
保
存
了
舊
約
祝
福
的
意
義
耶

穌
祝
福

了
孩
童
(谷
ω
H
)升
天
前
祝
福
門
徒
們
(
路
圳
的
目
)

增
餅
前
祝
福
了
餅
和
魚
(
谷
6
H
8
7
)
晚
餐
中
祝

福
了
餅
酒
(
即
感
謝
讚
頌
之
意
谷
M
n
瑪
必
自
)
教

訓
門
徒
們
要
祝
福
咒
罵
自
己
的
人
(
路
6

間
參
見
瑪

5
“

伯
的
3
.

羅
也
4
)
預
許
公
審
判
時
天
父
的
祝

福
要
降
於
善
人
咒
罵
則
降
於
惡
人
(
寫
封
叫
“
見
伯

前
3
.
)
義
人
們
(
路
1

“
曲
)
及
耶
穌
的
門
徒

(
路

圳
的
時羅
1

伯
格
後
1
s
U

缸
伯
前
1

2
)
祝
福
天
主

(
意
即
讚
美
感
謝
天
主
)
祝
福
耶
穌
(
意
即
讚
美
他

是
默
西
亞
谷
口
，
叫
瑪

剖
，
路
"
"
若
U
H
)
航
一
職

瑪
利
亞
(
意
即
稱
讚
她
是
默
西
亞
的
母
親
路

1

甜
甜

2
"
)
保
祿
確
知
自
己
身
為
宗
徒
有
傳
達
基
督
祝
福

的
權
力
(
羅
臼

M
)
確
信
信
友
們
l

天
主
的
百
姓
真

正
的
以
民
(
迦
6

刊

)
l
將
承
受
天
主
賜
與
亞
巴
郎

的
祝
福
(
迦
3
.

，
參
見
創
U
S
U
M
)

i!I 

(
韓
)

十1530-1532 

m
-
U仇塵
世
(
叩
門
川
內
心比1
)
在
斟
制L
統
耳
的

1
-
1
]
=
;
r
i
f
f
-
-
c

、

意
義
是
將
某
人
某

物
或
某
地
與
陸
世
創

分
隔
離
專
用
僵
局
對
天
主
的
敬
禮

先
知
(
職-
s
M
m
u等
)
國
王
(
闊的
口
)
司
祭

(
山
沙
1

i

品

)
都
被
稱
為
受
祝
聖
的
人
亦

即
是
在

百
姓
面
前
代
倚
天
主
執
行
任
務
的
人
放
與
俗
人
不
同

尚
有
祭
台

(
出
的
品
盯
)

及
撤
羅
浦
聖
殿
的
祝
m
t

(
列
上
8
1
l

的
一編
下
5
1

|

7
U
)
的
是
專
門
為

祭
獻
天
主
或
祈
禱
的
地
方
而
不
能
再
被
用
作
其
他
用

途
其
次
有
獻
於
天
主
的
祭
品1
l

牲
畜
l

及
為
實
行
祭

把
所
用

的
器
血
等
(
肋
幻
M

甜
出
刊
u
)
普
通
祝
聖

的
儀
式
是
以
贖
罪
體
來
完
成
若
所
祝
鑿
的
是
人
則
更

加
以
傳
油
禮

除
上
所
述
之
外
在
古
東
方
有
一
種
很
普
遍
的
火

祭
祝
墓
禮
即
將
全
部
或
部
份
的
戰
利
品
焚
燒
破
壞

的

是
所
說
的
「
應
毀
滅
之
物
」
(
蘇
6
"

撇
下
8
u

等
)

異
民
火
祭
幼
童
的
邪
惡
禮
儀
也
曾
在
以
民

的
歷
史
上

間
有
趴
現
郎
在
克
德
龍
谷
對
摩
肋
客
的
火
祭
子
女

(
列
下
幻
M

耶
犯
詞
)
亦
即
聖
經
上
所
說
的
「
令
自

己
的
兒
女
經
火
獻
神
」
(
列
下
“
s

叮
叮
n
f

編
下

“
‘
則
的

n
m
m
m
)
但
這
種
惡
習
部
寫
聖
經
作
者

所
不
齒
(
肋
m
n
m
2
l

s

民
刊叫
“
)
這
種
惡
習
尤

其
見
於
公
元
前
八
七
世
紀
中

火
祭
在
新
約
時
代
則
已
完
全
絕
逃
主
教
及
六
口
闊

的
祝
聖
是
以
種
手
禮
使
他
們
充
浦
天
主
學
紳

(
宗
6

.
)
耶
穌
自
己
是
「
受
甜
甜
父
所
祝
聖
而
派
遭
到
世
界

上
來
的

」
(
若
m
H
)
在
大
司
祭
的
斬
草
胸
中
(
若
口

口
刊
)
耶
穌
明

言
自
己
受
祝
聖
|
因
他
的

苦
難
嬰

死
l

是
特
別
為
了
宗
徒
們
並
因
看
自
己
的
祝
聖
而
求

重
父
亦
使
宗
徒
們
「
因
興
建
而
被
祝
聖
」
亦
即
是
a

使
宗
徒
們
完
全
真
正
地
與
其
他
世
物
種
俗
隔
離
而
專

心
於
福
音
l

天
主
墨
言
l
i

的
宣
傳
(
緯
)

叫
且
也
旦
-
9
4
4
凡
足
一n
f
u

色

B
H
E
J

的
耐
用
耳
弓
耳
弓
回
揖
但
H
F
f
u
a
甘
心
丘
。
」

這
個
慶
街
是
猶
大
瑪
加
伯
氣
紀
念
嬰
般
的
光
復

所
立
的
此
慶
典
之
第
一
次
舉
行
是
在
公
元
前
二
川
八

年
(
倒
劉
甜王
朝
一
四
八
年
)
的
「
基

色
宴
」
月

(十
一
十
二
月
間
)二
十
五
日
亦
就
是
在
安
提
約
古
厄

劉
樹
刺
破
壞
站
污
聖
殿
後
的
第
三年
上

一
連
八
日
之

久
百
姓
歡
欣
鼓
舞
彈
琴
歌
唱
祭
獻
了
全
矯
祭
和
平
祭

感
恩
祭
夜
間
雪
殿
各
會
堂
及
百
姓
之
家
舍
皆
張
燈
結

彩
故
亦
有
「
光
明
筒
」
之
稱
成
為
冬
季
的
大
街
日
後

來
為
使
百
姓
不
要
忘
記
這
一
大
節
日
命
令
年
年
要
過

八
日
之
久
在
不
停
止
日
常
工
作
的
條
件
下

大
事
慶
祝

並
有
特
別
的
宗
教
儀
式
沿
行
至
今
在
猶
太
人
的
日
曆

上
仍
有
這
一
節
目
(
見
加
上
I
H

“
“
4
甜
|

閻

加
下
1

.
u
l
H
2
.
m

-

-

8
)
(

韓
)

扭
曲
"
1日
地
「
三
位S
J
神
風
是
一
種
超
越
人
本
性

5

諭
m
T
-
z
m
m
v
/

〈
臣
。
、

-
f
'

，
、
的

現
象
借
著
這
種
特
有
的

現
象
上
主
天
主
將
自
己
顯
示
與
人
鍾
然
會
有
不
少
的

唯
理
學
派
人
士
意
欲
否
認
聖
經
上
多
次
記
誠
的
神
親

是
來
自
上
主
的
措
施
而
強
調
它
們
只
是
自
然
現
象
個



結
來
適
得
其
反
非
但
未
能
作
出
國
漏
的
叉
口
覆
且
彼
此

自
相
矛
盾
現
在
我
們
根
蠻
聖
經
將
神
親
的
性
質
和
來

源
加
以
解
釋
如
下

一
腳
視
的
性
質
接
受
上
主
神
視
的
人
在
斟
斟
上

被
稱
結
「
先
見
者
」
這
些
一
先
見
者
幾
時
在
神
視
中
見

到
某
種
具
像
時
會
確
質
知
道
這
種
具
像
是
否
來
白
天

主
因
為
天
主
會
將
自
己
的
計
劉
啟
示
給
自
己
的
先
知

(
亞
3
7

)
非
只
如
此
天
主
亦
會
將
神
頓
中
異
像
的

意
越
扎
扎
其
目
的
告
訴
先
知
此
先
見
者
故
此
只
有
他
們

有
權
正
確
地
來
解
釋
異
像
的
意
義
按
聖
經
的
記
械
制
天

主
對
自
己
的
先
知
多
是
倍
多
境
城
仙
仰
視
來
交
淡
叫
樹

瑟
詞
是
面
對
面
的
談
話

(
戶
u
s
!
8

)
是
以
天
主

顯
示
與
人
的
方
式
可
能
布
三
且
這
三
鐘
方
式
在
到
制

上
是
屢
見
不
鮮
的
1

具
體
的
方
式
就
是
幾
時
人
可
以

利
用
五
官
來
接
受
顯
現
的
物
體
比
如
悔
瑟
所
見
的
焚

燒
的
荊
棘
(
山
3
7

)
或
且
也
亞
巴
郎
抬
頭
見
到
三
位

貴
客
的
到
來

(
創
刊凶
2

)
2
怨
像
的
方
式
就
是
幾
時

天
主
使
人
在
想
像
中
「
見
」
到
某
種
影
像
或
事
物
這

種
是
先
知
們
所
慣
必
經
歷
與
上
主
往
來
的
方
式

(
關

6
1

|

閻
耶
的
心
間
亞7
1
9

則
3
3
)
3
理
智
的

方
式
就
是
有
時
天
主
以
他
的
德
能
刺
激
人
的
理
智
使

人
明
瞭
及
理
解
某
一
些
奧
損
或
來
白
天
主
的
某
一
些
一

非
常
人
所
能
了
解
的
道
理
教
義
等
上
述
三
撞上
主
與

-
人
往
來
顯
現
的
方
式
有
時
間
單
獨
利
用
有
時
部
被
天
主

帥
一混
合
地
加
以
刺
且
比
如
技
學
者
們
的
意
見
聖
母
領
報

戶
戶
阿
三
種
方
式
開
時
出
現
刺
用
(
路

1

甜
|

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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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神
視
的
來
源
神
頓
的
來
源
只
能
是
天
主
自
己

先
知
們
皆
確
知
自
己
所
接
受
的
神
風
絕
對
不
是
自
己

幻
想
的
產
品
而
是
客
觀
存
在
的
事
質
借
著
這
種
事
實

的
發
生
上
主
將
自
己
的
奧
秘
傳
授
與
先
恥
是
以
先
知

們
無
不
堅
決
確
實
清
鍾
的
強
調
這
一
點
的

(
亞
7
1

4
7

耶
1
u

臼
)
先
知
們
對
自
己
確
質
被
天
主
召
叫

的
堅
固
信
念
亦
可
證
明
他
們
所
接
受
的
神
頑
並
不
是

騙
人
的
把
戲

(
耶
卸
9
)
只
就
這
一
點
來
看
真
假
先

知
是
有
天
淵
之
別
的
因
為
假
先
知
所
說
的
神
視
夢
境

真
像
都
是
此
一
一
騙
人
的
謊
言
是
他
們
自
己
心
中
捏
造
的

空
中
樓
閣
(
耶
幻
扭
扭
)
為
了
這
些
謊
言
他
們
一
定

要
受
上
主
的
懲
罰

(
耶
幻
臼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接
受

神
視
的
人
並
不
一
定
是
聖
人
或
完
備
的
義
人
有
時
天

主
也
借
若
不
太
堪
當
的
人
傳
達
自
己
的
旨
意

(
所
巾
的

6

達
4
6

瑪
幻
凹
)

三
制
制
中
的
神
視
耐
仰
視
的
存
在
是
貫
徹
全
部
斟

經
的
自
始
就
有
天
主
顯
現
與
亞
當

(
創
2

臼
呵
呵
)

加
1日
(
削
4
6

問
叩
門制
叫
(削
6

么
叫
別
蚓
(
倒

也
1
)
及
羅
的
付
(
側
的
1

2

)
的
記
札
蚓
創倒在
夢

中
「
看
見
」
一
個
頂
天
立
地
的
梯
子(創
m
M
|
臼
)

總
瑟
見
到
一
樑
焚
燒
的
刑
赫

(
山
3
2
3
)
到
了
厄

里
的
時
此
「上
主
的
話
少
札
具
像
也
罕
見
」

(
船
上

3
1
)
自
此
之
後
天
主
部
繼
續
顯
現
在
史
羅
顯
現
與

撒
慕
爾

(
撒
上
3
n
)
達
味

(
撇
下
川
的
口
)及
撒
羅

瀚
(
列
上
3
5
!

臼
)
亦
都
獲
得
過
上
主
賜
予
的
抽
仰

視
先
知
時
代
科
視
更
見
增
多
依
繳
意
亞
見
到
坐
在
實

座
上
的
天
主
周
圍
有
「
色
辣
芬
」
環
繞
(
喇
叭

6
1
i

H
)
亞
毛
斯
見
到
立
在
牆
上
的
上
主
他
手
中
拿
著
一

條
鉛
垂
線

(
亞
7
7

)
刺
叫
荊
到
覺
到上
主
的
手
觸

動
自
己
的
口
唇

(
耶
1

，

u
I

H
)
問
叫
到
到
先
知

見
到
一
隻
手
伸
向
自
己
手
上
有
一
卷
書
又
聽
到
一
例

命
令
命
他
將
書
卷
吞
下
先
知
從
命
吞
喜
覺
其
甘
甜
如

蜜

(
則
2
9
3
1
3
)

回
蚓
利
到
先
知
見
到
四
隻

摧
毀
猶
大
的
角
又
見
四
個
工
匠
來
將
四
隻
角
打
掉

(
-
血2
-
-
4

)
此
外
還
有
許
許
多
先
知
所
獲
得
的

神
視
及
所
記
錄
下
來
的
異
像
不
克
一
一
盡
述

四
新
約
中
的
神
親
在
新
約

中
亦
有
不
少
多
采
多

姿
的
神
親
筆
芝
於
書
留
傳
後
世
加
俾
額
爾
天
使
發
顯

給
區
加
利
亞

(
路
l
u

m
)
及
聖
母
瑪
利
亞

(
路

1

品
!

M
)
若
瑟
在
夢
中
見
到
天
使
命
令
學
家
逃
難

埃
及
(
瑪
Z
H
)
耶
穌
在
大
馬
士
革
路
上
顯
現
給
保

祿
(
也
不9
3

|

刊
)
伯
多
祿
藉
神
視
護
得
給
教
外
人

付
洗
的
命
令

(
宗
ω
9

時
)
其
次
在
默
示
錄
上
作

者
所
記
載
的
神
視
可
說
比
比
皆
是
最
後
耶
穌
復
活
後

多
次
發
現
給
門
徒
的
事
本
亦
不
能
不
提
不
過
為
了
第

幅
所
限
只
好
到
比
圓
周
止

(
韓

)

封
申
T
M刑
「
目
。
r
D
O
E
-
ω呂口
c
q
J

t
u諭
川T
頁
一
一
一/
F
E
S
S
-
F
B
E
E
n
E
O
L

「
神
聖
」
一
詞
是
一
個
絕
對
的
宗
教
名
詞
與
一

切
的
宗
教
有
關
天
主
的
本
性
本
體
是
神
聖
的
故
此
~

切
與
天
主
有
關
聯
的
人
地
事
物
以
及
筍
日
亦
都
是
一
腳

鑿
的



-
I

B固
約
「
神
聖
」
在
希
伯
來
文
上
的
原
意
是

「
割

倒
~斷
」
「
分
離
」
但
它
並
不
是
消
極
的
被
隔
離
放
棄
的

-
意
思
而
是
積
極
的
被
分
離
開
來
而
加
以
保
存
祭
獻
祝

于
鑿
的
意
恩
是
以
在
舊
約
上
「
神
聖
」
一
詞
是
指
上
主

7

威
嚴
的
專
用
名
詞
或
形
容
詞
唯
有
天
主
自
己
是
絕
封

神
聖
的
(
依

6
3

)
其
他
的
一
切
都
是
一
腳
辜
的
反

面
是
絕
對
不
神
聖
的
唯
有
天
主
自
己
是
辦
學
不
可
侵

犯
的
(
出
的
u

撒
上
2
2
)
天
主
多
次
稱
自
己
是
神

聖
的
因
為
他
的
名
字
(
即
他
的
本
世
)
是
神
聖
的
(
一
詠

"
s
s
8
肋
U
H
m
w
2幼
甜
釗
8

依
的
自
)
也
正
因

此
只
有
天
主
自
己
可
以
祝
聖
自
己
即
將
自
己
的
神
聖

性
表
示
與
人
及
一
切
受
造
物

(
依
5
M

則
叫
叫
“
認
扭

扭
)
是
天
主
自
己
建
立
及
重
整
以
民
的
神
聖
性

(
則

m
n
幻
間
)
祝
聖
安
息

日
(

創
2
3
)

祝
聖
梅
瑟

(
出
W
M
H
)
若
蘇
厄
(
蘇

7

間
)
約
伯
(
約
I

S
)
撒
慕
爾
等
人
(
撇
下
M
W
M
)任
何
事
物
(
約
筠

5
)
任
何
人
不
能
自
稱
為
聖
(
約
4

口
的
H

幻
‘
1

.
)
因
寫
一
切
的
人
都
是
處
於
罪
惡
狀
態
中
而
生
活

於
罪
惡
中
是
與
椎
一
紳
擎
的
天
主
持
立
的

罪
惡
的
反
面
是
聖
德
及
倫
理
因
此
漸
漸
地
倫
理

與
學
德
關
始
相
提
並
論
固
然
聖
經
上
有
時
提
到
至
高

倫
理
的
天
主
(
創
閃
出
3
5
)
但
倫
理
是
人
類
單
德

的
主
要
基
礎
是
以
天
主
命
令
以
民
應
成
為
一
個

「
聖

潔
的
國
民

」
(
出
的
口6
)
肋
口
l

必
章
的
「
聖
潔
的

法
律
」
強
調
的
就
是
這
一
點
因
寫
天
主
憎
恨
一
切
的

罪
惡
(
哈
I
H

詠
5
5
)
故
此
天
主
多
次
對
人
指
著

十1533 

自
己
的

「
學
潔
起
誓
」
(
詠
凹
的
甜的
4
2
)

。

天
主
更
將
自
己
的
擊
著
作
氣
人
成
鑿
的
標
準

「
你
們
應
是
聖
的
因
為
我
是
要
的
」
(
肋
口

“

w
2

幼
甜
)
因
寫
天
主
是

一神
聖
的
故
此
他
懲
罰
一
切
的
罪

惡
(
蘇
叫
的
問
)
連
最
小
的
過
犯
他
也
不
會
放
過
(
撒

上
6

叩
撇
下
6
6
)
因
為
「
至
蜜
的
天
主
必
因
公
平

而
顯
為
聖
己
(
依
5
間
)
但
是
由
另
一
方
面
來
說
天

主
也
是
至
仁
慈
的
他
必
以
仁
慈
來
救
援
赦
兔
人
的
罪

過
(
依
叫
“
的
S
H
M刊
M
M

約
4

歐
口
，
)

一
切
與
天
主
有
密
切
關
係
的
都
應
是
聖
的
都
被

稱
為
要
的
天
使
們
被
稱
為
雪
苦
的
天
使
因
為
他
們
與

天
主
接
近
往
來

(
約
5
1

的
臼

詠
M
w
e-

-
)
以
民

是
聖
潔
的
因
為
他
們
是
天
主
的
選
民
是
天
主
的
佔
有

物
(
肋
別
扭
申
7
6

必
H

等
)
而
天
主
是
以
民
的
重

者
」
(
依
用
此
稱
呼
達
二
十
九
次
1

‘

5

閥
割
等
處

參
見
耶
m
M
)
當
然
這
種
團
體
的
聖
善
是
應
建
築
在

個
人
聖
蓄
的
生
活
上
的

(
詠
M
W
S
M
M
M依
4
s
6

臼

達
7

M

肘
)

禮
儀
上
的
聖
潔
是
為
保
護
內
心
的
學
甜
苦
不
可
或

缺
的
首
先
司
祭
應
是
聖
潔
的

(
出
m
u
z肋
幻

7
8
)

大
司
祭
的
金
質
禮
冠

上
更
刻
有
「
航
聖
於
上
主
」
的

字
樣
以
示
提
醒
(
出
明
晶
晶
)
有
「
納
齊
爾
」
廠
的

人
亦
是
被
祝
里
於
上
主
的
(
戶

6
5
-

a
)
上
主
的

居
所
及
他
顯
現
的
地
方

更
被
稱
寫
神
聖
的
地
方
諸
如

蒼
天

(
一詠
叩
7
)
看
火
的
荊
棘
叢
(
山
3
5
)
客
納

罕
地
(
區
2

口

詠
呵
呵M
)
那
京

(
詠
“
‘
依
刊
2
m
u

1
)
熙
雍
山
(
依
幻
u

耶
刮
目
叫
以
民
的
身
自
車
(
山

m
H
肋
6

目
)
耶
京
的
聖
殿
(
列
上

6
"

、
詠5
.
)

格
外
是
至
要
所
(
山
山U刮
目
)
為
恭
敬
天
主
所
訂
立
的

街
日
也
都
是
神
聖
的
比
如
安
息
日
及
其
它
街
日
(
創

2
3

出

M
M
2肋
山
間
幻
4
7
8

到
)
甚
至
於
連
禮
儀

中
用
的
器
血
及
犧
牲
也
都
是
神
聖
的
(
山
山
m
M
m
臼

肋
2
s

戶
4
H
m
a

編
下
彷
S
)
其
次
如
供
餅
(
繳

上
創
5
)
乳
香

(
山
扮
自
)
油

(
山
山
扮
自
剖
)
以

及
祭
衣
等
(
山
m
z
4
卸
的
)
也
都
不
例
外

E

新
約
新
約
接
受
了
舊
約
的
傳
統
觀
念
即
天
主

的
本
性
本
體
是
神
聖
不
可
侵
犯
的
依
撒
意
亞
的
「
三

星
歌
」
(
依
6
3
)
重
新
見
於
新
約
中
的
默
4
8

天

主
是
「
聖
潔
其
實
的
」
(
默
6

刊
)
耶
穌
基
督
稱
自

己
的
父
為

「
學
父
」

(
若
U
U
)
旨

在
指
明
天
主
是

絕
河
神
擎
的
基
督
的
神
聖
性
亦
多
次
被
提
到

(
谷
I

H
路
1

師
4

“

右
6

的

右

-
2

叩
默
3

口

宗
3
H
4

口

制

)
它
是
信
友
學
德
的
原
因
與
基
礎

(
州
右
一2

甜

伯
前
1

呵
呵
)
基
督
是
神
聖
的
因
為
他
是
天
主
(
路

1

自
)
因
為
他
佔
有
天
主
聖
神

(
谷
-

M
路
4

制
)

他
猶
如
天
主
皇
父
亦
是
「
雪
潔
其
實
的
」
(
默
3
7

見
羅
1
4

伯
前
3

臼
)
他
被
天
主
聖
父
所
靚
聖

(
若

m
M
)
為
使
人
因
若
他
而
成
星
(
弗
5

2
.
)
是
以

他
的
一
生
是
絕
對
純
潔
無
罪
的
(
伯
前
2
n

若
一
3

5
)
他
說
是
那
位
「
上
主
的
僕
人
」
(
宗
4

到
)
是

聖
潔
的
司
祭
(
希
7
M
l
m
)
耶
穌
自
己
也
強
調
他

是
無
罪
的
(
若
8

叫

M
抽
)



研
雌
然
m
f
經
上
說
耶
穌
被
祝
聖
並
且
自
己
祝
娶

了

自
己

(
右
m
抽

)
是
民
使
他
人
獲
得
祝
學

(
右
口
"

弗
5

2
e
)
但
是
祝
聖
他
人
的
仁
程
划
是
天
主
舉
一
棘

的
主
要
工
作
(
見
路
1
自

瑪
3
U

V
A刮
目
參
‘見
"
右的

甜

的
自
宗
2
1

等
)
他
格
外
使
信
友
們
成
聖

(
羅
的

M

得
後
2
H
)
並
且
保
護
信
友

們
的
學
德

(
若
M
目

的
自

)
信
友
與
舉
辦
的
關
係
是
如
此
的
密
切
故
此
信

友
被
稱
為
「
B
Z
U
肺
的
宮
殿
」
(
格
前
6

凹
)

猶
如
值
約
時
代
曾
經
有
一
個
應
當
作

「
聖
潔
的

國
民
」
的
民
族
在
新
約
時
代
亦
然

(
伯
前
2
9

見
山

吼
叫‘

)
但
是
這
個
新
約
時
代
的
聖
潔
的
民
族
劫
不
再

是
由
於
與
上
主
訂
立
的
盟
約
而
是
由
於
向
耶
穌
的
結

合
是
被
天
主
聖
神
而
祝
擎
的
(
格
前

1

2
釋
的
H
)

在
他
們
中
再
沒
有
猶
太
人
與
外
邦
人
之
分
惜
吭
這
側

民
族
的
一
切
份
子
皆
稱
為
「
學
者
」

(
羅
1

7

的
拉

格
前
1

2

的
1
等

)
這
個
新
聖
民
的
學
善
在
於
棄
絕

椎
俗
惡
魔
及
躲
避
一
切
罪
惡

(
宗
必
M
弗
2
時
)
在

於
「
分
享
蜜
徒
的
一
服
份
」
(
哥
I
M

得
後
2
H

伯
前

l
H

弗
1
臼
)
個
人
方
面
的
聖
善

則
是
藉
著
罪
過
的

赦
兔
(
格
前
6
u

弗
5
間
)
及
與
天
主
的
重
新
和
好

而
獲
得

(
羅
5

，
格
後
5
刊
)

亦
即
是
誰
瞄
著
信
德

(
宗
必
M
猶
3

得
後
2
臼
)
及
學
洗
車
事
(弗
5
品
)

而
加
入
天
主
單
民
的
團
體
但
是
為
成
為
這
桐
團
體

的

一
一
個
真
正
份
子
個
人
本
身
方
面
的
重
潔
倫
理
是
不
可

腳
一或
傲
的

(
關
5
8

剃
前
1
s

到
後
2
n
)
，
是
以
在
新

于
約
主
制
裂
與
取
潔
二
種

按
此
做
是相
提
並
論
的
(
格
後

1534-153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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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i 得
約l 天
在，重

( 迢永

韓一福
) 方及

UH
由
T
'
"
\
F
n
z
g
o
E
丸
。
E
Z

J

tu
而
m
T
E
"
/
F
n
E
B
O
D
H
E
U
O
E
S
Z
」

見
司
祭
單
一
爭

的神
像
成
辣
芬

(3
3
2

)

m
r
經
上
不
少
次
提
到
這
個
名
詞
並
且常
以
多
數

仙
現
這
大
概
是
古
希
伯
來
文
的
特
點
學
者
們
認
為
它

是
古
代
以
鼠
占
←
用
的
一
種
街

fb
m
其
合
怠
雖
不
能
確

定
個
征
稿
艦
上
品
來
定
H
Z
指
一
種
「
下
賤
卑
鄙
的
東

西
」
而
A
H
它
有
時
雖
被
肘
於
做
禮
(
民
口
的
)
或
神

論
上
(
則
幻
M
區
ω
2

)
但
與
真
正
上
主
的
敏
種
是

水
火
不
相
容
的

(撒
上
的

自
歐
3
‘

回
ω
剖
)
它
的
體

積
可
大
可
小
大
者
猶
如
人
體
像

(
繳
上
吵
H
l

H
)

小
者
可
以
政
於
路
駝
鞍
于
之
下
(創
訂
閱
M
品
)
此
後

者
稱
為
「
家
神
像
」
按
古
代
的
習
俗
誰
佔
有
它
誰
就

有
權
承
受
家
業
這
大
概
正
是
辣
黑
耳
倫
比
種
家
神
像

的
企
間
有
時
它
與

「
厄
始
得

」
混
為
一
淡

(
民
的

"
-

m

歐
3
‘
)
在
約
史
雅
王
倡
導
宗
教
改
革
時
代

它
被
視
為
邪
術
偶
像
列
為
應
被
創
除
之
物

(
列
下
幻

訓

見
撒
上
臼
品

)
是
外
邦
國
王
(
傘
步
高

)
敬
禮
的

對
象

(
則
到
M
)

(
韓

)

關
神
蹟
(
結N
uh
M
E)見
奇
鎖

們
叫
h
m
E
L
L
L

「
m
R
B已
M
VH
-Z
E
J

t
u福
m
y主
哇
/
切H
O
FO

\

呵呵
由
于
已
認
拓
M
E
口
「
。
z
n
Z

J
古
代
的
民
族

的
議
m
J且
則
凶
極
之
二n
f
o
z
n
E戶

、

=
4
t
a
u
t

-
-
'
5

、
無
不
熱
切
地

希
望
知
道
自
己
未
來

的
命
運
或
某
一
重
要
事
弱
的
結

局
故
此
求
問
神
明
的
習
俗
見
於
一
切
民

族
之
間
以
民

亦
不
例
外
(
戶

幻
n
蘇
9

H

民
1
-
m

s
m
閥

割
圳

的
自
詠
U
H
S
)但
聖
經
上
所
說
的
「
斷
語
」
或
「
神

論
」
是
指
天
主
給
與
求
問
者
的
答
覆

在
曠
野
時
代
向
百
姓
傳
報
上
主
「
斷
譜
」
的
特

權
只
屬
梅
瑟
他
會
是
天
主
親
密
的
友
人
與
天
主
商
討

面
交
談

(
山
山
U
H
H
m
u
u
m
N
H
犯
7

|

u

戶

u

e

1

8
)
其
彼
則
是
由
司
祭
或
大
司
祭
借
「
鳥
陵
」

和
「
突
明

」
(
見
該
條

)
向
百
姓
傳
報
「
神
論
」

(
申

犯
8

見
山
山
m
M
肋
8

8

)
民
長
時
代
是
肋
末
人

及
司
祭
借

「
厄
弗
得
」
和
「
式
辣
芬
」
(
見
該
條

)

宣
告
戰
爭
的
士
口
兇
結
局(
民
的
s

M
刮
目
|

甜
)

如
此
直
至
撒
烏
耳
及

遠
咪
的
時

代
仍
沿
用
上
述
的
方

式
來
獲
知
上
主
的
「
斷

語

」
(
繳
上
MM
M
|

臼
幻

2

l

4

m
e
m
叫
7
8等
)

其
後
有
先
知
們
的
興
起
他
們
成
了
天
主
惟

γ
的

代
言
人
傅
告
「
斷
語
」
(
撒
下
7

1

|

?
依
必
1

‘

列
上
m
H
i

扭
扭
s

-

m

列
下
3
u

!
I

H
6
n

n

8
7

|

H
U
H
u
n
u
耶
n
I
1

3

等
)
他
們
施
得

上
主
「
斷
語
」
的
方
式
除
了
上
述
的
禮
儀
物
品
之
外

主
要
的
劫
是
靠
上
主
的
直
接
啟
示
夢
境

或
奇
思
絕
大

見
立
像



-
部
份
的

先
知
已
成
過
去
神
我
亦
不
復
見
於
聖
經
而
個
月

倒
一得
神
論
研
舟
的
上
述
的

那
些
詢
問
儀
物
品
亦
被
棄
置
不

一
用
了

(
厄
上
2
H

厄
下
7

的

)

一

見
厄
弗
得
烏
陵
突
明
巫
術
占
←
式
辣
芬

一

(
詩
)

"
愉
m
t幸
自
「
豈
可H
F
J

在
全
部
舊
約
中
無

「
肺

的
-
而m
y三
口

F
P
P
H
VE

\

，

i
i

‘

-
-
1

，

-

E
E

'

、
、
活
」
一
{
子
在
新
約
只
見

故
五
次
的
弟
前
1
4
4
7

弟
後
4
.

鐸
l
u

伯
後
l

u

恩
高
譯
本
前
四
處
譯
作
「
無
稽
的
傅
說

」
後
一
處

譯
作
「
荒
誕
故
事

」
德
里
茲
氏
在
他
由
為
臘
文
譯
述

的
希
伯
來
文
新
約
內

五
處
都
譯
作
「
凡
俗
的
故
事

」

事
實
上
就
原
文
來
說

言
可
H
VB

一
字
包
含
許
多

意
思
如
語
言
鐵
言
對
話
辯
論
歷
史
小
混
神
誌
傳
奇
縛

史
荒
誕
故
事
等
說
到
此
似
乎
可
作
結
說
根
鐵
上
面
所

徵
引
的
單
經
五
個
地
方
「
神
話

」
與
單
一
經
不
但
絲
毫

無
關
係
而
且
彼
此
互
相
敵
對
可
是
近
來
一
般
學
者
主

張
不
但
在
當
約
而
且
連
在
新
約
存
有
神
詰
並
且
按
他

們
所
講
的
寫
給
現
代
人
士
顯
示
學
經
尤
其
新
約
的
永

存
價
值
應
該
把
聖
經
中

所
有
的
「
神
話

」
都
消
除
淨

盡
才
對
關
於
神
話
A
1分
三
點
星
述
如
下
一
神
話
的

主

要
概
念
二
神
話
與
舊
約
三
神
話
與
新
約

一
神
話
的
主
要
概
念

為
證
明
並
詳
解
學
經
中
的
神
午
州
學
者
常
借
助
於

語
言
學
民
族
學
文
化
史
學
哲
學
宗
教
比
較
史
及
類
似

的
學
說按

照
語
言
學

玄
山、岳
。
ω

一
字
的
語
根
不
很
清
楚

貪十1539 

大
概
是
指
向
日
住
嘴
或
是
指
人
所
恩
維
的
恩
人
志
為
此

這
字
含
有
思
想
計
劃
等
意
義
又
因
筠

人
將
所
思

念
的

或
研
計
創
的
向
人
表
示
他
來
所
以
這
字
也
含
有
言
語

辯
論
講
講
報
道
故
事
等
意
義
雖
然
由
希
臘
文
作
品
能

證
明
此
字
有
上
述
的
一
切
意
義
但
由
於
希
臘
人
用
此

字
最
普
通
的
意
義
是
指
故
事
不
論
是
關
於
神
明
的
故

事
或
是
英
雄
的
故
事
因
此
筆
者
特
別
注
意
這
一
點
便

將
此
字
譯
作
「
神
話

」
對

「
神
話

」
所
取
的
概
念
是

依
照
柏
拉
國
的
理
義
的

「
神
話
」
概
念

哲
學
家
對
神
話
所
取
的
態
度
古
代
和
現
代
沒

有
多
大
分
別
l

有
好
幾
個
樣
式

哲
學
家
大
都
注
重

「神
話
」和
「
斑
智
」(
白山
、H
E
T

-
。
憫
。
ω
)的
財
置
那
麼
隨
從
亞
理
斯
多
德
見
解
的
哲
學

家
大
都
認
為

「
神
話

」
是
無
理
由
空
幻
不
能
領
人
得

到
真
理
而
只
是
些
一
賞
心
悅
意
的
故
事
有
的
說
是
些
迷

誘
人
的
故
事
因
為
「
絲
一
站
」
容
易
感
動
詩
人
誘
導
他

如
果
他
具
有
天
資
的
話
去
寫
作
悲
劇
或
感
懷
詩
一
些
一

很
激
動
人
心
的
偉
大
詩
歌
的
創
作
多
少
都
受
了
神
話

的
影
響隨

從
伯
拉
國
見
解
的
哲
學
家
對

「
神
話
」
取
另

一
種
態
度
他
們
以
為
「
羅
絡
斯
」
(
理
智

)
無
力
全

然
表
示
事
實
和
學
理
因
此
需
要
「神
早
已
來
補
充
「
羅

格
斯
」
的
缺
點
柏
校
園
原
本
不
相
信
「
肺
活
」
中
的

神
明
和
英
雄
的
存
在
但
照
放
黎
革
乃
所
誠
的
他
知
道

在
「
神
品
」
內
除
敲
著
高
尚
的
義
理
而
且
他
把
「
神

話
」
內
所
藏
的
一
兩
俏
的
義
理
向
人
揭
露
出
來
為
此
與

其
說
眉
冊
的
州
拉
圓

滑
閃
閃
是
原
始

的
哲
陳明
而
如
說
正
求

智
的

途
徑
我
國
莊
于
就
有
些
相
似
柏
拉
國
的
地
方

根
據
這
兩
項
重
要
的
看
法
學
者
對
神
耳
迫
使
自
然

定
山
了
不
同
的
界
誰
隨
從
亞
氏
見
解
的
學
者
沼
為

「
神
話
」
乃
是
以
神
為
中
心
的
占
代
傳
說
隨
從
柏
氏

見
解
的
學
者
認
為
「
神
話
」
乃
是
哲
理
或
宗
教
義
烈

的
形
態
這
宗
教
義
理
的
形
態
往
往
也
包
含
很
高
崗
的

倫
理

關
鈴
「
神
活
」
的
起
源
學
者
所
持
守
的
哲
學
原

理
鼠
不
相
同
意
見
自
然
也
紛
岐
不
一
如
單
獨
提
出
原

始
人
多
恐
懼
思
想
幼
稚
富
於
幻
想
崇
拜
祖
先
等
等
一

切
當
作
「
神
話
」
由
來
的
原
因
實
在
不
夠
民
族
學
家

和
宗
教
比
較
史
學
家
現
在
都
承
認
在
「
神
話

」
內
那

非
理
解
的
成
分
是
佔
首
位
可
是
就
連
這
樣
神
話
終
歸

假
定
是
人
的
一
種
悟
司
的

作
為
再
說
社
會
的
勢
力
宗

教
的
敬
禮
偉
大
人
物
的
影
響
如
果
要
全
然
解
釋
「
神

話
」
的
起
源
也
是
應
該
研
究
的

二
神
話
與
當
約

與
刻
耳
原
來
很
主
張
舊
約
內
包
含
許
多
「
神
話
」

的
學
說
但
他
部
會
聲
明
說
希
伯
來
人
不
喜
歡
神
話
他

們
實
在
沒
有
印
度
人
和
希
獵
人
所
有
的
那
種
豐
富
而

喜
愛
創
造
「
神
話
」
的
想
像
閃
族
的
後
裔
的
於
這
一

點
算
楚
很
貧
乏
和
不
感
興
趣
的
就
連
中
國
民
族
在
這

一
點
上
也
比
不
上
印
度
人
他
最
後
的
這
幾
旬
話
照
唯

者
看
來
前
在
是
似
是
而
非
或
許
中
國
的
「
神
請
」
沒

有
人
作
過
有
系
統
的
整
理
和
編
集
如
同
印
度
和
希
種



的
大
詩
人
那
樣
詳
盡
編
輯
了
他
們
國
家
的
神
話
可
是

就
中
國
神
話
的
數
量
和
生
動
的
想
像
來
講
筆
者
認
為

中
國
的
神
話
並
.
不
亞
於
印
希
爾
民
族
再
說
阿
加
得
客

州
執
剛
刺
咐
蚓
叫
劉
押
氧
也
是
蚓
族
的
後
成
為
什
麼

這
些
民
族
產
生
了
很
多
而
又
很
生
動
的
「
神
斥
的
」
而

以
色
列
反
之
幾
乎
沒
有
呢

這
問
題
是
相
當
復
雜
的
在
希
惱
人
間
哲
學
的
發

展
把
神
話
當
作
響
喻
或
寓
言
在
向
刺
伯
地
區
內
惟
一

神
教
家
把
舊
日
的
「
紳
治
」
差
不
多
都
消
滅
了
儒
教

在
制
配
有
如
斯
多
晦
派
在
擱
即
否
認
「
神
功
」
中
的

神
靈
英
雄
和
怪
物
而
將
它
們
留
給
詩
人
和
畫
家
去
享

用
作
為
寫
詩
繪
畫
的
材
料
然
而
在
首
約
中
連
「
肺
活
」

這
名
詞
也
沒
有
希
咄
咄
通
行
本
德
刮
目
(
思
南
譯
本
刮

目

)
和
巴
3

間
所
有
也
只
含
有
比
喻
格
言
及
寓
言
的

意
思
這
種
現
象
怎
樣
解
釋

學
者
的
答
夜
不
一
有
的
絕
判
否
招
飽
約
中
有
任

何
「
神
話
」
存
在
有
的
切
相
反
在
當
約
內
到
處
發
現

「
神
話
」
如
天
地
開
闋
的
神
話
救
騷
人
類
的
神
話
啟

示
的
神
話
洪
水
的
神
話
人
子
(
達
7
9
l
H
)
及
上

主
僕
人
(
依
曰
)
的
神
話
近
來
一
些
一
學
者
認
為
天
使

和
魔
鬼
也
屬
於
「
神
話

」
以
之
為
美
德
和
罪
惡
的
化

身
並
非
實
在
存
在
還
有
幾
位
考
證
家
將
亞
巴
郎
依
撒

格
雅
各
伯
若
瑟
等
先
組
的
歷
史
也
當
作
英
雄
傳
記
看

一
待

.

關
一

在
此
因
不
能
對
每
項
主
張
加
以
批
判
和

HM論
故

戶
只
提
出

J
些
主
要
原
則
以
引
導
善
良
人
士

一

去
妥
當
研

1539 .,/I 十

究
聖
經
而
瞭
解
其
中
的
輿
論

1

解
經
家
不
但
不
否
認
反
而
聲
明
在
經
典
內
具

有
好
幾
種
文
體
如
注
意
到
這
一
點
往
往
就
不
難
發
現

在
寓
言
象
徵
譬
喻
襄
面
所
舍
的
精
意

2

聖
經
作
者
有
時
利
用
外
族
的

「
神
話
」
就
如

在
創
前
十
一
章
但
是
很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作
者
把
這
些

「
紳
士
咱」
經
過
一
番
提
煉
使
之
完
全
適
合
惟
一
神
論

的
教
理
事
雖
如
此
我
們
承
認
有
些
一
教
內
的
聖
經
學
者

對
一
些
經
文
如
創
6
1
l

﹒
約
1

等
仍
稱
之
為
「
神

話
」

3

聖
經
作
者
有
時
也
暗
示
異
教
「
神
話
」
中
的

人
物
鬼
神
妖
怪
如
詠
肝
4

約
3
8

依
M
s

l

n

幻
-

m
w
9等
這
攘
的
作
法
只
表
示
作
者
及
讀
者
的
信
德
是

很
堅
固
的
故
此
這
些
「
神
話
」
的
存
在
絲
毫
無
迷
惑

讀
者
的
危
險
再
說
有
時
為
裝
飾
自
己
的
作
品
利
用
一

些
一
含
有
「M
w
i川
」
的
典
故
只
是
一
種
修
辭
手
法
而
已

這
原
是
行
文
常
見
的
慣
例

4

關
於
世
界
的
創
造
天
使
魔
鬼
的
存
在
人
的
來

諒
人
的
越
性
地
位
和
原
罪
等
類
的
問
題
現
代
一
般
學

者
以
這
一
切
真
理
為
「
神
話
」
具
體
地
說
即
是
加
以

否
認
並
不
是
因
為
聖
經
的
講
法
不
夠
清
楚
而
只
是
因

為
這
些
一
信
條
小
合
乎
他
們
所
持
守
的
哲
理

5

身
馮
治
經
家
的
信
徒
還
應
記
住
學
經
的
啟
示

包
含
一
些
一用
人
的
理
智
無
法
證
質

的
道
理
就
如
雪
奧

斯
定
所
說
的
只
憑

信
德
人
才
可
知
道
有
天
使
存
在
為

此
治
經
家
不
要
努
力
證
明
一
切
部
要
努
力
領
人
對
天

主
的
啟
示
和
啟
示
的
原
始
進
展
與
宗
旨
獲
得
進
一
步

的
了
解
或
接
一
些
解
經
家
所
說
的
要
領
人
則
天
主
聖

子
降
生
為
人
最
偉
大
的
奧
理
獲
得
更
大
的
光
明
這
樣

就
不
難
明
瞭
其
他
的
奧
理
了

三
神
話
與
新
約

聖
保
線
和
聖
伯
多
祿
顯
然
反
對
各
種
「
神
話
」

不
論
它
們
是
出
於
猶
太
的
「
智
慧
」
或
是
出
於
異
民

的
「
智
黨

」
二
位
宗
徒
認
為
「臟
話
」
相
反
「
真
理

」

的
「
健
全
的
道
理
」
(
弟
前
6

3

弟
後
4

4

)
相
反

「
好
教
訓
」
郎
所
蒙
受
的

「
信
德
的
寄
託

」
(
弟
前

6

目

)
「
神
話
」
只
是
「
空
說
」
「無
稽
之
談
」
(弟

前
1

‘

-
6

弟
後
2

M

)
「
凡
俗
和
老
締
的
無
稽
傳

說
」
(
弟
前
4

T
)
「
猶
太
人
的
無
稽
傳
說
」
(
鐸

-

u
)
「
依
攘
虛
構
的
荒
誕
故
事
」
(
伯
後

I

H
)

再
混
「
神
話
」
相
反
「
天
主
的
人

」
的
預
言
即
先
知

的
道
理
為
此
凡
信
從
或
接
受
「
神
話
」
即
算
是
背
環

「
真
理
」
的
確
可
挽
全
部
新
約
的
精
神
和
宗
旨
是
直

接
而
又
絕
對
相
反
「
神
話
」
因
為
宗
徒
們
宣
傳
福
音

只
是
宣
傳
一
種
具
有
歷
史
性
的
事
實
即
歷
史
中
那
件

最
大
的
事
質
天
主
學
子
降
生
為
人
死
而
復
活
救
臘
人

類
墓
教
會
初
期
的
作
者
對
「
神
話
」
也
持
守
宗
徒
們

所
取
的
態
度
以

「
神
話

」
空
虛
無
道
德
破
壞
道
德
更

可
注
意
的
是
他
們
為
攻
擊
「
神
話
」
無
稽
之
談
所
依

嫂
的
始
終
是
具
有
歷
史
性
的
福
音
及
具
有
歷
史
性
的

宗
徒
經
番
以
及
屬
於
歷
史
的
教
會
傳
授
像
這
壞
的
作

者
很
多
今
只
提
阿
特
納
哥
拉
阿
立
新
抽
血
德
教
勒
輛
車
乃



~
猶
斯
定
總
部
良
等

師
心
~
窗
事
阻M如
此
設
在
軒
制氏尤
其
在
制剖
-
K可
以
伐

‘

.
。

一
到

「
神
話
」
這
似
乎
是
一
種
荒
謬
可
是
自
十
八
世
紀

一
以
來
就
有
些
惟
理
派
學
者
走
這
條
路
在
此
我
們
無
意

用

論
及
他
們
千
變
萬
化
的
見
解
但
背
於
布
特
曼
M
N切
口
-
T

B
E
D

的
學
說
不
能
不
說
幾
句
話
因
為
自
一
九
四
一

年
直
到
今
口
叫
他
的
學
說
影
響
了
所
有
解
釋
研
制
的
學

者
這
種
現
象
也
許
還
要
維
持
好
幾
十
年

布
氏
的
新
約
的
態
度
和
批
評
稱
為
「

開
旦
旦
河HF
4

。
-。
開
Z
R
E
m」
郎
消
除
神
話
之
意
他
的
見
解
完
全
基

於
所
謂
「
存
在
主
義
」
的
哲
斑
凡
是
約
於
存
在
生
活
無

益
的
同
時
也
是
不
真
的
且
說
新
約
的
宣
言
本
來
依
嫂

的
是
屬
於
「
神
話
」
的
宇
宙
觀
上
天
下
地
和
陰
府
等

觀
念
都
屬
於
「
神
話
」
同
樣
舉
制
制
和
雪
封
劃
理
智

的
範
躊
或
是
屬
於
蚓
蚓
哲
氧
或
是
屬
於
割
蚓
到
主
起

誰
都
知
道
當
時
的
哲
學
和
諾
斯
士
主
義
是
多
麼
深
切

與
流
行
的
「
u仰
而
」
相
混
合
概
括
的
說
現
代
的
人
不

能
把
一
隔
音
當
作
歷
史
的
文
件
因
為
甲
按
作
者
寫
作
的

意
此
這
些
一
番
不
屬
於
歷
史
而
屬
於
宣
耽
乙
因
為
剛
剖

的
一
大
部
分
如
耶
穌
的
童
年
史
苦
難
史
等
很
多
是
屬

於
、
故
事
的
文
體
以上
是
布
氏
學
說
的
大
意
今
就
他
的

學
說
作
一
問
客
的
答
援

筆
者
注
意
到
耶
穌
時
代
的
人
對
於
宇
咐
觀
抱
的

觀
念
不
一
定
都
是
山
川
於
「
艸
譎
」
而
是
民
間
的
觀
念

及
當
時
一
些
一
科
學
家
的
見
解
拿
「
宣
講
」
當
作
小
說

看
待
完
全
反
對
基
督
教
的
初
與
應
史
環
境
誰
也
知
道

過f十1540 

無
論
是
劉
蚓
人
或
外
邦
九
都
極
力
攻
學
過
耐
剖
的
宣

講
因
為
這
宣
講
不
是
空
談
而
是

有
憑
有
按
約
事
實
的

作
讀
如
果
一
福
音
宣
傳
的
事
實
是
空
淡
的
「
神
品
」
誰

也
不
會
重
視
反
而
只
有
漠
視

布
氏
的
主
張
一
時
盛
行
而
似
乎
獲
得
成
功
依
策

者
看
來
是
由
於
他
所
依
憑
的
哲
學
理
論
存
在
主
義
在

目
前
很
得
勢
之
所
致
一
旦
存
在
主
義
失
去
了
勢
力
他

的
學
說
也
必
隨
之
愛
微
可
是
不
要
想
現
在
的
哲
學
家

神
學
家
解
經
學
家
都
一
心
一
意
撥
護
他
的
主
張
絕
對

不
是
連
他
的
一
些
學
生
多
多
少
少
也
不
贊
同
他
的
學

說
約
他
有
所
此
詩
甚
或
離
開
了
他
更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他
們
遠
離
老
師
不
是
因
為
他
不
是
個
模
範
的
基
督
徒

而
只
是
因
病
他
們
再
也
不
能
接
受
存
在
主
義
的
哲
理

不
但
天
主
教
的
治
經
家
和
神
學
家
就
連
基
督
教

上
流

的
解
經
學
家
和
神
學
家
如
巴
特

(
H
P
F門子
)
和
一
雇

耳
曼

(
。﹒的
丘
吉
呂
)
也
徹
底
攻
擊
他
的
原
理
並
且

有
的
說
「
他
的
思
想
簡
直
是
經
親
人
的
常
識
」

見
字
街
觀
天
能
魔
鬼
輯
制

中
的
哲
m軌
制
制剖
仇

(
雷

)

“
市
中
南
誌
「
∞
甘
心
Z
HE
H
E
H
P
P
E
S
ω

J

鈞
一
而
巾B
處
/
巴
。
E

切
可E
H
E
-
-
p
nz
s
g
ω
S

」

一
名
詞
的
解
釋

希
獵
諾
(U
E
E
B
m
「
神
關
心
」
就
演
義
言
是
指
各

種
恩
惠
如
昭
雄l
u
5

臼
等
處
但
該
狹
義
講
「
神
恩
」

「
奇
恩
」
或
「
恩
賜
」
等
則
指
里
神
為
了
教
會
的
利

籍
的
在
初
期
為
促
進
教
會
的
發
展
而
賜
的
恩
惠

(
格

前
也
4
9

甜
甜
羅
門
凶
‘-

s

弗
4
H
)
為
此
教
會
的

神
學
家
將
「
神

恩

」
或
「
恩
賜
」
與
「
單
純
」
或
「
寵

愛
」
分
開
並
不
混
為
一
次
確
有
至
還
因
按
終
向
「
紳

恩
」
或
「
恩
賜
」
是
為
了
教
會
的
利
益
而
賜
予
的
「
學

寵
」
或
「
寵
愛
」
之
賜
予
部
直
接
是
為
了
個
人
的
學

化
當
然
這
並
不
是
說
「
恩
賜
」
與
「
捏
一
化
」
無
關
相

反
接
受
恩
賜
的
人
如
果
忠
於
賜
鼠
的
捏
一
腳
並
與
他
的

車
站
合
作
他
將
看
「
恩
賜
」
，
不
似
一
能
夠
而
且
應
當
在

道
德
上
更
為
成
長

正
如
人
身
體
上
有
許
多
不
同
的
肢
體
學
教
會

內

也
有
許
多
不
同

的
地
位
和
職
責
學
保
祿
宗
徒
說

「
每

人
都
有
他
各
自
得
白
天
主
的
恩
能
有
人
這
按
有
人那

樣
」

(
格
前
7
7
)
這
等
於
滋
有
些
人
得
了
守
貞
的

恩
寵
有
些
一
人
獲
得
婚
姻
的
恩
寵
有
些
人
是
平
信
徒
有

些
人
是
教
會
的
聖
職
人
員
昕
以
除
了
那
些
直
接
相
反

天
主
學
意
的
職
責
外
其
他
的
職
責
都
在
基
腎
奧
體
內

學
化
了
成
氣
修
德
的
工
具
和
助
力

狹
義
的
學
神
恩
賜
也
不
同
於
聖
棘
的
敘
附
加(
迦

5

扭
扭
)
因
為
前
者
的
直
接
宗
旨
在
於
建
立
教
會
後

者
的
直
接
目
的
如
在
於
聖
化
教
會

i

基
督
的
奧
體
與

各
肢
體
一
切
信
友

二

狹
義
神
恩
的
數
目

格
前
m
M
m|

叩
記
有
九
項
同
書
同
章
認
筒
記
街

八
項
羅
門M
e
a

記
有
七
項
弗

4
u

記
有
五
項
(
參

見
谷
的
口

M
)
數
目
所
以
不
同
是
因
為
宗
徒
有
時
間

不
同
的
名
稱
指
向
一
腳
恩
按
最
完
全
的
目
錄
(
絡
的



u
s
!
刊
)
學
神
的
恩
賜
是
智
慧
知
識
信
心
治
病
的

奇
恩
奇
績
說
先
知

，

一
而
辨
別
神
恩
說
各
擁
譜
一
一
百
能
解
釋

語
言
「
神
恩
雖
有
區
別
部
是
同
一
的
聖
跡
所
賜
職
分

雖
有
區
別
部
是
同
一
的
主
所
賜
功
效
雖
有
區
別
如
是

同
一
的
天
主
在
一
切
人
身
上
行
一
切
事
」
(
梅
前

也

-
-
6
)
從
以
上
的
活
看
來
聖
保
祿
似
乎
是
晶
晶
外
教

人
為
求
得
各
模
恩
惠
去
投
奔
許
多
一
腳
明
但
為
信
友
當

以
唯
一
的
天
主
為
一
切
恩
寵
的
泉
源
天
主
賜
給
人
不

同
的
恩
惠
是
要
人
用
此
恩
惠
去
謀
教
會
的
利
議
決
非

為
7
利
己
而
藉
以
自
豪
紳
恩
既
然
是
為
了
教
會
的
利

益
而
賜
予
的
自
然
也
受
治
於
教
會
的
權
力
(格
的
M
)

常
錯
於
教
會
內
的
「
真
鍾
的
娶
一
腳
」
(
右
M
H
口
)

訓
海
教
會
領
導
教
會
辨
別
神
恩
辨
別
神
恩
的
原
則
是

蒙
受
神
恩
的
人
決
不
能
反
對
基
賢
相
反
信
德
進
叛
學

教
會
(
見
絡
前
u
a
羅
門
M
S右
-
4
1
|
6
等
)

三
一
神
恩
的
分
類

甲
助
人
行
善
的
神
關
心
@
「
行
慈
善
」
羅
門
M
S@

「
胸
濟
貧
乏
」
弗
4
凹
羅
u
s
@
救
助
人
格
前
已
扭

(
參
見
宗
仰
自

)
@
服
務
臨
艦也
7

泛
指
為
游
教
會
的

福
利
在
精
神
上
(
羅
U
H
)
或
物
質
上
(
格
後

8

‘

-
e

等
)
提
供
的
服
役
@
治
病
格
前

也
9
m
@
行

奇
蹟
格
前

凹
，
叩
@
信
心
格
前
也
9
請
注
意
「
信
心
」

1
這
種
神
困
山
是
指
人
深
信
全
能
的
天
主
能
實
施
各
樣
的

一
紳
蹟
「
甚
至
能
移
山
」
(
格
前
U
Z
)
這
信
心
與
超

掰
一位
的
信
仰

(
餅
前
1
.
-

s
等
)
有
肌

r

乙
助
人
苦
於
教
導
的
神
恩
@
教
師
或
教
導
格
前

1541 益

也
詞
牌
雄
也7
弟
前
4
M
M
@
智
位
神
恩
和
知
識
神
恩

絡
前
門
M
a以
前
者
傅
錫
天
主
無
限
智
慧
的
奧
泌
以
後

者
透
徹
啟
示
的
道
理
@
勸
過
羅
門
M
S此
恩
與
「
預
言
」

和
教
導
密
切
相
連
(
格
前
M
S
)
@
辨
別
紳
恩
格
前

已
刊
以
此
腳
跟
分
辨
仙
人
所
接
受
的
是
來
自
學
神
的

感
動
或
赴
出
於
惡
膽
的
煽
惑

(
見
格
前
M
M
得
的
5

n
H，1
4
1
2
)
@
說
各
種
語
言
格
前
U
U
叩
M

「
巫
昀-
R神
也
」
是
指
人
在
一
一
種
出
神
的
狀
態
中
因
深

受
塑
料
的
必
勁
開
始
讀
楊
天
主
發
出
呼
喊
和
奇
諾
使
在

場
的
人
只
能
聽
見
聲

音

划
不
了
解
其
中
意
義
(
見
宗

ω
“
的
6

宗
2
.
?
)
@
解
釋
語
言
格
前

U
M
藉
此

神
恩
將
那
說
各
種
語
言
人
的
活
給
眾
人
翻
譯
出
來
使

人
了
解丙

俾
盆
里
統
制
的
神
恩
@
「
宗
徒
」
亦
可
稱
為

「
使
徒
」
他
們
在
還
不
認
為
一
禍
血
目
的
地
方
處
傳
矯
禍

首
的
職
責
(
格
前
U
M
弗
4
u

兄
昭
雄凶
7

得
的
2
6
)

@
「
先
知
」
他
們
因
天
主
的
名
建
立
勸
必
安
慰
(
格
前

u
s
!

u
M
S
詞
)
有
時
講
說
預
言
也
有
時
報
告
啟

示

(
宗
創
刊
H
格
前
M
M
)
他
們
與
宗
徒
使
徒

i

同
作
學
教
會
的
基
石
(
棉
2
叩
)
@
傳
福
音
約
州
4

u
參
見
宗
釗
8

弟
後
4
5
與
使
徒
的
職
責
制
川
間
@
司

牧
弗
4
u
似
乎
與
監
督
(
昭
雄U
S
)
是
同
義
詞
是
指

地
方
教
會
的
首
領
其
責
任
與
猶
太
人
會
堂
長
的
責
任

極
為
相
似

聖
保
祿
並
未
禁
止
信
友
追
求
神
恩
只
因
格
林
多

教
會
的
特
殊
處
境
故
夠
說
各
種
語
言
的
神
恩
有
些
不

大
淪
意
他
最
喜
歡
的
神
恩
是
先
知
神
關
心
尤
其
渴
嗯
U
U
M

徒
重
視
並
加
以
動
修
的
是
愛
德
見
格
前
已
缸
及
日
全

章

兒
語
言
特
恩
先
知
教
會
舉
起
神
仙
叫

m神
秘
教
奧
秘

「
云
山、
泣
。
呵
呵
且
已
云
山、ω
H
o
aH
N色

m
g
s
J

/
崑
山
革
命
叫ES
E
-
O
ω
阱
。
E
\

本
屆
內
容
神
秘
教
的
意
義
和
術
指
向
約
與
神
秘

教
新
約
與
神
泌
教
結
論

約
在
一
八
八
0
年
至
一
九
四
0
年
悶
不
少
考
誰

家
以
為
聖
保
祿
不
位
朋
異
教
的
艸
秘
宗
來
解
釋
而
且

也
以
之
創
造
了
「
基
管
的
奧
秘
」
經
過
保
祿
的
這
番

努
力
於
是
那
發
源
於
巴
力
斯
坦
M
M
簡
單
而
又
樸
質
的

耶
穌
福
音
宗
教
就
成
了
那
頰
似
兒
教
神
秘
宗
的
「
基

悸
的
奧
秘
」
現
代
的
哈
拉
前
在
不
敢
再
指

出這
種
毫
無

根
攘
的
學
混
不
過
直
到
現
校
尚
有
些
學
者
以
為
聖
教

會
的
七
件
里
事
尤
其
是
學
洗
和
學
體
車
事
|

有
的
也

加
上
告
解
學
事
以
及
耶
穌
受
難
死
而
復
活
的
道
理
和

A
A
A- -

逗
此
一-
F仙
似
的
純
依
郤
多
多
少
少
受
7
神
秘
敬
的

影
響

神
秘
教
亦
稱
秘
儀
與
巫
術
神
話
偶
像
教
等
具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寫
此
古
時
的
作
者

常
把
這
一
切
合
併
討

論
但
是
如
果
不
限
定
秘
儀
的
衛
國
和
木
質
決
不
能
明

白
寫
什
麼
現
代
的
學
者
會
把
秘
儀
當
作
基
督
教
會
的

搖
籃
或
有
他
們
中
竟
有
些
敢
說
泌
儀
影
響
了
基
督
敬

(
市
)



『
會
的
種
鐵

的
~
「
神
話
」
未
來
不
包
含
禮
儀
和
敬
請
問
但
禮
儀
和

-
u敬讀
這
兩
成
分
事
實
﹒
也
是
常
伴
隨
著
一
腳

話
神
話
是
以

-
腳
格
為
中
心
的
古
代
傳
說
偶
像
教
係
指
崇
拜
偶
像
的

-
宗
教
它
的
意
義
只
在
於
崇
拜
偶
像
而
遺
棄
唯
一
黨
神

天
主

磁
鐵
郎
神
秘
教
按
一
般
的
譜
法
包
含
三
種
成
分

的
儀
式
(
宮
會
。
s
g

之
官
一
講
(
-
o
m
。

E
S
ω
)和
象

徵
(
已
已
霄
，
E
H
M
O
D
M
W
)

一
腳
泌
敬
的
車
駭
浪
地
也
許
是
印
度
但
說
聖
經
來
講

舊
約
中
筆
者
承
認
只
提
到
了
一
項
秘
儀
的
敬
禮
即
塔

慕
次
和
阿
多
尼
的
秘
儀
見
則

8
H

依
打
叩
至
於
所
講

的
其
他
異
民
的
神
抵
都
只
屬
於
偶
像
崇
拜
的
範
團
與

神
秘
教
似
乎
沒
有
關
係
神
秘
教
與
新
約
是
否
有
關
係

容
後
再
講
如
今
墨
論
u
m秘
敬
的
意
義
和
它
的
街
語

所
謂
神
叫
樹
教
(
宮M
B
H
O
E
m
)

包
含
禮
儀
象

徵
行

為
和
講
解
神
泌
的
演
義
或
更
好
說
講
解
某
神
明
或
某

斗
耕
地
的
神
話
神
路
教
的
歷
史
根
源
非
常
復
雜
專
家
突

爾
基
(
斗
巨R
E
u
p
口
"
。
"
E
Z
S
E
O
Z
M
B
H
O
E

。

E
B
)

搜
集
的
資
料
是
來
自
一
百
多
位
羅
馬
及
希
磁
作
者
的

作
品
這
些
一
秘
儀
可
鼓
鼓
源
地
分
別
但
臼
後
漸
漸E
相

混
合
已
喪
失
了
它
們
的
原
來
面
因
而
以
這
種
混
合
的

形
式
彌
漫
了
羅
馬
帝
國

事
雖
如
此
神
秘
教
仍
可
技
發
源
地
分
別
如
下

一
古
時
西
亞
細
亞
的
神
秘
教
有
塔
慕
次
及
巴
耳

，
情
貝
肋
(
偉
大
的
來
跡
之
母
)
和
阿
提
斯
米
特
辣
等

jI 十1541 

秘
儀

二
制
蚓
半
島
的
神
秘
教
社
剛
到
風
蚓
副
點
制
制

到
蚓
制
和
罔
劃蚓
創
等
秘
也

三
埃
及
的
神
秘
教
有
依
息
斯
和
放
息
黎
斯
等
秘

儀。

神
秘
教
希
臘
文
作
豈
可
ω
g

丘
。
白
這
一
名
詞
雖
按

語
言
學
還
沒
有
確
定
是
指
「
閉
眼
」
或
「
閉
口
」
但

事
實
上
部
常
用
以
指
稱
正
式

宗
教
以
外
的
謀
求

「
救

恩
」
的
秘
儀
神
秘
教
總
是
依
附
某
科
明
故
此
因
地
區

不
同
其
所
敬
的
神
明
也
隨
之
而
異
厄
宴
烏
息
神
秘
教

是
德
默
式
爾
女
一
腳
依
息
斯
神
秘
教
是
依
息
斯
女
神
斂

爾
費
烏
斯
神
秘
教
是
影
尼
索
一
肺
等
等
神
明
不
同
也
罷

可
是
神
秘
教
共
有
個
公
分
母
郎
求
「救
恩
」
「救
恩
」
這

名
詞
也
許
太
基
督
化
了
為
此
近
來
的
學
者
踩
用
「
安

全
」
一
詞
以
取
代
「
敘
恩
」
筆
者
認
為
「
救
恩
」
一

詞
辜
竟
尚
可
採
用
因
寫
這
名
詞
除
現
世
的
護
佑
外
也

包
含
一
種
身
後
的
一
積
分
為
獲
得
這
救
恩
神
秘
教
認
為

只
須
舉
行
一
些
儀
式
便
必
然
獲
得
這
即
是
它
與
巫
術

相
同
的
主
要
點

按
以
上
所
述
U神
腳
叩
都
仙
教
包
合
三
種
成
分
郎
儀
式
宣

講
和
象
徵
領
受
這
三
項
便
算
是
「
入
教
」k
(冒E
恤

#
參9加
這
三
項
的
人
使
稱
為
「
教
徒
」
(
臼E
恥
玄
巳

E
ω且H巳
心
乙

) 

儀
式
各
科
泌
教
舉
行
的
儀
式
不
一
有
的
乖
謬
反

常
有
的
完
全
違
反
人
性
和
道
德
如
在
叫
樹
蚓
神
秘
教

成
年
男
子
應
以
犧
牲
自
己
的
生
殖
力
來
作
敬
棘
的
儀
‘

式
在
依
息
斯
和
厄
宴
鳥
息
等
一
腳
泌
教
夜
間
集
會
時
宅
門

年
男
女
說
應
以
互
相
交
格
作
為
敬
禮
囡
"
此
詩
人
猶
外

制
到
(
H
E
O
E
E
m
)
稱
依
息
斯
為
「
青
年
的

媒
婆
」

出
叫
回
皇
帝
查
知
在
制
蚓
喇
創
蚓
廟
里
有
青
年
結
社

淫
蕩
之
事
遂
下
令
禁
止
供
奉
依
息
斯
拆
毀
其
廟
宇

宣
講
主
體
司
祭
(
豈
可ω
宮
嘻
嘻

ω
)
應
向
在
旬
的

教
徒
尤
其
是
要
「
入
教
」
的
人
宣
講
所
崇
拜
的
神
疆

和
有
關
所
崇
拜
的
腳
泌
的
神
奇
事
蹟
在
厄
宴
烏
息
神

路
教
應
講
述
德
默
式
爾
女
神
如
何
長
途
跋
涉
最
後
下

到
陰
府
找
尋
她
的
愛
女
苛
勒
(
柄
。
2
)
的
箏
在
放
爾

費
鳥
斯
科
秘
教
總
敘
述
放
爾
費
鳥
斯
如
何
下
到
陰
府

找
尋
他
愛
妻
歐
黎
狄
切
(
開
匡
正
M
n
o
)的事

這
類
神
話
的
宣
講
在
晚
年
尤
其
非
常
重
要
因
為

許
多
神
秘
教
漸
漸
吸
收
了
其
他
神
極
的
敬
禮
和
艸
「
州

主
禮
的
司
祭
如
不
說
明
在
場
的
人
就
無
法
知
道
所
做

的
是
何
一
腳抵
所
行
的
是
何
儀
式
這
種
混
合
在
放
爾
貨

鳥
斯
神
秘
教
尤
個
月
明
顯
這
一
神
秘
教
不
但
包
括
膨
尼

索
回
格
勒
鳥
斯
和
放
爾
贊
鳥
斯
三
神
的
事
蹟

而
且
還

繼
合
了
希
擻
特
辣
克
意
大
利
南
部
(
即
當
時
所
謂
大

希
唆
)
各
地
的
一
腳
都
敬
和
畢
達
哥
拉
斯
神
秘
教
的
種

封
竄教天物，紀

經主 如念
書教術男性象

內，經語:女的徵:
有;!}，如生胎幸這
些或一殖品表
關兩個器和徵

於者中|等。象科1
道參國| 徵祉，
德照人 品。他
及對讀 象們
信請. 了 飯或
仰就佛| 品用
的不教 中畫
名能經 有像
詞不害 最和

完注以 重要塑

全意後. 褻像，
相到叉 的或
同;兩讀 事用



可
是
一
經
仔
細
推
敲
以
後
這
些
一
名
詞
的
含
義
究
竟
是

有
很
大
的
出
入
同
樣
如
果
一
人
念
了
些
希
臘
文
秘
儀

會
再
讀
新
約
亦
可
發
現
同
樣
的
情
形
保
綠
若
望
和
秘

儀
宮
的
作
者
用
的
名
詞
固
然
相
同
但
各
名
詞
所
舍
的

意
義
可
就
大
不
一
樣
甚
或
彼
此
恰
恰
相
反
一
般
學
者

以
個
月
保
祿
取
秘
低
的
精
義
創
造
了
「
基
督
的
奧
秘
」

因
而
很
自
然
的
利
用
了
叫
樹
儀
的
街
語
筆
者
認
為
這
是

無
稽
之
次
以
下
器
述
何
以
我
們
決
不
接
受
這
些
學
者

意
見
的
理
由

技
諾
言
學
的
原
則
誰
也
知
道
作
者
經
常
是
會
給

一
個
普
通
名
詞
動
品
狀
詞
一
種
新
意
的
尤
其
是
一
位

天
才
學
者
和
報
導
一
種
新
奇
事
斑
的
作
者
更
會
這
樣

作
誠
然
保
祿
是
一
位
具
有
天
才
而
且
也
是
宣
布
一
種

新
奇
事
翠
的
作
者
「
﹒
你
們
照
著
譜
了
便
能
明
白
次

對
基
督
的
奧
秘
所
有
的
了
解
這
奧
秘
在
以
前
的
世
代

中
沒
有
告
訴
過
任
何
人
有
如
現
在
一
樣
藉
學
科
已
啟

示
給
他
的
雪
宗
徒
和
先
知
••. 

」
(
弗
3

1

|

臼
)
再

說
屬
於
猶
太
民
族
而
且
屬
於
那
最
熱
心
遵
守
法
律
的

法
利
益
黨
的
保
綠
按
心
理
來
說
決
不
會
也
決
不
能
喜

愛
異
教
的
秘
儀
更
不
可
能
照
這
些
泌
儀
來
如
法
泡
製

「
基
督
的
奧
松
」
肖
永
召
仿
任
宗
徒
學
職
的
保
蔽
一
視

同
仁
的
愛
廠
猶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猶
如
他
對
同
胞
的
缺

點
和
罪
惡
沒
有
閉
眼
同
樣
他
對
異
民
的
邪
行
也
沒
有

一
閉
口
(
羅
1

l

3
)
保
綠
知
道

「
天
主
在
過
去
的
世

帥
一此
容
忍
了
萬
民
各
行
其
道

... 

」
(
尉
M
H

口
)
，
然
而

一
他
更
知
這
「
.. 

示
論
是
猶
太
人
或
是
希
臘
人
都
在
罪

15(1 十

惡
帥
惜
勢
之
下.. 

」
(
羅
3
.
|

口
)
「
因
為
所
有
的

人
都
犯
了
罪
都
失
掉
了
天
主
的
光
榮
」

(
羅
3

自
)

人
類
的
敘
恩
惟
可
在
耶
穌
基
層
身
上
求
得
惟
有

耶
穌
的
「
福
音
」
是
天
主
的
德
能
為
使
一
切
有
信
仰

的
人
獲
得
救
您
先
使
猶
太
人
後
使
希
臘
人
(羅
l
H
)

保
祿
承
忠
在
異
邦
人
巾
有
些
人
雖
然
沒
有
(
啟
示
的
)

法
律
部
順
著
本
性
去
行
法
律
上
的
事
(羅
2
H

)可
是

他
也
知
道
大
部
分
外
邦
人
「
陷
入
了
黑
暗

...•

.. 
附
於

可
恥
的
情
慾
中
﹒
... 

他
們
顛
倒
是
非
﹒
:
」
(
羅
1

)

他
並
封
神
秘
敬
的
種
低
下
判
斷
說
「
不
要
參
與
黑
暗

無
往
的
作
為
反
要
加
以
指
出
間
因
為
他
們
暗
中
所
行
的

事
就
是
連
提
起
也
是
可
恥
的
」
(
弗

5

日
間
)
由

於
以
上
所
述
以
放
在
此
從
溢
的
比
、
他
的
保
祿
的
諾
大

多
數
的
愿
者
不
接
受
保
祿
擷
取
神
秘
教
精
華
來
建
樹

「
基
督
奧
秘
」
的
學
說
斯
委
特

(
∞
者
旦
。

)稱
這
學
說

是
「
一
叮
旭
先
科
注
定
的
叫
說
」(
ω
S
E
B
D
B
E
E
S
)

斯
氏
的
這
一
斷
一
治
改
們
認
為
很
為
切
質
中
肯
但

我
們
還
願
糾
正
指
保
祿
所
用
的
術
諸
如
奧
泌
敘
慰
靈

生
報
告
宣
治
特
識
等
係
圳
漲
淤
神
秘
教
的
主
張
雖
然

保
祿
可
從
艸
秘
教
借
用
這
些
一
術
譜
但
應
孩
知
道
事
實

上
有
些
術
♂
叫
什
十
已
習
兒
必
希
腫
譯
文
學
絡
和
同
時
猶

太
經
師
的
作
品
中
這
也
谷
木
岫
闡
發
現
的
文
件
中
可
以

得
到
證
明
市
者
在
此
只
討
論
那
主
要
名
詞
「
奧
秘
」

(
嵩
山E
E
S
)

一
字
的
來
歷
故
意
義

奧
秘
或
奧
現
這
名
詞
希
伯
來
文
作
自

已
阿
刺
美

女
作

E
N

諮
約
經
苦
悶
以
表
示
泌
密
事
或
訂
創
如
亞

3
7

「
的
確
吾
主
上
主
若
不
先
將
自
己
的
「
計
釗
」

啟
示
給
自
己
的
先
知
說
什
麼
也
不
作
」
德
3

缸

(
見

希
伯
來
文
殘
卷
及
敘
利
亞
譯
文

)
「
因
馬
天
主
富
有

仁
慈
把
自
己
的
「
旨
意
」
啟
示
給
謙
遜
的
人
」
達
2

M

盯
甜
叫

4
6

等
處
也
用
同
樣
的
名
詞

E
N

表
示
秘

密
事
奧
秘
並
且
達
如
亞
一
樣
還
明
明
說
山
啟
示
秘
密

者
惟
有
天
主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希
伯
來
文
的

g

已
或
阿

刺
美
文
的
E
N

希
臘
文
往
往
譯
作

法
MB
Z

Z
B

但
也

於
這
字
在
笛
約
內
並
不
多
見
以
致
一
般
學
者
一
口
肯

定
保
祿
從
神
秘
教
借
用
了
此
字
和
其
他
神
秘
敬
的
氣

調
拔
們
到
他
為
就
事
的
本
身
來
品
這
是
可
能
的
但
在
發

現
谷
木
蘭
文
件
後
筆
者
以
為
這
種
說
法
只
是
多
餘
的

假
品
在
新
約
中
此
字
用
了
三
十
次
在
谷
木
蘭
文
件
內

約
四
十
次
更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在
這
兩
種
文
獻
中
表
示

「
奧
秘
」
意
恩
的
g

p
E
N
w
吉
凶B
H
O
E
S

-二
字
的
含

義
完
全
相
同
換
旬
話
說
這
三
字
就
其
為
宗
教
術
互
間
來

說
有
相
同
的
意
義
和
相
同
的
用
法

現
在
且
把
「
奧
秘
」
一
字
在
當
約
希
臘
文
經
丹

和
新
約
全
書
內
所
含
的
意
義
詳
明
指
山
如
下

1

智
M
H

自
指
異
民
的
禮
節
即
禮
拜
獻
祭
或
學

行
秘
密
祭
禮
2

智
2
n

指
「
天
主
的
奧
迪
」
3

多
位

7

指
君
王
的
都
密
4

友
2
2

指
暗
慎
的
心
臟
5

加
下

u
u
指
秘
密
的
事

在
新
約
中
「
奧
泌
」
的
主
要
概
念
是
指
人
力
不

能
了
解
只
有
因
著
天
主
的
啟
示
才
能
知
曉
的
事
如

1

弗
6
M

指
一
福
音
的
奧
秘
2

弟
前
3
.

指
信
繪
的
奧
的



-
3

甫
呻
吟u
指
天
國
的
奧
泌

心
立
特
別
稱
為
「
奧
拉
」
的
事
有
a
救
聽
人
類
的
工

?
作
(
格
前
2
1

等
處
)
b
以
民
未
來
的
歸
化
(
羅

U

一
品

)
C
死
人
的
復
活
(
裕
前
沾
自

)
d
婚
姻
的
尊

R

H
(
弗
5

詞

)
e
適
合
成
全
人
的
天
主
奧
泌
的
智
法

(
格
前
2
7
)
直
接
相
反
天
主
奧
泌
的
就
是
罪
惡
的

「
陰
謀
」
(
「
陰
謀
」
原
文
作
「
奧
秘
」
得
後
2
7

)

關
於
塾
洗
及
墓
禮
藝
事
是
否
與
一
腳
泌
教
有
什
麼

闕
係
參
見
里
洗
聖
事
及
里
聽
單
一
事

筆
者
在
下
提
山
一
些
一
經
長
期
研
究
神
秘
教
文
獻

後
所
得
的
原
則
作
為
本
題
的
結
論

1

直
到
現
在
我
們
現
有
的
神
秘
教
文
獻
都
是
屬

於
公
元
第
三
第
四
世
紀
的
作
品
故
此
與
其
說
神
泌
教

影
響
了
基
督
聖
教
倒
不
如
說
基
督
里
教
影
響
了
神
秘

教
更
為
合
理

2

我
們
不
否
認
基
督
教
會
會
吸
收
了
一
些
教
外

的
風
俗
而
加
以
改
造
聖
化
從
前
教
會
這
樣
作
了
如
今

在
傳
教
區
內
仍
然
這
樣
作
這
是
因
為
人
是
宗
教
動
物

不
論
古
今
中
外
心
理
相
同
之
故
所
以
一
遇
到
宗
教
感

情
的
觸
發
使
自
然
而
然
不
論
何
時
何
地
都
作
山
同
樣

的
表
現
如
跪
拜
遊
行
朝
聖
祈
禱
讚
頌
歌
詠
等

3

大
凡
一
事
只
注
忍
其
外
表
而
不
細
察
其
本
質

遂
邊
下
判
斷
難
免
沒
有
錯
誤
這
對
宗
教
來
說
尤
其
如

此
人
們
往
往
不
加
細
察
就
一
口
咬
定
宗
教
都
是
一
樣

其
實
不
然
對
本
屆
來
說
基
督
教
與
神
秘
教
就
有
天
淵

之
別

十15位-1544

4

神
秘
教
是
全
憑
人
的
想
像
編
造
的
神
品
基
督

教
劫
只
根
據
歷
史
事
咒
是
有
史
率
為
憑
的
宗
恥

5
基
督
教
的
一
切

信
條
和
禮
儀
都
是
以
一

事
實

寫
山
發
點
而
文
總
歸
於
這
一
學
習
郎
天
主
里
子
降
生

沁
人
救
聽
人
類
受
難
而
死
死
而
復
活
復
活
後
升
天
到

了
世
界
末
日
他
還
要
再
次
降
來
人
世
審
判
世
界
任
何

艸
秘
教
是
不
能
與
這
有
條
理
完
善
超
性
而
又
最
適
合

人
性
要
求
的
宗
教
柏
倫
比
的

見
希
臘
主
義
學
洗
學
專
盟
總
聖
事
保
祿
若
望

(
富

)

的
“
由T
草
草
恥
古
「
肉
"
Z
Z
J
「
卡
巴
拉
」
一
詞
按

昀
諭
巾
，
讀
品
F
b
/
P
E
C

3

\4
.
J
'

，

ω

、
字
意
是
「
接
受
」
的

意
思
進
而
指
所
接
受
的
東
西
演
變
而
成

「
遺
傳
」
首

先
這
字
連
帶
也
指
梅
瑟
五
書
以
後
的
經
蓄
而
言
尤
其

是
先
知
書
後
來
這
字
專
指
憑
信
神
通
學
的

一
套
書
籍

這
些
一
書
籍
的
特
傲
是
以
神
泌
的
解
說
數
字
的
編
排
及

它
的
乘
除
加
減
詞
旬
的
倒
置
多
次
也
以
魔
術
占
星
，
卜

卦
的
方
法
來
發
掘
那
一
紹
一
上
陰
暗
奧
松
的
道
理
這
是
猶

太
民
族
的
一
種
解
經
運
動
它
的
基
礎
建
於
公
元
一
世

紀
雖
然
猶
太
學
者
們
強
調
它
始
自
亞
巴
郎
甚
至
亞當

大
致
說
來
猶
大
經
師
們
創
造
這
種
學
設
的
目
的
不
外

是
意
圖
將
梅
瑟
法
律
變
成
世
界
性
的
法
律
以
證
貫
以

民
的
天
主
是
萬
物
的
主
宰
它
對
於
猶
太
神
學
的
影
響

實
際
上
並
不
太
顯
著
相
反
地
它
對
猶
太
民
族
的
禮
儀

及
習
俗
如
有
看
不
可
浪
滅
的
影
響
力
及
推
動
力

主
要
的
著
作
有
「
創
世
魯
」
「
光
明
會
」
是
根

「勁 返人替布i 錄i 的草草
草申的歐1 被」線l 及第 創i
通擁洲L 逐 ， 自p ÌJ且!塔; 二的
法護以這'寫 1訢l 耳j 世 最
」者;波|種於(慕j 紀1 初
講甚冒商|運班1 ::.0得i 猶| 數
座至為l 動國， 2 等，大1:篇 ，
的現中遂時 g :;1'人 則i
設今心. 由在 g 編的第
立。耶|時 ， 歐 1 ;第 ~，輯者-
路|至 1州|十 l巫|而作章
撒|今返l 三班|成。「及
冷1 日罔世牙|這字雅!
的!仍里紀。及!種宙歌，
j首|有 地。後意|運關以
太|不但班|大|動關及:
大!山不國圳的說到

( 學這久之「中」;經i
緯中 ， 個又猶|光心哩!控
) 有運重大|明是刀'l n

們
的
由
?
"
昆
主
A
O
E「
p
r
y
S
E
E
S
J

的
-
m
m
T
耳
君
主
主
/
∞

R
E
F
S
Z
E
3

、

見
賣
糧

蚓
倘
怕
嗎(
2
5
)人
名
是

〔乃
赫
米
雅
」
一

-
t

月

4
4

，
、
名
的
縮
寫
意
謂
「
上
主
安

慰
」
或
謂
「
上
主
安
慰
的
人
」

制
制
內
是
十
二
位
小
先
知
中
的
一
位
關
於
他
的
生

平
我
們
過
乎
一
無
所
知
聖
經
的
其
他
部
份
也
未
提
及

過
這
位
λ
物
可
是
由
他
遺
留
的
小
小
著
作
上
得
知
他

是
厄
耳
科
士
人

(
為
1
1
)
不
過
這
也
只
是
聊
勝
於

無
而
已
因
為
回
到
科f
究
在
何
方
我
們
則
又
是
一
無

所
知
可
以
斷
定
的
是
他
堪
稱
一
位
具
有
活
潑
的
信
仰

富
有
愛
國
的
熱
情
且
具
有
口
才
及
幻
想
的
大
詩
人
他

的
「
神
楓
錄
」
大
約
是
寫
於
個
別
國
王
約
央
雅
施
行

宗
教
改
革
的
時
期
前
後
當
時
北
國
以
色
列
早
已
不
復

存
在
(
滅
於
公
元
前
七
二
一
年

)
亞
述
帝
國
的
首
都

尼
尼
微
亦
正
在
淪
陷
前
不
久
的
危
機
時
代
亦
就
是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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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公

人元
已前
是六
大一
軍四

壓年
境。左
其右，
他蓋
i青的i
見 3

......, " 
*-ilJ l 似
鴻i 乎
書:在

」。指
(也
韓當

)時

的
L
M
耳
佳
句
\
室
，
三
因
。
。

r
。
『
2
"
Y
E
H
H
J

U
M也
閻
明h
H
V
/
d
E三

E
F
O『
Z
岱
E
U
K

納
鴻
先
知
所
遺
留
的
著
作
僅
是
短
短
三
章
的
小

魯
會
之
首
要
標
題
是

「
關
於
尼
尼
徽
的
神
論
」
緊
接

著
有
一
副
標
題
指
出
先
知
的
出
身
姓
名
及
職
務
「
厄

耳
科
士
人
納
鴻
的
神
風
錄
」
似
為
後
人
所
加

這
本
小
書
可
說
是
關
於
尼
尼
徽
未
來
滅
亡
的
一

氣
詩
歌
它
的
結
構
頗
為
單
純
先
是
以
一
篇
簡
短
似

「
里
詠
」
的
引
言
來
描
寫

上
主
的
大
公
無
私
正
義
公

平
他
要
打
擊
消
誠
他
的
敝
人
部
也
是
仁
愛
無
量
對
虔

誠
的
人
實
施
教
恩
的
上
主
(
1
2
l
，

)
按
著
便
是

先
知
的
正
式
神
論
也
是
本
書
的
核
心
可
分
為
三
部
份

或
三
篇
詩
歌
在
第
一
篇
詩
歌
中
先
知
報
告
欺
歷
以
民

的
亞
述
帝
國
不
久
說
要
誠
亡
邀
請
以
民
百
姓
歌
唱
歡

呼
感
謝

上
主
的
慈
悲
(
1
臼|

H
2
1
3
)
第
二
篇
是

描
述
尼
尼
微

(
即
亞
述
帝
國
)
的
誠
亡
土
主
已
是
怒

不
可
過
立
意
要
懲
罰
這
個
欺
壓
弱
小
民
族
的
惡
霸
先

知
更
以
議
嘲
的
口
氣
邀
請
尼
尼
徽
來
準
備
應
戰

(
I

H
H
2
2
4
2
H
)
先
知

預
告
敵
人
如
何
將
以
輝
煌

敏
捷
的
戰
街
來
向
亞
述
京
城
(
尼
尼
微

)
進
攻
(
2

-
z

|

刊
)
城
內
的
百
姓
又
如
何
驚
慌
失
措
走
投
無
路

側
一
猶
如
喪
家
之
犬

(
2
u

|

間
)
甜
甜
帝
國
已
處
於
四

戶
互
間
#
鶯
歌
的
境地(
2
H
d

最
後
終
以

上
主
的
名
義
來

重E十

宣
佈
亞
述
徹
底
乾
淨
全
部
滅
亡
(
3
2
|
7
)
第
三

寫
詩
歌
的
內
底
是
先
知
申
述
回
湖
之
被
慘
苦
消
滅
的

原
因
是
由
於
它
會
經
狠
心
踩
繭
踐
踏
了
其
他
弱
小
的

民
族
(
3
.
l
u

)
它
的
命
運
絕
不
會
好
過
諾
阿
孟

(
郎
埃
及
京
都
)
並
且
這
種
誠
亡
將
是
一
頓
不
振
一

敗
塗
地
永
無
翻
身
之
日
的
滅
亡
(
3
且
|
刊
)

本
會
正
文
(
三
第
詩
歌
)
的
其
實
性
是
毫
無
疑

問
的
是
大
家
一
致
公
認
的
並
且
還
強
調
先
知
的
預
言

的
確
是
在
亞
述
滅
亡
之
前
發
表
的
這
由
本
書
的
內
容

及
先
知
的
感
觸
以
及
心
理
方
面
的
反
應
可
以
證
明
的

倒
是
有
不
少
的
人
懷
疑
上
述
似
「
學
詠
」
的
引
言
的

其
實
性
固
然
它
的
內
容
與
本
書
的
主
旨
是
相
符
合
的

但
是
它
的
文
筆
與
後
者
是
相
當
不
岡
的
並
且
它
文
章

的
結
構
詞
旬
的
湊
合
以
及
盡
力
按
照
希
伯
來
文
字
母

的
順
序
編
排
的
企
園
顯
然
是
有
矯
揉
造
作
之
嫌
故
此

很
多
學
者
以
為
它
蓮
問
標
題
為
後
人
所
加
當
然
這
與

全
書
的
默
感
性
是
沒
有
關
係
的

見
前
條

(
韓
)

師
協
川
司(
2
E三
城
名
品
謂
「
遍
意
的
」
「
美

-
t
H
t
i
'

、
妙
的
」
是
位
於
加
里
肋
亞
南

方
的
一
陸
小
織
在
納
匣
肋
之
南
大
博
爾
山
東
南
約
七

公
里
距
葛
法
翁
約
有
四
十
公
里
學
者
們
皆
叫
他
寫
它
就

是
現
今
猶
存
名
乃
因
(
Z
g
D
)的
小
村
在
目
前
此
村

居
民
拯
少
的
揖
築
物
也
稀
少
但
由
它
古
老
倒
弱
的
廢
塊

斷
定
可
能
會
有
一
時
它
是
一
越
重
要
的
村
鎮

聖
經
上
只
在
敘
述
耶
穌
復
活
一
位
寡
婦
的
獨
生

子
時
提
及
到
它
(
路
7
日
|

口
)
目
前
此
村
有
一
座

方
濟
會
的
小
學
堂
記
念
耶
穌
在
此
所
顯
的
學
跡
而
逗

座
小
堂
是
建
築
在
中
古
世
紀
已
有
的
一
座
建
堂
的
嚴

址
上
在
此
村
的
東
南
有
不
少
擊
石
而
成
的
墳
墓

(
韓

)

的
L
M司
P
巳
\
/

人
名
意
謂
「
(
上
主
)

H
Z
V

自
主

-
E

仔
自
)

，

-
t

月
，
-
』
'
、

賜
與
了
」
或
謂
「
(
上

主
的
)
恩
賜
」
的
縮
寫
以
此
為
名
者
有
下
列
諸
人
其

中
當
然
以
納
堂
先
知
為
最
著
名
及
重
要

@
納
堂
先
知
是
與
達
味
同
時
代
的
人
但
是
關
肝
、

他
的
生
平
我
們
所
知
甚
少
只
知
道
他
會
三
次
進
謀
遠

味
第
一
次
是
告
訴
達
味
上
主
不
讓
他
為
自
己
建
築
搬

字
部
許
給
達
味
一
個
永
遠
的
「
家
」
|
達
味
王
朝

(
撒
下
7
1
l
口
編
上
口
-
l
H
)
第
二
次
是
在
遠

味
強
佔
了
鳥
黎
雅
的
妻
子
巴
特
舍
巴
並
使
烏
蒙
雅
死

於
非
命
之
後
先
知
向
遠
昧
以
講
比
喻
的
方
式
使
閻
王

不
打
自
招
痛
哭
己
m卉
先
知
乘
機
向
其
報
告
天
主
的
懲

罰
卸
其
家
雖
不
致
家
破
人
亡
但
將
發
生
嚴
重
的

內
亂

(兒
子
阿
默
農
阿
具
沙
龍
及
阿
多
尼
雅
的
慘
死
為
證

}

與
巴
特
舍
巴
由
淫
亂
而
生
的
兒
子
必
將
夭
折
但
終
究

天
主
將
赦
兔
國
王
的
罪
過

(
撒
下
u
l
1

臼

)
第
三

次
是
先
知
偕
罔
巴
特
舍
巴
向
國
王
推
薦
撤
羅
瀚
瓜
稽

位
人
使
躍
躍
欲
試
的
阿
多
尼
雅
不
得
所
逞
(
列
上
1

1

l

叫
)
按
編
下
m
自
先
知
會
幫
助
達
味
組
絡
也
宮
殿

中
的
樂
隊
德

衍
-
N
先
知
加
以
讀
傷
似
乎
是
在
遠
味

時
代
僅
次
肝
、
撤
恭
爾
的
-
位
大
先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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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這
味

定
居
耶
京
後
由
巴
特
叔
亞
研
生
的
第

三
個
兒
子
(
撤
下
5
u

編
上
3
5
)
他
的
名
字

被
列

於
耶
穌
的
族
譜
中
(
瑪
l
e

7

路
3
U
)

@
詐
巴
人
達
咪
的
勇
士
依
加
耳
的
父
親

(
撇
下

衍
抽
)@

猶
大
支
派
人
是
阿
泰
的
兒
子
及
匣
巴
得
的
父

親
(
編
上
2

抽
)

@
猶
大
支
派
人
會
幫
助
厄
斯
德
拉
前
往
加
息
非

雅
地
方
召
集
肋
未
人
問
家
在
學
殿
姦
職
(厄
上
8
間
)

@
是
充
軍
後
聽
厄
斯
德
拉
之
命
將
自
己
的
外
方

妻
子
休
棄
容
之
一
(
厄
上
ω
甜
)

@
區
也
也
有
「
納
堂
家
族
」
之
說
有
人
以
為
它

就
是
@
所
說
的
納
堂
的
後
代
(
見
撒
下
5
H

編
上
3

5
)
位
另
有
人
如
強
調
應
是
息
孟
的
兄
弟
約
納
堂
的

後
代

@
是
做
研
祖
漏
時
代
人
他
的
兩
個
兒
子
阿
匣
黎
雅

為
太
守
立
長
匣
步
得
為
君
王
的
朋
友
(
列
上
4

5
)

(
韓
)

到
站
附
個
]
暉
河
(

何
冷
汗J
人
名
戊
城
名
有
「
美

-
t

月

1
I

司

d

i
t
E
P

、
妙
的
」
或
「
優
美
的
」

占
阿
拉
回
心

人
名

(
一
)阿
孟
人
撒
羅
漏
的
缸
岔
子
勒
哈
貝
竿
的
母
親

(
列
上
M
剖
編
下
M
M
U
)

(
二
)
叫
閥
割
的
女
兒
其
兄
名
到
凹
到
卅
仙
也
(
的

4

位
)

可哇1548-1552 

城
名

是
一
座
屬
掛
蚓
文
派
的
城
市
(
餅
的
“
)
。
大
多

數
學
者
皆
以
為
它
即
是
現
兮
的
對
勒
得
廠
址
在
撒
辣

爾
谷
火
車
站
之
南
約
三
公
里
處
在
此
附
近
另
有
兩
個

村
莊
似
乎
將
聖
經
上
的
城
名
保
存
下
來
其
一
名
德
依

研
制
阿
巴
其
二
名
叫
卿
克
納
阿
巴
但
反
對
此
說
者
也

並
不
乏
人

(
緯

)

。
h
叫
謹
向
』
芋
茍
-
K
乏
自

E
H
Y
Z
O
J
約
怕
的
三

的
。
不
w
p
拍
U
叮
l
/
/
Z
S
E
E
S

之

I
I

司

d

'

，
、
位
朋
友
之

一
名
在
法
爾
者
是
納
阿
瑪
人

(
約
2
H
)
但
是
關
於

納
阿
瑪
人
或
納
阿
瑪
地
方
犯
們
毫
無
所
知
學
者
們
的

意
見
亦
多
屬
推
測
膀
說
無
權
切
根
鐵
(
韓
)

晶
晶
恥
閃
亦
可
□
旬
，
、
「

E
B
B
-
;J
人
名
有
「
喜
悅
」

5

←
刷
刷
間
，U
叫

k
b
P
E
R
M
P=
a
E

=

E
H

』
。

-
t

月
I
I
B
I
d

'

、
「
可
愛
」
之
意

(
一
)
貝
控
之
手
本
雅
明
的
孫
子

(編
上
8

‘
)

但
依
創
Mw
n
均
是
貝
設
的
兄
弟
其
後
代
就
是
聖
經
上

所
稱
的
「
納
阿
曼
家
族
」
(
戶
必
刊
)

(
二
)
阿
蘭
王
的
一
位
軍
長
是
一
位
倍
受
上
主

及
君
王
愛
娥
的
人
可
惜
患
了
一
身
顯
病
在
單
醫
束
手

無
策
之
際
由
一
位
以
色
列
牌
女
聽
說
繳
瑪
劑
和
的
先

知
厄
里
受
能
治
此
病
乃
俯
辦
大
批
體
物
並
機
帶
國
王

致
以
色
列
王
耶
品
繭
的
介
紹
信
件
前
往
求
醫
耶
屬
蘭

翊
無
能
為
力
乃
轉
往
厄
里
艾
先
知
那
衷
去
先
知
命
他

七
次
在
約
伺
川
洗
浴
納
州
妥
間

一直
不
悅
心
想
先
知
在

戲
弄
他
悄
然
而
返
歸
途
中
受
僕
人
的
提
示
於
是
問
心

轉
念
照
先
知
昕

一育
去
作
用
木
然
籲
病
全
癒
乃
賜
重
種
酬

報
先
知
並
生
川
廠
要
敬
畏
以
民
的
上
主
串
戶
知
如
娶
拒
不

納
賜
以
鼠
緝
令
其
首
途
歸
國
先
知
的
僕
人
喇
喇
剖
開
妞

兒
財
而
眼
紅
乘
機
﹒
追
來
收
納
了
部
份
的
獻
禮
受到
先

知
般
峭
的
斥
責
及
天
主
的
顯
罰
終
身
患
了
廟
病
而
過

傅
給
後
代

(
列
下
5
路
4
盯

)
(
轉
)

如
協
川n
d】
百
吋(
Z
E
J人
且
有
「
且
兩
相
智
」

1
4

月
I
t
-
-

/

、
-
之
意
是
與
迫
味
同
時

代
的
加
肋
布
族
人
居
於
瑪
紅
曠
野
在
加
耳
默
耳
擁
有

大
忱
的
財
產
綿
羊
三
千
山
羊
一
千
但
為
人
甚
第
頑
強

體
吝
其
妻
阿
彼
蓋
耳
部
適
得
其
反
活
潑
可
愛
大
方

當
遠
味
率
眾
逃
難
時
東
躲
西
避
饑
渴
難
當
會
派

人
前
往
向
納
巴
耳
求
助
以
解
眉
急
那
知
納
巴
耳
非
但

堅
授
所
求
且
梅
益
挖
苦
戲
凌
之
能
寧
遠
味
怒
不
可
過

決
意
率
四
百
手
下
向
之
攻
擊
納
巴
耳
之
妻
阿
彼
蓋

耳

聞
言
大
驚
急
備
大
批
餅
食
美
酒
出
迎
獻
給
達
咪
求

其

息
怒
原
蒜
自
己
丈
夫
的
昏
愚
無
智

(
丈
夫
名
意

)
且

叩
拜
遠
味
強
調
他
將
為
以
色
列
的
元
首
遂
味
欣
然
息

怒
而
歸
並
感
謝

上
主
使
他
避
兔
了
一
次
流
血
的
不
幸

事
件

第
二
天
阿
彼
蓋
風
向
丈
夫
述
說
發
生
的
事
件
圳

巴
耳

「
嚇
得
魂
不
附
體
呆
如
頑
石
」
(
撒
上
鈞
訂
)

過
了
十
天
便
與
世
長
辭
了
達
味
鵬
總
此
惡
耗
之
後
乃
將

納
巴
耳
的
寡
婦
納
為
己
妻

(
撒
上
衍
)
(

韓

)

也
恥
問
司
t

需
「
Z
Z
H
g
z
J
在
聖
經
上
數
次

的

e
e
v
p
L
斗
高

f
z
σ
R
E
E
K
-

-
-

-
w
F
l
1
2

〈
'
，
、
捉
到
納
巴

泰
人

(
加
上
5
臼
9

品
)
及
他
們
的
國
王
(
加
下
5

.

格



..........-

﹒
後U
M
)
他
們
是
海
於
阿
蘭
人
的
一
種
屬
閃
族
的
部

落
很
可
能
就
是
制鈞間
所
說
的
別
出
糊
糊
人
的
後
代

深
受
阿
刺
伯
文
化
的
影
響
後
來
竟
同
化
於
希
臘

他
們
原
來
是
遊
牧
於
幼
發
恆
的
及
底
格
里
斯
二

河
之
間
的
民
族
曾
受
到
閱
胡
蚓
蚓
別
叫
倒
研
三
世
的

侵
製
後
來
他
們
南
下
侵
佔
了
厄
東
人
的
土
地
拔
為
己

有
並
以
培
特
辣
(
F
H
E
)為
首
都
才
開
始
定
居
的
生

活
組
織
強
大
的
商
隊
穿
梭
往
來
於
剛
刺
倒
及
創
利
因

之
間
並
遠
至
波
斯
灣
公
元
前
二
世
紀
比
一
區
的
商
業

幾
乎
盡
被
納
巴
泰
人
所
統
制
堪
稱
他
們
歷
史
上
的
黃

金
時
代
此
時
的
國
王
有
阿
勒
達
一
世
於
公
元
前
二
八

九
年
猶
太
人
的
大
司
祭
雅
松
八
曾
經
投
奔
於
他
企
圖
獲

得
政
治
庇
護
(
加
下
5
8
)
阿
勒
達
三
世
(
公
元
前

八
七
六
二

)
更
擴
展
土
地
竟
將
大
馬
士
革
佔
領
直

至
聖
保
綠
自
大
馬
士
革
越
牆
而
逃
時

(
格
後
口

臼
)

比
重
要
的
京
城
仍
把
持
在
納
巴
泰
人
王
阿
勒
達
四
世

(
公
元
前
九
年
至
公
元
四
十
年
)
的
手
中
此
時
加
里

肋
亞
及
培
勒
雅
的
分
封
侯
黑
洛
德
安
提
帕
為
了
向
阿

勒
達
四
位
表
示
友
誼
娶
其
女
為
妻
但
在
公
元
二
七
年

元
右
俯
臥
將
此
女
休
棄
而
同
自
己
兄
弟
的
妻
子
黑
熬
狄

雅
結
為
夫
婦

(
瑪
M
3
)
阿
勒
達
四
世
心
有
不
甘
老

羞
成
怒
終
於
三
六
年
將
安
提
帕
戰
敗
於
哥
藍
尼
地
區

為
自
己
的
女
兒
報
仇
雪
恥
其
後
由
於
商
業
改
行
尼
羅

-
一
向
線
而
納
巴
泰
人
大
受
影
響
國
勢
漸
衰
終
於
在
公
元

的
一
-
六
O
Z
們
被
擱
蚓
皇
帝
柯
喇
喇
諾
創
為
輯
關
行
也
省

戶
甜
甜
建
於
派
新
鍊

1553-1555 進

文
化
他
們
的
語
言
是
由
阿
刺
美
文
之
一
部
分
與

阿
刺
伯
語
相
混
合
的
土
語
這
點
已
由
遺
留
下
來
的
不

少
碑
文
所
確
實
證
明
他
們
的
建
築
術
按
有
希
腦
的
風

格
但
亦
伴
有
埃
及
和
研
尼
基
人
建
築
術
的
特
點
由
於

首
都
培
特
辣
是
一
座
峭
嚴
絕
壁
的
山
城
他

們
鑿
山
為

城
膨
鑿
了
富
麗
堂
皇
的
宮
殿
及
廟
宇
壯
觀
偉
大
是
以

有
其
獨
特
的
風
格
存
留
至
今
供
人
憑
弔
至
於
他
們
的

宗
教
則
富
於
混
合
宗
教
的
色
彩
諸
凡
自
北
而
南
各
個

民
族
重
要
的
一
腳
祇
都
是
他
們
崇
拜
的
對
象
比
如
創
利

亞
人
的
貝
厄
耳
舍
門
神
(
】
w
s
u
v
o
g
g
)厄東
人
的

科
斯
神

(
ο
2
)
南
方
的
社
沙
辣
神
(
切
口
切
。
"
2
)

甚
至
給
那
斯
(
〈
g
g
)
及
赫
爾
默
斯
等
神
紙

見
乃
巴
約
特

(
韓
)

的
品
判
章
主
壯
H
「z
e
σ
J人
名
意
謂

「
(
上
3

1
4

司

3
3
-
4
/

、

是
)
歡
欣
喜
悅
的
」
一

聖
經
上
以
此
為
名
者
有
下
列
諸
人

(
一
)
北
國
雅
洛
貝
罕
一
世
之
子
繼
父
寫
王
但

在
位
不
及
兩
年

(
九
一
O

九
O
九
)
即
被
巴
厄
沙

所
組
之
叛
無
所
殺
並
且
全
家
均
被
陷
害
聖
經
上
明
言

這
是
受
了
天
主
的
懲
罰
因
為
他
「
行
了
上
主
觀
為
惡

的
事
走
了
他
父
親
的
路
」
(
列
上

的
甜
)
巴
厄
沙
在

殺
掉
納
遂
布
之
後
自
己
宴
位
稱
王

(
列
上
H
m
m
t
u
n

i

缸
見
列
上
M
7
i
M

)

(
二
)
是
亞
郎
的
長
子

(
出
6
n

戶
3
2

泌
的

一
線
上
5
到
)
在
舉
行
與
上
主
立
約
的
儀
式
時
會
與
其

父
亞
郎
及
其
兄
弟
阿
彼
胡
及
七
十
位
長
老
陪
同
梅
瑟

登
山
(
出
圳
的a
g
M
M
)
後
被
傅
袖
祝
聖
寫
司
祭

(
出
m
-
u
)
但
因
他
同
阿
彼
胡
褻
潰
司
祭
職

而
受

到
上
主
嚴
厲
的
懲
罰
死
於
非
命
死
時
沒
有
留
下
子
女

(
肋
ω
-
-

7

戶
必
“
見
戶
3
.

編
上
U
Z
)

(
一
一
一
)
是
赫
茲
龍
的
子
孫
屬
猶
大
艾
派
及
耶
辣

制
到
家
屁
父
名
叫
阿
島
生
子
有
制
叫
倒
閉
及
阿
鬧
別

(
印
刷

上
2
M
M
)

(
四
)
科
蚓
蚓支
派
九
父
名
刷
刷
取
母
名
瑚
叫

加
(
編
上
8
卸

9
臼
)

見
阿
彼
胡
(
韓

)

倒
恥
門
事
骨
訟
世
「Z岱
ω
F
S
J
人
名
意
思
是
「
小

的
，
革
中
祉
，
□
咱
/
Z
ω
E
Z

。
D
K
l

-
-

-
i
j
j

'

、
蛇
」
猶
大
子
孫
的

首
領
阿
米
納
達
布
的
兒
子
及
撒
耳
瑪
的
父
親

(
編
上

2

叩

U
)
是
出
埃
及
時
代
以
民
歷
史

上
的
一
位
重
要

人
物
(
戶
1
7
2
3
ω
4
)

當
梅
瑟
修
建
會
幕
完
畢

舉
行
搗
幕
典
禮
時
納
赫
雄
首
先
代
表
猶
大
支
派
將
獻

儀
供
物
擺
在
上
主
面
前
(
戶
7
u
l

口
)
亞
郎
的
虫

子
厄
皇
舍
巴
就
是
納
赫
雄
的
姊
妹
(
出
6
自
)
是
達

昧
的
直
系
祖
先
(
盧
4

m
n

見
路
3
扭

)

見
基
督
族
譜
(
韓
)

時
L
m
4
3司西
閥
「
Z
V
Z
J
人
名
意
謂
「
作
研
聲

5
6
*
r
F
E
V
F
Z
U
u
r
f
Z
E
V
。
、

t
H
-
4
3
1

，
門

、
者
」

(
一
)
亞
巴
郎
的
祖
父
色
魯
格
的
兒
子
及
特
辣

黑
的
父
親
(
創
口
扭
|

訕

見
編
上
1

品
路
3
H
)

(
二
)
亞
巴
郎
的
兄
弟
娶
米
耳
加
為
妻
生
子
伍

茲
及
步
次
等
八
人
真
妾
勒
鳥
瑪
划
生
子
將
巴
黑
加
罕



~
等
四
九
自
制
到
蚓
研
生
的
同
刻
到
則
是
蚓
蚓
及
劉
則

的
-圳
(
制
制
制
的
妻
子
)
的
父
親
故
此
是
制
割
劑
的
孫

一
子
及
孫
女
(
創
刊
自
l

目

n
m
l
自
圳
的
臼H
目
叫
幻

-
H
m
2
.
m
e
蘇
圳
的
‘
)
按
聖
經
上
的
記
載
納思
爾

及
他
的
後
代
世
居
哈
蘭
地
方
(
創
刊
盯
1

缸

m
u
4
5
)

而
亞
巴
郎
及
妻
子
撒
辣
以
及
依
撒
格
和
雅
各
伯
的
妻

子
亦
都
出
於
此
地
都
是
納
屬
爾
的
親
屬
或
後
代
亦
即

聖
經
上
所
稱
的
阿
蘭
人

雅
各
伯
和
拉
班
堆
石
為
約
稽
之
為
「
基
肋
阿
得
」

雅
各
伯
指
亞
巴
郎
的
天
主
拉
班
則
指
納
屬
爾
的
天
主

誓
言
互
不
越
界
侵
犯
是
為
阿
蘭
人
同
以
色
列
人
創
分

邊
界
的
協
約
(
創
訂
“
|

M
)

亞
巴
郎
的
族
譜

進

見
辣
瑪
塔
因

十

Elili| 
i|i|?i 
pii 
fl ili| 

(
韓
)

1556-1559 

師
納
約
特
(2
巴
巴

)

的
納
納
雅
(Z
E
E

)納
納
雅
是
波
斯
合

崇
拜
的
一
位
女
神
號

稱
聞
到
出
別
的
到
出
制
古
四
世
郎
在
她
的胸內
被
殺

見
圳
下I
H
l
M

吋
古
代
的
作
說
很
努
力
想
確
定
她
的

性
質
可
是
他
們

的
意
見
很
不
一
乳
制
到
刻
和
車
制
刷
刷

尼
莫
說
她
與
阿
爾
式
米

l

狄
雅
納
悶
是
一
個
女
神
阿

到
蚓
蚓
(
〉3
3
8
)

以
她
為
阿
蚓
蚓
圳
剖
開
|
喇
喇

斯
這
也
是
k
r
w阿
達
爾
苛
(2
E
R
n
v
g
)的
意
見
k
r

氏

譯
為
納
納
雅
是
波
斯
的
立
艸
阿
納
希
塔
(
〉
E
E
H
m
)

其
全
名
是
〉
E
E

F
d
E

〉
E
E
Z

意
謂
「
無
站
大

能
者
阿
納
希
塔
」
在
叔
提
雅
國
幣
上
數
次
刻
印
了
這

女
神
的
像見劃

樹
制
古
三
卅
一
劉
樹
制
動
四
也
(
雷
)

呵
呵
恥
門
治d
h比
h
「
Z
S
B
FJ
人
名
意
思
是
「
我
的

H
E
G嚕
一
-
3
、

Y

J
E
B
B
M
K

甘
鉛
」
或
謂
「
上
主

是
致
的
甘
給
」
白
泠
地
方
人
厄
里
默
肋
客
的
妥
于
因

逃
荒
跟
隨
丈
夫
帶
著
兩
個
兒
子
瑪
赫
龍
和
基
肋
雍
遷

居
於
摩
阿
布
鄉
間
但
不
久
她
的
丈
夫
客
死
異
鄉
二
子

與
釀
阿
布
玄
子
結
婚
之
後
不

久
也
相
戀

去
世
只
剩
下

納
斂
米
同
兩
他
兒
媳
在
回
顧
無
親
困
難
重
重
的
當
兒

乃
決
定
悶
返
故
里
白
冷
兒
媳
之
一
放
爾
帕
聽
婆
母
之

勸
留
居
本
鄉
原
地
似
服
德
如
堅
持
隨
行
同
白
泠
後
盛

德
在
婆
母
的
安
排
之
下
與
親
人
被
阿
次
成
婚
虛
德
傅

的
作
者
有
聲
有
色
地
進
出
了
納
放
米
的
謀
器
明
智
愛

德
及
叫
到
天
主
依
恃
的
心
情
是
達
咪
母
系
先
輩
中
卓
絕

人
物
(
見
底
德
傅
)

見
厄
里
默
肋
客
(
韓
)

9
L
M
3
4
(
2」-
H
M「

/
城
名
意
調

「
花
開

E
A
V
兩
函

μ
{
Z
B

峙
。
"
7
)

1
4

司

I
i
i
y

'

、
爭
艷
」
這
很
可
能

是
由
肝
、
石
周
國
的
山
坡
困
地
漪
佈
美
麗
的
野
花
而
得 名

現
今
它
的
阿
刺
伯
名
亦
證
實
此
說
它
雖
然
彼
咱
們
兩
帥

，

城
市
但
實
際
上
只
是
加
劇
副
副
省
的
一
個
小
村
平
平

無
聞
舊
約
上
從
未
道
及
過
它
的
名
字
甚
至
在
新
約
時

代
它
也
只
是
一
座
毫
不
受
人
重
視
的
小
村
(
4右1

刊
)

但
它
之
所
以
舉
世
聞
名
完
全
是
由
於
聖
母
瑪
利
亞
在

這
個
小
村
中
領
受
了
天
使
的
報
告
完
成
了
天
主
學
手

降
孕
成
人
的
奧
蹟
(
路
1

自
2

4
)
聖
家
自
埃
及
歸

來
後
定
居
於
此
(
瑪
2
詞
)
耶
穌
三
十
年
之
久
在
此

度
過
了
他
隱
居
的
生
活

(
路
2

日
見
瑪
幻
u

路
4

閥

割
1

“
軒"
甜

)，
耶
穌
由
此
地
開
始
了
他
的
傳
教
生

活
(
瑪
4

u
|
M
)
但
不
見
容
於
本
城
(
瑪
的
“
l

基
於
上
述
理
由
耶
穌
被
稱
為
「
納
回
肋
人
」
(
瑪

2

目
泌
的
口
的
制
I
M

m
M

M
肘

M
m
e路
4

卸
的
盯
圳的

M

若
m
m
s
7
W
M
)他
建
立
的
教
會
被
稱
為
「
納
-
恤

馴
教
派
」
(
斜
斜
5
)。
(
見
「
制
固
叫
人
」
)
。

納
區
肋
在
現
今
海
法

(
古
名
約
培
見
宗
ω
s
)

之
東
三
十
七
公
里
距
加
里
閥
割
湖
之
西
約
二
十
二
公

里
周
圍
環
山
風
景
優
美
考
古
學
家
會
數
度
考
掘
此
地

其
中
以
方
濟
會
士
巴
加
提
(
因-
F
m其
C

)
神
父
的
功

績
為
最
考
究
的
結
果
證
賈
比
地
在
公
元
前
九
0
0
年

即
已
是
一
座
小
農
村
發
現
有
財
藏
五
穀
葡
萄
橄
欖
油

的
地
下
室
水
并
磨
石
及
簡
陋
的
居
室
公
元
四
世
紀
初

會
於
聖
母
領
報
的
地
方
住
有
一
座
墓
堂
被
阿
刺
伯
人

所
破
壞
天
主
教
人
士
軍
於
一
七
三
0
年
再
建
雪
月1
於

原
扯
一
九
五
五
年
因
此
舉
堂
已
破
舊
不
堪
方
濟
會
士



將
之
拆
除
另
外
他
築

了
話
麗
堂
皇
偉
大
壯
觀
的
「
聖

母
領
報
大
殿

」
於
同
一
地
基
之
上
乘
拆

除
當
堂
之
便

巴
加
提
神
父
重
新
在
草
堂
地
基
周
圍
挖
掘
考
究
使
第

四
世
紀
的
大
堂
館
址
山
土
並
證
實
了
數
次
娶
堂
的
修

建
地
義
就
是
原
來
聖
母
的
家
居
(
路
1

目
)

在
納
區
肋
之
稱
二
公
里
處
有
一
個
名
卡
夫
距

(
。
﹒
丘
。
紛
紛
各
)的
山
頭
高
三
百
公
尺
相
傳
這
就

是
當
時
納
匣
助
人
想
謀
殺
耶
穌
的

山
崖

(
路
4

臼
)

的
心
巴
加
援
部
主
張
這
個
崖
不
應
距
離
村
莊
如
此
之
途

而
是
就
在
現
今
大
殿
近
處
的
十
公
尺
高
的
一
個
山
坡

而
當
時
的
村
莊
就
仰
起
築
在
這
山
坡
之
上
主
必
耶
穌
進

入
的
那
座
會
堂
(
路
4
H
)
早
已
無
跡
可
尋
所
有
者

大
都
是
在
十
字
軍
東
征
之
後
的
控
帕
惜
這
一
點
仍
待
考

占
學
者
們
的
努
力

(
韓

)

刷
品
開
百
且h
w
n
1、
「I
z
g
E
F
J在
福
音
上

封
面
帶

E
E
f
h
/
/
h
x

E
R
O
D

E

ω
K

耶
穌
多
次

被
稱
瓜
「
納
匣
肋
人
」

(
瑪
2

扭
扭
肘
口
谷
I
u
m

H
M
肘
的
e

路
4

訓
的
盯
叫
刮
目若
m
s
7
W
M
)

保

祿
則
被
稱
為
「
納
匣
肋
教
派
的
魁
首
」
(
宗
釗
5

)

但
自
從
「
基
督
徒
」
之
名
在
安
提
約
基
雅
首
被
利
用

廣
傳
之
後

(
宗
口
自
)
「
納
匣
肋
教
派
」
之
稱
已
完

全
消
遮
無
疑
的
「
納
恆
肋
人
」
及
「
納
匣
肋
教
派
」

皆
直
接
與
納
匣
肋
域
有
關
前
者
是
由
於
耶
穌
生
長
除

居
於
納
回
肋
三
十
年
之
久
後
者
是
指
耶
穌
的
門
徒
而

卅

一言

p
hv

' 

1560-1562 ,II 十

至
於
蔣
2

"

所
言
「
如
此
應
驗
了
先
知
們
所
說

的
r

州
「
他
將
稱
為
「
納
匣
肋
人
」
好
似
直
接
與
普
約

的
預
言
有
關
但
若
細
杏
一
舊
約
部
沒
有
這
樣
的
語
故
此

學
者
們
多
作
下
列
不
間
的
解
釋

(
一
)
依
M
I
指
默
西
亞
為
「
微
芽
」
而
「
嫩

芽
」
與
納
區
助
在
希
伯
來
文
字
源
學

上
相
同
故
得
名

(
二
)
納
匣
肋

與
「
納
齊
爾

」
(
見
下
條

)
同

「
納
齊
爾

」
之
意
是

「
祝
聖
與
天
主
的
人
」
此
名
耶

穌
當
之
無
愧
但
二
者
之
關
連
初
沒
有
科
學
上
的
依
婊

及
證
明(

一
二)
廣
意
的
解
釋
即
是
如
同
納
匣
肋
是
一
座

平
平
無
聞
且
受
人
輕
視
的
小
村
同
樣
耶
穌
按
照
「

上

主
的
僕
人
」
的
預
言
(
依
的
村
叩
也
)也
竟
是
被
人
輕

視
的
人
物

上
述
不
同
的
解
釋
恐
都
不
能
使
人
瀚
意
我

們
應

注
意
的
是
瑪
的
文
件
有
不
少
地

方
是
與
猶
太
經
師
們

的
解
經
方
式
很
相
同
的
(
韓
)

關
納
齊
爾
(
獻
身
者
)
(
口
一

N
H
ω
)

「
納
齊
爾
」
有
「受
隔
離
者
」
或
「
受
祝
辜
者
」

之
意
恩
高
譯
本
譯
作
「
獻
身
者
」
但
應
注
意
這
倒
名

詞
與
厄
上
2

岫
呵
呵
等
所
說
的
「
獻
身
者
」
(
Z
RE

Z
E
)
迴
然
不
同
關
於
「
納
齊
爾
」
在
戶6
有
很
詳

細
的
敘
述
是
以
民
古
老
的
一
種
宗
教
誓
願
即
某
一
男

人
或
女
人
自
動
獻
身
於
上
主
誓
許
在
還
願
期
間
不
飲

酒
不
剃
頭
制
髮
不
接
觸
屍
體
(
戶

6
2

|

8
)
這
種

誓
願
普
通
是
有
一
定
期
限
的
戶

6

並
沒
有
指
出
限
期

後
來
的
猶
太
人
規
定
寫
一
個
月

ω

也
布
獻
身
終
生
的

例
子
如
三
松
(
民
日
‘
S
7

)
撤
叫
起
爾(
撒
上
l
u

!

目
)
若
翰
等

(
路
l
H
)
守
願
期
間
若
違
反
了
上

述
三
條
欒
戒
裕
外
是
如
觸
動

7
屍
體
則
願
期
中
斷
作

廢
應
獻
贖
罪
祭
全
矯
祭
及
贖
過
祭
而
重
新
關
始

(
戶

6
9

!

凹
)

獻
身
願
期
漏
了
之
後
應
獻
上
全
熔
仰
宗
版
叩
鼎
的
叫
小
與

和
平
祭
素
祭
和
奠
祭
同
時
將
頭
髮
剃

去
燒
掉
恢
彼
向

由
之
身
可
以
開
始
喝
酒

(
戶
6
u
f

自
)

「
納
齊
爾
」
在
以
民
間
是

A
R
X董
繭
的
因
為
也
是

獻
與
天
主
的
人
如
同
大
司
祭
或
甸
樂
然
(
肋
幻
u
u

參
見
肋

ω
8
9
)
有
人
謂
這
種
獻
身
方
式
並
不
是
以

民
所
獨
有
其
他
如
埃
及
敘
利
亞
人
及
一
切
屬
閃
族
的

人
民
幾
乎
都
有
就
是
在
以
民
中
悶
也
u
f於
你
瑟
時
代

之
前
已
開
始
實
行
所
不
同
者
是
獻
身
的
對
象
而
已
前

者
是
虛
假
的
邪
神
後
者
則
是
惟
一
的
真
神

l

天
主

這
種
獻
身
的
方
式
在
以
民
間
實
行
的
非
常
徹
底

直
至
新
約
時
代
仍
沿
行
不
衰
(
見
路
1

臼

宗
的
M

幻

目
1

師
)
甚
至
後
期
的
經
師
在
米
市
納
上
更
留
下
了

專
論
「
納
齊
爾
」
的
著
作
不
可
否
認
的
是
這
批
歷
代

獻
身
的
人
物
因
看
他
們
嚴
肅
的
生
活
及
崇
高
的
倫
理

對
全
體
以
民
的
宗
教
生
活
超
過
相
當
大
的
影
響
作
用

他
們
皆
是
熱
誠
的
宗
教
家
及
護
教
人
士

(
韓
)

如
納
吱
它
吐

7
5
2

)立
港
同

-
t

司

、

、
一

-
J

」

A
1
，

、

詳
是
巴
比
倫

帝
國
最
後
的
一
位
君
主

(
五
五
六
l

五
三
九

】
此
人



~
不
兒H
P、
鞘
側
目
，
但
在
對
叫
之
外
的
文
件

L
h
H
叩
有
照
於
他

的
~的
凡
此
他
是
凹
出
山
叫
王
朝
一
位

領
要
政
客
的
見
毛
割

于
步
尚
的
女
神
咱
可
誤
時
呀
!
宅
掀
爾
(
2常
住
2

月
)
吃
後

一U彼
此
明
廷
中
的
領
黨
擁
立
為
玉
M
P
、

h
五
五
年
的
七
月
間
叫

一
卜
針
，
專
故
此
時
波
斯
正
准
興
起
吐
一
凶
玉
叫
“
內
士
且
你
丘

J

-u外
叫
隨
時
你
從
國
土
納
波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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勻
的
禍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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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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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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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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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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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
喇
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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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之
子
則

耳
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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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巴
比
倫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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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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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
魯
士
互
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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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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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將
巴
比
倫
周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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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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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個
擊
破
先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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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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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
亞
巴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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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
及
阿
利
伯
等
國
將
巴
比
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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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來
終
於
在
五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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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三
九
年
大
學
進
反
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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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

先
後
俺
歷
閱
月
即
將
巴
比
倫
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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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全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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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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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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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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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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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徒
生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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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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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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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恥

納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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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
垮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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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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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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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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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既
非
右
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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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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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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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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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K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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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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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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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有
權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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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祭
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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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熱
拉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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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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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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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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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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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叛
者
掌

起
-
h攻

之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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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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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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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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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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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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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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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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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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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川
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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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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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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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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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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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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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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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
喇

紀
惜
的
的
記
述

上
此
城

均
代
之
以
喇
喇
喇
(
騙
上6

個
)
婊
w啥
叫
慕
得
的
口
仙
似
-
A

說
是
現
今
生
，
剛
回
叫
之

高
六
公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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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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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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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y自
己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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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
泊
位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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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有
現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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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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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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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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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
村
耳
扎
何

J
U
M說
法

改
木
為
一
切
v
h
d古
學
且
相
研
伸
向
受
在
此
處
幾
乎
完
全
缺

乏
考
古
學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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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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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有
科
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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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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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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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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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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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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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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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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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叫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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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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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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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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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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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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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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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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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辣
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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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以
天
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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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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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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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為
納
妥
塔
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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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俗
解
釋
關
於
他
木
人
的
事
趴
聖
經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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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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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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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
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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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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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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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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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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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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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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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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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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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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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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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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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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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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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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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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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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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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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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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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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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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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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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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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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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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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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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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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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到
側
的
主
角
人
枕
亦
出
於
納
斐
塔
里
支
派
(
到

1
1

一

此
族
於
七
二
一
年
被
撤
爾
貢
傍
往
亞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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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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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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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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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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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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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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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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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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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就
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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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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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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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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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的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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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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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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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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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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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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榷
的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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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
什
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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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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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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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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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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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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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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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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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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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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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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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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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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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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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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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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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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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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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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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
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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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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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盯W
M
W於
1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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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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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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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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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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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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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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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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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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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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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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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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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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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體
訂
此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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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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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
(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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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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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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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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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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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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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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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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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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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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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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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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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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仟
時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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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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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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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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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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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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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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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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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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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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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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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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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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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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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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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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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
具
而
已
「
動
鐘
」
的
是



~
「
紡
綻
」
或
「
紡
綻
」
的
兩
個
不
同
部
趴

的
~
也
喇
咒
罵
蚓
蚓
制
一瓶
謂
真
象
中
將
患
有
淋
病
縮

-
病
者
「
只
會
紡
俊
」
(
俄
F
3

個
)
前
者
出
抽
身
體
的

一
病
症
後
者
指
精
神
病
患
者
的
開
怯
懦
弱
及
史
性
化
的

一
…
男
人耶

穌
教
人
機
依
恃
天
主
的
蚓
、
噸
曾
以
市A口
花
為

比
喻
「
它
們
不
勞
作
也
不
紡
織
」
(
瑪6

闊
的m
U
訂
)

商
用
它
們
歧
不
作
男
人
的
方
L
也
爪
從
事
玄
人
的
織

l
們
所
做
娥
的
仍
是
美
起
鮮
覺
耀
眼
每
日

1572-1576 

(
樟
)

η

再
V
K
E
喝
豆
豆
。
B
J

城
名
其
原
意
不
誰
是

的
斗
包
川A
到
」
取
材
戶ω
。
已
。
\

-
t
J

二
二
.
主
「
五
絨
」
中
的
一
他

是
鍋
(
創
ω
H
M
2
3

)
、
這
五
他
城
市
的
閻
王
恃
吋
眉

心
地
位
反
革
多
爾
老
歇
爾
統
治
的
…
心
有
抓
甘
胎
是
聯
合

這
一
以
均
被
叫
]
位
m
i
假
山
志
對
將
五
域
挖
劫
一
空
此
時

川
崎
於
眾
多
馮
的
維
持
(
例
也
時
間
)
亦
乏
必
州
、
之
快

家
斧
建
幼
之
餘
人
命
亦
A
h
你
心
俘
岫
明
了
去
位
巴
郎
叭
叭

H
定
只
剩
人
喊
仇
來
從
氾
位
突
抽
泣
。
江
將
以
山
吟
手
綠
的
川

位
其
家
人
(
創
刊
門
章
)
心
來
多
瑪
門
叫
心
力
叭
梭
的

u
h度
是

，
卜1

分
洛
人
的
(
創
口
H
F
U

幻
H

叫
“
“
凹
的
從

2

6
1
8

椅
7

節
)
足
以
至
釗
土
主
改
叫
J
J
f火
的
你
立

(
仆
地
割
肉
內
幸
)
而
叫
阿
叭
口
增
絞
肉
寫
德
泣
，

E
H
U仗
股
吋

俯
臥
叫
“
益
(
市
m
n
峨
刊

8
)
心
失
般
叫
吋
怕
的
岱
山
河

h
t
m阿
姆
川
上
是
一
倘
使
亞
人
常
惕
的
好
例
子
(
打m
n

L
u
x-
L

9

司
』
地
問
w
o
n
y

地

A
U

咱
可
己

t

﹒
山

ν
h
p
1
A
6

正
句
仇
，
啥
叫
t
A

L
H
l
e
a

-

刁
局

4
j
q
d
4
1
.
e
4
1

日
，
A
H
1

』
:
‘

l

n
H

治
)
至
於
本
多
純
收
地
球
上
的
攸
賢
一
凶
與
其
他

的
四
座
相
遠
的
城
市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請
見
「
五
戚
」

條
(
緯
)

η
長
R
h
口
全
寸
吟
悶
「

p
3
2
.
I
J人
名
是
只
洛

t
u
d川
恥
叩
K
T
面
開
/
E
C
1

f

、
蚓
城
人
叫
制

的
兒
子
曾
經
陪
同
保
祿
白
希
臘
至
敘
利
亞
(
而
不
必4
)

有
人
以
為
他
就
是
在
羅
的

U
L
叫
中
來
自ω帕
特
的
猶
太

教
友
但
未
能
提
貨

見
眾
志
帕
特
(
韓
)

向
長
→
揖
3
匕
咕
咕a

R
G
Y
E
E
F
J
關
於
J
f
-耐
尼

泊
司
引
用
「

/
E
G

名
古
巴
"
之
l

J
J
R
J
i

:

司

、
亞
先
知
除
了

在
他
的
詩
化
中
所
泊
的
以
外
其
他
的
事
狡
們
一
概
不

知
咚
t
w
l
l
h叫
道
他
h

肉
身
自
族
很
可
能
是
過
大
熱
心

竭
仁
很
則
川
之
澈
的
後
高
他
是
先
知
幟
於
細
則
制
(
六

二
八
l

六
。
八
)
宗
教
改
革
以
前
且
也
持
猜
到
改
信

之
後
於
是
他
與
那
納
米
也
l

至
少
一
投
降
期
是
同

時
狗
叫
屯
了
九
知
何
街
有
些
學
者
如
偵
察

(
M
WE
)等
把

約
史
雅
宗
教
收
信
師
叫
鈴
采
兩
口
比
亞
一
這
事
川
疋
很
可
能

的
(
當
)

m索
一
職
尼
亞
(
書
)

(
叮
叮
叮
叮
『
峙
。
叭
叮
叮
叮
村

"
7
)

列
於
伯
和
十
二
小
先
知
品
中
的
第
九
位
先
知
其

名
字
拔
間
(
4的
蠟
反
問
r
J
q
T
M
m
譯
音
作
「
索
一
喝
一
尼
叫
出
」

按
照
希
伯
來
女
則
應
作
「
皇
民
法
尼
雅
」
困
山
高
譯
本
依

則
叫
叫
先
生
原
已
提
定
的
喇
喇
叭
的

H
扎
將
這
第
九
位
小 先

知
的
名
字
仍
舊
譯
作
「
萊
爾
尼
亞
』

索
爾
尼
亞
的
宣
言
要
點
是
「
上
主
的
日
手
」
或

「
上
主
偉
大
的
日
子
」
「
忽
悠
的
三
夫
一
」
他
說-A「
悠

悠
之
日
」
已
經
追
逐
眼
前
在
這
可
怕
的
日
子
里
非
位

美
民
如
培
肋
舍
特
人
摩
阿
布
人
川
孟
子
只
括
士
，
人
亞

述
帝
閥
等
要
受
懲
罰
就
是
選
民
尤
其
是
耶
路
樣
，
泠
削

吋
悶
、
也
要
受
懲
叫
別
在
這
「
審
判
日
，

r

」
J
E

已

經
得
有
爪

的
只
有
那
些
「
尋
求
公
義
」
「
持
良
漁
村
」
的
人
成

那
比
一
一
「
貧
訝
的
門
叫
」
所
祠
的
存
活
日
定
調
他
們
將
經
過

學
新
淨
化
而
成
呵
呵
「
以
色
列
的
學
割
肉
遺
民
」
在
天
主

的
要
挺
得
指
幸
U
H
r
Z
丈
夫
主
的
的
心
愛
先
地
想
到
幸
福
的

將
來
心
內
發
不
叮
文
進
以
一
為
快
樂
的
敬
而
此
伯
和
叭
司
串
戶

新
成
嗎
天
主
m
-
H
M
峭
的
耶
路
微
冷

上
川
存
的
分
析
耐
不
-
致
最A
n遁
的
q
J法
還
是
做

甘
共
內
夸
分
令
三
段
(
一)
1
?

間
(
二
)
2
1

3
8
(
一
一
一)3
9

凹

中
心
附
心
您
是
要
水
人
內
心
不
新
以
此
心
有
清
遜
的

心
依
M
m
F
〈
主
在
J
U恩
怨
土
步
、
禍u
b
u
-
-止
了
依
織
品

恆
的
影
響
交
與
占
多
耶
功
米
伍
的
教
訓
樞
其
細
似
凡

是
否
主
所
講
「
真
可
怕
九
端
」
(
為
5
1
"
)

的
的

奏

索 見
息 主
申自 R 
~ 扒

手 i|;;( 
'----"依|

伴， 現:倒
是作意|
草草i 素I~ 亞已
經i 息 I ;I; 
上帕I~

兩
人
的
名
字



心
是
馮
切
伯
稍
大
的
一
位
軍
咒
他
吋
刮到划
將

軍
會
合
力
將
制
制
制
的
關
劇
划
打
比
以

r
t符
其
忌
捉
雖

然
不
久
之
後
又
將
其
釋
砍
(
圳H
f
h
M

M
凹
訕
訕
丸
。

爪
叫J猶
太
人
是
很
祿
的
司
族
(
親
汶
)
八
個
自
在
保
祿

致
羅
馬
人
的
書
信
上
向
羅
馬
人
致
以
問
候
(
羅
的
叫
)

有
人
以
為
他
與
索
帕
恃
爾
(
見
莉
加
4

)
同
是
一
~

見
余
帕
特
爾

(
韓

)

的
川
串
串
們
認
咧
怯
阿
的

J
(ω。ω
H
F
O
E
L
研
制
叫上
站
兩

-
J
Z
4
A
J
H

可

-

/

/
、
人
的
名
字

@
格
休
多
坡
泡
太
僑
民
的
話
頓
也
是
該

峻
的
會

堂
一
長
大
概
是
在
前
任
會
主
長
克
附
加
斯
呃
領
品
入教後

(
由
市
的8
樁
前
I
H

)
才
獲
得
比
一
職
位
的
當
保
祿

在
格
林
多
受
人
誣
陷
時
被
控
於
忌
。
尪
而
划
是雍
總
督

對
此
事
置
之
不
理
「
於
是
血
來
希
種
人
拉
住
會
主
長
索

斯
特
乃
在
怯
庭
前
打
了
他
」
(
宗
的
口

)

@
是
保
報
海
教
書
業
上
的
一
位
合
作
人
會
參
與

格
莉
的
寫
作
(
倦
前
1

1
)
有
人
以
為
他
與
前

者
間

為
一
人
若
果
切
比
別
、
必
須
肯
定
他
悶
氣
人教
後
會
正

式
參
加
了
傳
教
仁

作
這
些
自
學
絡
上
頭
毫
無
證
按
可

憑
故
暫
定
焉
不
司
的
兩
人

(
韓

)

間
存
取
訢
答
陀
(
F
E
R
EJ人
名
是
耶
京

-
J
Z
1

，
1

，
」

司

，
、
城
堡

的
司
令

兼
管
當
地
的
稅
路
當

時
默
乃
勞
為
獲

得
大
司
祭
的
職

一
位
會
并
叭
叭
色宴
苛
王
安
提
約

古
四
世
大
批
錢
財
得
位

師
一
低
到
海
運
后

，成
於
是
稅
務
宮
對
骯
叫
阿
被
閻
王
召
回

叫

主
失
職
務
由
克
辣
縛
的
扭
扭
〔
加，下4
p
l

H
)
(

韓
)

1577 - 1582 建卜

m
m
L
χ趴
在
于「
。
"
ω廿
一
口
問J

M
M
G
m
b
E
d
a

F
/
H
D
n
M
m
Z

E

』

刷
品
匕叮叮
戶
「
「
M
N
P
S
J到
叫
L
提
J
A
h
A
泣
的
次
數

H
hJ
-
FJ
二
/
〉

3
2

、
非
常
之
仇
巧
甘
甜
羔
羊
是
指

不
超
過
一
年
的
小
羊
而

-
-
2
向
其
肉
可
人
民
(
趴

7

目
制
下

圳
的
‘亞
6

‘
)
但
在
街
約
中
幾
恃
捉
到
羔
羊
常
起
有

兩
種
意
義
或
是
用
來
作
為
榮
口
叩
必
是
用
來
象
做
喜
樂

馴
服
及
無
暇
等
美
德
右
作
想
祭
吧
A

則
它
至
少
憋
在

山
山生
八
天
後
(
的

花
盯
)
母
羊
及
它
的
羔
羊
不
憋

在
同
一
天
內
章
中
級
(
肋n
M
)
意
裝
獻
所
用
的
都
應

是
公
羔
羊
早
日
2
月
晚
上
各
獸
一
隻
(
川
m
u
?

“

內
必

3
6

)
安
息
門
口
則
雙
倍
(
戶
m
a
等
)
其
次
在
每

月
月
明
逾
越
節
切
熟
節
新
年
等
節
日
都
應
叫
上
主
敵

羔
羊

(
見
「
祭
氾
一
條
)

在
象
做
方
面
它
是
萬
樂
的
象
當
(
智
"
9
)
以

民
的
象
做
(
那
只
刊
)
善
良
的
昂
的
米
亞
先
知
(
耶

u
u
)
受
害
待
的
默
阿
拉
(
依
幻
7
)
得
坡
的
以
反

(
依
心
u

)
皆
比
K
W羔
羊
羔
羊
的
馴
服
與
制
約
仙
似
的
州

悍
相
約

(
德
的

創
)
但
羔
羊
與
坊
的
忱
的
共
處
划
是
默

函
且
時
也
泰
市
「
幸
福
的
象
故
(
你
川

口
6

的

自
)
。
羔
羊

在
新
約
中
特
別
川
口
於
耶
穌
身
k
(
見
「
天
主
的
美
羊
一

條
)
，
指示他
甘
心
接
受
了
育
路
為
般
人
才
罪
過
(
如

1
自

判
刑8
臼
伯
的
l
u

)。
美
羊
一
亂
制
竟
用

了
二
十

八
次
位
大
多
是
指
勝
利
的

耶
穌
完
備
無
缺
的
救
主
而

-
吉
口

見
烙
印

(
韓
)

制
→時
兩
「
0
、H

J
原
文
此
字
寫
人
名
亦
馮
地
名

臼
忍
司
司
/
出
3
.
C
P
、

|
l
l

1

:
'

，
'
、
、
人
名

J
U
r文
譯
作
「

Z
S

」

地
名
譯
作
「
O
D
一
意
涓
力
盔

比
是
叫
N
U叫
俊
扎
比
樹
圳
叫

h心
兒
，
七
曾
與
叫
蚓
點

還
虫
叮
咬
搞
這
二
f
u王
L
i

他
只
閱
領
袖
起
來
反
抗
叫

立
和
必
巾
請
他
們
二
人
倒
白
專
權
妄
自
持
大
事
後
全

體
受
到
了
天
主
的
顯
罰
但
在
受
割
的
人
中
切
不
再
提

翁
成
許
他
已
知
罪
悔
改
而
兔
詞
或
吹
氣
一
些
學
箭
的

血
忠
心
俏
將
原
文
加
以
多
也
就
沒
有
侃
而
只
有
叫
喇
叭

達
全
悶
悶

-

波
蘭
二
人
玄
之
戶
的
(
漁

)

我
城
是
心
序
、
及
的
一
縫
上
口
拔
希
伯
來
交
裕
乞
嗨
，
教

城
(
叫M
N口
)，

在
創
叫
叫
上
已
提
及
過
三
次
(
的

刊

峙
的

“

叩
)
它
的
補
過
名
是
它
里
約
嗯
嗯
一
旦
有
「
太
陽

城
」
約
意
思
原
來
一
一
溢
血
占
拔
是
六
陽
神
敬
禮
的
中
心

(
見
依
的
閻
部
的
時
)

它
里
約
頑
用
于
一
拔
亦
即
翁
城
在
閱
縫
之
!
泊
的
心
卡
二

公
里
處
在
這
一
裝
仍
可
見
到
一
樣
古
老H
W
M
侶
的
桑
樹
接

傳
品
捏
一
家
逃
難
埃
及
時
曾
在
此
樹
下
一
環
志
向
作
休
息

附
近
誰
造
衛
學
家
小
心
，
1
以
資
紀
念
這
時
古
娥
的
巾
的
址

雖
經
考
古
學
家
在
此
研
心
九
吋
恰
所
益
不
多
其
只
火
的

方
形
尖
石
包
仍
在
原
處
供
遊
人
憑
札
組
閣
雪
叫
到
喇

廣
場
中
闊
的
大
方
形
尖
石
從
亦
是
被
勵
蚓
皇
帝
叫
出

古
拉
由
此
城
運
去
的
(
韓
)

扭
峙
吋
面
回
3
4
「
的
自
已
。
F
O
H
S
J人
名
安
裝
約
制

的
毒
素
恥
金
研
制
訂E
』
戶
的
。
白
色。
宮
\

」

l

i

e
-
-
1

，

ω

\

七
世
的
軍
事
叫
喊

墨
家
掌
管
自
麟
尼
基
至
埃
及
~
帶
地
位
-
曲
是
文
主
命
進



~
攻
對
卜
、
人
遂
滋
長
后
，
叭
終
能
給
敏
的
無ι
若
以
此
地

叫
一帽
的
中
心
大
略
駁
俊
雄
h
側
制
制
的
)
內
部
地
一
悅
。
為
加
伯
恩

i

||

-i 

一益
的
兩
，
γ

借
口
之
坎
茲
的
h
(
依
爾
卡
況
且
月
3
5)

于|
!

將
之
祖
叫
做
於
-
W

戶
j

附
近
門
投
沁
咐
拾
耳
，
小
收
入

-

心
情

J
{

羽
上
的
M
H

M
I
8

)
(
持
)

則
叫
阿
慎
而
日
帥
閃
「

p
z
z
g
L城
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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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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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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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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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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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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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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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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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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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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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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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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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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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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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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萃
的
你
它
原
片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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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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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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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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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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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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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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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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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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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刊
泊
，

y

下
汁
的

。

匕
H
-
V
J

「
一
)

梅
瑟
五
害
的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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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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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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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
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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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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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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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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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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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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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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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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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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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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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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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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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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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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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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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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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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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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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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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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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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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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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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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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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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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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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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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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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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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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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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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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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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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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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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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到
的
老

練
技
工
修
建
漏
洞
(
則

U
s
!
'
)
但
這
隻
大
船
部

經
不
起
強
風
暴
雨
的
變
擊
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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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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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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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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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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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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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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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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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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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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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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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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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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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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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
的
不

可
或
缺
的
條
件
白
H
A航

行
時
水
于
悠
悠
品
憶
力
來
辨
別
海
作
的
形
勢
但
又
不

能
太
軒
昂
戶
在
海
斤
一
來
免
得觸
礁
二
來
兔
受
沿
海
強
風

,H: 1587-1593 

的
頭
擊
社
閱
日
卅
日

幕
之
遞
給
永
手
指
示
“
東
南
祠
的

。

三
個
方
內
汶
明
只
街
快
獄

H芋
，
們
的
位
置
-
伽
斷
定
方
向

眛
峙
，
咒，神
t
f
h
1
、
壯

L
h

卅一
份
舟

，

r
q一
竹
、

“
明
山
水
手
辦
法

方
句
。
和
可
他
叫
吋
E

齒
品
的

戶
h
t
叫d
k
w間
，
何
J
e逆
風

川
的
兩

1
ι
r
λ
M
H
G
級
待
神
扒
的
1

、
立
水
，
川
的
眼γ

。

也
刊
蚯
蚓
川
均lr
r

小
河
山
之
iw
巾

，

必
打
，
叫
泊
沾t
h
N
V打
測
混

水
可
川
的h
H
I心
則
是
刊
，
川
，
川
中
絲
(
山7
7
8
)
、G
M呻

鈴
，
准
怕
你
的
尚
可
泣
川
此
以
相
長
的
起
，
從
尚
之
一
端
繫
有
鈴

總
叫
時
將
如
洶
地
入
，
峙
中
的
城
偉
績
持
底
時
繩
來
上

。

所
指
出
的
教
H
a
f
就
迫
辭
仇
的
法
皮
-
旭
此
一
一
雖
然
都
比
肌

肉
M
f小
鼎
的
浪
中
部J
s
k
u也叫
止
i
u
人
作
法
行
航
海
的

會
t
A

(
梅
)

們
←
3
C
T

三
Z
E
M
D
J

俏
，
向
是
一
伸
芸
年
生

的

E
T

/
S
E
=
E
三
，
平
的
悄
悄
h
h們
大
小

兩
u
m木
條
M
A
此
小
“
叭
，
啥
叫

a
m
d心
川
J
戶
H
i
M
川
某
大
叫
A獄
以

反
日
叫

M

肉
包
小
花
後
J的
J
M且
t
uk
叫W
J叫
形
咪
站
台
叫
別

民
刊
圳
川
州
、
吋
荊
州
內
﹒
發

U
H』
九
-
U刀
爪
"
很
l
u
時
已
街
叫
他

他

(
U
M依
刮
目
)
把
“
訓
時
代
的
浮
白
列
入
卡
分
之

」

'
、
‘
'
。

4
4

，

的
獻
注
中
坪
例
內
(
心
幻
且)
2
吾
亦
叫
他
於
帥
的
口
的
在

孩
處
希
獵
睬
舟
"
、
作
可
是
，
H
h
d
-
2
μ
I
欠
作
用
H
Z
H
m似
一I
r

亦
闡
明
的t
h
u科
誠
的
崎
川
(
長
)

{以 1589 1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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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1。的 路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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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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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 主要

仍 比
44:手
lit~ .1i:、
且是 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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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中'1
麗的
l:~ t--

聶必
(
可
「
)

"
←3
」
-
A
C
、
「
T
C
P
Z
J

t
u
t
k
「
」
n.. 
f
Z
E
E

之

m荒
野
(
W
M
V
S
)

的
和
人
恥
門
「
玄
品
呵
。
"
ω
/是
比
刊
主
叉
的
十
大
九
種

ζ
J
t
n
"
h
J
l剛
剛
剛
，
扣

3
.
3
-
4
1
b
o』

-
d
d
d
f
c

r

E
M
-
-

、
中
的
第
三
種
當
時
忽
悠

樣
生
了
大
忱
的
，
以
蟲
種
奇
人
叫
叫
U
A間
性
(
山
8

時

以
川m
M

)。
依
撒
意
位
先
知
消
「
縱
然
地
仁
的
括
民

要

州
州
以
手
死
去
然
圳
次
的(天
主
的
)救
恩
永
遠
門
吊J
H
」

(
依
到
6
)
耶
縣
亦
曾
圳
m
b只
做
法
利
進
人
的
噬
偽
凶

吉
他
們
總
山
了
峽
，
于
均
表F
f

路
駝

(
寫
幻
臼
)
，
何

的
棋
布
以
A
i
叫
他
，
j

附
心
叫(
H
h4

叫
臼
)

史
的

多
祿
-
M丹
的
e
h
(谷
1

訕
訕
)
大
概
日
迫
自
一
種
設
玖

蚊
蟲
耐
得

仆
地
川
瓜
反
卡
，
人

'
、
已
《
，3
、
叫

什
比
山
干
料
中
的
積
帆
f

H
比
曠
野

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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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
。Z
E
H
Y
)
附
悴
的
川
中
所
品
都HA「
科
M
仙
特
」
的

圳
一
一
日
與
思
但
是
以
木hA
H即
以
作
結
為
名
一
一
這
也
是
文
很

。

，

史
上
常
陡
的
恨
，
于
於
「
科
厄
肋
特
」
冗
令
糾
立
技
凶
手

且
也
雖K
H
H
M
粉
1紅
心
尖
尖-
u是
利
要
之
本
外
赴
召
集
會
品

。

或
刀
口
仰
和Aw
d符
川
肉
引
巾
令
人
叫H
d
中
之
發
鬥
人
足
以

希
臘
文
譯
作

開
E

E
E
E

Z

U

想
熱
線
1比
比
社
伏
「
通

行
本
也
閥
混
川
此
名
山
川
且
比
由
爪
蚓
成
州

J刊
所
譯
之
譯

本
也
都
作
開
E
E

-
-u
n
g
o
t
帥
，
“
什
布
會
改
名(當
然
也

。

含
有
在
會
品
上
發

-
H
R之
志

)
1

八
間
紀
叫
尸
的
岫
德

首
次
將
「
F
n
E
E
E
Z
m
」
以
德
文
譯
作
「
H
J
E
侃
。
『」

.

)
。

，

故
中
文
方
向
每
一
倍
教
譯
作
傳
道
主
次
天
主
教
方
向
首

由
則
叫
叫
先
生
在
新
史A可
稍
后
講
內
譯
為
「
叫
道

」。

之
後
哀
，
收
斌
先
生A
忱
地
±
州
稅
壁
概
論
裘
仍
沿
用
此
名
而

?
p
t
t

t

、
，

o
i
l
-

加
一
「
篇
」
字
郎
圳
通
篇
出
山

U
川
同
學
純
學
人
叫
H
H心
為
此
名

旬
符
合
原
文
阮
忠
先
妝
仍
沿
用
洲
通
篇
作
此
占
譯
名
而

在
純
文
內
譯
作
一
刮
過
且
也
」
以
指
人
主M
Y、
本
占
作
答

採
則
相
叫
圳
和
文
譯
t
日
作
「
科
心
助
將
」
。

(
二
)
內
容
從
本
書
內
谷
來
看
無
疑
叫
品
本
占

。

'

是
一
部
討
論
人
生
哲
學
的
符
作
作
街
小
只
思
想
想
官

而
且
仙
乎
對
人
生
也
有
滋
深
刻
的
甘
心
識
和
經
驗
位
作

者
所
得
的
結
論
娃
「
地
而
又
山
幌
市
內
棋
比
內
心
祖
」
作
品
以

逗
4

思
想
問
怡
他
的
“
打
作(
1
2

)
也
以
這
一
恩
怨

作
他
著
述
的
結
由
主
間
(
U
a

)
中
間
作
者
反
復
陳
述

。

-
人
生
一
切
法
樂
何
以
皆
屬
虛
幻
原
來
人
生
的
慾
望
無

帥
一
說
正
如
作
者
所
缸
「眼
志
看

不
見
耳
聽
聽
不
飽
」
(
1

-

。
、

-
8

)
縱
然
人
獲
得
了
財
誼
賽
色
美
味
等
五
官
之
慾
然

1594 
P
T 
I-

而
一
切
都
是
空
虛

(
2
1l

u
)品
至
從
精
州
方
面
來

說
連
智
位
也
未
能
滿
足
人
心
因
智
若
與
思
祖胡
平
悅
都

同
歸
淤
益

(
2
口

口
)
而
且
一
宇
宙
F
布
定
時
有
天
主

的
安
趴
人
並
不
能
隨
意
改
變

(
3
1
l
n

)。
此
凡
性

問
有
不
少
不
公
平
的
事
以
反
暴
行
這
更
使
人
感
到
世

事
空
雌

(
3
M
4
1

5
8

H
)
足
以
作
者

U
N此
為
最

好
是
人
能
及
時
行
樂
(
9
7
?
M
M
7

刊

)。
不
過

作
者
投
非
一
純
物
質
主
義
者
國
作
者
勸
人
」
宇
受
人
生

樂
趣
囚
A且
是
天
主
所
賜
與
人
的
自
惠

(
8
泊
)
而
且

向
街
莖
婪
的
一
點
力
動
人
不
要
忘
記
天
主
將
要
寫
判

一
切
(
3

口

u
g

U
H
)
總
之
作
話
似
乎
在
探
討
人

生
目
的
心
在
倍
約
辟
一
小
尚
未
釗
這
最
完
荐
的
情
地
凶

而
作
者
也
L
A能
伐
得
一
能
使
人
稱
心
淪
意
的
袋
口
從
而

這
答
案
只
布
社
新
約
此
廿
一
勻
，
的
光
叫
“
下
才
能
獲
得

最
後
門M
9
u
b

乎
為
另
一
廣
誠
的
蚓
川
九
或

是
作
片
瓜
，
「
代
作
品
們
以
第
三
江
省
的
口
氣
為
本
現
刊
另
作

7
-
H
h乳
制
即
勸
人
無
論
如
何
「
應
當
做
炭
天
主
遵
守

他
的
混
命
令
一
泊
是
來
人
的
義
務
」
'
並
按
原
作
省
的
思
您

父
再
結
了
一
次
「
天
主
將
得
利
一
切
」
作
符
令
芹
的

結
論

(
一
一
一
)
作
者
與
正
經
糾
日
本

H
H
H作
且
也
為
准
不得
而

知
巾
本
占
閃
一
玖
所
就
得
知
作
者
自
稱「科
M
肋
特
」
﹒

郎
「
訓
道
有
」
之
意
且
自
招
馬
達
味
之
子
耶
路
撒
峨

的
右
玉
從
斟
叫
我們
得
知
瀏
喇
之子
在
耶
路
撒
wm為

君
王
的
只
有
撒
釋
漏
那
末
本
書
作
者
自
稱
為
叫
別
叫

特
的
則
當
是
撤
羅
漏
王
了
事
實
上
十
六
壯
紀
以
前
的

經
學
者
都
招
份
本
書
作
者
乃
制
制
鯽
糾
自
卡A几
快
紀

以
後
除
級
少
數
幾
人
如
苛
翩
翩
門
屯(
的
。
門
口
旦
河
)

對
叫

地

(
】M
E
S句
。
)等
人
外
目
前
可
a
u
無
人
一
冉
的
此

。

'
，

說
了
也
並
非
沒
有
叫
他
山
凶
被
她
近
代
學
者
的
研
冗
不

只
本
書
內
谷
所
述
與
做
雞
滿
時
代
的
社
會
行
且
不
符

尤
其
文
字
方
z
h乃
晚
馴
的
州
州
州
丸
國
或
心
中
，
或
少
帶

有
附
刺
美
文
色
彩
伽
且
山
谷
木
蘭
所
發
現
有
關
卡
占

的
片
斷
文
件
看
來
織
必
口
學
昌
的
意
見
木
占
川
公
兀

前
二
仙
紀
中
菜
的
作
品
娃
以
本
主
H
H取
什
斗
也
只
能H草
公

元
前
三
世
紀
的
作
品
來
如

H
E則
本
占
作
詩

決
非
刷
刷

l
'

。

，

滿
而
U
力
有
其
人
至
於
木
耳

所
神
州
劇
川
州
立
子
耶
路
妝
冷

的
話
主
又
自
稱
肉
科
厄
肋
特
的1
1

…
化
名
而
也
附
股

本
書
的
正
經
性
可
說
在
教
會
內
自
占
以
來
從
未
對
木

香
正
經
性
有
過
懷
屁
凶
而
水

件

既
判
於
叫
叫EH臼
中

也
郎
以
本
書
悶
在
天
主
理
艸
叫
月
后
出
下
所
舟
的hh悶
此

木
再
為
欲
J甘
心
誡
人
生
最
後
叫
阿
的
進
向
輕
快
絕
-
h拉門
附
旦

今
生

以
期
獲
古
字
來
做
永
生
尤
枕
、
紅
新
約
辟
一
烈
的
光
照

之
下
本
書

質
是
一
部
不
可
等
川
城
之
的
法
仇

(
美
)

M
A司
「
句
自
岳
母J
H
K
一
做
研
腦
動
枕
E
早
几
《ι
k竹

u

g
勿
r
F
E
E
m

、

i

1
:
3

，
、

m泊
位
的
點

(
郎
的
目

)
行
動

快
速
敏
捷

(
哈
1
8
)
性
悄
狡
知
陰
險
能
恢
恢
行
人

(
叫
5
6

剛
口
?
)
。
相4
8

師
們
叫
蚓
細
心
刮
目
甜
反
蝴

爾
孟
山
為

「
豹
子
的
山
關
」
俯
在
默
西
亞

時
代
它
們

將
馴
服
有
如
小
山
羊

(
創
刊
6
)。
其
次
它
也
有
象
，
似

的
意
義
比
如
怨
立
希
做
大
帝
國
的
也
凰
山
，
尺
師
總
比

作
豹
子
(
達
7
6

，

血
齡
兒
叫口
2

) 。

(
幣
)



-
h玲
沾A
可
由
民三
6
R
J單
純
上
所
措
叫
的
抽
胡
說
是
我
們

也

-
5
嗡
覓
勻X
A
ef
H
L
C
\

叫
別-
3
3

，
可

\
所
常
見
的
狠
亦
稱
「
掏
錢
」

-

'
-
'、
自
自
目
，

-
盛
產
恥
、
歐
亞
爾
大
洲
其
分
佈
很
廣
生
性
狡
猜
日
問
躲

-一首
擱
在
曠
野
無
人之
處
(
耶
5
.
)
夜
間
外
出
覓
食
(
叫
戶
口

可

1
.

來
3
3
)
是
竿
望
所
最
懼
怕
的
野
獄
(
德
叮
叮

若
ω
u
)
徊
在
戰
內
政
時
代
牠
們
划
面
咕
咚
吠
普
{
屯
的

動
物
(
依
U
e

的
師
)

制
制
放
在
種
叩
開
上
亦
有
它
的
象
做
意
義
啥
叫
恥
的
敝

人
又
問
M
U
的
想
人
被
比
作
糾
彼
(
則
泣
訂
)
推
各
伯

在
叫
兩
次
推
明
時
咱
們
之
句
“
們
彼
一
逗
是
有

.. 
嚷
故
友
雅
胡

文
泛
的
糾
糾
件
好
哦
札
川
、
徐
你
的
叫
眉
吐
而
:
一
口
(
創

刊
盯
)

，
此
新
約
中
學
教
會
比
作
史
茫
的
戶r
n
m故
此
無
心
叫
于
稱

佛
也
絨
線
教
會
的
假
先
知
的
那
些
》
端
邪
品
的
制
且
這

詩
沁
幻
的
以
(
總7

閃
圳
站
等
宗
叫
刮
目
“h
m
u
)
耶
穌

的
叮
比
他
倆
切
切
的
忱
的
的T
nR
(
縣
川
崎
路
川

3
)
等

良
的
校
長
沈
穌
甘
心
心
，
保
議
自

1
)的
芋
取

而
約
占1、
屯
，
、
(
扑
打
川
u

刊
)
(

緯
)

M
m
L
A
J
言
，
「
逞
。"
Z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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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一
口
的
悶
悶
更
局
正
路
因
此
教
們
什
以
此
間
以

H
K

ljlp 

l

川
中
東
一
這
一
萬
尚
品
民
族
的
共
同
稱
內

石
十
於
最
初
是h
h
ι何
一
持
一
真
正
的
九
族
?
在
一
土

問
題
非
常
棘
手
現
代
不
少
的
學
者
將
之
視
為
完
令
無

矢
口
寞
的
問
題
故
根
來
抓
再
去
叫
以
研
究
的
，
叫
也
岫
吋
忱
的

結
法
均
以
忱
的
附
族
原
圳
是
叫
脹
的
分
ι
他
們
巾
荊
州t的

几
部
研
叫
刊
伯
向

r
u洲
的
“
內
都
是
移
一
廿
一
口
愧
是
咚
咚
兮

四
批
即
內
開
后
同
的
民
紋
，
州
際
經
哈
巴
比
的
關
人
先
圳

市
人
汙
俗
人
叫
刊
的
人
分
別
是
從
但
一

-
s且
也
不
過
N
K一

持
正
小
他
川
流
，
忱
的
立
昆
山
川
口
目
的
六
部
屬
附
注
川
的
民
族

皆
住
於
中
快
又
叫
圳
的
L

郎
叫
創
刊
。
人
除
一
部
份
M

t
t
!
i
l
l
-
!
i
'

。

於
耐
性
兮
的
問
以
色
列
問
憫
之
外
圳
f

佈
於
全
球
各
地

雖
然

-
U比
一
一
民
所
以
河
山
為
共
峙
的
，

h

叫
什
抖
川
成
他

們
的
A
A
U
花
爪
哇
丸
4
1仙
川
的
大
致
品
來
叫
分
為
川

抓
得
失
即
來
方
的
悶
的
容
納
心
十
文
創
山
北
的
閃E
m州

l
o
l
l

，

i
!
自1

，

i
l
l
i
l
i
-

-

l
l

。

關
文
帥
的
肉
的
閃
一
九
川
阿
判
伯
文
的
南
方
的
閃
譜

眼
然
我
們
的
閃
紋
的
郎
中
〈
來
源H
正
如
此
模
糊
-
4爪

清
當
然
更
難
斷
定
他
們
永
敏
的
一
佔
仰
及
做
神
的
對
灰

「
厄
耳
」
神
似
乎
是
他
們
的
主
b
R
M州以
之
~
毅
、
次
對



~
想
走
男
女
神
的
做
磕
睡
在
這
些
閃
語
系
的
民
族
中
也
似

如
~
乎
非
常

盜
伐
(
韓

)

-Lm
k
p
\〈
丘
E
B
J
集
頌
似
禪
喇
團
團
結
為
頌
聖
經
內
把

一
凶
A
間
可
f
〈
戶L
H
C門
、
、

一
j
J
h
'

、

年
列
於
不
涼
之
何
必
中
故
終
止

-
吃
食
(
肋
U
H
申

M
刊
)
(
想
到
司
)

的
戶
口
，志
向O
E
O

J
以
反
對
於
肉
也
之
必
議
泣
利
叫

“
自
H
w
f開A
E
Em
\
做
史
正
非
很
恥
大
約
挂
在
掀
絡

為
時
代
以
反
攻
法
其
他
強
國
T叩
開
始
利
用
鳥
，
℃
-
來
作

為
交
戰
的
工
具
因
此
「
馬

Y
U」
一
司
在
希
伯
來
文
上

有
時
是
指
戰
馬
有
時
則
是
指
騎
士
而
一-
3日
巴
力
斯
過
的

馬
是
從
他
方
遲
來
的

(
列
上
ω
甜

甜
)
繳
釋
為
利
肘

為
匹
來
加
強
車
偏
街
騎
士
舟
的
几
法
拉
私
車
閥
的
馬

(
列
上
4

品
9
M

泊
的
)
茗
，
占
家
狂
熱
基
多
珍
視
了

此
一
時
代
性
當
大
扣
的
H
y
-
-

取
仇
伯
仲
上
街
一
篇
「
分
茁

布
汙
皂
的
對
馬
侶
的
的
述

(
h
f
e
n
H自
)
從
斜
，μ

錄
上
叫
出
恤
口
扒
拉
叮
反
對
被

H
R
U
及
騎
士
(
回

6
1
8

此以
6

2

似
的
u
u

n
比
9
2

間
)
由
此
可
見
聖
經
上
所

提
的
鳥
一
已
多
的
於
似
乎
非
戰
共
的
用
途
則
很
少
提
及

如
注
使
的
坐
騎
(
恆
1
7

刊
)
在
人
的
坐
肉
或
車

輛
的
拖
以
等

(
文
6

8
9

訓
沁
7
)
(

韓

)

“
巨
守
]
耐
克mm
現
刺
B
S
口

J
聖
經
上
，
何
不

“
個
品
扁
舟
"
制U
H
n
石
z
u
z
r
s
」
〉
;
J
汁
:
t

l

i
d
d
I
L

斗
仕
缸

，ι
h
a
-
-
拭
閃
閃
在
牲
諧
的
地
方
代
此
次
們
試
叫
作
一
似

Y
V
A口
的
紋
斗
大
致
一
戶
來
已
娃
一
持
以
圳
w
m
或
間
紙
也

不
起
來
的
地
方
可
以
惚
惚
，
你
赴
約
和
先
受
野
叫
你
的
侵

吋
哭
泣
趙
先
啊
?
苦
的
r
d久
以
(
位
必
口
戶
口
何
必
M

叫
上h的

1602-1607 

4
)
這
些
一
棚
欄
可
能
有
頂
但
大
部
份
是
沒
有
棚
頂
的

國
為
翼
地
的
氣
候
溫
和
雨
這
又
少
似
乎
沒
有
頂
益
的

必
要
拉
以
嘆
地
的
蚱
，
尚
在
吃
喝
多
半
娃H
A咐
的
(
路

。

，

2
8
)
它
們
的
副
趴
大
小
大
概
晶
晶
帆
布
的
大
小
多

位
而
，
竹
分
圳
此
此
而
，
竹T
h
叫
噓
他
反
心
。
歐
等
本
川
的

〈

4
3

、
、
'
。

關
欄
(
編
F

M
M目
H
h仙
山1
等
)l

!

I
l
l
i
-
-

。
，
》
》

3
2
$

做
得
特
別
什
依
仗
的
足
「
徽
絡
瀚
的
H
J時
間
」
學
經

上
起
仙
叫
做
叫
喻
為
主
叫
起
了
凹
于
駝
花
椒
屯
的
門
口
已
」
丘
有

一
萬
二
手
來
綺
(
列
土
5
6

布
于
9

自

)
出
旬
然
起

誇
大
的
前
法
州
U
H戶b
F
U
d
1

日
的
們
手
拉
們
也
的
縫
在
不
則
爾
哈
件

爾
格
外
門
正
在
欺
接
一
多
發
現
了
不
少
的
民
蚊
它
們
的
悄

進
赴
村

u
u
m
間
划
一
的
中
問
街
七
駝
仁
比
前
制
約
的
兩
邊
起

每
個
馬

J
H所
仇
的

4

均
地
晰
地
足
以
石
只
右
一
川
成
為

州
卅
日
內
時

M
W州m
J
間
以
化
科
M
w
m
-
L
H
N
上
愁
，
何

b
H
H
J
的
叫

服
以
作
除
凡
之
川

u
h帆
叫
他
流
所
峭
的
「
，b
u
依
你
踩
蹋
的
為
房
」
州

與
做
將
織
起
，
瓜
仝
無
闊
的
凶
舟
，
匕
赴
大
m
u
f
'
"

治
憾
的
他

築
物
，
匕
一
起
仙
地
的-
h
r
尸
弘
l
方
公
尺
的
地
下
大
至
中
閱

有
八
「
八
例
石
性
則
以
支
持
間
才
做
一
民μ峙
的
一
大
部
分

位
於
學
仙
似
凶
幻
的h
圳
、
紅
缸
個
﹒
?
在
後
來
在
卡
字
軍
來
征

。

的
時
代
，
也
的M
U
M
H利
川
已
來
替
代
史
的
匹

也|恆. 1605 

陶 I('j 馬
之i 有 ::冀
的 I1他 本首

1fJi 人 也只
Hr iI峙..--...
YfÆ!.~ ~ 

悄文主
制化昌

11酸 i 的;;.
lJ<. 'l'乎 可F

他 m j七地
的地部 i過

兒鼠 ， 的名 .
子的.一指(

~別是個希|韓
國白地蠟

山
大
征
服
全
部
是
荒
地
區
而
往
立
了
希
叫
禪
大
街
間
之

後
馬
其
頓
才
被
人
另
眼
相

看
(
加
上

1
1
6
2
)

而

希
種
文
化
才
正
式
關
始
發
財
阪
大
時
在
公
元
舟
J
-

，
二

。

，

i
l
l
-

八
年
帆
公
正
前
二
世
紀
中
開
始
與
新
仇
域
的
制
制
川
I
V叩

開
間
俐
的
E
-
L
、
八
年
川
仲
、
而
叫
做
的
心
川
向
綠
化
進
以
納

稅
一
四
八
年
被
扎
扎
直
為
縛H
m
'
，
何
借
以
得
你A
U
N
叫
向
台

件r
J萃
的
從
前
叫
約
中
齡
口
，M
m
M過
兩
欠

(
1
L
-1

2
6
2
)
但
在
新
們
中
知
后
少
次
山
飢
似
似
的

1、
刊
注

得
k

像
被
召

A
U
F
-
h
其
N
h
(宗
M
e

刊
)
，
正
仆
似
的
治

。

，

二
次
遠
行
傳
教
時
第
三
次
這
市
傳
教
時
叭
，
J
H
川
伸
進

遊

(
扒

約
2

等
)
在
哎
哎
-
3
h
u
-
f
川J
t
m川
之
山
河
川V
K
A

尼
教
A
M
H
亦
付
受
了
不
少
叭
做
哎
料
圳
的
叭
叭
叭
(
的
消
像

7
5
)
化
丸
吼
叫
扒
μ
d
H
H

、

Y
U
A教
會
的
叭
，
仙
川
大
方
(
仙
的

。

從
8
3
6
)
(

的
)

酬
馬
爾
谷
(
結uh
p
u
)I.~ 
h 

忱。

間
馬
爾
谷
一
喘一
五
日

(
詩
詞
…
-
吟
詩

3
)

谷
斗
足
凹
陷
泊
中
最
似
的
一
本
(門
、
令l
九
七
九
的
)

由
於
1
比
收
耶
穌
的
口
論
c
n
多
(
正
式
的

M
A
U八
，
們
做

第
4
2

叩
門口
1

盯
)
先
教
人
衍
生
的
中-

4小
火
是
訓

。

'

，
‘
巴
巴
《
'
，
'
、
4
，
、
《
'
，

1比
吉
利
使
山m
L
l八
凹
紀
時
拖
拉
「
的
觀
偏
巧
川
品
」

的
興
起
八
台
在
忠
于
干
附
體
問
學
上

J
d
受
剎
車
耐
技
被
判
悍
的
川
崎

抗
臼
之
再
(
見
討
飯
一
福
音
閃
過
)



(
一
)

作
者

帕
f

推
(
M
J
M
E
m
-
-
T
於
一
二
O
i
-
-
一
九
年

間
)
從
他
的
名
師
「
尼
迪
拉
屯
人
」
(
赴
零
花
壇
去

徒
?
)
得
知
「
怕
多
祿
的
觀
譯
兵
馬
爾
、
台
就
3

比
憶
力

所
以
將
主
的

-
z
口
行
泄
憤
地
圳
的
了
下
來
利
沒
布
拉
照
次

。
，
l
l
$
1
1
1
1
1
1

第
而
寫
.... 

」
因
此
學
描
斯
定
(
叫
來
於
一
六
凹
年
)

'
、
3
3

》
巴
已
《
d
z
t
'
，
‘
《

4
，
t
J
B
‘
《
'
，
。
，

稱
(
合
為
「
們
中
多
臉
問
憶
錄
」
卅
V
W
H
上
肉
都
-
-
叭
紀
問

始
谷
的
抄
本
已
題
名
為
「
恢
峙
，
為
爾
谷
的
一
禍
首
」

(
斗Z
C
S

司
。
戶
"
，
n
g
E
D
個
畔
。
去

R
r
)只
址
谷
的

最
後
部
份
(
的
，
叩
)
巾
必
-
小
口
比
於
最
L
A
H
的

B

州

S

抄
卡
叫
川
付，他
抄
木
則
豹
三
時
后

M
的
經
文
向
民
的

9

↑
凹
的
一
段
又
向
閱
(
仆
的
仆
仆
仆
他
純
欠
的
文
對
于
不
同
叫

此
引
起
了
疑
問
J
一
卅
一
是
正
ρ
汁
的
叫
阿
甘
為
這
位
是
為
爾
裕
的

呵
，
.
，
t
l
l
l
I
l
l
-
-
1
l
。

作
品
最
初
懷
疑
的
去
做
包
倘
有
E
O
E
E
N
S
-

2
0
)

無
疑
的
一
一
道
懷
疑
並
手
推
翻
這
一
段
經
文
的
正
研
制
悅
和

。

默
芸
性
(
0
ω
2
.】
M
C
A
LM
W
M
W
D
﹒
凶
8
)

按
照
泣
代

m
F
街
的
研
亢
很
可
能
叫
你
符
的
叫
h
i
m
失
掉
了
向
第
二
悅

。

，

紀
卜K
才
補
上
了
一
→
-
捏
一
段
從
文
字
分
析
看
去
追
一
段
好

。

像
川
市
瑪
的
附
和
叫
r
A
耶
穌
很
可
巾
的
的
叫
述
的
人
叫
娟
和
山
要

A
f
日
學
縱
學
的
這
個
研
究
結
果
相
信
並
不
相
以
京
腔

聽
經
r
k荒
山
叭
，
會
於
一
九
一
三
年
六
月
二
卡
六
日
對
逗
一

段
的
「
原
許
性
」
所
減
布
的
知
小
(
開

出
口
﹒

3
5
)

。

因
為
一
U
純
粹
叫
起
文
學上的
問
題

-

馬
爾
谷
(
字
義
T
m
詳)
就
追
求
品
紋
的
若
望
馬

腳
一
制
制
(
鴨
山
U
昂
的
盯
)
府
將
簡
稱
刮
到
(
到

u
g

r
H
)
此
同
，
爾
谷
(
宗的
開

)
他
是
巴
爾
納
伯
的
表
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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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4
刊
)
大
概
也
與
他
一
樣
屬
於
肋
未
艾
派
(
宗

4
品
)
他
的
時
斜
名
叫
駕
利
性
(
'
U
U
U
)
使
收
耶

路
撒
泠
最
後
時
盔
的
大
發
(
谷

M
臼
)
以
及
初
期

教
師
問
比
八
申
k
f梢
，
叫
(
川
引
均
刊
)
和
萃
的
m
r
u
腳
降
臨
的
圳
市

'
、
、
'
，
。

，

房
(
a
s
r

小
I
H
)
可
能
就
迫
他
的
家
他
后
是
亦
從
只
是

保
線
，
和
伯
各
憾
的
隨
員
很
吋
能
仙
也
伯
多
祿
給
他
投
忱

l
1
1
l
I
l
l
-
-
'
、
、
。

的
凶
內
，
的
圳
U
V
喊
叫
惜
他
偽
「
吧
，
「
」
(
們
的
5
刊
)
他

雖
不
是
山
市
扎
比
如
很
吋
泡
H
-
u
泊
耶
穌
令
人
廿

M
H
H

日

刊

)
U
於
公
心
問
問
年
巴
爾
納
的
叭
，
相
似
線
從
耶
路
撒

冷
咐
他
到
J
M
W
m
T
教
舍
的
一
例
中
輛
小
此
提
約
基
雅

(
1川
眩
目
)
，
次
年
保
收
第
一
次
山
外
傳
教
時
也
M
m
他

同
去
(
本
刊

5
)
川
們
不
知
何
攸
H
J
山
間
小
什
乍
途
扒
M
M
了

耶
路
做
泠

(
V本
刊U
H
)
凶
此
叫
你
祿
第
二
次
山
外
傳
教

時
(
一
九，

1
4

九
三
年

)
-
t
小
師
再
咐
他
川
去
，
你
成
了
與

2
、
‘
'
。

，

巴
爾
納
的
圳
分
手
的
不
快
喂
付
(
山的
盯

?
M
)
叫
W
H也

做
勝
自
次
從
哪
稚
的
做
川
時
(
六
一
l
J
A
J
二
年
)
則
爾

谷
又
從
他
先
打
東
山
傳
教
仁
作
(
的
叫
出
)
u
m
時
也

l
l
a
-
-
t
l
〈
‘
'
。
1
1
l
i
t
-
-

足
的
中
中
憾
的
始
討
(
怕
的
5
u
)
後
來
叫
作
椒
，
很
他
到

耳
待
人
叫
人
你
從
去
(
一
吋
4
M
)
公
r
h
s
h
s
川
年
內

﹒綠
第
一


I
l
e
i
-
-

，

l
I
l
-
-
I
l
e
i

-
-
。

次
紅
綠
叫
W
川
時
去
紹
兩
必
戊
德
川
他
一
越
科
羅
馬

t
I
l
l
-
I
l
l
-
-
'
。

比
後
叫
阿
爾
芥
的
生
訊
悔
沒
λ
竹
什
麼
i
止
收
品
叭
叭
心
內
涵

的
傳
晶
晶
他
去
了
能
泣
的
A
M
仰
山
大
小
姐
(
注
。
E
旱
，

'

。

2
)

傳
教
並
在
法
城
附
近
的
主
致
命

(
-
二
谷
的
寫
作

按
照
一
致
的
口
頭
傳
授
谷
底
於
羅
馬
對
象
是
錦

依
是
評
的
外
教
人
閃
間
卅
一
很
少
引
用
他
問
約
二
省
去

(
參
閱
瑪

m
s
6
的
訓
谷
則
從
容
)
或
減
訊
社
(
7
盯

+
瑪
的
師
)
使
外
教
人
反
感
的
I
f
-
-特
別
指
明
刊
瓜

皮
傳
教
(
口
叩
)
及
稱
學
般
為
萬
民
的
祈
棋
所
(
口

口
+
昀
幻
H
)
，
几
位
山
羞
勒
行
人
叫
瀚
的
兩
個
兒
，

r

的
。
h
字
(
M
M
n
其
中
一
位
保
線
在
羅
馬
占
中
也
M
n
附

笨
致
攸
綠
的
時
)
五
為
了
針
判
羅
馬
准
許

h

缸
子
與
丈

夫
蹤
的
的
品
作
引
仲
耶
穌
論
六
小
持
隘
的
」
的
ν
u
m

(
m
M
+
叭
"
9
的
m
M
M
H
)
J
川
解
釋
猶
太
閥
的
一
(
7

S
M
臼
的
“
)
拔
一
些
川
科
夫
文
名
糾
(
3
口
自
5

“
7
H
H
9
H
M

泊
的
n
H
)
七
m
化
(
鬥
站
站
叫

+
瑪
幻
1
臼
)
北
件
去
…
怯
一
與
外
教
人
知
川
大
川
係

3
、
3

•• 

'
、
‘
'
。

的
心
述
(
8
u
+
吼
叫
叫
‘
H
M
十
瑪
釗
叩
)

問
於
(
仆
的
，
叫
作
時
則
這
叫
教
會
初
期
教
、
人
的ME

M
-小
，
即
依
叭
川
(

T
r
g
E
E
)

d
丹
、
汁
叫
Z
M
仗

的
多
祿
致
\
叩
(
e
h
h

兀
L
h
七
年
)
以
後
耐
心
叫
你
山
大
院

晶
的
m
T
也
圳
市
(
T
O
W
E
O
丘
之

E
E

n
wz
e
E
)

則
品
為
川
衫
，
祕
向
岫
閱
紅
將
馬
叫
卅
小
吋
岫
岫
叫
耐
心
級
以
之
此

而
只
成
的
人
1
日
內
投
訴
川
大
多
數UN心
的
石
K
H
M
K
L
O
、

1

七
仆
年
間
州
一
也
令
后
少
叩
門
干
R
d
為
俗
，
几
於

h
)
1

六

同
年
間
凶
閏
月
俗
世
何
於
為
之
後
，
州
路
之
前
(
MW回
P

S
R
V
)
r
m
防
隊
代
L
A
三
年
必
六
，
二
年
前
，
川
成
凶
為
求

是
中
路
加
的
第
一
一
部
作
品
(
門
市1
1
)
耐
心
爪
白
的
成
淤

六
三
l
六
四
年
間
(
也
mm
M
U
)
至
於
阿
刺
美
文
的

'
，
、
'
。

.
2
會
S

瑪
則
幻
於
五
O
l
五
五
年
間
因
此
谷
肺
拙
作
叫
於
五1

六
凹
年
問
拉
伯
恃
狹
窄
一
點
或
許
我
們
呵
m
m
d
志
恥
、
五

五
1

人
二
年
間
-
企
於
偵
是
連
娥
毀
滅
及
未
恢
論
的
~



-
章
(
谷
的

)
A
1日
許
多
學
者
大
概
受
唯
理
論
的
東
染

鞠
-
(
他
們
杏
出
品
預
言
的
可
能
)
，
相
反
宗
座
聖
經
委
良
會

一
頒
布
的
指
示
(
何
回
中
怠
。
)
認
為
寫
於
聖
城
毀
滅

.
(
公
元
七O
竿
)
以
侃
侃

谷
的
寫
作
風
格
著
重
平
鋪
直
敘
因
此
愛
用
「
歷

史
現
在
時
(
M
V
E
S
O
E阿H
E
R
-
n
E
S
U
用
了
一
五
0

次
)
敘
事
生
動
(
2
1
1
臼
5
1

1

m
n

i

“
7

缸
l

肘

9
H
l
m
)
詳
細
(
1
"

刮
目

3
.
“
4

扭

曲
)
和
客
觀
(
3
缸

6
5
6
臼
8
口
n
9
n
m
u
)

屢
屢
點
出
主
事
人
的
心
情
(
1
叫
“
3
5
7
H
8
u

m
H
M
)
有
時
也
有
固
定
的
形
式
(
1
自
|

盯
H
4

"
-

u
7
m
|
M
H
8
且
!
自
)
文
字
方
面
不
尚
雕

啄
詞
旬
通
俗
閃
族
(
愛
用
並
行
體
)
拉
丁
文
話
風

(
如
2
目

3
6
)
很
濃
厚
多
用
付
了
及
阿
刺
美
文
名

詞
(
如
3
口
7
u
u
5
“
U
H
U
等
處
)

(
三
)
內
容
分
析
與
國
神
學

谷
的
主
要
資
料
不
外
是
伯
多
祿
的
教
理
講
授
因

此
他
也
按
照
伯
多
綠
揀
選
為
廷
督
作
見
證
的
新
宗
徒

所
要
求
的
原
則
「
由
若
翰
施
洗
起
直
到
耶
穌
從
我
們

中
間
被
接
去
的
日
子
止
」
(
d
m
I
n
)
將
耶
穌
的
生

活
分
區
地
給
讀
者
介
紹
因
此
在
前
言
記
述
了
若
翰
的

使
命
後
使
記
載
耶
穌
在
加
里
肋
亞
在
加
里
肋
亞
以
外

初
在
耶
路
撒
冷
的
事
蹟
最
後
就
是
一
個
附
錄
這
樣
谷

的
內
容
可
列
表
如
下

前
言
(
1
1
1

間
)

.
I

耶
穌
在
加
里
肋
亞
的
傳
教
工
作
(
1

重1608 

u
|
6.a) 

在
加
里
肋
亞
以
外
的
扒

"
時
)

E
在
耶
路
撒
冷
的
事
鼠

(
M
Z

附
錄
(
的
?
叩
)

馬
爾
谷
所
記
錄
的
故
然
是
怕
多
祿
的
教
理
講
授

他
不
只
從
歷
史
方
面
介
紹
耶
穌
的
生
活
而
且
還
將
怕

多
線
對
甘
甜
營
的
信
仰
介
紹
出
來
「
你
沾
默
西
在
永
生

天
主
之
子
」
(
瑪
的
時
)
因
此
開
頭
第
一
旬
便
點
川

他
所
寫
的
福
音
的
中
心
空
想
「
天
主
子
耶
穌
基
督
一
福

音
的
開
始
」
(
1

1
)
事
實
上
只
要
我
們
細
心
被
關

谷
我
們
不
難
發
現
作
且
伯
特
別
在
耶
穌
傳
教
生
活
的
關

始
(
1
u
)
中
途
(
9
，
)
和
終
點
(
的
叫
)
清
楚

指
明
耶
穌
就
是
天
主
子
而
在
一
福
音
中
也
清
鐘
說
明
他

是
默
西
亞
(
8
詞
)
是
遠
味
之
一
十
(
m
H
沾
自
)
而

且
更
是
這
味
之
主
(
也
盯
)
是
因
主
名
而
來
的
(
U

M
)
他
的
使
命
足
以
死
亡
仙
似
贖
萬
民
(
m
H
M
H
)

這
默
西
亞
與
天
主
手
的
地
位
並
非
門
徒
們
加
在
他
身

上
的
因
為
他
自
己
也
會
公
關
加
以
承
認
(
M
m

阻
)

和
說
明
(
也
6
日
臼
)
正
是
凶
為
他
是
默
西
亞
和
天

主
予
他
日
定
安
息
日
的
主
(
2甜
3
1
|

5
)
他
能
放

人
罪
(
2
刊
)
值
得
沁
悉
的
就
是
鳴
一
街
谷
為
了
介
紹

耶
穌
是
「
默
西
亞
和
天
主
f

」
所
用
的
方
法
也
是
捏
一

伯
多
祿
強
調
的
方
法
「
用
德
能
奇
蹟
和
徵
兆
」
(
宗

2
n
)
因
此
為
爾
谷
記
述
耶
穌
能
行
奇
蹟
(
2
.
)

能
說
預
言
(
8

恥

m
H
U
-
-
o
盯
)
能
透
敵
人
心

E 、

蹟
(
6
‘

b
l

16 

(
2
.
8
H
U
H

)
他
起
甜
點
耶
穌
所
行
的
看
蹟
彭a
A
r

比
其
他
對
觀
福
音
多
(
谷
只
記
紋
的
個
瑪
則
認
m
M
m

路
到
個
)
倪
刻
起
秘
得
特
別
生
動
與
詳
益
(
1

，

6
)

而
在
南
叭
叭
中
他
特
別
強
成
「
扇
鬼
」
的
奇
蹟
d
A
為
耶

穌
是
「
更
有
力
量
的
」
(
1
7
8
)
他
能
驅
趣
也
能

侵
權
驅
處
(
3
闊
的
口
)
閃
一
禍
首
中
谷
的
驅
魔
記
紙

最
多
也
最
詳
細
(
集
體
的
l
H
6
H
個
別
的
1
n

l

甜

3
u
n
n
l
I
M
5
.
A

i

m
9
口
間
)

(
吹
)

佩
忠
目
一
個
巨
(
閃
閃

-
i
j)
是
一
種
以
木
材
拘
泥

-

t
E
l

i
-
-
:
1
，
、
或
石
灰
石
所
作
成
用

來
談
骨
傲
的
阱
，
土
攸
稱
之
為
「
骨
一
世
」
其
中
以
石
灰

石
製
成
街
的
多
肘
慎
比
較
祭
出
耐
久
它
的
體
積
通
常

長
度
固
定
以
死
者
大
腿
骨
禹
寬
則
以
頭
骨
為
持
種
被
上
口

中
東
不
同
民
族
的
習
慣
是
將
死
者
埋
葬
後
十
二
個
月

左
右
的
等
死
者
肉
軀
腐
爛
之
後
儉
取
其
骨
骸
放
入
骨

陸
中
作
第
二
次
的
姆
拉
許
這
種
最
古
老
的
骨
便
有
的
先

趴
於
公
元
前
三
四
千
年
者

猶
太
人
的
為
觸
及
死
屍
此
明
站
在
被
禁
之
例
以
兔
沾

染
不
潔
故
此
在
他
們
間
可
說
沒
有
這
種
習
俗
但
是
在

耶
穌
降
生
以
前
及
以
後
的
一
百
年
間
巴
力
斯
地
尤
其

在
耶
A
肌
肉
闡
亦
發
現
了
雨
般
泣
，
干
的
骨
區
大
都
以
自

灰
石
砌
成
並
刻
有
玫
瑰
花
瓣
棕
制
技
法
彼
式
花
級
以

及
幾
何
學
或
煌
築
術
的
圖
案
圖
案
有

一紅
有
貨
色
者
不

等
骨
匣
之
蓋
晏
平
頂
形
或
反
脊
狀
其
上
或
以
膨
刻
必

以
煤
炭
烏
有
亡
者
的
名
字
名
字
所
用
的
語
言
也
各
不



們
卅
有
希
伯
來
可
制
叫
美
皮
帶
碰
五m
三
種
布
，
時
則
同
時

用
兩
種
語
-
一
再
書
寫
其
中
有
不
少
的
名
字
是
兒
股
新
約

者
比
如
雅
依
洛
校
同
綠
納
熔
乃
耳
寫
弟
位
記
瑟
的
兒

于
耶
穌
約
納
的
兒
子
剖
甜
以
及
瑪
爾
大
瑪
利
通
等
等

固
然
上
述
諸
亡
者
並
非
是
聖
經
上
所
提
及
的
人
但
它

至
少
可
以
澄
明
這
些
名
字
在
耶
穌
恃
代
是
被
普
遍
的

人
名
並
在
不
少
的
骨
匣

上
刻
劃
或
書
寫
著
卡
字
架
戒

「
」
(
耶
穌
舉
一
名
)
的
是
號
這
些
一
尤
兒
於
巴
加
提

神
父
在
橄
欖
山
西
部
的
「
主
哭
耶
京
」
處
所
掏
出
的

約
一
百
二
卡
個
骨
一
世
上
被
巴
加
炭
的
彥
兒
這
些
倚
龐

大
都
是
屬
於
耶
穌
之
後
的
初
期
猶
太
教
友
幫
他
並
列

舉
了
不
少
強
有
力
的
證
線
以
證
明
其
意
見
之
確
實(

錄
)

g
n
丘
(
結v
h
A
M
U
-
-

這
個
名
詞
在
是

-
I

l

」

J
P

、
上
有
兩
種
意
患
其

一
是
團
有
的
地
名
其
二
是
指
宗
教
敬
糟
的
高
丘
祭
壇

而
主
二
有
的
原
意
都
足
來
自
「
一
一
且
呵
地
」
「
高
丘
」

1

地
名
是
以
民
進
入
許
地
之
前
在
曠
野
中
的
一

個
札
鼎
鼎
昌
地
在
阿
爾
慶
之
北
(
戶
剖
H
M
m
)學
有
們
一

致
主
張
它
就
是
巴
摩
特
巴
耳
(
意
調
巴
耳
(
神
)
的

高
丘
)
的
何
寫
此
地
有
巴
耳
神
嘲
學
阿
布
王
巴
拉
克

郎
在
此
地
將
以
民
駐
梨
的
營
盤
指
給
巴
郎
看
並
請
他

咒
罵
以
民
(
戶
n
s
u
)
此
地
名
亦
兒
於
欺
沙
仰
文

.
(
第
二
十
七
行
)
大
約
它
是
以
民
伯
領
祥
地
之
前
的

關
一
最
後
一
畔
的
(
戶
叭
"
)
，
後
來
被
對
分
給
制
副
科
支
派

一
(
你
叮
叮
)

1609-1610 1- 蘿卜一夜

2

商
口
是
指
在
高
丘
上
寫
敬

A祖
上
主
或
邪
艸
的

地
方
或
祭
墳
這
是
古
東
方
民
族
及
以
民
的
習
俗
品
為

他
們
以
為
如
此
句
使
他
們
更
績
近
上
主
或
邪
神
而
這

種
宗
教
上
的
心
棚
內
作
用
則
是
古
今
皆
然
比
如
歐
洲
在

一
高
山
上
絢
小
型
章
或
中
國
的
高
山
墓
地
比
比
皆
是

「
高
，k
」
在
聖
經
上
的
最
初
來
源
司
能
是
出
於
一
個

在
巴
庫
特
地
方
的
紳
嘲
(
按
巴
庫
符
即
一
繭
，
什
乏
意
見

前
節
參
見
列
上
M
T

M
H
)
但
、
這
種
習
俗
後
來
亦
用

肝
、
山
谷
中
的
祭
台
(
那
7

缸

"

s
n
臼
划
6
3
)
或

者
域
內
(
列
上
臼
g
m
ω
s
)
R
t
城
門
口
的
祭
台
(
列

上
幻
8
)
向
約
告
訴
我
們
在
客

M
W牢
地
有
不
少
這
樣

邪
肺
的
祭
壇
(
戶
沾
自
申
山

2
)
以
民
進
入
客
吶
字

之
後
也
多
少
受
了
省
地
人
的
影
響
改
若
當
地
人
的
方

式
來
敬
總
自
己
的
上
主
一
這
格
外
見
於
撤
羅
漏
盟
的
削
未

完
成
立
前
的
時
代
尤
其
是
民
長
時
代
而
這
些
寫
敬
禮

天
主
用
的
高
丘
有
時
是
接
受
自
在
納
罕
人
之
手
有
時

是
有
關
部
世
祖
記
念
性
的
地
方
或
向
己
另
行
榜
遷
的
合

遍
地
點
(
繳
上9

此
時
列
上
3
2

‘
編
上
刮
目
等
)

其
至
在
耶
京
大
鍛
俗
成
成
為
在
一
合
法
祭
獻
上
主
的

地
方
之
後
其
他
的
敏
嗯
，
尚
丘
仍
然
存
在
在
糞
土
繕
行

小
型
的
及
私
人
的
敬
體
亦
未
寫
法
律
所
縈
止
(
列
上

8

個

9
M
H
)

川
川
迫
我
們
不
可
將
這
種
與
民
及
以
民
在
一
兩
侃
上

的
宗
教
敏
種
混
為
一
放
聖
經
上
明
命
以
民
將
一
切
外

教
人
的
高
丘
廟
宇
盡
行
破
壞
(
肋
部
卸
申
m
M
2
)但

實
際
上
客
納
罕
人
對
巴
耳
赫
及
阿
市
塔
特
女
神
的
敬

種
給
外
其
耐
明
快
改
神
像
的
作
在
仍
然
有
音
很
大
的
主

J
、
'
，
'
、

6

。
，

I
E

t
s

引
力
(
民
6

自
則
刮
目
)
故
此
舉
經
上
多
次
將
「
一
的

J
、
'
，
〈
‘
'
。

丘
」
與
邪
肺
的
敬
總
遠
在
一
起
(
列
下
M
M
S必
7
9
)

先
知
們
會
撤
力
反
對
攻
堅

-
d
M
m
敬
體
(
耶
2

且
時
4

'
‘
'
，
。

i
I
l
l
-


n

依
1

甜
甜
盯
7

的
7

則
6

凹
的
間
)
北
閑
自
問
雅
俗

貝
罕
苓
最
後
一
位
泣
王
喝
令
也
在
全
國
各
地
的
-
的
丘

上
叫
門
邪
神
的
敬
神
州
從
來
終
，
比
(
列
上
u
u
列
下
口
，
)

南
國
的
椅
，
則
克
稚
次
約
史
時
悅
八
智
力
問
創
除
干
這
陸
仙
也
摘
帽

'
，
‘
'
。

B
E
E
t
'
s
i
i
l
i
-
-

(
列
下
的
‘
幻
8

等
)
同
樣
及
約
沙
法
特
王
只
耐
街

上
正
做
槽
的
高
丘
存
在
(
刊

F

的

u
n
H
)
州
時
，
次

及
默
納
會
主

一刻
准
并
且
提
倡
及
鼓
勵
這
通
尚
昆
邪
艸

敬
稚
的
存
在
(
列
下
M
N
4幻
3
)
只
有
有
艇
的
懲
討

及
其
教
訓
才
將
尚
昆
的
邪
神
做
神
完
全
自
以
民

h
d
E

。

直
很
除
淨
益
(
紳
)

十
一
直

刮
目
丈
t
h
山
q
A
3「
古
巴
n
Z
E
J

此
名
品
來
向
布

“
紅
扯
扯
毛
若
是
←
E
f
E
c
n
E
Z
E
K
|

-
A
l
-
-
f
p

'

、
種
文
意
的
「
一
仗

對
基
督
者
」
雖
只
見
於
若
一
2
u
n

4
3

右
一
于
節

但
它
郎
以
不
同
的
稱
潤
南
，
l

「
無
法
無
吏
的
人
」
「
民

亡
之
子
」
「
敵
對
者
」
|
|
出
現
於
保
祿
的
書
信
上

(
伯
特
後
2
3
|

臼
)
其
實
這
種
說
法
亦
並
非
始
問
他

們
二
人
的
寫
作
而
是
仙
自
以
前
已
有
的

觀
念
若
望
在

默
U
I
l

u

所
諒
的
「
由
海
中
上
來
的
歡
」
以
及
「
﹒
川

地
下
上
來
的
歌
」
亦
街
有
樣
的
對
象
而
言

基
於
上
遙
遠
極
有
關
假
基
督
的
不
同
說
法
我
們



~
可
將
之
歸
納
於
、
下
列
數
點

制
-
e

假
基
督
是
周
恩
魔
聯
合
在
一
起
的
他
是
以
忍

一
魔
你
後
台
在
世
界
上
推
行
一
切
惡
事
但
他
本
身
部
並

『
非
就
是
魔
鬼
而
是
他
的
問
路
人
(
得
後
2

，
)
具
有

大
龍
的
能
力
及
被
納
(
敗
口

2
4
)

@
是
天
主
的
敵
對
者
相
反
一
切
神
聖
的
事
物
且

將
自
己
寫
作
天
主
(
得
後

2
.
)
褻
滔
天
主
的
要
名

他
的
帳
終
及
那
些
居
住
在
那
衷
的
人
(
默
口
6
)
引

人
朝
拜
他
「
默

U
S
)

@
赴
基
督
的
敵
對
者
就
如
基
督
是
天
主
派
遣
來

的
假
基
督
是
做
殊
的
走
卒
和
工
具
完
全
與
基
督
相
反

他
按
時
山
現
有
超
自
然
的
能
力
可
以
行
奇
跋
異
事
但

這
一
切
都
是
為
引
人
反
亡
而
非
使
人
得
救
他
的
傳
報

宮
一
沛
的
品
是
議
室
口
(
得
後

2
8

口
)
同
樣
默
示
錄
上

所
說
的
奇
歌
是
羔
羊
的
反
叛
針
頭
行
大
奇
鎖
迷
惑
眾

人
亦
如
羔
羊
有
兩
笠
角
(
默
U
H
M
)

若
望
稱
一

切
否
認
天
主
父
及
其
墨
子
的
人
(
若

-
2
位
)
否
認

耶
穌
山
白
天
主
的
人
(
右

-
4
3
)
否
認
「
耶
穌
是

在
肉
身
內
降
仕
的
」
人
(
若
二
7

節
)
即
一
切
背
叛

教
會
及
倡
導
異
端
邪
說
的
人
是
假
基
督

自
教
父
時
代
以
迄
今
日
解
經
家
對
這
不
同
色
彩

的
假
基
智
的
看
法
可
謂
見
仁
見
智
有
的
說
是
將
來
末

日
的
(
或
現
在
的
或
歷
史
上
的
)
一
個
惡
霸
有
人
謂

是
一
個
政
治
上
反
宗
教
的
團
體
一
個
態
勢
力
更
有
的

人
企
圖
從
古
巴
比
倫
反
古
東
方
宗
教
的
神
話
中
去
尋

找
他
的
來
源
但
是
孩
們
要
注
意
的
是
我
們
根
本
不
需

卜- Jf 1611-1612 

要
將
喇
喇
劃
斟
若
望
書
信
及
則
利
斟

上
的
假
基
也
歸

納
成
一
個
三
者
相
同
的
惡
霸
或
團
體
或
惡
勢
力
因
為

上
述
三
處
所
提
的
假
基
督
根
本
就
各
有
出
入
大
致
說

來
保
你
昔
日
信
上
的
假
某
弩
是
指
也
界
末
日
的
一
個
惡

取
而
一
一
百
岫
時
將
有
許
多
人
要
背
教
但
保
祿
如
沒
有
清

鐘
指
明
他
的
性
質
及
標
志
默
示
錄
上
的
感
激
是
指
相

反
教
會
的
政
治
閻
健
及
相
反
宗
教
的
惡
勢
力
而
言
若

望
書
信
上
的
假
廷
督
是
指
一
切
背
教
者
及
創
造
邪
說

異
端
的
惡
人
而
一
一
-
B
(

韓
)

u
隨
時
也
長
「
S
H
g
J

M
m
A們U
叫
車u
f
/
開
H

立
。
巨
片
。
H
O
m
\

U
H
茍
請
K
H
目
前
五γ
「Z
。
一
。
-
且
是
J
偶
像
崇
拜
依

M
M創
H
H
H
H
U
E
-

月
1
于
/
H
E
Z
U
H口之

|
1

A
I
J
3
4

月
-
f

、
照
保
祿
所
講

是
「
將
不
可
朽
一
垠
的
天
主
的
光
榮
改
歸
於
可
朽
壞
的

人
飛
禽
走
獸
和
爬
蟲
形
狀
的
偶
像
」
(
羅

1

自
)
天

主
會
喝
附
選
民
除
他
以
外
不
可
有
別
的
一
腳
不
可
製
造

彷
彿
天
上
地
上
地
下
水
中
之
物
的
雕
像
更
不
可
向
它

叩
拜
而
人
卸
去
敬
奉
別
的
神
製
造
他
們
的
像
向
他
們

叩
拜
這
即
是
「
偶
像
崇
拜
」
崇
拜
偶
像
這
種
違
反

澀
智
的
風
俗
的
自
來
原
是
智
的
作
者
和
聖
保
祿
所
特

別
研
究
的
問
題
按
智
的
作
者
所
研
究
而
得
的
偶
像
崇

拜
的
原
因
不
外
是
由
於
人
愛
虛
榮
的
心
或
為
紀
念
可

愛
可
敬
的
人
士
或
為
當
時
流
行
的
君
王
崇
拜
之
所
引

(
智
口
問
↑
時
間
)
聖
保
祿
認
為
偶
像
崇
拜
是
一
種

遵
命
而
凌
辱
天
主
的
重
大
罪
行
人
本
可
由
受
造
之
物

忍
識
與
天
主
因
此
肺
旭
光
榮
恭
敬
他
但
是
人
們
如
違
犯

見
探
子

天
主
的
命

A
h而
放
肆
度
比
故
此
天
主
必
要
懲
罰
戶
，
社

-
m

|
扭
)
應
當
注
意
的
是
智
的
作
者
和
保
線
開
樣

溶
為
崇
拜
偶
像
是
人
在
道
德
上
墮
落
的
最
大
原
因
是

人
們
罪
憬
的
淵
教

偶
像
是
以
木
石
鐵
銀
銅
金
製
造
的
敬
禮
偶
像
的

處
所
乃
是
山
高
丘
或
茂
盛
的
樹
林
以
及
花
崗
溪
河
和

廟
宇
等
地
方

他
揮
天
主
藉
梅
瑟
向
選
民
所
說
的
名
言
「
只
有
上

主
是
天
主
除
他
以
外
再
沒
有
別
的
神
」
(
巾
4

自
)

先
知
們
咱
們
外
邦
的
神
為
「
使
以
民
走
入
了
歧
途
的
邪

神
」
(
亞
2
4
)
「
虛
無
」
(
那
2
5
)

「
醜
惡
之

物
」
(
申

m
U
M
)
「
可
憎
晶
晶
的
邪
物
」
(
加
上
l

H
)
等此

外
先
知
們
以
敬
禮
偶
像
之
謬
為
失
信
姦
洞
丹
紅

通
這
是
由
於
上
主
與
以
民
已
訂
立
了
盟
約
他
無
其
是

選
民
的
淨
配
的
原
故
(
見
雅
歌
等

)
為
防
止
以
民
去

犯
這
重
大
的
失
信
之
罪
天
主
昔
日
會
警
告
過
他
們
要

以
充
軍
的
懲
罰
處
治
他
們
(
申
泌
的
|
聞
等
)
可
是

選
民
「
具
有
姐
妓
的
面
孔
仍
然
不
知
羞
恥
」

(
見
耶

3
3

等
處
)

禁
止
偶
像
崇
拜
在
新
約
中
更
形
登
固
異
民
的
神

以
及
這
些
神
的
偶
像
等
於
「
虛
無
」
(
格
前
8
4

7
)
「
本
來
不
是
肺
的
神
」
(
迦
4
8
)
就
是
「
邪

魔
」
(
格
前
m
叩

I
U
)
等

如
果
我
們
研
讀
以
民
的
歷
史
很
容
易
看
得
出
來

人
的
歷
史
不
外
是
一
場
真
宗
教
和
偶
像
崇
拜
的
戰
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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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
巴
郎
的
祖
先
當
恃
還
「
住
在
大
河
那
邊
事
奉

翱
~別
的
神
」
(
踹
圳
的
2
)
，
他
的
後
筒
同
時
恭
敬
其
天
主

-

i 

一
也
崇
拜
一
些
神
像
(
創

h
H扭
扭
扭
叫
圳
的
間
約2|

-
a
)雅
各
伯
的
子
孫
在
埃
及
時
也
傾
向
了
當
地
偶
像

一

崇
拜
背
棄
了
天
主
(則
幼
?
!
刊
)在
曠
野
中
他
們
也

犯
了
同
樣
的
罪
惡
(
則
m
n
亞
5
抽

出
叫
“1
門
幻
2

8
)。
樹
蚓
雖
然
給
他

們
立
下
了
最
嚴
闊
的
法
律
(
制

u
l
l

H

臼

m
H
削
幼
a
4
n
M
)
但
叫
民
仍
不
斷

地
陷
於
偶
像
崇
拜
的
迷
惘
中
(
間
2
2
l

u
3
5
4

1
6
1
)
從
繳
上
4
2
7
6
1

l

n

也
可
推
知
在

撒
慕
爾
為
民
長
時
以
民
除
恭
敬
上
主
外
還
恭
敬
異
邦

的
邪
恥
「
制
劇
樹
在
刺
蚓
糊
糊
東
面
的
山

L
閏
月
劇
阿

布
人
的
可
僧
之
物
割
蚵
封
為
阿
孟
子
民
的
可
憎
之
物

鬧
別
容
修
築
了
丘
壇

.•.••• 

」
(
則
上
u
s
-
-

)。
制

羅
瀚
死
後
以
色
列
分
裂
雄
糾
崗
哨
在
北
國
兩
處
的
則

特
耳
和
丹
建
立
7
兩
頭
象
徽
「
雅
威
」
的
金
牛
這
一
舉

動
使
以
色
列
的
宗
教
更
形
衰
弱
更
容
易
接
受
外
邦
的

一
神
和
對
它
們
的
敬
禮
因
此
則
上
下
不
斷
重
提
「
制
制

貝
罕
的
罪
惡
」
以
他
為
罪
魁
禍
首

非
但
北
國
1
|
|

若
瑟
家
遠
南
國
猶
大
家
在
宗
教

和
道
德
上
也
隨
之
墮
落
有
列
王
紀
上
下
和
先
知
的
作

品
房
證
厄
則
克
耳
先
知
以
寓
言
的
文
體
把
兩
國
的
欺

搜
描
寫
得
非
常
生
動
(
見
則
必
)
兩
國
的
君
王
連
那

些
被
風
氣
熱
心
的
右
王
對
宗

教
的
袋
敗
|

。
除
了
制

史
雅
所
提
倡
的
宗
教
改
革
一
段
時
期
外
絲
毫
沒
有
辦

法
除
了
那
些
一
因
政
治
的
關
係
明
顯
背
叛
了上
主
而
崇

十一1613-1614 

拜
邪
一
帥
的
君
王
如
北
圓
的
剛
剛
抓
風
戶
口
齊
抵
南
國
的

阿
塔
里
雅
太
后
默
納
舍
等
對
其
他
的
君
王
史
家
都沒

有
好
評
關
肝
、
北
方
國
王
史
家
說「
沒
有
離
開
別
叫
蚓

的
兒
子
楓
樹
則
竿
使
叫
叫
刺
陷
於
罪
惡
的
罪
」
(
則

下
白

，
等
)
關
於
南
方
國
王
史
家
品
「
只
是
沒
有
廢

除
高
丘
」

(
剩
下
M
4
等
)。
在
叫
剖
圳
的
史
家
和
先

知
的
眼
中
兩
國
的
災
難
充
軍
和
毀
滅
的
最
大
原
因
即

是
崇
拜
偶
像
的
罪
瓦
參
闊
別
下

口
7
1

“

到
5
由
9

1

!

"

厄
上
9
7
自
等

偶
像
崇
拜
這
項
罪
過
不
但
是
屬
於
過
去
的
歷
史

且
與
現
代
的
人
也
很
有
關
係
人
一
旦
離
開
了
天
主
不

信
奉
他
就
成
為
受
造
之
物
或
情
慾
的
以
隸
比
如
金
錢

的
奴
錄
(
瑪
6

剖
)
美
泌
的
以
隸
(
鐸
2
3
)
功
利
的

以
錄

(
制
5
5

研
3
5
)
權
勢
的
奴
獄
(
駒U
S
)

作
且
不
說
不
法
娛
氧
嫉
結
惱
恨
的
奴
錄
(
點

6
l
時

缸
鐸
3
3
)
罪
惡
的
奴
激
(
羅
6
6
)
宗
教
虛
偽
主

義
的
奴
隸

(
迦
4
8
)
這
一
切
的
罪
惡
都
是

由
崇
拜

偶
像
而
來
領
人
陷
於
死
網
中
並
且
犯
這
種
罪
惡
的
人

顯
然
對
唯
一
的
真
天
主
沒
有
一
個
完
整
的
認
誠
因
而

缺
乏
忠
誠
信
賴
之
心

見
天
主
高
丘
祭
邪
神
之
物
金
牛
宗
教
多
神
教(

雷
)

也
A
M
m
k立
『
斗
}
H
M
O
F
4
Z
P
J

天
主
卡
必
上
明
文

U
H
L
u
t
H
f
明
E
F

叮
E
E
E
\
i

4

們
)
，

、
禁
止
偷
盜
(
山
山
m

H
申
5

刊
)
雖
然
沒
為
明
文
榮
止
以
暴
力
捨
奪
劫
掠

的
軌
道
行
為
但
當
然
一
史
在
發止
之
肌
它
的
懲
罰
部
遠 較

其
他
古
東
方
民
族
為
經
比
如
巴
比
倫
的
法
律
竟
有

時
以
死
刑
來
處
罰
在
堅
經
上
部
只
有
拐
帶
人
口
的
才

處
以
死
刑
(
山

幻
H
)
及
在
黑
夜
可
打
死
賊
人
打
的

人
沒
有
流
血
的
罪

(
出

2
1
2
)
在
以
民
間
的
懲
罰
叫

只
在
於
加
倍
的
賠
也
牛
類
賠
五
化
竿
類
賠
四
倍
(
川

釗
盯
-

n
7
見
撒
下
也
6
)
後
來
一
迋
種
懲
罰
較
為
更

嚴
版
加
至
七
倍

(
激
6
M
U
)
聖
經
上
特
別
提
出
倫

竊
牛
羊
的
懲
罰
主
要
的
原
因
是
以
民
一
向
為
半
遊
牧

的
民
族
而
百
姓
之
主
要
財
產
是
牲
畜
之
此
劇
甜
甜
先

知
特
別
提
出
偷
竊
的
罪
行
來
指
責
以
民
(
歐
4
2
)

德
訓
篤
亦
營
戒
人
「
作
盜
賊
的
必
受
羞
辱
」
(
叫
5

叮

見
耶
7
9
)

制
側
重
申
偷
盜
之
不
當
(
叫mm
w
a釗
叩
M

晰
的

甜
甜
咄
口
，
倒
前
6

叩
弗
4

甜
酬
的4
臼
)
，
在
耶
穌
時

代
可
能
因
了
民
間
對
羅
馬
人
的
不
淪
情
緒
為
竿
而
起

大
加
反
抗
也
因
此
有
些
人
在
混
永
摸
魚
而
有
搶
劫
路

人
的
土
匪
產
生
(
路
m
叩

見
瑪
必
伯
格
後
口
自
)
大犯

人
巴
辣
巴
及
與
耶
穌
同
時
被
釘
的
二
人
就
是
當
時
的

強
盜
(若
的
“
瑪
幻
品
等
)
聖
經
上
數
次
以
盜
賊
的
突

如
其
來
來
說
明
上
主
日
子
來
臨
的
不
可
預
測
(
簡
前

5
2

伯
後
3

M

見
宗
3
3

的
問
)
(

韓

)

“
助
其
F
I
J

切
人
名
按
閉上
2
3
所

1
1

圓
「
C
J
T

、

教
是
岡
山
川
魯
巴
貝
耳
一
同

自
巴
比
倫
充
軍
地
問
圓
的
猶
太
人
之
一
厄
下

的
品
在

厄
斯
德
拉
大
司
集
所
立
的
盟
約
上
蓋
了
印
的
也
有
叫

馴
側
的
在
問
下77
也
街
一
名
拭
喇
喇
喇
文
作
制
劃 ~ 



是
以
有
人
將
該
名
與
納
悶
先
知
誤
為
一
人
其
實
當
圈
圈

希
伯
來
文
之
筆
誤
此
外
在
厄
下

3

叮

也
提
及
一
個
名

叫
勒
洪
的
是
肋
末
人
其
父
名
叫
巴
尼
是
否
逗
位
勒
洪

與
厄
上
2

3

厄
下
7

?

"
自

所
載
同
圓
圓
一
人
不
得
而

知
不
過
有
的
學
者
認
為
娃
一
人
另
街
一
個
名
叫
勒
紋

的
是
阿
塔
薛
西
斯
王
朝
在
河
西
州

作
總
督
的
他
會
和

秘
古
史
默
瑟
上
營
與
波
斯
王
阿
塔
薛
西
斯
反
對

則
魯

巴
具
耳
所
領
導
在
耶
路
撒
冷
修
建
聖
殿
的
事
是
以
不

會
是
厄
上
2
3

所
載
的
那
位
勒
洪
那
末

由
上
所
述
有

三
個
或
至
少
有
兩
個
名
叫
勒
供
的
人

(
義
)

的
申
明
唐
代
「
悶
。r
o
g
J人
名
意
義
不
詳
聖
經
上
以

“
#
唔
背
呵
/
F
n
o
g

」
此為
名
者
共
有
三
~

@
在
以
民
遷
移
進
入
草
地
的
時
候
大
司
祭
厄
肋

阿
匣
爾
的
兒
子
丕
乃
哈
斯
率
領
一
批
以
民
軍
人
打
敗

並
殺
掉
了
五
個
米
德
揚
的
王
子
五
王

中
之
一
就
是
勒

耿
(
戶
到
1

1
8

蘇
口
創
)

@
加
肋
布
的
後
代
赫
貝
龍
的
第
三
個
兒
子
沙
貴

的
父
親

(
編
上
2

“
“
)

@
舍
勒
士
的
第
二
個
兒
子
瑪
基
爾
及
瑪
阿
加
的

孫
子
圓
圓
默
納
協
支
派(
編
上
7
M
)

(
韓

)

“
偷
閃
振
雄
言
。
"
。口
)是
亞
他
情
潤
的
←
川
滑
鐵
沛

-
j
E
-

﹒
司
呵
，

、
位
於
尼
尼
微
及
加
拉
之
間

比
城
只
一
次
見
於
聖
經
(
創
m
u
)
它
的
正
確
位
置

-
至
今
未
能
獲
得
考
古
學
家
的
證
費

(
韓

)

竺

n
a
A
f
m

o
NE
/

是
劉
樹
上
兩
個
人
的
名
字
意

t

-
z
o
d
E
F
b
r←
f
r
g

s
1

3

』

-1
i
z
l
j

d
3

9

2

5

恩
可
能
是

「
適
意
愉
快

」

1615- 1620 十 一 互幫

@
大
馬
士
革
的
國
王
與
南
國
拍
大
王
阿
哈
次
及

北
國
以
色
列
王
默
納
但
培
卡
黑

及
日
伺
舍
亞
是
同
時
代

的
人
(
列
下
的
盯

M
N
S
6
)生
於
大
馬
士
革
附
近
的

一
個
村
在
日
後
成
為
大
馬
士
革
的
首
領
(
依
7

8
)

猶
如
其
同
時
代
的
馮
小
國
君
王
曾
向
亞
述
王
位
革
校

特
丕
肋
色
爾
三
世
進
貢
納
稅
但
心
有
不
甘
於
是
誘
惑

猶
大
王
阿
哈
次
聯
盟
反
組
述
位
同
叫
戶
口
，
次
不
為
其
所
誘

乃
老
羞
成
怒
而
與
北
圓
的
培
卡
黑
聯
盟
首
先
發
動
敘

利
亞
厄
邦
辣
因
戰
爭
打
擊
猶
大
王
阿
啥
，
次
並
有
意
將

其
王
位
取
消
聯
軍
將
耶
京
包
圍
阿
哈
次
大
驚
之
餘
向

亞
述
王
援
革
拉
特
丕
肋
色
爾
三
世
發
山
求
救
的
信
號

但
結
果
耶
求
有
驚
無
險
地
得
以
解
國
勒
斤
鑒
於
必
述

大
軍
壓
境
而
來
乃
撤
兵
逃
罔
大
馬

-
J出
賣
到
湖
軍
將
其

首
都
重
重
包
圍
並
將
其
四
適
的
城
鎮
鄉
村
進
行
被
壞

無
餘
結
果
在
公
元
前
七
三
二
年
城
破
被
擒
及
被
殺

(
列
下
的
7

1

9

依
7
1

i

u

)
自
比
他
的
王
國
大

馬
士
革
變
成
了
亞
述
帝
國
的
一
個
行
當

@
充
軍
後
同
則
魯
巴
具
耳
一
起
歸
岡
耶
京
的
人

章
中
有
名
勒
斤
者
是
一
個
「
獻
身
者
」
的
家
庭
的
祖

先
(
厄
上
2

刊
厄
下
7

叩
)

(
韓
)

"
海
M
d
H
「H
HO
N
g
J人
名
意
謂

「
首
領
」
是
厄
肋

“
當
可

~月
/
F
N
S
K

蚓
割
的
兒
孔
阿
耐
人
的
筒
說

亦
是
撒
羅
漏
王
的
敵
對
會
經
服
事
件
巴
王
哈
達
德
則

爾
但
後
來
可
能
由
於
其
主
人
被
逮
味
所
戰
敗
乃
背
棄

主
人
率
領
一
批
武
裝
軍
人
而
往
他
方
去
了
後
來
當
撒

羅
浦
王
朝
的
衰
弱
時
期
自
行
佔
領
大
馬
士
革

而
成
立

其
獨
立
的
王
國
(
列
上
口
自
1

自

)
有
人
謂
此
人
就

是
到上
的
M

所
記
軾
的
大
思
甜
王
習
過
得
一
俠

的
祖
父
赫
則
雍

(
韓

)

"
命
財
r
R
B
E

J
人
名
意
謂

「
天
主
是
牧
者
」

“
是
司
a
t
i/
m
m
間
E
K

或
「
天
主
的
朋
友
」是
闊
的

後
代
培
肋
裕
的
兒
子
及
創
制制
的
父
親
(
創
刊
"

n

編
上
1

品
)
他
的
名
字
亦
見
於
「
基
督
的
族
譜
」

(
路
3

自

)
此
名
在
其
他
的
古
譯
本
上
亦
譯
作

「
辣

高
」
但
希
伯
來
原
文
則
作
勒
伍
故
恩
高
譯
本
依
照
原

文
將
之
譯
作

「
勒
伍
」
(

韓

)

倒
帥
間
加
的
侖
山
明

(
M
N
R
E
σ
J
M

M印意
思
是
「騎
士
」

-
i
y
-
1

、
雪
紛
上
有
此
名
者
共

有
三
人
它
也
是
一
個
黨
派
的
名
稱

A

人
名

@
是
達
味
時
代
的
一
個
區
首
屬
本
雅
明
艾
派
貝

洛
特
人
黎
孟
的
兒
子
與
他
的
兄
弟
巴
阿
納
乘
繳
鳥
耳

的
兒
子
依
市
巴
耳
午
睡
時
將
之
刺
殺
並
斬
其
首
晏
獻

與
達
味
浦
以
處
可
以
中
悅
達
味
而
獲
重
賞

那
知
遂
味

一
見
大
怒
路
斥
他
們
的
這
種
不
恥
之
舉
立

卸
下
令
砍

去
他
們
的
手
足
懸
屍
於
赫
貝
龍
的
水
池
之
南
方
示
來

(
撇
下
4

1

i

u

)

@
約
納
速
布
的
父
親
約
納
遂
布
是
耶

胡
的
忠
誠

朋
友
同
耶
胡
計
殺
全
體
敬
禮
巴
耳
邪
帥
的
司

祭
事
件

發
生
於
撒
瑪
黎
雅

(
則
下
m
H
l

盯
見
端
上2
H
m

甘
心6
)@

乃
赫
米
雅
時
代
的
九
是
同
蚓
搭
個
問
區
區
長
瑚



~
司
創
蚓
的
父
相
圳
海
耳
基
雅
曾
向
他
的
兒
，
「
們
一
起
修

鞠
-一
控
制
京
的
「
糞
門
ι
|
|南崗
一
按
裝
了
城
門
插
關
和

一
門
問
(
厄
下
3
H
)

-
B

當
派
名

是
叫
民
中
的
一
個
團
體
它
的
成
叫
來
於
宗
教
的

原
的
但
也
皮
定
肘
的
生
活
故
一
小
事
阱
他
亦
一
小
伙
叫
們
只

有
在
不
得
己
的
環
琨
之
下
大
難
臨
頭
之
際
才
做
入
付

i

。

i

在
或
城
市
居
住
(
恥
必6
l
u
)技
→
桶
上2

目
的
J
山
山
叫

他
們
是
刺
問
人
喇
喇
蚓
的
後k
h職
衍
6

稿
酬
圳
州
的

兒
子
耶
叫
他
明
友
及
熱
誠
的
宗
教
家
約
這
布
持
自
己

的
先
人
(
見
叫
下m
n

l

盯
)
。
當
叫
出
制
王
蚓
圳
叫

踩
瀰
蚓
刻
的
時
期
他
們
逃
難
進
入
耶
京
曾
經
大
受
耶

蚓
刑
制l

先
知
的
U
K仿
制
而
他
們
是
忠
守
先
人
此
條
的
紛

亂
至
於
充
束
後
他
們
是
否
歸
化
沒
有
俗
，
民
的
提
綠
雖

然
到
制
上
拉
倘
有
制
刷
刷
的
兒
子
科
叫
甘
地
雅
舍
山
力

修
築
刷
品
以
城
門
(
山
下

3
H
)
似
這
與
他
們
向
來
不

過
定
怯
生
活
的
習
尚
似
乎
是
矛
盾
的
(
牌
)

1

品
H
q
k
h」
信
區
「

J
J

地
中
圳
來
，
U

仿
臘
文

i

凶
M
〈
陣
陣
且
L屆四

-
H
H
F
O
E
-

l
d

固
「

-
2
-
1
3
/

/

、
位
於
意
大
利
南
方

海
川
的
八1
日
息
凶
加
快
布
梁
雅
的
物
甘
地
約
織
而
對
奴

制
圳
海
峽
保
線
被
解
赴
蚓
划
時
乘
站
在
息
辣
谷
撒
停

留
三
天
之
後
會
途
經
此
地
而
北
上
昭
雄
馬
(
也
不

m
u
)

公
元
一
九
O
八
年
刊
大
的
地
品
將
這
性
占
域
益
行
做

壞
無
亂
目
前
所
見
說
除
了
一
段
鐘
於
公
元
前
第
五
世

紀
的
占
希
蠟
梢
及
一
比
一
羅
馬
人
往
築
的
遍
采
寫
內
缺

般
地
板
之
外
皆
是
大
災
之
後
重
述
的
新
絨
(
牌
)

卡- J[ 1621-1627 

m
勒
局
布
(
阿
叮
叮
叮
叮
)
地
名
言
妥
地
」

d
E
l
-
-
J
l

或
「
街
道
」

ω
亦
名
叫
蚓
馴
州
州
(
踹
下ωe
)

位
於
嚕
地

最
北
方
的
蝴
蚓
副
山
以
叫
川
刊
的
發
似
地
山
自
州
附

(
F
D
E
U
)必
征
它
的
附
近
悔

法
打
發
仁
峙
的
探
摯
地

的
卡
二
例
味
，j
份
來
到
此
地
(
戶
口
自
)
後
來
被
叫

交
派
所
仿
制
(
闊
的
目
)
。
它
的
人
民
會
受
僱
必
川
孟

人
與
這
味
作
叫
喊
(
做
下ω
6
)

。
川
叫
制
文
一
似
的
。
海
外
城

(
俏
的
詞
)
，
比

、
後
被

釗
給
圳
蚓
人
(
圳
幻U制
上
6

的
)
關
必
它
現
今
確

伐
的
位
叫
仇
恨
污
們
泣
，~
T
K
K胞
息
地
，
可
-

@
原
凡
此
釗
叫
戶
口
川
叫
叫
文
派
的
城
市
(
側
的
叩
)

但
始
終
未
能
，
仆
糾
糾
叫
人
的
手
中
尸
肘
，

N
M
(民
l
u
)

具
現
今
之
位
從
仍
米
抱
你
定
(
的
神
)

必
品
。
←
民
干
十
「
m
o
Z
E
J
人
名
志
泊
「
天
主
管

6

祉
m
z
ι
「H
T
.
-
f
F白
宮
。
之

i
H
a
d
d
-
-
/

吧
、
治
」
他
沾
一
位
學
般

的
喊
口
此
(
刷
上
必
7
)。
(
氾
)

凡
\
U
人

數的 1625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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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里豆， 法?去

EIHEE 囡囡
益p8 又立于豆豆
卜 16 L- .E!月‘u'主可可

.5 '-"，位音~ l抗日
18 是於員立 3 3 
22 主11茜... ~. 

23 I味|大. 3, 

13 典與)

編p告1;本|

上 l的|雅|
11 舍|明1

15 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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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H

〕
叮
此
處
之
土
地
甚
為
肥
法
(
創
刊

υ
5
)

此

地
區
之
得
名
可
能
是
來
，
自
古
代
的
傅
說
相
傳
話
人
們

倚
在
此
后
肘
往
之
故
雖
然

m
J
H
M
粒
上
稽
之
t
M山
谷
抖
抖

街
上
之
一
例
忱
地
故
此
用
心
的
拉
正
慌
地
將
之
譯
作

「
馴
叫
叫F
原
」
此
-
F
原
在
叫
京
之內
南
今
中
n
H
H
t

A
山
叫
(
7
r
p
H
U
E
)
(
7
)

指
令
。
←
F
r
l

「m
o
Z
Z
S
J
地
名
1
、
意
-
爪
，
I
M
M足

M
站
附τ
1
4
7「
寸
/
F
Z
恤
金2
\

圳
氏
山
峰
叫
到
役

的
第
L
l
u州
打
吭
一
氾
哀
次
J
U
U
後
l
i缺
少
，
只
水U
H
M抱
怨
悔

弓
，
川
口
1
1

八
)
，
叫
到
以
基
石
山
吼
叫
民
主

解
渴
花
在
此
地
向
叫
叫
做
川
職

w
t
H
h
人
(
山
U
S

時
)

至
於
馴
蚓
刊
的
現
仆
地
點
例
子
但
由
們
大
部
同
意
它
就
是

現
代
的
刷
出
倒
得
他
的
它
不
只
名
字
典
型
縱
上
的
物

』
叫
他
為
近
似
而
且
地
形
艾
院
、
院
況
也
必
符
八
叫
“
如
踩

你
在
叫
正
咐
穹
的
近
處
有
一
個
永
心
卅
水
准
抖
小
川
、

夠
L
l

餘
人
的
收
川
無
悅
于
當
大
忱
的
以
只
吼
叫
，
心
此
地
三

後
發
現
波
有
食
水
成
水
豈
不
的
則
因
而
浦
口
川
U
L
-
-
2

口(
牌
)

η
b
H
M
主
持E
A
λ
\
M
H
O
戶
戶Z
D
J
勒
馬
本
人
名
足
拔
希

J

值
翻
f
u
t仁
川
，
到
可/
M
H
E
E
D」
1
I
1
i
f
-
-

自

-
I
r
-
-

/

、
州
市
水
文
音
譯
付
一
丁
文

清
作
叫
科
迫hh
迎
她
刑
制
制
自
叫
州
所
生
的
長
，
r

(
州
川
沙
扭
)
，
就
字
意
為
大
約
已
「
瓦
抗
生
了
一
兒

F
h巾
蚓
倒
叫
去
世
的
對
山
市
手
們
的
吭
一
此
可
知
馴
蚓

科
脾
氣
相
宙
門
恭
樑
(
倒
行
血

"
a

叮f小
過
從
他
拉
法
營

救
他
的
山
弟
叫
到
的
串
戶
上
看
來
他
仍
不
小
化
為
孝
父
友

弟
的
一
位
好
兒
子
好
兄
長
(
創
幻
U
)
司
冶
咚
吋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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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犯
的
亂
倫
罪
即
姦
品
他
父
親
的
，
友
從
耳
叫
戶
口
被
父
親

〈
、
'
。
自

i
l
l
-
t
l
l
e
t

s

概
奪
了
他
的
長
于
名
分
(
創
刊
4
)
勒
白
白
叮
本
妝
創“

9

的
紀
敘
生
有
四
個
兒
于
即
哈
站
客
帕
路
赫
必
龍
和

加
爾
米
之
後
他
們
會
隨
著
父
親
雅
各
的
企
家
逃
荒

F

E
t
-
-
'。
，

l
'
1
.
t
i
l
-

-

到
候
及
由
他
們
的
後
丹
阿
根
成
了
一
大
家
族
郎
勒
馬
本

支
派
在
他
們
出
離
埃
及
後
會
作
過
兩
次
統
結
條
第
一

次
統
計
勒
鳥
本
交
派
共
有
能
作
澈
的
壯

T

四
月
λ
下

五
百
人
(
門
I

n
)
綠
第
二
次
統
持
共
有
岡
比
三
下

t
s

。

J
B
、

.. 
1lIll-Ill-

七
百
三
卡
人
(
戶
約
3
)
按
戶
紹
所
￡
皆
因
以
色
列
f

民
來
到
制
叫
呵
成
向
求
從

1門
時
馴
叫
利
玄
派
付
要
求

i
l
l

'

。

梅
瑟
叮
叮
叮
他
們
在
川
來
往
下
手
必
被
川
起
初
不
川
沒
向

i
l
l
.
-
-

。

，

得
到
允
諾
反
受
到
梅
瑟
的
市
斥
不
過
後
來
在
他
們
汶
口

允
必
先
與
見
他
交
辰
一
起
彼
川
作
校
的
條
件F
的
H
b

才
隊
允
將
河
慌
地
方
賜
給
他
們
作
他
們
的
原
業
(
貼

，
》
、
'
。

1
i
l
l
-
I
l
l
-

'

，
、
6

戶
叫
“1

詞
)
關
於
勒
h
F
J本玄
派
所
分
得
的
仁
地
結

。

，

!
o
il
-
t
i
'
，
e
a

口
時
間

街
較
誅
俐
的
1

比
收
總
之
即
附
關
崎
州
際
梨
人

I
l
o
-
-
l

。

王
們
心
紅
所
，
俏
的
根
州
闢
土
過
一
地
一
做
什
忱
公
元
的
八
三

四
年
為
大
馬
士
革
王
哈
川
江
所
的
領
之
後
股
公
一
兀
的

七
三
-
J
年
在
右
又
為
r
M述
王
提
革
拉
特
H
h
u
肋
包
爾
所

2
、
‘
'
，
、
、
。
'

的
，
何
(
參
閱
列F
ω

呵
，
刷
上5

到
)
話
耶
穌
傳
教
時

法
地
都
成
了
外
級
人
拔
一
稿
血
目
的
品
故
耶
穌
只
到
過
推

乃
撒
勒
湖
東
川
的
前
中
辣
撒
人
的
地
方
在
該
處
治
好
了

〈
‘
'
。

附
俗
的
人
(
谷

5
1
I
H
)

足
以
耶
穌
未
曾
到
過

1
I
l
l
-
I
l
l
-
t

。

J
、
、

'

，
h
1
i
l
l


-
原
唱
團
勒
烏
本
艾
派
的
地
方
位
旅
默
7
5

的
U
仙
似
勒
鳥

昕
一 i
u用
文
派
屬
第
二
支
此
即
在
蚓
蚓
支
派
之
能
蒙
天
使
在

戶
他
們
額
上
蓋
了
印
其
人
數
戶
(
如
其
他
女
派
共
一
萬
二

←性

下
人

(
義

)

晶
晶
呀
，
→
苛
臣
旬
「

H
Ng
s
§
J
勒
鳥
瑪
人
名
為
r
H巴

H
H封
關t
f
t
p正L
叮
/
悶
。5
"

」
|
|
|
|
|

J

a
-

-

J

J

、
郎
之
弟
納
高
爾
的
主

她
給
納
H
叫
做
剛
生
布
四f

的
特
巴
黑
加
字
叫
哈
哈
士
和
為

何
加
(
見
創
泣
叩

H
)
(

義

)

m
功
&
口
已
、
P
B
o
z
g
s
J
人
名
意
為

4

甜
瞳
a

恥
"
E
E
P
-
-
/

悶
。
g
s

』

i
I
-
2
-

J

、
「
(
天
主
)

餓
反
了
臼
叫
」
赴
以
民
分
南
北
國
後
的
第
一
位
南
凶

街
大
拘
丹
王
繼
父
撤
經
尚
為
玉
昆
、
母
名
叫

，

消
川
刊
瑪
是

川
，6
人
(
列
上
H
U
M
n
u
編
上
3
M

制
下
9

恥

U

U

瑪
1
7
)
在
伙
凡
L
l

七
年
(
九
三
-
l
九
三
一
)

在
他
繼
他
之
始
閩
中
永
使
一
分
悠
二
-
逗
件
慘
痛
的
事
股

不
能
完
全
的
伶
必
他
蒜
以
民
代
必
立
必
主
政
飽
之
前

U
A
泌
了
蚊
h

年
的
各
州
立
派
各
'
叫
馬
政
的
小
集
團

生
前
汶
布
全
凶
，
此
-
的
改
絞
文
派
彼
此
之
間
的
聯
繫

幾
F

只
眼
於
九
一

4

小
教
附
係
咐
，
心
叫
他
習
慣
已
久
的
生
活
傳

統
已
很
蹤
，
持
改
變
過
來
的
敘
述
也
」
吼
叫
功
你
笑
的

出
州
以
放
科U
過
人
的
削
糾
腳
也
只
不
過Ht以
恢
硬

靠
她
的
F

段
的
強
將
終
似
民
族
聯
合
在
一
起
也
赴
撒

綠
心
峭
的
大
開k
卜
啦
隊
的
山
扒
父
不
叭
叭
此
各
文
派
的
傳

統
地
民
概
念
雌
性
地
創
定
了
全
圓
的
同
城
已
造
成
了

民
間
一
一
間
非
常
不
繡
的
情
緒
一
一
這
是
南
北
勢
將
分
裂
的

基
准
原
因
勒
叭
叭
口HH字
的
命
根
執
政
只
活
分
裂
的
導
火

線
而
已勒

哈
具
字
是
一
個
缺
少
智
謀
的
人
叉
車

E聽
諂
言

(
列
上
u
a
編
下

m
s
u
7
)

他
登
極
之
初
的
逕
赴

北
部
的
占
代
宗
教
中
心
地
舍
根
在
那
襄
召
集
了
北
部

的
各
文
派
商
討
國
家
大
計
此
行
之
目
的
當
然
不
外
是

為
白
衣
宣
傳
地
來
作
一
番
安
做
人
心
的
工
作
但
結
果

適
得
其
反
聚
集
的
北
方
百
姓
一
致
要
求
他
將
父
王
的

苛
州
政
策
取
消
但
他
部
以
蠻
描
無
煌
的
態
度
對
待

了

百
悅
於
娃
百
姓
南
北
分
裂
的
趨
勢
乃
成
了
事
質

(
列

上
山
1
7
9
u

編
下
ω
1
，

u
)
勒
哈
貝
罕
打

發
阿
多
繭
去
平
息
民
伯
部
被
百
性
以
石
頭
砸
死

(
列

上
已
閉

目
制
下ω
閥
，
此人亦
名
叫
到
目
點
兒
叫
上
4

6
)
關
王
見
大
勢
已
去
乃
急
忙
上
車
逃
悶
了
耶
京
至

此
只
剩
下
了
南
方
的
猶
大
及
本
雅
明
文
扳
仍
忠
信
於

他
向
北
方
的
十
個
文
派
揀
選
了
雅
洛

H
H罕
作
自
己
的

閻
王
南
北
判
峙
的
局
面
於
是
閱
始
互
不
相
改
一
賞
，
們
大

戰
4

觸
ω
發
之
叫
叫VL丰
收
先
知
或
指
「
天
主
的
人
」
舍

瑪
雅
從
中
周
能
才
兔
於
扭
扭(
列
上
也
訕
訕

編
下
刊

1

1

4
)
但
邊
界
的
街
突
及
南
北
人
民
間
彼
此
的
仇

恨
則
無
法
消
除
(
列

上
“
叫
的
6

編
下
山
時
)

后
久
之
後
山
府
及
主
史
沙
克
可
能
是
乘
摯
地
多
事

之
秋
也
可
能
赴
由
於
他
的
友
人
北
國
君
主
雅
洛
貝
罕

的
的
地A
(
H
M列
上
叫
“
)
大
縣
山
兵
侵
入
猶
大
這
次

的
突
發
聖
經
上
雖
少
有
記
載

(
列
上
M
扭
扭
)
但
按

俟
及
文
件
的
記
載
規
模
部
是
相
當
巨
大
的
不
只
是
整

個
摯
地
就
連
培
肋
舍
特
地
及
約
但
河
東
部
地
區
也
受

到
了
他
的
侵
害
可
能
就
是
在
受
到
了
這
次
的
教
訓
之

能
動
司
割
開
始
在
邊
界
上
娃
築
防
禦
工
事

(
幟
下

U
S

時
)
共
建
有
北
方
的
堡
壘

二
個
東

方
四
個
東



一
南
方
四
個
南
方
三
個
東
北

方
三
個
自
上
述
堡
壘
的
所

的
叫
~
在
也
可
以
看
也

南
國
個
圳
的
國ι
已
被
縮
到

很
仇

一

在
宗
教
方
面
來
識
分
裂
後
的
最
初
幾
年
南
國
的

一
宗
教
熱
誠
是
高
漲
的
蓋
當
時
一
切
忠
於
雅
威
宗
教
的

-

司
祭
，
相
肋
末
人
都
相
縫
逃
來
猶
大
不
以
為
了
避
難
而

且
也
為
了
宗
教
之
故

(
編
下
U
H
?

口
)
但
分
裂
之

後
的
勒
哈
民
罕
自
己
部
在
一
心
從
事
外
海
准
備
保
國

御-
m敵
的
工
作
而
漸
兩
股
東
了
其
宗
教
上
的
責
任
致
使

宗
教
上
的
純
潔
大
大
受
到
損
失
許
多
邪
神
淫
污
的
敬

禮
傳
入
猶
大
國
內
是
以
他
本
人
受
到
聖
經
上
嚴
版
責

斥
(
列
上
M
n
-

M

編
下
U
H
)
他
死
後
被
勞
於
這

味
城
中
與
列
祖
同
眠
(
列

上
M
U
)
他
的
兒
子
阿
彼

雅
繼
位
為
王
(
列
下
M
U
編
下
U
H
M
)

(
韓
)

到
宿
叫
勾
畫
司
令
文
主
寸
「
m
o
z
r
。
已H

J
H岫
名
是
洪
水

6

聲
學
b
F
X
V、
叫U
在
f
f
r
n
E
Z
H
Y-

'
-

i
l
l
-

、e
t
i

滅
世
之
後
法

厄
的
兒
L
J舍
的
後
代
在
啞
述
娃
立
的
城
南

(
創m
u
)

亦
名
勒
品
波
特
依
爾
大
約
距
尼
尼
徽
城
不
遠
郎
在
現

今
倒
叫
到
的
摩
穌
耳
拔
附
近

地
名
是
厄
東
君
王
沙
鳥
耳
的
家
鄉
(
創
始
肘
編

上
1

刊
)
學
經
上
而
載
謂
此
地
區
靠
近
河
流
雖
然
古

代
的
文
件
幾
時
簡
單
地
提
及
「
河
流
」
大
都
比
比
指
幼

發
挂
的
大
河
而
言
但
在
此
處
基
於
厄
束
的
地
理
環
坡

應
是
進
入
死
海
的
一
條
河
流
歐
色
彼
業
已
指
山
此
河

應
是
死
海
南
部
偏
束
的
二
十
五
公
里
處
的
黎
哈
布
河

(
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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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
心
叫3
司
弘
文
主
寸
恥
此
時
間
詣
。
Z
Z

子
，
r
J

U
Z
陶
王
盔
、
W
U
怯
于
血
仇n
z
開
f
m
o
n
y
忌
。
"
守
主

見
前
條

沿
海
叫
“
3

「
首
古
巴
ω

J
聖
經
上
以
「
活
物
」

6

掌
聲

4
4
l
f
E

自
己
5
7

4
-
E
'
e
r
4

J

、

(
g
t
E
O
E切
)
來
表
示

勁
物
梅
瑟
以
簡
單
的
方
式
依
牠

們
行
動
的
態
度
分
精

@
四
日
止
動
物
一
切
地
上
有
四
妥
足
行
走
的
勁
物

除
非
其
足
如
此
短
小
行
走
如
爬
行
者
比
如
蜥
蜴
M
M魚

等
則
非
屬
四
足
勁
物

@
飛
禽
一
切
有
翅
膀
之
動
物
運
一
切
飛
蟲
在
內

(
見
「
飛
鳥
」
條
)

@
水
族
一
切
在
水
中
生
活
游
泳
的
動
物
連
一
切

鯨
類
在
內
(
見
「
魚
」
條
)

@
爬
蟲
一
切
爬
行
的
動
物
連
那
些
外
表
好
似
爬

行
者
在
內
知
鼠
類
動
物
(
見
「
爬
蟲
」
條
)

動
物
，
何
潔
與
不
潔
之
分
見
創
7
8
8
m

其
意
義

且
瓜
分
類
誰
見
於
以
口
1

缸
扒
拉
山
叩
M
3
1

叫
大
致
改

來
除
了
基
於
衛
生
的
原
則
外
主
要
原
因
之
一
是
有
些
一

動
物
與
制
制
制
人
及
其
他
外
教
人
所
敬
禮
的
地
下
黑

暗
一
聊
以
有
關
連
之
故
而
成
為
不
潔
以
杜
絕
以
民
彷
敘

師
法
肋
志
以
宗
教
的
理
由
來
祭
止
以
民
食
不
潔
的
動

物
以
區
別
於
非
以
民
的
外
教
人

不
潔
的
動
物
技
悔
瑟
法
律
分
四
大
類

。
四
足
動
物
一
切
有
偶
蹄
而
無
趾
的
及
不
反
弱

的
四
足
動
物
都
是
不
潔
的
凡
上
述
條
件
有
其
一
者
皆

是
不
潔
的
其
肉
不
可
食
其
屁
不
可
動
更
不
可
用
作
祭

口
回
如
路
駝
免
手
清
等
其
他
見
肋
M
H
M

@
飛
禽
貨
際

上
梅
瑟
將
一
切
當
時
所
紹
給
的

，

L
F

線
的
鳥
類
都
列
舉
了
山
來
故
其
他
一
切
是
涼

H
V仰
木

標
明
它
們
不
凜
的
特
做
一
般
學
各
類
推
莫
不
涼
之
以

因
是
以
愴
掠
放
以
腐
肉
均
純
為
生
的
飛
禽
(
州

W
U

凹
的
誰
見
「
飛
鳥
」
條
)
至
於
命
也
之

H
比
過
除
了

那
些
一
後
腿
反
過
的
腿
在
地上
能
跳
的
區
蟲
外
(
將
峙

蚱
蜢
等

)
其
他
一
切
都
是
不
潔
的
(
肋
刊

甜
甜
)

@
水
族
一
切
無
睹
無
鱗
成
具
釘
昆
、
一
者
不
論
足

在
海
水
或
淡
水
中
生
活
的
水
中
動
物
都
是
不
到
峙
的
如

鯨
他
m
H
h
h
m
(

假
魚
等
(
肋
口
，
l

時

)

@
爬
蟲
一
切
在
地
上
爬
行
或
好
似
爬
行
的

N
X

凹
足
短
小
都
被
法
律
耐
為
不
激
動
物
如
老
鼠
蜥
蜴
等

(
晰
口
問!
U
)
。
倒
劉
將
潔
與
不
潔
之
法
律
規
定

的
十
分
般
格
諸
凡
人
吃
了
不
潔
動
物
之
肉
或
觸
釗
其

時
川
成
路
不
用
峭
的
動
模
死
純
後
應
沐
浴
洗
"
你
衣
服
址

毫
日
然
被
視
為
受
結

r
U
A
/
}

人
結
以
提
叫
到
不
總
動
物

z
u凡
而
器
且
又
是
屬
陶
器
屁
則
應
將
立
打
被
作
比
其

次
種
子
亦
可
受
站
污
惟
水
并
水
源
不
受
品
污
(
肋
口

神
州
中
的
動
物
所
謂
神
心
中
的
動
物
送
指
那
些
一

巾
人
的
幻
怨
而
也
造
山
來
的
動
物
或
垃
將
古
代
哼
，
付

過
的
動
物
加
以
泣
染
諾
大
而
產
生
山
來
的
凹
后
你
的

鬼
怪
動
物
在
各
古
老
文
化
中
都
有
關
於
這
類
動
物
的

記
載

在
載
的
原
文
中
l

喇
喇
喇
文
|
|
木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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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動
物
的
存
在
但
在
翻
譯
成
希
臘
文
及
投
r

文
時
譯

者
將
一
些
一
原
文
的
普
通
勁
物
譯
成
神
品
動
物
如
魎
魅

(
依
M
H
)
大
龍

(
默
u
a
|

叮
)
魎
魎
等

(
依
u

n
)
本
來
按
希
臘
及
技
丁
通
行
本
還
有
其
他
為
數
不

少
的
鬼
怪
動
物
但
因
息
高
中
文
譯
本
益
間
也
保
存
了
原

文
的
色
彩
故
肺
活
動
物
已
很
少
見
故
只
舉
出
上
述
數

則
為
例
(
韓
)

3
L
E
A
h
p
b
u
\

宮
S
B
Y
M
/

H
H
-
d
H

過
胡
(
1
F

自
}
兒
宗
教

u
m
M叫
一
而
巾

-
H
/
宮
。
口
。"
Z
Z
Z

之

"
生
□
C
P
B
O〈
O
F
H
M
。
口J
「
啟
示
」
或
「
默
-
2

6
日
正
二
人

f
M
N
g

旦
旦
5

」

y
-
7

J
F

、
或
「
天
一
本
」
是
謂
天
上

神
明
或
至
上
紳
|
|
天
主
以
自
己
的
旨
意
和
智
泣
指

教
何
人
俠
仗
人
明
除
他
的
旨
忠
和
智
恐

天
主
自
然
可
以
顯
現
給
某
人
給
以
指
教
像
逗
他
憾

的
指
教
迫
所
泊
的
個
別
啟
示
側
圳
啟
示
抗
們
在
此
不

切
必
論
在
本
文
內
我
們
只
討
論
公
開
的
的
廿
一
本
的
天
主

為
此
仰
市
內
代
的
全
社
人
類
所
傳
授
的
啟
示

這
項
社H
混
成
公
開
的
啟
示
又
分
為
自
然
的
及
超

自
然
的
啟
示
自
然
的
路
示
是
天
主
藉
他
所
造
的
萬
物

把
自
己
顯
示
給
人
使
人
治
識
他
的
存
在
和
他
的
總
能

超
自
然
的
一
啟
示
是
天
主
用
一
種
超
自
然
的
一
腳
光
塌
照

卅
日
人
的
悟
性
給
他
們
啟
示
一
種
爭
理
成
更
好
具
體
改

將
自
己
內
在
生
活
的
奧
理
和
他
救
般
人
類
的
計
釗
以

.
及
實
行
這
計
割
的
辦
法
啟
示
給
人

關
一

關
於
啟
示
有
如
關
於
創
也
救
般
人
類
等
功
此
發

戶
一
起
者
決
不
是
人
而
常
是
天
主
再
說
啟
示
如
創
造
和
救

卜- ,!t 

臘
的
功
業
一
樣
是
山
於
天
主
對
人
類
的
無
限
無
窮
的

愛
人
只
應
該
接
受
天
主
的
啟
示
對
他
以
愛
還
愛

這
種
天
主
對
世
人
的
愛
使
天
主
在
人
犯
罪
後
不

但
不
將
人
拋
棄
反
而
再
施
仁
慧
顯
現
給
他
與
他
立
約

給
他
肺
脂
井
救
盟
和
放
世
者﹒....
. 
甚
至
永
生

或
從
天
主
是
人
類
的
大
慈
父
這
一
觀
念
來
看
或

按
屜
史
的
進
展
去
注
意
天
主
駁
代
怎
樣
顯
示
了
自
己

的
愛
說
可
看
山
天
主
的
啟
示
不
外
是
天
主
的
愛
的
表

現
這
種
技
歷
史
進
展
而
發
展
的
啟
示
可
分
為
(
一
)

原
始
的
偉
示
(
一
二
人
犯
罪
後
戚
到
到
巴
郎
的
啟
示

(
一
一
一
)
從
啞
巴
郎
位
到
基
鋒
所
有
次
數
繁
多
方
法
不

一
的
群
示

以
下
我
們
先
提
山
山
(
一
)
啟
示
的
重
要
術
活

(
二
)
然
後
民
述
倍
約
與
啟
示
的
道
理
(
三
)
新
約

與
h
n示
的
道
即
(
四
)
最
後
民
述
哼
一
爪
的
犯
個

(
一
)
啟
示
的
術
語

R
m伯
來
文
表
示
啟
示
乍
常
使
用
以
下
的
必
論
和

名
列
叫
勁
詞
。
"-
善

意
謂
法
山
揭
露
品
已
各
(
致
動

式

間。
『
吉
凶
。

"
E
m

t
s
)

意
涓
佈
告
通
知

E
m
且

(
致
動
式
)
品
消
告
訴
指
一
不
等
名
晶
宮N
g
t
H心
泊
異

象
斜
視

E
S
S

意
謂
啟
示
(
撇
下

7

口
)
玄
象
異

k
去
『
7
月

意
調
(
川
語
言
(
以
叫
叫﹒
「
你
的
治
主
口
是

我
步
屜
前
的
靈
燈

﹒... 

」
此
處
所
謂
的
「
語
言
」
即

指
啟
示
的
法
律
)
咎
。
自
己
'
"
晶
晶
晶
報
導
(
依
臼
1
)

仔
宮
"
而
且W刑
法
律
(
申
1
u

等
)

希
叫
個
文
聖
經
|
|
尤
其
原
文
全
部
為
希
臘
文
的

新
約
用
以
表
示
「啟
示
」概
念
的
字
眼
是
名
。
E
-
苟
同
。

和
『
呂
立
。
。
以
及
巾
這
兩
個
動
詞
轉
彎
，
而
來
的
名
詞

前
者
意
調
揭
開
暴
露
顯
示
後
者
意
義
與
前
者
相
類
似

表
示
顯
示
顯
現
顯
露

凡
可
以
顯
示
天
主
的
存
在
德
能
計
謀
意
旨
的
余

物
都
可
以
用
來
作
為
一
啟
示
的方
法
因
此
受
造
之
物
是

討
會
不
的
方
法
因
為
藉
著
它
們
人
可
以
知
道
天
主
的
一

向
存
在
和
他
的
全
能
以
民
走
過
紅
海
天
主
在
固
別
山

與
以
民
訂
立
盟
約
以
色
列
和
猶
大
從
軍
或
應
戰
或
卅

征
等
廢
史
事
跡
都
是
啟
示
的
方
法
因
馬
由
於
這
些
行

勁
和
事
跡
人
可
以
推
知
設
想
到
天
主
的
至
接
他
的
的

悅
救
世
的
扑
到
以
沒
他
那
神
奇
莫
測
的

上
智

從
以
上
所
述
看
來
我
們
可
以
得
知
有
自
然
叮
當
示

一
-

-迫
自
然
啟
示
是
為
所
有
的
人
發
偽
的
郎
自
受
這
之
物

人
可
以
意
識
釗
有
造
物
主
全
能
支
配
結
合
人
人
腳
踏
法

恭
敬
服
從
的

上
主
天
主

(
釋
-
M

n
)
除
自
然
啟

示
外
尚
有
對
選
民
以
色
列
的
啟
示
這
叫
他
帶
示
並
不
是

山
於
宇
宙
的
自
然
秩
序
而
是
山
山
於
天
主
特
別
干
與
人

類
歷
史
的
行
為
這
種
行
為
與
先
知
的
一
腳
恩
是
相
協
的

天
主
先
勁
作
然
後
由
他
光
照
的
先
知
去
詳
解
他
的
行

動
的
意
義
宗
旨
和
計
劃
明
乎
比
就
可
以
了
解
選
民
所

蒙
受
的
啟
示
與
先
知
的
神
恩
是
分
不
闋
的
國
寫
這
種

啟
示
所
闡
明
的
是
天
主
對
人
類
歷
史
的
參
與
和
歷
代

先
知
對
天
主
的
許
多
行
個
月
所
講
的
深
意

天
主
對
選
民
所
作
的
啟
示
即
是
所
謂
的
舊
約
啟

示
這
舊
約
啟
示
具
有
土
種
彼
特
殊
的
特
點
它
不
論
多



~
麼
甫
平
絕
-
方
面
總
顯
得
自
己
並
不
完
備
但
另
一
方
面

心
叫
一
部
預
許
將
來
必
會
齊
備
無
缺
換
句

f
J川
說
筒
約
的
啟
示

一
段
擎
備
而
又
預
兆
新
約
的
完
滿
齊
全
的
啟
示
(
羅
3

一
個
l

祖
拘
押3
希
1
1
2
)

不
論
是
當
約
或
新
約
的
啟
示
技
它
的
的m
k
來
說

是
人
力
所
不
能
而
只
是
天
主
自
動
透
露
的
真
斑
因
此

這
種
啟
示
自
然
間
是
一
種
歷
史
事
質
又
是
一
種
奧
跡

現
在
我
們
要
問
這
種
啟
示
可
以
解
釋
嗎
怎
樣
解
釋

啟
示
猶
如
預
言
的
神
恩
要
求
有
兩
個
彼
此
可
以

發
生
屬
位
格
的
關
係
的
具
有
位
格
的
「
有
」
一
個
具

有
位
格
的
「
有
」
l
i

天
主
揭
露
說
站
通
知
己
意
另

一
個
具
有
位
格
的
「
有
」
|
|
人
路
、U接
受
服
從
天

主
的
旨
意
當
然
凡
擁
護
一
元
論
無
神
論
不
可
知
論
存

在
論
袖
對
論
等
等
學
品
的
程
哲
且
也
不
能
改
品
為
「
祥

示
」
的
更
改
不
上
能
解
釋
啟
示
的
性
質
仰
各
派
內
在

哲
學
歷
史
級
學
派
!
|
尤
時
烏
拉
克
叫
你
串
門
(
0
8
8
)

學
派
|
|
1
的
學
者
是
承
忽
有
「
啟
示
」
的
位
通
對
不
是

宗
教
比
較
史
更
不
仆
范
學
級
學
所
謂
的
啟
示
按
他
們
的

主
張
「
啟
示
」
不
能
反
對
理
智
不
能
越
過
現
智
所
紋

的
範
囡
如
果
在
一
啟
示
內
發
現
有
似
乎
超
過
理
智
的
成

分
這
些
一
成
分
或
赴
仙
於
一
些
一
特
別
忘
於
宗
教
經
驗
的

人
的
感
覺
或
是
由
於
偉
大
的
宗
教
家
如
耶
穌
瑣
羅
亞

斯
德
穆
罕
默
德
舊
約
的
先
知
們
等
總
之
是
缺
乏
各
種

客
觀
的
價
值
按
捏
一
經
的
道
理
那
造
成
市
內
有
的
天
主
他

照
顧
他
所
造
的
一
切
尤
兵
是
照
他
自
己
向
像
所
造
的

人
類
由
於
天
主
是
愛
他
把
自
己
啟
示
給
人
這
不
但
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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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什
麼
不
可
以
而
更
適
合
天
主
的
無
限
愛
惰
和
世
人

所
以
存
在
的
崇
高
目
的
|
1
1
認
識
天
主
當
然
天
主
這

種
公
開
的
啟
示
不
是
山
鈴
熱
心
宗
教
家
的
感
覺
不
是

與
改
治
和
什
、
他
科
學
布
闊
的
一
他
名
一
鬥
山
口
，
刊
忠
心
的
關

做
人
得
救
的
指
教
仙
也
救
叫
出
史
的
經
品
必
給

(
一
二

舊
約
與
啟

示
的
道
理

位
約
肘
以
指
明
耐
廿
一
司
的
i

川
次
們
上
自
己
約
器
述

及
逗
裘
我
們
所
要
提
山
的
川正
天
主
冉
的
顯
示自
己
成
為

把
自
已
的
意
思
和

d
M
叫
一
通
知
世
人
所
別
的
方
法
亦
即

啟
示
的
方
法
戶
也
6
1
8
記
赦
誓
不
目
最
普
通
的
方
法

是
神
彼
此
V
戚
謎
-
h間
，
相
艸
例
子
家
所
謂
的
「
天
主
的
自
顯
」

「
天
主
的
，
叫
闊
別
」
依
戶
u
e
v
s

的
解
釋
迋
「
伐
(
天

主
)
而
對
別
與
他
明
明
耐
心
不
的
叫
d
A
扑t
A
他
叫
h
H
M

上
主
的
形
像
」
有
時
天
主
也
刊
關
閉
給
選
民
一
一
追
隨
即
措
恥
划

在
學
經
內
筒
，
越
稱
為
「
天
主
成
上
主
的
光
榮
」
(
山
別

扭
1

刊

)
-
U比
一
一
些
泌
的
方
心
中
最
一
鬥
崗
山
的
還
足
「
大

主
的
下
川
」
郎
天
主
必
區
接
如
山3
4

自
所
收
或
聞

法
就
先
知
的
口
對
人

A
A
先
知
是
天
主
的
代
言
人
先

知
中
梅
瑟
最
大
(
一h尸
也
6
1
8
中
間
時
1
叫
“

叩
)

天
主
稽
先
知
們
的
口
所
宣
告
的
1
州
日
後
記
錄
成
吉
郎

狡
們
現
今
所
有
的
經
典
在
一
一
苟
且
比
一
一
經
典
襄
我
們
可
以
看

仙
天
主
啟
示
的
進
展
和
內
容
關
於
進
展
大
抵
說
來
先

知
們
的
主
作
收
為
古
老
其
次
是
智
慧
文
學
再
其
次
是

默
示
錄
文
學

在
的
叫
約
內
天
主
到
底
啟
示
了
我
們
峰
一
廿
四
麼
首
先

應
該
指
出
的
是
天
主
啟
示
的
目
的
是
屬
於
宗
教
性
的

只
意
間
推
進
宗
教
引
導
世
人
信
仰
他
誠
如
雪
奧
斯
定

所
說
「
天
主
刮
到
人
說
刊
的
不
是
要
放
給
他
教
學
天
文
和

社
、
他
科m
m
F
而
且
正
要
給
他
指
示
升
天
乏
路
」
因
此
聖
經

上
的
u
f
h
仙
觀
性
也
很
慢
質
的
目
的
口
、
在
把
烏
有
都
是
天

主
所
造
成
的
心
一
共
此
圳
示
給
世
人
天
主
除
了
法
瓦

什
已
足
創
造
之
主
外
還
當
示
自
己
是
峰
史
的
推
動
者

照
顧
一
…
切
支
配
一
切
領
導
萬
民
天
主
也
把
自
己
的
叮
叮
叮

釗
即
將
救
人
類
的
奧
理
和
熱
救
的
辦
法
通
知
世
人
這

種
唯
一
而
反
汎
的
啟
示
不
是
一
例
同
時
恩
賜
的
而
是

循
序
逐
次
給
世
人
啟
發
的
聖
保
祿
說
得
很
為
楚
「
天

主
在
占
時
的
問
多
次
並
以
多
種
方
式
倚
著
先
知
對
我
們

的
制
先
品
過
1
:
但
在
一
迢
末
期
內
他
結
當
自
己
的
兒
子

此
次
們
成
了
而
」
(
括

1
1

2
)
的
確
如
果
我
們

此
做
研
究
的
約
的
當
示
技
們
不
難
發
現
它
這
惟
一
的

連
縣
約
妓
咐
，
何
進
M
性
的
逗
他
悄
叫
做
尤
具
在
默
涵
恆

戊
以
叫
型
的

l
J
作
兩
仙喃道
嫂
的
油
田
示上
叮
以
看
仙
來

幾
時
默
的
血
降
臨
了
不
但
選
民
而
且
全
人
頌
都
要
見

到
五
人
主
的
救
的
心
「
國
馬
大
地
充
漏
了
對
上
主
的
A
識

有
圳
海
洋
浦
溢
海
水
」
(
依
刊
9

參
見
依
自
叩
)
再

說
默
一
的
亞
所
要
訂
立
的
新
盟
約
不
是
只
眼
於
與
一
個

民
族
耐
心
血
與
全
人
類
和
為
全
人
類
而
訂
立
的
(
見
依

，
.
1

1
1
5

A
-
1

-
3

仇
u
l

心

H
J
n
υ
a
u
v

μ
1
A

阿
I
l

2
5
6
j
H

只
4
.
4

耳

3
:

刊
)
佑
約
的
先
知
也
知
道
也
會
講
論
梅
瑟
制
定
的
禮

儀
制
度
是
當
時
的
直
到
天
主
蔣
看
他
的
默
西
啞
「
以

其
班
以
精
艸
」
圳
一
本
人
朝
拜
天主
舉
行
敬
禮
馮
止
關

於
近
一
點
耶
肋
米
亞
先
知
說
得
很
清
楚
他
說
「
... 



人
不
再
提
上
主
的
約
價
也
不
再
思
念
不
再
追
憶
不
再

關
懷
不
再
製
造
」
(
耶
3

沾
|
叮
)

的
盯
約
的
法
律
並
本
完
俯
仿
約
的
道
班
也
不
完
俯

或
更
好
改
儘
管
你
約

1
2
U
端
放
您
這
股
怎
麼
卓
越
|
|

在
其
他
古
文
化
的
大
民
族
中
沒
有
一
例
宗
教
能
有
這

樣
高
妙
的
真
理
1
|
|
究
竟
這
何
約
宗
教
道
理
不
是
齊

偏
的
它
軍
竟
在
期
待
那
曾
啟
示
這
崇
尚
道
理
的
天
主

再
度
施
恩
來
完
成
他
告
口
的
啟
示

(
三
)

新
約
與
啟
示
的
道
理

新
約
的
啟
示
兵
街
以
下
三
個
特
點
(
一
)
一
啟
示

只
是
悠
著
反
督
而
賜
與
的
而
且
幾
乎
是
與
鼠
目
何
分
不

闊
的

(
二
)
新
約
的
管
不
是
完
的
的
再
無
增
加
的
餘

地
固
然
結
著
娶
一
州
的
教
導
教
會
能
逐
順
更
暸
解
其
中

所
合
的
奧
理
(
右

M

甜
甜
)
仙
決
后
能
發
現
或
挺
得

什
麼
新
的
啟
示

(
三
)
新
約
的
一
啟
示
顯
然
是
普
遍
的

是
至
公
的
但
這
並
不
只
眼
於
教
義
而
且
也
涉
及
其
理

倫
車
和
法
令
啟
示
原
是
為
教
化
今
世
而
發
備
來
世
的

(
若
M
6

)
以
下
特
別
介
紹
聖
保
祿
和
學
右
望
對
啟

示
所
講
的
要
義

聖
保
祿
一
般
地
品
把
新
約
的
啟
示
與
基
督
奧
都

或
天
主
的
奧
泌
合
併
為
一
技
墨
保
棘
的
肺
的
學
與
其
說

店
管
起
嘗
不
者
倒
后
如
拉
茲
皆
是
天
父
給
天
使
和
世

人
所
接
一
爪
的
天
主
子
更
寫
適
合
「
政
蒙
受
了
逗
恩
能

一
得
向
外
邦
宣
佈
茲
督
那
不
可
測
暈
的
體
寄
一
幅
音
並
光

叫
一
照
一
切
九
使
他們明
白
從
永
世
以
來
部
隊
藏
在
創
造

戶
一
萬
有
的
天
主
內
的
奧
秘
為
使
天
上
的
率
領
者
和
掌
權

1634 十一，!l

且
也
現
在
時
粘
著
教
會
得
知
天
主
的
各
樣
智
慧
﹒

... 

」
(
弗

3
8
刊
)
為
旅
行
在
道
的
墓
教
會
新
約
啟
示
是
絕

的
的
是
全
俯
的
然
而
改
們
的
希
望
做
向
末
成
寫
字
資

或
們
所
交
受
的
管
不
也
說
可
說
尚
在
等
待
其
前
現
郎

在
等
待
來
忱
的
背
現
、
水
遠
的
質
現
(
羅
8
u
n

參

見
的
前
5
1

刊
)

除
了
一
一
這
項
起
自
然
的
啟
示
外
保
祿
也
承
沼
有
自

然
的
啟
示
郎
世
人
也
受
這
之
物
和
良
心
的
提
示
所
獲

得
的
關
於
天
主
的
智
為
(
經
I
H
I
盯

2
H
臼
)

新
約
最
後
的
作
者
學
名
望
關
於
啟
示
所
講
的
理

義
可
川
各
述
如F
H
右
望
i
|
|

也
許
在
退
一
點
上
他
超
過

了
捏
一
保
絨|
|
以
依
訝
的
教
會
為
啟
示
的
采
源
問
卅
日
啟

示
的
絕
判
的
教
會
一
這
甘
且
督
教
會
的
中
心
就
是
耶
穌
站

著
他
的
死
他
是
「
世
界
的
救
主
」
(
右

4

位
)
他
是

唯
一
的
空
前
絕
後
的
啟
示
者
因
為
他
是
道
路
真
聽
生

命
(
右
M
6
7
)
他
是
「
普
照
每
人
的
真
光
」
(
右
1

9
8

臼
)
除
了
天
主
子
誰
也
不
認
識
天
主
父
只
有
他

能
夠
也
只
有
他
事
實
上
給
世
人
顯
示
了
天
主
父
(
右

l

u
7

闊
的

8

的
口

6
8
)

為
此
耶
穌
和
他
所

近
發
的
學
艸
白
然
給
上
天
的
事
i
|
!
奧
斑
↓
|
|
作
證

(
花
3

u

)
再
說
右
望
也
承

d
m
約
啟
示
的
一
的
山

(
打
4

位
)
可
是
他
按
明
新
約
的
啟

示
超
過
何
約
的

路
示
「
從
他
|
|
耶
穌
|
|
的
游
盈
中
說
們
都
領
受

了
恩
寵
而
且
是
您
認
上
加
盟
認
因
為
法
律
是
給
梅
瑟

傳
授
的
您
能
和
其
規
划
是
由
耶
穌
基
督
而
來
的
從
來

沒
有
人
見
過
天
主
只
有
那
在

父
懷
裹
的
獨
生
者
身
為

。

天
主
的
他
給
我
們
誰
述
了
」

(
1
臼
|
間
)

為
了
能
稍
微
明
白
這
旬
「
川
的
深
芯
，
問
您
一
恕
以

民
所
中
心
俗
的
偉
大
先
知
梅
瑟
沾
給
別
穌
闊
的
帥
的
是
他

的
的
極
與
施
忱
的
打
粉
(
5
的
“
)
所
仗
的
使
命

。

完
全
相
同

切
問
朮
要
問
承
受
啟
示
的
人
對
啟
示
且
也
眩
，
何
抖
麼

?(
|; 

義
務
保
祿
若
望
和
其
他
新
約
的
作
緝
部
采
口

-
A
答

說
收
受
啟
示
的
人
應
以
純
金
的
佑
德
如
崗
位
巴
郎
梅

瑟
繳
門
梅
爾
一
樣
去
報
從
悽
受
天
主
的
神
廿
一
一
小

(
四

)

啟
示
的
範
團

油
田
示
的
對
象
不
只
是
那
些
超
越
人
的
見
解
力
的

奧
即
而
且
也
包
含
人
的

m
m智
原
能
忍
泌
的
一
些
一
員
那

仰
天
主
的
存
在
人
心
血
的
不
死
后
滅
人
總
遵
從
道
德
的

'

。

法
律
近
些
法
作
t
|
j
H
終
法
作
原
已
扯
於
卡
減
-
大
主

所
以
也
啟

示
了
這
些
道
再
叫
肛
門
神
州
叫
人
絡
於
他
的
撤
戚

可
以
有
恃
無
恐
確
質
知
道
不
放
這
樣
此
更
山
谷
H
的
銘
刻

在
心
眼
膺
遵
守

狹
義
地
講
天
主
的
啟
示
是
品
給
人
偈
示
人
的
叫
到

智
所
不
能
忍
識
的
奧
恩
如
天
主
的
內
在
生
沾
|
|
天

主
捏
一
三
娶
一
子
降
生
學
教
會
與
現
乎
等
等
奧
叫
晶
石
些
一
奧

則
不
錯
，
滴
在
是
超
越
人
的
柯
力
也
超
過
天
仗
的
智
能

(
亦3

刊
)
但
H
屁
不
但
不
相
反
人
的
照
智
反
而
卡
分

。

適
合
人
的
理
智

天
主
的
啟
示
拔
聖
經
的
道
訕
地
堪
竟
是
有
些
一
可
以

使
人
比
較
容
且
把
它
從
其
他
「
凡
俗
的
空
談
」
(
制

。

.. 

前
6

叩
)
中
鑑
別
出
來
的
特
點
這
些
特
點
是



~

(
-
)
真
正
的
暫
不
是
超
純
的
是
自
然
的
力
暈

m
一
所不
能
認
識
解
釋
的

一
(
二

)
是
不
變
吏
的

一
(
一
一
一
)
是
公
眾
的
即
是
賜
與
萬
世
萬
代
所
有
的

人
類
的(

四
)
直
到
天
主
墨
子
降
生
啟
示
是
有
進
展
性

的
(
希
1
1
2
)
耶
穌
降
生
以
後
啟
示
就
當
一
告
結
束

因
為
天
主
要
久
藉
著
聖
子
|
|
他
的
車
言
|
|
已
給

世
人
啟
示
了
一
切
已
給
世
人
說
了
所
要
說
的
一
切
學

父
與
墨
子
所
遺
發
的
聖
神
在
教
會
已
蒙
受
的
啟
示上

即
所
謂

「
信
德
的
客
託
」
上
再
也
不
能
增
添
什
麼
聖

神
只
不
過
光
照
提
示
墓
教
會
使
她
更
明
瞭
更
透
徹
解

釋
啟
示
領
導
她
日
甚
一
日
深
入
啟
示
的
堂
奧
(
若
M

甜
的
m
M
W
7
l
H
)

(
五
)
真
正
的
啟
示
應
有
歷
史
的
事
實
為
依
鐵

不
然
的
話
人
無
法
知
道
誰
會
承
受
了
天
主
的
啟
示
何

友
人
類
的
大
敵

「
繳
彈

」
自
己
也
常
冒
充
「
光
明
的

天
使
」
(
格
後
U
H
)
啟
示
世
人
呢
如
沒
有
確
實
的

憑
讀
來
證
明
天
主
在
某
時
某
地
藉
著
某
人
的
口
教
訓

了
世
人
或
更
好
說
藉
著
某
人
的
口
把
自
己
的
意

思
或

計
謀
顯
示
了
給
世
人
人
是
無
法
辨
別
啟
示
的
其
實
性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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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於
晶
目
約
我
們
明
知
耶
穌
自
己
就
以
舊
約
全
部

積
約
是
自
己
的
雪
父
的
天
主

m
t
n
x
所
說
的
品
那
隘
的

使
當
約
的
一
些
一
事
實
因
年
代
久
遠
現
在
無
法
提
出
充

份
的
歷
史
證
攘
以
資
證
明
但
有
耶
穌
|
-
降
生
寫
人

的
天
主
墊
子
|
|
親
自
接
受
了
承
認
了
而
且
指
登
了

全
部
舊
約
的
歷
史
價
值
和
啟
示
價
值
(
制
圳
的
“
|
叫
)

這
已
為
我
們
足
夠
了
不
必
再
需
要
其
他
的
憑
攘

(
六
)
天
主
選
派
宣
佈
他
的
啟
示
的
人
一
般
說

來
都
是
比
一
一
有
才
德
的
人
遠
在
這
一
點
上
也
可
說
天
主

實
在
很
溫
和
地
治
理
了
我
們
(
智

U
H
)
從
亞
巴
郎

梅
瑟
以
來
直
到
最
後
的
一
位
先
知
都
是
他
一有
才
德
的

人
原
囡
是
有
大
德
的
人
來
也
任
宣
講
天
父
的
旨
意
人

們
比
較
容
易
相
信
他
是
天
主
派
遣
來
的
就
如
天
主
派

遣
了
依
撒
意
亞
和
耶
肋
米
亞
一
樣

研
究
聖
經
對
啟
示
所
講
的
道
理
我
們
必
須
認
識

清
楚
啟
示
的
性
質
不
可
把
天
主
的
啟
示
和
天
主
的
照

顧
混
而
為
一
前
者
是
天
主
的
話
普
遍
公
開
揭
露
天
主

的
旨
意
後
者
是
天
主
的
一
種
行
為
可
以
按
時
代
或
地

區
稍
有
變
通
因
為
人
們
的
教
育
程
度
和
人
們
所
處
的

風
土
人
情
是
各
有
所
不
同
的
然
而
天
主
的
照
顧
儘
管

怎
樣
變
通
目
的
部
只
有
一
個
使
外
邦
人
師
那
些
生
活

在
西
乃
盟
約
之
外
的
異
民
也
「
都
得
救
認
識
真
理
」

(
弟
前
2
4
)

由
必
天
主
對
世
人
有
如
慈
父
懷
愛
照
顧
(
智
u

n
1

盯

曰
“
1

臼
)
我
們
就
不
難
明
白
何
以
連
在
其

民
之
中
天
主
也
會
留
下
了
營
自
己
作
證
的
事
路

(
宗

M
叮
)
在
萬
民
之
中
也
有
他
的
子
女
(
若
口
時
)
不

但
此
而
且
也
更
瞭
解
何
以
天
主
區
來
藉
看
各
地
的
一

位
一
賢
哲
教
訓
外
邦
人
准
備
他
們
接
受
基
督
的
一
職
音
絕

對
而
永
存
的
啟
示
這
些
賢
哲
如
佛
陀
孔
子
瑣
羅
亞
斯

德
蘇
格
拉
底
柏
拉
圖
昧
吉
爾
加
圍
穆
罕
默
德
等
可
不

是
啟
示
的
工
具
而
只
是
天
主
的
照
顧
的
工
具
換
旬
話

說
天
主
未
曾
利
用
他
們
作
那
唯
一
的
公
闋
的
永
存
的

啟
示
的
工
具
部
只
利
用
他
們
去
指
引
和
教
訓
他
們
自

己
的
民
族
准
備
他
們
的
心
鐘
日
後
接
受
繭
音
的
光
明

自
然
一
福
音
之
光
普
照
四
方
以
後
他
們
的
使
命
也
說
完

成
了
正
如
聖
保
祿
所
說
的
「
但
如
今
你
們
認
識
了
天

主
更
好
說
為
天
主
所
認
識
那
麼
你
們
怎
又
再
罔
到
那

無
能
無
用
的
蒙
學
里
去
情
願
再
作
他
們
的
奴
隸
呢
」

(
迦
4
.
)

正
式
的
啟
示
只
有
一
個
它
可
分
為
三
時
期
原
始

的
啟
示
選
民
的
啟
示
及
基
督
的
啟
示
古
代
民
族
賢
智

的
道
理
不
論
是
多
麼
一
口
同
雅
美
妙
不
是
啟
示
而
是
天
主

上
智
賜
予
異
民
的
恩
惠
我
們
佩
服
尊
敬
他
們
利
用
他

們
的
德
化
來
開
導
人
心
接
受
福
音
但
決
不
能
將
他
們

當
作
天
主
的
代
言
人

見
先
知
神
視
預
言

(
雷

m啟
蒙
師
(
E
U惘。m
cm
)見
在

M
m
k
司
接b
h
\的
。
自
目
。
門
衍
生商業
一
詞
在
希
伯
來

“
哥
拉
過
d
n
r去
。
『n
m
Z
E
\文
上
來
自
「
環
走
」
、

「
遍
走
」
的
動
詞
是
指
販
何
者
及
商
人
們
的
行
動
而

言
以
民
在
歷
史

上
向
來
非
經
商
的
能
手
這
由
聖
經
及

考
古
學
可
以
證
明
今
分
三
方
面
來
說
明

。
內
地
商
業
當
以
民
甫
定
居
於
許
地
時
因
生
產

不
變
唯
一
可
以
作
為
交
換
的
貨
物
只
有
農
作
物
及
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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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後
來
才
漸
漸
有
了
小
型
的
手

L
L
4極
貨
物
交
易

的
市
場
大
都
在
城
門
口

(
列
下
7

1
)
是
以
貨
易
貨

的
交
日
恥
並
無
經
紀
成
中
間
人
的
存
在

(
m
U
H
)
。
以

錢
府
來
購
買
食
品
的
字
是
後
來

J
有
的

(
見
「
貨
幣
」

條

)
一
小
動
產
的
交
易
是
很
少
兌
的
一
峰
是
由
淤
法
律
的

問
川
師
及
各
文
派
盡
力
對
外
保
存
自
己
家
產
的
傳
統
所

致

@
對
外
貿
易
由
雪
地
外
銷
的
輸
出
口
m
亦
如
內

地

貿
易
主
要
是
以
農
產
品
為
主
比
如
聖
祖
蚓
制
制
時
代

送
往
埃
及
的
貨
口
間
就
只
有
一
些
一
「
本
地
的
出
產
香
被

蜂
蜜
樹
膠
香
料
權
子
和
杏
仁
」
(
側
的
u
)
。
制
制
制

以
兩
萬
「
苛
爾
」
麥
子
及
二
十
「苛
爾
」純
油
來
交
換

希
蘭
王
的
木
材
作
為
經
築
聖
殿
之
用
(
則
上
5
自

) 。

其
後
在
公
元
前
第
八
世
紀中
葉
有
油
類
輸
往
樹
別
的

記
敘
(
歐
也
2
)
至
第
六
世
紀
厄
則
克
耳
先
知
述
及

提
洛
繁
盛
的
貿
易
時
指
出
單
地
的
外
銷
貨
口
間
有
殺
蠟

蜜
油
和
香
料

(
則
幻
口
)
至
於
羊
毛
酒
及
乾
果
等
的

外
銷
可
能
受
大
馬
士
革
競
爭
的

影
密
不
佔重
要
的
位

置

(
則
幻
口
)

輸
入
摯
地
的
泊
來
口
問
除了
木
材
之
外
主
要
的
是

金
屬
及
裝
飾
品
如
金
銀
象
牙
乳
香
玉
石
等
(
則
上
ω

2
u

n
約
6

.

)
但
這
些
一
對
外
貿
易
之
機
幾
乎
完
全

操
在
君
王
手
中
而
非
普
通
一
般
市
民
所
能
染
指
的叫
賣

一
際
誰
來
上
述
的
泊
來
口
問
與
人
民
生活的
改
良
並
沒
有

叫
一
直
接
的
價
也
人
民
大
都
貧
窮
不
也
也
無
購
買
扎
但
因

一巴
力
，斯
混
在
地
理
上
佔
著
重
要
的
位
置
倒
是
有
不
少

十一 *

的
貨
物
從
這
裳
經
過
它
是
由
蚓
別
和
州
州
叫
歪
倒
叫

T
M且
以
美
中
川
不
達
米
扎
甚
至
小
到
叫
到
各
也
運
輸
衍
物

的
必
經
之
地

(
列
上
ω
臼
)

@
航
海
貿
易
以
反
對
於
航
海
貿
易
可
改
向
來
無

緣
雖
然
做
經
編
及
約
沙
法
特
曾
經
八
此
間
打
開
航
業
的

門
戶
ω

也
只
都
是
曇
花
一
現
未
發

生
什
麼
大
的
作
用
川

便
完
全
失
敗
了
(
則
上
9
甜
|

凹
的
扭
扭
的
叫

)。
究

其
原
因
不
外
是
北
自
彼
布
羅
斯
南
至
蚓
蚓
的
漫
長
聖

地
海
岸
向

來
都
操
在
外
人
之
手
被
叫
副
蚓
和
刷
刷
刮
圳

特
人
所
佔
領
使
以
民
與
海
洋
幾
乎
完
全
絕
緣
因
此
上

述
兩
位
以
民
閻
王
的
企
圖
也
只
有
利
用
制
制以
回
蚓

雍
革
貝
爾
氣
其
港
口

充
軍
必
巴
比
倫
的
以
民
因
己
再
無
國
家
土地
有

不
少
的
人
會
從
誓
經
商
且
有
不
少
成
了
當
時
的
官
商

及
銀
行
氣
如
著
名
的
制
蚓
蚓

(
7、H
Z
EωY
E
)家
族
就
亂

在
學
經
上
向
來
不
禁
止
人
以
從
商
為
榮
但
部
強

調
這
一
行
業
容
易
使
人
陷
於
騙
人
的
不
義
之
行
(
見

德
約
組
釘
2

的M
S

)
(

韓
)

卻
副
司
E
L
「
E
Dm
J
君
主
政
體
在
叫
民
間
的們
現

HH
E
t
-
-
-
諾
貝
\

較
其
他
民
族
是
相
當
晚
凡
這

是
一
切
以
民
的
歷
史
文
件
所
公
認
不
講
几
遠
在
叫
民

尚
未
有
君
王
之
前
(削
叫“
缸
…問
到
人
(削
Mm
恥
1

的
叫

阿
劇
創
人
(
門
幻
缸
)
，
剛
劃
人
(
間
U

M
)
，
斷
阿
制

人

(
戶
幻
甜
|

岫
)
以
及
阿
蘭
人
都
早
已
有
了
自
己

的
君
主
政
體
就
連
以
民
中
的
偉
大
著
名
的
英
雄
豪
傑

諸
如
到
凹
帆
刷
刷
刷
趴
蚓
到
似
封
民
刷
甜
的
、
制
制
問
以
及

山
叮
叮
叫
民
放
紋
口
恆
的
民
長
們
也
部
從
未
被
稱
馬
叫
鼠
的

U
U
土
逗
他
無
ι

王
的
狀
態
柚
目
叫
做
起
間
則
叫
作
者
的
心
目

慨
「
當
時
在
叫
別
叫
沒
街
H
h
L
各
人
任
意
，
仟
事
」

(
山
川

口
6

m
z
m
MI
幻
自

)
他
們
交
振
中
惟
一
的
聯
禦
似

乎
只
是
宗
教
上
的
大
家
共
同
信
仰
惟
一
削
價
神
共
川
間

越
赴
同
一
的
宗
訟
中
心
摯
地
舉
行
祭
禪
大
典
除
此
之

外
則
各
個
支
派
各
自
為
政
有
臼
己
的
族
長
及
首
領
似

無
統
一
的
政
權
只
有
在
受
到
外
勢
欺
凌
不
湛
忍
受
的

時
候
才
苛
求
天
主
而
天
主
只
給
他
們
興
起
一
位
良
品

使
他
登
高
而
呼
招
集
一
個
成
欽
佩
文
派
的
壯
r
u
伽

拒
敵
但
敝
人
敗
返
國
家
太
平
之
後
民
長
英
雌
仍
刊
作

平
反
向
來
未
有
過
作
國
王
的
企
凶
惟
有
天
主
自
己
t

是
他
們
的
君
王

(
民
8
n
M

)
雖
然
附
關
默
肋
客
曾

躍
躍
欲
試
關
作
右
王
但
亦
終
歸
失
敗
(
尉
9
) 。

但
是
到
了
公
元
前
十
一
位
紀
的
中
美
培
助
金
特

人
猖
激
作
亂
野
心
勃
勃
地
向
外
侵
客
以
民
居
住
的
學

地
首
當
其
衝
結
果
莽
的
民
不
聊
生
苦
不
准
一
昌
在
無
可

奈
何
之
餘
全
體
百
姓
覺
到
實
有

君
王
領
導
的
需
要
於

是
有
撒
鳥
耳
首
任
君
王
的

出

現
關
於
以
民
歷
史

上
一
通

段
非
常
重
大
事
蹟
的
記
敵
對
斟
上
有
兩
種
不
同
的
反

應
即
是
君
主
派

(
撒
上
9

2

|

M
H
U
)
及
反
君
主

派
(
撒
上
8
ω
叮
|

盯
旭
)
的
不
同
記
述
並
且
各
持

己
見

(
詳
見
「
君
主
政
體
」
條

)
制
蚓
到
登
極
為
王

固
然

一
方
面
打
破
了
歷
史
的
傳
統
被
傳
為
王
(
搬
上

m
z
M
H
H
)
理
論
上
他
不
再
如
過
去
的
民
長
似
的

時
過
境
遷
再
消

失
於
反
問
而
是
有
世
費
權
利
的
正

式



-
君
主
但
事
實

上
他
的
投
召
劫
十
分
相
似
民
長
的
興

起

m
-是
基
於
外
來
強
敞
的
壓
迫
再
者
他
沒
有
成
個
月
一
位
理

一
個
您
的
君
主
相
稱
克
益
閻
王
的
職
務
因
而
終
被
天
主
及

一
百
姓
所
遺
棄
(
繳
上
的
自
泊
1
)
他
的
兒
子
也
米
能

真
正
的
總
父
為
玉
所
以
史
家
們
多
將
撒
烏
耳
視
為
由

民
長
時
代
至
君
主
時
代
的
過
按
時
期
的
中
間
人

搞
之
而
U區
的
是
遠
味
他
一
生
步
步
登
高
由
牧
童

(
船
上
的
u
)
而
受
傳
被
預
選
為
王
(
繳
上

的
問
)

他
是
彈
琴
的
能
手
被
召
怨
閻
王
的
隨
從
(
織
上
的
時

自
)
他
殺
掉
了
強
人
哥
肋
雅
(
織
上
口
叫
“
)
漸

漸
山
山
露
頭
角
成
了
民
族
的
級
思
-
M女
們
的
偶
像

(
揪

上
m
e
7
)
為
躲
避
撒
烏
耳
國
王
的
殺
的
市
逃
亡
搞
大

山
區
圳
的
兵
買
馬
從
泣
時
期
不
只
天
主
特
別
照
顧
了
他

而
猶
大
的
人
民
也
都
沁
掀
擁
護
他
給
他
傳
沁
正
式
據

他
為
王

(
撒
上
的
u

做
下
2

3

5
2
6

剖

7
8

)
終

於
在
赫
具
能
被
立
四
川
全
體
以
伏
的
岩
主(撤
下
5

3

)

於
是
達
咪
闕
始
克
遜
他
國
王
的
職
責
攻
陷
耶
京

(
撇

下
5
6
8
)

戰
勝
防
卅
肋
舍
特
人
使
其
一
微
不
振

(
撒
下
8
1

)
打
敗
叫
孟
人
及
敘
利
也
人
遷
移
約
假

入
京
(
搬
下
6
1
)
並
炫
受
納
艾
先
知
的
川
口

(
你

下
7
)
使
他
的
玉
被
日
從
索
出
叫
叫
起
H
M
州
與
降
匈
土

逐
漸
擴
充織

間
組
織
郎
，
以
其
父
「
仁
之
作
風
殺
川
市
異
己
以
保
土

位
(
列
上
2

n
!
E
H

扭
扭
“

)
訂
立
苛
扒
重

稅

(
列
上
4
7
)
抽
調
皮
去
(列
上
5
n
9
H
M

m
)

大
興
土
木
王
科
紙
光
，
車
偏
釗
分
行
政
區
核
心
兀
全
仿
敘

十一知1638-1639 

其
他
棠

，方
民
族
閻
王
的
政
策
而
為
再
加

上
他
本
人
聰

明
過
人
是
以
國

勢
極
一
時
之
盛

可
是
他
死
後
才
統



不
久
的
閣
家
便
分
為
浩
大
及
以
色
列
二
凶
(
兒
浩
大

以
色
列
)

其
賢
在
以
民
的
心
目
中
他
們
的
真
正
國
主
是
天

主
自
己
天
主
彼
稱
為
閻
王
(
戶
幻

n
m
m
u
s列
上
詔

"
依
6
5
)
以
灰
「
上
主
為
主
」
的
呼
號
在
聖
經

上
是
屢
見
不
鮮
的
就
算
是
筱
來
以
民
選
山
了
自
己
的

閥
玉
而
近
攸
閻
王
也
仆
不
過
是
天
主
的
代
表
而
已
是

「
坐
在
上
主
王
國
的
寶
座
上
治
制
比
以
色
列
」
人
(
編

上
n
s
編
下
口

8
)
是
天
主
自
己
神
還
拉
住

L
U
a
u已

百
的
的
凶
王
天
主
是
驗
「
找
一
位
隨
自
己
心
意
的
人
」

作
H
h
玉
(
織
上
U
H
)
位
起
一
位
真
正
「
隨
主
心
有
匠

的
斑
心
完
人
划
H
正
被
經
找
到
的
是
以
往
以
民
拉
政
時

期
的
數
百
年
中
關
於
訂
王
的
觀
念
漸

M
m令
所
改
變
格

外
A
﹒
先
知
時
代
刊A
h允
刑
之
後
獄
內
闊
別
3

救
足
位
土

的
觀
念
日
強
他
是
達
昧
的
後
代

(
加
上
2

盯
)
並
暗

示
他
就
是
大
主
的
兒
，
j

在
新
約
上
凶
候
為
大
主
為
君
主
的
地
方
較
少

(
瑪
5

臼
灼
的
1

口
)
徊
在
此
吟
中
封
閉
按
提
到

上

主
q
H
H
i
(
凹
們
問
自
泣2
7
U
H

)
默
西
單
耶
穌

是
首
創
本
少
次
被
稱
為
猶
太
人
的
君
王

(
瑪
2

2

抖
的
9
M
M

甜
仇
的
臼
吵
3

凹
剖

)
他
自
己
在
比
拉

多
面
前
也
承
沾
自
己
娃
們
王
(
谷

的
2

等

)
但
他
胡

也
的
上
糾
正
當
時
人
們
的
鈴
說
恩
怨
調
他
的
悶
不
是

現
他
的
物
質
凶
家
圳
是
神
性
的
]
闢

J
A
U
也
就
無
怪
乎

占
山
市
悼
他
刑
心
。
且

e

捕
時
間
峙
柯
叫
別
扭
扭
哺
叫
的
前

m
w
M
帥
具
且
時HF話
間
到
區
的
圳
商
品
禪
阱
，

A
M

沒
有
太
重
視
他
是
君
王
的
觀
念

Z
d
m口
7

格
前
必

H
d

在
新
約
上
也
拘
一
些
其
他
的
人
物
被
咱
們
自
何
國1

比
仙
人
f
u
A仙
的
(
耽
心
2
1
3
5

的
叩1
6
)
川
裕
的
許
帕

(
(
一
一
小
幻

H

血
泊
2

的
盯

)
納
巴
余
人
王
阿
勒
遠
(
裕

後
u

n
)，
則
叫
制
釗
叫
圳
(
阿
M
6
9

叭
叭6
H

自
品

盯
)
圳
但
是
上
述
從
位
國
王
的
政
機
與
以
民
傳
統
觀
立

。

的
計
主
政
權
是
無
關
的

-
u

君
主
政
體

(
牌
)

刊
站
前
叫
到
茗
，
且
也
叫
巨
「
至
2
J
F
Z
J

M叩
仁
"
但
峙
防
川

A
S
*趴
在Z
f
z

。
〈
E
ω

〉
b

D
C
m
\

是
每
年
的
大
敗
的
之
一
米
巾
納
有
專
文
論
及

J囚

個
節
日
取
自
始
自
七
月
(
從
巾
的
世
川
)
的
第
一
口
代

這
一
哭
坎
r
r
角
號
符
號
作
用
心
令
此
向
，
大
主
的
長
的
位

求
尺
主
憶
皮
叫
叫
則
的
法
制
酷
的
氛
比
同
時
大
叫
聖
冰
山
計

耿
共
收
耐
兩
天
第
三
天
附
始
川
的
划
卡
天
的
u
m
拍
成
以

省
臨
最
後
以
娥
的
非
大
開
閻
明
卅
拈
來

(
詩

)

"
k
3
長
包
』
陸
K
E
E
E
m
y
J
C

謂
「
上
主
敝
M

“
t
向
毛
去
一
砂A
a
/
H
v
z
t
E
乏

了
」，

是
叫
樹
上
仁

人
的
名
字(

印
制
叫
人
他
的
灰
姑
叫
圳
划
是
叫
划
凶
王
約
圳

命
的
叫
時
胡
椒
(
列
下
幻
品
)

@
且
荒
淫
昧
的
後
代
技
u
m
上
3
u
u

是
沙
耳
捉
H
抖

的
兒
子
山
智
已
只
一
泣
的
父
親
科
學
經
見
他
那
份
如
旭

上
3
2
8
5
2

厄
干
鬥
M
I
H台
I
I
u
u
2
2

臼
瑪
1

臼
帥
的3

盯
則
消
則
科
巳
H
H
A是
沙
-
H位
祥
的
兒
，
才



@
是
違
味
時
代
的
人
他
的
兒
子
約
厄
耳
當
時
是

半
個
默
納
協
支
派
的
首
長
此
處
所
說
的
半
個
支
派
大

概
是
指
約
但
河
西
邊
者
而
言
(
編
上
U
m
)

@
是
充
軍
後
到
劇
對
雅
時
代
的
人
物
曾
經
幫
助

修
建
耶
京
城
牆
其
父
名
叫
帕
洛
士
(
厄
下
3
自
)

@
充
軍
歸
來
後
乃
赫
米
雅
在
耶
京
水
門
前
的
廣

場
上
宣
讀
法
律
害
的
時
候
侍
立
在
他
左
邊
的
一
位
民

眾
代
表
(
厄
下
8

‘
)

@
本
雅
明
支
派
人
是
科
技
雅
的
兒
子
約
厄
得
的

父
親
其
家
族
充
軍
歸
來
後
居
於
耶
京
(
巨
下
口

7
)

@
是
乃
赫
米
雅
時
代
的
一
位
肋
末
人
會
被
委
托

管
理
倉
庫

(
厄
下
u
n

)
(

韓
)

“
畫
同
位
h

回
民
可
妥
善

J
人
名
意
思
是
「
(

上

“
學
肛
門E
斗
l

個
詞
石

Z
n
n
巳

1
4
J
H
I

-

-
4

，
、
主
)
睜
開
了
眼
睛
」

是
北
國
以
色
列
的
第
十
八
位
閻
王

(
七
三
七
l

七
三

二
)
勒
瑪
里
雅
的
兒
子
(
列
下

的
n

M
依
7
4
5
8

8
8
)
可
能
是
基
肋
阿
得
地
方
人
他
原
是
培
卡
希
如

國
玉
的
軍
官
竟
叛
變
殺
害
了
國
王
而
自
稱
為
主
(
圳

下
的
盯
|
缸
)
車
經
記
教
他
為
王
凡
二
卡
年
(
列
下
臼

訂
)
實
寫
筆
誤
萎
他
在
位
僅
六
年
即
為
人
所
殺
當
時

北
國
受
亞
述
帝
國
的
統
治
每
年
應
繳
納
重
說
民
怨
沸

勝
制
制
蚓
乃
乘
機
大
阻
地
宣
佈
脫
離
蚓
劃
而
與
同
研

王
勒
斤
結
為
聯
盟
採
取
了
敵
對
亞
述
的
態
度
強
行
技

編
南
國
猶
列
加
入
這
一
危
險
的
聯
也
蚓
蚓
王
剛
叫
樹

哪
一不
為
所

也
是
以
有
制
刺
到
i
自
制
蝴
因
戰
爭
的
爆發

'

，
'
，
。

B
I
l
l
-
-

一
(依
7
2
|

6
)
阿
哈
城
一
方
面
在
被
囡
囡
的
制
京

1640-1845 十一盒

修
建
防
禦
工
事
另
一
方
面
派
人
去
向
亞
述
王
提
革
拉

特
丕
肋
色
爾
求
救
說
在
這
個
機
會

上
依
撒
意
亞
先
知

預
言
了
厄
瑪
奴
耳
的
誕
生
及
北
國
都
將
遭
遇
的
滅
亡

(
依
7
1
l
H
)
亞
述
王
果
然
山
川
兵
解
闡
並
佔
按
了

北
國
的
大
部
份
領
土
將
其
較
有
地
位
的
百
姓
俘
擴
充

軍
(
列
下
的
5

|

9

依
7

2

|
M
)
此
時
北
國
自
屬

舍
亞
所
領
導
的
叛
黨
皺
起
將
培
卡
黑
殺
死
自
立
為
王

(
列
下
的
訕
訕
)
其
實
此
刻
北
國
大
勢
已
去
距
亡
國

的
厄
運
已
不
遠
了
(
韓
)

H
H
L眩目
吋
苛
連
寸
「1
、
J
B
O
E
E

民
族
名
意
謂

“
ι
此
川
正
T
m
F
F
f
i
j
』
f
y
2
。
巴

1
4

」
二

4
r
i
l
'
'

、
'
，
戶
、
「
懲
罰
」
他

們
是
巴
比
倫
及
加
色
丁
的
聯
盟
民
族
按
照
回
叫
到
耳

的
神
論
這
些
民
族
將
聯
合
起
來
攻
打
刺
京
(
圳
幻
抽
一

他
們
原
是
屬
於
阿
蘭
鐘
的
一
個
強
大
民
族
居
於
加
色

T
之
南
慶
格
里
斯
河
之
束
他
們
的
地
區
在
古
模
形
文

上
被
稱
為
普
谷
杜

(
F
A
E
C
)
(

緯
)

收
益
口
h
H
M
b自
古
巴
0
個

J
人
名
闕
淤
其
意
義
講

“
品
占
1
日
H
M
-
L影E
f
H
V
Y丘
。
悶
、

1
4
J
l
j

」
月

，
。
、
法
不
一
但
大
部
仍
是

根
攘
聖
經
上
的
解
釋
以
之
含
有
「分
裂
」之
意
(
創
m

自
)
至
於
世
界
分
裂
的
原
因
及
方
式
有
比
一
辜
者
則
謂

是
由
於
美
索
不
達
米
亞
地
區
的
興
建
水
利
工
程
而
將

土
地
劃
分
之
故
因
此
這
個
名
字
的
意
思
應
與
「水
渠
」

「
小
河
」
間
而
培
肋
格
後
代
所
居
住
的
地
區
當
然
也

就
是
上
面
所
說
的
劃
和
科
瀏
湘
割地
且
他
是
問
到
酷

的
兒
子
約
刻
堂
的
兄
弟
同
屬
閃
的
後
代
及
阿
帕
革
趴

得
家
族
(
創
ω
自
U
H
l
m
編
上
1

凹
品
)
(
韓

)

m
M
K目
h
M
團
富
、F
E
H
F-
g
J
學
者
們
大
都
以
為

“Z
A

閏
月
晶
晶
砂
/
早
已
。E

b
k
l
l
|
|
﹒
-

4
4
|
J

-

A

姐
，
、

出
個
肋
提
人
是
屬
於

培
肋
舍
特
種
族
或
至
少
是
一
一
種
史
家
所
稱
的

「
海
邊

民
族
」
他
們
的
壯
丁
會
充
當
這
咪
及
撒
羅
瀚
時
代
的

僱
傭
軍
以
及
國
王
的
衛
隊
他
們
向
革
勒
提
軍
人
的
帶

緣
首
領
是
貝
納
雅
(
繳
下

8
M
M
m
n
編
上
閃
口
)

悍
勇
善
戰
頗
富
忠
誠
之
感
故
甚
得
遠
昧
的
信
任
當
阿

貝
沙
龍
叛
變
時
陪
同
達
味
逃
難
的
軍
人
就
是
這
批
培

肋
提
人
(
撇
下
的
刊
)
平
息
舍
巴
變
亂
的
也
是
他
們

(
撒
下
卻
7
)
鑒
於
達
咪
的
心
意
他
們
更
有
力
地
幫

助
了
撒
羅
浦
榮
登
國
王
的
寶
座

(
列
上
1

抽
“
)

見
革
勒
提
人
(
韓
)

腳
踏
特
勒
(
5
)
見
則
說

“
心
虛
h
H
M
叭
百
吋
(
可
E
呂
立
)隨
地
他
也
是
人
名
與

1
4

」

j
J
-
7

、
培
皂
耳

(
F
E
E
-
)

同
意
思
是
「
天
主
的
容
貌
」

@
地
名
是
雅
各
伯
與
天
神
搏
門
的
地
方
(
創
叫
“

自
1

詞
)
至
少
在
民
長
時
代
已
有
居
民
在
此
生
存

(
由8
8
g

口
)
後
來
雅
蚓
斷
用
會
重
新
修
建
此
也

並
設
墨
防
禦
工
事
(
列
上
也

自
)
。
至
於
它
的
確
實
地

點
學
者
們
仍
在
爭
論
不
休
有
人
謂
應
在
蚓
制
到
河
之

北
但
亦
有
人
說
在
南
方
有
人
說
應
在
約
但
河
盆
地
但

也
有
人
說
應
在
山
地
高
原
地
區
等
等
意
見
繁
雜
不
克

細
述

@
人
名

(
之
輯
到
支
被
九是制
劑
的
後
九
生
子



-
補
多
爾
(
詮
革
多
都
間
亦
是
猶
大
支
紋
的
一
個
村
莊
故

而
一
此
所
謂
「
到
劉
剛
的
父
親
出
叫
到
」
亦
可
能
是
指
蚓

一
蚓
到
是
朝
釗
甜
點
村
莊
的
創
始
人
而
言
見
織
上

4

‘
)

(
b
)科
蚓
蚓
支
派
九
是
糾
糾
到
十
一
個
兒
子
中

最
小
的
一
位
同
全
家
族
住
在
耶
京
(
編
上
8

自
1

甜
)

(
韓
)

十一輩

騙
培
放
爾
(
3頁
)見
巴
耳
培
說

衍
缸
月
段
陶
伊
皂
，
可
。
『
個
凶

J

城
名
位
於
阿
塔
里
雅

缸"
ι
I
F否
F
Z

一
名
。
品
之
(今名
閥
門
調
回
一
雅

〉
色
"
-
3
)港
東
北
約
十
二
哩
處
是
旁
非
里
稚
的
省
會

又
是
交
通
重
鎮
聖
保
驗
在
第
一
次
遠
行
傳
教
時
會
兩

次
途
經
此
地
(
宗

U
H
M
M
)
它
的
建
城
日
期
不
能

確
定
但
由
考
古
學
者
們
在
此
考
究
的
結
果
證
明
它
在

輯
關
帝
國
時
代
已
是
一
座
具
有
重
要
價
值
的
城
市
城

有
圍
牆
作
保
護
並
有
兩
條
橫
貫
全
城
的
寬
大
街
道
出

土
的
古
蹟
中
有
浴
室
摔
角
場
戲
院
劇
場
及
運
動
場
羅

闖
帝
國
式
的
建
築
物
阿
爾
刮
如
女
神
的
大
恥
此
外
尚

有
四
障
基
督
教
的
大
小
雪
堂
大
約
皆
是
公
元
四
世
紀

的
建
築
物
初
時
並
有
主
教
定
居
於
此
後
來
才
遷
往
阿

蚓
到
祖
(
韓
)

湖
區
3
3
旬
，
已

p
o
z
g
M
M
O

門E
E
J人
名
是
馬

1
4

』

3
1
l
4

，
、
其

頓
的
最

後
一
位
國
王
(
公
元
前
一
七
九
l

一
六
七
)
聖
經
在

論
及
軾
闖
人
的
威
望
時
提
到
7

他
的
名
字
(
刷
上
8

8
)。
他
原
是
前
任
國
王
蚓
副
側
五
世
的
私
生
已
父
王

1646-1652 

與
扭
羅
雄
篤
人
作
戰
而
死
他
乃
掛
絡
祖
位
稱
主
並
蟬
繪
柚
父
志
肉
希

蚓
峙
擴
饋
屁
以
問
擱
蚓
人
抗
亂
初
峙
眛
川
戰
果
頗
令
人
澈
串
忠

b直

至
蚓
蚓
大
將
俐
喇(
H
F
、=
E口E】E已5
ω
開
目E
』
-

到
割
叫
圳
圳
(
早
音
凶
立
)
將
他
完
全
戰
敗
(
一
三
」
六
川
六
)
逃

亡
至
撒
摩
蜘
鯽
阱
蚵
扎
川
在
該
處
被
埔
佩
恥
峙
榜
掰
往
副
風
坐
監
兩
年
之

後
便
死
去
了
蚓
蚓
蚓
則
變
成
了
點
蚓
帝
圓
的
一
個
行

世
亂
恥
(
緯
)

岫
紗
甘
L
k也3
若
圍
荷
司
畫
凶\
可
可
。

3『
2
ω
峙E
ω
/
人
惦
}
晴
順

f回
恩
心
苛
可
拖
品
巾
是
謂

-
r
4
』
哥

t
l
u
o

/

.

「
波
斯
女
人
」

是
和
周
初
期
教
會
的
一
位
女
教
友
大
概
是
一
位

熱
心
慷
慨
大
方
的
婦
女
會
經
為
傳
佈
一
一
抽
血
目
的
事
業
作

出
不
少
的
貢
仇
喇
喇
在
他
致
和
蚓
人
苔

L
特
別
問
候

了
她
「
請
問
候
可
愛
的
培
爾
息
她
在
主
內
受
了
許
多

勞
苦
」
(
羅
M
N
U
)關
於
她
其
他
生
平
的
事
蹟
我
們

則
一
無
所
他
(
韓
)

叫m
k
3治
心
碎
且
可o
E
E
J是
一
地
惜
他
縫
中
而
直

4
E
i
-
-
'

、
接
地
被
聖
經
提
及
但

間
接
地
如
屢
見
於
新
約
蓋
此
名
之
來
源
創
出
自
「
約

問
河
那
邊
東
邊
或
對
岸
」
的
縮
寫
(
瑪4
問
自

m
M
I

釗
3
7
8
ω
2
到
1
甜

3

甜
昀
叫
)
。
它
的
邊
界
西
有

制
叫
河
及
蚓
制
的
東
北
部
份
南
有
瑚
到
制
堡
壘
東
有

蝴
制
研
熱
阿
德
非
雅
皮
喇
喇
喇
等
城
市
北
有
制
出
城

它
的
首
都
名
加
達
辣

這
一
帶
地
區
的
居
民
原
非
為
猶
太
人
在
瑪
加
伯

時
代
之
肌
有
武
肋
悶
得
閥
割
及
胡
叫
制
等
人
雜
居
此

地
直
至
咧
咧
劇
乃
王
朝
的
制
極
向
大
雅
叫
蚓
制
王
時

代
(
公
元
前

-
O
三
!
七
六
)

，才
將
這

J
J地
區
完
全

克
航
使
之
蚓
到ι
擱
蚓
帝
國
時
代
被
劃
入
大
閣
制
制

的
版
圖
公
元
前
四
年
大
黑
洛
德
死
後
與
加
里
肋
亞
合

併
而
成
為
蚓
叫
樹
劉
樹
酬
的
分
封
候
也
比
後
在
逗



區
曾
經
建
築
了
幾
個
羅
馬
化
的
城
市
如
猶
里
雅
皮
里

刷
刷
(
E
S
)

咕
一
叮
當
蚓
剎
戰
爭
爆
試
則
采
被
人
做

壞
之
際
比
她
的
居
民
會
勇
敢
地
支
持
受
壓
迫
的
及
仙

一
宗
教
的
楓
划
九
反
抗
制
蚓
強
叫
個
組
蚓
划
人
終
完
一

飯
不
振
其
後
羅
馬
皇
帝
尼
祿
將
這
一
地
區
贈
送
給
黨

制
制
阿
格
黎
帕
二
世
直
至
阿
格
按
帕
二
世
死
後
(
公

元

-
0
0
年
)
才
終
將
培
勒
雅
地
區
創
歸
羅
馬
的
敘

利
亞
行
省見凹
划
刷
臥
(
韓
)

H
M
K
3
晶
。
γ
甘
A
E
E
E
J

人
名
意
謂
「
鑽
穿
」

6

評
點
，
最
關t
f
v
A
f
可
吉
古
巴
，
-
-
-

1
4

』

i
z
-

-j
f

、

或
「
撕
裂
」
是
值
大

問
他
的
兒
媳
蚓
蚓
制
所
生
的
兒
子
花
生
子
(
創
犯
章
)

他
的
後
代
分
成
兩
個
家
族
的
赫
茲
龍
家
族
及
哈
慕
耳

家
族
(
則
必
訕
訕
)
由
赫
茲
龍
家
族
來
氧
培
勒
茲
是

瀏
喇
的
祖
父
(
即
4
u

也
)
這
種
說
法
亦
同
樣
見

於
制
制
基
督
的
族
譜
(
職

1

，
制3
"
)

。

見
基
督
的
族
譜
(
韓
)

血
色
目
訪
時
防
守
「
F
E
N
-
H
S
J
民
族
名
意
謂

6
ι
ι
門
看
相
d
h說
，
r
f
H
M
Y
E。
"
，
、

4

』
刻
，
.
-
月

J

'
m
k

「
田
野
闊
的

居
民
」
或
謂
「
無
圍
牆
村
莊
的
居
民
」
他
們
是
在
以

民
之
前
居
於
客
納
罕
地
的
數
個
民
族
之
一
(
創
的
叫

“
3
.

口
幻
自
制7
a
m

口
制3
"
9
1

則
上
9
m



編
下
8
，
厄
上
9
2
厄
下
9
.
等
)
蘇
U
H
記
誡
他

們
居
住
在
罔
蚓
蚓
困
山
區
並
且
在
制
劇
制
時
代
曾
經

被
迫
充
作
以
畏
的
苦
役
(
列
上
9
到
編
下
8
7
)
至

於
他
們
是
否
是
屬
於
閃
族
學
者
們
仍
未
能
作
出
確
切

的
結
論
他
們
居
住
的
地
方
大
約
是
在
約
但
河
東
邊
亦

即
是
在
厄
弗
辣
因
及
默
納
協
半
個
支
派
的
東
部

見
客
納
罕
(
韓
)

的
缸
目
E
I
H借
閱
屯
。
"
F
Z
J
是
美
索
不
達
米
亞
地

“
ι
t
z
f
z
F
f

早
已
之

1
4

」

-

T
-
4
l
'
、
區
的
一
座
城
市
位
於

幼
發
挂
的
河
邊
(
戶

2
5
申
幻
5
)
在
撒
一
一
摩
爾
河
的

入
口
處
加
革
米
士
之
南
約
二
十
公
里
是
自
亞
述
北
方

通
往
耶
辣
頗
里
及
阿
肋
頗
的
必
經
之
地
古
代
文
件
記

誠
它
於
公
元
前
八
五
六
年
被
亞
述
王
沙
耳
瑪
乃
色
三

世
由
赫
特
人
手
中
所
奪
取
及
佔
領
它
是
巴
郎
術
士
的

原
籍
城
市
故
此
在
戶
扭
|
巾
的
數
次
提
及
此
城

見
巴
郎
(
韓
)

M
K
團
A
C
&
h
E
匪

B
o
r
E
§
J

人
名
意
謂

“
ι
L們
自
斗l
A
Z
l忌
月1
/
M
V
E
\

4
J
F

=

J
Z
M
司
，
、
「
上
主
睜

開
了
眼
睛
」
是
北
國
以
色
列
的
第
十
七
位
閻
王
在
位

僅
二
年
(
七
三
八
l

七
三
七
)
是
默
納
祖
國
王
的
兒

子
及
繼
位
人
聖
經
上
對
他
的
批
評
頗
為
嚴
厲
雖
未
提

到
他
的
政
治
作
為
但
可
意
想
得
到
是
他
在
短
短
的
兩

年
中
仍
舊
按
照
他
父
親
的
作
風
向
亞
述
俯
首
稱
臣
納

三
真
是
以
與
亞
述
能
相
安
無
事
刻
因
此
激
起
了
百
姓
的

前
一
強烈
不
就
終
被其手
下
軍
官
制
制
蚓
所
組
織
的

叛
點

-
A掙
扭
曲
宮
內
人
員
在
儡m
d
m黎
雅
王
宮
的
堡
壘
內
所
殺
而

1653-1"5 十一輩

培
卡
黑
登
搔
為
王
(
列
下
的
n
l
m
)

(
緯
)

n
n
k
3
h
q
b
z
k
+

羽
毛

E
r
g
o
J

M
M
&
A
n
n
-
T恥
T
F

可
E
r
H
V
E
E

」

民
族
名
他
們
是
居
於
墓
地
海
邊
的
一
個
非
屬
閃

族
的
民
族
但
是
他
們
並
非
是
一
個
純
粹
的
民
族
而
是

由
數
種
較
小
的
海
邊
民
族
或
部
落
所
組
成
籠
統
的
被

稱
為
蚓
叫
創
蚓
人
比
如
劃
喇
時
代
的
僱
傭
軍
革
勒
提

人
及
培
肋
提
人
(
撒
下
8
M
M
刮
目
編
上
的
口
)
就

都
是
屬
於
培
肋
舍
特
種
族
的
人
他
們
曾
經
企
圖
入
侵

埃
及
但
被
辣
默
色
斯
三
世
拒
之
於
外
未
能
得
逞
只
好

退
居
於
巴
力
斯
逅
的
沿
海
地
區
巴
力
斯
鐘
之
名
的
由

來
便
是
得
自
這
個
民
族
名

但
是
在
他
們
聯
合
向
外
侵
星
發
展
之
前
的
原
來

居
地
是
加
非
托
爾
海
島
亞
9
7
耶
約
4
及
一
些
一
埃
及

文
件
都
證
賞
這
種
說
法
的
正
確
技
大
多
數
學
者
的
意

見
加
非
托
爾
島
就
是
現
今
的
克
里
特
島
不
過
目
前
因

著
考
古
學
的
進
展
有
少
數
學
者
則
強
調
它
應
是
現
今

的
塞
浦
路
斯
島

他
們
在
墓
地
所
居
住
的
地
方
在
星
級
上
沒
有
特

別
的
名
字
只
謂
「
培
肋
舍
特
地
」
或
「
培
肋
舍
特
人

的
地
方
」
(
見
加
上
3
H
撒
上
幻

6
)
這
個
地
區
包

括
北
起
加
爾
默
耳
山
南
至
迦
薩
地
區
是
一
片
肥
灰
的

平
原
土
地
出
產
豐
富
海
陸
交
通
便
利
主
要
的
城
市
有

五
座
由
南
而
北
迦
薩
阿
市
多
得
阿
市
刻
隆
加
特
及
厄

刻
能
學
者
們
慣
稱

「
五
織

」
(
見
蘇
U

S
繳
上
6
H

叮
耶
幻
叩
亞
1
.
l
﹒
索
2

‘
回
9
.
)

他
們
所
崇
拜
的
神
祇
是
達
貢
及
巴
耳
則
步
布

(
撒
上
5
2
l
s
加
上
m
M
U
4
列
下
1
2•• 

M} 

後
者
本
是
客
納
罕
地
的
古
代
神
明
而
被
這
批
入
侵
者

亦
加
以
崇
敬
他
們
雖
被
觀
寫
憬
悍
善
戰
的
英
勇
民
族

但
部
因
為
是
未
受
過
割
損
的
人
民
時
被
輕
風
議
笑

(
民
的
M
繳
上
H
H‘
)
在
厄
本
厄
則
爾
一
戰
將
以
民

打
敗
非
只
將
其
當
時
的
宗
教
中
心
史
羅
破
壞
更
將
約

櫃
奪
去
(
撒
上
4
1
Z
M
U
)
但
在
其
達
貢
神
受
到

約
權
的
侮
辱
及
人
民
受
到
災
害
之
後
只
好
將
約
櫃
原

封
退
還
(
繳
上
5
6
)

為
了
向
以
民
爭
佔
巴
力
斯
迫
地
盤
兩
個
民
族
變

成
世
仇
再
加
上
他
們
英
勇
善
戰
及
依
仗
以
民
所
沒
有

的
金
團
團
武
器
(
撒
上
U
M
|
扭
)
曾
經
自
公
元
的
第

十
一
世
紀
的
中
葉
起
極
力
欺
壓
隊
前
以
民
佔
撥
了
西

部
的
大
部
地
區
直
至
繳
慕
爾
(
一
O
五
0
)
及
撒
鳥

耳
(
一
O
二
0
)
時
代
才
將
他
們
虎
靚
耽
耽
的
兇
氣

漸
爵
緩
和
但
是
基
耳
波
亞
山
上
一
戰
以
民
大
敗
撒
鳥

耳
殉
職
之
後
(
撒
上
"
-
-
8
)
他
們
更
變
本
加
厲

向
外
發
展
將
以
民
的
大
部
分
領
土
佔
領
至
達
味
正
式

為
王
之
後
(
九
九
0
)
才
將
他
們
全
部
驅
逐
出
境
自

此
培
肋
舍
特
除
了
在
商
業
上
仍
有
所
表
現
外
變
成
了

平
平
無
間
的
民
族
受
著
其
他
強
權
(
亞
述
埃
及
)
的

左
右
及
擺
佈
對
以
民
的
再
度
侵
擾
也
只
是
偶
而
有
之

的
罕
事
(
見
列
下
m
m
8
)終
究
與
後
翔
的
猶
太
人
歸

於
同

一
命
運
變
成
羅
馬
帝
國
的
屬
民

在
文
化
方
面
我
們
知
道
培
肋
舍
特
人
的
語
言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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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
簇
的
語
言
是
迴
然
不
同
的
這
種
情
形
仍
見
於
乃
赫

H

i

. 

加
一喇
喇
時
代
(
E
下
U
H
)
至
於
所
用
的
文
字
如
無
法

考
察
考
古
學
告
訴
找
們
自
十
二
仰
紀
起
在
培
肋
合
特

的
地
區
格
外
在
「
五
城
」
地
區
發
現
一
種
新
式
的
由

外
區
傳
入
的
陶
器
稱
之
為
培
肋
舍
特
陶
器
後
來
的
早

者
更
證
明
這
種
陶
器
是
由
西
方
經
過
本
浦
路
斯
烏

而

進
入
墓
地
的
這
種
陶
器
的
特
點
在
於
上
面
純
黑
或
純

紅
色
的
幾
何
圖
案
花
紋
或
杭
弄
羽
毛
的
天

鶴
盛
裝
液

體
的
陶
器
且
置
有
過
濾
器
過
總
液
體
中
的
不
潔
之
物

他
們
特
別
喜
歡
飲
酒
可
能
這
附
也
有
過
濾
器
安
裝
的
陶

器
就
是
認
盛
酒
用
的

見
加
非
托
爾
克
里
特
培
肋
提
寒
而
路
斯

(
韓

)

十一 直

見
新L

的“-1661

關
培
路
息
翁
(
叮
叮
臣

"
5
)

的
培
爾
加
摩
(
5
3
5
)
城
且
原

4
J
3
1
-
J
E
f

苦
不
詳
是

制
制
制
的
一
座
古
織
在
斯
米
納
之
北
恥
押
到
朝
制
約
十

五
英
里
城
建
訟
高
出
平
地
三
百
公
尺
的
山
丘
上
地
勢

險
要
交
通
便
利
周
圍
土
地
肥
法
故
此
曾
為
希
臘
文
化

世
界
的
重
要
城
鎮
之
一
公
元
前
三
二
三
年
其
國
王
阿

閣
制
三
世
(
KF
H
E
E
H
H
H
)
自
動
向
羅
馬
帝
國
稱
臣

降
服
而
建
立
了
以
培
爾
加
摩
為
首
都
的
羅
馬
帝
國
的

目
制
到
行
也
並有
羅
馬
總
督
監
守
比
比
自
此
大
受
經

關
文
化
的
黨
染
大
興
土
木
工
程
廟
字
林
立
戲
院
創
傷

跑
馬
場
運
動
帽
官
市
場
無
不
態有
盡
有
更
有
扭
扭
模U
大

的
國

古

館
垠
稱
為
其
-
m史
上
的
黃
金
時
代
至
公
元
後

第
一
…w
u紀
問
山
於
J
m
t
途
仰
的
改
過
-
已
弗
所
必
格
林

則
城
一
微
米
川
土
似
叫
做
圳
際
仍
是
法
定
的
省
會
所
征

。

之
地

叫
叫
的
m
d伍
的
峰
上
的
仁
例
教
佇
立
中
赦
令
地
爾

蚓
睏
教
會
(
叫
2

臼

)
准
娃
一.. 
U
側
教
會
的
創
始
人
不

得
而
恥
令
此
一
一
人
以
的
是
學
你
啦
"
散

ω
祿
在
這
一
間
的

叫
做
會
大
反
而
去
關
仔
勞
仟
怨
地
作
過
不
少
傳
教
的
主
要

工
仇
拔
叫
叫
L
敘
此
教
h
n
k
H
M
U
M

的
訓
抽
川
成
們
可
以
推
知

川
品
將
在
給
爾
加
陣
的
教
會
中
有
些
一
股
泣
不
閻
明
的
派
別

存
在
ι
比
如
叫
叫
到
熱
人
(
別
2
臼

)。
他
們
以
為
可

'

J
、
‘
，

J
、
‘
'
。

以
隨
便
吃
的
法
肉
行
同
何
樂
(
白
一
小

的

的
格
前
m
H
l

叩

)

則
苦
的
作
者
之
泊
「
在
那
衷
(
泊
爾
加
際

)
有
做
翔

的
喘
口w
m」
(
恥2
臼

) ε

此
的
山
賴
為
白
紙
他
太
多
數

的
學
篇
以
向
作
街
是
拍
打
刊
在
此
城
中
的
數
目
怕
當
可

。
，

l
1

，
1
l
l

紋
的
邪
神
嘲
字
而
一

-
2月
終
古
代
的
傳
披
紅
唔
第
三
吝
惜

的
收
信
人
圳
柯
八
閉
口
任
泊
爾
加
際
絨
的
主
教

H

的
比
城

J
Il
l

-
l
I
l
l
-
。

闡
明
於
到
副
司
今
名
開
制
圳
一
瑪
白
一
八
七
八
年
給
自
至

開
此
倒
酬
的
考
古
學
有
斷
斷
岫
桐
樹
的
在
此
域
挖
掘
考

察
對
古
地
蝴
圳
晰
的d
識
作
了
，
不
少
的
貢
獻
證
賞了

。

不
少
古
拉
文
件
土
關
於
比
城
的
J
也
收

(
韓

)

由是 1臼8

j猶掛茵刮| 基 -H般k 
大蚓|於地 品官

巴凹|斟名，墊b
F戶附州"叫圳，)圳)1 經削i 吉 唔翔
f抗叫直釗! 上 )思思2耳、 寸tγ& 

速的是 玄2玄且
往一「 臼h」

放| 段 f鳥吉 a厭E歹F 
只|尸!f悟是 l恆垣 t;J: 
得|史:的 世~
厄問|當殲 ~ 

、
東| 達 1 i滅威 :0:0 P 
的咪I L- O ~ ~ 
家將此 5 E
中 天地 E 長
時 ， 主名 二λ、 且
有的的 x M 

阿|約來 且
彼| 櫃， a諒原 ' 、J

制
瀏
制
的
兩
個
兒

毛
蚓
回
及
阿
希
佩
服
在
約
咽
但也
但也
還

行
至
酬
副
禾
場
時
因
為
牛
幾
乎
使
約
櫃
傾
倒
且
可
dm
叮

仰
不
J
利
伙
犯
了
目
失
觸
動
約
恆
的
罪
犯
致
上
主
的
抗

怒
而
當
場
被

擊
斃
他
死
的
那
個
地
方
便
彼
叫
作
的
勒

釗
蚓
耐
位
考上
口
學
者
至
今
無
法
證
實
此
地
點
究
在
何

處

(
見
刷
下
6
8

獻
上
的
H
)
(

韓
)

U
比
角
石

鴨
"
巳
』A
A
1
\

行
。
呂
立
，ω
阱
。
D
O
J

M
N
4去3
7
乍
/
伊
拉
說
〉
D
m己
R
E
\

m
m
p
E
Z
畫
「
的
穹
E
J

基
督
立
名
來
自
希
唆
文

-
4
2
1

刻
1
/

【UF
E
H
E
K

t忠
謂
「
受
傳
且
也
…
」
，

而
刷

刷
斷
文
的
某
醫
叉
娃
制
制
蚓
文

「
默
西
亞

」
的
意
譯
過

丰
趴
在
喇
國
天
主
教
方
面
曾

有
過
不
同
的
譯
法
基
利
斯

管
益
多
位
現
在
大
都
已
統
一
用
「
茲
督
」
一
詞
思
高
壽

木
一
瓶
沿
用
基
督
耶
穌
的
門
徒
明
認
耶
穌
是
舊
約
所

預
先
圳
的
「
默
函
必
」(闊
的
M
右

m
u
)
所
以
多
次
社

耶
穌
的
名
字
上
加
上
基
督
(
受
傳
者
「
默
西
亞
」l瑪

1
間
幻
口

創
1
1

部
l

盯
莉2
甜

5
u
9

訓

等
)
後

來
在
制
勵
文
化
的
也
界中
耶
穌
基
督
一
名
竟
成
了
通

闊
的
名
字
或
者
基
督
成
了
耶
穌
的
代
名
詞
(宗
刊
抽

)

這
為
外
見
於
聖
叫
樹
的
書
信
中
(
和
6
4

s
e
B
n

9
3

格
前
1
M

H

口
自
)

H
M耶
穌
基
瓦

(
韓

)

況
且
全
之
五
位
已

\
O
Y
『E
C
E
J

基
督
徒
立
憲
義

6
4
或
3
品
E
E
t
k
H
r
f
n
r
z
m
H
E
D

眉
之

l
1
1

b

→
-
A
-
d
l
d
1
/

、
拔
希
臘
文
即
是

指
基
督
的
擁
護
者
及
跟
隨
者
此
名
只三
次
見
於
新
約

(
別
U
M
泌
甜
制
前
4
M
)
。
歷
史上第
一
次
精
耶
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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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門
徒
為
基
督
徒
是
在
安
提
約
基
雅
城
時
在
公
元
四

三
年
前
後
一
這
名
字
之
賜
與
是
來
自
教
外
人
而
不
是
由

那
些
居
趴
位
女
提
約
基
雅
的
猶
太
人
因
為
他
們
不
相
恬

耶
穌
是
救
世
主
而
鄙
視
稱
之
為
納
西
肋
派
(
宗
圳
的5
)

至
第
二
世
紀
此
名
已
世
祖
傳
於
各
方
初
期
的
基
管
徒
部

彼
此
自
稱
為
，
「
受
辣
者
徒
弟
弟
兄
辜
者
信
者
」
(
宗

9

問
自
!

“
詢
問
等
)
(
韓
)

關
基
督
的
奧
體

「
三
百H
H
n旦
出
。
ε

。
凹
凸
古
巴
/

/
白
。
老En
r
g
c

玄
苟
同
胃
口E
」

本
文
以
下
列
數
項
分
別
討
論
有
關
基
督
奧
傲
的

道
理
一
定
凶
殺
-
一
來
源
三
意
義
四
效
果

一
定
義
所
謂
「
基
督
的
奧
體
」
是
說
基
督
信
徒

與
主
如
此
密
胡
結
合
兵
親
密
性
不
僅
有
如
人
身
肢
體

與
頭
密
切
相
連
甚
至
在
拉
督
徒
(
肢
體
)
與
基
笛
(
政
)

中
間
還
具
有
一
種
「

川
同
一
性
」
這
一
「
同
一
性
」
不

是
物
質
的
也
不
耐
是
道
義
上
或
精
神
上
的
而
是
一
陸

神
秘
且
其
真
實
性
的
藉
此
把
教
會
最
深
的
意
義
和
使

命
表
達
出
來
基
訝
的
教
會
在
鑿
經
上
有
許
多
名
稱
如

羊
翠
蒙
艾
的
核
天
主
的
學
民
天
主
的
國
天
主
的
家
區

天
主
的
聖
殿
等
此
類
名
划
大
致
說
來
，
川
在
返
示
教
會

的
社
會
性
的
俄
造
和
特
點
但
「
基
督
的
奧
體
」
一
誦

和
「
基
督
的
圓
浦
」
一
名
(
弗1

目
)
部
將
教
會
的
本

叫
一性
奧
義
和
使
仇
真
實
的
表
露
無
比
如
果
顧
忌
用
斟
酬

,

',| 

一
上
的
三
制
品
來
表
示
逗
個
奧
義
那
跨
學
保
祿
l
|
|
這

十一

位
基
督
奧
體
道
鍾
的
偉
大
宣
講
者
常
用
的
名
旬
「
在

甘
祖
傳
耶
穌
內
」
或
「
在
主
內
」
也
許
最
閏
月
適
合
這
兩

側
丘
叫
詞
道
山
了
保
你
教
會
學
的
重
點
延
偉
國
與
基
督
信

徒
是
密
切
結
侖
的
迢
褪
結
合
不
是
占
代
以
民
及
其
領

袖
此
間
瑟
之
間
所
布
的
聯
繫
也
后
是
其
他
贊
哲
與
其
門

弟
之
間
具
有
的
關
注
甘
府
管
徒
與
救
主
甘
地
悴
的
結
合
不

僅
表
示
門
生
從
受
r
H
用
蟹
的
教
浴
在
生
活
中
努
力
隨

從
法
蟹
的
芳
在
而
且
是
因
為
信
徒
領
受
了
天
父
和
學

子
的
學
神
藉
若
望
神
分
享
基
因
宵
的
生
活
背
難
死
亡
復

品
及
一
、
水
遠
的
光
榮

一
一
來
源
朵
倚
奧
僧
雖
然
是
學
保
旅
最
喜
愛
講
論

的
一
仙
叫
道
岡
比
例
不
足
他
所
發
明
的
而
是
主
耶
穌
自
己

碎
爪
的
何
約
經
毒
所
省
遷
的
「
集
體
主
義
」
雖
可
學

做
人
的
思
想
以
稍
微
瞭
解
這
端
奧
斑

ω
一-
a且
必
奧
理
仍

是
奧
瑋
假
使
沒
有
基
峰
的
特
別
啟
示
准
也
無
法
瞭
解

(
見
弗3
1
9
2

呵
?
寸
)
恨
、
教
人
更
無
法
明
白
就
是

主
耶
穌
也
是
逐
圳
特
小
于
迢
端
奧
棚
內
，
信
先
他
叫
門
徒

體
叮
叮
仁
他
時
常
與
他
們
准
一
起
「
找
W
M在
告
訴
你
們
拉

你
們
中
二
人
在
地
上
叫
心
合
立
無
論
烏
拉
麼
事
祈
站

我
在
天
之
父
必
要
給
你
們
成
就
因
為
那
裝
街
兩
個
或

三
個
人
凶
必
的
中
心:
j

來
代
一
起
技
就
在
他
們
中
間
」

(
瑪
的
朋
叫
)
其
次
問
枷
穌
把
阿
已
與
他
的
門
徒
M
化

推
行
計
施
山
思
於
仕
抖
抖
的
人
就
是
施
忠
於
他
自
己
誰
對

近
人
的
災
難
不
顧
不
間
就
是
對
耶
穌
不
聞
不
問
(
瑪

鈞
缸
|

的
)
最
後
在
忱
的
量
的
訓
品
中
尤
其
是
在
葡
街

樹
的
比
喻
內
耶
穌

立
一切
抽
了
「4具
體
」
的
道
理
「
我
是

H具備
街
樹•••••• 

弦
是
葡
萄
樹
你
們
是
技
條
那
住
在
我

內
我
也
住
在
他
內
的
他
就
結
許
多
的
果
實
﹒
」
(
若

的

2
1
U
)
耶
穌
雖
然
未
明
明
用
過
「
身
體
」
的
比
喻

如
同
制
喇
日
後
所
用
此
但
他
所
講
論
此
詞
是
同
一
街

道
現
初
期
的
教
會
就
是
生
活
在
五
口
主
的
這
些
一
訓
言
襄

當
刷
喇
迫
害
基
督
徒
行
至
大
馬f酷
刑
附
近
耶
穌
顯
現

給
他
對
他
說
「
我
就
是
你
所
迫
害
的
耶
穌
」
時
(
宗
9

5
)
保
祿
便
明
白
耶
穌
雖
然
過
去
會
懷
慘
地
死
去
部

仍
是
活
看
活
在
基
督
徒
身
上
並
旦
與
受
迫
害
的
信
徒

圓
明
於
一
體
學
奧
斯
定
因
此
解
說
「
肢
體
遜
然
在
世
上

受
難
頭
部
在
天
上
呼
喊
」
日
後
保
祿
所
講
的
「
基
督

紗
身
」
道
斑
實
孕
育
鈴
此

三
意
義
馮
稍
微
解
釋
基
督
奧
體
的
深
義
最
適
合

的
方
法
似
乎
是
隨
著
聖
保
祿
的
心
神
的
經
驗
以
所
經

過
的
這
種
越
性
的
體
驗
無
論
在
自
己
心
靈
里
或

在
其
他
結
友
的
心
裝
去
體
會
他
所
宣
品
的
教
也
說

我
們
特
意
地
說
「
保
祿
和
華
醫
徒
的
體
驗
」
因
氣
或

們
確
惜
那
種
「
原
人
的
神
品
」
(
已
叫E
S
R
Y
)
與
基

管
奧
鍾
的
意
義
絲
毫
無
涉
按
保
祿
的
教
訓
原
副
亞
當

質
包
合
凶
罪
思
階
“
一
糕
的
全
人
類
而
新
型
當
或
亞
當
第

一
-
l

基
督
相
以

地
包
搞
了
所
有
獲
得
救
慰
而
學
化

了
的
全
人
類
也
就
是
按
這
蒙
受
救
慰
和
學
化
了
的
人

類
全
包
含
在
新
Z
M當
|
l
基
督
內

(
格
前
M
U
n!

目

“
I

H

羅
5

臼
且
)
保
祿
這
端
道
理
足
夠
作
為
基

督
奧
體
道
理
的
基
礎
和
來
源
往
伊
朗
的
古
宗

教
或
諾

斯
士
教
義
里
去
找
「
原
人
的
神
話
」
似
乎
是
多
餘
的



-

妓
聖
保
祿
的
體
驗
和
教
訓
人
是
由
著
信
仰
和
說

剛
一
種
納入
起
督
奧
體
的
(
點
6
S
|
u

制
後
3
M

問
3

-1. 
一
，
弗
4
n
i
H
)
藉
著
洗
禮
，
1
l
信
德
的
聖
事
|
|

一
領
說
者
脫
去
「
舊
人
」
「
在
心
思
念
膚
上
改
換
一
新

穿
上
新
人
這
新
人
是
按
照
天
主
俏
像
創
造
的
具
有
天

主
的
正
義
和
單
磊
」
干
，
這
「
新
人
」
是
天
父
的
義
子
基

督
妙
身
的
肢
體
見
迦
4
5
臨
時5
5
等
領
洗
的
人
所
以

稱
為
「
新
人
」
是
因
為
他
是
「
重
生
的
」
或
「
由
上

而
生
的
」
(
若
n
u
7鐸
3
5
)
人
一
出
生
需
要
食
糧

來
養
活
性
命
同
樣
重
生
的
天
父
的
義
子
為
能
生
活
在

基
督
內
而
光
榮
天
主
(
羅
6
日
)
也
需
要
超
性
之
糧

一
種
適
合
於
他
的
超
性
生
命
之
但
他
這
種
食
糧
說
是
主

耶
穌
的
墓
禮
因
著
學
體
捏
一
事
奧
體
才
能
發
育
成
長
強

壯
(
若
6
n
1

的
)
保
祿
又
寫
說
「
因
為
餅
是
一
個

我
們
雖
多
祇
是
一
個
身
體
因
為
我
們
眾
人
都
共
享
這

一
個
餅
」
(
格
前
m
H
口
)
聖
保
祿
在
這
非
常
重
要

的
爾
街
申
明
教
會
是
摹
督
的
奧
體
血
來
信
友
在
這
奧
體

內
得
以
遠
合
尤
其
憑
藉
塾
種
車
事
而
與
基
督
結
合
格

前
也
盯
「
你
們
便
是
基
督
的
身
體
各
自
都
是
肢
體
」

就
是
說
全
教
會
形
成
一
個
基
賢
的
奧
體
每
位
信
友
是

這
身
體
上
的
一
個
肢
體
或
一
部
分
經
U
S
「
同
樣
我

們
眾
人
在
基
督
內
也
都
是
一
個
身
體
彼
此
之
間
每
個

都
是
肢
體
」
這
旬

ι
也
說
明
同
樣
的
道
理
信
友
生
活

在
基
督
內
存
留
在
基
督
內
就
如
肢
體
存
留
在
身
體
上

一
緣
信
友
與
基
督
的
這
種
結
合
不
論
是
多
麼
深
刻
奧

叫
樹
但
仍
是
十
分
實
際
的
保
祿
為
證
明
信
友
犯
邪
淫
的

十一重1663 

罪
過
是
如
何
可
惡
會
作
這
樣
的
討
論
基
督
徒
藉
著
洗

禮
成
為
基
管
妙
身
的
肢
體
基
督
的
所
有
物
因
此
他
也

蒙
受
了
天
父
和
重
子
的
學
神
為
比
如
果
他
不
合
法
地

與
女
人
結
合
就
是

污
辱
了
基
督
的
身
體
使
它
成
了
淫

婦
的
身
體
(
見
創
2
"
)

保
祿
所
議
論
的
基
管
奧
體
的
道
現
在
哥
弗
兩
封

信
內
達
到
了
絕
頂
這
兩
封
信
的
重
點
即
是
耶
穌
基
督

與
大
主
H
H人
在
宇
宙
和
教
會
內
佔
有
絕
對
的
權
柄

「
他
是
不
可
見
的
天
主
的
俏
成
是
一
切
免
造
物
的

首
生
者
﹒•.••. 

他
又
是
身
體
|
-
1
教
會
的
頭
他
是
元
始

他
是
死
者
中
的
首
生
者
為
使
他
在
篤
有
之
土
獨
佔
首

位
」
(
哥
l
m
-
u
弗
4
u
l
H
2
M
f
自
)
就
如

因
頭
身
體
才
能
生
活
才
能
存
在
同
樣
教
會
從
她
的
頭

|
|
耶
穌
基
督
|
|
蒙
受
一
切
「
從
他
的
漏
盈
中
我

們
都
領
受
了
而
且

蔥
籠
上
加
恩
輯
們
」
(
若
1
M
)
藉

著
這
一
明
華
督
的
奧
體
才
得
以
發
展
成
長
而
堅
固
這
頭

使
歐
奧
體
成
了
神
聖
的
唯
一
無
二
的

四
效
果
與
妙
身
的
頭
這
樣
密
切
結
合
的
肢
體

|
|
基
督
信
徒
按
天
父
的
旨
意
應
生
活
在
基
督
內
以

光
榮
天
主
應
捨
棄
舊
人
而
穿

上
新
人
應
度
一
種
新
的

生
活
的
耶
穌
的
生
活
(
斐
2
1
4
)
應
愛
上
基
督

直
到
不
顧
惜
生
命
不
畏
懼
死
亡
(
羅

8

缸
|
詞
)
而

且
應
該
彼
此
相
親
相
愛
舉
保
祿
在
格
前
臼
章
對
愛
德

的
讚
頌
描
繪
出
各
肢
體
郎
居
住
在
基
督
內
的
信
徒
的

理
想
世
世
代
代
為
敬
父
(
尤
其
學
奧
斯
定
)
里
師
神

學
家
教
宗
(
特
別
是
大
車
良
和
庇
護
十
二
世
)
所
不

斷
詮
釋
的
正
是
這
新
約
啟
示
的
大
原
單
之
戶
的
奧
體

道
理

見
塾
罷
教
會
愛
德
學
體
學
事

(
謂
)

關
基
督
的
恐
慌

\
〉p
m
c說
V
C
『
b
y
『
M
M
W
H
J

/
〉
間
。
E
m
b
y
口
M
W
H
H

」

基
督
的
恐
慌
這
是
形
容
耶
穌
在
受
難
前
夕
在
學

責
瑪
尼
山
圓
祈
禱
時
所
受
的
極
度
痛
苦
(
路
扭
廿
三

「
在
極
度
恐
慌
中
」
按
原
文
是
指
力
士
的
角
鬥
因
為

這
種
角
門
必
領
施
出
身
心
全
副
的
力
量
生
死
榮
辱
與

全
錢
全
繫
於
這
一
戰
為
此
在
角
門
前
沒
有
不
心
中
焦

急
恐
慌
的
技
經
文
記
載
「
耶
穌
在
極
度
恐
慌
中
祈
禱

越
發
懇
切
」
學
者
多
以
為
耶
穌
死
命
的
掙
扎
與
懇
切

的
祈
禱
是
指
耶
穌
的
祈
禱
與
天
主
的
公
義
相
爭
因
為

耶
穌
是
天
主
和
人
類
乏
闊
的
中
保
一
方
面
有
天
主
的

公
義
另
一
方
面
有
人
類
的
罪
惡
照
天
主
的
公
義
必
要

懲
罰
人
類
若
不
懲
罰
有
罪
的
人
類
就
有
傷
天
主
的
公

義
因
此
耶
穌
苦
苦
哀
求
自
廠
設
法
抵
償
賠
補
換
罔
天

主
的
義
怒
並
且
「
懇
切
」
二
字
按
原
文
有
「
心
誠
」
與

「
恆
久
」
之
義
郎
死
命
懇
求
好
像
用
盡
了
蠶
魂
肉
身

所
有
的
力
量
與
聖
父
相
爭
為
此
耶
穌
渾
身
出
流
血
汗

「
出
流
血
汗
」
一
事
雖
然
經
文
土
只
記
載
「
他
的
汗

如
同
血
珠
滴
在
地
上
」
但
古
今
學
者
都
認
第
耶
穌
所

流
的
汗
中
混
和
著
血
且
認
為
所
出
的
血
汗
真
是
從
他

肉
身
上
流
出
來
的
因
為
心
靈
過
於
憂
傷
或
太
受
刺
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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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基
督
受
舉
揚

\
】W
H帆
，-
z
丘
。
口
。
凹
的
y
z
m
Z
/

r開
H
"
-
Z
H
E
n
Y
Eω
HH
L

甘
店
管
受
舉
揚
見
於
妥2

，
「
內
此
一
大
主
級
其
間
唱

M
M他
賜
給
了
他
一
個
名
字
超
越
其
他
所
街
的
中
圳
u
f

」

泣
叫
他
拉
法
使
政
們
知
道
前
穌
在
受V
F
H受
辱
忱
亡
之
後

間
叫
大
主
父
尚
尚
略
必
起
來
使
他
坐
先
自
己
的
右
邊
也

就
是
h
t困
者
從
前
他
。
小
再
死
亡
卻
獲
得
毛
一
州
的
母
位

是
默
必
亞
(
宗2
M
)
是
天
主
子
(
羅
1
4

希
1
4
5
)

因
此
他
做
學
揚
並
不
僅
限
必
他
的
光
榮
做
活
瓜
得
到

逗
種
學
揚
他
先
「
使
自
己
空
隘
的
刷
了
以
僕
的
形
體
」

(
斐
2
7
)
他
本
來
批
a
M
永
遠
版
住
在
天
主
的
光
榮

之
中
(
H
h口
5

)
如
此
他
的
降
生
成
人
不
只
是
取
納

了
人
形
友
人
性
而
主
要
的
如
是
暫
時
的
放
棄
了
天
主

的
光
榮
使
自
己
空
虛
仙
今
因
看
他
的
復
活
升
天
反
學

帥
的
降
臨
及
他
的
被
學
做
父
重
新
問
釗
他
的
學
父
的

光
榮
中
去
一
迢
次
划
是
帶
者
人
的
性
飽
問
郎
光
榮
(
女

2
6

l

u
)
師
既
然
耶
穌
帶
者
人
性
進
入
了
光
榮
那
麼

-
他
的
被
高
舉
自
然
是
圓
圓
於
救
般
工
程
的
一
部
份
使
敗

叫
一
壞
墮
悠
的
人
也
重
新
興
夭
主
性
相
連

A
U

一

基
督
被
學
娟
的
退
回
加
學
問
你
旅
偕
府
的
政
清
楚
已

t-- ;l[ 

。

l
i
l
-

'

仙
上
A
取
一
扒
它
雖
然
以
不
仙
的
4
H
A
M
卻
失
示f
川
樣

的
道
叫
川
耶
穌
山
快
天
主
父
叫
的
天
主

(
H
hU
I
M
臼

。

'

的
5

等
哎
，J
H
M6

“

8
u
u
3

等
)
耶
穌
最
大
的
L

叫
他

說
是
凡
人
級
紀
缸
，
h
t
h子
梁
上
正
凶
如
此
十
字
梁
是
他

光
哨
位
的
恨
心
他
他
釗
在
十
h
p
史
上
稱
府
在
L
l
F

奴
上

3

、
‘
'
。

他
「
限
制
」
起
來

(
U
A
3H
8

H

M
MU
)

μ
耶
穌
到
天
光
榮

(
的
神
)

的
t
h
J
r
L
\
C
F
S
J
d
名
及
泉
名
原
文
忠
義

4

小

6
4
元
1
0散
F
fc
c
F。
=
」
﹒

二

J
-
3
F

J

、
誰
可
能
街
「
咄
咄
嗎
咐
仙
且
也
」

。

(
?
)
之
芯il
l
-
-
1
2
3

、
。

心
是
川
甸
樂
闊
的
叫
條
川
流
之
一
(
創
2

刊
)

一
匕
所
品
叫
做
的
地
-
M是
盯
上
似
抗
們
不
能
隊
知
拉
布

J
U

夷
所
繞
的
叫
附
上
就
是
現

A
I
K忱
反
政
南
方
的
叫
他
位
約
，
長

邪
地
區
u
h
然
川
作
詩
所
指
之
川
應
是

U
K雞
叫
訓
圳
的
凹

似
于
為
此
而
提
(
見
耶
2

刊
)
此
仍
以
反
依
紅
材
林
斯

。

(
C
S
F
E
U丘
，
M
H
E
)之名
叫
你μ
至
今

@
是
那
永
附
近
的
一
口
水
泉
企
山
城
胸
下
兒
的

能
(
令
內
公
此
以
近
旁
揪
維
漏
盜
版
月
1
L
(列
上
1

臼

。

1
l
l
I
l
l
-
-
1
1

，
1
1
I
l
l
-
-
i
l
l
I
l
l
-

品
“
)
現
今
的
阿
刺
伯
人
稱
此
以
時
間
心
烏
木
注
叫
叫
做

(
〉S
C
B
呂
立

自0
月

2
)
必
筒
徒
划
稽
之
為
造
成
學

ot-

-

舟
泉
(
〉
5

巴
5

玄
R
U盲
目
)
凶
內
同
志
是
耶
鼠
的
做

一
-
水
，
法
彼
此
以
來
的
凶
止
都
付
益
力
保
存
修
也
並
仙

'

。
l
l
1
i
l
-
-
l

，

柚
暉
它
以
兔
戚
中
總
水
之
忠
希
划
克
雅
閻
王
更
佳
隧
道

引
此
泉
之
水
進
入
史
研
組
亞
水
池
以
確
保
在
耶
京
彼
囡

囡
之
時
有
食
水
的
供
際

(
編
下
叫
“
抽
見
依7
3

列
下

2
，
、
'
。

"
M口
依
M
m
2
)

M
M則
，
比
胡
川
刺
眼
划
喇
叭
(
的
件
)

“
t
h山n
臣

B
M
S
F
J
是
州
大
t
又
一
紋
的
一
爬
山
附
叫

“
毛
右
」
叮
皂
白
，/
C
Z
K

i

，
-

1

二

f
!

洞
，

、
(
你
的
“
)
其
忘
私
沖
進

昧
的
參
法
阿
荷
花
仙
H
M峙
的
，由
此
M峨
山
身
(
她
下
的
問

幻
H
)
學
恥
的
們
太
都
必
令
，
匕
忱
注
視A
I代
M
WJ以
此
川

化
圳
北
約
卡
公
型
半
地
方
的

M
U
W
(。
丘
之
師
團M

(MW) 

的
主
全
奎
竺

E
H
丘
吉
/
是
刊
沌
的
後
仇
恨
此
仍
不

必
令
司
主
父
/
凸
2
E
E
\
L
J
E
;

三
E
k
j
f
t

仁

J
H
川
如
H
V
斗H
H
主
卸
H
M
I
-
a
川
叭
的
問
吋

H
U峙
的
人
民
而
且
這
巾
泉
州
的
地
巾
卜
何
一
俏
的
山
炭
部
以

稱
尺
，
甘
情
延
人
這
叫
能
是
汁
的
於

M
m史
上
代
們
昕
一
小
知
泣

的
M
M
N圳
市
咒
巾
此
亦
吋
就
明
4
.
民
族
所
佔
地
μ
之

鎖
在
死
海
附
近
的
谷
木
蘭
所
發
現
的
文
件
中
亦
白
此

名
似
乎
是
指
羅
馬
的
軍
隊
而

J一
鬥
(
韓
)

m
m
t
h
-
3、石
E
B
H
E
F
J

「
基
貝
位
」
之

g
v
a

“
4
右
」E
F
B
h
l
fo
谷
"
」

:
二
，

-
-

t

'
.

』
白
，
、
是
「

4

挖
地
，
品
在
必
的

關
」
﹒
的
阮
是
占
東
方
民
族
也
絨
的
創
出
怨
地
方
以
防
敝

人
反
克
也
正
因
此
「
某
民
亞
」
，
何
時
是
地
方
名
心
何
時

則
只
是
掃
地
勢
而
一
一
一
一
口
因

而
有
數
倘
不
同
的
基
民
亞

的
本
雅
明
艾
派
的
廿
m
n
H
U是
肉
本
文
派
的
原
某

(
“
你
時
間
)
在
耶
京
及
將
瑪
之
間
是
做h
y斗
的
山
生

地
(
撒
上
ω

扭
扭
6
)
因
此
亦
有
「
撒
鳥
耳
的
足
以

通
」
之
稱

(
撒
上
口
4
M
M
M依
m
m
)
白
白
途
咪
登

絨
後
一
段
時
期
基
貝
亞
平
平
線
間
直
至
巴

比
倫
及
羅

馬
人
戰
爭
時
才
重
新
被
人
提
及
大
多
數
的
學
者
論
它

就
是
現
今
的
官
耳

(
司
已
)
廢
處
在
耶
京
北
約
五
公



一
旦
處
在
此
處
的
發
掘

(
~
九
二
二
晨
一
九
三
0
年
)

叫
一
己
清
楚
證
賣

了
農
n
H恆
的
腿
央

E

l
h
E
E
Z
E
1

，
I
l
l
-
I
l
l
-
-
'

、
6

.

b
l
t
-
-
-
'

、
‘

一

@
猶
大
的
延
民
程
(穌
的
盯

)
時
會
瓦
所
山
址
(
一
卅

一
上
2

叫
)

(
悴
)

ω
t
h
4司
4、
r
L

「
E
r
o
s
J
城
名
台
「
山
口
」

M
M毛
右
」F
E
Y
Q軍
f
p
g
g
\

-
4
0
日

@
基
貝
紅
的
m
史
)
匕
他
鈴
木
雅
明
文
一
般
地
反
內

(
抖
穌的
自

)
而
被
剝
分
給
肋
末
人

(
綜
幻
7

)
它

的
原
有
居
民
會
以
准
什
騙
以
若
你
一
肛
的
哼
一
一
一
凸
而
臼
放

(
蘇
9
1

i

盯

)
在
此
地
H
h川
妹
厄
曾
經
打
敗
i
m間
的

聯
合
軍
隊
法
學
經
的
心
誠
在
這
次
以
役
中
天
主
特
別

以
奇
的
叫
助
戰
天
下
冰
毯
日
月
停
止
位
老
敝
人
大
以
五

王
被
擒

(
“
m
l
f

盯

)

關
於
日
月
停
止
的
心
收

(
“
你沁

U
H
)

至
第

卡

a
A快
紀
制
研
制
體
例
L
a
x
-
地
無
疑
問
地
啊
，
/
-
內
尚
品
卜
h
L
仇

恨
紀
川
叫
川
匕
蚓
培
訓
地
球
a
H州
時
並
繞
太
陽
迎
，
仆
的
情

吽
祉
而
引
起
了
研
荷
們
的
一
心
一
λ叫
做
的
懷
M
於
是
U
Y
仆
地

紛
耘
解
冶
各
吭
，(
a

)，
何
調
你ω
M

H

是
後
人
所
仙

故
無
一
做
出K偵
的

(
b
)太
陽
之
停
止
只
是
冰
益
(
μ你
ω

U
)
所
造
成
的
一
叫
做
幻
覺(
C

)日
月
照
常
起
付
肉
向

趴
在
於
天
主
使
卜
、
惕
的
光
線
以
封
在
地
-
L

線
上
等
等

解
h肌
肉
解
答
迂
一
絲
叫
圈
內
先
提
們
要
心
泣
的
注
余
文

所
依
似
的
文
總
是
l

川
仰
而
1
叫
做
的
品
收
后
常
出
八t
符

A川
趴
趴
一
做
史
的
心
終
制
問
巾

d
M
(參
見
哈
3

u

冰
的
8
1
H

)

所
以
(
C

)的
解
A
W
于
一
史
冷A
H
m
(品
兄
m
L
仙
似
經

例
子
侖
山
版
的
何
約
史
卉
上
川
h
-
h

一
一
反
)

卜 一是1669-1671 

設
、

後
甘
血
H
H紅
百
五
卡
年
，/

-久
在
聖

經
上
消
遞
至

1
4
1

1
-
I
P
I
l
l
!

e
l
l
t
i

。

做
a
H
J耳
永
遠
咪
時
代
再
償
提
及
他
們
的
兩
位
市
官

(
川
川
門
衛
泣
的
川
中
巾
)
們
只
什
叭
叭
叭
紅
的
水
晶
邊

次
門
站
川
朮
達
咪
氾
粉
(
傲
，F
2

呵
!
口
)
仗
、
次
次
此

地
方
向
有
川
前
叫
做
(
你
-
k
im
1

叩
)
比
以
做
几-
A七

'
、
s
p
t
l

例
子
拼
的
被
殺

(
撇
下
釗
-

-
9

)
耶
京
大
股
修
在

完
取
結
約
個
個
被
迎
在
學
收
後
上
主
的
帳
位
仍
留
在
基

tllittisol

-
-}lll 

只
紅
地
方
(
編
上
“
叫
“

刮
目

)
做
經
漏
關
玉
的
問
親

來
此
地
朝
拜
上
主

(
列
上
3

4

編
下
1
7
U
)

並

獲
得
上
主
的
湖
現

(列
上
3
5

H

稱
下
1

3

6
)

充
肛
後
的
來
的
出
叫
州
地
方
的
以
此
曲
口
附
仙
修
從
那

2
3
、
。

3
》
》
、
i
S
I
l
i
-
-

』

以
減
梢

(
U
U下
3

，

7

自

)
其
次
型
經
上
拉
炭
基
只

2
》
、
，

J
3

、
'
。

紅
的
地
方
為
耶

m
a
M
mn
依
m
n

心
一
位
從
側
於
基
以
紅
的
正
的
恍
恍
如m
p荷
們
的
仆
太

快
P
H
M糾
糾
山
於
迢
來
的
另L
h位
叫
已
成
“
匕
叫
耽
心
血
現

仆
的
甘
情
布
(
(UH
F
)仆
從
此
自
以
與
哈
依
之
間
卸
的
內
約

九
公
的
↓
恥
從
詩
句gr
公
平
他

H
Y、
一
例
小
山M
上
約
有

'

。

仁
卡
﹒
戶
戶
川
一
的
布
八
μ

水
H
A攸
今
付
居
民
主
私
欲
食
水
一

九
r
u
六-
h

七
年
間
尖
叫
明
在
夕
法
尼
亞
大
學
的
z
u
d出

凶
手
布
叭
叭
此
作
此
地
吃
察
就
只
遠
航
公
元
的
兩
下
几
口

年
此
已
布
人
均
於
此
位
發
視
了
卡
二
個
一
下
八
們
年

卜
九
布
的
泊
位
叭
它
的
很
條
時
代A
A
以
此
的
扑
村
改
峙。

別
(
九
(
1
i
h
f

)
的u
往
街
八
公
尺
寬
的
城
稍

一
九
叮
九
1

六
川
年
的
挖
則
從
發
現
了
後
翔
的
一
比
一
一

川
u
h沒
法
洲
傲
的

L
M偏
仙
最
布
趣
的
發
現
則
是
一
他

卜
八
州
水卅
T
A
M
L
l九
石
慨
而
F

吏
，
何
一
條
戶
戶
缸
瓦
二
公 尺

的
隧
道
直
接
遷
往
村
中
以
偽
戰
時
百
性
取
水
乏
用

(
轉
)

向
主
崗山

、
草
草
「
D
E
E

r
s

J
城
名
E
思
是
在

“
毛
右
」
F
E
F
F划
兩
f
o
ω
Z
H
Y
D

」

j
E
E

f

-
-

'

、

-
e

J

、
兵
法
從
」
創
分
緊

地
的
吋
曲
目
叫
別
給
門
，
女
派

(絲
"
“
)
後
護
與
肋
末
人
(
蘇

刮
目

)
以
民
分
南
北
朝
之
後
法
於
培
肋
金
特
人
今
/
-
F

雖
然
納
遙
布
齊
煦
的
加
及
放
默
黎
等
以
色
列
國

f
t曾
先

後
余
間
將
之
克
俊
伺
都
未
能
成
事

(
則
上
的
訂
的

臼
口
)

至
於
ι

的
位
置
至
今
未
能

得
到
確
切
的
答

仲
淹
援
大
部
份
的
學
者
跟
隨
房
辣
油
田(
〈S
M
N
m
已
)主

張
(
匕
就
是
現
今
的
瑪
拉
特
(
斗。
口
丘
，
宮
"
Z
H
)用
咽
地

從
厄
刻
龍

(
搬
上
5
M
U
)
之
氣
瓦
公
室
處

(
韓
)

叫
主
世
扭
曲
T
L
B
E
O
S
J

@
人
名
忠
心
娃
「
以

“
4
看
」
A
E
H
&
串
戶
口
俯
身

g
k

i

，

l
1

1
.
2
J
1
J
J

，
:
、
受
傷
之
于
」
他
是
以

民
第
瓦
位
民
是
也
是
在
以
民
史
上
除
微
泉
爾
外
最
還

要
的
一
位
民
已
山
生
於
刺
刺
酬
地
亦
是
制
叫
川
泊
之

h

關
於
他
的
生

γ泣
，
學
者
大
多
主
張
有
兩
種
傳
泣
而
聖
經

將
、
這
兩
種
歷
史
的
傳
統
合
二
為
一
這
由
聖
經上
的
且

收

(
民
6

1

8

臼

)
可
以
清
楚
的
看
得
山
來

當
時
以
段
過
著
安
樂
太
平
的
生
泊
凶
此
很
容
可

附
於
客
納
字
人
邪
神
的
做
禮
天
主
從
井
岡
方
之
做
人

F
J

本
戀
問
人
何
為
仙
克
人
及
曠
野
的
遊
收
民
旅
來

撥
亂
被
懷
以
民
的
莊
因
迫
害
他

們
的
生
命
恩
德
紅
的

兩
攸
弟
兄
就
為
此
而
遇
難
於
是
以
氏
痛
悔
已
界
水
主

你
放
上
主
打
發
天
使
報
告
某
德
紅
他
被
上
主
選
作
民



長
呵
，
使
他
堅
信
上
主
的
科
選
天
使
頓
不
了
兩
個
年
叫
跌

(
民
6
H
H
)

不
久
之
後
米
德
川
可
人
過
約
州H
A
克
深
入
卡
依
次

勒
耳
平
原
來
搶
劫
然
德
紅
覺
得
時
機
已
到
於
是
叫
他

本
家
族
的
阿
彼

M
M川
爾
人
的
心
而
招
來
啥
來
准
備
抗
敵

附
近
各
支
派
的
壯
「
蚱
條
而
來
完
街
兩

F

多
人
洛
德

紅
袖
論
了
三
百
人
分
三
除
於
夜
間
奇

m
H敝
人
火
把
忽

亮
喊
聲
四
起
於
是
敝
人
肝
、
盟
問
悅
之
餘
臼
怕
殘
殺
各
自

逃
八
仙
返
罔
約
但
河
東
部
在
此
役
中
兩
位
米
德
憐
的
酋

長
放
勒
布
及
則
巴
布
被
基
德
紅
殺
死
米
德
持
人

不
久
再
虔
來
把
自
則
巴
黑
反
問
耳
哀
納
率
領
二
人
就

是
吼
叫
是
捕
時
紅
兄
弟
的
呢
手
生
總
紅
山
叫
抗
赦
符
其
且

反
絞
死
大
躍
全

w
f
m
M帥
的
進
巾
更
判
穌
而
特
皮
惜
以

耳
兩
個
不
合
作
的
域
巾
加
以
懲
划

此
時
萊
德
紅
的
聲
唱
大
地
於
是
何
在
以
民
服
史

上
的
第
一
次
連
江
行
主
改
榷
的

全
閥
混
德
紅
雖
未
接

受
王
位
例
如
用
績
來
的
金
銀
收
利
口
叫
作
了
一
個
「
厄

弗
得
」
安
置
在
他
的
本
域
中
部
放
州
辣
城
學
者
關
於

比
「
厄
弗
得
」
的
意
見
各
異
但
由
聖
經
的
上
下
文
我

們
可
以
確
信
它
是
一
種
非
法
的
措
施
因
為
「
以
色
列

眾
人
都
到
那
里
行
邪
淫
因
此
這
個
「

M
A
叩
得
」
便
成

了
基
德
紅
及
其
全
家
族
的
縫
制
」

(
民
8

盯

)
即
皮

亡
的
原
因

.

因
了
基
德
紅
的
功
鎖
以
民
四
十

年
乙
久
過
著
歌

叫
一
舞
昇
平
的
女
咐
唔，生
也
斟
制
制
由
妻
子
所
生

之
子
有
七

戶
，
于
人
年
老
而
終
葬
於
赦
弗
辨
絨
他
父
親
約
阿
士
的
墳

1672-1676 卡- ,1}. 

來
衷
仙
一
屯
的
英
勇
J
F路
及
他
的

C
m德
在
中
經
仗
、
他

地
方
亦
布
所
山
先
凡
此
(
依
9

日

ω
甜
、
冰
的u
布

扎

呵
呵
)

旬
以
求
仿
德
的
先
人
家
法
巾
亦
街
名
甘
用
德
紅
有

是
辣
法
凶
的
兒
γ
V
J戊
川
納
尼
稚
的
父
親
屬
州
默
從
文

派
(
友
8
1
)
(

憐
)

η
t
b
街
叫
恥
J
\

、J
f
t
p
i
J甘
情
勒
門
口
正
此
非
靠

4
日
-
Z
B叮
3
唱
阱H
E
ι
'
，
，

p
r

、

LV
H
們

h

p
r

-

l
i
l
-
-
-
-
-

1

二

f
j
E
-
4
'

，
、
近
地
巾
海
的
一
陸

城
亦
即
利
比
位
的
首
都
北
品
隔
海
遙
對
前
闡
明
公
兀
泊

七
仰
紀
服
口
均
為
惱
的
胡
民
地
公
元
前
一
向
紀
羅
馬
帝

國
佔
領
了
懷
及
改
小
心
，
叫
到
各
關
後
瓜
城
月
然
也
釗

入
f

終
川
1
)悄
凶
版
關
內
什
化
改
城
也
有
不
少
他
太
僑
民

從
加
F

的
中
文
裝
得
知
一
位
名
叫
雅
仙
似
的
生
物
川
人

(
話
然
囑
咐
們
欠
的
民
)
伶
將
瑪
山
伯
時
代
猶
太
人
所

遭
受
的
的
叫
他
迫
丹
紅
成
了
ι
舟
共
分
瓦
卷
切
F

郎
4
年

芹
的
縮
木
在
新
約
市
商
幫
助
耶
穌
月
十
卡
架
的
內
街
也

為
甘
且
勒
川
人
(
瑪
幻
M

谷
的
剖
)
拔
宗
6
9

得
知
是

勒
乃
人
在
耶
京
有
他
們
問
已
的
會
堂
在
學
一
艸
降
臨
日

聽
怕
多
祕
第
一
次
講
道
的
也
有
來
臼
呆
域
的
人
(
宗

2

刊
)
所
德
望
殉
道
後
在
安
提
約
延
雅
開
始
肉
布
獵

人
句
日
消
一
幅
悅
目
的
也
布
基
勒
乃
人(宗
刊
叩

)
從
宗
日

1

次
們
知
道
具
巾
一
人
名
叫
路
基
約
列
下
的

9

丑
l

s
9
7

有
必
希
伯
來
文
名
為
克
爾
的
城
村

4
j
通
行
本

誤
作
時
加
勒
力
克
爾
也
叫
阿
蘭
人
的
發
源
地
大
概
位
於
美

索
不
達
米
單

(
義
)

η
主
食
自
」
詩
也
是
「34
4
J
EF
E
-
0
5月
名
原
是
亞

6
4
畫
也

L
.胡
安
J
f
E
Y
K
/
C
ω
-
O
L
-
-
-
-
-

-
E

A
|

斗
i

三
，
、
，
已
\
述
及
巴
比
倫

1 坡的

!LLU甘月
fJ日，份
1 等名 ，
1 於充

Jn~ 現罩
上今後，
1 之叫
“卡民
4 一受
52 月巴|
rJLI~ 中比l
F 毛倫l
1 卡文
，三化
月的

"中景:

~ 10 ~響，
緯 5 frTI i 而

~o 7 承

馴
基
雅
撤
勒
(
叭
叭
叭
叭
叭
)
見
劉
恥

咽M
K
舟
山
干
干
恥
又
再
且
「。
寄

自
/
山
名
原
意
不

4
0
.
t
s司
J
y
r
r
h
F
-
M
巾
，I
My
-
-且
，

汽
d

〉
-
T

〉
。

』
，

I
l
-
-
1

1
:
1
.

、
4
-
s
-

i
r
i
c
e

、
誰
是
囑
依
繳

泊
爾
士
又
派
的
一
種
山
位
淤
依
次
勒
耳
平
原
的
東
部
及

貝
特
商
之
團
長
約
卡
三
公
里
寬
九
公
里
山
之
最
高
率

有
五
一
八
公
尺
它
的
西
邊
山
腰
漸
次
而
下
至
依
次
勒

耳
平
原
東
及
北
邊
站
是
峭
巖
絕
略
顯
示
山
古
代
地
瘦

的
痕
遼
西
前
所
形
成
的
高
原
處
盛
產
無
花
果
橄
欖
及

五
佼
比
山
之
名
保
存
至
今
稱
間
內
傑
耳
憫之
丘
σ
3
)是

古
時
撒
鳥
耳
敗
於
培
肋
舍
持
人
之
手
而
自
殺
的
地
方

必
是
役
他
的
兒
子
約
納
堂
亦
為
敵
人
所
殺
(
繳

上
鉤
4

到
1
8

撒
下
1
6

幻
u

編
上
ω
1
8
)
達
味

會
親
作
哀
款
來
追
悼
這
兩
位
偉
人

(撒
下
I
H

1

訂
)

(
韓
)

%
t
b
r
L
-
m
H干
干
「
C

白
布
拉
/
地名
有
「
圓
圈
」

“
全
書

τ
骨
，ι
H
M干
J
f
p
z
E

I

1
:
1
.
-
J
-
.

，

σ

、
或
「
圓
形
物
」

之
意
聖
經
上
以
此
符
名
的
地
方
凡
六
處
今
簡
述
如
下

。
是
在
以
民
歷
史

上
有
重
大
關
係
的
名
城
當
以

民
征
服
許
地
之
始
越
過
約
但
河
之
後
若
蘇
厄
命
人
以

十
二
塊
約
但
河
中
的
大
石
建
立
紀
念
海
以
紀
念
以
民

的
偉
大
及
上
主
的
特
別
護
佑
(
蘇
4
H
詞
)
並
在



~
此
地令
全
體
未
受
割
嶺
的
百
屁
接
受
割
個
問
體
(
制

5

m
-
a
l

﹒

)
。
自
此
天
主
不
再
降
「
罵
納
」
.

百
性
在
惜
地

一
過
了第
戶
個
巴
斯
卦
羔
羊
筍
(
逾
越
節
，
)
(
議

J

-
M
l

n
)‘
百
姓
以
此
為
出
發
點
征
服叮
叮
叮
地
節
節
勝
利

勢
如
被
忱
所
向
無
敵
(
關
6
1
M
M章
)
。
劃
則
制
人
騙

取
制
制
間
的
誓
言
及
盟
約
以
自
保
生
命
的
地
方
也
是

這
座
城
(
如9.
)
。
先
知
喇
喇
喇
還
立
蚓
蚓
訓
為
國

L
及
閻
王
的
一
些
單
位
終
至
他
的
被
車
可
能
也
是
在

十-軍

圖
計

嗯
?

耳
一

口
-

A
H
M一

耳
一

基
一

l但

也
到
刷
固
地
方
(
'
刷

上
7
M
ω
a
n
u
u
-

-

S
J

M
1

目
的

H
)
，
瀏
喇
逃
避
風
貝
沙
龍
造
反
之
禍
後

由
河
東
返
歸
耐
京
時
在
此
地
大
受
民
眾
的
熱
烈
歡
迎

(
幟
下
川
口
時
刊
)
由
此
可
知

何
以
基
R
M
耳
對
以
民

是
十
分
定
有
紀
念
性
及
宗
教
敏
體
的
中
心
可
惜
這
種

敬
禮
後
來
竟
淪
為
不
正
當
的
邪
神
敏
種
成
了
先
知
們

責
斥
的
對
象
(
剛
4
時

9

時
區
4

.
5

5
)

關
於
它
的
正
慌
地
點
至
今
學
者
們
木
能
意
見
一

有FFO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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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
、
、

血
、叭

叭
-

A針
，
基
位

里
﹒
一
材

那
一
非

4.J h 
a
時
，

漾

，

我
比
較
可
靠
的
意
見
此
它
在
蚓
到
到
與
制
出
河
乏
悶

在
刺
到
創
立
東
二
公
里
處
在
乃
半
的
位(Z
Z立
各
)
廢

址
之
附
近
有
基
耳
加
耳
之
名
叫
阿
刺
叫
人
現
今
稱
之
氣

象
耳
白
耳

(
c
f
L

)

@
另
一
個
E
r
加
耳
是
與
閥
割
到
及
閥
割
劉
有

密
切
關
係
的
地
方
二
人
甫
離
開
基
耳
加
耳
之
後
厄
里

到
被
接
升
天
去
了
(
列
下
Z
I
)
關
於
這
個
益
耳
加

到
的
地
點
雖
也
有
數
個
不
同
的
意
見
但
大
多
數
學
者

所
擁
護
的
意
見
是
它
在
則
蚓
耳
之
北
十
二
公
里
處

@
與
科
劉
刑
及
別
叫
到
山
有
關
的
社
再
加
封

(
刊刊
叩
)
有
些
一
學
者
指
這
兩
座
山
東
南
附
近
的
一

座
廢
址
為
占
峙
的
基
耳
加
耳
但
這
個
意
見
甚
不
可
靠

因
此
其
他
學
者
以
為
它
與
耶
里
哥
附
近
的
基
耳
加
耳

同

@
在
蚓
蚓
支
派
北
部
與
喇
喇
喇
支
派
為
界
的
一

城
亦
名
草
里
經
特
(
如
晰
的

7
U
H
)
，
關
於
它
的
位
置

亦
無
線
切
的
怠
見

@
刷上
9
2

的
基
耳

加
耳
恩
高
譯
本
正
確
地
譯

作
加
里
肋
也
在
同
線
的
情
形
下
將
制
也
目
亦
譯
作
加

到
叫
叫
(
參
見
圳8
品
)
一
逗
是
大
多數
學
者
所
公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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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其意(完
二一有健全
是是兩)不

可
立
約
證
嫂
的
石
堆
」



「
堅
硬
不
平
」
之
立

基
肋
川
得
幾
于
是
學
經
上
每
一
本
件
都
扭
過
的

地
方
它
在
約
但
河
之
來
其
地
區
之
大
小
國
著
祖
祖
境
之

變
遷
而
與
大
致
說
來
最
初
原
是
指
一
峰
山
而
言
(
創

H
H
d
-
M
)後
來
神
仙M恆
心
聲
個
北
白
雅
爾
茲
克
河
南

至
剛
剛
叫
河
(
門
何
必

1

蘇
n
g
!
H

則
下
叩
盯
)
及

雅
披
克
河
流
(
蘇
m
l
U
)
在
繼
罵
人
時
代
(
匕
竟
指

整
個
約
也
河
東
部
地
區
而
言
(
瑪

4

沾
自

谷
3
8

m

z

若
1

甜
3

目

ω
刊

)
後
來
附
刺
伯
人
稱
這
一
區
為

阿
革
峰

(
〉開
7
5
)
反
至
今
日

它
的
地
形
非
常
復
雜
東
部
是
曠
野
的
荒
野
一
的
原

漸
西
而
成
低
平
原
裕
外
在
約
但
州
沿
岸
是
為
沖
積
平

原
地
質
自
雅
爾
終
克
州
南
至
死
命
一
帶
名
臼
州
時
贊
成

石
灰
質
自
阿
爾
也
阿
毛
阿
曼
一
情
則
多
沙
質
土
地
它

的
河
流
困
地
形
高
低
不
平
多
成
急
流
且
大
都
H
E山
間

谷
溪
除
雨
季
外
平
常
水
這
很
少
故
無
水
利
可
言
因
此

農
作
物
也
很
稀
少
但
草
地
及
樹
木
倒
不
少
是
畜
牧
的

理
想
地
區
(
戶
叫
“2
歌
4
1
耶

2
6
叩
凹
米
7
H
)

藥
草
產
生
亦
頗
責
接
名
(
創
幻
自
耶
9

目
的
口
則
幻

它
的
歷
史
遠
在
公
元
前
兩
千
年
此
地
即
已
有
人

煙
當
以
民
進
佔
許
地
時
此
地
阿
摩
黎
人
的
國
王
息
紅

阻
止
去
路
被
以
民
戰
敗
其
土
地
被
創
分
給
加
得
及
勒

-蚓
剩
支
派
(
門
釘
到
l
u
n
制
2

甜
|
研
制4
凹
的M

M
-
z
s可
此
地
區
的
其
他
君
王
相
總
戰
敗
是
以
部
份
的

-
默
納
協
女
派
亦
在
這
商
社
得
到
了
土
地
作
為
產
業
(
戶

1678 十一直

幻
臼
l
l

品
叫
“
山
叩
3
1
1

四
蘇
4
u
u
‘

-
6
)
於
是

上
述
三
例
交
派
(
默
納
協
一
半
在
河
東
一
半
在
河
西
)

開
始
定
居
於
逗
一
地
區
安
居
樂
業
但
為
時
不
久
有
米

德
叩
開
人
放
削
瑪
肋
克
人
的
入
侵
騷
擾
上
主
打
發
民
長

劃
倒
叫
去
你
救
他
侃
將
敵
人
打
敗
(
間

6
7
)
。
其
後

另
有
其
他
兩
位
本
地
民
長
的
出
現
雅
依
爾
及
依
弗
大

(
民
m
l
u
)
依
州
大
死
後
敝
人
。
阿
摩
黎
人
重

新
作
亂
並
佔
領
此
地
撒
鳥
耳
其
且
極
後
的
第
一
件
事
便

是
克
彼
此
區
的
失
地
向
制
叫
到
王
作
戰
(
繳
上
刊
)

撒
鳥
耳
被
培
肋
舍
村
人
絞
死
之
後
此
區
的
雅
貝
士
人

會
暫
時
悼
m
m
了
凶
玉
的
院
首
直
至
連
咪
將
之
還
算
於

其
祖
延
中
(
撒
上

H
M
U
!
H微
下
幻

u
l
u
)
做
白
馬

耳
的
大
將
阿
川
H
I
爾
在
此
區
的
瑪
哈
納
的

M
城
立
已
故

國
王
之
子
依
市
巴
耳
海
闢
王
(
撇
下

2
8
@
)
達
咪

的
軍
長
約
叫
布
吟
了
創
除
異
己
追
擊
阿
鼠
乃
爾
時
他

只
有
來
比
城
中
避
難
(
撒
下

2

目

)
在
以
民
的
君
政

時
期
此
地
區
曾
數
次
易
手
被
敘
利
亞
人
所
佔
領
(
列

下
昀
扭
扭
)
口
、
在
約
阿
醉
口
，
次
(
列
下
口

-
5

目
1

自
)

及
雅
洛
貝
罕
二
世
時
代
能
短
期
將
失
地
收
罔

(
列
下

M
H
H

凹
)
亞
毛
斯
先
知
說
曾
提
及
基
肋
阿
得
在
第

九
及
第
八
世
紀
曾
遭
受
過
外
人
(
大
馬
士
革

)
的
迫

害
(
亞
l
a
H
)

自
充
軍
後
學
經
上
已
很
少
提
及
基
肋
阿
得
猶
大

瑪
加
伯
曾
兩
次
帶
兵
在
此
作
戰
以
保
護
當
地
的
猶
太

人
大
獲
勝
利
並
將
僑
居
該
地
的
猶
太
人
遷
至
約
但
柯

西
岸
居
住
(
加
上
5

章
見
加
下
U
M
|

詞
)
除
此
之

外
史
家
若
瑟
丰
、
給
我
們
留
下
了
關
於
-
一
這
一
地
區
頗
筒

豐
宮
的
路
央
文
札
以
資
多
先
點
蚓
人
時
此
基
蜘
阿
嘲

已
正
式
喝
堉
勒
雅
及
「
卡
城
區
」
所
管
轄

域
名
關
於
是
否
有
基
肋
叫
得
城
之
問
題
學
者
們

至
今
仍
在
爭
辯
鑒
經
上
只
兩
次
援
到
「
基
肋
阿
得
城
」

(
鼠
也
7

歐
6
8
)
但
.
逗
逗
宙
裹
社
所

a
的
城
亦
可
能
作
其

他
的
講
法
這
只
有
等
待
考
古
學
者
們
的
蟬
繪
闡
績
努
力
提

供
確
寶
的
證
恤
按
暉
之
後
才
可
以
決
定

(
韓
)

仰
眩
控B
t陸
世
酵
但
「
佇
凸

2
】
=
-
育

M呂5
n
2
2
M
E

凶L〕
是
小
亞細
亞
里
-
且

1 

1!--
現
回
屬
團
土
耳
其
以
托
魯
斯
大
山
間
為
川
界
有
東
西
基
里
基
雅

之
分
西
部
多
山
東
部
則
有
肥
汶
的
大
平
原
{
它
匕
的
主
要

城
市
是
塔
申
爾
闢
采
保
甜
祿
怖
的
山
生
地
(
宗
幻M
吶n“
3

幻

訕
)
晶
會
日
隸
且
屬
圍
不
同
的
強
掛
構
帽
之
下
亞
述
巴
比
倫
波
斯
色

宴
苛
及
羅
馬

里
經
上
第
一
次
設
及
基
里
基
雅
是
在
友
書
是
大

將
放
羅
斐
乃
出
師
西
征
所
佔
領
的
地
區
之
一
(
友
1

7
2

呵
呵
)
在
寫
加
伯
時
代
它
屬
色
宴
苛
王
朝
(
加

上
H
H
加
下
4

品
)
後
為
羅
馬
大
將
海
培
佔
領
於
公

元
八
一
年
成
為
敘
利
亞
行
省
羅
馬
皇
帝
哈
德
泉
(
一

一
七
1

一
三
八
)
將
之
劃
為
羅
馬
行
省
其
邊
界
北
有

卡
帕
多
細
雅
(
宗

2
.
)
呂
卓有
尼
雅
(
宗
M
U
)

南
有
地
中
海
商
有
旁
非
里
雅

(
宗
2
M
)
東
有
敘
利

亞
史
串
串
若
瑟
夫
證
賣
會
有
兩
千
猶
太
家
庭
被
移
來
此

區
居
住
在
耶
京
基
里
一
基
雅
的
猶
太
人
會
同
致
命
者
斯

德
望
大
事
辯
論
(
也
用
6
.
)
聖
保
祿
由
此
地
開
始
他



-
的
傳
教
生
活
(
迦
-
n
)
宗
徒
會
議
的
通
為
特
地
被

加
一
送
往
此
區
(莉的
詞
)
，
倒
制
第
二
次
傳
教
行
程
市圳特

一
意
拜
訪
了
這
一
區
的
新
興
教
會
(
宗
的

“

)
(
緯
)

"
←
E
K
J
&
H
U
K
S

\
白
白
口
。
『l
F
J

的
事
咒
載
的
戰
5
5
3
ι
)見
革
乃
撒
勒

制
制
全
世
聞
閥m
H
L
L
\
。
耳
聞
"
ωE
H
S

J
紋
里
干
縱
的

“
4
1
-
3
1

斗
」
/
0
月

間
。
"
"
。乏

其
這
是

一
個
在
以
民
進
入
許
地
之
前
已
經
在
許
地
居
住
的
民

族
之
一

(
創
m
M

沾
剖
申
7
1

蘇
3

帥

"
的
口厄
下
9

8

編
上
1
H
)
但
是
對
於
這
個
民
族
的
來
臣
服
我
們
一

無
所
知
因
寫
在
學
經
之
外
沒
有
任
何
文
件
可
瓷
缸
可
證

故
此
學
者
們
的
意
見
至
今
只
是
徜
度

有
人
謂
埃
及
文
件
上
有
卡
爾
基
沙

(
。"
Z
Z
Y
W
)

人
他
們
可
能
就
是
我
們
這
襄
所
討
論
的
基
爾
加
士
人

若
然
則
他
們
曾
是
林
特
反
埃
及
聯
盟
之
一
當
赫
特
向

外
拓
展
國
土
時
他
們
隨
之
居
於
諱
地
附
創
制
以
為
他

們
是
居
於
制
叫
河
東
部
在
到
喇
喇
或
蚓
蚓
叫
地
方
的

一
個
古
民
族
但
是
聖
經
上
好
似
在
按
他
們
原
居
於
約

但
河
之
西

(
蘇
3

叩
)
放
黎
革
乃
明
知
耶
穌
驅
礎
的

奇
鼠
不
可
能
是
加
里
肋
盛
湖
桌
邊
的
革
辣
做
必
切
注

辣
因
二
者
離
加
重
肋
怪
物
品
桐
-
恥
太
這
於
是
他
們
哼

了
基
爾
郎
自
心
(
。
耳
聞
自』
)
城
的
品
法
刊
圳
市
位
必
湖

之
東
岸
上
是
耶
穌
嘲
聖
郎
的
地
方
並
涓
捏
一
經
上
所
品

的
基
爾
加
士
人
就
是
出
自
此

M叫
他
的
一
一
這
種
按
法
曾
經

深
深
的
影
響
了
許
多
一
幅
立
目
的
抄
本
格
外
是
巴
力
斯
坦

的
抄
本

(
的
)

十一1679-1682 

關
堅
振
聖
事
(
m
N
H
M
H
U
M
M
P
)

墜
振
取
一
一
唱
是
教
會
七
件
連
市
戶
巾
的
第
二
件
這
件

聖
箏
的
目
的
是
使
教
友
領
受
天
主
學
八
聊
得
能
勇
敢
地

承
忍
保
護
及
實
行
自
己
所
接
受
的
信
德
在
整
個
新
約

中
領
受
天
主
學
神
及
建
神
的
特
恩
是
與
學
沈
單
字
密

切
相
連
的
也
是
至
少
亦
有
三
個
地
方
清
楚
地
將
組
手

禮
與
學
沈
理
事

f
j
開
來
為
求
8
u

口
伯
多
線
及
石

望
宗
徒
給
那
些
業
已
領
過
洗
禮
的
人
覆
手
為
使
他

們

領
受
由
于
心
神
宗WI

6

保
祿
給
那
已
經
因
耶
穌
之
名

受
過
品
的
厄
弗
所
的
教
友
舉
-
仟
搓
手
禮
學
神
使
倚
在

他
們
身
上
使
他
們
獲
得
了
為
各
僅
指
辜
的
奇
恩
如
此

亦
可
參
見
希
6

1

2

由
上
所
述
成
們

可
以
看
山
學
洗

與
援
手
禮
是
迴
然
不
同
的
兩
件
事

(
參
兒
羅
8
u
i

口
鐸
3
5
7
)

因
著
學
洗
人
間
然
獲
得
罪
之
赦
新

的
生
命
以
放
天
主
恥
于
一
艸
但
是
天
主
學
神
及
娶
一
肺
的
特

已
圳
特
別
叫
去
伸
手
趣
的
欲
來
如
此
二
者
好
似
有
看
十

分
日
前
切
的
關
係
但
又
好
似
完
全
不
同
這
也
就
無
怪
乎

東
方
教
會
多
將
二
件
學
事
連
在
一
齊
而
西
方
教
會
划

將
之
清
楚
分
問

1
4件
甜
甜
字
的
浪
花
則
是
耶
穌
向
宗
徒
們
所
作
的

結
"
的
心
一
九
父
妥
給
求
他
們
打
發
「
另
一
位
護
慰
且
也
」
(
“
打

M
H
)
4退
位
沒
必
益
要
教
圳
宗
能
一
切
(
若
M
自

)

要
給
耶
穌
作
證
也
要
堅
固
宗
徒
使
他
們
成
為
耶
穌
的

諸
人
(
扎
的

自
)
他
要
教
件
宗
徒
個
何
故
俯
沖
刊
的
及
為
什

血
泊
(
毛
的
H

)
m
t
u
m
m
t
u
w
d

所
發
生
的
第
一
次
的
放

降果，
臨 應

見 ( 算

沈宗i 耶|
纜 、 2 京
吾吾 )。五

手 旬
禮、 簡
單 那

神。喜
發
生
的

事
實
自P
聖
輛

自1

(
緯
)

也
訐
咆
h
n
起

n
h
c
甘
冒
E
S
J

U
m街
叫
那d
H
-
4
1
"
r
開
口
可FO
E
S
E

」

統
曲
譜

(
開C
M
M
E
B
E
目
山

白

開
口
苟
言E
E
H
l
u

希
臘
祭
禮
中
的
「
帥
雪
默
靜
」

)
是
婉
轉
的
字
旬
或

說
法
用
以
代
替
那
些
在
宗
教
或
習
俗
上
因
恐
懼
虔
做

或
禮
教
而
禁
忌
的
字
旬
或
名
詞

在
遠
古
民
簇
中
婉
曲
這
個
是
「
禁
忌
」
(
斗
"
r
z

或
吋
咎
。
。
)的
一
種
含
有
宗
教
意
義
他
們
梁
思
拉
山

所
信
仰
的
鬼
神
或
所
起
念
的
亡
者
的
名
字
而
以
另
一

名
字
代
之
以
兔
引
起
彼
呼
號

者
的
注
意
因
而
迫
害
他

們
位
在
後
期
文
化
較
高
的

時
代
婉
曲
詞
只

是
習
俗
上

禮
教
的
規
條
郎
避
兔
說
那
些
一有
傷
種
規
或
叫
人
難
糙

的
事
物
而
代
之
以
另
一
婉
轉
的
名
詞

在
以
用
民
中
也
有
這
種
習
俗
例
如
他
們
有
時

間們

「
咒
罵
」為
「
消
美
」
(列
上
創
刊
悶
約
1

5

u
2

5

)

稱
「
月
經

」
為

「
女
人
的
慣
例

」
(
創
m
u

訕
訕
)

稱
「
使
溺

」
為

「
蓋
看
自
己
的
胸

」
(
民
3

叫

做
上

圳
的4
)
必
將
「
尿
液
」
讀
作

「
倒
水
」

(
列
下
閃
閃
盯

依
呵
呵凹
)|
|
l

上
面
引
用
的
經
文
是
指
希
伯
來
原
文

而
言
恩
商
譯
本
則
以
正
名
譯

山
山|
|
?

有
時
則
以
「手
」

代
「
乳
房

」
(
臣
口
6
)
或
「
下
體
」
(
依
到
3
)

以
「
胸
」
代
「
下
體
」
(
出

4
自
)
或
「
下
身
」
(
盧

3
7

8

依
6
2
)
同
樣
他

們
稱
「
夫
妻
關
係
」
為
「
月
仙



識
」
(
制4
1

口
制1
M
)
親
近
(
側
的Z
W
剖
狗

s
)
接
近
(
創
叩
4

山
山
川
閃
閃
)
互
相
往
來
(
蘇
幻
間
)

或
「
躺
在
懷
中
」
(
米
7
5
)
早
上
於
不
合
法
的
男
立

交
往
則
稱
為
「
同
瞳
」
(
例
6
M
M
7
m
m
7
)
或
「
結

合
」
(
創
6

‘
)
此
外
他
們
稱
「
亡
省
」
心
「
睦
(
安

眠
)
在
睡
績
(
隨
土
)
中
的
人
」
(
依
鈞
凹
遠也
2
)

或
「
陸
眠
的
人
」
(
得
前
4
日
希
蠟
原
文
)
稱
「
死

亡
」
為
「
不
見
了
天
主
將
他
提
去
一
(
創
5
M
)
與

列
祖
呵
呵
阪
(
創
刊
叩
撤
干7
凹

屢
見
於
列
上
下
及
編

下
)
罔
釗
說
族
那
里
去
(
創
刊
均
詞
)
長
眠
不
醒
(
耶

別
扭
叮
)
下
釗
陰
府
(
創

h
U
M依
M
M闊
別
犯
"
)
在

陰
宅
中
(
依
M
M
)
走
世
人
應
定
的
路
(
列
上
2
2
)

走
那
一
條
一
去
不
返
的
帥
的(
約
的
自
)

除
此
之
外
以
反
對
天
主
的
聖
名
也
像
我
凶
「
敏

其
父
則
讓
其
名
」
加
以
講
遊
(
參
閱
山
約

7
)
他
們

不
稱
或
手
念
天
主
的
正
名
「
雅
威
」
(
山
3
H
F
F

哩
。

H

自
有
者
)
而
改
稱
或
改
念
為
「
阿
多
乃
」

(
〉E
E
M
)或
「
阿
多
乃
厄
羅
立
日
」
(
kr
ι。
E
F
H口
，

。
E
S

代
〉
ι
。
E
H
F
y
d
建
立
耶
穌
降
生
以
後
在
「
天

主
是
父
」
(
瑪
幻
，
)
和
「
天
主
是
愛
」
(
若

-
4

.
)
的
啟
示
下
新
約
的
教
會
不
再
保
存
這
諱
名
的
習

慣
但
是
今
日
的
猶
太
人
依
然
遵
守
這
習
例
(
梁
)

的
略
目
圓
匈
「
宮
R
E

m
o
J

聖
經
上
關
於
婚
憫

E
U
M
品
M
F品
只
/
古
民
立
E
S
E

昌
、
有
不少
直
接
或
間

卅
一
攘
的
記
載為了
清
鵲
起
明
瞭起
見
分
述
如
下

一

I

在
背
約
時
代
奇
怪
的
是
「
婚
姻
」
一
詞
向
未

1683 十一，!f

山
山
現
於
背
約
普
通
是
以
「
協
約
契
約
或
條
約
」
來
指

示
桶
捌
(
抖
抖2
H
)

。
攝
制
的
性
質
創
1

盯

氾
收
天
主
「
造
了
一
另

一
玄
」
這
叫
他
性
別
的
目
的
在
股
使
人
傳
生
繁
植
(
創

1

間
)
其
後
創
2
M
f

品
更
清
楚
地
晶
晶
明
灰
人
是
男

人
的
助
手
的
為
「
人
單
獨
不
好
」
故
天
主
給
男
人
造

了
一
個
「
相
稱
的
助
手
」
在
這
褻
已
強
有
力
地
恰
示

7
理
想
的
婚
姻
是
一
夫
一
妻
制
如
此
「
二
人
成
為
一

體
」
這
是
造
物
主
上
智
的
按
排
及
規
定

@
希
伯
來
人
婚
姻
的
習
俗

M
m姻
與
團
體
社
會
友

宗
教
無
關
它
只
是
家
庭
與
家
庭
之
間
的
私
事
是
雙
方

家
長
的
交
涉
事
宜
(
創
圳
的
2

等
犯
6

巾

7
3

民
M
2

3
)
仙
i
J
U故不
是
治
r
r玄
的
川
息
與
否
完
全
無
關
重

要
(
創
圳的
時
)
叭
山
自
巾
戀
愛
而
以
芝
悄
結
峙
的
事

持
過
是
汶
有
的
夫
婦
之
間
的
是
情
是
從
舉
行
婚
總
之

後
才
逐
圳
發
生
的
(
創
川
的
肘
)
男
方
的
家
長
是
要
出

間
在H
以
換
取
人
家
的
女
兒
但

-
J這
種
開
金
如
不
能
說
是

如
其
他
卜
向
東
方
民
族
似
的
有
買
質
的
性
質
蓋
婚
後
友

方
在
家
庭
巾
仍
有
她
相
當
高
貴
的
地
位
她
可
以
將
自

己
的
父
親
改
未
婚
夫
所
給
的
嫁
資
嫁
奮
完
全
歸
於
己

有
飾
自
己
全
權
支
配
(
創
仰
的H
M
n
)
嫁
資
嫁
舍
的

民
錢
多
少
沒
有
一
定
的
成
規
要
看
雙
方
家
長
的
經
濟

能
力
而
定
富
有
的
人
可
能
以
自
產
牌
女
水
井
甚
至
城

市
賜
與
自
己
的
女
兒
作
為
嫁
會
(
創
的

1
2
#穌
的
刊

同
1
間
則
上
9
臼
叫
到8
剖
)
。
(
見
「
嫁
盒
」
條

)。
雖

說
如
此
也
嫁
資
好
似
不
能
少
過
五
十
「
協
刻
耳
」
(
見

巾

扭
扭
扭
)

精
細
雖
說
是
雙
芳
家
長
的
女
U
剖
川
但
有
時
也H
t
m
v

方
自
己
圳
來
水
但
全
部
立
任
的
品
至
亢
令
他
仗
、
川

的
旨
意
府
為
之
(
制
約
H

山
山
位
自
)
其
次h
t
m
H
啡
時

期
亦
有
俘
拷
敝
人
是
玄
佔
俑
，
已
色
的
習
俗
做
兩
瓜
嗽

利
u
m
(民
釗
凹
等
5

叩
)
仙
.
.
U只是
非
常
闊
的
峙
的
施

拉
什
通
的
習
俗
是
吋
自
己
同
宗
叫
族
的
役
，
于
制-w
m拉
(
引

的
在
於
不
使
家
建
外
流

(
削
們
圳
的
‘
等
m
u
u
多
4
2

凹
見
民
M
m
3
)並
且
明
文
崩
定
沒
街
兄
弟
的
友
，
y
御

街
權
，
來
受
全
部
家
產
的
虫
子
次
手
可
與
其
他
艾
派
的

男
子
扯
叫
做
州
(
戶
必su

)
關
必
「
為
兄
弟
也
刷
」

之
婦
綱
涂
兒
法
條

給
峙
的
年
齡
在
梅
瑟
法
律
及
全
部
們
約
巾
川
一
心
，?

沒
有
明
俗
的
規
定
份
有
勸
人
及

H
F
成
悄
悄
的
心
仙
似
(
總

7

盯
)
按
後
期
猶
太
人
的
惜
以
是
灰
心
咐
，
r
.
%

品
卜
，

三
即
可
給
呵
呵
志
、
愉
悅
祿
的
唆
做
很
式
可
能
是
m
M方
將

衣
襟
覆
在
女
方
身
上
(
見
處
3
9

圳
的
閉
了
澳
門
叫
丈

夫
的
有
自
己
的
妻
子
賠
禮
是
家
族
的
大
阪
、
~
在
U
往
往

連
續
慶
祝
達
一
星
期
之
久
(
創
扭
盯
甜
民
M
M
見
那

7
M

瓜
U
﹒
戶
、

J

山

J

'
，

:
1
E
A
q

ru
)

、

價
婿
之
例
在
當
約
時
代
雖
不
多
兒
也
不
能
改
沒

有
比
切
蚓
叫
制
及
制
割
的
婚
姻
說
是
(
削
訝
于

m

j2n3) 

@
婚
姻
的
目
的
要
者
是
生
美
兒
女
(
創
I
M
9

1
)，
格
外是男
兒

(
削
泌
的
詠
切
‘s
到
6
臼
伊
東

多
的
子
扎
一
向
被
視
寫
天
主
的
降
幅
{
制
叫

s
)也
多



-
子
多
福
的
觀念
猶
如
在
酬
圓
的
舊
社
會
時
代
相
當
深

卅
一
刻
地
印
在
叫
民
的
腦
海
中
(
削
剝
削
)
。
相
民
荒
胎
的

一
婦
女
卻
被
取
個
月
奇
恥
大
辱
及
最
大
的
不
幸
(
創
刊
划1

繳
上
1
6

等
)
甚
至
看
作
上
主
的
懲
罰
(
耶
m
m
依

衍
，
)
除
此
之
外
當
然
夫
婦
闊
的
敬
愛
及
和
諧
以
及

情
慾
的
解
脫
也
是
婚
姻
的
重
要
成
份
(
創
2
m
3
u

多
6
n
8
.

鐵
5
M
i

扭
曲
穗M叫
“
刊
詞
)

@
婚
姻
的
制
度
古
東
方
諸
民
族
除
了
凹
出
制
的

法
律
基
本
上
是
一
夫
一
妻
制
外
其
他
各
民
族
大
都
是

一
夫
多
妻
制
原
來
按
造
物
主
的
旨
意
應
是
一
夫
一
妻

制
(
創
2

油
站
)
以
民
在
歷
史
的
演
變
中
實
際
上

所
走
的
是
一
夫
多
妻
制
的
道
路
一
夫
多
妻
制
的
實
例

可
說
比
比
皆
是
(
側
的12
撒
下
5

叫
見
鵬3
6

8

則
幻
t

等
創
4
M
n
M
)
但
這
種
作
為
向
被
聖
經

視
為
人
性
的
墮
落
及
風
俗
倫
理
的
敗
壞
所
致
尤
其
見

於
創
及
列
主
紀
至
少
、
撒
羅
漏
有
妻
七
百
妥
三
百
的
說

法
(
列
上
日
，
)
無
疑
是
言
過
其
實
的
民
間
誇
傳
說

法
申
叮
叮
的
記
載
雖
不
是
法
律
但
至
少
對
一
夫
多
支

制
的
實
行
加
以
側
擊
另
一
方
面
尤
其
在
智
慧
書
上
對

一
夫
一
妻
制
理
想
婚
姻
的
讚
賞
劫
屢
見
不
鮮
(
鐵

5

臼

l
m
U
4
M
M
自

ω
H
訂
叩
缸
等
)
這
種
不
合
理

的
現
象
在
充
軍
之
後
已
大
見
減
少
至
耶
穌
時
代
可
說

已
完
全
絕
跡

婚
姻
的
終
結
是
由
兩
造
中
一
方
面
的
死
亡
所
造

成
這
是
自
然
的
常
理
至
於
離
婚
一
事
見
「
離
婚
」
及

「
休
書
」
條

十一輩1684-1686 

婚
姻
生
活
中
的
笛
慾
初
期
的
聖
經
中
向
未
提
及

更
未
曾
提
倡
只
在
後
期
的
著
作
中
問
接
的
述
及
對
友

弟
德
的
但
絕
重
婚
並
加
以
讚
揚
到
了
耶
穌
的
時
代
情

形
才
有
所
改
變
雖
然
學
者
們
有
不
同
的
見
解
但
不
可

否
認
的
是
已
街
人
在
實
行
節
慾
榮
婚
及
保
守
貞
身
的

事
實
比
如
當
時
的
厄
色
尼
人
及
聖
母
的
童
貞
之
願
即

是
一
例
耶
穌
及
若
翰
過
的
亦
是
童
貞
的
生
活

E

在
新
約
時
代
新
約
對
於
婚
姻
的
習
例
很
少
記

較
大
概
說
來
與
舊
約
時
代
是
大
同
小
異
的
此
時
的
婚

宴
好
似
多
在
夜
間
舉
行
(
罵
街
1
1

凹
的m
U
品
)

。
耶
穌
自
己
過
的
確
是
童
貞
的
生
活
但
這
與
厄

色
尼
人
之
因
厭
惡
婚
桐
拘
禁
婚
的
態
度
部
是
完
全
不

同
相
反
地
耶
穌
自
己
很
重
視
婚
姻
且
以
與
人
同
樂
的

心
情
參
加
了
加
納
的
婚
宴
(
伊
拉
2
1
l

叩
)
以
他
的

言
論
鄭
重
地
強
調
了
姆
姻
的
神
學
及
不
可
拆
散
性
並

指
出
過
去
歷
史
上
休
妻
的
實
例
是
山
於
人
的
心
硬
原

來
按
天
主
學
念
的
理
想
婚
姻
卸
不
是
如
此
(
創
1

盯

2

“
)
教
訓
人
凡
是
另
娶
他
』
拭
目
吋
妻
者
是
犯
奸
淫
娶

被
休
者
為
婪
的
也
是
犯
奸
淫
(
瑪
的

3
.

谷
的

6
|
8
)
非
只
如
此
耶
穌
史
將
婚
姻
的
倫
理
提
到
非

常
崇
高
的
地
位
即
日
後
教
會
所
說
的
「
姻
插
霉
事
」

但
在
另
一
方
面
耶
穌
詞
也
指
出
增
姻
有
時
能
使

人
忽
答
永
生
的
事
業
那
些
一
死
於
洪
水
之
禍
的
人
的
作

為
之
一
就
是
吃
喝
婚
嫁
(
路
叮
叮
)
它
能
拒
絕
天
主

的
召
叫
(
帥
的M
叩
)
它
不
再
見
於
天
國
之
中
(
寫

n

m
谷
白
白
路
別
扭
扭
)
為
了
天
圓
的
緣
故
有
人
自
動

地
放
棄
賠
姻
的
享
受
(
瑪

W
H
H

路
的
H
V
但
上
述

這
些
說
法
並
不
是
耶
穌
對
婚
姻
價
值
的
貶
值
而
是
將

它
的
價
值
放
在
它
不
應
超
出
原
來
的
位
置

@
聖
保
祿
同
樣
責
斥
離
姆
乏
不
當
(
格
前

7

u
l
H
)
甚
至
周
教
外
人
的
婚
姻
也
不
能
隨
意
拆
散

除
非
外
教
一
方
自
動
提
出
離
婚
的
要
求
(
格
前7
M

見
伯
前
3
3
2
)
保
祿
雖
沒
有
厭
惡
婚
姻
的
表
示
但

應
指
出
的
是
他
本
人
從
未
結
過
婚
(
格
前7
7
.

時

間
)
他
主
張
節
慾
婚
姻
是
情
慾
不
能
自
禁
時
的
解
決

方
法
(
格
前
7
2
5
9
)

但
保
祿
的
這
種
說
法
可
能

是
針
對
著
當
時
格
林
多
教
會
教
友
們
的
弊
端
而
言
及

準
備
基
督
的
再
度
來
臨
有
關
但
在
另
一
方
面
他
部
也

明
言
婚
姻
及
守
貞
都
是
天
主
塾
神
的
恩
賜
(
格
前
7

7
)
基
府
官
與
教
會
的
結
合
應
是
夫
婦
結
合
的
榜
樣
應

借
著
婚
姻
提
高
夫
婦
之
間
的
高
尚
愛
情
(
葛

3
M
M

弗
5
扭
扭
)
妻
子
總
服
從
丈
夫
丈
夫
應
愛
自
己
的

妻
子
猶
如
基
督
愛
自
己
的
教
會
如
此
教
友
的
姆
姻
朦

是
神
聖
無
站
的
(
希
口
‘
)

見
代
兄
弟
立
制
休
番
離
婚
嫁
奮
姦
淫

(
韓
)

兩 1686 1685 1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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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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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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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上
8
M
)
但
聖
經
上
明
健
的
羅
馬
執
政
只
有
路

廷
猶
一
人
(
加
上
的

M
)
他
會
寫
書
通
告
各
凶
保
護

猶
太
人
(
加
上
的
時
|
剖
)
(
錄
)

關
執
事
(
切
口
一γ
)

胸
宿
命
論
(
叩
…
…

U
H
U
M
H
E
)

m寄
居
(
R
F
D
N
E
)

兒
2
~

叫
閑
居
民
身
特
開
時
也
巴
品
間
已

o
z
.

-
r
t
J

b
A
m
M
Z
E
刁

H
E
G
-
-
3
A
A
V
/
U
E
E
。
阿
拉
n
g
2

月
的
\

保
祿
在
第
二
次
山
川
外
傳
啪
啦
峙
，
即
雅
典
來
到
格
林

多
住
在
朋
友
阿
拉
忱
的
家
中
一
方
面
傳
教
一
方
面
卅

朋
友
製
造
帳
幕
以
維
持
生
活
及
籌
備
縛
教
的
背
肘

(
京
的
3

兒

m
M
裕
的
4
u

得
的
2

，
得
後
3
"
，

8
)

宗
的
3

所
翁
的
「
以
從
造
帳
碎
肉
菜
」
社
所
怖
可
能

是
製
造
帳
喀
布
也
J旭
渴ι
帳
終
是
古
代
及
現
今
中
來
造
吹

民
族
所
用
的
可
以
很
容
易
的
張
格
拆
蚓
及
運
走
所
用

的
帆
布
是
用
山
羊
毛
作
的
這
僅
布
拉
毫
於
保
祿
的
家

鄉
店
里
基
雅
故
此
亦
的
情
「
甘
站
慢
悠
酷
似
布
」
H
S祝
比
屯
的

山
羊
特
別
多
及
許
名
羊
毛
堅
仰
而
硬
是
為
作
根
結
布

的
好
材
料
保
你
宗
徒
大
概
自
幼
就
巾
、λ
純
學
品
的
了
通

種
手
都
現
在
保
祿
雄
己
身
為
傅
教
宗
徒
仍
不
恥
重
操

舊
業
以
減
輕
對
教
友
們
的
經
濟
頁
坦
而
能
順
利
地
宣

叫
一
傅
爾
會
(見糊
的9
時
i
H

制
後刊
7
|
M

U
H
得

回

J

‘
‘
'
。

B
E
t
a
-
，

一
前
2
.

得
後
3
8
)
有
些
學
者
如
金
口
若
望
以
寫
保

見
僕
役

~.I. 
ffl 
定。

卡一;性

祿
曾
是
皮
革
院
人
但
逼
褪
忍
見
時
絕
大
多
數
的
學
者

昕
一
台
月
心

兒
帳
泓
(
緯
)

肌
帳
棚
帳
幕
會
幕

\
斗
"
r
E
D
R
E
J

F

斗
各

E
S
E
-
戶
自
\

根
州
…
版
作
悼
會
阿
靜
三
名
叫
做
H
M趴
肛
門
約
坎
新
約
各

高
內
紅
木
條
內
必
們
首
先
願
就
任
三
名
而
斗
/
-
1
忠
義
及

其
W

川
，γ
以
分
昕
主
後
再
就
其
台

K
M加
以
陳
述
圳
斯

拉m
泌
封
封
帳
棚
收
位
以
反
命
叫
作
恥
能
有
一
清
晰
的
概
念

1

名
叫
的
得
志

帳
棚
收
紅
從
中
間
間
字
方
向
來
品
位
從
市
是
以
帳

塔
指
以
布
盯
們
必
織
物
所
做
成
的
嘲
從
卜
恨
那
紅
帳
棚
乃

知
以
木
郎
川
叫
他
(
必
頃
此
地
川
竹
怯
)
所
做
成
的
不
過

于

U
r刷
~
f
w
叩
只
是
叩
祿
文
圳
代
們
的
先
惚
，
止
已
位
否
前
伯

來
吃
內
也
釘

A

J
U樣
的
茲
別
。
川
然
而
的
來
文
，
手
拉
非
如

中
凶
手
是
女
w
v
文γ
j
從
干
形
可
利
圳
~
丈J
J
f山
口
八
可
從

長
冶
方
圳
市
來
做
先
在
希
伯
來
文
內
最
常
用
的
一
千
瓜

。
7
立
足
次
注

ω
E
古
故

o
r
o
-
-
F的
'
，
「
亦
即
文

情
也
帳H
M所
以

o
r
o-
s
u
-
-
名
叫
也
創
收
你
郎

i
u
游
牧

民
族
所
叫
住
的
恥
"
，
恥
，
U
飯
阿
靜
通
常
是
以
竿E
(
閱
或

用
駱
駝
毛

)
所
偏
織
成
的
墨
黑
色
(
歌
l
s
)
或
棕

網
色
今
日
間
於
巴
力
斯
泄
的
貝
杜
凶
人
所
住
的
帳
幕

仍
是
如
此
足
以
巾
文
方
面
帳
位
一
詞
郎
譯
自
希
伯
來

文
O
Y
O戶
其
次
希
伯
來
文

ω
E
r
主

字
技
字
源
來
說

乃
涼
於
勁
叫

ω
共
各
遮
蓋
之
意
因
而
由
述
了
動
詞
而

成
的
名
詞
∞

E
E

正
是
中
文
富
貴
「
棚
」
的
意
思
因

而
將
這
一
字
譯
馮
帳
棚
一
般
來
說
帳
棚
較
帳
幕
簡
陋

而
且
更
國
暫
時
性
因
而
在
依

1
.

所
說
在
葡
萄
園
中

所
支
搭
為
看
守
成
熟
的
葡
萄
(
廣
義
地
包
括
其
他
瓜

回
收
)
的
棚
子
希
伯
來
文
的
稱
為
∞
戶
口
官
又
約
納
先
知

臨
時
所
文
件
仍
以
休
息
的
們
希
伯
來
文
也
稱
國H
F


n
r
p
(兒
納

4
5
)

此
外
猶
太
人
遵
主
命
每
年
應

過
帳
棚
的
前
郎
七
天
?
一
久
住
在
帳
棚
內
而
且
過
吻
即
是
以

樹
的
1
樹
位
所
俗
成
1
1
比
制
制
蚓
文
稱
帳
棚
街
為
E
m

m
c
n
E予
以
上
是
為
伯
來
文

O
Y
O
Z與
F
n
E

以
及

在
中
文
譯
得
帳
位
與
帳
棚
之
區
別
不
過
這
兩
字
有
時

也
通
肌
如
對
口
由
于
隊
行
軍
或
山
山
征
院
落
以
棲
身
之
也
叫
悶

悶
上
有
時
用
∞E
宮
，
站
咕
以
按
明
它
的
暫
時
性
(
如
樹

下
口
口
則
上
別
問
時
等
)
，
但
有
時
也
用

O
Y
O戶
，
如m

F
7
7

耶
幻
間
不
過
嚴
格
投
來
兩
字
從F
閻
明
上
來
啥
叫

多
少
的

M

是
有
區
別
的

此
外
在
出
的
心
伯
特
別
提
及
一
帳
棚
關
於
這
一

帳
棚
既
非
用
叫
樹
他
樹
葉
所
支
搭
也
非
國
團
暫
峙
性
的
而

是
天
主
命
依
附
怒
為
天
主
所
建
逢
的
聖
昕
天
主
願
倍
這

嗨
昕
與
以
民
接
近
三
出
筍
，
9
)
是
以
這
一
華
所
肩

而
圳
來
文
也
不
稱
為

ω
E
E
而
自
附
錄
玄
z
z
r
g

撥

希
伯
來
文
去

z
v
n
r
g
這
一
字
乃
居
住
或
住
所
之

意

不
過
省
將
該
字
只
照
字
義

而
譯
為
居
住
或
住
所

欠
具

f
i
l
l
-

。

髓
的
意
義
故
恩
高
譯

本
乃
將
這

之
于
譯
作
綴
棚
若
按

前
面
對
帳
棚
的
解
釋
來
改
悶
不
適
合
不
過
從
上
下
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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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可
看
出
這
戶
帳
棚
並
非
指
戶
簡
陋
的
叫
開
手
因
為
它

是
天
主
的
住
所
尤
其
帳
棚
內
以
維
校
間
隔

a
M前
後
兩

部
即
學
所
與
至
學
研
(
叫
必
"
“
)
是
以
稱
筠
帳
幕

也
無
不
訊
事
實
上
制
制
寡
不
少
地
方
如
希

9
點
的
5

稱
這
一
帳
棚
為
帳
幕

此
外
斟
制
里
還
常
以
另
一
名
詞
「
會
幕
」
來
咱
們

這
帳
棚
或
帳
幕
(
金
制
制
襄
先
後
共
用
問
次
)
。
按
這

會
幕
制
制
刺
文
稱
為
。vo
-
-玄。
v
a

或
去
古
月
后
古
自

竄
。
Y
O
已
(
兩
制
叫
別
文
這
一
稱
法
可
知
前
文
所
說

天
主
的
去
前
開
H
O
E
D
住
所
如
譯
作
帳
幕
較
好
)
絞

。
在
去
。

F
E

就
字
面
講
郎
約
定
好
在
該
處
相
會
耐
心

帳
幕
因
而
譯
作
會
幕
(
到
文
作
斗
。
口
"
。
同
去
自
已
口
問
)

不
過
所
謂
相
會
不
是
指
叫
民
在
該
處
相
會
而
是
指
天

主
與
制
封
相
會
如
叫
狗
"
所
說
「

•.. 

獻
在
會
幕
中
的

約
植
肌
郎
我
與
你
會
咯
的
地
方

l「
又
因
為
在
這
稱
為

會
慕
的
帳
幕
或
帳
棚
的
內
部
存
放
著
該
有
約
版
的
約

價
是
以
這
會
幕
又
有
數
次
稱
第
「
約
幕
」
見
戶
9
u

η
n
n
m
z
等
處

以
上
是
就
帳
棚
帳
幕
會
幕
字
意
的
解
釋
而
且
由

上
文
所
也
帳
幕
帳
棚
二
字
除
那
為
人
所
居
住
的
外
其

他
帳
幕
也
好
帳
棚
也
好
與
會
幕
一
詞
都
是
同
意{子的

指
天
主
命
樹
封
為
天
主
所
建
造
的
也
一
一
所

2

帳
幕
(
帳
棚
)
之
喻
意

帳
幕
如
前
文
所
述
按
字
意
原
是
指
游
牧
民
族
用

毛
織
物
所
支
搭
藉
以
棲
身
的
住
阮
但
叫
民
由
於
久
居

帳
官
和
以
帳
暮
氮
氧
是
以
日
能
進
入
了
劃
刷
刷
們
許
地
援

十-重

A

庭
院

B

全
鳩
祭
空

C

銅
盆

D
帳
棚

E

庭
院
雌
喂

會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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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建
造
了
磚
或
石
屋
而
仍
稱
為
帳
幕
(
參
閱
列
上
U

M

繳
上
4

叩
撒
下
也
闊
的
凹
的
，
)
無
疑
這
只
是
借

念
的
設
法
此
外
又
因
為
帳
柯
林
易
於
拆
卸
不
時
轉
移
他

處
故
通
常
為
時
甚
為
短
暫
因
而
舉
怕
多
祿
將
他
的
肉

身
比
作
帳
幕
當
他
得
知
不
久
人
社
時
他
說
我
知
道
我

的
帳
幕
快
要
拆
卸
了
(
伯
後
1
H
H

參
閱
格
後
5
1

‘

依
刊
呵
呵
)

不
過
含
有
極
深
寓
意
的
乃
梅
瑟
奉
天
主
的
命
為

天
主
所
建
造
的
帳
棚
(
或
帳
幕
)
如
天
主
命
梅
瑟
為

他
追
造
這
帳
幕
時
天
主
明
說
「
好
友
我
他
在
他
們
中

間
」
(
山
鈞

8
)
國
比
這
一
帳
幕
可
天
主
居
於
人
間

或
天
主
與
人
悶
在
的
象
做
基
於
這
一
理
由
我
們
才
可

以
明
瞭
學
右
望
何
以
論
反
學
已
成
人
后
於
人
閑
時
改

「
他
在
我
們
中
間
文
搭
了
帳
幕
」

(
1
H
)
(
拔
希

股
文
)
無
疑
學
若
望
用
了
交
搭
帳
幕
這
一
一
詞
是
為
反

映
革
問
約
時
代
天
主
在
曠
野
命
悔
瑟
為
他
建
造
帳
幕
的

史
事
不
過
毫
無
疑
問
的
因
耶
穌
天
主
第
二
位
學
子
降

生
成
人
居
於
人
閱
(
即
在
我
們
中
支
搭
了
帳
幕
)
遠

超
過
值
約
時
代
只
在
帳
幕
內
噸
現
給
以
氏
的
領
袖
如

梅
瑟
撤
提
爾
等
幾
千
萬
倍
閥
於
這
新
約
遠
超
過
革
開
約

一
事
學
若
望
自
已
已
立
刻
加
以
印
證
故
此
說
「
國
為

法
律
是
藉
梅
瑟
傳
授
的
恩
龍
和
真
理
部
是
由
耶
穌
基

督
而
來
的... 

」
(
若
1

口
)
單
若
望
言
外
是
說
天
主

在
舊
約
時
代
的
帳
本
襄
只
傳
授
給
梅
瑟
法
律
而
驚
耶

叫
一
穌
所
搭
的
帳
札
即
耶
穌
的
降
生
成
九
才
賜
給
了
人
類

圈
。士
恩
脅
和
其
咽
障
法
律
自
然
來
能
和
憊
，
能
與
其
理
相
比
為

1692 十一種

此
新
約
裘
耶
穌
所
俗
的
帳
幕
自
然
較
騙
自
約
襄
梅
瑟
所

搭
的
帳
幕
一
口
俏
貨
萬
倍

末
恤
恤
砂
土
打
望
宗
徒
以
及
聖
保
祿
宗
徒
更
說明舊

約
時
代
的
帳
幕
只
是
天
主
永
遠
所
在
的
天
堂
的
預
像

真
正
的
帳
幕
乃
是
天
主
永
遠
居
住
的
天
鄉
如
聖
保
祿

改
「
閃
為
基
惜
自
並
非
進
入
了
一
陸
人
手
所
造
的
實
體

模
型
的
頭
版

(
該
帳
幕
乃
擊
敗
的
前
身
)
而
起
進
入

了
上
天
本
境
」
(
希
9
M
)
換
言
之
即
我
們
今
日
所

稱
的
天
堂
而
這
叫
樣
的
意
思
學
若
望
在
默
示
錄
里
也

很
清
楚
地
寫
給
了
做
人
而
且
在
天
主
計
妙
的
感
示
于

以
一
一
足
一
意
思
作
了
全
部
型
經
雋
約
與
新
約
的
結

論
國
這
一
川
思
想
可
學
若
望
在
默
示
錄
作
結
論
論
及
新

天
新
地
時
所
可
他
擔
「
次
聽
見
白
質
陸
那
里
，
何
一
厄

大
聲
音
說
「
這
就
是
天
主
與
人
川
在
的
收
幕
他
要
向

他
們
住
在
一
起
他
們
要
作
他
的
人
民
他
親
自
要
『
與

他
們
叫
什
机
作
他
們
的
天
主
』
」
(
默
幻
3
)
巾
默
這

一
段
，
沾
看
來
舊
約
襄
天
主
以
在
人
間
交
給
帳
本
與
以

民
同
在
實
是
臼
後
天
主
與
人
永
遠
在
天
堂
上
同
在
的

領
像
與
擎
備
自
此
可
見
哲
約
要
大
主
命
梅
瑟
為
他
娃

造
帳
來
-
，
這
一
史
事
或
念
乏
深

最
後
就
拉
丁
文
吋
$
0
3
2

-
5

一
詞
再
附
帶

一
旬
在
筒
約
裹
一
天
主
命
梅
瑟
所
建
藉
以
與
以
鼠
何
在

的
帳
阿
靜
(
帳
棚
)
控
T
通
行
本
作
吋
各
自
E
E
E
U

在
新
約
里
耶
穌
留
下
了
他
的
學
體
藉
以
與
人
間
在
直

到
世
界
終
窮
而
墓
教
會
自
古
將
存
放
墓
禮
的
學
植
技

了
文
也
稱
為
斗

"
Z
E
m
E
E

出
這
樣
宴
歡
會
特
意
用

在與約 廿
一人對全

見起，同人古
學住在。類巨
殿、在重的已
盟天到愛. 5
約、上世自D ..., 
梅| 的界由這
瑟L帳末舊一
問幕日約字，

則|後，始， 來
到天天直反
耳。堂主iJJ 映

i 使新天
裳。人約，主
類天在
永 主背
這始約

同終與

他顧新

(
義
)

的
月
后
眨m
m
年
H
E
E

旦
旦
旦

Z
S
R
E
J

U
m蜘
明
M
N
U句
巨
石
2
5

、

H
K
F
O
E自
己
R
E
U

」

舊
約
裡
多
次
偉
及
有
關
帳
棚
笛
的
慶
祝
(
見
肋

幻
H
l
l

M
M

i

H

申
的
呵
!

H

編
F
8
H

厄
下
8

時

刊
)
今
為
清
楚
起
見
分
別
以
下
列
各
點
來
對
帳
棚

街
作
一
較
詳
細
的
說
明

(
一
)
名
稱
技
肋
幻
M

所
載
「
你
告
訴
以
色
列

子
民
說
七
月
十
五
日
是
帳
棚
笛
」
是
以
這
一
節
日
的

名
稱
是
「
帳
棚
節
」
這
一
名
稱
也
散
見
於
值
約
其
他

各
經
卷
內
如
申
時
間
叫
一
編
下8

時
厄
上
3

‘
臣
M
M

等
但
拔
山
訂
戶

一-一
這
一
筒
日
又
稱
為
「
收
藏
筒
」
正
如

申
的
時
也
說
「
你
由
末
路
和
榨
酒
地
內
收
藏
了
山
產

以
後
憋
七
天
舉
行
帳
棚
笛
」

(
二
)
慶
祝
儀
式
開
於
帳
棚
衛
反
祝
儀
式
猶
如

慶
祝
蛾
越
笛
一
樣
為
期
七
天

的
由

七
月
十
五
至
二
十

一
日
所
謂
七
月
乃
拔
希
伯
來
人
所
稽
的
七
月
即
提
市

黎
月
(
5巴
巴
)
約
在
今
日
陽
厝
九
至
十
月
間
第
一

日

應
召
集
學
會
不
可
作
任
何
勞
工
蜍
照
每
日
的
鐵
定
向

上
主
獻
火
祭
全
熔
祭
素
祭
祭
獻
和
獎
祭
外
尚
有
還
願

祭
和
自
廠
祭
(
見
肋
幻
臼
詞
)
此
外
第
一
日
總
獻
十

三
頓
公
牛
憤
公
羊
二
妥
-
錢
無
限
的
公
羔
羊
十
四
社

X



~
至
於
索
祭
是
用
他
祠
的
細
麵
而
且
寫
每
頭
公
牛
機
獻

m
-
十
分
之
三
「
厄
法
」
為
每
雙
公
綿
羊
十
分
之
二
「
厄

一
法
」
為
每
隻
公
羔
羊
十
分
之
一
「
厄
法
」
此
外
每
日

于
應
獻
一
隻
公
山
羊
作
贖
罪
祭
七
日
之
久
每
日
應
獻
上

?
述
的
祭
品
只
是
公
牛
績
第
一
天
十
三
頭
第
二
天
卡
二

頭
逐
日
減
少
一
頭
直
到
第
七
天
獻
七
頭
(
見
戶
扭
扭

i

u
)
此
外
為
慶
祝
帳
棚
節
顧
名
思
義
這
…
筒
相
依

稱
為
帳
棚
節
以
民
家
家
戶
戶
應
以
橄
欖
長
在
棕
州
等

樹
枝
在
電
頂
上
庭
脫
裡
天
主
殿
字
的
庭
院
內
各
廣
場

上
(參
閱
厄
下

8
H
M
)
支
搭
帳
棚
並

J
U天
之
久
住
在

帳
棚
內
按
日
後
浩
太
人
法
律
的
詮
釋
病
人
以
及
服
事

病
人
的
人
玄
人
奴
僕
以
及
需
要
母
親
照
顧
的
小
孩
都

可
以
不
必
住
帳
棚
(
見
米
市
納
宮
Z
F
D
F
ω
E
E
N


S
S
至
於
有
關
肋
幻
叫
「
第
一
天
你
們
應
傘
看
樹
木

結
的
美
果
棕
胸
樹
技
葉
密
的
大
樹
枝
和
溪
邊
的
柳
條

.
﹒
」
的
經
文
日
後
撤
社
會
起
人
以
為
只
是
指
支
搭
帳
棚

而
出
刺劃
人
則
認
為
應
照
字
面
講
師
人
人
應
手
裡
拿

著
上
述
的
樹
枝
事
實
上
瑪
加
伯
時
代
過
帳
棚
節
時
人

人
手
裡
拿
著
樹
枝
(參
閱
加
下
的
7
)較
後
時
期
叉
由

這
一
作
法
演
變
為
用
金
繩
或
銀
繩
或
其
他
繩
索
把
棕

欄
柳
枝
及
香
樹
枝
組
成
一
來
希
伯
來
文
稱
為
們

已
存

當
早
晨
獻
祭
時
肋
末
人
開
始
唱
那
篇
名
叫
「
亞
肋
路

亞
墓
詠
」
(
即
一
一

八
篇
)
在
唱
第
一
節
第
二
十
五

筍
郎
最
後
一
街
時
百
姓
便
一
起
上
下
前
後
左
右
搖
動

這
成
緝
的
樹
枝
(
們
已
存
)
此
外
司
祭
圍
繞
著
祭
台

轉

一
次第
七
天
轉
七
次
當
司

祭
圍
繞
祭
台

轉
行
時
百

十一重1692 

姓
也
上
下
的
後
搖
動
這
泉
州
樹
枝
由
於
第
七
天
應
轉
七

次
故
稱
這
天
為
「
大
位
繳
納
日
子
」
也
的
大
慶
日

在
以
民
充
軍
後
又
加
了
兩
禮
儀
式
第
一
即
在
這
段
節

期
內
每
天
早
上
司
的
采
用
一
朵
器
俏
皮
維
亞
永
他
峰
一
一
一

「
綠
格
」
(
約
合
一
公
斤
多
)
水
帶
到
學
殿
傾
例
在

全
惱
祭
台
河
南
角
(
的
倚
在
巴
力
斯
坦
雨
通
常
出
西

南
風
吹
來
)
這
一
種
做
無
疑
與
祈
隔
街
關
用
心
猶
太
經

師
卻
強
調
導
源
於
梅
瑟
企
內
乃
山
所
行
過
的
儀
式
不

過
聲
一
經
上
並
未
有
明
文
起
被
只
暗
示
古
時
曾
有
過
類

似
的
禮
儀
，
自
已
(
參
閱
微
上7
6
)
此
外
為
依
也
3

ι「
你
們
要
愉
快
地
從
救
俊
的
泉
研
伴
以
水
」
的
經
文

是
一
很
好
的
注
釋
耶
穌
也
就
在
一
這
一
慶
節
最
後
那
米

即
第
七
天
向
在
場
的
人
大
聲
波
「
誰
右
渴
到
我
這
裡

來
喝
吧
M
U信
從
我
的
就
如
經
上
治
從
他
的
心
中
要
流

出
活
水
的
江
河
」
(
若
7

盯
甜
)
單
一
史
自
己
注
釋
耶

穌
的
話
說
「
他
說
這
話
是
指
那
信
仰
他
的
人
將
要
領

受
的
雪
神
」

(
仝
前
)
是
以
耶
穌
乘
此
機
會
講
了
他

將
要
賜
與
人
的
活
水
郎
學
棘
的
道
理

另
一
儀
式
郎
在
第
一
天
晚
上
後
來
經
師
們
也
主

張
在
最
後
一
天
的
晚
上
在
所
謂
婦
女
庭
院
中
懸
燈
結

彩
使
庭
院
中
大
放
光
明
右

8

臼
所
載
「
耶
穌
說
我
是

世
界
的
光
跟
隨
我
的
決
不
在
黑
暗
中
行
走
必
有
生
命

的
光
」
也
許
這
話
裁
是
在
帳
棚
筒
當
庭
院
內
大
放
光

明
時
耶
穌
觸

最
生
怕
乘
機
會
說
出
他
才
是
照
世
的
真

光

此
外
應
提
的

一
點
即
按
猶
太
人
所
過
的
三
大
廈

筍
通
常
都
是
七
夫
為
過
帳
棚
卻
也
是
七
夫
如
肋
幻
"

所
改
徊
在
肋
幻

M

說
「
第
八
日
又
應
召
集
學
會
給
上

主
獻
火
祭
」
這
樣
看
來
為
過
帳
棚
笛
似
乎
是
一
連
山
區

制
八
米
不
過
按
猶
大
經
師
的
講
解
帳
棚
笛
本
身
只
是

L

天
逗
第
八
天
的
慶
節
應
胸
悶
獨
立
的
使
節
而
且
是

結
束
全
年
所
有
的
處
街
是
以
在
逗
一
天
百
許
不
必
住

在
帳
棚
內
但
由
於
是
全
年
所
有
腹
部
的
結
束
日
所
以

仍
花
獻
笛
日
所
獻
的
全
堵
祭
廠
課
祭
而
且
如
安
內
心
臼

不
得
作
L

尤
其
總
唱
大
「
亞
肋
路
必
」
讚
美
歌
以
山
一

天
為
極
大
喜
樂
的
日
子
猶
太
經
附
父
榕
此
臼
仿
「
可

喜
的
法
律
日
」
因
為
在
一
一
這
一
天
法
元
了
全
年
增
拔
的

法
律
下
一
安
息
日
又
重
新
從
創
快
紀
叫
開
始
讀
另
一
過

期
的
法
律
誦
讀
是
以
這
一
天
為
錯
京
人
是
一
特
別
喜

樂
日
子
有
一
經
師
竟
品
「
推
系
沒
見
過
去
自
(
傾
水

禮
)
的
喜
樂
那
他
就
算
一
生
木
見
過
喜
樂
」

(
ι
h
k
m

納
皂
白
宮

F

∞
E
r
u
-
-
)

(
三
)
帳
棚
街
的
起
源
關
肝
、
帳
棚
茵
的
起
源
雖

然
庫
文
刻
耳

(
去
。
S
E
n
r
o
-
)
會
強
調
猶
太
人
的
帳

棚
都
是
受
了
巴
比
倫
人
的
影
響
因
而
可
說
導
源
於
古

巴
比
倫
人
妓
摩
氏
的
意
見
悵
呦
節
(
七
月
十
五
)
騙

罪
筒
(
七
月
卡
日
)
以
及
新
年
街
(
七
月
一
日

)

原
先
只
是
一
個
瘦
簡
亦
即
做
效
巴
比
倫
人
的
新
年
泊

在
七
月
初
慶
祝
這
節
日
日
後
逐
漸
演
變
才
分
三
個
處

筍
來
慶
祝
不
過
摩
氏
這
一
閏
月
干
峙
吼
叫
山
缺
少
恆
史
恨
鐵
為

大
多
數
學
者
所
棄
之
後
克
秘
斯
(
因
﹒
』-
M肉3
5
)
招

為
根
接
肋
泊
的
等
筒
以
民
慶
祝
帳
棚
筍
是
繼
承
以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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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曠
野
尚
屬
半
游
牧
民
族
時
就
已
舉
行
的
帳
棚
節
不

過
克
氏
這
一
意
見
也
不
為
學
者
接
受
因
為
當
以
民
在

曠
野
時
故
經
常
住
在
帳
幕
中
再
以
居
住
帳
棚
來
慶
祝

此
都
可
說
毫
無
意
義
是
以
大
多
數
學
者
認
為
以
民
以

居
住
帳
棚
來
慶
祝
此
節
一
定
當
在
進
入
了
制
制
割
地

之
後
所
居
住
的
已
是
房
屋
而
非
帳
幕
因
此
以
居
住
帳

棚
來
紀
念
昔
日
在
曠
野
峙
的
苦
次
才
有
意
義
此
外
按

中
山
剖
，MM
自
稱
帳
棚
節
為
「
收
藏
笛
」
意
在
晚
秋

(
九
月
十
月
間
)
以
民
應
將
由
勞
力
所
得
的
出
產
如

初
熟
之
果
獻
於
上
主
是
以
這
帳
棚
筍
當
與
農
業
有
關

而
且
欲
不
少
學
者
的
意
見
所
謂
「
帳
棚
」
原
是
指
當

農
產
品
快
成
熟
時
在
困
地
控
所
支
搭
的
帳
棚
原
為
住

在
裡
面
看
守
即
將
成
熟
的
農
產
品
如
瓜
果
葡
萄
等
按

著
在
九
月
收
穫
時
放
在
田
間
的
帳
棚
內
歌
變
作
樂
以

慶
祝
學
收
日
後
逐
漸
演
變
而
形
成
了
宗
教
街
日
總
之

帳
棚
筍
的
開
始
當
在
以
民
入
居
客
納
罕
地
之
後
而
起

源
則
當
興
農
業
生
活
有
關
不
過
真
正
究
起
源
於
何
時

賣
不
易
作
一
確
切
的
答
覆
(
義
)

十一直

關
帳
鰻
(
何
一
仁
)

酬
膨
像
(
叮
叮
叮
川
)

酬
膨
尼
索
(
叩
口
門
口

ω
)此神
之

名
志
招

中
出
現
兩
次
郎
加

由
一
下6
7

及
M
H

他
的
名
字
除
了
鬧
別
劑
外
還
有
凹
制

"
|
、一
所

(
M
V
R
吉
乙
到
則
耐

(
H
L
H
V
O
H
)

他
是
叫
蚓
蚓

見
門
簾

見
立
像

和
色
默
肋
(
∞
O
E
O

-
0
)的
兒
子
為
喜
樂
和
美
酒
之

神
因
為
他
解
人
的
生
活
苦
悶
膨
尼
+
霄
，
的u腳
下
山
和
來
歷

很
復
雜
希
種
和
拉
丁
作
者
尤
其
是
詩
人

目
。
B
E
E
T

目
。
E
C
E
F

。
5

含
5

屢
次
頌
祖
揚
他
每
年
四
次l
兩

次
即
第
一
次
和
第
四
次
特
別
隆
重
寫
他
舉
行
慶
節

(
1
)民
間
膨
尼
索
節
於
十
二
月
中
舉
行
(
2
)肋
乃
節

(
F
S
E
0
)
與
當
間
新
酒
有
關
於
正
月
底
舉
行(
3
)安
特

斯
特
黎
雅
(
〉
D
H
Y
S
S
E
)的
花
卉
節
於
三
月
舉
行

(
4
)在
安
特
斯
特
蒙
雅
乏
後
舉
行
名
吽
「
大
斷
問
剩

節
」
其
時
拾
仙
巴
苛
斯
像
遊
行
街
頭
他
的
崇
拜
者
不

分
男
女
扮
作
撒
提
爾
↓
半
人
半
山
羊
神
又
跳
又
唱
放

肆
不
已
由
此
讀
者
可
了
解
信
仰
唯
一
天
主
的
蚓
蚓
人

是
如
何
惱
恨
這
些
一
筒
自
加
下6
7

說
「
他
們
都
被
脅

迫
參
與
祭
把
一
到
膨
尼
索
筒
應
頭
戴
長
春
籐
冠
參
與

慶
祝
斷
副
劑
的
遊
佇
~

見
希
蠟
主
義
偶
像
崇
拜
(
雷
)

M
m
u
v
r
x
刊
每
吋
先
同
「
『J
uj
i
i
J
月
名
在
這

d
u
z
h
y間內
缸
，
也
苟
且E
n
F
M
K
4
ι
F
E
M
e
u
p
u
C
H
E
U
』

E
E
E
F
i
c
-
-

、

3

/

、
一
月
劃
劃

雅
給
猶
太
人
寫
了
函
件
(
加
下

扎
缸
)
只
一
次
見
於

學
經
此
月
名
就
現
有
形
式
是
希
臘
文
但
在
制
劃
蚓
王

朝
的
日
曆
上
(
亦
即
馬
其
頓
日
曆
)
部
伐
不
到
以此

借
用
名
的
月
份
亦
不
見
於
其
他
任
何
古
老
文
件上
故
此

有
人
以
為
它
是
安
提
約
基
雅
朝
廷
中
制
叫
到
所
特
有

的
月
名
亦
即
「
狄
斯
托
」

(
U
冒
白

2
)
月
在
現
今

二
月
三
月
之
間

見
月

(
韓
)

研
且
可
毒
氫
宣
言
口
已
-
S
J
是
巴
力

E

E
A
-
1
-
J
4
1

，

、
王
黑
落
德
阿

格
黎
帕
一
世
的
女
兒
生
於
公
元
三
十
七
l

三
十
八
年

間
猶
如
其
他
一
切
黑
落
德
家
族
的
女
子
以
貌
美
放
蕩

著
名
年
十
二
歲
就
被
許
給
苛
瑪
革
乃
王
之
子
安
提
約

古
厄
丕
法
乃
個
月
妻
但
因
其
未
婚
夫
不
欲
行
割
損
種
而

將
婚
約
毀
掉
下
嫁
給
厄
默
繳
王
阿
齊
次
(
〉N
訂
)為
妻

羅
馬
總
督
斐
理
斯
受
其
美
顏
之
誘
惑
託
一
猶
太
衛

士

名
阿
托
摩
斯
者

(
巴
爾
耶
穌
?
)
從
中
科
旋
將
其
婚

姻
被
風
納
之
為
止
恥

而
生
子
阿
料
研
制
恥
得
倒
副
蚓
於
斜

斜
M

山
山現
時
約
有
十
八
歲
飯

出
身
於
貴
族
對
於
宗
教

問
題
頗
有
興
趣
故
打
發
人
叫
保
祿
來
講
解
一
下
那
種

來
自
猶
太
主
義
的
新
宗
教
保
祿
給
其
夫
婦
二
人
宣
講

了
有
關
信
仰
耶
穌
的
道
理
論
及
正
義
節
操
和
將
來
的

審
判
致
使
斐
瓊
斯
害
怕
起
來
而
將
該
次
的
會
見
斷
然

結
束
(
宗
圳
的
叫
自
)
(
韓
)

酬
得
撤
洛
尼
(
城
)
(
斗

F
O
E
-
s
g
)

得
制
制
間
在
雪
喇
喇
時
凡
是
周
蚓
咽
的
省
亂
制

祿
在
第
二
次
的
傳
教
行
程
中
會
傳
教
於
此
並
留
下
兩

封
寫
給
本
城
教
會
的
信
件
它
原
是
一
座
平
平
無
間
的

小
村
鎮
後
被
大
囡
囡
山
刻
的
一
位
軍
官
倒
對
制
制
所

擴
充
修
建
並
以
自
己
妻
子
爛
爛
制
問
芝
名稱
之
以
茲

記
念
公
元
前
一
O
八
年
被
羅
馬
人
所
佔
領
國
真
地
勢

適
中
水
陸
交
通
四
通
八
達
乃
成
圖
用
當
時
商
業
的
童
且
明

白
公
元
前
四
六
年
之
後
此
城
變
成
三
山
哩
盲
由
被
市
有



~
自
己
的
官
長
來
治
理

之
切
三
m
u
-
-
v

m
-

當
喇
喇
延
遠
比
城
時
已
有
不
少
的
組
划
人
僑
居

...

| 

-
在
此
他
們
並
建
有
自
己
的
會
堂
但
是
對
保
祿
的
傳
教

一
工
作
這
批
猶
太
人
非
但
無
趣
且
極
盡
迫
害
之
能
事
將

.

保
線
及
保
祿
的
一
些
一
朋
友
助
手
控
告
於
木
城
首
長
面

前
謂
彼
等
乃
造
謠
生
事
及
反
對
羅
馬
之
人
物
保
祿
只

好
同
息
技
離
棄
該
城
往
貝
洛
雅
去
了
(
宗
U
M
)
雖

然
如
此
部
仍
有
一
批
城
民
及
不
少
的
顯
貴
婦
女
信
從

了
福
音
(
宗
口
‘
)

目
前
得
繳
洛
尼
是
希
曦
的
第
二
座
大
城

A
1名
撤

羅
尼
基
人
口
約
有
二
十
五
萬
仍
有
不
少
猶
大
僑
民
居

住
在
此
(
韓
)

十一畫

腳
得
撤
洛
尼
前
後
書

「
】W
M
E
n
-
S
H
E
ι

口
古
巴
。

4
4
7
2
2古
巴
呂

Z
J

f防
空
泣
。zm
H

。
H
H
H
M
W
ι
4
A
F
E
E
-

。
口
-
2
3
2

、可

I

得
撤
溶
「
匕
前
喜

1
寫
信
的
起
國
及
目
的
保
祿
在
第
二
次
出
外
傳

教
時
會
來
此
城
建
立
教
會
最
初
三
個
星
期
之
久
專
門

給
猶
太
僑
民
傳
教
並
進
入
他
們
的
會
堂
但
因
見
欽
果

全
無
乃
專
心
致
力
於
外
邦
人
經
數
月
之
久
有
不
少
人

罔
頭
入
教
並
有
一
批
顯
貴
婦
女
信
從
了
保
祿
所
縛
的

福
音
(
宗
口

4
)
如
此
建
立
了
一
個
使
保
綠
非
常
瀚

念
及
值
得
驕
傲
的
教
會
可
是
也
就
在
這
種
情
去
之
下

那
此
嫉
鴨
宗
徒
約
猶
太
人
似
已
忍
無
可
忍
於
是
以
行

動
來
反
對
保
祿
企
圖
將
-
之
繩
之
以
法
保
祿
乃
同
息
位

11199 

聽
從
教
友
們
的
勸
導
離
開
得
織
前
往
貝
洛
維
另
行
開

教
去
了可

是
保
祿
對
自
己
才
建
立
的
教
會
部
非
常
放
心

不
下
明
知
它
正
在
講
龔
自
己
的
指
導
反
扶
助
以
渡
過

這
一
受
迫
害
的
儡
離
開
幾
次
想
親
赴
得
城
皆
力
不
從
心

(
得
前
2
u
)
只
好
自
雅
典
打
發
自
己
的
弟
子
弟
茂

德
前
往
得
絨
探
望
自
己
心
愛
的
信
友
(
得
前
3
1
)

弟
氏
在
妥
盡
了
探
訪
的
職
務
之
後
轉
身
罔
報
業
已
前

赴
格
林
多
拔
的
保
祿
(
宗
的

s
)
向
他
報
告
了
得
城

教
會
的
現
次
消
息
有
好
有
壞
好
的
方
面
是
信
友
們
堅

持
自
保
線
所
得
的
教
訓
實
行
信
望
愛
三
種
美
德
雖
在

受
迫
害
的
光
罩
之
下
仍
對
保
祿
愛
慕
有
增
無
減
壤
的

方
面
則
是
有
些
一
信
友
對
邪
淫
的
毛
病
仍
未
改
除
且
游

手
好
鬧
不
務
正
業
更
對
主
的
再
來
及
何
時
來
臨
有
相

當
大
的
誤
解
(
得
前
4
u
5
2
)
保
祿
本
人
飯
然
不

能
親
自
赴
得
城
改
正
這
些
彈
端
於
是
以
書
信
來
向
教

友
傳
達
自
己
的
訓
海
關
創
了
保
祿
以
文
字
傳
教
的
先

擊
時
在
公
元
主
一
年
的
春
天

2
著
信
的
內
容

一
罔
憶
以
前
彼
此
團
聚
的
生
活
保
祿
以
愉
快
及

盤
還
約
心
情
說
得
城
信
友
們
熱
心
的
生
活
情
形
是
天

主
特
邊
的
標
記
及
單
神
德
能
的
工
程
(
得
前
1
2
l

s
)
他
們
已
堪
稱
為
其
他
教
會
的
模
範

(
I
s
-


M
)
罔
憶
自
已
如
何
在
得
城
苦
心
孤
詣
吃
苦
耐
勞
大

公
無
屯
的
傳
弱
了
天
主
的
一
福
音
(
得
前2
1
!
7
)

得
娥
的
信
友
是
自
己
特
別
鐘
愛
的
子
女
是
以
他
會
盡

力
為
他
們
工
作
甚
至
為
了
他
們
的
益
處
不
惜
獻
上
自

己
的
生
命
以
領
導
他
們
歸
肉
其
主
(
得
前

2
7
l
z

得
滅
的
信
友
遞
在
猶
太
人
的
磨
難
中
對
接
受
了
的
天

主
的
福
音
仍
電
定
本
移
(
得
前
2

時
1

刊
)

二
別
後
心
情
自
雕
刻
以
來
保
祿
心
中
念
念
不
忘

自
己
心
愛
的
教
友
鐘
以
他
們
而
自
豪
切
望
能
親
身
去

探
望
他
們
(
得
前
2

口
。
目
)
保
祿
飯
不
能
如
願
以

償
只
好
打
』
按
弟
子
弟
妥
協
你
為
代
表
前
往
得
城
(
得
前

3
1
!
6
)

弟
民
歸
來
向
制
酬
報
告
了
關
於
得
城
教

會
的
好
消
息
使
宗
徒
心
中
愉
快
而
由
衷
地
感
謝
天
主

(
個
悍
的
3

翁
"
)

三
幾
點
說
明
在
勸
告
信
友
要
度
重
善
純
潔
愛
德

的
生
活
之
後
(
得
前
4

1

，

間
)
說
明
死
去
的
信
友

會
同
樣
地
瞻
仰
再
度
來
臨
的
耶
穌
的
光
榮
同
一
切
的

信
友
共
赴
天
國
(
得
前
4
H
M
)

但
耶
穌
來
臨
約

時
刻
划
是
未
知
之

數
浩
如
盜
賊
會
忽
然
來
臨
是
以
信

友
應
時
常
學
備
自
已
(
得
前
5
!
u
)

四
勳
言
要
持
別
注
意
團
體
生
活
的
和
諧
敬
重
長

上
(
得
前
5
M
U
)
敦
陸
和
平

(
5
時
間
)
心
情

愉
快
感
謝
主
恩

(
5
M
!
刊
)
尊
重
神
恩
躲
避
罪
行

(
5
M
m
)

最
後
贈
言
間
安
及
祝
福

(
5
訕
訕
)

E

得
撤
洛
尼
後
書

1

寫
信
的

起
因
及
目
的
雖
然
我
們
不
能
確
知
是

什
按
原
因
令
保
線
在
寫
了
第
一
封
信
之
後
的
不
久
又

另
寫
第
二
封
致
得
城
的
書
信
但
是
由
第
二
封
的
內
容

我
們
可
以
墨
知
其
寫
信
的
動
機
不
外
是
在
糾
正
當
持



信
友
們
的
一
些
錯
誤
觀
念
以
及
對
保
祿
第
一
游
緝
的

歪
曲
男
解
比
如
他
們
以
為
主
不
久
就
會
再
度
來
臨

(
得
後2
2
)
致
使
人
們
陷
于
混
亂
的
狀
態
甚
至
一
些

游
子
好
閥
的
概
漠
更
以
此
為
殼
的
不
再
從
事
任
何
勞

作
而
口
扒
在
等
候
主
的
再
來
(
得
後
3
u
)
保
祿
在
聽
到

這
些
消
息
之
後
心
中
當
然
非
常
難
過
可
是
本
身
仍
為

環
熾
所
悶
不
能
前
赴
得
絨
線
自
訓
導
心
眾
於
是
存
不

得
已
的
條
約
一
千
寫
了
這
第
二
什
致
得
城
心
灰
的
公
限

2
內
容
首
先
向
信
友
們
致
候
讀
美
佑
友
們
堅
悶

的
信
繕
刊
，三
兩
起
的
愛
德
丸
其
是
他
們
在
咐
他
它
們
，
可
仍
徒

然
待
他
心
(
得
侈
1
3

‘

)
川
但
是
天
主
足
公
放
的
終

有
一
天
會
壓
制
惡
人
們
迫
害
的
阿
凡
做
一
兩
賜
光
榮
與
受

餅
難
的
人
(
得
後
l
s
叩
)
鼓
勵

…心
的
友
們
晶
宮
如
往

荷
繼
續
前
進
(
得
後
I
H

臼
)

撥
著
J
U
A線
已
掉
何
解
釋
信
友
們
間Fe

1
-
u山
什
皮
來
臨

的
誤
解
亦
是
本
害
怕
的
核
心
部
份
只

A
A
小
助
您
為
了
前

穌
再
度
來
臨
的
日
子
而
擔
心
害
怕

(
2
1
u
)

閃

閃
叫
天
主
導
抽
仰
仗
沒
有
將
日
期
鋒
一
于
給
江
川
人
心
位
本

人
上
次
會
佑
的
目
的
亦
並
仆
押
在
告
訴
你
友
主
再
來
的

日
子
(
2
1
2
)
主
再
來
之
前
將
街
假
恭
借
此
從
引

導
不
少
的
人
走
向
喪
仁

(
2
s
6
)

們
足
他
終
會

被
上
主
所
消
滅

(
2
7
8
)
-
H川
從
汶
逍
叫
他
他
的
感
人

們
亦
將
同
歸
於
盡

(
2
?
1
)

最
後
保
綠
勵
翹
反
叫
民
勵
倍
友
使
他
們
知
道
他
們

叫
一所
走
的
是
嚷
莊
大
也
是
正
直
的
真
也
故
不
必
幣
仇
要

'
.

。

一日若
是
應
持
之
以
桓
(
2
n
l

H
)
望
上
主
賜
與
信
文

1700-1701 -t一

力
民
以
行
善
克
遜
已
職

(
2
u
!
3
2
)
天
主
定
會

蜴
以
神
力
反
堅
固
得
絨
的
信
友

(
3
8
1
5
)

要

汝
之
保
綠
勞
作
的
表
樣
盡
力
躲
避
游
手
好
闊
的
惡
習

(
3
6

問
)
德
此
制
首
相
親
相
愛
以
抽
血
可
打
互
助
設
晶
宮

m軒
昂
地
與
那
些
不
聽
宗
徒
訓
導
的
人
們
往
來
(
3
M
f

u
)
最
後
以

f祈
禱
致
候
及
祝
福
結
束
f

本
書
倍

(
3

。

叩
開
於
得
的
恥
員
除
川
)
曾
經
布
人
加
以
川
人
心
刊
以
得

l'!l!tGit--

斗
或
州
於
保
線
之
手
這
種
皂
白
，
見
的
先
的
包
爾
(
台
-

F
E

『
)
反
其
弟
子
所
倡
算
會
經
護
動
一
時
但
目
前
已

。
，

又
小
鳥
沁
人
所
怯
受
仰
光
開
叭
叭
第
一
一
抖
抖
身
心
卻
仍
卉
倘
不

少
棘
J

約
悶
悶
祖
仍
在
等
從
學
者
們
去
解
決
主
要
的
困

難
是
後
存
與
的
港
的
主
別
太
大
似

E
J
是
山
於
一
小
向
作

者
的
丁
誰
比
如

U
H
試
與
文
錐
之
不
川
的
書
洋
溢
著
愛

情
細
微
親
切
的
怕
也
餃
者
圳
具
有
冷
靜
位
作
泣
公
文

。
，

式
的
作
風
前
像
兩
書
所
用
的
詞
旬
也
大
街
分
別
以
及

.

一
苦
所，仍
論
卜
很
快
論
的
方
式
也
迴
然
后
，
扒
致
使
看
不

少
的
人
從
懷
疑
是
否
二
巾
舟
山
於
川
一
作
恆
的
之
不
雖
然

得
從
有
上
述
的
困
難
似
是
絕
大
多
數
的
公
教
學
且
有
及

不
少
的
必
公
敬
仰
，
可
刊
仍
將
得
後
的
秘
也
可
叫
你
梅
州
慨
而
後

趕
走
札
日
f

的
舟
，
小
久
從
幾
糾
月
均
成
的
山
泣
的
梢
的

地
點
則
與
的
再
相
間
郎
峙
的a
H們
多
城

。

扯
，
叫
做

(
韓
)

m患
時
爛
爛
病
者
(
卅
日
……ng
)

這
傳
病
症
在
古
來
方
人
的
心
自
中
以
電
是

由
月

之
所
致
並
以
內
它
隨
月
完
之
盈
虧
T
m加
重
或
減
輕
病

重
時
它
使
患
無
猶
如
狂
人
激
動
吵
叫
好
似
失
去
了
理

智
在
聖
經
上
耶
穌
所
蠻
好
的
那
個
兒
童
不
只
是
顆
衛

病
患
者
而
也
是
咐
彪
的
人
(
寫
口

H
f
m
谷
9
n
f

扭
曲m
9
盯
岫
)
(
韓
)

1

主
1

，E
B

、
可
i
i
l
i
!
;
/

狹
意
的
說
來
梢

。
v
e
2阿
F
L睡
n
v
U

『
r
c
=
r
z

司
h
u
f
f
=
r
f

d

釘
在
叫

獄
冠
/
的
。
D
C
C
古
代
。
互
之
慾
是
對
世
物
.
本

正
市
的
渴
望
從
學
經
上
延
一
詞
被
利
用
了
大
十
次
有

時
作
名
詞
用
有
時
作
動
詞
或
形
容
詞
用
其
合
意
之
旗

用
法
之
多
實
非
倫
理
學
上
對
「
情
懲
」
約
定
義
所
能

概
犯
故
此
日
心
一
尚
譯
本
亦
混
上
下
文
及
原
文
主
義
所
指

而
有
慾
望
(
依
約

8
)
渴
怨
(
一
詠
幻
3
)
希
望
(
詠

山
u
)
、
貪
婪
(
冰
肌

H

)
食
欲
(
剎
河
叫
)
隨
心
所

欲
(
一
詠m
s
)
等
的
翻
譯
而
退
化
一
一
蔥
袋
都
來
日
常
的

來
原
艾
的
「
路
阿
丸
吋

E
E
V

」
或
新
約
上
希
岫
臘

文
一
-
U
L仇
1
.
乳
制
問Z
H
S
S
S」
←
品
由
上
面
的
例

于
可
以
知
道
「
情
慾
」
有
時
只
是
希
望
必
為
字
的

店
已
根
本
與
倫
研
上
的
荐
怨
無
關
是
您
的
如
果
所
渴

望
的
對
象
是
惡
的
或
被
法
律
所
祭
止
的
(
昆
德

1

凹

的
晰
的μ臼
山
到
口
絞
6

自
)
有
時
「
惰
慾
」
渴
叫

L

之

吉
思
轉
喻
所
為
吏
的
討
會
(
昆
、
以
別3
η
M
戚
"
“

似
是
「
情
欲
」
在
何
約
中
絕
大
多
數
在

K
M
M
何

不
規
則
的
貪
望
而
言
比
如
在
曠
野
中
的
貪
求
肉
食

(
門
u

‘
)
，
及
思
人
的
貪
望

(
崗
刮
目
制
山
叫
學
貼

出
切
盯
申
5

剖
7

站
等
)



-
在
新

約
中
教
閃
開
綠
葉
清
楚
地
指
山
山
情
慾
是
罪
惡

m
-的
後
民
留
於
凶
犯
罪
而
敗
壞
的
人
性
之
內
(
制

6
臼

一
等
)
悄
攸
」
引
人
走
向
罪
惡
(
雖
I
H
)
情
態
與
肉
身

聯
合
戌
擊
鑑
哇
型
計
的
k
m
J們
立
一
樣
貪
叫
小
肉
身
的
九
甘
心

V

眼
白
的
貪
也
人
生
的
既
然

(
r
-
2
時
)
而
這
立
一
種

食
慾
都
是
以
摩
忱
的
事
物
為
對
象
教
友
段
是
基
督
妙

身
的
肢
體
應
放
棄
自
己
的
邪
惡
貪
哇
你
要
與
娶
一
肺
結

合
起
來
度
越
性
的
生
活
(
迦
5
H

自
)

十一)l

(
緯
)

(
特
)

M
B
K
F
尸
「

E
E

J
諸
凡
員
有
使
命
偵

7
M
K
ν
-
B「J
f
】M
H
D
-
。
」

4
1

-

-

'
"
~
m
k

察
或
窺
視
呆
一
地

區
或
某
一
還
境
的
人
稱
之
為
摸
子
雪
經
上
的
探
子
多

以
地
頭
上
的
偵
探
為
限
如
若
瑟
就
會
向
他
的
哥
哥
們

呵
恐
嚇
說
「
你
們
是
探
子
的
來
刺
探
本
地
的
虛
實
」
(
創

刊
仙
，
時
間
)
梅
瑟
亦
會
打
發
探
子
去
偵
察
客
納
平
地

(
戶
口
)
採
子
們
周
來
之
後
向
梅
瑟
罔
報
一
幅
地
的
出

有
人
民
的
強
壯
城
也
的
堅
固
並
帶
來

了
那
地
的
山
產

以
資
設
明
妹
子
M
H國
家
的
安
全
是
具
有
很
大
危
險
仕

的
是
以
各
國
盡
力
防
範
偵
探
的
你
入
古
今
皆
然
無
怪

乎
耶
里
哥
王
令
人
關
起
城
門
按
家
搜
貧
捕
挺
若
蘇
厄

所
打
發
的
兩
名
門
恥
于
幸
得
妓
女
辣
叫
戶
口
，
布
的
援
助
才
兔

於
難
(
蘇
2

希
U
U
)
丹
文
派
的
人
及
遠
味
都
會
利

用
過
採
予
以
獲
得
正
確
的
情
報
(
“
你
叩
叫
做
上
約4
)

阿
孟
人
亦
會
控
告
達
昧
的
使
者
是
一
批
探
子
(
撒
下

ω
3
)
此
字
在
新
約
中
只
見
一
次
郎
迦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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帥
的
悔4
4
R
B
3
4
「
《U
Z
E
F

J
(
一
)
語
源
「

教
會
」

l

道
聲
-
d
p
t
r
開
2
-
2
3

、
l
l

1

、

-
3
、

A
!
'

、
英
文
作

的
E
E
Y

是
來

肉
時
則
希
值
文
只
『

E
r
=
且
是
洞

-
K

土
的
收
a
f

」

代
J

文
作
關
門
c
g
m
Z
且
希
臘
文
的
，
山
峰
。
口
譯
希
被
叉

開
r
E
E
E
山
t
H動
A
M
w
r
E
E
E
A
A
L

伺
召
集
人
民
邀
請

人
赴
會
之
古
代
希
惚
文
內
此
川
，
于
常k
m人
民
的
集
會
或

市
民
的
聚
會
從
不
出
如
社
幽
或
帶
有
什
麼
宗
教
的
意
義

徊
在
新
約
內
此
h
p
除
九
一
處
佑
，
平
常
的
集
會
外
(
宗

"
扭
扭
叫
)
大
鼠
門
前
指
示
教
的
集
團
或
宗
教
的
集
會

為
此
以
「
教
會
」
一
于
來
譯
開

E
E
E
ω

頗
為
恰
當
新

約
內
以
教
會
出
怕
金
川
叫
什
教
會
划
寫“
閃
閃
叮
格

ω
n

迦
l
u

弗
l
n

n

此
文3
6

葛
1

口
訓
等
處
措
地
方
教

會
如
格
的
1
2

迦
1
2

叫
煦
的1

‘
指
家
雖
內
的
教
會

如
躍
的
5

格
前
泌
的
哥
4

時
認
2

指
個
月
舉
行
敬
肉
或

講
道
的
集
會
仙
裕
的

M
U
M
M
呵
呵
，
品

新
約
仙
似
川
此
字
表
示
教
會
是
來
自
七
十
賢
士
譯

木
七
卡
賢
土
譯
木
門
吊
以
此
字
翻
譯
希
伯
來
文
。
各
丘

(
集
會
此
間
)
但
有
時
也
別
S
E
憫
。
咽
。
翻
譯
此
字
不

過
平
常
多
用
S
E
m
。
m
o翻
譯
希
伯
來
文

z
e

y
此
字

亦
合
有
集
會
之
忠
心
兩
字
符
希
伯
來
文
內
常
指
宗
教

集
團
或
集
會
所
以
七
卡
賢
士
譯
本
用
以
譯
這
兩
字
的

開
r
r
H
O
m
設
和
E
D
m嘻
嘻
也
說
另
具
一
番
新
意
宗
教
的

意
氣
自
新
約
採
用
此
二
字
彼
此
二
字
就
專
備
教
會
集

團
散
居
在
外
受
過
希
純
文
化
教
育
的
猶
太
人
飯
以

切
可DP
嘻
哈
來
h
k
d
e

小
刊
心
的
集
團
昕
以
初
興
的
基
督
徒

就
以
H
w
r
r
z
E來
指
咱
們
什
己
的
級
會
只
有
以
猶
太
信

友
為
主
要
讀
者
的
雅
各
伯
奮
內
戶
，
次
用
了

g
g
啊
。
憫
。

來
指
稱
華
管
徒
集
團

(
2
2
)在
新
約
內
用

E
E
嘻
嘻

情
猶
太
人
來
會
的
會
堂
但
從
木
明

M
w
n
n
g
v
E
治
改
造

狂
犯
關
必
有

A
t小
川
昀
譯
名
段
不
同
研
相
反
但
在
外
國
文

字
內
常
以
此
(
手
指
教
會
亦
指
教
堂
這
或
許
是
函
為
新

約
將
教
會
比
做
一
座
建
築
所
致
(
若
2
"
!

訓
弗
2

間
自

格
前
3

，

1

口
伯
前
2
4
5
)

(
4一
)
名稱

值
約
教
會
和
新
約
教
會
都
是
天

主
召
集
來
恭
做
自
己
的
社
會
集
團
寫
此
舊
約
用
以
指

稱
舊
約
教
會
的
名
稱
都
可
以
用
來
指
稱
新
約
教
會
而

且
意
義
，
史
問
可
確
切
因
為
舊
約
是
為
新
約
而
設
立
的
舊

約
所
有
的
都
是
新
約
的
一
頂
像
(
格
前
的
U

扭
朧
的
‘
)

此
外
新
句
牢
耶
穌
為
主
(
若

m
H
宗
2

胡
耀
ω

，
雙

2
M
U
)
凡
積
約
歸
肝
、
天
主
的
新
約
亦
以
之
歸
於
墓

督
所
以
「
天
主
的
教
會
」
(
格
的
m
u
迦
1

悶
)
亦
咱們

之
間
川
「
萃
脅
的
教
會
」
門
經
泊
H

迦
l
n
)
在
新
約

內
教
會
的
名
稱
繁
多
大
抵
不
外
「
天
主
的
百
的
」
(
路

1

口
求
的
H

山
川
圳
的
3
!
8

泳
花
2
)
「
特
遷
的
民
族
」

(
伯
的
2

，
叫
羅
8

訕
訕
山
山

m
w
s
e依
的
訕
訕

υ

「
曠
野
中
的
會
來
」
因
為
教
會
在
世
有
制
以
此
之
從

報
野
(
求

7

臼
希
u
u
申
4

間

)
「
天
主
的
以
色

列
」
(
迦
3

目

6
M

羅
9
.
l
s

山
山4
n

n

昀
衍

，
)
「
ι甲
車
站
為
蜜
徒
的
集
團
」
(
羅
1

，
格
的
1
2

中

M
2
肋
的
2

耶
2
3
)
「
得
救
人
的
集
團
」
「
以

剖
圳
的
遺
民
」
(
宗2
“
羅
9

盯
1

目
依
4
2
3
)

「
海
侈
的
淨
配
」
(
瑪
9

凹
右
3
m

弗
5
自
甘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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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剖
前
2
則
M
m
n歐
1
3
)
「
基
督
的
常
萄
園
」

(
蕊
幻
且
“
若
的
主
|
﹒
依
5
2

1

7

幻
2

-

s

耶
2
n
詠
帥
，
刊
)
「
基
督
的
竿
，
軍
」
(
的
時
M
U
-



，
若
ω
耶
幻
1
1
.
划
"
回
口
4

口
)
「
新
約
的

選
民
」
門
希
9
U
M
m
u
!
u
耶
訂
)
「
在
基
督

內
的
新
受
造
物
」
(
咯
的
時
訕
訕
“
|
“
格
後

5

口
l
n

迦
6
M
M
申
n
u
依
1

2
)
「
在
世
的
天

國
」
(
瑪
的
M
凹
的
甜
白
血
默
5
.
u
得
前
2
U
M
出

的
s
6

叫
叫川
2
)
。
參
見
(
六
)
教
會
性
質
慨

(
一
二
)建
立
教
會
是
天
主

父
派
遣
他
的
聖
子

來
防
建
立
的
是
墨
子
奉
父
命
來
世
完
成
的
工
程
(
拉
伯

9
.
u
﹒
)
說
如
天
主
藉
梅
瑟
建
立
了
舊
約
教
會
同

樣
天
主
論
他
親
生
的
學
子
建
立
了
新
約
教
會
(
若
l

M
口
)
天
主
藉
梅
瑟
與
以
民
立
盟
殺
牲
混
血
為
誓
使

以
民
成
馬
天
主
的
百
姓
期
待
天
主
預
許
的
實
現
時
期

一
瀚
天
主
派
遣
他
的
學
子
來
世
山
山
生
於
灰
人
自
作
機

牲
為
讀
價
流
盡
己
血
重
建
新
約
使
全
人
類
成
了
天
主

的
子
女
獲
得
了
罪
赦
在
世
建
立
了
天
國
教
會
(
希

8
ω

迦
4
s
5
瑪
叫
“
甜
路
的“
訕
哥
I
H
H
迦
4

訕
|

缸
)
天
主
藉
車
子
在
世
建
立
了
教
會
實
踐
了
他

對
人
類
的
恩
許
(
創
3
u
u
s
)
和
與
以
民
結
立
的

毀
約
(
創
刊
u
u
口
，
.
申
4
.
l
t

H
)
完
成
了
他
造

世
贖
世
的
計
劃
(
弗
1
)

-

天
主
藉
梅
瑟
在
自
甸
勒
布
山
頒
布
了
法
律
訂
立
了

前
一
盟
約
(
制
5
1
1

5

出
3
目
叫天
主
聖
子
在
加
里
肋

-
4位
湖
邊
的
工
挫
山
上
宣
布
了
新
約
的
法
律
教
會
的
大

十一

憲
章
天
國
的
一
福
音
(
瑪
5
7
)
梅
瑟
宣
布
的
是
天

主
的
活
隔
著
雲
霧
與
天
主
交
談
是
天
主
的
僕
人
(
也

川
的
時l

M
)
基
管
木
然
他
是
天
主
導
言
在
起
初
就
與

天
主
悶
在
白
身
面
卅
一
大
主
在
父
懷
里
的
獨
生
者
天
主
鑒

于
(
若
I
L

2
M
8
帥
，
肘
)
他
來
世
是
為
給
人
講

述
他
的
父
使
人
認
議
他
的
父
明
瞭
他
的
父
對
世
人
懷

的
心
願
使
人
見
了
他
說
如
見
了
他
的
父
(
若
6
"
8

M
M
S
7
瑪
M
H

i
i
n

m
u
)
他
不
尋
求
自
己
的
光

榮
只
尋
求
承
行
父
的
旨
意
(
若
8
叩
H
目
)
講
論
的

是
父
要
他
講
論
的
話
(
軒
7
口
時
曰
“
開
)
.
作
的
是

他
父
要
他
作
的
事
(
若
5
吋
卸

8
甜
甜
)
好
叫
世
人
相

信
他
如
肉
相
信
他
的
父
(
若
山
“
H
U
m
瑪
ω

叫

)

尊
敬
他
如
同
尊
敬
他
的

父
(
若
5
詞
)
因
為
他
原
是

也
自
父
與
父
原
是
一
種
(
瑪
3
f
h
ω
M
M

阻
)

他
在
這
一
信
仰
上
建
立
了
他
的
教
會
(
瑪
的
時
!
"
)

行
奇
驅
魔
復
活
死
人
也
是
寫
要
求
世
人
對
他
表
示
這

一
一
信
仰
(
谷l

h
H
路
5
口
甜
7
u
e
口
若
5
6

9
刊
)
最
後
為
證
賞
這
一
信
仰
拿
出
自
身
來
作
證
死

後
第
三
日
復
活
(
瑪
U
M
l
叫
“
-
-

4

恥
若
2
刊

。

n
)
這
都
是
父
要
他
作
的
工
作
(
若
5
抽
叩
自
)

是
父
對
他
所
言
所
行
加
葦
的
印
證
{
若
6
盯
)
他
在

這
一
信
仰
上
建
立
了
教
會
是
要
教
會
直
到
末
日
在
世

給
這
一
信
仰
作
證
(
茲
的
盯
幼
叫
別
幻
訕
訕
宗

1
.

z
u
|

甜
3
時

i

M
4
.

l

n
)

(
四
)
組
級
社
團
的

建
立
如
沒
有
組
織
飾
不

成
為
社
團
教
會
敏
是
基
督
鐘

立
的
也
即
是
基
督
所
組

織
的
他
在
世
一
叩
開
始
傳
教
就
召
收
門
徒
(
若
1
M
1

日
)
總
續
傳
教
就
繼
總
召
收
門
徒
(
瑪
4
M
n
9

.

l

n
)
門
徒
分
兩
等
普
通
門
徒
(
寫
8
剖
n
路
6

叮

M
q
n
1
“
若
6
的
!

"
)
和
特
殊
門
徒
普
通
門

從
究
有
多
少
學

經
上
沒
有
確
實
的
記
數
只
知
他
會
一

次
派
出
了
七
十
二
位
門
徒
出
外

傳
教
(
路
m
z1

間
)

但
決
末
只
七
十
二
人
(
路
6
刊
)
至
少
有
一
百
多
人

(
宗
1
時

)
或
數
百
人
(
格
前
臼
‘
)
但
特
殊
的
門

從
部
只
有
十
二
人
這
十
二
人
是
由
普
通
門
徒
中
挑
選

出
來
的
耳
具
有
特
殊
使
命
故
稱
之
氣
「
使
徒
」
(
路
6

凹
〉
M
V
O
U
S
-
2
)

這
十
二
人
實
是
他
所
創
立
的
「
新
以

倒
叫
民
族
」
的
十
二
宗
且
故
又
稱
之
為
「
宗
徒
，
叉
點

n
叩
瑪
"
的
詞
)
以
這
十
二
人
館
門
基
礎
建
立
了
他
的

教
會
(
弗
Z
甜
默
幻

H
)
這
十
二
人
常
緊
隨
耶
穌
不

離
在
他
左
右
在
下
接
受
他
特
殊
的
訓
練
(
谷
4
"

m
7
H

!

自
)
耶
穌
又
派
他
們
出
外
傳
教
賜
給
他
們

驅
虞
洽
病
的
能
力
(
谷
6
.
!

M
路
9
2
|
.
)
在

受
難
前
夕
賜
給
了
他
們

獻
祭
的
權
柄
(
谷
M
H

路
n

V
M
)
在
復
活
當
天
晚
上
授
給
了
他
們
赦
莽
的
權

柄
(
若
m
M
m
)
在
離
世
升
天
的

當
面
交
給
了
他

們
訓
講
護
民
施
洗
傳
道
授
業
的
權
柄
(
瑪
m
M

l

m

路
的
M
HP

M
)
這
十
二
人
實
是
父
由
世
界
特
選
出
來

交
給
他
的
人
為
在
世
繪
承
他

的
事
業
為
此
他
寫
他
們

特
別
舉
行
了
祈
禱
祝
聖

郎
犧
牲
了
自
己
好

叫
他
們
實

實
在
在
是
航
鑿
的
人
為
主
個叫
人
自
甘
犧
牲
(
若
6
阿

H
U
M
H
U
-
-

H
路
6
u
u
)



~

一
通
十
二
人
中
又
有
三
人
特
殊
小
組
是
耶
穌
出
定

的
~
十
二
人
中
持
選
出
來
與
自
己
形
雖
不
離
的
祖
相
信
心
腹

一
戶
人
格
1

“
5

肘
9

忌

U
S
M
M
)
沒
有
什
廢
品
，
小
制
到

一
他
們
品
也
沒
有
什
麼
事
不
叫
他
們
知
道
(
路
位
?
!
i

『

u
f制h
u
n
-
-
m
)
。
其
中
二
人
長
雅
各
削
和
自
名
為
取

個
問
愛
徒
的
若
望
，
像
是
兩
兄
弟
第
三
人
便
是
臨
科
叫
到

驗
主
於
叩
門
指
伯
多
核
反
面
用
青
特
耶
穌
一
收
他
為
徒
就

給
他
改
么
叫
一
伯
名
，
祿
」
l

擊
石
(
圳1
叫
位
)
已

後
也
乘
機
設
出
了
他
所
以
給
他
改
名
的
原
故
是
吋
馮

他
安
心
一
逗
一
燒
替
石
上
建
立
他
的
散
會
地
，
獄
之
門
，

純
U
T
不
能
摧
毀
戰
勝
品
一
這
塊
擊
石
因
自
問
他
是
建
立
在
信

仰
主
為
活
犬
主
子
的
信
仰
上
的
(
焉
M
M
M
)

其
餘

十
一
人
雖
-
一
同
樣
享
有
束
縛
和
釋
放
的
權
柄
(
罵
的
開
)

但
天
國
的
鑰
匙
部
只
交
在
他
的
手
中
他
享
有
其
性

十
一
人
所
采
享
有
的
特
殊
束
縛
和
釋
放
的
權
納
是
十

二
人
中
的
首
領
代
表
前
穌
行
事
牧
改
他
在
廿
一
的
字
軍

(
帥
閉
門
M
M
若
的
!
M

引
以M
H
)

為
此
放
們
「
n
d以

明
勝
何
以
在
配
鯨
生
前
和
死
後
常
是
伯
多
祿
一
馬
當

先
代
表
宗
徒
扭
扭
言
行
車
(
瑪M
M
口
4

內
缸
鈞
阻
扭

曲
用1
u
2
u
3

6
u

等
處
)
為
此
在
倒
多
楓
殉
道
後

元
首
職
權
屬
於
繼
承
伯
多
鯨
位
的
人
而
不
屬
於
尚
在

世
的
宗
徒
若
望
說
困
局
伯
多
聯
身
居
要
聯
責
任
重
大

所
以
耶
穌
對
他
的
過
快
也
絕
不
輕
易
放
過
且
這
事
必
加

嚴
責
(
海
M
m剖
詞
)
知
他
富
於
血
質
過
於
自
信
難

免
不
失
足
(
瑞
叫
“
"
，
品
)
故
特
為
他
祈
禱
叫
他
失

足
後
不
放
h
R失
信
德
堪
作
艾
樽
教
會
的
態
石
(
除
叫
“

十-1703 

M
U
)
。
所
以
取
穌
在
世
不
但
娃
立
了
教
合
而
且
在
世

也
組
織
了
他
的
教
會
他
自
己
為
主
(
刮u
n
l

口
)

他
以
下
是
怕
多
惚
京
徒
的
首
微
伯
外
綠
以
下
是
其
餘

十
一
位
去
此
次
他
以
1
H
K門
他
門
徒
以
F

是
信
徒
幸

在
啥
時
J
U成
了
叫
人
Z
H
比
他
晶
宮
他
從F
J
h成
的
工
作

(
抖
右η
‘
)

耶
穌
復
街
後
問
卡
日
內
常
發
現
給
宗
能
與
他
們

討
論
天
間
的
事
(
山
市
1
s
)

辭
世
升
天
後
依
他
所
許

亦
是
學
紳
降
來
(
私

M
M
口
)
總
織
進
行
他
此
事
業

在
們
正
式
公
啡
、
成
立
他
的
教
會
(
京
2
1

.
)
協

毆
教
會
循
序
發
展
宗
徒
在
舉
辦
啟
姐
引
導
下
(
若
“

問
刊
)
軌
，
行
全
是
給
他
們
的
使
命
與
聖
辦
一
間
為

主
作
證
(
若
的
闊
的

u
)
向
世
叫
什
宣
講
得
救
的
一
一
積

蓄
(
谷
M
m

制
l
u

「
擴
展
天
主
的
u
m國
(
別8
u

哥
4

日
)
.
組
織
散
會
的
行
政
委
任
教
會
的
職
員

(
o
m

S
I
e
-
-
1

1

.
3
2
l
l
s
5

抽
悶
。
惜

!
l

旭

5

4
1
1
1
;
;
z
j
z

軒

的
M
M
F
m
)
在
各
地
設
立
管
訓
班
教
會
的
「
監
督
」

「
長
老
」
和
「
軟
事
」
(
自
m
M
n
m
z
到
口
"
斐
1

1
)
規
定
人
還
應
有
的
資
格
(
弟
前

3
1
U
)

和

對
人
還
應
有
的
態
度
(
第
前

5

戶
自
參
見
弟
前

4

H
M

伯
前
5
2
l

‘
)
，
任
命
地
方
「
監
督
」
依
照

規
定
在
各
地
設
立
「
長
老
」
(
劃
1
5
1

，
)
自
始

以
伯
多
線
為
元
首

(
4右
幻
u

口
出
所1
M
H
u
s


口
迦
1
"
)
伯
多
繭
於
公
-
t六
七
年
為
主
殉
道
後
其

職
位
與
職
模
由
其
給
位
人
羅
馬
主
教
繼
承
統
治
天
下

教
會

這
一
由
主
耶
穌
奠
定
的
組
織
在
宗
佳
時
代
向
木

成
定
型
到
了
宗
徒
敬
父
時
代
即
-
世
紀
末
二
世
紀
切

說
已
成
定
型
與
今
日
所
有
的
教
會
聖
統
制
度
大
反
桐

V
尸
示
過
足
人
勸
阻
增
多
範
圍
擴
大
對
許
權
限
的
倪
志

和
m
v叫
較
為
肉
吃
詳
盞
，
而
已
過
是
每
一
組
織
在
向
她

時
代
蠻
層
的
必
然
現
象
教
會
自
然
也
不
例
外

(
五
)
權
力

有
什
麼
使
命
就
有
什
唱
腔
權
力
槽

力
是
誰
以
執
行
使
命
的
力
豎
一
切
使
命
出
於
土
主
所

以
一
切
權
力
也
是
來
自
上
主
(
若
間
內
叫
叫
鑫
叮
2

7
)
主
耶
穌
來
世
既
為
執
行
父
委
給
他
的
使
命
就
有

父
丟
給
他
執
行
使
命
的
權
力
父
是
生
命
之
派
同
樣
使

他
也
成
了
生
命
之
源
使
凡
相
信
他
的
有
權
利
成
為
天

主
的
子
女
(
若
1
4

問

5
"
)
他
夾
-
原e
T
(
4

是
要
審
判

世
界
而
是
要
救
唷
世
界
(
若
3

口

8
M
m
MH

)
也
父

不
審
執
任
何
人
那
終
審
判
金
交
給
了
子
因
寫
他
是
人

子
住
在
人
間
(
創l
u
5

間
間
)
他
的
在
世
的
吉
行

就
是
對
人
的
審
判
(
若
3
M
H
U
M

叫
)
他
來
全

是
為
人
一
點
也
不
然
己
自
作
祭
司
自
作
犧
牲
獻
出
自

己
的
一
切
甚
至
自
己
的
生
命
作
贖
世
的
代
價
使
人
撞

得
算
很
而
起
生
(
瑪

m
n
必
問
格
前
q
-
'
!

﹒
希
ω

4

叩

H

參
見
羅

5
)
總
之
父
派
他
來
世
的
使
命
叫
做

如
雪
保
祿
所
說
是
要
他
作
人
類
的
智
慧
正
義
基
化
和

救
闡
明
(
格
前1

抽
)
好
使
天
上
和
地
上
的
一
切
得
飾

於
基
督
藉
基
督
歸
於
文
(
弗
1
.

訕
格
前
的
n
i

M
)
他
建
立
了
教
會
是
要
教
會
作
他
的
「
化
身
三
弗

-
M
M
5

甜
葛
I
M
M
)
在
世
繪
續
執
行
他
畏
的
使



命
健
壯
人
獲
得
科
全
正
義
學
化
和
救
賴
時
執
行
這
一

使
命
他
將
父
賜
給
他
的
叫
做
力
今
賜
給
了
教
會
(
寫
叫
“

u
m
右
m
n
)
雙
赦
令
在
何
做
每
人
(
宗
5
u
u

.
u

寓
1
H
H

)
使
人
少
識
真
盟

(
娟
的
2
.

7
)
使
人
知
過
偽
故
(
山
水
2
H
5
抽
血
泊
叩
)

獲
得
罪
赦
(
7
ω
U
H
U
M
耳

1
6
H
)
使
人
覓

得
拉
美
不
再
如
無
牧
的
社
「
(
宗
MW4
s
弟
前
l
s
‘

4

u
n

然
後
4
1

5
伯
前
5
1
4
)

只
此
教
會

古
乎
有
治
理
權
治
問
此
天
下
的
血
來
(
京
的
裕
的
H

H
)
.
u
p

有
圳
海
機
圳
海
話
眾
所
當
敢
當
行
笛
一
倍
的
事
(
格
前

的
z
u

迦
1
8

1

"
得
後
2
n
i
凹
舟
，
則
1
3
4

3
H
U
6

甜
剖
)
字
街
司
法
裁
判
帶
審
判
處
罰
禎
兔

倍
眾
的
掉
過

(
格
的
5
2

5
6

1
8

)
訂
了
令
行

祭
械
制
取
付
代
卜
紀
施
行
會
事
分
施
腳
慰
施
惑
(
裕
的4

1
2

刊
自
討
峙

3
.

臼
希
9
H
間
)
，
迫
仲
悍
，
槽
力

直
接
巾
主
飢
鯨
而
來
(
馮
刊
的
刊
在
別
剖
參H
W
d格後
5

凹
，
m
m
!
u
)
也
不
山
山
於
何
何
人
心
一-q
h
組
織

任
何
人
任
何
組
織
不
得
怕
自
干
預
阻
礙
教
會
執
行
其

使
命
行
使
其
帶
力
(
宗
4

M
m

5
甜

甜
甜
珀
後
2
8

間
斐
I
H
n
)

半
於
佰
串
卅
一
位
M
眾
咄
咄
服
從
教
會

(
裕
的
4
n
格
後
ω
口
-
u

希
U
H
)
悠
依
照
教

會
宣
讀
的
服
育
學
叫
圳
生
活
(
品
質1
剖

哥
3
1
.
)

應
使
自
己
的
一
生
成
為
一
祭
獻
(
雖
氾
2
2
俏
的
2

一
-
6
.
)
因
為
信
徒
相
信
主
說
應
為
主
犧
牲
(
羅

8

叫
一阱
，
到2
m
5
H

制
後5
閥
割1
盯
l

m
3
.
H

J
一
部lH
抖
的
2

到

4
1

2
三
道
路
才
能
與
主
同
生
向

1703 十一京

2
'
，
。

死
几
〈
持
共
榮
(
M
m
6
a
u
8口
)

(
六
)
性
質

知
要
明
白
教
會
的
注
質
就
要
明

情
，•

• 

h

級
會
是
什
麼
吼
叫
會
娃
什
麼
一
何
在
不
妨
訴
說
不
仙
凶

瓜
教
會
進
屬
艸
的
組
織

(
H
L
U抽
)
而
且
關
為
教
會

。
'

的
本
質
賣
衣
H恨
他
雌
雄A
T說
教
會
科
天
主
幻
附
界
對
此

。

人
的
關
係
來
概
拈
描
述
教
會
的
性
質

(
1
)
級
會
與
天
主
父
的
關
係
教
會
是
他
的
行

性
(
路
1

叮
京
的
U
H
伯
的
2
g
M
U
彥
兒
出
m
w
s

6

取
切
口
刊
)
是
他
的
正
式
(
瑪
衍
訓
的
帥
，
口n
格

的
的
剖
棉
5
5
得
，
圳
2

日

U
)
是
他
的
立
織
(
璃
5

品
迦
4
M
妙
幻
2
4
)
是
他
的
問
毆
(
成

H
M
格

3
6
9
#

拉
克
依
位
‘
s

則
M
m
u詞
而

4

問

6
2

"
)
是
他
的
般
干
(
格
的
3

叩
口
格
後

6

間
)
是

側
的
你
也
關
(
右
的
1
a
f
門

的
時
約
1
M
創

刊

“
#
暫
且
依
5
1
2歌
2
H
7
間
一
詠
帥
，
1
凹
)
是

他
的
守
軍
(
后

m
m
h拭F
M
W
D
I
4

川
叫
“
米2
n

。

(
2
)
教
會
與
平
、
主
寸
的
關
係
教
會
是
他
的
Z
H

M
m
(
京
的H
U

叩
甜
甜
，
稚9

目
叫
)
是
他
的
王
國
(
瑪

H
U
H
M
W
甜
甜
盯
路
幻
的
毛
的
扭
扭
希
眩
目
默
1

5
6
)
是
他
的
a
h
川
崎
(
制
訂
2
M
希
川
Mn
H
)

是
他
的
間
關
(
格
U
M
)
是
他
的
股
宇

(
格
的
6
"

格
後
6
M

默
幻
時
，
訂

)
是
他
的
的
問
簽
(
相
2

m
i

n
伯
的
2

‘

S
)
是
他
的
家
庭
(
弗
2

凹
弟
前
3
H

M

)
是
他
的
俏
的
關
(
瑪
必
1

l

M
右
的
1
1

i

8

)

是
他
的
下
軍

(瑪
必
U
M
I
Hω
1
，

H

自
1

祖

宗
m
H
)

是
他
的
革
貞
淨
配

(
駕
9
臼
n
z
呵
呵
ω
zl
n

若
3

甜
甜
m
m
w
e
a
裕
後
U
2
夠
5
n
1

凹
)
是
他
的
﹒

家
彪
(瑪
凹
的

目
弗
2
"

希
3
.

1

8
)
是他
的
妙
身

(
呵
呵
的
S
E
H
H
叫
“
路
ω
口
出
不
9
5
格
的白
白
1

盯
弗
1
扭
扭
4
M
l
M
哥
2
時
)
是
他
的
新
創
造
物

(
總
6
4
蚓
6

時
制
後5
口
則
2
叫
閥
割l
u

l

叩

3
刊
)
，
是
他
的
樹
浦
(
荊

l
n
n

4
問
時

副
2

，
刊
)

(
3
)
教
會
與
天
主
學
神
的
關
係
學
神
形
成
了

教
會
的
如
基
督
和
教
會
的
肢
體
倍
能
(
瑪

-

u

凹
的
的1
M

葛
I
M

京
1
.
8
2
n
叫

老
3
3

8

均
2

日

H
4
1
刊
)
受

A
U於
天
主
里
父
和
天

主
碟
子
(λ
M
H
I
U

自

M

M
N
S
H
)
臨
冉
來
人
利
繼

承
天
主
予
的
遺
業
在
院
正
式
成

b
a
f
教
會

(
右
M
M

宗
2
1

4
口
)
赦
免
人
罪
使
人
重
生

(
若
3

8
.

s
m
刮
目
維
8
M
時
間
格
的
6
u
)
生
活
在
晶
社
會

內
引
導
教
會
-
Y識
一
切
健
彈

(
打
M
問
叮
叮
甜
羅
5

5
)
伴
隨
教
會
也
可
主
作
護
士
犯
的
目
凹
的7
1

臼
)

使
級
會
成
為
支
撐
真
理
的
基
礎
和
件
石
(弟
前
3

時
)

從
教
會
內
工
作

(
4申
明ω
凹
叩

宗
2
.
4
8
6
ω
9
叮

叮
Z

M
UM
切
n
t
H
幻
4
格
前
也
‘
U

)
出
市
導
冶

辦
教
會

(
3
F
5
au
-
-

4
M
U
M
M山6
|

岫
訕
訕
)

教
導
教
會
而
搞
(
羅
8

甜
盯
弗
6

凹

猶
幼
)
舉
行
祭

紀
(
雜
的
M
希
9
H
H
)
施
行
也
一
一
事
(
格
前
也
時
格

後
1
扭
曲
mI

H
H
羅
6
3
l
I

M
8
u

l

口
)
使
教
會

以
心
神
在
與
帥
，
內
朝
拜
父
(
若
4

訕

訕
)
使
教
會
合

而
問
卅
一
(
右
η
個
|

站
絡
前
6
叮
沱
H

晶
月2
M
M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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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H
m有
傳
教
問
吋
主
作
遠
的
精
神

(
對l
m

制
後
1

，
.

自m
l
.
-

)
空
街
、
永
生
復
活
的
希
望

(
羅
8
u

的
u

總
後
1
n
5
.

弗
4

‘
卸
迦
5
S
)

(
4
)
教
會
總
向
界
的
精
係
教
會
存
於
卅
耽
心

不
囑
淤
所
山
丹
(
泣
的
M

盯
」
時
比
例
叫
什
柏
前
械
制
山
教
會

戶
為
ω
n
M
m
g
Z
M叫M
U
M
m
H
M
)

卅
卻
不
誰
叫
明

'
，
1、
'
，
、
'
，

3
3

。

均
教
會
(
瓶
，M
W
M右
M
訕
訕

M
w
n
d
h
-
5
.

5
)
教

會
婪
、
拉
存
於
惟
(
瑪
咽
曲
目
L
M
M
M
)
作
支
慘
提
煌

的
性
石
(
弟
前
2
7
3

時
)
照
廿
-
的
總
尤
(
寫5
H

M

八
小
口
“
口
)
防
闋
的
做
喘
噓
(
瑪5
u
)
發
酵
的

2
》
‘
'
。

臨
閃
母
(
前
峙
的
品
)

(
5
)
教
會
與
世
人
的
胡
係
教
會
是
反
人
的
母

親
生
進
教
何
人
靈
(
迦
4
M
l
u

鳳
山
，u
l
m
m
7
8
幻

2
S
)
使
世
人
成
有
華
街
妙
身
的
快
過

H
U制
柄
連
甘

為
予
足
(
維
也
4
s

格
的
吟
臼
盯
你
4

自
)
他
人
領

，
3
3

、
3

、
、

ο

域
內
，
‘
大
家
庭
(
駕
凹
的
目
弗2
"

而

3
2
6
)

自
以
上
研
述
種
種
關
問
你
可
以
知
道
教
會
從
台
1

放
性
質
是
什
麼
教
會
真
可
成
包
羅
一
尺
奎
壇
一
付
外
研

。
，

有
的
作
為
天
主
德
教
會
表
現
他
的
健
贅
，
和
神
聖
人
頭

。

由
教
會
認
議
他
的
鼓
」
乏
和
智
慧
教
會
是
γ才i
t
-
-
聖
三
嗯

。

世
人
相
逝
的
團
悄
地
家
庭
和
天
以

{
L
)
特
徵
特
蝕
的
是
一
事
一
切
令
山
山
獨
具

。
，

的
性
質
教
會
獨
具
內
混
世
H
d
μ一
過
泌
伙
!
此
叫
川
帥
，
于
a
r
h
r

o 

m計
至
公
和
呼
源
於
宗
徒

(
1
)
至
一
苓
…
即
開
叫
教
會
只
銜
，
叫
從
沒

有
當
嚕
一
-
例
几
吼
沁
人
身
只
有

4

頭
一
身
(
明
惜U
S
懦
、
內

1703 

S
S
$

。

A
V

凹
，
-
2

7

7

伽
W
S
4
T
a
-
-
E

U
'

，

1
1

1

2

到
1
2
4
1

司

1
1
2
3
1
}

天
主
口
、
合
一
例
(
絡
的8
.

-

e

弟
的
l

刊
)
在
天
主

與
人
間
作
中
似
的
也
刊
、
布
一
仗
。
山
代
人
主
護
慰
人

的
型
科
已
1

、
自
他

(
1
M
m
U
H
M
H
H

棉
4

1
6

呵
川
2
2
7

倍
8
6
9

廿
日
創
)
所
以
一

體
三
忱
的
一
人
土
娃
兒
的
教
會
也
只
釘
一
例
浴
竿
犧
牲

仆
己
的
性
命
使
千
種
得
水
生
的
話
H
牧
只
合
一
伙
使
干

帶
保
臼
己
的
永
化
的
T

俺
也
只
L
竹
一
個
(
H
U
ω
7

M
M
m

峙m
u削
1
u

口
)
天
主
結
合
的
人
手
可
分

離
(
瑪
ω
J
L
叫
“
i

臼
川
5
n
r
M
)
昕
以
教
會

的
分
別
且
是
山
於
人
的
那
您
可
此
主
在
主
臨
睡
前
夕
祈
求

又
保
邀
他
的
教
會
收
兔
即
仰
而
占(
H
t
η
H
)
山
市
存
在
他
內

八
口
而
鬥
廿
一
銳
的
，
A
M
在
他
內
他
作
。
U
X內
一
億
(
若

口
U

刮
目
格
』
叫

3

刮
目
)

(
2
〕
?
!
咱
一
小
學
齡
教
侖
具
有
想
化
人
的
能

力
指
使
人
叫
咱
主
品
於
是
義
(
只
ω
'
的
6

綠
1

7

5
2
u

的
M
H

仙
卅
一
叫11
6
u

格
後
5

口
問
川

-
m

2

油
5
刮
目

)
h
a況
也
想
成
花
(
經
8

凹
，
i
M

弗
1

3
H

勻
，3

凹
口
行

i內

2
.
)
息
反
m
r
Z的
生
活
(
羅

6
3

刊
口
，
，
自
叭
峙
的
4
1
8
#

叩
m
M
1
1
4伯
前

l
z
)
m
i
n
t小
的
，
了
非
可
以
嗎
仇
求
放
(
除
5
M
l

臼
7
刊
刊

的
7

汁
俊
3
9
)
有
社
訝
的
也
可
以
洗
淨

仇
己
的
祥
(
亦
l

J
h
-
T
M
2
1
2
5

時

口
)
勵

汀
，
花
叩
門
仇
憐
役
以
哦
川
己
的
4
(
瑪
6

H
H
U
U

。
、
S
J
'

‘
'
、
《
'
。

站
叮
3
H
H

裕
的
8

凹
的
，
叫4
8
)
級
會
是
至

明
的
例
水
抖
圳
人
的
划

n
h
u什
人
(
為
9
u

闊

的
晰的

1
l
M

剃
前
-
H

刮
了
』
!

I

.
J「
教
會是
歪
曲
梧
的

但
教
會
內
仍
能
街
界
人

(
闊
前
的
“
弟
前

5

個
有
一

2
2
)
但
罪
人
M
r
a
A
小
悔
改
就
自
絕
於
教
會
出
甘
作n

j
r刊
-
h
魔
的
，
吼
叫
呻
(
1
H
S
M訂
一
3
.

甜
點6
口
刊

的
後
z
h
n
R
u
ω

訕
訕
)

(
3
)
、
仁
叭
叭
，
至
2

郎
調
教
會
包
扎
，
令
人
沁
U

天
下
金
人
類
的
教
會
沒
有
倒
叫
作
和
極
族
的
分
別
約H
A

督
而
川
全
人
類
共
成
一
你
教
會
(
蚓

m
u
f

叩
谷
的
問

闊
別
川
崎
扭
判
刑

2

創
刊M
n
M

點
l
M

口

3
p
m
u
f

3
、
'
，
‘

s
o

H

迦
3
n
m

句

1
3
H
)

(
4
)
尊
源
於
宗
川
比
過
呀
?
掠
於
去
徒
郎
謂
教
會

的
開
創
始
引
進
京
徒
中
山
為
他
們
是
主
耶
穌
羔
督
條
還

h
.定
嗎
閒
斜
，
1... 

己
教
會
的
人
(
的
阿6
呵
!
M

宗
l
z

1
3
4
m

蚓
1
1
2
6

，
如
前
門M甜
甜m
z
u
臼

h
o
t
-
3
2

、
‘
'
。

3

‘
"
的
後
3
1
2

惜
的
口
﹒
l
m
w恥
咱
們μ
H
)
兮
此
凡

其
源
不
計
於
h
F均
比
晶
晶
且
會
郎
后
是
基
督
的
教
會
益
低

。

的
教
會
是
由
中
甘
心
止
一
脈
相
等
F

來
的

此
外
尚
有
一
點
特
性
亦
可
視
為
教
會
的
特
阿
扎
郎

教
會
必
常
遭
迫
寺
(
閥

，2
M
M
H
H
ω
H
!

目
趴

必
自
圳
後3
口
創
川
前
3

日

間
)
必
不
見
你
什
於
伊
界

(
職
ω

口
創7
7
M
U
H

盯
叮
M

閥

割
-
3

口
)

、
必
與
黑
暗
祁
惡
奮
鬥
到
底
(
制

6
M

口

獻
後
6
3

時
川
?
ω

圳
站
前
2
3
u

側
的
5
.
u
)

也

'
，
白
，
。

蚓
生
再
來
征
級
快
叫
什
(
格
的
U
H

叩u
m
-
-

甜
)

(
八
)
憲
章
的
約
有
何
約
的
法
律
新
約
﹒
白
布

'
、
‘
。

新
約
的
法
律

(
4巾
8
.
l
n
)
簡
約
是
建
立
在
向
約



的
法
律
上
新
約
也
是
建
立
在
新
的
的
法
律
上
萬
約
的

法
律
是
天
主
藉
梅
瑟
在
西
乃
山
上
頒
布
的
(
也
吵
)

新
約
的
法
律
詞
是
天
主
派
遣
自
己
的
兒
子
來
做
在
熙

雍
山
上
立
定
的
(
依
2
2
8
若
l
刊
路
泣
的
叫
的
“
“
}

為
此
舊
約
的
法
律
稱
為
「
梅
瑟
的
法
律
」
(
路
2
扭

若
7
目
)
新
約
的
法
律
稱
寫
「
基
督
的
法
律
一
(
格

前
9
n
迦
6
2
)
梅
瑟
的
法
律
是
屬
肉
的
法
律
不
但

不
能
使
人
戰
勝
肉
慾
反
而
激
起
人
的
情
慾
罪
上
加
罪

基
督
的
法
律
部
是
屬
棘
的
法
律
賜
給
人
神
力
戰
勝
情

慾
以
新
心
神
事
奉
天
主
(
羅
7
8
)
梅
瑟
插
血
為
盟

領
定
法
律
用
的
是
牛
羊
的
血
基
管
締
結
新
約
立
定
新

法
用
的
部
是
自
己
的
血
(
瑪
u
m
M
格
前U
臼
}
牛
毛

的
血
白
不
能
赦
兔
人
罪
基
督
無
罪
笠
、
羊
的
血
卸
能
潔

淨
人
心
使
人
獲
得
罪
赦
(
希
9
刊
)
所
以
新
約
的
法

律
是
「
得
救
的
一
福
音
」
(
串
串
幼
扭
扭
帽

1

油
弗
l
u

葛

1
5
6
)
是
「
蔥
籠
的
法
律
」
(
右
l

H
羅
6
u
弗

Z
I

刊
)
是
「
信
德
的
法
律
」
(
羅
3
n
i
u
)

蘿
宣
講
一
福
音
使
人
信
仰
基
督
由
水
和
建
神
重
生
(
若

3
5
e
宗
2
抽
)
獲
得
罪
赦
成
為
天
主
的
義
子
而
存

在
基
督
內
共
享
永
生
(
若
5
H
6
“
日
目
前
羅
1
M

口
4

間
8
時
廿
ω
5
1
時
)
這
些
甘
願
接
收
天
主
恩

寵
的
邀
請
而
袖
借
了
主
的
人
(
羅
8
甜
甜
個
時
後
2

，
H

S

口
)
是
父
賜
給
主
耶
穌
的
人
(
若
8
品
1

盯
叮

-
e|
8
)
由
這
些
人
組
成
了
在
世
的
天
國
教
會
有
嬰

前
一
神
與他
們
何
在

(
部
M
H
i

口
)
，
使
他
們
深
知
自
己

戶
是

，

失
主
的
手
女
行
動
施
從
E
E辦
的
指
示
和
切
望
生
活

1703 十一輩

於
正
義
(
羅
8
1
!
叮
)
為
此
教
會
子
女
的
生
活
憲

章
是
生
活
在
天
主
的
愛
聖
神
內
以
存
在
天
主
的
愛

內
明
瞭
天
主
是
愛
(
若
-
4
H
)
事
事
緊
隨
學
棘
的

引
導
取
法
天
父
做
天
主
惟
俏
惟
妙
的
子
女
上
愛
天
主

如
父
下
愛
世
人
如
兄
弟
姊
妹
天
主
的
愛
迫
使
我
們
愛

他
也
迫
使
我
們
愛
人
彼
此
相
愛
(
右
3
時
若
-
4
叩

I
H
U
l
缸
羅
8
位
格
後
5
H
H
)
為
此
主
耶
穌
在

要
自
作
犧
牲
濟
血
締
結
新
約
的
前
夕
莊
嚴
啟
示
天
主

聖
王
道
理
以
後
頒
布
了
他
的
誡
命
他
的
新
誡
命
為
新

約
標
誌
的
新
法
律
彼
此
相
愛
的
新
誡
命
令
右
曰
“
師
)

他
命
令
人
彼
此
個
愛
應
如
問
他
愛

7
世
人
(
若
時
間

口
)
他
突
人
是
以
父
愛
他
的
愛
和
楚
，世
人
的
愛
自
用

筆
划
因
此
人
應
存
在
他
內
彼
此
相
愛
才
能
如
同
他
一

樣
愛
人
如
同
他
一
樣
愛
父
(
右
的
8
.
若
-
3
5
)

所
以
新
約
的
法
律
線
歸
於
以
天
父
和
主
基
督
的
愛
彼

此
相
愛
一
(
釋
的
8
l
叩
迦
5
H
H

哥
3
n
f
H
)

這
是
教
會
建
教
的
憲
章
破
壞
這
一
條
叫
法
律
如
等
於
否

謂
天
主
子
降
來
人
悅
建
立
了
教
會
(
+
台
-
2
n
!
自

3
7
l
m
4
1
刊
)

(
九
)
保
祿
的
教
會
論
主
耶
師
可
是
照
父
的
旨

意
在
世
宣
講
了
天
國
的
一
隔
音
建
立
了
他
的
教
會
但
是

他
是
一
塊
在
價
人
拋
棄
後
纜
作
了
悴

，角
基
石
的
石
頭

(
瑪
幻
4

宗
4

u
伯
前
2
.
7
參
見
依

m幼
時
達
2

“
詠
川
自
臼
)
，
娃
一
粒
該
落
入
地
內
死
了
以
後
總
結

出
了

許
多
子
粒
來
的
麥
粒

(
若
U
H
參
見
依

叮
叩
|

臼
)
是
被
人
從
地
上
舉
起
來
了

以
後
續
吸
引
一
切
來

歸
問
自
己
的
救
主
(
若
眩
目
)
是
要
死
而
復
活
然
後

才
升
天
坐
在
天
主
父
右
邊
的
人
子
(
若
6
帥
的
措
呻
吟

盟
希
也
2
)
所
以
教
會
濛
是
耶
穌
死
後
與
聖
父
同
派

遣
連
一
神
來
世
繞
算
正
式
成
立
(
封
7
扭
扭
M
M
m
H

|
臼
宗
1
‘

5
7
8
)
在
世
正
式
成
立
組
織
擴
環
教

會
是
父
與
子
委
給
學
神
的
使
台
(
若
M
H
n
甜
甜

M
m
s
間
)
宗
徒
在
學
神
啟
迪
引
導
下
建
立
組
織
擴

壞
了
「
基
督
的
教
會
」
(
羅
M
m
H
迦
1
n
)
向
天
下

萬
民
宣
講
了
「
天
濁
的
滴
血
目
」
(
瑪
m
u
i

M
)
國
呵

適
應
環
境
陣
續
先
後
發
表
了
一
些
著
作
或
追
述
往
事

如
剛
剛
部
或
討
論
當
前
或
未
來
的
事
我
如
尉
叫
樹
單

在
四
一
禍
音
內
直
為
當
時
教
會
肉
末
正
式
成
立
雖
然
其

中
所
述
固
然
與
教
會
有
關
但
就
教
會
而
討
論
教
會
的

記
述
並
不
多
見
至
於
宗
徒
經
書
因
為
當
時
教
會
已
正

式
成
立
而
且
正
在
發
揚
光
大
中
所
以
討
論
的
幾
乎
可

說
瓷
是
教
會
或
有
關
教
會
的
事
為
此
可
說
四
一
臟
血
目
所

記
述
的
是
創
立
教
會
的
革
督
的
事
宗
徒
經
書
所
論
皮

的
是
革
管
創
立
的
教
會
的
事
這
由
路
加
聖
央
編
述
兩

音
和
宗
徒
大
事
錄
兩
書
前
所
切
的
小
序
可
以
看
圳
和

意
會
刮
宗
徒
叫
他
喜
內
對
教
會
討
論
得
比
較
詳
盡
的
首

推
學

-

閃
閃
祿
和
學
若
望
二
人
這
自
然
是
因
為
他
們
一
一
人

創
立
了
一
些
地
方
教
會
和
遺
下
了
較
多
的
著
作
所
致

今
先
就
學
保
祿
的
著
作
客
述
他
的
教
會
論
然
後
也
附

帶
提
及
幾
旬
開
於
聖
若
望
的
教

會
論
的
話

宗
徒
中
只
有
連
一
保
祿是
位
經
師
是

-
u位
傑
山
而

又
對
當
時
羅
馬
希
磁
文
化
有
相
當
一
認
識
和
造
詣
的
經



-
師

(
b
m
n
z
2
」
，
且
是
主
耶
銬
在
復
活
升
天
氣
由
天

m
-
召
遷
的
唯
一
也
F
徒
〔
向
別
9
u

廿
制
前9
1

的
﹒
)
。
他

•• 

i 

一
深
知
主
耶
穌
對
他
所
作
和
他
身
頁
的
特
殊
使
命
(
格

一
前
h
u
--

H

弟
前
1
u

|

叮
弗
3
1

時
)
在
他
往

大
馬
士
革
路
上
得
見
的
一
腳
頓
中
說
已
一
卿
克
主
耶
穌
與

教
會
已
結
了
不
解
之
緣
的
關
係
他
迫
害
的
是
教
會

(
迦
I
H

格
前
的
，
)
主
耶
穌
部
從
天
上
叫
喊
說
「
你

寫
什
壓
迫
害
我
」
保
綠
一
時
明
白
不
了
這
臼
謂
一
-
我
」

的
是
誰
說
懇
切
的
問
說
「
主
你
是
誰
」
主
從
天
上
答

說
「
我
即
是
你
迫
害
的
耶
穌
」
這
位
恥
穌
他
自
斯
德

望
的
口
中
聽
說
過
知
道
他
是
誰
(
宗

7
H

|

8
1
)

即
是
那
會
被
釘
在
十
字
梨
上
現
坐
在
天
主
右
邊
的
耶

穌
這
位
己
復
活
升
天
的
耶
穌
仿
生
存
在
世
(
瑪
m
m

若
M
M
l

甜
)
這
位
仍
生
存
在
世
的
耶
穌
即
是
他
的

教
會
(
哥
-
u

剖
弗
1
n

詞
)
他
與
他
的
教
會
密
切

結
合
已
成
了
一
種
一
「
我
才一
(
弗5

缸
，
目
路
ω
M
若

u
m
)
保
祿
領
洗
加
入
歇
會
充
漏
連
一
辦
得
見
了
光
明

(
弟
前
1

間
間
)
認
識
了
被
釘
的
耶
穌
(
格
前

1

扭

扭

2
3
2
)
自
成
了
與
耶
穌
間
被
釘
的
人
(
迦
2
u

m
)
脫
胎
換
骨
完
全
成
了
一
個
新
人
(
格
後
5

叮
閻

斐
3
7
H
)

耶
穌
的
奴
僕
宗
徒
和
俘
虜
在
他
歸
化

的
嘗
，大
賴
天
主
子
的
啟
示

(
迦
1

口
口
羅

1
8

-

s
)
說
深
深
明
瞭
天
主
子
墓
督
的
死
亡
和
復
活
對
教

會
的
關
係
教
會
是
由
基
督
的
死
而
得
生
教
會
在
世
過

的
是
基
督
復
活
後
的
生
命
(
羅

5
8
)

他
本
著

這
一
信
仰
生
活
實
踐
了
他
為
外
邦
宗
徒
的
使
命
他
由

十一.1703 

傳
教
和
在
基
督
內
的
生
活
日
勝
一
日
愈
明
瞭
7
基
督

與
教
會
的
奧
跡
在
他
陸
續
發
表
的
香
信
你
將
自
己
的

心
得
傳
授
了
給
自
己
在
基
管
內
所
主
的
子
女
(
制
前

4
H
|

口
迦
3

時
)
我
們
無
法
在
此
將
他
對
教
會
發

表
的
精
微
道
理
與
四
福
音
和

宗
徒
大
事
錄
所
有
兩
相

對
照
但
由
上
述
各
筒
所
引
證
的
新
約
章
節
看
來
也
可

看
巾
他
向
教
會
的
講
論
與
阿
爾
音
和
宗
徒
大
事
錄
關

於
教
會
所
提
到
的
各
點
不
但
苦
相
吻
合
而
且
是
在
聖

神
默
感
下
新
約
啟
示
發
展
的
自
然
演
繹
和
必
然
結
論

基
督
與
教
會
的
關
係
是
一
種
圈
，
神
而
富
有
赫
越

性
的
關
係
要
想
明
瞭
這
一
閥
係
只
好
以
告
喃
喃
來
象
叫
回

來
比
被
保
祿
為
講
解
這
一
閥
係
用
了
很
多
的
警
喻
但

用
得
最
精
最
繁
的
還
是
「
妙
身
」
譬
喻
在
他
前
期
和

後
期
所
寫
的
書
信
內
或
明
或
暗
常
應
用
了
這
一
時
彎
曲
明

在
前
期
魯
信
內
最
主
要
的
是
釋
格
迦
三
書
(
經6
1

-

H
U
S
8

格
前
6
n
l

m
m
u
i

n
u
n
-
u

迦
2
M
l

n
3

甜
甜
)
在
後
期
的
替
信
內
最
主
要

的
是
弗
哥
二
醫
(
弗
1

叩
甜
甜

2
M
-

u
4
2
M

5

臼
臼
哥
-
H
H
3
M
4

叩
I

n
)

在
前
翔
的
書
信
內
他
是
以
他
雙
層
的
經
驗
在
當

約
法
律
下
主
活
的
經
驗
和
在
新
約
法
律
下
生
活
的
經

驗
來
比
較
人
在
法
律
內
和
在
基
督
內
的
生
活
以
反
映

法
律
對
人
和
基
督
對
人
的
關
係
所
以
他
的
教
會
論
比

較
說
來
還
是
就
教
會
的
成
分

;

信
徒
本
身
或
地
方
教

會
而
言
至
於
後
期
的
書
信
多
半
是
獄
中
，
但
寫
的
那
時

他
已
在
歐
亞
各
地
直
接
或
間
接
建
立
了
一
些
一
教
會
三

次
出
外
傳
教
叫
他
觀
對
於
蓋
督
和
教
會
的
認
識
有
更
進

一
步
的
發
展
在
比
較
清
閉
的
獄
中
生
活
中
間
憶
段
往

沉
思
現
在
預
靚
未
來
默
觀
基
督
的
興
蹟
對
於
教
會
論

發
揮
了
更
為
確
切
深
奧
精
微
的
結
論
在
前
翔
的
書
信

內
他
討
論
教
會
依
攘
的
多
半
還
是
他
的
經
典
的
認
識

和
經
驗
至
於
在
後
期
的
書
信
內
他
所
依
溢
的
是
他
在

基
督
內
的
生
活
和
他
身
為
外
邦
宗
徒
從
事
傳
教
得
來

的
經
驗
所
以
他
的
教
會
論
是
說
整
個
教
會
而

言
包
括

全
人
類
不
但
包
括
全
人
類
而
且
包
括
叉
上
所
有
的
一

切
(
弗
1

叩
哥
1

叩
)
基
督
在
萬
有
中
為
「
頭
」
獨

佔
首
位
教
會
為
「
身
」
包
羅
一
切
(
弗

l
n

咱
哥


M
M
)

頭
與
身
體
基
督
與
教
會
共
成

一
體
共
活

一

生
命
共
有
一
墊
腳
共
屬
一
天
父
(
弗
4
4
B
)
本
著

基
督
藉
著
基
督
在
萃
督
內
發
育
成
長
緊
湊
直
給
各
盡

已
職
互
相
輔
助
在
愛
德
中
發
展
不
斷
成
長
以
達
於
基

督
圍
阻
撓
的
成
年
(
弗41
i

M

哥
1

扭
曲

3
M
T
O

H
)

這
富
有
生
命
的
成
長
能
力
金
山
於
為
「
頭
」
的
基
督

因
寫
在
他
內
其
實
住
有
整
個
圓
滿
的
天
主
性
(
弗

4

M
M

哥
2
M
M
)
為
「
基
督
妙
身
」
的
教
會
由
為
「
頭
」

的
基
督
亦
取
得
了

E
漏
而
成
了
在
一
切
內
充
滿
一
切

的
基
督
的
團
浦
(
弗
1

訕
訕
哥
2
.

串
串
見
若l
M
)

教
會
是
基
督
的
國
瀚
因
為
教
會
是
第
「
頭
」
的
基
督

的
「
身
體
」
基
督
楚
教
會
充
漏
一
切
使
一
切
歸
於
基

督
驀
基
督
歸
於
父
(
哥
1

臼
l
m

彥
兒
終
前
3
n
i

n
)
第
此
教
會
是
至
一
至
聖
至
公
的

至
於
墓
若
望
的
教
會
計
與

E
宙
間
昨
驗
所
講
幾
乎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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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
全
然
徊
局
所
不
同
的
只
是
論
證
的
方
法
而
已
學
若

望
雖
不
知
聖
保
線
是
位
山
山
身
於
經
師
學
雪
的
經
師
母

他
先
從
師
於
學
制
觀
後
又
經
主
耶
輯
、
永
生
天
主
子
三

年
的
結
鞠
(
瑪
7
M
H
U
H
-
"
路
2
“
叫
谷
1
u

若
7
u
-
u
)
再
經
過
幾
十
年
的
眉
心
鑽
研
推
究
融

會
貫
通
到
老
年
幢
幢
集
新
信
約
嘗
不
的
大
成
撰
寫
了
他

的
默
示
錄
一
扇
苦
和
書
信
封
教
會
也
發
表
了
他
永
垂
不

朽
的
法
請
只
是
他
仍
保
持
閃
族
人
的
固
有
性
格
和
筆

調
述
理
論
事
平
鋪
直
通
歸
納
事
理
層
層
推
進
將
事
理

擺
在
人
前
由
人
自
去
、
心
領
神
白
白
加
判
斷
制
耐
不
然

究
是
受
了
希
嗤
羅
寓
，
教
育
述
爭
論
遠
比
較
真
繹
推
論

武
將
B
T
保
線
所
為
「
基
督
妙
身
」
的
暉
，
喻
和
學
右
望

所
講
益
牧
及
爾
街
銜
的
聲
喻
兩

相
比
較
說
可
看
由
他

們
二
人
述
學
論
證
的
臭
向
他
們
二
人
議
論
教
會
白
發

點

一
檬
周
是
降
生
成
人
的
天
主
子
(
若
l
z

-

u
m

訕
訕
若
一
1
1
-
4
5
"
|
缸
默
l
l
8

詔
"

閥
割
9
U
M

臼
織1
s
l
s
蚓
1
u
u
2抽
血
叩
開

前

1
9
叩
門立
論
點
也
一
能
「
在
耶
穌

基
督
內
三

到

6

閻
明

M
卸
的
!
7
U
m
|

扭
扭
扣
一
1
3
2
s
e

'
迦
3
甜
甜
縫
6
叫
“
倦
前
3
u
格
後

5
"
1

目

制
1
叩

-
M
3
6
剖
間
1
2
3
1
:
H
)
，
所
不
同
的

只
是
著
重
點
-
向
巴
軍
若
g
t所
迷
童
的
是
誓
言
降
生
成

人
的
奧
蹟
聖
保
線
所
注
重
的
是
降
生
成
人
的
天
主
學

言
受
繼
而
死
死
而
復
活
的

奧
蹟
聖
若
望
以
學
子
降
生

成
人
反
映
手
材
、
氏
的愛
和
父
對
人
的
愛
要
人
效
法
子

受
父
愛
人
承
行
父
的
旨
意
存
在
他
的
愛
內
航
如
他
存

十一種. 732 . 

在
父
的
是
內
一
樺
獲
學
自
由
不
再
犯
罪
成
為
罪
惡
的

奴
軸
神
聖
保
機
以
學
予
受
難
受
兇
俊
淆
的
奧
讀
來
反
映

F
f
d
叫
呵
，
父
和
叫
到
人
的
愛
自
身
呵
成
，
「
字
梁
上
過
滅
了
罪

惡
死
而
悅
活
戰
勝
了
死
亡
使
人
死
於
界
怨
而
生
活
於

天
主
懷
有
反
主
的
愛
在
天
主
的
史
學
紳
內
呼
天
主

筒
、γ
〈
(
海6
!
H
)
一
一
理
祈
講
惘
輔
桐
成
在
為
表

官
費
品
川
令
歸
結
划
天
主
是
泛
(
抗
3
M
H
經
8

自
若
-

4
.

l
u
總
5
.
!
"

格
後
5
u
)
愛
主
的
必
也
愛

人
必
也
彼
此
徊
芝
H
A
滔
天
主
且
足
以
愛
人
表
現
了
自
己

是
愛
「
少
H
H
3
H
m
u
峙
的
叫
“
結
-
3
叩
|
剖
4

7
M
H
絡
刊
門
時
弗
5
1
2
生
2
3
8
)

是
管
制
既
是
必
一
會
昀
「
鎮
一
教
會
段
是
巷
宵
的
「
身

體
一
昕
叫

H
a當
學
和
教
會
學
是
個
明
兩
手
可
分
離
的

研
究
了
叫
喇
均
純
會
學
也
就
征
得
很
研
究
圳
叫
到
的
教

會
學
就
如
研
究
付
帳
1

是
甘
情
，
乎
也z
m殺
不
研
究
若
堪

的
逗
留
學
一
樣
-
州
ι
J
F
M呼
叫
咒
，
電
持
選
的
法
心
他
(
叫
別

9

H
)
一
片
凡
是
亦
線
主
刃
U
之
山
心
只
他
(
若
叮
甜
甜

幻
叩
)
他
們
一
人
妙
的
沾
有
土
的
這
仰
天
主
的
教
會
都

有
了
愣
愣
r
h
可
憐
械
的
r
L
d

?
l
)

雪
母
與
教
會
教
會

學
離
不
f

基
督
學

也
離
正
尸f
砂
吋
學
忍
心
法

U封
山
間
B
h
何
是
亦
不
間
的
教

如
慈
祥
總
教
會
，
方
A
n開
一
攘
的
為
堅
持
是
甘
且
越
間
的
全

身
母
細
推
管
是
口
(
也
摹
仿
γ
m
t
B
E
母
楚
楚
鼠
懷
孕
住

了
基
督
(
蚓
1
時
Ml自
制i
帥

，
叫
參
見別
1
闊

"
迦
4

8
5

)
萃
峰
回
餃
是
酷
刑
會
的
「
一
胡
」
教
會
段

是
墓
骨
的
「
身
體

山
旅
替
持
教
會
前
共
成
「
一
身
」

…
個
「
妙
體
」
所
以
基
督
的
生
身
母
親
也
說
是
教
會

的
母
親
因

為
決
不
可
能
是
「
頭
」
的
母
親
而
不
是
與

頭
桐
矮
的
「
身
體
」
的
母
親
何
欠
教
會
是
由
基
督
所

創
立
是
由
基
督
府
山
生
(
若

ω
?
"

參
見
弗
5
"

|

呵
)
是
在
一
切
內
充
為
一
切
的
基
督
的
團
漪
(
弗

-
n
n
)
教
會
飲
水
思
源
實
應
以
系
督
的
生
身
母
親

為
自
己
的
母
親
全
人
類
敏
是
是
督
以
自
己
的
生
命
作

代
價
流
血
救
暐
厭
的
全
人
類
敏
在
基
督
內
成
了
天
父
的

兒
交
同
是
基
蜜
的
兄
弟
姊
妹
(
(
例

3
"

。
1
"

職
n
M

希
2
u
i
n
)
何
能
不
以
基
督
的
生
身
母
親
為
自
己

的
母
親
賓
在
天
經
地
義
人
在
產
管
內
在

基
富
的
「
身

體
」
教
會
內
團
差
宵
的
天
主
性

有
天
主
單
父
筒
父

團
基
蜜
的
人
性
有
生
天
主
子
基
督
的
母
親
寫
母
由
此

可
以
羽
絨
﹒
天
主
何
以
以
學
聊
的
總
能
使
學
母
童
貞
闡
明

中
主
了
是
曾
以
及
新
茜
約
有
關
聖
母
的
章

筒
如
制
3

H
H
t
m
7
n
u
9
5
.
為
1
M
M
路
1目
1
l
u
若1

臼

U
Z
Z

U
W
自
盯
宗
l
u

迦
4
3
5
默
也
1

7
開
口
等
處
經
義
的
深
意
這
些
章
笛
且
都

與
教

會
論
街
閱
』
自
由
坤
教
會
在
一
些
事
上
與
E
T
泣
相
似
崗
是

久

煩
的
母
授
所
以
體
代
的
誓
師
和
學
者
常
以
聖
母
代

長
級
會
斟
酌
導
人
以
孝
愛
基
督
的
母
親
的
愛
愛
教
會
以

孝
愛
教
會
的
愛
受

基
督
的
母
就
所
以
愛
教
會

的
必
也

愛
聖
母
愛
m
t
g
-的
必
也
愛
教
會
因
為
聖
母
是
基
督
的

母
親
是
教
會
的
母
親
是
信
徒
的
母
親
憋
在
十
字
M
F
、

上

快
格
完
成
教
贖
工
程
的
基
督
叫
到
自
己
的
愛徒
設
「
看

你
的
母
親
」
廠
閏
月
基
督
愛
徒
的
信
徒又
何
縫

，令
將
越



-
營的
母
親
矮
划
自
己
的
家
中

奉
她
寫
自

己
的
母
親

m
~
(封
閉
叫
自
|
盯

) 。

一

見
法
律
基
督
奧
值
瑚
利
劃
天
風

一
(
漁
}

-
M品
，
‘
革m
T
L
K
B
R
I
E「
F
R
Z
Z

的
道
星
電a
H
、
、G
a
揖
汁
斗
J
F
U
R
H。
『
」

在
聖
經
上
師
長
之
意
義
非
常
廣
泛
諸
凡
一
切
被

天
主
所
必
遷
來
向
人
們
傳
達
，
大
主
旨
意
或
指
導
君
王

百
姓
敬
畏
天
主
的
人
都
被
稱
為
師
長
(
圳
圳
的
問
編F

必
5
)
忠
信
的
師
長
彼
聖
經
讚
弱
(
遙

也
8
)
天
主

自
己
有
時
亦
被
稱
為
教
師
(
依

m
m
m句
M
m
n
)

@
教
師
在
社
會
上
的
地
位
顯
著
地
見
於
充
軍
之

後
厄
斯
總
值
即
是
其
中
之
一
(
厄
上
7
u
)
他
們
的

職
責
是
研
究
上
主
的
法
律
身
體
力
一
行
並
將
之
教
導
於

百
性
這
批
人
就
是
新
約
持
代
所
榕
的
經
師
可
惜
他
們

竟
利
則
自
己
的
職
權
將
持
瑟
的
法
律
分
析
補
充
及
加

添
至
使
其
成
為
一
個
任
何
人
都
不
能
勝
員
的
重
但
是

以
大
受
耶
穌
的
責
斥
(
瑪
7
1
s

幻
Z
|

‘

谷
2

閻
|
3
4

等
處
)

@
新
的
中
釘
此
稱
呼
的
人
有

a
通

-工
經
用
叫
(
路2

“
右
3

刊
)

b

改
善
草
租
給
(
山
開3u
)

c
一
位
的
明
\
人
(
織
2

叩
)
。

d

一
妙
的
基
督
徒
(
4巾
5

臼
)

e

保
祿
自
稱
為
外
邦
人
的
微
師
(
惰
的
2
7

弟

後
1
u
)

1704-1705 十一輩

f

在
教
會
中

任
教
導
職
蕩
的

一
些
人
(
莉
的a

h
u
n制
前
也
甜
甜
弗
4
日
)
。

g

但
在
這
一
一
切
之
上
主
要
的
教
師
還
是
耶
縣
自

己
(
瑪
4

目

5
U
8
"
9

卸
的
，
必
盯
叫
甜
甜
的
時
4
"

谷
9
5
ω
H
U
H
右
1

訂

3
2
4
m
m
M
)

@
初
期
教
會
中
的
教
師

a

在
郎
穌
時
代
就
已
有
七
十
二
門
徒
暫
時
受
命

外
出
傳
教
教
導
人
葷
的
一U
載
(
谷
6

的
)
後
來
這
竟

成
了
他
們
終
身
的
職
責
(
瑪
m
M
)

他
們
的
任
務
是
宣
講
教
導
人
獲
得
耶
穌
的
救
援

使
人
悶
頭
作
補
閻
明
信
任
主
耶
穌
基
督
(
宗
詢
訕
訕
)

b
在
宗
徒
先
知
及
學
史
之
外
還
有
一
些
一
其
他
的

人
亦
被
稱
寫
教
師
(
京
的
1

)
這
些
人
的
職
務
與
宗

徒
先
知
傳
福
音
者
及
司
牧
布
萄
街
切
的
關
係

(
弗
4

U
)
他
們
應
忠
於
他
們
的
織
守
(
揖
咱
也7
稿
後
4
2
)

應
「
正
確
地
講
授
真
鐘
之
-
5
)
(弟
後
2

臼
得
前
5

H
)
並
動
也
教
友
應
遵
守
他
們
的
教
導
(
希
口
叮
)

忍
A
Z默
想
他
們
的
也
死
L
A
h
A
法
他
們
的

L
m德

(
4叩
u

c

在
鐸
2
3

提
及
到
年
老
的
婦
玄
她
們
憋
在
家

彪
內
進
行
教
內
，
心
的FM
怖
但
這
並
不
是
在
教
會
閹
體
內

的
公
開
職
務
過
馬
觀
叫
休
條
明
明H甘
示
止
她
們
在
公
共
場

所
內
發
一
口
(
裕
的
M
M
娟
的
2

間
)

d
u
們
吃
H
B信
中
持
叫
提
醒
人
應
繞
過
假
教
師
因

為
他
們
之
教
學
必
是
為
少
悅
，
人
心
及
寫
了
現
世
的
利

益
(
鳴
後
4
3
們
，
俊2
1
)
(

扭
轉
)

M
m
b
e尚
昆
主
「
E
H
E
S

/

三
切
古
老
文
化
的
國
家

，
通
g
d
F
f
E
E
B
M

」

、
1

、

-
1

，
。

L

都
將
教
育
兒
重
串
門
年
的

職
務
親
為
重
要
的
大
事
由
許
多
考
古
文
件
上

我
們
可

以
清
楚
的
知
道
一
切
與
以
民
有
闋
的
古
東
方
民
族
都

有
專
司
教
育
的
機
構
及
制
度
如
蚓
叫
反
對
對
別
劃
制
圖

諸
國
客
納
罕
希
腫
及
勵
蚓
等
(
此
處
從
事
)
叫
民
亦

不
例
外@

舊
約
中
的
教
育
在
舊
約
中
諸
師
之
表
是
天
主

自
己
(
申

4
2
6
)
教
育
的
繳
構
是
來
白
天
主
的
任

命
(
申
4
7
)
教
育
的
對
象
幾
平
只
是
男
子
女
子
則

居
家
在
母
親
的
照
顧
之
下
(
加
下
3

刊
)
學
習
家
政

如
紡
線
織
布
(
出
站
甜
甜
)
烹
調
(
撇
下
口

8
)
若
家

中
無
男
子
女
子
有
時
亦
作
牧
放
家
主
目
的
五
作
{
創
m

a

山
山2
M
)
在
教
育
的
崗
位
上
母
親
及
父
親
具
街
同

等
權
利
(
關1
.
6

叩
)
。
在
舊
約
時
代
有
些
女
手
固
定

受
過
教
育
糖
敏
過
人
且
在
社
會
上

起
過
作
用
的
的
德

波
的
冊
(
民4
‘

5
5
)
胡
耳
達
(
列

F
n
u
i
的
)

劉
樹
上
錢
囑
咐
討
玄
子
要
嚴
格
(
制7
自

|
m
m
%﹒

-
u
)
使
他
們
成
為
將
來
的
賢
妻
良
母
主
理
家
政

嬰
兒
出
世
後
的
最
初
幾
年
完
全
由
母
績
來
照
顧

教
育
教
他
學
步
(
歐

U
S
)
指
訓
他
對
著
恕
的
基
本

知
識
放
分
別

(
簡
1
8
6

個
)
母
親
的
忠
告
卸
在
嬰

兒
長
大
之
後
仍
是
需
要
的

(
鐵
叫
“1
)
富
有
的
家
庭

有
乳
母
來
分
但
母
親
的
重
任

(
盧
4
"

撒
下
4

.

列

下
m
s
依
份
自
)

童
年
時
代
過
去
後
青
年
的
教
育
大
部
份
由
父
親



來
苟
且
也
級
斗
/
一
以
圖
家
及
宗
教
的
傳
統
(
創

M
H
)
天

主
的
命
令
的
天
主
的
尊
敬
以
及
天
主
處
救
以
民
的
史

事
(
山
山M
W
Z
U
M
軒
"
﹒
申
4
.
6
7
m
l

品
等
)

為
了
將
來
稜
兒
子
抱
獨
立
生
活
(
閱
1
.
6

甜
觀m
m

a
l
u
}

一
，
也
一
技
爾
的
傳
授
主
這
妥
吋
到
金
銀
手
工

毯
織
主
木
任
以
及

構
相
牧
工
等
(
山，

-
H
M
a
--
}
甚

至
揖
悍
蹈
及
音
樂
亦
不
例
外
(
中
『
幻
n

撒
上
的
叫
!
"

綠
下
6
H
"

、
詠
印
軒
"
M
M哀
5
H
)
並
利
用
一
些
外

在
的
機
會
及
遠
境
來
教
導
兒
子
切
鞠
於
學
所
或
那
京

連
一
般
的
簡
自
(
敢
上14
n

晃
峰
時2

叫
)
買
賣
的
交

目
前
或
長
者
的
主
諭
皮
帶
駁
等
(
盧
4
A
l
u
)

除
了
上
述
父
親
的
教
育
之
外
聖
經
上
直
至
希
種

時
代
沒
有
詞
於
學
咬
咄
咄
厲
的
記
數
也
學
者
一
致
認
為

別
於
蒙
老
教
育
的
譏
蟬
鳴
在
以
美
潤
是
錢
早
載
有
的
考

古
家
在
事
則
爾
所
發
現
的
著
名
的
「
革
則
爾
臼
曆
」

被
學
者
歌
伯
達
的
意
見
就
是
一
個
相
當
前
輩
在
學
校
中
的

習
字
作
業
也
於
公
元
前
十
至
七
世
紀
再
者
學
經
土
特

別
出
抽
出
一
些
一
員
有
教
育
人
民
百
姓
的
人
員
必
司
祭
粉

末
人
先
知
糞
土
智
者
及
經
師
們
足
為
此
遺
學
所
是
教

育
的
中
心
削
微
義
織
之
受
教
於

m
f研
「
撒
上
2
n


M
)
及
約
肉
士
在
上
主
的
披
內
且
又
可
祭
約
雅
途
之
教

(
列
下
刊
川
崎
)
先
知
教
育
人
掌
之
例
在
先
知
書
上
比

比
皆
是
智
者
及
賢
土
之
一
教
育
則
格
外
兌
於
智
慧
書上

一
他
們
以
宗
敬
倫
理
教
乞
於
人
(
饋
的
7

幻
M
M
M

)
並

閉
一
教人
以
縛
，
比
羽
明
閣
官

(
制
制的
盯
)
、
簡
制
(
闊
的
口
幻

戶
"
μ
H

!

"
)
貞
m
A
(儀
7
.
7
)
受
仇
(
盧
剛
釘
到

"“ 十一.

n
)、
友
誼
(
創
口
凹
的
“
幻
刊
)
及
婦
道
等
(
湖

U

M
|

叫
)
上
述
這
些
頁
糞
教
育
的
人
員
即
在
充
軍
之

後
及
在
分
散
於
異
民
間
的
樹
划
講
團
團
中
仍
然
繼
續
執

行
他
們
的
任
務
有
制
別
約
也
肋
番
廷
文
件
為
也
充
軍

之
後
的
會
堂
安
代
替
了
學
研
成

T

教
育
的
主
要
中
心

由
經
師
們
來
主
持
甚
至
在
瑪
加

的
時
弋
法
律

書
(
按

郎
梅
瑟
五
香
)
竟
洹
佈
民
時
間
(切
上
I
H

等
)
比
定

證
當
時
大
部
份
的
猶

太
九
部
門
棺
論

讀
聖
經
此
乃
教

育
之
結
果

、
@
新
約
中
旬
教
育
俏
，
穌
降
但
後
喝
令
‘
純
那
儡
個
續

當
約
時
代
的
傳
統
來
教
導
百
M
H主
要
約
學
府
建
於
站

京
聖
殿
中
(
見
路
2

個
)
保
祿
都
會
在
此
從
教
於
名

師
加
瑪
里
耳
學
習
也
縛
的
法
禮
(

宗
n
s
)
其
次
各

地
的
猶
太
會
堂
仍
是
教
育
的
中
心
尤
其
在
女
患
白
是

教
育
百
泣
的
日
子
這
些
一
從
事
教
奇
約
蟬
的
們
亦
大
都

有
自
己
的
手
藝
川
幣
待
主
猛
沖
沖
祿
說
學
習
了
製
造
悵

幕
的
技
術
(
莉
的S
)
涓
涓
型
呼
之
7「
叫
刮
到M
m師

於
公
元
弋
三
六
丘
年
喝
任
大
司
嚷
議
會

F
A
口
一
切

猶
太
核
電
過
兩
只
仁
歲
時
那
嚇
人
事
叫
月1教
其
教
育
之

普
泉
是
可
想
而
知
均

新
約
占
4
論
教
守
發
乎
只
屯
帆
K
m
t味
h
w、
丈
吋
瓜
喝
啤

太
過
嚴
隔
開
而
傻
子k
r
卜
、
心
爽
志
(
叮
叮
3

缸
弗
6

‘
)

但
是
對
子
女
正
確
公
道
的
懲
戒
姐
是
不
可
缺
少
的
這

也
是
天
主
所
頭
荐
的
(
希
山
7
)
兒
交
子
孫
應
學
習

尊
敬
父
母
及
家
經
(
弟
前
5
.

持
6

1
l

n

)
寡
婦

亦
應
善
教
自
己
的
子

女

(
弟
前
5
山
)

在
新
約
時
代
對
於
女
子
的
受
教
仍
無
特
別
的
規

定
大
概
他
們
猶
均
在
當
約
時
代
自
生
至
嫁
應
在
家
受

母
親
的
特
別
照
顧
為
將
來
成
為
雙
良
的
劉
刻
家
庭
主

婦
而
受
教
至
於
女
子
之
獻
身
於
捏
一
般
服
務
及
在
墊
高
傲

中
受
教
之
信
念
只
是
來
占
情
般
的
傳
說
(
據
)

“
悔
之
M
叫
「
口
2

白
宮
。

J
此
，
岫
所
說
的
並
不
是
變

幻
這
老
封
回
f
U
R
耳
目

ω

」
樹
上
教
訓
的
內
訊
而
是

討
論
「
教
訓
」
一
詞
在
聖
經
上
的
意
義

。
在
當
約
中
是
指
天
主
意
旨
的
闡
明
一
不
而
一
百
口
的
叫
天

主
的
叫
斯
(
自
4
1
)

天
屯
的
一
言
語
(
申4

刊
)
拭

弋
主
約
旦
量
?
詠

M
u
m
u
)
這
種
教
訓
有
時
是
來

自
天
主
自
己
(
科4
山
)
有
時
刻
是
經
過
家
長
(
申

U
M
)
或
義

人
而
來
(
副
扮
自
)
。
天
主
的
教
訓

與
人

為
昀
不
同
菱
前
者
是
絕
對
的
堆
一
的
而
後
者
則
是
相

討
的
吃
抽
問
綠
γ杭
州
內
的
故
搜
斟
別
以
郡
頌
的
口
吻
咱
們
之

為
「
人
們
所
傳
習
的
晶
嘲
諷
」
而
不
繪
立
為
「
教
訓
」

學
蟬
效
凡
的
內
容
是
法
律
而
這
「
法
律
」
位
接
來
白

天
下
-
彼
此
，
已
不-M句
夷
人
的
須
符
而
更
管
制
人
的
意

志
也
正
竭
翎
比
(
包
間
普
通
的
一
校
教
訓
不
同
時
咕
，
瑟
受

了
犬
主
句
級
訓
(
叫
4
時
間
)
判
"
使
他
能
正
確
的
將

天
主
拘
品
市
教
導
提
圳
民
(
側
的
品
)
。
這
守
法
自
仲
書
」

S
T經

t
被
司
也
早
存
於
聖
殿
之
中
(
列
下
叫
“
.
等
)

並
傳
之
於
百
姓
但
是
因
為
他
們
沒
有
善
盡
己
識
放
多

次
受
到
了
先
知
們
的
資
戶
可
(
叭
叭

4
.
科
3
u
)

。

(
刻
，
在
制
制
中

里
制
制
為
楚
地
將
「教
訓
」
與
「
個問

警
」
分
調
來
講
前
者
是
個
呵
初
期
間
頡
皈
依
的
較
去
接



-
者
划
且
也
寫
信
可
上
的
成
人
(
總
前
2
.
3
2
希
6
J

m
~前
者
的
內
容
是
耶
穌
基
督
(
制
6
2
l
8
)
格
外
是

一
被
釘
在
十
字
旭
東
上
的
耶穌
(
格
前
2
2
)
後
者
則
包

一
沾
有
論
耶
穌
的
大
司
祭
織
(
希
5
u
等
7
2

等
)
學

于

保
祿
並
嚴
司
簽
止
叫
內
這
比
一
矗
經
教
訓
的
歪
曲
增
添
或

更
改
(
羅
M山
間
格
前
的
問
格
後
H
u
-
-

臼
迦
l
s



-
5

凹
斐
3
&

叮
叮2

目
等
弟
前
-
M

間
4
2
弟
後
2

廿

4
s

鐸
1

u
t石
-
4
2
若
二
ω
刊
)

其
他
有
關
「
教
訓
」
之
內
容
請
見
「
信
戀
的
寄

托
」
及
「
宗
徒
教
訓
」
(
韓
)

+-. 
m教
理
講
授
(烏
拉
叮
叮
刊
刊
M
V
)

見
福
音

m教
派
(
的
廿
一
口
)
見
立

m救
恩
(m
M
H
S
D
)

見
立

m救
恩
史
(
口
…
抖
。

μ
詩
一
以
凶
神

MO
D

)

兒
恩
程
拯
救

m救
贖
救
主

九、
"。
已
。B
M
M
Z
。
P
"

。
已
。
"
白
雪J

f
M
H色
。
且
可C
P
"
。
ι
oS
M
M阱
。
之

教
讀
舊
約
內
有
二
字
用
來
表
示
「
敏
壇
明
」
一
是

「
苟
且
各
」
一
是
「
C
E

己
這
兩

字
的
基
本
意
義
是

1101-1111 

「
闡
明
罔
」伺
前
一
字
多
注

重
讀
同
時
所
付
出
的
讀
個

或
替
代
贖
價
昀
事
物
『
削
U
U
H

門
M
H

酬
U
H
}

後
三
千
則
多
注
重
代
付
嘖
嘖
的
人
或
代
曠
的
人
與
被

贖
的
父
彼
此
濁
的
明

係
(
研
討
曰
“
卡

w
e

問
衍

5

1

刊
)
為
此
俊
.
{
干
的
畫
社
科
比
前
一
字
的t
E義
較

為
廣
逆
不
位
涉
及
被
潰
的
人
而
且
也
涉
及
被
瑣
的
人

的
子
女
財
產
均
名
單
，
代
曠
的
人
稱
為
「
。
串
戶
」
即
由

此
字
而
來

漂
文
用
以
表
「
放
闡
明
」
的
二
字
典
「

M
m救
」

(
H
S
Y
谷"
品
戶
口
，
)
一
字
的
分
別
即
在
於
「
拯
救
」

二
乎
不
一
定
合
何
付
，
山
山
代
隨
主
意
「
放
績
-
平
常
是

含
有
什
出
代
價
之
意
的
如
以
樣
或
九
代
奴
辣
叫
J

山
礦

價
以
獲
得
自
詞
，
(
也
別
!
“
研
討
叫
『

臼
)
罪
犯

或
人
代
罪
犯
付
巾
贖
價
以
獲
得
葬
品
祖
兔
於
死
亡
(
也

別
叫
!

制
)
穗
奉
獻
的
學
物
或
出
賣
的
建
業
再
付
代

價
贖
回
復
歸
已
有
(
切
站
帥
，
“
幻
，
t
M
)
由
此

可
見
救
贖
常
是

同
卅
一
救
但
僅
故
不
一
定
常
是
故
講
明
明
平
，

此
我
們
可
以
住
一
而
討
論
故
曠
的
書
品
祖
先
舊
約
後
新
恥

舊
約
全
部
聖
經
研
越
是
人
類
的
救
讀
史
固
然
所

述
只
是
以
民
拘
意
史
的
一
天
主
是
以
控
救
救
贖
以
民
來

暗
-
7
或
領
表
他
的
救
滴
，
人
煩
的
計
劃
自
以
民
的
歷
史

可
以
看
山
山芙
主
救
積
人
輔
相
約
還
史
過
程
在
M
m救
以
畏

的
歷
史
內
航
已
須
一
水
天
主
拯
救
救
贖
人
類
的
歷
史

(
依
2
8

特
1
.
ω

詠
2

若
4

且
經
1
8

l
-
9

天
主
何
以
要
拯
救
以
民
這
就
得
注
意
到
天
主
出

於
慈
愛
自
廠
與
以
民
建
立
的
關
係
(
閉

7

，

.
d
女

主
叫
且
以
民
是
自
己
的
民
族
(
山
山"-
-
-
m
7
.
9

甜
甜
依
門
自
)
以
以
民
佔
領
的
土
地
是
自
己
的
產
業

(
巾
的S
M
9
.
l
s
耶
2
7
.
詠
叫
月
2
)
以
以
民
是
自

己
的
長
子
，
叫
寵
兒
(
山
山4n
h
v
1

別
依
“
H
U

耶
訓

，
別
斟
閃
閃
)
寫
比
我
們
可
以
明
撩
天
主
何
以
不
容

叫
民
為
奴
拭
不
讓
叫
民
的
仇
敵
俊
佔
踩
刻
叫
民
的
土

地
何
以
天
主
自
稱
或
被
稱
為
以
民
的
「
萬
厄
耳
」
(
也

6
.

峭
的
H
u
n‘
軒
"
“
)
歷
代
先
知
的
預
言
救
贖

尤
其
成
甜
甜
費
品
的
窮
到
(
制
約i
的
)
，
全
是

以
這
一
觀
念
為
軀
幹
對
這
一
間
也
想
的
發
揮

叫
“
民
獲
得
天
主最
仰
和
最
大
的
「
救

贖
」
是
天

主
自
樹
到
「
為
奴
之
地
」
救
由
他
們
來
與
自
己
訂
立

盟
約
成
寫
自
己
獲
享
自
由
的
子
民
(
也
6

.
1
.
η

s
m
a
制
5
.

「
且
這
是
叫
民
的
誕
也
是
叫
民
世
世
代

代
不
應
忘
嫂
的
變
甜
甜
(
叫

U
H
U
e
-
m
申
6
m
|

品
)
兩
時
這
一
事
讀
又
成
了
天
主
日
後
u
m
救
以
民
的

典
型
和
預
兆
{
圳
刊1
2
m
H
U
M
t

u
m
m
.
-
n
)

以
民

-
a
有
患
難
就
哀
求
天
主
有
如
往
昔
屆
四
救
他
們

也
離
蚓
到
再
來
催
救
他
們
獲
過
時
說
脫
離
甜
點
閱
(
詠

升
2

刷
上
4
8
l

u

到
4
補
錄
丙
e
e
l

-
M
M
)
先

知
預
報
放
軍
不
常
以
以
良
心
山
離
埃
及
為
儡
恭
敬
(
依MN

H
i
i

剖
彷
m
n

哈
3
?

1

刊
)
即
在
新
約
亦
以
此
事

來
描
述
基
督
完
成
的
教
團
明
專
業
(
榕
的
ω
1
l
s
)

以
民
背
盟
毀
約
再
淪
為
奴
軸
線
流
亡
異
鄉
天
主
再

施
放
贖
全
是
直
為
自
己
有
言
在
先
不
能
放
棄
自
己
的



光
榮
不
油
油
&
任
何
主
造
奪
取
自
己
的
光
榮
(
川
叫
“

7

H
h
叩
叫
“
盯M
依
的
M
a
圳
狗
血
!
“)。
天
主
的
孩
贖

常
趴
U
H
A
V
嘲
訂
白
天
主
的
芒
克
(
圳
4
盯

"
7
8

似
的

3
4
U
圳
幻
3
)
如
父
之
對
抗
扒
手
(
峭
的
時
叫
叫

口
們3
H
M訕
訕
)
如
+
之
叫
到
於
安
(
川
叫

u
m
e
8
叭
叭

2

時
站
前

3
6
"

圳
的
)
。
天
主
是
以
噸

-
h
n己

的
前
建
來
尋
求
自
己
的
光
榮
(
叫
“
s
q

圳
特
u

t

凹
的
7
H

木
7
M
m
)

。
「
救
闡
明
」
在
天
生
方

面
是
頓
一
不
學
艾
與
仁
莘
在
人
方
函
是
獲
事
白
白
和
宰

一廠
一
逅
怯
怯
又
總
歸
於
一
平
安
」
(
制

9
5
6
7叫
犯6
白

，
川
口
時|M
糾
糾53
‘

柏
樹2
.
m
8
u
u
)
.
一
小

女
」
是
「
救
贖
-
一
的
效
果
和
協
比

天
主
與
叫
氏
的
逗
絕
關
几
手
只
叫
剔
，
全
想
而
…
向

且
也
說
個
總
可
一-

m民
族
崗
山
惜
這
凶
例
總
而
組
成
凡
→
此
之
以

贖
賢
惠
的
終
歸
還
是
喝
於
這
民
族
的
個
九
這
種
巴
地
心

原

P
U存
在
(
制
心呵呵
制
)

，

只
不
過
一
小
品
日
後
顯

著
而
已
一
一
這
種
民
族
信
仰
對
他
人
的
信
仰
生
活
是
不
能

不
發
生
影
響
的
個
人
的
心
戶
生
活
在
自
己
方
且
又
足

以
保
育
維
持
全
民
族
的
信
仰
遭
難
充
一
由
于
期
間
反
派
遣

反
對
主
的
湖
望
和
希
望
放
曠
的
心
臟
實
深
切
動
九
悅

翔
的
經
典
充
漏
了
這
倍
思
細
心
尤
以
後
翔
的
出
叫
蚓
、
針
和

研
叫
到
中
的
一
比
y到
…
圳
為
扎
實
化
會
接
近
新
札
期
待

主
救
娥
的
默
西
在
思
想
愈
誠
摯
熱
化
統
治
俊
先
參
與

一
人
類
蹉
史
的
夫
已
是
以
叫
民
的
廢
央
和
先
知
的
室
就

耐
心
一

ι翠
微
了
默
西
單
來
此
仙似贖
人
類
(
酬
的
H
M
制
1
肘

戶
"
若
1

口
4
回
6
H

制
3
M
H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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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約
內
約
是
救
曠
的
偵
持
新
約
是
放
曠
的
實
現

(
迦
4

2
7
)

結
此
劃
側
的
合
部
救
她
觀
念
都
反

映
在
新
約
內
f
m且
位
新
約
的
一
帶
瓜F
使
人
更
明
m
w了

放
曠
的
也
札
炊
曠
的
預
叫
掀
起
於
原
始
福
音
(
制

3
臼
…

救
般
的
質
現
伙
們
也
可
以
誰
是
起
於
「
制
制
的
原
始

福
音
」
l
連
一U

領
報
(
職
-
u
1
自
制
1
自
l
l抽

) 。

救
績
是
在
於
獲
得
罪
赦
(
昀
1
白
山
間2u
u
參
見
制

' 

m
8
)，
要
望
得
罪
航
說
必
須
臼
知
悔
改
所
以
默
西
亞

的
前
駐
在
哪
野
發
似
的
呼
聲
是
要
求
人
悔
改
(
蚓

3

2

叭
叭1
4
圳
3
4
.
參
見
晰
的
扭
刊
M
H

)，
主
耶
航
默
商

昆
開
始
傳
教
發
山
的
呼
?
亦
是
要
求
人
此
間
改
(
叫

4

口

圳
1
H
問
)
。
叫
割
成
自
己
喇
叭
的
叫
心
此
就
明
說

敘
績
的
福
音
軒
在
於
人
E
H
持
相
信
主
成
倚
天
主
的
f

女
(
右
I
S
"

恥
會
叫
他
3

間
到
)
。

新
約
的
仙
叫
隨
級
企
…
叫
d
A是
什
屯
人4位
立
在
捍
晶
晶
的

觀
念
上
(
九
一
l
a
|
2
2
)

以
本
叫
恕
的
觀
念
為
巾

發
點
將
一
…
切
都
機
Z
J
ι排
山
忠
于
嘆
息
期
待
主
的
救
緻

(
踹
1
帥
刊

2

目
‘
自
刷
刷
3
9

“
8
"
?

缸
制

2
2
3

迦
3
位
)
所
以
要
切
除
救
臉
就
得
明
瞭
罪

惡
日
山
西
川
有f

界
必
玄
，
何
了
次
贖
罪
必
是
多
方
崗
的
不

義
但
總
的
問
於
與
天
主
為
敵
，
不
做
持
雯
，
入
主
的
愛
(
圳

2
口
3
日
6
5
)
。
界
昭
陵
人
成
了
法
死
的
罪
犯

(
制

2

口

智
2

扭
扭

U
H

繼
5
M
)
失
去
7
自
由
成
了
罪
惡

的
奴
線

(
削
3
7
a

m

M

H
H
i
的8
制
品
幟6
口
側後

2

刊
)
成
了
天
主
的
仇

人
再
沒
釘
「
平
安
」
(
制
3

.
M

肋
叫
凶H
!

“
側
的
叫
們
M
m
缸
H
制
2
.

刊
)
。
天 主

子
降
來
人
也
即
是
代
人
贖
罪
恥
使
人
脫
離
罪
惡
(
職

1

剖
仰
自
點5
姐
!
品
多
克
制
臼al
u

嵐
9
H

)

恢
復
人
為
天
主
子
玄
所
應
享
的
自
由
(
軒
8

抽
制6

曰
，
油
倒
5
1
)

，

使
人
出
死
入
生
(
和
3
H
U
5
“

羅
5

口

I
M
)
再
與
天
主
和
好
再
為
天
主
所
喜
愛
而

有
了
「
平
安
」

(
制
2
u

軒
M

盯
M
M
I
M
m
H
點

5
2

格
後
5
M
H

剩
2
H

J
H
3

間
參
見
山
間
9
6
6

米
5

3

‘

蓋
2

.
)
新
約
內
用
以
指
「
救
贖
」
的
一

字
「
k
p司
。

-
3
8
5
」
與
其
間
源
字
常
含
有
付
出
代
價

之
弘
與
制
制
相4位
向
准
付
出
代
L
W向
川
尚
暉
，
如
自

然
都
品
不
過
去
天
主
何
能
向
受
造
物
也
嗯
，
H
j代
價
受
建

校
又
何
能
向
天
主
要
求
代
價
肉
比
一
些
學
者
不
大
廠

改
「
仙
似
贖
」
只
以
「
救
贖
」
是
另
一
種
方
式
的
拯
救

或
M
m紋
的
另
一
種
說
法
這
未
免
，
沒
有
確
切
明
瞭
救
闡
明

的
忘
義
須
知
固
然
聖
經
上
常
以
人
與
人
闊
的
照
係
來

狀
述
人
間
闊
天
主
闊
的
關
係
但
不
能
以
此
概
犯
人
與

7
、

主
闊
的
關
係
廠
就
其
取
響
之
點
來
立
論
敘
閻
明
原
是
對

罪
惡
而
言
人
是
天
主
造
成
的
但
難
人
部
是
人
自
已
造

成
的
人
能
他
罪
部
不
能
使
自
己
脫
離
罪
比
他
是
受
魔

鬼
欺
騙
自
費
與
建
鬼
為
界
晶
晶
的
以
織
罪
惡
才
在
份
心
界

為
r
L
以
做
人
類
晦
鬼
是
騙
取
竊
奪
了
。
大
主
的
權
利
和

光
榮
天
主
子
來
世
救
暐
憫
人
類
戰
勝
魔
鬼
消
誠
莽
惡
只

是
奪
回
天
主
的
權
利
和
應
享
的
光
榮
為
完
成
這
番
事

業
大
主
是
付
出
了

一
番
代
價
一
-
這
番
代
價
固
然
是
但
坤
教

閻
明人
類
州
最
後
的
目
的
還
是
為
顯
示
他
的
妥
協
蚓
他
的

愛
常
存
在
世
上
使
人
知
愛
悔
罪
令
他
溢
血
踅
車
進



~
鈞
主
抽
嘲
掌
的
光
榮
(
雙2
?
u
v

加
~
天
主
出
於
慈
愛
與
當
約
子
P
A造
成
的
關
成
實
夠

-ii

, 

一
親
密
了
(
申
4
.
a

撇
下
7

扭
扭
)
但
仍
不
知
生

于
耳
他
在
新
約
下
新
「
以
色
判
爭
民
一
與
天
主
所
有
的
關
仔

那
麼
親
密
(
瑪
I
n
n
t
h
-
u
M
凹
詞
)
時
期
一
繃

(
弗
1
9

叩
迦
4
4
5
)
天
主
符
顯
示
自
己
無
限
的

慈
愛
(
弗
2
7
)
派
遣
臼
己
的
學
子
降
生
成
人
費
現

他
對
人
類
的
預
許
完
成
他
對
人
類
的
放
闡
明
天
主
聖
子

降
生
成
人
使
天
主
實
實
在
在
住
在
我
們
中
間
(
右
I

H

哥
2
9
)
使
人
類
實
實
在
在
成
了
他
的
骨
肉
他
的

時
體
(
弗
5
呵
呵
洛
前
也
時
)
他
本
無
罪
也
不
忍

識
難
划
為
我
們
竟
成
了
罪
(
格
後
5
叫
伯
前
2
n

“
若
一
3
.
5

參
見
依
自

4
!
8
)
取
了
完
全
如
我

們
所
有
的
資
罪
的
肉
身
以
一
這
肉
身
代
我
們
贖
罪
自
作

犧
牲
消
滅
了
罪
惡
(
羅
8
3

斐
2
7
8

希
2
H
H

伯

前
2

剖
)
基
督
實
是
以
自
己
的
死
亡
換
取
了
我
們
的

生
命
(
格
後
5
H
H
)
我
們
現
在
活
的
生
命
實
是
天

主
子
基
督
為
我
們
死
而
復
活
賺
得
來
的
生
命
(
羅
4

且
一
在
日
創
內
人
都
死
亡
在
基
督
仇
人
都
復
活
了
(
制

前
的
刮
目
)
罪
遜
和
自
罪
惡
而
來
的
死
亡
是
由
一
人

進
入
r
-
a
世
界
四
五
施
和
重
生
也
是
由
一
人
而
進
入
了

這
世
界
(
羅
5
M
H
M

參
見
右
1
3
5
3

于

自
)
在
亞
當
內
我
們
作
了
罪
惡
的
奴
錄
在
基
督
內
我

們
創
作
了
正
梭
的
奴
錄
罪
惡
的
奴
隸
的
結
局
是
死
亡

正
義
的
奴
隸
的
結
局
部
是
、
永
生
(
羅
6
H
H
)
-

一
迢

部
是
我
們
由
天
主
所
獲
得
的
救
贖
之
恩
實
無
異
再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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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抑
制
贖
之
間
、
三
期
待
卜

5

口
副
1
H
i

目
)
。

天
主
救
顧
此
民
是
由
卅
顯
示
自
己
的
忠
信
和
正
義

天
主
教
煩
人
說
要
是
為
頸
示
自
己
的
h
r
u﹒
相
正
義
時

以
被
以
:
1

、U
L
L咆

叮
「
汀
，即
心
灰
心
凡
做
騙
人
領
-
大

、
七
扒
拉
什
仙
了
﹒川
已
蚓
耕
生
的
地
乎
(
尤3
M
H
種
8

臼
)

使
他
成
了
口
已
和
人
的
忠
怡
和
正
義
(
格
的
l
g
M

格
後
I

M
n
)

，1

他
內
完
成
了
自
己
的
赦
，
贖
計
創

消
滅
採
刷
品
使
人
吠
，
我
(
總3
n
!
M
)
或
怨
天
主
的

正
義
(
格
後
5

盯
)
所
以
人
只
能
在
基
督
內
獲
得
救

閻
明
成
義
和
界
赦
(
確
5
1
2
9

叩

H
M

弗
1
7

哥
I

H
M

弟
的
2
6
7
}

在
放
廠
事
上
不
的
采
峽
山
天
主
父
的
何
人
的
文

而
且
也
反
映
州
天
主
于
對
父
的
是
(
若
M
U
)
和
父

對
世
人
的
丈
以
及
“
已
對
性
人
的
支
(
品
的

H
M

口

M
U
的
，
口
自
)
他
內
霆
，
采
受
世
人
聽
命
捨
生
臼
作

贖
價
(
廿f
u
m
M斐
2
8
)
說
是
且
為
使
這
愛
存
在
孩
們

世
人
內
(
在
η

品
)
這
還
即
是
天
主
學
艸
(
草
帽
5
5
)

耶
穌
之
所
川
A
忱
的
是
心
使
人
領
受
天
土
A
m
f州
(
特
7

"
的
宗
1
8
)
派
遣
聖
神
來
住
在
我
們
內
(
若

M
H

叮
叮M
M
訂
的
7
)
志
成
他
的
欲
滴
事
業
(
若
M
甜
甜

泊
?

1

u

絡
的
2

刊
)
使
政
們
具
有
他
的
鑒
仲
介
伏
，
一
一

紳
內
朝
時
父

(
H
h
3
5
6
4

目
叫
羅
8
.
M
M

閥
)

成
為
天
主
的
子
，
艾
有
分
股
他
的
天
主
呢
體
(
伯
後1

.
右
一3
1
)

不
再
犯
罪
吋
為
有
天
主
的
種
子
存
在

我
們
內
(
若
一
3
8
)
但
是
准
不
辛
苦
犯
了
罪
仍
有

H
E管
代
我
們
贖
罪
他
一
次
而
為
水
遠
種
永
生
的
娶
神

自
作
犧
牲
消
滅
了
罪
惡
獲
得
了
水

8
的
敘
團
體
戶
互
相9

H
I
H
H
f
"

ω
M
羅
3
H
H
H

伯
前
3
"

者
一
1

，

!
2
2
)
這
在
於
領
受
聖
紳
獲
得
罪
赦
的
放
贖
天
主

刊
1

心
緒
光
您
的
口
泊

d
i口
過
(
依
U
Z
S
U
M
-
n

u
H
n
n
ω
!
s
耶
M
M
M
M
犯
6
.

則
M
m
m

n
t且9
H

區
內M
U
米
7
M
m
)

使
我
們
生
活
在
未

悅
時
代
新
約
時
期
巾
的
人
由
經
脅
的
￡
載
(
均
不
3

凶

-
M

羅
的
‘
)
得
知
非
惡
在
教
闡
明
史
研
起
的
作
用
和

天
主
的
乞
愛
在
救
做
史
所
有
的
作
得
(
伯
的
l
s

|

罪
惡
在
放
積
事
業
上
所
起
的
作
用
質
在
令
人
驚

J
H此
郎
平
常
所
謂
的
罪
惡
的
奧
蹟
在
原
祖
未
犯
罪
以

前
罪
惡
就
已
存
在
(
若
8

“
參
見
創
2

口
3
1
l

7

叭
氾
?
9
)

。
罪
惡
是
否
法
天
L
由
否
滔
天
主
而
與

天
主
作
對
自
與
天
主
作
對
而
有
了
種
種
邪
惡
的
行
為

罪
惡
只
能
存
在
必
天
主
以
外
的
事
物
因
為
天
主
不
能

否
♂
自
己
所
以
不
能
有
罪
惡

(
申
犯
‘
詠
妞
M

若
-

3
5
)
天
主
准
許
罪
惡
在
他
以
外
存
在
就
因
為
他
要

向
外
表
示
他
的
正
義
蜴
遺
物
以
自
由
論
功

過
受
賞
罰

天
主
施
「
容
許
」
罪
惡
存
在
部
不
能
「
容
忍
」
罪
惡

存
在
他
不
能
容
忍
他
的
受
造
否
指
他
的
造
主
和
他
的

造
主
所
享
布
的
一
切
主
權
所
以
天
主
「
恨
」
罪

(
依

閃
閃2
友
5
叮
)
要
消
誠
罪
屆
世
使
他
的
受
造
承
認
他

是
進
他
的
上
主
為
此
布
了
然
，
暐
曠
的
計
劃
救
般
的
歷
史

和
救
繭
的
事
業
天
主
恨
的
是
罪
是
他
的
犯
罪
的
受
造

(
智
M凹
，
羅
l
u
)
而
不
是
他
的
受
造
如
果
他
俊
他



就
不
會
創
造
凡
他
所
創
造
的
是
出
於
智
慧
的
創
造
沒

有
什
麼
不
好
(
制1
剖
詗
圳
剖
德
"
?
“
制
口
自

訂
)
人
是
天
主
造
的
是
天
主
的
宵
像
但
罪
人
部
是

人
自
己
造
成
的
自
寶
氣
奴
的
罪
惡
奴
揭
開
人
類
犯
罪
以

後
人
性
已
敗
壞
偏
向
罪
惡
(
創

3
7
M
6
3

1

5

8

缸
)
雖
有
神
聖
的
法
律
亦
未
能
自
拔
白
求
解
脫
反

而
只
有
罪
上
加
罪
在
罪
愿
下
柚
時
嘆
息
期
待
主
的
救

贖
(
經
7

月
師
)
天
主
不
忍
人
喪
亡
只
好
自
行
救

贖
救
贖
實
是
天
主
對
犯
罪
的
人
類
分
外
而
分
外
的
恩

寵
(
經
5
e
s

鐸
3

‘

7
)
何
祝
他
的
救
贖
專

業
得
以
完
成
又
還
是
品
於
人
的
罪
過
惡
徒
的
賈
寶
門

徒
的
離
棄
司
祭
的
失
敢
再
會
愚
判
官
的
怯
弱
街
在
黨
派

的
爭
權
奪
利
小
人
的
忘
恆
心
翼
義
使
主
基
督
走
上
了
十

字
架
自
作
幢
幢
牲
一
次
而
揖
閥、永
遠
消
滅
了
罪
惡
戰
勝
了

死
亡
完
成
了
天
主
的
救
贖
事
業
(
希

7

盯
9

問
自

1

甜
)
實
在
千
真
萬
確
人
對
天
主
始
終
是
以
怨
報
德
天

主
對
人
始
終
是
以
德
報
怨
誠
如
聖
保
祿
所
說
「
那
里

罪
惡
越
多
那
官
R
EU龍
也
越
發
分
外
學
寫
」
(
羅
5

甜
)

天
主
執
行
仙
似
贖
實
在
是
以
愛
來
戰
勝
罪
惡
逼
人
以
愛

還
愛
迫
使
人
不
否

再
在
罪
惡
中
找
生
活
(
羅

6
2

l

u

格
後
5
H
M

迦
2

即
若
-
4
.
叫
刊
)
人
犯
罪
不

但
是
對
天
主
沒
有
文
(
若

5
H
H
)
而
且
也
是
對
己

對
人
沒
有
愛
(
綾
1

自
8
M

智
1

時
時
間
多
也
刊

)

天
主
所
作
的
救
頓
工
程
是
從
根
本
上
改
進
了
我
們
為

哪
一罪
惡
所
傷
害
的
本
性
(
齣
8
3

4
)，
使
我
們
在
他
取

闕

，
，

i

三
J

教
們
人
性
的
妻
子

內
賴
學
紳
獲
得
重
生
(
第
3
s

1712-1714 十一重

-
8
)
不
再
屬
必
肉
性
而
只
屬
於
聖
神
在
車
牌
內
頓

正
義
為
正
義
而
生
活
(
羅
8
2

|

刊
)
亦
即
存
在
他

的
愛
內
彼
此
相
愛
接
受
父
的
愛
接
受
他
的
愛
(
若
的

?
口
)
從
此
沒
有
什
接
再
能
使
我
們
與
基
督
的
愛

相
隔
絕
(
羅
8
u

i

詞
)
因
為
我
們
是
存
在
他
的
愛

內
認
識
父
也
認
識
子
(
若
一
2
n

1

自
3
.
s

l

M

M
4
H
l

u
5
M
t

目
)
所
以
救
贖
是
使
亞
當
後
代

的
人
類
在
基
督
內
獲
得
了
正
義
成
義
和
永
生
郎
在
基

營
內
鑫
得
了
罪
且
取
消
了
定
見
戰
勝
了
死
亡
(
顧
5

u
m

格
前
的
創

n
u
I

H
M

盯
哥
2
H
)
我
們
既

是
基
督
以
高
價
救
扇
的
人
(
格
前
6
m

伯
前
1

悶
悶
)

獲
得
了
自
由
就
不
可
再
作
罪
惡
的
奴
隸
(
迦
5
2
)

應
將
自
己
的
肉
身
和
肉
身
的
私
慾
釘
在
十
字
架
上
不

能
從
情
慾
(
迦
5

扭
扭
羅
6
S
H
)

死
於
罪
惡
不

再
與
世
俗
給
線
而
同
流
合
污
(
羅
叫
“
2

若

-
2
u

口
)
只
與
基
督
向
死
同
生
失
辱
共
榮
(
羅
8

口
斐
3

u
u

伯
前
4
U
H
)

與
天
主
學
龍
成
長
合
作
增
進

自
己
制
列
主
的該
議
(
伯
後
3
M
)
期
待
主
再
來
以
自

己
的
大
能
改
變
我
們
卑
踐
的
身
體
相
似
他
光
榮
的
身

體
(
對3
m

缸
羅
8

間
i

M
)
終
歸
獲
得
微
處
的
救

贖亡、
復
活。見
罪

惡、
正

義、
救
援、
成
義、
贖
罪、
和

好、
祭
紀、
奴

隸、
死

m救
主
(諒
的
?
)

(
漁

)

。

見
前
條

的
時u
z
n
u「0
己
人
名
其
意
不
詳
是
居
於
凹
酬

1

司
『
A

a

m
且
，

、
地
區
剛
刷
刷
刷
人
的
國
王
是
制

瑟
時
代
的
人
佔
攘
了
約
但
河
東
的
肥
灰
土
地
城
鎮
之

多
達
六
十
座
是
馬
當
時
河
東
的
強
大
君
主
但
仍
敗
於

以
色
列
人
(
申
1
.

3
1
!
"
4

盯
啪
的
﹒
蘇2M
9

M
U
4

H
U

缸
誠的
u
m
M得
)
。
君
王
品
敗
但
他
的

名
聲
部
保
留
在
以
民
的
傳
說
中
經
久
不
衰
其
中
主
要

的
原
因
是
按
說
這
位
國
王
身
體
高
大
敏
蹺
為
勒
法
因

人
(
即
巨
人
)
遺
族
中
的
僅
存
人
物
他
的
林
竟
有
九

肘
長
四
肘
寬
l

即
四
米
乘
一
米
點
八

O
(
南

3
u
)

但
是
按
絕
大
多
數
學
者
的
意
見
此
處
所
說
的
床
是
指

棺
鄰
而
言
的
確
在
阿
曼
附
近
有
不
少
巨
大
的
石
器
時

代
的
石
棺
概
有
的
竟
正
合
軒
副
所
說
的
尺
寸
可
能
叫

民
或
聖
經
作
者
有
見
於
此
可
聯
想
到
這
位
國
王
便
是

古
代
傳
說
的
巨
人
的
僅
存
人
物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在
愉
快

形
文
件
上
記
誠
貝
耳
默
洛
達
客
的
林
也
正
有
與
這
同

樣
的
尺
度
兒
巨
人
(
韓
)

加
呻
叭
峰
祖「O
E
L
人
名
意
謂
「
強
壯
的
」
是

1

司
1

曲
，

/
、
楓
刻
間
一
個
劃
淵
明
女
人

叔
亞
所
生
的
第
二
個
兒
子
其
長
兄
閥
割
勵
早
亡
未
留
後

代
放
難
遵
父
命
及
按
照
閃
族
的
習
慣
(
見
鼎
的ω
!

"

)
應
娶
亡
兄
的
妻
子
塔
薦
耳
聞
為
妻
以
盡「
代
兄
弟

立
爾
」
的
義
務
(
見
該
條
)
但
赦
難
明
知
所
山山
非
飾

自
己
名

下
或
者
寫
貪
圖
遺
產
竟
未
逾
已
職
按
此
上
主

罰
他
死
去

(
創
羽
-

-

u
)



-

這
段
育
事
續
在
後
世
的
天
主
教
倫
理
學
中
成
了
專

心
叫一用
的
衛
語
名
詞
「
制
制
淫
行
片
制
制
的
這
種
罪
行
與

-
其
說
是
肉
慾
淫
亂
之
罪
毋
寧
說
是
白
花
白
利
相
反
家

于
庭
利
益
的
過
犯
蓋
如
果
不
給
猶
大
的
長
子
厄
爾
立
闢

士
可
能
整
個
的
猶
大
支
派
將
消
蹟
於
歷
史
這
不
只
是
一

個
支
派
的
利
害
關
係
而
是
對
全
以
民
也
都
有
直
接
的

影
響

甜
甜
晰
的
早
死
可
能
是
出
於
自
然
的
原
因
不
過
聖

經
的
作
者
部
將
它
歸
於
上
主
的
懲
罰
但
從
另
一
方
面

來
說
這
種
罪
惡
在
以
民
間
似
乎
並
未
流
行
廣
傳
蓋
以

民
向
來
重
視
子
女
看
作
是
婚
姻
中
的
幸
福
及
上
主
特

別
的
寵
愛
祝
福
(
副ms
)，
甚
至
強
調
生
兒
育
女
更

勝
過
夫
婦
之
間
自
然
情
慾
的
瀚
足
(
多
8
6
7
)

見
代
兄
弟
立
桐
律
(
韓
)

十一筆

(
韓
)

m放
難
淫
行
(
∞
戶
口
約

5
)

u
m
h
z
烏
拉
臼
「p
j
J

城
名
為
本
雅
明
支
派
人
厄
耳

句
，
息
，
Z
U
-
-
a
'

，
〈

E
C

、
|
i
l
-
-
l
l
l
l
l
l

1
-
-
-
J
=
-
-
E

'

、
帕
耳
的
兒
子
舍
默
得
所
建
築

(
編
上
8
臼
)
位
於
沙
龍
平
原
的
南
部
邊
界
上
充
軍

後
本
雅
明
支
派
遺
民
復
來
比
城
重
整
家
園
(
厄
上
2

抽
厄
下
7

叮
叮
品
)
其
周
圍
地
區
亦
稱
赦
諾
平
原

(
厄
下
6
2

見
一
編
上4
H

厄
下
口

出
)
考
古
學
家
業

已
證
賞
它
就
是
現
今
在
距
約
培
(
今
名
海
法
)
東
南

偏
東
十
一
公
里
的
卡
弗
爾
阿
納
地
方
不
過
所
存
者
僅

廢
雄
一
片
及
石
柱
數
根
而
已

見
前
條

1715-1721 

m放
巳
耳

(
2比
)

m放
貝
得
(
。5
)

服
從
(
天
主
)
的
」

@
是
披
阿
次
由
盧
德
所
生
的
兒
子
他
是
葉
瑟
的

父
親
故
是
達
味
的
祖
父
(
虛

4

叮
刮
目
)
此
人
亦
見

於
耶
穌
基
督
的
族
譜
(
瑪
l

s

路
3

臼
參
見
編
上
2

@
厄
弗
拉
耳
的
兒
子
耶
胡
的
父
親
見
於
猶
大
的

族
譜
(
編
上
2

盯
抽
)

@
達
昧
的
勇
士
之
一
(
編
上

口
口
)

@
肋
末
人
舍
瑪
雅
的
兒
子
屬
赦
只
得
厄
東
家
族

在
達
味
時
代
他
會
責
責
看
守
聖
殿
的
大
門
(
編
上
必

@
他
的
兒
子
阿
匣
黎
雅
曾
為
阿
塔
里
雅
王
后
的

百
夫
長
並
會
聯
絡
大
司
祭
約
雅
遂
將
王
后
推
翻
而
立

約
阿
士
為
猶
大
王
(
編
下
幻

1
)
(

韓
)

加
投
惡
毒
言

。
乙
且
經
上
兩
個
人
的
名

1
τ

-
J
4
1
4
1

，
、
字
意
謂
「
樹
立
」
或

「
建
立
」

已
是
先
知
阿
臣
黎
雅
的
父
親
這
位
先
知
與
猶
大

閻
王
阿
撤
(
九
一

-
1
八
七
0

)
是
同
時
代
的
人
但

關
於
父
子
二
人
的
生
平
我
們
幾
乎
一
無
所
知

(
編
下

@
且
疋
盡
職
於
北
國
以
色
列
的
一
位
先
知
居
於
首

名是見

字，斟厄|
意經i 巴l
恩上 耳L
是五
「個
尊人
敬，的

都
糊
關
劇
和
與
北
國
培
卡
黑
王
是
問
時
代
的

人
戶
攝
制

下
m

﹒
|
時
)
當
培
卡
黑
大
敗
南
國
猶
大
並
蟬
扭
曲
甘
大

批
俘
虜
(
二
十
萬
人
)
及
戰
剎
口
回
凱
旋
而
歸
時
(
見

列
下
的
章
依
7
l
9

章
)
教
續
得
先
知
出
而
相
迎
嚴

厲
地
責
斥
他
所
為
乏
不
當
竟
將
自
己
的
弟
兄
置
於
俘

虜
之
地
督
促
他
立
即
釋
俘
此
時
幾
位
厄
舜
辣
因
支
一
似

的
首
長
為
先
知
所
勵
出
而
干
涉
並
在
俘
虜
中
分
贈
衣

食
醫
治
傷
患
然
後
將
之
遣
返
南
國
耶
里
哥
城

(
一
編
下

訝
，
-
H
)
(

韓
)

M
m
b
z內心
九
炒
面
而
「
。
5
2
/
為
以
色
列
第
六
位
國
王

"
j
b
b
F
2
.
F
E
M啞
巴H
R
M呵
，
h
v
j
t
h

』

i

E

三

J
E

圖
章
，
.
，

;
2
:

、
(
八
八
五
l

八
七
四
列

上
的
目
|

閻
)
他
原
是
軍
長
但
為
人
民
選
立
為
王

(
列
上
的
M
)
他
先
擊
敗
了
政
敵
提
貝
尼
後
遠
征
摩

阿
布
(
見
默
沙
碑
文

KF
Z
開
斗
ω
N
O
)與
猶
大
城
和
同

研
尼
基
聯
坦
然
後
大
興
土
木
建
築
撤
瑪
黎
雅
馬
新
京

他
是
北
國
偉
大
君
王
之
一
在
亞
述
碑
文
上
連
他
死
後

仍
稱
北
國
為
放
默
黎
朝
或
赦
默
黎
國

(
陳

)

加
投
匕
佐

5
2
)
世
個
盃
化
的
希

1
-
7
1
j

【
晶
亮

，
、
伯
來
人
名
意
謂

「
上

主
憐
憫
了
」
以
此
為
名
者
有
充
軍
後
的
四
位
大
司
祭

其
中
三
位
見
於
舊
約

@
赦
尼
雅
一
世

(
三
二
三
l

三
0
0
)
是
雅
杜

亞
大
司
祭
的
兒
子
及
義
人
息
孟
大
司
祭
的
父
親
在
他

任
大
司
祭
期
內
大
四
凰
山
蚓
進
入
闖
京
並
受
到
制
問

雅
的
歡
迎
接
待
在
他
任
期
內
有
大
批
的
猶
太
人
移
居

外
方
他
並
罔
斯
巴
達
的
君
王
阿
勒
鳥
簽
訂
聯
盟
友
好



條
約
(
加
上
也
7
.
m
!
"
)

@
赦
尼
雅
二
世
(
二
四
六
1

二
二
一
)
義
人
息

孟
峙
的
兒
子
及
息
孟
二
世
的
父
親(
德
到
1
)

@
放
尼
雅
三
世

(
一
九
八
l

一
七
一
一)
是
息
孟

二
世
的
兒
子
及
繼
位
人
會
極
力
反
對
希
臘
文
化
的
入

侵
此
時
色
宴
苛
王
朝
安
提
約
古
四
世
的

總
理
大
臣
赫

客
多
洛
企
圖
沒
收
聖
殿
的
寶
庫
而
受
到
上
主
的
顯
罰

(
見
加
下
3
)
為
了
此
事
被
人
在
國
王
前
告
密
大
司

祭
只
好
親
赴
首
都
安
提
約
基
雅
拜
見
國
王
以
國
諒
解

但
所
得
之
結
果
如
是
讓
位
與
自
己
的
兄
弟
的
崇
拜
希

股
文
化
及
陰
險
的
雅
松
(
原
名
約
叔
亞
)
續
任
大
司

祭
職
但
三
年
後
這
個
大
司
祭
的
尊
位
又
寫
息
孟
二
世

的
另
一
兒
子
默
乃
勞
所
鑫
奪
默
乃
勞
因
偷
竊
聖
殿
的

寶
藏
而
不
堪
斂
尼
雅
三
世
的
責
斥
乃
以
毒
辣
的
手
段

將
長
兄
置
於
死
地
(
加
下
4
1

|

間
)百
姓
部
對
赦
尼

雅
三
世
的
忠
貞
始
終
景
仰
不
已
(
加
下
的
問

H
)

@
赦
尼
雅
四
世
聖
經
上
誰
未
提
到
他
的
名
字
及

學
蹟
但
由
另
一
方
面
我
們
知
道
他
是
放
尼
雅
三
世
的

兒
子
被
阿
耳
基
慕
所
驅
逐
逃
命
於
埃
及

(
參
見
加
下

叫
汁
的
)於
公
元
前
一
六
0
年
左
右
自
建
聖
殿
於
埃
及

的
梁
托
頗
里
作
寫
散
居
在
外
猶
太
人
的
宗
教
中
心
他

的
這
一
行
動
攘
說
是
根
蠻
依
撒
意
亞
先
知
一
段
關
於

樹
別
將
悶
頭
認
主
的
預
言
(
見
喇
叭

M
M
M
)。

一
(

韓

)

n
u

'

，
恥
于

•
••• 

9
.

, 

-
n
b
A
巨
t
r
帝
「

3
/

丘
陵
名
原

有
「
凸
出

7

-
M
M
d
D
n起悶
悶
戶

。
c
y己

)

一
直
三
j

i
-
d
z
!
'，
.

，
、
體
」
的
意
思
它
位
於

1722-172' 十一輩

耶
京
聖
殿
南
方
原
氣
古
時
之
耶
步
斯
城
而
後
來
稱
熙

雍
山
及
遠
味
城
(
撇
下

5
.

編
上
口

-
1
.
)
是
一

山

丘
地
帶
在
北
部
的
繳
瑪
黎
雅
亦
有
「
赦
斐
耳

」
地

方
名
大
都
譯
作
「
山

閥

」
恩
高
譯
本
亦
然
(
列
下

5
μ
)
但
是
耶
京
的
赦
雙
耳
部
是

一
個
固

有
的
地
名

(
見
依
U
H
米
4
.
)
約
堂
及
默
納
舍
國
王
會
先
後

修
建
這
一
區
的
城
牆

(
編
下
U
S
刊M
H
)
充
軍
後
供

職
於
聖
殿
的
僕
役
即
「
獻
身
者
」
(
見
該
條
)
居
住

於
此
並
修
建
已
調
嶺
的
城
牆
(
厄
下

3
M

盯
u

n
)

考
古
學
者
曾
經
數
次
在
此
挖
掘
考
究
它
的
歷
史

見
耶l制
刷
刷

(
韓
)

加
崎
趴
抬
仟
唷
啊
(
。
甚
門
)人
名
及
地
名
屁
謂

E

三

a

p
-
-

'
，

主

l

'

、

「
鬆
散
的
土
地
」
或

謂
「
塵
土

」
這
個
名
詞
通
用
於
人
及
地
區
意

即
最
初

居
鈴
赦
非
爾
地
區
的
人
就
是
放
非
爾
人
他
們
是
約
刻

堂
的
後
代
(
創
m
H

編
上
1

詞
)

放
非
爾
地
方
聖
經
上
不
時
提
到
它
是
撒
羅
瀚
在

厄
茲
雍
革
貝
爾
的
船
隊
的
貿
易
對
象
從
這
里
撒
羅

瀚

輸
入
大
批
純
正
的
資
金

(列
上
9

扭
扭
叫
編
下
8
"

依
U
M

詠
的
叩
約
m
M

編
上
的叫
‘
德
7

u
)
它
的
黃

金
是
如
此
的
著
名
甚
至
聖
經
上
竟
有
時
用
「
赦
非
爾
」

之
名
來
代
替
資
金
(
約

n
H
)
除
了
黃
金
之
外
撒

羅
浦
更
自
此
地
轍

入
檀
香
木
寶
石
(
列
上
m
u
編
下

9

刊
)
銀
子
象
牙
猿
猴
和
孔
僅

(
列
上
m
n

編
下
9

剖

)
這
些
船
雙
往
返

赦
非

爾
一
次
需
時
三
年
故
此
都

是
巨
大
的
塔
爾
央
士
船
隻
並
且
需
要
希
蘭
人
的
助
力

才
得
以
成
行
(
列
上
m
n
編
下
9
n
)

至
於
斟斟
上
數次
所
提
到
的
制
蚓
諷
究
在
什
悠

地
方
學
者
們
的
意
見
非
常
紛
耘
舉
凡
甜
對
周
叫
出
到
#

南
非
錫
蘭
馬
來
亞
西
班
牙
甚
至
秘
魯
都
會
是
學
者
們

臆
想
的
對
象
並
且
都
是
智
者
見
智
仁
者
見
仁
不
一
而

是
但
是
在
這
些
眾
多
的
意
見
中
有
兩
個
古
老
的
意
見

漸
漸
佔
了
上
風
即
是
阿
刺
伯
半
島
或
印
度
其
中

猶
以

剛
刺
側
半
島
的
可
能
性
為
大
主
要
的
原
因
臭
刺
刺
割

的
後
代
所
分
散
居
住
的
主
要
地
區
就
正
是
剛
刺
叫
半

島

(
創
m
M
編
上
1
n

見
詠
花
M
)
但
是
這
個
意
見

也
有
它
的
缺
點
蓋
一
來
阿
刺
伯
半
島
向
來
很
少
產
黃

金
二
來
自
厄
茲
雍
革
貝
爾
往
返
阿
刺倒亦
絕
非
需
時

三
年
故
此
又
有
人
以
折
衷
的
辦
法
來
解
決
這
個
疑
經

就
是
黃
金
的
真
正
來
源
是
印
度
而
剛
刺
側
半
島
只
不

過
是
印
度
黃
金
的
轉
運
站
而
已
總
之
關
於
制
荊
制
確

在
什
蜜
地
方
的
難
題
是
很
難
解
決
或
者
是
根
本
不
能

解
比
這
由
學
者
們
眾
多
復
雜
的
意
見
誠
可
以
知
也

見
航
海
(
韓
)

加
設
和
吻
尼
(。2
)2

屆
上
只-
M

1
-.• 
f

J
e

'

，
、

提
及
到
它
是
屬
於
本

雅
明
支
派
的
一
個
村
莊
(
蘇
U
H
)
學
者
們
大
部
以

為
它
說
是
現
今
位
於
耶
京
之
北
二
十
一
公
里
處
的
基

弗
納
(
位
于
凶
)
公
元
七
0
年
耶
京
失
陷
於
羅
馬
人

手
之
前
後
會
有
不
少
耶
京
的
居
民
逃
來
此
地
避
難

〔
M揖
」



之
地
放
爾
難
為
叮
叮
刊
)
悅
目

1
)

圖
(
'
|

-

人
名
耶
步
斯
人
是
耶
京
一
個
打
未
變
的
主
人
上

-
主
的
使
者
站
在
他
的
禾
場
上
因
違
味
認
罪
求
上
主
息

怒
才
未
受
上
主
使
者
的
打
擊
(
撇
下

川
的
M
口
)
遼

味
受
先
知
加
得
的
指
示
將
放
爾
難
的
打
禾
場
以
五
十

「
協
刻
耳
」
銀
子
買
下
建
築
了
一
座
祭
壇
向
天
主
獻

了
全
熔
祭
及
和
平
祭
以
平
息

上
主
的
義
怒
減
除
民
間

的
災
禍

(
撒
下
圳
的
M
|

缸
編
上
n
H
l

H
)
後
來
撒

羅
游
說
在
這
里
為
上
主
修
建
了
聖
殿

(
一
編
下3
1
)

教
爾
難
的
打
禾
場
位
於
耶
京
的
摩
黎
雅
山
上
面
對
古

時
的
耶
步
斯
城
亦
即
是
後
來
的
達
味
城
至
於
赦
爾
難

的
原
文
名
有
數
個
不
闊
的
寫
法
今
已
無
法
可
知
何
者

為
其
實
的
原
名
故
其
意
義
亦
不
得
詳
知

(
韓
)

M
m
b
4
月
回
閥h
H
「
。
『
咕
"
主女人
名
意
謂
「
頑
強
」

的
車
互
苟
且F
d
月

/
O
G
E
K
「
低
抗
」
劇剛
耐
人

與
猶
大
白
冷
人
厄
里
默
厄
客
的
兒
子
基
肋
雍
結
為
夫

妻
是
虛
德
的
她
嫂
及
弟
媳

(
處
4

刊
)
其
後
她
的
岳

父
丈
夫
以
及
盧
德
的
丈
夫
皆
相
繼
去
世
其
婆
母
納
放

米
決
意
返
歸
故
里
|
創
叫
阿
臨
行
前
力

勸
兩
位
兒
媳
不

必
施
行
果
然
放
爾
帕
從
婆
母
之
勸
留
在
摩
阿
布
盧
德

卸
隨
納
赦
米
返
罔
白
泠

(
處
l
a
|

H
)

見
納
赦
米
盧
德
(
韓
)

n
h
E內
心
用H
H
?
'
，T
J

人
名
郎
「
烏
鴉
」
之

"
，
-
-
z
g自
E
m
E
」
a
u川
，
〈
"
們

E

』

E
-
Z
J
d

』
-
'

，
、
意
他
是
米
德
揚
人
的

領
袖
基
德
紅
寫
民
長
時
在
約
但
河
東
一
座
聲
石
旁
慘

十一重的25-1729

道
叫
刮
到
人
殺
丸
寫
此
該
地
日
後
叫
做
創
喇
喇
扎
見

民
7
u
l
n
8

，
詠
的
n

見
則
厄
布
{
雷
)

u
h
A
3
d
b
n可
依
阻
「
。
宮《h
H
m
yJ

是
聖
經
上
十

呵
此
事
宜L
V
知
草
棚
f
o
z
s

」

-
-
-
J
E
-
-
'

、
二
個
人
的
名

字
意
思
是
「
上
主
的
僕
人
」

@
依
撒
加
爾
支
派
的
族
長
出
於
托
拉
家
族
父
名

依
次
辣
希
雅
(
編
上

7
8
)

@
加
得
支
派
人
在
漆
刻
拉
格
地
方
歸
順
了
遂
味

(
編
上
U
M
)

@
撒
鳥
爾
的
後
代
風
本
雅
明
艾
派
父
名
阿
責
耳

(
編
上
8

抽
9

“
)

@
則
步
隆
支
派
人
其
子
制
制
瑚
雅
曾
在
湖
喇
時

代
身
寫
支
派
的
首
領
(
編
上
幻
刊
)

@
是
北
國
以
色
列
王
阿
哈
布
的
家
宰
一
位
敬
畏

天
主
的
善
人
當
王
后
依
則
具
耳
殺
害
天
主
的
先
知時

會
掩
護
了
一
百
名
先
知
的
性
命
並
經
過
他
從
中
周
旋

厄
里
亞
先
知
會
見
了
國
王
並
有
與
假
先
知
們

山
上
比

試
那
一
幕
的
上
演

(
列
上
m
a
|

甜
)

@
是
掛
划
王
制
叫
樹
蚓
時
代
的
一
位
要
九
曾
被

閻
王
打
發
前
往
各
城
市
鄉
村
去
教
訓
百
性
天
主
的
法

律

(
編
下
口
?
)

@
是
默
辣
黎
族
人
屬
肋
未
艾
派
在
約
史
雅
圖
王

時
代
被
委
任
為
修
草
坪
娶
般
工
人
的
監
督(
編
下
M
U
)

@
是
則
|
劃
凹
則
耳
的
子
成
剛
酬
勸
阻
的
兒
子

(
幟

上
3
n
)

@
刷
潮
到
的
兒
子約
阿
布
的
發
代
禿
軍
後
偕
闕

E
斯
德
拉
返
罔
猶
太
{
厄
上

8
.
)

@
是
充
軍
後
在
內
訪
紙
糊
領
導
之
下
重
新
興
上

主
訂
立
盟
約
時
在
盟
約
上
簽
字
的
二
十
一
位
司
祭
之

一
(
厄
下
m
e
)

@
叫
刊
刑
九
剖
瑚
蚓
之

7扒充
軍
後
歸
來
蚓
京
居
住

(
編
上
9

刊
)
有
人
以
為
他
就
是
沙
慕
亞
的
兒
子
例

貝
達

(
厄
下
叮
叮
)

@
蚓
刺
九
在
制
蚓
叫
刮
大
司
祭
時
代
寅
貴
守
護
學

般
的
大
門

(
厄
下
眩
目
)

(緯
)

"
海
人
亞
偉
拉
巴
布
J

「
E
L
〉f
i

q
J
人
名
有
「

旬
，
L
V
E
Y
W
X
K
K
H
S
2
2
，
'
，

F
h
h
C
E
F
:
F
U

』

1

-

-
-
3
1

月

-
a
d
e
-
-
J

J

、
幸
運
者
」

的
意
思
似
乎
應
是
利
刷
到
制
雅
王
名
阿
劉
如
何
叫
特

(
〉
『
眉
目
岳g)
者
的
兄
孰
剛
民
會
隨
同
制
制
王
阿

塔
薛
因
斯
第
三
并
肩
作
戰
遠
征
樹
別

(
公
元
前
三
五

三
!
三
五
一
)

斟
樹
上
部
說
他
是
到
叫
王
劃
蚓
割
的
親
信
大
將

是
有
權
有
勢
的
人

(
剖
2
.
-
m

)
的
風
亞
述
帝
國

習
將
佔
領
地
區
的
聰
明
有
才
的
青
年
擴
往
本
國
施
以

嚴
格
的
訓
練
為
使
他
們
將
來
在
國
家
頁
但
重
要
的
任

亂
翻
倒
劉
劃
圳
的
使
命
就
是
要
佔
領
及
向
西
方
地
區
的

蚓
划
人
報
復
進
入
蚓
划
將
開
對
劃
楓
園
風
剖
蚓
制
計

殺
胡
鬧
對
恥
而
解
救
劉
蚓
人
民
的
英
雄
事
民
詳
見
友

弟
德
傳

(
據
}



明
文
弓
，
武
區F
F

S
E
E
J
人
名
古

1
-

-
-J
-
/
1
l
w

E
E

J

、
「
有
用
處

有
價
值
的
」
是
哥
羅
森
城
的
一
位
名
贊
肋
孟
先
生
的

奴
錄
這
位
贊
助
孟
既
是
旬
的
翁
又
是
教
友
他
的
奴
持
開
放

乃
息
摩
作

了

一
件
對
不
起
主
人
的
事
(偷
了
東
西

?
)

畏
罪
而
逃
往
羅
馬

U
R奔
保
祿
此
時
保
祿
正
在
羅
馬
坐

監
(
贊
ω
都
)
在
羅
馬
受
保
線
之
感
化
岡
頭
信
教
因

他
頗
具
才
資
保
祿
本
有
意
將
他
留
在
身
邊
作
為
助
手

但
先
將
他
篩
選
其
主
人
使
其
自
作
定
斷
並
親
手
寫
了

一
封
充
游
感
情
的
短
信
請
費
肋
孟
基
於
信
友
兄
弟
的

愛
德
善
待
其
罔
頭
的
奴
絡
(
副
4
.

劃
8
-
m
街
)。

見
費
肋
孟
書
(
韓
)

M
b
d
A主
才
3

】
干
干
「
。
妄
言
三

人
名
其
意
不

立
五

:
1

，
P
E

E
n
-」

訊
是
叫
民
的

第
一
位
民
長
刷
刷
刷
的
兄
弟
刺
制
刻
的
長
王
叫
蚓
蚓

及
毛
諾
泰
的
父
毅
(
民
1
"

編
上
4
u
)
但
這
個
名

字
也
是
家
族
名

(
編
上U
H
)
會
因
佔
領
克
劇
蚓
蚓

色
費
爾
域
有
功
而
娶
得
加
肋
布
的
女
兒
阿
革
撒
為
妻

(
穌
的
u
l

H

民
1
u

l

u
)

當
時
因
以
民
作
惡
不
敬
畏
上
主
而
受
厄
東
王
一
一
雇

劑
劇
W
蚓
刷
刷
的
壓
迫
遂
八
年
之
久
其
後
有
制
蚓
周
到

民
長
興
起
打
敗
敵
人
而
使
國
泰
民
安
達
四
十
年
之
久

(
民3
7

|

U
)
(

韓
)

一
扭
身V
A
E
I
H
L

遺
風
肆
恤
「
。
同
岳SZ
J
城
名
位
於
酬

叫
一
切
至
于
是
牙
/
O
E
E

之
間
會
思

工
摩
頗
皇
統
之
北
可
能
說
在
凹
劉
剖
開
河
的
入
海
處
但
無

1730-1735 十 一.

確
實
的
考
讓
當
息
孟
在
猶
太

ι執
政
時
特
黎
體
區
戰
敗

於
安
提
約
古
第
七
世
(
公
兀
前
三
二
尺
l

一
二
九
)

而
逃
來
此
絨
避
難
(

加
上
的
肘
)
(

緯
)

m放
貝
得
厄
東
(2
立
的
已
。2
)

是
聖
經
上
四
個
人
的
名
字
意
思
可
能
是
「
叫
蚓

(
神
)
的
僕
人

(
?
)
」

@
肌
特
人
當
時
速
味
因
見
蚓
蚓
冒
昧
從
事
手
觸

上
主
的
約
糧
而
受
到
頭
罰
死
去
乃
心
生
怕
情
便
將
約

櫃
移
往
放
貝
得
厄
東
家
中
存
放
f

三
個
月
上
主
特
別

祝
搞
了
這
一
家
庭
(
撒
下

6
u

1

u

編
上
U
H

@
肋
末
人
學
般
的
歌
詠
者
及
守
衛
(
編
上
M
U
M

-

u

的
s
)
是
耶
社
遇
之
r
y
(編
上
的
組
)

@
是
這
味
時
代
一
個
大
家
族
的
首
長
他
的
家
人

會
員
責
守
衛
聖
殿
南
邊
的
入
口
及
庫
房

(
一
編
上必
‘

@
是
雪
殿
金
銀
財
賽
的
守
護
記
當
北
國
凶
創
刊

王
耶
屬
阿
士
戰
敗
猶
大
王
阿
瑪
貴
雅
進
入
耶
京
時
會

被
迫
將
一
切
聖
殿
財
物
交
出
(
編
下
話
叫
)

因
上
述
數
位
名
叫
放
貝
得
厄
束
的
人
彼
此
之
間

的
分
別
不
太
清
楚
故
有
些

學
者
以
為
他
們
原
寫
一
人

(
轉
)

m放
乃
息
佛
洛
(
。
口
E
Z
。2
)

人
名
意
調
「
有
用
處
」
或
「
具
有
價
值
的
人
」

是
厄
弗
所
峨
的
一
位
教
友
會
經
慷
慨
大
方
及
十
分
忠

信
地
幫
助
過
叫
樹
和
他
初
遠
的
教
合
並
遠
赴
輯
關
揉

唔
坐
數
的
保
祿
且
不
以
保
祿
的
囚
位
身
份
為
恥
是
以

宗
徒
主
內
深
受
惑
動
故
對
他
作
7
極
其
崇
高
的

讚
錫

獲
獎
(
弟
後
I
M

-
-

u
)
(

緯
)

的
故
為
控
與
放
局
里
巴

「
。}
g
E
Y
M
W口已
。
}
gE
『
M
W
Y
J

f
o
r。
戶
"
。
"
。7
。
E
F
"

」

是
兩
個
象
徵
名
字
放
日
旬
位
象
微
微
瑪
黎
殺
及
北

國
以
色
列
意
謂
「
她
有
自
己
的
帳
幕
」
制
劃
劃
凹
象

徵
耶
路
撒
冷
及
南
圓
猶
大
意
謂
「
我
的
帳
幕
(
學數
)

在
她
中
間
」
二
者
在
則
必
敏
說
為
兩
位
淫

亂
不
貞
的

姊
妹
按
普
通
的
講
法
這
一
象
敏
的
重
心
點
在
於
指
出

如
何
南
北
兩
國
各
自
奔
投
異
國
的
邪
牌
而
背
棄
了
自

己
的
上
主
天
主
終
至
招
來
災
禍
連
天
及
糧
大
的
恥
辱

(
見
列
下
幻
7
)
但
是
現
在
有
不

少
的
學
者
則
以
圓
周

先
知
的
本
意
並
不
是
在
於
強
調
宗
教
上
的
意
羲
而
主

要
是
指
出
以
民
政
治
上
的
分
裂
各
奔
前
程
終
至
各
自

得
到
了
家
破
人
亡
的
惡
果
(
充
軍

)
這
兩
個
象
徵
名

詞
的
意
義
似
乎

應
是
在
以
民
徹
底
分
製
時
然
百
姓
的

呼
聲
「
以
色
列
罔
到
你
的
板
幕

去
吧
」
(
列
上
M
M
H
)

的
周
圍
，
我
們
則
以
為
兩
種
意
義
|

宗
教
的
及
政
治
的

l

皆
見
於
這
一
象
鐵
中
蓋
二
者
都
有
其
理
由
及
其
不

可
否
認
的
歷
史
背
景

「
臨
悍」



-
u晶
K
F、
、
回
\
G
g

g

e
咱
可
J
世
間

一
切
民
族
對
自

主
的
司
冒

5
3
5
\

己
的
族
是
不
恭
而

.

. 

一
敬
之
地
將
其
故
集
保
存
以
民
在
這
一
方
面
的

努
力
更

一
一
是
有
過
之
而
無
不
及
其
原
因
不
外
是
以
民
的
社
會
組

織
是
由
下
而
上
的
一
個
人
在
社
會
上
的
地
位
權
利
義

路
及
對
財
產
的
分
治
無
不
視
其
是
否
接
族
譜
確
是
屬

於
某
一
支
被
家
族
或
家
庭
而
定
族
譜
與
以
民
之
重
要

關
係
可
見
一
斑

大
致
說
來
聖
經
上
有
兩
種
族
譜
記
載
一
種
是
歷

史
傳
統
及
人
文
地
理
的
結
晶
族
譜
諸
如
創
世
紀
上
所

有
的
族
譜
表
說
團
團
此
類
另
一
種
是
官
方
按
支
派
家
族

及
聖
祖
們
世
縛
的
機
關
記
載
這
種
記
載
多
見
於
戶
第

紀
及
編
年
紀
除
上
述
二
種
外
亦
有
些
一
是
屬
於
個
人
家

庭
的
記
錄
而
這
些
人
大
都
是
以
民
社
會
上
的
重
要
人

物
如
遂
味
家
族
(

一編
上
2
n
i
u
3
1

l

M

等
)

匣
多
克
家
族
(
編
上
5
H
i
u

等
)
及
撒
鳥
耳
家
族

(
編
上
8
"

等
)
甚
至
有
些
不
甚
太
重
要
的
族
譜
亦

有
記
錄
於
聖
經
者
(
編
上
2

叫
“

5
H

等
)

族
譜
之
搜
集
保
存
始
於
何
時
不
得
而
知
但
基
於

它
對
以
民
之
重
要
性
可
以
斷
定
是
在
很
古
的
時
代
業

已
開
始
最
初
可
能
是
些
一
小
型
的
有
關
家
庭
血
統
的
記

錄
「
不
然
說
把
或
從
你
所
記
錄
的
冊
子
上
抹
去
吧
」

(
出
沾
自
)
「
都
已
全
部記
錄
於
表
冊
」
(
詠

m
M
)

等
語
旬
u
g
暗
示
這
種
家
譜
記
錄
的
存
在

對
於
經
過
空
前
的
浩
劫
家
破
人
亡
充
軍
歸
來
的

以
民
族
譜
之
重
要
性
愈
形
重
大
尤
其
是
司
祭
的
後
喬

十一畫1736 

若
欲
盡
闡
明
星
殿
、
必
須
先
以
司
祭
族
譜
來
證
明
自
己
的

身
世
才
可
而
後
來
這
種
族
譜
又
必
須
經
過
公
會
議
的

考
瓷
批
准
才
能
生
效
其
他
散
居
四
方
的
以
色
列
子
民

無
不
在
盡
全
力
保
持
自
己
與
家
族
之
間
的
密
切
聯
繫

創
世
紀
上
的
族
譜
太
兵
團
表
式
自
亞
當
至
諾
厄

只
有
十
位
里
祖
年
諧
的
記
載
(
創
5
)
自
諾
厄
之
子

閃
至
亞
巴
郎
亦
僅
十
位
(
創
刊
間
，
"
)
每
位
學
祖

年
齡
又
非
常
高
大
這
種
概
括
的
記
錄
似
乎
是
在
模
仿

叔
默
爾
人
的
族
譜
但
實
際
上
是
迴
然
不
同
的
蓋
紋
默

爾
人
的
先
祖
大
都
是
半
人
半
棘
的
傳
奇
神

話
記
載
而

叫
民
的
先
祖
則
是
與
其
他
各
民
族
的
祖
先
完
全
相
同

是
以
將
「
民
族
分
佈
表
」
放
於
聖
經
之
首
(
創ω
)
以

證
明
以
民
不
過
是
一
切
民
族
中
之
一
絕
無
什
麼
神
明

先
姐
的
存
在
以
民
之
為
亞
巴
郎
之
子
孫
與
其
他
如
納

剛
回
勵
之
子
孫
(
削
n
n
|

訕
)
依
市
甜
甜之
子
孫

(
削
討
自il
間
)
及
固
樹
蚓
之
子
孫(
糾
紛
)完
全

相
同

族
譜
之
成
立
亦
多
少
有
它
的
規
律
大
致
說
來
比

如
某
一
支
派
與
其
他
一
支
派
的
混
合
不
論
是
以
佔
錢

同
化
也
讓
吸
收
等
等
方
式
大
都
是
以
一
支
派
之
男
與

另
一
支
派
之
女
結
婚
的
方
式
而
載
於
族
譜
上
以
民
的

女
兒
多
次
是
某
一
強
盛
城
市
或
國
家
的
圈

圈
地
的
象
徵

兒
子
則
代
表
支
被
中
的
家
族
長
子
則
是
更
古
老
更
興

旺
家
族
的
象
徵
族
中
之
外
人
而
被
列
於
族
譜
者
大
都

是
弱
小
而
被
岡
化
的
家
族
以
此
類
推

另
一
原
則
是
家
族
之
前
輩
與
孩
家
族
之
居
地
有

密
切

的
獨

係
多
次
以
父
子
的

關
係
表
示
山
東
道

格
外

見
於
編
制
制
的
家
族
素
點
如
「
刻
刻
糊
糊
蚓
剛
闋
的

父
親
有
巴
耳

」
(
編
上
2

“
)
「
自
冷
的
父
銀
嫩
耳

瑪
」
(
編
上
Z
U
)
等
第
一
名
詞
皆
係
地
名
雖
然
如

此
不
可
一
概
而
論
要
觀
每
一
處
的
記
錄
情
形
斟
酌
而

定
方
不
致
陷
於
錯
誤

以
民
的
族
譜
還
有
另
一
種
特
敏
說
是
某
一
民
族

支
派
家
族
的
名
字
在
不
同
的
族
譜
單
上
數
次
或
多
次

被
重
覆
記
敘
更
甚
者
是
可
能
在
一
名
單
上
以
父
級
之

身
份
出
現
在
另
一
名
單
之
上
部
以
兒
子
的
名
義
被
錄

之
於
書
或
者
一
次
是
叔
父
而
另
一
次
是
兄
弟
比
如
在

制
m
n

剛
酬
是
因
創
的
父
親
但
在
制
n
n
倒
蚓
部
是

制
割
酬
的
兒
正
是
剛
剛
的
伯
父
又
如
在
制

M
N
S“
利

辣
黑
是
厄
繳
鳥
的
兒
子
也
在
同
章
的
簡
科
辣
黑
部
是

自
盟
出
次
的
兒
子
還
有
在
幟
上
2
.

蜘
是
甜
制
制
的

兒
子
及
耶
辣
默
耳
的
兄
弟
但
在
同
輩
幻
簡
蘭
部
是
耶

喇
喇
割
的
長
已
有
時
同
樣
的
名
字
被
害
之
於
不
同
支

派
或
家
族
的
名
單
上
比
如
則
辣
黑
科
辣
黑
刻
納
次
三

人
之
名
被
列
於
厄
撤
鳥
的
後
代
中
(
創
必

H
l

口
)

但
同
時
亦
見
於
猶
大
支
派
的
家
譜
上
(
編
上
2
|
4
)

貝
黎
雅
是
厄
弗
辣
因
之
後
代

(
編
上
7

詞
)
又
是
阿

酬
勵
之
後
代
(
制
約
口
)
甜
甜
甜
是
制
蚓
淵
之
子
(
制

俑
，
)
但
又
是
培
勒
茲
之
子
(
創
俑
間
)
這
些
名
字

的
重
復
究
其
原
因
不
外
是
歷
史
的
演
變
閥
係
比
如
支

派
與
文
派
之
間
或
家
族
與
家
族
之
間
的
密
切
往
來
甚

至
某
一
家
族
的
被
吸
收
及
同
化
或

者
其
祖
先
於
不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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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地
問
他
居
住
過
(
注
族
譜
上
的
名
字
有
時
亦
有
地
區

的
忠
義
)
祖
先
的
遷
移
抖
的
M
m央
文
件
的
混
亂
等
不
一

而
足

聖
經
族
諧
的
作
品
所
川
的
屐
史
資
料
並
不
是
絕

對
泊
位
可
鋒
的
亦
不
是
完
全
按
著
時
代
的
演
變
而
出
的

成
的
文
件
而
是
必
一
民
間
而
縛
的
有
時
彼
此
矛
盾
的
資

料
但
是
作
者
仍
能
將
它
們
編
輯
起
來
筆
之
於
書
因
為

他
們
將
族
譜
上
的
名
字
完
全
以
有
位
格
的
人
來
看
待

也
正
因
此
一
個
名
字
於
一
本
同
族
譜
上
的
重
復
亦
毫
無

問
題
閥
門
閥
門
匕
指
示
彼
此
之
間
的
血
統
關
係

(
緯

)

2
灰
爾

(
2

旦
控
兩
個
以
的
名
字
及
地

-
i
l
-
-

J
E
Z

V

、
名
拉
丁
通
行
本
人
名
地
名
不

分
其
W
H原
文
是
有
分
別
的
故
恩
一
個
同
譯
本
依
原
文
亦
分

別
譯
作
放
爾

(
創
的
7
)
穌
爾

(
友
2

甜
)

@
關
抓
人
名
是
米
德
楊
簇
一
個
部
落
的
酋
長
苛

次
彼
的
父
綴
(
戶

街
時
)
技
戶
"
“
.族
爾
酋
長
是
在

梅
瑟
山
命
攻
略
及
懲
況
米
德
楊
人
的
戰
役
中
同
其
他

四
位
酋
長
一
起
彼
殺
死
的

(
見
蘇
U
U
)

@
本
雅
明
支
派
人
是
耶
依
耳
的
兒
于
克
士
的
反

兄
克
士
就
是
做
鳥
耳
的
父
親
(編
上
8
M
H
9

呵
呵

)

(
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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τ32J 1前
輩餐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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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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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 」/ FP
路1 '""' 最 35.
i散!格i 後 5.
泠1 前晚 E
所 11 盡量 之J
iti: 20 或
的'-"'，稱
最是主
後指 的

晚 耶脫
餐。穌餐

兒

悶。

在
這
一
次
晚
益
中
耶
穌
從
立
了
里
體
學
事
同
時
也
可

說
也
立
了
新
約
(
見
嗎
鈞
叮
站
谷

M
U

缸
，
做
叫
“

7

0

1
M
)
關
必
最
後
晚
餐
糧
不
易
解
決
的
一
難
題
乃

時
間
的
問
題
換
言
之
耶
穌
究
在
那
一
天
吃
了
最
後
晚

餐
從
對
觀

一隔
音
的
記
述
看
來
耶
穌
吃
這
最
後
一
次
的

統
餐
正
是
依
照
猶
太
人
的
傳
統
成
法
律
吃
逾
越
筒
晚

餐
吃
逾
越
節
晚
餐
的
法
律
被
淤
山

也
2
u

用
芯
是

自
同
時
猶
太
人
紀
念
天
主
如
何
以
奇
蹟
權
敘
以
民
仇
敵

埃
及
技
猶
太
人
的
法
律
與
傳
統
吃
逾
越
部
晚
策
當
在

每
年
叫
他
做A
(
即
猶
太
人
教
曆
的
正
月
)
卡
內
口
傍

晚
日
洛
西
山
後
那
末
按
常
理
耶
穌
也
即
在
仆
地
做
H
几
十

四
日
傍
晚
與
宗
徒
們
吃
了
他
最
後
一
次
晚
餐
但
行
考

諸
右
所
品
的
耶
穌
活
雖
央
划
耶
穌
究
在
那
一
天
吃
了

最
後
晚
餐
便
有
了
問
題
第
一

H右
在
開
始
記
述
耶
穌
吃

晚
餐
時
說

「
在
逾
越
節
慶
日
前
」

(
右
口
1
)
一
一
這

一
改
法
雖
有
點
模
糊
不
清
不
過
仍
不
是
問
題
的
關
鍵

發
生
問
題
的
是
時
間
節
所
品
「
那
時
還
是
泊
位
」
郎

耶
穌
被
捕
之
望
日
清
晨
他
們
自
己
如
沒
有
進
入
總
督

府
怕
受
了
站
污
而
不
能
吃
逾
越
節
羔
羊
照
這
前
經
文

看
來
耶
穌
與
街
太
人
並
非
在
同
一
天
吃
逾
越
節
晚
益

而
是
提
早
了
一
天
換

一一-目
之
不
是
尼
做
月
十
四
日
而
是

十
三
日
第
二
從
右
W
U
節
所
說

「
猶
太
人
因
那
日
子

是
預
備
日
兔
得
安
息
日

l

那
安
息
日
原
是
個
大
節

日

，
屍
首
留
在
卡
{
子
從上
就
來
請
求
比
拉
多
打
斷
他

們
的
腿
把
他
們
拿
去
」
可
知

耶
穌
是
死
在
安
息
日
的

的
一
日
郎
今
日
之
尾
開
卅
五
那
末
耶
穌
吃
最
後
晚
餐
也

的
必
立
雪
健
的
日
子
是
今
日
的
是
期
叫
院
教
會
，
日
出

的
傳
授
紀
念
耶
穌
最
後
晚
餐
的
是
在
是
期
間
足
以
關

於
耶
穌
是
在
足
期
四
吃
的
最
後
晚
表
沒
有
什
麼
疑
難

而
問
題
只
是
何
以
耶
穌
不
在
尼
做
月
L
l
凹
而
提
早
此

尼
故
月
十
三
吃
逾
越
筒
晚
餐
而
且
拔
閉
一
幟
苦
的
氾
述

尤
其
路
2
時
梅
清
楚
的
說
「
我
渴
望
而
又
渴
望
在
我

受
錐
之
前
同
你
們
吃
這
一
次
逾
越
街
羔
羊
」
耶
穌
吃

的
最
後
晚
餐
質
在
是
逾
越
節
晚
餐
肉
並
非
如
某
些
學

者
所
改
耶
穌
所
吃
的
最
後
晚
餐
並
非
是
逾
越
節
脫
餐

而
是
一
汗
通
的
悅
餐
從
四
一
禍
首
尤
其
路
的
記
述
溢


a
法
是
不
能
成
立
的
那
來
州
以
耶
穌
提
前
在
尼
散
月

十
三
日
吃
逾
越
的
晚
餐
技
較
許
過
而
且
也
較
合
現

能
令
人
淪
立
的
解
釋
是
當
越
拉
節
越
到

f

灰
白
心
日
時

耶
穌
死
去
的

一道
年
正
遇
到
去
息
日
內
比
右
師
們
那
年
的

安
息
口
約
大
節
日
猶
木
人
中
有
的
和
法
利
苓
氣
人
領

導
下
呵
呵
了
避
兔
在
安
息
日
前
傍
晚
Y
役
卅
淌
下
山
觸
犯

安
息
日
便
提
前
在
十
三
日
傍
晚
宰
殺
羔
羊
吃
逾
越
自

晚
餐
耶
穌
的
隨
著
民
間
這
傳
統
提
前
於
十
三
日
傍
晚

吃
逾
越
街
晚
餐
但
另
一
些
一
人
如
隨
從
當
時
充
當
司
祭

的
做
扯
本
無
人
仍
依
照
梅
扭
曲
法
律
的
規
定
在
十
四
日

傍
晚
才
吃
逾
越
笛
晚
餐
而
那
時
頁
頁
控
告
耶
穌
的

m
w

司
第
長
與
大
司
祭
等
人
他
們
不
願
進
入
總
督
府
內
怕

受
了
站
污
以
至
傍
俊
不
能
吃
逾
越
筒
晚
餐
主
張
這

一

解
釋
的
有
著
名
的
經
學
家
如

廿
ω
m
E
Dm
P

H
N
H
R
E
S


F
n
F
E
E
P
∞
言
。
口
，
早
且
。-
E
E
E
D
R
P
E

以
及

猶
太
學
者

∞
E
n
r

已
-
E

』
﹒等
至
於
、
耶
穌
-
咕
咕
次
吃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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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節
晚
餐
是
否
完
全
依
照
猶
太
人
吃
逾
越
筍
晚
餐
的

儀
式
因
福
音

作
者
主
要
用

意
是
記

述
耶
穌
立
了
學
體

聖
E
T同
時
也
完
成
了
新
約
是
以
對
猶
太
人
吃
逾
越
節

晚
餐
的
詳
細
筒
日
划
器
而
未
挺
不
過
從

耶
穌
特
造
伯

劉
樹
與
割
劉
先
去
種
備
一
切
(
按
蚓
划
人
的
傳
統
當

倘
有
足
夠
的
酒
果
漿
苦
菜
及
無
醉
餅
以
及
逾
越
節
羔

羊
)
我
們
可
以
推
想
除
了
花
所
起
相
當
畏
的
臨
別
贈

言
外
大
致
耶
穌
是
依
照
猶
太
人
的
傳
統
雄
儀
吃
了
他

最
後
一
次
的
逾
越
筍
晚
餐
極
可
能
沒
有
吃
逾
越
節
羔

羊
如
聖
保
祿
宗
徒
所
說
「
我
們
的
逾
越
節
羔
羊
基
以
自

已
被
祭
殺
作
了
犧
牲
」
(
絡
前

5
7
)
換
何
必
泌
逾

越
筍
羔
羊
只
是
耶
穌
的
頭
象
而
耶
穌
才
是
時
間
正
的
逾

越
筍
羔
羊
而
耶
穌
第
二
天
說
妥
為
救
人
類
而
被
釘
在

十
字
梁
上
故
此
該
院
袋
中
只
行
了
其
他
的
傳
統
叫
低

而
沒
有
吃
那
只
是
頒
象
的
羔
羊
猶
如
若
ω
詞
還
特
別

引
用
了
一
旬
經
文
「
不
可
將
他
的
骨
頭
打
斷
」
來
加

以
證
明
耶
穌
才
是
真
正
的
逾
越
節
羔
羊

(
關
於
猶
太

人
吃
逾
越
筍
晚
餐
的
詳
細
節
目
可
參
閱
恩
高
的
學
會
山

版
的
一
福
音
瑪必
章
附
註
耶
穌
的
最
後
晚
餐
)

(
美
)

十一貧

。

見
恨
臆

1740-1744 

間
晚
餐
廳
(
閱
n
L
H
U
M
-

付
。5
)

m晨
星
(
F
E
n-
P司
)見
屋
瓦

m且
要
陀
羅
(
結
甘
心

hu
w
z
)
是
一
，
研
制
物
開

紅
花
結
果
如
李

子
有
清
香
氣
味

(
歌
7
H
)
古
人
以
為
它
的
用
品
質
可

治
荒
胎
是
以
辣
黑
耳
急
力
向
其
姊
叫
阿
紫
食
其
兒
子

勒
鳥
本
所
採
得
的
交
陀
羅
希
望
如
此
可
以
生
子
(
創

刊
M
|
吋
)
現
今
的
阿
刺
伯
人
將
此
植
物
的
根
子
作

成
人
悅
的
形
狀
售
給
婦

女
們
作
為
抵
禦
荒

胎
的
進
符

見
捏

一經
中
的
位
物
(
韓
)

的
草
咽
\
去
。
H
Z
H
O
Z

是
清
臘
的
一
種
被
關
容

口
主
們
/
玄
Z

o
g

」

i

!
'
、
且
(
右

2
8
)
亦
即
是
希
伯

來
人
所
用
的
「
巴
特
」

(
列
上
7

自

)
約
合
四
十
五

公
斤
-
A小
過
酬
地
治
山
立
的
是
在
新
約
時
代
的
羅
馬
人
對

於
液
體
的
街
川
足
以
其
輕
重
內
基
礎
的
故
此
濃
度
不

川
的
液
總
站
以
大
小
不
同
的
用
來
衡
門
瓜
的

見
度
川
以
衡

(
韓

)

圳
、
梁
托
顧
里
殿
字

「F
A叫
。
丘
。
可
。-
E
吋
約
旦
-
L
O
J

f
r
g
D
H。可
。-
z
吋
O
E
M
U
-
c
g
\

在
叫
几
小
仰
文
件
發
現
以
後
有
些
學
有
站
為
大
馬
士

准
文
件
在
谷
木
蘭
第
四
山
洞
內
找
看
了
些
一
愉
快
片
與
埃

及
凶
梁
托
頗
里
股
字
或
更
好
議
與
梁
托
頗
里
做
字
的

可
祭
及
職
員
是
有
關
係
的
右
瑟
夫
(
〉
『
×
H
H
H凶
)等

將
這
也
做
字
典
依

W
M
那
句
預
言
相
連
「
到
那
一
天

在
埃
及
境
內
將
有
五
座
城
說
客
納
罕
話
並
指
著
萬
軍

的
上
主
起
當
且
有
一
座
稱
符
「
太
陽
城
」.. 

」
拔
制

u
u
天
主
規
定
選
民
一
進
入
許
地
憋
在
天
主
所
選
定

的
一
個
地
方
向
天
主
獻
祭
可
是
除
了
繳
瑪
黎
雅
人
的

革
黎
斤
山
上
的
股
字
之
外
由
鹿
央
和
考
古
學
得
知
以

民
在
充
軍
以
後
在
厄
的
劉
彭
剛
喇
喇
恃

q
k
叫
喊
劃
男
建

了
崇
拜
上
主
的
聖
殿
故
此
關
於
這
三

座
曲
僻
字應
畢
加

說
明
梁
托
頗
里
殿
字
是
教
尼
雅
第
四
在
仆
前
肋
米
第

六
仿
埃
及
王
時
建
築
的
當
他
看
見
他
父
親
放
尼
雅
第

三
被
殺
確
知
色
宴
苛
朝
代
必
不
會
委
任
他
當
大
司
祭

並
且
放
尼
雅
對
耶
京
舉
般
的
司
祭
界
完
全
失
去
了
信

心
因
為
他
們
正
在
「
看
風
駛
船
」
以
色
宴
背
朝
廷
的

愛
好
去
行
專
為
此
他
在
公
元
前
一
六
0
年
左
右
在
埃

及
另
述
了
這
座
殿
{
于
位
置
不
詳
若
瑟
夫
說
該
殿
{
于
是

在
厄
里
約
頗
里
省
內
也
許
是
在
特
耳
猶
大
葉

(
4
立
-

4
2

丘
吉
)
即
「

猶
太
人
的
山
丘
」
建
造
的
並
且
若

瑟
夫
的
情
從
地
圖
用
梁
托
頗
里
放
尼
雅
第
四
為
向
住
在
法

及
的
同
胞
證

明
此
殿
{
于
是
正
當
的
合
法
的
便
向
他
們

提
出
上
述
依
撒
意
亞
的
預
言
雖
然
梁
托
頗
里
殿
字
是

按
照
耶
京
聖
殿
的
式
樣
建
造
的
在
裘
面
所
舉
行
的
禮

儀
與
耶
路
撒
冷
聖
殿
內
的
禮
儀
完
全
相
同
但
在
耶
京

握
有
宗
教
大
權
者
如
總
以
這
在
埃
及
所
建
的
殿
字
為

不
合
法
見
米
市
納
第
五
篇
默
納
局
特
(
去
g

咎
。
岳
)

l

郎
素
祭
論
|

第
十
三
章
第
十
筒
米
市
納
及
猶
太
歷

代
經
師
都
認
為
梁
托
頗
里
殿
字
不
是
「

上
主
的
殿
字
」

而
是
「
叫
別
甜
的
家
廟
」
甚
至
在
中
世
紀
鬧
劇
目
樹

(
旦
旦
E
S
E
S
)
仍
非
難
此

殿
{
子明
說
它
是
不
合

法
的

筆
者
讀
了
若
瑟
夫
(
〉
﹒
】
-
V向
H
H
H
M
u
f
v
肉
H
H
A
w


吋
w
回
}
〈
H
H
H
0
.
M
)
及
其
他
的
一
些
一
證
攘
之
後
認

為
谷
木
蘭
的
除
修
士
與
梁
托
頗
里
股
{
于
是
毫
無
關
係



的
梁
托
頗
里
及
叫
戶
口
辣
得
皺
字
所
以
頗
值
得
研
究
只
是

幫
助
我
們
去
認
識
猶
太
人
歷
代
以
來
如
何
了
解
並
奉

行
了
制
u
u
那
條
法
啥
叫

見
內
閣
封
載
文
且
學
風
問
叫
聲
甘
心
喇
喇
喇
般
民

(
宙
)

戶
華
表

E
o
g
J

人
名
比
名
之
通
俗
解
釋

的
企
小
Z
J
H
/

宮
。
可
宮
"
、個
月
「
白
水
中
拉
出
來
的
」

(
也
2

叩
)
但
現
今
大
多
數
學
者
部
不
以
此
為
意
皆

認
為
「
梅
扭
曲
」
一
名
在
以
畏
的
救
星
l

被
扭
曲
l

之
前

及
其
同
時
已
是
一
個
相
當
普
遍
的
人
名
諸
如
「
蚓
制

沙
木
辣
文
件
」
中
的
毛
市
及
埃
及
的
法
郎
辣
默
色
斯

突
特
區
厚
息
斯
以
及
聖
經
中
的
慕
史
(
戶
3

呵

呵
山
時
)

等
人
名
皆
來
自
同
一
字
源
意
即
「
某
人
已
誕
生
了
」

如
辣
默
色
斯
意
的
辣
制
已
誕
生
突
特
摩
息
斯
意
即
突

特
神
已
誕
生
了
以
此
類
推

關
於
梅
瑟
的
生
平

@
史
料
來
源
時
至
今
日
梅
瑟
史
料
的
供
給
仍
是

惟
一
的
來
自
聖
經
雖
然
今
日
之
考
古
語
言
人
文
學
等

已
在
大
放
光
明
但
可
能
給
我
們
的
也
不
外
是
輔
助
我

們
更
易
瞭
解
蝴
訊
時
代
的
歷
史
背
景
的
資
料
而
已
而

沒
有
發
現
直
接
關
於
梅
瑟
的
聖
經
之
外
的
記
誠
如
果

我
們
承
認
整
個
五
岳
尤
其
出
谷
紀
是
完
全
出
於
梅
瑟

的
手
掌
是
梅
瑟
個
人
專
業
生
活
的
記
誠
的
話
則
一
切

一
問
題
將
迎
刃
而
解
但
事
實
上
並
不
是
那
麼
簡
單
會
有

兩
-
J個
很
長
的
時
關
州
學
者
們
在
爭
辯
到
割
的
作
者
問
題

戶
|
比
箏
，
辯
至
今
仍
未
結
束
l

並
且
會
有
大
多
數
的
學

1745 十一輩

者
否
認
了
梅
瑟
是
五
蓄
的
作
者
但
這
種
會
經
鐘
赫
一

時
的
普
通
主
張
目
前
已
漸
漸
走
向
日
沒
窮
途
的
階
段

巾
於
考
古
學
的
發
遂
自
來
承
認
梅
瑟
曾
經
寫
作
會
建

立
法
律
的
事
實
而
且
所
寫
與
當
時
的
磨
史
背
景
及
生

活
環
境
頗
多
吻
合
已
非
按
有
科
學
態
度
的
人
所
能
否

認
(
見
出
口
H

M
甜

戶
犯

2
)

@
梅
瑟
的
誕
生
及
教
育
誕
生
的
時
代
您
在
埃
及

法
郎
色
提
第
一
世
時
代
也
就
是
在
卡
四
世
紀
的
未
葉

按
自
2

所
說
就
是
在
尼
昭
雄
三
角
洲
建
娥
的
時
翔
他
的

父
親
名
阿
默
蘭
母
名
約
草
貝
得
(
出

6

叩

)
此
時
正

是
法
郎
溺
力
壓
迫
以
民
的
時
代
且
以
毒
辣
的
手
段
位

一
切
以
民
新
生
的
男
嬰
必
死
地
梅
瑟
的
母
親
極
力
營

救
剛
出
世
不
久
的
小
梅
瑟
將
他
放
在
一
個
遂
以
經
育

的
蒲
草
徨
內
置
肢
河
邊
而
恰
巧
被
法
郎
公
主
發
現
憐

憫
之
心
頓
生
決
意
收
為
己
有
如
己
所
出
(
山

2
!

刊
)
這
是
一
段
歷
史
或
是
一
段
擬
作
我
們
不
能
確
定

位
「
河
邊
」
|

氾
絡
刊
|

「
孫
月
中
宣
」
「
瀝
青
」
及

找
乳
馬
養
育
孩
子
的
記
載
部
完
全
是
符
合
當
時
的
生

活
理
境
的
再
者
被

父
母
遺
棄
的
孩
子
經
過
百
般
折
磨

而
來
日
成
為
英
雄
豪
傑
的
記
述
方
式
可
能
在
世
間
各

民
族
中
都
有
就
在
總
瑟
以
前
的
時
代
亦
然
比
如
流
傳

於
埃
及
以
阿
加
得
文
所
寫
的
那
山
生
於
阿
加
得
的
撒

爾
貢
(
公
元
前
二
三
五
0
年
左
右
)
美
索
不
達
米
亞

王
朝
的
創
立
人
的
誕
生
記
誠
與
梅
瑟
的
誕
生
記
誠
如

出
一
轍
是
否
出
的
作
者
模
彷
了
這
種
寫
作
的
方
式
用

來
解
釋
何
故
一
個
受
壓
迫
民
族
的
無
名
之
子
竟
能
受

教
於
法
郎
宮
中
抑
具
有
其
事
事
實
上
沒
有
確
鑿
的
歷

史
反
證
之
前
我
們
應
承
認
它
是
有
歷
史
性
的
記
載
蓋

其
本
身
並
非
是
不
可
能
的
事
何
去
天
主
也
定
在
暗
中

特
別
照
顧

了
這
個
來
日
被
選
為
以
民
救
星
的
孩
乎

這
個
獲
得
法
郎
公
主
拯
救
及
愛
護
的
「
希
伯
來

人
的
孩
子
」
(
出
2
8
)
受
教
於
宮
廷
之
內
按
當
時

埃
及
的
文
件
上
的
記
教
會
有
外
方
民
族
的
青
年
受
教

於
埃
及
官
方
學
校
的
事
實
他
們
學
習
埃
及
的
文
化
法

律
行
政
等
科
以
備
來
日
益
職
於
法
郎
朝
延
中
專
責
辦

理
朝
廷
與
各
民
族
之
間
的
聯
絡
溝
通
事
宜
梅
瑟
所
受

的
教
育
大
概
就
風

上
面
所
述
的
科
目
但
是
梅
瑟
並
沒

有
因
自
己
超
越
的
地
位
而
忘
劫
自
己
民
族
的
痛
苦
且

積
極
地
捍
衛
希
伯
來
人

(
出
2
u

t

“

)
但
也
正
因

此
而
招
來
性
命
的
危
險
而
只
有
藉
逃
亡
一
途
出
走
於

米
德
揚
地
區
以
保
全
性
命

(
出
2

臼
)

@
生
活
於
米
德
楊
人
間
當
時
的
米
德
楊
人
並
非

獨
立
的
民
族
而
只
是
一
種
遊
牧
的
散
民
大
多
數
居
淤

阿
卡
巴
海

灣
的
東
方
及
東
南
方
及
埃
及
的
北
方
但
他

們
遊
牧
及
經
商
的
活
動
範
團
部
遠
超
此
區
界
限
而
值

達
西
乃
半
島
地
區

(
見
創
幻
間
民
6
|
8

)
梅
瑟
就

暫
以
耶
特
洛

(
亦
名
勒
烏
耳

)
司
祭
之
家
寫
家
以
牧

羊
糊
口
且
娶
了
耶
特
洛
的
女
兒
接
頗
辣
個
月
妻
生
子
革

楓
樹
及
間
里
問叫
到
(
叫
2
n
m
s
)
。
拔
制
筠
2

的

記
載
米
德
楊
人
是
亞
巴
郎
的
後
代
因
此
在
宗
教
方
函

以
民
總
覺
得
與
朱
德
楊
人
是
有
胸
聯
的
並
且
在
以
民

與
天
主
結
約
之
前
西
乃
山
已
被
觀
寫
朱
德
鳩
人
的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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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並
且
按
劉
樹
的
記
恥
訓
罔
人
及
馴
叫
制
人
比
門
囑
米

倒
叫
酬
的
後
爾
而
這
些
一
人
又
都
是
一
神
的
敬
稚
者

(
民

I
M
4
u
5
H

刷
上
的
5
e
m叫
四
川
下ω
H

刷
上
2

自

)
因
此
二
者
之
間
的
宗
教
關
係
是
不
可
否
認
的
糾

這
並
非
在
強
調
叫
民
的
宗
教
是
抄
襲
刑
制
制
人
的
唯

一
神
教
而
來
這
點
學
經
上
已
清
楚
地
指
趴
在
天
主
上

智
的
干
毒
之
下
使
抗
日
串
逃
來
比
以
民
日
後
遷
徙
時
必

經
的
制
制
酬
地
區
使
他
先
對
此
地
有
一
深
刻
的
副
認
識

梅瑟逃難圖

1745 

以
克
金
日
後
領
導
之
責

制
封
在
此
地
居
住
了
四
十
年
之
說
(
宗
7
臼

)

似
乎
是
有
人
府
的
成
份
在
內
蓋
學
經
調
梅
瑟
壽
數
共

三
日
二
十
歲
(
叫
“
7
)
並
將
此
數
字
平
均
分
成
三

段
第
一
段
在
制
別
四
十
年
第
二
段
在
米
德
楊
地
四
十

年
第
三
段
在
曠
野
四
十
年
三
X
S
H
H
N
O
見
宗
7
n

M
H
)。
但
依
叫
4
m

蚓
劃
首
途
罔
制
別
時
叫
妻
子
及

兒
子

(
長
子
)
騎
在
撞
上
就
道
之
說
可
知
兒
子
尚
是

年
幼
無
知
之
已
故
制
到
在
米
德
揚
眉
師
團
的
日
吼
扶
嫂

不
會
超
過
十
年

在
這
十
年
身
為
異
鄉
客
的
末
期
梅
瑟
的
生
命
史

上
發
生
了
一
件
重
大
的
事
路
天
主
在
一
課
時
而
不
毀

的
荊
棘
火
焰
中
召
抖
了
他
給
了
他
一
個
很
沉
重
的
使

仇
要
他
作
叫
民
的
救
且
首
領
導
師
賜
給
他
崇
高
的
地

也
胞
行
奇
蹟
的
能
力
向
他
說
山

了
自
己
的
名
字

(
見

「
天
主
」
條
)
且
給
他
指
出
了
應
走
的
路
線
梅
瑟
猶

如
當
約
絕
大
多
數
的
先
知
首
先
企
國
加
以
拒
絕
強
調

天
主
召
非
其
人
但
終
究
接
受
了
天
主
的
意
旨
首
途
久

別
的
喇
別
(
削
3
1
l
4

目
)。
此
時
原
來
想
殺
死
梅

割
的
法
趴
恐
是
叫
出
一
世
業
已

去
世

(
叫
2

自
)
繪

之
，
而
來
者
是
辣
默
色
斯
二
世

@
周
綻
於
法
郎
宮
廷
錢
學
者
們
的
推
斷
飯
然
前

法
郎
已
丸
倒
劉
生
命
之
危
已
不
復
存
在
故
可
安
心
返

罔
拔
及
而
且
有
不
少
他
過
去
的
同
學
現
在
已
成
為
宮

廷
的
賴
要
以
及
他
本
人
過
去
在
制
到
崇
高
的
地
位
故

此
返
制
後
本
可
能
順
利
直
接
向
王
朝
交
涉
拯
救
以
民

的
事
扎
此
時
法
郎
的
京
都
就
在
尼
羅
三
角
洲
的
丕
辣

酬
剖
蚓
風
後
改
名
為
蚓
罔
抓
比
城
之
廢
爐
至
今
猶
存

樹
劉
南
罔
蚓
屁
師
按
主
命
聯
同
其
兄
到
蚓
進
見
法
郎

陳
述
上
主
拯
救
叫
民
的
旨
也
要
帶
領
叫
民
山
離
制
恥

此
時
歷
史
的
背
景
是
喇
別
北
方
曠
野
中
的
不
少
遊
牧

民
投
自
叫
樹一
世
時
代
已
開
始
猖
激

作
亂
此
時
正
方

興
未
艾
在
這
些
民
族
的
背
後
更
有
強
大
的
赫
特
人
亦

正
在
伺
機
作
入
侵
蚓
刷
品
之
舉
制
出
及
辣
甜
甜
]
斯
法
郎



都
先
後
著
手
在
北
部
邊
境
上
建
立
堅
強
的
防
禦
工
事

黨
以
自
衛
這
些
工
學
很
可
能
說
是
強
迫
以
民
加
倍
勞

作
的
理
由
故
此
法
郎
之
不
准
以
民
離
去
自
是
意
中
事

一
來
怕
失
去
大
批
的
苦
工
人
力
二
來
怕
以
民
出
國
北

向
後
串
連
敝
人
復
仇
作
亂
是
以
梅
瑟
只
得
以
百
姓
要

在
北
部
曠
野
中
祭
主
為
藉
口
來
爭
取
法
郎
的
罔
意
但

法
郎
心
硬
如
鐵
堅
決
不
准
故
有
十
大
災
難
的
發
生

(
見
該
條

).
終
使
法
郎
灰
心
喪
也
照
准
所
求
(
削

5
l
u) 

@
輾
轉
曠
野
間
梅
瑟
向
以
民
欣
然
說
道
脫
離
受

苦
之
地
由
山
u
m
-

M
Z
的
地
名
來
看
學
者
們
一
致

斷
定
以
民
自
埃
及
北
部
出
境
逕
赴
西
乃
曠
野
開
始
了

他
們
四
十
年
的
曠
野
漂
流
生
活
自
此
梅
瑟
在
自
己
的

百
姓
面
前
賞
她
的
開
始
顯
示
由
他
是
以
民
的
救
星
具

有
天
主
賜
給
他
的
穗
能
他
學
接
伸
手
之
間
竟
使
海
洋

變
成
旱
地
讀
百
姓
平
安
渡
過
又
一
舉
手
將
海
水
復
合

使
埃
軍
全
體
悉
遭
沒
頂
之
繭
(出
M
u
l

u
)
變
苦
水

路
甜
水

(出
的
n
|

詞
)
擊
石
山
水
使
口
渴
的E
姓
痛

飲
(
山
口
1

1
7
)
等
等
的
奇
蹟
可
說
四
十
年
之
久
層

出
不
窮
但
梅
扭
曲
本
人
部
仍
是
一
位
十
分
謙
和
的
長
者

(
戶
也
2
)
甘
願
代
百
姓
受
罰
(
出
幻
臼
)
但
天
主

部
特
別
高
舉
了
他
使
他
得
登
天
主
的
雪
山
與
天
主
親

密
往
來
瞻
仰
天
主
的
車
容
闊
天
主
猶
如
同
朋
友
交
談

-
(
出
州
M
M
--

u
n
H
刊M
S
-
M

|

訕
戶

叫
“
.
)

叫
卅
一
故
能
替
犯
罪
的
百
姓
求

情
平
息
上
主
的
義
怒
(
叫
叫
“

戶
H
削
鬥M
U
|
M
吋
自
由
吾
山
歸
來
你
滑
頭
發
光
(
叫
“

17ß 十-.

卸
)
他
實
在
成
了
天
主
與
百
姓
之
間
的
中
保及
代
言

人
尤
其
是
在
訂
立
西
乃
盟
約
時
(
見
出
m
w
l

幻
)

梅
瑟
雖
有
如
此
崇
高
的
地
位
部
向
來
未
見
他
施

行
過
祭
紀
的
職
權
他
把
這
任
務
托
給
數
位
青
年
(
出

MM
S
參
見
出
的
n
H
)
立
了
亞
郎
及
他
的

兒
子
們
寫

司
祭
他
越
是
全
體
百
姓
的
首
領
部
向
未
衝
鋒
陷
陣
地

作
過
戰
而
只
是
以
祈
禱
來
協
助
戰
爭
(
山
口
，
|

H

戶

幻
M
H
)
甚
至
連
審
判
的
職
權
也
交
給
他
人
來
執

行
(
出
的
訓
等
申
1
M
)
但
從
另
一
方
函
來
說
梅
瑟

在
曠
野
的
處
境
也
並
非
一
帆
風
順
百
姓
的
抗
命
抱
怨

控
告
甚
至
公
開
的
造
反
曾
先
後
給
了
他
沉
重
的
打
掌

心
靈
的
創
傷
及
精
神
的
折
磨
亦
然
不
少
(
出

M
H
的

M
M山
2
口
1

2
戶
口
e

等
M
2

|

4
Mw
n
m
2
等
)

但
天
主
部
時
時
處
處
站
在
自
己
的
僕
人
梅
瑟
之
勢

(
見
戶
口

)

@
梅
瑟
的
晚
年
身
為
以
民
首
領
及
救
星
的
梅
瑟

雖
地
位
崇
高
職
權
過
人
受
到
了
天
主
特
別
恩
愛
也
晚

年
部
功
虧
一
簣
未
能
得
見
自
己
一
生
會
門
的
結
局
|

進
入

「
流
奶
流
蜜
」
的
一
幅
地
聖
經
上
明
白
地
指
出

這
是
梅
瑟
咎
由
向
取
因
為
在
卡
德
士
地
方
百
姓
口
渴

抱
怨
梅
瑟
會
受
上
主
的
指
示
以
技
擊
石
但
梅
瑟
部
心

中
懷
疑
因
此
受
到
天
主
的
責
斥
及
不
得
進
入
一
騙
她
的

懲
罰
(
戶

m
u
|
凹

)
這
種
記
載
亦
見
於
聖
經

的
其

他
部
份
(
見

門
幻
u
制
l
n
3
扭
扭
日

創
m
u
u
)

。

但
這
些
地
方
是
否
皆
指

向

一
事
情
而
言

則
不
能
確
定

再
者
是
否
天
主
竟
會
以
梅
瑟
一
時
之
小
惑
而
如
此
厲

宣
口
地
懲
罰了
他
抑
另
有
原
因
在
學
者
們
大
部
推
晰
可

能
梅
瑟
在
街
示
百
姓
的
行
程
上
犯
了
什
麼
錯
誤
至
使

百
姓
遭
受
了
敵
人
慘
苦
的
打

擊
(
戶

M
叫
“
“
)而
還

延
了
百
姓
進
入
許
地
的
日
期
作

者
似
乎
在
迴
避
隱
瞞

這
一
嚴
重
的
結
果
而
歸
咎
於
梅
瑟
一
時
對
上
主
的
懷

疑
但
事
實
上
竟
究
如
何
似
無
確
切
的
答
案
不
過
梅
瑟

在
斷
氛
之
前
得
以
上
到
乃
波
山
的
一
個
山
頭
遙
望
幅

地
(
申
M
X

|

S

)
興
嘆
而
死
享
年

一
百
二
十
歲
(
申

um
7
)
葬
在
該
處
的
山
谷
中
此
地
可
能
不
久
之
後
童

被
摩
阿
布
人
所
佔
領
是
以
有

「
直
到
今
日
沒
有
人
知

道
理
葬
他
的
地
方
」
的
記
較

(陪
"
﹒
)

綜
觀
上
述
現
今
的
學
者
已
很
難
再
否
認
梅
瑟
在

五
賽
中
的
重
要
性
及
他
本
人
切

實
參
與
7
梅
瑟
法
律

及
盟
約
法
律
的
訂
立

(
出

仰
自
幻
M
)
以
及
基
本

上
梅
瑟
本
人
是
五
害
的
作
者
這
種
看
法
不
只
是
天
主

教
人
士
的
觀
點
說
遠
誓
反
敬
的
學
者
因
著
考
古
學
的

發
達
及
對
古
東
方
文
化
文
學
漸
多
漸
深
的
認
識
亦
在

強
調
此
點

@
新
約
上
關
於
梅
瑟
的
記
載
新
約
上
提
及
梅
瑟

的
地
方
竟
達
八
十
次
之
多
超
過
其
他
任
何
人
物
並
且

多
次
他
的
名
字
成

了
五
香
或
法
律
的
代
名
詞
是
立
法

者
(
瑪
8
.
m
M7

.
n
u
幻
2
谷
1
“
7
m
m
a
4

U
M
M
路
2
n
5
H

劫
"
若
1
n
7
M
扭
扭
)
其
中

最
主
要
的
一
段
要
算
是
宗
7
m
|
“
不
只
簡
要
地
按

照
舊
約
的
記
載
述
說
7
梅
瑟

的
生
平
史
事
並
且
也
將

一
些
經
外
的
傳
說
錄

取
如
梅
瑟
充
滿
智
慧
會
講
話
作



工
，
四
十
歲
時
逃
亡
翼
地
等
其
次
關
於
歷
史
部
份
的
記

川
崎
~
較
有
朝
3
H
所
記
誠
的
高
舉「
銅
蛇
」
(
門
別
-


-
.
)
給
前
m
g
的
過
紅
海
格
後
3
7
關
於
梅

瑟
面
容

了
螢
光
制
口
自
|
"
制
劉
童
年
及
青
年
時
代
的
事
件
及

一
通
紅
海
的
史
事
默
的
，
‘
更
唱
出
堪
與
梅
瑟
的

「
凱

旋
歌
」
健
美
的
歌
曲
(
見
出
的
)
弟
後
3
.
按
照
傳

統
的
設
法
指
出
與
梅
瑟
敵
對
的
法
郎
兩
個
衛
士
的
名

字
|
雅
乃
斯
和
楊
布
勒

耶
穌
自
己
亦
會
強
調
他
來
不
是
為
廢
除
梅
瑟
注

律
而
是
為
浦
金
(
寫
5
叮
|
m
路
M
W
叮
等
)
但
另
一

方
面
耶
穌
也
清
楚
地
指
出
自
己
的
地
位
遠
遠
超
過
梅

瑟
的
地
位
(
若
6
u
l
M
)
在
大
博
爾
山
上
梅
瑟
和

厄
里
亞
的
出
現
(
瑪
U
S
谷
9
‘
路
9
M
)
也
正
符

合
猶
太
人
的
傳
統
觀
念
梅
瑟
在
默
西
亞
時
代
要
重
有

作
為
但
是
按
耶
穌
閥
於
厄
里
亞
所
說
的
話
(
瑪
口
.

l
n
谷
9
u

l
u
)
我
們
可
以
斷
定
所
謂
的
「
厄
里

亞
再
來
」
只
是
指
精
神
的
再
來
並
非
指
其
本
人
本
身

再
度
來
到
人
閱
(
韓
)

+一重1746 

m梅
瑟
五
書
(
間
的
叮
叮
何
?
"
)

梅
瑟
五
會
的
問
題
不
但
復
線
而
且
意
見
紛
耘
如

果
僅
將
近
二
百
年
來
對
此
問
題
有
所
討
論
的
專
書
或

專
論
收
集
起
來
便
可
成
立
一
相
當
可
觀
的
圖
書
館
今

只
簡
單
將
此
問
題
分
揖
卅
五
點
介
紹
給
讀
者
(
一
)
名

稱
(
二
)
內
容
(
三
)
一
貫
性
(
四
)
作
者
(
五

)

意
義

(
-
)

名
穆

「
梅
瑟
五
香
」
亦
簡
稱
「
五
」
(
M
V
S
S
H
O
d


n
v
5
)此
名
稱
來
自
希
叫
臘
文
以
之
總
稱
舊
約
金
賽
前

五
卷
郎
創
世
紀
出
谷
紀
肋
未
紀
戶
籍
紀
申
命
紀
(
見

相
關
各
條
)
猶
太
人
稱
此
五
害
為
「
托
辣
」
郎
「
法

律
」
因
其
中
所
記
多
半
策
以
色
列
子
民
的
生
活
法
律

(
德
序
言
申

到
u
-
m

H

i
甜
厄
上
m
s
厄
下
8
2

，
u
m
m
|
仙

也
“
u
s
編
下
M
z
-

-
M
M
n詞

，
)
有
時
亦
稱
為
「
法
律
書
」

(
蘇
1
.
8
M
厄
下

8
2
8
)
「
梅

瑟
法
律
」
或
「
梅
瑟
法
律
魯
」
(
蘇
8

缸
幻
e

列
下
M
﹒
編
下
幻
M
幻
‘
站
站
厄
下
8
1
)

「
梅
瑟
書
」

(
間
下
的
1
)
，
「
上
主
的

法
律

」
(
編
﹒

上
的
“
編
下
訓
，
狗
"
厄
上
7
M
)
「
土
主
的
法
律

會
」
(
編
下
η
-
M
H
)
「
天
主
的
法
律
」
(
厄
下
ω

甜
甜
)
「
天
主
的
法
律
書
」
(
蘇
圳
刮
目
厄
下
8
M
)

「
天
主
的
僕
人
梅
瑟
法
律
」
(
厄
下
m
M
達
9
u

投

3
n
)
新
約
亦
作
如
是

稱
呼
見
如
m
m
M
M
M
M
圳
的
“
戰

5

口

n
u
谷
U
M
若
1
u
7
M
甜
宗
n
u

羅
3

剖
迦

3
"

等
處

(
二
)
內
容

聖
經
的
主
旨
並
示
是
記
述
人
類
的
歷
史
也
不
是

記
述
以
色
列
民
族
的
興
亡
盛
衰
史
而
是
記
錄
人
類
的

救
贖
史
與
斜
政
央
如
果
全
部
聖
經
是
闡
述
天
主
參
與

人
類
歷
史
的
行
動
計
劉
是
記
述
人
類
的
救
贖
史那
末

五
會
便
是
記
述
這
救
贖
史
的
起
章
與
緒
論
所
以
作

者

從
天
地
和
人
類
的
創
造
開
始
說
到
人
類
因
違
背
天
主

的
命
令
而
喪
失
了
原
有
的
幸
霸
天
主
自
動
預
許
放
頓

(
創
1
|
3
)
繼
而
概
括
敘
述
各
民
族
的
太
古
典

(
削4
-
u
)

以
後
只
注
重
凶
剖
則
民
族
的
起
派
及

其
形
成
天
主
選
民
的
歷
央
(
創
刊
Ml
刊
)
這
歷
史
的

中
心
是
在
於
天
主
藉
梅
瑟
率
領
以
色
列
子
民
出
離
埃

及
(
出
1
!
"
)
在
西
乃
山
與
他
們
締
結
盟
約
在
世

開
創
他
的
辦
繼
政
體
的
神
國
(
出
的
wl
M
M
)
使
以
色

列
子
民
成
寫
他
的
選
民
他
的
「
司
祭
的
國
家
聖
潔
的

民
族
」
(
出
的
﹒
)
這
新
建
的
神
權
政
體
的
科
國
不

能
沒
有
她
建
國
立
憲
的
法
律
宗
教
生
活
的
紀
綱
以
及

司
祭
的
職
務
和
祭
紀
的
禮
儀
出
下
編
(
鈞
|
的
)
戶

上
編
(
1
!

"
刊
)
記
載
的
便
是
這
些
法
律
與
種
規

戶
中
編
(
m
u
|
訂
)
記
述
以
色
列
子
民
漂
流
曠
野

天
主
在
曠
野
一
面
以
種
種
試
探
來
考
驗
他
們
的
忠
誠

與
信
心
一
面
又
以
特
殊
的
照
顧
和
非
凡
的
奇
蹟
來
培

養
他
們
對
天
主
所
慎
的
信
仰
戶
下
編
(
nl
H
m
)
記

述
叫
剖
刺
子
民
在
約
但
河
東所
遭
遇
的
風
他
們
設
到

了
約
但
河
東
岸
天
主
又
在

那
里
藉
梅
瑟
勸
告
他
們
重

申
以
前
教
導
過
他
們
的
一
切
準
備
他
們
進
佔
預
許
給

他
們
旭
先
的
厲
地
(
申
1
|
狗
)
最
後
以
梅
瑟
的
遺

囑
與
祝
福
死
亡
與
埋
葬
總
結
梅
瑟
五
香

(
三
)
一
貫
性

讀
了
上
述
衛
星
內
容
以
後
誰
也
可
以
看
出
五
書

是
一
部
上
下
一
貴
的
著
作
有
其
統
一
的
目
標
有
其
特

殊
的
結
構
縱
面
是
歷
史
的
敘
述
橫
面
是
法
律
的
記
戰

歷
史
與
法
律
經
緯
E
相
交
給
這
種
法
律
與
歷
史
互
寫



表
夷
的
特
殊
關
係
實
屬
重
要
因
為
川
叫
剖
州
人
的
法
律

觀
念
是
決
定
於
她
對
歷
史
所
袍
的
辦
學
觀
弘
叫
叫
別

人
並
不
像
其
間
鄰
民
族
有
其
獨
立
的
法
典
或
獨
自
存

在
的
憲
章
即
是
說
他
們
沒
有
可
與
展
史
分
離
而
獨
自

存
在
的
法
與
或
蔥
乳
叫
創
列
的
法
律
和
祖
規
常
是
她

的
歷
史
的
一
部
分
彼
此
不
能
分
離
因
得
叫
倒
叫
子
民

】于
的
法
律
是
上
主
的
啟
示
叫
倒
叫
守
法
的
義
務
是
向
啟

一一
不
她
的
天
主
所
作
的
路
械
答
覆
是
向
選
立
她
為
具
特

三是
民
族
司
祭
神
凶
的
天
主
的
表
示
效
忠
是
向
參
與
人

士
類
歷
史
的
至
高
無
上
的
主
宰
的
盡
職
員
志
選
民
的
歷

于
史
故
然
是
時
時
在
啟
示
的
天
主
領
導
之
下
進
行
那
末

一一
選
民
的
法
律
在
這
特
殊
的
歷
史
體
制
下
自
有
其
內
在

仆
于
具
有
生
命
力
的
特
徵
因
為
叫
制
劑
的
興
亡
盛
衰
全
繫

卡
?於
她
是
否
守
法
是
否
忠
於
天
主
因
此
法
律
便
成
為
叫

于制
剛
生
存
的
要
素
之
一
。
由
此
叫
剖
圳
的
法
律
與
其
本

-
身
的
歷
史
是
決
不
能
分
離
的
到
割
的
敘
事
部
趴
在
量

一方
面
雄
屬
次
要
而
主
要
部
分
是
法
律
(
圖
用
此
蚓
划
人

一一
稱
五
害
為
法
律
)
但
這
歷
史
部
分
部
是
叫
倒
叫
子
民

于
對
自
己
與
天
主
之
間
的
關
係
所
有
的
認
識
的
基
點
歷

一
史
飯
證
明
天
主
自
動
練
選
了
以
色
列
為
特
選
民
族
形

一
成
了
一
神
權
政
體
的
神
國
那
末
這
神
圓
的
憲
章
的
是

一
所
啟
示
的
法
律
這
法
律
不
但
是
以
色
列
的
國
法
而
且

于
同
時
也
是
他
們
為
「
司
祭
國
家
里
潔
民
族
」
所
度
的

一
宗
教
生
活
的
規
範
凡
讀
過
五
喜
的
人
誰
也
可
以
看
出

前
一這
種
密
切
的
關
仇
一
這
種
關
係
實
是

到
劉
搭
成
一
部
上

戶
下

r
m戶
的
若
作
的
主
甜
苦
因素
，

1746 

(
四
)

作
者

自
古
迄
今
不
論
是
猶
太
人
或
基
皆
徒
大
都
采
認

到
刮
是
制
割
的
答
仇
在
證
明
制
蚓
為
到
割
的
作
者
以

前
先
得
確
定
古
代
人
士
對
「
作
者
」
一
祠
的
意
義
所

有
的
觀
念
占
代
人
士
則
「
作
者
」
的
概
念
並
不
像
現

代
人
士
所
有
的
那
麼
窄
机
稱
某
人
為
某
富
的
作
或
並

不
前
要
向
巾
的
每
宇
每
句
自
始
至
終
全
是
也
於
他
的

手
准
只
要
H
H中
的
主
要
部
分
是
他
的
創
作
便
足
以
稱

他
時
朵
白
的
作
者
投
且
作
者
背
書
時
不
能
不
採
用
搜

集
得
來
的
賀
科
比
如
已
銜
的
文
件
歷
史
的
傳
說
都
可

用
來
當
作
他
的
著
作
此
外
他
也
可
以
授
意
與
人
筆
錄

成
書
書
中
的
品
旬
鍾
是
他
人
所
寫
他
告
作
仍
歸
授
意

的
人
而
不
歸
來
十
錄
的
人
及
至2
傅
後
世
或
有
所
竄
改

或
有
所
增
刪
仍
不
失
馬
某
人
的
管
作
廿
四
或
作
者
生
前

未
這

一編
輯
及
至
身
後
他
人
代
為
編
輯
問
他
縱
使
編
者

為
適
應
時
代
答
有
所
註
釋
增
補
或
刪
改
而
作
者
仍
為

前
且
也
而
並
非
自
卅

一編
者
當
改
們
研
究
五
古
時
拉
特
別
注

意
到
這
一
點
尤
其
注
意
到
占
文
學
的
他
判
原
理
便
不

會
輕
易
懷
疑
接
或
合
』
心總
瑟
鬥
卅
五
咱
們
的
作
盡
了

研
究
五
泣
的
人
還
戀
花
萃
的
一
項
事
實
是
五
蓄

的
材
料
是
多
方
面
的
就
展
史
方
面
來
改
史
料
就
可
分

為
兩
種
一
他
叫
足
以
民
離
開
恢
及
以
前
的
史
事
包
括
宇

宙
的
創
造
人
類
的
仙
也
原
始
民
族
的
消
長
等
見
這
段

歷
史
或
早
已
有
人
寫
過
或
保
存
於
家
族
的
口
傳
之
中

梅
瑟
只
不
過
採
用
現
存
的
資
料
依
照
自

己
原
有
的
目

標
與
計
創
加
以
提
煉
整

編
而
已
其
次
是
他
本
人
親
身

經
涅
的
史
事
這
些
史
事
當
然
他
可
以
自
己
寫
也
可
以

授
意
於
人
代
民
筆
錄
至
於
法
律
方
面
也
有
兩
種
資
料

一
種
是
以
民
與
其
四
鄰
策
來
所
遵
守
的
樹
劉
只
不
過

重
新
加
以
整
且
以
天
主
的
名
氣
電
行
頒
佈
而
已
另
一

種
是
依
天
主
論
示
親
自
給
別
反
制
定
趴
這
糊
糊
法
律
大

半
是
為
適
應
以
民
在
曠
野
中
的
生
活
或
針
約
將
來
進

入
一
福
地
後
的
生
活
而
規
定
的
圳
寶
也
叫
民
進
入
劃
州
叫
到

後
生
活
上
發
生
了
許
多
變
化
曠
野
裹
的
遊
牧
生
活
自

與
民
長
和
君
王
時
代
的
定
居
生
活
有
所
不
見
所
以
瓜

防
範
生
活
越
軌
的
法
律
也
時
有
隨
時
修
正
的
必
要
更

何
去
叫
民
的
法
律
是
與
其
歷
史
不
能
分
離
趴
拉
拉

書
原
是
以
色
列
子
民
宗
教
政
治
社
會
生
活
的
法
典
瓜

使
樹
劉
法
律
能
隨
歷
史
的
法
戰
而
適
應
時
代
的
最
坡

需
臣
就
不
兔
常
有
隨
時
增
添
一
些
解
釋
的
必
瓦
日
創
閩

中
的
歷
史
部
分
和
法
律
部
分
既
然
多
半
是
樹
副
所
寫

所
記
那
末
將
全
部
副
割
歸
於
樹
封
名
下
又
有
什
麼
不

可
有
如
單
一
詠
集
的
詩
篇
(
見
孩
條
)
一
樣
雖
不
全
是

達
味
的
著
作
但
因
他
赴
「
叫
別
圳
的
善
歌
詠
者
」

(
幟

下
幻
S
)
又
作
詩
最
多
所
以
就
將
全
部
里
詠
歸
於
他

名
下
更
何
死
全
部
五
香
如
沒
有
梅
扭
曲
其
人
為
依
燄
根

本
就
無
法
解
釋
無
法
明
瞭

「
作
者
」
的
意
義
故
如
上
述
那
未
說
「
到
割
的

作
者
是
梅
瑟
」
的
意
義
也
自
分
明
其
意
是
說
刮
到

中

有
一
部
分
關
於
創
叫
制
和
古
代
法
律
的
材
料
是
制
到

整
理
的
另
一
部
分
關
於
出
肋
戶
和
申
的
古
央
和
法
律

是
他
所
寫
的
或
他
口
授
令
人
筆
錄
的
還
有
于
部
分
央



-
賞
和
接
律
是
他
以
後
的
先
知
君
王
大
司
祭
或
司
祭
甚

m
-
或
間
蚓
館
設
所
增
補、

信
-
正
或
整
編
的
不
也
這
些
地
咱
補

.', 士
或
位
訂
一
的
部
分
到
底
是
那
一
輩
那
一
段
那
一
筍
詞
很

-
難
指
定
連
最
精
明
的
考
古
學
家
與
文
學
批
判
專
家
也

都
感
到
棘
手
但
歷
史
證
明
後
世
的
人
對
於
五
岳
懷
有

如
此
輛
車
的
感
覺
如
此
尊
敬
的
心
情
使
人
敢
於
相
信

猶
太
人
必
定
是
一
面
妥
為
保
存
了
五
害
的
本
來
面
目

一
面
隨
時
墨
事
重
加
修
編
使
之
成
為
一
部
完
善
的
經

典
因
為
這
部
偉
大
的
作
品
不
只
是
以
色
列
子
民
的
文

藝
創
作
的
精
華
而
且
更
是
他
們
宗
教
生
活
的
根
諒
精

神
財
富
的
實
甜
甜
如
果
五
害
的
主
要
部
分
不
是
梅
瑟
時

代
的
產
品
不
但
以
色
列
民
族
的
歷
史
成
了
一
個
牢
不

可
破
的
時
謎
就
連
舊
約
其
餘
的
經
與
我
人
也
無

法
明

瞭

十一重

者:

現
在
由
歷
史
的
立
場
來
證
明
梅
瑟
為
五
蓄
的
作

17" 

(
一
)
五
賽
中
即
有
幾
處
明
言
梅
瑟
曾
寫
下
了

某
些
一
段
落
如
出口
H
U
‘

7
(
指
釗
t

幻
章
而
言
)

M
n
(
直
接
指
N
m
ul
H

間
接
指

m
i
幻
章
而
言

)

戶
約
2

申

鈍
，
u

舊
約
中
其
餘
的
書
籍
雖
寫
於
不
同

的
時
代
部
都
明
白
指
出
有
一
部
法
律
書
或
上
主
的
法

律
蓄
存
在
有
時
竟
明
言
為
梅
瑟
法
律
書
充
軍
前
的
歷

史
書
中
有
蘇
1
7
8
u
n
s
幻
-
M
M
列
上
2
s

列

下
m
u
M
e
口
U
M

肘
幻
a

泣
，
幻
自
充
軍
前
的
先

知
書
中
有
歐
4
.
8
1

臼
車
2
.

索
3

‘

充
軍
期
的

先
知
書
中
有
耶

6
"
8
.
M
W
H
M
M
U必
4
M
M
h
h甘甜

則
7
H

達
9
U
H
U
S
M

充
軍
後
的
歷
史
書
中
有
厄

上
3
2
6
u
7
.
m

厄
下
1
7
8
2

編
下
幻
M

鈞
‘

狗
M
h
H
S
M
U
a
t
ω
旭
先
知
書
中
有
拉
3

位
就
連
所
謂

的
次
正
經
部
分
(
見
正
經
條
)
也
不
例
外
如
多1
8

7
H

巴
2
2

甜

德
M
n
l
|

e

加
下
7
6

為
此
可
說
全

部
舊
約
都
證
明
有
一
部
法
律
香
存
在
並
將
這
部
法
律

魯
歸
之
於
梅
瑟
名
下

(
二
)
撤
瑪
剿
船
到
劃(見
該
條

)
刷
瑚
到
雅

人
雖
因
與
異
族
通
路
不
再
為
由
凹
叫
制
充
軍
歸
來
的

猶
太
人
承
認
為
間
屬
於
一
宗
教
團
體

(
間
上
4
2

-

5
)
但
他
們
仍
存
奉
五
魯
西
同
學
經
並
將
五
香
歸
之
於

梅
瑟
名
下(

一
二)
猶
太
人
的
傳
統
無
論
是
在
巴
力
斯
坦
或

僑
居
在
異
地
的
猶
太
人
都
一
致
堅
持
馬
梅
瑟
的
作
品

常
置
諸
正
經
書
目
的
首
位

(
見
正
經
條
)
並
且
於
公

元
前
二
五
0
年
左
右
首
先
將
之
譯
為
制
斷
文
(
見
叫

十
賢
士
譯
本
)
舊
約
儷
級

(
見
該
條

)
尤
其
喜
年
紀

(
見
該
條

)
也
常
援
引
制
封
封
劃
或
法
曲
的
樹
蚓
人
大

文
學
家
准
躍

(
M
V
E
R
t
r。
同
去

g
g
H
H
H
3
)

和
大
展
史
家
若
瑟
夫

之
。
Z
M
M
Z
R〉
2
.
H
〈
∞

-
s
y-



都
將
五
書
歸
於
總
瑟
名
下
無
論
是
巴
划
蚓
叫
樹
或
巴

比

倫
的
塔
耳
恭
得

(
見
該
條
)
都
以
五
書
寫
依
歸
(
見

F
Z
F
H
E
H

書

並
見
云
:
Z
H
R
H
d『A
O
K
P
Z
仔
=
)

所
爭
論
的
僅
只
限
於
梅
瑟
逝
世
和
埋
葬
的
記
甜點
(
申

A
-
E
S
--

旭

J

司
‘d

{

I

、

(
四
)
新
約
提
到
梅
瑟
凡
八
十
餘
次
其
中
二
十

五
次
將
到
劃
歸
之
於
剛
到
9
如
路
的

H
M
F
P到
1
口
。

宗
U
H

必
n

絡
後
3
H

等
處
耶
穌
基
督
亦
將
五
苦
的

許
多
片
段
直
接
歸
於
樹
斟
如
職

8
.
"

﹒
副7
"

已

甜
甜5
“
l

叫
宗
徒
亦
然
蚓
宗
3
n

刷
刷ωs
"

晰
的

9
.
所
以
在
基
督
時
代
無
論
是
猶
太
人
或
初
期
的
基

督
也
皆
認
個
月
到
劃
是
出
於
樹
劃
見
闊

的
7
n
H
割
8

s

d
m6
H
7

肘

m
n
等
處

(
五
)
學
教
會
的
傳
統
學
教
會
由
初
期
教
父
以

也
始
終
認
制
封
為
到
劃
的
作
拉
如
點
闖
的
到
叫
劃

(
2
0
B
S切
"
。

E
E
E
H
b
z

-
h
5
)放
黎
革
乃

(
。
已
聞
自2

叫

阿
目
。
自

-
E
E

﹒
-
M
N
)學
熱
羅
尼
美

等
(
M
V
E
O
『

S
H
。
?
)
其
中
雖
有
幾
位
教
父
如
依
肋

爪
制
制
削
比
亞
歷
山
封
劃
甜
的
到
叫
劃
氓
受

了
問
四
M

刮
目
的
影
響
以
為
五
會
在
拿
步
高
圍
攻
耶
京
時
已
彼

癸
毀
充
軍
後
再
由
罔
制
制
出
大
經
師
憑
記
憶
重
寫
重

一
編
但
他們
從
未
否
認
原
有
五
響
的
作
者
是
梅
瑟

以
上
列
舉
的
種
種
證
縷
尚
具
有

一
種
歷
史
批
判

學
上
的
價
值
(
〈
"
Z
H
E
E
S
R

。
A
E
Z
E
)
這
種
一

脈
相
傳
的
制
劉
寫
到劃的
作
者
的
傳
統
主
張
一
直
可

以
上
溯
至
著
書
的
時
此
因
此
以
研
究
歷
史
學
方
法
的

眼
光
來
看
對
以
上
種
種
例
證
不
但
不
容
忽
親
反
應
加

以
深
切
的
注
意

制
封
為
到
劃
的
作
者
除
7
上
面
所
列
舉
的
一
脈

相
傳
的
歷
史
證
續
凡
還
可
自
到
劃
內
容
提
出
一
些
記

錄
咐
他
證
明
到
劃
應
出
於
制
割
時
你
(
一
)
賽
中
有
許

多
記
載
或
法
律
只
適
於
居
住

在
曠
野
中
的
遊
牧
民
族



的
生
活
見
戶
2
2
2
ω
I
l
7
"

，
|
叩
肋
4

凹

的

，

"
l
n
η
s

，
等
處
並
且
只
記
述
了
亞
郎
和
他
的

兒
子
瀉
大
司
祭
或
司
祭
從
未
提
及
其
他
任
何
大
司
祭

或
司
祭
的
名
字
(
肋
口

1
)
(
二
)
以
色
列
人
當
時

尚
應
住
在
客
納
罕
地
外
因
為
以
色
列
子
民
用
以
建
造

約
糧
和
重
所
的
大
批
皂
爽
木

(
∞
皂
白見
該
條
)
只
生

長
於
西
乃
半
島
約
植
的
形
式
與
埃
及
神
像
趴
遊
時
所

用
的
神
氣
也
大
致
相
同
描
寫
耕
種
與
收
積
的
時
期
全

與
埃
及
的
天
氣
和
季
候
相
合

(
出
9
U
M
)
肋
U
申

M
等
處
所
列
舉
的
禽
獸
名
稱
與
分
類
有
許
多
是
客
納

罕
地
所
沒
有
的
再
知
為
遮
蓋
會
幕
所
用
的
海
豚
皮

(
也
衍
s

)
即
是
由
產
於
紅
海
(
三
)
此
外
還
有
許

多
人
名
地
名
家
蝶
族
譜
以
及
偶
爾
發
生
的
瑣
碎
事
件

的
記
載
(
如
山
1

時
的
n

等
處
)
如
不
是
出
於
親
身

經
歷
其
事
的
人
的
手
寶
雞
伐
出
合
理
的
解
釋
或
許
有

人
要
說
這
些
是
後
人
杜
撰
的
但
杜
撰
得
那
麼
巧
合
也

得
有
所
依
鐵
(
四
)
五
替
的
作
者
對
埃
及
的
地
理
和
情

項
非
常
熟
悉
並
假
設
讀
者
對
埃
及
亦
相
當
熟
悉
(
創

叫
“
特
晶
晶
1
u
M
2
5
6

戶
口
自
申
U
M
參
閱
肋

m
s
申
口

M
)
對
客
納
罕
地
反
而
生
疏
時
以
埃
及
的

情
死
來
作
比
較
(
創
U
M
戶
口
n

等
處
)

(
五
)
五

書
中
處
處
可
見
到
一
些
古
字
古
語
如
與
其
他
舊
約
皮

書
相
比
較
實
顯
得
五
香
更
為
古
老
這
些
語
言
學
上
的

-
特
徵
更
加
強
確
定
了
一
脈
相
傳
五
魯
為
梅
瑟
所
作
的

叫
一主
張
的
其
實
也

戶

依
照
上
述
「
作
者
」

Z
f
的
含
義
承
認
梅
瑟
第

1746 十一重

五
蠻
的
作
者
並
不
是
說
金
，
冒
每
字
每
旬
都
是
出
於
他

一
人
的
手
筆
而
是
說
他
會
蒐
集
了
不
少
當
時
所
能
找

到
的
史
料
文
獻
和
法
律
將
這
些
材
料
與
自
己
親
身
經

歷
的
事
一
併
編
輯
成
書
或
授
意
與
人
代
爵
撰
寫
當
然

梅
瑟
並
沒
有
將
過
去
的
歷
史
完
全
收
入
他
的
著
作
內

在
樹
劃
收
入
的
記
述
以
外
民
間
尚
存
有
不
少
的
傳
說

後
人
為
了
珍
存
這
些
傳
說
便
探
來
編
入
梅
瑟
的
記
錄

中
因
此
在
歷
史
部
分
遂
增
添
了
不
少
的
篇
福
而
有
了

重
復
或
時
間
上
的
矛
盾
關
於
法
律
部
分
可
能
有
更
多

的
增
補
與
刪
改
因
為
法
典
不
能
是
一
成
不
變
的
法
律

原
是
為
國
民
實
際
生
活
而
定
的
有
了
新
的
需
要
為
適

應
新
的
環
境
就
得
有
新
的
法
律
並
且
有
時
或
由
於
原

文
晦
澀
難
明
或
由
於
特
殊
案
件
的
發
生
不
能
不
加
以

注
釋
這
些
新
加
的
法
律
或
對
當
法
律
所
加
的
注
釋
由

於
人
們
尊
重
舊
法
不
忍
刪
去
往
往
或
置
於
當
法
之
旁

或
插
入
舊
法
之
間
因
此
出
現
了
重
復
或
累
積
的
現
象

對
宗
教
的
禮
儀
亦
復
如
是
當
以
民
在
曠
野
的
時
候
限

於
地
方
和
財
力
在
形
式
上
自
然
比
較
簡
單
到
這
客
納

罕
建
國
之
後
自
然
在
形
式

上
比
較
趨
於
完
善
禮
儀
比

較
更
為
陸
蔓
延
般
但
所
謂
的
演
進
與
改
變
也
只
是
就

其
形
式
而
言
其
固
有
的
本
質
則
始
終
如
一
瓷
以
偉
大

的
立
法
者
民
族
的
領
袖
梅
瑟
的
精
神
恩
懇
與
旨
意
為

依
鐵
因
此
任
何
繪
捕
或
刪
改
仍
舊
歸
於
原
作
者
梅
瑟

這
種
解
釋
正
符
合
擊
歇
會
一
脈
相
傳
的
主
張
以

及
宗
座
聖
經
委
員
會
所
頒
發
的
指
示
宗
座
車
經
委
員

會
於
一
九
O
六
年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所
頒
發
的
指
示
如

下
(
一
)
應承
認
梅
瑟
為
五
香

主
要
部
分
的
作
者
(二
)

可
以
承
認
梅
瑟
會
採
用
了
民
間
流
傳
的
口
傳
或
己
寫

成
時
史
料
(
一
二
)
可
以
承
認
樹
割
會
聘
用

了
不
同
的

秘
書
在
他
的
授
意
或
指
導
之
下
繃
寫
了
五
響
(
四
)

在
不
損
害
梅
瑟
為
主
要
作
者
條
件
下
亦
可
承
認
五
書

中
有
許
多
為
自
後
受
默
感
的
作
者
所
增
捕
或
修
正
的

地
方
或
有
註
釋
竄
入
經
文
古
語
改
為
新
語
誤
讀
終
歸

故
正
等
等
現
象
不
過
這
一
切
都
應
按
正
式
批
判
學
原

則
作
論
斷
(
何
回
品
?
這
串
)
該
委
員
會
叉
於
一
九

四
八
年
一
月
十
六
日
悶
覆
巴
黎
總
主
教
舒
阿
爾
樞
機

(
切
可
﹒
且
P
E

﹒
ω
己
M
R

已
)
的
信
說
「
誰
也
可
以

承
認
梅
瑟
在
寫
作
時
會
採
用

了
口
傳
或
書
寫
的
資
料

在
梅
瑟
寫
作
以
後
有
許
多
修
訂
與
增
補
目
前
已
無
人

再
疑
惑
有
這
比
一
賓
料
的
存
在
也
不
否
認
因
時
代
的
變

遷
社
會
與
宗
教
的
進
展
梅
瑟
法
律
有
所
演
變
歷
史
敘

述
方
面
有
所
補
充•••••• 

」
(
開M
H
M芯
，
這
二

梅
瑟
為
五
書
作
者
的
意
義
故
如
上
述
五
營
內
許

多
復
雜
問
題
如
重
復
時
間

上
的
矛
盾
文
體
的
不
一
等

等
原
已
可
以
獲
得
解
決
但
二
百
餘
年
來
唯
理
派
學
者

或
以
純
文
學
和
純
歷
史
學
的
眼
光
來
他
判
五
害
的
學

者
大
半
否
認
梅
瑟
為
五
害
的
真
正
作
者
以
新
的
態
度

來
批
判
五
蠻
的
學
者
首
推
公
教
醫
生
阿
斯
社
客

己
﹒

〉
耳
目
。
可

3
.
當
然
在
他
以
前
已
有
許
多
學
者
寫
其

開
路
如
息
孟

M
F
白
B
S

等
人
)
他
以
解
剖
學
來
解
剖

五
書
發
琨
創
世
紀

里
天
主
的
名
稱
不
一
通
常
用
厄
羅

因

(
盟
。E
B

天
主
)
與
雅
威

(
h
t
u
S上
主
主
-



-
字
因
此
他
便
推
測
梅
瑟
在
著
作

時
手
邊
必
有
許
多
文

叫
一
件
其
中
最
主
要
的
為
「
雅
威
」
各

(
J
卷
)
與

「
厄

一
羅
因
」
卷
(
E
念
)
當
他
發
表
這
種
意
見
時
只
是
採

取
了
很
設
的
態
度
並
且
聲
明
說
如
不
符
合
教
會
傳
統

的
話
他
甘
願
撤
銷
自
作
的
主
張
這
種
意
見
原
無
可
厚

非
但
二
十
餘
年
後
愛
屬
爾
(
』﹒
c
.
四
n
H
LH。
目

:
g
a

古
巴
)
更
進
一
步
將
阿
氏
的
推
測
運
用
到
全
部
五
香

依
耳
根
(
悶
。
﹒
出
聞
自
:
這
)
及
愛
民
門
人
更
進

一
步
創
立
了
「
文
件
說
」
謂
五
害
的
主
要
文
件
有
三

師
I
E
1
E
2

其
他
不
重
要
者
亦
不
在
少
數
由
此
奠

定
了
「
文
件
說
」
的
基
礎

一
七
九
二
年
公
教
學
者
傑
德
斯(
k
r
﹒
。
且
已
。
ω
)

另
創
「
殘
卷
說
」法
特
爾
C
.
m
-
J
可
皂
白

-
S
V
Z
O
M
)

和
德
外
特
(
4司
﹒
崑
U
M
F
O
O
逞
。

"
H
O
Z
S
)更
推

而
廣
之
遂
演
變
而
為
一
一
種
新
的
學
說
按
他
們
的
意
見

五
，
曾是
許
多
殘
卷
的
總
彙

其
成
書
時
期
或
在
流
亡
期

間
或
在
流
亡
期
後
懷
法
特
爾
的
推
測
這
些
殘
卷
可
這

三
十
九
種

此
說
一
出
頗
鑄
轟
動
一
時
但
經
厄
瓦
耳
得
(
因
.

關
司
也
已
H
S
H
)對
五
響
的

一
貫
性
細
心
加
以
研
究
之

後
這
種
學
說
便
失
去
了
它
的
依
擅
而
厄
氏
本
人
另
創

「
拾
遺
說
」
謂
五
書
所
本
寫
一
最
古
老
最
重
要
的
E

t啞
但因
寫
E

卷
缺
點
太
多
所
以
晚
出
的
一
位
學
者
根

鐵
後
世
尋
獲
的
古
省
加
以
刪
改
增
補
遂
成
了

今
日

流

傳
的
五
香

以
上
三
種
學
說
可
說
包
括
了
所
有
獨
立
批
評
學

+一重17" 

家
對
五
魯
所
持
的
觀
觀
點
直
到
一
八
五
三
年
胡
贊
得

(
自
﹒
出
名P
E
)
又
重
拾
依
耳
板
(
閃
﹒
。

-
M
K
8
)

的
「
文
件
說
」
再
加
以
修
正
主
張

E
'
l
i

即
是
p
a
咀

(
M
V
E
ω
巴
山
、
台
。
此
。
司
發
卷
)
資
格
最
老
是
法
律
記

述
的
仙
處
E
2

即
是
E

卷
(
厄
緯
國
各
)
與

J

卷

「
雅
威
卷
」
是
歷
史
記
述
的
出
處
一
年
以
後
黎
耳
木

(
M
W
-
E
O
E
)
叉
發
現
五
替
中
的
申
命
紀
應
屬
於
獨

立
的
一
扳
回
心
想
所
以
由
五
替
中
又
分
出
了
D

且
也
(
南

命
紀
卷

)
來
由
此
奠
定
了
「
四
文
件
說
」
或
「
新
文

件
說
」
的
基
礎
的
五
書
是
自
P
E
J
D

四
種
主
要
文

件
編
輯
而
成
的
書
籍

提
及
「
新
文
件
說
」
便
不
得
不
詳
細
的
討
論
一

下
因
寫
它
的
洪
流
白
這
大
半
個
世
紀
以
來
不
但
淹
沒

了
歐
美
各
國
吞
沒
了
幾
乎
全
數
的
基
督
教
經
學
家
而

且
還
捲
去
了
一
些
天
主
教
的
經
學
家
並
且
隨
著
基
督

教
的
思
潮
還
侵
入
了
我
國
的
經
學
界
廣
學
會
出
版
的

聖
經
辭
典
對
五
害
的
論
調
(
見
六
經
條
)
就
完
全
依

讀
這
種
新
學
說
並
旦
今
日
出
版
的
雜
誌
與
專
論
五
響

的
小
冊
凡
有
關
於
五
害
的
討
論
大
半
亦
是
追
隨
這
種

新
學
說此

「
新
文
件
說
」
是
由
革
辣
夫

(
只
﹒
戶
。
『A

Z
E
)
首
先
發
表
的
他
依
鐵
他
的
老
師
勒
鳥
斯

(
開


C
﹒
M
H
E
Z
)的
意
見
將
上
述
四
個
文
件
的
次
序
加
以

改
變
以
前
是
P
E
I
D

或
P
I
E
D

他
部
故
作
J
E

D
P

他
的
依
攘
是
D

卷
應
是
列
下
n.. 
-

u

所
說
約

史
雅
為
王
第
十
八
年
(
公
元
前
六
二
二
年
)
在
清
潔
聖

服
時
大
司
祭
所
曲
，
現
的
「
法
律
會
」
如
果
由
民
長
紀

到
列
王
紀
下
這
五
部
史
，
是
受

D

卷
的
影
響
而
寫
成

的
其
中
絲
毫
不
帶
P

各
種
種
規
章
的
痕
跡
那
末
這
五

部
央
書
及
D

戀
的
成
書
時
期
鼓
應
在
P

卷
之
前
至
於

J

a但E
卷
因
無
D

卷
所
定
「
聖
所
唯
一
法
」
的
記
皺
顯

然
是
在
D

卷
之
前
所
以
這
四
個
文
件
成
害
的
實
際
時

期
或
年
代
的
次
序
應
是
J
E
D
P
P

卷
應
是
充
軍
期

或
充
軍
期
後
的
作
品
比
後
葵
能

(
〉
﹒
只Eg
g
-

∞
$
'

斗
。
)
大
事
宣
傳
委
耳
豪
森
(
}
司
已
F
E
E
D
-

百
餌
，

旦
掌
)
再
以
他
生
花
妙
筆
繪
炙
人
口
的
文
章
加
以
傳

構
這
J
E
D
P

「四
文
件
說
」
便
成
了
今
日
最
普
通
為

人
所
樂
道
的
學
說
委
氏
之
所
以
能
使
這
一
學
說

「
左

右
逢
漲
」
多
半
是
靠
他
美
妙
的
文
章
和
嚴
擎
的
結
構

今
將
委
氏
所
列
舉
的
重
要
原
則
與
理
論
簡

介
如
下

(
一
)
舊
約
中
最
早
的
作
品
並
不
是
五
蓄
而
是
大
先

知
的
文
集

(
二
)
五
害
的
一
編
次
並無
歷
史
的
價
值
只

不
過
是
一
種
「
委
曲
求
全
」
的
編
次
即
是
說
五
警
鐘

著
錄
在
舊
約
首
位
但
不
能
證
明
五
害
的
著
作

時
期
早

於
大
先
知
的
著
作
因
寫
編
輯
者
想
證
明
唯
一
神
論
是

白
人
類
受
造
就
有
的
所
以
才
把
它
編
在
首
位

(
三
)

五
書
中
的
歷
史
多
不
合
於
事
實
因
為
作
者
努
力
營
求

的
只
是
合
乎
實
風
彰
個
獨
自

ι著
書
立
論
的
自
成
所
以

他
筆
下
所
記
述
的
只
不
過
是
當
時
以
民
的
思
想
與
精

神
(
四
)
要
改
變
以
民
的
歷
史
先
該
特
別
考
訂
制
法

立
節
的
時
代
藉
此
可
以
看
山
這
段
歷
史
只
不
過
是
一

種
生
活
的
演
變
而
已
(
五
)
人
類
的
演
進
永
是
循
順



~ 

進
化
定
律
進
行
由
此
可
知
泛
神
教

(
M
V
E
H
F
a
ω
E
)

、
必
早
於
多
神
教
(
2
-
3
r
o
E
B
)
多
神
教
必
早
於
單

一
神
教
(
因
。
口
。"
Y
OM
m
B
)單
一
神
教
必
早
於
唯
一

神
教
(
法
。
口
。"
y
o
a
s
)

由
上
述
的
簡
介
看
來
(
尤
其
第
五
項
)
劃
氏
顯

然
是
黑
格
爾

(
C且
還

-
M
h﹒
目
。
問
巴
巴
萃
，
這
2
)

的
哲
學
思
想
信
徒
以
黑
氏
的
歷
史
哲
學
原
理
來
解
釋

宗
教
歷
也
按
他
的
意
見
潮
側
刑
人
的
宗
教
信
仰
是
由

神
鬼
崇
拜

(J

卷
)
而
一
神
崇
拜
(
E
卷
)
最
後
才

這
於
真
神
唯
一
的
宗
教
信
仰
和
山
於
這
一
信
仰
的
法

律

(
D
卷
和
P
卷
)
。
依
讓
這
一
觀
點
他
將
到
割
和
創

蘇
厄
香
合
併
而
分
為
四
種
度
本
因
為
他
說
「
結
束
五

蓄
的
不
是
制
割
的
逝
世
而
是
客
納
罕
的
征
討
」
。
由
此

而
有
「
六
經

」
之
說

(
F
H
E
n
c
n
y
)

。

四
種
度
本
的
著
作
年
代
委
民
以
J

卷
為
最
古
在

這
卷
中
雖
然
有
大
先
知
已
開
始
宣
講
的
唯
一
科
教
但

仍
存
留
一
些
一
多
神
教
的
痕
跡
約
在
公
元
前
八
世
紀
出

現
於
南
國
猶
大
E

卷
已
充
份
表
現
大
先
知
的
精
神
雖

在
教
義
上
保
持
著
唯
一
神
教
但
在
禮
儀
上
部
非
常
寬

大
人
民
可
自
由
選
擇
一
地
崇
拜
上L
此
卷
約
於
公
元

前
七
世
紀
山
現
於
北
國
以
色
列
以
上
兩
文
件
應
在
公

元
前
七
二
一
年
(
制
瑚
智
和
滅
亡
年
)
及
六
二
二
年

(
D
卷
發
現
年
)
之
間
合
而
第
一
而
成
為

J
E

合
亂

-
最
後
因
圓
周
丘
續
祭
壇
太
多
容
易
引
人
崇
拜
邪
神
偶
像

制
一所
以
到
了

制
則
蚓
時
此
司
祭
頒
佈
了
制
制
到
(
D
卷
…

一
所
以
此
卷
應
在
約
央
雅
王
登

極
前
後
在
那
京
編
輯
的

1746 十一重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法
律
是
「
里
所
唯
一
法
」
。
放
逐
時
既

有
人
將
D

與
J
E
A
口
併
並
將
J
E

合
編
按
D

卷
的
體

例
再
加
以
重
編
在
放
逐
時
期
間
叫
蚓
周
先
知
策
創
了

一
個
新
穎
的
宗
教
改
屯
編
築
了
一
部
司
祭
卷

(
P
卷
叮

比
卷
大
抵
山
於
司
祭
的
手
筆
成
書
於
公
元
前
五
世
紀

左
右
最
後
蝴
划
人
自
充
軍
之
地
歸
化
問
制
制
出
將
這

些
文
件
帶
且
將JE
D
P

四
卷
合
為
一
位
叭
就
成
了
現

有
的
五
書
時
在
公
元
前
四
三0
年
左
扎

委
氏
這
一
綜
合
性
的
描
述
寫
得
非
常
美
妙
整
個

學
說
好
像
都
非
常
有
成
非
常
猜
他
其
實
不
僻
的
因
為
他

把
許
多
歷
史
事
實
和
他
個
人
的
先
天
謬
論
攪
合
在
一

起
他
想
根
按
他
的
進
化
理
論
和
付
先
知
的
臆
說
來
重

編
以
民
的
歷
史
這
是
他
所
犯
的
第
一
個
基
本
上
的
錯

誤
這
錯
誤
全
是
由
他
立
論
的
目
標
所
誘
致
趴
他
為
證

明
以
民
沒
有
天
主
啟
示
沒
有
天
主
親
切
的
照
應
沒
有

任
何
特
別
的
超
自
然
的
現
象
即
是
說
他
為
證
明
叫
民

與
其
他
民
族
絕
無
不
同
所
以
他
才
強
調
「
雅
威
思
想
」

是
大
先
知
所
創
造
的
梅
瑟
絕
不
是
以
民
偉
大
的
立
法

者
更
不
會
寫
過
什
麼
著
作
就
是
天
主
十
誠
也
不
是
制

瑟
時
代
所
能
忽
像
的
因
為
按
歷
史
演
進
的
程
序
「
唯

一
科
教
」
那
時
還
不
會
來
到
人
的
理
智
襄
到
了
大
先

知
時
代
十
識
才
能
山
現
時
代
最
早
不
得
超
過
公
元
前

八
世
紀
委
氏
既
然
有
了
這
種
成
見
怎
能
不
用
種
種
推

理
方
法
去
求
他
的
結
論
呢

近
幾
十
年
來
經
過
了
學
者
不
斷
的
努
力
研
究
民

族
學
與
宗
教
學
都
證
明
了
人
類
歷
史
的
演
進
不
常
是

直
線
的
並
且
證
明
了
原
始
時
代
的
人
是
信
奉
「
唯
一

神
教
」
的

「
多
神
教
」
或
「
拜
物
教
」
只
是
唯
一
神

教
的
退
化
因
為

「
拜
物
教
」
只
是
一
種
巫
衛
的
表
現

巫
術
的
產
生
必
在
宗
教
之
後
是
由
宗教
出
生
的
一
幢

贅
瘤
唯
一
神
教
越
發
達
巫
術
就
越
不
能
產
生
(
見
蚓

蚓
蚓
的
名
著
封
封
點
針
制
甜
甜
支
持
言
】
已HH
D
-n

d
a
y
g
m
已
Z
C
B
Z
E
o
o

可
可
見
劃氏的
宗
教

進
化
論
不
但
沒
有
根
攘
還
違
反
古
扎

委
氏
的
第
二
個
基
本
上
的
錯
誤
是
他
忽
客
了
叫

民
與
其
四
鄰
的
關
仇
劃
氏
先
天
的
肯
定
樹
詞
時
代
的

以
民
只
是
一
個
半
開
化
的
民
屁
也
許
連
文
字
也
沒
札

委
氏
著
書
立
說
時
雖
然
考
古
學
尚
未
發
遠
遠
在
東
創

時
期
但
同
時
代
的
學
者
如
到
刻
間(
E
C
E

穹
-

3
3
)
及
其
門
生
己
稱
委
氏
學
說
寫
「
案
頭
學
說
」

的
在
案
頭
上
自
造
的
學
亂
近
代
的
考
古
學
實
在
對
斟

約
的
研
究
有
了
莫
大
的
貢
獻
它
復
活
了
近
東
的
太
占

史
重
現
了
近
東
的
上
古
文
化
由
於
考
古
學
的
進
展
我

們
認
識
了
梅
瑟
時
代
的
歷
史
背
景
宗
教
禮
儀
和
法
作

認
識
了
亞
巴
郎
及
亞
巴
郎
以
前
的
文
化
程
度
更

認
論

了
咱
劃
研
制制
法
兒
古
代到
配
制
制
制
與
蝴
蚓
(
臣
民
，

在
H

自
R
Z
2
)

民
族
的
法
律
致
使
我
們
對
於
古
代

近
東
的
文
化
比
對
凱
撒
以
前
的
羅
馬
文
化
柏
拉
國
時

代
的
希
岫
臘
文
化
更
寫
明
瞭
考
古
學
家
更
告
訴
我
們
人

類
至
少
在
公
元
前
兩
千
年
以
前
已
發
明
了
文
字
古
埃

及
的
宗
教
思
想
祭
肥
禮
法
及
司
祭
任
海
部
由
她
象
形

文
字
保
存
至
於
現
代
那
未
受
過
埃
及
教
養
的
梅
瑟
寫



~
ι刊
自
您
不
能
復
述
他
的
典
籍
制
定
他
的
法
律

而
-
劃
氏
的
第
三
個
大
錯
說
是
他
把
文
件
的
著
作
時

一
期
估
計
得
太
晚
使
事
實
的
發
生
和
記
述
之
間
有
了
一

.
設
很
大
的
時
間
距
離
以
致
記
述
的
歷
史
性
很
難
確
立

甚
或
認
為
是
作
者
藉
以
發
揮
自
己
的
旨
遜
和
目
標
杜

撰
的
傳
記
或
虛
構
如
此
委
氏
及
其
學
派
造
成
了
對
全

部
五
蓄
的
普
遍
懷
疑
委
氏
的
這
一
錯
誤
的
血
來
固
然

是
出
於
前
兩
個
基
本
原
則
上
的
錯
誤
但
尤
其
是
因
為

他
堅
決
主
張
列
下
且
和
編
下
"
所
記
約
史
雅
十
八
年

即
公
元
前
六
二
二
年
在
聖
殿
內
所
發
現
的
「
法
律
書
」

是
司
祭
集
團
昕
一
編
修
的
申
命
紀

(
D
卷
)
並
以
此

時
代
作
氣
劃
定
其
餘
三
個
文
件
成
書
年
代
先
後
的
標

準
但
是
他
這
一
肯
定
究
有
何
依
攘
實
在
令
人
懷
疑
因

為
至
今
尚
不
能
確
定
學
般
所
發
現
的
「
法
律
魯
」
郎
是

南
命
紀
師
或
是
申
命
紀
或
申
的
一
部
分
那
也
不
足
為

奇
因
為
約
史
雅
為
王
以
前
默
納
舍
王
和
阿
孟
王
(
公

元
前
六
九
三
|
|
六
三
八
)
不
但
自
己
敬
拜
邪
神
還

引
導
民
眾
隨
從
敬
拜
當
時
的
司
祭
深
恐
圓
王
焚
毀
不

合
他
們
言
行
的
申
命
紀
便
將
申
命
紀
暗
自
藏
在
聖
殿

的
牆
壁
中
直
到
修
理
聖
殿
時
才
被
發
現
這
原
是
越
可

能
的
事
其
次
如
果
申
命
紀
真
是
約
史
雅
時
編
甘
露
的
為

什
麼
當
時
的
君
王
大
臣
民
眾
對
其
中
嚴
格
的
規
定
竟

然
如
此
樂
意
遵
守
呢
寫
什
麼
以
民
在
制
制
問
時
代

(
蘇
2
)民
長
時
代
以
及
列
王
時
代
尤
其
是
在
列
下

m
z
l
-

編
下
的
|

叫
“
所
記
希
則
克
雅
推
行
宗
教
改

革
的
時
代
(
公
元
前
七
一
二
至
六
九
三
年
)
就
已
知

十一重
17“ 

有
那
些
法
律
呢
這
些
一
疑
難
實
在
難
以
解
此
劉
氏
將

P

卷
(
即
司
祭
卷
記
錄
肋
未
紀
和
出
門
二
書
中
的
禮
儀

部
分
)
置
於
流
亡
時
期
以
策
是
厄
則
克
耳
或
他
的
弟

子
所
編
修
的
理
由
是
因
為

P

卷
與
則
有
很
多
相
類
似

的
筆
法
對
這
問
題
應
當
承
認
P

卷
與
圳
寶
有
許
多
相

類
似
之
點
但
是
不
同
之
處
部
是
更
多
比
如
厄
則
克
耳

說
未
提
及
五
旬
筍
帳
棚
節
偉
大
的
贖
罪
筒
大
司
祭
等

極
重
要
的
事
件
因
此
波
依
得
(
因
。
1
)

與
近
代
大

多
數
的
批
評
學
家
都
以
為
是
厄
則
克
耳
模
仿
了
P

卷

而
不
是
P

卷
模
仿
了
則
因
為
他
們
注
意
到

P

卷
中
所

記
的
法
律
有
許
多
為
充
軍
期
間
遙
無
用
處
如
日
像
態

像
的
禁
令
崇
拜
摩
肋
客
的
禁
令
等
(
肋
的

-
m
2

5
)
並
且
充
軍
以
後
約
櫃
久
已
不
存
在
鳥
陵
突
明
肋

未
城
且
早
已
消
滅
P

卷
何
以
竟
詳
為
描
述
呢
此
外
舊

約
史
替
中
的
一
些
一
史
實
如
無
P

卷
存
在
的
話
便
無
法

解
釋
如
撒
上
2
"

的
作
者
就
得
是
一
位
知
道
肋
7

m
l

M

法
律
的
人
撒
上
創
2
|

刊
所
記
阿
希
默
肋
客

因
為
沒
有
日
用
餅
便
將
供
餅
給
了
這
味
及
其
隨
從
之

事
就
證
明
當
時
已
通
行
肋
圳
的
S|

'
的
法
律
蚓
刮
到

罕
(
列
上
也
阻
)
在
北
國
制
定
了
那
久
已
在
南
國
舉

行
的
帳
棚
簡
(
肋
幻

M
)
納
波
特
不
願
出
賣
自
己
的

葡
萄
園
(
列
上
訂
)
說
是
依
攘
肋
M
Q扭
扭
曲
戶
呵
呵

，
的
法
律
還
有
五
香
內
關
於
約
櫃
大
司
祭
的
祭
服
不

潔
動
物
的
種
類
病
疫
的
名
稱
大
司
祭
胸
牌
上
所
憊
的

寶
石
等
都
與
古
埃
及
的
名
稱
習
俗
十
分
相
似
所
以
現

在
的
批
判
學
家
都
承
認

P

卷
是
梅
瑟
時
代
的
作
品
或

竟
是
梅
瑟
本
人
的
著
作

主
張
「
文
件
說
」
前
學
者
認
為
「
五
香
」
是
由
四

大
底
本
或
十
數
種
小
底
本
組
成
的
原
因
是
因
氣
(
一
)

五
替
中
的
天
主
名
稱
不
一
(
二
)
五
害
的
文
值
不
一

(
一
二
)
五
書
中
重
復
的
地
方
太
多
現
在
逐
條
簡
論
如

下
(
一
)
天
主
的
名
咱
們
不
一
﹒
若
只
依
鐵
天
主
的
名
稱
不

一
而
決
定
五
書
是
出
於
兩
個
不
同
的
底
本
一
氣
「
雅

威
卷
」
一
為
「
厄
羅
因
卷
」
似
乎
不
太
正
確
理
由
也
不

夠
充
足
因
為
天
主
的
名
稱
不
一
多
出
現
於
創
世
紀
我

們
前
面
說
過
樹
詞
寫
制
倒
制
時
是
用

7
當
時
的
口
傳

或
現
存
的
史
料
史
料
中
對
天
主
的
名
稱
可
能
困
地
方

的
習
慣
而
有
所
不
同
因
此
記
錄
上
便
有
了
天
主
的
不

同
的
名
稱
並
且
讀
者
如
果
將
五
香
細
心
讀
一
遍
便
可

發
覺
五
害
的
作
者
應
用
天
主
的
名
稱
時
並
非
任
意
應

用
每
當
講
論
天
主
為
宇
宙
的
造
物
主
萬
圓
的
主
宰
時

多
用
「
天
主
」
(
厄
羅
因
)
每
當
敘
述
天
主
與
人
類

尤
其
與
以
色
列
民
族
發
生
密
切
關
係
時
多
用
「
上
主
」

(
雅
威
)
並
且
還
有
一
些
一
固
定
的
街
語
其
中
天
主
的

名
稱
是
不
能
任
意
更
換
的
如

「
天
主
的
人
」
「
上
主

的
話
」
「
上
主
的
斷
語
」
等
此
外
誰
又
能
透
明
現
有

五
害
的
天
主
的
名
稱
是
山
山
於
原
作
者
請
打
開
聖
經
的

希
伯
來
原
文
與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的
譯
文
將
相
同
處
的

天
主
名
稱
作
一
細
心
的
比
較
便
可
知
道
其
不
定
性
了

又
怎
可
以
藉
此
斷
定
那
章
那
段
屬
於
那
種
底
本
呢
學

經
構
威
瓦
加
黎

(
M
M﹒
〉
﹒
〈
R
E
H
r
F
F
n
a

回
H
F
恥"
H
S
N
)會
將
五
害
與
聖
詠
集
作
一
比
較
研
究



他
發
現
聖
詠
伸
娟
的
白
卡
氣
與
後
大
、
，
h
o
為
中
夕
的
一
上
主
」

而
中
間
亟
卡
續
多
用
「
天
主
」
(
詳
見
冰

M門
，
恨
自
)

難
道
詠
也
分
「
稚
故
卷

I
)提
「
-
U緒
V
A
t
E」

一
一
)
文
體
不
一
五
品
的
文
緒
不
一
是
-
H
然
的

現
象
凶
向
五
蓄
的
題
材
是
多
方
面
的
有
歷
史
街
法
律

有
族
譜
有
損
詞
有
詩
歌
有
潰
詞
題
材
改
變
文
鐘
也
得

隨
之
改
變
更
何
刀
山
族
譜
和
法
律
還
能
是
梅
瑟
的
泌
書

寫
的
呢
並
且
法
律
是
民
來
社
會
生
活
的
方
針
時
過
境

遷
昨
日
的
大
法
未
必
合
於
今
日
的
環
境
所
以
歷
代
司

法
官
寫
了
使
酋
遠
合
於
新
俗
白
不
免
依
時
加
以
修
正

也
說
不
免
使
文
體
更
自1
復
雜
比
如
申
命
紀
本
是
由
三

篇
演
謂
組
成
的
自
然
不
能
與
成
文
的
法
律
相
比
較
這

是
誰
也
可
以
明
瞭
的

(
一
-
二
重
復
的
敘
述
批
判
學
家
在
決
定
某
章
某

街
為
重
復
敘
述
之
前
先
應
仔
細
考
究
作
者
是
在
寫
兩

件
相
類
似
的
史
實
還
是
在
重
復
同
樣
的
事
件
到
這
問

題
阿
肋
蓋
面
間
(
E
E
m
3月
)
寫
了
一
部
專
吉
透
明
人

們
以
為
是
重
復
的
事
往
往
是
兩
件
相
類
似
的
史
實
如

創
刊
凶
與
卻
都
記
敘
撒
辣
因
為
住
得
太
美
專
制
君
王
想

佔
圍
內
己
有
的
事
但
明
起
一
在
埃
及
一
在
革
辣
爾
時
地

人
物
皆
有
所
不
同
怎
能
混
寫
一
改
再
如
仙
的
與
戶

口

都
記
蔽
了
人
民
抱
怨
梅
瑟
之
害
以
氏
在
曠
野
中
漂
流

了
四
十
年
怨
聲
載
道
之
裝
原
是
尋
常
手
呵
避
免
的
一
冉

-
如
天
主
創
造
天
地
(
創

1
2
)

與
洪
水
滅
泣
的
敘

喝
一述
(
削6
!
8

刊有
屬
同
一
事
件
的
重
也
但
由
於
作

r
者
的
圍
觀
點
有
所
來
閱
或
由
於
作
者
踴
意
強
調
某
一
點

lH6 十-盒

所
以
雖
然
畫
像
仍
有
其
立
義
近
代
學
者
在
細
心
研
究

戶
宅
里
所
設
施
山
士
的
古
代
文
件
之
後
發
現
亟
復
筆
法

原
娃
閃
族
f
a
m
r
來
尤
其
希
伯
來
瓦
間
的
一
地
持
，
做
作
者
為

感
動
演
者
的
心
盤
或
氓
，
引
起
讀
者
的d
g
並
不
如
西

方
人
借
垂
於
恩
怨
上
的
速
繫
或
推
論
而
只
惜
重
於
巫

健
兒

}
去
Z
S
Z

品

﹒
〉
∞
門
口
已
可
古
自5
2

諾

貝
『H
O
S
E
-淘
G
E
t
s
s
ι
ω
色
。
-
S
ω
E咕
咕
-
n
E
g
a

s

〈
﹒
斗
同
志

M
U
M
-
開
﹒
A
W廿
三
】
。

獨
也
派
批
判
學
者
所
主
張
的
「
新
文
件
說

-
M臨

街
上
述
重
大
的
錯
誤
與
缺
點
所
以
出
名
的
學
者
如
客

尼
裕

(
H
h
S
E
m
)色林
(
F
E
D
)克特
耳

(
M而
且
在
)

加
穌
托

(
n
s
z
g
)
番
屬
納
克
爾

T
S
民
g
p
m
n
'

r
E
)
瓦
加
黎
(
〉
﹒
〈
R
E

立
)
等
皆
以
「
新
文
件

品
」
為
一
樟
先
天
的
謬
論
時
一
一
種
偏
見
學
改
借
用
一
座

毫
無
基
礎
的
當
皇
宮
殿
實
是
一
針
見
血
的
正
確
批
評

品
比
現
代
學
者
紛
紛
將
「
新
文
件
說
」
大
加
修
正
或

咱
們
之
為
「
四
源
流
說
」
或
咱
們
之
得
「
四
口
傅
說
」
或

另
尋
門
路
另
創
新
的
假
設
各
成
一
派
各
立
一
說
真
可

謂
渚
子
爭
鳴
不
過
在
這
諸
子
百
家
之
中
還
是
以
所
謂

北
歐
「
斯
予
的
那
維
亞
學
派
」
或
瑞
典
「
鳥
布
薩
拉

學
派
」
(
白
這
E
Z

∞
品
。
。
戶
。
同ω
者
且

2
)

的
影

響
力
較
大
這
一
學
派
將
「
新
文
件
改
」
批
評
個
月
西
方

人
以
目
前
兩
方
人
的
眼
光
來
解
釋
東
方
古
代
魯
緒
的

學
說
這
一
學
派
到
心
為
口
授
的
傳
述
在
東
方
古
代
的
著

作
內
佔
最
重
要
的
位
置
這
一
學
派
的
首
腦
人
物
之
一

恩
乃
耳

2
.
M
W
D
m
D
O
Z
)

說
認
為
五
香
是
第
口
傳
的

兩
大
源
流
而
寫
成
的
一
夫
源
流
包
括
創
山
肋
戶
部
所

謂
的
「
四
會
」

(
A
a
n
n
E
H
O
E
n
v
)

另
一
大
源
流
包
括

旬
以
反
熬
到
列
下
各
級
典
以
後
的
學
哲
錐
有
些
新
發

展
如
馮
的
閑
得
(
的
﹒
〈
S

M
H且
)
諾
特
(
玄
﹒Z
S
V
)等

學
者
但
仍
跳
不
出
這
一
屆
乎
不
過
五
害
的
淵
源
經
學

者
們
不
斷
努
力
研
究
後
現
已
由
四
大
源
流
而
歸
納
寫

兩
大
源
流
慢
慢
將
歸
納
為
一
大
源
流
現
代
的
聖
經
學

權
威
德
富
(
戶
口
。
〈
M
E
M
O
-
M
V﹒
-
g
M
I
-
S
H
)
甜
臨

街
支
持
「
四
源
流
說
」
或
「
四
口
傳
說
」
但
在
結
語

中
部
說
「
這
些
一
口
傳
究
是
從
那
里
來
的
「
雅
戚
派
」

的
口
傳
與
「
厄
羅
因
派
」
的
口
傳
雖
有
分
別
但
所

傳
述
的
詞
是
同
一
史
事
所
以
這
兩
種
口
傳
還
是
應
出

於
一
源
並
且
所
敘
述
的
史
事
很
適
合
於
史
事
發
生
的

時
期
而
不
適
合
於
所
假
設
的
晚
期
的
著
作
時
期
所
以

這
些
百
傅
應
起
源
於
很
早
的
時
期
郎
以
色
列
民
族
開

始
建
國
的
時
期
間
檬
法
律
部
分
亦
如
此
因
為
以
色
列

國
家
法
律
與
宗
教
法
律
的
進
展
是
與
以
色
列
民
族
的

進
展
分
不
闋
的
所
以
法
律
的
起
源
慮
與
民
族
的
起
源

出
於
同
時
因
此
五
害
的
主
要
內
容
不
論
是
敘
事
的
口

傳
或
法
律
的
主
要
部
分
廠
溯
源
於
以
色
列
的
開
國
時

代
這
時
代
的
主
人
翁
即
是
梅
瑟
他
不
但
是
民
族
的
組

織
者
宗
教
的
領
袖
而
且
也
是
第
一
位
偉
大
的
立
法

者

以
他
寫
終
點
的
前
期
口
傳
與
在
他
領
導
之
下
所
發
生

的
事
跡
合
併
記
錄
便
成
了
以
色
列
筒
家
與
日
月
寧
輝

的
史
記
-
1

梅
瑟
五
會
」
由
此
可
見
七
十
年
代
聖
經

學
的
新
趨
向
又
漸
漸
走
上
了
歡
會
一
脈
相
傳
的
主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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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意
義

以
色
列
反
旅
飯
然
生
活
在
三
個
神
總
政
恆
的
制

度
下
都
來
他
們
的
宗
教
|
|
i

的
背
約
的
宗
教
(
新
約

的
宗
教
亦
是
如
此
)
是
與
他
們
的
歷
史
分
不
闊
的
這

種
與
歷
史
並
行
的
宗
教
n
站
起
基
於
天
主
在
人
類
歷
史

某
一
時
期
中
親
自
介
入
人
類
歷
史
的
行
動
五
杏
亦
是

記
述
天
主
與
人
類
發
生
近
種
關
係
的
苦
糕
的
此
五
卅
日

不
仙
蛙
猶
太
人
的
宗
教
的
根
基
同
時
也
是
他
們
至
高

級
上
的
經
與
他
們
生
活
的
學
則

以
色
列
人
不
但
在
五
香
內
(
尤
其
在
創
最
初
的

幾
章
內
)
找
釗
了
人
類
所
共
有
的
大
問
題
如
對
快
界

與
生
命
痛
詐
與
死
亡
等
等
大
問
題
的
答
案
而
且
也
找

到
了
對
他
們
本
身
所
特
有
的
問
題
切
為
什
麼
天
地
間

唯
一
無
二
的
挺
神
是
以
色
列
的
上
主
天
主
為
什
麼
上

主
自
大
地
萬
民
之
中
特
選
了
以
色
列
民
族
怨
他
自
己

的
民
族
等
等
問
題
的
答
案

五
啦
。
對
以
民
所
特
有
的
問
題
的
答
他
是
凶
為
以

民
撥
受
了
天
主
的
特
殊
也
許
五
告
就
是
站
快
天
主
一
也

許
的
各
籍
如
天
主
在
原
祖
犯
罪
後
對
亞
當
和
厄
姓
的

閑
心
并
(
除
始
一
幅
音)
洪
水
後
叫
到
諾
厄
的
但
許
尤
其
到

亞
巳
郎
的
心
汗
以
及
以
後
對
依
微
絡
雅
各
伯
泣
陀
、
一

切
後
育
的
的
心
并
斗
一
間
汗
雖
然
其
最
近
的
H
m

結
佔

領
以
民
的
先
所
住
過
的
地
方
似
更
具
有

-
M
深
厚
的

意
義
的
泣
一
恩
亦
使
以
色
列
與
他
們
叫
光
的
天
主
之

間
所
有
的
特
殊
而
唯
一
的
關
係
得
以
往
江

這
-
m內
心
詐
的
表
現
與
質
踐
即
在
於
召
扭
過
所
以3

1746 

還
也
是
五
苦
中
主
要
思
想
之
一
召
還
從
天
主
一
方
面

來
投
完
全
是
出
於
絕
刻
的
慈
妥
與
自
噸
從
人
一
方
面

來
說
絕
無
任
何
琨
間
或
做
點
呵
使
自
己
設
刀
口
所
以
召

遺
忘
仝
赴
天
主
a仆
已
快
取
主
州
的
行
內
(
以

U
I

。

﹒

l
1
1
，
i
o
ι'

，

3
)
天
主
得
注
行
他
的
攸
抖
抖
趴
們
沒
位
已
成
時
川
叫

時
也
趴
選
了
以
色
列
民
放
"
如
然
他
們
本
身
J
U
C無
功
結

。

，

可
一
一
門
大
主
的
此
討
還
在
快
上
犯
成
了
川
的
凶
於
他
的
臥

。
t
s

族
與
閥
門
泳
制
裁
糾口
的
平
郎
以
美
紗
的
示
，
卻
敘
述
大
主

這
一
行
動
的
過
紅
光
1

也
述
地
上
的
民
的
名
錢
典
故

譜
然
後
剩
兩
約
小
施
附
咐
集
中
於
、
米
主
召
選
的
對

象
胡
也
卅
即
與
其
後
街

肌
肉
川
刮
起
與
您
的
娃
分4

冰
川
的
N
G
m
約
見
山

。
'
‘
《

，
B
B
S

而
川
內
時
川
選
的
糾
泣
如
果
一
h
h
H
H
H
d

几
】
心
收
天
上
心
川
與
召

選
的
巾
叮
叮
川
圳
m
k
h
h
h仆
然
赴
一
部
約
K
H如
米
主
必
叫
出

當
立
約
(
約
2

時
口
)
昕
一
米
閉
口
叫
“
抖
』
叭
的
無
啡
、
版

法
厄
化
約
(
例
9
8

口
)
與
任
巳
此
，
叭
均
(
例口
)

尤
其
小
的
心
血
U
M
全
以
色
列
民
族
川
K
J
(
山
間
1
6

。
1
1
i
l
l
-
'

，
‘
ε
'
，
、

俐
的1
8
)

州
，1

山
間
約
不
圳
扒
拉
山
川
的
故
耐
心
帝
也

P
》
》
、
'
，
‘
'

。

，

是
全
部
門
約
的
瓜
點
也
叫
過
汀
約h吼
叫
兌
付A
方
站
在
叫

等
的
地
位
上
而
訂
立
的
仰
天
主
必
人

1

川
江
的
盟
約
不

能
是
川
等
川
叫
約
川
成
尺
主
改
γ
小
心
仙K
M
約
他
之
所
以

'

。

犯
人
-J
L
H
A
M約六
i
拉
山
於
e
H
必
昕
以
間

，
J
M
A
山

天
主
光
沁
叭
叭
主
的
刊
叫
他
收
川
川
勻
的
的L
I
(如
果
能

一
泣
恍
惚
，而
山
川
)
心
t

叫
吼
叫
在
-
大
土
方
山
只
足
他J
H

己
的
血
口
昕
作
的
付
印
糾
犯
人
方
圳
郎
在
以
位
列
方

而
如
刊
，
正
接
小
小
他
們

U
(
1大
、I
L
K
-、忠
心
如
史
以
色
列

不
忠
信
於
上

主
進
背
盟
約
但
做
法
了
夫
主
自
於
學

d
k

與
他
們
所
控
立
的
關
係

天
主
為
維
護
以
色
列
選
民
則
自
己
道
忠
侃
侃
你

以
色
列
與
-
U
己
沾
立
的
正
常
叫
向
你
給
他
們
立
定
了
心

作
使
他
們
知
道
日
己
應
盡
的
義
務
領
範
付
已
的
干
的

杰
守
盟
約
好
使
天
主
實
踐
他
的
許
諾

自
持
刀
口
選
盟
約
和
法
律
耳
目
結
成
五
冉
的
問
條
企

。
‘
《
〈
'
、

'

，
P
、
電
4
2
、

叫
你
九
肛
門
叫
他
叫
心
恕
貫
徹
全
部
研
約
付
代
丘
吉
所

J
凡
的U
川

是
以
民
一
股
史
的
閃
端
並
非
結
束
只
仙
叮
咬
了
慰
許
並
木

叫
必
附
心
詐
的
責
現
凶
為
五
書
只
述
及
以
民
快
將
進
入

社
川
地
所
以
五
苦
依
其
本
質
來
看
赴
一
部
叫
表
給
來
的

。
l
l
l
I
l
l
i
-
-

h
p
h
H
正
一
部
做
閃
而
別
扭
盟
將
來
的
古
以
色
列
將
汰
的
反

山
K
U
U亡
與
盛
貞
不
的
川
全
以
五
谷
何
神
州
什
移
(
中
附
到
自
)

伽
且
當
叫
仗
佔
制
品
地
之
低
表
面
上
看
札
奸
似
叫
民

已
位
為
了
對
天
主
思
汗
所
州
閻
明
旱
的(
蘇
幻

H
)
，
而
誨

的
划
望
至
此
已
告
結
束
何
反
史
告
訴
我
們
以
民
並
禾

以
仙
似
，
寸
地
沁
天
主
也
泌
的
充
分-
m現
仍
一
心
在
州

立
，
白
連
在
巴
比
倫
充
市
之
時
仍
一
心
在
划
望
持
久
主

充
分
戶
口
踐
他
的
心
詐
的
在
期
待
基
督

(
帥川
西
亞
)
來

師
范
分
元
成
一
切

(
瑪
5

口
)
凶
為
基
智
慧
這
段
悠

久
以
山
入

l

仙
似
的
反
所
占
向
的
終
點
必
凡
只
有
益
M
E

。

l
l
t
I
l
l
-

施
令

-
U段
M
U災
門
正
的
♂
義
摸
你
線
以
徒
在
他
的

汗
，
仙
內
尤
其
收
迦3

時
間
一
段
發
愣
了
迅
段

M闊
的
入

。

的
內
一
指
向
約
中
的
知
約
只
拉
拉
U前
所
汀
益
的
新
心
的

的
像
一
-
站
到U
娃
娃
仔
時
絨
的
仰
作
r
v巳
郎
儉
用
間
的
基

。

.

仔
叫
他
所
汀
立
的
綠
護
巴
拉
川
與
叫
1約
的
法
律
只
不
必
泣



領
導
以
民
走
向
基
督
的
啟
蒙
師
而
已

新
約
的
基
督
徒
固
然
已
「
不
在
處
於
啟
蒙
師
權

下
」
已
不
再
「
被
禁
姐
在
法
律
的
監
守
之
下
」
但
絕

非
由
宗
教
與
道
德
的
義
務
完
全
獲
得
了
解
放
因
為
基

督
之
來
並
非
為
廢
除
法
律
與
先
知
而
是
為
成
全
(
瑪

5

口
)
所
以
新
約
並
非
反
對
舊
約
而
是
當
約
的
實
現

與
成
全
墓
教
會
在
讀
五
書
所
記
述
的
事
蹟
時
如
依
撤

格
的
祭
獻
徒
步
過
制
淵
博
瓜
棚
越
笛
的
舉
行
以
及
種
種
慶

衛
與
禮
儀
時
時
見
到
這
些
事
蹟
在
新
約
中
的
實
現
如

基
督
的
祭
獻
宴
洗
車
事
復
活
筒
等
並
且
信
仰
向
基
督

徒
所
要
求
的
與
到
劃
向
叫
倒
叫
人
所
要
求
此
基
本
上

並
無
區
別
郎
對
天
主
的
旨
意
作
肯
定
的
答
覆
所
以
五

斷
為
新
約
教
合
仍
未
失
去
其
重
要
也
因
圖
用
其
中
含
有

天
主
的
啟
示
以
及
信
仰
的
基
礎

見
聖
經
批
判
學
救
恩
史
傳
瑟
先
知
(
陳
)

m梅
瑟
升
天
錄

「
〉Z
E
B

可
泣
。
口
。
同
軍
g
g
J

/
〉
E
E
a
g

宮
。
可
宮
。
"
、

偽
經
本
書
是
一
法
利
鑫
人
在
公
元
七
至
三
0
年

間
在
巴
力
斯
坦
以
希
伯
來
文
寫
成
的

原
文
和
希
磁
譯
文
早
已
遺
失
只
保
存
一
部
拉
了

譯
本
該
書
的
內
容
可
說
是
舊
約
的
精
學
呵
注
意
的
日
起

作
者
未
直
接
提
及
默
西
亞
而
只
提
出
默
西
亞
倒
並
高

加
一
舉
叫
民
和
制
割
的
口
也
仙
鵬

9
節
證
質
蚓
劃
宗
徒
已
認

-

1
1
3
1
2
5
t
p

。

一
該
梅
d
p
t
升
天
錄
(
雷
)

1747-1750 十一重

m梅
瑟
默
示
錄

「
〉M
M
E
w
-
高
目
。
同
去
。
盟"
J

f
〉
咱
自
且
還g
g
a
z
g
k

偽
經
本
會
亦
稱
小
創
世
紀
喜
年
紀
梅
瑟
遺
書
但

說
內
容
和
文
體
來
講
稱
鴛
梅
瑟
默
示
錄
更
為
適
合
著

作
的
時
代
是
在
瑚
叫
叫
時
此
更
具
體
地
說
是
在
蚓
劃

依
爾
卡
諾
王
晚
年
即
在
公
元
前
一
O
九
至
一
O
五
年

間
原
文
為
希
伯
來
文
早
已
遺
失
希
殲
譯
本
只
保
存
了

一
些
殘
片
白
希
臘
祖
譯
本
所
轉
譯
的
其
他
譯
文
則
有
厄

閱
制
到
一
拉
蚓
訓
和
不
金
的
創
利
到
恥
作
者
屬
於
法
利

鑫
派
可
是
有
些
學
者
主
張
屬
於
厄
色
尼
派
事
實
上
在

谷
木
蘭
洞
穴
內
至

A可
發
現
了
四
段
本
響
的
希
伯
來
文

片
斷
它
們
與
厄
提
約
丕
雅
和
拉

T
譯
本
相
吻
合

本
替
的
作
者
特
別
強
調
法
律
的
尊
嚴
和
永
久
性

默
西
亞
是
猶
大
家
族
的
苗
裔
默
西
亞
王
國
要
逐
漸
&
擴

大
並
要
持
久
至
最
末
的
審
判
作
者
也
特
別
注
意
默
基

瑟
德
的
司
祭
品
位
天
使
的
使
命
和
魔
鬼
的
惡
行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作
者
講
論
人
的
軍
魂
是
不
死
不
滅
的
然
而

未
講
及
肉
身
復
活
的
道
理
為
研
究
新
約
時
代
的
背
景

本
書
實
有
很
大
的
幫
助

F
雷
)

。
他
又
目
、
「
去
丘
兮
門

J
非
法
的
殺
人
行
為
自

口
看
看

l
j
/
目
。
巴
巴
金
E
H
H
」

i
l

:
J
F
l
;

、
古
以
來
在
以
民
的
歷

史
上
是
被
禁
止
的
是
應
受
報
復
懲
罰
的
(
創

4

刊
)

天
主
十
誠
的
第
五
誡
胡
文
清
楚
地
規
定
「
不
可
殺
人
」

(
山
山m
m
u
申5
口
)
不
可
殺
人
的
原
因
是
因
寫
人

的
生
命
神
聖
不
可
侵
犯
因
此
誰
殺
了
人
就
應
當
償
命

(
創
9
5
.
)

其
後
盟
約
的
接
律
更
清
楚
地
分
開

蓄
意
謀
殺
人
者
應
用
文
死
刑
但
若
是
「
天
主
許
他
的
手

行
的
」
殺
人
行
為
則
可
脫
兔
懲
罰
而
逃
往
避
難
所
去

(
出
幻
u
|
M
)
換
句
話
說
就
是
故
意
殺
人
者
應
受

報
復
的
懲
罰
但
無
意
及
偶
然
殺
人
者
則
可
以
避
難
於

他
方
但
二
者
皆
被
視
為
流
血
之
罪
只
是
後
者
可
以
受

避
難
所
的
保
護
前
者
則
無
這
種
保
障
且
後
者
幾
時
離

開
避
難
所
似
有
受
報
復
懲
罰
的
可
能
(
串
的
主
|
M

戶
彷
叩
|
M
)
以
民
法
律
之
崇
高
超
出
其
他
古
東
方

民
族
之
法
律
者
是
遠
非
法
打
死
僕
辦
者
亦
應
受
同
樣

的
懲
罰
(
出
釗
甜
}

耶
餌
帥
解
釋
第
五
誡
時
會
強
調
達
對
自
己
的
弟
兄

發
怒
的
及
罵
人
為
「
傻
子
」
者
亦
應
被
視
寫
兇
手
因

為
他
損
害
弟
兄
人
格
的
尊
嚴
(
瑪

5
n
n
)
誰
恨
自

己
的
弟
兄
也
是
兇
手
(
若
一
3

刊
)
其
次
天
主
的
第

五
條
誡
命
在
新
約
上
屢
被
提
及
(
瑪
m
w
u谷
ω
u
路

的
叫
羅
日
，
雅
2
u
)
謀
殺
是
外
邦
人
所
犯
的
罪
惡

(
羅
1
m
)
它
來
自
心
地
的
兇
惡
(
碼
的
M

谷
7
n
)

見
避
難
城
報
復
(
韓
)

m
A
A
E子
膚
恥
鬼
，ζ
B
R
Z
J

在
討
論
以
民

D
E
a
-
-
J
/

詔
"
5

色
的
姐
妓
之
肌

首
先
我
們
要
知
道
在
當
約
時
代
的
劃
到
桐
樹
蚓
亞
及

客
納
罕
諸
還
繞
以
民
的
各
民
族
中
皆
有
廟
妓
的
存
在

這
批
廟
妓
並
且
甚
受
人
們
的
尊
敬
是
在
社
會
上
有
地

位
的
女
人
當
然
在
這
種
環
境
之
下
真
姐
妓
之
盛
行
是



-
T金
日
而
且
喻
的
設
在
後
來
的
希
磁
及
羅
馬
帝
國
時
代
短

兩
~
緩
不
但
未
受
到
社
會
的
卑
觀
及
法
律
的
制
統
相
反
成

-
她
們
竟
被
說
個
月
造
一
路
人
，
單
社
會
的
不
可
或
缺
的
人
鈞

?
那
麼
以
民
生
活
在
這
種
還
績
之
中
受
著
這
些
一
強
國
各

?
方
面
的
影
響
自
身
雖
為
上
主
的
選
民
按
有
「
聖
潔
的

法
律
，
」
(
肋
η
|
鈞
)
仍
不
兔
要
染
上
這
些
異
民
的

惡
習

@
在
舊
約
時
代
在
以
民
間
很
早
就
有
妓
女
的
存

在
{
創
刊
抽
閻|

詞
)
聖
經
上
也
數
次
提
到
這
種
事
實

(
蘇
2
2
民
的
1
列
上
3
H
)
雖
然
有
法
律
上
的
明

文
禁
止
(
助
的
扭
曲
甲
幻
刊
)
但
仍
有
不
少
的
父
母
將

自
己
的
女
兒
賣
作
緝
技
先
知
們
將
之
頓
為
罪
惡
行
寫

(
耶
5

，
歐
4
H
亞
2

，
)
大
司
祭
不
能
娶
妓
女
為

姿
(
肋
剖
，
H
)
智
慧
會
更
盡
力
警
戒
青
年
人
勿
受

妓
女
的
引
誘
(
綾
6

自
7
.
l
n

幻
盯
品
)
至
鉛
男

女
廟
技
更
個
月
法
律
所
不
容
(
申
幻M
)
但
可
惜
在
事

實
上
尤
其
於
後
來
的
君
王
時
代
的
確
有
過
廟
妓
的
存

在
是
寫
數
位
熱
心
君
王
在
宗
教
改
革
上
所
極
力
劑
除

的
對
象
(
列
上
的
M
U
U
列
下
幻
7
)

以
民
對
上
主
的
不
忠
被
先
知
們
多
次
比
作
娟
校

的
行
四
周
(
依
1
缸
"
，
l
H耶
2

臼
3
1

1

.
3
6

1
|

叩
則
的
幻
歐
1

i
3
4
9
見
出M
M
肪
口

7
m
s
戶

M
"
申

M
M
M民
2
n
8

訂
)
亞
述
的
京
都
尼
它
敏
被

稱
為
「
淫
婦
」
(
鴻
3
1
|
7
)
提
洛
亦
然
(
依
幻

@
新
約
時
代
妓
女
仍
然
存
在
(
瑪
釗
U
M

路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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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7

詞
)
舊
約
時
代
的
鍊
啥
，
布
仍
被
提
及
但
聲
言
她

因
信
德
而
成
了
義
(
希

U
U

雅
2

自
見
該
2
)
保
祿

替
信
上
的
戒
這
個
更
是
屢
見
不
鮮
(
羅
1
剖
自
格
前
5

.
l
u
6
.

臼
l
m

格
後
u
n
迦
5
M

甜
甜
押5
3
8

哥
3
5
得
前
4
8
等
)
保
祿
更
說
明
教
友
不
可
與
妓

女
亂
交
的
兩
大
理
由
教
灰
是
基
督
奧
體
的
肢
體
教
友

是
聖
神
的
宮
殿
(
格
前
6

時
1

叩
)
巴
比
倫
(
即
羅

馬
)
被
視
為
淫
婦
(
默
η
i

w
見
鴻
3
1
|

7
)

(
韓
)

前
任
住
揖
恆EZ
Z
J
結
羅
(
早
已
。
)
乃
猶
太
抽

1
、
一
!
間

，

、

民
約
於
公
元
前
二
0
年
前
後

生
於
亞
歷
山
大
里
直
是
以
又
稱
他
為
猶
太
人
准
羅
或

四
岡
山
洞
劃
甜
甜
甜
刷(
M
V
V
E
F
e
o
g
豆

M
M
E
Z

K
Z
自
身

5
5
)
約
在
公
元
四
G
1
|

五
0
年
間
死

於
該
城
他
的
家
庭
相
當
富
有
尤
其
他
有
一
弟
弟
名
叫

亞
歷
山
大
里
亞
站
里
約
(
阿
巴
E
K
O
H
E
會5
5
)相

傳
為
當
時
最
富
有
的
人
會
作
過
黑
落
德
阿
格
黎
帕
王

的
司
庫
他
有
一
個
兒
子
名
叫
亞
歷
山
大
里
亞
提
庇
留

(
d
F
O
E
E〉
-
Z
E
母

5
5
)
他
會
背
棄
了
猶
太
教

作
過
羅
馬
人
駐
猶
太
放
埃
及
的
總
督
(
見
若
瑟
夫
古

猶
太
史
十
八
卷
六
章
三
甜
甜
十
九
卷
五
章
一
笛
及
二
十

念
五
章
二
筒
)

准
耀
眼
為
亞
歷
山
大
里
亞
的
猶
太
僑
民
且
家
庭

富
裕
是
以
他
自
幼
除
飽
受
猶
太
文
化
教
育
外
又
靠
受

希
臘
文
化
教
育
而
且
對
希
臘
文
造
詣
極
深
他
的
著
述

也
都
是
以
希
股
文
寫
成
他
曾
在
一
段
不
短
的
時
期
退

居
曠
野
為
度
-
沉
思
靜
觀
的
生
活
當
他
晚
年
時
約
在

公
元
四
0
年
閉
會
率
領
猶
太
使
團
出
使
羅
馬
抗
禮
胡
耀

蚓
皇
帝
叫
到
制
出
迫
害
蚓
划
九
及
在
各
地
食
堂
設
置

皇
帝
態
亂
他
的
抗
議
當
然
無
也
不
過
問
普
車
在

位
不
久
即
為
人
所
刺
殺
因
而
在
會
堂
里
設
置
皇
帝
態

像
事
不
了
了
之

准
羅
的
著
述
相
當
皇
富
要
之
可
分
以
下
數
顯

1
對
創
-

-

4

及
出
谷
紀
的
解
答

2

以
喻
意
解
釋
創
內
的
某
些
一
史
事
如
論
革
魯
賓

與
火
創
論
加
音
與
亞
伯
爾
的
祭
紀
論
加
音
的
後
育
等

3
梅
瑟
法
律
釋
義
在
該
書
內
有
論
亟
巴
郎
論
若

瑟
論
十
誠
論
勇
德
愛
德
懺
悔
三
德
論
賞
罰
等

4
其
他
著
述
梅
瑟
言
行
駁
弗
拉
麗

(
K
V
身
份
Z
E

E
R
n
E
S
)
謝
叫
樹
械
制
(
即
叫
劉
樹
出
皇
帝
)
.
論

猶
太
人
及
靜
觀
生
活
等

自
准
躍
的
著
述
可
知
准
羅
乃
一
極
虔
誠
的
猶
太

教
徒
同
時
又
是
希
隨
哲
學
的
愛
好
者
他
甚
至
以
泊
位

國
(
叮
叮8
)
拉
帕
拉
頡
利
圖
斯
(
F
g
n
z
g
)
及
斯

多
嗚
派
等
哲
人
寫
梅
瑟
的
崇
拜

者
他
著
述
的
用
意
郎

以
希
叫
臘
哲
學
思
想
來
詮
釋
梅
瑟
法
律
是
以
推
羅
堪
稱

寫
猶
太
人
中
的
第
一
位
神
學
家

關
於
天
主
准
羅
完
全
相
信
如
，
一
一
侃
一
所
述
「
是
一

位
格
的
天
色
是
全
宇
宙
的
天
已
不
只
是
掛
蚓
人
的
天

主
」
至
於
世
界
飛
天
主
所
造
看
得
見
的
世
界
一
如
梅

瑟
法
律
內
所
述
而
天
使
以
及
「
羅
格
斯
」F
開
S

屬
精

神
世
界
天
使
尤
其
「
羅
格
斯
」
是
使
人
認
識
天
主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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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主
發
生
關
係
的
媒
介
人
只
憑
自
己
是
無
法
認
識
天

主
的
而
且
准
羅
強
調

「
羅
格
斯
」
為
天
主
創
造
字
宙

用
的
工
具
是
天
主
的
向
像
天
主
的
長
子
世
界
的
模
型

天
主
的
啟
示
者
不
過
「
羅
格
斯
」
絕
非
天
主
否
則
娶

個
辦
學
系
統
便
無
法
成
立
了
縱
然
以
天
主
之
名
加
於

「
緯
格
斯
」
那
也
只
是
為
解
釋
聖
經
的
需
要
而
且
只

是
借
意
或
喃
喃
意
是
以
「
羅
格
斯
」
不
是
一
有
位
格
者

而
只
是
一
近
乎
有
位
格
者
一
個
單
純
的
抽
象
名
詞
而

已

自

上
述
有
關
「
羅
格
斯
」
的
意
義
雖
有
數
點
近

乎
若
望

一福
音
內
的

「
羅
格
斯

」
但
畢
竟
有
天
壤
之
別

是
以
不
能
說
聖
若
望
寫
一
職
音
所
用「
羅
格
斯
」
是
採

用
准
羅
所
說
的
「
羅
格
斯
」
或
受

了
准
羅
的
影
響
因

聖
若
望
所
說
的
「
羅
格
斯
」
乃
天
主
第
二
位
墨
子
是

一
有
位
格
者
而
且
說
是
天
主
而
這
位
「
羅
格
斯

」
降

生
成
了
人
這
為
准
釋
是
絕
不
可
想
像
的
如
果
強
調
初

期
教
會
受
了
准
雜
的
影
響
那
只
是
較
後
教
會
的
護
教

學
者
尤
其
亞
歷
山
大
里
亞
的
學
者
在
詮
釋
新
約
神
學

時
受
了
准
羅
有
關
「
羅
格
斯
」
詮
釋
的
影
響
又
由
於

對
新
約
的
曲
解
和
誤
解
才
發
生
了
四
世
紀
有
關
基
督

學
和
天
主
里
三
道
理
的
異
端
至
於
所
謂
聖
保
祿
的
著

述
或
有
受
了
准
羅
的
影
響
不
過
只
是
指
希
伯
來
書
此

書
內
或
有
些
一
字
旬
與
准
羅
所
用
字
句
同
但
這
很可
能

.
是
導
認
於
另
一
共
間
的
山
處
其
他
也
毫
無
一
有
力
的

前
一
客
觀
證
也
因
而
可
結
論
亂
全
部
剝
削
毫
無

受
制
蚓
著

一
述
的
影
響

(
義
}

十一 重

自
B
K
翩
而
豆

S
S

J

U
晶
晶v
羽
U
w
fk
p
v山
、ZE
ω

、

到
牙
地
計
已
「
【
U
V
S
B
J

一
切
的
聖
經
學
者
解
釋
創

u
n
n
u
-w
p
f
n
y
m
w
m、

:
1

、
』

1

、
4

，
、

1
4

的

「
混
沌
」
時
都

一

致
認
為
它
的
定
義
應
是
「
完
全
混
亂
及
無
組
織
的
狀

態
」
是
字
宙
的
反
面
而
「
宇
宙
」
在
喇
喇
喇
文上其

字
意
是
導
源
於
「
秩
序
條
理
」
之
意
學
經
上
說

「
大

地
還
是
混
沌
空
虛
深
淵
上
還
是
一
團
黑
暗
」

(
創
1

2
)
深
淵
即
是
創
世
之
初
的
大
海
洋
這
海
洋
受
著
黑

暗
的
籠
罩
而
海
洋
部
淹
沒
了
大
地
大
地
囡
而
「
混
沌

空
虛
」
那
麼
緊
接
者
的
天
主
六
天
工
作
的
描
述
就
是

為
改
變
這
種
「
混
沌
空
虛
」
的
狀
態
第
一
天
的
工
作

是
使
永
遠
的
黑
暗
告
一
段
落
而
有
白
查
及
黑
夜
之
分

第
二
天
分
開
了
海
洋
而
有
「
穹
蒼
以
下
的
水
和
穹
蒼

以
上
的
水
」
穹
蒼
以
上
的
水
成
雨
而
重
返
地
面
也
是

穹
蒼
以
下
的
水
仍
然
在
淹
沒
看
大
地
於
是
第
三
天
天

主
聚
水
而
成
大
海
使
陸
地
露
出
完
全
改
變
了
大
地
的

「
混
沌
空
虛
」
狀
態
天
主
在
當
天
|

1

第
三
天
!
|
|

在
大
地
甫
露
其
面
之
初
便
造
了
植
物
青
草
!
i

蔬
菜

及
果
樹
以
後
又
造
了
走
獸
及
人
使
之
遮
蓋
點
綴
這
一

片
「
旱
地
」
那
麼
以
此
推
理
而
論
所
謂
之
「
大
地
還

是
混
沌
空
虛
」
之
真
正
意
義
應
是
大
地
還
是
荒
涼
空

洞
的
意
思
「
荒
涼
」
仰
自
無
植
物
又
無
樹
木
「
空
洞
」
飯

沒
走
獸
又
沒
人
煙
耶
4

詞

就
用
了
這
兩
個
字
眼
來
描

寫
大
戰
之
後
的
悲
慘
淒

涼
景
去
依
M
U
有
同
樣
之
意

義
申

詔
"
上
用
了
「
荒
涼
」
{註
息
高
本
譯
作
「
原
野
」
)

見
宇
宙
觀

一
字
以
指
示
曠
野
同
攘
的

說
法
亦

見
於
幟
上
的
凶
割
肉

m
u
的
利
叮
"
“
甜
"
﹒
彷M
M

約
‘

"
J
制
叫
“

(
註
恩
高
本
譯
作
「
歧
途

」
)
約
6
"

鉤
，
等
(
緯
}

u
m長
呃
喝
喝
「
仍
是ω
E
J

亦
叩
普
通
所
說
的
孩

廿
草
M
V
B
U門

f
b
2
巴
拉
宮
白
、
.

-
-
-

1

月
，

-

1
d
'

之
、
璁
很
奇
異
地

猶
太
人

將
之
稅
個
月
珍
寶
時
與
金子
同
列
且
是
罕
有
的
貴
重
裝

飾
品

(
約
m
H
默
4
.

的

Z
M
M
n幻
n
)
這
可
能
是

由
於
稀
者
為
貴
的
心
理
而
來
多
用
作
盛
食
物
或
飲

料

的
器
血
玻
璃
的
製
造
在
墓
地
是
希
臘
文
化
以
前
的
事

惟
它
的
製
造
甚
寫

組
俗
通
常
是
中
間
放
以
沙
土
模
型

外
放
以
玻
璃
原
料

加
以
熱
度
使
之
熔
化
後
將
沙
土
取

出
而
成
器
回
這
可
由
考
古
學
家
在
聖
地

許
多
古
墓
中

發
現
的
玻
璃

器
具
為

證
最
山
山名
的
玻
璃
工
業
地
乃
是

埃
及
但
只
有
在
羅
馬
時
代
始
有
吹
氣
管
的

發
明

(
緯
)

封
V
畫
同
戶
「
目
。
言
。
"
J
古
代
兵
士
所
用
的
武
器
大

的
看
重
曰
叮
戶
。

"
-
s
~

:

-

j

|

'

、
都
是
長
矛
可
以
刺
而
不
可

以
砍
故
此
盾
牌
比
鋼
盔
似
乎
更
am重
要
但
這
並
不
是

說
鋼
盔
是
後
期
的
產
品
相
反

的
它
是
古
老
的
武
器
之

一
考
古
家
在
鳥
爾
城
發
現
公
元
前
兩
千
五
百
年
的
金

質
頭
盔
即
可
為
證
但
是
它
的
出
現
在
以
民
商
部
是
較

晚
的
學
經
上
第

一
次
提
及
的
鋼
盔
是
撒
烏
耳
所
用
的

(
撒
上
口
創
)
它
可
能
與
哥
肋
雅
巨
人
所
用
的
相
似

(
撒
上
口
5
)
以
民
之
外
的
軍
隊
部
部
用
鋼
盔
(
耶

“
‘
則
幻
“
幻
u

犯
s

加
上
6

"
)
白
馬
齊
拉
國
主
整

編
軍
備
使
軍
人
都
佩
帶
盔
甲
(
編
下
為
H
)
這
可
能



~
是
模
仿
外
國
軍
隊
的
接
備
而
然
在
位
基
士
考
古
學
街

叫
~
亦
會
發
現
了盔
甲
及
帶
有
盔
甲
的
士
兵

的

離
制
糊
糊
蚓

-
軍
隊
都
用
盔
甲
已
是
歷
史
上
的
事
實

h

里
悍
的
帕
則
慣

一
將勵
周
軍
人
所
用
的
試
器
來
形
容
教
友
在
度
神
性
生

了

街
上
所
應
布
的
武
備
(
弗
6

臼

刮
得
前
5
8

)

見
武
器
天
主
的
全
副
武
裝

(
韓
}

u
m
H
R音吉
B
E
ι
-
E
S
E
B
ω

J
在
中
東
地
區
怠

刮
目
H
愉
航
FC
R
E
P
E

HS

\

F
t

d

、
眼
疾
者
紋
路
手

特
別
多
摯
地
亦
不
例
外
它
的
原
因
不
外
是
強
烈
的
陽

光
(
德
的
‘
)
(
攘
說
較
歐
洲
竟
強
六
倍
)
照
射
在

白
色
的
土
地
上
具
有
奪
目
的
反
射
作
用
而
傷
人
自
再

加
上
空
中
時
常
飄
惕
的
細
沙
及
黑
夜
白
益
閩
、
溫
度
的

劇
變
更
國
衛
生
設
備
的
缺
乏
及
蒼
蠅
的
繁
多
致
使
汗

多
人
自
盲
眼
瞎
格

外
是
年
老
的
人
(
創
幻
E
M甘
甜
德

u
s
)
雖
然
亦
有
人
在
天
主
的
准
許
下
生
來
就
是
瞎

子
(
出
4
u

在
梅
瑟
法
律
上
載
有
關
於
路
子
的
條
文

見
肋
的
H
申

U
H
)
略
眼
的
人
是
可
憐
的
(
依
時
，

叩
耶
衍
，
索
1

口
)
故
此
學
經
上
動
人
要
再
待
他
們

(
約
的
臼
路
M
M
)
瞎
子
不
能
出
任
司
祭
職
(
肋幻

M
)
路
眼
的
牲
畜
不
能
用
為
獻
與
天
主
的
祭
品
(
申

的
剖

肋

扭
扭
見
往
1
8
)
早
期
的
以
民
可
能
如
巴

比
倫
人
將
人
之
眼
睛
給
出
作
揖
冊
封
不
孝
之
子
的
懲
罰

(
兒
鐵
鉤
口
)這
種
懲
罰
仍
實
施
於
後
划
的
巴
比
倫
人

之
間
(
列
下
筠
7
)
眼
瞎
多
次
是
來
自
上
天
的
懲
罰

(
眾
多
瑪
人
創
的
口
以
色
列
人
申
明
且
甜
甜依
訝
，
阿

蘭
人
列
下
6
u

異
民
臣
也
4

厄
呂
瑪
京
的

H
)

十一1756-1757 

當
約
中
有
以
魚
肥
治
高
疾
者
(
到6
5
.
)

不

過
這
是
稀
g
e復
明
常
敏
襯
吋
神
奇
跡
(
依

m
U
U刊n
E
若

9
u
m

剖
)
但
一
幅
音
上
卻
記
誠
耶
穌
數
次
一
治
好
瞎
子

的
事
站
在
苟
法
翁
瞥
好
兩
個
瞎
子
(
即
均
9

盯
)
在
具

特
在
遠

(
谷
8

自
)
在
耶
京
(
若
9
1
1

，
)
及
在

耶
間
吧
，
萬
使
兩
個
瞎
子
痊
癒(瑪
創
刊
等
)
這
些
一
階
自
治

時
于
的
要
站
成
了
最
初
天
主
教
的
答
衛
題
材
絡
外
見

於
教
會
初
期
在
，
難
為
地
窟
的
仲
，
盒
上
凡
此
棺
梅
的
雕
刻

上
以
現
示
耶
穌
是
世
界
的
真
光
明

車
一
一
經
上
也
提
到
神
性
的
瞎
子
是
指
那
些
一
一
小
願
打

開
心
可
麗
的
眼
目
以
認
識
一
以
接
受
天
主
真
理
的
人
而
言

艸
性
的
路
，
于
是
那
些
敬
禮
邪
肺
的
人
(
依
的
8
)
是

那
些
心
刺
眼
無
倍
的
人
(
谷3
5
)
等
等
一
腳
性
的
略
眼

有
時
也
是
來
白
天
主
的
懲
罰
(
列
下
6
"
)
耶
穌
來

到
世
界
上
不
只
是
偽
賜
人
以
肉
身
的
光
明
而
更
是
為

賜
給
人
心
峰
上
的
光
明
(
路
1

刊
)

兒
病
位

(
韓

)

"
、
、
n
L
B
E
2
b
n
o

J
人
有
滋
段
有
竄
就
、
必

n
B
Z
A→M
m
m
小
/
∞E
E
P
n
M
E
耳
、

d

J
'

、
有
U
M仰
既
有
結
仰
就

必
街
宗
教
宗
教
活
動
最
崇
高
的
表
現
是
祭
把
所
以
自

有
人
類
以
來
就
有
的
次
紀
(
創4
3

‘
)
古
先
民
族
的

歷
史
大
體
改
來
賀
吋
泊
之
為
宗
教
央
因
為
占
先
民
族

凡
事
必
須
遇
事
、4
卜
﹒
為
此
所
得
最
初
的
史
料
多
半
部

與
宗
教
和
祭
已
有
關
今
就
聖
經
討
論
祭
的
共
分
十
點

一
名
稱
二
極
頌
三
祭
品
凹
暐
儀
五
時
笛
六
意
義
七
舊

約
的
法
也
此
外
邦
反
反
祭
州
的
異
同
八
舊
約
祭
紀
與
新

約
祭
紀
的
關
係
丸
新
約
也
訴
記
的
特
徵
十
我
回
古
代
民

族
的
發
紀一

名
稱
設
來
也
奇
特
恩
經
內
不
但
沒
有
「
祭

紀
」
一
字
的
定
義
而
且
事
實
上
也
沒
有
一
字
專
用
來

指
示
須
把
最
初
用
以
指
稱
祭
紀
的
字
是
玄
言
Z
V

比

字
的
本
意
原
謂
「
禮
物
」
指
獻
與u抑
或
人
的
贈
口
凹(
創

4
s
n
H
繳
上
凹
的
)
送
與
人
的
稱
為
「
禮
物
」
獻

與
帥
的
稱
為
「
絡
小
口m」
到
了
後
來
此
{
子
就專
用
以
指

稱
奉
獻
農
作
物
的
素
祭
稍
後
通

常
用
以
指
稱
祭
間
的

字
是

白
白
宮
口
(
肋
1
2

戶
5
時

谷
7
H
)
比
{
子
的

原
意
是
謂
「
近
前

」
即
上
前
向
上
一
主
獻祭
之
意
戶
肋

9
7

參
見
幻
時
)

三
種
類

祭
把
穩
類
繁
多
或
儀
式
同
意
義
不
同

或
儀
式
不
同
而
意
義
間
或
儀
式
意
義
雨
不
相
同
戒
爾

相
同
所
以
分
起
煩
來
實
在
不
容
易
今
就
儀
式和
意
義

大
別
之
分
類
如
後

甲
儀
式
依
儀
式
祭
紀
分
割
川
流
血
祭

(
N仔仔

V

和
一
小
流
血
位
朋
(
皂
白
Z
V
)。
流
血
樂
的
殺
牲
為
經
不

流
血
祭
即
獻
農
作
物
或
無
血
可
流
之
物
民
祭
通
常
亦

稱
乏
寫
素
祭

流
血
祭
又
分
火
祭

(
同
仔
仔
)
和全
熔
祭
火
的
門
亦

即
學
火
焚
燒
祭
品
為
榮
如
M
H
h
口
問
金
行
焚
毀
郎
謂
之
為

全
娟
的
咱
們
原
文
或
作(
白
。E
H
)意
謂

「
上
悅
」
或
作

(
岡
州"5
)意
謂
「
焚
盡
」
見
叫6
H
M

制
口
叮
叮

叫
做
上
7

，
一
詠
到
剖

不
耐
血
祭
有
焚
香
為
發
的
馨
香
祭
(F
S
。
E
V
)



此
外
凡
配
敞
的
素
祭
的
汶
口
川
一
部
分
亦
應
焚
毀
當
作
揖
耳

其
川
祭
只
有
「
供
餅
」
除
外
吋
有
特
殊
的
俗
不
悠
災
毀

應
益
的
4

祭
食
則
如
來
祭
祭
品
符
校
也
必
是
油
為
是

涵
泊
應
倒
在
祭
品
上
侃
獻
焚
盡
涵
憋
傾
泊
的
於
地
當
作

紅
祭

(
Z
g
o
r
)此
外
尚
有
制
單
位
(

、

Hd

Z
Z
B
ω
7
)

和
搖
祭

(
4
F
O
D
E
芸
芸
)學祭
是
將
祭
日
m
r
阿
姆
在
申
獻

給
上
主
搖
祭
日
這
司
祭
和U
G
獻
祭
品
的
人
將
一
部
分
祭

品
放
在
手
中
在
該
組
前
來
罔
搖
鐘
以
一
不
進
獻
於

上
主

乙
芯
義
依
芯
義

即
目
的
祭
紀
有
為
求
自
謝
閑
心

或
自
顧
奉
獻
的
和
平
包
車

(
∞
Z
Z
E
)有
的
般
無
心

之
過
犯
而
奉
獻
的
位
罪
祭

(
Z
E
E
F
)有
為
般
要

求
賠
償
的
過
犯
而
奉
獻
的
敏
過
祭

(
〉
ω
Z
B
)有
為

取
潔
而
奉
獻
的
取
潔
祭

(
4怠
。

2
7
)
有
祝
耍
一
司
祭

而
十
奉
獻
的
祝
聖
祭

(
Z
E
C
宵
"
)
有為
司
祭
就
職
而

來
獻
的
就
職
祭

(
去
已
-
E
S
)此
外
尚
有
各
節
期
內

問
神
州
民
祝
節
反
而
奉
獻
的
節
期
祭
如
逾
越
節
祭
五
旬
節

祭
帳
棚
節
祭
的
新
街
祭
照
揮
節
祭
祝
捏
一
捏
一
般
節
繁
重

建
祭
純
節
祭
等

三
阻
隔
口
問祭
品
M
M
H
起
獻
與
天
主
的
體
物
說
應
孩

是
有
價
他
為
人
所
重
視
的
物
件
此
外
退
路
孩
是
腦
於

自
己
的
物
品
不
屬
於
﹒甘
己
或
不
法
得
來
的
物
品
決
不

可
獻
為
祭
品
否
則
犯
褻
仰
的
之
罪

(
巾

幻
u
撒
下
圳
的

剖
)
歷
來
用
以
作
為
祭
品
的
多
半
是
風
於
自
己
飼

長

一
的
牲
畜
或
紡
碰
得
來
的
民
作
物
家
畜
中
有
牛
羊
家
禽

哪
一中
有
鴿
子
和
班
的
m
H
作
物
有
大
麥
小
麥
和
由
農
作
物

r
u
ws似
的
酒
油

1757 十一 揖

祭
品
不
但
要
是
好
的
一
而
且
還
叫
起
要
最
好
的
為
此

雌
性
較
雌
性
更
符
可
取
凡
闡
明
莖
耍
的
的
法
把
一
律
晰
地
用

雄
性
次
要
的
祭
但
可
用
雌
性
家
A
肉
和
飛
禽
不
分
雌
准

可
隨
意
選
用

(
肋
1
s
u
u
3
1
6
2
口
叫

做
上

6
H
)
家
畜
生
後
八
天

方
可
獻
為
祭
品
平
常
多
叫
卅
一

歲
的
牛
價
或
羔
羊

(
肋
扭
盯
出

M
M
S米
6
6
)
最
重

要
的
還
應
是
無
瑕
疵
的
無
殘
疾
的
肢
體
長
短
不
一
的

只
可
獻
作
向
願
祭
第
口
問
(
肋
泣
口
!

自
申

的
U
U
I

f-
-s

l9

) 

素
祭
的
祭
品
平
常
多
用
小
麥
只
卜
行
為
解
決
夫
長

間
就
己
心
而
獻
的
采
集
可
用
大
麥(
戶

5
H
)
泊
只
用
阿

里
瓦
油

(
創
m
M
山

幻
抽
肋
圳
的
2
)酒
只
用
的
伯
酒

一
世
於
交
水
為
祭
學
經
上
則
絕
少
提
及
撒
上
7
6
微
下

幻
n
i

H

二
處
所
記
似
乎
不
是
一
種
獎
祭
而
只
是

一

種
犧
牲
的
表
示
或
儀
式
香
料
部
是
一
純
祭
品

(
卅

鉤

1

l

M
)
有
與
几
香
不
同
的
製
法
(
出

必
H
H
)

a
H
L
I
J
即
有
焚
香
祭
所
以
在
會
祥
和
聖
殿
內
部
投
有
香

階
前
所
謂
的
金
祭
怕
也
(
出

刊
自
盯
列
上
6

的
編
上
m

M

帥
的18

1

H
)

此
外
凡
娃
祭
口
閻
部
悠
加
上
種
仰
鹽
不
能
單
獨
泰

獻
只
能
配
上
祭
品
奉
獻

(肋
2
日

則
的
剖
)
不
潔
的
禽

獸
故
不
能
食
用
更
不
能
拿
來
當

作
祭
品

(
創
8
叩
)

發
防
易
路
的
物
品
亦
不
能
當
作
祭
品

(
肋
2
u
6

，

刊
)
伊
發
醉
餅
可
獻
作
感
恩
祭
祭
品
(
肋
7
H

亞
4

5
)
和
五
訊
問
筍
搖
祭
祭
品
(
肋
幻
口
l
m
)
蜜
不
可

作
叫
小
品
甜
可
作
什
一
物
奉
獻

(
肋
2
u
n

端
下
紅

1
7
)

魚
類
和
野
耿
從
來
不
間
作
樂
u
m
t
於
人
祭

更
是
在
絕
叫
到
叫
來
止
之
例(
肋
m
l

5

耶
7

訂

)
山
山

位
且
下
半
旬
開
於
長
于
的
奉
獻
刊
正
指
山
叫
“
u!
闊
的

規
定
而
-
Z口
參
U
M
創位
出
“
凹

叩
戶
8

5
!

"

四
禮
儀

祭
侶
的
位
內
W
H
正
相
當
被
綠
的
今
為
泊

位
起
H
M先
總
述
緣
別
敘

流
血
祭
行
射
門
小
利
M
W
凡
L
A點

(
一
)
李
樹
林
祭
品

的
人
將
祭
牲
品
4
至
或
送
至
舉
行
的
民
紀
的
地
方
即
A
M
H
t
n
串

門
口

(
肋
1
3

口

4
)
或
祭
惋
前

(
山
山m
H

臼
做
上

6
H
)
(
二
)
然
後
將
手
欽
在
祭
牲
的
頭
上
平
民
娃

一
隻
手
司
祭
起
雙
手

(
肋
1
4
3
2
4
.
H

m
n

8

H
閉
目
的
到
)
(
一
二)
宰
殺
祭
牲
剝
去
牲
皮

(
仙
7

.
)
原
是
奉
獻
祭
品
的
人
本
人
的
事

(
仙
l
s
6
3

2

)
但
為
民
眾
獻
的
發
牲
概
由
司
祭
軍
校

(助
的
問
)

以
後
宰
殺
祭
牲
逐
漸
也
成

了
司
祭
的
事

(
編
干
的

目
|

H
)
(四
)血
與
脂
肪
概
由
叫
祭
處
前
奉
獻

(
肋

7
n
T

盯
)
依
儀
酒
微
發
抹
傾
沈

(
五
)
災
煥
然
性

全
部
或
部
分
脂
肪
亦
概
由
司
祭
處
置

(
肋
1
8

9

間

間
)
(
六
)
分
食
祭
品
即
沒
有
失
化
的
祭
品
或
k
v獻

祭
品
的
人
同
家
屬
與
司
祭
一

起
分
食
或
前
祭
彼
此
分

食
或
司
祭
與
自
己

的
家
人
一
同
分
食
則

隨
祭
紀
的
性

質
而
定
如
獻
作
全
熔
祭
的
祭
品
是
飛
禽
則
概
由
司
祭

處
世
由
他
宰
殺
焚
燒
奉
獻

不
流
血
的
索
祭
祭
儀
素
祭
祭
品
是
用
細
麵
或

用
細
麵
拌
油
做
成
的
厚
餅
或
感
餅
做
成
後
須
烘
熟
或

烤
熟
或
的
川
熟
方
可
奉
獻
新
的
麥
恥
地
或
麥
粒
亦
可
供
烙



獻
作
索
祭
獻
祭
的

λ

峙
的
索
祭
祭
品
帶
來
學
成
小
塊
倒

土
泊
放
上
乳
香
加
上
鹽
交
與
司
祭
司
祭
接
過
來
取
出

一
部
分
遠
油
帶
乳
香
放
在
祭
壇
上
焚
燒
當
作
中
悅
上

主
的
馨
香
火
祭
剩
下
的
全
歸
司
祭
(
肋

2
η
U
H
)

索
祭
祭
品
可
單
獨
奉
獻
亦
可
伴
隨
全
熔
祭
祭
品
一
同

奉
獻
素
祭
祭
品
或
部
分
焚
毀
或
全
部
焚
毀
前
者
如
人

自
願
獻
的
素
祭
(
肋

2
1
)
後
者
如
司
祭
自
願
獻
的

索
祭
(
肋
6
H
M
)
平
常
凡
是
全
熔
祭
似
乎
除
人
自

願
獻
的
和
平
祭
與
產
後
取
潔
祭
外
(
肋

3

也
)
都
應

配
獻
以
素
祭
(
肋
幻

n
H
H
m

盯
甜
)
但
後
來
似

乎
凡
是
全
熔
祭
都
應
一
律
配
獻
以
素
祭
(
戶
臼

1
l

u
)
棄
祭
祭
品
舉
行
祭
獻
後
剩
下
的
應
一
律
全
歸
司

曲
家
(
肋
7
.
u

則
科
目
)
此
外
特
為
贖
罪
的
素
祭
祭
品

其
上
不
可
倒
油
而
放
上
乳
香
(
制

5
u
u

門
5

甜
甜
叮

以
上
是
流
血
祭
和
不
流
血
祭
的
共
同
禮
儀
以
下
是
各

祭
肥
的
個
別
禮
儀

全
且
用
祭
全
矯
祭
是
圈
圈
於
流
血
的
火
祭
是
祭
紀

中
最
崇
高
最
富
有
意
義
的
祭
紀
是
當
約
中
典
型
的
祭

把
所
以
肋
未
紀
開
宗
明
義
第
一
章
取
述
的
即
是
全
熔

祭
金
熔
祭
始
終
在
所
有
祭
紀
中
常
佔
首
位
為
此
祭
牲

常
必
須
是
雄
性
的
(
撒
上
6
H

是
一
例
外
)
飛
禽
只

以
斑
總
和
雛
鴿
為
限
性
別
不
論
發
牲
除
皮
外
(
肋
7

.
)
應
全
部
焚
盡
牲
血
應
全
部
灑
在
祭
壇
四
周
以
完

成
全
揖
闡
發
飛
禽
用
指
甲
扭
斷
牠
的
頭
把
牠
的
血
擠
在

祭
壇
側
拔
去
牠
的
素
囊
和
羽
毛
放
在
祭
壇
上
焚
燒
當

作
全
矯
祭
(
肋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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贖
罪
祭
和
贖
過
祭
贖
罪
祭
和
贖
過
祭
都
是
為

捕
償
過
犯
而
獻
的
祭
把
這
兩
種
祭
把
所
讀
的
究
竟
是

什
麼
過
犯
很
難
區
別
因
為
原
文
此
字
有
時
似
乎
意
義

相
同
互
換
替
用
(
肋

5
.
)
大
抵
說
來
贖
罪
祭
所
贖

是
得
罪
天
主
的
過
犯
贖
過
祭
所
贖
是
對
人
的
過
失
所

以
有
時
不
兔
還
要
賠
償
人
所
受
的
損
失
(
肋
5
M

缸
|
扭
戶
5

，
'
的
自
|
缸
)
贖
罪
祭
祭
口
悶
氣
大
司

祭
和
金
會
來
是
一
隻
公
牛
積
(
肋
4
S
H
)
為
首
長

是
一
隻
公
山
羊
(
肋
4

自
)
為
平
民
是
一
隻
母
山
羊

(
肋
4

甜
)
或
一
隻
母
羔
羊
(
肋
4

扭
)
為
窮
人
是

一
隻
斑
鳩
或
一
隻
雛
鐵
(
肋
5
7
)
為
更
窮
的
人
是

十
分
之
一
「
厄
法
」
細
麵
(
肋
5
H
)
鑽
過
祭
祭
品

是
一
雙
公
綿
羊
(
肋
5

臼
)
但
寫
錯
病
人
和
「
納
齊

爾
」
人
部
是
一
隻
公
羔
羊
(
肋
M
u
n
戶
6

臼
)
牲

血
要
駕
獻
為
大
司
祭
和
金
會
來
贖
罪
牲
血
應
帶
進
會

幕
在
上
主
面
前
向
聖
所
帳
慢
灑
血
七
次
然
後
將
牲
血

塗
在
會
幕
內
祭
壇
的
四
角
上
剩
下
的
全
倒
在
全
聶
祭

學
壇
的
胸
旁
(
肋

4
.
-
7
u
l
u
)
然
後
將
整
個

祭
牲
遷
到
營
外
在
倒
壇
灰
的
地
方
焚
燒
(
肋
4
u
n
)

為
其
餘
的
人
贖
罪
牲
血
不
帶
進
會
幕
司
祭
只
用
手
蕪

也
一
牲
血
塗
在
全
矯
祭
祭
壇
的
四
角
上
剩
下
的
全
倒
在

全
熔
祭
祭
壇
的
胸
旁
(
肋
4

甜
甜
"
)
飛
禽
的
血
一

些
應
灑
在
全
熔
祭
祭
壇
壁
上
其
餘
的
血
應
全
擠
在
全

熔
祭
祭
鐘
的
胸
旁
(
肋
5
.
)
脂
肪
另
外
遮
蓋
內
驗

和
貼
在
兩
腎
肝
驗
及
跨
上
的
脂
肪
都
應
放
在
祭
壇
上

焚
燒
(
肋
4
.
l
u
)

至
於
贖
罪
祭
和
贖
過
祭
祭
牲

的
肉
應
金
歸
司
祭
司
祭
家
族
凡
是
男
性
只
要
潔
淨
都

可
分
食
{
肋
6

盯
|
甜

7
.

，
)
世
掙
獻
祭
品
的
人
來

可
分
食
因
為
不
是
和
平
祭
而
是
補
償
過
犯
的
贖
罪
祭

和
平
祭
和
平
祭
分
三
類
感
恩
祭
還
願
祭
和
自

願
祭
(
肋
7
U
H
)
即
為
感
恩
還
頤
和
自
顧
奉
獻
的

祭
獻
和
平
祭
的
特
點
是
在
於
祭
後
舉
行
聯
歡
祭
宴
為

此
與
全
熔
祭
不
同
之
處
即
在
於
祭
品
不
應
全
部
焚
毀

只
將
一
部
分
放
在
祭
壇
上
焚
燒
一
部
分
歸
代
人
行
祭

的
司
祭
一
部
分
歸
奉
獻
祭
品
的
人
與
自
己
的
家
屬
親

友
舉
行
第
宴
在

上
主
面
前
一
同
歡
樂
表
示
和
平
故
謂

之
和
平
祭
祭
牲
可
用
牛
或
羊
雌
雄
隨
意
但
該
是
無
瑕

疵
的
牲
血
應
全
部
撞
在
祭
壇
四
周
脂
肪
應
全
部
放
在

祭
壇
上
焚
燒
(
肋
3
)
胸
蹄
在
舉
行
搖
種
後
歸
代
行

祭
獻
的
司
祭
後
右
腿
在
舉
行
學
種
後
亦
歸
代
行
祭
獻

的
司
祭
(
肋
7
M
l
M
)
其
餘
則
全
歸
奉
獻
祭
品
的

人
索
祭
祭
品
除
無
酵
餅
外
亦
應
拳
獻
有
酵
餅
(
肋
7

u
l
u
)
感
恩
祭
祭
品
應
在
當
天
吃
完
不
可
留
到
次

日
早
晨
還
願
祭
和
自
願
祭
祭
品
應
當
天
吃
如
有
剩
下

的
第
二
天
還
可
吃
第
三
天
就
不
可
吃
應
用
火
燒
盡

(
肋
7

臼
|
刊
)
吃
和
平
祭
祭
品
的
人
應
是
潔
淨
的

如
不
潔
淨
吃
了
祭
品
就
應
由
民
間
創
除
(
的
7
M
i

搖
祭
搖
祭
禮
儀
聖
經
上
並
沒
有
說
明
應
如
何

舉
行
大
抵
不
外
司
祭
將
發
品
放
在
奉
獻
祭
品
的
人
的

手
上
然
後
自
己
伸
出
手
來
前
後
搖
動
奉
獻
祭
品
的
人

揍
著
祭
品
亦
隨
之
前
後
搖
動
到
了
一
定
的
地
方
司
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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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a
F
H
執
法
品
的
于
中
持
泌
的
宗
u
m
來
必
坎
社
祭

λ

巾
上
法

燒
(
山
山
m
m
n
e
i

自

)
必
榕
的
什
已

(
仙
7
刊
，
M
戶

。

，

6

M
m

)
巾
唱
行
神
仙
惜
後
的
胸
汶
口
m
凡
的

4

紋
的
心
很
﹒
家

腦
瓜
分
m
u
k
只
斐
濟
伶
你吋
分
食

(
肋
m
u

時
戶
的

。
!
l
l

1

，

H
U
M
M
)

至
必
對
肋
木
人
取
行
的
惰
，
祂
大
概
是

主
峙
的
斗
榮
以
于
作
妝
的
後
他
動
引
肋
末
人
來
到
祭

l
a
l
f
i
l
-
-
。
I

l

-
-

純
的
作
A可
以
色
列
予
民
獻
於
上
主
的
做
阿
拉
從
此
肋
末

人
是
一
街
股
上
主
的
人
在
想
所
內
事
學
上
主
寫
上
主
股

9
.、
3

。

務
(
自
8
S

M
)

臨
略
加
唱
付
能
翔
的
有
和
一
半
灰
皮
祝
m
t
祭
祭
牲
的
胸

怖

(
A
n
n
-

甜

肋
7

叩
8

盯
的

9
U
)
省
舟
山
倆

人
趴
必
奈
的
祭
品

(
肋

M
u
n
u
)
有
每
季
何
新
節

前
獻
的
-
k
新
麥

(
肋
幻
M
H

)
有
，
從
季
的
新
笛
的

奈
何
小
的
汶
口
叫
兩
側
用
新
小
麥
做
成
的
麵
餅
和
兩
妥
作
和

平
祭
的
公
羔
羊

(
幼
幻
H
l

m
)
有
夫
卜
位
叫
扯
己
心
祭
的

本
祭
的
汶
口
洞(戶
5
自
)
有
「
納
舟
，
爾
」
取
m
m
h
小
的
的
法

d
2
、
'
。

，

口
用
(
戶
6
時

間

)
凡
行
過
徐
惜
的
祭
品
幾
予
全
的

'
、
‘
'
，
、
、
。

司
祭

(
仙
7
自
1

H
m
u
峙

的ω
叩
戶
6
闊
的
u
)
此

外
向
布
約
迷
迷
扯
垠
的
軍
所
奉
獻
的
金
飾
品
設

和
黃
銅

亦
應
以
將
縛
奉
獻
給

上
主
的
學
所
使
用
(
山

v
n
n
必

。即
培
訓
叫
小學祭
禮
儀
亦
如
娘
的
京
經
上
並
無
明
文
刊
恥

的
帆
依
原
文
字
義
大
低
不
外
由
祭
品
中
取卅

一
部
分
來

一
雙
手
哈
姆
表
示
已
獻
與
上
主

(
山

m
n
)
何
的比
比
字

卅
一亦
含
有
叫
你
依
或
捐
獻
之
怠
(
趴
n
u
門
5
'

的
a

可

4
平
常
脈
娘
叫
你
的
歪
曲
學
物
中
有
飯
菲
如
脫
過
的
來，圳
來
祭

中
的
一
部
分
祭
品
泛
比
一
-
h
t
m
f
之
物
斗
榮
與
仇
家
男
性

t
t
a
。

悠
在
L
L
m
f
之
處
分
危(β
的
8
.
叩

)
做
法
中
路
圳
唱

歌
的
有
行
w
m
兩
後
川
桔
獸
的
第
H
m(戶
U
H

)
街
作
初

'
、
、
。

，

U
A物
獻
與
上
主
的
們
沁
如
玉
淵
刊(戶
的
臼

)
.
u
些
的
法
H
叫

司
的
叫
小
家
叫
咽
不
分
男
全
只
要
潔
淨
都
可
在
家
分
食

(
戶

。

d
3
、

U
H
)
有
一
切
憋
煦
榮
物
法
律
權
餘
的
集
n
m(
戶
的

H
)
有
不
司
令
人
股
問
話
獻
作
祭
牲
的
自
生
牛
不
的

祭
肉

(
戶
的
u
l

u
)
這
些
祭
品
-
4祭
家
叫
樹
木
分
男

，

t

‘
'
。

失
只
要
潔
淨
化
可
分
布
且
(
戶
的
刊

)

持
別
應
翩
唱
做
的
布
與
惡
改
祭
駝
紋
的
來
代
后
的
可
小
品

結
錄
取
山
一
分

-
H
與
制
法
性
的
打
後
川
必
以
加
惜
時
隊
與

上
主
(肋
7
H
呵

!

“
)有
時
耐
用

f
h
z
叫
祭
而
華
峨
的
公

綿
羊
的
右
後
腿

(
山

"
宇
間

)
何
必
郎
絨
服
時
來

敏
為
祝
m
f
祭
祭
品
公
綿
羊
的
心
後
心
如
態
法
燒
作G

'
，
、
'

、
‘
'
。

中
悅
上
主
的
幣
香
火
祭
(山
必
自
1
自
肋
8
自

1

目
)

取
獻
泌
的
後
闆
司
祭

可
與
自
己
的
兒
女
在
一
消
綠

地

方
分
食
這
是
上
主
賜
給
他
和
他
的
子
，
玄
的
權
利(
肋

ω
H

時
)

叫
m
x
祭
奠
祭
常
與
眾
祭
記
獻
凡
與
火
祭
倪獻
的

l
酷
的
次
除
的
制
拜
師
法
版
過
祭
和
產
後
取
潔
祭
外
大
低
都蠟

'
，‘
‘
'
。

配
獻
以
吃
的
叫
小(戶
6

叮
叮
-

a

M
)

至
於
其
他
的
祭
紀
祝
砂
土
發
參
見
祝
m
f
途
經
旬
的
門
市

參
見
逾
越
節
五
切
節
祭
參
見
五
付
節
帳
棚
街
公
參

見

。

帳
棚
笛
董
必
節

祭
參
見
蓋
住
節

。

五
時
節

祭
把
臉
有
定
時
祭
神
的
大
總
決
不
可

荷
中
率
故
憋
在
一
定
時
則
遍
布
正
大
事
故
怕
嗎
取
行
的
法
程

，
戶
戶
紙
的
法
叫
几

(
創
8

m

n

m
u7S

U
M
-

M
鈞
凹
，

。

自

訓
H
M
ω1
1

7

)
上
i
u
社
會
以
致
縫
次
放
得
巾
心

必
布
的
叫
小
腳
之
唱
家
主
旅
長
代
全
家
企
族
主
的
沁
t
F
陳
榮

。
!
。

，

U

以
以
亦
不
例
外
在
求
成
仗
闕
家
氏
族
以
前
家
主
忙
叭

叭
月
刊
仇
怨
-
U
祭
(
側
8
叩
詔
"
)
，
在
段
成
間
家
必
放
以

後
(
山
川
口
3
8

)
天
主
的
你
瑟
削
走
了
祭
悅
和
祭

已
成
花
了
4

祭
制
皮
街
大
主
委
內
的
斗
祭
凡
人
主
磁

行
祭

(
出

口
時
m
H
臼
圳
的4
1

6
明
的
必
)約
法
叫
化
進
有

。

了
定
怯
和
定
時

決
心
的
峙
的
有
喝
仙
人
的
，

何
凶
民
紋
的

公
例
人
的
行
門
叫
懷
M
刊
也
f

後
眩
峨
的
以
m
w
法

(
叫
u
s

o

8
)
街
山
虫
病
人
位
必
後
悠
似
的
收
研H
W叫
小

(
圳
M
I

a
n
)
街
閏
月
女
身
吼
叫
不
神
州
市
收
m
v
r
悠
爪
的

取
息
來

(
峭
的
日
，

H

M
|

抽

)
，
有
夫
忽
發
住
院
已
心

內
決
縱
隊
傲
的
決
疑
祭

(
所
5
u
l

u
)
有
欲
此
可
恨
自

染
上
不
紹
得
取
結
應
獻
的
臉
路
祭
或
的
制過
祭
以
刊
A
t川

願
划
指
應
欽
的
還
關
決

(同
6
?
n
)

有
大
司
祭
區

長
及
平
民
知
莽
的
悔
過
應
獻
的
服
界
祭
或
鬧
過
祭
(
仙

J
3
3

。

4
?
u
m
|
5
自

戶
5

5

(
8

)

日
圍
民
族
的
有
金
會
來
悔
罪
知

過
後
應
獻
的
臉
界

第
(
肋
4

"
l

n
)
有
全
民
族
每
日
早
悅
憋
獻
的
心

夕
祭
|

1
這
一
祭
肥
因
從
不
可
間
斷
故
又
名
之
為
恆

常
祭

(
圳
的
個
|

峙

中
門m
A
a-
-

)
，
有
每
安
息
日
炮

獻
的
安
息
日
祭

(
門
恕
，
刊

) ，

有
每
月
月
朔
應
傲
的

月
朔
祭
(門
叫
“
u!

上
有

蚓
划
教
曆
正
月
|
|
「
山地

做
」
丹

(
山
M
M
2
)卡
四
至
二
十
-
日

R
d
JZ
-
U勾
起



-
樹
別
舉
行
逾
越
節
時
應
驗
的
逾
越
筒
祭
(
圳
何
地
叫
幻

m
-
‘
﹒
戶
叫
“
油
1
晶
申
M叫
a

l

8
)
有
逾
越
笛
期
內

-
(
十
六
日
)
春
季
初
收
舉
行
前
薦
新
笛
時
應
獻
的
薦

一
新
祭
(
肋
幻
﹒
l
u
)
有
五
旬
筍
郎
七
七
筍
舉
行
五

『
甸
街
時
應
獻
的
五
甸
筍
祭
(
肋
幻
H
!
自
戶

認
甜
-

u

申
“

-
-
u
)
有
五
旬
筒
期
內
夏
季
初
收
舉
行
後

薦
新
街
時
應
獻
的
商
新
祭
(
肋
幻
H
|
扭
)
有
七
月

(
當
稱
「
厄
塔
寧
」
月
兒
列
上
8
2
後
改
稱
「
提
市

黎
」
月
為
猶
太
國
磨
歲
首
)
初
一
舉
行
吹
說
街
時
應

獻
的
號
笛
祭
(
肋
幻
扭
扭
戶
"
1
!

6
)
有
七
月

初
十
舉
行
贖
罪
街
時
應
獻
的
贖
罪
筍
祭
(
肋
幻
盯


M
戶
妙
，
|
U
)
有
七
月
十
五
至
二
十
二
日
舉
行
帳

棚
街
時
應
獻
的
帳
棚
筍
祭
(
肋
幻
訕
|
甜
甜
i

“
戶

"
n
l

M
)
有
祝
聖
祭
壇
時
應
獻
的
祝
聖
祭
壇
祭
(
卅

扭
扭
肘
肋
8
u
i

臼
戶
7
"
-

u
)
有
學
敗
落
成
後

祝
娶
擊
敗
時
應
獻
的
祝
聖
擊
敗
祭
|
1
其
時
適
逢
帳

棚
簡
所
以
這
一
慶
筍
與
帳
棚
筍
同
時
舉
行
(
列
上
8

2
-
H

i

H
)
有
「
基
色
宴
」
月
二
十
五
日
舉
行

重
建
筒
時
應
獻
的
重
建
筍
祭
(
加
上
4
M
|

間
加
下

m
z
-

a

參
見
若
m
n
)

六
意
這

祭
紀
的
意
義
可
由
兩
方
面
去
觀
察
自

存
在
由
本
身
這
兩
種
意
義
實
是
一
事
的
兩
面
祭
紀
所

以
存
在
說
因
為
它
有
本
身
的
意
義
祭
紀
有
本
身
的
意

義
所
以
它
應
存
在
這
一
而
二
二
而
一
的
意
義
還
是
出

於
人
性
只
要
人
性
不
滅
祭
紀
就
必
永
存
於
人
間

人
有
靈
過
的
是
理
智
生
活
理
智
生
活
中
最
足
以

十一益1757 

表
現
人
性
的
就
莫
如
宗
教
生
活
宗
教
生
活
是
人
對
神

的
認
議
人
對
棘
的
認
為
是
出
於
人
明
知
自
己
是
有
限

而
不
是
無
限
的
有
自
己
當
叫
認
識
的
真
理
有
自
己
應
盡

的
義
都
對
神
不
能
不
有
所
依
賴
不
能
不
街
所
服
從
這

對
棘
的
依
佩
服
從
即
是
所
謂
的
宗
教
為
此
一
些
大
哲

學
家
在
說
明
人
是
有
蜜
動
物
以
後
就
立
即
說
明
人
是

宗
教
動
物
宗
教
使
人
整
個
一
生
以
惟
一
興
辦
為
問
己

生
活
的
目
的
問
卅
日
己
應
認
識
的
民
刻
的
淵
源
為
自
己

應
盔
的
義
務
的
很
由
為
此
宗
教
包
含
三
要
素
接
受
真

理
的
信
這
(
E
m
E凶
)
實
踐
真
理
的
義
務
(
。
F
E
宮

"
3
)

表
現
接
受
費
錢
其
烈
的
敬
體
(
2

-
H
5
)三
者
中
最

足
以
表
現
宗
教
生
活
的
還
是
敬
總
因
認
自
敬
禮
可
知

一
人
所
信
仰
的
所
奉
行
的
究
是
些
一
什
麼
真
理
敬
禮
中

佔
最
重
要
位
置
的
是
祭
紀
固
然
不
能
說
沒
有
祭
紀
就

沒
有
敬
m
m
敬
拘
如
沒
有
祭

紀
就
不
算
徹
底
為
此
凡

是
宗
教
必
有
祭

記

自
以
上
所
述
得
知
祭
紀
的
起
源
實
是
出
於
人
性

的
「
宗
教
感
」
上
主
進
人
賦
以
能
認
識
真
理
能
愛
慕

美
蓄
的
心
鐘
在
他
認
識
神
的
其
實
美
善
後
衷
心
辦
往

孺
慕
遂
自
廠
將
自
心
所
愛
奉
獻
給
神
作
為
瞪
口
問
祭
肥

於
是
出
現
於
人
類
之
中
(
創
4
1
|
7
)
這
實
足
以

說
明
解
釋
祭
紀
的
起
源
但
學
者
仍
廠
領
學
街
研
究
的

途
徑
來
探
求
祭
肥
的
起
源
而
創
立
了
許
多
學
說
這
些

學
說
大
別
之
不
外
神
源
說
和
人
源
說
紳
源
說
謂
人
獻

祭
是
出
於
帥
的
啟
示
是
由
於
神
示
意
於
人
要
人
奉
獻

祭
把
人
源
說
謂
人
奉
獻
祭
紀
乃
是
出
於
自
動
這
一
說

又
分
禮
物
說
謂
人
獻
但
如
是
向
神
送
禮
進
貢
#
賴
以
叫
你
將

彼
此
間
的
友
誼
鷹
衛
說
謂
人
獻
祭
是
願
諸
神
力
區
除

邪
嘴
惡
鬼
聯
歡
說
謂
人
獻
祭
是
求
大
家
共
沐
艸
恩
捌

聚
歡
宴
誌
援
神
交
品
謂
人
祭
獻
奉
跨
國
騰
的
動
物
食

其
肉
飲
其
血
得
與
甜
甜
於
圓
臉
內
的
神
祇
更
相
親
信
敬

請
間
說
謂
人
獻
祭
是
人
誠
於
中
形
於
外
的
景
仰
服
從
的

表
現
贖
罪
說
謂
人
獻
祭
是
欲
以
祭
物
代
己
贖
罪
等
等

學
說
這
些
學
說
除
神
源
說
尚
非
定
論
外
其
餘
出
於
人

源
說
的
學
說
都
不
過
只
說
出
了
祭
紀
的
一
部
分
意
義

如
禮
物
說
聯
歡
說
贖
罪
說
或
一
也
一
古
代
民
族
對
祭
紀

鈴
誤
的
觀
念
或
變
態
的
表
現
如
魔
衛
說
紳
交
說
素
於

神
源
說
固
然
聖
經
上
沒
有
明
言
天
主
造
人
後
會
示
意

於
人
要
他
神
自
己
獻
祭
但
後
來
天
主
詞
是
表
示
了
他

有
這
番
意
思
因
而
接
受
了
亞
伯
爾
和
諾
厄
的
祭
獻
以

祭
殺
獨
子
來
試
探
亞
巴
郎
的
一
心
情
德
接
受
了
他
以
羊
代

子
為
祭
紀
(
創
扭
)
以
後
還
白
為
設
法
以
大
能
和
會

跡
由
埃
及
引
出
以
民
來
作
自
己
的
百
姓
專
向
自
己
獻

祭
(
出
3

，
l
u
5
1
l
s
)
荻
梅
瑟
在
西
乃
曠
野

制
定
了
祭
把
禮
儀
(
山
山
m
n
i
H
幻
u
l
u
u
!
"
叫
)

所
以
神
源
誰
是
有
聖
經
的
記
誠
可
供
依
攘
的
總
芝
祭

紀
的
存
在
意
義
是
出
於
人
位
人
性
有
軍
明
知
生
死
不

自
己
世
界
的
偉
大
奧
妙
無
窮
推
知
造
物
主
的
存
在
獨

自
掌
管
天
地
萬
物
獨
操
生
死
予
奪
之
權
(
智
u
n


m
u
7
H
l
n
口
的
M
u--
M
)
為
表
示
自
己
明
認
這

一
切
遂
向
他
祈
禱
叩
拜
獻
祭

祭
把
本
身
的
意
義
在
於
獻
祭
的
目
的
全
矯
祭
是



為
承
認
天
主
個
月
萬
有
的
主
宰
贖
罪
祭
是
為
贖
罪
求
恕

(
肋
口
u
希
9
.
7
m
|
揖
)
感
恩
祭
是
為
謝
恩
自

願
祭
是
為
敬
拜
天
主
求
主
閱
恩
賜
福
和
平
祭
是
為
頌

謝
主
慈
獻
祭
誌
慶
以
彰
天
德
人
和

七
舊
約
祭
把
與
外
邦
民
族
祭
前
的
異
同
祭
肥

既
是
出
於
人
性
表
現
人
性
的
祭
紀
自
然
也
不
兔
相
同

寫
此
各
民
族
間
的
祭
把
自
古
以
來
說
有
許
多
相
同
之

點
鍾
然
相
同
但
究
竟
並
不
完
全
一
接
其
間
仍
然
是
有

些
差
別
這
一
些
一
差
別
是
出
於
不
同
的
信
仰
信
仰
不
同
宗

教
生
活
互
異
由
信
仰
和
宗
教
生
活
而
來
的
祭
把
自
然

也
不
能
完
全
一
樣
人
性
相
同
信
仰
不
一
所
以
祭
紀
有

相
間
之
處
亦
有
不
相
同
之
處
宗
教
比
較
學
即
是
依
按

這
一
點
來
斷
定
各
民
族
問
宗
教
的
從
屬
關
係

自
十
九
世
紀
末
葉
以
來
考
古
學
逐
漸
發
達
到
處

授
求
古
卷
發
掘
遺
物
以
補
舊
日
文
獻
之
不
足
對
於
小

亞
細
亞
一
帶
東
方
古
代
民
族
的
文
化
和
宗
教
生
活
的

歷
史
知
道
得
比
以
往
更
為
詳
盡
為
明
瞭
舊
約
的
歷
史

有
莫
大
的
貢
獻
和
幫
助
學
者
在
這
方
面
的
著
作
層
出

不
窮
但
由
於
立
論
點
不
同
歸
納
所
得
的
結
論
往
往
互

相
排
斥
這
一
點
因
不
在
本
文
內
故
不
詳
加
討
論
今
只

說
學
衡
所
得
提
綱
契
領
說
明
以
民
祭
紀
與
其
他
民
族

發
紀
的
異
同

舊
約
的
宗
教
觀
始
終
是
惟
一
神
論
一
切
宗
教
活

動
都
只
以
這
一
信
仰
織
起
點
為
中
心
為
終
點
世
界
為

掰
一
道
儀
一
神
所
也
唯
獨
他
主
宰
萬
札
握
有
生
死
之
她
所

國

'
，
、
'
，
'
，
'
，
‘
'
。

戶
以
只
有
他
配
掌
a
F紀
(
創
1
2
出
幼
申
4
M
6
.
S
)

1757 十 一重

因
他
是
學
潔
嫉
邪
的
(
創
6
S
|
7
肋
u
“
“
ω
2

m
m
n
u
l
詞
)
所
以
凡
獻
於
他
的
必
須
是
聖
潔
的

祭
壇
須
是
聖
潔
的
(
出
切
割
l
m
m
M
肘
肋
的
口
l

m
)
祭
品
須
是
學
潔
無
環
的
(
創
8
訕
訕
出
M
M
M

肋
詔
叮
|
甜
)
司
祭
須
是
聖
潔
無
罪
的
(
肋
幻
)

舊
約
的
祭
紀
和
關
於
祭
紀
的
一
切
事
項
最
重
要

最
顯
著
最
特
殊
的
特
徵
是
聖
潔
凡
是
一
切
不
潔
或
涉

及
不
潔
的
事
物
都
應
與
發
紀
隔
絕
不
得
參
與
祭
紀
或

與
祭
紀
發
生
關
係
天
主
揀
選
了
以
民
作
自
己
的
百
姓

特
殊
的
產
業
是
要
他
們
成
為
司
祭
的
國
家
聖
潔
的
國

民
(
山
山
川wa
-

-

曲
，
7
.
U
A
M
M依
創
e

耶
2
s
)

為
此
在
祭
紀
法
典
肋
未
紀
內
不
但
詳
論
祭
把
法
律
而

且
也
開
列
了
潔
與
不
潔
(
肋
扎
|
的
)
和
學
潔
生
活

(
肋
口
|
鈞
)
的
法
律
這
些
一
法
律
全
是
涉
及
整
個
民

族
的
司
祭
只
不
過
代
表
全
民
族
舉
行
祭
紀
在
雪
所
內

事
奉
上
主
(
出
必
1
“
的
問
l

H

戶
3
5
1
凹
口
‘

s
u
-
-

7
)
一
切
生
活
行
動
都
應
依
攘
遵
行
法
定

的
種
規
儀
式
像
那
些
涉
及
淫
亂
及
流
人
血
的
祭
紀

(
智
U
S
|
7
)
出
於
多
神
男
神
女
神
的
信
仰
男
女

混
合
的
司
祭
制
度
與
以
民
惟
一
腳
至
連

一純
神
信
仰
相

低
觸
故
不
容
存
在
亦
不
可
能
存
在
(
肋
的
缸
"
的
申

u
u
幻
M
M
)
舊
約
歷
來
的
先
知
和
聖
賢
盡
心
衛
護

的
是
這
信
仰
和
祭
紀
的
純
潔
極
力
攻
擊
排
除
的
並
不

是
祭
肥
而
是
違
背
這
信
仰
和
祭
紀
的
淫
亂
(
列
上
叫
汁

的
亞
2
‘
6
7
|
M
5

歐
2
‘

l
u

4
6
7
|
u
8

9
依
1
耶
2
l
u
則
的
)
明
白
了
這
一
點
說
不
難
明

瞭
以
民
歷
真
的
盛
衰
消
長
和
何
以
國
破
家
亡
(
加
上

4
"
l
u
加
T
I
-
-
2
u
m
-
-
﹒
)
為
此
我
們

研
究
舊
約
祭
紀
與
外
邦
民
族
祭
紀
的
異
間
不
應
只
注

意
禮
儀
的
異
同
祭
品
的
異
同
尤
應
注
意
的
還
是
信
仰

的
異
同
由
於
有
了
不
同
或
相
同
的
信
仰
蠻
有
了
不
同

或
相
同
的
禮
儀
和
祭
紀

八
舊
約
祭
何
與
新
約
祭
祠
的
關
係

舊
約
祭
紀

與
新
約
祭
肥
的
關
係
我
們
仍
然
還
是
應
由
信
仰
方
面

去
尋
求
(
希
u
l
M
M
)
因
為
新
約
子
民
仍
是
天
主
的

「
以
色
列
」
(
迦
6
M
格
前
m
u

羅
9
.
-
a
)
繼

承
的
仍
是
亞
巴
郎
的
信
仰
(
迦
3
.
-
-
H
l
M

羅

4
.
|

閻
部8
H
l
H
叮
當
約
和
新
約
的
主
昆
同
是

由
相
信
亞
巴
郎
的
天
主
依
照
恩
許
賴
亞
巴
郎
的
後

裔
|
|
基
督
(
創
口
1
l
u
n
u
必
-
m
u
迦
3
時
)

獲
得
了
祝
福
|
|
救
恩
(
路
-
m
|
呵
耶
穌
前
驅
若

絡
的
父
親
的
證
言
瑪
3
7
|

@
耶
穌
的
前
驅
若
翰
的

證
言
路
1
“
自
耶
穌
的
童
貞
母
親
的
證
言
)、

天
主
召

選
了
亞
巴
郎
原
是
要
他
成
為
萬
民
之
父
作
萬
民
的
一
禍

源
教
訓
自
己
世
世
代
代
的
子
孫
保
持
上
主
的
正
道
實

行
上
主
的
正
義
(
創
刊
叩
叮|

M
)
為
此
天
主
在
曠
野

召
任
梅
瑟
時
向
他
啟
示
自
己
是
亞
巴
郎
的
天
主
(
出

3
)
令
他
前
法
由
埃
及
領
出
以
民
來
佔
領
許
地
成
為

自
己
的
百
姓
實
踐
他
對
亞
巴
郎
的
許
諾
這
樣
亞
巴
郎

的
天
主
就
成
了
以
色
列
民
族
的
天
主
(
出
6
2
|
8
)

以
民
藉
梅
瑟
作
中
人
(
申
9
M
迦
3
M
)
在
西
乃
曠

野
與
上
主
結
立
盟
約
接
受
了
天
主
藉
梅
瑟
鐵
定
的
怯



-
律
作
天
主
的
注
定
子
民
(
申
初
M
|
m

間
u
a
-

m
-
n
)
固
守
這
一
信
仰
期
待
恩
詐
的
實
現
默
西
亞
的
來

-
臨
(
申
u
u
l
m
若
1
叮
M
U
4
自
5
“
|
的
6

阻
)

一
為
此
舊
約
的
法
律
祭
紀
的
法
律
學
潔
的
法
律
都
是
引

.
人
歸
向
基
督
因
寫
法
律
的
終
結
是
基
督
藉
對
基
督
的

信
仰
獲
得
天
主
預
叮
叮
叮
的
救
恩
(
迦
3
刮
目
羅
3
n

n
5
2
2
ω
2
|

‘
)
舊
約
的
一
切
都
是
為
預
表
未

來
在
新
約
內
要
發
生
的
事
(
格
前
ω
u
羅
4
目
剖
5

H
M
U
‘
伯
前
l
u
u
3
剖
)
基
督
完
成
了
法
律
使
舊

約
所
預
表
的
一
一
成
了
事
實
(
瑪
5
叮
若
叫
甘
甜
)
基

督
以
自
己
的
血
建
立
了
新
約
以
替
代
舊
約
(
瑪
鈞
盯

甜
格
前
口
自
希
8
.
-

u
)
當
他
在
十
字
架
上
一
說

「
完
成
了
」
里
所
的
帳
慎
從
上
而
下
分
裂
祖
用
二
(
瑪

U
M
U
)
從
此
有
7
新
約
新
約
的
法
律
新
約
的
司
祭

新
約
的
祭
紀
人
類
藉
這
祭
紀
獲
得
了
罪
赦
成
了
新
受

造
能
隨
時
隨
地
事
奉
生
活
的
天
主
行
近
恩
寵
的
寶
座

覓
得
恩
寵
作
及
時
的
扶
助
(
希
4
u
l
u
m
u
n
格

後
5
u
l
n
弗
2
u
3
凹
哥
1
且
)
所
以
如
果
舊
約

的
子
民
是
司
祭
的
國
家
聖
潔
的
國
民
那
慶
新
約
的
子

民
更
是
司
祭
的
國
家
聖
潔
的
國
民
(
伯
前
2
•• 

默

1
.
5
刊
)
他
們
的
車
潔
故
應
超
過
舊
約
子
民
的
聖

潔
就
應
更
度
純
潔
無
環
的
生
活
(
羅
U
Z
2
弗
1
‘

5
5
1
l
s
哥
l
n
n
伯
前
-
M
l

t
)
作
名
實
相

副
的
「
B
E徒
」
(
宗
9
時
羅
1
，
弗
1
時
)

由
以
上
所
述
得
知
新
約
的
祭
儀
和
祭
紀
與
祖
國
約

的
祭
儀
和
祭
耙
雖
是
一
氣
相
連
但
目
的
部
過
然
不
同

十一重1757 

一
是
預
表
和
糊
糊
待
未
來
的
事
實
一
是
舉
行
和
參
與
過

去
的
事
實
這
一
事
實
即
是
基
督
天
主
第
二
位
里
子
降

生
在
世
一
生
的
事
跡
他
是
天
上
地
上
一
切
所
以
受
造

所
以
存
在
的
根
白
天
主

立
定
7
他
為
司
祭
自
作
犧
牲

是
願
藉
他
使
一
切
歸
於
自
己
(
哥
1

臼
l

m
弗


S

|

2
M
格
前
3
n
8
.
的
m
i
目
)
這
是
新
約
祭

儀
和
祭
紀
圍
有
的
特
徵
這
特
徵
是
多
方
面
的
下
簡
即

討
論
這
特
徵
多
方
面
的
意
義

九
新
約
祭
紀
的
特
徵

祭
紀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欽

崇
和
贖
罪
贖
罪
也
是
為
了
欽
崇
因
為
得
罪
了
該
受
欽

崇
的
至
高
無
上
的
天
主
所
以
才
認
罪
贖
罪
求
赦
人
類

犯
罪
以
後
無
法
自
贖
所
以
天
主
學
子
親
自
降
生
成
人

代
人
贖
罪
(
瑪
l
n
羅
3
M
l

H
6
.
7
8
s
弗
-

s

l

u

萬
I
U
M
)
奉
獻
自
己
作
馮
贖
世
的
代
價
(
瑪

甜
甜
弟
前
2
5
.
希
ω
s
|
刊
)
基
督
的
一
生
是
一

位
早
把
他
的
捨
身
受
難
接
受
死
亡
只
不
過
是
給
這
祭
紀

加
冕
而
已
新
約
的
這
惟
一
祭
紀
特
點
錢
多
但
這
許
多

特
點
都
只
是
出
於
一
例
根
源
的
作
司
祭
和
祭
品
的
是

降
生
成
人
的
惟
一
天
主
學
子
(
若
1
u

l
u
3
M
M

弗
5
1
2
羅
8
M
若
-
4
.
刊
)
儀
式
是
天
主
塾
父

自
定
的
儀
式
十
字
架
流
血
的
祭
肥
(
瑪
叫
叫
“
若
6
M

m
口

U
M
M
m
斐
2
•• 

哥
l
m
希
m
-
M
U
Z
)

關
於
新
約
第
紀
的
特
徵
希
伯
來
書
發
揮
得
甚
為
詳
盡

它
是
將
當
新
二
約
作
一
比
較
立
論
的
出
發
點
是
當
新

二
約
的
祭
把
今
依
照
希
伯
來
書
客
論
新
約
祭
紀
特
徵

如
後

新
約
，
之
所
以
成
為
新
約
說
因
為
有
新
司

a
F新
祭

品
新
祭
把
一
切
都
是
新
的
(
希
7
u
-
M
S
"
"
，

叫
)
司
祭
是
作
人
類
惟
一
中
保
的
天
主
的
惟
三
學

一子

(
耕3
2

|

e
8
.
7
)
祭
品
是
自
作
犧
牲
的

惟
一

天
主
子
的
體
血
(
希
9
刊
)
這
一
祭
把
只
舉
行
一
次

一
次
而
完
成
了
永
遠
救
贖
的
事
業
(
希
7
"
-
M
)

除
去
了
罪
惡
死
亡
的
行
為
使
人
能
去
事
奪
生
活
的
天

主
新
約
的
這
惟
一
第
肥
的
效
果
即
是
有
了
這
一
祭
紀

其
餘
的
祭
紀
說
自
然
作
廢

基
督
個
月
使
世
人
獲
沾
他
在
今
世
末
期
出
現
一
次

自
作
犧
牲
而
完
成
的
永
恆
救
恩
(
希
9
E
l
H
ω
u

-

H
)
就
在
他
行
將
祭
獻
自
己
的
前
夕
建
立
了
「
感
恩

祭
紀
」
聖
體
發
獻
的
彌
徽
聖
祭
並
命
他
的
宗
徒
為
紀

念
他
照
樣
舉
行
這
一
祭
肥
(
瑪
必
M
l
n谷
M
n
l

自
制
U
H
m
制
前
U
M
|
扭
)
。
他
建
立
這
一
祭
紀
是

為
感
謝
天
主
聖
父
接
受
了
他
的
祭
獻
使
自
己
由
他
自

作
犧
牲
的
祭
獻
獲
得
了
光
榮
世
人
認
識
了
父
和
自
父

派
遣
了
來
的
子
(
軒
ω口
M
M
U
W
)
晚
餐
聽
舉
行

的
「感
恩
祭
」
和
耶
穌
復
活
後
教
會
依
命
舉
行
的
「
分

餅
」
彌
撒
祭
(
宗
2
“
“
泊
，
"
格
前
m
u

|
扭
)

與
十
字
梨
上
的
流
血
祭
(
弗
2
H

i

u
哥
I
M
2

H
)
是
同
一
祭
紀
司
祭
相
同
祭
品
相
聞
所
不
同
的
只

是
儀
式
一
是
流
血
祭
一
是
不
流
血
祭
但
所
祭
獻
的
部

同
是
耶
穌
的
信
血
「
這
是
我
的
體
」
「
這
杯
中
所
有

是
我
建
立
新
約
的
血
」
「
你
們
要
照
樣
舉
行
這
事
為

紀
念
我
回
紀
念
我
的
死
亡
紀
念
我
以
自
己
的
血
建
立



.......--

的
新
約
晚
餐
廳
的
祭
紀
是
預
示
十
字
梨
上
的
祭
獻

?
這
是
我
府
你
們
而
將
給
棄
的
身
體

」
「
這
是
我
為

你
們
而
將
流
仙
的
血
」
「
分
餅
」
彌
撒
祭
是
蔓
行
十

字
梁
上
的
祭
獻
「
你
們
應
照
樣
舉
行
這
事
寫
紀
念
我
」

寫
此
彌
撒
致
該
是
遵
命
重
行
主
在
晚
餐
廳
舉
行
的
祭

但
以
一
，
這
一
祭
紀
來
紀
念
傳
報
主
的
死
亡
承
認主
的
復

活
期
待
主
的
再
來

(
右
6

時
|
叮
叫
|
閻
絡
前
口
間

希
9

油
)
基
賢
徒
參
與
彌
撒
捏
一
位
)
小
郎
是
參
與
基
督
的

死
亡
與
他
γ的
(
格
後
5
H
H

迦
2

叩
)
基
督
徒
受
洗

成
了
基
訝
的
肢
體
(
格
前

U
M
H
迦
3

臼
盯
)
分
佔

了
基
骨
肉
4

祭
的
H
叩
攸
(
怕
的
2
5
9

默
1
6
)
能

並
且
應
與
基
督
一
一
州
將
a川
己
獻
作
儀
性
當
作
聖
潔
悅

樂
天
主
的
祭
品
成
肉
死
於
罪
惡
與
法
管
從
活
川
叫
生
活

必
天
主
的
人
(
經
6
3
l
u
U
I
2

到
3
1
1

.

制

ω
M
f
i

自

)

「
分
餅
」
彌
做
學
祭
叫
時

X
U正
學
事
(
悼
柏
前ω

u
!

臼
)
主
耶
穌
甘
情
-
臼
以
往
Z
M新
約
祭
把
他
立
了
學

體
甜
甜
氣J作
為
新
約
奈
紀
的
浴
女
使
參
與
用
于
一
他
的
次
似
的

人
得
參
與
單
純
奈
，
其
分
泌
紋
的
的
一
民
炊
吃
主
的
肉
飲

主
的
船
存
在
主
內
悠
主
生
活
使
，
叫
己
的
一
乍
州
主
的

一
生
一
核
計
←
仍
然
般
的
意
義
(
約6
訕
。
J

刊
臼
-
5

絡
刊M
I
2
神
州5
1
2

艾
4

間
而
口
問
1

闊
的
的
4

-

「

晶
晶
國
古
代
民
族
的
祭
紀

近
代
考
j
仆
學
家
和

前
一民
族
學
乳
喜
歡
依
婊
近
一
二
仰
八
位
來
由
小
的
州
削
和

一
地
巾
廠
A
M川
川
J
M
W發
門
戶
"
此
發
財
伯
悍
的
古
內
民
族
的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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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遺
物
和
文
獻
來
祉
而
綠
研
究
學
經
內
關
於
以
民
和
以

。
1
l
t
'

，

民
祖
先
生
活
的
￡
放
以
民
是
一
司
祭
民
族
他
們
的
生

活
自
然
脫
離
不
了
祭
把
所
以
近
代
學
者
就
依
山
河
最
近

百
餘
年
來
所
得
關
於
埃
及
亞
述
巴
比
倫
容
納
字
跡
厄

基
波
斯
等
古
代
民
族
地
上
和
地
下
的
文
獻
來
，
推
斷
考

I
E
I

。

定
以
民
祭
紀
祭
儀
的
出
來
和
演
變
這
些
一
民
族
本
身
或

他
們
的
組
先
與
以
民
或
以
民
的
旭
先
實
際
上
都
發
生

過
長
別
的
關
係
所
以
近
代
的
學
者
多
注
重
這
些
民
族

。
'

的
文
隊
和
越
物

γ扣
上
於
我
凶
占
代
民
族
的
文
獻
和
遺
物

雖
然
布
些
近
代
學
省
已
沌
意
到
但
也
只
不
過
赴
附
帶

。

性
絕
少
以
之
作
何
專
越
來
討
論
或
研
究
其
中
的
原
凶

大
抵
不
外
一
因
為
我
凶
占
代
民
族
不
右
小
亞
細
也
和

地
中
海
沿
泣
的
民
族
為
聖
經
和
嬰
經
以
外
的
文
獻
可

資
考
證
他
們
與
以
氏
和
以
民
心
先
的
問
係
二
甘
心
我

國
M
W於
這
方
面
的
文
獻
賢
在
太
的
融
融
被
維
尚
沒
布
細

。

加
的
呢
則
不
易
從
事
研
究
西
方
向
手
淆
似
無
暇
仗
無
力
從

事
雪
山
方
出
的
立
作
只
有
待
改
們
，
川
已
吟
力
役
打
我
們

中
有
衍
學
之
士
細
鬥
Y
Y一
分
門
叫
版
依
織
成
凶
所
有
的

鈍
仰
文
叩
骨
文
和
三
從
(
叫
做
位
叫
以

1

比
)
內
所
，
何

附
叭
叭
叭
小
心
仰
決
心
的
已
收
來
v
p
u
d
持
政
叫
元
民
脹
的
祭
必

然
做
“
m
J
H
經
i
ι山
峭
的
哭
叫
川
街
以
向
九
妥
川
也
許
L
e作
不

川
汁
叭
叭
世
界
阿
三
倘有
所
可
以
似
使
必
凶
人
十
一
可
於
聖
經

血
仇
史
第
二
步
的A
激
將
以
游
過
中
州
文
化
必
立
自
做

政
闢
文
化
的
基
問
自
殺
義
神
h竿
而
且
州
州
於
成
凶
旭
先
民

紋
的
自
來
和
文
化
的
閥
混
進
必
不
騙
她
作
出
災
富
有
具
體

性
的
定
論

後
溪
卷
十
七
祭
把
志
上
閥
門
見
山
滑
「
的
研叫
之

道
自
生
民
以
來
則
有
之
矣
釗
喇
喇
知
須
把
而
吃
人
一
}
故

。
，

人
知
之
至
於
念
想
猶
新
仙
似
之
自
然
也
顧
占
叮
咚
而
後

。
司
，
〉B
‘
4
'
，
'
‘
‘
《

d
'
，
'
，
‘

4
2
2

，

文
的
耳
」
不
經
沁
疏
卷
二
士
章
疏
正
義
日
「
祭
符
際

•• 

。
，

也
人
一
腳
相
沒
故H
際
也
紀
者
以
也
謂
紀
者
似
將
H
U光

。

人
也
」成

記
正
義
卷
四
十
九
祭
統
臼
「
凡
治
人
之
道
失

'

。

，

急
於
他
肉
有
五

M
m失
重
於
祭
犬
祭
者
非
物
，
世
外
五
卡
拉

'
。
，

也
自
中
出
生
必
心
者
也
心
M
W而
位
之
以
微
叫
這
故
悅
封

。

，

有
時
進
祭
之
義
賢
者
之
祭
也
必
受
其
一
稿
非
忱
昕
制
川
一
峭

。
，

•• 

'

。

也
一
騙
者
做
也
做
者
白
順
之
名
也
無
所
不
州
為
乏
況
做

'

。

，

言

內
心
虛
鈴
己
而
外
順
淤
道
也
忠
臣
以
管
其代
孝
f

以

。

'

事
主
、
制
問
吐
、
本
一
也
上
川
順
於
鬼
神
外
川
州
州
於
付
長
內

。

.. 

則
以
孝
於
說
州
此
之
治
偏
准
對
話
能
倘
能
俏
肺
結
後
能

的
宗
法
故
昭
叫
苦
之
然
也
致
其
w叫
“
與
川
、
巾
心
妝
品
「
之
以
物

。

這
之
以
心
京
之
以
樂
參
之
以
時
明
的
立
而
已
矣
手
水

。

其
嗨
，
比
老
d
y
F之
心
也
」

又
卷
凹
卡
七
仰
宗
是
H

「
巾
泛
采
伙
叫
似
的
臥
削
川

H
V
W叭

。
'
，
。
，

不
傲
然
不
欲
疏
疏
則
-
U
U川
自
」
心
川
正
攸
計
，

1
入
H
附
帶
尸
大
通

。

在
們

(
ω
的
改
削
榮
)
仙
叫
←
甘
心
什
一

又
谷
凹
L
l
J八
叫
小
怯U
「
地
(
讀
如
叫
)
按
於
朵
小

。

-M

(
即
側
丘
)
的
法
天
也你
(
讀
如
劈
)
內
於
長
折
(
即

。
。

方
口
，
)
的
淤
地
也
川
如(亦
包
)
被
控
少
平
M
K
K
來
的
(
他

。

，

名
)
祭
時
也
怕
近

(
誠
如
她
迎

)
於
坎
坡
的
涂
在v
h也

(
坎
以
祭
墜
地
以
師
法
是
笈
眾
一
往
一
來
往t
n粗
心
述
自
/


。

'

來
看
迎
接
之
)
王
宮
祭
日
也
從
明
祭
月
也
』
京
來

U
屯



~
也
力
?
軒
決
非
口
干
也
四
坎
堉
祭
四
方
也
(
王
向
被
明
等

m
T
背
坎
憤
之
弘
或
獻
祭
之
所
)
。
山
林
川
谷
丘
且
能
出
雲

-

.. 

。

-
n
風
雨
見
怪
物
皆
曰
神
有
天
下
者
發
行
艸
諂
侯
在
其

一
地
圳
的
汝
之
亡
翼
地
則
不
樂
」

又
卷
二
十
六
郊
特
牲
日
「
祭
之
日
玉
被
愛
以
象

天
敵
宛
璟
十
有
二
統
則
天
數
也
乘
索
車
食
其
質
也
節

卡
布
一
一
抗
能
意
而m
m
M日月
以
象
天
也
天
鞏
象
聖
人
則

之
郊
所
以
明
天
道
也
帝
牛
不
古
以
為
稜
牛
(
帝
牛
祭

上
帝
之
牛
稜
牛
祭
后
稜
之
牛

)帝
牛
、
必
在
機
三
月
(恥
仰

者
牢
中
清
除
之
所
也
)
稜
牛
唯
具
所
以
別
事
天
神
與

人
鬼
也
萬
物
本
乎
天
人
本
乎
祖
此
所
以
配
上
帝
也
郊

之
祭
也
大
報
本
反
始
也
」••.••

• 
「
血
祭
盛
氣
也
祭
肺

肝
心
口
氣
主
也
(
有
血
有
氣
乃
為
生
物
血
由
氣
以
滋

死
則
氛
也
而
血
亦
粘
矣
故
血
祭
者
所
以
表
其
氣
之
盛

也
圳
肝
心
皆
氣
之
所
合
故
氣
主

)
祭
泰
稜
加
帥
祭
齊

加
明
水
叫
做
陰
也
(
純
毛
形
魄
飾
地
屬
陰)
取
脾佇
(
讀

削
仰
的m
版
問
他
圳
也
)
媽
你
升
首
(
牲
首
也

)
削m
m倒
也

(
砲
「
軾
的
天
叫
樹
陽
)
明
水
挽
(
讀
如
稅
以
灰
，
相
水
曰

泠
)
齊
白
新
也
凡
梅
新
之
也
其
謂
之
明
水
也
的
主
人

之
終
結
此
水
也
(
索
著
繁
淨
而

明
著
也
自
月
而
生
故

謂
之
明
)..... 

「
腥
(
生
肉
也
)
肆
(
讀
如
剔
解
剖

之
肉
塊
)
爛
(
諸
如
尋
肉
湯
也

)
時
他
(
讀
如
飪

熟
肉
也
)
租
用
豈
知
神
之
所
變
也
主
人
自
益
其
敬
而
已

矣
」...•.• 

「
祭
有
祈
馬
(
祈
福
祥
求
永
貞
也
)
有
報

E
H
(
μ
遑
論
而
被
的
心
也
祭
閥
多H
疋
抑
制
本
之
義
)
有
自
辟

焉
(
辟
諸
如
明
白
辟
者
用
以
消

M
M也
消
到
災
兵
罪
疾

1757 

也
)
」叉

卷
五
曲
跑
下
日

「
天
手
的
東
天
地
祭
四
方
的
法
山

川
祭
五
肥
歲
編
諸
侯
方
紀
祭
山
川
師
法
五
的
成
偏
大
夫

祭
五
紀
歲
偏
(
五
紀
春
第
戶
丘
祭
毯
平
反
祭
中
川
狄

祭
門
冬
發
行
此
所
謂
歲
編

)
士
祭
其
先
凡
祭
有
其
廠

之
莫
敢
舉
也
有
其
學
芝
荷
大
敢
廢
也
非
其
所
祭
而
祭
之

名
日
淫
肥
淫
把
無
一
瞞
天
手
以
犧
牛
諸
侯
以
肥
牛
大
夫

以
索
牛
(
索
激
如
色
毛
色
純
而
不
的
做
曰
樣
品
質
於
怖
者

日
肥
求
得
而
用
之
日
黨
)
土
以
竿
家
支
子
(
叭
，
于
也
)

不
祭
祭
必
告
於
宗
子
凡
祭
宗
喲
之
神
牛
臼
一
元
大
此

家
自
剛
M
R豚
日
肺
肥
半
日
柔
毛
雞
口
給
官
口

h
v
〈
鬥

u
t叫
人
似

維
曰
疏
趾
冤
日
明
幌
肺
臼
尹
祭
的

ι門
口
崗
仰
宗(
約
品

如
考
)
鱗
魚
日
腿
發
(
服
論
如
挺
此
也
)
水
口
消
你

酒
日
消
酌
委
日
游
合

(
必
讀
仙
東
問
)
m
I口
"
鄉
間
肝
、
叫
喊
叫

明
棄

(
部
血
液
如
咨
)
稻
日
必
蔬
吹
口
m
N木
隨
口
絨
絃

(
讀
如
給

)
玉
臼
何
必
玉
幣
n
泣
幣

(凡
二
卡
一
物
)
」

叉
卷
十
二
王
側
目
「
天
于
前
侯
山
市
喲
之
祭
春
日

的
(
讀如
榮
)一
段
門
M
a
(
的
必
也
在
物
木
成
祭
品
鮮
綠

也
叫
次
第
也
夏
物
雖
木
成
宜
依
時
次
第
而
祭
之
也
)

秋
日
常
冬
日
系

(
7杰
拉
飛
也
冬
時
物
成
者
從
也
)
天
于

第
天
地
諸
侯
祭
社
稜
大
夫
祭
五
紀
天
子
祭
天
下
名山

大
川
五
以
視
三
公
四
沒
脫
諸
侯
諸
侯
祭
名
山
大
川
之

在
其
地
者
天
子
諸
侯
祭
國
倒
之
在
其
地
而
無
主
後
者

天
子
繭
(
讀
如
特
特
祭
起
明
各
於
其
廟
祭
之
也)
的
給

綿
給
咐
付
給
蒸
(
給
讀
如
治
合
祭

A口
食
也
)
諸
侯
的
則

不
昕
一
倆
則
不
符H
H則
不
來
來
則
不
的
諸
侯
吶
敝
掃
一

祕
-
拍
抖
的
，
呵
，
仇
天
，
y

社
種
皆
太
牢
諸
侯
祉
稜
路
口
少

干
大
，
、
士
州
市
附
之
祭
有
間
則
祭
你
回
則
的
肝
仙
人
拼
州

萃
，
仗
的
麥
秋
的
委
冬
的
們
在
以
卵
圳
發
以
扎
圳
、
重
章
以
叫
仲
別

以
的
祭
天
地
之
牛
角
均
快
(
角
卜
何
如
指
圳
來
即
可
恤
仙

也
)
宗
胸
之
4

向
斜
(
盯
抑
制
圳
長
不
山
府
側f
瓜
W
門

指
也

)
賓
客
之
牛
角
尺
(約
欠
一
尺
也
)諸
侯
無
攸
本

紋
牛
大
夫
無
故
不
利

f
r士
無
故
K
小
赴
大
家
叭
人
無
故

不
金
珍
的
此
正
而
不
做
牲
絨
衣
不
做
祭
假
假
不
做
閑(﹒
阿

於
午
1

」
U
M於
字
艸
也

)•.
.. 

川
市
翩
之
器z
m粥
(
消
仙

有

)
於
市
犧
牲
不
粥
於
市

(
此
所
以
祭
氏
之
不
必

也

)..... 

大
夫
祭
中
亦
不
假
(
有
凶
的
咻
則
不
假
的
創
刊
小
站

於
人
也

)
祭
器
未
成
不
造
然
器

(
凡
家
造
性
小
器
的
先

交
器
鼠
級
以
一
不
做
艸
也
)
」

巾
以
上
所
引
得
知
我
占
先
民
族
如
何
重
視
叫
小
組

以
之
的
人
生
之
倫
行
事
之
體

(
H
M龍
記
給
器
)
調
祭

紀
出
生
於
心
而
並
非
由
外
而
至
叭
足
以
五
經
之
禮
莫
重

於
祭
(
見
副
司
剝
削
川
)。
至
於
低
水
在
於
訊
而
只
在
於

誠
(
見
酬
的
到
到)。
祭
不
可
恥
各
有
所
丸
各
有
所
缸

祭
不
{
且
不
道
不
能
致
福
兔
桶
故
孔
子
日
「
我
祭則
受

福
益
得
其
道
矣
」
(
見
給
記
向
器
)

敦
國
古
先
民
族
的
H
m紀
最
特
山
之
點
站
在
於
祭
組

舟
山
諸
凡
祭
紀
莫
不
與
祭
血
有
關
言
祭
艸
必
自
祭
耐
祭

租
祭
神
混
淆
不
分
多
注
重
祭
做
主
祭
人
士
卒
祭
神
明

祭
品
種
類
而
不
甚
注
重
祭
紀
木
，
必
其
中
原
因
娃
肉
放

國
古
先
民
族
重
人
文
而
向
孝
道
以
祖
德
配
天
德
以
組

祭
配
天
祭
蓋
萬
物
本
乎
天
而
人
本
乎
祖
祭
紀
中
級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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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看
莫
如
郊
點
而
郊
祭
亦
不
過
大
為
報
本
反
始
而
一
也

是
故
故
國
古
先
民
族
以
祭
祖
孝
親
之
心
明
察
祭
天
之

道
祭
把
經
緯
人
生
又
何
足
圓
周
奇
此
為
我
古
書
論
祭
紀

的
真
諦
亦
為
我
古
先
民
族
祭
紀
與
以
民
祭
紀
不
同
之

根
源
要
之
信
仰
不
同
祭
紀
自
、
必
互
異
我
古
先
民
族
信

仰
多
神
祭
紀
百
神
而
以
民
只
信
仰
惟
一
腳
只
向
惟
一

神
獻
祭
是
放
兩
者
之
間
之
信
仰
與
祭
紀
實
有
天
壤
之

別
神
的
觀
念
不
明
祭
把
自
必
混
亂
祭
祖
之
祭
以
之
為

出
於
孝
親
之
禮
則
可
以
之
為
配
天
之
集
在
惟
一
神
信

仰
下
則
實
有
所
不
容
葦
祖
亦
出
於
天
故
不
可
配
天
享

祭

見
司
祭
祭

一頃
敬
禪
宗
教
啟
示
盟
紅
惟
一
腳
亂

(
漁
)

m
m句式
3
"

三
呂
立
自
J
出
丌
甜
的
科
「
祭
品
」
一

的
主
-z
n
f

z
z
z

」

-

d
7

，
、
詞
意
義
甚
廣
幾
乎
可
指
一

切
奉
與
天
主
的
祭
獻
供
口
問
一
獻
儀
和
犧
牲
為
此
這
字
的

含
義
應
由
上
下
文
決
定
不
能
一
概
而
論

見
祭
紀
(
漁
)

明
文
、
團
且
三

-E

J
祭
心
地
或
祭
台
一
腳
台
等
非
但

u
a
ι
XK
M
J
f
K
E
E
K
-

]
1
:

4

」

'
、
是
以
民
宗
教
而
且
幾
乎
是

所
有
宗
教
的
一
項
公
物
依
按
喇
倒
叫
來
制
膨
叫
扣
制
文

等
語
的
原
本
意
義
祭
績
是
一
座
用
以
獻
祭
的
高
A
U雖

然
這
樣
祭
檀
這
名
詞
有
時
也
用
作
指
示
舉
行
各
宗
教

-
任
例
體
內
酷
的
處
所
就
許
多
宗
教
的
教
理
來
講
祭
敏
是

加
一
紳
紙
和
人
相
逢
的
地
亦
犧
住
供
紙
祝
禱
坐
叭
就
是
在
這

一
個
相
逢
地
方
的
重
要
或
附
屬
的
原
眾

十-:Jt

技
聖
經
的
記
述
諾
厄
是
第
一
個
給
上
主
築
了
一

座
祭
壞
以
便
獻
上
全
熔
祭
的
人
(
創
8
m
)
有
的
學

者
以
為
亞
伯
爾
既
然
奉
獻
了
祭
品
應
該
也
建
築
過
一

座
祭
壇
(
創
4
4
)
上
古
的
祭
壇
是
以
堆
起
的
土
或

石
頭
建
築
而
此
這
個
習
m
m
除
了
在
閃
族
諸
民
族
趴
在

其
他
民
族
恥
直
到
現
在
也
可
見
恥
築
祭
擅
的
原
用
心
照

古
來
的
以
色
列
歷
史
就
是
因
為
它
是
天
主
顯
示
的
地

方
因
此
各
位
墨
組
在
某
地
蒙
受
了
天
主
的
顯
示
就
在

那
里
建
築
祭
壇
兒
倒
也7a
u
u

鈞
血
泊
1

等
也
在

祭
壇
上
不
但
獻
上
全
熔
祭
部
也
奉
獻
其
他
的
祭
獻
如

和
平
祭
和
供
點
由
於
祭
迪
是
神
與
人
相
逢
的
地
瓦
所

以
人
為
了
表
示
自
己
的
敬
畏
把
它
用
籬
芭
或
柵
欄
圍

繞
起
來
意
思
是
將
這
「
墓
地
」
從
它
的
四
周
「
俗
地
」

隔
離
關
來
事
過
境
遷
後
這
塊
祭
垃
周
圍
的
地
也
逐
漸

被
視
為
學
所
當
作
殿
字
的
最
理
想
處
所
因
為
閣
綴
著

祭
爐
的
地
方
也
分
享
祭
瘦
的
神
聖

在
閃
族
所
立
的
祭
壇
傍
經
常
也
堅
立
著
一
很
石

柱
按
許
多
學
者
的
意
見
這
個
石
往
是
為
記
念
天
主
的

顯
示
(
見
制n
k
ω
H等
)
叫
倒
叫
人
的
祭
檀
就
如
許

多
民
族
的
祭
壇
一
樣
都
具
有
四
個
角
這
四
個
角
算
是

祭
績
最
神
聖
的
部
趴
死
刑
犯
只
要
能
握
持
其
中
一
飢

就
何
保
全
赴
命
這
四
角
的
神
聖
性
與
特
權
究
怎
樣
解

釋
呢
有
山
說
四
角
代
替
祭
壇
旁
的
石
柱
所
以
彰
明
天

主
的
臨
在
這
說
法
白
無
不
對
但
筆
者
倒
以
為
四
角
之

所
以
神
譽
和
具
有
特
權
是
由
於
在
行
祭
時
它們
被
灑

過
祭
牲
的
鮮
趴
所
致

住
在
埃
及
的
以
民
是
否
也
會
建
有
祭
頃
無
法
他

也
然
而
當
十
二
支
此
在
制
封
領
導

1
離
開
奴
役
之

地
l
l

埃
及
在
西
乃
山
藉
若
梅
瑟
與
天
主
訂
立
盟
約

後
就
建
立
了
兩
座
祭
撞
一
座
金
熔
祭
祭
咱
也

一
座
獻
香

祭
壇
兩
座
祭
填
設
置
在
帳
幕
內
就
如
後
來
在
聖
殿
內

一
樣

在
出
別
μ
1

站
立
法
者
決
定
選
民
應
怎
樣
經
築

全
矯
第
壇
它
應
用
土
或
用
自
然
的
石
頭
築
成
但
因
為

在
曠
野
中
以
民
時
常
飄
泊
流
動
居
無
恆
昕
因
而
制
封

規
定
建
造
一
座
易
於
搬
運
的
祭
壇
(
見
叫
幻

1

1

8

刊
均1
l

7
)
由
上
述
經
處
可
知
後
來
制
制
制
在
娶
一
般

內
設
置
的
全
熔
祭
祭
壇
大
概
就
赴
仿
效
曠
野
中
那
可

移
動
的
祭
檀
撒
羅
漏
放
棄

7
梅
瑟
所
定
的
一
些
一
特
殊

規
肌
因
為
他
所
設
的
祭
壇
是
有
固
定
性
的
(
見
叫
上

8

“
9

自
列
下
的
H

編
下
4
1
等
)

梅
瑟
時
代
的
香
纜
|

|
也
稱
「
金
祭
壇
」
(
戶

4

u
)
其
樣
式
精
造
目
的
在
趴
到

!

l

u

記
述
得
非

常
詳
細
而
激
羅
瀚
學
殿
內
的
那
座
香
壇
明
各
教
於
列
上

7

刊
編
上
n
u
路
1

8
9

所
記
的
香
單
是
指
黑
幕
怖
的

所
修
建
聖
殿
內
的
香
壤

厄
則
克
耳
先
知
詳
述
的
未
來
全
烙
祭
的
計
恆
的
線

式
一
方
面
記
念
撒
羅
漏
聖
殿
的
祭
檀
另
一
方
面
是
為

供
給
日
後
修
建
聖
殿
和
祭
懷
特
所
應
採
取
的
樣
式
和

尺
度
米
市
納
(
去志
已
E
Y
H
H
H

】
)和
若
瑟
夫

(
HW﹒
』

M
-
5
)
所
記
誠
的
尺
度
雖
然
互
有
出

入
但
其
要
輯

部
完
全
相
符

不
過
這
兩
位
作
者
所
記
的
尺
度
贊
言
過



苛辣區因拔會堂遺跡，應駝了耶穌對此城的咒語( ~~ 11 20- 24 ) 



貝特區達池，耶穌在此池旁治好了一個患病 三十八年的癱子

( ~5 z) 



息哈爾，在此有雅各伯泉和聖祖若瑟的墳墓(鼓24 32 ) 耶穌

即在此泉旁向撒瑪黎雅婦人顯示了自己



克德龍溪，革責瑪尼阿里瓦山園及耶穌山園祈禱大毆



-
其
實
其
所
以
如
此
筆
者
以
為
是
由
肝
、
高
密
的
作
者
受

叫
-
了
厄
則
克
耳
默
示
錄
文
鏈
的
影
響
所
致
(
則
的

u
l

.

。

-u) 
一
在
刺
刺
一
凡
祭
壇
只
記
載
於
制

u
u
.「我
們
有
一

座
祭
壇
那
些
一
在
帳
幕
內
行
敬
禮
的
人
沒
有
權
利
吃
上

面
的
祭
物
」
這
新
約
的
祭
壇
因
與
犧
牲
密
切
結
合
閻
明

顯
地
指
示
里
種
學
事
或
聖
值
的
連
一
桌
對
於
基
督
的
信

徒
來
說
祭
壇
也
表
示
十
字
里
架
而
新
約
的
祭
獻
|
|

彌
撒
|
|
棘
泌
地
而
也
實
在
地
是
主
耶
穌
十
字
架
土

祭
獻
的
重
行
見
路
詔
"
|

扭
聖
若
望
在
科
頓
中
看
見

了
在
天
主
寶
座
前
有
一
座
天
土
的
金
祭
壇
這
一
種
辦

靚
只
有
一
一
種
神
秘
的
意
思
那
便
是
天
主
叫
若
望
看
到

天
堂
一
如
地
上
的
聖
殿
一
樣
罷
了
(
默
8
s
s
9
u

u
u
參
闖
出
封
的
宗
7

“
希
8
5
)

見
祭
肥
聖
殿
石
柱

十一重

(
雷
)

1760 

祭
G 邪
設想

EE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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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5萬 樣敢貿
別在 處人，的
多;安|耶|理?從祭此
但提| 京 幼肉。名
是約| 會 年猶|擋

在基| 議 ~D 太1;在
格|智、的 習人邪

林|敘|識 慣總神
多|利1:文， 吃不廟
及亞1;本 這敢內
其和來 樣吃作
他基| 禁 的這過

希|里| 止肉，樣祭
11.1.基| 吃 現的品
城雅| 這 在肉，而
市.等接 究但後
猶1:地，的 竟歸在
太I ~;首祭 廠化肉
人太|肉， 該的肆
數人|因 怎外出

較
少
而
歸
化
者
大
都
是
屬
於
外
敬
的
人
問
題
即
發
生

在
格
林
多
歸
化
的
外
數
人
一
入
教
便
知
道
只
有
一
個

天
主
邪
棘
並
不
存
在
那
麼
一
切
的
東
西
都
是
天
主
造

的
而
且
是
為
了
人
的
利
益
而
造
成
的
饒
有
了
這
種

「
知
識
」
為
什
麼
不
可
隨
意
隨
時
隨
地
吃
祭
肉
呢

聖
保
祿
不
否
認
人
人
應
有
此
知
識
可
是
他
主
張

應
以
愛
德
去
行
事
他
禁
止
教
友
們
參
與
在
廟
內
所
設

的
宴
會
但
他
准
許
信
友
平
安
吃
他
在
肉
肆
內
買
到
的

肉
可
是
如
果
這
種
作
寫
吽
信
德
教
弱
的
兄
弟
見
怪
有

害
他
們
的
信
仰
那
麼
為
了
愛
德
的
原
故
信
友
就
不
應

吃
這
祭
肉
換
言
之
知
識
和
自
由
應
該
服
從
愛
德
見
宗

的
M

幻
自
格
前
8
1

1

7

默
2

叩
參
閱
羅
M

見
宗
徒
會
議
會
議
論
文
(
雷
)

m移
民
(
即
戶
口
的
叮
叮
)

m窒
死
(
諒
的
…
…
戶
口
)
立

m笙
(
的
缸
"
)
所
謂
笙
並
非
如
在
中
國
所
常
見

的
笙
以
十
三
根
長
短
不
齊
的
竹

管
製
成
而
里
經
上
所
說
的
笙
是
一
種
以
蘆
葦
管
作
成

的
甚
為
簡
單
的
樂
器
相
似
牧
童
笛
至
今
仍
見
於
巴
力

斯
坦
地
方
在
達
3
5
'
"

自
會
捉
到
7
笙

見
樂
器
(
韓
)

“
反
3
日

3
3
n
S
H
F
J是
一
種
石
英
結
晶
口
問

叮
感
刻
正
肩
，
因
冒
n
E
V

眉
之
天
上
刺
京
城
牆
的
第

十
二
座
基
石
是
以
紫
品
作
成
的
(
默
創
制
)
大
司
祭

見
充
軍

胸
牌
上
第
三
行
第
三
塊
，
只
石
也
是
繫
品
(
出

m
H
d

但
因
紫
品
在
聖
經
上
並
非
是
科
學
衡
語
名
詞
因
此
對

它
的
性
質
色
絮
等
問
題
學
者
不
能
確
定
因
而
在
不
同

的
譯
本
上
有
示
同
的
譯
法
讀
者
不
用
見
怪

(
韓
)

“
包
h
r
L
白
」

\
F
色
。

J
是
一
種
骨
蝶
殼
所

叮
當
訓
，
最
f
g
H

﹒
宮
門
"
、分
泌
的
有
色
且

這
種
蝶
殼
體
型
巨
大
有
六
公
分
左
右
外
面
晏
淺
綠
色

內
里
則
墨
淺
紅
色
所
分
泌
的
液
體
初
時
晏
淡
黃
色
與

空
氣
及
喝
光
接
觸
後
變
成
紅
色
或
黑
色
的
液
體
將
兩

種
流
動
液
體
混
合
之
後
而
得
紫
紅
色
這
便
是
古
中
東

當
時
最
著
名
及
最
寶
貴
的
色
素
當
時
這
種
色
素
的
製

造
及
漂
染
業
幾
乎
是
勝
尼
基
人
的
專
利
格
外
當
時
勝

尼
基
的
名
城
提
洛
更
以
此
為
其
主
要
的
工
業
出
口
問
他

們
將
所
獲
得
的
大
量
螺
殼
(
此
螺
殼
在
勝
尼
基
沿
海

一
帶
出
產
甚
豐
)
以
斧
頭
劈
闋
將
其
流
出
的
液
體
混

合
以
鹽
然
後
加
以
蒸
費
按
照
燒
突
時
間
的
長
短
及
所

混
合
的
不
同
色
素
的
分
泌
體
而
獲
得
不
同
顏
色
的
染

色
體
其
中
當
然
以
紫
紅
色
最
為
名
貴
然
後
將
布
匹
放

入
這
種
色
素
液
體
中
攪
動
晒
乾
之
後
即
成
這
種
染
料

工
業
的
設
置
似
乎
未
見
於
墓
地

聖
經
上
明
明
地
將
這
工
業
與
提
格
相
提
並
論

(
編
下2
.
"
)
.
刷
刷
出
佩
向
相
蜘
王
請
求
將
這
種
技

術
人
員
派
來
迪
瓦
問
剛
到
耳
援
及
出
甜
的
船
隻
是
以

紫
紅
色
及
朱
色
的
布
作
船
逢
的
(
則
U
T
M
)但
是
在

車
經
上
主
要
提
及
紫
紅
色
布
的
地
方
是
直
接
與
敬
禮



有
關
的
凶
瓜
它
是
卡
分
此
重
的
有
包
(
紫
紅
色
)
布
料

彼
此
它
只
被
用
於
捏
一
般
必
生
活
門
口
問
俗
習
萃
的
人
比
如

間
正
(
民
8

品
耶
叩
9

則
幻
6

筱
刮
目
歌
3
M
7
6

。

艾
1

6
8
H
)
才
，
付
代
他
背
著
以
-
J
U
叫
他
布
作
的
衣
服

m
f所
(
山
山
必U
M
)
失
學
般
的
仙
似
校(
的
例
下3H
)

m
t所
的
帳
棚

(
仙
必
1

4
)
可
然
及
大
心
杭
州
所﹒好

的
前
几
叫
去
(
出
必
)
以
及
其
他
一
比
一

-
m
f
般
的
布
叫
你
是

J
'
‘
'

。

川
，
山
叮
卅
一
煞
紅
色
糾
麻
布
作
成
的
(
戶

4
)

在
后
機
總
內
，
仿
州
站
比
且
新
約
時
代
學

m
h利
色
的
大
灰

。
l
I
l
l
-
I
l
l
-
I
l
l
-

口
咒
他
仍
然
沒
有
欠
如
它
傳
統
的h
大
魅
力
馮
圳
的
拍

大
以
勝
耳
倒
挂
作
後
所
從
叫
悍
的
戰
利
品
中
心
何
合
銀
和

2
2

、
'
。

l
i
l
-
-
e

紫
紅
色
的
衣
服
(
加
上
4

目

)
羅
馬
人
傲
的
的
強
大
無

比
例
他
們
中
沒
有
一
個
妓
冠
冕
穿
紫
紅
心
U
v
m刊
的
仆

'
、
‘
。
、
、

2

大
的
(
加
上
8

H
)
(匕
仍
然
是
大
3

川
，
眾
的
神
似
(
加

2
>
••

• 

'
，
、
。

上
m
m
刊

間
加
下
4

詞
兒
達
5

，
)
被
比
作
沱
圳
的

巴
比
此
川
川
、
守
則
示
她
的
吟
力
及
財
計
算
著
熱
糾
色
的
山
間

'
、
、
。

從

(
叫
川
口
‘
的
時
)

耶
穌
旦
河
吟
吟
仙
土
兵
給
他
從
上
恢

-
t
k他
f
m

加
以
結
英
次
垮
台
仆

的

口
叫
“
心的
2
5
)
f刊
線
和
支

煦
州
州
教
峙
的
化
的
川
紅
小
布
一
伙
名
叫
型
伙
作
的

J
、
‘
。

是
川
叫
作
川
仇
絲
絨
叮
紫h帆
布
的
女
人

(
山
們MM
H
)(

幣
)

“
、
旨
之
戶
司
司

C
G
E
C
P
E
E

J
A

山
咐
圳
大

口
空
川
H
F
E-4

Z
R
E
D
E

-
ω

」

-

J
.
A
.
-
-

J
'

、
泣
的
門
心
胸
艸
上

-

﹒
'

。

叫
一級
飯
的
喘
口
石
之
一
的
於
第
二
行
第
一
純
依
附
圳
凶

一
(
2
5
5
)
及
其
他
占
代
學
者
的
他
屁
也
是
星
紅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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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前
后
有
央

一

惱
的
光
澤
羽
稱
東
方
喘
口
石
(
山
m
M
n

u

依
un
M

則
U
H
)

但
是
孩
們
要
知
道
大
司
祭
胸
艸

上
的
L
l

二
祕
白
石
凡
此
它
們
的
名
稱
很
難
斷
定
位
係
何

。

，

M
m吹
石
-
這
是
砂
土
縱
向
于
有
們
昕
公
認
的
此
樣
的
名
泊
在

新
約
上
亦
山
現
過
一
次
(
叩
開
也
叩)但
此
處
川
有
普

通
煤
炭
之
芯
(
悔

)

的
田
間
注
耶
「HL
p
n
D
J
J時
在
聖
地
倒
麻
的
川
產

7

步
耶
討
m

f

」

-

)

，
、
市
似
乎
很
少
吋
呻
吟
一
來
捏
一

級
上
從
沒
細
麻
利
業
的
地
方
不
多
二
來
一
匕
幾
乎
使
限

於
W
H缺
失
心
今
(
祭
衣
)
所
專
用
(
見
山
山
m
s
u

m
m且
似
的
4

刷
上
2
M
n
u
叫
下
6
H
)
。
也
麻
在
蚓

及
川
是
很
毛
泣
的
山
川
軍
咕
以
氏
縫
間
比
以
時
店
經
川
三

tso 

角
洲
的
納
麻
正
在
州
花
(
山

9
n
)
依
掀
忍
位
也
促

到
埃
及
有
怕
你
的
他
柏
拉
促
使
你
1
微
細
麻
的
人
所
-
接

受
的
伯
世
口
(
制
門
9

叩
)
。
你
布
是
叫
圳
向
山
圳
市
的
概

也
的
主
要
他
H
u
m之
一
(
川
幻
7

時
兒
筱
7
M

M
M
U)

v
h
v
r刊
的
中
軒
在
不
則
由
州
所
發
現
的
位
民
日
路
上
世

到
你
的
收
也
沖
洗
叭
乾
此
打
等
巳
作
步
驟
耶
用
呵
叫
的

怯
久
辣
恰
布
八
M
U將
打
你
也
打
發
的
兩
名
條
，
r

城
在
山

山
上
悴
的
的
山
川
師
怕
中(
H
M
m
2

6
)
瑪
勒
沙
的
家
放
似

1
、
‘
'
。

是
市
科
級
糾
恥
的
人
(
制
上4
n
)

在
新
約
時
代
細
麻
布
仍
口
疋
富
貨
人
家
的
衣
府
反

地
位
祟
的
的
象
做

(
w
mM
WM
默
的
油

)

'
‘
‘

e
'
，
‘
'

。

見
學
經
中
的
植
物

(
緯

)

“
m
m
前
兮
石
問
「
明
白
。E

J
遠
在
聖
祖
時
代
麥
紛

呵
，

P
H
E
n
-
-
副
M
n
k
d』
U
R
E‘
，
同

U
1
2，
h
3
2

h

1

月

2

1
世
g
z

b

z
=

己
已
是
半
遊
牧
民
簇
的

'
、
‘
'
。
.

日
用
九
拉
伯
(
兒
創
悶
6

)
普
通
有
兩
糙
的
粗
細
麥
麵

而

i
U
M分
別
並
不
是
來
自
兩
叫
他
不
同
的
麥
子
而
是
來

口
哎
泌
的
不
叫

(
H
M創
的
6

列
上
5
2

列
下
7

1

細

麥
麵
圳6
"

刷
上1
叫
樹
麥
麵
)。
們
麵
是
叫
民
締
，
安

、

2
.
4

、
3
1
4

、
。

的
仁
作
之
一
(
此
做
下

U
S

瑪
口
凹
的
日
剖

)

W
T越
亦
是
主
婆
的
支
祭
祭
品
斤

，

過
是
倒
上
油
放

上
乳
t
h
H將
之
裂
成
M
m
s
h交給
司
樂
放
在
的
叫
小
地上
焚
燒

(
肋
2
1
7
6

問
時
)
為
者
在
權
將
麵
份
焚
燒

'
、
‘
'
。

，

(
肋
5
u

)
它
的
保
存
方
法
赴
獄
淤
陶
器
內
以
兔
科

〈

4
，
。

濕
(
見
列
上
口
問
他
可
)
(

韓
)

間
組
斤
(N
ZN
E
)

m絆
腳
石
(M
NU
M
M
Z
S
)

m羚
羊
(
詩
c
。
其

)
哼
一
戶
仰
仗

H
E
」
K
E
悟
配
益
彰

ι
丌
江

山
早
已
〕
灰
黑
色
柔
軟
稍
密
角
彎
曲
向
後
行
動
敏
山
間
存

川
叭
叭
吧
鬥
阿
山
忱
峨
山
泊
之
間
(
詠

仙
叫

)
今
仍
可
見
於
到
制

附
近
的
山
區
乃
革
布
晨
四
乃
山
問
母
羚
羊
在
聖
經
上

象
似
叫
你
崢
卅
一
嵐
的b

主
(
筱
5

刊
)

兒
打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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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間
秀
草
褲
子
(
哨
位3)這
種
居
問

-
學
名
字
該
林
訥

一
赦
(
E
E
O
E
)
為

H
b
E
S
H
O
B
丘
。
2
5

郎
神

葵
通
俗
名
字
說
是
毒
草
或
雌
雄
草
草
熱
羅
尼
集
會
在
第

三
世
紀
向
巴
力
斯
坦
的

m
M人
請
教
他
寫
道
白
H
E
M
S

是
一
一
種
和
小
麥
相
似
的
革
在
未
吐
穗
以
前
僅
就
莖
案

是
很
難
分
辨
的
我
國
譯
經
者
多
將

N
H
S
E
E
譯
民

「
牌
子
」
也
有
譯
作
「
葵
子
」
的
因
為
碑
子
與
稻
禾
相

似
所
以
南
方
譯
者
多
譯
為
「
褲
子
」
「
葵
子
」
生
於

穀
固
與
穀
類
相
似
故
北
方
譯
者
多
譯
作
「
葉
子
」
根

攘
植
物
學
于
大
辭
典
「
草
冊
子
」
是
(
狗
尾
草
條
)
葵
草

葵
而
不
實
故
{
子
從
「
秀
」
也
的
汎
指
一
切
秀
而
不
實

的
野
草
瑪
口
自
記
載
耶
師
師
說
葵
子
是
仇
人
繳
上
的
本

來
當
舟
子
這
類
惡
草
不
用
撤
已
到
處
叢
生
耶
穌
何
以
說

是
仇
人
繳
上
的
呢
是
具
有
其
事
抑
或
是
耶
穌
自
己
編

造
的
我
們
姑
不
論
耶
穌
為
了
說
明
一
些
真
理
可
以
編

造
故
事
來
述
說
事
實
上
該
研
究
巴
力
斯
過
地
理
和
風

俗
的
人
都
說
在
那
地
方
誠
然
有
些
仇
人
是
作
這
種
缺

德
的
事
的
(
雷
)

m虛
無
虛
物
空
虛

「
〈
凶
巳
』

5口
.
〈
凶
E

艸
句
可
J

/
石
〈
呂5
.
k〈自
巴
恥

由
塾
經
的
觀
點
來
說
一
切
飄
忽
不
定
可
有
可
無

毫
餌
無
卅
價
抽
值
阻
毫
餌
無
卅
意
義
一
切
與
天
主
毫
無
關
連
不
偕
得

人
注
意
的
而
且
凡
是
有
宣
害
口
餌
無
卅
益
的
人
地
事
物
都
被
-
禍
風

咖

十一重1773-1777 

個
月
虛
無
愚
昧
指
示
這
種
「
虛
無
」
的
名
詞
包
含
的
範

圈
甚
廣
普
通
用
的
共
有
三
個
其
中
「
阿
文
紗
，
咱
自
」

是
指
一
切
虛
假
的
邪
神
偶
像
而
言
(
刷
上
的
問
峭
的

3
)
「
厄
旦
耳
色
己
是
指
一
切
的
愚
昧
顧
貨
(
約

口
‘
血
口
口
)
「
赫
貝
耳

Z
V
O
己
是
「
雄
氣
」
的

同
義
字
顧
名
思
義
可
知
它
所
指
的
娃
一
切
空
虛
淨
線

(
哀
4

口
詠
叩m
e
u
位
刊
)
縱
翩
翩
以
上
所
述
我
們
可

以
斷
定
聖
經
斷
定
事
物
的
出
發
點
及
甘
甜
礎
完
全
是
依

攘
倫
理
哲
學
而
這
種
哲
學
又
不
是
以
理
想
思
考
爵
主

而
是
以
實
踐
為
主

在
聖
經
中
真
能
將
「
虛
無
」
描
寫
的
淋
漓
盡
致

刻
創
入
微
一
針
見
血
的
要
首
推
訓
道
第
按
它
的
記
敘

一
切
世
間
的
事
物
皆
不
能
滿
足
人
的
願
望
使
人
臨
攪
得

真
正
的
幸
福
皆
是
可
朽
可
垠
的
故
此
追
求
現
世
的
事

物
研
究
它
的
智
慾
學
問
實
在
毫
無
意
義
毫
無
所
獲
是

捕
風
捉
影
是
愚
昧
是
狂
妄
蓋
一
切
虛
而
又
虛
萬
事
皆

噬
(
訓
1
2

口

!
"
2
1
i
u
)

人
之
本
身
依
然
是
有
死
有
壞
的
在
天
主
面
前
毫

無
尊
貴
可
忘
只
不
過
是
虛
幻
泡
影
(
副
位
叫
)
。
當
然

為
非
作
歹
的
態
人
及
原
為
虛
無
的
偶
像
自
更
不
待
言

(
山
間
刮
目
)
。
崇
拜
這
些
邪
門
腳
偶
像
的
叫
民
自
己
便
成

了
虛
無
(
耶

2
6
)
冒
牌
的
假
先
知
以
及
巧
言
花

語
的
學
者
亦
只
是
信
口
雌
黃
言
之
無
物
的
虛
妄
騙
子

(
馴
的e
n
目
制
後2
"
)
。
該
學
倒
酬
的
比
一
切
受

造
物
也
彼
屈
伏
在
現
世
的
虛
僑
之
下
希
望
變
得
解
脫

(
刷
刷
8

油
門
(
韓
)

咽M
bE
學
者

「
區
司
自
且
還
/
遷
戶
名
詞
來
自
希
臘

-
c
b
m
品
μ
/

且
這
R
E

芝
扎
原
來
是
指
戲
台
上

的
一
種
關
色
而
言
猶
如
中
國
的
雙
簧
戲
演
變
而
成
為

「
虛
偽
」
的
代
名
詞
再
由
通
俗
的
用
途
轉
變
為
宗
教

的
街
語
用
以
指
「
僑
善
」
或
「
假
善
」
亦
即
是
虛
有

其
表
的
美
德

舊
約
中
雖
沒
有
這
個
名
詞
(
註
「
哈
奈
」
有
不

潔
之
意
)
如
指
責
「
假
善
」
之
可
恥
可
恨
(
德
的
w
n
l

站
崗
幻
刮
目
)
這
一
名
詞
廣
泛
地
見
於
新
約
「
假
善

人
」
一
詞
沿
用
至
今
耶
穌
會
十
分
嚴
厲
地
責
斥
了
法

利
蚓
人
們
的
矯
柔
造
作
徒
有
學
德
的
外
表
而
無
宗
教

的
熱
誡
他
們
只
以
口
層
來
讚
美
上
主
其
心
靈
卸
遠
離

上
主
(
側
的
問
闊
的
，
8

詔
"
叭
叭
7
.
)
外
表
好
似

是
偶
行
法
工
作
補
贖
的
善
人
他
們
的
心
部
是
污
該
不

堪
(
依
m
m
s1
e

瑪
6
M
)
假
裝
是
濟
貧
的
善
人
事

實
上
部
是
食
人
的
讀
美
(
詠
m
a
耶
9
.

瑪
6
2
)

謹
守
叫
劉
法
成
部
不
管
倫
理
道
德
(
闊
的

2
|

﹒
)

因
此
他
們
受
到
了
耶
穌
最
無
惰
的
責
斥
(
瑪

n
n

M
)
聖
喇
喇
亦
勸
教
友
們
應
誠
實
末
欺
草
除
一
切
虛

偽
與
假
善
(
到
前42
期
後
3
5
4
9見
叫
前2
1
)

(
韓
)

m蚱
蜢
(
只
口ML

m蛇
(
川
的
目
) 見

鐘
虫

此
字
希
伯
來
文
是
指
一
一
種
極
有

毒
的
蛇
與
普
通
毒
蛇
不
同
大
祖
但

是
一
種
熱
帶
毒
蛇
或
者
埃
及
遠
的
眼
鏡
蛇
種
形
細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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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
黃
綠
色
有
白
色
斑
點
頭
有
伸
縮
性

(
韓
)

喃
用
』
廿
旬
，
H
」
『
ω
。
『n
o

J

7
t
m
i
i
{
Z
a
i門
)
見
巫
銜

，
A
，
1
得
.
，

-
-
a
F
-
a
h
a
m
Ehw
、

m
m純
文
立

h
v、
B
E

r
J

袋
或
布
袋
希
伯
來
文

月
，
F
K
'
，
4
什
r
v
J
'，
'
，

n
a
3
3

:
。

』

1
4
-
〈
二
一

/
-

J
E
F

e
-

、
叫
吋
∞
且
按
這
一
字
的

原
意
是
借
用
粗
羊
毛
或
駱
駝
毛
編
織
的
袋
子
可
用
來

接
緒
也
(
創
刊
柏
固
盯
品
)
或
其
他
東
西

(
加
u
n
)

此
外
F

』
這
一
字
在
聖
經
上
更
多
次
用
來
指
喪
服
和

苦
衣
(
創
們
叫
“
列
下
3
n

耶
6

甜

4
.

彷
盯
依
的

s

幻
z

等
)
喪
跟
當
然
是
在
近
人
死
後
穿
若
為
表
示

對
死
者
的
一
哀
痛
(
創
幻M
列
下
3

缸
等
)
至
於
苦
衣

則
是
表
示
悔
罪
捕
過
之
意
是
以
每
當
以
民
因
得
罪
天

主
將
受
天
主
降
罰
時
先
知
便
動
以
民
悔
改
要
他
們
穿

苦
衷
做
補
贖

(
耶
4
8
6
"

厄
下
9
1

加
上
3

盯
)

而
且
不
只
對
以
民
如
此
對
外
教
人
也
是
如
此

(
如
納

35 

•• 

依
的

8
)
不
只
要
全
民
族
即
私
人

(
達
9

.
巴
4

卸
)
就
連
君
王
也
要
穿
苦
衷
(
列
下
的1
依

幻
1

列
上
幻
目
)
不
只
向
天
主
求
恕
時

即
向

人
求
餓

時
也
是
如
此

(
列
上
m
u
u
)
此
外
當
以
民
穿
苦
衷

作
補
贖
時
習
慣
頭
上
撤
灰
或
坐
在
灰
中
(
達

9
s

厄

下
9
1

友
9
2

艾
4
"

耶
6
"

加
上
3

叫
)
因
而

「
身
穿
苦
衣
頭
上
繳
灰
」
成
了
作
補
贖
的
街
語
(
見

瑪
u
n
路
m
u
)

-

至
於
原
為
袋
子
的
F
A
而
有
了
喪
服
苦
哀
之
意

卅
一的
緣
也
最
初
極
可
能
只
是
以
現
成
的
袋

Z
U將下
端
撕

一
派
倒
轉
過
來
穿
在
身
上
當
作
喪
服
或
苦
衷

但
由
聖
經

十-畫

上
多
次
說
「
披
上
苦
衷
」
或
「
披
在
身
上
」
或
「
圍
在

腰
間
」
可
知
所
謂
苦
衷
或
喪
服
即
是
以
上
述
作
袋
子

的
材
料
也
即
以
粗
硬
的
羊
毛
或
駱
駝
毛
織
成
的
毛
織

品
極
簡
單
的
披
在
身
上
或
圍
在
腰
間
是
以
將

F
A
譯

作
組
毛
衣
(
厄
下
9
1
)
也
無
不
可
以
后
這
樣
粗
硬
的

毛
織
物
穿
在
身

上
皮
膚
感
到
不
舒
服
可
想
而
知
此
即

所
以
稱
為
「
苦
衣
」
之
理
由

此
外
以
這
類
較
大
的
一
片
毛
織
物
披
在
身
土
猶

如
斗
蓬
是
舊
約
里
先
知
們
所
慣
被
戴
的
因
而
由
披
著

這
種
斗
鐘
即
可
知
道
或
辨
認
出
先
知
來
(
區

u

‘
)

先
知
厄
里
受
給
承
厄
里
亞
作
先
知
的
接
受
了
厄
里
亞

先
知
的
這
類
外
衣
(
列
上

W
M
)
此
外
除
了
以
這
類

毛
織
物
外
有
時
也
以
獸
皮
當
作
衣
物
披
在
身

上
或
團

在
腰
間
厄
里
巫
師
是
如
此
(
列
下
l
s
)
新
約
時
代

耶
穌
的
前
驅
若
騙
他
原
貴
有
厄
里
亞
的
使
命
所
以
他

出
現
時
所
披
戴
的
正
如
厄
里
，
且
先
知
一
樣
(
見
瑪
3

‘

谷
1
8
)
不
過
這
與
古
時
狹
意
以
毛
織
品
做
成
的

苦
衷
已
有
小
小
的
區
別
了

(
義

)

皆 的貧 i支 1781 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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臘
帝
國
時
代
的
窮
人
最
為
可
憐
毫
無
保
障
到
走
頭
無

路
時
只
有
全
家
賣
身
寫
奴
受
富
貴
人
家
的
驅
使
這
是

舊
約
及
新
約
時
代
大
致
開
於
貧
富
不
均
的
社
會
背
最

以
民
在
它
的
初
期
時
代
亦
說
是
自
建
立
至
君
主

時
代
或
謂
自
它
自
半
游
牧
生
活
而
轉
向
定
居
生
活
的

時
期
間
貧
窮
似
乎
並
未
成
寫
當
時
社
會
或
宗
教
的
難

題
沒
有
貧
富
不
均
的
現
象
蓋
一
切
家
庭
都
在
過
著
貧

窮
的
日
子
直
至
它
在
許
地
定
居
之
後
開
始
有
了
個
人

事
業
的
發
展
有
了
商
業
上
的
往
來
有
了

金
錢
貨
物
的

出
入
有
了
個
人
家
庭
私
產
的
購
置
佔
有
再
不
是
全
族

或
金
支
派
的
共
同
產
業
時
格
外
是
自
君
主
政
撥
鐘
立

社
會
上
出
現
一
些
特
撥
人
物
特
權
家
族
全
體
百
姓
應

繳
納
賦
稅
及
體
力
服
仇
恨
之
後
才
漸
漸
在
以
民
間
出
現

了
貧
富
不
均
的
現
象

法
律
上
街
窮
人
的
保
障
梅
瑟
在
天
主
的
默
感
下

似
乎
早
就
注
意
到
了
這
種
社
會
情
形
即
將
出
現
故
此

在
他
的
法
律
上
也
早
說
訂
立

了
保
障
窮
人
利
益
的
條

文
凡
是
因
貧
窮
賣
身
為
奴
的
人
服
役
六
年
之
後
應
無

條
件
的
還
其
自
由
之
身
(
出
幻

2
)
盡
可
能
的
使
他

漏
誠
而
歸
(
申

的
H
l

H
)
安
息
年
上
窮
人
有
繼
自

由
摘
取
土
地
不
耕
而
自
生
出
來
的
果
實
(
出幻
M
H
)

判
官
對
窮

λ
的
訴
訟
不
可
歪
曲
正
義

(
出
幻
﹒
)
天

主
自
己
是
窮
人
們
的
保
護
代
窮
人
伸
寬
(
出
詔
缸
|

"
)
富
有
的
人
不
應
歷
迫
貧
窮
的
備
工
不
應
欠
壓
他

們
的
工
資

(
兩

圳
的H
M

)
相
反
應
大
方
地
向
窮
人
借

貸
施
捨
或
賜
予

(
申
芯
，
|

U
)
不
應
索
取
利
息
或



-
童
利
(
肋
鈞
品
1

肘
)
收
割
時
應
留
下
些
一
許
護
窮
人

的
一拾
取

(
晰
的
﹒
)。

.

.. 

一

先
知
們
替
窮
人
伸
寬
梅
瑟
固
訂
立

了
愛
護
保
障

一
窮
人
利
益
及
人
稽
的
法
律
但
是
緊
跟
著
社
會
環
淺
的

變
遷
以
及
貧
富
懸
殊
的
日
且
証
明
顯
窮
人
的
處
沒
日
漸

困
雌
雄
益
無
保
障
受
益
權
勢
人
物
的
欺
凌
壓
迫
這
尤
其

以
君
主
政
權
成
立
以
來
寫
最
正
在
此
時
出
現

了

一
批

瀚
具
大
無
畏
精
神
的
先
知
他
們
義
正
詞
嚴

地
向
富
貴

的
惡
人
斥
嚇
痛
責

(
亞
2
7
4
1
5
u
)

預
告
他
們

將
得
災
禍

(
依
5
8
)

因
為
他

們
「
屈
枉
小
民
的

案
件
剝
削
我
窮
民
的
權
利
據
海
寡
婦
和
劫
掠
孤
兒

」

(
依
m
z

)
「
壓
榨
殼
的
百
悅
折
潛
窮
人
的
臉
面

」

(
依
3

時

)
不
遵
守
與
天
主
訂
立
的
毀
約
(亞
2
J

故
此
天
主
將
毀
續
其
君
回

(
則
且
)
窮
人
部
將
邀
得

天
主
的
喜
愛
及
安
慰

(
依
m
u
)

要
首
先
聽
到
天

主
的
喜
訊

(
依
叭
叭1
)
上
主
自
己
將
是
他
們
的
救
主

(
耶
m
u
)

「
困
苦

」
「
貧
窮

」
的
人
亦
用
來
指
受
充
軍
磨

難
的
以
民

(
依
的
刊H
)
或
指
熙
雍

(
依
到

n
M
H
)

這
種
觀
念
使
後
期
的
一
些
一
先
知
尤
其
是
充
軍
之
後
的

先
知
及
一
些
學
詠
的
作
者
將
窮
人
與
熱
心
的
善
人
及

義
人
相
提
並
論
等
是
齊
觀
二
者
完
全
相
同

(
一詠
封
“

怕
闊
的
甜
的

-
mn
)。
充
軍
之
說
叫
鼠
的
處
境
問
然

的
權
貧
困
卑
微
常
受
巴
比
倫
汝
波
斯
強
權
的
壓
迫
他

們
惟
一
的
依
賴
只
有
上
主
天
主
諸
凡
投
奔
依
禎

上
主

的
人
自
然
是
心
地
謙
虛
普
及
及
熱
心
的
善
人

也

這
種
人

十 一 提1781 

的
祈
時
天
主
是
不
會
拒
絕
的
(

一
詠9
H
H
)

於
是
貧

窮
的
觀
念
有

了
變
化
它
不
再
是
只
指
純
社
會
階
級
的

受
苦
的
窮
人
而
吉
它
側
始
進
入
了
宗
教
神
學
的
範
園

不
只
指
一
種
現
質
的
情
形
而
更
是
指

一
種
的
現
質
生

活
的
態
度

智
肘
，
心
替上
關
於
貧
窮
的
言
論
所
謂
之
貧
窮
富
民

只
是
兩
例
相
對
的
觀
念
二
者
都
不
是
絕
好
的
好
或
怨

貧
窮
問
然
不
好
但
是
一
個
敬
畏
天
主
的
熱
心
窮
人
卻

遠
勝
過
邪
惡
的
富
人

(
多
4
n

詠
幻
M

彼
時
間
的
a

u
-
W
E

扭

m
e
訓
4

時
)
財
富
悶
然
好
位
打
不
以

正
義
的
手
段
存
積
或
利
用
則
緣
兔
犯
罪

(
德
U
M
)

健
康
強
壯
的
窮
人
勝
過
百
病
總
身
的
川
的
翁

(德
狗
H
)

但
兩
倒
顯
端
似
乎
都
不
U足
理
您
的
處
地
故
此
作
者
衷

心
祈
求
說

「
貧
乏
或
富
裕
勿
賜
與
我
只
供
予
我
必
泊

的
食
純
兔
得
或
吃
飽
了
背
叛
你
說
「
誰
是

上
主
?
」

或
是
過
於
貧
乏
因
而
行
竊
加
辱
我
天
主
的
名

」
(
激

狗
8
9
)
這
種
祈
禱
的
依
鐵
是
以
鼠
以
為
富
貴
或
貧

窮
皆
來
自
天

主
上
智
的
措
施

(
飯
2
2
m
H
德
U
H

見
中
的
u

撒
上
2

7

)
「
上
主
賜
的
上
主
收
問
」
(
約

人
貧
窮
的
原
因
多
次
是
由
於
人
的
懶
惰

(
嚴
6

M

u
m
‘

5

川
叮
叮
圳
的
M
l

H
)
勸
酒
過
度
(德
ω
1
)

生
活
符
侈
(
織
到
口
幻
叩
剖

德
間
也
自

)
固
執
於
惑

(
按
U
U
)
追
求
也
幻

(
績
也

u
m
m
)
想
發
城
附

等
而
來

(
波
m
n

m
n

)
當
然
除
7
這
些
人
為
的
原

因
之
外
天
然
的
災
禍
及
戰
爭
也

H

迫
使
人
致
筑
的
重
要

因
素
援
然
聖
經

上
絕
少
提
及

雖
然
如
此

約
怕
傅
仍

然
讀
笑
對
窮
人
大
方
跑
捨

的
美
德
(
約
的
H
H
m抑
自
H
M
M
)並
清
楚
地
抱
述
f

窮
人
的
可
憐
處
流
(
約
圳
的
2
U

)

谷
木
蘭
的

宗
教
凶
體
很
重
脫
貧
窮
自
動
甘
心
位

問
體
貧
窮
的
生
活
在
他
們
的
心
目
中
技
照
娶

一詠
的
〈

執
行
詠
9

叩

花
間
臼
等
)
窮
人
及
善
人
是
沒
有
分
別

的
菜
默
西
亞
亦
會
被
描
寫
為
貧
窮
人

(
西
9
9

)
但

是
公
元
七
0
年
以
前
的
經
師
們
對
於
貧
窮
卸
探
取
了

卑
視
的
態
度
認
為
是
天
主
的
懲
罰
是
應
盡
力
綠
燈
的

災
禍
相
反
的
財
富
如
是
天
主
祝
福
的

明
顯
表
飯
的

γ全

部
京
失
陷
之
後
才
又
重
新
提
倡
及
讚
美
貧
窮
的
善
人

在
新
約
中
雖
然
諮
約
關
於
貧
窮
的
言
論
非
常
之

多
而
且
線
組
走
貧
窮
在
宗
教
訓
肌
點
上
的
真
正
意
義
划

H

止
在
新
約
中
才
被
正
確
地
闡
明
出
來
耶
穌
封
於
貧
窮

的
一言
論
並
不
太
多
他
站
為
貧
窮
是
人
生
社
會
上
必
有

的
一
種
現
象
(若
也
8
)他
自
己
自
生
於
馬
槽
至
被
埋

葬
在
墳
墓
裹
一
生
過
了
貧
窮
的
生
活
以
實
際
的
行
動

指
出
了
貧
窮
的
可
貴
在
他
的
傳
教
時
期
是
由

一
批
熱

心
的
婦
女
及
菩
人
關
濟
他
的
生
活
需
要

(
路
8
3

)

故
此
他
可
以
過
然
地
改
「
狐
狸
有
穴
天
上
的
飛
烏
有

很
人
，
4

部
沒
有
枕
頭
的
地
方

」
(
路
9

時

)
他
也
如

此
教
訓
願
意
獲
得
永
生
的
古
少
年
應
變
質
一
切
所
街

施
捨
給
窮
人
然
後
以
隨
他

(
峨
的
自
5
u

目
等
)
有

財
殼
的
人
當
苦
阿
利
間

(
叫m
u
H口
1

H
6

M
s
l

H

U

甜
"
8
9

3

叩

H

等

)
並
般
戚
責
斥
狠
心
的
川
的
責



人
(
路
的
M
l
u
m
M
M
i
n
-
n
|
目
)
讚
美
只
給

了
兩
個
小
錢
的
窮
寡
婦
問
接
地
責
備
了
那
些
吝
齒
的

富
人
(
谷
U
U
|
“
等
)
宣
告
窮
人
將
得
一
幅
立
目
的
傳

報
{
駕
u
s

路
4
"
見
依
的
M
M
)
窮
人
或
科
貧

的
人
將
得
天
國
的
產
業
意
部
將
進
入
天
國
(
瑪5
8

路
6
卸
)
耶
穌
雖
然
視
財
富
為
人
進
入
天
闊
的
阻
閱

(
駕
6
u

凹
，

u
m
w
n|
m
谷
的
自
l
u
路
U
M
-

n
M
M
U
m
-
M
)
如
沒
有
要
求
改
變
社
會
的
現
象

應
當
注
意
的
是
新
約

上
貧
窮
的
觀
念
格
外
路
加

所
說
的
窮
人
與
當
時
希
股
文
化
界
所
說
的
窮
人
並
不

完
全
相
同
它
不
是
指
社
會
上
單
純
的
無
產
階
級
的
窮

人
而
言
它
的
出
發
點
是
基
於
宗
教
及
辦
學
的
觀
念

它
很
相
似
盈
詠
上
所
說
的
那
些
與
窮
人
等
量
齊
觀
的

「
謙
遜
卑
微
心
地
善
良
的
熱
心
人
」
他
們
清
楚
地
感

覺
到
自
己
內
心
的
空
虛
急
切
的
需
要
及
無
依
無
靠
的

處
境
因
而
只
有
天
主
是
他
們
的
依
賴
救
助
這
也
就
正

是
瑪
質
所
說
的
那
也
一
有
一
曠
的
「
神
貧
的
人
」(瑪
5

8
)
基
於
新
約
對
道
德
倫
理
的
強
調
所
謂
之
「
紳
貧

的
人
」
只
能
基
於
以
上
所
說
的
來
解
釋
即
是
那
些
不

貪
戀
世
物
不
將
心
靈
置
於
財
富
之
上
而
自
知
一
無
所

能
在
物
質
及
精
神
方
面
完
全
依
恃
上
主
的
人
換
旬
話

說
貧
窮
的
精
神
在
新
約
中
所
主
要
強
調
的
是
人
越
有

內
心
貧
窮
的
精
神
也
越
能
真
正
實
行
外
在
的
貧
窮
以

-
及
自
廠
的
貧
窮
(
谷
ω

訓
等
)
這
種
思
想
|
|
自
願

叫
川一的
貧
窮
|
|

在
研
制
上
是
談
不
到
此

戶

開
於
貧
窮
的
言
請
在
其
他
新
約
的
書
籍
中
不
甚

1782 十一輩

刪
去
品
但
是
我
們
知
道
聖
保
祿
的
確
會
以
他
的
言
行
勸

魁
外
方
教
會
的
信
友
們
要
大
方
關
濟
耶
京
的
貧
苦
教

會
(
迦
2
叫
暉
稚
的
M
)
他
並
切
望
富
有
的
要
將
自
己

多
餘
的
財
產
分
施
給
窮
人
以
彌
補
貧
富
不
均
的
缺
憾

(
格
後
8
H
)
要
效
法
耶
穌
「
他
本
是
富
有
的
錯
了

你
們
部
成
了
貧
困
的
好
使
你
們
悶
著
他
的
貧
困
而
成

為
富
有
的
」
(
格
後
8
.

參
見
格
後
8
9

兩
章
)
保

旅
本
人
在
他
的
傳
教
生
活
上
也
嘗
試
了
不
少
貧
窮
的

苦
口
味
(
格
後
6
3|

9
)
更
露
骨
地
將
對
窮
人
的
愛
護

之
情
表
達
出
來
的
要
算
是
雅
各
伯
(
雅
1
.
u

2

1

1

H
5
1
1

.
)
初
期
教
會
的
信
友
們
甘
願
過
實

際
的
愛
德
及
濟
貧
的
生
活
「
眾
信
徒
們
都
是
一
心
一

意
凡
各
人
所
有
的
沒
有
人
說
是
自
己
的
都
歸
公
用
」

(
宗
4
"
)
以
致
「
在
他
們
中
沒
有
一
個
是
貧
乏
的

人
」
(
宗
4
M
)
故
此
他
們
的
團
體
實
在
堪
稱
為
一

例
理
想
的
固
體
應
當

注
意
的
是
教
會
的
初
與
在
當
時

的
羅
馬
大
帝
國
時
代
是
惟
一
的
一
個
自
貧
窮
及
下
層

社
會
的
分
乎
所
組
成
的
一
叫
他
迷
動
它
一
反
其
他
一
切

組
織
及
運
動
的
現
律
是
由
下
而
向
上
發
展
的
無
怪
當

時
人
都
稱
它
是
一
個
微
不
足
道
的
窮
人
社
國
|
|
教

會己 ì~ 1782 
有有企~
以幣玄之 見

金湘u ~ 財
銀的苦葦i 'it. 、
作存.---.. 乏
交在。;::;:: 德、
易倡， 昌單 乞

之在 Ea 丐。
事學~

實經i 皆 世
( 第是間

如一 以最
創i 本 物初
23 書 易諸
凹 的 物民

M 記的族

)，教交的(
這上， 易 ， 交串串
證卸並 易.~

明
捏

一經
初
期
時
代
的
文
化
已
達
到

了
相
當
的

水
平
寫

避
兔
每
次
交
易
對
金
銀
衡
量
之
麻
煩
而
有
一
定
靈
童

金
銀
鑄
塊
之
存
在

(
見
撒
上
9
.
)
但
這
還
不
能
被

稱
寫
正
式
適
用
的
貨
幣

墓
地
的
貨
幣
墓
地
之
有
貨
幣
當
始
於
技
斯
帝
國

時
代
也
就
是
在
充
軍
之
後
聖
地
在
法
斯
的
統
治
之
下

利
用
了
它
的
錢
幣
但
此
說
固
然
可
靠
可
惜
時
至
今
日

考
古
學
者
仍
未
能
在
草
地
發
現
這
種
帝
國
古
幣
的
樣

本
所
見
者
僅
是
少
數
帝
國
行
省
用
的
小
錢
幣
其
幣
面

刻
有
「
蚓
划
」
字
比
囡
囡
叫
封
之
遠
征
及
其
刷
刷
蜘
文

化
的
發
揚
光
大
才
正
式
將
幣
制
施
用
於
全
蚓
劇
大
帝

國
並
建
立
了
二
十
個
鐵
幣
廠
其
中
之
一
就
在
聖
地
的

阿
苛
城
其
後
在
色
宴
苛
王
朝
的
衰
落
時
期
各
地
盛
行

地
區
性
質
的
錢
幣
女
提
約
古
七
世
特
准
息
孟
瑪
加
伯

鑄
製
自
己
本
國
的
貨
幣

(
加
上
M
U
z-

-
)
但
猶
太

人
在
歷
史
上
第
一
次
真
正
獨
立
鑄
製
自
己
錢
幣
的
事

R
m
是
在
制
割
斷
爾
科
詞
寫
蚓
蚓
首
領
的
時
也
大
約

是
在
公
元
前
一
一

0
年
左
右
猶
太
人
的
錢
幣
正
式
問

世
通
行
這
些
貨
幣
的
樣
本
有
不
少
被
保
存
於
巴
力
斯

坦
反
耶
路
微
冷
方
濟
會
聖
經
學
會
的
博
物
館
中

黑
落
德
王
朝
時
代

(
公
元
前
三
七
l

公
元
一
。

0
年
)
因
其
版
圖
之
演
滴
足
可
與
微
羅
瀚
王
朝
健
美

放
在
不
同
的
地
區
設
有
不
同
的
幣
制
且
以
盡
量
符
合

各
地
的
民
情
為
要
旨
如
在
阿
爾
錯
勞
及
安
提
帕
的
分

封
侯
區
內
通
行
清
一
色
的
猶
太
錢
幣
在
斐
理
伯
及
阿

格
黎
怕
的

所
轄
區
內
部
以
希
磁
羅
馬
貨
幣
筒
主
公
元



一-司

了
八
年
阿
爾
絲
絨
被
革
職
能
更
有
點
關
法
督
的
幣
制
實

卅
一
行
於
連
成
直
至
問
制
皇
帝
時
比

一
公
元
六

六
年
蚓
划
與
掛
蚓
戰
爭
爆
發
為
紀
念
比

一
戰
箏
在
聖
地
中
鑄
製
了
新
的
銀
幣
以
一
個及
半
個

「
協
刻
耳
」
者
為
主
並
第
一
次
出
現
了
價
值
較
低
的

銅
軌
制
划
入
大
敗
於
組
閣
後
又
有
以
「
佔
領
蚓
划
之

後
」
馬
名
的
貨
幣
出
現
大
都
是
直
接
鑄
於
羅
馬
及
一

部
份
錢
於
凱
撤
勒
雅
公
元
三
二
二
l

一
三
五
年
猶
太

人
E
動
苛
刻
巴
倡
導
第
二
次
反
羅
馬
戰
爭
此
時
猶
太

人
將
帝
國
行
省
的
各
種
錢
幣
重
新
鑄
印
上
自
己
的
標

幟
外
表
精
美
花
樣
繁
多
此
時
他
們
在
迦
線
及
附
市
刻

關
按
有
自
己
的
製
幣
臨
陣
在
此
時
期
也
就
是
自
第
一
做

紀
末
至
第
三
世
紀
末
是
為
猶
太
製
幣
的
黃
金
時
代
也

是
考
古
學
者
們
研
究
的
主
要
對
象
其
後
因
羅
馬
帝
國

的
衰
弱
及
經
濟
的
破
產
墓
地
的
製
幣
時
代
也
進
入
了

尾
聲

見
銀
錢
德
納
達
瑪
狄
遠
瑪
斯
塔
特
度
最
衡

(
說
)

的
』
乏
必
令
官「
〉
昌巳
n
o

J
貪
財
無
厭
預
約
中
為
表

2
5
4

三

E

E
C

之
一
本
這
種
貪
財
的
心
忱
並

無
特
別
專
用
名
詞
普
通
是
用
「
自
飽
私
慾
」
或
「
不

義
之
謀
利
」

(
出
的
創
依
犯
臼
等
)
來
代
咎

@
天
主
斥
責
貪
婪
在
舊
約
中
有
約
"
訕
訕
扭
詠
位

u

織
1
H

U
M

依
5
8
.
M

耶
6
時

8
u

則
"
盯
等

在
研
制
中
除
了
有
制
劃
制
(
職
鈴

H
|

闊
的M
叫

μ

制
n
s

s

制
必
4

l
e
)
阿
納
尼
般
及
其
妻
子
撒

十一輩1783一凹的

劃
蚓
(科
5
!
u
)

的
忠
扎
並
其
悲
慘
的
下
成
以
作

懲
戒
外
性
有
耶
穌
投
去
徒
們
的
明
確
斂
圳
指
山
山
貪
婪

是
接
受
一
瞞
吭
目
的
大
此
時
(
問
6
u
晰
的
臼
叭
叭

7

且
)

是
神
職
人
，
川
皮
傳
教
試
腳
地
梅
力
M
W燈
的
(
弟
前
3
3

鐸
1
7

瑪
ω
8
的m
U
H
O
n
)

@
貪
婪
討
人
布
川
青
無
利
使
人
不
能
安
心
占
于
是
卅
日

有
的
正
義
乏
似
(
闊
的
時
圳
2

目

6
2
M
a
1

叫

“

1
2
)
使
人
心
便
如
鐵
石
的
他
人
的
汗
痛
無
動
必
反

(
船
上
幻
u

趴
下
5
T
)
使
人
遠
離
天
主
而
做
拜

邪
艸
(
倒
鉤8
9

間
的
自
圳
5
5
)
。
人
自
受
貪
心
的

師
們
難
(
制
幻
叩
山
間

H
N
U
)，
驅
使
人
強
的
他
人
的
財
物

(
俏的
盯
)
，
山
山
賞
自
己
的
兄
弟
(
河
下

ω
m
l

自

)

歷
迫
病
弱
的
人
(
筱
泣
7

鉤
H

划
的
口
凹
亞
8

4

l
l

e
)
這
種
人
不
能
入
天
國
(
羅
1
m

|

扭
)

(
特
)

M
K
圭
和
文
几
又

志
岳
。
H
E

J
聖
經
上
數
個
地
方

w
g
E

仇
U
時
間
4
f
ω
5
3
3

、

-

E

l

d
-
t
l
y

J

、
的
名
且
不

@
「
五
城
區
」
的
一
位
城
市
(
創
沁
刊
)
它
的

關
半
舍
默
貝
爾
被
叫
蚓
烹
制
糾
喇
蚓
叫
剛
放
其
聯
軍

所
以
敗
(
的M
2
8

刊
)
又
因
其
晶
晶
質
瀚
盈
被
天
火

所
毀
滅

(
創
的
剖
l

間
)
約
瑟
曾
向
南
性
復
到
它
的

滅
亡
(
叫m
目
)
歐
瑟
亞
先
知
也
以
它
作
為
警
告
人

民
的
例
子
(
歐
U
M
)
它
現
今
的
確
切
地
點
已
不
能

就
W
H只
知
它
應
在
從
海
的
南
部

@
山
谷
名
它
與
前
者
一
名
在
原
文
上
本
不
相
同

但
凶
中
文
譯
音
相
近
故
將
之
放
在
一
起
它
是
本
雅
明

支
派
的
一
個
山
谷
在
湘
軍
鳳
蜘
與
制
出
河
曠
野
之
間

由
此
處
刷
刷
針
特
人
也
兵
攻
打
倒
制
到
(
刷
上
U
H

M
)
就
是
現
今
名
岡
山
川
達
巴(
〉
宮
。
谷
"
)
的
山
谷

別
副
水
意
譯
作
「
袋
披
山
谷
」
音
譯
作
「
責
披
股
山

符
」

@
蚓
刻
的
一
座
城
市
充
軍
歸
來
後
本
雅
明
支
派

人
定
居
於
比
(
由
下叫
“
)
。
它
現
今
確
在
何
也
學
者

們
意
見
不
見
故
未
能
有
合
理
的
答
梟
(
韓

)

的
三
主
晶
。
全
區
「

N
Z
n
e

r
J
地
名
是
厄
弗
辣
大

7
-
E

越
車
上
吧
t
h
f
F
Z

舍

、

三

l
d
a
E
J
-
3

/

、
山
區
的
一
個
村
莊

南
北
分
裂
也
北
國
叫
創
州
的
第
一
位
君
王
雅
洛
貝
罕

山
川
生
於
比
(
則
上
U

H
)
。
考
古
學
者
成
以
為
它
就
是

現
今
的
制
制
刷
刷
刷(
o
g

c
g
ω
自
各

)
村
在
位

於
制
制
西
南
約
三
十
五
公
里
處
此
村
莊
的
一
個
水
泉

仍
保
存
了
原
來
的
村
名
叫
賣
勒
遠
水
泉

(
緯
)

望
貝
魯
雅
(即
詰
7
)女
人
名
言
「
陣

--
1
d
1
1
9

4

過
香
料
的
」
是
達

喇
的
姊
妹
(
編
上2
M

)
生
有
三
子
阿
彼
瑟
約
阿
布

及
叫
制
到
(
刷
上
鉤
e

幟
下2
H
U

端
上
2
M
)
普

通
在
斟
船
上
皆
以
父
名
來
指
示
子
女
的
來
歷
而
此
處

部
強
調
母
親
的
名
字
這
可
能
是
由
於
責
魯
雅
是
達
咪

王
的
姊
妹
的
原
故
(
見
幟
下
口
自
)
。
(
韓
)

望
貝
瑪
辣
間
的
詩
句
)
昆
主

三
j
z
J
t
d

y

山
名
其
意

不
詳
可
能
有
「
證
接
」
或

「
對
婆
」
之
意
(
?

)



@
本
雅
明
文
}
似
的
北
部地
方
名
在
同
蚓
阿
蚓
凹

與
貝
特
耳
之
間
(
如
晰
的
自
)
其
目
前
確
切
的
位
置
已

無
從
考
證

@
是
厄
弗
辣
困
山
地
的
一
個
山
樹
名
在
這山
樹

上
蚓
蚓
國
王
剛
制
制
與
北
國
叫
創
刊
子
民
交
戰
之
航

向
在
那
褻
聚
集
的
北
國
士
兵
和
國
王
發
表
了
宣
戰
宣

言

(
編
下
口
‘
)
(

韓

)

叩
開
位
主
主
□
匕
隊
阻
「NG
Y
S
E
Y
J

的
三
主
今
￡
E

川
局
A
W
/
F
Z。
2
2

」

人
名
意
謂

「
上
主
(
雅
威
)
珍
藏
」
舊
約
中
具

有
此
名
者
凡
三
人

(
一
)
編
上
6

刮
目

記
載
一
位
劃
制
問
耐
性
他
是

刻
哈
特
家
族
的
肋
末
人
是
塔
哈
特
的
兒
子

(
二
)
匣
6
M
H

記
敏
一
名
叫
賣
法
尼
雅
的
他

是
從
凹
叫
制
罔
來
住
在
闖
京
的
制
到
制
的
父
點

(
三
)
耶
幻
1

扭
扭
幻
a

扭
扭
則
下鈞
M

另
外

提
到
一
個
責
成
回
雅
他
是
瑚
剛
倒
雅
司
祭
的
兒
子
他

會
兩
次
被
輯
到
王
問
德
封
組
派
遣
去
見
耶
肋
米
亞
求

先
知
懇
求
上
主
救
護
蚓
乳
免
受
凹
叫
制
大
軍
侵
犯
當

時
假
先
知
創
瑚
蚓
已
充
軍
到凹出
骷
這
位
假
先
知
白

了
封
信
給
責
法
尼
雅
信
的
內
容
是
鼓
勵
他
拘
捕
刷
刷

米
亞
責
法
尼
雅
把
舍
瑪
雅
的
信
當
面
讀
給
恥
耐
心
耿
亞

祖
師(
m
M
U
M-
u
)。
從
對
瑚
甜
的
信
得
且
那
時
劃
出

-問
到
「
代
替
司
祭
制
制
劃
為
司
祭
」
「
且
「
作
上
主
的

情
一
般
字
的
監
督
」
(
間

m
H

可
這
個
名街大
概
等
於
刷

-
M
MH用
以
指
他
而
使
用
的
「
刮
大
司
祭
」
之
名
亂
末

7
υ

1788-1793 十一輩

他
被
岫
愣
住
劉
則
出
城
符
凹
出
制
王
科
封
副
所
殺
(
圳

下
忱U
U!

訓
)
(

巾
由)

m
w
k司司
軍
反t
E
A
U司且
寸
「
N
O
Z
Z
O
E主

V
U三
主
5
3
2
3

心
門
引
F

/
r
f
r
z
ι
\

人
名
其
意
不
詳
是
制
制
制
艾
扳
蚓
劃
酬
的
兒
已

此
人
沒
有
留
下
男
兒
而
終
只
生
了
五
個
女
兒
郎
瑚
蚓

拉
諾
阿
屬
革
拉
沫
耳
加
及
皮
爾
匣
這
五
個
名
字
也
是

當
時
的
城
名
可
見
二
者
之
中
是
有
密
切
關
聯
的
(
門

鈴
臼
編
上
7

時
)
這
五
個
女
兒
在
父
親
死
後
向
制
劉

素
求
只
有
男
平
才
有
權
分
得
的
產
業
制
封
基
於
「
為

兄
弟
立
桐
」
及
「
喜
年
」
法
律

(
晰
鈞
M
U

制
衍

1

刊
)
答
應
了
她
們
的
要
求
允
許
她
們
分
得
亡
父

的
家
產
但
她
們
只
能
與
本
文
派
的
人
結
婚
兔
使
財
產

流
入
其
他
交
派
(
門
幻
I
l

8

) 。

(
韓
)

見
喜
年
代
兄
弟
立
制
作

心
月
后
也
「
峙
。
Z
J

純
是
以
木
材
製
造
的
一
種
器
具

r
i

』

;

z
m
c
g
\

用
來
為
束
縛
牛
或

E
m以從
事
耕

種
或
投
車
平
常
是
將
一
叫
到
牛
或
一
對
馬
以
純
連
結
在

一
齊
使
其
山
力
個
叫
人
服
我
故
此
在
制
制
刺
文

L
「
艇
」

以
用

「
一
雙
」
或

「

一
對
」
來
代
起
這
怨
我
國
向
來

以
農
業
馮
主
的
人
民
是
很
易
瞭
解
的
所
不
同
者
只
是

在
中
國
扼
只
用
於
牛
而
馬
趨
所
用
者
則
稱
為
套
並
且

在
我
國
每
一
雙
從
事
耕
種
或
拉
車
的
牛
都
有
自
己
單

獨
的
風
並
不
如斟船
上
所
說
的
純
是成雙
成
對
此

里
經
上
調
凡
買
過
蜓
的
牲
畜
不
能
再
用
作
祭
品

而
奉
獻
於
天
主
(
間
的
2

制
幻
3

樹
上
6
7
)
。
除
此

之
外
更
有
不
少
寓
意
或
借
態
的
說
法
比
如
先
知
會
提

到
「
鐵
蛇
」

(
耶
m
u
見
叫
咱
叫
“
)
其惹
不
過
是
在

象
做
奴
隸
生
活
的
苦
難
及
其
沉
重
的
資
但
「
頁
蜓
」

亦
是
受
造
的
人
類
服
從
天
主
蜜
意
的
象
做
(恥
2

叩
)

或
以
民
向
其
他
列
強
稱
臣
納
責
的
說
法

(
山間9
3

ω

盯

M
品
)

在
新
約
上
接
受
信
從
耶
穌
的
一
福
音
亦
稱
為
背
頁

耶
穌
的
親
但
他
的
純
是
柔
和
的
他
的
迫
于
是
經
鬆
的

(
瑪
刊

詞
叩
)
(
緯
)

m造
物
主
(
?
2月
)

"
的
問
巨
司
\
P
E
E
E
Z
J

口
耳
目
制
缸
戶
開
σ
Z
Eω

J
見
醉
酒

閑
時
刊q
h吋
「
~I
EE
τ
J是
食
肉
的
哺
乳
動
物
屬
狗

r
t

函

、
j
i

古
巴

E

、
類
長
六
卡
五i
七
十
公

a
h

另
加
尾
巴
約
三
十
公
分
腿
長
四
十
l

五
卡
公
分
故
絞

其
體
積
應
是
紛
狼
及
狐
狸
之
間
的
一
一
種
動
物
毛
晏
金

黃
色
背
部
署
黑
故
有
「
金
狗
」
之
名
於
草
原
及
曠
野

中
成
軍
而
居
夜
間
習
長
鳴
鳴
立
自
刺
耳
動
作
十
分
敏
捷

夜
間
進
入
居
民
區
覓
食
飢
餓
時
竟
掘
墓
覓
食
這
種
特

性
見
於
聖
經
及
古
代
著
作
及

藝
術
中

出
產
此
種
動
物

的
地
方
是
非
洲
亞
洲
南
部
及
歐
洲
在
墓
地則
特
別
眾

多
至
今
仍
可
見
到

聖
經
上
有
三
個
名
詞
來
稱
呼
此
種
動
物
正
因
如

此
歷
來
的
譯
本
將
牠
譯
成
不
同
的
走
獸
狐
狸
龍
蛇
刺

猜
駝
鳥
野
鐘
海
妖
貓
頭
鷹
等
恩
高
譯
本
譯
作
「
野
狗
」

。

見
創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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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
)

U
H瞳
1
←
「
「
宅E

。
H
J
是
一
一
種
性
情
暴
燥
力
量

旬
，
M
m
E
L
F叫
門
→
|
'
，2
3
.
3
3•• 
s
h
B

』
。

l
l
l
l
l

E
t

昌
」

f
E
E
E
E

很
大
似
牛
的
動
物
希
伯

來
文
的
名
稱
來
自
亞
述
文
的
「
勒
木
耳
目
」
有
「
山

羊
」
之
意
考
古
家
會
發
現
了
許
多
在
亞
述
帝
國
時
代

國
王
外
出
尋
這
種
野
牛
的
壁
畫
同
碑
文
關
於
這
種
野

牛
草
經
上
多
次
提
及

(
戶

n
n
圳
的8
申
叮
叮

約
m
m
9

叫
一
詠n
n
m
e
的%
u
依
叫
汁
，
等
)
(
韓
)

個
月
壇
苟
企
「
「
悶
。
矣
，
苟
且

J
由
即
一
一
經
有
關
的
上

的
M
E
A
斗

/
p
s
o
E
E
E
\

l

』•• 

-
』
'
"
、
是

下
文
可
以
斷
定
是

一
種
鹿
屬
或
羊
團
團
的
動
物
但
斷
定
牠
的
確
為
什
麼
動

物
幾
乎
是
不
可
能
叢
學
經
上
有
許
多
動
物
名
詞
我

們

不
知
牠
們
的
真
正
所
指
及
其
類
別
的
劃
分
這
襄
所
可

確
定
的
是
一
種
古
時
生
長
在
巴
力
斯
坦
福
羊
屬
動
物

被
梅
瑟
列
入
潔
淨
|
l
即
可
食
|
|
動
物
之
中

(
申

M
S
)
(

韓

)

M
m嘻
通
治
區
「
還E
E

早
就
是

未
受
馴
服
的
驢
其

U
H
J
點
離
/
。
E

間
Z
K

身
體
比
較
高
九
強
壯
有

力
性
好
自
由
軍
居
於
荒
野
之
地
(
約
"
7
見
歐
8
9

依
刊
叫
“耶
2
H
M
e

詠
山M
U制
6
5

圳
的s
德
口

H
)

故
甚
難
馴
服
在
草
地
的
南
方
格
外
在
死
海
附
近
屢
見

不
鮮
(
約
-
v
n
s
|
8
)約
伯
傅
並
提
到
牠
的
驢
駒

(
約

叮
叮
)
聖
經
亦
曾
以
牠
的
野
性
來
形
容
人
比
如
依
市

瑪
耳

(
創
的
問
)
(

韓

)

十一畫179(-1800 

制
訂
唱
主
訂
←
司
三
個
戶
已
。
。
c
a
J
在
厄
里
受
先

呵
，
刮
目
缸
，
‘
雪
唔
唔
各
層
a
u
r
，
可
3
4
〉

3
4
1
.
T
-
0

、

-
t

白
，

-
A
l
-

-
f
i
f
-
-
0

、
知
所
顯
的
奇

蹟
中
有
一
次
將
毒
物
化
為
食
物
(
列
下

4
"
-

u
)

即
將
毒
果
化
您
可
食
之
果
這
種
毒
果
在
聖
經

上
有
一

專
用
名
詞
恩
高
本
很
籠
統
地
譯
作

「
野
果
」
它
原
來

是
瓜
類
之
屬
果
子
狀
似
橘
子
味
甚
苦
有
瀉
肚
及
嘔
吐

作
用
其
狀
似
野
葡
萄
樹
是
學
屬
種
物
亦
是
耶
京
聖
殿

中
銅
海
上
雕
刻
的
裝
飾
(
列
上

6
u
7

間
l

恩
高
譯

本
正
確
的
譯
作
「
飽
瓜

」
)

「
野
諭
萄
」
顧
名
思
義
即
知
是
一
種
極
劣
等
的

葡
萄
其
味
酸
苦
不
堪
故
不
能
食
古
時
叢
生
於
地
中
海

沿
岸
今
日
仍
見
於
敘
利
亞
北
部

(
韓
)

的m
嘻
司
主
K
悼
剖
「
g
g
B
。

Z
J

墓
地
的
野
桑
樹

7
H
U
E
3

唱
司

d

幢
』

F
P

1

〉
1

〉
1
4
3

、

-
i
;

三
』

f
l
i
t
c
h
-

、
是
相
當
普
遍
的

格
外
見
於
地
中
海
沿
岸
平
原
地
帶

(
見
列
上
m
盯

編

干
I

H
)
但
在
約
伯
河
及
南
方
乃
革
布
曠
野
地
區
亦

屢
見
不
鮮
它
的
果
實
像
似
無
花
果
但
體
積
較
小
且
味

道
粗
糙
是
以
必
須
在
成
熟
之
前
且
以
割
刺
才
可
以
吃

食
這
大
概
就
是
先
知
亞
毛
斯
被
召
之
前
的
職
業
之
一

(
見
亞
7
H

)
達
味
在
調
整
政
務
時
派
巴
耳
哈
南
主

管
這
種
樹
木
(
編
上
幻
且

)
由
此
可
知
它
的
木
材
是

國
庫
的
重
要
收
入
之
一

在
新
約
上
只
見
於
路
加
福
音
其
一
暗
示
這
種
樹

木
的
根
深
蒂
固
(
路
口
6
)
其
二
是
見
於
匣
凱
罔
頭

的
記
載
中
創
世
凱
四
川
能
更
清
經
地
看
看
耶
穌
爬上
了

一
棵
野
桑
樹
(
的m
m
w‘
)
(

韓

)

帥
"
隨
羽
詢
問
肺
白
色
「
g
F
E

。
-
z
o
/野
橄
欖
樹
與
普

7
M
E
U
N
V
H
N
U
/

。
z
z
g

』

i

，
』

m
E

』

f

J

、
還
好
橄
欖
樹
的

分
別
在
於
前
者
果
實
細
小
枝
條
多
刺
後
者
則
果
實
肥

碩
技
條
無
刺
聖
經
上
也
清
楚
的
將
二
者
分
別
開
來
比

如
撒
羅
橋
建
殿
時
所
用
的
橄
欖
木
在
原
文
上
說
明
指

前
者
而
言

(
列
上
6

且
缸

，

臼

見
依
叫
“
)

聖
保
祿
會
言
入
教
之
外
邦
人
猶
如
野
橄
欖
樹
校

被
接
插
在
質
地
良
好
的
猶
太
橄
欖
樹

上
(
羅
口
口
|

剖
)
保
祿
的
用
意
固
然
良
好
可
解
但
所
取
之
比
喻
似

乎
是
倒
行
逆
施
了
葦
農
人
大
都
是
以
好
樹
摟
在
壞
樹

上
以
求
其
果
實
之
轉
劣
為
優
聖
保
祿
自
己
也
會
注
意

到
了
這
種
作
法
的
不
正
常
(
羅

U
H
)
但
他
的
用
意

是
良
好
的
就
是
他
在
告
訴
那
些
由
外
邦
而
悶
頭
入
敬

的
人
他
們
所
得
的
是

天
主
特
別
的
恩
寵
只
有
天
主
自

己
可
以
作
到
故
此
歸
依
教
會
的
人
次
不
可
沾
沾
自
喜

而
生
傲
心
(
韓
)

則
全
高
缸
"
「
囡
"
已
。

"
J是
死
去
的
人
所
居

的
地
方

-
m
r
l
F

，
、

恩
高
本
譯
作

「
陰
間
」
或

「
陰
府

」
(
瑪
的
M

宗
2

盯
缸
)
是
死
亡
的
代
名

詞
(
見
默
l
u
6
a
m
u
u

格
前
的
時
)
它
猶
如
地

獄
在
地
的
下
面

(
瑪
U
H
路
m
u
)

「
陰
間
的
門
」

(
瑪
的
油
)
是
死
亡
之
神
亦
即
是
毀
壞
及
喪
亡
的
象

徵
這
個
名
詞
雖
然
舊
約
中
已

見
到

(
見
達
3
M
)
但

因
筒
約
的
啟
示
仍
未
達
到
它

的
固
漏
地
步
故
此
種
約

的
「
陰
府
」
或
「
陰
間
」
不
能
作
現
在
神
學
上
所
說

的
地
獄
講
而
只
是
籠
統
地
指
死
人
的
居
所
在
默

示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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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上，
所陰

_~ti. íiL nu 
F 月且使

1年。(從
野、i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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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兩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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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i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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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

十 一 I!í

(
油
料
)

制
岱
)
向
明
閱
(ω
宮
。
二
、
站
是
-
H
A
判
死
人
怯
底
的

，
且
，
白
E
F
-
-
E
w
a
a

p

、
、

1

、
!
A
f
h
L
4

，
}
一

l
i

也
好
刊

u
i
-
-
h
H
N
r

尸f
i
汁
和
供

足
以
叫
叫
做
的
它
以
人MN仇
的
地
市
凹
的
中
心
地
上
的
天

t
t
l
f、
主
的
，1，
也
均
「
的
山
川
川
川
是

I
L莉
的
M
u
h
A
小

過
聖
經
上
所
泣
的
m
K
A與
其
他
民
展
的
紋
測
是
不
吋

的
狗
叫
相
結
叫
一
何
法
可
的
U

心
，
也
沌
，
竹
凡
役
的
代
扎
足

以
人
人
平
等
仙
，
比(
例
M
g

口
站
附u
u
n
)

。

那
H
起
一
糾
內
，
以L
州
的
所
扣
除
的
地
趴
允
滿
心
、
內
句

爛
蚓
訟
位
且
不
到
大
主
的
即
在
特
更
不
能
站
m
h上
主

ij51 (
-
冰山
口
6
6

伙
兒
M

)
u
t
一
去
f
小
叫
做
堪
的
地
方

(
約
Mw
n
)
寂
靜
被
人
迅
忘
扎
扎
良
亡
的
地
區
(
圳
特

'

。

口
剖
M
U
)
是
一
使
深
圳

這
種
問
於
陰
間
的
吋
悲
觀

A
A位
素
叫
叫
上
的

「
彼
T
C

叉
「
爪
叫
‘
不
叫
」
的
迫
烈
的
芽
之
訊
問
才
料

次
消
失

(
注
叫
“1

1
3

圳
2
1
"
5

H
H

) 3

師
，
位

間
"
、
品
專
為
在
叫
必

J
的
地
孔
，μ犯
別
叫
上
是
非
常

明
顯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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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27 習 i!i!. 陶

老. Q，士，匠
陶 38 不 作1 之
器 20 鮮巡坐
的卸 的，附於
.':1\ 依p吧~ ?:g 從
土.45 經i 的車
也 ，土莉，另
是表i 亦 間 . H 付
11 4 ~主直到)

。
，

m
r鑽
去
1
山
叩
門
，
所
采
小
吋

P

叫
做
的
喘
口
口
品HK竹
古
時
圳
蛇
出
，

付
有
陶
阮
仁
命
的
組
織
(
晰
的
1
4

閔
行
7

制
呵
呵

的
)
桔
紅
仰
的
附
L

玄
縫
的
品
收

(
叫
上
4
目
)
。
瑚

倒
叫
史
的
、
叫
推
倒
U
H

謂
人
用
樹
瀏
蚓
貸
資
耶
穌
的

。

一

-
r
w
必
災
叫
「
了
某
一
陶
忱
的
地
位
(
叫
U
M
)

除
此
之
外
陶
-
L

反
陶
器
在
對
叭
叭
上
亦
有
它
的
象

。
，
〉
3
‘
e
s
、

似
的
川
心
交
r
h
u
A的
作
品
們
的
仙
述
大
主
造
人
肉
身
的
當
此

放
照
、
'
的
時
叫
叫
仆
削
他
解
力
之
所
丈
仙
似
給
當
地
利
用
了
陶

L
的
的
們U
H叫
ψ
J
T

尸
止
人
的
身
何
亦
是
天
主
的
出
峻
的1

你
仁
位

(
例
2
7
8
)
而
科
m
q亦
從
明
了
人
悅
的
情

造
祕
扣
州
，
k

的
化
卅
s
成
份
仆
心
令
相
比

依
山
川
志
必
先
知N
W抽
叫
陶
仁
在
相Rb
M
-
寺
、
、
王
村
口
必
一

切
交
-
u柄
的
紹
對
主
揪
(
如mH
HN
自
衍
，

μw
u
h
兒

<
50

.

心
你
泌
的
抽
)
陶
比
之
拉
山
h
l札
陶

i
的
恆
的
確

H
A不

可
叫
d
u
H
λ
圳
T
h
J小
泌
的
它
的
恨
，
攸
迂
造
物
以
抗
上
主
的

山
川
佇
立
且
(
依
的M
M竹
?
但
)
。
陶
院
卅
日
己
的
臼

山
來
哎
呀
肛
邪
艸
偶
像
H
K悠
長
的
事
(
側的
7
1

問
)
，

陶
付
川
川
口
地
的
代
斗
人
來M
X這
小
川
陶
然
的
刊
的
唉
，
趴

。
，

夫
、f
f時

4次
刊
A
H般
的
絕
對
內
附
在
的
於
時
代
不
、
主
n

悅

間
切
刊
叫
他
依
巾
仆
巾
地
伸
瘦
了
叫
民
(
的
刊

M
U
I

H
)
從
教
會
的
糾
糾

n
d

多
的
外
級
人
沒
叫
圳
人
川

防
治
了
一
批
少
紋
的
教
徒
1

基
督
徒
(
制9
?

。

(
韓
)

削
個
吋
恆
。
「
而
n
E
B
M
E
J
陶
器
的
主
要
原
料
H
E
訟

劃

R
r
E
T
/

「
O

E
E
R
ξ
L它
的
化
學
成
份
是

(
〉
-
"
。
“
-
N
訟
。
"
N
Z
N
O
)
矽
酸
鋁
悅
並
含
有
其 的

叫
你
質
符
謝
之
以
水

k
川
成
花
闢
吋

Y沁
人
陶
必
製
作
器

血
中
凶
古
時
亦
稱
瓦
器
翎
者
問
甘
狀
況

m
f
m

對
型
經
考
古
模
的
重
要
在
整
個
占
中
東
地
區
有

大
忱
的
陶
低
或
陶
器
碎
片
出
丸
陶
器
的

發
見
不
但
使

科
們
叫
盼
它
的
質
科
偽
造
的
精
巧
及
文
化
的
程
風

而

最
主
要
的
還
是
使
我
們
得
以
獲
定
它
的
歷
史
年
化
及

准
，
匕
圳
土
地
方
的
先
後
村
民
的
文
化
一
這
對
我

們
研

究
學
經
有
莫
大
的
幫
助
號
們
能
站
迢
比
一
一
陶
器
來
確
定

眩
史
的
年
代
是
叫
泊
在
不
同
的
時
化
及
不
同
的
民
族

文
化
以
不
悶
的
技
俏
的
你
叫
札
型
闊
葉
來
刺
耳
走
向
以
這

比
一
京
同
乏
點
球
比
此
而
確
定
年
代
的
先
此
有
時
起
比
一
一

陶
巾
和
碎
片
上
亦
有
年
代
成
闊
五
年
銳
的
刻
吼
一
」
坦
措
何
以

陶
器
來
隊
定
捏
一
地
年
代
的
科
學
技
衡
的
始
甜
必

要
算
是

弗
林
快
地
特
梁
先
生
(
2
D
p
z
a
p
s
n
)
。
他
於
一

九
九
門
年
開
始
，J
u這
番
工
作
其
後
有
著
明
專
家
閹
割

(
「
民
〈
E
n
g
同
)及
副
叫
樹
(
注
E
m
Y
H
)等
~

陶
閑
心
在
現
地
的
聽
山A
R吋
吏
目
前
清
楚
明
撩起昆
同
取

仟
先
將
理
他
的
文
化
年
代
創
定
如
下

r
U
U
L
吋
時
代
公
元
前
四
五

O
O
i
三
二
門
，
J

刊
位
每
代

何
況
器
時
代

中
銅
m
p
M
時
代

新
鋼
結
時
代

銀
器
持
代

拉
向
鐵
器
時
代

中
鐵
器
時
代

公
元
創
三
二
。
〈
{
二
一
〈
川f

公
元
前
二

-
u
n
-
-
五
五
『

公
元
前
一
五
五
(
J
J
一
二
。
。

公
元
的
一
二
(J
O
I
九
0
0

公
元
前
九
O
O
I

五
八
六



~
新
鐵
器
峙
代
公
元
前
五
八
六

l

一
一
一
o
o

m
-

相
叫
樹
蚓
時
代
公
元
前
三
O
O
i
公
元
七
O

-

在
上
述
各
文
化
時
代
中
的
陶
器
A可
由
考
古
學
家

一
挖
掘
已
大
室
出
土
且
與
其
他
出
土
古
物
比
較
幾
乎
是

.
一百
對
一
之
比
原
因
是
陶
器
脆
弱
易
破
做
碎
後
即
不

復
能
用
故
只
有
棄
之
肝
、
并
或
水
池
之
勢
技
人
民
居
住

區
的
周
圍
又
因
它
的
原
料
皆
是
烤
燒
過
的
黏
土
故
雖

被
塵
土
掩
埋
仍
保
存
不
壞
故
可
供
後
人
研
究

@
石
器
時
代
(
公
元
前
四
五
O
O
l

三
二
0
0
)

這
一
時
代
的
陶
器
是
以
手
製
成
的
甚
為
祖
俘
晏
闕
形

有
粗
大
的
耳
柄
無
任
何
裝
飾
沒
紅
色
有
很
多
孔
隙
易

碎
以
太
陽
熱
力
或
以
不
放
攝
氏
八
百
度
的
火
力
烤
乾

而
成

@
品
問
銅
器
時
代
(
公
元
前
三
二OO
l

二
-
0

0
)
這
時
已
有
製
陶
器
的
使
床
或
輪
車
以
及
火
爐
的

發
明
故
此
陶
器
的
質
量
大
街
改
良
墓
地
最
古
的
能
車

於
默
差
多
出
土
就
是
這
一
時
代
的
產
品
而
且
這
種
原

始
的
簡
陋
機
械
且
由
墓
地
傳
入
埃
及
火
爐
之
發
明
可

使
熱
度
升
高
至
攝
氏
八
百
度
以
上
故
陶
器
較
路
堅
實

它
的
特
徵
除

上
所
述
者
之
外
是
樣
式
較
為
一
致
厚
度

較
前
為
講
這
是
旋
車
之
功
又
關
始
有
簡
單
的
投
飾
圓

靈
以
平
行
有
色
線
條
為
主
色
以
自
紅
為
最
已
算
很
精

美
可
觀
的
陶
器

@
中
銅
器
時
代
(
公
元
前
二

-
o
o
-
-
五
五

0
)
在
這
一
時
代
的
上
半
剛
開
草
地
的
陶
器
益
晏
敘
利

亞
北
部
的
爵
杯
形
有
人
以
為
是
由
肝
、
外
人
之
入
侵
而

十一鑫180~1805 

帶
來
新
綠
式
之
故
有
人
部
以
軒
"
只
是
一
種
換
仿
而
已

所
可
斷
言
者
是
歷
史
告
訴
訟
們
這
一
時
代
有
民
族
的

大
遷
移
運
動
它
的
下
半
期
是

m嘻
地
陶
器
中
最
精
美
的

建
口
問
時
代
所
用
的
黏
土
U似
的
大
為
精
細
雜
質
很
少
故

品
質
優
良
這
一
時
代
也
是
亞
巴
郎
移
居
墓
地
的
時
代

放
希
克
眾
斯
自
北
而
南
下
佔
領
埃
及
的
時
代

@
新
銅
器
時
代
(
公
元
前
一
五
五
O
i

一
二
0

0

)
屬
於
這
一
時
代
的
陶
器
的
特
傲
是
有
雙
重
顏
色

開
始
以
為
魚
及
不
同
的
悶
案
來
作
裝
飾
格
外
出
產
於

摯
地
的
沿
海
地
帶
更
由
此
區
運
往
埃
及
塞
浦
路
斯
敘

利
亞
及
草
地
內
部
位
在
它
的
下
半
期
卸
有
希
股
陶
器

的
轍
入
多
被
仿
效
且
在
末
期
末
葉
巴
力
斯
坦
之
西
有

培
肋
舍
特
人
之
入
侵
它
的
東
邊
則
有
以
色
列
民
族
的

進
攻
及
佔
領
這
兩
個
民
族
都
比
較
缺
乏
藝
術

@
鐵
器
時
代
{
公
元
前
一
二

O
O
i
三
三
0
)

在
這
時
代
初
期
的
陶
器
亦
稱
為
培
肋
舍
特
陶
器
凶
多

見
於
比
民
族
所
居
住
的
區
域
之
故
它
的
特
點
是
有
紅

白
色
的
點
綴
闡
案
及
天
認
圖
畫
且
首
兒
有
很
大
的
為

喪
事
用
的
水
罐
外
有
人
形
內
放
食
品
作
陪
葬
死
人
之

用
在
鐵
器
時
代
的
中
期
雪
地
陶
器
的
技
術
迅
速
地
走

向
下
坡
且
漸
次
退
化
所
用
的
黏
土
不
再
是
細
質
的
良

料
外
形
也
組
糙
而
又
不
美
叡
色
彩
及
圖
案
盡
失
無
遺

這
也
正
是
以
民
的
君
政
時
期
的
產
品
(
九
O
O
l

五

八
六
)
在
它
的
後
期
仍
是
如
前
所
有
較
為
美
觀
的
精

良
產
品
大
都
是
自
希
磁
帶
入
的
泊
來
口
問

@
希
唆
使
耀
馬
時
代
(
公
元
前
三
O
O
l

公
元

七
0
)
此
時
娶
她
的
陶
器
仍
多
圈
圈
外
來
貨
而
貨
品
主

要
供
給
者
仍
是
希
贖
娶
她
內
只
有
完
全
屬
蚓
劃
文
化

的
瑪
黎
繳
在
巴
力
斯
過
南
方
的
-
座
小
城
有
出
口
回
問

世
亦
大
都
是
比
一
一
糢
仿
之
作
無
甚
密
術
價
值
可
-
昌

(
韓
)

“
且F
L
J
B口。
看

J

雪
在
巴
力
斯
坦
雖
不
知
我
姐
北

8

司
司
三
，

4
G
r

』

1
4

至
，

2
3

、
方
如

詩
人
所
說

「
胡
天
八
月
的
腳

飛
這
」
.
但
每
在
冬
季

眛
偶
爾
也
有
雪
花
紛
成
是
以
觀

經
衰
也
多
次
提
及
雪
其
中
兩
次
可
說
是
記
學
的
敘
述

一
是
繳
下
幻
m

記
這
昧
的
勇
士
在
下
三
天
下
划
并
里

打
死
了
一
雙
獅
子
二
是
加
上

u
n
國
降
大
雪
阻
止
了

特
黎
學
所
派
援
軍
未
能
及
時
低
達
目
的
地
其
他
餘
數

次
以
落
客
為
彰
顯
天
主
大
能
扎
如
圳
叫

“
M

…m
s制
幻

e

狗
血
凡
提
及
「
雪
」
的
地
方
大
多
以
雪
的
色
質
來

比
喻
廿
(
他
事
物
首
先
以
雪
的
白
色
來
形
容
人
鍾
的
純

潔
如
詠
剖
，
依
1
"

衷
4
7

其
次
一一白
衣
服
的
潔
白
似

雪
(
達
7
.

寫
明的
3
)
-一
百
及
人
于
的
頭
變
峙
，
臼
如
雪

{
默
l
H
)
言
怠
爾
病
的
皮
膚
白
如
莒

(
出
4
.

戶

也
叩
)
而
且
也
會
言
及
雪
天
的
寒
冷
(
鈑
釗
缸
)
以

及
雪
的
易
於
消
失
(
激
u
m
g
)
(

按
)

各時色 1805 
種此石 泛接
裝玉膏 .雪 至~
飾石其花 了1于
和的質石 1也
器礦細膏 7于
血，穴密，為-1=l
如多外玉~
製在觀石 F苟
這埃|有之 .---.，

盤及!如一.~~
子 和大- ~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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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保
存
香
液
的
玉
瓶
在
瑪
鉤
，
谷
M
S
路
7

盯
所
謬

的
玉
瓶
即
是
以
此
雪
花
石
膏
所
製
造
的
瓶
子

見
玉
石
‘
(
雷
)

師
也
認
「
明
白
宮"
-
S
E
ω
V
J雖
然
整
個
巴
力
斯
過

的
名
E
h
f
E
ω
n
g
F
S巳
」
﹒
-
-


z
f
a
'
.

、
的
西
部
以
地
中
海
馬

界
但
因
海
岸
直
長
缺
少
海
灣
故
此
不
易
捕
魚
魚
產
亦

少
以
民
出
海
捕
魚
的
事
好
似
向
來
未
有
過
聖
地
北
部

的
加
里
肋
亞
潮
是
魚
產
甚
聾
的
地
方
關
於
在
潮
中
捕

魚
的
事
新
約
上
有
不
少
的
記
數
{
瑪
4
"
-
M
7
M

U
U
M
n

路
的
“
若
釗
S
|
M

等
)
以
民
本
身
雄

不
是
善
於
捕
魚
的
民
族
但
在
它
國
土
的
兩
端
如
有
兩

個
以
捕
魚
著
稱
的
民
族
即
埃
及
和
辦
尼
基
人
無
怪
乎

以
民
在
曠
野
忍
受
飢
餓
之
時
不
時
憶
起
了
在
埃
及
所

吃
過
的
豐
接
味
美
的
鮮
魚
(
戶
口
8
)勝
尼
基
人
(
提

洛
人
)
供
給
耶
京
魚
盔
的
消
耗
(
厄
下
U
U
)
耶
京

「
魚
門
」
之
稱
可
能
說
是
來
自
這
種
魚
販
的
交
易
(
索

-
M

編
下
H
M
H
)

關
於
魚
的
分
類
聖
經
上
只
籠
統
地
將
之
分
為
兩

種
部
有
館
有
織
的
和
無
睹
無
鱗
的
前
者
可
食
後
者
則

不
可
食
(
肋
口
，
-
n

申
“
-
M
)
新
約
上
耶
穌
所

講
的
好
魚
，與
壞
魚
的
比
喻
可
能
就
是
基
於
這
種
原
則

(
寫
U
H
)

依
撤
意
亞
先
知
在
預
告
埃
及
將
受
懲
罰
時
謂
尼

羅
河
將
要
乾
潤
「
漁
夫
、
必
要
呻
時
嘆
息
河
畔
垂
鈞
者

加
一
必
要
悲
傷||
水
面
機
網
者
必
要
沮
喪

」
(
山
叭
"

'
，

。
1
1
i
l
l
i
l
-
-

-
-
d
清
楚
地
描
述
了
漁

夫
們
的
厄
運
哈
巴
谷
先
知
記

180ι-1811 十一重十二.

述
加
色
丁
人
(
即
巴
比
倫
人
)
入
侵
猶
太
時
百
姓
竟

如
海
中
的
魚
任
由
他
們
逮
捕
屠
殺
(
哈
1
u
u

見
耶

M
N
M
)其
次
舊
約
上
提
及
捕
魚
的
工
具
時
除
了
上
述

的
魚
鈞
魚
網
外
也
提
到
魚

χ
及
長
矛
(
約
州w
m見
亞

42) 

新
約
時
代
的
猶
太
人
可
能
受
外
來
的
影
響
格
外

是
希
擻
人
對
於
捕
魚
的
興
趣
遠
勝
過
舊
約
時
代
他
們

捕
魚
的
工
作
大
都
集
中
在
加
里
肋
亞
湖
耶
穌
的
門
徒

中
說
有
數
位
原
是
漁
夫
出
身
耶
穌
使
他
們
變
成
了

「
漁
人
的
激
失
」
(
谷
1

刊
)
至
於
捕
魚
的
工
具
與

舊
約
時
代
大
致
無
別
(
瑪
"
的
口
盯
路
5
2
)(

韓
)

俯
首
包
「
。
"
。
『J
是
一
種
食
草
動
物
(
制
2
臼

8

2
n
/
b
o
i
r

z
制
割
法
律
屬
潔
淨
動
物

(
申
M
S
)
其
肉
精
美
可
口
(
申

U
U
甜
的
目
)
在

撒
羅
浦
王
朝
時
代
曾
是
將
蠻
的
對
象
(
列
上

5
.
)

今
日
已
絕
跡
於
墓
地
古
時
因
墓
地
林
木
較
多
故
此
有

麗
華
生
長
於
該
區
內
牠
們
善
於
奔
馳
跳
躍
(
依
泊
﹒

制
2
.

叮
)
。
蚓
制
制
稱
細
劃
嘲
里
是
一
隻
自
由
的
化

鹿
(
創
特
別
)
飢
渴
的
鹿
想
望
水
泉
是
義
人
恩
念
天

主
的
象
徵
{
詠
位
2
)
教
會
內
的
藝
術
家
多
次
用
為

繪
畫
或
膨
刻
的
對
象

(
錄
)

側
麥
(
按
:
)

酬
麻
(
門
口
伊
)

見
塾
經
中
的
植
物

見
細
麻

m
v
眼
訟
區
、
e
s
g
J

聖
經
上
數
次
提
到
最
普

e
o
J
E
-
-
E
H
J
R口
，
啞
，

恥
，
'
，‘
』

-
i
d
-
-
a
u
u

洞
"
、
通
各
處
所
常
見
的
麻
雀

它
在
上
主
的
錄
復
過
找
到
了
自
己
的
住
所
(
趴
叫
“
.
可

愚
人
的
無
端
咒
罵
猶
如
麻
雀
的
逃
亡
一
去
無
數
瞬
息

即
過
(
激
位
的2
)
麻
爸
雖
然
是
最
不
值
錢
的
東
西
天

父
仍
然
照
顧
它
們
(
職u
m
m
m
)

。

但
是
斟
斟
上
也
屢

次
用
麻
雀
來
指
示
一
般
小
鳥
(
見
創
口
-
m﹒
等
)

見
飛
鳥
(
扭
轉
)

+
二
重

則
專
由
「
冷
S
E
E
S
H
J傅
泊
在
古
代
的
中東

到

A
l
j
'
t
p
n
g
k

各
民
族
風
原
是
在
人

沐
浴
統
說
之
後
的
一
種
清
潔
裝
飾
自
身
的
步
驟
所
用

的
油
以
橄
欖
油
為
主
混
合
些
許
香
料
而
成
(
亞
6
.

瑪
泊
，
若
眩
，
)
有
專
門
配
製
香
料
的
人
員
(
山
山
狗

"
l
M

撒
上
8
u

厄
下
8
.
)
製
造
後
將
其
保
存
在

特
備
的
器
血
中
(
制
制
且
們
叫
“
.
)
，
除
了
用
作
化
經

口
問
之
外
有
時
亦
用
作
傅
傷
的
甜
胃
口
回

但
是
在
聖
經
上
的
傅
袖
都
具
有
強
烈
的
宗
教
意

義
固
然
這
種
宗
教
意
義
基
本
上
是
導
源
於
上
述
世
俗

用
途
的
但
是
在
聖
經
上
姐
是
後
來
居
上
它
竟
然
與

「
祝
聖
」
之
意
而
等
量
齊
觀
相
援
並
論
(
創
m
u
v
n

u

削
m
M
M叫
m
M相
間
則2
2
8
u

則
上
ω
M

制
“
主

品
m
J哈
3

司
等
)
它
不
只
是
周
圍
用
叭
身
而
且
地

方
物
件
器
血
等
都
成
了
傳
油
親
鑿
的
對
象
在
舊
約
里

傳
泊
的
主
要
的
對
象
乃
國
王
司
祭
及
先
知



-

國
主
之
受
傅
在
以
民
間
國
主

之
被
選
舉
加
冕
登

加
一極
執
政
的
關
鍵
幾
乎
完
全
是
以
傳
袖
讀
來
作
決
定
的

圖

，

一
還
是
以
民
閻
王
所
獨
有
的
特
徵
很
少
見
於
其
他
民
族

一
之
間
是
以
「
上
主
的
受
傳
者
」
竟
成
了
國
王
的
別
名

(
則
上
圳
的
，
叫
“

.
u
u

剩
下
1
u
u
m
w
n
)而
主
持

給
閻
王
傳
袖
的
人
一
定
是
上
主
的
先
知
或
天
主
的
代

表
(
則
上
9
M
m
EMU
-
到
下
泣
，
幟
下
6
u
)

傅
泊
的
意
義
有
人
以
寫
受
傅
的
人
因
著
傅
油
種

而
適
得
上
主
的
特
恩
沾
享
天
主
的
生
命
及
權
柄
這
種

解
釋
為
當
約
時
代
的
宗
教
未
免
有
些
一
太
翹
強
故
此
大

多
數
的
學
者
以
為
受
傅
的
人
因
著
傳
油
種
而
被
奉
獻

及
航
墊
高
興上
主
成
了
完
全
屬
於
上
主
的
人
因
而
獲
得

上
主
的
神
降
臨
其
身
而
成
第4神
聖
不
可
侵
犯
的
人
由

一
個
平
民
一
躍
而
成
氣
蠻
有
上
主
特
恩
的
民
族
領
柚

(
繳
上
M
m
.
-
u
鈴
，
u
u
n
)
也
就
正
是
羞
恥
、
這
種

原
因
違
味
不
敢
下
手
傷
害
撒
烏
耳
(
撒
上M
m
T
U叫
“

﹒
)
且
將
殺
死
撒
鳥
耳
的
兇
手
典
刑
正
法
毫
不
猶
豫

闊
氣
搬
烏
耳
是
上
主
的
受
傅
者
(
撒
下
1
2
M
)

關
於
司
祭
司
祭
的
觀
墓
禮
除
應
穿
為
司
祭
特
製

的
司
祭
禮
服
外
最
重
要
的
一
點
的
是
傅
一
的
詳
見
山
"

受
傅
者
在
舊
約
時
代
除
了
君
王
司
祭
是
主
要
真

正
的
「
上
主
的
受
傅
者
」
之
外
聖
經
亦
會
將
這
個
名

稱
加
諾
於
先
知
(
則
上
m
W
M見
剝
削
站
崗
創
1

制
4

"
)
聖
祖
(
詠
m
H編
上
的
n
)
甚
至
全
體
以
民

(
哈
3
"

詠
仙
"
﹒
閻
明
"
)
但
是
有
一
些
學
者
以
為
這

十二 JE1812-1813 

只
是
一
種
隱
喻
的
設
法
而
非
真
正
的
事
實
猶
如
新
約

時
代
的
信
友
亦
被
稱

a
m「
上
主
的
受
傅
者
」
(
見
格

後
1

剖
軒
-
2
叩
訂
)

但
是
到
了
新
約
時
代
唯
一
真
正
超
絕
的
受
傳
者

部
與
人
類
「
期
待
的
」
救
世
主
耶
穌
基
督
緊
密
的
相

連
起
來
(
瑪
u
n
羅
的
問
)
福
音
的
目
的
及
宗
徒
們

的
使
命
不
外
是
在
強
調
及
證
實
耶
穌
說
是
默
西
亞

i

受
傳
者
(
若
m
u
宗
2
"
3
"
4

刊
)
耶
穌
自
己
更

以
顯
墨
蹟
的
奇
能
斬
釘
截
鐵
的
證
賣
了
這
一
點
(
路

7
M

瑪
M
E

-

-

見
依
甘
心
﹒ie

“

1
)
並
強
調
了

他
自
己
就
是
默
西
亞

|
受
傳
者
(
若
4

甜
|
前
寫
的

M

叮
幻
M

谷
8
m

路
9

甜
)
因
耶
穌
一
身
策
有
國
王

司
祭
先
知
三
織
這
也
即
是
耶
穌
所
以
稱
鴻
基
督
|
|

受
傳
者
|
|
之
基
本
理
由
(
韓
)

U
咽
地
臨
臥
「〉
'
，;
J
是
羅
馬
皇
帝
的
尊
稱
原
來

。
o
h
g
3屆
Y創咀
t
p
hH
r
、

s
d
u
v
n
"
，

』

1
2
3

』

3

，
、
只
是
一
個
家
族
的
姓
名
聖

經
上
所
提
過
的
凱
撒
皇
帝
有
下
列
數
位

。
劇
制
制
都
(
公
一
兀
前
二
七1公
元
十
四
年
)
。

在
他
執
政
時
耶
穌
誕
生
於
白
泠
(
路
2
1
)

@
提
庇
留
(
公
元
十
四
l

三
七
年
)
在
他
的
治
下

若
翰
及
耶
穌
開
始
了
他
們
的
傳
教
生
活
(
路

3
1
)
幾

時
福
音
上
只
言
凱
繳
時
普
通
是
指
提
庇
留
而
言

(
瑪

n
n
剖
路
幻
2

若
m
w
n
u
)

l
i
l

-

-
-

。
.

@
喀
勞
狄
(
四
-
l
五
四
年
)
他
在
位
時
有
大

飢
荒
發
生
(
宗
U
H
)
他
並
將
一
切
遁
太
人
自
羅
馬

城
區
逐
(
割m
z
)
。
喇
喇
及
其
同
伴
在
嘲
制
制
罔
傅

教
時
敏
人
妄
告
背
鈑
凱
掀
|
喀
勞
的
弘
戶。
閉口
，

v

@
間
關
(
五
四l
六
六
)
到
幻
M

倒
劇
謂
「
我

站
在
凱
撒
的
公
堂
前
」
及
宗
鈞

u
u

之
保
線
上
訴
凱

撒
都
是
指
尼
祿
皇
帝
而
言
(
參
見
宗
M
G
n必
自
幻
u

m
u
)
受
4

n

之
教
友
是
指
尼
祿
宮
殿
內
悶
頭
信
敬

的
僕
人
至
於
耶
穌
與
凱
傲
的
關
係
見
耶
穌
基
督
條(

韓
)

口
四
叫
咱
晦
"
叭
尚
且
可
捶
恆
、

〉

-
3
2
•• 

，
J
城
名
聖
經
上

。
。
h
u司
，
'
，
叫
咀
t
p
h臨
許H
F
b刷H
M叭
叭
，
r
、
風
"
們
u
a
H
H
們
已

』

1
2
3
4
1
d
E

-F

司

，
、
以
此
為
名
之

城
有
一
兩
座

@
海
邊
的
凱
撤
勒
雅
亦
稱
巴
力
斯
坦
的
凱
繳
勒

雅
位
於
現
A可
以
色
列
國
台
拉
維
夫
之
北
五
十
公
里
海

法
之
南
三
十
八
公
里
處
的
制
制
制
岸
土
因
其
地
勢
適

中
會
是
巴
力
斯
姐
的
頭
等
海
港
建
於
波
斯
帝
國
的
末

期
公
元
前
一
百
年
左
右
才
為
猶
太
人
所
佔
有
但
它
的

絕
大
多
數
的
居
民
仍
屬
外
教
異
民
公
元
前
六
三
年
耶

京
陷
於
處
培
之
手
後
凱
撒
勒
雅
亦
被
剝
奪
而
成
為
希

臘
文
化
的
中
心
奧
古
斯
都
皇
帝
將
之
賜
與
大
黑
落
德

後
於
是
大
興
土
木
使
之
成
錯
重
鎮
要
港
他
的
繼
位
者

阿
爾
赫
勞
主
管
比
城
但
在
阿
爾
赫
勞
被
革
職
及
在
黑

落
穗
阿
格
黎
帕
一
世
死
於
此
城
之
後
(
宗
u
m
l

訕
)

它
便
成
了
羅
馬
總
督
府
的
所
在
地
而
居
於
此
絨
的
猶

太
人
巴
西
用
數
寥
寥
七
執
事
之
一
的
斐
理
伯
(
宗6
8
)

郎
此
地
之
人
(
宗
8

叫
到
8

)
受
伯
多
綠
洗
禮
的
羅

馬
百
失
長
科
爾
乃
墨
亦
駐
熬
於
比
城
伯
多
祿
並
親
赴

其
家
講
道
付
洗
(
宗
m
l
u
u

)
大
概
亦
會
於
比
城



躲
避
阿
格
禦
帕
一
世
的
迫
害
(
宗
的
凶
口
)
或
者
乘
此

機
會
去
了
羅
馬
在
斐
理
斯
及
受
斯
托
為
仙
化
當
時
是
為

保
祿
坐
監
之
地
放
在
此
地
自
辯
於
風
格
到
帕
二
世
之

前
(
宗
幻
且
|
站
圳
的
盯
鈞1

‘
6
口
)

出
土
文
物
計
有
海
港
廟
宇
宮
殿
跑
馬
場
戲
院
等

士
口
述
築
物
這
些
幾
全
部
是
大
黑
洛
德
的
娃
築
一
九
六

一
年
的
夏
天
意
國
考
古
家
並
在
此
發
現
了
蚓
倒
出
出

多
的
碑
文
上
有
「
猶
太
總
督
般
雀
比
拉
多
獻
j
a
-
-與

提
庇
留
皇
帝
」
等
字
樣

@
斐
理
伯
的
凱
撒
勒
雅
原
名
帕
尼
雅
斯
苟
且

?

"
ω
)以
牧
羊
神
議
而
得
名
位
於
約
但
祠
的
發
源
地
在

默
龍
湖
北
約
三
十
公
里
處
今
名
巴
尼
雅
斯
(
囡
"
是
2
)

奧
吉
斯
都
將
此
地
同
海
邊
的
凱
繳
勒
雅
問
同
時
針
師
大

黑
白
洛
德
的
版
圖
但
此
域
的
土
木
工
程
如
完
全
歸
功
於

他
的
兒
子
交
昆
伯
斐
理
伯
為
討
好
皇
帝
及
為
自
己
留

念
揚
名
稱
之
為
受
斑
俏
的
凱
撒
勒
雅
技
對
觀
繭
t
目
的

記
載
在
此
地
方
伯
多
神
咻
市
副
主
為
默
西
到
及
被
」
忱
的
教

會
的
錄
石
(
谷
8

盯
l
m

瑪
的
口
1

目
)
(
緯
)

M
M叫
口
貝
曲-
E「C
R
E
S
n
E

M。

=
J以
民
是
一
個

U
地
苦
才
』
哥
叫
/

約
2
2

」

a
z
-
-

'

、
非
常
沖
玄

W
H

行
割
拍
膛
的
民
族
它
最
初
的
來
源
可
能
是
取
何
俠
及

人
瓷
以
民
入
摯
地
之
前
情
肝
、
在
納
竿
的
各
氏
族
都
無

訓
拍
起
的
質
施
(
繳
上

M
e
)
巴
比
倫
及
政
述
人
是

否
有
割
泊
的
習
俗
則
不
得
確
知
相
反
地
抱
東
人
耐
用
阿

d
e

-
E

I

l

-
-
t
t
t
i
t
-
-
1

，
、
'

，
!
'
，
i
l
l

哺
卅一
布
人
及
阿
摩
蒙
人
卻
接
受
割
損
(
耶

9

扭
扭
)
厄
藍

一
人
放
漆
各
人
則
無
(則
必
口
i
n

)古
時
原
且
是
磨
石
偽

1814-1815 十二進

刃
以
行
割
娟
的
(
山
4
自
蘇
5
2
)
以
民
之
割
損
只

施
行
於
男
廿
悶
悶
有
些
民
族
連
女
孩
都
施
以
劉
搞
創
損

有
兩
村
文
一
是
只
割
切
一
刀
保
留
包
皮
其
二
是
將
包

皮
完
全
除
去
後
者
是
以
民
所
以
行
的
方
式
割
拍
細
胞
之

存
在
只
以
衛
生
清
潔
的
現
由
來
解
聘
似
乎
是
不
夠
的

它
有
更
大
的
意
義
在
比
如
它
是
成
年
人
的
標
誌
是
正

式
加
入
民
族
成
為
其
中
一
口
的
方
式
或
者
是
給
將
前

的
準
備
等
閃
此
多
次
是
施
行
於
青
春
時
划
或
更
晚

以
民
悠
施
行
割
損
的
忠
義
是
來
自
天
主
的
命
令

(
創
口
且
盯
出
4
自
蘇
5
2
1
i
u
)
且
技
古
來
的

洽
教
函
，
k
u
奇
恥
約
的
行
】
心
(
京

7
8
)
是
絲
萬
於
天
主

及
以
民
宗
敢
問
忱
的
象
似
(
山
山
4
自
曰
“
戶
9

叫

羅
4
u
)
是
從
m
m
以
民
的
天
主
所
憋
益
的
義
務
的
記

號
(
中
ω
l
u
6

耽
4
.
則

斜
7

釋
4
2
迦
5
3
)

是
別
於
其
他
民
族
的
特
微
(
民
M
a

搬
上
M
e

微
下

l
m

等
)
向
然
割
扣
趴
在
昆
巴
郎
以
前
就
已
存
在
而
且

也
不
只
以
氏
/
刊
割
損
糾
訓
趴
在
以
民
的
H
m
史上有
者

如
此
哥
大
的
象
做
及
宗
教
的
意
札
划
是
始
於
到
凹
附

(
創
口
9
1
H
)
|
|
-
一
切
以
民
之
父
以
反
未
受
割

的
有
之
父
(
即
純
4
U
M
)
制
損
的
日
期
起
初
已
有
明

文
規
定
(
例
7

口
肋
位
3
)
且
是
以
民
向
來
所
造
守

的
是
在
牛
一
後
第
八
天
(
笈3
5
4右
7

位
)
質
施
割
損

騁
的
人
情
遇
是
家
長
放
在
制
街
日
給
新
生
的
嬰
兒
命

名

(
路
1
"
)
後
來
則
有
專
人
管
理
此
做
儀
的
實
行

安
位
約
古
第
四
厄
及
法
乃
以
死
刑
繁
止
猶
太
人
接
受

此
種

(
加
上
1

叫
的
加
下
6

刊

)
因
此
竟
有
些
一
希
臘

化
的
猶
太
人
重
新
整
補
失
去
的
包
皮
(
加
上
1
"

見

格
的
7

凹
)

既
然
割
損
判
以
民
有
者
如
此
一
商
一
深
重
大
的
意
義

因
此
它
的
反
面
「
未
受
割
損
的
」
常
帶
有
縣
黨
部
闊

的
寓
意
比
如
未
受
割
慎
的
樹
(
肋
川
口
自
)
意
即
其
果

不
可
食
其
次
有
未
受
割
損
的
「
唇
」

(
出
6
M
M
)

「
耳
」
(
耶
6
刊
)
「
心
」
(
肋
叫
叫
“
則
"
，
耶
9

自
見
宗
7

日
)
意
即
無
用
的
或
不
潔
之
物
「
未
受
割

損
的
肉
身
」
(
葛

2
u
)
意
即
有
死
的
肉
身
「
自
行

割
損
除
去
心
上
的
包
皮

」
(
耶
4

‘
)
意
摘
除
去
硬

化
的
心
靈
(
亦
見
申
m
H
M
叫
6
羅
2
詞
)
外
邦
人
的

宗
徒
聖
保
吟
會
柯
力
反
對
向
外
邦
人
入
教
者
再
施
行

割
損
體

(
經
4
u
迦
2
2
5
6
6
H

哥
2

u
)
蓋
因

若
在
基
督
內
的
信
德
割
損
已
是
無
關
緊
要
的
事

(
迦

5
6
6
H

哥
2
u
)
保
祿
的
主
張
在
宗
徒
會
議
上
曾

被
接
納
(
宗
的
1

!

的
迦
2
2
釋
4
口
)

(
帥
縛
)

m
削
間
龍
口
}
(
山
川
門
心
河
二
本
汶
所
要
討
論
的
內
在

1
4
A
J
2

，

r
h
E
E
C

、
如
下
的
)
表
示
創
造
意
義

的
主
要
街
語
@
創
造
的
歷
史
@
叫
制
內
創
造
的
教
岡
山

@
新
約
內
創
造
的
教
理
@
世
人
尤
其
是
基
督
徒
對
創

造
者
的
義
務
@
結
論
新
創
造
|
|
新
天
新
地

@
表
示
創
造
意
義
的
主
要
街
語

聖
經
作
者
為
表
示
萬
物
之
所
以
存
在
是
出
肝
、
天

主
藉
擬
人
法
把
一
些
屬
於
人
的
行
為
貼
在
天
主
身
上

這
樣
他
們
很
具
體
地
講
述
天
主
如
何
創
造
了
禹
街
道

........... 



?
也
一
屬
於
、
天
主
的
行
寫
主
要
的
乃
是
M
B
E
包
「
奠
定
」

m
-
(翱
呵
呵
‘
〕
「
鵲
起
造
」
(
四
9
.
)
w
g
g
「
形
成
」

-
(
制
缸
"
)
「
建
立
」
(
副
圳
的

2
)，
「
奠
定
」
(
耶

一
ω
u
)
F
g
ω
「
形
成
」
(
創
2組
)
3
E
『
「
創
造
」

(
詠
叫
“
.
)
「
製
造
」
(
詠
仙
"
﹒
)
「
造
化
」
(
匣

M
M
I
)
Z
E
「
生
產
」
(
依
“
.
)
臣
"
計
「
造
」
(
創

1
，
M
M
依
切
"
)
除
了
上
述
的
動
詞
外
希
伯
來
文

還
有
兩
個
在
聖
經
上
時
常
用
的
動
詞
以
表
示
天
主
創

造
萬
有
的
意
思
郎
A
E
岳
和
Z
E
A
自
己
w

平
常
意

調
「
買
」
(
耶
M
M
@
)
「
購
置
」
(
厄
下
5
M
)
「
救

贖
」
(
出
的
“
)
「
會.•• 

作
」
(
鐵
8
n
)
「
佔
有
」

(
詠
m月
2
)
此
動
詣
的
分
詞
。
自
各
自
「
佔
有
」
而

團
軍寫
佔
有
者
每
次
使
用
即
指
天
主
即
等
於
「
主
宰
」

見
創
M
M
n
「
Z
E
」
這
一
動
詞
今
不
管
它
在
阿
刺

伯
商
場
的
語
言
和
阿
刺
美
語

言
中
有
「
建
築
」
和
「
形

成
」
的
意
思
在
希
伯
來
文
聖
經
中
部
時
常
指
示
天
主

的
一
種
特
別
作
為
尤
其
是
「
從
無
中
創
進
」
的
作

為
祖
岡
比
猶
太
經
師
常
說
「
唯
天
主
能
創
造
(
Z
E
)

魔
鬼
不
能
創
造
(
Z
E
)
」
(
見
斗
"
z
=
ι
F
D
旦
旦
E

a
u
-
B吋
)

換
而
言
之
這
一
動
詞
的
主
格
常
是
天
主
它
的
目

的
格
常
是
天
主
作
為
的
對
象
如
天
地
萬
物
(
創
1
2

出
m
u
依
幻
M
Q
S
區
u
z
詠
刃
，
的
n
u
m
s宗
4

M
M
H
U
H
默
4
u
等
}
天
使
(
達
3
盯
閻
哥
1
M

口
希
1
.
7
若
1
8
)
人
類
(
創
1
2

申

4
臼
依
此
間

"
等
)
星
宿
(
依
M
W
M
)
風
(
亞
4
"
)
動
物
(
創
1

十二.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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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
造
的
歷
史

在
創
1
|
2
.
中
作
者
講
述
天
主
如
何
創
造
了

一
切
而
特
別
注
意
「
人
」
是
按
天
主
的
背
像
所
造
的

在
第
二
第
三
章
中
另
外
的
一
個
作
者

(
J
傳
說
的
作

者
)
述
說
男
人
和
玄
人
的
受
造
和
他
們
倆
犯
罪
的
事

實
前
者

(
P
傳
說
的
作
者
)
可
說
是
以
天
主
為
中

心
後
者
是
以
人
寫
中
心
現
代
的
批
判
學
者
普
通
肯
定

創
1
1
2
‘
是
屬
於
智
慧
文
研
所
以
按
他
們
的
意
見

是
充
軍
時
期
或
充
軍
以
後
的
產
品
但
筆
者
認
為
這
種

意
見
祇
表
露
了
一
部
份
真
理
其
實
創
1
-
2
‘
內
有

許
多
思
想
並
不
屬
於
充
軍
時
期
相
反
的
暗
示
上
古
的

叔
默
爾
及
上
古
巴
比
倫
民
族
的
神
話
並
且
作
者
有
意

要
反
駁
這
類
的
神
話
由
於
此
按
筆
者
的
意
見
這
段
經

文
以
智
慧
文
體
出
現
也
許
是
因
為
最
後
的
編
緝
者
是

屬
於
智
慧
文
體
盛
行
時
代
的
原
故
可
是
其
內
容
是
梅

瑟
以
前
先
已
有
的
很
可
能
是
亞
巴
郎
從
烏
爾
帶
來
的

智
慧
文
體
的
作
者
祇
把
以
民
中
閉
關
於
天
主
創
造
的

工
程
那
些
流
行
的
古
傳
說
加
以
民
俗
化
易
於
記
憶
化

祖
祖
衛
化
嚴
肅
化
作
者
的
目
的
紙
是
在
宣
傳
教
慰
，
庚
的

基
本
道
理
絲
毫
沒
有
探
討
科
學
事
實
的
心
意
或
者
也

可
說
作
者
使
用
了
他
那
時
代
宇
宙
學
的
思
想
好
表
示

出
他
的
神
學
教
訓
這
幼
稚
的
宇
宙
學

i

今
不
管
會
有

多
少
希
臘
和
羅
馬
的
哲
學
家
對
此
表
示
了
懷
疑
1
|

事
實
上
延
續
到
公
元
十
五
十
六
世
紀
因
此
不
必
奇
異

有
些
解
經
學
者
直
到
上
世
紀
末
大
部
努
力
證
明
科
學

與
啟
示
|
|
有
人
說
科
學
與
信
德
|
不
但
不
互
相
矛

盾
而
且
彼
此
一
致
他
們
以
寫
天
主
創
造
萬
物
的
「
六

天
」
不
是
指
的
以
二
十
四
小
時
為
一
天
的
六
天
而
是

指
地
質
學
的
時
期
可
是
創
世
紀
的
記
錄
非
僅
關
係
地

質
學
而
且
與
天
文
學
也
有
關
係
因
此
其
他
的
學
經
學

者
前
對
這
信
德
與
科
學
合
一
主
義
(
的
g
g
『tE
S
)

不
漏
意
如
是
發
明
了
「
牌
服
的
學
說
」
(
J
F
5設
ω
2
)

按
這
種
學
說
天
主
要
叫
梅
瑟
懂
得
天
主
如
何
從
無
中

創
造
了
萬
物
這
種
道
理
然
後
妥
當
地
教
導
人
類
叫
他

看
見
了
七
個
斜
視
部
原
始
的
混
沌
和
六
天
的
造
化
工

程
那
麼
梅
瑟
自
然
記
載
了
他
所
見
到
的
神
觀
斜
視
並

不
是
科
學
的
課
本
科
學
家
應
該
走
他
們
的
路
好
解
釋

字
甫
的
奧
泌
他
們
應
該
利
用
各
種
科
學
的
技
衛
與
方

法
而
神
學
家
同
樣
應
該
自
限
於
神
學
的
範
圈
且
要
記

得
聖
奧
斯
定
的
名
言
「
天
主
的
啟
示
的
目
的
並
不
在

教
訓
世
人
算
衡
天
文
及
其
他
的
科
學
而
是
在
教
訓
他

們
如
何
能
獲
得
永
生
」
現
代
天
主
教
會
的
舉
經
學
者

無
不
遵
守
學
奧
斯
定
這
個
原
理
並
且
依
筆
者
所
知
道

的
已
沒
有
人
重
視
這
一
牌
服
學
說
再
說
現
在
的
學
者
把



啟
示
與
科
學
已
很
清
楚
地
分
間
來
並
不
是
因
悠
他
們

順
從
那
種
神
臟
的
學
科
祉
而
拭
目
定
因
為
關
注
慎
地
研
究

創
快
紀
的
文
飽
和
啟
示
的
目
的
觀
經
學
家
以
削

1
1

2
.

的
記
妝
品
腦
鈴
宗
教
和
峙
的
化
的
歷
災
總
紋

@
何
約
內
創
造
的
教
挫

創
l

l

2
4

所
品
收
的
「
在
起
初
天
主
創
造
了

天
地
」
泣
端
大
追
問
他
在
全
部
的
川
約
內
不
斷
地
反
映
看

作
苔
每
次
稱
天
主
瓜
「
市
內
圳
的上
主
」
或
說
他
是
「
市
內

物
的
主
宰
」
間
接
地
聲
明
他
是
萬
物
的
創
造
者
雪
泳

笑
中
品
述
天
主
造
成
了
結
物
約
街
八
卡
次

犯
6

g

a

「
凶
天
主
的
一
旬
I
川
但
的
天
造
成
凶
上
主
的
一
口
氣
萬

象
生
成
凶
為
他
一
叮
咬
一
已
萬
有
造
成
他
一
山山命
各
物
生

成
」
。
兒
8
的
M
Il
l
7

MW
m
w
m
山
川2
|

‘
m
sf

9

巾
的等先
知
們
府
稱
頌
天
主
的
全
能
很
多
次
位
叫
他
的

創
造
工
作
比
如
區
4
時

「
看
是
他
形
成
了
山
以
創
造

了
風
暴
向
人
在
示
他
的
立
自
造
成
這
例
如
黑
暗
在
大

地
尚
處
九
行
他
的
么
干
叫
「
雅
山
芒
市
內
泣
的
天
主
」
參

見
5

.

9

5
耶
昀
間
引
時
但
是
在
旬
，
心
先
知
中
特
別
宣

揚
天
主
為
全
能
的
創
造
主
的
要
算
依
撒
意
巫
尤
其
是

在
他
的
街
作
後
騙
的
i

的
內

勾

心
後
編
昕
一d
論
的
大
題

目
中
的
一
個
無
疑
地
就
是

「
上
主
址
是
永
生
的
天
主
是

創
造
地
板
之
主
」
(
的
目
)
正
是
凶
為

上
主
是
創
造

一
切
的
永
生
的
天
主
准
也
不
能
低
抗
他
廢
棄
他
的
品

回
他
的
命
令
天
主
不
但
養
育

一
切
而
且
引
導
人
類
的
庭

前
一失
預
言
未
來
並
剎
用
外
邦
和
異
教
的
偉
大
人
物
來
履

戶
行
自
己
的
計
到
見
依
M
H
S
的
7
創
刊
們
﹒
目
剖
|
M
M
N

1815 卡二，! E.

7

8

|

闊
的
7
|

叫
“
1
2

成
的

」
(
加
下
7

四
)

在
充
軍
以
後
唯

一
的
天
主
創
造
了
萬
物
這
端
道
@
新
約
內
創
造
的
教
濯

現
比
較
的
約
內
平
均
的
其
它
純
內
并
旭
東
普
遍
而
且
新
約
的
作
兵
不
但
接
受

7
的
約
關
於
創
造
的
金

也
反
深
刻
厄
下
9
6

正
徊
似
以
氏
的
一
他
門
圳
市
知
經
「
唯
部
教
見
而
且
加
以
從
南
與
完
成
關
必
這
一
點也
原
必

獨
你
是
上
主
目
是
你
創
造了
天
天
上
的
天
，
相4人
上
的
一
教
會

的
信
仰
可
以
看
得
出
來
特
別
是
在
嬰
叫
作
的
峭
的
HH

切
軍
旅
地
和
地

上
的
一
切
梅
和
海
中
的
一
切
是
你
使
信
及
學
右
望
的
默
示
錄

內

一
切
生
存
天
上
的
軍
旅
常
在
你
面
前
跪
拜
」
參
見
友

(
A
)
舉
歡
會
接
受
了
何
約
附
於
創
造
的
道
恕

的
H
智
悠
苦
的
作
清
除
了
非
常
喜
主
默
想
和
訓
海
天
耶
京

的
信
徒
祈
龍
說

「
上
主
啊
是
你
造

了
天
地
海
洋

主
創
造
市
內
物
的
道
理
之
外
更
特
別
扭
山
天
主
的
智
位
並
其
中
的
一
切

」
(
宗
4
M
M
臼
口
H
)
天
主
從
無

|
|

逗
智
公
有
時
的
確
位
他
化
了

i

|
|
在
創
造
的
工
中
造
成
一
切

「
因
有
信
德
政
們
知
道
普
川
但
是
籍
天
主

作
上
怎
樣
曾
參
與
並
協
助

f

創
造
的
工
作
口
比
約
9
2

的
「
川
形
成
的
看
得
見
的
是
由
看
不
見
的
化

成
的

」

l

u
必
s
l

u
m
u
l

M

幻
1

i

u
必
‘
|

叫
的
6
(

訴
你U
S
默
4
u
)
換
句
仁
的
澆
在
造
物
主
和
受
造
物

l

u

滋
8

血

|

缸

捕
泌的
H
1

U
U
I
l

n
m
s
|
之
間
沒
有
任
何
東
西
做
媒
介
在
創
世
以
前
什
麼
也
沒

油
"
時
1
i

u
n叫
H
l
凹

的
1

閻
明
甘
悠
地
柄
的
作
且
也也

有
以
街
天
主
所
街
的
萬
物
都
是

由

天
主
的
命
令
或
由

化
川
受
了
希
腹
哲
學
的
影
響
在u
u

寫
下
「
因
為
你
全
他

的
一
仆
的
而
產
生
的
因
為
天
主
使
那
不
存
在

的

存
在

能
的
手
卅
日
能
從
無
定
彤
的
原
質
中
造
山
山了
世
界
也
不

(
經
4
臼
)
聖
保
的
峭
的
這
種
絕
釣
自
由
的
充
漏
利
茲

叫
她
們
卅
他
們
泣
來
亦
多
狗
筒
，
或
猛
獅.....

. 

」
逗
旬
」
如
的
裘
示
天
主
全
能
和
萃
的
創
造
行
馬
閉

了

一
句
特
圳

果
與
智
共
它
的
地
方
如
8
1

8

9

3

，

u
l
1

9

強
烈
的
詞
句
來
講
述

「...
..
. 
因
鼠
萬
物
都
出
於
他
依

比
較
多
照
使
可
看
山
在
公
山
上

一

迢
旬
反
映
了
前
臘
哲
賴
他

而
歸
於
他
.
.. 

」
(
羅
口
臼
l

H
)
這
旬
詐
的
非

恨
的
口
氣
在
泣
，
-
此上
加
防

一
本
創
1
2

的

「
混
沌
」
和
{
晶
晶
抖
起
肯
定
地
說
明
創
造
萬
物
是
天
主
的
直
接
作
為

削
1
I

I
2
.
內
昕
品
紋
的
天
主
六

日
中
所
創
造
的
其

中
絕
無
媒
仇
參
閱
制
後
3

5
。

一
切
那
端
道
躍
最
後
很
做
得
在
意
的
是
在
終
約
時
代

(
B
)
原
始
教
會
不
但
提
高
了
而

且
完
成
了
的

說
山
創
造
道
班
的
本
髓
的
乃
是
關
叫
叫
七
位
致
命

者

細
則
於創
造
所
具
有
的
概
念
新
約
比
制
制
更迫
切
地

的
母
札
她
對
她那行
將
致
命
的
最
年
輕
的
兒

子

蛇
﹒
講
社
受
造
之
物
不
但
證
明
了
天
主
的
存
札

並
更
顯
示

「
我
兒
我
懇
求
你
仰
視
天
俯
視
地
觀
察
天
地
間
形
形

了
他
那
看
不
見
的
美
德

即
他
永
遠
的
大
能
和
天
主
性

色
色
的
萬
物
你
該
知
道
這
一
切
都
是
天
主
從
無
中
造

(
純
-
m

見
智

M
M
M
H
U
-
-

聖
側
喇
不
僅
如
創
l
u



聲
明
天
主
z
m造
的
~
切
都
是
好
的
並
且
還
教
訓
信
友

以
感
恩
之
心
去
享
用
受
造
之
物
「
因
為
天
主
所
造
的

樣
樣
都
好
如
以
感
恩
的
心
領
受
沒
有
一
據
是
可
績
棄

的
原
來
像
樣
是
籍
天
主
的

品
和
斬
禱
祝
聖
7
的
」
(弟

前
4
S
|

5
)
聖
宗
徒
也
看
到
受
造
之
物
很
多
次
血
"

惑
人
心
叫
人
因
而
遠
離
天
主
所
以
沁
蚓
防
墮
品
保
欣

要
信
友
明
瞭
一
切
受
造
之
物
在
天
主
面
前
都
是
明
顯

的
人
或
好
或
歹
的
利
用
它

們
在
天
主
面
前
是
毫
無
隱

晦
的
並
且
世
人
都
必
須
向
他
交
代
清
楚
見
希
4
H
信

友
能
以
勝
過
受
造
之
物
的
誘
惑
的
最
大
力
軍
還
是
主

耶
穌
的
愛
「
.
.. 

﹒
其
他任
何
受
造
之
物
都
不
能
使
我

們
與
那
在
我
們
的
主
義
督耶
穌
之
內
的
天
主
的
愛
隔

絕
」
(
羅
8
"
)

新
約
不
僅
提
高
了
創
造
的
道
理
而
且
也
完
成
了

創
造
的
道
理
這
種
「
完
成
」
如
果
天
主
學
乎
沒
有
降

生
寫
人
遠
蒙
受
舊
約
啟
示
的
人
也
是
絕
討
想
不
到
的

新
約
的
確
帶
來
了
一
種
嶄
新
的
思
想
這
種
嶄
新
的
思

想
繫
於
雨
點

(
a
)
新
約
的
作
者
屢
次
以
降
生
為
人

的
墨
子
為
創
造
者
如
天
父
一
線
(
b
)
新
約
明
顯
的

講
述
天
主
是
藉
著
基
督
為
著
基
督
在
基
宮
內
造
成
了

一
切
判
於
降
生
的
墨
子
也
是
造
主
的
教
義
抽
看
默
3

H
「
那
做
天
主
創
造
萬
物
根
源
的
.... 

」
與
哥
I

H

希
1
2
稱
基
督
為
「
萬
有
的
家
繼
者
」
若
1
8
明
說

「
萬
物
是
藉
看
他
而
造
成
的
凡
受
造
的
沒
有
一
樣
不

是
由
他
而
造
成
的
」
此
外
還
有
一
些
經

文
在
哲
約
中

直
接
指
示
天
父
但
在
新
約

中
部
貼
在
學
于
身

上
如
一
詠

• 787 
十二重1815 

z

ii 

叫
甜
甜
與
希
l

M
!
u

3
.

1

.

參
閱
格
前
8
•• 

自
然
而
然
按
照
墓
教
會
的
信
德
萬
物
都
是
永
生
的
天

主
帥
天
主
學
三
所
造
成
的
上
述
的
這
些
經
文
都
是
在

證
實
降
生
呵
呵
人
的
學
手
耶
穌
基
符
具
有
天
主
性
可
是

另
有
其
他
的
經
文
領
我
們
更
深
入
創
造
的
奧
義
叫
我

們
稍
微
明
勝
天
主
創
造
最
後
的
宗
向

(
見
弗1

.
u
)

簡
單
地
說
天
主
創
造
一
切
非
但
諸
看
他
的
墨
子
而
是

為
若
他
的
將
要
降
生
的
舉
手
郎
是
時
著
基
臼
這
即
是

保
穢
的
主
要
思
想
見
的
寄
希
三
冉
你
線
宗
徒
在
哥

I

H
l

口
明
改

「
他
l
|

羞
拭
目|
|
是
不
可
見
的
天
主

的
背
像
是
一

切
受
迫
物
的
首
生
者
凶
為
在
天
上
和
在

地
上
的
一
切
可
兒
的
與
不
可
見
的
或
是
上
座
者
或
是

宰
制
者
或
是
率
領
有
必
是
唯
權
者
都
是
在
他
內
受
造

的
一
切
都
是
藉
若
他
推
且
是
悶
了
他
受
造
的
他
在
萬

有
之
先
就
有
越
街
都
做
他
而
布
在
...... 

」

@
受
造
之
物

J
H造
物
主
所
有
的
義
務

學
經
所
講
述
的
創
造
的
道
理
並
不
是
哲
學
或

州

學
的
思
主

d

而
是
放
恩
史
的
一
部
份
啟
示
也
不
是
抽
象

的
神
學
論
斷
而
是
一
種
宗
教
的
街
示
一
種
引
導
人
歸

向
自
己
的
造
主
的
教
斑
寫
著
天
主
的
化
工
人
必
看
到

化
工
的
主
人
(
智
U
S
)
人
面
的

-
一遍
偉
大
的
工
程
不

能
不
驚
歎
創
造
者
的
偉
大
因
而
起
感
恩
之
心
去
稱
讚

天
主
許
多
學
冰
郎
充
漏

了
這
輔
相
情
感(
川
口
1

|

7

的

.
問
山
川
等
)
有
時

受
造
物
顯
示
出
天
主
的

威
嚴

(
約
兒
!
刊
)
使
人
不
得
不
懷
有
自
讓
自
卑
的
心

情

(
約
的
村
1
.
)
由

此
人
發
覺
釗
受
造
物

和
造
物
主
一

之
間
具
有
一
種
不
可
填
澈
的
深
淵
除
非
造
物
主
親
自

下
降
誰
又
能
慎
游
呢
人
在
造

物
主
之
前
算
什
廢
除
非

天
主
在
他
身
上
傾
注
自
己
的
仁
慈
人
那
能
生
活
而
得

放

(
均
1
悶
悶8
1
H
)
人
總
不
能
逃
避
天
主
的
鑑
臨

這

一
興
建
一
方
面
叫
世
人
興
起
敬
畏
天
主
的
心
另
一

方
面
使
人
在
一
切
問
雛
危
險
中
全
心
依
賴
天
父
(
亦

即
等
)但
是
人
這
倒
稍
遜
於
天
使
的
受
造
之
物
叫
到
造

物
主
還
充
滿
一
項
更
尚
俏
的
責
任
郎
代
替
一
切
受
造

物
稱
謝
讀
頌
天
主
由
此
人
類
因
代
表
萬
物
頌
鎮

上
主

的
美
蒂
和
義
德
(
詠
叫
‘
)

，

他
的
光
榮
(
出
的

n
)，

他
的
工
佩
他
的
位
九
他
的
美
德
(
副

%
s
m
a咐
2

叮
叮3.• 

E 

•• 

)
而
堪
稱
為
萬
物
之
也

@
結
論
新
天
新
地

誰
研
究
人
性
便
不
能
不
注
意
到
人
性
的
矛
告
人

要
行
善
反
而
雌
次
行
盛
人
要
求
生
劫
不
兔
一
死
人
是

認
識
真
取
部
常
被
邪
說

所
蒙
蔽
人
類
遭
受
這
種
悲
慘

的
悄
究
賢
有
們
早
已
看
到
了
聖
經
上
對
這
難
題
不
但

記
拔
了
它
的
來
源
並
且
也
說

明
了
它
的
終
結
來
源
說

是
凶
了
人
類
元
租
的
罪
惡
(
經
5
u
..... 

)
國
這
種

罪
惡
人
們
在
道
德
上
不
幸
墮
落
了
且
也
叫
受
造
之
物

「
被
屈
伏
在
虛
妄
之
下
」
救
護
人
類
於
墮
落
之
中
祇

有
全
能
仁
慈
的
天
主
能
圓
周
之
這
項
救
護
工
作
除
了
其

它
的
名
稱
以
外
在
聖
經
上
也
叫
做
「
新
創
造
」
或

者
「
新
天
新
地
」
按
依
叮
叮
等
所
教
「
因
寫
看
說
要

創
造
新
天
新
地
先
前
的
不
再
被
記
憶
不
再
被
關
心
人

們
都
要
因
我
所
造
的
而
永
遠
喜
悅
快
樂
因
氣
看
明
我



要
造
一
座
令
人
喜
悅
的
耶
路
撒
冷
一
個
令
人
歡
樂
的

百
姓•..•• 

」
這
些
意
義
深
長
的
認
可
以
肯
定
說
出
歷

史
的
椎
動
者
就
是
天
主
|

i

在
默
感
的
聖
經
中
沒
有

並
且
也
不
可
能
有
斯
多
喝
派
等
所
主
張
的
歷
史
循
翠

的
定
律
|
|
-
幾
時
先
知
用
詩
的
言
調
來
描
寫
未
來
的

幸
厲
將
如
恰
圓
的
幸
福
時
不
過
祇
是
一
種
比
喻
的
說

法
並
不
等
於
說
未
來
的
全
然
將
如
原
來
的
一
段
再
說

天
主
創
造
天
地
|

時
間
和
空
間

l

是
為
賜
給
人
類
一

個
適
合
的
處
所
在
那
里
生
育
繁
殖
以
光
榮
天
主
人
犯

罪
以
後
天
主
非
但
末
消
滅
他
反
而
應
許
自
己
將
來
必

予
以
拯
救
的
謂
他
要
創
造
「
新
天
新
地
」
若
要
細
問

「新
天
新
地
」
的
預
言
何
時
履
行
懷
聖
經
的
教
義
我
們

可
以
答
覆
當
天
主
學
子
降
生
為
人
而
日
後
復
活
之
時

已
開
始
履
行
了
其
他
的
學
者
更
仔
細
地
說
在
學
神
降

臨
那
一
天
已
開
始
了
主
耶
穌
再
臨
的
那
一
天
就
算
完

全
履
行
見
羅
8

格
前
的
目
|

訕
默
幻
-

-

s

迦
6
H

等
總
而
言
之
藉
著
m聾
子
受
造
的
萬
物
(
若
1

3
)
因

到
劃
的
罪
惡
屈
伏
於
虛
妄
之
下
但
那
為
耶
穌
的
降
生

與
復
活
所
學
化
的
受
造
之
物
當
主
耶
穌
再
來
時
都
會

獲
得
它
的
全
然
美
麗
與
光
榮
這
便
是
終
結

(
默
紹
口

見
原
弄
墨
言
學
神

(
雷
)

“
M
m吋
志
也
口
I
H「
、J
I
--
〉

創
抴
紀
為
梅
瑟
五

8

白
自
F
H
n
μ
5
h
F
'

c

'
t
r

a

-
-
ω

』

-
1
4
A
4
l
d冒
門
，

、
書
中
第
一
部
齊
名

叫
一
除
廠參闊
別
封
封
劃
條
外
亦
撒
到
閱
創
前
十
一
章
的

-
問
題
創
造
六
日
工
程
樂
團
亞
當
原
罪
洪
水
巴
貝
耳
塔

1816 十二重

學
祖
等
條
此
處
只
簡
短
地
介
紹
一
下
本
番
的
(
一
)

名
稱
(
二
)
主
題
與
內
容
(
三
)
結
構
(
四
)
作
者

(
五
)
歷
史
性
(
六
)
主
要
神
學
思
想

(
一
)
名
稱
創
世
紀
一
名
譯
自
希
磁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猶
太
人
習
用
每
蓄
的
首
字
以
名
全
魯
與
我
國
詩

經
的
篇
名
如
悶
雄
之
取
自
「
闖
關
維
鳩
」
何
旬
章
之
取

自
「
葛
之
單
兮
」
相
間
七
十
賢
士
譯
學
經
時
始
取

每
魯
內
容
大
意
譯
成
今
名
按
希
伯
來
聖
經
本
書
原
名

凶
。
『
E

Y
Z
V

郎
太
切
之
意
今
依
希
股
文
譯
為
創
世
紀

因
為
木
齊
所
記
載
的
是
有
關
世
界
的
創
造
人
類
的
由

來
以
及
以
色
列
民
族
的
起
諒
馬
相
伯
先
生
譯
為
生
民

紀
註
釋
為
「
記
天
地
之
初
以
引
起
生
民
也
」

(
二
)
主
題
與
內
容
創
世
紀
顧
名
思
義
是
記
述

世
界
的
創
造
尤
其
人
類
的
由
來
和
以
色
列
民
族
的
起

源
世
界
的
創
造
尤
其
人
類
的
創
造
其
目
標
是
歸
肉
於

創
造
者
!

|
天
主
以
接
受
他
的
啟
示
並
向
他
舉
行
敬

禮
天
主
自
萬
民
中
特
選
了
一
個
家
族
郎
亞
巴
郎
與
其

後
裔
目
的
亦
即
是
要
這
一
家
族
保
存
與
發
展
最
初
的

啟
示
與
真
宗
教
籍
以
準
備
出
谷
紀
中
所
記
的
西
乃
山

的
隆
重
啟
示
所
以
本
書
中
所
記
的
史
事
絕
不
是
以
科

學
的
論
點
或
近
代
史
學
家
的
方
法
來
記
述
而
是
本
看

宗
教
的
觀
點
來
說
明
天
主
參
與
人
類
歷
史
行
動
的
計

劃
來
記
述
人
類
敘
贖
史
的
開
端
在
這
救
讀
史
中
依
照

天
主
的
計
創
以
色
列
民
族
在
萬
民

中
佔
著
最
主
要
的

角
色
因
此
作
者
也
只
看
重
於
這
個
民
族
的
歷
史

本
書
的
內
容
很
明
顯
地
分
為
前
後
兩
編
前
編

(
1
i

n
章
)
是
救
讀
史
的
前
導
說
明
天
主
是
整
個

天
地
萬
物
的
創
造
者
是
全
人
類
歷
史
的
領
導

者
並
街

示
以
色
列
民
族
與
其
他
民
族
的
關
係
救

贖
史
正
式
展

闋
的
第
一
幕
馬
天
主
召
還
亞
巴
郎

(
U
章
)
救
贖
史

的
結
束
即
是
默
示
錄

所
記
的
主
的
再
來
(
默
n
M

)

作
者
在
前

一編
中
先
記
述
天
地
的
創
造

(
1
章
)
以
展

開
天
主
向
外
所
行
的
愛
的
工
程
的
序
幕
為
全
人
類
尤

其
為
以
色
列
民
族
奠
定
了
唯
一
神
論
的
基
礎
為
以
民

神
擁
政
體
作

了

一
項
確
切
的
準
備
繼
而
作
者
敘
述
雖

然
原
副
祖
父
母
叛了
主
命
惹
下
了
滔
天
大
繭
(
23
章
)

後
繼
的
人
也
多
半
背
棄

了
天
主
如
兄
弟
自
相
殘
殺

(
4
章
)
如
洪
水
和
巴
貝
耳
塔
時
代
的
人

(
6
-

u

章
)
但
因
寫
人
是
按
天
主
的
街
像
造
成
的
天

主
的
慈

愛
絕
不
願
將
全
人
類
完
全
拋
棄

所
以
在
後
編
內
(
也

l

叩
章
)
作
者
使
記
述
天
主
怎
樣
主
動
地
練
選

了

一

位
信
仰
堅
定
服
從
聽
命
的
人
|
|
亞
巴
郎
怎
緣
向
他

起
誓
立
他
為
一
個
新
民
族
的
始
祖
師
將
來
要
成
為
天

主
選
民
的
民
族
始
組
許
下
因

他
和
他
的
後
裔
天
下
萬

民
將
要
獲
得
祝
福

(
n
u
)
由
他
的
後
裔
中
要
生
出

一
位
「
臨
晒
得
權
杖
萬
民
都
要
歸
順
他
」
(
特
M

)
並

使
「
救
恩
達
於
地
鍾
的
後
耳
聞
」
(
依
仙"
-
4
9閱
創
3

M

)
天
主
特
還
以
色
列
民
族
即
是
要
這

一
民
族
將
此

「
救
圓
心
的
喜
訊」
傳
到
天
涯
地
角
創
世
紀
鄙
是
記
述

這
一救
贖
史
的
起
統
直
敘至
割
訊
時
此
叫
民
逐
漸
形

成
一
個
民
族
為
止
為
作
天
主
以
大
能
的
手
臂
拯
救
以

民
出
離
埃
及

的
前
奏
以
預
示
將
來
天
主
所
要

完
成
的



-
更
大
的
故
闡
明

湖
一
(

三
)
結
除
由
本
書
的
內
山
谷
看
成
本
書
的
結
構

-
傾
形
般
密
在
敘
事
上
具
有
一
種
精
密
的
計
創
前
編
概

三
兩
附
界
和
人
類
的
創
造
成
划
也
巴
郎
被
益
的
歷
史
後

吉
爾
則
氾
述
天
主
付
這
特
淺
的
家
族
予
以
特
殊
的
照
顧

士
與
引
導
跑
到
在
埃
及
形
成
一
側
過
大
的
民
族
由
本
書

-u
外
表
的
形
式
看
來
很
容
易
見
到
十
次
「
吋
旦
旦
。
"
7
」

一
一
調
彼
此
字
的
意
義
原
有
「
族
譜
」
「
後
街
」
「
來

之

一
股」
「
小
史
」
等
意
義
兒
2
4
5
1
6
9
m
l
U
M

M

盯
筠
凹
鈞
M
M
mI
h
u
2在
作
者
的
心
目
中
可
能
是

有
志
將
本
港
分
瓜
十
州
段
“
浴
缸
時
編
包
括
五
例
(
一)

「
創
造
天
地
的
來
歷

」
中
所
刊
凡
的
(
2
4
)
是
最
初

人
翔
的
展
史

(
二
)
「
取
當
後
府
的
旅
治

」
中
所
記

的

(
5
1
)
是
記
述
布
話
的
後
荷

T
A
+
干
部
厄
瓜
止
(
三
)

「
活
厄
的
小
史
」
中
所
心
的

(
6
.
)
是
洪
水
城
世

之
事
(
四
)
「
諾
厄
的
兒
子
的
後
商
」
中
所
品
的
(
ω

1
)
是
萬
反
的
名
單

(
五
)
「
肉
的
後
筒

」
中
昕
一
鼠

的

(
ω
刊
)
是
記
述
閃
的
後
高
至
亞
巴
郎
為
止

(六
)

「
特
辣
黑
的
後
商

」
中
所
泣
的

(
刊
盯
)
是
必
巴
郎

的
史
事
(
七
)
「
依
市
瑪
耳
的
後
裔
」
中
所
品
的

(
的
心

刊
)
是
品
述
依
市
瑪
耳
的
十
二
例
兒
于

(
八
)
「
依

掀
裕
的
應
史
」
中
所
品
的

(
衍
刊
)
是
依
掀
格
尤
其

是
厄
仰
馬
和
雅
各
俐
的
應
山
入(
九
)
「
厄
撒
鳥
的
後

裔
」
中
所
心
的
(
指
1
)
是
1

心
述
U旭
東
民
族
的
起
源

與
具
有
問
文
獻
(
十

)
「
雅
各
的
們
的
小
災」
中
所
起

的
(
幻

2
)
是
U
述
雅
各
伯
尤
其
是
拉
瑟
與
惜
他
大
的

十二~1816 

歷
史
作
者
如
此
編
排
一
方
面
是
要
使
敘
事
部
分
前
緣

銜
接
到
一
方
面
固
定
要
使
本
書
的
敘
述
愈
限
於
凶
剖
洲

航
光
的
胸
系
子
孫
部
天
主
所
川
口
遷
的
f

孫
內
的
ω
2

後
法
厄
的
一
切
後
月
間
除
附
族
外
使
部
侃
之
不
顧

衍
M

後
依
而
瑪
耳
的
後
此
間
亦
予
以
排
除
必
1

後
厄
微
鳥
與

其
後
此
間
亦
都
不
予
記
敘
只
記
述
雅
各
伯
與
其
後
裔
的

史
事
凶
為

J
U一
家
族
將
成
怨
天
主
的
選
民

以
頁
起
保

存
與
發
展
天
主
啟
示
與
民
宗
教
的
使
命

(
四

)
作
者
關
股
本
書
的
作
者
問
題
誰
見
梅
瑟

五
當
作
者
技
猶
太
人
的
傳
授
以
及
學
教
會
屐
代
一
脈

相
傳
的
主
悵
皆
認
為
海
瑟
時
本
誨
的
作
者
必
故
近
代

人
的

恩
怨
更
好
稱
之
為
一
編者
凶
勾
本
古
所
i

也
無
論
是

前
編
成
後
一
制
均
認
梅
瑟
之
前
許
多
世
紀
的
史
事
這
些
一

史
事
或
者
早
已
有
人
寫
過
或
者
有
些
保
佯
於
家
族
的

口
傳
之
中
街
瑟
只
不
過
採
用

了
當
時
所
能

泣
恃
無
釗的

資
料
依
照
自
己
原
有
的
目
標
與
計
刮
加
以
從
練
整
編

而
-
U
當
然
梅
瑟
不
會
將
過
去
的
歷
史
完
全
收
入
他
的

著
作
內
在
梅
瑟
收
入
的
記
述
之
外
民
間
必
定
尚
有
有

不
少
的
傳
說
後
人
為
了
珍
存
這
些
一
傳
說
或
文
獻
便
取

來
一
編入
梅
瑟
的
紀
錄
中
因
此
本
書
遂
增
添
了
不
少
的

篇
幅
而

有
了
重
復
此
時
間
上
有
矛
盾
的
地
方
並
且
其

中

亦
可
能
有
些
後
人
的
註
釋
竄
入
了
經
文
或
古
祕
改

偽
新
滔
古

地
名
改
為
新
地
名
等
等
現
象
如

u
e
u
7

M
口
狗
，
1
i

d

等
處
雖
然
叫
此
梅
瑟
仍
不
失
為
本
密

的
作
者
或
編
者

(
五
)
極
史
性
本
會
段
是
以

宗
教
的
觀
點
來
敘

述
人
類
的
起
源
與
救
贖
史
的
關

端
那
末
絕
不
能
以
，
車

代
的
史
學
眼
光
此
以
科
學
的
論
點
來
汗
斷
本
主
也
何

河
山
關
於
宇
山
的
創
造
與
人
鼠
的
起
源
是
喝
於
史
的
史

的
無
品
結
v
n
d
r
H
學
成
股
史
學
以
必
人
類
科
倍
所
加
熱
心

啥
叫
凹
的
關
於
本
苦
的
峰
史
性
路
分
雨
點
來
↓
叫
拖
拉
冉

的
前
編

(
1
1
)

凶
屬
於
史
前
史
成
太
占
史
內
中

有
特
殊
的
問
題
應
詳
加
討
論
為
此
斗
的
參
閱
創
的

t

一

章
條
v
t
h
於
後
編
學
組
史
的
歷
史
性
問
題

(
挖
到
)

質
比
前
者
較
為
容
易
誰
明
因
寫
近
百
餘
年
來
經
過

f

考
占
學
家
不
斷
的
努
力
與
研
究
將
近
束
的
占
代
文
化

使
之
很
生
使
成
們
泊
位
知
道

了
近
東
凡
與
以
色
列
子

民
有
闋
的
民
族
在
公
元
前
兩
三
千
年
的
社
會
怕
死
文

化
背
去
風
的
人
悄
法
作
制
度
等
等
狀
羽
削
娘
將
、
旭
些
一

餘
的
事
-
W與
創
的
心
述
作

一
細
心
的
比
較
快
可
早
日
出

二
者
完
全
糾
A口
無
悅
乎
學
者
們
那
一
致
公
d
E
E
M凹的

記
述
與
占
代
巴
比
倫
成
埃
及

的
文
件
所
記
絨
的
無
論

是
在
風
土
人
情
社
會
削
度
方
面
或
在
描
述
某
時
某
地

的
文
化
程
度
方
面
是
如
此
的
吻
合
質
在

會
令
人
稱
奇

見

〉
﹒
宮
"
z
g
-
F
E
且
已

B
E
E
r

呂

F
S
S

﹒

(
六

)
主
要
帥
的
學
思
想
全
部
聖
經
歧
是
科
學
的

根
源
與
基
礎
那
末
本
魯
在
神
學
上
的
價
值
自
可
不
言

而
喻
A可
就
其
學
館
大
者
的
介
如
下

(
一
)
宇
宙
間
的

一
切
萬
物
迷
人
類
在
內
皆
出
肝
、
、
永
遠
存
在
的
唯
一
天

主
的
全
能
一
切
皆

是
好
的

(
二
)
人
是
按
照
天
主
的

俏
像
造
成
的

所
以
悶
萬
物
之
竄

(
三
)
女
人
雖
出
於

男
人
但
並
非
男
人
的
附
腦
二
人
帥
隱
約
輔
相
成
教
以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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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瑋
心
理
道
德
上
彼
此
淪
全
所
以
婚
姻
制
度
是
出
於

天
主
並
您
是
一
夫
一
妻
制
(
四
)
自
然
界
的
災
禍

與

道
德
界
的
罪
惡
進
入
了
位
界
是
由
於
原
晦
的
叛
命
因

此
破
壞
了
一
切
的
平
衡
與
原
始
的
幸
福
罪
惡
是
由
魔

鬼
引
誘
而
來
的
因
而
巾
生
了
死
亡

(
五
)
人
雄
陷
於

罪
惡
但
天
主
主
動
地
應
許
了
救
援
最
後
戰
勝
罪
惡
的

仍
屬
於
人
類
(
六

)
人
犯
罪
後
遠
離
了
天
主
天
主
不

能
不
施
以
懲
罰
以
洪
水
滅
世
位
其
目
的
為
叫
人
類
走

向
歸
向
天
主
的
路

(
七
)
天
主
在
諾
厄
身
上
尤
其
在

被
召
的
r
M巴
郎
和
其
後
裔
的
身
上
所
表
現
的
特
殊
照

顧
是
為
准
偏
默
西
品
出
的
來
臨

(
陳

)

十二楚

見 創
台 (世
史。 三 F 血口

可 2 月>L.;

i 己前
st 十
φ .::1且

只 早

m創
世
六
日
工
程
(
z
n
E
g
o
s
D
)

在
太
古
史

(
創
l

l

H

)
的
兩
例
創
們
心
收
中

(
創
I
I
2
3

以
及
創
2
4
!

自
)
第
一
例
已
被

將
大
主
創
造
的
工
程
分
成
六
天
去
描
述
這
「
六
天
」

聖
經
學
家
稱
它
瓜

月
2
2

呂
立
。
且

我
們
譯
為
「
創
世

六
日
」

(
見
「
太
古
史
」
條
)

一

在
過
去
的
學
經
學
者
中
對
這

「
六
日
」
的
解
釋

前
一各
布
不
叫
大
致
司
歸
納
為
三
種
一
一
歷
史
性
的
解
釋
以

一
「
λ
日
」
解
作
二
十
四
小
時

-
日
的
六
日
或
解
作
六

個
階
段
川
以
湊
合
古
地
質
學
各
種
不
同
的
地
層
二
文

學
性
的
解
釋
泌
您
這
「
六
日
」
只
是
作
者
用
以
傳
達

宗
教
恩
怨
的
寫
作
方
式
或
只
是
作
者
引
述
和
淨
化
了

(
由
多
艸
論
故
海
一
神
論

)
的
古
代
民
族
的
創
世
艸

詞
或
民
關
創
他
故
事
與
創
世
的
「
史
質
」
無
關
三
文

學
氣
層
次
惜
的
解
釋
「
六
日
」
是
一
種
寫
作
方
式
除

'

。

了
為
傳
達
宗
教
悠
悠
外
同
時
也
記
述
創
他
的
中
〈
質

吋
這
「
L
川
口
」
的
問
題
宗
店
嬰
經
委
員
會
論
放

創
1

3
時
雖
然
給

F
J
主
張
六
口
是
「
二
十
四
小
時

一
日
的
六
日
」
或
主
張
是
「
六
個
階
段
」
的
自
由

(
何
回

口
﹒
ω
志
)
川W
卸
強
叫
州
這

一而
相
峭
的
「
史
質
性
」(
何
回
且
已
吋
)

更
指
山
「
這
些
章
節
品
絨
的
事
質
若
是
為
必
天
主
教

信
仰
的
基
本
道
見
時
必
們
不
呵
懷
疑
這
些
事
質
的
歷

史
伯
伯
退
些
基
本
追
問
均
是
一
天
主
在
時
間
之
始
創
造

了
前
門
物
一
一
天
主
以
特
別
的
方
之
創
造
了
人
三
第
一
個

灰
人
造
內
第
一
例
男
人
凹
人
以
起
源
的
豈
一
性
五
原

帕
仙
化
祥
的
，
u
f
』
何
以
如L
F福
扒
天
主
給
跟
他
江
了
減
八
叩

爪
守
法
保
他
們
的
服
從
七
以
叫
泊
防
身
於
蛇
彤
的
成
鬼

曖
俠
之
F

犯
了
大
主
的
沁
向
八
原
州
凶
犯
知
小
〈
H
U附
了

一
原
先
的
泊
流
以
憑
九
天
主
牛
川
下
救
主
降
生
」(
關
切
口

。

ω
凶
∞
)垃

代
型
經
學
淆
的
「
六
日
」
多
保
用
文
學
來
歷
史

性
的
解
釋
他
們
在
教
宗
庇
護
十
二
位
的
指
示
一
「
(
見

「
致
舒
阿
爾
樞
機
主
教
函
」

「
人
類
過
A
W」
「
塾
神

。

默
感
」
)
發
現
和
研
究
太
古
史
獨
特
的
文
體
類
型
這

類
型
可
稱
肉

「
宗
教
原
始
通
俗
記
錄
體
」
就
是
說
以

當
時
(
原
始
或
太
古
時
代
)
通
俗
的
想
法
寫
法
和
設

法
來
表
達
天
主
啟
示
的
宗
教
基
本
道
理
和
與
這
些
道

斑
有
闋
的
歷
史
事
實
因
此

「
六
日

」
只
是
一
種
寫
作

的
手
法
並
不
一
定
指
二
十
四
小
時
一
日
的
六
日
也
不

一
定
指
六
例
階
段

主
於
「
六
日

」
的
「
六
」
字
近
二
十
多
年
有
關

希
伯
來
人
「
象
做
數
字
」
的
研
究
可
能
給
予
一
個
指

示
彼
時
希
伯
來
人
的
觀
念

「
七
」
是
神
聖
的
數
字
事

實

L
第
一
個
創
世
記
鼓

(
制
I
I
2
3
)

就
好
像

看
眼
於
這
「
七
」
{
子
的
神
聖
性
因
為
作
者
以
「
B
+

-
H

吋
」
的
方
式
記
述
創
世
的
事
咱
趴
在
這
記
載
中
叉

七
次
品
收
天
主
欣
賞
自
己
的
工
程
(
1
3
8
"
時
間

刮
目

H
M節
則
是
這
七
次
的
總
結
)
也
七
次
記
敘
「
事

就
這
樣
成
了
」

(
1
6

s

u
m

m
M
m
)
尚
且
「
天

主
」
的
名
字
也
用
過
衍
次

(
H
吋
X
M
)天
地
穹
蒼
等

名
況
又
用
過

幻
次
(
H吋
X
M
)因
此
這
段
品
放
除
了
願

意
傳
達
天
主
啟
示
的
宗
教
的
基
本
道
理
和
與
這
道
理

有
關
的
史
質
外
好
像
還
願
志
強
調
創
造
工
程
的
「
神

聖
性
」可

是
反
過
來
說
故
然
「
七
」
是
個
神
學
數
字
那

麼
「
l
C
就
是
一
個
「
缺
數
」
不
但
因
為

A
WH
吋
』
】而
且

「
J
八
」
還
是
「
三
」
(
不
全
數
字
)
的
倍
數
因
為
三
一
一

是
「
七
」
的
半
數

(
充
軍
則
前
以
民
沒
有
自
穹
的
數
字

因
此
七
的
半
數
不
是
凶
山
+
凶
咿
而
是
凶
+
辛
)
這
一

來
作
者
用
「
六
日

」
來
描
寫
創
造
的
工
程
可
能
就
有

一
個
很
深
入
的
意
義
就
是
說
世
物
木
身
都
是
美
好
的



~
~
兀f
e
的
d
l
犬
主
h
u七
次

「
看
了
認
路
好

」
(
l
a

m
-
-
M
M
J
U品)
而
第
八
次
選
「
認
為
，
樣
樣
滑
彼
呀
」

-
(
l
u
)
無
可
4
H
U
A
U

岐
物
有
它
本
忱
的
伯
納
吋
赴
作

一
有
划
故
宮
給
這
些
美
好
的
做
物
丘
上
一
例
「
以
數
」

l
!

在
「
六
」
刊
創
造
成
的
奸
像

m
g
J
m泌
叭

叭
仆
的
一
切
受
這
本
身
雖
越
做
好
的
吋
是
始
終
H
K
h木
完

好
的
討
的
是
在
「
六
日
一
造
成
的
接
使
它
們
成
瓜
卡
全

十
美
的
必
泊
在
六
千
上
加
一
就
是
加
上
第
七
日

學
日
芯
川

~
H
A
a悅
抖
的
一
切
雖
有
它
們
本
忱
的
伯
伯

可
H
止
怕
它
使
技
們
前
仙
一
上
拉
性
的
物
質
生
「
小
的
取
民
令
完

美
的
伯
納
則
非
加
上
跑
們
的
宗
教
生
的
不
可
逗
可
能

就
是
「
六
日
」
的
深
入
意
義

(
梁

)

9

色
2

，
、

d
m
a
t
t
「
/

是
l

、

錢
基

m
贊
沙
葉
鴉
言

。
已
巨
2

)
|

J

d

-E
/

司
，
、
稚
的
高
采

畫
的
阱
亦
是
當
時
的
醫
學
中
心
是
女
提
約
占
二
閱(
公

元
的
一
一
六
一1
二
凹
六

)
符
其
妥
在
勞
狄
刻
在
堅
持

(
廿
三5
)
而
門
邊
所
煌
的
城
市
因
此
而
得
么
色
也
可
王

朝
被
蚓
蚓
人
戰
敗
後(公
元
的
一
九
己
年
)此
械
被
釗

錦
於
培
爾
加
摩
坡
的
凶
王
勞
狄
刻
雅
是
當
時
十
分
富

有
的
織
市
(
別3
口
)
，
出
口
叩
門
以
眼
藥
(
蚓

3

刊
)
凡
此

布
匹
為
苦
其
悶
悶
盛
產
棉
花

A
T日
亦
然
城
中
娘
有
不

少
的
銀
行
商
行
仗
著
名
的
眼
科
醫
生
在
此
有
不
少
猶

太
人
恬
佳
故
此
法
督
教
之
傳
人
並
非
是
一
件
卡
分
囚

幣
的
事
在
此
開
教
的
人
大
約
是
回
帕
失
辣(即
叫4
口

U
)
做
你
雖
會
兩
次
經
過
米
袋
基
雅
山
河
教
也
似
末
曾

在
此
城
側
留
過

(
哥
4

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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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N
A
J
U
H
忠
一
小
時
財
川
的
無
川
的
城
市
它
的
居
民
大

部
L
1
分
叭
叭
-
H
恃
比
如
公
元
後

λ

一
年
的
大
地
品
將

此
械
吭
一
川
本
以
川
沁
克
和
收
得
叫
人
的
以
消
亦
H
正
當

時
片
J
仆
的
“
亢
而M峨
山
故
此
它
什
m
k
h上
的
七
仙
教
會

4
'
‘
。

中
叫
起
受t
H
仙
恥
笑
故
山
川
的
一
例
(
默
3

H
m
)

州
尸H
e血、山
山
開
川
口
川
U
M迦
戶
口LQ
的
M峨
山
，
仆
卜
，
三
們
紀

始
U
w
m州
州
被
人
放
泉
山K
A
-
U必
然
無
存
以
叫
起
一
片
焦

仁
就
連
生
長
的
倒
水
也
很
少

M
d

留
下
一
片
淒
涼
的

廢
施
令
人
一
心
川
而
已
做
們
可H
M
K
川
止
一
例
俏
商
場
健
身

。

1
I
l
l
i
-
-
I
l
l
-

h
雨
時
側
勾
攻
懼
怕
的
心
跡
在
它
的
附
近
有
百
羅
K
H

扎
扎
耶M
H叫
坐
山
城
的
一
股
址
現
在
除
勞
狄
刻
雅
最
近
的

付
托
拉

λ
公
里
半
之
遙
的
總
叫
他
次
星(
巳E
E

』
)

(
韓

)

t
F
E
-
-
-』
'
，
。

兒
必
勞
狄

自
U
P
.
E
.
-
-
P
-
F
K

、
、
'

?
沒

t
M
V
B
嗨
，

-
E
E
H
E


E
H
H
盯

a
j

J
、
A
/
司

/
、

n
k
主
3
F
r
「
y
v
Eo
o
3
月

J
以
氏
占
法
律
上

e
o
d
E
E
-
-
E
P

》
3
3
:

。

4
=
7
.
r
E
h

1
1

，

2

，
z
i
i
;
c

z

a
r

-

、
除
了
汗
過
的
年

份
外
又
打
付
代
年
的
例
也
H
H
2年
是
在
每
次
漏
了
七
倒
是

划
年

(
心
七
年
呻
吟
-
E
則
年

)
之
役
的
一
年
心
立
口

年
亦
即
你
半
仙
們
紀
過
一
次
拜
年
反
祝
沁
划
一
年
在

‘
這
一
年
一
切
被
沒
收
的
地
產
憋
重
師
原
主
肋
鈞
叫
調

「
祝
學
第
五
L
I
年
，
川h
t凶
肘
反
而
口
一
佈
自
巾
為
你們
是

一
叫
什
年
人
各
歸
真
叫
某
人
谷
一
也
其
家
庭
」
(

韓

)

n
旨
在3
c
r
口
U
「
切
。
矣
。
『τ
z
o
g
J

"
3
5
t升
呵
。
那
/
F
F
R
E
H
E
R
E
U

」

見
你
瑟
默
示
錄

的
豆
，
、
幽
孟
『
Z
O
E
R
E

戶
切
狗
肉
〈
M
n
o
J
M
啪
"
市
民
的
附
相
關

跎
吋
耳
面
則
/
MW
v
sf
E

」
人
的
死
ι
是

快
叫
一
切
民
族
都
有
的
習
俗
且
叫
做
習
俗
內
時
地
向
W

叫
此
投
下
的
舉
辦
必
如
其
他
各
東
方
以
位
來
府
主
的

民
放
以
放
峽
大
哭
海
主
初
開
明
的
以
民
，
外
來
生
的
觀
八
，
山

向
川
圳
恤
佼
糊
叫
死
亡
海
大
災
大
難
家
縫
之
太
不

i
v
足
以

表
示
哀
慟
的
線
式
亦
特
別
繁
多
今
試
述
如
下

當
親
人
或
憫
友
斷
氣
之
時
或
者
在
聽
到
什
抖
的
几
亡

的
叭
訊
之
時
馬
上
的
反
您
是
撕
裂
衣
服

(
撇
，F
1

2

3
U
M
M
臼
)
除
掉
內
衣

(
繳
下
3
U
)
身
許
椒
麻
在

或
者
其
他
袋
版

(
則
必
H

微
下
M
Z
)亦
足
而
行
(
做

下
臼
叩
)
除
去
頭
巾
以
布
遐
驗
頭
上
做
灰
(
織
下1

2

)
削
髮

(
耶
的
6
)
或
者
披
頭
散
髮

(
肋
m
e
)

輾
轉
於
灰
塵
(
耶
6

品
)
取
消
一
切
的
修
飾
不
用
香

水
香
料
不
洗
澡
沐
浴
(
撒
下
M
Z
)
其
次
更
有
白
楊

己
身
者
(
晰
的
6

釗

M
M
N
s
m
們
6

的
訂
依
n
m
則
7

"
)
守
茄

(
繳
上
討
問
做
下
l
u
)
及
災
燒
香
川
料
等

(
糊
下
的
u

到
凹
)

停
岫
瓜
反
首
的
家
庭
被
視
為
不
潔
之
地
故
不
能
美

食
食
品
也
憐
人
或
親
戚
送
來
凶
在
雪
地
不
僅

「
木
門

伊
」
的
泡
製
技
術
天
氣
又
熱
故
健
體
容
易
腐
爛
是
以

平
常
當
天
就
要
掩
埋
居
喪
之
期
長
短
不
定
聖
經上
提

到
山
帆
為
制
叫
劇
組
起
三
十
天
其
間
守
瓶
(
巾
刑犯
8
)

為
制
蚓
叫
及
制
叫
到
則
的
七
天(刷
上
N
A
H
)

其
次
特
此
有
痛
悼
死
者
的
哀
歌
札
札
幌
聯
以
的
成
的

格
式
作
成
來
追
悼
死
者
歌
頌
他
的
功
德
法
衷
的W仍
留



人
間
親
人
的
傷
痛
「
撒
鳥
耳
與
約
納
堂
相
親
相
愛
生

相
聚
死
不
離
神
速
過
鷹
勇
獄
過
獅
﹒
••••• 

英
雄
怎
會
在

戰
門
中
陣
亡
哎
約
納
酬
，
且
對
你
的
死
我
極
度
哀
痛
我
的

兄
弟
約
納
堂
我
為
你
萬
分
悲
傷
」
(
微
下
1

口

T
H
)

叉
如
「
我
兒
阿
貝
沙
降
我
兒
阿
貝
沙
隆
巴
不
得
我
替

你
死
了
我
兒
阿
貝
沙
烽
狡
兒
」
(
撇
下

"
1
)
在
這

種
機
會
上
普
通
也
請
一
些
以
號
喪
為
業
的
婦
女
來
哭

聲
真
是
震
天
動
地
(
亦
見
列
上
口
叩
列
下
6
M
亞
5

M
8
"

則
2

肘
6

自
9
H

T
i

U
M叫
‘
則
圳
的
口-t
n

幻

間
加
上
9
n
加
下
ω
目
等
)

在
新
約
時
代
這
種
習
俗
照
行
不
衰
耶
穌
並
沒
有

將
之
斥
為
不
當
相
反
他
會
痛
哭
其
友
拉
區
祿
的
死
亡

(
瑪
9

間
)

見
埋
葬
(
韓
)

M
悔
甘
、
甘
均「
頁
。=
S
E

個
J
世
界
任
何
民
族
面
對

的
-
3
1
'

，
H
K
R
E

」

親
人
或
朋
友
的
死
巳

都
不
免
要
悲
傷
痛
哭
但
這
種
自
然
感
情
的
流
露
在
東

方
各
民
族
問
尤
其
在
以
農
業
為
主
的
民
族
中
似
乎
更

為
表
面
化
及
戲
劇
化
以
民
當
然
不
能
例
外
這
由
聖
經

的
記
敵
我
們
可
以
清
楚
知
道
其
間
有
不
少
的
習
俗
十

分
相
似
中
國
民
間
仍
留
縛
著
的
戴
孝
儀
式
讀
者
自
能

會
意
得
到
而
加
以
比
較

當
死
亡
的
凶
信
傳
來
之
後
親
人
或
朋
友
的
立
帥

，
反
應
是
將
自
己
的
衣
服
撕
破
而
將
粗
糙
的
麻
哀

!

一

叫
一件
長
衫
|
穿
在
沒
有
內
眾

的
身
體
上
然
後
脫
去
鞋
赤

戶
足
而
行
將
頭
巾
取
下
剃
去
頭
髮
頭

上
撒
灰
以
面
帕
蒙

1824-1826 十二重

臉
坐
在
地
上
總
之
一
切
修
飾
放
打
紛
自
己
的
工
作
完

全
省
忍
不
淋
俗
更
不
傅
泊
停
以
屁
魄
的
家
中
也
不
愛

飯
而
自
憐
人
或
朋
友
送
來
守
肅
的
七
天
若
是
名
人
死
亡

則
更
有
守
掰
一
月
之
例
著
名
的
友
弟
德
寡
婦
除
慶
節

外
且
終
年
守
齋
其
次
更
有
哀
歌
的
頌
唱
(
見
「
哀
悼

者
」
條
)
這
些
哀
歌
大
都
是
比
一
一
即
成
的
格
式
主
旨
在

於
歌
頌
亡
者
的
功
德
及
表
達
親
人
的
悲
痛
(
創
幻
H

叩
叫
蘇
7
6
撒
上
H
A
H列
上
U
M
列
下
6
M
亞
5
M

。

1
-

7
e
l
-
-
j
+
7
2
7
0
1
:

8
1

耶
2
3
6
2
9
1

1

1

則
月
2
1
l
2
Z
s

加

止

9
n

等
)

當
悲
痛
至
極
點
時
亦
有
以
刀
剪
刺
面
或
胸
部
的

行
動
但
這
種
由
外
邦
傳
入
的
近
乎
野
蠻
的
行
動
為
梅

瑟
法
律
所
繁
止
(
見
依
詔
"
耶
的
6
叫
‘
刊
盯
則
7

M

亞
8
M

肋
W
盯
甜
申
M
1
德
鉤
油
等
)

埃
及
和
客
納
罕
人
有
以
飯
食
及
水
與
死
人
間
莽

的
風
俗
是
否
以
民
也
照
樣
作
過
我
們
不
能
確
知
但
在

希
種
文
化
的
末
期
猶
太
人
已
漸
漸
開
始
為
亡
人
舉
行

祈
禱
及
獻
祭
部
是
事
實
(
加
下
U
M
|
“
)

新
約
時
代
猶
太
人
則
喪
事
的
舉
行
及
哭
喪
的
習

俗
大
致
如
瞞
自
耶
穌
未
會
責
斥
過
對
親
人
死
亡
的
慟
哭

相
反
他
自
己
亦
曾
寫
了
他
朋
友
誼
匣
祿
的
死
亡
而
痛

哭
(
右
口
站

等
)
且
為
了
寡
婦
哀
吊
獨
子
的
死
亡
而

慈
心
大
動
組
括
了
她
的
獨
生
子

(
見
路
7
u
|

叮
}

見
哀
悼
者

(
韓

)

師
喪
版
(
mu…
叮
叮
仔
)
見
苦
衷

u
m
其
□
「
約
旦
已
。
J
堡
壘
之

修
建
在
整
個
舊
約

8
1
1

，
直
回
國
」
」
，
包
，
‘

d

、

-
d
z
-
F
E
-
-

，
且
，
》
、
的
歷
史
中
其
目
的
是
用
來

保
護
某
一
地
區
的
人
民
以
低
禦
敵
人
的
攻
變
通
常
是

住
在
一
小
山
頭
上
圈
之
以
牆
形
成
或
大
成
小
的
城
市

它
不
祇
是
為
保
護
城

內
的
人
而
且
也
是
當
戰
爭
臨
頭

時
全
區
的
數
個
莊
村
的
人
民
都
可
逃
來
避
難
堡
壘
土

主
要
條
件
是
內
部
一
定
要
有
一
個
常
流
不
息
的
水
束

以
防
因
長
期
的
囡
囡
而
居
民
缺
少
食
水
或
者
在
地
下

建
一
隧
道
通
向
城
外

的
水
泉
以
達
到
引
水
入
城
的
日

的
如
著
名
的
耶
京
(
繳
下
5
.
)
及
默
基
多
(
去
。
間
，

m
E。
)
的
地
下
水
道
平
常
在
堡
壘
的
外
艙
內
仍
建
有

內
牆
一
道
以
作
徹
底
的
抵
抗
古
時
的
堡
壘
佔
地
並
不

大
大
約
是
五
至
十
英
敏
的
面
積
開
戰
時
堡
壘
內
遞
民

擁
擠
的
情
形
可
想
而
知
最
初
的
攻
織
方
法
是
直
螢
的

衝
鋒
及
破
壞
牆
壁
公
元
前
第
九
八
世
紀
時
亞
述
帝
閥

首
造
衛
城
車
專
攻
堅
處
險
是
以
所
向
無
敵
有
關
聖
地

堡
壘
的
年
代
很
難
斷
定
因
為
大
都

是
經
過
短
期
的
存

在
而
毀
於
戰
爭
後
人
再
利
用
當
址
重
新
建
築
按
考
古

家
的
意
見
最
古
的
圍
牆
是
部
立
在
山
頭
的
岩
石
上
其

上
而
建
的
高
牆
聳
立
後
來
則
在
城
牆
外
堆
以
土
製
的

斜
坡
以
便
減
少
敵
人
衝
鋒
的
速
度
增
加
敵
人
破
連
牆

壁
的
困
難
再
後
來
在
城
牆
外
更
加

上
一
道
城
據
以
及

在
蛾
牆
的
頂
端
每
隔
相
當
距
離
建
一
個
堡
或
平
台
使

更
多
的
軍
人
參
加
防
守
的
工
作
如
此
敵
人
的
攻

擊
更

形
困
難
了
還
有
的
堡
壘
牆
壁
壘
凸
凹
型
則
更
易
防
難

攻
有
的
圍
牆
其
厚
度
竟
達
八
九
公
尺
這
種
城
緒
是
由

--



-
兩
道
石
油
包
住
外
進
中
間
壞
以
沙
石
而
達
成
它

的
高

明
-
度
不
戴
大
約
在
三
至
四
公
凡
鐵
門
則
建
於
圈
翰
的
凸

一
凹
處
以
便
當
敵
人
攻
門
時
能
縮
小
敵
人
的
範
園
集
中

m

箭
力
有
效
地
禦
敵
及
殺
敵
且
有
通
入
內
織
的
門
兩
三

道
門
愈
向
里
愈
窄
以
便
容
易
關
閉
及
把
守

整
個
中
東
最
占
1屯
的
堡
壘
要
算
是
耶
里
哥
堡
壘

由
著
名
考
古
學
家
肯
尼
翁
女
士

(
宮E
m

﹒
閑
自
古
口
)

以
七
年
的
時
光
挖
掘
研
究
(
一
九
五
一
l

一
九
五
八
)

它
的
最
早
建
設
竟
在
公
元
前
五
千
多
年
其
設
計
的
精

心
建
築
的
堅
固
地
勢
的
優
良
等
算
一
切
被
發
現
的
堡

壘
之
最
但
如
此
堅
固
的
城
池
仍
未
能
在
天
主
的
百
姓

的
攻
擊
之
下
吃
立
不
勤
部
被
以
民
以
七
天
的
衝
擊
將

它
攻
下
(
蘇
6
6

|

叩
)
以
民
甫
進
許
地
見
當
地
客

納
罕
人
文
化
之
高
尚
建
樂
之
華
麗
堅
固
驚
得
目
瞪
口

呆
(
戶
口
站
)
在
佔
領
詳
地
之
後
雖
然
也
學
習
當

地
人
的
城
市
建
築
但
都
是
也
一
十
分
簡
陋
劣
質
的
工
程

毫
不
足
道
這
也
不
能
責
怪
他
們
因
為
他
們
原
是
中

T游

牧
民
族
佔
領
許
地
後
才
開
始
定
居
的
生
活
向
文
化
芳

面
發
展
還
有
在
他
們
定
居
之
後
十
二
支
派
彼
此
不
但

不
相
合
作
反
而
各
自
鐵
地
為
生
各
自
為
政
甚
至
四
分

五
裂
很
本
談
不
到
自
衛
之
道
是
以
禦
敵
之
能
力
非
常

薄
弱
甚
至
在
遠
咪
統
一
全
國
後
也
未
能
充
分
鐘
築
防

禦
的
工
事
|
|
l

堡
壘
以
民
從
4
必
喔
喔
的
迷
投
始
自

傲
耀
滅
時
代
是
他
開
始
了
徵
用
勞
工
的
先
例
(
列
上

9
n
u
‘
油

等
)
他
的
最
著
名
的
兩
個
堡
做
一
是
邊
界

的
兩
個
軍
事
重
鎮
默
益
多
和
革
則
爾

十二重1827 

公
元
前
十
九
世
紀
古
中
東
發
明
了
修
築
堡
壘
的

新
技
術
值
得
在
此
一
提
這
種
新
技
衛
在
於
圍
牆
的
鐘

設
上
郎
在
那
厚
糟
的
中
間
以
闡
明
牆
隔
出
許
多
笠
室
時

室
或
暗
格

(
P
Z
S
B
且
括
巴
)
使
敵
人
的
攻
擊
行

動
在
破
壞
了
外
牆
之
後
仍
被
困
於
暗
中
受
灰
暗
絡
中
故

容
易
將
之
消
滅
後
來
在
希
磁
放
羅
馬
帝
國
時
代
娶
她

堡
壘
建
設
的
技
術
則
完
全
由
上
述
兩
國
所
輸
入
大
黑

落
德
及
他
的
繼
位
人
在
聖
地
建
了
不
少
的
這
種
堡
壘

著
名
者
有
亞
歷
山
大
里
雍
耶
里
哥
瑪
撤
途
瑪
革
洛
及

盤
問
落
狄
雍
等
地
的
堡
壘

技
蘇
8
H
l

凹
的
記
載
堡
壘
不
紙
是
作
為
防
守

城
市
而
亦
是
用
來
攻
擊
敵
人
的
故
除
它
的
主
要
防
守

性
質
外
亦
有
攻
擊
的
性
質

(
韓

)

封
口
R
旨
是
「
〈
g

m
E
D
n
o
J
報
仇
特
別
是
指
報
血

"
血
本
干a
z
f
〈
E

R
S

」
。
i

l
l

E
E
A
1

，
、
仇
舊

約
襄
報
仇
的
恩

怨
無
疑
是
受
了
古
代
中
東
民
族
的
影
響
拔
古
巴
比
倫

的
法
律
凡
殺
害
了
一
自
由
公
民
或
一
公
民
的
妻
子
兒

女
則
應
技
「
報
愉
悅
律
」
封
殺
入
犯
施
以
同
嶺
的
刑
罰
的

將
殺
人
犯
處
以
死
刑
(
見
叫
劉
制
制
碑
文

m
m
m
)

。

如
果
犯
罪
是
得
鼻
君
王
或
褻
凌
神
明
不
但
處
死
犯
人

而
且
殃
及
全
家
應
將
犯
人
全
家
處
以
死
刑
同
樣
在
舊

約
裝
也
是
血
債
血
還
而
且
也
有
所
謂
的
「
報
仙
似
律
」

(
H
L
O
H
Z
E
S
Z
)

鍾
然
隨
著
時
代
而
有
所
變
更
但
直

到
越
江
王
朝
以
來
以
民
仍
一
位
以
「
報
彼
作
」
的
思

想
仙
似
仇

按
值
約
的
恩
想
血
債
血
還
是
因
為
血
是
人
生
命

所
E
R而
生
命
則
來
自
天
主
(
創
9
.
)
是
以
偎
依
流

入
血
者
即
侵
奪
娥
與
人
生
命
者
天
主
的
權
剎
是
以
無

辜
被
殺
者
的
血
必
向
天
主
喊
氮
直
到
血
債
血
還
如
果

被
殺
者
沒
有
親
人
寫
他
復
仇
天
主
自
己
要
為
他
復
仇

(
創
4
"

加
下
8
8
撇
下
釗
z

申
詔
"
)
但
錯
了
那

些
誤
殺
者
天
主
會
訓
令
梅
瑟
設
置
避
難
城
使
誤
殺
者

不
致
寫
復
仇
者
殺
害

(
戶

行
﹒
出
訓
"
申
4

叫
“

ω

2
S
)
並
且
為
執
行
報
復
律
也
不
得
叫
他
下
任
意
而
為

須
先
經
法
官
根

蠻
法
律
審
斷
然
後
予
以
實
施
(
申
口

8
9
)
不
過
事
實
上
以
民
中
仍
不
乏
未
經
法
官
審
訊

而
私
自
報
仇
者
如
約
阿
布
之
殺
害
阿
貝
乃
爾
阿
貝
沙

峰
之
殺
害
阿
默
慶
等
是
(
繳
下
3
M
n
U
M
)
此
外

縫
在
舊
約
時
代
已
有
恩
待
仇
人
的
訓
令

(
見
肋
m
M
M

續
討
刮
目
)
這
是
古
代
中
東
其
他
民
旅
所
餌
怖
的但
對

於
崇
拜
邪
紳
獲
罪

上
主
按
當
約
的
思
想
和
古
巴
比
倫

的
法
律
稍
有
不
同
技
巴
比
倫
人

的
法
律
如
前
面
業
已

提
及
是
禍
延
全
家
而
拔
制
到法
律
則
是
殃
及
子
孫
直

到
三
代
四
代

(
見
出
m
s
-
M
e
7
申

5
.
)
又
旅

店
由
約
復
仇
的
最
後
理
由
巳
如
前
述
是
由
於
人
侵
奪
了

掌
管
生
命
者
天
主
的
權
利
是
以
當
約
襄
義
人
多
將
復

仇
容
望
於
天
主
手
中
叉
基
於
以
民
的
仇
人
也
的
天
主

的
仇
人
是
以
在
學
詠
集
富
貴
有所
謂
詛
咒
學
詠
即
呼
求

天
主
對
仇
人
施
以
報
復
懲
罰
仇
人
將
仇
人
徹
底
消
滅

(
見
制
"
泊
的
山
川
等
)

。

及
至
到
了
新
約
時
代
耶
穌
對
復
仇
的
叡
念
來
了

個
微
處
大
改
革
「
你
們
一
向
聽
說
過

『
以
眼
還
眼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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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
還
牙
』
我
卸
的
你
們
啥
叫
不
要
怔
，
抗
虫
，
人
而
且
若
有

人
掌
擊
你
的
右
傾
你
把
另
一
面
也
轉
給
他
」
「
你
們

一
向
聽
混
過
『
你
總
泛
你
的
近
人
恨
你
的
仇
人
』
或

部
對
你
們
批
你
們
當
愛
你
們
的
仇
人
當
為
迫
是
口
你
的

人
祈
禱
」

(
瑪
5

詞
“
)
是
以
當
撤
瑪
黎
稚
人
不
懷

納
耶
穌
和
他
的
門
徒
時
雅
各
伯
和
若
望
願
耶
穌
白
天

降
火
將
他
們
焚
毀
時
耶
穌
不
但
波
有
允
他
們
的
所
未

反
將
他
們
加
以
責
斥

(
路
9
H
H

)
及
至
耶
穌
身

懸
十
字
架
上
時
耶
穌
不
但
沒
有
詛
咒
他
的
仇
人
反
而

為
他
們
祈
拷
「
父
洞
寬
赦
他
們
吧
因
為
他
們
不
知
道

他
們
做
的
是
什
麼
」
(
絡

n
H
)
是
以
在
新
約
莫
更

伐
不
到
絢
延
子
孫
的
處
罰
按
新
約
的
恩
怨
針
待
仇
人

唯
一
妥
善
的
方
法
部
委
滔
天
主
的
手
天
主
並
非
不
照

顧
義
人
他
聽
到
了
他
們
喊
冤
的
聲
音
只
叫
他
們
靜
候

片
時

(
默
6
u
u
)

待
天
主
頒
定
的
時
刻
到
了
主

耶
穌
(
人
于

)
將
發
帶
著
大
故
能
和
光
榮
乘
主
降
來

施
行
審
判

(
瑪
圳的
叫
吭U
Ut

“
默
m
u
H
)
代
義
人

伸
冤
如
耶
穌
所
改
「
連
你
們
的
一
很
頭
髮
也
不
會
失

海
」
(
路
幻
時
)
他
將
符
義
人
拭
去
他
們
的
眼
說

(
默

7

口
創
4
)
(

義
)

卜二查794 0 -.. 焰 ， 命 1828

|以以 幸B
22 (.屁股亦 TJ)(
糾遠 遠稱 ~
1 9 旬 ， 眼. !是 l!Jt
M 以以|司 今壘，
)沱牙 ;g" 1于
轍，退還從 ----、

似疤 牙 . VL tr 
f拉」以法: X ~ 
郎( 亭'0 ....， 斗。

是:1'， ~ j);ì ;{.;二 ET 三
倍 21 手 ， 有 g g
;g. 230 111;; E. 
人 l即在 . ~ 
有自; iB 就 ~' 

膝 蓋E 閥 ， 愁、吃
受!也以以 )

受肋i 烙命
害 24 溢的

人
的
卅
時
間
悄
志
這
種
叫
做
飯
律
是
一
種
洞
做
出
老
且
普
通

的
法
律
適
合
股
原
始
的
或
不
拉
關
化
的
社
會
哈
公
躲

彼
法
典
第
一

一
六
一
九
六
一
九
八
二
「

一
二

a

一
二

一「h
g
d
E
d
-

-二
九
二
三
(
二
六
三
條
全
國
起
做
此
法
偽
成
的

來
隆
(
ω。
-
8
)亦
有
同
慎
的
法
律
羅
馬
刻
於
十
二
銅

版
的
法
律
中

(
F
Z
M
h口
斗

"
z
-
R
E
E
)
亦
有
類
似

的
報
做
作

山
河
民
族
學
家
的
考
察
與
研
究
現
今
仍
有
不
少
半

間
化
的
民
族
尚
有
此
法
比
法
的
優
點
是

(
一
)
使
刑

罰
簡
易
(
二
)
;
支
占
人
迅
速
得
到
相
當
的
賠
償
金
一
)

阻
止
受
主
人
傾
外
的
妥
求
雖
然
如
此
但
也
有
其
劣
點

(
一
)
這
M
m刑
罰
不
常
是
公
遁
的
(
二
)
很
容
易
引

起
愉
悅
與
反
亂
因
此
一
個
民
族
關
化
之
後
此
間
也
法
律

即
應
漸
W捌
師
胡
止

耶
穌
以
在
大
仁
愛
為
俊
不
但
將
此
甜
味
彼
律
完
全

推
翻
(
瑪
5
甜
刊
)

而
且
教
訓
門
徒
要
定
仇

(
瑪

5
H
H
)

所
以
信
徒
不
但
不
宜
以
同
志
報
惡
「
反﹒
隊

以
著
勝
感
」

(
此
昭
雄旭
戶
)

見
的
條

(
陳

)

m
n
H
按
昆
「
H
HO
H
E
F
E
S
J天
主
是
其
善
罰
惡
的

的
主
竿
-
M
m
u
f
M
H
2

月
心σ
E
H
S

」
﹒

i

j

-

2

l
l

'

、
天
主
這
個
觀
念
在
聖

經
上
U
K
M扯
不
鮮
的
但
是
這
撞
紋
念
如
並
不
意
昧
著

善
人
在
天
主
恥
的
有
權
利
索
取
民
叫
做
因
為
天
主
不
是

與
人

u

屁
股
叫
川
等
的
地
位
更
不
是
善
人
的
欠
債
者
(
路

口
凹
的
9

1

H
)
天
主
之
所
以
懲
罰
而
且
人
是
由
於
他

的
公
義
他
哎
哎
善
人
如
完
全
出
於
他
的
仁
慈
及
愛
情

他
是
萬
物
的
掌
管
者
他
的
決
斷
是
不
可
測
蠱
的
(
依

M
W
S
H
絡
刊
曰
"
)

(
一
)
何
約
中
的
級
隊
凡
是
遵
守
天
主
誡
命
的

人
將
受
位
叫
做
(
山
m
s
申
5

刊
)
違
反
命
令
的
人
部

要
受
懲
罰

(
山
NH
7
戶

M
M
)
這
是
當
約
關
於
報
憊

的
中
心
恩
怨
為
了
更
易
明
除
起
見
我
們
按
照
聖
經
的

指
示
將
它
分
成
個
人
的
報
應
及
團
體
的
報
應
來
講

1

個
人
的
報
應
亞
當
厄
蛙

(
創
3

時
1

刊
)
加

止
日(
創
4

日

自
)
阿
彼
默
肋
客

(
山
民9
M
)
約
阿
士

(
編
下
剝
削
)
等
因
罪
而
受
罰
以
及
多
俾
亞
的
受
賞

(
多

M
1
1

4
)
都
在
證
明
天
主
是
向
每
一
個
人
來

追
究
竟
汪
的
智
慧
蓋
上
的
結
多
勸
論
也
清
楚
地
指
明

了
這
一
點
(
‘
你l
n
m

位
阻
"
敏
圳
的
口
德
的
1
l
n

訓
3

口

u
g
U
H

智
1

7

i

u

耶
詔
"
)

但
是
在
街
約
中
進
口
人
所
等
待
的
食
報
大
都
是
現

他
的
報
酬
物
質
的
路
予
諸
如
財
富
及
榮
耀

(
鍍

H

8
u
M
m
n
u
n
n

‘

剃
山
3

刊
)
，
財
富
忍
嘲
H
M
L

(
制
3
M
H

自

)
，
于
艾
眾
多
及
家
庭
宰
一
崎
(
詠
m

篇

)
佔
有
土
地
(詠
幻
M
)家
族
的
盛
衍

(
一
詠
們UM
)

產
業
的
保
存

(
綾
4

n
)
身
體
的
健
康
(
絞
4

n
)

特
別
是
生
命
的
長
壽
(
絞
3
2
4

叩

9
u
m

盯
泊
U

約
5
甜
、
亦
UH
H
引
H

德
l

M
m
3
6
)

惡
人
部
要
全

家
長
亡

(
圳
幻
時，
n
u

甜

山
刊
)
，
其
本
人
將
受
疾

病
締
苦
的
折
磨
，
向
短
命
早
死
(
創
m
W
M戶
M
M
M編
下

必
M
M

幻
n

a

M

繳
上
4
u

撒
下
6
.

J
詠
1
.

i

e

m叫
M

約
的
扭

n
M

MO
m
筱
昀
盯

n
n

)
恤
閉
上
述



-
的
物
質
賞
報
之
外
聖
經
上
也
提
到
精
神
的
一

一
稿
樂
諸
如

m
-友
誼
愛
情
愉
快
的
心
情
以
及
天
主
特
別
的
保
護
和
照

一
一
驗
等
(
鐵3
甜
甜

M
M
m
M
U
S
U
2

扭
的
-
M
M山

-
叮

詠
帥
"
u
m
m
u
|
M…m
a等
)

2

團
體
的
報
應
希
伯
來
民
族
是
一
例
團
體
觀

念

很
強
的
民
族
因
此
有
時
個
人
的
過
犯
殃
及
全
體
E
姓

{
見
戶
的
m
l

n

撒
下
圳
的M
口
蘇
7
)
這
種
個
人
犯

罪
全
體
受
罰
的
觀
念
是
與
盟
約
有
密
切
關
係
的
天
主

是
至
摯
的
因
此
全
體
百
姓
因
著
盟
約
也
是
天
主
的
聖

民
於
是
皇
民
中
的
一
人
犯
罪
乃
將
罪
惡
歸
咎
於
全
民

族
父
親
犯
罪
殃
及
子
孫
甚
至
至
第
三
代
第
四
代
(
出

“
7

戶

M
M
)
厄
里
的
全
家
被
棄

(撒
上
3
u

l

u
)

遂
咪
的
罪
過
連
累
家
族
(
撒
下
的M
M
|
H
)
及
無
辜

的
百
姓

(
樹
下M
M
H
)喇
叫
阿
用
及
凹
岡
州
叭
的
家
族

所
受
的
禍
患

(
列
上
M
U
U
M
N
S
)就
是
這
種
例
子

但
事
實
上
上
述
的
說
法
主
要
是
在
強
調
罪
過
的
重
大

惡
極
子
女
家
族
所
受
的
遺
禍
主
要
是
在
於
懲
罰
的
自

然
結
果
比
如
財
產
的
喪
失
這
種
觀
念
在
充
軍
時
代
已

使
以
民
感
到
不
稱
心
而
有
這
種
諺
語
流
傳
於
民
間
說

「
祖
先
吃
了
酸
葡
萄
子
孫
的
牙
齒
也
要
酸
軟
」
(
耶

H
M
H則
m
z
-

4
)
當
時
的
先
知
為
矯
正
民
間
的
這

一
說
法
而
謂
正
義
的
天
主
將
追
究
每
人
的
過
犯
而
加

以
個
別
的
懲
罰
(
耶
H
M
m則
的
)

關
肝
、
靈
魂
的
不
死
不
滅
以
及
來
世
的
賞
報
智
慧

篇
講
論
得
相
當
清
遜
一
來
因
為
智
慧
篇
是
當
約
最
後

的
著
作
二
來
似
乎
也
受
了
希
隨
宗
教
恩
想
的
影
響
智

十二.1829 

3
1

|

7

謂
「
義
人
的
靈
魂
在
天
主
手
襄
痛
苦
不
能

傷
害
他
們
在
愚
人
看
來
他
們
算
是
死
了
認
為
他

們
去

世
是
受
了
懲
罰
離
或
們
而
去
彷
彿
是
飾
於
討
滅
其
實

他
們
是
處
鈴
安
寧
中
雖
然
在
人
看
來

他
們
是
受
了
戶
口

其
貿
部
充
繃
著
永
生
的
希
望
他
們
雖
受
7
些
祥
的
痛

苦
划
，
發
蒙
受
絕
大
的
恩
惠
因
為
天
主
試
驗
了
他們
發

覺
他
們
配
作
自
己
的
人
他
試
煉
了
他
們
好
像
爐
中
的

黃
金
悅
納
了
他
們
有
如
悅
納
全
矯
祭
他
們
蒙
卷
一
獻
時

必
要
閃
爍
發
光
有
如
禾
稽
間
往
來
飛
馳
的
火
花
」
基

鈴
這
種
新
的
思
想
也
就
無
怪
乎
智
慧
篇
的
作
者
的
於

義
人
的
早
死
發
山
了
新
的
解
釋
它
不
再
是
天
主
的
懲

罰
而
是
上
主
的
恩
惠
兔
得
義
人
在
世
上
受
邪
惡
的
沾

河

(
智
4
H
l

m
)
在
來
也
義
人
不
祇
要
給
續
生

存
且
要
分
享
天
國
及
天
主
的
權
威
來
「
審
判
萬
國

」

(
智
3

•• 

)
惡
人
在
來
世
部
要
受
相
稱
的
懲
罰

(
智
3
M
U
)

(
二
)
在
新
約
中
新
約
判
於
報
應
存
在
的
事
實

不
但
沒
有
否
認
且
更
明
確
具
體
地
將
舊
約
上
的
報
應

觀
念
加
以
深
度
化
而
形
成
大
幅
度
的
進
展
首
先
新
約

上
多
次
清
楚
地
指
明
了
報
憊
的
存
在
比
如
「
塔
泠
通
」

的
比
喻
(
瑪
鈞
H
|

帥
路
m
w
u|

訂
)
僱
工
的
比
喻

(
瑪
m
-
-

M
)
僕
人
等
待
主
人
的
比
喻
(
瑪
圳
的
“

-
u

等
)
每
人
將
要
放
照
自
己
的
功
績
獲
得
報
賞

(
瑪
的
凹
羅
2
.

格
後
5
"

默
m
n
見
格
前
1
.

格

後
叫
“
弟
後

2
M
)
就
連
隱
密
的
功
績
也
將
獲
得
天

主
的
報
答
(
瑪
6

‘

-
u

羅
2
M
)

在
新
約
上
幾
時
提
到
報
應
大
都
是
指
人
死
後
的

報
應
郎
耶
穌
再
度
來
臨
時
的
報
應
(
見
瑪

6

•• 

" 

的
n
m
-
-

M
M
m“
訓
等
多
見
制
後
5

叩
剖
開
後
1

7
8

雌
性5
.

伯
前
4
H
P

、
.
.
默n
u
等
)
復
活
峙
的

報
應

(
路
"
鬥4
若
5

甜
甜
)
末
日
的
報
應
(
若

門U
H

-
-

叩
伯
前
1

‘
)
但
是
基
於
千
百
年
來
的
傳
統
在
耶

穌
時
代
仍
有
人
確
信
報
應
是
現
世
的
人
之
所
以
及
世

享
福
與
否
完
全
基
於
人
是
否
是
一
位
忠
誠
守
法
的
善

人
(
見
路
的
‘
H

若
9
2
)
耶
穌
對
這
種
信
念
發
然

加
以
改
正

(
見
路
的
m
l

u

若
9
3
)
但
他
並
沒
有

完
全
否
認
現
世
的
賞
報

(
見
瑪
昀
甜
訓
等
多
見
格
前

賞
善
罰
惡
的
權
柄
普
通
是
操
在
耶
穌
基
督
的
手

中
但
有
時
也
歸
於
塾
父
(
瑪
6

•• 

"
)或
天
主
(
羅

2
.
)
報
憊
的
大
小
則
基
於
圳
的
耶
穌
信
德
的
強
弱

(
見
若
U
H
|

抽
得
後
1
7
8

伯
前

1
s
)
或
基
於

自
己
的
善
工
(
見
瑪
M
U
H-

“
若
5
M

羅
2

，

1

u
)

表
示
善
報
及
惡
報
的
方
式
在
對
患
福
音
及
若
保

祿
的
書
信
上
客
有
出
入
顯
明
後
者
對
於
報
憊
的
道
還

有
了
顯
著
的
進
展
在
對
觀
一
職
音
上
善
人
的
親
憋
在
於

「
進
去
共
赴
姆
宴
」
(
瑪
鈞
M
)
「
進
入
上
主
的
一
幅

樂
」
(
瑪
衍
刮
目
)
「
管
理
主
人
的
財
產
」
(
驚
叫
蚱

"
路
也
“
ω

臼
凹
)
「
在
天
主
的
圈
里
坐
席
」
(
路

口
m

見
瑪
8
H
)

「
承
受
國
度
」
(
瑪
幻
制
)
「
進

入
天
主
的
國
」
(
谷
9
"
)
更
調
善
人
「
在
天
上
的

黨
報
是
覺
厚
的
」
(
寫

5
M
)
他
們
在
天
上
積
蓄
了



自
己
的
財
產

(
寫
6

凹

的
創
路
U
H
)
天
上
的
貨
報

被
稱
為
生
命
或
永
遠
的

生
命
(
瑪
7
u
m
-
W
M


m

谷
9

岫
|

“
的
口
的m
ω
自

M
N
M
)
這
一
切
表
示

善
報
的
說
法
雖
也
屢
見
於
若
及
保
祿
書
信

上
但
它
們

更
強
調
這
種
食
報
在
現
吐
為
教
友

們
業
已
開
始
它
將

繼
續
延
展
直
至
末
世
而
獲
得
凶
漏
及
永
遠
的
其
總
善

人
在
末
世
的
貧
織
將
是
榮
耀
光
輝
皮
不
再
死
亡

(
經

z
s
)
是
平
安

(
羅
2

刊
)
是
歡
欣
喜
樂

(
伯
前
4

"
)
是
進
入
上
主
永
遠
的
王
國

(
伯
後
l
u
)
是
純

潔
不
朽
不
壞
的
產
業

(
伯
前
1
4
)
是
永
遠
的
居
所

(
絡
後
5
1
)
與
基
督
同
坐

(
弗
2
6

默
3
n
)
成

立
於
羔
羊
的
寶
座
之
前

(
默
7
9

等
)

至
於
惡
人
的
報
應

則
與
前
者
迴
然
不
同
它
是
被

矩
於
婚
宴
大
頭
之
外

(
瑪
封
口
)
天
國
之
外

(
路
口

"
)
被
拋
於
外
面
的
黑
暗
中

(
瑪
8
n
n
M
鈞
叩
)

受
拷
打
之
苦
(
路
U
H
)
被
拋
在
火
駕
襄

(
瑪
U
U

叩
)
或
永
火
之
中

(
寫
悶
，
幻
臼
谷
9

“
“
打
)
它

的
火
不
會
熄
滅

(
谷
9
H
)

是
給
晦
鬼
和
他
們
的
使

者
所
準
備
的
烈
火

(
瑪
衍
叫
)
右
望
及
保
綠
稱
恆
心
人

的
報
悠
悠
「
死
亡
」
或
「
永
死
」
(
右

5
H
8

叫
羅

-
n
6

剖
1
n

默
2
u
m
e
u

幻

8
)
這
例
死
亡
猶

如
善
人
的
生
命
心
自
現
快
側
始
他
績
，
不
末
他
而
r
u
-
-

永

遠
惡
報
亦
被
稱
民
「
血
亡
」

(
瑪
7

口

斐
1

甜
3

刊

第
前
6

，

希
m
H
伯
役
2
1
3
3
7

時
)
「
滅
亡

」

掰
一
(叩
開
前
5
3

如
前6
.

如
後
1
9

)
或
「
敗
坡
一

國

i
i

。

一
戶
迦
6
.

第
前
6

9

)
韻
，
人
將
不
得
絲
承
天
闋
的
產

183~1832 十二

業

(
格
前
6
.
)

見
天
堂
地
獄
望
德
審
判
正
義

(
緯

)

叫m
e稽
之
、
E
F
E

帥
"
。
三
是
古
代
祭
禮
的
一
總
方

的
苟
歹
，
完

F
E
E
t
。
、

:
'
-

4

4

2
2

，
、

式
普
通
是
以
指
油
水
或

血
使
之
傾
占
侃
而
完
成
祭
禮
這
尤
其
在
客
納
罕
人
的
祭

做
中
佔
看
首
要
的
地
位
但
府
以
民
僅
有
次
耍
的
價
值

蓋
它
很
少
獨
自
成
種
常

與
其
他
的
祭
位
遠
A
口
而
一
併

舉
行
比
如
在
「
全
熔
祭
」
中
司
祭
應
將
牲
血
灑
在
會
幕

門
前
祭
慎
的
四
周
(
肋
1

5
)或
將
滷
灑
在
祭
頃
倒
下

(
山
山
啪
的
呵
。
“
肋
幻
M
戶
5

“
亦
見
德
列
問
|

口
)

在
「
和
平
祭
」
中
亦
然

(
肋
3
2
.
H
)
但
在
「
贖

罪
祭
」
中
司
祭
應
以
牲
血
灑
會
幕
的
帳
暖
七
次
或
塗

抹
祭
一
糙
的
四
角
而
將
剩
下
的
血
倒
在
祭
復
關
旁

(
見

肋
4
)
在
「
每
日
祭
」
和
「
春
季
薦
新
節
」
的
祭
紀

上
則
應
以
通
作
內
奠
祭
的
祭
品

(
見
出
的
叫
肋
幻
日

戶
的

I
M
)

逢
時
可
口
渴
繼
耐
時
將
所
得
來
的
少
許
的
水
鍵
在

上
主
前
雖
非
正
式
的
建
祭
但
一
定
也
多
少
含
有
宗
教

的
意
義

(
撇
下
幻
刊
編
上
U
M
)

那
一
一
保
祿
曾
提
到
「
奠
我
的
血
」(
斐
2

口
)
及

「
次
已
被
德
祭
，
二
弟
後
4
6
)
無
疑
的
宗
徒
的
意

思
是
他
生
命
的
終
結
l

為
主
的
流
血
致
命
i

將
如
獻

於
上
主
的
完
善
的
祭
品

(
見
羅
1

，
的
‘
)

見
祭
紀

(
韓

)

組
寓
言
(
叮叮
臼)是
以
動
植
物
為
題
材
里

'
E

﹒

'
"
、
質
上
不
可
能
的
一
種
比
喻

的學 25 的(草|式

鬥保I 18 以 色~l 所的
見爭旅I ~. j~J 9 講文
比( 亦雨絲 1. 的 蝕。
喻。裕i 會者及 海學i
前以的香 20 言經i

12 這目怕 ~.~上

12 種的 為其民i 只
n 文部 題二 9 有
)。體在材是，兩

來於的以他
描盡量 寓色I 1 5 這
烏嘲言 ýlJI ~ 類

人小 ( 主及的
肢人列j 耶比寓
恆的一F 屬寓品 :

i皮強 .. JltlJ ;;;;"其
此橫﹒士的一

之{敏編i 所解是
間慢。下;高釋約|

韓

叫
心
甘
旬
垃
『
→

H仙
玲
也
「
〉-
-0個
。2
口
且

H
D
H
O
G
E
E
S
J

昀
缸
F
F
Z
E
A車
呵
呵/
T
Z
苟
且

E
S
E

-o
m
R
E

」

是
捏
一
經
釋
意
的
一
種
寓
意
一
詞
之
來
諒
出
自
希

臘
文
意
思
是
「
我

所
說
者
與
我
的

意
思
不
同
」
或
者

「
我
所
說
者
與
我
所
想
者
不
同
」
十
分
相
似
中
國
俗

話
所
說
的
「
指
桑
罵
機
」
的
說
法
這
種
說
法
利
用
在

聖
經
的
解
釋
上
就
是
利
用
某
一
字
意
的
象
徵
性
來
發

m
m字
的
本
立
之
外
的
意
義

I

咐
尚
志
挽
法
是
一
種
聖
經
的
文
體
結
時
刑
法
尤
其

兒
於
1付
飽
經
文
中
實
際
上
它
不
外
是
一
種
象
做
文
體

的
延
續
是
他
界
上
任
何
文
學
中
都
可
以
見
到
的
說
法

赦
聖
經
亦
不
例
外
比
如
以
一
樑
葡
萄
樹
之

生
長
來
描

述
以
民
百
性
的
繁
衍
及
土
地
的
拓
展

(詠
m
w﹒
!

M
)

又
如
在
依
5
1
l

7

的
詢
的
國
寓
言
荷
中
以
好
莉
莉

樹
結
了
野
的
銜
的
說
法
來
形
容
以
民
之
不
忠
及
忘
恩

頁
義
的
作
局
同
樣

在
新
約
中
亦
有
這
種
文
偉
如
保

級

以
好
橄
欖
校
與
野
橄
欖
校
的
設
法
來
表

示
猶
太
人
與

由
外
教
人
而
悶
頭
入
教
者
之
別

(
絡
刊

叮
|
缸
)
其



-
次
這
種
寓
意
說
迷
在
歌
途
默
等
書
中
亦
屢
見
不
辭
猶

m
-如
其
他
任
何
文
學
作
口
問
幾
時
在
斟
制

L
寓
意
識
問
字

一
的
本
意
並
行
而
進
時
我
們
稱
之
謂
混
合
的
寓
意
按
法

一
如
若
的
2
|
‘
如
果
是
純
粹
的
寓
意
說
法
普
通
都
有

一
一種
訓
導
的
意
義
在
但
不
可
以
數
學
上
的
準
確
性
來

;
對
比
故
此
很
易
發
現
一
些
一
細
小
的
節
目
與
事
質
不
相

符
合

2

寓
意
設
法
是
聖
經
的
解
釋
法
幾
時
我
們
發
現

聖
經
上
除
了
它
表
面
的
直
覺
的
易
見
的
字
意
之
外
內

骨
中
蘊
有
更
高
深
更
奧
秘
更
難
懂
的
真
理
事
實
存
在

時
而
加
以
對
它
說
明
解
釋
提
取
其
中
的
教
訓
這
便
是

寓
意
的
聖
經
解
釋
法
學
經
上
最
初
揉
用
這
陸
解
經
怯

的
是
塾
保
祿
他
論
及
亞
巴
郎
的
兩
個
兒
子
依
撒
格
放

依
市
瑪
耳
並
他
們
的
母
親
做
辣
放
阱
口
加
爾
時
說
她
們

二
人
是
信
約
和
新
約
的
代
表
並
說
「
這
都
含
有
寓
意
」

(
迦4
3

其
次
運
用
這
種
解
經
法
最
早
及
最
廣
泛
的

要
算
猶
太
人
准
羅
(
公
元
前
三

0
年
至
公
一
兀
後
五0

年
)
他
在
埃
及
的
亞
歷
山
大
里
亞
城
創
立
了
寓
意
解

經
的
學
派
這
一
學
派
得
力
於
赦
黎
格
乃

(
0
2
m
O
D
S
)

的
倡
導
及
影
響
成
了
當
時
最
頁
盛
名
的
解
經
學
派
達

到
了
它
的
黃
金
時
代
他
們
力
圖
借
用
當
時
外
教
人
解

釋
文
學
的
方
法
來
解
釋
雪
經
比
如
很
多
人
用
寓
意
法

來
解
釋
希
隨
大
詩
人
荷
馬
(
因
。E
R
E
)
及
味
吉
爾

(
3
『
哲
E
E
)
的
古
典
作
品
的
故
掘
其
中
寓
言
U腳
誦
的

其
實
高
深
意
義
比
如
當
准
羅
以

這
種
方
法
來
解
釋
創

z
n

|

3
7
時
說
亞
當
代
表
人
之
理
智

厄
娃
代
表
人

十二.1833-1836 

之
情
感
而
貪
慾
是
誘
惑
之
比
原
本
和
諧
相
成
但
貪
慾

之
蛇
進
入
以
誘
惑
刺
激
情
感
情
感
則
使
理
智
墮
落
這

是
狹
義
的
寓
意
解
經
法

從
另
一
方
函
看
來
亦
有
版
義
的
學
經
向
意
比
如

諸
凡
合
有
有
關
教
義
神
學
默
西
亞
頂

-
Z口
的
聖
經
部
分

不
論
它
是
本
意
的
偕
念
的
比
喻
的
寓
言
的
象
傲
的
或

頒
像
的
文
體
都
瓜
仇
地
被
稱
為
寓
意
的
心
情
經
意
義
這

格
外
是
中
占
世
紀
的
解
經
家
所
喜
歡
利
用
的
解
經
方

法
其
次
更
有
人
連
奧
義
的
(
豈
可
皂
白
5
)

神
修
的

(
切M
M
E古
巴

ω
)或
適
應
的
(
切
。B
E
R
S
B
B

。
舍
，

巴
巴
5
)

意
義
也
歸
入
寓
意
說
法
中
這
就
是
更
廣
義

的
用
法
了

見
經
義
捏
一
經
解
釋
學

(
緯
)

的
廂
房
(
府
的
詩
)

胸
強
盜
(
呵
呵
)兒且

m復
活
(
何…u
hh叮
叮
叮
)
見
肉
身
在

胸
惡
表
(
W
U
U
廿
一5
)h
雲
」
一
滑
油

-
1
.
4
-

-

;

經
原
文
|
|
希
伯
來

此
希
臘
文
|
1

本
有
「
障
礙
物
」
或
「
絆
胸
石
」
的

念
思
一
切
正
自
道
路
上
的
除
敵
物
及
一
切
使
人
跌
倒

的
絆
胸
石
那
以
「
展
表
」
一
司
代
之
「
不
可
將
降
臨m物

肢
在
膀
，
「
函
前
」
兔
使
他
跌
倒
(
助
"
u

兒
剖
5
1

加
上
5
4
)
固
然
是
物
質
行
為
方
面
的
意
義
但
是
這

見
聖
殿

種
意
義
用
在
倫
理
方
面
是
問
該
有
效
的
比
如
「
偶
像

在
天
主
的
造
物
中
成
了
可
憎
之
物
成
了
人
們
靈
魂
的

障
磁
(
惡
表
)
作
了
愚
人
胸
前
的
陷
阱
」
(
智M
U
)

I

笛
約
以
民
原
是
一
個
半
遊
牧
生
活
的
良
族
間

水
推
而
遷
移
學
家
搬
遷
的
行
動
是
他
們
生
活
中
的
一

部
份
他
們
這
種
與
道
途
為
伍
的
生
活
使
他
們
釗
於
道

路
上
的
障
磁
及
絆
胸
石
是
特
別
注
意
及
警
惕
的
而
他

們
的
宗
教
生
活
也
不
外
是
一
種
給
績
不
斷
的
步

向
天

主
的
行
為
是
以
內
心
生
活
道
途
上
的
障
礦
物
也
是
他

們
密
切
注
意
的
一
切

的
人
是
可
以
失
足
跌
倒

的
而
使

人
跌
倒
的
絆
胸
石

(
惡
表
)
的
來
源
部
不
同
其
目
的

也
不
一
樣
有
的
是
為
傷
害
人
的
肉
身
有
的
泊
是
為
侮

害
人
的
靈
魂
撒
烏
耳

將
自
己
的
女
兒
米

加
耳
嫁
給
遠

咪
目
的
郎
在
使
她
成
氣
遠
味
衰
亡
的
原
因

(
羅
網
)

以
藉
培
肋
舍
特
人
的
手
來
殺
害
他
(
繳
上
的
n
)

雅

洛
貝
字
之
建
立
邪
神
敬
禮
於
具
特
耳
亦
是
以
民
的
絆

胸
石
(
惡
表
)
成
了
他
們
喪
亡
的
原
因
(
列
上
u
n

l

H
德
衍
的
)
同
樣
外
邦
女
人

(
兩
7
.

列
上
u
l

l

8
)
金
銀

(
則
7

叫
“H
M
)
客
納
罕
的
邪
門
艸
(
蘇

幻
時
間2
3
8

釘
制
叫
“
)
年
都
是
叫
民
在
自
己
胸

前
的
障
被
物
(
見
歐
4

口
)
罪
惡
的
本
身
也
是
使
人

愈
陷
愈
深
終
趨
喪
亡
的
絆
胸
石
(
則
M
s
'
的
間
)

過
於
的
貪
心
亦
然

(
德
H
M
7
)

有
時
「
絆
胸
石
」
亦
可
能
來
白
天
主
可
是
要
分

清
變
這
種
來
白
天
主
的
絆
擲
石
判
惡
人
來
說
常
是
沒

亡
敗
落
的
徵
兆
對
善
人
來
說
部
與
試
探
及
膺
地
揮
沒
有



分
別
它
是
使
人
獲

得
更
大
賞
報
的
原
因

(
依
8
M

時

那
6
n

則
3
m

宗
1
3
)

E

新
約
幾
時
捉
到
「
障
礙
物
」
必
「
絆
胸
石
」

都
是
與
耶
穌
本
身
及
他
的
道
理
有
密
切
關
係
這
種
觀

念
首
先
清
楚
地
見
於
福
音
上
白
從
耶
穌
來
到
世
界
之

後
人
類
祇
有
接
受
他
的
道
理
而
信
仰
他
或
者
是
拒
絕

他
的
道
理
而
不
信
他
這
是
兩
個
唯

一
的
途
徑
一
逗
其
闊

的
結
果
部
是
得
放
與
沒
亡
的
同
大
分
別
他
就
是
使
人

們

「
跌
倒
和
復
起
」
的
原
因

(
路
2
H

兒
u
n

瑪

u
m
)
在
他
面
前
人

們
只
有
這
兩
種
決
擇
耶
穌
以
他

的
言
「
晶
道
理
行
為
學
蹟
喚
醒
了
人
們
的
良
心
那
些
不

因
耶
穌
而
「
絆
倒
」
的
才
是
有
一
禍
的
(
瑪
口
2

1

6

路
7
M

!

自
)
意
思
是
說
那
些
不
因
看
耶
穌
的
教
訓

放
棄
對
他
的
信
仰
自
趨
於
邪
惡
的
途
徑
而
失
足
進
亡

的
人
是
有
一
繭
的
但
事
實
上
他
微
暖
的
山
身
(
瑪U
H

|

盯
谷
6
1
1

6
)
他
與
法
利
塞
人

所
講
的
不
同
的

道
斑
(
瑪
的

2
)
他
「
生
硬
的
話
」
(
若
6

叫
)
他

的
詩
雞
皮
死
亡

(
瑪
鈞
缸
臼

谷
M
盯
!

自
)
也
的

權
是
使
許
多
人
絆
倒
的
儉
會
甚
至
俊
向
來
對
他
忠
信

的
伯
多
祿
也
不
例
外
(
瑪
泌
的
1

刊
)

雖
然

一
提
到
惡
表

(
絆
胸
石

)
很
容
易
使
我
們

連
想
到
倫
理
道
德
方
面
的
陷
阱
比
如
「
世
界
圓

了
惡

表
是
有
禍
的
惡
表
固
然

兔
不
了
要
來
但
立
愿
表
的
那

.

'
人
是
有
禍
的
」
(
瑪
的

7
)
這
襄
好
像
說
的
是
社
會

哪
一團
體
中
的
惡
表
(
絆
胸
石
)
，
其
實
這
段
斟
制
的
前
文

戶
仍
然
清
楚
地
指
出
了
這
些
甜
甜
表
與
判
耶
穌
的
信
仰
有

1837-1840 卡 二畫

密
切
的
關
係

(
瀉
的
6
)
正
是
因
為
愿
表
是
與
人

的
信
仰
有
關
是
以
它
的
後
果
是
被
嚴
重
的
「
不
如
全

一
塊
驢
忱
的
阱
，
為
繫
在
他
的
頸
上，
扎
在
梅的
深
處
更

好
」
(
塢
的

6
)
耶
穌
在
不
防
礙
他
的
凶
佩服
一L
作
範

間
內
企
力
快
趕
了
使
人
跌
倒
的

4

行
為
-
比
如
在
綠
納
繳

稅
的
問
叫
起上
(
瑪
口
盯
)
仰
是
怕
多
祿
划
以
他
卜
入
現

W
H約
見
解
您
阻
止
那
穌
悽
受
任
難
死
亡
時
成
了
耶
穌

的
絆
閥
石
(
瑪
的
自
自
)

保
綠
特
別
強
調
怨
衷
的
彩
響
力
迎
風
力
動
剋
教

友
切
勿
作
使
人
沒
失
估
德
的
絆
胸
f
伯
(
經
M
凹

U

裕

前
8

口
)
並
要
保
持
自
己
不
受
仙
人
的
誘
惑

(
昭
雄M
N

口
)
確
保
使
人
獲
得
仙
似
梭
的
心
心
的
其
質
基
督
教
義的

本
身
就
是
絆
蝴
石
「
馬
猶

太
人
固
定
絆
胸
石
為
外
沁
人

是
愚
妄
」

(
格前
1

目
)
這
就
是
你
線
所
改
的
那
「
十

字
架
的
絆
胸
石
」

(
迦
5
u
)
仙
足
以
何
記
本
吋
以

使
人
得
以
真
正
的
信
總
是
一
定
離
不
開
「
絆
倒
石

」

的
情
德
經
過
「
絆
倒
石
」
的
嘴
錄
本
吋
以
更
形
純
潔

學
回

見
誘
惑
品
恢

韓

亦本i 等 在 1837 
沿故外 這 i$' 
用將 教裝是 m:i'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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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且
橄
欖
山

(
韓
)

帽m
b
E
H「
F
Z
J

U
A
q司
/
F
吉
凶
」

叫
個
比
Y
E
F瞳區
基
斗
「M
V
E
ZnM宮
g
m
m
/掌
權
且
也
普
通n
E

U
得
司
益
，I
i
f
/
H
f
E苟
且
5

」
指
大
使
中
的
一

叫
他
階
級
而-
-
A(弗
3

刊
哥
1
6
)
這
一
階
級
究
布
什
麼

性
質
不
起
清
楚
裕
前
的
“
艾
弗
l
n

的
掌
繼
者
(
單

數
)
是
-
台
與
其
他
地
方
的
掌
權
者
(
多
數
)
完
全
相

同
也
不
能
確
定
有

時
他
們
也

是
相
反
天
主
救
世
計
創

的
間
也
川
巴
掌
權
者(
哥
2

主
句
l
n
)

被
耶
穌
以
自
己

的
汗
難
學
死
昕
戰
敗
或
者
被
全
副
式
裝
起
來
的
基
管

徒
所
做
折

(
弗
6

臼
)

見
天
使

(
韓
)

。
"
a
'

、
a
r
a
-
-
F
B

，
祖
國
主•• 

、

7
a
r

酬
辣
、
、
召
選
(
卅
一
位
2
)皇
位

1

揀
遷
的
市
尹
賞
聖
經
在
敘
述
了
「
太
古
史
」
之

後
(
創
1

6

刊
)

開
始
了
新
的

一
段
已
述
天
主
位

選
了
巨
巴
郎
憶
使
他
成
為
一
例
氏
族
!
叫
剖
州

的
始
蚓
桂
使
苗
向
民
因
看
他
-
伽
得
一
幅
亞
巴
郎
有
二
P
F

依
巾
瑪
徉
災
依

徵
格
-
4

八
主
揀
選
了
刷
刷
刷
恰

又
自
依
徹
格
的
兩
個
兒
子
中
叫
揀
選

了
雅
各
伯
而

欣

棄
了
厄
撤
鳥
天
主
又
以
全
能
有
力
的
手
臂
將
蚓
制
制

的
後
代
白
為
奴

的
制
別
拯
救
出來
在
國
別
山
上
以
隆

重
的
結
盟
方
式
練
選
了
整
個
以
民
作
為
自
己
的
百
姓

這
個
百
姓
之
情
成
是
來
自
雅
各
伯
十
二
個
兒
子
的
十

二
個
支
派
在
這
十
二
個
文
紋
中
站
大
支
派
又
是
主
要

見
皮
開
甩
衡



~
的
被
選
各
自
是
默
茵
茵
的
始
祖
但
因
並
非
整
個
以

民
堪

m
-當
這
個
敏
遷
的
恩
惠
所
以
擋
回
遷
的
對
象
漸
漸
成
為


H

|

-j| 

一
個
「
建
憊
的
以
民
」
也
說

是
聖
經
上
所
說
的
「
以
色

一一
列
的
遺
民
」
(
見
依
4

2

)
亦
稱
「
窮
苦
的
百
姓
」

閉

格
外
是
余
福
尼
亞
先
知
以
後
的
作
者
學
保
祿
稱
之
寫

「
天
主
的
以
民
」
以
與
做
血
肉

的
以
民
相
對
立

由
此
可
見
以
泉
之
存
在
及
它

的
歷
史
與
「
天
主

的
條
還
」
是
分
不
闊
的
它
是
偽
成

以
民
的
不
可
或
缺

的
主
要
因
素
換
旬
話
沒
沒

有
揀
選
也
就
根
本
沒
有
以

民
的
存
在
以
民
之
存
在
並
非
只
簡

單
地
由
於
歷
史
的

演
變
或
外
在
的
環
境
因
素
所
造
成
猶
如
其
他
民
族
然

它
完
全
是
天
主
一
手

所
提
拔
揀
還
而
造
成
的
是
天

主

親
自
F

與
了
它
的
歷
史

出

離
埃
凡
此
過
紅
海
低
閱

乃
山
征
服
草
地
等
以
民
也
自
知
天
主
的
這
種
特
殊
作

為
國
得
他

們
親
身
經
屐
白
睹
了
天
主
同
樣
選
自
己
而

施
峻
的
大
能
是
以
他
們
稱
天
主
是
「
以
民
的
創
造

者
」

(
依
M
N
I
n約
2

訕
訕
衍

u
)
實
在
言
之
有
瑋

除
了
整
例
以
民
是
天
主
揀
選
的
對
象
外
民
長
君

王
可
樂
及
肋
末
人
以
歧
諸
先
知
也

是
天
主
自
己

所
樣

選
的
並
有
蛇
京
及
會
殿

其
次
在
聖
經
上
也
有
些
一
外
邦

民
族
反
省
玉
亦
曾
受
天
主
的
揀
選
作
勾
天
主
手
中
的

工
具
如
巴
比
倫

(
東
U
n
)
拿
步
高

(
耶
衍
9
)
法

郎
(
山

M
W
M
)
居
魯
士
(
依
M
N
I
)

由
於
這
種
上
主
的
陳
選
以
民
成
了
天
主
的
首

生

于
聖
目
睹
的
國
民
司
祭
的
凶
家
是
天
主
的
佔
有
物
他

的

產
業
他
的
民
族
他
的
僕
人
以
有
天

主
是
這
倒
白
恥
的

卜二 j1f1840 

主
人
(
叫
4
n
削
的
口Se

制
7
8
9

甜
甜
尉5
u

船

上
m
I

幟
下
M
M
列
上
8

日
。

自
依
叫
叫
自
料
7
H
M

一
刑犯
凹
的H
S
H
叫
心5
叫
等
…於
是
天
主
自
己
成
了
」
以

民
的
天
主
」
它
的
基
業
吃
一
已
瑪
以
耳

(
民
5
3

5

冰

J
、
、
'
，
‘
，

r
、
‘
'
。

l
l
l

M
5
6

戶
的
目
中m
m
'

的
2

依
8

8

刊
)
一
大
主
與
以

民
之
間
的
特
殊
親
密
明
係
學
純
上
，
叫
能
以
大
怖
、
丸
，
土

之
間
的
問
聯
來
表
達
或
者
以
約
的
關
妝
是
歧
不
萃
的

觀
念
來
描

述
(
歐
1
3

章
舵
2
1
7
3
u
u

圳

的
幻
依
m
I
U
A
S
叩
位
-
5

山
山4

自
日
叮
叮
恥
2
3

申

叫
“

6

制
1
2

的
6

的
M

A
M
-
從
2

叫
一
冰川
u

依
5
1

1

7

一
泳的
自
依
的

H
)

2

揀
選
的
年
代
閥
於
這
一
點
應
將
應
史
的
字
實

。

與
真
神
學
觀
念
的
造
成
分
開
來
講
候
選
的
史
事
始
自

在
巴
郎

(
創
U
S
3
)

揀
選
神
學
視
之
形
成
划
蛙

後
來
的
事

(
中
4

盯

7
6
ω
目

M
z

m
s

剖
s

依
糾

。

S
M
N凹
約
1
2

心
呵
呵
吵7
的
9

沾
自

)
學
荷
們

一
致

認
門
)
們
肝
、
揀
遷
的
事
實
要
經
上
有
兩
崎
傳
流
的
品
收

一
雄
集
中
於
聖
惜
時
代
以
通
已
站
悶
，
山
發
點(
創
日

1
3

伽
利
8

引
2

川
口
臼
米7
m
詠

m
se

叩

厄

下
8
?

他
瑪
3

，

右
8
呵

呵
羅
2

目

4
u
)
另
一
他

傅
H
X記
以
則
以
必
川
山
之
事
背
心

d

山
山
發
點
一
迢
叫
他
傳
統

格
外
叫
比
於
充
軍
以
前
的
范
先
知
詩
作
中
(
位
2
M
9

7

歐
2
M
9
H
U
I
U
u

f
6
4

本
2
2

』
3
6

則

m
s
圳
3
7
凹

巾
6

U
?

且

)
加
休

(
0
ω
-
E
D
個
)

對
此
的
口
街
專
過
討
論
鼠
、
結
論
晶
以
也
一
位
問
句
中
心
的
傳

統
是
後
別
的
海
口
叩
其
目
的
在
快
使
品
亂
不
合
一
的
以

民
再
以
到
別
蚓
古
老
放
偉
大
的
人
格
的
感
召
而
統
J

依
加
氏
的
意
見
兩
.
種
傳
統
雖
非
自

問

矛
盾
而
且
互
相

符
合
但
電
否
合
于
一
歷
史
事
質
如
犬
有
間
越
是
以
有
些

學
許
過
白
承
到
門
之
主
揀
選
了
啞
巴
縣
之
後
又
經
過
梅

瑟
在
兩
-
7
山
上
揀
選
了
已
逐
析
形
成
一
例
民
族
的
改

I
l
-
-
i
l
j
a
-
-

。

巴
郎
的
後
代
|
以
民

3

條
選
的
可
質
所
謂
之
「
撩
開
忠
」
就
是
將
以
民

與
印
、
他
各
叮
民
族
隔
離
使2
頁
起
一
個
重
大
的
使
命
揀

遷
之
作
內
完
全
來
自
天
主
寸
不
是
你

們
條
選
了
從
而

是
我
練
選

了
你
們
二

右
的
M

參
見
附
4

叩

M
M凶

7

8

嫩
卡
7

H
巾
卅何
“6
h
A閃M
M
依
幻
H

鬥
付1
剖

等
)

是
上
主
自
己
從
地
上
的
前
向
民
中
將
以
民
選
拔
圳
來

(
列
上
8

時

)
逗
他
恩
怨
良
機
格
個
學
過
也
就
是
以

民
尚
且
伺
史
主
的
揀
還
成
了
一
惆
嗅
到
州
的
民
族
|
隔

憐
的
民
族

(
竹

的
口5
3

)
但
是
逗
他
捏
一
化
隔
離
的
行

寫
的
r
C
泛
支
主
M
m即
堪
的
真
正
目
的
見真
正
的
目
的
是

要
以
M
氏
在
人
組
峭
的
經
史
上w
m過
天
主
的
這
種
特
殊
選

拔
賞
心
何
一
種
沖
火
的
使
命
叉
任
鼓
足
以
當
亞
巴
郎
被

揀
選
時
尺
主
t

他
品
「
地
上
萬
民
都

要
因
你
獲
得
祝

福
」

(
創
U
I
3
)

位
巳
H
H耳
"
情
被
分
散
的
人
頓

將
一
婪
吋
若
以
民
獲
得
更
一
的
詢
及
科
性
的
統
一
以
民
將

是
市
內
凶
人
民
與
天
主
之
間
的
情
樑
但
是
一這
個
偉
大
趨

袍
的
使
命
以
L
A只
有
在
充

μ
車
時
此
才
漸
淵
清
楚
明
祖
師

原
來
他
們
在
為
民
之
前
是
天
主
的
殺
人
「

看
我
立
了

',
5 

•• 

。

，

你
勻
A
J
氏
的
港
人

二
依
H叫
‘
兒
的
M
T

刊

)
A
A此

以
民
與
「
上
主
的
模
人
」

實
在
會
比
悄
川
之
咕
"
益
，
匕



亦
是
上
主
崇
高
的
證
人

這
種
使
命
賜
予
以
民
一
個
高
貴
的
地
位
但
也
正

因
此
所
真
的
責
任
及
應
益
的
義
務
亦
愈
沉
重
首
先
它

應
以
身
作
則
潔
身
自
好
作
為
其
他
民
族
的
榜
線
全
心

思
於
上
主
先
知
們
的
責
戒
動
言
汝
恐
嚇
也
是
基
於
此

一
點
以
民
之
被
選
並
不
是
直
接
為
使
它
獲
得
信
德
及

永
生
的
光
榮
蓋
一
切
萬
民
都
有
份
於
此
而
是
使
它
竟

起
人
類
歷
史
上
的
使
命
故
此
這
種
練
還
與
「
靈
魂
歸

宿
預
定
說
」
不
能
混
為
一
放
所
以
以
民
不
應
自
持
為

天
主
所
特
選
的
民
族
而
沾
沾
自
喜
以
為
自
己
獲
救
有

7
絕
對
的
把
握
好
似
天
主
墓
於
這
一
揀
還
有
責
任
賜

與
他
們
全
體
及
個
人
得
救
之
恩
似
的
其
實
不
然
間
叫

克
耳
先
知
戲
曲
目
針
對
這
個
錯
誤
的
觀
念
強
調
救
己
靈

魂
個
人
有
責
(
則
u
n
-
-

m
)

4

練
遷
的
動
機
主
要
的
動
機
是
天
主
對
以
民
的

特
別
愛
情
而
不
是
以
民
有
什
麼
一
己
之
長
而
應
得
這

種
特
恩
「
上
主
喜
愛
你
們
揀
還
你

們
並
不
是
因
耐
用
你

們
比
其
餘
的
民
族
人
數
眾
多
其
實
你
們
在
所
有
的
民

族
中
是
最
少
的
一
個
而
是
由
於
上
主
對
你
們
的
愛
並

為
履
行
他
向
你
們
祖
先
所
起
的
誓
上
主
才
以
大
能
的

手
解
救
你
們
將
你
們
由
寫
奴
之
家
由
埃
及
王
法
郎
的

手
中
救
由
來
」
(
申
7

.
1
8

)
若
問
為
什
麼
在
這

千
萬
的
民
族
中
天
主
特
別
愛
護
及
練
選

了

一
個
微
不

一
足
道
的
小
小
以
民
這
只
有
歸
於
天
主
的
全
能
改
絕

對

關
一的
自
由
措
施
但
是
可
斷

言
的
是
天
主
行
事
並
非
漫
無

戶
目
標
而
是
依
照
他
預
定
的
對
人
類
的
柏
拉
贖
計
劃
而
行

1841-1844 十二鑫

事
的

可
恰
以
民
多
次
將
這
種
措
施
誤
解
以
寫
自
己
是

一
校
獨
秀
唯
一
無
二
的
天
主
的
認
民
因
而
忘
記
自
己

應
貴
的
對
全
人
類
的
重
大
使
命
而
心
生
驕
傲
輕
視
一

切
其
他
非
圓
明
以
民
的
民
族
國
家
是
以
先
知們都
會
大

聲
疾
呼
力
圖
矯
正
以
民
的
這
種
錯
誤
觀
念
而
重
申
它

應
賀
荷
的
責
任
重
坦
格
外
是
亞
毛
斯
先
知

(
2
.
u

3
1
等
見
耶
7
M

|

M

叮
叮
|

m

則
6

7
詠
河
帥
|

盯
)
使
他
們
知
道
天
主
願
意
藉
看
他
們
將
啟
示
的
恩

惠
分
施
給
普
世
篤
民
故
比
他
們
實
在
沒
有
自
高
自
大

的
理
由
萃
督
教
會
的
初
期
亦
會
努
力
改
正
及
創
除
這

種
自
猶
太
主
義
而
來
的
錯
誤
觀
念

(
羅
3

帥
弟
前
2

在
新
約
中

學
教
會
繼
家
了
舊
約
以
民
研
受
的
揀
還
教
會
是

先
知
們
所
說
過
的
「
以
色
列
的
遺
民
」
是
「
天
主
的

以
民
」
(
迦
6

叫
羅
9
.
7

.

n
H

雅
1
1

見
依

1

，

ω

自
)
是
被
接
在
好
橄
欖
樹

上
的
野
橄
欖
樹
枝

(釋
口
口

等
)教
友
們
凶
而
成
了
「
亞
巴
郎
的
後
裔
就

是
該
照
恩
許
作
繼
承
的
人
」
(
迦
3
"

4

揖
弗
3

6
)

是
「
特
選
的
種
族
王
家
的
司
祭
致
一
潔
的
國
民
屬
於
主

的
民
族
」

(
的
前
2

.

叫

)
墓
教
會
受
棟
選
的
錢
證

來
自
甘
揖
督
因
為
他
是
寶
貴
的
受
據
遷
的
角
石
在
這
角

石
之
上
學
教
會
被
趙
立
了
起
來
(
伯
前
2
.
6
.

見

路
9

自
幻
M
)
在
新
約
中
猶
如
當
約
時
代
除
了
團
體

的
受
練
選
之
外

亦
有
個
人
的
選
拔
格
外
是
宗
徒

們
及

它堅童天樣.里
的 定大主新職
被三耘的的約人
選 ，移使寵 上 員
就 ( 命，愛的 (

是伯i 人 ( 線路i
向後紙格i 選 6
外 1 有前猶 閃

發 10 克 1 如 13 ;
農 )。畫畫 盯 在見
的 ，故己|舊宗i
是比賀. ..約 1

頁~才 '-". 中“
有教能寫- 6 
傳 會使使樣 . • 
澈的白人完 15
莖本己 資 金 22

( 任質.的荷是 目

錄的。由蒙一來 )。
) 於選種自問

m提
員
(
叫
位
川
口
自
)

師
提
孟
(
目
目
。
目
)人
均
意
調
「
值
得
注
意
的
」

1
4
4

{

'
l

】

是
耶
京
選
出
的
七
位
執
掌

中
的
第
五
位
這
七
位
執
事
的
職
務
是
照
顧
部
的
一
由
外

教
罔
頭
入
教
的
寡
婦
們
給
她
們
分
配
她
們
日
常
生
活

的
用
品

(
到
6
5

)
他
的
名
字
依
然
已
完
全
制
劇
化

學
者
們
推
斷
他
是

一
位
僑
居
在
外
的
猶
太
人

(
韓
)

…
叫
個
闆
呵
成
甘
心
(

)叩
門
刊
)見
刮
亂

，
且
，
1
"
」

司

、

a
a
'

，

LF

L苟
，

F
E

、

“
啊
貝
雷3
4
、
→d
】
「4.

F
E
J

人
名
意
調
「

驚
嚇
烏

z
e
m
S
E
P
l
y
'→
z
g

之

的
草
人

」是
斟
蚓
蚓

的
兒
子

(
列
上
M
N
n
n
)在
與
默
黎
有
如
曇
花
一
現

的
王
朝
後
(僅
為
時
七
天

)北
部
的
以
色
列
國
基
於
過

去
支
派
與
支
派
之
間
的
舊
恨
新
怨
又
重
新

一
分
為
二

一部
份
擁
護
教
默
黎
另

一
部
份
則
主
張
樹
則
閩
西
周
北

國
閻
王
四
年
之
久
兩
個
對
立
的
政
協

惜
相
繼
門
爭
歪
扭
扭

貝
尼
死
去
教
默
黎
才
成
為
惟
~
稱
雄
的
國
主

〔
臨
陣
)



-
-
M喝世
世
唱
梅
地
初
圍
「

d
v
o
E
E
)
是
羅
馬
南
吋
圓
的
神

叫
一
1
4

司

I
A

』
)
，
、
二
位
皇
帝
歧
是
凱

[' -
撒
奧
吉
斯
都
皇
帝
的
錢
子
又
是
皇
帝
的
東
床
關
馬
是

一
法
於
公
元
一
四
年
八
月
十
九
日
正
式
繼
位
寫
帝
直
至

公
元
三
七
年
三
月
十
六
日
提
庇
黎
雅
便
是
因
他
而
得

名
在
他
執
政
期
間
格
鍊
托
及
比
設
多
先
後
被
委
任
第

蚓
蚓
總
起
趴
在
他
一
怒
之
下
於
公
元
一
九
年

上
將
a
m勸
阻

約
四
千
居
住
於
羅
馬
的
猶
太
人
逐
出
羅
馬
並
剝
削
了

他
們
一
切
的
特
權
十
二
年
之
後
才
恢
復
了
他
們
原
來

的
待
遇
在
耶
京
因
比
拉
多
不
顧
猶
太
人
的
反
對
故
意

將
皇
帝
的

金
徽
懸
也
激
起
了

民
眾
的
強
烈
不
慌
樹
蚓

留
於
是
命
令
比
拉
多
將
徽
章
移
往
凱
撒
勒
雅
他
死
後

由
蚓
劃
刮
拉
繼
位
作
劇
蚓
皇
帝
(
見
瑞
拉
臼
圳
倒
也

H

路
3
1

若
m
w
u
)

十二."“-1851 

(
韓
)

“
司
正
告
E
r
子
「
-
H
a
E
巳

J
提
達
耳
為
哥
因
王
在

8
制
自
治
民

τ
主
/
吋
a
y且
必
亡

"

，
-

1
4

，

a
T
J
'

、
到
別
蚓
時
代
他
同
阿

點
甜
封
寄
阿
|
研
制
智
刮
到
甜
蚓
點
甜
從
北
方
來
攻
打

位
於
到
蚓
之
侈
的「
五
城
區
片
且
予
以
擊
敗
見
創
M

I

-

-

近
代
學
者
中
有
些
認
為
他
可
能
即
是
錯
特
人

的
君
王
對
蚓
劉
樹
(
吋E
H
V些

3
)
可
是
這
只
是
一

種
臆
測
而
已
聖
經
上
說
他
是
哥
因
的
君
王
哥
因
這
園

或
道
地
區
在
那
里
有
的
學
者
以
為
哥
因
是
加
里
肋
亞

的
一
個
古
民
族
的
確
如
果
蘇
2

且
所
記
的
「
加
里
肋

亞
的
異
族
王
」
與
民
4
2
U
M

所
記
述
的
哈
洛
舍
特

哥
因
王
周
是
一
人
那
麼
提
這
耳
是
在
加
爾
默
耳
山
麓

一
帶
領
域
內
的
君
王
其
他
的
事
不
詳

見
君
王
山
谷
咱
觀
測
叫
做
厄
藍
錯
特
(
當
)

間
建
B
S唱
出
吋
「d
n
z
n
E
L
人
名
意
調
「
偶
然

E
4

，
巴

d
A
l
-
-
1

，
、
發
生
的
」
或
「
出

乎
意
外
的

l「
到
制
到
人
會
是
喇
喇
宗
徒
傳
教
征
途
上

的
熱
心
忠
實
伴
成
甚
至
喇
喇
於
羅
馬
坐
監
時
亦
未
離

棄
他
(
制m
‘
剃
後4
n
)
。
是
斯
及
研
二
函
的
遞
送

九
在
這
兩
封
信
上
受
到
制
制
的
極
力
褒
樂

與
愛
護

(
期6
n
n

副
4
7
)
但
不
知
道
是
否
會
被
打
發
至

到
目
蚓
島
以
代
替
蚓
割
的
職
位
(
餌

3
間
)。

(
韓
)

約
3
正
晶

H
Y
L

「
.
闕，
矣
。"

J
.

。

M
細
福
音
，
可E
M叫
{
f
rl
i

}
人
名
意
謂
「
希
望

」

咀
A
，
可
4
可
4
.
ζ
J
W
μ
-
e
a
'

』
F
』
』F
f
r
z
a

、

1
糾
酬
的父
親

而
叫
樹
則
是
女
先
知
叫
到
甜
的

丈
夫
(
列
下
n
u

編
下
狗
血
)

2

擱
蝴
叫
樹
的
父
親
雅
氏
是
在
充
軍
歸
來
後
反

對
並
拒
絕
休
棄
外
邦
妻
子
的
少
數
人
之
一
{
厄
上
ω

(
緯
)

。
連
E
B
A
叫
恥
川
崎
『d
s
E
F
J

聖
經
上
兩
城
市
的

u
a

駕
車
，

3
3

"

、
名
言
謂「部
份
」

或
{
份
額
」

1

是
猶
大
支
派
的
北
方
邊
界
城
市
離
貝
特
舍
默

士
不
遠
(
蘇
的
刊
)
比
城
後
來
護
與
地
區
窄
狹
的
丹

支
派
(
蘇
州
叫
“
)
這
座
城
市
原
是
屬
於
培
肋
舍
特
人

的
一
座
古
城
司
制
民
長
與
此
絨
的
一
位
女
子
結
婚
故

此
這
里
會
經
是
他
英
雄
事
蹟
實
施
的
場
所
並
在
它
的

附
近
殺
了
-
雙
幼
晦
"
(
閩
H
w
a
l
s
d
在
樹
列
主
阿

叫
樹
時
代
(
七
三
六
l

七
二
-
)
重
彼
倒
叫
釗
押
人

所
佔
領
(
編
下
咽
的
"
)
考
古
學
家
業
已
證
'
"
它
說
是

現
今
的
提
貝
納
(
因
-
d
宮
"
)
廢
址
在
阿
因
舍
默
士

(
法
回
P
B
2
)
之
西
南
約
三
公
里
半
的
地
方
並
證

賞
它
直
至
希
擻

及
羅
馬
帝
國
時
代
仍
保
存
著
它
的
重

要
性

2

猶
大
支
派
的
一
座
城
市
(
蘇

的
肘
)
很
可
能

說
是
創
刊
泊M
|
H

所
說
的
提
默
納
黑
亦
郎
現
今
的
塔

巴
納
黑
(
自
﹒
斗"
σ
Z
E

皂
廠
址
在
基
貝
亞
之
西
北
約

三
至
四
公
里
處
(
韓
)

"
且
也
由
吼
叫L閃
「
d
g
"
J

舊
約
上
兩
個
人
的

8

割
P
個
高
也
明
戶
吋

a
E
B
E

、

4
'

，

-
R
1
月
，

、
名
字
意
謂
「
不
可

接
近
的

」
(
?
)

@
是
厄
里
法
次
的
妾
厄
里
法
次
則
是
厄
撤
鳥
與

阿
途
所
生
的
兒
子
提
默
納
原
屬
於
赫
特
民
族
與
厄
里

法
次
生
子
名
叫
阿
瑪
肋
克
他
說
是
後
期
強
大
的
民
族

阿
瑪
肋
克
人
的
祖
先
(
創
刊
呵
呵
見
戶
圳
的
目
出
口
﹒

l

u
申
M
Q
H
M
)提
默
納
是
為
黎
人
色
依
爾
的
女
兒
其

姊
妹
名
叫
羅
堂
(
創
M
m
n編
上
l
M
)

@
是
厄
東
的
一
位
旅
長
(
編
上
1

日
)
也
就
是

制
狗
叫
所
記
載
的
問
制
蚓
後
代
的
旅
長
提
默
納

(
緯
)

M
A目
追
風
R
F」
人
「
d
B
B
S
J

人
名
意
謂
「
敬

8

訕
M
M
M
R
」
A
r
d
g

。
"
V

』

4
q
E
F
-
J
'

、
畏
天
主
的
人
」

1

是
剛
劃
民
族
的
一
位
強
悍
善
戰
的
將
軍
翎
數



"的一1858

次
受
挫
於
瑪
加
伯
猶
大
(
加
上
5
6
U
H
M

叫
)

可
是
此
人
仇
猶
抗
猶
的
心
情
激
烈
雖
在
猶
太
人
間
里

創
咄
咄
締
結
和
平
共
存
的
條
約
之
後
仍
同
其
他
數
位
地

方
總
督
盡
力
騷
擾
猶
太
人
(
加
下
U
Z
2
見
日
1
l

u
)
有
人
以
為
此
人
與
下
面
所
述
的
提
摩
太
同
為
一

人

2
是
色
宴
苛
王
朝
的
一
位
軍
長
慘
無
人
道
殺
害

過
不
少
的
猶
太
人
終
為
瑪
加
伯
猶
大
所
戰
敗
並
在
革

則
劃
將
其
正
法(
圳
下
8
叫
自

9
s
ω
M

臼
訂
)
。

(
韓
)

旦
因
E
E
E
路
"
"
「H
M
H
F
Z
FJ地
區
名
其
惹
不
詳

1

封
閉
，a
t
y姐
帶
/
、H
E
H
V
F
Z」
可
能
有
「
渡
口
」

之
意
(
?
)
由
撤
羅
漏
帝
圓
最
北
部
的
邊
界
起
(
列

上
5
‘
)
它
包
括
周
圍
自
廈
格
里
斯
河
至
培
肋
舍
特

人
的
廣
大
地
區
直
至
樹
別
的
邊
氏
在
割
斷
帝
國
時
代

划
指
塔
仆
撒

一
一
履
斯
城
位
於
幼
發
挂
的
河
之
右
是
為
此

祠
的
重
要
渡
口
今
名
狄
布
撤
(
U
E
Z
Y
)
(
韓
)

白
連
占
西
間
百
巳
「
4
4門
E

Y
J
聖
經
上
的
人
名
及
地

e
o
H
r
p
m
a
a

州

「肘
，

一
，

4
4
T
b
t
n
a
、

1
4

，
司

1

『

l

'
v
t
f
i

、
名
意
調
「
高
興
」
「
快

樂
」

1

人
名
責
羅
斐
哈
得
的
五
個
女
兒
之
一
責
民
無

子
鬧
而
終
是
以
他
的
女
兒
提
爾
區
向
梅
瑟
提
出
要
求

希
望
能
繼
承
她
父
親
的
遺
產
(
戶
必
間
U
Z

|

u

蘇

-us) 叫
一

2

地
名
原
是
創
制
制
引人的
三

個
獨
立
王
國
的
京

戶
都
其
國
主
猶
如
其
他
不
少
的
許
她
國
王
歸
於
間
-
命

十二重

還
被
若
蘇
厄
所
擊
敗
(
蘇
州
M
H
)
以
民
分
南
北
朝
之

後
變
成
北
國
以
色
列
的
京
城
自
雅
洛
貝
罕
一
世
起
至

放
默
黎
為
止
(
列
上

M
口
臼
缸
臼

MW
S
S
g
H

口
)

放
默
黎
在
執
政
的
第
六
年
上
始
將
京
城
遲
至
新
建
的

微
瑪
黎
雅
(
列
上
的
自
剖
}
但
提
爾
區
並
未
被
人
遺

忘
它
至
少
在
研
制
蚓
閻
王
時
代
(
七
四
三
l

七
三
八

?
)
仍
是
一
座
重
要
的
城
市
(
列
下
的
H
|

抽
)
雅

6

4

亦
提
及
過
它
提
爾
臣
就
是
現
今
的
發
辣
(
吋
色

3
2
7
)
廢
爐
這
是
一
叫
做
學
者
所
公
認
的
它
位
於
納

布
路
斯
之
西
北
約
十
一
公
里
處
(
韓

)

倒
一
恬
靜A
vt
臼
「
4
4
3
3
3
i
J
人
名
意
謂
「
性
情

e
o
h
F
r
M
F
J
-
J
q
A
L
E
'
，

P
M
h
g
b
z
i

‘
、

1
4
4
2
E
J

王

-t

'

、
暴
燥
的
人
」
是
厄

蚓
酬
的
一
位
教
師
主
講
修
辭
學
或
哲
氧

B
~爾
關
在
與

猶
太
人
的
會
堂
斷
絕
關
係
之
後
曾
經
兩
年
之
久
利
用

提
氏
的
學
校
作
為
佈
道
所
(
宗
"
，
刊
)
(
韓
)

UJ壇
巨
話
來
♂
丹
「
d
g
m
J
人
名
其
意
不
詳
是
耶

-
E
g
s

步
摯
，

/
斗
E
E

之
劃
蚓
的
子
孫
之
一

(
削ω
2
)
但
是
此
人
之
名
猶
如
其
諸
兄
弟
並
不
是

單
獨
的
個
人
名
稱
而
亦
代
表
不
同
的
民
族
或
種
族
甚

至
亦
代
表
這
些
不
同
民
族
所
居
住
的
地
區
這
是
學
者

們
所
公
認
的
事
實
但
是
究
竟
提
辣
斯
是
指
那
個
民
族

而
言
已
無
從
考
鐵
聖
經
上
也
僅
是
一
提
即
過
是
以
學

者
們
的
意
見
紛
耘
無
確
定
的
答
案

(
韓

)

掰
迢
迢
比
例
司
司
「
、

H
Y
Z
Z
J順
順
悶
悶
看
來
似
乎
是

1
4
4
1

，
|

'

，
、
托

彼
特
的
家
鄉

(
多

1

2

)
但
是
按
僅
有
的
希
臘
譯
本

(
原
文
本
已
失

)

它
很
可
能
僅
是
指
托
彼
特
被
機
往
充
軍
之
地
的
出
費

點
而
言
此
次
的
充
軍
是
在
亞
述
王
提
革
拉
特
丕
肋
色

爾
三
世
執
政
時
發
生
的
時
在
公
元
前
七
三
二
年
(
見

列
下
白
"
)
聖
經
上
清
楚
記
載
了
提
斯
貝
的
地
理
位

置
在
加
里
肋
亞
山
區
位
於
納
斐
塔
里
的
刻
德
士
之
南

哈
件
爾
之
西
伍
哥
爾
之
北
偏
西

(多
1

2
)
(
韓

)

計
閃
現
這μ
H
司
4
1「
目
、
〈
目ω
F
F
恥
"
。
J
按
墓
經
上

s
-
B

」
剖
們
E
E
/
l
/

〉
斗

F
S
E
帥
、

到
4

，

-
l
!
Z

J
:

乏
的
記
數
據

為
地
名
此
地
的
居
民
稱
策
提
市
貝
人
比
如
厄
里
亞
先

知
(
列
下
口
1

釗
叮
甜
列
下
l

s
s
9
M

)
又
該
列

上
口
1

提
市
貝
應
在
基
肋
阿
得
地
區
於
是
學
者
們
斷

定
它
就
是
現
今
這

一
區
的
里
斯
提
布
(
因

-E
E
F
)

廢
址
原
建
於
一
座
高
八
O
二
公
尺
的
山
頭
上
但
是
考

古
學
家
格
律
克

(
2
z
o
n
r

)
則
強
調
它
原
是
基
肋

阿
得
的
雅
貝
士
的
誤
寫
錯
誤
山
於
抄
寫
(
見
繳
上到

u
|

站
等
)
(
據

)

關
貝
闊
地
拉
山
間

R
社
R
E
F
o22
)
清
他
於
加
里

1
4
4
l
a
p
3
.

-E
F

唔
，
、
肋
亞
湖
西
岸

的
一
座
城
市
故
此
該
湖
亦
名
提
庇
黎
雅
湖
(
若
6
1

目
幻
1
)
此
域
自
黑
落
德
安
提
帕
於
公
元
一
八
至
二

二
年
間
所
建
成
為
取
悅
羅
馬
皇
帝
提
庇
留
以
皇
帝
之

名
而
命
名
於
是
提
城
乃
身
價
百
倍
變
成
加
里
肋
亞
的

省
會
並
有
為
數
六
E
會
員
的
參
議
會
常
駐
於

此
盡
力

提
倡
希
股
文
化
建
有
戲
院
跑
馬
場
重

宮
外
歇
腳
庸風
及

會
堂
等
喀
勞
狄
皇
帝
亦
會
不
遺
餘
力
齡
、
美
化
這
座
奧

劇
周
有
密
切
關
係
的
城
吭
閻
蚓
皇
帝
將
它
個
喃
』
呵
呵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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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a-

-
-

，

l
-
t
i
l
-

-

的
對
帕
二
位
款
、
役
准
備
們
太
叫
嗎
?
時
代
打
法
人
付
江
山
你

街
抗
城
位
的
帆
，
小
H
A雞
肉
大
將
外
昕
巳
仙
之

w
f

片
紅

。

拱
手
投
降

耶
永
失
陷
後
猶
太
人

的
「
公
品
會
」
靶
起
來
此
絨

線
惚
，
行
政
必
是
經
川
學
校
亦
先
後
於
此
成

L
t
是
倚
仗

史
上
非
常

a
九
名
及
叫
H
m
K
M
腔
具
街
T
h少
可
以
獻
的
文
化
編

織
公
元
四
悅
紀
問
昕
朮
成
的
所
指
郎
的
的
做
冷
的
右
耳

。

"
綠
得
就
是
出
淤
此
地
這
批
領
怖
的
于
伊
拉
公
元
八
川
川
咒

罵
眾
紛
紛
舉
經
切
志
的
為
治
秘
H
A
t
H也心
成
於
此
流

。

史
稱
此
…
忱
的
亭
、
推
品

k
u

但
是
.
退
賠
M峨
山
在
歷
史
上
是
抖
，
猶l
九
昕
悄
悍

的
地
方
悶
悶
h
t肉P
U此
械
時
發
現
妙
-
r
i
u
f
4

的
心

。

平
故
被
收
怨
不
激
之
地
再
加
上
仆
匕
造
一
時
處
力

1859-1862 

封
里

3J 2o
h 

tzf



L
q
n
u

」

五
巾
峭
恤
叫
m
H
J文
化
的
w
州
市
更
叫
叫
起了
峙
的
夫
人
的
仗
的
耶

穌
緣
。
夕
次
在
它
的
湖
邊
傳
教
但
從
忙
&
人
比
城仆
的

以
色
列
叫
改
府
已
將
它
創
馬
旅
遊
叫
你
您
的
叫
忱
地
叫
呵
!

在
它
叫
州
街
不
少
的
溫
泉

此
加
虫
肋
區

(
的
牌)

…
的
惘
阿
偉
恥
悄
陌
描
郎

(
3
3
2
2
)
是
附
表
恥
忱
地

1
1
1
5

-
E
Y
-
4
4
1
.

J
'

、

民
內
的
一
時

城
市
他
趴
叫
“
恰
爾
加
降
至
繳
爾
的
的
大
的
之
勞
昕
抓
起

H
J
R
M的
一
住
心
蛾
及
軍
裝
墓
地
故
此
交
通
便
利

-
L

裝
浪
速
肉
凡
杭
州
、
企
此
絨
机H
t涼
的
H

所
1
"
h叫
的
名
叫

小
伙
仰
的
以
收
叮
桔
紅
布
的
生
的
灰
人
的
故
鄉
她
聽

似
的
峙
。
神
道
山M
M泌
入
教
刊
止
依
你
在
歐
洲
傳
教
以
來
的

“
一
次
收
政
也
扑
在
此
也
並
娃
，
叫
了
教
會
就
泣
闕
，
1

f>k l 自由美 ~ 11 

械行戶 ，則所
就邪l.1J 2 存
0. /~、;r;. 18 B':J 

iE ht. 每 七
/;.....于吉他 19 姻
的 IJi iM '-'。 教
( i﹒的主t f，; 舍
的.'&i依 土之二
戶ji 且已則也是 Jf
趴等 ， 只 激素|
í:\il 尚耳 他主|
1翁之婦 們不
M I'~ 人敢 倍
(耘的方正在
只!咱泌 I~ 茫
主、‘你，，-l.1 '(J 

(2.Ef告會 告
持二 7佳|斗，柯 林
可 為中tl 叫 lf

ω
H
E
h血
吼
叫
恥m
b堅
』
可
M
E

E
H
F
J

M
A
g
棚
碼
。
早
已
t
A
可
Z
B
E
H
E

K

此
也
默
納
特
色
秘
黑

“
是
抉
肉
葉
立

M
E
E
F
J
兒
側
記

的
恥
g
M
繭
，
取
酬TE
州
立

Z
B
E

『

i

的
叫
回
甜
、
蹄
叫

A
口
仁
h
v「-

H凶
手
路

"
r
J人
名
其
意
后


u
ι
E
E
F

恥
"

-

/
4.

E
Z
2

、
-1
1
i
f

-
-
!

:

l
l

a
-
3
U
A
h
t
x

一
叮

-
L
i
b
M
叫
什
巾
的
情
-
一
一
位
法
郎
這
一
叫
仇
亦
稱

M
H比
-
位

蚓
、
N
q
v

比
通
人
所
進
江
之
故
吧
磁
帶
之
晶
「

J忱

士
正
」

(
列
F

吟
，

)
悄
河
兩
叭
叭
口
卡
治
其
門
也
」
伊
己
心
卡

(
ω
Z
E
HP
E
)
的
懷
及
王

(
公
元
的
六
八
九
I
T

L

八
三
)
在
軍
事
上
先
力
爭
取
巳
力
斯
如
以
h
M抗
亞
述

例
太
正
希
則
克
雅
之
參
與
反
迫
述
阿
盟

叮
籠
統
R
K
q
t

了
快
及

d
u
m政
策
的
煽
動
而
然
但
為
亞
述
上
做
可
血
仇

恨
布
所
收

(
列
下
凹
s
9

依
幻
，

)
其
後
又
與
緒
化

的
通
述
r
u
M
}撒哈
冬
扎
扎
亞
述
巴
尼
帕
斗
耳
他
恥1
.她
做
不

哎
↓
刊f
u
H
叮
必
們
口
卻
比
吃
亦

ω
上
埃
及
犯
法
比
別

(
即
均
純
上
川
流
的
范
例
孟

)
巫
必
u
h
w圳
刊
是
明
於

﹒
川
一
位
戚
乞
的
生
平
與W
H
W世上
所
1

心
H
W
W
的
史
事
一
者
之

間
仍
釘
本
少
木
能
解
決
的
凶
絡

(
特

)



18"-18" 

關
提
突
瑪
尼
(
已
片
5
5
5
)

是
羅
馬
人
的
一
位
使
者
會
代
表
羅
馬
政
府
教
書

猶
太
人
向
他
們
保
證
從
前
猶
太
人
與
里
息
雅
訂
立
合

約
時
所
獲
的
優
待
及
特
種
仍
然
照
常
有
效
(
加
下
U

M
|
訕
參
見
U
M
l
m
)
但
是
對
於
提
突
瑪
尼
的
生

平
因
寫
聖
經
上
祇
一
次
提
及
其
名
聖
經
外
的
歷
史
文

件
土
也
毫
無
記
載
是
以
我
們
毫
無
所
知
(
韓
)

提
默

ff 輯
:1 露

十二1E

。

見
下
條

師
提
默
納
特
色
辣
黑

「
甘
冒
E

昏
，
S
E
F
J

/
吋a
E
S
E
H
F
F
『
。
"
、

城
名
以
民
佔
領
許
地
十
二
支
派
各
自
分
得
土
地

及
城
市
之
後
遵
照
上
主
的
命
令
賜
給
若
蘇
厄
一
座
名

叫
提
默
納
特
色
辣
黑
的
城
市
意
即
「
他
所
要
求
的
城

市
」
(
蘇
的
開
)
在
這
里
若
蘇
厄
將
城
重
新
修
建
後

度
過
他
的
晚
年
死
後
也
被
葬
在
那
里
(
蘇
M
M
M
)
上

﹒
述聖
經
的
記
載
好
似
己
清
楚
地
指
出
它
的
所
在
地
及

(
一
其
地
勢
「
在
厄
弗
辣
困

山
地
」
「
在
加
阿
士
山
北
」

M
m
Z
阿
濃
的
記
誠
亦
見
於
緩
期
的
經
典
惟
其
地
名
己
稍
加

F
J修
改
稱
為
提
甜
點
納
赫
勒
斯
(
民2
.
d

關
於
這
個
地
名
的
兩
種
咱
們
呼
學
者
們
會
有
不
少

的
意
見
和
爭
論
發
生
有
人
以
為
復
默
納
赫
勒
斯
之
名

原
是
真
真
名
蓋
其
所
附
帶
之
「
赫
勒
斯
」
一
詞
有
太

陽
之
意
證
明
此
地
原
是
太
場
艸
敬
稽
的
中
心
但
後
來

的
聖
經
作
者
為
對
這
邪
門
肺
的
敬
禮
加
以
避
諱
而
將
之

改
成
提
默
納
特
色
辣
黑
但
是
猶
太
經
師
的
傳
說
部
與

上
述
意
見
完
全
相
反
他
們
以
為
「
赫
勒
斯
」
之
所
以

成
為
此
地
名
是
為
紀
念
若
蘇
厄
使
太
鷗
停
止
運
行
獲

得
勝
利
而
命
名
的
有
人
則
以
寫
僅
是
傳
寫
抄
本
時
因

書
記
的
一
時
不
慎
而
發
生
的
差
錯
色
宴
苛
王
的
大
將

巴
基
德
在
攻
打
猶
大
時
會
在
一
些
地
方
修
建
防
禦
工

事
其
中
有
提
默
納
速
一
城
(
加
上
9

叫
)
所
指
無
疑

郎
織
此
座
占
城

考
古
學
者
業
已
證
賞
它
就
是
現
今
距
離
釋
得

(
即
里
達
)
的
東
北
約
二
十
公
里
處
的
提
貝
納

{
吋
F
E
V
)
廢
址
(
緯
)

酬
提
革
拉
特
丕
肋
色
爾

(
叫
兒
u
m刊h
H
V司)

人
名
意
調
「
我
的
依
賴
在
於
厄
沙
辣
的
兒
子
」

這
里
所
談
論
的
說
是
亞
述
帝
國
大
名
赫
赫
的
提
革
拉

蚓
到
叫
倒
劑
第
三
世
國
主
(
全
元
前
七
四
五
|
|
七

二
七
)
他
不
但
是
位
英
武
善
戰
的
軍
官
更
是
一
位
精

明
能
幹
的
政
治
家
在
他
稱
王
後
不
久
即
征
服
凹
出
腳

並
以
巴
比
倫
城

U卿
貝
耳
之
名
自
稱
為
普
耳
王
可

惜
關

於
這
位
重
要
君
王
的
文
史
記
戴
有
不
少
漏
洞
及
殘
缺

不
全
的
地
方
是
以
不
得
跟
其
生
平
之
金
貌
頗
為
遺
憾

他
給
位
之
後
首
先
將
他
的
國
土
分
而
治
之
分
閏
月

四
個
行
省
省
長
直
圈
圈
中
央
頁
責
捐
說
維
持
中
央
政
府

的
費
用

征
服
巴
比
倫
之
後
的

-
r一
目
標
就
是
敘
利
亞

及
巴
力
斯
坦
他
這
個
計
劃
的
目
的
不
外
是
憑
借
此
打

開
地
中
海
的
航
線
以
遠
征
小
亞
細
亞
其
他
諸
國
及
南

方
的
埃
及
並
獲
得
這
一
區
內
的
學
富
木
材
及
鐵
產
為

達
到
上
述
目
的
他
一
反
前
代
君
王
之
作
風
每
征
服
一

地
即
將
之
劃
入
帝
國
版
圖
成
為
帝
國
的
行
省
並
不
以

僅
使
其
成
為
進
貢
納
稅
的
屬
國
為
足
為
能
徹
底
的
作

到
這
一
步
他
一
貝
開
創
了
遷
徙
民
族
使
其
移
地
而
居
是

為
充
軍
的
先
聲
其
一
手
段
之
高
明
堅
決
佬
傲
殘
酷
可
見

一
斑

於
是
自
公
元
前
七
四
三
年
開
始
正
式
出
兵
外
侵

三
年
之
久
將
他
的
前
線
總
指
揮
部
設
於
創
利
到
北
部

同
制
咄
咄
棚
(
〉
苟
且
)
地
方
說
近
指
揮
作
戰
果
然
所

向
無
敵
戰
果
輝
煌
擴
充
了
不
少
的
帝
國
領
土
建
為
行

省
稍
事
整
頓
軍
備
之
後
更
於
七
三
八
年
捲
土
重
來
消

誡
哈
瑪
特
王
國
之
後
揮
軍
前
進
勢
如
破
竹
毫
無
堪
敞

的
對
毛
結
果
十
八
個
小
到
制
甜
的
弱
小
國
氣
包
括
創

利
亞
及
勝
尼
基
在
內
紛
紛
投
降
稱
臣
納
貴
在
這
次
戰

敗
的
國
王
中
就
有
北
國
刷
瑚
劉
樹
城
的
閻
王
喇
喇
世

在
他
交
出
一
千
「
塔
冷
遇
」
的
婊
子
之
後
敵
人
才
終

於
撤
兵
離
境
(
列
下
的
H

H
)

他
西
進
的
目
的
殷
已
達
到
於
是
閱
給
總

E
R
E氓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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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間
更
揮
兵
將
侵
客
的
箭
頭
指
向
京
部

的
比
郁

地
區
可

是
也
說
正
在
這
時
北
陶
以
色
列
與
大
馬
士
革
闡
明
盟

發

動
了
入
侵
猶
大
的
戰
爭
猶
大

T
T阿
叫
戶
口
次
不
顯
依
徹
意

亞
先
知
的
警
告
逕
自
向
亞
述
王
援
民
發
出
求
救
的
信

號
並
許
以
大
量
的
金
銀
作
酬
於
是
提
苓
拉
特
f
h
u
臉
色

面
閻
王
於
公
元
前
七
三
四
年
悶
頭
跟
敗
北
闢
佔
領f
北

國
許
多
城
市
將
不
少
的
人
民
充
軍
遠
方
的
車
述
立
品

舍
亞
為
落
王
(
列
下
的
甜
甜
的
7
.

綜
上
5

詞
)

並
佔
領
大
馬
士
革
將
其
凶
王
勒
斤

(
m
g
D
)
殺
害

迫
使
其
人
民
遠
徙
將
一
切
所
佔
領
的
地
區
劃
成
三
個

行
省
版
圈
之
大
氣
亞
述
展
史
上
所
僅
有
在
位
共
十
八

年
於
七
二
七
年
十
月
與
世
長
辭

見
亞
述
(
緯
)

7

命
，
而3局

只

J
1
意
義
這
一
站
詞
在
希

斟
U
固
山
(
白
宮句
。
2

)
|

1

.
z
f
l
J

'

、
隨
文
有
「
驅
散
分
散
」

之
意
是
指
那
些
自
動
或
被
也
做
愷
於
與
民
之
間
的
猶

太
人
而
言
這
一
語
詞
是
由
希
伯
來
文
更
為
生
制
逆
耳

的
「
俘
擴
充
軍
」
之
詞
演
變
而
來
(
府
必

•
. 
旭
下
1

.
詠
川z
)
制
斟
劃
抖
的
說
法
較
原
文
的
說
法
純
白
帆

甚
致
失
去
了
它
原
來
被
視
為
「
恥
辱
」
「
懲
罰
」
的

意
義
有
人
解
釋
這
種
意
義
的
改
變
謂
原
來
的
恥
辱
懲

罰
在
天
主
上
智
的
照
顧
之
下
而
成
了
伯
倫
萬
民
進
入

唯
一
神
教
及
印
聽
天
主
福
音
的
工
具
甚
致
後
翔
的
猶

太
人
自
己
亦
明
白
了
這
種
歷
史
演
變
的
重
大
意
義
因

而
竟
般
以
民
之
散
居
翼
地
為
光
榮
及
上
主
的
恩
惠
而

有
自
大
自
漏
之
感
在
新
約
中
利
用
這
一
語
祠
的
地
方

十二 .1867 

共
有
三
處
其
中

祇
有
一
處
(
若

7

抽
》
有
希
激
譯

本
土
的
意
義
即
指
散
居
的
猶
太
人
而
言
其
他
兩

處

(
雅
1
1

伯
前
1
1
)
如
卻
是
鐵
照
新
約
神
學
的
意
義

指
做
錯
於
大
上
那
京
之
外
的
基
符
徒
而
這

2

級
關
早
在
公
兀
前
七
二
二
年
及
六
O
三
l
l
l

五
八
一
年
的
太
卜
和
心
中
由
于
時
代
之
前
放
照
考
古
學
家
的
結

論
即
已
有
些
猶
太
人
在
經
商
謀
利
的
誘
惑
之
下
而
離

關
巴
力
斯
且
還
括
他
方
七
二
二
年
巫
述
閻
王
撒
爾
頁

一
一
何
將
為
數
一
兩
篤
七
千
二
百
九
十
人
的
北
國
以
色
列

居
民
(
設
此
數
字
出
自
撒
爾
貢
年
鑑
)
俘
榜
「
安

置
在
哈
校
黨
和
靠
近
哥
倉
的
哈
技
爾
何
以
放
瑪
待
各

城
」
(
列
于
口
-
m
u
)
這
此
人
後
來
的
下
落
不
明

大
被
他
們
再
沒
有
重
返
摯
地
由
非
學
經
文
件
知
道
他

們
在
該
地
會
修
蓋
一
座
雅
威
(
上
主
)
殿
份
以
民
歷
史

上
規
模
最
大
的
充
軍
是
在
六
O
三
|
!

五
八
一
年
間

大
忱
的
以
民
被
倚
仗
巴
比
倫
他
們
在
該
處
謀
生
發
展

致
在
五
三
九
年
當
尉
魯
士
半
F

令
准
許
以
民
自
由
悶

倒
時
竟
有
為
數
不
少
的
以
民
放
棄
了
罔
家
的
打
算
而

廠
永
久
居
於
巴
比
倫
(
編
干
必
n
n

厄
上
1

1

:

‘
)

其
次
在
厄
肋
番
廷
(
虫
也
E
E
H
g
m
)的
猶
太
僑
民
團

也
是
在
歷
史
上
知
名
的
並
布
散
尉
於
埃
及
其
他
地
方

以
血
壓
山
大
里
亞
減
為
中
心
的
猶
太
人
直
至
羅
馬
帝

關
時
代
猶
存
(
見
加
上
的

M
-
H
)散
居
在
叔
利
亞
的

猶
太
僑
民
則
以
致
提
約
基
雅
為
中
心
在
宗
徒
時
代
居

於
草
地
之
外
的
僑
團
竟
這
一
百
五
十
多
個
(
見
宗
2

.
l
u
)
他
們
分
居
於
羅
馬
帝
國
的
各
個
角
落
佔
金

國
人
口
約
百
分
之
三
弦
(
全
帝
國
人
口
當
時
第
五

千

五
百
萬
)
無
怪
保
躲
在
遂
行

傳
教
時
足
蹟
所
到
之
處

都
有
猶
太
人
及
他
們
的
會
堂
但
他
們
對
保
品
牌
大
都
無

好
感
而
加
以
為
難
拒
受
爾
吉
之
教
反
而
有
來
少
對
猶

太
人
有
好
感
的
外
方
人
成
了
保
祿
傳
教
的
對
象
(
宗

9
m
H
H
2的
，
η
z
m

﹒
凹
的

8
)
僑
居
羅
馬
的
猶

太
人
受
凱
撒
的
偏
袒
及
愛

護
利
用
軟
廷
鉤
心
鬥
角
的

混
亂
度
燒
大
事
發
展
在
社

會
上
起
了
不
少
的
影

響
力

紙
在
羅
馬
的
猶
太

會
堂
績
考
古
家
的
食
總
結
果
竟
有

十
三
座
之
多
在
短
短
時
期
內
這
批
以
羅
馬
馬
中
心
的

猶
太
人
自
動
的
或
受
環
境
的
驅
使
開
始
向
西
班
牙
法

國
德
國
及
北
非
洲
伸
展
直
至
今
日
尤
其
在
班
闋
的
許

多
城
市
內
仍
保
留
著
「
猶
太
區
」

(
H
s
e
s
ω
)的

名
字

3
環
壞
M
A影
響
力
這
些
散
居
必
遠
方
異
國
的
猶

太
僑
團
僑
社
在
精
神
及
宗
教
上
是
孤
立
的
這
種
形
勢

已
早
見
於
巴
郎
的
斜
視
中
(
戶
幻
，
)
他
們
在
僑
居

地
大
都
是
自
治
有
獨
立
的
法
治
構
享
有
免
除
兵
役
的

價
待
以
及
不
參
加
外
教
敬
禮
的
自
由
但
是
在
猶
太
僑

民
的
團
體
彼
此
之
間
越
有
看
周
密
精
細
的
組
織
及
聯

繫
他
們
在
文
化
及
宗
教
上
的
影
響
力
亦
很
大
亞
應
山

大
里
亞
娥
的
割
斷
文
學經
譯
本
即
是
一
例
它
成
了
後

來
基
督
徒
所
用
的
聖
經
其
次
在
巴
比
倫
波
斯
敘
利
亞

埃
及
及
經
鳥
的
研
延
中
都
有
過
馬
數
不
少
並
且
非
常

有
影
響
力
的
猶
太
官
員
猶
太
僑
民
在
客
居
之
地
對
於

政
治
宗
教
及
經
濟
上
都
會
有

過
不
少
的
貢
獻
及
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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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以仍人械
)的時的會

酬
散
提
背
(
F
E
E
S

)

酬
散
乃
黑
黎
布
(
ω
O
D
E
n
y
E
r
)

人
名
志
品
「
欣

(
神
)
摘
多
f

梭
的
兄
弟
」
口
荒

草
述
情
間
的
一
位
抖
的
主
(
公
元
的
七
四

i

六
八
二

繳
爾
扎
二
恨
之
，r
(
列
下
U
H
ω
M
M
M
科
干
M
MI

9

時
依
H
mz

幻
盯
)

關
必
他
的
生
…
牛
車
一
組
放
其
他

文
件
都
有
所
抖
紋
，f
m
述
如
F

他
是
一
此
兒
敢
苦
戰

的
中
學
專
家
又
是
文
明
藝
衡
的
促
進
者
但
是
他
繼
位
之

初
的
環
境
並
不
太
現
恕
首
先
有
默
為
這
答
巳
村
干
什
叫
，
猖

啊
叫
作
亂
旦
佔
揍
了
巴
比
倫
緊
接
者
又
有
巴
力
斯
州
一
及

時
研
尼
基
地
院
校
蚱
，
亞
述
而
獨
立
他
前
先
將
默
洛
遠
在

巴
校
丹
白
巴
比
倫
驅
逐
以
鞏
閑
自
己
的
政
權
且
勵
精

國
治
訓
練
軍
隊
位
備
出
仙
也
西
方
紛
紛
獨
立
的
落
屬
小

國
於
七
O

一
年
正
式
出
征
結
果
在
品
軍
壓
境
比
兩
河

些
小
國
皆
不
堪
一
擊
無
不
稱
臣
納
貢
諸
如
漆
冬
阿
爾

瓦
得
阿
市
多
得
摩
阿
布
厄
東
等
其
中
只
有
阿
市
刻
龍

士
厄
刻
能
及
耶
路
撒
泠
曾
經
稍
事
援
抗
但
皆
未
能
成
事

昕
一
蚓細
地
區
在
被
甜
甜
王
岫
摧
殘
消
滅
了
四
十
六
個
村
在

一
之
位
但
它
的
回
王
希
則
克
雅
也
只
有
投
降
並
交
納
了
三

此
年
后

十二

L
i
(
W叫
你
過
」
的
h
u
h
J八
行
-
Y
P
A
'的
L
的
川
M
Y
Y
U
們
“

有
前
多
其
他
的
則
吹
且
將
，H
L

的
主
兒
們
獻
山
作
為

亞
述
干
的
上
去
此
外
涼
將
一
批
井
口
且
可a
y
小
﹒
品
給
勝
利

吼
叫
瓜
的m
A
火
i
(
例
卡

m
H
H
H
K
e
酷
所
斗
做
研

述
文
n
u
九
傘
村
A
L所
小
川
V
們
尸-L
A
a旬
，
卜
J
一-
-
1紋
，
于
三

盯
「
路
泠
過
」
之
別
)
大
概
起
次
m
H扎
扎
之
後r
u述
i

泣
械
去
了
卜
〈
批
猶
太L
人
馬
修
心

u
t
叫m
a
仙
似U
M特

人
及
哈
瑪
特
人
等
被
移
鼠
於
化
前
的
想
糕
的
啡
，
叫
叫
(
見

列
下
的
“
)
大
概
也
發
生
於
迫
倒
時
期

仰
是
想
經
的
1

心
誠
且
不
止
於
活
別
克
稚
的
稱
閃
出

納
品
已
如
土
述
相
反
地
散
乃
史
叮
叮
油
布
怕
攝
制
又
兩
次
造

發
大
將
向
猶
大
國
王
及
人
民
傅
，
川
的
降
的
一
副
王
受
到

依
撒
t
t邵
先
知
的
鼓
勵
全
心
依
靠
天
主
災
扎
扎
i
綻
，
兩

制
制
山
山
兵
帕
拉
上
主
反
扣
發
佼
者
勘
間
內
將
叫
刮
大
軍

殺
傷
始
逃
引
述
工
大
敗
而
飾
不
久
之
後
在
巴
比
倫
為

刊
己
的
兩
側
記
于
所
殺
出
厄
做
恥
口
冬
織
位
稱
王
(
列

干
問
口

l
mw
軒
)
這
段
J
此
也
划
與
版
史
不
合
議
於
七

。
一
年
埃
及
的
閻
王
提
為
哈
卡
只
不
過
是
年
怖
十
歲

的
幼
童
而
散
乃

m
R黎
布
的
死
亡
也
是
在
二
十
年
後
之

一
學
顯
然
這
是
作
看
將
兩
個
不
同
的
記
載
不
同
史
事
的

文
件
混
合
欣
在
一
起
是
以
列
下
的

口

!
"
盯
所
柄
寫

的
事
實
應
當
置
於
六
八
一
年
前
不
久
至
於
學
經
上
所

說
的
叫
樹
大
軍
一
夜
之
問
被
殺
十
八
萬
五
千
人
的
事

很
可
能
就
是
埃
反
歷
史
上
所
記
載
的
瘟
疫
大

災
的
結

果

在
文
化
方
面
這
位
副
主
會
徑
有
過
不
少
的
貢
獻

W
T
U
L
N
h
?
h
v
M繁
社
u
b
M
J仙"
耳
趴
攸r
K
M微
笑

"
川
1
4小
紋
的
自
旭
東
他
吟
蓋
了
小
少
的
位
火
通
築
物
考
古

吵
村
L
將
心
，
們h
v

4
.

，
叫
山
山
L
l
d
L
入
內
心t川

U
4布
扎
划
內
心
從

(
M
W
)

"
K
U
佳
句
\
吋
己
已
。aE
S
J
H
起
一
間
仰
的
局
的
今
仿
U

S
M
M有
J
F
U
U
M
a
F
4
:
1
:

‘
』

《
g
s
l
i
t

-
-
J
J
F

'

"
E
P
C
W

、
烏
(
那
8

7
)
捏
一
經

多
次
m扯
到
它
令
，
被
用
作
祭
品(
創
刊u
g

肋
1

"
5
7

日
)
如
敢
放
祭
祭
品
(
批
也
•• 

的
甜
甜
的

H
M

戶

6

刊
)
格
外
是
窮
人
奉
獻
的
祭
品
(
路
Z

H
)
因
其

性
情
善
良
在
清
歌
上
被
咱
們
結
「
上
主
的
印
川
」
(
J

m閃
閃
)見

筒
，
于

(
韓
)

.
且•• 

4
.
-
v
.
a
-
a
A
j
-
E
.
E
.

、

‘
‘Z
V
划
，
'
、

'
，

別
扭
扭
或
間
叫
z
m
t
2
M
m三
MV
E
S
t
)

，
A
2
.
4
.
d
1
4
J
'
.

a
a
呵
，
'
，.
4
.』
'
，
、
'

、

娑
翅
伯
城

(
】M
V
E叮
叮
平
的
已
於
一
院
其
相
似
東
北
部

的
厄
納
費
雅
公
路
(
〈

E
E
E
E
)
上

i
u
這
公
路

穿
過
全
城
且
橫
貫
馬
其
頓
金
境
來
迪
拜
占
庭

(
M
W
苔
，

B
C
E

口
)
郎
今
日
的
君
士
坦
丁
堡
(
的
。
口
"
H
E
E
D
?

M
M
E
)西
至
亞
德
里
亞
海
東
岸
的
狄
辣
基
雍

(
已
苔，

E
n
Y
F
E口
)
從
那
里
每
日
有
精
往
意
大
利
東
南
部
的

制
給
-
叫
息
雍(
因
『EE

巴
E
P
)
港
從
此
有
叫
到
制

公
路

(
5
ω

〉
苟
且
)
直
達
羅
馬l
l

是
個
繁
盛
的

商
業
中
心
原
名
為
克
勒
尼
德

(
b
H
O
E
色
。

ω

解
說
「
小

噴
泉
」
)
大
約
恥

、

公
元
前
七

0
0
年
也
特
辣
克
人

(
吋a
F品
。

3
2
)
所
興
建
公
元
前
三
六

0
年
塔
索
斯
人

(
斗
E
E
呂
立
將
它
改
建
名
寫
這
通
織

(巳
a
g

〕



~
公
元
的
三
五六
年
大
亞
凰
山
犬
的
父
親
劉
創
制
二
世

竺

(
2
1

月
川
口
占
)又
重
新
修
建
並
以
自
己

-
的
名
字
稱
A
H
R肘
雙
理
伯
城

一

公
司
兀
前
一
六
八
年
在
不
戶
均
F
3
E
乙
之
役

=
羅
馬
大
將
僻
的
峙
厄
米
甲
骨(
2
巳
5

〉
向
B
E
P
E
)幣

于叫
做
了
馬
其
副
主m
m
I
(M
V
O
EOC
V
U
H惡
本
∞
)

從
此

受
城
成
了
維
馬
帝
凶
的
凶
咽
地
公
圳
的
一
間
大
年
間
融
化

將
馬
其
頓
改
為
綠
化
行
省
省
會
悶
得
做
佫
仆
地
城
駐
有

羅
馬
「
總
督
」
此
外
又
將
馬
其
頓
分
為
四
區
受
城
屬

第
一
區
首
都
為
安
非
紋
里
(
〉
呂

-
M
Y
M
M
H

。

-
5
)因
此
宗

M
W
Ma
妥
城
是
「

γ的
其
頓
一
恆
的
口
城
」
所
叫
叫
「
首

城
」
並
非
如
「
山
"
都」
而
是
鎖
義
地
指
一
說
一
步
織
市
」

(
商
業
中
心
)
有
此
一
一
間
T
K
則
從
高
改
為
「
比
其
的
第

一
位
的
一
例
城
」
公
先
前
三
一
年
r
t
M叫Li
裕
的
「
意

大
利
M
m民
地
」
(

口
。
-
S
E
H
Z
口
E
)
享
有
「
茲
大

利
權
利
」

(
H
E
H
Z
r
E
E
)因此
d
城
M
Y

也
以

「
羅
沁
人
」
的
稱
號
而
自
象
(
京
的
副
)
法
核
心
有

一
所
馳
名
的
咱
們
學
校
因
此
有
些
學
者
認
為
路
航
醫
生

(
叮
叮4
H
)
出
身
於
此
更
有
學
者
主
悵
的
阿
何
必
是
斐
祖
祖

伯
人

交
城
的
刊
的
民
除
一
部
份
口
正
的
其
領
人
外
大
部
份

是
慈
大
利
人
們
-
K
人
的
數
字
誰
不
可
觀
閃
沁
那
衷
沒

有
他
們
的
命
令
必
有
一
例
「
昕
禱
所
」
(
凸m
M
M
H
)學

你
的
腳
在
的
一
次
的
教
行
程
中
(
公
元
五:
1

三
年
)

在
特
峙
的
阿
彼
得
砂
此
知
道m
r
M艸
必
他
符
比
其
心
傳
教

(
d
m
M叩
?
"
)
使
領
看
息
持
弟
茂
捕
和
和
圳
叫
一
行

十二1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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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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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
書

「H
M
M
M
Z
H
-
d
H

。
已
H
n
M
M
Y
M
H
M
-
M
M
M
E
H
M
m
w
J

f
M
W間比
例
"
。

-
u
m
w已】
M
Y
M
r
叮
叮O
D
紛
紛ω
L

女
蟬
的
卉
先
的
封

U
V涵
之
一
是
什
的
給
“
乳
制
川
怕
絨

i
仙
求
的
作
者
泣
m
u
μ眛
逗
叫
起L
人t
m
者
一
致
公
泌
的

在
馬
其
制
的
教
會
中
這
城
的
心
友
對
會
仙
制
最
敏-
b
i

而
m
f保
除
“
叫
他
們
也
特
別
﹒
b
-
M祉
可
能
H
E凶
為
這
H
E他

h
相
比
其
以
叫
創
的
第
一
制
教
會
把
科
此
他
們
對
?
你

甜
肺
片
門
前
服
從(
2
臼
)
不
時
間
胸
懷
(
4
刊
)
不
糾
努

力
協
助
傳
教

(1
.

)
份
叫
他
的
閩
台

(
4
H
)
而

且
還
趾
巖
慷
悅
札
此
接
濟
他
已
常
生
的
的
前
晶
宮(
2

自

4
H
M
)
而
迎
你
收
亦
以
甘
甜
甜
的
估
價
的
圳w
m逗

他
們
(
1
.
)
以
親
切
的
名
副
裕
他
們
的
「
致
的
喜

樂
成
的
泣
兒
」

(
4
2
)
稱
他
們
的
們
助
仿
「
必
劣

的
容
置
天
主
的
山
札
俐
的
祭
r
圳
」
(
4
"
)
吽
拉
格
芯
為他

們
，
叭
絡(
1
3
)
甘
心
沁
他
們
H
H上
自
己
的
血

(
2

口
)
讓
他
們
分
手
他
所
受
的
必
瓶
(
1
7
)

(
一
)
寫
作
的
動
機
將
闊
地
，

挖
一
說
是
山
白
這
愛
心
的
流
必
川

4

說
是
「
叫
你
蘇
省
﹒

仆
的
中
最
純
情
所
仙
似
的
衍
」戶
口g
z
s
s
p
)話
時
恥
翼
城

教
玄
綽
Z
F
J
U
H
-
M
妓
川
伊
拉
心

(
5
鈞
扣
剖
)
也
終

甜
甜
了
些
叫
歇
托
叫
帕
從
心
咐
，
札
給
他
已
去
H
t
札

3
.

川
口
令

他
川
d
H
A他
釗
了
w
m
"
?
不
久
的
心
了
山
吼
叫
川
成
拉
克
仇
去
仗

要
卅
峭
倍L
A非
常
掛
心
因
此
病
企
後
擎
的
綠
校
師
打
發

仿
制
去
以
兒
婪
絨
ι
h
m
友
們
必
心

(
2

自
1

訂

)
以
快

也
給
他
們
寫
了
一
J祖
封
口
托
他
帶
回
去
因
此
第
丘
弟
z
h

世
紅
的
一
些
砂
本
在
4

且
後
加
上

一
旬
「
寫
在
感
甘
叫

出
厄
帕
洛
狄
托
送
去
」
因
此
寸
耶
魯
約
寫r
f
h三
年
的

學
似
的
神
在
羅
馬
第
一
次
被
囚
快
被
釋
放
之
時(
Z
H
)

可
是
今
日
也
有
學
者
基
於
多
種
現
自
主
張
在
紅
紅
格

後
之
前
即
T
n
-
h
i
五
七
年
間
而
你
的
作
地
點
是-
b物
所

的
一
個
監
獄
可
是
對
這
一
意
見
大
多
數
學
看
法
的
控

山
-
4夠
充
份
向
加
以
訝
，
一
仇

(
一
一
)
內
容
分
析
與
一
位
位

郭
世
歧
是
一
封
熱
情
齊
放
的
信
在
給
神
情
上
本
能
像

經
格
的
勢
希
等
各
信
那
般
緊
展
有
序
反
之
它
與
路
後

如
後
和
質
很
類
似
字
宙
獸
行
間
十
足流
露
聖
保
穢
的
心

和
一
起
他
的
茲
修
生
活
和
神
秘
生
活

由
於
缺
乏
緊
淺
的
程
序
要
將
它
作
一
詳
峭
的
h
h

折
不
太
答
曰
閑
談
們
只
大
約
A
N析
如
干

前
e
u
l
-

-
u

第
一
部
份
論
監
祭
典
傳
福
音

(
1
?
"
)

第
二
部
份
論
效
法
基
督
的
精
神
(
1
n
i
2
"
)



第
三
部
份
報
告
自
己
的
計
劃
(

2

"
-
M
)

第
四
部
份
各
種
勸
告
(
3
2

1
t
4

.
)

第
五
部
份
感
謝
信
友
的
風
伯
和
捐
助
(
4

刊
!

結
譜
4

刮
目

至
鈴
本
書
的
一
致
性
由
於
文
中
多
次
(
2
制
3

2

4

刊
)
轉
接
突
然
性
由
股
市
代
有
些
文
獻
提
及

聖
保
祿
給
受
城
信
友
寫
了
兩
封
或
多
封
信
有
些
一
學
有

認
為
斐
是
由
兩
封
或
多
封
信
剪
輯
而
成
例
如
信
一

l

a
|
2

4

u
l

目
(
退
謝
捐
助
)
信
二
1

3
3
3

4

1
9
于
自
(
消
息
與
勸
告
)
信
三
3
2

4

s

(
針
對
積
木
主
義
)
可
是
這
只
是
少
數
學
者
的
意
見

而
已

(
一
二
)
辦
學

斐
並
不
是
一
對
專
論
神
學
的
書
一
倍
(開
M
M
E
H
W
)

而
只
是
出
自
愛
心
而
寫
的
一
封
|
l
l
可
以
說
1
l
家

，
官(
C
H
HR

)
可
是
留
心
的
讀
者
不
難
發
現
聖
保
祿

在
這
信
中
很
喜
愛
使
用
「
喜
樂
」
或
類
似
的
字
眼
(
共

十
七
次
)
因
此
聖
經
學
家

稱
斐
為
「
喜
樂
的
書
信
」

正
如
稱
路
為
「
喜
樂
的
一
福
音
」
一
樣
因
此
若
要
談
婪

的
辦
學
我
們
也
可
以
稱
之
為
「
喜
樂
辦
學
」

學
保
祿
三
次
講
斐
城
信
友
「
喜
樂
於
主
」

(
3

1

4

.
2
.

b

)
所
謂
「
喜
樂
於
主
」
說
是
設
法
享

.
有
「

天
主
那
超
乎
各
種
意
想
的
半
安
」

(
4
7

)
並

刷
一佔
有
「
平
安
的
天
主
」
(
4
.
)。

而
這
喜
樂
的
途
徑

戶
就
是
立
以
信
賴
感
恩
的
祈
絡
技
拜
天
父
之

前
(
4
.
)

1873 十二種

二
鴻
力
追
求
體
昧
和
質
踐
宗
徒
給
我
們
傳
授
的
真
善

美
(
4

8
.
)
但
是
最
基
本
的
喜
樂
途
得
還
是
懷

有
耶
穌
的
情
懷
隨
著
他
走
空
禮
自
己
的
十
字
架
道
路

(2

s
l
8
)
因
閏
月
正
如
天
主
學
父
光
榮
了
聽
命
至

死
且
死
在
十
字
架
土
的
他
(
2
.
l
u
)
同
樣
他
也

要
使
愛
慕
十
字
架
的
人
獲
得
光
榮
的
復
活
(
3
n
)

反
之
基
督
十
字
梨
的
敝
人
的
結
局
就
是
食
亡
(
3

時

聖
保
祿
就
是
這
喜
樂
的
榜
樣
他
在
主
內
非
常
喜

樂
(
4
刊
)
即
使
為
了
基
霞
的
緣
故
帶
上
鎖
鍊
仍
然

喜
樂
(
1

H
M
)
因
為
他
學
會
了
事
事
知
足
在
各
種

環
境
中
發
現
了
應
付
的
秘
訣
就
是
全
心
信
賴
他
的
主

耶
穌
(
4
u
|

間
)
這
耶
穌
就
是
他
喜
出
版
的
泉
源
因

為
能
認
織
耶
穌
個
月
他
說
是
萬
幸
中
之
大
幸
(
3
8
)

因
此
耶
穌
成
7
他
的
生
活
死
亡
反
是
刺
益
(
1
U
)

因
為
他
最
大
的
喜
樂
就
是
早
日
解
脫
與
基
督
在
一
起

(I

H
)
因
此
為
7
佔
有
他
他
不
惜
損
失
一
切
(
3

7
8
)
或
生
或
死
總
要
科
基
賢
在
他
身
上
受
到
頌
錫

(
l

m
)
正
是
為
了
這
個
緣
故
他
不
但
訓
導
信
友
不

應
只
信
耶
穌
還
應
為
他
吃
苦
(

1

師
)
而
且
他
向
己

也
實
在
願
意
參
與
他
的
苦
難
相
似
他
的
死
因
為
他
也

希
望
得
到
由
死
者
中
的
復
活
(
3
M
U
)
不
假
如
此

他
還
勸
過
信
友
向
他
人
以
喜
樂
的
寬
仁
縛
構
「
主
快

來
了
」
的
喜
訊
(
4

.
)
而
他
自
己
也
甘
心
暫

時
犧

牲
與
主
耶
穌
同
在
的
最
大
喜
樂
留
在
世
上
成
為
分
送

喜
樂
的
工
具
使
信
友
得
到
信
德
的
發
展
和
喜
樂
(
1

制
|
甜
)
因
為
他
傳
教
的
目
的
就
是
使
倍
友
給
山
義

德
的
果
實
(
1

.
刊
)
成
怨
天
主
無
瑕
的
手
女
附
心
界

的
明
星
(
2
H
)
而
在
傳
教
生
活
上
最
大
的
嘉
樂
就

是
看
見
信
友
相
親
相
愛
(
2
2
2
)
因
此
他
以
耶
穌

的
心
腸
懷
愛
他
的
結
友
(
1

.
)
以
喜
悅
的
心
情
瓜

他
們
祈
鑄
(
1
‘

)
即
使
為
了
他
們
的
得
凶
融
融
會
上

自
己
的
血
他
也
非
常
喜
歡
改
請
信
友
一
版
歡
樂
(
2

除
了
上
述
的
喜
樂
辦
學
以
外
斐
還
有
一
小
段
含

有
非
常
重
史
的
基
督
學
的
演
詞
(
2
‘

i

u
)
滔
滔

詞
川
自
學
-侏
祿
的
手
筆
或
者
只
是
當
時
的
樺
的
m秒
1
叫

則
不
得
而
知
一
這
短
短
的
六
節
每
都
娃
一
首
小
濤
從
不

同
的
角
度
描
述
益
智
的
奧
蹟
一
他
的
先
存
神
位
(
已

T

S
E
P
O
S
O
H
』月
2

8
)
:

他
的
降
生
成
人
空
航
了

自
為
天
主
的
光
榮
主
他
的
議
抑
至
死
死
在
十
字
獄
上

四
他
的
光
榮
凱
綻
超
越
萬
物
之
上
五
他
由
上
天
下
地

的
苦
悶
有
獲
得
的
崇
拜
六
他
的
人
糾
比
以
苦
難E
T
H
九
換
取

來
的
榮
銜
「
主
」

兒
上
主
的
僕
人
(
梁
)

的
主
-
m
z
h
口
「
早
已告

J
是
聖
經
上
提
到

到
司
垂
直

白
，
ι

石
E
H
3
5

、
的
幾
側
人
的
名

字
意
謂
「
愛
罵
的
人
」

1

斐
理
伯
二
世
{
三
五
九
|
|
三
三
六
)
原
是

馬
其
頓
的
閻
王
此
人
手
腕
靈
活
英
勇
善
戰
堪
稱
寫
著

名
的
政
治
及
軍
事
家
他
上
任
之
初
國
家
仍
是
處
在
內

憂
外
患
的
狀
態
之
下
他
先
平
息
內

亂
勵
精
筒

，
的
國
聽



-
日
M
m於
是
閱
始
向
外
發
展
開
拓
撞
么
以
相
樹
為
對
象

鞠
-
當
時
制
制
正
是
四
分
五
位
各
自
為
政
的
割
建
特
此
劃

., 一
一
捏
伯
乃
乘
機
個
個
擊
敗
最
變
通
雅
典
京
城
亦
被
他
v
m

一
佔
領
統
治
於
是
他
名
聲
大
振
成
為
益
時
間
且
有
力
的
國

王
公
元
前
三
三
六
年
正
當
他
在
馬
其
頓
借
用
出
嫁
女
兒

克
宴
帕
特
辣
大
擺
宴
席
的
時
候
席
間
被
人
所
暗
殺
他

的
兒
子
說
是
後
世
大
名
鼎
鼎
的
(
當
時
年
僅
二
十
歲
)

大
亞
歷
山
大
繼
位
稱
王
建
立
希
祖
大
帝
國
斟
斟
上
祇

有
兩
次
偶
然
提
到
斐
理
伯
此
人
(
加
上

1
2
6
2
)

2
劃
闡
倒
五
世
(
二
二O
|
|

一
九
七
)
蚓蚓

樹
已
當
其
父
制
制
蝴
研
二
世
於

二
二
九
年
逝
世
後
他

仍
是
一
個
幼
童
他
的
表
兄
安
提
苛
諾
多
采
(
〉
口
中

間
。g
g
u

。
8
)
代
為
執
政
將
全
國
混
亂
的
局
面
代

為
平
息
他
親
自
執
政
之
初
郎
著
手
鞏
固
內
部
勢
力
興

建
強
大
的
海
軍
可
惜
他
竟
不
自
量
力
與
北
蚓
洲
的
蚓

太
墓
人
聯
盟
抗
拒
強
大
的
羅
馬
人
迦
太
基
人
領
袖
哈

尼
巴
耳
敗
北
而
斐
理
伯
的
海
軍
亦
受
阻
竟
愛
莫
能
助

且
開
罪
於
羅
馬
人
其
後
盡
其
狡
滑
之
手
段
避
兔
與
羅

馬
直
接
衝
突
故
仍
能
將
其
王
權
維
持
至
公
元
前
二
0

0
年
但
是
年
他
部
出
兵
攻
打
叛
變
的
雅
典
雅
典
人
求

救
於
羅
馬
羅
馬
人
正
苦
無
機
會
插
手
懲
治
馬
其
頓
此

乃
不
可
縱
失
之
良
機
果
然
出
兵
一
九
七
年
式
撤
里
雅

一
我
將
護
理
伯
打
的
潰
不
成
軍
聖
經
上
關
於
這
次
的

失
敗
亦
曾
一
次
提
及
(
加
上
8
5
)

3

是
安
提
約
古
四
世
的
摯
友
(
加
土

6

“
加
下

9
詞
)
向
皇
息
雅
爭
奪
執
政
權
而
成
為
仇
家
叫
一
頭
原

十二畫1873 

來1對
樹
制
古
四
世
已
立
到
創
咄
咄
為
自
己
身
後
的
執
政

人

(
M
W上
3

阻
)
但
梅
絡
前
竟
變
卦
而
立
斐
鐘
伯

(
啊，上
6
u
)
當
圈
王
或
死
於
東
方
我
場
乞
g
h
乏
理

伯
運
屍
罔
安
提
約
基
准
佐
干
嗎
自
行
執
政
他
特
蘭
團
郎

京
的
里
息
雅
在
功
虧
一
簣
之
際
竟
前
功
盡
棄
率
兵
逕

返
劃
蚓
蚓
劃
蚓
(
刷
上
6
M
|

岫
)
。
劉
胡
倒
當
然
不

是
對
乳
祇
好
逃
往
蚓
加
投
奔
州
阿
蜘
蚓
蚓
蚓
刷
出
去

了
(
加
下
9
n
)

4
~夫|
刻
到
刷
刷人
被
封
提
制
刮
四
世
委
任
為
蚓
划

總
督
「
此
人
性
情
殘
暴
甚
於
委
派
他
的
人
」
(
加

下
5
n
)
在
他
任
期
內
正
是
安
提
約
古
閻
王
力
團
對

猶
太
人
施
行
希
臘
化
使
他
們
叛
離
自
己
的
宗
教
時
代

(
則
下6
u
8
.
)
故
此
人
與
加
下
9
m
M上
6
u

所
說
的
斐
理
伯
並
非
同

一
λ

5

黑
落
德
斐
理
伯
是
大
黑
落
德
由
大
司
祭
息
孟

的
姊
妹
瑪
劉
對
用
第
二
所
生
的
兒
已
劃
蚓
制
與
自
己

的
親
經
女
調
劑
刷
刷
結
為夫
亂
當
大
蚓
創
制
死
時
將

國
土
分
給
自
己
的
兒
子
們
來
治
理
但
斐
理
伯
竟
毫
無

所
獲
客
居
肝

、

關
閉
他
的
妻
子
黑
落
狄
雅
是
位
野
心
勃

勃
的
女
人
故
有
所
不
甘
竟
無
恥
的
放
棄
了
自
己
的
丈

夫
而
與
分
封
候
黑
落
德
安
健
帕
亦
即
斐
理
伯
的
兄
弟

公
開
同
居
故
此
受
到
若
翰
嚴
闊
的
責
斥
而
若
翰
亦
因

此
為
義
而
捐
軀
(
瑪

M
S
|

阻
谷
6

叮
路
3

刊
)
生

女
撒
羅
默
此
女
亦
竟
做
效
母
親
的
惡
表
與
自
己
的
親

放
父
分
封
侯
斐
理
伯
(
見
下
)
結
婚
而
本
笛
所
說
的

斐
理
伯
則
客
死
羅
馬

6

分
A
侯
雙
頭
伯
亦
是
大
黑

路
德

的
兒
子
其
母

名
電
劃
叫
蚓
辣
波
立
第
分
封
侯
合
法
喇
喇
酬
把
關
酬

割
風
剖
甜
的
凹
風
刮
禍
及
劃
蚓
闊
地
區
(
制

3
2

可

在
這
些
地
區
內
很
少
有
猶
太
人
居
住
但
雙
翅
柯
均
能

將
這
些
地
方
治
理
得
井
井
有
條
生
活
安
定
放
在
得

民

心
並
個
月
獲
得
羅
馬
的
好
感
將
境
內
一
些
城
市
重
新
修

建
擴
充
並
以
皇
家
之
名
重
新
命
名
比
如
以
皇
帝
之
玄

猶
里
雅
之
名
來
稱
具
特
賽
達
城
又
將
耐
用
刷
刷
(
2
，

E
E
)
改
稱
馮
凱
撒
勒
雅
(
皇
帝
名
)
並
建
築
了
一
些
一

羅
馬
棘
的
廟
宇
等
法
改
三
十
七
年
死
後
他
的
分
封
侯

區
別
歸
羅
馬
的
汶
利
亞
行
省
他
就
是
上
述
與
自
己
的

親
短
女
撒
羅
故
土
惘
婚
的
那
位
斐
理
伯

7

宗
徒
斐
理
伯
他
的
名
字
同
其
他
的
宗
徒
見
於

瑪
ω
s
谷
3

油
路
6
u

宗
l
u

是
具
特
賽
途
人
與
安

德
助
和
伯
多
線
是
同
鄉
耶
穌
親
自
召
叫
了
他
作
自
己

的
門
徒
(
若
1
岫
刊
)
他
又
將
納
塔
乃
耳
介
唱
給

耶
穌
在
增
餅
奇
蹟
實
行
之
前
耶
穌
會
向
斐
理
伯
討
主

意
有
意
試
探
他
(
若
6
5
|

'

，
)
在
那
京
一
批
希
臘

人
請
求
斐
理
伯
引
見
耶
穌
(
若

u
u
n
)
受
難
前
夕

他
要
求
耶
穌
將
學
父
顯
示
給
宗
徒
(
若
U
W
S
)至
M
F
、

他
後
划
的
生
活
及
傳
教
的
情
形
沒
有
任
何
歷
史
的
記

教
但
按
傳
說
他
曾
在
夫
黎
基
雅
及
里
狄
雅
等
地
傳
教

死
於
耶
辣
頗
皇
城
遺
體
被
遷
往
羅
馬
葬
於
十
二
宗
徒

大
敗
中8

執
事
斐
理
伯
是
教
會
初
期
在
耶
京
幫
助
宗
徒

們
的
七
位
執
事
之
一
(
宗
6
5
)
其
後
傳
教
於
嫩
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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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
蚓
仙
將
衛
士
凹
淵
歸
化

(
科
8
5
l
H
)
，
並
在
自
耶

京
至
創
制
的
路
上
歸
化
了
厄
犯
約
系
和
的
大
監
給
他

施
行
了
沈
體
(
法
8
"
|
岫

)
其
復
傳
教
於
沿
海
地

院

(
U
m
8
叫
)
在
海
邊
的
凱
撒
勒
雅
楠
間
待
川
此
間
一
做

了
第
三
次
這
行
傳
教
師
來
的
你
祿
宮
時
他
正
叫
他
凹

側
末
嫁
且
能
說
預
言
的
女
兒
川
作
收
比
城

(
法
幻• 

• 

)
關
於
他
的
其
他
生
平
事
開
叫
我
們
毫
無
所
知

見
黑
﹒
治
德
執
事
宗
徒

(
韓
)

m菱
理
伯
大
事
錄

(一-
nu~
h
h
v
n
H
)

十二重

本
會
是
以
4巾
峻
文
在
三
0
0
至
三
三
門
年
悶
著

作
的
其
結
構
教
她
重
要
意
義
和
其
他
偽
宗
徒
大
事
錄

的
教
義
頗
相
似
輕
視
婚
姻
傾
向
諾
斯
士
主
義
H
U
h
-
K
A
叫

事
等
可
是
木
香
所
以
異
於
其
他
大
事
錄
是
因
為
它
明

明
顯
示
反
叫
到
猶
太
人
的
偏
見
至
於
其
他
的
特
點
乃
是

天
主
寬
恕
痛
惚
己
罪
的
人
那
種
高
貴
的
道
現
為
單
北

狄
雅
在
第
六
世
紀
按
他
經
常
的
辦
法
以
拉
了
文
也
寫

了
另
一
本
適
合
於
也
-
教
會
教
理
的
斐
現
伯
大
事
錄

(
小
由
)

的
愛
哩
折

(
2
)
惜
他
情
g
z

1
h
e
-
-
3
4
J
'

、
尼
拉
哇
，
涅
斯
是
五
二
至

團
六
0
年
間
猶
太
的
總
管
他
原
來
是
喀
勞
狄
皇
帝
的
母

叫
一
級
到劉
罔
獻的
奴
隸
候
來
主
人
使
他
成
了
自
由
人

-
他
究
與
羅

馬
執
政
三
傑
之
三
女
多
尼
的
孫
女
結

將
以
後
娶
蚓H
州
玉
可
裕
的
代
帕
第
一
卜
的
玄
川
比
織
引
向
削
叫
樹

(
郎
門
前
訪
時m
M
汶
的
阿
絡
忽
帕
第
二
及
具
勒
出
切
的

妹
妹
)
心
安

炫
耀
心
史
玄
峙
的
信
心
收
婪
現
新
任
總
峰
時
寫

人
凶
狠
叫
m
I
母
們
」
、
史
-
X
H七瑟
七
亦
3

比
以
他
可
待
熱
又

白
山
川
拭
去
你
的
熱
拔
派
非
常
變
立
釘
死
了
并
多
猶
太

人
於
是
那
稱
偽
「
匕
首
當
鼎
」
的
凶
之
而
起
更
以
烈
地

反
的
羅
馬
及
一
切
與
羅
偶
合
作
的
恥
的
太
人
(
參
閱
宗

訂
閱
)五

八
年
佇
欣
向
市
徒
在
耶
路
撒
冷
現
役
被
拘
捕
後

的
被
解
送
釗
叫
做
勒
雅
交
出
斐
斑
斯
審
誡
他
未
經
判

決
即
被
川
在
總
背
府
中
凡
兩
年
之
久

(
宗
幻
甜
|
圳
的

六
0
年
接
班
斯
被
仆
地
必
皇
帝
撤
叫
瞞
自
頗
爾
甘
甜
約

斐
斯
托
偉
刊
(
耐
用
圳
的
7
)
關
於
婆
媳
斯
的
位
安
參
見

「
得
如
何
拉
拉
」
條
(
教
)

M
m
f
k
月
3
4
每
位
「
∞
胃
口"
S

J

希
臘
的
一
時
拔

8

且
，
有

3
.

古
巴
，

n
i
I
r
:
L

-
S
J
E
t

」

3
1
1
H
E

a

p
-

、
市
比
城
的
居
民

(
斯
巴
達
人
)
曾
與
猶

太
人
修
好
聯
盟

(
加
上
也

2

:

目

M
U
!
n
u
品
加
下
5
.
)
此
事
之
倡
導
者
原

是
約
納
堂
瑪
加
伯
但
當
斯
巴
迷
人
接
受
協
議
昀
倍
訂

立
盟
約
之
時
約
岫
月
1
業
已
死
去
而
由
他
組
位
的
哥
哥

息
孟
來
完
成
訂
盟
(
加
上
M
M
|

詞
)
這
段
絲
盟
事

鼠
的
記
胡
輔
以
放
古
代
友
誼
的
提
及
本
是
很
有
趣
味
的

歷
史
文
件
但
其
盛
史
性
部
為
不
少
的
非
公
教
學
者
所

否
認
但
是
若
將
這
兩
封
住
遜
的
函
件
仔
細
研
究
一
下

(
加
上
也
-
-

u

抽
l
n

)
則
覺
得
這
M
M
m
管
者
的
斷

僻
的
否
認
且
是
你
充
足
理
由
的
並
且
斯
巴
迷
人
王
阿
裂
鳥

一
伙
(
〉
立
E
H
)
執
政
年
代
(
三
已
九
|
|
一
-
J八

五
)
與
他
寫
信
的
的
象
放
厄
雅
一
世
大
司
令
的
年
的

(
三
二
三
|
|
立
一00
)是
傾
瀉
吻
合
的
在
這
叫
必
件

上
斯
巴
迷
人
王
強
凋
兩
個
民
族
服
是
兄
弟
間
同
是
坐

凹
蚓
的
後
商
(
叫
上
也
到
)
。
事
實
L
倒
划
人
與
阿
凹

迷
人
並
沒
有
血
統
關
係
不
過
這
是
當
時
城
與
城
之
開

放
民
族
與
民
族
之
間
彼
此
表
示
感
情
峙
的

一
種
說
法

而
已
聖
經
作
者
也
只
是
將
這
種
古
來
的
譜
法
照
抄
ι

錄
了
下
來
再
者
兩
個
民
族
在
瑪
加
伯
時
代
的
綠
結
盟

約
的
事
是
非
常
可
能
的
蓋
這
時
猶
太
人
與
羅
馬
人
的

關
係
非
常
良
好
(
見
加
上
的
M
|
缸
)
而
新
巴
達
人

又
是
向
來
推
卸
闊
的
人
馬
首
是
繪
的
民
族
何
羽
在
間
已

遠
城
已
住
有
不
少
的
猶
太
僑
民
(
加
上
的
詞
)(

梅
)

約
比
例
豎
戶L
F
O
S
J
川
崎
意
義
豆
在

1
1

，

-
-
-
2
.
'

、

劉
太
司
發
長
或
者
是

屬
於
大
，
吋
祭
家
族
的一
位
人
物
他
的
七
個
兒
子
何
名

驅
逐
邪
魔
結
果
在
厄
弗
所
得
不
償
失
大
m
t
惡
魔
的
仙

磨

(
宗
的
H
i
n

)

(
的
)

喃m
r
何
比N
L
附
「
n
i
t
i
a
J城
名
拔
希
股
文
原

8

隨
時

，

d
割
肉l
t
間
R
F
E
E
T
h

伊
拉
』

1
4
3

、

3
4

月
，

、
有
「
沒
讓
」
之
意

是
小
亞
細
亞
的
一
個
海
洛
地
位
適
中
地
勢
使
良
有
自

然
的
理
想
海
灣
更
有
赫
爾
摩
(
目
。3
5
)

河
在
此

處
入
海
它
在
厄
抽
m
E
m
之
北
約
五
十
公
豎
處
但
是
賞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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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盜
墓
d
大
時
代它
並

沒
有
受
到
人
們
的
重
抗
公
元

的
三
百
年
左
右
大
亞
經
山
允的
繼
位
人
皇
恩
瑪
奇

才

正
式
設
計
劃
在
此
地
大
興
土
木
悶
悶
侮
准
的
問
之
成
為

一
電
婪
的
商
業
海
洛
織
市
自
公
元
前
一
一
一
一
三
年
變
成

羅
馬
的
間
咽
地
並
且
討
釋
為
向
來
保
持
著
忠
心
耿
耿
的

擁
護
盞
是
吸
取
精
研
制
的
文
化
內
吼
叫
爪
教
以
帝
國
神
紙
的

名
字
命
名
本
域
的
街
市
的
膀
，
也
將
馬
廟
宇
等
吋
經
馬
的

如
此
熱
誠
只
有
當
時
小
組
約
用
的
培
爾
加
純
淨
可
以
與

之
樂
美
自
前
遙
控
域
為
符
依
次
米
磁

(
H
H
E
R
)圓
圈

土
耳
其
國

斯
米
納
H是
抄
一
小
場
上
所
提
的
七
個
教
會
之
一

(默
I
U
)
並
有

一
封
專
函
致
此
教
會
(
叭
z
a
o

刊

)

勸
也
它
要
忠
信
於
主
不
怕
敝
人
的
為
數
並
叫
的
它
必
去

的
友
現
加
以
讚
揚

(
的
斗)

m
研
答
次
「
?

"全
5
J

…
~
括
原
悴
的
制
制

z
i
-
-
/

、
文
名
扎
在
斟
則
上

有
兩
種
意
義
其
一
是
度
最
街

上
的
一
個
名
叫
真
二
月-
A

指
運
動
勾

@
是
希
"
隨
文
化時
代
摯
地
的
長
度
名
叫
似
宮
時

園
地
區
之
不
間
也
存
在
看
不
同
長
度
的
「
斯
塔
狄
」

大
致
說
來
是
在
一
百
六
十
五
至

一
百
九
十
八
公
尺
之

間
巴
力
斯
組
所
用
的
「
航
搭
狄
」
的
長
度
是
一
百
八

十
五
公
尺
亦
稱
之
四
月
「
飄
蚓
斯
塔
狄
」
或
「
叫
州
州

大
斯
洛
狄
」

(
他
加
下
u
s
m
M
g
路
圳
的
問私
6
M

U

M

默
M
M

幻
刊

)

@
希
臘
氏
族
是
一
個
級
重
損
體
育
的
民
族
在
它

1879- 1882 十 -二

所
屬
的
各
大
城
市
部
建
有
運
動
帽
喝
因
為
這
值
錢
，
貴
的

運
動
縷
的
長
度
一
定
要
有
一
個
「
斯
塔
狄

」
長
於
是

它
說
成
了
運
動
銜
的
代
名
叫
叫
起
些
一
運
動
峰
的
經
造
及

接
式
大
致
上
是
的
，
叫
的
-
L
H
E一
個
長
方
形
的
太
嵐
混

亂
刷
新
將K
以
兩
端
九
卡
皮
的
方
形
改
成
中
T
M
b
腦
海

上
有
跑
道
跑
道
上
街
起
點
與
終
點
的
冷
泣
防
站
的
兩

邊
有
觀
血
來
的
看
台
大
都
是
依
自
然
地
冷
的
斜
坡
而
達

成
上
有
成
行
的
高
下
不
等
的
大
規
石
祥
的
以
裕
付
大
批

的
觀
眾
一
串
質
上
現
在
所
有
的
邀
到
學
亦
仍
然
結
製
這

種
傳
統
的
方
式
所
時
戚
在
積
街
上
所
表
演
的
節
目
大

都
是
田
徑
在
布
的
則
是
學
擊
祥
角
或
比
劍

向
叫
你
在
幻
致
格
林
多
人
告
時
恤
金
少
比
城
有
著
名

的
運
必
勾
且
每
兩
年
舉
行
一
次
運
到
大
會
h
J經
借
此

來
勸
告
十
以
娥
的
教
古
趴
在
宗
教
生
活
上
要
如
怕
那
些
逆

動
試
一
樣
要
許
扑
克
古
勉
力
紋
錄
臼
已
茲
別
自
由

以

獲
得
最
役
的
反
報
一
你
們
豈
不
知
道
在
運
動
叫
樹上
在

飽
的
出
然
都
跑
刮
目
疋
只
有
一
「
叫
得
獎
立
明
你們
也
應

孩
這
樣
跑
奸
能
得
到
獎
賞
」

(
格
前
9

M
)

見
度
娃
衡

(
韓

)

制
拓
叫
起H
H儘
川
言E
H
Z
JH
M
一
種
銀
質
的
叫
貨
幣

1
1

，
j
l

唱

，
、

導
掠
H
V划
到
制
葉
伯

納
相
當
於
凹
似
「
遠
瑪
」
成
凹
的
「
德
叫
你
」
約A口
三

點
的
γ

五
公
兮
的
紋
，
寸
E
t縣
上
又
提
呆
了
一
次
調
耶
穌

刊
抖
的
叭
u
h‘
你
二
人
共
內f

一
做
一
斯
怯
特
亡
的
作
二
人

的
做
叫
(
昨
叮叮
叮
)

此
扒
做
巾

(
幣

)

叫
郎
郎
咧
嘴
M
H歸
坪
(
ω
E
O
Z
L
是
羅
馬
初
涓
卅
降

1
j
'
J
J

』

1

，
、
的
一

位
教
文
用
付
帳

在
致
釋
此
人
口
上
特
別
向
他
伺
候
真
稱
他
為
「
從
川

4

愛
的
停
刊
悄
輝
」
(
臨
時泊
，

)
m
v是
關
紗
，
他
的
生1
.
抖

的
民
們
一
無
所
知
(
如
)

的
r
x司
扭
曲
V
巨
志
。
可
Y
O
E
J
斯
德
望
H古
典

的
自
閏
月
n
N
6
3
/
T
S
E

呂
立

1
1
1
4
1
!
:

肉
、

教
會
的
站
正
在
紅

裝
配
他
自
己
的
名
字
因
為
希
臘
文

宮
。
可E
g
m

解
d

花
冠

斯
德
望
是
個
猶
僑
或

稱
希
臘
化
的
路
么
人
即
那

些
一山
山
生
在
巴
力
斯
坦
以
外
說
希
磁
品
的
猶
太
人
公
兀

三
四
至
三
五
住
問
他
與
其
他
六
位
猶
僑
領
受
了
瓜
干
寸
寸

種
被
遷
，
持
執
事
(
宗
6

5
l

9
)
他
們
的
職
蓊
是
蚓
、

顧
信
仰
廷
督
的
猶
懦
的
寡
婦

(
宗
6
2

參
閱
4

自

M
)
並
向
獨
借
宣
講
基
督
的
一
腦
血
日(宗
6
.
)

海
有
卅
日ι是
倘
有
好
聲
望

(
宗
6
2

)
充
漏
m
t
A腳

(
宗
7

自
)
智
H
U(
宗
6

9
I
U

)
心
總
(科
6
5

)

圓
心
訊
與A
u
u
陡
的
人
(t
y
4
6
8
)
1
仙
似
逃
後
的
一年
(
T

-
兀
三
六
年
秋)
使
國
當
時
的
學
會
巾
被
捕

(宗
U

H
)

解
至
公
品
會
並
被
控
-
a了
E
A
K耐心
叫
瑟
夫
主
單
地
和
法

律
的

r
v
口

(
h
η
6u
'

H
)
在
月
刊
、
裕
之
下
斯
德
學
拍
了

他
那
純
名
的
也
是
志
所
J

心
心
心

-
L
l七認
清
譜
中

H
t

長
的
沁
講
(
宗
7
3

1

自

)
伙
作
了
的
h
I
J級
(…-
hm
)

和
州
州
州(到
9

H
n
n
必
口
刊

)
的
先
鋒
﹒
身
先
例

，
訂
了
天
主
不
口JH足
以
h
氏
的
天
令
」
必也
是
外
邦
人
的
大

主
凶
比
他
引
用

L
L于
贅
，
正
押
的
(
的
學
一
絡
(
以
7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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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出
天
主
遠
在
聖
祖
和
梅
瑟
時
代
在
巴
力
斯
坦
以
外

(
美
來
不
遠
米
亞
俊
及
西
乃
曠
野

)
也
賜
給
了
人
特

示
與
救
恩
向
時
指
出
遠
咪
雖
身
在
耶
路
撒
冷
翻
未
能

如
願
以
償
的
給
天
主
建
築
聖
殿
而
撒
羅
浦
所
建
的
聖

殿
翻
不
足
容
納
那
不
住
在
人
手
所
建
造
的
搬
{
于
中
的

天
主
藉
此
他
願
意
否
定
法
律
聖
殿
祭
總
和
許
地
的
絕

對
性
最
後
斯
德
望
指
責
迫
害
他
的
猶
太
人
接
受
了
法

律
而
不
遵
守
法
律
殺
害
了
那
義
人
|
|
耶
穌
他
這
第

演
講
可
說
是
當
時
歸
依
天
主
教
的
猶
僑
的
宣
講
精
華

在
這
無
可
反
駁
的
演
辭
下
(
宗

6

刊
)
猶
太
人

怒
從
心
起
抱
他
到
城
外
用
石
頭
砸
死
他
(
參
閱
肋
圳
的

H
d
他
們
在
羅
馬
帝
國
統
治
下
原
無
處
死
權
(
若
的

創
)
但
適
逢
當
年
羅
馬
駐
猶
太
總
督
比
拉
多
(
M
U
D
E

E
S
E
-
且

E
U
N
B
S
M
F
)

被
革
職
而
新
總
督
瑪
爾
切
羅

(
去R
n
o
E
m
u
ω令
吋
)
仍
未
到
任
因
此
他
們
便
乘
勢

為
所
欲
為
(
宗
7
M

1

的

)
斯
德
望
斷
氣
時
完
全
師

法
了
耶
穌
求
主
寬
赦
肌
鬧
出
宇
宙
他
的
仇
人
(
宗
7

的
參
閱

路
幻
M
)
將
自
己
的
靈
魂
交
付
給
耶
餌
{
宗

7

臼
忠
告

閱
路
幻
叫
)
門
徒
們
埋
葬
了
他
哭
了
他
一
場

(
宗
8

對
他
的
死
亡
保
祿
(
掃
祿
)
也
被
了
他
贊
同
的

一
面
前
(
宗必
M
8
1
)
且
還
在
旁
看
守
兇
手
們
的
衣

服
(
向
別扭
扭
)
但
是
不
久
以
後
在
同
一
年
里
(
三
六
)

自
鬧
劇
卻
成
了
蚓制
劃
的
精
神
贓
物
日
後
有
效
地
繼
承

叫
一
了
喇
喇
劃
向
外
邦
人
傅
敬
的
使
命
(
到

9
l
m
)
誰

戶
曉
得
斯
德
墾
的
演
辭
他
大
方
的
殉
敬
和
他
安
祥
的
死

十二黃

亡
沒
有
給
保
祿
的
神
學
和
傳
教
精
神
一
個
深
刻
的
影

片
則
可

至
於
斯
德
望
在
絨
外
殉
教
的
地
點

H
依
照
初
世
紀

的
傳
品
是
在
耶
路
撒
冷
草
坡
以
北
不
遠
在
那
襄
厄
鳥

多
息
雅

(
M
W
E已。H
S
)
皇
后
於
公
元
四
三

O
l
四
囚

一
(年
間
興
建
了
一
所
大
殿
郎
今
日
道
明
會
里
經
學
院

亦
即
郎
路
撒
冷
噩
經
學
院
(

阿
\
】W
S
戶O
M
E
r
A
E
ι
o

HO
E
S
-
n
E
)的
地
段
離
大
馬
士
革
門
(

巳
ω
B
S
n
c
ω

C
E
O
)
不
遠
中
世
紀
時
另
一
傳
說
則
認
為
斯
德
望

致
命
的
地
點
是
在
草
坡
以
東
離

A
1日
的
學
斯
德
望
門

(
切"
-
T
G
F
O
P
-
ω
C
W
H
O
)

不
遠
在
那
里
今
日
有
一

庫
恩
斯
德
望
堂

(
梁

)

鵬
斯
特
法
納
(
ω
S
E
E
m
)

人
名
意
謂
「
戴
冠
者
」
是
保
祿
在
阿
哈
雅
最
初

付
洗
的
一
批
人
之
一
叫
他
和
他
全
家
皆
信
從
了上
主
故

被
稱
為
「
阿
哈
雅
的
初
果
」
他
甘
心
策
保
穢
的
傳

教

事
業
服
務
保
緣

與
格
林
多
教
會
之
間
的
來
往
信
件
可

能
就
是
由
他
傳
遞
的
(
見
格
前

7

1
)
保
祿
在
致
格

林
多
人
書
上
會
讚
揚
他
並
推
崇
他
寫
該
城
教
友
們
的

模
範

(
格
前
的
臼
|

口
)
(
韓
)

胸
斯
多
崎
派
(
W
U
M
M
H
E
)

聖
保
祿
在
雅
典
會
與
斯
多
噶
及
伊
壁
鳩
魯
兩
派

的
哲
學
士
相
遇
交
談

(
宗
U
U
)
因
此
我
們
在
此
墨

述
斯
多
地
學
派
的
自
來
主
要
思
想
和
主
要
思
想
家

制
劉
剛
成
開
蚓
蝴
魯
一仇
懷
疑
論
和
風
合
論
(
何
?

。-
O
H
E
B
E
)
，
都
是
在
相
斷
哲
學
所
謂
重
現
倫
理
時
代

(
約
當
公
元
前
四
至
二
世
紀

)
興
起
的
學
派
斯
多

峙
派
之
所
以
有
此
名
稱
是
因
寫
雅
典
城
內
有
座
「
彩

色
堂
」

(
T
E
E
M

宣
布
)
|
|
亦

譯
作
「
滅
悶

」

或
「
彩
鹿
」
這
紋
的
創
立
人
芝
諾
(
N
O
S
)經
常
在

那
彩
堂
襄
施
教
因
而
得
名
很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這
派
的

學
者
多
半
不
是
希
臘
人
而
是
羅
馬
人
和
小
亞
細
亞
人

就
連
創
立
人
芝
諾
本
人
也
是
塞
浦
路
斯
人

(
公
元
前

三
三
六
l

二
六
四
)
他
大
約
在
公
兀
前
三
二
四
年
上

到
了
雅
典
受
業
於
普
尼
克

(
犬
儒
派

(
VM
E
n
-
)
的
哲

學
家
克
宮
提

(
p
z
g
)
和
電
加
拉
城
的
跑
過
版

(
皆
在
。
去
。m
E
B
Z
)
制
後
追
隨
當
時
的
學

院
派

學
者
芝
諾
克
拉
底
斯
和
技
勒
蒙
(
×
S
R
E
B
ω
O
H

M
S
-
o
S
E
R
且

n
5
2
)
他
總
攪
諸
家
學
改
而
採
取

折
衷
制
自
立
門
戶
講
學
於
雅
典
之
一
，
斯
多
亞
」(ω
"。
"
)

創
彩
堂
或
彩
能

芝
諾
學
派
的
活
動
期
凡
五
百
餘
年
郎
自
公
元
的

第
四
世
紀
至
公
元
第
三
四
世
紀
這
學
派
的

歷
史
可
分

為
三
期
前
期
中
期

和
後
期
前
期
(
公
元
前
三
二
世
紀
)

的
著
名
哲
學
家
為
創
立
人
芝
諾
基
里
基
雅
人
基
利
斯

波

(
b
v
a旦這
E

公
元
前
二
八
O
l

二
o
t
)
和

阿
索
斯

(
kp
g
。
"
)人
克
利
安
式

(
C
F
E
R
E
ω公

元
前
三
O
O
l
-
-
一
二
)
中
翔
的
斯
多
喝
紋
的
特
點

是
折
衷
主
義
事
實
上
這
一
學
派
在
公
元
前
二
一
世
紀

中
很
受
了
亞
理
斯
多
德
和
柏
拉
國
的
恩
懇
的

影



-
著
名
的
思
想
自
家
是
帕
乃
齊
約
苟
且
且

E
E
m
v
a

』.
E

M
~公
元
前
一
八
五
l
-
0
的
)
和
可
與
回
到
制
劉
制
相

一
比
的
頗
息
多
尼
約
(
F
E
E
E
k
f
ω
g
g
g

公

一
元
前
三
一
一
五l
五
0
)
他
們
二
人
將
斯
多
噶
學
說
傳

入
了
羅
馬
思
想
方
面
由
理
論
而
更
趨
實
際
益
發
增
加

了
對
宗
教
的
傾
向
像
這
樣
時
哲
理
精
神
很
合
乎
羅
馬

武
士
的
風
氣
在
帝
國
時
代
大
受
歡
迎
斯
多
噶
派
後
期

(
公
元
一
至
三
世
紀
)
的
最
大
代
表
是
t
f尼
加
(
H
F

〉
-
F
S
E
公
元
-
四l
六
五
)
慕
索
尼
約
(
玄
臣
。
旦
g

m
S
Z

大
概
死
於
公
元
九
八
年
)
埃
披
克
提
式
(
明M
V
S

E
R
E
E
O
E
M凶
。
寄
自5

公
元
六
O
l
-
-
-0
)
和

馬
爾
谷
奧
勒
客
皇
帝
(
玄
R
n
g

〉
E
O
H
M
E
公
元
一

二
-
l
一
八
0
)

此
外
如
同
側
身
蝴
智
派
有
他
們
的
天
才
詩
人
琉

到
劃
他
蜘
(
斗
-
H
L
E
z
t
g
b
E
E

公
元
前
九
六

1

五
五
)
同
樣
斯
多
喝
派
也
有
他
們
大
詩
人
味
吉
爾

(
可-
5
品
在
E

玄
﹒
公
元
前
七
O
l

一
九
)
這
兩
位

大
詩
人
的
差
異
是
琉
克
里
細
斯
彈
盡
心
力
發
揮
了
伊

壁
鳩
魯
的
思
想
對
伊
氏
的
哲
理
簡
直
懷
有
一
種
信
徒

般
的
熱
忱
至
於
味
吉
爾
在
他
初
期
的
作
品
牧
歌
中
隨

從
伊
氏
的
恬
靜
主
義
後
來
轉
向
新
畢
達
哥
拉
斯
學
派

和
新
柏
拉
圖
學
派
最
後
接
受
了
斯
多
噶
派
的
思
想
咪

吉
爾
的
宗
教
感
無
疑
是
特
別
來
自
斯
多
喝
派
的
道
義

許
多
學
者
以
為
他
的
史
詩
伊
尼
易
德
(
〉

g
a
p

k
r
g
g
m
)
將
斯
多
喝
派
的
宗
教
情
緒
和
倫
理
思
想
表

現
得
充
分
無
餘
這
一
派
的
宗
教
和
倫
理
思
想
如
要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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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句
話
來
包
括
那
便
是
他
們
所
常
說
的
「
以
神
為
師
」

3
2
5
2

色
。
眉
目
)
的
一
旬
話
伊
尼
易
德
在
宗
教
和

倫
理
思
想
上
郎
是
以
這
一
旬
話
為
出
發
點
氣
目
的

斯
多
噶
派
的
教
義
包
含
三
大
部
分
字
宙
論
倫
理

學
和
論
理
學

(
M
V
S
E
E
D
-
O
H
V
M

r
s
.戶
。
開
詐
。
目
)
至

於
形
而
上
學
他
們
雖
不
排
斥
劫
不
大
注
重
因
此
引
起

西
鑫
祿

(
C
n
o
8
)不
漏

A可
客
述
斯
多
噶
派
的
思
想
如
下

雖
然
斯
多
噶
派
對
淤
形
而
上
學
不
大
重
視
但
顯

而
易
見
的
是
他
們
的
哲
學
家
既
反
對
柏
拉
團
和
亞
理

斯
多
德
等
的
惟
心
論
也
不
贊
成
德
議
額
利
團
(
已
于

自

2
2
5
)
和
伊
壁
鳩
魯
的
惟
物
論
他
們
認
為
精
神

與
肉
體
為
一
實
在
體
的
兩
方
面
精
神
是
寓
於
萬
物
闊

的
主
動
要
素
而
物
質
則
為
它
的
被
動
要
素
因
此
沒
有

所
謂
純
粹
的
靈
心
寓

於
萬
物
闊
的
精
神
乃
是
「
觀
點
格

斯
」

(
F
o
m
g
)郎
宇
宙
的
大
原
動
力
理
性
的
泉
源

簡
直
即
是
宇
宙
的
「
神
」
換
旬

詰
說
斯
多
略
派
的
這

種
教
義
很
相
似
赫

找
額
利
圖
斯
(
目
。E
n
g
g

公
元
前

五
四
O
!
四
七
0
)
的
思
想
把
「
羅
格
斯
」
視
圖
用
原

始
物
質
以
宇
宙
之
有
目
的
和
秩
序
全
是
出
於
「
羅
格

斯
」
的
作
用
以
人
的
靈
魂
和
理
性
是
存
於
人
身
內
的

一
星
半
點
「
羅
格
斯
」
的
火
焰
精
神
物
質
不
但
不
分

反
而
互
相
混
合
因
此
這
一
派
的
學
說
很
容
易
使
人
陷

入
泛
神
論
對
於
人
的
地
位
理
性
的
價
值
他
們
也
提
得

太
高
技
這
一
派
的
主
張
「
羅
格
斯
」
綾
乎
有
時

即
是

使
宇
宙
協
調
照
顧
一
切
的
至
高
紳
他
們
常
明
說
這
種

「
照
顧
」

(
M
V
S
8
3
)是
出
於
至
高
辦
因
此
人
應

對
他
感
恩
慢
也
頌
攝
師
也
自
刺
刺
調
出
讚
頌
則
劇
刷
刷

(
至
高
紳
)
所
作
的
那
篇
瑰
麗
的
讚
詞
中
我
們
不
難

得
到
上
述
各
項
的
左
證

由
於
斯
多
喝
派
主
張
人
分
享
「
羅
格
斯
」
的
性

質
且
是
帥
的
照
顧
的
對
象
所
以
他
們
的
倫
理
祖
臥
倒
也

不
同
凡
響

人
生
的
終
向
是
在
乎
遵
照
自
然
律
而
生
活
順
從

道
德
郎
至
高
之
神
的
旨
意
人
人
都
是
由
至
高
之
神
而

來
的
絕
對
平
等
自
由
人
和
奴
隸
的
區
別
違
反
自
然
律

不
合
乎
至
高
帥
的
規
定
由
於
斯
多
喝
派
的
字
宙
觀
主

張
世
代
往
復
循
廈
萬
年
過
後
宇
宙
再
從
新
開
始
因
此

他
們
不
注
重
靈
魂
不
死
不
滅
的
道
理
在
前
翔
的
斯
多

噶
派
哲
學
家
看
來
人
一
斷
氣
他
的
靈
魂
說
被
吸
收
納

入
萬
有
屬
於
全
體
或
復
歸
原
本
的
火
當
初
斯
多
喝
派

的
哲
士
並
不
講
授
至
高
棘
的
賞
善
罰
-
感
到
了
後
來
尤

其
是
羅
馬
斯
多
喝
派
的
後
且
可
才
提
出
這
端
賞
罰
的
道

理
故
此
在
伊
尼
易
德
第
六
且
也
中
陰
間
(
E
r
g
-
)和

樂
園

(
b
g
t
學
2
)
分
吵
得
很
清
楚

影
響
斯
多
噶
派
人
生

觀
的
另
一
原
理
即
是
「
宿

命
論
」
依
「
宿
命
論
」
一
切
都
已
預
定
誰
也
不
能
打

破
這
「
宿
命
」
的
鐵
環

(
M
W
M
B
R
E
E
O
)

援
然
如
此

修
德
還
是
人
的
最
高
潔
的
目
標
美
德
還
是
人
的
相
宜

的
賞
報
但
如
果
人
陷
肝
、
超
越
人
力
的
第
延
中
時
他
可

以
自
殺
辛
尼
加
說
說
「
你
試
囚
於
這
牢
獄
|
|
身
體

或
出
離
這
牢
獄
全
在
於
你
」



斯
多
喝
派
的
哲
叫
叫
丈-
K竹
缺
點
是
無
可
否
認
的
戶
口

於
這
派
的
倫
理
也
流
向
呵
，
受
了
棋
迷
叫
，
吋
刊
刊
所
和
柏
拉

幽
思
想
的
彭
響

-
h
a
來
倒
還
是
可
欽
似
的

他
們
議
論
人
的
職
發
(
吋
心
叭
"
岳
。
r
g
g
)講

得
相
當
精
微
丙
長
城
依
諒
他
們
的
即
為
編
寫
了
他
的

職
務
論

(
U
n
O
R
E
V
)內氏
的
詩
作
父
為
學
從
岫
陣

線
例
所
尚
品
扎
仿
法
兩
氏
的
血
緣
很
仔
的
倫
跟
縮
寫
了

他
的
織
品
仰
論
此
外
學
方
消
各
知
肋
僧
"
以
一
些
-
m
H
教
合

的
嬰
師
財
埃
披
克
鍵
技
的
口
叩
行
和
倫
理
學
甚
為
教
其

德
配
良
必
辛
尼
切
還
說
了
一
旬
人
所
共
知
的
平
的
「
辛

尼
加
毆
次
算
是
我
們
的
叫
道
」

(
F
D
O
E
E
名
n

口
。
泣
。
『
)

斯
多
的
嘲
紋
的
倫
理
也
紅
包
的
復
興
時
代
有
些
學

者
以
符
戚
德
的
實
踐
斑
性
批
判
就
去
了
這
派
叩
門
子
說
的

影
響
拔
我
闋
的
一
些
作
者
如
山
敬
果
先
生
等
就
以
提

峭
的
紋
的
倫
瑋
煩
似
斯
多
化
泛
的
，
怕
現
事
背
上
的
教

所
A
A
冊
的
正
心
改
意
修
身
符
山
h
治
問
問
伍
，
天
下
各
端
論

題
無
一
不
是
斯
多
悄
悄
且
以
哲
學
家
所
討
論
的
旭
目
和
主

張
的
題
材

斯
多
的
派
的
倫
現
雖
可
稱
許
但
謂
天
主
教
完
全

接
受
了
這
一
似
的
倫
咽
地
那
又
絕
倘
不
合
乎
事
實
教
會
接

受
了
柏
拉
閩
恆
現
斯
多
德
斯
多
險
等
派
所
血
的
論
過
的

真
翅
而
加
以
稱
讚
加
以
詮
釋
因
為
凡
是
真
理
都
日
起
來

一
白
天
主
而
歸
鈴
天
主
但
封
於
哲
學
家
哲
學
派
的
錯
誤

側
一
部
戶
戶加
以
指
點
駁
仇
教
會
這
旅
行
孔
不
是
戀
人
的

戶
私
a
B私
情
而
口
、
本
乎
夫
主
的
持
示
即
學
經
和
教
會
的

188. 十二 !拉

訓
導
總
(
弟
的
3
M
)

于
中L
h斯
多
耶
?
似
的
-
1
學
尤
其
倫
斑
瓜
教
會
軍
師

所
成
幣
或
批
評
的
可
縛
的
帥
於
以
下
五
點
@
道
德
倫
理

甘
南
礎
@
宿
命
@
「
羅
格
斯
」
@
天
主
的
照
顧
@
人
性

和
人
的
的
特
向

的
則
多
則
派
的
研
ι
d
A
d
神
道
德
的
站
礎
即
是
理

性
(
M
M
Z
Z
S
M
N

益
。
)
人
類
法
律
的
是
礎
也
是
人
的

現
性
伯
一
如
何
不
想
理
性
卅
眩
目
叫
天
主
的
憊
的
人
，
類
的
道

德
利
之
悴
的
萃
礎
的
且
不
就
是
天
主
自
己
可
惜
斯
多
地

紋
的
衍
。
家
凡
此
為
這
不
可
能
他
們
以
為
既
然
有
了
他

們
所
主
張
而
存
於
萬
物
內
的
「
經
格
斯
」
和
他
們
所

拉
出
的
「
們
九
叩
門
大
主
就
不
能
有
「
超
越
性
」
而
只
有

存
在
於
起
物
中
的
「
內
在
性
」

(
4
門
E
R
S

已
。D
H
P

g
z
z
e
H
H
U
E
E
E
S
)
-
迅
說
法
大
違
反
聖
經
的
道

迎
取
保
你
也
峭
的
很
清
位
依
岫
姆
彈
縱
一
切
法
律
都
出
白

天
主
裕
的
廿
一
小
給
還
缺
頒
布
了
十
識
給
一
切
外
邦
人
在

他
們
的
心
服
上
刻
山
了
自
己
的
法
律
師
所
謂
的
自
然

J
、
‘
'
。

心
?
(
總1
口
1
2

目
)

@
「
e
M命
」
(
岡
山M
B
E
E
O
D
O
)
本
來
街
道
斯
多

臨
滅
折
品
，
所i
L

山
的
天
主
的
「
州
以
」
(
可
S
E
E
)

這
誠
的
研
省
臼
己
也
以
己
覺
得
這
兩
件
一
忠
心
們
仰
仗
火

之
不
相
谷
糾
他
們
始
終
不
予
解
釋
其
質
也
不
能
解
釋

技
藝
級
的
啟
示
所
謂
「
宿
命
」
只
不
過
是
極
幻
想
其

實
只
有
天
主
的
「
照
顧
」
…
追
隨
「
照
顧
」
要
求
人
自

巾
而
且
甘
心
服
從
天
主
的
旨
意
聖
保
你
在
蚓
蚓
發
表

的
道
理
正
是
針
的
則
多
的
-
侃
而
講
的
其
中
所
蜓
的
某

詩
人
的
話
的
是
這
學
派
的
學
者
叫
做
突
斯
(
〉
E
E
m
)

保
祿
首
先
努
力
糾
正
他
們
的
思
想
然
後
把
他
們
喜
歡

討
論
的
「
天
主
照
顧
」
的
題
目
加
以
暢
述
(
汶
口

向
一
放
下
其
他
的
制
制
析
學
派
不
比
只
說
蚓
糾
叫

派
哲
學
家
所
論
的
「
昭
雄
絡
斯
」
來
按
其
概
念
種
類
多

得
吋
謂
億
人
最
普
通
的
有
萬
物
的
合
理
吟
與
止
當
性

治
理
萬
物
有
與
至
高
神
幾
乎
向
化
的
火
神
氣
「
羅
格

斯
」
是
物
質
的
「
羅
格
斯

」
推
動
一
切
而
使
前
內
物
山

生
存
在
「
正
真
的
羅
格
斯
」

(
O
E
M
S
F
a
g
)等

鈴
宇
宙
的
自
然
律
人
的
「
羅
格
斯
」
是
來
綁
架
人
及

宇
航
的
「
繹
格
斯
」
的
一
部
分
(
叭
里
凶
"
。
P
E
5

'

。
D
H
Y
g
z
r
E
E

舍
。
可Z
F
c
m
g
)
等
組
明
心
見

性
的
學
若
單
如
我
「
羅
格
斯
」
乃
是
全
能
而
創
造
市
內

有
的
天
主
的
A
m
-
-
e

宗
徒
講
的
「
羅
格
斯
」
並
非
沿
m
R

希
做
任
何
行
學
派
系
更
不
是
縫
間
牌
(
早
已
。
去O
M
E
N自

身

5
5
)
的
一
H
A咽
餘
血
日
他
的
「
間
內
心
洛
斯
」
係
來
自
此
間

約
的
一
特
示
按
何
約
記
敘
那
全
能
的
「
天
主
的
話」
嘟
"

是
「
天
主
的
特
茲
」
或
「
天
主
智
繁
」
的
表
現
因
此

我
國
譯
者
如
把
「
甜
帕
格
斯
」
拷
問
川
「
道
」
也
與
單
一
經

的
原
義
相
俘
困
的
「
道
」
在
成
凶
哲
學
家
的
作
品
如

同
「
耀
格
斯
」
在
希
岫
臘
哲
學
家
的
作
品
一
樣
具
有
二

十
多
徊
不
同
的
概
念
鍾
然
有
時
「
羅
格
斯
」
這
字
也

指
示
「
話
」
或
「
言
」
但
究
竟
這
種
意
思
並
不
多
兒

依
線
全
部
聖
經
的
恩
想
學
若
望
的
「
羅
格
斯
」
的
是

那
具
有
創
造
力
和
光
照
一
切
的
「
天
主
的
耳
已
是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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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
榕
的
智
慧

」
筠
此
天
主
激
會
原
來
將
「
羅
格
斯
」

M
~譯
作
「
勵
苦
奮
」
(
軒

l
I
|

旭
)
，
確
實
是
很
相
風
很

-
相
宜
的

一

@
上
面
說
過
斯
多
喝
派
所
講
的
「
照
顧
」
無
法

7

與
他
們
所
講
的
「
宿
命
」
相
合
他
們
的

「
照
顧
」
與

天
主
教
袍
的
「
照
顧
」
{
子
雖
同
而
意
義
部
有
別
因
此

初
期
的
教
父
說
早
已
給
我
們
指
出
斯
多
峙
派
哲
學
縱

然
不
是
泛
神
論
也
不

兔
使
人
陷
入
泛
神
論
此
外
他
們

所
講
的
使
人
過
於
自
淪
自
足
的
於
罪
惡
不
易
感
釗
內

心
慚
愧
自
覺
責
疚
的
確
在
這
一
點
上
神
泌
敘
述
比
斯

多
喝
派
馮
佳
因
為
神
秘
教
至
少
引
人
承
A
自
已
是
個

頁
罪
而
話
要
救
曠
的
受
造
參
閱
神
秘
教
條

@
斯
多
的
明
派
哲
學
雖
然
要
求
人
要
有
一
肉
俏
的
道

德
但
對
身
後
一
浴
，所講
的
現
論
如
磁
其
凌
亂
自
後
他
們

也
講
論
死
後
善
人
受
貨
商
品
人
受
罰
(
見
上
)
但
這
並

不
是
這
派
何
學
附
有
的
原
棚
內
更
不
是
這
派
學
煌
的
發

展
而
只
H
E袋
，
受
了
新
棋
迷
哥
技
斯
及
新
柏
拉
國
釘
學

派
的
遺
產

總
之
所
多
息
很
付
學
特
別
是
他
們
的
倫
理
學
固

然
長
也
不
少
保
旅
也
可
能
圳
引
用
了
近
憎
派
的
一
些
普

通
街
一
心
拉
，
嘿
，
必
其
中
九
八
何
一
心
一
悄
悄
煦
(
京
口
)
叭
。
城

精
神
和
道
烈
的
噢
義
來
品
情
級
的
卅
甘
心
h帕
斯
各
叭
叭
仗

的
研
很
阪
總
實
有
，
大
總
之
叫

此
人
伊
仲
-
M
t
u
e

態
環
絡
中
的
行
例
子

(
p
m
)

的
能
3
4干
干
「
M
MF
w
-
J
H
屯
位
述
情
闊
的
一
伙
H
H
L
L他

的
立

E
F
I
V
J
f句
古
之

.. 
叫

U
H

川
J
H

叫

一!
'
，

苟

且

{

-

-
前
相

n比
什
」
仇
i
U
W
H

叭
叭h
i
e
-抖

十二貧

擾
北
極
以
民
並
將
一
部
份
以
民
帶
走
充
軍
默
納
恆
王

只
有
稱
監
納
貢
交
送
了
一
千
「
塔
冷
遇
」
銀
子
給
普

耳
正
(
列
下
的
叫
坤
一
桶
上5
"
)

學
者
們
根
鐵
巴
比
倫
的
古
代
文
件
成
忽
普
耳
就

是
聖
經
上
數
次
提
淡
的
亞
述
王
提
革
拉
特
丕
肋
色
爾

三
他
(
七
四
五
|
|
1

七
二
七
)
他
於
公
元
前
七
二
九

年
攻
佔
了
巴
比
倫
而
且
日
耳
一
名
的
來
源
是
山
於
巴
比

倫
文

見
亞
述

瞞
並
日
農

(
韓
)

地
名
意
義
不
詳
司
能
有

「
鎮
穴
」
之
念
是
以
氏

輾
轉
曠
野
時
的
第
三
卡
一
偶
然
螢
的
地
方
(
戶
幻
的
)

這
個
地
方
的
名
字
保
存
至
今
阿
利
伯
人
稱
之
馬
岱
南

(
因-
F
E
E
)廢
爐
位
於
叫
辣
巴
谷
地
桌
面
闖
關
間
的

山
嶺
晏
混
合
有
大
軍
鋼
鐵
的
深
綠
色
自
古
以
來
格
外

在
羅
馬
帝
國
時
代
即
有
人
在
這
商
投
附
探
逗
個
體
富
的

綴
源
至
今
仍
留
有
太
批
的
錯
捕
他
供
人
憑
什
山
也
就
是
在

悍
的
扭
的
的
返
以
民
曾
經
抱
怨
沁
瑟
使
天
主
不
應
將
他

們
自
埃
次
領
出
而
以
之
於
曠
野
的
死
地
上
主
大
悠
打

發
了
毒
蛇
咬
死
了
不
少
的
以
民

的
玄
心
馬
之
動
求

主

息
吧
M
M仙
似
f
H
蚱
-
K
主
布
他
作
f

一
條
銅
蛇
使
仙
似
咬
傷

的
人
們
仰
喂
它
向
你
生
(
口

創
4

I
g

)
你
瑟
作
剝

蛇
的
心
收
在
、
心
扭
住
逆
胡
泌
的
地
M
M
H起A
J
常
可
能
的

(
特
)

的
區
z
e
k寸
「
M
V
C
H
J
UH
於
中
們
立
義
不
封
在
摳
出
入

的
立
t
b
敗
于
石
宮
門
芝
叫
叫
二

1
、l
a
t
u
j

e
一
村
二

i
J

戶
止

L
J
B
K
K
C
H

h
啊
，止

(hHMV) 

1
.
刊
是
創
的
後
代
位
數
次
出
現
於
先
知
會
上
船
“
刊

將
剖
開
人
與
蚓
細
則J
L叫
得
制
制
耐
看
創
封
等
民
族
山
趴

在

-
E
耶
俑
，
以
他
們
與
一
瞬
士
人
和
路
，J
人
柏
拉
並

論
則
幻
叩
則
將
他
們
與
技
斯
人
和
的
開T
人
同
時
品
紙

或
同
一
處
士
和
路
得
人
放
在
一
起
(
則m
m
s參
見
則
必

s
)
山
上
所
述
伐
們
可
以
斷
定
普
特
是
圈
圈
肝
、
非
洲
的

一
個
民
族
成
更
清
楚
的
說
是
非
洲
沿
紅
海
區
的
一
個

民
族
有
不
少
的
倍
者
強
調
他
們
說
是
後
來
燒
史
環
所

稱
的
利
比
亞
民
族
這
種
說
法
除
了
聖
經
上
的
經
線
之

外
也
有
一
些
古
代
其
他
文
件
憶
之
作
澄
(
韓

)

控
日
登

(
1
2
)
人
名
意
謂
「
有
怪
他

1
2
l

自1

】
'

、
或
「
莖
節
操
的
」
是
繼

馬
初
期
激
勵
凹
的
一
位
教
友
當
保
祿
第
二
次
在
羅
馬
坐

監
時
他
曾
經
在
保
綠
致
弟
茂
繪
的
書
信
上
致
候
帝
"
內

德

(
弟
後
4
n
)
按
古
代
的
傳
說
他
會
是
蚓
蚓
的
多

品
且
寫
m
f怕
多
祿

所
歸
化
並
調
他
的

兩
個
女
兒
皆
成

了
嬰
女
郎
學
仆
的
問
瑟
抽
閱(
耳
其
且
3
)
及
m
Z
H
K
W辦

雅
納

(
可
早
已
。
D
Z
E

凶
)羽
毛
無
歷
史
很
攘
(
伶
)

"
h
&
3
4
品
之
』
有
個
可Z
F
M
M口『
M
S
J

原
文
有
「
~
叩

閃
過
正
依

山
后
但
冒
名

7
日

﹒
M
MV
E
2

、

-
J

E
t

a
r
l
'

‘

;

還
」
之
后
是

值
夫
人
最
歡
樂
的
部
日
每
年
於
「
阿
達
爾
」
月
的
L
l

問
政
卡
丘
爾
口
反
祝
(
即
現
今
之
三
月
刊
)
關
於

「
法
陵
部
」
的
來
縫
在
文
9

訕
|
口
單
位U
清
鍾
的
明

扯
得
]
也
立
特
凶
於
波
斯的
一
批
猶
太
人
如
何
在
土
L

特
別
照
，
制
之
下
逃
虛
了
敝
人
的
陰
品
而
建
借
了
仙
似
仇

保
全
了
悅
命
當
時
在
屑
於
波
斯
的
淵
太
人
中
釘

a

刊
刊



名
叫
摩
爾
德
闋
的
人
他
會
因
破
獲
常
廷
中
的
叛
變
陰

謀
而
有
功
於
王
朝
同
時
他
的
堂
妹
犯
斯
德
爾
又
被
選

為
皇
后
遂
招
致
國
王
大
臣
哈
品
曳
的
嫉
視
再
加
上
庫
爾

德
開
拒
向
啥
曼
行
種
致
敬
更
使
叫
戶
口
曼
怒
火
填
胸
竟
還

怒
於
所
有
客
居
於
波
斯
的
猶
太
人
勢
非
將
他
們
殺
盡

滅
絕
決
不
甘
心
此
時
猶
太
百
姓
大
驚
開
始
祈
禱
柵
守
齋

哭
求
天
主
施
放
果
然
天
主
聽
了
他
們
的
祈
禱
再
加
上

文
斯
德
爾
皇
后
的
從
中
周
佼
猶
太
人
處
於
山
窮
水
盡

之
際
竟
能
逢
凶
化
吉
而
重
見
天
日
陰
險
惡
毒
的
哈
曼

反
自
招
殺
身
之
蝸
而
庫
爾
德
關
部
受
到
國
王
的
高
舉

重
用

自
此
之
後
猶
太
人
每
年
大
事
慶
祝
紀
念
逗
得
救

的
吉
日
屆
時
全
民
大
歡
老
少
同
樂
部
因
此
不
知
不
覺

之
間
滲
雜
了
一
些
一
世
俗
的
色
彩
及
低
級
的
取
樂
男
扮

女
裝
女
扮
男
裝
雖
是
梅
瑟
法
律
上
所
繁
止
的
(
申
n

s
}
但
也
屢
見
不
鮮
青
年
人
更
扮
成
舊
約
上
的
人
物

結
隊
遊
行
時
至
今
日
仍
見
於
以
色
列
的
台
拉
維
夫

(
斗
丘
〉
丘
〈
)
域

曾
經
有
人
將
猶
太
人
的
「
普
陵
筒
」
與
古
波
斯

的
筍
目
相
連
或
更
謂
「
普
陵
節
」
根
本
是
導
源
於
波

斯
民
間
簡
日
的
慶
典
但
這
種
說
法
未
兔
太
過
牽
強
因

為
聖
經
上
清
楚
記
載
普
陵
節
的
來
源
是
由
於
向
天
主

感
恩
致
謝
的
心
情
是
與
拯
救
的
上
主
有
直
接
關
係
的

三
而
並
不
是
取
自
外
教
人
的
習
俗

COF OO' 1890-18.3 十二種

(
韓

)

應有時祿|基 1890
是時稱的管 立拉

克一稱她好徒 目
阿1;極為的友，的看底，
桂|比 ff 名會妾 妥R
拉L較黎l 字收子，椅也
親史為留她多\11
熱拉普保|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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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叫住 ，二林1-
，.後學 人多| 位
~. 4 保|皆的僑

後 19 祿|是帶|居

者~.有保1 ;太|於

(
韓
)

m普
黎
史
投
(
可HE
M
-
-凶
)見
前
他

但
益
司
R
E
←
院
前
閥
「
M
S
H
-
Z
R
J人
名
被
{
子
意

羽
過
E

勵
?

毛
吾

F
/
F
H
H
Z
m
之

依
古
樹
別
孔

大
約
是
謂
「
法
郎
的
恩
惠
」
是
法
郎
的
內
臣
兼
衛
隊

長
他
由
依
市
瑪

-
R人
手
中
買
下
了
若
瑟
作
他
的
奴
僕

後
因
他
聽
信
妻
子
判
若
瑟
的
誣
陷
而
將
右
瑟
下
在
監

裹
(
參
閱
創
刊
M
I
t

叩

)
(
義
)

的m
p
毒
草
武
「
還
且
已
。BJ

在
全
部
聖
經
尤
其
在
舊

到
學
、
主

-
n
/
F
T
O
D
C

之

如
川
市
們
「
智

M
M
P」的
概

念
佔
著
一
個
相
當
重
要
的
位
置
可
是
按
一
些
學
者
的

意
見
智
致
文
學
產
生
在
那
些
一
偉
大
先
知
的
民
族
中
似

乎
是
件
很
奇
異
的
事
他
們
品
為
也
持
智
泣
的
文
學
並

非
產
自
以
民
而
是
從
外
域
傳
入
來
的
也
有
其
他
的
學

者
主
張
先
知
固
然
宣
揚
天
主
的
抗
天
主
的
旨
意
而
智

慧
害
的
作
者
如
只
披
露
一
也
一
善
良
的
人
一
些
君
子
的

思
想
而
已
直
到
本
世
紀
前
半
葉
擁
護
這
些
奇
特
意
見

的
非
公
教
博
士
原
屬
不
少
到
今
日
他
們
還
有
自
己
的

後
學
可
是
大
體
說
來
這
些
後
學
，
|
|
現
代
的
悅
判
學

者
對
智
慧
文
學
所
抱
的
觀
點
部
和
他
們
的
先
師
大
異

其
趣
現
代
的
批
判
學
者
研
究
民
族
學
及
宗
教
比
較
央

文
件
後
一
方
面
發
現
了
智
慧
文
學
是
屬
於
普
通
現
象

常
見
鈴
古
代
民
族
尤
其
是
到
洲
民
族
另
一
方
面
他
們

也
發
現
了
以
民
聖
經
中
的
智
慧
有
些
特
點
在
其
他
民

族
的
文
學
中
完
全
闕
如
再
說
批
判
學
者
也
發
現
了
觀

約
中
的
智
慧
書
不
僅

與
舊
約
央
書
相
關
而
且
與
先
知

書
也
有
著
密
切
的
關
聯
他

們
承
認
在
智
慧
會
上
找
不

到
此
間
約
的
脊
梁
默
西
亞
道
理
可
是
他
們
也
在
在
聲
明

智
慧
書
有
如
先
知
售
給
默
西
亞
準
備
了
道
路
並
且
為

瞭
解
默
西
亞
的
性
質
明
白
他
的
使
命
如
細
則
斟
一
缺

問
團
團必
要
同
樣
很
有
樽
益

現
在
我
們
(
一

)
解
釋
智
慧
的
重
要
術
語
(二
)

按
舊
約
和
新
約
解
釋
智
慧
的
本
義
(
三
)
討
論
天
主

的
智
慧(

一
)
智

慧
的
重
要
街
語

古
代
民
族
無
不
重
視
智
慧
中
國
文
化
歷
史
上
的

儒
君
子
至
人
大
丈
夫
聖
賢
智
者
等
名
詞
都
在
證
明
古

代
黃
帝
子
孫
封
智
慧
的
推
崇
智
慧
不
只
是
一
種
應
付

環
境
的
詭
計
一
種
行
事
的
方
法
或
一
種
美
好
的
計
謀

而
是
用
以
教
訓
人
應
如
何
生
活
如
何
在
世
上
串
串
行
天

意
的
大
道
理
中
國
的
敢
言
和
十
三
經
的
大
部
份
都
在

解
釋
智
慧
的
實
在
要
義

雖
然
在
亞
洲
廣
大
的

地
區
內
對
於
有
關
智
慧
的

文
學
喇
國
榮
估
了
首
位
可
是
在
阿
刺
伯
和
制
見
智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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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文
學
也
領
豐
富
而
且
優
先
還
有
在
古
峙
的
凹
出
制

及
埃
及
文
件
里
也
遺
留
了
一
些
屬
於
智
慧
文
學

的

作
品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埃
及
賢
管
阿
門
摩
培
的
智
慧
篇

(
切
也a
E
凶

K
H
S
S
O
B
品
。
)
因
圖
用
錢
言
的
作
者
在

n
M
l

u
u
一
大
段
內
是
仿
效
了
他
的
著
作
而
編
寫

的
希
趣
的
著
名
七
位
賢
士
羅
馬
最
古
的
錢
言
|
|
大

部
分
現
保
存
在
普
布
里
約
(
M
M
C
『
E
H
E
g
E
ω
)
的

著
作
內
以
及
斯
多
喝
振
作
者
的
作
品
都
證
明
智
慧
文

學
在
古
峙
的
普
遍
性

因
此
希
伯
來
民
族
的
智
慧
文
學
也
當
是
一
個
自

然
現
象
這
文
學
猶
如
在
其
他
民
族
中
的
一
樣
是
由
經

驗
咳
，
緩
和
考
究
而
產
生
的
經
驗
觀
察
事
實
後
推
論
出

一
端
真
理
來
普
通
用
押
韻
的
激
言
將
它
表
出
如
饋
的

M
「
驕
橫
是
滅
亡
的
先
聲
傲
慢
是
制
落
的
前
湖
畔
」

希
伯
來
文
採
用
的
智
慧
術
語
名
詞
約
有
十
餘
個

如
智
慧
理
智
智
識
認
識
明
智
明
這
聰
明
見
識
通
達
計

謀
計
創
機
智
等
技
言
語
學
這
些
一
名
詞
如
希
股
文ω
。
可


r
z

拉
丁
文
F
M
Z
O
D
H
E
以
及
其
他
與
這
兩
字
相
類

似
的
名
詞
最
初
是
指
一
種
實
際
於
人
有
益
且
教
訓
人

如
何
股
兔
甜
點
事
的
見
識

含
有
智
慧
的
先
賢
鐵
言
在
古
代
國
家
襄
先
後
成

了
國
家
的
一
種
變
該
師
父
把
這
些
寶
藏
傳
授
給
自
己

的
徒
弟
於
是
有
不
少
的

全
集
留
傳
到
現
代
在
撤
回
點
滴

登
位
以
前
以
色
列
人
民
早
已
有
了
智
慧
的
激
話
可
是

由
於
君
王
特
別
熱
中
智
慧
文
學
後
人
遂
以
他
為
智
慧

文
學
的
鼻
祖
以
致
把
一
些
不
是
做
繹
瀚
寫
的
智
慧
作

十二畫1893 

口
間
也
歸
屬
於
、
他
同
樣
的
事
也
發
生
於
斟
副
對
|
|
遂

喇
之
後
所
著
的
斟
制
仍
歸
屬
於
瀏
制
和
發
生
於
制
刮

到
劃
|
|
一
些
法
律
明
明
是
在
樹
封
死
後
規
定
的
也

仍
歸
之
於
梅
瑟
在
侮
約
中
除
了
撒
羅
捕
的
智
慧
(
康

1
1

智
7
1

1
5

9
7
)
外
其
他
如
編
下
的
德
約
H

i

H
列
上
5
.
-

u
m
-
-

9
等
也
記
述
了
東
方
人

和
埃
及
人
的
智
慧
(
列
上
5
刊
)
厄
東
人
的
智
慧
(
郎

"
，
)
巴
比
倫
人
的
智
慧
(
耶
到
站

到
盯
)
由
此
可

推
論
以
民
也
採
納
了
外
邦
民
族
的
智
慧
就
知
日
後
聖

保
祿
也
引
用
了
一
比
一
一
外
教
作
者
的
話
如
宗

U
H
格
前

的
扭
扭
鐸
1
M

等

(
一
二
舊
新
一
一
約
內
智
慧
的

要
發

在
革
開
約
中
若
將
先
知
書
與
智
慧
番
兩
相
比
較
似

乎
兩
者
之
中
彼
此
有
看
很
大
的
區
別
事
實
也
確
如
此

先
知
是
奉
天
主
之
名
且
憑
天
主
與
以
民
所
訂
的
盟
約

直
接
熱
烈
向
天
主
的
百
科
鼓
言
但
是
智
者
通
常
的
說

不
單
肉
還
反
而
且
也
向
異
民
鼓
言
他
們
的
議
論
一
般

說
來
並
非
本
看
天
主
的
啟
示
而
只
憑
自
己
的
經
驗
和

自
己
民
族
的
傳
統
但
由
於
他
們
的
民
族
是
天
主
的
子

民
天
主
子
民
的
傳
統
又
與
天
主
的
啟
示
本
質
上
是
分

不
闋
的
所
以
筒
約
的
智
H
Z書
就
呈
現
和
其
他
異
教
民

族
的
智
慧
文
學
相
同
和
不
相
同
的
兩
種
面
目
一
面
相

同
因
為
岡
山
於
經
驗
和
民
族
的
傳
統
一
面
不
相
同
因

為
何
約
智
慧
文
學
究
有
天
主
的
啟
示
和
天
主
委
派
的

先
知
的
宣
講
為
依
歸

就
因
為
以
色
列
的
智
者
接
受
並
重
親
自
己
民
族

的
傳
統
他
們
不
僅
把
智
慧
作
僑
選
智
的
對
象
和
人
力

所
能
達
到
的
目
標
而
且
以
智
慧
是
並
且
更
是
夫
主
的

恩
賜
厄
里
法
次
在
夜
間
的
奇
艘
中
獲
得
了
智
慧
(
約

4

時

|
M
)
對
於
厄
里
鳥
智
慧
不
僅
是

經
驗
的
結
束

而
且
特
別
是
天
主
的
恩
賜
(
約
u
e
|

刊
全
能
者
的

氣
息
賦
與
人
聰
明
)
又
說
天
主
學
腳
把
智
慧
賜
與
智

者
有
如
昔
日
默
感
先
知
一
樣
(
約
詔
"
-
n
)
既
然
為

猶
太
人
智
慧
是
天
主
的
恩
賜
那
麼
把
天
主
的
啟
示
當

作
最
高
的
智
慧
又
把
梅
瑟
的
法
律
和
其
他
的
聖
經
書

籍
視
為
智
慧
的
寶
藏
該
是
很
容
易
和
很
自
然
的
結
論

事
實
上
德
的
作
者
就
說
「
生
命
的
道
理
和
其
煌
的
智

黨
這
一
切
都
包
含
在
至
高
天
主
的
盟
約
，
窗
上.•••.• 

」

(
德
M
M
I

H
)
智
慧
篇
的
作
者
更
把
自
然
科
學
和

超
性
的
智
慧
都
當
作
天
主
的
恩
賜
換
旬
話
說
達
自
然

的
知
識
也
是
天
主
的
恩
賜
因
為
自
然
知
識
不
僅
是
人

力
的
產
物
(
它
不
是
完
全
獨
立
的
)
而
且
也
同
樣
是

天
主
的
恩
賜
(
智
7
"
-
n
)

人
欠
天
主
各
攘
的
智
慧
和
知
識
囡
為
只
有
天
主

是
知
識
和
智
慧
的
泉
諒
天
主
的
上
智
對
世
人
是
隱
瞞

著
的
「
智
慧
的
道
路
人
不
認
識

.••... 

惟
獨
天
主
認
識

她
的
道
路
惟
有
他
知
道
她
的
處
所
..... 

」
(
約
m
n

M
)
人
憑
己
力
企
圖
獲
得
天
主
的
智
慧
甚
否
直
以
自

己
能
夠
相
似
天
主
那
只
是
心
高
氣
傲
的
妄
想

(
創
3

5
i
n

則
必
2

|

6
)
智
意
乃
屬
於
天
主
人
只
能
白

天
主
蒙
受
智
慧
其
實
救
恩
的
歷
史
已
說
明
天
主
如
何

將
這
恩
賜
質
與
世
人
天
主
貸
給
若
瑟
和
這
尼
爾
詳
夢



的
知
為
(
創
刮
目
↑
“
達
1

刊
)
也
將
給
恢
位
和
亞

郎
行
奇
惰
的
知
識
(
山
7
u
u

恥n
m
H
)
也
賜
了

適
當
的
知
撥
給
玖
倫
大
叫
甜
頭
服
裝
的
藝
術
家
(
山
m

S
M
M
S
S必
1
3
)

同
樣
也
將
知
識
賜
給
了
要
製

造
學
殿
和
學
肌
棚
內
各
種
器
具
的
人
(
山
山
耐
心
2
S
H
M

可
注
意
的
是
故
最
古
的
何
約
杏
天
、
王
會
把
特
此
可
心

賜
給
君
王
判
官
首
領
如
偽
証
必
(
戶
口
口
自
)
梅
瑟
的

助
手

(
m
l
H
)
君
主
(
絞
8
H
M
)
途
味
(
撒
下

UH
口
間
)，

喇
喇
喇
{
則
上3
日
甜
)
和
未
來
的
默
凶

亞
君
正
(
依
9
5
)

按
較
後
所
看
作
的
舊
約
替
天
主
賞
賜
智
位
給
一

切
渴
求
的
人
士
(
敘
-
M
!
自

2
6

詠
n
g
德
1
.

刊
)
事
實
上
獲
得
智
瑟
的
人
是
那
些
天
主
所
喜
愛
的

人
(
訓
2
M
)
和
學
善
的
還
魂
{
智
7
盯
)

天
主
的
智
位
在
人
心
盆
中
所
發
生
的
效
能
乃
是

認
識
天
主
(
約
口
6
9
)
強
有
力
的
口
才

(
約
叫
“

S
M
m
)
那
中
悅
天
主
的
坦
向
(
特

9

時
間
)

以
及
先
知
的
精
神
(
智
7
盯
)
以
上
都
是
給
個
人
所
受

的
智
紅
可
是
天
主
也
不
斷
賞
賜
智
慧
給
他
的
全
體
選

民
，
|
|
以
色
列
總
圳
的
M
U
記
載
「
那
造
化
我
的
... 

說
道
你
要
住
在
雅
各
伯
那
裹
在
以
色
列
中
建
立
產
業

在
我
的
選
民
中
生
根

」
參
見
智
叩
口
巴
3

盯

一

末
了
為
使
個
人
和
以
色
列
全
體
子
民
能
獲
得
天

“
土
耳
的智
ub或
增

強
這
項
恩
航
尚有以
下
兩
個
辦
此
即

戶
，
祈
儲
戶
智
7
7
8
到
|
|
關
於
這
點
智
9
1
-

e

是

1893 十二進

開
刷
扒
取
好
的
純
例
)
和
教
訓
成
施
教
或
領
教
(
智
6
.

「.•••.. 

要
你
們
學
m
n
M
H
7
..... 

」
)

新
的
關
鈴
「
科
H
U
」
逼
論
姆
大
致
與
抖
的
約
相
同

「
智
u
q心
」
有
時
也
m
人
力
所
能
達
致
的
知
識
如
宗
7
自

「
綠
瑟
學
研
除
此
以
人
的
各
種
料
也
」
有
時
指
示
天
主

賞
賜
給
人
的
一
種
恩
典
如
宗
6

凹
的
吋
幻
間
有
時
表
示

一
賴
特
別
的
科
恩
天
主
賞
賜

一
，
這
科
懲
戒
叫
人
辦
事
明

智
或
叫
但
從
深
入
天
主
的
奧
現
(
格
前
也

8
)
其
智

慧
是
源
於
土
主
的
與
之
相
反
的
是
「
本
性
的
智
慧
」

(
格
後
l
u
)
或
「
屬
於
血

肉
的
柳
科
忽
」

(
雅
3

自
)
雅
各
伯
且
稱
這
血
肉
的
智
慧
是
「
M
樹
干
地
的
風

嗯
鬼
的
」
因
凡
這
種
智
慧
係
本
看
因
罪
感
墮
落
的
人

性
而
生
白
求
受
到
紐
悴
的
光
照

雖
然
「
天
主
的
智
慧
」
的
解
釋
在
瞞
自
新
兩
約
上

大
致
州
同
但
新
約
仍
然
有
它
的
特
殊
解
釋
郎
天
主
是

蘇
若
干
苗
和
默
甘
心
的
經
書
向
世
人
顯
示
內
己
的
智
慧

(
格
前
l

n
)
天
主
的
智
慧
多
次
等
於
天
主
的
計
劉

和
照
顧
(
瑪
U
H
)
天
主
的
智
怒
也
指
示
那
世
人
無

法
博
得
的
天
主
獄
以
挾
救
墮
落
人
類
的
深
奧
莫
測
的

作
為
(
絡
刊
自
默
7
M
|

叮
)
畢
竟
鼓
勵
一
…
保
祿
的
道

斑
天
主
的
總
能
和
智
慧
元
全
在
基
督
身
上
顯
現
出
來

了
因
此
保
祿
稱
基
督
借
用
「
天
主
的
智
慧
」
(
格
前


H
)
因
為
天
主
把
自
己
的
削
價
恁
藉
著
墓
督
和
基
督
的

死
亡
給
人
全
然
啟
示
了
並
藉
著
基
督
為
人
關
啟
了
一

條
得
赦
的
新
的吋
即
人
不
能
靠
自

己
理
性
的
智
慧
獲
救

必
須
有
制
圳
股
必
德
憑
著
謙
遜
虔
恭
的
精
神
來
接
受
人

們
視
為
您
妄
的
一
禍
首
才
能
獲
救

(
=
二
天

主
的
智
慧

天
主
的
利
旦
和
天
主
的
全
能
在
他
的
一
切
建
造

物
上
不
斷
地
顯
露
山
來
為
了
這
緣
故
先
知
們
異n
M

臀
游
街
天
主
的
智
叮
叮
「
萬
萃
的
上
主
真
是
神
主
叫
他
的

科
憑
其
是
起
絕
」
(
依
m
m
配
叩
間
)
約
伯
傳
的
大

題
目
即
是
「
天
主
的
智
刊
之
其
他
的
智
慧
善
如
筱
伯

特
訓
一
般
說
來
都
把
天
主
的
智
鼓
和
世
人
的
明
科
迪

在
一
起
只
有
約
把
天
主
的
智
慧
和
德
能
學
獨
提
出
來

敘
述

可
是
「
智
慧
」
非
但
是
天
主
的
一
項
屬
性
和
美

德
她
更
在
飯
8
約
鈞
巴
3

德
的
智
7
諸
章
上
轉
而
位

格
化
了
並
且
按
字
面
來
講
似
乎
是
成
為
一
個
與
天
主

隔
離
而
獨
立
的
位
格
學
教
會
初
期
的
教
父
把
這
些
經

文
重
鎮
歸
附
在
「
學
言
」
郎
「
學
子
」
身
上
然
而
俏

約
時
代
的
信
徒
究
竟
對
這
端
道
理
覺
悟
到
村
路
科
皮

依
第
者
意
‘
見
他
們
只
把
這
些
經
文
當
作
天
主
智
慧
的

一
種
核
生
動
的
描
述
罷
了
雖
然
他
們
不
再
u
γ解
叫
大

主
的
上
智
部
藉
著
這
些
一
位
格
化
的
智
慧
的
描
寫
鼠
，
在

他
們
的
心
靈
上
作
好
了
事
前
的
準
備
工
作
當
娶
了
降

生
為
人
親
自
聲
明
「
我
與
父
原
是
一
種
」
(
若ω
叩
)
時

他
們
才
可
稍
微
瞭
解
到
永
生
天
主
的
內

在
生
活
的
權

在
肅
的
約
時
代
這
些
被
視
為
謎
的經
文
到
了
新
約
時
代

它
們
的
深
奧
意
義
使
彰
顯
出
來
了
塾
若
望
和
聖
保
祿

透
過
歷
史
上
的
耶
穌
的
生
活
和
啟
示
更
徹
底
明
白
了

舊
約
所
敦
的
天
主
智
慧
的
精
微
意
義
教
父
和
電
師
們



-
便
紛
紛
師
承
並
閻
明
兩
位
宗
徒
的
義
理

制
~
如

果
或
們
把
基
督
對
自
己
或
宗
徒
們
關
於
他
所

•• 

j 

-
a
的
一
些
事
加
以
推
究
我
們
說
可
以
明
白
首
約
上
位

于
格
化
的
智
慧
按
聖
經
的
奧
義
實
在

是
在
暗
示
天
主
嬰

言
或
更
具
體
說
暗
示
降
生
為
人
的
學
子
l
|

耶
穌
基

督
同
樣
也
可
明
白
新
約
確
實
完
成
了
舊
約
正
如
雪
奧

斯
定
的
那
句
名
言
所
說
「
新
約
隙
於
舊
約
油
田
約
現
於

新
約
」
茲
摘
錄
下
到
數
則
引
語
以
作
參
證

若
8

“
基
督
說
「
我
是
由
天
主
出
發
而
來
的
」

參
見
制
圳
的
5

「
我
由
至
高
者
的
口
中
出
生
j
i

- -參

見
鐵
8

盯
剖

按
若
3
M

天
主
把
一
切
委
托
給
自
己
的
墨
子

「
父
愛
子
並
把

一
切
交
在
他
手
中.•
...
. 

」
智
ω
1
i

u
1

描
述
天
主
把
治
理
人
類
和
救
護
人
類
的
橫
柄
完

全
委
托
給
智
慧

按
若
5

廿
凹

基
督
時
常
工
作
因
為
天
父
也
時
常

工
作
「
我
父
到
現
在

一
直
工
作
我
也
應
該
工
作.•... 

」

智
7

虹
U
口
的
1

也
講
述
智
慧
與
天
主
在
一
起
而
常

常
工
作若

M
M
記
載
基
督
很
密
切
的
與
他
的
天
父
並
在

他
的
天
父
內
生
活
「
你
不
信
我
在
父
內
父
在
說
內
」

憊
8
"

智
8
s

等
處
說
是
描
述
智
慧
與
天
主
的
密
切

關
係

此
外
也
可
對
照
若
8

日
和
智
6
"

i

n
若
8

“

和
智
7

自
1

M

若
8

間
和
智
7
"

若
3

間
和
智
9
H

M

等
經
文

十二.1894-1895 

神
秘
學
家
也
把
許
多
智
慧
會
土
和
福
音

上
所
有

相
同
的
地
方
來
作
比
較
不
過
他
們
特
別
注
重
天
主
的

智
慧
舟
山
人
的
交
往
凶
呵
呵
一

-
-
1
且
去
交
往
非
"
，
吊
美
妙
地
揭

露
了
級
主
叫
到
自
已
信
心
使
所
俊
的
熱
怕

天
主
的
特
位
有
時
也
指
天
主
的
捏
一
認
閻
織
學
能

使
人
與
天
主
甜
的
切
結
合
(
m
n
7H
)
有
時
他
喻
她
為

苦
母
為
童
貞
為
新
娘
為
大
方
的
主
母

(
鐵
9
1
J

這
些
一
被
神
秘
學
家
直
接
或
間
接
視
為
在
償
新
兩
約

上

互
相
輝
映
的
特
做
成
了
許
多
嬰
師
學
人
和
神
修

學
家

的
高
超
道
理
的
萃
礎

見
學
言
啟
示
救
恩
史
聖
寵
聖
經
中
的
哲
學

(
當

)

M
H

單
位
于
A
r
r
\

斗
y
o
逞
，
已
。
自
切
。
。
r
m
J

U
K
位
，
主-
n斗
司E

f
f
F
Z
皆
可M
O
D
E
-
2
」

在
筒
約
也
一
經
中
有
一
部
份
教
會
自
古
以
來
的
情
寫

「
智
慧
舟
」
或
「
圳
海
H
H」
創
舉
泳
集
約
伯

傳
殼
吉

訓
道
篇
雅
歌
德
圳
篇
泣
智
慧
第
一
逗
七
部
經
典
皆

屬
於

聖
經
中
的
智
慧
文
學
懿
叫
你
它
們
的
文
體
並
不
創
一
位

它
們
的
內
容
卸
是
自
成
一
格
與
其
他
經
典
的
內
容
如

歷
史
先
知
及
法
律

H
H是
迴
然
不
同
的
決
定
智
慧
害
的

因
素
有
二
其
一
寫
於
充
軍
至
耶
穌
降
生
的
時
期
其
二

寫
作
的
目
的
不
只
是
均
以
鼠
也
是
為
全
世
界
人
類
並

且
所
心
論
的
內
容
特
別
注
重
倫
理
道
德
而
不
是
專
以

教
現
一
神
學
為
出
發
點
此
外
另
一
特
點
日
起作
者
當
時
已

多
少
受
了
外
教
哲
學
思
想
的
影
響
這
一
點
尤
以
智
慧

篇
寫
然
不
治
犯
與
宗
教
有
闋
的
智
慧
觀
念

上
作
者
如

沒
有
完
全
跟
隨
教
然
哲
學
思
想
的
潮
流
相
反
到
有
自

己
獨
特
的
見
解
與
立
場
作
者
並
在
學
棘
的
默
感
之
于

甚
至
發
揮
了
比
教
外
哲
學
更
為
禹
尚
的
思
想
使
人
對

「
智
慧
」
有
了
更
為
清
晰
和
深
刻
的
認
識

智
慧
苦
的
另
一
特
點
是
它
們
大
郎
以
側
的
凹
的
裕

言
方
式
來
教
訓
入
這
一
點
部
十
分
相
似
中
凶
古
傅
滋

有
訓
海
意
義
的
成
語
或
格

→-
z口但
在
聖
經
上
切
不
可
一

概
而
論
因
為
有
不
少
的
部
分
是
以
訓
為
詩
牧
歌
唱
耐
圳

的
方
式
而
出
現
的

另
一
點
值
得
我
們
注
意
的
是
智
黨
文
學
上
所
岱

謂
的
智
慧
主
要
的
並
不
是
理
智
明
悟
學
問
方
面
的
智

慧
而
是
人
生
處
世
為
人
方
面
的
實
際
學
總
亦
就
是
人

格
道
德
的
表
現
它
訓
誨
的
對
象
並
不
是
關
體
而
是
單

獨
的
個
人
是
以

父
親
教
訓
兒
子

的
口
氣
來
表
達
的
而

智
殼
的
泉
源
猶
如
寫
一
切
古
中
東
的
文
化
民
族
是
來

自
佩
來
白
天
主
趴
如
此
無
形
中
寫
即
將
來
臨
的
更

}
M岡

山
間
的
基
督
教
倫
理
準
備
了
道
路

見
前
條

假是重大|中 1895
倍繳| 要里|的 每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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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漏i本城本 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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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香
所
為
削
既
是
智
慧
而
在
歷
來
的
猶
太
人
中
最
普
稱

於
智
慧
的
又
是
撒
羅
滿
是
以
將
自
己
的
著
作
歸
於
撤

羅
浦
名
下
其
實
其
他
的
智
慧
魯
比
如
訓
制
制
亦
稱
為

撤
羅
澈
的
著
作
古
代
的
人
間
然
大
都
隨
從
此
說
從
以

繳
羅
浦
為
本
魯
的
作
者
但
也
自
很
早
抄
來
已
有
不
少

的
學
者
及
教
父
們
看
出
了
這
種
說
法
的
不
使

本
書
的
內
容
大
致
可
分
三
部
份
第
一
部
份

(
1

!

5
)
勸
勉
人
要
盡
力
追
求
智
慧
因
為
智
慧
對
人
生

有
很
大
的
益
處
第
二
部
份

(
6i
9
)
申
述
智
慧
在
繳

羅
浦
君
主
身
上
所
有
的
作
為
而
被
猶
太
人
稱
四
川
「
智

慧
之
父
」
第
三
部
份

(
ω
ω
)

按
明
並
強
調
智
慧

是
人
類
生
活
的
指
南
她
格
外
是
猶
太
民
族
的
呼
叫
凶

策
是
她
抓
放
了
百
位
惘
反
的
那
些
一
敬
拜
邪
紳
偶
像
的

人
們
如
受
了
嚴
重
的
懲
罰
總
而
言
之
作
省
的
意
間
心
不

外
是
普
告
那
些
一
僑
居
異
地的
猶
太
人
不
要
受
外
教
哲

學
思
想
的
誘
惑
而
紋
路
外
教
人
的
習
俗
禮
教
另
一
方

面
也
是
向
那
些
一
以
外
教
管
理
而
自
豪
的
希
臘
人
指
示

猶
太
智
慧
並
不
次
於
他
們
的
哲
理
相
反
的
只
有
過
之

而
無
不
及
因
鴛
她
的
來
源
是
造
萬
物
的
真
主
宰

語
言
如
果
本
書
確
是
撒
羅
瀚
的
著

作
所
周
之
語

言
自
當
是
制
叫
喇
文
無
疑可
是
古
代
的
教
父
們
部
己

對
此
表
示
了
懷
疑
的
態
度
比
如
歐
色
彼
奧
斯
定
及
熱

羅
尼
英
等
都
以
寫

「
希
伯
來
人
不
認
識
智
慧
為
」
是

-
以
現
今
的
學
者
認
為
本
會
之
原
文
是
希
臘
祖
文
是

一
位

ω
一
示
知
名
的
作
器
在
劃
凰
山
大
劃
回
城
為
那
些
已
不
識

一
本
國
文
化
的
制
划
人
所
寫
的
于
本
營
其
次
也
本
書
的

1896-1897 十 二 .

文
筆
亦
可
看
川
它
的
原
文
應
是
希
明
文
益
有
不
少
詞

甸
的
稿
造
形
式
是
完
全
山
川
於
希
種
文
的
不
見
於
其
他

譚
一
面
其
次
還
布
不
少
的
復
合h
f
是
V
Z令
不
見
於
希
伯

來
文
的
而
在
希
臘
文
中
均
是
熔
兒
不
傅
作
話
是
一
位

十
分
熟
悉
希
臘
文
化
及
其
人
情
風
俗
的
學
者
並
對
全

部
首
約
亦
有
相
當
的
研
究
其
所
周
之
值
約
部
份
似
乎

是
七
十
食
士
譯
本
這
由
其
所
引
證
的
晶
的
約
部
分
可
以

知
道
並
且
現
代
的
學
者
皆
強
調
全
部
智
慧
為
是
出
於

一
位
作
者
的
手
筆

時
代
作
者
，
小
時
指
川
在
埃
及
所
發
生
的
災
禍

(
智
M
n
t
M
)
以
反
迫
害
猶
太
人
的
事
蹟

(
刊

?
"

u
目
1

盯
)
並
有
不
少
恥
的T
人
背
棄
自
己
宗

教
的
夸
贊

(
2
叩

叩
3
M
I

U
5
1

1

H
)
、
追
一

切
都
在
清
明
木
內
閑
扯
的
時
代
H
A
m約
晚
期
且
已
含

有
新
約
的
風
味
吋
於
人
生
已
省
與
新
約
很
接
近
的
超

性
恩
怨
堆
稱
玲
的
新
約
的
中
間
橋
樣
謂
勾
結
自
約
中
最

晚
的
一
部
苦
作
始
無
4
小
可

見
的
二
條

(
韓

)

缸
"
岫
均
玉r
n
u
r五
了
「
〉
已
。
E
H
h
g
J按
希
伯
來
或

8

自
τ
Z
F
n
H
V
拿
在
/
/
〉
已
。
E
H
E

」
|
|
|

』
j
t

-
4/
i
a
r

，
、
希
臘
原
文
含

有
俯
伏
在
地
或
叩
笛
，
全
地
之
念
這
是
東
方
民
族
表
示

尊
崇
的
最
高
敬
總
這
種
敬
禮
在
學
經
中
含

有
兩
種
意

義
一
種
是
宗
教
上
的

一
種
是
社
交
上
的
這
種
敬
禮
如

果
應
用
在
宗
教
上
只
能
歸
於
至
高
無
上
的
真
神
上
主

天
主
以
表
示
承
認
上
主
的
鼎
鼎
限
尊
嚴
與
無
上
主
權

(
創
削
刮
目
刊
出m
s
詠
叮
叮
﹒
等
)
絕
不
能
歸
於
任
何
人

或
任
何
受
造
物

(
U山
幼
S

U
H
H瑪
4

叩
宗
ω

自
默
的w

m

n
J

如
果
應
用
在
社
交

上
則
多
用
於
閻
王
(撒
下

9
6
8

M
扭
扭

)
也
偶
而
用
於
其
他
的
人
以
表
示

敬
t
y吭
訂
厭
惡
之
情
如
創
的
2

刊M
S

山
山此
?
撒
上
卻
﹒

罵
的

品
等
所
以
在
外
表
的
禮
儀
上
看
來
二
者
毫
無
區

別
但
在
行
戀
者
的
意
向
中
則
有
絕
大
的
區
別
在
新
約

中
「
朝
拜

」
的
最
高
敬
禮
不
但
歸
於
天
主
亦
歸
於
耶

穌
墓
賢
(斐
2

叩

希
1

6

默
5
H

!

M
7
.
l

白
等
)

伊
耶
穌
在
世
時
四
一
幅
音所
記
載
的
朝
拜
或
叩
拜
耶

穌

之
事
並
非
常
指
此
種
宗
教
上
的
最
高
敬
禮
有
時
是
認

耶
穌
為
國
王
或
默
西
亞

如
瑪
2
2
.
u

谷
的
間
有
時

認
耶
穌
副
司
具
有
神
能者
如
瑪
8
2
9

M

M

閥
的
臼
帕
甜

甜

谷
5

8

若
9

油

等
當
耶
穌
復
活
升
天
之
後
當
然
權

受
此
種
至
高
無
上
的
敬
禮
7

見
主

(
陳

)

們
到
個
月
告
語B
g
J
巴
力
斯
坦
是
出
名
的
乾
旱
地

8

百

E

司

E
J
F
H
N
p
n
』

1
-
j
t

』

i
i

、

區
但
是
夜
間
自
西
部
聽
來
的

海
風
部
帶
來

大
量
地
中
海
的

水
份
變
成
朝
露
潤
旬
開
乾

燥
的
田
野
植
物
它
在
春
雨
乏
後
及
秋
雨
來
到
之
前
這

一
段
時
間
內
更
具
有
重
大
的
價
值

及
需
要
它
被
觀
為

上
主
的
祝
爾

(
創
幻
M

制

制
的M
H
制
狗
"
詠m
s米

5
6

匣
8

臼
)
一
旦
中
止
部
被
腹
瀉
上
主
的
懲

罰

(
列
上
口
1

蓋
1

刊
)
以
民
在
曠
野
中
所
食
的
「
駕

納
」
猶
如
重
盛
的
露
水
降
落
在

地
(
出
“
u
u
戶
U

U
)
華
德
紅
在
接
受
上
主
的
民
長
任
甜
臂
之
前
即
求
上

主
賜
以
露
水

的
連
一
績
(
民
6

盯
|

岫
}
南
方
吹
來
的



-
風
阻
止
露
水
降
慈

(
列
上
η
2
)

制
~

朝
，
攝
象
做
財
物
的
雙

富
(
制m
mu
見
詠

m
s

歐

-
卜M艸
.
)
但
它
也
象
恥
飯
祖
財
富
的
虛
幻
及
自
易
對
失
(
歐
6

-
‘u
s
制
M
u崎u
鵰
叫
昀
吋
昀
)
「
。
(
的
蜍
悍
)

-
吋
鞠
E

窩
呂凶

\
品
F柯F
H
h
g

。3叫3
目
g

…
川
川

§
3
且
且
泠
叫

ι
5
5

。g
g
口J
)將
空
某
人
因
犯

1
-
王.2
二
』
=
，
4

月

，
□t

、
》
，
F
e
i
c
E
E
E
l
"

而
棄
絕
於
團
體
之
外
的
措
施
在
猶
太
民
族
及
初
翔
斂

會
中
都
會
予
以
啤
賀
伺
施
格
外
是
如
果
所
犯
的
過
失
不
只

是
闋
罪
於
天
主
並
且
亦
是
對
團
體
的
羞
辱
危
及
他
人

時
這
種
棄
絕
有
暫
時
及
、
永
永
久
的
分
別
它
的
目
的
部
是

在
希
望
如
此
使
犯
過
的
人
悶
頭
改
過

在
舊
約
中
最
顯
明
的
例
子
見
於
厄
上
ω
s
當
時

眾
首
領
和
長
老
議
決
由
充
軍
歸
來
的
以
民
凡
三
日
內

不
來
耶
京
參
加
集
會
的
「
他
的
一
切
財
產
應
充
公
他

本
人
也
應
由
充
軍
歸
來
的
會
集
中
革
除
」
梅
瑟
法
律

上
亦
會
例
舉
應
受
棄
絕
的
過
犯
未
受
割
損
者
(
創
口

H

)
不
守
安
息
日
者
(
出
引
U
H

)
破
壞
某
些
倫
想
法

律
者
(
肋U
H
m
s
u
)格
外
是
破
攘
禮
儀
法
者

(
出

U
H
M
沁
呵
呵
肋
7

叫
到
自
訓
等
)
都
「
應
由
民
間

創
除
」
谷
木
蘭
的
宗
教
團
體
亦
有
關
除
國
稽
的
鐵
定

在
新
約
時
代
誰
「
右
承
認
耶
穌
是
默
西
亞
說
必

被
逐
出
會
堂
」
(
若
9
n
u
u
)
耶
穌
自
己
也
以
此

來
提
醒
門
徒
們
(
若

的
2

見
路
6

自
)
仰
是
我
們
不

能
確
定
這
種
懲
罰
的
性
質
例
在
交
它
的
時
間
付
現
在

所
有
的
一
些
一
明
來
鐵
定
大
部
是
山
於
第
一
位
紀
之
後

的
經
師
之
手
(
見

ω
H
E

矣
，
因E
O
H
E
n
r
)

十二.1898-1900 

耶
穌
賜
給
伯
多
棘

的
「
束
縛
及

釋
放
」
(
蔣
M
M

M
)
的
權
柄
自
然
與
實
施
棄
絕
與
解
除
棄
紹
有

關
但

此
處
所
提
的
是
有
關
一
大
國
的
進
入
與
否
宗
心
他
們
接
受

了
同
樣
的
特
織
(
為
M
U

)
但
此
權

只
可
實
施
於
犯

者
把
絕
接
受
動

e
H之
後
那
時
可
以
「
將
他
看
作
外
教

人
或
稅
史
」
(
瑪
問
時
間1

口
)

保
祿
以
他
身
為
宗
徒
交
教
會
首
長
的
權
力
毫
不

客
氣
地
將
梅
林
多
的
亂
倫
犯
人
開
除
教
給
(
格
前

5

2

-

s
u

兒
閉
口

6
)使
繳
嬋
可
以
更
自
由
地
來
「
催

毀
他
的
肉
體
您
使
他
的
靈
魂
在
主
〔
耶
穌
〕
的
日
子

上
可
以
得
救
」
(
格
前
5
5
)
由
此
可
見
這
種
渠
絕

的
措
施
亦
有
它
積
極
的
一
面
為
使
犯
人
悶
頭
得
救
其

次
被
宗
徒
開
除
教
諧
的
有
背
信
的
依
默
納
約
和
亞
歷

山
划
(
弟
的1
M

日
兄
弟
後2

口
)
並
令
弟
鐸
要
同
異

端
人
斷
決
來
往
(
鐸

3
"

見
得
他
叫3
H
M
)
連
若
望

宗
徒
對
待
異
端
人
也
卡
分
鍛
似
于

7
的
一
-
mM

)(
韓
)

帥
"
區L
N
m巴
，
1
1
3
d
E
z
a
E
S
J

璃
的

臼
記

悶
悶
司
訓
。
劇F
H
E

-
r
L
f
〉
『
D
O
E

M。

~

1
.
i
l
l

-

-

d

。
、
誠
耶
穌
向

他
的
門
徒
說
「
准
M
A
願
志
跟
隨
我
品
業
組
自
己
背
著

自
己
的
十
字
叫
誰
來
跟
隨
我
」
環
絕
自
己
乃
跟
隨
耶
穌

的
先
決
條
件
進
絕
二
字
表
函
者
只
兵
街
悄
悄
極
性
的
意

思
事
質
上
過
去
的
州
學
家
也
多
偏
重
這
一
意
義
但
近

代
紳
娘
家
泌
肉
食
絕
二
a
p寸
除
有
的
問
樞
意
義
外
更
合
街

積
極
的
忠
義
所
謂
來
絕
自
己
消
極
方
曲
變
拋
棄
自
己

一
切
與
生
俱
來
的
不
正
說
的
問
向
以
及
後
一
夫
的
惡
習

績
優
方
面
是
把
自
己
﹒
金
交
付
於
墓
替
度
萃
者
的
生
后

也
即
保
綠
宗
徒
在
弗

4

H
H

所
說
「
脫
去
種
人

，
背
上
新
人
」
以
扎
扎
羅6
2
μ

「
死
於
誰
頭
而
活

炭
基
督
」
按
焚
絕
二
字
捏
，
I

交
〉
宮
呵
呵
拉
克
希
纖
文

〉
B
O
E
H
Y
E
只
見
肝
、
新
約
的
，
逐
一
字
的
吉
拉
如
導
瞞
你

於
背
約
也
占
學
粗
的
歷
史
上
即
可
川J

石
山
仙
如
控
巳
郎
的

回
收
央
他
奉
命
離
棄
家
鄉
祭
殺
獨
子
(
創
刊M
E
口
?

u
n
-

-

H
)
在
在
要
他
突
絕
向
已
梁
先
知
們
的
生

活
如
那
肋
米
亞

(
耶
1

6
9

幻
6

時

n
H
I

E
)
歐
瑟
亞
(
歐
1

2
)
約
納
(
納
1
)
J
2
3
)

厄
里
亞
(
列
上
凹
9
1
H
)
等
尤
其
依
撒
意
亞
先
知

所
描
述
的
「
上
主
的
僕
人
」
(
依

ω
‘
日
1

!

"
)

這
上
主
的
僕
人
也
師
未
來
默
西
亞
的
索
泊
是
以
耶
穌

傳
教
時
公
閑
地
向
門
徒
說
「
我
不
尋
求
我
的
旨
意
而

只
尋
求
那
派
遣
找
來
者
的
旨
意
」
(
右
5
抽
)
是
以

耶
穌
所
度
的
生
活
也
是
棄
絕
自
己
的
生
活
正
如
保
祿

所
寫
的
「
速
甘
扭
扭
官
也
沒
有
尋
求
自
已
的
喜
悅
如
所
可
化

妝
的
導
罵
你
者
的
辱
罵
都
落
在
我
身
上
」
(
羅
的
3

等
)
為
此
堪
稱
耶
穌
忠
實
弟
子
的
保
祿
也
說
「
我
已

同
舉
督
被
釘
在
十
字
架
上
了
所
以
我
生
活
已
不
是
我

生
活
而
是
基
督
在
我
內
生
活
」
(
迦
Z
M
m
)
保
線

的
這
旬
品
可
品
是
「
棄
絕
白
已
」
最
好
的
解
釋

H
M門
徒
(
義
)

側
目
地
L
K
「
皆
是
J
由

淤
以
鼠
的
先
蠟
原
屬
游
牧

"
由
可H
L
P
i/〈
耳
聞
鈞
、鼠
也
為
一
游
牧
民
簇
馮
行
的
恥

成
錯
牧
放
牛
羊
吋
品
棍
杖
是
他
們
的
必
需
口
閒
且
是
以
在



學
經
奧
由
伯
納

1釗
新
約
多
次
提
及
棍
吋
恨
不
過
棍
枝
在

型
經
里
除
照
字
意
直
解
外
且
多
次
有
象
做

t
g
A
1
分
述

於
後

棍
杖
照
字
念
區
解
在
祖
凹
約
莫
較M顯
著
的
有
雅
各

側
的
總
技
(
創
刊
A
U
)
蚓
刻
的
棍
校
(
削NA
M品
)

尤
其
梅
瑟
的
棍
杖
天
主
曾
藉
梅
瑟
的
棍
技
大
顯
威
能

為
救
叫
民
出
綠
樹
別
(
山
叫

4
2
7

叩
口

"
8
1
H
H

U
S
等
)
為
此
那
闖
世
枝
也
咱
們
為
天
主
的
棍
紋
(
出口

，
)
亞
郎
的
罷
，
欲
為
透
明
亞
郎
覓
大
司
祭
乃
出
於
天

主
的
旨
意
天
主
甸
回
使
亞
郎
的
棍
校
開
花
結
泉
(
戶口

M
|

自
)
約
納
堂
的
棍
杖
以
及
遠
咪
的
棍
紋
途
咪
為

打
擊
培
肋
舍
特
-
K人
哥
肋
雅
時
隨
身
除
五
塊
小
石
子

外
只
帶
何
他
的
牧
羊
的
棍
杖
以
致
哥
肋
雅
品
「
莫
非

我
是
雙
狗
你
竟
傘
悅
枝
來
對
付
我
」
(
繳
上
η
叫
“
)

至
於
新
約
耶
穌
是
造
門
徒
出
外
傳
教
時
會
提
及

接
校
不
過
問
題
是
按
駕
"
岫
和
w
m
9
3耶
穌
囑
附
門

徒
路
上
不
要
帶
隔
世
紋
而
谷6
.

劫
容
汙
門
徒
帶
棍
杖

闕
於
這
兩
處
的
芝
異
經
學
家
有
以
下
兩
種
解
釋
一
或

者
耶
穌
會
兩
次
作
過
是
這
門
徒
的
制
品
在
兩
次
不
同

的
機
會
下
有
了
上
述
的
走
異
二
或
絞
肉
可
垠
的
一
說

是
對
棍
紋
的
解
釋
若
以
棋
紋
作
出
間
而
行
李
成
作
攻
體

或
白
貓
的
式
結
則
阿
沛
圳
呻
穌
所
時
朮
府
右
口
、
為

M卅
助
行
w
m

則
不
在
察
用
之
例
總
之
經
文
雄
布
乏
真
而
叫
到
觀
一
禍
首

一
的
用
意
則
完
全
袖
個
即
耶
穌
要
人
為
了
傅
幟
耳
目
全
不

m
v一必
掛
應
衣
食
間
也
而
只
要
一
心
依
恃
天

L

戶
辦

戶根
除
上
述
的
山
間
途
外
在
血
書
間
社HR充
其
智
呼
叫
苦

的。1-190.卡二，Æ

裳
多
次
用
為
懲
吋
別
人
的
刑
具
如
保
祿
所
述
他
會
三
次

受
過
校
體
(
格
後
口
自
宗
的
血
)
在
向
一
意
義
下
他

向
格
林
多
信
友
致
魯
說
「
你
們
頭
我
帶
者
棍
棒
到
你

們
那
里
去
呢
還
是
•..... 

」
(
裕
前
4

到
)
在
智
茲
聲

里
則
多
以
棍
杖
為
教
訓
子
女
及
懲
戒
愚
人
的
家
法
如

寢
ω
凹
的

M
n
u
(
恩
高
譯
本
譯
寫
成
尺
)
幻
H

德

U
M
等除

上
述
照
字
直
解
的
兩
種
意
義
外
棍
故
在
海
一
一
經

里
根
鎮
上
述
兩
種
用
意
更
引
伸
到
借
意
或
象
徵
意
如

筱
棍
紋
的
本
意
原
為
助
人
行
路
之
用
因
而
學
經
襄
以

子
女
喻
為
年
老
父
母
的
復
砍
(
多

5
u
)
甚
而
將
藉

以
維
持
人
生
活
的
麵
包
或
其
他
食
物
也
喻
為
棍
杖
如

肋
叫
“H
息
高
譯
本
技
意
譯
得
「
斷
絕
欖
源
」
按
希
伯

來
文
原
作
打
斷
食
糧
的
模
杖
則

M
U
也
有
同
樣
的
說

法
所
謂
斷
絕
糧
諒
亦
即
使
人
陷
於
貧
乏
遭
受
饑
餓
之

苦

由
於
被
放
也
可
用
為
懲
戒
人
的
用
具
因
而
天
主

藉
典
民
懲
成
以
反
時
將
異
民
如
亞
述
喻
為
天
主
義
怒

的
棍
杖
(
依
ω
S
M
S
)

此
外
也
有
以
棍
紋
祖
祖
卅
回
國
家
的
武
力
和
富
強
的

用
法
如
叩
柏
油
村
口
的
以
棍
校
來
指
以
民
興
盛
時
的
話
姐

一
良
性刊
遍
地
不
只
在
型
經
喪
即
白
代
中
東
的
國
家
也
多

以
很
校
作
為
君

王
王
蝕
的
哎
，
做
事
質
上
古
代
君
王
也

W
H在
常
倘
有
一
般
杖
通
常
稱
路
繼
仗
位
1

文
譯
作

T
G
H
E
E
不
過
這
類
權
紋
有
時
不
是
以
木
製

的
而

是
金
質
的
故
稱
為
金
杖
旬

，艾
5
2

皮
補
錄
丁
8

笛
至

於
、
學
、
冰
2
.

所
泣
的
鐵
紋
非
就
紋
的
質
料
來
說
而
是

說
天
主
必
將
堅
決
地
來
鎮
壓
相
粉
碎
以
民
的
仇
敵
叉

逐
妹
在
冰
也
「
上
主
是
我
的
牧
者
...... 

」
的
那
窮
學

冰
，
從
品
「
你
的
，
校
校
相
短
樣
是
我
的
女
慰
和
舒
暢」

(
泳
幻
﹒
)
甘
肅
街
上
述
棍
校
所
有
的
含
意
猶
言
天
主

既
是
他
生
活
的
靠
山
和
源
泉
又
是
他
皮
目
的
護
衛
者

在
他
行
錯
踏
差
失
足
犯
罪
時
則
又
是
他
的
懲
戒
者
只

白
這
筍
學
詠
所
詠
唱
的
棍
紋
己
可
領
客
棍
枝
在
全
部

聖
經
襄
所
有
的
含
義

(
義
)

州
植
物
(
凹
的
衍
。
)
見
宮
中
的
農

m
m
-
A
峙
間
「
吋汙
!
"
『
n
n

J
A
名
綜
糊
叫
樹
或
謂
世
欄

1

」

A
1
』

4

2
f
i

s

、
樹
是
一
種
常
綠
喬
木
其

莖
晏
國
桂
形
無
枝
一
一
晶
逢
甘
餘
公
尺
莖
頂
叢
生
掌
形
大

葉
開
小
黃
花
並
結
果
如
田
間
食
之
味
甜
可
以
製
欒
激
酒

其
莖
可
作
木
材
在
中
東
地
區
盛
產
於
埃
及
西
乃
半
島

的
綠
洲
區
以
及
劃
笑
不
掛
荊
州
且
在
娶
她
則
產
於
沿
海

地
帶
放
約
但
河
流
域
(
見
出

的
目
戶
衍
，
甲
UH
3

編

下
叫
“
間
)

棕
樹
亦
有
它
的
象
徵
意
義
(
詠

mH
H

歌
7
.
g
)

在
教
會
的
禮
儀
及
藝
術
上
它
是
致
命
者
的
象
做

見
聖
經
中
的
植
物
(
韓
)

m欽
崇
(
M
M
n
H
n

)

側
款
待
(
MN叫-
H
H
H
)

心

4
4屯
刊
付
哥
?

』
t
J
*
C
啥
事
，

見
客
人



~
間
取
吼
叫
苦
→

H
L
P、
寺
前
「HE
E
E
E

門
可
J「
無
信
」

3
-
9

輛
羽
川
在1
.
到
1
/在
1
.
戶
F
R
O
E
E
Z
K
.
i

主
-
z
d
4
I
J

J
A
l
'

是
一
司
在
替

。
。
-

一
約
中
很
難
設
釗
它
是
新
約
上
的
一
個
術
治
因
浴
在
瞞
自

﹒

約
中
以
民
與
天
主
乏
潤
的
延
本
關
係
不
在
於
信
與
否

的
問
題
土
故
此
代
倍
「
失
信
」
常
用
「
在
仔
」
(
戶

切
割
市
1

師
)
「
悴
逆
」
(
依
的
2
w
m
5
目
)
「
鈑

逆
」
(
則
2
6
)
等
字
甸
「
失
信
」
「
不
信
」
與
「
無

信
」
在
新
約
中
則
噓
扯
不
料
(
見
瑪
的
時
谷

6
6
9

目

M
M
羅
3
3

日
叩
臼
弟
前
l
H

希
3

口
等
)
這
為

初
期
的
教
會
格
外
是
筒
，
那
些
一
悶
頭
的
錯
太
人
來
泣
的

確
是
一
個
前
所
未
聞
的
新
通
材
「
無
信
」
的
解
釋
可

用
一
旬
聖
徑
上
的
品
來
友
這
「
耶
穌
貞
斥
他
們
的
無

信
和
心
硬
直
寫
他
們
不
-
V
H
那
些
在
他
山
死
者
中
做
活

後
見
了
他
的
人
」
(
谷
的

H

亦
H
M路
們
的
品
“
信
劫

"
-
M
)
幾
時
用
於
人
則
稱
海
「
無
已
的
人
」
或

「
失
信
的
人
」
(
駕
口
口
谷
9

旭
先
幼
盯
叫
到
叭
叭
μ
8
等

等
)

新
句
信
甸
的
主
要
到
象
是
耶
穌
甘
情
F
H
而
不
自
接

是
天
主
外
教
人
想
不
信
耶
穌
被
幣

1
「
懷
信
仰
的
人
一

(
制
前6
‘

7

閃
閃
沁
盯

M
M
H

制
後
4
4
6

H
H
)
1叫
樣
忠
于
保
祿
為
那
些
不
信
紹
智
的
錯
太
人
為

「
無
信
仰
(
悍
的
~
在
抗
)
的
民
族
」
(
總ω
剖
刊
甜

甜
制
)
司
北
准
不
﹒
信
耶
穌
和
他
的
一
福
音
就
是
無
倍
的

人
也
就
不
司
隨
信
仰
「
m
m
穌
足
倍
的
天
父
一
也
不
食

品
識
天
主
(
若
5
盯
抽
)
可
明
除
無
出
的
價
請
您
光

明
了
「
后
口
雄
心
」
必
「
信
仰
」
的
來
質
而
它
的
反
而
就

十二世1905-\908 

是
「
無
信
」
及
「
失
信
」

見
信
德
(
緯
)

“
E
h
根
于
將
佇
\
d
D
EZ
O
D
O

已
/
是
一
種
卡
分
憫

的
A
Z圳
而
H
A
R
Z
N

吉
凶
\
似
制
國
北
方
所

恨
食
的
無
僻
的
凶
形
捨
麵
餅
聖
經
上
最
初
恆
這
種
麵

餅
的
用
途
常
是
兩
於
急
不
呵
待
次
受
滋
有
的
限
制
而

來
不
及
發
醉
時
才
述
備
述
食
(
創
刊
m
e
w
s
山
U
H

處
2
H
蘇
5

日
)
日
後
川
口
民
用
以
作
祭
獻
的
餅
總
是

未
經
發
酵
的
麥
麵
餅
(
肋
2
4
u
7
臼

8
2

戶
6

抽

出
幻
M
MH
自

肋
7
H

幻
口
)
其
原
因
有
二
一
是
占
東

方
的
各
民
族
大
都
怕
的
麵
之
發
酵
是
一
種
腐
爛
的
作

用
故
不
宜
用
於
祭
獻
二
是
歷
史
的
問
題
即
是
個
月
紀
念

以
民
出
兵
艾
時
吃
這
地
無
僻
餅
一
達
七
天
之
久
史
稱

「
無
防
部
」
以
民
進
入
學
一
地
之
後
可
將
「
無
酵
節
」
同

「
途
毯
節
」
(
亦
稱
「
巴
斯
卦
」
)
合
併
慶
祝
(
肋

幻
s

等
的
)
雄
然
原
來
本
是
兩
個
不
間
的
節
日
為
祭

品
點
闊
的
梧
州
…
當
自
切
末
支
泛
的
人
預
備
(
編
上
幻
目
)

祭
己
所
剩
餘
的
巾
司
祭
們
共
食

耶
穌
最
後
悅
盆
中
所
食
及
得
建
定
聖
體
學
事

所

間
的
即
是
站
一
恃
無
醉
餅

m
l
n祿
將
無
醉
餅
作
為
教
友

神
性
生
的
的
象
以
力
動
教
友
們
機
放
棄
奸
結
邪
惡
的

仿
制
內
抖
卅
一
伽
以
純

m
h
真
d
的
無
解
餅
(
格
前

5
7
8
)

(
韓
)

m無
酵
節
(
何
刊
訂
問
話

H
U月
九
回
呵
。
且
)

內
心
前
條

"
略
掉
啊
?
匕
目κ
高
而
/

種
物
名
且
直
屬
於
桑
斜
的

-
d
Z

J
J
7
E
n

c
m

、

三
種
落
葉
潛
朮
獎
扎
普

通
為
三
圳
在
必
五
乞
幹
高
丈
餘

在
倦
約
中
原
抽
血
犯
命
之
後
的
明
於
無
花
果
山
擱
下
並

以
其
樹
葉
來
送
章
(
創
3
7
)
偵
探
自
許
地
返
問
後
將

客
納
罕
地
街
述
目
的
指
佈
葡
萄
園
橄
欖
樹R
A無
花
果
樹

的
地
區
三
者
皆
為
墓
地
的
主
要
出
產

(
戶
口

n
m
s

申
8
8

見
民
9

刊
)
它
的
嫩
芽
報
告
春
之
將
至
(歌
2

間
寫
圳
的
臼
)
一
年
有
兩
次
的
收
獲
第
一
次
在
六
月
稱

之
為
早
熟
的
無
花
果
第
二
次
在
八
月
至
十
月
閱

(
見

駕
巾
的
時
)它
的
青
枝
綠
葉
是
以
民
歌
舞
昇
平
國
泰
民

安
的
象
徵
(
見
列
上
5
5

列
下
泌
剖
釗
7

依
M
m
u米

4
4

區
3

刊

)
相
反
的
它
的
乾
估
毀
滅
則
是
土
主
懲

罰
及
口
也
咒
的
表
飲
(
見
依
持
4

亞
4
.

岳
1
7
u

耶

5
口
8
H

制
附
泊
湖3u
等
)
。
叫
民
猶
如
上
主
在
曠

野
中
發
現
的
一
棵
無
花
果
樹
(
歐

9

叩

)
充
軍
的
以

民
猶
如
一
直
甘
甜
的
無
花
果
(
耶
圳
的
2

!

s
)

它
的
吃
法
可
以
生
吃
乾
食
品
引
作
成
無
花
來
餅
而

食
並
可
用
來
作
品
需
材
(
見
列
上
5
5
)
或
者
聽
成
無

花
果
通
來
飲

在
新
約
中
有
納
塔
乃
耳
被
召
之
前
坐
在
無
花
果

樹
卡
的
記
述
(
若
1

刊
)
亦
有
耶
穌
的
格
言
〔
羨
攀

上
豈
能
收
到
無
花
果
」
(
瑪

7

M
)
耶
穌
咒
罵
一
棵

無
來
f
r
的
無
花
果
樹
遇
而
乾
站

(
谷
M
U
)
並
調
在

世
界
末
日
星
辰
將
如
「
未
成
熟
的
無
花
果

」
一
樣
被

強
風
吹
陪
浴
(
默6

刊
)
(
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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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W
E
h由
制1
久
前
三
門
y
n
E
E
J
在
中
絡
上
航
梅
的

"
A
Z
C
而
用
﹒
-
-
叫
/
〉

H
Y衍
，

\

t
E

之
三

F
'

、
成
且n
m
論
的
無
艸

論
H
也
沒
衡
的
為
做
們
太
人
天
主
的
存
在
並
本
刊
正
m
m
A
珊
的

問
-
a而
是
叮
際
行
的
的
問
通
話
約
中
雄
數
次
犯
剎
那

此-
r波
有
天
主
」
省
(
冰
U
H
1日
2
)
叫
-
M俱
蠟
明
地
他

們
位
非
5

月
心
天
主
的
午
在
川
川
是
一
台
怨
天
主

J

人
似

的
照
航
天
主
的
全
能
全
知
決
封
仆
人
必

H
m史
的
F

與
亦

即
天
主
的
一
位-
u
k
n

訓
忠
微
詞
r
川

H
m就
這
生
活
好
似
人
斗
的
熱

1
、
主
的
存
在
(
詠
ω

‘
)
型
經
稱
這
些
人
是
卑
卸
的

精
咱
的
刊
必

H
U
屯
的
「
乏
主
代
的
忠
人
L

妄
的
九
位

領
可
以
切
之
九
九
們
(
叫
m
n
H
此
5
.

冰
叫
‘
M
I

W啾1
扭
扭

3
M
H

他
的

白

白
你
2

悶
)
何
時
是

政
府
必
A
F
U
的
，
叫
大a
H
。
何
空
一
切
廿
E
t
白
質
超
越

天
主
而
成
了
白
缸
中
的
條
艸
論
者
砂
土
經
亦
級
加
斥
責

(
圳
彷2
創
刊
抽
得
後
2
4

蚓
口
等
)。
更
何
一
時
無

神
論
H
迢
來
向
r
n
H
的
的
伸
如
來
自μ
仙
一
但
與
現
時
生
活
的

手
們
何
峙
致
人
身
天
主
存
有
小
〈
問L悲
觀
的
心
悄
(
川
圳

1

依
MW
H
、
冰
乃
)
一
判
后
口
勾
心
天
主
存
在
的
人
在
型
經
上

是
找
不
到
的

制
反
的
心
犯κ
俏
皮
交
梧
州
州J
帝
闢
時
代
刊
3
i

川
人
川
仙
假

借
恃
無
州
品
信
心
仿
他
們
的
略
一
一
艸
卡
弘
h
k
L小
叫
做

偶
像
與
活
峙
的
外
斂
，
U
M
艸
故
川
衍
佫
他
不
人
故
多
受

人
們
絡
交
罰
外
教
人
更
現
歸
化
稍
一
太
教
悶
λ川
、
恥
大
略

。
t
'，
I
t
t
l
}
i
c
f
i
l
l
-

間
格
外
自
多
米
仙
這
帝
始
終
督
徒
設
承
受
了
猶
太
人
的

-

'

。

仙
一
唯
一
神
教
故亦受
了
同
樣
的
遭
遇

戶

舉
一
保
旅
用
外
，
教
人
攻
一
學
廷
督
徒
是
無
神
論
者
向

憾
的
陳
山
來
4

日
九
他
們
勻
的
內
艸
為
社
的
叫
什
仿
他
們
M
m反

班
制
否
H
A天
主
的
存
在
(
牌
服l
M
H
m口
凹
陷
的

l
u
)

明
知
何

4大
主
的
ι
從
而
去
做
什
邪
艸
(
絡
1

門
訓

甜
)
稱
之
心
「
在
迋
此
界
上
沒
布
天
主
」
的
人
(
約

2

悶
)
(

科

)

的
恥
蜀
，
丈
三
且
丟

人
名
文
，
以
名
叫
名

"
炒
到
，
7
f
H
且
已

•• 

|||| 

『
〉

f
-

'

，
、
人
名
是
雅
各
俏
的
第
四
例
兒

，
L
J
巾
切
可
所
生

(
例
m
U臼
甘
心
目
)此
心
之
忠
義
在
學

經
上
已
有
所
列
故
肋
阿
生
，
j

後
而
「
逗
次
次

H
t吼
叫
頌

上
主
」
可
比
給
他
起
名
叫
們
大
(
叫
叭
的
品
血

A
P凡
的
刊

8
)
他
在
兄
弟
之
喃
將
叭
叭
乎
有
主
紗
(
側
的
竹
8

問
)

他
本
是
一
的
叫
做
的
深
的
人
(
創
刊
沾
自
品
)
注
他
一
的
立

(
創
切
自
凹

)
，
凶
街
吭
吭
斷
力(
創
刊
8

刊

)
能
改

眼
人
心

(
創
刊
M
M
)

文
派
名
叫
個
大
生
布
五
個
兒
，
「
(
創
的
口
戶

必
M

n
u桶
上
2
3
f
8
)
為
例
火
文
一
以
/
一
位
質
進
入
掃

地
時
已
持
有
七
品
凶
于
六
仆
吋
以
作
澈
的
叫

j

(
戶

1

自
)
戒
指
七
喝
六
千
五
百
人
(
戶
叫
的M
n
)

他

們
何
必
乃
不
布
(
且
心
高
譯
木
譯
作
「
←
詞
方
」
)
必
釣

大
山
版

(
民
1
1
M
)

這
一
文
派
所
估
的
地
-
阿
拉

它
的
城
市

H
M於
你
的
問
凹
的

咱
們
大
卜
久
，
以
叫
她
如
己
的
怡
叫
仇
恨
純
艾
以
氏
的

M
m

史
上
特
別
受
重
侃
及
尊
敬
在
喊
野
中
遷
移
時
站
大
文

派
領
先
前
進
距
約
績
最
近

(
戶
2
3
9
)

在
舉

行
的
儀
時
亦
名
列
前
排
(
戶

7
u
l

口
)
常
佔
榮

席
位
(
中
叩
犯
7
)
創
分
摯
地
時
猶
大
也
是
名
列
第

一
，
任
得
了
一
份
高
直
接
的
地
U
M(
吼
叫
門6

時
臼
1

?

刊
)
拉
你
叫
他
死
後
過
大
叫
民
起
主
要
作
啪
啪
的
責
任(民

1
1
)
收
獲
得
輝
煌
的
呱
呱
啦
(
民
l
M
)
甚
至
在
戰

爭
不
利
時
聖
經
上
仍
強
調
上
主
時
常
川
同
猶
大
在
一

齊

(
民
叩
9

撤
上
口
1
)

她
大
文
派
人
這
味
之
繼
本
稚
明
人
做
{
馬
耳
馮
玉

會
引
起
了
兩
支
疚
之
間
的
阿
喇
叭
併
巴
的
吼
叫
亂
即
為
此

提
(
做
F

m
1
)
但
又
兩
支
，
似
抱
維
科
主
且
布
唇
亡

齒
寒
之
志
故
在
撒
羅
游
及
其
後
政
治
分
裂
時
代
實
際

上
已
成
了
一
個
文
派
(
列
上
也
剖
)
而
成
寫
兩
北
爭

穹
的
村
象
話
然
過
大
支
以
自
始
至
終
是
在
精
誠
團
結

甜
可
從
拉
玄
扳
人
這
咪
又
其
家
旅
芯
王

(
你
下
2
.
5

s

〕
個
抽
血
刁
耳
的
叫
L

存
後
此
間
依
山
己
一
且
被
投
後
北
方的

交

J
K
J打
發
μ
山
公
正
達
咪
戶
吋
八
L

凹
的
君
不

(
一
站上
U

M

叫
做
卡
5
3
)
徐
明
睹
為
時
代
猶
太
文
泛
支
釗
國

玉
口
月
以
看
內
既
不
必
可
凶
玉
被
叫
它
又
不
必
云
"
他
納
說

(
兒
列
上
4
7

刊
)
叫
川
而
引
起
了
其
他
文
絨
的
絨

的
與
在
民
成
付
1

日
後
北
方
人
稚
准
貝
罕
領
變
及
政
治

分
史
的
主
要
原
叫
山
(
列
上
M
M
1

叫
)
其
結
果
是
北

方
的
十
例
文
一
做
完
全
脫
離
了
的
大
支
派
的
管
轄
(
列

上
U
U

口
)
政
治
分
裂
後
約
總
亦
談
生
了
宗
教
分
裂

(
列
上
沾
自
)

凶
家
南
閥
織
大
的
第
一
位
凶
玉
是
勒
叫
戶
口
貝
竿

(
九
三
-
l
九
一
一
一
一
)
至
五
八
七
年
充
軍
為
止
在
這

沒
長
的
成
月
中
與
北
圖
以
色
列
的
關
係
可
說
是
先
交

惡
敵
視
而
後
相
瞞
著
互
助
終
以
疏
遠
冷
淡
而
結
束
(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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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種

則
上
“
n
!
"

刮
到
下8
凹
)
外
來
的
侵
誌
則
先
泊

湖
別
玉
到
圳
到
的
虎
視
耽
耽
欲
將
微
小
的
犯
大
吞
伽

勒
哈
貝
罕
王
被
迫
獻
出
聖
殿
及
王
宮
的
貨
物
了
事

(
則
上M
自
1

扭
扭
制
下
叫
“

2
)。
阿
刷
王
(
九
一

-
1

八
七
0
)
將
入
侵
的
馴
蚓
蚓
打
敗
(
編
F
M
l
u
h
~

約
沙
法
特
王
(
八
七
C
l

八
四
八
)
戰
敗
阿
克
摩
阿

制
及
瑚
制
九
而
保
持
了
回
到
地
區
的
主
椎
(
制
下

m

a
l
i
n
)，
但於
制
劑
王時
代
(
八
凹
八
l

八
四
一

)

叉
予
喪
失
(
即
制
下
幻

M
叮

)。
阿
喇
喇
王
(
七
三
六
l

七
二
川
)
被
叫
勵
及
凶
倒
叫
聯
軍
因
於
叫
京
城
內

(
到
下
的5
e
)
此
時
到
山
興
起
大
軍
壓
境
欺
凌
猶

站
上
主
救
助
了
相
則
克
雅
閻
王
(
七
一

六
l

六
八
七
)

而
得
以
解
圈
(
圳
下
的nl
么
但
其
子
制
制
制(六

1911 

八
七
l
L

川
凹

4

戶
)
是
位
必
忍
受
主
懲
罰
而
被
亞
述
人

榜
去
(
幟
下
必
叩i
H
)制
制
制
主
(
六
四3
1
六
們

九
)
泊
的
抗
圳
別

E
M
訊
而
帥
軸
心
川
於
州
蚓
到
(
別
下

幻
目
)
約
4

戶
口
次t
被
撫
往
技
法
(
列
F

幻
H
)
為

懲
罰
叫
刷
剝
士
(
」
川
f
t
h
u
l五九
八
)
巳
此
倫
主
拿
步

副
派
遣
軍
隊
入
侵
蚓
划
(
圳
干
圳
的

2
)，
終
於
在
五
八

七
年
蚓
圳
倒
先A
T毀
於
制
糾i

剛
之
手
再
不
成
為
國
家

蚓
到
鷗
在u
r史
上
所
逃
逸
的
勢
難
同
店
的
肘
，
肝
、
滅
亡

接
到
酬
的
詩
航
機
的
詩
於
凶
王
及
百
性
不
宏
於
上
主

的
盟
約
(
別
于
幻
盯
)除了
希
則
克
雅
及
圳
叫
樹
外

幾
無
一
不
受
責
斥
(
列
干
叩
M
a

-

-
n
z
)
但
上
主

卸
沒
有
忘
忌
諱
給
瀏
喇
的
永
遠
的
寶
座
(
繳
下

7

凹

!
刊

)
.
蚓
蚓
于
民
在
充
軍
之
地
罔
胡
作
補
蔽
之
後
仍 有

一
部
份
得
以
重
的
聖
地
自
此
開
始
一
個
歷
史
的
新

階
段
自
叫
到
而
變
成
猶
扎
見
下
骯

此
以
色
列
迫
民
拿
步
高

(
緯
)

U
最
適
」
九
三
E
E
W
J
猶
太
一
名
是
指
猶
太
人
所

9
ψ
們
“
」
λ
C
E
R

之

1
1

7

、
住
的
地
區
而
言
是
充
軍
後

的
名
副
因
著
巴
比
倫
充
萃
的
史
事
以
民
的
支
派
及
太

守
阪
(
列
上
4
'
"
)

已
不
復
存
在
巴
力
斯
過
被

劃
分
為
凹
似
地
區
三
個
在
約
但
河
之
西

(
撒
瑪
黎
雅

加
里
肋
恆
猶
太
)
一
個
在
河
東
(
培
勒
雅

)
既
怨
自

充
軍
之
地
退
闊
的
百
姓
大
都
是
屬
於
猶
大
及
本
雅
明

二
支
派
的
後
裔
(
南
國
猶
大
子
民

)為
別
與
其
他
宗
教

及
人
極
不
太
純
正
的
其
他
居
於
墓
地
的
人
民
乃
自
稱

猶
太
人
「
猶
太
人
」
一
詞
原
是
只
指
充
軍
歸
來
居
於



耶
京
周
圍
的
人
而
言

(
瑪
2
1
)
但
後
來
竟
廣
泛
地

指
一
切
居
於
擊
地
與
猶
太
人
血
統
及
宗
教
有
關
的
人

民
而
言
以
別
於
其
他
外
邦
人
(
厄
上
4
1
厄
下u
‘
)

所
謂
猶
太
地
區
原
本
是
一
個
位
於
撒
瑪
黎
雅
南

方
的
小
小
區
域
只
有
在
瑪
加
伯
時
代
才
逐
漸
將
其
範

圍
擴
大
(
加
上
ω
M
M
U
M

盯
)
其
後
若
望
依
爾
卡

諾
於
公
元
的
一
二
六
年
更
征
服
依
杜
默
雅
瀉
黎
撒
等

地
區
強
行
將
當
地
居
民
猶
太
化
大
黑
落
德
l
l

猶
太

王
(
路
1
s
)||

將
猶
太
版
圖
擴
展
至
最
大
他
死
後

將
全
地
區
劃
分
給
他
的
兒
子
們
來
分
別
治
理
猶
太
依

杜
默
雅
及
做
瑪
黎
雌
性
自
成
一
區
由
于
阿
爾
赫
勞
來
統

治
公
元
六
年
猶
太
被
劃
入
敘
利
亞
行
省
由
羅
馬
總
督

來
管
轄見

大
黑
落
德
阿
格
黎
帕
(
韓
)

臼
磷
明
司
」
人
心V
A豆
豆
E
m
S

J
H旦
旦

E
E

A可
譯

9
ψ
到

1
-
A葛
老

/
H
E
w
-g
c

丈

l
l
1

i
j
J
i

司
，

E

、
作
「
猶
太
教
」
此

字
己
見
於
新
背
約
(
加
下
2

剖

8
B
M
M

迦
1

H

H
)
其
同
語
根
的
動
詞
F
E
e
-
H
O
B
亦
見
於
新
筒
約

(
文
8

叮
迦
2
H
)
名
詞
典
動
詞
兩
者
只
用
於
希
腹

經
文
中
前
者
恩
高
譯
文
譯
作
「
猶
太
教
」
後
者
在
文

8

叮
譯
作
「
入
猶
太
籍
」
在
迦
2
H
則
譯
作
「
猶
太

化
」
此
字
作
名
詞
用
譯
作
「
猶
太
教
」
或
「
猶
太
宗

教
」
本
來
不
錯
但
尚
未
完
全
表
出
此
字
的
原
意
國
咀
卅

一
此
字
除
了
指
示
信
仰
教
理
禮
儀
之
外
還
包
含
猶
太
人

叫
一
克
軍
以
後
生
活
習
慣
的
一
些
特
亂
有
人主張
譯
作

戶
「
猶
太
主
義
」
但
這
樣
一
譯
說
似
乎
未
表
由
此
字
所

1912 十二重

合
為
主
的
宗
教
意
義
至
少
、
動
詞
譯
作

「
猶
太
化

」
或

「
入
猶
太
籍
」
似
乎
譯
得
恰
到
好
處

「
猶
太
教
」
不
論
妓
它
的
狹
義
就
宗
教
而
言
或

技
它
的
廣
義
就
猶
太
人
生
活
行
動
和
迎
您
的
特
徵
而

言
如
要
徹
底
明
暸
它
的
含
義
除
了
語
言
學
外
選
總
研

究
右
瑟
夫
的
作
品
尤
其
他
所
著
的
猶
太
古
史
猶
太
經

師
的
著
作
以
及
希
臘
與
羅
馬
作
者
對
猶
太
人
所
寫
的

書
結
或
所
加
的
評
論
以
下
我
們
只
客
述
自
充
軍
結
束

後
|
|
公
元
前
五
三
八
年
至
公
元
後
一
三
五
年
的

「
猶
太
教
」
或
「
猶
太
主
義
」
公
元
一
三
五
年
羅
馬

軍
隊
完
全
消
滅
了
耶
路
繳
泠
城
在
當
城
的
遺
址
上
修

蓋
了
一
座
新
城
以
當
時
在
位
皇
帝
的
名
字
命
名
為
厄

里
雅
卡
丕
托
里
納
(
〉
色
"
的
ω
Y
SE
Em
)

本
文
分
兩
肌
以
前
段
陳
述
這
時
期
內
的
一
歷
史
大
事

後
段
客
論
當
時
猶
太
人
的
宗
教
生
活
思
想
的
特
徵

一
歷
史
大
，

關
於
公
元
前
七
二
二
年
被
亞
述
帝
國
消
滅
的
以

色
列
北
國
或
「
若
瑟
家
」
的
後
代
歷
史
文
件
很
少
事

實
上
雖
然
有
關
形
成
北
國
十
艾
派
的
後
裔
的
命
運
傳

說
越
多
但
大
體
說
來
都
沒
有
什
麼
歷
史
價
值

至
於
有
關
公
元
前
五
八
六
年
被
傾
覆
的
猶
大
南

園
子
民
的
命
運
寶
貴
的
學
經
文
件
就
相
當
多
如
列
下

幻
編
下
狗
，
I

H
耶
幻
u
l
H
M
m1
村
此
外
自
充
軍

時
期
起
至
公
元
前
第
一
世
紀
所
著
作
的
經
警
部
直
接

或
間
接
揭
露
了
猶
太
民
族
的
生
活
理
想
和
希
望

除
了
聖
經
經
典
外
對
於
我
們
所
講
的
這
一
段
歷

史
1
|
|
公
元
前
五
三
八
至
公
元
後
一
三
五
年
|
|
尚

有
不
少
其
他
的
文
字
如
准
羅
全
集
若
瑟
夫
和
猶
太
經

師
的
作
品
等
鍾
然
這
些
文
件
都
比

F
晚
出
|
1
大
約

臼
公
兀
一
世
紀
至
四
五
世
紀
!
|
可
是
它
們
還
保
存

著
一
些
寶
貴
的
古
代
傳
說
再
說
舊
約
的
為
經
也
都
反

映
著
這
一
段
時
期
猶
太
人
的
心
意
此
外
還
有
一
種
珍

貴
的
歷
史
文
獻
酌
草
紙
文
件
和
金
石
文
獻
今
只
復
出

與
本
時
期
有
關
的
厄
切
番
廷
草
紙
文
件
和
碑
文

居
魯
士
對
被
征
服
的
民
族
其
政
策
與
亞
述
和
巴

比
倫
帝
國
的
政
策
恰
恰
相
反
他
為

博
取
國
咽下
的
好
感

於
公
元
前
五
三
八
年
頒
發

上
論
准
許
流
徙
巴
比
倫
的

異
民
返
罔
祖
國
歸
國

時
可
隨
身
帶
問
自
己
的
神
像
流

亡
在
巴
比
倫
的
猶
太
人
自
然
沒
有
神
像
可
撰
帶
位
在

巴
比
倫
尚
存
有
昔
日
被
帝
王
初
來
的
耶
京
學
一
般
的
器

血
第
一
批
在
則
魯
巴
貝
耳
領
導
下
歸
國
者
約
有
四
萬

餘
人
他
們
帶
著
這
醬
面
一
一
般
器
血
返
悶
了
蚓
蚓
撤
泠
其

餘
大
部
分
猶
太
人
仍
留
在
巴
比
倫
不
走
的
原
凶
可
能

有
二
了
他
們
在
那
裹
已
有
家
業
生
活
安
定
故
樂
不
思

蜀
二
暫
留
在
異
鄉
在
經
濟
上
更
能
緩
勘
歸
國
的
同
胞

見
間
上
叭
叭
都
因
制

m
m
m
m氣

歸
國
者
的
美
夢
是
重
建
設
干
殿
復
興
這
咪
王
朝
推

舉
這
咪
的
茵
裔
則
魯
巴

貝
耳
為
中
興
的
君
王
可
是
猶

太
屬
於
設
斯
帝
國

「
河
西
州
」
(
吋
『
E
Z
E
旬
育
與2
"
)

帝
國
不
許
在
自
己
版
圍
內
出
現
半
獨
立
半
服
從
的
國

家
最
多
只
護
他
們
享
受
宗
教
自
由
處
理
自
己
的
小
爭

訟
案
札
掛
蚓
人
在
制
制
帝
國
時
期
「
公
元
前
五
三
八



-
l

三
三
六
年
)
大
致
說
來
都
能
安
居
樂
業
大
司
祭
的

如
-
地位
和
權
力
也

漸
漸
提
高
以
色
制
川
北
國
傾
覆
後
岫

一
始
的
移
僑
運
動

(
見
散
民
條
)
也
逐
漸
有
了
進
展

-
u
S多
猶
太
人
不
但
經
商
發
了
大
財
而
且
在
帝
間
內
也

-

榮
任
最
高
的
誡
他
厄
上
厄
F

艾
巨
肋
蓓
廷
和
慕
辣
秀

(
P自
己
且
吉
)
取
征
文
件
都
予
以
請
明

在
這
時
期
繳
瑪
黎
雅
人
為
了
猶
太
人
把
絕
他
們

助
建
聖
殿
的
要
求
使
國
諜
報
復
以
種
極
方
法
反
對
猶

刺
九
一
逗
決
裂
持
續
凡
數
百
餘
年

(
即
上4
2
s

風
下

4
2

I
S

到
4
.
m
)
約
在
公
元
前
四
四
五
或
凹
的

四
年
可
赫
米
雅
為
猶
太
總
督
時
重
修
了
耶
路
繳
冷
的

坡
煩
圓
明
而
落
厄
斯
德
快
司
祭
的
協
助
從
新
奇
佈
解
釋

了
法
律
推
行
社
會
正
義
救
濟
窮
人
嚴
守
女
息
日
衍
了

維
改
選
民
生
活
的
純
扣
除
厄
斯
德
快
和
內
悅

，

木
雕
「
笑

了
」
一
道
「
藩
籬
」
間
沒
以
民
迢
迢
「
結
緣
」
與
其

說
是
耶
京
的
域
峨
倒
不
如
品
是
法
律
的

M
W門
口
這
番
解

釋
漸
叫
川
成
了
「
先
人
的
傳
授
」
(
谷
7
3

)
約
束
猶

太
人
的
生
活
不
與
叉
民
同
化

流
徙
在
巴
比
渝
的
猶
太
人
逐
漸
忘
品
了
本
闊
的

言
希
伯
來

t

紛
喝
後
他
們
也
學
習
也
妙
的
刊
吼
叫
喇
邦

民
族
的
括
一
直
厄
斯
心
想
抗
和
乃
赫
米
雅
兩
位
大
領
怕
也

注
意
到
這
點
技
鍋
太
傳
品
就
在
這
時
山
現
了
以
阿
利

美
訟
的
當
時
的
普
通
山
解
釋
希
伯
來
文
報
刊
絡
的

W
I師

日
後
逗
阿
刺
美

f

吼
叫
的
學
縱
誰
解
就
成
了
所
泊
的
「
俗

爾
占
t
n
」
(
斗
自
明
F
F
E
)除了
艾
所
叫
反
侃
的
卜
、
人
注

動
及
友
和
多
所
暗
示
的
尚
樣
速
吼
叫
外
一
般
說
來
猶
太

卜二 f軒，1912 

人
自
居
魯
士
頒
布

上
沖
直
到
亞
廢
山
大
大
帝
推
翻
蚓

斯
帝
國
是
享
受
了
太
平
生
活
相
當
安
定

到
了
公
元
前
三
三
三
年
t
m
卜
、
令
部
h
m
山
太
大
帝

所
侵
佔
還
愿
山
大
大
帝
制
州
街
從
三
年
即
公
元
前
三
二

0
年
至
一
九
七
年
克
右
乃
轉
圓
明
拉
哥
王
朝
郎
埃
泣
改

府
悅
耳
王
朝
的
正
式
君
王
有
十
五
位
都
名
叫
仆
托
肋

米
因
此
這
埃
及
凶
的
王
朝
也
紛
作
仆
吃
肋
米
王
胡
尚

峙
的
敘
利
亞
王
朝
雖
取
立
國
君
王
色
宴
苛
之
名
叫
色

宴
苛
王
朝
但
其
歷
代
君
王
並
不
盡
叫
色
單
間
可
也
有
叫

安
按
約
占
亞
歷
山
大
德
默
特
琉
的

在
仆
托
肋
水
王
朝
時
代
值
得
注
意
的
卓
有
二
一

是
猶
僑
發
展
特
別
在
逗
時
期
很
多
泊
太
人
相
系
移
民

蚓
加
二
是
在
仆
托
肋
米
二
世
非
純
德
爾
枷
(
公
元
前

二
八
五
l

二
凹
六
年
)
閏
月
王
時
猶
太
人
倒
給
翻
譯
希

臘
文
學
餒
即
所
謂
七
十
賢
士
譯
木
凶
時
希
臘
化
主
義

在
埃
及
也
大
有
進
展
品
卜
素
僑
尉
其
地
的
猶
太
人
也
關

始
用
希
臘
文
著
書
立
論
如
阿
琴
協

n
托
步
研
胞
和
慧
第
的

作
者
以
改
梭
羅
等
都
是
雖
然
希
種
化
主
義
在
埃
及
很

發
達
可
見
得
一
般
誰
來
埃
及
政
府
從
沒
有
出
這
主
義
壓

迫
過
猶
太
人
有
時
遭
遇
到
一
些
咽
離
那
也
只
是
屬
於

地
方
位
的
仙
似
從
公
元
前
一
九
七
年
色
也
有
苛
王
朝
女

提
約
占
三
供
大
情
佔
做
了
猶
太
後
惜
的I
K人
的
命
沌
就

起
了
很
大
的
增
化
女
紅
約
占
四
川
U厄
一
'
，

h
u法
乃
於
公
兀

的
一
七
石
年
為
使
肉
已
的
大
倒
一
下
來
得
釗
統
一
一
快
到

施
J
H叫
壓
手
段
迫
使
猶
太
人
希
激
化
而
引
起
了
瑪
加
伯

家
父
子
兄
弟
的
起
義
反
抗
終

r
h
於
一
回
二
年
獲
得

了

自
由
和
獨
立
這
干
段
歷
史
料
制
於
瑪
加
伯
上
下
"
b
H
P
e

的
經
史
詩
作
希
雄
和
羅
馬
作
者
的
法
作
以
艾
當
時
的

合
石
文
和
淺
幣

m
p我
們
伐
此
口
門
就
馮
凹
的
的
革
命
情

洲
和
小
命
以
後
的
變
化
碎
成
縫
句

以
氏
的
云
山
呵
戰
爭
起
初
只
是
吋
當
成
教
作
家
而
起

所
以
這
正
義
而
神
聖
的
給
人
類
帶
來
了
光
榮
州
白
公

元
的
一
間
一
年
至
六
三
年
馬
加
伯
的
後
裔
居
恥
、
也
仙

化
了
除
了
資
行
擴
張
領
上
的
政
策
外
還
連
江
了
阿
斯

晰
可
行
于
制
做
出
了
殘
忍
不
仁
的
事
終
於
磁
成
了
內
戰

公
元
的
六
三
年
向
紮
斯
吃
步
經
二
世
與
其
兄
依
爾
卡

品
交
職

4

一
人
同
志
泊
釋
向
將
軍
綠
站
代
市
科
叫
判
錯
?

♂

J人
都
爪
得
稱
l

一
向
委
依
氏
心
猶
太
的
領
川
兼
任

l
r

d
w
叫
小
夕
，
一
織
全
此
阿
斯
摩
刊

J
E

叫
遂
告
改
亡

附
的
加
斯
托
步
釋
不
晶
遂
起
而
反
抗
呵
呵
惱
地
所
擊

敗
M
也
川J
Y耶
路
做
泠
京
城
隨
培
叫
伴
而
恨
的
進
包
鬧
了
耶
~
悟
，

於
司
年
耿
于
靴
，
民
陷
本
性
法
遂
將
她
s
h
創
歸
結
作
J
~
叫
人

利
布
省自

公
-
兀
前
六
三
年
七
公
元

4

三
五
年
巴
力
斯
也

一

c 

•• 

的
歷
史
是
怕
當
俊
慘
複
甜
甘
心
級
的
事
留
在
于
段
一
再

F
H叭

這
一
一
災
只
從
支
向
關
政
治
的
事

阿
間
最
斯
阿
凡
此
少
釋
的
兒
?
必
以
山
大
興
師
反
惋
惜
叮

叮
敘
利
盟
總
M
白
色
此
刊

(
CP戶
戶M
E
E
a
)派
遣
川
爾
浮

吃
多
川
的
後
來
典
與
古
斯
都
相
對
抗
的
人
物
的
來
喘

料
市
夫
人b
h
u制
取
勝
追
蒞
臨
且
山
大
人
且
山
阿
斯
灣
川
，
王
零

仍
心
你
的
家
誰
L
|
!

三
時
川
阱
，
峙
中
亞
居
住
山
火
學
(
注
舟
，

E
E
Z
H

。
口
)
依
爾
卡
汁
悅
，
三
血
可
『E
D
E
D
)
γ
之
民
d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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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
斯
堡
(
法
R
F
S
E

ω
)
歸
敘
利
亞
省
羅
馬
總
督
管

理

公
元
前
五
七
年
夏
比
紐
總
督
為
了
粉
碎
猶
太
人

的
政
治
統
一
使
為
培
罷
免
依
爾
卡
諾
後
封
為
自
治
城

的
希
臘
化
城
市
合
併
成
為
「
十
城
區
」
此
外
夏
比
紐

更
進
一
步
於
同
年
把
其
餘
區
域
捌
分
為
五
個
轄
區
一

加
里
肋
距
甚
省
會
是
色
佛
黎
斯
二
培
勒
雅
區
省
會
是

阿
瑪
突
斯
三
猶
太
中
部
省
會
是
耶
路
撤
冷
四
猶
太
東

部
省
會
是
耶
里
哥
五
依
杜
默
雅
省
會
是
阿
多
辣
罔
時

機
駕
黎
雅
區
域
也
獲
准
自
治
沿
海
城
市
如
多
辣
斯
特

蚓
蚓
堡
(
斗
E
E
T
E
S
丘
之
阿
頗
羅
尼
雅
約
恤
們

雅
和
尼
拉
開
創
缸
阿
市
刻
降
都
如
制
勵
獨
立
城
一
樣

在
釵
利
亞
督
導
使
權
力
F

分
享
自
治

公
元
前
五
七
至
四
十
年
詞
在
羅
馬
共
和
國

內
發

生
的
凱
撒
友
處
培
的
內
戰
對
猶
太
人
頗
海
有
利
可
是

特
別
受
益
的
還
是
猶
太
的
行
政
長
官
安
捉
帕
他
的
兒

子
黑
落
街
受
益
尤
四
川
豐
厚
公
元
前
四
二
年
當
凱
撒
被

刺
殺
後
帕
侵
雅
入
侵
佔
了
全
敘
利
亞
後
二
年
消
滅
了

瑪
勒
撤
(

Z
R
O
E

)
城
此
核
位
肝
、
耶
路
撒
冷
西
南

蚓
制
制
與
其
家
庭
受
到
了
嚴
重
的
威
脅
就
山
逃
至
培

特
辣
滅
自
於
他
屢
次
援
助
了
羅
馬
軍
隊
於
公
元
的
三

七
年
劃
刮
斯
部
委
任
他
為
猶
太
王
死
於
公
元
前
四
年

黑
民
死
後
奧
吉
斯
都
給
黑
氏
的
三
個
兒
子
劉
分

圓
了
劉
則
立
他
們
為
民
族
長
(

M
W
H
E月
n
y
ω
)
或
分
封

帥
一
侯
(
4
2
月

n
E
)
械
制
制經
制
划
及
喇
甜
甜
點
歸

戶
戶
阿
爾
給
勞
加
里
肋
亞
和
培
勒
雅
歸
黑
落
咱
也
安
拉
伯
哥

十二重

重
特
辣
屬
尼
和
巴
塔
乃
雅
的
一
部
分
與
毫
郎
歸
間
為
落

倒
蚓
闡
耐
心
土
於
雅
木
比
她
附
刮
蚓
及
法
色
里
斯
三
核

則
創
歸
大
黑
落
街
的
姊
妹
撒
羅
默
其
他
的
三
庫
大
城

迦
薩
加
逐
級
和
希
頗
(
古
道
。
ω
)
由
於
昔
日
判
黑
落

德
的
政
治
非
常
不
為
故
創
歸
隸
屬
釵
利
亞
省

公
一
兀
六
年
奧
吉
斯
都
俯
允
猶
太
人
的
請
求
將
阿

爾
赫
勞
革
職
判
處
流
刑
他
分
划
的
土
地
依
杜
默
雅
猶

太
和
撒
瑪
酌
情
雅
從
新
創
歸
釵
亞
利
省
並
在
駐
敘
利
亞

的
羅
馬
窗
導
使
(p
o
m
2
5
〉
E
m
E
H
M
M
M
呵

。

?
"
。
阱
。
2
)

的
監
督
下
委
任
一
他
總
管

(
F
R
C
E
S
『
)
專
責
治

理
這
一
地
鼠
目
宵
導
使
位
在
總
督
之
上
因
寫
他
一
來
有

監
督
總
密
的
純
利
和
義
務
二
來
他
握
有
兵
權
巴
力
斯

過
如
發
生
飯
亂
總
督
必
須
向
督
導
使
論
按
此
外
在
若

干
重
大
事
件
上
督
導
使
宿
權
干
涉
總
督
按
巴
力
斯
坦

隸
屬
羅
馬
總
督
前
後
共
兩
次
首
次
從
公
元
六
年
至
四

一
年
略
任
總
價
共
七
人
中
間
隔
了
個
年
即
同
一
年
至

四
周
年
此
其
間
全
巴
力
斯
到
自
黑
泓
德
阿
格
裂
帕
一

快
統
泠
四
四
年
阿
格
黎
帕
逝
他
後
巴
力
斯
過
叉
再
度

歸
闖
闖
總
督
統
治
素六
六
年
歷
任
總
管
亦
共
七
人
猶

太
和
羅
馬
戰
爭
(
六
斗
几(
1七
0
年
)
結
束
後
們
太
郎

金
巴
力
斯
旭
改
民
區
闡
明
羅
馬
的
一
行
省
有
刊
己
直
接

由
羅
馬
派
的
管
導
使
不
再
繳
國
團
於
敘
利
亞
省
管
導
使

橫
下
猶
太
省
的
督
導
使
從
七
0
年
到
二
二
五
年
共
計

十
一
位茲

將
凹
划
抓
出
前
後
二
次
壓
任
的
制
閣
總
督
以

及
改
為
行
省
後
歷
任
的
擱
蚓
督
導
俊
的
名
稱
和
任
期

開
列
於
後一

公
元
六
年
至
四
一
年

的
歷
任
劇閣
總
督

1

苛
頗
尼
約

(
的
。
可
2
.
5
)
六
l
九
年

2

安
彼
威
約

(
法
﹒
〉
呂
立
=
5
)
九
l
一一
一
年

3

劃
割
(
〉
-
M
H
c
r
m
)
一
一
-
l
一
五
年

4

格
辣
托
(
〈
-
G
E
Z
ω
)
一五
l
二
六
年

5

比
拉
多
(
M
V
g
t
E
E
F
H
E
)
二
六
l
三
a
h

年
6

瑪
爾
切
羅
(
玄
R
S
E
E
)
三
六
!
?
年

7
瑪
魯
絡
(
去
自
己
戶
口ω
)
?
年
l
四
一
年

二
公
元
四
四
年
至
六
六
年
的
歷
任
羅
馬
總
督

1

拉
多
(
的
5
句
“5

問
且

5
)
四
四
l
?
年

2
提
眩
留
亞
歷
山
大
(
d
F
O
ES
E
R
E
《
峙
。
『
)

?
年
l
四
八
年

3

一
雇
瑪
諾(
〈
仰
自
同
志
g
n
S
E
E
)
四
八
!

五
二
年

4

斐
斑
斯

(
〉
D
S
E
E
F
E
H
)
五
二
l
六
0
年

5

斐
斯
托
(
2
3
5
明
白
宮
"
)六
0
1

六
二
年

6
阿
耳
彼
諾

(
F
E2
位
S
E
E

D
5
)六
二
!

六
四
年

7

夫
羅
洛
(
。g
巴
巴
紗
帽
，
戶
。
『
5
)
六
四
六
年
l
k

三
公
元
七
0
年
至
一
三
五
年
猶
太
省
歷
任
的
線

馬
督
導
使

1

制
制
帆
風
風(
∞
F
F
E
S
E
C
S
-

ω

)

七
O
l
七
三
年

，
~
凹
制
(
F
E
n
-
E
F
Z
E
)
七
四
?
l
八

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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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撒
威
德
諾
(
旨
﹒
切
且
三
包3
5
)

八
O
l
p
﹒

年

4

息
耳
瓦

(
2
u
i
g巴
-
S
)八
-
l
h
f
a
-

5

隆
基
諾
(
C
D
-
M
S
E
M
H
O
M
E
ω
戶
。
D
m

古
5
)

?
年
l

八
六
年

6

阿
提
苛
(
〉
Z
Z
E
)
?
年
1
-
O
七
年

7

法
耳
苛
(
0
.
M
F
E
宮
E

HF
-n
E

)
-
o

七
l

一
一
四
年

8

提
庇
藥
雅
諾
(
4
d
M
E
2自
5
)

一
一
四
l

一

一
六
年

9
桂
尼
托
(
F
c
n
z
ω
O
E
O
H
E
)
一
一
七
1
?

年
m
魯
宮
(
吋a
H
D
E
E
M
H
E
P
C
?
年
!
一
一
二
一
年

U
色
外
洛

(
F
E
E
ω
2
月
2
)

一
一
二-
i
一

=
一
五
年

到
了
三
一

一五
年
趴
口
總
民
這
帝
實
踐
了
他
的
汁
釗

豆
述
了
耶
路
線
，
而
城
依
自
己
的
名
命
名
為
厄
里
雅
卡

z
f
E
納
並
嚴
禁
倒
叫
人
進
入
他
們
日
夕
恩
慕
的
學

古
小

十二1912 

從
蝴
划
人
在
公
元
前
五
三
八
年
悶
了
故
鄉
葭
到

公
元
一
三
五
年
連
聖
京
的
名
字
都
已
不
復
存
在
他
們

的
心
理
所
遭
遇
的
是
多
殷
深
刻
的
感
受
有
喜
樂
有
失

望
有
憤
恨
有
希
望
以
民
經
過
這
樣
多
的
挫
折
仍
懷
著

希
望
照
單
者
看
來
是
歷
史
上
的
奇
蹟
「
猶
太
主
義
」

照
歷
史
的
眼
光
來
改
確
是
充
軍
歸
國
瑪
加
伯
時
代
的

復
興
以
及
羅
馬
帝
國
的
墜
迫
促
成
的
產
物

-
一
崇
敬
生
活
思
想
特
徵

充
准
以
前
衛
太
人
暖
次
離
楚
了
上
主
敬
拜
邪
神

並
吼
叫
恨
綠
九
知
們
的
主
品
以
色
叫

J北
闕

，村
插
+
、
南
悶

兒
後
滅
亡
的
原
明
內
的
是
巾
於
選
克
氾
了
這
極
壞
呵
呵
偶

。
'
，

l
l
l

像
的
算
師
閥
後
一
的
村
改
來
不
何
以
民
沒
有
再
但
這
種

罪
忽
而
性
心
了
遊
兔
重
犯
他
先
所
犯
的
摔
您
築
起
了

一
道
「
總
罐
」
興
建
殺
人
必
外
用
人
紙
寫
來
往
這
道

「
藩
籬
」
在
於
嚴
格
遵
守
法
作
研
叫
法
律
伐
港
與
外

教
人
交
往
在
受
到
外
邦
人
巫
泊
時

z

耐
心
心
意
漏
懷
叫
到

歌
詞
鼠
的
希
叫
t
N州
使
泌
荷
山
谷
日
創
隙
，
呼
這
比

1
.和
其
他
的

「
過
太
教
」
的
現
喂
我
們
先
出
m
A
猶
太
人
的
宗
教
特

。川
山

如
果
仔
細
閱
品
圳
、
冰
艾
先
知
持
尤
其
充
軍
時
期

和
充
軍
後
的
學
一
諒
，
相
先
知
書
-
俊
不
甜
地
知
道
以
色
列

|

。
雅
各
伯
|

的
反
主
也
是
以
色
列
人
成
更
具
體

諒
街
太
人
的
父
洞
的
咕
天
主
也
頓
一
只
巾
街
心
一
位
正

義
仁
慈
的
父
親
一
仿
生
品
總
受
尊
俄
而
且
斷
地
受
人
全

心
全
忘
全
力
泛
叫
村
的
天
主
充
程
以
後
尊
敬
的
心
凌
駕

乎
孝
逅
的
心
寫
此
擋
，
k

人
每
次
稱
呼
天
主
持
常
常
避

免
使
用
天
主
的
m
t
名
「
雅
成
」
而
代
以
「
在
口
主
」

(
〉
已
。
E
F
)
「
這
臨
」
(
ω
F
O
E
E
)
「
光
榮
」

(
J呵
。2
月
凶
)
「
m
r
早
已
」
(
玄
。
3
2
)
「
學
名
」
(
m

v
o
g
)

好
似
天
主
突
居
在
離
開
人
但
很
遠
的
地
方
位
於
諸
天

之
上
人
除
非
經
過
天
使
或
技
推
羅
的
玄
兒
經
過
「
羅

裕
斯
」
是
無
法
與
天
主
樓
近
的

天
使
〔
天
神
〕
肌
平
在
充
，
准
後
有
了
發
展
這
是
否

是
由
於
以
民
的
宗
教
受

了
伊
朗
宗
教
的
影
響
學
者
彥

兒
不
一
有
件
事
是
十
分
確
定
的
那
便
是
民
來
聳
然
似

乎
忍
識
有
無
數
的
天
使
(
遙

7

刊
)
又
很
喜
歡
紀
合

古
學
祖
(
德
科
i

叩
)
但
他
們
對
於
唯
一
棘
的
信
仰

創
始
終
堅
貞
不
漁
還
有
一
點
很
他
得
注
意
的
是
她
太

人
非
常
傾
心
於
默
想
天
主
的
內
在
生
活
講
論
「
天
主

的
昌
」
「
天
主
的
神
」
以
及
「
天
主
的
智
法
」
給
吾

主
替
示
天
主
三
位
一
體
的
奧
理
似
乎
作
出
了
准
干
備

在
克
軍
巴
比
倫
時
以
民
已
開
始
修
建
會
堂
充
軍

結
束
以
後
不
但
在
猶
太
人
僑
居
的
地
方
就
連
在
巴
力

斯
坦
也
也
築
7
不
少
的
會
堂
會
立
旁
邊
通
常
途
有
一

座
學
技
供
少
年
學
子
研
讀
學
經
一
面
學
習
文
字

-
T
m

研
究
天
主
的
法
律
本
國
的
歷
史
以
及
自
己
民
族
的
使

命
希
望
和
理
想

以
民
寄
以
最
大
希
望
的
人
物
是
默
西
亞
泣
不
但

巾
-L兀
划
者
依
怕
“

恆
益
侃
而
且
也
迋
時
期
出
現
的

特
級
和
默
一
不
迫
不
論
這
默
示
錄
是
正
經
或
是
偽
總
部

可
見
到區

間
約
正
經
番
自
也
是
這
時
間
間
的
產
物
編
修
自
錢

的
立
作
始
於
民
心
血
圳
德
拉
沛
其
完
成
拔
一
種
未
能
證
質

的
猶
太
人
的
傳
過
是
在
公
元
九

0
年
召
開
的
雅
木
心

雅
大
會
議
席
上

為
了
解
猶
太
教
或
猶
太
主
義
時
代
的
情
形
招
織

當
時
的
一
些
宗
派
如
法
利
率
派
微
杜
塞
派
厄
色
尼
派

|
谷
木
蘭
的
隱
修
士
大
概

試
圖
圍
於
厄
色
尼
派
1
|
|

熱
拔
派
匕
話
黨
等
不
只
有
益
而
且
是
必
要
的
在
這
段



時
期
中
猶
太
人
會
遭
遇
到
很
大
的
窮
困
雖
然
他
們
在

寫
加
伯
時
代
也
於
佐
抗
希
唆
主
義
建
立
了
阿
斯
摩
乃

王
朝
經
歷
了
一
峙
的
光
榮
但
這
無
非
是
各
民
族
一
般

的
歷
史
猶
太
人
歷
史
的
特
點
不
在
乎
這
一
切
而
在
乎

他
們
對
恥
柯
西
亞
的
希
望
及
對
異
邦
人
所
採
取
的
「
絕

交
主
義
」

(
K
F
B呂立
即
他
們
所
自
謂
的
「
藩
籬
主

義
」
由
於
他
們
築
起
7
這
道
「
藩
籬
」
事
實
上
就
更

比
較
容
易
併
存
並
實
踐
惟
一
神
敬
的
宗
教
義
務
不
論

他
們
僑
居
在
任
何
城
市
宣
傳
崇
高
的
惟
一
輛
教
便
能

感
化
許
多
外
教
人
士
尤
其
是
虔
誠
婦
女
信
仰
天
主
但

是
由
於
成
了
拒
絕
與
外
邦
人
來
往
的
宗
教
團
體
也
就

難
兔
引
起
外
邦
人
的
反
感
對
於
這
一
爭
不
少
希
趣
和
羅

馬
作
者
與
詩
人
忽
有
所
提
及

因
有
這
道
精
神
上
的
「
藩
籬
」
猶
太
人
平
常
是

不
進
入
外
邦
人
的
家
庭
更
不
必
說
與
外
邦
婦
女
聯
婚

了
他
們
也
輕
視
外
邦
人
的
發
衡
如
繪
畫
雕
刻
建
築
音

樂
不
消
說
由
必
生
活
的
急
需
事
實
上
猶
太
人
有
時
也

不
得
不
越
過
這
道
「
藩
籬
」
與
外
邦
人
打
交
道
但
遵

行
祖
宗
的
傳
授
|
;
「
藩
籬
」
就
是
由
這
些
一
傳
授
形

成
的
|
|
為
他
們
部
總
是
一
種
不
可
經
忽
而
應
扭
扭
行

的
意
向
這
「
藩
籬
」
怎
樣
使
外
邦
人
輕
視
譏
笑
猶
太

人
同
樣
也
領
猶
太
人
|
|
-
一
般
的
說
|
|
猜
疑
外
邦

人
以
他
們
是
必
一
淫
亂
好
男
色
不
公
道
的
人
所
謂
「
-

a
般
的
說
」
因
為
事
實
上
生
活
在
外
邦
人
中
的
猶
太
人

倒
一
木
乏
胸
襟
寬
大
對
外
邦
人
持
論
公
正
的
人
不
但
在
蚓

-
A價
中
說
這
在
巴
力
斯
過
也
不
乏
這
樣
的
人
希
肋
耳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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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的
門
徒
對
其
氏
所
持
的
見
解
就
比
較
寬
宏
大
量

現
在
推
具
有
耐
心
去
看
那
些
在
收
浩
繁
塔
爾
吉

木
塔
耳
的
研
得
米
特
叫
州
市
等
猶
太
苦
紹
這
些
書
籍
對
我

們
所
研
究
的
時
代
|
公
元
前
五
三
八
至
公
元
二
二

五
年
大
致
都
沒
有
好
大
的
價
值
一
來
因
為
是
些
公
元

二
世
紀
至
八
九
世
紀
的
著
作
二
來
因
為
作
者
往
往
缺

乏
歷
史
觀
點
只
盲
從
無
根
蟬
的
傳
說
或
自
己
的
主
紋

想
像
在
這
些
浩
繁
蕪
雜
的
作
品
，
中
自
然
可
投
到
一
些
一

很
高
尚
的
教
訓
正
如
學
熱
羅
皂
莫
所
說
「
泥
海
中
也

可
放
到
玉
石
」
可
是
這
些
高
尚
的
教
訓
由
何
而
來
是

由
舊
約
的
宗
教
或
由
新
約
的
啟
示
就
很
難
決
定
事
鐘

如
此
猶
太
主
義
時
代
的
研
究
寫
明
瞭
主
耶
穌
所
宣
佈

的
天
國
所
建
立
的
教
會
是
絕
對
不
可
缺
少
的

見
希
伯
來
默
西
亞
論
偽
經
法
利
鑫
黨
撤
社
塞
黨

厄
色
尼
派
谷
木
蘭
撞
體
聖
經
害
自
散
民
撒
瑪
黎
雅
厄

斯
德
拉
乃
赫
米
雅
希
趙
主
義
色
宴
苛
王
朝
瑪
加
伯(

雷
)

m猶
太
基
督
徒
(
甘
心
U
W白
日
日
)

不
可
否
譜
敘
會
最
初
期
的
入
教
者
是
清
一
色
的

說
希
伯
來
文
或
阿
刺
美
文
的
猶
太
人
故
此
「
猶
太
基

督
徒
」
一
詞
便
是
專
指
這
一
批
人
而
言
但
不
久
之
後

亦
有
不
少
說
希
臘
語
的
散
居
各
地
的
猶
太
人
領
洗
入

教
(
宗
6
1
)
自
保
藤
遠
行
傳
教
開
始
更
有
大
批
外

教
人
歸
事
基
督
那
時
「
猶
太
基
督
徒
」
使
用
以
指
一

切
入
教
的
猶
太
人
以
別
於
由
外
教
歸
化
的
基
督
徒

在
教
會
初
期
墓
地
內
外
氣
數
不
少
的
猶
太
荒
皆

徒
中
又
可
分
為
兩
派
其
一
是
激
進
的
保
守
派
其
二
是

較
為
線
和
的
正
統
派
保
守
派
不
只
自
己
盡
力
遵
守
他

瑟
的
法
律
泥
守
不
誤
而
且
更
進
一
步
也
想
使
自
外
教

入
教
者
諾
遵
梅
瑟
的
法
作
俊
旬
話
說
他
們
不
只
以
ι

仰
基
督
為
得
救
的
門
路
而
更
強
調
只
有
完
全
蚓
划
化

才
可
以
得
救
他
們
尤
其
堅
持
有
閥
割
損
禮
(
宗
幻
n
)

食
物
(
宗
m
H
)
及
誓
廠
等
梅
瑟
法
律
(
宗
時
間
刮

目
)
並
且
按
時
祈
禱
(
e
m
z“
3
1
5
u
m
9
)
守
飛

(
由
不U
Z
S
M
M
)

守
安
忌
日
(
宗
2
1

的

-
m
e

u
)
等
他
們
當
時
的
理
由
很
可
能
是
因
為
耶
穌
自
己

也
奉
守
了
這
些
法
律
(
瑪
5
口

1
l
w

路
的
口
谷
8

.
等
}
相
反
的
緩
和
的
正
統
派
猶
太
基
督
徒
鼓
然
他

們
本
人
街
梅
瑟
法
律
亦
是
護
遂
不
誤
但
並
不
強
調
的

外
教
歸
化
者
亦
應
遵
守
保
綠
放
巴
爾
納
伯
就
是
這
一

派
人
的
代
表

當
許
多
歸
化
的
猶
太
人
聽
說
保
祿
同
巴
爾
納
伯

歸
化
了
許
多
外
教
人
而
不
令
他
們
遭
守
梅
瑟
法
律
輿

論
嘩
然
憤
恨
不
已
在
安
提
約
瑟
雅
教
會
中
掀
起
了
很

大
的
風
波
造
成
了
混
亂
的
狀
態
(
宗
M
M
I
-
-
6
)
保

綠
只
好
訴
諸
上
裝
前
赴
耶
京
(
迦
2
2
)
是
以
有
宗

徒
會
議
的
召
開
在
會
議
中
伯
多
祿
次
雅
各
伯
及
若
望

同
意
不
將
梅
瑟
法
律
的
重
擔
壓
在
歸
化
的
外
數
人
祠

上
但
為
了
息
事
寧
人
使
他
們
與
猶
太
華
督
徒
能
夠
和

平
共
處
只
將
本
身
無
關
緊
耍
的
四
條
梅
瑟
法
律
鍵
山

來
命
他
們
暫
時
遵
守
(
見
宗
徒
會
議
』



~
但
事
實
上
問
題
的
木
身
並
沒
有
得
到

圓
滿
的
解

叫
『
決
蓋
那
些激
烈
份
子
仍
在
堅
持
己
見
毫
不
議
成
處
處

-
為
斟
是
這
些
我
們
可
以
由
聖
保
祿
的
傳
教
史
上
清
楚
地

一
一
看
到
說
這
在
宗
徒
時
代
以
後
的
教
會
中
仍
然
存
在
所

士
不
問
者
是
歸
化
的
猶
太
人
日
益
減
少
而
歸
化
入
敬
的

一
外
教
人
部
與
日
俱
增
在
此
消
彼
長
數
目
懸
殊
的
情
友

下
這
種
問
題
也
就
自
行
化
為
烏
有
了
(
韓
)

M
鷗
問
學
垂
豆
豆E
H
Y
O

的
巴

-
Z
S
J在
朝
甜
甜
調

"
觀
倒
台
t
h
f
H
且

臣
。

E
E
ω

」

、
'

，
可
司

•• 

，
、
查
戶
口
的
時

候
猶
違
乘
纖
作
亂
自
稱
爵
百
姓
的
救
星
倡
導
革
命
反

抗
羅
馬
人
不
但
未
能
成
事
且
招
來
殺
身
之
繭
其
黨
羽

被
解
散
(
割5
"
)
。
史
家
封
封
封
通
常
稱
之
為
叫
到

叫
到
人
一
次
稱
之
為
副
勸
人
因
為
他
出
生
於
蚓
瑚
出

{
C
S
E
)

而
蚓
蚓蚓
是
甜
甜
酷
地
區
的
一
座
城
取

在
約
但
河
之
東
此
次
革
命
雖
未
能
成
功
都
撒
下
了
日

後
所
興
起
稱
為
「
熱
誠
黨
」
(
N丘
。
帥
"
。
)
激
進
份
子

的
種
子
(
韓
)

岱
酷
閻
長
主
趾
穿
「
開
MM
E
H
W。問
H
E
O
J鞘
單
幫
是

的
渡
到
這
天
才
重

F
E
E
S
-
u
F
e
o

」

:
f
J

﹒
:
|

'

"
、
、
所
謂
七

公

函
之
一
按
現
在
制
制
的
替
自
來
說
列
於
七
公
函
之
尾

及
新
約
最
後
一
番
默
示
錄
之
前
全
書
雖
只
有
短
短
二

十
五
筒
但
以
書
函
體
來
說
本
書仍
可
說
是
一
十
足
完

整
的
書
函
因
本
書
一
如
其
他
新
約
內
的
書
信
按
當
時

所
適
用
的
書
函
體
首
先
有
信
首
的
致
候
辭
在
這
致
候

內
說
明
修
替
人
馬
誰
及
收
信
人
為
推
並
向
收
信
人
祝

蔽
之
後
乃
會
信
的
內
容
最
後
是
信
尾
致
候
亂

1914-1915 十二畫

本
書
的
修
害
人
也
即
本
書
作
者
自
稱
寫
「
耶
穌

基
督
的
僕
人
」
而
且
又
自
我
介
紹
為
「
蚓
蚓
酬
的
兄

弟
」
猶
達
那
末
這
位
猶
遠
是
誰
從
上
述
作
者
所
自
稱

的
兩
個
稱
呼
以
及
木
香
信
在
教
會
內
從
很
早
所
享
有

的
權
威
與
重
視
看
來
本
霉
的
作
者
蚓
嵐
當
是
十
二
宗

徒
之
中
又
稱
為
瀏
闊
的
宗
徒
蚓
世
因
為
「
耶
穌
基
督

的
僕
人
」
這
一
稱
呼
雖
不
能
說
是
宗
徒
二
字
的
同
義

字
但
由
新
約
其
他
書
信
看
來
而
自
稱
為
「
耶
穌
基
督

的
僕
人
」
或
「
天
主
的
僕
人
」
只
有
宗
徒
們
(
參
閱

羅
1
1

對
1
1

鐸
1
1

出
叫
後
1
1

雅
1
1

與
制
1

1
)
此
外
由
對
觀
福
音
所
記
宗
徒
名
單
看
來
昀

m
z

谷
3
M
|
M

稱
為
達
陡
者
路
6
H
|
M

稱
為
制
到
制

的
猶
達
按
希
伯
來
語
風
「
X
X

的
×
×
」
通
常
雖
是

指
父
子
或
夫
妻
的
關
係
倒
並
非
絕
不
可
能
指
兄
弟
關

係
是
以
本
會
作
者
所
自
稱
「
劇
創
制
的
兄
弟
」
蚓
甜

似
乎
的
是
路
6
M

「
制
制
制
的
蚓
出
」
的
一
個
註
釋

當
然
如
從
瑪
U
H

論
及
耶
穌
的
兄
弟
一
筍
看
來
楓
樹

並
不
一
定
是
雅
各
伯
的
同
胞
兄
弟
很
可
能
是
蚓
制
制

的
同
父
異
母
或
同
母
異
父
甚
或
只
是
表
兄
弟
且
按
瑚

口
目
的
記
述
看
來
而
是
西
瀚
的
親
兄
孰
按
職
口
聞
所

述
主
要
是
說
雅
各
伯
若
Hb
叫
樹
和
蚓
樹
都
是
耶
穌
的

兄
弟
但
由
此
可
知
道
他
們
四
人
彼
此
也
是
兄
弟
是
以

本
書
作
者
自
然
可
自
稱
寫
「
蚓
創
側
的
兄
弟
」
至
於

猶
遂
自
稱
為
雅
各
伯
的
兄
弟
而
不
稱
「
商
制
制
兄
弟

」

搔
可
能
是
因
伯
達
所
接
修
香
勸
過
的
人
不
只
認
識
蚓

各
侃
而
且
雅
糾
~
倒
在
他
們
眼
中
是
一
具
有
機
威
的
九

餒。偽! :太|且友 是
經i 教從寫以
來，友，比過猶|
看.:t也{言.這|
則其可也 所
本從推是提
喬木知，耶|及
是香 1首|京的
寫一遂|祥嘍|
給再宗首哇|
1首 I i教徒任 倒
太I~ 的主大
信 l 舊!這教約

友.約i 封的， ~
更甚信，蚓是
可致也各|曾
說爾是伯| 與l
f首次為宗 猶|
而徵給徒，如
有 51 猶|而后

關
於
本
書
內
容
以
及
寫
此
書
的
動
機
可
說
是
由

於
作
者
得
知
他
所
關
心
的
教
友
因
受
潛
入
教
友
團
體

中
的
假
先
知
或
假
教
師
的
蠱
惑
以
致
信
德
動
搖
是
以

作
者
徵
引
舊
約
央
書
一
方
面
斷
言
妖
言
惑
爽
的
假
先

知
必
遭
受
天
主
的
審
判
(
4
H仲
的
)
另
一
方
函
則
勸

過
信
友
要
奮
勇
保
持
所
接
受
了
的
信
仰
{
3
)
並
且

要
本
著
信
望
愛
三
超
性
之
德
來
度
一
車
善
的
教
友
生

活
(
幻
叫
“
)
至
於
叫
剎
那
些
一
已
受
了
假
教
師
迷
惑
的
人

要
有
同
情
的
心
設
法
拯
救
他
們
脫
離
火
坑
(
幻
)
對

那
些
信
德
開
始
動
搖
而
尚
未
陷
於
假
教
師
的
迷
惑
中

的
師
那
些
尚
猶
豫
不
決
的
人
要
盡
力
勸
說
他
們
(
泣
)

但
對
那
些
執
迷
不
悟
的
人
尤
其
對
那
些
假
教
師
則
要

盡
力
遠
離
他
們
作
者
說
「
甚
至
連
他
們
肉
身
所
站
污

的
內
衣
也
要
憎
愿
」
猶
言
對
他
們
所
傳
播
的
邪
說
謬

理
尤
其
對
他
們
傷
風
敗
俗
的
淫
蕩
行
個
月
絕
對
要
深
惡

痛
絕
末
後
作
者
別
開
生
面
地
好
似
在
對
耶
穌
所
受
的

E
E過
予
以
賠
補
以
一
簡
短
而
有
力
的
讚
頌
詞
結
束
了

他
這
一
短
信
(
圳
的
彷
)

由
於
本
書
的
內
容
和
制
後
的
內
也
在
論
及
假
教

師
所
傳
構
的
傷
風
敗
德
的
邪
說
謬
鐘
時
不
但
意
義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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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甚
至
字
旬
也
完
全
相
同
是
以
太
喜
與
們
後
一
定
布

彼
此
參
照
的
闕
係
線

-
h
d經
學
者
的
考
究
通
常
都
認

個
月
掛
烏
於
先
制
後
寫
於
能
是
以
制
後
曾
參
闊
地
引
用
過

本
書
如
果
我
們
認
可
(
實
際
上
應
法
忍
可
參
閱
伯
前

後
引
言
)
伯
後
的
作
者
為
宗
徒
之
長
伯
多
祿
那
末
品

明
伯
多
祿
也
以
本
書
所
言
為
實
換
言
之

郎
以
本
咐
甘
為

具
有
植
威
之
作
也
即
承
認
本
書
的
正
經
性
是
以
我
們

在
前
面
所
品
本
力
自
古
郎
在
教
會
內
梅
受
重
視
享
有

很
大
的
權
威
並
非
空
穴
來
風
而
是
有
史
事
為
憑
的
至

於
一
位
所
以
持
相
反
意
見
的
學
者
郎
否
認
本
蓄
的
正

經
性
是
由
於
本
占
內
會
一
再
做
引
偽
經
不
過
只
憑
做

引
僑
經
這
一
點
並
米
能
擠
成
否
認
本
書
為
正
經
的
理

由
正
如
保
線
在
鐸
含
內
也
叫
做
引
外
敬
請
人
而
並
不
因

此
影
響
鐸
的
正
經
峙
，
占
此
外
本
替
段
寫
於
伯
後
之
前
是

以
本
書
成
書
的
時
期
當
在
公
元
六
0
至
六
七
年
之
間

(
義

)

u
m恥
噶
h
且
「
】C
H
Z
Y
J地
名
布
「
伸
長
」
或
「
傾

。
J

恥
M
U
川
，
嘻
嘻
心
戶
4『》
'
、6

』

，

l
l
l
-

1

〉

I
C
A
I
J
h
C
F
S

、
斜
」
之
伊
是
稍
大
久
很
所

得
的
織
市

(
U穌
的
自

)
被
削
甜
可
肋
未
城
(
從
M
M
)

學
者
們
大
致
混
為
它
就
是
現
今
在
赫
具
的
話
之
南
九
公

里
處
的
雅
他
城

(
4
"耳
其
)
是
阿
利
伯
人
的
重
鎮
有
人

會
錯
誤
地
以
寫
它
是
茲
的
閥
的
家
鄉
(
路
1

詞
)(

韓
)

十二 III

以
一
側
猶
達
斯
(
一
日
叫
一
…
…
…

u
p
切
)

J

人
名
是
希
伯
來
文
「
伯
大
」
的
音
譯
且
是
耶
穌
的

十
二
忱
支
使
之
一
依
斯
加
客
人
茵
淪
的
兒
子

(
若
6

n
)
在
一
腦
血
目
上
常
是
被
排
列
在
台
前
徒
們
之
最
後
並
冠

以
「
n
H侵
耶
穌
的
」
(
寫

ω
‘

谷
3

刊
)
或
「
賈
寶

許
」

(
除
6
M
)
這
些
冠
詞
都
是
在
事
後
加
上
的
也

就
是
凹
仿
他
出
賣
了
耶
穌
所
以
後
來
從
一
隔
音
上
才
把

他
放
在
最
後
投
給
他
加
上
「
頁
費
者
」
的
頭
銜
他
原

來
是
與
其
他
宗
徒
們
同
樣
綴
刀
口
抖
的
寫
使
他
們
斗
阿
耶

穌
{
倚
在
一
經
跟
隨
耶
穌
占
品
福
音
(
右
6

刊
)
由
他

的
川
身
地
嗎
依
斯
凶
器
，
我
們
可
以
斷
定
他

在
宗
心
他
們
中
送
紅
一
非
加
里
肋
亞
人
的
錯
太
人

(
見

克
提
約
特

)

自
耶
穌
傳
教
問
始
至
他
受
難
前
不
久
的
一
段
時

期
中
至
少
兩
年
多

|

由
學
經

上
我
們
看
不
出

晴
的
進
斯
犯
過
什
麼
鈴
接
或
不
忠
于
耶
穌
的
地
方
相
反

地
他
愛
們
拉
法
仰
耶
穌
並
熱
心
于
宗
徒
們
的
團
體
利
益

芹
覓
得
令
悅
的
信
任
主
管
孩
小
闡
髓
的
經
濟

(
若
m
u

e
)
他
之
終
於
川
質
耶
穌
政
們
餘
了
承
必
不
瞭
解

上

主
次
排
的
奧
秘
之
外
由
人
性
心
建
方
面
可
試
作
下
面

的
解
釋
原
來
他
一
如
其
他
一
切
宗
徒
希
塑
擁
護
耶
穌

作
現
世
光
榮
桃
忱
的
閻
王
尤
其
在
增
餅
之
後
民
眾

一

致
要
技
耶
穌
令
玉
本
以
為
時
機
已
成
熟
了
相
反
地
耶

穌
卻
照
許
了
為
當
時
人
所
不
能
暸
解
的
學
體
舉
事
致

使
軍
眾
各
自
散
去
這
個
叫
蚓
瀏
蚓
是
一
付
十
分
嚴
重
的

打
學
及
心
瑋
上
的
頁
荷
-
逗
種
心
袋
上
的
第
傷
激
起
他

的
報
彼
欲
望
如
此
他
一
變
而
成
了

「
魔
鬼
」
及
「
出

費
者
」
(
若
6

“
刊
)
人
心
之
變
幻
質
在
莫
測
但
猶

達
斯
仍
未
完
全
灰
心
仍
在
希
望
奇
蹟
山
山
現
希
望
見
到

耶
穌
及
自
己
的
現
世
光
榮

所
以
他
沒
有
如
拿
來
一

般

江
郎
離
開
耶
穌
仍
是

「
卡
二
人
中
的
一
個
」

(
若
6

n
)
但
事
實
上
卻
正
相
反
自
此
耶

穌
開
始
不
斷
地
在

預
言
他
恥
辱
的
苦
難
學
死

{
谷
8

訓
等
9
u
n
m
u

等
等
)
這
與
循
這
新
的
期
望
完
全
背
道
而
馳
更
增
加

堅
強
了
他
的
報
復
心
理
而
成

了
一
個
叛
徒
一
個
「
餓
」

(
若
M
M
sl

6
)
是
為
實
際
報
復
的
開
始
猶
這
斯
見

自
己
的
希
望
已
完
全
毀
滅
耶
穌
已
不
再
是
他
心
目
中

的
環
想
及
現
世
榮
耀
的
保
障
於
是
決
心
報
復
到
反

「
去
見
司
祭
長
要
把
耶
穌
交
與
他
們
」
(
谷
M
W
M
U

瑪
鈞
H

等
)
司
察
們
正
是
求
之
不
得
(
若
叫
“
等
)

三
十
塊
寶
奴
的
銀
錢
成
了
猶
達
斯
額
外
的
收
入
(
見

山
別
扭
匣
M
M
)
結
果
乘
耶
穌
山
國
祈
禱
的
時
候
親

自
領
看
兵
了
(
瑪
鈞
。
谷
M
H
路
泣
口
若
的

2
3
)

以
禮
假
的
口
親
抱
完
成
了
他
的
大
計
解
決
了
心
理
上

的
責
搶
灰
心
喪
志
的
瘖
傷
得
到
了
彌
補

猶
遂
斯
本
孩
是
心
論
意
足
了
其
實
不
然
此
時
他

真
正
的
天
良
發
現
後
悔
莫
及
「
我
出

賣
了
無
辜
的
血

犯
了
罪
了

」
出
去
上
吊
死
了

(瑪
幻
3

1
9

宗
I
M
)

如
果
狡
們
不
以
現
在
的
宗
教
倫
迎
來
判
斷
通
達
斯
的

自
殺
行
為
我
們
可
以
說
這
可
能
是
一
種
激
烈
澈
底
真

誠
痛
悔
的
表
示
不
過
真
正

的
痛
悔
是
有
愛
情
的
成
分

在
內
的
至
於
他
是
否
得
了
救
或
下
了
地
獄
那
完
全
是

天
主
的
事
我
們
無
權
過
問
但
聖
經

上
所
說
的
「
那
人

若
沒
有
生
一
個
神
他
更
好
」
(
甫
呵
恥
岫

H
)
「
兩
周
亡
之
子
」



『
〔
若
口
M
)
等
並
不

-
a定
指
猶
達
斯
巴

下
了
地

獄
再

鞠
了
替我
們
要
h叫
道
舊
約
時
代
的
法
律
對
自
品
完
他
兩
有

-
明
文
的
鐵
定
對
自
殺
的
倫
理
也
總
置
可
否
在
中
國
的

一←
歷
史
上
也
有
過
不
少
基
於
種
種
不
同
的
原
因
而
自
殺

于
的
人
物
仍
在
被
人
歌
功
頌
德
日
本
以
武
士
道
精
神
自

殺
的
風
氣
至
今
猶
存

見
克
黎
約
特

(
韓

)

的
跨
過
國
比
內
汀
「
『
巴
巴
ω

J
是
羅
馬
皇
家
軍
隊
的

的
口
也
刷
圳E
對
于
品
是
布
F
H
己
E

m

、

1
3

可
|

-

-
l
y

d
、

一
個
百
夫
長
由
他
寅

貴
押
送
保
線
及
其
他
一
些
一
犯
人
由
凱
撒
勒
雅
乘
船
到

羅
馬
去
沿
途
狂
風
大
浪
數
度
幾
遭
滅
頂
囡
天
主
為
了

使
保
祿
能
在
凱
撒
面
前
為
主
作
證
終
能
化
臉
為
夷
安

低
羅
馬
從
他
一
路
對
保
祿
的
種
種
優
待
可
以
看
出
猶

氏
算
是
一
心
底
善
良
忠
於
職
守
的
好
軍
官

(
宗
幻
1

(
義

)

十二

i
I
B
I
-
-
1

，
。

見
則
烏
斯

1918-1921 

m猶
丕
斗
的
(
一
內
容
『
)

m猶
大
瑪
加
伯
(
一
叮
叮
…
昂
的
…
叮

N
H
)

人
名
是
瑪
塔
提
雅
的
第
三
個
兒
子
別
號
叫
瑪
加

伯
意
謂
「
執
鎚
者
」
猶
言
其
英
勇
善
戰
之
間
害
(
加

上
2
.
)
但
「
璃
加
伯

」
一
名
日
後
竟
成
了
公
元
前

二
世
紀
為
爭
取
宗
教
自
由
而
載
的
猶
太
人
的
通
稱
他

的
父
親
死
於
公
元
前

一
六
六
年
(
加
上
2

刊
)
按
其

遺
囑
由
猶
大
來
寅
貴
指
導
作
戰

(
加
上
2
H
3

1
)

他
立
即
組
織
軍
隊
正
式
與
侵
客
者

|

l
色
宴
苛
王
朝

l
|

對
抗
先
在
小
型
的
戰
事
上
茵
茵
勝
利
童
年

i

一

六
五
年
色
宴
苛
王
安
按
約
古
第
四
厄
丕
法
乃
令
副

手
電
息
雅
組
織
重
軍
由
三
位
大
將
l
l

仆
托
肋
米
尼

加
諾
爾
哥
爾
基
雅
4
|
|

率
領
人
悶
悶
猶
大
在
厄
瑪
鳥
地

方
兩
兵
怕
撥
聳
然
雙
方
之
兵
力
甚
為
懸
殊
但
猶
大
瑪

加
伯
仍
能
以
智
取
勝
以
少
勝
多

(加
上
3
z

l

4

自
)

於
是
人
心
大
振
里
息
雅
在
大
臨
蝸
牛
〈
措
之
餘
望
年
親
自

率
領
六
高
精
旅
五
千
哨
兵
再
度
入
侵
猶
大
以
雪
前
恥

在
耶
京
之
南
二
八
公
里
處
的
貝
特
族
研
悶
熱
營
但
又
被

猶
大
的
軍
隊
戰
敗
至
此
全
猶
大
境
已
完
全
被
猶
大
瑪

加
伯
所
佔
領
紙
有
耶
京
仍
在
色
宴
揖
叫
人
的
手
中
敵
人

將
猶
太
人
的
宗
教
中
心

l

聖
殿
|
|
封
a
Z
昂
地
更

提
不
到
舉
行
禮
儀
了
這
是
使
猶
太
人
十
分
痛
心
疾
首

的
奇
恥
大
辱
於
是
猶
大
瑪
加
伯
於
一
六
四
年
進
攻
耶

京
迫
使
敵
軍
退
守
學
敗
北
方
的
堡
壘
聖
殿
溶
入
猶
太

人
之
手
於
同
年
十
二
月
舉
殷
被
消
除
並
舉
行
前
塾
祭

壇
大
禮
是
何
卅
日
後
「
祝
取

一g
t殿
前
」
即
「
重
建
簡
」

的
來
源

(
加
上
4

H
l

H

若
的
自
)
同
時
南
方
的
貝

特
族
爾
亦
被
克
服
(
加
上

4

甜
|

缸
)

色
變
苛
玉
女
提
約
古
第
四
去
世
由
安
提
約

古
第

五
歐
帕
托
爾
總
仗
時
在
一
六
三
年
同
年
猶
大
更
派
兵

分
頭
山
征
猶
太
地
悶
悶
…
之
外
的
加
里
肋
亞
及
河
東
地
區

並
將
許
多
受
壓
迫
的
猶
太
人
帶
罔
猶
太
居
住
其
後
則

出
兵
依
社
默
叫
“
將
赫
只
此
盡
行
破
嫂
並
攻
陷
及
毀
壞

了
培
助
合
特
人
的
阿
克
托
城
(
加
上
5
2

|

岫
)
罔

兵
耶
京
再
將
因
守
於
堡
壘
中
的
色
宴
背
軍
綠
包
圍
至

比
色
宴
苛
王

安
提
約
古
第
五
的
但
已
忍
無
可
忍
丹
決
心

派
重
軍
要
將
猶
大

立
學
消
滋
以
收
戶
勞
永
逸
之
功
果

然
猶
大
瑪
加
伯
的
軍
隊
先
敗
於
貝
特
族
爾
後
受
i
M愕
於

-
一耶京
之
南
十
八
公
里
的
貝
特
回
加
黎
雅
好
似
大
勢
已

去
但
卻
想
不
到
此
時
色
宴
苛
王
朝
發
生
內
亂
支
援
約

古
第
五
無
暇
外
蔽

之
餘
乃
同
猶
太
人
議
和
准
許
他
們

宗
教
上
的
自
由

(
加
上
6
"

-

u
)
也
不
久
閻
王

被
殺
由
德
默
特
琉
一
世
索
特
爾
總
位
圍
內
王
他
首
先
任

命
肉
來
傾
向
希
臘
咀
文
化
的
阿
耳
基
慕
為
大
司

祭
並
派

大
將
尼
加
諾
爾
帶
兵
赴
耶
京
哎
守
但
此
位
大
將
未
延

目
的
地
己

中
途
被
戰
敗
第
二
戰
一哭
喪
失
了

性
命
蚓
蚓

瑪
加
伯
乘
勢
遠
超
逃
兵
至
革

則
爾
猶
太
人
大
勝
並
立
一

為
節
日
以
資
記
念
自
此
猶
太
人
開
始
過

著
一
段
平
靜

的
日
子

(
加
上
7
2
1
1

叩
)
但
好
里
且
不
常
色
宴
苛
主

德
默
特
琉
心
有
不

甘
再
派
巴
基
德
大
將
率
領
陣
容
十

分
強
大
的
軍
隊
入
侵
猶

太
誓
將
敵
人
消
減
公
元
前
一

六
0
年
四
月
兩
兵
相
接
於

厄
詮
傲
地
方
猶
大
瑪
加
伯

的
軍
隊
閥
始
處
於
下
風
再
加

上
因
內
部
意
見
不
和
竟

有
些
人
臨
陣
退
卻
猶
大
瑪
加
伯
戰
死
於
是
役
一
代
英

雄
豪
傑
永
別
人
問
他
的
兄
弟
們
息
孟
約
納
堂
將
其
遺

體
拾
罔
廢
了
城
葬
於
祖
登
(
加
上
9
1
l

m
)
他
的

領
導
責
任
由
約
納
堂
來
繼
任
(
加
上
9
M
I

U
)

(
緯
)

"
“
草
色
γ
「
囡
"
茍

J
是
一
種
弦
樂
器
普
通
部
被
人
解

的
草
旬
在
/
C
H
Z
"

、

:
=
﹒
'
，
、
釋

為
手
提
琴
或
七
弦
琴

其
實
不

然
它
是
一
種
來
自

亞
述
的
豎
琴
晏
不
平
行
四
邊

形
在



1922-1925 

以
民
的
君
王
時
代
這
種
樂
器
甚
為
流
行
竟
成
閏
月
聖
殿

中
的
主
要
樂
器
後
來
經
過
敘
利
亞
而
傳
至
希
磁
遂
有

著
明
的
「
阿
頰
羅
琴
」
之
間
情
達
咪
所
用
的
琴
是
一
種

可
形
的
琴
與
此
種
琴
相
差
無
幾
也
此
種
樂
器
的
流
傳

部
以
僻
、
及
為
最

在
格
前
叫
汁
，
會
論
及
簫
及
琴
的
音
調
默
的
二
十

四
位
長
老
各
持
弦
琴
唱
歌
讚
頌
羔
羊
(
默

5
8
)

同
樣
追
隨
羔
羊
的
受
選
者
(
默
M
Z
)
及
七
位
天
使

(
默
的
2
3
)
亦
彈
奏
此
琴

十二種

4 材 1922

立。告 番

立 紅
亦...---.
可 D~
作單昂

染 E Q 
料心./
用，
環往是

已 lijj 一
絕多種
主些被香

於用草
學作其
地香雌(

(料、蕊韓
歌i 藥及)

(
韓
)

泊
崖
旦
口
才
才開
盲
目g
g
g
n
ω
J
鋒
是
一
種
化
學
原

吵
司

-E
F
月

f
m
c
σ
Z
S
K

1
.

=

〕

-
J

'

、
素
曇
綴
，
白色
含
有

硫
黃
成
份
可
以
磨
成
粉
幾
乎
一
切
古
東
方
的
女
人
都

知
道
用
它
來
作
為
化
妝
品
無
怪
乎
學
經
上
也
數
次
提

到
這
種
習
俗
(
列
下
9

叩
耶
4

叩
則
幻
叫
)
它
的
用

法
大
都
是
將
他
或
其
他
脂
肪
什
加
入
的
研
粉
中
調
和
然

後
將
和
成
的
，
同
脂
塗
在
眼
眉
聽
毛
上
甚
至
整
個
眼
睛

的
周
圍
以
增
加
眼
睛
的
迷
力
並
低
抗
過
強
的
陽
光
考

一
古
學
者
業
已
發
現
了
這
種
保
存
在
圓
形
小
樽
中
的
畫

餅
一屆
用
的
錚
札

(
韓

)

m異
端
異
端
人

「
目
。
呵
。
切
可
﹒
出

t
E
E
J

/
民
R
B
E
T
Z
S
Z
C
n
g

」

「
異
端
」
一
泊
在
希
臘
及
拉

T
文
本
無
壞
意
只

是
指
一
種
教
派
或
學
說
或
一
種
傾
向
史
家
若
瑟
夫
用

這
一
個
名
詞
來
表
示
某
一
教
派
比
如
當
時
的
法
利
鑫

撤
杜
塞
及
它
色
尼
等
派
別
准
羅
則
用
之
來
指
示
某
一

教
派
的
教
義
只
是
在
新
約
中
才
用
夾
指
異
端
邪
說

(
見
宗
5

口
的

S
M
S
H
叫
凶s
m
n
格
前
M
M
迦
5

剖
伯
後
2
1
)
保
祿
更
清
楚
地
勸
姐
弟
鋒
要
躲
避
異

端
人
(
鐸
3

刊
)
自
比
這
個
名
詞
在
天
主
教
會
中
成

了
專
指
邪
教
異
端
或
隨
從
這
些
異
端
的
邪
教
人
士
的

專
用
名
詞
及
術
蓮
問
(
韓
)

站
R
t
yz
v划
\
E
間
E
T
Z
E
H
Y
Z
Z
為
指
稱
「
選

的
正
-
J
E
r
9f
H
V凶E
D
-
-
o
m
D
C
-s
k

1

1
I
I

E

三

l
J

'

。
、
民
」
以
外
的

其
他
民
族
以
色
列
人
普
通
用
「
哥
因
」

(
m
EB

)

直
到
現
在
還
是
如
此
寫
指
稱
自
己
他
們
就
用
「
罕
」

(
一Z
E
)
此
外
尚
用
「
肋
鳥
木
」
亡
。

E
H
H
)此字
指

「
選
民
」
亦
指
「
異
民
」
「
罕
」
在
希
伯
來
文
舊
約

內
用
了
凡
一
千
八
百
餘
次
「
萬
因
」
凡
五
百
五
十
次

「
肋
鳥
木
」
凡
三
十
餘
次
「
哥
因
」
在
七
十
質
士
譯

本
譯
作
「
厄
特
諾
斯
」

(
2

Z
S
)

「
罕
」
譯
作

「
拉
放
斯
」

(
ES
)

新
約
中
除
用

「
厄
特
諾
斯

」
指
「
異
民
」
「
拉

赦
斯

」
指
「
選
民

」
外
還
採
用
「
革
諾
斯
」

(
m
o
g
ω
)

指
種
族
或
家
族
「
格
羅
繳
」
(
注
。
"
"
之
指
說
不
同

語
言
的
民
族
「
德
摩
斯
」
(
包
"目
。
"
)
指
民
眾
「
赫

冷
」
(
Z
E
O
D
)指外
邦
人
或
異
教
人
此
字
原
意
是
指

希
臘
人以

下
我
們
先
就
救
恩
史
的
觀
點
墨
述
「
異
民
」

在
舊
約
和
新
約
中
所
處
的
地
位
次
述
「
異
民
」
怎
拔

獲
得
救
恩

(
一
)

異
民
的
地
位

既
然
宙
間
物
與
人
類
都
是
唯
一
永
生
和
全
能
的
天

主
創
造
的
同
時
眾
人
又
都
是
按
照
他
的
街
橡
造
成
的

全
人
類
就
是
這
位
仁
慈
的
天
父
所
憐
愛
的
(
制
9
1

2

日
自
)
人
i

包
含
男
女
的
尊
位
是
由
於
他
相
似

天
主
由
於
這
關
係
他
是
萬
物
之
靈
更
是
受
造
之
物
的

統
治
者
「
以
你
的
智
慧
造
了
人
使
他
統
治
你
所
造
的

萬
物
」

(
智
9
2

)
天
主
愛
他
所
造
的
一
切
然
而
特

別
愛
惜
相
似
他
自
己
的
人
因
此
人
一
犯
法
得
罪
了
天

主
天
主
部
沒
有
捨
棄
他
沒
有
消
誡
他
一
方
面
懲
罰
他

一
方
面
部
預
許
他
未
來
必
更
生
復
見
到
劃
和
問
蚓
犯

罪
以
前
與
天
主
來
往
有
如
子
女
瀚
懊
孺
慕
但
在
犯
罪

之
後
他
們
對
天
主
劫
鱉
疑
恐
懼
不
再
有
如
子
女
懷
有

孝
愛
的
心
情
不
止
這
樣
他
們
倆
互
相
的
愛
情
也
不
像

以
前
那
樣
濃
厚
和
那
麼
純
潔
的
了
(
創
3

)
原
罪
宇
宙

了
人
性
倒
沒
有
完
全
毀
壞

了
人
性
由
於
在
沒
有
犯
罪

之
前
人
的
天
生
資
質
和
超
然
恩
惠
又
多
叉
大
所
以
一

些
u神
學
家
以
為
後
代
的
人
開
肝
、
天主
所
有
的
認
識
如

他
的
存
在
他
的
美
德
他
的
法
律
他
的
路
許
等
都
是
由



耶路撒冷聖毆原址，中間為回教大骰

橄欖山(阿里瓦山) ，耶穌升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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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多尼堡所在地，比拉多審判耶穌的地方

所謂的「石舖地」或「加巴達」。比拉多在此把耶穌交出被釘 o



-
-
兀
祖
而
來
籍
著
傳
授
而
知
道
的
這
溯
自一兀
祖
的
知
識

他
~
這
些
作
者軸
心稱之
為

「
原
始
的
叫
啟
示
」
(
M
N
O
〈
O
U
帥
"
。

-
M
u
a
E
E
E
)

這
「
原
始
啟
示

」
歷
經
時
代
的
轉
遞
有

一
的
改
變
了
有
的
破
壇
了
可
是
如
果
闡
明
目
各
地
各
民
族

士

這
項
祖
傳
的
知
識
幸
而
沒
有
完
全
喪
失
這
就
是
為
什

麼
在
任
何
異
教
裡
仍
都
殘
存
著
一
些
真
躍
和
道
德
的

片
段
但
筆
者
以
寫
這
稱
「
原
始
啟
示
」
的
本
身
雖
經

錢
位
天
資
聰
穎
的
思
想
家
如
拍
拉
國
西
鑫
祿
拉
總
內

(
F
S
Z
E
m
)和
紐
曼
等
發
現
擁
有
一
定
的
價
值
和

勢
力
但
畢
竟
是
無
法
設
明

按
照
聖
經
天
主
賜
給
人
三
個
可
藉
以
確
實
認
識

天
主
的
方
法

一
他
的
受
造
物
!
由
受
造
物
來
認
識
天

主
二
在
人
心
上
天
主
刻
的
自
然
律
三
天
主
施
於
萬
物

和
世
人
的
不
停
照
顧

(
羅
1

-
1

3
)

自
亞
當
犯
罪
起
到
我
們
信
仰
上
的
祖
先
亞
巴
郎

止
這
悠
長
時
期
裡
人
們
所
知
的
事
很
少
僅
在
創

1

l

u

數
章
中
見
到

一鱗
半
爪
不
過
創
l

i

u
各
章
指
的

十
分
確
定
「
天
主
並
不
是
沒
有
以
善
行
為
自
己
作
證

」

(
宗
M
口
)
在
天
主
召
還
亞
巳
郎
以
前
人
類
的
歷
史

大
概
可
稱
為
異
民
的
歷
史
而
在
召
選
之
後
天
主
對
那

些
不
屬
於
選
民
的
其
他
民
族
一
方
面

「
容
忍
了
他
們

各
行
其
道
」
另
一
方
面
「
他
不
是
沒
有
以
善
行
為
自

己
作
證
」
導
比
現
在
那
些
不
崇
敬
唯
一
真
神
的
民
族

即
所
謂
「
外
教
人
」
他
們
的
身
份
從
神
學
立
場
來
說
本

質
上
與
生
活
在
亞
巴
郎
以
前
或
生
活
在
以
色
列
啟
示

以
外
的
人
沒
有
分
別
在
逼
外
教
的
時
期
中
放
創

1

j

十二重1925 

刊
的
記
誠
在
世
上
生
活
的
有
惡
人
和
極
惡
的
人
也
有

善
人
和
至
善
的
人
這
些
華
人
也
甚
至
在
墓
教
會
的
禮

儀
中
受
到
恭
敬
和
紀
念
他

們
說
是
亞
伯
爾
哈
諾
客
諾

厄
羅
特
默
基
瑟
德
等
誰
也
知
道
教
會
禮
儀
的
經
文
是

憑
聖
經
而
編
成
的
的
權
除
創

-

-

u
各
章
外
別
的
經

處
對
那
些
仁
義
祖
先
也
會
褒
揚
和
稱
讚
如
德

"
M


M
讚
揚
哈
諾
客
和
諾
厄
智

ω
-
-

4

讚
抽
筋
亞
伯
爾
諾

厄
希
口
-
-

7

讚
楊
亞
伯
爾
哈
諾
客
諾
厄
同
樣
在
稍

後
時
代
遠
那
位
活
在
墓
地
外
不
屬
盟
約
的
民
族
|
叫

色
列
而
原
籍
是
厄
東
十
分
虔
敬
的
人
物
約
伯
因
看

他

的
信
德
和
堅
忍
也
中
悅

了
天
主
且
蒙
受
了
天
主
的
祝

福

(
雅
5
u
)
則
M
H
也
記
數
著
三
位
上
古
的
賢
人

諾
厄
約
伯
和
這
尼
爾
請
注
意
這
位
達
尼
爾
不
是
四
位

大
先
知
中

的
那
一
位
而
是
生
活
在
公
元
二
千
年
前
的

辦
尼
萃
的
大
賢
士
(
參
見
划
m
s

)
這
三
位
賢
人
也

不
屬
于
盟
約
的
選
民
他
們
是
異
教
人
可
是
他

們
因
樹

立
懿
德
芳
表
中
悅
了
天
主
且
進
一
瞄
了
世
人

以
上
的
陳
述
無
非
證
明
異
教
人
中
按
若

刊

闊
的

名
言
實
在
有
些
一
「
四
散
的
天
主
的
兒
女

」
這
些
不
屬

於
天
主
盟
約
的
良
民
究
竟
行
了
甚
麼
善
行
來
中
悅
天

主
呢
只
有
一
切
話
信
德
|
|
「
沒
有
信
德
是
不

可
能

中
悅
天
主
的
因
寫
凡
接
近
天
主
的
人
應
該
信
他
存
在

且
信
他
對
尋
求
他
的
人
是
賞
報
者
」

(
希
口

6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聖
保
祿
在
那
篇
讚
頌
信
德
英
雄
嚴
肅
而

著
名
的
篇
章
悍
的
希
U

章
內
至
少
提
出
了
四
位
盟
約

以
外
的
義
人
即
亞
伯
爾
哈
諾
客
站
厄
默
基
瑟
德
和
其

敬
的
娘
女
辣
哈
布
(
U
U
}
可
見
除
能
看
到
的
教
會

外
還
有
看
不
見
的
天
主
子
民
存
在
(
若
U
H
)

對
這
論
題
我

們
將
在
下
簡
內
再
作
討
論
本
都
極

我
們
只
客
講
舊
約
對
異
敬
和
異

教
人
所
表
示
的
一
些

態
度

首
先
應
該
承
認
按
舊
約
全
部
道
理
天
主
非
但
是

以
色
列
選
民
的
天
主
而
且
也
是
萬
民
的
天
主
因
民
萬

民
都
是
由
他
造
生
的
他
照
顧
萬
物
他
引
導
萬
民
以
色

列
是
天
父
的
長
子
但
其
他
的
民
族
也
是
天
父
的
兒
子

阿
彼
默
肋
客
埃
及
國
的
法
郎
客
納
字

地
居
住
的
那
七

個
應
予
消
滅
的
異
教
民
族
(
申
7
1

叫
“2
)
他
們
的

生
活
和
命
運
無

一
不
受
天
主
的
支
配
(
申
7
2

也
2

出
3
7

|

臼
申

M
M7l

H
)
先
知
們
的
宣
講
很
清
凳

的
指
出
異
民
都
受
天
主
的
照
顧
只
要
閱
讀
亞
1
2

北

H
的
鴻
叫
戶
口
1
2

特
別
是
依
m
u
|

M
幻
耶
物
到
則
衍
叫
“

達
全
書
及
智
ω
H
U
盯
等
便
可
領
會
其
次
是
由
先
知

的
神
論
中
我

們
看
出
天
主
不
但
管
一
捏

一
切
異
民
並
且

給
每
個
民
族
委
托
一
個
使
命
若
果
他
們
行
為
美
好
、
必

蒙
受
天
主
降
福
若
果
行
為
不
善
一

固定
招
致
天
主
的
懲

罰
基
於
這
端
道
理
亞
述
是
天
主
義
怒
的
木
棒
就
是
說

天
主
派
她
去
懲
治
以
色
列
子
民
但
事
後
寫
了
亞
述
將

勝
利
的
光
榮
歸
於
自
己
驕
傲
自
大
橫
施
暴
行
天
主
終

於
折
斷
這
棍
杖
|
|
亞
述
還
有
一
些
外
教
強
盛
帝
幽

的
皇
帝
也
奉
行

了
天
主
委
給
他
們
的
使
命
因
此
天
主

稱
拿
步
高
為
「
我
的
僕
人

」
(
耶
泊
，
)
稱
居
科
七

為
自
己
的
「
受
傅
者
」
(
依此
付1
)同
樣
亞
歷
山
大
k
m巾

一.......... . 



(
加
上
I
z

-
-
)
和
奧
古
斯
都

(
路
2
1

1
5

)

談
會
經
的
奧
義
都
是
天
主
為
在
世

上
娃
立
神
國
所
利

用
的
工
具

依
然
所
有
人
等
只
婆
是
願
意
都
能
認
識
天
主
的

存
在
明
白
他
是
全
能
全
知
的

(
智
u
l
s

羅
l
u

-
n

)
當
然
他
們
能
夠
對
天
主
表
明
仿
仰
一
位
對
天

主
表
明
信
仰
的
人
就
成
為
義
人
而
賴
信
仰
生
活
(
哈

2
‘
)
因
為
人
一
表
明
信
仰
就
能
修
各
種
德
行
因
此

我
們
說
異
民
中
也
有
義
人
也
有
德
行
高
峻
的
義
人
關

於
這
端
道
理
嬰
經
內
也
不
缺
乏
例
子
比
如
埃
及
的
收

生
婆
(
的
1
口

l
n
)

法
郎
的
公
主
(
出
2
6
)
妓

女
被
哈
布

(
蘇
2
)
盧
德
(
虛
)供
養
厄
里
亞
的
回
爾

法
特
峨
的
寡
婦

(
列
上
口
8
)
阿
蘭
民
族
的
將
軍
納

剛
劃
(
則
下
5
)，

救
護
鳳
叫
科
甜
的
鬧
到
人
間
則
蚓

肋
客

(
耶
羽
7
問

)
萬
法
翁
的
百
夫
長

(
瑪
8
5

l

H
)
客
納
罕
婦
人
(
瑪
M
U
m
-
M
)
凱
繳
勒
雅
的
百

夫
長
科
爾
乃
客

(
宗
的
)
總
督
斐
斯
托
(
宗
鈞
鈞
)

百
夫
長
猶
里
約

(
宗
幻
m
u
)
等

異
民
中
散
雜
若
有
德
的
人
吾
主
也
會
予
以
證
明

(
寫
5
叫
盯
)
按
他
的
話
稅
吏
和
外
邦
人
中
也
有
比
一
一

是
重
視
德
行
的
這
些
一
德
行
是
他
們
的
長
處
但
以
之
作

倚
天
主
的
義
子
那
就
向
嫌
不
足
因
為
天
主
的
義
子
耐
心

向
完
善
的
天
父
看
齊
外
邦
人
中
或
者
有
人l
有
多
少

一
自
然
只
有
天
主
知
道
|

尋
求
天
主
「
或
者
可
以
按
索

昕
一
而
時
間
到
他

」
(
尉
口
自
門
也
有
的媛在
形
式
上
在
敬

戶
畏
國
家
的
神
明
但
實
際
上
按
他
們
的
善
良
來
講
他
們

1925 十二益

委
實
是
恭
敏
「
未
為
之
神
」
聖
保
祿
時
代
固
有
這
樣
的

人
現
在
也
有
這
樣
的
人
學
奧
斯
定
沈
恩
這
奧
遜
道
出

了
那
著
名
而
悲
哀
的
辭
旬
「
與
酋
在
羊
段
內
有
好
多

是
紛
狼
在
竿
絞
外
令
打
多
是
羔
羊
」
在
其
民
的
各
宗

教
悍
非
但
有
看
道
德
的
成
分
而
且
也
有
一
些
真
理
的

成
分
可
是
近
些
一
笑
善
成
分
，
幾
乎
全
被
偶
像
崇
拜
遮
蓋

了
就
H
E
說
崇
拜
門
然
，
相
崇
拜
偶
像
把
人
們
的
良
善
這

德
和
風
俗
日
復
一
日
地
鍋
燒
了
無
怪
乎
依
撤
意
亞
描

述
與
民
說
「
在
黑
暗
中
行
走
的
百
姓
.. 

寄
居
在
漆
黑

之
地
的
行
性
.. 

」
(
依
9
1
瑪
4
H
|

站
)
研
約
時

代
的
先
知
們
尤
其
是
智
。
瀉
的
作
者
為
示

了
崇
拜
偶

像
的
由
來
利
害
處
(
智
U
M
)
新
約
時
代
裡
身
為
外

邦
人
宗
徒
的
砂
土
作
緣
也
份
深
切
問
心
且
過
吳
敬
和
崇
拜

偶
像
的
間
組

(
縱
1
2

州
1
3

等
)
在
下
翻
中
本

看
逗
他
大
學
川
市
龍
的
教
叫
圳
我
們
要
再A論
與
民
得
救

的
問
題
現
在
只
品
保
祿
的
教
訓
與
智
慧
娟
的
道
理
大

致
相
同
其
不
同
之
點
乃
是
在
於
前
若
是
以
天
主
學
子

已
降
生
放
般
人
類
的
奧
U
叫
作
向
發
點
這
「
虔
敬
的
奧

蹟
」
(
弟
的
3

H
)
使
你
祿
更
深
入
的

明
瞭
天
主
拯

救
萬
民
的
計
划
和
依
抗
天
主
討
創
的

「
罪
惡
陰
謀
」

(
得
後
2
7
)
關
於
這
兩
端
道
理
山
林
綠
的
教
訓
表
函

看
來
似
乎
役
此
有
若
矛
盾
筆
者
也
不
否
認
它
是
非
常

難
解
的
一
個
問
題
可
是
若
果
讀
者
根
油
田
保
險
神
學
中

那
最
顯
明
和
最
堅
毅
的
道
理
「
天
主
依
照
他
的
措
施

當
時
期
一
識
就
使
天
上
和
地
上
的
萬
有
總
歸
於
基
督

元
首
」
(
弗
1
刊
)

來
研
究
就
可
發
現
保
祿
的
教
訓

雖
對
我
們
仍
有
奧
秘
之
處
詞
是
很
有
邏
輯

和
系
統
了

(
一
二
異
民
如

何
獲
得
救

恩

身
為
外
邦
宗
徒
的
保
祿
天
天
碰
著
這
可
怖
的
問

題
外
邦
人
如
何
得
放
學
宗
徒
只
從
天
主
方
面
出
發
來

解
釋
這
難
題
保
祿
的
大
原
理

(
甲

)
是
「
天
主
願
意
所
有
的
人
得
救
並
得
以

忍
識
真
理
」

(
弟
前
2

‘
7
)
事
故
如
此
天
主
不
能

不
施
計
去
救
援
省
內
民
因
為
萬
民
都
是
天
主
造
成
的
他

並
且
派
遣
自
己
的
墨
子
降
生
成
人
來
救

贖
萬
民
「
難

道
天
主
只
是
猶
太
人
的
天
主
嗎
不
也
是
外
邦
人
的
天

主
鴨
是
的
也
是
外
邦
人
的
天
主
」

(
羅
3
甜
甜
)
只

有
一
位
劍
造
萬
物
的
天
主
也
只
有
一
位
救
恢
者
|
天

主
與
人
之
間
的
中
保
耶
穌
基
督
無
疑
的
保
祖
棉
被
復
的

光
榮
的
耶
穌
幻
惑

了
可
是
也
被
釘
在
十
字
線
上
的
耶

穌
幻
惑
了
死
亡
與
復
活
這
兩
樁
事
是
分
不
闊
的
兩
者

連
在
一
起
就
形
成
那
「
偉
大
的
虔
敬
的
奧
鎖
」
(

弟

前
3
M
)
以
十
字
架
上
的
犧
牲
天
主
把
隔
絕
以
色
列

子
民
與
外
邦
人
的
那
道
牆
壁
拆
毀
了
「
以
十
字
槃
誅

滅
了
仇
恨
也
以
十
字
架

使
雙
方
(
以
民
和
與
民

)
合

成
一
體
與
天
主
和
好
」

(
弗
2
M
)

(
乙

)
以
上
一
原
理
保
祿
說
出
天
主
客
觀
地
願

意
拯
救
眾
人
而
事
實
上
藉
看
他
的
聖
子
的
犧
牲
救
贖

7
他
們
可
是
自
由
的
人
應
該
答
覆
天
主
而
他
們
的

答

覆
只
有
一
個
那
便
是
信
德
天

主
是
藉
著
信
德
救
國
價
以

色
列
也
救
贖
外
邦
人
「
經
上
說
凡
相
信
他
的
人
不
致

於
蒙
羞
其
實
並
沒
有
猶
太
人
提
希
圈
人
的
區
別
國
寫



』
車
λ
都
有
同
一
的
主
他
對
一
切
呼
揖
他
的

λ
都
是
富

即
-有
蔥
蔥
凡
的
地
凡
呼
號
上
主
名
號
的
九
必
然
進
故
」

-
(
羅
m
u
-
m

嘉
閱
若
3
"
|

剝
)

一

只
有
信
穗
連
降
路
可
通
達
到
天
主
那
惶
「
積
有

偎
恤
愣
是
不
可
能
中
恆
天
主
的
因
為
凡
接
近
天
主
的
λ

團
團
該
信
他
存
在
且
信
他
對
尋
求
他
的
人
是
賞
報
者
」

(
譯
u
.
)

這
為
得
救
不
可
缺
少
的
峰
件
l

信
德

木
只
關
係
以
色
列
選
民
且
也
闕
係
全
體
人
頰
上
古
時

代
還
沒
有
選
民
因
為
尚
沒
有
西
乃
盟
約
當
時
的
人
之

得
救
無
非
是
藉
置
信
德
昂
u
a
n

記
述
亞
伯
爾
哈

制
單
詞
臥
而
相
5
.
"

也
記
述
1
點
劃
對
飢
不
是

有
力
的
軍
攝
嗎
羅
馬
害
那
強
有
力
的
結
構
必
可
幫
助

我
們
懂
得
信
貓
的
無
上
地
位
學
宗
徒
蛙
在
囑
目
主
人

類
包
括
外
邦
人
和
以
民
「
所
有
的

λ
都
犯
了
罪
都
失

掉
了
天
主
的
光
榮
」

(
3
詞

)
從
信
傳
這
方
面
保
祿

在
鑑
別
人
類
的
宗
敢
時
罔
聞
說
沒
有
誰
營
或
沒
有
信

智
的
人
類
是
茜
麼
反
過
東
說
佔
有
延
督
或
佔
有
信
蝕

的
人
類
又
是
站
麼
對
第
一
個
問
題
保
轍
憂
傷
的
答
道

沒
有
信
憊
的
λ
說
擁
護
著
那
作
接
λ
類
尊
位
的
迷
信

雖
然
那
迷
信
的
黑
暗
時
期
是
被
天
主
暫
時
容
忍
著
的

(
d
m
M
U口
)
臥
便
使
λ
直
覺
得
天
主
是
須
要
的
和

信
德
之
不
可
無
對
第
二
個
問
題
他
答
說λ
類
佔
有
基

督
懷
有
信
害
身
世
分
組
革
督
的
苦
難
東
世
也
說
分
享

基
督
的
光
榮
批
量
說
因
著
對
基
督
的
信
仰
人
駕
著
自

我
和
死
亡
的
立
勝
生
活
於
基
督
內
以
使
將
來
偕
問
他

並
站
著
他
去
光
榮
天
主
(
農

8
)

十三盒1925 

(
丙

)
倒
剖
開
對
外
邦
的
宗
敢
有
聲
非
常
碰
底
的

看
法
他
研
攻
壘
的
說
是
悔
嘩

λ
蝕
尊
位
的
建
怯
和
由

迷
信
所
費
生
的
唾
行
邪
乎
他
不
能
容
忍
那
些
妄
自
尊

大
的
有
學
草
堂
講
無
稽
之
品
或

M
空
談
的
欺

λ
假
教

師
{
鐸
1
"
)

在
外
邦
的
宗
曲
裡
-
凱
在
以
民
的
宗
教
裡
一
續

保
嗨
指
出
有
著
一
些
期
限
這
些
期
限
事
實
上
給
←
未
來

降
生
的
天
主
墊
子
准
備
道
路
這
似
乎
n
E迦
4
2

|

"

一
段
經
文
的
概
念
在
這
段
經
文
內
保
融
融
梅
瑟
的
法

律
i

以
民
的
宗
教
只
不
過
是
「
今
世
的
蒙
學
」
飽

7
他
切
望
那
些
原
來
不
認
識
天
主
的

λ
現
在
任
然
認

識
了
天
主
因
為
相
估
了
他
說
罵
不
可
再
問
到
他
們
那

些
無
用
的
蒙
學
同
去
外
邦
人
的
建
學
壘
什
麼
只
不
過

是
包
含
在
他
們
宗
教
肉
的
真
理
的
片
段
和
道
瘤
的
告

誡
現
在
救
世
主
前
已
降
世
且
完
成
了
救
壇
人
類
的
工

程
他
扭
扭
救
了
猶
太
人
脫
離
梅
瑟
怯
的
經
結
也
揖
敘

7
外
邦
人
脫
離
他
們
的
張
學

(
E
E
n
y
o
-
ω
)

保
融
在

這
段
經
文
內
消
搔
地
講
述
耶
穌
為
何
救
了
眾
人
l

以

民
及
其
民
局
何
叫
他
們
脫
離

f

奴
役
的
束
縛
關
於
這

問
過
聖
若
望
積
梅
地
且
更
在
嚴
地
宣
示
說
「
那
普
照

每
人
的
真
光
正
在
進
入
這
世
界
」
(
若
1
.
)
說
是

憑
著
聖
若
望
這
句
話
一
些
希
姐
的
教
、
久
和
古
時
的
作

者
(
F
Z
E口
?
n
z
s
o
S
E
Z

等
)
把
一
些
一
哲
士

(
個R
E
E
P

可
宮
。

.
0
)
的
高
雅
學
說
當
作
「
聖

言
」
的
生
命
位
跡
(

戶。
的E

名
月
2
5

S
H
}

說
天
主
會
利
用
T
科
圳
亂閣
制
扎
圳
制
等
也
可 說

天
主
利
用
T
偉
大
的
哲
學
軍
教
育
軍
東
教
曙
並

a
T

惜
那
些
外
邦
民
族
去
接
受
默
西
亞
l

救
世
主
壘
卡
分

可
取
也
最
十
分
合
宜
的
而
且
鬧
革
者
看
東
退
回
諾
夫
土

上
智
的
作
挂
可
是
有
兩
件
事
按
學
經
的
教
理
禮
品

在

配
(
1
)

人
蒙
救
亂
不
是
悶
者
叫
眩
瑣
羅
亞
斯
低
叫

孔
穆
罕
默
紙
辭
格
叫
嵐
等
之
力
而
只
薄
唯
一
的
教
世

主
耶
鯨
耳
督
「
除
他
以
外
無
論
憑
誰
決
無
救
援
茵
為

在
天
下
人
間
沒
有
喝
下
別
的
名
字
使
我
們
賴
以
得
救

的
」
(
宗
A
?
"
)
(
2
)

聖
歡
會
可
暫
周
遭
些
外

邦
賢
士
的
教
誨
來
教
導
異
民
引
導
他
們
接
近
默
西
亞

或
者
利
用
他
們
的
名
言
來
解
釋
天
主
的
道
理
單
保
線

已
會
作
過
這
棒
的
先
例

(
宗
口
"
格
前
的
"
鐸

1

。

束
了
錢
們
要
掏
出
自
遭
些
單
恆
的
原
理
可
以
確

實
推
論
山
路
救
接
那
「
四
散
的
于
女
」
(
若
口
"
)

天
主
團
然
尚
有
其
他
辦
法
但
依
然
里
于
降
生
了
明
白

聲
明
「
我
是
道
路
真
理
生
命
除
非
經
過
我
誰
也
不
能

到
父
那
裡
去

」
{
若
H
.
)
並
且
命
令
宗
徒
的
他
的

教
會
蠟
「
向
一
切
受
造
之
物
宣
講
福
音
」
說
「
倍
而

受
洗
的
必
要
得
救
但
不
倍

的
必
被
判
罪
」
(谷
而
“

)

由
這
些
和
吾
主
其
他
類
似
的
話
應
歸
結
得
紋
的
大
道

天
主
親
自
指
定
的
得
救
大
道
是
「
認
識
唯
一
的
真
正

主
和
『
他
﹒
』
所
派
軍
來
的
耶
穌
基
督
」
(
苦
口
，
客

閱
若

-
ei
-
-
)

見
啟
示
信
穗
學
純
偶
偉
崇
拜

;~ 



u
f
-
H
K軍
片
"
。
胃
口Z
E
O
J
「
痛
悔
」
或
「
﹒
悔
改
」

"
車
月
潮
"
戶
可
8
2
0
2
3

」
與
罪
凰
補
畸
祈
眛
苦

行
善
功
等
有
者
很
密
切
的
關
係
為
此
很
多
次
這
些
意

念
在
娶
經
上
常
都
聯
在
一
起
出
現
現
在
為
了
明
晰
起

見
我
們
要
討
論
(
一
)
悔
改
的
意
義
(
二
)
由
悔
改

所
發
的
行
為
補
贖

(
一
)

悔
改
的
蔥
籠

希
伯
來
文
指
示
悔
改
最
普
通
的
語
詞
乃
是

∞
宮
σ
﹒
4
自
}
戶
口
宮
解
釋
「
罔
來
罔
去
被
歸
岡
歸
」
這

詞
在
聖
經
上
經
常
含
有
宗
教
和
倫
理
的
意
思
而
指
示

「
罔
心
轉
意
」
(
列
上8

抽
)
「
岡
到
歸
來
歸
依
歸
向

上
主
或
天
主
」
(
那
3
7
依
凹
自
幼
時
等
)
與
上
述

意
義
相
似
的
有
棄
惡
遷
善
或
「
惡
惡
好
善
」
(
亞
5

間
)
然
而
意
義
更
深
美
的
詞
旬
乃
是
「
尋
求
上
主
」

(
亞
5
.
歐
ω
臼
詠
叫
的
6
等
)
「
後
悔
」
(
耶
H
A
H
)

「
懺
悔
」
(
約
的
也
6
)
「
承
認
罪
過
」
(
詠n
s
)

在
上
主
面
前
「
自
卑
自
賤
」
等
若
果
我
們
留
心
里
經

就
不
難
立
刻
發
現
誰
捨
棄
惡
行
而
歸
向
天
主
誰
就
心

裡
悔
改
而
自
然
甘
心
從
事
克
庄
神
主
以
補
頓
所
犯
的

罪
惡
悔
旬
的
說
心
悍
的
悔
改
顯
示
在
痛
悔
者
的
品
行

上
所
謂
「
誠
於
中
形
於
外
」
便
是

(
一
二
悔
改
的
行
為

|
|
補
贖

(
I
)

舊
約

-

因
為
天
主
在
西
乃
山

上
與
全
體
以
色
列
民
族
立

腳
一
過
盟的
仙
叫
民
在
古
時
此
磁
然
判
個
人
的
資
擔
未
加
經

戶
瞬
間
但
事
實
上
對
集
合
的
責
但
卻
很
自
然
地
更
加
深
切

1926 十二重

注
意
巾
於
此
不
論
是
個
人
犯
罪
或
是
囑
體
為
某
家
某

支
派
或
集
體
犯
罪
在
與
之
立
約
的
天
主
台
前
全
民
都

要
寅
貴
有
時
若
呆
犯
法
的
只
是
某
一
個
人
天
主
也
因

他
一
人
之
罪
而
對
全
民
以
便
警
醒
他
們
叫
他
們
都
能

感
覺
到
人
不
可
任
意
反
對
天
主
這
樣
也
就
可
以
漸
漸

使
他
們
覺
得
罪
惡
的
可
惡
性
這
種
辦
法
是
天
主
叫
到
世

人
所
用
的
教
育
法
並
且
證
諸
民
族
學
和
宗
教
比
較
史

還
辦
法
也
是
很
適
合
上
古
民
族
的
需
要
尤
其
是
選
民

的
需
要
準
此
鯨
7

出
叫
“
自1

甜
戶
M
Q
7
站
等
所
記

的
事
跡
就
不
難
解
釋
了

在
受
天
主
懲
罰
的
時
候
或
為
避
兔
天
主
懲
罰
以

民
例
必
洗
心
革
面
以
背
行
和
補
般
的
禮
儀
哀
求
天
主

寬
恕
自
然
這
些
青
行
密
切
牽
連
者
認
罪
懺
悔
或
悔
改

的
心
情
儘
管
有
時
這
些
外
表
的
禮
節
會
勝
過
內
心
的

痛
悔
這
包
克
苦
行
為
乃
是
禁
食
(
民
幼
品
)
穿
苦
衣

撒
灰
土
撕
裂
衣
服
放
聲
大
哭
等
(
列
下
6
M
依
叩
A
S

納
3
5
8
等
)
除
這
些
苦
行
以
外
還
有
一
種
很
平

常
的
求
饒
方
法
就
是
獻
贖
罪
祭
(
戶
必
6
臼
)
或

者
人
民
異
口
問
聲
承
認
自
己
的
罪
過
(
繳
上

7

‘
我

們
犯
了
坪
得
摔
了
上
主
)
同
時
也
有
不
少
學
詠
和
學

歌
就
是
海
伴
著
這
類
補
償
的
禮
儀
而
編
苦
的
如
詠
的

叩
門
沛
的
一
反
5
依
ω
7
μ
w
u
達
9
‘
!
間
多
3
1
(

6

H
|

臼
友
9
1
1
H
厄
下
I
e
u
等
此
外
在
這
些
苦

行
和
祈
禱
外
有
時
當
人
民
受
懲
罰
或
怕
受
懲
罰
時
就

有
學
人
以
中
保
的
身
份
興
起
哀
求
上
主
寬
恕
比
如
梅

蚓
(
叫
凶
犯
抽
|
詞
)
和
闖
蚓
刺
到
(
恥

U
H
I
l
M
O

‘
)
等
就
是

先
知
們
的
大
功
動
即
在
乎
宣
講
一
個
真
理
部
人

如
心
漫
不
悔
改
不
「
割
損
」
自
己
的
心
一
切
外
表
的

種
自
連
那
些
規
定
在
法
律
上
的
禮
節
以
及
祭
獻
苦
行

等
都
是
沒
有
價
值
的
行
為
所
以
與
其
說
他
們
未
注
視

苦
行
不
如
說
他
們
貫
徹
重
幌
痛
悔
寫
是

達
味
犯
了
姦
濯
所
以
能
夠
後
悔
並
謙
虛
接
受
天

主
的
懲
罰
(
撇
下
泊
)
是
因
寫
納
堂
先
知
直
指
其
非

責
斥
他
的
妄
為
納
堂
對
達
味
個
人
行
的
別
的
先
知
也

都
為
以
色
列
全
民
這
遠
離
自
己
的
夫
君
，

L
主
而
同
別

的
邪
神
行
海
的
民
族
作
了
「
他
們
離
棄
了
上
主
蔑
視

了
以
色
列
的
學
者
」
(
依
1

‘
)
若
果
他
們
不
歸
附

上
主
上
主
必
要
離
棄
他
們
寫
了
避
兔
這
種
滔
天
災
禍

先
知
們
苦
口
婆
心
的
科
選
民
痛
悔
改
正
這
原
是
先
知

們
宣
講
的
主
要
特
點
這
種
宣
講
非
但
令
選
民
深
切
感

到
罪
惡
的
惡
性
而
且
也
令
個
人
實
行
悔
改
悔
改
後
妥

慎
保
存
天
主
的
友
誼
米
茲
亞
說
「
人
啊
已
通
知
了
你

什
麼
是
善
上
主
要
求
於
你
的
是
什
麼
無
非
就
是
履
行

正
義
愛
好
慈
善
虛
心
與
你
的
天
主
來
往
」
(
米
6
8
)

那
正
義
的
講
道
口
貝
亞
毛
斯
他
的
宣
講
全
在
乎

「
尋
求
上
主
」
一
旬
可
是
尋
求
上
主
不
是
只
指
走
上

搬
字
而
獻
祭
而
是
指
示
一
種
完
全
的
改
正
一
種
很
本

的
悔
改
他
說
「
你
們
要
尋
求
誓
不
可
尋
求
惡
這
樣
你

們
才
能
生
存••• 

」
(
亞
5
H
}

歐
瑟
亞
大
聲
向
以
色
列
呼
喊
要
他
們
歸
向
上
主

因
為
上
主
是
以
民
的
夫
君
仍
在
愛
慕
著
背
信
的
妻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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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的
愛
人
l

邪
神
l

只
欺
騙

和
傷
害
叫
剖
阿
只
有
上

主
才
是
他
們
的
永
遠
而
忠
誠
的
愛
夫
「
議
我
們
認
識

上
主
讀
我
們
努
力
認
識
上
主
」
(
歐

6
1
|
6
)

依
的
前
編
是
以
第
一
章
叫
人
民
悔
改
的
宣
講
開

始
大
先
知
勸
勉
選
民
悶
頭
歸
正
其
主
婪
的
原
因
乃
是

上
主
是
「
辜
者
」
而
屬
于
辜
者
的
以
民
也
該
是
里
的

見
依
1
2
|

剖
5
8
|

油
等
依
撒
意
亞
預
見
將
有
大

部
分
以
民
不
會
痛
悔
因
此
一
方
面
預
言
充
軍
的
懲
罰

不
能
避
免
另
一
方
面
也
預
言
選
民
中
總
將
有
剩
餘
的

一
部
分
作
天
主
的
未
來
新
子
民
的
種
子
和
新
盟
約
的

會
盟
者
「
以
色
列
啊
你
的
百
姓
雖
然
多
為
海
沙
其
中

唯
有
殘
存
者
得
以
歸
罔.•. 

」
(
m
n
)
御
勵
劃
到
並

且
強
調
唯
有
歸
依
天
主
的
人
會
蒙
受
天
主
的
救
恩
和

默
西
亞
時
代
的
恩
賜

但
是
所
有
先
知
中
重
視
悔
改
最
甚
的
還
是
要
算

耶
肋
米
亞
先
知
這
位
大
先
知
有
如
歐
瑟
亞
飯
宣
講
天

主
的
慈
愛
也
相
似
依
撒
意
亞
預
言
將
來
的
懲
罰
和
復

興
此
外
他
更
再
三
再
四
的
勸
越
以
民
只
要
他
們
罔
頭

天
主
就
必
寬
赦
他
們
的
忽
尤
問
時
他
也
預
言
了
剩
餘

以
民
的
大
使
命
及
默
西
亞
的
時
代
然
而
耶
肋
米
亞
先

知
教
訓
的
特
點
尚
不
止
此
他
時
常
在
講
若
果
天
主
不

先
感
化
人
心
人
不
能
歸
依
他
藉
著
這
端
道
理
先
知
實

在
使
宗
教
內
心
化
了
「
你
使
我
歸
來
我
必
歸
來
因
為

你
是
上
主
我
的
天
主
」
(
H
U
M
-
m參
見
依
的
M
l
l

恤
，
W
O
句
，
地

n
y
l
-
-
A
n
υ
e
n
i
l

頃
，

-
w
n
t
A
1

句
也
2
1

句
3
1
2

、

厄
則
克
耳
有
如
其
他
先
知
似
的
也
勸
勉
人
民
悔

十二重1928 

改
悔
改
的
條
件
之
一
乃
是
遵
行
天
主
的
誠
命
和
禮
當

有
的
學
者
說

間
則
封
-
刮
過
分
重
視
禮
節
的
主
要
也
這

是
真
的
內
部
不
完
全
對
反
之
他
比
別
的
先
知
更
強
調
悔

改
上
的
個
人
頁
但
見
則
3

于
目
的

1
"
u
1
m
等

原
來
以
色
列
是
個
叛
逝
的
家
族
可
是
當
他
們
歸
附
天

主
持
天
主
會
賜
給
他
們
一
顆
新
心
要
把
他
的
學
神
傾

注
在
他
們
心
中
這
樣
便
使
他
們
惡
想
妥
善
全
心
隨
從

他
(
則
必
甜
l

剖
參
見
U
H
1
U
)

在
依
安
則
會
(
的
“
)
的
後
編
中
上
述
道
理

也
都
有
所
記
敘
並
且
也
有
一
種
並
非
「
新
奇
」
而
是

比
後
經
常
可
見
的
教
頭
即
把
悔
改
之
情
也
向
異
教
人

灌
輸
使
他
們
也
歸
向
其
天
主
同
時
該
書
也
向
普
世
宣

佈
有
關
天
主
之
國
的
預
言
(
依
必

3
1
6

的
參
見
詠

扭
甜
納
全
書
拉
l
u
u

等
)

再
混
在
依
安
慰
書
中
還
有
特
別
感
人
的
就
是
論

天
父
仁
慈
的
那
端
道
理
依
撒
意
亞
一
如
歐
瑟
亞
和
耶

肋
米
亞
一
樣

i

有
些
地
方
也
許
比
歐
瑟
亞
更
深
妙

l

也
用
各
種
不
同
的
方
法
如
勸
言
神
歌
曲
嘗
喃
喃
詩
歌
隨
時

講
論
天
主
的
慈
愛
換
句
話
說
他
囑
咐
罪
人
罔
頭
不
是

因
為
他
們
非
為
此
不
能
逃
避
天
主
的
懲
罰
而
是
因
為

他
們
得
罪
了
這
至
仁
至
愛
的
父
親
非
到
他
們
與
他
重

行
修
好
他
們
享
受
不
了
心
悍
的
平
安
見
的
1
!
u

佑

，
，

-
I
M
A
Y
M
晴

H
H
b
A
T
u
e
ζ
U
9
1

1

地

E
F

F
3
;
E
J
ζ
U
ζ
υ

直
可

詩
歌
中
最
體
面
和
最
表
達
痛
悔
之
惰
的
當
是
一
詠

到
「
天
主
求
你
按
照
你
的
仁
慈
憐
憫
我
••. 

」
在
這
篇

墨
、
詠
內
先
知
們
所
講
的
痛
悔
道
理
全
都
收
錄
在
內
部

承
認
罪
過
哀
求
內
心
的
潔
淨
懇
求
改
變
質
性
的
要
能

渴
望
棄
惡
行
善
的
志
向
自
從
選
民
開
銷
念
這
篇
娶
一
詠

可
說
他
們
說
再
不
能
忘
記
悔
改
的
真
諦
「
因
為
你
飯

然
不
喜
悅
祭
獻
﹒.• 

天
主
我
的
祭
獻
就
是
普
通
痛
悔
的
精

神
天
主
你
不
經
看
痛
悔
和
謙
卑
的
赤
心
」
(
的
妙
二

節
)
日
後
法
利
鑫
人
的
喧
禮
不
論
是
多
麼
普
遍
和
深

入
良
心
也
不
能
將
這
種
真
宗
教
的
珍
寶
郎
人
應
以
痛

悔
的
赤
心
去
接
近
天
父
的
實
訓
加
以
消
除
新
約
時
代

的
卑
微
者
和
谷
木
蘭
社
團
的
會
員
對
此
都
已
做
了
礁

切
的
明
證(

E
)

新
約

新
約
是
以
洗
者
若
翰
的
宣
講
為
開
端
該
宣
講
是

「
你
們
悔
改
即
因
為
天
國
臨
近
了
」
(
研

3
2
)
。
行

將
來
臨
的
天
國
是
要
使
選
民
一
心
依
賴
天
主
的
仁
慈

也
是
要
他
們
努
力
聖
潔
自
己
的
心
靈
因
為
縱
然
處
於

亞
巴
郎
後
裔
的
尊
位
若
果
不
悔
改
也
是
徒
然
的
真
實

的
悔
改
是
一
種
令
人
結
出
與
悔
改
相
稱
的
果
實
的
內

心
改
變
若
翰
所
施
的
說
乃
是
這
項
悔
改
的
標
記
耶
穌

繼
續
若
暢
的
洗
禮
且
承
受
他
的
宣
講
(
「
悔
改
」
)
然

後
開
始
宣
講
自
己
的
穩
音
和
從
事
建
立
天
齒
的
使
命

他
要
求
民
眾
悔
改
遠
比
若
翰
更
徹
底
就
是
說
他
要
我

們
寫
信
仰
為
學
化
自
己
而
情
故
要
我
們
有
個
斷
然
的

和
絕
對
的
悔
改
他
是
天
闋
的
君
王
那
里
有
他
那
裡
就

有
天
國
皈
依
他
即
等
於
進
入
天
國
亦
等
於
信
從
福
音

及
穿
上
婚
瓶
禮
服
(
谷
1
"

為
n
u
l
t
H
)這
婚
姻

禮
服
表
示
他
賜
治
信
仰
者
的
學
寵
郎
包
含
寬
恕
罪
過



和
砂
土
化
內
心
的
連
認
耶
穌
的
甘
為
其
特
點
之
一
即
挂

招
的
所
有
的
人
長
人
和
持
人
尤
其
是
抓
人
都
進
人
天

國
他
講
的
那
三
假
仁
慈
的
比
喻
亡
芋
失
緒
和
海
-
J的

比
喻
一
方
面
將
心
天
父
的
無
限
仁
慈
另
一
方
柄
。
(
海

子
比
喃
喃)
紙
寫
一
例
痛
悔
者
的
情
緒
和
行
的
內
心
了
強

調
天
主
的
無
限
仁
慈
在
他
的
各
m
J
鬥
行
中
耶
穌
無
時

無
地
不
在
關
揚
「
天
主
是
泛
，
」
這
端
道
棚
內
的
此
他
時

常
以
柔
和
以
交
情
對
待
痛
悔
的
罪
人
至
於
斯
概
以
欽

被
人
稱
作
「
界
人
的
朋
友
」

(
瑪
U
H
)
共
最
特
別

給
予
安
慰
惑
而
最
振
作
人
心
的
品
也
許
就
是
他
說
的

「
的
於
一
個
罪
人
悔
改
在
天
上
所
有
的
歡
樂
廿
世
於
那

九
L
l

九
個
無
須
悔
改
的
義
人
」
(
路
的

7
)
當
然
外

於
執
勛
的
界
人
耶
穌
也
從
山
至
公
主
義
的
審
判
(
瑪

幻
)
來
作
響
告
可
是
他
的
仁
慈
學
竟
不
是
依
撒
t屆
亞

耶
肋
米
亞
歐
瑟
亞
布
給
所
能
此
以
他
總
是
以
天
父
慈
，
吏

的
宣
講
引
人
痛
悔
向
天
父
表
示
以
及
還
愛

宗
徒
們
日
然
是
可
承
受
師
傅
的
灰
心
帥
但
由
于
他
們

書
寫

(
默
也
在
內
)
的
判
象
是
信
徒
郎
曾
經
悔
改
的

人
所
以
在
他
們
的
作
品
中
悔
改
的
道
現
並
非
佔
首
位

宗
徒
們
當
然
叫
業
已
奉
敬
的
不
良
分
子
施
行
責
斥
並

勸
邀
他
們
悔
改
可
是
這
種
悔
改
是
以
恢
復
先
前
的
信

仰
和
愛
德
為
主
就
如
若
望
寫
的

「
你
該
問
想
你
是
從

那
裡
跌
下
的
你
該
悔
改
再
行
先
前
的
作
為••• 

」
(
默

-a2

6
) 

側
一

在
斜
斜
卅
朝
割
肉
看
得
更清楚
的
是
幾
時
宗
徒

r
m
軍
濤
悔
改
的
唱
起
叫
怨
無
論
是
何
猶
太
人
或
外
邦
人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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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Î 。攸事
的的

表必
J兒'~吾

有J loSI
i深為
件。 i;t

Jii':J 
llj 型
)事

間
發
誓
(
H
N
)

m發
虛
誓
(
h
h
…
…UN
E
)

即
發
亮
的
金
屬
(
2
2日
)

t付
多
很
若
以
為
是
一
種
金
銀
或
琉
泊
的
合
金
位

原
文
比
字
立
持
不
叫
叮
叮
只
三
次
見
於
厄
則
克
耳
先
知
書

出

(
1

‘

肘

8
2
)
依
向
加
得
文
此
字
有
「
訂
重
金

屬
」
或
「
在
內
的
捌
」
之
志
占
揍
及
文
亦
有
「
肛
門
銅
」
之

訂
但
這
陪
他
解
釋
法
又
不
合
M
r則
的

上
下
文
故
此
忠
訂
閱

譯
本
將
之
譯
作
「
發
亮
的
金
喝
」

(
韓

)

Jil. 
起
呵。

扯
起
誓

明
且
必H于
身3
h
叫
「
玄
E
D
H
-
m
o
g
筒
。
開
呂
。
D
J

U
H
宜
t
E
叫
U
F
/玄
。
且
郎

(
U
S
m
z
m
其

S
E
ω

」

「
甜
甜
會
山
」
一
祠
的
扎
克
是
依
M
S
R可
明
瞭
它

的
意
義
荷
先
我
們
應
知
創
刊

H
﹒
缸
是
先
知
川
的
凹
出

倫
王
的
一
篇
淋
漓
瓷
致
的
諷
刺
持
這
篇
詩
的
前
段
以

閻
王
的
現
身
說
法
將
閻
王
妄
刊
尊
大
的
傲
慢
之
情
叢

形
暴
露
後
段
卻
是
閻
王
適
得
其
反
的
恥
辱
報
應
國
王

自
謂
「
要
坐
在
盛
會
的
山
上
」
從
前
不
少
的
解
經
學

者
以
為
這
座
山
是
指
熙
雍
山

1

天
主
的
雪
山

而
言

但
現
代
學
者
則
多
以
為
它
是
來
自
古
巴
比

倫
神
話
的

說
法
蓋
巴
比
倫
的
阿
鍊
路
山
猶
如
勝
尼
基
人
的
卡
西

約
山

(
的
自5
)
希
鍾
的
奧
斯
帕
斯
戊
我
國
古
楚
地
的

泥
而
山
涼
之
其
古
老
文
化
的
神
1
的
中
皆
宙
間
悠
然
神
會

你
有
的
高
山
(
緯
)

“
A
K且
聶
哥
T
E
-
-p
m
J

"
g
H
輩
們
三

E
Z
S
\

間
宇
航K
R
F
Z
E
V
E
J
雖
然
自
古
以
來
人

們
就

U
E
n
B
A
/

吃
」

|
|

一

，
'
，

、
知
道
約
但
河
深
谷

地
帶

是
路
走
硫
賞
的
地
區

(
見
依
斜
，
申

m
u
m約
時
間

詠
H
e
)
倒
是
以
民
除
利
用
這
種
原
料
作
簡
單
的
導

火
線
及
清
阿
以
羊
毛
之
用
外
封
於
工
業

上
的
用
途
是
毫

無
所
知
的
在
會
經

上
幾
時
提
扎
扎
硫
黃
總
是
與
上
主
的

義
悠
與
上
主
的
懲
罰
有
街
切
的
關
係
諸
如
采
多
瑪
及

哈
摩
辣
的
滅
亡

(
創
W
M
見
申
的
自
)
先
知
們
所
預

言
的
亞
述
的
淪
亡

(
依
狗
臼
)
以
泣
哥
格
的
毀
滅
中
吋

(
則
叩
呵
呵
)
無
不
是
上
主
諮
硫
資
及
火
的
懲
罰
所
致

在
默
示
錄
上
統
黃
是
息
處
均
力
的
象
，
似
也
是
上
主
在

來
世
懲
罰
你
界
的
刻
骨
表
示

(
見
默
9

口

M
M
M
m
w

m
m
M
幻

8
)
(

韓
)

泊
。
也
「
斗
民

J
在
這
裳
我
們
所
討
論
的
是
囡

"
s
f
f
斗
立
宮

、

3
=
J
'

、

王
及
其
政
府
由
民
間
所
做
收

的
心
們
說
關
於
里
殿
的
稅
收
在
另
一
條
討
論
學
者
大
都

承
認
捐
說
是
隨
著
以
民
君
主
政
體
的
建
立
才
有
的
做

旬
話
說
就
是
始
自

達
味
及
撤
羅
淪
時
代
君
主
政
體
成

立
之
後
朝
廷
的
行
政
人
員
的
衣
食
住
行
軍
隊
的
裝
備

防
禦
工
事
的
建
築
等
等
都
需
要
國
主
來
開
支
而
國
主

只
有
取
之
於
民
間
於
是
有
說
收
的
制
度
除
此
之
外
戰

見
偷
盜



-
一
村
口
問
以
及
弱
小
民
族
的
責
說
也
是
國
庫
收
入
的
主
姿

制
-部
份
(
幟
下8
2
-
m上
5
1
到
下3
.

幟
下
η
u

-
M品
﹒
)
在
確
賞
的
困
難
情
形
之
下
國
王
似
乎
有
構
勤

于
周
里
毆
中
的
財
富
(
列
上
的
u

列
下
叫
“
凹
的
a
m
H

士
等
)
因
為
國
王
的
行
政
人
口
具
有
權
干
涉
聖
殿
的
稅
收

(
見
列
下
u
n
a
)

至
於
敘
說
的
制
度
及
其
實
際
情
形
聖
經
上
雖
然

沒
有
明
確
的
記
教
但
是
我
們
可
以
念
會
到
這
昧
的
戶

口
統
計
與
撤
經
漏
之
將
全
國
分
成
十
二
太
守
區
的
事

實
都
是
與
娟
稅
直
接
有
關
的
且
激
起
了
百
姓
的
不
瀚

(
列
上
u
s
‘
}

自
由
捐
獻
的
事
實
似
乎
亦
存
在
比
如
在
國
王
登

極
時
百
姓
自
由
獻
種
(
撇
下
沁
盯
)
但
有
時
卻
也
，
有

強
迫
的
說
捐
比
如
默
納
恆
國
主
向
全
國
的
富
豪
每
人

做
收
五
十
「
協
刻
耳
」
銀
子

(
列
下
的

u
m
)
編
下

U
S

所
說
的
「
全
猶
大
人
都
給
約
沙
法
特
獻
禮
」
的

事
可
能
是
指
全
體
百
姓
應
納
的
年
稅
閻
王
有
機
敏
收

莊
回
葡
萄
園
及
橄
欖
圓
的
捐
稅
並
將
被
收
分
給
他
的

行
政
官
員
(
撒
上

8
H
U
)
但
在
這
衷
卻
發
生
了
不

少
的
弊
端
而
受
到
先
知
們
的
責
斥
(
亞
5
u

)
困
線

不
少
的
窮
人
受
到
了
欺
壓
與
迫
害
當
然
國
王
亦
有
槍

將
某
人
或
某
家
應
緻
的
稅
捐
豁
兔
(
繳
上
口

E
E
7

1
)
厄
則
克
耳
先
知
清
楚
的
釐
定
了
每
人
應
向
劉
家

元
首
繳
納
的
小
麥
大
麥
油
及
牲
畜
但
元
首
卻
有
資
員

擔
草
坡
的
祭
紀
賢

(
則
何
呵
呵!
"
)

充
軍
閥
後
百
姓
一
貧
如
洗

E的
主
改
權
又
不
從
存

十二.193'-1935 

在
是
以
捐
稅
的
重
輒
減
輕
了
許
多
他
們
除
了
承
擔
重

建
雲
搬
之
外
只
向
聖
殿
戀
納
三
分
之
一
的

「
協
刻
耳
」

初
熟
之
果
及
土
地
出
產
的
什
一
之
物
(
厄
下

m
H
l

的
曰
“
l

盯

U
M
|

刊
)

在
新
約
峙
仇
的
蚓
圳
人
悠
向
經
沁
人
納
稅
每
人

一
個
「
德
納
」
這
些
一
說
務
的
組
收
山
當
時
被
人
所
經

蟬
的
「
說
吏
」
來
且
是
民
猶
太
人
固
然
不
甘
心
向
外
邦

人
納
說
但
卻
承
認
這
是
一
種
義
務
(
瑪
口
自

n
H
i

n
羅
u
e
T
)

兒
般
稅
(
韓
)

"
玲
也
K
H』
「
4
4但
它
已
M
E
Z
J
在
草
地
徵
收
入
口

9
a
e

斗
固p
f
F
E

E
D
ω

、

1
J
1
.
'

，

、
稅
的
事
實
本
已
見

於
舊
約
時
代
的
末
期
(
厄
上

4
u
m
7
H
)
但
在
羅

馬
人
佔
領
墓
地
之
後
才
形
成
了
有
組
織
的
機
構
專
為

鬧
鬧
人
版
務
征
收
賦
稅
歸
入
帝
國
國
障
而
這
批
服
茲

的
稅
吏
則
有
她
從
中
提
取
一
小
部
份
留
飾
自
用
但
聚

少
成
多
竟
能
中
飽
自
肥
而
致
富
故
此
這
些
稅
吏
在
當

時
一
般
人
的
心
目
中
被
觀
為
下
流
無
恥
的
小
人
為
人

所
痛
恨
不
協
再

加
上
他
們
本
人
原
是
猶
太
人

(
路
吟

，
)
竟
來
幫
助
敵
人
壓
迫
自
己
的
同
胞
甘
為
外
邦
人

所
驅
使
欺
壓
天
主
的
選
民
這
更
增
加
了
猶
太
人
心
理

上
對
他
們
的
痛

恨

耶
穌
本
人
也
多
次
將
他
們
與
外
邦
人
罪
人
及
淫

姊
相
提
並
論
(
瑪
5

“

9
叩

u
m
s
U

口

幻
剖
阻
等
)

但
是
不
可
否
泌
的
是
逗
峰
一
稅
吏
中
有
不
少
的
人
接
受

了
若
翰

泣
耶
穌
的
道
理
而
慷
慨
大
方

地
罔
頭
改
過
他

們
遠
遠
超
過
了
那
些
自
溝
自
足
的
出
刺
劃
沁
園
此
耶

穌
也
毫
不
猶
豫
地
肯
定
這
些
人
和
技
女
更
接
近
夫
回

到
蚓
亦
並
沒
有
要
求
說
吏
放
棄
自
己
的
職
業
而
只
是

強
此
應
保
守
正
義
不
可
額
外
叫
做
收
(
路
3
u
u
)
耶

穌
什
但
他
的
比
喃
喃
中
特
別
攝
制
岔
了
也
心
同
弱
的
稅
吏
的

撥
通
(
的
帥
的M
H
)
並
質
光
與
稅
史
回
凱
在
他
家
進

食
將
他
導
之
於
正
途

(
的
開
叫
W
Z
|

刊
)

(
緯

}

扭
扭
注3
5
1
3
3
1
3
、
l
f、
\
〈
可
m
E
d
-
5片
開
S

J

叫
。-
Z
R
Z
J
E
P
t
t
p
J

且
/
/
〈
可m
E
R
E
-
〈
可
間
。
\

自
宗
教
比
較
史
可
以
證
明
一
些
上
古
民
族
以
處

女
的
身
份
是
具
有
一
種
辦
學
尊
嚴
的
為
此
將
一
些
女

神
當
作
童
貞
女
如
阿
納
特
(
〉

E

岳
)
阿
爾
式
米
|

圳
蚓
俐
(
r
g
昌
說
，
白
宮
"
)
剛
喇
喇
(
KF
HZ
2
)

等
可
是
星
經
關
于
童
貞
的
概
念
與
異
教
童
貞
玄
紳
具

有
天
坡
之
別
因
此
在
本
文
我
們
並
不
注
意
童
貞
女
神

而
只
討
論
制
制
皮
剝
削
關
于
貞
女
的
概
念
故
此
總
先

討
說
童
貞
的
衛
話
以
後
論
及
舊
約
關
于
處
女
的
法
律

與
新
約
關
于
處
女
身
份
之
意
義

(
I
)

街
路

制
制
刺
文
為
表
示
一
個
年
輕
的
處
女
郎
一
個
未

婚
的
女
子

(
1
)
普
通
使
用

自
善
自
各
如

創
M
M
H
M甜
臼

叮
叮
汁3
問
問m
w
as
s

樹
上9
u

則
下
5
‘

制
約
"

的
2
T

削
2
s

以
上
的
經
文
闆
副
譯
本
均
譯
作
少
女

或
女
也
然
而
斷
2
6
e

譯
作
玄
子
配4
口

少
峙
中
叩叫
“



“
一
甜
甜
年
輕
處
女
少
女
而
在
出
2
6

微
止
封
“
綾
9
3

a
3

旬

1
-
m
u叮
釗
凹
織
上
下
文
則
譯
作
使
女
牌
女
艾

2

，
待
命
A

-
4
.
M

宮
女
也
這
比
內
經
文
可
推
知
年
經
少
女
經
常
是

一
處
女
可
是
希
伯
來
名
泊

E
Y
R
b
y

本
來
只
指
年
輕
的

一
女
子
而
且
一
百

一

(
2
)
F
H
V
三

色
「
處
女
」
或
「
處
子
」
這
名
詞

一
常
指
還
未
結
交
男
人
的
少
女
恩
高
譯
本
普
通
譯
作
處

一
女
而
抽
象
的
名
字

2

月
m
s
z
g
則
譯
作
童
貞
(
民

刊

一
肘

)
或
童
身
(
則
幻

3
8
)

一

(
3
)
且

已
自
各
一
詞
為
少
女
不
論
她
已
跨
或

了
未
婚
見
創
圳的
U

「
少
玄
」
山

2
8

「
少
女
」
詠
ω

-
H

「
一
隊
少
女
」
滋
M
N
H「
女
」
郎
「
少
女
」
歌

i
于1
3.

「
少
女
」6.

.

「
少
女
無
數
」
圳7u
阿
桂
拉

卜
一
(
KFA
E

F
)譯
作
「
少
女
」

(
2
g
g
m
)七
十
賢
士
本

.

, 

一…
划
譯
作
「
貞
女
」
即
可
側
門
門

y
g
g

照
上
下
文
只
此
譯

于
法
趨
于
先
知
的
深
志
上
主
持
F

一
個
「
敏
兆
)
然
而

于
年
輕
的
灰
人
與
丈
夫
結
合
而
生
子
乃
是
自
然
的
事
沒

于
有
什
麼
做
兆
可
言
再
說
原
文
不
說
「
一
個
哈
耳
瑪
」

一
部
一
個
或
任
何
年
輕
的
女
子
而
說
看
有
一
位
(
處
于
)

一
-
少
玄
或
那
一
位
少
女
那
一
位
貞
女
見
水
5
1
s

一

新
約
的
名
划
與
向
約
的
名
叫
的
用
法
火
仗
，
怕
吋

-z
z
S
D

及
E
B

等
與
且
各
自
己
H

相
同
其
立
照
為

-9
“
是
女
孩
手
M
H

譯
作
「
玄
孩
」
谷
5

“
「
小
玄

一
孩
」
6

甜
甜
女
孩
子
M
M
R
H
Y
g

g

指
未
緣
的
年
輕
女

關
一手
和
制
前
7
訕
訕

i

H

蚓
幻
1
7
H

叫到
副
譯
本
譯作

戶
戶
璽
女宗
幻
，

貞
女

MVE
H
Y
O口
。

"
指
默
西
亞
的
母
親
則

譯
作
童
貞
女
(
路

i

幻
)
瑪
1

扭
扭
則
譯
作
看
一
位

「
貞
友
」

(
4
)
假
借
的
的
沾
有
時
「
玄
兒
」
一
詢
及
「
室

只
立
」
一
詞
亦
用
來
指
稱
被
人
絡
化
的
一
座
城
或
一

,
i-|

,if--

個
民
族
如
依

I
S

「
熙
灌
，
久
兒
」
詠
叮
8

「
巴
比
倫

女
子
」
依
幻
臼
「
溶
冬
女
兒
遭
占
百
仁
待
的
處
女
」
哀
I

H

「
原
是
處
女
的
街
大
女
郎
」
參
見
依
幻
n

約
1

耶

叫門
口
等
處

(
E

)

舊
約
時
代
關
于
處

女
的
梅

念
和
律
例

照
管
約
時
代
的
看
法
守
貞
和
不
生
育
孩
子
的
女

人
是
缺
少
她
們
為
女
人
的
最
大
光
榮
即
作
母
親
的
尊

榮
由
于
此
依
邦
大
的
問
女
依
然
永
不
能
做
母
親
兩
個

月
之
久
哀
哭
她
的
童
貞
因
自
叫
她
有
如
一
個
石
女
不
能

享
友
母
親
的
祝
福
生
育
兒
汶
(
閱

J
盯
圳
的s
m
s

e
)
做
一
個
以
色
列
的
女
人
，
小
生
育
巧
是
一
種
恥
辱

(
繳
上
1

u

路
1

自
)
但
是
在
結
婚
以
前
女
人
應
該

用
各
種
方
法
街
道
自
已
的
貞
操
叫
到
這
一
點
舊
約
的
律

例
全
部
一
致
見
巾

n
H

刮
目

A
n
時

M

等
處
大
司

祭
按
肋
幻

H

應
娶
一
個
處
去
嗎
妻
以
後
按
削
科
且
這

條
法
律
也
迫

A
P任
何
4

祭
遵
守

寡
婦
不
再
憋
悶
用
貧
市
婦
女
不
是
那
麼
容
易
司
是

守
良
品
峭
的
寡
姊
很
受
讚
楊
如
友
弟
捕
時
(
友
8

.

S
Mm

n
)
和
女
先
知
亞
納
(
路
2

甜
盯
)
關
于
男
人
節
慾

的
模
能
在
向
約
時
代
乃
是
那
肋
米
亞
先
知

(
耶
的
2

間

參
見
依
U
A
4
5
)如
果
研
究
厄
色
尼
派
的
規
划
及

洗
者
若
翰
的

生
活
我
們
可
合
理
地
說
在
以
民

當
中
於

耶
穌
降
生
前
後
筒
慾
守
貞
的
生
活
已
有
人
遵
守
事
錄

如
此
在
舊
約
就
如
在
新
約
最
大
的
守
貞
的
模
範
是
默

西
亞
的
母
親

l

瑪
利
亞
默
西
亞
的
前
驅
|
|
洗
箭
一

若
絲
和
默
西
亞
自
己

l
i

耶
穌

關
於
貞
德
大
義
還
有
一
使
革
的
新
兩
約
密
切
聯
繫

的
環
節
的
叫
先
知
們
時
以
雅
威
當
作
選
民
的
淨
配
級
端

崇
高
的
道
理
(
耶
H
M
4
剖
依
位
s

及
雅
歌
等
)
在
當
約

時
代
選
民
的
淨
配
就
是
雅
戚
在
新
約
時
代
乃
是
默
西

亞
為
此
洗
者
若
翰
自
稱
為
「
新
郎
的
明
友
」
(
若
3

甜
)
因
為
他
|
|
若
紛
!
|

的
任
務
是
將
新
娘
(
選

民
)
領
到
新
郎
(
基
督
)
面
前
(
駕

9
M
)

(
E
)

新
約
關
于
童
貞
的
機
念

卅
一
則
多
教
父
聲
明
童
貞
的
生
活
是
由
基
督
的
母
親

童
貞
學
母
瑪
利
亞
開
始
的
她
在
領
報
以
前
已
立
志
守

貞
好
能
全
然
歸
于
天
主

(
除
l
u

)
因
此
她
的
特
別

的
名
稱
就
是
「
童
貞
女
」
(
路

1

盯
參
見
瑪
1

詞
)

地
立
志
守
貞
甘
騎
自
那
些
改
革
問
約
時
代
人
的
觀
念
算

是
道
遺
棄
沒
有
光
榮
的
婦
女
為
伍
可
是
那
昔
日
視
為

「
卑
微
」
的
身
份
為
她
划
成
了
一
種
一
喝
源
(
甜
甜1"

“
)
在
她
身
上
應
驗
了
天
主
藉
依
做
意
也
所
發
的
頂

主
「
看
一
位
貞
女
將
懷
孕
生
于
人
將
稱
他
的
名
字
為

厄
瑪
奴
耳
意
思
是
天
主
與
伐
們
悶
在
」
(
瑪
-

m
)

如
同
瑪
利
亞
又
是
童
貞
又
是
默
西
亞
和
默
西
亞

的
信
徒
的
母
親

(
若
W
M

盯
)
同
樣
耶
穌
|
|
默
西

亞
所
立
的
教

會
是
個
童
貞
的
母
親
基
督
徒
的
婚
姻
是

耶
穌
與
他
的
教

會
神
婚
的
表
象
『
見
弗
5

詞
盯

H

格



-
後
U
2
默
剖
，
n
n
』

制
一

菩
主
他
的
母
親

、

洗
者
翱
蚓
|
技
大
多
數
教
丸
愛

一
徒
B
t央
若
望
也
在
內
1
|
|
全
然
表
山
守
童
身
的
深
意

-

原
來
天
主
沒
有
命
令
信
徒
要
守
童
身
守
童
身
是

?

天
主
的
「
恩
賜
」
是
一
項
「
華
召
」
(
格
前7
7
)
守

貞
的
惟
一
目
的
是
「
為
了
天
國
」
(
瑪
的

u
u
)
根

撮
吾
主
的
教
訓
聖
保
祿
聲
明
守
貞
比
結
婚
更
好
因
為

矢
志
守
貞
的
男
女
「
所
街
膚
的
是
主
的
事
一
心
使
身

心
聖
潔....•. 

」
(
格
前
7

扭
扭
)
再
說
為
了
天
圓
守

貞
是
付
給
基
督
徒
生
活
一
種
末
世
的
寬
廣
深
的
意
義

換
而
言
之
守
貞
的
生
活
表
現
那
與
基
督
在
天

父
家
中

永
存
的
翁
合
守
貞
的
有
如
在
吾
主
所
講
的
比
喻
內
的

童
女
(
瑪
幻
1
.
)
內
吊
在
期
待
著
新郎
和
天
圓
的
來

臨
守
貞
的
恩
賜
是
一
個
常
徉
的
徵
兆
因
為
這
項
恩
賜

具
體
地
指
給
世
人
未
來
永
生
的
奧
理
當
時

人
「
也
不

娶
也
不
嫁
•••... 

因
為
他
們
相
似
天
使
」
(
路

m
H

童
身
的
尊
位
在
世
上
顯
露
墓
教
會
的
真
面
目
信

友
們
就
如
學
潔
明
智
的
貞
女
去
迎
接
基
督
好
能
與
他

共
享
永
遠
的
婚
宴
(
瑪
彷

-
-
H
)
在
天
上
的
耶
路

撒
冷
入
選
者
稱
鼠
護
身
因
為
他
們
全
心
拋
棄
了
偶
像

的
崇
拜
而
特
別
因
為
他
們
把
自
己
全
然
獻
給
了
基
督

因
此
他
們
常
跟
隨
著
羔
羊
不
論
他
往
那
里
去
他
們
已

屬
于
聖
域
中
的
成
員
羔
羊
的
淨
配
(
見
默

M
-
w
7

.
剖
，
若
的
‘
盯
)

見
女
人
婚
姻
母
親
瑪
利
亞

十二軍1936-1937 

(
雷
)

州
腎
(
腰)
(
m
M
H
3
)叫
民
以
「
內
腎
」
為
動

\
1
1

、
、
物
五
臘
很
贊
賞
旦
與

生
命
有
重
要
關
係
的
器
官
為
此
獻
祭
時
常
勝
將
「
兩

腎
和
兩
腎
上
的
脂
肪
」
在
的
法
坡
上
焚
燒
使
炯
升
起
作

筒
，
上
主
悅
納
的
馨
香
學
(
山
川
的H
n

肋
6

‘

M
M
4

.
等
彥
兒
「
肝
」
條
)
有
時
希
伯
來
文
以
「
宵
」
來

指
「
上
等
」
最
優
美
之
意
(
中
叩
叫
“H)

腎
若
指
悶
悶
人
身
的
器
官
時
半
常
含
有
寓
意
創
以

「
腎
臟
」
來
指
生
命
的
所
在
(
一
圳
的

u

譯
為
「
五
纖
六

俯
」
)
正
如
「
心
」
或
「
肝
」
所
指
一
樣
腎
多
次
又

指
內
心
除
了
天
主
以
外
誰
也
不
會
洞
察
腎
臟
郎
誰
也

不
會
洞
察
人
身
最
神
秘
的
內
部
內
心
(
一
詠7
u

必
2

耶
U
目
口

u
m
n
默
2

目
)

我
國
古
時
有
「
腎
主
智
」
之
說
以
腎
帥
融
為
智
能

的
所
在
希
伯
來
人
部
以
腎
為
「
良
心
」
(
詠
的
7

耶

也

2
)
為
喜
歡
痛
苦
及
希
望
等
感
覺
的
所
在
(
激
幻

“

一
詠η
n
約
的
凹
的
盯
加
上
2
M
)
寫
表
達
這
種
寓

意
譯
經
時
就
得
用
「
心
」
「
五
內
」
「
五
衷
」
「
肺

肺
」
等
詞
來
說
明

(
圍
棋
)

7
z
t
s
車
，

4
μ
」
』a
\
M
M
}
S
O
D
-
n
J

的
叫
閉
走
基
(
2
2
巴
巴
地
名
民
族
名

位
置
古
髒
尼
基
王
闢
幾
乎
佔
攝
了
整
個
現
在
的

敘
利
亞
海
岸
它
的
最
北
部
城
市
名
叫
阿
爾
瓦
得
南
至

加
爾
默
耳
山
西
有
地
中
海
東
有
黎
巴
嫩
大
山
故
此
它

的
領
域
限
是
一
個
長
形
的
地
帶
東
西
山
海
之
間
最
寬

的
地
方
也
不
過
是
五
十
公
里
而
已
向
東
部
的
山
區
可

說
沒
有
發
展
的
可
能
全
區
可
耕
種
的
土
地
紙
有
兩
個

小
小
的
平
原
位
於
南
北
兩
個
極
端
基
於
這
種
地
勢
所

迫
自
古
以
來
他
們
唯
一
的
出
路
祇
有
海
洋
于
途
是
以

他
們
成
7
歷
史
上
最
著
名
的
航
海
民
族
而
他
們
的
城

市
也
大
都
以
海
邊
的
港
口
為
限
比
如
自
南
而
北
有
下

列
著
名
的
海
洛
城
市
阿
苛
阿
革
齊
布
提
浴
血
一
爾
法
特

樣
冬
貝
魯
特
彼
布
羅
斯
特
黎
頗
里
及
阿
爾
瓦
得
等

歷
史
根
鐵
考
古
學
的
結
論
這
個
地
區
遠
在
很
古

的
時
代
已
有
人
煙
存
在
不
過
它
真
正
被
載
於
歷
史
文

件
上
卻
是
公
元
的
十
六
世
紀
的
事
亦
即
是
當
埃
及
法

郎
阿
赫
眠
配
昕
一
世
(
〉E
S
E
H
)

自
樹
別
驅
逐

卅
卿
克
對
抗
人
追
趕
他
們
直
至
排
尼
墓
地
區
並
將
這
區

的
城
市
加
以
佔
領

但
是
髒
尼
基
人
向
不
甘
心
臣
服
埃
及
不
時
效
法

制
勵
人
起
來
與
制
別
為
難
可
惜
得
不
償
失
反
被
赫
特

人
佔
懷
了
北
部

的
領
土
不
久
之
後
有
「
海

邊
民
族
」

的
興
起
勢
力
強
大
善
於
用
兵
赫
特
與
研
尼
基
人
遠
非

其
對
手
二
者
皆
被
其
吞
併
前
者
勢
如
破
竹
進
軍
直
至

關
別
邊
境
但
是
也
就
在
這
兵
荒
馬
亂
人
民
塗
炭
土
地

被
人
瓜
分
之
際
勝
尼
基
人
開
始
覺
得
實
有
奮
發
自
強

勵
精
圖
治
建

立
自
主
獨
立
政
權
的
必
要
開
始
由
海
路

向
外
費
留
趴
更
得
利
於
樹
倒
王
蚓
酷
的
策
到
自
此
五
百

年
之
久
(
一
O
O
O
!
五
0
0

)
他
們
的
港
口
舉
世

聞
名
商
船
所
到
之
處
幾
乎
遍
及
當
時
地
中
海
的
各
重

要
海
港
城
市
近
至
塞
浦
路
斯
洛
多
馬
耳
他
基
聖
墓
雅

遠
至
西
班
牙
南
方
及
非
洲
北
部
皆
有
他
們
商
船
及
商



人
的
足
跡
撤
羅
淪
時
代
的
巴
力
斯
過
許
多
府
建
築
學

殿
及
宮
殿
的
物
質
無
不
仰
制
勝
尼
拉
人
的
運
輸
當
帥
的

在
許
多
方
面
也
多
少
受
著
他
們
的
先
右
這
一
時
代
堪

稱
為
他
們
反
史
上
的
黃
金
時
代
至
少
在
經
濟
皮
爾
業

方
菌
而
言
雖
然
在
軍
事
放
政
治
上
他
們
仍
不
能
稱
為

當
時
的
強
國

也
就
正
是
萃
於
他
們
的
這
一
弱
點
亞
述
情
間
的

興
起
尤
其
是
在
它
重
振
國
帶
乏
際
成
了
排
尼
基
人
的

絕
大
威
武
公
元
前
八
七
六
年
甜
甜
王
亞
述
凹
尼
帕
耳

逼
迫
提
洛
漆
冬
去
布
羅
斯
又
阿
爾
瓦
得
的
正
依
稱
拉

納
員
自
此
餅
尼
基
紙
有
不
甘
肝
、
心
地
頁
起
了
這
偶
豆

粒
直
至
亞
述
間
於
六
一
二
年
，
滅
亡
為
止
而
授
如
何
一
度

喘
息
的
時
期
可
是
好
是
本
常
繼
之
前
起
的
巴
比
倫
帝

國
亦
同
樣
具
有
自
聯
尼
墓
地
區
肉
海
洋
發
展
的
野
心

於
是
拿
步
高
王
在
五
八
八
年
出
兵
佔
領
了
提
治
淡
綠

冬
破
壞
了
埃
及
同
勝
地
丟
人
聯
盟
抗
拒
巴
比
倫
的
美

夢
繼
巴
比
倫
布
起
的
法
斯
王
國
絲
是
沒
街
減
輕
研
尼

基
以
前
所
受
的
強
權
壓
力
怕
反
的
提
洛
夫
去
了
它
的

作
用
北
非
洲
的
圓
明
地
盡
失
無
遺
倚
在
五
三
年
公
几

前
三
三
三
年
亞
歷
山
大
王
翩
起
打
散
汶
斯
帝
閣
將
提

洛
遂
行
毀
滅
亞
歷
山
大
死
後
阱
U
K什
品
的
土
地
以
海
口

又
成
了
色
軍
苛
及
仆
托
肋
米
兩
個
王
朝
爭
奪
侵
吞
的

對
象
已
完
全
沒
有
自
由
獨
立
可
言
終
被
創
入
羅
馬
帝

一
一
國
的版圖

叫
開一

民
放
酬蚓
到
入
法
劉
樹
記
恥
原
是
團
圍
必
叫
族

的

戶
三
個
民
族
戶
制
的
刊H

d
犬
約
在
公
元
前
三
千
年
左
右

1938-1940 \-三道

正
當
客
納
罕
民
族
大
遷
移
的
時
代
他
們
撥
來
居
住
在

地
中
海
邊
的
被
狹
地
帶
至
于
他
們
原
來
的
居
住
地
區

則
有
兩
種
意
兒
其
一
日
汪
東
南
的
波
斯
灣
地
帶
其
二
是

南
方
的
紅
海
地
區
或
謂
阿
刺
伯
半
島
兩
種
意
見
何
者

較
寫
正
確
是
很
難
斷
定
的
但
無
論
如
何
他
們
也
排
尼

墓
地
鼠
的
東
南
一
帶
遲
來
居
住
似
于
是
無
蹤
的
他
們

是
否
真
正
的
屬
於
閃
族
知
這
後
來
伶
俐
叫
簇
研
同
化
學

者
們
亦
不
能
確
定
茲
在
扯
一
皮
的
岐
身
上
研
尼
甘
店
人
埃

凡
此
人
利
比
題
交
也
提
均
在
雅
人

(
M
W
仔

5
宮
"
)
等
皆

以
非
閃
族
人
的
紅
色
出
現
而
吋
族
人
則
是
黃
色
的

文
化
技
考
古
學
家
的
患
兒
及
阿
瑪
爾
納
文
件
的

對
護
我
們
知
道
他
們
的
語
言
與
客
納
罕
地
區
諸
民
族

的
語
言
廿
世
空
與
希
伯
來
文
有
不
少
近
似
的
地
方
並
且

時
空
今
日
學
者
們
成
諒
他
們
是
字
母
的
發
明
者
希
臘

及
羅
馬
人
沿
用
了
這
種
字
崎
而
將
之
傳
入
內
歐
諸
國

(
見
「
字
母
」
條
)

宗
教
最
初
他
們
信
葷
的
世
叫
悄
然
宗
教
欽
其
神
祇

大
都
與
向
世
裝
有
關ω
是
做
者
文
明
的
進
步
格
外
是
航

街
業
的
發
涂
戊
與
此
他
民
族
的
接
觸
往
來
在
宗
教
方

面
他
們
州
街
採
取
了
外
來
的
國
來
做
鮑
巴
耳
阿
市
托

勒
特
女
肺
等
m
r除
此
主
要
神
明
之
外
也
街
地
方
艸
明

比
如
提
佫
的
「
織
市
神
」
玄
且
也
只
漆
冬
的
「
名
號

神
」
M
W
ω
官
U
E

口
以
改
「
雷
電
紳
」
M
H
g
r
e
y
「
喜
紳
」

囡
"
ω

等
等

見
彼
布
羅
斯
漆
冬
援
洛
向
背
字
母

(
韓
)

叩
血
性
昨3
】
f
n司
「
M
V
F
S
E
H
J是完
望
特
島
南
部

的
u
m
E
州

"
n
n
r
E
S
E
2

、

E
l
1
J
4

』
'
，

i
E
e

、
的
一
個
港
口
比
港

「
面
朝
西
南
和
西
北
」

{
b
m
U
U
)不
目
前
月1寒
冷
北

嵐
的
侵
費
是
過
冬
的
良
港
當
保
線
被
解
往
羅
馬
時
途

中
曾
有
意
在
此
地
過
兔
，
(
宗
幻
間
)
但
途
過
暴
風
未

能
如
廠
此
港
A
1名
路
特
洛
港
(
臨
陣
)

"
雪
去
位
自
「
附H
E
F
J
在
舊
約
裡
好
多
次
接
及
希

望
i
1

，
曰
:
眉
之
側
喇
文
稱
為
∞
氏
的
水
草

藥
尖
長
如
劍
多
年
生
草
似
跨
國
的
蒲
草
故
息
高
譯
本

除
譯
向
拍
拍
+
外
也
譯
作
莒
蒲
多
生
長
於
沼
澤
和
溪
水

傍
民
放
尼
羅
A
及
巳
力
斯
坦
的
約
但
河
兩
岸
更
隨
處

可
見
這
種
水
車
可
用
來
作
為
家
庭
用
具
如
驚
僅
于
等

(
見
山
山
2
3
)

因
為
這
種
草
和
蘆
葦
相
似
而
且
通

常
與
蘆
葦
叢
生
在
一
起
故
此
在
街
約
掩
多
次
與
蘆
葦

相
提
並
為
(
見
依
附w
e
犯
7

約
8
H
)
在
紅
海
的
周

團
也
長
漏
了
這
類
水
車
因
而
當
約
神
一
稱
紅
海
為
蘆
葦

梅
(
時
m
E

∞
口
『)
也
後
世
人
仍
一
貫
稱
作
紅
海
古
埃

交
人
也
會
用

J
A
J
迫
類
水
草
製
成
為
寫
字
用
的
車
漲
因
此

七
卡
的
只
士
譯
本
將
之
譯
作
3
3
5
ω

H
比
前
海
(
義
)

“
明
白κ
「
開-
O
M
M
Y
E
H
J
動
物
名
圈
圈
哺
乳k
a
呵
呵
蝸
府

9
z
a
q而
/
阿
拉gH
H
B
艸
」

4
2

，
'
"
、
"
、
高
九
尺
許
長J
一
丈
餘
頭
長

大
頭
短
眼
小
而
概
覺
敏
銳
耳
鼓
大
鼻
長
而
凶
可
自
由

伸
縮
且
力
大
皮
甚
厚
目
前
只
有
兩
種
其

~
H兀
印
度
象

其
二
是
荊
州
象
後者
身
體
更
較
越
大
也
更
怨
鐘
宿

聖
經
上
沒
有
一
個
指
象
的

專
用
名
詞
並
且
直
至



『司司

~
焉
加
伯
峙
九
也
沒
有
清
楚
的
浴
血
制
叫
到
王
利
用
了

鞠
~
間
聞
大
象
(
刷
上
I
H
6
M
H

!

“

8
.
U
H

捌
下

-
H
U
2
H
)作
為
衝
鋒
陷
陣
的
工
具
祖
攝
取
象
的
人
也
是

于
印
度
人
(
加
上
6

的
)
加
上
6
H
l

盯
給
我
們
留
下

三
7
一
個
頗
個
時
有
趣
的
利
用
大
象
來
作
戰
的
描
寫
「
在

每
隻
獸
身
上
繫
著
一
座
掩
謹
堅
固
的
木
樓
里
商
有
四

個
作
戰
勇
士
此
外
還
有
一
個
氣
叡
象
的
印
度
人
」
把

象
分
編
成
隊
每
隻
象
旁
有
一
千
步
兵
五
百
騎
兵
關
戰

之
前
以
葡
萄
汁
和
E
R菩
什
刺
激
大
象
使
之
勇
敢
衝
鋒

這
些
一
象
都
是
受
過
戰
爭
訓
練
的
(
加
上

6
間
)
牠

們
當
時
起
的
作
用
實
可
說
猶
如
今
日
之
過
克
車
一
樣

安
徒
約
古
歐
帕
托
爾
就
會
有
十
萬
步
兵
兩
萬
騎
兵
及

三
十
二
隻
作
戰
的
大
象
(
加
上
6

詞
)
對
這
種
大
象

堡
壘
的
攻
擊
方
法
只
有
英
勇
地
伏
身
象
下
將
象
刺
殺

(
加
上
6

“
|

“
)

見
下
條

(
韓
)

“
自
κ
耳
』
E
s
a
J

象
牙
希
伯
來
文
作
「
ω
F
O口
，

9
4
屆
河
E
/
/
開
σ
口
『
、

A
l

'
'
，
'
，
、

Z
σ
E
E

」
「

ω
Y
O
D
」

的
牙
「
且
各
E
S

」
即
象
如
我
國
一
樣
投
無
特
殊
字

眼
指
稱
象
牙
見
列
上
沁
且
編
下
9

但
有
時
亦
只
用

「ω
Z
D
」
表
示
象
牙
兒
列
上

U
M
揖
3
n
6
.

則
U

H

竟
將
象
牙
當
作
角
我
國
好
以
玉
比
美
人
如
玉
容
玉

指
聖
經
部
也
以
象
牙
來
比
美
人
見
歌
5
u
7
8
5
兩

者
皆
取
其
白
宮
湖
擇
有
如
女
性
的
肌
膚

象
多
牽
一
於
亞
非
二
洲
遠
在
紀
元
前
三
千
年
中
東

一
帶
的
人
民
就
已
知
用
象
牙
膨
製
或
續
做
物
品
公
元

十二晝1941-1942 

的
二
千
年
象
牙
貿
易
就
已
很
興
盛
貨
口
凹
的
來
跟
在
亞

洲
是
啊
刻
和
印
屁
刮
非
洲
是
埃
趴
喇
刻
你
叫
懿
掛
蚓
河

上
流
昔
日
就
產
象
後
因
作
獵
過
甚
在
公
元
前

數
世
紀

郎
已
絕
種
所
以
中
東
各
地
所
用
的
象
牙
多
半
是
來
自

非
洲
和
印
度
或
自
水
路
或
由
時
間
路

(
4編
F
9
n

則
幻

S
M
)
象
非
洲
范
作
「
呵
。
σ
」
梵
語
作
「
H
Z
"

」
與

希
伯
來
文
Z
P
佇
立
自
「
象
」
{
手
法
音
相
近

象
牙
歷
來
即
視
為
珍
品
皇
家
貴
族
豪
門
富
商
愉
間
，

有
象
牙
口
叩
撒
羅
瀚
用
象
牙
製
造
了
一
個
大
寶
路
(
列

上
m
M
)
徵
瑪
黎
雅
主
問
哈
布
竟
建
造
了
一
座
象
牙

宮
(
列
上
n
M
亞
3
M
)
貴
族
宮
商
竟
自
製
有
象
牙

林
(
亞
6

.

)
這
些
較
大
的
物
品
和
也
築
並
非
全
用

象
牙
製
成
只
是
般
以
象
牙
鎮
以
金
玉
為
此
雅
放
以
象

牙
比
新
娘
的
肌
膚
以
其
上
鐵
飯
的
碧
玉
比
新
娘
的
脈

絡
(
歌
5
H
)

這
一
世
紀
以
來
在
中
東
一
帶
的
考
古
發
掘
仁
作

發
現
了
不
少
象
牙
膨
刻
口
問
如
作
護
身
符
的
小
神
像
小

獸
像
香
育
盒
抗
建
骰
子
，
相
小
玩
具
咕
一
可
以
及
富
有
藝
術

性
的
用
象
牙
鐘
傲
的
浮
膨
在
貝
爾
舍
巴
和
耶
里
哥
竟

掘
得
公
元
前
三
千
年
的
象
牙
小
神
像
和
小
獸
頭
在
辣

市
沙
木
辣
和
默
是
多
的
象
牙
口
開
辟
甜
訊
室
內
竟
發
現
了

很
多
有
藝
術
屬
於
公
元
前
千
二
百
年
前
的
象
牙
鐘
傲

的
叫
做
進
與
此
間
約
記
述
有
關
的
還
是
在
撤
寫
黎
雅
替
址

發
掘
出
來
的
一
些
公
元
的
九
所
紀
或
八
快
紀
的
象
牙

膨
劃
口
山
這
些
象
牙
膨
刻
品
或
許
即
是
阿
哈
布
象
牙
山
區

或
吉
爾
貴
旅
家
的
過
物

我
國
甲
骨
文
鐘
鼎
女
肉
就
已
有
「
繁

〕
H
j
J
d
r
p

含

內
亦
常
提
到
象
和
象
牙

製
的
物
品
如
象
卓
象
易
等
商

制
王
即
已
開
始
用
象
牙
答
(
史
記
卷
卡
四
十
二
諸
侯

年
表
)
娃
有
象
牙
廊
(
史
記
卷
一
二
八
龜
策
列
傳
)
孟

會
君
至
經
獻
象
牙
林
(
敦
國
策
卷
十
脅
策
三
)
後
魏

白
刊
于
家
做
製
有
象
鐘
(
魏
書
一
、1八
卷
之
間
得
志
四
)

或
閱
留
日
是
否
產
象
有
待
考
古
發
拙
的
是
明

ω
南
趣

產
象
(
見
說
文
)
由
陸
的
吋
可
進
入
中
國
自
不
待
言
所

以
我
獨
自
古
就
知
有
象
利
用
咬
牙
製
造
物
口
叩
開
間
象
載

重
駕
車
也
有
占
學
家
白
發
侃
得
知
的
在
我
闢
古
絡

上
就

早
有
所
記
載
這
一
點
亦
可
補
考
古
之
不
足
而
給
聖
經

以
在
證
(
漁
)

m象
徵
象
徵
論

「ω
山
、E
r
。
-
-
切
可
自

σ
旦
前
E
J

/
ω山
、EV
。

-
E
Y∞
〕E
H
Z
L白
白
臣
、

象
徵

(
2
S
Z
E

耳
)
是
法
藉
令
形
之
一
學
物
以

表
明
無
形
或
抽
象
的
事
物
兩
者
立
間
應
育
一
定
的
關

連
或
山
山
肝
、
自
然
或
山
山
於
大
家
公
認
如
水
之
表
清
淺
白

色
之
與
清
廉
等
否
則
便
無
所
謂
眾
做

由
上
述
的
定
義
司
以
看
山
「
象
做
，
一
與
「
標
誌
」

(
∞M
咽
口
自
回
)
「
隱
喻
」(
去
且
也

}
5
2
)「
寓
-
S
」

(
注
戶
。
間
。
2
"
)「
問
比
」
(
〉E
E
m
E
)泣
「
警
喻
」

(
F
E
E
-
ω
)領
有
桐
似
的
地
方

「
象
徵
」
一
字
拔
希
磯
和
住
了
文
原
有
卡
多
種

意
思
如
標
誌
符
號
被
明
書
表
象
標
章
口
號
弱
和
參
與



宴
會
等在

太
像
內
我
們
以

「
象
做
」
知
標
志
戒
寓
言
差

不
多
一
樣
表
示
另
一
無
彤
的
事
物
這
種
概
念
又
深
又

廣
為
此
象
傲
的
分
別

r
p
一
有
哲
學
家
的
分
創
有
文
學

家
的
分
創
有
民
族
學
家
的
分
創
有
歷
史
家
的
分
釗
也

有
懿
術
家
的
分
創

慨
然
我
們
只
眼
於
聖
經
的
家
飯
我
們
就
只
提
出

聖
經
內
所
舍
的
象
做
可
分
為
一
屬
自
然
界
的
二
法
律

界
的
三
宗
教
界
的
四
文
筆
界
的
五
渦
傀
儡
界
的

一
屬
自
然
界
的
這
類
象
敏
在
文

毯
上
幾
乎
等
於

隱
喻
和
寓
言
人
類
不
拘
在
任
何
時
代
任
何
地
方
都
會

利
用
這
類
自
然
界
的
象
泣
因
呵
呵
是
屬
於
位
界
文
學
的

藝
術
表
現
方
法
聖
經
飯
是
一
部
為
人
類
寫
的

書
自
然

也
不
例
外
誰
都
知
道
發
辭
中
的
香
草
惡
革
是
表
的
封
的

于
的
美
德
小
人
的
缺
德
捏
一
經
也
是
如
此
這
些屬
於
、
自

然
界
的
象
徵
不
外
是
來
自
動
物
植
物
礦
物
星
辰
及
色

彩
等
作
卓
有
利
用
這
些
事
物
來
表
現
抽
象
的
思
想
或
感

情
今
舉
出
一
些
一
貫
例
如
後

屬
於
動
物

1

美
羊
是
受
苦
受
難
代
人
贖
罪
而
死
的
默
西
亞

的
悔
恨
徵
見
依曰
7

耶
刊

詞
若
1

扭

扭

等

2

獅
子
因
牠
雄
壯
有
力
是
大
能
天
主
的
喂
飯

{
軒
3
"
)，

強
盛
民
族
的
象
徵

(
門
幻
剖
圳
的，
闖
到

一
口
等
)
王
侯
的
象
徵

(
則
詔
自
索
3

S

)
也
是
默
西

側
一
種
的
輛
車
很(
酬
的
"，
則5
s

)九

戶

3

狗
是
在
辦
關
內
普
淫
的
男
子
的
棠
，
鎮

(
申

幻

1942 是

閃
閃

默
叫
“時
)

4

牛
姆
在
近
來
古
代
人
民
的
眼
中
是
神
梧
州
的
象

做
見
山
山U
I
l

e

等

5

億
巴
比
倫
人
以
之
為
神
明
的
象
微

則
口
3

以

之
象
做
金
步
禹
王
厄
斯
德
拉
卷
四
(
偽
經

)
以
之
為

羅
馬
帝
國
的
象
徵

6

韌
彼
嘴
大
殘
暴
人
的
象
做
為
此
創

吵
n

將
本

雅
明
比
作
一
隻
掠
奪
的
紛
彼
參
見
瑪

7
u

m
u

宗
m

。

"

等
7
蛇
象
做
成
鬼
兒
創
3

智
2

2
右
8

“

希
2

H

.
‘
'
，

。

默
凹
，

卻
2

等

8

鴿
子
是
以
民
的
象
做
(
一
泌
的
u

參
見
“
1

歌

2
H
5
2
6

.
)
也
是
天
主
聖
神
的
象
徵

(
瑪
3
M

S
a
'

，
、
‘
'
，
'
，

。

谷
1

叩
路
3
n

若
1

臼

)

﹒

〈
、

l
l
I
l
l
-
-
l
l

。

9

斑
鳩
冰
川
川
間
也
以
之
為
以
色
列
的
個
社
徵

的
則
1
.

I

H

所
起
那
奧
妙
神
視
內
的
四
種
動

物
人
獅
牛
禪
喇
雖
然
質
際
上
控
訴
存
在
可
是
這
神
奇
的

。

l
l
i
l
-
-
'

》
》

》
》

S

圓
形
象
做
天
主
的
光
榮
和
德
能
參
見
理
高
譯
本
先
知

著
中
附
厄
則
克
耳
第
一
章
占
海

口
達
7
1
.

所
起
先
知
從
肺
的
叫
中
所
口
且
「
四

巨
獸
」
獅
能

一豹
次
U刀
一
非
常
可
怕
而
米
加
指
名
的

巨
默
象
徵
四
個
大
帝
關
就
如
第
二
章
內
以
四
叫
他
金
闡
明

描
寫
的
大
立
像

所
曲
事
傲的

一
樣
在
第
八
章
內

公
綿
羊

與
公
山
羊
是
象

h
M按
新
衛
國
和
大
亞
歷
山

大
帝
國
同

樣
在
默
口

章
內
由

海
中

上
來
的

巨
獸
及
由
地
下
上
來

的
巨
澈
的
水
欽
兩
個
反
叫
到
基
奇
的
勢
力
一
是
反
對
基
督

教
會
的
政
治
勢
力
如
羅
馬
帝
函

一
是
文
對
某
督
教
會

的
異
端
邪
說
如
諾
斯
士
很
無
稽
的
神
話
吸
內
的
哲
學

等

團
團
於
植
物

1

葡
筍
樹
象
徵
叫
剖
刺
選
民
見
圳

帥
，
I

H

m

2
n

6

，
則
的
2

l

e

等

2

葡
萄
國
這
一
象
徵
與
前
一
象
徵
相
連
亦
指
選

民
見
依
5
1

?
7

瑪
釗
臼

1

“

等

3

杏
樹
象
徵
天
主
對
選
民
所
懷
醋
，
醒
照
顧
的
心

兒
郎
1
u

1

站

4

橄
欖
樹
象
徵
選
民

(
耶
H
H
)
象
徵
子
玄
繁

多
(
詠

閻
3

)

5

棕
擱
為
勝
利
的
象
徵
見
默
7
9

等

唱
團
於
星
辰

l

太
陽
喂
飯
天
主

(
一
詠
叫們
問
扣
3
叩
等
)

2

太
陰
除
象
徵
美
麗
外
也
象
徵
人
的
軟
弱

(
德

幻
口
)3

星
辰
象
徵
義
人
和
偉
人

(
戶

川
的
口依
M
泊

是

白

3
)團

團
淤
色
彩

按
准
羅
若
瑟
夫
等
色
彩
的
象
徵
是
出
於
會
幕
椎

嫂
的
四
種
顏
色
兒
山山
吭
叫
‘
約1
u
u
m
s
等
默
示
錄

體
亦
好
用
色
彩
作
象
徵
見
區
6

2

l

s

默
6
1

8

等

大屬

2 益
智 物:

上
1直
缺
的

十

I鬼
寶
石
j主

穹|
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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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的
話

w
h可
塊
部
含
有
象
殼
的
意
說
見
叫mH
-

h

此
外
參
閱
則
明
的u
多
口
口
M

默
創
刊
制
以
放
猶
太

經

師
歷
來
的
著
述

二
屬
法
律
界
的
這
類
象
徵
亦
稱
冊
為
社
會
生
活
的

象
傲
是
顯
示
社
會
生
活
的
標
誌
與
象
徵
行
為
(
自
丘
。

是

E
g
-
-
2
)益相
頌
似
不
論
州
時
州
地
都
有
亦
常
布

這
頗
象
徵
絕
對
不
能
改
只
屬
於
己
的
目
不
神
州I
的
人

在
辦
公
事
或
處
煌
重
要
事
頃
才
作
出
的
眾
做
行
為
凶

為
其
中
不
少
帶
有
宗
教
的
意
味
或
含
有
巫
衛
的
成
分

這
些
一
惱
於
法
律
的
象
做
行
為
不
論
似
何
港
首
家
傲
的

概
念
早
已
深
入
人
類
全
部
的
生
活

這
頌
他R
M風
行
寫
在
運
經
內
常
可
見
到
如
用
錄
刺

穿
奴
悅
的
耳
朵
表
示
他
將
永
遠
為
以
(
山
幻
6
)
當

來
用
水
洗
手
表
示
峰
一
童
聲
明
自
己
清
臼
無
辜
或
興
頭

無
A
V
(市
釗
e

弱
幻
M
)
把
鑰
匙
放
在
某
人
身
上
公

示
主
人
立
他
馬
家
宰
(
依
扭
扭
瑪
M山
間
)
伸
附
衣
襟

覆
在
人
身
上
成
晨
一
趴
向
願
保
殺
人
抖
的
表
-
不
崗
闢
蝴
純
正

求
姆
(
處
3
.

划
M
M
U
)脫
下
自
斗
的
鞋
交
與
對
方

表
示
一
項
正
式
的
交
易
(
虛
4

T
)
等

三
圈
圈
宗
教
界
的
如
此
天
主
用
象
做
的
神
風
將
自

己
的
道
現
傳
授
給
先
划
尚
棋
先
知
也
隨
次
必
白
的
必

出
於
天
主
的
命
令
將
自
己
所
也
緝
隊
陣
憐
的
必
州
州
川

家
傲
的
行
討
傳
授
與
入
這
樣
家
傲
的
一
們
內就
幾
乎
等

於
一
胡
適
合
淤
人
的
心
理
山
於
動
作
的
當
時
嘲
因
為
祥

關
不
叫
自
兒
也
『
此
可
知
象
敘
行
為
是
先
知
內
宣
傳一
大

玉
的
治
使
用
的
更
有
效
的
辦
法
兒
時
刺
股
蟹，
碰上
的
光

1943 

知
的
象
做
行
為
最
重
耍
的
不
外
是

1

剛
刷
刷
先
知
將

自

己
身
穿
的

一
件
新
外
衣
撕
為
十
二
塊
以
頭
示
撒
繼

編
E

闋
的
分
裂
(
列
上
u
m
l

詞

)
2
依
掀
起
風
盛
先

知
三
年
之
久
裸
體
統
足
狀
似
俘
鑄
在
那
京
街
上
遊
行

以
鼠
告
亞
述
王
將
要
拷
去
埃
皮
人
相
一
履
士
人
(
依別
)

3

耶
肋
米
亞
先
知
笛
梁
打
碎
肉
陶

L
M
H
來
的
陶
器
以

1
1
1
i
J

、
4
.

。

站
附
表
耶
路
撒
冷
瓜
別
采
溢
的
毀
滅
(
耶
吵
)

其
餘
的
唆
滋
行
嗎
見
列
上
加
自
1

刊
耶
此
!

4

7

7
2

地

2
6

f

巾

3

8

1凶
1

η
4

H

d

'
，

z

q
h
2
1
u

】

A
峙，

J
H
b
t
6
H
H
"
1
ω

。

“
1

盯
4

，

u
5
1
M
U
I
H
M
H

盯
型
寸

毛
於
新
約
街
川
切
彼
先
知
敢
保
祿
的
腰
憎
將
自
己
的

胸
和
子
綁
了
起
來
以
做
你
自
米
徒
犯
川
中
以
將
做
人
惘
綁

'
，
、
。

一
父
與
外
邦
人
(
法
幻
M
U
)

家
做
行
研
川
川γ常
是
W
H地
做
山
的
事
但
有
時
也
只

是
先
知
從
神
兩
中
所
兄
的
事
如
那
肋
米
區
先
，划
蒙
召

時
一
咐
他
的
兩
例
收
(
悔
恨
(
1

u
1

時
)
版
的
珊
的
象
做
行

月
，
(
U
E

l
u
)
h
u則
比
品
先
則
早
勾
引
臼
卷(
2
5
i

3
3
)

凡
此
充
准
則
限
的
家
飯
，
付
得(
4
1
!

8
)
等

則
的
!

特
九
章
內
也
合
有
一
些
一
只
紅
神
兩
中
所
見
的

決
做
行
瓜
達
7
8

兩
這
亦
然
在
新
約
內
默
示
油
路
一
當

中
4
小
似
充
滿
了
求
做
u
m
u
h
也
耐
心
岫
了
艸
峙
中
所
見
戶
的

喝
水
似
行
為
啥
叫
且
川
心
的
譯
本
來
，
他
做
法

F

冊
若
望
默
示

誠
圳
←
一
再
三
一
叫
八
六
主
三
扛
一
具

凶
團
團
蟄
術
界
相
惜
阿
拉
悴
的
一

J

扭
頭
家
做
繁
多
且
關
楠

，
間
已
到
此
則
普
育
之
祭
次
不
耐
禱
(
制
川
九
)
乳
香
妥
姻

'
、
‘
'
。

決
協
象
級
信
徒
的
祈
幟
上
進
於
天
(
以

8
.
)

等

但
這
類
象
徵
眼
圈
圈
於
教
會
組
鐵
學
和
組
鐵
皮
欽
本

多

。贊

見
F

條
默
示
錄
數
百

(
一3
)

叫
義
建
了

3

3
s
g
cs
Z
C

H
S
P

J

M
Z
Z
心
但
也
可
位
和

/
〉
n
H
S
S
Z

豆
豆
\

個
單
徵
行
為
是
先
知
用
以
傳
這
天
主
旨
意
的
一
種

方
式
換
旬
京
說
先
知
除
了
…
日
一
講
及
著
作
外
留
崎
顯
示
天

主
的
聖
念
也
利
用
了
象
敏
行
四
川

如
同
天
主
用
象
傲
的
神
騙
來
傳
授
他
的
真
理

(
如
則
幻
u

宗
的
油
站
等
)
向
樣
先
知
也
時
帝
城
回

顧
或
出
於
天
主
的
命
令
使
用
象
蝕
的
行
為
來
得
佈

他

們
所
獲
得
的
真
理

象
徵
行
為
是
-
咱
也
寓
於
勤
作
中
的
當
喃
喃
是
一
一
種

具
體
的
施
教
方
法
除
希
伯
來
民
族
外
各
民
族
終
不
用

一
些
象
做
行
為
來
說
明
真
聽
因
為
「
百
聞
不
如
一
見
」

且
仙
似
見
的
事
W
H更
能
提
高
人
的
注
意

在
街
約
中
發
起
收
了
四
十
多
個
象
做
行
悶
A
T律

師
嘻
地
叫
他
比
較
重
要
的
如
下

1

列
上
刊
扭
，O

M

向
希
雅
先
知
將
自
己
所
背
井
的

新
外
衣
撕
裂
為

γ
二
塊
藉
以
表
示
徹
耀
浦
王
闋
的
分

裂陶與 JII~↑
器 . 雇l 路，
頭 3 、士 i I散! 2 、
示 ~ISI 人冷l 依i
U!S!肋|的的 20:
將l 米， t育街依!
做l 並|去。上做i
泠 2益，奔 ~I
1司看走.2
划民 時先
不眾 示划
i這打亞|樣
的碎述1 位

毀了 王悅
誠向 將足 ，
(陶要狀

IiIS! .T.揚 i以
1 9 資走俘
)。來埃I f<努
的及1;在



4

耶
肋
米
位
自
八

]
n
H“何
重
仇
表
示
咱
們
大
必
過
山

配
巴
比
倫
供
人
以
役
的
古
楚
(
耶
幻
)

5

耶
肋
米
位
先
例
納
托
特
山
閃
閃
產
喻戶
示
一
大
主
妥

降
一
描
充
軍
歸
來
的
計
的
(
郎
M
M
S
|時
)
參
見
耶
M
M

E

-

-川
t
d
s

a

1
1

內

l
!

川崎

-
A
?
1

，
、J
E
e

6

厄
則
完
耳
先
知
受
主
命
，
U

川
於
M中
內
側
H
W獨

居
了
一
口
不
發
表
示
以
色
列
訂
性
已
觸
恕
上
主
上
主
不

廠
與
他
們
交
談

(
則
3

剖
|
盯
)

7

厄
則
克
耳
吃
令
人
作
恥
的
全
物
飲
水
也
不
能

從
心
所
欲
藉
以
表
示
耶
路
繳
冷
的
人
在
學
城
被
關
時

將
接
遭
受
的
尖
叫
報
(
則4
.

-

n
)

8

厄
則
克
耳
先
知
訓
斷
叫

M止
向
風
中
拋

r
aA後
故

創
造
起
口
叫
起
釗
幾
們
很
表
示
耶
路
微
冷
的
居
民
制
品
均

後
所
剩
無
幾
(
削
5
1

|
i
n

)

9

厄
則
克
耳
在
流
亡
人
的
裝
似
u
m
m
史
上
通
法
行

是
表
示
漆
德
克
雅
王
將
被
人
撤
去
耶
以
的
M
h長
安
故

居
在
泉
、
民
閱
(
則
也
!

H
)

m
厄
划
克
耳
4

主
命
不
要
四
川
行
將
死
去
的
女
'
，
γ

哀
哭
這
是
耶
路
徹
泠
快
要
滅
亡
的
先
兆

(
圳
U
A
M-4

以
上
所
述
郁
是
個
事
徵
行
為
關
於
先
知
所
見
到
的

眾
做
異
曲
事
郎
神
倆
在
這
裂
也
早
舉
幾
個
例
于
如

1

耶
肋
米
亞
先
知
所
見
的
杏
樹
校
和
鼎
鍋
沸
盼

-
的
異
象
(
那
1
u

l

H
)
兩
籃
好
壞
不
同
無
花
果
的

關
一
爽
曲
事
(
刷

M
a
|

叫
叮

-

z

r阻
則
完
耳
先
，
知所
見
三
個
穿
細
麻
衷
的
人

在

1944 卜二 ~r

忠
山
游
的
仰
上
刮
得
忱
的
則
被

(
則
9
)

3
4

太
土
命
史
使
把
火
做
社
耶
路
揪
冷
城
上
的
災

次
(
則
ω
2

)

4

土
主
的
光
榮
雌
叫
聞
單
肌
煦
的
只
旬
，
(
川
昀
)

5
M
則
，
此
斗
先
知
所
刊
比
那
拍
示
新
選
民
的
新
生

，
州
的H
K火
神
啊
等

(
刊
物
)

6

f
p
、
注
厄
爾
7

泊
中
所
ι
吼
叫
的
無
本
刊
是
象

，
做
的
只
象
一
奧
具
體
地
沿
途
厄
爾
2

也
所
記
紋
的
那

比1以
賊
一
們
扭
轉
體
所
1

止
的
哭
叫
但
他
l
m
t
k
茫
的
附
和
她

K
W
F、
民
中
將
獲
得
的
勝
利

7

此
外
小
先
知
k
u中
w
m
利
位
先
知
一
連
此

了

八
州
仙R

J似
的
W

的
水
叭
叭
木
來
的
他
興
典
將
來
的
你
救

以
完
划
和
抗
勵
時
們
太
人
民
(
W
1
7
6

臼
)

此
外
心
法
令W
H也
吋
成
心
如
表
卅
阿
以
指
明
其
己
的
下

血11:宜。一 rfu 包|
方"泣如Ji
l函明 2 、的 1 、
riQ; j已月~. ~f，1 賊!
明主 l的 f手法|
峙的/j(， 他|
期人且~! fj"J 
~ I!I區的 Q\可
是祖獨 捌
那核身 ( 
l攻全生 1 
危心的
險，全(
可是萃的

赴地 1
生侍

于- 司生 4 

已上 ~.
本主 ，一
相比方

3
)
表

爪
上
主
與
以

街
時
給
人
所
起
的
名
字
非
你
H
K個
符
號
或
稱
呼

-
t
j
且
叫-
t
H一
迎
的
的
仟
則
同
時
也
是
一
種
喂
飯
暗
示
弱

外
一
件
好
，
自
如

。

1

依
微
志
區
的
兩
個
兒

r
y的
名
字

(
7
3
8
3
)

2

做
瑟
連

二
，f
)
，
艾
的
名
字
(
1
‘

9
2

院的 38 16 

義. :rr 默
a吉 i有以 21 月挨 “ ~'L 2. 

參立起上 12 缸， ~、外.~
i竭 : 俏，所 21 的級的}
默所述，等數區街
示斜對 字(含

錄 WJ. 研 也J-Jt;~考証
文!而究 月廿 23 徵
哩哇、 Qn 學).jlj ';i玄
數須經i 多，走主 義
F 、 7年的 比兒的
可是人人 如: rI.刊物
1.，了 7 自IH (j 件，
等解解 4 的1

條耳Ii1 I J... " ~拯
經j他已1~等 o \J.Û 

(的計"1

J-; 可見 'j'.: 戶 t
吭，只 15

叫
咱
為k
q歹
v
t、
缸
，
三
百
》
開
戶
可
可
Y
M
S
J

U
Z
Z
R
H
J
A
/
j
Z
J
Z
Z
B
開
g
F
Mn
"

、

是
古
反
反
所
闊
的
一
一
憶
文
字
汗
衫
，
'
、
的
占
市
几

件
是
州
這
種
文
宇
間
內
d
h
l
A
7的一
唔
唔
三
又
件
五
一
刻
於
大

從
築
物
或
紀
念
碑
上
也
們
絕
不
起
時
叭
的
怖
的
憤
而
飢

渴
被
山
呵
，
在
地
干
由
考
古
學
家
是
新
挖
惱
仙
才
加
以
研

究
這
間
內
文
字
的
重
要
內
點
約
內
川M
M
A式
的
忍
心
-
K

表
述
作
右
的
問
心
想
觀
念
毛
又
叮
分
三
植
手
吋
的
苦
訟

其
一
是
較
為
校
給
膨
止
的
心
可
文
「
已
告
文A
手
」
其
一
一

是
司
祭
們
間
的
文
字
稱
之
叫
卅
一
神
聖
文
字
」
其
三
日
起

門
蚱
所
間
的
較
為
簡
單
臼
巾
的
「
凶

I
r久
，f
」

山
崎U此
象
形
文
字
的
咐
，
六
與
中
闋
的
哎
，
封
文
(
1
4
們

不
少
相
似
的
地
方
一
一
者
都
已
打
五
千
年
挺
良
的
古
老

文
化
所
不
同
者
是
埃
反
文
兩
千
年
以
來
已
經
絕
跡
俠

人
放
炙
而
中
文
劫
沿
用
至

今
叫
然
一
正
們
都
是
求
形
文

乳
故
此
有
不
少
相
同
的
小
手
風
如

U
H
K
G
U
H

h
p川
丸
-
H
丸
司
H
}飢
荒
H
蚓
、
孔O
H

H
圳
等
等
所
不
同
者
是
埃
及
文
字
的
數
百
較
少
總
數
不



~
外
七
百
左
右
出
文
划
經
久

﹒沿
用
研
究
而
績
充
引
久
，
日

胸
~
約
四
市
內
至
五
信
用
武
二
省
皆
能
自
土
而

1
血
紅
而
布
拉
此

一
自
右
而
在
行
文
巾
b
R
投
放
文
字
之
行
文
以
人
也
汶
可

-
物
之
口
所
向
的
方
向
而
知
先
行
文
方
之
本
川
片

H
K
h叫

于

1叫
每
一
個
字
都
加
以
符
號
肋
日
，h
2

，
心
泊
的1仗
的
你

有
「
形
聲
」
但
並
拜
見
於
勾
一
個
千
大
多
數
的

γ
足

以
-
U憶
力
來
強
迫
的
精
寫
心
提
及
文
字
所
俐
的
叫
r
H
a
t以

竹
伐
或
推
草
岐
將
其
一
端
之
咕
嚕
山
村
，
拆
為
伽
成
長
約
L
l

五
六
公
分
研
制
之

m
t水
有
紅
黑
兩
地

L
寫
於
1
?很
上
心
叫

做
瓦
陶
器
片
或
皮
革
上

叫
別
被
形
文
字M
b怕
你
於
公
元
前
三
千
年
此
打
於

公
元
三
所
紀
的
後
絕
跡
故
此
總
泣
的
古
文
化
已
中
斷

很
久
了
重
新
發
掘
及
研
究
這
種
占
文
字
使
投
們
J
I
U

仍
能
到
它
瞭
解
穹
識
晶
宮
歸
功
於
恥
、
凶
人MHP
(
5
5
問

吋
7
)
反
出
關
人
赤
腳

t

頗
m
z刊
刊(
CE
S

司
。
一
-
u
C
D』-
F
E
)

。

二
位
的
努
力
(
特
)

l 二~ .;# 

。

4
.
F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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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費
肋
孟
(
2
3
2
)

師
費
肋
孟
書

「
MNh
M
E
已
。
阱
。
可
E
Z
E
。
D
J

F
H仙
可E
E
E
M
W
ι
H
v
y
-
-
m
s

。
D
m
吉
、

自
肋
孟
盞
是
四
封
獄
必
之
一

(
1
9
ω
u
n
)

也
是
聖
保
綠
書
信
中
最
短
和
最
動
人
的
一
討
十
述
表

露
他
射
一
倍
友
的
妥
心
自
泣
節
我
們
知
道
的
U
叮
於
聖
保

持
怖
被
肉
的
末
湖
南
3
4
7

1
'

和
弗
6

刮
目
以
改
山

恥H
幻
川
、
叮
叮4M

咕
"
犯
們
得
知
泣
三

M
C
W
川
於
同
時

間
地
的
叭
叭
九
一
年
間
內
於
那
几
至
於
泊
的
作

名
除
了

I
B
I
-
-
。

喻
間
內
，
以
間
，
付
外
市
人

1

一
致
，
來d
H
-
t
m
f
川
，
且

叭
叭
仙
吋

a

側
，
本
刊
4
.
J
I忱
的
(
汀
，
可
4
9
)
u
t
(
的
)

放
石
立
即

(
ω
)
.沾
了
小
怯
，
(
刊
λ

刊
時
)
討
郁
悶
了
(
的
)

i
o
o
o
t
1
1
i
1

，

t
l
l
!
!

。

他
的
主
人
臼
肋
T
t
(1
)
逃
到
毛
遠
的

W
T
H
V去
了
往

那
頂
到
你
喊
叫
】
化
了
他

(
ω
)
然
後
打
發
他
陶
到
主

人
那
衷

(
旭
)
悶
悶
叫
他
的
主
人
，
也
是
中
似
的
們
給
他
終

徒
的

(
內
)
又
逗
他
的
八
口
作
后
(
1
)
怯
的
與
艾
德

都
出
來

(
5

7
)
於
1正
抓
峙
句
了

4
什
保
前
估
叫

拉
希
衍
們
以
看
仲
送
放
川
口
心
的
用
罔
去(現
4

，
)
心
中

一
件
八
水
位
肋
?
在
收
街
他
日
本
妥
以
他
再
當
作
的
以
總

恥
叩
門
閻
作
吋
主
的
弟
兄
(
的
)
閃
閃
叫
他
U
H
-
h
m
f

叫
川
綠
的

神
f

(
ω
)
且
是
他
的
心
所
(
也
)
收
留
他
就
等
於
收

留
學
俐
喇
(口
)
過
去
他
曾
一
皮
是
無
別
的
仙
今
從
將

皂

m
f川
悴
的
啊
取
虐
肝
、
「
敘
川
息
。
」
(
O
S
E
E
S
)

的
利
喇
糾
h
f
屁

!
i

「
有
別
的
」
(

刊
)

和
呵
，
也
的

(
的
)
凡
他
吼
叫
以
了
什
吸
取
保
織
廠
一
手
償
還
(口

的
)

'
，
且
川
的
人
的
的
川
來
然
沒
何
其
了
學
叫
悍
的
你
對
貧
氏

lIlo

---

的
噸
叫
f
(訂
)
他
慨
然
收
留
了
赦
氏
日
後
敘
氏
成
了

百
州
所
的
主
教
(
一

C
七
l

一
一
七
)
也
可
能
就
是

l
i
t
-
-

。

他
伊
笑
了

m
r
r
H
肢
的
K
H
J
M
(
只
旦
旦

)

木
h
n
u共
討
白
l
t
3

個
川
致
仗
辭4
7

甜
情
況
攻

氏
的
艾
德
8

位
叫
刑
求
收
留
放
氏
幻

封
閉
安
與
祝

福
一
苟
且
蹤HA
M
-昀
幾
甸
的
私
人
兩
件
划
布
(
匕
核
大
的
價

他
因
只
在
當
時
很
認
制
度
的
社
會
。

.• 
比
實
在
是
什
紋

絲
解
放
的
宣
言
」
因
為
-
天
主
是
殺
人
的
口
父
親

戶
夠
4

6
)
在
他
祠
的
再
沒
有
必
然
與
日
白
人
的
勻

咐
，

(
迦

3

詞
)
心
比
單
純
泉
山
本
扒
叫
，
此
門
叫
位
終
划
計
約
中
的

昕
悶
、
'
品
的
校
石

(
江
川
紅)

約
3
、
三
五
向

2
3
3
3
3
3
2
J「
2
-
b
J
H
K
一
仆

"
均
t
z
=
τ泊
刷
/
:
c
u
i
=
s
」
i
l
l

E
J
t

巴
﹒
'

、
科
甘
于
六
艾
的hH
T
H
t
F

謂

「
求
你
救
助
」
兒
詠

川
自
這
仿
制
品
原
是
闡
明
「
大

法
美
詩
」
(
古
為
E
E

】
E
E

訓
山
川
)
的
一
高

娶
一
詠
在
四
大
哎
茵
日
內
用
來
詠
讚
上
主
仁
慈
的
忍
佑

尤
其
在
收
吻
節
問
世
期
內
民
眾
歌
詠
一
一
嘻
楠

m
t冰
激
謝
上

主
年
成
吸
收
帳
棚
明
白
俊
划
內
每
日
u
r
w
2日仇
恨
仟
遊

行
手
持
棕
糾
惕
柳
桃
金
岐
等
制
技

(
們
已
各
)
當
的

末
人
斗
咐
第
一
一
八
篇
學
、
冰
的
全
體
一
民
眾
何
必
手
朽

的
怯
怯
阱
剎
弟
三
卡
五
笛
「
貨
三
納
」
時
再
遭
情
揮

動
叫
如
每
臼
腳
心
環
說
令
娟
的
宗
凶
遊
付
一
次
遊
行
時
神

州
千
行
的
制
H
M重
們
第
一
一
八
嗚
乎
冰
封
閉
二
卡
立
都

。

紅
仔
J
m
M娃
的
民
眾
亦
峙
，
樣
抓
叫
叫T
u
持
的
樹
吃
到
第
L

臼
吋
來
耐
心
這
樣
最
繞
全
區
附
祭
卅
遊
行
七
次
路
比
這
一

天
稱
筒
，
「
封
三
納
日
」
或
「
↓
〈
賀
三
吶
臼」

這
句
俗
約
問
內
的
祈
禱
圳
在
新
約
明
內
划
成
了

歡
呼
叫
們
俊
的
心
思
欲
品
這
由
耶
穌
投
進
耶
路
做
冷n
T
h常

的
呼
後
總
「
貨
三
納
」
不
絕
於
口
一
-
s
d
上
可
以
治
問

新
約
內
一
共
用
了
六
次

「
針
三
納
」
(
瑪
幻
，
i

此

部
兩
次
|

釗
臼
谷
刊

，
刊
名
門M
H
)
六
次
都
是
表
于

軍
眾
歡
迎
郎
穌
人
京
興
的
采
烈
們
出
的
口
號
中
級
的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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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周
表
示
歡
迎
復
活
的
主
降
來
祭
台
變
餅
酒
的
錯
質
認

自
己
的
體
血
說
在
成
都
一一體
聖
血
前
妥
在
闡
明
多
種
的
信

眾
=
一
呼
連
一
星
電
後
連
呼
「
賀
三
納
」
有
比
響
應
天
上

神
聖
向
即
將
由
天
而
來
的
「
人
子
」
連
呼
「
萬
歲
」

朝
賀
稱
慶

兒
帳
棚
笛
「
叫
戶
口
肋
耳
」B
Z詠
(
漁
)

“
眼
區
「
C
n
g
g
J這
活
鳥
名
恨
兩
次
日
叫
於
聖
經

-
z
y
'

、
(
依
呵
呵H
耶
8
7
)
學
者
們

都
不
敢
確
定
它
是
甚
麼
烏
有
些
學
者
以
a
H牠
是
一
種

燕
子
希
趣
譯
本
只
將
其
音
譯
由
此
可
見
譯
者
當
時
不

知
所
指
筠
何
患
高
譯
本
一
次
將
之
譯
作
雁
(
耶

8
7
}

一
次
譯
作
燕
子
(
依
犯
H
)
(

韓
)

十二.

岫
暫
停
匿
跡
叭「
切
。
品
。
『F
B
m
m
J

m
J品
嘶
叫
到
司/C
D
E
E
P
E
n

。
E
E

」

本
書
之
希
伯
來
文
原
名
是
「
歌
中
之
歌
」
故
中

文
十
分
恰
當
的
譯
為
雅
歌
是
一
部
十
分
微
妙
費
解
的

經
典
表
面
上
看
來
是
一
部
歌
頌
男
女
戀
愛
的
詩
歌
書

中
的
人
物
有
新
娘
新
娘
的
兄
弟
新
郎
及
那
京
的
女
郎

彼
此
以
詩
詞
歌
唱
對
自
來
表
示
心
中
的
思
想
傾
慕
歡

欣
喜
樂
男
女
之
悶
熱
戀
乏
情
盡
形
於
外
這
似
乎
有
失

聖
經
的
神
學
尊
嚴

正
因
如
此
學
者
的
意
見
頗
為
紛
耘

說
法
很
多
主
要
者
如
下

1

字
意
說
法
或
自
然
說
法
比
派
學
者
主
張
本
書

一
是
一
篇
純
粹
的
戀
歌
作
者
是
撤
羅
滴
在
他
與
埃
及
法

帥
一郎
女
兒
結
婚

的
機
會

L
若
此
詩
歌
以
表

示
心
中
對
新

吉
姆
的
熱
愛
但
此
說
已
被
教
會
在
公
元
五
五
三
年
的
君

士
坦
丁
大
公
會
議
上
所
棄
斥
許
多
非
公
敬
的
文
學
家

將
之
視
攝
卅
一
部
歌
劇
根
本
否
認
了
它
的
超
越
性
但
承

認
它
是
含
有
教
育
性
的
歌
劇
劇
之
內
容
係
描
寫
一
位

美
麗
的
女
郎
原
是
一
牧
童
的
愛
人
部
被
徹
羅
瀚
所
垂

青
而
派
人
將
之
信
入
宮
中
但
是
女
郎
寧
願
放
棄
王
宮

的
榮
華
富
貴
而
不
欲
破
壞
對
自
己
愛
人
(
牧
童
)
的

堅
貞
港
府
男
女
相
愛
忠
貞
不
移
的
美
表
更
有
甚
者
則

以
為
雅
歌
祇
是
一
部
煽
惑
性
慾
的
低
級
作
品
是
民

間

在
結
婚
慶
祝
週
所
刮
目
慣
唱
的
談
情
說
愛
的
民
間
歌
謠

這
派
學
者
要
將
雅
歌
與
古
矮
及
阿
刺
伯
希
殲
或

印
度
的
戀
歌
作
文
字
上
的
比
較
以
謹
此
說
之
正
確
位

是
這
樣
的
解
釋
未
免
太
膚
淺
了
因
倚
在
雅
歌
中
有
不

少
的
文
旬
固
定
普
通
的
純
粹
的
咱
也
歌
所
沒
有
的
所
不
能

解
釋
的2

預
像
設
法
它
有
兩
種
合
意
其
一
是
歷
史
本
身

事
實
的
記
錄
其
二
是
歷
史
本
身
所
暗
示
預
表
的
其
他

事
鑽
在
雅
歌
來
說
它
的
歷
史
部
份
則
是
撤
經
瀚
向
法

郎
公
主
的
婚
禮
戀
愛
而
它
所
暗
示
的
部
是
上
主
對
以

民
的
愛
情
或
耶
穌
對
教
會
的
結
合

3

寓
意
說
法
這
種
說
法
是
猶

太
人
及
廷
督
教
徒

向
來
所
主
張
的
即
是
在
雅
歌
的
文
意
之
外
另
有
寓
意

並
且
還
寓
意
是
雅
歌
本
有
的
唯
一
意
義
本
書
最
初
的

原
來
目
的
就
是
以
夫
婦
乏
筒
忠
貞
不
二
的
愛
情
來
歌

頌
表
彰
天
主
與
以
民
之
間
的
關
係
以
夫
婦
之
間
的
關

係
來
表
示
並
非
無
例
可
援
見
以
民
與
天
主
的
關
係
聖

經
上
關
1
|
3

車
馴
的
﹒
關
切E
M
S

的
叫
‘制
hu
n

因
寫
世
界
上
沒
有
比
夫
婦
之
間
的
愛
情
更
強
烈
的
那

麼
這
種
親
密
的
關
係
饒
有
先
知
們
屢
次
暗
示
在
前
後

人
乃
借
題
發
揮
以
更
廣
大
的
篇
幅
以
更
露
骨
具
體
的

文
字
寫
成
了
雅
歌
一
書
其
目
的
無
非
是
提
謹
以
民
要

常
思
念
天
主
對
他
們
的
偉
大
愛
情
及
以
民
對
天
主
應

有
的
堅
貞
這
是
猶
太
人
及
天
主
教
學
者
以
及
不
少
誓

反
教
人
士
向
來
所
主
張
的
見
解

所
不
同
者
是
猶
太
人

以
新
郎
表
示
上
主
以
新
娘
表
示
以
民
而
天
主
教
人
士

則
以
新
郎
表
示
耶
穌
以
新
娘
表
示
教
會
但
二
者
同
歸

於
一
因
為
古
教
是
新
教
的
預
像
新
教
是
古
教
的
延
續

有
人
亦
以
新
娘
來
代
表
瑪
利
亞
或
善
人
的
靈
魂
但
這

已
不
再
是
聖
經
的
本
意
而
紙
是
一
種
適
合
性
的
倍
意

誠
可
用
於
講
道
或
神
修
學
上

至
於
耶
穌
是
新
郎
一
設
在
聖
經
上
並
非
無
根
敏

在
新
約
中
右
驗
及
宗
徒
們
明
明
稱
耶
穌
是
新
郎

(
谷

2
u
m

封
3
"

制
後
口
2

弗
5
目
!

自
制
幻
，
)
耶

穌
也
會
自
稱
為
新
郎
(
瑪

9

時
)
並
以
賠
宴
之
比
喻

來
解
釋
天
國
i

教
會
(
喝
n
a
等
幻
1

等
)

雅
敬
的
內
容
本
書
共
八
章
分
為
六
幕
第
一
幕
E

相
傾
慕

(
1
2
2
7
)

第
二
幕
互
相
追
求
(
2

.
3
5
)

第
三
幕
愛
情
的
成
熟

(
3
‘

|
5
2
}

第
四
幕
愛
情
的
試
探
和
鞏
固

(
5
2
|

6

刊
)
第
五

幕
愛
情
的
享
受

(
6
u
|

8
4
)
第
六
幕
愛
情
的
圓

滿
(
8
5
l
u
)

作
者
及
時
代
傳
統
的
設
法
請
雅
歌
是
撒
羅
淪
的

作
品

(
歌
1

1

)
但
這
種
說
接
早
已
無
人
支
持
因
怨



『
題
名
是
傌
托
的
施
細
智
慧
為
訓
道
為
然
那
未
作
者
既

蚓
~
非
喇
蚓
職
權
係
何
人

則
已
祖
瞞
你
叫
考
風
可
斷
言
的
是
雅

?
歌
固
定
猶
太
人
充
軍
之
後
的
作
品
並
且
在
書
中
發
現
有

一間
刺
對
文
蚓
蚓
文
及
制
制
文
的
字
眼
更
強
調
此
說
之

正
他
故
此
學
者
大
都
以
為
它
是
公
元
前
四
世
紀
中
葉

的
產
品正

經
性
猶
太
人
許
多
世
紀
以
來
都
未
會
對
它
的

正
經
性
加
以
懷
疑
惟
在
公
元
之
初
一
二
世
紀
時
有
些

經
師
以
寫
雅
歌
描
寫
愛
情
太
過
露
骨
不
權
被
關
a
M草

書
但
是
阿
基
巴
(
〉

E
Z
}
經
師
力
倡
「
一
切
草
棚
概

是
草
書
而
雅
歌
則
是
學
替
中
的
露
營
」
因
而
被
保
存

了
下
來
天
主
教
向
來
將
之
觀
為
天
主
的
話
更
於
一
五

四
六
年
的
脫
利
騰
大
公
會
議
上
正
式
隆
重
地
將
之
列

入
連
一
級
魯
目
中

(
韓

)

晶
晶
燈
區h
且
可
豆
H
V
Sω

J

現
在
的
希
磁
京
城
昔
日

"
4
心
，
4
盟
，
F
K
VH
Y。

"
昌
、

1
-
F

‘

J
'

，
、
因
學
術
發
達
都
衛
精
美

是
當
時
最
馳
名
的
文
化
都
市
故
有

「
希
岫
嗤
之
珠
」
的

美
名
聖
經
提
及
雅
典
始
見
於
聖
保
祿
宗
徒
的
傳
教
生

活
他
第
二
次
出
外
傳
教
會
途
經
雅
典
(
宗
口
站
|

訕

叩
開
前32
)
此
地
居
民
只
求
新
聞
奇
事
(
閃
閃

η
剖
)

但
對
敬
神
似
乎
也
非
常
熱
心
(
宗
口

，
扭
)
按
說
當
時

竟
有
邪
神
廟
宇
祭
壇
三
千
之
多
但
仍
未
感
淪
足
另
給

「
未
議
之
神
」
設
立
了
一
祭
續
(
宗
口
自
)
保
祿
在
此

地
會
宣
講
於
猶
太
會
堂
中
市
學
及
阿
勒
約
帕
哥
(
京

口
H
I

H
)
向
雅
典
人
針
對
他
們
的
多
神
及
迷
信
的

宗
教
信
仰
講
解
唯
一
真
叫
聊
天
主
的
存
在
及
耶
穌
的
復

十二.1950-1957 

也
但
無
顯
著
的
收
亂
蚓
創
外
教
邪
棘
的
堡
壘
i
在

教
會
的
歷
史
上
從
未
佔
過
重
要
的
位
置

辦人
認名，

7 意
'-，忠、
是是

兩「
個他
君空(

王土韓
的主)

m雅
賓
(
叮
叮
叫
)

名
字

@
是
哈
詐
爾
的
王
子
會
運
動
數
位
巴
力
斯
坦
北

方
的
王
子
聯
盟
抗
拒
進
入
許
地
的
以
民
部
被
若
蘇
厄

在
恥
甜
甜
水
晶
刀
打
比
蚓
刮
到
被
殺
丸
刷
刷
甜
被
焚
燒
破
咱
也

(
蘇
u
z
l
u

)

@
另
一
位
哈
眸
爾
主
亦
名
雅
費
者
他
迫
害
以
民

歷
二
十
年
之
久
終
於
被
巴
辣
克
在
克
雄
河
眸
打
敗

{
間4
2
7
l
H

詠
的
刊
)
。
(
韓
)

的
雅
甘
(
一
路
口
)
見

血

到
格
陸
d
q

豆
"
r
o
y
J人
名
有
「
明
智
者
」
之
意

"
一
別
引
言nn
F
F
A」

|
|
l

t

且
/
呵

，
舍
、
是
阿
古
爾
的
先
人
或
父
親

阿
吉
爾
則
是
當
時
甚
頁
盛
名
的
智
者
雅
刻
之
名
只
見

於
鐵
言
內
一
個
小
標
題
上
(
鐵
鉤
1
)
關
於
此
名
之

解
釋
真
可
謂
智
者
見
智
仁
者
見
仁
(
韓
}

蚓
推
肯
走
丘

吉
品
厄
里
雅
金(
見
列

-
F
J

1
l

i
l
t
-

、
下
幻
M

意
謂
「
天
主
高

舉
」
)
或
耶
苛
尼
雅
(
見
列
下
圳
的8
意
調
「
天
主
建

立
」
)
的
簡
寫

@
圓
圈+
A雅
明
文
派
史
米
的
長
子
(
騙
上

8

刊
)

@
遇
到
馴
的
後
代
身
為
司
祭
長
在
瀏
喇
編
制
的 司

祭
班
恥
他
主
管
第
十
二
班
司
祭
戶
織
主

M
F
M吋

戶
轉
)

關
雅
明
Q
H…
口
)
聖
經
上
威
人
的
名
字
喜

月
4
ι

「
牽
頭
」

@
間
酬
劃
的
第
二
個
兒Z
U刷明
家
族
的
創
始
人

(
制
物M
叫
6
臼
門
必u
幟
上
4

品
)
。

@
蚓
到
後
裔
酷的
第

二
個
兒
子
剛
認
割
的
孫

子
屬
赫
茲
龍
家
族
(
編
上
2

訂
)

@
刷
刷
人
當
問
劇
組
出
充
軍
歸
來
後
向
百
姓
隆

重
宣
讀
法
律
書
時
他
立
於
配
斯
總
H
U
I

右
邊
協
助
教
訓

百
姓
法
律
(
閻
下8
7
8
1
1
此
名
不
見
於
制
制
動
科

(
韓
)

M
m吐
血
佇
巴
己

g
y
nD
J
人
名
有

「
年
老
」
之
意
是

的
函
q
h
主

/
M
B
m
m口
、
劃
酬
的
三
十
勇
士
之
「
劃

宗
人

(
搬
下
幻
臼
晃
一
編
上
U
M
}
關
於
雅
笙
某
人
學

者
們
仍
有
未
能
解
決
的
問
題
(
韓

)

昕
趾
拉
吭
區b
s
g
J
固
定
希
岫
獵
人
名
在
瑪
加
伯
時

缸
瓦
勻
品
，

1
/
Z
E
D

此
有
很
多
刷
刷
刷
化
的
掛
蚓

人
有
此
名
字
以
替
甚
為
普
遍
的
希
伯
來
人
名
若
蘇
厄

或
則
叫
叫
它
的
意
恩
可
能
是
「
健
康
的
賜
予
者

」
聖
經

上
以
此
緝
名
者
有
下
列
諸
人

@
劃
叫
別
人
蚓
叫
怯

生
於
公
一
元前

一
五O
l

一
(1
)

0
年
閉
會
若
有
五
卷
關
於
瑪
加
伯
戰
爭
的
歷
史
書
個
神

仙
下
只
是
這
五
卷
央
書
的
縮
本
(
倒
下

2

目
l

自
)

@
回
叫
剛
剛
一
訝
的
兒
子
蚓
斟
蚓
到
現
蚓
倒
會
打

發
他
去
制
蚓
與
組
蚓
人
締
結
友
好
盟
約
(
加
上

8
3



1958-1963 

他
可
能
是
女
犯
帕
特
之
父
(
見
加
上
U
M
M
n
)。

@
大
可
祭
蚓
則
如
第
三
的
弟
弟
蚓
叫
化
是
刷
刷
文

化
的
崇
拜
抖
得
助
於
色
宴
苛
主
女
提
約
占
厄
定
法
乃

(
公
元
的

a

七
-
i
l
-
J
A
凹

)
奪
取
了
大
司
祭
職
位

(
4

七
四
l
e

匕

2

)毅
力
促
使
蚓
圳
人
刷
刷
化
在
則

以
修
也
體
育
場
致
使
聖
殿
的
措
儀
頭
一
股
沒
洛
而
無
人

過
問
划
打
發
開
向
他
將
參
加
如
約
五
年
一
皮
的
體
育

太
會
並
乘
機
向
外
教
神
明
赫
辣
克
肋
斯
(
因Z
E

-2
)

獻

銀
三
百
三
年
後
被
蹤
跡
兩
點
川
蚓
任
大
可
祭
械
制

氏
逃
往
阿
孟
人
的
地
凶
手
久
後
X
他
土
重
來
企
圖
卅
峨

的
航
京
戶
木
惜
他
仙
鳳
只
有
再
反
逃
亡
被
川
州
州
士
叫

勒
追
捕
獲
監
決
後
山
川
川
流
亡
逃
竄
各
織
內
眾
人
所
小

你
什
終
死
時
斯
已
達
地
方f
m
M恭
悅
你
野
何
人
女
排

(
此

加
卡
4

7
l
H

5
3

?

刊

)

。
得
傲
然
紀
的
一
攸
教
友
蚓
刷
品
日
收
留
甜
甜
悶
悶

息
川
當
坡
內
做
徒
造
扎
攻
堅
喇
喇

眛
受
他
魚
之
現
被

拿
兒
官
仰
H
H保
後
仙
似
帥
仲(村
口
5
@

)，
與下
面
的

雅
松
可
能
同
吋
一
人

市
、
格
林
多
的
一
位
的
猶
太
主
義
歸
正
的
教
友
會

心
俐
喇
代
為
致
候
掛
蚓
教
友
(
刷
刷的
U
)
(

韓

)

明
拉
拉
咎
許
可
凶
手
E
J
(

一
)
人
名
街
「
(天
主
)

的
→也
月
，
斗
于γ
C
R

y
-
-
H
L

I

i

J

、

于
，
、
連
立
」
之
意

@
剖
蚓
劃
的
第
四
個
兒
F

(
制
M
W
M圳
6
H
).

于
在
其
他
家
譜
名
單
上
則
排
列
第
三

(
所
叫
的
問欄
上
4

帥
一
缸
片是蚓
劇
家
族
的
創
始
人

(
則
必
臼
)。

在
騙
上
4

-
H被
咱們
為
雅
黎
布
這
大
概
是
會
寫
峙
的
錯
誤
蓋
在
原

&Ef --

文
上
「
冷
」
乳
不
注
意
時
可
能
寫
成
「
黎
布
」。

@
是
一
位
司
祭
瓦
在
瀏
喇
編
制

的
司
祭
班
次

取

他
主
管
第
二
卡
一
班
司
祭
(
編
上
圳
的
口
)

。

@
充
軍
歸
來
後
居
於
耶
京
的
一
位
司
祭
典
用
蚓

米
雅
是
同
時
的
人

(
編
上
9

叩

間
上U
M
)

(
二
)
銅
往
名
劇
制
制
在
上
主聖
殿
的
前
面
豎

立
f

兩
級
粒
子
右
邊

的
叫
蚓
制
充
邊
的
叫
蚓
剛
抓

各

尚
卡
八
肘

(
希
臘
譯
本
作
三
十
五
肘
)
周
徑
十
二
肘

(
希
臘
譯
本
作
十
四
肘

)
性
頭
高
五
肘
四
指
厚
中
空

(
州
上
7

內

n

u
u

則
干
衍
間

口

一
欄
下3H
H

口
肌
肉M
口

m
n
)

關
於
它
的
用
途
l

裝
飾
品
，l
H
此

唉
，
鼠
的
意
義
學
者
們
有
不
同
的
解
釋
尤
其
自
考
古學

家
從
哈
祥
爾

(
Z
E。
門
)
考
爾
繳
巴
得
(
Mhy
z
z
g

已
)

帕
佛

(
2志
。
ω
) 、

制
耐
到(
C
mg
y
)叫
制
(
吋
呵
呵
5
)

等
地
外
邦
人
的
廟
宇
前
發
現
了
同
樣
或
類
似
的
位
于

之
此
間
有
人
講
它們
是
R
H
H肉
香
用
的
但
亦
有
人
強
調
它

們
共
仇
外
邦
人
蝴
字
前
石
性
的
風
絡
故
可
能
是
摹
仿

向
外
邦
人
者

(
韓

)

開
雅
成
(
叮
叮
叮叮
)見
主

州
推
庄
(
叮叮
叮
)劉
蚓
的
神
四
個
兒
內

生

1

-
S

J

uh
L
.
t

-

j

有
四
子
(
創
叩
2

.

編
上

1

5
7
)
體
經
上
慣
用
這
個
名
字
來
指
散
居
於
小
到

制
到
西
泣的
希

股
制
問制
人
更
適
用

為
一

切
刷
刷
蜘
九

尤
見
於
先
知
書
先
知
們
曾
多
次
譴
責
這
些
與
叫
民
敝

人
啞
的
家
及
非
法經
商

的
相
勵
人
(
船
“M
叫
幻
H

刷
刷

8
n
m
m
n
2

岳
4
.

m
9

口
)。

(
韓
)

關
#
但
目
4字
千
三
巴
金
人
名

有
「
河
流
」
(
?
)

的
」
也
q

臼
L
I
J
/
F
Z

之
，

-
-
-
-

-
I

J

I
l

-

-

d

、
之
意
是
位
欺
客
由
阿
滔

所
生
的

“長
ι
J

「
是
住
在
皈
位
內

畜
牧
草凹
的
始
祖
」

(
創
4

叩
)
(

緯

)

位
依
此
3
1、
九J
「γ
g
m
y
J
是
雅
貝
乃
耳
的
簡
兒

"
副
m
w
E
F
I
/
frz
z

」

i

'

ι

'

，

、
又
稱
雅
木
尼
雅
原
意

目
是
謂
「
天
主
准
許
建
築

」

雅
只
乃
是
培
肋
舍
特
人

的

一
座
核
市
它
的

城
牆

曾
被
猶
大
王
鳥
齊
雅
在
打
敗
培
肋
舍
特
人
之
使
所
破

陣
也(
編
下
必
6
)。
在
瑚
刷
刷
時
凡
此城
被
稱
為
刷
刷

尼
雅
(
加
上
4

臼
)
是
樹
划
開
圳
叫
同
哥
爾
基
雅
作

戰
的
地
方

(
刷
上
，且
目

叫
下
U
S
9

刊

刊當
制
和
斐

乃
進
單
西
征
迫
近
此
坡
時
亦
會
促
到
此
絨
的
人
民m
H

兢
害
怕

(
友
2

甜
)

其
後
此
絨
被
樹
蚓
大
將
闡
蚓
克
服
佔
領
公
一
兀
前

三
-
1年
被
釗
入
大
劇
創
酬
的
版風
此地
之
重
要
性
格

外
見
於
公
元
七
。
1

一
三
二
年
之
間
蓋
這
一
時
期
它

是
猶
太
人
公
議
會
的
所
在
地
在
此
舉
行
過
著
名
的
蚓

木
尼
雅
大

會
議
它
位
必
肉
在
托
以
北
約
十
公
里
處
的

現
今
之
依
布
納
村
庄

(
d
g
a
)

。

(
韓
)

間
住
3
、
L
L
吉
普
全
城

名
意
思
是

「
乾
燥

妙
圖
引
E
K
Y」
」
/
F
FO
ω
」

。
l
l
i

』

4
.

呵

，
、

的
」
甜
甜經
提
及
這
一

城
市
是
與
科
蚓
蚓艾
波
及
制
蚓
間
的
歷
史
有恥
叫
民

會
將
這
絨
的
男
子
及
婦
女
殺
掉
以
示
懲
罰
因
為

此
城

之
居
民
沒
有
響
應
攻
打
桐
樹
蚓
艾
紋
的
號hhEf後
劃



一。
叫
剛
叫
樹
則
刮
未
被
殺
害
的
四
百
處
女
嫁
給
科
蚓
蚓

如
叫
一
支
派
的
男
子
(
見
聞
訂
)
。
刷
蚓
副
會
將
基

叫
阿
得
蚓

-||

! 

一
貝
士
的
居
民
自
阿
孟
人
納
M
戶
口
士
的
壓
榨
之
下
解
救
出

一
回來
(
繳
上
口
1
|

U
)
撤
鳥
耳
及
其
二
于
陣
亡
之
後

.

比
城
居
民
愴
救
其
遺
體
予
以
安
葬

(
撒
上
訓
，
H

編
上
ω
﹒
!
間

)
遠
味
對
此
一
善
舉
大
加
讚
質

(
撇

下
2
.

，
-

7
)
遠
味
寫
王
後
令
人
自
雅
貝
士
取
罔
他

們
的
遺
體
埋
在
其
祖
墓
中

(
激
下
幻
n
l
I

H
)
至
鈴

基
肋
阿
得
雅
貝
士
的
確
切
位
置
學
者
們
仍
有
歧
見
故

至
今
未
能
確
定

人
名
是
以
色
列
王
沙
隊
的
父
親
(
列
F
M
M
M
U

H
)
有
些
學
者
以
為
此
雅
貝
士
是
地
方
名
而
不
是
人

名
如
此
「
雅
貝
士
的
兒
子
沙
隆
」
應
作
「
山
山
身
於
雅

貝
士
的
沙
除
」
(
韓
)

削
階
m
p日
內
作怯
(
閃
閃
閃
)
@
人
名
其
意
義
通
常

1

…F

‘

1

:
J
i
i

、
釋
為
「
栽
在
俑
州
市
中

生
了
他

」
是
蚓
刻
的
後
代
科
茲
的
兒
，
「
(4幟
上
4
.

@
地
名
是
猶
大
支
派
的
一
個
付
莊
居
於
此
地
的

有
提
辣
人
沙
罵
人
和
穌
加
人
此
付
大
概
就
紅
白
冷
附

近
確
切
他
但
不
詳

(
編
上
2

臼
)
(

韓

)

怖
雅波
克
(
叮
叮
叮
J
H
U月
間
的

東
部
支
流

發
源
於
占
代
阿
盡
人
的
商
都
辣
巴
(
即
今
日
之

制
叫
首
都
剛
到
)
附
近
(
圳2
肘

抓
旭
2

問
口
口
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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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向
北
流
至
革
辣
撒
附
近
轉
而
向
西
流
至
死
海
之
北

二
卡
四
公
里
處
入
制
叫
河
河
流
相
當
消急
蓋
自
海
拔

七
五
八
公
尺
降
至
地
中
海
水
平
線
下
三
五

0
公
尺
全

長
約
八
十
公
呈
現
今
稱
伶
則
爾
卡

(
包
，N
O
Z
ω
)川

(
意
的
藍
色
河
)
是
阿
孟
民
族
的
自
然

邊
界
(
戶
釗

雅
各
怕
渡
過
雅
波
克
河
後
會
與
天
一
腳
搏
鬥
並
因

而
改
名
為
以
色
列
(
創
刊
M
n
l

M
)
(
韓
)

峭
扭
住v
s
l
h口
三
ω
8
3
人
名
是
以
民
主
要
的

"
風
A
E
F
f
s』

F
H
E
。
史
三
大
聖
祖
之
一，
喇
喇

格
同
黎
貝
加
所
生
的
兒
子
關
於
他
的
名
字
雪
經
本
身

給
予
兩
種
不
同
的
通
俗
解
釋
其
一
因
為
他
「
一
手
握

著
厄
撒
鳥
的
胸
跟
」
而
出
生

(
創
鈞
甜
)
其
二
凶
為

他
兩
次
欺
騙
了
厄
傲
自
馬
(
創
幻
M
歐
也
﹒
)
其
賀
他

的
名
字
技
字
源
學
來
解
釋
應
是
「
廠
天
主
保
護
」
的

意
岡
山
服
各
伯
一
名
不
紙
見
於
以
民
之
間
即
在
巴
比
倫

岡
州
明
及
亦
屢
見
不
鮮
有
人
劫
以
呻
吟
志
來
自
阿
利
的
文

雅
各
俏
的

生
半

1

與
兄
交
惡
雅
各
伯

同
厄
微
鳥
是

雙
生
兄
弟
雅

蚓
州
居
次
二
人
尚
在
母
胎
時
已
開
始
衝
突
是
為
來
日

兩
個
民
族
可
，
不
相
容
的
一
的
兆(
創
衍
n
n
)
這
可
能

是
後
日
的
型
經
作
所
鑒
於
歷
史
的
蠟
例
事
後

所
個

者

真
正
交
您
的
原
川
總
是
雅
各
怕
兩
其
母
從
中
策
釗
先

將
反
'，
卡，
的
名
份
民
F

後
更
騙
取
了
長
y
f憋
得
的
特
別

祝
福
(
例
幻
h
U
A
Y

此
引u
m?

M
)

2
.
虛
之
必
甜
味厄
做
白
馬
次
蔥
綠
從
心
起
役
嘰
的
加
此 加

拔
，
于
心
切
於
是
打
發
雅
各
伯
以
娶
，
本
旅
支
手
為
名

逃
往
酬
剛
剛
都
自
己
哥
哥
叫
別
家
襄
去
(
削
幻
“



m
s
)
雅
各
伯
遂
離
開
具
爾
舍
巴
走
上
逃

C
之
途
在

中
至
只
特
耳
天
色
已
固
有
叭
就
何
地
而
睡
夢
見
A叫
妙
的
芙

佛
天
主
特
別
指
許
給
他
佔
領
一
憾
地
有
強
火
的
後
商
前
內

民
凶
他
得
一
幟
，
大
主將對
他
特
別
保
護

靚
來
之
後
雅
各

伯
稱
那
地
方
為
「
天
主
的
作
昕
上
天
之
門
」
故
稱
之

為
貝
特
耳
並
向
天

主
許
廠
也
約

(
創
刊
品
油
1

間
)

3

結
婚
生
于
低
帕
丹
阿
蘭
後
寄

居
臥
臥
倒
父
娃
娃

家
h
h叫
別
有
兩
個
女
兒
大
灰
名
肋
佩
「
雙
眼
無
神
一

(創
臼
口
)
小
女
名

辣
黑
耳
「
相
貌
美
麗
」(劍
"
口
)為

雅
各
的
昕
中
悅
欲
娶
之
內
在
以
七
年
之
勞
立
作
為
娶

辣
哩
杰
作
抖
的
代
價
怎
知
洞
房
之
成
受
騙
淤
舅
父與
「
雙

眼
無
艸
」
的
肋
附
衍

了
洞
房
之
好
木
已
成
舟
哎
呀
再

以
七
年
之
州
市
役
行
安
小
女
辣
黑
耳
間
長
去
過
目
的
的
搏

位
是
向
耳
帕
幼
，
紋
的
艸
女
名
被
耳
哈
(創
刊
U
?
I
M

)

叫
州
稅
雄
γ卜
此
創h科
生
育
的
能
扎
速
生
四
予
制
可
令

西
則
叫
齡
仙
叫
木
及
猶
太
後
又
生
依
撒
加
爾
則
步
降
艾
女

州
州
川
抑
自
自
己
的
牌
女
劑
叫
叫

生
蚓
俘
和
阿
制
觀
辣

蚓
蚓
雖
容
貌
美
麗
划
荒
胎
不
背
心生
恆
意
紙
好
經
的

牌
血
泊
M
M
斗
哈
生
門
及
納
斐
絡
里
未
後
辣
黑
耳
自
己
也

生
了
兩
個
兒
『
(
1甜甜
及
科
蚓
耐
心
這
是
制
制
叫
十
二
兒

子
的
來
歷

(
創
m
m
v

m
M
H行
u
f

刮
目
|

甜
)

雅
各
伯
在
天
主
的
照
獻
之
于
做
H
U
班
之
財
物
而
白
宮
川

劉
剛
清
楚
地將
當
時
半
遊
牧
生
品
的
悄
形
他
寫
出
來

(
創
刊
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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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戶-一

雅各伯行程圖

AT FJV 美幸的
才守是#

4

策
歸
故
里
住
班
見
玄
婿
的
額
外
致
富
嫉
意
十
、

生
面
晏
不
悅
之
色
雅
各
伯
見
時
機
已
到
走
為
上
策
於

是
先
以
夢
中
天
使
之
話
來
打
動
出
蚓
二
女
的
感
情
使

之
採
取
一
致
的
行
動
川江
-
切
準
偏
說
序
之
後
乘
機
不

辭
而
別
扭
血
肉
劃
蚓
悶
得
山
地
進
亂
第

三
天
制
制
知
情

後
帶
了
一
批
人
馬
急
起
直
追
第
七
天
在
封
蜘
阿
靜
相

遇
幸
有
天
使
蔡
先
在
夢
中
警
告
校
班
不
要
對
雅
各
伯

。

家
有
所
不
利
才
終
以
起
位
立
約
將
這
一
場
家
庭
之
爭

關
浦
結
束
而
師
問
黑
耳
偷
走
家
父
神
像
的
事
亦
因
他
的

機
智
及
女
人
特
有
的
措
辭
未
被
發
現
(
創
訂

)

5

兄
弟
重
逢
雅
各
伯
既
擺
脫
了
技
班
的
糾
獲
乃

準
偏
重
會
家
兄
先
遺
報
信
人
帶
著
重
禮
及
分
隊
先
行

自
己
問
家
人
渡
過
雅
波
克
河
之
後
亦
分
隊
前
行
以
防

不
測
不
致
全
家
喪
生
在
這
生
死
的
關
頭
發
生
了
幾
件

事
路
與
天
神
縛
門
被
改
化
為
以
色
列
及
領
受
天
主
的

祝
福
自
此
之
後
雅
各
伯
的
生
平
的
後
判
若
兩
人
(
創

叫
“
)
兄
弟
二
人
援
已
完
全
言
歸
於
好
雅
各
伯
仍
鈍
謝

去
色
依
爾
居
住
的
尊
請
而
全
家
低
違
約
但
河
谷
的
穌

奇
特
後
往
舍
根
居
住
去

了
(
創
刊
叫
)
在
那
里
挖
了
一

餾
水
并
至
今
仍
被
稱
為
雅
各
伯
水
井
當
耶
穌
傳
教
時

途
經
此
地
會
在
此
并
努
小
事
休
息

(
若
4

.
)

6
故
里
生
活
在
舍
根
時
狄
納
為
人
所
姦
污
其
兄

西
默
盎
罔
肋
未
為
妹
雪
恥
計
殺
人
空
白
根
人
手
段
殘
忍
與

舍
根
人
種
下
不
共
戴
天
之
仇
雅
各
伯
全
家
祇
好
遷
往

貝
特
耳
去
住
行
前
先
消
除
全
家
敬
邪
棘
的
一
切
物
件

黎
貝
加
的
乳
母
德
波
錄
究
於
貝
特
耳
全
家
萬
遷
往
巴



『
曲
即
軸
叫
大
居
住
在
此
地
辣
黑
耳
生
本
維
明
函
難
產
而
死

峙
~
後
又
往
來
車
速
耳
的
制
司
居

住
此
時
有
制
蚓
蚓
亂
倫

一
的
事
件
發
生
終
H
r、
全
家
還F
h
t
u
w
H
花
在
此
川
厄
機
刊

于
給
父
親
刷
刷
制
送
終
(
創
M
M
叫
)
拉
、
使
使
定
川
叭的

-
則
叫
鵬
在
此
地
會
衍
了
兒
，

j
們
向
吭
吭
幼
，h
d
h
h
叭
，
川
大
的

傷
心
(
制
制h
u
!
M
)
之
後
凹
遇
到
f
C
M
牛
述
的
此

地
打
發
兒
于
們
去
制
則
將
純
(
創
刊
性
的
)
如

A
u
n
t
仍

在
人
問
並
的
剝
削
制
的
邀
請
全
家
遷
往
祥
、
投
(
創
刊

M

7

死
於
埃
淡
雅
各
伯
兒
子
心
切
又
為
荒
年
所
逆

次
會
是
往
蚓
配
行
至
即
爾
舍
巴
再
蒙
上
主
的
顯
現
的
』

祝
紹
至
埃
及
大
受
法
郎
的
隆
重
待
遇
咱
哥
笠
地
川
的
任

並
牧
放
羊
訂
單
稚
各
伯
在
埃
及
仍

V

恥
的
了4i
七
年
逝
肉
，
叫

囑
右
瑟
頁
責
後
日
將
其
勞
於m
m位
(
例

M
W衍
)
峙
吹
得

若
瑟
的
兩
個
兒
f

過
總
呵!
L
h月
(
創
刊

)
1
1一
腦
來f

後
便
與
世
長
辭
享
年
T
H
問
十
七
歲
(
1圳
的
刊
)
推
谷
的

的
歷
史
在
創
世
紀
上
幾
佔
三
十
五
甘
于
他
月
4
划
上

m
r經
其
他
部
份
關
於
雅
各
伯J
V川
、
的
交A
A有
其

黑
暗
的
一
面
(
缺
口

3
5
)

也
有
共
光
明
的
-
的

(智
ω
﹒
時

德
州
喃
自
)耶
穌
時
將
雅
谷
的
與
共
他

兩
位
重
要
寄
一
組1

亞
巴
郎
依
微
格

1

叫
川
紅
花
論

(
瑪
8
u

路
口
"

)
連一
保
祿
以
他
作
您
可
入
主
白
白
揀

遷
的
實
例
(
綠
9

叩

!
i
H
)並
以
他
內
倍
地
心
的
校
純

{
希
U
M
)

雅
各
怕
的
歷
史
背
法

白
戶
H
U
A
引

-
4聖
經
后
，
古
學
倡
明
以
來
，
打
手
ν
-
S
U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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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文
件
山
山
土
使
我
們
更
清
楚
地
明
瞭
學
經
的
歷
史
背

E
R
關
於
雅
各
俏
的
生
平
歷
史
除
聖
經
上
直
接
的
詳
細

心
收
外
閥
混
的
外
治
要
算
是
一
九
二
五

I
A

九
三
-

1
孔
夫

K
Z
A
e

叫
位H比
心
(
A
T
U之
A
r
k
i
)巾
上

的
?
吭
，
.
「X
E
N
C
)山
汁
，
J
t
踩
了
止
的
川
犯
，
似
叫
時

仇
的
l久
件
外
叫
人H
K出
v
u
到
柯
力
什
怕
的
仙
似
部
今
辣
數
點
囂

,dhWF 

1

稚
各
怕
連

m
E姊
妹
三
人
呵
，-
b
泣
不
合
心
話
法

律
的
(
泊
的
M
)
仰
布
九
則
該
以
級
法
律
解

4
4月
雅

各
的
什
已
攸
机
扑
過
池
內
計
划
故
吋
妝
叫
納
法
律
的
明

。

文
初
定
叮
以
如
此
付
抖

2

旭
掀
心
叭
的
山
資
長
，L'，
打
份
在
以
成
叫
臼
且
絕
烈

Z

俏
的
何
以
心
法

A
L划
，
付
且
叫
阿
例fd
H川
次
父
親
的
耐

旭
紅
以
叩
開
法
作
斗
也
泣i
分
u
H
h決
定
川
的
例
叭
叭
叭H
K

。I
l
l
i
-
-
l
l
l
o

以
U
m
几
大
V
VUV
」F
心
也
H
M志

3

叫
叫
尸
江
所
仇
晰
的
「
家
神
」-
t
u
來
是
一
小
恨

a
但

從
奴
制
伙
釗
#
1

小
吋
主

A
V
J
們
家
叫w
q
快
向
本
缸
性

的
內
斗
‘
反
之+
+
h
H
自
蟬
鳴
派
軍
陣
笑
的
權
利
如
此
可
以
瞭

i
1
i
i
l

。

解
何
以
抖
抖
沌
立
甘
心
化
州
尺
發
戶
還

以
色
列
于
叫
民
日
圳
是
雅
各
怕
的
後
代
亦
以
雅
各
的

n
v
口
Y
U尤
其
見
於
先
知
許
中
如
「
雅
各
伯
家
」
(
山

ω
3
依
2
s
6
8

口
幻
，
自
3
H
9
8

米
2
7
北
口

沁
節
)
「
勝
各
的
的
'
，γ刊
」
(
列
上
m
u
抗
3
.

依

此
間
，
)
「
雅
各
怕
的
從
何
」
(
那H
M
e
)「
雅
各
伯

會
決
」
(
巾
H
N‘

)
U
H時
間
「
恥
m
h峰
的
」
一
名
來
指

桶
上
的
的
以
色
叫
泌
(
依
9

.

的
‘
險
的

u
m
M
2米

各

{自
，~他 最)
乎是餘，或
糾為1;在 南
以|常|耶 朝
包I (fj'穌 的自
~ljlo兒的 道|
平族大|
λ 譜 國

瑪t 上 .".....

1 、手f ~! 
"茗I '/. 
M 瑟I • 
)。的. ""';0 

父
親

亦

是l
(
偉
)

叭
叭
拉
拉
切
T
h
口
旨
κ
三
告
。
早
J
R
E
J

刮
風
A
W月
f
d
t

完
/
】
R

。
σ

咽
。
D
m

」

是
耶
穌
叫
撤
瑪
袋
也
赫
婦
人
次
斗
的
的
地
方(右
4

5
e
)
考
古
學
家
已
相
當
準
確
地
讀
明
它
就
是
現
在

位
快
納
布
路
斯
之
東
二
英
里
處
的
一
個
水
并
在
耶
京

之
北
約
四
十
英
里
就
是
雅
各
伯
在
舍
根
城
的
對
面

「
玄
絃
悶
棍
等
的
那
塊
地
」
裳(
創
刊M
H
M喃
自
)
此
水
封

來
臼
…
的
地
下
泉
故
此
刮
到
有
時
稽
之
為
泉
有

時
稱

之
洽
悴
，
并
口
咬
采
愈
下
愈
究
竟
達
直
徑
二
公
尺
中
「
深

，
剩
一
一
一
卜
，
公
尺

(
H
h
4
H
)

在
此
水
井
之
上
涼
山
扭
育
第
四
位
紀
的
學
金
但
早

已
改
然
終
存
，
h
1
.
8仙
仙

4

紀
時
←
飛
逝
十
字
軍
重
建
m
g掌
一

時
其
故
址
依
然
可
兌
和
叫
做
東
正
教
會
開
十
九
治
迫
在

此
修
達
憩
堂
但
中
申
泛
而
鼓

(
的
輯)

側
(
長
)
雅
各
伯
(
宗
徒
)
(
…
說

5
)

刊
注
此
穌
所
揀
選
的
十
」
一
位
采
徒
之
一
(
瑪
m
s

m什3

口
的
問6
u

7
1
H
)
若
望
的
長
兄
二
人
的
父
母

是
紋
的
總
及
妝
師
純
默
(
寫
4

刮
目

ω
2
U
H
谷
l
H

M
3

叮
5

刊
)
在
此
特
賽
途
同
西
游
怕
多
祿
安
德
肋

等
數
位
朋
友
經
營
拘
業
(
若
1

“
路
5

刊
)
的
加
里

的
一
位
兩
逗
笑
各
通
訊
門
頭
敘
生
意
興
隆
手
下
且
釘
岫
憫
人



1969-1970 

(
谷
1
卸
)
渴
此
並
非
如
傳
說
所
說
乃
一
貧
窮
的
漁

夫
而
可
稱
為
小
康
之
家
且
能
她
開
顧
及
他
事
如
若
望

之
在
約
但
河
聽
若
翰
的
宣
講
並
作
他
的
門
徒
(
若

l

H
i
u
)
兄
弟
二
人
及
母
親
撤
羅
默
追
隨
耶
穌
(
瀉

4
n
n
谷
-
m

路
5
日
)
只
留
下
父
親
在
家
經
營
商

業
支
配
備
人
若
非
小
康
之
家
寶
雞
能
如
此

耶
穌
借
捕
魚
的
封
鎖
感
化
召
叫
了
他
及
他
的
同

伴
們
自
此
完
全
放
棄
漁
業
而
跟
隨
耶
穌
(
路

5
.



U
)
耶
穌
特
別
鐘
愛

7
雅
各
伯
若
望
及
伯
多
祿
耶
穌

在
復
活
雅
依
浴
的
女
兒
(
路
8

日
)
顯
學
容
(
瑪
口

1

谷
9
2
路
9
詞
)
及
山
國
祈
離
時
(
瑪
鴿
盯
芥
M

H
)
只
帶
7
這
三
位
心
愛
的
門
徒
作
為
兒
證
他
們
兄

弟
二
人
脾
氣
頗
為
急
燥
(
路
9
時

|

站
)
故
有
「
雷

霆
之
子
」
的
稱
呼
(

谷
3

叮
)
又
是
野
心
勃
勃
的
青

年
(
瑪
詢
叩
:

“
谷
m
品
!

“
)

耶
穌
升
天
後
雅
各
伯
在
宗
徒
園
中
成
為
使
人
花

目
的
人
物
黑
落
德
阿
格
黎
帕
欲
消
滅
初
生
的
教
會
故

將
之
殺
掉
並
將
伯
多
祿
囚
在
監
襄
(
由
不必
1
1

3
)

他
死
H
C公
元
四
三
年
正
因
他
很
早
已
為
主
殉
難
故
此

他
會
在
西
班
牙
傳
過
教
的
說
法
可
說
毫
無
憑
據
以
資

證
賈
(
韓
)

卜二重. s56 . 
r一 ...^，^
Jlß各|煚f
• f自 EI :::"i龜，
所以 是 欠
'ß ~:J 那豆豆
叫 於穌 要住
的 長所 /jp:
正蚓 還 各
級各| 的 "1=1-

2.ZLZ f白
而謂 也 G
舟r. --0 自吏 ，。凶

靠長輩臼
以」、乙 5 二
平E -, ~ 

t 次披星島
~L-稱 E T 
幼是 為 HS
而以 次'--"""
司 IJ。被雅|

他
是
同
耳
婪
的
兒
子
(
瑪
ω•• 
參
見
對
觀
處
)
但
在

福
音
的
其
他
部
份
郎
在
述
說
耶
穌
死
於
十
字
梨
的
情

亮
時
謂
在
闡
明
的
人
中
有
「
雅
各
伯
的
母
親
寫
利
亞
」

(
瑪
U
H
路
"
的
叫
若
的
自
谷
的
“
)
那
麼
兩
個
雅
各

伯
是
否
間
為
一
人

東
方
教
會
的
數
他
教
父
(
如
何

E
O
F
E
T
M
W
M
M苟
，

Z
2
.
5
)主
張
是
兩

個
不
同
的
人
萃
於
這
種

傳
品
他

們
(
東
方
教
會
人
士
)

亦
過
兩
個
不
同
的

槍
禮

(
L
l

月
五
日
皮
廿
五
口
)
很
多
非
公
教
的
基
督
徒
亦
隨
此

說
但
絕
大
多
數
的
天
主
教
人
士
一
致
主
張
兩
處
所
指

原
因
司
一
人
斑
由
是

。
迦
I
H
客
觀
地
來
講
決
不

能
披
挂
不
口
「
主
的

兄
弟
雅
各
伯
」
是
宗
徒
而
是
說
只
見
到

r

耶
京
的
主

教
雅
各
伯
宗
徒

@
路
加
學
一
央
當
長
雅
各
伯
仍
在
世時
(
他
於
四

三
年
致
命

)
在
他
的
著
作
上
很
清
楚
地
將
長
次
雅
各

伯
分
開
來
說
(
帥
的
-
5
M
6
H
臼
宗
I
H
U
2
)
以
兔

混
淆
但
在
長
雅
各
們
去
俠
之
後
他
就
簡
單
地
直
提
雅

各
的
心
不
徒T
(
宗
也
凹
的
問
幻
M
)

聖
經
上
關
於
次
雅
各
伯
的
「ι
述
甘
站
為
簡
短
他
是

「
主
的
兄
弟
」
(
瑪
口
自
谷
6
3
)
保
線
譜
耶
穌
他
做

法
後
會
特
別
顯
現
給
他
(
格
前
的

7
)
學
艸
降
臨
白

他
是
在
場
者
之
一
(
宗
1
H
)
保
祿
歸
化
後
會
特
往

耶
京
進
見
他
(
迦
1

"
)
怕
多
祿
從
耶
京
監
獄
獲
救

後
特
別
打
發
人
將
此
事
通
知
他
(
宗

也
口
)
耶
京
宗

法
會
改
時
他
問
伯
多
，
線
是
主
待
會
議
的
人
物

(也
鼎的
)

保
祿
第
三
次
遠
行
傳
教
後
再
往
見
耶
京
的
雅
各
伯
主

教
及
長
老
們
(
宗
幻
u
l
M
)

他
任
耶
京
主
教
歷
三
十
年
之
久
嚴
守
法
律
熱
心

祈
禱
潔
得
當
時
猶
太
人
及
基
督
信
徒
的
尊
敬
愛
戴
皆

稱
之
為
「
義
人
」
按
史
家
若
瑟
夫
的
記
教
他
於
公
元

六
二
年
為
主
致
命

他
是
雅
各
伯
魯
信
的
作
者

見
下
條

(
韓
)

m
m睦
弘

一主
I
內
向
陸
軍
司
『何
可E
H
W
。
二
g
g
J

L
品
嘶
叫d
t

加
斗
司E
r
g
-
E
E
H
E
E
」

本
吉
為
七
「
公
函
」
之
一
本
書
的
作
者
雅
各
伯

(
1
1
)
技
教
會
普
遍
的
意
見
的
固
定
「
主
的
兄
弟
」

(
迦
l
H
)
耶
路
撒
冷
的
主
教
(
宗
的
時
i

n
)
次

雅
各
伯
(

谷
的
“
)
關

於
他
的
生
平
以
及
「
主
的

兄
弟
」
是
否
是
耶
京
的
主
教
和
次
雅
各
伯
的
問
題
見

{
次
)
雅
各
伯
條

本
書
的
內
容
除
首
旬
的
致
候
辭
具
有
督
信
h
l丹

式
外
句
說
全
是
一
討
論
倫
理
道
德
和
實
際
的
教
訓
作
t
n

筒
倍
友
的
艸
益
雖
然
隨
著
自
己
激
動
的
熱
忱
寫
山
向

己
的
勸
戒
和
思
想
甚
或
有
時
由
於
恕
像
或
字
旬
的
聯

繫
自

一
觀
念
轉
移
至
另

一
觀
念
(
見
1
.
口
站
等
)

但
大
致
仍
有
三
個
比
較
明
顯
的
主
組
郎
一
真
正
的
喜

樂
在
於
忍
受
患
難
(
1
2
|

﹒

)
貧
窮
(1.
1

u
)

及
試
探
(1
n

l

u
)尤
其
在
於
修
德
立
功
(
l
H

O

H
)
二
真
正
的
食
品
不
在
於
言
語
而
在
於
、
實
行
(
1

"
訂
)
不

在
乎
外
毅

(
2
2
|

M
V
也
不
僅
在
于
信



1. ..在

總
而
是
在
乎
以
善
功
表
現
的
信
德

(
2
u
-
M

)
尤

其
在
乎
約
束
口
舌

(
3
2
，

時
)
三
真
足
的
智
慧
在

於
節
制
自
己
過
度
的
熱
忱

(
3
凹
，

M
)
尤
其
在
於
、

鄉
止
人
本
性
的
偏
私

(
4
1
1
間
)
財
富
中
不
怕
沒

有
智
慧
且
還
含
有
犯
罪
的
機
會

(
4
H
5
8
)

凶

此
更
好
要
效
法
毀
人
先
知
以
及
約
們
隨
遇
而
安

m
k忍

不
拔

(
5
7

問
)
最
後
以
刊
第
附
錄
給
日
比
品
明
悠

如
例
實
行
對
病
人
尤
其
對
病
重
者
的
任
海

(
5
時
1
I

H
)
應
如
何
彼
此
代
鑄
(
5
M
t
刊
)
應
如
何
善
益

規
勸
弟
兄
之
責
使
罪
人
罔
頭
改
過

(
5
M
m
)
本
附

象
中
最
重
要
的
兩
筒

。
5
H
H

即
有
關
病
傅
聖
事
的

公
佈

本
會
口
寫
作
的
對
象
技
致
候
辭
所
起
是
寫
給
「
做

庸
的
十
二
支
派
」
即
寫
給
僑
悍
的
在
巴
力
斯
組
以
外
的

猶
太
基
督
徒
並
且
也
會
伯
內
容
來
觀
察
這
些
僑
居
准

外
的
納
太
象
管
徒
應
是
離
巴
力
斯
過
不
遠
的
地
方
大

攝
制
的
是
敘
利
亞
塞
浦
路
斯
廷
里
基
雅
等
地
(
山
市
刊
凹

的
曰
“
)

關
於
寫
作
的
時
間
經
學
家
尚
未
有
定
論
省
人
見

本
脅
論
及
成
義
時
說
明
除
需
要
但
德
外
還
需
要
益
口
行

因
而
主
張
本
書
寫
於
六
C

至
六
二
年
齡
寫
於
繼
嫣
志

之
後
不
過
也
有
些
學
者
以
為
本
書
寫
於
四
九
年
之
前

郎
郎
京
宗
徒
會
議
之
前
因
為
那
時
對
成
義
的
道
棚
內
尚

未
發
生
爭
論
悶
悶
從
本
書
的
內
容
看
來
因
其
中
對
教
會

的
辦
學
教
義
尚
未
甚

發
達
並
且
對
外
邦
人
進
入
教
會

後
是
否
應
守
梅
瑟
法
律
的
問
題
隻
字
未
提
似
乎
後

a

1971-1975 

次
較
個
時
可
取
寫
作
的
地
刷
呵
呵
說
是
耶
路
撒
冷

本
割
叫
間
表
面
土
看
來
是
以
相
當
流
利
的
制
臘
文

寫
成
的
到
處
充
斥
著
希
磁
文
特
布
的
修
辭
學
上
的
文

品
但
付
手
襄
仍
屬
於
閃
扯
歐
文
敏
作
H
mN
肉
和
智
位
荐

的
風
格
做
圳
持
延
中
夕
對
偶
的
旬
，

f

和
美
吵
的
比
喻

(
如
1
6
u
n
3
3
5
)

作
法
川
共
體
的
叫
們
提(
2

2

l

‘

M
M
)
尤
多
川
引
用
的
約
(
2
刮
目

5
M
H

口
)

足
以
可
叫
“
本
芹
的
作
有
(
或
代
准
人
)
在
運
用
刷
刷
斷

修
辭
的
技
巧
上
可
品
是
成
功
因
仿
他
使
一
本
內
容
全

符
閃
族
人
思
想
的
苦
作
一
變
而
為
希
磁
文
學
上
的
作

品

(
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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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雅

EE 各
ti f白
話大
已事
::錄

現
俏
的
版
木
u
k聞
阿
啞
北
狄
雅
以
投r
文
於
第
六

世
紀
向
成
的
凶
為
作
詩
是
依
燄
赫
傑
息
頗

和
若
瑟
夫

的
作
品
為
拉
木
凶
此
本
會
還
保
存
著
一
些歷
史
性
的

價
值
戶
當
〕

n
e
t
ι
L

屁
巴
己
且
會
"
/
兩
個

人
的
名
字
那
遙

妙
語
勻
』
4
.
-
z
-
J
H
E
E

之
蚓
蚓
(
4且
還
早
已
)

的
縮
巾
的
意
思
是
「
天
主
是
巷
惠
的
」

1

是
民
眾
的
首
領
之
一
充
軍
歸
國
之
後
會
代
主

人
民
投
盟
簽
約
(
他
不

m
n
)

2

是
值
約
最
後
提
及
的
一
位
大
司
象
可
能
任
職

於
大
亞
歷
山
大
時
代
他
的
父
親
是
約
哈
南
(
厄
下
白

(
韓
)

附
在
→
巴
事
已

1
.
J女
人
名
意
義
是
「
齊
山

叫
ι
-9
.
1
j

-
-
t
f
g

羊
」
一
刺
間
人
關
則
酷
的

妻
于
當
客
納
罕
人
雅
賓
王
的
大
將
息
色
線
被
巳
辣
克

打
敗
後
逃
入
她
的
帳
幕

中
以
求
逃
命
雅
厄
耳
招
待
他

入
格
使
他
女
眠
休
息
然
後
用
一
根
帳
棚
上
的
木
椒
釘

入
他
的
太
陽
穴
內
將
他
殺
死
(
民

4

口
，
自

)
雅
厄

耳
在
德
波
辣
的
凱
歌
上
大
受

讚
湯
(
民
5
H

I

凹
)

(
詩

)

"
雅
哈
特
(
跨
出
)人名
意
由
主
「
他
(
天

戶
5
I
:

‘

主
)
拿
走
」
以
此
圍
內
名

者
有
下
列
諸
人

@
猶
大
的
後
代
有
巴
耳
的
孫
子
勒
阿
雅
的
兒
，
于

屬
件
辣
家
族
(
編
上

4
2
)

@
圈圈
革
宙
間
雄
家
族
的
一個
肋
末
人
被
一
編上
6
s

是
里
貝
尼
的
兒
子
但
技
編
上
6
盯
甜

甜
是
革
爾
雄
的

兒
于
大
織
6

盯
甜
「
兒
子
」
一
詞
有
子
孫
或
後
代
的

意
思



@
是
史
米
的
長
子
革
爾
祿
的
孫
子
是
一
個
肋

4

家
甘
心
的
紗
給
人
(
街
上n
u
u
)

@
是
合
滋
慘
叫
叫
他
快
代
的
代
表
人
物
是
紅
這
味
時

代
依
絃
哈
爾
則
永
家
脹
的
創
始
人
(
編
上
M
n
)

@
是
在
約
史
任
闢
L

時
代
H
H志
指
導
但

l
u丸J
K叫
水

u
t殿
的
人
之

一
是
肋
永
人
腦
扒
欺
柯
林
酌
命
家
族
(
的
中
，
F

N
m
u
)
(

假
)

則
推
他
戶hH汁
倍
(
{
心
咐

:
)
城
名
原
文
有
「
湖
心

1

-
E
J
‘

I
-
y
d

d

i
s

、
之

地
」
的
有
三
(
?
)

在
約
位
f
之
一
來
於
此
地
以
鼠
，γ
將
立
r
人
打
妙
(
戶

們μ
扭
扭

巾
2

且
反
U

Z
)
其
儉
"
為
你
也
將
它
們
仿
叭
一
一
和

科
烏
本
支
派
(
前
口

M
)
成
犯
肋
末
城
市
遜
於
仇

J
h

人
默
付
的
擎
的
後
代
(
﹒
做
幻
M

偏
上
6

的
)
比
絨
介
M

於
耐
用
間
帆
布
王
獸
沙mw文
上
(
第
十
九
二
十
，
J
U
)先
例

們
亦
會
在
說
咒
，
賠
阿
布
時
川
仙
到
了
這
絨
(
以
山
的
‘

“
訕
訕
)
但
是
關
於
它
正
確
的
攸
院
學
者
們
的
主
八
九

部
十
分
叭
，
d

耘

(
韓
)

們
拉
住
L
K
話
間
「
]
E
Z
人
名
志
思
是
「
(
天
芽
)

也
牙

f
B
/
F
-

之

大
放
光
明
」
以
此
可
在

者
有
不
列
諸
人

小
雅
依
街
的
家
放
在
推
肋
阿
知
情
地
方
仙
似
了
小

少
的
城
市
故
將
刺
斷
劇
人
驅
逐
叫
樹
上
稱
他
寫
則
叫

協
的
兒
子
(
戶
"
μ“
申
3
H

蘇
u
m
列
上
4
刊
)
仙
一

三
位
騙
上
z
n

如
說
他
是

制
制
制
的兒
弘
圓圓蚓
蚓
艾
此

倒
一
制
制
制
的母親
原
是

2
叫
阿
闊
的
父
親
關
甜
甜
的
，
艾

戶
兒
是
圈
，
於
副
部
吶
﹒
協
女
派

1976-1982 十二泉

L
q是
一
一
忱
以
色
列
民
長
菜
的
悶
得
人
總
托
付
炭

長
來
的
現
叫
U
K
A
B
-
F

經
上
關
按
這
位
民
長
的
字
跋
叭
叭
心
放

很
少
只
知
道
他
拉
伯
三
十
二
年
生
有
三
十
肝
兒
于
騎

拉
三
卡
陀
貓
叫
仙
釘
三
卡
眩
械
←
巾
它
們
都
在
甘
捐
助
附

件
地
區
投
依
附
死
後
內
排
在
卡
孟
地
方

(
R
m
3

份
，
木
雅
明
交
派
人
彤
的
信
闊
的
祖
先
(
文2
5
)

。
自
冷
人
雅
依
伽
問
他
的
兒
，
寸
仁
立
科
口
難
赴
港
昧

的
勇
士
曾
將
甘
心
村
織
的
一
佰
匠
，
人
殺
掉
而J且
打
人
就

兒
孫
中
自h
人
叫t
a恥
稚
的
記
氓
，
N
J
U
4
戶

(
b
m
-
p
創
刊
h

L
到
5
)

(
絲
)

布
停
住
恥
尺
之
3
E

M
E
Z
人
們
是
淆
的
來
文

K

E
J
a
.
p
.
，

t
!

a
r
.
，
“

4
j

'

回
i
l
-
-

、

1
7

4
1
1

'
，

2
.
E
Z

依
卜
的
」
(
珀
M
e
m
-
大
主
大

坎
洗
明
)
的
布
隙
文
譚
心
叫
你
h
w
h
u
依
依
城
前
穌
會
將

他
已
死
去
的
女
兒
做
工
地
放
瑪
u
y
M
他
赴

-
u
U納
太
人

的
J
n
k
谷
5

到
的
州
的
8

刊
，
。
目
更
清
楚
地
指
咐
他

是
，L
U
怯
氣
的
會
令
長
(
韓
)

吵
停
止
弘L
F
區
已
「
γ
Z
Z
J

聖
經
上
的
兩
個
人
的

抄
一
叫
引4
3
7
F
H
J
F
H
'

，
可
玄
之

Z
J

-
l

:

、
名
占
原
意

H
E
「
願

( 做閻 ( 
撇i 尊重的l 突
下@ 敗 1 1: (θ3 
5 是~ HI1í'_I~ 
15 述 I m:~ 良知;人
編~ ~本110 俊 |三屆(
上 在 s 入的 光
3 佔 -offt: -1" 句j

T 領 地，八」
14 耶| 岡村
﹒ 京 ;6'1 !h! 
)。之 草草|文字
後，厄|他
所交 間
生 !j~位
的 於君
兒 茲|王
子 t是|聯
之 紅i 鈕，
一終 {t

(
詩
)

帥
佳
K
L
F
話
且
三
名
F
E
J
地
名
只
一
次
見
於
軒

"
-
9
4
3
7

且
h
i
c
s
z
o

k
l
i

l
t
-

1
'

，

1

.

i
h

-

-
'

、

、
經
傲
的
M

在
描
述
則

步
降
又
派
的
邊
界
時
調
「
.•. 

戀
多
具
辣
特
質

上
軍
推

非
拉
」
位
它
確
係
何
地
郎
平
許
們
自
古
至
今
爭
論
不
已

有
人
主
張
志
是
叫
喝
令
跎
納
川
一
仙
的
南
約
兩
公
盟
的
約

的
扣
無
明
樣
的
憑
提

(
輯
)

創
立
住
訪
時
卡
"
之
3
5

憩
經
上
三
人
的
名
字
足

的
a
m
v
1或
是
4
4
t
t
/
玄
立
F
L

-
E
J
-
3
1
-
/
d

、
約
雅
攀
布
的
簡
寫
意

思

是
「
-
m
T
弋
主
反
駁
詳
論
」

心
內
恥
弘
役
的
兒
子
的
…
此
于
只
見
於
鍋
上
4

H
而

不
吃
一
恥
其
他
也
默
車
去
放
的
名
單
上
比
如
創刊
刊
山

6
H

戶
叫
叫
“

前
-
足
以F
K充
川
平
巴
比
倫
時
代
的
首
長
之
-
曾
幫

助
厄
斯
德
拉
等
伐
擊
敗
的
侍
役
肋
斗
人

(
厄
土

8
H
)
有
人
以
為
他
與
同
節
(
的
上8H
)
的
的
蚓

象
布
d
l

一
人

。
是
充
軍
俊
休
掉
外
斗
力
安
子
的
司
發
之
一(山

上
叩
刊
)
(
詩
)

也
怪
此
帶
夫
卡
"
已
E
吉

σ
J
則
船
上
兩
人
的
名
字

的
A
心
q
F
亦
可
j
f
c

s
z
F
K

1
3
4

，
i

J

E
J
'

、
意
謂
「
巴
不
得

(
天

主
)
史
的
芥
」

“
-
口E
H似
撒
加
甸
的
第
三
個
兒
于
也
是
雅
奴
布
家

族
的
創
始
人

(
創
俑
H

戶
筠
訓
一
桶上
7
1
)

@
凹
闊
的第
四
個
兒
子
蚓
蚓
咐
充
電
歸
來
後
會

照
厄
斯
德
拉
的
命
令
將
自
己
的
外
邦
妻
子
休
持

〔
厄

上
m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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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徵 爾|塾i
丕悶性 雅|經i

(旭、。來的 叔|上，
悴 L. . 名 布|亦
) 或字.者，有

m雅
提
爾
(
阿
拉
2
月
)見
叫
亂

M
學
隘
的
H
J
接
凶
神
已
E
Z
J

城
名
患
由
兩
「
他
(
天
，
主
)

閉
一
別
引HR
幫
"
/
阿
拉
N
R
L
扶
助
」
是
在
吋
叫
川
東

的
一
個
地
區
它
的
首
都
名
雅
划
爾
(
囡
"
一
a
)
一
線
白

開
鬧
到
人
居
住
於
此
被
制
到
所
佔
領
(
同
幻

M
)
創

分
與
喇
喇
玄
派
而
作RH肋
未
減
市
，
則
默
咪
的
府
的
家
族

來
居
住
(
制
訂
詞
“
一
其
後
溶
入
酬
叫
圳
人
之
手
(
依

M
N﹒

@
)
直
至
蚓
圳
州
時
代
V
A一
冉
為
蚓
圳
人
所
的
領

(
圳
上5
.
)。

酬
叫
樹
業
已
指
出
它
位
於
叫
劃
(
A叮
叮
叫
凶
治

部
)
之
西
約
十
五
公
里
處
近
代
的
詩
古
學
家
會
佑
亨

挖
掘
終
於
在
夏
齊
一
爾
(
出
﹒]E
N
M門)
廣
址
處
發
洗
了

間
則
甜
的
結
凹
址
遠
在
公
元
前
三
千
年
在
布
即
有
人
煙

於
比
並
有
古
堡
壘
的
遺
跡
(
特
)

旭
日
字
草
草
之
心
J
r
子
已

ω
V
H
H
EF

R再
也
上
的
兩

酬
副
引
F
E
P
7
/
τ
J
f
H
n
F
D
S
C
個
城
趴
念
也

是
「
天
主
准
許
開
沌
，
築
」

@
猶
大
地
鼠
北
部
的
城
市
(
山
餘的
U
)
亦
由
悄
雅

則
叫
(
制
下叫
叫
‘
)即
制
制
時
代
著
名
的
時
M
K
J拉
維

1983-1991 

域。

@
岫
叫
動
蚓
劃
支
紋的
且
還
區
域
趴
只
一
次
見
於
斟

樹
(
制
叫
口
臼
叮即
現
今
的
阿
蚓
叫
付
莊
喇
喇R
n
B
E
凶
)

。

位
於
州
州
州
州
帥
切
啞
的
研
淵
之
兩
約
卡
一
公
里

師
雅
哈
齊
耳
(
FEE
-
)的
口
叫
叭

均
名
片
訂
F

刊
蚊
人

-
W
K
A忱
叫
交
仗
的
男
t

在
漆
叫
叫
代
山
的
地
方
歸
順

7
湖
州
(
幟
上m
M
S
)

。

仙
一
白
這
眛
將h
j糧
均
純
丸
京
時
在
約
而
憫
的
吹
號

悶
的
一
伙
叫
判
決
(
A桶
上
泊
6
)

@
叫
柳
川
臨
的
第
三
例
關
心
p
f
(一
椅
上
的
叫
刊
)

。
州
州
人
叫
叫
川
的
後
代
則
加
法
堆
的
兒
正
在

約
沙
伏
特
的
1

時
上
主
的
州
州
降
臨
在
他
砂
土
於
H
正
向

蚓
圳
凶
的
叫
白
、
卜
八
將
恢
汗
水
，
安
主
出
來
犯
的
叫

E
晰
可

叫
什m叉
司
圳
人
一
山
山
t
m
心
依
靠
K
K
W
利
-
定
在
抑

(
的
而
小
m
u
!
"
)
(

縛
)

的
學
生
怎
妙
的
H
J怪
也
已
芸

N
O
F
P
F
J
人
名
管
去
是

9
4
晰
可j
s
m
可
口
制
毯
，
已

﹒

」

ιR
j
n
I
E
j
E
Y

可

'
，

、
「
上
主
見
到
」

H
K
M
H刻瓦
的
兒
f

村
市
的
來
後
商
瓦
斯
挾
持
叫
一
吋
祭
段

故
川
口
件
你
怎
忱
J
w
m
h
仗
，
「
防
線
赫
川
則
推
門
向
另
外
一
一
一
人

仰
起
山
川
抗
品
(
心
上m
s
)
(

的
時
)

削
雅
刻
默
竿
(
一
川
叮
叮
叮
可
)

起

i
J
h沌
，
，
h
l

內
﹒
'
、
、
4

、
叫
N
a
L
d似
地
區
內
改

" 11J 
""" 0 分
比給自
滅肋|
在 未l
員長 1 人-
21 刻l
n 啥|

稱特!
為家
克|簇 ，
叫 作
區I ~
gtL E 
織

上
6 

(
續
)

棚
雅
木
尼
雅
(
叮
叮
叮
)
第
句

M
m階
阻
海
人
巨
t
主
寸
己
笠
，
2
r
J
志
"
仆
浴
女
伶

妙
誠
心
幸
車
3
3
恥
于

/
F
Z
E
H

「
的M
L
e
f
r
d

衍
比
你
"
受
特

E
h
接
得
-
4
主
寸
手
，
2
口
，M戶
Y
J
B
L被
何
晚
上
的

m
w甜
m
t
嘲
揖
屬
H
R
r
s
3
32
.
T
}

-

H

叫
『4
1
1
Z

』

4
r
v
S
H
B
E
E
t

兩
個
或
是

U

意
到
圳
「
戶
口
同
度
」

的
是
闡
明
街
大
文
戶
似
的

4

座
織
市
位

A
F
J
J
能
平
原

上
(
俐
的
品
)
句
，
因
以
民
在
佑
你
團
的

d
n
之
F

征
服

伯
領
洋
地
時
它
的
凋
主
忍
耐
用
(
2
E
2
)會
凡
有
外

悶
。
倒
一
土
f

組
成
絲
沼
抗
但
入
俗
的
刊
以
民
均
被H
h
A似
的
}

刊
依
只
叫
洞
開
凶
巨
-
A
e卅
奴
役
掉
(
-
M
W
仙
川s
s
n
n

沱
心
)

4兀
寂
歸
來
的
以
反
蓋
新
佔
領
、
近
三
核
准
(
e
l
山
下
U
H
)

它
的
紙
來
位
鼠
就
是
現
今
的
推
導
胡
思
笠
起
址
在
這
裊

考
古
學
家
發
現
自
公
元
前
的

t
l竹
在
k
i志
，
才
f
n
d冷

代
不
斷
育
人
忠
信
並
獲
得
了
不
少
的
占
蜘H
H
m
主
要

的
是
陶
器
及
堡
壘

句
是
通
依
撒
切
爾
文
恨
的

4

懂
法
←m
v呵
m
p川
付
給

圳
川
州
女
缺
的
科
叫
樹
于
叫
你
(
叫
到
捕
)
，

~
L
分
-
v
在

與
圳
W
U

州
的
J
P持
L
A

兩
k
6
4
'
j

均
呼
叫
v
m
H

城
n
f
F
U
H們
不
叫
阿

紛



M
M依
此
，
民
立
五
、p
r
己
。
同
。
宮"B
J
北
國
以
色
列

"
一
他
也
心
針
F
E
z
-
Y
H
Z
。
宮
"
昌
、

'
，1
，

司
司
、

4

1
1
7
2

，
、
兩
位
閻
王
的

名
字
意
回
心
是
「
願
百
姓
繁
多
」

1
雅
洛
貝
罕
一
世
(
公
元
前
九
三
-
l
九
一
(
刊)

以
民
分
寫
南
北
朝
後
北
爾
肉
刊
第
一
位
君
王
他
原
是
厄

弗
辣
茵
支
派
人
父
名
乃
巴
特
早
死
母
名
責
魯
阿
(
列

上
M
M

)
路
是
平
民
山
山
身
如
聰
明
精
幹
筒
徽
嘻
嘻
為
所

重
用
監
工
修
建
聖
殿
與
達
味
城
間
的
裂
口
遂
漸
漸
成

為
知
名
之
士
(
列
上
口
盯
組
)
但
他
本
人
的
內
心
部

猶
如
其
他
一
切
的
北
方
支
派
人
民
對
出
身
南
方
猶
大

支
派
的
撤
昭
雄
瀚
向
來
未
能
心
悅
誠
服
再
加
上
國
主
偏

愛
猶
大
而
向
其
他
支
派
征
收
苛
捐
甜
甜
說
更
使
人
心
不

服
於
是
他
開
始
走
向
政
治
的
門
爭
各
地
奔
走
呼
籲
鼓

吹
革
命
另
一
方
面
也
有
些
當
時
的
宗
教
人
士
作
他
的

後
盾
比
如
同
希
雅
先
知
的
象
徵
行
為
(
列
土
刊
目

缸
)
更
使
雅
洛
具
罕
不
顧

一
切
誕
而
走
險

事
實
上
這
也
正
符
合
北
區
人
民
的
心
里
願
望
蓋

瀏
喇
之
為
王
至
少
在
部
份
的
北
方
人
民
看
來
仍
是
非

法
的
甚
位
因
為
在
他
們
的
心
目
中
出
身
本
稚
明
艾
派

的
撒
為
耳
才
是
唯
一
合
法
的
以
民
全
體
的
揭
芋
，
〕
撤
鳥

耳
死
後
自
應
由
他
的
兒
子
依
市
巴
耳
來
給
承
主
位
但

竟
也
猶
大
出
身
的
這
味
來
為
王
統
治
全
民

-
不
過

話
又
說
岡
來
在
機
羅
游
有
生
之
日
革
命
的

-
J時
機
仍
未
成
熟
國
王
見
國
事
日
糟
王
位
可
能
不
保
於

竺
是
以
強
烈
悍
昆
輝
反
動
份
子
組
間
是

一
暫
時
逃
亡
埃
及

，為
史
沙
克
法
M
W
所
收
留
戶
列
上
叫

“
)

1992-19'3 |斗.

撤
回
耙
淪
死
後
由
其
子
勒
哈
貝
罕
繼
位
這
是
一
位

傲
慢
無
才
的
昏
君
竟
在
舍
根
地
方
向
心
中
已
滿
懷
怨

恨
的
全
體
行
姓
說
出
「
我
父
親
用
皮
鞭
責
打
你
們
我

反
要
用
鐵
划
鞭
責
打
你
們
」
(
列
上

U
H
)
於
是
登

時
輿
論
曝
然
百
姓
的
代
表
全
過
向
續
大
君
王
發
出
政

治
分
裂
的

嚴
重
聲

明
(
列
上

U
M
)
北
方
十
個
支
派

一
致
擁
護
已
由
埃
及
歸
來
的
雅
洛
具
罕
為
王
南

君

的

國
王
勒
哈
貝
罕
雖
盡
力
收
拾
大
局
也
人
心
已
去
祇
剩

不
猶
大
及
西
歌

是
皮
半
個
本
推
明
交
一
微
R
A一
些
一
肋
末

人
仍
屬
那
京
當
繕
其
他
盡
失

雅
洛
貝
罕
首
先
鐘
都
舍
很
後
還
部
也
口
奴
耳
(
列

上
他
自
)
再
遷
都
於
鍵
圓
明
恆
(
在
納
布
洛
斯
咐
近
}

但
鑑
淤
人
心
在
政
治
土
典
南
方
雖
已
完
全
分
裂
在
宗

教
上
如
仍
有
大
部
份
的
人
民
傾
向
鉛
耶
京
的
學
殿
於

是
決
意
使
自
己
的
人
民
遠
在
宗
教
上
穗
為
國
也
脫
離

關
係
遂
建
立
r

兩
個
宗
教
中
心
一
在
貝
持
耳
一
在
丹

開
始
樣
納
磷
濁
的
邪
神
敬
禮
制
用
不

葛
川
力
未
支
派
的

人
作
司
祭
肉
牛
積
頂
香
崇
拜
使
百
姓
罔
憶
起
當
日
在

制
別
山
下
所
敏
拜
過
的
金
牛
積
(
圳

何
必
)。
可
是佳准

則
制
這
種
在
宗
教
上
無
法
無
天
的
革
新
也
的
蒞
激
起

許
多
熱
心
以
民
的
反
感
尤
其
是
以
前
那
些
曾
經
噱
獲

過
他
的
先
知
們
都
漸
漸
與
他
疏
遠
比
如
同
希
雅
先
知

竟
反
而
預
言
國
王
兒
子
的
天
亡
及
王
家
的
敗
落
(
列

上
M
I

|
凹
叮
)
他
在
位
共
二
十
二
年
由
其
子
納
遂

布
總
位
為
王
(
列
上
M
m
)

?
(
組
制
則
割
二
世
(
七
八
三

l

七
四
一
一
一
)
.
刷
刷
副

阿
士
之
子
在
北
圓
的
歷
史
上
根
裕
寫
最
重
要
的

一
位

君
王
(
列
下

M
M
M
)
西
他
的
功
績
以
吧
列
國

變
成

當
時
E
R
P法
盛
的
燭
家
(
列
F
M
甜
|

訂
)
他
本
人
是

一
位
唯
我
的

崇
敬
者
也
會
大
事
努
力
使
北
國
的
宗
教

純
正
化
創
除
邪
神
的
敬
繩
其
功
雖
不
可
滅
但
是
北
圓

的
宗
教
中
心
仍
在
貝
特
耳
及
內
而
不
在
耶
京
故
此
邪

神
，
敬鍾
的
色
彩
仍
是
很
難
避
兔
在
政
治
言
其
上
與
亞

述
帝
國
保
持
友
好
胡
係
如
此
能
將
世
敵
材
出
周
也
管
完

全
屈
服
不
再
寫
患
並
泉
嘰
擴

展
疆
蛾
其
頃
圍
之
大
竟

可
與
達
味
時
的
版
且
棧
美
而
此
時
的
南
國
浩
大
也
不

得
不
臣
被
於
北
萄
或
赫
之
F
成
了
屬
國
他
國
正
在
日
咽

著
其
黃
金
時
代
玫
治
有
條
不
紊
軍
事
堅
強
版
圖
遼
m

筒
後
來
任
何
時
代
所
不
能
比
凝

就
是
在
文
學
方
面
這
一

J烤
恃
代
也
作
出
了
很
大
的

貢
恥
歇
恥不
少
的
歷
史
文
件
及
民
闇
的
士
古
口
老
傳
統ι航
瓜
是
在

一
這
逗
濁+寺
哼九
被
搜
集
整
理
起
來
的
而
著
名
的
南
姐
大
先

知
巫
J毛J己
己
祈
的
宣
講
及
著
作
也
多
完
成
於
比
時
代
的
北

圈

(
亞
1
a

7

.

叩
)

(
揖
韓
桿
)

M
"
m
降
t
戶h
w阱
」

叫
"
口
a託h
才
缸
u
E
ι
E
E
川
忌
n
q』
三/
乞
】
彷

s
3
N
g
。
E
ω

、

-
5

.

t
i
J
Z
M

呵
，
、

人
的
名
字
若

您
是
「
上
主
俯
聽

」

1

雅
區
尼
准
是
瑪
附
加
人
的
兒
子
當
越
南
z
a
拿

步
高
王
委
任
革
違
里
雅
管
斑
猶
大
地
還
磚
聯
尚
其
他

的
數
位
部
隊
首
領
前
來
拜
見
革
達
童
稚
{
吧
。
.
血
色

見
列
下
街
"
)
當
車
速
里
莊
巾
被
殺
之
後
他向
數
立
部

隊
首
長
往
見
耶
肋
米
亞
先
知
高

屯村
逃
往
埃
及
其
後
又



~
反
恤
圓缺
吐魯
先
知
阻
止
他
們
逃
往
別
別
}
m
H刑
1

的

制
-
z

」
但
酬
的
2

稱
他
寫

阿
囝
黎
雅
以
他
為
間
寫
色
雅

-
的
兒
子
故
此
有
人
以
為
當
是
兩
人
但
大
多
數
學
者
則

士
相
信
名
雖
翼
而
實
為
一
人

-
2

依
爾
米
稚
的
兒
子
哈
巴
接
尼
雅
的
孫
子
耶
肋

米
亞
先
知
時
代
的
勒
加
布
人
中
的
重
要
人
物
(
耶
H
n

3
是
川
沙巷
的
兒
子
以
色
列
家
族
的
七
十
二
長
老

(
即
全
體
以
民
之
代
表
)
之
一
厄
則
克
耳
先
知
在
有

象
徵
性
的
一
腳
融
中
見
到
這
七
十
二
位
長
老
在
那
京
聖

殿
中
向
邪
神
頂
香
禮
拜
(

則
8
u
)

4

阿
組
爾
的
兒
于
耶
京
二
十
五
個

權
勢
人
物
之

一
。
回
則
姐
一
耳
在

神
頓
中
見
到
他
們
的
醜
惡
罪
行
並
預

告
他
們
將
設
身
刀
下
(

則
日
!

l

u
)
(

韓
)

十二.

酬
雅
斯
提
雅
革
(
苦
苦
苦
)

是
瑚
叫
開
國
最
後
的
一
位
君
王
(
公
元
前
五
八
五

l

五
五
0
)
關
於
他
本
人
的
可
靠
史
料
非
常
缺
乏
所

有
的
大
都
是
些
不
確
實
的
傳
說
在
位
多
年
後
與
屠
魯

士
作
戰
(
五
五
三
i

五
五
0
)
戰
敗
後
一
說
成
了
居

魯
士
的
階
下
囚
直
至
其
死
一
說
居
魯
士
氣
得
瑪
待
人

的
歡
心
仍
保
存
了
他
的
王
位
史
家
若
瑟
夫
則
說
居
魯

士
封
他
寫
巴
比
倫
王
傳
說
之
多
不
一
而
足
(
韓
)

"
甚
至
L
」
E
E
F
J
地
名
其
意
圖
用
「
黑
色
的
」
新

2

月
斗
三

2

區
之
制
內
咱
這
闖
出
認

劉
樹
(
見

。
原8
自
)
這
名
首
次
見
於
創

2
"

在
該
處
說
自
伊
甸

的“-1998

樂
園
流
圳
的
第
二
支

仇
名
劃
甜
的
環

流

在
風
刮
境
內

一
一
爐
士
在
今
埃
及
南
部
蘇
丹
北
部
大
致

說
郎
今
日

的
努
比
亞
地
帶
由
創
沁

7

的
記
教
這
地
的
得
名
大
約

是
因
這
地
的
居
民
為
雇
士
的

子
孫
郎
諾
厄
第
二

個
兒

子
舍
的
後
裔
在
很
古
時
一
一
展
士
時
而
獨
立
時
而
困
地
近

埃
及
為
埃
及
所
的
領
公
元
前
十
一
世
紀
埃
及
第
二
寸

一
王
朝
時
間
腫
士
成
了
強
國
建
都
納
帕
塔

(
Z
毛
耳
"
)

(
即
今
之
默
辨
偉
(
宮
。
2
2
)
)
公
兀
前
八
棺
紀
末

竟
佔
了
埃
及
建
立
了
「

一一
層
土
」
第
二
十
五
王
朝
該
朝

第
三
位
君
王
提
爾
哈
卡
曲
目
仙
兵
和
亞
述
王
散
乃
黑
黎

布
作
戰
(
列
下

的
﹒
依
刃
，
)
但
結
果
於
公
元
前
六

六
三
年
為
亞
述
王
厄
撒
哈
冬
所
敗
一
雇
士
因
地
近
埃
及

故
舊
約
內
多
次
提

R
A
埃
及
時
也
提
及
雇
一
士
如
依
叩3

.
則
m叫
‘

5
.

由
依
彷
H

得
知
一
雇
士
的
商
業
相
當
興

盛
由
編
下

的
.
得
知
雇
士
是
兵
力
極
強
的
國
家
他
之

所
以
敗
於
猶
大
王
阿
撇

乃
由
於
例

微
王
得
f

天
主
特

別
的
援
助
(
編
下

M
S
!

臼
)
此
外
聖
經
上
提
反
一
履一

士
人
的
地
方
在
達
味
軍
隊
中
有一雇
士
人
(
撒
下
的
臼
)

有
在
耶
路
撒
冷
王
宮
內
作
重
{
目
的
(
取
必

7
)
他
們

大
約
是
在
作
戰
時
被
擴
來
的
梅
瑟
也
會
娶
了
三
一
展
士

女
于
為
妻
(
見
戶
口
1
)由
耶
的
自
「
雇
士
人
豈
能
改

變
他
的
膚
色
」
一
旬
可
知
一
雇
士
人
圓
圓
黑
種
人

公
-
兀
前
五
伊
紀
有
不
少
猶
太
人
僑
居
色
威
乃
即

一
履
士
北部
(
依
u
u

則
必
刊
)
最
後
羅
馬
帝
因
時
代

雇
士
仍
是
一
獨
立
倒
也
新
約
內
得
知
有
一
女
主
帥
甘

這
刻
她
的
太
監
會
來
耶
路
撒
冷
朝
學
在
歸
途
中
得
領

受
洗
禮
而
成
基
督
徒
戶

。
所s
n

|

"

叫

見
埃
及
厄
提
約
丕
雅
古
民
族
分
布
圈
，
(
盤
棋
V

M
m歪
扭E
L
L
「
【U
C
m
y
/
人
名
是
舍
的
兒
子
麗
士
生
色

的

警
a
n-
-2

/
仿
古
之

1
、

l

i
-
-

f
l
l

I
l
-
-

2) 
•• 
，
、
巴
哈
威
拉
撒
貝
逗
辣
阿
蔣
及

撤
貝
特
加
仙
風
封
也
是
強
人
尼
厭
洛
得
的
祖
先
(
制

ω

1
.

編
土
1
.

|

刊
)
希
臘
譯
本
及
拉
丁
通
行
木

皆
將
展
土
譯
作
厄
提
約
丕
雅
作
為
人
名
及
指
示
一
聶
士

及
其
子
孫
所
居
住
的
地
區

見
前
條
(
鑄
)

咧
著
室
主
才
「
的
巨已
M
J
域
名
按
列
下
打
卸
所
戴
亞

9
-
B
H叮
恥
于

f
p
忌

"
~
|
I
I

l
-
-

--

J

F

吧

，
、
述
王
撒
爾
貢
在
公
元
前
七

二
二
年
攻
陷
撤
瑪
黎
雅
後
將
以
色
列
人
擴
往
亞
述
另

由
其
他
地
方
移
民
於
繳
械
在
這
些
移
民
中
有
的
即
來

自
國
蚓
城
缺
考
古
學
者
的
意
此
麗
蚓
械
部
今
之
蜘
制

甜
甜
。
村
(
凶
，

o
Z
E
M
r
E

E

門
在
距
古
目
制
城
約
二

十
F
里
的
東
北
持
一
一
雇
一
特
人
所
敏
的
神
名
叫
乃
爾
加
耳

(
列
下
口
抽
)
之
後
便
與
以
色
列
人
同
化
成
了
總
瑪

黎
雅
人
後
世
猶
太
經
師
為
輕
風
撒
瑪
象
殺
人
有
時
稱

他
們
為
雇
特
雜
種

見
乃
爾
加
耳
撒
瑪
黎
雅
人

(
義
)

本 1998

要|被 雇
納!民 ~
竿I 3 r司

合~ 黎
誘 10 00 J， I、
悉，的 ê ~ fY 
作 ZEEE 4楚
是單斂， 】~ JI古
奉以I ç' ~ 1îIt. 
事民 ~ ~ 尾叉
著自在 當官

神.若| 頁頁，

草草| 已
上死

主後，
將受



以
民
交
在
厄
東
王
麗
商
黎
沙
裕
殿
的
手
中

作
為
懲
罰

凡
八
年
之
久
至
放
特
后
同
民
長
山
將
此
外
邦
君
王
戰

敗
以
民
才
得
重
獲
自
由
平
安
原
文
木
作
「
剛
蜘
王
」

但
因
「
肉
曲
閻
王
」
完
全
不
符
合
於
歷
史
的
背
長
故
現

代
的
學
者
多
基
於
歷
史
及
語
言
學
的
理
由
將
之
改
為

「
厄
東
主
」
恩
高
譯
本
亦
隨
從
了
這
一
學
說
(
鑫
見

哈
3

7

l

﹒
)
，
麗
商
之
名
帶
有
阿
刺
伯
語
凰
意
謂

「
雙
倍
邪
惡
的
君
王

」
(

曾
)

開
費
回
悍
的y「
n
z
E
J
雲
雲
影
不
但
在
聖
經
上

的
產

-
3州
站
-
f
z

忌
。
亡

，

|
|

1
4
1
1

，

2

，

、
多
次
提
及
而
且
在
希
伯

來
文
有
數
徊
不
同
的
名
詞
為
描
寫
不
同
形
以
及
不
同

作
用
的
雲
如
出
現
在
天
空
最
高
處
的
雲
希
伯
來
文
稱

割
肉
串
古
巴
自
(
如
耶
“
.
雲
一
霄
詠
衍
口
霄
漢
)
詩
體
要

多
採
用
這
三
子
普
通
的
雲
希
伯
來
文
稱
各
主
彩
(
如

列
上
的

“
“
依
ω
8
)下
雨
的
雲
也
多
用
這
一
字
(
如

列
上
旭
扭
扭
紋
的
u

等
)
天
主
乘
雲
行
走
也
多
用
這

三
子
如
依
的M
I
戶
m
H

詩
人
且
說
「
造
了
雲
彩
作
你

的
草
莓
」
(副
山M
Z叮至
於
濃
雲
或
鳥
~
叮
叮
則
稱
自
"
包

鳥
芸
黑
度
搔
深
的
則
稱
F
R
o
w
也
即
黑
暗
之
意
至
於

較
眩
肩
部
隊
地
較
逅
的
雲
稱
B
E
H

天
主
使
虹
出
顯
時

設
宴
經
的
描
述
說
「
把
虹
R
M放
在
雲
間
」
即
用
這

名
詞

(
見
創
9
u

)
割肉
描
述
天
主
莊
般
的
降
臨
有
時

連
用
兩
字
或
三
字
(
如
山
山
他U
H
m
缸
中
卅4

日

5
n

做

一
下
U
M
l

u
)
為
此
濃
雲
或
鳥
雲
往
往
為
天
主
降
臨

叫
戶戶的
曲
事
徵
尤
其
為
顯
示
他
的
成
能
為
使
人
對
天
主
有
敏

F
A庚
的
心
戶
初
，
出
W
H
d

或
鄉
述
夭
主
降
臨
為
懲
罰
人

1999-2003 十二.

等
(
如
黨
1
u

岳

2
2
)
但
天
主
降
臨
為
安
慰
人
時

則
藉
輕
風
或
火
焰
如
天
主
初
次
顯
現
給
梅
瑟
即
在
火

焰
中
(
山
3
2

參
閱
創
叮
叮
)
顯
現
給
厄

F
E
先
知

削
藩
輕
風
(
見
列
上
吵
刊
)

新
約
內
希
磁
文
回
川
說
明
這
自
然
現
象
普
通
統
稱

寫
2
名

r
z

如
的
時
也H
增
山
等
納
州
街
約
莫
夫
主
顯

現
時
多
次
諮
雲
同
樣
在
新
約
內
也
是
如
此
如
耶
穌
在

山
上
顯
塾
容
時
當
即
恥
穌
梅
瑟
及
厄
利
亞
為
主
遮
蔽
後

有
聲
音
由
室
中
說
「
這
是
我
的
愛
子
」
(
瑪

U
S

的
晰

9
M
M
)
K
無
貶
鞋
，
大
土
'
，
父
航
叫
聲
音
又
當
耶
穌
升
天

時
也
提
及
「
有
塊
雲
彩
接
f

他
去
」
(
宗
1
.
)
不

過
這
里
所
說
的
不
是
指
天
主
的
顯
現
而
是
一
象
徵
郎

象
徵
恥
穌
到
f

天
至
於
惟
叫
什
芳
日
郎
M
m將
降
來
審
判

偉
人
時
如
耶
穌
自
己
所
說
「
將
聚
著
天
上
的
，

ι叮
詰
彩
叫
冉

來
」
(
見
瑪
必
“
默
M
H
)
而
且
這
段
牽
制
組
無
疑
和

達
7

間
有
關
如
西
亞
研
設
的
話
先
後
呼
應
最
後
按
保

險
征
得
前
所
說
「
在
十
犬
日
位
永
們
將
要
被
提
到
宰
彩

上
到
空
中
迎
接
主
」
(
得
前
4

口
參
閱
默
U
M
)
是

以
雲
彩
不
但
是
天
主
降
來
人
世
的
象
飯
而
且
可
說
也

是
人
類
到
天
的
象
，
做

見
天
主
糊
城
末
日
審
趴
們
(
反
)

刷
品E同
d
y揖
間
跟
A
揖
閥
「
們
這
Z
E
J

到
毛

-
3
.
2月
1
&
和
ι
4
屆
1
&
勵
ι
/
U
H
E
E
ω

』

回
C
H
E

係
住
了
通
行
本
用
來
翻
F
t
吉
杉
樹
我
松

樹
的
(
依
刊
叭
"
的
u
)
但
間
詞
不
當
因
切
G
M
E

並
非

樹
木
而
是
一
種
草
本
植
物
息
高
譯
本
譯
作

-
m
d
k

杉
樹
或

松
樹
蓋
按
學
者
們
的
意
見
它
們
都
是
圓
明
訟
柏
樹
類
的

灌
木
。
雖
然
原
文
上
用
不
潤
的
名
胡
來
表
示
它
們

兒
怕
木
{
揖
牌
)

個
古
時
常
是
「
n
H
Z
S
J是
無
分
男
女
所
慣
用
的
接

m
z
d
f
P
H
O
E

S
U
有
豆
豆
豆
人

Y
H
U階
或
峨
務
(
創
刊

m
H
達
5
7
)
項
鏈
上
坡
以
費

已
成
珍
珠
(
歌
1

凹
綴
1

.
)
為
時
項
的
是
金
屬
的

(
小
心
泊
位
)
項
鏈
之
佩
戴
在
古
埃
及
最
為
普
通(

緯
)

伽
持
叫臨
川
(哼
哼
J
泛
指

-
A
能
欽
的
流
仆
幾

2
6
t

‘

1
月
1
:
c
p
z
u

、
的
人
為
時
能
獲
得
足
紗
，
的

飲
料
自
然
惑
到
舒
軾
的
而

h
叮
嚀
岫3.

街
希
伯
來
文
原

有
「
飲
料
」
一
字
而
借
書
忠
詞
是
舒
暢
或
舒
適
因
而
譯

作
「
你
的
悶
，
同
儲
也
會
舒
適
」
新
約
苦4
7

按
原
文
照

字
街
來
譯
航
穌
向
那
撒
劑
，
象
雅
婦
人
說
「
話
給
我
點

做
糾
川
成
峙
的
」
技
上
干
文
當
然
是
指
水
是
以
一
吱
都

譯
作
「
詰
給
我
點
水
喝
」
聖
經
上
所
恆
心
的
的
飲
料
不

外
這
才
沛
的
教
叫
他
請
參
閱
各
條

(
4我
)

的
L一
主
砂
掌

E
Z
D
O
H
J是
學
袍
的
-
科
很

W
H白
宮
體

閥
主

g
h
R

f
n
z
宮
、

2

二

l
4
.
1

，
、
法
相
當
大
的
黃
鋒
和
人
們
札

仗
?勾
引，
上
-
一
次
謂
天
主
打
發
資
鋒
活
你
先
鋒
隊
來
向

賊
l
y
恥
散
兵
民
佔
領
墜
地

(
圳
詞
組
圳7
詞
和
叭
叭
的

口
)
出
刊
的
譯
文
大
部
譯
作
「
茲
鈴
」a
f且m羅
巴
交

亦
h几
位
他
亦
謂
「
民
蜍
」
可
能
解

釋
戶
，
「
價
怕
之
刺

品
」
H
F
U
固
定
此
間
來
的
譯
經
沒
使
各L旬
出
入
有
不
少
的
喂
益

以
為
「
簧
蜍
」
油
田
有
象
蝕
的
意
踐
個
-
我
們
不
熊
贊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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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說
美
~
來
~
切
古
代
的
譯
文
部
設
字
意
譯
作
「
黃

鞠
-
M暐」
二
來
象
散
之
意
與
上
下
文
不
合
就
如
天
主
為
救

-
以
民
μ山
仙
悼
壞
氓
灰
利
周
了
十
大
災
難
中
的
動
鈞
(
出

7
|

-
h
u
H
串
牽4)如
A夸
可
天
主
周
危
申
宣
害

4音
口
人
的
黃
蜂
蚵
幫
用
勘
他
們
佔
領

-

叮
許
許
地
(
申
7
M

甜
)
(
掛
韓
脾
)

倒
於
-
電
建
需
茍
鼠
胡
葛
司
「
三
吋
=
門

2』
=
g
。E
E
n
J是
玉
石
的
一
種

帖
必
凶
主
且
吶
咀
耳
句
割
叫
/
廿

r
恥間

-
二
-|」

a
1
d

，

、
有
透
明
的
乳
白

光
澤
是
以
倍
受
人
的
愛
好
格
外
是
橘
黃
色
的
瑪
裕
是

去
霞
在
大
司
發
胸
牌

上
第
三
行
的
第
一
塊
寶
石
(
山

n
H
叫
呵
呵
)

見
玉
石
(
縛

)

的
時
』
而
且
川
\
玄
困
戶
戶
。

H
J
是
圈
圈
穀
類
的
一
一
種
糧
食
其

。
到
司
叫
列

t
f
玄
M
C
K

，

-
-
-

2
=
-
J
'
E
E

粒
園
小
大
約
是
由
非
洲
傳

入
聖
地
的
一
種
價
錢
較
低
的
雜
種
可
與
小
甜
甜
混
合
磨

成
越
粉
而
製
成
食
餅
(
則

4
9
)
有
時
亦
用
以
飼
養

牲
畜

(
韓
)

峭
目
前
→
旭
日
「
O
R
E
S
Z
夜
色
朦
朦
黑
暗
能
軍
大

"
個
司
的
路
時H
f
斗
g
o
F
z
t

2
l
i
-
-
'

、

地
伸
手
不
見
五
指
的
這

種
情
形
鈞
一
切
的
人
來
說
都
多
少
有
點
可
怕
的
感
覺

這
是
人
類
心
理
的
自
然
反
應
人
總
覺
得
夜
間
到
處
有

危
險
生
命
財
產
易
於
喪
失
因
夜
間
常
是
鬼
魅
個
魎
匪

盜
惡
徒
仙
沒
活
動
的
理
您
時
際
這
對
古
代
思
想
單
純

知
識
低
落
充
淪
迷
信
色
彩
的
民
族
來
說
尤
其
如
此
因

此
無
形
中
將
黑
暗
視
作
可
怕
可
咒
可
晶
晶
的
東
西

在
當
約
中
黑
暗
本
身
並
非
是
可
怕
可
咒
的
它
是

為
天
主
所
造
完
全
屬
於
天
主
的
全
能
之
下
它
猶
如
光

十二

明
與
自
畫
一
線
有
自
己
遨
廠
的
職
責
是
時
間
循
環
週

律
中
不
可
缺
少
的
份
子
i

黑
夜

(
斜
1
2
5

山
山ω
恥

!
n

亞
5
.

依
衍

7
)
它
非
但
不
是
反
抗
天
主
的
惡

勢
力
而
且
多
次
被
天
主
剩
閑
來
作
為
自
己
噸
如
與
人

的
媒
介

(
見
斜
的
口
酌
，4
u

做
了
，n
u
F
d上
8
n

依

m
m
約
u

n
u
n
n
u
州
m
m
M
f
l
n
w
J
m
M
)
.

它
-
F
J
能

積
極
地
歌
頌
讚
美
上
主
(
達
3

刊
)

但
是
由
於
人
類
本
性
的
，
落
倫
澀
道
德
的
掃
地

於
是
哩
咕
咚
夜

I
J
成
了
持
多
不
正
不
接
涅
伏
陷

害
殺
人
放
火
劫
財
劫
色
的
理
想
環
流
於
是
黑
暗
也
就

有
f

它
反
鼠
的
作
用
(
見
詠
m•• 

u
2

H
m
約

的

M
M
m
M
|

口
激
9
7

訓
2

H
)
因
為
在
閉
峙
，
暗
中
生

活
的
人
是
欲
無
保
時
又
無
自
衛
能
力
的
人
所
以
曳
，
時

便
成
了
盲
者
(
中
泌
的
依
位
e

?

"
叫
哀
5

口
多
5

刊
)
遭
遇
痛
苦
磨
難
及
不
幸
的
人
們
生
品
頭
境
的
袋
，

做
(
依
9
1

詠

m
M
)
.
死
亡
及
陰
間
的
吹
亂
與
光
明

及
幸
福
成
了
強
烈
的
對
比
(
依

8
n
m
叩
約
3
s
m
m

j
詠
科
甜
智
口
叩
)
在
「
上
主
的
日
子
」
來
到
時

-

匕

更
成
f

天
主
執
行
正
義
懲
罰
惡
人
的
工
H
H(
亞
5

叩

8
.

品
2
2
3

‘
)

和
蛇
制
約
中
援
然
無
防
仍
狀
可
怕
可
是上
主
也
多

次
路
它
來
N
U闊
別
臼
己
的
威
能
(
谷U
M
M
U
品
參
見
默

8
M
l
l
u
9
2

時
間
)
再
者
不
是
一
切
甜
仙
過
的
人
皆

被
黑
暗
所
能
單
而
只
是
那
些
淵
。
人
才
被
天
主
拋
棄
在

天
國
之
外
的
黑
暗
中
受
苦

(
H
M瑪
8
M
n
H
M
Q
M等

伯
後
2

盯

梢
口
節
)

-
切
相
反
天
主
的
惡
人

w
e
H餌
，
-
K「
黑
暗
稽
叭
己

的
(
路
U
H
見
哥
-
M
)

「
黑
暗
的
勢
力

」
是
甜
甜

棘
的
作
為
(
弗
6

間

)
一
切
的
罪
惡
皆
是
黑
暗
的
，
也

口
叩
(
羅U
M
)
而
黑
暗
的
統
消
訴
說
是
魔
鬼
(
絡
n

自
由
不
必M
哥
1

刊
)
相
反
地
在
天
主
干
部
前
只
有
光
明

驚
人
在
光
明
中
享
受
永
遠
的
描
樂
因
此
認
識
天
主
恭

敬
天
主
作
為
基
督
徒
接
連
一
保
祿
的
說
注
就
是
由
黑
暗

進
入
光
明
(
格
後
4
.

弗
5
.
#
瞥
見
若
鬥
叫
“
伯
前2

見
夜
{
緯

)

閉
目
前
克
前
面ω
盲
目
旦

J
人
名
意
思
是

「
菜

切
個
詞
謊
前

t
n
u酬
，
因
。
同
。
母
之

2
1
3
3
1
1

、
鍾
的
後
代
」
他
是

依
爾
卡
諾
二
世
的
有
力
朝
臣
女
提
帕
特
的
兒
子
依
牡

默
雅
人
大
概
生
於
公
元
前
七
四
年
自
囚
。
年
至
公
元

前
阻
年
四
川
巴
刃
斯
姐
王
歷
史
稽
之
圓
的
「
大
黑
落
德
」

二
，1
問
歲
時
受
父
命
治
頭
加
更
肋
亞
省
為
平
息
當
地

胡
亂
黨
殺
了
不
少
的
人
為
猶
太
公
會
議
所
不
容
幸
得
敘

利
亞
總
督
之
助
而
兔
於
雞
旦
被
任
命
為
切
肋
釵
利
亞

(
b
S
E
a
-
"
)總
督
公
一
兀
的
阿
三
年
其
父
被
人
祖
母

死
閉
式
為
德
為
八
久
報
仇
殺
死
叫
恥
于
後
代
其
父
助
理
依
爾

卡
諾
瓷
力
夠
給
羅
馬
得
勢
大
將
女
多
尼
而
肉
菜
弟
獲

得
猶
太
民
長
榮
銜

正
當
此
時
羅
馬
帝
國
在
中
東
的
行
政
發
生
了
短

期
的
危
機
致
使
猶
太
王
家
的
後
裔
女
提
萬
諾
聯
絡
帕

提
雅
人
入
侵
墓
地
與
羅
馬
人
對
統
安
提
高
諾
彼
立
為

猶
太
王
以
打
擊
黑
落
德
統
治
草
地
的
野
心
並
以
酷
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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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f吽

使
依
爾
卡
諾
成
為

一
個
可
憐
的
殘
廢

人
不
能
再
為
王

問
政
及
執
行
大
司
祭
之
戰

這
次
黑
落
德
又
幸
兔
於
難
逃
往
羅
馬
護
其
所
能

諂
姆
當
時
在
勵
鬧
執
政
的
三
大
巨
頭
到
剩
思
圈
出
世

屋
大
維
|
l
史
稱
「
三
頭
政
治
」
果
然
不
員
所
里
獲

一
得
「
猶太
王
」
榮
銜
於
是

起
程
奔
罔
東
方
組
織
軍
隊

酬
一
進
攻
到
甜
甜
叫
都
賴
劇

周
軍
隊
擾
亂
是以
所
向
無
軸
心
將

古
些
原
伯
領
將
反
對
羅
馬
的
猶
太
人
盡
行
消
滅
又
以
改

你
如

巴

治
手
腕

與
老
國
王
依
爾
卡
諾
的
美
麗
孫
女
為
黎
市
民
乃

第
一
結
為
夫
妻
藉
以
社
絕
猶
太
人
責
斥
他
寫
外
邦
人

的
口
貿
如
此
正
式
成
了
猶
太
王
可
謂
躊
躇
浦
志
矣

黑
落
德
不
但
野
心
勃
勃
而
且
陰
險
奸
詐
殘
酷
自

私
其
權
勢
慾
之
強
烈
為
歷
史
上
所
罕
覓
明
知
自
己
之

權
位
是
鐵
佔
而
來
實
有
朝
不
保
夕
之
感
因
此
極
盡
殘

酷
之
能
事
滅
絕

一
切
異
己
消
除
一
切
可
能
與
自
己
為

敝
的
人
首
先
將
耶
京
大
批
貴
族
員
名
單
的
公
議
會
員

反
司
祭
人
士
等
陷
以
與
安
提
哥
諾
間
諜
之
罪
名
加
以

處
決
財
產
全
部
沒
收
時
在
公
元
前
三
七
年
兩
年
後
猿

人
將
他
的
愛
妻
瑪
黎
安
乃
第
一
的
幼
弟
阿
黎
航
何
裁

繹
|
|
猶
太
王
朝
唯
一
僅
存
的
合
法
給
位
人
|
|
在

耶
里
哥
的
別
墅
以
游
泳
為
名
淹

死
他
恥
恥
于
山
制
街
對
這

「
不
測
的
兇
信
」
且
假
裝
表
示
痛
苦
惋
惜
其
陰
隊
毒

辣
可
見
一
斑
一
一
一
四
年
又
將
他
的
叔
父
割
劃
以

與
其
妻

瑪
黎
安
乃
第
一
通
姦
的
莫
須
有
的
罪
名
處
亂
此
時
在

黑
洛
德
的
政
治
生
涯
上
出
現
了
一
個
十
分
危
險
的
限

阱
埃
及
美
麗
的
女
王
克
妻
楓
特
點
點
勵
大

將
劉
鳳
闊

的
情
人
以
自
己
的
美
色
來
誘
惑
蚓
副
眼
企

圖
在
劃
劇

目
前
控
告
他
而
吞
併
他
的
闢

ι
惟
點
甜
甜
已
狡
猜
成

性
窺
破
其
惡
意
故
能
自
持
未
上
圈
套
但
不
久
之
談
到

多
尼
同
屋
大
維
交
惡
顯
然
後
者
佔
了
上
風
向
來
奴
顏

牌
膝
奉
承
安
多
尼
的
黑
叫
洛
德
自
知
前
途
危
險
莫
測
於

是
不
惜
向
安
多
尼
反
自
以
視
將
行
政
之
責
交與
制
問

摩
(
ω
2
2
2
)而
親
赴
洛
多
島
(
何

Z
E
ω
)
進
濤

是
大
維
府
最
全
身
解

數
爭
取
展
大
維
的
友
品
質
蓋
不

少
周
折
之
能
竟
能
獲
得
和
財
新
皇
帝
間
到
制
的
信

ι

喜
極
而
返
乘
興
將
他
的
輔
佐
索
尼
摩
殺
死
一
一
九
年
又

殺
死
愛
妻
瑪
黎
安
乃
第
一
一
年
後
再
殺
死
岳
億
割
斷

山
大
辣
二
七
年
殺
死
姐
夫
科
紙
托
巴
爾
(
相
F
E
E
L

至
此
黑
落
德
已
再

無
政
敵
的
顧
慮
開

始
了
一
段

平
靜
的
生
比
為
向
點
蚓
皇
帝
閩
划
蚓

獻
殷
點
趴
在
凹
划

蚓
叫
大
興
土
木
建
築
城
市
勵
民
體
育
屁
遊
樂
梅
、
恥
帆
風

游
泳
池
等

獻
給
皇
帝
並
經
達
助
禦
工
事
以
保
衛
他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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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五~
懷
里

帕

特約

十二重2007 

個
滿
落
德

王
朝
世
系
表

安
提
伯
特

|
I
l
-
-

大
黑
落
德

(
公
元
前
(
公
元
前

四
三
年
卒
)
四
年
卒
)

↑

|
l

右
瑟
(
公
元
前

三
四
年
卒
)

1
1

1

發
撤
厄
耳

洛

I主

|
|

撤

羅

辣瑟默

(
由
阿
斯
摩
乃
人

瀉
黎
安
乃
第
一
生
)

(
也
撤
軍
峙
黎
雅
人

瑪
耳
塔
刻
生
)

(
由
耶
路
撒
冷
人

克
宴
帕
特
辣
生
)

(
由
依
社
默
雅
人

多
黎
斯
生
)

(
自
亞
歷
山
大
里
亞

人
瑪
黎
安
乃
第
二
生
)

(
附
﹒

看
見
於
新
約

吋

亞

歷

山

大

ZE 伽I
頁警

車在
巴謹

防j ﹒

絡黑

告落

一德

世|

(阿﹒

九公絡黑
三二黎::t;
年~...帕間

卒前二德
)世

*
黑
洛
德

安
援
帕

樣

阿
爾
赫
勞

小
黑
洛
德

一-
i
(
分
封
侯
)

安
提
帕
特

I
l

阿
黎
斯
托
步
羅

-
-
t

黑
落
德

卡
耳
齊
斯

-
-
-
-
黑
慈
狄
雅

﹒
品
女
單
伯
|
1
l

撤
羅
默

(
妻
*
黑
落
狄
雅
)

|
|

得

魯

索

-
-
1
.

貝
勒
尼
切

1
l
|

瑪
黎
安
乃

-
-

-
得
魯
息
技

(
其
夫學斐

瓊
斯
)



擴
充
到
不
少
的
讀
城
但
其
中
最
重
要
考
部
還
是
寫
安

慎
猶
太
民
心
所
重
建
的
宏
大
的
耶
京
聖
殿
它
的
雄
壯

宏
偉
寬
遠
超
過
撒
羅
精
學
殿
雖
然
他
對
宗
教
的
熱
誠

幾
等
於
零
畢
竟
還
座
車
一
殿
於
公
元
前
一0
年
落
成

正
當
黑
落
德
政
治
生
涯
的
黃
金
時
代
划
發
生
了

家
庭
之
變
首
先
他
自
瑪
黎
安
乃
第
一
所
生
的
兩
個
兒

子
亞
歷
山
大
及
阿
黎
斯
托
步
線
暗
中
的
其
父
不
浦
念

念
不
忘
殺
母
之
仇
黑
落
德
已
有
所
恐
懼
再
加
上
二
人

都
會
在
羅
馬
受
教
在
羅
馬
不
乏
有
槍
勢
的
人
為
其
後

盾
這
更
使
老
黑
落
德
念
志
不
安
食
不
下
險
夜
不
成
眠

直
至
公
元
前
七
年
將
他
們
二
人
殺
死
為
止
另
立

其
子
安
蚓
帕
特
寫
給
承
人
位
自
此
已
是
多
事
之
秋
不

久
為
防
止
軍
人
造
反
殺
死
軍
官
三
百
及
大
臣
巴
西
刊

(
F
惘
。
"
)
並
六
干
法
利
萃
人
殘
殺
自
冷
嬰
孩
的
事

(
關2
M
M
)
大
概
也
發
生
於
這
個
時
期
此
事
迫
與
市

蚓
蚓
皇
帝
都
知
道
了
其
後
且
將
繪
承
人
安
拉
帕
持
囚

在
監
內
病
豆
痛
苦
難
忍
之
時
命
人
絞
死
繼
承
人
同
時

將
四
十
個
造
反
的
人
處
決
此
時
已
自
知
命
在
旦
夕
為

使
猶
太
人
不
要
川
出
他
的
好
亡
而
額
手
稱
處
更
命
人
將

一
切
積
耍
的
猶
太
人
集
合
於
耶
京
體
育
場
中
囑
人
道

他
死
亡
的
消
息
傳
出
後
立
即
將
這
一
批
人
以
亂
刀
砍

死
其
兇
殘
忍
毒
之
極
實
歷
史
上
所
少
見
但
他
終
究
也

，
逃
不
過
死
神
的
掌
握
在
自
殺
不
成
之
後
大
約
於
公
元

一
前
四
年
三
月
十
三
日
與
世
長
辭
享
年
七
十
歲
他
的
最

掰
一
後
遺
囑
幸
賴
其
妹
制
制
酬
。
從
中
周
健
未
能
實
現
蚓
划

戶
人
的
賴
要
得
以
保
全
性
命
(
韓
)

2008-2009 十二.

胸
目
前
支
叮
當
當
時
「Z
m
E
H
E

J
關
於
黑
落

叫
“
個
封號
高
企
前
惜
自
封
/
白
白
色
E
K

|

2
l
i

-
-
1
1
l
a
-
-
2

，
、
德
黨
人
的

真
實
性
質
過
去
反
現
在
的
學
拉
已
有
過
不
少
的
爭
論

及
不
同
的
意
見
其
中
較
馬
穩
健
有
娃
以
他
們
終
傾
向

及
權
進
黑
落
德
玉
朝
的
猶
太
人
不
是
一
種
宗
教
上
的

派
別
而
是
一
批
甘
心
受
羅
馬
人
奴
役
的
人
是
以
多
為

正
統
的
猶
太
人
所
不
齒
但
奇
怪
的
是
他
們
對
其
他
猶

太
人
尤
其
是
對
那
些
強
而
有
力
的
法
利
玄
黨
人
割
完

全
被
照
明
有
落
德
的
路
線
進
力
女
與
和
安
協
且
是
以
在
決

意
定
，
恥M
m死
罪
的
的
案
件
上
二
黨
完
令
二
致
(
谷3
8
)

二
黨
的
人
員
也
合
夥
同
謀
地
來
陷
害
耶
穌
以
純
屬
政

治
的
危
險
問
題
來
質
問
耶
穌
是
否
應
向
凱
繳
納
稅
在

答
覆
這
一
錐
題
上
耶
穌
發
表

f

那
釘
釘
用
世
不
列
的
名

言
「
凱
撒
的
應
篩
選
凱
繳
天
主
的
應
歸
還
菁
、
主
一

(
馬
n
M
E
i
n谷
也
-
s
|
7
)史
家
若
瑟
夫
稱
他
們

寫
「
與
黑
洛
德
狠
狠
為
奸
的
人
」
(
緯
)

仰
慕
容
伙
准

(F
E
E
L
兩
黎
明

2
1
2

巴
、
、

d
f

哩
，

-

J

、
步
羅
同
貝
勒

尼
切
所
生
的
女
兒
犬
黑
山
為
仿
的
孫
女
生
於
公
元
的
一

五
l

八
年
間
嫁
給
他
的
故
父
斐
現
伯
為
妄
但
她
是
一

個
不
甘
寂
貪
野
心
勃
勃
的
女
人
在
一
伺
機
會
上
認
為

接
近
了
她
的
另
一
位
叔
父
的
斐
理
伯
的
兄
弟
加
里
肋

亞
和
培
勒
雅
的
分
封
侯
黑
落
德
安
提
帕
(
簡
稱
黑
落

德
)
二
人
開
始
熱
戀
後
者
竟
不
惜
將
自
己
的
正
妻
納

巴
泰
人
王
阿
勒
遠
的
女
兒
休
棄
而
罔
黑
落
狄
雅
結
寫

夫
婦
這
亂
倫
的
交
合
且
是
為
猶
太
法
律
所
不
容
許
的

(
見
肋
m
u
m
剖
)
當
時
的
人
對
近
俺
公
闋
的
感
表

只
是
敢
怒
而
不
敢
言
耶
穌
的
的
組
若
的
關
部
本
若
他
大

無
畏
的
精
神
當
面
質
斥
他
說
「
不
許
你
佔
白
這
灰
人
一

黑
落
德
路
將
若
紛
囚
禁
起
來
部
怕
人
民
造
反
而
不
敢

將
他
殺
掉
因
明
知
他
是
正
義
的
人
(
谷
6
M
J

尺
γ
-
H

狄
雅
部
決
心
要
將
聖
人
創
除

(
見
谷
6
M
)
機
會
甲

、

然
到
來
在
到
叫
樹
生
日
那
天
於
席
錐
之
間
勵
黑
絡
伙
持

打
發
自
己
與
前
夫
斐
理
伯
所
生
的
女
兒
做
臨
咱
們
當
咚

獻
技
她
當
時
是
一
位
十
五
六
歲
的
美
麗
少
女
口
足
以
→

得
黑
落
德
的
歡
心
許
以
重
貧
且
有
求
必
應
少
女
聽
丹

言
當
街
索
取
若
論
的
頭
戲
(
見
璃
M
I
i
臼
谷
6

口

納
巴
泰
王
阿
勒
遠
見
黑
洛
德
無
故
將
自
已
的
女

兒
休
藥
大
為
憤
怒
決
意
報
仇
於
公
元
三
十
六
年
調
豆
、

北
上
聲
討
黑
孩
德
黑
洛
德
求
救
佼
佼
籽
，
亞
V
督
總
玄

早
已
不
漏
其
為
人
置
之
不
顧
於
是
黨
落
德
卜
、
敗

其
後
到
蚓
狄
雅
的
兄
弟
蚓
到
剃
阿
叫
W
W
#帕(
目
前a

m兩
阿
格
黎
帕
一
批
)
由
羅
馬
皇
帝
加
里
占
伏
逃
得

f

君
王
的
榮
銜
黑
落
狄
雅
拓
心
大
作
不
甘
自
已
的
「
丈

夫
」
屈
居
為
分
封
侯
鼓
勵
並
親
陷
黑
落
德
州
拉
維
馬
向

皇
帝
要
求
王
位
不
料
仍
在
羅
馬
的
可
格
象
稍
一
做
符

皇
帝
前
控
告
他
會
援
助
過
羅
馬
的
勁
敵
帕
提
雅
人
再

加
上
皇
帝
早
已
不
漏
他
因
悶
悶
制
這
工
打
仗
為
羅
馬

人
所
招
來
的
麻
煩
是
以
求
榮
不
成
反
而
招
來
了
充
電

出
國
盟
副
之
風
躍
然
無
落
狄
輒
得
皇
帝
的
特
拉
不
必

隨
行
充
軍
但
她
仍
向
她
的
第
二
住
在
非
法
丈
夫

S
H
開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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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重十三道

十
一
一
一
畫

2010-2013 

U
阿
凡
叭
有
兩
「F
g
m
H
J
亂
倫
是
親
屬
通
姦
之
行

O
S
E

咱
可
唔
，
，
p
r
i

'
，
:
2

『

2
1
t
4

』

'
:
F
U
P
E

、
為
在
聖
經
上
的
亂
倫
行

為
不
只
關
於
血
親
之
間
的
亂
倫
而
姻
親
之
間
的
亦
包

括
在
內
在
聖
祖
時
代
這
種
限
制
似
乎
較
為
寬
鬆
比
如

亞
巴
郎
就
向
自
己
同
父
異
母
的
姊
妹
撒
辣
結
為

夫
的

(
創
u
n
m
n
)
但
是
能
瑟
法
律

上
部
嚴
厲
縈
止
γ迢

種
亂
倫
的
行
為
和
婚
姻
(
肋
悶
，
H

申
幻
且
)
聖
經

上
所
記
載
的
亂
倫
實
例
有
濟
後
一
昏
迷
的
經
特
與
女
兒

的
亂
倫
(
創
ω
呵
!
抽

)
勒
馬
木
與
父
親
的
妾
彼
耳

哈
的
亂
倫

(
創
刊
N
n
特
.
)
猶
大
同
偽
裝
妓
女
的
兒

媳
塔
瑪
爾
的
亂
倫
(
創
刊
站
)
以
及
向
默
農
強
姦
其
母

姊
妹
塔
瑪
爾
的
記
載
(
撒
下
口
)
新
約
上
則
有
格
林

多
某
信
友
與
繼
母
岡
居
的
亂
倫
案
件
保
祿
十
分
厲
害

地
加
以
責
斥
(
格
前
5
1
|

S
)

加
里
肪
亞
及
培
勒
雅
的
分
封
侯
黑
落
德
安
提
帕

與
其
同
父
異
母
兄
弟
斐
理
伯
的
妻
子
黑
落
狄
雅
的
亂

倫
同
居
會
受
到
若
翰
嚴
厲
的
責
斥
(
瑪

M
S

谷
6

叮

等
)
仆
且
婚
姻
(
韓
)

U
S
萄
r
L
「
E
Z
E
D
m
J

偽
E

與
以
總
之
不

o
u
t
s
h
月1
1
i
」
，

d
h
o
-
-
3
b
3
3
1
圓
圓
，
-

2
4
I

-
-
:

‘
伽
f
e
e
z
e
-

b
S
G

、

同
點
是
前
者
可
以

自
由
的
棟
選
工
作
以
及
獲
得
使
自
己
漏
惹
的
薪
金
而

後
者
則
無
這
種
選
擇
的
自
由
在
學
經
有
兩
種
備
工
一

種
是
前
來
找
工
作
的
外
方
人
一
祂
是
本
地
的
窮
人
這

些
人
在
無
衣
無
食
以
及
業
已
變
賣
了
一
切
的
情
形
之

下
只
有
依
靠
勞
力
來
維
持
生
活
(
創

m
U
H肋
扭
叩

中
圳
的H
)
出
賣
勞
力
的
限
期
及
憋
得
的
報
酬
有
時
是

以
年
計
(
兒
肋
鈞
叩
依
的
H

剖
H
)
有
時
則
以
天
計

(
肋
m
M臼
申
叫
刮
目
約7Z
M
6

瑪
釗
8
)
倘
工
主
要

的
工
作
好
似
是
以
曲
回
事
為
主
(
虛
2
3

列
下
4
M

亞

3

間
)至

於
備
工
薪
全
的
限
額
在
聖
經
上
沒
有
明
文
的

規
定
哈
恭
辣
彼
法
典
上
卸
明
明
規
定

了
在
主
作
繁
忙

時
工
人
每
月
憋
得
的
報
酬
是
一
例
銀
「
協
刻
耳
」
或

以
圳
等
M
m他
的
物
品
來
交
換
其
勞
力
聖
經
唯
一
提
及

的
工
資
數
項
只
謂
以
總
在
第
七
年
的
安
息
年
上
憋
得

偽
五
雙
倍
的
一L
食
(
巾
臼
時
)
被
新
約
時
代
則
已
有

俯
工
每
日
的
五
質
是

-
m
m「
德
納
」
(
寫
m
z
等
)

他
們
的
處
境
大
概
是
十
分
不
理
想
的
蓋
先
知
書

以
及
智
慧
書
上
會
大
聲
疾
呼
斥
責
話
時
社
會
的
不
義

而
使
這
批
可
憐
的
仿
工
成
了
犧
牲
品

(
肋
吵
H

幻
的

等
刷
刷
詔
"
“
叫
別
3
5

倒
閉7
位
)
到制
而
且
強
調
戶
圳

4

奪
的
棚
工
的
勞
資
的
就
是
流
入
血
的
呢
手
」
戶
甜

E
M
H

見
雅
5
2
)

的
圳
工
固
然
沒
有
參
加
家
區
眩
靚
挖
越
節
盛
典
的

權
利
部
有
份
獲
得
安
息
年
田
間
的
圳
老

(
u
n
u
t
u

耶
穌
在
善
牧
的
比
喃
喃
上
謂
羊
擎
的
主
人
為
自
己

的
羊
甘
心
捨
棄
生
命
僱
備
的
牧
童
如
見
危
而
逃
蒙
主

人
的
羊
翠
於
不
顧
(
若
的
閃
閃
)

見
貨
幣
工
人

特

的
M隨
F
O
E
\

口
，
三E
P

〈
吋

E
B
E
D
J

m
H
R
K
E
r耳-
H
R〉
早
已
空
。
」

一
名
稱
及
意
義

「
傳
授
」
按
字
義
解
釋
乃
是
「
傳
道
授
業
」
的

意
思
它
包
含
著
兩
種
行
為
的
「
以
物
授
人
」
或
「
以

法
授
人
」
與
「
取
之
於
人
」
「
逆
之
於
人
」

一
個
民
族
的
傳
統
經
過
問
創
總
承
發
傷
而

世
世

代
代
流
傳
下
去
沿
襲
迄
今
便
是
民
放
的
傳
授

-
m
m古

代
的
宗
教
其
教
義
教
規
敏
種
前
先
經
過
口
頭
傳
授

z
川
，

歪
風
叫
苦
面
傳
授
而
漸
漸
為
人
懷
受
成
為
信
仰
遵
行
貧

賤
的
對
象
代
代
相
傳
世
守
不
失
這
是
宗
教
的
傳
授

希
趟
艾
的
F
E

已
。2

意
指
傳
授
的
行
為
自
動
詞

E
E

念
已
。
p
t

「
傳
遞
」
及

M
J
E
E
5
5
0
5

「
接

受
」
組
合
而
成
其
含
義
偏
重
於
「
傳
遞
」
與
「
接

受
」
的
行
為
這
種
行
為
需
要
一
個
機
情
或
主
體
去
執

行
因
而
神
學
界
稱
這
種
傳
授
為
「
主
動
的
傳
授
」



(
m
z誓
旦
品
。
;
在
昌
白
色
已
。
自
)

在
新
約
中
宗
徒
們
接
用
了
希
殲
艾
的
這
一
名
稱

但
翅
具
有
被
動
的
意
義
其
含
義
偏
重
於
傅
俊
的
對
象

也
就
是
強
調
被
傳
授
下
來
的

一
切
內
容
神
學
界
把
這

種
傳
授
稱
為
「
被
動
的
傳
授
」
(
。ε
。
而
且
話
。
『M
E
T

a
=

宵
"
金
已
呂
)
這
種
傳
授
的
總
合
便
稱
鑄
「
信
德

的
寄
托
」

(
3
2
昏
R
V
O
弟
前
6
m

弟
後
l
u
u
)

為
基
督
的
「
作
證
」
(
宮
"
足
可
巳g

宗
1
.

格
前
1

.
弟
後
1
.

若
一
1
8
)
以
及
基
督
徒
的
信
仰
(
猶

3
)
和
「
神
聖
的
誠
命
」
(
伯
後
2

剖
)

二
舊
約
中
的
傳
授

(
1
)
舊
約
傳
授
的
沿
源
猶
太
教
純
係
一
個
傳

統
宗
教
猶
太
人
每
以
「
我
們
祖
先
云
云
」
作
關
咀
嚼
白

彼
耳
遂
得
認
馬
智
慧
的
沿
諒
非
來
自
個
人
的
經
驗
而

是
來
自
前
人
的
教
訓
「
祖
先
的
經
驗
」
(
約

8
.
)

舊
約
的
宗
教
真
理
是
透
過
一
系
列
中
個
人
的
口

頭
傳
授
而
得
以
廣
佈
流
傳
這
種
口
傳
方
式
是
眾
所
周

知
的
事
司
悠
閑們
對
梅
瑟
法
律

(
1『耳
此
，
)
逐
字
逐
旬
的

解
釋
與
教
誨
採
用
的
是
理
論
與
實
際
雙
管
齊
下
的
教

育
方
式
這
方
式
不
僅
使
信
徒
對
法
律
要
學
而
知
之
而

且
要
他
們
依
照
法
律
去
躬
行
賣
錢
使
他
們
深
信
法
律

中
的
教
義
與
對
雅
戚
的
敬
禮
是
輛
車
而
不
可
侵
犯
的

土
對
象
(
撒
上
1

，
民
口
，
"
申
口
，
l

u
u

鈍
，
蓋

?
2
H
位
2
7

)
資
深
的
厄
斯
德
拉
司
祭
頗
精
通
於
梅

!
iii 

師
-
dH世
法
律
(
厄
上
7
.
"
，

-

H
d
他
會
把
此
宗
教
遺

r
產
再
付
了
給
對
法
律

研
究
有
素
的
平
也

俗
人
經
師
們

2018 十三 .

(
參
見
厄
下
8
.
)
經
過
他
們
的
精
深
研
究
之
後
始

把
法
律
分
為
兩
種
類
型
一
種
是
「
口
傳
法
律
」
{
。
且

戶
"
看
)
一
種
是
「
輩
革
傅
法
律
」
(
還
a
H
H
S
C

司
)

新
約
的
成
，
也
無
非
和
舊
約
一
樣
是
探
取
當
時
宗
徒

及
其
弟
子
們
所
有
的
口
頭
與
會
面
的
宣
講
資
料
編
輯

而
成
的在

新
約
中
尤
其
在
保
險
書
信
中
司
空
見
慣
的
有

關
「
傳
授
」
的
一
個
謎
語
「
我
所
傳
授
的
說
是
我
所

接
受
的
」
(
見
格
前

U

甜
}
定
然
導
源
於
猶
太
經
師

的
語
風
與
習
慣
而
這
種
語
風
慣
語
頗
有
蹟
象
證
明
是

始
自
希
越
文
化
時
代
也
或
許
是
瑪
加
伯
時
代
開
始
流

行
的
這
種
關
於
傳
授
的
衛
語
被
保
驗
宗
徒
所
以
廣
泛

的
運
用
想
必
以
當
約
筠
淵
源

(
2
)
當
約
傳
授
的
方
式
猶

太
人
有
關
「
傳
授
」

的
觀
念
往
往
用
軍
E
R

「
傳
遞
」
與
Z
F
Z

戶
「
接
受
」

K
F
S
R「
說
」
F
S
"

「
聽
」
。
其
自
「
傳
與
」

H
h
e
σ

「
領
受
」
這
些
字
旬
來
表
達
「
老
師
」

{
M
U
F』
)
被

尊
為
傳
道
授
業
解
惑
的
「
師

父
」
門
生
則
是
聆
聽
學

習
領
教
的
「
弟
子
」
「
師

父

」
的
所
教
所
言
必
須

鑒
諸
經
傳
有
所
依
攝
發
表

言
論
者
必
須
申
明
他
以
誰

的
名
義
或
根
擴
誰
所
說
的

話
而
發
言

「
誰
親
耳
聽
到

的
」
才
有
資
格
向
別

人
報
道
(
#
瞥
見
耶
帥"
u
依
“
.

自
1
)
如
亞
北
忠
亞
先
知
的
「
我
從
上
主
聽
到
了

一

個
消
息
」
(
北
1

)
以
及
先
知
們
的
口
頭
禪
「
我
從

上
主
聽
到
的

」
(
耶
帥"
H
)
「
上
主
這
按
說
」
(
那

刊物
1

刊

物
1
7

間
到
)
等
等
語
旬
都
是
舊

約
里
有
關

傳
授
的
按
語
再
者
門
徒
應
當
吸
收
師
父
的
教
訓
(
包

括
言
教
身
教
在
內
)
猶
如
「
海
綿
之
吸
水
一
樣
」

(
見
k
p
g巳
H
.
M
.
-
M
)

品
至
將
師
父
的
教
訓
用
他
問
樣

的
話
同
樣
的
聲
調
忠
實
地
傳
授
給
別
人
無
怪
乎
聖

保

綠
說
「
你
們
該
效
法
我
如
我
效
法
了
基
督
一
燄
」
(
見

格
前
u
a
婪
3

口
)
可
見
為
猶
太
人
誰
若
您
傳
授
其

師
傅
之
道
非
親
耳
聆
聽
其
道
親
眼
觀
其
行
親
炙
其
風

範
莫
能
寫
功
宗
徒
們
傳
報
耶
穌

一職
立
目的
精
神
與
方
式

也
是
在
這
種
教
育
的
黨
陶
下
以
及
師
生
直
縷
縷
燭
的

關
係
中
培
養
而
成
的
這
種
師
徒
傳
授
的
方
式
不
管
是

「
道
理
的
」
(
自
晶
宮
已
居
)
也
好
「
倫
理
的
」
(
E
w
-
-
e

E
n
)也
好
錢
乎
以
機
械
式
的
精
確
性
傳
授
後
世
為
此

緣
故
猶
太
人
的
「
學
而
時
習
之
」
的
「
溫
習
」
(
玄E
F
E

E
)
方
式
便
是

一
而
再
再
而
三
的
把
先
租
的
道
理
背

下
來
熟
記
於
心
並
小
心
翼
翼
依
樣
畫
葫
蘆
的
傳
授
給

下
一
代猶

太
語
文
「
傳
授
」
的
意
義
是
否
受
希
闡
明
語
文

的
影
響
則
是
近
代
學
者
爭
論
的
問
題
(
如
。-
n
色
，

s
g
b
)無
論
如
何
「
傳
授
」
的
意
義
在
希
擻
語
文
與

猶
太
人
的
觀
念
上
都
是
不
謀
而
合
互
相
雷
同
這
是
不

可
否
認
的
事
實
至
於
希
臘
又
E
z
e

盟
"
這
一
名
司
悄

拉
圖
固
然
認
為
具
有
神
秘

宗
教
的
「
神
秘
」
(
玄3
頁
)

傳
授
(
2
丘
。
一

E
r
g
-
N
W
S
)之
意
義
但
無
論
如
何

如
意
指
凡
接
受
這
種
「
傳
授
」
的
人
必
須
釣
「
傳
授
」

的
內
容
是
「
先
知
先
覺
」
的
人
他
以
先
鋒
的
資
格
周

先
進
的
經
驗
把
他
所

知
曉
和
總
盼
到
的
「
塾
嵩
」
「
申



~
的
啟
示
」
臥
及
「
對
一
珊
的
話
語
」
全
部
傳
報
口
授
給
其

制
~
他
的
九
因
此
擊
倒
蚓
宗
徒
錄
用
同
樣
的
名
稱

M
S
E
E

?
亂
。ω話
來
意
指
他
叫
且
也
不
徒
的
身
份
把
「
天
主
的
道
理
」

T
帥
「
世
世
代
代
所
隱
藏
的
奧
泌
」
充
分
地
宣
揚
出
去

回
(
見
哥
2
u

l

"

參
見
同
章
3

笛
)

三
新
約
中
的
傳
授

(
1
)
在
對
觀
繭
立
目
中
多
次
引
述
的
是
猶
太
人

的
傳
授
當
法
利
塞
人
和
經
師
們
認
為
吃
飯
時
的
洗
手

禮
是
們
先
人
的
傳
授
」
(
瑪
臼
2

谷
7
8
5
)這
「
先
人

的
傳
授
」
猶
太
史
家
若
瑟
夫
會
提
到
過
(
〉
2
.
』
且
-

3
.
2
)准
扭
扭
(
可E
Z
)
也
引
證
過
但
部
被
耶
穌
所
唾

棄
因
寫
他
們
把
這
些
「
傳
授
」
凌
駕
肝

、
天主
誠
命
之

上
所
以
耶
穌
稱
之
為
「
人
的
傳
授
」
(
谷
7
.
)
這

「
人
的
傳
授
」
聖
保
祿
竟
視
為
信
德
的
障
磚
接
受
基

督
的
絆
胸
石
(
哥

2
.
)

(
2
)
聖
保
祿
宗
徒
是
猶
太
教
中
急
進
的
一
位

極
熱
衷
於
他
們
「
祖
先
的
傳
授
」
(
迦1
H
)
在
他
的

，
信
中
顯
然
採
用
了
猶
太
經
師
所
慎
用
的
傳
授
街
語

旬
型
以
及
傳
授
的
方
法
來
表
達
基
督
徒
的
傳
授
(
參

閱
宗
幻
1

及
以
後
各
簡
u
m
a及
以
後
各
筍
)
我
們
在

此
僅
列
舉
保
臉
對
「
傳
授
」
道
理
的
學
學
大
者

(
a
)
傳
授
的
過
程
是
通
過
一
個
或
一
系
列
的

中
間
人
把
受
之
於
人
的
傳
之
於
人
「
這
是
我
從
主
所

領
受
的
發
也
傳
授
給
你
們
了
」
(
格
前
u
n
)
這
旬

話
說
明
保
碌
把
取
之
於
主
的
叉
授
之
於
人
同
樣
格
前

臼
﹒
的
「
我
當
日
把
我
所
領
受
的
而
叉
傳
授
給
你
們

十三重2013 

的
」
那
旬
話
顯
然
表
示
他
是
基
督
的
見
證
人
又
是
基

督
與
信
友
的
媒
介
與
中
間
人
他
把
自
基
督
身
上
所
見

間
的
都
要
傳
報
給
他
們
這
兩
筍
位
文
明
白
顯

示
保
線

是
基
督
「
傳
授
之
錄
」
的
重
要
一
環

(
b
)
傳
授
的
內
容
格
前
的
且
說
「
弟
兄
們
我

願
意
你
們
認
清
我
們
先
前
給
你
們
所
傳
報
的
福
音
這

福
音
你
們
已
接
受

7
」
由
此
簡
原
文
可
以
知
道
傳
授

的
內
容
說
是
宗
徒
們
所
傳
報
的
福
音
換
句
話
說
宗
徒

們
所
傳
報
的
一
一
福
音
與
傳
授
是
一
個
東
西
是
分
不
闋
的

這
可
自
有
目
共
睹
有
耳
共
間
的
見
證
人
來
「
作
證
」

(
格
前
的
問
)
同
時
也
是
宗
徒
們
親
口
所
宣
講
的
事

蹟
「
我
們
飯
然
傳
報
了
基
督
已
由
死
者
中
復
活
了

.. 

」

(
M
M
M
)可
見
宗
徒
們
所
傳
報
的
親
眼
所
看
到
的
以

及
信
友
們
所
接
受
的
信
仰
的
都
是
構
成
傳
授
的
內
容

(
C
)
傳
授
的
方
式
傳
授
的
內
容
雖
是
一
個
但

傳
授
的
方
式
部
是
多
遍
性
的
「
弟
兄
們
你
們
要
站
立

穗
定
要
堅
持
你
們
由
我
們
的
言
論
或
自
我
們
的
書
信

所
學
得
的
傳
授
」

(
2
2
子
。
"
y
o白
得
後
2
H
)
這

里
希
殲
文
是
多
數
性
的
「
傳
授
」
顯
然
指
的
是
宗
徒
們

的
「
言
論
」
和
「
書
信
」
結
合
而
成
的
雙
層
傳
授
這

兩
種
傳
授
的
方
式
用
現
代
科
學
術
語
來
說
就
是
宗
徒

們
的
「
口
頭
傳
授
」
(
。
E
Z
E

已
心
已8
)
和
「
書
面

傳
授
」

(
4宅
E
H
H
O
E
R

且
在

8
)

「
口
頭
傳
授
」
說

是
宗
徒
們
的
「
言
論
」
宣
講
口
授
的
方
式
至
於
「
書

面
傳
授
」
則
是
宗
徒
學
史
們
用
文
字
所
寫
成
的
宣
講

編
輯
成
書
都
說
是

一甜
苦
和
宗
徒
經
書
這
兩
種
傳
授
一
一
職

音
的
方
式
墓
，
本
上
還
以
宗
徒
的
宣
講
口
述
為
主
即
使

是
宗
徒
們
的
口
頭
宣
講
筆
鋒
成
文
之
後
「
口
授
」
的

方
式
仍
佔
重
要
的
地
位
至
少
口
述
及
文
字
的
傳
授
間

生
共
存
了
很
久
是
以
保
祿
宗
徒
動
翹
信
友
要
「
堅
持
」

這
兩
種
傳
授
那
是
理
所
當
然
的
事
(
參
閱
得
前

2

間

得
後
3
8

羅
6

口
迦
1
.
u

婪
4
.

哥
2

•• 

) 

(
d
)
傳
授
的
幅
度
傳
授
是
天
主
啟
示
的
全
高

性
反
映
是
宗
徒

們
執
行
基
督
交
給
他
們
往
訓
萬
民
和

宣
傳
福
音
的
命
令
商
音
包
括
「
降
生
聖
言
」
一
切
表

現
與
活
動
不
僅
包
括
基
督
的
言
教
也
包
括
他
的
身
教

和
一
切
典
章
制
度
建
立
設
施
以
及
宗
徒
由
其
老
師
的

言
談
會
放
中
所
學
習
到
的
和
他
升
天
後
白
雪
神
所
學

習
來
的
「
一
切
真
理
」
(
若
的

M
)
是
以
宗
徒
們

所
宣
講
的
一
時
音
必
須
反
映
基
督
一
切
所
言
所
行
一
切

所
教
所
命
換
旬
話
說
他
們
不
祇
是
用
口
頭
宣
講
基
督

的
啟
示
同
時
也
用
實
際
行
動
表
示
他
的
啟
示
惟
其
如

此
凡
基
督
救
主
為
促
進
萬
民
的
拯
救
所
釘
任
何
建
設

和
措
施
都
必
須
具
體
表
現
出
來
初
興
教
會
的
歷
史

|

宗
徒
大
事
錄
生
動
地
描
繪
了
最
早
基
督
徒
的
生
活

「
他
們
專
心
聽
取
宗
徒
們
的
訓
誨
時
常
團
聚
學
餅
祈

稽
」
(
宗
2

位
)

是
以
宗
徒
們
不
僅
要
信
友
們
「
學
習
」
與
「
領

受
」
他
們
所
傳
授
下
來
的
道
理
和
倫
理
問
時
他
們
也

要
信
友
們
把
他
們
直
接
由
宗
徒
們
所
「
聽
見
的
」
教

訓
所
「
看
到
的
」
言
行
付
諸
實
行
「
凡
你
們
在
我
身

上
所
學
得
的
所
領
受
的
所
聽
見
的
所
看
到
的
這
一
切



'
，
、
且
，
。

你
們
仿
古
叫
時
，
行
」
(
注4
，
)

坦
叫
-
m次
明
f
H
i
例

「
可
佼
」
的
幅
度
u
A其
特
徵
凶
內
裝

M
H山
河4

小
的
的
自
心

和
借
給
悅
兄
M
U
r小ι帖
，
全
部
咐-
m丸
，
長
達
山
來
也
-
A小
龍

別
交
手
反
映

4

心
"

叫
J

以
您
的

K
L
a
H
t
L

←
圳
來
她
心
押
，
川

兵
總
行
的
來
仗
，
刊
所
以
科
M
f外
稱

z
p
e
m
博
抖
抖
司
「
與

你
的
傳
吱
」
(
目
。
"
戶
可
且
告
。
口
)

(
3
)
其
他
新
約
戀
興
也
釘
，
叫
裕
的
文
革
，
來
他

稱
「
的
投
一
的
面
的
啊
，
卅
參
闊
的
的
1
2

宗
7

甜

的
‘
h
m

後
2

剖
咱
們5

投
2

叩
5

凹
l
M

四
川
倚
教
會
傳
授
的
胸
鍵

付
哨
督
教
會
的
傳
授
加
然
有
記
川
、
沙
地
方
與
你
們

J
h
t
m

噬
傳
授
的
制
M
A之
行
使
方
式
大
攻
打
，
叫
叭
，
在
恥
!
不
上
切

行
關
鍵
叫
。
'
的-
M別

h

(
1
)
甘
甫
詩
教
會
的
他
找
不
足
「
人
的
傳
技
」

「
不
是
由
人
得
來
的
也
小
是
自
入
學
來
的
而
是
山
﹒
耶

穌
來
奇
特
一
不
得
來
的
」
(
迦
l
u
)
它
的
結
礎
是
也

屯
在
告
示
者
天
主
茲
崗
的
山
河
上
州
時
間
紋
的
山
叭
叭

a

必
門
以
從

天
主
身
上
閉
口
的
(
見
提
I
I
M
U
H
格
役
η
7
得
的
2

2
s

放
以
「
各
部
怕
的

4

口
)
而
至
M
F
h
甘
茁
賢
(
綠
臼

M

制
前9
口
制
後2
u
9

日

m
H

制
1
7

對
1
盯

刮

3
2
)
由
甘
甜
督
而
「h
m徒
」
(
迦
-
u
2
2
)
速
川
鬥

祿
山
那
徒
在
內
(
研
棘的
自
)
再
也
保
秘
而
全
於
為
他
心
圳

揀
還
向
支
持
的
監
督
戚
執
事
(
弟
的
1
a
u
2
2
)

一
封
為
信
任
所
支
持
的
「
長
老
」
或
「
忠
信
可
靠
的
」

側
一
管
躍
倍
(
圳
的
3
5

自
如
後2
2

中而
至
於
信
文
(
到

戶
的
刊2
，

J
自
主
血
些
持
遷
的
人
所
祖
成
的

「
傳
授
的
相
」

2014 1- 二二 ，軒

比
叫
岫
卅
述
的
純
朴gp
t「
大
泣
的
t
u
m
e
-
-
(
心
別
2

叫
“
)

北
「
主
的
學
道
」

(
1州U
H
)

(
2
)
，
人
主
持J
的
方
草
，
、
“
ι
μ

人
泣
天
主

圳
練
叩
湛
的
故
天
主
的
心
犯
川

U
H
Un

'的
(
泌
l
l

間
)

保
祿
之
被
選
勾
宗
徒
以
法
他
所
以
訂
合
他
持
「

U
X岫
神
州
阿

甘
扭
扭
宜
的
一
幅
“
口
什
川
市
甘

m
M門
付
心
恍
惚
尤
巾
織
山
河
給
他Ht
m

a
咐
他
a
u
f
k
科
院
正
「
求
他
」
的
階
力
耐
得
抱
你
投
沾
行

的
福
音H

t此
們
的
吃
時
d
H止
布
比
比
主
持
別
腳
"
凶
殺
、
山
之
卡

也
從
基
督
所
做
文
的

4

切

L
U甘、
以
又
把
山
主
的
艸
在

他
們
內
完
成
的
-
切
尸
洞
，
叭
叫
(
丸
，
陶
他
後

3
M
)
川
吋
仰
叩

門
日
議
重
演
轉
交
論
他
們
所
的t
t
t的
收
入
相
鬥
且
哇
傳
泣
的

總
公
便
是
「
入
主
求
他
的
山
河
以
」
(
斗Z
旦

旦
旦
?

毛
E
S
-
-
n
口
且

E
C
D
)也
就
u
t昕
叫
制
「
川
成
，
台
一
小
的

傳
授
」
(
的
。
E
H
M
H
Z
E
O
H

司
且
在

2
)

h
m徒
以
後
的
教
會
通
過
他
們
的
鱗
，
收
入
所
的
成

的
圳
導
織
爪

A
H全
粗
心

J
A
K
r
文
、
下L
m
f
u
州
的
山
咒
他
紋
的

之
下
忠
佑
地
給
承
和
發
做
什
A
h

-

-

小
山
吼
叫
開
創
而
成
功

的
傳
技
這
-
階
段
的
傳
佼
佼

H
e
a「求
他
以
後
的
傳
授
一

(
4
.
Z咕
。
泣
，
也E
S
-
-
n
H
E全
丘
。
口
)也
就
是
所
謂

「
持
續
條
小
的
傳
授
」
(
的
。ZE
E
H
E
O

片
且
全
E
D
)

糾
正
以
准
「
川U
H
K侍
技
」
山
間
「
敘
利
傳
授
」
(
開
口

已
?

巴
巴
古
巴
H
E

已
M
H
S
D之
間
合
一
種
牢
不
可
做
官
本
可
分

。

'

的
連
鎖
關
係
兩
於
這
純
關
係
成

們
敢
理
直
氣
壯
地
說

基
督
教
會
是
天
主
啟
示
的
宗
教
也
是
宗
徒
傳
授
下
來

。

的
宗
教

(
會
)

M
司
司
豆
豆

-
n
h
H
J
悶
-
k
、
主
泣
的
肉
，
仆
h
A
K
小
叮
-
志

的
扭
扭

f
Z
E
H
5

、

;
1
l

'

、
采
天
，K
A
泣
的
似
(
大
觀
窗
一

-
M
訓
，
并
偏
色
色
址
全
(
的1

4
3
)
?

‘

t

眼
間
」

t

人
心
沒
訂
川
k
u掉
以
凶
必
是
﹒
唔
，
h
f

f

、
心
立
亦
以

很
趴
吼
了
一
倍
傷
心
慘
白
的
荊
棘
路
(
山
3
M
1

刊

)

人
紋
，
小
泓
山
知
納
悶
m

凶
(
趴
4
?
8

凹
9

叩
)

以
氏
遷
往
心
問
及
後w姆
從
事
，
而
故(
創
約
1

刊
)
泊

在
埃
必
地
也
勻
地
過
人
從
事
M
W作
t
u
A
A山
閱
(
中

刊

M
I

刊
)
山
綠
挨
放
進
入
在
M
m
f仙
也
後
以
鼠
也
自
行

仙
川
作
他
位
闖
關
拉
法
提
溉
(
仆h
m
u
u

h
M
M圳
2

‘

6
)
平
常
因
凶
多
設
在
山
、
仆F
L
S
U
V付Y
A
L則
、
“
自
泣

水
甘
心
以
突
從
事
灌
溉
(
戶
圳
的6
A
r
4
口
時

6
u
m
M
2

6

參
見
依
1
M

)
周
問
7

人
山
以
J
U峭
的
口
必
成
喇
叭

的
路
糢
河
航
心
以
防
外
人
的
白
山
入

(
5
4
M

依
5

s

)
闌
內
扎
在
植
蔬
菜

(
列
上
幻

-
)
以
這
被
戶
任
何
卜

(
?
4
H
H
6
2
)
￡
我
也
取
悅
(
廿
4
M
位
9
H
)

H
Y、
惱
火
半
已
無
花
來
的
詢
和
阿
里
瓦
山
間
其
中
間
沁
也

雜
種
以
石
恰
成
嶺
來

{
亞
4
9

訓
2
5

衣
5
u
)
獨

內
多
小
「
又
叫
叫
有
榨
涵
池
或
榨
沁
他(
制
5
1
2

恥
吋
幻

詞

)
的
惜
自m
T也
+
叉
口
成
路
兩
且
以
防
盜
賊
偷
竊
或
野
獸
設

搞

(
依
1
8
)
以
民
多
自
被
關
咽
位
』
何
時
也
山
祖
典

人
到
時
派
人
做
收
國
產
(
參
見
馮
幻
M
l
u

的
留
-
P

。

，

比
喻

)
帝
王
貴
族
宮
茲
在
窩
在
自
己

的
宮
殿
或
佳
走

勢
位
有
訂
麗
笠
皇
的
遊
欒
闋
以
供
饗
宴
賓
客
及
怨
自

己
靜
養
休
息
之
所

(
列
下
幻
‘
厄
下
3
H

艾
1

$
7

7
8

途
口
‘
，
)
間
或
也
充
作
墜
地
(

向
下
創
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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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見
大
魚

(
漁
)

201ι-2020 

m塔
(
叫
話
)

“
J
目
乎
「

C
E
U
S
J

筍
，
•• 

4
E
A
'，
勻
」-
a
'

、

仰
起H
H月
內
百
吋(3
言
已

J
塔
貝
耳
人
名
意

的
叫

2
j
|

三

:
、
「
天
主
是
美
善
的

」

按
聖
經
所
載
有
兩
人
有
這
名
字
一
個
問
崎
波
斯
帝
國
阿

達
薛
西
斯
馮
玉
時
駐
肝

、
耶路
撒
冷
的
官
員
之
一
此
人

會
簽
字
反
對
歸
國
的
猶
太
人
建
造
聖
殿
(
厄

上
4

7

)

另
一
人
寫
依
7

.

所
敏
是
大
馬
士
革
首
領
勒
斤
和
撒

驚
動
申
雅
首
領
勒
瑪
里
雅
之
子
培
卡
黑
願
佔
領
猶
大
國

並
以
塔
貝
耳
之
子
來
代
替
當
時
猶
大
國
王
阿
哈
次
何

以
上
述
二
王
要
以
一
名
不
見
經
傳
的
塔
貝
耳
之
子

代

替
猶
大
王
阿
叫
戶
口
，
次

之
位
為
解
經
學
者
是
一
不
易

解
的

難
題
但
披
在
尼
木
魯

(
2-B
E

ι
)
所
發
掘
出
的
兩

封
致
亞
述
王
提
革
特
丕
肋
色
爾
的
信
件
似
乎
找

得
解

開
這
一
難
題
的
鑰
匙
披
上
述
二
信
中
之
一
封
是

向
亞

述
王
報
告
革
得
人
攻
陷
摩
阿
布
一
城
之
事
攘
該
信
上

說
向
君
王
送
倍
的
人
部
名
叫
阿
雅
奴
黎

的
塔
貝
耳
人

這
樣
塔
貝
耳
可
能
是
位
於
約
但
河
東
岸
北
部

一
小
地

見
堡
壘

區
名
依
7
.

所
說
塔
貝
耳
之
子
貨
意

地
成
即
蚓
則
到

人
大
馬
士
革
主
勒
斤
和
微
務
黎
雅
王
培
卡
黑
廠
以
他

來
代
替
猶
太
芷
江
叫
戶
口
次
之
位
按
考
古
學
家
歐
伯
遵

(
4有
-
M
Y
K
F
2
m
Z
)
進
細
心
呵
能
這
個
時
咐
民
耳
人
與
猶

大
王
室
有
血
統
上
關
係
他
也
許
是
猶
大
王
約
堂
或
鳥

齊
雅
白
塔
貝
耳
一
位
公
主
所
生
的
兒
子
說
如
用
貝
沙

隆
是
遂
味
也
革
叔
爾
一
位
公
主
叫
厲
阿
切
所
生
的
兒

子
(一
革
叔
爾
也
是
約
但
河
東
岸
北
部
一
地
區

)
猶
太

經
師
為
貶
抑
這
位
塔
H
只
耳
人
特
把
依
7

.

原
為
塔
貝

(
厄)耳
「
天
主
是
美
善
的
」
改
讀
為
塔
貝

(
阿

)
耳

「
好
事
不
屬
於
他
」
(
參
閱
回
〉
m
O
H
N
字
。
"
這
M
U﹒

ω
岔
回

『
N
斗
"
這
u
a
M
Y
N
S
e
辛
)

(
義

)

的
目
民
主

F
r
M
E
J
是
約
培
的
一
位
科

2
4
J
d
1
4
3

，

、
心
善
良
的
女
教
友

病
死
之
後
被
伯
多
祿
復
活
起
來
(
宗
9

肘
，l

H
)
塔

彼
達
一
名
出
於
阿
刺
美
文
訣
宗

9

甜
的
解
釋
相
等
於

希
臘
文
的
多
爾
卡
意
即
「
羚
芋
」

(
梅

)

m塔
冷
遇
(
泣
的…5
)是
希
伯
來
人
最

大
的
重
量
單
位

名
稱
但
是
這
個
重
量
單
位
部
本
完
全
統
一
比
如
辣
市

沙
木
鍊
{
郎
烏
凶
黎
特
)
的
「
熔
冷
遇
」
等
於
五
十

個
「
米
納
」
而
巴
比
倫
的
「
塔
冷
遇
」
部
等
鈴
六
十

個
「
米
納
」
考
古
學
家
發
現
了
四
種
由
五
點
八
至
六

點
六
五
公
分
之
間
不
同
重
量
的
「
貝
卡
」

(
一
「
塔

冷
遇
」
等
於
六
千
「
貝
卡
」

)
這
自
然
影
響
了
以
此

類
推
的
「
塔
冷
通
」
重
豈
學
者
們
倆
於
此
一
重
量
單

位
的
意

見
站
各
有
不同
大
都
是
表
三
十
四

爪
的
斤
，
帶
二

七
二
公
分
至
三
十
九
公
斤
，
帶
九
百
公
分
之
間
吳
家
若

扭
曲
毒
品
見
謂
-
個
「
塔
冷
遇
」
等
於
四
十
三
公
斤

在
新
約
上
「
塔
冷
遇
」
作
為
貨
幣
用
約
合
一
八
﹒
千

個
「
這
瑪

」

見
度
豈
衡

{
縛

)

封
口
梅
爾

3
2
月

J
女
人
名
及

城
名
意

叫
“b
y
z
u可
Z
E
F
f
H
V
5月
、

4
J
2
4
3
l
'

、
謂
「
棕
制
樹
」

I

人
名

1

猶
大
的
長
子
厄
爾
的
妻
子
厄
爾
揖
鴨
子
早亡
嫁

給
其
弟
放
經
放
難
同
樣
死

去
按
照
「
代
兄
立
制
」
的

法
律
(
申

明ω
6
)
以
及
其
他
一
些
東
方
民
族
的
習
慣

理
應
嫁
與
赦
難
的
弟
弟
舍
位
但
是
舍
捏
成
人
後
猶
大

部

一
反
習
俗
拒
將
塔
瑪
爾
嫁
給
自

己
的
小
子
舍
往
塔

瑪
爾
於
是
憤
惱
不
已
為
了
報
復
裝
作
技
女
陷
害
猶
大

結
束
塔
瑪
爾
因
與
家
翁
通
姦
懷
孕
生
了
二
子
一
名
培

勒
絃
一
名
則
辣
黑
(
創
必
e

i
M

見
編
上
2
.

虛
4

臼
)
因
馬
達
味
是
培

勒
茲
的
後
代
故
此
塔
噶
爾
的
名

字
亦
見
於
「
耶
穌
基
督
的
族
譜
」
{
瑪
1
8
)

2

是
這
昧
與
瑪
阿
加
所
生
的
女
見
與

阿
貝
沙
雄

是
鐵
生
兄
妹
被
其
間
父
異
母
的
兄
弟
阿
默
農

所
強
姦

然
後
棄
之
不
顧
因
而
激
起
了
阿
|同
訓
斷
為
自

己
妹
妹

報
仇
的
行
動
(
繳
下
U
1
l

阻
編
上
3
2
.
)

3

剛
剛
卸
叫
樹的
獨
生
女
美
麗
過
人
(
撕
下
M
n
)

可
能
是
同
貝
沙
極
為

了
紀
念
自
己
的
妹
妹
才
給
她
起

了
這
個
名
字



的
神
敬
拜
以
他
從
陰
間
返
罔
睡
個
問
而
對
他
致
賀
慶
祝

到
了
盛
夏
炎
熱
的
時
候
塔
慕
次
復
入
陰
間
萬
物
遂
告

逐
漸
凋
零
敬
禮
他
的
人
便
哀
悼
他
的
死
亡
憂
悶
悲
傷

衷
悴
的
人
多
半
寫
婦
女
巴
比
倫
人
多
因
塔
慕
次
斜
對

自
然
界
生
長
和
凋
零
的
影
附
而
表
驚
服
勝
尼
基
和
希

臘
人
如
因
他
死
亡
而
又
復
活
特
加
慶
祝
叉
按
另
一
種

普
通
神
話
傳
說
塔
慕
次

|

阿
多
尼
在
打
獵
時
突
遍
野

豬
製
擊
因
傷
勢
過
重
而
告
不
給
他
死
後
遂
下
陰
府
致

使
與
他
相
戀
的
依
市
塔
爾
女
神
悲
動
欲
絕
到
處
尋
訪

阻
，
歪
曲
。
請
國
1
3
S
R
J

他
的
叫
綜
跡
灣
經
困
難

終
執
趴在
陰
間
官
聾
發
現
J
他
與
他

-

-

| 

叫
“
科
位
叮
草
劑
司
H
F
/
F
E

宵
"
」
相
遇
便
將
他
領
問
到

喝
間
婦
女
哭
悼
塔
慕
次
攘
說
就

n
E
I
E
事
欠
「
F
B
S
J
塔
慕
次

j

「
生
，
是
仿
效
依
市
塔
爾
女
神
的
作
為
准
來
人
們
蓋
不
經

2
4
J
-
i
z
z

'

，
、
命
的
兒
子
」
原
為
寫
了
慶
祝
他
脫
離
陰
間
返
問
陽
間
男
女
竟
用
縱
慾
淫

古
赦
默
爾
神
巴
比
倫
和
勝
尼
華
人
亦
奉
為
萬
物
生
育
亂
的
胡
作
妄
為
來
對
他
表
示
致
敬
埃
及
的
赦
息
黎
斯

之
一
腳
髒
尼
華
人
稱
他
為
阿
冬
〉
已
。
口
解
釋
為
「
主
」
神
話
和
禮
儀
按
筆
者
意
見
也
受
了
這
塔
慕
次
|
|
t
阿

而
希
隨
人
將
髒
尼
基
話
客
作
更
改
稱
他
為
阿
多
尼
依
多
尼
放
誕
敬
禮
的
影
吶

口
間
有
「
你
雖
種
植
阿
多
尼
花
木
」
的
一
旬
這
「
阿
見
年
曆
(
雷
)

多
尼
」
按
字
面
應
譯
作
「
可
愛
者
」
「
可
愛
者
」
卸

n
I
L

門
-
F
T「
斗
E
E
n
y
J
城
名
原
是
客
納
罕

-
-
-
-

-
-
-
-
l

切
卸
的

G
F
M
U
I
f
吋
V
E
R
y

』

指
阿
多
尼
古
巴
比
倫
人
更
把
塔
慕
次
當
作
依
市
塔
爾

2

』
J
t
H
'

，
'
，
、
人
的
一
座
古
代
京

的
伴
侶
綜
合
多
項
記
載
塔
慕
次
的
神
話
儘
管
地
域
不
城
位
於
依
次
勒
耳
平
原
的
東
南
邊
界
上
在
默
基
多
之

同
時
代
各
異
故
事
的
內
容
如
是
大
同
小
異
這
些
一
相
同
南
約
八
公
里
及
傑
寧
(
。

g
E
)
西
北
十
一
公
里
處

之
點
是

(
a
)
他
是
一
個
年
青
俊
美
的
辦

(
b
)
是
就
是
今
日
所
稱
的
廷
尼
克

(
d
g
口
排
)
廢
墟
它
的
原

一
位
瀚
有
生
機
和
愛
情
的
神
很
有
依
市
塔
爾
女
神
的
名
仍
保
存
至
今
除
了
學
經
外
莫
名
亦
見
於
埃
及
突
特

一心
特
徵
(
C
)
他
春
夏
雨
季
居
於
陽
間
秋
冬
雨
季
居
於
摩
息
斯
三
世
(
吋

Z
H
E
S
Z

口
同
)
的
年
鑑
及
阿
瑪
爾

仙
一
陰
問
宙
人
對
他
的
敬
禮
隨
季
都
而
變
亂
在
春
天
當
自
酬
的
書
信

L
雖
然
輯
們M
n
記
數
已
將
喇
喇
劃
王
的
地

rJ然
界
都
很
難
生
長
之
際
就
把
他
當
作

7
位
生
長
萬
物
區
佔
領
並
將
之
劃
歸
默
納
協
支
派
(
蘇

η
u
釗

甜
編

2021-2026 

E

城
名
是
客
納
罕
的
一
座
南
方
城
市
(
列
上
9

刊
)
按
問
剛
到
回
先
知
的
預
言
將
是
凹
划
蚓
圍
南
方

的
理
想
邊
界
(
則
衍
M

側
目
)
應
與
創
刊
鬥7
所
載
的

哈
匣
宗
塔
焉
爾
同
為
一
地
亦
即
民

1
"

所
說
的
「
棕

樹
城
」
但
不
是
申

M
m
s及
編
下
m
m
所
言
及
的
「
棕

桐
城
」
至
於
它
現
今
的
位
置
學
者
們
至
今
不
能
意
見

一
致
有
人
謂
在
死
海
之
南
約
四
十
公
里
處
有
謂
十
五

公
里
亦
有
謂
二
十
公
里
惟
一
相
同
之
點
是
它
應
在
死

海
之
南
(
韓
)

見
帕
耳
米
辣

十三畫

上
7

詞
)
但
事
實
上
真
正
的
佔
領
部
是
後
期
達
昧
的

戰
績
(
民
1
n
5
"
)

在
撒
羅
淪
時
代
塔
納
客
間
默

基
多
被
劃
為
同
一
太
守
區
(
列
上
4
H
)

首
先
在
此
考
古
的
學
者
是
色
林
∞
色
冒
他
自
一

九
O
二
至
一
九
O
四
年
閉
會
先
後
斷
續
地
在
此
挖
揖

證
實
遠
在
公
元
前
三
川
0
0
年
左
右
已
有
人
煙
於
此

公
元
前
一
四
0
0
年
前
是
它
的
黃
金
時
代
不
少
具
有

考
古
價
值
的
文
物
證
件

1

刻
有
模
形
文
字
的
海
土
板

圖
章
斷
璧
堡
壘
等
|
大
都
是
此
一
時
代
前
後
的
作
品

(
緯
)

細
塔
尼
斯
(
路
"
)
見
刮
到

妞
豈
可4
盆
司
首
且
「
斗
名
句E
F
J
地
名
人
名

切
割
州
立
E
H
旦
戶
、H
a
e
v
z
n
f
ω

是
倒
到支
派
盆

地
內
的
一
座
城
市
(
#
淋
的
“
)
可
能
說
是
現
今
位
於

創
制
西
十
二
公
里
處
的
貝
特
別
出
封
苗
。
"
H
Z
Z
R
)

@
原
是
阿
摩
動
會
人
的
城
市
位
於
厄
弗
辣
因
及
默

制
制
二
支
派
之
間
的
邊
界
上
亦
名
田
間
盟
問
到
(
蘇
的

，
口
7
8
)這
個
城
市
的
閻
王
曾
被
若
蘇
厄
擊
敗
(
蘇

m
M叮
)
在
瑪
加
伯
時
代
改
名
氣
特
聾
(
加
上
9

叫
)

即
是
現
今
的
色
依
阿
步
匣
辣
得
古
巴
坤
，
〉Z
S
N
R
且
)

位
於
路
班
(
已

M
L
=
v
v
g
)
西
北
約

六
公
里
處

人
名
赫
貝
龍
的
兒
子
風
於
加
肋
布
的
後
代
(
編

上
2

岫
)
諾
特
(
Z
B
V
)以
錄
是

一
地
名
(
韓
)

她
塔
爾
索
7
2
5
)見
保
祿
(
~
)
申



. 873 . 

心
叫
塔
爾
堂
(
訂
戶
的

2
)原
是
叫
樹
軍
官
的

{
呂
階
名
未
來
可
直

接
譯
作
「
元
帥
」
但
因
希
伯
來
文
將
此
名
詞
音
譯

(
列
下
的
口
依
約
1
)
致
使
不
少
譯
者
將
之
譯
作
固

有
人
名
「
塔
爾
堂
」
是
與
事
實
不
符
的
這
個
名
詞
只

兩
次
見
於
聖
經
(
韓
)

十三重

見
附
到
蚓
叫
的

2027-2031 

捌
塔
德
摩
爾
乞
討
刊
)

h
F
h
r
L
I
r
-
-
t
r

、

r

按
寧
主
思
是
謂

挖
一
目
目
吐
守
自
話
司
司
「
口

-B
E
J

制
趴
爭
，-
J
-
2
r
d
t
lyp
g
i
t
t
」
「
研
究
」
但

亦
有
「
教
訓
」
之
意
這
種
「
研
究
」
的
基
礎
主
要
在
於

「米
市
納
」
就
是
針
對
「
米
市
納
」
上
的
法
律
部
份
加

以
解
釋
補
充
或
擴
展
蓋
「
米
市
納
」
已
於
公
元
一
二

二
年
左
右
定
型
但
是
人
民
生
活
環
境
之
改
變
及
社
會

之
需
要
是
與
日
俱
增
的
是
活
動
的
及
前
進
的
是
以
與

民
生
社
會
直
接
有
關
係
的
法
律
不
時
有
重
新
估
價
的

需
要
而
這
種
對
「
米
市
納
」
的
注
釋
就
是
「
塔
耳
慕

得
」
的
來
源
後
者
並
不
是
呆
板
的
注
解
而
是
真
正
的

推
理
論
說
又
一
不
同
點
是
「
塔
耳
慕
得
」
盡
力
企
圖

找
出
每
種
法
律
的
聖
經
根
攘
而
「
米
市
納
」
則
不
然

事
實
上
所
謂
之
「
塔
耳
慕
得
」
並
不
是
專
指
一

種
著
作
而
言
因
有
兩
種
彼
此
頗
有
出
入
的
版
本
而
統

稱
芝
為
「
塔
耳
慕
得
」
其
一
山
山
鈴E
划
剛
過
或
不
太

適
宜
地
調
出
於
耶
路
撒
冷
簡
稱
「
塔
耳
慕
得

」
其
二

出
於
巴
比
倫
此
作
亦
名
「
革
瑪
辣
」
以
別
於
前
者
因

圓
周
二
地
的
生
活
環
境
之
不
同
放
其
對「米
市
納

」
往

釋
的
內

容
取
伶
亦
各
不
惘
同
比
如
關
於
聖

地
農

業
的

怯
律
就
不
見
於
「
革
焉
辣
」
上

兩
種
「
塔
耳
慕
得
」
都
是
絕
「
米
南
納
」
之
後

自
公
元
二

一
二
年
才
逐
漸
產
生
的
巴
力
所
泊
的
「
塔

耳
浪
得
」
完
成
肝

、

公
元
四
刁
-
J年
似
咽
了
政
治
的
不

穩
定
及
社
會
之
不
是
氣
未
曾
誰
知
雙
兒
使
怨
怨
結
束

了
而
巴
比
倫
的
「
塔
耳
慕
得
」
則
延
續
至
公
元
五
。

0
年
始
結
束
是
以
不
論
在
質
或
崖
上
來
說
其
重
要
性

前
者
遠
遜
於
後
者
兩
種
著
作
最
初
都
只
是
口
授
的
後

來
才
被
人
筆
之
於
書
巴
力
斯
坦
「
塔
耳
慕
得
」
於
公

元
一
五
二
三
年
在
叫
別
刷
出
版
間
也
凹
出
制
「
塔
耳

慕
得
」
亦
於
同
時
(
公
元
一
五
二
O
I

一
五
二
三
)

同
地
印
行
成
番
不
過
後
者
竟
達
十
二
部
之
多

「
塔
耳
慕
得
」
的
注
解
對
現
代
一
般
聖
經
學
者

來
說
好
似
任
意
隨
便
注
釋
但
事
實
上
當
時
的
那
批
經

師
是
有
他
們
的
原
則
反
規
律
的
其
原
則
竟
有
十
三
條

或
三
十
二
條
之
多
當
然
這
些
一
原
則
與
現
在
的
此
判
學

是
迴
然
不
同
的
故
不
能
運
用
於
現
代
的
聖
經
學
他

們

的
目
的
只
是
為
解
釋
學
經
的
法
律
部
份
因
此
有
時
只

局
限
於
聖
經
上
的
一
個
詞
或
一
個
概
念
而
引
伸
敘
述

以
達
其
目
的
但
不
注
意
孩
詞
旬
的
上
下
文
或
其
概
念

及
其
真
正
的
聖
經
意
義
這
幾
乎
是
現
代
學
者
所
不
能

容
忍
的
但
不
可
否
認
的
它
亦
有
其
不
可
演
滅
的
價
值

它
不
但
可
使
我
們
明
瞭
古
猶
太
人
的
心
理
狀
態
並
可

使
我
們
更
易
明
瞭
新
約
內
一
些
一
對
當
約
的
解
釋
因
為

在
這
一
方
面
多
次
新
約
與
「
塔
耳
慕
得
」
所
用
的
原

則
是
不
謀
而
合
的

戶
居
軒
d

明
才
全
口
有

J
f
n
「
-
Ha
nww咕
。
目
。
"

J
人
名
是
民

m
b
u
門
乎
占
-
7
/

封
封

/
A
a
8
Z
Z
」
|

4 

•

•

•

• 

J

」
」
'
，
肉
、
扎

扎
某
一
位

法
郎
的
妻
f

當
遙
味
擴
展
領
土
佔
領
厄
束
時
厄
東
閻

王
哈
達
得
逃
往
埃
及
受
到
法
郎
的
盛
情
招
待
之
餘
並

將
自
己
妻
子
塔
培
乃
斯
的
妹
妹
嫁
給
他
為
妻

(
列
上

u

u
m
)
其
他
關
於
塔
培
乃
斯
的
生
平
事
跡
我
們
則

一
無
所
知
有
人
以
為
這
個
埃
及
文
名
字
的
意
義
應
是

「
君
王
之
妻
」

{
緯
)

叫n
E
I
S同
μ
3
」
h
「
4
pega--
J
「
塔
爾
吉
木
」

o
a
d
1

月
圓
圓
呵
.
可H
L
E
d
呵
，
F
P

R

開
E
M

惆
』

2
4
J
3
t
-
l
-
/

/

、

(
吋
凶
『
明
E
M

H

諱
釋
復
式
為
斗
"
呵
呵
口
E
S

A「
日

學
者
多
以
之
英
文
化

而
寫
作

斗
R
m
c
s

m

)
在
米
市
納
的
衛
這
個
中
原
泛
指

任
何
一
一
種
語
言
的
聖
經
譯
文
也
指
舊
約
中
阿
刺
美
文

E
B
E
O

的
幾
個
片
段
(
創
們
叫
“

那
ω
u
達
2

‘

b

1

7

甜
厄
上
4

s

f

6

間
7

n
H
)

今
日
的
聖
經

學
術
譜
則
以
此
名
詞
專
指
阿
刺
美
文
的
舊
約
譯
釋
本

我
們
稱
它
為
「
譯
釋
本
」
而
不
稱
寫
「
譯
本
」

就
是
因
為
這
些
一
「
塔
爾
吉
木
」
在
翻
譯
聖
經
上
屢
用

意
譯
(
3E
MMY
Z
Z

)和
在
譯
文
中
插
入
義
解
(
3
"
2
.

M
uz
z
-
2

)
的
字
旬
|
|
這
些
字
句
原
該
作
詮
閱
或

放
在
章
末
而
不
應
插
入
譯
文
中
|
|
有
時
還
按
照
當

時
的
辦
學
觀
點
將
級
文
來
一
次
復
解

(
2
，
g
g
?

M
E
S
H
-
8)
或
改
編
(
2，
Y
B
O
D
Z
H
B
D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這
些
「
譯
釋
本
」
常
避
免
一
切
有
闊
天
主
的
「
擬

人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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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些
一
「
譯
釋
本
」
的
產
生
是
因
為
充
軍
糊
糊
後
的

以
民
只
懂
阿
刺
美
文
(
波
斯
帝
國
法
定
語

)
因
此
說

有
將
希
伯
來
文
學
經
用
阿
刺
美
文
譯
釋

(在
禮
儀
中
)

或
講
授

(
在
學
經
諜
土
)
的
必
要
初
時
只
是

「
口
頭

的
」
譯
釋

(
厄
下
8

8
)
譯
釋
者
稱
為
吋4

月

m
o
B
E

譯
釋
的
規
則
見
諸
「
聖
經
外
憲
」
(
出
色

R
E
)
但

不
久
(
己
在
公
元
前
)
便
有
「
替
面
的
」
譯
釋
不
過

其
中
有
些
在
公
元
後
才
成
為
法
定
譯
釋
本
{
後
詳
)

這
些
一
法
定
和
非
法
定
的
譯
釋
本
包
括
全
部
積
約
只
缺

途
厄
土
厄
下

這
些
一
譯
釋
本
為
研
究
猶
太
神
學
聖
經
釋
意
史
巴

出
制
和
巴
力
斯
坦
的
剛
判
對
社
以
及
新
約
時
代
的
哲

學
和
宗
教
思
想
都
是
楊
有
幫
助
的
但
由
於
不
常
是
忠

背
的
譯
文
的
聖
經
的
原
意
讀
者
應
以
學
經
原
文
為
學

則
現
在
按
猶
太
人
的
研
約
分
法
將
這
些
一
譯
釋
簡
介
如

下

十三樂

(
甲

)

法
律
苔
譯
釋
本

布
關
法
律
書

(
即
梅
瑟
五
香

)
的
譯
釋
本
有
下

列
各
種(

一
)
肋
的
譯
釋
本
(
吋a
F
O
O
E
E
E
D
E

吋
E

m
c目

。
m
F
〈
-
5
)
一
九
五
二
年
在
谷
木
蘭
第
間
洞
穴
發
現

為
公
元
前
一
世
紀
的
作
品
只
被
有
肋
的

(
二
)
僑
創
世
紀
譯
釋
本
(
、H
d
Z
O
E
耳
目

，

一
斗
目
開
E
S

忌
。

g
w
E
FU

〉
M
E
n
a
MM
E
P
)只
是
殘
片

仰
戶
紙
有
制5M
S的

~
-
九
四
七
年
在
制
制
劑
第
一
一
桐

士
咒
發
現
與
功
的
譯
釋
本
a
H
J
至
今
發
現
最
古
的
法
律

譯
釋
本
(
公
元
前
一
世
紀
)
發
現
之
初
學
者
稱
它
為

「
拉
默
客
默
示
錄
」

(
阿
』B
R
Y

〉
M
M自
己
高
2
)
文

體
是
半
譯
釋
(
吋
再
唱
5
)
和
半
史
訓
(
崑
芷
且
各
)

在
文
學
上
頗
有
價
值
因
為
它
充
實
了
由
遠
至
巴
力
斯

過
譯
釋
本
期
間
那
稀
少
的
阿
刺
美
艾
文
獻

(
三
)
翁
克
羅
斯
譯
釋
木
(
斗
宮
、
H
d
R開
口
B
O
P

E
-
。

ω
)叉
名
「
巴
比
倫
譯
釋
本
」
(
、
H
S
V
O囡
"
『
可
古
巴
巴

吋
R
m
日
出
)
教有
全
部
法
律
苔
公
元
後
一
至
二
世
紀
在

巴
力
斯
地
譯
成
是
集
體
作
品
譯
文
忠
肯

而
至
刻
板
譯

自
與
「
瑪
索
辣
本

」
答
有
差
異
的
希
伯
來
文
本
間
或

插
入
「
學
經
外
訓
」

(
民
品
開
心
會
)
和
「
學
經
外

戀
」
這
法
定
本
在
猶
太
人
中
極
有
權
威
因
此
也
像
希

伯
來
原
文
本
一
樣
有
它
的
「
瑪
索
辣
本
」
郎
「
標
離
中
註

血
日
本
」
至
於
「
翁
克
羅
斯
」
的
名
字
來
源
不
明
巴
比

偽
的
「
塔
耳
慕
得
」
說
他
是
加
瑪
里
耳
第
一
--

1

郎
學

保
線
的
老
師
三

m
U
3
)
|

l

的
一
名
高
足
但
可
能

因
為
這
當
時
釋
本
與
希
臘
文
的
阿
桂
技
(〉
A
E
E
ω
)譯

本
(
參
閱
「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
條
)
一
接
忠
肯
故
名

(
四
)
古
巴
力
斯
姐
譯
釋
本
(
斗
苦
。E
F
-
2
，

C
E
E
H
4
"
門
開
口5
)
是
翁
克
羅
斯
譯
釋
本
以
前
的
非

法
定
本
今
只
存
少
許
殘
片
是
一
八
九
六
年
在
開
羅
的

一
個
「
廢
書
庫
」
發
現
的
與
敘
利
亞
文
的
培
黨
塔

(
M
V
S
F
Z
E
亦
作
培
無
托

M
V
Z
E帥
"
。
)
譯本有
附
屬

關
係

(
參
閱
「
敘
利
亞
文
譯
本
」
條
)

(
五
)
耶
路
撒
泠
譯
釋
本

(
斗
宮
吋
A
R
m
E口。
同

-
n
EE
E
E
)
這
種
理
時
釋
本
共
有
三
線
版
本
都
不
是
法

定
本
譯
文
大
部
為
意
譯
且
加
上
史
訓
耶
路
撒
冷
第
二

譯
釋
本
(
吋苦
斗

R
m
眉
目
。
同
-
n
E
z
r
B
H
H
)
歷
史
最

古
公
元
前
已
開
始
譯
釋
譯
文
明
間
很
會
亮
的
問
刺
美
語

以
往
只
存
有
殘
片
但
一
九
五
六
年
於
究
蒂
岡
國
香
館

發
現
完
整
的
版
本
的
旦
O
H
A
h
E
n胸口
臣

(
Z
O且在
同
)
從

這
耶
路
撒
冷
第
二
譯
釋
本
仙
了
第
三
譯
釋
本
(

斗
Z

吋
R
m
z
s

。
之
O
E
E
F
自
口
阿
)
和
第
一
譯
譯
木
(
斗
苦

斗
自
世
昌
。
之
A
M
E
S
H
O
E同
)
前
者
大
概
不
是
巴
力
斯

坦
的
產
物
可
說
是
第
二
譯
釋
本
的
「
增
訂
本
」A可
只
存

有
殘
片
後
者
又
名
「
偽
約
納
堂
譯
釋
本」
(
斗
宮
斗
目
﹒

聞
自
眉
之
M
M
Z旦
中
】
S
P
H
H
H
E
)
源
自
巴
力
斯
堪
載
有

全
部
法
律
書

(
只
欠
十
二
笛
)
除
了
一
般
譯
釋
本
共

有
的
特
點
外
這
第
一
譯
釋
本
有
其
個
別
的
特
點
就
是

按
照
當
時
的
觀
點
解
釋
歷
史
將
英
雄
人
物
理
想
化
因

而
諱
言
他
們
的
缺
點
將
古
代
名
字
代
以
當
時
通
用
的

名
字
屢
加
上
個
人
的
宗
教
道
德
恩
怨
天

神
學
(
〉
品
。S

Z
E

白
)
和
魔
鬼
學
(
巳
ω
目
。
g
g

嬰
)
所
有
新
的
發

展
上
述
三
種
版
本
的
鑑
定
本
都
是
源
自
阿
刺
伯
時
代

部
第
七
第
八
世
紀

(
六

)
撒
瑪
黎
雅
譯
釋
木

(
4
d
Z
F
E
R
-
H
E

吋
常
明5
)
大
概
是
公
元
後
第
二
世
紀
的
作
品
但
有
些

學
者
還
主
張
是
公
元
前
一
世
紀
的
作
口
叩
開
於
這
譯
釋

本
從
沒
有
山
版
注
定
本
因
此
這
譯
釋
本
的
每
種
版
本

都
有
其
個
別
不
同

的
特
點

(
乙
)
先
知
書
譯
釋
斗
不

關
於
如
蚓劃
只
有
「
制
制
對
輯
關
科
」
『
品
。



-
3

品
但
目
。
同L
F
E
H
F
E
F
g
s
C
E
E
)
包
括
的
期
祠

的
一
個
債
期
知
制
刮
風
遺
毒
想
未
與
制
甜
甜蚓
荊
則利向
是
拉

鷗
﹒-
定
本
也
同
是
壽
釋
本
歷
史
的
里
程
碑
在
這
譯
簿

4
中

一當
時
的
科
學
觀
點
不
被
頸
瓦
制
剛
先
划
管
(
獻
血
刷

上
下
列
上
下
)
的
譯
文
很
忠
血
肉
後
翔
先
知
蓄
(
依
耶

則
及
十
二
小
先
知
)
的
譯
文
則
多
意
譯
並
附
以
意
解

有
時

(
比
方
依
臼
)
將

默
西
亞
的
預
意
改
綽
有
時

(有
二
十
多
處

)又
無
根
峻
地
另
加
上
默
西
亞
的
預
意

(
4
9閱
「默
西
直
論
」條
)
至
於
本
書
的
題
名
來
源
不

詳
有
說
作
者
是
希
肋
耳

(
百
戶戶。
戶
)的
弟
乎
有
說
他
從

哈
蓋
匣
加
利
亞
及
瑪
拉
羞
亞
先
知
口

中
接
受
了
這
些
一

先
知
書
的
譯
釋
但
可
能
這
題
名
與
翁
克
羅
斯
譯
釋
本

一
樣
用
以
表
示
這
譯
釋
本
與
希
岫
臘
文
站
前
放
多
辨
放
譯

木
(、

目
。
。
色
。"
3
口
)
譯
文
一
樣
中
有

(
爹
問
「
七
卡

賢
士
譯
本
」
條

)
更
有
學
者
說
它
就
是
譯
刊
這
掃
除

譯
本
這
約
納
堂
譯
釋
本
大
概
在
公
元
第
二
也
紀
已
從

巴
力
斯
過
譯
釋
完
成
寫
禮
儀
則
公
兀
第
三
荒
第
瓦
洲

紀
才
在
巴
比
倫
鑑
定
為
法
定
本

(
丙

)
經
香
譯

釋
本

經
會
譯
釋
木
都
不
是
法
定
本
它
們
都
是
為
例
別

研
究
的
私
人
作
品
譯
釋
的
方
法

與
早
期
的
譯
釋
本
間

除
了
在
谷
木
蘭
發
現
的
約
伯
傳

譯
釋
木
外
(
後
品
)

都
是
第
五
世
紀
以
後
仙
白
不
同
時
代
和
地
點
的
作
品

茲
簡
述
於
下

(
一
)
學
詠
及
約
伯
傳
譯
灣

本
(
斗}
MO
斗
R

m
E
B

。
『
F
A
S
T斗
宮
吋

R
m
H
H目
。
『
』
。σ
)
這
兩
本
譯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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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公
元
四
七
六
年
前
已
問
世
譯
文
忠
肯
譯
自
希
伯
來

文
閱
或
為
有

「
捏

一迎
外
訓

」
或
戲
劇
式
的
譯
文

是
集

'ii---
,
1Ith---

o 

體
作
品
約
伯
縛
譯
釋
本
內
也
有
希
惱
和
拉
丁
名
祠
其

車
時
帽
峙
中
心
心
但
是
天
主
的
法
山
川
來
世
及
賞
罰

(
一
一)
級
打
謀
和
本

(
吋
Z

斗
R

m
Hh
s

。
同

M
J
S
O『
Z
)
H
E第
八
或
第
九
所
紀
的
作
品
譯
文
中
山
間

械
少
插
語
是
敘
利
也
文
咐
，
只
托
譯
本
的
「
修
正
本
」

但
也
可
能

與
它
向
山
自
仆
力
可
位
本
宇
旬
M
A
M敗
與
它
逐

字
相
同
也
不
同
的
部
份
則
叫
刺
美
品
和
敘
利
亞
語
並
用

(
一
一
一)偏
年
〈
譯
得
木

(
片FO

H
耳

m
c
s

。
『

。

(UZ
S
E
S
)

譯
文
忠
信
間
或
亦
加
上
史
訓

(
間

)
五
爸
咐H
U
R呵
呵
木
(
斗Z
A

d

R

咽
口
目
。
『

〈
、

4

、
'
、
、
t

、
《
。

岡村
見
。
去
。
間
去
。"
7
)圳岡
州
「
五
在H
A
U」
指
以
血
表
圳
艾

這
些
與
其
說
是
譯
制
村
本
反
好
品
是
「
史
圳
」
凶
為
h
t

H
t
g譯
譯
文
中
准
指
山
史
實
的
國
山
解
釋
名
字
的
司

研
引
用
族
活
從
坎
公
v
d會
打
時
間
溫
將
共
他
山
扎
實
不
關

年
代
的
先
後
使
放
在
一
起
雅
歌
諾
師
鬥
木
不
外
是
以
民

由
梅
瑟
到
俗
耳
挺
得
時
代
的
歷
史
寫
一
百
艾
斯
德

爾
譯

制
科
紅
三
個
版
本
其
中
一
版
本
譯
文
忠
有
其
他

兩
種

則
立
譯
第
二
版
本
較
適
的
稱
為
→
E

m
c
s

∞
Z
E

(
五

)
谷
木
峭
的
句
的
傳
譯
釋
本

(
吋Z
O
C
E
E

E
干
吋
耳

聞
巨
旦
旦

F
F
)，
居
海
釋
本
與
的
創
快
紀
譯

釋
木
沒
仙
的
中
持
海
本
年
川
口
最
占
一
九
五
六
年
私
谷
木

蘭
第
1
l

F

州
(
八
發
現
叫
於k
述
講

-

h
例
心
的
約
伯
傅

，
‘
'
，
3
B

B

》
。

.

譯
釋
木
發
現
的
口八佔
合
嘲
H
h
分
之
卡
五
除
泌

的
村章

完
體
外
口
!

幻
章
那
是
殘
片
1

1
的
章
失
傳
譯
文
中
心

肯
譯
自
希
伯
來
文
套
法
是
公
元
五

ο
年
的
會
法
女
字

部
且是
「
帝
劉
例
刺
笑
話

」
(
蚓
刷
帝
國
通
用
語

)
可

知
足
譯
釋
本
源
自
公
元
前
第
二
世
紀
公
元
俟
第
平
巴

布
，
J
K
式
問

1
(

梁
)

叫M
A
S
間

h
r
-
L
L「

、

Hi
z
z
"
r
J
H
E
m
-
f

經
上
兩

0
4

叫

I
q
m

叫
，
門
H
M
l

斗
」
'

、

可
T
a
-

-0

、

2
1
J
t
l
!
'

，

.
剖
，

h
i

v

t

4

、
個
人
的
名
字

也
是
地
名
意
調
「
黃
色
寶
石
」

人
名
@
彼
耳
漠
的
兒
子
屬
本
雅
明
支
派
是
位
英

勇
的
戰
士

(
編
上
7

刊
)

@
口
泛
關
押
及
制
制
的
七
位
公
卿
之
一
協
助
閻
王

處
現
政
務

(
艾
1
H
)

地
b
h雖
然
放
創
ω
‘

及
編
上
1
7

塔
爾
由
此
士u
k

蚓
凹
的
兒
子
之
一
但
是
學者們
大
都
同
意
這
也
是
雪

船
上
多
次
提
拔
的

一
個
地
名
更
強
調
它
是
個
海
邊
港

口

城
市
因
寫
它

的
船
隻
航
海
作
業

(
列
上
m
n
詔
"

剛
F
9
n
m叫
自
肘

佩
2
M

幻
a
u
ω
，

叫叫
“
.
)

苑
載
貨
物
格
外
是
金
銀

(
耶
泊
，
則
幻
呵
呵
呵U
)
航

行
歌
"
并
常
遙
遠的
地
方
(
州
1
3

4
2

詠
花
刊
)
格

外
與
制
制
有
密
切
頻
仍的
往
來
(
山
叫
“
刊
)
學
者
們

大
都
以
為
它
就
是
西
班
牙
西
南
海
伴
上
的
塔
爾
式
索

蚓
(
4貝
克
自
2

)
港
但
H
E這
個
立
見
並
沒
有
撞
得
無

條
件
的
支
持
因
為
此
地
方
奧
地
廿
純
的
￡
誠
不
相
吻
合

比
如
列
上
泊
位
調
來
自
塔
爾
史
上
的
船
隻
遲
來
象
牙

泣
孔
扭
扭
但
這
些
動
物
在
班
凶
是
找
不
到
的
萊
茵
叉
如

則
上
n
“

指
猶
大
干
一
約
沙
法
悴
的
緝
隊
走
的
路
線
是

制
制
區
的
問
蚓
蚓
刮
到
爾
這
拾
非
前

往
蚓
國
南方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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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線
而
是
沿
非
洲
的
海
線
基
於
此
雨
點
乃
有
其
他
的

學
者
提
出
了
不
同
的
意
見
以
確
定
塔
爾
史
士

的
位
置

但
至
今
仍
未
獲
得
圓
瀚
的
答
案

見
航
海

(
韓

)

m
一
口
啊
?
目
延
吉
『
E
J
除
名
稱
和
列

U
H
U
F
E
M研
制
U
F寸
少

f
豆
"
耳
"
之

-

1

2
4
4
3
-
4
d

-
;

、
下
口
創
記
誡

他
是
阿
瓦
人
所
恭
敬
的
一
腳
外
關
於
此
神
毫
無
所
知
阿

瓦
人
乃
指
屬
於
亞
述
帝
國
的
一
個
民
族
當
無
疑
問
有

的
學
者
以
為
阿
瓦
地
在
現
今
的
安
提
約
基
雅
域
和
阿

肋
頗
城
之
間

(
雷
)

M
答
票
者
也

J

即
可
在

E
H
H
H
S

J

到
b
y
-
-訓
+
占-

7
/
封
封
/
吋
a
e
g
g

」

域
名
其
意
不
甚
確
定
有
人
以
寫
有

「
黑
人
的

堡
壘
」
之
意
是
埃
及
尼
羅
河
三
角
洲
的
一
座
城
市
拿

步
高
破
壞
耶
京
之
後
委
派
革
達
里
雅
作
猶
太
的
首
長

當
革
氏
被
遺
民
殺
害
之
後
為
躲
避
拿
步
高
王
的
報
復

乃
強
迫
耶
肋
米
亞
隨
從
其
他
遺
民
逃
來
塔
黑
培
乃
斯

(
耶
的
，

|

，
“"
1
)
在
耶
2

叫

它
與
諾
夫
相
提
並

論
在
則
必
則
被
列
入
埃
及
城
市
的
名
單
中
不
過
它
的

名
字
在
聖
經
上
部
以
不
同
的
兩
種
方
式
出
現
其
原
因

應
歸
咎
於
希
伯
來
人
對
外
國
名
字
的
不
甚
熟
悉
因
此

在
以
希
伯
來
文
書
寫

時
有
了
不
闊
的
方
式
這
並
不
太

一
出
奇
學
者
們
大
都
罔
意
它
就
是
現
今
在
岡
塔
辣
『
已

昕
一ρ
E
Z
同
各
)西
北
的
制
到
制S
O
F
P
E皂

廠
恥

戶
(
韓
)

十三章

m
y
口
里
一
日
E
K
E
E
L
-

2

，
?
且
，••• 

二

B
T
J
-
•• 

-
/

/
、

、

「
塔
里
塔
吉
木
」
(
谷
5
u
)
是
一
旬
阿
刺
美

語
「
塔
里
塔
」
原
有
「
女
孩
子
」
「
羔
羊
」
及

「
僕

人
」
之
意
由
聖
經
的

上
下
文
斷
定
當
然
「
女
孩
子

」

一
意
最
為
恰
當
「
古
木
」
是
起
來
的
意
思
它
在
本
文

的
方
式
是
命
令
式
意
的
「
女
孩
子
我
命
你
起
來
」
或

者
「
女
孩
子
起
來
吧
」
這
是
耶
穌
顯
鑒
蹟
復
活
雅
依

洛
的
女
兒
的
時
候
說
的
一
旬
話
福
音
中
只
有
馬
爾
谷

保
存
了
這
旬
阿
刺
美
語
(
谷
5

U
)
其
他
學
史
則
無

(
4
9見
瑪
9

自
路
8
H
)

(
韓

)

嘴
皮
膚
恥
間
主
可h
、
草
鹿
三
扮
自

己
，
E

E
J

m
科
打
發
布
拉
守
，
刷
品7
5
那
/
吋
呵，自
心
仔
串

戶。

、

是
屬
於
厄
弗
辣
因
支
一
般
的
一
座
城
市
位
於
該
文

派
北
部
地
區
的
邊
界
上
(
蘇
泊
，

)
歐
色
彼
業
已
指

山
在
他
的
時
代
此
城
名
叫
式
納
(

吋d

y
g
m

)
位
於
乃

阿
頗
里
的
東
部
約
十
五
公
里
處
這
段
記
述
給
與
後
期

的
學
者
不
少
的
幫
助
因
而
能
斷
定
它
就
是
現
今
位
於

刻
辣
得

(
Mh
o
E
ι
)谷
中
的
塔
納
廢
址
在
納
布
魯
斯

(
Z"
2
5

)
東
南
約
十
二
公
里
處
(
韓

)

"
拉
昌
盛
甸
「
目
。
呂

立
。

至
/
是
一
種
兩
棲
動
物

o
v
-
-
喝
月
h
閣
，
而
戶

「
d
3
3
3
.、2
.y
e
-
dH
O

』

2
4
J

-

4
1

，
〈

E
c
r

i
i

i

、
屬
鳥
類
既
可
生
活

於
水
中

又
可
生
活
於
陸

地
甚
至
在
曠
野
中

猶
可
生
存

{
制"
u
對
2
H

制
間
，
)

。

喙
下
有
食
包
可
將
食
物

重
吐
出
以
假
幼
雛
是
以
有

奧
斯
定
的
「
塘
駕
剖
胸
以

哺
幼
雛
」
的
說
法
在

埃
及
古
宮
中
的
雕
刻

及
壁
畫
上

屢
見
不
鮮
尼
羅
三
角
洲
地
帶
更
有
成
擎
的
塘
萬
居
住

著
聖
經
視
之
為
不
潔
鳥
其
肉
不

可
食
更
不
可
作
祭
品

(
肋
u
u
申

M
口
)
{
韓
)

須
按
品
是
白
b
g
r
M司
「
3
J

塞
浦
路
斯
是

航
畸
型
叫
開
叫
峰
山
陶
戶
是
可

2
7

1

|

2
4
2
.

、
、

l

j
j
j

、

地
中
海
第
三

大
島
在
今
敘
利
亞
之
西
土

耳
其
之
南
面
積
約
三
千
五

百
餘
平
方
哩
東
西
長
約
一
四

0
英
里
南
北
寬
約
六
0

英
里
地
多
平
原
但
西
南
有
一
口
問
至
六
千
四
百O
六
公
尺

的
奧
林
頗
山
在
很
古
時
森
林
密
布
並
富
有
銅
及
自
鐵

等
礦
產
今
已
探
發
殆
盡
由
於
地
勢
適
中
故
為
古
時
中

東
各
大
國
必
爭
之
地
攘
考
古
學
家
的
考
究
遠
在
公
元

前
三
千
七
百
年
塞
島
上
已
有
人
居
住
但
自
有
歷
史
記

載
後
最
初
乃
勝
尼
基
人
築
城
於
鑫
島
上
名
叫
基
提
翁

百
泣
。
自
並
由
髒
尼
基
人
最
初
將
該
島
所
產
的
鋼
絲
往

外
地
之
後
鑫
島
先
後
為
埃
及
亞
述
波
斯
等
帝
國
所
佔

領
大
亞
歷
山
大
興
起
時
屬
於
希
臘
末
後
在
公
元
前
一

世
紀
劇
闢
人
佔
領了
東
方
後
劃
島
自
然
歸屬
於
和
周

帝
國
的
版
圖

舊
約
富
貴
最
初稱
這
自
周
圍
肘
基
廷(
創
ω
‘

依
幻
I

U
耶
2

M

則
U
e
按
創
的
‘
是
說
塞
島

上
的
居
民
和

希
損
的
原
先
民
族
是
山
於
同
一
祖
先

)
按
這
一
名
稱

大
約
源
於
研
尼
基
人
所
建
之
城
基
提
翁
但
有
時
基
廷

也
周
圍
同
泛指
巴
力
斯
鈞

一
以
西
沿
地
中
海
的
地
帶
如
戶

圳
的剖
遂
u

m

郎
指
羅
馬
塞
浦
路
斯

乃
希
過
文
該
字

意
郎
指
銅
希
臘
人
郎
以
鑫
島
的
特

產
鍋

(
希
嵐
文

只
毛
阿
2
)

來
命
名
稱
該
島
寫
鑫
捕
岫
帕
斯



『

選
自
『
由
H
F、
自
用
巴
力
斯
坦
相
距
不
遠
是
以
很
早
說

的
~
有
蚓蚓人
來
住
在
該
自-
h從樹
4
抽
得
知
在
教
會
初
與

•• 

!
1
l
1
l
l
l
I
l
l
-
t
l
l

。
l
f
l

-
時
充
任
重
要
角
色
的
巴
爾
納
伯
師
生
於
塞
島
塞
島
在

一
制
制
到
殉
道
後
由
自
耶
京
逃
出
的
情
友
接
受
了
一
隅
立
目

.

在
劃
鉗
制
到
蚓
首
先
肉
教
外
人
宣
講
一
福
音
的
的
來
自

塞
島
和
基
勒
乃
的
信
徒
(
宗

u
u
m
)

之
後
塾
保

祿
宗
徒
傳
教
可
說
第
一
站
即
來
到
寒
島
東
部
之
撒
拉

米
後
走
遍
了
全
島
來
到
苓
島
西
部
當
時
羅
馬
總
督
駐

扎
地
的
帕
佛
域
在
該
城
歸
化
了
姓
色
爾
爵
名
叫
保
祿

的
劇
蚓
總
督
(
宗
口!
U
)

。
除
巴
爾
納
伯
外
新
約

內
還
提
到
一
位
為
寒
島
人
的
門
徒
即
木
納
松
(
宗
幻

H
)
聖
保
祿
只
在
第
一
遠
行
傳
教
時
道
經
還
島
後
來

與
巴
爾
納
伯
分
手
後
巴
爾
納
伯
偕
罔
馬
爾
谷
又
再
度

罔
到
他
的
老
家
鑫
島
(
宗

的
凹
)
(

義

)

十三重

"
-
悶
℃
颱一旦
\
豈
可
ω
立
自
己
“
。
身
皂
白E
ω
H
J

m
a
t
y
a
E
/約
。
毛g
b
v
Z
H
M

豈
可
ω
H
HD
-
B

」

見
基
督
的
奧
體

峭
間
一
注
2

已
吋
暫
的
竺
吉
間
E
H
E
ω
)

原
名
屋
大
維

2

」
二

l
i
-
-

'

、
肝
、
公
元
前
二

十
七
年
被
羅
馬
元
老
院
封
名
為
奧
占
斯
都

(
意
即
可

尊
敬
的
)
皇
帝
是
為
羅
馬
皇
帝
之
始
他
但
絕
了
閻
王

的
尊
稱
部
以
強
有
力
的
手
段
統
治
看
整
個
元
老
院
及

在
外
的
總
督
確
保
納
稅
進
頁
的
制
度
是
一
位
大
街
作

為
的
皇
帝
於
公
元
後
一
四
年
死
去
在
位
時
會
三
次
調

查
帝
國
人
口
在
其
中
一
次
瑪
利
亞
同
若
瑟
應
問
自
泠

報
名
上
冊
在
自
冷
時
耶
穌
誕
生
了
奧
吉
斯
都
在
他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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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別
優
待
了
划
喇
喇
很
封
他
為
凹
划
馴
凶
倒
划
人
L

(
韓
)

創
立
震
荼
哇
。
g
a
J

是
玄
F

結
婚
時
帶
來
的
財

到
品
質

Z
H
E/
巴
。
ω
\

枕
普
通
是
父
親
賜
給
灰
兒

的
禮
品
在
信
約
中
只
會
偶
然
提
及
到
它
並
且
只
見
於

以
民
的
初
期
時
代
它
確
是
什
麼
東
西
或
數
目
多
少
都

沒
有
法
律
的
規
定
大
約
要
襯
家
庭
的
經
濟
狀
死
而
定

有
時
甚
至
是
一
個
縛
女
(
創
的

I
M
M
恥
的
扭
曲
)

女
子
在
結
婚
後
仍
t特
權
來
支
配
這
個
隨
身
帶
來
的
牌

女

(
創
的
2
6

狗
3

‘

9
)
以
民
進
入
摯
地
開
始
度

定
居
生
活
後
它
已
不
再
限
肝
、
牌
玄
亦
有
不
動
產
的
賜

與
(
蘇
M
U
H
H民
1

臼
)
埃
反
國
王
將
自
己
的
女
兒

嫁
給
撒
羅
識
時
會
以
革
則
爾
城
為
妝
益
(
列
上

9
3

按
巴
比
倫
法
律
妻
子
死
後
若
無
子
女
其
嫁
會
應
重
歸

父
家
所
有
(
見
哈
慕
辣
彼
法
典
第
一

O
六
1
-
O
七

條
)
但
這
種
法
律
是
否
亦
見
於
以
民
則
不
得
而
知
但

由
上
述
我
們
可
以
清
楚
的
知
道
以
民
的
婚
姻
並
不
是

僅
以
買
賢
的
方
式
而
行
因
為
女
兒
育
收
益
的
賜
與
並

保
，
何
對
它
的
全
部
主
權
郎
在
婚
後
亦
然
(
韓
)

叫
愚
昧
(
詩
:
)

。

見
糊
涂
h

象 2043

2 「 小愛
方主Z 引~、
面 L. 已 Q
的 ，人~ ~ 
如類 豆豆
人這 昌、

愛種 '---" 
父偉
母、 大
愛的
妻虫

子、情
愛和
兒作

女、 為 ，
愛它
閥的

友、 對

愛
家
庭
愛
國
家
愛
發
財
愛
體
面
等
等
還
是
說
，
寰
的
對

象
而
言
就
愛
的
性
質
來
說
人
的
愛
可
分
為
慈
愛
仁
愛
，

恩
愛
憐
愛
孝
愛
友
愛
戀
愛
和
慾
愛
等
等
本
文
所
論
丹

且
是
天
主
的
愛
且
謂
天
主
即
是
愛
天
主
由
於
愛
創
造
了

人
和
世
界
尤
其
對
人
顯
示
了
自
己
的
愛
所
以
人
應
該

以
愛
還
愛
孝
愛
天
主
佫
遵
他
的
規
誡
由
於
天
主
這
樣

憐
愛
痛
愛
世
人
世
人
也
應
該
彼
此
相
競
相
愛
關
於
夫

妻
問
誠
摯
的
恩
愛
見
「
婚
姻
」
關
於
父
母
子
女
闊
的

孝
愛
憐
愛
見
「
家
庭
」
關
於
兩
性
間
的
慾
愛
見
「
潔

德
」

「
天
主
是
愛
」
(
若
-
4
7
8
)
這
旬
話
是
一
啟

示
的
頂
點
同
時
也
是
啟
示
發
展
的
終
點
因
為
天
主
肉

外
的
一
切
作
寫
不
論
是
創
世
或
贖
世
都
是
起
於「愛
」

而
終
於
「
愛
」

在
客
述
斟
副
對
此
問
題
所
記
載
的
道
理
以
前
不

妨
關
於
其
他
非
天
主
啟
示
的
宗
教
客
說
幾
旬

咕
倚
著
受
造
物
且
有
時
連
藉
看
「
誤
倍
的
啟
示
」

天
主
表
示
自
己
是
仁
愛
的
是
愛
世
人
的
他
可
以
而
且

應
見
愛
於
人
在
所
有
非
天
主
啟
示
的
宗
教
內
多
少
也

發
現
有
人
相
信
天
主
愛
他

們
及
人
應
該
愛
天
主
的
恩

怨
這
些
無
天
主
的
啟
示
的
宗
教
信
友
所
作
的
祈
禱
所

獻
的
祭
紀
畢
竟
表
現
人
鴻
望
神
明
或
惟
一
的
神
對
他

表
示
敬
愛
和
依
紙
這
些
高
崗
的
思
想
和
感
慌
在
原
始

民
族
的
宗
教
中
，
有
時
達
到
甚
為
感
動
人
的
程
度
如
一

些
原
始
民
族
竟
稱
至

上
神
為
「
父
親
」
為
朋
友
這
種

現
象
出
現
在
劃
風
叫
刮
風
飄
蚓
和
制
斷
等
古
代
的
宗



教
中
尤
其
出
現
在
吠
陀
巴
加
瓦
基
塔
(
幸
福
者
的

歌
詞
)
便
是
一
明
證
|

和
佛
教
的
一
些
宗
派
內
罔
教

中
有
許
多
教
徒
正
式
否
認
人
能
愛
天
主
按
他
們
的
忽

見
人
只
能
且
應
只
敬
畏
天
主

r
是
但
依
空
話
研
究
所

得
在
可
蘭
經
中
已
有
愛
天
主
道
理
的
遺
跡
而
且
罔
教

中
所
謂
的
「
穌
非
派
」

(
ω氏
E
B
E
)也
教
訓
人
敬

愛
天
主
我
國
的
宗
教
問
題
由
於
歷
史
久
遠
地
面
遼
潤

很
是
復
甜
甜
除
了
佛
教
的
「
淨
土
宗
」
外
筆
者
只
知
墨

翟
對
天
主
愛
世
人
的
道
理
發
揮
得
相
當
淋
漓
盡
致
的

確
他
認
定
「
天
」
是
造
物
的
主
宰
「
天
」
厚
民
「
天
」

貨
善
罰
惡
「
天
」
樂
愛
「
天
」
愛
人
如
父
楚
，
土
所
以

世
人
應
交
相
愛
當
然
惠
于
的
宗
教
思
想
是
仍
有
缺
點

的
如
信
「
天
」
外
向
信
鬼
神
但
凡
研
究
過
』

d

H

教
央
比

較
學
的
都
知
道
一
切
非
天
主
啟
示
的
宗
教
皆
有
缺
點

但
墨
子
在
宗
教
問
題
上
能
有
這
樣
的
信
仰
思
想
理
人
諷

和
生
活
實
在
不
平
凡
難
能
可
貴
不
但
國
內
科
見
而
且

岡
外
也
不
可
多
得

第
一
輩
舊
約
霞

明
天
主
是
愛

第
一
筍
天
主
創
造
的
目
的
和
原
則

依
照
連
一
經
天
主
創
造
世
界
的
目
的
和
原
因
不
外

(
一
)
出
於
愛
如
智
口
自
說
「
的
確
你
愛
一
切
所
有

不
恨
你
所
造
的
如
果
你
憎
恨
什
麼
你
必
不
會
造
它
」

(
4
9見
創
1
.
l
u

詠

m
-
-
u
)總也
明
說
創
造

一
的
工
作
是
天
主
良
善
的
效
果
如

的
別
說
「
此
後
上
主

叫
的
戶
的
俯

視
大
也將
自
己
的
笑

著

充
滿
世
界
片(
二
)、
馬
彩

玄
妙
自
己
的
樂
耀
如
詠
份
1

1

7

三
兩
天
陳
述
天
主
的

20.:1 卡三

光
榮
穹
蒼
官
一
揚
他
手
的
化
工
..... 

」
(
三
)
為
準
備

他
的
壇
子
將
來
降
生
民
人
見
哥
I
H
I
M

右
1

s
u

由
於
人
是
按
照
天
主
的
何
像
和
模
樣
造
成
的
自

然
天
主
克
特
別
飽
受
他
(
創

1

甜
智
2

目
)
賞
賜
他

超
性
和
超
自
然
的
恩
惠
犯
寐
以
後
不
但
寬
恕
而
且
應

許
救
助
洪
水
滅
世
後
典
范
它
江
盟
不
再
洪
水
滅
做
這

一
切
都
表
明
天
主
是
如
何
痛
愛
和
憐
愛
世
人
(
參
見

創
1

l

3
8

時
|
口

9
1
l
H

智
9
1
I
l

e

德
口
1

天
主
愛
人
類
的
事
實
是
他
建
立
天
國
使
天
上
，
相

地
上
的
萬
釘
總
歸
於
法
管
元
首
的
計
創
的
基
礎
和
目

的
天
主
的
這
項
計
創
即
是
拯
救
人
類
脫
離
罪
惡
魔
鬼

和
死
亡
逗
，d
M則
發
展
的
過
程
很
通
常
的
稱
寫
「
救
恩

史
)
准
都
明
白
「
放
恩
災
」
即
是
天
主
憐
愛
人
類
的

歷
史
、h
f
u

行
他
這
了
，
川
劃
天
主
利
用
的
方
法
主
要

這
撩
開
過
之
盟
和
立
法
伯
最
偉
大
的
奇
妙
方
法
還
是
他

的
聖
F

降
生
救
世
的
五
程
草
凹
約
的
「
救
恩
出
入
」
全
依

賴
揀
還
(
創
刊
M
Z
I

3

的
-

-

7
U
z
-

-

叭"
s
i

間
出
2

曰
“
)
盟
約
(
山
斜
斜
申
5
2
1
l

s
)
和
法

律
(
山
山
幼2

口
巾
5
.
n
)

可
是
這
三
種
方
法

但
也
懷
只
涉
及
以
色
列
選
民
並
非
實
現
天
主
所
風
誨
的

那
普
遍
性
的
救
慰
諾
言
「
地
上
寫
鼠
都
要
因
你
獲
得

祝
輻
」
(
創
刊M
I
-

s

參
見
3

刊
)
事
質
上
天
主
對

亞
巴
郎
所
作
的
許
諾
不
是
落
梅
瑟
的
法
律
和
西
乃

山

上
結
立
的
盟
約
而
跛
行
的
而
是
藉
一
種
新
約
(耶
訂
)

和
男
-
位
遠
超
榕

扭曲
的
中
保
l

耶
穌
蓋
督
而
食
現
的

假
使
我
們
願
意
把
被
樣
遠
的
宗
姐
和
被
練
遠
的
以
民

的
歷
史
簡
客
的
反
映
出
來
沒
有
其
他
的
詞
旬
比
梅
瑟

這
旬
請
更
適
合
的
「
上
主
獨
自
領
導
了
他
他
旁
邊
並

沒
釘
外
邦
的
神
紙
」
(
申
花
臼
)
假
使
我
們
再
進
一

步
開
以
色
列
人
民
從
亞
巴
郎
到
先
知
時
代
對
他
們
的

天
主
憬
著
什
麼
觀
念
只
引
那
瀉
屢
次
見
載
於
舊
約
的

名
著
「
信
經
」
便
可
知
道
了
「
雅
成
雅
或
是
慈
悲
寬

仁
的
天
主
緩
於
發
怒
富
於
慈
愛
忠
誠
對
萬
代
的
人
保

持
仁
愛
寬
赦
過
犯
罪
行
和
罪
過
但
是
決
不
錯
兔
懲
罰

父
親
的
過
犯
向
子
孫
追
討
直
到
三
代
周
內
」
(
山M

e
7

門
U仲
口
l
m

制
約
M
m
a
m-
等
處
}
。

不
但
天
主
的
創
造
工
作
而
且
他
的
其
他
「
奇
事
」

(
宗
2
u
)
都
是
天
主
是
叉
的
表
現
舊
約
中
最
偉
大

的
「
奇
事
」
是
山
離
埃
及
和
西
乃
盟
約
這
兩
件
「
奇

事
」
時
以
民
更
深
切
明
瞭
天
主
如
何
及
他
們
愛
他
們

有
如
慈
父
(
山
山3
4

自
)
愛
他
們
有
如
一
個
忠
誠
嫉

妒
的
丈
夫
仁
慈
蚓
慈
父
忌
邪
如
丈
夫
是
天
主
對
選
民

的
愛
的
特
點
「
你
們
不
可
叩
拜
也
不
可
事
奉
偶
像
因

寫
我
上
主
你
的
天
主
是
「
忌
邪
的
」
天
主
對
於
恨
我

的
人
﹒•.... 

對
於
愛
我
守
我
誠
命
的
人
我
對
他
們
施
行

「
仁
慈
」
直
到
千
代
」
(
申
5
.

刊
出
m•• 

)
西

乃
盟
約
雖
然
沒
有
天
主
給
亞
巴
郎
所
應
許
的
美
善
諾

言
的
那
種
常
存
的
普
遍
性
但
它
仍
是
山
山
於
天
主
的
愛

仍
是
要
求
人
對
天
主
以
愛
還
愛

傳
約
前
期
經
典
無
論
多
麼
有
力
明
白
講
論
了
天

主
的
愛
但
究
竟
還
是
後
翔
先
知
對
這
端
民
運
縫
供
了



-
E見圈
里
官
吏
熱
烈
的
教
訓
固
然
不
可
否
認
他
們
特
別
注

的
?
惹
了
天
主
愛
叫
倒
叫
人
民
的
道
龍
但
間
接
也
暗
示
了

... -
天
主
愛
萬
民
的
真
理
因
寫
他
們
不
但
深
信
而
且
熱
誠

-
宣
講
天
主
是
惟
一
的
天
主
是
萬
有
的
造
主
和
無
上
的

主
宰
而
且
要
藉
他
的
「
僕
人
」
(
依
位
特
凹
的
品
的
心
)

燭
照
啟
迪
萬
民
與
他
們
訂
立
一
項
新
而
永
久
的
盟
約

先
知
們
宣
講
天
主
的
愛
常
喜
用
婚
姻
作
比
喻
上

主
是
以
民
的
夫
君
以
民
是
上
主
的
新
娘
上
主
以
永
遠

和
永
值
的
愛
愛
以
民
以
民
卸
屢
次
不
守
婦
道
信
從
其

他
神
紙
這
是
歐
的
大
題
目
也
是
耶
則
依
和
雅
歌
的
取

材
先
知
們
尤
其
依
撤
意
亞
也
利
用
慈
父
或
慈
母
的
愛

來
講
論
或
比
喃
喃
天
主
對
以
民
的
愛
(
依
1
2狗
1
|

﹒
臼
u
u

岫W
M
甜
的
M
耶
3
U
H
M
M拉
1
.
3

叮
}

智
慧
魯
和
一
詠
又特
別
稱
義
人
和
熱
誠
的
人
為
天
主
的

兒
子
因
為
天
主
格
外
保
護
他
們
有
如
自
己
的
籠
兒

iiiii (
詠
幻
u
缸
"
鐵
3
祖
德
幻
2
|

‘
智
2

時
l

u
5

.
等
處
)
而
且
懷
念
他
們
有
如
慈
母
念
念
不
忘
自
己

頭
胎
的
男
兒
{
依
彷
間
)

第
二
宙
人
應
敬

愛
天
主

人
有
敬
愛
天
主
的
義
務
因
為
天
主
逢
生
了
他
且

是
按
自
己
的
背
像
和
模
樣
造
生
了
他
(
創
1
間
|
缸
)

一
些
學
詠
美
麗
的
篇
章
很
熱
誠
地
表
現
了
詩
人
對
天

主
所
懊
的
感
恩
之
心
和
孺
慕
之
情
因
為
全
能
的
造
物

主
的
確
有
如

一
個
慈
父
照
顧
萬
有
而
特
別
關
懷
人
子

i

i
L

。
;

(
詠
8
仙
似
山
間
)
捏

一
一
詠
作
者
常
說
出
一
些
感
人
肺
俯
的

話
如
「
願
我
的
頌
辭
使
他
樂
意
我
要
常
在
上
主
內
歡

十三重紛紛

喜
」

(
詠
圳削
)
這
旬
話
無
疑
可
以
表
達
舊
約
時
代

熱
誠
者
(
白
色
m
眩
目
)
的
情
懷
和
志
願
此
外
以
反
應

敬
愛
天
主
因
為
天
主
圖
用
他
們
作
出
了
層
出
不
窮
的

「
會
事
」
即
所
謂
的
「
偉
大
的
事
」
(
副

m
m
m割
的

1
l
n
多
口
1
l
u
)
尤
堪
注
意
的
是
多
的
，
「
我

頌
揚
我
的
天
主
我
的
靈
魂
欣
悅
於
天
上
的
君
王

」

可
是
以
民
應
愛
天
主
最
大
的
原
因
還
是
盟

約
郎

天
主
在
西
乃
山
結
立
盟
約
時
對
以
民
所
表
示
的
愛

「
凡
愛
慕
我
和
遵
守
我
誠
命
的
我
要
對
他
們
施
仁
慈

直
到
他
們
的
千
代
子
孫
」
(
出
m
.
參
見
申
6
2
!

.
7
.
m
u
|
扭
蘇
n
s
繳
上
u
m
|
扭
等
處
)

由
以
上
所
引
的
經
文
可
以
看
出
以
民
所
以
應
當

愛
天
主
是
因
為
天
主
屆
四
選
了
他
們
作
為
自
己
的
產
業

自
己
的
民
族
(
山
仙
"
s
.

申
7
.
J
詠
刊
U
H
)
與
他

們
訂
立
了
盟
約
同
時
以
民
還
愛
天
主
的
愛
不
是
一
種

感
情
而
是
一
種
英
勇
的
服
從
因
為
愛
天
主
即
是
等
於

遵
守
天
主
的
誠
命
這
樣
的
愛
是
第
一
而
且
最
大
的
誡

命
同
時
也
是
包
括
一
切
宗
教
義
務
的
誠
命
誰
實
在
愛

天
主
就
也
愛
天
主
的
屠
所
(
詠
約

8
)
愛
天
主
的
法

律
(
一
詠
川
)
對
他
常
依
賴

(
e
Z
A
制
ω
甜
)
常
感

激
(
申
8
1

!
"

)
常
相
信

(4創
的
e

繳
上
U
H
e撒

下
圳
的
M
等
處
)

以
民
愛
天
主
的
愛
最
美
麗
的
表
達
見
於
連
一
詠
集

在
這
本
詩
集
內
字
里
行
間
充
淪
人
對
天
主
敬
愛
孺
慕

讚
歎
感
崗
山
依恃
痛
悔
自
譚

一
扶
懇
等情
至
於
天
主
愛
人

而
人
還
愛
天
主
最
生
動
而
又
最
典
雅
的
描
寫
還
是
雅

歌;

第
三
節
人
應
該
彼
此
相
愛

人
人
既
然
為
天
主
所
造
人
人
說
都
有
天
主
為
父

所
以
人
人
彼
此
都
是
兄
弟
說
該
彼
此
相
愛
德
的
作
者

見
到
這
一
點
便
寫
說
「
一
切
動
物
都
愛
自
己
的
同
類

問
樣
人

也
各
愛
與
自
己
相
近
的
人
」
(
的
刊
)
可
惜

他
總
續
說
i

人
類
之
中
有
各
種
人
有
罪
人
有
義
人

有
財
主
有
窮
人
有
驕
料
自
恃
的
人
有
謙
卑
自
虛
的
人

他
們
彼
此
不
但
缺
德
缺
愛
反
而
彼

此
仇
恨
結
怨
(
H

m
|
M
)
這
種
不
好
的
現
象
全
是
出
於
人
的
罪
惡
絕

不
合
乎
天
主
的
意
願
天
主
的
願
望
是
願
人
人
相
愛
相

助
如
兄
弟
如
手
足
誠
如
本
息
辣
所
說
「
天
主
對
他
們

說
要
戒
遊
一
切
不
義
並
吩
咐
他
們
每
人
要
關
心
別

人
」
(
德
口
u
n
)
就
如
上
主
的
憐
愛
臨
於
一
切
有

血
肉
的
人
(
德
的
白
)
身
寫
「
愛
」
的
天
主
要
人
相

愛
故
在
他
的
「
約
書
」
內
就
立
定
了
「愛
他
人
」
的
誠
命

(
出
詢
問
l

口
)
「
他
人
」
究
指
誰
按
出
幻
，
肋
ω

曰
“
南

ω
H
「
他
人
」
也
指
「
外
方
人
」
並
且
按
出

幻
‘
s

在
一
些
一
條
件
下
也
指
「
仇
人
」
(
49
見
錢
圳
的

口
M
鈞
缸
)
可
是
因
寫
「
報
復
律
」
(
H
h
H
S
E
E
-

三

和
「
毀
滅
律
」
(
F
O
H
B且
V
O
B
E
ω
}
一
向
存
在
致

使
差
不
多
直
到
救
恩
世
紀
(
參
見
加
上
9
n
l
M
)

猶
太
人
把
「
他
人

」
二
字
釋
作
自
己
的
同
族
郎
其
他

的
猶
太
人
為
此
那
高
尚
的
智
詔
"
的
制
言
「
你
這
樣

作
是
為
教
訓
你
的
子
民
義
人
必
須
憐
愛
眾
人
」
和
戀

的
"
的
啟
一
百「
一
切
動
物
都
愛
自
己
同
類
伺
機
人
也



各
愛
與
自
己
相
近
的
人
」
實
際
上
除
了
一
些
可
貴
的

非
凡
人
物
外
在
普
通
一
般
人
心
目
中
絲
毫
不
發
生
作

用
了
每
次
經
師
解
釋
「
愛
他
人
」
的
誡
命
總
說
「
他

人
」
只
是
指
以
色
列
人
並
不
指
微
焉
黎
雅
人
或
外
方

人
或
歸
依
猶
太
教
的
人
(
見
宮
。E
g

】W
M
-
N
H
﹒
企
-
M
M
)

那
麼
主
耶
穌
的
話
「
你
們
一
向
聽
說
過
你
應
愛
你
的

近
人
恨
你
的
仇
人
」
(
海
5
刊
)
就
得
加
以
解
釋
在

全
部
舊
約
中
只
記
有
「
愛
他
人
」
的
誡
命
部
沒
有
「
恨

仇
人
」
的
誠
命
可
是
在
耶
穌
時
代
猶
太
經
師
除
了
熱

誠
者
(
囡
"
已
全自)都
教
訓
自
己
的
人
民
要
以
外
方
人

寫
「
狗
」
是
不
潔
而
可
惡
的
並
且
因
為
外
邦
人

|
|

l

羅
馬
人
|

|
。
其
時
正
在
征
服
他
們
奪
取
他
們
的
自
由

所
以
他
們
很
自
然
很
顯
然
講
論
外
邦
人
是
可
恨
的
寫

此
主
耶
穌
極
合
理
地
說
你
們
一
向
聽
說
即
聽
說
經
典

上
的
話
如
肋
9
M
l

u
以
及
曲
解
經
典
的
話
「
恨
你

的
仇
人
」
可
是
我
天
父
的
愛
子
忠
誠
傳
遞
天
父
的
旨

意
向
你
們
說
既
然
人
都
是
由
他
造
成
的
就
都
是
兄
弟

圖
岫
彼
此
相
愛
如
兄
弟
不
應
惱
恨
仇
人
反
應
對
他
施
愛

只
有
這
樣
你
們
才
算
是
效
法
了
你
們
仁
慈
的
天
父
不

分
善
惡
一
律
施
恩
降
龍
(
瑪
5
岫
|
岫
)

第
一
一
章
新
約
種
明
天
主
是
愛

主
耶
穌
的
名
言
「
你
們
不
要
以
為
我
來
是
廢
除

法
律
或
先
知
我
來
不
是
為
廢
除
而
是
為
成
全
」
(
瑪

-
5
口
)
更
是
為
成
全
愛
的
誠
命
(
申
ω
l
u
)
的
確

帥
一
在
舊約
時
代
沒
有
人
愛
夭
主
愛
人
如
伺
降
生
為
人
的

士
犬
，
主
圖
書
乎
在
信
奉
其
它
宗
教
的
信
家
中
更
見
不
到
這

"“ 十三重

樣
的
模
範
耶
穌
一
生
的
生
活
和
遐
想
|
|

這
種
生
活

和
理
想
當
然
亦
應
是
他
的
信
徒
的
生
活
和
理
想
|
|

概
括
在
兩
旬
話
內
一
旬
是
他
親
自
說
的
創
「
我
愛
父
」

(
若
M
U
)
一
旬
是
伯
多
祿
關
於
他
說
的
即
「
他
巡

行
各
處
施
恩
行
善
」
(
宗
ω
M
)
這
兩
旬
話
很
生
動
地

表
出
耶
穌
如
何
愛
天
父
愛
人
但
他
這
兩
種
愛
在
十
字

梁
上
自
作
犧
牲

一
事
上
是
達
到
了
至
矣
瓷
矣
的
頂
點

(
若
3
凹
的
M
鐸
2
u
1

u
斐
2
5
|

u
等
處
)
新

約
之
所
以
為
新
約
並
不
在
乎
一
個
有
系
統
的
法
典
更

不
在
乎
外
表
的
禮
儀
而
是
在
乎
「
愛
」
郎
以
「
耶
穌

所
縷
的
心
情
」
(
斐
2
5
)
愛
主
愛
人
(
瑪
扭
扭
i

u
)
或
更
具
體
說
郎
由
天
主
父
通
過
天
主
子
所
傾
注

於
我
們
心
中
的
里
神
去
愛
主
愛
人
(
羅
5
5
)

在
新
約
中
常
常
遇
到
「
天
主
的
愛
」
(
〉
聞
名
。

"
。
回
吋
冒
8
)
這
攘
的
詞
句
這
詞
旬
按
希
擻
和
拉
丁

文
的
特
點
可
指
天
主
對
世
人
的
愛
亦
可
指
世
人
對
天

主
以
愛
還
愛
所
慎
的
愛
且
有
時
分
不
清
作
者
所
意
謂

的
是
前
一
意
義
或
是
後
一
意
義
在
本
章
內
如
前
章
內

一
樣
說
新
約
的
道
理
講
論
天
主
愛
人
人
應
愛
天
主
人

存
在
基
督
內
愛
父
人
存
在
基
督
內
彼
此
相
愛

第
一
筒
天
主
愛
人

新
約
較
舊
約
更
描
述
天
主
的
愛
有
如
慈
父
的
愛

山
中
學
訓
(
瑪
5
|
7
)
最
感
動
人
心
的
是
耶
穌
稱

天
主
為
「
父
」
圓
周
「
我
們
的
父
」
「
我
們
在
天
的
父
」

(5““61‘ 

••• 

l
HUM

-
M7.lu 

m
)
依
照
主
的
宣
言
天
主
不
但
是
創
造
天
地

的
主
宰

審
判
者
全
能
至
高
無
上•.•.•• 

而
且
他
特
別
是
「
父
」

為
此
他
訓
示
我
們
稱
呼
天
主
為

「
父
」
正
如
他
自
己

稱
呼
他
為
「
父
」
「
我
們
在
天
的
父
」
(
瑪
6
.
)

信
賴
天
主
為
父
的
人
是
「
蒙
總
愛
的
兒
女
」
(
弗
5
1
)

固
然
天
父
有
時
懲
罰
自
己
的
兒
女
可
是
連
懲
罰
也
是

出
於
他
寫
慈
父
的
愛
(
希
也
﹒
)
天
父
愛
人
的
愛
是

助
人
的
愛
「
我
的
心
神
歡
躍
於
天
主
我
的
救
主
」
(
路

l
H
參
見
弟
前
1
1
2
s
鐸
1
3
2

叩

|
H
3
.
猶

衍
)
天
主
拯
救
世
人
的
愛
不
只
限
於
他
的
信
眾
而
是

包
括
全
人
類
(
若
3
M
弟
前
2
8

.
4
"
伯
後
3
.
)

但
他
特
別
愛
相
信
他
的
人
聖
保
祿
說
「
富
於
慈
悲
的

天
主
因
看
他
愛
我
們
|
信
徒

|

的
大
愛
•••••• 

」
(
弗

2
‘
參
見
羅
8

肘
得
前
1
.
得
後
Z
U
弟
前
4
"
若

η

目
若
-
4
.
"
等
處
)
在
自
己
的
信
徒
中
天
主

又
特
別
喜
愛
那
些
遵
守
他
聖
子
的
話
(
軒

"
凹
詞
)
和

樂
善
好
施
的
人
(
格
後
9
7
)
可
是
由
於
他
的
愛
無

限
無
間
里
他
也
格
外
憐
愛
界
人
(
寫
5
“
“
路
6
"
)

說
到
此
就
不
妨
提
出
天
主
的
愛
的
特
性
由
於
天
主
是

愛
所
以
他
喜
歡
寬
恕
(
谷

u
m
)
「
仁
慈
的
比
喻
」

、
(
瑪
的
臼
|
H
路
的
‘
l
7
)
和
「
蕩
子
的
比
喻
」

(
路
臼
u
l
n
)
是
這
一
特
性
的
最
好
說
明
所
以
天

主
的
愛
是
「
慈
愛
」
(
羅
2
‘
)
是
「
良
善
」
是
「
憐

憫
」
(
鐸
3
‘
s
)
是
「
寬
容
」
是
「
忍
耐
」
(
羅

2
‘
)
是
「
仁
慈
」
(
路
1
師
)
天
主
的
「
仁
慈
」

是
新
約
的
一
端
主
要
道
理
路
加
福
音
耶
穌
的
童
年
央

司
稅
個
月
天
主
對
旭
先
所
應
-
詐的
「
仁
慈
」
的
兌
現
與



-
-
R
H間「
鷗
1
H
H

刊
)

叫
一
第

二
筍
人
戀
愛
天
主

一
「
人
應
愛
天
主
在
萬
有
之
上
」
的
誠
命
在
新

約

于
亦
如
在
舊
約
是
人
應
守
的
最
大
的

誠
命
亦
即
第
一
條

一
誠
命
第
二
條
誡
命
耶
穌
說
是
「
愛
人
如
己
」
(
谷
u

n
!

詞
)
瑪
叫
“
胡
叫
所
記
軾
的
比
較
清
楚
而
更
為
有

力
耶
穌
說
「
第
二
條
與
此
相
似
你
當
愛
近
人
如
你
自

己
全
部
法
律
和
先
知
都
繫
於
這
兩
條
誠
命
」
(
參
見

羅
u
s
l
u

迦
5
H
6
2
)

愛
天
主
的
誠
命
要
求
人
娶
個
人

l
l

全
心
全
盤
全

打
|

去
奉
行
實
踐
這
條
誡
命
並
且
要
求
人
以
此
去
決

定
他
一
生
的
處
世
為
人
是
服
從
天
主
或
是
服
從
「
瑪

摩
納
|
錢
財
或
撤
嬋
|

魔
鬼
」
(
瑪
6
M

路
必
刊
)

天
主
吩
咐
人
全
心
全
盤
全
力
愛
天
主
自
然
不
是

為
他
自
己
的
利
益
和
幸
福
而
是
為
了
人
的
利
益
和
幸

福
時
為
他
兒
女
的
人
能
永
遠
同
他
在
一
起
享
受
永
遠

的
福
樂
換
旬
話
說
藉
這
第
一
條
誠
命
天
主
願
周
圍
用
自

己
兒
女
的
人
設
立
一
場
愛
情
對
話
從
現
世
談
起
一
直

談
到
永
遠
在
全
部
聖
經
內
愛
天
主
作
天
主
朋
友
的
人

多
得
不
能
勝
數
看
他
們
的
為
人
就
知
人
應
如
何
遵
守

這
第
一
條
誠
命
人
(
1只
提
出
亞
巴
郎
梅
瑟
撒
慕
爾
眾
先

知
尤
其
是
耶
肋
米
亞
焉
加
伯
時
代
的
殉
道
者
等
以
及

著
名
的
經
師
(
辣
彼
)
阿
基
巴
(
如
各
監
〉

E
E
)
他

在
公
元
二
二
五
年
致
命
以
前
會
向
天
主
祈
禱
說
「
我

會
以
我
的
一
切
財
物
以
我
的
全
心
愛
慕
了
天
主
可
是

直
到
現
在
尚
沒
有
金
鐘
愛
慕
天
主
的
機
會
現
在
這
個

十三鑫%043 

被
會
來
到
了
」
說
完
這
話
使
致
了
命
可

E
b剛
劃
別
致

命
前
一
百
年
主
取
穌
已
宣
講
了
他
的
天
國
喜
訊

e

第
三
笛

耶
穌
基
督
啟

示
天
父
的
愛

天
父
藉
著
耶
穌
基
督
顯
示
了
他
對
世
人
的
愛
世

人
籍
著
耶
穌
基
督
認
識
了
天
父
的
愛
而
圖
以
愛
還
愛

在
當
約
時
代
天
主
以
無
數
的
作
為
和
恩
賜
顯
示

7
他
對
世
人
的
愛
但
時
期
一
滿
天

父
賞
賜
世
人
一
莫

大
的
恩
惠
「
派
遣
自
己
的
兒
子
來
世
生
於
女
人
生
於

法
律
之
下
為
把
在
法
律
之
下
的
人
鑽
出
來
使
我
們
獲

得
義
子
的
地
位
」
(
迦
4
4
5
)
天
主
墨
子
降
生
實

是
天
主
恩
賜
中
至
矣
盡
矣
的
最
大
恩
賜
是
天
父
的
愛

無
以
復
加
的
作
為
他
所
派
遣
的
默
西
亞
不
只
是
一
位

先
知
一
位
大
學
人
而
是
他
的
獨
生
子
自
己
最
愛
的
與

自
己
向
性
同
鍾
的
天
主
子
(
若
1
1
M

叩
m
!
"

口

創
谷
1
u

希
1
1
等
處
)

天
父
賜
與
人
自
己
的
愛
子
耶
穌
這
一
無
比
的
恩

賜
是
永
久
性
的
不
以
耶
穌
在
世
的
生
活
為
限
(
瑪n

m

若
M
u
l
H
)
而
是
至
肝
、
無
窮
之
世
好
使
人
人
獲

得
永
生
成
為
天
主
的
義
子
其
深
奧
程
度
是
難
以
言
語

形
容
的
「
天
父
沒
有
憐
惜
自
己
的
兒
子
反
而
為
表
們

眾
人
把
他
交
出
了
」
(
羅
8
U
M
)

可
是
耶
穌
不
但
自
作
犧
牲
救
讀
了
我
們
|
我
現

今
在
肉
身
內
生
活
是
生
活
在
對
天
主
子
的
信
仰
內
他

愛
了
我
且
為
我
捨
棄
了
自
己
(
迦

2

卸
)
|

而
且
他

也
是
最
愛
天
父
及
為
天
父
所
愛
的
模
範
|

天
主
與
人

闊
的
中
保
(
弟
前

2
8
)
耶
穌
與
他
的
天
父
一
生
直

到
永
遠
闕
始
了
三
種
從
來
間
斷
的
近
俏
的
對
話
並
且

他
邀
請
了
他
的
兄
弟
世
人

|
|

來
參
與
這
對
活
效

法
他
藉
他
向
他
在
他
內
受
夫
、
前

穌
品
ι
天
父
聽
天

父
說
話
墨
子
聽
(
右
4
M
5
M
6
M
M
U
U

等
處
)

耶
穌
愛
天
父
愛
世
人
的
愛
特
別

彰
顯
在
十

字
架

上

(
若
口
1

斐
2
.

等
處
)
當
時
他
表
現
了
那
「
更
大

的
愛
情
」
(
若
白
"
)
將
自
己
完
全

交
給
了
天
父
也

交
給
了
世
人

十
字
架
不
僅
是
糧
大
愛
情
的
標
准
十
為
耶
穌
的
宗

徒
和
門
徒
也
是
個
絆
胸
石
事
之
所
以
如
此
是
因
為
以

兒
女
的
情
懷
去
愛
天
主
不
是
理
智
的
作
為
也
不
是

「
技
人
的
看
法
認
識
」
(
格
後
5
H
)
而
是
學
棘
的

恩
賜
需
要
娶
一
腳
給
人
創
造
一
顆
「
新
心
」
(
耶
刮
目

則
必
卸
)
人
才
會
知
稱
天
主
為
「
父
」
(
羅
8

時
)

需
要
車
輛
住
在
人
心
內
引
導
人
人
才
能
全
心
全
力
盡

心
龜
力
愛
天
主
愛
耶
穌
(
若
M
M
H羅
5
5
8

恥
!

抽
)

總
而
言
之
天
主
愛
世
人
的
愛
是
出
乎
天
父
愛
墨
子
的

愛
(
若
口
訕
訕
)
是
出
乎
天
父
與
聖
子
的
愛
即
天
主

基
神
(
格
後
U
H
)
帥
、
永
生
天
主
天
主
聖
三
的
愛
愛

不
是
天
主
的
一
種
特
性
而
是
他
的
本
體
為
此
他
不
能

不
愛
自
愛
被
愛
他
的
一
切
作
為
的
遠
因
近
因
就
是
愛

「
因
為
天
主
是
愛
」
(
若

-
4
.
M
)

第
四
節
人
應
彼
此
相
愛

在
全
部
新
約
中
愛
主
愛
人
兩
條
誡
命
是
分
不
闋

的
(
谷
U
M
I

剖
迦
5
n
6
2

羅
臼
8

哥
3
H
)
就

遵
信
德
如
果
沒
有
出
於
愛
的
作
為
也
是
死
的
(
迦
5



-
n

雅
2

口
)
重
若
望
扼
要
宣
佈
這
端
道
理
說
「
假

使
有
人
說
我
愛
天
主
但
他
如
惱
恨
自
己
的
弟
兄
便
是

撒
謊
困
局
那
不
愛
自
己
所
看
見
的
弟
兄
的
說
不
能
愛

自
己
所
看
不
見
的
天
主
」
(
創
-
4
叫
)
「
愛
人
」

或
「
愛
近
人
」
這
誠
命
對
所
要
愛
的
「
人
」
是
沒
有

區
別
的
凡
是
人
都
包
括
在
內
(
為
5
“
i

u
)
外
邦

人
仇
人
界
人
(
路
m
M
|

叮
格
後
2
8
)
「
愛
近
人
」

的
法
律
即
是
所
謂
的
「
金
律
」
「
凡
你
們
願
人
給
你

們
傲
的
你
們
也
應
該
照
樣
給
人
做
」
(
瑪
7
M

路
6

缸
)
這
愛
人
的
愛
富
於
同
情
不
輕
易
判
斷
人
寧
願
絨

默
不
加
批
評
有
這
「
愛
」
的
人
胸
懷
必
寬
大
不
難
體

諒
仇
人
餌
"
他
祈
禱
(
路6
肘

M

瑪
6
H
H
U
n

-

品
)

愛
人
的
「
愛
」
不
應
虛
僑

(
羅
泣
，
)
應
慷
慨
大
方

(
格
後
8
2
)
應
出
乎
純
潔
的
心
(
弟
的
1

5
)
原

來
這
種
「
愛
」
絲
這
不
是
一
種
感
覺
而
是
一
種
服
務

而
且
這
種
服
著
要
求
主
犧
牲
也
要
求
人
犧
牲
(
谷

m

H

若
U
H

羅
泣
7

叩
雅
2
.

時
間
若
-
3
H
i

u

等
處
)
個
月
此
這
種
「
愛
」
能
「
遮
蓋
許
多
罪
過
」
(
伯

前
4
8
)

它
的
價
值
自
然
遠
超
過
一
切
種
規
(
瀉
的
μ

愛
入
的
誠
命
是
主
耶
穌
的
誠
命
是
他
的
「
新
誡

命
」
(
若
臼
凹
的
制
)
何
以
是
「
新
誠
命
」
因
為
基

督
徒
只
能
藉
著
天
主
墊
腳
遵
行
他
們
的
主
師
傅
的
話

一
「
你
們
該
彼
此
相
愛
如
問
我
愛
了
你

們
你
們
也
該
照

掰
一模
彼
此
相
愛

」
(
創
刊μ
H
)
即
等
於
說
基
督
徒
應
以

戶
耶
穌
要
、
心
所
憐
的
立
社
」愛
人

即
是
說
基
督
徒
愛
人
的

2044-20.綺十三

「
愛
」
不
是
出
於
本
性
的
「
愛
」
而
是
出
於
超
性
的

「
愛
」
換
旬
話
說
是
耶
穌
藉
看
他
的
信
徒
爪
愛
世
人
信

徒
懷
有
這
樣
的
「
愛
」
實
踐
道
樣
的
「
愛
」
非
基
督

徒
自
然
不
難
認
出
他
是
基
督
的
信
徒
來
(
若
口
品
)

品
和
白
天
主
里
父
和
天
主
塾
子
共
發
的
天
主
學
科

愛
天
主
愛
人
這
種
卓
絕
的
愛
是
基
督
教
會
的
惟
一
無

雙
的
性
格
說
這
種
愛
等
於
師
法
耶
穌
不
如
說
這
種
愛

是
存
在
基
督
耶
穌
內
藉
他
問
他
愛
人
光
榮
天
父
(
羅

6
u
u

迦
2

目
等
處
)
若

-4
羅
8

格
前
口
這
三
處

照
筆
者
的
念
兒
是
新
約
議
論
「
愛
」
最
深
徽
最
精
密

的
地
方假

使
要
學
述
保
驗
和
若
望
二
位
宗
徒
的
愛
人
深

奧
道
鬼
就
是
寫
一
部
巨
著
也
還
不
夠
不
過
可
簡
單
地

說
這
種
艾
從
我
們
基
督
徒
這
一
方
面
來
說
是
一
種
普

遍
對
人
的
賜
與
是
一
種
「
相
遇
」
(
若
一

-
s

4

)

是
一
種
「
服
務
」
(
迦

5
H
)
藉
這
種
「
愛
」
基
督

徒
才
能
頗
相
似
他
的
被
釘
的
主
(
斐

2
5
|
U
)
基

督
的
奧
體
才
能
布
所
長
進
達
到
基
督
倒
瀚
的
年
齡
等

待
主
的
再
來
(
弗
4
H

斐
1
.
-
u
)
才
能
淪
足
主

的
熱
烈
的
心
臟
「
我
已
經
將
你
的
名
宣
示
給
他
們
了

我
還
要
宣
示
好
使
你
愛
我
的
愛
在
他
們
內
我
也
在
他

們
內
」
(
若
口
卸
)

見
據
選
星
體
學
事
犧
牲
基
督
的
奧
體
婚
姻
家
庭

潔
德
舊
約

的
倫
理
學

(
雷

)

“
略
已
皆
是
「
H
L。
Z
M
V
O
E
H

J
「
愛
宴

」
一
詞
是
譯

m
a
A
M得
可
苟
且
/
k
p
m
品
。
」

自
制
勵
文k
p聞
名
。

。

該

kp啊
"穹

的
原
意
訓
是
愛

(
參
閱
愛
字
條

)
但
過
後
在

宗
徒
時
代
逐
漸
成
了
一
專
有
名
詞
「
愛
宴
」
愛
宴
創

始
淤
宗
徒
時
代
似
乎
導
諒
於
舉
行
「
主
的
晚
餐
」
在

學
教
會
伊
始
宗
徒
們
郎
遵
照
耶
穌
所
說
的
「
你
們
應

行
此
種
為
紀
念
我
」
(
路
n
H
)
領
導
信
友
「
每
天

..• 

前
往
車
般
也
挨
戶
敏
，
餅
」
(
宗
2

“
)
按
「
聞
單

餅
」
二
字
也
是
當
時
用
來
指
領
學
體
的
街
語
該
宗
2

“
所
說
是
「
每
天
」
舉
行
這
「
學
餅
」
誰
也
過
後
也

許
因
人
多
或
其
他
緣
故
雖
非
每
天
但
在

「
一
週
的
第

一
天
」
郎
今
日
所
稱
的
主
自
必
舉
行
這
紀
念
主
的
晚

餐
的
儀
式
(
宗
叫
“7
格
前
M
W2
)
就
在
舉
行
「
主
的

晚
餐
」
時
按
格
前
U
口

l
m

教
友
們
也
舉
行
一
種
普

通
的
宴
會
即
較
富
有
的
信
友
帶
來
食
物
及
酒
為
同
較

窮
苦
的
信
友
一
起
享
用
這
種
宴
會
的
由
來
可
能
是
仿

效
猶
太
人
吃
逾
越
笛
晚
餐
其
目
的
無
疑
是
在
加
強
信

友
彼
此
間
的
霆
，
德
愛德
拔
希
臘
文
即
為

〉
個
忌

。
因
而

日
後
這
宴
會
亦
叫

kpm
品
。
所
以
譯
作
「
愛
宴
」
這
愛

宴
是
在
吃
主
的
晚
餐
之
先
或
以
後
舉
行
不
得
確
知
若

按
十
二
宗
徒
訓
言
m
l

|

3

所
述
似
乎
愛
宴
在
後
但

拔
金
口
聖
若
望
和
一
些
一
希
隨
敬
父
的
意
見
愛
宴
則
憋

在
主
的
晚
餐
以
前
該
格
前

U

臼
甜
所
載
後
一
說
似

乎
更
合
經
意
「
愛
宴
」
一
詞
兒
於
猶
也
筍

兒
里
體
擊
事

(
義
)

鞠
愛
火
天
使
(
2
5
)
見
色
辣
芬



『
)
喲
垃
民
弘
昆
主
毒
草
\
司
已-
J

意
志
這
個
觀

M
立
刻
正
斗
斗

d
q
L
h
E
E此
r
g
』
\

個
』

.. 
4.J| 

.• 
4
，

、

A志
在
任
何
語

•

. 

。

-
言
上
的
涵
意
是
非
常
隨
呵
呵
此
復
雜
的
諸
凡
意
向
自
由
自

一
廠
隨
心
所
欲
決
心
願
望
心
願
好
意
寬
厚
親
切
傾
向
企

圖
等
皆
包
括
在
「
意
志
」
範
圍
之
內
或
更
好
說
皆
是

意
志
行
寫
的
結
果
古
希
伯
來
人
是
向
來
最
討
厭
抽
象

名
詞
的
民
族
是
以
在
聖
經
上
竟
沒
有
一
個
指
示
意
志

的
名
詞
但
這
並
不
是
說
在
聖
經
上
錢
不
到
意
志
的
具

體
行
第
相
反
的
在
聖
經
上
意
志
觀
念
的
具
體
表
現
比

比
皆
是
隨
處
可
見
今
簡
述
如
下

I

人
的
意
志
最
普
通
見
到
的
意
志
的
表
現
是
人

們
的
任
何
一
種
顧
望
希
望
傾
向
或
企
圖
(
見
搬
上
2

"

制
n
u德
6
肘
迦
5
u
w
m
n
H
)
發
生
這
種
願
望

的
主
體
圓
然
普
通
是
人
但
有
時
部
是
人
的
心
靈
是
第

「
心
靈
的
關
望
」
(
見
依
叫
“
.
詠
叫
“
制
訂
"
等
)
幾

時
這
種
廠
望
達
到
熱
切
的
程
度
時
聖
經
稱
之
謂
「
貪

戀
」
(
出
m
H
鐵
6
m

米
2
2
)
貪
戀
的
對
象
並
不

常
是
物
質
的
東
西
有
時
也
是
神
性
的
遷
就
是
愛
情
的

表
現
(
一
詠
ω
u
u
凹
臼
等
)
如
果
愛
情
中
加
維
有
情
慾

及
肉
慾
的
成
份
時
塾
經
稱
之
為
迷
戀
(
創
“
.
)
可

是
天
主
對
以
民
的
愛
情
也
多
次
以
迷
戀
來
表
達
以
示

愛
情
之
熱
烈
真
切
及
忠
誠
{
制
7
7
m
u

註
蚓
副
譯

本
作
「
喜
愛
」
}
其
次
還
有
恩
待
喜
愛
或
喜
歡
某
人

等
在
聖
經
上
皆
有
不
同
的
動
詞
來
表
達
人
們
的
意
志

作
用
(
圳
特
﹒喇
叭MM
I制
3
u

職
位
叫
見
叫72
餌

"
“
等
)

十三重z,,, 

E

天
主
的
旨
意
宇
宙
間
一
切
的
受
造
物
都
是
因

天
主
的
旨
意
而
存
志
而
造
成
的
(
劉
4
u
片
上
主
的

旨
意
是
完
全
自
由
任
何
事
物
或
續
能
不
能
阻
止
它
或

限
制
它

(
瑪
6
刊
)
沒
有
任
何
人
能
低
抗
上
主
的
旨

意
(
羅
9

時
)
因
寫
萬
物
都
出
於
他
依
賴
他
而
歸
肝
、

他
(
羅
叫
“
格
前
8
.
)
可
是
白
人
犯
罪
之
後
人
性
敗

壞
墮
落
而
不
能
自
由
完
善
地
承
行
天
主
的
旨
意
(
羅

8
m
見
7
H
|

叩
)
沒
有
信
仰
的
人
所
作
的
不
是
天

主
的
旨
意
而
是
自
己
肉
惰
的
私
意
(
弗
2
s
見
弟
後

2
"
伯
前
4
S
)
人
祇
有
因
若
水
及
聖
棘
的
重
生

(
若
3
S
)
並
賴
天
主
生
活
而
永
存
的
學
言
(
雅


M
伯
前
1
自
)
才
可
以
自
由
無
阻
地
承
行
天
主
的
墓

意
(
格
後
8
M
U
)
這
完
全
出
於
天
主
拯
救
整
個
人

類
的
心
願
因
為
天
主
不
歸
憲
任
何
人
沒
亡
(
若
6
"

|

叫
)
而
是
廠
每
人
都
獲
得
永
遠
的
生
命
就
是
寫
了

這
個
原
故
天
主
打
發
了
自
己
的
親
生
子
來
到
世
界
上

而
天
主
學
子
的
降
來
塵
世
就
是
為
承
行
天
主
，
一
一
父
的

旨
意
{
瑪
泊
位
的
時
n
u
若
4
"
5
M
)
為
了
全
體
人

類
將
自
己
當
作
祭
品
奉
獻
於
天
主
娶
父
(
迦
1
.
)

在
新
約
中
幾
時
接
到
天
主
的
旨
意
常
與
上
主
拯

救
人
類
的
旨
意
有
關
還
是
天
主
偉
大
愛
情
的
表
現

「
由
於
愛
天
主
技
照
自
己
旨
意
的
決
定
預
定
了
我
們

藉
著
耶
穌
基
營
獲
得
義
子
的
名
份
」
(
弗
1
5
)
天

主
愛
情
的
旨
意
不
紙
是
使
以
民
而
是
使
全
世
界
的
人

類
接
受
天
圓
的
福
音
(
經
必
甜
甜
)
說
是
為
了
這
個

目
的
聖
保
線
被
召
寫
宗
徒
以
全
橫
向
外
邦
人
傳
祖
切
爾

t
L好
使
天
主
救
援
人
類
的
旨
訊
得
以
實
現
(
刑
1

刊
)

這
一
點
是
保
綠
本
人
不
斷
強
調
及
說
明
的
(
格
後
1

1
弗
1
1
哥
1
2
弟
後

l
z
)

E

如
何
承
行
天
主
的
旨
意
天
主
不
紙
是
要
罪
人

眉
頭
改
過
他
的
旨
意
是
一
切
的
人
都
要
成
學
(
得
前

4 
•• 

)
而
成
娶
的
不
二
法
門
就
是
妥
善
的
完
成
天
主

的
旨
意
但
這
並
不
是
一
件
經
于
自
易
舉
的
事
非
有
天
主

特
別
的
幫
助
不
可
故
此
保
線
在
希
的
訕
訕
會
為
信
友

們
祈
求
復
活
起
來
的
耶
穌
好
使
信
友
們
絕
承
行
天
主

的
旨
意
作
天
主
所
喜
悅
的
事
為
能
承
行
天
主
的
旨
意

人
首
先
應
認
識
天
主
的
旨
意
是
甚
麼
是
以
保
祿
代
替

哥
羅
森
的
信
友
們
祈
禱
求
天
主
使
信
友
們
對
「
天
主

的
旨
意
有
充
分
的
認
織
」
(
萬
1
.
)
紙
有
人
在
認

識
了
天
主
的
旨
意
之
後
才
可
以
俯
首
聽
從
天
主
聖
意

的
命
令
人
對
天
主
的
旨
意
愈
是
謙
心
的
服
從
愈
能
更

清
鍾
的
認
識
它
了
解
它
(
若
7
，
哥
1
.
l
u

)
承

行
天
主
學
意
的
人
不
會
因
著
天
主
的
審
判

與
世
俗
問

樣
喪
亡
而
是
要
存
留
至
永
遠
(
若
-
2
口
)
天
主
的

旨
意
有
時
要
人
因
行
善
而
受
苦
(
伯
前
3
M
4
"
見

宗
幻
H
)
為
使
人
因
若
在
苦

難
中
的
勇
敢
及
信
心
而

獲
得
巨
大
的
貨
報
(
希
m
M
)

結
論
天
主
藉
看
他
創
造
(
默
4
u
)
救
援
(
若

6
"
|
岫
)
喜
愛
世
人
的
旨
意
{
弗
1
5
﹒
)
以
及

#
閉
著
他
對
那
些
相
反
他
廈
一
慮
的
人
的
審
判
及
懲
罰

(
繳
上
2
u
耶
5•• 

6
叩
刊
衍
，
1
u
瑪
幻
肘
M
)

使
自
己
的
雪
名
顯
娶
於
人
間
使
自
己
的
聶
哥
榮
照
耀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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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自
世見

恩
寵
預
定

M意
大
拉
(
H
S
Z
)

倒
挂
鼠
，
山
、
羽
叮
「
阿
再
也
可
J
意
大
利
一
名
之
由
來

到
X
E
A
J
/
-f

/

阿
神
色
心
\
是
出

於
公
元
前
十
三

世
紀
在
其
地
當
政
的
一
位
國
王
意
大
羅
斯
(
阿

E
S
)

在
舊
約
中
從
未
提
及
過
這
一
名
字
躍
然
在
瑪
加
伯
書

上
數
次
提
到
了
它
的
首
都
羅
馬
意
大
利
一
名
共
四
次

見
於
新
約
喀
勞
狄
皇
帝
軍
逐
劃
刺
刺
的
制
蚓
人
而
有

阿
桂
位
及
其
妻
普
黎
央
控
相
偕
遷
往
格
林
多
居
住
在

該
處
遇
見
保
線
(
宗

的

2
)
斐
斯
托
按
照
保
祿
的
願

望
打
發
他
去
意
大
利
在
凱
撒
前
受
審
(
宗
幻

1
)
保

祿
乘
船
去
意
大
利

(
申
用
幻6
)
意
大
利
的
教
友
們
致

候
希
害
的
收
信
人
(
希

U
H
)
並
且
在
公
元
前
一
二

世
紀
已
有
不
少
的
猶
太
人
僑
居
於
意
大
利
教
會
也
很

早
在
意
大
利
展
開
致
使
當
聖
保
祿
初
次
抵
達
羅
馬
時

已
遇
到
不
少
的
教
友
(
韓
)

(
韓
)

見
拉
丁
文
譯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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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這
種
步
隊
的
名
字
其
一
是
海
邊
凱
撒
勒
雅
的
「
慈

大
利
營
」

(
d
m
m1
)，

其
二
是
「
皇
家
營
」
{
制
訂

1
)
由
此
恩
高
譯
本
的
譯
文
對
它
的
稱
呼
亦
有
不
同

有
時
稱
「
隊
」
有
時
稱
「
營
」
但
若
按
它
的
人
數
多

少
而
定
(六
百
人
左
右

)
則似
乎
稱
之
為
「
營
」
較
為

合
主
蓋

「
營
」
亦
是
中
國
軍
隊
上
的
一
個
專
用
名
詞

史
家
若
瑟
夫
記
誠
阿
格
黎
怕
一
世
會
將
王
營
安

置
在
凱
撒
勒
雅
並
有
一
個
營
在
耶
京
舉
殿
北
部
的
女

多
尼
堡
壘
駐
紮
理
論
上
每
一
營
的
人
數
是
在
六
百
人

左
右
但
是
在
凹
划
刷
出
的
組
閣
軍
隊
部
稍
有
出
入
因

為
它
們
大
都
是
由
本
地
人
(
猶
太
人
除
外
)
所
組
成

的
輔
佐
營
而
非
真
正
的
羅
馬
營
故
人
數
較
多
原
則
上

由
七
百
六
十
步
兵
和
二
百
四
十
騎
兵
所
組
成

(
韓
)

削
A
d
d
E
寺
河
海
『
〕諸凡
以
暴
力
欺
騙
或
許

2
4
1
E
t
'
t

a

p
-
c

、
來
霸
佔
他
人
財
物
的
人
都

是
強
盜
這
種
人
世
界
各
地
及
任
何
時
代
都
有
在
巴
力

斯
坦
尤
其
在
民
長
時
代
及
君
主
政
體
初
期
這
種
搶
劫

的
行
為
特
別
多
並
有
其
組
織
和
首
領

(民
9

血

口

8
)

甚
至
遠
味
帶
著
四
百
人
逃
難
時
也
只
有
以
倫
劫
為
維

生
之
計
(
船
上n
2
)
。
捌
蚓
割
的
兒
于
依
市
巴
耳
的

手
下
人
中
亦
有
兩
名
土
匪
頭
目
(
繳
下
4
2
)
這
種

搶
劫
的
行
為
在
米
德
楊
人
阿
刺
伯
人
及
培
肋
舍
特
人

中
更
是
有
過
之
而
無
不

及

(
民
6
2

|

e

編
下
創
口

n1) 

舉
經
上
對
於
愉
劫
的
懲
罰
似
乎
只
限
於
償
還
普

遇
是
應
以
高
於
贓
物
二
倍
的
財
物
歸
還
(
出
n
s
)

但
四
倍
或
五
倍
的
懲
罰
亦
有

{
出
幻
肘

)
但
這
種
沒

有
體
刑
的
懲
罰
並
沒
有
減
輕
倫
劫
在
倫
理
上
的
嚴
重

過
失
它
被
列
入
天
主
十
誠
中
(
出
油
站
肋
m
u
申
5

刊
)
被
先
知
所
詛
咒
(
刷
刷

4
2
6
.
7
1

的
8
8

耶

5
M
7
.
-
u

臣
5
3
)
耶
穌
責
斥
當
時
的
司
祭
們

將
聖
殿
做
成
了
賊
寫
(
蔣
n
u
)
並
哀
嘆
自
己
竟
被

人
視
如
強
盜
旦
被
釘
死
在
二
盜
之
間

(關
必
自
幻
M
)

新
約
中
不
時
將
愉
這
與
殺
人
奸
淫
及
作
假
見
證
相
提

並
論
(
叭
叭
ω
u

w
m
m
m刷刷口
，
剩4
"
)

制
前6
"

更
明
言
偷
竊
的
不
得
進
入
天
國

(
韓

)

到
h
u
h
墮
旦
「
b
z
-
H
J
一
語
源
「
敬
禮
」
挂
T
交

"
，
旬1
前
用
戶
/
約
旦Hm
\

;

4
f

J

、
作
「
的
已
宮ω
」英
文
「
的
已
立

郎
由
此
字
而
來
不
過
英
文
平
常
多
用
「

逞
。
『
仔
苟
」

指
示
對
帥
的
敬
禮
中
文
譯
作
「
崇
拜
」
或
「
禮
拜
」

在
制
制
此
說也奇
也
整
魯
整
篇
討
論
敬
禮
的
事
部
沒

有
一
個
特
殊
字
眼
可
用
來
表
示
敬
禮
所
用
的
兩
個
字

「
ω
宮
門
。
"
」
和
「
且
各
色
各
」
都是
指
平
常
的
服
務

或
勞
役
或
與
之
相
關
的
事
意
義
甚
符
合
混
只
能
自
上

下
文
得
知
此
二
字
的
實
在
意
義
在
翻
譯
時
也
只
好
就

上
下
文
的
含
義
以
相
當
的
{
子
眼
譯
圳
其
原
意
參
見
出

也
甜
甜

U
H
m
m
M間
3
"
4
M

詢
問
酬
下
圳
的

H

等
處
稱

「
敬
禮
」
為
「敬
神
事
務
」
(
U
E
D
C
E
E

立
在
眉
目
)

即
由
此
而
來
此
外
尚
有
一
詞
亦
有
表
示
「
敬
禮
」
之

意
即
「
呼
求
上
主
的
名
片
參
見
制4M
M
M
E
n
-耐
心

站

等
處



『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將
「
E
Z
a

旦
有
時
譯
作
「
寧
葛
」

他
~
有
時
譯
作
「
勞
役
」
，
但

平
常
多
用
另
一
特

殊
字
眼
來

.
'

。

-
這
一
不
「
敬
禮
」
帥
「EZ
g

」
此
字
原
意
是
指
「
為

-
人
奴
錄
」
或
「
受
人
奴
役
」
但
引
伸
而
有
欽
崇
朝
拜

之
意
(
也
3
n
U

甜
的
5

申
4
H

民
2
u

撒
臼
8

蘇

n
s
盯
)
此
外
尚
譯
作
「
F
a
g
z
『
開
設
」
此
字
原
指
人

寫
人
民
國
家
服
務
而
不
領
取
酬
勞
的
志
廠
服
役
但
在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內
幾
乎
專
用
來
指

示
司
祭
或
肋
末
在

聖
所
內
當
任
的
職
務
或
舉
行
祭
獻
等
事
務
(
出
認
品

幻
M
戶
4

凹
8
n

編
上
9
H
m
u
編
下
8
H
M
M
H
)

「
禮
儀
」
「
種
筒
」
二
字
的
由
此
{
子
而
來

新
約
仍
援
周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的
譯
名
但
在
「
宮
，

2
2

」
和
「
-
a
g
z『
m
g
」
悶
並
不
加
以
嚴
格
的
區

分

常
混
用
此
二
字
以
泛
指
敬
禮
或
與
敬
禮
相
關
的
事
此

外
新
約
內
尚
周
「
H
Y耳
其
立
ω

」
一
字
表
示
敬
禮
(
雅

-
M

盯
哥
2
"
)
此
字
原
意
是
指
「

宗
教
」
(
宗
必

5
)
因
敬
禮
原
是

宗
教
的
一
要
素
為
此
敬
禮
又
常
稱

作
「
宗
教
儀
式
」

二
性
質
「
敬
禮
」
的
由
來
是
出
於
人
的
本
性
人

自
知
自
己
的
能
力
有
限
必
須
依
賴
能
力
超
越
自
巴
的

「
存
在
」
而
對
之
表
示
服
從
人
對
父
母
長
誰
表
示
尊

敬
即
由
於
此
神
的
力
暈
遠
超
人
的
力
墨
自
古
人
又
相

信
神
的
「
存
在
」
所
以
自
古
人
就
對
神
表
示
信
賴
服

從
因
而
有
了
「
宗
教
儀
式
」
|

l
l

敬
禮
敬
禮

方
式
雖

多
但
國
人
同
心
心
同
理
敬
禮
也
就
離
不
了
「
心
」
和

「
理
」
方
式
雖
多
究
屬
大
同
小
異
總
歸
不
外
跪
拜
消

十三.2051 

頌
祈
禱
獻
祭
其
中
最
重
要
而
不
可
或
缺
的
還
是
獻
祭

民
舉
行
祭
獻
而
有

r

專
叮
叮
叫
祭
獻
的
司
祭
獻
祭
要
有
定

時
定
處
定
規
因
而
布
f

專
刊
的
法
叫
他
的
季
節
專
供
獻
祭

的
聖
所
專
寫
行
祭
依
煦
的
體
現
以
及
專
為
付
祭
使
用

的
祭
牲
和
祭
具
這
一
切
都
是
為
敬
神
而
設
而
用
的
所

以
概
可
稱
為
「
敬
禮
」
「
敬
禮
」
的
對
象
當
然
只
能

是
真
耐
不
對
其
帥
的
敬
輔
相
即
是
「
邪
街
」
「
魔
道
」

(
去
品
3
.
z
旦
旦
旦
旦
)
參
見
山
m
s
!
6

2
口
-

M

肋
m
e
盯
申
6

‘

s
悶
，
I
H

三
分
類
敬
禮
由
人
性
而
來
敬
禮
的
分
類
也
白
人

性
而
定
人
是
起
肉
的
合
體
誠
於
中
的
必
形
鈴
外
做
禮

於
是
分
海
兩
大
類
內
在

的
和
外
在
的
這
兩
類
做
神
州
互

為
表
里
內
在
的
傲
慢
如
愛
慕
信
賴
懺
悔
服
從
等
外
在

的
敏
體
如
屈
膝
合
掌
誦
經
時
詠
奉
香
漱
祭
等
外
在

的

敬
禮
又
分
私
人
的
敬
禮
和
公
眾
的
敬
禮
公
眾
的
敏
禮

又
分
家
庭
的
敬
禮
和
社
會
的
敬

神
意
義
分
明
不
必
細

述

四
演
變
敬
禮
是
人
類
宗
教
生
活
的
表
現
人
類
生

活
是
隨
時
代
而
演
進
的
所
以
敬
禮
也
隨
人
類
的
宗
教

生
活
而
有
所
演
變
我
們
現
在
就
依
據
聖
經
的
記
載
來

淡
淡
敬
般
的
演
變

甲
的
約
時
代
凡
是
演
變
批
不
只
有
進
化
而
且
也

有
退
化
學
經
記
載
人
類
最
初
的
敬
禮
是
約
惟
一
肺
的

敬
禮
(
創
1
1

泣
，
)
於
是
一
些
崇
拜
進
化
論
的
學

者
以
寫
這
不
可
能
違
反
了
自
然
進
化
論
就
在
聖
經
內

姆
力
尋
求
「
拜
物
敏
種
」

(
3
c
n
E
ω
B
E
)
的
痕
跡

以
楚
明
原
始
人
類
和
以
民
的
敬
禮
是
由
最
低
級
的
拜

物
而
進
化
而
演
變
成
為
最
高
級
的
准

J
J艸
崇
拜
這
一

混
雙
瞞
你
帥
功
於
後
快
先
知
的
古
一
譜
和
鼓
吹
可
是
他
們

存
者
偏
見
在
學
經
內
找
霉
的
一
些
痕
跡
主
觀
性
很
浪

力
量
很
是
離
弱
愈
解
釋
反
而
愈
無
著
落
說
只
好
「
文

解
」
聖
經
的
第
章
以
就
合
自
己
的
主
張
或
最
後
就
只

有
解
釋
殺
這
是
後
人
附
加
的
他
們
之
所
以
不
能
自
因

其
說
的
原
因
就
因
為
全
部
舊
約
的
思
您
始
終
是
惟
一

紛
前
創
他
紀
開
宗

明
義
第

一
輩
就
說
惟
一
一
腳上
主
天

主
創
造
了
天
地
萬
物
給
人
山
山
了
禁
令
這
衷
印
己
含
有

宗
教
意
義
萬
物
圈
圈
於
上
主
人
亦
屆
圍
於
上
主
是
上
主
的

僕
人
所
以
應
敏
拜
服
從
上
主
(
創
1
l
3
)
只
在
人

犯
命
以
後
「
黑
暗
」
才
進
入
了
世
界
而
有
了
出
於
昧

良
的
邪
神
崇
拜
雖
然
如
此
捏
一
經
仍
然
力
證「光
」
仍

在
他
上
照
耀
人
尚
自
知
向
唯
一
上
主
表
示
崇
拜
獻
祭

(
創
4
1
l
1

7
)
加
血
目
的
後
代
雖
離
棄
了
正
道
(
制

4
凹
掛
日
)
但
對
蚓
閉
的
後
代
卸
知
敬
拜
唯
一
的
上
主

(
創
4

甜
甜
)
舍
特
的
子
孫
敗
援
了
洪
水
滅
世
有
諾

問
一
家
敬
禮
唯
一
上
主
(
制
6
5
1
.
)
，
制
固
的
子

孫
敗
壞
L
部
有
闊
的
後
裔
回
回
叫(
創
m
u
--

-
)

敬
禮
唯
一
上
主
上
主
天
主
召
還
亞
巴
郎
要
他
作
萬
民

之
父
市
內
民
藉
他
獲
得
祝
福
區
巴
郎
就
對
上
主
表
示
了

絕
對
服
從
和
信
賴
作
品
了
絕
大
的
犧
牲
(
創
詔1
|

刊
)
在
絕
望
中
仍
懷
著
希
望
相
信
了
上
主
成
了
萬
民

信
仰
的
父
親
(
經
4

迦
3
1

|
@
)
上
主
以
他
的
後

裔
保
全
了
啟
示
維
持
了
對
唯
一
輛

l

上
主
天
主
的
信

一4圓圓圓



仰
使
自
己
實
踐
完
成
了
救
贖
人
類
的
計
劃
依
撤
格
雅

各
伯
和
出
自
雅
各
伯
的
十
二
支
派
的
以
色
列
民
族
的

信
仰
是
敬
拜
唯
一
一
柳
亞
巴
郎
的
天
主
上
主
(
創
必
臼

m
u
|
扭
釗
u
u
u
狗
，
l

H
)
所
以
舊
約
實
在
可

說
是
人
類
有
始
以
來
對
唯
一
神
信
仰
和
敬
蟬
的
演
變

的
史
記無

可
否
認
娶
祖
時
代
就
已
有
了
邪
帥
的
崇
拜

「
巴
貝
耳
」
塔
恐
郎
含
有
邪
神
崇
拜
的
意
味
(
創
U

1
9
)
此
外
天
主
召
選
亞
巴
郎
要
他
脫
離
生
身
地

也
是
要
他
不
沾
染
邪
神
崇
拜
的
惡
習
而
獨
歸
自
己

(
創
叫
“
11
9
M
I
l
l

-
蘇
圳
的
2
4
)
亞
巴
郎
怕

他
由
恩
許
生
的
兒
子
依
撤
格
染
上
邪
神
崇
拜
故
不
給

他
娶
本
地
客
納
罕
女
人
為
妻
創
設
法
由
老
家
給
他
娶

個
妻
子
但
無
論
如
何
仍
不
許
他
問
老
家
去
(
創
圳
的
)

亞
巴
郎
的
孫
雅
各
伯
由
於
事
不
宜
緩
依
母
意
奉
父
命

出
逃
阿
蘭
到
了
他
外
祖
父
家
娶
了
他
舅
父
的
愛
女
為

妻
(
創
約
1
l

5
)
由
他
的
愛
妻
辣
黑
耳
偷
走
了
她

父
親
的
神
像
她
父
親
竟
為
之
急
起
力
追
一
事
(
創
H
U

H
-
品
)
可
以
得
知
他
舅
父
家
崇
拜
偶
像
與
外
踴
家

有
不
同
的
信
仰
(
創
口
刮
目
)
但
雅
各
伯
雖
在
異
鄉

厝
住
了
二
十
年
(
創
訂
閱
)
如
賴
天
主
特
殊
的
助
佑

和
不
時
的
顯
現
保
全
了
祖
傳
的
信
仰
始
終
敬
拜
唯
一

的
上
主
(
創
M
M
U
H
M
叩
鈞
1
|
臼
)

-

後
來
雅
各
伯
全
家
遷
入
埃
及
(
創
“
|
打
u
)
他

師
一們
的
後
代
子
孫
寄
居
在
制
別
境
內
凡
四
百
餘
年
(
制

戶
J
O
M|

M
出
門
M
H宗
7
e
u
m

迦
3
口
)
為
時
不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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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久
雖
未
與
埃
及
人
聯
姻
通
婚
(
也
1
)
但
因
日
常

生
活
往
來
接
觸
總
不
兔
受
埃
及
人
生
活
和
文
化
的
影

響
(
山
山
M
w
a
n
a
-

e
戶
口
‘
.
)
此
外
若
瑟
在

埃
及
娶
了
翁
城
司
祭
的
女
兒
為
妻
(
創
叫
“
叫
|
間
)

梅
瑟
從
埃
及
出
逃
寄
居
在
米
德
楊
也
娶
了
當
地
司
祭

耶
特
格
的
女
見
漆
頗
辣
為
妻
(
出
2
臼
|
扭
)
日
後

他
的
岳
丈
且
來
到
曠
野
協
助
他
率
領
以
民
做
了
他
的

參
謀
(
出
4
M
|
品
時
)
所
以
梅
瑟
器
上
主
命
立
定

的
制
度
頒
佈
的
法
律
不
論
是
民
事
法
或
刑
事
法
或
祭

肥
法
都
不
兔
多
多
少
少
受
了
埃
及
和
一
些
近
東
民
族

文
化
的
影
響
因
而
在
敬
禮
方
面
也
有
一
些
相
類
似
的

地
方
但
我
們
韌
不
可
不
注
意
天
主
之
所
以
自
埃
及
召

出
以
色
列
民
族
是
要
他
們
專
崇
拜
自
己
向
自
己
獻
祭

好
能
實
踐
自
己
與
以
民
旭
先
結
立
的
盟
約
以
及
對
他

們
祖
先
所
作
的
誓
許
(
出
2
"
l
3
)
為
此
上
主
稱

以
民
寫
「
我
的
民
族
」
稱
自
己
為
「
你
們
祖
先
的
天

主
」
或
「
你
們
的
天
主
」
以
民
稱
天
主
為
「
我
們
祖

先
的
天
主
」
或
「
我
們
的
天
主
」
稱
自
己
為
「
天
主

的
產
業
」
或
「
天
主
的
學
民
」
(
申
7
.
)
以
民
的

信
仰
和
自
信
仰
而
來
的
崇
拜
是
對
唯
一
上
主
天
主
的

信
仰
和
崇
拜
只
敬
拜
創
造
天
地
和
其
中
一
切
的
「
雅

威
」
i
上
主
(
申
6
4
|

H
U
n
-

m
)
如
敬
拜
其

他
神
祇
即
是
背
信
毀
約
必
寫
上
主
所
拋
棄
(
肋
必
申

H
M
M
M
)
為
此
以
民
的
敬
拜
與
其
他
民
族
相
同
之

點
盡
可
依
撥
人
性
和
自
人
性
而
來
的
風
俗
習
慣
傳
統

思
想
加
以
解
釋
不
難
明
瞭
但
不
相
同
之
點
若
不
依
磁

唯
一
紳
論
啟
示
和
盟
約
的
觀
念
去
加
以
解
釋
說
無
法

解
釋
不
能
明
瞭
以
民
的
敬
禮
之
所
以
能
禁
絕
其
他
民

族
所
有
的
偶
像
崇
拜
(
山
叫
到
制
4
"
l
m

研
討
H


M
)
占
←
巫
術
魔
道
(
出
n
n
晰
m
﹒
n
酬
的
u
l

u
)
紋
身
割
體
敬
拜
亡
魂
(
肋
叫
扭
扭
申
H
W
Z
2
)
神

聖
賢
淫
女
性
司
祭
(
晰
6
u
|
ω
妙
"
則
n
u
u
)

和
人
祭
(
肋
時
缸
申
U
U
M
叩
)
等
等
陋
習
說
因
寫

「
雅
威
」
是
唯
一
學
潔
和
生
命
的
主
宰
要
人
絕
對
服

從
從
心
敬
拜
(
制
"
8
1
.

酬
5
M
l
"
6
u
l
z

以
民
一
切
敬
禮
祭
典
和
生
活
的
法
律
都
離
不
了
對

「
雅
威
」
的
這
三
種
觀
念
這
三
種
觀
念
在
梅
瑟
五
香

內
恰
是
鼎
足
而
立

「
雅
威
」
固
然
是
無
形
無
像
的
純
神
但
對
「
雅

威
」
的
敬
禮
決
不
能
只
是
無
跡
可
導
的
內
在
重
心
敬

禮
而
必
須
有
形
於
外
的
實
際
表
現
第
此
天
主
藉
梅
瑟

給
自
己
的
百
姓
頒
佈
了
「
聖
潔
法
律
」
(
制
的
W
|
圳
的

制
u
i
必
)
制
定
了
「
敬
禮
祭
典
」
(
圳
鈞
|
怕
肋

1
i
ω
}
使
以
民
有
所
遵
循
而
不
至
於
與
外
邦
民
族

問
流
合
污
敬
拜
邪
神
而
縱
慾
放
藹
宗
教
生
活
原
氣
人

生
之
本
有
什
麼
信
仰
就
有
什
麼
生
活
為
此
天
主
與
以

民
立
約
要
求
以
民
對
自
己
懷
有
信
仰
懷
有
絕
對
唯
一

純
潔
的
信
仰
而
後
敬
設
和
日
常
生
活
方
能
絕
對
唯
一

純
潔
實
在
由
於
以
民
與
天
主
結
立
了
盟
約
以
民
才
成

了
「
司
祭
的
國
家
」
「
聖
潔
的
國
民

」
(
山
的
﹒

戶

的
s
制
7
.
必
H}天
主
更
有
權
利
向
叫
民
要
求
「
只

聽
從
他
的
聲
音
」
(
圳
的
M
m
w
s

刑
犯
u
狗
叫
串
串
見



『
取
7

缸
，
站

)
但
以
民
日
後
因
與
外
族
來
往
通
婚
結

輸
~
社
立
盟
染
上
了
異
民
的
惡
扭
接
收

r

異
民
的
信
仰
建

~
立
了
高
丘
拜
耙
了
男
神
巴
耳
女
神
阿
舍
辣
舉
行
了
入

了
祭
和
神
聖
賣
淫
(
耶
2|
5
7
U
則
“
列
上
u
n


-
H
則
下
釗
2
|
﹒
)
毀
盟
背
約
不
再
成
為
天
主
的
子

民
天
主
遂
只
有
將
他
們
拋
棄
任
其
流
徙
異
鄉
受
人
奴

役
只
留
下
少
許
對
已
盡
忠
的
「
遺
民
」
以
國
來
日
的

復
興
(
依
4
2

l

e
6
臼
口
亞
9
耶
鈞
-
-
u
n
ω
則

的
時
|
間
)

自
以
民
出
離
埃
及
入
主
許
地
以
後
先
民
長
後
王

朝
歷
史
鐘
愛
與
替
全
看
以
民
是
否
對
上
主
忠
信
不
忠

信
而
定
忠
則
輿
逆
則
亡
比
其
闊
天
主
會
不
斷
派
遣
自

己
的
僕
人
1

先
知
督
促
現
勸
營
告
恐
嚇
(
耶
7
缸
，

閻
明
叫
2
|

7
)
但
他
們
仍
不
聽
從
「
上
主
的
聲
音
」

只
想
以
齋
戒
祭
紀
來
取
悅
上
主
求
其
息
怒
兔
禍
上
主

部
再
三
聲
明
他
要
求
的
不
是
齋
戒
不
是
祭
肥
而
是
齋

戒
祭
紀
之
所
由
來
的
服
從
敬
畏
上
主
追
求
實
踐
正
義

(
申
5
M
l

M
6
M

|

扭
依
1
"
|
間
"
-
-
n
耶

7
1

l

u

歐
8
u

1

時
亞
5
n
1

臼
米
6
6
1
.
)

這
是
以
民
敬
禮
「
雅
威
」
的
實
在
意
義
是
值
約
恩
怨

的
經
緯
和
主
流
梅
瑟
五
香
特
別
注
重
的
是
上
主
的
唯

一
先
知
魯
特
別
注
重
的
是
上
主
的
聖
潔
至
於
新
約
則

兩
者
問
時
並
重
以
民
是
一
強
項
的
民
族
(
山
泊
，
申

9
.
刮
目
耶
7
u
1

H
U
目
)
奸
師
心
自
用
始
終
不

願
明
瞭
這
兩
點
啟
示
的
重
要
性
只
知
注
重
繁
耨
條
文

虛
僑
俗
套
墨
守
祭
儀
成
規
而
不
顧
內
在
的
誠
心
和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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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的
純
潔
所
以
歷
來
的
義
人
和
先
知
只
有
彼
見
棄
而

慘
遭
殺
戮
到
了
最
後
集
大
成
殺
害
了
萬
民
期
待
的
先

知
默
西
亞
(
寫
M
M
I!

u
幻
臼
訕
谷
7
.
|

詞
)
補

足
了
他
們
旭
先
行
瑟
的
尺
度
(
為
n
n
l

抽
)

梅
瑟
五
妻
關
於
敬
糟
的
條
文
有
些
規
定
似
乎
不

能
山
山
於
梅
瑟
而
是
後
世
對
於
敬
禮
所
作
的
修
改
或
增

添
關
於
這
一
點
凡
稍
有
歷
史
觀
念
的
人
決
不
會
加
以

否
認
但
也
得
承
認
梅
瑟
頌
定
法
律
典
章
決
本
是
只
寫

了
當
時
而
也
是
為

r

後
來
西
四
川
梅
瑟
領
山
山
以
反
不
是

為
留
居
在
曠
野
而
是
寫
進
讓
許
地
作
自
用
基
業

A可
放
下

其
他
節
目
不
論
只
就
做
神
合
法
化
和
集
中
化
來
改
山

助
申
三
書
都
提
到
了
做
博
合
法
化
和
集
中
化

一
一
事

(
出
m
H
E
肋
U
I
l
.
閉
門
凶
)
這
原
是
對
唯
一
神

戶
口
怕
仰
和
敏
禮
的
必
然
步
驟
，
相
現
象
是
以
民
哎
為
一
獨

立
民
族
唯
一
上
主
的
聖
潔

民
族
的
必
然
要
素
後
日
的

分
裂
與
其
說
是
政
治
的
分
裂
倒
不
如
說
是
信
仰
和
敬

禮
的
分
裂
(
列
上
眩
缸
|
缸
)
政
治
的
分
裂
固
然
是

天
主
的
條
罰
(
列
上
U
M
1
H
)
但
信
仰
和
敬
禮
的

分
裂
刻
不
是
天
主
所
顧
意
的
(
列
上
的
)
在
沒
有
建

立
學
一
般
以
前
「
會
幕
」
的
所
在
地
即
是
敬
禮
的
中
心
因

為
「
會
吼
叫
恥
」
是
天
主
的
居
所
是
天
主
與
他
的
百
姓
會

唔
交
談
的
所
在
(
出
叭
"
?
i

u
)
進
入
「
會
幕
」
與

上
主
交
談
的
雖
只
是
梅
瑟
(
出
切
M
)
但
梅
瑟
部
是

以
中
人
和
代
表
的
身
份
山
入
傳
達
雙
方
的
意
見
以
民

進
入
許
地
後
「
會
幕
」
仍
然
存
在
先
在
史
羅
(
蘇
的

1
微
上
1
8
)
後
在
克
黎
雅
特
那
阿
陵
(
繳
上
7
1

2
)
總
而
在
諾
布
戶
繳
上
幻
-
-
7
)
和
基
貝
紅

(列

上
3
4
編
上
的
M
!
"
)
最
後
撤
回
雌
浦
將
「
會
幕
」

移
置
在
學
殿
內
(
列
上

s
a
-

-
)
在
未
有
學
般
以

前
「
會
幕
」
即
是
天
主
的
殿
字
(
山
M
M
蘇
6
"
)

至
於
民
長
時
代
原
是
一
過
渡
混
亂
的
時
代
(
民
2

3
6
)
沒
有
政
治
的
中
心
也
沒
有
宗
教
的
中
心
民
長

和
人
民
只
有
就
時
就
地
向
上
主
奉
獻
祭
把
(
民
6
u

l

肘

U
H
|
曰
繳
上
7
9
u
-
n
u
-
-
n
臼
叩
|

叫
做
下
叫
m
u
-
-

自
)
這
一
切
上
主
都
容
許
了
(
列
上

3
2
)
但
在
建
立
了
學
敗
以
後
任
何
其
他
祭
把
地
方

都
不
容
存
在
(
列
上
9
2
1

9
)
以
民
和
以
民
的
君

王
對
主
忠
信
不
忠
信
訕
訕
看
他
們
對
敬
總
是
否
惟
一
除

去
未
除
去
邪
棘
的
崇
拜
(
列
下
口
7
i

u
)
和
高
丘

的
祭
紀
列
王
紀
初
一
編
年
紀
所
記
可
通
即
是
此
一
史
事

的
沿
革
北
國
君
王
怡
終
沉
溺
於
邪
神
崇
拜
(
列
下
口

!
“
)
南
國
君
民
只
有
希
則
克
雅
和
約
史
雅
二
位

君
王
先
後
在
依
撒
意
亞
和
耶
肋
米
亞
二
位
大
先
知
的

講
勸
和
協
助
下
戚
行
了
宗
教
改
革
創
除
了
高
丘
淫
亂

的
敏
禮
(
列
下
m
z
l
s
n
2
i
n
凹
)
但
三
位
君

主
死
後
後
繼
的
君
王
不
但
仍
然
如
革
開
而
且
變
本
加
厲

耶
切
米
亞
終
歸
不
能
投
救
南
國
而
只
有
忍
痛
受
辱
客

死
異
鄉
由
此
可
見
敬
禮
合
法
化
和
集
中
化
對
以
民
是

如
何
重
要
梅
瑟
法
律
對
比
如
何
能
沒
有
所
嵐
定
所
以

近
來
一
些
一
學
者
以
寫
這
些
一
規
定
是
山
於
大
先
知
的
經

營
構
思
圖
挽
救
國
勢
危
亡
高
瞻
遠
爾
想
出
來
的
措
施

之
說
度
惰
按
理
是
不
能
成
立
的



。

這
一
點
在
充
軍
期
內
加
州
以
後
尤
吋

以
見
到
抗
亡

先
知
也
則
克
耳
鬧
鬧
付
學
股
市
且
連
以
佛
也
流
亡
的
門
向
胞

《
'
、
。

.

l
l
f

(
則
必
刊
)

悶
悶
後
以
鼠
的
光
排
除
前
肉
雞
蛋
仕
的

。

、

是
連
做
納
悶
沒
油
一
一
般
的
械
制
-
在
乃
跡
未
雅
厄
斯
德
拉

啥
叫
品
和
同
加
利
通
甘
冒
促
技
勵
淌
的
指
作F
冬
必
代
攸

關
划
內
車
往
f

學
版
(
厄
上
6

凹
l

問
)
守
維
均
以

縛
的
唯
一
和
她
潔
以
固
閥
給
流
亡
的
來
的
以
民
從
的

0

. 

簽
汀
f

與
天
主
給
江
的
盟
約
從
新
姦
汀
毀
約
時
沁
圳

任
壹
兩
點

-
U
A通
淤
積
越
性
的
一
是
圓
明
於
消
掩
t

的

風
於
積
極
性
的
是
以
反
要
叫
厭
倦
遵
守
安
息
日
必
於
的

路
性
的
是
以
民
妥
包
仙
的
不
與
其
民
聯
姻
過
絡

(
厄
上

9
ω
-
U下
m
u
閃
|

刊

以
2
u
!
i

口
)
這
兩
點
是
問
問

破
家
亡
後
俑
定
自
心
痛
巾
經
時
輒得
來
的
教
圳
所

以
將
圳

注
重

在
充
軍
期
內
和
以
後
以
反
抗
亡
在
外
散
居
各
地

也
於
環
坡
和
生
活
的
關
係
白
f

「
會
這
」
(
∞吉
凶
唔
，

憫
之

的
設
立
在
會
唯
內
從
。
本
舉
行
的
來
獻
只
宮
一
示
信
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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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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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詠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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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解
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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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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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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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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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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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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逗
做
神

儀
式
在
重
呻
注
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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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
以
後
仍
然
尸
仟
在
一

ι向
保
留
創
新
約

時
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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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間
1

到

宗
u
u
l

H

口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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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從

m一
一
般
再
度
被
服
控
化
為
平
地
後(
公
元
七
勻
年

)
法

流
天
下
的
猶
太
民
族
就
只
有

誰
「
會
堂
」
來
作
他
們

-
精
神
的
連
甜
揮
了

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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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九
八
年
至
-
九

O

八
年
位
在
靠
近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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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
戶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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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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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名
叫
厄
肋
番
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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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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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發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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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些
一
附
糾
美
文
寫
的
很
依
法
又
件
這
公
兀

的
五
悅
川
札T
A
t凹
壯
紀
攸
斯
衍
版
叫
別
後
細
川
仙
氏
(
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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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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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駐
守
邊
防
治
留
F

來
的
文
獻
綠
江
巾
所
必
猶
太
怖

兵
也
放
比
他
民
航
愉
兵
馬
，
叫
己
的
州
也
比
1
J

E

F

往
A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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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上
的
心
戶
口
股
」
在
做
內
不
怕
做
旭
「
絲
絨
」
山

以
打
比
他
的
州

1
1川
川
以
他
們
的U
H

此
耐
心
仰
已
呈
混
混

，
內
的
色
彩
‘
刊
出
以
是
久
凶
在
外
與
良
心
誰
也
共
處
甜
味
兒

的
現
象
仙
划
取
他
們
不
在
犯
巾
命
泛
的
公
八
口
在
耶
路

做
冷
以
外
，
仆
且
學
收
峰
山H
W、
民
維
甘
共
處
也
本
會
效

。

，

快
門
收
束
以
仰
和
以
做
的
沌
♂
巾
比
吋
川
叫
做
啥
呢
小
化

內
可
保
持U
仰
純

A

泣
不
叫
必
欲
的

么
新
約
時
代
新
舟
，
「
氏
是
「
新
以
色
列
」
與
依

山
間
忱
的
以
色
列
相
對
(
總
9
6
8

裕
的
昀
M

迦
3

的
6

時
)
的
口
約
的
傲
。
釗
f

新
約
時
內
仍
然
循
序
泌

進
的
…
川
是
成
作
的
成
長
間
不
是
幼
年
的
成

H
t叫
起
此計
4

的
發
川
H
r
m手
u
e
k
叭M
W
M
N
的
發
投

(
迦
3

訕
。
品
經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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吋
2
M

口
)
，
泣
心
帆
布
什
以
懼
的
發
腿
發
戚
到
今
恨
心
帖
，

給
新
天
新
地
出
現

卜
刀
山
扯
一
。
來
(默
幻
1

‘
扭

扭

)

淆
的
來

H
U所
叫
論
的
的
是
何
新
三
約
位
仰
和
做
神
的

關
係

新
約
川
叫
做
成
的
約
位
均
按
火
的
區
別
是
新
約
川
U

m
川
叫
起
八
七
人
翩
而
本
是
一
此
放
約
州
哪
一
上
主
的
叫
恨
心

悅
瓜
天
主
論
臼

U
m
-
-
L

se
的
血
與
全
人
糾
結
e
uf

永
遠

的
盟
約

(
瑪
必
甜
的帕
n
m
希
8
U
U
J

缸
)
全
人
鎖

經
為
了
放
-
M「
在
，
于
內
」
成
了
天
主
的
子
女
結
此
新

。

約
的
做
做
是
「
子
對
父
」
的
叫

U
m
如
果
說
約
約
的
做

地
H
a
「
巾
心
俊
對
主
人」
的
「做
民
」
(羅
8

目
前
3

5

J
行
的
時
)
那
末
新
約
的
心
他
仰
是
「
竿
子
對
慈
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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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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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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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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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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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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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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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右
一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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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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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內
勻
的
仙
似
m
M
M皂

4

民
族
的
叫
m
m
u就
何
必
內
定
的

地
唱
祈
勻
的
故
治

M
M
H
t
金
人
煩
的
做
械
拭
沒
作

a
U
、
內

的
沌
的
地
點
金
山
界
那
是
叫
拜
主
的
地
方

(
川
l

M

H

位
4

叩

剖
)
投
且
新
勻
的
故
路
是
「
在
於
帥
一
「
正

於
民
」
的
故
啥

(
右
4

扭

扭
)
「
在
從
一
腳
」
列
可m
f

艸
H
M
m之
州
與
仙
一
人
何
在
在
山
人
內
同
做
人
叫
叮
叮
又

(
忱
地8

H
t
i

口
)
「
在
於
其
」
』
山
為
他
人
「
A
U
悟
門
口

內

ω
在
位
約
一
切
收
峙
昕
民
在
的
「
游
惚
」
內
均

月
父

(
可
叫2
口

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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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刊
)
父
4
求
的
ω
泣
旭
巾
的

仙
似
想
和
逗
怯
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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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的
人
然
而
人
也
只
'
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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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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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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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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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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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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昕
朮
品
的
妥
是
人
叫
那
穹
的

e

切
川
叫
司
所h

u包
扎

的
刊
的
的
在
訢
約
內
州
州
川
達
到
f

這
一
日
的
故
-
手
足

以
什
任
何
外
在
的
故
啥
此
強
調
心
何
內
在
的

，1，
也
周

刊
的
附
約
也
強
兩
內
在
的
故
種
只
不
過
不
像
新
約
﹒
坦
H
可

h

卜
、
銳
透
徹
明
顯
原
因
是
何
約
並
不
如
新
約
這
樣
完
花

天
主
學
神
(
右
I
M
3

5

7

M

M
目
仰
自
參
見
戶
口

訕

叩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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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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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約
的
敬
禮
贊
在
是
人
給
辜
的
在
延
管

內
對
才
、
父
的

叫
叫
做
質
質
上
是
注
重
內
心
但
並
不
M
H菜
外
在
的
故
而

因
為

這
一
切
都
是
在
娶
一
腳推
動
下
而
舉

行
的
(
羅
8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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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弗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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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
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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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血
管
自
己
就
要
他
的
門
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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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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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的
敬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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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
~社
集
合
舉
行
祈
禱
(
鞘
U
M
m
軒
甘
心
，
M
H
H
m
H
盯
叮

-
屑
地
此
基
督
離
世
升
天
後
宗
徒
和
初
與
教
會
的
信
徒
就

于
舉
行
私
人
和
公
眾
的
敬
禮
這
也
￡
錄
切
與
教
會
生
活

?
的
宗
徒
經
書
內
在
在
可
以
得
到
詮
明
不
必

細
加
引
證

從
此
新
約
的
敬
禮
在
娶
一
腳
啟
迪
引
導
下
逐
漸
發

展
起
初
雖
未
典
里
般
分
離
但
在
聖
殿
內
部
自
成
一
體

(
由
市2
"
"
3
1
5
臼
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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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
組
)
雖
仍
拳
行

猶
太
的
種
續
三
m
幻
叩
|

甜
參
見
白
，
|
缸
)
但
漸

漸
已
擺
脫
梅
瑟
法
律
的
束
縛
而
獲
享
基
督
給
自
己
爭

來
的
自
由
(
若
S
M
迦
5
1
)
有
了
自
己
的
敬
禮
日

期
(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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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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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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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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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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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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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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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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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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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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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殿
(
若
2
"
為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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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
9
u
l
u
)
有
形
的
星
般
是

信
徒
集
會
地
無
形
的
學
妝
是
藉
單
一
腳
在
基
督
內
結
合

自
成
一
體
的
信
徒
集
團
(
絡
前
3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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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後
6
H
!

u
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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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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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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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
四
川
此
信
徒
隨
時
隨

地
可
以
結
社
集
會
舉
行
敬
禮
奉
獻
祭
獻
施
行
學
事

主
在
世
宣
講
福
音
時
就
要
求
人
尊
敬
他
如
引
向
尊

敬
父
(
若
5
m
l
m
)
明
示
世
人
沒
布
他
就
沒
有
父

不
能
到
父
那
里
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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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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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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盯
l
H
M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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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約
子
民
明
瞭
主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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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己
的
一
切
韻
主
獲
得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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訕
訕
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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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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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
)
在
主
耶
穌
升
天
後
就
敬
種
耶
穌
如
同
敏
種
父
稱

耶
穌
為
主
為
天
主
(
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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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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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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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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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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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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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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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叫
)
一
切
敬
禮
以
主
耶
穌
何
鬧
中
心
但
最
後
的
目

的
還
是
天
主

U
E
U
X
固
然
他
與
父
同
性
兩
種
(
若
m

抽
)

但
父
比
他
大
因
為
他
山
生
自
父
奉
父
命
而
來
還
要
返

罔
父
那
襄
去
(
若
M
甜
)
他
來
世
在
世
只
是
為
奉
行

父
的
旨
意
只
是
為
尋
求
父
的
光
榮
父
為
報
答
子
的
愛

就
要
世
人
尊
敬
子
如
同
尊
敬
父
以
子
的
光
榮
為
自
己

的
光
榮
(
若
3
臼
5
m
8
H
M
M
剖

M
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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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
新
約
的
敬
禮
是
信
仰
唯
一

父
唯
一
7寸
唯

一
學
科
藉
唯
一
學
綁
在
唯
一
于
內
對
唯
一
父
的
敬
禮

信
仰
唯
一
里
說
唯
一
祭
獻
唯
一
司
祭
惟
一
新
約
的
敬

禮
為
此
比
菌
約
的
敬
韓
東
表
出
它
的
純
一
位
新
約
的

敬
禮
雖
隨
信
徒
由
時
代
環
境
造
成
的
生
活
而
有
所
改

變
但
也
只
是
形
式
其
基
本
要
點
部
始
終
如
一
諸
聖
神

在
基
督

內
敏
拜
天
父

就
如
在
倒
約
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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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一
些
學
者
企
圖
找
尋
一
的
一

拜
物
和
其
民
做
闡
明
的
痕
跡
同
據
在
新
約
敬
禮
內
一
些

學
府
也
您
找
山
一
些
當
時
間
組
行
於
小
亞
細
亞
一
幣
的

異
民
敬
禮
尤
其
所
謂
神
秘
宗
敬
糟
的
痕
跡
以
證
明
新

約
敬
陣
是
由
這
些
一
神
秘
宗
敬
禮
演
化
而
來
或
是
由
這

些
一
神
秘
宗
做
神
維
也
快
而
成
的
一
種
混
合
神
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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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禮

對
這
一
創
舉
功
不
吋
傲
的
是
受
過
猶
太
和
希
臘
教
育

聰
名
絕
頂
的
保
緣
故
們
姑
且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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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綠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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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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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圳
在
川
的
轉
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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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新
約
的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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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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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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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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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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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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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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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
還
有
一
點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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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約
或
新
約
敬
晶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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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只

有
參
體
而
沒
有
主
體
的
權
利
這
一
觀
念
全
是
由
對

「
神
」
的
概
念
而
來
外
邦
民
族
對
「
神
」
的
觀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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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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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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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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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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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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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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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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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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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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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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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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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時
代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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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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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
會
內
由
外
邦
民
族
歸
化
的
人
士
又
重
蹈
覆
轍
再

陷
於
邪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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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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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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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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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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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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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性
平
等
的
女
性
企
圖
在
敬
輔
相
上
也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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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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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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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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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
扭
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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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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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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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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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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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先
民
是
敬
帥
的
常
舉
行
祈
禱
祭
把
對
於
敬
神

的
大
典
祭
紀
尤
為
重
視
以
致
凡
事
必
祭
祭
先
必
禱
祭

天
祭
地
祭
祖
宗
祈
天
祈
地
祈
祖
先
周
禮
儀
憩
禮
記
三

種
所
載
盡
團
團
有
關
敬
神
的
祭
紀
或
與
祭
紀
相
關
之
事

後
世
歷
代
的
央
書
亦
沒
有
不
專
書
討
論
祭
紀
的
說
這

一
點
而
論
稱
我
國
為
禮
儀
之
邦
實
可
當
之
無
愧
但
因

我
國
民
族
對
「
神
」
從
來
沒
有
一
綺
楚
的
觀
念
所
以

對
於
「
斜
」
的
敬
穗
從
來
也
說
沒
有
一
定
的
界
限
所

祭
繁
多
祭
神
祭
租
不
分
依
廈
一
經
經
義
只
有
「
神
」
惟

一
的
「
神
」
天
地
萬
物
生
死
的
主
寧
可
享
祭
把
其
餘

一
切
概
不
可
對
之
舉
行
敏
棘
的
敬
總
奉
香
獻
祭
舊
約

教
會
與
新
約
教
會
為
堅
持
由
這
一
信
仰
而
來
的
敬
禮

的
純
一
會
屢
遭
受
迫
害
凡
是
教
雞
都
無
不
與
此
有
關

明
清
來
擎
的
傳
教
士
為
完
整
保
持
確
定
這
一
信
仰
敬

禮
的
純
潔
也
會
對
於
我
國
民
間
的
祭
紀
興
起
了
激
烈

的
爭
辯
實
在
一
民
族
的
信
仰
實
可
由
其
對
「
神
」
的

敬
禮
得
到
結
論
「
敬
禮
法
則
是
信
仰
法
則
」
實
是
千

古
不
列
的
定
論
寫
此
若
要
清
楚
明
瞭
我
園
民
族
歷
來

所
慎
的
信
仰
說
不
得
不
研
究
我
國
歷
來
對
「
神
」
的

敬
禮
尤
其
敬
科
大
典
|
祭
耙

一

見
祭
紀
會
幕
聖
殿
慶
節
祈
禱

(
漁

)

則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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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B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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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朋名
是
埃
及
的
要
塞
重
地
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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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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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
克
耳
先
知
預
言
新
城
要
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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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
大
的
災
難
它
的
邪
門
腳
要
被
消
滅
創
除
(
則
紛
H
H
)

這
座
重
要
的
古
城
現
今
已
是
廢
坡
一
堆
即
發
辣
瑪

(
明R
W
B

凶
)
廢
爐
位
於
鑫
得
港
東
約
三
十
公
里
處
尼

羅
河
的
最
東
部
及
最
重
要
的
一
個
支
流
沿
此
城
而
過

距
地
中
海
只
有
一
公
里
半
之
遙
自
此
可
知
它
地
位
之

重
要
是
為
當
時
兵
家
必
率
之
地
波
斯
人
會
在
此
處
打

敗
埃
及
而
建
立
了
波
斯
行
省
除
了
聖
經
外
不
少
的
古

老
文
件
中
亦
會
接
及
到
它

(
韓
)

m新
月
(月
朔
)
(
M
F
H
g

一
切
古
東
方
民
族
對
每
次
新
月
之
出
現
無
不
視

為
一
重
要
的
大
事
因
為
他
們
確
信
它
與
植
物
及
牛
羊

牲
畜
之
學
產
有
看
密
切
的
關
係
這
就
是
使
用
陰
曆
及

向
月
亮
頂
香
禮
拜
的
主
要
原
因
在
以
民
間
行
這
種
敬

禮
的
是
要
處
以
死
刑
的
(
申
4
u
U
3
1
5
)

因
為

它
對
惟
一
帥
的
信
仰
具
有
莫
大
的
危
險
(
列
下
幻

5
)

在
客
納
罕
月
一
腳
敬
禮
(
民
8
n

師
)
的
存
在
有
在
革

則
爾
及
其
他
地
方
被
考
古
學
者
挖
掘
出
來
的
一
些
一
具

有
宗
教
意
義
的
半
月
形
裝
飾
物
寫
證

但
是
在
沒
有
信
仰
危
險
的
條
件
之
下
以
民
也
是

在
每
月
之
初
大
事
慶
祝
這
一
天
為
他
們
是
歡
樂
高
興

的
日
子
他
們
並
向
天
主
祭
獻
特
別
的
祭
品

(
戶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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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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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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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列
下
4

自
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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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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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年
的
七
月
初

一
為
以
民
更
具
有
特
殊
的
意
義
因
為
它

是
秋
收
之
際
叉
是
一
年
之
站
(
非
教
曆
年

而
是
國
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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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約
是
新
約
的
前
身
準
備
和
預
像
因
為
預
約
只

是
「
未
來
美
物
的
影
子
」
新
約
才
是
「
事
物
的
真
相
」

(
希m
z
)
由
於
這
雙
方
的
密
切
關
係
舊
約
與
新
約
是

不
能
分
離
的
正
如
連
一
奧
斯
定
所
說
「
新
約
隱
於
舊
約

舊
約
顯
於
新
約
」

(
2。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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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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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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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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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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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此
新
約
的
作
有
屢
屢

引
證
舊
約
或
是
為
證
明
舊
約
的
傾
言
己
應
驗
了
或
是

使
制
制
的
經
義
在
新
約
的
光
照
下
得
到
闢
澈
的
解
答

這
些
舊
約
在
新
約
中
的
引
文

(
C
E
H
E
E或

ο
=。
"
，

且
呂

立
約
有
三
百
處

(
對
此
數
字
學
者
仍
未
有
且

雌雄有
一
致
的
意
見
)
這
里
所
說
的
「
引
文
」
只
指
那

些
一胡
文
的
引
龍
師
說
明
「
經
上

記
驗
設
」
(
或
類
似

{
子
旬
)
或
逐
字
引
證
或

上
下
文
表
示
作
者
實
在
廠
意

見
盟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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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默
示
錄
的
引
文

技
照
學
者
的
統
計
默
的
四
百
零
四
筒
中
有
二
百

七
十
八
笛
反
映
研
制
的
思
想
(
切
話
。

g
)，
其
中
暗
示

的
舊
約
經
旬
出
處
共
有
五
百
一
十
八
處
(
。
o
E
)
但

明
文
的
引
證
只
有
下
列
三
處
(
〈

E
E

苦
)

20511 

默i

證

當

約

則i
43 I 引

10 

i 
則
3
3

18 

貝的
43 

(
乙
)
引
文
的
特
徵

上
面
列
山
山
的
是
新
約
中
的
舊
約
引
文
共
引
證
了

二
百
六
十
四
處
舊
約
經
旬
見
諸
於
新
約
二
百
五
十
四

處
不
同
的
章
筍
(
無
疑
的
這
兩
個
數
字
可
因
學
者
們

統
計
方
式
的
不
同
而
有
所
出
入
)
從
這
些
引
文
中
我

們
食
現
下
列
幾
點
主
要
的
特
徵

(
一
)
引
證
的
經
賽

在
新
約
中
引
證
的
經
書
以
梅
瑟
五
香
先
知
書

(
尤
其
是
依
)
及
詠
為
最
多
其
他
歷
史
書
及
訓
誨
魯

則
很
少
引
證

(
二
)
引
證
的
方
式

可
分
「
單
旬
引
證
」
(
只
引
一
旬
)
及
「
復
旬

-
u引
證
」
(
引
用
多
旬

)
兩
種
後
者
又
有
兩
個
不
同
的

昕
一
方式
立
起
「
串
聯
復
旬
引
證

」
即
將
多
處
的
經
旬
一

一
連
串
串
的順序
別
變
(
如
釋
m
M
|

訓
的
﹒
l

時
格
前

十三軍

3
M
M
)

一
是
「
混
合
復
旬
引
證
」
即
將
多
處
的
經

旬
合
成
一
旬
或
一
段
加
以
引
證
(
如
暉
呻
吟
4
s

羅
3

"
-
M
9

間
)
這
「
混
合
復
旬
引
證
」
的
方
式
也
是

宗
徒
時
代
的
教
父
們
喜
愛
採
用
的
這
方
式
很
可
能
出

自
公
一
兀
前
三
一
世
紀
為
說
教
用
的
舊
約
選
集

(
=
一
)
引
文
的
引
語

從
上
列
表
格
屢
屢
加
上
的

e

號
我
們
可
以
看
也

在
引
經
時
新
約
作
者
屢
屢
加
上
引
語
在
四
一
職
音
及
宗

內
的
引
語
有
多
種
如
「
這
是
為
應
驗
(
上
主
)
藉

(
某
)
先
知
所
說
的
話
」
(
屢
見
於
瑪
及
若
)
或
「
應

驗
經
上
的
話
」
(
若
的

M
)
「
正
如
(
某
)
先
知
說

的
」
(
如
瑪
圳
的
臼
谷7M
若
1

目
宗
2

叮
抽
)
「
經

土
說
」
(
若
的
盯
)
「
先
知
(
或
經
上
)
記
教
」
(
瑪

2
.
4
.

谷
1
2

宗
1
m

等
處
特
別
若
多
用
)
「
(
古

人
)
說
過
」
(
瑪5
剖
盯

U
M
M
U
)
「
天
主
說
」
(
瀉

的
‘
扭
扭
宗
4

自
)
在
保
綠
書
信
中
則
屢
用
「
經

上

記
甜
點
」
或
「
經
上
說
」
有
時
也
加上
聖
經
作
者
的
名

字
(
如
羅
4
.
9
m
M
)

有
時
只
用
「
說
」
字

(
弗

5
u

及
希
)
在
公
函
中
則
用
「
經
土
記
甜
點
」
(
雅2

.
伯
前
1
M
)
「
說
」
(
雅
2
u
)

「
應
驗
經
上
所

說
」
(
雅
2
8
)
在
默
的
三
次
明
文
引
設
中
都
沒
有

引
語

皇軍!大
木:致
自口來 除
使說p 了
後新p高~，-.
者約i 的四
與作 一)
希l 者部
伯|引 份引
來|證引艾
文的 文的
本經 取原
的旬， 自文
經 全希|
義取 伯|
自來|

相七! 文，
異十i 塾i
亦賢i 經i
然，士i 外i

(
如
宗
的
叮
H

亞
9

閱
單
酷
的M
H

申
的
拉
伯
格
後4
M

H
制
m
u
)。
他
們
的
引
也
除
了
相
(
9
M
則
除

外
)
及
保
祿
書
信
局
部
的
引
文
是
逐
字
引
證
外
都
是

接
經
義
引
證
的
因
此
字
面
上
屢
與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有

差
異
但
有
時
他
們
也
按
瑪
索
辣
本
加
以
修
正

(
如
瑪

U
M
H
拉
3
1

若
的
盯
H

亞
詔
"
羅
9

口

H

出
9
M

U
M
H

申
們
晶
晶
)
或
採
用
與
瑪
索
辣
本
很
近
似
的
譯

本
(
如
羅
m
H
H
依
m
A
7伯
後
4
n
n

殼
叫
“H
)
有

時
則
引
證
與
瑪
索
辣
本
及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都
不
同
的

譯
文
(
如
格
前
M
剖
H

依
m
U
M
)
但
有
幾
次
(
如

格
前
2
.
u

依
制
刊
)
則
引
證
阿
刺
美
文
譯
釋
本

(
參
閱
「
塔
爾
吉
木
」
條
)

(
五
)
引
文
的
經
義

新
約
的
引
文
除
了
在
保
穢
，
冒
信
(
尤
其
是
希
)

內
有
幾
次
加
上
寓
意
外
大
致
來
說
都
保
留
舊
約
經
旬

、
字
面
上
的
意
義
(
參
閱
「
聖
經
解
釋
學
」
條
)
特
別

在
引
證
舊
約
的
神
律
或
梅
瑟
法
律
(
如
瑪
5

目
前

M

n
M
U
)
倫
理
格
言
(
瑪
4

‘
羅
U
H
M

格
後
9
.

等
處
)
歷
史
事
蹟
(
如
宗
7
2
|

間
)
及
先
知
們
的

默
西
亞
預
言
(
如
寫

U
M
|
m
n

“
的
阿
拉
叮
)
當
約

經
甸
的
字
面
意
義
更
來
得
顯
著
但
有
時
新
約
的
作
者

將
舊
約
字
旬
的
字
面
意
義
加
以
引
伸
深
入
擴
張
或
超

然
化
(
如
瑪
n
u
宗
的
口
觀
點1

口
迦
3
u
)
特
別
引

證
舊
約
的
預
像
人
物
或
事
蹟
時
更
是
如
此
(
如
海
2

u
3
s

若
6

宗
2

口
)
可
是
舊
約
的
經
旬
在
新
約
的

引
文
中
有
時
也
與
原
有
的
意
義
相
差
很
遠
(
如
格
蘭



~
2
.
u

依
“w
a
臨
時2
制

H
依
m
A
S宗
7
H

H

亞
5

站

輸
-l
n
)
。
(
梁
)

一
切
﹒
智
司
峰
已
\
切
吉
品
。
宮
。

J
這
個
希
趟
名
詞
的
意
思

-
m
f望
f
f
i

心
\
是
「
集
會
」
或
「
聚
會
」

﹒
之
謂
但
漸
漸
變
成
了
一
個
雪
經
上
的
術
語
專
指

一
切

宗
教
性
的
敬
禮
誦
經
聽
訓
祈
禱
等
的
集
合
進
而
指
由

多
數
人
集
合
起
來
的
團
體
比
如
以
色
列
民
族
被
稱
為

「
以
色
列
會
眾
|
|
會
堂
」

(
出
U
M

)
被
棄
的
以

民
稱
圓
周「微
薄
的
會
血
來
|
|
會
堂
」
(
默29
3
9

)

較
小
的
團
體
被
稱
為
某
某
地
方
的
會
堂

(
宗
6
.

)

如
此

「
會
堂
」
相
等
於
今
日
的

「
教
會
」
名
詞
最
後

「
會
堂
」
這
個
名
詞
也
是
指
人
們
集
會
的
地
點
而
言

這
種
說
法
於
新
約
中
屢
見
不
鮮
{
瑪
4

目

ω
口

谷
1

品
等
)@

會
堂
的
歷
史
以
民
向
來
的
宗
教
中
心
是
耶
京

的
聖
殿
只
有
在
聖
殿
中
可
以
舉
行
對
天
主
的
祭
紀
但

是
在
公
元
前
五
八
七
年
的
大
難
中
耶
京
及
學
殿
盡
被

破
壞
無
餘
百
姓
被
俘
充
軍
至
巴
比
倫
這
恍
如
喪
家
之

犬
的
百
姓
內
心
的
苦
悶
及
生
活
的
困
厄
是
不
言
而
喻

的
是
以
他
們
迫
切
地
需
要
宗
教
的
生
活
來
作
為
精
神

的
寄
托
及
精
誠
團
結
的
媒
介
而
自
動
地
開
始
興
建
會

堂
作
為
大
家
聚
會
之
所
在
這
里
大
家
同
心
同
德
研
究

學
經
法
律
講
解
宗
教
上
的
疑
難
激
發
人
們
對
宗
教
的

熱
誠
提
倡
公
共
祈
禱
的
著
習
而
從
事
宗
教
的
徹
底
革

新
創
造
出
一
個
新
面
貌
的
民
族
以
彌
補
過
去
百
姓
對

宗
教
的
冷
淡
及
漠
不
關
心
的
態
度
這
完
全
符
合
了
天

十三重2056 

主
使
百
姓
充
葷
的
目
的

會
堂
的
存
在
並
沒
有
茵
著
公
元
前
五
一
六
年
聖

殿
的
建
成
而
有
所
式
微
淘
汰
更
未
被
創
除
岡
歸
雪
地

的
百
時
首
先
在
學
敗
之
外
利
用
私
人
的
居
處
代
替
會

堂
但
在
公
元
前
三
世
紀
U
發
現
了
不
少
獨
立
的
會
堂

建
築
據
傳
說
只
在
耶
京
說
有
四
百
八
十
座
之
多
這
固

然
是
誇
犬
的
說
法
但
會
堂
的
有
增
無
減
卸
的
確
是
事

實
跟
著
猶
太
人
的
遷
移
他
方
於
是
在
僑
居
的
地
方
也

興
起
了
會
堂
在
當
時
羅
馬
大
帝
國
的
領
敏
中
竟
有
一

百
五
十
座
會
堂
存
在

@
會
堂
的
情
造
定
型
之
後
的
會
堂
方
式
是
一
閻

長
方
形
的
大
聽
它
的
方
向
一
定
要
朝
向
耶
路
撒
冷

(
達
6

刊
)
其
中
最
寶
貴
的
東
西
是
「
藏
經
櫃
」
中

的
經
書
其
次
是
講
經
台
台
上
有
一
盞
或
兩
盞
七
火
燈

聽
掌
的
中
胡
同
人
川
周圍有
供
人
坐
依
的
長
方
木
欖
或
石

機
除
此
之
外
圳
是
肅
然
四
壁
空
空
如
也
但
是
自
公
元

第
一
位
紀
始
會
堂
的
內
壁
上
有
了
繪
畫
和
雕
刻
諸
如

人
物
鳥
獸
花
草
等
等
的
裝
飾
品
而
會
堂
的
附
近
更
建

立
了
小
學
校
及
客
棧
但
這
要
說
會
堂
的
經
濟
情
形
而

定

@
會
堂
的
行
政
每
陸
會
堂
釘
固
定
的
資
責
人
員

其
主
管
稱
為
「
會
堂
長

」
(
路
8

“
等
)
在
草
地
普

通
是
由
當
地
的
首
腦
人
物
出
任
比
如
鄉
長
或
村
長
等

人
另
有
一
位
或
兩
位
助
理
員
黃
賣
會
堂
中
的
秩
序
吹

號
召
集
軍
忠
來
保
管
經
櫃
維
持
清
潔
或
者
執
行
對
犯
法

人
的
處
罰
等
(
瑪
鈞
M
)
猶
如
今
日
祭
衣
房
的
管
理

員
其
次
還
有
捐
歎
人
員
及
教
導
幼
童
的
人
員
猶
如
今

日
的
傳
教
員

會
堂
集
會
的
日
子
大
都
是
在
安
息
日
及
其
他
甜
甜

日
上
但
在
其
他
的
日
子
上
只
要
有
重
要
的
理
由
也
可

以
召
集
信
眾
比
如
在
守
齋
日

上
等
熱
心
的
猶
太
人
有

的
甚
至
有
天
天
到
會
堂
祈
禱
的
習
慣
至
於
集
會
的
程

序
則
不
外
如
下

a

首
先
公
念
「
協
瑪

」
(
意
即
「
你
要
聽
」
)

經
文
這
段
經
文
是
取
自
五
害
自
三
段
組
合
而
成

(
申

6

‘

!

'

U
H
|

缸
戶
臼
肘
|

“
)
意
義
十
分
重
要

猶
如
我
們
今
日
的

「
信
經

」
和
「
天
主
經
」
在
後
翔

的
集
會
中
(
可
能
是
在
耶
穌

時
代
}
更
加
念

「
十
八

端
祝
福
祝
文

」
是
寫
敬
禮
的
第
一
階
段

b

誦
讀
梅
瑟
五
書
及
先
知
賽
將
五
賽
分
成
段
落

按
照
週
期
每
三
年
讀
完
全
部
五
香
如
此
週
而
復
始
但

是
先
知
審
訊
沒
有
硬
性
的
規
定
似
乎
每
次
可
任
選
一

段
(
見
路
4

口

)

c

讀
完
經
番
之
後
的
下
一
步
工
作
便
是
由
經
師

翻
譯
及
解
釋
所
讀
的
經
文
因
為
充
軍
歸
來
後
的
以
民

所
用
的
語
言
是
阿
刺
美
文
而
不
是
原
來
聖
經
上
的
希

伯
來
文
是
以
這
種
翻
譯
間
解
釋
是
十
分
需
要
的
他
們

並
把
植
威
的
解
釋
彙
集
成
會
這
就
是
通
常
所
說
的

「
塔
爾
古
木
集
」

(
吋
R
m
t
g
5

)

d
接
著
會
堂
長
或
臨
時
將
諧
的
人
員
宣
講

a

篇

動
善
戒
惡
的
道
理

(
見
宗
口
臼
)

e

最
後
集
會
的
禮
儀
是
以
亞
郎
的
祝
福
來
給
來



泌的-2郎，

(
戶
6
u
l
M
)
這
段
說
賴
如
有
司
祭
在
場
當
然
由

司
祭
誦
讀
不
然
則
由
全
體
會
來
同
聲
公
A忽
而
畢

@
會
堂
的
重
要
性
及
其
意
義
建
立
會
堂
的
最
初

目
的
並
不
是
取
代
學
殿
因
為
在
任
何
會
堂
是
不
准
舉

行
祭
獻
大
體
的
它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將
宗
教
的
訓
誨
深

入
民
間
激
發
其
宗
教
的
熱
誠
事
實
上
這
種
目
的
也
完

全
達
到
除
此
之
外
它
更
在
草
地
尤
其
在
猶
太
人
僑
居

之
地
保
存
了
猶
太
人
的
傳
統
文
物
和
制
度
它
的
確
成

了
猶
太
民
族
精
神
的
具
體
象
徵
支
持
和
堡
壘
還
在
公

元
七
0
年
擊
敵
徹
底
毀
誠
之
後
它
更
成
了
猶
太
主
義

的
惟
一
宗
教
中
心
經
過
它
在
外
敢
多
神
信
仰
的
民
族

中
傳
遍
了
惟
一
興
辦
的
敬
禮
租
給
後
來
傳
教
的
宗
徒
們

預
備
了
很
好
的
基
礎
和
道
路
(
見
宗

9
M
M
I
M
W
U

728.mmu

.} 
其
次
猶
太
會
堂
中
的
敬
禮
也
的
確
是
基
督
教
會

內
敬
禮
的
雛
型
今
日
彌
撒
中
的
部
份
禮
儀
即
旅
肝
、
會

堂
不
同
乏
點
是
基
督
教
會
中
彌
撒
的
敬
禮
中
心
不
再

是
讀
經
祈
禱
和
講
道
而
是
重
行
耶
穌
十
字
架
上
的
祭

獻
還
是
猶
太
會
堂
中
所
絕
對
沒
有
的
{
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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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皈
棚

默
爾
人
所
發
明
最
初
只
是
將
某
種
具
體
東
西
刻
畫
在

泥
塊
上
(
象
形
)
讀
太
鷗
晒
乾
之
後
再
把
泥
塊
用
火

熔
烤
以
後
在
刻
畫
持
改
用
削
尖
的
蘆
葦
由
於
改
用
蘆

葦
線
鑫
較
為
細
緻
且
逐
漸
將
曲
線
改
為
直
線
這
一
改

進
使
原
有
的
符
號
除
原
有
的
意
思
外
另
加
入
一
意
形

(
或
會
意
)
如
于

這
一
符
號
原
意
指
人
的
胸
過
後
也

有
「
走
」
的
意
思
這
郎
箭

頭
文
字
之
由
來

叔
默
爾
人
最
初
用
這
些
符
號
只
是
為
記
些
一
家
常

瑣
事
之
後
也
為
宮
廷
所
探
用
最
初
道
文
字
是
由
上
而

下
直
寫
後
來
為
了
書
寫
便
利
(
會
寫
時
左
手
執
泥
塊

或
石
塊
右
手
執
刀
筆
)
而
改
為
自
左
至
右
橫
寫
書
寫

時
飯
利
用
尖
形
的
東
西
(
或
蘆
葦
或
尖
刀
)
是
以
頭

部
較
粗
較
深
而
尾
部
較
淺
較
約
因
而
形
成
了
「
棋

子
」
或
「
箭
頭
」
形
狀
放
西
歐
考
古
學
者
稽
之
為

切
口
也E
E
C
g
a
F
S
E

而
我
國
咀
抒
寫
模
形
或
箭

頭
文
字這

箭
頭
文
字
設
如
上
述
為
叔
默
爾
人
所
發
明
但

a
R攝
廣
大
其
用
途
的
則
當
歸
功
於
阿
加
得
人
阿
加
得

人
原
屬
閃
族
後
裔
當
他
們
由
北
部
侵
入
蚓
劃
出
制
和

國
制
劉
剛
兩
河
流
域
後
他
們
原
來
本
無
文
字
遂
踩
用

了
叔
默
巫
閹
人
的
箭
頭
文
字
當
然
寫
了
說
合
他
們
的
語

言
對
原
有
的
文
字
不
免
有
所
變
更
和
改
進
如
叔
默
爾

人
的

語
言
為
純
學
立
自
稱
人
為
「
F
Z

」
而
阿
加
得
人

則
按
他
們
的
語
言
改
稱
「
〉
自
已
巨
」
以
後
因
了
他
們

尤
其
日
後
形
成
的
亞
述
巴
比
倫
等
大
帝
國
的
影
響
使

古
代
近
東
各
種
族
如
赫
特
族
厄
藍
族
自
甸
黎
族
等
都
採

用
了
這
種
文
字
當
然
他
們
也
都
各
按
他
們
的
語
言
對

原
有
的
文
字
有
所
變
更
因
而
這
一
文
字
通
常
稱
為
放

默
爾
|
|
阿
加
得
文
字

由
阿
加
得
族
後
來
形
成
了
亞
述
大
帝
國
它
的
歷

史
可
說
自
撒
爾
貢
王
朝
始
(
約
於
公
元
前
二
千
年
左

右
)
直
到
烏
爾
第
三
王
朝
它
的
文
字
仍
是
正
楷
但
自

從
巴
比
倫
第
一
王
朝
開
始
這
種
箭
頭
文
牢
螢
展
為
兩

種
趨
勢
郎
新
亞
述
值
和
新
巴
比
倫
鐘
前
者
較
清
楚
整

潔
採
直
線
形
後
者
則
仍
採
曲
線
形
介
於
古
式
與
新
式

之
間
公
元
一
九
二
二
年
在
卡
帕
多
細
雅
所
鳳
凰
掘
的
小

泥
塊
文
件
即
囑
道
類
箭
頭
文
字
按
專
家
的
意
見
遠
在

卡
帕
多
細
雅
能
發
現
這
類
文
字
並
非
國
這
類
文
字
當

時
在
卡
帕
多
細
雅
已
廣
為
應
用
極
可
能
是
由
美
索
不

達
米
亞
來
該
地
經
商
的
商
人
把
孩
類
文
字
帶
至
該
處

此
外
一
九
二
八
年
以
及
一
九
四
八
年
在
霞
婪
爾

(
約
﹒
岡
村
﹒
〉
﹒
ω
串
串
『
呵
。
『
)
指
導
下
在
辣
市
沙
木
鍊

(
M
H
S
a
∞
Z
B
E
}
(
即
古
勝
尼
墓
地
方
今
敘
利
亞

西
北
部
)
發
掘
出
的
郎
今
日
所
慣
稱
的
「
烏
加
黎
特

文
件
」
所
用
的
也
是
這
類
箭
頭
文
字
按
專
家
考
被
鳥

加
黎
特
文
件
僅
採
用
了
箭
頭
文
字
也
只
藉
用
了
箭
頭

文
字
來
寫
他
們
原
有
的
語
言
而
且
總
共
只
有
三
十
個

符
號
郎
今
日
西
歐
文
字
中
所
稱
的
子
1日
字
(
的
。
自
?

口
E
S
ω
)
這
些
文
件
幢
暉
考
古
學
者
的
意
見
當
屬
公
元

前
二
千
年
左
右
的
產
品
這
樣
足
證
這
個
所
謂
剛
蚓
嘲

箭
頭
文
字
流
行
之
廣
沒
這
一
文
字
直
流
行
到
公
元
前

五
百
多
年
波
斯
大
帝
國
時
代
之
後
逐
漸
為
更
便
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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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間
刺
美
文
及
以
後
的
希
磁
文
所
代
替

制
~
見
字
訊
(
義
)

-
m
m
R
M
q
U
H
句
。
1
月

J
這
種
樹
可
能
只
兩
次
見
於

一m
4
信
封
咽
，
可
。
可
己E\

動
組
其
一
固
定
和
制
倒
給
拉

班
放
羊
時
利
用
它
的
枝
條
使
出
生
的
小
羔
羊
帶
有
斑

點
和
黑
點
(
創
刊
叫
盯
|
抽
)
其
二
是
謂
以
民
在
它
的

謝
祖
國
之
下
給
邪
辦
獻
祭
(
歐
4

時
)
前
者
大
概
的
確

是
楊
樹
蓋
它
們
慣
生
於
水
邊
溪
旁
但
後
者
所
指
是
否

真
正
的
楊
樹
則
大
有
問
題
葦
它
們
很
少
生
長
在
高
山

丘
嶺
上
因
此
可
能
是
另
一
一
欖
樹

見
樹
木
(
韓
)

“
且
勿
h
p
w
阿
三
§
σ
『
5
5

楊
布
黎
是
阿
刺
伯

羽
毛
手
苟

a
c
g
E
\

人
的
一
個
支
豆

當
巴
基
德
開
始
攻
打
猶
太
時
約
納
堂
打
發
自
己
的
哥

哥
若
望
帶
領
一
批
不
能
參
加
作
戰
的
猶
太
婦
女
帶
者

財
物
去
見
納
巴
泰
人
求
他
們
幫
助
照
顧
行
至
默
達
巴

時
楊
布
黎
人
出
來
攔
擋
去
路
將
行
人
殺
死
若
望
亦
陣

亡
並
將
財
物
金
行
搶
劫
後
來
約
納
堂
及
息
孟
為
兄
報

仇
當
楊
布
黎
人
舉
行
婚
禮
時
出
其
不
意
打
死
了
不
少

的
敵
人
其
他
的
則
逃
命
去
了
大
多
數
的
學
者
隨
從
史

家
若
瑟
夫
的
意
見
謂
這
批
楊
布
黎
人
應
是
阿
摩
黎
人

的
後
代
參
見
加
上
9
扭
|
吋
(
韓
)

“
蒲
團
耐
心
目
可-
z
o
'
"
『
Z
J
落
葉
植
物
易
生
於
水
邊

別
叫
個
組
個
/
盟"
H
S
E
K

尤
多
見
於
凹
划
蚓
過
北

部
息
高
譯
本
將
之
一
次
譯
作
楊
樹
(
創
刊
叫
盯
)
一
次

譯
作
個
楓
樹
(
則
叫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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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見
木果。

" 

(
韓
)

J
這
個
希
伯
來
文
名
詞
只
-
次

、
見
於
聖
經
(
依
科
H
)
指
示

一
一
種
堅
硬
的
木
材
但
這
種
堅
固
用
來
雕
刻
邪
神
像
的

木
材
確
係
何
種
樹
木
聖
經
上
沒
有
清
楚
地
指
出
古
譯

本
也
沒
布
答
集
故
此
學
輯
們
各
持
己
說
意
見
紛
耘
但

有
些
學
者
的
意
見
是
根
本
不
能
接
受
的
蓋
他
們
所
提

議
的
樹
木
根
本
不
見
於
墓
地
而
另
一
些
學
者
的
意
見

則
又
與
原
文
不
符
故
此
我
們
跟
隨
比
較
穗
鍵
的
學
說

謂
它
是
圓
圓
淤
橡
樹
及
香
柏
樹
的
一
種
堅
質
木
材
回
心
高

譯
本
譯
作
「
機
木
」
因
它
缺
少
植
物
上
的
衛
語
名
詞

故
此
不
見
於
「
聖
經
中
的
植
物
」
條
內

見
香
柏
尉
橡
樹
(
韓
)

“
此
臨
時
目
可
-
E
?
5
5
原
是
易
於
生
長
在
寒
帶

的
心
研

M
N
H
f
d
E
臣
、

2

」

A
t

』

a

司
，
、
的
落
葉
喬
木
但
是
在
娶

她
的
小
山
坡
上
及
約
但
河
眸
亦
可
見
到
它
的
綜
跡
聖

經
上
兩
次
提
到
這
種
植
物
郎
依
例

"
ω
"

見
樹
木
(
緯
)

“
"
苟
已
皆
有
G
E
口

J
神
名
此
神
只
見
於
亞
5

ω
μ
t

到
E
F
f
F
E
U
Y
E之

l
i

。

i

2
1

二

A
'
"
1
.
u
和
宗

7

“
亞
的
記
載

按
敘
利
亞
文
和
現
在
大
多
數
學
者
意
見
以
及
恩
一
向
譯

本
部
譯
為
「
克
汪
」
該
神
指
的
似
乎
是
土
星
至
鉛
何

以
「
克
汪
」
竟
然
在
宗
書
內
會
變
個
月
「
楞
番
」
的
問

題
筆
者
以
為
可
能
是
希
碰
文
譯
者
誤
把
開
拉
雪
白
讀

作

m
E
Z
O
B
所
致
的
確
一
位
一
希
擻
譯
文
抄
本
是
把

目
巳
M
H
E
S寫
成
「
勒
汪
」
的
因
而
將
「
克
汪
」
寫

成
「
楞
蕃
」
也
未
嘗
不
可
能
實
情
是
否
果
真
如
此
直

到
現
在
尚
無
圓
漪
的
答
覆
亞
在
孩
處
所
攘
的
另
外

一

神
撤
麗
特
宗
劫
記
為
摩
肋
客
就
是
亞
述
人
所

崇
拜
的

尼
奴
塔
(
旦
旦
回
『
帥
"
)
或
名
尼
尼
布
部
戰
跡
和
磁
抽
仰

自
肝

、

亞
5
"

經
文
欠
妥
這
種
名
詞
的
差
異
寫
法
很
難

有
肯
定
的
解
釋
(
當
)

5

糟
h
E
f
4

、
斗
。5
旦
/

勵
守
戶
口
自1仁
見
聖
殿

“
凡
丈
母
也
「
斗o
s
-
-自

J
般
說
是
每
個
以

扮
自
世
卅
s
f
/
.
H
d
立
Z
Z
S
Z
E
o
r

于
l
l

2
1
1
U
A
-
J
'
"

川
、
色
列
人
應
向
聖

殿
繳
納
的
說
項
它
與
所
獻
的
什
一
之
物
迴
然
不
同
因

為
般
說
是
寫
維
持
聖
殿
敬
禮
所
間
的
經
費
(
見
山
狗

"
)
什
一
之
物
部
是
寫
維
持
司
祭
肋
末
人
及
一
切
服

務
於
擊
敗
人
員
的
生
活
殿
稅
的
出
現
憋
在
以
民
輾
轉

於
曠
野
的
時
代
籍
登
記
戶
口
的
機
會
定
了
每
人
應
繳

的
人
T
稅
即
凡
浦
二
十
歲
的
人
不
分
貧
富
應
納
半
個

「
協
刻
耳
」
的
捐
稅
(
出
必
u
|
刊
)
這
種
規
定
至

修
是
「
會
幕
」
時
重
新
出
現
(
也
叩
拘
甜
甜
)
但
是
上

述
說
捐
並
不
是
年
復
一
年
的
定
期
制
度
直
至
猶
大
王

約
阿
士
時
代
(
八
三
五
1

七
九
六
)
才
有
了
明
確
的

記
載
百
姓
應
每
年
繳
納
搬
稅
(
編
下
叫
的
4
|
刊
)
列

下
u
s
所
說
的
殿
稅
也
只
是
暫
時
性
的
捐
獻
用
為
修

理
學
殿
乏
用
充
軍
之
前
會
有
一
段
時
期
是
國
王
自
己

寅
貴
供
給
聖
殿
第
紀
用
的
牲
畜
(
則
“
凹
i
w

編
下

到

8
)
充
軍
之
後
百
姓
有
責
捐
獻
重
建
聖
殿
的
費
用

(
厄
下
ω
"
)



但
是
到
了
耶
穌
的
時
代
造
無
疑
問
已
經
布
了
定

-
G
'、
。

'，h
I
I
I
-
4
t
t
'

期
綠
納
殿
稅
的
抽
血
定
(
瑪
口
創
|
盯
)
史
家
計
瑟
夫

關
於
這
點
也
為
明
確
的
記
誠
一
切
手
論
居
於
摯
地
或

散
居
他
方
的
漏
了
二
十
成
的
猶
太
男
子

(
締
，
艾
叫
他
艸

除
外
)
均
應
每
年
微
納
半
例
「
斯
山
們
特
」
的
般
說
(
瑪

η
盯

)
不
得
用
，
由
外
邦
人
具
尸
宜
的
做
瑪
的
余
雅
人
借
口

的
錢
來
獻
於
嬰
般
並
且
應
利
用
猶
太
人
自
已
的
錢
幣

來
繳
納
殿
說
但
是
自
充
軍
以
來
除
去
一
個
婦
時
期
之

外
(
加
上
的

6
)
猶
太
人
是
不
准
，
H
M賠
錢
幣
的
這
就

解
答
了
何
以
在
耶
穌
時
代
麼
一
般
門
口
釘
錢
泣
的
存
在

(
瑪
幻
口
等
)
其
目
的
不
外
是
將
當
時
流
行
的
外
幣

!
l
l
l

'

。

l
l

換
成
錯
太
幣
你
以
做
納
版
稅
除
了
這
叫
他
親
叫
來
耶
京

獻
納
殿
稅
之
外
技
米
巾
納
的
記
收
亦
有
感
人
在
「
阿

達
爾
」
月

(
二
三
月
之
間
)
出
外
叫
出
收
注
且
譴
送
數

目
怕
當
可
觀
的
般
說
至
耶
京
公
-
兀
七
卡
年
間
耶
京
凡
此

都
→
一
般
被
羅
馬
人
焚
毀
之
後
一
迋
叫
他
岐
駝
的
獻
的
成
例
仍

然
存
在
但
其
目
的
已
不
再
是
為
耶
叫
小
型
股
而
結
呻
吟
縱

罵
的
邪
神
廟
宇
(
韓
﹒

)

的
L衷
學
叭
百
三

間
丘
。
是

J
U社
教
會
的
神
學
上
怖

"
扣
九
嘉
明
可
E

m
E
。

E
\

2
1
1

月
/
了

、
“
H
Z
小
界
的
或
打

界
柄
的
善
人
在
死
後
甜
門
時
作
補
版
洗
淨
a
u
l」
級
咚
的

地
方
然
後
，J
可
進
入
天
闢
膽
仰
天
主
的
學
谷
m
z經
上

:
雖
然
沒
有
消
楚
地
問
扯
到
「
煉
叫
做
」
圳
是
它
的
觀
念
。

-

。

一一
祖
國
約
時
代
已
訂
了

擱
一

(
a
)
m
w
t肖先
名
叫
以
淵
錚
倒
入
圳
H
H
己
的
路

r
J

悠
悠
H
位
以
阿
拉
准
則
付
鋒
放
之
後
述
帥
的
作
州

w趴
(
別
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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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G
$

。

.
'
，
3
、
‘
g

5

戶

m
M
做
下
U
H
H
)
但
是
砂
土
經
上
對
練
以
存

•

. 
‘
《
.
。

，

在
的
興
也
的
可
也
述
H
M於
加
下
白
抽
|

“

它
消
燈
指
仙

人
死
後
仍
，
“
除
神
州
川
旭
泌
的
司
能
性
山
上
仍
訊
后
的
人

。

I
l
l

-
l
t
i
1

，
t
i
f
-
-
-
-

可
以
M
M山
去
仰
的
人
話
時
瑪
圳
的
指
大
紅
敬
仰
朋
哥
爾

屁
股
之
後
A
仆
已
阱
亡
的
士
兵
必
上
發
視
一
些
偶
像

的
符
錄
這
是
為
法
作
所
絕
對
情
止
的
必
是
大
家
「
叫

心
哀
求
使
所
仙
化
界
必
得
以
元
全
攸
兔
」
(
加
下曰
“
)

並
叭
叭
獻
合
錢
送
什
忱
郎
來
玲
一
迢
些
仰
亡
的
士
兵
獻
的
次
以

補
償
界
必
很
明
顯
的
泛
比
一
一
排
川
拉
拉
不
是
大
界
或
死
罪

他
仿
m
f
h
w
閉
上

一次
他
們
是
「
善
終
的
人
」
(
加
下

曰
“
)

他
們
的
昕
睬
，
相
獻
樂
呵
使
這
也

一士
兵
叫
侃
得
難
仙
似(加

下
曰
“
)
來
U

從
「
的
改
犯
得
低叫做
心
丙
叫
他
們
俗
上
主

們'

，

似
門
而
死
的
一
不
呵
必
做
的
深
件
是
他
們
悠
先
得
知
之

。

9
》
3
3
5
5

放
這
段
m
f輝
的
綠
強
，
竹
力
地
時
，
小f
均
以
的
存
在
作

為
推
梢
川
恥
州
大
的
逗
他
心
全
是
全
體
士
兵
扎
扎
耶
泣
的

4

川
市
所
贊
同
的
因
此
很
可
能
迋
沌
的
念U
T已
存
狂
於

l
f
t

。

以
氏
的
心
叫
中
必
然
古
典
米
住
的
仙
人心
H
E
h
們
常
切
關

'
、
、

。

係
的

(
比
利
1

2

)

(
b
)
新
約
鍾
終
沒
釘
返
城
溢
血
的
世
快
改
圳

1
、
4
、

。

仰
上
甘
他
卻
一
經
品
收
以
能
向
崗
山
下
花
抽

i
H

先
後
州
州
悅

耳
叫
口
凹
衍
仙
人
死
攸
仍
紅
挺
得
祥
之
仙
悅
的
吋
拍
他
仙
似

此
的
的
「
州
州
m
M叫
圳
市
」
上
的
谷
3

臼
划
將
山
川
人
必
後

鬥
也
不
能
從
件
排
之
赦
的
心
5

目
的
帥
門
M
H
m叫
“
什
等
人
心

γ

一
切
伙
此
叫
絕
瓜
能
從
侃
一
災(以
此

)
山
來
的
u
“

史
將
刑
況
分
棋
手

川
的
呼
叫
此可
能
A
m
-
仆
所
的
政
仆
呼

叫
此
地
川
川
的
永m
A

啥
叫
你
從
他
的
3
M

l
H

論
及
傳
這

U
M將
廿
九
在

上
主
審
判
的
日
F

要
經
過
火
的
考
織
經
得
巧
玲
的
此

可
她
得
、
水
生
的
仙
似
舵
、
迫
災
雌
然
並
沌
K
H航
山
火
的
可

質
R
拭
去
，
驗
的
地
方
的
(
很
M
M地
迅
在
短
叫
叫
道
例
火
h
n問

.

作
人
泣
的
能
力
愉
悅
博

A
U川
紅
工
作
上
可
能
剋
的
前

-
J

。

l

i
l
-
-
o

小
過
鉛
在
教
父
中
放
研
加
倍
乃
足
弟
一
人
利
川
了
一
扭
仗

,>

BEep

-

o

瓜
干
干
經
來
港
明
的
叫
以
的
心
仔
在

叫
凶
然
在
做
叩
什
末
日
的
-
7卅
叫
門
時
將
只
街
兩
種
可
能

性
別
是
天
上
的
一
騙
樂
成
地
川
的
永
恆
口
那
位
絞
肉
門
那

些
故
不
能
只
天
又
不
悠
下
地
川
的
人
，
刊
。
例
淨
化

，叫

已
的
地
方
l

仙
阿
以(
仆
地
向幻
盯
)
(

悴
)

油
田
巳w
怯
陸
\N
M
S
J
地
中
口
吃
山
名
其
睬
。
沾
不
什
悶
悶

m

區
訕
.
到
列
/
訣
。
三

:
2
7

，
、
吶
呵
呵
能
訂
「
吃
地
」
或
「
咕

咕
」
的
忠
心
但
是
它
在
以
氏
的
地
理
政
治
法
吼
叫
比
之
方

放
上
划
從
指
示
若
不
同
的
人
地
拉
物
兒
於

mt叫
他
上
的

位
及
訂
F

列
沾
點

G
H血
郎
以
來
小
間
的
一
側
山
崗
位
於
仙
M
h的
口
確
立

克
總
降
俗
之
間
達
咪
時
代
耶
步
斯
人
的
械
市
說
這
速

築
在
這
此
時
山
崗
上
後
來
亦
成
為
此
處
宮
犬
的
名
稱

、
、
'
、
、

。

(
做
「
5
7

制
上
刊
6

)

@
杭
州
地
指
全
耶
侃
侃
冷
械
(
列
下

m
w
u一
泳
刊

1
9

地
叫

3
τ
t

i
s

-

時

4
3
0
H
2
2
0
u
d

1
6
:
叫

“

]

'

.
4

1

:
5
6
1

、

@
絨
線
淪
也
築
想
股
公
際
黎
雅
山
上
似
將

約
隨

迎
人
巾
的
白
後
傅
申
咐
又
成
了
也
叫
阿
仗
部
一
一
山
的
名
格

(
依

8

閃
閃
閃7

川
的
詞兒
3

口

米
4

7
)
而
別
於
、
「
述
時

月
區
、
、
。

械
」

(
以

上
7

站
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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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熙
雍
的
子
女
」
價
指
全
耶
京
的
居
民
或
者

叫
~
全
叫
倒
叫
民
族
(γ叭
叭
叭
岫
-
m
s喇
叭
叫H
M
﹒
柏
村
，
“

-
u

柏
村u
m
A﹒
等
)

一

@
飯
然
堅
教
會
是
古
代
以
民
宗
教
的
正
式
繼
承

!

若
是
以
熙
雍
也
指
現
世
上
的
學
教
會
而
言
(
希u
n
)

或
者
指
天
上
的
耶
路
撒
冷
(
默
M
I
)

@
最
儉
自
十
字
軍
東
征
時
代
開
始
耶
京
西
南
部

的
山
崗
就
是
晚
餐
康
的
所
在
地
亦
被
稱
為
熙
雍

(
韓
)

砂
色
民
事
長
豆
M
M
S
J
這
種
動
物
祇
兩
次
偶
然
見

2
j
j

可

'
ω
M
E
B
K
於
戰
亂
刷
劇
爛
在
國
庫
豐

裕
之
際
異
想
天
開
妄
想
與
埃
及
的
法
郎
及
亞
述
帝
國

的
君
主
相
比
學
習
他
們
生
活
的
奢
華
將
一
些
珍
為
異

獸
利
用
塔
爾
史
士
航
隊
每
三
年
往
返
一
次
的
機
會
運

來
耶
京
供
國
王
養
玩
其
中
就
有
墓
地
無
出
產
的
發
猴

(
列
上
m
n
編
下
9

缸
)
至
于
這
批
發
猴
的
出
處
學

者
們
成
認
為
總
是
印
度
及
錫
蘭
(
韓
)

m
師
手
中
汪
古

借
鑒
草
屋
獅
子
這

Z
X
A
J
-
-
2
2

、
由
舊
約
即
可
以
證
明
蓋
僅
獅

子
的
名
稱
即

有
百
餘
亂
單
地
的
獅
子
屬
蚓
蚓
種
較
蚓

洲
獅
子
寫
小
喜
臥
於
洞
穴
叢
林
之
中
(
如
詔
"
-

u

m
約
5
.
)
尤
其
見
於
制
叫
河
谷
一
帶
(
制
"
時
)

由
此
外
出
龔
擊
畜
牧
的
羊
章

(
繳
上
U
H
依
"“
‘
亞

3
u
)
喇
喇
對
闢
滅
亡
之
後
該
處
因
人
煙
稀
少
獅
子

的
繁
殖
已
達
到
驚
人
的
地
步
(
列
下
口
甜
甜
)
捕
提
獅

子
的
方
法
多
是
陷
阱
(
則
的
‘
)祇
有
年
青
力
壯
(
民

十三!!Oð9-2072 

H凹
，
|

M
)
及
智
謀
多
端
的
九
才
可
以
與
獅
子
對
抗

(
幟
上η
H
l

肘
樹
下
n
m

此
可
獅
子
的
怒
吼
(
的
3

.
)
及
強
大
的
力
量
是
十
分
可
怕
的
(
撒
下

1
"

民

M
M
鐵
m抑
制
)
但
牠
美
麗
的
形
態
划
成
了
古
東
方
許

多
宮
殿
及
偉
大
建
築
物
的
裝
飾
品

(
列
上
7

盯
|

扭

m
w
編
上
認
叮
編
下
9
M
)

獅
子
在
監
經
上
的
象
徵
意
義
也
不
少
雅
各
伯
稱

自
己
的
兒
子
猶
大
寫
?
幼
獅
」

(
創
刊
，
見
戶
n
H

申

H
N
n)
繳
鳥
耳
及
約
納
堂
勇
猛
勝
過
獅
子

(
撒
下

1

目
)
勇
士
多
與
鄉
于
相
比
(
撒
下
口

M
n
m
)
上

主
的
許
多
作
為
亦
猶
如
獅
子
的
怒
吼
(
見
依
到
‘
歐

5
H
)
兇
狠
惡
霸
的
暴
君
有
時
也
比
作
獅
子

(
激
叫
閃

閃
約
2
m
H
德
4
M
U
n

詠
8
s
n
u
)

新
約
時
代
獅
子
越
已
白
雪
地
消
跡
仍
然
在
古
代

遺
傳
的
設
法
之
下
數
次
提
到
了
牠
「
曜
鬼
如
同
咆
峰

的
獅
子
巡
遊
」
(
伯
前
5
.

弟
後
4

口
)基
督
是
「
出

於
蚓
蚓
支
派
中的
獅
子
」
(
制55
) ，

衛
護
上
主
寶

座
的
天
使
中
一
位
有
獅
子
的
形
像

(
默
4

，
)(

韓
)

m痲
瘋
(
閃
閃
h
y
)

m盟
約
(
m
u
u
u

…D
J
f
z
分
舊
約
新

:
」

約
兩
大
部
分
寫
於
墓
督

前
者
稱
為
背
約
寫
於
基
督
後
者
稱
圖
用
新
約
如
今
我
們

將
學
經
何
以
稱
為
約
約
的
意
義
約
與
我
們
人
的
關
係

器
談
一
二
藉
此
使
我
們
由
對
約
的
瞭
解
進
而
能
對
此

見
領
病

約
忠
信
履
行
以
期
達
到
天
主
典
人
立
約
的
目
的

約
的
字
面
解
，

約
希
伯
來
文
稱

a
MM
W旦
昏
還

二
手
-
說
導
源
於
動
詞
囡

"
E
V
意
即
「
吃
」
按
在
很

古
時
訂
立
盟
約
者
必
同
吃
為
訂
立
盟
約
所
設
的
短
席

或
為
訂
立
盟
約
而
獻
於
天
主
之
祭
肉

(
創
叫
“
“
“
必

M
l

u

蘇
9

‘
繳
下
3

甜
)
舊
約
宙
社
會
提
及
一
種

「
鹽
約
」
(
戶
的
u

編
下
H
S
)
即
是
這
字
的
最
好

說
明
另
一
說
以

切
。
阿
拉V

導
源
於
動
詞

只
R
R
Y

「
第

閥

」
之
意
是
由
於
古
時
立
約
時
多
將
獻
作
犧
牲
的
牲

畜
劈
闋
象
徵
立
約
者
雙
方
都
有
守
約
的
義
務
如
一
方

失
約
則
應
如
這
作
犧
牲
的
牲
畜
受
刀
劈
之
刑
是
以
在

古
峙
的
立
約
方
式
指
狹
意
的
立
約
通
常
必
舉
行
以
下

兩
種
儀
式
呼
求
天
主

(
紳
)
作
證
並
一
起
吃
飯
(
通

常
是
吃
為
立
約
而
宰
殺
的
牲
畜
參
見
創
刮
目
“
)

約
的
定
龔
自

前
設
看
來
我
們
可
這
樣
對
盟
約

下
一
定
義
盟
約
是
經
一
種
儀
式
即
立
約
的
程
序
使
立

約
者
雙
方
都
受
到
一
種
道
義

上
的
束
縛
有
義
蕩
來
遵

守
所
訂
立
的
約
白
這
約

所
產
生
的
效
果
而
且
也
可
說

立
約
的
目
的
即
是
和
平
宰
一
幅
也
即
使
立

約
者
雙
方
都

能
依
照
約
的
性
質

與
規
定
得
以
和
平
相
處

約
的
譯
文

我
們
所
談
的
約
如
前
面
所

記
按

原
文
是
指
希
伯
來
文
內

所
用
的

F
Z
岳
最
早
的
譯

文
當
推
希
磁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希
擻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將

囡
"
D
H
Y譯
作

。
E
o
w
o
即
「
曲
唱
團
團
」
之
意

而

未

脅
是
D
H
矣
。
而
是
口
H
n
Z

才
是
約
或
盟
約
之
意
希

叫
樹
譯
文
所
以
用e
m
g
w
o而
采
用
品

D
g
w
o
因
為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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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認
為
人
無
資
格
與
天
主
立
約
而
所
謂
「
約
」
全
山
山

於
天
主
的
仁
慈
故
用
了
全
且
矣
。
這
字
因
而
拉
丁
文

也
未
譯
約
之
本
{
子
明
。E
E

而
譯
作
斗
，g
g
s
g
z
s

也
郎
「
遺
囑
」
之
意
之
後
歐
西
各
國
如
英
法
意
筒
班

等
文
無
不
依
拉
丁
文
斗

g
Z
S
O
D
H
E
=

一
字
作
為
他

們
稱
新
舊
約
之
名
詞
如
意
文
「

Z
S
S
O
Z
R
E

。

(
呂
立g
)
斗
g
g
s
g
g

」
英
文
「
斗
Z
D
O
君
自
已

。
-
ι
斗
E
Z
E
g
g

」
等

我
國
譯
文
與
中
文
「
約
」
字
之
意
義
我
國
天

主
教
方
面
過
去
一
﹒
間
將
新
舊
約
譯
作
「
聖
經
」
以
「
經
」

字
有
常
之
意
如
辭
海
經
字
第
二
解
釋
經
常
也
凡
常
道

常
法
皆
曰
經
問
時
我
國
一
向
稱
聖
賢
的
著
述
日
經
如

十
三
經
老
于
的
著
作
寫
道
德
經
等
因
而
我
天
主
教
徒

很
早
依
蠻
拉
丁
文

F
n
E

切
的
且
可
2
2

譯
寫
聖
經
將

〈
2
5
(
g
t
A
C口2
)
A
e
g
Z
B
B
E
E
-
2。
E
B

吋
E
H
S
B
H
C
E

譯
作
古
經
新
組
但
基
督
教
詞
很
早
就

譯
為
「
約
」
稱
全
部
聖
經
郎
古
經
新
經
圖
用
新
舊
約
全

書

十三.• 902 . 

-z一不來|者作
人 謀文殺「

t宜興約 而(牲誓 又
人人的 合。因置放約「
與所分 3. 血'-. 約
人立析 ;. 誓並」
自行的 )於引4 字
立約， 妓， 根神禮1 按3
的 及舊{ 錢也曲j 辭j
約，天 約i 動:禮i 海i
包主裹， 詞:說:作:
括與所 ---, L o--' ---, 
不人 E己 劈按 i佐縛
間所 述 開這暨束
時 立的 」一口」

代的 約， 之解盟「
及約。我 說釋.'-.盟
各們 法，與疏」
階可 可希I~ 則
層 分說伯|盟解

人
士
所
立
的
約
為
了
節
省
篇
幅
起
見
我
們
僅
提
數
起

以
概
其
餘

品
團
約
襄
所
起
最
早
人
與
人
立
約
乃
亞
巴
郎
與
阿

摩
蒙
人
所
立
的
約
(
創
刊
汁
臼
)
之
後
亞
巴
郎
與
阿
彼
默

肋
客
(
創
n
n

缸
)
雅
各
伯
與
控
班
(
創

H叫
“
I

H
)
若
蘇
厄
與
基
具
紅
人
(
蘇

9
3

|

訂
)
約
納
堂

與
達
味
(
繳
上
時

3
)
這
味
與
阿
貝
乃
爾
(
撒
下

3

閱
(
剖
)
徽
羅
瀚
與
提
洛
王
希
蘭
(
列
上
5
詞
)
拿

步
高
與
漆
德
克
雅
(
則
η

臼
)
等
所
立
的
約
由
上
述

所
引
各
街
看
來
可
知
立
約
不
須
兩
邊
金
屬
平
等
如
漆

德
克
雅
雖
是
君
王
的
身
份
但
他
乃
拿
步
高
手
下
的
敗

將
基
貝
紅
人
則
為
若
蘇
厄
的
戰
俘
約
納
堂
當
時
身
為

太
子
而
這
味
則
是
平
民

天
主
與
人
立
約
在

談
及
人
與
人
立
約
後
接
看

我
們
使
該
談
天
主
與
人
立
約
而
這
也
是
本
文
最
重
要

的
論
點
論
及
天
主
與
人
立
約
我
們
不
妨
以
時
間
先
後

來
著
筆軍

艦
上
明
文
提
及
天
主
與
人
立
約
最
早
乃
天
主

與
諾
厄
所
立
的
約
天
主
對
諾
厄
和
他
的
兒
子
們
說

「
看
我
現
在
與
你
們
和
你
們
未
來
的
後
裔
立
約
....
. 
」

(
創
9
.
|

口
)
不
過
按
上
述
聖
經
所
教
天
主
與
諾

厄
立
約
並
未
採
用
古
時
狹
意
立
約
的
儀
式
為
此
該
約

只
是
廣
意
的
約
換
言
之
只
是
一
種
許
諾
郎
天
主
誓
許

往
後
再
不
以
洪
水
消
滅
世
人
而
已

也
不
少
近
代
學
者
根
撮
(
德
η
刊
)
之
經
文
「
和

他
們
立
了
永
久
的
盟
約
」
認
為
天
主
在
創
造
了
人
之

後
當
人
還
在
伊
甸
樂
團
窗
暫
時
天
主
己
與
人
類
的
原
祖

訂
立
了
一
永
久
的
盟
約
這
盟
約
的
意
義
積
極
一
方
面

亞
嘗
嘗
耕
種
看
守
樂
團
消
極
一
方
面
不
得
吃
知
善
惡

樹
的
果
子
亞
當
若
遵
守
這
一
盟
約
划
生
否
則
則
死
從

天
主
處
罰
亞
當
的
話
可
知
亞
當
也
會
完
全
瞭
解
天
主

與
他
所
立
的
約
是
以
他
應
真
沒
有
守
約
的
全
責
(
參

閱
可
﹒
開
﹒
斗gz

。
明
宮
﹒

C
O
D
g
-
-
3
.
N
S
'

這
∞
)

不
過
對
天
主
與
亞
當
立
約
的
事
只
是
近
代
解
經
學
者

對
德
U
U
經
文
作
的
詮
釋
從
創
記
述
天
主
創
造
人
類

之
經
文
來
看
至
少
未
有
明
文
提
及
約
或
盟
約
等
字
樣

天
主
與
亞
巴
郎
立
約

聖
經
上
記
載
天
主
以
狹

意
的
立
約
儀
式
與
人
訂
立
盟
約
是
始
於
與
以
民
的
先

組
亞
巴
郎
天
主
為
與
亞
巴
郎
立
約
事
前
有
一
長
期
的

準
備
先
叫
亞
巴
郎
離
開
他
的
故
鄉
到
自
己
給
他
指
定

的
地
方
郎
他
最
後
來
到
的
客
納
罕
地
去
(
創
刊

M
1
l

s
)
天
主
與
亞
巴
郎
立
約
時
命
他
準
備
一
隻
三
歲
的

母
牛
一
雙
三
歲
的
母
山
羊
一
隻
三
歲
的
公
綿
羊
一
雙

斑
鳩
和
一
隻
雛
鴿
除
斑
鳩
和
雛
借
外
將
上
述
的
牲
畜

剖
開
並
排
陳
列
當
日
落
天
黑
的
時
候
有
冒
煙
的
火
爐

和
燃
著
的
火
炬
由
那
些
肉
塊
間
經
過

|
1

火
及
姻
在

聖
經
上
多
次
原
是
天
主
臨
在
的
象
徵
(
見
出
3
2
m
w

M
)
|
|

然
後
天
主
與
亞
巴
郎
立
約
說
「
我
要
賜
給

你
後
裔
的
這
土
地
是
從
樹
別
河
直
到
蚓
劃
倒
叫
肉
就

是
刻
尼
人...... 

和
耶
步
斯
人
的
土
地
」
(
創
的
-
-

m
)
不
過
天
主
與
亞
巴
郎
立
約
不
只
把
上
述
土
地
給

了
亞
巴
郎
的
後
裔
鐵
算
了
事
從
其
他
經
文
得
知
天
主



士
聽
到
別
叫
立
約
主
要
的
目
的
是
要
使
亞
巴
郎
成
寫
一

的
叫
-
大
民
說
成
為
一
屆
低
地
上
的
萬
民
都
要
因
到
別
叫
而

一
獲
得
親
一
一
臆
{
創
U
Z
8

路
1

呵
呵
迦
4
.
﹒
羅
4
)

亞
巴
郎
要
寫
當
局
民
之
父
由
他
要
出
生
一
位
君
王
天
主

要
作
亞
巴
郎
及
他
後
育
的
天
主

.•••. 

(
創
口
‘
i

﹒

吟
，
-
u
)
天
主
要
求
亞
巴
郎
祇
敬
拜
他
唯
一
的
真

主
天
主
聽
他
的
吩
咐
服
從
他
的
旨
意
(
創
U
I
T
U

M
)
，
立
約
的
標
記
是
他
家
的
男
子
都
要
受
割
損
{
創

口
叩
|
M
)
從
天
主
與
亞
巴
郎
立
約
的
儀
式
看
來
天

主
與
亞
巴
郎
所
立
的
盟
約
只
是
單
邊
盟
約
也
即
是
說

天
主
所
賜
與
亞
巴
郎
的
一
切
全
出
是
於
天
主
的
慈
愛

之
後
天
主
向
亞
巴
郎
的
後
裔
依
撒
格
雅
各
伯
重

新
肯
定
他
與
亞
巴
郎
所
立
的
約
(
創
泊
2
1
.
n

u
|

間
)
因
重
申
這
約
亞
巴
郎
的
天
主
說
成
了
依
撤

格
雅
各
伯
的
天
主
(
出
3
.
s
)
而
亞
巴
郎
的
後
裔

便
成
了
天
主
的
特
還
子
民

西
乃
盟
約
當

天
主
由
埃
及
為
奴
之
地
救
山
以

民
來
以
後
在
西
乃
山
以
更
隆
重
莊
般
的
儀
式
與
全
以

民
訂
立
了
我
們
今
日
慣
稱
的
西
乃
盟
約
這
西
乃
盟
約

實
可
說
是
一
…
繼
往
開
來
的
盟
約
前
總
天
主
與
亞
巴
郎

所
立
的
約
開
創
以
民
的
歷
史
的
新
紀
元
以
這
西
乃
盟

約
天
主
實
踐
了
與
亞
巴
郎
所
立
的
盟
約
(
創
的
，
l

M
)
問
時
也
把
自
己
向
以
民
所
要
求
的
啟
示
r

給
以

民
向
以
民
頒
布
了
十
誠
(
出

m
-
-
m
)
梅
瑟
遵
天

主
命
先
立
了
一
座
祭
壇
象
徵
天
主
叉
立
了
十
二
根
石

柱
代
表
以
民
十
二
支
派
即
代
表
以
色
列
全
體
于
民
然

十三重2072 

後
命
以
色
列
青
年
宰
殺
了
牛
積
獻
作
和
平
祭
獻
取
了

牛
償
的
血
一
半
撞
在
祭
台
上
一
半
灑
在
百
姓
身
上
後

來
大
家
一
起
吃
和
平
第
祭
宴
在
向
百
姓
灑
血
之
前
梅

瑟
先
把
盟
約
的
條
文
天
主
十
誠
讀
給
以
民
聽
第
一
誡

天
主
說
「
我
是
上
主
你
的
天
主
是
我
領
你
出
了
埃
及

地
奴
鼎
鼎
之
所
除
我
之
外
你
不
可
有
別
的
神
不
可
寫
你

製
造
任
何
彷
彿
天
上
或
地
下
或
地
下
水
中
之
物
的
雕

像
不
可
叩
拜
這
些
像
也
不
可
敬
奉
因
為
我
上
主
你
的

天
主
是
忌
邪
的
天
主
凡
惱
恨
我
的
我
要
追
討
他
們
的

罪
從
父
親
直
到
兒
子
甚
至
三
代
四
代
的
子
孫
凡
愛
慕

我
和
遵
守
我
誠
命
的
我
要
對
他
們
施
仁
慈
直
到
他
們

的
千
代
子
孫
」
第
二
誠
天
主
說
「
不
可
妄
呼
上
主
你

天
主
的
名
因
為
凡
妄
呼
他
名
的
人
上
主
絕
不
讓
他
們

兔
受
懲
罰
」
(
也
別
2
|
7
)
關
於
十
誠
的
全
文
見

出
油
1
l

t

臼
百
姓
聽
了
一
一
冉
答
覆
說
「
凡
上
主
所
吩

咐
的
話
我
們
必
聽
從
容
行
」
(
見
出
H
S
T
)
天
主

以
這
莊
嚴
隆
重
的
儀
式
與
全
以
民
立
了
這
西
乃
盟
約

天
主
成
了
以
色
列
于
民
的
天
主
以
色
列
子
民
成
了
天

主
特
殊
的
產
業
司
祭
的
國
家
墓
潔
的
國
民
(
出
ω
s

e
)
日
後
以
民
得
以
佔
領
客
納
罕
許
地
在
客
納
罕
許

地
逐
漸
強
大
無
非
是
由
於
上
主
雅
戚
本
著
這
盟
約
而

特
別
賜
予
護
佑
只
要
以
民
對
這
盟
約
忠
實
奉
行
就
高

位
無
憂
為
此
日
後
以
民
屢
遭
敵
人
的
攻
擊
與
壓
迫
郎

自
於
他
們
對
這
盟
約
不
忠
所
致
誠
然
日
後
整
個
以
色

列
民
族
的
歷
史
1
|
盛
衰
興
亡
|
|
全
繫
於
以
民
對

這
盟
約
是
否
忠
誠
或
失
信
(
參
閱
嫩
下
7
M
|
M
列

」

上
6
u
l
u
8
M
|
闢
列
下
口
，
!
"
n
a
|
，

叫
他
l
l

必

a
b
y
A用
E
J
E
-
-
-
'

，

1
1

弓
h
j

。
f
u

、

從
四
刑
立
約
的
儀
式
看
來
(
即
將
牛
償
的
血
一

半
讀
在
祭
台
上
一
半
灑
在
百
姓
身
上
)
西
乃
盟
約
實

是
一
雙
邊
盟
約
(
間
。
直E
E
S
S
E
-
0
)
不
似
天
主

與
亞
巴
郎
所
立
的
約
只
是
學
邊
盟
約
(
同S
m

戶g
g
p

旦
角
色
。
)
為
此
雙
方
都
有
絕
對
守
約
的
義
著
但
日
後

以
民
屢
次
失
信
毀
約
為
此
屢
次
遭
受
天
主
的
懲
罰
每

當
他
們
遭
受
到
天
主
懲
罰
時
他
們
似
乎
也
有
自
知
之

明
知
道
自
己
遷
居
是
以
他
們
只
呼
求
天
主
記
憶
他
與

亞
巴
郎
依
撒
格
雅
各
伯
所
立
的
約
而
從
不
敢
提
及
商

用
盟
約
(
參
閱
叫U
H
晰
叫
“
“
制
4
M
蚓
下
臼
盟
總

下
ω
.
加
叫
“.U
A
2恥
"
M
M
等
)
。
由
此
可
以
明
瞭
茵

乃
盟
約
與
天
主
和
亞
巴
郎
所
立
的
約
實
有
區
別

百
乃
盟
約
乃
新
約
的
前
奏
由
以
上
所
述

不
論

是
天
主
與
亞
巴
郎
所
立
的
約
或
是
與
以
民
結
立
西
乃

盟
約
都
不
是
天
主
立
約
的
最
終
目
的
天
主
所
以
與
人

立
了
上
述
二
約
其
目
的
無
非
是
為
他
日
後
藉
默
西
亞

將
與
人
立
的
新
約
舖
路
並
且
可
說
天
主
與
亞
巴
郎
所

立
的
約
是
為
準
備
立
新
約
的
第
一
步
直
接
是
為
立
西

乃
盟
約
作
準
備
而
西
乃
盟
約
一
方
面
是
天
主
與
直
巴

郎
所
立
的
約
的
實
現
使
亞
巴
郎
的
後
裔
實
在
成
了
一

大
民
族
另
一
方
面
也
是
寫
新
約
直
接
作
準
俯
在
天
主

與
以
民
立
了
西
乃
盟
約
立
後
再
沒
有
另
立
其
他
盟
約

直
到
默
西
亞
來
臨
時
天
主
才
藉
默
西
亞
與
人
訂
了
一

永
久
開
乎
全
人
類
的
約
新
約
因
而
天
主
與
以
民
所
立



的
西
乃
嗨
勻
，1
叫
們
只
俏
約
山
間M
U
郎
成
史
M
w
a白
人

傾
始
而
叫
叩
門
品
起
的A仁
川
穌
|
欺
州
月

1
l

來
臨
統

帥
情
所
約
時
代

關
於
一
大
主
心
的
默
何
必Ah
吼
叫
糾
約
的
事
天
主
是
逐

圳
俐
的
廿
一
示
與
人
的
除
從
創

3

間
已
告
知
人
類
將
有
一
救

主
外
釘
上
述
與
亞
巴
郎
山
川
立
的
約
次
泊
的
怒
與
以
民

i
i
l
t
1

。

l
e
t
-
-
f
}
I
!

•
• 

所
汀
屯
的
凶
乃
盟
約
夫
主
犯
反
必
巴
郎
江
約
時
柚

H
a

「
布
-
A
王
將
所
你
而
出
」

(創
口
6

)在
立
f
-
內
乃

盟
約
後
悔
立
叫
到
以
民
叫
圳f州
時
也
會
這
樣
說
「
上
主
你

的
天
主
安
由
你
中
問
題
起

4

位
像
或

4

樣
的
先
知
你

們
應
聽
仿
他
」

(
出
W
W
M
H
U
)
肉
後
大
主
持
如
納
浮

光
知
告
知
遠
咪
品
「
你
的
家
茗
，
相
王
權
在
我
副
前
永

遠
存
在
你
的
王
位
也
永
遠
咚
定
不
移
」

(
撇
下
7

時

椅
上
口
H

)
無
疑
一
這
是
指
巾
進
味
快
說
所
巾
的
默
的

必
而
九
州
內
可
本
為
這
迷
味
a
M
已
或
繪
承
他
正
他
的
冶

H

竹
正
無
丈
尸4

一
先
後
死
去

.

得
低
山
也
抽
泣
為
次
新
約
仙
川

k
阿
依
做
忠
民
耶
仙
米

白
U
川
山
也
必
等
先
知
如
依
G
e
「
我
上
主
凶
仁
氛
也

叫
了
你
狡
必
從
悅
你
保
護
你
也
你
作
人
民
的
盟
約
烏

拉
伯
光
明
」
父
如
郎
"
訕訕
H

「
看
時
日
將
到
上
主
的
斷

E
m戚
、
必
費
與
以
色
列
奈
和
峙
的
大
家
行
立
新
約
不
像
必

九
日

l
l

眼
閉
住
他
們
的
手
引
他
們
山
純
埃
及
時
|
-

-
與
他
們
的
祖
先
汀
立
的
盟
約

因
:
。

我
闖
關
在那
些
時
口

一
級
與
以
色
列
家
訂
立
的
盟
約
|
|

土
主
的
斷
語
|
|

仙
一
批
是
就
要
將
我
的
法
作
放
在
他
們
的
肺
的
里
寫
征
他

一
們
的
心
政
上
我
要
作
他
們
的
天
主
他
們
要
作
我
的
人

2072 1一三品

N
i
-
-」
(
血
。
閱
則必
自

l
m
mm
閥

)
由

上
述
指
先

知
的
F

川
可
知
木
來
默
西
必
將
立
的
新
約
是
內
在
叫
樹
必

必
結
耐
心
背
反
結
民
的
(
依
M
M
e)
其
目
的
乃
是
和
平

(
依
"
，
叩

)
即
人
類
與
天
主
闊
的
和
平
而
且
這
新

約
也
是
根
邊
性
的
國
姆
先
知
把
這
新
約
與
天
主
，

州
站

立
史
的
約
相
比
而
天
主
與
諾
厄
立
的
約
原
是

學
邊
性

的
總
之
天
主
蔣
先
知
們
的
一
百
論
逐
漸
啟
示
給
人
未
來

的
默
西
亞
行
將
立
一
新
約
其
性
質
和
西
乃
盟
約
大
有

ll 
斗
，h
υ
n

耶
穌
基
督
訂
立
新
約

及
至
默
西
亞
耶
穌
基
管

閃
閃
生
成
人
時
聖
母
瑪
利
亞
和
間
加
利
亞
已
異
口

間
變

成
A
d大
主
說
天
主
實
踐
了
他
會
甜
首
詩
吳
學
越
亞
巴
郎

的
救
援

(
路
1

“

自
l

的

刊
)
到
了
天
主
父
預
定

的
「
時
反
」
耶
穌
以
他
身
為
大
司
祭
的
身
份
在

他
受

難
的
前
夕
以
他
第
二
天
即
將
為
仙
似
騙
人
類
所
要
流
的

恥
之
了
新
約
品
「
..... 

這
是
我
的
血
新
約
的
血
肉
火

策
傾
流
以
赦
兔
界
日
晒
」
(
m
MA
目

)
或
如
將
所
誠

「
泛
杯
足
用
我
為
你
們
流
圳
的
血
而
立
的
新
約

」
(
帥
的

n
凶
參
閱
格
的
口
自

)
無
疑
押
的
穌
是
針
對
悶
乃
盟
約

而
-
H
其
忍
不
外

H
A
K
a
函
門
盟
約
是
以
牛
慎
的
血
而
伐

仗
的
約
川
足
以
狡
的
你
們
做
忱
的
飢
牛
岫
似
的
血
自
然

不
能
和
耶
穌
的
血
相
比
是
以
逗
新
約
不
拘
是
從
立
約

的
中
人
|
梅
瑟
i
i

耶
穌
l
i

或
是
從
立
約
所
用
的
犧
牲

牛
頌
的
血

耶
穌
的
血
i

來
吼叫
遠
超
過
西
乃
盟
約

千
佔
店
的
肉
此
新
約
的
效
果

，
l

潔
淨
人
的
良
心
消
除

人
的
亦
必
如
耶
穌
自
已
所
改
「
為
大
眾
傾
流
以
赦
兔

路
過
」
也
述
這
超
過
的
約
l
i

以
淨
化
人
的
肉
身
郎

以
發
生
法
作
方
面
的
效
果

(見
醉
mq

H

H
)

新
約
與
當
約
的
區
別

關
股
新
約
與
倚
約
的
區

別
舉
保
祿
宗
徒
有

極
精
關
極
透
徹
的
講
論
如
眾
周
知

m
f叫
悴
的
峙
原
胸
口
法
利
來
黨
人
(
鼎
立3
5
)
曾
在
猶
太
人

中
極
其
盛
名
的
經
師
加
瑪
里
耳
足
前
到
怯
作
受
過

經

精
深
的
教
育

(
宗
n
s
)
是
以
重
保
峙
的
前
門
約
有
越

深
刻
的
研
究
與
瞭
解
但
在
他
的
警
信
內

一
一
冉
闡明
耶

穌
所
立
的
新
約
與
西
乃
盟
約
1
1
|郎
們
約
有
著
天
一
峻

的
區
別
新
約
在
於
腳
不
在
乎
文
字
因
路
文
字
叫
人
死

神
創
叫
人
心

(
俗
後
3
6
)
伯
約
使
人
成
瓜

(
法
律

釣
)
以
綠
(
迦
4

且
|
B

U
)
而
新
約
使
人
獲
得
自
由

即
使
人
由
與
想
和
死
亡
的
法
律
下
獲
得
自
由

(
經
8

1
4
)

使
人
成
怨
天
主
的
子
玄
可

稱
呼
天
主
「
阿

爸
父
刺
」

(
羅
8

H
t

口
)
是
新
受
造

(
迦
6

時

裕

後
5

口

州
2
u

n

)
關
於
新
約
聖
保
收
正
如
的
街

所
沒
泣
的
依
撒
念
一
位
耶
肋
米
亞
厄
則
克
立
等
先
知
所

說
的
新
約
是
內
在
的
的
寫
在
人
心

上
的
和
平
的
盟
約

是
以
學
保
械
和
先
知
們
前
J
d
正
的
後
互
相
輝
映
妙
然

托
山
這
新
約
的
無
限
珍
白
為
此
孩

們
也
就
明
m
m
何
以

聖
保
峙
的情
怯
律

(
峭
的
約
)
是
必
們
的
啟
A
K師

(
迦
3

剖
)
換
九
一
一
口
之
也

即
我
們
前
面
所
說
過
的
研
約
乃
新
約

的
前
奏
哲
約
只
是
為
新
約
鋪
路
只
是
總
準
備
新
約
因

而
且是
有
時
間
性
的
創
短
暫
的
而
新
約
才
是
侮
約
的
完

成
因
而
是
永
遠
常
存
的

結
論

總
之
無
論
新
約
毯
約
廿
問
←
中
，
可
說
自
制
時



-
帥
，
白
天
主
創
造
人
類
以
來
自
天
主
始
與
人
類
中
第
一

蜘
-
人l
l

亞
當
|
所
立
的
你
與
叫
民
的
墨
航
到
凹
M
W

一
依
徽
格
雅
各
伯
再
的情
與
以
民
在
西
乃
山
上
所
立
的
國

乃
盟
約
以
及
最
後
默
西
亞
救
世
主
所
立
的
新
約
無
非

是
寫
彰
顯
天
主
對
人
類
的

泛
且
因
而
官
現
f

他
救
臘

全
人
類
的
計
創
從
此
可
知
人
因
了
這
約
和
天
主
所
有

的
關
係
人
是
否
得
救
只
看
人
是
否
忠
誠
版
行
遵
守
天

主
典
人
訂
立
的
盟
約
正
如
雪
奧
斯
定
所
說
「
天
主
為

造
你
做
需
乎
你
天
主
為
救
你
如
需
要
你
的
合
作
」

|
遵
守
盟
約

見
梅
瑟
五
海
單
巴
郎
梅
瑟
國
乃
(
義
)

甘
蛤
暨
日
向
B
Z
G
J
睡
覺
在
巴
力
斯
堪
的
溫
暖

創

F
E
F
F

'
U
R
B
E
」
氣
候
之

1
不
是
一
件
難
取

任
何
地
方
都
是
睡
覺
的
好
處
所
(
創
m
u
)
甚
至
有

很
多
的
窮
人
都
膺
地
而
睡
也
有
經
便
的
手
提
床
(
瑪

9
6
若
5

9
叩
)
及
毛
毯
的
儲
備
(
民
4
"

)
普
通

是
日
間
用
的
外
衣
或
火
燒
(
繳
上

ω

口
)
足
以
它
在

目
前
俗
之
前
應
歸
還
原
主
作
為
使
問
避
寒
之
用
(
山
n

甜
甜
申

M
U
H
)

@
在
鎔
約
中
睦
眠
不
祇
且
是
勞
苦
之
後
的
休
息

(
訓
5
H
)
而
也
是
一
種
與
死
亡
十
分
相
似
的
生
您

現
象
是
以
惟
有
在
天
主
的
照
顧
扶
持
之
下
人
才
可
以

安
然
而
服
等
候
第
二
天
的
來
臨
(
詠

3
.

4
.

綴
3

剖
)
，
因
為
上
主
不
眠
不
息
的
(
詠
山

s

‘
)
。
叫
你
心
妥

慮
使
人
難
以
入
陸
(
訓
5
u

創
們
叫
“
)
糊
糊
人
的
合
師
也

會
帶
來
不
幸
(
鐵
6
.
-

u
m
H
n
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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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主
不
祇
保
護
瞪
眼
的
人
而
且
不

時
也
在
夢
境

之
中
(
見
夢
條
)
將
啟
示
賜
與
人
(
創
刊
心
血
|
M
約

4

日
-

H
H
M
HI

M

耽
訓
"
成
1

目

。

剖
)
有
時
是

天
主
自
己
使
人
沉
入
夢
鄉
如
旦
當
(
創

2
n
)
亞
巴

郎
(
創
的
問
)
及
做
鳥
昌
等
(
掀
上
約
時
)

@
在
新
約
中
睦
眠
在
新
約
中
街
兩
種
意
義

(
a
)
按
字
瑟
的
睡
覺
右
瑟
在
夢
中
得
天
使
的

指
示
(
瑪
-
M
)
叩
m
M
m
過
加
里
肋
亞
海
在
船
上
小
陸

時
起
了
大
風
暴
(
4瑪8
H

谷
4

油
路
8
自
)
耶
穌
山

閹
耐
瞬
時
伯
多
綠
雅
各
伯
及
若
望
昏
昏
而
陸
(
瑪
叫
的

“
八
八
廿
M
盯
帆
的
開
泣
的
“
)
厄
鳥
提
品
在
特
洛
阿
聽
保

綠
夜
間
冗
長
的
講
道
時
陸
的
熱
自
三
樓
墮
下
(
宗
鉤

，
)
其
他
，
何
關
睡
覺
的
地
方
有
瑪
u
u
m
H谷
4

盯

若
M
U
M
得
前
5
7

(
b
)
被
寓
意
的
睡
覺
猶
如
當
約
聽
眠
在
人
心

理
上
是
很
相
似
死
亡
的
生
斑
現
象
因
此
在
新
約
上
街

時
與
死
亡
同
意
耶
穌
做
活
雅
依
俗
的
友
兒
時
向
關
觀

的
人
說
「
女
核
沒
有
死
只
是
隨
著
了
」
(
瑪
9
H

谷

5

的
路
8
自
)
叫
做
活
拉
回
臉
時
亦
然
(
若U
H
)
瞪

眼
亦
是
懶
惰
懈
怠
的
象
徵
所
以
保
綠
勘
迦
教
友
們
說

「
現
在
已
經
是
由
睡
夢
中
醒
來
的
時
辰
了
」
(
羅
u

u
州
5
H
)
它
也
是
罪
惡
的
象
做
「
所
以
我
們
不
當

像
其
他
的
人
一
樣
貪
陸
翻
當
醒
將
清
醒
」
(
得
前
5

見
夢

(韓
)

"
川
俞
平
日
間
可
B
Z
F
J碑相
關
或
石
柱
希
伯
來
文
件

的
的
W
V
制
制

石
丘
之

;
1
1

司
(
'
，
、
「

g
g
o
g
y

」
或
「
E
Z
S
O
H
」

(
搬
F
U
U
)
必
「

Z
E

」
(
郎
"
訕
訕
物
，
)
七

十
賢
土
木
譯
作
「
ω
丘
。
」
或
「
Z
E
E
S
」
或
「
E
H
Y
S」

拉
丁
通
行
本
譯
作
「
岳
己
E

」
或
「
戶
晶
晶」
這
些
艸

碼
用
途
不

-
J成
為
列
載
史
事
情
川
能
流
傳
久
遠
或
為
其

點
廟
宇

'的
殿
或
結
指
點
路
程
界
限
或
為
供
作
神
明
象

徵
樹
立
石
位
當
神
明
崇
拜
已
風
偶
像
崇
拜

(
參
見
偶

像
崇
拜
私
立
像
條
)
此
外
碑
偽
與
所
謂
自
天
而
降
奉

寫
神
明
的
「
學
石
」

(
Z
X
口
戶
口F
Z
S
E
)

有
別

木
條
街
諧
的
畔
偏
是
指
不A
B宗
教
性
為
歷
代
君
王
或
將

帥
或
私
人
為
記
念
重
大
事
蹟
所
設
立
的
的
阱
叩
倒
不
論
其

所
在
地
是
晦
字
或
宮
殿
不
論
其
上
是
否
有
無
刻
文
和

圓
形
概
謂
之
僻
山
間

s
h
代
民
族
，
小
分
巾
外
都
有
金
石
文
獻
為
使
重
大

事
件
留
傳
久
遠
最
簡
便
而
又
最
食
際
的
方
法
自
古
以

來
是
物
石
肉
此
持
古
學
家
在
古
代
遺
蹟
成
廠
磁
中
常

發
琨
或
發
跑
得
一
些
一
記
事
的
碑
碼
在
巴
力
斯
過
本
土

和
屁
巴
力
斯
均
發
生
關
係
的
地
區
內
自
上
世
紀
末
批

發
現
了
不
少
大
小
不
一
殘
缺
或
完
整
的
的
問
問
咱
這
些
僻

訊
問
形
狀
不
一
但
大
廷
說
來
雖
有
墨
圓
形
或
稜
彤
的
但

多
半
還
是
呈

上
圓
下
方
的
被
形
一
些
一
碑
碼
上
的
刻
文

和
國
像
學
者
已
后
，
也
其
中
的
合
遂
有
些
一
尚
在
研
究
推

敲
中
由
研
究
所
得
我
們
得
知
公
元
前
二
千
餘
年
民
族

的
政
治
軍
事
宗
教
社
會
生
活
的
歷
史
對
於
研
究
聖
經

有
莫
大
的
幫
助
其
中
所
記
有
與
學
經
史
事
，
育
問
者
向



可
以
彌
補
學
經
史
料
之
不
足
寫
此
考
古
學
家
尤
其
聖

經
考
古
學
家
很
重
糊
逗
他
一
載
有
刻
文
和
圓
形
的
碑
偽

其
最
主
要
者
有

一
一
九
亡
一
年
十
二
月
至
次
年
正
月
間
摩
間
民

(
逞
。
『
聞
自
)
在
穌
微
發
現
刻
教
哈
慕
辣
彼
法
典
的

哨
"
派
辣
彼
碑
其
上
刻
誠
的
法
典
炭
供
了
不
少
有
助
於

明
即
梅
瑟
五
占
記
載
的
史
料
和
法
律
的
條
文
此
碑
現

存
於
巴
黎
「
。
5

月
。
博物
館
內
發
現
後
不
數
月
全
部

譯
文
即
已
列
行
於
世
此
碑
是
在
公
元
前
十
八
世
紀
連

江
的

二
一
八
a

代
年
在
耶
路
撒
冷
傳
教
的
德
關
教
士

也
來
因
反
(
古
巴
口
)
和
在
法
闊
使
館
任
職
的
東
方

學
家
客
助
孟

副
司
朮
的
民
(
旦
旦
旦
。D
H
'。
E
D
O
E
)
先

儉
於
時
阿
布
伶
織
狄
W
境
內
發
現
了
默
沙
王
碑
此
碑

是
至
今
在
巴
力
斯
坦
一
圳
發
現
的
最
重
要
的
歷
史
遺
物

性
仁
，
几
長
的
M
m文
是
吋
述
散
沙
τ

的
火
切
對
於
列
玉

1

屯
的
記
被
從
供
了
辰
，
少
從
外
絕
對
可
靠
的
史
料
(
參

見
列
下
1

1
3

‘
盯
)
告
了
一
迫
一
刻
文
對
於
以
色

列
主
耶
品
銷
和
稍
大
主
約
沙
法
特
聯
躍
進
單
作
戰
的

始
收
以
及
當
時
南
北
兩
朝
與
厄
東
反
穆
阿
布
的
政
治

狀
羽
仟
了
更
清
您
的
招
識
宜
與
列
下

3

編
F
m
z
l

M
參
照
判
甜
甜
此
縛
發
現
乏
初
甚
為
完
整
但
山
鬥
困
地
阿
刺

國
伯
人
見
外
來
歐
洲
人
士
異
常
重
視
這
塊
石
碑
以
為
某

一
中
滋
有
珍
寶
說
用
火
將
石
碑
燒
熱
潑
以
冷
水
使
之
爆

細
一
乳
分
為
數
比
幸
好
出
國
使
館
職
員
劃
蚓
劃
酬
謝
氏
事

一
究
己
設
法
回
祖
用J
個
阿
刺
伯
背
年
拓
印
了
三
張
碑
帖

2074 i ﹒三是

事
後
他
又
設
法
覓
得
了
較
大
的
碎
塊
依
原
形
做
好
照

拓
帖
捕
入
錢
缺
部
份
存
立
於
巴
黎

廿
。E
Z

博
物
館

內
此
碑
立
於
默
沙
王
晚
年
郎
約
在
公
元
前
九
世
紀
中

葉
現
有
多
種
譯
文
問
世
為
經
學
界
一
重
要
文
獻

三
一
九
三
0
年
屬
斯
飛
得
氏
(
C
Z
Z
色
色
已
)

在
離
阿
曼
南
部
約
七
十
公
里
巴
路
哈
廢
路
面
包
尺
"
7
)

地
面
發
現
了
所
謂
「
巴
路
哈
碑
」
碑
上
刻
有
文
字
和

圓
形
由
刻
文
遺
跡
看
來
此
碑
當
會
再
度
使
用
學
者
對

於
其
上
的
刻
文
和
圓
形
尚
未
作
山
山
結
論
但
考
得
其
再

度
使
用
時
期
是
在
公
元
前
十
二
或
十
一
世
紀
左
右
由

脾
形
和
商
有
模
糊
不
清
的
刻
文
看
來
此
碑
當
闡
明
於
公

元
前
-
a千
餘
年
的
遺
物
筍
如
此
則
當
時
巴
力
斯
坦
的

文
化
程
度
就
不
如
我
們
現
所
想
像
的
那
麼
低
此
僻
現

存
於
阿
曼
博
物
館
內

四
美
國
實
夕
法
尼
亞

(
MM
O
E
是
戶S
D
E
)
大
學

先
後
三
次
於
一
九
一
二
至
二
三
年
一
九
二
五
至
二
八

年
一
九
三
0
至
三
三
年
發
掘
了
具
特
商
昔
日
埃
及
邊

防
要
草
掘
得
了
一
些
一
公
社
立
的
碑
碼
其
上
的
刻
文
和

圖
像
大
部
分
是
關
於
公
元
前
十
五
世
紀
至
十
一
世
紀

咕
咕
及
王
朝
的
事
兩
塊
屬
色
提
王
一
從
(
∞E
H
Z
N
H
γ

口
。
。
叫
)
的
石
碑
其
中
較
小
的
一
塊
色
提
法
郎
述
及
自

已
武
功
在
其
先
勝
的
民
族
中
就
有
一
.
哈
丕
魯
」

(
囡
"
σ
R
E
)即希
伯
來

民
族

五
一
八
九
五
l
六
年
培
特
黎
民

(
3
E
O
)
在

度
比
斯
發
現
了
埃
及
第
十
九
朝
代
法
郎
「
默
乃
弗
大

碑
」
默
乃
弗
大
(
三
一
三
二
?
l
一
二
二
四
?
)
是

軸
廿
默
色
斯
二
世
的
兒
子
色
提
二
他
的
父
親
辣
默
色
斯

二
世
(
一
二
九
二
?
!
一
二
二
五
?
)
在
位
長
久
默

民
因
父
年
老
會
代
父
攝
政
自
己
在
位
時
叉
立
子
為
王

助
己
行
政
所
以
他
在
位
的
時
期
並
不
久
長
但
他
給
被

世
留
下
的
大
建
築
物
多
而
且
重
要
他
的
積
墓
他
父
親

及
兒
子
的
墳
墓
和
屍
體
(
木
乃
伊
)
先
後
於
一
八
八

一
年
至
一
八
九
八
年
為
人
所
發
現
放
學
有
的
考
定
出

谷
紀
(
1
.

l

u
)
提
及
的
辣
默
色
斯
法
郎

郎
是
辣

默
色
斯
二
世
而
以
以
民
山
走
過
紅
海
入
西
乃
曠
野
是

在
默
乃
弗
大
為
王
時
所
以
對
於
他
的
刻
文
學
者
特
別

注
意
在
這
碑
上
刻
的
是
他
得
勝
巴
力
斯
坦
仇
敵
的
凱

歌
其
中
就
明
明
提
到
以
色
列
民
族
慘
遭
踩
滴
至
今
出

土
的
埃
及
古
物
紙
有
這
憐
明
丈
叭
扯
到
以
色
列
民
族
而

且
僅
版
有
兩
句
學
者
就
問
這
在
巴
力
斯
姐
的
以
色
列

民
族
自
走
向
埃
及
進
入
巴
力
斯
舟
的
以
民
或
是
雅
各
伯

家
移
入
埃
及
前
在
巴
力
斯
細
遺
留
下
的
一
部
份
希
伯

來
民
族
無
法
決
定
如
果
是
由
埃
及
進
入
巴
力
斯
鐘
的

那
以
民
出
走
埃
及
不
是
在
默
乃
弗
大
治
下
而
是
在
他

父
親
辣
默
色
斯
二
世
治
下
此
碑
現
存
於
開
羅
博
物
館

此
外
在
做
瑪
黎
雅
默
基
多
和
阿
市
多
得
等
地
也

積
現
7
-

峰
一
嫂
缺
的
碑
間
向
其
上
的
刻
文
和
風
像
都
有

助
於
聖
經
的
研
究
最
後
值
得
一
挺
的
是
我
關
古
代
亦

有
不
少
列
載
史
事
的
碑
偶
其
中
最
特
殊
的
固
定
將
經
魯

勒
石
留
傳
後
世
的
石
經
始
於
漠
平
帝
元
拾
元
年
(
公

元
一
年
)
刻
有
古
文
易
魯
濤
在
傳
四
經
獲
鐘
帝

E
R平

四
年
(
公
元
一
七
五
年
)
刻
有
自
甜
甜
首
詩
儀
種
公
羊
論



-
-
A六
經
川
以
後
歷
代
相
繼
續
刻
或
補
刻
至
橋
一
一
月
兩
宗
乾
隆

輸
一
五
十
八
年
(
公
元
一
七
九
三
年
)
十
三
晶
石
刻
皆
偏

一
此
實
為
人
類
民
族
屋
史
上
一
罕
見
的
創
舉

見
偶
像
美
拜
江
像
叫
伊
拉
揣
辣
彼
默
沙
(
漁
)

甘
心酷、
心
是
可
E
H

J
所
謂
科
研
食
在
學
經
上
是

泊
在

一λ
4
主

/
H
O-E
H
E
L

7
7

4

訓
，

，
」
自
\
一
一
擅
自
謙
自
卑
的
表
示

也
就
是
在
天
主
前
「
低
頭
」
的
意
思
(
依
叩
A
S
S
詠

t
N
H
)它
在
於
部
份
的
或
全
部
的
對
食
物
及
飲
料
的

禁
絕
本
來
公
開
全
體
的
及
有
過
期
性
的
禁
食
在
梅
瑟

的
法
律
上
祇
有
一
天
就
是
在
每
年
七
月
初
十
的
「
贖

罪
筒
」
那
一
天
(
助
的

m
n
盯
戶
"
，
宗
幻
，
)
充

軍
之
後
才
有
每
年
四
五
七
十
月
的
一
天
的
禁
食
以
紀

念
聖
殿
的
破
獲
(
區
7
3
5
8

刊
)
除
上
述
者
外
學

經
上
所
多
次
提
及
的
其
他
一
切
縈
食
目
都
是
無
週
期

性
的
H
t
m
食

個
人
私
自
禁
食
的
習
俗
雖
然
自
古
就
見
必
以
民

之
問
充
軍
之
後
更
是
照
行
不
衰
且
有
過
之
而
無
不
及

法
利
落
人
每
週
禁
食
兩
次
(
路
叫
時
間
在
星
期
一
及
星

期
四
)
若
翰
的
門
徒
也
屢
次
集
食
(
路
5
品
)
初
期

的
教
會
亦
然
(
宗

U
Z
3

M
n
)
聖
保
祿
且
以
身
作

則
(
格
後
叮
叮
見
6
5
)

普
通
禁
食
是
以
一
天
為
限
至
黃
昏
為
止
(
民
刮

目
繳
上
7
.

M
M

撇
下
1

問
3

品
)
但
也
有
數
天
的

(
厄
了
。
1
‘
)
三
天
(
多3
u

加
下
U
M
)
三
天
三

夜
(
艾
4

時
)
七
天
(
繳
上
H
M
H編
上
ω
臼
)
三

一個

星
期
(
這
ω
2
3
)四
十
天
及
更
多
日
翔
的
繁
食
(
出

卜三，lt2075-2077 

"
詞
句
9
.

列
土
的
，

友
8

6

瑪
4

2

路
4
2
)
但

在
安
息
日
及
其
他
俊
笛
則
不
應
祭
食
(
友

8
6
)

榮
食
的
動
機
符
合
爪
同

K甘
為
表

-
F小
叫
到
愛
人
近
人

死
亡
的
痛
背
而
喂
食
者
(
繳
上
抗
日
做
下
1

臼
3

品

)

有
為
求
天
主
助
佑
而
縈
食
者
(
民

m
H
編
下
幼
a

艾

4
M

加
上
3

叫
助
下
U
M
)
有
為
求
主
兔
除
痛
去
而

禁
食
者
(
撤
F
U
H
|

口
詠
站
時
)
此
外
尚
有
行
危

險
路
途
之
前
的
神
-
m食
(
厄
上
8

刮
目
)
骨
肉
明
瞭
天
主

啟
示
的
榮
食
(
這
9
s
m
2
S
H
)

決
策
之
前
的
禁

食

(
d
m
u
z
S
M
n
)為
求
罪
之
赦
及
補
曠
的
黨
食

(
船
上7
6

則
上
訂
閱
斟l
u
2

呵
呵
糊3
7

-

9
)
等禁

食
齋
成
雖
然
是
很
嚴
峭
的
克
苦
行
為
但
不
一

定
都
有
一
口
問
尚的做
他
一
且
要
依
人
意
向
的
純
正
及
心
鐘

的
正
虛
而
定
(
依

U
A
Sl
7

耶
M
n
)
耶
穌
也
教
導

我
們
尋
求
噬
榮
的
禁
食
是
不
會
得
到
天
主
食
報
的

(
瑪
6
M
)
但
無
論
是
在
舊
約
或
在
新
約
上
禁
食
的

本
身
常
被
-
視
為
美
好
的
善
行
耶
穌
自
己
向
來
未
表
示

過
有
意
廢
除
祭
食
的
苦
行
相
反
部
預
告
他
的
門
徒
將

要
守
齋
禁
食
(
瑪
9

間
參
見
瑪
4

2
6

口

u
η
n
)

(
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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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前，經i
著兩氏經
典手言文
本.銬在
i受手印
有抄刷

一本術
本傳發
會於明

見
才
對
當
平

傳
流
到
後
世
因
此
目
前
國
神
鑑
定
經
文
紙
有
依
賴
最
占

的
抄
卷
或
譯
本
(
見
聖
經
抄
卷
和
學
經
吉
譯
本
)
人
戶
可

將
學
經
原
文
的
古
抄
卷
簡
終
介
紹
如
下

三
倍
約
目
前
我
們
所
有
的
最
古
老
的
背
約
學
經

原
艾
抄
卷
是
出
自
谷
木
蘭
團
體
學
者
皆
公
挖
一
迢
峰
一
抄

卷
是
屬
於
、
公
元
的
二
世
紀
的
在
這
些
抄
卷
中
發
現f

一
部
完
整
的
依
繳
意
亞
和
一
部
不
甚
完
鍾
的
依
擻
意

亞
並
發
現
了
所
有
的
舊
約
經
蓄
的
時
斷
(
艾
斯
德
爾

傳
除
外
)
大
部
分
前
先
知
書
(
即
由
蘇
至
列
下
)
的

希
伯
來
經
文
與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大
致
相
同
但
在
此
祖
先

知
書
中
(
即
由
依
至
位

)
耶
則
顯
示
出
兩
種
經
文
一

種
合
於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另
一
種
則
合
於
瑪
索
辣
經
文

(
接
見
耶
肋
米
亞
條
}

在
谷
木
蘭
古
抄
卷
發
現
之
前
積
約
希
伯
來
原
文

最
占
老
的
抄
卷
只
闡
明
於
公
元
第
十
世
紀
中
葉
其
中
尤

以
到
蚓
蚓
剛
制
甜
甜
叫
到
劉
呵
呵
著

(
E
B
D

MW
=

E
E

『
)
它
的
抄
本
保
存
於
酌
劃
和
勒
(
H
h
E
D
m
E
W

已
)

抄
於
一
0
3
八
年
此
後
大
部
分
抄
卷
都
屬
於
這
一
系

紙
有
很
少
的
一
部
分
屬
於
本
納
斐
塔
里
面
。
D
Z

名
字

旦
』
)
的
家
傳
無
論
是
本
阿
協
爾
家
傳
或
本
納
斐
塔
里

家
傳
皆
源
於
巴
力
斯
過
的
西
方
聖
經
學
院
以
別
於
巴

制
制
的
東
方
聖
經
學
比
自
公
元
六
世
紀

ι
東
方
與
西

方
學
經
學
院
的
經
飾
不
但
寅
貴
仔
細
抄
寫
傍
擎
的
希

叫
刺
原
文
經
文
並
且
還
附
加
上
了
綴
音
符
號
這
些
經

師
郎
是
所
裕
的
瑪
血
來
辣
經
飾
他
們
所
訂
定
的
經
文
即

稱
符
瑪
索
辣
經
文
這
些
瑪
索
帥
鴨
綠
帥
的
確
很
忠
實
地



將
聖
經
經
文
傳
於
後
世
這
可
由
出
於
谷
木
蘭
的
抄
卷

作
有
力
的
就
明

二
新
約
(
甲
)
級
革
征
抄
本
目
前
所
發
現
的
最

古
老
的
新
約
希
岫
臘
文
經
文
抄
卷
是
寫
在
易
碎
的
紙
草

紙
上
但
在
埃
及
乾
燥
的
氣
候
中
給
我
們
保
留
下
來

f

不
少
最
主
要
的
耐
煩
片
有
團
團
肝
、
公
元
一
五
(
年
的
』。
E

M
S
E
E
P
3
2
屬
於
一

-c
0
年
的
回
且
自

2
3
3
2

圓
圈
於
二
三0
年
的

U
C
E

開
丘
。
可2
3
3
2
ω

屬
於

二
二
0
年
的
。
是
乎
百
$
5
3
3

且
以
及
腦
於
三
壯

紀
的
n
z
z
z
ω
E
H
q
p
連
江
(
乙
)
竿
陀
抄
卷
山

公
元
第
四
悅
紀
始
抄
寫
者
關
倘
使
用
較
白
的
羊
皮
作

抄
寫
希
臘
文
新
的
約
聽
經
之
間
其
中
最
主
要
者
剖
開
父

蒂
岡
抄
程
(
簡
稱
B

卷
)
嵐
鈴
第
四
泄
紀
西
乃
抄
卷

(
簡
稱
S

卷
)
屬
於
第
四
世
紀
亞
歷
山
大
里
區
抄
卷

(
簡
稱A
卷
)
屬
於
第
五
世
紀
初
藥
包
夠
稜
抄
卷
(
簡

稱
C

卷
)
揭
於
第
五
悅

J
h華
盛
頓
抄
在
(
簡
稱
W
卷
)

屬
於
第
五
悅
紀
只
回
抄
卷
(
簡
稱
D

怠
)
泌
淤
第
六

他
紀
這
些
妙
卷
都
是
以
大
楷
寫
的
日
足
以
稱
為
大
偕
抄

卷
由
第
九
世
紀
始
山
現
f

以
小
楷
抄
寫
的
抄
卷
是
以

稱
之
馮
小
街
妙
卷

除
f

上
述
的
主
晶
宮
抄
卷
外
新
約
抄
卷
不
F

數
千

種
之
多
經
過
品
宙
間
特
和
委
斯
苛
特
(
因
。
泣，逞
。
ω
H
n
E
H

Z
2

)
細
心
研
究
之
後
將
這
些
抄
卷
分
門
別
類
歸
納

一
為
幾
個
主
要
來
源
一
西
方
校
訂
本
以
D

卷
為
代
表
可

咧
一以
溯
至
第
一
戶
甚
或
第
二
他
此

二
亞
歷
山
大
里
副
校
訂

戶
來
以
B

和
S

卷
n
M代
表
現
代
出
版
的
希
臘
文
新
約
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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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等它過豆豆在! 可 TI
)的可照校 a 校

鴨
"
恥
宜客隨
〔Z
m
m
D
M
D
m
皂
白
。
-
『ω
n
E胃
口
E

J

鉤
。
可
喜
雯
切
。
D
E
Z

∞
﹒ω
n
a
H
E
E
m
k

木
，
久
「
經
接
」
顧
名
思
義
是
廠
叫
到
聖
經
的
經
文

或
字
倒
應
作
如
何
榜
瑋
予
以
陳
述
如
所
周
知
讀
申
明
竹
難

讀
古
k
g更
難
但
聖
經
不
以
是
古
香
而
更
是
「
天
惜
自
」

因
四
川
聖
經
的
作
折
不
法
是
人
而
且
有
天
主
為
作
者
甚

至
天
主
是
主
要
的
作
者
而
人
祇
且
是
次
婪
的
五
兵
悅
的

作
者
閏
月
此
稱
型
經
上
的
可
的
是
天
主
的
海
一
之

一一
口
正
因
此
為

明
瞭
及
解
釋
唔
，
經
也
不
能
完
全
如
解
釋
其
他
任
何
片

作
一
純
國
而
除
f

如
何
川
明
瞭
咒
他
筆
作
隊
遵
循
的
過

例
外
尤
織
特
別
注
莖
聖
經
主
要
作
者
几
天
主
所
願

紋
的
是
什
麼
是
以
學
經
的
經
意
正
稚
的
說
可
分
為
三

問
他
一
村
山
月

2
)
，

f
t忠
一
同
鼠
像
念
今
分
述
如
後

I

字
念
首
先
聖
經
也
猶
如
其
他

t
h述
每
-
句
午
的

常
釘
一
~
于
意
即
作
者
技
某
一
字
在
字
典
襄
所
有
的
思

恩
並
按
照
文
法
以
放
歷
史
背
長
所
廠
發
表
的
意
思
換

言
之
也
即
我
們
慣
常
所
說
「
照
字
面
來
講
的
意
思
」

如
第
6

日

耶
穌
說

「
我
的
肉
是
真
實
的
食
品
我

的
血

是
真
貫
的
飲
料
」
那
末

拔
字
意
識
無

疑
耶
穌
是
真
叫

人
吃
他
的
肉
飲
他
的
血

此
外
宇
志
又
可
分
內
木
K
U與
仿
意
兩
種

@
木
意
即
某
一
字
木
來
所
有
的
忘
恩
如
上
所
引

若
6

日
的
話
肉
字
血
字
食
品
飲
料
等
的
本
意

@
惜
意
借
意
有
時
也
可
稱
為
喻
意
是
作
者
用
某

三
，
「
怨
說
明
與
甘
肅
字
的
本
意
相
似
但
不
是
某
字
的
本

意
換
旬
話
說
作
者
所
用
的
字
技
字
的
本
意
是
擋
的
某

一
種
事
物
但
作
者
的
意
思
甜
是
用
該
字
指
另
一
事
物

如
剖
I
H

制
制
看
見
耶
穌
走
也
使
注
問
他
缸
「
看
天

主
的
羔
羊
」
這
「
羔
羊
」
二
字
在
本
筍
即
是
借
意
美

羊
按
字
的
木
意
如
血
來
所
知
原
是
指
一
無
益
動
物
而
耶

穌
卻
是
人
而
天
主
是
以
制
制
稱
耶
穌
團
川
羔
羊
絕
不
是

投
耶
穌
是
一
無
鼓
動
物
而
是
就
羔
羊
溫
良
的
本
世
來

比
良
善
心
諜
的
耶
穌
叉
哲
約
時
代
以
羔
羊
為
祭

獻
天

主
的
祭
品
而
耶
穌
日
後
被
釘
鈴
十
字
架
上
把
自
己
當

作
的
法
口m獻
於
天
主
學
父
為
咱
敝
人
算
是
以
稱
耶
穌
傌
羔

羊
郎
以
羔
羊
與
耶
穌
所
布
的
相
似
處
來
比
喃
喃
耶
穌
或

代
稽
耶
穌
為
比
羔
羊
只
能
以
偕
意
或
喻
意
來
解
釋

喃
喃
怠
叉
包
含
比
喻
寓
言
偏
離
徵
謎
語
等
數
種
意
思

4

比
啥
是
用
一
種
敘
事
緒
的
被
述
這
故
事
可
能

是
uh
造
的
似
吋
能
有
事
質
的
很
烤
肉
說
明
另
一
端
真

理
如
山m
m
自
!
詞
所
故
慈
菁
掀
瑪
的
想
殺
人
的
比
喻
可

如
此
日
起
耶
鯨
所
絨
的
故
事
但
也
可
能
是
真
有
其
事
不
過

耶
穌
設
比
比
喻
的
用
意
是
要
教
導
人
當
泛
迢
來
人
主

於
耶
穌
所
講
有
關
「
天

國
」
的
比
喻

如
「
天
國
好

像

.•• 

」
也
都
屬
這
類
喻
志
的
範
路



-
b

寓
言
是
三
種
純
編
造
的
故
事
而
質
際
是
不
可

制
~能
有
的
九
全
部
斟
制
侃
只
有
兩
個
這
類
的
寓
已
切
問

h

i--i 

-
9
.
|
間
，
相
列
下
M叫
，
民
是
記
述
植
物
要
還
包

-
E
h

一
王
的
故
事
而
列
下
是
記
述
荊
棘
要
求
香
怕
把
虫
兒
嫁

給
它
的
兒
子
前
者
的
意
思
是
說
M
W人
真
正
街
才
學
的

人
不
得
志
而
後
者
是
喃
喃
人
的
不
自
單

C

伯
事故
且
是
以
一
種
東
西
或
一
種
行
勁
來
表
示
某

一
觀
念
以
東
西
如
織
匙
象
做
繼
柄
瑪
的
，
記
敘
耶
穌

將
天
圓
的
鑰
匙
交
與
伯
多
祿
是
象
徵
耶
穌
將
管
理
教

會
的
權
柄
交
與
伯
多
祿
(
參
閱
依
泣
臼
)
以
行
動
郎

宗
幻
M
U

記
載
一
個
名
叫
阿
加
波
的
先
知
以
保
祿
的

腰
帶
將
自
己
的
手
綁
起
來
說
聖
神
是
祖
國
悼
說
「
猶
太
人

要
在
耶
路
繳
泠
這
橫
細
綁
這
條
腰
帶
的
主
人
將
他
交

在
外
邦
人
手
中
」
阿
加
波
這
一
象
徵
行
圓
周
很
顯
然
說

山
川
保
祿
將
在
耶
京
所
有
的
遭
遇
此
外
還
布
象
做
神
視

或
象
做
異
像
以
及
象
徵
數
字
象
徵
川
仰
視
如
則
H
n
l
。

H

所
教
枯
骨
復
活
的
一
仰
視
乃
個
翠
微
以
民
日
後的
復
興

又
如
區
1

，

-

6
.

一
連
載
有
八
個
斜
視
其
象
徽
可

參
閱
恩
一
晶
譯
本
在
回
蓄
所
寫
的
注
釋
至
於
象
徵
數
字

如
七
十
二
是
象
做
完
整
與
齊
全
七
之
一
半
即
「
三
一
個

叉
半
」
十
二
之
一
半
「
六
」
則
象
做
欠
缺
與
不
完
斃
七

與
十
二
的
倍
數
十
四
二
十
四
則
更
為
齊
全
完
整
十
是

大
數
而
千
是
指
一
個
錢
乎
無
限
定
的
慮
大
數
字

(
見

默
及
該
喬
內
所
有
注
解
)
甚
至
以
數
字
來
作
某
人
的

暗
號
或
密
碼
(
。
n
耳
其
立
凶
)
如
默u
a
所
被
「
他
的

數
字
是
六
百
六
卡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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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後
在
念
除
上
述
分
析
外
叉
釘
顯
意
和
時
意
必

附
合
念
二
種
聞
主
恩
師
問
許
戶
血
來
治
噸
而
易
明
的
志
也

如
M
h
I
H
「
娶
一
一
百成
r
h
仙
肉
」
迫
立
的
恥
顯
而
易
見
地
且
是

說
娶
一-
R成
了
有
血
有
肉
的
人
可
是
」
個
人
孩
是
有
益

魂
有
肉
身
那
末
忠
于
占
言
飯
成
f

人
也
即
是
說
學
言
成
r

一
個
有
軍
魂
有
肉
身
的
人
這
樣
「
越
魂
」
「
肉
身
」

便
是
「
學
-
5成
人
」
一
句
內
的
情
合
主

E

預
像
-
a除
上
述
{
乎
意
外
(
包
活
上
述
對
字
念

所
作
的
分
昕
)
學
經
內
也
泌
有
學
經
內
(
其
他
霄
內

是
不
可
能
有
的
因
為
只
有
聖
經
有
天
主
為
作
者

)
有

所
稱
謂
的
預
像
苦
的
像
立
的
立
羨
娃
的
問
約
襄
某
些
經

旬
所
陳
述
的
人
物
事
除
在
各
孩
處
所
有
的
字
意
外
尚

有
預
括
新
約
內
的
人
物
事
之
意
而
這
頭
像
意
只
吋
神
聖

經
首
要
作
M
n
l

天
主
i

所
選
用
而
由
于
一
經
的
次
要
作
者

|
人
遠
知
道
也
不
知
道
如
筒
約
衷
的
人
亞
當
達
味
默

甘E
H峰
德
等
物
如
瑪
納
銅
蛇
事
件
如
泄
的
厄
時
代
的
洪
水

方
舟
是
新
約
褻

耶
穌
娶
媳
m
t
h
學
被
釘
於
十
字
架
上
的

耶
穌
耶
穌
所
立
的
學
教
會
的
頂
像
對
每
一
預
像
念
須

有
三
個
條
件
一
頭
像

(
斗
高5
)
二
預
像
所
指
的
人
事

物
(
〉E
H
司

5
)
三
預
像
與
預
像
所
惜
的
人
事
物
之

間
的
關
係
或
相
似
點
而
這
相
似
點
也
呵
以
從
反
面
來

反
映
如
昆
當
是
基
也
目
的
預
像
如
學
保
祿
所
說

「
就
如

囚
一
人
的
過
犯
猿
人
都
被
定

f

m
拌
也
因
一
人
的
正
義

行
為
眾
人
也
都
獲
得
了
正
義
和
生
命
.•••.. 

」
(
羅
5

u
t
m
)
是
以
亞
當
馬
某
督
的
頂
傲
的
相
似
點
即
從

反
而
來
反
映
毛
於
為
情
肉
搏
悅
的
叭
叭
像
其
相
似
點
叫
起

就
如
瑪
納
在
曠
野
褻
鑫
活

f

以
民
使
他
們
也
可
進
人
一
細

地
同
緣
想
開
征
逗
巧
也
是
川
人
遂
使
人
得
昨
天
來
不

過
瑪
納
與
學
飽
之
間
仍
有
一

f
p細
川
，
處
罵
俏
只
使
人

得
到
今
世
短
暫
的
生
命
而
型
體
更
使

人
得
到
來
泣
的

永
生
(
見
若
6

臼
|

吋
)
如
土
4
三
個
條
件
中
缺
少

一
個
便
不
能
品
某
前
經
艾
布
的
像

立

至
於
何
叫
做
知
來
簡
某
旬
蟬
文
U
H胡
鬧
像
惹
不
是
解

經
用
手
且
也
憑
邏
船
開
所
司
推
論
品
的
而
必
一
涓
依
絡
刊
力

4

恃

示
的
園

里
神
默
感
F

一
所
寫
的
新約
是
山
殺
向
娘
娘
伶

統
而
加
以
忍
可
或
證
質
因
為
忠
于
日
教
會
商
責
因
而
也
已

權
來
詮
釋
連
一
經
否
則
只
憑
弘
人
向
心
兒
便
騙
性
兔
有
時
啥
叫

或
穿
鑿
之
嫌
那
就
布
進
單
叫
做
服
芯
f

總
之
上
述
兩
種
經
意
(
川
手
法
制
均
懷
念
)
也
以

有
上
述
兩
種
經

意
為
學
經
的
原
意
也
即
為
天
主
默
巷

的
經
意
至
於
經
學
家
所
稱
附
合
成
適
合
意

(
2
5
5

P
》
3
、
‘
4•

• 

。

E
S
E

。
e
Z
H
E
ω
)
既
非
取
一
經原
立
故
器
而
不
炎

(
誰
)

m
m眩
芷
若
m
v『
ω
n
Z
F
O
J經
師
是
充
且
早
期
間
敬
固
定
上

m
s
m
S
H
F
f
m
n巳宮

\

i

:
t
R
'

、
主
(
德
呵
呵
呵
)
和
精
通
告

律
的
人

(
厄
上
7
6

叫

U
)
他
們

是
充
軍
的
猶
太
人

的
精
神
領
她
給
他
們
翻
譯
和
解
釋
悔
法
法
律

(
厄
下

8
.
U
M
)
因
此
很
受
當
時
的
錯
太
人
的
尊
敬

(
加

下
6

問

德
的
1
|

間
)
他
們
有
盤
山
山
白
質
族
或
司
樂

家
族
但
大
部
份
是
平
民
偕
級
當
時
最
馳
名
的
經
師
是

厄
斯
德
拉
(
厄
上

7
6
)
和
布
多
，
克
(
厄
下
U
H
)

新
約
時
代
的
經
師
也
就
是
由
這
些
經
師
傅

H
R而



來
的
他
們
也
是
「
法
學
士
」
(
瑪
叫
“
站
路
叩
自
宗5

"
)
對
祖
傳
的
法
律
受
過
精
確
的
教
育
(
宗

2
8
)

且
全
是
出
自
平
反
階
級
(
瑪

2
4
)
他
們
大
部
份
是

法
利
墜
驚
人
(
谷

2
M

宗
幻
，
)
也
是
公
議
會
的
議

員
且
在
公
議
會
中
很
受
長
老
們
的
敬
重
(
宗
5

“


M
)
他
們
享
有
立
法
權
(
瑪
幻

4
)
司
法
權
(
路
詔

"
。
用5"

到
幻
@
)
和
司
教
權
(
瑪
幻
2

宗
n
s
)

耶
穌
時
代
的
經
師
中
雖
然
也
有
追
求
真
理
的

(
瑪
8
M
谷
也
自
制
路

m甜
甜
)
但
由
於
大
部
份
是

法
刺
骨
揖
黨
人
因
而
他
們
多
是
應
小
心
提
防
的
(
谷

眩

目
)
變
質
經
師
與
法
利
塞
人
同
流
合
污
因
此
也
與
他

們
一
間
受
到
耶
穌
嚴
厲
的
譴
責
(
瑪
幻
呵
，
抽
)
因
四
川

他
們
的
作
風
不
合
天
圓
的
標
準
(
瑪

5

目
)
他
們
的

傳
授
缺
乏
權
威
(
瑪
7

臼
)
他
們
只
傳
授
人
的
規
律

(
瑪
的
，
)
多
次
與
天
主
的
誡
命
衝
突
(
瀉
的
8
)正

是
為
了
這
個
緣
故
他
們
與
法
利
鑫
人
常
留
心
尋
隙
也

告
耶
穌
(
絡
6
7

日
H
H

若
8
3
l
6
)
在
公
議
會

定
耶
穌
的
死
罪
(
瑪
鈞
肘
曲
)
並
且
在
加
爾
瓦
客

山
上
嘲
笑
他
直
至
他
死
去
為
止
(
瑪
幻
?
咱
)
他

死
了
以
後
還
是
他
們
與
長
老
們
難
為
他
的
宗
徒
(
宗

4
5
)
追
逼
他
的
門
弟
(
宗

6
M
)
迫
害
他
的
教
會

(
串
串8
2
)

-

至
於
經
師
的
培
養
並
非
朝
夕
的
事
誰
要
成
一
位

一
經
師
就
得
多
年
跟
著
一
位
名
師
(
宗
n
g

)
將
他
口

州
一授
的
學
經
講
解
牢
記
在
心
這
屆
一講
解
多
包
含

在
則
圳

戶
ι內
戶
丟
在

Z
ω
7
)
推
記
得
最
多
和
最
清
楚
誰
就
是

2080-2082 卡三iII

高
足
弟
子
如
此
者
但
也
至
四
十
處
方
可
領
援
手
抽
呵
成
為

「
辣
彼
」
(
參
閱
瑪
幻7
)會
繼
公
湖
泊
解
法
律

(
4
9閱

d
p

、
。

.. 

i
l
i
f
-
-
1
l

』

若
7

臼
)
益
峙
的
經
師
分
嚴
寬
兩
派
的
者
兩
位
瑪
依

(
ω
E
S
S
3
)作
領
袖
後
者
則
由
希
肋

M
A
(目
-E
)

。

l
!
a
l
l
-
-

為
首
領
學
川
抓
你
的
老
師
加
瑪
里
耳

(
C
ω
B
m
-
E
)
就

.
，
、
、

e

是
屬
於
後
一
派
的
(
宗

m
s
)

公
元
七
鬥
一
年
學
佩
服
被
突
後
的
約
的
兩
祭
職
廢
除

了
經
師
則
取
而
代
之
他
們
以
雅
木
皂
雅

(
γ
E
D
E
)

、
《
'
、
'
、•. 

E
l
I
B
-
-

。

為
中
心
專
心
研
究
聖
組
成

r

日
後
猶
太
主
義
的
交
往

他
們
的
傳
授
敏
在
禾
市
例
中
當
時
著
名
的
經
倒
有
依

市
為
耳
(
阿
ω
B
Z
-
Z

且
開

-
E
Z
)和
阿
茲
巴

(
M
E
F
E

〉
E
E
)他
們
在
巴
爾
苛
刻
巴
的
叛
亂
巾
殉
教
此
外
有

浩
大
(MS
F
E
T
e
Z
D
Z
S
E
)

息
在

(
ω
E
S

Z
口
。
"
3
"
t
o
-
-『)
以
及
八
叩
門
與
學
筒
斯
定
辯
論
泌
的

特
樂
體
(
吋
斗
M
U
7
S
Z口
斗

m
A
U
Y
。
口
)
(
梁
)

圳
經
恆(
設
計
…
…
…
刊
)

圳
經
外法
律
(
H
E
R
E
)

做
巴
巴
「
「
閃
閃
γ
i
:
1
)
「
界
」
因
而
今
干
部
聖
經
的
一
項

2
1

5
;
f
r
a
p
Z
E

、
主
要
概
念
表
示
非
治
和
邪
惡

的
名
品
經
脊
上
約
有
五
卡
例
除
f

名
調
必
動
調
以
外

學
經
還
充
游
者
犯
罪
的
品
述
使
我
們
對
罪
過
的
性
質

和
效
果
洞
悉
無
遺
也
使
你
仇
們
在
從
事
圳
海
世
人
棄
惡

遷
善
的
事
宜
上
變
得
叫
“
富
的
資
料
以
下
我
們
客
講

(
一
)
舊
約
中
莽

的
概
念
和
教
理
(
二
)
以
民
的
罪

見
門
框見

哈
拉
卡

(
一
一
一
)
界
的
赦
免
(
四
)
新
約
中
界
的
赦
兔
甲
學
若

望
的
努
悲
觀
乙
學
保
祿
的
罪
惡
觀

(
一
)
信
約
中
眾
的
概
念
和
教
理

敏
照
草
棚
做
不
論
舊
約
新
約
罪
過
筑
在
恩
言
行
肉

上
違
反
天
主
旨
意
的
某
種
舉
動
筆
此
按
學
經
的
教
理

自
然
可
推
論
仙
人
一
生
的
整
個
活
動
應
隨
時
隨
地
適

應
天
主
的
旨
意
一
不
服
從
就
是
「
界
」
由
此
也
可
以

推
論
聖
經
所
主
張
的
道
德
並
不
圓
明
於
「
自
律
」
而
是

團
團
「
他
律
」
的
就
是
說
人
的
道
德
在
於
符
合
天
主

的
旨
意
耐
人
的
罪
惡
在
於
背
棄
天
主
的
旨
意
指
示
罪

過
的
概
念
希
伯
來
文
那
許
多
名
詞
中
使
用
得
最
多
的

i
y
E
E
U

就
表
明
以
上
的
意
思
因
為

E
H
Y
凶
|
|

巾
文
普
通
譯
作
罪
過
l

有
不
過
中
不
及
或
接
一
些
比

較
新
近
的
發
且
有
關
罪
得
罪
某
人
即
得
罪
天
主
等
意
思

在
會
官
司
譯
本
聖
經
襄
其
他
指
示
罪
過
的
主
要
名
詞
有

罪
行
，
忠
行
過
犯
罪
惡
邪
惡
惡
忽
尤
想
事
罪
錯
誤
無
心

之
過
哩
無
虛
偽
罪
孽
不
義
過
犯
過
失
等

罪
的
觀
念
各
宗
教
有
所
不
同
因
此
對
罪
過
的
恐

績
也
有
輕
重
深
淺
之
別
大
概
可
說
在
惟
一
神
論
宗
教

內
罪
的
惡
觸
很
深
而
在
多
神
論
宗
教
內
說
沒
有
那
麼

深
瓦
明
白
宮
過
點
我
們
對
間
札
尤
其
是
制
制
和
制
制
內

的
宗
教
視
罪
過
為
浩
劫
就
不
覺
為
奇
了

界
的
性
質
和
效
力
在
信
約
中
描
述
得
最
透
徹
的

也
許
要
算
出
叭
"
1
2

所
記
載
的
了
「
看
哪
並
非
上
主

的
手
短
小
而
不
能
施
教
並
非

他
的
耳
朵
沉
重
而
不
能

聽
見
而
是
你
們
的
罪
孽
使
你
們
和

你
們
的
天
主
隔
絕



~
是
你
們
的
罪
惡
使
他
掩
面
不
肯
俯
聽
你
們
」
按
這
句

仙
一
詣
的
意
思
罪
惡
是
一
種
叫
人
與
天
主
隔
絕
的
行
為
，
更

一
具
體
的
說
是
一
種
違
反
天
主
旨
意
的
行
寫
如
流
人
血

微
謊
咒
罵
妄
訴
不
照
公
正
行
誼
會
欺
壓
人
思
念
邪
事
等

都
是
(
依
凹

a
|
8
)
假
如
要
仔
細
研
究
罪
過
的
本

性
原
因
和
效
力
按
學
經
的
教
訓
罪
乃
是
拒
絕
天
主
命

令
的
驕
傲
行
為
這
很
清
楚
地
在
原
罪
的
釵
事
中
(
創

3
)
及
其
他
各
種
大
界
的
行
寫
上
可
見
一
斑
換
言
之

人
每
次
犯
大
罪
就
是
採
取

「自
律
」
而
捨
棄
「
他
律
」

即
天
主
的
法
律
他
要
自
治
而
拒
絕
造
物
主
的
治
權

元
祖
在
樂
閣
所
犯
的
罪
是
一
個
內
在
和
外
在
的

驕
傲
行
為
厄
娃
一
聽
見
蛇
的
話
便
對
天
主
的
語
感
到

疑
惑
且
頓
起
做
心
「
你
們
將
如
同
天
主
一
樣
知
道
善

布
拉
」
(
創3
5
)
就
是
說
你
們
自
己
會
決
定
甚
麼
是

注
目
的
甚
敗
是
惡
的
可
任
忽
而
行
魔
鬼
指
示
天
主
有
如

人
的
敵
手
於
是
元
祖
就
不
相
信
天
主
的
話
「
那
一
天

你
吃
了
必
定
要
死
」
而
相
信

f

魔
鬼
的
話
「
你
們
將

如
同
天
主
一
樣
知
道
善
惡
」
的
確
以
天
主
為
自
己
的

敵
手
妄
想
擺
脫
天
主
的
關
係
其
居
心
驕
傲
件
逆
昭
然

若
為
他
們
一
犯
了
這
重
大
罪
惡
便
與
天
主
「
隔
絕
」

人
性
遭
受
f

浩
大
的
變
化
犯
罪
以
前
「
男
女
二
人
都

亦
身
露
體
並
不
害
羞
」
(
創
2

自
)
犯
罪
以
後
兩
人

害
怕
天
主
「
訓
練
戳
在
樂
園
的
樹
林
中
」
(
3
8
)
天

主
為
懲
罰
他
們
遂
將
他
們
逐
出
樂
團
又
給
他
們
沌
定

死
亡

(
3
n
i
剖
參
見
智
2
n
l

扭
扭
融5

刊
)
榮
止

他
們
搞
取
生
命
樹
的
英
子
(
3
n
)
指
定
工
作
為
，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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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的
一
項
終
身
勞
役
生
產
子
女
為
女
人
是
一
沉
重
痛

苦

(
3
M
M
)

對
於
人
類
原
罪
的
最
可
怕
惡
果
就

是
仇
恨
因
此
亞
當
控
孫
巨
控
以
後
加
音
殺
死
亞
伯
爾

錢
忍
的
社
前
在
人
心
中
作
玉
(
創

4
)
此
後
罪
惡
迅

速
滋
生
f
M
惜
傾
繁
多
的
其
他
罪
過
因
而
迫
著
正
義
的

天
主
以
洪
水
懲
罰
人
類
(
創

6
8
)

這
還
不
夠
元

粗
的
莽
的
悲
劇
性
非
但
呈
現
在
它
可
怕
的
效
果
上
而

且
也
彩
響
到
它
的
近
曲
位
叫
做
彈
身
上
雖
然
筒
約
的

作
者
諱
言
繳
辣
的
本
性
和
行
為
或
請
是
為
了
避
兔
選

民
陷
於
二
元
宗
教
可
是
扭
啊
?
篇
的
作
者
部
組
然
搞
示

了
這
紳
泌
的
蛇
是
社
咐
他
寫
改
「
其
實
天
主
這
f

人
原

是
不
死
不
滅
的
使
他
成
呵
呵
自
己
本
性
的
街
像
但
因
魔

鬼
的
嫉
妒
死
亡
才
進
入
f

向
叫
什
只
釘
與
他
結
綠
的
人

繞
經
歷
死
亡
」
(
智
2

自
1

自
)
身
海
人
類
大
做
的

撒
鄉
話
常
A
r圖
蚱
毀
一
大
主
放
恩
的
計
創
收
比
千
方
百

汁
誘
惑
世
人
犯
罪
遠
離
天
主
可
是
山
山
乎
撒
那
意
料
的

是
元
粗
的
罪
過
這
悲
慘
故
事
的
結
局
不
是
失
望
而
是

希
望
女
人
的
後
裔
將
來
有
一
日
必
會
踏
碎
撤
輝
的
頭

顱
(
創
3

間
)
天
主
這
項
諾
言
是
這
麼
斬
釘
截
鐵
的

確
實
以
致
智
的
作
者
寫
道
「
智
慧
保
護
了
最
初
受
造

世
界
上
唯
一
的
原
祖
救
他
脫
離
了
本
身
的
罪
過

... 

」

(
智
的
1
2
)
元
祖
的
罪
過
按
保
祿
宗
徒
的
意
見
有

如
暴
君
進
入
人
間
征
服

f

結
民
殺
害
了
每
個
人
這
罪

過
非
僅
是
人
類
墮
港
的
原
因
而
且
也
是
他
們
世
世
代

代
子
孫
犯
罪
的
原
型
換
言
之
亞
當
初
厄
鍾
的
罪
也
是

我
們
的
罪
因
海

l

現
在
暫
不
討
論
人
類
的
原
罪
!
我

們
每
次
犯
罪
本
質
上
說
是

效
法
元
組
內

起
微
心
採
還

「
自
律
」
而
捨
棄
天
主
的
法
律
副
書
雅
各
伯
以
仔
細
情

審
的
分
析
把
元
祖
犯
罪
的
程
序
進
行
與
結
果
借
站
在

世
人
身
上
而
解
釋
各
人
的
罪
過
學
宗
徒
的
講
法
非
但

指
基
督
信
徒
而
言
而
且
也
包
括
一
切
人
連
異
教
人
也

在
內
困
得
按
聖
保
祿
的
教
訓
那
所
謂
自
然
律
說
是
被

創
造
主
銘
刻
在
各
人
心
上
的
法
律
(
點

2
M
|

刊
)

可
是
由
於
天
主
以
特
別
愛
情
選
拔
了
以
色
列
為
自
己

的
民
族
不
能
不
抱
有
關
以
民
的
罪
加
上
一
二
旬
尤
其

是
關
於
先
知
們
對
叫
民
的
罪
惡
所
施
的
教
訓
添
補
上

去
先
知
們
論
界
的
教
訓
正
是
新
約
罪
行
論
的
最
合
適

的
准
備

(
二
)
以
民
的
罪
惡

罪
過
個
阿
以
色
列
人
民
非
但
是
自
然
法
律
和
天
道

的
觸
犯
其
他
民
品
比
如
則
叫
人
也
是
如
此
解
釋
罪

惡
1
而
是
一
種
違
約
或
失
信
的
罪
行
以
民
的
生
活
本

憑
剖
別
扭
你
故
此
叫
民
的
歷
史
也
是
一
項
或
守
約
或

違
約
的
行
為
的
記
亂
因
川
盟
約
的
基
礎
乃
是
天
主
十

言
(
即
十
誠
)
和
解
釋
十
言
的
「
約
香

」
(
山
m
wi

M
)
。
飯
然
如
此
說
叫
民
犯
十
誠

的
罪
是
一
種
違
犯
不

如
說
是
一
種
不
忠
行
寫
一
種
失
信
或
失
街
先
知
們
一

方
面
勸
勉
人
民
忠
信
於
盟
約
另
一
方
面
氣
了
引
導
他

們
更
熱
心
進
守
盟
約
的
條
例
也
研
究
盟
約
的
精
神
因

而
發
現
它
是
發
自
天
主
慈
愛
的
賞
賜
是
天
主
給
選
民

賞
賜
的
特
恩
由
此
先
知
們
宣
告
天
主
不
僅
是
一
位
全

知
的
立
法
者
也
是
以
民
的
天
父
以
民
的
夫
君
那
麼
鑫



反
天
主
的
命
令
等
於
何
罪
H
M
L
父
叫
呵
呵
升
川
此
人
做
依

|

尤

其
是
依
後
編
|
米
，
相
郎
的
叫
卅
一
台
某
部
充
淪
f
e
近
些
已

人
的
教
均
由
均
廿
一
不
得
悉
的
天
主
不
只
是
「
，
什
釘
釘
」

。

而
且
也
是
全
能
的
「
U
d
A
X
」
來
沒
長
八
A
F
V仁
的
H
u
u
r

先
知
們
無
時
不
畫
中
~
且
時
原
理
收
比
他
們
提
楞
，
、
民

，
眨
一
個
正
美
仁
壽
的
生
活
教
圳
他
們
外
表
的
神
助
和

犧
性
的
精
神
如
快
人
心
r
p
m
K
A
門
天
上
H
4
1
L
h
m
川
伯
伯
的

注
空
地
的
悶
悶
不
叭
，
絲
訂c
f
小
能
巾
悅
天
上
反
尸
間
的
效

天
主
的
憎
惡
(
仙
似I

M
a
M
)

大
致
可
從
先
知
們
在
此
口
咬
坪
付
時
那
白
泣
側
K
L

婪
的
宗
旨
無
論
足
告
汶
口
領
們
的
路
行
(
做
上
3

u

l

u

叮
叮

H

做
干
U
I
H

M
J
f
u
也
)
或
人
心
的
排
行

e'

,>
3‘‘

時
伸
伸
存
在
向
約
1
心
愉
悅
的
罪
行
自
法
裝
也
主
圳
海
山
一
道
仰

宗
旨
3
比

一

一
旦
心
也
百
錶
昕
一
括
述
的
非
您
這
與
一
大
主
e
r
L
d

有
很
切
關
係
的
故
且
拔
一
些
很
內
的
立
H
M
似
乎
d
那
潮

，
以
叭
叭
先
知
們
以
取
出
的
J
R
欣
向
句
中
首
耐
K
A
井
村
的
自
法

乃
是
中
m
U
M
l
H
依
到
2
M
絞
3

u
f

H
6
M

d
叫

H
J
。
。
S
T
d

勻
J

閃
閃
妝

u
rp
、J
a
s
u
-
A

峙，

1
η
'

川

j
H
H
"
，
A

1

句
J

.• 

:
山

1
A

作
P
L
'
i

1
2
，
h
w

山
市
准
立
的
是
故
先
知
們
的
道
m
m
罪
過
非
糾
悄
悄
主
持
人

的
心
茲
川
卻
也
仙
似
k
日
利
，
悍
的
秩
序
做
瑟
桔
紅
道
「
品
的

此
地
沒
，
何
故
質
沒
布
仁
是
沒
心
竹
人U
N心
議
天
主
只
釘
A

M
凡
是-
A終
敏
你
叫
帖
，
姦ι仟
強
暴
和
晶
晶
晶
鼎
的
航
川
菜
」
(
臥

-
4
1

1
2
參
門
地
仙
似
i

H
5
a

a
4
1
5

6
|
問
木
2

戶

。

.

-
1

I
S
等
處

)
採
惡
除
拍
拍
札
口
社
會
外
且
也
很
容
家
腔

"
一
的
純
潔
和
平
安

(
削
下
u
l

u
)
，也傷
殘
界
人
自
山

d

t

、

。

一
叫
他
們
在
精
艸
半
死
去

(
依
妙
2
7
)

2082 \' ::.:, ,ll 

先
知
們
還
附
述
反
u
u
川
深
的
一
端
道
沌ω
凡
足
譯

過
H
區
間
非
天
主
的
娶
她
何
也
流
速
味
在
與
巴
持
舍
巴
通

姦
時
只
您
到
他
得
綠
f
烏
梁
雅
而
未
您
釗
征
得
罪
天

主
可
刊
也
一
大
主
的
其
祖
先
知
的
口
汁
H
U
上
品
「
你
仰
視
f

成
」
(
削
FU
U
)
。
天
主
將
恥
納
米
凶
止
「
他
們

.. 

向
外
方
人
艸
以
行
內
在
小
來
觸
悠
成
他
們
來
與
泛
關
悠

伐
峙
，.... 

泣
不
是
觸
犯
札
已
使
日
1
心
心
喃
自
是
情
」

1

、
、
、

f

(
前
7
M
m
)
以
來
界
人
不
出
他
心
h
u
川
天
主
一
追
捕
道
丹

紅
句
川
傳
上
早
已
」
述
f
「
你

o
h
也
非
為
他
何
必
一
股

7
.
'

，
‘
、
、

，
-

K

門
處
你
打
作
必
多
端
仆
人
治
圳
市
他
什
股
」
(
約
甘
心
6
)

圳
人
U
N際
上
刊
、
H
近
代
占
圳
叫
丸
，
相
什
已
只
叫
心
叮
叮
尸
犬
刊
文
喇
喇

志
，
叫
I
L
f
h

且
A
Z
h
空
口
問
初
生
命
可
以
m
R
圳
卅
一
以
叮
叮
1
、
法
必

他
忱
悠
沌
心
心
的
山
川
w
m
白
令
例
(
父
圳
咐
必
叫
制
吼
叫
凡
仆

l

」

叫
做
，
r

的
忘
m
N
川
心
此
而
心
小
心
心
呢
川
冗
以
已
州
的
反
主

(
依
的
7
)
扎
，
你
仙
也
叫
心
做
的
仁
、
八
次
(
依

叭
"問
)
叫
他

技
先
知
們
的
教
叫
川
川
非
A
r
小
叫

γ
等
叭
叭
但
志
為
然

U
州
八
八
從
前
門
前
，
小
紅
叫
卅
比
你
泣
的
心
伸
向
甘
心
非
人
往
r

u
4
妝
品
奈
和
叭
仙
過
信
(
的
5
)
川
山
等
於
拒
絕
大

…
叉
的
，
紀
初
巾
心
必
先
川
之
三
(
肌
3
6
H)

(
二
一
)
鼎
的
攸
兒

以
色
列
人
紋
，
川
來
似
心
峙
，υ
λ
主
桔
紅
攸
刊
以
消

除
人
非
並
垃
怕
仿
碎
的
敘
兒
叫
J
H
足
足
主
仁
慈
的
惜
她

(
削
n
u

I
H
UH
S
7

)
.
是
他
純
粹
的
血
泊

(
叭
叭的

'
，
、

J
、
、
。

，

自
達
9

凹
巴
2

H

)
他
們
稱
呼
天
主
川
崎「父
」悶

「
牧

童
」
他
們
把
天
主
的
苛

-
z口
向
天
主
提
起
好
似
叫
他
也

μ
他
的
忠
誠
那
是
悶
悶
天
主
是
仁

慈
而
忠
心
圳
的
大
父

(
山
叫“
u
巾
4

U
M
“
你
沁
3
)

借
口
快
譯
過

4

事
非
但
時
常
包
八
，
u
花
般
菲
耐
心
而
且

。

w
m
前
也
包
站
也
放
亦
泊
先
知
們
M
m
G
內
，
k
v
叫
住
吶
坪
之
紋

的
道
即
恢
他
們
的
一
的
心
叫
做
洲
"
后1
、
上
他
被
-
呵
。
久
的

罪
心
起
做
悴
的
人

(
、
恥
m
M
凹
)
就
恢
你
也
此
久-
1

尖
叫
冷
的
那
種
與
大
主
共
川
的
屯
的
(
冰
U
H'
，
時
)

然
一
圳
大
主
流
攸
還
伏
的
消
峙
，
坦
許
代
先
知
們
后
來
原
刊
也

天
主
贅
，
叮
放m
l
川
州
的
一
步
嘿
(
州
以4

‘
s
付
自
叫
什

自
凹
的
3
扭
扭

4
1

2

1

叩

1
且
在

4

3
5
J

E
;

;
:

a

3
:

;

h
r
1
、

I
H
K
國
墊
，
入
內
市
在
y
t
B吹
吹
可
泣
向
啥
也
足
筍
，
叫

l
h
J
l
f
z

→

t
l
!
l

月
，

f
u
i
!
!

近
了
~
主
的
敘
忠
心
訓
也
決
將
吋
圳
叫
叫
呻
吟
天
耘
的
C
h
u

-
L
的
默
附
租
所
安
跑
行
的
嘗
不
只
刊
也
屯
，
u
u
芥
渴
而
孔

m
H
H
t
-
他
「
更
新
」
叫
他
「
改
造
」
d
叩
「
新
創
造
」

4
川
山A
A
版
問
州
地
品
「
泌
的
成
仙
K
K
化
你
們
身
1
，

l
t

捕
們
收
扣
的
m
w
你
們
淨
化
你
們
快
，
。
χ
H
M
m
h
v
e
心
向
仟
叫
“
川

像
找
忍
耐
世
叩
叫
伯
明
你
們
一
傾
刻
心
紅
你
們
五
門
，
山
川
仁

4

咕
新
的
約
州
從
你
們
內
必
內
以
主
改

γ
刊
的
心
的
叩
門

。

1
、
‘
一
。

愉
快
卡
一
顆
血
肉
的
心... 

」
(
划
指
扭
扭
)

仁
叫
它
的
天
主
已
寬
仙
似
f
人
沖
吋
是
在
入
這
方
組

他
眩
，
成
做
什
恤
戶
口
筱
先
知
們
的
收
圳
人
腳
心
法
偽
故
做
州

'

。

綴
，
你
叫
做
全
心
的
，
川
大
主
任
總
鼎
的
耘
川
妒
忌
可
趴
山
姆
宅
夫

(
叉
的
丈
仿
四
川
位
得
涼
的
故
兔
人
A
叫
悠
技
蓋
新
E
M
n
b
九
明

史
天
主
之
悄
嗽
卡
，
則
探
明
仙
過
祭
叫
來
人
不
一
支
天
支
那

。

.

是
空
駝
的
凡
此
泌
識
aM
已
快
淌
的
人
很
不
誠
心
昕
來
-

A
「
你
卅既
然
存
艾
那
出
自
內

心
的
拔
質
次
在
我
心
的

深
處
叫
你
叫
志
為
何
刊
心
... 
天
主
收
你
給
踐
自
丹
、
造
~
均純



『
潔
的
心
求
你
使
我
心
重
益
堅
圓
的
精
神

... 
」
(
一
-
詠
m

m
一
﹒M
)。

一

最
後
必
抽
調
附
帶
一
提
的
是
位
約
除
分
別
重
罪
，
柏

固

小
算
外
還
特
別
提
出
四
種
「
呼
天
降
罰
的
罪
」
帥

(
一
)
殺
人
之
罪
(
創
4
叩
)
(
二
)
逆
性
的
邪
淫

之
罪
(
創
刊
M
m
m
w
s
問
)
(
三
)
壓
迫
無
辜
之
罪
(
也

2
目
)
(
四
)
苛
待
工
人
l

拘
留
玉
資

l
之
罪
(
出

扭
扭
扭
見
雅
5
4
)
學
教
會
通
常
還
列
出
第
五
種

「
呼
天
降
回
到
之
罪
」
郎
按
瑪
u
n
臼

反
叫
到
天
主
學
科

即
惡
意
攻
擊
真
理
之
罪

(
四
)
新
約
中
界
的
概
念
和
赦
兔

依
據
叫
到
觀
一
稿
立
日
在
主
耶
穌
的
觀
念
中
無
疑
地
是

所
有
的
人
都
沈
溺
在
罪
惡
中
因
此
他
一
開
始
官
一
講
一
福

音
就
的
越
世
人
悔
改
「
時
期
已
淪
天
主
的
閱
臨
近

f

你
們
應
悔
改
信
從
福
音
」

(
瑪
4
口

谷
1
問

路
3
.

"
的
叫
)

關
妞
然
按
各
人
的
良
心
頁
罪
有
輕
有
重
司
日
起
來
人

都
有
罪
郤
崗
法
應
該
悔
改

(
路
口
1
1
5
)
在
天
主

台
前
人
是
墮
落
了
而
坐
在
死
亡
陰
影
干
(
瑪

4

闊

的m

M
U
4
6
8
)
是
處
於
撒
那
權
下
(
路
的
M
n
訂
)
等

待

(
人
子
)
來
解
救
(
瑪

奶
油
鈞
曲
等
處
)
真
正
而

深
奧
的
教
義
是
世
人
這
墮
緝
的
最
屁
不
但
不
阻
止
耶

穌
的
活
動
反
而
提
高
他
的
憐
恤
之
心
恨
鐵
全
部
新
約

耶
穌
天
主
子
降
世
的
目
的
是
為
赦
兔
且
消
除
人
罪
賜

與
世
人
天
主
的
平
安
和
永
生
為
此
天
父
藉
著
車
子
耶

穌
「
卷
廠
r

救
蔽
了
自
己
的
民
族
」

A
路
1
目
2
H

1 - 三~2082 

谷
2
H
!
口
)

慷
慨
服
從
天
父
旨
意
的
耶
穌
不
住
宣
講
天
主
為

慈
父
只
要
界
人
信
賴
他
就
必
獲
得
罪
和
罪
闊
別
的
赦
免

(
谷
2
5
|
u
路
7
M
l

m
臼
n
l

M
)
耶
穌
所
以

用
極
嚴
峭
的
口
氣
再
宣
傌
善
和
傲
氣
說
是
因
為
這
些

惡
行
阻
止
世
人
接
近
施
仁
慈
的
天
父
阻
繞
世
人
改
過

遷
善
(
路
臼
自
|
血

的
u
l

u

瑪
油
1
l

臼
口
自
-

m

谷
3
n
l
M
等
)

耶
穌
宣
講
天
主
這
樣
無
限
仁
慈
並
不
絲
毫
意
味

人
對
罪
惡
的
責
任
可
從
此
消
除
相
反
他
提
醒
罪
人
要

以
慷
慨
和
高
貴
的
心
歸
向
他
們
所
得
莽
的
天
父
告
戒

他
們
不
可
輕
蔑
天
主
的
召
喚
這
是
瑪
n
l
l
u
有
關

婚
宴
比
喻
的
主
要
教
訓

固
然
可
說
耶
穌
一
生
揭
發
罪
過
攻
學
罪
過
也
他

一
生
更
愛
惜
軟
弱
的
罪
人
他
偈
發
眾
人
|

包
括
當
領

們
的
1

各
種
罪
過

(
谷
7
缸

|
且
瑪
幻
1

l
M

)
但

他
對
悔
改
的
罪
人
如
宣
告
天
父
無
限
的
仁
慈
路
的
章

記
載
的
一
例
謂
「
天
主
仁
慈
的
比
喻
」
尤
其
是

「
蕩
子

的
比
喻
」
使
我
們
明
白
罪
惡
的
本
質
和
惡
果
以
及
悔

故
的
精
義
品
本
質
罪
過
是
為
r

順
從
虛
偽
和
放
肆
而

捨
棄
自
己
的
慈
父
離
開
父
家
的
舉
動
特
別
是
拒
絕
服

從
的
學
勁
泣
起
果
是
使
人
陷
溺
於
塵
世
的
泥
獨
說
悔

改
是
仙
此
時
返
罔
父
家
一
溺
于
的
哥
哥
雖
然
斥
責
弟
弟的

股
峰
生
活
可
是
叫
父
親
最
傷
心
的
還
是
他
的
見
子
離

開
f

他
離
開
了
他
的
家
這
兒
子
使
父
親
感
到
少
了

兒

子
的
現
存
要
挽
救
這
項
憾
事
除
非
兒
子
自
動

歸
岡
別

然
他
也
可
是
耶
穌
的
行
為
比
起
他
這
-
端
惑
人
的
教

導
或
許
還
更
動
人
呢
這
些
行
處
就
是
不
論
法
利
宙
萬
人

他
們
在
這
事
上
宛
如
蕩
子
的
哥
哥

!
如
何
見
怪
切

何
批
評
耶
穌
仍
然
尋
找
接
納
且
樂
意
寬
赦
罪
人
(
路

7
甜

l
m

m
w
s谷
3
臼

-

Y
A
4
2
|

u
8
1

l

u

路
幻
帥
|
吋
等
處
)

耶
穌
一
生
攻
擊
罪
惡
和
罪
惡
的
元
首
l
撤
回
押
他

在
曠
野
中
禁
食
祈
禱
時
降
服
了
魔
鬼
(
為
4
1
!
u
)

每
當
他
醫
治
附
斑
的
人
時
驅
逐
惡
魔
l
i
|
驅
逐
等
於

制
勝
(
谷
1
n
u
)
按
瑪
8
M
叮
耶
穌
治
愈
附
魔
的

人
就
主
要
實
行
了
上
主
僕
人
的
使

命
上
主
僕
人
的
使

命
尚
不
止
此
他
還
「
因
我
們
的
悸
逆
被
刺
透
因
我
們

的
罪
惡
被
打
傷
」
(
依
臼
)
他
為
大
血
來
交
山
了
自
己

的
性
命
作
贖
價

(
谷
ω
“
)
傾
流
了
自
己
的
血
新
約

的
血
檢
除
罪
過
(
瑪
叫
“
甜
)

除
對
觀
閥
割
外
我
們
再
看
看
學
若
叫到和
學
關
制

對
罪
惡
的
觀
點

(
甲
)
聖
若
望
的
罪
惡
觀
照
學
若
望
的
意
見
耶

穌
非
但
「
赦
兔
」
(
毛
V
M
O
D巳
)
各
人
的
罪
過
|
雖
然

若
望
也
使
用
過
這
個
動
詞
(
若
幼
自
若
一
2

間

)
i

而
且
他
還
「

除
兔
世
罪
」
(
包
3
)
換
旬
話
也
割
盟

在
各
種
罪
行
的
另
一
面
注
視
產
生
各
種
罪
過
的
一
項

奧
秘
的
權
勢
這
權
勢
時
常
與
天
主
基
督
和
基
督
的
教

會
作
對
這
權
勢
是
在
攻
學
金
人
類
企
圖
破
壞
天
主
與

人
類
間
的
關
係
因
此
若
望
稱
它
寫
「
世
界
」
屬
於
這

「
世
界

」
的
主
要
惡
行
便
是
@
故
意
拒
絕
光
明
「
還



明
來
到
r

世
界
世
人
如
愛
黑
暗
搔
於
光
明
因
為
他
們

的
行
為
是
邪
惡
的
」
(
右
3
間
參
見
耳
目

9

“
)
@

世
人
的
這
種
蒙
昧
是
繳
嬋
邪
惡
的
結
果
的
確
罪
過
叫

人
成
馬
撤
姆
的
奴
錄
(
若
8
M
)
如
同
忠
信
的
信
徒

是
天
主
的
子
女
同
樣
頑
固
的
罪
人
是
魔
鬼
的
子
女
那

犯
罪
的
是
屬
於
魔
鬼
因
為
魔
鬼
從
起
初
試
犯
罪
(
右

一
3
.
l
u
)
@
曬
鬼
的
主
要
行
為
以
及
其
子
孫
喜

愛
模
仿
的
行
為
便
是
殺
人
和
撒
謊
(
右
8
“
)
魔
鬼

係
殺
人
者
因
為
他
會
誘
惑
元
祖
叫
他
們
死
亡
(
智
2

剖
)
也
會
鼓
勵
加
1日
打
死
其
弟
亞
伯
爾
(
若
一
3
u

-
H
)
並
於
日
後
鼓
勵
猶
太
人
絞
死
耶
穌
這
位
給
他

們
宣
講
真
理
的
耶
穌
「
如
令
你
們
圖
謀
殺
害
我
1

這

個
給
你
們
說
自
從
天
主
那
襄
所
聽
到
的
真
理
的
人
」

(
若
8
叫
)
殺
戮
和
撒
謊
起
於
惱
恨
且
也
產
生
惱
恨

撒
癱
惱
恨
天
主
基
督
和
人
類
因
此
跟
從
搬
回
陣
屬
於
徹

輝
的
人
自
然
也
惱
恨
光
明
(
如
右
3
叩
)
基
督
墓
督
的

天
父
和
其
他
的
人
(
若
的
叩
?
自
)
終
於
因
著
迢
褪

山
自
撒
輝
的
惱
恨
殺
死
了
默
西
亞
(
若
8
肘
)
@
可

是
這
「
世
界
」
不
論
是
多
麼
可
怕
多
麼
廣
延
究
竟
耶

穌
全
然
制
勝
了
它
這
是
因
海
耶
穌
是
天
主
派
遣
來
的

(
若
3
品
)
因
為
「
那
由
上
而
來
的
超
越
一
切
」
(
3

恥
)
「
因
為
天
主
把
車
神
無
限
量
地
賞
賜
了
他
」
(
3

-
H
)
因
為
他
是
無
罪
的
(
8
“
若
一
3
5
「
你
們
也

一
知
道
那
一
位
會
顯
示
出
來
是
為
除
兔
罪
過
在
他
身
上

仙
一並
沒
有
罪
過

」
門困
倦
他
|
耶
穌
，

「
與
父
原
是
一

戶
信
』
(
ω
M
}
因
為
他
是
「
愛
」
蓋
「
天
主
是
建
」

2082 卡三且E

(
伊
利-
4
8
)
事
質
上
耶
穌
一
生
不
斷
施
及
當
他
死

在
十
字
架
上
他
的
可
先
進
到
r

一
個
不
可
思
議
的
程
度

「
再
沒
有
比
這
更
大
的
愛
情
了
」
(
的
時
參
見
日
1

「
就
愛
他
們
愛
到
底
」
及
叫
呵
呵
)
由
於
這
神
聖
不
可

抗
拒
的
耶
穌
的
愛
這
個
也
淤
天
主
為
愛
而
接
受
的
死

亡
完
全
戰
勝
f

「
世
界
的
目
領
」
(
M
訕
訕
)
魔
鬼
非

但
「
在
耶
穌
身
上
一
無
所
能
」

(
M
叩
)
而
且
當
耶

穌
釘
在
十
字
梁
上
時
就
被
趕
出
去
了
被
打
倒
了
(
U

U
)
制
勝
世
界
元
首
的
耶
穌
自
然
也
同
時
制
勝
了
世

界
「
在
世
界
上
你
們
要
受
苦
雖
然
而
你
們
放
心
我
已

戰
勝
r

世
界
」
(
的
品
參
見
若
一
5
‘
默
泊
，
)

我
們
怎
能
知
道
耶
穌
戰
勝

r

罪
惡
這
凱
旋
的
證

攘
何
在
依
照
若
望
的
教
義
我
們
可
以
答
說
@
是
由
於

耶
穌
的
復
活
困
覓
，
復
活
是
耶
穌
的
凱
霞
(
若
ω
叮

u

n
t
l

甜
)
@
是
憑
著
耶
穌
給
相
信
他
的
人
所
賞
賜
的

越
性
生
命
這
恩
惠
的
在
淤
准
相
信
耶
穌
便
成
馬
天
主

的
子
玄
(
l
n
)
因
此
依
然
信
徒
在
基
督
內
並
同
基

督
一
起
戰
勝
了
微
姆
和
罪
惡
如
果
他
願
意
的
話
他
就

可
不
再
犯
罪
「
凡
白
天
主
生
的
就
不
犯
罪
過
因
為
天

主
的
種
子
(
種
子
大
概
是
指
天
主
學
神
見
經
8
H
)

存
留
在
他
內
他
不
能
犯
罪
因
個
月
他
是
由
天
主
生
的
」

(
若
一
3
.
)

這
奧
理
的
根
本
理
由
可
表
示
如
下
耶
穌
所
以
除

兔
世
罪
是
因
為
他
把
天
父
及
自
己
的
盈
門
聊
賜
給
信
友

(
若
7
"

l

帥
的
m
l

M

見
臣
也
M
U

Z
)
信
友
固

然
還
能
重
新
犯
罪
而
且
事
實
上
再
三
再
四
犯
罪
(
若

一
2
1
2
)
可
是
如
m
k
他
悔
改
他
也
能
再
三
再
四
獲

得
莽
的
赦
兔
(
右
幼
扭
扭
)
再
蒙
受
天
主
學
神
再
克

勝
魔
鬼
和
罪
惡
因
此
在
默
示
錄
中
是
督
徒
屢
次
被
稱

為
「
勝
利
者
」
(
默
2
7
i
u
等
)
不
是
沒
何
建
晦

的

(
乙
)
捏
一
保
祿
的
非
怨
級
學
保
祿
論
界
的
道
理

在
新
約
中
是
最
廣
泛
也
是
最
深
奧
的
這
是
因
為
喇
喇

把
罪
惡
的
理
義
相
連
於
其
他
啟
示
的
道
周
知
欲
闡
明
法

律
死
亡
原
罪
貪
慾
或
九
民
情
等
尤
其
是
因
為
保
祿
會
把

罪
惡
和
死
亡
加
以
位
絡
化
所
致
保
睬
他
為
它
們
猶
如

兩
個
暴
君
不
停
的
征
服
世
人
且
占
死
也
人
在
羅
馬
書

中
我
們
就
已
發
現
他
表
示
罪
過
用
了
不
少
的
名
詞
如

霏
霏
惡
7
2
月

g
s
p
ω
E
R
E
)違
犯
(
3
z
g
g
)

過
犯
(
3
2
宮
。
3
"
)
不
法
(
的
事

)
(
2
。
呂
立

悸
逆

(
M
M
耳
其

8
)
不
義
(
且
M
E
m
)不
敬
(
B
o
g-凶
)

等
此
外
如
在
儕
約
中
同
樣
在
單
保
綠
寄
信
內
也
可
伐

山
一
些
一
罪
惡
的
目
錄
學
保
祿
好
像
要
結
這
些
目
錄
讓

信
徒
更
容
易
知
道
什
麼
惡
事
應
該
避
兔
似
的
比
如
羅

1

叩
i

臼

U
H
格
前
5
叩
H
6
9
M
絡
後
u
m
n

迦

5
M
|
但
等
至
於
這
些
一
目
錄
的
織
成
問
題
學
者
意
見

頗
為
紛
絃
筆
者
以
為
保
祿
並
沒
有
師
承
斯
多
啥
派
哲

學
家
的
罪
行
目
錄
而
是
保
綠
自
己
一
方
面
罔
想
到
舊

約
時
代
的
罪
過
男
方
面
注
視
同
時
代
人
們
的
惡
業
因

此
他
就
自
己
編
了
這
些
罪
惡
目
錄

保
祿
關
於
罪
惡
的
主
要
道
理
大
概

可
忍
述
如
下

罪
過
這
個
暴
君
這
股
邪
惡
勢
力
當
時
看
亞
當
的
遵
命
進



~
入
了
世
界
而
征
服
了
所
有
的
人
從
此
所
有
世
人
(
外

叫
一
邦
人
和
劉
划
人
)
都
淪
為
罪
人
「
因
寫
所
有
的
人
都

一
犯
了
界
都
失
掉
r

天
主
的
光
榮
」
(
羅
3

目
血
齡
兒1

2
)
至
於
死
亡
它
也
是
罪
惡
的
懲
罰
也
是
何
人
譯

過
的
最
明
顯
提
婊
(
羅
6
n
l
n

格
前
的
問
叫
)
掠

過
一
方
面
藉
看
人
的
情
慾
(
昭
雄1
"

熱
2
3
迦
5
M

等
處
)
另
一
方
面
也
藉
看
「
法
律
」
在
人
間
發
展f
它

的
勢
力
法
律
雖
然
其
概
念
有
六
七
種
之
多
位
此
處

我
們
只
說
梅
瑟
法
律
信
約
的
濟
世
之
道
而
立
論

l

本

來
是
好
的
是
霉
的
只
因
符
它
設
然
宣
布
命
令
部
不
給

予
神
力
以
實
行
命
令
又
不
賜
予
學
認
以
躲
避
罪
行
所

以
一
事
實
上
法
律
就
是
犯
罪
的
機
會
和
媒
介
也
如
情

慾

一
樣
是
罪
過
的
五
日
片
，
相
罪
過
的
小
咚
囉
(
羅
3
H
5

u
7
.

等
處
)
再
品
法
律
有
如
死
亡
一
樣
也
提
明
罪

過
的
科
打
保
綠
兒
說
「
那
股
怨
甚
麼
還
有
法
律
呢
它

是
筒
，
顯
露
過
犯
而
添
几
怯
的
等
他
所
恩
許
的
後
裔
來

到
」
(
迦
3
H
)
俊
杰
這
樣
或
許
有
人
要
問
問
叫
什
麼

至
善
的
全
能
天
主
把
位
人
的
命
運
安
排
得
這
線
呢
或

同
依
撒
意
在
問
「
上
主
你
府
什
麼
讓
我
們
離
開
你
的

道
路
使
說
們
的
心
變
硬
而
不
敬
畏
你
」
(
依
的
叮
)
請

聽
保
祿
的
答
覆
「
但
是
聖
經
說
過
一
切
人
都
被
禁
組

在
罪
惡
權
F

好
使
恩
許
諾
著
對
基
督
耶
穌
的
信
仰
歸

於
抱
倍
的
人
」
(
迦
3

目

)
4
比
我
們
可
以
冶
金
能

全
知
的
天
主
迷
人
的
罪
過
都
加
以
利
用
來
敘
獵
人

f

炊
綴
世
人
是
學
子
l

耶
穌
笨
倚
』
的
工
作

(
甜
點83

3
n
!

自
)
西
神
吋
耶
穌
由
於
芝
天
主
業
主
世
人
用
十

\- :::.舟2083 

{
于
提
救
頓
了
「
我
們
」
人
類
保
祿
以
極
動
人
的
話
說

「
團
怨
他
曾
使
那
不
忍
識
界
的
笛
我
們
成
了
界
好
叫

狡
們
犯
他
內
以
心
，
天
主
的
正
義
」
(
格
後
5

n
)這
樣

耶
穌
克
勝
f
m
羚
感
給
人
級
開
啟
f

聖
寵
的
品
泉
「
所

以
眾
人
部
闊
天
主
白
白
施
給
的
恩
龍
在
耶
穌
基
督
內

交
救
廠
成
瓜
義
人
」
(
即
雕3

訓
)
自
信
仰
和
里
洗
成

義
的
人
分
古
F
H甩
密
的
學
死
和
復
活
並
且
常
生
活
在
基

督
內
光
榮
天
父
(
羅
6
2
1
|

u
)

結
論
在
世
上
憑
一
月
一
個
仰
而
生
活
是
十
分
緊
要
而

且

十
分
緊
張
的
因
海
人
雖

然
是
成
義
了
但
如
果
不
肯
承

受
天
主
雪
帥
的
引
導
而
存
心
接
受
肉
身
的
引
導
那
是

再
次
犯
罪
再
次
成
為
「
義
怒
之
子
」
(
弗
2
s
)
罪
您

的
勢
力
要
等
主
耶
穌
再
度
來
臨

J
能
完
全
消
滅
(
經

8
u

格
前
的

M
)
t跑
到
耶
穌
的
日
子
成
義
的
人
在
其

有
生
之
日
斷
地
常
叫
喘
著
耶
穌
的
實
血
檢
除
自
己
的
難
過

(
希
口
問
!
M

參
見
若

一
1
7
|

叫
3
3

驛
3

品
)

見
原
算
法
律
死
亡
救
贖
贖
罪
祭
贖
過
第
憐
贖
罪

赦
悔
改
(
雷
)

'兒時命經{後 2083
想憫之上而 m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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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時創1 部主犯 õ~
確時 3 份，和罪 E E 
{言向間是好得 S
夭夭)。在的罪、J
主主自原意天
是祈從祖思。主
著求那犯聖i 之

良
線
，
比
的
(
叫
幻
﹒
璃
的
2
i
n
)
故
能
夠
且
縣
志

霓
怨
人
的
過
犯

信
約
值
約
多
用
「
罪
赦
」
或
「
饒
恕
」
來
衷
于

天
主
的
這
種
仁
慈
的
行
為
(
肋

4

叫
“
列
上
8

叩
M

詠
M
W
S
)它
與
留
約
上
所
多
次
提
及
的
贖
罪
祭
是
分

不
闊
的
(
出
的
M

狗
叫
肋
8
U
M
w
m則
刊
甜
呵
呵
甜
)

但
是
罪
過
的
寬
恕
並
不
意
昧
著
暫
罰
的
兔
除
這
種
例

子
在
斟
倒
比
比
皆E
b諸
如
到
斟
間
出
(
飢

3
H
l
H
)

盟
副
贊
同
m
M
F
n
|
乏
“

i

臼
)
、
閱

(
如
下U
H
l

H
M
m
1
i

臼
)
以
及
全
叫
倒
叫
川
百

姓

(
戶
M
m
i

H
)
其
實
天
主
的
這
種
作
法
也
是
完

全

合
理
的
蓋
一
來
使
犯
罪
的
人
在
現
世
郎
賠
補
自
己
的

過
犯
二
來
寫
響
起
人
不
可
重
犯
值
罪
得
罪
天
主
除
此

之
外
罪
之
赦
也
並
不
意
味
著
人
的
可
撞
得
因
昇
惡
而

喪
失
的
現
世
的
幸
福
比
如
充
軍
時
代
的
以
民
(
耶
叩
U

M
-
-

M
H
H叫
。
。
M
l
1
間

d

F
1

;

、

人
犯
罪
雖
然
理
當
受
天
主
正
義
的
懲
罰
(
達
9

.
l

臼
喇
叭
刊
)
但
聖
經
上
卸
慣
將
罪
之
赦
與
天
主

的
仁
慈
聯
在
一
起
(
削
"
-
7
月
門MM
l
m

制
下
圳
的

H
刮
呵
呵
呵mu
u割
的
u
i
H

等
)
。
天
主
不
願
意
罪

人
的
喪
亡
而
是
希
望
他
罔
頭
而
再
生
活
(
則
的
且
必

問
)
這
不
只
由
於
人
的
功
績
而
特
別
是
由
於
天
主
至

大
的
愛
情
(
依
的
自
)
由
於
天
主
對
以
民
所
立
的
盟

約

(
M
H
M
U
口
制
4
n

制
創
刊
。
剛
下U
M
)
.
這
種

赦
界
的
作
為
是
版
有
天
主
自
己
才
可
以
作
到
(
邪
"

.
)
在
默
商
亟
待
代
天
主
要
將
它
們
拋
入
大
海
的
深



淵

(
米
7
M
M
)
要
將
它
們
完
全
創
除

(
這
9
H
)

新
盟
約
的
特
徵
就
是
天

主
忘
記
人
們
的
罪
過

(
耶
訕

訕

見
希
8
6

|

凹
的
叮
M
)
這
是
先
知
們
所
特
別
強

調
的
一
點

(
依
4
4

州喃
自
那
3
扭
扭

4
1

叫
“M
則
狗

血

"
歐
M
3

|

5

)

挺
得
罪
之
赦
的
方
法
是
坦
誠
謙
遜
的
痛
悔
前
非

(
你
圳
的時
|

臼

肋

吼
叫刊
編
下
7
H

厄
不
9

2
依
到
6

7

邪
的
S

S

M
-詠
泌
5

)
奉
獻
祭
品

(
戶
的
自
|

缸

肋
4

H
1

出

5
H
!

甜

7
1

!

M

)
及
跑
捨
哀
M
h

(
這
4
H

多
4
7

1

H
U
S
9
)

新
約
新
約
中
的
罪
之
赦
的
意
義
與
哲
約
的
意
義

完
全
相
同
就
是
將
人
與
天
主
隔
離
的
障
磚
取
消
人

重

新
與
天
主
和
好

(
瑪
6
M
H
H
9

Z

U
M
等
谷
3
凹

路
3

3

圳
的
盯宗
2

詞

)
新
約
時
代
的
人
類
猶
如
筒
約

時
代
感
覺
自
己
在
天

主
前
是
靠
人
有
與
天
主
和
好
的

必
要
(
瑪
5
叫

若
-
1

9

)
且
相
信
必
能
獲
得
天
主

的
寬
恕說

者
若
翰
宣
講
的
中
心
思
想
就
是
勸
人
接
受
痛

悔
的
洗
禮
為
獲
得
罪
之
赦
(
谷
1
4

等
)
耶
穌
開
始

傳
教
時
也
是
勸
人
悔
改
作
補
贖
因
為
天
國
來
近
了
為

進
入
天
國
「
罪
之
赦
」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條
件

(
瑪


n
9
u
路
4

，

見
依
的
2
若
1

凹
的
3
)
但
是
耶
穌

部
強
調
赦
免
人
的
罪
過
是
天
主
塾
父
的
特
權
(
瑪
6

-
u
u
谷
刊
甜

甜
)
他
代
替
罪
人
向
天
主
鑒

父
祈
求
罪

昕
一
之放
屁
(
制
幻
剖
)
嬰
鬧

劇
亦
清
楚
的
指
明

赦
免
人

一
的
罪
過
紙
是
夭
主
的
作
為
(
羅
3
"
-
M
4
.
-

-

2084 \- ~_ ~l 

格
後
5
"

迦
1
.

哥
3
u
)
是
出
於
天

主
學
富
的
仁

慈
(
羅
8
臼

弗
1
7

萬
2
u
3
H
)
耶
穌
自
己
也
有

赦
罪
的
繼
柄
這
也
他

所
顯
的
雪
跡
可
以
證
明
(
路
7

“

若
1

目
璃
9

8

)
並
且
初
期
的
教
會

也
特
別
強
調

了
這
一
點
(
宗
5

恥

ω
“
口
"
)
在
基
督
內
或
因
基

督
的
名
我
們
獲
得
了
罪
赦

(
弗
1
7
4

血
哥
1

u

若

-
2
刊
)
藉
若
是
管
向
人
類
宣
佈
罪
赦

(
宗
口
M
)

這
是
他
卡
字
梁
上
垂
死
的
效
果

(
瑪
必
甜
甜
牌3
目

品

)
是
他
傾
流
嬰
血
所
造
成
的
(
希
9
n
)
是
他
的

贖
罪
集
獻
所
獲
得
的

(
希
9
H
)
耶
穌
胡
也
將
這
赦

莽
的
總
柄
交
給
了
宗
徒
們

(
瑪
時
間
的
油

路
M
M
H若

卻
缸
見
谷
3

芷
若
口
"
)
但
是
既
然
宗
徒
們
並
沒
有

獲
得
透
徹
人
心
蜜
的
特
恩
所
以
他

們
應
以
審
判

的
方

式
來
實
行
這
種
撥
柄
(
若
仰
自
)
亦
師
是
說
痛
悔
己

罪
的
人
布
告
明
罪
過
的
必

要
可
是
人
若
犯
了
相
反

擊

棘
的
罪
按
耶
穌
的
話
如
永
遠
不
能
撞
得
赦
兔

(
瑪
也

缸
阻

谷
3
M

|

叩
)
其
實
這
並
不
是
誰
天

主
不
能
或

不
願
意
放
兔
這
種
罪
過
而
是
說
犯
這
種
罪
的
人

將
心

硬
如
鐵
陳
鴻
重
重
使
天
主
的
捏
一
能
不
能
在
他
身上
發

生
效
果
而
使
他
痛
惚
己
罪
獲
得
赦
兔

為
獲
得
罪
赦
不
可
或
缺
的
條
件
有
痛
悔
及
承
認

己
罪
(
瑪
3
2
6

谷
-
s

若
一••. 
a
9
)
相
信
基
督
的

福
音
(谷
1

5

若
9
訕
|

叫

宗
8
盯

M

羅
3
n
l

n

)

寬
恕
得
罪
自
己
的
人

(
瑪
6
u
u
)
不
然
說
是
向
天

主
供
奉
祭
獻
也
將
不
被
上
主
所
悅
納
(
瑪
5
"
)
因

為
天
主
在
基
督
內
寬
恕
了
我
們
(
弗
4
M
)
我
們

自
當
寬
怨
他
人
並
且
要
時
常
甚
全
無
故
次
寬
恕
他
久

(
哥
叫u
s

瑪
的
自
)
其
次
應
對
天

主
有
依
恃
及
愛
慕

之
心

(
路
7
口

希
4

H

若
-
3

叩

)
弟
兄
們
出
於
的

德
的
代
輯
也
能使人
獲
得
罪
赦

(
拙
5
H

|

M
)

聖
保
祿
反
若
望
雖
然

也
捉
到
罪
之
赦
以
及
信
友

有
犯
罪
的
可
能

(
格
前
7
2

得
的
4

3

!

﹒

若
工

'，但

1
5
M
)
但
是
共
出
發
點
與
學
經
其
他
部
份
開
各
有
山

入
蓋
他
們
強
調
信
友
已
是
學
者
的
國
民
(
弗
2

刊

)

已
佔
衛
任
何
人
所
不
能
績
奪
去
的
永
生
(
右
3
M
5

剖
8
凹

右
-
3
6

-

9
5
M
M
)
故
此
他
們
更
強
凋

信
友
們
的
新
生
新
人
及
在
且
當
內
的
生
品
以
使
信
友

獲
得
更
豐
富
的
生
命

(
右
m
u
)
而
善
度
遠
離
罪
謬

的
學
善
生
活

(
得
前
4

3

4

弗
4
H

l

H
)

見
罪
懺
悔
贖
罪
禮

(
韓
)

倒
世
克
已
L

E

。
苟
同E
D
J
義
子
非
已
所
生
之
于
而

叫
“
」
云
在
一

-
J
〉
已
。
可
口
。
\

-
-

-
Z
J

J

、
法
義
為

F

者
臼
接
手

(
辭
海

)
在
學

一縫
中
只
布
保
的
棚
用
過
此
字
凡
五
次
羅

8
沾
自
9

5

迦
4

‘

弗
1

5
保
祿
利
用
此
字
是
由
羅

馬
法
而
來
的
按
羅
馬
人
的
街
例
收
納
的
兒
子
應
以
義

父
的
性
為
時
注

立
約
為
恤
惜
這
收
納
的
兒
子
並
有
承
受

產
業
的
名
分
保
祿
運
用
此
{
于
是
馬
說
明
信
友
在
領
洗

後
藉
著
基
督
與
天
父
之
間

所
發
生
的
父
子
的
關
係

認
非
己

所
生
之
于
為
子
的
風
俗
在
東
方
民
族
中

尤
其
在
美
索
不
達
米
亞
頰
為

流
行
但
在
以
色
列
民
族

中
尤
其
在
梅
瑟
注
律
中
海
隻
字
未
提
這
或
者
是
由
於

多
妻
制
之
故
(
租
金
閱
肋
U
U
申
划
"
)
在
舊
約
中
雖



~
然
記
載
過
兩
次
放
納
別
人
之
子
為
己
子
之
事
但
都
發

仙
-生
在
異
邦
之
內
側
2
叫
樹
別
公
主
收
納
蝴
封
為
子
們
叫

一
2
，
摩
爾
德
閥
收
納
艾
斯
德
爾
怨
女
雅
各
怕
雖
將
越

瑟
的
兒
子
(
創
刊
s
)
拉
瑟
將
瑪
甘
甩
偏
間
的
兒J
J視
符

己
子
(
創
刊
自
)
的
卜
這
只
是
將
兒
F

的
繼
利
賜
與
係

子
而
已
不
能
作
義
子
論

雖
然
如
此
但
在
艸
織
政
體
卡
的
以
色
列
民
族
時

常
以
天
主
為
父
並
且
天
主
以
他
的
M
U限
的
慈
電
由
萬
民

中
特
選
了
以
色
列
于
民
為
自
己
的
長
子
(
出

4

n

歐

H

I
)
個
月
自
己
的
「
特
殊
產
業
」
為
「
司
祭
的
圈
家
」

(
出
吵
s
伯
前
2
5
9
)
不
但
以
色
列
民
族
整
體

為
天
主
的
長
于
並
且
每
一
個
以
色
列
人
都
視
為
天
主

的
子
女
(
依
1
2
仆"
6
巾
叫
“
M歐
2

1

)
尤
其
是
閻

王
(
撇
下
7
H
編
上
認
6
)
這
即
是
保
祿
在
繼

9

‘

控
以
色
列
人
具
有
「
叫
我
子
的
名
分
」
的
意
義

但
在
新
約
中
保
祿
用
此
名
詞
具
有
一
種
更
深
的

神
學
上
的
意
義
(
羅
8
臼
迦
4

5

弗
1

5
)
「
義
子
」

時
時
表
示
若
望
在
一
福
音
中
所
講
的
「
他
給
那
些
信
他

名
字
的
人
權
能
好
成
為
天
主
的
子
玄
他
們
不
是
由
血

氣
也
不
是
由
肉
慾
也
不
是
由
另
慾
而
是
由
天
主
生

的
」
最
深
的
意
義
「
義
子
」
當
然
與
天
主
的
本
性
本

體
所
生
的
天
主
子
耶
穌
基
督
有
天
淵
之
別
但
與
普
通

人
為
的
「
義
子
」
或
法
律
上
的
「
義
子
」
也
有
莫
大

的
區
別
困
得
人
寫
的
「
義
子
名
分
」
只
是
法
律
上
的

只
是
外
界
的
對
於
義
子
的
本
性
一
是
無
改
變
天
主
義
手

的
地
位
組
是
內
在
的
改
變
人
的
本
性
的
(
格
後
5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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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將
義
子
，
提
天
父
的
關
統
與
人
問
父
子
的
關
係
作

一
分
析
便
可
看
出
義
子
與
天
父
的
關
係
較
諸
人
間
義

父
義
子
的
關
係
更
接
近
於
人
閏
八
父
予
的
關
係
人
間
父

子
的
關
係
包
含
(
4
)
子
生
於
父
(
二
)
子
分
享
父

的
本
性
(
三
一
)
于
為
父
家
的
一
分
手
(
四
)
為
自
然

的
鱗
，
來
人
義
?
與
天
父
的
關
係
亦
是
如
此
(
一
)
按

子
是
寫
學
仇
學
事
t
m
天
主
而
生
(
4
L1

u
雅
l

f
右

3
5
行

-
3
，
鐸
3
6
伯
前
1

3
詞
)
兩
天
主
獲
得

了
新
的
生
命
(
右
-
3
2
羅
8
u
l
口
迦
3
甜

4
.

等
)
(
二
)
由
天
主
而
生
的
分
享
天
主
的
本
性
(
伯

後
1
4

)
(
三
)
分
享
天
主
的
本
性
自
然
成
為
天
主

家
庭
的
一
份
子
(
弗
2
刊
)
(
四
)
天
主
的
子
女
有

權
利
織
承
天
主
的
產
業
(
經
8
口
迦
3
臼

4

7
鐸
3

7
伯
前
1
4
等
)
固
然
天
主
接
子
的
地
位
與
名
分
在

現
在
街
未
完
全
表
現
於
外
(
縫
8
叫
自
)
也
已
有
天

主
學
神
在
我
們
的
心
中
作
單
此
我
們
實
在
是
天
主
的
子

女
(
羅
8
M
叮
參
閱
右
-
3
1
2
)

見
恩
寵
學
洗
(
陳
)

路
口
食
也
叫
吋
□

\
Z
M
Z
R
n
S
J
學
統
制
度

的
團
一
吾
哲
峰

H
U
H

f
Z
M
O
E
R
E
t

2
1

5

J
Z
F

』

l
l
1

，

b
H
'

、
的
原
文
意

思
是
「
神
蜜
的
權
利
」
來
自
希
臘
文
是
學
教
會
中
頁

責
領
導
教
友
達
成
其
最
終
目
的
的
人
員
彼
此
之
間
的

附
屬
關
係
它
的
成
立
來
自
耶
穌
基
督
耶
穌
將
他
自
己

所
具
有
的
司
祭
教
師
及
統
治
之
權
首
先
交
給
了
他
的

宗
徒
們
為
使
他
們
代
替
自
己
來
祝
墓
教
訓
及
管
理
人

類
(
瑪
m
m
M
M
谷
的
M
M
路
圳
的
“
“
若
叫“缸

自
到
1

1
l
s
叮
但
是
宗
徒
們
是
有
死
的
人
而
嬰
教

會
卸
應
常
存
不
息
(
為
什
U
M
|
H
m
u
l
m
右

M
M
)

故
此
京
他
們
以
這
手
之
句
文
祈
禱
將
他
們
兩
得
的
權

柄
州
時
叫
阿
拉
m
f
其
他
的
人
們
為
使
他
們
緝
捕
刷
版
行
上
述

的
三
種
任
街

(
宗
6
e
M
n
弟
前
4
H
5
叫
，
自
弟

從
1
8
2
5
)
山
去
他
將
已
祂
傳
與
他
人
在
中
市
兌

時
代
巳
頃
終
有
了
三
悶
悶
不
同
階
級
的
教
會
領
導
人
行

監
曾
長
老
執
事

執
事
階
級
是
很
明
顯
地
低
於
其
他
階
級
的
制
定

(
宗
6
1
6
)
監
督
向
長
老
相
反
地
如
不
常
是
木

同
的
人
換
旬
語
說
二
者
無
明
顯
的
階
級
分
別
似
乎
是

兩
個
同
意
義
的
名
晶
(

宗
切
口
阻
弟
前
3
2
5

口
鐸

1

5
7
伯
前
5
1
5
)
凶
二
者
應
具
布
同
樣
的
條
件

(
宗
幼
口
阻
斐
l

l

弟
前
3
5
7
5
刊
)
在
第
一
世

紀
的
宗
徒
時
代
教
會
已
具
有
掌
線
最
高
統
治
全
權
的

宗
徒
第
二
級
是
長
老
(
或
監
管
)
第
三
一
級
是
執
事

(
六
口
問
)
如
此
一
脈
相
傳
首
先
有
保
祿
在
各
地
教
會

中
還
立
代
答
他
的
監
督
(
宗

M

臼
釗
叮
|
訶
弟
前
5

叮
|

甜
餓
1
5
)

，

其
他
宗
徒
亦
然
(
如
5
u

制
前

5
1

|

5
)
如
此
很
快
的
聖
教
會
就
按
照
她
的
創
立

人
耶
穌
基
督

i
的
旨
意
形
成
f

一
個
有
階
級
的
制

度
及
一
元
首
主
政
的
團
體
(
韓
)

“
口
思
主

「
目
。
戶可
∞
E

MM
Z
Z
J

聖
經
是
一
部
由

"
耳

- -

-s
m
/
∞
R
E

切

已

\

]

三
且
，
、
天
主
默
感
而
自

學
作
者
寫
就
並
交
白
雪
教
會
保
存
註
釋
的
七
十
三
卷

虫
叮
惜
成
的
全
集
這
郁
金
集
是
經
過
一
千
四
百
餘
年
的



時
間
郎
自
制
訊
全
最
後
一
位
京
徒
學
叫
到
之
死
寫

止
在
不
陶
的
地
方
不
同
的
時
代
不
峙
的
這
境
之
中

在
猶
六
人
中
在
基
督
徒
中
所
逐
漸
寫
成
的
這
些
恐
怕
憔

論
是
在
猶
太
人
中
或

者
是
管
徒
中
都
站
偽
U
A
K
A
叫
擎
的

4
也
-
B被
法
為
是
神
摯
的
與
其
他
的
苦
精
被
本

不
川
的
原
且
是
國
的
無
論
猶
太
人
或
甘
且
峰
回
徒
都
刃
此
時

這
些
作
品
，
並
非
由
於
作
街
的
私
君
所
寫
成
的
而
是
山

快
几
天
主
理
艸
的
催
動
寫
成
的
這
些
作
者
所
寫
的
一
切

故
非
A
a
k刊
己
的
智
岱
而
是
川
於
米
主
的
默
感
與
峰

一
不(
此
叭
，
-
d
條
)
無
論
是
猶
太
人
心
心
法
許
徒
小
斗
潰

f

且
也4
b
H
H
而
大
受
L
d動
遂
逐
而
由
恨
你
指
益
保
存f
e

這
些
一
盡

可
以
川
叫h
叫
她
卜h
人
中
在
基
層
徒
中
或
f

一
個
山
立
以

這
伊
徒
們
門
，
l
M仰
與
逗
他
的
忙
得
所
以
稱
迢
此
可
一
串
叮
叮

。

.

「
戶
。
力
」

(
P
S
D
)
在
法
普
降
生
的
的
梁
某
稱

呵
，
「
外
的
哼
哼R
U
」
在
教
會
叫
別
山
去
倍
或
灰
心
任
心

，
「
所
內
的
泠
冷
甘
情
肉
「
新
的
神
社FH
」
所
以
天
主
法

拘
學
作
椅
行
聖
經
的
目
的
日
止
，
要
圳
川
江
人
們
以
宗
教
上

的
反
丙
和
你
阿
通
您
的
出
吼
叫
叫
作
人
們
仿
仰
的
甘
甜
礎
道

德
的
作
3
1
(
此
種
的
4

弟
後
3

H
I

口

參
閱
裕
的

ω

1
H
)

山
此
可
H
M「
要
將
是
白
天
上
賜
與
人
頓
的

椅
也
誠
為
作
人
賊
心
仰
與
這
惚
的
叫
做
司
的
伊
准
時
(
2川
爪
」

(
兒
「
學
科
默
J
W
~」遍
，
吋)

-

學
經
的
名
稱
「
退
一
馴
服
」
帥
州
學
的
經
典
悅
之
間
卅

一
「
經
」
因
為
函
中
所
記
述
的
一
切
是
一
直口
人
佔
仰
泉
、
4

"
一
憊
的
﹒
穴
，
科
叉
的
吾
人
立
身
經
他
的
大
拉
叫
憫
之
的
「
間
已

τ
-
d
M叫
人
的
神
聖
經
的
是
神
娶
的
天
主
叫
人
寫
的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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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菁
、e
'
，
'
。

是
艸
辜
的
啟
示
寫
捏
一
經
的
叫
出
的
口
區
為
叫
人
成
學

指
恥
們
也
干
干

w
m在
外
文
中
釘
兩
個
名
列
一
門

M
W
H
r
-
-
ω

。

(
4
d
y
n
P
E
S-n
ω
口
已
苟
同
E

心
(
→Z

∞
E
M
苟
同E
E
)

(
小)
M
W
H
Z
3
.
詞
原
川
自
希
臘
文
帥
「
月
」
之
息
息

泊
犯
一
切
持
稽
之
中
以
白
這
一
部
力
是
特
圳
的
以
為

這
一
部
峭
的
做
一
稱
同
「
丹
」
(
技M
r
z
z
-
A
H迢
來
臼

鵬
已
萃
的
一
倒
海
口
中
們
叫
回
〕E
O
仰
的
比
械
位
於
只
魯

特
之
北
一
一
卡
玉
皇
此
城
以
依
炸
的
可
最
大
門
和
山
山
間
所
以

此
織
起
名
叫

回
『Z
S

川t
i兩
條
)
m
f
w
m
上
也
肘
過
此

，
于
來
將
學
科
(
扣
上
眩
，
川
，
「

8

臼

參
明
達

9
2
)

此
字
本
身
似
可
他
紋
。
本
比M
U夕
邱
并
且
r
也
似
于
文
L
U
時

划
將
出
以
軍
敝

τ一
個
心
門
戶
間
內
方
文

U
F
倚
仗
μ村
人J
文
t目
相
冰

冷
單
數

(
JA

Z
M
M
M
Z
n
)泣
例
叫
半
數
名
叫
指
示
七
卡
-
一

卷
令
，
從
將
仲
介A
v
i
時
代
，
小J刊
的
什J
n
u川
紅
的
法
件
襯
作

一
絲
帶
向
看
仆
仆J
旦
成
人
仕"川

n
v
h
g
f
紹
中
深
刻
的
一
致

性
與
M
m
a
H治的
和
指

A
-
m
f叫
個
八
t
u
t巾
。
呼
一
天
主

的
以
心
一
向
新
偽
約
的
中
心
點
那
是
A
M
H
-人
綜
八
刊
看

來
學
縱
此
是
一
部
大
衣
川
們
役
的
喘
口
你
(
馬
此
舉
熱
線JK

吳
說
「
一
切
縱
向
你
泛
的

-

几M
B
f州
市
成
的
攸
稱
瓜

d

部
許
」

(
/
)
)
ω
S
M》H
Z
E
(
J

a

y
。

ω
g
y
z
2
)

-
半
是
純
付
一j
文
ι
竹
「
文
字
」
成
「
"
朽
作
」
之
也
亦

指
全
部
型
經
仙
泊
新
約
內
引
州
時
則
-
仙
花
扣
的
約
如

右
5
M
m

臼
漲
1
2

等
希
M臘
文
何
咒
。E
可
言
)
有
烏

。
，
》

》
3
2
，

下
證
總
之
意
這

4

名
祠
又
指
示
娶
媳

H
H布
天
主
的
被

成
無
論
發
生
H
H
股
爭
端
一

-
a「
經
上
准
」
或
「
絡
上

的
話
底
改
甜
地
驗
」
的
，
一
-
M
-切
爭
端
皆
可
平
息

(
見
瑪

19 位 I 4 
66 J! l 
67 !IB : 
約 11:
不多

位[竭
作「
省安
時， 'Lt
乎有的
財富E
「神
經」
上過

品結

L一 、4

一並
品 ， 且

見新(
有1 千計

B十
一
叫
m
R
U
U與
分
頌
聖
經
比
〈
可
川
七
」

l

三
卷
(
卜
利
分

九
七
十
四
卷
者
即
將
耶
肋
米
恆
魯
倍

(
巴
6
)
獨
咬

一
往
有
分
市
七
卡
二
卷
者
郎
將
表
欲
包
瓶
在
耶
內

)

凹
創
M
U花
山
谷
紀
肋
禾
紀
戶
諾
紀
中
八
叩
紀
H
A“
你U
b
p白

晨
一
反
紀
盧
德
啥
叫
叫
張
爾
紀上
下
列
主
川
扎上
下
編
年
紀

上
下
娃
抓
什
德
拉
上
下
多
伴
也
傳
友
弟
惚
惚
艾
斯
德
爾

傳
為
州
州
的
上-
F

約
伯
縛
學
泳
集
緩
一
百
圳
道
口
雅
次
智

甘
情
憑
“
j
o
b柵
卅
灰
撒
空
洞
出
心
切
米
r
H
-
M
呵
，
被
己
力
的
兒
包
則

克
立
這
J巴
爾
歐
它
直

F
M
U
U
爾
必
毛
昕

r
u北
u
r
M句
俏

，
卅J
d也
吋
布
哈
巴
，
仆
來
一
峭
U
V
}
叫
哈
拉
川
圳
利
必
川
戶
，
仔

廿
爪
必
以
上
他
八
門
卡t
h卷
叫
們
們
心
「
前
門
約
」
純
真
幅
古

H
J

M
U仟
福
的
的
川
口
幅
山
口Hh
I
a晴
、H
i
r小址
六
哄
綠
綠
U
J
F
H

絡
峙
。
夕
，
叫
h
吼
叫
他
叫Y
J州
侵
占
迦
付
迫性A
HU
U作
所
杏
花
璋

的
書
沼
經
K
U
A
H叫
阿
妝
品
以
]
的
舍
得
做
前
正
從社
何必
一
定

的
的
書
稿
戊
彼
此
吭
高
弟
鐸
古
拉
仙
孟
念
品
的
來
主
權

各
怕
吉
怕
多
祿
的
蓓
的
步
恢
儉
"
阿
拉
川
t
h
r
H
H
L
H立
一

去
H
UL
q
}二
者
伯
達
書
"
“
立
默
小
錄
以
上
共

4

-
L
I七卷

為
內
「
紙
刊
」
泊
卜
、
人
的
的
內
約
只
收m
m卷
本
改
n
h心
七

卷
郎
多
友
智
能
巴
抓

上
加
于
及
達
3
M

f

岫

U
M
艾

ee

,
tits-psls

u 

m
‘

t
M
N基
督
教
亦
必
關
於
這
問
題
兒
聖
經
蒼
白
條

全
部
聖
經
可
以
從
時
期
和
內
容
兩
方
商
來
分
布
相

依
時
間
划
分
在
益
普
降
生
之
前
所
寫
成
的
稱
馬
科
約
在

慈
母
降
生
後
﹒
間
宗
徒
或
宋
健
品
用
于
所
向
成
的
稱
為
新



~
約
(
見
希

1
1
2
)

佑
約
之
稱
悠
悠
約
是
閃
閃
叫
花

划
了
叫
天
主
誠
先
知
忱
尤
其
制
到
在
倒
叫
山

L
與
叫
司
叫

-
F
e甘
歇
斯
立
的
盟
約
(
山
的
的
1
8

此
心
叫
的
3

臼
拍

叫
JU

-
-
S
)

們
約
一
名
兒
於
他
後
3
u
w

納
約
之
稱
心
新

的
是
囚
符
品
放
天
主
給
耶
穌
延
賢
以
，
叫
己
的
食
品
肌
肉
問

世
人
所
立
的
新
盟
約
(
為
必
甜
)
館
約
，
人
干
部
以
希
伯

來
欠
寫
成
紙
有
小
部
份
以
州
州
美
文
或
其
叩
纖
文
寫
成

，
2
‘
t
t
e
，

l
o
t
-
-
1

。

.. 
、
3
3
3
2

，

新
均
比
自
以
希
臘
文
寫
成
就
內
心
谷
聖
經
可
分
筒
，
(
一
)

歷
史
密
且
述
以
色
列
民
族
或
基
督
的
災
損
羽
絨

H
b丘

杏
巴
爾
立
口
等
(
二
)
訓
海
書
A
論
以
民
法
基
符
徒
的

宗
教
和
倫
理
如
約
伯
傳
保
祿
書
信
等
(
二
一
)
問
卅
一
月
冷

而
且
崢
先
知
拍
拍
向
未
來
事
如
四
大
先
知
h
M砂
示
錄
等

m
t冊
闊
的
章
筒
當
初
雪
作
品
結
聖
經
時
也
永
分
束

前
花
行
的
萃
的
是
後
人
寫
了
易
滄
州
民
於
引
肘
叩

以
偏
制
的
聖
經
分
章
始
於
災
情
位
張
雨
、
(
明
W
H
G
Z
D

C
2
聞
"
。
目
+
】
N
N∞
)
他
初
在
巴
黎
執
教
以
候
你1
次

料
布
里

(
m
u
E
S
5
5
4
)
的
總
牟
乳
制
品
任
制
附
級
斗
士
弘
叫

他
的
℃
作
只
眼
於
位
-
I
通
行
本
到
L
t
z
八
H
J
U
Z
仇
恨

文
和
為
抽
臘
文
學
經J
峙
，
付
一
T
e
越
行
社
判
以

h
y
M叭
，
只JL

街
的
分
釗
以
巴
尼
仗
的
第

J
A
叫

(
m
E
Z
m
』w
n
g
d
E

F
E
n
-
H
m
z。
.
可
)
時
在
J
4
4

一
八
年
他
圳
分
灼
的
收

M
M限
於
俏
的
正
經
走
於
其
餘
郤
分
次
全
部

V
E約
的
分

鴨
山
山
一
位
巴
黎
印
刷
所
的
絡
伯
史
F
I
b
-叫

(
-
T
Z
=

。

T
O
Z
O
E
)所
創
分
時
在

4

五
五
一
仟
教
科
川
市
的

的
分
割
米
袋
一
一
一
-
口
所
以
作
“
中
間

r
u
位
對
章
的
不
乏
汪
叫

。

]i u
h
m
f
j
r
a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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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經
的
內
心
谷
印
出
，
、
心
翠
想
聖
經
並
非
其
民
專
家

而
只
注
丹
被
人
們
巾
，
增
-
仰
A
/

川
川
的
付
1

型
咐
他
的
內

G
m
f經
中
昕
包
主
的
時
♂
刑
您
一
忍
心
中
所

1

比
軾
的
赴
天
主

的
犬
，
比
向
外
發
峻
的
反
災
是
J
山
以
天
主
怎
樣
筒
，
正
人

類
雖
好
久
何
必
吋
快
叫
樹
汁
的
削
μ
鈑
天
主
仍
街
叫
尋
永

。

.

人
頭
寫
乏
人
類
天
主
的
注
並
不
足
他
伯
恨
的
而
是
白
際

的
質
的
的
“
你
泌
的
衍
，
刊
於
人
組
歷
史
中
的
文
主
血
恥
，
與

人

M
M
史
的
泛
的
叫
洲
奧
行
恥
W
U吼
叫
正
妥
人
類
與
天
主

必
吏
治
冷
泣
村
科
耐
心
結
合
寫
一
全
部
部
一
布
世
(
無
論
街
約
成

新
h
j
)的
甘
情u
m
p
刊
與
-
u
ω
這
甘
且
必
這
一
一
事
賞
自
創


I
L
航
天
主
創
毛
千
山
開
始
至
做
泣
「
主
耶
穌
你
來
吧
」

S

止
創
刊
止
:
心
的
天
主
對
人
類
的
定
的A
創
的
逐
步
實

。

何
凡
是
即
是
所
謂
的
救
服
史
放
讀
史
訝
:
心
收
天
主
與
人

心
的
關
係
所
以
在
本
刊
上
級
臘
山
凡
是
屬
快
回
收
史
神
學

咕
咕
以
心
德
的
以
光
去
觀
察
仙
啊H際
上
實
在
是
應
由
A
H血

拌
，
成
這
堂
鐸
治
形
式
信
仰
成

e

連
h巾
的
法
月f
h相
信
條

-
m逞
，
刊
山
，
份
內
的M
m尖
叫
￡
側
門
心
同
街
一
時
代
每
一
倘
人

的
心
1

次
們
歧
是
人
凹
這
屁
股
史
的

a

份
，
寸
甘
血
管
故
瓜

知
-
個
人
死
去
所
以

a幣
4

個
人
都
是
以
腦
災
中
的
一

份
，j
加
以
翱
翔
爪
，
正
蛙
放
蔽
夫
也
是
政
人
得
救
的
歷

史
天
土
的
以
色
列
人
的
生
品
在
悅
界
上
參
與
人
類
恆

史
的
行
動
帥
泣
的
約
的
抖
的
天
主
論
益
智
的
生
活
在

此
界
上
參
與
人
相
卅
日
怯
火
的
打
動
的
是
因
一
渴
寸
目
的
記
較

大
土
州
州
站
仔
泛
的
生
土
的
街
也
界
上
參
閑
時
人
類
歷
史
的

行
動
訓
是
宗

Y
Y紋
的
叫
抖
相
比
例
以
出
獄
服
史
的
觀
點
來

看
，
佮
干
部
也
一
經
呵
以
看
山
三
條
主
要
的
線
索
即
救
曠
的 岫

們
帶
信
赦
國
酬
的
方
法
與
救
繭
的
繼
承
有
如
惜
以
盟
狗

叫
天
主
川
叫
人
，
鎖
，
叫
化
間
，
拙
的
門
的
觀
點
來
石
合
部
聖
經
那

-
一
條
主
要
的
綠
卡
即
是
盟
約
的
中
仆
人
叫
約
的
注
授

與
組
約
的
民
族
大
主
府
已
是
他
還
氏
的

M
V收
話
是
夭

主
日
已
與
他
的
越
鼠
也
之

f
U
泛
的
奴
的
似
挑
來
赦

。
版
者
盟
約
的
中
介
人
如
是
天
主
子
耶
穌
是
晉
級
敗
的

方
法
或
盟
約
的
廷
礎
是
天
主
的
慈
乏
與
凶
犯
肺
結
以
峰
、

起
他
的
民
族
以
倍
仰
總
服
從
作
山
站
裕
的

\
1所
咱
村
咕
質

的
織
系
緝
令
規
盟
約
的
民
族
即
是
天
主
的
以
色
列
，
寸
長

天
主
的
教
會

兒
教
會
盟
約
位
約
新
約
默
"
的
正
經
峽
兩
心
史

(
陳
)

鯽
聖
經
書
目

「
的
凶
口
。
口
。
『
H
Y
n
間l
間
。σ、
由
一
『
戶
。J

r
n
p
口
。
2

∞
'
ω
M
W
M
y
-
-

。
司
P
B
W旦
、

「
古
自
」
-
M
原
步
來
，
叫
祁
纖
文
』P
D
O
且
有
蘆

草
之
意
改
變
而
寫
尺
仗
+
叫
你
用
方
叫
則
是
生
活
的
規

律
及
宗
教
上
倍
德
的
權
也
(
迦
6
H
)

從
來
講
凡
一

切
，
們
關
教
義
倫
理
的
注
定
格
外

H
K教
會
做
來
。
什
太
公

會
品
所
規
定
各
部
以
這
一
一
門
圳
來
代
表
2
小
可
有
泌
的
聖

經
日
最
初
以
來
的
被
人
悅
閃
閃
生
前
戶
中
一
日
側
的
仙
風
作
及
信

繪
的
確
質
投
T
M傀
儡
、
怪
乎
很
久
以
來
教
會
使
以
「
過
律

泓
f
h
」
(
H
h
g
8
)來
代
錯
了
「
聖
經
各
自
」

4
{州

學
教
會
的
足
的
絡
的
保
管
者
及
衛
護
人
乃
以
她
所
有

的
特
權
根
線
某
部
養
是
否
是
在
天
主
的
默
惑
之
下
寫



的
原
則
而
將
之
納
入
學
經
替
自
之
內
或
粒
之
必
外
不

過
我
們
現
和
所
有
的
這
個
經
書
目
錄
在
教
會
的
歷
史

上
是
純
過
許
多
變
更
困
難
扣
擊
之
後

J
終
於
一
五
四

六
年
召
開
的
脫
利
騰
大
公
會
議
席

上
以
最
隆
重
的
方

式
表
決
決
定
了
的
它
包
括
全
部
的
新
約
共
七
十
三
卷

即
研
約
四
十
六
卷
新
約
二
十
七
卷
自
此
以
後
才
將
一

切
有
關
經
營
目
錄
的
辯
論

懷
疑
是
非
等
棘
手
問
題
完

全
自
教
會
內
倒
除
但
在
這
之
前
格
外
校
教
會
的
初
期

幾
個
世
紀
中
有
些
經
審
會

遭
受
了
批
評
反
對
或
但
絕

的
命
運
後
人
稱
這
些
會
為

「
次
正
經
」而
那
些
自
古
以

來
毫
無
問
題
被
視
為
聖
經
的
書
詩
被

稱
為
「首
正
經
」

雖
然
實
際

上
自
一
五
四
六
年
的
大
公
會
議
之
後
二
者

之
間
再
無
先
後
首
次
輕
重
的
分
別
而
同
樣
被
一
視
為
在

天
主
默
感
之
下
而
寫
成
的
蠻
有
完
全
相
同
的
價
值

(
一
)
舊
約
會
自
新
約
可
說
是
教
會
時
代
的
產

品
位
研
約
划
是
屬
於
教
會
史
前
史
的
時
代
它
包
恬
教

會
以
前
的
至
少
十
三
個
悠
長
的
性
紀
因
此
可
以
它
是

教
會
由
猶
太
會
堂
及
經
過
耶
穌
和
宗
徒
們
的
傳
授
所

繼
承
的
一
部
贊
賞
遺
產

a

猶
太
人
的
學
經
吉
日
它
與
天
主
教
的
捏
一
級
苔

自

在
數
目
及
創
份
上
不
同
在
政
們
所
有
的
問
約
四
十

六
程
中
它
們
只
有
三
十
九
卷
且
將
這
三
十
九
卷
被
萃

的
簡
化
合
併
為
二
十
四
卷
以
與
希
伯
來
文
字
母
的
數

一
字
相
等
這
三
十
九
卷
學
畜
的
創
分
是
法
律
畜
先
知
書

哪
一及
輯
部
制
制
制
亦
即
關
部
到
亂
制
制
甜
甜
有
的
後

之
比

一
前
者
有
蘇
良
緣
上
下
列
上
下
後
者
有
依
耶
則
及
十
二

2087 卡三 道

j

i

-
-

)

、

i
j
i
t
L
i
i
i

小
先
知
苦
條
集
包
活
詠
液
約
五
在
方
(
仰
伊
慮
一
伙A

i
;

、

i
、
i
o

﹒

艾

)
達
厄
上
k

l

編
上
，
「
由
上
所
述
找
們
司
以
占
用
楚
地

看
小
山
猶
太
人
將
多
友
已
甘
心
你
加
上
F

共
仁
川
妒
。/
~
p
h

連
一
經
書
目
之
外
他
們
這
種
作
法
的
依
法
或
原
則
奴
役

翔
的
文
件
所
知
如
下
治
凡

l

與
「
法
作
」
f
小
八
鬥
戒
2

非
以
希
伯
來
文
所
寫

3

故
木
保
存
原
文
法
在
旭
所
仙

M

i
l
l

-

、
‘
〈
2
、
。

μ
M
Y一
後
所
寫
的
者
都
非
聖
經

b

值
十六
聖
經
古
目
的
一
特
史
質
際
上
說
來
上
述
例

太
聖
經
替
自
所
包
括
的
三
卡
九
本
書
之
被
集
亦
非

J

日
之
五
是
經
過
許
多
年
代
的
結
晶
最
初
略
帶
的
時
心

是
梅
瑟
法
律
它
被
珍
貴
的
保
存
在
結
約
闡

明
旁

(
中

訓

，

-

H
H
h

)
佑
你
山
將
之
補
充
與
惋
惜
帆

(
4做
巾
的

自

)
做
菜
爾
將
之
視
為
，
土
主
的
話
並
欣
於
上
主
繭
的

保
存
著
(
船
上叩
自
8

刊
)
從
卜
們
則
叫
州
令
內
改
叫
到

L

O

I
l
-
-
ι
a
lll
-
-

之
教
甜
甜
興起
致
使
經
書
必
失

T
h
f
熱
心
的
閻
王
約
山
凡
脫

時
代
蓋
新
在
主
的
學
般
巾
發
現

f

法
律
丹

(
列
下
n

a

幻
3

端
下
M
H

M

)
有
關
法
你
莒
以
外
的
砂
土

附
體
蒐
集
的
消
息
則
自
此
於
猶
太
正
符
圳
克
雅
(
公
三
凡

的
七
二

-
h
e
-
-

六
九
三
)
他
使
人
收
集
「
版
報
指
的
改

言
」

(
簽
訂

l
)
「
叉
的
心
咐
叭
木
人
則
在
昧
和
先
見

者
阿
做
夫
的
法
制
謂
消
止
主
」
(
叫m
k
l
m
UM
)
划
划

書
的
關
問
集
不
會
早
過
第
八
位
紀
在
這
時
期
已
街
部
分

的
先
知
著
作
錐
之
於
替

(
依
狗
8

M
M

配
H
m2

4

盯
|

扭
達
9

2

等

)
但
接
若
有
以
民
厄
運

的
發
生
創

七
二
二
年
北
國
以
色
列
的
滅
亡
南
倒
錯
大
的
袋
弱
被

欺
終
歪
五
八
七
年
亡
於
拿
步

一品
之
手
在
這
混
亂
動
盪

的
時
內
的
你
閃
閃
來
抄
山
川
m
f
M開不
H
t
m
u的
時
似
于

I
H
L
i
q後
(
丘
-
t

六

)
猶
太
人
仆
充
市
地
歸
來
才
在

圳
的
川
巳
仆H
A
U
-
叫
德
U
M
Z
A
h
J
M
i

仇
怖
的
價
斗
交
全
力

支
抖
之
F

收
徒
枷
扭
曲
一
H
M
t
J
H
-
f

間
去
H
品
以
保
存
列

-
Z眾

先
划
和
這
昧
的

市內
倍

(
相
-F

2

刊

)
U
斯
總
抖
並
向

V
A乘
公
指
法
律
吾
人

K
K
至
新
聽
山

上
主
的
-一
一鬥E
M夕
一

下
情
六
歉
肯

(
山
下
8
ω
)

平
比
例
叫
的
種
君

主
耍
部
份
幾
乎
已
完
全
但
倘
可
仙
永
久
之
從
又
有
安

提
約
占
四
位
區
在
法
乃

(
一
七
五
l

一
六
四

)
對
猶

太
教
的
迪
拉
鬥
將
的
人
昕
保
存
的
關
山

μ

航
行
卅
叭
絃
且
以

斬
月
之
內
集
止
人
保
存
叫
制
必
遵
守
刷
胡
志
巾

(
一
川

上
l

盯

)
f
k門
失
勢
餾
火
熱
圳
的

(
-
L
h七
1
-
T

一
)
的
奮

起
護
教
抗
敵
將
叫
什
收
楠
而
做
夫
的
文
獻
重

新
捕
他
仿
宋
起
來(
加
F

2

H
)
叫
你
圳
圳
知
即
成
吉
於
此
時

代
(
一
八
(
1元
布

)
五
卡
年
後
作
者
的
將
于
將
之
譯

戒
布
糧
文
巾
其
希
臘
譯
本
的
印
文
上
伐
們
可
以
消
軒
屯

的
看
川
來
當
時
猶
太
聖
經
古
自
業
已
完
怕
也
包
也
三

個
主
要
的
筷
子
法
律
白
先
知
書
艾
其
他
叩
開A
H
h此
稱
他

〈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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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巴
力
斯
坦
之
外
)
已
不
論
希
伯
來
文
(
阿
刺
美
文
)

叫
-
的
楓
圳
人
所
薄
的
相
叫
譯
屯
始
於
公
元
前
第
三
世
紀

-
大
約
於
二
世
紀
後
半
葉
已
完
全
緩
工
而
這
譯
本
對
天

主
教
有
看
莫
大
的
關
係
因
為
它
包
括

r

一
切
現
在
天

主
教
所
承
認
為
學
經
的
i

白
天
主
的
默
感
而
寫
成
的

替
1
魯
木
法
篇
章
段
筒
天
主
教
向
始
即
由
宗
徒
們
之

手
將
全
部
希
磁
譯
本
接
受
過
來
留
傳
至
今
教
父
們
在

他
們
的
著
作
上
且
大
壘
的
利
用

f

次
正
經
部
份
教
會

初
期
的
許
多
藝
術
作
品
亦
候
自
次
正
經
上
的
敘
述
所

以
我
們
可
以
說
天
主
教
自
初
創
毫
無
區
別
地
承
招
拉

利
用
了
學
經
上
的
商
正
經
及
次
正
經
苓
第
四
世
紀
才

有
些
人
受
亞
大
納
削
及
熱
羅
尼
美
的
彩
響
以
為
只
應

承
認
猶
太
聖
經
替
自
但
這
只
是
理
論
方
面
的
個
人
意

見
而
已
實
際
上
教
會
當
局
始
終
都
接
納
了
現
有
的
全

部
聖
經
更
以
脫
利
騰
大
公
會
議
的
隆
重
儀
式
批
准
確

定
及
頒
佈
了
教
會
歷
來
的
一
逼
三
惦
念

(
二
)
新
約
替
自
新
約
共
布
魯
二
十
七
卷
都
成

書
於
宗
徒
時
代
並
且
自
最
初
即
有
一
些
一
部
份
明
明
被

視
為
與
舊
約
有
同
樣
價
假
的
聖
魯
比
如
聖
保
線
在
弟

前
5

間

以
同
樣
的
方
式
(
即
「
聖
經
上
說
」
)
引
讀
了

申

幻
‘
及
路
ω
7

m
t伯
多
祿
在
伯
後
3
H
M

更
清
楚

地
強
調
保
祿
的
香
信
是
單
一
經
與
其
他
值
約
的
聖
魯
等

量
齊
觀
並
暗
示
新
約
經
脅
的
默
感
性
及
正
經
性
聖
保

祿
囑
咐
哥
羅
森
教
會
在
讀
完

r

他
的
書
信
之
後
也
要

在
勞
狄
刻
雅
教
會
宣
讀
(
哥

4
M
)
即
楚
明
宗
徒
們

的
持
信
雖
然
普
通

H
E寫
給
某

一
地
區
教
會
的
但
是
它

卜三2088-2089 

們
實
際
上
划
是
個
叫
整
個
教
會
而
發
的
當
然
還
要
經
過

一
個
相
當
長
的
時
期
才
被
整
個
教
會
所
招
識
接
受
歧

承
呵
仙一

切
新
約
替
自
上
的
經
典

宗
徒
時
代
的
教
父
所
遺
留
的
著
作
雖
然
不
多
但

可
由
這
些
遺
作
上
清
楚
地
知
道
他
們
已
認
識
利
用
且

引
護
了
全
部
新
約
書
寫
惟
引
設
若
二
若
三
費
及
伯
後

者
較
少
這
可
能
是
由
於
這
些
營
的
篇
幅
太
短
及
道
理

不
太
重
要
的
原
故
當
公
元
一
四
0
年
裂
教
徒
馮
爾
強

(
去
荒
丘3
)

拒
絕
承
認
全
部
舊
約
及
只
承
認
路
及

保
祿
書
信
(
「
牧
函
」
(
弟
前
後
及
鐸
)
及
希
除
外
)

寫
型
經
時
全
體
教
會
的
反
應
是
一
致
的
及
堅
決
的
羅

馬
司
祭
職

(
M
M呵。
$
3
0
2口
自
)
一
番
將
之
判
決
定
罪

其
次
猶
斯
定
之
5
5
5
)
依
肋
乃

(H
B
E
E
ω
)穗都

泉
(
斗
2

丘

-
5
5
)
及
希
傾
里
托
(
且
還
。
口"
5
)

等
都
有
專
苔
玫
擊
瑪
爾
強
的
邪
說
可
見
在
二
世
紀
中

菜
全
部
新
約
已
被
整
個
教
會
普
遍
的
公
羽
時
間
崎
因
天
主

的
默
感
所
寫
的
會
籍
更
有
什
忱
同

一
時
代
的
的
指
辣
托
黎

的
經
書
目
錄
之
文
件
議
明
羅
馬
的
教
會
當
時
除
了
雅

希
及
伯
後
之
外
已
全
部
接
受

r

新
約
目
錄
上
述
有
問

題
的
三
本
書
則
在
第
四
世
紀
的
非
洲
大
公
會
議
上
被

教
會
明
站
為
聖
經

向
第
五
悅
紀
始
闕
於
首
正
經
與
次
正
經
的
爭
端

漸
漸
消
失
七
「
公
函
」
(
即
雅
伯
前
後
若
三
三
二
及

猶
)
很
容
易
的
被
人
承
認
為
與
正
經
無
分
別
的
學
經

保
祿
的
希
害
致
亞
歷
山
大
里
瑟
的
克
肋
孟
及
學
熟
路

尼
莫
的
說
法
也
時
間
限
於
孩
占
是
否
與
係
保
祿
所
寫
與

否
而
同
時
默
之
問
題
亦
被
解
決

至
十
六
世
紀
富
反
教
誕
生
又
舊
事
重
提
瑪

T
路

得
M
m絕
承
認
制
制
上
的
次
正
經
具
剝
削
上
的
希
把
獻

及
默
為
連
一
經
因
此
初
期
的
警
反
教
輯
部
將
上
述
軌
制

部
份
創
除
但
是
後
一
來
的
警
反
教
徒
雖
然
不
認
它
們
認

真
正
的
軍
經
仍
將
它
們
納
入
聖
經
合
訂
本
中
作
為
附

錄
東
方
教
會
中
以
俄
國
教
會
為
最
拒
絕
一
切
的
次
正

經
部
份
東
方
正
教
雖
然
大
致
承
認
次
正
經
但
漸
受
俄

國
教
會
的
影
響
傾
向
懷
疑
這
些
次
正
經
的
其
實
性
在

脫
利
姆
大
公
會
議
之
前
的
天
主
教
會
中
亦
會
有
人
假

熱
羅
尼
莫
的
聲
望
其
實
熱
祇
理
論
地
對
這
些
一
次
正

經
有
過
懷
疑
|

意
欲
否
認
次
正
經
的
權
威
比
如
厄
辣

斯
庫
盲
目
ω
E
E
)及
加
耶
塔
諾

(
約3
2
g
g
)等
但

是
自
一
五
四
六
年
的
脫
利
膽
大
公
會
議
之
後
整
個
天

主
教
會
在
承
認
全
部
聖
經
為
七
十
三
卷
一
事
上
是
堅

決
的
一
致
的
絲
毫
不
容
懷
疑
的

(
緯
)

2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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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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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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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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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ι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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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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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
同"

因
主

\

這
裘
所
討
論
的
抄
卷
固
定
指
在
發
明
印
刷
術
之
前

的
聖
經
手
抄
文
件
而
→
吉
它
們
的
數
目
是
相
當
為
大
的

故
此
我
們
只
能
就
信
約
新
約
的
原
文
抄
卷
何
約
及
希



M暉
譯
本
的
文
件
作
一
簡
單
的
介
紹

I

何
向
希
伯
來
文
抄
卷

抄
卷
的
數
目
在
上
一
世
氾
中
葉
之
前
也
就
是
在

發
現
闊
前
稚
的
一
寶
書
庫
之
前
所
被
錄
取
的
希
伯
來
文
笛

4
2

、
。
.

約
抄
卷
已
有
一
千
三
百
件
其
後
淵
次
發
現
了
便
多
東

有
價
值
的
手
抄
本
其
數
目
是
怕
當
可
絨
的
可
惜
至
今

。

，

仍
未
挺
得
適
當
的
統
計
凡
此
整
理
大
致
段
來
這
些
艾
件

可
分
何
川
東
西
兩
大
部
即
巴
比
倫
凡
此
巴
h
H斯
泊
的
悶
悶
也

文
件
這
極
分
法
的
同
由
是
原
於
兩
個
不
同
的
瑚
剝
削

Ill-is'!lc 

J
b
m學
校
及
他
們
彼
此
不
同
的
希
伯
來
文
發
育
使
然
主

要
的
巴
力
斯
地
抄
串
串
]
h
M蚓
科
川
蝴
酬
的
划
划
制
內

恥
是
八
九
五
年
的
作
此
山
林

h蚓
叫
的
細
川
帝HA
h也足

C 

一
切
手
抄
卷
中
最
古
老
的
版
本

同
郎
本
悔
瑟
本
阿
協
一
甸
的
全
部
筒
約
抄
本
是
九

三
(
牛
的
作
品
也
於
州
叫
喇
(
〉
-o
右
。
)(
蚓
叫
個
)

的
猶
太
會
立
寫
於
r
r
哎
故
土
每
只
以

4

一
一
行
成
均
是
卡

分
民
主
的
作
品
句
俏
苓
八
1

懦
、
人
能
丹
(
匕
-
加
以
研
冗
口
(

4
拍
照
了

4

二
小
張
照
片
改
唱
團
迫
H
T」
丘
，
中

e

上
述
同
樣
的
全
部
聖
經
溢
，
η

一
部
晚
間
明
抄
求
也

必
叫
一
名
格
勒
(
蘇
聯
)
的
問

h
H
M給中
是
一
代
小

。

的
作
品本

例
協
繭
的
綜
瑟
五
告
成
保
存
必
尖
關
博
物
館

中
是
十
世
紀
的
作
品

一

主
要
的
巴
比
倫
抄
卷
有
列
寧
格
勒
國
立
間
杏
館

m
M一的
飛
爾
科
協
茲

(
明
白
失2
2
月
，)
的
域
也
內
中
有
兩

一
當
先
知

A
u
t九
四
」
f
叫
人

九
八
九
年
的
n

u
m以
及
九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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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t
t
I
l
l
-

-

1

作
的
W
H
必
丘
毒
抄
卷
其
次

釘
怕
“
內
的
手
抄
姥
卷
及

其
他
保
存
於
歐
美
固
丹
箱
中
的
尤
其
是
來
刊
叫
樹
廣

盡
隊
的
殘
缺
沙
卷

上
述
這
些
主
要
的
抄
木
中
很
少
宵
超
過
第
九
世

紀
之
的
的
作
品
也
封
從
此
之
間
的
提
木
或
別
本
也
很

少
貼
在
這
些
抄
卷
的
，
j

茲
大
部
已
快
公
兀
一
百
年
的

後
定
型
f

位
U
A
t
e九
凹
七
年
發
現
死
海
的
抄
卷
府
止

只
有
納
兩

(
Z
Z
Y
)的
拾
級
小
小
殘
卷
被
視
給
辰
古

老
的
作
品
大
約
是
公
元
二
一
仰
起
間
位
只
包
恬
有
天

主
卡
成
交
山
叩
6

4

5

幾
邵
圳
已

E

新
約
已
巾
質
文
妙
也
由

1迫
裂
主
要
所
討
論
的
叫
起
「
大
惜
抄
卷
」
艾
「he

愉
缸
"
卷
」
前
者
是
肉
和
平
皮
何
以
上
的
後
荷
則
多
紗
從

普
通
何
叫
張
上
的
全
部
關
於
新
約
的
于
抄
卷
竟
達
四
千

卷
其
中
有
大
惜
抄
卷
二
-
八
件
卜
憎
抄
卷
二
三
七
(
1

，

件
%
外
向
你
六
七
件
的
干
在
毯
交
」

A
l
e
-
-
件
為

A
M流

選
崗
哨
卷
犯
站
比
一
一
川
沙
卷
巾
叫
做
少
紅
包
恬
八

h
m
祈
約
的
字
(

件
大
部
只
眼
胎
一
本
伊
叫
做
來
w
w
h約
H
A
H
V
此
，
必
只
是
某H
H

片
斷
的
品
錄
至
淤
已
們
的
分
一
頓
方
式
主
婪
憋
歸
功
於

委
們
所
的
~
(
逆
耳
古
泣
。5)
η
吼
叫
叫
做
得
(
C
B間
。4
)

二
人
比
足
大
偕
紗
卷
倚
什
以
附
刺
的
數

h
f而
般
干
之

前
加
上
「
〕
」

(
比
如
2
.O
N.
S
.
-
a等)
位
是
特
別

重
要
及
著
名
的
大
街
抄
卷
除
了
上
述
的
標
記
外
則
仍

保
存
其
原
有
的
住
了
或
希
臘
大
揹
字
母

(
如
A

等
於

亞
歷
山
大

里
亞
抄
本
B

等
鈴
梵
蒂
岡
抄
本
等
)
小
偕

抄
卷
只
往
以
普
通
的
阿
利
伯
數
H
F
(削
1
2
3
-

您
可)

禮
法
聖
經
選
讀
本
往
以
技
J

文
的
小
為
「
e

」
市
長

紗
卷
往
以

H
M
r大
寫
的

「
p

」
字
(
如2
.M
V
N.Z
-
:

等
)
以
此
類
推
在
這
一
大
批
制
叫
桐
樹
文
手
抄
卷
中

主
要
的A

大
憎
抄
卷
宵

。
兒
昨
悄
悄
抄
本(
切
串
門
2

)是
消
四
世
紀
的
作

口
叫
共
有
七
三
四
位
除

r
制
9
H
B

U
品
、
制
d叫
後
鐸
獸

，
‘
'
‘
，
也
〈
巴
，
、
。

恥
叫
之
外
包
括
全
部
新
句

@
函
乃
抄
本
(
∞
是

2

)第
四
忱
紀
作
品
比

(
三

、
‘
《

4
、
。

凹
七
張
包
的
全
祁
新
約

你
心
通
緝
山
大
叫H
h
h
Z
H

抄
在
(
〉
R

O
N
)山
於
第
內

w
-
J
L令七
七
」
一
這
涂
間
l
I

位ω
e
剖
6
叫

8
臼

‘
‘
e
p
、
。

悔
後
4
u
l
u

‘
四
呻
份
外
包
活
全
海
新
約

@
它
抽
何
時
(
何
可
7
2
2
)
份
本
(
的
。
『

2
)
是
軍
卅

五
世
紀
的
作
品
共
一
-
1九
張
幾
乎
包
括
所
有
新
約
的

。

半
個
部
份份

叫
大
惜
的
忱-
I
D
h手
則
代
友
兩
種
抄
本

a
H
H區
(
凶
。
自
)
抄
本
(
的
)
是
清
六
悅
紀
的

i
i
j

。

作
品
共
四
勻
L
h張
口
、
花
純r

四
福
音
凡
此
宗
叫
他
大
事
技

b

在
忱
治
安
塔
站

(
n
F
SE
S

Z
D

C
m
)
抄
木

(
的
)
山
叭
叭
取
代
做
記
共
五
三
三
張
除
種
1

1
7

盯
7

叩
裕
的
M
H
n

部
份
外
品
被
f

全
部
保
神
州

〈
。-

Z口張 ，
因已

@教 @
科 四H吾i
黎福i 盛l
f感 言L頓i
提l 妙、

是 本
032 

038 
γ， 第
i是 五

七 世
至 紀
1:L 作
tr 口

氣: 一 ，
中 j叉
的 四



-
作
品
位
前
有
不
金
的
四
福
音

m
-
B

小
惜
抄
卷
中
主
要
者
有

-

e
關
於
冒
血
目
的
抄
卷
有
相
似
艾
悄
悄
及
西
乃
抄

卷
者
社
叭
叭
叭
叭
叭
及

叫其
次
耽L
丸
"
爪
"几
臥
扎
叭
拭
峨

5
8

VIh

--223 

6、

8、

民
叭w
h

后
他
冒ζ
υ
n
u
o
。
冉
，u
旬
，
包
汁
H-M
章
可

55

7788

HUHH 

@
關
趴
叭
里
倒
喇
著
作
的
抄
本
有

的
u
m
m
m
ω

、

。

7

1
.

人
9
1
2
5

7
、
7

只

v
k
巳

1
1
1
0

R
M
F2

斜
U
U仙
叫
“UM
N
m
m

-

J

到

@
關
鈴
釗
副b
1月~
侃侃
叭明
白
及
凹的

24

,t
u
z 

@
關
於
暫
叭
甜
點
心

肌
仙側
向叫
叭叭
制
帥
的
肌
仰
呦

可
1
.
且
，

A

可
1

，
-

1

i
q
L
旬
，缸
呵
，
包
旬
，
包
旬
，
缸

。

可
A

可
A

布
，
包-
-
n
y

。
。
n
y
n
U
R
M
F令S

O
O
3

司

J

J

弓
，
缸
呵
，
臼
句
，
包
旬
，
u

c

草
級
抄
卷
雖
然
這
些
一
文
件
大
都
是
近
代
的
發

現
並
旦
大
都
是
片
斷
及
殘
缺
不
全
的
抄
錄
但
仍
有
它

們
絕
對
重
要
的
價
值
因
為
它
們
多
半
是
很
占
押
在的
文

件
比
如
Z
N
竟
是
第
二
世
紀
初
期
的
抄
木
只
有
右

的

。

l
|
|
i
l
i

缸
|

閻
盯
扭
幾
節
這
個
文
件
屬
樂
章
得

(
酬
崗
山
、Z
E

)

所
有
其
次
最
主
要
的
搜
集
要
算
是
彼
提

(
n
z
2
月

F
R
q
)
(
主
權
人

)
的
文
件
f

其
中
有

@
Z
M

山
於
第
三
仗
紀
是
福
音
的
殘
缺
抄
錄

@
可
串
串目
是
第
三
世
紀
M
W
翔
的
作
品
片
斷
抄
錄
了

j
i 保

祿
寄
信

@
司
令

亦
是
第
三
他
紀
悶
悶
的
州
路
只
釘
默

9

M
I

U
2

部
份

f- 三.避2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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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部第盯 出

三份二 | 淤
世Llt 2 1 公
紀紀，元
作 tì 部 二
品 ， 品，份。0
抄只 O
錄主3 年
了合前

f白也i 後，
前 3 錄
皮， 有
伯 15 若i
f走 5

怠。

E

獻
自
約
希
磁
文
抄
卷
(
即
七
L
l
賢
上
譯

本
)

自
主
目
前
所
搜
集
的
關
於
布
機
譯
本
的
抄
卷
已

有
一
千
五
百
件
它
們
的
分
制
制
與
新
約
的
希
臘
文
抄
卷

完
全
相
同

主
要
的
大
惜
抄
卷
布

神
凡
蒂
間
抄
卷
包
括
山
口
創
刊
且
開
始
的
全
部
然
約

酬
川
抄
卷
有
些
部
份
不
全
亞
膝
山
大mt亞
抄
每
亦
布

殘
缺
部
份
厄
弗
稜
抄
卷
的
殘
缺
部
份
更
多
其
次
有

@
苛
托
尼
雅
諾
(
的
。
帥
"
。

=
3
3
5
)抄
卷
山
於
第

五
六
世
紀
可
惜
已
毀
於
火
災

@
鑫
博
緯
削
抄
卷
五
惟
紀
作

u
m誰
有
創
訓
時

你
也
問
部
份
並
布
關
於
先
知
泣
的
錢
卷

@
瑪
爾
加
里
雅
諾

(
宮
"
R
Z
-
ME
E
)

抄
卷
七

世
紀
作
品
是
先
知
苦
的
抄
卷

a
@
制
甜
甜
(FO
R
)
抄
卷
第
五
世
紀
作
品
包
括

中
叩
坎
穌
二
帶

@
來
比
錫

(
H
b
苟
且
開
)
抄
卷
山
於
七
八
世
紀
錄

街
臼
戶
5

刊
全
民
悶
卸
的
殘
缺
部
份

除
上
述
抄
卷
之
外
在
被
提
(
白
宮
ωH
R
H
r
a
d)所

限
集
的
第
低
甜
向
約
希
機
文
的
文
件
中
也
有
不
少
是
很

萱
耍
的
沙
此
可
它
皆
是
比
一

一姥
缺
包
小
文
你蚓
…
別
是
一
一 三

世
紀

的
出

口
凹
錄
有
創
世
紀

則
是
第
二
位
紀
上
半
祟

的
作
品
是
戶
至
酬
的
抄
位
掰
山
於
三
角

州
Uhu
商
制
制

,1i

,
i 

得
亞
先h
A畜w
m心
向大約
芥
山
於
干
-
一
圳市…而
是“比
上
至

遠
的
抄
卷
由
上
述
這
些
抄
卷
的
年
代
看
來
我
們
司
以

斷
定
它
們
是
些
十
分

有
價
值
的
文
件

關
於
其
他

的
舊
約
希
伯
來
文
沙
卷
品
唉

，

泣
「
死

海
文
件
」
這
是
在
一
九
四

b

作
求
發
現
的
卡
分
有
價

值
的
文
件
版
應
自
行
成
寫
什
為
(
緯

)

"
"
色
"
E
L
F
昆
、
司
「
巨
晶
晶
晶
宮
二

m
a
H
Z面
禮
，
l
d
f
/

且
善
。
喝
拉
宮
"

、

聖
經
是
在
天
主
默
茲
F

寫
成
的
書
吐
此
舉
經
與

普
遍
的
養
不
岡
山
匕
街
兩
個
作

者
笛
藝
作
單
也
是
默
惑
人

寫
聖
經
的
天
主
次

要
作
且
也是
在
天
主
默
咕
卸
下
寫
華
經

的
人
這
個
或
這
些
在
天
主
默
吭
一
卡
寫
作
的
人
就
是
通

常
說
的
「
學
經
作
者
」

這
里
我
們
應
該
注
意
就
是
所
謂
「
學
經
作
者
一

不
只
指
那
些
正
式

「
寫
作
」
的
人
凡
在
雖
經
表
正
式

宣
告
為

「
在
天
主
默
感
下
寫
域
的
高
」
以
前

(
見
學

經
目
錄

)
而
加
以
修
改
注
疏
刪
插
收
集
汶
編
娟
的
人

雖
你
在
純
文
學
方
面
來
說
不
能
算
是
正
式
的
作

者
但

在
「
默
悅
之
方
面
來
說
他
們
都
勢
是
作
省
的
呵
呵
在
頃

些
修
改
往
疏
等
等

L
作
上
他
們
也
有
天
主
的
默
感

這
一
些
作
者
碰
恥
的
在
天
主
默
奉
F

侖
的
作
修
改
咧
循

編
輯
但
是
他
們
並
非
天
主
手
中
的
無
茲
巳
兵
因
倚
天

主
尊
重
他
們
的

智
力
與
日
巾
他
們
也
得
像
普
通
的
作

家
.
般
辛
苦

地
考
察
思
考
研
究
整
理
才
能
寫
成
捏
一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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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
)

(
參
閱
仙
一
干2

甜
的
l
I

役
的
希
獵
譯
本
岸
直
)
因

此
企
紋
集
資
糾
使
用
文
體
表
達
方
式
選
擇
字
眼
編
排

次
停
等
工
作
上
他
們
手
打
作
家
的
“
仙
似
是
h
m
淤
天

主
，
方
面
使
他
們
腦
海
中
(
經
過
個
人
的
研
究
和
思

炭
，
後
)
恕
占F
、
主
潮
芝
他
們
寫
的
事
悄
(
默
感
的
內

在
作
用
)
而
划
一
方
面
又
幫
助
他
們
在
寫
作
時
使
用

適
合
的
字
句
將
腦
梅
中
怨
釗
的
東
西
筆
確
無
誤
的
寫

出
來
(
默
黨
的
外
在
作
用
)
因
此
他
們
雖
享
有
寫
作

的
自
由
如
走
不
出
天
主
要
他
們
表
達
的
事
情
的
範
圍

以
外

兒
默
感
聖
經
不
誤
性

H
H旦
這

E
A
E
E
E

忌

"
“
耳
芒
擷
位
斗
E

4了
p
r」
4

「
。
在
〈
自
丘
。D
m

乳
白
。
-
可ω
n
E苟
同
口
『O
J

/
〈
。
『E
。
D
O
ω

〉
出
C
』
E
m
wh
w
ω
.
ω
n

立
自U
H戶『
M
W
O
K

聖
經
在
全
世
界
所
有
的
著
作
中
是
惟
一
譯
文
最

多
的
一
本
書
因
為
車
經
記
載
的
啟
示
是
寫
給
全
人
類

的
每
一
個
不
同
語
言
的
民
族
的
因
此
遠
自
基
督
降
生

前
約
三
百
年
開
始
隨
著
以
民
的
流
從
及
新
約
教
會
的

發
展
就
有
多
種
不
同
語
言
的
譯
本
這
些
譯
本
由
於
是

在
第
十
世
紀
以
前
譯
成
的
故
咱
們
之
為
「
古
譯
本
」
一
逗

些
古
譯
本
馬
研
究
聖
經
的
原
文
學
經
的
釋
意
及
華
經

神
學
的
演
進
都
具
有
非

常
的
價
值
下
面
介
紹
的
說
是

三
個
約
利
新
約
的
古
譯
本

仙
一

(
甲
)
擅
自
約
古
譯
本

一

(
」
)
希
種
文
譯
本
這
是
舊
約
的
最
古
譯
本
請

卡三，!f

參
閱
「
七
L
l
賢
士
譯
本
」
條

(
二
)
阿
刺
美
文
譯
本
參
閱
「
塔
爾
古
木
」
條

(
一
-
一
)
敘
利
亞
文
譯
本
參
閱
「
敘
利
亞
文
課
本
」

1條。

(
四
)
拉
丁
文
譯
本
參
閱
「
捏
了
文
譯
本
」
條

(
五
)
苛
仆
特
譯
本

(
六
)
哥
德
譯
本

(
七
)
厄
提
約
丕
雅
譯
本

(
八
)
亞
美
尼
亞
譯
本

(
九
)
喬
治
亞
譯
本

(
十
)
斯
拉
夫
譯
本
上
面
(
五
)
至

(
十
)
請

參
閱
「
七
卡
賢
士
譯
本
」
條
之
「
戊
」

(
乙
)
新
約
占
譯
本

新
約
古
譯
本
有
下
列
數
極

(
一
)
敘
利
溫
文
課
本
這
是
新
約
最
占
的
譯
本

參
閱
「
敘
利
亞
文
譯
本
」
之
「
乙
」

(
二
)
找
「
文
譯
本
參
閱
「
拉
丁
文
譯
本
」
條

(
三
一
)
苛
仆
特
譯
本
第
二
世
紀
末
譯
自
希
惱
原

文
本
主
要
的
分
南
方
方
言
譯
本
及
北
方
方
言
譯
本
與

苛
仆
特
的
信
約
譯
本
同
(
參
閱
「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

條
之
「
戊
」
)
此
外
向
何
其
他
多
種
次
婪
的
方
言
譯

本
如
〉
n
Y
B
E
n
-
ω
c
g
n
E旦
旦
的
﹒
斗
Z
E
E
P

宮
。
目
，

M
UF
5
.
明
a
E
E
n

等
這
些
一
次
要
方
言
譯
本
有
些
譯
自

希
臘
文
有
些
譯
自
苛
仆
特
譯
本

(
四
)
哥
德
譯
本
與
的
約
哥
德
譯
本
一
樣
是

d
5
戶自
主
教
的
譯
口
叩

(
五
)
亞
美
尼
亞
譯
本
自

9
.玄

g
g
M
M
(卒
於

四
四
一
年
)
及
ω
F
ω
岱
件
(
卒
於
四
四

0
年
)
從
釵

利
亞
文
的
新
約
簡
明
本
(
參
閱
「
敘
利
亞
文
譯
本
」

條
)
譯
成
厄
弗
所
大
公
會
議
後
(
四
三
一
)
ω?
去
2
3

旬

的
兩
個
弟
子
明
白
持
反
肉
。
1
5

按
喇
斷
文
抄
本
加
以

修
訂

(
4八
)
厄
提
約
丕
雅
譯
本
第
四
第
五
世
紀
間
已

經
存
在
來
源
不
詳
大
概
譯
自
希
臘
原
本
或
敘
利
亞
譯

本
可
能
也
受
苛
仆
特
譯
本
的
影
響

(
七

)
喬
治
亞
譯
本
譯
自
敘
利
亞
譯
本
亞
美
尼

亟
譯
本
或
是
希
獵
原
本
不
詳
可
肯
定
的
是
第
六
世
紀

會
按
希
般
原
本
加
以
修
訂

(
八
)
斯
拉
夫
譯
本
與
舊
約
斯
拉
夫
譯
本
之
緣

由
兄
弟
二
人
9
.n
三
H
t反
?
﹒
玄
E
F
。
全
5

譯
成(

梁

)

m
E
E
-
z
k
r
p
、
可E
M
B
-
n
y
『
。
口
。戶
。
間
可
J

m
耳
=
磊
車
至

4
L
P
S
B
E
E
F
-

E
\

過
去
人
解
釋
聖
經
的
年
代
無
所
謂
比
較
衡
量
考

究
而
只
是
按
字
義
去
講
如
此
發
生
許
多
矛
盾
之
處
究

其
原
因
不
過
是
因
筒
聖
經
的
作
何
將
年
代
或
數
字
加

以
象
徵
性
的
意
義
而
不
重
視
實
際
反
客
觀
的
緝
輯
律

例
因
此
與
經
史
考
古
地
質
學
等
不
附
合
之
處
實
在
不

勝
枚
舉
比
如
連
一
經
上
所
記
敘
雪
祖
們
高
長
無
比
的
詩

數
(
創
刊
)
與
考
古

學
所
證
質
的
學
祖

時
代
的
平
均

壽
數
i
l

二
十
五
至
三
十
歲
|
|

相
差
實
在
太
遠
其

次
以
整
數
來
概
括
以
民
的
歷
史
(
創

刊
UH

)
|
|

雯

-



-
人
奴
役
四
百
年
之
久
|
|
亦
與
事
實
不

A
h其
次
斟
叫
凹

陷
-
上
的
數
乳
格
外
在
如
制
斟
上
的
年
化
則
幣
有
解
鼠
也
叫

一
訓
的
意
義
而
無
真
正
的
歷
史
意
義
故
此
學
經
年
代
的

.

確
定
是
一
種
專
門
的
研
討
與
其
他
歷
史
年
代
的
考
究

是
迴
然
不
同
的

一
白
創
利
至
超
殿

(
?
l

九
六
六

)

(
a
)
舉
經
年
代
的
開
端
聖
經
前
十
一
章
的
敘

述
何
許
多
年
代
數
字
但
是
這
些
一
與
其
他
的
真
正
歷
史

年
代
的
文
件
不
能
作
任
何
的
比
較
學
祖
們
的
生
活
與

最
初
歷
史
上
人
類
的
生
命
開
始
亦
完
全
不
同
有
人
您

將
洪
水
誠
向
的
事
的
蚓
與
美
余
不
達
米
亞
文
件
上
所
有

的
洪
水
氾
故
作
一
比
較
結
果
失
敗
但
是
自
亞
巴
郎
的

遷
移
開
始
我
們
才
可
以
將
舉
經
年
代
與
其
他
歷
史
編

年
紀
作

一
比
較
合
理
的
對
正
故
此
我
們
說
娶
經
年
代

的
開
端
始
自
亞
巴
郎
的
被
召
遷
移
飯
然
有
充
足
的
理

由
將
厄
藍
王
革
多
爾
老
默
爾
的
猖
獄
(
創
刊

鬥
)
置
於

鳥
爾
第
三
主
軾
的
衰
敗
時
期
即
公
元
前
第
十
九
世
紀

發
科
大
部
同
志
將
亞
巴
郎
的
還
入
草
地
區
於
公
元
前

一
八
五
0
年
先
右

(
b
)
雅
各
伯
南
下
峙
相
反
於
何
年
南
下
這
與
做

羅
淪
的
也
可
m
宮
殿
布
關
係
撒
絡
漏
於
九
六
六
年
在
耶

京
也
般
是
做
知
年
代
按
列
上

6
1

學
般
的
建
立
年
代

是
在
以
民
巾
埃
及
後
四
百
八
十
年
上
而
出
曰
“
則
告

訴
玟
們
以
民
在
埃
及
共
居
住

f

四
百
三
十
年
最
後
將

這
些
一
年
代
相
加
得
釗
的
結
奴
總
是
雅
各
伯
←
閣
下
岐
炭

的
年
代
即
一
八
七
六
年
但
是
這
又
與
歷
史
不
合
因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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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面
我
們
已
提
到
亞
巳
郎
移
居
客
納
罕
應
在
一
八
五

0
年
學
名
們
以
為
這
一
八
七

六
年
的
結
算
有
其
象
徵

性
的
因
素
卸
車
經
作
者
有
意
將
第
一
個
帳
幕
及
第
一

和
第
二
次
建
搬
之
間
各
相
隔
凡
四
百
年
之
故
而
四
百

在
聖
經
上
是
一
位
兀
備
神
聖
的
象
徵
數
字
現
代
學
者
的

意
見
都
主
張
以
民
留
居
埃
及
與
希
克
索
斯
攻
佔
埃
及

有
關
希
克
索
斯
是
屬
閃
民
的
遊
牧
民
族
於
一
七
三
0

年
打
敗
埃
抖
抖
自
行
為
政
至
一
五
七0
年
左
右
被
逐
山

埃
及
這
正
與
聖
經
所
說
的
右
瑟
為
埃
及
法
郎
的
宰
相

(
創
刮
目
)
法
郎
之
優
待
以
民
(
山
1

.
)
以
及
最

後
當
希
克
余
斯
被
逐
山
埃
及
時
以
民
亦
同
時
陷
於
失

寵
的
地
位
而
受
迫
害
相
符
合
(
出

1

，
)

(
C
)
以
民
山
雕
埃
及
關
於
這
一
歷
史
事

實
的

時
期
有
不
同
的
意
見
有
人
以
為
是
在
埃
及
的
第
十
八

朝
代
時
的
一
四
五

η
年
有
人
謂
憋
在
第
十
九
朝
代
帥

一
二
五
0
年
或
者
三
一
二
0
年
大
多
數
學
者
主
張

以

民
山
埃
及
的
年
代
是
在
辣
默
色
斯
二
世
時
郎
三
一
五

。
年
因
為
這
位
法
郎
是
迫
害
以
民
最
廿
世
的
一
位
(
山

1

?

問
)
不
過
耶
里
哥
的
最
近
發
掘
均
不
能
指
山

它
必
何
年
代
被
斂
壞
是
否
與
以
民
的
入
侵
墓
地
有
關

哈
蚱
爾
的
考
古
亦
然

(
d
)
民
長
及
拍
拍
主
政
體
的
途
立
這
一
時
代
是

有
關
鍵
性
的
時
代
我
們
知
道
撤
暉
擺
滿
登
極
為
王
是
在

公
元
前
九
七
P

年
其
他
年
代
可
由
此
而
類
推
民
長
紀

上
放
有
以
民
受
外
人
壓
迫
的
年
代
戊
饗
救
的
日
期

(
民
3
H
H
M
5

缸
等
)
啥
叫
辟
一
爾
地
方
考
古的收
穫

可
以
證
實
北
方
支
此
在
制
制
制
領
導
之
下
獲
得
勝
刺

的
事
蹟
(
民
5

刊
)
這
鷹
在
-
-
三
五
年
左
右
遠
味

死
於
九
七
0
年
在
位
四
十
年
(
撇
下
5
‘

S
)
故
應

趴
此
一O
-
0
年
在
赫
貝
籠
開
始
作
猶
大
王
如
此
我
們

可
以
類
推
撒
鳥
耳
建
立
王
國
的
年
代
應
在
一

O
三
0

年
前
後
自
此
以
後
聖
經
上
的
年
代
開
始
較
為
擎
確
因

為
君
主
政
體
既
已
成
立
故
有
君
王
年
鑑
實
錄
可
供
考

證

二
白
連
殿
至
充
軍
(
九
六
六

1

五
八
七
)

(
a
)
自
聖
殿
建
立
至
南
北
朝
分
裂
技
聖
經
記

敘
撒
甜
點
淪
為
王
四
十
年
(
列
上
叫

“
)
這
味
死
於
九

七
0
年
娶
殿
之
悠
進
開
始
於
撒
經
淪
為
王
第
四
年
收

應
是
九
六
六
年
這
與
提
洛
王
的
年
鑑
記
載
頗
相
吻
合

做
經
瀚
的
死
期
年
代
大
約
是
九
三
一
年
他
的
繼
位
者

是
勒
哈
貝
罕
此
時
有
歷
史
上
南
北
朝
的
分
裂

，
小
過
關
於
以
民
王
朝
年
代
的
計
算
我
們
仍
不
能

確
知
前
任
閻
王
的
年
代
是
否
達
他
死
的
那
一
年
都
算

在
內
(
亞
述
及
巴
比
倫
有
這
種
習
慣
)
抑
或
是
前
任

國
王
死
的
那
一
年
算
是
下
任
國
王
的
第
一
年
(
埃
及

有
此
種
作
風
)
因
為
我
們
不
知
道
以
民
的
王
朝
年
鑑

是
跟
隨
了
那

一
種
習
慣
正
因
如
此
很
可
能
間
一
年
被

算
作
兩
年
因
而
有
一
年
的
差
別
其
次
一
個
年
代
上
的

困
難
是
普
通
說
來
以
民
至
充
軍
時
代
其
新
年
的
開
始

是
按
排
尼
基
人
的
作
風
始
於
秋
天
但
很
可
能
北
國
以

倒
州
很
早
便
開
始
了
利
用
春
天
的
「
尼
散
」
月
為

一

年
之
始
此
外
在
年
鑑
抄
寫
上
也
很
可
能
有
意
想
不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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擎的

人民
給

祟，
且正主

!也

都

;在

盟
主巫

年
1 日
上

助
過

ilJ 
係]

i且

(
d
)
自
南
北
叫
叫
分
災
人
定
先H山
寸
九
山
、
這
-
J時
叫
內

我
們
有
總
個
確
切
的
日
期
八
四
4
年
沙
坪
為
仁

J
h
u
-
-

司

做
U
A征
7
4
那
拐
進
一
μ
七
一
一
三
年
犬
馬
七
帶
被
佔
心A
d

亡
七
一
-
4作
微
弱
忽
稚
拙
亡

a
h
:
，
作
U
V戶
口
心
微
在
亡

。

這
給
了
我
們
莫
大
的
幫
幼
不
過

4
九
三
-
1

代
丘
二

年
之
間
的
值
大
，
司
以
色
列
E

的
，A
親
在
史
年
代
仍
街

些
持
治
入
及
遇
難
以
色
列
最
初
六
位
國
玉
的
年
代
亦

C 

不
H
苗
確
切

三
日
毛

v
車
去
活
得
時
的

(
a
)
h
t
u
學
歸
夾
一
正
.
時
間
圳
的
拓
叮
叮
問
品
布
台

市
巴
值
率
領
刁
悅
悶
凶
犯
則
伯
母
已
只
耳
乳
制
叫
惜
別
卜
、
人

罔
吋
k
m什
麼
喇
係
是
.
叫
事
還
是
兩
次
，
爪
司
的
史
事

學
者
們
泣
來
續
向
快
的
且
有
這
你
它
們
卡-
n
l
t的
而
俊

者
是
在
連
理
俐
在
他
時
的
辨
識
其
次

U
R
U描
寫
斗
的

德
拉
放
1
時
叫
米
雅
的
作
符
仙
下
四
五
代
年
-
1肌w
d
J叫

低
途
邵
京
(
這
上

7
8
)
何
必
赫
米
稚
則
在
四
河
五

年
(4

包
下
2
3
6
)
罔
到
花
京
但
你
九
四
二
一
三
年
聖
忽

波
斯
及
在
3
三
四
牛
之
前
仆
人
返
且
必
一
民(
-
4
F
U
e

7
)
果
然
們
皆
以
可
這
些
年
川
的
法
抄
與
持

正
的
咐

年
史
不
合
而
是
人
自
峙
的
斗
代
初
肘
，
逗4

雄
遁
的
知
什
次

學
哲
們
卻
是
智
約
見
智
仁
者
見
仁

r
p
a

而
是
放
從
悶
。

一

(
b
)
蔣
加
伯
弟
兄
的
護
教
戰
爭
自
充
軍
之
後

昕
一
蚓
划
人
抖
抖
於
年
代
的
H
A
H伽利
用
f

湖
馴
的
方
式
(
凶

一
下
5
H

)
自
公
元
前

」
九
八
年
巴
力
斯
瓜
葛
於
包
笠

\. :.三峽

l
l
l
h
v
'

，
、

•• 
'
‘
、

I
I
l

H呵
主
州
附
加
上F
J

一
泌
的
年
代
流
d
各
腎
、
刊
上
遇
從
巴

比
倫
的
↓
叫
們
非
法
必
-
卡
划
的
照
奴
利
恆
的
社
I
J
法
如
此

包
W
K
H吋1
.
叫
的
必
a
j山
欲
仙
F
H
止
4
4
7
-
e
v
q
的
「
m
K巾

勸
告
」
月
.
法
M扣
上
划
是
一
二
-
一
.
仆
「
已
很
」
月
.
油m

仙
紅
色
哎
，
叫
紀
A
f
匕
仆
你
自
治jh
k
u乃
州
新
1

、
一
兀
叫

做
照
息
，
正
大
叫
淡
的
年
代

U
r
H
(即
公
一
心
的
問

-
a

l
-
-
)郎
t叭
兩
次
被
佔
祠
的
H

削

(
f喃
地
於
i
c
-
-
佯

「
促
巾
終
」
月
卡
說
明
馬
洛
德
心
τ

一
七
年
「
從
而
取
」

-

n 

刊
卡
號
)
那
H
屯
惜
當
准
確
吋
靠
的

門
叫
叫
心
的
年
代

(
a
)
兒
科
沛
，
宜
于
世
山
川
2
1

的
l
s
h

吼
叫
心
穌fA

生
於
大
唔
，
北
您
可r
i

時
也
凡
從
他
一
沌
，
必
的K
P久
川
仁
弘

依
山
K
W泓H
A
M
U
A品
的
黑
存
德
一
化
、
公
心
川
有
外
的
越

仙
也
卸
的
本
人
(
內
月
L
i
-
-
H
)
的
3
-
W
C

切
均
教

她
洗
前
必
格
件
J
U
A巾
叫
它
跎
吋
情
伏
，
心l

丸
甘
心
-
j坦
U

悶
不
太
前
叫
隨
4
4

今
找
們
-
h
知
苦
的
山
l
d
u卅一J
K
ω閉
目悄
悄

的
佯
內
泣
如
時
公
亡
卡
-
一
徉
吃
γ

川
郎
郎
M怖
的
研

4

次
赴
叩
恥
，ah過
巴
斯
外
的
是
什
r
“
這
肌
惚
之
川
叮
怡
的
悄
悄
臼

卡
L
八
作
上
(
H
L
2叩
)
ω
公
也

-
-
L
I
C
l
二
L
l

八
下

。
'
，
》
、
‘
'
，
、
，
》
‘
‘

4
，
、
.

問
耶
穌
的
呼
敘
生
干
什
紋
的
觀
喝
泣
的
向
吼
叫
得3比
心
可
以

縮
短
海
」
作
「
糾
且
也
引
，
心
收
恥
穌
二
一
上
悶
。
叭
泌
逾
越

笛
(
約
2

口
6

‘

U
H
)
叩
開
發
，
說
少
您
街
兩
年
本
敏

。
I
i
E
z
-
-

月
四
福
古
都
叫
做
拉
耶
穌
受
灣
的
日
划
是
在
-
個
瞻

A個
六
(
H
惜
別
斗
)
上
(
瑪
幻
的
兮
的

u
w
m
n訕
右
ω

叫
)
的
吼
一
度
的
悠
地
品
收
耶
M
m
u化M
K晶
晒
過
節
的
預
備

日
亦
即
「

怯
故
」
月
4
「
門
口

(
H
hU
I
U
H
m
M
M
)

圳
月
卅
川
省
汙
均
按
祁
穌
的
最
偉
悅
鍵
是
可
荊
州
一
位
闊
別
悅
主
」

(
鼠
也
吼
叫
臼

f

自
行J
M
U
口
的m
U
?

H

刊
)
川
，
背
州

的
瞬
間
H
H枷
涓
迢
次
挂
非
是
正
式
的
真
正
「
串
卅
一
逸
的
一
晚

。

，

筆
」
m嘻
神
明
胡
M
L八
(
「
也
做
」
月
十
內
日
)
可
提
是
公

丹

-
L
i七年
間
A
L
l
-號
三
卡
年
閏
月
七
號
吃
各
三

」
l
-
e

年
凶
丹
二
號
個
比
校
正
榷
的
日
期
應
是
立
一
卡
，
年

四
月
，
口
口

(
b
)
宗
徒
時
代
這
之
時
代
的
紀
年
間
旭
主
要

的
口
是
在
耶
穌
升
天
後
至
那
京
戒
亡
(
仁
0
年
)
的
月

卡
年
之
間
山
水
叫
人
咪
的
陳
香
信
上
何
不
少
的
年
代-A故
閃

閃
自
一
垃
叩
何
將
這
J
J
2
年
代
改
信
歷
史
的
次
講
從
列
下

來

們
可
斯
德
這
之w
h
H
e
k
非
法
的
處
圳
大
約

M挂
在
比
句

句
。
之
憐
的
-
段
總
故
府
時
翊
間
而
執
行
的
ω
-
一
卡
六

。

@
保
祿
的
大
馬
士
拉
山
逃
(
去
9

自
給
後
n

n
)

比
特
卜
、
仆J
L
L
f
半
大
約
是
屬
納
巴
來

(
Z
各
但
昌
一

)
人

你
F

吋
丹
在
此
城
沒
有
伐
到
話
時
羅
馬
皇
帝
加
里

+
n

u
刊
及
啥
勞
狄
(
三
七
l

五
四
)
的
甜
點
一
馬
錢
幣

而
叩
同
格
禁
帕
一
世
之
死
及
宗
徒
受
難
拔
史
家
行

法
λ

之
-
于
制
機
發
生
必
四
四
年
春
而
且
之
交

@
宗
徒
會
議
依
迦
2
1

及
1

M

之
叫
他
倒
是
在
四

九
年

@
保
線
在
絡
林
多
城
喀
勞
狄
自
羅
馬
驅
逐
猶
太

人
是
四
九
l

五
0
年
闊
的
事
(
求
m
a
)
故
保
綠
居

於
裕
林
多
的
時
期
當
是
在
五
一

l

五
二
年
之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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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被有了
裝捕，准他
終五側的@
EE 九而 EE| 保

l 干之 ，會!的
二六能給逼
咯「確督愉:
只年定d職 ， 因
三間普因不
年。解過而 能

赴. ~兌對確
確|是íJ<1 知
馬 1，在穢|於
I.Lrl 五的 何

比七被年
第 I j為 斐|
一五年理|

( 次.八代，斯|
蜂草草|年也結l

為i 間只來

m
虫
土
總
凹
恆
叫
隨
卅
籃
子(
HW
H
o
m
s
-
ω
)

，
“
、
'
，
三間
，
唔
，
胡
同
，
a
ι
E伽
'，
4
司
a
n
a
-
d
'巴
，

、

聖
經
解
釋
學
或
簡
稱
釋
經
學

H
K由
希
臘
文
「
M
W
H
'

。
開g
E

」
而
來
按
此
字
的
本
意
釋
酬
的
倍
的
目
的
H
K將

學
經
經
艾
的
經
意
不
清
楚
或
暗
昧
的
地
方
解
釋
山
來

今
彼
時
代
分
條
街
述
如
下

一
錯
太
人
的
釋
經
學

常
猶
太
會
來
自
充
軍
之
地
問
國
乏
後
多
數
已
耘

瞭
解
希
伯
來
文
是
以
需
要
翻
譯
與
解
釋
(
見
厄
下
8

7
8

)
但
過
太
經
師
和
這
講
貝
多
半
不

H
e
k
翻
譯
而
是

將
原
文
意
譯
為
當
時
所
通
用
的
語
文
由
此
奇
居
在
埃

及
的
說
希
種
語
的
錯
太
人
有
f

七
十
賢
t

譯
本
在
巴

力
斯
坦
晶
晶
向
糾
美
出
間
的
猶
太
人
有
了
多
企
吋
判
美
為

譯
本
普
通
稱
之
符
塔
爾
出
木

三
，R
間
E
F
A
a
R
m
c
S
F
E

與
塔
爾
吉
木
具
有
密
切
關
係
切
叫

H
塔
爾
f
n
L本
再
作
解

釋
的
地
}
米

A
Y
M卅
市
(
玄
E
E
ω
7
.
豈
E
E
n

E
S
)

按
圖
阻叭
叭
的
J
心
敏
在
公
元
前
二
仗
紀
初
在
主
力
所
也

已
有
甫
平
門
研
討
捏
一
恆
的
肉
干
技
成
立
戶
口
問
學
徑
教
師
。
隨

儀
中
宣
講
聖
經
時
多
保
用
史
圳
是
以
稱
之
可
哈
切
這

(
出
晶
宮
去
7
)
但
在
上
泳
時
多
集
中
於
道
德
與
法
律

稱
之
為
哈
拉
卡
(
因
ω
E
E
V
)二
者
皆
收
集
於
米
德
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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紗
巾
內
從
公
-
兀
的
最
後
兩
個
世
紀
中
紅
五
「
對」著
名
的

的
立
釋
純
學
家
最
後
的

4

呵
，
呵
，
立
瑪;
(
ω
Z
E
E
E
)

和
#
冊
的
耳
(
E
Z
。
一
)在
公
元
紋
初
的
前
兩
例
向
紀

內
猶
太
經
師

吋
E
E
E

將
敢
作
經
的
解
釋
集
合
於
米
市

納
(
玄
5

7
2
)
內
而
將
太
解
叩
開
附
于
反
〉
B
Z
E

口

采
將

米
市
納
加
以
解
釋
培
補
充
成
了
革
瑪
辣

(
O
m
s
m
E

)

在
巴
力
斯
且
是
巾
二
所
紀
r
A
t
四
份
紀
在
巴
比
倫
是
由

二
快
紀
f
t土
/
悅
紀
悍
的
，
止
米
市
岫
盯
與
革
瑪
辣
集
合
起
來

而
成
鼠
，
昕
謂
的
塔
科
寫
得
比
會
給
狡
們
介
紹
f

標
哼

的
猶
太
人
的
詩
線
的
學
在
後
明
的
微
太
得
純
學
者
最
著

名
的
婪
從
民
"
r
g
m
Y
Z
E
E
Y

固
自
』
Z
N
r
w
r
(
郎

簡
稱
m
g
y
二
辣
黨
)
的
經
師
)
公
元

-

P
四
3
至
一

t
i
l
i
-
-
s
t
l
s

。

一
方
五
年
生
T

的
快
九
十
依
闖
將
洛
川
(
斗
Z
Y
F
H
J
E
S
)

二
菜
督
徒
的
海
經
學

教
會
初
期
的
恥
H
X
以
女
父
約
法
雅
校
校
有
中
心

的
多
拉
憂

E
f績
的
亭
亭
，
和
本
苦
而
以
必
野
山
+
m
t區

學
院
為
中
心
的
多
傾
內
必
艸
妙
的

h
M
E敘
樂
學
川
和

金
口
希
望
可
約
占
1
方
教
侖
的
，
得
那A
F苦
的
代
表
向
奧

斯
定
與
你
糧
店
門
九
呵
作
內
方
教
會
的
代
表
中
村
紀
的

神
阿
三
家
如
多
瑪
斯
和
文
部
位
皆
以
祖
村
經
研
元
作
他
們

叫
m
p廿
的
仗
的
拉
礎
比
吸
取r
w門
研
究
五
湖
式
微
十
九
世

紀
枝
葉
因
f

考
古
學
的
發
達
人
們
對
淤
學
經
的
研
究

又
過
之
花
筒
犯
m
i
i
的
坤
"
以
叫
什
中
影
響
最
大
的
首

推
委
耳
豪
森
(
』E
E
E
J
ξ
巳
F
E
E

口
)
和
質
刻
耳

。

(
E
R
B
E
D
。
c
z
E
C前
者
以
文
學
此
判
(
E
H
n
E
a

E
E
S
)

寫
著
後
者
以
類
型
此
判

(
F
S

巳

P
Z
F
n
z
2
)為
著

之
閻
明
代
的
釋
經
方
法

。
女
f

批
判
(
斗
Z
E

己

O
Z
Z
Z
2
)釋
過
學

者
在
閥
始
解
釋
某
段
聖
經
經
文
之
持
總
仙
過
力
板
也
嚀

阿
拉
行
什
凡
的
末
來
函
目
可
得
山
最
後
受
恥
叮
叮
阱
作
者
成
一
輛
緝

者
的
手
裝
進
一
工
作
稱
之

a
l文
字
批
判
或
低
等
悅
。
呎

以
別
於
文
學
批
判
或
形
式
批
判
成
高
等
批
判
文
字
悅

判
旨
在
恢
復
聖
經
經
文
原
有
的
文
字
為
做
仔
這
持
工

作
布
一
九
也
應
遵
守
的
原
則
如
難
解
的
經
文
渴
盼
於
同

解
的
經
文
短
的
經
文
優
於
長
的
經
文
等

@
文
學
批
判

(
r
z
z
a
?
在

n
Z
E
)文
學
悅

判
故
不
在
意

w
m文
每
個
字
而
是
怎
哼
一
開
明
整
體
的
文

學
學
忱
倚
在
研
究
每
-
段
講
起
於
何
處
止
於
何
處
比

如
創
世
紀
所
記
述
的
{
于
市
創
造
是
止
於2
s
h

內
止
於

2

‘

中
間
如
果
止
於

2
.

中
間
那
末
2
6

的
「
來

自
村
」
(
C
Z
E
E
S
)
一
詞
便
給
，
也
J
制
1

i
2

‘
a

-
m
m
G
新
的
意
義
此
外
文
學
批
判
兀
其
注
意
每
一
文
學

草
泣
的
主
您
的
內
在
發
版
過
海
有
時
後
翔
的
恆
的
只

抄
衍
扎
在
抄
寫
聖
經
純
文
時
時
史
此
}
一
位J
寸
銷
快
了
或

遺
漏
了
娃
"
以
文
學
此
判
應
再
這
整
或
補
有
或
改
正
原

來
祠
旬
的
位
置
每
一
段
經
文
只
有
經
過
仔
細
的
文

F

批
判
和
文
學
批
判
乏
後
才
能
閱
拾
真
正
的
解
釋

@
類
型
〕
批
判

甲
文
學
類
型
在
重
建
立
原
來
的
字
旬
與
原
有
的

文
學
單
位
之
後
釋
經
學
家
應
進
一
步
尋
求
當
發
作
者

在
寫
這
段
學
經
時
運
用
了
那
一
種
文
學
類
型

A可
以
現



代
用
這
間
作
一
比
喻
寫
廣
告
宣
傳
所
用
的
文
學
類
型
與

寫
該
廣
告
所
宣
傳
的
商
品
出
產
保
謂
“
蓄
所
用
的
文
學

類
型
顯
然
是
不
相
同
的
並
且
讀
者
讀
後
的
之
信
任
之

心
亦
有
所
不
同
同
樣
理
經
如
其
它
的
文
學
作
品
一
樣

亦
運
用
了
許
多
不
同
的
文
學
類
型
比
如
有
狹
義
的
歷

史
敘
述
布
對
史
事
所
作
的
反
省
與
教
訓
布
鼓
勵
的
一
百

調
布
讚
頌
的
冷
謂
有
哀
怨
的
挽
歌
等
等
每
一
種
文
學

類
型
必
布
其
特
殊
的
財
主
必
目
標
切
果
解
經
學
者
招

清
某
一
段
落
是
具
有
史
圳
的
故
事
當
然
不
能
以
狹
意

的
歷
史
文
學
類
型
來
作
解
釋

己
文
學
類
型
的
歷
史
當
某
一
段
落
經
文
的
文
學

類
也
寫
定
之
後
體
神
經
學
者
應
尋
查
聖
經
其
它
運
用
同

一
類
型
的
經
文
來
作
比
較
試
將
一
切
例
證
敢
在
各
自

的
版
史
背
境
中
比
划
卡
誡
解
經
學
者
應
尋
出
出

切
所

尼
的
十
派
所
周
形
式
是
否
比
取

5

所
記
的
十
誡
更
為

占
老
或
話
更
為
晚
也
比
後
就
不
蟬
鳴
理
出
這
門
問
一
文
學

類
型
的
最
古
逅
的
方
式
即
以
現
代
的
廣
告
宣
傳
單
為

例
待
剛
閃
失f

一
些
一
關
於
這
種
文
學
煩
型
的
資
料
之
後

很
容
易
尋
趴
在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之
前
絕
線
廣
告
宣
傳

單
的
實
例

丙
生
活
質
羽
尋
山

f

某
一
文
學
煩
型
的
最
後
方

式
解
經
學
者
自
畔
的
要
追
問
何
以
正
在
此
時
出
現
了
此

一
文
學
類
型
那
一
民
族
先
用
了
此
一
文
學
類
型
他
的

一
運
用
此
一
文
學
類
型
的
用
意
或
目
標
究
竟
何
在
郎
以

叫
一股
ι
宣
傅
單
為
例
我
們
可
以
壽
出
此
一
文
學
類
刑
戶
的

一
出
現
是
由
於
-
八
四
年
左
右
工
業
社
會
的
出
現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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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走
川
該
段
經
文
的
文
學
類
型
的
最
後
方
式
而
進
入

此
段
經
文
的
真
正
生
活
質
亮
的
領
域
這
生
活
實
況
自

然
對
自
口
頭
資
料
而
寫
下
的
經
文
有
所
影
響
當
我
們

發
現
f

是
段
經
文
的
生
活
質
死
之
後
法
段
經
文
為
我

們
便
成
f

泊
生
生
的
而
不
是
死
板
板
的

T
口
縛
的
廢
史
至
此
解
緩
的
學
者
憋
悶
到
所
解
釋

的
某
一
段
“
你
亦
即
文
學
類
型
〕
上
某
一
單
位
法
國
探
索

此
一
段
志
或
比
一
單
位
如
何
承
傳
下
來
的
歷
史
由
目

前
所
有
的
此
一
文
學
單
位
的
最
後
彤
態
開
始
按
照
傳

授
的
路
線
一
身
一
步
的
上
洲

4止
最
初
的
口
頭
宣
治
階

段

戊
然
後
再
按
同
一
路
線
由
最
切
的
口
頭
宣
講
階

段
罔
歸
到
目
前
的
最
後
文
學
型
惰
性
日
在
意
為
什
麼
在
經

文
編
緝
的
本
M
階
段
裘
竟
你
有
所
增
補
酬
削
或
變
更

這
兩
種
程
序
帥
口
傳
歷
史
與
…
稍
稍
歷
史
是
彼
此
互
相

有
關
連
的
口
傳
廢
史
的
目
標
是
要
尋
山
目
前
的
最
後

級
文
的
最
初
口
傳
形
式
比
如
耶
穌
親
問
賢
在
說

r

那

些
一
月
刊
的
而
編
輯
歷
史
尤
其
應
注
意
不
同
的
默
感
作
者
以

他
們
不
同
間
的
編
輯
方
式
所
作
的
宗
教
宣
告
比
如
基
督

成
學
體
壇
血
的
制
艾
知
論
是
在
一
福
音
或
保
條
古
信
中

皆
有
不
同
的
方
式
不
但
法
贊
賞
在
所
說
的
品
筒
，
信
泉

是
應
控
倍
的
通
受
默
感
的
作
者
昕
寫
下
的
最
後
方
式

亦
具
布
間
等
的
價
值
是
以
類
型
批
判
的
各
種
階
段
為

完
全
明
除
「
降
生
成
人
的
語
言

」
的
天
主
的
單
一
言
是

很
重
要
的

四
最
後
的
解
釋

當
某
一
段
經

文
某

一
文
學
單
位
某
一
文
學
類
型

由
各
方
面
作
了
仔
細
的
機
討
之
後
解
經
學
家
這
才
能

對
這
一
段
經
文
作
好
準
備
以
作
解
釋
如
此
在
某
段
純

文
中
所
提
及
的
人
物
時
空
或
制
度
才
成
為
活

生
生
的

具
有
影
響
力
如
此
才
能
活
用
在
我
們
日
常
的

生
活
上

結
州
學
富
的
善
果
來
因
為
解
經
學
的
最
高
目
標
即
在

於
將
舉
經
的
信
息
宣
告
生
這
股
各
時
代
的
人

軍(
傅
)

胸
聖
經
批
判
學
(
何
促h
H
n
g
)

他
判
側
乎
是
一
種
辨
識
真
與
假
正
與
情
的
每
衛
的

將
這
種
學
街
應
用
在
文

m
p作
品
上
即
是
在
於
儘
可
能

的
鑑
定
某
作
品
是
否
是
囑
於
某
作
者
的
真
口
問
與
原
著

屬
於
何
時
此
悠
閑
f

何
種
文
獻
目
前
所
有

的
作
品
是

否
與
原
著
相
符
合
等
問
題
鑑
定
一
一
這
些
一
問
題
的
筆
則
有

二
一
是
外
在
的
一
固
定
內
在
的
外
在
的
即
是
在
歷
史
傳

授
上
對
某
作
品
的
證
攘
內
在
的
即
是
在
從
研
究
呆
作

品
的
文
筆
譜
言
宇
彙

內

容
時
地
背
長
等
等
昕
取
得
的

證
線
明
顯
的
外
在
的
唱
起
總
是
共
布
次
定
性
的
價
值
內

在
的
證
婊
只
可
作
符
旁
治
凶
瓜
內
在
的
遺
錢
很
﹒
谷
易

受
到
主
觀
的
影
響

(見
「
上
智
的
天
主
通
而
」

M
W﹒
回


H
O串
)由
上
世
紀
開
始
艾
曰
甸
龍
C
.
C
.
MW』
各
自
己
將
他

判
學
分
得
低
等
忱
判
學

(
伊
。
若
穹
的
門
戶
已
2
2
)
和
高

等
批
判
郎
平
(
E
m
V
E
muZ
H
C
E
E
)低
等
批
判
學
亦

稱
文
字
批
判
學

(
吋E
E

旦
的

E
R
Z
2
)
即
在
於
盡

力
恢
復
原
著
行
文
的

真
面
目
高
等
批
判
學
亦
稱
為
文



~
曲事
批
判
學
(
H
L
S
E
q《U
S
--

a
m
B
)是
在
於
尋
求
解

嘲
~決
甘
叫
作
品
的
史
制
耐
著
作
者
馬
拉
時
地
與
歷
史
文
化
的

一
背
景
作
品
的
內
容
結
構
與
目
的
作
品
的
文
學
類
型
等

-
等
問
題上

述
的
一
切
應
用
到
學
經
上
則
稱
之
為
聖
經
批

科
學
重
經
雖
然
是
在
天
主
默
感
之
下
寫
成
的
但
並
不

抹
煞
著
作
者
寫
作
的
官
能
反
而
加
以
提
高
與
昇
擎

(
見
默
感
條

)
換
旬
話
說
天
主
向
人
說
話
是
藉
人
的

語
言
人
的
方
法
藉
某
時
某
地
的
文
化
背
景
而
說
話
草

樹
敏
是
天主
而
人
的
自
便
不
能
不
與
人
類
普
通

的
書

寫
遭
受
同
攘
的
命
運
在
未
發
明
印
刷
術
之
前
作
者
所

寫
的
書
結

(
原
本
)
得
以
廣
傅
只
靠
手
抄

(
抄
本
)

這
些
一
抄
本
經
過
千
餘
年
的
輾
轉
抄
錄
決
不
能
沒
有
抄

錢
還
鴻
或
修
正
的
地
方
因
此
舉
經
批
判
學
不
唯
有
益

而
且
需
要
為
此
教
會
尤
其
近
代
教
宗
會
一
再
勸
過
並

鼓
勵
有
志
於
學
經
學
的
人
士
對
批
判
學
要
多
加
研
究

為
能
藉
批
判
學
對
斟
制
原
文
有
所
辨
扎
因
而
對
斟
倒

有
更
深
入
的
瞭
解

見
文
體
類
型
文
體
型
式
位
科
學
里
經
解
釋
學

(
陳

)

十三重

這
個
委
員
會
的
成
立
要
歸
功
於
教
宗
良
第
十
三

世
他
在
一
九
O
二
年
十
月
三
十
日
發
表
宗
座
文
件

鵬
聖
經
委
員
會

(
問
話
H
一
切
切
對
叮
叮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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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
惕
」
(
3
Z
S
E
"
)命
令
成
立

聖
經
委
員
會
還
是

天
主
教
內
有
關
學
經
問
題
的
最
高
橫
威
機
構
委
員
中

有
數
位
描
機
主
教
其
他
是
來
自
世
界
不
同
國
家
的
著

名
學
經
學
者
皆
為
學
職
人
員
這
些
人
中
有
的
住
在
釋

曾
有
的
則
散
居
他
方
柄
機
們
有
議
決
權
其
他
委
員
只

有
諮
議
權
教
宗
成
立
這

一
委
員
會
的
目
的
有

二
其
一

是
為
保
存
學
經
的
完
整
及
純
正
的
解
釋
其

二
是
椎
動

及
提
倡
教
會
學
者
對
學
經
難
題
的
研
究
為
完
成
此
委

員
會
所
接
受
的
第
一
個
使
命
它
先
後
以
三
十
多
件
文

告
確
定
了
為
解
釋
聖
經
所
應
遵
守
的
規
條
及
斷
定
某

本
聖
害
的
正
經
性
及
歷
史
性
應
守
的
原
則
此
外
並
山

了
一
批
宗
座
通
論
作
寫
在
神
學
院
及
各
公
教
大
學
教

授
斟
酬
的
指
南
同
時
還
成
立
了
一
個
特
別
委
怕
會
為

重
新
以
科
學
的
慎
重
態
度
來
校
訂
位T
通
行
本
為
完

成
第
二
個
使
命
於

一
九
O
九
年
在
羅
馬
成
立
了
聖
經

學
院
它
悶
車
經
委
員
會
是
兩
個
惟
一
有
橋
授
予
學
經

學
位
的
機
瓶
在
這
學
院
中
備
有
十
分
有
價
值
的
學
經

圖
章
冒
館
供
人
參
考
研
究
並
自
一
九
二0年
此
學
院
的

教
授
們
主
持
兩
種
學
術
性
的
聖
經
列
物
即回
耳
目

及

。
1
g
Z
E

更
於
一
九
一
二
年
有
〈
Z
V
E
臣
。
。
E
E
H

們
主
之
舉
言
」
雜
誌
的
出
版
作
為
聖
經
學
的
普
及
介

紹

(
註
後
者
已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十
二
月
因
種
種
原
因

停
判
了

)
聖
經
委
員
會
的
權
威
教
宗
良
第
十
三
卅
日
成
立
此

一
宗
座
委
員
會
的
用
意
說
是
為
經
過
它
使
軍一座
明
確

的
知
道
並
通
告
天
下
教
友
在
某
些
學
經
難
題
的
辯
論

L
那
些
是
圓
圓於
信
德

的

這
也
那
些
是
可
以
自
由
討
論

研
究
的
部
札
學
教
宗
出
制
第
十
更
於
」
丸。
七
年
十

一
月
十
八
日
清
楚
的
指
出
任
何

教
友
衣
得
輕
率
地
以

言
語
或
文
章
來
惘
反
此
一
委
員
會
過
去
交
將
來
所
品

的
任
何
有
閥
割
制
問
題
的
通

吼叫
不
然
將
難
免
犯
門口
矢

及
有
進
服
從
的
蓋
過
並
指
出
這

一
委
員
會
同
其
他
逆

胡
剛
各
單
部
享
有
同
等
的
地
化
不
也
話
錄
如
此
的
級

重
說
此
但
學
教
會
絕
未
禁
止
學
者
們
以
慎
重
的

能
迋

以
科
學
的
觀
點
來

研
究
斟
制
的
問
且
甚
至
在
研
究
之

後
得
到
相
反
的
答
案
而
加
以
支
持
同
時
等
候
教
會
川
的

局
最
後
的
判
決

(
如
聖
部
對
「
蚓
劃
夾
註」
所
發
表

的
答
覆
一
九
二
七
年
六
月
二
號

)
再
者
聖
經
委
員
會

至
今
所
圳
的
通
論
大
都
只
有
指
南
的
性
質
而
無
命
令

的
口

，你
這
由
文
件
格
式
上
自
可
見
恥
(
緯
)

蜥
聖
經
原
文
用
語

、
】WM『E
n
ML
F
ω
口
開E
MW憫
。J

/
F
-
D
m
戶
"，
因
』σ
r
nmw

」

本
條
所
談
的
斟
制
原
文
用
語
是
指
舊
約
與
剝
削

各
會
原
著
所
用
的
語
一-

z
u
創
制
除
了
晚
期
所
寫
的
兩
部

的
制
和
刷
了U是
以
制
劑
文
寫
的
此
外
尚
有
某
一
些
時

也
即
出
2
‘

l7
"

問
上
4
.

li
6
M
7

凹
|

M
m

m
u

及
倒叫
“

兩
個
名
詞
是
用
阿
圳
劃
文
外
其
他
全

部
副
制
經
此
都
是
以
相
叫
蚓
文
寫
成
的
叫
不
也
有
數
本

因
早
已
失
去
了
制
叫
蚓
原
文
如
咱
們
為
次
正
經
的
多
友

刷
上
等
現
只
有
刷
刷
斷
文
譯
本
但
學

者
幾
乎
一
致
公
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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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原
文
原
為
希
伯
來
文
多
最
低
限
度
為
阿
刺
美
文
也

的
閃
族
語
文
而
非
希
殲
文

至
於
新
約
除
瀉
的
原
文
為
阿
刺
美
文
外
其
餘
全

部
呵
1
4巾
種
文

見
希
伯
來
語
文
希
臘
阿
刺
美

(
義
)

晰
聖
經
詞
彙
合
引

「的
。口
口
。
『
已g
n

o

。
『
H
YO
Z
。
戶可
∞
n
『
苟
言E

J

/
的
。且
俏
。
『
已mw
D
立
"

ω
﹒
∞
口
已
用
M
H
C
H
.
"阱
。
、

、

所
謂

「
即一
一
位
晶
黨
合
引
」
即
是
按
著
字
母
的
次

第
將
學
經
上
所
用
的
每
一
個
字
排
列
下
來
並
對
每
字

的
字
源
及
演
變
加
以
解
釋
同
時
樣
也
聖
經
上
用
這
一

字
的
地
方
其
目
的
不
外
是
供
給
學
者
一
個
研
究
輯
酬

的
方
使
工
具
或
作
為
講
道
取
材
的
索
引

A
舊
約
詞
彙

A口
引

1

希
伯
來
文
最
古
老
的
合
引
山
於
猶
太
人
依
撤

格
摩
爾
德
關
納
A
E
(ME
n
-
P

且
R
E
E
Z

凶
手
"
口
"

之
忠
心
主
問
)是
一
本
簡
陋
的
作
品
附
以
希
伯
來
文
的

註
解
第
一
版
趴
於
戚
尼
斯
(
一
五
一
三
一)
後
有
巳
色

耳
(
囡
"
眉
目
)版(
一
五
五
六
)
威
尼
斯
版

(
一
五
六

四
)
巴
色
耳
版
(
一
五
六
九
及
一
五
八
一
)

厄
里
亞
肋
未
達

(
M
W
E
F
g
g
)的
合
引
(

一

一
五
一
六
l

一
五
一
一
一
)
未
能
出
版
現
存
於
恭
尼
黑
崗

一
會
館

帥
一
較
為
完
善
及
範
圍
廣
瀾
的
合
引
(
四
冊
)
要

一
算
到
倒
會
會
士
為
剎
約
加
拉
息
制(
g
E
E

已
。

卡三 J!

的
比
自

3
)

的
著
作
以
希
伯
來
文
及
拉
了
文
解
釋

山

版
於
二
川
一
二
年
再
版
者
有
一
六
四
六
年
的
科
倫
版

(
的
。-
8
5
)

一
六
四
八
年
的
倫
敦
版
一
六
五
七
年

的
凝
馬
版

最
完
善
的
合
計
划
是
猶
里
約
富
斯
特
(
戶
司
已
月
2

)

的
大
作
初
版
於
一
八
四
三
年
來
比
錫

(
德
國

)
再
版

於
一
九
二
五
及
一
九
五
五
年
沿
用
至
今
猶
太
人
妥
德

根

(
ω﹒
玄
且
已
。
-
w
n
g
)合引
抄
二
八
九
五
年
在
來

比
錫

(
F
O苟
且
已
山
版
再
版
者
有
一
九
二
五
及
一
九

三
七
年
的
怕
株
版
B
Z
E
)
寫
爾
哥
林
(
去
耳
聞
。E}

將
之
修
改
增
汀
後
一
九
五
五
年
山
絞
少
、
瓶
糊
」
羽

(
。E
N
)

最
後
有
星
索
斯
基
{
。
-
ML
g
d建
m
r
H
)依
照
克

式
耳
卡
肋

(
H
h
M
H
H

丘
，
只
岱
-
0
)版
學
經
山
假
小
型
A口

弘
一
九
五
六
年
出
版
於
斯
寫
特
夏
特

(
T
EH
H
m
R
H
) 。

2

希
股
文
有
歐
塔
里
約
洛
狄

(
M
W
C
H
m
r
z
m

已
。

"
。
全

)
4
/一
作
但
未
出
版
問
世
後
有
責
辣
多
克
爾
赫

(
的
。DE
已
5

百

2
7
月
)
之
作
甘
恕
不
完
善
可
謂
試
作

精
美
完
善
之
作
要
歸
功
於
美
國
誓
反
教
徒
赫
基
及
勒

得
帕

(
M
W
﹒
囡
"
H
n
F且
也
自
﹒
〉

-
M
N
O已
習
岳
)
一
八
九

二
l

一
八
九
七
年
山
版
淤
牛
津

B

新
約
詞
彙
合
引

1

希
腦
文
作
者
有
布
魯
德
爾
(
自
﹒
回
E

已
狗
叫
)

合
引
在
哥
廷
庚
(
的
。
E
品

2
)
於

一
九
一
三
年
出

版
有
慕
耳
頓
及
革
登

(
4
月

M
Y
玄
。
E
E
D
B

已

p
m

。
z
g
)

合
引
一
九
二
六
年
山
版
淤
支
丁
堡

(
開
《
眩
目
宮
門
問
)
一
九
五
(
1年
再
版
其
次
有
士
學
盼

(
切n
y
s
。
-
-
E
)之
作
一
九
四
九
年
山
版
於
斯
突
特

夏
特
(
ω
Z
Z聞
"
2
)

2

拉
丁
文
一
切
聖
經

彙
編
中
最
早

的
作
品
是
小
川

於
道
明
會
會
士
胡
哥
(
因
品
。
已
。
∞
宮
"
。
η
R
C
+

H
N
E
)之
作
倍
提
厄
厄
提
恩
及
悶
托
阿

(
M
M
m
己
已
。
旬
，

M
W
H
M
O
E
O
'
C
S
S
Z
)

三
位
耶
穌
會
會
士
之
作
一
九
三

九
年
山
版
於
凹
軾
這
是
一
部
十
分
完
善
的
著

k
h其次

有
社
特
黎
崩
(
明
﹒
MV
-
O
E
H
E
M
E
E
)
的
佳
作
一
八
八

0
年
山
版
肝
、
巴
勒
融
更
有
雇
爾
納
厄(
4.
的
g
z
z
2
)

的
合
引

縮
本
一
九
O
九
年
山
版
於
布
魯
革
2
2
開
惘
。
)

更
有
辣
則

(
U
O
M
H器
。
)之
作
一
九
三
九
年
於
巴
勒
蔚

初
版
一
九
五
一
年
再
版
於
巴
爾
色
濃
納

a
E
B
-
g
旦

C

中
文
新
舊
約
詞
彙
合
引

芳
泰
瑞
牧
師
於
一
九
三
七
年
山
級
新
約
經
文
實

編
山
版
於
上
海
一
九
四
0
年
山
版
新

舊
約
純
文
彙
-
精

聖
經
公
會
在
香
港
於
一
九
六
一
年
山
版
了
一
木

學
經
引
得
(
韓
)

鵬
聖
經
中
的
動
物
(
明
叮
叮
叫
戶
口
)

聖
經
內
提
到
許
多
動
物
的
名
字
且
將
動
物
分
山
川

許
多
種
類
但
不
是
用

科
學
方
法
和
系
統
來
分
別
而
是

以
普
通
的
看
法
按
照
其
明
顯
的
特
性
和
外
在
的
標
記

或
從
宗
教
紋
點
方
面
來

區
別
的

種
類
I

敘
述
天
主
創
造
天
地
萬
物
的
作
者
將
全

動
物
界
分
個
月
四
輔
相
創
水
產
動
物
天
宣
飛
自
呵
地
上
的
四



-
足
類
和
爬
蟲
類
(
創
l
m

l

剖

9
2
)
、
這
攘
的
分
法

制
了
顯
然
不
夠
清
楚
1
水
中
的
動
物
分
瀉
大
魚
及
各
種
小

同
生
物
(
創
l
u
)
或
分
為
有
略
有
織
和
沒
有
鱗
鱗
的

動
物
(
肋
u
﹒
刊

)
2
飛
禽
指
有
翅
膀
的
動
物
包
括

蝙
怯
和
有
翅
及
四
足
的
昆
蟲
在
內
(
肋

u
u
m

申

M
U
|

甜

)
3
爬
蟲
類
包
括
各
種
有
足
和
無
足
有
飽

和
無
翅
的
小
動
物
(
肋

u
n
|
曰
“

-
u
)
有
時
也

包
品
空
中
的
飛
蟲
和
水
裹
的
小
動
物
(
、
晰

n
m

詠
酬

自
)
總
括
起
來
可
說
除
了
哺
乳
動
幼
鳥
魚
以
外
一
切

其
他
動
物
都
算
屬
於
這
一
類
但
也
有
一
些
小
的
哺
乳

動
物
例
如
老
鼠
也
稱
為
爬
蟲
4

地
上
的
四
足
類
或
走

獸
分
為
野
獸
或
牲
畜
(
家
畜
)
(
創

1
M
3
u
7
H

等
)
或
分
為
有
偶
蹄
有
趾
及
反
倒
鉤
的
和
有
偶
蹄
而
無

趾
及
不
反
鉤
的
(
肋
口

2
|
7
)

E

以
宗
教
觀
點
及
法
律
規
條
將
動
物
區
別
為
潔

與
不
潔
的
兩
種
(
創
7
2
.
)
不
潔
的
動
物
以
民
不

可
吃
也
不
可
觸
摸
其

屍
體
否
則
就
成
為
不
潔
的
人
定

立
這
樣
的
規
條

的
原
意
或
是
由
於
一
顧
及
衛
生
或
是
由

於
畏
懼
魔
鬼
的
陷
鞏
固
或
是
為
了
防
倫
多
神
教
的
影
響

法
律
規
定
如
下
1

地
上
的
四
足
類
如
有
偶
飾
有
趾
而

且
反
鉤
都
算
是
潔
淨
的
至
於
不
潔
淨
的
法
律

上
特
別

提
到
駱
駝
岩
貍
冤
子
和
豬
2

水
中
的
動
物
如
有
館
有

鱗
都
是
潔
淨
的
3
爬
蟲
除
螞
蚱
的
種
類
外
都
是
不
潔

淨
的
這
些
法
律
規
條
在
新
約
內
始
被
廢
除
(
宗
m
u

人
與
動
物
的
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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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
一
經
記
載
天
主
立
了
人
為

一
切
動
物
的
管
理

者
(
創
1
H

|

扭

詠
8

7
l

﹒
)

人
與
獸
原
本
司
共
同
生
活
和
諧
相
處
(
創

2

抽
)
這

種
和
諧
關
係
為
人
的
罪
所
被
燒
但
在
默
西
亞
的
時
代

將
要
從
新
恢
復
(
依
u
e
!
'

的
自
歐
2
m

參
見

谷
l
n

等
)
因
為
天
主
照
顧
並
愛
護
一
切
動
物

(
約

狗
叫
l
u
ω
l

H
N詠
間
，
瑪
6

甜
)
所
以
人
不
可
虐

待
牠
們

(
仙
幼
u
n
u
申
詰

‘
位
4
.

-

7

儀
曰

"
等
)
為
了
保
護
各
種
類
特
別
輯
用
止
使
家
畜
與
異
類

配
合
(
肋
M
MH
)
有
時
天
主
也
用
動
物
來
懲
罰
界
人

(
出
8
M

肋
切
自
申
M
M
M依
侃
，
耶
M
M
S岳
1

‘
-

U

等
)
洪
水
前
後
人
已
用
動
物
當
敵
給
天
主
的
祭
品

(
創
4
4
8

卸
的

g
n
H
)
用
動
物
來
代
替
個
人
及

其
家
幅
作
為
奉
獻
為
向
天
主
表
示
崇
敬
歸
服
與
感
恩

的
心
情
以
民
在
西
乃
山
下
與
天
主
結
約
後
制
定
了
奉

獻
動
物
以
及
學
紀
的
一
切
法
規
(
肋
未
紀

)
從
這
時

起
尤
其
在
獻
贖
罪
集
時
以
動
物
當
作
人
的
替
身
(
肋

1
.
4
1

等
)

從
專
經
上
可
以
看
川
在
洪
水
以
後
人
才
可
以
吃

潔
淨
動
物
的
肉
(
創
9
s

肋
口
附

M
s
l
M
)

宰
屠
動
物
恃
無
論
是
為
食
用
或
為
奉

獻
應
將
動

物
的
血
全
傾
在
地
上
(
劉
9

‘

申

口
"
的
目
)
或
灑

在
祭
壇
M
m
E
上
及
胸
努
(
肋
5

9
)
閃
閃
川
血
肉
含
有
生

命
而
生
命
是
屬
於
天
主
的
(
肋
口
H

申
u
n

)

畜
牧
按
照
密
級
的
記
誠
遂
自
太
古
時
代
人
已
知

畜
牧
為
業
(
創
4
Z
M
)
以
民
的
族
長
古
墓
祖
即
從
事

遊
牧
同
時
也
從
事
耕
作
他
們
的
主
要
產
業
是
芋
，
草
和

牲
畜
(
叫
別M
W
H
U
H
m
-
h
l
凶
犯
"
-
u

衍
a
)
牧

羊
的
生
活
為
當
約
的
作
者
似
乎
是
理
想
的
生
活
(
見

「
牧
人
」
條
)

在
巴
力
斯
坦
為
農
業
可
用
的
肥
反
地
帶
不
多
畜

牧
可
用
的
草
地
劫
不
少
而
且
在
每
年
的
一
兩
個
雨
季
中

遠
在
曠
野
里
也
可
以
放
羊
(
岳
1
"

耶
9
.
)
高
牧
以

綿
羊
為
最
多

(
繳
上
訪
2

列
下
3
.
)
山
羊
次
之
養

牛
的
好
地
區
是
約
但
河
東
岸
的
巴
商
平
原
(
申
M
MH

詠
n
u

則
m
m
u
)除
這
些
牲
畜
外
還
有
駱
駝
和
獨
鑫

駝
(
依
的
e

約
1
3

厄
上
2

肘
)
撞
(
創
U
M
繳
上

9
3
)

和
驟
(
撇
下
u
n
列
下
5

刊
)
約
在
微
羅
鴻

王
時
代
也
將
馬
運
到

巴
力
斯
過
來
(列
上
5
.
m
H
)

至
於
養
猶
則
列
為
禁
條
因
為
豬
被
視
氣
不
潔
之
物

(
肋
刊
，
)

以
牲
畜
的
肉
和
奶
作
食
物
飲
料
用
羊
皮
羊
毛
駱

駝
絨
作
衣
料
和
帳
幕
也
用
羊
皮
作
盛
水
鑫
和
皮
袋
用

牲
畜
糞
作
肥
料
和
燃
料

至
於
家
禽
除
銬
子
外
(
肋
5
，
等
)
在
新
約
內

還
提
到
雞
(
瑪
幻
盯
詢

M
H
)

牧
人
不
分
冬
夏
常
與
軍
畜
在
野
外
露
天
寄
宿

(
參
見
「
牧
人
」
條
)
至
於
富
人
尤
其
國
王
為
牧
養

各
類
牲
畜
建
有
牛
欄
羊
踐
和
馬
戲
(
編
下
詔"
9

目

叫
戶
口
3

口
)

動
物
的
辨
認
問
題

聖
經
原
文
所
用
的
許
多
動
物
名
字
由
於
僅
提
及

一
兩
次
而
且
未
描
寫
其
性
質
因
此
在
翻
譯
時
很
難
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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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和
斷
定
某
名
詞
究
竟
是
指
那

d

種
動
物
甚
至
同
-

3
內
原
文
上
前
後
同
一
名
字
也
下
一
定
是
指
同
樣
的

動
物
過
閏
月
在
展
史
的
拉
長
時
期
中
也
許
名
字
有
昕
要

拔
，
全
於
雪
經
內
多
次
授
及
的
並
與
以
民
的
生
品
及
宗

教
自
闋
的
動
物
參
見
本
辭
典
專
為

寓
言
及
…
鵬
訪
中
的
動
物

正
如
我
國
白
占
以
來
的
民
間
傳
說
中
含
有
一
些

論
寓
言
及
神
話
中
動
物
的
拔
萃
，(
例
如
龍
鳳
瓜
等

)

同
樣
在
學
經
內
也
提
到
幾
個
這
類
的
動
物
形
像
參
見

「
能
」
「
蛇
」
「
望
外
推
掌
」
「
辣
哈
布
」
等
條
聖

經
的
作
布
無
意
證
明
這
種
怪
物
是
否
存
在
他
們
只
絡

用
在
民
間
流
傳
的
寓
言
凡
此
神
話
來
描
寫
魔
鬼
和
其
他

反
封
天
主
的
態
勢
力

在
聖
經
內
另
外
還
提
到
一
撞
具
有
混
合
性
質
的

動
物
「
草
包
責
」
參
見
「
革
魯
吉
條
」

(
徑

)

1- 上:. ,lt 

油門
口
全
球
主hl
h內
古
世
枷
叫豆
豆
巴
拉
出

。

E
J

m
耳
←
卓
有A
可
以W
主
1
荊
W
V苟
言
E
E
-
-

n
之

R
Y研
究
聖
經
插
物
這
一
問
題
首
先
應
注
意
的
是

聖
經
上
只
提
及
到
一
百
餘
種
植
物
雖
然
在
雪
地
中
的

精
物
撥
專
家
的
統
計
多
宅
兩
千
三
百
撞
目
前
經
中
植
物

的
重
要
性
並
不
在
於
植
物
之
本
身
而
在
淤
它
們
對
以

民
的
生
活
習
慣
在
至
以
民
的
宗
教
法
律
建
築
藥
材
等

士
所
，
俏
的
關
係
如
此
一
些
香
料
植
物
本
是
來
自
印
度
束

一
非
及
同
刺
伯

地
區
的
進
口
貨
聖

經
多
次
提
及
又

如
香

-

j 

帥
一怕
樹
很
本
就
不
出
於
間
昏
地
位
學
經
上
竟
七
十
多
次
提

戶
到
T

它
而
本
地
的
府
多
最
后
遁
的
佳
作
植
物
劫
不
見

於
都
干
一
紹
一
之
中
原
肉
是
凶
為
前
若
是
化
粒
及
藥
材
的
必

浦
口
叩
後
者
是
建
築
上
不
可
缺
少
的
材
料

關
於
雪
經
植
物
的
名
稱
又
照
法
立
的
是

1

有
些

植
物
名
稱
是
確
押
H
M
M快
的
2

宵
m
H
E心
晒
太
史
加
深
入

研
究
的
3

有
比
一
一
則
是
很
本
就
不
縱
貫
的
符
得
到
正
確

的
認
識
有
兩
種
學
問
應
併
詞
而
行
一
是
語
言
學
(
研

究
植
物
的
原
文
名
咱
們
)
二
是
柏
村
狀
態
愿
不
過
這
是

一
種
相
凹
的
困
難
的L
作
也
正
閻
比

t
A
可
仍
心
何
不
少
學

綁
上
的
植
物
未
能
得
到
學
術
方
加
的
划
淪
解
釋

呵
!
使
讀
江
也
叫
到
聖
經
中
的
抽
物
容
易
瞭
解
起
見
茲

將
它
們
分
列
悠
F
z
m幾
類
來
加
以
解
釋

(
一
)
五
穀
類

(
二
)
蔬
來
類

(
二
一
)
果
樹
類

(
四
)
調
味
災
香
凡
此
香
料
類

(
五
)
工
業
植
物
類

(
六
)
是
倒
顯

(
七

)
裝
飾
檔
物
類

(
八
)
水
生
植
物
類

(
九
)
野
水
頰

(
L
i
)此
他

(
一
)
五
殺
傾

1

麥
或
小
麥
是
翼
地
的
主
要
食
品
之
一
肝
、
公
元

前
三
千
年
左
右
師
布
人
種
植
於
雪
地
問
川
冬
季
生
長
的

一
種
植
物
在
六
七
月
間
收
割
嘴
成
麵
紛
後
可
將
之
作

成
餅
糕
而
食
成
直
接
收
食
青
嫩
的
麥
粒
亦
是
聖
殿
中

的
素
祭
所
用
的
主
要
祭
品
(
肋
2

H
n
H
撒
上
耐
心M

列
下
4

凹
等
)

2

位
麥
考
占
學
拉
伯
油
田
肝
、
埃
咒
叫
人
的
占
室
中
發
現
它

的
存
在
這
可
使
我
們
斷
定
在
聖
經
時
代
的
巴
力
斯
坦

亦
曾
有
人
種
植

(
山
9
n

依
犯
自
則
4
9
)

3

大
麥
與
小
麥
相
似
亦
生
長
於
冬
季
收
割

時
期

較
早
在
五
月
間
可
以
生
長
必
乾
旱
之
地
小
麥
則
不
然

亦
在
公
元
三
千
年
前
創
見
於
摯
地
(
山
9

缸
戶
5

臼
)

4

泰
米
粒
小
-
m崗
可
別
來
作
餅
戒
糕
而
食
占
時

兒
於
波
斯
大
約
是
由
東
印
皮
驗
入
打
(
則

4

，
)

5

豆
子
最
普
通
所
見
的
豆
子
可
以
立
微
粒
或
乾

性
突
食
或
烤
食
公
兀
二
一
下
年
前
即
有
(
徹
F

η
H
則

49

) 6

扁
豆
每
年
可
收
穫
一
次
自
古
兒
於
墓
地
多
用

來
作
場
食

(
創
刊ω
叫
做
下
口

叮
|
甜
)

7

豆
萊
可
作
符
人
之
食
品
或
用
來
飼
養
性
音
味

甘
故
可
用
來
制
投
機
漿
快
吼
道(路
的
刊

)

(
二
)
蔬
菜
類

1

胡
瓜
這
一
名
詞
不
他
蓋
古
代
在
學
地
無
普
通

胡
瓜
之
存
在
很
可
能
是
指
一
種
甜
瓜
而
言
味
道
甘
甜

而
美
是
以
以
民
在
順
野
中
曲
日
，
如
此
之
嚮
往(戶
口
s

)

是
在
有
史
之
前
凶
見
肝
、
非
洲
及
埃
及
的
植
物

2

西
瓜
其
來
源
地
是
熱
帶
的
非
洲
但
自
很
古
以

來
師
已
習
見
於
東

方
各
地
區

(
戶
口
s
)

3

蔥
草
地
的
葾
可
能
固
定
自
埃
及
機
入
在
聖
經
時

代
人
們
已
猶
如
蔬
菜
幢
幢

(
戶
口

s
)



-
4

蒜
它
的
來
據
地
是
東
亞
在
聖
地
復
早
就
有
這

叫
一
種
血
色
作
寫
讀
味
之
用
可
以
生
食
或
熟
食
(
門
口

s

刊

-
5
主
菜
這
是
一
種
很
相
似
大
諒
的
植
物
在
有

史

之
前
即
見
於
埃
及
它
的
調
味
或
作
蔬
菜
的
用
途
在
整

個
中
東
是
很
普
遍
的
(
戶
口

6
)

(
一
一
一
)
果
樹
類
見
「
樹
木
」
條

1

無
花
果
落
葉
灌
木
初
生
於
地
中
海
地
區
及
東

亞
可
生
食
或
乾
食
無
花
果
同
酒
在
聖
經
上
是
自
由
及

昇
平
的
象
徵
(
戶
口

m
m
s
瑪
7
M

等
)

2

石
榴
樹
落
葉
植
物
源
於
東
印
度
其
子
可
食
其

皮
可
作
皮
革
的
染
料
(
戶

m
s
申

8
8
)

3

葡
萄
樹
木
本
蔓
生
植
物
來
自
東
亞
及
歐
洲
是

捏
一
經
上
最
受
重
視
的
果
實
除
作
酒
外
可
生
食
或
乾
食

酒
是
和
平
雙
收
及
興
鍾
的
象
徵
並
多
見
於
繪
畫
或
膨

刻
上

4

棕
桐
樹
其
果
可
食
甘
美
香
甜
亦
可
H
m酒
其
菜

大
者
可
用
來
作
屋
頂
葉
之
纖
維
可
織
成
布
其
幹
又
可

作
木
材
於
翼
地
多
生
於
約
但
河
谷
及
沿
海
地
帶
(
歌

7.) 

5
杏
樹
這
是
雪
地
的
土
產
果
木
亦
見
於
中
東
其

他
地
區
很
古
以
來
說
有
人
種
植
人
喜
食
其
果
因
富
有

大
長
營
養
燈
台
的
構
造
說
是
糢
彷
杏
樹
枝
製
成
(
創

狗
"
的
u

出
訪
M
|
M

幻
耶
1

口
等
)

6

頭
果
樹
聖
經
上
雖
然
會
數
次
提
及
這
種
果
實

但
學
者
們
不
敢
確
定
是
否
學
經
時
代
在
墓
地
已
有
人

栽
培
這
種
果
樹
(
鐵
怒
u

歌
7
.

等
)

十三重2099 

7

橄
欖
這
種
果
樹
的
發
源
地
不
得
而
知
但
學
者

們
同
意
雪
地
所
有
的
野
橄
欖
樹
應
是
它
的
菌
種
其
果

實
可
生
食
或
放
入
鹽
水
中

保
存
但
它
主
要
的
用
途
還

是
榨
油
橄
欖
樹
是
一
晶
質
天
主
的
祝
福
豐
產
救
援
及
和

平
的
象
徵
(
民
9
•• 

詠
m
a耶
U
6
創
8
u
)

8

桑
樹
原
文
名
詞
的
翻
譯
有
間
題
但
大
都
同
意

路
口
.
所
說
的
是
桑
樹
(
撒
下
5
甜
訕
編
上
的
H
U
)

9

權
子
核
跳
樹
因
為
聖
經
上
有
兩
種
名
稱
故
此

恩
高
譯
本
亦
分
別
譯
出
創
刊
u

譯
作
權
子
歌
6
u

譯

作
核
姚
兩
者
皆
未
能
完
全
證
實
其
果
可
食
有
粗
糙
堅

硬
的
殼
其
木
材
可
作
傢
總
之
用

m
野
無
花
果
樹
是
非
洲
熱
帶
的
植
物
在
聖
地
的

約
也
河
谷
及
沿
海
地
區
可
以
見
到
果
實
可
作
食
品
不

少
埃
及
古
墓
盛
裝
「
木
乃
伊
」
的
棺
襯
即
是
以
此
種

果
樹
木
料
作
成
亦
可
用
作
傢
他
原
料
(
亞
7
u

註
恩

一
一
晶
譯
本
將
列
上mn
譯
作
「
桑
樹
」
編
上
幻
甜
譯
作

「
無
花
果
樹
」
雖
然
二
處
所
用
的
閩
西
卅
一
詞
)

(
四
)
調
味
耐
火
香
及
香
料
類

1

商
香
它
可
能
是
指
蔣
蘿
而
言
因
寫
真
正
的
商

香
是
不
出
產
於
墓
地
的
詩
權
多
用
為
諷
和
瓜
類
蔬
菜

之
用
味
道
香
美
亦
可
由
其
提
取
一
糧
油
汁
作
氣
藥
材

之
用
(
瑪
n
n
)

2

胡
替
它
並
非
是
一
援
農
作
物
而
是
野
生
植
物

多
見
於
敘
利
亞
及
巴
力
斯
坦
其
果
實
可
周
圍
川
調
味
有

時
亦
用
作
藥
材
(
出

M
W
U戶
口
，
)

3

大
茵
香
多
年
生
草
木
果
實
可
用
來
作
酒
及
糕

餅
的
調
味
肌
目
前
在
娶
她
很
少
有
人
續
給
戶
制

m
H

R
)
寫
n
n
思
高
本
譯
作
蔣
經
(
見
「
茵
香
」
條
)

4
小
商
香
多
年
生
草
本
來
，
方
及
歐
洲
東
部
的
居

瓦
多
用
其
果
質
來
作
調
味
劑
猶
如
大
茵
香
(
制
叩
晶
晶

5
薄
荷
這
種
植
物
的
葉
子
含
有
消
香
的
味
道
故

此
是
調
味
的
良
品
雪
地
共
有
三
種
“
海
荷
但
目
前
巳
無

人
種
植
(
瑪
幻
目
路
口
“
)

6

芥
子
粒
微
小
而
味
強
除
作
調
味
外
亦
可
榨
油

(
瑪
的
刮
目
等
)

7

蕃
紅
雖
然
目
前
已
不
見
於
墓
地
但
很
可
能
古

時
是
一
種
常
見
的
植
物
因
為
它
的
花
兒
香
味
甚
濃
在

晒
乾
之
後
是
藥
材
放
化
粒
口
間
的
重
要
原
料
(
歌4
2

見
「
花
」
條

8

蘆
畜
生
長
於
地
中
海
沿
岸
及
中
東
熱
帶
地
區

摯
地
亦
多
其
主
要
特
點
是
葉
大
而
風
肉
質
榨
取
之
後

其
被
什
可
作
藥
劑
之
用
(
激
7

叮
歌
4
H
)
若
m
W
M

恩
高
譯
本
譯
作
「
沉
香
」

9
香
膠
這
個
名
詞
至
今
不
能
證
實
有
人
謂
是
埃

及
的
香
膠
樹
但
與
原
文
不
合
(
創
的
叫
甜
的
u

等
)

m
真
珠
珍
珠
有
人
謂
它
是
由
阿
刺
伯
地
方
的
植

物
所
提
取
的
一
種
香
膠
但
所
稱
不
確
故
此
有
人
講
它

是
一
帶
珍
珠
息
高
譯
本
隘
此
說
戶
創
2
M

戶
口

7
)

U
鳳
仙
花
原
由
於
東
印
度
一
年
生
草
本
花
有
紫

紅
白
色
不
等
自
古
以
來
阿
刺
伯
婦
女
說
榨
取
此
種
糧

物
的
葉
汁
調
以
水
份
作
為
塗
染
指
甲
或
身
體
其
他
部



份
的
顏
料
但
這
叫
他
習
俗
是
否
在
型
經
時
代
就
有
則
不

能
確
知
(
歌
l
u
4

刊
)

"
“
香
浦
大
概
是
指
幾
種
不
同
的
秀叫“
州
而去
日
其
中

有
一
一
種
可
以
從收
容
淵
明
般
性
的
泊
，
汁
持
化
甘H
H
m叫
不

可
缺
少
的
原
料
會
見
於
埃
及
古
墓
中
(
耶

6

叩
)
出

叫
抑
自
息
高
本
譯
作
「
香
莒
蒲
」
大
致
無
甚
差
異

U
桂
皮
這
種
植
物
共
有
兩
種
一
種
出
於
印
度
錫

蘭
及
馬
來
西
亞
經
阿
刺
伯
而
傳
入
草
地
一
種
巾
於
喜

馬
拉
雅
它
的
皮
經
晒
乾
泡
製
後
可
製
成
貴
重
的
香
料

(
出
必
扭
扭
)

M鬥
香
肉
挂
它
的
山
產
地
是
錫
蘭
及
馬
來
西
亞
經

阿
刺
伯
而
傳
人
巴
力
斯
坦
其
樹
皮
及
種
子
可
榨
成
香

油
作
調
味
劑
化
被
口
m
亦
是
「
單
一
油
」
的
製
作
成
份

(
出
扮
自
綾
7

口
歌
4

H
)

的
自
松
香
學
者
認
為
此
種
植
物
的
發
源
地
是
波

斯
它
的
根
及
幹
可
以
製
成
一
種
膠
體
物
當
焚
燒
時
發

生
強
烈
的
香
味
以
民
會
用
肝
、
會
幕
中
(
出
狗
叫
德M

的
乳
香
產
於
非
洲
印
度
及
阿
刺
伯
用
之
第
焚
香

原
料
埃
及
亦
以
之
為
屍
體
的
防
腐
劑
(
出
狗
"
)

口
沒
藥
其
樹
校
及
樹
幹
所
流
出
的
被
什
是
藥
材

香
水
防
腐
劑
的
主
要
原
料
亦
是
「
車
站
個
」
的
構
成
成

，
份
之
一

(
山
鉤
目
創
們刮
目

)

一
的

香
膏
是
多
年
生
草
木
源
於
劃
閣
制
如
其
被
什

酬
一
可製
香
料
是
綠洲
回
及具
他
一
切
東
方
民
族
所
慣
用

-
的
化
位
香
料
(
歌

1
M
)

2099 十三 .. 

的
(
笑
香
的
)

?資
料
的
郎
平
祖
咱
們
謂
也
它
的
希
們
來

原
文
名
來
判
斷
您
是
阿
刺
伯
山
兩
地
區
的
一
種
植
物

它
的
被
什
可
製
成
化
純
青
抖
抖
絨
槳
材
位
大
多
數
的
渾

水
仍
街
統
地
譯
作
「
再
叫
」
(
山
吭
叫
‘
符8
列
上
m

M

等
)(

五
)
工
業
植
物
類

1

麻
以
此
植
物
之
纖
維
而
織
成
麻
布
的
技
術
遠

在
學
經
時
代
之
前
就
有
此
種
植
物
除
了
作
布
匹
原
料

外
它
的
種
子
亦
可
榨
油
(
山
9
U

依
們M
S
M
N口
)

2

棉
花
學
者
中
有
不
少
的
人
主
張
原
文
名
詞
是

指
棉
花
而
言
雖
然
我
們
不
得
而
知
是
否
這
種
植
物
在

電
經
時
代
已
有
人
於
草
地
種
植
但
皂
的
用
途
無
疑
地

是
很
早
就
為
人
所
知
格
外
在
波
斯
及
其
他
中
東
地
區

(
見
艾
1

.
)

3

鳥
木
這
種
樹
木
原
出
於
錫
蘭
其
木
材
是
一
品
質

華
麗
傢
他
的
製
造
原
料
(
則

U
H
)

4

柏
木
確
實
屬
那
種
樹
木
仍
未
能
證
質
(
創
6

5

「
阿
耳
古
木
」
不
知
是
何
種
樹
木
恩
高
譯
本

將
之
籠
統
地
譯
作
「
木
料
」
(
編
下

2
8
)
或
作

「
憧
香
木
」
(
列
上
m
H
M
編
下
9

刊
|
凹
)

{
六
)
叢
樹
類

1

皂
爽
木
其
木
材
堅
硬
耐
久
是
建
築
上
的
良
材

在
西
乃
半
島
有
三
種
皂
爽
樹
(出
刊U
S
!
"申
ω
J

2

荊
棘
叢
多
見
於
敘
利
亞
及
墓
地
割
不
見
於

茁

乃
山
(
山
3
2
|

‘
)

3

育

的
山
悶
兒
做
久
之
前
這
種
黎
巴
嫩
的
香
柏
木

郎
外
遲
至

反
吭
吭巫
述
凡
此
巴
力
斯
坦
作
寫
宮
殿
及
廟
宇

也
甘
垠
的
主
要
牛
付
亦
是
高
尚
偉
大
叫叫做
利
的
吱
似

(
冰
m
m
u列
L
I
H汁
，
等
)

4

的
柏
山
間
盛
產
肝
、
地
中
海
東
岸
亦
見
於
草
地
及

厄
東
地
區
它
的
用
途
在
淤
裝
飾
避
風
及
時
隨
築
木
質
堅

固
(
依
H
N
H
ω日
則
U
e
)

5

柏
木
見
於
黎
巴
嫩
會
同
香
怕
一
同
遷
往
雪
地

並
非
墓
地
通
常
見
的
柏
木

6

楊
柳
是
位
松
樹
的
一
種
多
見
於
函
乃
半
島
及

色
依
宙
間
地
區
(
耶η
﹒
刊
6
)

7
杜
松
樹
盛
產
於
曠
野
地
方
至
今
貝
往
自
人
用

來
作
漿
燒
(
列
上

m
w
s
)

8

月
桂
樹
生
於
山
丘
之
上
多
見
於
巴
力
斯
述
及

其
他
地
中
海
沿
岸
地
區
整
棵
描
物
可
以
榨
他
稱
為

「
月
桂
油
」
用
作
藥
材
其
葉
及
果
實
又
可
作
調
味
劑

(
依
科
H
)

9

牛
膝
草
生
於
岩
石
縫
中
是
馬
謙
遜
的
象
徵
可

用
來
榨
泊
在
以
民
的
禮
儀
上
用
來
作
灑
線
工
具
(
山
山

u
n
列
上
4

臼
肋
M
4
等
)

"
(
曠
野
里
的
)
草
很
是
盛
產
於
巴
力
斯
坦
墨

帶
鹽
性
曠
野
中
的
叢
生
植
物
牧
童
有
時
吃
其
葉
來
充

饑
恩
高
譯
本
只
能
統
地
譯
作
「
曠
野
中
的
草
根
」

口
長
春
樹
這
種
技
葉
長
背

的
叫
樹
木
多
見
於
墓
地

及
地
中
海
沿
岸

在
豆
制
世
上是
和
平
及
感
恩

的
象
飯
以

民
用
於
過
蝦
棚
街
(
厄
下

8
H
E
-
-
M
U
)



-
n
M

野
橄
國
現
山
倒
叫
匕
時
時
閏
月
何
樹
很
難
斷
定
有
些
學
街

叫
一
以
府
應
是
剛
蚓
蚓
(
釗
叫
到
}
的
怯
風
生
長
於
山
上
自

-
黎
巴
嫩
至
站
呵
成
龍
地
方
都
有
耶
京
附
近
亦
很
多
(
厄

-
下
8
H

依
H
N
H
)

的
橡
樹
樹
木
高
大
生
長
肝
、
山
上
或
平
原
甚
多
見

於
墓
地
及
地
中
海
沿
岸
是
偉
大
繳
利
及
長
誨
的
象
做

以
民
習
將
死
者
埋
於
它
的
街
陰
+/
-
F(
創
刊
N
S
依
6

"
亞
2
.
)

叫
鬥
楓
樹
這
種
落
葉
灌
木
盛
產
於
墓
地
北
方
的
沿

河
地
帶
(
創
刊
扣
盯
則
到8
)

的
楊
樹
此
樹
色
白
不
太
高
大
相
似
縛
柳
及
恤
抑
制

在
地
中
海
東
岸
各
地
區
都
可
見
到
(
創
刊
叫
盯
歐
4

臼
)

M
W祖
德
柳
多
見
於
曠
野
沙
丘
河
邊
放
攪
性
的
沼
澤

地
區
並
且
它
的
名
字
在
阿
刺
伯
人
巾
的
用
至
今
(
創

a
M
撒
上
n
e
等
)

口
樟
謝
盛
產
淤
地
中
海
東
岸
各
地
儘
其
來
賀
炒

烤
之
後
可
食
味
如
核
桃
另
一
一
種
樟
川
間
較
為
一
的
大
只
見

淤
地
中
海
沿
岸
(
依
6

悶
註
恩
高
譯
木
亦
將
此
名
詞

譯
作
「
篤
衍
香
樹
」
兒
歐
4

臼
)

的
密
集
的
大
樹
它
的
希
伯
來
原
文
是

2

咎
。
"

但
至
今
學
者
仍
難
確
定
它
是
何
被
樹
木
收
回
心
高
木
亦

未
能
指
出
是
什
麼
銜
見
肋
臼
叫

"
楊
柳
與
那
份
6

所
說
的
楊
柳
不
同
原
文
名
字

亦
各
民
詠
叫
2

所
說
的
楊
柳
大
概
是
指
凹
出
刷
地
區

的
一
一
種
白
楊
樹
而
言
與
普
通
楊
柳
相
似
至
今
仍
盛
產

於
幼
發
校
的
河
邊
在
雪
地
約
徊
。
巧
在
亦
長
有
不
少
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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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的
楊
柳
葉
種
技
綿
長
(
詠
叫

2

肋
們
叫
“
)

(
七
)
裝
飾
植
物
見
「
花
」
條

(
八
)
水
生

M
m物

1

蘆
荻
聖
經
中
失
有
五
種
不

同
的
蘆
荻
因
此
它

有
時
是
概
括
地
指
一
切
蘆
荻
而
言
有
時
是
專
指
某
種

蘆
荻
(
列
下
的
且
約
的
n

依
w
e
)

2

眉
眼
葦
茁
緒
是
一
陣
熱
帶
植
物
裕
外
叢
生
肝
、
摯

地
北
方
的
胡
肋
平
原
放
沿
海
地
區
是
造
草
紙
的
主
要

原
料
有
時
亦
作
裝
飾
品
用
莒
蒲
則
可
用
來
作
徨
籃

(
山
川23

約
8
u

依
9

‘

u
z
m
W
U
M
ω
7
"
5耶
到

3

浦
竿
亦
是
製
造
霞
籃
的
原
料
(
山
山
2
3

依
m
m

4
蘆
葦
(
見
創
刊
們2
約
8
u
)

(
九
)
野
草
類

1

荊
棘
見
民
9
H
H

詮
此
處
之
敏
種
刑
棘
凶
在

以
文
上
之
名
字
各
吳
放
分
述
如
F

2

刺
刺
腳
與
前
者
不
同
盛
產
淤
約
但
河
谷
乏
間
放

近
死
海
處
阿
刺
伯
人
仍
以
此
名
名
之

3

荊
棘
濃
濃
生
肝
、
路
旁
凡
此
荒
涼
之
區的
一
種
荊

棘
(
眾
2
9
)

4

荊
棘
創
3
"

依
M
凹
的
者
是
封
殺
未
特
別
有

害
的
一
種
荊
棘
後
者
是
只
生
長
於
黎
巴
M
m及
墓
地
北

方
的
荊
棘
有
時
品
也
是
甜
總
統
地
指
一
切
釘
刺
的
植
物

而
言

5

荊
棘
這

叫
就
是
一
編
製
耶
穌
次
尬
的
那
問
他
別
做
遊

生
於
可
司
斷
過
附
近
(
瑞
幻
閥
割
W
H

叮

6
羨
萎
荊
州
仰
是
一
種
用
為
機
柴
或
建
築
獲
芭
的

荊
棘
(
依

M
M
飲
2
.
)

7

剪
子
是

一
種
對
五
殼
十
分
有
害
的
野
草
(
瑪

的
M
l

M
)

8

前
心
如
魚
是
一
種
成
國
而
生
的
野
草
是
野
草
的
通

用
名
司
(
依
口
"
)

(
十
)
其
他
植
物

1

苦
架
在
曠
野
中
生
有
數
種
不
同
的
苦
菜
至
今

貝
社
因
人
仍
用
來
當
生
菜
吃
(
出
叫
“
.
戶9
u
)

2

續
隨
子
古
時
此
種
植
物
之
花
蕊
彼
人
用
作
刺

激
性
慾
的
藥
劑
現
在
則
被
保
存
肝
、
酪
中
用
作
調
味
品

(
訓
U
S
)

3

苦
文
是
生
長
於
曠
野
地
方
的
植
物
味
苦
可
用

來
製
毒
藥
(
制
封
口
刷
川
口
阻
斷

ω

‘
等
)
。

4

的
什
蔬
很
早
已
見
於
埃
及
後
傳
入
巴
力
斯
過
其

果
W
H可
以
你
油
作
寫
謝
罪
材
或
滑
機
油
(
納4
.
7
)

5

曼
陀
羅
是
多
年
生
草
本
揖
棉
花
蒂
野
生
於
巴
力

蚓
也
被
人
用
為
刺
激
性
慾
的
藥
口
向
國
其
形
狀
墨
似
人

體
放
成
為
迷
信
的
對
象
其
子
可
食
有
麻
醉
瀉
肚
及
嘔

吐
的
作
用
(
創
刊
叫
“
歌
7
H
)

6
野
筒
的
樹
此
罐
物
似
葡
萄
筆
延
而
生
多
見
肝
、

制
叫
河
谷
及
到
制
附
比
其
果
成
球
仇
與
原
名
相
符
合

，
主
今
州
州
叫
人
仍
用
此
扎
司
用
作
藥
札
格
外
有
嘔
前

作
用
(
列
下
4

抽
)
兒
「
野
絢
萄
樹
」
條

7

瑪
納
打
比
一
一
人
以
爾
是
樺
柳
挑出
來
的
一
種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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汁
更
有
些
學
者
則
以
為
是
一
種
生
活
於
檀
柳
上
的
一

種
崑
蟲
的
分
泌
物
質
部
沒
有
任
何
學
者
可
以
以
自
然

的
解
釋
來
答
覆
「
瑪
納
」
如
何
可
以
養
活
整
個
民
族

(
出
的
剖
l

缸
等
)

8

毒
草
是
一
種
體
積
小
的
植
物
生
長
淤
雪
地
的

草
原
中
及
其
他
中
東
地
區
味
苦
可
作
藥
材
(
申

m
M

耶
n
H
)

見
山
倒
木
花
及
各
專
論
題

(
韓
)

捌
聖
經
中
的
哲
學

「M
V玄
戶
。
"
。M
M
Y
『
5

旦
旦
『
ω
n且
可
再C
Z
J

/
M
V玄
-
。
切
。
可

E
M
W
E

∞
.
∞
E
M
可
Z
Z

」

才-三產

(
一
)
序
言

希
臘
名
詞
句

E
E
S
M
M
『H
E
I
-
-

住
了
文
沿
用
希

臘
名
詞
故
相
同
|
|
其
意
是
謂
「
愛
好
智
慧
」
或

「
愛
智
」
中
文
譯
作
「
哲
學
」
艾
儒
墨
神
父
在
他
所

掌
峭
的
西
學
發
凡
里
依
讀
音
直
譯
作
「
斐
錄
所
費
亞
」

研
究
哲
學
對
象
不
論
是
近
代
哲
學
或
古
代
郎
自

公
元
前
十
世
紀
至
公
元
一
世
紀
這
一
千
一
百
年
聖
經

經
典
相
繪
誕
生
期
內
的
哲
學
都
不
能
概
括
地
籠
統
講

論
首
先
必
須
做
一
番
條
原
究
委
的
工
夫
仔
細
分
析
文

化
長
高
的
古
代
民
族
如
中
國
印
度
希
磁
羅
馬
等
的
思

潮
然
後
再
研
究
一
些
古
代
大
思
想
家
的
代
表
著
作
這

一
以
候
才
能
對
一
國
一
民
族
的
哲
學
理
出
一
個
正
確
的

昕
一
六
點
依
照
此
大
綱
作
有
系
統
的
討
和
不
也
大
體
改
恥

一
古
代
民
族
包
括
希
臘
民
族
在
內
研
究
知
識
並
非
只
是

為
了
知
識
主
要
目
的
還
是
為
了
造
一
騙
人
生
因
此
古
代

各
民
族
的
恩
怨
無
非
是
一
種
字
街
觀
和
人
生
觀
這
兩

種
觀
念
並
非
只
出
於
科
學
的
考
究
而
且
也
是
得
自
傳

說
神
話
經
驗
和
思
考
話
雖
如
此
但
他
們
的
宇
宙
觀
和

人
生
觀
布
如
人
的
一
切
思
想
究
竟
是
少
不
了
哲
學
原

理
的
換
旬
話
說
都
包
含
一
些
純
棘
的
科
學
思
您
這
是

必
然
的
因
為
就
人
性
而
論
人
除
非
至
少
有
一
種
宇
宙

觀
和
人
生
觀
他
是
不
能
表
達
出
什
麼
有
系
統
的
思
想

的

除
這
兩
種
觀
念
外
為
了
表
達
一
種
有
系
統
的
恩

怨
人
還
應
該
有
一
個
思
想
的
好
工
具
這
思
想
的
好
工

具
便
是
「
論
現
法
」
(
2
丘
。
n
g
E
S
)關
於
這
第
三

項
|
|
論
理
怯
學
者
的
意
見
頗
不
一
致
筆
者
以
為
論

理
法
即
使
是

4

種
原
始
的
論
理
法
也
總
逃
不
出
原
始

哲
學
的
範
圈

通
常
學
者
說
西
方
哲
學
傾
向
形
而
上
學
而
東
方

哲
學
大
概
傾
向
於
倫
理
人
事
學
者
通
常
還
說
西
方
哲

學
純
粹
憑
恃
人
的
理
智
而
不
依
婊
神
話
宗
教
傳
說
遺

圳
等
這
個
斷
言
不
盡
合
於
事
實
這
里
我
們
不
必
注
重

術
語
應
該
看
重
事
實
和
事
理
準
此
觀
點
照
筆
者
看
來

中
國
印
度
希
隘
的
哲
學
家
無
不
注
意
{
于
前
人
類
及
倫

理
但
就
希
臘
哲
學
史
來
說
希
臘
哲
學
家
在
蘇
格
拉
底

以
前
特
別
考
求
自
然
界
的
問
題
而
蘇
格
拉
度
以
後
的

哲
學
家
多
著
重
於
研
究
人
事
等
問
題
可
是
在
蘇
格
拉

底
以
前
或
以
後
希
臘
的
哲
學
家
所
持
守
的
那
種
宇
宙

觀
和
人
生
觀
正
影
響
了
他
們
自
己
的
思
想
和
直
到
復

興
時
代
為
止
的
後
代
思
想
家
的
思
想
希
臘
哲
學
家
的

思
想
沒
有
脫
離
二
元
論
他
們
也
主
張
物
質
的
永
恆
性

必
然
性
和
宇
宙
永
存
的
反
覆
論
等
問
底
的
思
想
可

見
第
印
度
和
中
國
|
|
道
學
朱
東
等
|
|
的

哲
學
家

以
及
現
代
不
少
哲
學
家
很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凡
不
接
受

而
且
反
對
二
元
論
汎
神
論
物
質
永
恆
論
必
然
論
宇
宙

永
存
的
反
覆
論
唯
物
論
等
的
人
莫
不
有
意
無
意
的
仍

持
守
娶
一
經
啟
示
的
原
理
由
於
這
關
係
現
今
享
有
崇
高

聲
望
的
上
流
學
者
莫
不
重
視
學
經
中
所
含
義
的
形
而

上
的
原
則
姑
不
論
許
多
希
臘
的
哲
學
原
則
都
被
科
學

廢
棄
了
但
基
經
的
形
而
上
原
則
不
僅
不
反
對
科
學
而

且
相
反
地
替
科
學
打
開
了
知
識
的
大
道

(
7
『
m
g
p

出
戶
。
且
已nr
T
E
R
F
F

肉
且
「
斗
B
E

口
。

Z
R
P
H
i
-
-
)

因
著
這
些
一
原
巴
筆
者
以
鬥
門
本
辭
典
中
偽
約
討
論

華
經
中
的
哲
學
問
題
是
必
泊
的

聖
經
中
有
哲
學
嗎
對
這
問
題
般
來
學
者
所
作
的

答
覆
紛
耘
不
一
通
常
歷
來
的
學
者
都
反
種
學
熱
羅
尼

莫
的
名
旬
「
雅
典
與
耶
路
嫩
泠
會
有
什
麼
闕
係
呢
」

(
ο
巳
已
耳
聞
。

K
F
H
V
伶
D
E
E
E
E
S
S
G

昌
說
)

約
在
三
十
年
以
前
一
位
天
主
教
的
聖
經
博
士
卡
耳
特

(
M
W
﹒
H叭
"
戶
"
)
寫
道
「
以
色
列
沒
有
任
何
智
學
也
沒

有
任
何
科
學
的
沈
恩
和
思
辨
他
們
釣
天
主
的
知
識
不

憑
持
什
麼
哲
學
思
想
而
只
依
錢
天
主
的
啟
示

•..••• 

他

們
的
倫
理
也
是
如
此
﹒
...• 

在
約
伯
傳
中
義
人
受
苦
的

問
題
其
論
點
的
處
理
不
是
依
照
哲
學
的
方
法
而
只
是

很
接
神
學
的
原
理
該
書
的
作
若
只
知
道
字
宙
間
有
一



』
個
時
唯
-
的
原
因
郎
天
主
其
他
原
因
他
一
概
不
知
叫
誠

如
一
點
作
者
的
恩
卑
不
應
觀
為
學
現
峙
的
沈
因
心
而
只
不
過
是

一
經
驗
的
結
果
德
訓
篇
的
作
者
企
圖
攻
擊
希
敬
哲
學
而

代
之
以
真
正
的
哲
學
但
他
所
退
出
的
口

，
是
.
些
啟
一
-
小

的
道
理
和
一
些
一
由
經
驗
而
獲
得
的
知
識
至
於
智
慧
篇

這
充
瀚
管
理
衛
語
的
書
級
本
是
個
以
色
列
人
的
作
品

他
只
不
過
以
希
趣
哲
學
的
術
括
來
裝
飾
自
己
純
正
的

猶
太
思
想••••.. 

」
當
然
希
伯
來
的
作
者
立
論
著
作
一

般
說
來
有
異
乎
希
臘
哲
士
的
辯
論
法
就
這
一
點
來
說

卡
耳
特
博
士
的
設
法
是
對
的
然
而
哲
理
不
等
於
哲
學

家
的
辯
論
法
宮
煌
的
精
神
和
本
質
原
在
於
某
種
恩
怨

之
形
而
上
學
的
原
理
可
是
我
們
以
借
以
色
列
人
會
有

著
→
種
形
而
上
學
和
這
形
而
上
學
的
原
理
因
此
我
們

敢
提
示
「
希
伯
來
人
的
哲
學
」
(
o
r
a
-開
σ
E
E
E

旬
至
。
"
。
可
}
5
)就
如
克
助
孟

(
2
仰
自
g
ω

〉
﹒
)
早
已

提
一
不
過
一
樣

以
下
我
們
先
指
出
聖
經
書
籍
所
暗
示
的
哲
學
思

想
然
後
墨
述
聖
經
書
籍
所
包
含
的
形
而
上
學
的
原
則

末
了
再
把
哲
學
與
智
慧
作
一
比
較
這
里
我
們
討
論
的

只
限
於
聖
經
蓄
銬
因
此
不
提
亞
歷
山
大
里
亞
的
希
伯

來
人
哲
學
家
(
准
羅
等
)
更
不
理
會
中
世
紀
及
近
代

的
猶
太
哲
學
家
的
思
想
他
們
的
思
想
多
次
反
對
聖
經

的
形
而
上
學
原
理
而
只
憑
依
或
攪
和
一
些
一
西
方
哲
學

家
(
如
斯
賓
挪
莎
等
)
的
思
想

(
一
一
)
聖
經
•• 

籍
所
暗
示
的
哲
還

在
當
約
中
只
有
約
訓
德
智
各
書
接
觸
到
或
暗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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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外
邦
的
管
理
這
些
書
都
屬
於
智
態
文
體

而
智
慧
文

體
自
公
元
的
二
千
年
至
五
四
百
年
在
近
東
是
很
普
遍

的
聖
經
上
包
討
教
采
方
人
如

埃
坡
人
的
智
廿
二
列

士

5
刊
)
亞
述
的
智
惑
(
依

m
w
}

提
俗
玉
的
智
慧

(
則
認
‘
)
旭
東
人
的
智
注
(
耶
約

7
)
巴
比
倫
人

的
，
卻
悠
(
依
衍
刊
)
等
智
慧
奧
古
代
的
哲
學
有
看
不

少
的
相
似
處
約
伯
傳
之
所
以
直
到
現
在
仍
使
人
鶯
歌

不
已
不
但
因
為
它
有
高
雅
的
文
體
而
且
特
別
因
為
約

的
作
者
把
義
人
也
不
兔
受
災
難
的
那
端
深
奧
問
題
竟

那
麼
大
膽
的
闡
明
了
出
來

近
來
的
一
些
學
者
以
為
約
的
作
者
受
了
巴
比
倫

詩
篇
「
我
要
稱
讚
智
慧
的
主
」
|
|
亦
作
「
受
苦
的

義
人
」
的
影
響
筆
者
以
為
希
伯
來
的
文
學
著
作
與
巴

比
倫
的
著
作
就
文
體
來
講
沒
有
絲
毫
的
關
係
就
哲
理

來
說
兩
位
作
者
的
宇
宙
觀
大
不
相
同

一
些
近
來
的
考
證
家
認
園
"
訓
這
篇
的
作
者
是
受

了
希
臘
的
最
權
哲
學
思
想
如
懷
疑
論
或
唯
物
論
伊
壁

總
魯
主
義
悲
觀
主
義
宿
命
論
的
影
響
可
是
這
斷
言
是

了
無
根
嫂
的
須
知
這
些
思
想
與
訓
這
篇
作
者
所
持
的

唯
神
主
義
是
根
本
相
反
的
再
說
該
書
的
作
者
|
|
也

稱
科
厄
肋
特
|
|
決
不
否
認
我
們
認
識
事
物
的
客
觀

性
他
所
討
論
的
人
生
是
現
實
的
人
生
叫
人
對
現
實
的

人
生
有
一
精
確
的
認
識
使
人
在
世
度
一
更
有
價
值
更

有
意
義
的
生
活
關
於
他
的
唯
物
論
我
們
認
為
他
飯
只

是
舊
約
的
子
民
而
不
是
新
約
時
代
的
一
份
子
所
以
在

編
音
以
前
有
關
身
後
靈
魂
所
應
得
的
永
遠
定
案
和
由

這
永
遠
定
案
所
產
生
的
效
果
他
是
-
竅
不
通
伊
要
總

魯
主
義
建
立
在
無
神
論
上
而
科
厄
肋
特
部
把
天
主
和

他
的
誠
命
作
為
倫
理
上
最
建
崗
且
一
級
央
不
可
或
神
畔
的

廷
礎
關
於
他
的
考
被
我
們
可
以
斯
定
他
叫
到
「
人
生
帶

惡
」
的
說
法
是
絕
對
拒
絕
的
他
雖
然
明
知
人
生
不
是

完
美
的
歷
程
但
他
對
人
生
總
是
抱
蓄
一
定
的
希
電
和

信
趴
至
於
宿
命
論
科
厄
賦
何
也
不
擁
詛
因
為
他
不
何

暗
示
人
類
享
有
意
志
的
自
由
而
且
承
認
人
應
對
自
己

的
行
為
貴
責
為
此
他
以
天
主
將
來
審
判
善
惡
的
事
來

警
惕
世
人
總
而
言
之
訓
道
篇
係
根
據
舊
約
的
啟
一

-
a
m

寫
所
以
如
要
解
釋
這
番
內
所
有
的
新
奇
意
見
實
可
不

必
掌
引
希
殲
哲
理
闊
少
、
德
訓
篇
雖
然
上
世
紀
有
些
學

者
在
本
書
某
些
地
方
發
現
了
若
干
希
磁
哲
學
的
痕
跡

因
而
妄
稱
它
脫
胎
於
希
臘
哲
學
可
是
按
我
們
所
知
目

前
的
學
者
都
以
木
喬
馬
純
粹
的
猶
太
作
品
H彼
此
這
問

題
也
該
算
是
有
定
論
了

.

至
少
、
智
慧
篇
情
形
有
些
不
同
該
書
的
作
者
照
辜

者
意
見
非
但
聽
得
一
站
一
一
希
臘
哲
學
的
道
理
而
且
也
讀

過
幾
位
希
臘
哲
士
的
著
作
這
事
由
他
所
選
取
的
不
少

哲
學
術
語
可
以
證
明
作
者
胸
襟
廓
大
他
知
道
天
主
是

萬
民
的
天
主
故
此
為
時
異
民
認
識
上
天
的
慈
父
他
便

揉
用
他
們
|
|
1
希
臘
|
|
的
實
宮
的
名
言
來
向
他
們

表
白
天
主
的
啟
示

筆
者
寫
證
明
這
一
點
提
出
一
些
一
實
例
來
以
作
多

考。

智
1
"
|
2
.
內
描
寫
人
生
其
語
法
金
如
伊
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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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魯
派
通
常
所
用
的
話
1

，
「
上
主
的
科••

• 
包
羅
越

物
」
一
旬
與
斯
多
喝
派
的
詞
旬
天
主
的
「
羅
格
斯
」

包
羅
萬
物
頗
為
相
似
7

位
白
白
「
﹒.... 

科••.•.. 

聰
明

的
﹒.... 

微
妙
的
愛
人
的

.•• 

」
等
祠
也
可
見
諸
斯
多
噶

派
的
作
品
「
流
露
」

(
8
日

5
3
)
一
詞
屬
於
放
面
陶

淵
派
(
。
也
玄
巳
)
的
口
風H
U
「
無
定
彤
的
原
質
」

(
2
。
同
志
。
色
。
)
是
亞理
斯
多
德
和
斯
多
喝
板
前

用
的
街
語
7

目
「
洞
察
」
及
8
2

「
直
達•..•.• 

治
理
」

(
《-
s
r
o
s
-
ι
5
-
n
o
g
-

些
民
E
S
B
-
)是
亞
納
薩
哥
拉

(
〉
口
良
品
。E
ω
)用
的
街
譜
叫
到
「
你
處
置
一
切
原

有
一
定
的
尺
度
數
目
和
衡
益
﹒
... 

」
酷
似
准
違
哥
拉

斯
(
3
"吉
它
2
"
)及
其
門
徒
的
名
言
為
r

指
明
天

主
的
照
顧
智
的
作
者
常
用
可
S
E
z

-
-

這
字
在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內
缺
|
|
與
柏
拉
國
使
用
的
一
模
一
樣

間
接
9
u

照
軍
者
看
來
是
出
鈴
柏
拉
國

(
M
M
V
S
E

皂
白
)
在
8

，

智
的
作
者
拉
出
筒
制
明
智
公
義
勇
敢

四
樞
德
她
不
論
樞
德
的
道
理
在
舊
約
中
紫
己
見
到
可

是
作
者
所
用
的
ω
。
可
育
。
是D
F
M
M
Y
B
D
o
g
p

岳
宮
"
。'

是
5
.

自
已
呵
。
"
"
四
名
詞
無
疑
是
採
白
斯
多
喝
派
哲
學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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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約
替
中
技
且
開
位
學
者
的
意
見
聖
若
望
的
著
作

及
車
保
祿
的
會
信
也
都
受
了
諾
斯
土
主
義

(
C
D。
，

古
巴

ω
B
E
)和
神

秘
教
(
M
H
色
m
g
s
u、
泣
。
『E
E
B
)

一
的
影
響
其
實
不
然
我
們
以
為
若
望
所
舟
的
哲
學
術
語

哪
一
連
那
重
要
的
「
羅
格
斯
」街
誌
都
市
自
擅
自
制
造
在

戶
「
諾
斯
土
主
義
」
和
「
神
秘
教
」
兩
條
內
已
有
所
剛

明
故
不
贅
述
至
於
墨
保
祿
他
採
用
一
些
神
祕
教
所
用

的
詞
旬
或
片
語
倒
是
事
實
可
是
保
祿
給
這
些
詞
旬
所

附
的
意
義
完
全
是
新
的
是
屬
於
另
一
世
界
即
里
子
降

生
的
世
界
再
說
保
祿
飯
然
身
為
「
異
民
的
宗
徒
」
他
有

描
露
並
攻
擊
異
教
謬
涅
的
義
務
那
麼
為
兔
得
只
「
打

空
氣
」
(
格
前
9

詞
)
他
便
不
能
不
引
用
異
教
哲
學

的
一
些
一
術
語
了
除
了
揭
露
和
攻
擊
謬
理
外
為
了
使
教

外
人
士
瞭
解
自
己
的
宣
講
保
祿
也
周
緣
迫
於
使
用
他

們
的
哲
學
的
一
些
一
街
語
如
是
E
E
S
Z
(
良
心
)

泣
。
』n
y
o
E
(蒙
學
世
俗
的
原
理
)
。
已
M
O
E
Z
B
m
w
g
"

(
私
意
的
敬
腫
了
"
古
已
M
o
r
s
g
g
o
F
E
H
Y
o
r
g
g

(
正
當
的
事
義
務
或
不
正
當
的
事

)
M
M
Y
S
D
O
B
"
(

切

望
志
向
)
等
此
外
步
耳
特
曼

(
切
已HS
E

口
)
和
拉
悶

熱

(
H
h
m『
呂
間
。
)
認
為
保
融
在
羅
馬
書
中
同
樣
採

納
了
樹
楓
樹
到
式
(
S
E
E
E
)
和
其
他
蚓
劃
蚓

派
人
的
「
斜
證
法
」
(

全
民
已
宮
)
希
伯
來
響
的
作

者
l
|

也
許
是
阿
頗
羅
無
疑
也
採
用
過
圓
圓
叫
別
里

亞
的
猶
太
人
哲
學
家
准
釋
的
「
辯
論
法
」
和
街
語

(
三
)
雪
經
審
甜
甜
所
包
含
的
形
上
學
原
理

關
吼
叫
形
上
學
的
太
原
埋
在
上
古
的
哲
學
思
潮
中

一
些
一
印
度
中
盟
和
希
敵
的
思
想
家
尤
其
是
希
臘
的
哲

學
家
有
關
宇
宙
敏
人
生
觀
和
宇
宙
及
人
生
的
終
向
因

為
只
憑
著
人
類
理
智
的
力
量
終
沒
有
逃
出
二
元
論
或

汎
神
論
或
宿
命
論
等
的
領
誠
希
伯
來
人
所
以
不
受
這

些
謬
理
侵
蝕
不
是
因
為
他
們
的
理
智
有
看
超
人
的
深

造
而
只
是
因
為
天
主
將
自
己
的
身
份
郎
唯
一
無
二
的

造
物
主
萬
物
的
創
造
主
啟
示
了
給
他
們
如
果
沒
有
啟

示
人
說
會
本
能
地
認
為
原
質
是
永
存
的
一
開
明
或
至
高

立
一
腳
沒
有
創
造
山
一
切
而
只
布
置
了
組
織
了
裝
飾
了

一
切
注
意
說
是
「
本
能
地
」
因
而
上
述
的
斷
定
只
是

適
合
於
有
限
人
性
的
自
然
推
想
因
此
一
位
現
代
的
哲

學
家
華
耳
松
(
例
-
C
-
g
口
)
歎
息
道
「
啊
巴
不
得

柏
拉
國
能
讀
了
梅
瑟
五
會
那
兩
旬
名
言
「
在
起
初
天

主
創
造
了
天
地
」
(
創
l
z
)
和
「••.•.. 

你
要
聽
上
主

我
們
的
天
主
是
唯
一
的
天
主•.••.• 

」
(
申
6
.
)
」

的
確
在
我
們
閱
讀
柏
拉
圖
全
集
之
後
他
那
強
有
力
的

思
想
他
的
優
雅
的
說
話
固
然
值
得
我
們
驚
嘆
可
是
在

信
仰
里
徑
啟
示
的
我
們
看
來
他
和
亞
理
斯
多
德
二
人

都
沒
有
完
全
迪
遜
二
元
論
的
謬
見
沒
有
思
索
到
創
造

的
概
念
|
|
|
這
白
雪
奧
斯
定
但
T
巴
斯
哈
利
直
到
現

在
所
有
基
督
徒
普
遍
所
懷
有
的
觀
念
更
不
能
不
令
我

們
感
慨
的
了

不
錯
希
伯
來
人
蒙
受
了
天
主
的
這
一
啟
示
只
有

一
位
唯
一
的
天
主
而
這
位
天
主
創
造
了
萬
物
他
們
對

我
們
的
信
仰
並
沒
有
特
殊
功
勞
他
們
僅
是
中
間
人
說

是
說
藉
看
他
們
的
經
書
所
誠
的
這
端
大
道
理
他
們
只

激
發
了
舉
世
的
思
想
家
去
研
究
形
上
學
的
三
項
大
問

題
郎
宇
宙
的
由
來
人
類
的
由
來
和
宗
旨
以
及
人
類
的

義
務

自
從
基
督
教
會
的
思
想
家
如
依
肋
乃
赦
黎
革
乃

奧
斯
定
多
寫
斯
等
單
一
師
和
洛
斯
米
尼
等
先
a
p
J
寫
了
解

釋
或
辦
護
一
福
音
的
宣
講
開
始
用
管
理
攻
擊
三
元
論
仇



一
一
神
論
時
唯
物
論
等
還
說
以
來
在
人
開
放
誕
生
了
那
所
謂

划
一
的
「
永
存
哲
學
」
或
「
實
有
哲
學
」
(
】

M
E
E
S
Z
g

.
可O
R
E
F
E
Z
B
m
E
E

訪
)
按
這
哲
理
聖
經
上
記

軾
的
一
些
形
上
學
的
原
理
遠
比
希
臘
各
大
恩
想
家
的

原
理
更
合
乎
目
前
科
學
的
精
神
以
及
為
造
物
主
所
扭
扭

定
且
支
配
的
進
化
律
這
問
題
只
要
細
究
柏
格
森

(
因
。
『
m
S
E
)
夏
卡

(
T
E
n
2
)等的
著
作
說
不
難

心
領
神
會
事
實
上
當
我
們
靜
思
他
們
的
理
由
或
閱
讀

其
他
許
多
科
學
家
如
馬
可
尼

(
Z
R
g
g
)
蒲
郎
克

(
玄
﹒
M
V
H
g
n
r
)

默
狄
(
宮
且
恥
)
等
所
寫
的
報
告

誰
能
不
承
認
學
經
的
形
上
學
原
理
非
但
不
違
反
科
學

且
與
科
學
構
成
相
符
相
助
的
局
面
呢

這
些
聖
經
上
形
上
學
的
原
則
按
伯
格
森
和
特
斯

孟
堂
(
斗E
m
S
S
H
E

H

)
的
意
見
乃
是

。
創
造
自
創
造
的
道
理
發
生
的
是
幾
項
其
他
的

論
題
如
天
主
只
有
一
個
他
是
永
遠
的
有
位
格
的
他
超

越
一
切
他
不
是
被
動
而
是
自
由
的
他
由
於
自
己
的
美

善
創
造
了
一
切
受
造
之
物
不
但
不
障
般
人
認
識
天
主

反
而
幫
助
人
認
識
天
主
「
原
來
天
主
已
將
自
己
顯
示

了
給
人
們
其
實
自
從
天
主
創
世
以
來
他
那
看
不
見
的

美
善
的
他
永
遠
的
大
能
和
他
為
帥
的
本
性
都
可
憑
他

所
造
的
萬
物
辨
認
洞
查
山
來
以
致
人
無
可
推
議
」

(
羅
l

H
M
)
因
為
天
主
是
全
能
的
美
善
的
故
此
他

續
續
創
造
由
於
愛
他
創
造
由
於
愛
他
也
遴
選
如
果
天

主
沒
有
由
無
中
造
化
一
切
無
法
明
白
「
天
主
是
愛
」

天
主
照
顧
一
切
以
及
天
主
至
公
至
義
遴
選
自
己
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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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等
各
端
道
理

@
天
主
的
輔
助
(
的
。

2
2
3
5
)
人
所
以
相
似

天
主
l
|

他
的
創
造
者
他
的
天
父
特
別
是
因
為
人
是

自
由
的
並
因
為
他
應
該
自
由
地
達
到
其
生
命
的
宗
向

換
旬
話
說
天
主
所
造
的
人
「
好
像
是
個
小
天
主
」
雖

然
人
妄
用
他
的
自
由
繼
天
主
如
沒
有
捨
棄
他
反
而
支

配
他
領
導
他
天
主
的
這
種
支
配
或
照
顧
和
人
的
自
由

權
說
解
釋
了
人
類
的
整
個
歷
史
這
歷
史
不
是
由
盲
目

的
能
力
所
推
動
不
是
一
場
宿
命
的
進
展
而
是
有
意
的

是
由
天
主
的
照
顧
和
世
人
自
由
的
行
寫
兩
者
參
與
而

發
生
的@

人
人
飯
然
技
天
主
的
街
像
受
造
就
理
應
有
一

個
永
遠
的
宗
旨
他
超
越
一
切
無
鐘
之
物
他
的
靈
魂
是

不
死
不
滅
的
再
說
由
於
人
的
靈
魂
需
要
人
身
因
為
完

全
的
人
是
以
身
軀
以
靈
魂
結
合
的
合
體
因
此
由
這
端

道
理
也
生
山
肉
身
復
活
的
道
理
最
後
人
的
自
由
人
的

不
死
不
減
軍
魂
人
的
超
越
空
間
及
時
間
的
宗
旨
都
在

要
求
一
極
高
尚
的
倫
躍
就
是
那
種
叫
人
今
世
不
停
地

努
力
相
似
自
己
進
物
主
天
父
的
倫
理
以
便
來
世
得
以

永
遠
與
他
安
居
共
享
他
的
無
眼
光
榮

(
四

)
哲
學
與
智
慧

上
面
所
提
皮
的
一
些
聖
經
上
的
形
上
學
的
原
理

本
來
是
屬
於
住
人
的
管
理
但
根
鐵
歷
史
的
證
故
能
把

這
些
一
原
理
給
世
人
解
釋
得
最
清
楚
最
徹
底
最
明
白
而

又
完
全
合
乎
科
學
趨
向
的
只
有
希
伯
來
人
的
學
經
這

在
人
類
的
思
想
史
上
不
能
不
說
是
個
特
殊
的
現
象
因

為
它
是
白
天
主
的
啟
示
而
來
的
可
是
在
希
伯
來
人
看

來
智
法
依
然
也
是
天
主
的
恩
典
那
麼
聖
經
中
的
智
慧

本
質
上
是
和
哲
學
不
分
彼
此
的
大
體
來
說
二
者
間
是

一
事
但
是
要
想
明
瞭
重
經
中
智
瑟
的
範
園
是
多
麼
廣

大
遼
廓
就
非
注
重
塾
經
所
持
的
形

上
學
原
理
不
可

本
條
中
所
引
起
或
暗
示
的
其
他
問
題
非
常
重
要

請
讀
者
參
見
智
懇
創
造
人
倫
理
宇
宙
觀
等
條

(
富
)

M
m
M岳
五
m
p佐
峙
B
g

r
。
『
M
V
EE
ω

J整
一
詠
集
是

1

萬
司
一-
k
z
w
t到
f
E
F
E

Y
w
r
g
E
B

』

-

d
i
-
-
F
A

i

m
'
，
、

由
一
百
五

十
篇
讚
美
歌
或
感
恩
詩
所
精
成
的
詩
歌
集
可
稱
為
猶

太
人
的
「
詩
經
」
這
部
書
是
舊
約
金
會
中
歷
來
最
受

人
歡
迎
極
為
人
重
靚
而
又
應
用
最
廣
的

一
部
經
會
因

為
本
書
不
但
反
映
出
以
色
列
民
族
的
宗
教
熱
誠

和
與

天
主
共
融
的
建
想
境
界
並
且
也
道
出
了
世
世
代
代的

人
軍
對
其
神
所
應
有
的
信
念
所
應
有
的
依
賴
所
應
作

的
祈
禱
吾
主
耶
穌
在
仗
時
也
常
以
這
些
墨
、
詠
來
向
里

父
抒
懷
感
謝
讚
頌
祈
求
他
在
天
的
車
父
由

此
可
見
本

書
的
重
要
性
今
分
條
簡
論
如
下

一
名
稱
g
z
h詠集
楓
划
人
稱
自
神
「
讚
美
歌

」
(
吋F
n
a

E
E
S

)
至
今
仍
沿
用
此
名
雖
然
在
詠

η
末
筍
叉
稽

之
為
祈
禱
或
祝
禱

(
HF
G
Z
E
H
V
)這
兩
個
名
稱
正

闡
明
了
學
一
一
詠
集
的
內
容
因
為
照
單
經
大
師
都
一
一
熱
羅
尼

莫
所
說
「
學
詠
集
全
部
內
容
不
外
感
謝
讚
頌
和
祈
禱
」

希
臘
譯
本
作
可
E

E

。
"
或
M
J島
亞

g

前
者
指

一

種
絃
樂
的
立
目
詢
後
者
原
指一
一
種
絃琴
後
都
轉
往
西
周
教



試
是
以
出
引
譯
本
和
其
他
剛
洲
譯
本
皆
以
此
名
專
指

學
詠
集「

學
詠
」
拔
希
伯
來
原
文
原
有
幾
倒
不
同
的
名

稱
@
普
通
常
見
的
是
去

-
N
B
E
(歌
曲
)
是
伴
隨
絲

絃
歌
詠
的
聖
詠
集
中
有
此
名
稱
者
計
有
五
十
七
篇

(
見
詗3
)
。
@
持
中
有
宮
前
B
Z
m
E

『
者
計
有
六

篇
@
有
∞
凹
，
向
法R
B
R

者
計
有
四
篇
這
種
歌
曲
在

歌
詠
時
樂
器
的
伴
奏
可
有
可
無
或
時
而
歌
詠
時
而
彈

奏
(
見
詠
必
)
@
有
切
目
，
可KP
S
B低
眉
目
。"
F
者
計
有

十
五
篇
郎
登
聖
殿
歌
或
昇
階
歌
大
概
是
指
朝
聖
者
的

往
耶
京
或
者
在
登
上
十
五
級
石
階
時
所
唱
的
歌
(
克

制
m
-
m
)。
@
有gs
E

者
計

1
十
三
鳳
郎
「
訓

誨
歌
」
或
「
道
德
歌
」
(
見
詠
犯
)
@
有
玄
持
Z
E

者
計
有
六
篇
原
意
寫
「
金
詩
」
即
詩
之
貴
者
(
見
詠

的
)
@
有

ω
E
開
闊"
E
S

者
一
為
(
詠
7
)
其
惹
不

詩
或
即
所
謂
的
「
熱
誠
之
歌
」
@
有
斗
Z
E

白
色
者

訂
有
五
篇
郎
祝
禱
詞
(
見
一
詠
冊
)
@
有
斗
宮-
M
E
F
F

者
一
篇
郎
讚
美
歌
名
稱
鍾
不
一
位
全
壹
百
盡
屬
抒
情
讚

頌
訓
誨
與
祈
禱
的
詩
歌
皆
富
真
切
的
情
緒
在
世
界
文

撞
上
寶
氣
抒
情
的
巨
作
鄭
振
鐸
先
生
在
文
學
大
綱
卷

-
m
頁
會
說
「
這
些
一
讚
詩
恩
怨
興
衰
白
都
是
異
常
的

美
麗
他
們
是
純
粹
的
詩
歌
世
界
上
沒
有
甚
麼
頌
棘
的

需
歌
能
夠
更
超
越
他
們
」

一
二
娶
一
詠
一
集
的
篇
甜
點
與
次
第
娶
一
詠
的
第
數
原
文
希

帥
一
勵
與
別
丌
副
研
科
皆
為
一
百
五
十
點
雖
然
有
些
稿
酬

三
譯
本
多
出
-
篇
位
歷
來
的
學
者
都
以
為
偽
作
關
於
學

2101 

與詠i
原篇

文目
比的

較，次
則第，
稍拉

有丁
:.H 遷

入.行-
4年本i
列和

表七
如十
後.賢
以士
示譯
異本
問:同.
若

希H嚴與技T

譯本

1-8 

9 

10-112 

113 

114-115 

116-145 

14{)-147 

148-150 

原文

1-8 

9-10 

11一一 113

114-115 

116 

117-146 

147 

148-150 

恩
一
晶
譯
本
則
隨
原
文
遇
有
與
拉
丁
和
希
擻
譯
本

不
同
之
處
皆
在
篇
巨
下
另
以
阿
刺
伯
數
目
標
出
以
使

讀
者
知
所
適
從
引
用
不
致
有
誤

三
車
詠
集
的
結
惜
與
形
成
聖
詠
集
在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譯
成
之
前
(
公
元
前
三
世
紀
)
已
分
局
五
卷
這

種
分
法
大
概
是
仿
效
梅
瑟
五
書
分
的
以
適
應
禮
儀
上

的
用
途
(
見
段
落
條
)
前
四
卷
末
皆
以
「
光
榮
頌
」
作

結
(
見
H
N
H
η凹
的
閏
恥
"
)
)
末
卷
無
「
光
榮
頌
」

因
詠
肌
整
篇
寫
讚
美
詩
的
原
仇
至
於
斟
刮
到
分
為
五

卷
始
於
何
時
的
問
題
學
者
們
多
主
張
應
在
充
軍
歸
來

之
後
郎
厄
斯
德
拉
時
代
(
公
元
前
四
世
紀
)
這
些
一
娶

一
制
彼
蒐
集
在
一
起
作
圖
用
第
二
星
般
歌
詠
之
用
但
在
這

以
前
明
顯
的
已
有
許
多
自
成
一
組
的
小
詩
集
或
因
出

於
同
一
請
人
如
遠
昧
的
詩
自
3

至
H
m
a同第
一
集
白
日

至
的
又
為
一
集
科
鍊
黑
後
育
的
詩
白
的
叫
至
帥
"
為
一
集

阿
撒
夫
的
詩
自

η
至
的
為
一
集
或
自
於
用
於
同
一
性

質
的
種
能
如
白
山
至
此
又
白
山
的
至
悶
氣
亞
肋
路
亞
讚

美
耽
自
即
至
即
為
登
劃
一
般
歌
或
昇
階
吭
或
由
於
文
體

相
同
而
輯
第
一
集
如
自
的
至

ω
馬
「
金
詩
」
自
但
至

“
又
自
m
A至
封
為
訓
誨
詩
等
這
些
都
是
很
明
顯
的
例

子
自
土
所
述
固
然
可
以
明
瞭
單
一
詠
集
形
成
的
復
概
然

而
尚
有
許
多
問
題
仍
待
解
決
因
為
學
詠
集
是
全
以
色

列
民
族
宗
教
意
識
的
反
映
由
王
國
建
立
直
到
充
軍
歸

來
幾
百
年
來
本
書
應
隨
以
民
的
宗
教
意
識
不
斷
的
發

展
與
通
應
因
而
許
多
個
人
的
聖
詠
變
成
了
集
體
的
重

詠
叫
他
人
的
祈
禱
變
成
了
公
策
的
禮
儀
地
方
性
會
堂
的

歌
詞
變
成
了
耶
京
部
宮
殿
的
歌
詞
王
國
的
聖
詠
變
成
了

默
西
亞
王
國
的
娶
一
詠
詠
史
的
單
詠
變
成
了
具
有
末
世

論
色
彩
的
雪
詠
過
時
的
要
詠
(
比
如
圓
了
王
國
的
滋

亡
耶
京
與
藝
殿
的
毀
誠
政
治
獨
立
的
喪
失
等
)
不
峙

的
應
再
予
改
造
以
作
應
峙
的
祈
踏
或
作
期
望
將
來
被

興
的
親
祿
等
等
(
一
詠
到
便
是
最
好
的
例
證
)
這
一
切

當
然
並
非
原
著
的
本
來
面
敏
是
以
現
代
學
者
有
「
再

讀
學
詠
」
之
說

(
M
H
O
4
2
金
口
問
)
還
有
待
學
者
的
努

力
與
深
究

四
星
詠
的
標
題
娶
一
詠
的
第
首
按
原
文
附
有
小
標

甜
甜
者
共
計
一
百
零
一
窮
大
都
指
出
作
者
或
寫
作
的
背

景
或
詠
唱
時
應
錄
用
的
曲
調
及
伴
奏
的
樂
器
或
適
用

於
何
種
種
儀
無
標
題
者
共
四
十
九
篇
猶
太
人
稱
之
為

「
弧
兒
詩
」
希
磁
與
捏
了
通
行
本
無
標
題
者
計
有
三

十
五
個
朋
這
些
一
標
題
學
者
雖
認
個
月
並
非
原
著
但
都
是
相

當
的
古
老
因
為
當
甜
苦
詠
集
譯
為
希
磁
文
時
毒
者
對
於



-
許
多
標
題
已
不
能
詳
知
其
意
故
不
得
不
照
音
譯
出
今

叫
一
按
學
者
研
究
的
結
果
分
類
簡
要
的
加
以
說
明

甲
歷
史

.
性
的
標
題
原
文
含
有
歷
史
背
景
的
標
題
計
有
十
三
篇

這
些
標
題
雖
不
能
完
全
予
以
置
信
但
為
瞭
解
詩
文
亦

有
其
相
當
的
價
值
乙
音
樂
性
的
標
題
具
有
此
種
標
題

者
計
有
八
十
餘
篇
如
和
以
絃
樂
調
寄
加
特
八
度
低
音

等
不
過
學
者
對
此
意
見
頗
不
一
致
丙
禮
儀
性
的
標
題

錢
然
有
許
多
里
詠
並
不
是
寫
禮
儀
的
應
用
而
撰
寫
的

但
也
於
充
軍
以
前
已
有
許
多
娶
一
詠
遷
入
禮
儀
中
應
用

充
軍
以
後
幾
乎
全
部
學
詠
皆
選
為
禮
儀
應
用
的
神
歌

(
參
閱
編
下
n
u
k
ω
u厄
上
3
M

厄
下
叫
“
間
)
就
所

知
者
安
息
日
用
詠
但
後
第
一
日
用
詠
叫
的
第
二
日
用
詠

刊
第
三
日
用
一
詠
位
(
按
塔
耳
慕
得
)
第
四
日
用
詠
叭
"

第
五
日
用
一
詠
釗
(
按
塔
耳
慕
得
)
第
六
日
用
詠
的
感

恩
祭
用
詠
心
和
平
祭
用
詠
犯
和
m
m祝
聖
聖
殿
街
日
用

一
副
扎
途
越
筍
及
五
伺
筒
周
到
的

j
m
W
N
m

最
重
要
者

寫
「
昇
階
歌
」
或
「
登
聖
殿
歌
」
，
即
自
即
至
悶
棍

五
疆
一
詠
集
的
作
者
白
雪
詠
篇
首
的
標
題
可
知
聖

詠
集
並
非
山
山
自
一
人
之
手
亦
非
出
自
同
時
按
標
題
所

記
計
有
厄
堂
一
篇
(
例
)
梅
瑟
一
為(
m
m
)
撒
羅
淪
兩
篇

(
η

的
)
、
科
蚓
蚓
給
兩
門
←
第

(
M
M|

叭
"
的
們
的
盯
此

被
M
M
H
N
原
圓
周
一
篇
)
阿
撤
夫
十
二
篇
(
到η
i

m
}

達
味
七
十
三
篇
普
通
稱
墓
詠
集
為
「
達
味
聖
詠
集
」

只
是
「
以
優
勝
命
名
」
而
已

(
U
g
。
s
s
g

。
同
M
H
ω

咕
。
艸
古
巴
)
學
經
明
言
達
味
不
但
有
作
詩
才
能
且
說
他

善
操
琴
瑟
是
一
位
愛
好
音
樂
的
國
王
(
見
繳
上
M
W
H

卜三畫2101 

詞
、繳
下
3

訕
訕

η
n
幻
1

l

s
)
並
且
由
編
上
的

s

可
以
看
出
達
味
是
極
其
看
重
禮
儀
詩
歌
的
他
自
己
作

了
許
多
種
傲
的
歌
詞
(
見
編
上
的
，
!
"
鈞
1

編
下

圈
，
心
，

|

心

7
6
n
v

巾
i
l
n

尚
且
必

Q
J
U
-
-
M
E
d

悶

k
t
a
、J

E
-
-
1

，

a

勻
，
但
】

:
q
e
1

弓
，
但:
1
2
J

】
立

h
1
.

n

厄
下
U
U
等
)
德
的
們U
有
下
面
一
段
話
「
他
(
達

咪
)
叫
人
在
祭
壇
前
歌
詠
奏
樂
以
優
美
的
聲
音
唱
出

悅
耳
的
歌
曲
每
日
按
時
歌
唱
聖
詠
」
此
外
聖
經
明
言

有
些
一
車
詠
是
達
昧
的
著
作
如
一
詠2
(
宗
4

卸
)
、
詠6

(
宗
2

自

U
M
i

肘
)
一詠
的
(
撒
下
n
z
|
日
)

一
制
必
(
刷
刷

4
.
7
)
，
制
的
(
尉
1
m

門
制
叭
吶
(
叫
別

1

，

4
、
0

，
t

d
t
e

，

i
\
J

m
)
詠
刊
(
瑪
叩
叫
“
“
路m
u
|
“
)
詠
衍
(
希
4

.
7

叫一制
郎
和
做
(
桶
上

M
N
a
U
H
)

。
所
以
說
達
味

為
重
詠
集
的
主
要
作
者
並
不
寫
過

六
捏
一
詠
的
體
裁
關
於
娶
一
詠
的
體
裁
譜
兒
詩
歌
條

那
襄
有
較
詳
的
介
紹
這
襄
所
應
提
及
的
即
是
以
希
伯

來
字
母
的
順
序
來
分
宙
的
車
詠
即
9

間
(
按
二
篇
原

為
一
第

)
2
M
m山
叫
諸
能
在
這
些
聖

U
A中的
首
字

字
母
有
時
不
依
照
現
在
字
母
的
順
序
排
列
有
時
冠
有

字
母
的
詩
旬
已
經
脫
落
是
以
有
些
混
亂
這
有
待
專
家

作
進
一
步
的
研
討
因
寫
希
伯
來
文
詩
體
的
作
法
至
今

仍
有
許
多
不
清
楚
難
瞭
解
的
地
方
這
是
誰
也
不
能
否

認
的

七
里

一詠
的
分
類
關
於
這

一
問
題
學
者
們
的
意
見

不
一
這
也
不
足
為
怪
因
為
詩
是
隨
情
所
至
時
而
讚
頌

時
而
感
謝
時
而
求
恩
是
以
很
難
加
以
分
類
有
比
一
辜
者

以
純
文
學
觀
點
來
作
分
類
有
抒
情
的
敘
事
的
戲
劇
的

不
過
按
內
容
與
體
裁
來
說
學
詠
可
分
為
以
下
甜
點
種

讚
美
詩
歌
頌
讚
揚
天
主
的
威
嚴
全
能
忠
信
公
義
以
及

他
慈
愛
的
眷
顧
如
8

叫w
m
m
M等

哀
禱
詩
肉
天
主
哀
求
申
訴
內
心
的
痛
苦
或
民
族
遭
受

厄
運
的
悲
傷
以
求
天
主
施
放
如
3
5
|
7
U
U

抖
的

等感
恩
詩
向
天
主
時
詠
抒
發
知
恩
報
愛
孺
慕
倚
恃
的
心

情
如
的
創
刊
叫
刊
叫
“
等

詠
史
詩
恩
維
申
述
天
主
的
法
律
天
主
娶
言
的
威
刃
天

主
為
救
援
自
己
子
民
所
行
的
種
種
偉
大
事
業
並
天
主

對
義
人
和
惡
人
賞
罰
的
公
L
如
河
m
m年

訓
誨
詩
頌
讚
法
律
的
偉
大
表
示
對
法
律
的
傾
慕
並
包

指
倫
理
的
訓
札
行
善
避
惡
的
警
告
單
如

1

刊
創
刊
凹
的

等主
國
詩
慶
祝
國
王
登
極
為
國
王
祈
稿
為
勝
利
祈
禱
勝

利
後
而
感
恩
等
如
2

的
幼
幻
叮
叮
川
氧
這
些
學
詠
中
多

包
含
預
言
成
分
以
歌
頌
未
來
為
右
王
兼
司
祭
的
默
西

亞
讚
頌
他
一
腳
闋
的
榮
耀
和
偉
大
尤
其
在
充
軍
之
後
這

的
已
車
詠
更
形
成
了
默
西
亞
雪
恥
如

2
仿
η
的
m
m等

是

塾
詠
集
無
論
如
何
分
類
天
主
常
是
歌
詠
的
中
心

八
輯
到
甜
的
神
聖
價
值
輯
到
刮
到
因
它
的
內
容
包

羅
萬
象
馬
神
學
倫
理
道
德
以
及
虔
誠
的
宗
教
生
活
都

是
取
之
不
盡
用
之
不
竭
的
神
學
寶
藏
是
天
主
里
神
賜

與
天
主
子
民
的
一
部
最
完
善
的
靜
心
養
性
和
祈
禱
的

手
冊
只
要
有
一
冊
在
手
就
不
怒
不
知
如
何
與
天
主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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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
衷
曲
聖
奧
斯
定
說
得
好
「
人
不
知
道
怎
樣
才
能
合

宜
地
飛
揚
天
主
為
使
人
能
合
立
地
激
揚
天
主
他
自
己

先
稱
踢
了
自
己
默
感
遠
味
作
了
這
些
一
美
好
的
重
詠
」

是
以
教
會
效
法
耶
穌
學
母
和
山
市
徒
的
榜
樣
立
于
一
小
故

地
接
受
了
雪
詠
集
作
為
自
己

|
l
l

耶
穌
的
淨
配
的
呼

聲
學
教
會
是
至
盟
的
然
而
她
的
子
女
中
如
有
許
多
羿

人
故
此
舉
詠
街
時
是
替
罪
人
求
憐
的
呼
求
聲
有
時
是

替
為
義
而
受
迫
害
者
的
欽
息
聲
有
時
是
獲
得
救
拔
成

勝
利
的
歡
呼
聲
有
時
是
倍
的
主
愛
三
戀
的
抒
情
有
時
是

訓
議
有
時
是
慰
藉
有
時
是
斥
責
有
時
阻
止
鼓
勵
無
論
是

在
什
麼
環
境
也
不
管
是
個
人
的
或
教
會
的
以
安
冰
作

氣
就
地
取
材
的
祈
繭
詞
是
再
適
合
沒
釘
的

r

聖
奧
斯

定
會
勸
信
友
在
念
m
Z詠
時
應
注
意
三
件
事
間
，
K刊
此Z
B
r

詠
是
指
默
西
亞
而
言
故
所
說
的
坤
的
是
默
西
到
的
鼠
的

耶
穌
基
督
的
詩
乙
有
些
娶
一
一
亦
是
指
天
主
的
神
國|
I

B
-
-
教
會
而
言
的
其
中
的
聲
音
是
學
教
會
的
聲
音
丙
有

些
學
詠
是
我
們
搓
魂
的
聲
音
所
以
我
們
不
能
不
國
耶

穌
同
耶
穌
在
耶
穌
內
念
這
些
學
詠

見
宗
教
段
落
祈
結

1 - 三，哇

(
陳

)

見 整

1) 重
典
PF 

~() 
g. &. 

. 942 . - 2103 

懷一、聖
教-m
躍i 級 τF

報章詩
(街口口

一 語 33
寸可 " " j L..o ::; ::S 

豆 L

嬰
事

是

, 
ffl) 

穌
所
定
的
有
形
的
儀
式
籍
這
儀
式
能
在
人
身

上
產
生

或
增
加
聖
誕
」
換
旬
話
混
血
一
一
事
是
耶
穌
在
世上
賜
與

永
生
泣
救
椒
但
人
之
行
好
的
任
續
為
說
明
這
項
奧
義

在
聽
經
內
也
無
特
別
的
名
訓
然
而
學
教
會
從
起
初
便

附
始
利
則
「
奧
義
」

-
M
(
去
VB
E
E

S

)
投
I

文

名
詞

F
n
E
B

S
E
S

技
文
學
作
者
解
釋
為
參
軍
律

師
等
宣
誓
在
廟
裂
豬
仔
詞
所
寺
，
一
仔
的
錢
由
此
而
合
有

綠
心
山
秘
街
等
芯

釗
們
三
悅
紀
德
都
良
始
使
川

F
n
E
E
S
E
E

-
訓
以
指
示
洗
m
m
t板
和
學
體
三
件
都
一
一
事
後
來
教
父

遂
隨
他
而
如
此
運
則
到
第
五
世
紀
西
方
教
會
都
利
用

了
這
名
詞
i

雖
然
有
時
也
利
用
另
一
名
詞

白
宮
口
旦

(
標
甘
心
)
以
指
七
件
嬰
事
希
咄
咄
教
父
對
「
七
件
」
這

數
目
懷
有
一
一
促
使
美
的
立
義
認
為
學
享
有

「
七
件
」

就
仰
天
主
導
艸
恩
賜
有
「
七
種
」
一
樣
拉
了
教
命

H
憑

著
單
純
的
話
婊
及
初
期
的
傳
統
聲
明
學
事
只
有
七
件

不
多
不
少

(
0
.
ω
-
S
C
C】
全
凶
)
拉
丁
教
父
特
別

重
稅
「
學
學
」
與
一
君
主
所
賜
的
「
、
水
生
」
密
切
相
聯

繫
的
關
係
否
主
耶
穌
會
說
「
我
來
是
為
叫
他
們

(
指

人

)
獲
得
生
命
旦
獲
得
更
登
富
的
生
命

」
(若
m
u
)

其
質
用
七
權
不
同
的
標
誌
或
行
為

(
學
事

)
吾
主
賜

給
人
他
自
已
的
生
命
(
洗
禮
)
投
堅
強

(
那
一
振
)
滋

養
(
草
體

)
康
復

(
告
解

)
這
生
命
使
我
們
或
成
家

立
業

(
婚
姻

)
或
從
事
學
職

(
學
秩
)
而
服
務
教

會
或
在
病
危
中

(
致
他

)
都
生
活
得
像
天
主
的
兒
女

(
參
見
教
斑
新

編
一
九
。
反
)

七
件
學
寧
的
道
理
在
豁
出
經中
都
有
憑
有
被

l
h伺

比
一
一
十
分
清
楚
有
些
不
是
那
麼
清
楚
的
確
鑿
事
的
道
理

正
如
一
顆
漸
漸
發
芽
而
長
大
的
種
子

(見
谷
3

甜
甜
)

此
外
學
事
的
道
理
使
我
們
更
瞭
解
吾
主
給
他
的
教
會

所
貨
賜
的
那
樹
扇
大
的
權
柄
因
為
白
雪
辜
的
道
理
我

們
可
看
到
耶
穌
會
及
教
會
去
決
定
舉
行
學
事
的
禮
節

而
且
任
八
叫
她
能?
i
一
毫
不
錯
誤
地l
表
露
各
件
軍
事
的

用
意
對
於
教
會
關
於
翠
事
咽
口
貴
的
傳
統
自
第
二
世
紀

起
泣
到
脫
利
騰
大
公
會
議
再
自
脫
利
騰
大
公
會
議
直

到
今
日
不
論
是
多
麼
想
富
而
完
美

A
(
1
姑
且
不
鍵
在
此

我
們
只
客
述
娶
經
關
於
娶
一
學
所
包
含
的
要
義

一
一
軍
事
，
與
天
主
墨
子
降
生
及
教
恩
史
的
道
理

天
主
學
子
降
生
非
但
是
人
知
M
m史
中
最
大
的
一

件
事
實
而
且
是
科
人
由
創
造
主
所
蒙
受
的
最
大
恩
賜

那
麼
一
視
同
仁
的
天
父
既
廠
把
永
生

豐
語
地
賜
給
一

切
扯
人
就
藉
舉
事
不
斷
地
質
賜
世
人
這
種
越
性
的
生

命
這
豈
不
是
非
常
合
理
且
十
分
合
乎
耶
穌
的
啟
示
及

耶
穌
救
偉
大
業
的
宗
旨
鳴
，
日
然
天
主
不
是
非
不
得
己

好
像
除
非
駕
著
學
事
則
無
法
依
救
做
人
而
是
他
自
顧

選
擇
了
這
條
路
因
為
這
條
路
非
常
適
合
他
的

上
和
及

我
們
的
人
性
怨
比
起
督
迷
立
了
學
教
會
仔
仔
他
自
己

「
繼
續

」
工
作
藉
委
托
給
教
會
的
七
件
聖
事
自
己
常

存
在
人
間
常
賜
與
世
人
他
所
恩
許
的
豐
富
的
生
命

當
然

「
連
一
事」
是
特
別
指
主
耶
穌
你
救
世
人
的

方
法
它
們
是
新
約
救
恩
史
的

一
個
特
別
南
回
來
而
如

果
我
們
更
進
一
步
了
解
舉
事
的
性
質
和

敘
俠

仗
會
男



一
外
推
論
到
兩
件
事
一
藝
事
原
是
在
舊
約
時
所
預
許

的

側
一
二
里
事
說
是
降
生
的
奧
義
的
結
民

.

人
木
姓
不
是
純
艸
猶
如
天
使
因
此
在
所
有
的
宗

教
遠
在
啟
示
的
有
新
約
的
宗
教
裘
都
具
有
外
形

的
標

一
背
心
和
禮
節
以
暗
示
更
深的
道
理
是
理
所
當
然
的
以
民

的
宗
教
非
但
不
例
外
反
之
這
古
宗
教
正
預
表
那
未
來

完
美
絕
對
永
存
的
宗
教
舊
約
的
天

主
的
學
民
也
正
預

表
新
約
時
代
那
將
蒙
受
更
豐
富
恩
惠
的
娶
民
這
是
學

保
綠
多
次
所
講
的
道
理
特
別
於
格
前
m
1
l
n
所
講

述
的
教
理
這
段
經
文
對
我
們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請
想
一

想
保
線
將
那
在
梅
瑟
引
導
之
下
過
紅
海
四
十
年
之
久

漂
流
於
曠
野
的
民
族
當
作
新
約
舉

民
的
預
像
古

時
或

舊
約
時
代
的
以
民
藉
過
紅
海
而
歸
屬
梅
瑟
一
事
實
暗

示
新
約
的
信
友
經
過
洗
禮
而
歸
屬
基
督
天
主
以
「
瑪

納
」
滋
養
了
漂
流
曠
野
的
以
民
亦
正
暗
示
五
口
主
以
天

上
之
糧
i

車
燈
i
滋
養
了
流
亡
在
世
而
走
向
天
鄉
的

學
民
天
主
的
僕
人
|
梅
瑟
i

作
了
以
民
的
首
領
天
主

的
愛
子
耶
穌
|
做
了
新
約
草
民
的
首
領
﹒•. 
然
而
格
前

這
段
經
文
最
重
要
的
特
點
乃
是
保
祿
所
宣
講
的
原
理

舊
約
是
為
準
備
並
為
預
表
新
約
而
設
立
的
保
祿
曾
寫

道
「
發
生
在
他
們
身
上
的
這
一
切
事
都
是
為
給
人
作

鑑
戒
並
且
記
錄
了
于
來
為
動
戒
我
們
這
些
一
生
活
在
世

末
的
人
」

(
m
u
參
見
羅
4
n

i
目
的
4

路
圳
的
“
!

"
若
一
2
M
)

很
故
這
原
理
學
教
會
在
學
紳
引
導
之
下
一
方
面

規
定
了
七
件
聖
辜
的
禮
節
另
一
方
面
很
仔
細
議
論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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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們
的
由
來
性
質
和
效
果

三
七
件
聖
宮
，
與
新
約

1

洗
禮
在
升
天
以
前
五
口
主
建
立
了
這
件
學
事
且

說
明
了
為
何
及
如
何
舉
行
這
學
專
見
瑪
n
M
m
谷
的

M
洗
禮
的
神
效
記
誠
於
若
3
6
「
人
除
非
由
水
和
學

神
而
生
不
能
進
天
主
的
國
」
參
閱
宗
n
u
羅
6
8
l

s
H

鐸
3
6
亦
有
一
旬
很
完
美
的
說
明
娶
一
腳
如
何
經

過
洗
禮
在
人
心
靈
上
所
產
生
的
效
果
的
話
「
•••••• 

藉

著
墨
神
所
施
行
的
重
生
和
更
新
的
洗
禮
救
了
發
們
」

參
見
弗
5
3

右
3
.
伯
後
1
S
@
若
一
3
.
雅
l
u

2
堅
板
對
這
件
藝
事

宗
8

u
l

口
明
明
記
戰
車

伯
多
練
和
聖
若
望
兩

位
宗
徒
往
繳
瑪
黎
雅

去
非
僅
是

為
觀
察
初
創
的
教
會
而
也
是
為
新
入
敬
的
信
徒
求
賜

學
神
並
求
雪
一
腳
堅
固
他
們
的
信
德
斐
理
伯
執
事
為
撒

瑪
黎
雅
人
會
付
過
說
但
兩
位
宗
徒
為
他
們
祈
禱
給
他

們
覆
手
如
此
那
些
一
新
信
徒
就
領
受
了
娶
一
腳
參
見
宗
"

s
.

希
6
2

3
關
於
里
體
鬧
事
事
若
6
解
釋
了
它
的
深
意
和
神

效
瑪
必
刮
目
谷
M
n
E
路
n
u
m
格
前
U
訕
訕
記
載

了
它
的
建
立
參
見
格
前
口
口
且
希
U
M

4
告
解
霉
事
本
有
兩

端
道
理
一
犯

罪
之
人
要
痛

悔
做
補
贖
(
瑪
3
.
M
4
"
參
見
耶
4
.
)
二
耶

穌
賜
與
他
的
教
會
赦
莽
的
權
柄
(
璃
的
M
若
刮
到

5
關

於
舉
秩
單
干
事
在
新約
中
有
這
些
記
誠
a

關

於
執
事
見
宗
6
.
b
關
於
更
高
的
口
問
位
l
也
許
等
於

現
在
所
說
的
司
祭
品
位
i
見
到
H
w
n
剩
前
4
H
5
n

弟
後
1
.
可
是
為
證
明
吾
主
建
立
了
司
祭
品
位
最
好

最
大
的
證
接
是
由
主
口
主
所
建
立
的
星
體
學
事
建
立
f

墓
禮
霉
事
就
有
了
新
約
的
祭
把
那
麼
如
若
有
祭
紀
就

應
當
有
奉
獻
祭
紀
的
司
祭
(
希
5
1
)
新
約
的
唯

一

偉
大
的
司
祭
即
是
主
耶
穌
(
希
7

盯

9
U
M

甜
甜

m
u
n
u
)
可
是
當
吾
主

建
立
了
新
約
的
新
祭
紀
時

向
自
己
的
宗
徒
們
說
「
你
們
應
行
此
種
寫
紀
念
我
」

(
路
n
m
格
前
U
訕
訕
)
吾
主
就
在
那
時
以
這
些

站

建
立
了
司
祭
的
品
位

6
耶
穌
建
立
婚
姆
霉
事
的
詳
情
和
時
悶
在
新

約

中
沒
有
清
楚
的
記
錄
可
是
原
始
的
教
會
默
想
細
究
創

2
n
1
軒
"
若
2
1
|
u
弗
5
自
以
後
就
到
處
一
致

拿
「
在
基
督
內
所
舉
行
的
婚
姻
」
當
作
一
件
擊
事
這

是
學
教
會
的
公
論
然
而
還
有
不
少
的
神
學
家
直
到
現

在
以
寫
弗
5
且
一
筒
是
說
明
熔
姻
學
事
事
實
上
如
果

婚
姻
不
是
一
件
車
事
娶
保
據
這
一
旬
話
就
很
難
議
得

遇
有
的
學
者
直
接
地
說
簡
直
講
不
通

7

關
於
敷
油
墨
事
在
聖
經
中
只
有
準
備
的
行
為

見
谷
6
u
路
9
1
6
聖
經
土
說
它
是
塾
事
見
雅
5

"
-
u
脫
利
騰
大
公
議
會
明
說
「
傅
油
墨
事
是
墓
教

會
自
宗
徒
的
傳
授
而
直
接
接
受
和
學
得
的
技
經
文
學

事
的
施
行
人
就
是
司
祭
外

形
的
禮
儀
說
是
傳
單
油
和

出
於
信
德
的
祈
禱
神
效
是
救
那
病
人
即
先
賦
與
他
能

愛
使
他
的
靈
魂
得
救
其
次
有
時
也
賜
與
病
人
身
體
的

健
康
」



四
結
論

塾
事
的
效
果
錢
是
來
自
耶
穌
基
皆
可
是
領
受
學

G
f者
的
U
m友
應
法
相
仿
縣
法
懷
有
信
街
如
無
倍
德
學

事
便
沒
有
什
麼
效
間
科
研HZ
之
結
仰
U
A挺
救
的
大
門
內

解
釋
這
端
大
道
現
敬
父
和
學
師
特
別
提
出
息
血
漏
病

的
婦
人
的
事
「
只
要
設
摸
他
的
衣
服
我
就
會
衍
了
」

(
璃
9

缸
谷
5

且

M
)
如
果
無
信
仰
而
去
領
學
事
這

樣
的
人
反
而
得
罪
天
主
犯

E
K
E
-
干
之
罪

自
以
上
所
述
可
以
辨
別
車
事
與
妖
術
是
迴
然
不

同
的
再
說
把
天
主
教
會
稱
為
圓
明
於
「
學
事
的
教
會
」

以
別
於
其
他
一
些
-
g
圖
反
教
派
自
稱
凹
的
「
宣
道
的
教
會
」

也
是
違
反
教
會
的
真
賀
意
義
捏
一
一
事
是
時
常
與
在
口
主
耶

穌
的
品
或
聖
經
的
品
相
聯
繫
的
學
教
會
以
感
恩
之
心

接
受
了
吾
主
的
喜
訊
同
時
也
接
受
了
主
耶
穌
賜
給
她

獲
得
或
增
加
娶
龍
的
法
門
中
事

見
里
能
及
每
件
磨
一
一
事

(
雷

)

M
n

兩
制1
「
目
。
戶
『SM
E
J

本
文
先
被
軒

"
“
耳
司
諭
川T
G
立
Z
E
F
p

n
言
之

i

d

二
-
'

"

、
、
經
的
字
旬
解

釋
「
神
」
字
的
概
念
然
後
詳
解
「
車
站
腳
」
的
天
主
娶
一

三
的
第
三
位
他
的
位
格
和
他
的
作
為

一

「
神

」
字
的
激
念

「
神
」
希
伯
來
文
作

M
H
E
Y希
臘
文
作

3
2

，

冒

"
技
T
文
作

ω
Y
E
H
E

現
在
說
們
就
把
研
約
中

-
M
H
E
Y也
郎
新
約
中
司
D
O
C
S
"

的
原
義
予
以
解
釋

側
一
倒
叫
中
m
g
v

所
含
的
最
重
要
意
義
有
(
主
派

一
如
J
口
氣
生
氣
噱
氣
(
詠
廿
日6
創
6

口

約
4
.
7
7

2104 十三~~

等
處
)
(
b
)風
如
寒
風
(
約
4

時
)
曠
野
漠
的
風
(
耶

U
H
)
暴
風
即
所
謂
「
上
主
的
風
」
(
依
的
，
)
「
晚

風
」
成
「
晚
涼
」
(
款

4
5

創

3
8
)
(
C
)人
體
內

的
兀
力
創
「
氣
息
」
如
「
生
氣
」
「
霆
魂
」
(
圳

3

叫
8
8

冰
M
M
S
)
(
d
)
心
鐘
即
「
心
」
(
創
刊
們8
)

「
精
艸
」
(
詠
M
M
則
U
M
)
由
以
上
所
引
的
各
種

名
稱
以
之
其
他
類
似
的
半
句
我
們
可
以
確
白
推
論
出

M
H
E
Y
(一紳
)
一
字
最
古
而
最
主
要
的
忠
義
乃
是
「
風
」

和
「
氣
自
己
受
這
物
人
和
動
物
所
以
能
生
活
就

是
凶
為
天
主
在
他
們
身
上
賦
給

f

他
自
己
的
氣
息
使

他
們
有
「
生
氣
」
天
主
以
「
風
」
培
育
世
界
的
繁
殖
力

同
樣
以
他
所
賦
松
的
「
氣
臼
心
」
保
存
世
人
的
生
命
「
風」

按
學
級
的
自
心
恕
不
是
獨
江
的
詩
力
一
如
別
的
宗
教
所

意
側
的
那
樣
它
是
與
天
主
的
話
有
關
聯
的
且
為
天
主

的
F

州
所
領
導
故
然
「
風
」
受
創
造
主
的
品
的
支
配
(
亞

4
M

圳
m
H
引
u

圳
悶
，
)
，
那
凰
自
然
而
札
不
但

「
氣
息
」
就
連
「
風
」
也
稱
為
「
天
主
的
神
」
即
天

主
所
賦
予
的
氣
息
處
天
主
所
引
導
的
風
為
此
按
照
聖

經
所
謂
「
風
伯
」

「
風
神
」
之
類
的
說
法
是
不
成
立

的
希
伯
來
人
跟
攘
聖
經
也
決
不
贊
同
厄
丕
加
摩
盲
目γ

Z
Y
E
B
E
)所
講
的
風
水
地
日
火
星
都
是
神
祇
這
類

說
法
他
們
飯
恥
的
接
受
天
主
的
啟
牙
在
他
們
看
來
風
猶

如
其
他
的
自
然
力
只
是
倚
天
主
所
創
造
受
天
主
支
配

的
勢
力
而
已
因
此
它
是
「
天
主
的
一
腳
」
郎
為
天
主
所

派
泣
和
管
理
的
神
秘
力
軍
「
天
主
的
神
」
郎
天
主
給

你
尸
人
所
賦
的
「
生
氣
」
拔
希
伯
來
文
語
氣
也
可
用
以

表
示
人
的
情
感
如
怒
氣
(
依
幻
‘
)
心
亂
(
創H
m﹒
)

心
焦
(
約
7

H
)
失
望
(
依
創
3
)
勇
氣
(
蘇
2
u
)

無
耐
(
約
幻
‘
)
懺
悔
之
心
(
依

切
問
)
躊
傲
之
心

(
一
詠
九H
)
等
可
是
這
一
.
類
用
詞
的
意
思
對
於
「
天

主
的
神
」
的
要
義
只
是
一
糧
附
屬
的
觀
念
其
實
「
天

主
的
神
」
在
全
部
侮
約
裝
只
描
寫
成
天
主
的
一
段
火

力
生
力
充
其
量
這
「
神
」
也
只
何
時
被
位
絡
化
了
司

是
在
筆
者
看
來
從
沒
有
把
它
描
寫
如
一
個
具
有
位
給

者
或
更
具
體
說
神
格
者
以
下
先
按
笛
約
後
按
新
約
的

含
義
客
述
娶
一
肺
的
概
念
和
要
理

I

舊
約
，
賣
軍
前
的
概
念

「
盈
門
腳
」
這
名
詞
在
營
約
衷
雖
不
多
見
但
等
民

的
名
詞
如
天
主
或
上
主
的
科
或
「
我
的

(天
主
自
稱
)

神
」
知
屢
見
不
鮮
「
墨
神
」
一
詞
記
甜
點
於
詠
別
時

「
求
你.•. 

不
要
從
我
身
上
將
你
的
墓
紳
收
罔
」
參
見

依
刊
7

間
詞
“
1

的
M
U

等
處
再
說
既
然
主
耶
穌
揭

示
r

天
主
的
內
在
生
活
創
天
主
三
位
一
體
的
奧
理

「
學
神
」
在
新
約
上
很
多
次
指
示
天
主
學
三
的
第
三

位
馬
此
「
重
神

」
這
名
稱
遂
很
普
通
用
來
指
示
天
主

第
三
位在

討
論
本
題
之
前
不
妨
先
試
說
基
督
教
各
教
會

是
怎
樣
譯
述
了
「
學
科
」

(
M
H
戶
缸
，
ο
且

g
n
y
)這

個
名
詞
聶
斯
託
利
派
使
用
「
涼
風
淨
風
淨
風
王
」
或

「
得
囉
岱
」
等
稱
呼
後
者
就
是
敘
利
亞
文
m
c
E

兮

。
且
谷
"
即
「
車
輛
」
的
譯
音
基
督
教
先
前
使
用
的

是
「
聖
風
」
或
「
神
之
神
風
」
現
在
部
普
通
使
用
「
B
E



』
軍
」
天
主
教
起
初
是
按
住
丁
文
譯
音
稱
作
「
斯
彼
利

鞠
了
夕
三
多
」
，
自
從
到
閥
割
神
父
以
成
才
開
始
普
遍
採
用

一
「
鑒
神
」
這
稱
呼
現
在
與
這
意
義
相
稱
的
名
詞
算
是

固
定
了
遠
東
正
教
雖
然
稱
至
高
立
稍
為
「
上
帝
」
但

為
指
稱
天
主
單
一
三
第
三
位
也
採
用
了
「
學
科
」
的
稱

謂

十三

聖
神
的
作
為
按
當
約
經
書
在
創
世
的
工
作
和
救

恩
史
上
在
在
可
見

創
l
z

記
載
「
大
地
還
是
混
沌
空
虛
深
淵
上
還

是
一
團
黑
暗
「
天
主
的
神
」
在
水
面
上
運
行
」
「
天

主
的
科
」
是
指
生
命
的
神
力
師
那
要
順
序
培
育
萬
物

的
天
主
的
神
力
天
主
籍
者
自
己
的
訊
和
噓
氣
創
造
了

一
切
「
因
為
他
一
發
言
萬
有
造
成
他
一
山
命
各
物
生

成
」
(
詠
m
u
e
)自
然
在
天
主
單
子
降
生
以
後
這
些

和
其
他
類
似
的
經
文
字
旬
供
應
了
基
督
徒
一
種
新
知

識
墨
使
他
們
心
領
創
造
的
工
作
係
天
主
學
三
的
工
作

即
在
這
工
作
上
天
主
雪
三
每
位
有
其
屬
於
自
己
特
性

的
作
為
就
是
說
創
造
歸
屬
於
學
父
的
全
能
歸
屬
於

B
E

子
的
智
慧
也
歸
屬
於
學
神
的
德
能
和
愛
新
約
時
代
的

信
徒
發
現
舊
約
舉
經
所
暗
示
的
天
主
學
三
道
理
原
是

件
很
自
峙
的
的
事
然
而
舊
約
時
代
的
信
徒
讀
了
這
些
經

甸
只
知
道
天
主
以
自
己
的
智
慧
和
德
能
造
化
了
天
地

而
已
對
智
1
s
9

口
等
處
所
記
述
的
「
車
一
神
」
其
了

解
程
度
也
相
同
華
神
只
算
是
引
導
世
人
的
天
主
的
德

能
智
1
7

與
類
似
的
地
方
只
言
天
主
無
所
不
知
無
所

不
在
所
以
是
他
保
存
且
掌
管
宙
間
物

2104 

古
時
猶
太
經
師
特
別
注
意
「
天
主
的
神
」
或
「
天

主
的
風
」
的
效
驗
「
神
」
與
「
風
」
拔
希
伯
來
文

原
是
二
子
|

給
自
後
的
基
督
徒
解
經
家
闖
關
f

一
條

路
引
他
們
由
「
天
主
的
風
」
的
效
驗
去
研
究
「
天
主

的
神
」
的
效
驗
這
種
研
究
法
雖
然
不
太
科
學
如
仍
有

它
的
價
值

事
實
上
在
救
恩
史
的
大
事
上
常
有
天
主
的
風

i

異
風
!

相
伴
例
如
在
拱
水
退
落
時
「
天
主
﹒
﹒
使
風
吹

過
大
地
水
漸
漸
退
落

.• 

」
(
創
8
1
)
在
梅
瑟
叫
鐘

蟲
來
到
埃
及
境
內
時
「
上
主
就
使
東
風
在
地
上
颱
了

一
整
天
一
整
夜••• 

」
(
也
m
H

凹
)
當
鶴
勢
散
落
在

營
幕
四
周
時
「
上
主
使
一
陣
風
必
起
由
海
上
吹
來
鶴

說
」
(
戶
口
詠
呵
呵
甜?

缸
)
在
一
訂
立
盟
約
時
「
雷
電

交
作
濃
雲
密
布
角
聲
齊
鳴

.. 
E

」
(
山
山
川
口
問
參
見
宗
2

2
)
i

按
不
少
猶
太
經
師
以
「
角
聲
齊
鳴
」
釋
為
「
暴

風
猛
作
」
不
消
說
西
乃
山
上
天
主
的
顯
現
在
背
約
時

代
算
是
曠
古
的
奇
觀
後
來
的
作
者
每
次
描
寫
「
棘
的

顯
現
」
總
是
在
各
種
自

然
界
的
現
象
中
提
巾
「
風
」

來
描
述
天
主
的
尊
威
臨
幸
如
撇
下
n
u
u
「
他
(
天

主
)
乘
坐
革
魯
賓
飛
勝
藉
風
的
翼
羽
翱
翔

•.. 

」
(
參

見
民
5
4
S

詠
時
屯
的
a
l
u
哈
3
3

臼
則
1
4

等
處
)
先
知
們
也
認
識
「
熱
風
」
是
預
報
選
民
充
軍

的
懲
罰
比
如
耶
肋
米
亞
說
「
那
時
人
要
對
這
人
民
和

喇
喇
刷
刷
說
荒
丘
的
熱
風
自
曠
野
向
我
人
民
吹
來
不

是
為
吹
淨
不
是
為
清
潔
有
一
股
強
烈
的
風
應
我
的
命

吹
來
現
在
我
要
去
裁
判
他
們

•• 
e

」
(
耶
4
u
!
"
參

見
則
U
H
1
M

歐
U
H
)
先
知
們
也
以
強
烈
的
風
來

比
天
主
向
犯
罪
的
異
民
所
發
淺
的
義
怒
比
如
依
切
問

「•.. 

一
陣
風
要
把
它
們
全
部
捲
走
一
口
氣
要
把
它
們

吹
去
」
又
見
耶
到
1

「
上
主
這
樣
說
看
我
必
要
興
忽

毀
誠
的
颱
風
頭
擊
巴
比
倫
和
加
色

T
的
居
民••• 

」
除

熱
風
和
烈
風
外
他
們
也
借
用
順
風
來
指
以
民
將
由
流

徙
之
地
罔
歸
故
鄉
(
依

H
M
)

從
以
上
各
種
「
天
主
的
風
」
即
暴
風
順
風
等
我

們
不
難
領
悟
到
那
含
有
象
敏
的
自
然
力
宣
把
一
種
闡
明

於
天
主
大
能
的
力
暈
|
「
天
主
的
神
」
牽
引
出
來
了

按
照
舊
約
最
古
的
記
數
天
主
的
神
|

|

墓
神
作

仙
了
一
些
一
臨
時
性
的
強
烈
作
為
如
民
的
自
叫
阱
，
「
七

主
的
神
開
始
感
動
他
﹒•• 

上
主
的
神
突
然
降
在
他
身
士

.. 
」
則
U
I

「
上
主
的
手
臨
於
我
上
主
的
一
腳
引
我
山

去.•. 

」
列
上
時
間
「
上
主
的
神
把
你
帶
到
我
所
不
知

道
的
地
方
去

•.. 

」

為
了
援
助
選
民

「
土
主
的
神
」
喚
醒
非
凡
的
人

物
如
三
松
「
那
時
上
主
的
神
突
然
降
在
他
身
上
:
」

(
畏
的
“
)
基
德
紅
「
上
主
的
神
充
漏
了
基
德
紅
」

(
民
6
H
)
等
這
「
上
主
的
神
」
也
引
起
先
知
們
的

熱
誠
(
戶
口
H

叩
撒
上
ω
s
l
n
)
俊
先
知
們
必

覺
艸
異
或
科
魂
超
拔
(
則
上
的
問
則
下

2
M
)
，
使
先

知
們
行
奇
蹟
(
列
上
U
U
)
總
之
在
當
約
時
代
「
上

主
的
科
」
是
特
別
與
先
知
們
發
生
聯
繫
的
通
常
作
者

記
述
先
知
們
接
受
任
命
時
都
使
用
這
樣
的
話
「
那
時

天
主
的
神
降
在
他
身
上••. 

」
(
戶
"
的
2

編
上
曰
“
)
成



「
上
主
以
手
握
住
我... 

」
(
依
8
u
則
1
3

等
處
)

究
竟
想
艸
除
在
先
知
們
身
上
其
時
間
只
是
臨
時
的
呢

抑
或
至
少
姆
大
先
知
泣
終
生
的
州
比
我
們
妹
難
雄
定
的
)

筱
學
經
的
語
氣
看
來
我
們
應
可
約
定
釘
些
美
名
字
越

在
救
慰
史
責
布
特
殊
使
命
的
伶
大
人
物
「
天
主
的
艸
」

常
居
留
在
他
們
內
這
等
人
物
便
是
的
瑟

(
戶

口
口
依

的
臼
)
若
蘇
厄

(
申
斜
，
)
繳
烏
耳

(
撒
上
的
H
)

達
咪
(
撒
下
幻
1
2
)
厄
里
亞
和
厄
里
受
(
列
干
2

.
刊
)
等

筒
約
時
代
先
知
們
既
有
「
天
主
的
神
」
相
伴
不

雄
所
以
他
們
除
了
被
稱
作
「
天
主
的
人
」
外
也
擁
有

一
個
頗
為
奇
異
且
名
副
其
實
的
名
稱
的
「
圓
圓
舉
制
的

川
」
或
「
受
靈
感
的
人
」
(
歐
9
7
)
先
知
們
原
憑

天
主
的
話
和
天
主
的
啟
示
從
事
宣
講
天
主
旨
瑟
的
這

是
在
以
民
被
楊
前
後
他
們
所
覓
使
命
的
本
質
和
目
的

可
是
從
米
該
亞
起
直
至
驚
技
基
亞
情
形
似
乎
有
所
不

同
他
們
深
信
旦
聲
明
自
己
的
力
量
和
宣
講
都
是
「
天

主
的
神
」
的
賜
與
比
如
米
該
亞
說
「
至
於
我
這
直
接

反
對
假
先
知
的
真
先
知
i

我
國
上
主
的
科
而
充
浦
力

孟
正
義
和
勇
氣
.. 

」
(
米
3
.
)
先
知
們
所
以
是
天

主
的
代
言
人

是
因
寫
「
天
主
的
神
」
居
留
在
他
們
心

中
先
知
們
的
訓
戒
敏
因
7
u
就
等
於
上
主
的

話
先
知

說
「
他
們
使
自
己
的
心
硬
如
金
剛
石
不
聽
從
法
律
和

一
萬
軍
的
土
主
以
自
己
的
神
感
動
古
先
知
們
所
發
表
的

則
一訓
令•.• 

」
參
見
間
下
9
叫

-

先
知
們
錯
了
選
民
的
綽

益
除
自
「
天
主
的
神
」

2104 十三 J!

接
受
訓
A
H外
也
將
「
天
主
的
州
」
家
受
令
人
妓
烈
的

預
言
(
如
戶
圳
的
2綁
上
U
M
M
依
2
2
1

.
7
H
9

1
e
u
-

-

u
以
反
上
主
做
人
的
沾
欲
等
處

)
和

市
日
一
倚
天
主
旨
忽
必
泌
的
力
怯
(
刊
比
那1
.

他

M
m
u

則
3
8
.

依
6
.
1

'

等
處
)

先
知
們
川
自
一
講
的
主
題
爪
的
齡
的
是
默
凶
垣
本
人
和
布

關
默
西
亞
的
字
路
但
應
特
別
注
萃
的
是
先
知
們
也
會

預
言
過
默
西
亞
本
人
和
默
西
亞
的
信
心
健
將
與
「
天
主

的
神
」
發
生
的
密
切
關
係

天
主
會
并
于
諾
一
一
昌
說
是要
創
造
新
天
和
新
地
因

此
也
人
雖
然
的
必
作
怨

聲
治
刺
傷
f

天
主
的
科

i

學

科
劫
仍
在
日
夕
懇

求
天
主
速
施
援
助
「
啊
望
你
衝
破

諸
天
降
下
... 

」
(
依
的
M
M
)

一
切
先
組
如
亞
巴
郎

依
繳
格
雅
各
伯
和
天
主
的
佼
者
如
梅
瑟
眠
不
濟
事
人

類
尤
其
是
人
類
中
的
選
民
(
他
們
了
解
到
這
段
勛
的

迫
切
話
要
較
諸
普
世
異
民
更
為
切
貨
)
說
急
話
天
主

觀
自
前
來
干
與
因
而
作
山
如
上
的
呼
籲
依
擻
意
亞
和

其
他
先
知
不
但
預
言
默
西
亞
將
要
降
來
而
且
也
預
言

默
西
亞
自
己
是
充
為
捏
了
聊
的
並
旦
因
他
的
降
臨
摹
艸

要
充
浦
大
地
籍
著
星

U聊
天
主
要
更
新
一
切
這
是
說
一

切
默
西
亞
時
期
的
幸
福
與
默
西
亞
本
人
將
是
分
不
闊

的
而
且
在
這
些
由
默
茵
亞
帶
來
的
幸
福
中
共
最
珍
質

的
端
為
天
主
的
神
娶
一
腳
今
客
述
默
函
亞
時
位
中
甜
甜
帥

的
大
作
為
如
下

依
4

2
6
先
知
描
寫
由
於
默
西
亞

的
降
臨
熙

雍
必
然
要
更
新
這
種
更
新
非
但
是
天
主
和
天
主
的

「
的
芽
」
默
西
區
的
工
作
而
且
也
是
天
主
的

例

「
懲
治
的
神
和
毀
滅
的
神
」
郎
塾
化
之
神
的
工
作

依
甘
心
e
先
知
預
言
默
西
單
時
代
所
釘
亞
巴
郎
的

後
商
品
要
歸
順
「
雅
成
」
土
主
將
是

4

坦
些
做
做

者
的

榮
耀
和
力
且
要
賜
給
他
們
秉
公
審
斷
的
精
神
和

延
如

強
敵
的
勇
敢

在
依
U
H
l

m
一
段
內
先
知
預
報
在
默
西
亞
時

代
科
要
自
上
傾
注
在
人
們
身
上
天
主
要
藉
他
l

墨
神

|

更
新
一
切
使
世
界
恢
復
樂
園
的
安
樂

在
依
叫啊
!
s

一
段
裹
上
主
許
給
選
民
三
一
種
祝

福
增
加
他
們
的
人
口
傾
注
自
己
的
聖
材
召
集
凹
傲
的

以
民
和
外
邦
人
來
皈
依
自
己
傾
注
天
主
的
神
的
效
果

也
包
含
超
自

然
的
恩
惠
最
大
的
超
自
然
恩
惠
將
是
因

「
天
主
的
科
」
的
潛
移
默
化
品
傲
的
以
民
和
誠
實
的

外
邦
民
眾
都
要
認
識
天
主
而
歸
依
他

則
必
叩
|

M
幻
-

-

u

約
1

1

u
就
先
知
的
整

個
科
學
和
大
多
數
解
經
家
的
立
見
厄
則
克
耳
先
知
是

在
預
報
默
西
亞
時
代
里
神
的
傾
注
事
實

上
先
知
不
但

注
意
到
以
民
的
復
興
而

且
特
別
注
意
到
學
科
研
要
實

行
的
車
化
工
作
由
於
這
聖
化
選
民
將
獲
得
「
一
顆
新

心•.• 

一
種
新
精
u
m
-
-一
顆
血
肉
的
心... 

」
這
些
言
詞

乃
表
示
一
種
絕
對
的
轉
變
(
耶

訕
訕
|
M
)
如
則
"

詞
所
載
「
我
不
再
掩
面
不
看
他
們
因
寫
我
將
致
的
神

已
傾
注
於
以
色
列
家
族
l
吾
主
上
主
的
斷
語
」
參
見

“
叫

，
且
，
。
。

他

日
州
，
A
S

可
A

S

臣
"
M
M1

u
天
主
說
「
我
要••• 

傾
注
憐
憫
和
哀



~

的
神
」
這
是
暗
示
聖
神
引
導
默
西
亞
的
人
民
熱
心

何
一哀
思
被
釘
而
死
的
教
頑
主
(
見
刷
刷

8

揖
盯
)
。

-

岳
3

可
視
為
位
約
中
有
關
娶
一
仰
L
作
的
最
明
顯

也
最
透
徹
的
預
言
(
見
宗
2
M
l

品
)

以
上
列
舉
的
先
知
們
的
頂
一
一
=
口
都
指

-
r小
學
神
在
默

西
單
時
代
的
作
為
現
在
再
述
先
知
們
關
於
默
西
單
和

學
科
二
者
本
身
所
蒙
受
的
啟
示
關
於
這
兩
則
啟
示
報

導
，
得
最
清
楚
的
莫
過
於
依
撒
立
亞
先
知
先
知
在
口

1
1
9

記
述
默
西
亞

i
間
瑚
蚓
耳
l
自
於
光
淪
里
州

將
執
行
王
權
剛
強
明
晰
判
斷
一
生
所
行
全
旻
天
主
的

神
的
支
配
先
知
在

n
M
I
l
.引
述
天
主
自
己
介
紹
他

的
伐
人
說
「
我
在
他
身
上
傾
注

f

我
的
艸
叫
他
紛
為

民
傳
布
其
道
」
憑
這
旬
J卜
的
天
主
聲
明
他
的
僕
人
所
作

的
一
切
都
是
仰
仗
天
主
的
一
腳
個
果
你
叫
們
通
恨
注
意
這

段
的
整
個
意
思
尤
其
是
5
l
9

節
便
知
先
知
是
把
上

主
伐
人
所
作
的
事
當
作
一
番
新
創
造
那
麼
猶
如
在
第

一
次
的
創
造
五
作
上
有
「
天
主
的
神
」
的
干
頂
同
按

在
第
二
次
創
造
五
作
上
也
釘
「
天
主
的
艸
」
的
支
配

E

新
約
中
墨
跡
的
道
理

新
約
的
最
大
奧
蹟
乃
是
天
主
舉
手
降
生
為
人
這

一
火
事
而
至
且
一
大
事
部
又
與
學
科
的
奧
理
脈
絡
絢
團

結
不
能
分
的
依
然
降
生
與
聖
神
有
著
這
樣
密
切
的
關

係
其
他
仙
一
站
奧
路
而
生
出
然
的
一
切
奧
品
如
救
的
嘲
學

教
會
世
界
終
結
以
及
其
他
天
主
的
作
寫
阿
坤
一
一
與
學

艸
駁
晶
晶
聯
繫
無
絲
這
脫
節
的
可
能

作
必
欲
次
序
客
述
新
約
中
關
於
娶
神
作
為
的
教
理

卡三五E2104 

耶
穌
白
縫
隙
孕
以
來
說
他
的
人
性
來
講
是
紋
里

神
引
導
並
金
屬
鈴
聖
抖
的
權
力
的
洗
者
若
翰
是
在
母

怕
中
邱
吉
化
的
耶
穌
川
叩
門
正
干
降
平
說
是
娶
的
「
捏
一
州
要

臨
於
你
至
高
者
的
能
力
要
成
陰
你
國
比
那
要
誕
生
的

學
荷
將
稱
為
天
主
的
兒
子
」
(
除
1

品
)

流
卓
有
封
給
「
科
研
州
長
犬
心
神
堅
強
」
(
的
問

1

的
)

但
關
沙
、
耶
穌
學
史
只
就
他
的
身
體
描
述
改
「
湖
州
長

大
而
強
壯
」

(
2
叫
)
關
於
他
的
心
神
妥
字
未
從
自

然
耶
穌
一
降
孕
他
的
心
神
就
與
天
主
學
神
密
切
結
合

原
囑
為
全
的
美
不
能
再
有
絲
毫
的
長
大
成
強
壯
「
天

主
(
已
)
抱
里
神
無
限
皇
地
賞
賜

r

他
」
(
若
3
"
)

在
耶
穌
受
洗
的
那
天
天
父
便
把
耶
穌
的
紳
性
和

他
為
默
西
亞
的
使
命
揭
示
了
出
來
「
學
神
彷
彿
鴿
手

從
天
，M
F
停
在
他
身
上
」
(
有
1

且
)
這
是
說
學
艸

早
已
常
住
在
他
內
因
此
他
會
善
議
天
父
交
給
他
的
使

命
「
翎
于
」
(
花

I
H
)
可
使
讀
者
想
起
創
1
2

昕

軾
的
「
天
主
的
神
」
也
使
我
們
明
白
學
史
的
深
立
即

耶
穌
受
洗
那
天
新
創
造
附
始

f

天
主
與
世
人
和
好
的

時
期
已
告
來
到
(
見
創

8
u
)

耶
穌
的
活
動
與
生
活
常
受
里
帥
的
支
配
已
如
上

述
但
學
艸
怎
樣
作
閏
月
降
生
呵
!
久
的
天
主
m
f
L
J
的

4

切

活
動
的
基
礎
和
動
機
怎
樣
充
為
於
耶
穌
身
上
可
就
不

是
戚
們
的
有
眼
閉
科
昕
能
做
怯
的

f

我
們
只
可
從
這

處
追
隨
這
條
路
線
學
保
綠
描
述
結
姐
回
信
徒
的
越
性
生

命
就
「
此
之
，
大
主
學
艸
川
引
導
的
那
是
天
主
的
子
女
」

(
羅
8
H
)
這
F

川
吧
主人
主
接
子
的
本
性
斷
然
也
脫出
來

7川
飯
然
天
主
的
義
子
與
基
督
密
切
地
相
連

a
h于
如
肢

體
與
身
體
我
們
便
可
稍
微
明
白
基
督
的
內
在
生
活
和

外
在
生
活
益
宵
常
是
受
退
一
輛
引
導
在
單
艸
內
專
心
服

從
天
父
並
專
心
愛
慕
天
父
和
人
類

了
解
到
這
一
一
層
我
們
就
可
明
白
新
約
關
俊
基
督

與
學
科
的
關
係
所
記
蔽
的
一
些
話
如
路

4
2

「
耶
穌

充
為
學
神
由
約
但
河
罔
來
說
被
學
科
引
到
荒
野
宙
間
去

f

」
在
傳
布
一
福
音
的
預
備
時
期
完
了
時
「
耶
穌
過
學

棘
的
德
能
周
到
叫
到
叫
到
••• 

」
(
路
4
H
)
在
納
匣

蚓
第
一
次
宣
判
冉
一
一
福
音
時
他
把
喇
喇
蚓
割
的
頒
言
貼
在

自
己
身
上
聲
明
他
都
是
學
紳
臨
幸
的
人
(
路
4
n
!

他
行
奇
鎖
驅
魔
常
是
而
且
全
是
因
著
重
棘
的
力

M且
(
酬4
M

職
U
M
|

缸
油
門
他
在
學
神
內
祈
禱

(
制5
M
6
M
9
u
i
m

u
z
u
n
n
u
!
“
)
。
有

時
他
也
流
露
他
祈
寸
暇
時
所
得
的
喜
樂
就
如
道
七
十
二

門
催
問
來
彼
命
時
「
放
在
那
時
刻
耶
穌
國
學
神
而
歡

欣
品
父
啊
天
地
的
主
宰
我
稱
謝
你••• 

」
(
路
沁
刮
目
)

賞
他
在
十
字
架
上
為
救
贖
世
人
而
犧
牲
自
己
時

他
「
諮
看
永
生
的
神
」
;
學
神

l
1

飯
戰
勝
了
肉
體
的

恢
村
(
瑪
叫
叫
“
)
又
以
永
在
而
無
限
的
愛
情
把
自
己

d
t獻
冷
天
父
(
捕9
H

參
見
路
幻
“
可

州
到
」
叫
一
大
主
捏
一
絲

使
聖
子
結
合
人
性
同
按
學
科
也

使
死
，
叫
州
穌
從
死
者
中
復
活
死
亡
不
能
轄
治
耶
穌

因
為
前
你
們
位
給
不
是
人
的
位
格
而
是
天
主
墨
子
的

位
格
征
新
約
中
有
時
直
接
的
說
天
父
或
天
父
的
光
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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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
6
4
)
使
耶
穌
很
活
了
有
時
也
品
天
主
經
泌
他

的
車
輛
使
耶
穌
復
活
了
(
羅

8

H

伯
前
3
M

弗
l

u
l

目
絡
前
6
H

等
處
)
藉
著
復
活
耶
穌
的
人
也
幾

乎
變
化
r

就
是
品
從
從
吊
的
關
始
耶
穌
享
受
著
就
他

為
天
主
學
子
的
耐
性
來
a
l
那
在
世
界
未
有
以
前
他

在
天
主
父
內
所
有
的
光
榮
(
若

口

5
)
聖
保
祿
解
釋

道
頃
深
奧
的
變
化
改
「
第
一
個
人
亞
品
成

f

生
黨
最

後
的
通
筒
成
了
使
人
生
活
的
一
艸
」
(
格
前的
組
)
這

是
品
很
品
的
耶
穌
為
眾
人
成
了
各
色
神
恩
的
活
泉
保

你
再
用
更
簡
單
強
而
釘
力
的
結
講
論

M
樣
的
道
躍
投

「
主
就
是
那
一
腳
」
(
裕
後3

口
)

同
樣
是
藉
學
神
之
力
耶
穌
死
後
他
的
神
魂
干
到

古
學
研
去
給
獄
中
的
盜
瑰
作
過
宣
講
(
伯
的

3
"

，

二
聖
神
與
教
會

五
個

4

罰
那
天
捏
一
神
一
肚
嚴
地
降
臨
是
起
貸
學
教
會

的
生
日
從
那
天
超
法
告
揖
閉
著
學
抽
州
學
化
他
的
門
徒
使

他
們
成
每
天
主
的
子
立
拳
備
他
們
做
天
父
家
鄉
的
居

民

卜三i1f

問
單
地
a
m
-
-
艸
降
臨
何
一
迫
降
臨
密
切
結
合
的
學

教
會
的
生
活
是
飾
品
於
耶
穌
的
做
活
是
他
從
泊
的
神

劫
證
錢
和
凱
使
這
只
要
體
味
耶
穌
的
話
就
可
心
領
帥

，
會
「... 

耶
穌
站
著
大
聲
喊
批
准
若
渴
到
我
這
漢
來
喝

一
吧
凡
信
從
我
的
就
如
經
上

說
從
他
的
心
中
要
流
出
活

細
一
水
的
江
凡
他
說
這
話
是
指
那
信
仰
他
的
人
將
要
領
受

一
的
嬰
神
學
神
還
沒
有
賜
下
因
為
耶
穌
還
沒
有
受
到
光

榮
」
(
約
7

盯
叫
)
逗
幾
句
圳
的
深
奧
反
思
是
世

人
如
果
信
從
耶
穌
會

，問
他
領
艾
拉
伯
必
泡
「
而
且
恩
寵

上
加
恩
寵
」
(
右

1
M
)
可
是
在
街
施
各
樣
恩
能
以

前
耶
穌
先
改
受
活
受
死
投
腳
m
d
從
而
他
釘
死
你
復
活

的
耶
穌
紛
成
f

「
流
泊
水
的
取
一
一
般
」
(
則
約
1
4
9見

自
M
S
)
學
山
入
“
打
望
所
以
這
樣
品
解
耶
穌
的J而
且
是
凶

得
一
方
函
憶
超
師
傅
的
法

-
d
u
n
-方
出
把
師
傅
的
品

言
來
比
做
目
的
的
學
教
會
的
生
干
的
耶
穌
闕
趴
叫
聲
一
艸
所

作
的
諾
言
如
下

按
叫
趴
觀
一
幟
血
口
帥
的
三
一
耐

t
日
耶
穌
結
過
每
逢
門
徒

通
過
非
凡
凶
線
時
天
父
必
派
遣
自
己
的
車
神
來
扶
助

他
們

(
谷
的
H
|

悶

)
然
而
學
若
望
划
給
我
們
保
存

了
耶
穌
允
#
州
學
州
的
世
間
做
(
右7
盯
l
m

M
口
的
M

M
N
H
M
間
參
見
右

-
4
.
5
6
)

拔
打
天
父
因
墊
子
的
祈
禱
昕
耍
派
遣
的
聖
艸
乃

是
真
煦
的
一
州
市
卅
怕
他
在
他
的
門
徒(
學
教
會

)
內
要

引
導
教
會
進
入
完
善
的
真
斑
按
約
若
教
會
給
甘
扭
扭
官
作

證
且
要
保
淑
女
也
教
會
他
。
每
州
將
不
增
加
甘
白
皮
新

進
刷
地
而
只
從
科
教
會
追
憶
耶
穌
品
的
海
拔
使
教
會
能

徹
悟
其
中
的
伊
、
滿

半-
u
M
F
、
社
竹
叫
廿
五
騙
血
日
昕
而
峨
的
瓦
刊
主
的
謊
言
究
竟
是

如
何
實
踐
的
可
參
閱
宗
徒
大
事
錄
這
本
記
錄
魯
素
稱

「
連
一
神
的
一
幅
立
目
」
因
為
它
品
述
法
俘
的
斂
，
會
怎
樣
受

學
帥
的
引
導
常
在
學
艸
內
生
活
(
宗
2
9

恥
的
甜
"

2
e
m
m
等
處
)

宗
特
別
注
意
學
紳
向
外
的
作
為
證

明
耶
穌
的
諾

言
天
天
在
學
教
會

內
應
驗
至
圳
股
它
的
歷
史
的
「
形
而

上
校
」
就
得
研
讀
聖
保
祿
的
這
信
了
聖
保
祿
關
於
捏
一

帥
的
道
理
句
簡
單
歸
納
育
以
F

幾
端

(
a
)那
叫
耶
穌
臼
死
者
中
復
活
的
學
科
(
羅
1

4
)
也
使
他
。
基
督
)
成
r

「
使
人
生
活
的
神
」
(
格

的

的
“
)
-
逗
是
說
復
活
的
耶
穌
耍
恩
賜
娶
一
腳
叫
人
從

何
話
中
復
活
而
生
活
在
基
管
內
以
便
結
舌
耶
穌
偕
向

前
穌
光
榮
天
父
聖
艸
萬
不
能
離
開
基
皆
因
此
保
祿
描

述
注
目
信
徒
生
活
有
時
說
我
們
(
基
管
徒

)
住
在
基
阿
宮

內
卜
"
時
按
我
們
居
淤
娶
一
艸
內(
迦
2

目
四
3
3

羅
8

1

i

u

等
處
)

(
b
)耶
穌
不
斷
結
著
學

神
速
築
自
己
的
妙
身

(
絡
的
l

s

l

抽
)
要
知
道
如
何
舉
辦
從
事
這
項
工

作
品
波
羅
8

(
C

)結
著
捏
一
艸
待
死
的
眾
人
蒙
受
了
一
種
新
生

活
他
們
成
f

新
造
之
物
或
新
創
造
紙
且
宮
里
神
天
主
的

控
，
「
要
戰
勝
罪
惡
要
戰
勝
死
亡
而
脫
離
法
律
的
束
縛

這
不
是
說
我
們
的
超
性
生
活
已
達
到
其
岫
峙
，
點
保
除
一
次

得
很
清
楚
我
們
是
「
己
蒙
受
學
肺
的
初
來
」
(
羅
8

自
)

又
品
「
天
主

... 

在
我
們
心
喪
賜
F
m
E
u
腳
作
內
低
押
」

(
絡
後
l
n
)
又
說

「
因
為
我
們
得
級
還
是
在
於
希

望
所
希
望
的
右
巳
看
見
就
不
是
希
望
了
」
(
羅
8

H
)

過
此
我
們
在
世
的
生
活
是
作
戰
的
生
活
信
德
的
生
活

可
是
我
們
愈
以
信
德
生
活
說
們
心
里
念
經
驗
塾
帥
的

作
寫
和
耶
穌
的
存
臨
也
愈
熱
望
永
遠
與
吾
主
生
活
同

在
以
上
是
羅
8

輩
有
關
單
一
帥
的
珍
貴
道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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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

祖
祖
附
帶
'
，
述
墨
跡
的
位
織
或
一
神
格

划
一
在
制
制
趴
筆
者
且
心
目
吋
「

m
r神
」
只
是
指
天
主
的

.
一
種
力
壘
而
不
是
一
個
位
裕
在
新
約
中
仍
釘
不
少
的

地
方
「
學
州
」
遠
合
釘
的
約
所
舍
的
念
義
但
其
中
尚

有
些
地
方
作
者
用
「
單
一
神
」
二
字
是
指
天
主
第
三
位

學
科
或
是
指
天
主
的
一
種
總
能
解
經
學
家
，
有
所
懷
疑

不
敢
次
定
關
於
這
一
點
我
們
在
此
無
忌
細
加
討
論
只

指
治
新
約
的
一
些
經
文
內
的
「
里
神
」
實
是
指
天
主

思
于
三
的
第
三
位
是
指
一
位
格
或
制
格

瑪
犯
"
記
載
耶
穌
所
授
的
洗
禮
方
式
十
分
清
楚

鴨
山
山
天
主
學
三
的
各
攸
名
的
情
宗
的
祖
「
因
為
車
輛
和

我
們
決
定.•. 

」
一
旬
也
指
明
聖
神
是
有
神
格
格
前
也

4

1

.

尤
其
是
格
後
的
間
，
史
確
定
學
科
乃
是
天
主
學

三
中
自
成
-
他
的
第
三
位

可
是
最
清
經
講
學
神
為
天
主
學
三
中
的
一
獨
立

位
格
並
與
學
父
放
學
子
固
體
的
線
筆
者
意
見
要
算
若

望
福
音
和
默
示
錄
r

在
一福
音
中
r
h望
品
載
天
父
派
遣

的
那
位
護
慰
者
(
M
甜
)
是
發
於
父
的
真
理
之
神
(
的

品
)
由
父
因
耶
穌
的
名
派
遣
來
附
代
替
伸
展
管
教
叫
川-H

徒
(
M
品
)
為
基
督
作
澄
(
的
自
)
收
悄
流
V

哎
，
附

於
罪
惡
正
義
和
驚
叫
們
所
犯
的
泊
技
... 

(
的
S
I
H
)

在
默

-

-
hd

中
他
品
述
那

M
M
勾
心
卜
口
嗜
殺
會
的
剛
才
一
艸
顯

然
是
例
卜U
A州
格
的

a

川川N
H

與
支
父
凡
品
展
品
日
布
別(
2

7
u

口

m
3
6

悶

n
M閃
閃
)

的
確
如
同
在
別
的
道
理
上
同
樣
關
肝
、
學
帥
的
道

理
學
若
望
是
完
成
r

新
約
的
啟
示
致
使
以
後
講
論
或

卡三 ;IfU 05-2107 

辯
護
有
關
聖
神
道
理
的
教
父
和
聖
師
通
常
都
研
究
或

詳
解
學
若
望
的
教
也
如
草
樹
叫
吼
要
凹
酬
智
學
亞
大

納
削
學
奧
斯
定
學
多
瑪
斯
學
文
部
辣
等

見
天
主
耶
穌
廷
椏
口
三
位
一
體
奧
路
人
寢
抽
明
天
使

魔
鬼
教
會
奇
恩
耶
穌
下
降
陰
府
等

(
4即
由
)

5

日

三
K
E

\
目
。
τ
F
Z
J
-
-
-



m
車
主
叫
叫可
o
L
L
g
n
g
)

見
巴
力
斯
坦

捌聖
地
地
誌
(
。S
E
E
M
S口
)

是
一
本
最
早
的
論
及
摯
地
地
理
拔
地
形
的
書
結

出
於
第
四
世
紀
初
歐
色
彼
/
~
手
他
拔
照
希
擻
字
母
的

次
序
將
部
份
新
舊
約
中
的
地
名
筆
之
於
者
(
註
諾
阿
約

只
釘
五
封
E
U穌
民
及
列
王
紀
新
約
只
眼
於
一
禍
首
上
的
地

名
)
共
列
即
嘻
地
名h
H于
餘
u
h
在
右
並
在
每

一
地
名
之

下
加
以
言
簡
意
肢
的
註
解
攻
它
與
附
近
地
院
彼
此
之

間
的
距
離
因
為
它
是
一
種
創
舉
再
加
上
作
省
無
其
他

由
西
游
可
供
參
考
而
只
是
就
自
己
汁
嚕
地
之
經
驗
扎
扎
叫
心

為
昕
皮
下
t

~川
、

向
收
此
扒
拉
瑋
恕
的
地
方
是
難
所
避

免
的
啥
叫

仙
此
，
匕
仍
煞
是
一
部
十
分
有
歷
史
價
值
的

人
在
兵
的
時
至
今
日
它
仍
是
研
究
翼
地
地
理
的
學
者

們
所
決
t
h
能
忽
囂
的
E

兵

它
彼
一
早
就
被
一
位
不
知
名
的
作
者
譯
成
挂
了
文

但
可
怕
比
譯
智
的
拉
丁
文
飯
筒
且
陋
譯
作
之
錯
誤
十

分
多
收
此
的
淵
明
兩
尼
莫
不
得
不
於
三
八
九l
三
九
一
年

間
將
它
重
新
雙
頭
問
世
名
之
謂
「
論
希
伯
來
文
地
名

及
其
位
置
」
(
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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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撤
羅
漏
聖
殿
達
咪
奠
定
凶
←
爭
之
後
雖
曾
釘
佩
忠

馬
上
主
建
立
一
座
適
當
的
太
般
也
未
能
成
事
至
徹
羅

淪
繼
位
後
第
四
年
才
正
式
策
創
持
上
主
在
耶
京
建
立

一
座
富
麗
堂
皇
的
大
殿
這
個
巳
程
廳
時
七
年
才
告
完

成
(
見
列
上
6
8

編
下
3
4

耶
扭
則
紛
l

n
M
)娃

般
的
地
點
是
在
聖
城
東
北
角
上
的
摩
黎
雅
山
丘
上
所

用
的
匠
人
及
材
料
是
由
提
洛
王
希
蘭
供
應
股
門
猶
如

埃
及
人
的
廟
宇
面
向
東
方
整
個
建
築
物
晏
長
方
形
內

分
三
部
郎
庭
院
車
所
和
至
里
所
庭
院
又
分
為
二
其
一

是
內
院
亦
稱
司
發
院
因
只
准
司
祭
可
以
出
入
其
間
其

中
設
有
全
矯
祭
續
銅
梅
和
十
倘
能
移
動
的
盆
榮
共
二

是
外
院
固
定
以
民
聚
集
的
地
方
學
所
內
有
災
脊
的
的
玖
姐

是
司
祭
每
天
進
入
焚
香
的
地
方
並
有
十
個
億
台
和
陳

列
餅
桌
在
至
連
一
所
內
有
約
櫃
約
櫃
之
上
有
兩
個
木
刻

的
包
金
制
制
實
各
高
約
五
公
尺
其
翅
有
二
點
七
五
公

尺
遮
蓋
看
約
櫃
聖
殿
的
入
口
處
兩
邊
豎
有
兩
個
高
達

十
公
尺
左
右
的
銅
住
一
名
雅
津
一
名
旅
阿
次
其
直
叫
他



2107 十三鑫. 950 . -

嗽
羅
滿
聖
殿
卅
五
會
權
圍
有
止
6
7

)

聖戰模型



-
有
兩
公
尺
聖
殿
旁
有
三
層
廂
房
供
司
祭
荐
肢
祭
司
把
用

細
一
扎
學
者
們
大
部
同
志
聖
殿
的
建
築
是
根
據
刷
閥
割
和

-

客
納
罕
人
的
建
築
術
事
實
上
考
古
學
者
已
證
貿
部
一
一
般

與
中
東
一
些
發
掘
出
來
的
偉
大
殿
字
不
無
相
似
地
方

2

則
魯
巴
貝
耳
聖
殿
公
元
前
五
八
七
年
上
述
學

殿
被
巴
比
倫
王
傘
步
高
破
壞
無
餘
是
以
充
軍
歸
來
的

以
民
的
主
要
課
題
之
一
即
是
重
建
上
主
的
聖
殿
這
座

聖
殿
在
幾
經
周
折
之
後
終
於
公
元
前
五
一
六
年
完
成

(
參
見
厄
上
3
l
6
蓋
2
2
1

，
)
大
體
上
雖
仍
仿

效
奮
學
殿
的
樣
式
但
這
不
知
的
們
學
般
宮
附
麗
堂
皇
首
先

在
至
學
所
內
最
具
有
宗
教
價
值
代
表
天
主
臨
在
的
約

櫃
已
不
復
兒
學
所
的
十
個
燈
台
亦
付
缺
如
只
有
一
座

七
文
淹
台
(
見
加
上
1

缸
4

的
日
)
這
座
學
般
會
受

到
安
提
約
古
厄
丕
法
乃
的
破
壞
後
經
寫
加
伯
兄
弟
重

加
修
押
時
裝
飾

3

闖
世
以
洛
德
大
殿
雖
然
一
事
實
上
大
黑
洛
德
所
煌
的

這
座
車
般
在
歷
史
上
應
被
視
為
第
三
座
但
是
猶
太
人

划
大
都
不
承
認
這
個
事
實
只
站
為
它
是
則
魯
巴
具
耳

大
殿
的
美
化
工
程
而
已
黑
幕
德
一
方
面
為
獲
得
猶
太

人
的
好
感
另
一
方
面
為
編
自
己
好
大
喜
功
的
心
願
乃

自
公
元
前
十
九
年
開
始
歷
九
年
之
久
重
新
修
建
了
耶

京
舉
殿
樁
式
上
雖
然
完
全
仿
效
r

撒
暉
爬
滿
連
一
般
但
實

際
部
遠
遠
超
過
了
前
者
的
富
麗
堂
皇
只
就
學
殿
周
圍

的
廣
場
而
言
就
擴
充
了
一
倍
以

上
而
皇
一
東
四
六
二

百
四
九
一
南
二
八
一
北
=
二
0
公
尺
的
廣
大
面
積
在

其
上
建
築
了
三
層
前
所
未
有
的
寬
大
庭
院
第
一
個
庭

十三 1盟2108 

院
也
說
是
最
外
邊
的
一
個
稱
為
「
異
民
庭
院
」
是
任

何
人
都
可
進
入
的
地
方
此
庭
院
的
內
界
上
有
隔
離
異

民
的
石
階
石
階
上
以
捉
了
反
希
磁
文
詩
明
禁
止
任
糾

異
民
進
入
這
者
處
以
死
刑
庭
院
的
南
北
兩
端
建
有
美

麗
的
走
臘
的
「
撤
羅
浦
路
」
(
若

ω
臼
宗
3
u
5

刊
)
和
「
王
廊
」
其
內
部
較
高
的
庭
院
是
專
為
猶
太

人
而
設
分
「
婦
女
庭
院
」
及
「
猶
太
人
庭
院
」
再
就

是
「
司
祭
庭
院
」
其
中
凡
欲
街
全
矯
祭
跟
其
他
部
分

則
與
舊
日
的
要
殿
完
全
相
同
只
是
在
至
學
所
中
再
無

約
假
山
城
里
…
洛
德
在
學
殿
的
西
北
角
更
娃
築
了
一
座

「
安
多
尼
堡
壘
」
有
士
兵
位
守
用
以
監
視
聖
殿
中
猶

太
人
的
行
勁
以
維
持
秩
序
可
惜
這
路
最
偉
大
的
聖
殿

只
能
維
持
至
公
元
七

0
年
的
八
月
便
盡
形
毀
於
羅
馬

人
之
手
自
此
猶
太
人
的
聖
殿
使
自
歷
史
上
完
全
消
跡

直
至
今
日
(
韓
)

珊
聖
家
逃
亡
埃
及

「
咐
，
【
M
m
Y
H
MD
H
。
開
間
可M
M
H
J

/
閉
，
￠
m
m
w』D
K
V
O
間
可
可
神
戶
口
之

太
約
在
賢
士
離
去
的
常
夜
「
上
主
的
天
使
托
夢

顯
肝
、
右
扭
曲
」
告
訴
他
應
逃
難
遠
走
埃
及
若
瑟
按
法
律

是
一
家
之
長
故
有
安
排
家
庭
的
事
務
及
接
受
來
白
天

主
使
命
的
責
任
但
這
個
使
命
是
一
項
有
重
大
關
係
的

事
是
一
項
緊
急
的
命
令
「
起
來
逃
往
埃
及
」
擺
在
若

瑟
眼
前
的
是
前
途
茫
茫
困
難
重
重
的
遙
遠
路
程
但
他

毫
不
遲
疑
「
便
起
來
星
夜
帶
了
嬰
孩
和
他
的
母
親
送

遞
到
埃
及
去
了
」
(
瑪

2
H
)
耶
穌
來
比
世
祥
的
他

命
是
放
般
人
類
的
使
命
是
受
苦
的
使
命
故
此
他
這
次

行
程
決
不
是
如
偽
經
仁
的昕
泣
的
那
麼
光
榮
立
♀
他
途

經
之
地
獅
子
變
成
善
良
的
野
獸
棕
糊
樹
使
下
重
以
其

濃
蔭
來
遮
散
他
以
其
果
寶
來
滋
達
他
埃
及
的
邪
呻

吟

像
自
勁
倒
塌

埃
及
是
當
時
避
難
的
理
想
去
處
它
是
一
個
羅
馬

行
省
由
總
督
來
治
理
處
於
黑
落
德
的
勢
力
能
間
之
外

並
在
制
別
的
圓
圓
圳
刺
劉
到
城R
A赫
|
到
制
蚓
盟
(
因
?

出
。
苦
口ω
)織
有
強
大
的
猶
太
僑
民
圓
缺
傳
說
竟
達
一

百
萬
人
當
然
是
信
一
染
的
說
法
這
些
社
團
並
有
慈
苦
卓

業
的
組
織
照
顧
那
些
貧
窮
及
逃
難
而
來
的
同
胞
很
可

能
學
家
也
會
受
其
惠

路
線
當
時
有
兩
條
抵
達
埃
及
的
道
路
其
一
是
最

普
通
訊
戊
喝
隊
怕
行
的
道
的
自
問
制
南

F

至
州
則
甜
再

器
為
北
上
經
貝
特
基
布
陵
(
因

O
X
O
H
Z
E
)至
迦
鐘

由
此
城
順
沿
海
大
道
下
至
埃
及
其
二
是
純
赫
貝
結
反

問
i

爾
舍
叫
而
穿
過
曠
野
地
回
至
喇
恥
前
者
較
為
便
利

後
哲
划
艱
苦
危
險
學
家
究
竟
取

r

那
一
條
路
我
們
不

得
而
且
所
知
者
是
自
創
制
至
喇
別
約
有
五
百
公
理
之

遙
步
行
需
半
個
月
才
可
到
達

在
埃
及
寄
居
何
地
無
線
可
考
故
不
能
確
知
在
現

今
關
線
的
古
城
區
有
一
座
古
老
的
小
堂
名
阿
步
撤
爾

蚓
(
K
F
EEF
門
開
心
)
者
向
被
視
為
學
家
的
居
留
地
但

同
時
在
制
別
的
中
部
及
南
部
也
有
些
類
似
的
傳
說
及

記
念
地
點
但
都
不
足
為
憑
(
韓
)



岫W
R
岳
噴
z
n
E
H
防
「
M
W
E
E
2
ω
H
J
聖
體
學
事

訓
耳
主
陶
酷
耳
←
司
司f
F
n
F
R
E
E
」

三
』

1
:

J

弓
，
、

的
原
文
作

關
E
E
E
E

o
-
這
一
名
泊
之
間
寫
學
事
是
公
元
第
二
世

紀
的
事
雖
然
一
福
音
(
谷
8

e
M
n
路
口
峙
的
u
若
口

“
)
尤
其
保
練
著
信
上

(
凡
三
卡
六
次

)
曾
多
次
提

及
這
一
名
詞
但
它
大
都
是
用
指
祝
福
讚
美
感
恩
的
敏

浦
開
赦
常
與
祝
福
相
提
併
用
(
谷
8
6
7
M
n
n
絡
前

MM) 

1

相
似
的
習
俗

m
f體
不
但
是
七
件
塾
事
之
一
而

主
要
的
還
是
祭
獻
盯
穌
時
代
的
外
邦
人
及
猶
太
人
慣

行
的
法
廷
在
祭
悍
峙
中
大
家
共
享
樂
物
(
絡
削ω
間
，
自
)

這
是
許
D夕
世
紀
以
來
的
傳
統
(
創
仇
的
?
“
山
圳
的
u

民
9
盯
繳
上
9
n
等
)
，
並
且
他
們
惘
倍
瓜
分
食
祭
品

批
可
與
神
相
m甲
、
合
(
絡
的m
u
n
)
指
太
人
最
主
要

的
學
鐘
要
算
是
寫
紀
念
仙
離
埃
及
和
商
乃
盟
約
而
治

行
至
今
的
巴
斯
卦
這
席
(
出
門
M
U
圳
的8
)
基
於
此
w耶

穌
建
立
了
取
一
體
的
法
獻
以
禮
品
質
人
類
自
昇
耐
心
中
的
貫
正

解
脫
(
瑪
鈞
甜
)
及
新
約
的
位
立
(
谷
也
問
且
)
外

教
人
同
猶
太
人
舉
行
祭
獻
所
獻
的
禮
品
除
牲
帝
之
外

也
有
獻
餅
汶
涵
的
習
慣
如
耶
穌
的
頭
像
默
延
瑟
德
會

奉
獻
餅
柄
盟
的
祭
(
創
刊
H
M
希
7
)
技
谷
木
蘭
文
件
的

記
載
在
此
地
的
宗
教
團
體
巴
色
尼
人
亦
有
這
種

獻
餅
滴
的
習
慣
雖

然
在
學
體
也
立
之
前
已
有
這
些
相

一
似
的
習
俗
但
是
右
泊
在
這
種
祭
獻
中
所
獻
之
餅
一
曲
變

m
M一成
神
(
耶
穌
)
的
甜
苦
體
學
血
(
釗
M
n
l
M
)
則
是

一
「
雪
健
嬰
事
」
所
獨
有
的
新
的
特
點
是
猶
太
習
俗
中

2109 十三

史
無
前
例
的
創
舉
因
為
猶
太
人
向
來
厭
惡
人
祭
(
列

下
的
3

口
叮
釗
e
幻
ω

等
)
並
嚴
禁
人
食
動
鉤
的
血

(
創
9
4

申

U
M
肋
口
u
i
u

若
6

叫
“
)

2

學
體
學
事
的
預
報
若

望
一
隔
音
乏
與
對
觀
一
腦
血
目

不
同
的
地
方
之
一
是
它
沒
有
提
及
學
體
學
事
的
建
立

但
它
划
清
鍾
的
寫
下
了
星
體
鑒
事
的
預
報
這
事
大
約

發
生
在
耶
穌
受
鍾
的
前
一
年
「
巴
斯
卦
」
笛
的
前
後

(
右
6
.
)
這
間
陋的
告
與
耶
穌
一
生
的
作
風
是
完
全

相
符
合
的
在
任
何
大
事
發
生
之
前
耶
穌
習
慣
先
將
之

告
訴
宗
徒
(
如
被
質
普
受
難
而
死
捏
一
艸
降
臨
宗
徒
受

迪
拉
口
以
快
耶
祟
的
毀
滅
等
)
寫
的
是
在
心
路
上
學
備

他
們
耶
穌
訊
時
所
指
的
H
A
-
-
他
具
體
的
事
實
的
他
的

肉
他
的
血
而
不
是
屬
於
一
種
吸
傲
的
品
法
更
不
是
單

純
地
在
求
聽
眾
判
其
道
卸
的
信
心
這
是
不
容
懷
疑
的

葉
其
一
郎
穌
前
時
昕
用
的
訓
旬
與
在
建
立
學
體
藝
事

時
所
用
的
完
全
一
樣
具
二
民
眾
的
反
斷
地
「
一
逼
人
怎
麼

能
把
他
的
肉
給
我
們
吃
」
的
斗
的
(
右
6

臼
)
宗
徒
們

的
機
愕
(
結

6
U
)

都
在
在
為
此
作
證
並
且
耶
穌

堅
決
的
恆
度
亦
在
道
明
他
的
話
除
了
按
字
意
解
釋
外

沒
有
真
他
的
意
義
雖
然
百
姓
皮
門
徒
大
起
反
述
問
離

倒
了
他
也
沒
釘
使
他
改
變
型
尸
體
也
一
一
事
的
道
盟
友
意
義

(
若
6

時
|
甜
甜
甜

甜
的
)
在
這
預
告
之
前
耶
穌
先

顯
示
r

增
餅
的
奇
蹟
其
目
的
郎
在
預
備
百
姓
的
心
接

受
耶
穌
的
道
理
他
就
是
生
命
的
粒
食
(
右
6

日
)

3

雪
健
m
t
F爭的
娃
立
這
件
雪
事
的
建
立
見
於
對

觀
福
音
永
保
祿
杏
倍
(
谷
M
n
|
站
碼
耐
心
甜
盯
路

U
H
M
格
前
u
n
!
"
)
上
述
的
捏

一
經
部
份
所
起

誠
的
都
大
同
小
異
並
且
都
是
屬
實
的
記
載

(
1「Z
E
切

問
g
E
Z
)
這
是
學
者
們
所
公
認
的
建
立
的
時
問
史

環
反
是
在
最
後
巴
斯
卦
晚
餐
中
(
谷

M
H
等
)
大

約
是
在
晚
餐
完
畢
後
耶
穌
才
祝
聖
了
麵
餅
及
酒
(
路

扭
扭
格
前
口
自
)
把
餅
學
開
交
給
門
徒
們
說
「
這
是

我
的
身
體
」
(
谷

M
M
)
後
來
又
把
祝
草
了
的
研
遞

給
他
們
說
「
這
是
我
的
血
」
(
谷

M
n
)
如
果
在
這

里
耶
穌
有
象
徵
的
意
思
|
「
這
象
徵
我
的
身
體
」

他
一
定
不
會
用
一
「
是
」
字
並
且
一
定
會
精
鐘
向
門

徒
們
解
釋
兔
得
他
們
誤
會
就
如
在
其
他
的
許
多
機
會

上
耶
穌
如
此
作
過
一
樣
(
瑪
M
口
的
1
若

6

時
)
再

說
餅
及
酒
也
不
能
固
定
耶
穌
血
肉
的
理
想
象
抖
出
門
徒
們

明
白
了
耶
穌
的
真
正
意
義
並
姐
比
傳
授
給
初
期
的
教

友
們
(
格
前
m
u
等
口
甜
口
)
脫
利
膽
大
公
會
議
的

規
定
實
是
就
事
論
事
的
定
論
(
F
Z
E
v
h

H
H
H
E
可
﹒

?
N
u
m
o
g
-

。

M
h
M
們
口
E
M
H

﹒
?
)

自
耶
穌
建
定
學
體
聖
事
那
一
刻
他
已
將
自
已
之

趴
作
為
贖
罪
的
第
獻
直
至
他
死
在
十
字
梁
上
這
格
外

由
他
所
改
「
這
是
我
的
血
新
約
的
血
肉
大
來
傾
流
以

赦
免
罪
過
」
(
瑪
叫
甜
甜
路
詔
"
)
的
話
可
以
消
位
石

山
這
幾
旬
話
可
說
是
山
山
"的
，
的岡
1日
耶
穌
以
自
己
的

血
立
定
了
新
約
而
結
束
f

梅
瑟
以
牛
的
血
所
立
定
的

信
約
但
是
新
約
的
定
立
是
普
及
的
是
永
遠
的
(
耶
H
U

缸
希
7
M
8
1

•• 

m
a
)
若
望
一
福
音
指
出學
體
祭

獻
的
效
果
獲
得
天
主
的
生
命
及
來
日
的
復
活
(
若

6



-
H
肘
)
但
(
寫
叫
“
詞
)劫
只
指
刮
了
它
消
搔
方
面
的
效

削
-K
罪
過
的
教
扎
神
口
阻
擊
一
事
是
在
建
定
墓
禮

B
一
一
事
的
同

-
時
建
立
的
它
雖
不
見
於
焉
谷
創
見
於
路
叫
“M
及
格
前

刊
訕
訕
這
件
里
事
與
舊
約
中
慶
祝
「
逾
越
簡
」
(
巴

斯
卦
)
時
上
主
給
與
以
民
的
命
令
有
關
「
你
們
要
世

世
代
代
過
這
簡
日
作
為
永
遠
的
法
規
」
(
出
u
u

日

，
申
M
W
S
)

3

星
體
里
事
在
教
會
內
的
實
施
最
古
的
記
載
見

於
宗
2

u
l

“
郎
在
學
神
降
臨
後
不
久
新
興
的
教
會

即
開
始
舉
行
「
團
聚
學
餅
祈
禱
」
多
舉
行
於
私
人
家

庭
中
(
宗
1

時
2

“
5
“
)
學
餅
本
是
猶
太
人
的
傳

統
說
法
是
指
任
何
聚
餐
而
言
但
在
新
約
上
很
快
便
亦

用
來
指
示
聖
體
學
餐
(
格
前m
M
U
H

路
n
H
M
M臼
)

在
公
元
五
四
或
五
五
年
上
格
林
多
城
的
教
友
己
正
式

在
過
著
草
種
學
事
的
生
活
學
保
祿
將
里
也
深
奧
的
道

理
講
給
格
域
的
教
友
們
聽
(
格
前

m
u
)
其
次
關
於

嬰
體
娶
一
爭
的
記
敘
亦
見
於
宗
幼
?
等
由
此
可
見
宗
徒

們
嚴
格
地
遵
守
了
耶
穌
的
教
訓
「
你
們
應
行
此
禮
為

紀
念
我
」
(
路
n
H
)
很
早
便
將
這
學
體
大
體
傳
揚

至
各
地
這
亦
在
說
明
何
以
當
學
史
們
寫
對
觀
一
福
音
時

只
是
對
它
的
建
定
作
了
簡
要
的
敘
述
何
以
當
里
若
望

在
第
一
世
紀
末
寫
他
的
福
音
時
根
本
說
沒
有
提
到
墓

禮
嬰
事
及
學
體
祭
獻
的
建
立
鑫
當
時
一
切
的
教
友
已

處
處
在
舉
行
及
崇
拜
信
仰
耶
穌
學
體
的
奧
蹟
實
在
沒

有
必
要
再
將
它
的
建
立
過
程
筆
之
於
書

十三2110 

(
韓
)

m聖
神
默
戚
(O
E
D
Z
R
E
D
E
8
2
)

「
娶
一
腳
默
感
」
通
論
是
教
宗
庇
護
十
二
世
於
一

九
四
三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為
紀
念
教
宗
良
十
三
世
所
頒

發
的
「
上
智
的
天
主
」
通
為
五
十
過
年
而
頒
發
的
茲

通
識
相
當
長
都
數
千
言
要
之
可
分
前
後
兩
部
前
一
部

較
短
是
一
歷
史
性
的
罔
顧
郎
追
述
教
宗
良
十
三
世
以

及
他
的
總
位
者
五
十
年
來
對
聖
經
學
方
面
所
有
的
貢

獻
首
先
良
十
三
世
於
一
八
九
三
年
頒
發
了
極
重
要
的

「
上
智
的
天
主
」
通
論
在
茲
通
論
中
教
宗
會
強
調
聖

經
的
不
能
差
錯
性
其
次
批
准
道
明
會
士
在
耶
京
所
創

辦
的
學
經
學
院
最
後
在
他
(
國
坤
教
宗
)
的
末
年
成
立

了
「
宗
座
車
經
委
員
會
」
之
後
論
及
教
宗
良
以
後
的

數
位
教
宗
對
加
強
研
究
聖
經
的
數
件
大
事
即
教
宗
庇

護
十
世
授
權
嬰
經
委
員
會
頒
發
聖
經
學
學
位
此
外
又

立
定
了
修
院
內
有
關
教
授
聖
經
學
的
扭
扭
律
使
研
讀
學

經
的
學
生
不
僅
自
己
明
瞭
而
且
也
會
講
解
教
授
他
人

尤
其
能
針
對
攻
擊
教
會
的
唯
理
派
學
者
為
學
經
作
辯

護
末
後
他
又
於
一
九

O
九
年
在
羅
馬
創
設
了
「
宗
座

車
經
研
究
院
」
托
給
耶
穌
會
會
士
辦
理
再
後
又
提
及

庇
護
十
一
世
一
本
過
去
教
宗
良
十
三
庇
護
第
十
同
樣

的
精
神
在
掛
蚓
創
立
了
學
勳
織
間
與
修
院
托
與
科
閣

會
神
父
使
他
們
特
別
專
心
研
究
並
從
事
出
版
所
謂
技

T
通
行
本
考
訂
本
最
後
則
提
及
教
宗
本
篤
十
五
世
為

勸
人
愛
護
動
讀
學
經
會
頒
發
了
「
護
慰
者
學
科
」
通

識
之
後
教
宗
在
總
結
前
一
部
份
時
說
自

上
述
他
的
前

任
數
位
教
宗
所
作
所
為
一
足
夠
使
那
些
仍
未
岫

m
t准
許
有

的
成
見
以
我
公
教
會
不
注
重
學
經
之
改
可
不
攻
自
改

在
後
一
部
分
亦
郎
本
通
渝
的
主
要
部
份
教
宗
針

對
當
前
的
光
是
作
了
以
下
數
種
明
確
的
指
示
1

首
先

應
注
重
學
經
的
原
文
准
有
研
究
學
經
原
文
才
是
真
止

以
科
學
方
法
研
究
學
經
為
此
攻
讀
東
方
占
比
諾
言
尤

其
嬰
經
作
者
所
用
的
語
言
如
希
臘
文
阿
刺
美
文
希
伯

來
文
可
說
為
研
究
學
經
的
人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條
件
因

按
教
宗
的
活
任
何
一
種
譯
文
即
使
最
好
的
譯
文
它
的

價
值
和
權
威
也
不
能
和
原
文
絕
對
地
等
區
齊
觀
其
次

應
注
意
學
經
的
校
訂
工
作
亦
即
益
可
能
恢
往
要
經
經

文
本
來
面
目
因
車
經
經
過
數
十
世
紀
輾
轉
艙
抄
因
抄

寫
者
有
心
無
心
的
加
添
遺
漏
錯
置
重
波
等
使
運
終
受

到
了
一
定
或
多
或
少
的
損
害
且
是
以
教
宗
切
願
公
教
學

經
學
器
對
劉
樹
原
文
以
放
古
譯
本
都
能
作
一
番
校
汀

工
作
而
出
版
聖
經
校
訂
本
教
宗
同
時
指
山
上
述
兩
點

對
蚓
利
刷
刷
大
公
會
議
對
叫
刊
副
削
斜
的
叫
裁
決
案
毫
無

抵
觸
因
為
該
議
決
案
不
但
沒
有
禁
止
而
且
希
望
能
將

劉
樹
拔
制
配
制
制
制
原
文
山
版
間
也
此
趴
該
議
決
案

只
認
出
丌
副
研
刺
在
有
關
倫
理
和
信
德
道
理
方
面
絕

無
錯
謬
處
是
以
盡
可
放
心
以
往
丁
通
行
本
來
誰
明
辯

護
公
教
要
凰
但
並
非
以
的
丌
副
研
制
的
權
威
遠
在
戰

刷
刷
原
文
之
L
而
且
所
認
為
的
權
威
只
屬
於
法
律
性
的

並
不
涉
及
有
闊
別
丌
副
研
斜
的
考
訂
價
也
么
關
於
解

經
學
的
問
題
教
宗
特
別
強
調
首
先
應
著
重
字
意
即
娶

作
者
所
以
用
某
三
子
所
願
說
的
意
恩
而
不
是
解
經
學



者
以
為
學
作
者
有
某
一
意
思
此
外
對
某
一
書
面
前
從
艸

學
方
面
注
意
有
關
倫
理
與
信
仰
的
道
理
不
要
只
在
這
間

言
學
歷
史
考
古
等
項
目
上
下
功
夫
至
於
團
團
靈
性
的
解

釋
(
F
E
E
ω
Y
Z
C扎
在
聖
經
內
固
然
有
這
意
義
創

天
主
藉
舊
約
娶
的
言
或
行
以
他
上
智
的
安
排
措
施
預

示
在
新
約
內
行
將
實
現
但
必
需
證
明
某
一
屬
益
性
的

意
義
寶
山
白
天
主
這
一
證
明
或
求
之
於
新
約
或
求
之

於
耶
穌
和
宗
徒
們
的
言
論
或
求
之
於
教
會
的
禮
儀
國

如
俗
語
說
「
祈
禱
的
規
律
亦
即
信
仰
的
規
律
」
至
淤

其
他
借
怠
飯
非
學
經
原
念
雖
然
在
講
道
勸
人
上
非
常

有
發
但
亦
當
特
別
小
心
為
是
而
且
教
宗
引
聖
保
祿
示

徒
的
話
說
「
天
主
的
話
確
實
是
生
活
的
是
有
效
力
的

比
各
種
雙
刃
的
劍
更
銳
利
直
穿
入
靈
魂
和
神
魂
關
節

與
骨
髓
的
分
離
點
且
可
辨
別
心
中
的
感
覺
，
相
思
念
」

(
希4

間
)
是
以
為
打
動
人
心
已
無
須
乎
人
的
班
門
弄

斧
3

教
宗
特
別
提
及
嘗
不
的
性
質
在
今
天
對
啟
示
似

乎
比
過
去
有
γ
更
完
善
深
刻
的
f

解
特
別
以
車
作
者

為
天
主
的
工
具
一
點
的
觀
念
所
謂
工
具
並
非
死
的
東

西
而
是
能
運
用
自
己
固
有
技
能
的
工
具
這
由
各
個
不

同
作
者
的
經
卷
內
可

-
R
f
峙
的
是
以
解
經
例
子
者
不
應

忽
客
每
一
作
者
的
生
活
背
最
初
他
所
用
的
語
言
總
裁

等
亦
即
近
代
學
者
所
慣
稽
的
文
體
類
型
(
m
g
g
z
'

.
H
R
R
E
E
S因
為
古
學
作
者
所
用
的
文
體
和
今
日
西

一
方
文
學
有
很
大
的
分
野
此
外
法
應
注
意
學
作
者
在
法

捌
一述
思
是
引
用
其
他
口
傳
或
筆
之
於
害
的
文
札
抑
或
直

-
拔
得
自
夫
主
亦
即
教
父
所
說
的

上
智
天
主
的
特
別
照

2111-2112 十三

顧
(
口
。
且
已
。

2
3

位
。
)
末
後
教
宗
叫
到
這
一
段
結
論
品
知

對
上
述
各
點
有
所
忽
器
或
不
甚
瞭
解
則
不
兔
有
曲
解

甚
或
誤
解
連
一
經
之
危
險
4

教
宗
淡
及
教
宗
良
十
三
世

時
對
解
經
學
所
衡
的
難
題
到
今
天
已
有
不
少
閻
公
教

學
者
的
苦
心
研
究
獲
得
了
浦
意
解
答
不
過
今
天
倘
有

不
少
種
通
海
要
公
教
學
有
續
續
努
力
甚
至
有
些
難
題

是
無
法
獲
得
解
次
的
就
如
任
何
立
門
學
間
有
它
獨
特

的
必
密
不
過
學
者
們
絕
不
應
因
此
而
灰
心
凌
志
反
而

更
常
加
倍
努
力
不
只
消
極
地
祇
為
應
付
敵
對
者
的
設

難
而
且
更
要
有
情
您
的
民
獻
務
使
對
教
會
的
道
理
尤

其
關
於
聖
經
的
總
是
錯
性
以
及
對
其
他
已
獲
得
了
美

滿
結
論
的
俗
學
部
門
都
能
宵
令
人
淪
瑟
的
解
汶
口
此
外

教
宗
在
改
凡
此
這
一
問
題
時
特
別
動
成
公
教
舉
釘
在
遇

有
困
難
時
不
只
要
心
平
氣
和
而
且
一
更
要
懷
有
搔
大
的

熱
誠
規
定
德
不
要
凡
見
到
新
的
意
見
便
加
以
懷
疑
甚
而

攻
擊
閃
府
除
f

教
會
在
有
關
偷
聽
和
倍
仰
上
的
事
所

特
別
聲
明
的
立
見
戒
何
坤
教
父
們
共
同
所
有
的
思
見
外

尚
有
什
叮
多
而
且
更
重
要
的
問
題
是
經
學
信
得
以
充
分

自
由
研
究
的
5
最
後
教
宗
動
過
三
山
公
教
兒
玄
勤
沒

啥
經
首
先
喝
附
州
父
們
准
為
過
時
要
巾
聽
經
的
費
城

內
吸
取
材
料
尤
其
以
主
耶
穌
的
正
口
行
呵
呵
呵
也
材
但
不
要

忘
是
應
益
日-
E遵
兔
本
非
種
志
而
只
屬
望
文
生
意
的
仕

M
m絢
俏
皮
怕
反
地
要
為
晰
動
聽
地
為
解
一
切
之
後
教

求
訕
訕
主
恥
咱
們
要
特
別
注
意
修
院
教
育
務
使
修
生
都

能
培
養
成
日
後
愛
好
學
經
的
司
鐸
果
如
此
教
宗
針
對

訪
時
被
一
主
潮
是
全
球
的
悄
羽
說
才
有
希
望
能
將
全
人

煩
導
至
仁
慈
的
救
主
的
唯
有
他
才
能
教
導
世
人
真
正

的
正
義
和
慷
慨
大
方
的
愛
德

見
「
上
智
的
天
主
」
通
諭
「
安
慰
之
學
州
」
過

諭
娶
經
委
員
會
經
義
(
義
)

u
商
h
R恥
胸
前
「
旦
旦-
o
J
是
用
來
東
紮
司
祭
們
所

阻
隔
哩

n
R
f
b
M
D
E
Z
S
』

;
1
1

，
』

d

「
J
'
"
1

、
穿
的
細
麻
長
袍
的
一
種

腰
帶
它
是
以
麻
拾
織
而
成
有
不
周
的
色
彩
深
紅
紫
紅

淡
紅
及
白
色
不
等
(
也
必
4

妙
的
"
，
仙
"
目
肋87

泊
的
4
)

兒
司
祭
麻
(
緯
)

u
m
ψ
「
明
。
。HJ
「
胸
」
在
學
經
上
除

f

←
肢
解
柄

，
-
A
』
l
盯
U
F

，
同
》
、
'
，
』

』h
'，

1心
，

2
I
I
:
5

、
「
人
胸
」
(
戶
扭
扭
民4
凹

5
u
)

「
走
獸
的
胸
」
(
飾
8

，
肋
u
n

依
叫
“
四
川
1
7
)

「
采
血
口
的
胸
」
(
叫
幻
揖
)
，
甚
至
「
天
主
的
胸
」
(
山
間

ω
闊
的
2

副
u
u
"
s
m
?
)
之
外
有
時
也
以
部
份

代
表
全
體
比
如
行
定
的
足
(
用
心
而
來
譯
作
「
川
在
于
」
)

是
指
發
個
的
人
(
依
臼
7

測
2
1
)
從
人
的
尼
伯
1日

人
的
足
跡
而
行
(
約

n
u
見
創
刊
叫
抽
巾
刊
晶
晶
撒
上
2

9

等
)
是
指
追
隨
某
人
「
足
陷
泥
的
」
是
指
某
人
准

時
間
向
略
日
此
外
途
窮
而
品
(
耶
叫
“
四
)

「
胸
」
除
f

上
述
的
阮
忠
泊
之
外
白
水
少
合
』
句
再

也
迫
或
象
徵
意
義
的
地
方
但
這
些
t
忠
義
的
來
源
多
與

「
胸
」
木
身
有
自
接
或
閱
接
的
關
係
比
如
踏
足
某
地

即
進
入
歧
佔
領
某
地
之
意
(
蘇
M汁
，
見
申
U
H
列
F

釗
8
)
將
足
置
於
敵
人
之
頸
項
意
即
完
全
克
服
敵
人

在
敵
人
的
血
中
沈
胸
意
謂
將
敵
人
消
滅
無
餘
使
其
一



~
喊
不
被
(
制
沁
訓
刷FU
詢
、
叫
叩
A
u
m
I
)
。
投
於
某

位
叫
一
人
足
官
川
是
指
發
某
人
的
指
導
而
言
(
制
訂

3

船
3

-
8
)
無
刀
人
的
結
司
手
足
，
小
忱
的
勁
芯
謂
元
仝
刷
版
屬

於
某
人
(
創
叫
“
)
具
質
逗
比
一
一
說
法
和
我
國
的
抖
吼
叫
法

也
多
所
類
川
間

h
d遜
的
說
法
在
聖
經
上
也
有
比
如
「
遮
蓋
住
胸
」

是
大
使
的
忘
恩
(
即
3

叫
做
上
叫
“
‘
。
一
缸
閣
制
木
譯
作

「
使
溺
」
)
胞
也
指
男
人
的
生
闊
地
器
(
山
山

4

自
刷
上
7

卸
圳
的a
列
上
的
盯
依
6
2

等
)

將
某
人
關
上
的
鞋
話
著
判
官
面
前
脫
下
是
一
種

懲
罰
的
象
做
行
為
意
即
某
人
已
失
去
了
以
民
間
的
公

民
檔
(
申
鈣
，
虛
4

，
耶
2

自
)
使
某
人
脫
去
胸
上

的
鞋
赤
足
行
定
是
使
某
人
受
辱
的
行
寫
(
約
也
口
"

依
切
2
1

‘
)
自
勁
地
如
此
作
則
是
痛
苦
哀
傷
的
表

示
(
微
下
的
自
米
1
8

則
川
的
口
自
)
在
某
人
面
的
脫

去
足
上
的
鞋
是
讓
由
于
自
干
的
行
為
故
此
天
主
顯
現
時

有
使
人
「
脫
鞋
」
的
1

比
赦
(
山
3
5

獻
5
H
)

在
新
約
時
代
仍
絨
的
闊
佬
約
中
關
於
「
胸
」
的

意
義
不
少
的
聽
來
甚
至
附
鍵
的
人
投
於
耶
穌
蜘
干
朝

拜
尊
敬
他
(
谷
1
7
5

位
7

自
默
7
u

自
)
天
主
將

一
切
依
於
鑒
于
耶
穌
的
胸
F

使
他
成
為
一
切
受
造
物

的
是
主
(
刷
刷
的
目
格
前
的
盯
荊

1

目
相
2
.
見
一
亦
川

1
)
坐
鈴
某
人
的
足
旁
回
延
長
上
及
屬
下
師
長
放
學
生

的
從
屬
關
係
(
宗

n
a
)
赤
足
而
行
是
貧
苦
及
卑
微

的
象
徵
(
路
1
"

宗
5
，
經
3
H

路
的
4

的
扭
扭
扭
)

向
菜
人
拂
去
胸
土
的
時
上
是
反
對
他
的
表
示
(
以
6

十三2113-2117 

義。 11
，去~I'1', 
13 

最
後
---, 
沈
胸
L 

也
有

匕
特

別
的

象

徵
意

見
洗
樵

(
縣
)

n
M
呦
，
必ι
i
u
k
、
司
。
。"
ω阱
。
。-
J

m
配
向
所
主J
/
∞
E
z
-
-z
g

」

山
萬
軍
的
主
主

\
們
。
旦
旦
出

S
Z
J

f
o
c
E
E
E
m
開
H
n
H
n
Z
E
C昌
、

這
種
對
天
主
的
稱
呼
尤
其
見
於
先
知
各
中
所
說

的
越
軍
可
能
是
指
以
民
的
十
二
支
派
而
言
(
山

6

詞

也
廿
日
戶
1

3

自
見
也
7
.
u
u
)
是
天
主
自
己
在

指
揮
以
民
作
戰
攻
取
雪
地
(
出
的

a

戶
川
的H
撒
上
口

“
詠
川
的8
)
或
者
亦
是
指
天
上
諸
神
體
|
|
天
使
或

是
辰
而
言
(
見
制2
1

詠
m
n
)。
有
的
學
者
則
以
為

是
客
納
字
地
方
被
天
主
所
克
服
壓
制
的
自
然
邪
惡
力

鼠
依
然
這
種
說
法
多
見
於
先
知
替
中
那
麼
它
一
定
也

有
.
一
種
普
通
性
的
特
飯
就
是
天
主
是
土
天
下
地
萬
有

的
主
宰
一
切
萬
物
都
應
惟
上
主
之
命
是
從

見
軍
隊
(
韓
)

u
o
t巨
K
K
「
H
h
o
r
J
是
一
種
相
似
蒜
的
植
物
生

，
且
弘
、•• 
1
匙
，
叮
訓
叮
'
回
〉
e
t
a
i
-
-
l
l
l

2

三

=
-
d
J
/
h
c
z
5

、
長
於
樹
及
用
來
為
調
味

(
戶
口
5
)

見
車
經
中
的
植
物
(
韓
}

M
M書
店
主
叭
叭\
H
O
E
O
J人名
意
謂
「
上
主
的
人
」
或

"
“4
1
7
3
J
H
C
m
E」
「
土
主
的
僕
人
」
出
身
於
創

見
前
條

冷
屬
猶
大
支
派
是
放
貝
得
的
兒
子
及
旅
阿
次
的
孫
子

(
盧
4

口
血
編
上
2
甘
為
l
s

﹒
路
3

目
)
生
宿
八

桐
兒
子
(
注
咪
最
幼
)
凡
此
兩
側
女
兒
的
立
的
n
雅
及
同

彼
萎
耳
(
編
上
2
u
l
H

見
撒
上
的
!
3

傲
不
η

自
編
上
U
M
)
聖
經
上
第
一
次
提
及
他
是
在
遠
咪
被

撤
慕
爾
傳
泊
的
機
會
上
(
繳
上
的

1
1
3
)
微
鳥
耳

閻
王
圓
心
神
煩
亂
要
求
葉
瑟
准
許
途
味
留
在
自
己
身

邊
彈
琴
奏
樂
使
閻
王
的
心
一
腳
重
歸
安
靜
(
繳
上
的
H

|
詞
)
聖
經
另
一
有
關
達
昧
的
傳
說
是
葉
瑟
打
發
達

喇
前
往
回
蚓
谷
去
看
望
從
軍
的
哥
哥
忱
此
時
正
當
巨

人
哥
肋
雅
在
挑
戰
並
咒
罵
以
民
於
是
有
途
味
殺
哥
肋

雅
的
一
爭
的
叫
發
生
(
撒
上
口
問
|
甜
)
後
來
在
撤
鳥
耳

與
達
咪
交
惡
及
加
以
迫
害
時
速
咪
蔡
先
將
其
父
母
及

其
全
家
搬
往
摩
阿
布
人
地
方
去
避
難
(
撒
上n
s
J

因
耶
穌
被
稱
為
「
遠
味
之
子
」
故
遠
昧
的
父
總

裝
瑟
的
名
字
亦
見
於
基
督
的
旅
譜
(
瑪

l
s
6

路
3

臼
)
連
默
西
亞
自
己
亦
被
稱
為
「
白
菜
瑟
的
銜
幹
生

山
的
嫩
枝
」
或
「
葉
瑟
的
根
茵
」
(
依

u
z
M

羅
的

時
)
如
此
葉
瑟
囡
著
遠
味
成
了
以
民
史
上
的
一
位
知

名
之
士
受
人
們
的
景
仰
(
一
編
上ω
u
m
m自
宗
u
n
)

雖
終
瀏
叫
晰
的
敝
人
亦
會
以
「
葉
瑟
的
兒
子
」
一
泊
作

為
鄙
視
的
說
法
(
繳
上
犯
盯
抽
剖
泣
，
•• 

鈞
叩
列

上
U
H
)
(

韓
)

的
雪
白
上
的
今
苟
「
C
有

B
E
S
J
城
名
意
謂
「
納

且
芷
卡
心
￡
z
q芳
/
C
Z
R
E
K

。

l

1
:
1

」
豆
，

5
4
之
付
」
是
加

到
叫
副
省
的
一
陸
城
位
淤
加
里
叫
到
湖
且
也
蚓
甜
倒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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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落
德
安
提
帕
二
分
封
侯
區
的
邊
界
上
而
且
是
商
業

交
通
重
鎮
因
此
在
該
城
設
有
說
關
(
瑪
9
9
)
並
駐

有
羅
馬
軍
隊
為
監
視
稅
務
由
百
夫
長
主
管
耶
穌
傳
教

時
的
那
位
百
夫
長
是
一
位
心
地
善
良
的
人
會
為
猶
太

人
在
此
城
修
建
f

一
座
會
堂
(
職85
l
u

制
7
1

l
m
)
葛
減
為
西
淪
伯
多
線
及
其
兄
弟
安
德
肋
的
故

鄉
也
是
耶
穌
在
他
的
傳
教
生
活
時
期
往
來
最
多
的
一

座
城
是
以
有
「
自
己
的
城
」
的
說
法
(
為9
1
)
在
此

卜三，買. 956 • -

娥
的
會
堂
中
耶
穌
多
次
講
道
教
圳
人
(
制

4

阻
參
見

職
口
H
)，
顯
過
許
多
的
聖
鎮
(
蜘

4

臼
)
，
治
好
癱
子

(
谷2
1
)
治
M
W主
臣
之
子
(
若
4

叫
臼
)
平
息
風

波
士
右
6

口

n
)
甜
鋼
結
盟
體
學
事
(
右6
)
仙
是

克
城
的
人
只
顧
現
位
的
享
受
對
耶
穌
的
教
訓
漠
不
關

心
對
耶
穌
所
顯
的
連
鎖
也
是
視
若
無
睹
以
致
受
到
耶

穌
儼
峭
的
責
斥
(
瑪
刊
詞
)

主
淤
位
法
翁
確
實
在
什
麼
地
方
只
您
學
經
上
的

逗
幾
點
指
示
無
法
決
定
必
恥
而
有
賴
於
每
古
學
者
們
的

考
證
來
加
以
證
資
按
天
主
教
的
傳
統
意
見
(
朝
聖
者

的
記
錄
)
，
目
第
四
世
紀
一
生
中
古
抴
紀
的
一
致
主
張
以

，
匕
就
是
現
在
的
鴻
廠
雄
(
吋
已
H
E
Z
B
)
在
約
但
河

流
入
加
里
肋
亞
湖
入
口
處
西
部
四
五
公
里
處
猶
太
人

們
的
傳
統
亦
與
上
述
吻
合
這
座
廢
總
有
一
公
里
長
三

百
餘
公
尺
寬
u
E占
葛
川
法
翁
的
遺
跡
此
城
毀
於
公
元
第

七
世
紀
一
八
九
四
年
保
管
翼
地
的
方
濟
會
會
士
將
這

一
片
廢
爐
買
下
經
過
數
次
的
挖
剔
考
察
之
後
得
到

f

后
少
布
倒
比
古
城
的
認
識
並
於
一
九
二
六
年
將
倒
塌

的
會
掌
之
大
部
份
重
新
立
起
供
人
憑
吊
可
以
客
知
它

原
來
的
偉
大
社
觀
但
放
學
者
們
的
意
H
且
這
座
會
常
乃

迪
於
公
元
三
一
閃
紀
故
此
她
不
是
耶
穌
會
在
該
處
講

過
道
理
的
那
座
占
老
會
堂
但
新
會
堂
之
建
造
無
疑
利

用
f

古
會
堂
的
磚
扎
針
於
J祖
蚯
蚓
川
占
會
也
考
古
學

者
們
有
十
分
清
楚
的
描
述
在
這
一
片
廠
滅
的
入
口
處

建
有
方
濟
會
院
廢
坡
之
南
數
十
公
尺
之
遙
即
是
湖
水

澄
清
美
麗
宜
人
的
加
利
肋
亞
湖

(
韓
)

"M
H
U
+司
峰
閏
「
〈
g
o
J
葡
萄
樹
是
沿
蚓
叫
制
符

，
且

L
E
z
--
Z
E
河
戶
-
a
t
a
呵

，
Z
V

州
』

3
.

2

-
d
l
-
J

u
-
-
f

f
;

昌
、
地
極
普
通
的
植
物
拔
制

9
間
的
一
它
威
遠
在
學
祖
時
代
以
前
人
已
就
會
種
植
前

街
樹
榨
緻
銜
街
涵

(
4
9閱創
刊
H
U
)里
祖
在
祝
福
他
的

子
孫
時
也
祝
他
們
享
有
「
五
穀
美
酒
的
雙
裕
」
(
制
幻

詞
)
當
以
民
出
離
埃
及
流
落
在
曠
野
時
曾
國
沒
有
葡

萄
可
吃
而
抱
怨
梅
瑟
(
戶
m
s
)
這
說
明
以
民
在
埃

及
一
定
有
葡
萄
可
吃
當
梅
瑟
所
差
遠
的
偵
傑
出
客
納

罕
地
罔
來
時
他
們
郎
拾
來
一
大
串
葡
萄
憶
說
明
天
主

給
他
們
的
許
地
土
地
多
麼
肥
法
(
戶
口
自
)
此
外
學
經

上
為
描
繪
一
種
典
型
的
農
間
往
往
將
葡
萄
惱
和
無
花

果
樹
(
山
叭
"
﹒
副
1
7

目
制2
n
m5
口
訕
叭mM
)

有
時
或
將
橄
欖
或
石
榴
同
葡
萄
樹
一
并
提
及
(
戶
幼

5

巾
8
.

蓋
2
u

歌
6

日

7

臼
哈
3

口
)
甚
至
以

「
人
人
都
安
居
在
自
己
的
葡
萄
樹
和
無
花
果
樹
下
」
世
間

作
國
泰
民
女
的
象
徵
(
列
下
的

U
M

依
M
m口
米
‘
)

由
於
葡
萄
樹
敏
是
隨
處
可
見
的
一
種
極
活
通
的

樹
是
以
先
知
們
講
道
時
便
就
地
取
材
以
葡
萄
樹
為
喻

尤
其
將
以
民
比
作
葡
街
樹
(
或
葡
萄
園
所
謂
備
萄
園

當
然
是
指
圍
內
的
街
萄
樹
)
如
耶

2
n

但
極
美
妙
的

描
素
要
算
依
5
1
l
?

而
且
從
依
的
素
描
得
知
尚
有

類
似
葡
萄
樹
而
葡
街
不
能
成
熟
的
野
葡
萄
樹
(
參
閱

則
的
1

↑

8

口
3
i
M

歐
ω
1
.
詠
鉤
，
l
u
)

在
新
約
里
耶
穌
為
叫
人
容
易
議
別
人
尤
其
先
知

教
師
的
真
傌
會
說
「
你
們
可
憑
他
們
的
果
實
辨
別
他

們
荊
棘
上
豈
能
收
到
葡
萄
」
(
職
7
M
)
職
3
u

也



-
說
「
無
花
果
樹
豈
能
結
橄
欖
或
者
葡
萄
樹
豈
能
結
無

助
一
花
果
心
未
做
點
耶
穌
會
把
自
己
比
作
葡
萄
樹
而
且
自
稱

-
為
其
葡
萄
樹
稱
門
徒
為
葡
萄
枝
(
若
的

-
-
6
)
耶

穌
特
意
用
這
一
「
真
」
{
于
是
為
說
明
耶
穌
與
門
徒
闊

的
密
切
關
係
猶
如
葡
萄
枝
離
開
葡
萄
樹
不
但
不
能
開

花
結
果
而
且
很
快
說
要
枯
乾
成
為
死
校
同
樣
門
徒
若

不
仰
仗
耶
穌
與
耶
穌
結
合
而
只
憑
己
力
則
一
無
所
能

特
別
在
修
德
成
辜
的
事
業
上
如
耶
穌
自
己
所
說
「
離

了
我
你
們
什
麼
也
不
能
作
」
(
義
)

"
←
訂
←
司
司
"
買
主
D
f
E
J
E
划
斷
也
無
疑
是

，
a
L
E

害
，
E
E
H
3

區
'
，

A

月

1

、
;
-

2

→
A
I
-
J
u
l
-
-
'

，

:
z
f

、
一
盛
產
葡
萄
的
地

方
(
見
戶
口
自
剖
)
是
以
較
為
富
有
的
甚
或
小
康
之

家
都
種
有
自
己
的
葡
萄
園
一
個
典
型
的
葡
萄
園
見
於

依
5
1
|
?
所
詠
唱
的
葡
萄
園
歌
從
依
的
經
文
可
知

農
人
先
將
土
地
做
一
翻
挖
掘
的
工
夫
使
土
壤
鬆
軟
再

將
地
上
的
石
塊
除
去
然
後
插
上
優
良
精
遷
的
葡
萄
校

園
的
周
圍
做
上
獲
包
或
圍
牆
(
參
閱
戶
扭
扭
)
以
兔

狐
狸
的
侵
擾
(
歌
2

臼
)
或
過
路
人
的
踩
摘
園
中
再

築
上
一
守
望
台
和
一
個
榨
酒
他
從
依
的
這
一
定
描
的

確
將
葡
萄
園
猶
如
一
幅
圖
靈
活
現
於
讀
者
版
前
不
過

以
上
所
說
固
定
指
一
個
物
質
葡
萄
園
但
側
的
經
文
已
很

濟
楚
的
以
那
物
質
的
葡
萄
園
來
象
徵
以
民
甚
至
天
主

要
「
耶
路
撒
冷
的
居
民
和
猶
大
人
」
在
葡
萄
囡
囡
主

{
天
主
)
與
他
的
葡
萄
園
(
以
民
)
之
間
舉
行
審
判

換
言
之
天
主
將
葡
萄
園
予
以
人
格
化
來
和
閱
主
評
理

團
主
在
向
葡
萄
園
質
問
凡
他
能
為
葡
萄
園
所
作
的
還

十三重2119-2122 

有
什
麼
沒
有
作
到
國
主
所
希
望
於
葡
萄
園
的
是
結
好

的
葡
萄
而
它
個
月
什
麼
郁
結
了
野
葡
萄
所
謂
野
葡
街
郎

味
酸
既
不
能
吃
又
不
能
用
來
榨
酒
只
是
一
無
用
處
的

的
野
產
這
原
是
天
主
對
以
民
的
怨
慰
同
時
也
是
依
所

以
論
及
葡
萄
園
之
用
意
以
葡
萄
園
指
以
民
這
一
思
想

或
用
法
直
到
新
約
時
代
時
仍
然
採
周
是
以
耶
穌
也
用

了
同
樣
的
素
描
(
瑪
幻
目
l

“
)
來
指
當
時
的
猶
太

人
不
過
耶
穌
以
園
戶
特
別
指
以
民
的
領
袖
當
時
以
民

的
領
她
也
清
楚
明
白
了
耶
穌
取
蠻
的
用
意
(
見
瑪
幻

品
)
至
於
耶
穌
在
瑪
叫
的
1
|
H
所
講
的
僱
工
醬
喻
則

以
葡
萄
園
來
暗
示
他
日
後
所
立
的
教
會
勸
動
日
後
在

教
會
內
工
作
的
人
員
不
管
蒙
召
時
間
的
早
晚
只
要
他

們
忠
實
工
作
就
必
會
得
到
團
主
天
主
公
平
的
報
酬
至

於
里
一
保
祿
所
說
「
誰
種
植
葡
萄
園
而
不
食
它
的
出
產

呢
」
(
格
前
9
7
)
是
指
一
般
的
葡
萄
園
其
用
意
從

積
拖
一
方
面
來
說
凡
動
力
勞
作
的
必
不
會
沒
有
飯
吃

從
消
極
一
面
來
說
世
間
無
不
勞
而
獲
的
便
易
事
正
如

他
在
得
後
3

叩
所
說
「
誰
若
不
願
意
工
作
就
不
應
當

吃
飯
」
(
義
)

蜜地格 2121 2120 
蜂的外 晶Jlt旦品

已蜂是 滋事似花
有體在釘截~
認積約| 主1\ r弓
識，較但|晶是一只
及小，河 揖司長們}
喜{旦谷 ，.--...莒吉

愛繁地 JT F 言已
它殖區 t êi)'。三J
的力及"---"
產很東氣因
思: 5.星 .南 候為
蜂彼方炎塾
蜜古的熟，地
(以曠故植

瑪i 來，野蜜物
3 人地蜂叢
‘們帶。特生，
)。對學多，又

見
樂
器

現
在
則
更
以
工
業
化
來
發
掘
它
的
財
源
尤
其
是
在
加

里
肋
亞
省
聖
經
上
會
四
次
提
過
蜂
(
申
1
“
民
叫
汁
，

一
制m
M伽
7

閥
門
且
以
之
為
名
的
女
人

l
制
劃
研
會

郎
蜂
l

也
時
有
所
見
如
黎
貝
加
的
乳
母
德
波
辣
(
創

刊
叫8
)
及
民
長
時
代
著
名
的
女
先
知
德
波
辣
(
民
4

(
韓
)

n
忽
丰
民
H
R「
目
。
口
。
可
J
巴
力
斯
坦
的
故
畜
業
向
來

U

品
扭
扭
主

/
旦
旦
、

;
H
E
E
-
-

'

、
很
發
達
又
是
多
花
之
地
故

此
奶
及
蜂
蜜
是
它
圈
里
盛
的
特
產
於
是
也
就
有
了
「
流

奶
流
蜜
」
的
地
方
的
稱
呼
(
出
3
8

肋
幼
剖
戶
口
盯

等
)
它
的
蜂
蜜
不
只
可
供
本
地
人
的
需
要
且
可
以
外

銷
至
提
洛
(
則
的刮
叮
)
「
甘
甜
如
蜜
」
的
說
法
在
聖

船
上
也
屢
見
不
鮮
(
叫
3

叮
見
聞M
U
訕
叭"
u
m叫

樹
叫
的
卸
的
刊

1

點
ω
-
-
u
)
。
蜜
可
以
單
獨
吃
也
或
與

其
他
食
物
摟
合
而
食
(
出
的
剖
肋
2
u

依
7
H
n

耶

訓
，
)
甚
至
可
作
藥
材
(
聽
M
m
M
)及
作
初
熟
之
果

或
什
一
之
物
獻
於
上
主
但
不
可
作
為
祭
品
(
肋
2

u

編
下
M
M
6
)

由
上
述
我
們
可
以
斷
定
雖
然
聖
經
上
只
提
到
野

蜂
蜜
(
申
花
H

民
M
S
撒
上
U
H自
!
到
一
詠
釗
叮
瑪
3

4

等
)
從
來
未
會
提
及
人
工
的
蜂
蜜
並
且
考
古
學
者

也
未
得
到
確
切
的
蜜
業
的
證
實
但
不
可
否
認
的
養
蜂

學
在
墓
地
自
古
以
來
是
十
分
發
達
的
不
然
如
此
豐
盛

的
產
品
只
靠
野
蜂
的
供
給
是
不
可
能
的
我
們
雖
沒
有

直
接
明
確
的
證
攘
來
證
明
此
說
但
與
其
同
時
的
赫
特

人
的
法
律
上
(
即
在
以
民
進
入
雪
地
的
時
代
)
如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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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規
定
了
偷
竊
他
人
所
飼
養
的
將
巢
應
受
的
懲
罰

蜜
是
溫
柔
及
善
良
的
象
徵
(
歌

4
u
)
蜜
固
是

甘
甜
的
但
不
可
食
食
應
有
筍
制
(
綾
圳
的
問
鈞
M
)
上

主
的
言
語
猶
如
蜜
之
甘
甜
及
京
於
營
養
(
圳
的

w
u
m

叫
樹5
3
)
這
亦
是
厄
則
克
耳
及
默
示
錄
作
者
的
感

覺
及
提
證
(
則
3
3

默
ω
9

刊
)

(
韓
)

m解
經
的
串
鍊

旦
、
開HO
m
O
H
M
n
n
v
g

口

ω
J

F
(
M
M
W
H
O
D

訕
。
開
H
O
間
。H
H
n
m
w
o」

這
是
解
經
學
上
的
術
語
它
的
目
的
不
外
是
搜
集

第
六
世
紀
以
前
的
古
敬
父
們
對
聖
經
的
注
解
作
為
有

權
威
的
傳
統
解
經
指
南
在
這
些
教
父
們
中
速
推
羅
及

若
瑟
夫
都
包
括
在
內
也
被
稱
為
「
也
祖
父
講
義
學
錄
」

而
這
種
解
經
方
式
格
外
盛
行
於
東
方
希
擻
教
會
中
以

仆
洛
苛
丕
約
加
匣
苟
同
宮
。
可
告
ω
已
O
G
S
"
+
S
S
U
N
S

為
最
著
名
拉
了
教
會
中
有
多
瑪
斯
的
一
福
音
金
錄
雖
然

實
際
上
它
早
在
學
多
瑪
斯
之
前
郎
已
存
在
希
踐
的
解

經
學
幾
乎
對
每
一
本
學
經
都
有
敬
父
申
中
鍊
而
所
收
集

的
注
解
有
釵
利
亞
文
苛
仆
特
文
阿
刺
伯
文
及
厄
提
約

丕
雅
文
但
以
希
臘
文
餌
"
最
這
種
「
串
錄
」
的
目
的
及

理
想
雖
然
十
分
佳
美
但
實
際
上
並
沒
有
達
到
它
真
正

-
的
目
的
雖
然
在
解
經
學
上
仍
有
它
的
價
值
及
利
益
可

帥
一
是
最
多
只
能
作
為
參
考
之
肌

(
緯

)

m解
決
夫
妻
疑
忌
法

巴
、
。
門
已
。

"
-
P
H
m

∞
g

胃
口
阱
。
已
〉
已
丘
H
O
Z
Z
J

r
N
O
H。
神
可
苟
且O
H
h
m
H

」

這
條
記
載
於
戶
5
u
|

凹
的
法
令
遠
在
梅
瑟
以

前
即
已
存
在
哈
蔡
辣
彼
法
典
和
公
元
前
十
五
至
十
三

世
紀
的
亞
述
法
律
中
就
已
有
與
此
相
類
似
的
法
律
該

法
律
雖
然
反
映
古
時
社
會
男
性
的
優
越
地
位
部
也
間

接
衛
撥
了
婦
女
的
貞
潔
對
培
養
家
庭
和
平
具
有
很
大

的
貢
獻
這
條
法
律
的
特
點
在
於
它
的
叉
古
叉
普
遍
的

「
神
裁
」
方
式
即
凡
遇
到
疑
難
或
不
易
解
決
的
案
件

時
便
祈
求
天
主
或
神
明
顯
露
真
情
它
還
包
含
其
他
的

附
帶
種
簡
如
發
誓
詛
咒
灑
苦
水
吞
礁
祝
文
獻
祭
等

(
雷
)

"
。
學
肉
、
也
長
長
哼
聆
認
「

A
S
O
B咕"
.
A
d
o
s
s
-
S
J

m
三
i
p心
紅u
f
-
-a
n
w-a
叫
“
/
吋
O
D
S
H
O
w斗
。D
H
B
3

、
、

這
個
名
詞
固
然
同
見
於
舊
約
和
新
約
但
是
它
的

意
義
範
圈
訊
器
有
出
入
大
致
說
來
它
在
舊
約
上
的
範

圈
比
較
種
狹
只
有
「
試
探
」
或
「
考
驗
」
之
意
但
在

新
約
則
比
較
寬
廣
蓋
除
了
上
述
意
義
之
外
也
有
「
引

誘
」
或
「
誘
惑
」
芝
意
的
引
人
作
惡
的
意
思
兩
個
在

希
臘
原
文
上
迴
然
不
同
意
義
的
同
體
字
說
只
有
依
賴

其
上
下
文
而
予
以
確
定

1

在
背
約
中

(
a
)
天
主
試
探
人
明
顯
的
例
子
如
天
主
怨
考

驗
亞
巴
郎
的
信
德
及
聽
命
使
他
組
歷
翱
翔
苦
口
甚
或
絕
望

的
試
探
(
創
泣
2
1

刊
)
亞
巴
郎
勝
過
考
驗
為
他
現
人

稱
讚
不
已
(
見
德

μ
H
m友
8
n

加
上
2

時
)
以
民
在

天
主
的
大
力
幫
助
之
下
佔
領
了
一
悶
地
天
主
寫
考
驗
百

姓
的
忠
誠
使
當
地
的
少
數
外
邦
民
族
仍
然
留
居
肝
、
其

地
(
民
2

自
)
以
考
驗
以
民
是
否
將
與
外
邦
人
同
流

合
污
而
敬
禮
邪
神

(
b
)
魔
鬼
試
探
人
其
質
是
天
主
自
己
利
用
魔

鬼
來
考
驗
人
的
信
德
與
為
人
當
然
魔
鬼
的
目
的
是
引

人
犯
罪
作
惡
比
如
在
創
第
三
章
上
魔
鬼
是
在
引
誘
原

祖
父
母
犯
命
得
罪
天
主
的
可
是
雖
然
有
這
個
事
實
但

「
誘
惑
」
的
詞
旬
韌
不
見
於
聖
經
原
文
而
魔
鬼
也
是

借
蛇
的
形
像
出
現
其
次
鬼
鬼
試
探
制
制
的
信
德
不
是

在
思
想
上
使
他
興
起
作
惡
犯
罪
的
慾
望
而
是
以
苦
難

災
害
來
磨
邀
他

(
C
)
人
試
探
天
主
幾
時
人
缺
少
對
天
主
信
賴

依
靠
的
心
其
結
果
便
是
試
採
天
主
二
者
在
舊
新
二
約

中
是
有
同
等
的
意
義
比
如
在
曠
野
中
的
以
民
(
出
口

2
)
及
蚓
蚓
王
阿
叫
刻
(
制
7

自
)
的
所
作
所
為
便

是
這
種
例
子
(
參
見
申

6
M
9
n

詠
喃
地
口M
U
U

叮
叮

8
g
m
u
)

。

2

在
新
約
中

「
試
探
」
及
「
誘
惑
」
兩
種
觀
念
在
新
約
中
常

相
提
並
論
借
此
它
的
危
險
性
因
個
川
人
可
能
受
了
試
傑

及
現
的
惑
的
折
磨
和
吸
引
而
失
足
跌
倒
背
信
忘
義
而
閃

罪
於
天
主
所
以
「
天
主
經
」
上
特
別
強
調
祈
求
不
要

使
發
們
陷
於
誘
惑
意
帥
不
要
使
我
們
遭
受
致
命
的
吧



-
E建
及
試
探
(
瑪
6
u
路
U
S
)
雖
然
次
雅
各
伯
宗
徒

恥
之
指
出
試
錄
是
使
人
修
德
成
擎
的
方
法
(
硝
1
2
M
)

一
但
是
他
也
清
楚
地
改
明
誘
惑
並
非
來
白
天
主
而
是
來

自
個
人
的
私
慾
(
雅
1
H
)
保
旅
更
強
諷
蹉
然
天
主

准
許
人
受
試
探
的
折
磨
但
是
決
不
會
譴
試
探
超
過
我

們
的
力
益
(
格
前
m
H
)

試
探
及
誘
惑
的
策
動
者
是
魔
鬼
(
瑪
4
3
得
前

3
5
)
撤
輝
的
目
的
不
外
是
利
用
試
探
的
磨
難
使
人

背
信
犯
罪
(
寫
U
H
|
扭
谷
4
H
i
u
路
8

間
l
H

得
前
3
4
5

伯
前
5
8
.

等
)
人
的
私
慾
肉
情
也
多

次
是
誘
惑
的
來
源
(
經
7
u
l

目
8
M

覓
毋
庸6
u
u

u

迦
5
H
M
伯
前
2

口
等
)

見
耶
穌
受
試
探
(
特
)

M
m牟
寸
悔
叭
\
M
S
R
a
J
世
間
一
切
有
文
化
的
民
族

n
三
口
，
司
司
/
M
M
K

2

三

F
E
E
:

、
都
有
自
己
的
詩
歌
古
代
的

以
民
雖
然
在
文
化
方
面
不
能
與
當
時
文
化
高
尚
的
埃

及
和
巴
比
倫
相
比
但
也
有
他
們
自
己
的
詩
歌
載
於
學

經
中
(
詠
衍
2
)
其
中
尤
以
單
詠
集
綴
言
及
約
伯
傅

府
最
在
其
他
任
何
聖
經
書
本
中
亦
可
以
發
現
到
整
篇

或
片
斷
的
詩
歌
寫
作
這
些
一
詩
歌
的
主
要
題
材
是
天
主

是
他
的
全
能
全
知
全
善
正
義
慷
慨
等
他
是
萬
物
的
進

主
他
絞
照
自
己
的
街
像
造
成
了
人
類
他
揀
選
了
以
民

作
自
己
的
百
姓
又
以
他
大
力
的
手
臂
保
護
了
他
們
是

以
以
民
的
詩
歌
都
與
宗
教
敬
禮
不
可
分
離
也
正
因
此

這
些
一
詩
歌
遠
遠
超
過
了
其
他
任
何
民
族
的
創
作

1
希
伯
來
詩
的
類
型

卜三重E2126 

一
歌
詞
這
一
類
的
詩
歌
最
多
見
M
K
聖
經
由
，
這
些

歌
詞
問
其
他
民
族
的
歌
品
不
同
的
地
方
是
其
惟
一
的

對
象
是
天
主
甚
至
於
雅
款
外
表
看
來
似
乎
是
歌
頌
兒

女
之
間
的
愛
情
但
作
者
的
真
正
意
向
詞
是
惜
這
人
闊

的
愛
情
來
表
達
天
主
對
以
民
的
想
恩
相
戀
在
歌
唱
時

可
以
絃
樂
器
或
鼓
來
伴
奏
(
繳
上
的

e
T

詠
N
M叮
叮

布
等
)二

祝
福
這
種
詩
體
是
以
民
所
獨
有
的
時
至
今
日

仍
未
發
現
在
其
他
古
東
方
的
民
族
中
有
這
種
詩
文
的

存
在
它
們
的
長
短
不
一
會
的
只
有
一
筍
有
的
部
長
達

三
十
節
又
分
為
天
主
對
人
的
祝
福
(
創
M
M
a
|
S
對

亞
巴
郎
)
，
人
對
天
主
的
祝
福
(
詠
圳
門
及
人
對
人
的

祝
福
(
創
幻
叮
|
扭
)
或
人
對
全
體
百
姓
的
祝
福

(
申
H
U
e
-品
)

三
表
敢
出
的
代
表
作
就
是
一
扶
歌
只
有
四
篇
有
自

己
特
有
的
裕
式
每
篇
二
十
二
節
每
笛
首
字
訣
希
伯
來

二
十
二
個
字
母
的
次
序
順
序
排
列
(
第
三
篇
有
六
十

六
且
每
三
節
有
同
一
個
字
母
)
。
其
次
有
問
叫
刺
耳
先

知
到
提
洛
城
的
憑
吊
濤
(
則
幻
臼
|
抽
)
對
以
色
列

法
玉
的
哀
歌
(
划
ω
-
-
u
)
以
及
遠
昧
的
哀
歌
等

(
撒
F
l
H
!
臼

3

臼
M
)
都
是
圓
圓
於
這
一
類
的
詩

歌(灰{規

1 律，
1 五、多四、
河J~ 其屬單I~
1 像:於為:

1 i毒感多
哈i 顯偏見

1 的的於
1 持自先i
等歌然知i
)。見流1J~
先於露中，
知每(它
們;;$.:見們
所先i 依i 沒
見知ps 有

的醫~ 22 一
這中)。規
些(定

異見的

像
都
是
天
主
的
啟
示
是
天
主
自
己
的
言
語
故
此
它
的

開
端
常
是
「
吾
主
上
主
關
於
••..•. 

H
J
E
樣
品
」
(
見
北

1
亞
1
1
等
)
先
知
中
的
路
布
不
少
是
詩
人
或
音
樂

家
當
他
們
只
說
預
言
的
時
候
假
以
拘
絃
打
鼓
吹
笛
彈

琴
來
伴
奏
(
見
獻
上
ω
s
剛
下
3

臼
)
這
類
詩
歌
無

一
定
的
規
律

九
措
詞
輯
到
娟
的
前
二
也
被
稱
民
「
蚓
劉
之
子

遠
昧
的
祈
禱
」
(
一
圳
花
叩
)
所
以
前
七
十
二
篇
學
詠

是
以
禱
詞
的
方
式
寫
作
的
但
這
種
超
名
也
見
戶
﹒
其
他

的
斟
剎
(
一
制
M
W
U
切

I
m
l刊
或
先
知
的
著
作
中

(
見
叫
戶
口
3
1

等
)

弘
伸
風
云
ι這
頌
詩
歌
的
代
表
作
就
是
研
計
的
但
亦
見

於
其
他
斟
叫
苦
中
(
同
n
-
u
制
幻
u
m
m
1
馴
幻

5

等
)
它
們
大
都
是
有
教
育
性
的
圳
成
詩
著
作
時
有
一

定
的
規
律
及
格
式

人
謎
謊
言
類
詩
文
的
格
式
很
相
似
瓶
(
一
一
品
(
見

民
M
H
H

鍍
m
m
H
H
詠
叭"
5
喃
月2
)

九
讚
頌
詞
本
來
全
部
捏
一
詠
都
是
「
讚
頌
詞
」
猶

太
人
仍
以
此
名
來
稱
全
部
娶
一
詠
但
是
每
一
篇
娶
一
詠
又

有
自
己
的
標
題
樣
也
該
詩
的
題
材
或
作
者
有
時
亦
將

應
用
的
樂
器
及
其
詞
調
標
明
白
來
其
次
更
有
「
昇
借

故
」
十
五
思
是
明
建
清
而
唱
的
輯
圳
(
副

m
u
m
)

，

以
及
「
訓
誨
歌
」
(
一
詠
給
)
「
金
治
」
(
一
詠
的
)

2

希
伯
來
泛
的
特
點

一
每
一
個
民
族
的
詩
歌
的
械
邊
都
有
其
不
同
的

特
點
希
伯
來
人
是
一
個
熱
情
奔
放
而
又
非
常
富
於
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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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
的
民
族
故
此
他
們
的
法
人
不
做
於
墨
守
成
規
寫
作

典
型
的
法
篇
而
樂
於
惑
惜
自
然
流
露
地
表
現
他
們
的

恩
想
或
感
觸
以
不
同
的
調
句
利
用
多
變
化
的
印
象
成

重
復
同
一
詞
旬
及
同
一
概
念
將
自
己
的
情
惑
堅
強
而

有
力
的
表
達
出
來
比
如
「
虛
而
又
虛
訓
道
者
說
虛
而

又
遭
萬
事
皆
虛
」
(
訓

1
2
)
就
是
一
例

二
希
伯
來
詩
的
又
一
特
點
是
「
並
行
體
」
連
一
經

中
的
古
希
伯
來
詩
與
我
國
的
古
詩
也
是
大
有
分
別
的

中
國
的
詩
是
協
韻
和
調
平
仄
的
希
伯
來
詩
划
是
詞
旬

並
行
或
思
想
並
行
不
大
注
重
聲
韻
立
目
茵
的
長
短
或
高

低
道
說
是
聖
經
詩
所
特
有
的
「
並
行
體
」
故
此
值
得

提
出
來
稍
寫
討
論
並
行
體
的
詩
歌
共
有
三
種

a

疊
義
並
行
體
(
可
-
g
s
a
B
E
)是
將
第
一

行
的
意
義
以
不
間
的
言
詞
重
新
詠
趴
或
用
一
種
類
似

的
意
義
來
完
成
第
一
行
的
意
義
如

「
列
國
萬
民
請
讚
美
上
主

一
切
民
族
請
歌
頌
上
主
」
(
詠
m
z
)

「
高
天
陳
述
天
主
的
光
榮

穹
蒼
宣
揚
他
手
的
化
工
」
(
如
叭

"
1
)

。

b

反
證
並
行
體

(
M
M
﹒
〉
出
巳H
Y
Z
u
n
g
)
這
種
並
行

體
與
前
者
恰
恰
相
反
其
中
的
第
二
行
用
反
托
的
調
旬

來
完
結
第
一
行
的
意
義
如

「
他
們
必
將
倒
地
喪
命

我
們
卸
將
挺
身
立
定
」
(
詠
泊
，
)

「
正
直
的
人
以
正
義
為
領
導

背
晶
體
的
人
為
邪
惡
所
毀
滅
」
(
簡
U
S
)

十三重.吱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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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綜
合
並
行
體
(
可
﹒
切
可
D
H
F
E
n
5
)是將
一
個

恩
怨
以
漸
進
的
方
式
引
申
後
一
旬
將
前
一
旬
的
恩
怨

表
達
出
來
而
加
以
完
成
如

「
他
像
攏
在
溪
邊
的
樹

準
時
結
果
俊
葉
不
結

所
作
所
寫
隨
心
所
欲
」
(
一
詠
1
8
)

「
這
是
上
主
所
安
排
的
一
天

我
們
應
該
為
此
鼓
舞
喜
歡
」
(
詠
叫
“
)

這
三
種
並
行
鐘
前
兩
種
清
楚
易
於
瞭
解
學
者
們

的
意
見
也
頗
為
一
致
惟
關
於
第
三
種
並
行
體
部
綜
合

並
行
體
學
者
們
的
意
見
領
有
出
入
以
為
它
的
特
點
應

是
在
於
漸
進
的
方
式
結
構
的
方
式
上
昇
的
方
式
或
比

較
的
方
式
等
故
此
意
見
不
能
統
一
仍
有
待
於
學
信
們

的
努
力
研
究

在
並
行
體
文
的
詩
歌
中
不
只
有
行
對
行
的
並
行

體
而
亦
布
的
以
荊
州
段
的
並
行
體
即
是
將
一
首
詩
分
作
兩

個
樂
章
前
後
相
對
並
行
如
學
詠
第
一
篇
叫
嵐
清
楚
地
分

作
兩
個
樂
章
前
者
描
寫
義
人
的
幸
運
後
者
間
述
惡
人

的
厄
運
第
十
九
篇
是
自
然
光
明
與
法
律
光
明
的
對
比

三
希
伯
來
詩
的
韻
律
及
措
辭
它
不
如
同
其
他
詩

體
的
稱
造
是
以
音
笛
的
長
短
而
定
的
比
如
希
臘
及
技

叫
詩
即
是
依
攘
音
節
的
抑
揚
而
定
關
於
措
辭
方
面
則

是
慣
用
特
別
具
有
詩
意
的
字
眼
比
如
為
「
人
」
用

「
厄
諾
士
」

(
M
W
D
S
)而
不
用
常
用
的
「
亞
當
」

(
〉
身
自
)
為
「
道
路
」
用
「
赦
辣
」
(
。
『
各
)
而

不
用
通
用
的
「
德
勒
克
」

(
U
o
z
r
)這
種
措
辭
的

方
式
格
外
見
於
詠
儀
及
約
等
書
中
在
造
旬
方
面
又
少

用
冠
認
及
承
上
連
接
代
名
詞
只
將
名
詞
重
復
以
得
到

更
有
力
更
明
噸
的
表
達
(
見
冰
叫
“2
依
泊
叩
則
M
-

7

等
多
見
民

5

缸
目
詠
幻
1

川
7

…
制16
口
叩
幻
目

等
)
其
次
希
伯
來
詩
人
亦
喜
愛
用
血
目
同
意
不
同
的
{
子

旬
以
引
起
人
更
加
注
意
及
閱
讀
的
興
趣

(
見
希
伯
來

原
文
的
態

M
M
鈞
口
創
4
2

位
，
肋
必
臼
撒
上
1

目

制
約
時
的M
e
刺M
H
制
m
M等
)
。
(
韓
)

幻
目
時
且
目
-
「
斗
。
『
。
戶
戶
。
若

J
有
些
尋
常
的

{
子
在B
f

n
p
w祠
的b
f
p
A
旦
、
制
內
另
兵
一
番深志

「
跟
隨
」
都
是
其
中
之
一
比
字
在
灣
新
二
約
內
常
可

見
到
今
就
其
含
義
詮
釋
切
後

一
舊
約
舊
約
內
竿
常
用
以
指

「跟
隨
」
之
字
凡
三

一
是
「
『
且
民
岱R
O

」
意
調
跟
在
某
人
後
一
是
「
Z
-
矣

"
7月
。
」
意
謂
走
在
某
人
後
一
且
是
「
Z
E
Y
m
Y
R

」
意
抽
調

在
某
人
後
前
一
字
平
常
含
有
敵
對
之
意
故
不
用
為
天

主
而
只
用
為
人
或
事
物
如
追
趕
尾
隨
敵
人
(
創
刊
鬥H

M
M
n民
1
6
4
n
)
追
求
正
義
和
平
(
申
泊

m

簽
訂

剖
)
次
一
字
用
為
隨
奉
神
祇
多
周
圍
吋
邪
神
(
申4
2

6

“

民
2
u

列
上
幻
卸
耶
2
.

自

8
2

的
H

歐
5

u
)
但
有
時
也
用
為

天
主
(
列
上
M
8
旭
剖
耶
2
2
)

不
隨
從
天
主
即
是
離
棄
背
叛
天
主
這
種
恩
怨
常
見
於

申
命
紀
和
先
知
魯
尤
其
耶
肋
米
亞
內
後
一
字
有
隨
從

附
和
之
意
(
出
幻
2

撒
下
2
u

列
上
也
刊
)
有
時
亦

含
有
隨
從
敬
拳
之
意
(
繳
上
的
M
H
)
「
隨
從
上
主
」

「
最
行
上
主
的
道
路
」
{
創
刊
岫
刊
出
申
9
M

揖
耶
5
.



-
列
上
2
a
列
下
釗
詞
)
「
在
上
主
面
前
行
走
」
(
創

細
一η
1
圳
的
叫
到
上
3
.
8
甜
甜
)
「
與
天
主
同
行
」
(
制

5
n
u
6
.
)
都
是
指
人
處
世
為
人
合
乎
天
主
的
學

意
遵
守
他
的
法
律
(
耶
斜
"
)
因
寫
天
主
的
道
路
即

是
天
主
的
法
律
為
此
「
跟
隨
天
主
」
「
走
天
主
的
道

路
」
並
不
直
接
含
有
效
法
天
主
之
意
舊
約
的
精
神
是

守
法
新
約
的
精
神
是
仿
效
因
寫
在
舊
約
內
天
主
是
藉

「
法
律
」
向
人
施
敢
在
新
約
內
天
主
是
藉
「
為
自
己

俏
像
的
獨
生
子
」
向
人
施
教
(
希
1
1
2
)
他
墨
子

的
生
活
成
了
人
的
生
活
的
法
律
(
若
-
2
.
)

二
新
約
剝
削
內
「
跟
隨
」
(
詳
。

-
E
岳
。
3
)
一
字

除
含
有
隨
從
之
意
外
尚
有
兩
種
特
殊
的
意
義
而
且
這

兩
種
意
義
都
是
對
基
督
而
言
一
是
「
為
徒
」
一
是
「
師

法
」
因
寫
降
生
成
人
的
天
主
子
基
督
在
世
會
聚
徒
講

學
(
若
4
1
)
以
言
以
行
指
斂
了
人
生
得
救
乏
道

(
封6
“

l
M

M
-
7
宗
1
1

|
S
)
得
救
之
道
的

是
「
跟
隨
基
督
」
「
師
法
基
督
」
(
若
-
2
5
6
)

三
者
之
間
是
互
爵
因
果
的

甲
為
能
新
制
尤
其
凹
關
剖
常
提
到
「
跟
隨
耶
穌
」

(
瑪
m
u
m
w
n谷
1
口
油
路
5
u
若
8
臼
)
「
尾
隨

耶
穌
」
(
寫
M
W
M
谷
8
"
路
9
n
M
盯
)
這
句
話
不

論
也
自
基
督
的
口
或
門
徒
的
口
(
瑪
8
M
m
w
n
)
都

是
指
步
耶
穌
的
後
聾
作
耶
穌
的
徒
弟
與
耶
穌
發
生
一

種
特
殊
密
切
的
關
係
這
種
特
殊
密
切
的
關
係
要
求
跟

隨
耶
穌
的
人
應
放
棄
斷
絕
塵
世
的
一
切
懷
著
信
仰
和

信
賴
接
受
一
福
音
亦
步
亦
趨
伴
隨
基
督
完
戚
對
己
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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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救
闡
明
事
業
(
瑪
4
"
|
妞

"
"
-
m
谷
m
u
路
9

盯
|
阻
)
為
此
「
跟
隨
耶
穌
」
即
是
與
耶
穌
同
生
岡

死
共
榮
共
辱
(
谷
8
M
|
個
路
扭
扭
|
m
若
也
目
l

M
U
n
l
u
參
見
羅
8
叮
斐
1
m
3
u
u
伯
前
2
割

4
I
U
)
站
在
基
督
一
面
對
世
界
為
基
督
作
證
(
若

的
M
|
盯
參
見
若
-
1
1
l
﹒
)
這
種
形
體
式
的

「
跟
隨
基
督
」
自
基
督
離
世
升
天
以
後
就
已
結
束
(
若

的
"
“
)
但
是
他
已
復
活
與
人
建
立
f

一
一
擅
自
於
信

在
於
一
開
向
氣
相
遠
的
師
徒
閥
係
(
若
M
M
|
割
的
M

-
H
m
甜
伯
前
1
•• 

)
這
種
懷
著
信
仰
服
膺
一
福
音

的
跟
隨
基
督
是
不
受
時
問
空
間
種
族
言
語
的
限
制
的

因
為
降
生
成
人
的
天
主
子
是
人
惟
一
該
走
的
道
路
該

接
受
的
真
理
該
活
的
生
命
(
若
M
e
?
參
見
格
前
I

M
)
所
以
耶
穌
說
「
凡
相
信
我
的••• 

凡
跟
隨
我
的

••. 

凡
愛
我
的••• 

」
(
寫
ω
闊
的
“
路
9
自

M
m
n
間
若

3
H
H
6
u
8
凹
曰
“
M

剖

l
M
)
宗
徒
宣
講
一
幅
音

無
非
是
要
人
跟
隨
耶
穌
成
為
耶
穌
的
門
徒
(
瑪
m
u

乙
師
法
「
跟
隨
」
亦
含
有
「
師
法
」
之
意
沒
有

人
「
跟
隨
」
一
人
而
不
存
心
師
法
其
為
人
的
「
跟
隨

耶
穌
」
不
但
要
求
人
感
捨
棄
一
切
而
且
要
求
人
應
師

法
他
的
為
人
寫
「
人
子
」
的
生
活
即
「
棄
紹
自
己
天

天
背
著
自
己
的
十
字
梁
眼
看
他
」
(
谷
8
M
路
9
詞
)

耶
穌
召
收
門
徒
是
叫
他
來
l
跟
隨
看
|
師
法
(
若
1

帥
)
門
徒
宣
傳
一
福
音
使
人
成
為
耶
穌
的
門
徒
(
瑪
m

u
)
也
是
叫
人
來
l
跟
隨
看
|
師
法
(
若
1
“
4抽
)

..... 

耶
穌
也
隨
時
隨
地
指
教
他
的
門
徒
應
如
何
師
法
他
的

為
人
(
關
切
甜
l
n
刷
刷
n
M
|
盯
若
的
叫
“
帥
的
M

U
)
保
祿
耶
穌
特
遷
的
門
徒
深
切
明
瞭
這
兩
種
要
求

所
以
他
放
棄
一
切
鴻
力
跟
隨
師
法
基
督
(
斐
3
7
-

M
)
宣
傳
一
幅
音
以
身
作
則
勸
人
如
己
跟
隨
師
法
基
督

(
刷
刷
的
s

﹒
制
前u
z
得
前
1
.
)

。

見
門
徒
召
還

(
漁
)

"
Z
E
h
k
、
出
口
g
z
g
J

跪
拜
之
纏
在
各

叫
“
恥
勵t
z
r
c
g
g
p
n
H

」

t
i
A
l
i
'

、
東
方
民
族
問
是

尊
敬
的
表
示
尤
其
是
戰
俘
或
奴
牌
所
行
之
體
在
以
民

闊
無
以
跪
拜
之
種
對
某
人
表
示
尊
敬
的
習
俗
舊
約
中

所
說
的
「
叩
拜
」
(
創
幻
，
幻
帥
"
M
S
撒
上
M
m
.
-
)

大
約
是
指
頭
額
觸
地
而
非
真
正
的
曲
膝
跪
拜
蓋
只
有

天
主
才
有
續
接
受
人
的
跪
拜
之
種
是
以
摩
爾
德
開
會

拒
絕
向
哈
曼
跪
拜
(
艾
3
2
5
)
另
一
方
面
撤
羅

瀚
(
列
上
8
H
編
下
6
H
)
達
尼
爾
(
達
6
u
)

罔
蚓
劍
出
(
間
上
9
4
5
)
等
都
會
跪
向
上
主
祈
禱

在
新
約
中
有
耶
穌
以
此
方
式
在
山
圈
中
的
祈
禱

(
路
n
u
)
其
次
有
斯
德
望
(
宗

7

的
)
伯
多
祿

(
O
m
9
的
)
保
祿
(
宗
幼
詞
)
並
且
宗
徒
明
一
百
屈
膝

之
種
只
用
為
天
主
(
經

u
‘
弗
3
H

哥
l
m
)
及
超

越
一
切
萬
有
的
耶
穌
(
斐
2
刊
)

(
緯
)

m路
加
(
詩
"
)見下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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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路
加
福
音
「
。
。
毛
已
F
F
C
W
O
J

/
M
W昌
D
m
o
c
自
E
F
C
B
O

」

按
照
遠
自
教
會
初
期
的
傳
授
路
加
一
腦
血
目
是
第
三

本
正
經
搞
音
由
汝
協
的
希
臘
語
文
和
寫
作
技
衛
的
優

美
雖
未
能
稱
為
「
古
典
文
學
作
品

」
如
有
「
天
主
教

文
學
作
品
」
之
稱

(
一
)
作
者

從
初
世
紀
開
始
教
會
都
一
致
承
認
路
的
作
者
就

是
聖
保
祿
的
路
口
貝
路
加
醫
生
遠
異
端
派
的
瑪
爾
強

(
玄
荒
丘
。
=
﹒-8
)
也
承
認
這
點
第
二
世
紀
中
葉
路

已
普
通
題
名
為
「
路
加
福
音
」
(
吋
育
。
。
也
立
自
-

8

同
食
品
S
F
E
W

O
)
只
是
關
於
路
的
耶
穌
童
年
史

(
1
|

2
)
建
立
娶
媳
娶
一
祟
的
詞
旬
(
詔
"
b

叩
)

和
耶
穌
流
血
汗
的
事
蹟
(
且
“
“
)
的
原
著
性
古
代

的
異
端
派
和
近
代
的
唯
理
學
者
會
一
度
否
認
或
懷
疑

但
是
他
們
的
理
由
不
足
證
明
這
些
一
片
段
是
後
期
補上

的
(
參
閱
M
W囡
囡
-
3
3

路
加
(
意
義
不
詳
)
是
敘
利
亞
安
提
約
基
雅
人
出

生
於
外
教
家
庭
原
是
醫
生
(
哥
4
M
l
u
)
大
約
肝
、

公
元
四
0
年
在
安
提
約
瑟
雅
領
洗
後
來
成
了
聖
保
祿

的
「
合
作
者
」
(
費
圳
的
)
在
學
保
祿
第
二
次
出
外
傳

教
時

(
公
元
五
(
1
l五
二
年
)
給
加
隨
同
他
到
了
馬

其
頓
的
斐
理
伯
城
(
宗
的
叩
!
"
)
學
保
祿
第
三
次

一
出
外
傅
教
時
(
五
三
l

五
八
年
)
雪
路
加
叉
隨
問
他

掰
一
到
了
訓
制
制
鵬
在
那
襄
認
識
了
執
事
對
國
倒
(
斜
幻

一•• 

)
後
又
-
問
到
了
耶
路
撒
泠
在
那
里
認
識
了
那

卡云:. ... 

穌
的
表
兄
弟
次
雅
各
伯
及
教
會
的
長
老
們

(
宗
幻
H

l
u
)
大
概
也
在
那
里
站
為

r

幾
他
跟
隨
耶
穌
的
熱

心
婦
女
(峭
的
8
Z
S
U
M
)
及
那
些
「
自
起
初
級
眼
見

過
並
符
其
道
服
役
的
人
」
(
的
時
1
2
)
快
後
約
鈴
公

元
六
一
年
又
陷
間
被
捕
的
保
祿
從
郎
京
釗
凱
掀
勒
雅

再
由
水
的
阿
到
了
羅
馬
(
宗
幻
z
l
m
M
)
在
學
保
祿

這
第
一
次
在
羅
馬
被
凹
的
朋
閻
內
(
六
一

l

六
三
年
)

路
加
常
在
左
右
(
哥
4
H
臼
叫
的
)
在
羅
馬
他
一
定
遇
見

過
伯
多
祿
和
馬
爾
谷
(
伯
前
5
u

)
聖
保
祿
在
羅
馬

第
二
次
被
囚
時

(
六
五
1

八
七
年

)
只
有
路
加
一
人

與
他
在
一
起

(
弟
後
4
u
)
大
概
也
親
身
給
學
保
祿

送
了
終
保
祿
殉
教
後
路
加
似
乎
離
爛
了
羅
馬
但
往
那

衷
去
r

並
死
於
何
時
何
地
都
無
從
稽
考
按
一
占
代
傳

識
他
守
獨
身
往
希
闡
明
(
陶
醉
口
雅)傳
教
後
馮
主
殉
命

享
年
八
十
四
歲
他
的
遺
體
於
公
元
三
五
七
年
與
學
艾

德
肋
的
遺
體
一
同
運
往
君
士
過
了
堡
-
一
七
七
年
X

遷
往
意
大
利
的
巴

杜
亞
(
宮
內
戶
口
"
)
炫
卡
凹
世
紀
的

傳
說
現
存
在
羅
馬
聖
母
草
地
殿
的
一
張
學
母
油
畫
像

是
路
加
的
作
品(

一
二
寫
作

按
照
古
代
的
傳
授
路
寫
淤
瑪

(阿
刺
美
文
的
)
和

科
之
說
划
寫
淤
宗
(
的
附
加
的
第
二
木
作
品
為

1
1
)

之
前
而
宗
約
寫
於
公
元
六
四
年
即
寫
於
嬰
保
時
第
一

次
在
羅
馬
被
囚

(
宗
m
m
m
)
的
期
間
內
或
之
後
不

久
而
創
又
寫
於
五
五
l
六
二
年
成
因
此
制
大
概
應
寫

於
公
元
六
一
l

六
二
年
間
有
些
學
者
則
被
鐵
塾
依
肋

乃

(
?
-
H
Z
E
o
g-卒
於
二
O
二
年
)
的
證
言
明
認
為

的
叩
寫
於
學
伯
多
線
與
學
保
祿
致
命
之
後
即
六
七
年
後

A
1日
許
多
學
者
則
認
為
制
寫
於
m
w的
撤
除
學
城
毀
滅

(
公
元
七
0
年
)
後
宗
陸
m
f
縱
妥
員
會則
認
為
您
認

肝
、
公
元
七
0
年
之
前
(
M
W
M
W
口
-S
O
)
至
於
寫
作
的
地

點
古
代
傳
品
街
品
為
是
希
種
(
附
叫
戶
口
雅
)
也
布
認
同
內

是
埃
及
近
代
學
者
則
多
芯
內
斗
是
間
就
馬

路
的
寫
作
何
如
水
路
與
宗
一
樣
明
文
品
明
寫
給
德

放
斐
羅

(
宗
1
2

路
1
1
)
但
很
顯
明
是
寫
給
歸
依

天
主
教
的
希
臘
人
因
為
一
拔
希
臘
的
用
法
以
「
猶
太
」

指
整
個
巴
力
斯
坦
(
1
5
4
“
6
口
7
口
等
處
)
二

解
釋
和
翻
譯
猶
太
人
的
風
俗

(
n
l
7
)三
省
去
(
參

閱
駕
m
s
谷
7
訕
訕
+
璃
的
訕
訕
路
則
從
容
)
或

緩
和
(
6
n

+

瑪
5
口
)

使
外
邦
人
見
怪
的
一
言
辭

和
事
質
四
客
去
與
外
邦
人
無
闊
的
事
情
(
有
關
活
太

法
律
的
事
情
)
如
強
調
基
密
的
敘
徹
與
外
邦
人
的
關

係

(
3
M
|

M
4
H

i

抽
)
五
特
別
褒
揚
外
邦
人
的

進
口
行
(
7
2
l
l
um
抽
;
肘
U
n
-
-
M

幻
H
)
六
對

女
性
的
且
被
特
別
細
心

(
7
口
l
臼
扭
|
聞
等
處

)

衍
兩
悴
，
何
意
表
示
尊
重
什
且
性
在
研
組
閃
閃
希
臘
社
會
中
享
有

的
地
位
七
強
調
天
主
對
界
人
的
仁

慈

(
7
"
|
目
的

幻
伯
等
處
)

至
川
紅
絡
的
寫
作
資
料
主
要
的
是
谷
甜
甜
的
一
一
五

σ
節
中
有
三
五
O
節
與
谷
同
佔
谷
的
一
半
強
其
次
是

瑪
(
局
部
的
希
臘
譯
文
)
路
有
三
一
二
五
筒
與
穩
罔
再

其
次
則
是
其
他
文
件
(
b
m
1
1
-
8
)
此
外
尚
有
口



大馬士革古城牆(見支919-25 ) 

厄弗所域里若望大般，內有聖若望墳墓



斐理伯城，聖保祿在歐洲穹講福音的清一地(見表1611-40 ) 

希臘京鐵雅典(支1716-34)



由海口進入格林多城的大路

默里達海島(去2727- 28 川



貫通羅馬與阿丕約市場的大路(表2815 ) 

古羅馬市場



-
鼠
的
資
料
來
源
如
聖
母
(
2
M
缸
片
叫
劉
樹
典
雅
各

制
一
制
(
莉
剖
M
)
、
劃
副
叫
(
識
到
8
)
、
其
他
門
徒
(
莉

個
別
e
)
尤
其
是
建
倒
酬
的
教
聽
講
授
這
不
但
因
筒
里

制
圳
是
里
制
制
的
隨
口
此
而
且
因
為
闊
的
記
述
(
2
u

m
+
酬
的
u
n
n
M
H
+
格
前
的
S
)
和
神
學
思
想

(
救
贖
的
至
一
性
見
刷
刷
)
與
喇
喇
全
然
一
說
致
使
有

「
車
保
祿
的
一
隅
立
自
」
之
稱
這
一
來
如
此
多
寶
貴
的
資

札
再
加
上
星
蚓
叫
的
仔
細
訪
查
和
技
次
第
記
述
(
1

1
l
s
)
並
參
照
世
界
史
的
記
述
(
1
5
2
1
2
3

2
2
)
使
路
贊
成
為
一
本
有
權
威
的
歷
史
書

由
於
在
寫
作
時
雪
路
加
除
了
谷
和
駕
外
尚
有
如

此
多
的
資
料
來
源
因
此
在
對
觀
一
稿
1日
中
路
有
許
多
獨

有
的
資
料
如
這
年
史
(
1
2
)
中
只
有
2
n
H

嗎

I
E
b

以
及
2

胡

U
H
瑪
2
扭
扭
傳
教
史
中
獨
有

的
資
料
是
4
u
l
n
a
7
u
|
叮
抽
I
M
8
1
|
s

m
叮
|
訕
訕
|

U
U
S
|
S
盯
甜
H
M
U
-
-


u
1
n
u
-
-
m

剖
l

n
M
-
1

6

間
|
H
M
|
凹

的
2
2
.
-
n
6
1
l
n
H
H
M
|
缸
口
7
i
n

m
-
-
u
m
-
-
u
復
活
事
蹟
中
獨
有
的
資
料
是
圳
的

u
|
師
(
制
只
有
兩
笛
的
記
紋
的
M
H
)
的
“
l

內
容
與
科
學

213 

密

的

結路!
序構的
言:與內(

1 谷i 容，三
1 及雖)

|瑪1 有
﹒相上
同。述
茲許
列多
表獨
於有

下:的
資
料，
可

是

全

〔
1
若
翰
誕
生
(
1
5
1

制
)

I

童
年
由
主
2
耶
穌
誕
生
(
2
1
!
叫
)

，

3
童
年
生
活
(
2
u
l

自
)

-
1
前
引
(
3
1
l
4
臼
)

一
2
在
叫
到
叫
到
(
4
u
i
9間
)

E

傳
教
央
-一
3

赴
學
城
治
病
施
教
(
9
u
i

的
詞
)

尸4
在
即
路
勵W
講
道
(
W
m
l
幻
抽
)

(
1
受
難
而
死
(
n
z
t

幻
M
)

E

受
難
史
可
2
死
而
復
活
(
圳
的
1
l
“
)

戶

3
升
天
(
圳
的
目
!
"
)

制
的
中
心
思
想
就
是
救
般
的
至
一
一
位
因
此
喇
圳

敘
述
救
世
主
的
族
譜
時
不
只
限
於
選
民
的
小
圈
子
內

(
關1
1
|
叮
)
，
他
溯
源
盛

L
直
至
創
出
且
加
上
一

句
「
到
劇
是
天
主
的
兒
子
」
(
3
"
)
用
以
強
調
整

個
人
類
不
分
種
族
都
是
天
主
的
子
女
因
此
他
特
別
記

敘
耶
穌
叫
到
撒
瑪
i
黎
雅
人
的
容
忍
(
9
日
I
M
)

讀
美

他
們
的
慈
善
(
m
m
l
肘
)
和
知
恩
(
口
u
|
M
)

又
品
收
百
夫
長
的
正
也
(
幻
叫
)
許
心
和
倍
德
(
7

2
|
叩
)
因
為
耶
穌
是
吳
邦
的
光
明
(
2
臼
)
他
的

救
緩
走
屬
於
萬
民
的
(
2
u
n
)
因
此
他
打
發
門
徒

「
向
萬
邦
宣
講
悔
改
以
得
罪
之
赦
」
(
叫
的
“
)
其
實

他
來
就
是
為
赦
人
罪
(
1
"
圳
的
“
)
為
召
叫
罪
人

(
5
抽
|
扭
)
何M
U
N救
迷
失
了
的
人
(
的
刊
)
為
宣

布
天
主
慈
恩
的
喜
年
(
4
刊
)
他
講
的
亡
羊
失
錢
和

梭
子
的
比
喻
(
的
)
賢
在
更
動
人
沒
布f
正
是
如
此

他
赦
兔
界
婦
(
7
油

I
M
)
稱
回
圳
的
叫
別
蚓
之
子

(
凹
，
)
讚
美
麗
拼
成
痛
悔
的
稅
吏
(
的H
)
以
在
泛

的
目
光
叫
伯
多
祿
罔
頭
(
n
u
)
只
因
右
盜
說
r

一

旬
前
使
許
下
當
天
要
向
他
在
天
堂
(
幻
H
)

除
了
這
中
心
思
想
外
路
也
特
別
點
出
耶
穌
對
立

性
的
尊
重
(
7
口
l
M
甜
|
凹
8
2
f
s
m
抽
?
刊

的
8
|
M

n
n
l
詞

)
對
貧
窮
的
稱
頌
與
對
貪
婪
的

痛
斥

(
6
m
n
u
f
i
M
也
u
e
n
M
M
|
缸
)
也
指

出
聲
神
是
生
泊
的
指
導
為
甘
甜
督
如
此
(
1
M
4
2

3
u
u
5
口
)
為
人
更
如
此
(
1
U
肘
2
目
前
)
最

後
制
也
特
別
介
紹
耶
穌
的
祈
路
生
活
(
3
n

5

時
6

臼
9
目
n
n
n
u
u
幻
M
“
)
也
勸
我
們
祈
禱
(
詔

叫
“
)
不
斷
祈
絡
(
口
5
1
U
)
更
教
我
們
以
什
麼

經
文
(
日
1
1
3
)
心
情
(
的
1
)
和
態
度
(
泊

，

H
)
去
祈
禱
因
此
制
又
稱
為
「
世
界
救
主
的
一
隔

音
」
「
貧
苦
人
的
一
騙
音
」
「
再
悅
的
一
幅
立
自
」
「
罪
人
的

福
音
」
「
祈
禱
的
一
福
音
」
「
天
主
慈
愛
的
一
稿
音
」
等

兒
蚓
船
剛
圳
的
(
獎
)

的為美I ~ 2131 
後路| 剎車III ~坐
代丁1， 0 不I 10 (j)人 m
被以長途且是名可A

稱Jli]米1 米!編i 閃1& J 
為於茲![?'上的炭。在E
酬的辣北 1 兒放 m
n 者，殷l 部。口子，名:至且
人菜的 ~，名 官寸
(原兒 他齡~I 月?只
章的文子， 們得L CC 
10 上名 所他 ~~ 
U 兩路| 居的 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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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非
洲
地
區
的
一
個
民
族
(
依
“

M

耶
俑
，
則
幻
凶

犯
8
)
(

韓
)

"
砂
3
b
、
汽
廿
E
J

城
名
有
「
杏
樹
」
之
意
在
學

沮
砂
掛
-
r

F
臣
"
」
船
上
此
同
名
的
城
市
有
兩
股

@
客
納
罕
人
的
城
市
位
於
默
納
協
厄
弗
辣
因
及

本
雅
明
支
派
的
邊
界
上
(
#
酥
的2
m
u
)
當
雅
各
伯

逃
難
時
會
露
宿
於
此
夜
間
得
見
異
象
故
將
此
地
改
名

為
貝
特
耳
(
意
即
上
主
之
室
創
詔

"
"
n
s
M村S
)
但

蘇
MN
Z

則
明
確
的
指
示
路
次
及
貝
特
耳
並
非
為
同
一

地
點
學
者
們
認
為
它
就
是
現
在
的
俾
廷

(
MW
O
X
B
)

村
莊

@
是
位
於
赫
特
人
境
內
的
一
座
城
市
由
一
位
白

宮
1
.同
蚓
到
逃
出
的
難
民
所
建
築
(
肉
I
M
)
.
其
現
今
的

何
一地
點
已
無
法
考
譚
心
(
韓
)

-
m悔
。
呵
監
控
論
問
「

古
巴
E
J
是
代
理
羅
馬
的
執
政

-
Z
E
M
-

-

間
交
通
月

1

、
者
曾
以
點
蚓
政
府
的

一
名
義
致
函
埃
及
仆
托
肋
米
七
世
敘
利
亞
德
默
特
琉
二

一
世
培
爾
加
摩
阿
塔
路
二
世
及
卡
帕
多
細
雅
阿
黎
雅
辣

一
特
五
世
和
阿
爾
微
草
等
君
主
命
令
他
們
不
可
侵
犯
猶

-
-
t
l
'

。

t
i
l
l
-
t
'

一
太
人
當
猶
太
人
與
另
一
國
家
交
戰
時
他
們
應
保
守
中

一
立
並
應
引
渡
猶
太
犯
人
(
加
上
的
M
|

詞
)
此
處
昕

一
指
的
犯
人
尤
指
那
些
曾
經
企
圖
將
猶
太
希
臘
化
與
色

一
鑫
苛
王
朝
軍
官
勾
結
破
壞
猶
大
獨
立
統
一
運
動
的
猶

一
太
人
如
今
他
們
見
事
已
敗
乃
逃
亡
國
外
過
著
流
亡
的

細
一
他
活
但
仍
在
僑
泊
在
外
的
蚓

蚓
團
體
中
鼓
吹
反
對
創

一
孟
大
司
也
鼎
的
政
權
(
緯
)

…
凶
足
目
主
崗
山

《
吋
「F
z
n
H
E
J
人
名
來
自
拉
了
文
志

Z

E

』

-
E
-

l

y

f

、
調
「
生
於
白
天
的
人
」

@
基
勒
乃
人
路
甘
盟
約
被
稱
為
先
知
拘
教
師
曾
在

安
提
約
基
雅
教
會
中
盡
職
(
宗

U
I
!
3
)
大
概
與

下
面
的
路
基
約
M
為

一
人

@
悶
頭
入
教
的
一
位
猶
太
人
會
陪
伴
保
祿
在
格

林
多
城
傳
教
混
在
保
祿
致
羅
馬
人
的
書
信
上
附
筆
問

候
羅
馬
教
友
(
羅
的

U
)
(

韓
)

拐
賣
自
曲

曲
「
N
E
S
J

人
名
意
謂
「
上

U
主
唔
，

l
n
E
H
f
p
z
e
n
E

」

。
-

2

-
-
T
E
A
l
4
1

，

m
\

主
所
恩
賜
」
希

伯
來
文
此
名
原
作
臣
民
狄
見
蘇

7
2

厄
下
刊
叮
新
約

的
教
伯
德
是
個
漁
夫
僱
有
傭
巳
(
谷

1

刊
)
旦
與
大

司
祭
相
識
這
也
許
是
由
於
漁
業
上
的
關
係
(
若

U
H
)

由
此
可
以
推
論
他
雖
不
富
詞
也
不
貧
他
的
妻
子
名
叫

撤
甜
點
默
(
谷
沾
仙
的1
)

見
若
望
撤
四
點
默
(
雷
)

指
望
這
些
bk「
〉
m
z
n
c
-
z
z
J農業
的
起
源
有
許
多

n
H
E
m
-
-到/
〉
咽
口
。
丘
吉
E

」
古
代
民
族
以
為
農
業

是
神
明
教
授
給
人
的
(
參
照
中
國
神
農
的
神
話
希
隨

和
羅
馬
的
德
默
式
爾

B
O
E
R
圭
和
切
勒
斯

(
b
z
g
)

等
神
話
)
這
些
神

語
無
不
表
示
農
業
對
人

的
莫
大
利

金
和
高
質
性
學
經
也
說
得
很
明
白
農
業
是
唯
一
與
天

主
教
給
人
的
一
種
行
業
依
撒
意
亞
先
知
說
「
這
是
上

主
教
給
他
的
方
式
他
的
天
主
指
示
他
的
」
(
依
明
的
甜
)

德
的
作
者
也
訓
誨
人
「
不
要
厭
惡
勞
力
的
工
作
和
至

高
者
制
定
的
農
業
」
(
德
7

M
)
的
確
天
主
早
已
給

亞
當
制
定
了
農
業
(
創
3

口
刊
)
由
加

1日
和
在
伯

爾
的
生
活
方
式
上
可
知
道
最
初
的
人
已
開
始
耕
田
和

高
牧

以
民
的
祖
宗
亞
巴
郎
依
戀
格
雅
各
伯
等
鍾
然
也

於
他
們
的
游
牧
生
活
特
別
重
視
畜
牧
業
(
創
也
闊
的

等
)
可
是
對
於
農
業
他
們
也
沒
有
完
全
放
棄
比
如
創

必
M

記
載
「
依
撒
格
在
那
地
方
耕
耘
當
年
就
得
了
百

倍
的
收
成
」
以
民
在
埃
及
時
候
才
完
全
學
會
了
農
事

當
他
們
出
離
埃
及
起
程
要
到
許
地
的
當
兒
他
們
已
學

備
好
在
客
納
罕
飯
要
從
事
畜
牧
叉
要
特
別
經
營
農
業

技
一
些
學
者
的
意
見
戶
1

章
記
誠
的
戶
口
調
查
其
行

將
配
給
許
地
的
事
有
關
換
言
之
與
在
那
襄
所
要
實
行

的
農
業
和
畜
牧
生
活
有
關
這
也
不
足
為
奇
因
為
在
亞

巴
郎
還
沒
有
到
客
納
罕
地
之
前
該
地
早
已
以
農
業
和

畜
牧
發
達
聞
名
於
當
時
公
元
前
一
八
0
0
年
左
右
以

埃
及
文
所
著
的
息
奴
厄
旅
程
記

E
S
Z
R
E
B
ω
5
5

〉
Z
開
吋
品

，
也
)
可
以
證
明
以
上
所
述
的
不
虛
而
梅

瑟
五
香
(
戶
口
自
臼
申
8

等
)
與
上
述
的
埃
及
文
件

也
頗
吻
合

埃
及
的
農
業
不
論
怎
樣
影
響
了
以
民
但
對
於
農

業
的
木
質
和
目
的
兩
個
民
族
的
原
理
部
仍
有
所
不
同

拔
制
別
人
的
法
律
全
國
的
土
地
是
風
於
皇
帝
農
民
只

是
法
郎
的
個
戶
(
創
刊
別
扭
H
H

等
)
然
而
按
以
色
列

人
民
的
看
法
全
地
都
團
團
於
天
主
而
人
乃
是
天
主
的
個

戶
肋
筠
祖
記
載
「
土
地
不

可
出
質
而
無
收
罔
權
因
為

地
是
裁
的
你

們
為
我
只
是
旅
客
或
住

客
」



-
由
此
可
以
推
論
出
農
業
的
高
貴
姓
且
也
可
明
白

貼
一
寫
何
制
割
制
定
了
一
些
規
風
為
道
慎
保
護
慶
氣
一
這
些

.
規
律
最
重
要
的
是
(
a
)
喜
年
律
(
肋
封
)
不
動
產

是
不
可
護
與
的
一
到
喜
年
不
動
產
得
仍
歸
屬
於
原
主

(
b
)
豁
兔
年
律
(
申
的
2
I
M
)
因
這
條
規
律
立

法
者
一
方
面
促
進
家
族
問
互
相
和
好
的
精
神
另
方
面

也
顧
及
到
土
地
的
肥
民
(
C
)
地
界
的
規
定
以
權
保

私
有
權
(
串
的
H

參
見
依
5
8
l
u

等
)

以
民
的
個
作
農
業
是
依
賴
天
主
的
照
顧
和
農

民
的
辛
勞
才
能
發
達
天
主
眷
顧
遵
守
自
己
法
令
的
人

因
此
照
料
他
的
莊
因
以
兔
煌
蟲
熱
風
和
乾
旱
的
侵
製

損
害
並
且
積
極
地
賞
賜
他
們
合
時
的
甘
霖
見
南

m
u

|
叫
列
上
8

扭
曲
等

巴
力
斯
坦
境
內
的
平
原
似
乎
灌
溉
不
難
但
古
峙

的
以
民
怎
能
有
力
來
開
鑿
水
渠
猶
如
巴
比
倫
人
廣
輿

水
利
呢
因
此
他
們
只
能
開
鑿
小
規
模
的
水
道
用
以
灌

溉
菜
圍
和
果
園
至
於
莊
因
所
需
的
水
只
有
完
全
委
諸

上
天
所
降
的
時
雨
但
天
雨
並
不
十
分
充
足
自
陽

曆
凹

月
至
十
一
月
上
天
「
關
閉
了
」
天
雨
是
絕
少
下
降
的

可
是
從
十
一
月
至
望
年
四
月
通
常
也
只
有
三
次
的
降

雨
這
是
經
驗
所
得
也
是
聖
經
所
記
載
的
第
一
次
降
雨

是
在
十
一
月
底
稱
為
「
早
雨
」
或
「
秋
雨
」
此
場
兩

一
下
農
人
說
開
始
播
種
大
小
麥
第
二
次
降
雨
是
在
一

月
至
三
月
間
叫
作
「
春
雨
」
第
三
次
則
下
於
三
月
度

或
四
月
初
而
稱
寫
「
收
成
雨
」
因
為
它
使
莊
練
成
熟

且
告
訴
農
人
準
俯
收
糾
如
果
這
場
雨
未
下
就
有
乾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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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憂
荒
年
就
快
要
來
臨

巴
力
斯
坦
的
農
產
物
不
外
是
五
穀
葡
萄
橄
欖
蔬

菜
無
花
果
等
襲
人
的
器
具
和
占
代
各
地
接
人
所
用
的

大
致
相
同
學
經
記
誠
的
有
種
純
緻
耙
木
械
綴
笑
農
車

大
綠
綠
刀
划
線
交
草
具
餓
剪
刀
等

末
了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聖
保
祿
的
話
「
我
們
原
是

天
主
的
助
手
你
們
是
天
主
的
莊
因
是
天
主
的
建
築

物
」
(
格
前
3
9
)
這
是
說
學
教
會
似
乎
是
天
主
耕

耘
的
田
闊
天
主
為
耕
耘
這
回
閱
是
利
用
他
所
揀
選
的

宗
徒
和
宣
道
員
為
更
深
入
的
明
白
這
比
喻
的
寓
意
請

參
閱
依
5

l

l

s

及
若
的
主
|
T

見
葡
萄
樹
葡
萄
園
(
雷

)

"
峰
耳
砂
官
「
者是
J道
路
在
聖
經
上
除
指
物
質
的
道

，
且
U
L，
叫u
、
-
a
E
'，
，
州

、a
a

h

2
t
3
E

』

:

h
p

、
路
外
多
次
另
有
一
種
象
徵
意
即

作
風
動
態
或
動
向
口
問
行
慣
例
方
式
等
意
思
且
不
只
指

人
方
面
而
且
也
指
天
主
方
面
如
創

6
u

拔
希
伯
來
原

文
為
「
…
道
路
」
但
意
調
「
口
問
行
」
又
如
約

M
U
其
意

也
大
同
小
異
又
如
創
昀
缸
原
文
雖
為
「
道
路
」
則
有

「
總
俗
」
之
意
「
我
們
的
父
親
已
經
老
了

地
上
又
沒

有
男
人
依
照
世
界
上
的
糟
俗
來
與
我
們
親
近
」
又
如

申
叫
“4
原
文
雖
仍
為
「
道
路
」
但
有
「
行
徑
」
之
意

本
笛
一
望
而
知
是
指
天
主
方
面
而
言
自
以
上
數
節
即

可
明
瞭
「
路
」
「
道
路
」
在
捏
一
經內
的
用
意
為
此
在

學
科
內
尤
其
在
聖
詠
內
雖
然
多
次
有
「
路
」
或
「
道

路
」
一
詞
事
實
上
則
不
是
指
物
質
的
路
或
道
路
而
是

指
更
深
一
層
天
主
的
動
向
天
主
的
意
旨
此
人
的
作
為

品
行
等
意
如
一
制
1
2
e
m
3
H
H
M
U
甜
甜
甜
詞
而

在
、w
m川
內
路
道
路
路
程
途
徑
大
多
是
指
規
律
法
律

法
典
律
例
誡
命
典
章
約
規
規
矩
悅
誡
誡
條
訓
話
等
都

是
同
意
諾
在
先
知
書
內
也
有
不
少
類
似
說
法
也
即
在

這
意
義
F

耶
穌
說
「
我
是
道
路
真
理
生
命
」
而
且
耶

穌
按
著
說
「
除
非
經
過
我
誰
也
不
能
到
父
那
里
去
」

(
若
M
e
)
換
言
之
即
除
非
信
耶
穌
所
講
的
道
理
守

耶
穌
所
頌
的
誠
命
(
尤
其
耶
穌
所
頒
的
愛
德
的
新
誡

命
)
人
便
不
能
到
天
父
那
喪
因
呻
吟
天
主
是
愛
(
若
-

4

8
)
(

義
)

咽m
A
W恥
穆
巴
一
口
\
MJ
Z
S
O

二
逾
越
節
是
以
民
技

H
M島
的
門L
誰
叫
句
自
戶
f
H
V
E
n
r
"
」

;
E
a
t
-
p
a
r
i

r

、
法
律
遵
守
的
三
個

節
日
之
一
它
的
來
源
及
訂
立
一
定
早
過
出
谷
紀
上
的

記
述
葉
它
本
來
的
目
的
是
為
向
上
主
祭
你
初
生
之
牲

畜
是
游
牧
民
族
的
一
種
祭
禮
但
是
到
了
出
谷
紀
的
時

代
則
將
它
與
以
民
的
獲
救
得
以
自
由
的
事
蹟
放
在
一

起
以
食
起
A忿
不
忘

逗
個
節
期
的
兩
個
主
要
部
份
是
祭
獻
羔
羊
及
吃

無
酵
餅
原
來
它
們
也
是
兩
個
不
峭
的
節
慶
配
合
在
一

起
(
也
幻
H
U
章
巾
的
1

l

8
)
而
有
了
新
的
意
義

過
紅
梅
之
後
過
逾
越
節
所
宰
殺
祭
佩
戊
所
吃
的
羔
羊

應
使
他
們
記
憶
起
因
著
那
羔
羊
的
血
他
們
會
幸
免
於

死
亡

拔
出
凹
的
規
定
以
民
應
在
每
年
正
月
即
「
尼
散
」

月
初
十
選
擇
祭
物
未
滿
一
成
完
整
無
瑕
的
山
羊
汶
綿

羊
在
十
四
日
黃
昏
將
它
宰
殺
划
爪
准
折
斷
羊
骨
並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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羔
羊
的
血
塗
在
門
楣
及
門
框
上
將
肉
烤
熟
後
站
著
吃

東
上
腰
手
中
拿
著
棍
杖
要
快
吃
不
應
剩
下
什
麼
若
有

所
剩
應
將
它
燒
掉
故
此
事
先
應
斟
酌
每
人
的
食
星
人

太
少
時
可
以
同
憐
居
合
夥
進
食
普
通
是
每
十
一
人
一

雙
羔
羊
在
這
個
機
會
上
家
長
有
責
向
年
幼
的
子
女
解

釋
過
節
的
意
義

(
出
也
訕
訕
鼎
的

3
)
以
民
定
居
許

她
並
集
中
在
耶
京
慶
祝
遂
越
節
時
羔
羊
的
血
應
傾
倒

在
祭
台
之
旁
(
申
M
m
s
|
7
編
下
v
n
u
)

凡
滿
了
十
二
歲
的
以
色
列
男
子
都
有
責
任
參
加

過
逾
越
筍
婦
女
及
己
受
過
割
損
的
外
方
人
或
客
人
則

可
以
參
加
染
有
不
潔
或
行
路
未
能
在
「
尼
散
」
月
十

四
日
晚
過
節
的
人
應
在
下
月
十
四
日
持
過
耶
穌
同
宗

徒
所
吃
的
最
後
晚
餐
說
是
逾
越
節
晚
餐
(
副
M
U
H

等
)
聖
保
祿
說
耶
穌
基
督
就
是
我
們
的
逾
越
筍
羔
羊

(
格
前
5
7
)
以
證
明
耶
穌
的
死
亡
實
是
有
祭
獻
性

的
死
亡緊

接
著
自
「
尼
散
」
月
十
五
日
至
二
十
一
日
以

民
應
過
「
無
酵
節
」
這
也
正
值
開
始
收
割
大
麥
故
此

「
無
酵
簡
」
的
目
的
就
是
將
初
熟
之
果
獻
給
上
主
求

主
賜
一
幅
捨
多
收
成
在
這
七
天
內
所
吃
的
餅
應
完
全
以

新
收
的
麥
粉
作
成
去
年
的
笛
麵
粉
一
概
不
准
應
用
並

應
將
酵
母
除
去
(
出
U
H
U
H
U
6
7
幻
M
酬
的

3

4
肋
幻
6
)
是
為
記
念
當
時
以
民
的
倉
促
逃
難
來
不

-
及
發
酵
之
意
(
出
U
H
M
申
的
3
)
並
吃
苦
菜
這
完

掰
一且
是
農
民
局
節
目
格
外
盛
行
於
叫
民
定
居
之
後
的
時

一
代
但
實
際
上
這
兩
個
節
是
完
全
合
在
一
起
了
這
由
新

十三益

約
上
我
們
可
以
清
楚
的
看
到

無
酵
餅
在
新
約
上
有
一
種
新
的
意
義
保
線
指
出

發
酵
的
東
西
是
腐
敗
不
潔
邪
惡
陳
舊
及
虛
偽
的
象
徵

相
反
地
未
經
發
酵
的
東
西
部
是
在
象
徵
正
直
純
潔
其

實
新
生
(
格
前
5
7
8
)
是
以
信
耶
穌
的
基
督
徒
被

比
作
未
經
發
酵
的
麵
餅
基
於
這
一
點
我
們
也
就
更
易

明
瞭
耶
穌
提
醒
自
己
的
門
徒
要
躲
避
法
利
鑫
人
繳
杜

塞
人
及
黑
落
德
黨
人
的
酵
母
以
及
聖
經
上
所
說
的
教

友
應
束
上
腰
猶
如
旅
途
的
客
人
戰
戰
兢
兢
地
過
自
己

的
教
友
生
活
國
為
教
友
是
以
巴
斯
卦
羔
羊
基
督
的
資

血
所
認
救
出
來
的
(
伯
前
1
H
E
)

初
期
的
教
會
過
逾
越
笛
的
儀
式
雖
然
外
表
上
大

致
與
猶
太
人
相
同
但
它
的
意
義
部
迴
然
不
同
後
來
才

漸
漸
加
上
新
的
禮
儀
比
如
守
齋
守
夜
不
服
祈
禱
裁
叫

時
誦
讀
出
谷
紀
上
的
過
紅
海
事
蹟
給
望
教
者
付
洗
等

其
後
則
是
舉
行
車
體
大
禮
(
韓
)

你y
a
E
M
-
-
v旭E
a
s
r
-
E
'

、
'

的
怯
辜
的
主
最
{
∞

E
M
E
S
}

句
8
.
、
唔
，

4
E
E
"
，

4
.
d
d
d
r

、

附
還
霞
(
。
"
憫
。
口
三
聞
自
人
的
主
要
神

2

」

3

二
|
:
、
位
在
制
闊
地
方
建
有
組
劃

神
廟
此
神
廟
即
是
三
松
及
許
多
蚓
肋
齡
相
人
葬
身
之

地
(
民
的
目
l
u
)
其
另
一
神
廟
在
悶
悶
劃
叫
阿
刷
刷

舍
特
人
會
將
搶
來
的
約
櫃
置
於
此
廟
中
但
第
二
天
劃

貢
神
像
在
上
主
約
櫃
前
俯
伏
在
地
堅
罔
原
位
後
第
二

天
又
傾
倒
在
地
且
頭
及
四
肢
皆
斷
只
剩
其
魚
身
剛
制

多
得
人
心
中
大
驚
惶
恐
不
己
(
繳
上
5
1
|
6
)
比

叫
且
體
育
場

神
廟
至
瑪
加
伯
時
代
猶
存
被
約
納
堂
昕
毀
(
加
上
叩

達
貢
原
是
阿
摩
黎
人
敬
奉
的
神
祇
自
很
古
以
來

即
受
幼
發
校
的
河
流
域
各
民
族
的
敬
奉
更
是
寫
黎

(
Z
E
)
王
國
的
最
高
神
祇
由
此
地
隨
著
其
高
度
的

經
濟
文
化
及
商
業
的
影
響
而
亦
將
此
敬
禮
傳
入
叔
默

爾
附
加
得
亞
述
及
巴
比
倫
更
西
傳
至
地
中
海
沿
岸
客

納
罕
人
以
農
業
為
主
故
奉
達
貢
為
五
穀
之
神
並
認
馬

達
貢
一
名
含
有
「
麥
」
的
意
思
但
以
魚
業
為
生
的
培

肋
舍
持
人
則
認
為
達
貫
之
名
含
有
「
魚
」
的
意
恩
故

將
達
貢
製
成
半
人
半
魚
的
神
像
至
於
達
貢
神
的
真
正

原
來
本
性
則
已
無
法
確
定
故
學
者
意
見
分
歧
不
過
主

張
其
為
農
業
神
明
的
說
法
似
乎
更
為
有
理
蓋
古
代
神

明
的
來
源
多
與
大
自
然
的
現
象
有
關
雄
然
主
魚
神
的

說
法
似
乎
與
聖
經
的
記
載
更
為
吻
合
(
撒
上
5
4
)

(
韓
)

閱
當
這
罪
河(
U
E
n
y
s
L
是
希
殲
制
的
銀
錢
它
的

2
a
2
I
A
V
J

、
價
值
猶
如
世
界
一
切
的

貨
幣
困
了
環
境
的
變
遷
收
成
的
好
壞
及
有
無
天
災
人

柄
的
發
生
或
商
業
的
發
達
與
否
而
不
等
在
黑
落
德
及

其
他
羅
馬
總
督
時
代
它
等
於
一
個
「
德
納
」
(
經
馬

制
)
亦
就
是
三
點
五
公
分
銀
子
(
三
毛
五
美
元
)

(
路
的
，
9
)

見
貨
幣

(
輯
)

M達
陡
(
3且會
。
5
)見
劃

----一



--
-
M則b
E

←
巳

4
、
甘
地
向
句
東
E
S

眩
目
凶

5
2
3

-
u
ζ
t
h
w
山
V
I
Y
E

司
今
產
主

n
H
C
ω

吋
Z
E
3

、

%
一
;
﹒

-
-
-
l
i
-
-
-
-
a

l

、
、

木
香
為
傌
經
之
一
著
於
四
O
O
至
四
五
勻
年
之

間
原
文
也
許
是
敘
利
亞
文
本
書
的
主
要
特
點
和
價
值

是
由
於
依
線
主
耶
穌
和
阿
布
加
爾
鳥
加
瑪
(
〉
σ
閏
月

d
r
r
"
5
"
)
彼
此
來
往
的
信
件
其
實
這
本
大
事
錄
就

是
那
故
事
的
一
種
發
展
按
阿
布
加
爾
鳥
加
瑪
是
厄
德

徹
(
開
兮
臣
凶
)
的
國
王
會
給
耶
穌
寫
了
兩
封
短
信
(
公

元
前
七
i
四
年
和
公
元
一
五
l

三
0
年
)
耶
穌
並
予

以
答
覆
當
時
間
布
加
爾
會
患
重
病
聽
到
耶
穌
行
了
許

多
里
蹟
便
派
朝
廷
大
臣
阿
納
尼
雅
到
耶
穌
跟
前
求
耶

穌
來
治
好
他
的
病
在
他
的
國
內
宣
傳
他
的
王
國
如
此

可
兔
除
祁
路
撒
冷
猶
太
人
的
傷
害
但
耶
穌
予
以
拒
絕

但
許
下
升
天
以
後
派
他
的
一
個
門
徒
到
他
那
裝
去
耶

穌
升
天
後
多
默
宗
徒
便
派
遣
耶
穌
七
十
門
徒
之
一
的

達
陡
去
厄
德
撒
醫
好
了
阿
布
加
爾
的
病
症
(
開

5
5
.

H
H
凶
﹒
)
遙
陡
大
事
錄
即
是
此
事
鎮
的
演
繹
(
雷
)

“
告
E
K
R
F「

J
人
名
希
伯
來
文
意
謂
「
被
鍾

M
車
司

4
，

-
U
Z
E

2
3
1

，
自
二
、
愛
的
」
(
?
『
是
創
叫
人
葉

瑟
的
最
小
兒
子
屬
猶
大
艾
派
(
撒
上
的
叩
η
u
H
編

上
2
臼
虛
4
口
臼
)

。
達
咪
的
生
平
當
撤
烏
耳
閻
王
被
天
主
繽
葉
之

後
撒
慕
爾
先
知
受
主
命
赴
白
冷
暗
中
給
達
味
傅
油
立

他
為
國
主
(
撒
上M
M
4
1
凹
)
其
後
達
味
也
現
於
宮
中

作
為
傲
自
問
耳
的
隨
口
貝
因
呵
呵
他
會
館
琴
(
撒
上
的
問
|

自
)
或
調
由
於
國
王
賞
識
他
的
智
勇
及
殺
死
哥
肋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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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功
績
而
個
以
重
用
(
繳
上
口
自
!
的
5
)
叉
的
他

年
市
英
俊
智
勇
雙
全
大
堆
姊
以
們
是
山
(
做
上
的
7
)

與
閻
王
之
女
米
加
耳
成
婚
(
撒
上
的
盯
)
但
是
撤
白
一
句
耳

部
心
生
嫉
拓
怕
其
主
位
不
保
乃
閥
混
川
M
Z
迷
味
(
繳

上
U
U
U
)
遼
咪
逃
岡
家
中
又
得
米
加
耳
之
助
(
撒

上
W
U
口
)
由
家
中
逃
往
先
知
撒
恭
衛
處
梢
往
遊

難
(
撒
上
W
M
I
M
)
後
見
不
妥
乃
逃
往
加
特
人
王

阿
基
士
處
佯
裝
瘋
子
而
自
救
(
繳
上
幻
u
i
臼
)
撒

鳥
耳
國
王
的
兒
子
約
納
堂
從
中
調
和
失
敗
(
撒
上
幼

-
-

t

u
)
自
此
達
昧
與
閻
王
的
關
係
完
全
破
裂
開
除

過
逃
亡
的
生
活
(
撒
上
幻
!
撒
F
1
)
手
下
已
有
一

批
隨
從
與
他
也
沒
於
猶
大
山
區
及
乃
革
布
曠
野
中

閻
王
及
約
納
掌
死
後
定
居
肝
、
赫
貝
龍
被
立
為
猶

大
王
(
撇
下
2
|
4
)
與
北
方
仍
然
忠
於
閻
王
之

子
依
市
巴
耳
的
數
個
艾
派
狗
立
但
他
不
願
以
武
力
強

爭
王
位
乃
與
撒
鳥
耳
的
大
將
阿
只
乃
爾
展
開
交
涉
可

惜
阿
貝
乃
爾
被
逮
味
的
將
軍
約
州
布
由
嫉
視
而
加
以

謀
殺
途
味
甚
為
痛
心
(
撒
下
3

缸
"
)
另
外
兩
位
前

國
王
的
軍
官
暗
中
將
依
市
巴
耳
殺
死
意
圖
向
達
味
邀

功
但
達
味
如
將
二
人
殺
死
以
罰
其
試
君
之
罪
(
撒
干

4
5
l
u
)
終
於
七
年
之
後
全
國
才
一
致
擁
護
達
味

為
王
(
撒
下
5
2
l
s
)
這
咪
首
先
向
培
肋
舍
特
人

開
戰
將
之
驅
逐
出
境
並
佔
領
他
們
的
一
部
份
土
地
將

版
國
鞏
固
後
來
更
攻
克
郎
京
(
撇
下
5
6
|
9
)
並

以
耶
京
為
全
國
的
首
都
某
單
由
是
耶
鼠
的
地
勢
險
峻

易
守
且
位
於
全
國
的
中
心
並
且
未
曾
屬
於
任
何
支
派

正
好
遊
兔
彼
此
之
間
的
嫉
妨
以
實
行
統
一
全
國
的
改

策
當
約
植
被
移
往
耶
京
之
後
它
更
成
了
政
治
及
宗
教

的
中
心
這
實
在
是
達
味
的
明
智
之
舉
之
後
他
預
俯
在

耶
求
為
上
主
修
建
學
殿
(
編
上
n
z
i
H
)
訂
立
即
計

殿
中
禮
儀
的
制
度
(
編
上
自
叫
“
章
)
調
查
全
問
戶

口
(
微
下
叫
的
1
l
9
)
組
織
軍
備
及
民
政
(
撒
下
8

臼
l
u
刮
目
!
詞
一
線
上
的
u
l
口
U
Z
S
)
干
已

北
方
數
個
支
派
的
叛
變
(
撒
F
m
l
|
扭
)
開
拓
調
j

先
後
打
敗
培
肋
舍
特
人
(
微
下
5
口
|
缸
幻
9
1
刊
)

厄
東
人
(
撒
下
8
H
等
)
並
使
摩
阿
布
人
進
民
間
版

(
撒
下
8
2
)
佔
領
阿
孟
人
部
份
土
地
(
撇
下
ω
1

等
口
m
l
u
)
戰
勝
阿
蘭
人
(
撒
下
8
3
1
9
)
以

民
間
土
之
大
為
歷
史
向
來
所
無
自
大
馬
士
革
至
紅
海

的
廣
大
地
區
盡
為
以
民
所
有

不
過
除
這
些
豐
功
偉
業
的
光
榮
歷
央
外
達
味
亦

有
他
的
缺
點
他
與
巴
特
舍
已
通
姦
殺
害
其
夫
烏
梁
雅

(
撇
下
刊
)
之
後
遠
殊
的
長
子
阿
默
農
強
姦
異
舟
姊

妹
塔
瑪
爾
(
撒
下
U
H
i
時
)
向
具
沙
陸
的
反
叛
反

被
殺
(
撒
下
的
1
|
凹
，
)
王
朝
內
的
鉤
心
鬥
角
您
可
營

造
因
於
達
昧
的
罪
過
(
微
下
U
U
I
H
列
上
1
)

注

咪
年
老
多
病
死
後
被
葬
在
「
達
味
城
」
享
年
七
十
其

墓
地
在
乃
赫
米
雅
(
厄
下
3

刊
)
及
耶
穌
(
宗
2
間
)

時
代
仍
盡
人
皆
知

@
達
昧
的
為
人
雖
然
他
犯
過
罪
但
詞
也
充
分
的

作
了
補
般
而
那
些
一
罪
過
並
不
浪
滅
他
人
格
的
完
整
改

高
向
他
是
一
位
精
明
正
直
的
政
治
家
不
忘
職
權
秉
公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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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
巴
郎
術
士
謂
出
於
以
色
列
(
戶
圳
的
口
)
不
過
這

一
切
的
暗
示
及
頒
言
到
了
達
昧
的
時
代
經
過
納
堂
先

知
才
有
了
具
體
的
表
示
達
昧
的
主
國
從
此
是
「
永
遠

的
」
即
使
他
的
後
種
人
中
不
少
是
不
准
當
的
但
其
王

朝
仍
不
會
滅
亡
直
到
有
一
位
更
偉
大
更
理
想
的
「
達

味
」
l
|
|

默
西
亞
來
建
立
上
主
理
想
完
美
的
王
國

(
撒
F
7
)
雖
然
街
些
學
者
否
認
這
篇
預
言
的
歷
史

性
但
事
實
上
右
沒
有
它
則
後
來
全
部
舉
經
的
一
貫
思

想
則
無
法
解
釋
蓋
後
來
的
默
西
亞
論
大
都
以
此
為
出

發
點
亞
毛
斯
頒

一
一百「
達
味
帳
幕
」
的
建
立
(
亞
9

u
)
歐
瑟
亞
預
見
厄
弗
辣
因
人
的
重
新
服
從
這
味
王

朝
(
歐
3
5
)
依
撤
意
亞
預
言
達
味
王
朝
的
不
朽
不

滅
耶
京
的
神
聖
不
可
侵
犯
及
闊
土
的
廣
大
無
邊
(
依

十三產

行
政
道
慎
斷
決
在
宗
教
方
面
他
有
單
純
堅

閏
的
話
德

在
興
隆
中
不
驕
傲
在
痛
苦
中
不
失
望
(
撒
上

n
s

撇
下
的
油
等
)
作
任
何
事
之
前
先
請
示
上
主
的
旨
意

(
撒
上
n
s
n
z
9
)
是
深
得
天
主
歡
心
的
人
(
繳

上
U
H
)
的
確
是
一
位
理
想
的
閻
王
學
經
的
作
者
多

以
他
為
一
位
偉
大
的
藝
術
家
悲
歎
撒
鳥
耳
和
約
納
堂

以
及
阿
貝
乃
爾
死
亡
的
動
人
哀
歌
是
他
所
作
(
撇
下

-
w
l

目
3
"

等
)
此
外
還
作
了
一
首
凱
歌
(
徹
下

詔
)
和
不
少
的
車
詠

@
達
味
與
默
西
亞
在
創
3

臼
即
已
暗
示
一
女
人

-
的
後
裔
終
戰
勝
惡
魔
天
主
許
給
亞
巴
郎
在
他
的
後
代

掰
一中
要
出
-
位
教
星
(
倒
也su
u
n
u
)
，
臨
死
的
蚓

一
各
伯
預
言
這
位
救
星
將
出
於
猶
大
支
派

(
創
帥
"
﹒l

9
1
|
6
)
業
瑟
樹
幹
的
重
新
發
芽
(
依
U
E
|
J

以
及
這
個
嫩
芽
將
使
伊
甸
園
的
生
命
復
甦
充
軍
者
飾

自
家
完
備
的
正
義
及
普
遍
的
和
平
將
重
臨
人
間
百
年
之

後
耶
肋
米
亞
預
告
耶
京
及
聖
殿
毀
滅
乏
後
將
有
新
的

以
民
出
生
一
些
古
老
的
禮
儀
將
歸
無
效
這
新
的
以
民

仍
將
以
耶
京
為
首
都
(
耶
7
)
這
位
先
知
的
有
生
之

日
雖
在
這
味
王
朝
多
難
乏
秋
但
他
仍
堅
信
不
移
地
強

調
此
主
韌
的
光
榮
重
建
以
及
新
國
王
的
來
臨
猶
如
再

生
的
劃
喇
(
職ns
s
狗
，
H
U
H
-
u
片
岡
削
弱
動

亦
走
周
攘
的
路
線
預
報
甜
甜
般
的
毀
滅
及
充
擎
的
人
將

周
圍
還
繞
途
昧
的
將
來
給
承
人
(
則
M
n
u
幻
甜
甜
)

充
軍
之
後
哈
蓋
將
希
望
寄
於
達
咪
的
後
裔
則
魯
巴
貝

耳
(
黃
2

且
自
)
區
加
利
益
預
告
遂
咪
王
朝
的
再
興

(
臣
也
8
)
這
時
代
產
生
的
娶
一
詠
亦
寫
此
作
證
(
詠

的
)
。
只
有
在
阿
蚓
闌
珊
王
朝
時
此
這
種
以
瀏
喇
為
依

織
的
默
西
亞
論
才
稍
有
褪
色
而
偏
重
於
大
司
祭
王
朝

不
過
為
時
甚
短
而
且
即
在
當
時
放
耶
穌
誕
生
之
後
仍

有
許
多
猶
太
經
師
在
期
待
著
遠
味
王
朝
的
再
與
總
之

舊
約
的
作
者
們
無
不
在
以
這
咪
為
中
心
來
暗
示
或
預

言
未
來
的
默
西
亞

新
約
時
代
作
者
們
的
注
意
力
甜
美
中
於
基
督
身

L
瀏
喇
只
是
默
西
亞
的
預
成
耶
穌
被
血
統
是
「
瀏
喇

之
子
」
他
繼
續
及
完
成
這
昧
的
工
程
瑪
實
在
他
著
作

的
開
端
郎
稱
耶
穌
為
「
達
味
之
子
」
(
海
1
1
)
其

後
這
種
稱
呼
屢
見
於
不
同
人
的
口
中
(
瑪
9

盯
眩
目

的
n

m甜
甜
的
“-
u

谷
m
軒
"
路
m
mM
M

)
耶
穌
是



一
「
遂
咪
的
嫩
芽
及
後
裔
」
(
若
7

位
羅
-
a

弟
後
2

‘
，
圖
，
'
，

。

輸
一
﹒
默5
.
n
u
)
在
預
報
基
督
誕
生
時
天
使
說
「
上

h

主
天
主
要
把
他
祖
先
組
叫
俐
的
御
座
賜
給
他
」
(
路


U
)
耶
穌
受
洗
後
有
聲
音
來
白
天
上
「
你
是
我
的
愛

子
我
因
你
而
喜
悅
」
(
路
3
n

}
這
正
是
納
堂
預
言

的
問
音
「
我
要
作
他
的
父
親
他
要
作
我
的
兒
子
」
(
撇

下
7
M
)
耶
穌
傳
教
時
口
口
聲
聲
所
講
的
「
天
國
」

若
沒
有
遠
味
王
留
在
先
也
很
難
使
人
了
解
二
者
先
後

互
相
呼
應
伯
多
祿
在
車
神
降
臨
日
(
宗
2

目
等
)
保

祿
在
安
提
約
基
雅
(
宗

u
n
u
)

以
及
雅
各
伯

在
耶
京
宗
徒
會
議
上
(
叫
m
M
U
M
-
m
)
都
會
將
基

督
的
光
榮
與
遠
味
相
比
較
並
強
詞
在
墓
替
身
上
應
驗

了
舊
約
中
對
達
昧
的
許
諾
耶
穌
榮
進
耶
京
軍
眾
歡
唱

「
那
要
來
的
我
們
祖
先
瀏
喇
之
國
應
受
讚
嶺
」
(
谷

H
M
)
反
映
出
擊
眾
對
耶
穌
的
心
理
耶
穌
在
比
拉
多

面
前
沒
有
否
認
他
是
國
王
而
只
是
將
天
國
的
意
義
加

以
解
釋初

興
教
會
特
別
注
重
違
味
墓
詠
以
之
證
實
及
堅

自
自
己
對
耶
穌
的
信
心
聖
保
祿
在
致
希
伯
來
人
的
書

信
上
廣
泛
的
引
證
聖
詠
以
竣
明
蓋
起
官
永
為
君
王
永
為

大
司
發
並
說
他
的
司
祭
品
位
遠
超
過
肋
未
的
司
祭
品

位
(
希
5
5

等
7
u
)

見
默
西
亞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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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
)

M達
味
城
(
的
立
∞U
U
M
)

見
勤
觀

M
m當
且
也
K
A
l向J
(
F
Z
D
O
J
地
名

叫
阿
比
自
來

2

」

3

二
，
-
-
/
'
、
是
以
附

頗
耀
一
仰
所

愛
之
女
神
而
得
名
位
於
安
提
約
基
雅
西
南
約
九
公
里

處
風
景
優
美
有
山
有
水
林
木
叢
生
是
敬
奉
阿
頗
羅
的

聖
地
為
當
時
公
認
的
避
難
處
所
耶
京
的
大
司
祭
赦
尼

雅
個
月
逃
避
默
乃
勞
的
陷
害
會
避
難
於
此
(
加
下4
甜

"
)
可
惜
終
於
被
殺
在
此
建
有
阿
頗
經
神
阿
爾
特
米

女
神
(
自
m
W
M

等
)
及
其
他
神
明
的
廟
宇
是
人
們
集

會
的
地
方
也
是
荒
唐
淫
亂
的
地
方
歷
史
所
稱
「
達
夫

乃
之
風
俗
」
郎
謂
倫
理
道
德
墮
落
的
習
俗
(
韓
)

的
台
E
目
主
前
可
「
2
:
f
n
J
人
名
來
自
阿
刺
美
文

-
E
H

馬
門
口
二
，

U
劃
酌
，

t
E
E
J

Z
J
3
3
-
I
I

'

、
意
謂
「
支
持
天
主
者
」

是
三
位
波
斯
國
王
的
名
字

@
達
理
阿
一
世
(
五
二
二
l

四
八
六
)
繼
坎
拜
梧

茲
為
波
斯
王
在
他
馬
王
之
初
波
斯
大
亂
政
權
衰
弱
不

少
的
官
員
叛
變
爭
權
每
位
達
理
阿
一
川
也
是

一
位
精
明

多
才
的
圈
王
漸
漸
平
息
內
亂
鞏
固
自
己
的
主
位
比
一

門
爭
歷
十
九
年
之
久
內
亂
飯
平
乃
大
事
改
革
內
部
組

織
將
全
國
分
為
二
十
行
省
(
即
史
稱
著
名
的
波
斯
總

督
制
F
H
E
立
"
。
)
這
些
行
省
在
民
法
及
軍
事
上
各
自

為
政
但
與
國
王
保
持
著
密
切
速
繫
以
確
保
各
省
的
銳

的
肌
巴
力
制
倒
為
第
五
行
也
因
為
這
種
嚴
密
有
紋
的
組

織
國
勢
大
振
其
統
治
權
竟
東
達
至
印
度
惟
西
方
之
阻

力
仍
大
於
是
出
兵
西
征
佔
領
特
辣
克
及
馬
其
頓
等
希

臘
城
市
但
進
兵
希
殲
本
土
時
在
瑪
拉
敦
(
玄
月
份
岳
。
出
)

地
方
卻
大
敗
M
F、
希
制
隨
時
在
四
九0
年
此
後
不
久
違
理

阿

一
世
便
與
世
長
辭
了
舊
約
稱
他
為
「
法
斯

王
」
(
厄

上
4
6

“

6
1
)
或
簡
稱
「
波
斯
連
連
阿
」
(
厄
下

u
n
)
當
以
民
間
國
後
開
始
建
殿
的
時
候
遇
到
種
種

的
困
難
因
精
神
飽
受
刺
激
而
有
灰
心
之
感
再
加
上
經

濟
的
困
難
是
以
重
建
學
殿
工
程
之
進
行
非
常
緩
慢
宰

蒙
達
理
阿
國
王
會
經
捐
助
了
一
筆
欺
項
困
難
蛤
得
解

決
(
厄
上
6
.
l

叩

)

@
達
理
阿
二
世
(
四
二
凹
1

四
O
四
)
是
阿
塔

薛
西
斯
一
世
與
一
外
族
妾
所
生
的
兒
子
故
有
諾
托
斯

(
Z
B
V
S
)
之
外
號
(
意
謂
雜
種
)
他
的
王
朝
多

次
發
生
叛
變
他
以
殘
酷
的
手
段
平
息
內
爭
猶
太
人
著

名
的
問
叫
劃
劃
文
件
大
部
份
寫
於
他
的
任
期
內
同
時

幾
乎
半
數
的
慕
辣
秀
模
形
文
字
板
片
亦
於
此
時
完
成

@
達
理
阿
三
世
(
三
三
六
l

三
三
0
)
是
波
斯

帝
國
的
最
後
一
位
君
王
他
能
登
極
為
王
乃
得
助
於
太

監
巴
寓
阿
此
太
監
先
將
國
王
之
父
阿
塔
薛
西
斯
三
世

毒
死
而
扶
正
達
理
阿
但
不
久
之
後
這
位
險
惡
的
太
監

亦
被
這
理
阿
三
世
毒
死
本
來
他
H
A
E
-
位
足
智
多
誤
的

閻
王
富
有
統
治
的
本
領
奈
何
天
時
已
過
英
雄
無
用
武

之
地
被
逼
與
大
亞
歷
山
大
國
王
作
戰
結
果
是
簡
簡
失

敗
只
好
向
東
方
的
波
斯
行
省
逃
去
企
圖
於
瑪
待
地
方

一冉
組
大
軍
不
過
亞
歷
山
大
勢
如
破
竹
所
向
無
敵
先
後

佔
領
了
巴
比
倫
穌
撤
及
波
斯
波
里
波
斯
帝
圓
的
大
勢

已
去
不
可
收
拾
國
王
本
人
被
巴
客
特
黎
雅

(F
n
H
E
)

的
省
長
貝
索

(
F
Z
E
)所
暗
殺
當
約
稱
達
理
阿
姆
波

斯
皮
瑪
待
的
最
後
一
位
閻
王
(
加
上
1
1
)
(
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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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
a
h回
去
巴

B
R
H
n
J
是
波
斯
帝
國
的
金
幣

，
且
』
3
位
、
們
們
U
F二
」
J
』
'
，
司
J
a
-
-
a
3
=。』

2
a
3
3
-
1
:
t
a
p
-
r
z
d

莫
名
來
自
達
理
阿
一

世
在
聖
經
上
提
泣
以
民
供
獻
金
錢
及
首
飾
時
格
外
是

在
充
軍
之
後
曾
數
次
提
到
這
種
錢
幣
的
名
字
(
一
騙
上

訝
，
厄
上
2

的
厄
下
7

刊
等
)
至
於
它
與
現
今
貨
幣

的
等
他
則
不
清
楚
(
韓
)

這
巷
尾
堅

O
R
E
-
L悔
自
咕
咕
1

2

、
、

3
3
J
-
R

言
，
、
保
線
在
阿
勒
約
帕
哥

講
道
時
她
同
一
位
官
員
名
叫
制
問
削
者
同
時
歸
化
是

車
經
上
僅
捷
的
二
位
歸
化
入
敬
的
雅
典
人
(
宗
U
H
)

都
一
面
-
叫
刮
到
謂
她
是
蚓
制
厄
削
的
妻
子

(
H
V
C
.
S


B
B
A
V
)
但
不
知
辜
人
有
何
依
鐵
(
韓
)

十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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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達
尼
爾
(
F
E
n
-
)

見
下
悅

H
H
b
R
E
3
3
3日
主
主
主
詣
。
矣
。
問
。
且
已

J

m
品
t
h
E川
忍

E
F
f
d→E
〉
H
L
F
Z
U
S
E
-
之

達
尼
爾
人
名
按
字
源
學
來
講
意
謂
「
天
主
是
我

的
審
判
者
」
按
古
語
意
謂
「
天
主
是
審
判
者
」
舊
約

里
有
此
名
者
共
有
四
人
一
個
是
達
昧
的
兒
子
(
編
上

3
2
)
另
一
個
是
和
厄
斯
德
拉
一
齊
由
巴
比
倫
歸
國

的
旅
長
即
依
塔
璃
爾
的
後
人
達
尼
爾
(
厄
上

8
2

厄

下
凹
，
)
此
外
則

M
u
m
m
s
也
記
載
了
一
位
名
叫

這
尼
爾
的
人
但
這
位
遠
尼
爾
列
於
諾
厄
及
約
伯
之
間

可
能
這
位
達
尼
爾
根
本
不
是
猶
太
人
接
近
代
在
鳥
加

JI

--

仰
一
黎
特
或
辣
市
沙
木
辣
文
件
上
記
載
他
是
一
位
非
常
賢

一
明
公
正
而
且
濟
貧
恤
孤
的
君
王
但
他
喪
子
後
雖
會
長

時
間
苦
苦
向
的
艸
哀
求
也
未
能
使
他
兒
子
復
活
由
此
看

來
則
M
H
所
提
的
達
尼
爾
似
乎
暗
示
這
位
君
王
最
後

即
達
尼
爾
書
內
的
主
角
亦
即
我
們
所
願
談
的
達
尼
爾

先
知

按
達
尼
爾
書
所
載
達
尼
爾
原
屬
皇
宮
質
商
之
後

裔
在
拿
步
高
於
公
元
前
六

O
五
年
攻
陷
耶
京
後
被
捕
惕

往
巴
比
倫
在
該
地
與
其
他
三
青
年
特
蒙
皇
上
垂
青
被

選
充
當
宮
廷
衷
的
侍
役
因
而
皇
上
特
使
他
們
受
加
色

T
人
的
教
育
享
皇
室
裝
的
待
遇
但
達
尼
爾
與
他
的
同

伴
甜
堅
守
猶
太
人
有
關
飲
食
的
教
規
不
願
因
吃
皇
上

所
賜
的
佳
看
而
沾
污
自
己
因
而
天
主
賜
給
他
特
殊
的

智
慧
使
他
能
詳
夢
解
釋
神
視
他
曾
為
三
位
君
王
服
務

部
為
拿
步
高
玉
解
多
為
貝
耳
沙
匣
解
釋
神
風
末
後
幫

達
璁
阿
玉
治
理
朝
政

(
6
‘
)
按
達
尼
爾
書
上
的
記

教
推
算
他
的
公
開
生
活
是
由
拿
步
一
回
同
王
三
年
即
公
元

前
六
O
五
年
始
直
至
居
魯
士
三
年
即
公
元
前
五
三
六

年
止
將
近
七
十
年
之
久
是
以
達
尼
爾
活
了
相
當
高
的

年
齡
關
於
他
逝
世
的
事
學
經
上
雙
字
未
提
因
而
我
們

也
無
從
得
知

達
尼
爾
書
達
尼
爾
蓄
的
名
稱
一
如
若
蘇
厄
虛
德

傳
等
由
香
內
的
主
角
而
得
名
全
書
共
十
四
章
其
中
除

了

3
M
1

個
一
段
及
U
M
兩
章
因
只
見
於
希
臘
文
及

由
希
臘
文
譯
出
的
拉
丁
文
及
今
日
各
種
譯
本
而
不
見

於
瑪
眾
辣
希
伯
來
文
經
懇
內
因
而
後
世
稱
寫
次
正
經

部
分
外
其
餘
首
正
經
部
份
可
分
前
後
兩
編
前
編

(
1

-
6
)
是
歷
史
的
記
述
後
編

(
7
l
u
)是
神
親
的
記

述
但
在
這
首
正
經
部
分
內
自
1
1
2

‘

a

及
8
1

-
u
s

為
希
伯
來
文
至
於
中
間

2
a
b
-
-
7

目
則
為

阿
刺
美
文
何
以
一
者
有
兩
種
語
言
尤
其
兩
種
語
言
並

非
按
內
容

(
1
l
6
歷
史
記
述
7
l
u

神
視
記
述
)
來

分
配
至
今
仍
未
有
一
決
定
性
的
解
答
脫
不
能
證
明
阿

刺
美
文
部
份
是
由
希
伯
來
文
譯
出
(
因
為
何
以
只
譯

中
問
一
部
份
)
同
樣
也
不
能
證
明
希
伯
來
文
是
譯
自

阿
刺
美
文
比
較
可
取
的
理
由
是
作
者
在
他
著
述
此
書

時
認
為
當
時
不
少
的
人
飯
通
曉
阿
刺
美
文
為
了
存
其

起
見
把
他
所
蒐
集
到
以
阿
刺
美
文
寫
的
史
料

(
2
l

7
)
不
加
翻
譯
引
用
在
自
己
的
著
作
內
(
除
了
2
1

1

‘

a

的
開
端
一
段
為
使
人
更
易
當
作
聖
經
接
受
乃

譯
為
希
伯
來
文
)
再
不
然
即
是
作
者
本
精
遇

上
述
兩

種
語
言
以
他
認
寫
適
當
的
理
由
(
後
人
不
得
而
知
)
就

這
樣
寫
了
他
富
有
歷
史
性
的
先
知
勾
當
至
於
所
謂
次
正

經
部
份
被
一
般
學
者
的
公
見
認
為
原
文
仍
是
閃
族
語

言
(
阿
刺
美
文
或
希
伯
來
文
不
得
而
知
)
因
這
稱
為
次

正
經
的
希
臘
文
內
仍
可
看
出
帶
有
閃
族
語
風
雖
然
U

M
-
-
i
閱
有
舞
文
弄
墨
的
地
方
這
可
能
是
譯
者
採
較
自

由
的
譯
筆
此
外
舊
約
中
也
不
乏
舞
文
弄
墨
的
例
子
如

圳
7
u

訊
自
以
上
所
說
種
種
難
鼠
故
對
本
書
成
者
的

年
代
頗
不
易
下
一
決
鼠
不
過
除
次
正
經
最
後
的
部
分

帥
的
“
兩
章
極
可
能
原
是
獨
立
的
片
斷
記
述
而
為
最

後
編
輯
者
加
在
本
書
外
其
他
各
章
則
前
後
互
相
呼
應

思
想
一
貫
至
於
臼
輩
有
關
蘇
繳
納
的
故
事
有
的
古
卷

置
於
本
書
首
部
第
一
章
(
參
看
希
磁
譯
本
)
由
H
F、
蘇
撒



-
納
故
事
發
生
在
途
尼
爾
青
年
時
所
以
將
該
車
置
於
會

叫
一首
就
時
間
來
說
很
適
合
歷
史
次
第
至
於

3

訕
|
岫
一

間

段
也
可
能
是
一
獨
立
的
片
斷
記
述
且
為
充
軍
翔
的
猶

太
人
所
熟
識
但
在
全
舊
約
里
除
此
處
外
再
沒
有
更
適

於
加
入
比
一
段
記
述
的
地
方
了
寫
此
一
般
級
學
有
認

為
目
前
的
這
尼
爾
魯
原
非
一
作
者
在
一
氣
呵
成
之
F

所
寫
的
而
是
由
一
位
編
輯
者
在
蒐
集
了
已
在
民
間
昕

流
行
有
關
達
尼
爾
的
片
斷
記
述
而
編
築
為
目
前
的
這

尼
爾
審
時
間
大
約
在
瑪
加
伯
特
代
即
公
元
前
三
八
五

年
左
右神

學
本
書
雖
分
歷
史
和
→
仰
視
兩
種
一
起
述
以
及
附

有
蘇
繳
納
貝
耳
和
大
龍
的
故
事
但
總
觀
全
書
的
內
容

與
目
的
顯
而
易
見
有
一
中
心
思
想
即
天
主
是
{
于
市
高

物
的
統
治
者
「
是
他
變
更
四
時
季
街
是
他
廢
訕
訕
君
王

也
興
江
君
主
」

(
z
n
)
有
鐘
與
無
靈
之
物
(
有
靈

如
驕
梢
的
拿
步
一
偽
君
王
使
他
形
同
牲
畜

(
4
"
)
貝

爾
沙
區
一
夜
之
間
為
人
所
殺
(
5
抽
)
無
靈
如
火
獅

子
3

“
l

H
M
剖
i

伯
等
)
無
不
服
從
天
主
旨
意
本

書
另
一
搔
重
要
的
思
想
即
作
者
以
默
示
錄
體
啟
示
給

世
人
有
關
未
來
默
西
亞
神
國
的
建
立

(
7
u
n
)
頒

示
這
艸
國
必
先
遭
受
一
段
極
困
難
的
時
期

(
7
自
)

但
最
後
必
獲
得
勝
利
而
且
永
遠
常
存

(
7
n
u
-
-

8
2

“
)
無
疑
這
-
S
為
為
加
伯
時
代
遭
受
迫
害
的

猶
太
人
供
給
了
極
大
的
鼓
勵
即
寫
新
約
時
代
歷
代
的

信
友
也
是
一
淪
蘊
安
慰
的
資
咨

兒
亞
述
默
示
錄
體
人
子
默
西
亞
論

十三2152-2156 

(
為
)

間
最
垂
在
拘
叫
肌
主
主
「
F
H
E
呂
丘
吉

J是
耶
穌
在

2
、
、-
Y
Z
-
4
9
3
1

，
/
、
講
二
次
增

餅
後
同
門
徒
們
乘
船
所
去
的
地
方
(
谷

8

刊
)
應
在

加
堅
肋
位
糊
幽
作
此
地
名
在
對
觀
一
隔
音
上
為
為
瑪
加

丹
(
瑪
的
“
)
更
布
一
也
一
一
手
抄
本
論
為
馬
格
達
拉
它

縫
在
何
處
則
線
可
考
錄
山
下
者
念
叫
地
紛
耘
不
過
大
多
數

的
愿
者
以
嗎
瑪
個
吋
您
是
巾
瑪
格
達
拉
法
使
而
來
或

謂
是
它
的
抄
淚
來
真
如
此
則
達
瑪
奴
達
應
處
於
瑪
格

達
抑
的
附
近
或
亦
有
人
謂
就
是
為
格
達
校

見
一
為
烙
達
拉
(
韓
)

自
告
E
T
f
E
h
q間
草
除
住
「p
f
i
u
a
J是
一
地
區

-
E
t
h
F
E
m

川
7
H
M
M
F
E
w
-
!
'
t
S
E
E
F
-
e

』

2

、
、
?

可

j
4
1
9

.

，
、
名
該
區
多

島
嶼
凡
此
半
均
在
亞
得
望
亞
晦
之
東
岸
山
喝
喝
南
斯
拉
夫

以
往
腦
依
附
上
抽
騎
自
吋
地
區
(
w
m
M
U
M
)
公
元
前
一
八
0

年
歸
屬
提
閃
帝
凶
公
-
兀
一
年
被
創
為
羅
馬
行
借
故

咱
們
馬
帕
站
地
雅
(
M
V
E
g
-
"
)
在
新
約
中
只
提
過
一

次
郎
保
線
通
知
弟
茂
德
「
弟
鐸
去

r

途
，
斗
瑪
拉
雅
」

(
弟
後
4

刊
)
(
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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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街?滅屬

戶i 還加革必磁
31 入以已給藏
22 ~ I凋)見不

且iJ~出i 踩海於太

n
u
m
u
n

德
M
w
n
)並
且
這
三
種
金
圓
圈
的
分
類
在

常
時
也
是
十
分
模
糊
不
清
的
出
的
叩
相
關
以
民
的
敵
人

像
鉛
沉
入
深
淵
可
能
是
自
傲
，
網
上
所
繫
的
鈴
塊
而
取

巒
設
喻
約
"
自
剖
則
是
指
用
以
香
寫
的
鉛
質
板
而
-
刊

另
外
也
有
些
一
聖
經
地
方
格
外
是
在
省
故
時
期
刊
怯
充
策

之
後
的
著
作
上
指
出
以
火
熔
化
鉛
敬
而
製
這
鉛
的
方

法
(
依
I
E

耶
6

目
亞
7
7
.
固
5

，
.
)

兇
錫
(
韓
)

u
m眉
目
、
已
苟
且
已
g
H
M
E
H
H
S
J
「
鼠
定
」

(
H
U
E


M
e
V
-札
世
λ
f
H
M
E
E
o

、

;
-
4
J
t
J

，
、
已
。

Z
E

色
。
口
)
是

聖
保
祿
獨
有
的
神
學
理
念
(
弗

1
3
l
u

羅
8

臼
1

曲
格
前
2

，
弟
後
1
.
M
)
這
「
預
定
」
與
天
主
的

旨
惡
有
搔
密
切
的
關
係
(
見
意
志
)
圓
圓
吋
它
是
天
主

旨
立
的
決
定
(
制
1
5

期
後1
9
)
計
劃
(
制1
u
)

和
奧
秘
(
弗
1
9
)
說
得
扁
平
確
點
是
這
決
定
叫
劉
和

奧
秘
的
一
部
份
因
為
天
主
旨
意
的
，
祖
決
定
計
亂
和
奧

秘
包
括
五
個
步
驟
預
選
預
定
召
時
成
義
和
光
榮
(
羅

8

扭
曲
)

這
全
盤
的
奧
秘
是
超
越
時
間
的
圓
圓
可
「
在
創
世

以
前
」
(
弗
1
.

格
前
2
7

弟
後
1

，
)
己
什
創
下

來
的
這
遠
自
創
世
以
前
的
計
創
的
重
心
就
是
基
督
因

寫
天
主
願
意
他
是
萬
育
的
元
昌
(
弗

I
U
)
這
是
聖

喇
喇
在
弗1
3
i
u

短
短
的
十
一
街
內
強
調
了
十
一

次
的
(
以
制
刷
刷
原
文
本
計
算
)
在
基
層
內

(
1
S
M
)

在
他
內

(
1
‘

7
.
u
n
a
n
b
)
捲
益
挂
督

(
1

5
)
種
天
主
學
子
的
血

(
1
，
)
在
天
主
的
叉
子
內



(
1
6
)
故
然
天
主
在
創
世
以
前
不
是
因
了
我
們
的

善
行
(
弟
後
1
，
)
而
是
自
動
地
在
基
督
內
定
下

f

這
個
永
遠
的
計
創
(
弗
3
u
)
因
此
這
計
創
不
外
是

天
主
對
人
類
愛
的
結
晶
(
弗
1
5
)
是
豐
厚
的
恩
寵

(
弗
1
7
8
弟
後
1
.
)
且
是
超
然
的
祝
福
(
弗
1
3
)

正
是
為
了
這
個
緣
故
擬
定
這
計
創
的
天
主
堪
受
讀
美

(
弗
1
s
)

這
計
劃
這
頂
定
有
遠
近
的
目
的
近
目
的
是
使
他

預
定
召
選
的
人
今
世
在
基
督
內
成
義
(
甜
點
8個
)
即

峙
值
得
救
贖
與
罪
過
的
赦
兔
(
弗
1
7
)
接
受
里
棘
的

印
證
(
弗
1
H
)
成
為
學
潔
無
疵
(
弗
1
.
)

由
門
似

基
督
的
人
因
而
成
為
他
的
弟
妹
(
羅
8
詞
)
成
為
天

主
的
子
女
(
弗
1
5
)
和
產
業
(
弗
1
口
)
來
世
獲

享
光
榮
(
羅
8
抽
絡
前
2
7
)
蒙
受
完
全
的
救
贖
(
弗

-

u
)
獲
得
不
朽
的
生
命
(
弟
後
1
刊
)
遠
目
的
的
最

後
目
的
就
是
為
了
自
己
的
光
榮
墓
保
線
在
弗
1
3
l

H
短
短
的
十
一
筒
中
三
次
強
調
「
頌
鑽
他
(
恩
寵
)

的
光
榮
」
(
弗
1
.
M
H
)

雄
然
這
「
預
定
」
的
恩
典
在
我
們
還
未
有
生
以

前
純
粹
出
白
天
主
的
愛
心
但
是
在
聖
保
祿
的
腦
海
中

這
並
不
是
說
我
們
預
定
蒙
召
獲
救
的
人
便
注
定
得
救

不
必
為
自
己
的
得
救
操
心
因
為
我
們
還
得
付
出
我
們

的
努
力
發
信
福
音
付
諸
實
行
(
弗

1

凹
)
全
心
愛
慕

他

(
羅
8
肘
)
正
是
為
了
這
個
緣
故
聖
保
祿
勸
翹
斐

m
一回
倒
教
支
配「
你
們
要
懷
著
恐
懼
戰
現
努
力
成
就
你

a

i

'

, 

一
們
得
欽
的
事
」
(
婪
2
時
)
也
是
為
了
這
個
緣
故
他

2157-2158 十三益

自
已
也
何
必
克
己

以
役
向
己
的
身
體
以
兔
給
別
人
報

捷
自
已
反
而
結
選
(
絡
前
9
訂
)
因
此
天
主
從
無
始

之
始
對
人
出
臼
愛
心
的
鼠
還
不
但
不
剝
削
人
的
自
由

更
不
是
注
定
f

人
的
命
運
而
是
要
求
人
自
由
合
作
的

一
個
「
愛
的
計
創
」

見
召
還
成
義
意
志

(
梁
)

的
預
言
(
叮
叮
叮

U
H
H
J

m預
像
預
像
論

\
吋
〕
『
M
V
P
囡
囡
立
。
斗
可
咕
。
戶
。
閻
明
J

/
吋
〕
這
E
F

吋
〕
『
M
U已
。
開E
回
F
E
E

」

希
瞞
臘
文
「
句
句
5

」
一
字
有
許
多
意
義
指
向
像
表

象
式
樣
印
跡
闡
樣
模
型
以

M
A書
信
體
裁
等
舊
約
希
擻

通
行
本
的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和
新
約
指
「
式
樣
」
見
出

討
“
宗
7

“
希
8
5
指
「
模
範
」
兄
弟
前
4

問
得
前

1
7
伯
前
5
3
鐸
2
7
指
「
規
純
」
見
聞
組
6

口
指
「
鑑

戒
」
見
絡
前
ω
s
|
u
指
「
表
樣
」
見
斐
1
"

指
「
榜

撥
」
見
得
後
3
.
以
上
各
項
意
義
都
屬
於
人
倫
範
圈

可
是
羅
5
H
「
但
從
亞
當
起
直
到
梅
瑟
死
亡
詞
作
了

王
連
那
些
沒
有
像
亞
當
一
燄
違
法
犯
罪
的
人
也
屬
它

權
下
這
亞
當
原
是
那
未
來
亞
當
的
預
像
」
這
節
內
用

的
「
預
像
」
一
字
顯
然
是
另
有
一
種
意
義
亞
當
第
一

預
表
亞
當
第
二
|
|
基
督
一
個
歷
史
上
的
人
物
1
|
|

第
一
個
亞
當
預
橡
另
一
個
歷
史
上
的
人
物
!
|
|
亞
當

第
二
基
督
按
車
保
穢
的
見
解
以
民
在
梅
瑟
領
導
下
經

見
先
知

過
曠
野
往
許
地
去
這
事
同
樣
也
是
新
約
時
代
天
主
的

選
民
在
基
督
領
導
下
往
真
實
的

一惱
地
|
|
天
父
的
家

鄉
去
的
事
的
頭
像
(
格
前
m
I
|
u
)
像
這
樣
的
預

像
在
希
伯
來
書
中
尤
其
不
少
大
概
可
說
技
經
格
希

三

書
預
像
乃
是
一
人
物
或
一
事
費
由
於
天
主
的
措
誼
鼠

一
本
未
來
另
一
人
物
或
另
一
事
實

「
預
像
」
有
別
於
「
寓
言
」
(
益
。
聞
自E
)
因

為
「
寓
言
」
雖
然
含
有
高
尚
的
或
圓
圓
於
宗
教
的
道
理

但
卸
缺
乏
可
能
性
比
如
織
9
1
|
間
和
U
I

l

H
事

實
上
並
沒
有
「
智
慧
主
婦
」
也
沒
有
「
愚
昧
太
太
」

而
只
有
愛
「
智
意
」
及
愛
「
愚
昧
」
的
人
寓
言
是
文

義
之
外
另
有
寓
意
這
寓
意
是
外
來
的
大
紅
是
由
作
者

在
原
意
之
外
加
上
去
的
而
不
是
由
歷
史
上
的
人
物
或

事
實
自
然
生
出
來
的
這
種
寓
意
就
制
制
而
一

-
E尤其
在

斟
4

剖
及
馴
的
一
些
地
方
可
以
見
到
樹
剖
內
的
「
比

喻
」

(
3
g
g
g
)有
時
含
布
寓
意
的
成
分
寓
言
有

時
也
含
有
「
比
喃
喃
」
的
成
分
可
是
現
在
不
討
論
這
些

只
就
舊
約
討
論
「
預
像
」

一
怎
樣
知
道
一
些
創
制
的
人
物
和
事
吭
乃
是
新

制
人
物
和
事
實
的
預
勵
我
們
的
答
覆
是
由
劉
制
本

身

及
教
會
古
老
普
遍
的
傳
授

斟
副
本
身
對
此
作
譚
心
比
如
先
知
描
寫
默
西
亞
時

代
的
幸
福
生
活
好
徵
引
伊
倒
的
喜
樂
和
平
安
甚
至
臥

倒
側
的
喜
樂
和
平
安
乃
是
默
西
亞
時
代
的
和
平
與
幸

福
的
預
像
請
對
照
創
2
‘
|
品
放
歐
2

目

l
B
亞
9

臼
划
"
臼
原
祖
到
劃
轄制
一
切
動
物
(創
2

臼

)在
默



-
西
亟
待
代
野
獸
也
要
馴
服
淤
人
(
划
"
自
)
彼
此
和

'
，
.
'
，
、
。

t
1
4
l
l
1
(
6
I
t
t
l
f
-
-
I
I
F

昕
一
睦
相
處
(
依
u
e
)
加
音
和
亞
伯
爾
自
樂
閣
被
逐
山

.
後
就
彼
此
不
陸
而
演
出
兄
弟
互
相
殘
殺
的
事
(
創
4

-
i
閏
)
在
默
西
亞
時
代
則
不
然
人
「
要
安
居
樂
業

不
再
受
人
恐
嚇
」
(
則
M
H
間
多
見
米
5
9
依
2
.
)
則

約
7
|
間
將
新
耶
路
撒
冷
默
西
亞
王
闋
的
首
都
描
寫

得
有
如
一
個
新
的
樂
園
這
問
他
預
像
姓
也
貫
徹
猶
太
偽

經
如
巴
路
克
默
一
本
錄
哈
諾
客
肋
未
遺
喝
等
遠
在
新
約

內
的
事
若
望
默
示
錄
及
學
依
肋
乃
所
提
及
的
「
長
老

遺
言
」
中
亦
可
見
到

二
技
藝
保
祿
的
意
見
原
祖
亞
當
是
未
來
的
亞

當
|
|
默
西
亞
的
預
像
(
經
5
u
l
H
格
前
的
甜
甜

岫
哥
3
.
u
弗
4
M
)
亞
當
飯
是
默
西
亞
的
預
像

厄
娃
自
然
是
學
教
會
的
預
像
(
弗
5
且
也
參
見
創
2

“
和
雅
歌
)
聖
保
祿
注
重
第
一
個
亞
當
和
第
二
個
亞

當
|
|
甘
甜
普
車
若
望
在
他
的
默
示
錄
內
特
別
暗
示
伊

甸
樂
園
真
正
實
現
在
學
教
會
內
(
n
z
2
參
見
2
7

n
u
l
u
)
學
教
會
初
期
的
教
父
和
歷
代
的
學
師
用

預
像
論
來
解
釋
樂
園
亞
骨
固
和
厄
娃
的
預
像
性
並
不
是

憑
自
己
的
想
像
而
是
依
撥
單
經
及
一
些
一
從
宗
徒
們
和

宗
徒
弟
子
一
脈
相
承
的
傳
授
如
果
沒
有
這
些
傳
授
就

很
難
解
釋
何
以
聖
猶
斯
定
學
依
肋
乃
德
都
良
m
一
動
叫

羅
削
等
敢
肯
定
厄
娃
是
聖
母
瑪
利
亞
的
預
像
就
知
亞

當
是
吾
主
耶
穌
基
督
的
預
像

碰
然
我
們
在
此
不
願
討
論
亞
歷
山
大
里
亞
准
耀

(
H
U
E
-
。
)
(
公
元
前
三
。
?
1
公
元
後
內
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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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像
論
的
原
理
也
不
能
不
提
拔
希
伯
來
書
的
作
者
很

步
次
妓
煦
准
牌
朧
的
原
則
來
詳
解
筒
約
桂
且
准
羅
一
的
像

論
的
原
則
也
曾
為
亞
歷
山
大
里
亞
科
學
院
的
大
師
如

龐
式
諾

(
2
2
2
5
)
克
肋
孟
赦
黎
絡
乃
等
以
及
他

們
的
住
了
後
學
如
雪
師
盎
博
羅
削
等
所
接
受

諾
厄
時
代
的
洪
水
(
創
6
!
9
)
在
舊
約
就
已

視
為
天
主
未
來
作
為
的
預
像
見
依
M
m
z
i
e
m
u


u
等
天
主
未
來
的
作
為
不
但
是
屬
於
刑
罰
可
也
是
屬

於
慈
憫
如
同
在
洪
水
時
代
一
樣
見
依
u
m
-
-
u
依
里

詠
推
向
厄
獲
救
於
洪
水
以
民
在
梅
瑟
領
導
下
獲
救
於
埃

凡
此
也
是
天
主
將
來
會
扭
扭
救
自
己
選
民
的
預
像
見
詠
M
呵

呵
呵
!
H
參
見
依
日
，
叫
德
村
口
l
u
至
少
、
新
約
見

瑪
叫
的
肘
l
M
伯
前
3
u
n
伯
後
3
8
l
m

亞
巴
郎
祭
獻
依
微
格
(
創
的
μ
)
也
含
有
預
像
的

意
義
見
若
3
臼
羅
8
M
希
U
叮

i
m
嬰
教
會
的
教
父

和
捏
一
師
很
愛
將
祭
獻
依
撤
格
作
為
耶
穌
祭
獻
的
預
像

如
巴
爾
納
伯
書
(
偽
經
7
3
)
依
肋
乃
(
K
F安﹒
囡
"
。
F

Z
T

主
德
都
良
(
〉
身
﹒
宮
"
2
.
H
H
H
H
∞
.
〉
身
-

7
ι
﹒
5
)

猶
斯
定
(
巴
比
-
M
H
N
﹒
凶
)
辜
百
彼
廉

舉
例
叫
臥ZH

制
帆
金
日
舉
制
甜
苦
叫
劉
制
及
車

多
瑪
斯
等

以
民
山
埃
及
過
紅
海
立
盟
約
四
十
年
漂
流
曠
野

等
等
事
蹟
按
全
部
學
經
郎
償
新
二
約
都
是
未
來
更
偉

大
的
事
蹟
的
預
像
歐
2
H
H
描
寫
默
西
亞
時
代
有
比

待
日
以
氏
在
精
野
懷
著
熱
忱
追
隨
自
己
的
天
主
雅
威

參
此
歐
8
口
眩
，
M
U
‘
依
撤
立
亞
同
樣
利
用
山
山
離

埃
及
事
來
描
述
默
西
亞
時
代
見
山
的
副
對
依
4
S
U

H
M
H
H
l
n
為
依
撒
意
亞
新
「
出
n
h」
事
旦
與
山
山
說

巴
比
倫
充
軍
之
地
相
似
甚
或
遙
遠
超
過
第
一
次
「
山

谷
」
見
出

η
6
對
依
彷
訕
訕
紛
問
自
刊
出
離
線
及
時

「
急
迫
離
開
埃
及
」
(
山
眩
目
)
出
離
充
軍
地
時

「
不
必
慌
張
更
不
必
奔
逃
因
為
上
主
要
走
在
你
們
的

蘭
以
色
列
的
天
主
將
作
你
們
的
後
盾
」
(
依
自
問
參

見
叫
泊
，
8則
必
油
料5
.
等
)
。
關
於
新
約
要
超
過

舊
約
見
耶
們訕
訕
|
且
希
8
6
i
H

新
約
更
將
「
出
谷
」
作
預
像
切
實
貼
合
在
默
西

亞
身

L
見
叫
U
I
M
n
職
2
臼
側
的
3封
閉
3
3
山
的
“

間
出
3
1
對
蚓
U
M
叮
耶
穌
領
沈
能
學
科
領
他
至
曠
野

受
魔
鬼
的
試
探

(
瑪
4
1
)
就
如
昔
日
以
民
四
十
年

之
久
在
曠
野
受
試
探
(
出
口
1
申

4
3
6
M
8
時
時
)

再
者
耶
穌
四
十
日
在
曠
野
禁
食
表
現
自
己
是
「
第
二

個
倒
劉
」
和
「
泌
質
的
叫
倒
叫
」
如
同
制
劉
是
立
法

說
耶
穌
亦
柳
川
是
叫
民
的
拯
救
我
耶
穌
更
是
(
山
切
關

5
i
7
)
。
制
蚓
會
還
立
了
七
十
位
長
老
(
門
口
時
)

耶
穌
也
還
取
了
七
十
位
門
徒
治
理
新
以
色
列
十
二
支

派
(
路
ω
1
)

刮
到
關
剖
較
叫
甜
甜
剖
更
以
耶
穌
是
他
遠
超
過

種
制
割
的
新
制
對
天
主
藉
耶
穌
在
新
約
所
作
的
事
遠

超
過
藉
蝴
蚓
趴
在
舊
約
所
作
的
事
昔
日
在
曠
野
中
天
主

住
在
帳
幕
內
如
今
天
主
的
「
學
言
」
永
遠
存
留
在
耶

穌
內
結
耶
穌
而
存
留
在
新
以
色
列
于
民
內
因
筒
耶
穌

是
天
主
的
民
質
的
帳
存
與
宵
的
即
可
版
(
軒
1

1
1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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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出
的
品
)
懸
在
竿
上
治
愈
人
民
致
命
傷
的
銅
蛇
是

令
人
也
死
入
生
懸
淤
苦
架
上
的
耶
穌
的
預
像
(
若
3

H

對
戶

n
s

，
)
天
主
給
在
曠
野
的
選
民
降
下
的

「
瑪
納
」
是
耶
穌
將
自
己
的
體
血
賜
給
新
選
民
作
飲

食
的
神
輝
的
預
像
(
若
6

缸
"
對
出
“
問
缸
)
逾
越

筍
羔
羊
目
是
耶
穌
自
作
犧
牲
的
預
像
(
4詣
的
闊
的
甜
對

削
u
e

“
)
等
關
於
「
出
谷
」
其
他
的
預
像
性
參
克

制
前m
l
|

泊
伯
前
1
H
l
2

叩
希
3
3
5
8
5

-
7

臼

9
u
i
n
M
U
M
-
M

三
以
上
所
述
只
包
括
舊
約
內
一
些
一
重
要
的
人
物

或
事
實
聖
經
為
首
的
作
者
|
|
天
主
要
一
神
使
這
些
人

物
和
事
實
都
含
有
預
像
性
由
於
聖
經
具
有
這
種
預
像

的
意
義
教
父
以
這
種
預
像
意
義
來
解
釋
聖
經
原
沒
釘

什
麼
可
奇
處
雖
然
不
可
否
認
教
父
有
時
過
於
應
用
預

像
釋
義
但
不
能
因
此
就
否
認
學
經
內
含
有
預
像
的
意

義
過
於
只
是
不
合
乎
事
實
否
認
事
實
就
是
違
犯
真
理

錯
誤
更
大
舊
約
和
新
約
同
是
出
於
一
個
天
主
自
然
前

後
互
相
呼
應
輝
映
全
部
學
經
飯
然
證
明
天
主
會
預
定

-
些
人
物
和
事
實
作
為
未
來
人
物
和
事
實
的
預
像
信

仰
天
主
的
人
以
聖
經
為
天
主
對
人
的
啟
示
的
人
又
怎

能
不
相
信
而
加
以
否
認

見
經
意
象
徵
寓
言
比
喻
先
知

十凹益十三

(
雷
)

............-

• 9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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盃是理
當指 4話

準安 U咽
備息口
第日可
二的毛函
天前 gE
告二- 紗，也

忌天 3 了.
自而扭扭

所言 P 
需(區

要谷i g 
的 15 月

切 ， '-"，
故在

稱這

「
預
備
日
」
這
種
措
施
的
由
來
是
因
為
在
安
息
臼
這

一
天
應
當
停
止
一
切
工
作
(
出

m
u
n
目

H
H
H
M
N
2

府
5
H

臼
肋
泊
2

耶
η
m
l

叮
焉
幻
"
等
)

見
逾
越
笛
(
韓
)

的
+
又
可
B
Z
E
S
J

是
一
種
在
會
約
上
多
次
提

，
A
K
Z
'
，v
'
」
J
-
3
，
3
3
3
:
1

，
』

2
=
i
r
h
H
E
t
-
E
E

、
及
的
樂
器
多
被
用
於
宗
教

敬
禮
(
幟
下
6
6

騙
上M
U
S制
的
H
m
s
俐
2

間
斗

或
盛
大
的
慶
典
上
(
創

H
M盯
依
5
n
u
a
狗
血
約

n
u
)
擊
鼓
的
人
可
能
是
女
人
(
出
的
目
民
U
M
撒

上
m
e
耶
H
M
4
)也
可
能
是
男
人
(
撒
上
ω
5

詠
釗

3
m‘
)
，
大
約
是
依
盛
會
慶
典
的
性
質
而
也
比
如
在

宗
教
的
集
會
上
鼓
手
大
都
是
男
人
而
在
民
間
的
慶
典

上
則
多
為
女
人

兒
樂
器

(
韓
)

+
四
盡

m僑
民
(
討
仆
叮
叮
叮

J

M僕
役
(
切
結5
)

見
外
方
人

4 格i 意教人思
?後的的的 高

，-，， :11 說執僕學
寓 23 法政役經
:意 6 有:者」諱
的 s 教是(本

說‘;友天谷i 多
法草至是主 9 譯
則見 墓的 3. 作

有得i 督僕 1。最
某前或仗 叫

一 3 天蘿i 璃i 丘。意這
種 2 主 13' 20 普義一
勢格i 的 2. 通很名

力前 僕 1 22 的旗，詞
的 3 役 13 說用在
僕. ~ -"'::23 法法學i
役，哥i 若i 比 u 有也經i
比 1 12 較'-"，'很上
如 2' 狹外主多。的

繳
萍
(
格
後
U
H
H
)
一
一
福
音
(
弗
3
.
7

萬
l
n
)

罪
惡
(
迦
2

叮
註
此
處
息
高
譯
本
作
「
支
持
人
」
)

割
損
(
羅
的
，
)
及
新
盟
約
的
僕
役
(
制
後

3
.
)。

執
事
除
了
上
述
的
「
僕
役
」
意
義
之
外
在
制
叫
中

另
有
兩
個
地
方
是
指
教
會
中
的
一
種
階
級
而
言
{
息

高
譯
本
作
「
執
事
」
)
他
們
在
管
理
教
務
上
是
監
督

或
長
老
的
助
手
(
斐
1
1

弟
前
3
.
m
)
為
盡
他
們

的
職
務
應
具
有
與
監
督
政
長
老
相
似
的
本
性
及
越
性

的
優
長
(
弟
前
3
Z
U
)
協
助
監
督
或
長
老
們
料
瑾

行
政
這
是
教
會
的
一
個
新
組
織
新
職
位
不
見
於
外
教

人
的
行
政
機
關
故
此
也
無
適
當
的
希
磁
文
名
稱
故
此

採
用
了
普
通
常
用
的
「
僕
役
」
一
詞
來
指
稱
初
期
教

會
這
種
獨
特
的
職
位
l

執
事
他
們
的
成
立
及
職
務

很
可
能
自
鈴
宗

6
2

至
少
是
宗
徒
們
時
代
制
定
的
殆

無
可
疑
這
可
由
保
祿
的
書
信
尤
其
自
教
會
獲
得
自
由

發
展
以
來
的
傳
統
得
到
證
明
(
韓
)

3
。
老
路
主
「

J

此
名
是
由
制
勵
文
的

1
眉
d
e轉
回
(
8
R
a
z
二

2

』

1
4

月
，
、
一
個
形
容
詞
而
來
意

即
「
隱
藏
的
暗
密
的
」
位
離
兄
弟
教
會
平
常
以
此
字
指

稱
天
主
教
所
謂
的
「
次
正
經
」
(
U
O
E
R
R
B
S
E
)

至
於
天
主
教
所
謂
的
「
偽
經
」
他
們
平
常
多
稱
作

「
3
2

《
-
O
H
M
-

聞
自
客
"
」
意
即
「
僑
書
」
他
們
用
以

指
稱
天
主
教
所
謂
「
次
正
經
」
的
中
文
名
咱
們
不
外

「
不
經
之
書
」
「
次
經
」
或
「
外
傳
」
圓
周
天
主
教
人

士
傷
經
是
指
那
些
以
連
一
種
寫
題
材
及
命
名
類
似B
t經

而
未
經
教
會
承
認
為
聖
經
的
古
老
著
作



一

傌
經
尤
其
出
現
在
公
元
前
後
的
兩
個
世
紀
中
學

m
-者
大
都
依
它
們
的
內
容
分
為
創
制
及
研
制
喇
叭
軒

。
祐
間
約
偽
經
它
們
明
顯
表
出
當
時
經
師
之
間
的

兩
種
趨
勢
注
重
法
律
傾
心
歷
史
這
些
偽
經
大
都
是
以

希
伯
來
文
或
阿
刺
美
文
寫
成
但
原
文
已
盡
遺
失
留
傅

於
後
世
者
大
都
是
他
一
希
臘
文
的
譯
本
今
技
信
約
書
目

分
類
如
下
列
諸
書

a

歷
史
番
喜
年
紀
或
稱
小
創
世
紀
亞
當
厄
蛙
傅
依
撒

刮
到
到
斜
眼
目
制
制
叫
劉
一
一
闊
別
叫
劉

J
J

b

訓
誨
番
十
二
學
組
遺
渴
撒
羅
漏
聖
詠
撒
羅
瀚
詩
歌

默
納
舍
篇
文
瑪
加
伯
卷
四
等

L
先
知
缸
創
制
客
觀
梅
瑟
升
天
訟
厄
斯
德
拉
制
臥
凹

剛
到
制
利
駁
回
到
到
則
利
戚
戚
叫
到
叫
別

示
錄
自
心
彼
技
神
論
等

這
些
一
書
都
是
寫
於
猶
太
人
遭
殃
受
害
的
時

代
故
此
它
們
的
主
旨
是
在
鼓
勵
同
胞
堅
持

等
候
來
日
的
勝
利

@
新
制
制
制
源
於
是
督
也
但
其
中
所
記
不
一
定

常
屬
正
道
這
些
一
錯
道
理
至
今
大
部
分
仍
保
存
在
為
闡
明

文
本
內
今
照
新
約

2
目
之
分
法
關
列
如
左

a

一
幅t日
希
伯
來
人
福
音
厄
彼
翁
人
一
隔
音
埃
及
人
一
福
音

什
斗
到
倒
一
墮
趴
伯
多
械
制
刮
到
賊
一
噎
趴
雅
各

叫
別
山
川
叡
蚓
封
封
叫
一
戰
后
制
制
剛
剛
剖

等
等

b

宗
徒
大
事
錄
伯
多
祿
保
綠
伯
多
線
及
保
祿
若
望
安

德
肋
多
默
斐
瑋
伯
巴
爾
納
伯
大
事
錄
等

十四畫2164-2165 

c

菩
信
耶
穌
與
阿
布
加
紛
格
林
多
人
致
保
祿
保
祿
致

自
辛
厄
加
辛
尼
加
致
保
綠
B
H信
等

d

默
一
不
錄
伯
多
祿
保
祿
多
默
童
貞
聖
母
默
示
錄
等

偽
經
的
產
生
大
部
份
是
由
於
人
們
的
好
奇
心
及

宗
教
的
熱
誠
好
意
地
將
一
些
一
捏
一
級
上
的
漏
洞
加
以
補

綴
如
耶
穌
的
童
年
生
活
宗
徒
們
的
結
局
及
有
關
末
世

論
的
問
題
等
這
些
書
由
於
它
們
的
題
材
背
累
都
與
聖

經
有
關
無
怪
乎
有
些
書
在
個
別
的
教
會
中
會
被
利
用

及
被
列
入
正
經
書
目
中
如
厄
斯
德
拉
卷
三
竟
被
列
入

制
咄
斟
制
割
別
至
於
制
制
作
說
有
時
引
用
了
為
制
上

的
話
並
不
相
反
天
主
默
感
的
道
理
按
學
者
們
的
意
見

叫
你
前
2
9

期
後
3
8

掛
9
M

簡
單
都
是
取
自
憾
經

關
削
的
存
也
使
我
們
更
清
楚
地
明
瞭
學
經
的
時

代
背
景
能
幫
助
解
決
許
多
的
困
難
尤
其
在
兩
者
比
較

之
下
使
我
們
更
能
確
定
里
經
的
其
實
性
因
為
它
們
的

文
筆
簡
明
侯
寶
不
如
偽
經
似
的
富
於
幻
想
的
演
染
以

及
文
詞
的
修
飾

墓
教
會
的
禮
儀
受
偽
經
的
影
密
非
淺
格
外
在
許

多
經
文
方
面
如
亡
者
彌
撒
的
祝
文
來
自
厄
斯
德
拉
卷

叫
2
H
h
其
他
一
些
反
自
亦
札
如
嬰
母
獻
耶
穌
於
主

造
衛
公
教
的
許
多
藝
術
作
品
尤
其
是
圖
畫
多
自
偽
經

取
材

(
韓
)

削
圖
書
館(叮
叮
位)
1
界
上
最
古
的
圖
書

4
-

1

4
E

館
大
都
與
當
時
的
科

爾
或
君
王
的
宮
殿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而
且
是
相
存
並
立

的
被
考
占
學
者
所
發
現
的
古
國
書
館
有

F

列
數
個

@
悶
悶
側
的
國
吉
拉
四
川
蚓
刮
土
甜
甜
巴
已
帕
耳

所
建
立
(
公
元
前
六
六
八
l

六
二
六
)
在
其
中
發
現

有
文
件
達
兩
萬
種

@
培
爾
加
庫
的
圖
書
館
它
是
當
時
小
亞
細
亞
的

重
鎮
及
宗
教
中
心
其
圈
王
阿
叫
樹
(
刷
上
的
自
)
一


E
烏
默
川
(
MW
Z
B
S
2
)在
此
建
立
了
圖
書
館
內
有

不
少
的
手
抄
本
為
後
人
所
發
現
建
館
的
時
代
約
狂
公

元
前
三
世
紀
末
葉

@
埃
及
亞
歷
山
大
里
亞
的
國
脊
館
為
接
支
付
一
百

主
朝
州
甜
叫
卅
一
世
所
建
(
三O
五
l
二
八
丘
)
且r

z

者
在
此
發
現
了
大
批
以
草
紙
寫
成
的
各
卷

@
谷
木
蘭
圖
書
館
這
是
在
聖
地
所
發
現
惟
一
的

圖
書
館
見
「
谷
木
蘭

」
條

在
加
下
2

口
臼
提
到
乃
赫
米
雅
及
猶
大
驚
加

伯
的
圖
書
說
這
是
斟
斟
上
第
一
次
清
清
楚
楚
地
投
到

對
叫
做
學
蓄
的
搜
集
並
說
明
在
這
圖
書
館
中
已
藏
有

列
王
紀
先
知
書
及
聖
詠

(
韓
)

臼
k
p
「U
B
m
E
J
在
一
切
古
代
民
族
中
多
壞
無

沮
章
含
/
∞
。旦
旦
口

自
主
而
在
宗
說
政
紅
軍
事
以
及
個

人
的
生
活
上
都
具
有
重
大
的
意
義
及
領
他
它
被
親
自
卅

一
種
神
明
意
旨
的
奇
妙
昭
示
(
見
戶
口6
8
)

在

我
國
自
然
亦
不
例
外
關
於
夢
境
不
只
在
古
老
的
各
冊

上
有
所
討
論
記
載
就
是
目
前
在
一
般
平
民
的
心
理
上

也
仍
然
起
若
非
常
大
的
作
用
及
影
響
力
它
多
次
被
現



丹
吋
即
將
發
生
在
尹
吻
的
預
告
凡
此
做
兆
這
撞
例
，
于
在
聖
經

上
H
A屢
見
不
鮮
的
(
創
幻

5

1

刊
物
“
民

7
u
u

繳
上
認
6

間
沒
2
1
4
2

艾
昀

S
U
S
|

口
加
下

的
問
)
划
很
少
有
彼
解
釋
寫
自
然
心
理
反
應
作
用
的

(
叫
叫52

依
m
a
)
天
主
在
夢
中
許
給
車
巴
郎
要
獲

得
大
忱
的
後
代
子
孫
(
劍
的
問
)
在
夢
中
顯
示
給
雅

各
伯
(
創
刊
ω
u
l
n
)
是
德
紅
(
民
6

耳
目
見
7
u

u
)
在
益
貝
紅
顯
現
紛
撤
回
結
識
(
列
上
3
s
|

臼
)

在
拿
步
一
局
函
王
宮
殿
中
顯
現
給
達
巴
爾
(
達
2
1
4

1
7
1

等
)
以
及
在
史
羅
即
一
一
所
中
顯
現
給
幼
童
徹
慕

爾
(
搬
上
3
)

段
然
夢
境
在
古
代
的
各
民
族
中
有
如
此
重
大
的

但
他
而
夢
境
在
古
代
的
人
看
來
又
是
如
此
玄
妙
固
定
以

不
是
任
何
人
可
以
討
它
加
以
解
釋
的
學
經
上
指
出
只

有
「
智
者
」
才
可
以
解
釋
夢
境
(
創
M
m
8
)所
謂
之

「
智
者
」
時
與
衛
士
及
巫
士
相
提
並
論
(
出

7
u
n

達
2
2

4
s
5

時
)
可
是
在
聖
經
上
巫
衡
的
實
施
是

為
明
文
所
禁
止
(
肋
吵
甜
申
m
u
)
是
以
學
經
上
多

次
將
解
多
的
能
力
歸
於
天
主
的
恩
寵
及
天
主
制
力
的

作
為
(
創
刊
.
“
時
時
達
l
n
2
M
4
5
6
5
U
H
)

中
國
的
大
型
廟
宇
中
多
設
有
地
下
室
稱
之
謂

「
尋
夢
殿
」
是
馬
召
神
夢
啟
示
的
特
別
設
施
古
代
其
他

民
族
的
廟
字
中
也
有
這
種
設
備
但
是
學
經
上
部
向
來

回
未
明
確
指
出
是
否
在
以
民
間
也
有
這
種
「
尋
夢
殿
」

昕
一
的
存
也
雖
然
有
些
學
者
強
調
幼
童
喇
割
醋
的
夢
也
就

一
是
在
學
所
召
夢
的
結
果
(
撒
上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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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吋

A

小H
d
的
是
征
任
何
時
代
任
何
地
區
都
布
自

私
自
利
的
小
人
假
們
多
沒
來
愚
弄
鄉
民
自
己
從
中
取

利
是
以
無

M
M
m吧縱
很
早
就
從
山
響
告
-
切
圳
導
人
敏

拜
邪
圳
的
仔
服
都
是
假
的
的
泛

M
T
V境
騙
人
的
人
應

被
處
以
死
刑
(
昀
口
2

，

8
)
那
肋
米
且
更
不
遺
餘

力
地
向
這
叫
他
人
反
懷
(
州州
訂
“l

臼
幻
，
M
m
8
.

見
恆
ω
z
s
)

在
新
約
中
多
境
雖
然
仍
保
存
r

預
約
的
特
色
及

重
要
價
值
但
是
已
非
常
少
見
在
一
隔
窗
上
只
有
瑪
實
記

載
封
封
扎
扎
三
位
賢
士
所
獲
得
的
夢
境
啟
示
(
瑪

l
m

2

閃
閃

H
n
)
以
及
在
耶
穌
苦
難
史
上
比
拉
多
的
妻

子
所
作
的
夢
(
瑪
幻
刊
)
此
外
新
約
部
記
載
了
兩
人

問
時
獲
得
的
同
一
異
像
的
掃
祿
戶
保
祿
)
與
門
徒
阿

納
尼
雅
(
宗
9
u
l
M
)
以
及
伯
多
祿
和
科
爾
乃
器

問
時
所
獲
得
的
同
一
異
像
(
宗
的
1

1

日

8
)

見
種
服
(
據
)

豆
豆
戶
，
而
乏
正
。
三
寡
婦
指
婚
後
丈
夫
去
世
之

I
Z
?
h
m
f

討
會
"
、
。

i
i

s
3
4
5

，
、
婦
女
拔
筒
約
記
敘
寡
婦
有

一
特
別
的
服
裝
但
它
的
特
傲
是
什
麼
不
得
而
知
總
之

別
人
一
見
即
可
識
別
她
們
是
寡
婦
(
創
必

u

友
8

二

種
約
莫
除
友
弟
總
是
一
極
寫
有
的
寡
婦
又
因
解
救
了

被
圓
圓
的
城
而
為
以
民
譽
為
女
中
英
雄
外
通
常
常
與

弧
兒
並
提
列
於
世
間
不
幸
的
人
中
是
以
梅
瑟
法
律
明

文
禁
止
苛
待
寡
婦
與
弧
兒
甚
至
說
如
果
有
人
苛
待
了

寡
婦
天
主
必
將
為
她
們
報
復
使
苛
待
寡
婦
者
的
妻
子

成
為
寡
婦
(
出
n
n
l
目
)
中
卅
一
內
也
三
令
五
申

地
要
人
對
寡
婦
予
以
照
顧
(
申
M
閥
的
U
H
M叮
叮l

n

叫
“
口
)
且
把
侵
犯
孤
兒
寡
婦
權
利
的
事
列
於
可
咒

罵
的
罪
中
(
申
m
H
)
但
事
實
上
以
民
尤
其
以
民
中

的
領
她
多
未
能
守
好
這
些
法
律
這
也
先
知
們
的
言
論

可
得
到
證
實
在
先
知
們
的
講
道
中
幾
乎
沒
有
一
位
先

知
不
在
這
一
事
上
對
以
民
尤
其
以
民
的
領
祂
加
以
，
也

責
(
如1
叮
ω
2

叭
叭76
2
‘
叫
泣7
的
7
M

等
)

不
過
寡
婦
究
享
有
什
麼
樣
的
實
際
權
利
車
經
上
沒
有

詳
細
說
明
但
有
明
文
規
定
即
丈
夫
死
後
如
無
兒
，
于
而

丈
夫
有
兄
弟
者
則
丈
夫
的
兄
弟
有
貪
婪
他
們
的
兄
弟

媳
婦
代
兄
弟
立
制
如
無
兄
弟
或
兒
子
者
則
可
罔
返
父

家
自
由
再
嫁
(
創
刊
均•. 

U
M

盧
1
8
.
3
.
l
n

4
s
u

申
筠

s
9
)

見
代
兄
弟
立
桐
律

至
於
從
新
約
方
面
來
看
新
約
蘭
教
對
寡
婦
似
乎
特

別
富
有
同
情
心
每
提
及
寡
婦
多
半
是
加
以
讀
惕

，
如
在

車
殿
里
得
見
耶
穌
學
嬰
的
亞
納
(
路
2

甜
甜
)
耶
穌

勾
憐
憫
制
固
城
的
寡
婦
使
她
的
兒
子
得
以
復
活
(
路

7
u
l
n
)
藉
不
義
的
判
官
不
肯
丹
寡
婦
伸
免
的
比

喃
喃
來
訓
為
人
祈
禱
要
有
恆
心
(
路
叩M
I
l
e
)
聳
讚

窮
寡
婦
對
學
般
的
慷
慨
捐
獻
(
谷
曰
“

l

“
)
譴
責

法
利
進
人
對
寡
婦
的
剝
削
等
(
瑪
幻

H
)宗
徒
時
代
為

了
照
顧
蚓
勵
人
的
寡
婦
因
而
還
立
了
七
位
執
事
(
即

六
品

)
(
宗
6
1

l
e
)
因
了
寡
婦
們
的
哭
求
伯
多

制
使
死
了
的
女
信
友
蚓
制
劃
復
活
(
到

9
H
I
H
)

總
之
由
新
約
的
記
述
看
來
寡
婦
仍
如
在
舊
約
中
一
樣

是
值
得
人
同
情
的
不
幸
的
人
而
耶
穌
對
寡
婦
特
別
照



-
M
m
H且
寫
了
完
成
他
身
符
默
西
亞
所
頁
有
的
伸
張
正
接

叭
叭
-
保
障
人
絨
的
職
民

一

之
後
常
聖
保
祿
傳
教
時
何
寡
婦
問
題
的
處
設
作

了
較
明
碟
的
指
示
閃
光
本
的
吋
以

a
M
A
m再
嫁
不
過
如

有
寡
婦
不
願
再
嫁
而
願
間
本
以
頁
。
刊
山
之
身
事
泰
天

主
則
更
為
可
取
(
格
前
7

抽
胡

)
但
年
紀
尚
奇
的
寡

婦
也
一
一
保
綠
則
用
心
情

d
u
-
A
她
們
更
好
再
嫁
(
弟
前

5
H
)

此
外
學
…
保
祿
將
寡
婦
分
的
兩
陪
他
一
他
寫
有
家
庭
或
子

孫
的
寡
婦
一
積
為
無
依
無
靠
保
祿
的
情
為
民
作
寡
婦
的

為
第
一
種
寡
婦
她
們
的
家
區
或
子
孫
有
責
照
顧
她
們

的
生
活
為
減
剖
開
教
會
的
責
但
使
教
會
能
供
養
那
些
真

正
的
寡
婦
為
第
二
種
寡
婦
似
乎
話
時
有
一
種
寡
婦
團

組
織
為
加
入
這
一
寡
婦
團
保
祿
規
定
r

有
以
下
的
殺

個
條
件
一
不
少
於
六
十
歲
二
只
作
過
一
個
丈
失
的
妻

子
(
師
只
給
過
一
次
熔
)
三
必
須
有
行
善
的
聲
望
如

善
教
育
過
平
。
女
款
待
過
旅
客
洗
過
墓
徒
的
胸
閥
濟
過

遭
難
的
人
動
行
過
各
持
生
口
L
(
第
前
5
3

1
I
H

)
關

於
這
一
寡
婦
的
組
織
大
約
即
是
在
何
斯
教
會
內
服
務

的
玄
執
事
至
於
女
執
事
在
教
會
內
究
竟
盔
的
固
定
什
麼

義
務
新
約
內
毫
無
援
泣
不
過
他
措
經
學
家
的
意
見
大
約

不
外
山
且
為
要
理
服
侍
病
人
照
顧
窮
人
和
旅
客
等
善
工

常
然
一
切
都
在
斂
，
會
權
威
的
指
示F
進
行
這
樣
她
們

馬
教
會
服
務
而
教
會
則
有
對
她
們
的
生
活
有
予
以
照

顧
的
義
研

見
代
兄
弟
有
一
制
作
執
事

卡凶凝2167-2168 

(
義
)

的
h
a
F←
民

\
J

曲
事
法
人
名
哥

4
H

a

u
m
S
E了A
Z
{
Z

可
自
叮
叮ω
}
|

|
4

2
3
-

、
'
，
、
「
&
叫
你
們
間
做
勞
伙

刻
稚
的
弟
兄
也
問
候
出
自
于
法
和
她
家
衷
的
教
會
」
出
此

可
知
山
芋
法
是
勞
狄
刻
稚
的
一
攸
教
友
且
相A
H凹
凸
沾
有
因

為
她
家
計
t
h們
應
房
可
供
教
友
聚
會
使
俐
在
學
教
初
興

時
在
教
友
家
襄
集
會
舉
行
「
分
餅
」
向
即
或
們
今
日

所
泣
的
彌
妝
種
是
相
常
持
逅
的
(
見
榷
的
s

絡
的
時

間
費
2

節
)
不
過
融
學
法
是
一
閉
門
J
教
友
或
女
教
友
因
抄

本
的
異
文
無
法
決
定
我
們
根
線
某
些
愿
者
譯
自

1
「
救

她
家
里
的
教
會
」
郎
以
章
法
的
一
灰
教
友
不
過
右
有

人
以
嘲
制
恆
的-m
M教
友
也
不
咱
也
治
他
解
錯
f

(
技
)

m對
觀
一
稍
一
耳
目
問
題

、
切可
口
。
苟
同Mn
且
巨
。ω
丘
。
口

J

f
c
c島
"
亡
。
∞
『DC
M
X
H
n
之

所
謂
「
對
觀
福
音
問
題
」
是
討
論
前
三
部
福
音

即
瑪
谷
路
俗
稱
對
觀
一
福
音
的
自
來
和
其
著
作
的
互
相

關
係
的
問
題
這
三
部
一
稿
音
從
各
方
面
來
看
是
那
樣
的

相
同
以
致
該
問
彼
此
之
間
是
否
有
文
學
上
的
相
屬
關

係
如
果
答
案
是
肯
定
的
那
麼
那
一
部
福
音
H
A最
先
寫

成
的
以
作
其
他
一
服
苦
的
藍
本
是
否
還
應
持
守
古
時
教

會
的
傳
授
以
瑪
賞
一
一
順
當
為
最
先
寫
成
的

另
一
方
面
當
我
們
把
三
部
一
福
音
拿
起
來
對
讀
的

時
候
又
璁
會
到
其
中
打
游
多
互
相
差
別
的
地
方
以
致

叫
我
們
疑
慈
彼
此
之
問
能
布
相
嵐
的
關
係
如
果
前
三

部
一
幅
音
沒
釘
相
團
團
的
關
係
那
麼
又
怎
樣
解
釋
對
觀
幅

血
目
彼
此
之
間
那
麼
多
相
同
之
點
型
經

m
p
g昕
九
九
此

間
越
已
何
一
一
白
年
之
久
白
人
L
H
叫
啥
叫
」
得
到
，
個
別

渝
的
解
決
方
笑
不
過
為
f

間
遁
的

W
A
甘
杭
州
先
把
」


郎
一騙
吉
布
幾
方
面
來
封
閉
川
，
k
j

I

問
題
，
此
亮
的
衍
玩

二
福
才
目
內
容
的
對
照
三
部
福
音
研
1
比
吼
叫
的a

半

是
一
樣
的
事
訓
耶
穌
縛
悅
的
所
行
的
而
結
川
品
的

U

A
耐
和
比
喻
最
後
1

比
述
昕
受
的
“
內
緣
與
他
品
除
此
以
外

每
一
部
都
含
有
一
些
獨
外
的
灰
心

l谷
，h
w問
白
的
h
H
I

分
之
一
瑪
佔
十
分
之
三
路
估
十
分
之
立

份
刊
所
起
般
的
除f
凹
卡
-
h
i
-
-

且
十
配
以
外
都
包
，
“

在
瑪
內
但
只
布
一
半
包
合
在
帥
的
內
的
和
路
所
J扎
扎
軾
的

絕
大
部
分
是
相
同
的
約
佔
二
們
三
卡
餘
配
不
過
心
計

三
部
或
雨
部
一
福
音
那
述
他
此
接
近
何
為
到
山
川
件
是
怪

事
拉
特
當
如
耶
穌
復
活
的
1

比
述
就
h
d

大
的
主
叫
“

樣
記
述
耶
穌
的
童
年
史
時
瑪
利
的
吋
川
J
Q
h吱
此
估
價
鬧

革
仲

二
結
情
翩
而
寧
次
序
的
討
照
前
三
喝
白
日
的
札
川

大
概
說
是
相
同
的

(
見
「

一福
音
一
條
)
怕
一
與
第
凹
抹

一
幅
苦
卻
大
街
區
別
的
三
部
福
f
n
h廿
址
是
耳
M
m
v
山
川
紋
的

只
拉
凡
此
一
次
上
過
耶
路
撒
冷
而
已
則

4
4
f
數
次
的

3
1
1

。

耶
來
跑
敬
之
名

關
於
記
事
的
次
第
的
吋
雖
然
有
時
跋
谷
有
差
別
們

大
半
防
谷
而
瑪
印
有
其
特
殊
的
次
第
那
k

馬
拉
皮
對

設
一幅
血
目
的
作
者
不
用
一
種
按
照
年
代
的
ι
本
次
序
向

用
另
外
而
且
同
樣
的
結
伸
到
但
在
品
述
各
路
的
次
骨
干
時



又
多
次
互
相
布
差
別

三
文
莉
的
對
照
前
述
事
或

J也
錄
耶
穌
，
和
別
人
防

治
的
這
時
三
位
學
史
用
的
文
謂
多
次
完
全
一
樣
(
在

此
還
獻
注
意
一
點
即
當
時
a
A
的
人
是
用
阿
刺
美
也
抬

而
醋
刮
是
以
潮
也
文
寫
成
向
)
。
這
一
點
顯
示
出
的
三

一
福
音
必
布
相
團
團
的
關
係
但
在
論
到
要
緊
的
事
及
重
要

的
話
風
雨
部
或
三
部
耐
剖
所
記
述
的
部
有

f

差
異
譬

如
「
天
主
經
」

(
瑪
6
.
-

u

路
口
2

1

‘
)
成
學

體
的
品
(
罵
為
自
|
扭
谷
M
n
|
血
路
n
H
|
間
)

即
有
所
不
同

這
一
切
不
能
吸
氣
偶
然
前
三
部
一
服
音
或
者
超
源

於
同
一
的
口
傳
且
兩
時
被
放
一
些
書
寫
的
資
料
或
者

在
文
學
上
街
相
厲
的
關
係
而
作
者
也
另
採
用
r

些
一
特

殊
的
資
料

E

解
答
問
題
種
種
方
案

古
時
的
教
父
們
大
都
沒
有
注
意

上
述
的
問
題
越

到
前
三
部
一
福
音
在
表
面
上
彼
此
布
些
一
相
反
的
地
方
則

(
如
塾
奧
斯
定

)
設
法
將
不
同
的
記
述
加
以
諷
和

再
者
因
寫
自
從
第
二
世
紀
末
起
教
會
通
常
排
列

四
部
一
福
音
的
次
序
寫
瑪
谷
帥
的
及
右
教
父
們
也
就
以
這

次
序
均
先
後
寫
作
的
次
第
錢
學
奧
斯
定
的
患
兒
先
寫

的
一
兩t
E即
是
後
寫
的
一
幅
音
的
藍
本
谷
的
是
瀉
的
縮
本

自
從
十
八
世
紀
起
聖
經
學
者
2
開
始
研
究
對
觀

一
一
福
音
問
題
至
到
目
前
提
出
了
許
多
學
說
試
答
這
一
復

"
一雅
的
且也
最主
要
消
學
說
如
朽
、

-

J
r原
始
肩
背
說
這
些
學
者
主
張
瑪
谷
和
路
都
源

2168 十 四/.1.

松
一
本
早
已
用
希
伯
來
文
或
阿
利
美
文
所
編
寫
的
文

件
此
文
件
譯
成
希
叫
臘
文
後
說
成
r

三
部
正
經
一
腦
血
目
的

淵
源
如
此
可
以
明
瞭
三
部
一
福
音
的
相
同
性
又
因
為
這

希
版
文
的
原
本
在
不
同
的
地
方
或
者
有
所
增
添
或
者

有
所
刪
改
因
此
而
現
了
這
「
原
始
一
福
音
」
的
不
同
的

版
木
三
一
位
學
史
就
是
各
依
不
同
的
版
本
編
緝r
自
己

的
福
音
因
而
出
現
r

不
同
的
記
述

此
舉
說
所
依
娘
的
「
原
始
一
福
音
」
在
教
會
的
口

傳
裝
沒
有
任
何
憑
按
可
證
明
區
的
存
在
除
此
以
外
誰

也
得
承
認
墨
史
並
不
是
編
輯
者
而
是
真
正
的
作
者
雪

路
知
亦
證
明
在
其
寫
一
關
音
之
前
會
查
考
了
「
許
多
」

已
編
成
r

的
「
已
述
」
(
的
開1
2
)

二
口
傳
說
這
凶
手
說
認
為
前
三
部
一
福
音
一
切
￡
述

的
來
源
是
初
期
教
會
的
口
傳
或
宗
徒
的
「
教
理
講
授
」

此
口
傳
早
已
有
了
一
種
固
定
的
形
式
(
見
「
福
音
」

條
)
不
過
宗
徒
們
拘
傳
道
品
為
就
合
某
處
聽
來
的
心

理
與
風
俗
將
講
授
多
少
凶
以
更
改
以
適
應
所
遇
到
的

環
境
這
樣
在
教
會
的
三
個
中
心
地
點
創
刺
叫
樹
叫
阿
羅

府
和
制
出
細
聲
雅
便
產
生r
多
少
不
同
的
「
教
理
講

授

1「
制
源
於
睏
制
制
叫
叭
叭
倒
出
於
擱
鳳
踹
出
於
封
關
制

墓
，
推這

一
學
譴
雖
然
有
其
線
接
與
優
越
處
但
不
夠
為

解
釋
三
部
一
一
福
音
在
次
第
和
文
詞
上
的
相
同
這
樣
的
相

同
必
須
出
於
筆
錄
的
文
件

三
互
依
說
按
照
這
一
學
說
最
先
寫
的
福
音
鴛
其

他
福
音
的
根
諒
有
些
一
學
者
主
張
瑪
是
先
寫
的
福
音
但

更
多
的
學
倍
以
為
谷
是
其
他
福
音
的
淵
源
天
主
教
的

學
者
大
半
認
為
在
正
經
土
現
存
的
職
以
前
街
一
木
川

刺
美
文
的
瑪
餐
爾
吉
谷
即
是
依
婊
此
一
一
禍
1日
為
位
紅

以
後
出
的
希
臘
文
瑪
(
即
現
存
的
馮
)
又
多
-
少
依
叫

了
谷
路
也
依
賴
了
谷

這
一
學
說
雖
有
其
根
按
他
手
能
解
釋

J
一
部
瞞
你
叫

中
那
麼
多
不
同
之
點

四
二
派
說
法
這
一
學
派
的
芯
兒
認
悠
谷
H
K
K叭
，
以

源
於
宗
徒
的
口
傳
而
最
先
寫
下
的
福
音
在
谷
內
多
1
ι

述
事
路
而
少
記
載
耶
穌
所
講
的.• 
目
為
論
事
叫
峭
的
心
述

瑪
和
路
都
依
賴
了
谷
但
瑪
利
路
所

J
心
誠
的
耶
穌
的
一
們

論
如
源
於
另
外
的
被
派
卻
是
所
謂
的
「
主
的
言
論
化
」

按
支
持
這
學
泣
的
許
多
甘
甜
督
教
學
者
的
意
川
凡
此
可

論
集
」
原
來
大
概
是
耶
穌
所
說
的
單
吋
或
店
主
口
的
泣

集
路
加
多
次
引
用
f

這
一
集
中
的
單
旬
放
入
自
已
的

一
福
音
中
而
瑪
貿
部
將
單
旬
編
黨
必
L
A筒
比
絞
長
的
們

論
除
了
這
兩
個
淵
源
之
外
這
兩
他
學
史
還
踩
用
f

仆

己
所
搜
集
的
一
些
資
料

「
二
源
說
」
實
可
解
釋
三
部
一
福
音
大
概
的
興
川

為
此
也
有
些
公
教
學
者
擁
護
此
一
學
法

K

必
在
-
九

一
二
年
羅
馬
宗
座
聖
經
委
員
會
動
導
公
教
型

t
d
k
，
接

「
輕
易
擁
護
二
源
說
」
委
員
會
山
山
這
一
道
訓
令
持
，
“

兩
個
緣
故
一
支
持
這
學
誨
的
學
者
否
認
教
會
關
於
-
一

一
幅
止
日
寫
作
時
期
次
第的
壓
代
傳
授
帥
不
承
認
瑪
圓圓
曾

以
其
本
國
文
字
寫
了
第
一
部
福
音
二
他
們
亦
否

有
恥
正

經
上
的
第
一
部
福
音
寫
瑚劃
宗
徒
所
寫
的
福
骯



-

雖
然
有
此
訓
令
仍
有
些
公
骷
咽
著
名
解
經
學
者
以

側
一
「
二
源
說
」
寫
解
決
叫
劉
剛
剖
問
題
的
最
好
方
鼠
不
過

.

他
們
忍
寫
所
假
定
的
第
二
源
郎
「
主
的
言
論
集
」
就

是
瑪
竇
宗
徒
原
來
以
阿
刺
美
文
所
寫
的
「
言
論
集
」

這
本
言
論
集
譯
成
希
臘
文
後
就
成
f

正
經
上
的
罵
和

路
的
淵
源
縫
然
稱
之
為
「
言
論
集
」
但
比
最
先
出
的

文
集
也
記
載
了
事
鼠
的
模
概
並
且
大
體
上
說
與
正
統

的
為
是
一
樣
的

今
日
的
學
者
自
從
開
始
研
究
聖
經
「
文
體
形
式

批
判
學
」
以
來
已
不
很
注
重
「
二
源
說
」
因
為
漸
漸

了
解
編
集
一
福
音
的
歷
史
是
很
復
雜
的
在
初
期
的
教
會

內
雖
然
早
已
有
些
關
於
耶
穌
言
行
的
文
件
(
路

1
2
)

但
最
重
要
的
仍
是
教
會
生
活
的
口
傳
無
論
在
禮
儀
中

或
在
傳
道
或
在
教
理
講
按
時
這
口
傳
逐
漸
發
展
擴
大

因
此
連
所
已
有
的
文
件
也
受
了
影
響
此
外
不
要
忘
￡

學
史
們
不
是
編
輯
者
而
是
各
有
自
己
神
學
目
的
的
著

作
者

卜四21‘9 

E

結
論

讀
了
對
較
一
幅
音
問
題
癥
結
之
所
在
並
且
看
了
學

者
寫
解
決
此
問
題
所
推
想
的
假
設
以
後
不
得
不
承
認

沒
有
一
種
學
說
貢
獻
出
一
個
完
善
的
答
案
依
我
們
看

除
了

「
原
始
一
福
音
說」
以
外
其
他
的
學
說
都
含
有
些
一

合
理
的
根
磁
都
供
給
了
一
些
解
決
問
題
的
幫
助
但
單

純
地
獨
立
起
來
沒
有
一
個
學
說

可
以
講
解
三
部
福
音

彼
此
之
間
的
異
同
問
題

為
明
瞭

一福
音
寫
作
的
歷
史
和
對
觀
一
福
音
的
互
相

闕
係
應
注
意
且
服
看
重
以
下
的
事
實

一
技
教
會
自
從
弟
二
世
紀
初
的

一
致
的
歷
代
縛

授
瑪
資
宗
徒
以
本
國
文
字
即
阿
刺
美
文
寫
了
最
初
的

福
音
或
如
帕
巫
雅
稱
之
為
「

一
一晶晶
冊
集」
(
見
「
瑪
演

一福
音
」
條
)
這
部
一
一
禍
首
的
主
體
還
存
在
於
瑪
內

二
關
吼
叫
馬
爾
谷
一
稿
1日
技
教
會
自
古
以
來
的
傳
授

是
依
嫌
伯
多
棘
的
宣
講
而
寫
成
的
谷
的
記
述
是
這
麼

生
動
與
活
現
使
我
們
不
得
不
承
認
其
著
作
者
並
沒
有

依
婊
瑪
或
路
而
是
具
有
其
獨
立
的
特
殊
性
質

(見
「
馬

爾
谷
一
福
音
」
條
)
依
我
們
看
現
有
的
四
一
福
音
中
谷
是

最
早
的
著
作

三
瑪
相
助
帥
的
作
者
大
概
引
用
了
谷
這
樣
可
以
解

釋
三
部
福
音
符
甚
麼
在
述
辜
的
次
序
和
言
詞
上
的
相

同
看
來
瑪
和
路
的
作
者
也
多
少
修
改
了
谷的
文
飽
和

語
調

四
瑪
和
路
之
間
沒
有
互
相
依
賴
的
關
係
位
看
來

路
加
會
引
用
了
瑪
資
宗
徒
原
來
以
阿
辣
美
文
所
寫
且

被
譯
為
希
臘
文
的
「
言
論
集
」
由
此
可
以

明
白
為
什

麼
瑪
和
協
在
記
載
耶
穌
臨
別
說
的
話
時
多
相
接
近

五
最
主
要
的
是
必
需
注
重
生
活
的
教
會

口
傳
為

三
部
福
音
的
淵
據
這
一
事
實
由
於
各
地
的
口
傳
多
少

有
些
差
別
因
此
三
部

一福
音
的
不
同
記
述
也
就可
以
了

n
h
γ
 

a
丹自件.

獨但
特他六、
性們雄
的不然

若只福i
作是音i
者。蒐的
每築作
位者者
墨或會

史編依

在緝賴
{也者. 了
所 I的日
寫也 fl/j.
的是 E瓦
爾i 具早聲
音i 有 函
中 i各文

..... 

都
刻
上
7
其
特
徵
的
印
誰
越
研
究
對
觀
爾
音
越
可
看

出
每
部
的
特
仙
風尤
其
是
每
他
學
史
的
神
學
目
的

制
刑
觀
一
福
音
問
題
經
過
了
二
百
年
的
研
究
使
我
們

多
少
明
白
了
編
著
牆
音

的
歷
史
經
過
認
識
這
歷
史
品

然
有
益
但
重
要
的
並
不
是
一
一
隅
音
編
蒼的
過
程
而
是
學

史
研
願
意
宣
傳
的
一
隔
音內
容

(
想
)

ω
台
F
眉
斗
u
u
要
還
S
G
E
Z
J
蜜
地
的
榨
酒
池
多

-
h
M
J
品
“
‘
叫
“2
月

2

冒
」

-
-
t
4
4
4

，
、

是
建
築
在
葡
萄
閩

中
(
依
5
2

瑪
釗
品
等
)
按
照
葡
萄
收
獲
的
多
少
而

建
成
或
大
或
小
的
榨
酒
池
將
收

穫
的
熱
葡
萄
就
地
置

於
池
中
也
五
人
來
赤
足
踐
踏

(
厄
下
U
H
)
使
其
汁

水
順
著
池
中
的
小
渠
順
流
而
下
注
入
另
一
池

中
保
存

起
來
成
寫
阻
隔
酒
的
主
要
原
料再
將
踏
過
的
殘
餘

部
份

以
磨
石
壓
榨
務
使
其
水
份
完
全
榨
乾
這
種
收
割
及
榨

取
的
銜
的

L
作
是
愉
快
的
有
不
同
的
歌
曲
小
調
教
於

聖
經
工
人
們
一
面
操
作
一
面
歡
唱
夜
間
就
在
葡
萄
閩

中
露
宿
過
夜
的
確
別

有
一
番
風
味

(
側
的
叩晰
岫呵
呵
)

但
這
並
不
是
說
榨
涵

的
工
作
是
經
鬆
易

為
的
相
反
的

它
是
一
種
相
當
吃
力
的
工
作
工
人
們
汗
淪
衣
襟
是
吋

想
像
得
到
的
(
依
的
2
S

)
在
埃
及
出
土
的
一
張
快

畫
上
證
明
榨
酒
工
人
是
全
身
赤
裸
的
兩
手
捉
住
繫
在

上
面
的
繩
索
而
操
作
以
兔
滑
倒
這
與
墓
地
的
榨
酒
L

作
大
概
是
大
同
小
異
如

前
所
說
榨
酒
池
大
都
是
建
俊

城
外
田
野
之
間
以
說
近
操
作
位
學
經

上
亦
會
提
及
耶

京
閻
王
的
榨
酒
池

(
匣
M
U
)
也
未
被
考
古
學
研
趙

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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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
場
與
榨
酒
池
在
學
經
上
是
人
民
富
有
及
安
居

樂
業
的
象
徵
(
戶
昀
盯
個
申
臼

M

列
下
6

盯
約
M
m
u

鐵
3

叩
)
而
榨
涵
的
操
作
部
也
是
上
主
審
判
萬
民
的

象
徵
(
哀
1

臼

依
的
2

歐
9
2

默
M
H
m
m
W
H
)

至
於
榨
取
葡
萄
什
之
後
的
真
正
讀
酒
的
步
驟
學

經
上
部
很
少
提
及
考
古
學
家
在
嘻
地
發
現
了
一
些
一
酒

池
酒
缸
之
類
的
東
西
大
都
已
殘
缺
不
全

(
緯
)

m
m
A
E
&
l
眉
心
苗
、
e
o
R
J
單
一
徑
上
的
槍
有

1

日
唔
，
有

F
J
H
M

回

-
e
J

，
4
3
3
3
.
s

』

2

』
4

二

/
』

A
j
t
f
E
F
r
t

兩
種
一
種
是
長

槍
一
種
是
短
槍
或
亦
可
稱
為
標
槍
長
槍
原
來
只
是
一

條
削
尖
的
木
棒
(
總
2
‘
)
後
來
才
在
尖
端
加
上
一

個
金
麗
的
給
頭
士
兵
用
它
來
作
肉
搏
戰
(
線
上
的
，

u
m
M
)
在
田
野
間
熬
營
的
時
候
將
之
插
入
土
中
使

其
直
立
身
旁
(
搬
上
鉤
，
)
短
槍
或
標
槍
是
一
個
金

屬
的
尖
頭
繫
於
個
問
索
或
裝
在
短
木
柄
上
它
有
兩
種
作

用
即
可
以
近
擊
亦
可
以
被
燒
(
蘇
8
M

耶
6

目
)
考

古
學
若
曾
經
發
現
了
不
少
的
古
槍
及
標
搶
若
望
提
及

士
兵
以
長
搶
刺
透
了
耶
穌
的
肋
旁
(
若
m
u
)

見
武
器
(
韓
)

η
h
屯
時
間
「
芝
丘
。
還

J
晃
聖
經
中
的
植

詛
缸
，
心
組
怯/
F
E
H

囡
"
『
可
古
巴
口
之
物

明M
K喝
L
I
F
3
J

是
一
種
含
有

H
m汁
的
植
物
可

u
﹒
鷹
"
泣t
f
w
。
口
岳
、

2
.
i

司
、

1

，
、
用
來
作
潔
淨
劑
而
它
的
原
名

-
M凶
。
江
仔
來
自
「
潔
淨
洗
淨
」
之
意
按
熱
羅
尼
莫
它
生

哪
一
長
在
凹
划
制
圍
的
潮
濕
地
概
是
很
有
價
值
的
洗
衣
甜
點

一
聖
經
上
只
握
過
兩
次
第
于
次
(
耶

z
n
)
在
拉

十四

r

通
行
本
上
係
譯
音
作
切
。
『
酌
"
H
H第二
次
(
拉
3
2
)

則
作
「
漂
布
者
用
的
搞
什
」
(
韓
)

叮
咚
現
二
、
迫
害
。

B
E
J

m
副
刊
斗
7
/
E
E
R
Z

」

消
除
F
P
3
4
「EZ
J
人
名
意
謂
「
樹
枝
」
原
是
一
繳

-
b
H
V
H
L
/
切
"
V
』
1
l
1

a
t
E
E
'
"

、
鳥
耳
的
一
個
奴
僕
竟
獲
得
寵

幸
由
奴
僕
而
變
成
閻
王
的
親
信
生
有
十
五
個
兒
子
手

下
並
布
二
十
個
僕
人
供
其
指
使
這
味
由
他
獲
悉
撒
烏

耳
僅
存
的
後
代
名
叫
默
黎
巴
耳
是
約
納
堂
的
兒
子
徹

蚓
割
的
孫
子
居
住
在
羅
德
世
恥
於
是
瀏
喇
將
制
制
割

的
產
業
重
歸
於
他
並
令
漆
巴
管
理
默
黎
巴
耳
的
財
物

更
將
之
接
入
宮
中
與
國
王
同
桌
共
食
(
撤
下

9
)
當

劃
喇
逃
避
阿
貝
沙
龍
叛
變
時
叫
樹
叫
備
好
牲
畜
及
食
品

飲
料
供
國
王
及
其
隨
人
使
用
心
想
買
好
國
王
企
圖
佔

有
他
所
代
管
的
全
部
財
產
遂
控
告
默
黎
巴
耳
有
重
登

王
座
的
野
心
達
味
竟
倍
以
寫
真
果
將
前
者
的
全
部
財

產
盡
歸
劇
凹
(
樹
下MN
Z
|
4
)。
阿
則
攸
關
的
叛
變

流
產
之
後
國
王
重
返
耶
京
此
時
漆
巴
率
領
自
己
的
隨

人
出
來
迎
接
國
王
(
激
下
的

M
)
向
來
對
國
王
忠
心

耿
耿
的
默
黎
巴
耳
也
出
坡
肉
閻
王
表
示
歡
迎
並
對
閻

王
的
責
問
寫
自
己
作
了
坦
白
的
辯
護
這
時
遠
味
才
真

相
大
白
但
是
故
然
已
有
對
海
巴
的
許
諾
在
先
此
時
不

宜
完
全
翻
案
於
是
命
令
將
財
產
平
分
給
二
人
(
繳
下

m
W
Ml
u
)
不
少
學
者
以
為
這
味
這
種
作
風
是
有
其

政
治
目
的
的
即
是
將
二
人
分
而
治
之
間
時
削
弱
二
人

的
勢
力
以
免
後
患
這
種
說
法
基
於
這
味
過
去
的
一
貫

見
魚。

作
風
是
很
有
其
可
能
性
的
(
梅
)

的
寮
冬

(
2
三
互
隔
兩
「
捕
魚
之
地
」

2

、

t
J
'

，
、
是
勝
尼
基
最
古
老
及
最
重

要
的
城
市
位
於
地
中
海
岸
在
貝
魯
特
南
四
十
公
里
處

A
1名
徹
依
遂
(
切
包
含
)
它
的
名
字
早
已
見
於
阿
瑪

爾
納
文
件
及
烏
加
蒙
特
和
埃
及
的
文
件
上
它
的
航
海

事
業
甚
為
發
達
會
稱
霸
鈴
希
擻
海
域
但
是
不
久
克
里

特
部
後
來
居
上
海
冬
園
看
海
軍
的
失
敗
也
就
大
約
在

公
元
前
一
千
年
左
右
失
去
了
它
的
強
權
統
治
而
受
治

於
培
肋
金
特
人
如
此
讓
冬
城
的
重
要
性
乃
由
提
洛
取

而
代
之
於
公
元
前
八
四

0
年
臣
屬
於
亞
述
王
沙
耳
瑪

乃
色
三
世
更
以
海
軍
幫
助
了
亞
述
王
沙
耳
瑪
乃
色
五

世
包
圍
克
服
援
洛
以
爭
取
前
者
的
勢
力
但
是
接
冬
在

亞
述
人
統
治
下
的
命
運
並
不
太
合
理
想
是
以
在
厄
撒

叫
劉
王
時
代
竟
於
公
元
前
六
七
七
年
起
而
作
反
但
被

國
王
學
敗
並
將
它
的
居
民
俘
擴
充
軍
至
亞
述
地
區
其

後
樹
剝
落
入
波
斯
人
之
毛
至
此
制
制
人
雖
然
開
始
過

著
比
較
自
由
的
生
活
商
業
經
濟
也
都
有
顯
著
的
進
步

已
遠
在
提
洛
之
土
但
終
非
自
由
獨
立
的
國
家
齡
是
在

制
制
王
剛
閹
割
因
斯三
世
時
(
三
五
八
l

三
三
八
)

重
新
圖
謀
造
反
結
果
又
是
得
不
償
失
城
市
盡
被
破
獲

無
餘
居
民
被
殺
達
四
萬
之
樂
達
國
王
亦
未
能
幸
免
公

元
前
三
三
三
年
又
敏
刷
刷
勵
大
帝
刻
到
岡
山
刺
所
佔
領

公
元
前
六
四
年
落
入
楓
闖
人
之
手
至
公
元
六
三
七
年

受
剛
刺
叫
人
的
統
治
改
其
名
為
楓
樹
亂
十
字
軍
東
征

眛
此
地
曾
數
次
做
佔
能
成
為
寧
奪
的
對
恥
第
一
次
世



-
界
大
戰
後
土
耳
其
人
的
勢
力
範
圍
縮
小
退
劫
而
被
劃

細
一
入
朝
凹
蝴
圓
的
版
風
目
前
約
有
居
民
四
高
五
九

-
m
z

經
與
海
冬
的
關
係

舊
約
時
代
法
在
「
世
界
民
旅
分
佈
表
」
上
就
已

接
到
客
納
罕
生
長
子
接
冬
(
即
髒
尼
基
人
見
創
ω
H

編
上
I
U
)
它
的
邊
界
由
漆
冬
直
到
迦
薩
(
創
m
M
)

則
步
隆
與
漆
冬
跳
遠
(
創
刊
H
)
若
蘇
厄
追
趕
聯
盟

敗
軍
直
至
接
冬
(
蘇
口
?
8
)
但
未
能
將
它
真
正
佔

領
(
蘇
州M
U
)漆
冬
人
會
因
壓
迫
以
民
而
受
懲
罰
(
民

的
自
)
北
國
主
同
哈
布
婪
漆
冬
玉
的
女
見
依
則
貝
耳

寫
妻
(
列
上
的
剖
)
則
認

m
l

u

記
載
了
反
對
她
的

預
言
(
亦
見
岳
3
.
1
6
)
以
民
崇
拜
過
接
冬
的
邪

神
(
民
ω
﹒
見
列
上
u
s

﹒
列
下
n
u
)
海
冬
人
給

提
洛
人
服
務
維
總
(
則
幻
，
)

新
約
時
代
耶
縣
在
漆
冬
的
邊
境
上
治
好
了
當
地

一
婦
人
的
女
兒
的
病
(
谷7

制
瀉
的
剖
)
更
經
過
接

冬
地
區
走
向
加
里
肋
亞
海
(
谷
7

剖
)
在
審
判
時
接

冬
將
受
善
待
(
瑪
刊
甜

l
n
)
在
耶
穌
的
聽
眾
中
會

有
接
冬
人
(
谷
3
2
|

﹒
路
6
"
)
保
線
在
赴
羅
馬

的
途
中
受
到
漆
冬
信
友
們
的
款
待
(
宗

U
S
)
黑
落

德
阿
裕
黎
帕
二
世
間
接
冬
人
大
發
雷
霆
後
者
只
好
與

之
妥
協
因
需
要
國
王
食
糧
的
供
應
(
宗
眩
目
)
按
羅

馬
帝
國
文
件
的
記
載
潑
冬
人
善
於
手
工
業
它
的
紫
紅

布
更
名
噪
一
時
其
次
如
玻
璃
及
銅
器
業
也
是
他
們
持

有
的
技
術
再
者
對
天
文
哲
學
及
藝
術
也
有
相
當
的
成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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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古
學
者
未
能
在
此
從
事
微
處
的
抱
抱
考
察
因

瀉
大
半
的
地
方
仍
持
居
民
所
佔
釘
已
得
到
的
結
果
有

公
元
的
-
千
八
百
年
前
後
的
陶
器
及
一
座
「
海
中
堡

壘
」
是
十
字
軍
東
征
時
代
的
產
物
並
有
四
個
古
代
的

碼
頭
以
及
公
元
前
卡
七
世
紀
的
研
尼
基
公
墓
及
人
形

棺
廊
足
證
深
受
r

埃
及
文
化
的
滲
透

見
提
洛
(
緯
)

耐
用
你R
~
M
L「
N
巳
E
H
J女
人
名
意
謂
「
陰
影
」
或
「
鹿

u
b
u
研
L
r
L
f
r
r
、
-
-
-
-
-

:
;
4
4
4
1

、
護
」
是
H
U欺
客
的
第
二
個
妻

子
生
子
名
氣
E
耳
風
刮
目
是
製
造
各
種
鋼
鐵
器
具
的
匠

人
其
女
兒
名
叫
納
阿
瑪
(
創

4
"
l
n
)
(

緯
)

竹
絮
，P
V
V
A
\
N
前

J
一
山
坡
名
見
編
下
m
u
其
意
謂

，
A
』
M
J
2「
&
'
，
旬
，
n
o
s
h

。

T
I
-
-
i
o

、
「
花
」
(
當
)

河
K
K
E
R
太
樣
「N
S
。
E
F
J女
人
名
意
謂
「
麻
雀
」

-
L
M
H
V晦
"
海
合E
f
F
D
Y
Z

、
|
|
|
|
|

c
t
'
z
i

剖
，
'
"
、
"
、
是
米
德
揚
的
司
祭
勒

鳥
耳
(
亦
名
耶
特
忽
見
出
3
1
)
的
七
個
女
兒
之
一
梅

割
的
第
一
個
妻7朽
生
子
割
制
蚓
放
厄
監
厄
則
爾
(
削

2
u
n
n
m

‘
)
梅
瑟
後
來
在
罔
埃
及
的
路

上
某
一

黑
夜
正
在
露
宿
之
際
天
主
要
殺
死
他
溶
頗
辣
急
忙
給

兒
子
革
爾
熊
施
行
了
割
損
種
如
此
救
了
自
己
的
丈
夫

(
削4
制

i
H
)
關
於
這
記
載
的
意
義
學
者
們
有
不

間
的
解
釋
其
後
漆
頗
辣
帶
著
兩
個
兒
子
歸
罔
父
家
居

住
直
至
以
民
出
離
埃
及
後
才
重
歸
團
聚
(
出
的

2
1

又
出
1
"

埃
及
王
吩
咐
為
希
伯
來
女
人
接
生
的

收
生
變
其
中
一
個
名
叫
史
斐
錄

(
ω
E可
F
O同
低
，
}
按

Ào 

希
伯
來
原
文
史
婪
辣
與
漆
頗
辣
原
不
相
同
但
希
闡
明
和

捏
了
通
行
本
二
名
問
譯
作
「
漆
頗
辣
」
(
緯
)

m
m
k
v
n
區
函
母
已
停
臣
志
。
已O
W
E
F
J
人
名
意
謂
「
上

n
b
緝
令
甘
正
主
砂
q
r
m旦
、

J
i
d
-
-

，

一

步
嗯
，
:
主
是
我
的

以

助
」
猶
大
最
後
的
一
位
君
王
(
五
九
八
l

五
八
七
)

公
元
前
五
九
八
年
巴
比
倫
王
拿
步
一
兩
佔
領
耶
京
並
符

其
國
王
耶
苛
尼
雅
俘
擴
充
軍
巴
比
倫
之
後
並
末
將
屆

大
完
全
消
滅
相
反
地
劫
委
任
了
那
苛
尼
雅
的
叔
父
瑪

塔
尼
雅
為
閻
王
並
改
其
名
為
接
德
克
雅
以
證
其
王
槽

及
土
地
人
民
皆
為
拿
步
高
所
圈
圈
所
支
配
(
列
F
M叮
叮

樹
上
3
叫
見
編
下
H
m
﹒
M
m叫
幻1
)。
此
時
他
只
有
二

十
一
歲
是
約
史
雅
第
三
個
兒
子

此
時
在
猶
大
仍
有
不
少
傾
肉
埃
及
的
份
子
來
煽

動
人
民
及
閻
王
以
圖
擺
脫
巴
比
倫
的
強
橫
統
治
耶
物

米
亞
先
知
雖
然
極
力
勸
過
國
王
切
勿
與
天
主
的
聲
彥

作
對
而
反
抗
巴
比
倫
(
耶
幻
-

m
幻
u
|
M

編
下
狗

"
)
可
惜
國
王
胸
無
城
府
易
受
他
人
的
恣
意
結
果
聽

從
了
官
員
及
人
民
的
要
求
與
埃
及
建
立
了
聯
盟
宣
佈

獨
立
開
始
抗
拒
巴
比
倫
(
圳
下
叫
的
剖
闖
到
"
)
。

巴
比
倫
王
拿
步
高
的
反
應
報
復
是
十
分
迅
速
的

就
在
公
元
前
五
八
九
年
十
月
十
日
率
領
大
軍
將
耶
京

包
圍
(
列
下
鈞

a
)
此
時
海
德
克
雅
在
驚
惶
之
餘

立
即
向
盟
國
埃
及
求
救
埃
及
也
果
然
答
應
出
兵
相
助

拿
步
一
晶
暫
將
耶
京
解
團
轉
而
迎
擊
也
兵
的
埃
及
峻
及

不
成
對
手
收
兵
而
歸
於
是
拿
步
高
再
度
轉
兵
將
耶
宗

包
圍
(
耶
刊
U
S
T
|

﹒
見
M
m
n
)陷
坡
之
事
指
日
可



待
城
中
的
百
姓
在
受
盡
飢
餓
迫
害
之
餘
結
果
在
漆
德

克
雅
執
政
的
第
十
一
年
四
月
九
日
(
即
公
元
前
五
八

七
年
八
月
)
巴
比
倫
的
大
軍
破
城
而
入
漆
德
克
雅
帶

伺
隨
員
也
東
門
而
逃
企
間
過
約
但
何
向
東
遠
逃
可
是

就
在
耶
里
哥
城
附
近
被
敵
人
活
捉
解
往
拿
步
高
坐
鎮

的
黎
貝
往
城
在
那
裳
他
親
眼
看
見
自
己
的
兒
子
們
就

地
正
法
而
他
自
己
則
被
划
去
雙
眼
充
軍
至
巴
比
倫
大

概
不
久
之
後
說
在
巴
比
倫
死
去
了
(
列
下
M
M
H
!即

諮
z
l
T

編
下
M
m
u
l
n耶
紗
2
l
u
m
A
U
)

此
外
車
經
上
名
海
德
克
雅
者
尚
有

1

北
國
以
色
列
的
一
位
假
先
知
他
會
向
以
色
列

王
阿
哈
布
及
猶
大
王
約
沙
法
特
妄
自
預
言
出
征
必
獲

勝
利
(
列
上
n
u
)

2

巴
路
克
先
知
的
會
祖
父
焉
阿
色
雅
的

父
親
哈

撒
狄
雅
的
兒
子
(
巴
1
1
)
(

韓
)

的
k
v
n
4
q
L
J
L
b
B
R
E品
J
城
名
其
意
不
詳

此
書
亥
輩
都

5

三
|
|

、
可
t
4
4
4

品
，
'
。
閥
、
是
猶
大
支
派
最

南
端
的
一
座
城
市
(
蘇
的
阻
)
被
劉
歸
給
西
默
盎
支

派
(
#
僻
的s
編
上
4
M
)
但
質
際
上
直
至
遠
味
時
代

仍
由
培
肋
舍
特
人
管
理
統
治
它
只
不
過
是
屬
於
加
特

城
的
一
個
村
在
而
已
加
特
的
國
王
阿
瑟
士
將
之
賜
與

在
自
己
國
土
中
避
難
的
達
咪
由
此
才
正
式
屬
於
猶
大

支
派
(
繳
上
幻
﹒
)
遼
味
會
經
由
此
地
出
發
進
攻
曠

-
野
中
的
遊
牧
民
族
(
繳
上
幻
﹒l

臼
)
可
是
阿
瑪
肋

哪
一
到
人
乘
劃
喇
不
在
此
村
且
即
將
它
放
淒
焚
抽
叫
劉
喇
劫
不

-
甘
心
受
損
調
兵

追
趕
剛
瑚
酬
克
人
將
之
擊
敗
並
錯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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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少
戰
利
品
將
其
中
的
一
部
份
分
給
猶
大
支
派
的
村

民
(
撒
上
狗
繳
下

1
1
)
其
後
在
此
地
達
咪
收
到
了

繳
鳥
耳
父
子
陣
亡
的
兇
信
後
(
撒
下
1

‘
)
於
是
起

身
前
往
猶
大
地
區
受
猶
大
支
派
加
冕
為
王
充
軍
後
一

批
猶
太
人
重
返
比
城
整
理
家
園
(
厄
下
1
"
)
關
於

它
目
前
的
確
切
位
置
學
者
們
意
見
仍
未
一
致
但
若
說

它
就
是
現
在
距
貝
爾
舍
巴
西
北
約
十
九
公
里
處
的
色

黎
雅
(
吋
﹒
乳
白
。
且
各
)
廢
撞
似
乎
更
合
邏
輯
因
海

它
正
好
位
於
猶
大
曠
野
又
自
公
元
前

兩
千
年
左
右
已

有
人
煙
(
緯
)

m熊
(
抒
己
見
狗
熊

但
浴
缸
品
哩
。
"
可
E
F
q
f
a
-
-
g
J

n
t毒
品
個
石
句
話
"
。
H
m
o
p
可

H
E
g
丘
之

「
獄
函
」
指
弗
哥
斐
和
費
因
為
從
書
信
的
內
容

得
知
這
些
會
信
寫
於
聖
保
祿
被
囚
期
間
(
弗
3
2
4

1
6
M

斐
1
7
叫
“
口
哥
4
S
M
M

贊
1
9

的
U

U
)
尚
且
還
得
知
是
在
同
一
環
境
下
寫
成
的
(
弗

6

缸
哥
4

，

-
u
n
u

質
詢
)
至
於
這
被
囚
的
時
期
是

指
在
訓
制
甜
甜
被
囚
的
兩
年
(
制
制
的
的
)
還
是
指
在

輯
關
第
一
次
被
囚
的
兩
年
(
宗mm
吋
古
代
學
者
多

主
張
前
一
意
見
現
代
學
者
則
根
磁
書
信
的
內
容
(
斐

-
u
4
n
)

多
主
張
後
一
說
即
主
張
獄
函
肝
、
公
元

六
十
一
l

六
十
三
年
間
寫
於
羅
馬
寫
作
次
序
大
概
是

哥
弗
質
變
對
此
學
者
意
見
無
法
一
致
至
於
獄
圈
的
內

容
除
了
費
可
稱
為
解
放
奴
獄
制
度
的
大
憲
章
外
其
他

三
封
書
倍
(
尤
其
是
弗
)
都
議
論
高
深
的
基
督
學

(
。
穹
古
已
。
間
可
)
和
教
會
學
(
F
n
Z
巴
巴
。
閻
明
)

(
梁
)

m
E拘
泓
國
「r
a
g
只
J
是
一
﹒
種
有
斑
文
的
透
明

2
3
1
1

，
、
寶
石
多
產
於
剛
刺
倒

及

印
度
天
上
耶
京
的
第
五
座
墓
石
即
是
以
此
種
驚
叫
福
作

成
(
默
釗
抽
)

見
寶
石
(
韓
)

“
信
局
b
f
「
玄
E
P
g
E
B
J

民
族
名
及
地
名
它

U
到
勾
-
E
u
l
f法
給
全
心
呈
。
全
』

:
:
d
J
1

，
、
的
字

意
來
源
不
詳

這
個
民
族
原
居
於
伊
朗
北
方
的
高
原
區
在
歷
史
上
被

視
第
亞
述
的
居
民
直
至
亞
述
被
波
斯
及
閣
制
人
滅
亡

第
一
個
提
及
這
個
民
族
的
是
甜
甜
王
訓
到
瑚
用
由
第

三
(
公
元
前
八
五
八
l

八
二
四
)
勵
甜
劃
王
(
七
二

-
l
七
O
五
)
亦
會
攻
佔
他
們
的
居
地
將
之
合
併
於

亞
述
帝
國
的
版
圖
至
此
瑪
待
人
好
似
是
一
個
四
分
五

裂
的
民
族
故
不
成
國
家
公
元
前
七
一
五
年
達
堯
谷

(
u
a
"其
-
2
)
(
亦
名
德
約
切
u
a
s
o
)起
而
建

國
建
都
於
厄
克
巴
塔
納

(
M
w
n
E
H呂
立

開
始
與
亞
述

圖
為
敵
並
威
脅
到
副
國
之
安
全
亞
述
王
亞
|
蚓
凹
罔
蚓

到
(
六
六
八
1

六
三
0
)
出
兵
征
討
佔
領
七
十
五
城

(
可
能
是
誇
張
之
說
)
雖
然
如
此
瑪
待
人
的
復
興
為

強
閻
已
是
不
可
避
免
的
事
實
他
們
的
國
王
劃
制
酬
蚓

(
3
貝
貝

2
)
終
於
公
元
前
六
二
五
年
與
巴
比
倫
王

制
制
蹦
出
制
結
寫
聯
也
開
始
向
到
蚓
帝
國
進
攻
六
一

二
年
佔
領
亞
述
京
都
尼
尼
徽
終
至
終
整
個
亞
述
遠
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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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句 見 6 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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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還
且
身
敗
名
亡
(
如
m
u
z也
刊
)
考
占
學
者
皆
沼

馮
它
的
現
今
地
址
就
是
哈
廷
(
因
旦
旦
旦
)
地
方
約
在

甜
甜
甜
湖
茵
八
公
里
處
(
空

前
限
時
T
L
「
Z
o
i
J
人
名
及
地
名
意
思
是
「
官

，
且
向
H
M
d
凡
在
民
缸
，

t
v
g

〈

:
h

2
3
J
2
F

川
，
、

室
」
或
「
避
難
所
」

@
人
名
蚓
到
文
派
人
屬
加
肋
布
家
族
是
訓
圓
的

兒
子
及
目
制
甜
甜
闊
的
父
親
(
欄
上

2

“
)
。

@
地
名
猶
大
文
派
的
一
座
山
城
(
蘇
的
師
)
微

蚓
到
迫
迫
瀏
喇
時
後
有
曲
回
來
此
處
周
圍
之
曠
野
遊
雌
雄

(
撒
上
幻
訕
|
揖
)
亦
曾
向
瑪
紅
域
的
富
人
納
巴
耳

紮
求
物
質
的
援
助
(
繳
上
訪
2
|
8
)
此
後
車
經
再

未
提
及
此
城

它
現
今
的
位
置
是
在
赫
貝
龍
南
十
二
公
里
處
，
坑
，

1

名
為
瑚
國
(巨
手
立
法

E
E
)
的
廢
址
考
古
學
家
評

比
發
現
了
瀏
叫
閑
時
代
的
陶
器
碎
片
(
緯
)

則
暉
呵
品
判
「
玄
3
5
)「
瑪
納
」
是
白
天

」
降
下

2
I
J
4

月
，
、
來
的
三
種
神
泌
食
種
形
似

胡
套
種
子
色
深
知
珍
珠
可
以
磨
成
麵
作
成
餅
滋
味
甘

甜
(
戶
口

7
8
)
它
養
活
了
在
曠
野
中
的
以
民
(
山

的
‘

l
M

制
8
S
|
M

間
下
9

即
制
冗
臼
)
直
至
他

們
進
入
許
地
吃
食
其
地
的
出
產
為
止
(
蘇
5
刊
)
在

學
經
上
被
稱
寫
「
天
上
的
食
糧
」
(
副
沌
訕
訕
叫
“
)
，

它
除
了
安
息
日
之
外
每
在
夜
間
降
下
每
人
按
食
暈
收

集
如
有
多
餘
就
必
腐
壞
太
陽
一
出
來
創
化
為
鳥
有

(
出
的
，
l
M
)

時
至
今
日
在
西
乃
曠
野
中
仍
布
一
種
名
種
柳
的



樹
木
它
每
年
在
五
六
月
的
夏
季
中
排
出
一
種
被
什
夜

間
凝
固
可
以
刮
取
收
藏
太
陽
出
來
後
就
溶
化
味
道
甘

甜
相
似
蜂
蜜
主
今
員
社
因
人
仍
利
用
它
來
作
餅
糕
或

溶
化
於
水
中
作
飲
料
觀
為
珍
品
一
九
-
一
七
年
一
批
猶

太
昆
蟲
學
者
會
在
此
專
事
研
究
得
知
它
的
被
什
是
由

一
種
風
脂
蟲
所
造
成
革
於
上
述
於
是
有
不
少
的
聖
經

學
者
及
唯
理
派
人
士
乃
一
口
咬
定
還
說
是
聖
經
上
所

說
的
「
焉
納
」
企
圖
完
全
否
認
它
的
超
自
然
性

不
可
否
認
的
是
二
者
的
確
有
不
少
相
似
的
地
方

出
現
於
夜
間
或
破
曉
之
時
二
者
有
同
樣
的
形
狀
及
色

澤
甘
甜
可
食
等
但
若
說
二
者
是
完
全
一
樣
則
我
們
不

能
筍
同
葦
@
西
乃
種
獅
的
「
寫
納
」
每
年
只
有
一
兩
個

月
可
得
車
經
的
「
瑪
納
」
則
除
安
息
日
外
天
天
干
降

積
四
十
年
之
久
@
西
乃
的
「
瑪
納
」
只
見
於
樓
柳
崗

上
聖
經
的
「
瑪
納
」
則
隨
以
民
之
居
地
而
降
蓋
當
時

他
們
過
的
是
遊
牧
遷
移
的
生
活
@
西
乃
的
「
瑪
納
」

向
來
就
有
而
至
今
猶
存
聖
經
的
「
寫
納
」
則
是
在
以

民
進
入
西
乃
曠
野
後
的
第
二
月
的
第
十
五
日
開
始
下

降
四
十
年
後
就
闊
天
主
學
意
的
措
施
完
全
終
止
是
以

聖
經
所
軾
的
「
瑪
納
」
的
超
自
然
性
是
任
何
有
善
意

及
正
常
理
智
的
人
所
不
能
否
認
的

「
瑪
納
」
在
新
約
中
被
風
為
默
西
亞
時
代
的
食

一
的
血
肉
形
問
天
上
食
糧
若
與
西
乃
曠
野
中
的
「
瑪
納
」

擱
一
相
比
恥
他
的
血
肉
才
是
真
正
賜
與
世
界
及
人
類
的
永

一
生
食
叭
"
(
右6
"
|

日
)
保
綠
明
言
曠
野
中
的
食
糧

2188-21~O 卡四貧

是
都
一
矗
娶
擎
的
標
記
及
預
像
(
制
前

ω
-
-
n
)(

韓
)

噶
喝
一
匕
詔
"
E
E

二
是
羅
馬
的
使
者
他
同
昆

訕
訕
勾

F
Y
/
玄

E
M
-
-
5
、
t
o
l
l
-
-
8

2
2
4
J
'

、
突
默
米
聯
名
寫
信
致
猶

太
人
表
示
贊
間
里
息
雅
以
前
向
猶
太
人
所
賜
與
的
特

權
(
加
下
叫
“
)
其
他
開
於
此
二
人
的
事
我
們
一
無

所
知
蓋
在
聖
經
及
學
經
外
的
文
件
上
伐
不
到
關
於
二

人
的
記
載
(
韓
)

"
區
句
古
來
「
玄
荒
島J
地
名
意
謂
「
酸
苦
的
」
位

紅
乎
有
4
7
/

崑
耳
"
、
於
制
制
曠
野
恥
距
離
蚓
別

(
過
紅
海
後
)
約
有
三
天
的
路
程
(
出
的
詞

)
技
戶
刊M

S
S

是
以
民
在
曠
野
中
第
一
次
恥
鼎
鼎
昌
的
地
方
在
此
地

有
一
口
苦
水
泉
百
姓
口
渴
難
忍
閱
始
抱
怨
梅
瑟
梅
瑟

將
上
主
指
給
他
的
一
塊
木
頭
投
入
水
中
於
是
苦
水
變

成
了
甜
水
(
出
的
血
|
站
)

納
赦
米
逃
難
時
喪
失
了
丈
夫
及
兩
個
兒
子
歸
來

後
向
憐
人
自
稱
叫
罵
辣
(
即
苦
命
人
之
意
盧
-
m
)

(
韓
)

"
信
時
U
R
E
a
-
h
J
E崎
黎
城
郎
今
哈
黎
黎
廢
墟

，
且
吋
吋
帽
，
曲
"
、
呵
，

E
'

，
"
:
‘

2
3
1
2
.
J

、

(
4
.皂白
"
『

E
)
在
阿
蚓

刻
瑪
耳
(
〉
Z
M

阱
。
且
已
敘
利
亞
)
之
西
北
約
十
二
公

里
的
一
個
地
方
考
古
學
者
已
在
此
地
自
一
九
三
四

i

一
九
六
六
年
先
後
從
事
了
十
六
次
的
發
掘
證
明
它
是

古
近
東
最
有
價
值
的
城
市
之
一
遠
在
公
元
前
四
千
年

已
有
人
煙

且
連
綿
不

斷
直
至
色
宴
苛
王
朝
時
代
(
公

元
前
四
至
二
世
紀
)
它
跟
著
歷
史
的
演
變
始
終
佔
扭
曲

重
要
的
地
位
它
的
歷
史
可
分
為
兩
大
階
段
第
一
階
段
，

是
自
始
至
亞
述
王
撤
爾
貢
時
代
第
二
個
階
段
相
等
H
r

巴
比
倫
帝
齒
第
一
朝
代
時
代
在
色
宴
背
時
代

已
失
去
了
它
的
作
用
而
變
成
一
個
小
村
在

考
古
學
新
在
這
里
最
重
要
的
發
現
要
算
是
數
達

兩
萬
五
千
之
多
的
愉
快
形
文
件
是
季
木
黎
林
(
口3
2
E

C
S
)
國
王
的
公
文
保
管
庫
所
存
的
檔
案
多
是
往
來

的
公
文
信
件
商
業
契
約
及
法
律
條
文
等
由
這
些
文
件

中
可
以
清
楚
認
識
到
當
時
的
歷
史
以
及
哈
慕
辣
彼
王

勢
力
的
擴
展
漸
漸
將
邊
瞬
諸
小
國
消
滅
最
後
瑪
藥
也

被
他
征
服
除
上
述
發
現
外
還
掘
山
r

不
少
屬
於
公
元

前
兩
千
多
年
的
廟
宇
宮
殿
石
器
用
具
等
最
使
人
叮
咚
意

的
是
它
宏
大
的

宮
殿
佔
地
竟
達
三
公
頃
有
房
間
三
百

並
有
不
少
的
庭
院
偉
大
的
態
像
美
麗
的
壁
團
是
它
文

化
經
濟
軍
事
的
黃
金
時
代
的
遺
產
但
是
這
一
切
皆
毀

於
哈
慕
辣
彼
的
戰
火
時
在
公
元
前
一
七
六
0
年
左
右

自
此
它
失
去
了
政
治
上
的
價
值
直
至
亞
述
帝
國
時
代

再
將
它
復
興
鑄
軍
事
重
地
作
為
向
外
侵
翠
的
根
鐵
地

正
因
上
述
的
那
兩
萬
五
千
刻
版
模
形
文
件
是
興

建
組
們
同
時
代
的
作
品
故
此
對
學
經
的
研
究
不
無
價

值
比
如
在
這
文
件
上
哈
故
魯
(
囡

"
z
2
)及
本
維
明

(
與
後
來
的
希
伯
來
人
有
關

)
之
名
會
不
斷
出
現
這

很
可
能
與
特
辣
黑
白
烏
爾
遷
徙
至
哈
蘭
的
記
載
有
關

(
見
創
刊
M
)
蓋
在
一
塊
板
刻
上
載
有
向
本
雅
明
人

訂
立
的
合
約
舊
約
先
知
們
講
說
預
言
的
方
式
也
在
這

些
文
件
上
錢
到
對
證
其
次
納
高
爾
城
名
(
見
創
叫
的M
)

-



-
以
及
阿
蘭
人
組
班
的
名
字
(
見
創
h
u
m
-
u
)
亦
出

鵬
一
項
於
這
些
文
件
上
更
有
E
九
聊
過
的
城
市
如
相
勸
到

』
(
見
第
泊
的
)
及
哈
詐
爾
(
見
蘇
口
1
)
亦
在
這
些

文
件
上
山
山
現
(
緯
)

"
歪
曲
句
恥
"
帆
「
玄
B
E
F
J
瑪
傲
地
方
名
有
「
誘
惑
」

劉
哥
，
4
1

，
去
B
E
\

的
意
也
劃
斟
上
三
處
提
到

這
個
地
名
並
且
每
次
都
與
默
黎
巴
遠
在
一
齊
只
有
戶

羽
2
|
叫
默
黎
巴
單
獨
出
現
在
這
裳
以
民
口
為
難
忍

抱
怨
梅
瑟
而
有
擊
石
出
水
的
奇
蹟
(
出
口
，
)
梅
瑟

祝
一
路
論
及
肋
未
也
提
到
這
個
地
名
(
申
犯
﹒
)
最
後

-
次
出
現
是
在
詠
叮
叮
.
也
與
「
船
，
石
出
水
」
有
關
至

於
它
確
在
什
麼
地
方
學
者
至
今
未
能
確
定

1 凹

(
韓
)

m
罪
拘
牢
庫
(
去EE
J瑪
薩
人

ι
及
民
族
名
有

2
3
-
1
，
、
「
專
何
」
「
頁
但
」

7
)

憲
是
依
市
瑪
耳
的
後
代
之
一
(
創
鈞
H
編
上
1
M
)

可
能
就
是
提
革
拉
特
丕
肋
色
耳
聞
三
世
年
鑑
上
所
說
的

罵
薩
人
儀
言
最
後
兩
篇
的
標
題
上
也
提
到
「
為
薩

人... 

」
(
鐵
鉤
1
)
及
「
瑪
薩
的
君
王
••• 

」
(
叢
M
M

1
)
學
者
戶
都
主
張
所
謂
的
瑪
薩
人
是
指
居
於
阿
糾

伯
半
島
北
部
的
人
民
而
言
(
緯
)

的
軍
旬
L
L
「
玄
E
V
J
K名
意
義
不
詳
筱
創
m
目
是

n
z
b
「
-
三
玄
臣
、
阿
酷
的
兒
之
八
蚓
劃
峙
的
後
成

他
的
後
代
成
為
後
來
阿
蘭
民
族
的
一
個
部
落
大
攝
制
居

住
在
亞
美
尼
亞
及
美
眾
不
達
米
亞
之
間
的
山
區
一
帶

編
上
1
口
的
默
舍
答
應
是
瑪
士
的
誤
寫
(
韓
)

2191-2196 

U
H陸
h
q學
丘
「
宮
"
Z
E
J劉
樹
上
三
個
人
的
名
中
們
原

，
且
內
叫
叫
1
.
H
E
2
'

，
尚
品
，

r
a
3

、

Z
I
J
J
'
f
i
e
f
-

、
文
有
「
禮
口
問
」
「
恩
賜
」

之
意

@
是
借
個
大
那
一
息
的
阿
塔
里
雅
女
王
垂
簾
聽
政
時

盡
職
於
巴
耳
廟
中
的
一
位
司
祭
後
來
為
起
義
的
人
民

所
總
(
列
下
U
M
編
下
幻
叮
」

@
耶
肋
米
亞
時
代
的
一
位
長
官
名
舍
法
提
雅
者

曾
在
閻
王
前
控
告
先
知
他
的
父
親
名
叫
瑪
堂
(
耶
必

@
是
制
創
制
的
父
紙
耶
穌
絢
養
之
父
甜
甜
的
祖

父
(
弱
l
H
)

見
耶
穌
基
督
的
族
諸
赫
里

(
緯
}

阻
力
臣
也
呀
偉
盟
有
「
玄
凶
神
門

7
2
J

m
許
再
個
E
F
F
F
H
H
Y
Z
E
K

m瑪
寶
一
職-
2日(
特HM
K
H
呂
純
的α
)

一
瑪
圓
圓
一
職
音
是
最
早
寫
成
的
一
職
音
原
文
是
阿
刺
美

文
(
也
有
學
者
認
為
是
古
希
伯
來
文
)
原
文
早
已
失

亂
和
配
譯
本
則
鈴
第
一
份
紀
末
(
七

O
l
九
O
間
)

參
考
若
谷
而
譯
成

(
1
「
對
觀
一
福
音
一
)
且
已
普
通

受
利
宮
時
教
會
的
引
用
誰
是
譯
者
不
得
而
知
文
體
優

美
而
發
有
很
強
的
希
伯
來
語
風
至
一
於
這
譯
本
是
否
也

是
一
本
受
感
默
的
魯
(
見
「
默
感
」
)
則
學
者
意
見

不
一
教
會
對
此
亦
沒
有
發
表
任
何
意
見
只
基
於
教
會

初
期
的
傳
統
強
調
希
臘
譯
本
與
阿
刺
美
原
文
本
在
本

質
上
是
完
A
T
T
相
同
的
(
關
切
口
﹒
M
S
)

見
下
條

(
一
)
作
者

根
鐵
車
教
會
遠
自
初
世
紀
的
一
致
傳
授
福
音
抄

本
的
緝
名
聖
經
最
己
的
譯
本
自
教
父
公
教
作
家
教
宗

叫
人
忙
公
會
議
傳
授
的
聖
經
番
自
以
及
東
丙
方
教
兮
的

禮
儀
周
本
我
們
得
知
寫
的
作
者
是
會
當
教
吏
的
瑪
團
團

宗
徒
(
4
9闖
關
囡
囡
-
這
∞
)
事
實
上
寫
的
宗
徒
名
單
在

蔣
國
圓
的
名
字
後
加
上
「
稅
吏
」
這
個
為
猶
太
人
討
厭

的
頭
銜

(
ω
s
+
谷
3
"

路
6
H
)
記
述
瑪
資
悶
頭

時
用
「
瑪
圓
圓
」
的
正
名
而
不
用
「
肋
未
」

(
9
9
+

谷
2
u
t
口
路
5
盯
!
“
)
瑪
記
教
銀
錢
又
特
別
多

(
凡
卡
二
次
)
也
只
有
瑪
記
載
耶
穌
納
毆
投
(
口
創
l

盯
)
財
唱
團
和
珍
珠
(
口
“
!
"
)
塔
泠
通
(
M
m
n
i

閻
明ω
u
|
M
)
和
僱
工
的
比
喻
(
m
z
|
M
)
也
只

有
瑪
記
數
出
賣
前
穌
的
三
十
塊
銀
錢
(
耐
心
M
釘
，


M
)
同
時
瑪
對
法
利
塞
人
的
罪
行
比
谷
和
路
記
敘
得

更
多
更
清
楚
(
6
2
.
M
U
M
-
峙
的
1
u
n
a

-
m
)
這
一
切
都
好
像
暗
示
驚
的
作
者
就
是
這
位
受

法
利
墓
人
鄙
視
的
(
路
m
u
)
稅
吏
瑪
圓
圓

(
9
，
)

唯
理
論
者
對
耶
穌
阱
童
年
史
F
1

，

2
特
別
是

聖
母
的
童
貞
一
段
1
M
M
I
H
)
M
!
口
章
有
關
伯

多
祿
的
記
載
(
尤
其
是
元
首
職
權
M
N
n
l
H
)
以
及

受
難
與
復
活
的
記
數
(
尤
其
是
m
u
|
卸
)
會
極
力

否
認
其
原
著
性
可
是
他
們
基
於
成
冕
的
理
由
未
能
否

定
瑪
圓
圓
也
是
這
些
一
片
段
的
作
者

旺
峙
虛
實
(
解
說
天
主
的
恩
賜
)
是
猶
太
人
也
是
十

二
宗
徒
之
一
{
m
a
谷
3
"

路
6
"
宗
1
u
)
又
名



肋
末
(
谷
2
H
的
開5
訂
)
是
阿
耳
婪
的
兒
子
(
谷
2

H
)
他
是
稅
吏
(
ω
s
)
任
職
於
萬
法
翁
的
說
閱
(
9

.
谷
2
H
路
5
盯
)
耶
穌
開
始
傳
教
時
(
公
元
二
八

年
)
召
了
他
為
宗
徒
(
9
.
)
他
跟
隨
了
耶
穌
以
後

會
設
鐘
款
待
耶
穌
(
路
5
間
)
按
較
普
遍
的
傳
說
他

日
後
在
厄
提
約
丕
雅
(
間
各
』
。
可
5
)
傳
教
並
在
那
里

為
主
致
命
他
的
遺
骸
現
存
在
意
圓
的
F
Z
E

。
城

(
二
)
寫
作

瑪
是
寫
給
猶
太
人
的
因
寫
瑪
引
用
舊
約
比
谷
和

路
多
多
次
提
及
猶
太
人
的
風
俗
(
5
"

自
6
1
l


u
!
"
u
s
幻
s
M
M
訂
)
劫
不
加
以
解
釋
(
M
U
1

+
谷
7
3
幻
口
+
谷
M
M
)
也
強
調
耶
穌
向
猶
太
人

宣
講
的
使
命
{
m
s
6
的
“
)
按
照
教
會
歷
來
的
傳

授
瑪
寫
在
谷
與
路
之
前
谷
寫
於
五
五
l

六
二
年
間
因

此
瑪
大
概
應
寫
於
五

O
l

六
0
年
間
許
多
學
者
認
寫

瑪
寫
在
耶
路
撒
冷
學
城
毀
滅
(
公
元
七
0
年
)
之
後

宗
座
墓
經
委
員
會
則
認
為
應
寫
於
保
級
到
這
羅
馬

(
公
元
六
O
I

六

一
年
)
何
以
前
(
開
M
W

口
口
﹒ω
S
E
S
C
)

至
於
寫
作
地
點
則
是
巴
力
新
組
(
主
張
七

0
年
後
才

寫
成
的
學
者
則
認
為
是
敘
利
亞
)

為
團
圍
之
所
以
寫
這一幅
音
有
兩
個
目
的
第
一
是
傳

教
證
明
耶
穌
說
是
猶
太
人
期
待
的
默
西
亞
也
是
天
主

子
他
創
立
的
教
會
是
超
時
間
超
物
質
和
超
種
族
的
默

ι
西
亞
王
國
i

天
國
第
二
是
護
教
針
對
猶
太
人

的
謬
論

師
一
和
說
務
而
立
論
因
此
職
揭
穿
他
們
對
耶
穌
復
活
所
捏

一
遁
的
謊
言
(
m
u
|
間

)
指
明
耶
穌
不
是
「
私
生

2196 十四畫

子
」
而
是
應
驗
先
知
的
預
言
(
依
7
H
)
生
於
童
貞

女

(
1
"
l
品
)
點
出
默
西
亞
不
是
政
治
的
領
袖
而

是
超
性
的
救
主
(
l
m
8
臼
)
閻
明
耶
穌
來
不
是
廢

除
法
律
而
是
完
成
法
律
(
5
口
|
刊
)
更
解
釋
死

在
十
字
架
上
的
耶
穌
並
不
是
「
可
咒
罵
的
」
(
申

釗
詞
)
而
是
實
踐
天
主
的
預
言
(
8
口
叫
“
且
“
M
幻

由
於
蔣
宙
間
的
寫
作
目
的
是
傳
教
和
護
教
因
此
他

敘
事
簡
潔
不
像
谷
那
般
生
動
(
如
9
M
|
甜
+
谷

5

n
!
"
)
也
不
像
路
那
般
詳
細
(
如
8
5
|
u

+
路

7
1
l
叩
)
他
不
著
重
時
序
因
此
不
著
眼
事
情
發
生

的
地
點
和
時
間
屢
屢
只
泛
指
「
那
時
」
或
「
以
後
」

(
用
過
九
十
次
)
「
那
一
天
」
(
口
-
n
n
)
「
在

那
時
候
」
(
U

自
也
-
M
1
等
處
)
他
只
看
董
事
實

所
傳
達
的
道
理
或
教
訓
將
它
按
類
別
編
排
出
來

(
如

5

1

7
8
l
9
u
a

|

詞
)
正
是
由
於
他
的
寫
作
目

的
在
於
傳
教
和
護
教
他
特
別
忠
肯
細
微
地
記
載
耶
穌

的
言
論
(
如
4
1
l

u
+
路
4
.
-
u
)
且
比
谷
及

路
更
詳
細
(
如
6
.
-

M
+
路
口
2
l
﹒

5
|
7
+

路
6
n
l
“
)
他
所
記
誠
的
耶
穌
言
論
中
最
長
的
有

五
篇
(
見
下
筍
)
每
篇
都
以
「
耶
穌
講
(
一
次
用
囑

咐
)
完
了••• 

」
作
結
(
7
"
u
-
U
闊
的
Z
M
A
1
)

此
外
尚
有
幻
-
-
m
針
對
出
刺
劃
人
的
長
篇
言
論
正

為
了
這
些
一
充
實
的
言
論
在
學
教
會
中
瑪
是
引
用
最
多

的
-
部
福
音

(
三
)

瑪
金
會
很
有
系
統
以
天
國
為
主
題
因
此
先
來
一

個
緒
言
介
紹
耶
穌
的
人
性
族
譜
(

1
1

|
口
)
然
後

以
耶
穌
童
年
史
(
1
"
!
2
詞
)
作
小
引
將
耶
穌
建

立
天
國
的
史
實
分
成
五
大
卷
好
像
要
暗
示
耶
穌
說
是

新
的
梅
瑟
他
的
言
論
說
是
新
的
法
律
新
的
梅
瑟
五
魯

在
這
五
六
卷
中
每
忽
又
分
敘
事
和
言
論
兩
部
份

(
3

1
|
呵
叫
“
)
最
後
以
受
難
和
復
活
史
作
結
(
M
m
-


咽
晶
晶
)
茲
列
表
如
下

緒
言
耶
穌
族
譜

(
1
1
|

叮
)

前
引
耶
穌
童
年
史
(
1
u
Z
M
)

1

敘
事
傳
教
生
活
之
始

.
!

|
11. 

卷
一
宣
佈
天
國
一
一
福
音
•• 

;
4
:

、

2
言
論
山
中
都
一
一
訓
(
5

1
|7m) 

、
1
敘
事
十
大
靈
蹟
(
8
1
|

卷
一
一
宣
傳
天
國
~
-
9
1
.
)

-
2
言
論
論
傳
教

(
9
"
!
u

、
1
敘
事
在
加
里
肋
亞
傳
教

卷
三
天
圓
的
奧
秘
~
.
(

1
-
z
-
U
帥
)

-
2
言
論
天
圓
的
睿
喝
咖
(
吟

、
1
敘
事
猶
太

人
的
敵
意

，
、
電

d

心
句
'
"
，

卷
四
天
國
的
建
立
〈

-
P
川J
t
1
1

、

~
2
言
論
論
教
會
(
m
z
l

內
容
與
跡
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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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敘
事
上
耶
餓
獻
制
(
m
w

且

|

的ω
詞
)

2

言
論
末
世
言
論

(
U
A
I

-2
“) 

結
論
苦
難
與
復
活
(
約
1
l
m
m
)

按
照
瑪
耶
穌
說
是
當
約
預
言
的
默
西
亞
瑪
引
用

了
四
二
一
次
(
也
有
學
者
說
七
十
次
)
當
約
其
中
三

十
七
次
都
冠
有

「
這
是
國神
態
驗
﹒..•.• 

」
這
旬
話
用
以
證

明
耶
穌
的

三
百
一
行
不
外
應
驗
先
知
的
預
言

(
8
口

U
S
U
M
-

缸
)
事
實
上
他
就
是
「
遠
味
之
子
」
(
9

n
u
目
的
n
m
甜
甜
缸
釗
-
M
m
u
!

“
)
擁
有
無
上

的
王
權
(
幻
S
M
m
M鈞
U
U
H
)
他
的
權
威
遠
超
乎

約
納
和
撒
羅
瀚
之
上
(
也
“
“
)
他
自
己
也
公
開
自

認
是
默
西
亞
(
泌
的
“
)
也
認
可
伯
多
綠
承
沼
他
是

默
西
亞
的
話
(
泊
M
廿
)
他
就
是
新
的
總
瑟
|
|
立

法
者
說
如
梅
瑟
在
西
乃
山
上
接
受
了
預
約
的
法
律
同

樣
他
也
在
山
上
(
路
6

叮
則
說
「••. 

下
山
站
在
一
塊

平
地
上
」
是
瑪
5
2
故
意
改
為
「
上
了
山
」
以
就
合
他

的
寫
作
目
的
?
)

頒
布
了
他
的
天
國
大
憲
章

(
5
3

-
u
)
他
來
是
為
滿
全
(
叫
叫
“
)
和
成
全
法
律
(
5

盯
)
因
為
他
是
法
律
預
言
的
默
西
亞
(
見
上
)
也
是

安
息
日
的
主
人
(
眩
，
)
比
自
宮
殿
還
要
大
(
U
S
)

他
更
是
天
主
子
這
是
天
父
兩
次
公
開
聲
明
的

(
3
叮
η
s
)
這
個
地
位
不
但
伯
多
祿
(
“
M
}

若

翰

(
3
u
n
u
)
和
百
矢
長
(
幻
“
)
尚
且
連
魔
鬼

也
公
開
承
認

(
8
詞
)
而
耶
穌
自
已
不
但
聲
言
天
主

在
五
天
闊
的
來
臨

2197-2198 

是
他
的
父
(
n

l

l

，
“

1

“
)
與
父
平
等

(
u
m

盯
)
只
布
審
判
前
向
民
的
權
柄
(
叫
“
“
參
閱
7
缸
|

目
的
盯
m
w
甜
圳
的
盯
的

l

剖
彷
呵
!

“
)
向
叫
且
還
以
學

蹟
(
8
9
)
尤
其
是
叫
做
活
死
人
(
9
M
H
n
l
甜
)

和
驅
斑
的
鑿
的
以
(
8
姐
!
“
9臼
M
U
n
n
口
H
|

刊
)
證
明
他
就
是
天
主
句
是
最
大
的
學
蹟
就
是
技
照

自
已
事
先
多
次
的
預
言

(
的
n
η
n
n

w
叮
!

"
約

2
)
死
後
第
三
日
復
活

(
明
的
l
t
s

M
)

他
所
建
立
的
教
會
(
M
N
U
M
口
)
說
是
他
的
王

國
(
U
U
的
目
)
這
王
國
是
越
性
的
(
5
S
|

沾
沾

“
l

間
)
卻
又
是
可
見
的
(
昀
訕
|

叩

開
!
"
叫
l

叫

)
它
何
形
的
元
首
就
是
伯
多
線
(
“
刊
)
他
享
有

治
理
教
會
的
至
高
神
權

(
“
刊
)
這
超
然
部
又
可
見

的
天
國
是
穩
固
的
(
M
U
)
它
今
世
已
開
始
存
在
(
3

2
4

口

ω
7
位
8
)
也
刻
又
是
未
來
的
王
國
(
5
s

u
u
m
7
缸
8
u
n
M
M
U
M
-
-
-
m吋
臼
M

衍
M
)
這

未
來
的
天
國
就
是
永
生
(
5
M
7
n
)
正
是
為
了
這

個
緣
故
耶
穌
派
遣
宗
徒
們
去
使
萬
民
成
為
他

的
門
徒

(
m
H
)
進
入
他
的
王
國
(
幼
1
l

u
)
可
是
這
王

國
必
得
用
力
學
取
(
u
n
)
誰
廠
進
去
必
得
走
狹
路

進
程
門
(
7
間
)
他
的
義
德
應
勝
過
經
師
及
法
利
選

人
的
義
德
(
5
甜
)
尚
且
他
的
成
全
應
以
天
父
為
樂

則
(
5
刊
)
更
應
以
祈
禱
懇
求
天
圓
的
來
臨
(5
叩
)

可
惜
猶
太
人
不
願
接
受
這

天
闊
天
主
便
將
它

賜
給
外

邦
人
(
3
•• 

別
“
幻
a
l
H

)
對
此
他
們
應
頂
起

全
部
責
任
(
幻
“
自
)
(
梁
}

m
"
則
吉
揖
也
旬
哼
儘
建

v
H巳、
甘
恃
骨
尸
包
t恨
整F旻「
豆
〉
3

。
已
叫F崑5肉r凶

啊
釗
“
到
U
#叮
倡
軍F
.」
」
/
詞
司
b
嬴
F歹
/
〉2
5

崑
且
已
仔H
島
-
」

傌
經瑪

國
四
大
事
錄
有
五
本

(
一
)
安
德
肋
與
瑪
實
在
食
人
者
的
城
色
約
叮

於
凶
。
0
年

(
二
)
瑪
圓
圓
在
卡
哈
納
特
城
(
肉
已H
E
E
)
的
小

女
是
苛
仆
特
文
約
寫
於
第
五
世
紀

(
二
一)
蔣
國
圍
在波
斯
致
命
鐘
時
大
約
也
屬
於
第
臼

或
第
五
世
紀
的
作
品

(
四

)
海
團
團
致命
錄
亦
稱
本
都
地
區
瑪

竇
傳
奇

(
五
)
瑪
唱
團受
難
記
偽
亞
北
狄
雅
以
拉
丁
文
在

五
五
0
年
以
後
著
作
的
僑
亞
北
狄
雅

在
該
替
中
把
寫

實
傳
教
事
業
和
致
命
安
置
於
厄
提
約
丕
雅
境

內

這
五
本
僑
經
似
乎
並
沒
有
什
麼
諾
斯
士
主
義
的

錯
誤
遑
論
及
婚
姻
甜
苦
事
倫
理
及
甘
扭
扭
回
學
的
道
理
也
都

合
乎
啟
示
這
些
著
作
實
反
映
了
古
代
一
般
信
徒

所
懷

有
的
很
堅
田
部
似
乎
不
明
智
的
信
德

(
當

)

"
E
Z

間
J
n
「
F
R

比
w
J是
聖
經
上
屢
見
不
鮮

，
且
而
叫
斗
，
R
U刷
﹒
圖
"
，
'
，
兩

3
3
3
T

昌
、

Z
I
J
I
t
-
J
'
s
p
a
r
k
-
的
人
名
及
一
個
民
展

名
有
「
盤
下
」

「
推
下
」
之
意

@
納
日
旬
爾
自
妾
勒
鳥
為
所
生
的
第
四
子
此
人
之

後
代
稱
為
為
阿
加
人
(
創
n
n
u
)

@
遂
咪
的
妻
妾
之
一
革
叔
爾
土
塔
耳
質
的
，
艾
兒

附
則
叫
勵
和
蚓
蚓
醋
的
母
親
(
刷
下
3
s
u
z
n
m

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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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
)

十四鑫

上
3
2
}@

遠
咪
的
心
腹
侍
從
哈
南
的
父
親
(
編
上
刊
岫
)

@
勒
哈
貝
罕
特
別
寵
幸
的
一
個
妻
子
(
他
共
娶

了
十
八
個
妻
子
及
六
十
個
妾
侍
叫
她
是
阿
叫
到
闊
的

外
孫
女
(
編
下um
缸
則
上
的2
)，
她
的
兒
子
剛
制

雅
{
列
上
的
2

編
下
刊

2
)
及
孫
子
阿
撒
曲
目
相
繼
作

猶
大
圈
主
(
列
上
的

M
M

編
下
昀
詢
問
M
M
)

@
加
肋
布
的
妾
生
有
三
子
即
舍
貝
爾
及
捷
爾
哈

納
{
編
上
2
"

)

@
瑪
華
裔
的
妻
子
之
一
瑪
華
爾
是
默
納
協
的
兒

子
(
編
上
7

刊
)

@
耶
依
耳
的
妻
子
生
阿
民
冬
(
一
編
上
8

甜

9
M
)

是
撤
鳥
耳
的
祖
先

地
名
及
民
族
名
在
赫
爾
孟
山
之
甫
的
一
個
地
區

(
蘇
U
U
)
位
於
黎
巴
嫩
及
安
提
黎
巴
嫩
中
闊
的
最

南
方
此
處
之
居
民
寫
阿
蘭
人
(
蘇
U
U
)
曾
數
次
與

這
味
作
戰
(
撇
下
m
e
編
上
的
﹒

T
)
而
里
經
上
所

說
的
講
阿
加
人
說
是
屬
阿
蘭
人
的
一
個
民
族
是
納
回
回

爾
自
妾
勒
鳥
瑪
所
生
的
第
四
個
兒
子
瑪
阿
加
的
後
代

(
創
詔
"
訕
)
見
@

. 988 . -人的軍司空空空
的原 塔|手拉
聶華直接| 勻，
氣。大雅| 曲"
後概 第 IJ"
來是三 4白
比調子自』口

名「 猶1--、
百|執 大I ~~ 
伸鎚的~ ~ 
至者別; ~
E惡1'- ，名 z g 
蚓郎 ( 2.z

提|調加l -...-
雅i 猶|上 原名
的 大1 2 是有E
五有﹒ -TIi
個 攻)。位罕
見打比 司宿
子，敵 名祭」

以
後
成
為
所
有
在
公
元
前
二
伊
紀
反
對
由
創
利
到
國

侵
入
猶
太
地
區
的
希
擻
文
化
主
義
而
寫
自
己
信
仰
作

戰
的
猶
太
人
的
通
稱

晶
爭
取
崇
敬
皂
白
的
戰
彎
，
由
亞
歷
山
大
大
帝
征
服

波
斯
帝
國
以
後
(
三
三
三
年
)
巴
力
斯
組
成
了
希
碰

帝
國
的
厲
地
(
加
上
1
1
l

‘
)
這
新
帝
國
團
同
時
甚

暫
在
囡
囡
圳
大
死
後
(
三
二
三
年
)
，
便
分
裂

7仆
凹
划

斯
迅
先
屬
於
埃
及
國
的
拉
哥
(
或
稱
仆
托
肋
米
)
王

朝
(
三
O
-
i

一
九
八
)
在
敘
利
亞
的
軍
隊
戰
敗
埃

別
後
即
划
阿
斯
世
便
屬
制
利
到
制
劃
蚓
王
朝
統
治
(
一

九
八
1

一
問
二
)
由
此
開
始
了
猶
太
人
為
宗
教
自
由

的
戰
爭當

時
羅
馬
帝
圓
圓
諜
侵
佔
金
小
亞
細
亞
為
低
禦

羅
馬
侵
佔
敘
利
亞
安
提
古
約
第
四
厄
丕
法
乃
(
一
七

五
!
一
六
一
-
一
)
企
圖
把
自
己
的
領
土
及
勢
力
擴
大
佔

領
了
埃
及
且
以
希
尬
的
語
言
文
化
及
宗
教
使
團
團
下
的

各
民
族
統
一
就
範
猶
太
人
飯
然
從
大
亞
歷
山
大
時
代

起
己
受
了
希
幽
文
化
的
影
響
所
以
在
耶
路
撒
冷
的
統

治
階
層
中
連
司
祭
中
已
有
些
人
不
顧
本
國
的
法
律
贊

助
安
提
約
古
玉
的
計
劃
其
中
有
大
司
祭
放
尼
雅
第
三

的
兄
弟
雅
松
他
以
賄
路
白
衣
提
約
占
買
得
了
大
司
祭

的
職
位
且
利
用
這
身
份
使
希
臘
文
化
得
在
耶
路
撒
冷

迅
速
施
行
(
加
F
4
7
l
n
)

不
久
以
後
另
有
一
位

不
闡
明
於
司
祭
班
但
很
有
勢
力
的
人
制
N
W
用
了
更
多

的
低
自
安
提
約
出
處
買
得
了
大
司
祭
的
戰
也
與
蚓
創

作
對
(
加
下
4

甜
|
岫
)

情義社雪里推



-

支
援
約
古
自
戰
勝
埃
及
同

歸
敘
利
亞
時

遂
利
用

蝴
-劉
刻
國
的
內
心
級
自
己
的
軍
隊
進
入

r
m恥
路
擻
趴
殘

一
殺
敵
叫
到
他
的
人
且
諒A哲
學
殿
內
的
金
銀
和
實
泣
的
器

血
(
加
上
-

m
l

甜
加
F

5

u
l

自

)
不
久
又
第
二

次
強
綜
f

耶
路
繳
泠
近
在
城
內
娃
築
了
一
個
堅
固
的

堡
壘
作
為
敘
利
亞
U
E萃
的
要
注
(
加
上
1
詞

)
從
此

時
起
敘
利
亞
閻
王
更
加
設
法
取
消
猶
太
民
族
的
特
權

法
律
和
宗
教
焚
機
梅
瑟
法
律
吉
林
-
r止
猶
太
宗
教
的
敬

健
將
聖
殿
改
為
邪
帥
的
廟
宇
(
加
上

-
u

!

“
)
當

許
多
人
背
叛
宗
教
信
仰
時
那
些
一
熱
心
守
法
的
人
或
團
坤

教
犧
牲
(
比
上

1
m
H

加
下

6
u
7

“

)
或

逃
往
山
地
避
難
在
那
哀
成
江
游
擊
隊
反
說
橫
目
肅
的
統

治
者

海
加
伯
人
起
義
公
元
前
二
仇
七
年
為
塔
健
雅
品

祭
在
山
地
農
招
集
f

所
有
擁
護
盟
約
放
法
律
的
人
其

中
也
有
恥
n
g
待
黨
人
組
成
游
擊
隊
為
猶
太
宗
教
和
試

紋
的
自
甘
而
作
戰

瑪
w
啃
卅
扯
雅
耳
几
後
他
的
兒
子
站
大
瑪
加
伯
做
此
由
于
隊

領
袖
他
的
武
力
進
勝
女
經
約
占
第
四
的
所
有
軍
長
達

安
提
約
古
所
作

L

命
為
憐
眩
主
的
里
息
雅
也
在
內
(
加

上
3
ω
4

品
)
在
一
/
四
年
猶
大
凱
放
進
入
耶
路

微
冷
後
開
如
清
T
H
B
t
殿
並
舉
行
祝
聖
抵
制
祭
慎
的
做
與

(
川
川
仁4

的
加
F
ω
-
-
8

)
只
司
恰
當
時
仍
無
法

把
在
耶
路
做
泠
母
娘
內
的
敘
利
巨
駐
中
由
于
摳
逐
出
去

品
在
仗
的
市
第
必
先
後

(
-
i
J
一
叫
刊
)
伯
大
攻

打
帥
，
-
T
洲
的
堡
壘
旦
旦
邪
遂
與
敘
利
亞
的
年
輕
國
土

\- ~y ,1( 2199 

安
提
約
古
第
五
歐
帕
托

爾
帶
著

大
軍

進
攻
猶
太
猶
大

的
弟
兄
厄
肋
倒
回
爾
博
亡
(
如
上

6

“

-
M
)
你
路

撒
冷
的
聖
殿
被
劉
但
在
最
大
的
危
除
中
突
然
獲
救
因

為
敘
利
亞
另
一
位
將
萃
受
理
伯
叛
變
企
圖
奪
取
政權

為
此
里
息
雅
不
得
已
使
與
猶
太
識
和
自
已
罔
到
本
國

與
斐
理
伯
作
戰
(
6

岫
l

目

)

在
敘
利
亞
內
亂
時
德
默
特
琉

l

女
提
約
古
第
凹

的
娃
子
強
辱
了
政
權
及
王
位

(
-
Y
-
l

一
五
0
)

(
加
上
7
1
!

4

)
有
一
部
份
反
對
瑪
加
怕
的
猶
太

人
支
持
這
新
國
王
其
中
有
敏
新
主
所
任
命
作
大
司
祭

的
阿
耳
是
慕
他
們
與
釵
利
恆
的
軍
隊
連
合
攻
打
錯
大

蚓
蚓
雖
然
又
戰
勝
了
科
恥
利
亞
的
將
的
尼
加
諾
爾
但
看

危
險
越
來
越
大
遂
派
人
去
羅
馬
與
他
們
聯
盟
希
晴
女
由

這
新
興
情
悶
得
到
保
護

(
沁
上
8
)

說
他
默
特
硫

再
派
軍
隊
進
攻
猶
太
時
許
多
猶
太
人
的
久
叭
，
而
自
軍

中
逃
亡
猶
大
瑪
加
們
自
己
也
降
亡
了
(
兩

J
川
，
、
作
刊
)

他
的
弟
兄
約
納
堂
代
彰
他
們
領
她
(
一
六
F
l
一
四

一
一
)雖

然
敘
利
亞
的
勢
力
在
猶
太
又
強
大
起
來
但
約

納
掌
成
功
地
漸
漸
文
集
合
f

反
抗
軍
陣
旦
因
在
敘
利

區
再
度
發
生
政
儡
祖
國
而
獲
得
f

一
本
少
益
處
亞
歷
山
大

巴
拉
反
斜
斜
默
特
就
自
稱
為
十
一
兩
位
ι

王
都
想
拉
攏

瑪
加
沁
人
訟
法
與
為
加
的
人
和
解
和

M
U
t便
利
用
這

機
會
令
敗
，
叫
山
岳
目
的
巳
村
也
做
受
大
」
叫
祭
的
職
位

(
J
I
-
-年
」
川
同
據
他
A
H山
以
此
斌
的
兩
位
彼
此
對
抗

的
把
王
叫
他
默
特
院
第
二
和
女
犯
約
凸
第
人
得
到

r

自
由
政
權
的
保
包
制
制
盟
第
鞏
因
自
己
的
政
權
進
與

羅
馬
人
重
新
結
翁
同
盟
旦
與
斯
巴
遙
入
聯
盟
(
加

上

口

!
自
幻
)
只
是
安
享
太
平
的
時
候
么
筒
，
短
促
敘

利
亞
軍
隊
的
統
帥
特
黎
豐
欲
登
土
位
缸
怡
和
納
掌
技

對
四
"
此
設
下
陷
阱
秘
密
把
他
害
死

制
劃
1

寫
塔
提
駝
的
最
後
的
一
個
兒
子繼
任
作

百
蝕
的
領
袖
和
大
司
乳
他
因
支
持
紙
孰
料
疏
第
二
而

反
抗
蚓
創
世
咚
於
一
四
二
年
自
制U圳
特
昕
處
設得
了

蚓
剎
民
族
及
本
國
的
宗
教
與
政
治
飲
完
全
自
由
(
加

上
M
U剖

-
u
可
從
此
劃
利
亞
剖
劃
蚓
王
朝
不
得
不
承

認
猶
太
圓
的
獨
立
權
「
異
民
的
重
抗
h
m
以
色
列
人
身

上
解
除
了
」
(
加
上
的

“
)

可
惜
副
研
劃
的
女
精
心
叫
他
甘
心
加
螢
生
叛
變
用
詭
計

殺
侃
了
息
孟
和
他
的
兩
個
兒
孔
劃
劃
的
兒
子
刮
到
制

研
叫
出
鈴
一
三
四
年
繼
他
父
親
任
值

1

扣
闊
的
能
督
旦

大
司
祭
(
加
上“
目
H
)。
忍
耐
.
內
航
〈
誠
的
瑪
加
伯

人
的
歷
史
就
此
終
止

從
依
爾
卡
諾
一
世
低
自
開
叫
叫
家
出
身
的
擱
划

圓
的
統
治
政
權
還
常
稱
為
阿
斯
聲
叫
王
朝
(
一
三
四

l
L
/三
)
阿
斯
庫
門
王
朝
並4
u
r
h
w

時
蚵
叫
家
族
一
線

為
宗
教
自
由
而
戰
爭
其
志
願
只
m
m
A
爪
奴
役
俗
的
政

權

這
一
個
王
朝
不
久
之
後
因
國
內
法
本
家
族
的
糾
紛
而

逐
漸
衰
扎
致
使
點
閣
大
將
闖
出
佔
領
如
圳
蚓
穆
輕
易

地
佔
飯
f

的
控
制
浩
太
國
(
九
三
年
)

叫
川
什
斯
種
乃
主
動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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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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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貿 雄瑪
卷際事 加
以上鼠。伯
外，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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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穩本 名 ，
屬不 ü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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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的書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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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人，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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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內
但
巴
力
斯
坦
的
錯
太
人
部
沒
有
把
這
兩
卷
著
錄

H
R

蚓
一
自
己
的
正
經
告
因
此
其
緣
由
大
概
是

因
定
立
剖
蚓
刮

.
目
時
法
利
選
人
在
敵
對
自
瑪
加
伯
家
族
所
出
生
而
淪

懊
世
俗
觀
念
的
阿
斯
摩
乃
王
朝
而
加
下
又
因
為
其
原

文
寫
希
臘
文
的
緣
故
基
督
教
的
大
多
數
教
派
因
隨
從

巴
力
斯
姐
猶
太
人
的
聖
經
書
目
所
以
末
將
焉
加
伯
上

下
卷
列
入
正
經
內

一

瑪
加
伯

土

內
容
加
上
所
記
筒
猶
太
人
在
瑪
加
伯
兄
弟
三
人

的
領
導
下
所
經
過
的
四
十
餘
年
為
本
族
宗
教
自
由
而

戰
的
歷
史
(
一
七
五
l

一
三
四
年
)
在
緒
言
內
作

者
描
寫
猶
太
教
在
敘
利
亞
色
單
前
王
朝
的
統
治
下
所

遇
到
將
被
消
滅
的
危
毆
當
安
提
約
古
第
四
設
法
利
用

希
臘
文
化
及
多
神
教
排
除
猶
太
教
時
寫
塔
提
雅
司
祭

和
他
的
兒
子
們
以
及
一
切
忠
誠
的
猶

太
人
開
始
反
抗

敘
利
亞
而
從
事
戰
爭

(
1
2
)

首
第

(
3
1
1

9

詞
)
記
載
猶
大
瑪
加
伯
的
熱
誠
英
雄
行
為
和
他
學
敗

敘
利
亞
的
三
個
閻
王
(
安
提
約
古
第
四
第
五
和
德
默

特
琉
第
一
)
的
勝
利
猶
大
順
利
解
放
了
耶
路
撒
冷
重

新
祝
聖
聖
殿
並
為
保
衛
本
族
獨
立
而
與
羅
馬
結
盟
但

他
自
己
最
後
在
敵
人
猛
攻
時
拼
命
作
戰
而
陣
亡
中
訊

(
9
臼

-
U
H
)

敘
述
約
納
堂
以
盆
巧
的
手
腕
利

用
敘
利
亞
國
內
的
紛
亂
成
功
地
解
救
了
猶
太
民
接
但

他
自
己
卻
因
受
了
敘
利
亞
將
軍
的
欺
騙
被
捕
而
遇
難

後
篇
(
U
E
|
的
剖
)
記
載
息
孟
怎
樣
以
戰
爭
和
外

交
談
判
的
手
腕
達
成
本
族
和
宗
教
的
完
全
獨
立
但
不

十四益2200 

幸
為
自
己
的
女
婿
所
暗
殺
他
的
兒
子
依
爾
卡
諾
蟬
祖
父

作
猶
太
總
替

作
者
及
年
代
本
書
的
原
文
是
希
伯
來
文
位
所
存

者
只
有
譯
文
作
者
必
是
一
位
住
在
巴
力
斯
遍
的
熱
心

猶
太
人
他
對
猶
太
的
地
理
本
族
的
法
律
和
當
時
的
展

史
都
很
熟
識
著
作
的
時
代
應
在
公
元
前
六
三
年
以
前

即
在
羅
馬
軍
隊
仙
領
耶
路
撒
泠
以
前
因
寫
作
者
對
羅

馬
還
懷
有
好
感
本
魯
大
概
寫
於
公
元
前
一
百
年
左
右

本
女
回
國
問
世
的
年
代
與
所
發
生
的
史
實
很
近
為

認
識
猶
太
民
族
在
公
元
前
第
二
世
紀
的
歷
史
是
很
可

靠
的
證
件
尤
其
可
信
頓
的
是
因
為
作
者
除
了
自
己
的

見
聞
外
多
採
用
f

學
繳
及
國
家
檔
案
內
所
保
存
的
公

文

(
M
盯
|

叫
8

位
|

u
m
u

間
自
!

“
等
)

文
學
類
型
論
思
想
和
筆
法
作
者
好
像
是
摹
做
古

代
以
民
的
央
書
(
如
民
撒
上
下
列
上
下
)
而
編
輯
的

即
是
說
他
以
以
民
所
遇
到
的
災
難
寫
來
自
天
主
的
懲

罰
以
瑪
加
伯
人
克
服
敝
人
的
戰
爭
為
信
仰
天
主
及
熱

誠
祈
禱
的
結
果

(
3
口
口
闊
的

4
.

-
O

H
m
-

品
等
)
作
者
雖
然
有
時
以
誇
張
的
筆
法
來
稱
讚
天
主

或
頌
揚
解
救
以
色
列
的
英
雄
(
5
“
7

“
等
)
但
並

未
減
輕
他
記
事
的
史
實

性
這
不
過
是
屬
於
以
民
編
輯

史
咎
的
特
性
而
已
當
今
的
批
判
學
者
大
那
承
認
本
各

歷
史
性
的
個
個

宗
教
上
的
內
在
價
值
按
作
者
的
恩
想
真
正
宗
教

的
存
在
全
然
有
賴
猶
太
民
族
的
生
存
為
此
他
認
寫
為

者
本
國
的
自
由
從
事
戰
爭
與
熱
心
奉
事
天
主
是
同
一

義
務
對
那
些
只
由
消
極
方
面
紅
抗
敵
人
甚
至
鼠
信
仰

忍
荷
受
死
的
猶
太
人
並
不
表
示
贊
同
在
這
一
點
上
他

與
下
卷
的
作
者
的
觀
點
有
顯
著
的
分
別

再
者
本
書
的
作
者
認
丹
猶
太
人
的
宗
教
好
條
金

在
遵
守
法
律
及
盟
約
的
規
條
上

(
2
M
i

n
盯
3
n

等
)
為
保
守
法
律
不
借
用
武
力
攻
打
異
旅

(
2
“
i
l

H
)
又
不
惜
消
滅
本
族
犯
法
的
人

(
2
訕
訕
“

-
z

以
法
律
為
中
心
的
作
者
對
淤
天
主
有
一
過
於
超

然
的
概
念
甚
至
不
敢
輕
意
用
天
主
的
名
字
而
只
稱
天

主
民
「
天
」

(
3
M
M
m
)
或
「
以
色
列
的
救
主
」

(
4
卸
)
或
簡
咱
們
「
他
」

(
2
“
)
雖
然
作
者
多

次
促
及
領
袖
和
百
姓
的
祈
禱
但
這
些
祈
禱
文
拉
木
表

山
選
民
與
天
主
的
親
切
關
係
再
拉
錄
俠
的

作
拉
訝
何
川
政

治
領
袖
未
會
忘
記
以
民
的
命
運
掌
很
在
天
主
的
手
中

(
2
“
3

叩
門M
H
M
N
S
)且
拿
「
學
徑
」
內

一所
3

比
私

天
主
的
教
訓
圓
的
領
導
和
安
慰
(
凹
，
)
的
實
際
上

在
本
魯
內
卸
缺
少
f

古
先
知
論
天
主
枷
表

示
的
執
悉

經
驗
反
對
天
主
所
懷
的
殷
切

扮
望
心
情
從
此
做
得
十
注

意
的
是
作
者
會
三
次
設
放
救
弘

一

肌
伯
時
仇
沒
有
先
知

(
4
“
9

盯

M
U
)

在
這
時
候
宗
教
方
面
還
發
生

f

一
個
新
的
時
昆

瑪
加
伯
家
族
雖
然
戰
勝
了
外
來
的
異
教
危
險
但
間
內

部
也
現
了
另
一
個
危
險
即
兩
約
納
堂
以
來
政
治
與
宗

教
的
主
權
為
一
人
黨
管
這
改
教
大
權
合
一
的
危
機
咚

臥
趴
在
以
後
的
阿
斯
摩
乃
王
朝
時
明
顯
地
山
山
現
了
抱
著

狹
隘
的
民
族
主
義
作
君
王
氣
大
司
祭
的
領
約
時
以
改



治
勢
力
來
威
脅
鄰
邦
的
民
族
歸
附
猶
太
教
遂
守

舊
約

法
律
同
時
另
一
方
面
猶
太
民
族
中
出
現
了
一
些
熱
心

的
黨
派
(
尤
其
法
利
率
派
)

極
力
反
對
世
俗
化
的
大

司
祭
阿
斯

庫
乃
王
朝
郎
是
為
了
這
兩

權
合
一
的
糾
紛

最
後
使
猶
太
民
族
叉
完
全
喪
失
了
瑪
加
伯
人
在
戰
爭

中

所
獲
得
的
自
由

三
蕩
加
伯
下

此
書
雖
稱
為
「
加
下
」
但
實
際

上
與
「
加
上
」

毫
無
關
仇
它
所
記
述
此
是
論
及
蚓
蚓
瑚
蚓
叫
英
雄
作

為
的
另
一
個
與
「
上
卷
」
平
行
的
敘
述
並
未
講
及
猶

大
兄
弟
的
歷
史

作
者
本
書
的
原
文
是
希
殲
文
攘

2

詞
作
者
是
照

一
位
基
勒
乃
人
雅
松
所
寫
的
五
卷
央

書
編
輯
了
本
書

作
第
猶
太
人
在
猶
大
清
加
伯
領
拍
下
氣
宗
教
自
由
作

戰
歷
史
的
撮
要
誰
是
此
書
的
編
輯
者
無
法
確
定
但
可

以
推
知
他
是
一
位
僑
居
在
亞
歷
山
大
里
亞
的
虔
誠
猶

太
人
倘
若
卷
首
的
兩
封
信

(
1
1

l

2
M
)
是
作
者

自
己
所
附
加
的
那
麼
此
書
寫
成
的
年
代
應
在
公
元
前

一
二
四
年
以
後
(
1
，
)

內
容
加
下
開
始
抄
錄
兩
封
耶
路
撒
冷
的
猶
太
人

寄
給
僑
居
於
埃
及
的
兄
弟

們
的
書
信

(
1
1
I
M

a

-
u

b
1

2

u

)
兩
封
信
是
催
促
僑
胞
過
潔
般
簡

(
1
.

"

參
見
加
上
4
闊

的
)
其
後
作
者
在
一
篇
序

(
壹
百內
說
明
他
編
輯
本
書
所
採
用
的
史
料
和
他
著
作
的

哪
一
目
的及
方
法
(
2
H
l
u

叮

一
本
書
主
要
部
份
分
為
五
篇
每
篇
都
專
注
闕
於
耶

2200 十四 矗

路
撒
冷
星
般
所
發
生
的
事
3

說
明
如
果
有
熱
心
的
大

司
祭
像
放
尼
雅
第
三
一
樣
頁
責
蠢
職
星
般
必
因
天
主

的
保
護
不

會
遭
受
E
E
a
a
4
!
7
記
述
在
不
法
的
大
司

祭
管
領
下
聖
殿
未
免
遭
受
褻
闡
明
但
虔
誠
的
猶
太
人
捨

生
致
命
作
贖
罪
祭
天
主
又
必
憐
憫
自
己
的
百
姓
8

1

1
ω

﹒
講
明
天
主
因
猶
大
瑪
加
伯
及
其
他
忠
信
人
的

祈
禱
使
猶
太
人
戰
勝
敵
軍
並
吽
霸
王
安
提
約
古
第
四

悲
慘
的
死
去
如
此
使
猶
大
收
復
耶
路
撒
冷
清
潔
鑿
跋

並
建
立
新
的
祭
壇

m
u
l
U
M

述
說
猶
大
依
賴
天
主

的
助
佑
得
勝
周
圍
一
切
仇
敵
使
他
們
承
認
猶
太
人
民

的
宗
教
自
由
且
對
學
殿
表
示
尊
敬

M
m1
i

M
U
H記
述

站
大
因
賣
國

的
大
司
發
阿
耳
基
慕
的
煽
動
叉
發
生
戰

事
但
褻
濟
天
主
及
雪
般
的
尼
加
諾
爾
終
不
兔
戰
敗
陣

亡
猶
太
人
因
此
讚
頌

「
保
衛
娶
所
不
受
沾
污
」
的
天

主
的

啊
!
"
是
本
書
的
結
論

文
種
特
性
加
上
與
繳
上
下
和
列
上
下
相
彷
加
下

則
與
一
編
上
下
相
似
作
者
記
述
史
事
為
使
讀
者
受
到
宗

教
感
化
並

「使
喜
愛
閱
讀
的
人
得
到
愉
快
」

(
2
卸
)
郎

是
說
使
讀
者
酒
水
共
飲
同
時
享
受
利
益
和
樂
趣

(
M
U

M

-
M
)
所
以
作
者
不
是
為
嚴
格
講
述
記
載
史
實
歷

史
而
是
為
啟
發
讀
者
的
信
心
他
以
富
於
感
情
善
於
修

辭
的
文
體
來
激
發
請
者
愛
本
國
宗
教
的
熱
情
換
言
之

本
書
屬
於
一
種
使
人
激
動
發
奮
的
央
書

(
E
H
V
g
n

耳
其
。
品
)
這
是
當
時
希
臘
文
化
界
內
常
用
的
一
種

文
學
體
裁

抱
著
這
樣
的
白
的
作
者
會
多
次
提
及
如
何
在
戰

爭
時
天
主
以
超
自
然
的
奇
蹟
並
選
派
天
使
及
會
死

去

的
聖
人
動
佑
忠
信
愛
主
的
百
姓
(
3
訕

|
盯
叩

n
l

M

U
a
u
n

的

u
|
M
)
在
本
書
五
個
朋
每
的
院
里
他
描

寫
了
三
種
行
辜
的
角
色
虔
誠
忠
心
的
猶
太
人
賣
國
叛

教
的
同
鄉
和
壓
迫
本
國
宗
教
自
由
的
外
邦
人
還
三
種

人
畢
竟
都
異
口
同
聲
公
然
承
認
天
主
偉
大
的
能
力

(
3
的

恥
!
"
7

臼
|
盯

9
M
m
7
的
目
的
訓

)

宗
教
教
訓
可
說
是
本
書
內
主
要
思
想
但
對
本
書

的
歷
央
性
必
須
注
意
其
宗
旨
以
及
作
者
所
引
用
雅
松

昕
一
綿
的
五
卷
央
書
作
者
沒
有
講
明
自
己
對
史
事
的
細

小
衛
自
達
到
何
種
程
度
但
若
把
加
下
與
加
上
比
較
一

下
便
不
難
看
出
太
營
的
歷
史
性

神
學
教
訓
由
宗
教
觀
點
來
看
加
下
遠
超
越
加

上

舊
約
啟
示
的
內
容
在
公
元
前
最
後
的
兩
世
紀
內
另
外

在
埃
及
的
猶
太
僑
民
中
有
更
多
的
發
展
與
進
步
(
見

「
智
慧
會
」
條
)

抗
拒
希
擻
文
化
放
宗
教
影
響
的
猶
太
人
專
心
在

意
自
己
的
信
仰
與
宗
教
生
活
為
指
出
他
們
的
教
義
系

統
和
生
活
方
式
在
加
下
第
一
次
出
現
了
一
個
新
的
街

語
「
猶
太
教
」

(
2
n
8
Z
M
M
)
這
「
猶
太
教
」

一
名
雖
然
在
以
後
的
數
世
紀
獲
有
了
多
方
面
的
過
激

趨
勢
但
在
加
下
內
劫
顯
出
了
它
的
長
處
和
優
點
(
見

「
猶
太
教
」
條
)

作
者
的
宗
教
中

心
概
念
可
以
說
是
那
為
天
主
住

所
「
舉
世
聞
名
的
聖

殿
」
(
2
自
)
天
主
是
「
至
聖

的
上
主
」

(
M
H
)
是
那
「
從
無
中
」
形
成
「
世
界



-
的
創
造
者
」
掌
管
世
界
歷
史
的
至
高
的
「
萬
主
之
主
」

鵬
一T
H
7

剖
U
H

等
門
和
全
人
類
的
審
判
者

(
7
口
M

H
l
n
)
他
給
以
民
立
了
「
神
聖
的
法
律
」
(
6
甜

甜
)
即
誰
也
不
可
違
犯
的
法
律
但
這
偉
大
的
天
主
趙

超
越
萬
物
部
離
自
己
的
百
姓
彼
近
蚓
蚓
喇
喇
是
他
的

「
聖
城
」
(
1
臼

3
1
)
在
那
里
有
「
全
能
者
的
學

殿
」
(
臼
臼
)
誰
若
敢
褻
績
比
里
殿
、
必
受
嚴
厲
的
懲

罰

(
3
且
目

9
s
M

臼
臼
)
如
果
天
主
許
敵
人
褻
凌

他
的
學
所
那
只
是
因
為
一
般
猶
太
人
「
罪
惡
瀚
盈
」

的
緣
故
(
5
叮
|
甜

7
M
n
)
但
百
姓
一
旦
改
過
遷

善
祈
禱
獻
祭
學
殿
的
光
榮
必
然
恢
復
(
5
叩
)
尤
其

殉
道
者
為
信
仰
而
自
作
犧
牲
有
賠
償
贖
罪
的
效
果
使

天
主
的
義
怒
變
成
憐
憫
(
7
胡

8
s
l
s
)
若
百
姓

盡
忠
那
麼
在
緊
急
的
時
候
「
眾
神
和
全
能
的
主
」
必

從
天
上
造
派
軍
隊
來
為
保
護
自
己
的
人
民
和
單
殿
作

戰

(
2
n
3
H

目
叫
“
)

在
天
上
還
有
以
民
已
過
世
的
學
人
他
們
時
以
祈

禱
助
佑
在
世
上
為
信
仰
而
作
戰
的
弟
兄

(
M
U
U
M
)

這
思
想
使
我
們
更
注
意
到
作
者
論
身
放
之
後
的
觀
念

死
亡
不
會
消
滅
人
的
真
正
生
存
由
此
點
看
來
古
時
論

陰
間
的
悲
觀
思
想
在
作
者
的
時
代
已
經
有
了
一
個
巨

大
的
轉
變
(
見
「
陰
間
」
條
)
死
旦
陰
間
的
生
存
不

是
人
生
的
最
後
神
抖
，
結
虔
誠
的
猶
太
人
不
怕
為
信
仰
而

捨
生
(
6
目
i
l
u
7
M
肘

l
H
)
都
是
因
為
懷
有
將

來
復
活
的
希
望

(
7
9
U
M
甜
甜

M

“
)
他
們
深
信

末
日
啊
本
身
忍
受
了
暫
時
的
苦
痛
後
將
來
必
得
永
生
但

卡間畫2201-2203 

惡
人
及
背
信
者
死
後
必
受
到
嚴
厲
的
審
判
及
懲
罰

(7M6H) 

死
亡
故
不
是
人
生
的
終
點
那
末
也
不
能
完
全
斷

絕
生
者
與
死
者
的
關
係
死
了
的
忠
實
信
徒
以
祈
禱
關

照
世
上
的
弟
兄
(
的
M
H
)
同
時
世
上
的
信
徒
鑄
祈

禱
和
祭
獻
也
會
求
天
主
赦
免
已
死
的
兄
弟
因
疏
忽
所

犯
的
罪
過

(
m
M
u
l
u見
「
煉
獄
」
條
)
論
及
人
死

後
仍
生
存
及
將
來
復
活
的
道
理
舊
約
的
啟
示
在
加
下

和
智
已
達
到
頂
率
(
翟
)

"
華
旬
開
H
且
』
\
崑
份
開
且E
J
瑪
加
丹
地
名
耶
穌

叫
“
祖M
m品
H
M且
/
/
法
指
色
目
、
第
二
次
增
餅
奇
跡

後
上
船
來
到
7
比
地
(
瑪
的
油
)
此
地
究
在
何
處
不

得
確
知
有
人
以
為
在
加
重
肋
亞
海
西
岸
而
且
以
為
是

瑪
絡
達
拉
的
別
名
不
過
從
谷

8

刊
所
記
同
一
事
實
而

稱
該
地
為
遠
為
奴
塔
因
而
有
的
學
者
以
為
是
在
加
里

肋
亞
海
東
岸
但
由
瑪
的
1

繪
續
所
載
即
刻
有
法
利
塞

人
和
撒
社
寒
人
來
和
耶
穌
憶
錄
似
乎
當
在
海
的
西
岸

因
東
岸
的
居
民
多
屬
外
教
人
不
過
究
在
何
處
不
能
作

一
確
切
的
答
覆
參
見
為
格
達
拉
(
義
)

m
暉
嗨
巫
吋
伐
啊
(
宮

"
m
o
m
〕
民
族
名
及
地
名
可
能

2
I
J
-

」
』

-
n
j

、
布
「
哥
格
之
地
」
的

意
思

@
耶
斐
特
的
第
二
個
兒
子
在
高
默
爾
及
瑪
待
之

間
他
的
後
代
大
約
居
於
黑
海
附
近
(
創
m
2
編
上
1

@
是
哥
格
王
的
地
區
名
(
則
必

-
m
m
e
)比
一

地
區
及
它
的
人
民
被
視
為
相
反
上
主
的
敵
對
蓄
積
倒

在
新
約
的
默
示
錄
上
所
說
的
哥
絡
瑪
哥
格
相
間
(
默

到
8
)見
哥
格
(
韓
)

船
在
拘E
h
E
繭
啊(
5
n
E『
)
人
名
有
「
孤
兒
」

J
A

Z
I
J

自
『
4
3
1

，
、
「
被
遺
棄
首
」
之
意

是
單
經
上
的
兩
個
人
的
名
字

@
按
聖
經
的
記
載
瑪
基
爾
是
默
納
協
也
一
個
未

被
提
名
的
妾
所
生
的
長
于
故
此
是
若
瑟
的
孫
子
他
生

墓
肋
阿
得
(
戶
叫
“
胡
幻
-
H
m
1綜
口
1
2

日
桶
上2

訕
且

7
u
)
學
者
大
部
根
據
戶
叫
“
胡
叫
斷
定
瑪
塞
爾

之
被
視
為
革
肋
阿
得
的
父
親
並
不
是
真
正
的
父
子
關

係
而
是
因
寫
他
戰
勝
及
佔
領
了
基
肋
阿
得
地
區
的
原

故
至
於
瑪
萃
爾
問
默
納
協
的
關
係
也
是
很
復
雜
的
大

概
焉
基
爾
及
他
的
後
代
原
來
並
非
真
正
的
以
民
家
族

而
是
基
於
某
種
我
們
所
不
知
道
的
歷
史
原
因
及
還
境

而
被
納
入
以
民
之
中
創
列
祖
所
說
的
「
瑪
基
爾
的
兒

子
們
也
都
生
在
若
瑟
的
矇
下
」
一
節
可
能
作
為
此
撓

的
有
力
證
攘
蓋
「
生
在
某
人
的
膝
下
」
之
說
在
學
經

上
有
過
織
及
被
接
納
罵
自
家
人
之
意
這
些
瑪
基
爾
人

所
居
住
的
地
區
是
在
東
凹
划
蚓
凶
(
同

n
M
刊
)
並

說
這
片
地
區
是
梅
瑟
送
給
他
們
居
住
的
這
可
能
透
明

於
以
民
進
入
墓
地
之
前
這
些
人
已
住
在
東
部
的
基
肋

阿
得
地
方
了

@
剛
蚓
割
的
兒
子
住
在
蚓
劍
凹
甜
地
方
他
曾
將

約
納
堂
的
兒
子
默
黎
巴
耳
收
養
在
自
己
的
家
中
(
撒



下
9
.
5
)
並
會
救
濟
逃
難
時
的
達
味
(
撇
下
口
n

四
)
羅
德
巴
爾
的
現
今
地
點
技
大
多
數
學
者
的
意
見

憋
在
加
里
肋
亞
湖
之
南
十
四
公
里
處
(
韓
)

M
區
崗
啥
叫
“
古
語
E
「
忍"
w
r
o
e
z城
名
大
概
布
「
牧

且
有
M
m
-
石
病
封
封
戶
玄
R
a

戶
」

司

d

-
w

」
司
，

、
童
之
地
」
的
意
思

是
僵
局
猶
大
支
派
的
一
座
城
而
(
蘇
的
“
)
在
它
附
近

的
一
個
山
渦
中
會
是
被
若
蘇
厄
戰
敗
的
五
玉
的
葳
身

之
地
結
果
五
王
同
時
被
殺
棄
屍
山
洞
中
(
蘇

ω
M
M

H
E
M
M
)
學
科
們
會
從
事
成
尋
它
現
兮
的
地
址
但

至
今
意
見
紛
耘
尚
無
正
確
的
答
案
(
韓

)

呦
暉
洶
何
時
日
可
(
玄
學

E
L
惜
他
叫
希
且
化
的

2

司

J
-

﹒

1
4
.

J

、
希
伯
來
人
名
意
恩

是
「
爵
王
」
這
個
名
字
於
若
瑟
夫
的
著
作
上
屢
見
不

鮮
但
在
學
經
上
紙
一
次
出
現
即
是
在
山
國
逮
捕
耶
穌

時
那
位
被
伯
多
祿
砍
下
了
一
個
耳
朵
的
大
司
祭
的
僕

人
瑪
耳
目
旬
(
若
m
u
)
按
路
n
u
耶
穌
立
即
使
他
的

耳
朵
恢
復
了
原
狀
學
者
們
以
為
他
是
那
批
大
司
祭
差

役
的
首
領
故
首
當
其
衝
被
伯
多
祿
砍
了
一
刀

(
韓

)

M
W
E福
可
心
吼
叫
街
叫
\

豈

ω
B
E
J
地
名
有
「
肥
大
」
「
肥

U
割
相
關
富
間
最
關τ
f
p肉
囡
囡
『2
」

:
q
d
1
E
i
-

'

、
論
」
或
「
生
力
」
之

意
是
巴
力
斯
越
南
部
的
一
個
地
方
以
它

的
水
泉
及
機

樹
(
或
橡
樹
林
)
著
名
(
創
H
u
m
-
)
是
來
自
北

一
方
往
赫
貝
龍
去
的
旅
客
們
的
休
胸
之
地
因
它
就
在
大

掰
一路
左
s
m

-

但
它
所
以
出
名
的
原
因
主
要
的
是
因
為
亞
巴
郎

2204-2209 卜四.

曾
經
在
此
居
住
並
馬
上
主
建
立
了
一
座
祭
壇

(
創
刊

刊
)
在
這
衷
亞
巴
郎
道
得
娃
子
羅
特
被
俘
的
消
息

(
創
刊
鬥H
)
在
這
晨
三
次
獲
得
了
上
主
的
顯
示
(
創

刊M
)汀
定
f

割
損
禮

(
創
口
)
接
獲
了
依
撒
絡
將

要
誕
生
的
喜
科
及
上
主
要
懲
罰
索
多
瑪
的
噩
耗
(
創

刊
叩
)關

於
瑪
默
勒
的
地
聽
位
置
學
者
們
的
意
見
有
三

四
個
之
多
其
中
最
主
要
及
比
較
可
靠
的
要
算
是
現
今

名
辣
為
特
哈
里
耳
(
知
白
白
具
。

二
白
色
二
地
方

距

赫
只
能
有
三
公
皇
之
遙
位
於
犬
的
的
之
勞
在
這
襄
有以

石
踏
法
國
的
地
方
大
石
竟
有
三
至
五
公
尺
長
者
是
哈

德
良
(
旦
旦
旦
自
5
)
皇
帝
所
鐘
內
中
有
廠
石
堆
寫

倒
塌
的
古
建
築
物
在
它
的
東
南
角
上
有
一
眼
很
大
的

水
井
古
時
水
井
之
勢
可
能
極
有
橡
樹
一
九
二
六
l

一

九
二
八
年
的
兩
個
冬
天
考
古
學
者
在
此
挖
掘
發
現
了

五
個
文
化
層
以
及
充
軍
峙
的
陶
器
學
者
們
並

斷
定
遠

在
充
市
之
前
以
民
便
將
此
處
稍
為
不
可
侵
犯
的
翼
地

自
十
字
軍
東
征
時
代
便
有
人
指
現
今
俄
國
東
正

教
會
院
昕
珍
貴
保
養
的
一
棵
橡
樹
為
瑪
默
勒
的
著
名

橡
樹

(
創
口
凹
的

1
)
它
在
赫
貝
龍
之
西
北
兩
公
里

處
但
這
煤
機
樹
現
在
已
是
在
奄
奄
一
息
地
生
存
者(

韓
)

們
暉
洶
恥
間-
H
H
一
〔
宮
"
口

"
。

D
J
人
名
意
思
是

「
安

n
羽
句
4

有
趴
U
/
崑
且
善
。
乏
，
|

司

d
|

l

l
'

、
慰
者
」
也
是
在
安

提
約
瑟
雅
教
會
中
任
先
知
職
和
教
師

的

一
位
教
友
他

是
黑
落
德
安
援
帕
的
童
年
文
伴
聖
經
土
稱
之
為
「
與

黑
+
洛
德
問
乳
的
瑪
納
恆

」
立
即
在
之
時
，受
教
的
同
作

可
能
是
指

一
同
在
羅
馬
受
教
而
言

(
宗
u
a
)(

緯
)

個
咕
咕
拉
伯
首
旦
、
去E
E
H
J
人
名
有
「
休
息
」
之

2

月
u
w
主

-
V
Z
E
P
d
h
;
:
b

』

Z
I
J

三
=
P
E
E

-
'
=
妒
。
"
，
z
r

、
意
是
丹
文
派
人
住
於

蚓
蚓
地
瓦
其
妻
荒
胎
不
用
竹
上
主
的
使
者
二
次
顯
現
報

告
她
將
生
子
後
來
果
恥
的
生r
三
松
(
民
口

2
l
H
)

2
制
長
大
後
向
一
個
樹
叫
到
蚓
的
女
子
求
婚
瑚
甜
甜

雖
然
心
中
不
樂
但
也
無
可
奈
何
(
的
叫M1
|

刊
)
其

後
B
E
M粒上
一
冉
未
提
到
此
人
說
們
紙
知
道
三
松
死
後
被

葬
在
他
父
親
瑪
諾
亞
的
墳
墓
衷

(
民
泊
U
)
(
詩
)

"
本
茍
油
炒
h
u
y
\去
R

S
Z
F
J
人
。
圳
國
團
指
大
文
漲

2

口
1
7

時
峰
回E
'
-
J
'

，
h
a
-
-
;

』

2
1
J
i

團
-
4
i
z
i
E
E
E

、
加
肋
布
的
子
孫
赫

貝
龍
的
父
親

(
編
上
2
u
)

地
名
意
調
「
重
要
的
城
市
」
是
一
座
容
納
竿
古

城
被
佔
領
後
創
分
給
猶
大
支
派
(
蘇
的
“
)
猶
犬
，1
-

制
制
問
割
倚
在
此
修
建
防
禦
ι
事
(
編
下
M
S
)
街

划
王
剛
脫
在
此
城
之
附
近
與
來
犯
的
馴
糾
蚓
的
大
軍

展
開
劇
烈
的
戰
事
結
果
護
勝

(
幟
下
M
?
l

H
)
有

一
位
出
身
於
瑪
勒
沙
的
先
知
厄
里
厄
則
商
會
痛
斥
約

叫
樹
蚓
與
叫
剖
蚓
王
阿
叫
劃
施
聯
盟
之
不
當
設
預
吉

他
們
的
船
雙
將
遭
受
沉
沒
之
災
(
編
下
m
n
)
此
城

在
刑
制
到
先
知
的
預
言L
亦
曾
被
拉
及
(
圳
I
H
)

其
能
自
充
軍
時
代
開
馴
圳
便
落
入
外
邦
人
之
手

先
屬
制
制
制
蚓
人
後
屬
制
劃
蚓
王
朝
很
快
就
變
成
了

一
個
完
全
刷
刷
叫
化
的
城
趴
甜
甜
仰
面
械
制

討
會
將
此
城



『
收
，
復
但
為
期
甚
臨
自
公
元
前
六
三
年
圓
明
總
蚓
管
治
考

鵬
一
古
學
者
已
設
賞
它
說
是
現
今
的
散
|
瀏
制
制
(
刊
。
∞
且
，

-
色
各
自
身
份
計
)
廣
撞
在
設
基
士
東
北
約
六
公
里
處

(
韓
)

"
四-
E
h啥叫
叮
話
且
「
宮
"
司
J
聖
經
上
具
有
此
名
的
人

n
l
f
-
A
J
E
三
崑
古
之
有
匕
八
位
之
仇
關
於
它

的
意
義
竟
有
六
十
多
種
不
間
的
解
釋
最
普
遍
的
意
義

為
「
主
母
」
及
「
為
主
所
寵
愛
的
」

@
童
貞
聖
母
瑪
利
亞
她
在
我
們
天
主
教
的
神
學

及
敬
禮
上
佔
有
非
常
重
要
的
特
殊
地
位
是
以
我
們
不

能
不
注
意
到
聖
母
及
聖
母
敬
禮
在
學
經
上
的
基
礎

舊
約
瑪
利
亞
固
然
是
新
約
時
代
的
一
位
人
物
但

是
因
為
蝕
與
救
主
耶
穌
有
看
密
切
的
關
係
她
是
耶
穌

的
母
親
(
路
1
n
I
M
U
2
1
l
7
)
而
耶
穌
又
是

當
新
約
的
中
心
故
此
不
必
奇
怪
她
已
隱
約
地
出
現
肝
、

舊
約
的
著
作
中
除
了
公
敬
的
傳
統
禮
儀
將
舊
約
上
的

「
受
寵
者
」
「
智
慧
」
「
聖
城
」
「
學
毆
」
等
貼
附

在
聖
母
的
身
上
之
外
至
少
有
兩
位
先
知
作
了
關
於
學

母
的
預
言
(
依
7
u

米
5
2
)
以
及
「
原
始
一
一
福
音
」

的
記
教
(
創
3
臼
)
希
殲
譯
本
將
依
的
「
少
女
」
譯

作
「
處
女
」
「
童
貞
」
更
被
視
寫
直
接
關
於
聖
母
有

啟
示
性
的
譯
作

其
次
以
民
在
上
主
指
引
之
下
的
社
會
環
境
的
變

遷
以
及
心
理
對
女
人
的
轉
變
也
不
可
否
認
是
在
準
備

雪
母
的
光
榮
出
現
首
先
它
由
對
女
人
的
鄙
觀
及
一
夫

多
妻
制
的
不
平
等
的
社
會
現
象
(
見
創
的
創
章
列
土

十四鑫2210 

1
章
﹒
)
漸
漸
轉
變
為
第
八
世
紀
的
逐
漸
重
靚
女
性
及

一
夫
一
妻
制
的
合
理
制
度
(
見
創
2
u
l
M
)
更
自

此
有
較
多
的
偉
大
的
女
性
出
現
雅
歌
上
的
愛
人
緩
言

上
的
理
想
主
婦
吋
簽
訂
u
n
)
盧
德
到
喇
喇
智
多
俾

亞
的
妻
子
撒
辣
友
弟
德
等
甚
至
最
光
明
燦
爛
偉
大
的

女
性
|
|
焉
利
亞
l
|
出
現
她
那
充
漏
信
德
愛
德
及

希
望
的
「
我
的
靈
魂
頌
嶺
上
主
」
(
路
1
"
l
M
)

也
己
見
於
雪
詠
尤
其
「
亞
納
的
頌
謝
詩
中
」
(
搬
上

22|M) 

新
約一

歷
史
中
的
學
母
四
一
一
廂
音
的
中
心
點
是
耶
穌
的

言
行
教
訓
故
此
對
瑚
利
甜
的
記
載
實
似
鳳
毛
麟
角
釗

只
是
一
提
即
過
(
谷
3
剖

6
3
)
瑪
記
載
了
童
貞
聖

母
生
耶
穌
的
事
蹟
(
瑪
1
"
i
自
)
但
仍
很
鐵
東
方

民
族
的
心
理
將
若
瑟
放
在
首
位
而
寫
利
亞
則
是
平
平

無
閱
(
寫
1
刮
目

2
H
甜
甜
)
只
有
路
公
正
地
將
焉

利
亞
插
入
耶
穌
的
「
童
年
史
」
中
(
路
1
s
|
2
臼
)

強
調
了
學
母
的
重
要
性
在
教
會
誕
生
一
事
上
也
是
路

加
記
教
了
學
母
同
在
晚
餐
聽
祈
禱
的
事
(
宗
1
u
)

蚓
劃
記
載
了
聖
母
參
加
了
蚓
俐
婚
宴
(
對
2
1
i
M
)

及
在
加
爾
瓦
客
山
上
侍
立
在
耶
穌
十
字
架
下
(
若
的

她
是
違
昧
的
後
裔
(
路
1

間
的
羅
1

•• 

弟
後
2

8
)
出
生
於
納
匣
肋
(
路
1
"
)
關
於
她
的
父
母
由

捏
一
種
取
我
們
雖
一
無
所
知
但
可
以
推
知
她
猶
如
其
他

同
時
代
的
猶
太
少
女
受
了
傳
統
的
猶
太
教
育
熟
悉
舊

約
蓋
天
使
依
叫
做
個
爾
及
西
默
鑫
都
引
用
了
齒
，
約
上
的

話
來
問
她
交
談
(
路
1

目
索
3
u
l
叮
匣
9
.

叫
耶

穌
誕
生
後
證
遵
梅
瑟
法
律
行
取
潔
種
(
路
2
n

!
"

n
H
)
聖
母
領
報
時
已
許
配
給
若
瑟
(
路
1
前

2
5

瑪
1
M
M
)
但
仍
是
貞
女
(
路
1
n
瑪
-
M
n
)

若
瑟
還
沒
有
正
式
娶
她
為
妻
{
瑪
-
M
)
關
於
聖
母

在
孕
育
和
生
產
耶
穌
以
前
當
時
和
以
後
都
保
存
了
童

貞
一
事
在
新
約
上
不
但
找
不
到
有
價
值
的
反
證
相
反

部
有
不
少
「

B
E母
卒
世
童
貞
」
的
有
力
提
示
(
見

瑪
1
"
|
缸
路
1
M
|
甜
若
"
自
)
聖
經
上
沒
有
捉

到
學
母
守
貞
的
理
由
但
由
聖
母
自
己
的
話
中
我
們

可

以
推
斷
不
外
是
要
專
心
作
「
上
主
的
牌
女
」
(
路
1

"
)
另
一
方
面
由
歷
史
上
我
們
知
道
在
聖
母
的
同
時

已
有
大
批
守
貞
的
厄
色
尼
人
存
在
彼
此
舉
母
矢
志
守

貞
並
非
是
不
可
能
的
事

二
默
西
亞
的
母
親
加
俾
額
爾
天
使
稱
她
為
「
充

漏
恩
寵
者
」
(
路
1
甜
)
這
個
稱
呼
是
以
民
所
熟
悉

的
是
天
主
特
別
恩
愛
的
象
徵
天
主
要
在
自
己
最
鐘
愛

的
人
身
上
完
成
一
件
最
奇
妙
的
化
工
使
她
以
貞
女
之

身
懷
孕
生
子
作
天
主
墨
子
的
母
親
(
路
1
"
)
她
的

身
體
成
了
至
高
至
學
者
的
宮
殿
里
母
完
全
以
她
自
由

的
意
志
答
應
了
上
主
的
要
求
但
這
件
奧
秘
的
事
績好

似
太
偉
大
了
致
使
她
許
久
一
言
不
發
直
至
表
姐
依
微

制
制
受
里
神
的
默
啟
以
「
吾
主
的
母
級
」
的
稱
呼
來

恭
賀
她
時
她
才
歡
呼
古
間
歇
以
「
我
的
靈
魂
頌
揚
上
主
」

(
路
1
"
自
)
的
祝
詞
來
向
人
報
告
了
救
主
己
臨



人
間
的
喜
訊

耶
穌
在
白
冷
的
誕
生
(
路
2
1
l
叩
)
使
聖
母

的
使
命
正
式
開
始
她
要
同
右
瑟
來
養
育
照
顧
及
保
護

這
新
生
的
救
世
主
在
單
一
般
中
老
百
默
盎
更
清
楚
地
指

出
她
所
生
的
嬰
兒
說
是
「
上
主
的
僕
人
」
(
見
路
2

"
1

品
及
依
伯
伯
特
扮
自
)
其
後
耶
穌
靜
靜
地
在
聖
母

撫
養
之
下
在
智
勾
心
與
年
齡
上
增
進
成
長
至
十
二
歲
第

一
次
赴
舉
一
京
過
逾
越
街
日
在
這
個
機
會
上
耶
穌
第
一

次
向
自
己
的
父
母
表
示
了
自
己
在
將
來
要
頁
的
使
命

恩
-
g將
耶
穌
的
話
默
存
於
心
(
路
2
u
l
叩
)

三
信
友
的
母
親
自
耶
穌
開
始
出
外
傳
教
聖
母
的

使
命
又
有
了
新
的
發
展
這
尤
其
在
加
納
的
婚
宴
上
可

以
清
楚
地
看
得
出
來
她
是
第
一
個
注
意
到
主
人
缺
了

酒
又
自
動
地
求
耶
穌
援
助
兔
得
使
主
人
難
堪

(
若
2

1

|

旭
)
她
以
慈
母
的
心
歸
來
解
救
了
人
的
因
經
在

這
襄
她
又
成
了
耶
穌
的
第
一
位
門
徒
「
他
無
論
吩
咐

你
們
什
麼
你
們
就
作
什
麼
」
(
老
2
6
)
其
後
在
加

爾
瓦
客
山

上
當
耶
穌
的
門
徒
除
了
若
望
之
外
都
已
逃

之
夭
夭
的
時
候
只
有
聖
母
在
場
耶
穌
延
嚴
陸
重
地
指

著
若
望
對
捏
一
母
說「
女
人
看
你
的
兒
子
」
(
若
的
自

訂
)
在
此
一
刻
耶
穌
正
式
將
新
的
使
命
付
給
了
學
母

她
是
耶
穌
一
切
門
徒
的
母
親
聖
母
也
立
即
實
行
了
耶

團
穌
的
最
後
意
願
在
宗
徒
們
等
候
塾
棘
降
臨
並
以
恐
懼

一
的
心
情
聚
在
一
起
的
時
候
在
他
們
中
有
「
耶
穌
的
母

師
一
級
蚓
刺
到
」
(
別

1
H

叫
她
在
初
興
教
會
的
中
心
與

戶
當
時
少
數
的
信
玄
二
起
祈
禱
並
以
偉
犬
的
母
愛
來
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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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
安
慰
他
們
默
示
錄
上
的
那
位
「
身
披
太
陽
胸
踏
月

亮
頭
戴
十
二
顆
星
的
榮
冠
」
的
女
人
(
默
也

1
)
投

敬
父
與
學
者
們
的
解
釋
一
方
面
象
徵
翠
教
會
另
一
方

面
也
是
在
象
徵
聖
母
瑪
利
亞
因
此
她
與
教
會
及
她
的

信
友
有
量
一
個
搔
密
切
的
母
子
關
係

四
人
類
的
母
親
她
猶
如
新
厄
娃
偕
同
學
子
藉
著

學
子
在
墨
子
內
戰
勝
了
惡
魔
死
亡
和
罪
惡
(
創
3

臼

甜
點6
7
格
前
的
目
|
間
)
她
自
始
至
終
要
助
了
耶
穌

完
成
救
世
的
工
程
這
一
點
格
外
清
繁
地
見
於
若
望
一
幅

音
它
描
寫
耶
穌
傳
教
的
生
活
|
|
救
賴
的
工
程
!
|

以
聖
母
的
參
與
開
始
也
以
聖
母
的
參
與
結
束
因
此
瑪

利
亞
實
在
是
新
厄
蛙
是
「
眾
生
的
母
親
」
(
創
3

瑪
利
亞
也
是
諸
德
之
模
範
她
有
堅
固
的
信
德

(
絡
1

甜
甜

若
2
8

)
不
移
的
望
德
(
若
2
8
)
及

深
摯
的
愛
德
(
路
1

時
若
2
3
)
熱
心
祈
禱
(
路
1

“
i

目
2
M
U
)
及
謙
誠
的
聽
命
(
路

1
"
)
種
種

美
德
莫
不
登
攀
造
極
堪
作
我
們
修
德
成
學
懿
範
(
瑪

位
“
l

目
谷
3
缸

|
M
路
8
"
-
n
u
n

甜
)

@
瑪
利
亞
寫
這
肋
納
是
一
位
懷
著
感
恩
之
心
來

追
隨
服
侍
耶
穌
的
婦
女
(
路

8
2
)
至
耶
穌
臨
死
的

那
一
刻
她
仍
侍
立
在
十
字
架
旁
(
瑪
幻
M
谷
的
“
路

幻
“
若
妙
自
)
並
協
助
埋
葬
了
耶
穌
(
為
m
I

谷
MW

1
路
削
的
叩若幼
1
)
是
以
耶
穌
復
活
後
為
報
答
她
的

愛
使
她
成
了
獲
得
耶
穌
顯
現
的
第
一
人
(
若
m
u
l

u

谷
的
，
)

直
至
十
六
世
紀
的
解
經
學
者
慣
以
此
處
的
瑪
利

益
與
伯
達
尼
的
設
恆
祿
的
姊
妹
駕
利
亞
混
為
一
談
但

這
說
法
已
被
推
點
義
沒
有
到
剛
上
的
很
懷
相
反
到
樹

上
清
楚
地
將
她
們
分
為
不
同
的
二
人
記
載
(
見
右
"

甜
甜
1
u
l
z
u
等
)

@
閣
制
割
草
史
的
母
親
瑚
刺E在
她
的
家
中
初

期
的
教
友
會
聚
會
祈
禱
伯
多
祿
由
獄
中
奇
蹟
地
獲
釋

後
說
奔
赴
她
的
家
中
(
宗

U
M

)

@
蚓
制
制
和
若
瑟
的
母
親
蚓
利ER起
來
自
蚓
到

肋
亞
跟
隨
服
事
耶
穌
的
熱
心
婦
女
之
一
(
寫
幻
H

谷

6
3
的
叫

“

路
叫的
刊
)
她
會
侍
立
在
十
字
架
下
並
幫

助
埋
葬
了
耶
穌
復
活
的
那
天
大
清
早
她
帶
者
香
料
要

去
傅
抹
耶
穌
的
遺
體
見
到
天
使
的
顯
現
(
清
幻
臼
U

n
I
a

路
n
s
M
m
M
若
m
u
l
e
M
)

@
克
羅
帕
的
妻
子
瑪
利
亞
她
也
是
耶
穌
被
釘
在

十
字
架
上
時
侍
立
於
加
爾
瓦
墨
山
上
的
熱
心
婦
女
之

一
{
若
的
自
)
她
是
否
與
@
所
說
的
寫
利
亞
閩
西
卅
一

人
是
學
者
們
仍
在
爭
辯
而
未
獲
得
確
切
答
策
的
一
個

問
題
問
題
的
重
點
在
於
是
否
阿
耳
斐
及
克
羅
帕
同
舟

一
人

@
往
回
祿
的
姊
妹
瑪
利
亞
伯
達
尼
村
莊
人
(
路

m
甜
|
位
若
u
-
-
u

﹒
)
性
格
與
她
的
姐
姐
瑪
爾

大
完
全
不
同
是
一
位
好
靜
注
意
傾
聽
耶
穌
教
訓
而
又

熱
愛
耶
穌
的
女
人
受
難
前
六
天
會
以
香
料
傅
抹
耶
穌

的
頭
及
足
深
受
耶
穌
的
獲
獎
(
若
n
a
-
-
見
焉
鈞

-
-
u

谷
M
a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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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驗|
苦在@
耐會是
勞信~

的上位
精特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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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村長熟
的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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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友.
她可
您能
教是

(會猶|

牌服太|
)務人;

卡內畫

m瑪
利
亞
的
讚
詞
(
宮"
m
E
E
H
)

學
者
們
皆
公
認
路
1
“
|
白
為
塾
經
中
最
美
麗

的
詩
歌
之
一
這
首
詩
歌
是
聖
母
瑪
利
亞
在
聖
神
默
感

下
答
覆
依
徹
伯
爾
的
讚
詞
它
的
結
格
是
完
全
按
照
種

制
詩
歌
的
格
式
詞
章
簡
潔
高
雅
瑰
麗
中
心
思
想
有
三

一
瑪
利
亞
感
謝
天
主
賜
予
自
己
的
恩
寵
(
路
1
"
|

帥
)
二
讚
頌
上
主
學
揚
卑
微
的
人
壓
抑
驕
傲
的
人

(
叫
“!
自
筍

)
三
稱
頌
天
主
既
許
必
踐
的
思
倍

(
U
M

叮
筍
)會

有
不
少
的
學
者
反
對
這
篇
讚
詩
是
出
於
瑪
利

亞
之
口

但
他
們
的
意
見
各
異
反
對
的
藉
口
亦
各
不
相

同
比
如
有
人
謂
路
1

“
笛
的
「
瑪
利
亞
遂
說
」
應
是

「
制
制
制
動
遂
說
」
並
提
出
幾
種
抄
本
為
證
這
種
說

法
不
但
與
上
下
文
完
全
不
相
符
合
(
兒
特
節
)
並
且

所
提
出
的
抄
本
只
是
些
為
數
很
少
又
不
很
重
要
的
文

件
故
不
足
為
憑
絕
大
多
數
的
抄
本
皆
作
「
瑪
利
亞
遂

說
」

更
有
人
基
於
這
首
詩
歌
與
撒
上
2
1
|
岫
所
記

誠
的
到
酬
的
頌
謝
詩
如
此
相
似
說
認
為
聖
經
作
者
將

一
篇
業
已
存
在
的
詩
歌
安
插
在
此
處
放
在
學
母
的
口

中
因
為
它
頗
符
合
於
當
時
的
這
境
及
聖
母
心

理
的
處

境
但
這
也
只
是
一
種
推
想
臆
說
沒
有
明
確
的
證
擅
來

2211-2215 

加
以
證
賞雪

教
會
向
來
認
為
它
是
一
段
與
聖
母
有
闋
的
讚

詞
所
以
命
令
司
鐸
每
日
於
大
日
課
中
誦
念
以
與
學
母

同
樣
的
心
情
來
感
謝
天
主
救
般
的
恩
惠
(
韓
)

m
暉
洶
歸
明L
A心(
宮
自
仔
"
)女
心
他
同
門
志
母
札

2

3

J

3
l

-
'
，
、
之
意
伯
達
尼
人
是
拉

匣
祿
及
瑪
利
亞
的
姊
妹
大
約
她
是
瑪
利
亞
的
姐
姐
因

為
聖
經
上
說
是
她
把
耶
穌
接
到
自
己
的
家
中
也
是
她

為
克
姦
主
人
的
職
責
忙
忙
碌
碌
地
來
招
待
耶
穌
(
路

叩
開
|
組
)
在
拉
回
祿
死
後
是
她
首
先
出
來
迎
接
耶

穌
(
第
u
u
l
M
)
是
她
告
訴
耶
穌
拉
匣
線
已
埋
葬

四
天
了
(
若
U
H
)
在
伯
達
尼
晚
宴
中
更
是
瑪
爾
大

來
伺
候
赴
宴
的
客
人
(
諸
位
2
3
)
華
於
上
述
諸
點

我
們
可
以
斷
定
除
了
她
是
瑪
利
亞
的
長
姊
之
外
也
是

一
位
動
力
好
動
作
學
爽
快
的
女
人
與
她
妹
妹
的
性
格

迴
然
不
同
(
韓
)

m
耳
吋
情
P
時
也
「
詔"
H
E
S
J
u
h

名
E
E
「
屁
塔
提

2

司

J
i
三

，

-
'
、
雅
」
的
縮
寫
意
調

「
天
主
的
恩
賜
」
為
填
搞
猶
達
斯
依
斯
加
翠
的
空
缺

被
選
為
宗
徒
耶
穌
升
天
後
由
伯
多
祿
提
議
門
徒
們
推

聽
出
兩
位
補
逍
遙
斯
缺
的
候
選
人
一
位
是
名
叫
巴
-
h
間

撒
巴
號
稱
猶
斯
托
的
若
瑟
一
位
是
瑪
弟
亞
然
後
大
家

祈
禱
求
主
耶
穌
自
己
自
二
者
中
遺
址
揀
一
位
遂
按
照
當

約
時
代
的
習
俗
來
站
崗
決
定
(
見
肋
M
W﹒
)
結
果
海

弟
亞
中
了
闡
他
是

一
位
猶
太
人
對
於
瑪
弟
亞
的
事
蹟

我
們
也
聖
經
上
所
知
者
僅
止
於
此
(
宗
1
"
l
u
)

屆
四
經
上
甜
點
有
關
於
他
傳
教
生
活
的
記
歡
戶
韓

d

u
草
帽
句
置
問JK
E
v
t寸
『
g
s
g
n
y
/域
名
有
「
山
洞
」

旬
，
“
內H
M
訓
，
U
M叫

b
U
H
V
L
R軒
，
'
，
3月
s
.
l
-
4
.
-

2
1
J
I
I
i
f
H
句
:
"
。
"
;
'
、
(
?
)
的
意
匕

是
劃
分
給
猶
大
支
派
的
一
座
城
市
(
糕
的
H
)
您
在

赫
貝
龍
與
自
泠
之
間
但
它
確
實
的
位
置
已
無
法
還
食

學
者
們
意
見
紛
耘
有
人
以
為
它
就
是
米
1
u
研
成
的

瑪
洛
特
(
韓
)

的
信
局
前
可
白
」
蛤
比
「
宮
E
g
b
M
J人
名
意
詗
「
上

n
取
材
R
F
G
L
J
勵
和w
r
gE
m
g
k

主
的
作
為
〕
恥
酌
，

遞
上
以
此
寫
名
者
頗
多
今
簡
述
如
卜
ι

@
肋
末
人
生
於
默
辣
黎
家
族
與
他
的
同
族
弟
兄

組
成
歌
詠
第
二
班
參
與
迎
接
約
櫃
至
達
味
城
的
盛
典

(
編
上
的

M
E
見
撤
下
6
u
)

@
阿
達
雅
的
兒
子
是
在
約
雅
遼
領
導
之
下
推
翻

阿
塔
里
雅
后
的
百
夫
長
之
一
(
編
下
幻
1

)

@
猶
大
閻
王
為
齊
雅
手
下
的
一
位
監
察
官
他
的

職
務
是
為
國
玉
招
兵
買
馬
組
織
軍
隊
(
編
下
必
u

)

@
猶
大
王
阿
哈
次
的
家
人
(
兄
弟
或
叔
父
)
當

以
色
列
主
培
卡
黑
代
天
主
懲
罰
猶
大
時
被
一
個
名
叫

齊
革
黎
的
厄
茹
辣
囡
人
所
殺

(
編
下
m
e
，

)

@
日
起
猶
大
王
約
史
稚
的
御
史
會
受
職
修
建
耶
京

娶
殿
(
編
下
UH
﹒
)

@
由
耶
叔
亞
家
族
出
身
的
一
位
司
祭
約
匣
達
克

的
兒
子
充
軍
後
受
命
將
自
己
的
外
方
妻
子
休
掉
(
厄

土
的
刊
)

@
司
祭
哈
渡
的
長
子
充
軍
後
受
命
休
棄
外
方
委



子
(
厄
上
m
n
)

@
司
祭
帕
市
胡
爾
的
兒
子
充
軍
後
受
命
休
棄
外

方
妻
子
(
厄
上
m
n
)

@
帕
哈
特
摩
阿
布
的
後
代
充
軍
後
亦
受
命
休
棄

外
方
妻
子
(
厄
上
m
M
)

@
責
責
修
建
一
段
耶
京
城
牆
的
開
匣
黎
雅
的
父

親
(
厄
下
3
且
)

@
厄
斯
德
拉
向
民
眾
宣
讀
法
律
審
時
侍
立
其
右

者
之
一
(
厄
下
8
.
)

@
厄
斯
德
益
時
代
一
位
向
民
眾
解
釋
法
律
的
肋

末
人
(
厄
下
8
7
)

@
充
軍
後
立
盟
簽
約
時
代
表
百
姓
的
四
十
四
人

之
一
(
厄
下
m
H
)

@
巳
路
客
的
兒
子
屬
猶
大
支
派
充
軍
歸
來
後
居

於
耶
京
(
厄
下
u
s
)

@
依
提
耳
的
兒
子
屬
本
雅
明
支
派
他
的
後
代
中

有
人
在
充
軍
歸
來
後
居
淤
耶
京
(
厄
下
口
，
)

@
兩
位
同
名
及
同
時
代
的
歌
詠
司
祭
會
經
參
與

耶
京
城
垣
落
成
的
隆
重
盛
典
(
厄
下
也
“
“
)

@
蚓
蚓
王
樹
倒
到
劇
時
代
的
一
位
司
祭
他
的
兒

子
責
法
尼
雅
是
國
王
的
心
腹
人
員
(
耶
幻
1

扮
自
衍

，
參
見
耶
M
M‘
)

@
刺
蚓
淵
到
先
知
時
代
的
一
位
假
先
知
漆
德
克

一
雅
的
父
親
(
耶
m
n
)

帥
一
蕩
阿
色
雅
(
因
。E
可
P

。
"
a
g
}

-
要
經
上
兩
個
人
的
名
字
原
意
調
「
天
主
施
行
了

2216-2220 十四畫

救
援
」
恩
高
譯
本
隨
從
希
臘
譯
本
譯
作
「
瑪
阿
色
雅
」

但
原
文
作
「
為
沙
雅
」

@
是
耶
肋
米
亞
先
知
時
代
的
人
他
的
兒
子
阿
恆

甜
甜
是
當
時
的
一
位
部
隊
首
領
(
職
位

1

帖
，
叫

@
是
充
軍
後
乃
赫
米
雅
時
代
的
一
位
司
祭
會
經

參
與
耶
京
城
垣
落
成
的
盛
大
典
禮
(
厄

下
位
“
)(

緯
)

m
E拘
A
口
晶
刺
耳
句
「
去
各
自
皂
白
〕
城
名
意
調

2
3
d
m
F
4

司

E
E
'

，
、
「
兩
塊
田

地
」
是
基
肋
阿
得
地
方
在
加
得
及
默
納
協
支
被
東
部

邊
界
上
的
一
座
城
市
(
蘇
U
M
M
)
後
劃
為
司
祭
城

(
制
訂M
幟
上
6
"
)
撒
烏
耳
死
說
他
的
兒
子
依
市

巴
耳
會
在
此
為
王
兩
年
(
撒
下

2
.
M
M
H
)阿
貝
沙

隆
叛
變
時
這
味
會
來
此
避
難
(
繳
下
η
u
)
後
為
撒

羅
滿
十
二
太
守
之
一
的
駐
守
地
(
列
上
4
H
)
建
有

堅
固
的
堡
壘
關
於
它
的
位
置
學
者
們
的
意
見
相
當
紛

耘
但
可
能
性
最
大
的
要
算
是
現
今
的
問
喇
喇
喇
(
吋


早
開
B
E
E
r
)
廢
墟
因
為
祇
有
它
比
較
更
符
合
聖
經

的
記
甜
點
比
如
它
距
雅
波
克
祠
的
渡
口
處
不
遠
並
與
前

往
色
依
蔽
地
方
的
大
道
相
連
(
創
刊
品
，
)
(
韓
)

如
暉
洶
像
個
當
通
情
也
(
玄
剖
開

e
z
)陳
明
明
亞
瑪
達

2

司

d

」

A
!
i

」

1

，

、
肋
納
的
家
鄉

(
瑪
幻
M
U
m
-
等
)
意
謂
「
塔
」
或
「
樓
塔
」
焉

臼
帥
的
瑪
加
丹
大
概
是
瑪
格
達
拉
之
誤

谷
8
M

的
這

瑪
奴
遠
亦
然
它
是
加
里
肋
亞
湖
西
岸
上
的
一
個
小
漁

村
至
今
猶
存
(
韓
)

間
路
軍
各

F
h
v
s
g
J是
亞
歷
山
大
雅

2
3
1

、
、
，
、
用
蚓
蚓
在
公
元

前
八
八
年
左
右
所
建
築
的
一
座
堡
壘
位
於
阿
斯
摩
乃

王
朝
個
土
的
最
南
方
亦
即
在
到
制
東
八
公
里
及
阿
爾

反
北
十
三
公
里
處
是
用
來
証
抗
納
巴
泰
人
入
侵
的
防

禦
地
區
也
是
阿
斯
摩
乃
王
朝
後
來
抵
禦
羅
馬
人
的
堡

壘
但
在
公
元
前
五
六
年
完
全
毀
於
羅
馬
人
之
手
公
元

前
二
五
至
三
年
間
大
黑
落
德
在
它
師
胡
績
的
近
處
大
興

土
木
修
建
王
宮
及
監
獄
他
死
後
此
一
地
區
被
劃
歸
給

他
的
兒
子
制
制
制
劉
樹
啦
這
位
是
君
說
會
命
人
在
此

堡
壘
中
將
制
制
斬
首
(
參
見
叭
叭

6
n
!
"

可
(
轉
)

恤
口
區
祖qF
R
K
目
持
u
b「h
M可
草
間1
J「
崑R
S
O
E
H
J

n
羽
M
q
t司
令
兩
主
f
f
u
u
v亦
“
三
玄
E
S
E
-
"、

地
名
是
錯
特
人
厄
雙
館
所
擁
有
的
一
塊
有
一
個

山
洞
的
困
地
亞
巴
郎
將
它
購
買
了
來
作
為
自
己
家
人

的
墳
地
(
創
幻
-
n
u

筍
，
M
W
m
m
u
)至
於
此
名

字
的
意
義
至
今
不
得
而
知
雖
然
古
人
以
為
它
有
「
雙

重
山
洞
」
之
意
在
這
里
被
埋
葬
的
有
制
制
(
制
幻
﹒
)

亞
巴
郎
(
創
M
G﹒
}
依
撒
格
黎
貝
加
及
的
阿
(
創
刊

目
前
在
赫
貝
龍
城
中
的
一
座
罔
教
大
般
的
地
下

被
認
為
葬
有
上
述
諸
人
的
遺
骸
但
實
際
上
瑪
革
培
拉

似
乎
應
在
瑪
默
勒
附
近
(
制
幻
口
"
對

-
m
u
)

(
輯
)

m瑪
位
基
亞
(
站
比NM
M
E
)

見
下
條



-
H
M本
茍
L
止

心
書
區
已
\
切g
w

。
叫
苦

-R
E

J

鞠
-
n
司
丰
主
弓

B
E
E
F
-
R
V
S
O
\

.
十
二
小
先
知
的
最
後
一
番

係
薦
拉
茲
亞
先
知
所

著
「
蔣
經
蓋
亞
」
其
意
是
謂
「
上
主
的
使
者
」
由
這

位
先
知
的
名
字
和
他
的
著
作
發
生
了
一
些
雖
不
很
重

要
部
對
該
書
的
精
義
有
相
當
關
係
的
問
題
且
看
如
何

解
釋
這
些
問
題
對
全
書
的
意
義
倒
是
很
重
要
的

中
文
的

「
瑪
拉
基
亞
」
這
名
稱
是
由
希
種
及

住
了
文

玄
且
R

E
S

直
譯
而
來
的
寫
索
辣
本
原
作

玄
丘
。
"
n
玄

這
名
字
大
概
出
於
3
1

「
看
我
要
派
遣

我
的
使
者.•
••.
. 
」
旬
但
究
竟
是
否
作
者
的
本
名
部
無

法
證
明
鎚
然
這
錄
有
必
要
賢
以
寫
這
名
字
完
全
合
乎

希
伯
來
人
命
名
的
規
則
說
如
有

「
帕
耳
復
」
「
阿
希
狄」

等
名
字
間
接
也
有

「
焉
住
其
」
這
名
字

從
本
爸
的
內
容
看
來
寫
挂
蓋
亞
執
行
先
知
任
務

是
在
蚓
蚓
制
制
車
城
是可
肯
定
此
其
年
代
是
在
問
蚓

德
拉
與
乃
赫
米
雅
率
領
猶
民
罔
國
之
後
的
一
個
時
期

即
在
公
元
前
四
0
0
年
左
右
而
猶
太
當
時
屬
於
蚓
蚓

大
帝
國
這
事
更
可
以
肯
定
因
為
1
.

所
記
「
省
長
」

(
3
Z
)
一
詞
原
是
指
波
斯
帝
國
行
政

的
職
員
那
時

間
制
制
制
學
般
的
重
建
工
程
己
告
完
此
百
年
前
剛
劃

和
匣
加
利
亞
二
位
先
知
所
激
起
的
熱
潮
此
時
早
已
退

落
而
期
待
默
西
亞
的
希
望
也
告
逐
漸
冷
淡
這
種
信
仰

上
的
退
化
直
接
影
響
了
道
德
的

生
活
尤
其
以
表
現
在

婚
姻
的
生
活
上
為
然
人
民
將
法
律
的
觀
念
置
諸
腦
後

與
外
邦
女
子
結
婚
甚
至
有
的
竟
與
原
配
離
婚
以
後
與

十四 IE2221-2222 

外
教
女
子
通
婚
的
也
許
由
於
瑪
拉
基
亞
猶
如
厄
斯
德

拉
一
樣
反
歌
這
樣
的
婚
姻
不
遺
餘
力
所
以
塔
耳
恭
得

以
為
拉
是
厄
斯
德
拉
的
作
品
(
見
厄
上
9
章
)
何
以

人
民
的
宗
教
生
活
會
墮
落
到
這
地
步
其
最
大
而
真
正

的
原
因
郎
為
司
祭
的
生
活
太
過
放
蕩
當
時
沒
有
君
王

司
祭
不
但
在
宗
教
上
即
在
政
治
上
也
佔
有
很
大
的
地

位
和
勢
力
因
此
無
形
中
染
上
了
塵
世
的
惡
習

認
淆
了
當
時
的
時
代
背
境
對
先
知
宣
講
的
道
理

和
對
象
便
可
明
瞭
其
大
半
了
他
以
辯
論
的
方
式
先
使

聽
血
來
了
解
自
己
罪
過
的
凶
惡
再
以
嚴
厲
的
措
詞
斥
責

他
們
並
預
報
審
判
懲
罰
的
日
子
即
將
到
來
但
同
時
也

預
報
敬
畏
天
主
的
人
必
然
獲
救

雖
然
學
者
對
拉
的
構
造
和
劃
分
意
見
紛
耘
但
現

代
的

一
般
學
者
都
以
為
往
是
集
五
篇
神
論
而
編
成
的

這
五
第
神
論
便
是

(
一
)
1

.
l
2
.
在
這
第
一
腳
識
里
先
知
首
先

譴
責
司
祭
的
演
職
界
總
而
預
言
天
主
要
廢
除
他
們
的

祭
獻
而
悅
納
萬
民
所
獻
的
純
潔
祭
品

(
二
)
2
叩

|
M
先
知
向
那
懷
疑
天
主
正
義
的

人
預
告
那
「
盟
約
的
使
者
」
不
久
即
來
他
要
施行
公

義
正
直
的
審
判
淨
化
百
姓

(
三
)
2
n
l

3

5
如
果
選
民
誠
心
歸
向
天
主

天
主
必
愛
顧
他
們

(
四

)
3
.
l
n
凡
敬
畏
天
主
的
人
在
審
判
時

必
得
賞
報(

五
)
3
u
|
剖
響
判
之
前
問
叫
到
先
知
要
再 度

出
現
勸
化
選
民
以
兔
全
體
民
族
遭
受
毀
滅

這
五
篇
神
論
無
非
是
表
達
且
鼎
鼎
述
本
書
序
言
上

所
說
上
主
對
以
民
的
慈
愛

(
1
2
5
)

一
些
一
線
，
扣

並
將
這
序
言
當
作
一
篇
獨
立
的
艸
議
於
是
本
會
失
包

含
六
篤
神
論
事
實
上
這
樣
創
分
部
也
無
可
厚
非

穩
住
基
亞
的
使
命
是
筆
俯
首
姓
迎
攘

「
盟
約
的

使
者
」
郎
默
西
亞
的
來
臨
但
在
默
西
亞
來
臨
之
前
將

有
一
位
憬
著
厄
里
亞
大
先
知
精
神
和
心
火
的
使
者
先

來
按
主
耶
穌
的
話
這
位
佼
者
就
是
洗
者
若
翰

(
為
U

H
H

谷
1

2
9

呵
呵
路
1

口

刊
7

訂

)

先
知
關
於
新
約
時
代
萬
民
要
舉
行
的
祭
獻
(
1

u
)
即
「
彌
撒
」
學
祭
以
及
婚
姻
的
神
塾
所
講
的
道

理
為
新
約
子
民
具
有
永
恆
不
變
的
價
值
遵
守
婚
姻
倫

特
巾
的
家
庭
常
是
安
定
社
會
的
穩
固
基
礎
就
如
熱
心
奉

獻
星
體
學
祭
|
|

彌
撒
發
獻
亦
常
是
聖
教
會
最
堅
固

的
基
礎
一
懷
不
但
如
此
而
且
安
體
學
祭
放
學
事
還
是

聖
教
會
|
|
基
督
的
妙
身
吸
取
活
力
及
科
峭
索
取
之
不

盡
的
泉
源見

問
到
配
祭
肥
婚
也
先
他

(
雷

)

n
芋
茍
L
t
h
M
r
T

「
玄
且
M
E
r
-
J
人
名
意
調

z
m
u
q
L
E
U
H
心
τ
'，
f
玄
ω
F
r
o
-
、

I
J
4
1
l
y

-

-

'

、

「
上
主
的

讚
頌
」
聖
經
上
兩
個
人
的
名
字

@
舍
特
的
子
孫
之
一
是
刻
南
的
兒
子
及
耶
勒
得

的
父
親
此
人
亦
見
於
耶
穌
基
督
的
簇
譜

(
創
5

U
H

H
|

口

編
上
1
2

路
3

盯
)

@
屬
猶
大
支
派
培
勒
茲
的
後
代
合
法
提
雅
的
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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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
充
軍
歸
來
後
情
於
耶
京

(
厄
下
u

‘
}

(
韓
)

m瑪
爾
仕
克
(
5且
妥
)見
默
格
達
趴

M
信
嗎
品
以
每
E
跨
巳
「
Z
I
S
L
aJ
是
B
F
M
H
上
未

2

月
吋
叫
，
A
E
C

足
足
可
歹
』

3

，

t
s

o
f
a
-

2
3
4
1

、

j
4
7

、
提
及
過
的
堡

壘
但
史
家
若
瑟
夫
部
多
次
提
到
了
它
是
以
民
獨
立
鬥

爭
的
曆
氏
上
非
常
重
要
的
中
心
點
它
違
於
嗎
加
伯
戰

爭
時
代
後
被
大
黑
萬
億
重
新
擴
娃
攻
鞏
問
娃
為
猶
太

人
反
抗
羅
馬
侵
翠
的
最
後
一
個
攘
點
全
體
居
民
及
士

兵
皆
壯
烈
犧
牲
殺
身
而
成
仁
它
距
離
死
海
小
遠
忱
於

浩
大
山
脈
的
東
麓
在
恩
革
狄
南
方
于
八
公
里
處

以
色
列
國
的
每
古
學
者
近
年
來
會
不
斷
在
此
挖

掘
考
察
也
土
的
文
物
計
有
城
牆
惆
堡
黑
洛
德
叮
拜
占

庭
時
代
的
甜
甜
它
反
會
院
各
一
座
十
七
個
銀
幣
四
個
以

拉
T
文
寫
成
的
文
件
及
抄
有
一
詠
叭
的l

鈣
的
羊
皮
卷
等

對
考
古
學
有
了
非
常
的
貢
獻

(
韓

)

即
馬
一
旦
這
種
泛
泛

E
E
J
是
聖
經
上

Z
I
J
4

』

4

，

一面

4

亡

F
E
E
S
H
E
K

數
人
的
名

字
意
謂
「
天
主
的
思
闖
闖
」

@
阿
摩
斯
的
兒
子
及
約
色
失
的
父
親
見
於
「
茲

督
的
族
譜
」
(
路
3

自
)

@
史
米
的
兒
子
及
瑪
哈
特
的
父
親
亦
兒
於
「
基

督
的
簇
譜
」
(
的
時3

自
)

一

@
是
屬
於
司
祭
家
族
的
一
位
勇
敢
抗
暴
的
猶
太

削
-h剖
割
的
兒f
h副酬
割
的
孫Z
U生有
五

Z
U郎歷
史
所

一
稱
的
瑪
加
伯
五
兄
弟
企
家
還
居
摩
丁

(
見
加
土
2
1

十悶~[

刊
)
他
雖
年
乏
力
一
袋
拘
謹
教
及
民
的
熱
誠
不
甘
後

人
登
高
疾
呼
號
召
猶
太
人
對
抗
迫
害
問
教
的
安
提
的

吉
凶
不
法
乃
問
世
昌
先
將
以
追
旦
高
而
且
的
誘
惑
域
拜
他

敬
仰
邪
淋
的
風
，
干
的
使
叫
作
成
了
侃
內
教
的
你
們
正
人
投

持
吟
那
神
祭
堉
推
翻
作
為
正
式
抗
暴
的
關
怡
時
在
公

元
前
一
六
六
年
後
將
自
已
的
五
側
兒
r
T及
叭
巳
侍
寫

人
組
織
起
來
作
為
進
教
的
收
心
恨
不
久
之
後
便
在
叫

作
去
世
f

女
葬
在
摩
丁
城
舉
鼠
上
下
無

K

為
這
位
英

雄
人
物
的
死
亡
而
悲
哀

@
附
具
沙
隆
的
兒
子
約
納
州
n
k
(不
屬
於
瑪
加
伯

家
依
)
的
兄
弟
常
為
加
伯
約
納
掌
的
軍
隊
在
哈
林
爾

平
原
大
敗
於
敘
利
亞
的
大
軍
時
幸
有
為
路
提
雅
皮
哈

耳
非
的
兒
子
猶
大
二
位
軍
長
勇
敢
阻
攔
敝
人
的
追
擊

使
故
逃
的
猶
太
軍
人
得
以
喘
息
及
重
新
會
合
組
織
終

於
將
敝
人
戰
敗

(
加
上
u
m
U
M
U
)

@
回
走
敘
利
亞
大
將
尼
加
諾
爾
所
差
遣
的
間
為
加

側
蚓
蚓
講
圳
的
佼
者
之
一
。
他
果
不
質
所
他
締
結

f
和

平
的
條
約
(
加
下

U
W
M
)

見
瑪
加
伯
猶
大
萃
督
的
族
譜
哈
息
待
黨
(
韓
)

u
a
E苟
同
富
閃
閃
電
般
性
「
旦
旦
旦
岳
E
Y
J
U
-
-
線
上
數

2
羽
μ
叮
樹
，
也
m
g勵
A
W
/去
丘
吉
仔
E
之

人
的
名
乳

意
謂
「
上
主
的
恩
賜
」

@
是
一
位
肋
未
人
科
鍊
黑
族
人
沙
隆
的
長
子
為

耶
京
墨
殿
的
職
員
交
貴
照
管
催
問
祭
餅的
事
務
(
編
上

9n) 

@
是
瀏
喇
時
儀
仗
隊
的
一
位
職
員
叫
制
人
所
奏 出

市
附
加
為
盯
寄
自
厄
撒
央
指
揮
大
約
與
一
概
土
幻

3

則
所
提

的
耶
杜
通
的
兒
子
瑪
挺
挺
雅
祠
的
一
人
(
一
編
上
M
UM

-
t

缸

的
5
)

@
是
充
軍
後
厄
斯
德
拉
向
百
性

F
-祖
訓
法
律
敦
白
時

侍
立
在
他
右
邊
的
六
位
民
血
來
代
表
之
三
厄
下8
J

@
乃
放
的
子
孫
充
軍
後
受
命
將
自
己
的
外
方
妻

子
休
掉

(
厄
上
ω

晶
)
{
梅

)

m瑪
索
辣
經
文

「
玄
E
E
Z
g
p

去
$
8
3
5

吋
Z
H
/

/
玄
臣
"
。
『
份
子
"
。
﹒
斗
。

H
H
E

玄

Z
S
Z
E
C
E
L

「
駕
素
辣
」
一
詞
的
原
意
至
今
學
且
咱
們
仍
在
爭

辦
沒
為
確
實
的
答
案
大
致
說
來
它
有
「
傳
統
」
的
意

恩
那
些
從
h
p研
究
「
瑪
索
辣
」
的
人
被
稱
為
「
瑪
干
來

辣
科
師
」
而
他
們
所
斟
定
的
聖
經
經
文
叫
作

「
璃
索

辣
純
文
」
這
衷
所
說
的
主
要
是
針
對
後
一
點
而
一
一
百

瑪
眾
的
叫
縱
使
在
公
元
八
至
十
體
紀
中
有
一
大
批

猶
太
瑪
索
辣
經
師
從
事
於
擒
寫
墨
綠
的
工
作
將
雪
經

原
文
的
發

1日
用
詞
書
寫
加
以
規
律
的
創
定
以
求
使
其

一
成
不
楚
地
下
傳
後
代
因
為
原
來
的
建
種
經
文
是
只

有
于
1目
而
沒
布
母
音
的
存
在
因
而
誦
讀
書
寫
時
往
往

因
人
而
異
這
比
一
聶
索
辣
經
師
的
功
績
說
在
於
有
系
統

地
擬
造
母
音
將
之
付
，
官
於
車
經
原
文
而
有
瑪
索
精
經

文
的
產
生

其
實
這
只
是
西
方
所
認
識
知
道
的
焉
索
辣
經
文

事
實
上
早
在
第
七
世
紀
之
前
猶
太
經
師
們
已
從
事
了



且
這
極
L
k
h
e
且
有
f

相
當
的
進
展
及
成
績
但
咎
於
歷
史

圳
一
項
境
而
未
被
西
方
鎮
陣
卅
知
且
在
一
迫
之
前
的
為
身
辣

一
的
校
州
吋
分
為
三
扳
郎
巴
比
倫
，
以
巴
力
如
過
瓜
反
後
來

居
上
的
設
恍
忽
雅
派

巴
比
倫
派
及
巴
力
斯
過
派
的
鬧
出
且
我
們
知
道
笛

被
完
萃
的
以
矢
，
甘
巳
此
的
咚
抖
的
時
吟
、
有
大
批
的
人

整
頓
行
技
退
風
雪
地
收
拾
家
園
但
也
有
不
少
的
以
長

給
外
，
可~
u
m
t
扎
特
玲
的
以
鼠
的
僑
居
在
巴
拉

f此
旭
一
陶
批

獲
得
完
全
自
由
的
以
民
幾
卒
，
而
時
臼
意
到
耐
心
刊
叩
開
的
搜

集
及
保
存
於
是
產
生
f

一
批
專
任
敲
打
貝
這
就
是
在
本

世
紀
之
初
西
方
學
者
未
曾
注
意
認
識
到
的
首
批
瑪
索

辣
經
帥
兩
此
經
師
所
遇
到
的
街
頭
的
雞
是
個
祠
的
就

是
如
何
來
正
確
地
發
育
誦
讀
聖
經
糧
過
他
們
研
究
檢

討
拈
來
發
明
f

母
音
遂
將
這
些
母
音
符
號
任
於
學
經

行
文
線
的
上
方
使
人
一
目
r

終
且
不
致
波
鈴
追
捕
-
一
方

式
很
快
地
傳
遍
於
僑
居
巴
比
倫
的
以
民
之
間
旦
成
為

定
律
吋
惜
後
人
所
叫
干
出
現
的
一
這
種
手
抄
文
件
很
少
的
心
無

人
以
否
認
它
確
實
的
存
在

巳
力
新
組
派
的
為
宗
辣
從
師
雖
然
也
很
早
紋
闊

的
了
一
這
陪
他
注
音
的
工
作
但
他
們
的
行
勁
付
科
為
通
慎
故

進
展
緩
慢
至
公
元
五
世
紀
才
造
山
山
一
套
有
系
統
的
注

音
煩
律
亦
是
將
母
音
符
號
注
在
行
文
線
的
上
方
兩
個

發
音
，
采
撓
，
雖
然
h
h怯
的
技
術
上
的
不
同
點
我
們
不
能

也
不
清
要
詳
投
地
討
論
可
以
指
出
的
是
二
者
皆
非
完

進
口
的
系
統
比
如
半
母
音
的
符
號
尚
未
出
現
可
是
不
可

否
♂
的
是
他
們
對
於
聖
經
原
文
的
誦
讀
注
音
注
釋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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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存
己
作
f

一
個
彼
火
的
此
獻
何
不
可
浪
誠
的
功
績

F
A

川
這
兩
派
的
月
E
U

汶
刀
發
揚
中
泣
的
父
存
，
沒

。

侍
蹈
，l
…
作
時
忽
然
很
汁
，
只
海
放
使
其
仁
作
完
全
A
b頓

這
就
已
犯
公
元
七
↑
叭
，
L
年
的
一M
教
u
m可
力
的
笑
結
核
張

。

之
昕
攻
M
M教
人
迅
速
地
仙
領
M
W吞
f

金
波
斯
叭
，
凡
此
地

1i?CI--
中
海
←
吼
叫
立
，
叫
郁
的
叫
你
川
山
大
地
以
巳
力
斯
山
扎
扎
巴

比
倫
完
全
處
淤
崗
教
仗
的
沈
治
之
下
大
受
文
化
上
的

倍
左
一
伽
釘
猶
太

L文
化
近
λ
百
年
的
婆
心
時
代
的
功
盡

廢
爪
少
的
私
川
向
凶
方
的
叫
外
泛
而
出
跡
可
司
遷
移
避
難
去

。

.
l
i
i
'

了
可
爭
的
H
直
在
一
站
何
時
必
向
品
收
入
的
沈
治
之
F

克
布

括
三
派
的
戰
余
創
刊
紅
口
山
刊

4

心
就
是
我
們
在
的
面
所

。

l
I
!
i
l
I
l
l
-

泣
的
俊
來
川
的
上
的
混
玩
忽
扯
扯
派
共
始
創
人
是
阿
協
為

。
。

家
族
共
研
究
中
心
投
於
嘻
地
的
促
成
的
社
雅
這
批
經
師

採
取
f
間
教
人
注
釋
可
崗
位
的
方
法
發
現
了
什
學
經

原
文
的
抖
的
盯
住
育
系
統
h
l解
且
得
出
這
新
的
注
音
是
除
f

清
…楚
地
向
中
何
以
欠
的
半
母
苦
惱

t
H
v災
造
者
列
在
公

行
全
叫
做
下
之
外
更
品
M
A
f
川
J

能
的
使
際
交
的
發
言
恢
說

到
約
瑟
凶
心
山
時
代
的
音
調
回
若
這
祿
的
優
點
這
一

l
l
'
，

l
l

。

學
派
的
路
論
很
快
的
發
，
法
改
為
真
他
猶
太
人
所
接
納

並
且
他
們
也
打
動
的
將
所
能
得
到
的
的
→
一
派
的
著
作

另
行
附
加
自
己
的
注
音
符
號
比
如
在
列
寧
格
勒
闊
扭
扭

館
中
昕
保
存
的
一
部
巴
比
倫
手
抄
木
就
是
一
個
有
雙

重
注
音
的
抄
來
內
看
這
批
提
庇
袋
雅
經
師
們
大
刀
潤

斧
的
故
不
努
力
及
倡
導
以
前
兩
派
的
苦
作
竟
漸
滿
失

勢
至
卡
二
世
紀
就
完
全
被
一
切
猶
太
人
昕
越
忘
r

僅

存
有
一
這
第
三
紋
的
苦
作
但
是
這
第
三
派
的
蚓
喇
喇
也

.......... 

於
不
久
之
後
漸
漸
國
受
十
字
軍
來
正
的
添
刻
影
響
而

失
去
共
光
輝
及
作
用
但
他
們
的
法
作
如
泣
釘
叫
做
位
供

人
參
考烏

杰
辣
經
交
的
印
本
第
一
部
付
印
的
徐
文
叫
開
采

辣
經
文
主
要
者
有
一
九
二
四
1

一
九
二
互
年
凶
的
哈

立
目
木
(
因
g

且
是
叫5
)
也
版
松
的
叫
尼
斯
其
後
有
一
九

二
九
年
1

元
，
試
耳
(
只
古
巴
)
出
版
的
「
稀
的
收
文
學

經
」
這
本
學
遁
的
很
線
是
更
占
老
的
抄
本
以
在
悅
的
預

雅
學
派
為
主
故
此
是
一
個
相
當
完
善
的
版
水

事
實
上
聖
經
學
者
們
的
主
作
並
不
僅
止
淤
比
他

們
切
努
力
的
是
發
掘
更
完
盤
更
占
老
的
抄
木
亦
帥
是

參
考
提
庇
黎
雅
派
巴
比
倫
及
巴
力
新
組
派
抖
豆
、
合
木

蘭
更
吉
尼
的
抄
本
以
求
約
原
來

m
r經
涼
之
有
更
消
楚

的
招
識
這
是
一
個
非
常
妓
院
的
℃
作
仍
有
待
於
考
古

學
家
們
的
咄
咄
續
努
力
及
社
歧
視
(
吟
)

m
J
m歐
(
2
3
)在
以
后
刑
法
比
在
世

2
I
J
R

了

r
E
r
r
-

、
紋
的
設
置
叫
斜
斜
如
以
民
四
月

的
民
族
都
自
很
古
以
來
就
有
監
獄
的
設
主

m
R
f
h上第

一
次
提
到
監
獄
是
指
埃
及
的
監
獄
而
一
三
口
(
創
刊mn
刊

臼
叫
H

出
白
自
)
戶
口
間
以
民
離
翎
埃
及
遊
牧
於
喃
喃
野
時

沁
人
只
是
暫
時
被
看
管
等
候
有
權
人
的
發
法
比
徊
不

守
灰
白
心
目
放
褻
讀
天
主
的
人
應
以
石
頭
做
死
似
在
斷

案
後
郎
江
即
執
行
(
仗
圳
的
問
白
，
臼

H

)三
松
→
付
閏
八
戒
培
肋

舍
村
人
所
監
祭
且
待
之
以
鎖
錄
(
民
必
缸
)
恤
叫
來
在

以
反
資
行
君
放
時
期
國
王
在
國
體
政
惱
的
組
織
上
大

事
仿
效
其
他
的
先
進
民
族
因
而
也
有
了
長
則
性
的
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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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
徒
刑
並
且
犯
人
的
食
住
十
分
簡
陋
且
有
枷
鎖
的
質

施
(
列
上
們
晶
晶編
下
的
凹
的
自
)

那
肋
米
亞
先
知
的

厄
運
告
訴
我
們
開
於
這
權
監
獄
的
存
在
及
監
獄
中
的

艱
苦
生
活
且
加
以
胸
錄
鐵
翩
而
這
監
獄
就
在
蚓
京
聖

殿
之
旁
本
雅
明
門
之
側
利
用
該
處
的
乾
并
或
泥
坑
充

作
獄
室
(耶
m
z
m
抽

M
M
2幻
間
給
6

亦
見
聞9
u
)

因
此
「
監
獄

」
一
詞
在
希
伯
來
文
亦
有
「
水
井

」
之

意
或
謂

「
水
并
之
室

」
依
圳
的
且在
他
的
有
關
世
界
末

日
的
神
視
中
見
到
惡
人
「
將
被
聚
集
起
來
關
在
深
坑

內
監
裝
在
監
牢
衷
」
是
為
上
主
的
初
步
懲
罰
雖
終
如

此
必
民
真
正
有
關
監
獄
的
明
文
法
律
規
定
划
是
在
充

軍
以
後

(
它
上
7

品
)

割
了
新
約
時
代
牢
獄
的
刑
罰
乃
屢
見
不
鮮
(
期

刊
2

酌
7
u
)
。
格
外
是
宗
徒
們
會
屢
受
監
禁
(
科

4

8
5
M
U
6

的
“
必
目
m
m
)
此
時
代
的
蚓
蚓
人
在

法
律
的
規
定

L
深
深
受
者
相
酬
及
組
蚓
文
化
的
影
訊

公
審
判
時
准
看
望
了
坐
監
者
也
將
會
受
天
主
的
究
報

(
寫
封
抽

)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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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督譯 i薄的 中 2229
」作( 打竟居合

法諒自j 需且 是
在 1些 s 豆，十 E三至一m ~，的只五 (
夭肋|下 有次 ZTO
主未111 兩之'~. ~ 
的人 22。次多 ， g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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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體
內
的
行
政
而
言
(
尉
l
m

到
前
3
1
)
，
亦
即
如

今
日
主
教
的
職
權

學
保
祿
是
監
督
職
位
的
先
鋒
及
保
護
人
他
兩
次

清
楚
地
指
出
監
督
候
選
人
應
具
備
的
條
件
他
應
是
一

個
妻
子
的
丈
夫
筒
制
慎
重
端
莊
好
客
善
於
教
導
不
嗜

酒
不
暴
反
過
良
和
善
不
貪
錢
善
於
理
家
及
教
導
子
女

(
弟
前
3
1
|
7

鐸
1
.
-
9
)
除
f

上
述
十
二
個

條
件
之
外
在
弟
前
更
加
上
要
有
儀
表
不
可
是
新
奉
敬

的
及
憋
在
外
教
人
中
有
好
聲
望
在
餌
則
另
衛
隊
愛
護

真
理
熱
心
及
公
正

新
約
內
有
九
個
地
方
將
監
管
與
長
老
混
合
而
用

(
宗
刮
叮
甜
)
其
原
因
不
外
是
監
皆
一
職
具
體
地
始

自
牧
函
時
代
在
此
之
前
只
是
初
具
模
型
收
有
這
極
混

合
的
說
也
只
有
在
第
一
世
紀
末
在
則
利
制
及

B
E刷
刷

爵
的
忠
信
上
才
可
見
到
監
管
一
職
的
真
正
形
成

(
緯

)

m
神
明
(
個
月
刊

i
J是
一
種
含
有
滅
性
的
自
然
礦
石

2
j
'
!
E
i

、
多
見
於
制
別
和
制
脫
可
用
作
洗

衣
或
洗
身
劑
埃
及
用
來
作
防
院
腐
爛
的
藥
口
回
國
它
吸

水
力
很
強
之
仇
只
兩
次
見
於
斟
蚣
制

筠
叩
及
職
2
叫

(韓
)

倒
一
職
昔
日
的
估
計

3
)現
今
在
教
會
內
首

:
α

的
「
福
音
」
一
詞
有

三
種
含
意
一
指
耶
穌
基
督
為
賜
給
世
人
救
恩
而
在
世

上
娃
立
天
圓
的
好
消
息
二
指
作
為
耶
穌
生
平
言
行
錄

的
那
四
部
「
一
福
音」
古
三
指
在
舉
行
彌
撒
或
其
他
種

儀
時
叫
所
宣
諧
的
摘
自
叫
樹
割
的
片
段
經
丸

1
「
福
音

」
一
詞
的
來
歷

中
文
的
「
福
音
」
(
或
「
佳
音
」
或
「
喜
訊
」
)

一
詞
譯
自
制
蚓
文
和
出
叫
女
的
F
a
gp個
佇
立
。
口及
制

伯
來
艾
的

F
S
E
H

古
希
臘
文
內
用
的
「
一
福
音
」
一
詞
表
示
一
個
制
相

信
者
傳
報
的
好
消
息
尤
其
是
關
於
戰
事
勝
利
的
消
息

此
外
也
指
那
報
信
者
獲
得
的
酬
金
和
民
眾
因
這
消
息

而
向
科
奉
獻
的
感
恩
祭
到
了
大
蚓
蚓
文
化
時
化
點
蚓

帝
國
開
始
敬
拜
皇
帝
為
神
和
救
世
者
几
關
必
皇
帝的

一
切
好
消
息
(
例
如
太
子
誕
生
新
皇
登
極
)
和
一
切

皇
恩
及

上
玩
都
稱
為
天
下
萬
民
的
「

福
音
」

宗
徒
們
尤
其
塾
倒
楓
無
疑
地
受
了
相
蚓
文
化
時

代
的
影
響
引
用
了
這
表
示
喜
訊
的
名
詞
為
指
山
耶
穌

基
皆
由
天
主
那
衷
給
世
人
帶
來
的
真
喜
扎

不
過
在
新
約
內
所
用
「
一
福
音
」一
詞
的
其
意
是

根
鐵
站
自
制
尤
其
被
鎮
刷
刷
別

回
到
制
割後
氯
即
所
謂

「
安
慰
君
」
中
的
思
亂
先
知
在
此
劉
樹
割
此
明
一
耐
心
自

己
是
天
主
「
報
告
喜
訊
」
的
使
者
(
創
刊
，
“
叮
)

給
自
己
的
百
姓
放
耶
路
撒
冷
「
傳
佈
喜
扎
宣
佈
初
一
恥

傳
報
佳
音
宣
佈
救
恩
」
(
依
曰
7
)
此
喜
訊
的
內
容

綜
合
起
來
就
是
「
你
的
天
主
為
王
了
」
帥
天
主
必
要

親
自
降
臨
拯
救
百
姓
由
充
軍
之
地
把
他
們
領
周
末
國

作
他
們
的
正
義
和
平
的
君
王
(
依
口
7
8

制
2

1
)

先
知
因
蒙
受
天

主
的
神
知
道
自
己
的
需
含
有
神
能
因

此
所
報
告

的
喜
訊
必
要
成
為
事
實

(
制
“
1
!

8
)



-
2

福
音
在
新
的
中
的
本
護

1.ii

,
l 

m
一

根
攘
瑪
u
s

及
路
7
"

…
的
記
載
當
若
論
洗
老
派

自

造
門
徒
來
詢
問
耶
穌
的
時
候
耶
穌
就
捉
到
依
“
-


'
的
話
聲
明
先
知
預
言
的
事
已
開
始
應
驗
γ
耶
穌
明

認
自
己
是
給
民
眾
傳
佈
喜
訊
的
那
位
佼
者

(
路
4
M

-

n
)
他
的
宣
講
即
是
來
白
天
主
的
福
音

(谷
1
H
)

其
內
容
為
「
天
主
的
國
臨
近
了
」
換
言
之
天
主
巳
閱

始
在
世
上
實
踐
他
的
王
權
(
谷

I
M

瑪
4

目

9
M
M
m

u

路
4

“

8
1
)
為
宣
傳
這
喜
訊
圓
的
傳
佈
這
「
天
主

的
國
」
的
一
臟
止
日
耶
穌
派
遣
自
己
的
門
徒
們
先
到
猶
太

各
地
去
宣
講
然
後
到
普
天
下
去
向
萬
民
傳
揚

(
谷
H

M
M汁
，
M
H
)

由
於
耶
穌
自
己
從
天
上
帶
來
天
主
的
王
權
貨
行

救
世
的
工
程
並
在
世
上
述
立
天
主
的
凶
因
此
宗
徒
們

宣
講
的
一
福
音
內
容
集
中
在
放
主
耶
穌
本
人
和
他
的
工

程
上
(
宗
5
u
8

間
自

u
m
)
例
如
谷
1
1

的
「
福

音
」
師
指
有
關
耶
穌
的
言
行
車
死
及
復
活
的
報
告
而

言
聖
保
祿
宣
講
的
題
目
就
是
論
天
主
墨
子
耶
穌
基
督

的
福
音
(
羅
1
9

格
前
9
u

絡
後
2

臼
迦
1
7

等
)

此
外
「
沒
有
別
的
一
福
音
」
(
迦1
6
7
)

「
一
輔
音
」

在
教
會
內
早
已
成
為
固
定
名
詞
不
必
再
加
什
麼
附
加

語
(
羅
1
M
H
甜

格
前
9

H
)
保
祿
很
多
次
用
「
一
福

音
」
一
詞
來
表
示
天
主
在
萃
督
內
賜
與
世
人
救
恩
的

喜
訊

3

傳
播
福
音
的
義
務

「
傳
福
音
」
是
所
有
宗
徒
的
使
命
和
義
務
他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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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所
以
蒙
選
並
被
派
也
也
正
是
為
了
盡
此
使
命
(
割

的
凹
的
刊
雜
1
1

弗
3
8

宗
的
，
等
)
事
實
上
他
們

也
真
起
責
任
恥
阻
力
善
益
比
一
義
務
(
宗
4

扭

扭
點l
u

格
前
9
H
)
保
線
以
自
己
為
「
福
音
的
僕
役
」
(
哥

1

詞
)
和
「
天
主
福
音
的
司
祭
」
認
為
自
己
的
使
命

即
是
使
外
邦
人
以
信
仰
歸
向
天
主
「
經
學
棘
的
祝
舉

成
為
可
悅
納
的
祭
品
」

(
研
稚的
H
斐
2

口
)

除
宗
徒
們
外
在
教
會
內
很
早
已
另
有
些
人
蒙
受

神
恩
專
門
虛
此
「
傅
一
繭
音
」
的
義
務
(
宗
釗
8

弗
4

日

弟
後
4
5
)

4

表
明
福
音
特
性
的
名
稱

在
新
約
內
多
次
另
加

上
一
些
形
容
詞
為
指
示
一
福

音
的
特
性一

例
如
為
指
圳
這
喜
訊
的
來
源
稱
為

「
天
主
的

福
音
」
(
谷
1
H

經
1
1

的
M
M

格
後
U
7

等
)
及

耶
穌
茲
怒
目
或
天
主
墨
子
的
一
職
音(羅
1
.

格
前
9

時

格
後
2

時
等
)
有
時
保
祿
稱
一
福
音
是
「
我
的
福
音
」

或
「
我
們
的
一
隅
止
日
」(羅
2
M

格
前
的
1

格
後
4
3

等
)
這
並
不
是
說
一
禍
音
創
於
宗
徒
或
保
線
及
其
他
宗

徒
的
宣
講
彼
此
有
分
別
因
為
只
有
一
個
「
由
耶
穌
基

督
的
啟
示
得
來
的
」
福
音

(
迦
I
U
M
)
保
祿
所
願

指
出
的
固
定
為
宣
佈
這
惟
一
的
一
福
音
他
自
己
或
其
他
宗

徒
每
人
都
且
具
有
一
種
特
殊
使
命
(
迦
2
7
S
I
H

宗

9

臼
)二

有
時
加
上
名
詞
以
形
容
紹
且
目
的
內
容
如
「
天

國
的
福
音
」
(
瑪
4
n
m
H
)
「
論
天
主
子
的
福
音
」

(
經
1
2
)

「
基
督
光
榮
的
嚴
耳
目
」
(
格
後
4
.

第

前
1
H
)
「
天
主
恩
寵
的
福
音
」(
o
m
m
M
)和
「
基

督
那
不
可
測
蠱
的
學
宮
一
福
音
」
(
弗
3
8
)

三
還
有
些
一
形
容
詞
特
指
宣
佈
福
音
的
效
果
及
人

因
接
受
一
稿
音
而
獲
得
的
一
腳
恩
如
「
福
音
是
天
主
的
總

能
」
(
羅
I
U
)
賜
與
人
喜
樂
(
路
2

刊
)
使
人
得

救
(
弗
1

凹
羅
I
M
)
賜
人
和
平

(
弗
6

時
2

口
宗

ω
抽

羅
的
臼
)
希
望

(
高
1

自
)
和
不
朽
的
生
﹒
命

(
弟
後
I
M

格
前
4

臼
)

四
此
外
還
用
其
他
名
稱
稱
福
音
如
「
真
理
的
言

辭
」
(
格
後
6
7

弗
1
n

葛
1
5

弟
後
2

時
雅
1
M
)

「
和
好
的
話
」
(
格
後
5
刊
)
「
恩
寵
的
話

」
(
宗

M
3
m
n
)
「
救
恩
之
道
」
(
宗
口
自
)
若
望
在
他

的
福
音
及
金
信
里
總
不
用
「
一
職
音
」
一
詞
但
他
在
講

論
「
學
言
」
時
部
將

「
一
隔
音的
奧
秘
」
(
弗
6

刊
)

更
清
楚
地
表
現
出
來
(
參
見
「
言
單
一
一-2口
」
條
)

五
新
約
的
作
者
常
以
「
闖
一
音
」
為
單
數
名
詞
且

以
此
單
稱
只
指
救
恩
的
口
傳
喜
訊
但
在
第
二
世
紀
教

會
內
逐
漸
閱
始
也
將
那
些
記
錄
耶
穌
言
行
的
書
籍

稱

為
「
福
音
」
仍
以
單
數
為
名
同
時
因
為
四
位
一
緬
音
作

者
採
用
了
不
同
的
記
錄
形
式
為
此
將
他
們
的
著
作
特

稱
為
「
四
型
福
音
」
只
加
上
著
作
者
的
名
字
以
示
區

別
如
「
按
某
某
所
傳
的
滴
血
目
」
有
時
敬
父
們
亦
稱

新
約
全
市
也
為
「
福
音
」
以
別
於
「
諸
先
知
書
」
郎
舊

約
金
告
(
參
見
第
二
世
紀
依
肋
乃
敬
父
所
著

〉
安
.

自
串
門
﹒
〈
N
J
Y
N
U
H
-
-
H
H
h
)



5

人
接
受
一
福
音
的
準
備

為
他
一
幅
音
，
在
人
身
上
也
發
生
效
力
能
施
行
\
主

的
德
能
耐
使
人
成
拉
得
救
人
必
引
仇
故

(
h
k
刊
I
H
)

「
以
善
良
和
誠
質
的
心
傾
聽
」
(
的
叫8
臼

)
「
接
去
」

「
桐H
J
」
「
保
存
」
益
「
遵
行
」
天
主
的
心
(
為
7

且
得
4

叩
帥
的8
H
U
M
r
守
)
正
如
第
3

且
有
州
的
必
紙

以
信
仰
「
品
行
真
理
」
(
肛
門
人
一
扎
扎
m
u
)
d
(如
何
州
你

多
次
撓
的
必
沒
「
服
從
倍
的
心
」
(
還1
5

時
6

凹
的

品
格
後
9

口
得
前
2

時
)
人
約
生
活
度
日
必
須
「
合

乎
某
賢
的
電
止
日
」
(
斐1

盯
)

何
協
圳

、

為
混
得
救
的
山
人
的
「
叩
唱
法
」
「
明
達
」
「
權

勢
」
及
「
門
的
責
」
棍
、
混
為
力
那
駭
人
口
門
h何
以

-A
話
心

情
接
受
天
主
的
咚
示
因
此
在
所
謂
「
小
孩
，y
」
(
瑪

口

白
的
吋m
n

)
取
那
些
被
何
人
稱
為
「
愚
妄
的
」
「
懦

弱
的
」
「
卑
龍
的
和
乏
人
科
視
的
」
「
一
無
所
布
的
」

人
身
上
一
喵
止
日
才
發
仆
1
型
盛
的
故
果

(
格
前
1

訂
閱
)

用
這
哇
謙
遜
心
情
接
受
一
禍
首
的
最
理
您
的
模
組
就
是

市
貞
女
惜
的M
I

(
路
1

詞
“
)

6

一
稿
主
一
目
的
數
目

雖
法
很
娘
的
什1
1

所
故
在
宗
徒
時
代
關
必
耶
穌

的
丑
行
行
已
山
用
心
的J心
血
峰
為
數
不
少
但
在
古
教
科
內
從

起
初
只
承
認
東
谷
時
若
四
部
一
福
音
為
正
即
可
第
二
悅
紀

末
葉
教
父
依
肋
乃
就
已
說
過
「

-
m盟
目
不
多
不
少
共
有

-
四
部
」

(
〉
已
〈-Z串
門

-
H
H
H
H
H
h
)

Abz-

ω
-
7

四
福
音
的
編
次

一

最
初
每
部
話
音
都
是
單
行
本
首
彙
集
四
部
為
合

2231 十 P4

訂
本
時
在
各
地
扮
列
的
先
後
次
序
追
不
一
致
但
根
據

張
刻
托
援
學

m
M
H
鋒
的
品
錄
戶
中
少
從
第
二
位
紀
木
柴

l

-tttt

o 

趕
在
m
m
H叫
放
行
內
已
有
一
定
的
次
序
叫
別
谷
絡
站
這

也
H
E大
部
份
括
股
文
占
抄
木
所
使
用
且
以
俊
的
企
教

令
后
干
今
所
保
俏
的
次
序
用
此
次
序
排
列
問
部
一
禍
立
目
的

線
狀
大
紙
巾
叭
肘
，HU山
州
時
下
來
的
意
…
M
i
h心為
迋
凹
，
A
U
m史

。

上
寫
作
閻
部
的
先
後
次
序

8

一
稿
一
一
耳
目
的
結
構

如
果
柯
且
不
品
布

4

仙m
H全
二
福
音
的
特
有
序
言
就

看
到
內
部
一
蝸
色
的
每
位
作
者
佑
在
闊
的
時
就
敘
述
A

鴿
，
日
佮
默
內
心
的
來
你
並
給
耶
穌
作
派
最
級
以
較
為

詳
細
的
市
m
F￡
述
“
穌
的
苦
難
而
以
做
研
此
間
耶
穌
的

。
'
，
、
、
《

4、
，

珊
瑚
叫
作
結
除
此
以
外
的
三
部
一
瞞
自
迪
在
內
容
方
面
也

有
向
樣
的
札
仙
化
H

屯
在
第
一
部
份
刊
敘
述
耶
穌
在
加

m
z耽
必
及
此
附
近
地
區
傳
教
的
經
她
終
恤
院
校
第
二
部

份
才
叫
述
耶
穌
在
泊
位
耶
路
撒
冷
途
中
，
相
紅
耳
京
的

昕
一
一
的
仙
行
泣
三
部
喘
扎
H

由
於
結
吼
叫
大
同
小
異
內
谷
又

易
於
、
被
此
付
昕
一
以
被
稱
為
「
對
級
一
滴
立
日
」
第
四
部
一
職

t
H則
峙
的
三
晶
宮
不
同
不
但
有
其
特
有
的
內
谷
和
記

述
方
式
而
且
以
私
穌
傲
，
次
一
進
入
前
京
的
事WM作
為
佈

O 

E

敘
事
的
脈
各

9

腐
草
一
自
由
口
傅
奎
成
聾
的
過
程

h
m淤
咕
叫1月
部
-
J岫
苔
有
一
沌
獨
立
的
特
質
吋
知
較

為
晚
山
仙
也
較
為
完
的
控
和
統
一
旦
這
點
不
鍵
在
此
討
論

、
‘
'
，
、
‘e
e
z
z
J
P
B‘
5

。

，

(
見
「
若
望
福
音
」
條
)
此
處
必
須
特
別
討
論
的
是

。

的
三
部
一
輔
音
從
原
來
的
口
傳
到
筆
之
肝
、
白
峙
的
過
程

耶
穌
復
活
升
天
後
大
約
二
十
年
之
久
在
初
期
教

會
內
只
以
口
頭
宣
講
傳
授
福
音
耶
穌
也
從
未
叫
門
徒

將
他
講
過
的
活
用
筆

ι
錄
下
來
他
的
命
令
只
是
「
往

圳
市
門
口F
」
(
瑪
詔
"
目
谷
M
n
o
m-
8
)
門
徒
們
就

按
比
命
令
「
仙
去
到
處
宣
必
」
(
谷
的
甜
)
他
們
宣

講
的
內
容
一
方
面
是
耶
穌
向
己
論
「
天
間
」
所
會
議
過

的
品
一
方
面
是
「
論
耶
穌
墓
督
的
事
」
(
宗
明
的
剖
的
自

帥
的川
的
刊
)即
論
「
耶
穌
所
行
所
言
的
一
切
」

(
o
m

-

)
如
此
「
主
的
道
理
」
(
宗
的
自
)
同
時
成
為
「
論

主
的
福
音
」
部
門
徒
們
宣
講
耶
穌
為
人
受
難
受
死
和

復
活
升
天
的
事
交
然
俊
泌
的
原
來
信
仰
耶
穌
為
以
世

主
抖
的
他
們
在
猶
太
人
的h目
一
道
的
時
攸
又
多
次
指
出
的

約
治
先
知
的
預
言
如
的
在
耶
穌
身
上
您
驗

f

敘
俊
俏

己
的
教
訓
一
皮
帶
口
成
效(
永
3

呵
!
的
口
呵
!
“

)

門
口
一
講
一
禍
首
的
人
越
約
都
拉
見
撥
人
師
親
且
聽
過

耶
穌
講
論
而
且
「
自
始
親
眼
見
過
」
「
研
完
成
的
各

鼠
」
的
人
(
制lz
R
1
自

制
-
l
z
)
所
謂
「
所

完
成
的
事
故
」
是
指
耶
穌
在
其
公
肉
生
活
的
綜
期
內

郎
「
由
志
給
施
洗
起
直
到
耶
穌
仙
似
接
去
的
日
子
為
止
」

的
時
期
內
昕
行
所
言
的
主
研
式
各
民

(
宗
l
n
)
所
以

一
福
音
的
原
始
宣
講
利
「
敘
理
講
授
」
(
【U
R
E
F
S
-
ω
)

只
包
括
迋
一
切

(
宗
叩
訓
1

的
口
H
l

缸

)
這
由
馬

爾
谷
福
音
還
可
看
得
出
來

再
者
從
「
對
親
福
音
」
址
(
同
記
赦
的
事
路
似
乎

叉
可
推
論
仙
門
徒
們
早
已
用
了
一
種
多
少
擬
定
的
形

式
來
宣
講
耶
穌
的
言
行
這
形
式
既
有
助
於
使
人
容
易



h
'

。

-記
值
也
有
益
於
保
護
福
音
的
內
容
不
容
改
變
宗
造
時

鵬
一
代
的
口
傳
方
丸
無
從
與
港
時
湖
州
圳
經
師
及
法
制
品
匕
為

一
傳
下
古
時
賢
人
的
-
n治
及
各
路
所
用
的
方
法
怕
似
j祖

-

他
一
茲
川
太
學
者
徑
來
只
用
口
呵
呵
傳
授
來
教
誨

-
M
己
的
川

全
超
過
亦
多
快
代
以
後
才
有
一
些
收
街
游
博
F

來
的

口
授
主
錄
下
來
(
參
見
「
搭
耳
恭
得
」
如
「
米
得
辣

。

市
」
條
)

占
時
人
的
-
t
u
力
絞
強
拉
牢
直
可
靠
而
且
他
泊

位
用
一
些
待
殊
方
法
以
幫
助
品
倍
或
常
用
一
種
故
事

發
紋
的
成
式
或
把
一
他
一
一
詞
似
的
資
科
笈
理
彙
裝
在


程
或
用
聯
想
的
方
戊
把
領
似
的

-
r口
語
和
同
t目
的
字
旬

聚
集
在
一
名
或
局
對
裕
的
方
法
或
按
照
一
定
的
數
目。

(
例
如
三
四
七
卡
)
把
這
些
一
史
事
槃
集
起
來
等
等
我

們
丹
俏
的
耶
穌
的
門
徒
也
用
f

這
些
一
方
法
將
一
兩
仆
的
主

。

要
內
心
谷
妥
善
地
縛F
來

岫
神
扭
曲
古
時
表
徒
們
又
隨
機
應
變
以
適
酬
地
聽
策
的

情
形
如
何
領
悟
能
力
例
如
在
尚
未
歸
化
信
服
耶
穌
的
道

文
人
及
異
路
人
前
他
們
特
別
宣
佈
耶
穌
筒
，
敘
世
主
的

喜
誡

(
宗
2
n
-
u
3

臼
|
扭

4
8

1
M
m

甜

s
u

n
n
-
u
m
臼
)
在
旦
教
者
和
已
事
教
者
「
學
習
其

道
」
的
聽
乘
前
則
特
別
為
述
把
穌
的
訓
主
口
及
其
昕
行

奇
裝
(
仙
的1
4

宗
2

u
m
自
迦
6
6
)
再
拉
法
口
時
偏

健
在
鍋
太
人
眾
多
的
地
區
初
明
還
過
灰
白
心
日
與
猶
太

人
一
超
聚
會
祈
禱
(
求
H
H
M
H

口
2

的

4
)
不
過

他
們
也
在
意
到
自
己
已
成
為
另
一
闢
體
所
以
也
在
私

人
家
庭
集
會
在
那
從
聆
聽
宗
徒
的
訓
海
「
煎
餅
祈
禱
」

卡附2231 

'
、
$
。

(
宗
2
u
|

盯
)
至
於
在
異
教
徒
信
奉
基
管
者
的
地

問
早
已
時
引
f

叫
他
太
人
的
的
灰
白
山
日
而
過
「
一
過
的
第

一
天
」
時
的
悄
山
天
有
「
主
日
」
以
1

山
念
主
的
也
叫

(
0
3

2
3
、
'
、

5
1

，
》
l

‘
3
4

，
、
'
，
‘
i
t
3

。

加
7

裕
的
的
2

啾
I
M

卡
二
山
水
叫
他
圳-d
M
Z
)川
口
叫
日

必
M
內
心
叫
他
策
失
「mp餅
」
窄
行
單
純
學
餐
時
(
他
的

ω
M
口

u
m
i

揖
)
足
特
川
川J心，
九
九
心
穌
的
學
死
又
做

法
正
如
m
r保
綠
說
的
是
「
山
旦
佮
主
的
先
』
」
」
(
峙
的
的

U

師
)
局
比
他
們
在
向
市
一
刊
泣
哩
，
晶
均
每
次
也
敘
述
耶

2
，
、
。
.

穌
乏
錄
受
死
的
事
的
叫
(
的m
U
H
)
為
此
「
耶
穌
的
告

發
史
」
大
概
早
已
成
為
一
為
獨
立
的
具
有
比
較
固
定

形
式
的
汶
述
泣
鮑
淑
怡
的
敘
述
形
式
多
少
還
可
由
四

3
》
l

《
'
，
。

部
一
禍
首
昕
記
械
泊
仟
耐
性
史
看
得
山
山
來

法
布

-
h巾Y
些
注
念
初
期
教
h
H內
或
囚
的
徒
中
發

乍
f

一
些
間
還
必
必
明
太
人
關
公
耶
穌
和
他
的
級
會

從
山
f

什
股
抗
品
所
以
必
須
情
將
成
反
口
司
例
切F
列

等
問
越
仙
川
吋
以
提
明
耶
穌
是
峙
的
f
f
A人所
期
待
的
狀

、
，
.

西
亞
耶
穌
如
果
是
以
凶
亞
州
以
為
其
人
民
所
菜
捨
而

、
T
I
t
i
4
1
l

'

、
，
.

之
難
受
死
為
什
麼
潑
伶

f

泊
太
教
h
m
z
f
新
的
教
會

宗
徒
們
的
催
利
是
從
那
裝
來
的
耶
穌
的
教
圳
與
倫
卅
日
必

、
，
.

的
法
律
布
什
麼
闕
係
佼
v
、

H
H用
拉
伯
如
此
鼠
的
問
題
信
徒

們
T

必
附
啥
來
耶
穌
的
-
J
A
A此
太
概
很
早
就
收
集
f

一
必
﹒
比
穌
的
一
們
為
娟
的
消

f

「
耶
穌
的
言
論
從
」(
F
omE

T
E
)
川
時
從
紹
初
也
特
別
而
意
到
從
前
約
經
凡
中

m
M弘
-
煌
成
娥

在
已
力
斯
姐
佇
問
然
最
先
問
附
糾
美-
A
M
宣
傳
福
音

但
因
在
飢
餓
撒
冷
布
一
些
一
巾
凶
外
間
來
的
總
太
僑
民

不
懂
得
阿
刺
美
活
所
以
同
時
也
必
須
用
希
種
請
加
以

報
譯
(
吭
吭2日
見J而
2
7
1
M
6
1

，
和
「
馬
爾
一
令
喝
笛
，
一

。

條
)

以
上
昕
述
可
以
幫
助
我
們
明
除
在
教
會
內
切
川

逐
漸
端
成
f

一
種
多
少
提
定
的
兩
止
日
口
傳
形
式
何
此

形
式
做
為
大
綱
議
主
位
啃
著
僻
的
地
方
時
機
環
流
等
悄

形
以
適
應
聽
眾
的
領
會
能
力
和
游
要
筒
，
.
。

例
峙
闕
，
的
特
口
線
的
品
錄
f

下
來
不
得
而
知
位

路
l
l

1

4

證
明
在
路
到
寫
福
音
以
前
已
有
一
持
多

0

. 

人
」
伍
兩
暗
了
有
關
耶
穌
的
記
鋒
為
此
有
人
口
十
已
開
始

把
耶
穌
講
尬
的
一
些
萱
要
-
-
H
A
而
品
滾
下
來
至
於
為
什

麼
E
V久
以
俊
話
要
把
教
會
內
淪
耶
穌
所
講
的
口
傳
道

聽
筆
之
必
H
U其
原
因
布
二

1

由
於
救
命
日
紙
發
例
如
阪
大
同
時
福
音
的
而
且
侍

者
太
多
數
已
准
閃
閃
山
丸
所
瓜
分
散
到
各
地
去
而
且
在

1
I
t
-
-
-0

。

地
中
心
做
沿
川
州
各
凶
內
必
須
用
吊
蝕
干
的
傳
教

2

山
於
京
徒
和
耶
穌
的
共
他
門
徒
逐
漸
年
老
逝

世
所
以
為
保
存
原
始
口
縛
的
巾

U
N
H與
一
致
非
記
錄
不

。可

關
役
的
附
加
聖
跡
〈
所
W
M及
的
「
叫
作
一
川
多
人
」
倒
成
的

記
也
除
蚓
劃
原
先
計
划
的
川
州
到

L
L
樹
剖
(
參
見
「
制

質
福
音
」
條
)
反
馬
M
谷
府
右
斗
娘
從
得
知
泣
，
你
什

位
英
他
而
錄
因
而
叮
迪
瑪
街
-
m
t以
阿
糾
美
丈
寫
的
一
惱

也
目
也
沒
有
留
傳
給
我
們
一
此
以
北
際
上
馬
爾
谷
一
福
音
質

、
‘
。

為
存
留
下
來
的
最
早
的
一
隅
，J
H

如
果
把
財
觀
一
一
幟
立
日
I加
以
比
快
很
容
易
看
出
每
位



墓
。
〈
如
何
將
宗
徒
們
的口
傳
適
應
於
當
時
當
地
的
環

境
谷
專
心
注
意
記
事
將
耶
穌
所
行
的
事
生
動
地
描
述

出
來
瑪
及
路
除
史
事
外
則
特
別
著
重
耶
穌
的
言
論
並

將
此
言
論
多
少
適
應
於
殺
者
的
情
扎
比
扎
職
與
樹
都

放
有
一
些
一
獨
有
的
資
料
這
三
部
醋
刮
雖
然
各
有
其
特

點
但
其
來
源
完
全
巾
於
初
期
教
會
的
口
傳
至
於
第
四

部
福
音
部
顯
出
一
種
更
高
深
的
神
學
思
考
及
其
發
庇

m

福
音
在
文
學
上
的
特
徵

「
一
職
音
」
一
名
已
表
示
出
這
四
部
喜
不
屆
於
普

通
的
文
學
作
品
學
史
們
全
無
意
以
文
學
家
立
場
下
筆

而
只
願
意
宣
佈
人
類
得
救
的
喜
訊
並
為
救
主
耶
穌
作

證
並
指
引
人
相
信
耶
穌
為
救
世
主(制
1
4

叭
叭mm
…

里
史
們
記
錄
的
是
歷
史
的
事
實
但
他
們
無
意
作

歷
史
家
以
編
著
狹
義
的
史
苦
或
為
耶
穌
寫
傅
月
品
為
此

他
們
不
大
注
意
史
事
發
生
的
時
間
與
地
點
不
特
意
描

繪
耶
穌
的
人
格
也
不
敘
述
他
整
個
生
平
的
事
蹟(部

mm) 

再
者
除
封
以
外
其
他
三
部
一
輯
出
如
上
所
也
論
內

容
論
敘
述
的
方
式
均
本
於
教
會
內
的
口
傳
所
以
三
位

學
史
個
人
著
作
的
工
作
成
份
比
較h
h雖
然
如
此
但
墨

史
們
並
非
編
輯
者
而
是
真
正
的
著
作
者
故
每
部
副
剖

關
於
文
筆
風
格
及
敘
事
形
式
均
各
有
其
特
色
而
且
因

作
者
寫
作
的
特
殊
目
的
肌
故
亦
各
有
其
統
一
的
結
點

•
• 

總
乞
叫
樹
封
是
文
學
上
的

一
種
特
殊
作
口
叫
其
作

FO

S 川
一者
原
來
沒
有
以
一
般
文
人
或
學
者
的
目
的
從
事
著
作

一
而
是
以
保
存
宗
徒
的
口

傅
並
幫
助
宣
道
員
使
於
宣
講

2231 十四

為
其
寫
作
的
宗
旨

(
參
見
「
文
體
形
式
批
判
郎
平」條
)
。

口
福
音
的
歷
史
性

根
續
以
上
所
述
兩
音
當
然
不
是
狹
義
的
血
K
H
H
H
因

為
龔
自
此
們
不
以
史
學
觀
點
而
以
信
仰
瓶
點
為
寫
作
的

目
的
不
過
不
可
因
此
否
有
叫
一
幅
吉
普
遍
的
歷
史
性

兩
於
對
觀
一
幅
血
目
所
寫
下
的
資
料
是
來
自
證
人

的

口
傳
由
於
事
件
發
生
的
時
間
和
將
事
跡
筆
之
於
書
之

間
只
有
較
短
的
時
期
大
約
三
十
至
四
十
年
們
常
寫
闢
割

的
時
候
還
有
些
目
學
耳
闊
的
話
證
人
尚
在
人
問
所
以

我
們
可
以
肯
定
福
音
上
所
載
一
切
主
要
事
跡
的
絕
對

可
信
性論

到
昕
一
花
紋
的
耶
穌
的
言
論
不
要
忘
記
古
峙
的

人
尤
共
閃
族
的
人
習
恨
利
用
種
種
記
憶
術
將
賢
人
的

訊
傳
下
來
由
對
銀
兩
封
雖
然
可
以
看
此
舉
史
們
不
拘

泥
字
旬
並
且
多
次
將
耶
穌
在
不
間
的
時
間
或地點
講

過
的
，
一
的
編
集
在
一
超
但
得
承
認
他
們
忠
實
的
留

下
了

耶
穌
教
訓
的
真
正
內
容
因
為
言
論
內
有
許
多
語
旬
是

那
樣
獨
出
心
裁
特
殊
而
恰
當
以
致
顯
出
其
歷
史
上
的

可
信
性這

裝
還
得
注
意
三
位
學
史
雖
然
每
他
都
有
些
特

殊
的
積
料
而
且
各
省
各
人
的
目
的
將
關
割
的
內
容
適

應
於
讀
者
的
環
境
但
三
位
所
他
繪
的
翊
是
那
向
一
超

露
出
成無
與
倫
比
而
毫
無
被
英
雄
化
的
耶
穌
血
仇
關

於
事
跡
的
細
節
及
詳
情
他
們
所
記
述
的
雖
多
不
一
說

但
這
樣
非
但
不
減
少
反
而
確
證
他
們
所
記
錄
的
主
要

事
跡
的
可
信
性

晚
近
否
認
一
隔
音
歷
史
性的
批
判
學
者
大
多
數
主

也
樹
剖
內
的
耶
穌
像
只
是
初
期
教
會
信
仰
的
結
成
並

非
歷
史
上
的
耶
穌
真
像
他
們
說
初
期
的
基
督
徒
一
開

始
信
耶
穌
復
活
就
把
他
理
恕
化
了
將
超
性
的
智
識
及

能
力
歸
於
他
以
舊
約
經
告
上
的
話
證
明
耶
穌
是
來
實

現
占
峙
的
預
言
和
叫
民
期
望
的
基
督(
默
西
亞

)
，
最

後
才
控
造
了
他
奇
妙
誕
生
的
故
事

論
到
這
根
懷
新
式
「
存
在
論
」
(
開
巴Z
S
E
E
S
)

的
聖
經
批
判
學
者
所
持

的
意
見
我
們
答
覆
說
當
然
得

承
認
B
E
〈
們
宙
間
記
錄
教
會
口
傳
而
編
著
的
品
質
際
上

不
是
一
種
「
耶
穌
傅
」
(M
W
Sm
E可
志
)
而
是
耐
叩
門
日
即

給
世
人
傳
報
喜
訊
的
p
d
並
且
也
承
忍
耐
耶
穌
復
活
是
甜

苦
的
是
礎
甚
至
可
說
如
果
耶
穌
沒
有
復
活
也
就
沒
有

搞
音
昕
以
信
仰
耶
穌
復
活
為
初
期
教
會
及
教
命
的
主

道
具
關
係
至
為
重
大
但
這
信
仰
絕
不
是
空
虛
的
無
根

攘
的
而
實
是
墓
於
耶
穌
給
門
徒
們
顯
明
自
己
業
己
復

活
的
「
許
多
憑
擅
」

(
宗
1
3
)
何
去
門
徒
們
並
非

是
輕
易
肯
信
的
人
(
參
見
「
肉
身
復
活
」
條
)。
復
活

的
耶
穌
不
但
顯
現
給
他
們
而
且
同
時
也
「
開
啟
」
他

們
的
明
悟
(
路
圳的
“
)叫
他
們
理
解
古
時
諸
先
知
的

預
言
也
叫
他
們
明
白
他
自
己
以
前
所
行
所
敬
的
一
切

(
帥
的圳
的
“
)依
照
自
復
活
的
耶
穌
昕
得
的
啟
示
的
光

明
他
們
才
用
信
仰
罔
憶
耶
穌
的
言
侃
才
意
識
到
這
一
喇

音
的
深
意
及
關
係
為
此
他
們
在
宣
講
時
絕
無
意
於
按

照
歷
史
次
第
詳
述
一
切
他
們
只
顧
意
宣
報
救
般
的
偉

業

(
這
也
是
塾
史
們
的
目

的
)
只
願
意
把
「
那
些
親



-
眼
見
過
並
為
民
進
服
役
的
人
」
所
講
的
救
恩
喜
訊
到

旬
，
-

。

闖
一
處
予
以
宣
醬

.

所
以
我
們
承
認
四
福
音
給
我
們
介
紹
的
實
在
是

那
位
復
活
7
的
耶
穌
即
福
音
的
作
者
自
己
以
信
仰
認

為
被
天
主
所
「
立
為
主
立
為
默
西
亞

(
基
督
)
」
的

耶
穌
(
宗
2
M

)
這
里
再
問
他
們
宣
傳
的
這
位
「
信

仰
中
的
基
督
」
是
否
是
「
歷
史
中
的
耶
穌
」
是
否
與

那
「
納
回
肋
人
耶
穌
」
同
是
一
人
抑
或
他
們
煜
造
了

一
個
新
的
耶
穌
像
呢
關
於
這
個
問
題
我
們
再
答
說
聖

史
們
記
錄
的
不
外
是
來
自
護
人
的
口
傳
而
作
證
的
人

正
是
耶
穌
生
前
的
門
徒
們
他
們
自
己
也
曾
多
所
懷
疑

多
所
疑
問
懷
疑
自
己
親
眼
看
見
的
那
位
復
活
了
的
是

否
就
是
他
們
認
識
的
耶
穌
但
復
活
了
的
那
位
消
除
了

祂
們
所
有
的
疑
惑

(
谷
M
U
|

H

路
叫
的
卸
缸
Hl
u

若
仰
自
|
祖
訓
S
|

H

宗
l
s
)
根
接
一
豈
不
可
懷

疑
的
經
驗
事
實
他
們
才
發
出
信
仰
而
且
宣
告
那
被
猶

太
人
「
釘
死
的
耶
穌
」
就
是
復
活
的
主
基
督

(
宗
2

品
)
為
蒙
耶
穌
顯
現
的
雪
保
祿
也
是
如
此
歷
史
中
的

耶
穌
師
那
「
取
了
奴
僕
的
形
體
」

「
貶
抑
自
己
聽

命
至
死
」
的
耶
穌
就
是
他
以
信
仰
所
宣
嶺
的

「
主
」

(
斐
Z

S

|

U
)
耶
穌
的
來
門
徒
和
墨
史
們
也
和
保

祿
一
樣
都
宣
講
那
「被
釘
在
十
字
架

上
的
基
督
」
(格

前
1

自
)
因
此
信
仰
並
不
妨
礙
他
們
論
耶
穌
的
言
行

所
報
導
的
其
實
性
和
可
信
性
只
不
過
使
他
們
用
新
的

眼
光
來
觀
看
斟
酌
過
去
的
一
切
事
實
且
把
耶
穌
言
行

判
救
服
世
人
所
有
的
關
係
更
顯
明
出
來
罷
了
根
鋒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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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的
看
法
他
們
不
多
注
意
詳
記
事
蹟
發
生
的
細
節
及

次
序
因
為
他
們
的
目
的
並
不
在
此
為
此
關
於
記
述
的

細
節
和
歷
史
的
次
序
聖
經
批
判
學
者
有
研
究
的
自
由

(
參
閱
羅
馬
宗
座
聖
經
委
員
會
一
九
六
四
年
四
月
二

十
一
日
「
關
於
繭
音
的
歷
史
性
」
的
訓
令
並
參
見
「
耶

穌
童
年
史
」
條
)

們M

館
經
一
一
福
音

從
第
二
世
紀
起
有
不
少
的
證
件
證
明
教
會
只
承

認
上
述
四
一
福
音
為
正
經
教
會
的
決
定
顯
然
是
需
要
的

因
為
從
第
二
世
紀
中
葉
起
逐
漸
有
些
一
其
他
論
及
耶
穌

生
平
的
著
作
出
現
這
些
大
半
甩
開
托
假
名
而
寫
的
書
雖

然
以
「
福
音
」
為
名
但
總
沒
有
為
教
會
收
入
聖
經
書

目
內
教
會
只
視
之
為
「
僑
經
」

偽
經
一
幅
音
中
一
部
份
屬
於
熱
誠
猶
太
基
督
徒
編

的
一
種
民
間
文
學
作
者
的
目
的
在
於
補
充
福
音
內
有

關
耶
穌
生
平
所
缺
的
部
份
為
此
作
者
以
想
像
力
編
造

了
一
些
故
事
另
一
大
部
份
則
出
於
隨
從
諾
斯
士
派
或

「
幻
影
說
」
的
信
徒
所
為
目
的
在
於
傅
佈
這
兩
種
異

.
端(
參
見
「
諾
斯
士
」
和

「
幻
影
說
」
)。

直
到
中
世
紀
為
止
在
教
會
內
有
一
部
很
著
名

的

為
經
一
福
音
郎
「
雅
各
伯
原
始
一
幅
音
」
或
名「
瑪
利
亞

誕
生
」
稱
之
為
「原
始
福
音
」因
為
書
內
講
論
的
是
耶

穌
傳
福
音
以
前
的
事
另
外
也
講
述
聖
母
的
事
此
書
大

約
著
於
二
世
紀
中
葉
同
時
出
現
的
有
「
伯
多
祿
福
音
」

此
書
特
意
為
證
明
耶
穌
復
活
的
事
實
所
以
虛
構
了
許

多
奇
異
的
故
事
二
世
紀
的
一
些
一
敬
父
們
也
提
及
一
部

稱
作
「
希
伯
來
人
福
音
」
或
「
納
西
肋
人
爾
吉
」
也

許
跟
瑪
唱
團
原
來
寫
的
阿
刺
美
艾
爾
音
有
關
至
於
其
他

論
及
耶
穌
的
童
年
央
苦
遜
及
復
活
論
及
學
母
和
聖
若

瑟
的
俄
造
福
音
因
為
無
甚
價
值
昕
以
此
處
從
客
總
之

所
有
傌
經
一
個
音
為
後
世
留
下
一
大
好
貢
獻
即
有
助
於

承
認
並
證
明
正
經
四
福
音
的

可
靠
性

見
寫
實
一
耐
音
瑪
爾
谷
一
幅
音
路
加
一
臟

1日
若
望
一
福
音

對
觀
一
騙
音
一
福
音
合
編
福
音
對
照
表
未
錄
主
言
僑
經
宣

道
(
翟
)

的
輔
音
合
編
(
U
E
g
i
s
)

是
指
一
。
本

書
而
言
這

本
書
的
構
造
是
以
四
一
福
音
的
敘
述
無
重
復
地
無
遺
漏

地
按
著
時
間
先
後
的
次
第
將
耶
穌
的
言
行
合
編
而
成

它
的
作
者
是

蚓
劑
蚓
甜
(
斗
E
E
E
)
若
作
的
時
代

約
在
公
元
一
七
0
年
前
後
實
際
上
就
是
四
一
幅
立
目
的
合

併
這
種
寫
作
的
方
式
在
教
會

內
甚
受
人
歡
迎
古
今
亦

然
惟
其
名
稱
不
同
現
在
的
這
類
著
作
多
被
稱
為

「
福

音
和
諧
」
(
Z
R
E
S
-心
開
S
D
m
o
-
-
2
)

「
福
音
合

璧
」
(
的
g
g

且
品
開
〈
呂
間
。口
。E
B
)
或
「
繭
音
合

一
」
(
d
皂
白
E
H
E
T
B

間
旦
旦
旦
)

塔
齊
雅
諾
的
原
作
大
概
是
且
希
瞄
臘
文
寫
成
但
不

久
之
後
即
親
自
將
之
譯
為
敘
利
亞
文

(
註
塔
氏
生
於

釵
刺
亞
而
所
受
之
教
育
部
是
希
幽
化
的
教
育

)
他
的

「福
音
合
編

」會
苦
受
人
重
關
直
至
第
五
世
紀
敘
利

亞

教
會
所
讀
的
一
稿
音
幾
皆
以
此
為
按
至
第
五
世
紀
才
被

培
熹
托

(
可B
E

帥
"
。
)
譯
本
勝
過
可
惜它的
希
股
原
本



之

t
H
L
A門
心
』r
A
泛
征
品
已
尖
叫
陳
口
、
在A

九
三
三
年
吼
叫

力
役
，
以
叮f

溢
的
比
扣
押
州
路
姆
斯

-
O
E
E

開
丘
。
可2
)

l
l
1
ι
i
l

。

M
H
U叭
，
此
，
J

小
部
叮
唱
機
文
飛
往
向
公
一
九
五
七
午

，
人
特
札f
卜
、
瓜
分b
h
叩
H
A依
恢
路
氏
的
著
作
，
卅
一
句
內

?
》

3
3

、
‘
3

，
、
、
。

'

、
‘
〈

d
g
f

《
《
4
.

的
-H岫
叫
法
U
H
H
M
叭
叭
如
此
陷
得
推
品
的
一
禍1日
合
伍
兩
仍
然

。

，

從
後
人
叫
心
地
是
登
山
川
來
為
作
一
這
部
工
作
學
者
們
利

。

1
，
-
t
i
t
-
-

用
r

一
支
吋
泌
的
資
抖
其
中
絞
主
要
若
是
它
弗
稜

(
M
W可7
2
2
)
依
撥
一
隔
音
合
喵
的
註
解
其
次
，
有
它
的

I
l
l
-
-
-
l

，

I
l
i
-
-
0

。

同
刺
伯
文
的
全
部
譯
文

及
波
折
譯
文
此
後
者
出
肝
、
第

卡
三
世
紀
在
商
方
亦
發
現
f

幾
均
比
重
要
的
譯
本
如
勻
的

i
1
l
l
l
自
。

l
l
』
1
4
1

耳
達

百
戶
戶
戶
已
臼
)

咀
弗
拉
以
占
付
一J
之
仙
，
成
挂
有i
何
繭
文

i
l
1
』
I
l
-
-
o
t
i
2
P
I
t
e

《
'
，

及
雨
時
品
市
、
$
大
利
之
譯
本
也
比
一
一
的
研
吃
一
，
但

t
n合
制
都

是
十
分
是
泣
的
丈

M
W蛇
肉
λ
此
之
濁
的
陶
係
E
Z
d
f叫

壇
內
卡
站
得
划
指
?
心
的
結
川KA
W仰H
烏
拉
←
扎
扎
很
術
位

。

的
川
川
且
只
比
往
從
拉

F
K屯
「
-
M
T
H
A
口
%
」A叫
占
至
今
叩
主
人
們
的
重

，
問
已
叫
的
述
亡
屯
人
們
受
-
闊
的
原J
u
f小
外
川
是
它
給
那

他
已
莉
久
敘
荷
汶
污
年
令
仆
r
J刊
訂
位
研
充
A

穌
生
平
的

人
4

為
句
祝
活
的
觀
念
之
仟
采
忱
的
且
可
兩
叫
這
一
巾
F
K有
其

利
亦
必
何
其
憔
悴
州
州
花
必
「
一
嗎ι
H八
日
%
」
的
編
緝
削
價

口
吻
乏
主
校
門ρ心
主
m
M川
敞
的
交
侃
而
非

H
d
合
征d
W
M凡
此

間
唸
史
次
咐
圳
股
凡
將Mm
咐
，
目
的
獨h
H特
叫
消
除
弘
加
拉

。

，

滅
“
可
恰
是
以
此
叫
什
門
川
崎
峙
凶
手
卡
"
分
發
川
、
退
叫
他

A門
揣

一
耘
的
川
糾
糾

。
υ

-

I
l
l
-
-
-

m
一

次
州
天
主
教
凹
劇
外
方
你
教
會
令
上
凹
制

一
百
戶
侈
品
二7
、
人
會
於
十
七
世
紀
末
菜
巾
板
一
部
「
四

2233-2238 十四舟

史
故
偏
耶
穌
基
利
斯
管
兩
河
之
串
門
精
」
父
段
本
世
紀

初
在
北
京
出
吸
f

「
四
由
入
來
」
如
頁
惚
中
扣
烈
附
內
流

傳
叫
隨
從
且
份
叫
做
皮
再
版
(
牌
)

泊
-
n
m主
3
M
M才
回
扣
「C
S
勻
。
-訊
、
♂
、
口
。
可

Z

J

n
而
m
t這
E

叫
主
講
僥
/
切
苦
。
可E
T
E

m
巴
2

」

的
，
二
兩1日
論
也
情
內
容
品
-
t
A
a
λ
f
叫
從
此
很
類

似
比
較
山
谷
刊
的
一
併
參
閱JM
d
此
稱
為
「
對
觀
一
禍
音
」

為
H
到
必
研
究
前
三
一
福
音
彼
此
間
的
真
伺
並
使
迎
各
有

一
日
，J
法
之
便
在
十
九
世
紀
閱
始
以
三
縱
判
側
一
把
這

三
部
福
音
併
印
在
一
起
遂
稱
這
一
福
音
相
對
合
印
的R
d

r
m福
音
吋
闖
關
(
切
可
口
。
Y
E

)

而
U
M
U川
崎
的
一
渴
血
日
對
親
太
都
以
一
部
福
音
(
或

鳴
也
J
K
U泌
的
的
)
作
喀
木
而
將
其
他
兩
部
按
照
品
經
本

的
次
序
排
列
並
且
插
入
第
四
部
一
稿
古
的
品
收
不
過
如

此
以
來
就
不
容
易
志
立
刻
其
他
一
瞄
立
目
敘
事
的
次
序
為

此
最
新
也
版
的
阿
拉

(
H
P
K
E已
)
「
一
福
音
吋
觀
」

加
以
放
進
就
是
把
每
部
福
音
按
其
次
自
伸
到
川
山
這
次
打
吋

設
祖
刀
進
印
咐
與
此
段
有
類
似
鞠
係
的
其
他
福
音
段
這

(
程
)

U
H
-
n
m
L
w
h
1
3

、
早
已
。
J-
8
)

。

J
謂
「
尤
仰
的
」

n
詠
m
T示
M
F
r
p
/
\

|
|

2
4
l

'

、
「
明
屯
的
」
H
E紛
裕

物
教
命
的
一
位
女
教

h
A林
格
勒
足
他
妹

，

心
的
海
且
也
聖

保
收
以
降
重
的
方
式
叫
快
仙
也
造
喝
托
羅
馬
的
教
友
要

盡
心
照
顧
的
此
尊
敬
她(
釋
的
主

2
)
由

此
可
見
其
地

位
之
重
要
及
保
除
封
她
的
關
心
她
是
一
位
女
執
事
亦

是
全
部
制
則
上
惟
一
有
比
榮
銜
的
女
教
丸
她
親
將
制

樣
的
結
位
帶
往
將
馬
關
於
她
的
生
平
找
們
知
道
位
少

(
此
口
可
)

指
→口
問
b
t
恥
m
E
L
「
可i
d
-
-
i
J-

n間
架
內
托

拉
耶
到

7
G
m
T主
』
f
i
p
-
-
F
E
U」

'
，

-

4

-
1

，
、

人

h
v
H
H
E
裕

林
Q
U
M峭
的
教
灰
的
刊
同
昕
特
法
納
和
阿
哈
依
科
到
U
M弗

斯
去
拜
訪
保
的
怖
斯
特
法
納
原
為
裕
城
最
先
接
受
一
借
此
日

而
由
保
祿
為
之
u
m忱
的
話
灰
(
絡
前
的
呵
呵
)
兩
突

納
托
大
約
是
斯
特
法
納
家
中
的
一
門
員
可
能
是
斯
氏
家

中
的

ι
人
為
此
也
并
向
新
氏
一
向
自
保
樣
付
洗
而
成

為
仿
友
拔
一
兩
突
納
多
乃
住
了
謂
有
「
季
運
者
」
之
意

(
義

)

“
主
何
也
可
「S
H
E
J

m
血
管
而
川Y
/
ω
T
E
H
E
之

叫
別
往
會
那
口
比
\
(UY
是
g
y
z
m
J

喝
玉
的

(
默
幻

n
d
耶
1
]
/
的
7
叫苦
。
可
\

-

-

Z

、
刊
)
的
一
瑰
寶

石
里
，
除
緣
微
灰
色
是
天
上
恥
的
做
冷
的
情L
l
座
墓
石

(
刷
品幻
叩
)

U
U技
石
(
持

)

到
間
可
乳
交
「
∞
長
/

翼
地
之
有
網
被
大
概
是

n
G
呵
呵
4
那

/
ω
E
E
E
\

在
細
則
帝
閥
時
化
所
有

t刊
亦
非
太
地
趴
在
明
而
是
向
中
閥
輸
入
卡
車
間
的
綱
純
是

很
忱
的
事
口
正
在
阿
利
伯
人
仙
似
單
地
之
後
才
布
的
是

以
內
約
布
拉
一
地h
n譯
作
「
繃
級
」
與
喂
食
不
符

(
見

別
的
M
l
n

文
8

臼
綴
H
N
n
)所
指
可
能
性
係
擎
間
也

細
緻
的
布
匹
而
已
惟
一
真
正
提

到
綱
領
的
地
方
是
默

的
臼
此
處
作
者
哀
弔
荒
淫
的
巴
比
倫
域

(即
綠
馬
城
)

見
學
艸



-
的
懲
罰
及
毀
滅
再
沒
有
人
來
買
她
的
絢
緻

(
韓
)

胸
-
w
-
b
p

苟
1
\
G
R
E
F
-

名
R
J
本
是
一
種
呈
現

1
.

也
要
苟
列

X
「
f
m
B
R
凶
且

ω

、

;
E

S
J
E
J

三
，

σ

、
綠
色
的
喇
叭
石
但

是
兩
為
考
古
學
者
往
單
地
，
很
少
發
現
訂
這
種
質
石
出

土
是
以
要
經
上
一
所
說
的
弱
翠
是
否
就
是
科
學
街
道
間
指

的
街
翠
不
挖
確
定
大
司
發
胸
牌
上
第
一
行
的
第
三
塊

寶
石
是
弱
翠
(
出
必

口
)
提
洛
王
子
游
佈
質
石
的
服

飾
上
也
有
若
翠

(
則
必
問
)
天
上
耶
京
的
第
四
座
墓

石
是
以
務
翠
作
成

(
默
創
刊
亦
見
默

4
3
)

見
寶
石

(
韓

)

“
暉
，
平
明
白
「FE
R
-
F
E
D

間

J
身
體
及
同
肢
披

n
a
員
即
出

-
F
F
E
R
E
-
E
E
\

2
f

d

t
i

'

，

r
r

、
行
音
樂
或
歌
唱

的
節
衣
、
而
使
勁
稱
之
為
舞
蹈
希
伯
來
文
以
不
同
的
詢

旬
來
指
示
瓜
型
不
同
的
舞
蹈
在
學
經
上
所
提
及
的
舞

蹈
大
多
是
間
龍
舞
蹈
而
很
少
紅
個
人
跳
舞
的
例
子

(
民
的
E
U

三
松
汶
馬
M
6

谷
6

位
撒
經
默
的
個
人

特
持
非
晶
於
山
廠

)
背
過
參
切
舞
蹈
的
人
多
是
青
年

女
F

(
宗
U
H

幻
剖
耶
剖
4

臼
)
或
婦
女

(
山
臼

叩
派
上
的
6
)
男
子
的
舞
蹈
則
很
少
見
遠
味
在
約
價

前
幌
r的
就
付
口
中
的
起
人
們
的
驚
愕
及
異
議
(
假
下
6
S

H
M
)
門U
K
泊
如
其
他
各
占
東
方
民
航
是
很
占
鬥
傲
然

鼠
的
一
坦
-
q
可
抗
泛
地
兇
於
u以
及
的
已
改
玄
妙

F
?上

司

4
3
d
t
v
~
、

γ
、

7
1
1
ι
1
2
H
U

汁
，
'
，

O
U
M
A
L
W
F
F
﹒
門戶
，

叫
句
句
，-
1
1

i

凶
，
。
‘

』

帶
z
上
的
認
V叫
“
市
州
，
內
川
M
J
叫
你
尉
，
正
，
小
教
給

K
Y
L
U
字
主
內
心
-
叫
正
好
的
食
生

(
依
5
u

f
訂

4

汀
，

‘，

S
J
n

川
夸
夸
肉
，

.
-
1
ι
i
p
h

江
、
、
1

一
反
U
M
旭

A

峙，

6

缸
，

5
3

、
立
軒

t
r
川
-
I
v
b
r

時

J
f
f

l

z
H
L
l

十四舟2239-2243 

谷
6

臼
)
使
收
割
(
民
9

盯
依
H
m
u
)虔
誠
事
勝
利

(
撒
上
的

e
m
u
等
)
或
者
向
民
幸
親
人
的
無
志
歸
來

重
逢
等
(
路
的
自
)
宗
教
總
儀
舞
蹈
亦
見
於
其
他
民

族
中
(
列
上

m
n
H
)
在
以
民
關
有
時
是
一
種
「
出

艸
說
妙
語
」
的
準
備
步
驟

(
撒
上
ω
s
u

撇
下
6

間
)
。
它
被
用
為
附
上
主
品
敬
的

(圳
的s
m
斗
R
A
B
-


殿
中
的
禮
儀

(
詠
甜
甜
)
耶
穌
也
位
及
孩
童
們
的
舞

蹈

(
的m
7

自
)
但
在
以
民
間
有
時
部
也
朗
在
邪
一
腳
的

敬
聽
上
(
見
出
M
M
H
)

(
韓

)

-
E
t

扭
動
、E
V
-
-「
恥h
r
L
r
u
r
/
\
開
-
o
n片/

叫
一
對
搞
民
主
朔
的
。5
-
R
Z
)

侃
了
通
行
本
誤
將
這
一
祠
譯
為
問
何
人
名
「
厄

肋
在
塔
」
實
際
上
右
望
在
此
以
名
符
其
質
的
長
老
白

居
寫
信
給

「
蒙
選
的
主
母
和
她
的
子
女
」

(
毛
二
1

節

)
「
主
母
」

-
A
泄
不
是
指
一
位
太
太
卜
肌
肉
叫
“

是
指
小
草
制
凶
的
一
個
教
合

(
H
h二
凹
的
)
(
韓
)

的M
E
X
V「
。
E
E
J

植
物
名
稿
百
合
科
凡
於
戶
口

口
主
k
v
f
E
E
E

」
﹒

-
-

2

二
月
，

、

5

向
其
他
的
埃
及
產
品
如
胡

瓜
西
瓜
蓋
萊
和
惹
相
連
在
一
起
赫
格
多
托

(
閏
月
且
，

。
"
5
)!

丸
色
山
林
尼(
E
E
E

呈
忌
。
『
)輝
的
兩
切
用
紅

(
kp
﹒
旦
旦

n
o
E
D
E
)等作
品
說
上
古
時
埃
凡
此
人
以

悍
的
食
並
且
在
州
站
立
刻
放
布
斯
金
字
塔

(
3
2
2
萃

的
冒
。
可ω
)時
工
人
洗
得
日
食
背
中
也
分
配
←
的
-
一
扒
拉
抖

抖
的
(
目
。
E
H
H
E
)持
久
必
為
"
的
發
憑
良
州
州
太
人

則
，
λ
比
之H
也
以
絨
份
們
的
發
惡
臭
的
你
們
太
人

(
一
遍
)

的
帕
拉H
K
成
尸
「
O
J

是
一
種
蘆
草
圓
圓
植
物
多

Z
H
司
H
E

可
戶
"
!
"
咕
了
5
-

i

2
1
:
1
-
/

、

生
長
於
沼
澤
地
帶
(
依

.
〈
'
，
。

i
l
-
-
l
l

站
7

約
8

日
)
在
中
東
地
反
放
尼
牌
和
河
下游
的
三
角

。

'

，
‘
‘
.

洲
地
帶
出
犀
最
多
共
最
版
泛
的
用
途
可
作
舟
給
(
依

的
2
)
僅
鼓
(
山
仙2
3
)
肌
以
其
他
手
少
的
家
常
用
具

但
它
最
大
的
民
獻
划
是
代
給
交
房
間
吹
之
一
的
紙
張

。

故
亦
名
級
平
址
(
紋
門
叫
叫
紙
刊
←
紙
曾
有
一
時
大
旦
地
被

轍
往
細
則
及
其
他
地
問
叫
凹
的
它
性
質
堅
也
赦
在
保
存

。

1
1
'
，
I
t
-
-

耐
用
方
面
竟
勝
過
普
通
的
級
張
格
外
在
埃
及
的
沙
叫
做

呢
條
地
阪
曾
有
大
泣
的
紙
水
紙
之
件
被
保
存
於
地
下

而
只
近
代
學
有
發
掘
研
究
其
不
兩
類
現
攻
不
同
內
容

的
文
件
竟
達
七
肉
件
之
多
有
的
竟
是
公
元
前
三
千
年

。

、

、
、

叫
別
的
的
口m
彼
此
其
對
沁
人
闊
的
文
化
叫
做
史
法
律
政
治

純
濟
宗
教
等
亢
熱
情
扎
在
是
件
大
可
蝦
的

-
，

很
力
級
的
忱
的
范
泛
將
加
拉
的
反
M
W打
碎
小
心
地

將
以
伸
長
的
纖
綠
柄
山
川
均
勻
地
做
照
所
向
婪
的
長
度

及
制
皮
平
時
制
在
地
上
作
為
絞
上
你
以
帥
"
被
再
取
同
等

峙
叭
叭
的
芯
片
早
纖
維
怯
締
在
傅
有
膠
液
的
償
經
纖
維
上

作
為
給
帆
此
加
以
研
阻
力
瞬
乾
俺
就
成
為
訊
時
吹
貴
的

2

, 

你t
b
s
小
「
常z
n
1日時
只
用
一
前
輩
且
是
順
纖
維
之
行
莖

而
a
U
J似
少
兩
品
都
烏
有
它
的
裝
訂
方
法
有
兩
符
其


H正
在
級
小
紋
的
一
端
加
上
木
H
m將
已
六
寫
好
的
文
件

給
起
札
稱
之
指
抄
也
其
長
皮
可
的
利
州
附
剖
之
一

、

完
全

抄
錄
肝
、
共
上
其
二
是
作
為
的
以
終
快
加
以
裝
汀
研
成

叭
叭
木
的
方
式
稱
之
謂
抄
本

很
叫
什
十
級
有
閥
割
訓
部
份
的
抄
卷
成
妙
本
以
沾
滿

Y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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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
的
文
件
住
多
且
雌
雄
此
處
無
法
益
述
已
有
不
少
專
題

岔
路
悶
恢
改
者
可
血
會
主4

本
辭
典
的
「
學
絕
妙
卷
」
條

以
視
其
被
概

見
聖
經
抄
卷

(韓
)

學
昆
麻(
m訂
戶
)

“
事
司
已
比
?

"
句
。
二
是
一
種
半
透
明
的
喘
口
石
質

望
美

一
一

一
/
H
E

T
C

潤
滑
堅
風
色
揮
各
見
斟
斟

上
兩
次
提
到
它
即
大
司
祭
胸
牌

上
的
蒼
玉

(
出

m
m

叩
呵
呵)
和
天
上
耶
京
城
牆
的
第
一
座
墓
石
的
蒼
玉

(
默
創
刊

)
關
肝
、
它
的
色
澤
學
者
們
的
意
見
各
有
出

入
故
此
亦
見
於
不
同
的
譯
本
之
上
鼎
鼎
白
紅
綠
藍
青
粉

紅
色
等
都
有
里
的
譯
本
以
之
烏
茲
色
的
淡
奇
色

(
韓

)

“
主
主
睛
也
「
咱
哥

J
雖
然
聖
地
的
蒼
蠅
自
古
至

z
1
1

而
那
/
呈
5

口

E
A
可
眼
繁
多
又
版
札
使
人
獸

不
得
安
寧
但
奇
怪
的
是
這
種
討
厭
的
小
動
物
只
兩
次

出
現
於
聖
經
之
上
第
一
次
是
依
撒
意
亞
先
知
以
叢
生

於
尼
羅
河
邊
的
蒼
蠅
來
暗
示
埃
及
人
的
眾
多

「
上
主

要
喚
來
埃
及
大
河
益
頭
的
蠅
」

(
依
7
M
)
第
二
次

則
見
於
訓
導
篇
的
一
旬
格
言
上
以
喃
喃
昏
您
為
害
之
深

而
且
重
猶
如
「
一
個
死
蒼
蠅
能
敗
壞
製
香
育
者
的
一

碗
香
膏
」

(
訓
ω
1
)

-

其
次
厄
刻
龍
的
科
名
叫

「
巴
耳
則
步
布
」
(
列

川
一
下1
2
|
6
)
按
字
源
學
有
「
蒼
蠅
王
」
之
意
此
名
在

吉
斯
約
上
歡
度
出
現
(
見
谷
3
n

瑪
"
目
等
)
(
韓
)

見
聖
經
中
的
植
物

十且可)11

都
主
主
隘
是
「
F

Hn
g

J
V倉
鷹
俗
稱
老
鷹
與
楚
辭

必
二
，
J
F
A
'

〉
n
n

』
阻止"。
之

列
闊
的
「
蒼
鳥
」
臥
在

肋
H
H

和
制
M
H

被
列
為
不
潔
之
為
制m
H
H則
記
述

它
在
時
期
一
到
使
展
翅
振
翼
而
飛
還
南
方
創
造
物
主

給
它
指
定
的
地
方
飛
禽
學
家
更
細
閥
該
鳥
是
昆
兀
鷹

(
。
這
R

Z

ω

F
『
Z
H
E
)

「
其
頭
頭
有
羽
毛
形
似

鶯
鼻
孔
被
長
剛
毛
嘴
下
亦
垂
有
總
狀
之
剛
毛
體
長
約

三
尺
半
饑
時
則
攻
擊
他
動
物
嗜
腐
肉
及
骨
也
捕
得
之

物
常
跌
至
高
空
使
墜
斃
而
食
之
其
食
龜
之
法
亦
如
此

碎
其
硬
甲
」
(
商
務
出
版
動
物
大
辭
典

刊
頁

)(
雷

)

ω蓋
法
(
mu一持
ω

)人
恬
咕
嚕
石」
(
?
)

:
:
﹒

-
'

"

心
、
係
阿
刺
美
文
是
大
司
祭

若
瑟
的
別
名
羅
馬
總
督
格
辣
托
委
任
他
為
猶
太
人
的

大
司
祭
後
來
被
威
特
里
約
(
3
"。口
告
ω
)
總
督
革
職
任

大
司
祭
凡
十
八
年
(
公
元
一
八
i

三
一
六)
以
對
羅
馬

人
奴
顏
艸
膝
諂
媚
奉
承
為
著

在
他
任
大
司
祭
時
若
的
開
開
始
其
傳
教
生
活
(
路

3
2

)
固
定
亞
納
斯
的
女
婿
(
右
的
H

等
)
故
此
二
人

常
相
提
並
論

(路
3
1

宗
4

.

)是
他
提
議
一
人

(
耶

穌
)
當
為
百
姓
而
死

(
若
U
M
U

)
巴
斯
卦
瞻
禮
之

前
司
祭
及
經
師
們
在
他
家
中
聚
會
為
找
一
個
謀
害
耶

穌
的
理
由
如
害
怕
百
姓
暴
動

(
瑪
必
3

谷
M
Z
2
路

n
z
)
猶
達
斯
的
不
義
正
好
助
成
其
事
逮
捕
耶
穌
之

後
蓋
法
先
審
問
他
妄
告
他

並
捏
造
假
見
證
終
以
耶
穌

說
褻
潰
的
一話
為
詞
而
宣
判
耶
穌
該
死
並
撕
破
自
己
的

衣
服
假
表
忿
恨

(
瑪
鈞
盯
|

曰

谷
U
H
M|

“
)
後
來

伯
多
驗
及
若
望
亦
曾
在
他
面
前
受
審

(
宗
4

6

)
但

此
時
他
已
被
革
職

(
韓
)

。
主
司
b
h
h
且
「
。
芯
片
。
門
口
/
是
由
岩
石
鑿
成
的

n
主
E

」
利
品
行
/
C
E
S

」

i

-
-
1

、

‘
4

，

"
\

一
種
石
坑
(
申
6

u

編
下
必
M

厄
下
9

自
)
內
塗
以
灰
泥
使
之
光
滑
其

狀
似
梨
下
邊
潤
大
而
坑

口

細
小
以
作
雨
季
中
收
集
房

頂
涼
台
及
街
邊
雨
水
之
用
儲
蓄
起
來
備
整
年
之
福
份

積
多
時
及
混
濁
不
清
的
池
水
不
太
受
人
重
關

(
耶
2

3
右
4
u

等
)
但
它
詞
是
和
平
幸
福
的
象
徵

(
列
下

的
U

亦
見
於
默
沙
碑
文
第
二
十
四
二
十
五
行

)
蓄
水

池
口
以
石
頭
蓋
住
蓄
水
池
的
主
人
若
忽
客
蓋
住
池
口

如
發
生
意
外
斷
地
由
他
寅
貴
(
出

幻
臼
剖
路
M
5

)
為

了
報
役
，
何
時
將
所
恨
的
人
活
生
生
地
投
入
蓄
水
池

中

(
創
h
U
M耶
到
e

l

H
)
被
殺
之
人
的
屍
首
有
時
亦

被
投
入
蓄
水
池
中
(
恥
叫“啊
，
)

。

(
韓

)

到
P
W
呵
呵
厝
「
門
ug
g

E
O

J

n
制
蚓
-
h
m
A
7
/
【UH
E

。
全
戶
口ω
」

缸
，
民H
R呼
汁
「
p
r
o
m

J
是
一
一
種
以
細
麵
作
成
的

2
.
討
起
件
，
學
查
，
勻
，

E
T

、
'，
3
.
2

、

2

，

-
I
I

J

h
h
a
r
f
E

、
食
品
在
以
民
的
宗
教
祭

禮
上
佔
有
非
常
重
要
的
地
位

(
見
出
必
2

自
戶
6

間
，

凹
的
目
肋
2
4

7

臼
等
)
也
是
慰
問
病
人
時
的
禮
品

(
撒
下
H
e
|

刊
)
彼
此
可
能
是
相
似
糕
點
或
餅
乾

之
類
的
甜
口
問
但
是
聖
經
原
文上
以
數
個
不
間
的
詞
旬

來
指
示
它
所
以
很
難
斷
定

它
確
以
何
種
原
料
諷
製
而

成
曠
野
中
的
「
瑪
納
」
則
謂
是
一
種
類
似
以

蜜
所
論

見
聖
經
中
的
動
物



-
制
罰
的
餅
或
稱
「
蜜
餅
」

(
山
山H
m
缸
)至
於
昕
奉
獻
與

iE

. 

仙
一
上
主
的
無
醉
餅
則
似
于
這
無
任
何
崎
劑
口
間
的
海
通
平

.
.

民
所
吃
食
的
餅
(
見
圳
9
S
M

制
下6
u

則
上
M
3

η
口
)怕

得
提
交
的
足
以
民
姊
玄
隨
從
容
納
1
人
的
習

俗
做
將
這
問
他
餅
獻
於
主
管
著
殖
的
女
神
↓
「
天
后
」

這
是
一
種
邪
神
的
敬
禮
故
此
受
到
先
知
們
的
級
版
的

立
斥
(
叭
叭3
1

的
7
口
料
口
l
H
M
甘
甜
)。

見
天
后
依
市
塔
爾
阿
市
托
勒
特
(
韓
)

也
L
m叩
件
事
「
S
E
R
J
m
干
一
經
上
只
提
及
了
這
種
勁

n
b
?
m
m
/
〉
『
g
g
\

物
昕
織
的
網
(
山
間

m
n
s制

8
H

幻
u
等
)
以
示
惡
人
不
准
設
您
的
前
途
或
為
表

示
世
物
的
虛
幻
及
無
用
而
此
種
動
物
可
能
就
是
普
通

到
處
常
見
的
家
蜘
蛛
或
者
是
出
生
於
熱
帶
的
笠
蜘
蛛

(
C
S
Z
E
呵
。
可2
)
(

韓

)

3
q
h
v
駐
匈
\
斗
。

r
D。
若
/

戒
閥
割
闡
明
{
)

見
統
曲
巾
的

n
三
一
一
司副HE
/
白
。
開
口
。
2

月
三

u
m身
□
首
H肉
牛T
百
H竺
〈
。
若

J
「
警
願
」
或
「
許

訟
中
罣E
蛇
昆
主
R
恆
心
/
〈
。
"
5
\

廟
」
是
闡
明
於
各

宗
教
的
一
種
心
理
現
象
它
的
這
種
普
通
性
按
辭
海
解

釋
為
「
許
願
謂
祈
一
漏
於
神
許
獲
驗
後
以
物
報
祭
謂
之

許
願
」
依
照
墅
的
忱
的
概
念
「
客
頗
」
或
「
許
願
」
是

「
心
甘
悄
願
許
給
天
主
要
行
一
件
法
律
以
外
可
能
而

且
更
優
良
的
善
功
」
「
誓
願
」
通
常
是
在
囚
縫
中
產

生
的
與
祈
禱
也
且
每
月
許
諾
等
類
的
行
為
常
密
切
相
連
在

中
闊
技
史
乘
常
見
君
王
宣
誓
許
願
佛
教
徒
特
別
是
淨

十凶五t2252-2254 

土
宗
的
仿
徒
才
發
閥

-
H
U
d
亦
非
常
重
觀

[
叮

U
M峭
的
叫
別

。
約
式
作
關
仙
冊
圳
人
州
去
天
主
俯
允
所
求
便
應

質
行
所
n
k
l的
作
願
以
叫
做
答
天
主
的
恩
賜
不
論
是
一

叫
他
特
別
的
傲
的
必
叫
起
必
築
一
雌
祭
迫
或
是
J
F
獻
什
一

之
趴
蚓
創
側
的
吹
頗
即
是
一
個
符
名
的
例
，
于
(
削
泌

的
r

自
)
「
朽
是
天
主
與
政
向
在
在
政
所
定
的
路
上

誰
仿
抗

﹒
﹒
上E

頂
在
川
的
叫
-
誠
的
天
主
我
立
作
石
性
的

這
塊
石
頭
必
要
拔
為
天
主
的
往
所
凡
你
賜
與
我
的
我

必
給
你
奉
獻
卡
分
之
一
」
共
他
如
依
弗
大
(
民

日
卸

缸
)
亞
納
(
搬
上

1
u
)

則
具
沙
隆
(
撤
下

的
7

臼
)
制
制
的
結
伴
(
納I
H
)
所
致
的
需
願

在
宗
幻
n
l

詞
所
-
忠
心
的
四
個
猶
太
人
都
有
願

在
身
太
概
是
指
「
納
齊
爾
願
」

(
見
戶
6
2

l
n

)

@
熱
誠
雪
願
即
完
全
山
山
於
一
片
熱
誠
的
心
所
發

的
風
切
割
喇
(
山m
z
1
5
)
.
「
會
立
過
客
雪
山
向
蚓

創
制
的
全
能
者
許
過
願
我
決
不
進
入
致
家
中
的
帳
校

也
不
登
上
致
的
制
臥
的
林
沿•.. 

直
到
我
給
上
主
尋
找
一

個
處
所
給
雅
各
怕
的
全
能
者
將
居
地
覓
妥
」
聖
保
祿

拔
到
的
問
昕
潑
的
廠
也
是
這
一
類
的
更
仔
細
地
說
就

是
「
納
齊
爾
廠
」
(
戶

6
2

，
l

n
)

@
榮
食
作
間
叫
這
叫
他
穿
廠
不
論
在
每
麼
宗
教
都
是

很
主
逸
的
在
聖
經
內
所
記
忱
的
有
也
M
J且肋
的
目
1

.

肛
門m
U
7船
上
M

臼
側
的n
淵
幻
缸
年

E

U
Z川
願
條
例

關
M
F、
這
問
題
米
市
納
何
一
回
旦
旦
自

長
篇
討
論

許
廠
的
條
例
在
此
我
們
只
提
又
想

趕
上
的
條
例

。
似
7
M

口
如
圳
市
、
卅
默
的
叫
咱
也
是
溢
願
祭
抖
肌
肉

願
祭
這
犧
牲
的
內
茲
在
洛
傲
的
那
一
天
成
第
二
天
吃

完
第
三
天
就
應
燒
掉

@
川
圳
扭
口
自
仙
獻
的
犧
也
不
論
是
抖
油
廠
或
山
山
於

向
關
部
腳
心
什
倒
是
完
美
無
缺
的
血
B
U
M扣
l
u

@
叫
幻
是
一
箭
關
於
府
願
和
什
一
之
物
的
附
錄

很
侃
得
心
和
川
心
的
是
立
法
話
命
令
以
民
如
用
手
、
實
在
不
能

償
還
所
持
的
願
隊
以
代
管
物
償
還
宮
殿
泣
不
能
廠
止

的
因
為
是
神
聖
的
行
為

@
如
果
所
許
的
空
廠
是
火
祭
全
婿
的
東
或
任
何
祭

航
如
公
羔
羊
公
綿
羔
公
山
羊
們
牛
位
公
壯
立
法
者
也
規

定
了
配
祭
即
多
少
「
厄
法
」
麵
和
多
少
「
辛
」
油
或

酒

(
戶
的
l

l

叮
)

@
禁
食
及
其
它
的
克
苦
苦
功
(
戶

鉤
3

l

u
)

也
是
很
普
遍
的
許
願
對
象

@
人
不
可
輕
率
地
發
願
可
是
一
叮
叮
叮
了
願
就
要
償

還
「
你
一
向
天
主
許
願
就
不
可
拖
延
償
還
因
為
他
不

喜
歡
人
怠
慢
你
許
了
願
就
應
遠
遠
不
許
願
好
過
許
而

不
還••. 
」
(
訓5
s
s

制
幻
m
M

、
)
。

'

@
許
廠
的
人
應
該
是
自
由
的
享
受
自
主
權
的
因

此
女
兒
的
顧
及
妻
子
的
風
父
親
和
丈
夫
都
能
夠
取
消

(
同
犯3

口
)
，
因
為
子
女
是
屬
於
父
親
橋
下
妻
子

屬
於
丈
夫
組
下
然
而
寡
婦
和
棄
婦
所
叮
叮
叮
惘
願
困
面
的
他

們
是
自
主
的
他
們
的
誓
願
仍
為
有
效
(
戶
狗
叫

)

@
欲
則m
u
s
s的
規
也
如
果
人
許
願
的
對
象
是



獻
祭
應
在
上
主
所
選
定
的
中
心
塾
昕
償
還

@
賣
淫
的
酬
金
不
能
常
作
客
願
的
獻
儀
(
刑
幻

有
他
一
一
許
願
人
在
還
願
之
日
上
到
學
殿
不
但
向
天

主
奉
獻
所
應
許
的
感
恩
祭
而
且
他
自
己
或
請
其
他
的

人
作
一
首
聖
詠
請
學
傲
的
歌
童
在
奉
獻
之
時
來
歌
頌

不
少
學
者
以
為
制訂叭
的
“m
u-
-
I
U
W

川2
3

l

u
都

是
倒
著
遠
勵
之
故
所
娟
的
會
詠

在
新
約
內
除
了

上
述
的
誓
願
外
該
學
教
會
的
公

論
甜
甜
母
所
立
的
志
向
等
於
守
貞
的
學
廠

(
路
I

H
)

見
「
納
齊
爾
」
蚓
叫
和
「
科
爾
班
」
童
貞(

雷

)

由
前
已
←E
「
困
戶
『
門

F
J

制
叫
到
婦
女
在
臨
盆
時

扭
去
-
U
F

三

/
Z
B
』Z
Z
ω

」
多
有
收
生
婆
從
旁
協
助

(
創
刊
泊
口
叩
油
站
出
1

臼
)
她
們
富
有
生
機
生
產
順
利

(
出

I
H
)
臨
鐘
的
痛
苦
多
次
被
用
作
強
敵
壓
戚
或

上
主
臼
子
到
來
(
則
下
m
w
a制
u
s
g
h
u
3晰
4
n

6
剖
刊
叫
e

等
)
或
凹
叫
制
充
軍
的
象
做(
料
4
9

一
個
新
生
命
的
誕
生
為
古
東
方
人
來
品
常
是
一

件
喜
慶
大
事
付
民
親
朋
莫
不
前
來
送
禮
致
封
(
制


H
)
這
很
相
似
中
國
鄉
間
的
習
俗
也
可
能
是
賢
士
朝

拜
耶
穌
的
註
閱

(
瑪
2
1

l

u
)
教
肝
、
生
日
的
反
祝

爪
，-
障
叫
陳
滑比間
提
及
兩
忱
(
法
沛
的
生口川側的
目
及

叫
一
黑
落
德
安
提
帕
的
生
日
瑪
M
e
谷
6

缸
)
但
考
古
學

于
者
已
確
切
證
賣
了
實
有
其
事
加
下
也
提
到
安

l
閱
制
刮

225弘一2258十四益

王
命
令
百
姓
在
每
年
他
的
生
日
那
天
應
參
與
祭
紀
可

見
聖
經
時
代
的
人
對
生
日
之
重
視
貨
可
謂
與
我
闋
的

大
擺
起
席
來
祝
萃
的
習
俗
大
同
小
異

(除
)

服
誘
惑
詩
詞
句
。
口
)

的
語
言
神
恩
(
叮
叮
叮
g

m
5

)

謠
言
神
恩
有
兩
種
一
種
是
廣
義
一
種
是
狹
義
二

者
皆
是
天
主
嘻
訓
的
神
恩

1

貨
品
的
指
言
神
思
是
天
主
學
神
使
人
講
一
一
種

以
前
不
會
講
的
「
外
方
i
的
」
(宗
2
4

|

U
)
或
「
新

語
言
」
(
谷
的
口
)
這

-
h凶
心
龍
的
主
要
對
象
在
於
譜

法
的
本
人
而
不
在
於
聽
講
品

的
人
因
為
這
些
聽
講
的

人
昕
諒
的
是
自
己
向
來
所
諧
的
或
自
然
所
明
瞭
的
話

不
過
在
五
旬
前
那
天
昕
發
生
的
奇
鼠
也
可
能
解
釋
為

天
士
t
m
r
u
艸
使
那
也
一
白
不
悶
地
民
而
來
的
猶
太
僑
民
都

能
聽
到
那
些
加
里
肋
亞
人
所
講
的
「
外
方
晶
」
因
而

都
卡
分
能
訝
地
品
「
這
是
什
麼
事
」

(
宗
2
u
)
這

段
事
的
似
的
氾
述
其
重
點
不
外
在
於
指
明
宗
徒
們
在
領

受
了
車
帥
的
神
恩
之
後
開
除
講
說
「
天
主
的
奇
事
」

(
均
不2

u
)
而
宣
講
者
與
聽
眾
之
間
再
毫
無
言
語
的

隔
關
人
們
不
分
言
語
種
族
在
天
主
學
帥
的
安
排
之
下

組
成
了
一
個
新
的
偉
大
的
甘
揖
督
徒
團
體
稱
之
謂
廣
義

的
語
言
恩
傀
因
為
這
些
活
是
真
正
的
人
類
語
言

2

狹
義
的
語
言
神
恩
則
與
前
者
正
相
反
這
種
語

見
試
探

言
神
恩
並
不
是
某
某
一
個
民
族
所
講
的
話
而
是
一
種

在
人
晴
值
得
天
主
學
帥
的
恩
寵
艸
魂
超
拔
之
後
所
發
生

的
一
種
斷
斷
續
續
不
成
語
調
不
能
為
普
通
人
所
瞭
解

幾
近
似
胡
言
亂
語
的
一
種
音
符
而
已
這
種
現
象
清
楚

地
見
於
格
前
臼
叩
M
2
l

g

宗
ω
“
M
M
e的
花
紋
中

而
這
些
音
響
只
有
那
些
獲
得
天
主
聖
艸
瞭
解
特
殊
語

言
的
人
才
可
以
明
瞭

(
格
前
M
刊
)
它
與
論
說
一
頓
一
一
一
面

的
思
路
是
迴
然
不
同
的
內
為
後
者
的
目
的
是
在
鈴
教

訓
建
樹
聽
眾
而
前
者
只
不
過
是
在
向
聽
來
證
明
天
主

恩
-
u腳
的
德
能
施
展
於
人
身
的
一
品
質
而
已

但
是
這
種
狹
義
的
謠
言
恩
寵
似
乎
在
過
去
及
現

在
仍
不
斷
發
生
於
一
些
由
非
茲
音
徒
或
延
督
徒
所
組

成
的
團
體
內

(
比
如
目
前
的
聖
州
同
時
八
百
(
M
V
n
p

言
，

g
ω
Z
E
)這
是
否
是
H
M正
的
語
言
棘
的
心
抑
你
是
一
種

本
性
心
理
及
神
經
受
刺
激
之
俊
而
設
恨
的
必
似
現
象

至
今
無
人
能
加
以
確
切
的
判
定
凶
至
今
持
這
方
面
的

研
究
仍
感
不
足
筆
者
則
不
以
它
為
一
A
d
坤

慰
問
只
注

一
種
心
理
反
應
這
積
推
測
也
可
自
聖
保
你
自
己
的
戶

上
得
到
一
盤
旁
證

(
見
裕
的
M
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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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
m赫
藍
(
2
2
)可
位
於
約
仿
做
何

一
=
H
Z

f
叫
就
是
現
在
的h
肋
為

『
(
〉
Z
B凶
)
地
方
在
法
肋
悶
得
之
北
迷
咪
付
徐
名
在

此
地
將
昀
訶
德
則
爾
及
他
的
剛
剛
聯
軍
打
敗
(
船
下

m
H

口
)
(

韓
)

的
#
炒
目
位
「
開
口
/
人
名
阮
忠
思
是
「
上
主
是
偉
大

泊
在
哪M
E
且
/
目
的
戶
之的
」
在
制
圳
喇
叭
的
耶
穌
族

譜
上
厄
里

(
坤
帕
里
)
是
瑪
塔
特
的
兒
子
是
耶
穌
的
妥

父
右
瑟
的
父
親

(
的
內3

目
)
但
在
瑪
1

間

划
說
「
雅

各
怕
生
若
瑟
」
關
於
此
一
問
題
請
見
「
耶
穌
瓜
督
的

族
譜
」
條

(
牌

)

組
跡
聳
立
。-
呂
京私
有

H
T
E
」
之

2

-
o
z
t

'

、
意
在
也
仗、
及時
他
的
兒
子

厄
里
雅
布
是
則
步
降
支
派
的
首
長

(
戶
1

9
2
7
7

H
m
u
)
(

韓

)

位
幸
吟
道d
q
f
、
\
E
O
E
ω
B
J人
名
忠
義
不
諱
兒
鈴
高

司
1
.
μ
v
h
v
t
t
-
F
Z
R
A
'

，
們
同

》
，
1
8
3

『

2
3

咒
1

月
三
口

d
E
E

、
劉
人
叫
樹
甜
的
放
譜
上

是
回
爬
山
，
平
的
第
二
個
兒
子
色
依
爾
的
孫
子(創
狗
血
)

色
依
爾
族
譜
上
的
人
名
大
都
是
指
吉
尼
東
地
區
屬
黎

人
不
同
的
家
族
而
一
一
昌

除
上
述
者
外
在
以
民
的
屆
政
時
期
另
有
兩
人
以

此
為
名@

是
整
個
東
方
法
埃
及
的
四
位
智
者
之
一
其
智

慧
僅
次
於
你
羅
漏

(
列
上
5
u

見
編
上
2
6
)
有
人

以
為
他
是
埃
及
人
但
端

上
2
6
則

謂
他
是
則
辣
黑
的

第
三
例
兒
，
于
喝
道
大
文
扳

十凶 )12259-2263 

@
肋
末
人
約
厄
耳
之
子
團
團
刻
哈
特
後
代
按
照
達

咪
關
必
仙
末
人
几
叫
喊
於

m
f般
的
組
織
他
同
阿
掀
i

反

厄
戶
口
h

是
歌
、
冰
闊
的
指
揮
者
(
一
騙上
6

凹
|
扭

叮
叮
凹

的
“
綜
下
5
u
)
生
，
有
十
四
子
及
三
女
(
編
上
討
‘

。

I
l
l
-
}
t
I
t
i

5

)
他
的
俊
代
在
希
則
克
雅
及
約
央
雅
閻
王
時
代
仍

3
、
已
。

操
原
菜

(
編
F

M
U
H沾
自
)
(

特

)

的
毒
炒
主
寸
「
Z
R
Y
-
E
E
H
。
J聖
位

上
多
次
提

n
主
恥
戒
心
Z
I
/
5
5
.
z
o
E
E
」
|
|

司

n
I

J

送
到
赫
特
人
但
是

因
過
去
的
聖
經
考
古
恨
不
什
閃
發
達
而
對
這
個
民
族
幾

一
照
所
知
內
最
近
一
仰
紀
以
來
考
古
學
大
放
光
明
給

f

我
們
不
少
新
的
划
的
州
解
決
f

不
少
聽
你
脫
去
上
的

疑
峰
使
伐
們
判
俊
紛
將
人
也
有
f

更
新
鮮
狄
更
正
確

的
勾
心
必
尤
其
肺
功
於
德
惋
惜
者
在
一
九O
六
作
肝
、
“
料

，
I
I

。

I
l
-
-
l

特
人
古
部
哈
突
做
斯
的
每
古
發
組
關
於
赫
持
人
的
歷

史
大
致
說
來
如
下

@
地
一
悅
M
W
特
王
闋
的
首
都
是
哈
笑
傲
斯
(
因
其
自

1
4
l
I
l
l
-
-

。

Z
E
ω
)
(現
在
土
耳
其
的
波
豆
次
科
依

切
。
m
E
r
a
)

這
個
王
闊
的
領
上
位
於
哈
里
斯
州

(
因
仙
戶
可
ω
)
所
造

成
的
大
河
套
之
間
三
邊
以
河
為
界
東
北
面
向
黑
海
但

3 

它
的
勢
力
純
園
胡
遠
超
也
比
河
套
區
域
當
其
極
盛
時

代
會
西
注
定
琴
海
(
豈
-
〉
o
m
o
E
U
)
東
南
至
美
索
不

達
米
亞
的
北
部
地
區
南
達
敘
利
亞
其
軍
隊
曾
經
征
服

巴
比
倫
更
向
南
進
軍
紅
過
巴
力
斯
坦
而
這
征
埃
及
的

。

邊
區
其
勢
力
之
大
佔
地
之
處
可
見
一
斑

@
M
M
史
院
主
公
元
的
三
千
年
的
末
期
在
哈
里
斯

河
伊
拉
之
間
木
而
估
計
一
例
將
史
叫
不
d
識
的
民
族
因

-Â 

其
地
區
在
古
時
被
稱
為
赫
特
地
方
故
他
們
被
稱
為
赫

特
人
是
民
正
的
赫
特
人
也
就
是
展
史
研
稽
的
原
來
做

特
人
與
下
而
所
說
入
俊
的
赫
特
人
過
然
不
同
這
批
入

侵
者
是
屬
印
度
歐
羅
巴
語
派
的
民
族
他
們
不
但
佔
領

了
前
者
土
地
|
|
哈
里
斯
河
套
利
用
f

前
訝
的
名
字

-
-
1

赫
特
人
更
接
受
了
前
者
的
文
化
及
傳
統
而
成
立

f

強
大
的
赫
特
王
關
雖
然
這
個
玉
凶
最
初
敏
位
情
玉

的
歷
史
不
太
清
楚
但
它
的
涅
夫
過
程
大
致
說
來
不
外

如
下
它
在
上
述
河
套
區
經
過
數
百
年
的
勵
精
圖
治
之

後
炭
公
元
前
一
六
五

0
年
前
後
開
始
它
帝
國
主
義
的

侵
器
政
策
哈
突
息
耳
一
世
(
因
其
Em
--
H
)伯
領
f

敘

利
世
其後
門
科
爾
息
史
斯
一
位(
宮
Z
E
r
H
)征
服
了

巴
比
倫
而
成
為
左
右
中
東
地
區
的
強
權
可
惜
其
後
的

君
王
一
方
面
因
為
庸
弱
無
能
另
一
方
面
此
時

(
公
元

前
一
間
0
0
年
)
有
強
大
的
米
塔
尼
(
Z
E
E
)
王
國

的
誕
生
而
使
赫
特
人
的
勢
力
大
為
削
減
但
是
在
二
二

八
0
年
赫
特
人
王
蘇
丕
路
里
鳥
瑪
一
世

(
皆
可
甘
心
戶
口

a

H
E
E
)
登
極
為
王
他
是
一
位
偉
大
的
政
治
萃
乎
家

首
先
打
敗
米
塔
尼
王
國
收
復
敘
利
亞
失
地
國
勢
為
之

一
振
但
這
種
勢
力
範
圍
的
擴
充
如
激
起
了
埃
及
的
恐


懼
二
國
開
始
交
惡
終
肌
趴
在
其
繼
位
之
子
慕
瓦
塔
里

(
崑
口
耳
其
心
巨
)為王
時
代
兩
兵
相
交
於
卡
德
士

(
肉
?

已
。
ω
公元
前
三
一
九
七
年
?
)雖
然
埃
及
法
郎
辣
默
色

斯
二
世
對
於
這
次
的
戰
結
曾
在
魯
克
索
爾

(
F
Z
H
Z
)

碑
文
上
大
事
沌
染
自
己
的
勝
利
但
該
歷
史
學
家
恨
法

赫
特
人
記
紋
的
考
緣
這
次
的
真
正
勝
利
者
是
赫
特
人



而
不
是
煒
、
文
其
後
兩
凶d
法
郎
婆
赫
特
玉
之
役
的
安

而
怕
女
同
許
至
二

-
J
J
竿
的
後
赫
待
人
的
主
凶
一

歌
手
被
被
人
征
收
容
悅
滅
亡
雖
叫
你
共
減
亡
的
反
正
原

因
還
不
卜
州
街
燈
何
以
各
們
推
斷
這
大
約
與
新
閱
(
的
站

肋
合
刊
人
街
關

。
丘
叫
一
一
品
及
刀
法
他
們
的
活
-
一
一
一
口
非

常
複
雌
性
竟
達
八

隨
之
多
川
口
叭
叭
共
中
最
主
拉
拉
是
圈
圈
印
皮
歐
總
巳
泊
系

的
赫
特
文
H
n
u法
用
技
形
文
字
的
一
閩
中
胡
也
釘
象
形
文

字
只
不
過
為
數
很
少

@
宗
教
他
們
是
多
神
教
的
崇
拜
嵩
且
盡
力
吸
收

其
他
民
族
的
信
仰
及
崇
拜
他
人
的
神
祇
並
以
自
然
界

的
科
研
峭
的
最
諸
如
太
陽
女
神
植
物
科
山

脈
艸
雷
雨
肺

等
及
綴
乎
全
部
美
索
不
達
米
亞
的
一
腳
祇
(
H
W
F
開
己
M
f

Z
R
m
ω「
皂
白
已
失
)無
不
見
於
赫
特
人

的
神
廟
中
祭

品
則
以
食
物
及
飲
料
的
主
如
家
吝
鹿
冤
鳥
類
酒
等
主

持
獻
祭
者
是
司
祭
但
街
時
刻
也
是
閻
王
自
己

上
述
飲

食
品
奉
敞
的
目
的
除

r

面
的「
妥
育

」
那
些
艸
祇
外
敵

罪
兔
禍
的
成
份
很
大

@
赫
待
人
與
聖
經
型
經
上
所
堤
的
林
持
人
大
都

不
是
指
他
們
王
凶
全
盛
時
代
的
赫
特
人
而
且
一
一
口
蓋
首
以

民
進
入
持
地
時
他
們
的
王
國
已
近
滅
亡
的
階
段
昕
說

的
「
赫
特
人
王
」
(列
上
m
臼

列
下
7
6

編
下
1

口
)

是
指
一
些
妓
餘
及
散
居
各
處
的
小
型
赫
特
王
國
或
家

-
族
而
言
一
口
則
的
s
謂
耶
京
的
原
來
居
民
是
赫
特

人
遠
在

4

-
llil--l

,

1|lltlt

a

lli---lllll 

叫
一
亞
巴
郎
時
代
就
有
他
在

赫
貝
能
從
赫
特
人
厄
斐
龍
手

一
中
為
自
己
家
族
買
墳
地
的
記
敘
(
創
幻
)
以
民
所
垣
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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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蜜
地
居
民
容
納
罕
人
中
會
有
不
少
次
提
到
赫
特
人

他
們
亦
在
被
逐
之
列

(
創
的
叩
山
3
a
n
u
s

幻
臼

甜
戶
口
的
申
7

1

蘇
3
u

民
3

5
等
)
不
可
否
認
的

足
以
民
在
許
地
可
能
與
赫
特
人
雜
居
且
受
r

他
們
不

少
的
影
響
這
尤
其
兒
於
許
多
宗
教

的
禮
儀
上
如
服
霏

細
個(
肋
的
)
與
上
主
結
盟
體
及
盟
約
的
持
守
等
是

以

以
赫
特
法
律
來
與
梅
瑟
法
律
作
比
較
是
一
種
很
布
趣

的
研
究
五
作
且
面
的
正
值
明
瞭
學
位
也
有
很
大
的
幫
助

人
名
是
客
納
罕
所
生
的
第
二
個
兒
子

(
創
叩
臼

一
桶上
l
u
)
他
在
民
族
分
佈
表
上
是
赫
特
人
的
始
祖

很
久
以
來
赫
特
人
被
視
為
囑
閃
簇

的
人
民
且
雌
雄
居
於

容
納
罕
入
中
但
都
一
一
經上這
種
論
說
可
說
與
事
質
完
全

‘

不
符
學
者
們
封
這
問
題

的
意
見
也
很
多
較
為
正
確
的

說
法
則
應
是
專
經
的
作
者
見
當

時
有
為
數
不
少
的
赫

特
人
散
居
於
巴
力
斯
過
因
此
誤
將
他

們
列
入
閃
族
後

代
之
中

(
見
@
)
(

緯

)

叫
得
防
主
吋
說
明
E
o
g門
J
A
他
同「
同
志
」
之

2

司
，

j

『1

，
、

意
聖
經
上
有
此
名
者

共
有
四
人

@
貝
黎
雅
的
兒
子
屬
阿
協
爾
士
又
派

(
創
刊
口
)

為
此
一
支
派
的
重
要
家
族

(
戶

必
“
)
生
有
三
子

一

女

(
編
上
7

自
)

@
刻
尼
人
赫
貝
爾
離
開

自

己
的
族
人
而
去
了
刻

德
士
地
方
居
住
其
妻
雅
厄
耳
會
將
息
色
辣
殺
死

{
民

4
u

口

n
5
M
)

@
默
勒
得
的
第
二
個
兒
子
屬
猶
大
艾
派
生
子
有

索
葛

(
一
編上
4
間
)

@
厄
耳
的
耳
的
兒
子
團
團
本
雅明
文
派

(
桶
上
8

(
韓

)

的
房
主
門
信
「
回
音
。=
J城
名
意
思
是
「
結
約

2
毒
劑
E
t
y
-
-
H
f

」

2
-
Y

-

9
3
l
'

、
聯
盟
」
是
雪
地
最
古

老
的
城
市
之
一
問
刺
伯
人
為
尊
敬
亞
巴
郎
起
見
現
稱

之
為
哈
里
耳

(
出
色
戶
)
(意
的
「
天
主
之
友

」
見
依

H
n
s雅
2
自
)
在
以
民
進
入
許
地
之
前
會
是
阿
納

克

人
四
個
支
派

的
聯
合
京
都

(
戶

口
自

諒
u
n
M
e
|

閏
的
H
H

民
1

刊
)
在
這
之
前
似
乎
屬
赫
特
人
之
勢

力
範
圍
亞

巴
郎
遷
入
許
地
後
會
在
它

的
附
近
居
住
並

由
赫
特
人
厄
雙
龍

手
中
購
買
了

一
塊
地
作
為
自
家
墳

地
之
用

(創
幻
2

叩
筠
間
，
)

赫
貝
龍
位
於
雪
地
的
南
方
住
淤
海
拔
八
五

0
公

尺
的
山
丘
地
帶
距
北
方
的
耶
京
有
三
十
五
公
里
立
遙

其
周
悶
淪
佈
十
分
美
麗
的
橄
欖
俯
筍
石
榴
及
其
他
果

樹
國
正
因
其
地
型
項
境
遇
中
所
以
達
自
公
元
前
兩
千

多
年
就
已
有
人
煙
於
此

若
蘇
厄
率
領
以
民
進
佔
許
地
時
會
將
此
城
完
全

破
壞
並
將
英
國
王
及
居
民
攻
死
亡
穌
昀
甜
甜

)
另

叫
加
肋
布
人
來
居
住

(民
1

叩
)並
立
它
為
避
難
城
之

一
(
你
幼
7
)
其
俊
七
年
半
之
久
咳
r

迷
咪
王
國
的

臨
時
首
都

(
繳
下
2
u
)
是
阿
貝
乃
爾
大
將
的
努
身

之
地
(
做
下
3
凹

|

凹
)
並
在
它
的
水
池
旁
邊
遠
味

將
刺
殺
依
市
巴
耳
的

兇
手
正
法
(繳
下
4
.

-

u
)
也

是
阿
貨
沙
勵
造
反
企
間
為
王
的
地
方
(
幟
下
H
O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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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
以
民
充
軍
時
比
城
被
依
仕
默
雅
人
所
佔
領
直
至

湖
州
瑚
叫
叫
再
反
將
之
克
的
很
(
刷
上
5
品
)。
制
蚓
大

將
提
托
佔
領
耶
京
時
亦
會
將
此
城
放
火
燒
岫
糊
其
後
此

城
平
平
無
間
至
公
元
六
三
四
年
阿
刺
伯
人
再
度
將
其

修
建
居
住
其
間
十
九
年
之
久
被
十
字
軍
所
佔
有
甚
至

一
九
六
七
年
的
六
日
以
阿
閃
電
戰
爭
時
才
叫
“
入
新
興

的
(
一
九
四
八
年
)
以
色
列
民
國
手
中

人
名
肋
末
的
後
代
刻
哈
特
之
子

(
出
6
"

戶
3

臼

編
上
6
2
M

幻
臼
)
達
味
重
整
司
祭
班
時
會
提

到

此
人
(
編
上
圳
的
自
)學
經
上
所
說
的
赫
貝
龍
人
後
代

或
家
族
即
由
此
人
而
來
(
戶

3

訂
約
開
編
上
必
自
)

(
韓

)

“
幸
炒
干
寺
前
M
叫
「
E
L
T
S
/
地
名
有
「
肥
胖
」
之

叫
“
主
骨
干JU
N
川
/
i
E
E

于
-
-
-

=
H
y
-
-

'
、
意
釵
利
直
航
絨
府
在

大
馬
士
革
北
約
二
十
一
公
里
處
至
今
猶
存
名
為
哈
耳

閥

(
自
且
σ
5
)
在
古
中
東
的
腫
史
上
是
仙
也
血
及
產

涵
的
著
名
地
方

(
則
幻
刊
)
(

緯

)

如
時
仰
而
“
神
用
(
白

。戶
名7
)地
且
有
「
乾
行
中
」
(
?

)

2
i
n
l
y
-

』

二
、
之

意
固
定
納
斐
塔
里
支

派
邊
界
的
起
點
(蘇
的
問
)
學
者
大
都
可
州
為
它
就
是
現

今
位
於
加
里
肋
亞
山
區
中
的
貝
特
里
夫

(
因2
E

『
)

村
但
亦
布
學
者
不
同
意
此
說
(
緯
)

“
#
吟
h
M
γ
V
A
\固
立
。
N

J
是
聖
經
上
兩
個
人
的

扭
宰
"
H
M
呵
?
玄
，
白
色
。
之

名
{
私
有
「
(
上
主
賜

予
了

)
救
援
」
之
意
考
古
學
者
在
撤
瑪
黎
雅
的
陶
器

片
上
數
次
發
現
了
這
個
名
字

。
是
遠
昧
的
勇
士
之
一
帕
耳
提
人
屬
厄
弗
辣
團

支
派

(
撒
下

幻
自
編
上
刊
盯
幻
刊
)

@
猶
大
的
後
代
屬
赫
茲
龍
家
族
是
阿
匣
黎
雅
的

兒
子
厄
投
嫩
的
父
親

(
編
上
2

詞
)
(

韓

)

9
#
吟
這
閱
本
茍

\
J

是
羅
馬
的
一
位
教

必
H
M
n晶
叩
隔
M
M
(
}

2

斗
H
F
-
4
l

司

J

，
、

友
學
保
祿
在
其
S

信
上
特
別
致
以
問
候
(
羅
M
N
H
)二
人
之
間
的
往
來

及
關
係
如
不
得
而
知

(
韓
)

m
m幸
吵
借
閱
7
4肌
「
2
1
3
1
J
山
名
按
希
伯
來
艾

令
r
a
μ
v
a
r
n割
劃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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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H
H
，
已

恤
，
t
h
t

c

t

、

2
1

月
2
4
1

巴

-
1
J
'

、
有
「
祝
聖
」
之
意

是
位
於
安
提
黎
巴
嫩
山
東
南
的
一
座
大
山
二
者
問
有

一
深
谷
相
隔
這
陸
官
岡
山
由
東
北
而
向
西
南
伸
展
長
約



三
十
公
小
布
三
側
山
裝
其
中
最
益
的
內
的
悔
奴
-
一
仁
，
』

九
公
尺
由
上
觀
何
干
，
幾
乎
整
個
聖
地
盡
入
眼
能
由
提
佫

至
加
爾
默
耳
的
一
切
山
脈
地
區
巾
加

m
一
肋
亞
湖
泊
至

前
几
海
以
及
約
但
必
東
地
反
皆
消
經
呈
現
在
似
的
古
時

漆
冬
人
稱
之
前
息
爾
翁
山
阿
偉
黎
人
划
稱
為
色
尼
爾

山
(
中

3
9
)

現
今
之
附
刺
伯
人
稱
為
色
依
日
向山

(
ω
2
7
)立
即
「
老
人
山
」
迋
可
能
是
向
帆
缸
，
匕
的
山

山
欠
年
私
立
蚓
仙
似
臼
安
訂
好
的
老
人
而
峙
的
山
上
多

水
仙
車
站
水
而F
灌
溉
益
育
若
不
少
的
困
地
及
付
拉
底

h
t火
化
土
不

在
m
r
h上
H
叫
做
F
A仙
人
椒
面
的
巴
力
斯
地
比
方
邊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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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

綜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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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多
次
使
學
經
作
者
請
與
大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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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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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象

(
見
詠
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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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3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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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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泣
的
陀
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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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野
草
特
十
分
惹
人
花
芯
山
上
X

多
水
源
是
以
自
古
以
來
就
是
邪
神
敬
禮
的
中
心
這
也

山
名
的
意
義
l
|

「
祝
學
」
即
可
會
立
得
到，

L

主
要

的
神
明
可
能
就
是
巴
耳
赫
爾
孟
(
見
民
3
3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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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詞
)
羅
馬
人
繼
古
人
的
博
統
兩
比
山
的
學
山
川
紅
山
川
山

上
娃
有
宏
大
的
廟
宇
其
一
接
址
至
今
猶
存
供
人
憑
吊

在
還
繞
此
「
雪
山
」
的
山
足
下
仍
」
倘
有
川
多
占
砌

的
遺
跡
可
尋
訪
時
對
邪
艸
佑
仰
敬
總
之
盛
可
此
一
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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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
几
尋
吵
杆
悶
佇
立
「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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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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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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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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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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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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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
制
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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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劉
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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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下
文
推
肌
它
好
似

一
隊
在
貝
爾
舍
巴
附
近
(
穌
的
位
|
甜
)
希
臘
譯
本
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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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河
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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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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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行
先
屬
於
徐
州
街
人
(
戶
幻
自
品
)

後
被
附
際
緣
人
所
征
服
扎
扎
仙
似(
戶

幻
M
m

1
4
)

由
戶
訕
訕
|
品
市
2

昂
的
心
收
可
知
凶
它
兩
次
被

侵
所
尬
的
怖
的
炊
側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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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嚴
重
它
從
川
分
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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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文
派

(
戶
位
2

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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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叮
)
怕
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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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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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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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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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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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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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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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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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蘇

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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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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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的
九
悅
紀
作
川
布
玉
州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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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一
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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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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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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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h
j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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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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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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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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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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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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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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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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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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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
因
。E
C
E
)

稱
他
面
的
「
街
口
才
者
」
味
吉
爾

(
5
告

E
E
)在
伊
尼
品
德
中
稱
他
為
「
神
明
的
報
的

話
」
呂
斯
特
辣
人
稱
巴
爾
納
們
為
則
戶
也
斯
(
因
他
的

威
嚴
和
身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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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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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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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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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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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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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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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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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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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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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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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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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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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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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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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站
貝
到
北
部(民
的
臼
依
ω

凹
)距
離

南
北
凶
的
交
界
處
不
遠
因
此
成
為
兩
凶
相
爭
的
地
區

原
屬
於
南
關
搞
大
划
被
北
闢
以
色
列
玉
巳
厄
沙
昕
佔

領
並
在
此
修
必
防
御
手
們
一
L
'字
但
不
久
之
俊
叫
人
重
新
被
猶

大
王
阿
做
所
收
仙
似
(列
上
的
叮
|
位
科
F

I
l

l
6

)

傘
步
布
的
領
扎
扎
破
壞
耶
米
之
後
將
俘
憐
的
猶
太
人
在

此
地
聚
辨
混
在
此
地
將
收

f

耶
肋
米
亞
先
知

(
耶
刊

1

1
6

)
的
們
黑
耳
的
地
草
就
在
此
地
足
以
有
先
知
的

話
說
「
瞄
制
和
絲
馬
釘
嘆
息
聲
」
(
耶
列
問
)
比

話
亦

為
一
禍
首
所
引
證
(
瑪
2
刊
)
充
軍
後
的
來
的
人
中
有

辣
瑪
及
w
h具
昆
的
六
百
二
十
人

(
厄
上
2
目

厄
F

7

叩
)
在
此
地
重
誰
家
閱
(
厄

F
U

詞
)
目
前
此
村
莊

名
叫
鍋

(
丘
，F
S
)
有
三
仟
人
口
在
耶
京
北
八
公
里

處
他
股
海
拔
廿
九
二
公
尺
的

4

的
仟
上

2
是
位
淤
阿
協
爾
文
派
邊
界
上
的

一
個
村
莊
大

約
距
拉
洛
不
遠

(
仆針
帥"
目
)
但
至
今
它
的
原
來
地
址

仍
未
被
發
現
挖
掘

3

固
定
納
斐
塔
里
文
派
的
一
座
堅
城
(
間
的
帥
的
呵
，

)

位
必
加
利
肋
亞
北
部
在
海
德
爾

(
因
包
含
門
)
山
(一

O
凹
七
公
尺
高

)
之
南
及
撒
白
得

(
F
F弘
)
之
西

南
偏
西
十
二
公
里
處
是
巾
阿
苛
至
撒
的
得
大
路
的
必

純
之
地
並
由
此
處
分
山
另
一
要
道
區
通
西
北
是
以
湛

稱
為
一
個
重
要
城
南
目
前
有
二
千
居
民
大
都
是
由
問

教
歸
化
的
基
督
徒

4

是
撒
慕
爾
先
知
的
家
鄉
位
於
厄
弗
辣
困
山
區

(
繳
上
w
u
n
目

m
I
筠
a
m
3
等
)
撒
農
爾
在
此

地
為
上
主
建
了
一
座
祭
壇
每
年
幌
察
貝
特
耳
是
耳
加

耳
和
米
悠
帕
後
在
此
地
審
斷
以
色
列
子
民

(
俄
上
7

時
口
)
川
的
做
鳥
耳
尋
找
失
去
的
隨
時
曲
回
來
此
地
拜
見

先
知
彼
先
知
傅
油
悅
耳
為
以
色
列
人
的
第
-
任
君
玉

(
撒
上
9
.

m
1
)
俊
來
做
烏
耳
迫
害
，
是
咪
時
這
咪

亦
會
逃
來
此
地
投
奔
撒
恭
一
陶
先
知
(
繳
上
吼
叫M
l

m

-
)
先
知
死
後
即
被
非
公

a
U
己
的
家
鄉
村
刊
瑪
(
繳
上

戶3
1

。
0
3

4
，

句
r
u

弓
，

心
、

在
瑪
加
伯
時
代
的
怖
瑪
被
創
人
猶
太
地
區
內
(
加

上
U
H
)
也
就
是
一
幅
立
日
上
所
說
的
阿
黎
瑪
持
雅
宮
人

剖
割
的
家
鄉(
職
幻
盯
叭
叭的
“
叫n
m
n
m
w
抽
)

至
於
辣
瑪
現
今
的
位
置
學
者
們
曾
經
太
一
事
爭
的
卅

而
意
見
不
一
位
目
前
已
證
貨
它
就
是
今
名
楞
提
斯

(
M
N
E
E
)的
村
莊
有
人
口

一
千
五
百
在
望
遠
(
口，

監
"
)
西
北
十
四
公
里
處
厄
弗
辣
困
山
區
的
最
西
部

二
百
公
尺
高
的
山
丘
上
其
實
它
的
目
前
地
址
早
已
被

歐
色
彼
及
熱
羅
尼
莫
清
楚
地
指
也



-
5

按
軒
"
﹒

是
西
默
釗
艾
派
的
一
個
村
莊
應
同

的
一幟
上
初
叮
昕
級
制
蚓
同
為
一
地
但
其
目
前
惚
切
位
置

-

尚
未
為
考
古
學
者
所
發
現

(
韓

)

刷
品
水
豐
旦
「
皆
可

7
2
)
兩
怕
他
於
府
間
川
陳
奧

z
i
-
-
J
J

、
肋
阿
郎
境

內

雅
慕
克
河

上
流
北
山
距
離
卡
爾
納
股
核
不
遠
的
一
座
城
市
提
摩

划
的
軍
隊
被
闊
別
叫
樹
別
戰
敗
之
後
逃
來
此
地
集
合

A
I閩
東
山
再
起
但
又
被
蚓
蚓
打
的
潰
不
成
軍
四
散
奔

逃
(
圳
上5
盯
)
。
蚓
劃
今
名
蚓
劃
(
何
氏
岱
)。(

韓
)

肘
+
來
叮
叮-
E
一
句
「?
"
3比
H
J是
洪
水
滅
世
後
諾
厄

n
t
#
h
R
V
干
句
/
E
m
g
\

所
生
的
後
凡
屬
於
創

說
聞
封
的
兒
乳
制
出
和
制
別
的
父
親

(
削
ω
7

幟
上

1

9

)
川
妹
阿
瑪
舍
巴
及
德
丹
也
是
阿
刺
伯
的
地
區
名

先
知
古
亦
曾
提
到
辣
阿
瑪
並
謂
它
是
從
事
經
商
的

一

個
阿
刺
伯
文
派

(
則
U
n
)
(

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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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辣
步
尼
(
付
叮
叮
叮
叮
)

暴
亂

m
k
r
v
4

位
已
吋
「

F
m
g
J域
名
神
情
瑪
待
國

的

2
i
J
A
-
-
'

，
、
京
都
波
斯
古
語

則
稱

作
制
到
或
新
一
晶
位
於
德
黑
蘭
東
南
約
九
公
里
處
今
名

叫
蚓
封
(
H
U』
)
其
意
為
「
破
裂

」
也
許
藉
此
名
指

示
一
些
一
困
地
震
所
「
裂
破
」
的
地
域
該
城
在
大
亞
歷

山
大
這
征
記
內

和
敘
利
亞
色
宴
背
朝
代
的
文
件
內
會

被
提
及
按
這
些
文
件
敘
利

亞
王
色
宴
背
一
世
號
尼
加

閉
室
修
了
此
城
給
它
起
名
歐
叫
宮
附(
開
口
呵
。
可

2
)

多
俾
亞
州博
所
記
的
細
則
制
郎
住
在
此
城
蚓
則
蚓
說
是

用
削
叫
圳
市
托
給
他
卡
「
佑
冷
過
」
銀
，
「
的
那
個
善
良

人
見
多
l
u
4
1

m
5

6

6

時

9
2

等

見
蚓
趴
蚓
州
州
付
布
拉
山

(
雷

)

M
M
K恨
凶
3
r
f

「

i

/
人
名
意
調

「
天
主
的

岫
立
刻

E

」
司
.
{
肉

"
用
戶
。
三

z
t
T
-
|
-

﹒

/
、
朋
友

」
囑
納
斐
塔
里

支
派
用
倒
叫
的
親
戚
住
在
厄
到
凹
塔
納
城
他
的
妻
子

名
叫
閥
割
咐
女
兒
叫
制
甜
日
後
嫁
與
小
到

叫
到
為
妻

(
針
3
7
6
u
7
2

等
) 。

見
多
俾
亞
傳
撒
辣
厄
克
巴
塔
納
阿
斯
摩
太

(
雷
)

m
束
旦
川
等

E
n
y
o
-
J
女
人
名
有

「
綿
羊

」

Z
J
k
d
''，
1
-
4

一

.
，
、
(

創
到
M

U
H
)
或

「
羔
羊
」
(
側
目
7

歌
6
6
)

之
意
是
出
別
美
麗的

幼
扎
聖
祖
制
制
制
的
主
L
A
H
回
蚓
制
制
一
方
面
為
在
自

己
祖
先
的
心
山
生
地
娶
妥
(
州
州幻
“
-

n
s

)
另
一
方

面
為
躲
遊
其
哥
哥
厄
撒
鳥
的
還
怒
(
劍
幻
l

l

“
)

而
來
間
關
之
際
正
好
在
村
外
井
邊
遇
到
辣
黑
耳
(
創

m
e
i

叩
)
二
人
一
見
鐘
情
但
拉
班
是
有
條
件
的
雅

創
側
必
須
給
阿
制
服
役
七
年
後
才可以
獲
得
娶
辣
黑

到
為
妻
的
叫
做
札
刷

糾
叫
欣
然
答
耐
心
那
知
七
年
飯
過
在

洞
房
之
夜
蚓
蚓
竟
使
出
詭
計
將
他
那
長
的
其
觀
不
揚

而
又
有
眼
疾

(創
啪
的
口
)為雅
各
伯
所
不
喜
愛
的
長
女

叫
阿
嫁
給
了
制
制叫
(
按
當
時
的
習
俗
新
婚
之
夜
女

方
是
帶
若
面
帕
睦
覺

)
第
二
天
清
早
雅
各
伯
才
知

道

上
了
大
當
但
木
已
成
舟
只
好
再
為
娶
辣
黑
耳
給
拉
班

服
役
七
年
叫
出
條
件
是
二
人
立
刻
同
居
本
來
技
悔
瑟
的

法
律
一
人
問
時
安
三
姊
妹
-
3
從

H
b怯
怯
止
的
(
仙
時

間
)
，
但
車
租
既
生
淤
叫
劉
之
仇
故
未
伶
吐
出
做
法
律

的
約
恥
其
實
這
種
同
時
安
姊
妹
二
人
叫
人
「
近
糾
」
為

茲
在
站
時
東
方
各
民
族
間
是
雌
見
不
鮮
的

但
蚓
創
側
的
這
陸
婚
捌
看
來
似
于
不
是
←
仇
丰
一
繭

的
叫蓋
姊
妹
二
人
國
爭
寵
而
恬
意
大
化
再
加
上
從
各
們

偏
向
圳
到
日
更
使
這
俊
者
趾
高
氣
扮
自
中
A
t
M…姐
姐

(
削
臼
剖
)
可
是
天
主
卸
特
別
看
做
f

主
U軾
的
肌
附

使
她
連
生
四
子
(
側
的
呵
!
l自
)。

叫
到
副
部
全
終
于

出
在
不
得
已
之
際
令
自
己
的
牌
女
與
雅
各
的
同
眠
如

此
才
生了
兩
個
兒
子
視
如
已
仇
以
消
心
中
的
悄
恨
此

時
叫
阿
又
生
一
子
到
最
俊
天
主
本
看
頭
f

主
此
川U
M晰

的
蚓
蚓
斟
賜
給
了
她
一
個
兒
?
中川師
別
削
的
此
時
蚓
剝
削

第
二
個
七
年
的
服
役
限
期
早
已
淪
則
遂
於
第
二
卡
年

上

率
領
全
家
問
歸
父
家
臨
行
時
叫
蚓
叫
划
將
她
們
以
家

的
艸
像
偷
走

(
削
H
M
U
)

，

出
蚓
大
怒
乃
急
起
起
迫
在

蚓
創
側的
同
意
下
撿
查
每
人

的
行
裝
辣
黑
耳
急
中
生

恩
將
神
像
暗
藏
在
駱
駝
的
鞍
子

-h
並
聲
言
自
己
正
在

月
經
則
取
故
不
克
下
鞍
受
航
而
平
安
過
險

(
削
M
M
H

全
班
人
抵
達
許
地
正
在
自
副
蚓
剛
出
發
後
在
距

離
間
喊
叫
刻
不
遠的
地
瓦
圳
蚓
蚓
臨
盆
待
也
說
在
生

下
了
她
這
封二
個
兒
子
叫
蚓
蚓
活
從
便
死
去

J
雅
各

制
痛
哭
之
餘
將
她
葬
在
路
旁
(
前
甘
叫
“。
l

目

)
因
經

上
誠
有
「
即
削酬
的
路
旁
」
(
參
見
血4
u

米
5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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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至
今
仍
然
相
信
辣
黑
耳
的
墳
墓
在
白
冷
附
近
但

這
種
說
法
是
不
正
確
的
聖
經

上
的
站
很
可
能
是
後
人

加
添
的
註
解
的
州
窯
耳
其
正
的
墳
墓
憋
在
本
雅
明
文
派

的
地
區
內

(
繳
上
的
2

)
在
距
離
辣
瑪
不
遠
的

地
方

(
瑪
2
M
)
白
冷
劫
且
是
屬
於
猶
大
支
派
的
城
市

見
雅
各
伯
白
泠
拉
班
肋
阿

(
韓
)

心
的
品
味
A
U
K啊
古
巴
巴
J
女
」
名
意
調
「
寬
潤

Z
A
h
7
P
K
/
\

的

」
是
劃
制
制
人
蚓

里
哥
城
的
妓
女
當
以
色
列
人
學
備
進
佔
許
地
時
自
由
入

廷
打
發
f

兩
個
探
子
前
往
耶
皇
哥
坡
以
揉
虛
質
準
俯

首
先
進
攻
這
座
許
地
最
大
最
堅
的
城
市
當
該
域
的
國

王
聽
釘
探
子
進
入
城
來
馬
上
打
發
士
兵
前
往
挺
拿
幸

有
辣
哈
布
妓
女
將
兩
人
請
擱
在
屋
頂
的
麻
楷
內
並
對
來

訪
的
差
人
說
兩
個
探
子
在
校
黑
之
前
已
逃
出
城
外
奔

向
約
但
河
渡
口
去
f

當
差
人
走
後
辣
叫
戶
口
布
同
偵
探
立

約
要
以
色
列
子
民
將
來
進
口
待
她
及
她
的
全
家
恥
的
後
將

他
們
白
地
算
近
城
牆
的
窗
口
以
繩
索
糙
下
使
他
們
脫

險
而
歸

(
蘇
2
1

l

u

)

若
蘇
厄
在
天
主
的
特
別
助
佑
之
下
攻
陷
了
耶
里

哥
城
將
全
城
聲
明
為
「
應
毀
壞
之
物
」
鑫
行
摧
毀
無

餘
將
男
女
老
幼
以
及
一
切
牲
畜
殺
滅
殆
盡
祇
留
下
了

辣
哈
布
及
其
全
家
人
的
性
命
且
格
外
開
恩
請
他
們
全

m
家
居
住
在
以
色
列
子
民
中
閱

(
蘇
6

叮
|

自
)

n
υ
-

P
P
B
‘
‘
'
，
，
自

1
1
1
1
I
l
-
-

叫
一

在
新
約
上
鍊
哈
布
被
標
榜
為
信
德

的
模
範

(
希

-
M
M
)
並
謂
因
她
對
二
位
偵
探
所
作
的
善
行
而
成
了

十四

義
人
(
雅
2

品
)
瑪
1

1
|

間

「
耶
穌
笨
督
的
族

譜
」
內
謂
辣
哈
布
是
放
阿
次
的
祖
母
但
不
知
學
史
的

這
種
“
此
法
取
自
何
種
傳
晶
晶

辣
哈
布
也
是
埃
及
的
別
名
格
外
兒
於
清
飽
經
文

如
詠
盯
4

m
wu
依
日
，

見
耶
穌
基
督
的
族
譜

(
韓

)

別
由
用
牛A叮
叮
言
"甘E
己

天
使
名
也
必
謂
行

l I
I

t
h
-
-
7

，
、
主
臨
門
治
」
在
劃
制

中
只
見
時
制
於
多
俾
祖
傳
內
徊
在
蚓
划
人
的
偽
經
中
如

厄
斯
得
拉
默
示
錄
哈
諾
在
撤
總
編
遺
囑
的
州
法
耳
的
名

字
及
一
乎
也
劫
多
次
提

n
h至
於
剝
削
到
制
內
蚓
出
間
的

事
真
可
說
把
希
1
u

的
那
旬
名
言
「
眾
天
使
豈
不
都

是
意
職
的
艸
被
派
造
給
那
些
一
妥
承
受
救
您
的
人
服
務

嗎
」
作
了
一
有
力
而
深
入
的
解
釋

從
多
捕
時
中
得
知
天
使
是
受
造
之
物
一
接
聽
從
上
主

的
命
令
往
來
於
天
主
與
人
之
間

(
U
M
)
將
天
主
的

恩
賜
轉
送
到
人
間

(
U
H
)
這
叫
做
思
想
在
熱
情
的
以

色
列
人
、
心
目
中
是
叫
做
消
晰
的
就
本H
H
H來品
什
間
多
俾
亞

起
程
前
他
的
父
親
托
彼
特
祝
福
他
治
「
孩
子
顯
天

上

的
天
主
使
你
們
一
路
平
安
保
沒
你
們
在
那
誕
平
安
也

領
你
們
平
去
問
到
次
以
前
來
騙
他
的
天
使
與
你
們
同

行
救
助
你
們
」

(
5

口
)

多
俾
直
起
咱
村
後
他
的
母
親
亞
納
悲
似
欲
絕
托
彼

特
勸
慰
她
講
「
妹
妹
你
不
要
掛
慮
也
不
要
為
他
們
姐

心
因
為
良
苦
的
天
使
隨
伴
替
他
他
的
旅
途
必
定
順

利

也
必
會
平
安
罔
來
」
(
5
n
)

上
面
的
例
子
雖
沒
布
肯
定
說
明
人
人
街
一
位
天

使
護
守
的
道
理
但
至
少
暗
示
這
端
道
璁
的
其
實
性
人

人
有
一
叫
他
護
守
天
使
雖
然
要
教
會
沒
街
明
確
斷
定
為

當
倍
的
道
理
位
墓
教
會
的
一
般
意
見
如
以
為
人
人
有

一
位
天
使
陪
伴
若
迋
是
誰
多
學
師
如
學
巴
函
器
熱
羅

尼
莫
多
瑪
斯
等
一
向
堅
持
的
參
見
瑪
時
間

見
天
使
加
俾
額
爾
彌
額
爾
途
尼
爾

S

默
示
錄(

小
回)

捌
辣
齊
斯
(
何N
V)是
耶
屆
高
望
重
的

一
位
長
老
被
稱
為

「
猶
太
人
之
父
」
在
瑪
加
伯
戰
爭
時
代
被
人
控
告
於

尼
肌
諾
爾
前
尼
反
打
發
五
百
人
前
往
逮
捕
他
格
以
打

擊
猶
太
人
烈
齊
斯
見
勢
難
逃
脫
乃
引
劍
自
例
寧
願
壯

烈
犧
牲
，
爪
願
陷
在
愿
人
手
中
(
加
下
M
盯
?
“

)

兒
叫
做
人

(
韓
)

m辣
布
瑪
格
(
Z
E
F
m)兒
戰
車
司
仇

捌
辣
布
撤
黎(F
Z
R
Z

)
兒
衛
隊
扎

m辣
貝
沙
克
(
叭的
假
冒
)貼
大
將
比

撕
辣
瑪
塔
因
(
何HN
H
E

)地
向
去

在
做
瑪
條

中
所
品
的
撒
慕
爾
的
家
鄉
這
個
名
字
在
撒

上
-
3
中

在
相
叫
喇
原
文上
國
多
次
帶
有
冠
詞
並
且
具
有
指
示

方
向
的
尾
詞
故
此
拉
丁
通
行
本
多
將
它
譯

成
辣
瑪
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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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間正E

(
特

)

們
本
來
悔
人
白
J
V汀
3
3
2
2

J
地
名
在
學
位

2
4
f晶
晶
州
位
L
H
m
f
F

目
的
臣
"
之
上
是
指
圳
划

的
-
J
m械
市
(
圳
川
1
u
U

盯
)或
一
個
地
區
而
一

-
J口
(
削

衍
H
)
是
蚓
糾
叫
全
家
進
入
埃
及
後
所
居
住
的
地
方

也
是
叫
叫
法
郎H
H默
色
斯
二
世
的
宮
殿
所
在
地
蚓
釗

怕
的
後
代
以
色
列

y
f民
曾
在
此
地
大
受
法
郎
的
關
悶
罐

間
開
迫
內
卜
叭
郎
也
叫
法

h
M
U
叫
阿
峻(
以1
u
U
盯
戶

的
叫3
)

這
個
地
方
也
足
以
民
山
山
雕
埃
及
時
的
集
合
地
點
及
出

發
點

叫
叫
默
色
斯
峨
山
明
正
的
地
點
仍
未
能
被
考
古
學
者

所
依
定
代
主
妥
的
立
見
何
二
其
一
是
塔
尼
斯
可
5
5
)

共
二
泣
圳
叫
叫
(
O
E
E
)
二
省
惘
距
有
十
七
公

m
v
J

之
也

(
梅
)

m辣
布
塔
巴
故

兒
似
隊
長

2297-2302 

m辣
市
沙
木
辣
吉
凶ωm
E

B
S
)

地
烏
加
黎
特

圳
辣
摩
特
基
肋
阿
得

-----、閃閃
戶凶

3 3 
。。鬥 rt::r::r 
Cì~ 
心為
信?凶

E 已
已

域
名
志
也
是
「
塔
仙
阿
得
一
仙
原
」
成
「
萊
肋
阿

得
祭
消
」
是
采
肋
阿
得
地
鼠
的
直
線
他
於
切
得
文
派

的
收
部
是
一
腔
「
此
略
織
」
也
刊
也
時
「
的
未
械
」

(
山
小4

刊

川
的叩
8

到
甜
可
上
6

師
)
撒
綠
澈
的
措
六

師
-
K守
ω
M
M
V軒
快
此
(
列
上
4
H
)

山
約
兩
北
凶
分
裂

俊
此
城
變
成
r

悶
的
人
m
V
K
H
J
的
判
唉
，
但
將
之
估
川
耐
心
心

關
以
色
列
正
川
哈
介

m
K
M
M將
此
眾
趴

μ
W
M
M何一
忱
肌
叫
做

的
ι
(
則
上n
a
-
H
W川F
8

凹
圳
卡的
)
此
，h
j吼
叫
甸

剛
再
皮
與
州
圳
人
在
糾
刑
州
州
沁
仙
川
紅
交
以
亦
必
受

重
傷
(
則
干8
目
)
。
m
v此
城
似
乎
的
符
咒
重
郎
以
氏
之

手
因
為
先
知
就
在
此
地
的
約
沙
法
峙
的
兒
，

r
r
胡
傳

品
為
王

(
列
F

9
1
H
)

仙
U
K忙
m
f
k上
刊
比
以
俊

再
也
沒
布
拉
放
…
迫
地
方

均
占
m
p
μ口們

e

令
人1
仍
木
能
做
定

…
一峰
時
占
代
堅
M峭

的
路
切
地
址
是
以
意
見
吋
耘
不
必
沛
述

(
韓
)

M
U旗
手
率
也
耳
「HhR
O
D

J
掙
扎
上
昕
謂
的
所
同

空
F

租
一

/
F
B
E
Z
S
H是一
塊
業
已
發
酵

又
未
經
交
泌
的
翅
間
而

4
2

口
將
之
混
於
其
他
總
發
酵
母

的
麵
閩
中
經
過
柏
前
時
期
就
你
將
全
部
麵
發
酵
越
來

有
酵
的
麵
餅
在
過
巴
斯
卦
節
時
期
內
是
被
禁
止
食
用

的
(
出
口
臼
|
卸

)
這
是
為
象
徵
及
記
念
以
民

的
合

內
巴
山
離
制
別
的
史
事
(
川
口
?
|
叩
門9
u
m
叮
)

--"""111 

4、
‘'

。

此
「
即
是
惱
。
此
餅
」
之
志
(
巾
的
3
)
4
切
忌
祭
肉
串

〈
、
。

口
m
亦
不
伶
俐
叫
訂
刮
卅
日
川
(
肋
2
4
U
)

在
日
常
仆
r
r

的
上
，
何
時
仆
則
本
發
們
泌
的
狗
叫
叭
叭

這
是
由
於
不
速
之
名
的
到
功
而
又
沒
訂
足
夠
的
我
的

時
間
時
2
被
採
取
的
救
急
辦
法
(
見
歐

7

‘
制
的
6

2
、
、

2
、
、
。

"
3
民
6
H

f
r
n

撤
上
認
倒
)

在
本
卸
去
餅
中
師
付
州
仇
恨
，
此
利
川
泣
，
利
比
山
川
心
的

閃
的
它
是
一
叫
他
悅
問
與
不
足
的
仙
恨
恨
必
不
U
H川
的
如
法

制
蚓
、
一
且
現
觀
念
亦

H
U於
福
音
及
保
般
的
詩
作
中

l

叭
叭
刊
主

人
的
世
偽
艾
倫
現
的
不
訟
，
是
鬥
呵
成
的
階
舟
彼
此
M
m
m

餅
悠
H
k
t糾
仆
仁
的
反
凶
沌
的
象
以
(
的
u
n

M
W
2
峙

蚓
5
9
側
的
5
6
8
)

。

。

H
M
M
M
…
帥
餅

(
眸
)

的
H
K
\
白
守
望
/

在
m
f
M地
區
加
以f
很
刊
十
已
成

n
D
I
Z
/〉
品
g
E
E
\

f
L
M染
的

u一
、
且
必
l
m叫
叫
叫
“
白

糾
糾
以
內
叫
「
協
刻A
」
(
見
幣
制
友
)
說
，
「
川
崎f

一
塊
地
附
彼
默
肋
客
玉
交
給
糾
糾
一
千
「
他
斗
」
紋

，
寸
的
前
賠
償
(
削
勾
M
叮
叮
)，

叫
蚓
以
二
卡
「
協
刻

耳
」
銀
子
被
出
賣
給
米
德
刊
何
人
(
創
刊
訂
甜
)
但
此
時

所
肘
街
並
非
銀
錢
而
是
銀
條
首
的
等
似
的
銀
F
'
銜
共

。

'

，
t
l
i
-
-

重
U
川
而
斑
白
物
交
換
銀
錢
之
使
則
始
，
叫
波
斯
情
凶
時

代
巳
力
斯

N
M
N…
銀
做
平
則
是
由
阱
U
K廿
草
人
間
內
班
牙

還
往
東
方
俊
來
在
小
妞
，
細
一
型
的
亞
美
尼
區
發
現

γ

不

少
的
銀
能
制
制
制
的
結
妥
運
入
了
大
批
銀
子
致
使

「
銀
子
在
刷
刷
制
時
代
不
值
什
麼
」
(
則
上
凹
刮
目
)

銀
子
在
單
地
迫
不
如
金
子
罕
見
也
不
知
金
子
喘
口
貨



(
列
下
的
卸
恆
9
3
)
所
以
人
多
用
來
作
裝
飾
品
和

日
用
品
如
碗
碟
匙
等
以
及
邪
帥
偶
像
(
戶

ω
2
撇
下

8

叩
列
上
詢
問
列
下
U
H
依
2
m

迷
5
2

-

4

厄
上

5
H

等
)
(

牌

)

的
H
K
K
H
F「b
Z

Z
J

銀
你
是
如
耶
k

m
h益
屋

，
/
C
S
E
F
C
E
\

耶
叫
做
保
存
獻
刊
以

金
的
倉
庫
而
言
它
在

「
婦
女
A阮
」
亦
咱
們
「
銀
陣
脫
」

(若
8

叩

)銀
庫
面
向
庭
院
的

-
f
m何
做
個
獻
依
筒
里

倒
置
的
喇
叭
形
以
便
於
熱
心
的
朝
學
者
或
入
股
昕
蔽

的
人
們
將
自
己
所
帶
來
的
獻
儀
投
入
其
中
叫
什
曰
“l

u

路
幻
1

所
記
峨
的
事
趴
就
發
生
在
這
例
區
航
中

耶
京
舉
殿
的
銀
你
向
來
被
人
以
為
是
很
學
戶
口
川
的

何
時
閻
王
打
敗
仗
之
償
付
以
學
悴
的
級
技
作
為
賠
掀

之
別
(列
F

U
H
見
一
棚
上n
u
)在
瑪
加
約
時
代
理
般

的
銀
陣
爪
的
外
敬
的
位
權
人
物
曾
是
很
大
的
品
必
(
加

下
3
6
)
公
元
前
六
三
年
羅
馬
將
軍
的
地
的
玫
陷
耶
京

時
對
嬰
殿
銀
庫
的
財
物
絲
毫
未
動
常
時
應
有
兩
千

「
塔
冷
通
」
公
元
七
0
年
提
托
攻
佔
耶
京
後
一
位
司

祭
名
配
穌
者
同
司
庫
員
丕
乃
哈
斯

(
可E
E
o
g
)將
全

部
企
釵
晏
獻
給
拉
托
大
將

(
韓

)

個
月
向
高
呵
。
口NO
J
鉤
為
金
屬
之
一
，
在
巴
力
斯
到
一
依

句
3
H
U
M
H
F

〉

p
h
'

、

2
d
z

i
i

、
照
考
古
m
T灰
飛
紛
出
的
旅
兵
早

在
公
元
的
三
千
年
已
的
人
快
川
可
是
除
f

用
作
背
過

“
呻
吟
共
外
以
民
向
來
未
間
它
來
製
造
較
為
位
重
而
復
雜

ω
一的
器
肌
這
些
器
血
大
邱
由
刷
問
劃
轍
九

或
雖
在
叫
剖

一則
削
但
也
但
總
是
由
酬
間
蚓
技
術
人
員
監
製
(
則
上
7

2303-2307 卜閥混

公
元
前
二
千
年
塞
浦
路
斯
島
的
豐
宮
銅
礦
遠
近

聞
名
勝
尼
基
航
海
員
便
由
塞
浦
路
斯
島
和
撒

T
西
班

牙
其
至
大
不
列
巔
的
銅
及
其
他
貨
物
運
輸
到
近
東
各

國
和
沿
地
中
海
諸
國
去
售
賣
他
們
除
了
航
海
去
買
金

屬
外
也
派
巧
匠
往
別
國
去
經
營
行
業

(
撒
下
5
u

編

上
M
1
列
上
5
臼
l

甜
甜

7

叫

l
u
)

技
型
經
記
栽
突
巴
耳
加
音
固
定
製
造
各
樣
鋼
鐵
器

具
的
匠
人

(
創
4

自
)
梅
瑟
時
在
曠
野
中
用
於
會
幕

內
外
的
許
多
器

m
皆
是
銅
質
的
(
山
幻
)
同
樣
在
撒

羅
瀚
聖
殿
內
的
銅
器
也
不
少
如
銅
海
十
二
笠
銅
牛
十

倒
劉
盆
w
m
四
個
銅
輪
及
銅
軸
鍋
鋒
盤
等

白
從
"
也
做
厄
領
以
民
進
入
客
納
罕
地
成
至
連
味

也
叫
王
時
為
止
兵
拉
大
概
也
那
是
銅
製
的
(
民
的
剖
撒

上
口
3
|

7
)
此
外
艸
像
(
注5
4
1

自
)
錢
幣
(
瑪

m
9
)
樂
器
(
路
前
口

1
)
等
也
都
是
用
鋼
製
造
的

就
如
使
用
石
木
合
銀
等
物
質
一
樣
不
僅
這
祕
他
們
並

且
利
用
銅
器
作
為
交
易
的
貨
幣
(
則
幻
口

)
在
首
默

茲
多
城
所
掘
得
的
物
件
中
不
僅
誰
明
聖
經
的
已
述
準

確
很
訛
而
且
的
巴
力
斯
地
晚
銅
器
時
代
初
初
中
期
鐵

器
時
代
帥
約
在
公
元
前
三
千
三
百
年
至
一
千
二
阿
年

間
的
琨
境
解
述
得
仙
詞
消
楚
誰

W
H

此
企
屬

(
4山
)

的
同
附
注
學
B
B
DN
O

切
g

J
是
去
置
在
做
w
m淌

的
創
副
們
叫
“
/
忍
心
志
〉

』

;
E
w
t

'

、
學
殿
庭
院
中
的
一

個
巨
大
盛
水
器
(
編
下
4
6

刊
)
為
希
蘭
技
術
人
員

的
作
品
之
一
其
用
途
是
供
給
司
祭
們
洗
機
清
潔
之
用

(
一
編
下4
6
)
它
的
描
述
見
於
列

上
7

臼

|
甜
編
下

4
2
l

R

可
後
來
阿
叫
蚓
閻
王
為
了
向
掛
劃
掛
特
到
別

色
爾
三
世
進
貢
竟
將
支
梨
銅
海
的
十
二
個
銅
牛
拆
除

(
列
下
的
叮
)
會
步
一
品
佔
領
耶
京
後
將
銅
海
打
壞
並

將
銅
悔
的
銅
帶
往
巴
比
倫

去
(
列
下
鈞
刊
)

見
聖
殿

(
韓
)

蝸
居
肘
潤
主
治
刊
「
MM
CE
E
J
人
名
默
里
達
島
上

Z
H
D

(
1
.
d
y

/
\

的
首
領
當
舉
制
制

及
其
同
伴
在
赴
羅
馬
途
中
覆
舟
遇
險
之
際
會
受
到
他

的
盛
情
招
待
保
祿
乘
機
治
好
了
他
患
熱
病
和
病
疾
的

父
親
(
宗

m
T
S
)
聖
經

上
只
誡
他
是
默
里
達
島

的
首
領
如
沒
有
清
楚
地
指
出
他
的
職
銜
及
地
位
因
此

俊
不
少
的
學
各
加
以
推
測
臆
忽
而
意
見
蚓
咽
不
一
致
但

是
巾
近
來
發
現
關
M
K默
m
L
d
n峙的
文
件
上
我
們
可
以

斷
定
他
大
概
刊
，
立
的
時
羅
馬
坑
肝
、
孩
鼠
的
「
鋒
作
」

(
?
"
。
阱
。
『
)
為
時
此
島
國
於
西
西
里
省
符
轄

(
韓

)

莒
閻
健
約
堂

(
1
。二
明
約
旦
前
意

2
1
.
P
4
q
l
s
F
l

二
，

、
大
利
南
部
西
岸

海
港
郎
今
距
那
不
勒
斯
不
可
逸
的
頗
組
放
也
可
。
N
N
E

-z

在
路
口
叫
帝
闢
時
代
為
來
司
的
來
往
船
主
尤
此
械
制
的
如

笠
、
必
徑
的
港
口
商
裝
做
鼎
盛
聖
保A棉
被
解
往
經
馬
時
會

從
這
民
仔
留
f

七
天
前
時
那
裂
已
有
了
教
友
如
路
加

所
寫
「
在
那
里
我
們
遇
見
了
兄
弟
們
」
(宗
m
A
U
H
)

(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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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頗
爾
辛
約
菱
斯
托

...--、
句

。.., n 
H 

已ψ 

月1

。ω 
F司，

已
切

、』】./

23一羽)

人
名
扣
-
J
交
大
概
有
「
俊
典
」
之
立
A
H
叮
叭
叭
必

l

。

，

l

爾
特
約
川
永
航
公
司
几
六J
|
1

六
一
一
作
他
仕
的
帕HK
t
叫
U
K
I

。

l
1
I
l
i
-
-
t
l
t

任
們
也
力
叫
別
的
心
川
付
山
三
家
M
A瑟
1

稱
之
行
的
m

r

化
的

甲
、
朽
的U
H
H吋
叭
代
職
只
訂
兩
年
卜
木
花
火
力
他
研
他

的
，2
也
扑
在
來

-
m
f端
上
做
向
f

希
恰
致
使
m
i
A人

-
-
A
l
l
-
i

。
l
l
1
i
l
l
-

大
門
小
滿
洲
引
包
f

仔
們
坦
以
羅
馬
的
暴
力
行
的
女
斯

。

兄
姐
力
仲
M
M叫
他
了
，
小
心J紋
峙
的
暴
徒

H
i匕
的
黨
人
在

阿
悅
心
，
帕
一
一
伙
川m
k
m
m
司
的
叫
小
的
鬥
字
上
亦
村
山
川
造
了

。

的
v
h
此
鬥
爭
的
作
品
八
練
這
叫
格
依
圳
在
玄v
v巴
恨
恨

中
而
這
了
一
阱
，
平
台
以
觀
看
聖
殿
的
路
祭
怕
很
而
觸

IIll--lo 

怒
了
泊
之
叫

4

祭

上
r
I
h肘三
U

叫
什
叫
做
勒
雅
的
心
計
府
的
往
郎
一
口
加

m
m
h小
叫
心
1
川
h
J們
，
來
此
(
斗
訊
手
要
求
他
將
他
川
份
以

I
i
l
-
-
g
a
-
-
t
I
l
l
i
-
-
l
1
l

，

B
E
B
B
-
。
l
i
l
-
-
-

m
呦
您
的
叫
作
你
仰
仗
航
示
，
已
關
乍
途
吋
州
市
的
私
生
斯

托
宅
k
l此
斷
似
叫
它A
d祭
們
的
要
求
圳
川
，
王
山
，
吋
叫
小
們
多

圳
在
心M
J川
的
叫
位
叫
到
似
的
你
的
游
叫
作
品
州
再
仗
的
刊
已

們
必
何
力
的
叫
叫
m
M
F
心
增
本
以
叫
稍
作
川
，
公
叭
的
紅
山
的
代
以

削
山
村
山74
依
附
圳
此
叫
以
采
此
間
方
叫
他
在
外
沁
人
小
的

一
喘
行
的
品
句
之
快
仙
竹
淫
，
千
山
州
牙
國
傳
教(
'
亦
幻

口
封
1

7
U
W
懈
的
剖
甜
)
哎
，斯
托
你
可
弋
'
川
口
、
釘
將

f
i
l
l
-
-
-
1
l
l
t

、
。

m
w已
叫
你
回
你
什
川(
刊

忱U
H
|
鈞
臼
)

7 土海(草IJ鋼



"
紗
巾
如
叫q
h
3
條
用
「O
E
m

s
o
D
H
JT
E

上
一
一
晶

宮
d
h
E
2
z
r
v
k

弓
r
r
E
E
g
E三

H
D
.
-
3
a
1
d
b
3
，
:
‘
1

、

2
4
l
a
f
e

』
l

i
f
t

-

-
Z
E
=
;
2
2

、
及
的
飾
物

可
分
兩
種
白
人
用
的
裝
飾
品
如
首
的
衣
服
等
几
且
非
人

所
用
的
飾
物
如
志
做
學
股
房
區
成
績
基
肺
守
所
有
的
裝

飾
品
司
的
涼
的
總
般
是
舉
行
大
時
儀
峙
的
裝
飾
品
(
厄

上
3

刊
)
青
年
婦
女
及
新
娘
特
別
重
頑
自
己
的
飾
物

以
便
裝
飾
自
己
取
悅
吼
叫
男
人
(
那
2

自

ω
3

默
幻

2

)。
依
撒ts亞
(
喇
叭3M
I

H
)
及
巴
則
身
耳
(
側

的
u
!

H
)
特
別
清
楚
的
描
寫
及
歷
數

f

當
時
女
人

們
用
的
裝
飾
品
其
次
聖
經

上
也
不
時
提
到
也
築
物
的

裝
飾
用
口
問
(
見
加
上
4

盯

編
下
叫
的7
寫
U
H
n
目

)

除
了
上
述
的
原
意
外
飾
物
有
時
也
用
於
的
意
如

則
的
7

|

H
謂
上
主
要
裝
飾
耶
京
箔
如
打
扮
一
位
女

郎
「
紀
律
」
為
明
智
人
猶
如
質
畫
的
飾
品

(
德
幻

(
緯

)

"
白
雪n
v「
白
片
。J
猛
禽
類
屬
鷹
科
的
一
種
飛
禽
上

的
重
伊
/
呂

-
2
之

2
-

』
'

、
嘴
鈞
曲
翅
長
店
短
喜
捉
食
蛇

蜥

蜴
鼠
魚
等
且
總
鮮
隨
之
分
故
梅
瑟
法
律
視
為
不
潔
之

鳥

(
肋
U
H
)
墓
地
確
有

此
鳥
為
季
候
鳥
冬
季
飛
來

地
中
海
及
死
海
沿
川
師
或
南
部
的
乃
革
布
過
冬

見
飛
鳥

(
韓
)

U
括
字
比
、
志
-
3

客
納
罕
曆
月
名
為
猶
太
教
曆
第

n
E
J
斗
7
/
N
M之

二
扎
即
相
繼
「
尼
散
」
而
來
的

-
一
月
約
等
於
今
之
陽
曆
四
月

至
五
月
之
間
「
齊
夫

」

AT-

間
一
月名
在
充
軍
以
前
普
通
使
用
(
列
上
6
1

訂
)
充
軍

一
以
後
7
.正
式
改
稱
「
依
雅
爾
」
月
但
民
關
仍
沿
用

2309-2316 十 四益

「
潛
入
一
向
几
名

刊
心
曆
法
皮
句
什
的
朋

(
古

)

站
去(
h
h
v
「
N
H可7
)念
品
不
詳(
二

人
名
猶
太
悄

2

月

J

』
』

二

、

後
商
雅
肋
肋
耳
的
兒
子

(
端

上
4
H
)
(
二
)
地
名
1

乃
來
布
沒
內
的

-
J
m拔
希

臘
譯
本
作
買
南

(
#
淋的
H
)
也
於
休
閑
大
文
派
領
域
的

南
部
2

搞
大
山
地
的
一
咚
域
在
科
扎
位
城
以
兩
日

後

勒
叫
戶
口
只
字
會
在
其
地
設
防
派
兵
駐
守
(
你
的
目
一
編下

口

8
)
為
了
這
蛾
其
附
近
的
曠
野
也
咱
們
作
「
齊
弗
曠

野
」

(
撒
上
n
u
必
1

2

等
)
這
曠
野
兩
齊
州
城
仲

民
f
A
t
死
海
西
川
剖
面
的
速
味
曾
蔽
身
此
地
與
做
几
月
村

抗
衡
叫
“
而
相
門
口
悶
著
名

兒
叫
道
咪

(
商

)

的
位-
-
z
t「N
Z
L人
名
念
調
「
光
明
」

「叫
阿
拉」

2

萬

J
Z
t
r
\
(

一
)
酬
剝
削
叫
長
子
叫
蚓
叫
到

耳
的
後
裔
約
納
室
的
兒
子
此
名
亦
作
「
回
回
」
但
平

常
作
「
齊
區
」
(
一
桶上
2

詞
)
(
二
)
倒
默
准
交
派

卡

三
首
領
之
一
他
們
會
在
希
則
克
雅
為
划
划
王
時
佔

接
了
革
辣
爾
牧
場

(
一
編上
4

盯
﹒

“
)
(
一
二)
一
位

屬
革
爾
雄
家
族
的
肋
末
人
(
偏
上
自
7
U
)
(

凹
)

浩
大
王
勒
叫
戶
口
貝
罕
由
愛
妻
瑪
阿
加
昕
生
的
兒
子
瑪
阿

加
原
是
阿
貝
沙
隆

的
外
孫
女

(
編
下
刊
叫
)

見
耶
辣
美
耳
阿
H
只
沙
陸

(
一
直)

M
正
(
干
1
1
h口
「
N
S
ω
Y
J人
名
旅
阿
刺
伯
文
可

的
」
前
t
f
I
J
h
p
f
N
立
巴
巴

。
-

2
-
Z
J
;
i

'

吃

、
能
作
「
尊
位
」
解
齊

耳
帕
是
肋
阿
雅
各
伯
姜
子
的
將
女
她
給
雅
各
伯
生
了

兩
個
兒
，
「
郎
以
仰
和
阿
愴
的
H
M創
刊圳
叫

沾
自

幻
2
MW

(
叩
山)

3
.

而
F
F
+血
可
頑
甸
回f
N
R
Y
2
」

。
j
i
t

-
x
f
1
3
2

，
、

之
意
哲
約
記
放
十
二

人
只
釘
子
峙
名
字
其
中
最
著
名的
也
粹
是
偏

F
n
7
所

記
的
齊
革
黎
勇
士
他
是
一
位
果
敢
的
將
軍
會
殺
死
了

強
大
王
阿
啥
，
次
的
兒
子
瀉
哈
色
阿
和
他
的
兩
位
問
候

阿
次
黎
附
和
厄
耳
卡
納

(
心

)

“
正
-
a
人
紛
時
「
N
呂
立
/

人
名
旅
名
意
調
「

上

3
i
a

卡
闢

W
R
H
閣
制
呵
，
、
l
i
i
r
!
~

2
-
Z
J
E
a
-
P
Z
J
t
n
z
i
h

、

主
已
跤
助
」

人
中
心
向
約
巾
名
齊
默
裂
話
凡
凹
人

(
一
)
西
默

從
家
族
旅
長
傲
的
帥
的
兒
子
他
竟
敢
當
眾
與
米
德
楊
地

的
灰
人
可
次
彼
前
去
行
邪
淫
敬
拜
邪
神
丕
乃
哈
斯
一

兒
就
順
手
合
F
f

一
把
長
哈
跟
來
進
入
臥
室
刺
穿
f

他

們
二
人
的
社
腹

(
戶
筠
M

間

加
上
2

自
)
(
二
)
以

色
列
第
五
位
君
王
厄
拉
的
巨
僕
他
指
揮
厄
拉
君
王
的

半
數
戰
車
在
捉
爾
問
京
娥
拭
王
殲
滅
王
室
後
遂
自
立

為
王
人
民
得
知
大
怒
另
立
放
默
黎
與
他
相
對
抗
園
攻

京
城
京
城
陷
落
他
見
大
勢
已

去
進
入
王
宮
縱
火
焚
燒

與
王
宮
同
歸
恥
、
扎
在
位
僅
七
日

(
見
叫
上
的
e
l

n

列
下
9

剖
)
(
三
)
本
雅
則
安
派
撒
鳥
耳
後
裔
約
州

遠
的
兒
子
(
-
編上
8

抽
9

位
)
(
四
)
猶
大
支
派
則

刺
刺
的
兒
rT
(
即制
上2
6
)。

族
名
這
民
族
只
見
收
於
耶
討
自
披
上
下
女
隊
屬

於
阿
刺
伯
民
族
其
他
的
事
不
詳
有
些
學
者
以
為
齊
默

到
民
族
即
是
制詰
2

昕
記
的
劑
喇
喇
段
比
(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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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連
自
「

H
D
r
J

此
種
文
房
之
喇
叭
在
倒
約

2
J
M
3
、
3

，
悔
，

t
a
--
P
3
1
:
1

、

f
s

2
I
E
J
E
r
-
-
E
F
E
-
-

、
中
只
提
過
一
次
(
成
M
m

u
)
新
約
中
提
過
三
次

(格
後
3
3

若
二
也
若
三
口
)

並
未
改
明
它
的
性
質
與
構
造
但
由
古
制
別
凡
此
刷
刷
的

文
化
上
尤
其
自
死
海
附
近
的
芥
木
的
地
方
發
現
的
文

件
上
在
此
找
到

f

墨
水
瓶
及
乾
墨
汁
裁
們
可
以

做
定
擎
的
1
作
品
所
間
的
電
汁
不
外
是
一
種
炭
索
與
膠

水
的
混
合
物
而
這
種
混
合
物
不
易
流
動
故
能
隨
身
帶

在
腰
間

(
則
9

2

)
(

韓

)

"
督
是
宏
偉
「m
o
z
n

E
/

占
萃
的
出
土
在
空
口

t
h
H

草
草
f
∞
g

z
-口
Y
E
B

」

2

」

J

也

•• 

呵

，
肉
、
學

上
具
有
非
常
重
要

的
價
值
它
給
我
們
指
出
了
不
少
古
代
民
族
的
文
明
塾

術
風
俗
習
但
對
於
聖
經
的
研
究
也
給

f

我
們
不
少
的

民
獻
及
幫
助
使
抗
們
更
能
消
鐘
明
瞭
娶
一
經上
并
多
關

必
埋
非
死
人
的
記
被
墓
地
因
為
是
多
山
而
少
平
原
的

地
區
可
以
耕
祿
的
困
地
並
不
太
多
是
以
在
草
地
自
古

以
來
就
以
刊
恥
的
成
人
宙
間
的
山
稍
作
為
埋
葬
死
人
的
墳

墓
至
於
墳
墓
的
形
式
根
攘
考
古
學
者
們

的
結
論
可
分

為
下
列
數
種 +

五
畫

2317-2319 

一
石
洞
萃
這
種
石
洞
多
在
地
下
就
是
天
然
石
洞

或
街
答
加
人
工
打
鑿
而
成

U
M
U體巾
上
而
入
上
耐
的
州

口
以
石
頭
及
沙
土
堵
塞
這
是
最
古
老
也
是
最
簡
單
的

消
干
什
主
站
在
公
元
前
四
五
千
年
帥
，
有
的
一
種

二
并
基
公
元
前
一
千
五
月
布
什
紅
右
發
現
一
種
新

型
的
街
萃
我
們
稱
之
謂
并
延
即
是
由
上
而
世
間
線
向
下

挖
痴
型
同
水
并
在
悴
的
，
「
邊
以
半
行
線
上
再
學
一
個

或
做
個
女
放
悅
趣
的
斜
師
叫
穴
放
入

U
W
U
總
後
將
仲
丌
內

斜
面
側
桐
以
沙
石
完
令
的
(
淪
川
崎
萃
有
時
并
穴
是
稍
微

傾
斜
的
故
鑿
，
有
倒
單
的
石
開
使
於
下
降
，
良
有
的
石
井

門
，
們
共
存
放
悅
髓
的
地
方
不
在
悴
，
氏
之
仰
而
是
將
洞
穴

擊
在
井
穴
側
耐
如
此
可
以
存
放
一
個
或
數
個
院
體

三
石
荒
草
到
了
公
元
前
一
千
二
白
年
前
後
初
期

數
地
的
以
民
可
能
受
f

胏
尼
基
人
文
化
的
影
響
開
始

利
用
所
謂
的
石

ι芷
江
這
種
境
哀
絞
大
停
放
的
死
屁
也

多
構
造
也
比
較
復
雜
先
由
地
面
肉
下
挖
掘
閑
鑿
斜
坡

向
F

狀
似
石
秘
在
最
下
面
則
繫
成
方
彤
的
石
室
主
之

四
周
修
以
停
放
口
恍
惚
的
石
先
或
在
給
咱
上
擊
成
怪
食

以
存
級
自
晚
體
屯
食
有
的
晏
方
形
有
的
是
下
平
而
上
部

晏
半
月
形
石
佛
的
入
口
處
則
以
只
石
堵
寒
幾
時
需
要

內
第
新
的
亡
缸
剎
時則
將
入
口
的
石
頭
移
間
將
屍
體
運

入
停
放
在
業
已
備
妥
的
石
凳
上
市
要
時
可
將
石
室
擴

大
以
安
改
成
修
擊
新
的
石
凳
或
加
擊
新
的
壁
t
m

四
石
屋
吋
扯
到
了
以
民
君
政
時
代
的
末
期

上
述
類

型
的
墳
墓
更
形
擴
大
它
不
再
是
一
個
簡
單
的
石
室
而

是
沿
石
室
的
四
周
另
擊
有
其
他
的
石
室
石
室
與

石
室

......... 

立
問
μ付
之
風
及
過
道
相
聯
形
成
f

地
下
的
房
隊
猶
如

釋
凡
的
地
答
川
川
此
亦
稱
為
「
地
審
判
←
」
迫
他
自
泣
，
尺

多
已
不
再
向
地
下
發
展
而
多
是
依
山
擊
右
而
成
填
的
趴
在

的
入
口
處
以
方
游
的
大
石
堵
來
成
品
更
常
H
M的
追
以

-
N
M
M大石
來
住
村
干
門
閉
關
時
祇
耍
旋
轉
ω
石
凶
可

耶
穌
的
墳
墓
就
是
通
於
此
後
一
種
者
它
紙
有
兩

間
內
部
一
間
是
為
停
股
民
體
外
商
一
間
有
石
台
其
上

般
有
吞
料
以
紅
禦
院
兒
悶
悶
有
時
有
一
石
先
以
供
的

往
憑
吊
死
有
的
家
人
稍
事
休
息
之
用
巾
外
開
可
以
看

到
內
部
的
民
體

(
右
到
1
4

5
8

等

)
們
耶
穌
時
代

問
怡
猶
太
人
的
地
位
關
始
市
此
外
加
以
裝
的
使
之
吏
的

美
觀
這
點
格
外
自
橄
欖
山
上
也
山
山
的
一
些
一
古
拉
而
得

到
治
明悄

然
除
f

上
述
的
敏
褪
類
型
的
泊
位
外
其
他
世

界
各
處
及
任
何
時
代
都
布
最
簡
單
的
情
張
是
就
地
挖

前
放
入
屍
體
而
加
以
掩
理
周
圍
堆
上
石
掩
作
為
闊
恰

如
部
畔
的上
幾
塊
較
大
的
平
石
至
於
嬰
兒
及
小
孩
民
身

的
掩
何
一
多
利
用
一
種
具
省
人
體
彤
的
陶
罐
或
陶
棺
將

之
停
放
在
家
闊
的
附
近
或
葬
入
墳
墓
中

卅
咱
們
怪
的
外
商
標
誌
普
通
以
民
的
積
萃
且
是
沒
布
拉

麼
外
表
是
拔
的
雅
各
伯
在
辣
黑
耳
墳

上
立
了
碑

(
創

刊n
m

)
當
闡
明
例
外
阿
干
及
阿
貝
沙
隆
墳
上
所
堆
的
一

大
堆
石
頭

(
蘇
7

目
8

凹
撒
下
的
口
)
常
視
為
受
人

懲
罰
及
吐
柔
的
標
誌
償
墓
的
外
在
修
飾
應
是
希
臘
時

代
的
事

(
加
上
的
盯
)
按
右
瑟
夫
的
記
栽
黑
洛
德
修

建
了
遠
味
及
撒
羅
瀚
的
培
主

(
見
瑪
幻
的

)
並
為
a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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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在
白
冷
附
近
修
住
了
伶
太
壯
觀
的
陵
延
但
是
普
通

百
悅
的
積
江
是
沒
有
必
麼
投
怖
的
大
部
就
地
掩
埋
在

村
前
此
情
屯
的
近
處
為
過
兔
沾
染
法
律
上
的
不
潔

(
戶

的
M
)
每
年
在
巴
斯
卦
節
日

前
要
將
每
個
街
盔

的
所
在
地
位
以
白
色
的
標
記
這
種
習
俗
至
今
剛
叫
叫

人
仍
沿
行
不
衰

(
瑪
幻
叮

甜
)

m
m
經上
的
氾
撿
到
叫
蚓
賀r
瑪
屯
咐
他
山
洞
作

理
制
側
的
墳
生(
見
削
幻
)
。
到叫
臥
刷
刷
刷
及
蚓
制

制
皆
埋
鋒
於
這
個
山
約
占
恥
是
為
其
家
族
墓
穴

(
削
幻

M
G
9叫
見
削
們
叫曲
"
甜
甜

叩
臼
)
。
蚓
蚓則非
於
到
風

自
己
父
親
的
田
地
中

(
H州
州
的
詞
)。
制
制
問
亦
葬
在
自

己
在
厄
h
m
辣
因山
區
的
產
業
中

(
如
州州的油
)
，捌蚓
闢

及
約
阿
布
的
神
仙
翠
亦
在
自
己
的「故
鄉
」
郎
自
己
的

回
莊
中

(
撤
上
訪
I
m
s
則
上
2
H
)
。
別
州
創
即
埋

在
日
己
的
花
閩
中
(
幟
下
必
凹
，見
到
下
訂
閱
)
。
由
此

可
見
以
民
向
來
將
自
己
的
親
人
埋
葬
在
自
己
的田
園

內

這
種
習
俗
仍
見
於
新
約
時
代
比
如
剛
剩
瑚
蚓
蚓
的

宙
人
拉
瑟
郎
在
自
己
的
家
國
內
為
自
己
閃
擊
了
墳
墓

(
瑪
幻
帥
谷
的
“
路
幻
時
間
圳mw
u
)

兒
喪
摘
帽

(
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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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5 希|

~p 比」。隨|
由字 七! 文
此外.十i 作

見
末
日

審
判

字
而
扎
此
宇
平
常
多
譯
作
「騙
罪
〕不
譯
作
「
寬
恕
」

「
寬
恕
」
「
贖
罪
」
「
和
好
」
三
字
為
同
義
字
故
可

互
用
但
嚴
格
說
來
意
裁
是
有
分
別
的
「
和
好
」
表
示

消
除
仇
恨
「
服
界
」
表
示
低
償
界
債
「
也
岫
心」表
示

不
符
段
往
「
相
好
」
是
從
人
對
天
主
而
一
一
百「贖
罪
」

是
祇
的
罪
惡
而
言

「
寬
恕

」
是
祇
叫到
天
主
而
言
天
主

與
人
闊
的
仇
恨
祇
能
也
於
罪
惡
消
除
了
非
惡
也
就
消

除
f

天
主
與
人
間
的
仇
很
仇
浪
既
不
存
在
天
主
的
義

怒
自

也
平
息
但
人
故
無
法
消
戒
罪
惡
也
就
無
法
平
息

天
主
的
義
怒
天
主
息
怒
「
寬
恕
」
人
罪
完
全
是
出
於

天
主
的
「
仁
慈
」
和
「
憐
憫
」
所
以

「
寬
如
止

，何
時

也
譯
作
「
仁
慈

」
或
「
憐
憫
」
人
以
峨
祭
哀
禱
贖
罪

平
息
天
主
的

義
怒
亦
全
是
出
於
天
主
仁
慈
自
作
的
安

排
(
肋
口
口
參
見
繳
上
3
H
耶
u
n
|

叮
)
並
不
是

祭
獻
和
祈
禱
白
布
贖
罪
的
價
值
昕
以
不
論
獻
裝
或
祈

禱
都
不
外
哀
求
天
主
施
行
仁
慈
「
寬
恕
」
己
罪

(山

"
“
口|
H

殉
上
8
叩
|

叫

制
上
幻
7
|

口

問
上
9
5

l

M

厄
下
1

‘

l

u
)
不
要
﹒
與
自
己
「
觀
臉
作
對
」

(
肋
m
l
l

s
)
或
「
掩
面
不
顧
」

(恥
"
叫
口
時
依

閃
閃2
剎
3
‘
)
，
反
要
叫到
白
己
「
顯
示
慈
顏

」
(
門
6

自
自

制
4
7
M
M
口
切
4
)
，

開
恩
施
比
這
原
是
丘
徽
抓

舊
約
的
基
本
初
中
心
思
亂
m
E
叫
叫
到
和
忠
于
街
叫
的
救
世

神
學
都
是
建
立
在
這
一
論
點
上
(
叭
叭3
M

刮
-
l
s

i
2
2

羅
I
U
H
2
4

|

u
5
.
叩

叭
叭23
闊
前l

u
5
川參
見
朝
3
7
|

問
到
1
抽
)
.
就
因
為
祇
有
基

督
能
消
滅
罪
也
所
以
祇
有
基
督
能
平
息
天
主
的
義
的
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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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乃古抄卷 : 若望福音第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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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蘭 (Rylands ) 草紙碎丹(若 18 37 ， 38 ) 



埃及法郎將逝壯的太子託與保護死人的女神

古埃及人死後受審的表象;死人的心被放上天秤 。



衷悼死人的婦女(瑪11 17路2327 ) 

耶路撒冷古墓入口



一他
本
M
M摔

(
M
G
8峙
的
前
I
M
M
2

且
希
4
7

位
一

的
一3
5
1
，
)
，
均
丹
頁

γ
找
們
的
試
成r
界
人
(
制
俊

-

5
n
m
m
8
3
叫
樹3
臼
)
以
自
己
無
罪
之
軀
代
我
們
贖

罪
的
我
們
祈
禱

(
谷
m
H
瑪
約
四
羅
6
6
7
8
M

弗

5
2

鈣
的
2
5
6
伯
前

2
臼
|
訕
希
7

自
若
一
3
M

4
山

參
見
側
目
)
使
我
們
賴
他
的
血
和
他
的一
泉
路
獲

得
f

天
主
的
「
寬
恕
」
再
出
死
入
生
(
若
5
M

右
一
1

7

制
3

自
弗
1
7

哥
1

叩
)
所
以
人
現
活
的
生
命
是

茲
督
以
死
換
來
的
生
命

(
w
m
後
5
u
H

斟
2

叫
羅
M

7
8
)
這
全
是
出
於
天
主
的
慈
愛
(
弗
2
4
l
9

鐸

3
5

側
前I
S

參
見
出
叭
"
-
-

M

的
7

|
9

)
天
主

的
慈
妥
貿
總
永
受
頌
揚
(
組

9
5

日
刷
上mu
圳
叫
么

見
的
制
界
祈
禱
赦
兔
和
好
祭
獻

(
漁

)

扭
曲
曲
起P
I
起
心
巳
匕
三
E
E
J

站
針
布
魯
拍
4
1
牽
制
A
R
n
/
5
3
5
\

「德
」
字
按
辭
海
解
作
「
修
養
而
有
得
肝
、
心
也」無

疑
這
展
所
謂
的

「
修
長
」
是
指
道
德
方
面
而
且

-
H也
的

」-
1口
人
在
品
格
道
德
方
面
經
過
長
時
間
不
斷
的
操
練
而

行
f

心
得
也
即
能
不
為
物
慾
所
勁
擇
善
固
執
而
這
樣

的
人
也
叫
是
通
常
所
泌
的
一
個
省
德
行
的
人
如
果
修

泛
非
常
危
怖
到
家
也
呼
稱
為
大
德
不
凡
之
人
如
在
初

步
此
錄
稍
布
心
得
只
可
稱
為
一
個
有
修
瑩
的
人
似
乎

向
不
能
稱
為
一
個
有
德
行
的
人
總
之
按
中
文
「
德
」字

指
德
行
或
道
德
殆
無
疑
議
不
過
這
處
所
要
放
的「德
」

{
乎
是
就
要
經
衷
到
這
一
{
子
的
意
義
作
解
釋
因
我
們
不

能
忘
記
中
文
只
是
譯
文
從
學
經
方
面
來
說
中
文
的
總

十五益2322 

字
叫
E
d

材
統
稱
5
;

拔
制
叫
丈
之
三
3
5

一
半
可
有
血
與
中
文
「
仰
」
(
p
r
小
時J
抖
抖
机
川1、
多
大
是

異
但
右
再
唯
一
命
最
早
以
清
臘
文
譯
的
仿
約
說
布f
問

題
右
再
推
至
以
希
伯
來
文
寫
的
位
約
就
更
有
f

間
組

因
在
希
伯
來
文
聖
經
妥
根
本
沒
有
這
一
抽
象
名
詞
的

德
字
而
忱
了
文

5
3
5

則
多
，
潔
白
希
臘
文
的
口
可
口
"
，

目
前

或
M
R
S
ω而
這
兩
側
希
過
字
的
立
思
是
能
成
能。

力
威
能
作
為
價
值
等
意
義
毫
無
道
德
之
德
字
忠
義
拔

i
l

'

。
、
，
》
‘
巴
，

3
、

和
臘
文
道
德
之
「
德
」
字
稱
為
罵
。
阱
。

在
的
阿
約
良
雄
也

'

。

曾
用
f

這
一
字
但
現
尸
克
用
這
一
字
的
時
候
少
之J
〈
少

金
的
附
約
州f
卡
三
次
新
約
從
川
f

阿
次
在
的
川
約
一
災
的

卡
三
次
四
次
見
於
依
刊
M
S
凹
的
訓
的
7

一
次
比
必
哈

3
3

一
次
見
始
向
6

間
共
餘
則
是
以
希
臘
h
L
R
M
原
文

3
、
、

'
，

、
‘
'
。

1
1
l

』
1
1

自
目
，

的
智
三
次
和
加
F

四
次
在
以
希
伯
來
文
內
昕
用
的
六

次
又
那
是
「
光
榮
」
或
「
榮
耀
」
「
叮
咬
」
或
「
威

敬
」
再
成
「
可
泌
似
的
作
為
」

(
依
的
7

)
糾
清
一

位
泣
從
-
大t

方
刮
來
說
而
非
出
仙
人
更
全
沒
釘
溢
的
的

意
扎
至
趴
趴
在
圳
和
圳

F

兩
方
侃
也
是
如
「
武
力
」
或

。

「
立
志
屯
強
」
對
道
德
的
意
義
也
付
耍
的
糢
糊
不
清
至

趴
趴
在
新
約
災
尤
其m
t保
祿
的
忠
心
一
再
勸
人
行
善
避

也
但
只
何
如48
位
法
一
比
共
他
叫
H削
一
次
(
2
9
)

，
'
，

。

'

，
、
台

俏
從
兩
次
(
1
3
5
)口
正
為
此
以
道
泊
之
的
也
叫
“
艾

。
'
、
，》
3
3
、

4
8

那
一
次
的
的
2
9
也
指
天
t

的
「
榮
耀
」
而
伯

倒
1
3
5

也
只
是
反
忌
地
勸
人
修
德

L
Y法
凡
的
問
副
本
譯

作
「
較
力
」
足
以
從
俠
品
的
宗
出
來
品
犯
令
部
型
經

。

混
不
U
叫
伐
到
圳
的
恆
的1
州
的
「
德
」
~
f

--

不
過
到
倒
退
沒
有
成
很
少
提
及
這
抽
象
名
A

「
德
」
字
是
一
罔
哄
而
的
人
惚
惚
行
善
是
別
三
間
各

正
的
倒
划
人
若
豆
具
體
售
貨
而
少
理
他
很
m
m
論
足
以

在
制
制
乳
直
接
了
話
要
人
成
為
義
~
是
以
可
說
拔
茵

絨
的
說
也
是
以
「
義
」
代
亂
尤
其
在
智
吋
故
此
可
一

目
f

扎
全
部
制
叫
封
山
的
中
心
思
細
心
師
是
暢
談
義
人
與

惡
人
之
別
而
以
義
人
即
有
科
泣
的
人
而
咐
他
得
智
泣
之

道
也
切
使
人
所
以
能
成
為
義
人
則
在
於
敬
畏
土
主
困

而
經
上
說
「
仙
似
炭
上
主
是
智
慧
的
開
始
」
(
德

J
H品

1

7
9

刊
)
又
說
「
敬
畏
上
主
說
是
憎
恨
邪
惡
做
怪

驕
傲
」
(
關
8
u
)，
「敬
畏
上

L
驅
除
罪
惡
」

(
制

1
臼
)。

「
做
史
上
L
是
智
品
的
度
也
這
反
敬
使
人
得

到
義
德
」
自
以
上
所
述
可
清
楚
看
出
智
法
與
義
德
互

為
1
果
欲
有
義
德
必
須
有
智
慧
有
了
智
慧
也
即
有r

義
德
但
真
正
的
智
慧
並
非
一
空
洞
的
抽
象
名
司
而
是

具
體
且
w
u際
的
行
動
「
敬
畏
上
主
」
換
旬
F

川
說
位
約

夾
，
成
德
也
的
全
德
之
真
諦
即
是
敬
岡
比
上
主

及
至
剝
削
扎
從
耶
穌
封
閉
他
行
善
之
道
的
本
位

(
瑞
叫
閃
閃l
u

)
以
及
耶
穌
對
試
踩
他
的
法
學
士
的

答
可
能(
職
且
盯
[
凹

)
司
知
全
德
即
在
于
守
天
主
的

滅
紅
這
廂
內
削
尖
以
敬
畏
上
主
瓜
干
成
飢
不
一
做
足
的
品

在
怕
輝
映
而

W
H是
中
叫
不
川
而
-
U川
二
而
一
的
一
岡
字

毛
於
心
何
關
德
行
較
叫
作
細
的
分
析
在
一
禍
首
長
不
口
創

找
到
在
制
部
裝
耶
穌
只
指
出
了
德
行
的
神
州
質
與
總
綱

較
詳
細
的
分
析
是
耶
穌
升
天
俊
在
他
的
門
徒
傳
教
時

為
f
u
m友
叫
的
必
修
德
行
善
L
J作
山
f

杖
h
n系
尚
的
品



綱
分
析
，
今
分
述
於
後

首
先
也
接
以
天
主
的
對
象
的
布
的
望
這
三
德
其

中
最
大
的
是
愛

(
格
前
口
H

)
此
外
的
教
會
內
各
級

人
士
相
應
修
練
的
德
知
為
幅
背
的
使
有
筑
在
教
會
內

充
訊
牧
蓓
的
人
上

(
如
主
教
執
乎
等

)
默
2

凹
列
有

閔
琦
'
，
比
德
心
德
服
務
和
堅
忍
格
後6
4
6

列
布
六

種
堅
忍
清
叫
做
明
札
容
忍
慈
惠
互
情
到
前

6
口
也
列
布

六
種
正
義
援
敬
佰
德
拉
德
堅
忍
和
良
善
為
一
切

U
H
m
友

昕
應
修
的
總
行
伯
後
l
s

l

，

以
遞
進
法
列
出
了
八

種
即
位
仰
毅
力
知
識
的
制
忍
耐
虔
敬
兄
弟
友
定
采
德

迦
5

且
自
聖
保
祿
站
為
自
學
神
所
產
生
的
劫
田
市
為
仁

愛
喜
師
宋
平
安
忍
耐
良
善
自
伽
利
忠
佑
柔
和
的
制
九
拉
拉

了
通
行
本
更
多
加
f

大
方
端
純
潔
德
三
總
總
之
從
以

上
比
例
述
各
系
統
中
可
知
每
次
都
很
釗
而
總
尤
其
采
德

是
以
可
說
偏
德
乃
諸
德
之
根
源
而
愛
德
則
是
請
德
的

冠
冕
是
以
仍
不
出
耶
穌
所
說
全
部
法
律
和
先
知
都繫

於
是
天
主
愛
人
兩
條
誡
命

(
瑪
n
u
)
至
於
散
見
於

上
述
各
系
統
而
慣
稱
為
四
樞
德
智
德
義
德
節
德
勇
德

則
早
見
於
值
約
智
慧
篇
8
7

談
過
f

道
德
之
德
外
如
在
木
文
一
開
始
已
提
及

拉
了
文
之
5
3
5

或
接
數
〈
H
H
H
E
g
是
諜
，
叫
刷
刷
斷
文

之
。
〕
E
E
B
E
而

已
可
E
M
U
-
ω

之
意
思
是
力
能
力
等
因
而

新
約
裝
使
本
若
納
太
人
一
貫
以
具
體
事
物
來
代
抽
象

三
名
詞
的
傳
統
思
想
來
指
我
們
，今
日

所
慣
稱
的
天
使
而

OOF 

m
一
且將
天
使
分
為
率
領
者
掌
槍
者

大
能
者
(
制
前
的
叫
)

一
或
掌
權
者
異
能
者
宰
制
者
(
弗
-
n

伯
前
3
臼
)
數

2323- 2326 

級
其
用

意
與
導
源
無
非
以
上
述
諾
不
同
等
級
的
天
使

來
表
示
天
主
在
此
人
接
觸
時
所
表
現
的
不
同
的
作
用

也
叫
木
若
這
一
意
義
連
西
淪
衛
士
也
被
撤
瑪
黎
雅
人

稱
為
「
這
人
就
是
那
稱
為
帥
的
火
他
各
」
(
捌
8

刊
)

凶
而

從
上
述
一
切
可
知
文
U
村(
4
j」刊5
5

4
州
腦
文

0
日、E
B
E

原
息
是
指
天
主
的
大
能
息
高
譯
木
多
次
譯

。

的
總
能
具
體
化
指
天
使
心
叭
叭
後
引
伸
玄
論
凡
此
道
德
之
德

足
以
讀
者
尤
其
以
位
4
1
通
行
本
作
草
木
的
不
得
不
對

。

〈
E
Z

?
這
三
，
于
有
一
加
州
立
刊

凡
的
門
約
的
偷
現
心
正
義
天
使

(
義

)

幻
臼
」
帥
且
』
「
F
E
H
J一 、

早
一
圳
的
俊
心
關
於
細
則

的
A
但
H
F『
+
F
f
巳
且

2

」

!

!
'
，

-
i
l
-

J
'

、
的
家
品
。
一
州
學
經
上
，
“
兩
叫
他
傳

品
共
一
是
創
ω
7
及
制
上
1

，
謂
也
絨
阿
媽
的
兒
子

鬧
到
的
孫
示
反
倒
凹
的
弟
此
兵
二
是
圳

市
Q
3及
刷
上

l

Z

制
制
叫
和
制
則
以
-
圳
圳
酬
的
咕
乳
制
叫
蚓
及

其

攝
制
妻
刻
突
辣
的
孫
平
比
悄
悄
二
傳
品
更
能
杰
明
德
丹
及

其
子
孫
向
叫
鼠的
吏
街
切
的
關
亂
制
則
不
祇
是
一
固

有
人
名
而
也
是
民
族
中
刊
ω
倍
川
寸
人

二
他
丹
人
口
E
M
叫
州
州
的
一
個
重
要
民
族
在
斟

刷
上
與
蚓
蚓
人
常
柏
拉
拉
論
(
例
幻
H
H
m圳刊
7
8

則
封
口
)
他
們
說
口
淤
泥
商
(
則
必
u

依
創
刊
)
以
販

賣
騎
馬
的
坐
岫
幟
，
為
若(
則
幻
叩

)
大
概
侶
於
阿
刺
伯

的
中

部
地
區
會
經
上
布
數
個
地
方
名
德
丹

各
可

能
都

因
人
而
得
名
至
於
它
古
時
的
正
確
地
點
學
有
耐
心見
不

一
故
從
容
(
韓
)

M
垣
封
住

B

OH
S
J是
劉
割
海的
一
個
烏
恥
鼠

的
。
趴

F
事
/
口
。

-
s
k
|
|
|

|

2
i
l
l

-

-
'

，

、
上
街
附
頗
耀
的
心
汗
。
名L〈
廟

烏
民
荐
於
經
商
它
的
輝
煌
時
代
是
在
公
兀
的
三
一
五

1

一
六
六
年
之
關
在
此
為
上
有
一
批
的
木
的
民
大
都

已
加
入
蚓
蚓
比
在
創
刮
大
司
祭
時
划
蚓
圳
的
政
府
耐
日

下
令
通
知
此
心
上

M
m鼠
要
帶
待
扎
扎
侃
道
們
太
人(
加

上
的
自

)
(

韓

)

站
遍
心
門
吶
古SE
E
J是
一
種
制
蚓
削
的
錢
幣

2

，

4
l
t

月
，
\

以
銀
子
作
成
故
此
間
副

譯
本
斟
酌
情
形
』
何
時
值
譯
為「
銀
錢
」
有
時
音
譯
為

「
德
納
」
在
這
徑
錢
幣
上
刻
有
皇
帝
的
向
像
及
年
忱

的
航
等
於
一
個

「
迷
馮
」

(
蚓
蚓
削
)
是
伯
伯
悶
L

人
一
日
的
薪
賢

(
瑪
叫
“29

臼
)
在
B
F一
位
上
會
。
中
，
次

捉
到
一
逗
他
幣
值
(
闊
的
H

n
H
倒
也
問

圳
7
u
m

M

蔚
6
7

等
)
為
此
穌
時
代
最
通
用
的
硬
幣
對
6

6

謂

「
麥
子
一
升
值
一
『
德
納
』
大
麥
三
升
也
值
一
個

『
德
納
』.
.. 

﹒

」
是
指
戰
爭
飢
餓
時
物
價
昂
貴
而
言

見
貨
幣

(
韓

)

苦
心
皮
爾
吉
主

人
名
及
地
名
原
玄
不

2
-2
ι
d
I
Z
F
/
F

耳
」

有
|

'
、
詳
「
也
汙
」

(
?
)

「
(
放
在

)
於
後
邊

(
?

)
」

一
-
U
V巾
十
愧
地
方
的
倒
王
川
H
M
右
蘇
悶
地
率
領
以
民
佔

領
許
地
時
他
會
同
耶
路
微
冷
王
阿
多
尼
責
德
克
及
其

他
三
王
聯
盟
抵
抗
五
至
被
扣
煎
厄
戰
敗
問
被
殺
死
屍

體
被
丟
在
山
洞
中
(
蘇
m
3
|

抽
)

二
拍
大
邊
界
上
的
一
陸
城
在
阿
荷
爾
山
谷
附
近



-
(
穌
的
，
)

jl

,|, 

悄
地
一

三
街
大
山
區
中
的
一
個
地
方
位
於
赫
貝
龍
西
南

.

當
右
做
厄
攻
擊
南
部
城
市
時
會
佔
領
此
地
(
絲

"
抽

師
)
後
來
在
經
數
昕
佔
的
山
區
城
池
時
也
會
提
及
此

城
(
蔽
日
缸
)
不
過
這
可
能
紙
是
暫
時
的
佔
領
及
克

服
而
來
能
完
全
統
治
故
此
不
久
之
後
有
本
地
人
的
作

亂
而
有
放
特
尼
耳
的
再
度
也
兵
將
此
城
克
服
並
因
此

失
雄
之
舉
而
獲
得
加
肋
布
之
女
兒
為
妻

(
蘇
M
M
Hl

叮
民
l
u
l

臼
)
此
後
這
座
城
被
劃
為
肋
未
城
(
一
編

上
6

盯
時
)
德
彼
爾
在
客
納
罕
人
時
代
原
被
稱
為

克
黎
雅
特
色
費
爾
(
蘇
沾
自
)
對
於
這
地
方
的
考
證

曾
有
過
不
少
的
爭
執
但
現
在
的
學
者
大
部
謂
目
前
具

特
米
爾
辛

(
-
H
J
切
。
拉
宮

5
E
)
廢
塊
即
古
代
的
德

彼
爾
城
在
一
九
二
六

l

一
九
三
三
年
間
考
古
學
家
歐

伯
達

(
注
霄
』m
Z
)
曾
在
此
大
事
發
抱
發
現
此
城
上
口

時
佔
地
凡
三
公
頃
(
一
公
頃
等
於
百
公
敵
米
突
制

)

在
全
墓
地
中
面
的
證
貫
以
民
在
歷
史
上
的
生
活
情
彤
是

最
好
的
一
座
古
城
蓋
它
的
歷
史
自
公
元
前
兩
千
年
始

連
續
不
斷
延
至
五
八
九
年
為
止
先
後
有
十
至
十
一
個

居
住
層
在
公
元
前
五
八
九
年
上
比
城
毀
於
巴
比
倫
王

拿
步
戶
的
之
手
自
此
消
跡
股
歷
史

(
韓

)

幻
扭
曲
恥
又
士
取
「
巴
巴
。E
Y
J
翠
經
上
三
個
女
人

泊
在
N
T
W
U合
安
/
P
Z
Z
\

~j

J
'

、
的
名
字
有
「
蜜
蜂
」

之
立

一
忽
貝
卸
的
乳
母
說
黎
民
加
離
家
遂
行
嫁
給
依

撒
格
時
隨
之
同
行
(
創
卸
的
)
死
後
葬
於
貝
特
耳
山

十五:Lfl2327-2331 

邊
的
一
樣
橡
樹
下
並
給
這
橡
樹
起
名
叫
「
悲
泣
的
橡

樹
」
(
創
刊ω
8
)

二
拉
丕
多
特
的
妥
于
是
女
先
知
也
是
民
長
鑒
於

以
民
北
方
的
各
文
派
大
受
容
納
罕
人
的
壓
迫
召
來
巴

辣
克
命
他
聯
合
以
民
各
玄
派
抗
拒
敵
人
並
保
證
他
必

獲
勝
利
於
是
巴
辣
克
召
集

f

一
萬
納
斐
塔
里
反
划
步

隆
的
子
弟
兵
及
其
他
艾
派
的
輔
助
軍
共
同
與
息
包
辣

所
率
領
之
敵
軍
交
戰
大
獲
全
勝
敵
軍
大
將
亦
被
絞
死

戰
後
德
波
躲
同
巴
的
問
克
合
作
凱
旋
歌
德
波

H
m因
此
而

被
稱
為
「
以
色
列
的
母
親
」
此
一
戰
役
是
以
民
各
支

派
之
間
彼
此
互
助
合
作
的
表
現
是
因
乃
山
盟
約
的
結

果
德
波
絲
不
向
於
其
他
民
長
者
是
她
的
任
職
期
限
最

長
其
他
的
民
長
都
比
絞
梅
州
白
(
民4
5
)

三
托
彼
特
的
祖
母
多
俾
茲
的
會
祖
母

(多
1
8
)

(
韓

)

認
扭
曲
且
主
「

U
o
r
g
y
J
是
有
勒
克
地
方
的
-

H
U
A
n
n
F
E口
L
f
j
r
F
E

俗
、
，

-
-

2
4
1
|
-
E

」

1

，
、
個
玄
人
可
能
是
培
肋

舍
特
人
與
三
松
戀
又
受
地
肋
舍
特
酋
長
的
賄
烙
及
指

示
以
罕
布
的
耐
心
灰
花

-
4口
巧
這
間
的
手
段
來
探
聽
三
松

大
力
的
來
似
終
獲
昕
望
知
三
松
的
秘
密
「
剃
刀
從
未

接
觸
過
弦
的
以
凶
為
次
在
同
你
時
此
以
此
獻
肝
、
天
主
的

人
」

(
氏
的
口
)
必
叫
起
彼m
h位
將
他
的
長
髮
剪
去
將

他
交
給
俏
，k
u
厄
瓜
三
松
的
悲
慘
于
以
之
始

(
民
的
4

兒
納
州
兩
獻
身
者

(
韓

)

"
虛
心
非
洶
拓
訓
(
on
E
E
J人
名
來
自
希
且
文
有

2
1
3
1

台

、
「
平
民
」
之
志
是
制

馬
的
教

d
A保
持
怖
的
合
作
者
曾
向
保
祕
致
的
狀
哥
縫
人
科
教

會
的
信
眾

(
哥
4
H
)
及
的
肋
孟

(
自
圳
的節
)
按
弟

後
4

叩

「
德
瑪
斯
過
是
今
世
已
離
棄
我

(
保
峽

)
到

得
徹
治
尼
去

f

」
後
來
的
傳
說
基
於

上
述
的
事
圳
凶
多

對
他
不
利

(
詩
)

到
惠
爾
貝

F
F
L

古
巴
雅
的
一
座

2
d
t
-
-
-
7

、
城
位
於
安
提
約
蓋
雅

及
依
科
尼
雍
之
間
的
大
公
路

上
(
宗
的
品
)
羅
馬
人

在
公
元
前
六
五
年
將
之
劃
歸
卡
帕
甜
甜
雅
但
後
來
又

獨
立
終
於
公
元
四
一
年
喀
勞
狄
皇
帝
將
之
創
人
昭
雄
闊
的

迦
校
這
行
省
首
保
綠
同
巴
爾
納
伯
第
一
次
遠
行
傳
教

時
在
呂
斯
特
的
州
軍
采
用
石
頭
砸
f

保
泊
怖
之
後
第
二
天

便
來
到
了
德
爾
貝
傳
教

(
h
mM
6

訕
訕
)
第
二
次
傳

教
時
亦
曾
當
地
互
訪
(
宗
的
1
)
有
些
學
者
站
鈴
宗

幼
4

謂
德
爾
開
只
是
加
約
的
家
鄉
但
持
反
面
忌
日
凡
的
人

為
數
亦
不
少
蓋
德
爾
良
除
r

是
固
有
名
詞
外
亦
可
以

說
形
容
詞
用
有
「
民
朕
部
落
家
族
」
的
意
思

(
韓
)

扭
扭
ω
M
叫
苦
而
\
∞
-
z
n
y
J

德
圳
篇
是
首

n
r
j
a
E
F
m
/
E
g
M
E
n
g
了

4
1
=
-
E
I
J
'

、
約
七
十
郁
「
仙
詞

。
H
H
」
或
「
圳
道
刀
」
之
一
也
是
最
長
內
谷
織
也
忘
的

一
木
放
要
熱
羅
尼
采
昕
品
的
街
的
似
箭

M
T
H為
「
織

一
百
」
(
希
伯
來
文
玄

Z
Z
Z
)為
蠟
抖
「
教
父
時
代

則
稱
為
「
息
辣
之
子
耶
穌
的
諸
德
智
訓
」
成
簡
稱



「
德
圳
」
白
帖
-
一
占
抄
本
和
I
H
綠
水
則
稽
的
「
叫
圳
的

科
川
崎
」
成
「
創
蚓
之
，
'
了
州
州
的
村
山
」
川
叫
你
仰
的
情

它
的
「
亂
社
會
從
典
」
(
開E
Z
巳
自
己
口
5

平
的
叫
肝
、
恥
社

會
初
叫
鼠
忌
指
一
切
次
正
，
心
後
專
指
前
已
扣
J

趟
，
刊
本

隨
之
)
明
心
的
是
初
均
教
A
M
H
的
「
叫
上
教
必
謂
」
刑
叫
教

作
的
傳
統
名
稱
是
「
伸
i
A
m
」
』
叫
“
泊
之

(
一
)

作
者
與
寫
作

您
的
作
各
拔
希
獵
譯
水
是
「
息
線
之
，
于
耶
路
做

圳
人
蚓
蚓
」
(
列
問
參
閱
刷
刷
輯
、
川
耳
刮
) ，

但
刷
刷

來
文
木
錢
卷
則
以
「
西
游
」
為
作
品

(
錢
往
叩
叫
別

。

?

c

盯
抽
)
究
竟
作
者
進
准
間
包
仍
待
解
卅
一
u
叫
仇
恨
為
釘

仍
以
衍
嫂
譯
本
的
耶
穌
的
作
品
關
於
他
的
作
」F

的
心
參

T
d

〈
《
《

3
1

、
、

-
e
'

》
B

‘
‘
'
。

閱
希
蛤
譯
本
序
言
及

凹
的

到
甜

在
大
亞
歷
山
大
時
代

(
公
元
前
三
三
六
!
三
二

三
)
括
蠟
丈
化
開
始
侵
入
希
纖
帝
闋
的
附a
b附
凶
此

希
伯
來
人
也
漸
漸
拋
棄
學
經
的
智
法
和
希
伯
來
的
傳

1
1
4
l
l
l

。

統
而
崇
尚
希
峻
的
外
教
哲
學
與
習
向
前
f

計
划
這
不

良
的
趨
勢
德
的
作
各
便
仿
f

這
木
軒
川
一
再
以
學
您
的

人
乍
觀
和
祖
傳
的
體
教
昭
示
他
的
問
胞
叫
他
們
追
求

民
的
租
公
並
按
照
這
智
法
生
活
這
智
位
就
是
「
敬
畏

。

上
主
」

(
1

M
臼
)

至
於
木
泣
的
什
的
作
時
代
大
概
該
是
公
兀
前
一
九

五
l

一
六
九
年
間
因
為
一
作
者
的
孫
子
於
厄
威
詗
蚓

'王
為
王
的
三
八
年
上
(
公
元
前
二
二
二
i

一
三
一
年)

。

-

|
l
i
l
-
-
i
f
J
3
3
3
3
3
5

‘
‘
3

。

問
一到
了
埃
及

(
見
希
臘
譯
本
序
言
)
因
此
若
以
三
0
年

一
為
立
竹
計
算
則
他
的
祖
父
喇
喇
路
生
活
於
二
O
O
l

2331 十五

a

七

h
小
川

-
f
叩
i

自
川
A
r
M的
“
心
扒
侃
大
詞
組

U小

任
敝
叭
叭
一
一
一
}
l
z

九
凡
，
什
間
從9汶
口
的
文
字
分
析

他
好
像
什
匕
附
上
"
，Jp
t、
叫
此
來
力
的
“
你
作
內
不
能

叮
叮
於
-
九
叫
作
三-
L
t叭
叭h
巳
力
所
別
的
作
品
況
相
蚓

但
也
可
圳
的
灰
缸
約
卜
U
內
刊
於
公
兀
的
一
六
九l


L

八
八
叫
作
仙
似
叩
M
峙
，
圳
咿
做
一
切
似
~
忙
于
不
提
倒
比
本
H
U

悠

-
i
l
k
-
a
J
u
-
-
L

、

-
K
U
V
三

L
U

H
I
J
t
/
j
{
Y
'
j
r
J

自

(
二
)
內
容
與
分
析

州
以
「
衍
。
」
r
H
7
4
倍

n
u
u
放
的
中
心
控
以
此

來
叫
州
州
趴
敘
凶
-
X祉
而
H
次
咐
他
的
制
仗
的
人
也
們
彼
物

的
叫
則
三
制
訂
山
市
的
問
教
叫
r
J
A
此
啥
叫
叫
別
師
們
已
峙
的

適
合
并
的
村
人
仁
的
逅
的
恥
八
I
H
川
的
泣
的
不
挑
H
止
論

「
佑
他
化
的
付
日
」
的

4

章

(
心
肌
參
m
m
m
叫8
)
由
於

本
3
的
教
圳
閥
門
A
h什
界
人
上
，
圳
人
屯
的
每
一
個
階
段

且
叉
口
正
的
傳
彼
此
的
來
火
成
問
此
缺
乏
仟
系
統
的
結

忱
的
f

方
便
泊
位
口
的
附
它
們
心
研
究
或
們
只
將
木
泣
的

內
谷
恢
以
圳
分
成
F

列
行
以

I

論
們
立
衍
。
的
超
叫
你
與
帥
呼
叫
川(
1
1!

刊
)

智
泣
的
炊
來

(
4
口
，
自

)
悠
專
務
抖
。

(
6
u
!

詞
兒
缸
"
臼
)
對
位
的
美
妙
(
“
凹
的
且
)
智

泣
的
民
的

(
的
M
M
l

盯
)
利
您
的
比
較
(
W
M
m

M
)
利
用
心
的
分
別
(
幻
n
l
u
)
頌
揚
利
址
(
到
1

。

-

H
)
勸
人
尋
求
智
位

(
引
M
|

岫

)

E

論
上
主
的
化
工
並
人
對
天
主
的
本
份
上
主

的
智
恕

(
M
H
l

U
H
)上
主
的
照
顧
(
約
7

|

間

)

報
復
罪
人

(
的
1
l

n
)
默
恩
上
主
的
化
主

(
m
m
H

們
叫
H
)
依
恃
上
主
(
2
l
臼
)
州
兩
此
以
判
決
(
M

n
t
ω
目
)
呼
求
上
k

的
仁
慈
(
“
1
問
)
收
絕

A
d
川
時
攻
打
私
悠(
2
H

n
6
)
做
災
上
主
方
為

智
紅
鬥
(1H

|
站

)民
正
的
護
佑
何
在
(
h
m
z
叩

)

敢
美
上
主
的
化

L
(
但
H

L
的
盯
)
品
尖
叫
U
M氏
族

的
先
叫
:
(科主
|

叩
品

)息
辣
t
L
f郎
的
帥
的
祈a
U
W
(
日

E

論
叮
咬
之
必
講
述

(
2
1
!

6
)
山
川
叫
避

之
名
(
I
m

-
-

叫
4
缸
6
4
7
1
刊
)
的
叫
道
非

忠
(
訂
1
U
)

日
古
典
姦
邪
之
界
(
幻
7
.
M
)

口
市
的
不
慎

(
叫
付
1
.
口
)鼎
的
必
烈

(
約
自
耐
心

叩

)
仿
怯

(
4
臼
臼
H
N
M
|

H
M
M
1
8
)

W

論
前
行
的
善
明
智
應
有
的
條
件

(
8
1
7
l

n
M
U
O
U
凹
的
呵
，

。

目
)
娛
樂
的
規
划
(
呵
呵
且

h
u臼
)
揣
一
肚(
3
"

!

自

)
簡
操

(
日
7

抽

)
善

用
例
行

(
日
叩
M
n
們M
a
-
-

u
)的
波
與
作
保
(
m
u

1

出

)
救
濟
貧
乏

(
3
臼
|

4
6
)
友
品
(
6
s

口
們
“
訕
訕
)
勸
魁
家
長
(
刊
M
M
臼
)
教
山
H
r
r

女

(
到
1
i

n
)
宴
會

(
訂
閱
何
必
口
)
耐
用
外
(
指

M
M
)
推
冗

你
生

(
到
H
I
訓
2

幻
叩
刊
呵
呵
)

孝
做
父
川

(
3
1
7

時
)

V

論
人
品
善
人
與
惡
人
的
區
別
(
M
M
U
HN

e
)
問
世
心
與
智
心
(
3
目
i
臼
)
婦
女
(
9
1
|
昀

封
口
!

鈞
剖
)
來
往
之
道
(
4
7
l
u
7
甜

|

叫
9

H
|

n

U
I

M

n
z
|
詞

)
依
恃
與
失
望

(
2

u

l

n
)
王
侯
當
有
的
智
慧

(
9
u
-

m
n
)
光
榮
的

-



-
事

(
m
n
l

u
e
泊
!

o

M
)

的
-
(
三
)
原
著
中
文
譯
本
正
經
性

-

德
的
原
若
是
希
伯
來
文
閃
為
一
希
艘
譯
木
序
言

說
明
本
書
譯
自
希
伯
來
文
二
聖
熱
羅
尼
莫
說
自
己
曾

參
考
過
德
的
希
伯
來
原
文
木
三
第
五
至
第
十
世
紀
的

猶
太
經
師
以
及
塔
耳
慕
得
曾
多
次
引
用
希
伯
來
文
的

德
四
第
十
世
紀
初
葉
猶
太
經
師

F
m
全
臣

說
德
是
西

漏

(
或
作
西
默
盎

)
的
作
品
這
與
德
的
希
伯
來
文
殘

卷
所
說
的
同

(
見
上
)
五
在
叫
羅
的
一
撥
書
庫
(
【UE
E

C
O
D-N
R

一
八
九
O
i

一
九
O
O
和
一
九
三
一
年
)

在
谷
木
蘭

(
O
E
E
E
=…一
九
四
七

)
和
在
瑪
微
違

(
去
自

且
R

一
九
五
八
一
九
六
0
和
一
九
六
三
年
)

都
先
後
發
現
德
的
希
伯
來
文
殘
卷
所
發
現
的
叫
做
卷
的

總
利
為
全
R

闊
的
五
分
之
三
強
這
些
殘
卷
經
理
經
學
家

的
細
心
研
究
後
證
明
是
您
的
原
文

由
於
您
的
原
著
已
失
傳
而
發
現
的
希
伯
來
文
原

文
木
叉
只
是
耐
煩
卷
因
此
間
心
高
舉
經
學
會
也
版
之
德
譯

自
希
臘
文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刊
問
時
他
鏡
希
伯
來
原
文
錢

卷
但
是
山
於
拉
]
通
行
本
是
我
們
付

J

教
會
，
叫
古
以

來
的
用
木
而
這
通
行
本
又
具
七
十
賢
土
譯
木
版
有
山

入
凶
比
較
位
學
會
將
這
兩
木
譯
本
一
同
譯
出
相
同
之

處
用
大
ι勾
拉
]
通
行
木
多
加
的
字
旬
則
用
小
字
排
印

且
不
分
別

r
(
t
於
役
的
正
給
他
手
指
希
臘
教
會
敘
利
亞
教
會

成
抖
J

教
九w
h從
側
始
便
承
認
它
是
正
經
只
是
十
六
世

幻
化m
八
仙
陸
的
台
以
教
徒(
今
稱
基
督
教
徒

)
約
德
的

十五 豆豆2332- 2333 

正
經
性
加
以
否
沼
但
脫
利
將
大
公
布

H
f
d
(一
五
四
六

年
)
欽
定
恥
于
能
力
叫
時

4

內
心
他
將
心
的
列
為
正
經
至

少
、
社
們
J
A人
最
初
都
以
德
為
正
經
圳
是
後
別
的
猶
太
人

(
說
得
啦
隊
一
點
法
利
茲
人

)
-
F
m必
彷
泣
後
期
作

品
吉
於
厄
斯
德
抖
，
相
川
赫
米
雅
制
定
甜
味
和I
H
(
公

元
前
第
五
位
紀
末
)
之
後
二
山
於
終
沒
打
位
及
法
利

落
人
倍
的
復
活
道
理
三
山
吼
叫
德
袒
護
大
必
然
一
凶
多
克

(
N且
2
)
的
家
族
(
希
怕
來
文
殘
每

日
口
)
這
大

司
發
的
後
商
是
法
利
來
人
一
仙
憎
恨
的
做
杜
本
認
凶
此

寅
貴
審
核
學
經
正
經
性
的
法
利
忘
人
將
給
放
在
次
正

經
之
列兒

廢
H
立
即
谷
木
的
瑪
撤
途
智
E
n
u
m廿
經
叮
叮
曰

(
梁
)

這
心
一
抉
寺
荒

F
O
E
E
H
Z
L人名
原
文

玄

t
f
H
H

月

4
8
1

，
/
\

(刷
刷
文
)

之
立
口
七
「
屬
於
紗
以
叫
什(
女
神

)
的
人
」
即
可
經
上
以

此
為
中
恥
的
人
凡
問

字
化
州
以
村
刊
琉
一
刊
涂
料
做
附
(
公
元
前
三
九
二
l

-
K
F
)
也
包
如
血
泊
r
t州
的
凶
王
色
州
且
可
四
世
的
兒

午
在
謀
殺
以
從
約
j
u
r
U仰
仗
中
息
雅
之
後
自
稱
為
王

還
立
川
一
斗
叫
小U您
的
的
太
太

，

心
祭
並
派
大
將
巴
基
德
強

行
使
你
們l
A人
一
月
心
叮
-
4一
任
A
m
k忱
他
“
(
其
敵
人
通
歷
山

大
巴
抖
作
做
峙
的
u
以
優
越
的
條
件
來
向
約
納
掌
瑪
蚓

怕
表
示
M
U感
以
間
從
扎
h
f久
將
約
納
堂
將
恩
惠
收
下
創

始
終
巾
心
必
則
既
山
L
入
使
氏
叫
圳
來
矢
以
身
亡
歇
歇
(
加

上
7
1
.

叩
叩
加
下
M
I
i

刊
)

-'". 

二
德
叫
輯
研
二
世
(
公
元
前
一
四
五l
J
Z
一
九

一
二
九
!
一
二
五
)
是
前
者
之
子
故
此
亦
是
位
僻
山

大
巴
拉
的
敵
對
者
將
亞
歷
山
大
戰
敗
結
果
後
各
逃
亡

至
阿
刺
怕
而
被
暗
殺
如
此
德
氏
乃
正
式
為
主
全
權
在

繹
不
過
亞
歷
山
大
的
大
將
特
黎
豐
心
有
不
甘
扶
立
的

者
仍
肉
同
年
幼
之
子
為
王
名
法
提
約
古
六
世
約
納
掌
瑪

加
伯
仍
一
切
往
日
擁
護
後
有
因
而
得
到
不
少
合
利

於
猶
太
人
的
恩
惠
及
特
權
德
默
特
琉
二
世
受
帕
爾
拉

(
3
2
Y
H
)人的
侵
害
結
果
在
某
一
戰
役
中
被
俘
械
受

歡
禁
達
十
年
之
久
其
後
雖
獲
得
自
由
及
王
位
但
大
好

己
去
幾
年
後
父
被
埃
及
王
仆
托
肋
米
四
世
戰
敗
逃
至

倒
叫
被
人
暗
殺
而
身
亡
(
刷
上
m
U
M
-
-

3
)

三
厄
如
所
的
銀
匠
以
製
造
阿
爾
特
米
女
神
的
銀

貪
衍
生
贏
利
甚
大
他
怕
保
蔽
的
宣
講
會
彩
帶
他
的
生

章
內
糾
合
同
行
反
木
地
居
民
起
來
騷
動
反
圳
的
叫
叫
喊
叫
昨

喇
只
好
雌
倒
回
城
往
闖
到
蚓
傳
教
去
了
(
鼠
的
自

別
2
)囚

一
位
善
良
的
教
扎
曾
受
到
叫
到
宗
徒
的
讚
惕

及
反
叫
耐
人(到
三也
節
)。
(
韓

)

n
n
h
E
h
d
心
A
E
C

月
五
\
/

人
名
志
請

r
h
品

E
d
o
m

是
革
巾

(
吋
Z
S
E

-

T
A
t
-
v
4
7
A
=弓

J
E
方
/
P
\

「
天
主
的

友
人
」
此
人
之
名
只
見
於
制
及
到
二
宮
的
序
言

L在

制
1
1

稱
其
為
「
尊
長
」
「
鈞
座
」
在
到

1
1

只
簡

單
指
山
川
其
名
但
三
者
同
為
一
人
毫
無
疑
問

至
於
德
放
斐
間
組
究
為
何
人
其
說
不
一
有
人
以
為

此
名
祇
是
在
文
學
上
一
個
假
造
的
虛
名
而
質
無
共
人



悔
改
此
泌
的
人
瓜
多
拉
松
希
臘
羅
馬
帝
間
時
代
沒
有

迫
他
何
做
怕
反
地
力
的
位
共
與
質
性
名
桂
冠
之
以
序

的
得
俗
部
是
很
普
遍
的
目
的
不
外
是
藉
此
蝸
高
H
U
償

藉
使
孩
R
u
m阿
以
附
關
傳
何
約
的
加
下
及
德
二
刀
就
是
受

r

這
叫
他
彷
臘
習
俗
的
影
響
帥
的
1
1

稽
之
為
「
鈞
他
」
可

兌
此
人
足
一
位
領
泣
的
人
物
說
「
鈞
山
地
」
赴
約h

u川
級

(
抖
抖
如
總
仔
行
長
等
人
的
咱
們
呼(
見
宗
幻
問
必
自
)

足
以
不
少
哈
拉
伯
以
為
德
放
斐
羅
立
人
是
在
的
反
宗
二

H
HU
間
仙
的
中
間
時
期
佔
奉

f

基
管
教
國
而
宗
1
1

再

無
「
鈞
山
間
」
之
銜
川
成
文
教
會
的
占
代
侍
品
以
此
人

以
係
次
一
位
約
熱
雅
山H
弘
侃
侃
的
們
多
惚
之
手
而
受
洗
入
教

後
被
以
扎
比
妥
任
的
女
城
泣
凱
做
勒
雅
教
舟
川
的
主
教

(
韓

)

M
」
論
"
「
斗
。
S
H》
戶口
J
K化
思-
n肉串
干
一
位
譯
本
上
幾
峙
街
廟

3
.
v
自

t
r

可
a
3
:
1

』

2

I

}

J

b
s
z
z
i

、
胸
~
F
艸
嘲
或
神
殿
川
現
皆
指
外

教
傲
的
邪
州
的
做

-
r
r
m口
以
民
崇
拜
祭
紀
土
上
天
主

的
地
方
則
常
稱
R
U
m
-
干
收
成
上
主
的
股
宇

ω
耶
京
的

嬰
殿

學
經

上
所
提
及
的
廟
宇
並
不
太
多
要
有
有
舍
根

城
的
巴
且
民
樂
特
艸
期

(
民
9

4

訂
“
)
培
肋
入
中u特

人
的
艸
翩

(
編
上
m
M
)
從
學
位
上
所
特
別
強
晶
的

到
一
種
做
邪
帥
的
地
方
是
一
的
丘(
見
H
U
M
E
條

)
足
以

也
有
數
次
將
高
丘
與
神
廟
遠
在
一
齊
稽
之
謂
「
高
丘

-
上
的
圳
股
」
(
列
上
M
M
U
U品
)
或
「
l搞
怔
止
帕
廟

。
公

-
間
一字
」
(
列
下
U
m
M
幻

刊
)
在
刷
上5
“
“
提
到
科

一
爾
納
股
闖
關
於
這
座
廟
宇
學
者
們
皆
認
為
是
敬
體
阿

2334-2339 卜五】!1

塔
爾
加
拉
斯

K
帥
的
廟
宇
(
見
加
于

叫
“
品
)而
這
位

女
州
亦
就
朵
聽
經
上
昕
說
的
問
市
托
勒
將
女
神

(
民

2
H

繳
上
7
3
4
)
加
下
M
臼
記
載
妄
自
尊
大
的
尼

加
諾
爾
會
誇
下
海
口
要
將
耶
京
上
主
的
學
殿
夷
為
平

地
將
祭
情
拆
毀
另
給
膨
尼
索
修
蓋
一
陸
壯
麗
的
胸
宇

見
一
的
丘
卡
爾
納
股
(
特

)

站
出
肘
卅
日
司
「ER
旦
旦
。
二
是
古
代
外
教
民
族
以

對
-
H舟
，
叫
“
/
E
R
。

E
r
\

l
y

d

、
寶
海
而
維
持
邪
神
仙
叫

做
的
一
確
方
式
在
不
少
的
神
廟
中
養
有
大
批
的
存
年

男
立
以
自
泥
為
業
其
收
入
供
神
廟
之
開
支
尤
其
見
於

恢
叫
泌
的
依μ
斯

(H
E
乙
亥
艸
巴
比
倫
的
依
南
塔
爾
玄

神
及
第
納
w
l的
阿
市
托
勒
特
女
州
的
敬
體
及
在
做
祂

她
們
的
許
多
廟
宇
中
成
為
一
種
宗
教
上
的
職
位
且
享

有
法
律
上
的
保
障

(
見
哈
祟
的
問
彼
法
典)

這
種
行
為
是
能
瑟
法
律
絕
對
禁
止
的

(
市

幻
口

等
)
亦
是
先
知
們
嚴
詞
丘
斥
的
討
如
水

(
見
歐
4

臼

等

8
1

米
1
7
)
因
為
這
對
嚴
肅
的
雅
戚
敬
跑
完
全
H
A

-
-
他
污
辱
及
褻
泣

以
民
-
A
X
外
教
人
的
影
響
亦
會
有
過
這
種
傷
風
敗

俗
的
滋
行
絡
外
是
在
惡
君
勒
哈
具
罕
時
代

(
列
上
M

M
)
半
布
阿
撒
及
其
子
約
沙
法
特
二
位
居
王
興
起
將

這
種
浩
蕩
的
忠
習
由
百
姓
中
創
除

(
列
上
的
u
n
H

參
見
列
下
幻
7
)
其
後
在
宗
教
的
大
危
機
時
代
外
邦

人
竟
會
毫
無
忌
憾
地
在
耶
京
聖
殿
中
以
廟
倡
的
方
式

縱
情
歡
樂
(
加
下
6

4
)

(
韓

)

的 2336

血，廟
去 妓
另 ...--...
性，回回
}\U ~ . ~ 
別貝貝

廟 己已
1昌。 -2

比見
名前

指 1際。
在已
!謝 r~J
內譯
自水
淫以

勿
忘
這
品
羽
「
H
N
o
p
m
o
J

L
I
b

n
H
用
品
可
/
司
已
開ω
g
g
z
s

」
F
I
D
-

到
接
吐
「
E
H
M『
『2
)的
山
火
來
臼
阿
刺
伯
文
志

2
I
F

」

J
J

、

-
A「
被
m
m您
的
地
方
」

或
「
被
放
棄
的
地
方
」
目
正
在
雪
地
地
理
上
常
用
的
中
心

詞
它
與
廢
極
不
同
的
地
方
是
廢
塘
多
是
山
丘
形
狀
外

表
看
不
山
會
布
人
居
住
過
但
它
的
下
面
部
包
指
數
個

或
十
數
個
心
文
化
借
住
屑
廠
扯
的
歷
次
較
廢
爐
為
短
也

不
一
定
晏
山
丘
狀
並
且
它
的
斷
粉
滋
峰
仍
終
存
在
使

人
一
看
便
知
道
是
曾
經
釘
人
居
住
過
的
地
方

見
巴
力
斯
過
考
古
發
掘

(
韓

)

m
m
持
按
世
恤
「
吋
。

-
-
J原
文
來
自
阿
糾
的
文
芯
訶
小

Z
I

F

4
J

/
\

山
氏
“
皮
省
限
成
制
錐
肌
上

頂
平
姐
在
雪
地
一
一
這
種
山
丘
是
座
見
不
鮮
的
它
們
成
f

考
古
學
家
挖
鼠
的
對
象
原
來
這
些
山
丘
不
少
是
有
人

曾
經
住
過
的
最
初
的
居
民
自
僻
的
找
尋
這
種
不
太
高
的

山
丘
來
定
出
凶
為
可
以
更
容
易
臼
街
普
通
在
它
的
附

近
皆
令
水
n
h以
供
居
民
食
水
之
用
但
是
日
久
天
長
往

往
因
滔
天
災
人
禍
比
如
水
旱
之
災
或
戰
爭
疾
病
等
全

村
的
人
口
盡
形
喪
亡
無
迫
房
屋
漸
次
倒
蹋
再
給
風
沙

走
石
的
掩
蓋
而
再
形
成
原
來
山
丘
的
形
狀
過
一
些
年

代
之
後
可
能
另
有
其
他
的
遊
民
基
於
同
樣
的
理
由
搬

來
造
屋
居
住
如
此
一
層
層
的
居
住
下
來
而

形
成
不
同



.. 

。

一
的
支
化
騎
成
居
住
層
念
上
層
距
雌
我
們
，
你
心
近
這
股
被

m
-
J
G
倚
在
f

凡
伐
人
仙
叫
張
的
付
扎
在
月
內
巾
上
仲
以

一

攻
城
市
來
。H
L而
戒
f
專
門
的
街

A
名
叫
它
們
外
表
看

來
泣
荒
山
丘
之
時
可
是
在
它
的
干
而
划
掩m
f
f
小
少

年
代
的
支
化
丹
考
占
很
作
出
f

非
常
大
的
民
獻

兒
已
力
馴
服
r
v占
發
倒

(
特

)

“
叫
安
全
-
2口
H
F
「
C
O
D
E
J

希
伯
來
之
「
准
閃
出

3

，
可
斗
司
E
t
H
f
C
O
D
E
Y

」

E
m
p

-
-
-II
F

J

、
同
」
一
祠
，
利
秘
主

。

，

l
l
l

保
險
志
之
崢
及
喘
口
庫
之
意
一
追
問
他
陪
室
的
存
必
來
自
猶

。

，

划
人
約
於
宗
教
熱
心
拙
的
習
伯
在
其
中
所
保
存
的

H
h
u叫M

d
u

任
何
做
人
炭
"
從
泌
的
聖
經
中
的
一
木
J
J
全
你
任

何
a

來
叫
川
在H
川
口
叫
你
在
川
一
骨
肉
的
犯
過
三
俐
的
几
名

-
切
判
以
制
州
河
或
其
他
被
經
…
仙
們
可
心
為
合
釘
邪
教

m
A

端
邪
品
的
R
U結
一
切
不
規
則
的
公
民
文
件

(
如
何
非

依
叫
划
方
式
所
司
的
日
期
內
育
非
蚓
划
人
之
治
抗
者

等

)
'
，
切
與
叫d
A向
涵
泊
的
物
侃
几
扯
-
切
九
八
釘
天
上

。

句
名
的
H
U川
神
州
少
可
以
上
川
列
榕
的
文
件
力
問
抖
的

w
u
n非

叫
川
人
川
隊
企
部
交
燒H也
不
知
作
為
追

4街
的
叫
沁
人

'

。

時
圳
一
伸
伸
仿
燒
掉
另
一
半
保
存
在
「
革
巴
恆
」
內

片
，
過
正
內
時
J
P盯
品
開
支
連
公
人
廿
世
之
側
但
卜
刊
時
以
給

川L
瓜
惚
泊
位
成
成
穴
元
之
一
偵
緝
是
一
定
要
你
心
山
為
人

所
不
能
拔
為
如
此
使
在
共
內
所
昕
蔽
的

P
H符
凶
布
什
長

H
h
九
來
，
叫
行
的
成
戒
但
不
料
因
中
東
地
區
的
天
氣
非
常

乾
做
彼
此
這
些
吹
口
商
竟
能
保
存
至
數
千
年
而
不J按
欽

峙
的
下
口
年
俊m
r人
所
發
現

刊
(
中
成
陀
人
的
發
川
崎
追
上
一
世
紀
川
叫
什
木
:
臼

卜:ri 晚2340-2341 

。

兩
川u
-
M
K
犯
及
修
時
攸
發
現
的
它
成

f

最
草
刊
名
的
h
h肘
且
絨

毛
比
1
山
，
1卜
M
M
H也付
叫
仟
此
以m
m
r彌
似
的
的
m
i
γ公
元

八
八
八
作
自
約
州M
A川
而
改WV
J為倒
叫
什
門
口
h
(
韓

)

H
H

已
于
口
\
間
。
ω
ω門

/
m
u經
上
昕
記
收
你
們
太
人

3

世
阮
-
t自
』
尸
/
問2
2
5
Z
ω
\

卡

E

I
F
t
'

、
服
年
俊
的
的
分
佈
悄
形

不
外
仰
，
「

。

l
1

侃
巾
的
扭
川
初
一H
拓
新
佯
心
人
，
心
眼
祖
之
M
m造
技
貓

叫
川
九
的
你
必
丸
之
快
這
H
屯
在
秋
季
兩H
設
中
的

A
M即
以
頗

為
l
m
E他
維
叫
他
攻
心

A
A
m
r
組
們
的
一
宇
航
格
外
是
依

I
l
l
-
l

。

知
悔
之
絨
的
叫
小
獻

山
市
的
壯
川
初
三
為
城
以
江
心
〈
山
革
遠

m
v
h
雅
的
快
叫
小
→
口

l
l
l
'

、
心
，
。

h
E
a
1
I
l
l
-

』
﹒

(
吋
F

引u
n
f

目
叫
“
1

1
3
)
川
的
時
他
泣
堆
小7月
M

。

毛
反
派
代
則
已
力
所
圳
峙
的
口
U
H

們
比
巾m
r刀
切
卡
「
版
界
日
」

(
仙
的
目
l

H
)

端
技
以
3

心
立
叫
制
在
從
仰
天
主
赦
兒
叫
民
做
拜
企
牛

l
E
t
-
-
t
i

。

之
間
斗
以
此
間
的
再
也
F

山
(
州
內
山

)
的
低
紋
的
繁
重

行
叫
守
一
-
L
i間小
時
的
故
哨
位
U

在
'
的H恨
中
祈
除
改

扎
收M
必
從
的
太
司
的
次
代
圳
趴
於
這
一
天
一
年
一
皮

。

進
入
苦
中
昕
的
降

f
u曳
，
叫
式

州
以
市
們
封
H
几
十
五
刊
版
俐
的
(
肋
n
M
l
f
A
7

2

)
.以心
急
叫
M
t
H
U山
叫
你
叫
別
的
的
學
川

M
L
作
紗

，灰
心
吋
戶
侃
紅s仆
已
的
絕
忱
中
拉
拉
帳
棚
以
哎
，
以
以
氏

3
、
‘
一
。

在
曠
野
中
所
叫
住
的
帳
棚
(
M
F
8

H
)
這
個
反
節

本
來
是
一
迎
七
天
眨
耐
也
算
是
川
、
收
的
結
束
百
姓
將

一
比
一
一
收
成
獻
給
人

M
H川
仆
人
山
下
8
M

一
木
月
之
二
卡
一
口

問
屯
的
村
部
二
卡
一
一
日
只
間
投
令
(
即
川

m
U
Ml

的
)
二

---

卡
三
日
惜
來
叫
川
川
的
三
年
一
搞
改
日

F

二
次
g
a日
m
b卓

新
州
的1
1

間
給
人
佇
立
中
的
叫
川
川
晶
扎
攸
這
一
次
內
心

口
稱
為
「
在
起
初
」
h
k
n心
口
以
五
古
之
第
一
祠
的
名

廿
那
色
宴
月
二
卡
五
日
是
祝m
t聖
殿
節
J
心
念
瑪
加

叫
兄
弟
在
戰
勝
安
捉
約
古
厄
丕
法
乃
之
比
閃
光
復
學
殿

重
新
在
共
內
的
唱
行
祭
肥
的
史
叭
叭(加
上
4

自
l
M

加

'
‘
、
。

r

n
u
-

-
i
a
'
-

n
u

自

J

1
1
。
I
t

I
B
1
-
s

:

、

太
只
科
几
L
I
H
茁
壯
紛
戒
以
記
念
拿
步
高
王
包

圍
蚓
京
(
圳
F
幻

可

阿
達
爾
月
卡
五
日
是
大
喜
日
記
念
昔
日
哈
間
的
民
告

將
州
州
州
人
消
滅
淨
益
位
并
巧
成
仙
拍
來
了
臼
身
段
亡

而
側
划
內
悅
蚓
哈
得f
救
投
保
全
f

性
命

(
文
9

間

。1
臼

)
，右逢
間
恥
則
比
一
夜
典
移
至
問
問
迷
爾
月
之

十
五
日
版
祝

尼
散
月
卡
丘
U

逾
越
的
或
稱
巴
斯
卦
節
￡
念
以

l
l
i
。

，

氏
古
以
純
而
且
之
地
|
糾
正
稱
為
進
位
自
此
為

米
，位
的
他
化
的
以
叫
氏
細
日
「
遼
越
」
金
叫
即
將

A
i凶

的
仗
，
卜
必
行
從
抽
肝
、
迫
側
的

u

一
連
八
天
也
祝
八
天
的

最
糾
凡
此
最
俊
兩
天
(
十
五Ll
L
A二十
二

-
L
J二
)
是

最
先
茫
的
問
天
代
此
催
他
(
明
問
一
連
七
日
本
從
吃

t
H

M川
札
從
科
仇
恨
的
白
(
川
幻

6
)，

拉
長
獎
金
川
的
判

叫
他
亦
那
是
特
別
怕
製
航
班
且
節
日
之
此
不
准
從
許
收

。

訓
巴
羅
口
山

自
心
汪
月
初
九
五
旬
的
(
叫
幻
呵

?
u
m
幻
臼

3. n
)‘
五
旬
節
之
命
名H
K巾
的
也
在
逾
越
的
役
的
五
汁

3

'

, 

日
皮
紙
這
一
部
口
的A
L吼
叫
起N
仇
怯
傅
"
必
先
泣
一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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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主
在
西
乃
山

上
將
法
律
腦
川
凹
的
口
必
在
這
一
工
人
百
姓

應
將
制
熟
之
呆
獻
於
上
主

白
心
汪
月
二
十
四
日
百
姓
布
咬
以
品
念
雅
創
固
執

與
南
凶
拍
大
分
裂
(
列
上
也
)

塔
門
科
次
月
卡
七
日
，
自
性
研
成
以
記
念
在
這
一
天

決
不
同
的
年
代
上
以
民
昕
遭
遇
的
五
種
不
幸
@
制
劉

將
第
一
次
的
兩
塊
石
板
摔
碎

(
川
U
H
)
@
制
蚓
人

將
邪
神
像
在
於
叫
京
雪
版
中(
加
上
1
H
i

H

M
下

6
1
刊
)

@
希
般
人
將
法
制
叫
焚
毀
(
刷
上1
時

1
的

)
@
聖
殿
中
長
明
不
熄
的
短
火
在
這
一
天
熄
滅

@
終
結
人
攻
做
f

耶
京
城
牆

阿
布
月
初
一
飛
枝
江
山
人
中
心
起
郎
逝
世

阿
布
月
初
ι
借
此
品
念
刺
」
叫
小
凡
此
m
t
股
逍
治
札

尼
的
耳
月
初
七
氾
念
耶
京
城
牆
在
乃
赫
米
雅
領

導
下
的
法
成
奉
獻
體

(
丘
上
6
H

口
)
(

韓

)

十于1lit

......... 一

仰
慕
辣
托
黎
書
目
殘
卷

\
玄
尸
耳
其
。
E
D
F

品

E
O
D
H
J

/
問E
m
E
E
Z
B

云
E
B

。
丘
吉
C
S

」

這
贊
賞
的
文
獻
是
一
木
新
約
書
目
稱
為

「
泉
的
叫

托
甜
甜
殘
卷
」
因
為
是
由
大
歷
史
家k
r
呈
巴
巴
。
立
在

一
七
四
0
年
所
發
現
的
今
存
於
蚓
制
圖
書
能
經
文
包

括
八
十
五
行
原
文
似
是
制
刷
刷
文
目
前
防
保
存
的
蚓

叫

-
譯扎
也
許
是
在
蚓
劃
蚓
(
C且
-
5
出
蝴
)
產
生
趴
著
作

細
一的
地
方
是
湖
風
著
作
的
州
時
期
六
泊
是
公
元
一
七

O
I

-
J
八
O
之
間
作
者
是
誰
無
法
確
定
有些
學
者
認
為
是

紹
几
人
m
h
F
州
州
州
倍
兒
也
布
他
一
一
以
為
月
底
線
娟
的
斗
祭
加

約
這
部
u

丑
化
一
一
臆
測
而
已
關
股
新
約
正
紹
九
目
組
成
的

。

應
史
必
然
文
件
不
全
但
價
位
付
柯
西
川
口
大
在
側
頭
所
存

的
半
行
卅
一
不
馬
爾
谷一福
音
，
在
的
行
成
幾
行
內
作
者
必

'
、
《

d
P
B

‘
'
‘
d
'

，
‘
$
。

，

提
法
瑪
賞
一
瞞
止
日
無
疑
文
件Y
E
端
不
全
州
法
推
測
這

作
品
結
厄
倒
底
寫
f

些
什
股
山
現
存
的
經

I
X孩
們
可

以
看
出
寫
作
本
H
U
的
問
大
原
則
l

h伺
些
H
U
H
居
全
體
教

會
叫
心
間
的
「
取
己
的
川
收
比
您
公
閃
而
說
郎
妝
叫
喇
叭
民
間

祿
十
三
N
H
U
U

(
五
你
做
)
默
的
別
叫
4
H
I
川
和
一
一
刀
法

i

、
i

-
t

o

、

某
些
批
判
學
名
的
修
J
M
S布
的
，
叫
你
必
叫
做
你
2
釘
些

3

不
是
為
全
教
刊
的
甘
為
「
州
市
-
」
凡
此
門
中
心
叫
叫
州
州
默
札

錄
3
打
比
一
A
H
U
不
可
公
閃
光
來
作
中
品

，必
可
H
互
信
友
可

隨
立
泊
泌
峙
的
山
也
比
一
一
作
品
可
從
得
不
少
艸
兮
其
中

有
赫
爾
瑪
收
紅
又
過
街
科
叫
中
叫
“
-
-
-
仰
此
句
川
有
閉
起

。

、

的
伊
拉
們
的
志
兒
一
小-4

還
有
比
一
-
H
U
H
厄
扎
耐
人
付
不
能
接
受
的

閃
閃
閃
迫
化
工
作
品
恤
吼
叫
岫
伶
扎
成
為
只
捕
殺
很
昕
汗
如
叫

嗨
效
勞
伙
刻
雄
人
力
等
此
外
還
悠
州
立
兩
件
事
一
作。

但
們
況
作
的
材
象
不
是
某
地
方
教
仆
仆
而
泣
八
十
例
外
教
會

「
七
例
教
會
」
叫
為
叫
喇
所
洲
游
的
叭
叭
肌
山
川
叩
拉

得
和
行
叫
上
叫
卅
一
不
錄

1
l
3

中
即
從
此
抖
的
小
叫
州
到
七

0 

個
教
會
掃
描
一
爪
全
他
見
的
公
教
會
「
七
」
這
倒
數
字

。

是
個
象
傲
的
故
字
表
城
全
徐
光
偏
等
忍
假
使
我
們
注

意
制
圳
川
也
接
受f
刷
版
叫
你
圳
泓
閃
閃
則
叫
而
也
憶

及
他
的
申
HU目
與
牌
服
馬
教
會
相
同
那
末可
推
斷
公
元
二

世
紀
成
蚓
蚓
教
合
的
斟
制
品
間
已

經
編
定

九
三
這
番

目
的
語
氣
是
帶
有
權
威
的
口
吻.••.•• 

「
我
們
接
受
我

們
拒
絕
」
.••.•• 

等
旬
哈
爾
納
克
博
士
(
同
心E
R
r
)品

這
Z
H
的
文
氣
筆
調
很
足
以
表
示
擱
蚓
教
會
為
前
的

權
威

。

見
正
經
古
自
象
似
敏
于
(
4
古
)

掏
學
T
E

。
三
城
三
「
智
商
之
城
」
(
?
)

2
I
F
一
/
\

的
志
且
在
蚓
削
山
的
絨
服

地
固
上
街
刻
文
謂
「
摩
丁
A
1
7
)
愕
狄
塔

(
F
F
E
H
Z
)

昔
日
曾
是
瑪
加
伯
人
的
家
鄉
」
以
叫
制
文
比
比
考
古

學
家
業
已
造
賞
它
就
是
今
日
的
圳
圳
蚓(云
在
百
一

位
叭
叭
耶
路
撒
冷
西
北
約
三
十
公
里
因
其
地
勢
險
要
是

。

屯
兵
駐
軍
的
理
想
之
地

那
」
爪
的
司
祭
瑪
塔
捉
雅
固
不
服
宗
教
的
迫
古
舉

家
遷
來
摩
丁
遊
錄

(
加
上
2
1
)
友
一
位
前
出
閻
王
的

手
F

前
往
策
圳
一
誘
必
A
t國
致
司
祭
於
同
流
合
污
之
沒

行
裝
宗
教
但
司
門
后
忠
心
耿
耿
不
用
的
所
勁
且
將
來
人
絞

死

(
加
上
2
H
l
自
)
臼
此
揭
開
f

駕
加
怕
戰
爭
的

序
取
不
久
瑪
路
挽
雅
死
也
被
抹
在
叫
刊

(叫
上
2
刊
)

兵
役
陣
亡
的
兒
手
們
L

入
凡
此
約
約
啥
也
叫
耐
心
祥
先
此
城
並

d
d
'

。

I
l
l
-
-

程
化
f

記
念
碑
(
加
上
9
H
H
自

U
M

)
到
劃
的
兒

子
右
望
在
前
赴
收
均
玫
經
糾
德
巴
之
際
曾
帶
兵
泌
的

'
、
‘
。

於
比

(
加
上
的

4
)
(

韓

)

召 2345 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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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容
納
罕
地
後
便
住
在
靠
近

A
V
u
根
的
「
摩
勒
綠
樹
區
」

E
J

『
'
，
‘
'
。

f
l
t
l
l
f
l
t』
。

的
一
(
創
U
S
7
)
此
地
是
在
納
罕
人
的
學
地
逗
白
雪
經

上
的
記
載
可
以
知
道
(
蘇
圳
的
扭
扭
民
9

盯
)
蓋
高
大

的
樹
木
及
茂
盛
的
森
林
為
古
代
的
東
方
鼠
族
向
來
是

崇
拜
及
占
←
的
理
想
地
這
與
中
國
民
間
古
老
的
宗
教

信
仰
頗
為
吻
合
是
由
於
人
類
的
心
理
所
使
然
蓋
參
天

的
古
木
很
易
引
起
人
們
對
生
命
及
復
生
的
聯
想
國
而

起
敬
起
畏

就
是
在
這
地
方
上
主
顯
現
於
亞
巴
郎
說
「
我
要

將
這
地
方
賜
給
你
的
後
裔
」

(
創
刊
M
7
)
也
是
在

這
吳
雅
各
伯
猶
如
亞
巴
郎
為
上
主
立
了
一
座
祭
反
稱

之
謂
「
大
能
者
以
色
列
的
天
主
」

(
創
刊
叫
四
)
並
在

這
地
方
掩
埋
了
外
邦
的
神
像
及
耳
環
(
創
衍

4
)
數

控
紀
之
後
若
蘇
厄
率
領
百
姓
後
在
此
地
與

上
主
立
了

盟
約
並
立
石
為
證
(蘇
叫的
自l
盯

)
叉
「
在
舍
根
的

紀
念
碑
前
那
棵
橡
樹
下

」阿
彼
默
肋
客
被
立
為
王

(民

9
6
)
最
後
勒
哈
貝
罕
總
撒
經
淪
為
王
(
列
上
也
1
)

以
及
北
凶
以
色
列
的
雅
洛
貝
罕
被
擁
稱
王
(
列
上
眩

目
)
皆
都
發
生
於
此
地
由
此
可
見
「
摩
勒
橡
樹
區
」

是
一
個
具
有
十
分
重
要
歷
史
價
值
的
地
方

可
惜
的
是
目
前
在
舍
根
地
方
已
絕
無
僅
有
地
祇

剩
下
了
三
兩
棵
古
老
的
橡
樹
且
亦
沒
有
傳
統
的
證
攘

是
否
這
幾
採
橡
樹
的
所
在
地
就
是
舊
約

上
屢
次
提
及

的
「
摩
勒
橡
樹
區
」

摩
勒
山
是
依
撤
加
爾
文
派

內
的
一
座
山

約
五
0

0
公
尺
高
今
名
湖
制
山(
C
﹒
。
各
』
門
在
斟
司
甜
甜

卜五益2346 

山
西
北
海
近
依
次
勒
耳
平
原
站
德
紅
成
長
街
口
抗
活
於

此
(
民
7
1
)
(

韓
)

M
屬
于
個J
缸
山
士
去
。
品
)
地
區

及
民
法
名
其
意

2
E
r
-
-
-
A

仆
，

、
有
兩
種
解
釋
即
來
自

希
伯
來
文
的
「
門
阿
比
」
志
的
「
由
父
所
生
者
」
或

來
自
「
木
阿
比
」
意
調
「
父
親
的
水
」

(
即
父
之
造

極
)

一
地
區
際
阿
布
東
有
敘
利
亞
阿
刺
伯
曠
野
為
界

面
有
死
海
及
約
但
河
下
游
南
達
則
肋
得
河

(
即
人
(1
之

赫
撒
山
谷
河
床

)
只
有
北
方
的
界
限
隨
政
權
軍
總
之

盛
衰
而
時
有
昕
變
更
屐
史
上
則
統
稱
以
阿
爾
的
風
河
為

界
(
戶

釗
甜
i
M

)
這
是
一
片
不
太
廣
大
的
地
區
在

其
全
盛
時
代
也
不
過
是
南
北
長
九
十
六
公
里
東
西
寬

五
十
七
公
m
t
這
個
地
區
原
宙
間
厄
明
民
族
的
國
土(巾

2
M
U
)
為
摩
阿
布
人
昕
強
佔
考
古
學
者
發
現
此
地

在
公
元
前
六
千
年
左
右
郎
已
有
人
煙
存
在
其
地
質
不

太
肥
汶
除
中
原
地
區
有
水
源
存
在
可
供
良
作
物
生
長

之
外
大
都
是
乾
旱
地
帶
是
以
人
民
多
以
牧
業
為
生

二
民
族
創
m
w
m
|
呵
強
調
摩
阿
布
人
及
阿
孟
人

與
以
色
列
民
族
有
血
統
上
的
關
連
事
實

上
由
他
們
的

語
言
文
化
及
習
尚
來
看
即
可
知
此
說
之
不
誤

當
以
民
進
入
許
地
時
未
曾
騷
擾
摩
阿
布
人
只
從

其
東
面
而
過

(
申
2
9
民

U
H
一
編
下2
刊
)
此
時
摩

阿
布
人
王
巴
拉
克
聞
名
心
驚
部
不
敢
出
而
迎
戰
只
是

召
巴
郎
術
士
來
向
以
民
咒
詛

(
見
戶

泣
|
圳
的蘇
圳
的

，
)
摩
阿
布
向
以
色
列
民
族
雖
為
世
仇
(
申
n
a
|

6
)
似
兒
叫
叫
史
上
亦
帥
鬥
尸
的
過
手
少
h
A
J的
L
t
F
Fd

J端

上
4

目
8

‘
依
的
‘
耶
州W
U
)文
m
M
﹒
泣
的
山
例(
h比
上

9
1

厄
下
u
n
)
遠
昧
的
旭
先
放
只
得

ω
山
雕
川
布

婦
灰
龐
德
所
仆
匕
(
此
4
M
U

口
)
述
的
可
泣
月
一
天
，
划
中
口
時

亦
喘
口
將
自
已
的
家
人
川
流
托
於
際
川
介
m
t
的
侃
侃
此
之
「

(
撒
上
2
3
)
但
是
在
宗
教
方
面
以
民
也
交
過
不
少

的
進
存
在
史
延
以
氏
的
一
化
一
市
刀
子
過
與
際
叫AA
r
r

行
海
而
陷
入
其
邪
艸
的
宗
教
敬
耐
向
U
H
峙
的
山
叫
做
附
則

香
崇
拜
而
受
了
天
主
的
懲
罰

(
戶

詰
!
刊
)

民
長

時
代
一
史
受
其
武
力
侵
襲
(
民
I
H
3

臼
)

扒
出
綜
觀
以
鼠
的
壓
史
摩
阿
布
似
乎
是
一
向
恬
於

以
色
列
民
族
的
下
風
學
經
上
記
收
其
閻
王
厄
革
降
被

民
長
厄
胡
得
昕
刺
殺
之
事

(
民
3
時

?
抽

)
其
俊
在

撤
鳥
H
A
遠
咪
及
做
縱
滿
時
代
皆
受
叫
叭
的
於
以
氏(
繳
上

叫
汁
叫做
下
8
2

一
桶
上閃
2

日

列
上
4

日
H

M
J
f)做

制
制
死
後
雖
曾
一
度
乘
叫
民
南
北
分
裂
互
相
爭
門
之

際
擺
脫
以
民
的
枷
鎖
而
獨
立
但
在
北
凶
闢
毛
級
收
肉
串

(
八
八
五
l

八
七
四

)
時
代
重
新
咱
們
也
納
立
(
列
于

3
‘
)
摩
阿
布
王
默
沙
曲
目
就
的
耶
口
何
蘭(
北
國
主
八

五
二
l

八
四
一
)
及
約
沙
法
的
付
(
南
閻
王
八
七
、
J
l

八
四
八

)
的
戰
爭
反
勝
利
大
事
泣
常
吹
噓

(
凡
默
沙

碑
文

)
其
後
大
馬
士
革
王
哈
回
耳
佔
領
厚
阿
布
地
民

(
列
下
凹
祖
訓
)

但
臂
的
時
不
久
又
被
雅
俗
瓜
干
二
壯

(
北
閻
王
七
八
三
l

七
四
三

)
所
收
彼
(
亞
6
u
)

此
時
強
大
的
亞
述
帝
國
正
在
凶
勢
強
盛
銳
不
呵
內
的
之

際
近
鄰
諸
小
國
皆
望
風
披
燦
於
是
摩
阿
布
以
沒
近
二

主



口
年
來
沈
治
路
阿
布
的
以
色
列
閻
部
捕
次
品
入
亞
述

的
叫
的
力
叫
他
問
但
述
前
叫
削
減
亡
之
俊
啥
叫
'
的
災
刊
凶
的

大
又
花
f

己
比
的
情
問
州
的
泣
的
汁
，
來
繼
之
h
u放
罰
仿

闋
的
組
(
包
交
統
村
最
純
山
也
受
划
川
側
的
人
叫
采
納
巴
裝

人
的
吹
滅
門
一
放
手
振
而
叮
叮
亟
凡
夫
臼
之
后
叫
，
應
驗

f

屯
知
們
的
的
一
，
行
(
仙
叭
的
M
M
M扎
特
別
衍
8

日
本
2

A
A
-
-
-

門
反
抗
教
巾
們
呼
叫
…
布
人4
l叫
-
J的
你
交
上
班
吼

叫H
他
們
一
所
別
的
一
品
正
是
一
倍
占
在
納
竿
而U
K布
伯
來

文
如
山
一
轍
，
「
分
近
似
他
們
做
恆
的
神
明
是
亦
弩
士

叫
「
叫H
U汐
仰
文
」
便
可
做
的
向
比
沖
￡
的

-
U
M祝
頌

訓
圳
工
N
E
A忱
戰
帶
他
織
的
遁
的
時
候
你
H
U
u
i」
手
決
前
山
f

q
r
t巾
以
求
以

m
y
清
凶
(
列
F
3

盯
)
比
州w
h刊
的
門

的
刊
巾
吃
呦
斗
州
川
時
山
山
日
此
間
社
況
即
阿
布
人
亦
是

繁
叫
加
州
的υ﹒

-
H什v
n
(

你
)

都
拯
t
r
L收長
主
三
門
。
{
且
各

J
城
仇.. 

心
間
圳
「
山
主
」

臼
討
E
i
f
』
恥

-

t
A
f
y
z
z
告
\

2
1
1
4

叫

4

、

1

，
、
或
「
來
抓
」
位
於

摯
地
有
方
可
J
V平
布
地
區

(
μ州
的
自
)
喝
肝
的
以
益
支

扳

(
綜
川
口2
一
惋
上4

甜
)
充
J由
于
俊
消
化
，
r
F
A巾歸
來
出

淤
此
地

(
厄
下
刊
詞

)
關
於
現
今
的
確
切
忱
川
在
學
哲

們
間
有
智
仁
之
見
但
多
數
主
張
川
匕
你
必
占
從
何
火
的
吋

之
邊
在
H
H爾
人
曾
巴
之
閩
南
約
二
卡
二
公m
h
u雌考
占
m
f

家
在
此
發
現
了
一
處
很
大
的
市
付
任
廢
此
花
，
小
少
的

-
水
并
(
的
立

po

-
。
3

-
u
一番
肋
客
吉
普

7
)兒
刺
叫
川
的

2347-2353 l ﹒瓦，!~

岫
咐
諒
自
「
但
時
佐
住
「
玄
。
『

M
P
Y
J地區
名
紅
泊
「
天
主

的
U
E

看
去
已
f
f
p
F
E

~
i

2
l
J
J
t
s
J

，

臼
仿
照
料
」

(
創
泣

8
)
m
M巴
即
遭
主
均
在
一
泛
地
區
的
一
地
山
上
的
心
將
共

獨
f
h
J依
掀
烙
役
死
的
次
離
於
上
主
(
創
泣
2
)
已
於

這
也
山
他
在
川
地
采
今
仍
的
叫
他
切
答
案
只
也
用

m
h上

的
知
-
R
-
h能
斷
定
在
想
從
上
口
、
咕
咕
忱
地
治
山
父f
兩

人
線
開
只
山
附
合
巴
荷
途
之
咱
們l
三
天
看
見
f

叫
神
州
地
方

(削
2
4
)後
翔
的
問
-
y
k
n
r
、
人
的
傳
統
持
以
為
路

來
雅
山
就
這
w
m眾
淌
的
上
主
化
古
建
項
段
的
地
方
也
就

是
在
前
少
昕
人
版
做
擎
的
未
卅
一
切(
一
輛
，
「31
)
但
泣

閃
閃
忽
兒
如
很
幣
U
M
M
(品
在
第
一
此
處
非
仆
，
處
處
山

能
見
到
何
與
制
位
4

所
必
不
A
n
n三
在
制
作
?
」
以
的

的
m
h
u
m
好
什
付
雌
述
明
收

(
1
比
F
n
自
咐
上
幻
臼

列
上
6

等
)
，
川
收
來
將
嘻
哈
收
叫
與
呼
叫
淇
邪
泌
的
-

1
J八M
A
K
i
3
1

叮
叮
刑
，
次
阿
以d
u
w此u
d叫
此
卜
何
必
叫
司
(
川

F
U
H
A

筒
，吟
叫
裂
開
刊
您
介
仁
伶
圳
似
的
略
利
樣
叫

M
M川
成
共
的
泣
此
必

有
那
勒
的
宗
教
重
要
性
(
見
品
條
)
做
馬
樂
欣
人
的

待
站
山
以
及
希
臘
譯
本
將
二
名
混
為
一
談
為
t
m
ω
U力
一

方
面
s
H
貝
爾
舍
巴
至
耐
用
勒
有
一
間
四
公
里
為
三
天
的

行
程
似
于
太
遠
雖
叫
叭
叭
並
非
K
小
可
能
但
距
耶
京
划
只
有

問
卡
八
公
盟
的
做
又
似
乎
大
近

f

(
你
)

訓
學
主
甜
言

。ω
R
J地
是
「
直
」

4

2
1
1
T
I
-
-

'

、
「
束
縛
」
之
立
(
?
)

是
以
氏
在
曠
野
中
的
第
二
卡
九
處
紮
愣
地
在
你
瑟
敗

於
阿
練
得
王
改
吟
、
城
野
行
程
之
徒
領
導
百
姓
向
紅
海

(
戶
"
自
)
進
煦
的
的
的
戶
口
地
之
一(
戶
認
卸
缸

)
此
地

現
名
，
馬
德
依
叫
州
(
去
且

2
2
7
)

(
山
圳
特
)

m摩
色
辣
(
5
2
)凡
的
叫

到
華
爾
莒
舟
子
『
已
。
n
E

J

2
M
ut
-
ZF
F
4
I
E
f
f
pp
E
G
n
y
n
ω
\
 

久
后
，
一
川A
「
必
H
r、
料
布
比
你
(
艸
)
的
人
」
川
鈍

，
芋
秋
荷
交
代
從
制
叭
叭
述
指
(
U
A
W
名
艾
叫
心
吋
)
已
走

灰

(
艾
2
5
7

)
A
叫
他
尖
叫
咱
非
凡
圳
川
程A
C
此
悅

于
盯

(
艾
2

口
)
摩
爾
晶
石
間
，
仿
回家
冶
司
，
心
衍
已
從
r
f

在
公
元
的
五
九
八
年
為
什
半
步
。
此
它
小
川
市
地
叭
時
際
上

這
次
的
光
市
比
俘
耐
終
叫
仆
t
I山
的
時
凡
(
i几
所
土
你

何
可
時
几

)
仙K
H卡
通
-
r
H涂
年
從
此
心
仆

H
t
J吭
，u

巾
方
式
的
抖
，
叫
刊
也

暗
的
叭
叭
叭
們
此
從
兩
卜
吭
吭

H

州
花
州
k

的
陰
冷
時
吃

艾
晰
地
正
的
轉
衍
，
凶
土
凶Ed
村
村d
一
九
壯
地
以MM刑
(
艾

2

刮
目
)

比
凡
此
間
耐
不
而
大
叭
叭
是
“
此
非
附
娃K
L

閱
報
仇
哭
泣
《
叫
間
內
一
切
時
們
太
人
際
山
附
中
心

A

叫
內

，-
A
U

艾
斯
德
爾
向
附
王
周
旋
啥
叫
情
結
果
啥
是
H
A
f
九
段
之

珀
咐
他
的
地
吐
出
摩
爾
總
兩
取
而
代
之
(
艾

3

1

刊
)
蚓
蚓
人
班
級
之
級
大
一
其
他

1

心
心
江
f

「
V
陡
的


(
艾
9

品

)
以
賀
，
紀
念h
w
v
行
抽

稱
「
1

他
的
」
恥
的

「
吟
爾
德
問
節
」
(
科
)

叮
叮
茄
食
品n
v
b
3
上
寸
Z
F

S
F
E
S
J
地
角
且

認
瞬
間
草
唔
A
E
K
T
f
玄
。
旦
旦
】
門
。ω
」

I
Z

」
J
E
t
-

'

、

「
所
L何
地
」

或
「
佔
領
地
」
米
該
亞
先
知
的
家
鄉

(
叫A
1
1

花
附
心

間
)。
此
地
之
金
扎
臨
忠
民
「
摩
納
刮
蚓
圳
叫
」

(
以
l



一
H

意
即
加
特
的
所
有
地

)
而
出
生
此
地
的
米
該
亞
先

的
一
，
且
在
對
劉
上
被
稱
為
摩
勒
舍
持
人

(科
l
-

m
詢
問
一

-

原
是
巴
力
斯
坦
南
部
猶
大
國
內
的
一
例
小
村
鎖

在
加
特
之
束
不
遠
的
地
方
一
八
九
九
l

一
九
0
0
年

瑪
加
里
斯
特

(
玄
自
生
2

月
)

會
在
此
作
考
古
研
究

證
贊
比
地
在
公
元
前
三
千
年
左
右
已
有
人
居
住
其
後

會
一
度
被
人
放
棄
至
南
國
猶
大
時
代
才
再
有
人
煙(

韓
)

m摩
色
洛
特
(
言
。
ω自
己
)兒
閣
制
恥

5

啥
叫
叭
叭
品
問\
J

城
名
意
思
是

「
平
安
」
或

3
劍
闖
過
F
Z
"
-
2
)

2
4
1

、

d
J

\

「
和
平
的
」
默
基
瑟
德
乃

此
域
的
君
王

(
創
刊
鬥M
參
見
希
7
1
2
)
雖
你
有
些

學
者
受
γ
歐
色
彼
及
熱
羅
尼
莫
的
影
響
以
為
它
應
在

史
托
頗
里
(
∞
口
可
H
E
z
-
-
ω
)

附
近
但
絕
大
多
數

的
學
者

如
到
他
為
個
划
人
古
來
的
傳
說
仍
是

十
分
正
確
的
撒
冷

師
是
耶
路
撒
冷
城
的
別
名
或
更
好
說
是
耶
路
撒
冷

的

簡
稱
這
一
說
在
詠
沌
3

亦
得
到
了
有
力
的
證
賀
該
處

將
做
冷
與
熙
雍
相
提
並
論

友
4

‘

提
及
撒
冷
山
谷
在
做
瑪
黎
雅
境
內
靠
近

創
制
地方
郎
今
日
的
制
叫州
地扎
位
於
蚓
制
制
水
并
之

束
不
遠
的

一
小
村

i
1
1
l
1
。

見
耶
路
撒
冷

十 五 茲2354- 2360 

(
韓

)

的
撤
拉
(
m
m
g
g
)

見
劉
忍
氣
3
扭
)。

們
心
眼
L
F
\
/

地
名
是
靠
近
約
也
河
西
岸

3
比
阻
」
可

{
F
T
E
)

2
4
1
4
4

，
、
離
艾
泣
不
遠
的
一
例
地
方

文
段
拔
有
3

詞
是
M
A紛
施
洗
的
地
方
「
叫
山
西
叫
附
加
災
水

多
」
它
做
官
的
地
點
氣
今
學
者
仍
未
能
完
全
證
貨
故

意
見
亦
必
紛
耘

見
艾
位

(
韓

)

m
m恥
肌
接
F
B
3

日

J
地
名
有

「
高
處
」

「甘
悄
地」

扭
扭
扭
日
在
/
F
B
5
\

之
孔
是
剝
削
們
海
東
南
的
一

個
兒
峽
K
廿
四
卡
五
公
也
晨
六
至
九
公
史
克
自
公
元
前

一
三
四
年
屬
羅
馬
南
巾
關
公
元
前
一
九
年
獲
得
獨
立
羅

馬
參
議
院
會
致
函
比
肉
之
頁
責
人
令
其
保
護
猶
太
僑

民

(
加
上
的
自
)
你
你
在
最
後
一
次
赴
耶
京
的
途

中

會
乘
約
時
過
此
向

(
耐
用油
臼
)

(
牌

)

野
心
瓦
拉
根
治
民
K
恨
卜
V
句
話
3
7

.
F
E
M
J

n
倒
R
S
J
P扭
拼
命
安
'，
缸"
/
ω
RP

E
E
L

一
女
人
名
志
謂
「
公
主
」
或
「
屯
后

」
亞
巴
郎

的
妻
子

(
創
刊
的
l

u
)
原
名
叫
撒
姊
依
後
改
名
叫

捌
珮
因
為
她
要
成
為
許
多
君
王

的
母
親

(
削
口
時
)

拔
制
m
u
她
是
亞
巴
郎
其
母
同
父
的
妹
妹

(
亦
見
創

U
H

幼

2
)
二
人
於
鳥
爾
結
婚
蒙

上
主
召
叫
同
往

到
圳
胡
也
時
到
凹
叫
已
七
十
五
歲
而
喇
蚓
六
十
五
歲

(
倒
也
4
叮
叮
)
。
二
人
逃
荒
至
埃
刮
到

別
叫
為
遊
兔

不
測
稱
做
均
為
門
己
的
妹
妹
其
實
竟
弄
巧
成
拙

(
創

口
叩
l
m

)
在
不
辣
，
爾
地方
同
樣
的
情
形
再
次
出
現

h
B
H

a

內
υ
1

1
i

a
d

F
A
Y
H明
-

1

.

天
主
雖
然
預
先
川
給
亞
巴
郎
成
萃
的
恤
間
內
川
們
是
你

叫
如
向
來
是
一
荒
胎
的
友
人
(
削
口
2

臼
5
6

)
只

l
I
ll
-
-

-

〈
、
。

有
藉
仰
玄
叫
V口
切
爾
笠
，
寸
依
市
瑪
耳
(
削
的
2

問

)
此

時
天
主
才
預
先
川
制
叫
將
懷
孕
位
于

(
創
口
峙
。
目

的

2
5
)

撒
H
m國
向
來
不
能
生
育
縣

r

天
主
的
府
諾

不
能
不
覺
得
心
中
衍
笑

(
創
幻
1

|

7

口
口
)
但
M

時
果
然
生

了
依
撒
格

(
見
依
撒
絡

)
她
死
於
紙
以
能

被
葬
肝
、
城
市
卡培
拉
山
洞
字
年
一
行
二
十
七
次

(
制
訂

。

'

。
﹒
1
l
o
l
-
-

1

!

臼
)
她
的
墳
墓
至
今
仍
在
供
人
憑
巾
的
仰
望
…
洛

德
在
己
的
周
國
會
建
築
了

一
陸
堅
固
的
院
牆
彷
彿
一

座
堡
壘她

被
稱
為
以
民
的
母
親
(
依
只
2
)
新
約
上
以

'
9
、

J
、
、

。

她
為
一
切
佑
者
的
母
親

(
總
4

凹
9
9

伯
的
3
6
)

制
制
技
寓t
A說

一
切
甘
甜
督
徒
都
是
出
這
位
「e
M巾
的

婦
人

」
而
非
由
牌
女
所
生

(
迦
4

血
泊
品

)
她
刊
也
川

德
的
美
表

(
和
u
u
)，

也
是
尊
敬
丈
夫
的
模
組
(
的

前
3
6

見
創
的
口
)

二
叫
刮
到
的
女
兒向
年
多
俾
盟
的
尖
子
在
向
v
p

叫
到
結
婚
之
前
曾
飽
受
惡
晦
的
陷
主
匕
仗
的
任
丈
夫

。
l
l
t
1

1
1
l
i
r

i
-
-
i
i

邵
先
後
於
新
婚
之
復
被
退
路
致
死
多
俾
亞
聽
從
級
法

到
天
俠
的
建
議
才
得
將
此
退
路
驅
逐

(
多
3
7
6

日

。

7
9
l

i

叮
8
4

叩
叩
叩

M
H
U
H
)

l
l
f
i
t
-
-
t。

見
血
巴
郎

車♀

捌
撤
嬋
(
F
g
u
m
a
g
g
)

見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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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撒
貝
達
(
叮
叮
叮
甘
心
)

人
名
洞
的
信

』

1

屬
於
A
B族
之
後
又

成
為
一
民
脹
名
(
見
創
叩
7

一
桶
上1

9
)

(
義
)

m撤
麗
特
(
2
5
7
)

呦
騙
"
"
ι
L
E
b「F
E
E
S
ω

J

「
微
杭
志
」
的

幻
射
R
L
h
l
G沼
u
f
F
E
E

」

」

1
4
2

，
、
來
源
及
歷
史
古

代
的
牌
位
學
者
以
為
此
名
來
自
「
義
人
」
J
A
但
逗
於

文
法
汶
戶
手
背
皆
不
合
拔
早
已
無
人
隨
從
此
說
現
今
有

人
主
候
它
來
自
「
律
師
」
意
即
「
正
義
的
保
衛
者
」
一

詞
吋
為
他
們
大
都
是
些
公
會
議
的
人
員
但
隨
從
此
說

者
亦
不
多
也
大
多
數
的
學
者
強
調
「
撒
扯
萃
」
一
名

來
自
「
回
多
克
」
大
司
祭
之
名
蓬
他
們
皆
以
自
己
身

為
叫
到
別
太
司
第
之
後
代
而
自
豪(則
的
吋
約
時
間
吋

u
)
間
多
克
是
做
研
組
揣
在
罷
兔
厄R
H雅
塔
爾
大
司
祭

之
後
所
委
佳
的
繼
位
人
(
列
上
2

盯
|
缸
)
自
從
那

時
起
也
釗
瑪
加
伯
時
代
區
多
克
家
族
一
向
承
甜
旦
大
司

祭
的
職
務
站
然
也
是
社
會
上
的
勢
力
人
物
可
是
到
了

公
元
的
一
五
三
年
敘
利
直
王
德
默
特
琉
部
一
反
過
去

的
傳
統
之
約
納
堂
為
大
司
祭
及
民
間
首
領

(
圳
土
m

H
n
)

微
杜
立
為
人
心
中
當
然
十
分
不
服
但
畏
於

強
權
叫
做h何
敢
怒
而
不
敢
言
等
候
時
梭
的
來
臨
果
然
不

失
所
已
就
在
右
的
中
}
依
爾
卡
諾
一
世(
一
三
五
!
一
O

I
-四
)
兩
慨
陳
他
們
東
山
再
起
將
當
時
勢
品
已
非

常
強

則
一
大
的
法
利
益
黨
壓
制
下
去
再
度
興
旺
起
來
按
甜
甜
蚓

一
的
記
敘
當
時
有
某
出
利
對
人
談
諷
刮
到
酬
抑
制
制
制
問
謂

-
t
l
l
l
。

見
根
吝

十五芷

他
不
提
稱
作
大
司
祭
因
為
他
的
母
親
是
奴
僻
山
比
例

氏
大
怒
乃
因
一
人
之
過
遷
怒
於
整
個
出
刺
喇
叭
沁
人
對

之
大
開
殺
戒
何
關
始
依
靠
汰
重
用
制
叫
刮
起
九
自
此

撒
仕
程
人
成
了
左
右
政
府
的
有
力
黨
派
他
們
除
f

在

亞
歷
山
大
辣
女
王
執
政
時
期
外
可
說
是
一
帆
風
順
直

至
大
黑
洛
德
時
代
才
受
到
比
法
利
墓
人
所
受
到
更
大

的
迫
害
自
比
其
勢
力
一
路
千
丈
祇
是
在
宗
教
上
充
任

司
祭
及
大
司
祭
敝
勢
力
範
圈
僅
限
於
耶
京
及
其
可
祭

家
旅
而
民
間
的
威
望
全
落
於
法
利
塞
人
手
中
這
撞
情

形
裕
外
見
於
自
蚓
划
被
釗
入
擱
蚓
帝
國
的
創
利
到
行

省
之
後
他
們
雖
沒
有
同
羅
馬
人
公
開
合
作
但
部
盡
力

與
之
妥
協
遜
兔
衝
突
以
保
自
己
的
身
份
地
位
和
財
富

是
以
為
百
姓
所
不
齒
自
猶
太
消
滅
耶
京
被
羅
馬
人
澈

底
破
壞
之
後
繳
杜
落
黨
人
也
便
無
聲
無
臭
地
消
跡
於

歷
史

撒
杜
塞
黨
的
性
質
所
謂
撒
位
甘
地
主
義
並
不
是
一

種
宗
教
上
的
派
別
而
是
一
種
宗
教
上
的
政
黨
這
個
黨

派
是
也
有
錢
有
勢
的
人
物
所
組
成
他
們
思
想
開
明
態

度
的
進
歡
迎
並
接
受
外
來
的
文
化
這
一
點
正
與
法
利

塞
人
相
反
另
一
不
同
點
是
他
們
祇
遵
守
梅
瑟
的
法
律

判
於
祖
先
的
傳
統
郁
不
顧
不
間
認
為
是
人
為
假
造
及

不
重
要
的
瑣
事
如
此
也
就
把
法
利
鑫
人
所
加
決
人
的

不
堪
頁
荷
的
一
商
品
搶
一
胸
踢
開
(
瑪
幻4
)
按
若
瑟
夫

的
記
誡
他
們
不
信
上
主
的
照
顧
崇
拜
宿
命
論
因
為
他

們
否
認
靈
魂
的
存
在
故
亦
否
認
死
後
的
賞
罰
但
我
們

應
注
意
若
瑟
夫
本
人
就
是
撒
社
塞
黨
的
死
敵
中
的
一

員
1
l
i

法
利
寒
人
故
此
很
可
能
有
一-z
口
過
甘
甜
，
忱
的
名
叫
張

記
救
甚
或
非
善
意
的
玟
擊
不
過
他
們
不
偏
肉
分
之
彼

活
划
是
爭
實

(
見
賄
n
n
M
叭
叭UM
M
圳
叩
盯
甜) 。

他
們
否
認
這
端
道
理
的
原
倒
很
可
能
這
必
為
在
此
約

找
不
也
關
於
復
活
的
清
楚
明
確
的
投
綠
科

n
s
亦
記

故
f

他
們
否
認
天
使
及
天
主
之
外
任
何
訓
健
的
存
在

這
一
切
那
是
與
法
利
鑫
人
的
觀
念
針
鋒
相
村
的
在
宗

教
儀
式
上
雨
為
也
有
相
當
大
的
爭
論
一
裕
外
娃
犯
關
於

逾
越
節
及
五
旬
節
慶
日
的
規
定
上
出
利
叫
人
以
為

「
巴
斯
卦
」
是
公
開
的
祭
種
故
超
過
安
息
日
足
以
在

安
息
日
上
亦
可
以
殺
羔
羊
舉
行
祭
總
而
不
比
起
犯
女
自
心

日
撒
杜
塞
人
部
以
為
是
私
人
敬
禮
故
次
於
次
巴U
H
且

以
在
安
息
日
上
不
能
殺
羔
羊
舉
行
祭
體
而
應
將
逾
越

節
的
慶
典
另
揮
他
日
舉
行
關
於
五
旬
笛
的
慶
祝
喇
蚓

塞
人
強
調
一
定
要
在
星
期
的
第
一
日
慶
祝
但
是
因
為

在
逾
越
筍
與
五
旬
節
之
間
應
有
五
十
天
的
距
離
鈴
是

他
們
每
每
將
日
數
增
加
或
減
少
以
達
到
他
們
的
目
的

法
利
塞
人
均
不
然
他
們
以
為
五
旬
節
是
可
以
在
星
期

中
任
何
一
日
慶
祝
的
故
不
必
更
動
日
期
最
站
附
在
法
律

的
觀
點
上
兩
黨
也
有
顯
著
的
不
同
撒
社
來
人
凶
祇
垃

遵
制
到
法
律
而
不
管
傳
札
彼
此
祇
要
有
觸
犯
蝴
蚓
法

律
的
人
一
定
嚴
辨
是
以
若
瑟
夫
說
「
在
審
斷
案
件
時

撒
杜
塞
人
主
張
從
嚴
法
利
塞
主
張
從
寬
」

撒
杜
塞
人
與
耶
穌
的
關
係
他
們
既
然
不
如
法
利

鑫
人
似
的
太
過
注
重
細
小
筍
目
故
與
耶
穌
的
衛
笑
也

少
不
似
法
利
鑫
人
時
時
處
處
與
耶
穌
作
齡
在
福
音
上



-
很
少
捉
到
他
們
在
若
望
福
音
中
竟
沒
有
一
次
提
及
撒

n
v

-
-
I
t
-
-
l

。

問
于
社
鑫
人
可
是
普
通
說
來
幾
神
准
叫
到
司

魚
大
司
祭
或

司
祭
長
時
也
大
多
數
是
指
撒
杜
宰
人
而
言
右
望
卻
用

了
將
近
七
十
次
「
猶
太
人
」
一
詞
以
指
示
耶
穌
的
敵

人
l
|

法
利
塞
人
和
撒
社
寒
人
二
者
彼
此
雖
是
勢
不

兩
立
的
做
約
黨
但
為
鬥
爭
耶
穌
卸
互
相
聯
合
起
來
最

初
撒
杜
塞
人
對
耶
穌
的
態
度

(
右
1

刊

詞
)
似
乎

遠
較
法
利
塞
人
的
態
度
溫
和

(
若
1

臼
l

甜
)
其
次

馬
爾
谷
及
路
加
祇
各
提
過
一
次

(
谷
U
U
M
路
卻
盯

且
論
復
活
)
瑪
竇
除
在
論
復
活
時
提
及
外
(
瑪
扭
甜

"
)
亦
見
於
若
品
開
宣
講
的
記
述
中(
駕

1
3
7
)
及
耶

穌
增
餅
之
後
(
瑪
的

I
e
u
u
)
固
然
定
耶
穌
死
罪

的
人
是
屬
於
撒
杜
塞
派
黨
的
蓋
法
及
司
祭
長
(
若
口

“

l
H
)
也
是
他
們
難
為
迫
害
了
教
會
初
期
的
信
友

們

(
宗
4
1
1

4
5

口
)
因
為
他
們
向
來
執
法
比
較

釀
格
已
如
上
述
但
祇
要
我
們
仔
細
研
頭
一
下
瑪

幻
章

我
們
便
知
道
真
正
與
耶
穌
水
火
不
容
勢
不
兩
立
決
心

致
耶
穌
於
死
地
的
人
還
是
法
利
鑫
人

見
息
高
舉
經
學
會
出
版
一
福
音
新
約
時
代
歷
史
總

論
的
l

位
頁

(
韓
)

“
恥
瓜
干
L
I
H
H
BP
F
S
F
J
威
名
意
義
不
詳
是
阿

n
H
R
H
1，
4
4
0
r
r
-o
n
E
」
|
-
-
-
-
t

:
4
1

-

可

-
J

'

、
摩
黎
人
放
格
凶
王
的

城
市
其
國
名
叫
巴
商
而
這
座
城
布
則
他
必
其
國
土
的

最
東
南
境
界
上
其
後
它
便
被
用
來
指
稱
加
得
支
派
的

邊
界
(
申
3

叩

蘇
u
s
u
u

編
上
5

日
)
今
名
叫
撒

耳
哈
得

(
F
F
且
)
在
約
但
河
北
距
具
特
商
約
有
一

十五金2364-2368 

百
五
十
六
公
里

(
韓
)

m撒
耳
瑪
(
F
E
)見劉
亞

“
為
此
r
T
F
門
且
「

J
人
名
其
惹
不
詳
有
人

3
出
5

月
刊
軍
宣

-
m
w

-
5
2
)

2
4
1
-
-
-
-

」
'

、
主
張
是
「
光
明

」
之

也
瀏
叫
俐
的
旭
先
之
一

，

蚓
制
制
及
甜
甜
甜
的
後
代
糾
制

制
的
兒
乳
制
剛
刻
的
父
親
(
獻
4

叩
缸
騙
上2
u
)。

此
名
亦
見
於
耶
穌
的
族
譜
(
瑪

1
4

5

路
3

自
)
這

間
一
人
名
在
學
經
上
如
有
不
同
的
寫
法
出
現
撒
耳
瑪

(
編
上
2
u
)
制
司
副
(
醋
4
訕
訕

職
1
4

5
)
線

拉
(
路
3

臼
)
(

韓
)

如
散
宜
長
王

-
3
5
)塞浦
路
局
島
的
一

2
4
1

」

4
4
-
/
'

、
重
要
城
市
也
是
一

個
十
分
優
良
的
海
港
保
祿
的
得
力
助
手
巴
爾
納
伯
即

是
這
個
海
島
上
的
人
(
宗
4

品

)
無
怪
二
人
第
一
次

遠
行
傳
教
時
便
來
到
了
撒
拉
米
當
時
在
這
裝
有
不
少

的
猶
太
僑
民
建
有
數
個
會
堂
保
祿
使
首
先
在
這
些
一
會

堂
中
傳
教
並
且
在
這
一
災
住
過
相
當
畏
的
時
期

(
宗
U

S
)
遠
在
瑪
加
伯
時
代
這
妥
已
是
猶
太
人
成
翠
結
隊

的
僑
居
之
地
這
一
點
可
由
羅
馬
議
院
送
往
塞
浦
路
斯

島
保
護
猶
太
僑
民
的
公
文
加
以
證
賈

(
加
上
的
目
)

史
家
若
瑟
夫
也
會
捉
到
這
一
點
基
督
教
會
在
這
里
發

展
的
情
形
也
十
分
可
觀
至
尼
切
亞
大
公
會
議
時
該
島

派
出
的
三
位
主
教
之
一
就
是
撒
拉
米
的
主
教
該
島
最

大
的
學
堂
也
遠
在
比
處
可
惜
後
來
盡
毀
於
罔
教
徒
之

手
布
古
學
者
已
數
次
在
這
災
從
事
挖
掘
考
察
至
今
仍

未
完
全
竣
工
(
緯
)

編
故
m准
時
叭
古
巴
。B
O
J
兩
個
女
人
的
名
字
意

2
4
1
E
i
E
E

J

、
思
是
「
和
平
的
」
或

「
心
平
氣
和
的
」

一
載
伯
德
的
妻
子
長
雅
各
伯
及
若
望
的
母
親
偕

周
其
他
熱
心
婦
女
跟
隨
服
侍
耶
穌
及
其
門
徒
會
經
大

但
要
求
耶
穌
委
任
她
的
兩
個
兒
子
在
他
王
國
內
作
左

丞
右
相
但
谷

昀
品
l

凹

如
說
是
她
的
兩
個
兒
子
自
動

向
耶
穌
作
了
上
述
的
要
求
撤
羅
默
同
其
他
婦
女
在
耶

穌
受
難
時
仍
然
緊
隨
耶

穌
直
到
他
死
在
十
字
架
上
及

被
埋
葬
之
後
仍
然
捨
不
得
離
開
耶
穌
的
墳
墓
是
以
首

先
得
到
了
復
活
後
的
耶
穌
顯
現
給
她
的
大
恩

(
見
瑪

o
m
u
7

抽
♀
去
J
M
U
6
1
J

m
L
e
a
-

呵
，
臼
!

?
τ
1
A
a
a
'
1

、

二
黑
落
狄
雅
同
她
的
第
一
任
丈
夫
妥
理
伯
所
生

的
女
兒
她
的
母
親
是
一
不
重
婦
道
的
女
人
在
拋
棄
丈

夫
之
比
竟
與
風
到
叫
到
及
蚓
制
蚓
的
分
封
侯
蚓
制
制

對
蚓
蚓
郎
自
己
丈
夫
的
兄
弟
同
居
因
而
受
到
創
馴
的

飯
問
責
趴
在
蚓
制
制
的
生
日
上
刷
刷
蚓
受
母
親
恣
意

在
席
間
客
人
面
前
跳
鐸
大
得
黑
落
德
的
歡
心
慨
然
許

以
她
所
求
的
任
何
報
酬
喇
蚓
蚓
聽
從
母
計
立
即
眾
取

制
酬
的
頭
母
女
二
人
毒
辣
得
真
是
前
無
古
人
後
無
來

者
學
史
們
並
沒
有
提
出
她
的
名
字
而
只
以

「
黑
落
狄

蚓
的
女
兒
」
代
之
(
職
M
S
6

以
6

叮
|
甜
叭
叭
3

u
m
)
按
墨
經
以
外
的
歷
史
文
件
記
載
她
先
問
自
己

的
親
叔
父
佩
對
制
御
性
及
特
辣
囡
囡
地
方
的
分
封
侯
安

理
伯
結
為
夫
妻
後
來
又
離
婚
與
她
的
表
兄
黑
落
德
同



居
可
謂
有
其
舟
、
必
何
其
女
矣
她
也
有
子
女
三
人
傳
叫
“

她
做
在
冰
河
里
頭
部
折
斷
而
死
(
韓
)

矽
除
刊
"
“
陸
學
祠
志
。
-o
g

Z

人
。
們
關
必
比
中
心
的

幻
#
A
F
來
﹒扣
押
/
室
。
5

。
之
?
、一γ
f
i
u
a

ι

可

!
可

d

l

、
芷
若
每
戶
，
州
州
朕
心

兒
付
鬧
不
.
打
人
以
為
創
刊
圳
來
的
問
稱
「
做
泠
」
打
倒

也
有
人
以
為
是
「
國
泰
民
灰
」
的
志
也
很

-
A
吋
能

更
為
正
很
熱
繕
編
是
以

E
K佑
你
〈
上
最
偉
卜
人
的
一
位
已

王
(
九
七
「
l

九
三
一
一
)
型
經
上
關
於
他
的
品
收
主

要
見
於
列
上
-

-

u
桶
上
n
mu
及
編
一
干l
l
9

裁
們

僅
就
上
述
研
討
紹
的
出
處
及
一
些
學
位
以
外
的
版
央
文

件
將
他
的
生
平
簡
述
如
下

他
是
迷
咪
的
能
在
巴
特
舍
巴
(
以
前
是
烏
蒙
秒

的
妻
子

)
所
生
的
兒
子
當
達
味
年
老
力
史
時
反
正
阿

多
尼
雅
野
心
勃
勃
以
為
實
行
長
子
權
利
的
時
候
到
了

您
自
立
為
王
再
加
上
大
司
祭
厄
貝
雅
塔
爾
和
大
將
約

阿
布
的
從
心
思
推
薦
更
是
躍
躍
欲
試
但
正
當
此
緊
要
關

頭
之
際
繳
羅
瀚
的
母
親
巴
符
合
巴
手
急
恨
快
立
即
聯

同
先
知
稅
堂
大
司
祭
區
多
克
及
大
將
貝
利
校
要
求
達

味
立
自
己
的
兒
子
撒
羅
淪
為
主
達
味
故
布
白
了
口
在
先
到

能
妄
之
言
自
不
能
不
照
作
遂
立
即
召
織
提
漏
入
古
令

其
穿
戴
君
王
服
飾
坐
上
自
己
的
王
座
這
一
來
百
姓
皆

大
歡
喜
全
心
擁
護
此
時
正
在
擺
設
宴
席
隘
祝
自
己
登

極
的
阿
多
尼
雅
部
大
失
所
望
倉
皇
逃
入
里
所
避
難
以

一
求
兔
死
這
次
新
王
放
過
了
他
不
久
之
後
達
味
再
三
叮

O

F

Ill

e--
-

卅
一
略
微
羅
游
施
政
方
針
之
後
使
死
去
了

一

向
多
尼
雅
的
野
心
卸
未
宛
兒
父
王
達
味
死
去
乃

2369 十五

再
川
、
耐
心
八
仆
仆
中
川
村
恥
的
仗
的
川
，
叫
心

K
M
山
間
，
道
咪
紋
後

的
-
史
中
圳
川ι
沙
他
指
式
叮
叮
犬
ω
以
能
從
翱
州
州
綴
滿

而
中
川
一
江
，
H
州
地
仆
已
稱
1

微
綠
油
h
k比
川J
以
堅
強
的

手
腕
來
抓
到
付
他
的
敝
人
物
川
多
巴
雅
及
約
阿
布
處
決

將
一
山
川
欣
塔
爾
太1
川
仰
宗
兔
微
光
，
4
f
川
江
凹
多
克
為
全

國
的
大
叫
祭
是
扎
納
雅
沁
人
士
，
半
統
來
必
是
王
位
已
保

存
無
關
心
的
表
示
的
哭
，
正L
法
謝
前
往
汗
名
聖
地
華
貝

紅
4
J
P
以
f

一
千
金
您
的
法

撤
昭
雄
瀚
的
主
發
任
務
是
在
保
存
其
父
達
咪
所
征

服
的
領
土
的
心
泊
位
他
仁
人
拉
波
有
征
服
他
人
的
野
心

為
達
到
這
一
目
的
在
邊
界
上
修
述
了
不
少
的
軍
事
要

空
以
阻
敝
人
入
侵
如
哈
林
則
不
則
爾
喀
瑪
爾
默
益
多

等
並
以
城
市
f
m叫
馬
武
裝
他
的
沼
隊
是
為
以
民
歷
史

上

的
創
舉
考
占
學
家
發
現

f

不
少
此
時
代
的
巨
大
的
馬

廠
就
放
W
H
f這
一
恥
地
但
是
他
划
向
來
未
利
用
過
他
強

大
的
軍
隊
作
擴
援
領
土
的
企
閥

在
外
交
上
他
質
行
和
平
共
存
通
商
互
惠
政
策
由

於
他
聰
明
過
人
手
段
設
法
也
的
確
與
各
鄰
閥
保
持
了

良
好
的
友
迫
埃
及
的
法
郎
且
將
自
己
的
女
兒
嫁
給
他

為
其
並
將
不
則
“
削
減
軍
事
這
地
作
為
嫁
益
共
他
各
國

王
侯
大
臣
也
無
不
以
自
己
的
女
兒
與
他
聯
婚
為
榮
如

阿
孟
人
納
阿
瑪
等
致
使
他
立
俺
有
一
千
名
妥
妾
這
造

成
了
他
日
後
腐
化
及
敬
拜
邪
帥
的
原
因
且
與
培
肋
舍

特
人
訂
立
邊
界
因
而
相
安
無
一
m
f舍
巴
的

女
王
且
親
自

前
來
拜
見
進
貢
領
教
他

的
智
慧

他
國
庫
主
要
的
收
入
來
自
通
商
他
販
賣
基
里
基

雅
的
馬
匹
轉
運
黎
巴
峭
的
木
材
並
同
希
關
王
佳
芯
船

隊
遠
行
紅
海
及
印
度
洋
轍
入
放
非
爾
的
資
八
屯
H
A共
他

各
地
區
的
珍
貨
物
品
凡
此
珍
禽
份
激
光
賀
州
州
州
的
收
入

國
庫
臨
盟
乃
大
興
土
木
以
詩
經
自
己
的
川
卅
日
。
貧
困

而
追
求
榮
華
宮
泣
的
野
心
油
終
而
生
首
先
使
耶
米
成

為
名
符
其
質
的
以
民
偉
大
輝
煌
的
首
都
較
具
他
首
都

有
過
之
而
無
不
及
僱
來
大
批
希
蘭
的
匠
人
在
耶
京
住

造
了
「
蚓
凹
喇
林
宮
」
長
五
十
五
公
尺
艾
二
卡
七
公

尺
半
高
十
六
公
尺
內
部
函
桂
石
如
林
故
名
日
「
林
宮
」

以
接
見
來
訪
的
責
玄
其
次
有
「
音
王
佳
的
自
主
」

「
審
判
聽
」
「
法
郎
公
主
的
宮
室
」
其
他
大
批
老
-
妥

的
住
這
等
無
不
極
盡
其
發
華
之
能
事

但
是
在
撒
羅
瀚
的
土
木
工
程
中
最
有
意
義
及
最

有
價
值
的
部
是
學
殿
他
的
目
的
是
使
全
國
的
敬
禮
統

一
化
所
以
在
那
京
的
摩
黎
雅
山
上
為
上
主
建
造
γ
)

座
富
麗
堂
皇
的
大
殷
殷
門
前
望
有
兩
支
著
名
的
高
大

銅
往
大
殿
內
有
里
所
及
至
里
所
整
個
建
築
有
三
卡
六

公
尺
半
長
十
一
公
尺
寬
高
十
七
公
尺
殿
旁
有
司
祭
及

殿
役
們
的
住
房

(
詳
見
聖
殿

)

撒
羅
瀚
的
建
築
狂
熱
不
久
便
使
國
庫
空
無
所
有

呈
現
了
入
不
敷
出
的
現
象
他
於
是
開
始
橫
征
暴
斂
將

全
國
分
成
十
二
太
守
區
以
督
促
人
民
交
納
莖
稅
而
這

十
二
區
的
創
分
則
完
全
不
按
照
各
支
派
的
間
有
界
限

再
加
上
將
猶
太
支
派
的
捐
稅
完
全
豁
兔
是
以
引

起
了

北
方
各
支
派
極
度
的
不
漏
種
下
了
後
來
簡
土
分
裂
的

遠
因
國
王
甚
至
將
北
方
包
括
二
十
個
城
市
名
叫
加
步



一
耳
地
區
的
割
護
給
提
洛
因
王
希
蘭
以
償
還
債
務
更
激

I
E

。

川
昕
一起
f

百
姓
的
不
漏
於
是
管
人
乘
機
起
而
造
反
其
中
的

-

首
領
之
一
便
是
後
來
北
國
閻
王
雅
洛
只
罕
他
暫
時
逃

亡
埃
及
受
到
埃
及
法
郎
的
保
護
此
時
外
患
亦
相
繼
而

至
先
有
在
哈
遂
得
領
導
之
下
的
厄
東
獨
立
後
布
勒
宗

在
大
馬
士
革
的
的
自
稱
王
脫
離
撤
羅
漏
王
的
約
束
終

於
在
公
元
前
九
三
一
年
左
右
做
雞
淪
死
後
不
久
局
面

竟
一
變
而
不
可
收
拾
表
面
上
仍
然
完
楚
的
領
土
分
裂

為
二
是
為
以
民
南
北
對
峙
局
面
的
問
端
砂
土
紅
的
作
者

將
這
一
連
串
不
幸
事
件
的
發
生
歸
咎
於
撒
將
滿
敬
拜

邪
帥
的
罪
惡

不
過
激
羅
瀚
的
確
是
一
位
智
慧
過
人
的
天
才
君

王
這
也
他
斷
獄
如
一
肺
的
作
風
上(
即
判
斷
兩
個
妓
女

的
案
件
見
列
上
3

門
組
)
可
見
一
斑
其
次
他
也
留

下
了

-
t
z關
於
糧
物
及
動
物
的
著
作
並
若
有
三
千
篇

殼
言
及
五
千
篇
詩
歌
這
自
然
是
一
一
-
6過
其
質
的
品
法
至

必
說
雅
歌
訓
這
篇
智
全
篇
及
一
比
一
豆
詠
皆
山
臼
做
羅

浦
之
手
是
不
正
確
的

在
新
約
上
除
f

授
及
到
「
擻
羅
織
遊
腦
」
之
外

(
峙
，
相
昀
臼
宗
3
u
5
u
)
尚
有
三
個
地
方
提
汶
釗
他

耶
穌
超
過
織
總
淪

(
4到
U
U
)
世
間
只
榮
華
的
做
線
指

(
惜
時6

臼
)
做
羅
漏
怨
築
「
m
f股
(
法
7

口
)

見
舉
一
股
(
梅
)

。
怯
怯
軍
系

4
3萬\
/

撒
恭
爾
是
以
民
涯
中
〈

抑
制
心
自
扇
聶
型
計
2
5

二
，
|

2
4
1
1
f
1
E
/

、
上
的
重
要
人
物
是
以

民
民
長
時
代
與
君
王
時
代
轉
接
的
關
鍵
也
可
品
足
以

十五畫2370--2371 

民
王
國
的
關
國
大
臣

(
一
)
童
年
「
撤

u
u
b
M」
解
必
「
他
的
名
字

是
天
主
」
或
技
通
俗
的
解
釋
解
說
「
天
主
進
聽
了
」

(
船
上
1

的
)
他
是
肋
未
艾
派
人

(
補
上
6
U
H
)

生
於
紛
瑪
(
撒
上
I
H

叩
)
是
厄
耳
卡
納
(
撒
上
1

1
)
及
不
奇
的
到
納
(
繳
上

l
s

)
用
何
一
拔
和
許
願

求
得
來
的
兒
子
(
版
上

l
u
m

m
)
斷
乳
後
血
納
按

照
所
汗
將
他
獻
必
天
主
(
織
上

1

位
“
自
)
從
此
他

在
，
一
央
總
毀
所
內
長
大
(
撒
上2

到
)
和
事
奉
天
主

(
織
上
2
H
M
3
1
)
天
主
很
喜
交
他
(
撒
上
2
自
)

與
他
何
在
(
繳
上
3
刊
)

(
二
)
教
召
大
司
祭
厄
望
年
老
時
撒

w泊
爾
夜

笈
蒙
主
呼
刀
口
得
知
厄m
z未
來
的
命
運

(
繳
上
3
2
l

u
)
共
時
他
向
叫
作
幼
徊
不
久
金
以
色
列
都
知
道
他
被

立
為
上
主
的
先
知
(
她
上

3

叩

9
8
9
)
訊
時
治
肋

舍
持
人
欣
、
打
以
札
-
」
列
將
艾
昭
科
學
昕
焚
燒
將
約
總
也
做

走
了
(
做
上
4
6
)

的
-
二
十
年
後
以
叫
此
同
心
轉
念

歸
皈
上
k

川M
H
U
品
劍
使
以
心
口
只
身
份
叫
叫
作
以
民
革
新
宗

教
你
叫
小
版
的
仙
台
冷
人
他
垃
間
辦
瑪
似
蚓
常
逃
脫

貝
持
斗

w
m
i加
叫
一
們
忙
必
州
三
個
主
要
地
方
(
做
上

7
)
他
市
人
正
的
消
川
(
做
上

u
s
i
4
)
是
個
叫
做

受
以
仗
的
「
天
t

的
人
」
(
你
上
9
6
)

(
一
一
二
立
君
王
年
毛
時
在
以
此
強
求
之

F

他

立
f

叫
川
口
斗
的
以
此
引

e

仗
打
上
(
撒
上
8
?

m
)

陷
協
同M
K僻
山
f

氏
K
附
任
(
他
上

U

I
2
)
但
仍

以
先
知
身
份
(
他
上
w
m
l
m
)
領
導
以
民
他
代
表

天
動
一A叩
撤
鳥
耳
攻
打
阿
瑪
肋
克
人
也
親
自
殺
f

向
加

叫
樹
王
(
刷
上
的
)
，
同
時
他
指
立
撤
間
斗

U

恥
的
行
的
京

之
不
當
(
幟
上
口sM
)

和
H
H犯
報
從
律
的
排
行

(
樹
上
的
叩
﹒u
m
u
)
因
而
預
言
他
將
矢
掉
主
位

(
刷
上
u
u

臼
甜
甜
)
.
並
另
立
瀏
喇
為
繼
位
人
(
刷

上
的
問
參
閱
幟
下5
1
5
)

也
幫
助
達
咪
逃
脫
緻

蚓
割
的
毒
恨
(船
上m
m
a↑
』
刊

)最
後
做
片
梅
爾
死
於
的
問

瑪
(
撒
上
幻
1

間
的3
)

(
四
)
評
語
從
歷
史
觀
黯
看
撒
恭
爾
質
是
以

民
接
史
上
的
一
位
偉
人
他
可
說
是
以
民
黃
金
時
代
的

開
路
先
鋒
因
為
他
將
話
時
宗
教
散
漫
道
德
低
燕
內
部

分
裂
和
常
受
外
敵
侵
犯
的
以
民
從
民
長
時
代
領
入
一

個
宗
教
熱
誠
和
內
部
統
一
的
君
王
時
代
為U
後
絨
線

瀾
的
黃
金
時
代
舖
下
了
康
莊
大
道
因
此
他
向
背
後
世

大
受
後
人
的
稱
績
和
紀
存
心
(
總
下必
甜
彷
M

詠
仰
e

m圳的
1

酬
的
時
?
回
到3
H
U

目
相
口
臼
)
。

(
附
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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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譯
木
為
了
方
便
分
上
下
兩
卷
木
主
稱
為
「
撒
恭
爾

紀
」
(
此
名
大
概
源
自
「
塔
耳
慕
得
」
)
因
為
且
被

以
民
由
民
長
時
代
進
入
君
王
時
代
的
歷
史
而
喇
喇
喇

部
是
這
轉
變
時
期
的
關
鍵
人
物
七
十
賢
封
制
利
將
船

上
撒
下
與
列
上
列
下
(
見
「
列
王
紀
」
條
)
合
稱
為

「
列
國
紀
」
里
熱
躍
居
美
則
改
稱
為
「
列
王
紀
」
分

列
一
列
二
列
三
列
四
位
丁
通
行
本
從
之
我
們
則
採
用

今
日
學
控
學
者
適
用
的
船
上
樹
下
則
上
則
只

(
二
)
內
容
綱
要

繳
上
下
所
記
載
的
不
外
一
百
多
年
的
歷
史
即
記

載
以
民
最
後
一
位
民
長
繳
恭
爾

(
公
元
前
一
O
九
五

l
-
O
三
0
年

)
及
兩
位
關
國
君
王
制
蚓
司
(
一
O

三
O
I
-
o
-
0
)
和
達
味
(
一
O
O
l

九
七
0

)

的
史
質
因
此
全
盡
可
分
三
大
部
份

A

撤
慕
爾
史
(
撒
上
I

|

也
)

B

撒
烏
耳
史
(
撒
上

u
l
撒
下

1
)

C

達
味
史

(
撒
下
2
|
圳
的
)

(
一
一
一)
首
咽
著
問
題

關
於
本
書
的
編
著
問
題
我
們
先
該
知
道
本
主
的

原
文
在
觀
制
中
是
殘
缺
最
多
的
一
-
未
可
與
附
和
剛
剛
看

齊
(
見
「
厄
則
克
耳
」
和
可
歐
瑟
亞
」
條
)
因
此
如

讀
者
留
心
閱
讀
本
主
時
不
難
發
覺
本
書
屢
屢
資
料
重

復
次
第
零
亂
記
述
矛
盾
且
還
有
些
一
增
編
或
補
遺
正
是

-
為
了
這
些
一
緣
故
本
書
的
一
編
著
問
題
成
了
相
當
復
雜

和

nL

-間
一
月
易
解
決
的
問
題
因
此
時
至
今
口
門
對
本
書
的
作
志
編

一
者
出
具
料
來
源
寫
作
時
間
編
察
次
第
等
問
題
學
者
們
仍

2371 十五 ;!1

意
見
分
歧
從
他
們
的
立
見
中
政
們
可
得
的
結
論
只
是

繳
上
做
下
是
一
本
約
在
公
元
前
第
九
也
紀
由
多
經
不

何
時
代
，
村
山
處
的
史
料
所
編
築
而
成
的
經
此
雖
然
如

此
但
這
並
不
仙
閱
本
月
的
歷
史
價
值(
後
詳
)
。

(
四
)
寫
作
目
的

單
純
作
各
成
“
白
山
入
都
踩
用
「
豚
卓
識
教
體
」

(
見
「
史
學
」
條
)
郎
別
賢
在
發
生
過
的
壓
史
事
質

恥
傳
達
天k
的
行
阮
忠
成
宗
教
的
道
恥
船
上
制
下
也
不

例
外
作
為
不
外
旬
，
近
一
口
多
年
的
經
史
科
以
民
知
道

天
主
已
側
始
討
踐
他
告

μ

對
單
位
們
的
花
扎
的
要
賜
給

以
民
一
個
百
王
(
創
η
6

甘
心U
M刊
叩
)
並
一
再
指
出

一
一
逗
君
王
與
王
忱
的
永
慌
悅
(
微
F
7
H)因
此
天
主

吾
友
的
出
喇
口
相
王
(
船
上
的
刊
)
便
成

f

蚓
刮
到
的

預
像

(
則
必
9

叫
到
詞
，
間
幻
扭
扭
叭
3
5)
，
而

他
晶
王
國
正
象
徵
別
叫
別
的
艸
國
(
副

凹
的
自|
站

花
)

(
五
)
歷
史
價
值

至
訟
撤
上
傲
，
「
的
歷
史
價
他
雖
挑
刺
叫
刺
原
文

諸
多
殘
缺
(
除
可
參
照
編
上

ω

幻
外
)
門
正
如
此
川
可
懷

疑
的
首
先
因
為

3

內
的
汗
多
記
收
是
如
此
生
勁
逼
真

細
筒
如
此
詳
盡
若
非
賢
在
發
生
的
事
實
是
不
容
易
虛

構
出
來
的
(
參
閱
撒
上
1
9
叩
衍
樹
下
9
-m
)
其

次
因
為
3
內
的
記
敘
常
是
實
事
求
是
不
偏
不
倚
更
不

諱
言
大
司
祭
問
到(
繳
上
2
u
|

口
3

臼

H
)
、
制
蚓

再
王
(
船上
U
S
|

臼
M
U
M
-
缸
)
、
出
喇

王

(
制
下

u
1

叫
“
H
叫
的
)
以
及
皇
室
的
罪
行

(
制
下
的
)
最

後
因
為
鞏
固
中
的
記
載
與
考
古
學
有
關
客
納
牢
時
代
的

發
掘
結
論
也
互
相
吻
合
例
如
到
刷
刷
(
刷
上
4
)
利
益

耳
波
亞
之
役
(
撒
上
訂
)
府
肋
金
瓶
人
在
即
械
制
制

士
(
幟
上
6
)
朝
則
劑
(
如
下
5
自
)
、
則
叫
酬
(
做

到
刊
)
及
在
喇
喇
喇
喇
四
周
的
勢
力
(
制
下
5
口

l

品
)
，
崗
咐
佔
領
闖
蚓
蚓
(
幟
下
5
6

l

H
)
、
刷
蚓
別

時
代
的
鐵
器
(
繳
上
U
H
I

也
)
達
咪
時
代
的
馬
兵

(
撒
下
8
4
)

等

(
六
)
重
要
性

撒
上
撒
下
在
文
學
歷
史
和
宗
教
方
面
是
一
-
不
很

重
要
的
作
品
在
文
學
方
面
因
為
它
能
以
簡
陋
的
語
言

(
希
伯
來
文
)
和
單
調
的
句
法
記
述
如
此
多
姿
多
采

的
史
實
描
寫
如
此
逼
真
深
入
的
情
感
點
山
每
個
角
色

獨
特
的
性
格
和
修
養
致
使
里
經
學
者
F
H
H
。
只
稱
它

為
「
希
伯
來
敘
事
藝
術
的
傑
作
」
在
廢
史
方
面
因
為

它
給
我
們
許
許
多
多
有
關
當
時
生
活
的
知
誠
如
地
理

生
物
礦
物
社
會
軍
事
工
業
建
築
家
庭
國
家
和
日
常
生

活
的
撞
撞
事
態

(
如
服
裝
食
用
種
現
睡
眠
衛
生
疾
病

喪
事
等

)
在
宗
教
方
面
因
為
它
除
f

預
示
默
函
亞
王

國
外
(
見
上
面
四
寫
作
的
目
的

)
還
給
我
們
介
紹
祈

禱
的
表
線
(
撒
上
1
4
2
M
7
時
間

撇
下
叫
“
)

祭
獻
的
精
神

(
撒
上
的
扭
扭
6
u
7
口
)
和

儀
式

(
撒
上
9
凹
的
5
口
等
處
)
也
指
示
不
少
值
得
效
法

的
德
行
如
繳
慕
爾
的
熱
誠
(
繳
上
2
u
自
3
6
|
刊
)

與
正
直
(
幟
上U
S
|
6

)
，瀏喇
的
虔
敬
(
幟
下
7

2
)、

悔
罪

(
制
下
U
H
U
M
-

H
)
與
赦
仇
〔
樹
上

--



-
恥
的撤下
M
S
.
-

u
)
約
納
堂
的
友
誼
與
忠
誠

(
撒
上

-

l

l

i 

側
-m
z
|

﹒

ω
1
l
7

幼
)
，
厄
耳
卡
納
的
善
良
與
亞
納

-

的
堅
忍
(
繳
上
1

2
|
甜

)
鳥
黎
雅
的
責
任
感

(
撇

下
U
M
口

)
但
劃
割
的
明
智

(
刷
上
M
Q
)蚓
闖
關

的
端
淑
自
重

(
撤
下
U
U
H
)
納
堂
先
知
的
果
敢
精

神
(
制
下
也
)
閥
割
九
司
祭
的
樂
意
承
行
主
旨(刷

上
3
M
)
等

(
梁

)

η
凶
肌
長
ζ
品
來
\
皆
可Z
E
J

女
人
名
意
即
「
美

-
d
到
加t
t
'
，
且
〉
』
恥
v
uy
p
n

s
3
f

u
'
，

』

2
4
1
-
3
1

世
/

巳

毛
E
M
E

、

麗
」
岡
州
周
勵
之

委
會
和
丈
夫
串
連
拘
留
地
償
不
缺
貨
以
報
犯
了
「
欺

騙
嬰
神
」
之
界
和
丈
夫
一
樣
同
受
了
天
主
的
顯
罰
當

場
的
制
絕
身
死
(
宗
5
1

i

u
)
(

義

)

甘
臨
臥
曲
同
缸
函
「F
旦
旦
/
城
名
是
里
狄
雅
的
京

的
“
紅
割
開
軒
趴
/
∞
皇
之

;
4
1
3
i
i
l

'

、
都
因
盛
產
的
羊
毛
及

紡
織
物
而
聞
名
當
時
又
因
交
通
便
利
是
古
峙
的
商
業

草
地
公
元
前
五
四
六
年
被
波
斯
王
居
魯
士
佔
領
從
此

成
為
波
斯
時
代
及
色
婆
苛
王
朝
時
代
的
總
督
府
所
在

地
毀
於
公
元
一
七
年
大
地
區
後
為
羅
馬
皇
帝
提
庇
留

所
重
建
學
若
望
宗
徒
曾
經
致
迫
與
此
地
的
教
會

(
默

3
1
1

6
)
約
此
地
教
友
的
惡
習
加
以
嚴
峭
的
責
斥

考
古
學
者
會
鈴
一
九
一

O
l

一
九
一
四
年
及
一
九
五

八
年
間
先
從
在
此
地
發
掘
祉
而
察

(
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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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主
是
一
位
好
大
喜
功
的
君
主
他
故
意
令
人
在
他
的

年
鑑
上
記
收
f

每
年
所
有
的
你
大
功
紋
及
輝
煌
的
戰

果
竟
然
將
撤
瑪
黎
雅
的
攻
克
佔
領
及
北
國
以
色
列
的

滅
亡
也
完
全
歸
功
於
自
己
雖
然
事
實

上
並
不
盡
然

(
見
亞
述
帝
國
)
技
他
的
記
載
在
撤
焉
黎
雅
他
獲
得

了
敵
人
五
十
輛
戰
車
俘
榜
充
軍
了
兩
萬
七
千
二
百
九

十
名
北
國
居
民
並
重
建
了
撒
瑪
黎
雅
作
為
亞
述
帝
國

的
屬
城
除
此
之
外
他
並
佔
領
了
阿
市
多
得
城

(
依
m

l
)
雖
然
他
善
於
誇
大
自

己
的
豐
功
偉
業
但
事
實
上

他
也
的
確
是
亞
述
帝
國

的

一
位
偉
大
君
王
使
帝
國
的

勢
力
達
到
真
正
的
黃
金
時
代
在
文
化
方
面
也
賢
在
不

容
抹
殺
他
區
大
的
貢

獻
格
外
是
他
為
自
己
在
科
爾
撤

巴

(
只Z
B

各
且
)

所
建
築
的
富
麗
堂
皇
竭
益
膨
樑

電
棟
能
寧
的
宮
殿
在
考
古
學
者
挖
掘
山
土
後
令
人
憑

吊
贊
嘆
不
已

見
亞
述
帝
凶

(
除

)

的
撒
辣
依(
F
E
)見觀

m
散
鳥
耳

(
ω主
人
名同
噱
而
得的
」

2
4
1
1
.

，
、
意
思
以
色
列
民
族

的
第

一
恍
若
王
(
一
O
三
O
l

-
o
-
0
)
屬
本
雅
明
文

派
家
住
延
民
亞
克
士
的
兒
子

(
撒
上
ω

缸
扭
扭
e
)

學
經

上
頗
為
詳
瓷
地
記
載
了
他

的
家
譜

(
見
繳
上
9

1

編
上
8

刮
目

9

臼
l

臼
)
娶
有
一
妻
一
妾

前
者

生
子
四
人
士
編

上
8

臼
9

抽
)
後
者
生
有
二
子

(
撒

下
3
7

到
a
u
)
亦
有
兩
個
女
兒

(
撒
上
M
叫
)
他

本
人
是
三
個
「
魁
指
英
俊
」
的
人
(
繳
上

9
2
)
至

於
他
被
選
為
閻
王
的
記
誠
摯
剛
爬
上
有
兩
種
不
同
甚
至

相
反
的
論
調
郎
擁

護
君
主
政
體
及
反
君
主
政
體
的
論

調
(
見

「
君
主
政
體

」
條

)
但
是
不
管
墅
區
如
何

對
此
加
以
批
評
記
敘
事
實

上
這
種
君
主
政
體
的
建
立

是
一
種
遊
牧
民
族
定
居
後
的
自
然
傾
向
但
不
能
否
認

暗
中
有
天
主

的
措
施
以
民
的
這
種
轉
變
遠
較
其
他
民

族
緩
慢
他
被
選
立
為
國
王
的
近
因
學
者

們
大
都
以
為

是
由

於
他
英
勇
拯
救
了
基
肋
阿
得
的
雅
貝
士
的
緣
故

(
繳
上
刊
)
就
由
上
述
這
段
事
蹟
來
看
可
以
斷
定
撤

鳥
耳
是
一
位
民
長
式
的
閻
王
或
過
渡
時
期
的
閻
王
當

時
他
面
對
的
最
強
大
的
勁
敵
是
培
肋
舍
特
人
雖
然
他

會
歡
度
進
攻
敝
人
企
圖
解
救
自
己
的
同
胞
但
終
未
成

功
且
犧
牲
了
自
己
的
性
命
他
曾
經
同
阿
瑪
肋
克
人
作

戰
且
大
獲
全
勝
(
撒
上
的
)
他
組
都
於
益
具
亞
即
現

今
的
閥
割
(
丘
，
司
已
)廢
雄
位
於
耶
京
北
約
六
公
里

處
的
一
座
小
山
丘
上
已
被
考
古
學
者
在
一
九
二
二
及

一
九
三
三
年
兩
次
挖
掘
考
察

制
蚓
到
在
內

政
方
面
雖
會
極
力
團
結
各
支
派
但

所
得
的
結
果
並
不
理
想
仍
然
各
自

為
政
祇
是
在
表
面

上
團
結
起
來
當
他
陣
亡
之
際
南
方
的
猶
大
支
派
立
即

在
自
己
的
首
都
在
未
獲
得
其
他
北
方
交
派
的
同
意
及

擁
護
的
情
形
之
下
立
達
味
為
王
一
事
就
清
楚

的
說
明

了
這

一
點
(
撒
下
2
4
)
在
宗
教
方
面
他
雖
創
除
了

邪
神
敬
禮
但
自

己
卸
去
求
問
招
魂
的
女
巫

(
繳
上
必

7

l

自
)
實
際
說
來
他
並
不
是
一
位
雄
才
大
翠
的
君



1- 而，哇

王
也
汶
心
們
往F
什
麼
學
功
偉
業
這
固
然
一
方
面
是
白

山
叫
他
叭
叭
峙
的
處
境
十
分
凶
雌
雄
外
省
強
敵
內
總
幽
給
另

一
方
前
也
是
西
為
他
心
胸
牢

d
h
m容
人
之
這
而
性
格

又
從
可
而
不
定
才
屬
于
無
恬
任
卅
一
吋
結
果
這
一
切
導
致
他

小
伯
閑
時
價
酷
的
手
段
來
對
付
他
人
(
撒
上

n
e

9
)
J阿
達
咪
先
友
後
敵
(
繳
上
的
1

必
)
甚
至
同
撤

泣
，
你
先
知
也
不
能
合
作
相
處
(
撒
上
u
s
l

H
M
O
U

雖
然
如
此
達
咪
部
在
他
追
悼
傲
自
可
耳
的
表
敢
上

仍
然
激
揚
了
他
並
謂
敵
人
也
不
得
不
承
諾
他
的
英
勇

(
敗
下
I
H

1

盯

)
德
MW
H
M
m
雖
未
提
到
他
的
名

字
卸
貨
是
在
激
揚
他

見
后
主
政
權

(
特

)

竹
臨
眼
前
喝
訪
時
峰
k
p

a
j
a-
-aJ
域
名
原
是
-

1
J
A
F
-
-
向
叫1
目

R
H
R訓
J
N
H
U
H
P
E
E
E
a
=

。
-

2
4
1

可
J
E
-
-
E
/

可

，
、
薩
海
拔
約
四

r
H公
叫
几1.訂
后
叫
吋
苟
默
龍
的山
頭
因
此
山
的
主
人
舍
默

爾
耐
得
名

(
列
上
的
訓
)
在
耶
京
之
北
約
六
十
公
里

也
叮
叮
地
中
海
的
有
三
十
公
里
北
關
以
色
列
王
放
默
黎

(
八
八
五
l

八
七
四
)
在
這
山
頭
上
連
築
了
自
己
的

新
京
都
由
於
-
匕
的
地
位
適
中
交
通
便
利
地
勢
險
要
堪

稱
為
現
您
的
話
間
業
及
軍
事
重
地
是
以
能
低
抗
阿
蘭
王

水
哈
迷
得
的
囡
囡

(
列
下
6
M

f

7
1
8
)

即
在

日
從
組
述
大
軍
壓
境
將
做
瑪
黎
雅
重
垂
包
間
時
它
仍

-
能
抵
抗
三
年
之
久
才
被
攻
破
足
證
放
默
黎
選
擇
此
地

A
T
M

。

則
一
為
京
都
禪
具
有
軍
事
眼
光
公
元
前
七
二
三牛
撤
瑪
黎
雅

一
被
亞
述
人
攻
陷
後
約
有
三
萬
居
民
被
憐
往
亞
述
另
將

厄充巴塔納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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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
'
、

。

-
數
個
外
方
民
族
遷
來
定
居
於
此
(
列
下

η
u
)
這
些

倒
一
味
方
可
只
按
M
M
K地
向
作
的
叫
刊
阿
拉
甘
雌
性
也
凡
而
護
主

-
F

俊
來
反
史
上
研
咱
們
的
「
做
馬
浪
推
人
」
他
們
為
u

俊
a
H
巴
比
你
充
催
問
來
的
描
仄
人
愧
為
不
純
的
雄
一
種

。

民
族
而
瓜
以
仇
恨
攸
司
仁
的
至
今
μ

公
元
的
三
三
三
年
做
瑪
的
吧
雅
卅
侃
大
也H
M山
太
佔

傾
俊
他
一
史
將
一
悅
間
內
共
領
人
進
來
此
地
居
住
以
』
培
訓

火
力
推
行
梧
州
拭1
1化
的
日
的
丘
至
公
元
前

-
(
7七
年

t
I
l
i
-
-

i
l
l
-
t
l
I
I
I
-
4

。

總
瑪
黎
雅
被
活
太
人
江
飯
若
必
尤
以
爾
卡
諾
昕
炭
的
基

於
過
去
做
世
紀
以
來
的
仇
恨
必
太
人
將
此
城
品
行
破

燒
M
A
U諒使
之
成
的
石
吋
M
h佳
的
荒
地
達
數
十
年
之
久

挖
去
公
兀
向
六
三
年
混
為
人
將
她
寫
黎
雅
剝
削
以
利

則
終
馬
行
苟
進
新

W啥
也
比
城
使
之
再
成
為
何
人
煙
之

地
卜
〈m
u
-
-
品
情m
u史
將
之
放
完
美
化
而
成
為
川
的
峙
的
名
城

之
.
改
共
名
的
包
巴
斯
特
以

J
心
念
羅
馬
品
加
巾
奧
占
斯

部
汁
他
表
示
命
做
一
改
級
而
且
在
此
地
修
述
一
階
級
為
神

氓
的
大
般
大
欲
也
於
阿
恰
布
王
昕
煌
的
巳
斗
大
海
原

。

，

l
l
t
}
l
I
I
t
-
-
'

，

h
t
i
l
t
-
『
t
i
'

址
上
教
分
切
划
執
長
斐
聞
出
伯
由
自
傳
教
於
比
伯
，
夕
綠
凡
此

3
、
、
。

若
望
也
會
來
此
地
視
察
教
務

(
宗
8
5

|

叮
)

每
占
例
子
者
先
後
兩
次
挖
掘
及
考
L
M
R
微
瑪
的
申
雅
古

織
推
向H
f
m
f屯
叉
共
他
占
文
件
關
於
比
域
的
品
放
是

。

.

正
確
的
吋
的
叫
川
的
在
且
w
r
H城
上
早
已
淪
伸
向
時
問
及

惚
惚
闊
而
改
挖
州
L

作
的
進
行
凶
雞
蛋
娃
娃
以
至
今

仍
呆
地
從
u
w
d金山
間
的
挖
他
的
…
伐
也
品
兩
次
考
俗
的
結

呎
亦
已
令
人
川
川
的
淪
芯
考
古
學
為
已
侃
定
(
匕
昕
估
的

原
來
函
伯

U
H
M
內
的
h
H
一
百
七
十
五
公
尺
南
北
人
利1
斗
卡
公

2378 

尺
耐
夠
容
納
闢
王
宮
殿
及
其
隨
口
貝
家
萬
及
士
兵
們
居

住
之
用
而
一
役
F
A
百
姓
則
M
h災
次
叫
作
之
附
近
各
准

。
I
l
l
i
t
-
-
l
t

城
之
岡
山
山
附
有
些1
的
城
做
吹
吹
們
艾
內
心
築
「
站
時
北

悶
宗
那
兩
付
利
用f
火
紅
的
胏
巴
結
任
人
逗
巾
圳
發
泌

的
結
多
次
牙
膨
刻
的
存
件
足
以
且
是
明
(
川
地
刊
上
泣
胡

亞
3

臼
)
其
後
的
閻
王
如
何
哈
布
文
惟

A
川
川
宇
平
一
世

更
將
此
城
充
悠
皮
美
化
(
列
上
鉤
的
圳
呵
，
「l
2
)
使
它

成
為
商
是
及
悅
磅
的
中
心

-
m
I川
多
在
此
巾
上
的
「
陶

。

斤
文
件
」
可
鴻
超
地
看
出
這
一
恥
地

公
元
的
七
二
一
年
改
述
玉
傲
，
似t
H二
世
將
比
城

攻
陷
之
後
注
沒
有
將
它
完
全
破
壞
相
反
地
它
在
高
述

凹
叫
趴
湖
圳
品
至
制
制
帝
國
時
代
仍
相
繼
布
人
居
住

並
且
泣
m
T地
北
部
的
行
政
中
心
中
間
必
有
在
猶
太
首

領
治
迫
伏
爾
卡
"
心
估
價
幼
間
約
緻
卡
年
之
久
佇
被
荒

i
l
i
-
-

。

1
1
l

報
但
不
久
即
被
羅
馬
人
明
且
必
公
司
兀
三
三
五
年
的
尼。

切
亞
大
公
h
H改
時
且
有
此
處
的
一
位
主
教
代
表
參
加

個
傳
沈
各
泊
的
翔
的
葬
身
之
地
就
在
此
處

兒
誼
通
帝
國
做
瑪
黎
雅
人

(
韓
)

Ot~l -4L }決於黎 2378
蚓呵IlfrÎ 公蚓 恤(，
q年! JLl.ç\ ，~L，元城-、 3間流
失之 J散II\íj 的人 正E
U 後 ， 做 | 七居民:甸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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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充
空
缺
(
列
下

U
M
|

“
)
這
迫
民
族
必
比
通

叫
作
，
站
所
屯
的
後
九
法
筒
，
太
人
以-

M
H呵
呵
的
口
吻
稱
為

「
做
時
嚕，
做
人
」
布
時
亦
稱
為
「
一
圳
特
人
」
叫
治
挂
出

於
在
遷
來
的
典
民
中
也
叫
們
將
人
佔
大
多
激
之
比
叫
做
鴉
們
封

雅
人
，
什
已
划
內
稱
為
「
保
守
派
」
或
「
止
宗
」
人
上

閃
的
他
們
也
品
臼
已
遭
守
天
上
的
命
令
在
干
甜
甜
斤
山

上
為
上
主
修
義

f
B
f版
(
山
卅
日
叩
門M
S
見
H
h
4

叩
)

t
…W
H以
民
內
進
入
t
J地
之
怡
南
北
叫
已
不
控
且

在
南
北
划
分
裂
時
更
←
的
悠
地
表
成
f

出

來
元
…
由
于
之
後

。

l
l
1
i
l

，

則
成
為
吟
本
兩
之
的
局
勢
元
單
間
來
的
猶
太
人
心
他

們
更
加
倍
的
攸
關
拒
憑
他
們
琴
與
重
迷
耶
良
母
一
一
般
的

工
作
自
稱
之
內
「
吱
九
」
(
山
上4
1
2
)
這
樣
而
且
以

起
f

他
們
的
一
μ
h
d使
他
們
大
為
1
位

(
E
K
1
3
臼

M

4
1
6
1
2
5
)

於
泣
做
瑪
們
最
雅
的
執
欣
H
R
h
H
A
K
U

H刊
特
命
M
M用
品
計
滲
入
猶
太
人
的
闋
的
“
途
持
自
己
的

女
兒
均
給
大
司
祭

M
M肋
雅
史
布
的
一
個
孫
子
為
怒
也

給
快
多
未
得
逞
且
隨
力
林
木
且
以
驅
逐
的
處
分
您
認

'
‘
‘
'
。

了
大
1

川
祭
的
一
坦
一
後
裔
(
巨
于
日
間
)
柔
巳
技
特
當

然
心
布
不
甘
胎
是
在
革
黎
斤
山
扇
上
修
逮
γ
上
主
的

大
股
並
召
集
f

被
驅
逐
的
亞
郎
家
族
的
司
祭
舉
行
祝

聖
越
J
d
及
率
職
敗
中
以
對
抗
耶
京
的
敬
跑
並
且
晴
攪
得

了
h
U虫
叮
主
明
的
深
造
及
這
繭
的
特
炭
公
元
的
一
O
七

州
市
這
也
太
股
毀
於
創
刊
圳
人
白
領
刮
到
依
爾
科
湖
之
手

這
一
行
為
激
起
了
做
瀉
的
扭
雅
人
的
不
必
誠
天
之
仇

J

漲

為
大
將
他
H
U划
封
他
們
表
示

f

支
好
的
白
皮
大
m
A
J晴

的
包
，
川
來
長
山
市
一
叫
他
們
往
何

F

提



叫
叫
妙
的
雪
地
總
管
時
你
械
制
聲
叫
自
非
法
集

會
於
不
接
斤
山
而

有
抗
拒
羅
馬
之
嫌
遂
有
一
千
六
百

人
被
間
結
局
士
兵
所
殺
此
事
發
生
於
公
元
六
七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猶
太
人
敵
視
繳
瑪
黎
雅
人
的
態
度
仍
明
顯
地

見
於
新
約

(
部
4
m

瑪
m
s
)

蚓
蚓
的
態
度
則
比

較
冒
伽
利(
的m
m
M
l

盯
)
耶
穌
自
己
叫
到
他
們
也
向
來

炭
示
灰
品

(
右
4
‘

|

岫
)
斐
理
伯
是
第
一
位
來
比

傳
教
的
人
宗
徒
伯
多
祿
及
若
望
亦
會
來
此
觀
察
教
務

(
宗
8
5
i
n

可
目
前在
刮
到
刑
山
下
的
俐
制
劃
蚓

付
店
仍
有
盛
的
數
二
百
左
右
的
撒
瑪
黎
雅
人
的
家
庭
居

往
往
他
們
的
會
掌
四
周
每
年
在
革
黎
斤
山
頂
峰
祝
他

們
的
巴
斯
卦
甘
南
羊
笛
(
即
「
逾
越
筒
」
)
吸
引
大
批

遊
碎
的
來
參
觀

二
宗
教
基
本
上
他
們
信
仰
的
宗
教
是
信
仰
雅
威

的
宗
教
並
且
也
前
往
耶
京
朝
拜
以
民
的
天
主
(
-
編
下

列
g
u
m
s
H
n
M
列
下
n
H
M
耶
HN
4
)
但
是
因
為
那

些
遲
來
居
住
的
外
邦
人
亦
將
他
們
的
科
研
仙
比
如
穌
苛

特
貝
諾
特
乃
爾
加
耳
阿
史
為
尼
貝
啥
，
次
塔
爾
塔
克
等

(
列
下
口
訕
訕
)
帶
來
繳
瑪
黎
雅
這
些
相
當
復
雜
的

民
族
混
合
雌
雄
居
通
婚
成
親
其
結
果
則
造
成
了
一
種
非

祇
人
種
上
的
混
合
而
亦
巾
現
了
宗
教
上
的
混
合
狀
態

他
們
所
承
認
的
惟
一
屬
於
「
正
經
」
的
學
經
紙
有

「
梅
瑟
五
雷
」
亦
稱
為
「
撒
瑪
黎
雅
梅
瑟
五
苦
」
他

自
們
仍
然
在
等
待
串
的

臼
|
刊
所
預
許
的
默
西
亞
這
位

師
一默
西
亞
將
是
和
制
割
相
間
的
一
位
先
肌
是
一
位

「
復

一
與
者

」
而
不
被
捕
咖
為「
救
贖
者

」
亦
不
是

「
遂
味

之

2379-2381 1- Ji. ,!1 

子
」
他
將
使
一
切
民
族
悶
頭
而
信
奉
以
民

的
宗
教
他

們
仍
然
般
裕
地
遵
守
安
息
日
及
割
損
體
舉
行
敬
禮
的

墓
地
是
革
黎
斤
山
(
韓
)

的
撒瑪
黎
雅
梅
瑟
五
書

\FSRXEMVBSBEY/ 
/
】
M
E
S
S
E
Y
E
F
S
E
E
D
C
ω

、

顧
名
附
心
的
城
是
撒
瑪
黎
雅
人
所
保
存
的
希
伯
來
原

文
梅
瑟
五
卉
先
付
從
撒
瑪
黎
雅
人
被
拒
與
充
軍
歸
來

的

猶
太
人
一
同
蔓
延
耶
京
與
聖
殿
發
生
了
決
定
性
的
分

裂
之
後
(
厄
上
4
1
2
厄
下
3

叫
“

4
1
6
口
四
)

便
在
第
黎
斤
山
上
從
立
了
自
己
的
擎
的
叫
並
只
取
梅
瑟

五
吉
為
學
經

(
由
此
可
見
在
公
元
前
五
世
紀
綜
瑟
五

吉
已
經
定
型
已
被
視
為
學
經
)
由
於
撒
瑪
黎
雅
人
與

猶
太
人
此
後
無
論
在
政
治

上
或
宗
教
上
再
沒
有
往
來

(
若
4
9
)
因
此
在
他
們
手
中
所
傳
遞
的
梅
瑟
五
盡

可
說
是
具
有
獨
立
性
的
沒
有
受
過
猶
太
經
師
的
影
響

因
而
為
鑑
定
與
修
訂
出
自
猶
太
人
的
馬
眾
辣
純
文

具

有
其
相
當
的
價
值
因
為
此

H
J
b的傳
抄
是
出
於
公
元
前

五
世
紀
以
前
的
鑑
定
本

做
瑪
黎
雅
梅
瑟
五
3

雖
於
是
以
古
體
文
字
寫

成

的
(
見
H
H法
條
)
但
目
前
所
有
的
抄
木
技
專
家
的
意

見
沒
有
超
過
十
世
紀
以
前
的
此
書
的
經
文
雖
多
次
頗

似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但
其
中
插
有
許
多
並
行
經
女
的
插

旬
致
使
經
艾
頗
有
點
紊
亂
最
應
注
意
的
是
此
書
有
些
一

經
文
是
經
過
有
意
而
更
改

的
如
申
幻
2
|

?

將
「
厄

巴
耳
山
」
改
為
「
革
黎
斤
山
」
申

u

m
將
「
與
基
耳

加
耳
相
對
」
改
作
「
與
舍
根
相
對
」
等
所
以
在
應
用

此
古
的
異
文
時
應
特
別
注
意
謹
慎

見
制
瑚
到
雅
人
梅
瑟
五
書
書
法
朝
對
叫
圳
經
艾

(
陳

)

帥
峙
臥
昆
E
F本
來
心
叫
司
「FB
。
已
H
S
n
o

J
是
在
愛
琴

幻
副
詐
騙
同
點
，
-
u
n
m
f

r
g
。
已
ME
n
s

」

4
1
1
1
1
.

，

可

己
、
海
東
北
方

面
的
一
個
為
嶼
晏
楠
圓
形
長
約
有
二
十
一
公
里
寬
十

二
公
里
自
新
石
器
時
代
始
在
此
已
有
人
煙
公
元
前
八

世
紀
左
右
為
希
路
人
所
佔
領
二
百
年
後
此
島
達
到

了

它
最
興
盛
的
黃
金
時
代
會
是
一

個
非
常
重
要
的
宗
教

中
心
竟
與
奧
林
頗
及
德
耳
非
(
口
已
M
M
Y
』
)並
駕
齊
驢

車
保
祿
在
第
二
次
遠
行
傳
教
時
會
由
特
洛
阿
乘
船
一

直
航
行
來
此
(
宗
的

u
)
(

韓
)

但
悔
人
L
F
F三
c
g

g

二

希
伯
來
人
從
很
早
就
用

z
l
f

/
z
i
g
k

字
母
來
代
表
數
乳
制

來
文
共
有
二
十
二
個
字
母
由
第
一
字
母
到
第
九
字
母

代
表
1

|

9
由
第
十
字
母
到
第

十
八
個
字
母
代
表
m

-

m
第
才
九
字
母
為別
第
二
才
字
為
母枷第
二
十
一

字
母
為
別
第
二
十
二
字
母
為
刪
用
第
二
十
一
加
第
二

十
二

且
也
即枷加
州
結於
制相
倒
刑
文
一
如
其
他
閃

族
文
字
通
常
用
十
進
制
但
有
時
也
周
六
十
進
制
(
參

閱
瑪
U
S
)
在
希
伯
來
文
內
有
時
數
字
除
狹
意
外
也

有
較
廣
泛
的
意
義
如

2
己
除
狹
意
「兩
個
」的
意
思
外

有
時
也
有
「
幾
個

」
或
「很
少
」
之
意
如
歐
6

2

「
兩

天
」
指
不
幾
天
申

花
M

「
兩
個
」原
指
「
少
數
幾
個
」



~
「
七
」
「四
十
」
也
都
有
較
廣
泛
的
意
義
如
削

4
訓

川
昕
一ns
制
圳
的
M軾的M
H
此
凡
四
十
年
在
劉
剛
內
通
常
指

-

一
代
的
時
間
而
我
們
近
代
多
以
三
十
年
為
一
代
剛
四

人
士
多
以
三
十
三
年
為
一
你
是
以
制

討
如
記
械
制
制

制
四
十
歲
才
娶
瓦
因
為
以
他
四
十
歲
才
算
到
了
成
仇

以
色
列
人
在
曠
野
飄
流
了
四
十
年
之
久
也
即
因
天
主

罰
那
一
代
的
人
使
他
們
不
得
進
入
許
地
(
同
M
甜
I

缸
)
。
「
十
」
「
六
十
」
「
百
」
「
千
」
也
多
次
祇
指

繁
多
之
意

(
參
閱
門M
刮

到
4
m

踹
3
7
6
8

蚓
怔
的

8

訓
6
3

闊
的

叩
叫Mm
e
M
?
創
刊叫
叮
叮
叭叩
油
等
「

此
外
希
伯
來
文
內
用

「
兩
個

」
或
「
三
個
」
的
說
法

和
我
國
戶
兩
三
個
」
用
法
完
全
相
同
郎
平
=
口
「
很
少
錢

個
」
之
意
另
一
值
得
一
提
的
即
制
叫
喇
文
用
一
登
進

的
說
也
即
在
前
一
筍
用
「
一
」後
一
節
用
「
二
」的

一
節
用

了
一
」
後
一
節
用

「
三
」
等
這
一
說
法
也
不

著
重
數
字
本
身
之
意
而
在
求
其
更
完
美
尤
其
詩
體
內

喜
用
這
一
說
法
如
詠
位
臼
「
天
主
說
過
一
次
我
確
質

聽
過
兩
次

』
(參
閱
刑犯
切

職
3
H
一
由二
進
三
一
「
有

兩
件
事
我
心
中
憂
傷
而
對
第
三
一
件
事
我
更
憤
怒
(
倒

叫
的
自
)由
三
進
四
「
不
知
足
的
東
西
共
有
三
航
線
不

說
夠
了
的
共
四
樣
」

(
關
狗
叫參
閱
制鉤
M
m
目

倒

叫
叫
5到
1
3
2
6

)
由
四
進
五
見
制η
1
1由五
進
六

見
叫
下的
叫
由
六
進
七
見
如5
叭
參
閱
崗
6
叫
由
七

進
八
見
米
5
4

參
閱
訓
刊
2

自
九
進
十

「
有
九
件
事

我
心
中
以
為
是
幸
福
的
但
第
十
件
事
我
的
口
舌
更
要

向
人
講
述

」
(
德
釘
，
)

十五道2381 

在
捏
一
經上
本
來
沒
有
什
麼
數
字
本
身
是
擎
的
或

含
有
象
做
之
志
祇
不
過
有
時
因
所
敘
事
物
的
特
性
或

因
f

某
一
附
屬
的
觀
點
逐
漸
形
成
含
有
個
社
州
國
之
念
或

艸
擎
的
意
義
如
「
大
地
的
四
極
」
象
徵
全
球(
山
間U

M
)
伊
甸
闖
街
河
流
出
分
為
四
支
也
的
流
往
全
球
各

地
之
意
(
創
2
叩
)
「
十
」
天
主
給
叫
民
頌
的
改
命

共
十
條
且
會
以

「
十
」大
災
難
打
種
制
別
~
此
几

「七
」

「
十
二
」
「
四
十
」
更
為
斟
制
內
常
用
的
紋
中
引
是
以

被
人
者
為
要
做
關
於
四
十
如
制
封
為
接
受
約
版
在

山

上
停
了
四
十
天
四
十
瓶
(
川
圳
的
間
)
，

叫
民
飄
流
曠
野

四
十
年
之
久
(
同M
H
)
，
叫
到
到
先
知
走f
四
十
天

四
十
夜
來
到
了
上
主
的
聲
一
山
間
馴
圳
(
則
上

的
8
)
，

新
約
內
耶
穌
四
卡
在
夜
崇
食
(
照
4
2

)。
關
必
「
十

二
」
由
於
以
民
原
山
山
於
十
二
租
丸
收
十
二
數
字
於
斟

經
內
登
次
山
山
現
最
先
由
學
祖
雅
各
俏
的
十
二
個
兒
子

建
立
f

以
民
十
二
支
派
為
此
天
主
在
叫
川
山
和
叫
民

立
約
後
梅
瑟
技
以
色
列
十
二
支
派
立f
十
二
恨
石
往

(
州
州
的
4
)，

大
司
祭
的
胸
牌
上
應
有
十
二
塊
吹
瓦
每

塊
刻
一
名
乳
代
表
十
二
支
派
(
圳m
n
)，

在
會
幕
內

的
金
桌
上
應
有
十
二
個
陳
列
餅
(
晰
圳
的
5
)
約
組
前

路
有
十
二
很
棍
杖
(
開
門口口
)

在
統
計
叫
民
化
除
蝴

F
到
蚓
外
共
有
十
二
領
袖
|
|
每
宗
族
一
人

(
同
1

“
)
，又制
封
遺
派
人
入
到
圳
咧
地
探
聽
孩
地
悄
孔

也

是
十
二
人
每
族
一
人
(
門
口
2
間l
n
)
。
之
後
在
制

約
內
耶
穌
召
還
宗
徒
也
是
十
二
人

(
叫
ω
1
2

剎
6

7

制
9
1
臼

尉
1
品

制
前
的
s

笛

)
.在別
剝
削
內也

~ 

多
次
提
及
十
二
這
一
數
字
如
在
以
色
列
子
孫
各
支
派

中
安
天
使
扯
謊f
印
的
共
卡
阿
篤
四
千
即
每
一
支
派
一

結
二
千

(
默
6
5

|

8
)
天
上
山
崩
f

一
個
大
異
兆

一
側
女
人
身
披
太
陽
仰
的
月
亮
頭

上
叫
M
h
月
十
二
顆
星

(
也
1
)
巾
天
上
降
F

來
的
新
聖
城
郎
的
做
冷
K
H
十

二
條
門
守
門
的
有
十
二
仰
天
使
門
上
刻
有
叫
倒
叫
十

二
艾
派
的
名
字
域
牆
布
卡
二
地
結
石
上
街
刻
告
羔
羊

的
十
二
他
宗
徒
的
十
二
個
名
字
城
的
面
積
共
一
結
二

千
「
斯
塔
狄
」
十
二
條
門
是
十
二
種
珍
珠

(
幻
u
l

n

參
閱
則
刊
剖
)
城
中
的
生
命
樹
一
年
結
卡
二
次
葉

子

(
扭
2
)

關
鈴
「
七
」
字
便
是
一
屢
見
不
鮮
的
數
字
在
聖

經
的
開
始
認
述
天
主
創
造
天
地
禹
物
用f
六
天
第
七

天
天
主
造
化
的
ι
程
完
成
f

必
是
在
第
七
天

上
休
息

並
祝
福
f

第
七
天
定
為
學
口

(
削
2
2|a

…由
此
奠

定
f

以
色
列
人
以
七
天
為
一
週
第
七
天
為
安
息
日
的

律
例
之
後
聖
經
上
便
多
次
以
七
天
為
某
一
事
的
期
限

如
洪
水
滅
世
時
講
厄
進
入
了
方
舟
後
「
七
天
一
過
洪

水
就
在
地
上
泛
濫
」
洪
水
退
後
淵
叫
等
了
七
天
放
出

了
一
隻
偈
于
叉
等

f

七
天
文
另
放
出
了
一
隻
筒
子
又

再
等
f

七
天
品
厄
第
三
次
M
肌
肉
了
鴿
子
(
創
8
8
M

U
)
古
學
祖
蚓
制
制
為
婪
妥
先
後
服
事
了
出
叫
兩
個

七
年
蜻
碰
一
連
七
天
路
行

(
創
m
u
幻
叫
)
若
蘇
厄

率
領
以
民
進
攻
耶
望
哥
城
選
了
七
位
司
祭
帶
若
七
個

竿
角
號
每
天
繞
城
轉
一
道
第
七
天
轉
七
道

(
蘇
6
.

U
H
)
此
外
天
主
命
以
民
為
紀
念
逾
越
節
應
一
連
七



天
吃
M
m醉
餅
(
山
白
白
)
何
也
甘
心
祭
要
仁
尺
來
行
技

娥
的
(
占
(
山

扭
扭
扭

)
七
天
之
久
叮
叮
第
廿
八
付
以
海
禮

(
山

扭
盯
)
七
次
以
仙
，
刊
祭A
U
(
此
8
u
)
均
r
A分

純
俊
泊
的
刃
，
γ
不
潔
翔
的
七
天
右
的
玄
f

不
弦
、m
w為

兩
個
七
天

(
胡
也
2

5
)
至
於
患
蚓

病
者
應
叫
什
恩
怨
自

2
、
‘
e

。

，

隔
離
七
天

(
肋
口
4

)
宗
教
嘆
的
山
(
如
逾
越
的
態
以
七

'
‘
‘
'
。

天
之
大
來
m
t制
(
耿
幻
5

a

M

H紛
紛
M
m
位
)

之
此
間
也
仁
天
引
伸
-
主
七
個
星
開
明(的
幻
臼
)
7
人
巾
仁

dto

'

, 

個
星
期
引
伸
到
七
年

(
附
幻
4
)
最
俊
又
一
品
被
過f

七
個
七
年
印
七
乘
匕
等
於
四
卡
九
年
後
印
第
丘
卡
年

-
‘
、
a
e

稱
為
5

年
父
稱
巧
也
年
(
肋
詰
s

l
l

M
)
「
七
」
(
p
r

慌
逅
的
應
用
不
叫
在
日
程
史
h
A
內
郎
在
先
知
P
Y

內
以
及

官
虫
叮
內
也
隨
叫
且
不
祥
如
耶
衍
u

回
-

M

依
4

-

n
M

達
巴
陶
先
知
祈

U
七
L
l

是
別
東
西
叫
他
人
所
周
知

'
、
、
。
、
‘
‘
〈
'
、
‘

K
P
、

3
、
、
'
，

、

(
占
9

M

)
川V
H
d付
A

內
州
州
句
5

泊
、
冰川
崎7

叫
月
間的
叫

川
刷
倒7
3

w
u
t
MH
們M
H

系
最
俊
狀
→
叫
別
內
史
是

怎
次
糾
正
叫
人
「
七
)
且
一
數
字
叫
i
4

致
力
與
七
個
教

什
1

間

(
h
e
F
H
M

3
)
七
扭
扭
余
口M
A
n
21
右
手
的
呵
，
t
u七

闖
關
注t
k
w峙的
燃
告
匕
妞
火
短
叫
天
E

的
七
州
8

1

關

當
f

第
七
個
印
的
時
做
百
站
在
天
主
面
前
有
七
位
天

快
給
f

他
們
七
個
號
角

的
且

主
釘
七
攸
天
快
推
行
最

。
'
、
、

後
七
桶
災
可
口
3

悍
川
崎
有
七
個
頭
指
七
他
山
等
瑪
的

耶
穌
給
伯
多
祿
品

「
我
不
對
你
說
直
到
七
次
而

是
到

-
七
十
個
七
次
」
(
參
閱
創
4
H
H

馴
惜
的
油
訕
訕
閻部

。
。

-

0

.

間
一
4
H
)
自
以
上
各
街
看
來
可
知
「
七
」
不
祇
含
有
狹

一
意
「
七
個
」
或
「
七
次
」
之
意
有
時
也
是
指
「
多
」

2382-2383 j-li. ,!f 

成
「
多
-
次
」
之
'
，
υ

此
外
學
紹
內
也
有
以
談
何
來
指
某
人
名
的
經
文

最
詳
名
至
今
耘
，
何
一
絕
討
甘
衍
悍
的
郎
吼
叫M
H
「
在

這
一
民
應
，
胸
口
眉
立
凡
布
明
憾
的
就
品
他
計
算

e
F

那
獸

的
仙
似~
F
凶
為
這
凡
的
激
字
牠
的
激

γ
于
是
L
八
百
六
卡

。
，

l
t
l
』
'
'

，

六
」
伶
打

4

希
腦
占
卷
作
「
六
百
一
十
六
」
外
其
他
抄

卷
皆
作
六
百
六
卡
六
顯
然
起
立
一
個
數
字
泣
一
閃
閃
陪
碼

以
防
碼
指
人
的
沾
一
用
法
征
，
H
R

時
代
咐
活
普
遍
不

1
l
t
1
I
l
l
e
-
-
1

。

t

i
l

‘

文
組
太
人
每
周
郎
希
獵
人
與
叩
開
為
人
都
再
用
在
息
法

川
岔
五ω

趴
卷
凡
晴

叫
爸
十
一
卡
因
等
也
都

。

白

i

d

d

鬼
，-3

、
、
‘
1

、

『F
I
I

向
心
偽
的
用
法
叫
什
名
的
有
什
心
彼
此
卷
一山
川

內

'
‘
'
‘
。

1l 的
關
ω
暗
示
沁
穌
的
惡
名

(
指
破
女

7
8
5
H
∞
∞
∞
)

在
明
沛
依
(2
S
M
M
O
乞
也
發
掘
出
了
的
一
個
刻
文

上
街

。

我
「
所
泛
的
灰
餃
子
的
名
字
是
五
四
五

b
y
h「
六
一
六
一

這
誕
之
姐
來
啊
，
的
而
是
指
總
馬
常
帝
加
唔
，
百
找
拉

過
自
從
依
的
乃
以
市
單
位
學
家
大
郤
以
六
六
六
為
正
地

3 
•• 

illfi

ll

--

的
經
主
那
K
T
A
L八
六
」
站
一
階
碼
充
指
准
也
依
肋
乃

時
向
到
刊
的
手
F

三
幾
L
l

例
不
同
的
解
法
如
投

I
借

用
間
花
大
利
用
巾
開
綠
馬
汎
放
狄
約
屯
肋
仙
凱
妝
多
米
仙

凶
，
叫
中
心
古
拉
等
不
過
比
較
為
一
位
人
所
公
認
較
為

可
取

的
解
釋
乃
以
為
伯
來
文
所
併
的
尼
的
神
皇
帝
創
(
2
M
W
H
N

'

。
Z
O
M
W∞
〉
M
H
)
的
字
t
H字
母
Z
M
N
g
z
o
m同
H

M
O
+

。

N
C
O十

m
v
+
uc
+

】
。
。
十
郎
。+
N
O
OH
a
B
B但
最
近
也
有

學
者
全
不
在
以
數
字
合
於
某
人
名
字

上
下
功
夫
而

以

另
一
樞
簡
單
的
說
法
來
解
釋
即
放
猶
太
人
的
說
法

「
七
」
是
象
徵
完
美
的
數
字
「
六

」
少
於
七
是
以
象

的
表
山
河
美
之
志
今
一
連
以
三
個「
」
川
」(
4八
」
川
」
八)

即
暗
示
-
目
敢
接
或
滾
到
極
強
拉
到
很
以
復
加
一
個
窮

兇
很
您
的
人
-
且
人
且
是
誰
大
向
指
望
教
初
叫
雌
雄
位
的
教
會

最
叫
州
立
口
最
吱
的
的
羅
馬
皇
帝
M
A雌
不
過
這
一
批
法
也

花
非
一
咆
吋
肯
定
的
說
法
充
其
且
也
絨
毛
品
是
一
有

，
吋
站
性
的
解
答
而
已

兒
卡
叮
七
字
的
立
義

(
義

)

M
M眩
之
盟
，
三
H
E
M
S
-
S
E
P
E
E
Z
/

L
f
里

幻
血
可
卅
日
否/
F
E
E
S
S
Z
B
E

E

-
E
\
l
i

害

的
故
M
司
司
「
M
J
Z
念
品
/

們
約
也
R
U關
於
「
樂
園
」

臼

H
n
Z
E
H
F
f
p
z
已
Me
g

k

2
1

三

I
i

'

、
通
常
昕
用
之
{
子
階
忘
不
多

部
指
-
R凶
闊
的
是
屯

的
自
旦
旦
(
囡囡
)
問
自
(
花
園

或
因
國

)
旦
旦
2

(
樂
閱

)
「
樂
團
」
一
詞
頓
也
改

斯
五m
y
玄
，
去
。
呂
希
伯
來
之
音
譯
作
問Z
E
B

淆
臘
文

亦
音
譯
作
用】E
E
Z
S

誓
山
林
心
地
花
川
間
等
七
卡
丘
上

譯
本
將
圳
的8
2

耐
心
寸
處
之
間
戶

口

譯
作
「
樂
悶
」
(2
2

已
。r

g

m

)從
此
姆
拉
喝
一
叫
逐
漸
間
指
原
組
字
惱
的
地
方
亦

指
將
來
字
永
樂
的
「
一
大
當
」

扑
打
開
明
小
恆
的
「
樂
悶
」
位
於
何
處
這
似
F

泣
一

無
法
叉
口
龍
的
問
通
學
若
為
了
催
定
，
樂
闋
的
他
距
已
指

出
五
卡
多
瞇
地
方
犯
們
只
能
品
學
經
作
者
服
叭
叭
狂
創

2

叩
1

H

仙
似
仔
泌
的
從
山f
四
條
河
名
及
其
流
山
城那

麼
巾
此
可
以
准
測
他
似
于
精
示

「
樂
團
」
他
淤
亞
美

皂
亞
和
美
索
不
達
米
亞
之
闊
的
地
帶
內

不
過
此
類
屬

於
地
理
的
難
題
尚
屬
次
要

主
要
的
問
題
是
樂
憫

的
故

事
原
租
的
受
考
驗
犯
持
受
懲
罰
天
主
給
人
應
亦
未
來



~
的
復
興
，
相
勝
利
此
等
與
選
詩
啟
示
基
本
教
這
有
闋
的

仇
w
d
-

.

，

R
J
F
E

倒
一
~
事
究
竟
是
一
學
實
還
是
肺
活
四
鄉
的
民
族
是
白
，
台
同
樣

-

?'lp 
一
的
州
站
如
圳
，
台
梅
瑟
恥
何
利
川

f

它
們
心
一
巳
力
斯
地

m
q
m抖
遠
的
此
他
拉
法
也
白
封
的
作
似
的
科
J
E泛
征
，
如

何
解
仿
倚
仗
n
w俺
這
也
一
間
組
狡
們
江
先
拔
京
放
比
u
h
H
m
f

笨
拙
而
「
德
州
州
」
取
消
悅
及
其
命
巡
然
俊
以
放
巴
山
也
詳
述

幣
尚
在
的
約
與
新
約
經
有
U
中
的
合
品

一
宗
教
比
較
學
上
的
樂
國

「
樂
閱
」
神
話
之
所
以
發
生
是
因
m
n上
占
的
人

RJF. 

有
的
現
代
的
人
常
常
臼
間
為
什
麼
人
都
要
死
在
起
初

、
，
.

是
針
也
是
如
此
如
m
K在
起
初
人
投
非
如
此
那
駭
為
什

、
'

嘛
恤
死
亡
進
入f
A
M司
只

敏
一
伸
文
化
相
異
的
民
族
仇
後
的
民t
v
m食
和
作

泌
的
民
族
在
他
們
關
於
宇
宙
似
的
神
品
中
也
白
白
原

帕
什
快
樂
闖
過
在
十
一
服
伴
去
活
的
艸

ι的
原
始
的
人
時
常
草
一
喝

享
有
較
泣
的
食
物
不
受
苦
也
本
死
去
且
布
，
主
上
之
神

問
他
在
他
們
中
問
他
們
懂
得
到
物
的
語
言
和
心
間
心
川
同

牠
們
去
，
相
相
處
享
一
滴
在
太
初
芷
句
來
女
之
欲
心
和
交
憾

的
草
原
峭
的
人
似
乎
都
為
天
主
或
的
明
泣
按
所
造
以

上
是
幾
俏
黑
色
民
族
闊
的
神
話

在
加
卅
一
腦
后
研
一
-
吭
一
一
採
食
抗
紋
中
有
這
樣
的
一
州

市
前
原
始
的
人
勾
年
都
可
恢
從
市
春
因
為
他
們
估

K
H

「
前
水
)
此
外
在
一
他
們
古
代
文
明
的
民
族
中
如
雜

利
安
放
印
使
人
苦
鑽
人
縛
沁
人
等
(
見

口
約
旦
旦
5
.

。

。
z
p
t
g
-
5
也
-
2
ω
)也
條
有
核
樂
世
界
的
艸
F

川
按

這
些
艸
τ

有
的
收
原
始
人
或
上
古
人
原
過
前
搔
雌
哨
位

|﹒五}!?2383 

界
的
生
活
但
後
來
不
幸
失
去
了
原
來
他
們
犯

f

一
條

禁
令
凶
此
艸
閉
嘴
川

f

下
地
人
突
破
受
川
一
川
忱
花
且

從
此
抓
坪
，
付
之
俺
人
間
的
以
交
偽
山
間
小
人
叫
父
布
的

殺
手
上
州
八
M
H
M
μ
吐
成
命
令
你
的
人
作
一
也
一
而
汁
的
卜
他
們

克
木
服
從
吋
圳
，
叫
的
f

恥
于z
h史
，
判
的
科
吼
叫
叫
給
人
晰
以

陷
肝
、
災
叭
叭
中H
t附
個
叫
仿
制
明
的
俠
仗
刊
發
咐
他
們
扒
叫
你
自

不
從
不
滅
的
成
汎
峙
，
民
一
些
什
什
洲
民
必
使
你
n
H
A
L

。

.. 

能
于

1

他
們
如
佑
你
入
的
ν

鄉
提
訂
f

遠
也
的
叫
“
蛇
一

知
道
f

艸
明
安
報
倍
以
抓
人
不
死
不
滅
的
在
九
就
大

發
可
惡
謬
論
欺
騙
f

他
們
領
他
們
的
於
死
亡
羅
網
中

在
必
閥
絡
繹
族
及
的
族
也
令
許
多
關
份
(
于
川
的
來

源
的
叫
坪
洪
水
死
亡
的
原
閃
等
等
艸

-
a

閃
閃H
J
他
氏
族
的

一
腳
下
的
均
相
必
似
近
兩
個
正
放
以
此
而
山
的
中
心
的
圳

市
說
什
忙
州
仙
的Y
此
有
問
道
叫
而
他
們
常
寸
不
必
﹒
'

這
時
叫
你
H
E
仙
叭
叭M
J川
紅
的
計

、
'
，
.

上
述
月
八
仙
比
划
的
艸
I

川
巾
何
而
來
又
如
何
解
釋

放
民
族
學
所
(
凶
手
3
5
.

柄
。
這E
T

〈
自

E
E
E

等
)

的
芯
U

私
人
州
州
的h
m吹
起
初
、
必
定
會
有
一
次
改
變
命

運
的
事
件
發
呼
使
人
先
前
的
項
境
完
全
改
變
人
們
向

來
享
受
的
一
瞞
欒
統
統
失
掉
代
之
而
來
的
是
現
今
的
災

成
問

實
n
B

M
叭
叭
備
相
巴
比
倫
兩
民
族
忱
於
二
河
之
間
與

上

巾
的
以
色
列
民
族
非
仕
凹
的
切
迢
二
民
族
的
於
樂
閱
生

命
倒
閉
的
人
犯
罪
閃
而
內
扣
仄
亡
的
刑
罰
等
問
題
又

。

如
何
講
法

成
們
首
先
須
知
這
些
民
茲
的
叫
活
與
制

2
3

兩

.-.... 

章
記
料
峭
的
事
問
然
有
些
相
似
的
地
方
但
不
相
川
凹
的
地

方
則
更
多
壞
者
幣
5
一
口
歡
從
叫
他
那
且
在
歧
咐
，
川
於
村
的

的
錢
耳
油
默
市
清

(
M
V
S
B
ω
訂
戶
開
戶3
2

7
)
和
例
是

l
i
i
o
?

》
》
B
B
‘
3
、
t
《
《
'
，

t
t
《
《

5

帕

(
K
H已防
空
)
的
州
工
付
。
可
拉
拉
月
加
以
巾
冷
充
滿
f

圳
、
巴
耐
的
色
彩
絲
h
k
b沒
，
何
制
給
人
類
僧
來
的
希
叫
仁
站

耳
加
獸
市
時
非
除
組
他

H
t
E
U
智
克
(
d門
口
皆
)城
第
咒

他
[
f
H
T寸
的
於
洪
水
之
比
問
他
夫
去γ
知
心
的
憫
友
問


t
H
A
H
(
開
p
r
M
E
)以
俊
就
去
找
其
祖
先
白
馬
特
納
不
息

。
B
I
I

，

延
(
C
S毛
-G
Y
HE
)
民
反
給
f

他
一
付
「
牛
命
樹
」

他
於
是
被
欣
被
齊
踏
上
的
途
但
前
他
沐
浴
時
.
條
蛇

，

l
l
l

。

將
他
的
「
牛
命
樹
，
一
拿
走
益
氏
遂
妥
悶
而
侃
一
一
站
篇
濤

的
圳
的
怠
是
獲
得
常
牛
不
是
世
人
所
能
做
到
的
事
如
回
但

那
伶
步
的
活
民
還
長
成
功
其
他
的
人
更
無
論
矣

\
祖
鼠
詩
的
結
論
是
「
茲
H
A加
默
巾
你
的
叫
到
貼

、
，
.
'

，

l

﹒

紅
河
波
你
要
伐
的
生
命
是
成
不
到
的
科
戶
的
時
艸
明
制
造

，
J

人
頌
他
們
面
悶
悶
人
只
制
定f
死
亡
刻
把
小
人
叩
~
倚
在

向
已
手
裝
﹒.• 

你
去
他
飲
你
的
吐
，
版
也
夜
歡
樂
結
刊
縱

投
峰
W
E是
一
蚓
經
使
你
手
的
幼
兒
讓
佳
偶
安
息
在
你
的

心
寫••• 

」
阿
達
帕
的
的
w
d
m很
相
似
基
氏
的
故
事
阿
達
帕
不

論
怎
麼
心
切
去
尋
找
「
常
生
」
神
明
悄
的
波
街
叫
給
他

反
而
把
他
送
罔
快
界
送
肉
到
他
憋
死
的
地
方

抽
調r
近
東
這
些
帥
，
而
，
之
從
我
們
可
在
加
比
以
說

這
些
料
而
有
也
題
刊
問
創

2
3

村
叫
如
「
也
命
紗
」

「
人
的
科
心
」
「
蛇
」
等
可
泣
它
們
絲
毫
水
也
沒
原

。

胞
的
罪
惡
和
因
罪
而
受
的
懲
罰
這
些
近
康
的
訓
沾
光



論
悲
觀
主
義
甚
至
控
訴
神
明
說
神
明
對
人
類
的
可
悲

狀
次
應
當
買
賣
創
划
與
此
剛
剛
相
反
充
浦

f

樂
觀
主

義
它
彰
明
天
主
對
世
人
的
正
義
和
仁
慈
它
講
明
不
可

將
人
類
可
恕
的
現
狀
歸
給
於
天
主
而
應
歸
罪
於
人
類

本
身
而
且
世
人
現
今
的
這
種
悲
觀
狀
態
日
後
必
要
徹

底
改
革
百二

舊
約
暗
示
樂
圓
故
事
的
章
節

樂
國
伊
甸
回
閱
花
閱
等
名
詞
不
但
按
上
下
文
在

歌
4

旭
日

訓
2
5

厄
下
2
8

戶

圳
的6
編
下
H
M
m耶
m
u

s
則
認
問
到
8

創
口
叩
德
的
叮
間
等
處
領
讀
者
罔
想

到
創
2
3
兩
章
的
樂
閱
而
且
在
背
約
其
他
地
方
作
者

明
明
將
樂
圓
故
事
與
救
恩
史
的
題
目
相
連
起
來
以
描

寫
未
來
的
一
晒
樂
有
如
「
伊
甸
」
裝
的
一
福
樂
肘
此
近
來

的
解
經
家
為
表
明
此
立
特
劍
出
下
列
名
旬
「
木
後
的

時
代
將
像
原
始
時
代
一
樣
」
(開
E
N
E
H
去
。

d
s
2

月
)

舊
約
的
主
要
經
文
見
依
刊
M
n
到
3
l
a
則
約
1

-

n

岳
4
M
E
M
B
按
依

到
3
l
s
「
的
礎
上
主
、
必

要
憐
憫
熙
雍
憐
憫
她
所
有
的
廢
境
使
她
的
荒
野
成
為

「
伊
甸
」
使
她
的
沙
漠
變
為
上
主
的
樂
閱
其
中
必
有

歡
樂
和
愉
快
歌
頌
和
絃
樂
之
聲
﹒
﹒
」
就
是
說
一
到
救

恩
將
代
醉
雍
城
和
以
色
列
地
區
將
是
一
個
新
的
「
伊

甸
」

上
述
經
文
都
暗
示
樂
閩
中
的
河
流
但
在
依
幻
1

-
-
s
m
叫
n
l
M

M
ω歐
2
扭
扭
亞
9
時
|

臼

等
處
先
知

州
一
則預
章
在
敘
恩
時
化
勞
工
和
工
作
的
辛
志
都
要
取
你

一
在
依
z
z
-
4
9
6

日

6
S
M
w
m
米
4
1
-

4

歐

2384 十五，因

2
m
等
處
理
吉
野
獸
與
野
獸
之
間
野
獸
與
人
之
間
將

和
平
相
處
在
依

的
曲
回
8
.

預
言
人
人
都
要
漏
瓷
禱

緻
依
幻
8

「
他
要
永
遠
取
消
死
亡
」
所
以
通
死
亡
也

要
除
去
(
參
見
鈞
M
)
依
鈞
e
l

u

耶
M
M
Ul

H

歐

2
u
l
扭
頭
一-R
最
為
珍
質
的
恩
典
是
在
救
恩
時
代
世

人
與
天
主
之
間
要
恢
彼
以
前
失
去
的
相
親
相
愛
的
來

往
即
在
樂
閩
中
天
主
與
原
組
所
會
有
的
友
誼

從
以
上
圳
用
的
經
文
可
以
推
知
先
知
們
描
寫
救

恩
時
代
的
一
騙
樂
有
如
「
伊
甸
」
的
一
職
樂
而
且
還
要
超

過
原
組
在
「
伊
伺
﹒
」
享
省
的
一
幅
樂
所
謂
救
恩
時
代
就

是
默
凶
亞
時
代
而
默
西
亞
時
代
很
搶
先
知
們
的
訓
示

是
木
址
時
代
的
閃
始
為
此
原
租
的
樂
閱

n

然
象
做
永

生
的
樂
爾
仰
天
掌
逗
端
道
埋
在
猶
太
經
闊
的
作
品
和

偽
經
從
U
m
路
曙
光
在
新
約
從
則
十
分
明
顯

三
新
約
暗
示
樂
國
故
箏
的
章
簡

在
新
約
經

3

中
向
接
投
到
「
樂
關
」
只
有
三
次

間
接
時
示
創
2
3

中
「
樂
閣
」
故
事
的
地
方

則
不
少

如
瑪
"
4
6

羅
3

目

5
臼

8

叩
格
前
口
?
|

9
等

(
參
見
原
罪
條
)
這
三
次
提
及
的
「
樂
閱
」
其
意
義

較
之
「
伊
伺
」
的
樂
閣
己
更
高
一
一
愴
的
已
確
指
天
堂

或
非
人
(
可
他
的
享
樂
處
所

主
耶
穌
向
被
釘
在
十
字
架
上
的
兇
犯
治
「
我
質

在
告
而
你
今
天
你
就
要
與
我
一
同
在
樂
閱
一
段
」
(
路

幻
H
)
這
衷
的
「
樂
園

」
是
指
天
堂
或
更
具
體
地
說

是
指
古
學
所

(
參
見
如
4
，

伯
前
3
M
|

甜
)

在
格
後
也
2
l

‘

保
祿
暗
示
他
約
於
公
元
四
三

年
蒙
受
一
次
艸
魂
超
拔
的
恩
賜
「
我
知
道
有
一
個
在

基
督
內
的
人

﹒•. 

被
提
到
三
層
天

上
去
﹒
:
我
知
道
這
人

••
• 
被
提
到
樂
闖
襄
去
聽
到

了
不
可
言
傳
的
語•.. 

」
這

些
話
若
要
仔
細
講
解
有
些
困
難
但
若
按
大
多
數
解
經

學
家
的
意
見
則
「
三
層
天
」
和
「
樂
園
」
是
指
向
一

地
方
帥
享
天
繭
的
天
堂

在
默
2
，

基
督
給
那
也
一
為
他
的
名
義
而
受
苦
的

信
友
恩
許
說
「
勝
利
的
我
要
把
天
主
樂
園
中
生
命
樹

的
果
實
賜
給
他
吃
」
作
者
在
此
明
明
以
這
旬
暗
示
創

2

樂
闋
的
話
指
天
堂
或
技
默

n
z
H
指
「
天
主
的
城
」

「
里
域
」
更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捏
一
經
第
一
部
古
創
世
紀

和
最
後
一
部
古
獸
示
錄
如
何
密
切
地
前
呼
後
應
在
創

記
述
天
主
將
造
成
的
人
安
置
在
樂
閩
中
人
在
那
真
犯

了
界
可
是
天
主
路
許
給
他
最
後
勝
利
而
在
默
我
們
可

看
到
天
主
如
何
實
踐

γ
他
的
恩
許
在
那
超
越
下
庫
的

樂
閱
即
在
天
主
嬰
坡
肉
天
主
賜
給
他
的
子
女
生
命
樹

|
|
永
生
的
果
實

見
創
造
原
罪
天
堂
伊
甸

(
當

)

制
的
拉
莫
戶
進
心
\
d
-Z
E
Z
H
H
S
S
J谷
M
H
所
記
載

的
趴
E

甜
闇

/
C
E

R

E
-
v
s

」

2
.
l
l
l
p

d
、
的
樓
應
是
指
一

陣
固
定
且
十
分
有
關
係
及
重
大
意
義
的
建
築
而
言
在

這
一
昕
寬
大
的
樓
底
中
耶
穌
間
宗
徒
們
吃
了
最
後
的

晚
餐
娃
定
f
B
E也
要
爭

(
谷
M
M
路
扭
臼
)
因
此
它

是
教
會
的
第
一
座
學
嘗
一
被
稱
為「
諸
學
堂
之
母
堂

」

耶
穌
死
後
宗
徒
們
因
懼
怕
猶
太
人
齊
聚
於
此
耶
穌
愉
快

活
後
在
這
衷
兩
次
顯
現
給
宗
徒
們

(
路
川
的
臼
i

u
若



一
切
M

i

詞

)
命
令
他
們
不
要
離
開
耶
路
微

A
m甜
甜
寶
等

的
一
候
天
上
m杭
州
的
降
臨
(
絡
的
帥
的
宗
1
4
)
在
一
這
誕
除

-

選
了
瑪
弟
程
為
宗
徒
(
宗
I
H
1

品
)
在
一
逼
良
天
主

要
艸
降
鷗
在
這
其
間
摺
行
f

宗
徒
大
會
識
的
可
定f
第
一

個
主
教
區
任
命
雅
各
伯
為
第
一
任
耶
京
主
教
(
宗
臼

這
座
對
教
會
十
分
有
紀
念
價
仰
的
地
方
股
公
元

七
0
年
提
托
攻
佔
耶
京
時
毀
於
戰
火
但
是
自
教
會
的

最
初
期
即
有
很
多
的
及
沒
布
中
斷
泌
的
傳
統
之
件
證

賞
它
的
存
在
及
正
確
的
地
點
是
在
耶
京
之
西
南
角
在

耶
穌
及
宗
徒
時
代
它
位
於
城
內
現
今
泊
在
耶
京
城
牆

外
第
四
世
紀
在
這
獲
修
建
了
一
路
車
般
名
倍
的
「
學
熙

雍
」
或
啞
的
「
諸
草
堂
之
母
堂
」
但
因
經
年
累
月
聖
堂

罷
修
壁
畫
十
{
子
軍
東
征
時

|
l
-
O
九
九
年
|
|

見
B
E
A
早
已
破
背
不
准
乃
夏
娃
一
座
莊
麗
的
大
殿
稽
之

為
「
配
雍
聖
瑪
利
亞
殿
」
此
學
掌
毀
於
蒙
古
人
之
手

時
在
一
二
四
四
年
二
二
三
三
年
方
濟
會
會
士
將
這
樓

底
買
下
加
以
修
整
居
住
於
此
一
三
三
五
年
得
助
必
那

坡
利

(
Z
品
。
E
)
F
Z
E

王
后
重
建
新
道
及
會
院

偉
大
壯
觀
自
比
方
濟
會
會
士
在
此
服
務
於
一
一
這
時
全
世

界
的
首
掌
並
照
顧
來
自
各
地
的
朝
學
教
友
二
一
一
四
二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教
宗
克
肋
孟
第
六
正
式
以
通
論

任
命
方
濟
會
會
士
為
此
摯
地
的
管
現
人
一
四
五
二
年

周
教
人
受
猶
太
人
的
咚
使
將
比
往
築
物
的
一
半
強
佔

被
E
M已
街
上
邊
的
機
一
路
(
即
悅
笑
風
)
仍
郎
方
濟
合

會
士
骨
間
似
下
邊
他
們
它
總
是
祿
的
M

叩
門
H
正
是
昧
的

十五盡238ι-2389 

頃
門
H

昕
在
地
一
五
二
三
年
三
月
十
八
日
岡
教
人
竟
達

憶
服
也
m
M仙
f

主
改
為
自
教
堂
，
丘
丘

4

年
初
終
於

將
會
土
全
部
逐
出
通
合
院
部
佔
為
已
有
現
今
此
地
屬

瑚
圳
人
管
此
在
比
繼
續
紀
念
別
叫
俐
的
位
也
是
旅
客
必

參
觀
的
名
勝
但
到
湖
南
H
會
士
在
每
年
建
定
學
縫
里
事

瞻
仰
五
及
m
r州
降
臨
間
有
憐
米
比
做
幅
幅
朝
聖
及
舉
行

間
川
川
的
宗
教
低
式
以
紀
念
這
雌
樓
瞬
內
所
發
生
的
歷

史
事
趴

(
韓
)

謝
樟
樹
(
吋HM
Z
叫
。
。
)

他
樹
他
只
一
百
於
嬰

i
f
z
4

經

(
迷
口
時
)
大
概
是

國
肝
、
怖
仙
一
紋
的
腦
木

見
樹
木
(
韓
)

則
模
樣
(
叮
叮
叮
叮
口
。
)

見
瓦

m歐
步
羅
(
2
=
-
5
)

叫
軒
U
M

會
的
信
徒
他
曾
在
保
穢
的
主
信
內
附
筆
致
候
弟
茂
德

(
弟
後
4
n
)
關
必
比
人
的
其
他
事
做
我
們
一
無
既

知
(
時
)

m歐
尼
刻
(
5
5
)女人
三
月
嘻

的
勝
利
」
砂
土
保
祿
弟

子
弟
茂
德
的
母
親
為
人
忠
誠
善
良
其
夫
是
外
教
人

(
d
m
M
N
1
)
也
怕
俊
I
S

我
們
可
以
推
測
她
很
早
即

已
閻
明
快
依
f

來
行

(
降
)

叫
知
論
叭
事
\
日
巴
、
洞

。"
T
J玄
曲
調
「
上
芷
胞
故
」

2
E
H
F
J
t

-
E
F
/
C
U
F

們
、
他
在
卡

二
h
r光
池
中

名
居
首
位
也
他
的
追
著
中
我
們
知
道
他
是
北
兩
以
色

列
人
父
名
貝
厄
黎
他
執
行
先
知
任
務
問
始
於
雅
俗
以

罕
二
世
的
晚
年

(
歐
1
1
)
其
間
經
過
六
位
君
王
大

約
是
從
公
元
前
七
五

0
年
至
七
二
-
U年
鎧
或
至
七
二

二
年

歐
瑟
亞
具
有

什
麼
身
份
我
們
不
得
而
知
有
些
凶
手

荷
M

心
為
他
是
一
他
司
的
宗
因
為
他
刻
的
開
心
祭
獻
和
反
節

等
糊
口
都
布
很
詳
細
的
記
拔
一
…

一祖
叫
他
為
斷
雄
凶
圈
可
能
但

無
條
街
史
料
佐
證
不
過
由
他
的
著
你
中
可
以
看
到
他

木
人
H
R
n
M
叮
股
業
而
妥
大
鬥
然
的
為
他
比
級
官
萃
的
取

材
幾
乎
完
全
出
自
大
自
然
界
並
且
對
以
民
的
歷
史
十

分
的
叫
你
由
此
可
以
推
測
他
可
能
出
生
肝
、
鄉
間
自
幼
受

過
相
常
良
好
的
教
育
應
圓
圓
當
時
中
等
社
會
的
人
物

按
先
知
的
自
述
他
娶
了
圳
桐
樹
閥
的
女
兒
為
美

且
生
了
二
男
一
女
(
l
s
-
-
)
由
於
他
妥
子
的
本

忠
由
於
他
婚
姻
生
活
的
不
幸
由
於
他
親
身
的
經
驗
引

出
了
一
篇
大
塊
好
文
章
(
見
歐
瑟
亞
3
)
也
先
知
的

著
作
中
使
映
出
先
知
是
一
位
內
修
極
高
信
仰
彌
堅
感

情
又
順
熱
烈
的
人
因
此
他
叫
到
於
各
種
迷
信
及
敬
禮
巴

割
的
扎
非
常
憤
恨
鐵
詞
斥
克
而
問
時
則
於
他
的
同
胞

所
懷
布
的
漏
腔
熱
愛
也
進
於
言
表
總
之
歐
瑟
茁
先
知

的
特
點
就
是
文
是
一
種
無
往
而
不
利
的
，
羊
毛
上
愛

天
主
F

是
人
」
這
也
是
他
宣
講
的
焦
點
趴
帕
格
按

(
閉
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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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

aFi‘ .. 
A
A
--
、
E
h

-
-
a

伊
hA
[
/

、
回
〉
》
司
、

3
h

4
叫
3
3
》
》
J

m
盼
望

E
f告
)fS
門
d
h
u
-
)

敵
占
在
十
二
小
先
知
書
中
居
於
首
位
雖
然
按
恃

代
說
學
者
們
大
都
把
亞
毛
斯
書
列
於
首
位
以
亞
E
t斯

為
第
一
位
「
川
省
述
的
先
知
」
但
無
論
根
線
瑪
紮
敵
從

文
或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或
其
他
占
譯
木
歐
刀
山
市
列
於
泊

位

以
叫
作
的
時
內
此HU壯
成
瑟
也
任
先
知
識
訪
時
正
值

北
風
攸
權
最
安
弱
最
混
亂
的
持
悶
悶
在

r
d
n只
字
二
世
死

俊
掌
握
來
叫
做
的
大
將
削
繼
級
組
建
家
每
王
位
先
後
布
四

個
若
干
被
人
暗
殺

(
見
列
F

的
)
逗
M
m政
治
上
的
混

亂
凶
怯
澎
咱
們
f

道
德
和
宗
教
生
咕
使
北
凶
的
人
民
做

拜
邪
神
違
犯
與
天
主
所
丘
的
胡
血
紅
並
尖
上
，
j
m缸
片
民
的

0

,
-ii! 

蘊
毯
惡
習
從
此
道
德
一
溶
于
丈
就
在
這
種
問
京
去
中
做

3 

瑟
叫
出
叫
閃
亮
大
，
主
召
為
先
知
他

r
卜
似
一
用-
A這
叫U
A
A他
口
告

國
家
段
故
不
可
避
兔
的
滅
亡
而
且
也
在
他
的
婚
姻
生

活
上
級
自
體
驗
到
天
主

l
H以
民
補
給
的
「
婚
約
」
(
1

2
)
由
於
百
姓
的
背
約
失
信
而
受
到
的
經
慢

(山
間

)

是
以
天
主
判
以
畏
的
懲
罰
賓
在
是
公
道
合
理
的
(

“

1

)
先
知
以
後
可
人
扭
扭
從
天
主
的
命
令
版
(
臼
己
的
安
于

敏
銳
重

M
J
T
t預
支
天
主
將
再
以
仁
一
從
來
憐
憫
，
小
心

貞
的
一
百
挑
且
由
充
軍
之
地
刀
口
附
他
們
與
他
們
亟
新
→
「
向

立
永
遠
的
新
盟
約

(
3
1
5

日
8
i
H

)
歐
瑟
亞

一
實
在
是
一
位
以
自
己
的
生
活
來
表
示
天
主
慈
愛
的
先

、
'.
• 

。

的
-
知

十 五還

內
容
與
分
析
本
台
很
明
顯
的
分
為
的
後
兩
編
前

制

(
1
l

3
)
諧
、
迅
先
知
此
，
作
峙
的
緝
的
象
訂
立
旅

後
制

(
4

l

M

)
品
述
先
側
的
神
識
先
知
一
件
三
倆
兒
且

以
民
道
德
的
墮
落
宗
教
放
政
治
的
混
亂
並
預
言
天
主

必
降
殿
罰
警
戒
他
們
同
時
胡
也
指
出
天
主
這
於
慈
愛

深
顧
他
們
改
忍
心
還
善
如
此
天
主
必
將
以
更
豐
厚
的
仁

。

.. 

慈
使
他
們
復
興
後
一
兩
可
分
為
三
段
4
|

6
7

i

u
u

!

"
們每
段
內
在
犬
，
斗
小
兵
部
代
敘
述
以
民
背
離
上
去

上
主
的
懲
罰
上
主
的
仁
慈
及
以
氏
的
復
興
情
形

(
見

6
u

U
8

日
刊

5
9
)

害
的
形
成
具
特
色
學
名
母
法
為
本
污
除
f

一
空

心
尸
愉
注
北
偏
恰
品
增
品
的
活
切
外
企
山
川
叩
門
h
叫
欲
念
也
先

知
所
詢
編
輯
鼎
的
川
的
注
如
本
H
L
U
函
，
后
(
1
1

)
和
的

三
章
內
航
省
的
增
加
括
以
示

M
叩
出
叭
叭
娟
刊
抖
布
什
先

知
的
神
旅
謹
慎
而
不
可
只
拉
動
的
悶
:
這
叫J以
肌
肉
定
他
右

不
是
先
知
的
門
徒
必
是
先
知
的
一
此
弘
淑
圳
于
少
也

(
自
己
『
『3
)
品
「
文
總
刊
刊
何
人
格
的
，
以
快
」
泣
句

11
,i
ll
-i
i

o 

活
用
在
歐
瑟
Y
H身
上
最
為
切
話
他
那
荊
柔
細
濟
的

l
x

抽
油
正
與
旭
的
性
格
相
印
近
決
非
他
人
坊
，
油
然
造
向
來

C 的

歐
泣
起
行
欠
的
特
色
是
「
簡
」
不
像
也
則
完
耳

或
郎
的
來
一
且
往
往
將
一
個
思
想
以
復
申
述
使H
(太
內

而
後
已
歐
氏
均
不
是
一
一
這
樣
他
到
所
論
的
通
已
有
時
叫
八

暗
示
幾
旬
即
放
過
有
時
突
然
提
起
一
個
崗
還
寥
寥
數

已
遂
郎
停L
因
此
舉
熱
點
維
也
獎
評
論
社
「
閥
割
到
一
一
一
一
口

簡
晶
息
服
似以
格
言
說
教

」

(
C
Z
B
S
B
E
E
-n
E

R
M
M
E
B
B
E
t
s
-
Z
E
口

ω
)又
說
「
+
右
，
要
了
解

先
知
立
的
民
請
公

h

…
水
里
艸
默
佑
新
加Af
w
w做
瑟
亞
3

。

更
直
求
助
於
m
t紳
」

歡
喜
的
韶
文
由
於
文
詞
太
簡
又
因

f

輾
轉
縛
抄

或
因
抄
話
者
街
心
無
心
之
誤
以
致
現
有
的
經
文
意
義

'

。
，
〉
語

、
《
'
，

不
明
文
字
錢
缺
之
處
不
句
勝

數
可
說
為
全
部
舊
約
占

中
殘
缺
最
多
岳
之
一
且
從
譯
呢
!
尸
」
」i質
士
譯
本
之
的

原
文
早
已
訛
按
百
h
山
忍
比
各
自
譯
本
釗
於
試
訂
代
文

。

亦
如
將
多
大
補
助
祈
以
g
l刀
正
原
文
多
次
要
依
樣
巡
學

家
的
志
克
和
推
測
有
峙
的
學
者
們
的
汀
正
如
准
則
雄
心

巧
妙
川
-
H
K
A
台
郎
在
原
文
叫
吱
疑
問
且
學
拉
伯
的
改
汀
各

G

》
》
》
3
3
5
》
〉
〉
、
，

不
怕
刁
川
川
港
小
巾
此
一
是
討

1

奴
主
必
殘
缺
的
經
文
最
老
質
的

普
皮
此
「
f
小
知
道
」
吏
的
明
包

中
心
思
怨
故
萃
的
主
遁
的
在
於
附
明
上
主
對
自

己
的
選
民
的
乏
先
切
可
花
明
這
恥
地
引
用

f

兩
個
比
喻

一
例
口-
t可
通
而
叫
人
反
法
做
的
垃
給
峭
的
比
喻
的
夫
妻

的
毛
L

、
生
的
關
保
|
l
l

上
七
比
作
L
V〈
尺
以
以
氏
為
其

子
(
2
刊
)
另
一
個
比
喃
喃
此
進
父
f

精
深

1

上
主

為
慈
父
以
這
為
愛
子
(
日
1

)
以
夫
在
丸
之
熱
情
表

示
上
上
對
以
民
的
泛
情
以
父
子
闊
的
世
情
品
明
土
上

久
以
內
川
仇
恨
利
已
之
心
間
全

H
屯
的
以
U卜
，
的
禍
利
紅

光
圳
的
汎

ω
巾
品
商

4

個
比
喻
品
上
t
u划
內
-
A
M懷

有
的
F
i
惰
的
M

母
親
討
自
1

〕
的
質
兒
好
白
的
￡
…
卅
一

μ竺
日
起
我
教
了
一
旭
弗
辣
同
邁
步
雙
臂
抽
泣
伽
們

..... 

. 

是
改
用
仁
慈
的
繩
索
妥
惰
的
情
子
傘
看
他
們
我
對
他

們
有
如
高
舉
嬰
兒
到
自
己
函
頌
的
慈
親
俯
身
制
間
接

他

們
」
(
口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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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主
寸
刊
以
民
的
愛
情
和
以
鼠
的
上
主
的
不
忠
不

倒
了字
(
4
2
)，

這
兩
問
他
恩
恕
使H
K織
成
叫
圳
市
全
部
教
義

一
的
h
h
1
h
y供一J
J

、

H
M
J
1日
俊
的
的
約
州
凡
的
的
州
力

主
大
如
恥
米
肋
兀H
M
則
完
身
依
做
恁
位
女
必
F
H
雅
歌

等
扎
一i
L述
h
n
t
A穌
和
宗
徒
們
也
時
引
眩
叮
叮
忠
心
的
「
川

(
見
蚓9
H
U
7

刷
刷9
自
何
前9
品
制
自
叩
默6
時

似
的
M
UH
制
2
H
)
.
起
是
叫
仇
新
約
是
，
屯
的
的
盟
約

而
歐
瑟
也
是
泛
俏
的
先
知

十五;11

m歐
帕
托
爾
(
2
2
)拉
開
俐
的

M
M令
人
區
同
h
m
昆
E
RF
I
L
i
;
J

人
名
希
臘
文

3
"
r
s
-
a
Z

哼
哼
4
4
關
主
J
t
z
w
h
c
h
F
H
F
E
u
-

2
E
B
I
L
l
y
-
-
'

、
品
消
「
英
勇

善
戰
之
士
」
巴
力
斯
坦
的
猶
太
人
站
望
之
子
(
一
加
于

4
u
)
小
山
於
阿
苛
域
的
可
叫
祭
家
庭
會
汀
，

1
為
加
的
姐
大

之
托
僻
的
眼
一
他
的
一
國
於
公
元
的
二
三
年
也
使
羅
馬

您
叫
f

友
好
門
附
投
條
約U
的
在
必
共
同
抗
?
總
默
特

此
4

世
(
加
上
8
叮
叮

F
4
u
)

他
與
以
希
u
s
文
字
戊
文
體
自
治
一
部
們

λ
人
提

史
的
歐
郎
。
肋
摩
太
約
吋
為
一
人
這
部
區
史
的
一
些
殘

卷
，
屯
仆
狷
存
路
將H
A
H
T謂
此
人
叫
，
此
外
教
人
仙
一
甜
的
昭
雄

心
」
叫
什
I
K
歐
包
絞
(
明
5
5
E
ω
)
均
主
張
三
位
們
叫
為
一

人
(
特
)

的
初
織
起
郎
「的}
E
J
H

M
H『

J
這
一
個
的
行
所
不
同
於

z
c
t
F
F
E
"，
F
K
E
E
ω
\

獨
身
(
的
。
。
臣
民5
)

及
t
m
h
H者

(
4
5『m
E
H
H
S

女
性
)
是
在
於
成
遊
一
切

(
除
)

2391-2394 

不
正
常
的
非
法
性
行
為
更
高
尚
的
意
義
是
在
於
不
懷

。

一
切
不
忍
的
忠
怨

一
代
的
泊
中
仙
消
「
況
約
」
必
「
潔
淨
」

d

叫

常
是
指
法
律
及
兩
儀
上
的
f
h
a受站
d
f
m
-
A
(
肋
7
u

m
u
U
M

盯

H
H
)
給
此
并
且
川
於
人
而
述
地
方

μ

物
等
都
包
括
在
內
(
肋
4

口
6

‘
)
故
此
並
非
潔
惚

之
的U
U似
的
絞
圳
的
行
川
中
間
峙
，
付
你
竹
的
附
一
.
小
(
約

位
訕
地
泌
的
刮
目
叫
‘
等
)
但
追
問
相
川
的
行
站
去
一
口

人
之
品
行
正
的
人
裕
的
臼
圳
非
專
指
淑
俗
而
一
H
H彼
此

「
潔
德
」
u
t
u門
叫
股
新
約
的
信
行

二
泊
新
約
上
叫
蝕
的
人
J
H
-且
也
是
圳
叭
叭
比
如
心
口

糙
範
元
默
中
心
男
節
制
喘
一
時
無
瑕
可
指
等
總
之
是
一
叫

作
甘
甜
特
妙
身
肢
體
的
教
友
亦
即
仇
恨
州
一
H
N仙
似
所
必m
e刊片

俏
的
一
切
美
德
(
宗
圳
的
自
迦5
自
烙
的
6

間
內

7

.
餓1
8

鼎
的
3
8
.
如4
a
m俊
1
6
)
，
悅
口
之

←b
延
督
徒
應
該
自
己
的
地
位
反
服
務
(
佑
，
則
5

臼

4

臼
)
泣
不
同
訟
境
(
涕
的
4

凹

5
2

鈴
2
5

女
4

'
。

8
)
修
行
上
述
美
德

雖
然
在
一
些
你
絨
的
一
一
口
論
中
潔
的
的
純
問
父
戚

又
洞
的
)
(
匕
如
遠
遠
越
過
f
N
U約
的
概
念
而
它
的
極
點

可
以
下
而
的
話
來
表
示
「
原
來
我
足
以
天
主
的
妒
交

M
r
F
A
你
們
原
來
找
已
把
你
們
并
配
給
一
個
化J快
怕
你

們
當
作
嵐
潔
的
重
女
獻
給
了
起
督
」
(
格
俊
口

2
)

意
師
教
友
們
應
如
此
具
偏
識
資
收
站
元
經
忠
貞
端
莊

等
美
德
以
獻
與
茲
督
猶
如
一
位
無
瑕
的
貞
女
之
林
、
怯

。夫
(
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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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然
改
甜
點
叫
此
他
們
原
袍
的
主
已
拈
來
川LU
H屯
去
糾
正

姆
的
一
文
派
兩
熊
彼
此
間
的
民
別
叫
起
法
利
來
啦
油
的
人

的
成
均
志
今
求
乏
於
又

+
t
H
m
川e川
付
，
川
圳
人
的
必
川
三

。

分
之
一
應
歸
功
於
刊
己
的
以
Z
J

這
一
起
派
的
創
立
人

t
i
l
l
-
-白
，
、
、
。

1比
仙
屯
的
r
M人
咱
們
這
(
門
爪
5

肘
)
他
約
他
的
心
犯
反

ii1toi?

ll
y

, 

州
門
羅H
叫
政
府
泊
在
戶
口
口
叫
他
的
制
克
拉
比
比
向
他
的
時
帥
、
仗
判

時
加
快
地r
h
o山M
w
m
U此
府
仇
的
伸
向
卡
、
打
川
八
他
的
叫

U
A
人

如
法
利
位
人
尤
其
他
叫
你
先
人
不
如H
U
M他
們
的
叮
叮
創h
H

們
風
他
們
遂
悅
行
恐
怖
炊
甘
情
的
叫
吼
叫
h
A
J
γ門內
台
一
部

分
統
的
「
匕
一
臼
熟
」
(
白
自
己
M
)的
人
‘L
L

尤
為
川
泌
的H

d
敏
於
抖
動
匕
尚
品
州
建

I
U丙
而
侃
，
已
絲
馬
利
為
太

m
M字
(
公
元
六
六
1

七
(
1，
年
)
的
隊
發
和
我
哄
的
情

。

的
逗
派
人
士
路
其
大
部
分
的
立
作

近
來
有
比
三
學
者
企
圖
替
談
耐
熱
心
明
市
名
以
們
呻
吟

譽
昆
山
是
山
氏
家
約
瑟
夫
l
|

熱
心
心
誠
的
作
為
我
們
口
，

能
由
他
的
作
品
中
獲
悉
|
|
不
是
個
公
正
間
厚
的
史

也
叫
他
只h
X阿
烈
和
叫
九
峰
的
兔
不

4
公
甘
于
洪
水
是
狡

們
也
終
不
古
d
u打
瑟
夫
鐘
才
研
制
結
馬
人
心
他
布
叫
作
的

是
難
改
叫
E
U品
質
的
因
此
梢
的
因
為
在
他
苦
力
的
A
M
h
p
一
道

受
過
敏
禍
刊
以
熱
誠
煎
拼
殘
的
人
向
世
卜
作74戶
此
外
泣

4仿
制
蚓
山
河
心
令
部
的
一
些
要
人
說
時

4小
的
U
h
B
很

U
中
，
關
於
川
恥
之
戰
爭
的
文
件
門
地
川
市
泛
的
昕
一
的
心
，
叫
令
部
的
要



人
以
及
帝
間
人
員
供
給
右
瑟
夫
的
因
此
雖
然
他
當
時

想
討
奸
凝
馬
人
也
不
能
一
手
掩
最
天
下
人
的
耳
閃
而

照
自
改
變
事
質
的
真
相

有
比
一
一
學
者
以
谷
木
蘭
隱
士
屬
於
熱
誠
來
但
迢
迢
且
說

法
無
所
依
綠
更
有
些
作
者
|
|
按
我
們
所
知
約
街
三

四
人
|
i
竟
然
主
張
耶
穌
也
是
個
熱
誠
黨
的
黨
員
這

更
是
滑
天
下
之
大
稽
了
他
們
著
的
「
小
說
」
不
但
沒

有
歷
史
價
值
而
且
違
反
歷
史
文
件

見
法
利
鑫
黨
繳
杜
塞
黨

(
市
由)

M
m靠
自
R
P
R
E
y
3局
「
c
s
c
-o
J

比
一
名
詞
在

空
一
一
中
字
?
甲
多
E
J
/
F
E
M
E已
|
i
l

二

-

i
i
1

世

，
、
希
伯
來
文
及

希
纖
位
T
譯
本
上
的
原
意
本
是
指
由
一
家
或
一
族
經

過
歷
史
的
演
變
及
人
種
的
繁
殖
而
形
成
的
一
個
國
家

或
民
族
而
言
但
在
以
民
的
眼
中
宗
教
上
的
觀
念
很
快

地
超
過
了
人
種
觀
念
亦
即
以
民
之
被
稱
為
民
族
並
不

僅
是
因
為
他
們
都
是
亞
巴
郎
依
撒
格
的
後
代
而
主
要

的
詞
是
因
為
他
們
是
惟
一
真
神
天
主
的
敬
禮
者
是
天

主
以
盟
約
特
選
的
惟
一
民
族
是
神
聖
的
子
民
(
山
的

泊
中
7
6
)
紙
何
他
們
才
是
「
民
族
」
故
此
其
他
的

一
切
諸
邦
都
是
異
民
或
異
邦
及
外
教
人
是
「
不
成
子

民
的
人
」
(
巾
n
n
)這
種
思
想
觀
念
在
一
詠
及
厄
F

二

井
中
尤
屢
見
不
鮮
(
參
見
創
m
s
依
8

目

M
站
等
)

希
磁
譯
本
亦
沿
用
了
這
種
方
式
稱
以
民
為
民
旅
(
德

-
“
7

割
的
時
)
其
他
一
切
民
族
皆
被
稱
為
異
邦

(
州

州
-e
v古
訓

則
下
的
s
幻
2
等
叮
這
種
民
族
思
想
在
叫
民

-
的
心
理
上
很
形
中
造
成
了
三
位
自
慰
自
六
的
殘
踴
及

2395 十五、作

敵
對
諂
邦
災
民
的
狀
態
此
一
心
理
狀
告
在
新
約
時
代

的
前
後
當
猶
太
人
大
受
帝
國
主
義
踩
論
壓
迫
的
時
候

更
是
形
表
們
路
線
造
以
民
的
高
傲
心
躍
在
服
史
上
受
了

嚴
重
的
創
傷
放
打
擊
北
闋
的
滅
亡
南
闋
的
充
軍
耶
京

及
聖
殿
的
蕩
然
無
存
以
至
不
再
成
悶
悶
家
不
再
成
為

自
由
獨
立
的
民
族
等
樣
樣
都
清
楚
地
指
山
「
天
主
的

特
選
民
族
」
這
塊
招
牌
並
不
是
他
們
得
紋
的
保
障
及

護
身
符
真
正
得
救
的
惟
一
途
何
還
是
真
正
的
宗
教
虔

誠
一
這
是
先
知
們
及
新
約
時
代
的
扔
給
交
耶
穌
，H
己
所

明
言
指
出
的
(
見
瑪
3
8
1

叩
8

叩
口
打

8
U

“
)
以
民
的
天
主
也
是
天
下
的
內
邦
眾
氏
的
天
主
天
主

也
時
時
在
照
顧
他
們
並
將
恢
臼
己
的
計
釗
在
默
兩
亞

時
代
使
他
們
藉
若
以
民
來
認
識
故
將
惟
一
的
天
主
而

形
成
一
個
偉
大
的
天
下
民
族
(
耶
3

口

的
7

兒
創
ω

申
犯

8
)
約
納
吉
就
在
證
明
天
主
必
與
民
的
支
謎
充

軍
之
役
的
先
知
更
是
強
調
這
一
點
(
主
2
6
9

回

8
刮
目

M
H
1
n

制
約
9

的
別6
仰
自
自
)
，
也
起
這

種
新
觀
點
的
主
要
宣
傳
有
划
還
是
依
H
U
M
咱
們
二
部
分

的
作
者
(
依
刊
臼
|
M
H
n
s
|
叩
們
也
叫
|
刊
物
6
日

4
5

位
m

等
)

新
約
新
約
的
作
者
問
「
異
民
」
之
處
有
一
百
六
十

次
之
多
多
次
與
「
民
族
」
一
詞
並
用
並
絨
總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的
分
別
(
見
路
7
5
幻
2
法

叫
“
!
時
宗
4

自

|
叮

m
n

叫M
Z
M
等
)
有
時
則
如
當
約
指
非
國
天
主

選
民
的
異
邦
人
(
瑪
5
M
m
5
m
m
自
路
n
H
牌
服l

s
的
u
格
前
1

站
等
)
但
是
除
上
述
者
之
外
新
約
中

出
現
了
一
種
新
的
觀
念
與
民
是
指
那
些
反
對
自
基
督

徒
所
組
成
的
民
族
者
而
言
(
格
前
5
1
η
2

個
博
前4

5
伯
前
2
時
)
橘
成
這
一
民
族
的
份
子
來
自
不
同
的

種
族
及
地
區
他
們
之
間
彼
此
的
聯
繫
不
再
是
血
統
而

叫
起
共
同
的
信
仰
及
救
援
的
恩
惠
(
迦
3

扭
扭
)
天
下
一

切
持
受
福
音
的
人
們
都
有
資
佫
腦
鈴
這
個
民
族
(
瑪

n
H
m
谷
的
臼
時
)
天
主
的
的
刊
選
民
族
|
|
舊
約
以

色
列
民
族
l
|
沒
有
很
川
的
接
受
及
完
成
天
主
救
援
的

計
釗
因
此
天
主
將
此
付
釗
擴
展
至
世
界
上
一
切
的
民

族
而
成
為
「
天
主
的
新
以
色
列
」

(
迦
6
M
)
但
是

在
這
個
天
主
的
新
民
族
之
中
輯
們
約
以
民
亦
包
括
在
內

祇
要
他
們
良
心
悶
頭
改
過
(
見
羅
刊
)
在
新
約
尤
其

學
保
線
是
這
個
新
救
援
神
學
的
倡
導
人

異
民
曾
經
是
被
遺
忘
的
民
族

(
弗
2
u

)
援
然

天
主
八
聞
自
以
宇
宙
駕
物
的
創
造
灰
人
的
良
心
顯
示
給
他

們
片
面
的
照
顧
了
他
們

(
經
-
H

i
H
)
但
是
現
在

天
主
的
慈
這
沒
救
使
甜
打
做
一
切
猶
太
人
與
異
氏
之

間
的
隔
閥
而
普
照
世
間
一
切
的
人
類

(
弗
2

H
)
共

同
組
成
一
個
學
民
1
|
|
娶
教
會
應
史
告
訴
我
們
組
成

這
一
教
會
的
絕
大
多
數
的
份
子
來
自
異
鼠
因
為
猶
太

人
仍
臼
通
向
恃
以
自
己
為
天
主
惟
一
快
退
的
民
族
仍

給
被
拒
絕
排
斥
其
他
一
切
諸
邦
異
民
於
是
異
民
在
天

主
的
新
以
色
列
中
竟
從
來
居
上
(
見
的
的
幻
H
絡
刊
品
)

這
樣
眾
望
所
歸
的
默
西
亞
乃
成
了
「
萬
民
的
君
主

」

(
默
的
3

‘

見
創
刊
刊
)

〔
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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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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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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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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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經
上
雖
然
不
少
次

間
-
n喔
喔

μ
F
Z
E

」
提
到
莒
但
其
它

一
出
現
之
前
的
徵
兆
以
及
發
生
之
後
的
症
狀
如
沒
有
清

楚
的
說
明
這
應
是
一
種
十
分
可
怕
又
迅
速
蔓
延
以
及

在
古
東
方
相
當
普
遍
的
災
禍
是
以
百
姓
無
不
對
之
生

畏
視
為
來
自
上
主
的
懲
罰
先
知
們
尤
其
耶
肋
米
亞
及

厄
則
克
耳
更
不
時
以
此
來
恐
嚇
以
民
以
求
百
姓
安
份

守
己
遵
守
天
主
的
誠
命
(
郎

的

z
m
n
m
M
M
M
H刊的

u

則
5

凹

7
M
M
n
n
n
等
)
且
不
時
以
瘟
疫
飢
餓

戰
爭
三
件
最
大
的
民
族
災
難
相
提
並
論
猶
如
這
三
災

是
不
會
單
行
似
的
墓
教
會
也
多
次
求
主
兔
此
三
禍

按
學
經
上
的
記
敘
天
主
格
外
用
這
種
災
難
來
懲

罰
一
個
民
族
或
整
個
國
家
的
過
犯
有
時
亦
是
為
打
擊

個
人
的
傲
慢
無
理
格
外
是
君
王
們
的
罪
過
諸
如
埃
及

十
大
災
中
的
第
五
及
第
六
災
難
的
獸
疫
及
股
瘡
(
出

9
1
|

凹
)
是
為
懲
罰
法
郎
的
明
證
達
咪
調
查
戶
口

後
所
發
生
的
瘟
疫
(
撒
下
"
的
)
約
積
落
於
培
肋
舍
特

人
手
中
之
後
的
瘟
疫
(
見
繳
上
5
6
.
|

臼
)
亞
述

王
散
乃
黑
黎
布
圈
圈
耶
京
時
在
軍
隊
中
所
發
生
的
劇

烈
瘟
疫
等
(
列
下
m
m品
)
都
是
來
自
上
主
的
義
怒
當

然
從
一
方
面
來
說
古
東
方
醫
藥
的
缺
乏
衛
生
設
備
的

簡
陋
人
民
知
識
的
落
後
等
都
是
造
成
這
種
病
症
的
主

要
原
因
尤
其
在
戰
爭
連
天
飲
水
缺
糧
的
狀
態
之
下
比

病
可
能
一
發
就
不
能
阻
止
了
無
怪
當
時
造
成
了
百
姓

心
理
上
的
巨
大
恐
怖

在
新
約
上
瘟
疫
與
飢
荒
是
世
界
末
日
來
臨
前
最

十五畫2396-2398 

腐

空

見的
病災

症。難

絡(
21 

默i
24 

(
韓
)

們
是
J
Z
1

「
悶
。n
r
J

n
剃
完
7
乍
可
2

日
」

m接
言
(
甘
心
話
皂
白
)

豆
豆
的
置

1

:
a
r
j
'

，
、
類
比
成
語
格
言
警
句

對
比
諺
語
潑
言
等
種
種
意
義
但
因
它
主
要
的
目
的
似

乎
是
在
指
示
人
生
處
世
修
身
齊
家
之
方
針
放
中
文
正

確
的
將
之
譯
作
「
箭
一
一
百
」
其
賀
這
種
以
格
言
方
式
來

成
書
訓
人
的
文
件
在
古
中
東
的
文
明
諸
國
是
頗
為
普

遍
的
尤
以
訓
導
朝
廷
中
的
顯
責
人
物
為
其
目
的
考
古

學
者
會
發
現
著
名
的
仆
塔
屬
特
仆

(
2

谷
，
目
。
同
。
可
)

的
訓
誨
飯
言
是
公
元
前
二
千
五
百
年
左
右
的
作
品
它

的
內
容
就
是
一
位
家
父
以
朝
廷
中
的
體
規
來
教
訓
自

己
的
見
子
諸
如
談
吐
之
文
雅
吃
飯
之
端
莊
行
為
之
正

直
正
義
感
與
責
任
感
尤
其
是
應
躲
避
邪
惡
女
人
等
這

種
類
似
的
敢
言
作
品
會
鹿
為
考
古
學
者
所
發
現
比
如

默
黎
卡
勒
王
的
錢
言
(
但
角
色
，
宮
，2
)
阿
尼
的
激
言

(
〉
自
)
及
阿
門
摩
培
的
訓
誨
篇
(
〉
E
g
o
s

名
。
)
等
他

們
的
主
要
目
的
且
是
訓
練
來
臼
於
宮
中
朝
廷
任
職
的
青

年
聖
經
中
的
鐵
言
似
乎
亦
是
以
民
主
朝
時
代
的
宮
中

作
品
(
列
上
5
9
|

臼

ω
1
l
H

扭
扭
)
這
也
就

不
必
奇
怪
猶
太
人
及
各
基
督
教
團
體
向
來
皆
以
激
言

為
撒
羅
游
之
作
品
祇
有
後
來
才
發
現
將
全
部
作
品
歸

諸
於
撒
經
瀚
事
非
可
能
這
一
點
我
們
後
來
再
談

自
考
古
學
昌
盛
以
來
尤
其
是
自
從
不
少
其
他
古

見

石。

文
化
民
族
的
滋
言
品
土
問
世
之
後
便
有
不
少
的
學
者

強
調
以
此
聖
經
中
的
鐵
言
是
在
受
了
外
人
的
影
響
之

下
寫
成
的
猶
如
以
民
君
主
政
權
之
建
江
是
仿
欽
外
邦

人
組
織
改
府
的
結
果
(
繳
上
8
m
)
那
麼
敢
言
芝
在

以
民
成
吉
問
世
亦
是
在
君
主
政
體
成
立
之
後
仍
然
大

力
仿
效
其
他
民
族
的
結
果
固
然
我
們
不
能
斷
然
否
定

這
種
可
能
性
尤
其
是
鑑
於
兩
者
所
用
的
體
材
是
如
此

的
相
似
至
少
外
表
形
式
的
模
仿
是
非
常
可
能
的
但
是

如
果
我
們
將
以
民
的
錢
言
仔
細
分
析
研
究
一
下
我
們

不
難
發
現
聖
經
中
的
激
言
的
確
謀
取
了
外
邦
人
文
學

的
敢
言
類
型
不
過
二
者
之
間
仍
有
莫
大
的
處
別
主
要

的
還
別
在
於
以
民
的
簡
言
中
充
浦
了
天
主
的
觀
念
事

事
以
天
主
為
中
心
為
天
主
為
近
人
而
鑫
叫
喊
服
務
的
精

神
充
漏
全
書
這
是
在
外
邦
人
的
錢
言
中
所
錢
不
到
的

人
應
當
避
惡
行
善
因
為
罪
惡
虛
偽
假
秤
「
為

上
主
昕

深
思
」
這
種
說
也
在
鬧
一
到
中
屢
見
不
鮮
(
簡

U
I
U

血
的
8
9

等
)
這
更
是
外
邦
激
言
中
所
絕
無
僅
有
的

這
種
宗
教
的
熱
誠
事
事
以
天
主
為
懷
的
精
神
尤
其
見

於
充
軍
之
後
成
書
的
錢
言
部
份
中
致
使
它
在
最
後
成

書
定
型
之
後
所
表
現
的
宗
教
精
神
已
遠
遠
超
過
它
原

來
所
有
的
人
文
及
宮
廷
氣
氛
(
見

1
l
9
)
可
是
從

另
一
方
面
我
們
也
不
得
不
承
認
儀
言
似
乎
不
太
注
意

斟
倒
向
來
所
強
調
的
救
援
歷
史
的
問
且
從
未
提
及
引

證
蝴
蚓
法
律
上
主
的
許
諾
及
其
許
諾
的
應
驗
等
故
此

它
在
聖
經
的
作
品
中
是
別
具
風
格
的
一
本
經
典
它
所

包
括
的
範
圈
非
常
之
廣
幾
乎
不
可
能
將
它
的
內
容
來



扣
以
分
扒
m
m

川
匕
斥:
μ懶
市
及
游
手
一
份
別
強
惘
圳
孩
走

L

吼
叫
女
憋
進
守
生
活
的
州
朋
你
從
重
組
誡
沁
火
公
紋
私

的
u
h艸
j
A
珊
川
川
川
U凹
的
利
川
紅
假
話
泌
的
臥
圳
的
人
樂

等
叮
奸
施
山
山-
D
U伊
總
於
受
教
待
人
混
和
處
向
﹒公
凡
此
等

等
卜
仍
不
少
的
民r
u
H
A
作
符
木
。
峙
的
m
v驗
之
A
M(
紋
的

時

ω
‘

毛

)
口
可
何
一M
A
-
-

則
是
人
生
的

J
f們
成
象

(
絨

。

U
M
η
7

)
 

分
怖
的
先
我
們
要
知
道
侃
一
n
u旭
水
H
a
U
H
正
山
川d
多

長
足
的
，
刊
文
和
做
女
均
成
的
它
是
的
數
“
不
間
的
作
X

F
U
Y尖
叫
成
v
t如
你
M
A怖
的
叫
門
口(
閃
1

討
1
)
咐

我
的
圳
一
口

(
2
H
M
U自
)
川
h
h俗
的
格
f
H
(
初
3
)

肋
圳
特
阿
峙
的
格
-
一
片
等

(
h
M
I
)m
u
-
-
阻
d
H
起
去
街
上
之
不

切
合
W
H際
的
分
卷
叫
吋
y

，
不
力
的
分
打
印γ
t
n們
的
命
卅
一HM

肉
來
紛
絃
令
人
主
族
分
九
卷
有
人
強
瓜
分
八
卷
我
們

.. 

。

則
以
為
將
位
刀
兮
成
七
卷
逆
切
扒
K
W
M除
合
央
還
利

卷

-
a
p
h
u的
7
4

綱
領

(
1
1

7

)
你
在
做

的
做
一
刊
稱
卅
杭
州
H
U泌
的
p
r
弟
善
去
賊
守

(
1
8

l
9

卷
二
信
你
吋
仆
爛
的
，
u
r

民
全
♂
最
長
的
一
卷
似
乎

是
特
利
圳
吋
帆
布
次
快U斤
級
圳
件
附
叫
們
的
人l川
口
從
收ι
M

W忱
的
避
必
行
泣
，-
K
U
h圳
午
倚
刊
上
十L
(
m
l
-
n
H

)

往
三
利
諾
的
金

J
n
w削人
避
必
的
操
臼
持
收
迎
淫

亂
(
2
口

l
M
M

)
外
加
一
例
M
m迫
紅
布

「
以
干
也

。

EH
止
緝
名
的
每
一
日」
(
圳
的自
I
E
M

)

昕
一

谷
歐
制
制
圳的談
品
犯
指
出
是
由
蚓
到
王
刷
刷

一
克
雅
的
手
下
所
處
祟
的
(
鈞
1
l
m
訂
)
「

2399-2400 卜五 i!F

念
抗
阿
扎
爾
的
格
言
是
微
的
間
的
終
于
況
有
一
章

(
m
m
)內
布
十
二
個
謎
法
交
回
延
不
能
漏
足
的
事
比

忿
e

川
的
凸h
U
R
玉
的
付
利
戒
子
的
圳

-
-
z口

(
M
M

。

谷
七
口
H
M
贊
歌
頌
川
叭
叭
仰
的
J
的
是
以

8
)
，
γ
叮
叮
蚓
崢

。

排
列
的
知
間
凡

(
M
HM
i

u
)

!

著
作
問

i且
本
M
H
H之
卷
二
扎
扎
卷
臼
(
ω
-
-
n
H

反
封
l
m
)，

其
占
老
的
叮
叮
闡
明
-
-
H
H
正
叫
蚓
叫
圳
的
作
口
叫

這
兩
i

也
注
目
阪
大
的
兩
倘
呆
子
故
此
向
古
以
次
使
慎

峭
的
，
今
川
川

e

一
刊
的
叭
叭
如
何
斗
倆
口
也
可
以
現
裕
的
丸

I
n

之
川
乎

都
n
t

俠
、
己
講
侃
侃
全
部
呻
吟
一
一
鬥
比
門
山
臼
抓
綠
渝
的
科
法
字

非
可
能
內
的
一
些
絞
小
的
第
「
是
山
於
其
他
不
同
時

代
的
作
汽
Y
X
寸
例
很
有
們
知

m
m
m
A心
惜
一
挖
闊
的
的
於

你
叩
開
淌
的
兩
個
村K
L
J
(卷二
及
卷
四

)
是
最
早
被
人

一
制
的
次
排
的
的
川
門
川
主
於
這
兩
往
是
否
真
正
山
訟
撤

w
m

1
l
a
.

。

獄
之
手
則
是
見
智
兒
仁
的
問
題
共
他
的
笑
γ

了
固
然
是

較
，
悅
划
的
作
品
，
利
比
)
一
是
充
軍
則
俺
的
產
品
比
如
卷
一

(
1
l
q

)
的
計
一恥
風
及L
Z
n
似
乎
4
.指
示
它

U
A公
元

。

3
》
、
《
4
3
.

的
可
惜
←μ
b
E右
的
處
u
m但
從
決
于
一
口
中
最
悅
的
弘
一
于
亦

惚
惚
喇
喇
文
化
時
代
之
此
已
定
"
成
几
品
制
蚓
文
化

、
，
》
3
、
‘

'
，
。

的
工
已
在
彼
一
口
中
起
孔
不
到
的

也
山
川
何
關
昂
的
也
州
以
H
i蛤
於
圳
海
仔
椒
，
總
散
文
超

然
不
制
訂
的
文
字
尚
辦
凶
門
的
於
U
W
J
d
L
其
、J
A
Z
H
f
川
的

的
形
式
法
H
州
內
(
注
兒
詩
歌
條

)

價
位
做
言
堪
稱
為
圳
誨
詩
中

的
代
表
作

與
其
他

古
東
方
同
類
型
的
作
品
可
以
相
提
並
論
並
到
齊
驅
這

無
遜
色
古
品
占
代
以
鼠
擠
到
心
的
明
治
好
位
研
究
叫
良

心
仆
人
化
史
攻
倘
刷
品
手
不

吋

戌
敞
的
7

、
隊
依
此
是
一
部
非

常
訂
做
位
的
H
V
H
H
H
X

付
稿
於
它
的
內
容
反
目
的
刊
足
為
使

人
修
身
行
言
越
惡
為
宅
越
是
以
它
不
論
為
任
何
時
代

任
何
地
厄
扎
戊
任
州
民
簇
都H4←
利
益
有
個
位
汶
口1人
盒

。

繭
的

原
文
與
譯
文
原
文
是
希
伯
來
文
大
勢
必
來
保
訂

得
相
凡
刊
凹
凸
且
銘
心
反
有
卷
三

(
泣
口
l

n
H
)
及
卷
五
和

卷
L
A一
兩
個
小
集
子
(
初
1
.
|

詞
，
)
稍
有
造
反

1且
是

。

l
i
l
i
-
-
i

學
犯
們
比
例
公
斤
的
它
議
上
鬥
乏
的
諜
，
r
F
份
出
峙
的
問
此
仁
十
利

土
譯
本
可
惜
它
並
沒
有
布
全
依
照
原
文
的
次
第
排
列

。

F

來
拔
此
外
您
的

L
竹
叫
怕
是
混
亂
琨
-
裂
，
姑
且
釘
問
她
一
一
地

方
叫
弓
之
超
過f
原
文
的
抗
郎
鼠
，
何
加
派
培
訓
之
嫌
故

此
節
數
亦
不
必
H
H
向
日
禹
作
心
中
戶
手
倒
是
m
t
u熱線
是
英
在

將
來
?
川
譯
成
抖
]
文
峙
的
叫
你
忠
向
抖
仔
細
他
從

f

歐
文

U
A以
他
的
譯
作
為
持
多
經
解
或
叫
們
峭
的1
州
句
位
供
f

不
少
省
價
他
的
迷
糊
仲
這
賢
在
是值
得
稱
柄
的
一
則
岫

(巾
，

)

M
W
L
r
n
v
d

吋
B
S
E
E

n
o

J
節
訓
之
忘
義

A
T
K

3
H
K
d
a
4
旱
，
F
F
P
3

、;

1

3
2
.
'，
r

-

2
a
F
I
E
-
f
c
E
E
E
E
H
E

、

上
是
川
來
矢
志
，
人

對
肉
偏
浮
法
的
妄
勁
有
所
的
氣
，
一
之
荒
山
多
次
與
節
日

K
H
A

混
過
用

(
宗
扭
扭
身
5

臼
伯
縫
1

6

化
的
7
9
9

品

鐸
1
.
)

見
海
德

圳
叫
即
期
(
控
訴
2
)

(特
)

見
度
筍



-
h叫
h
m月
b
R
B
E

』U
Z
Q
﹒
呼
口
可
只-
J
普
通
我
們
所

7
-
N
H
b
創
V
L
M
b汁戶
切
E
r
g
-

∞
E
H
H
E
\

的

τ
-
4、
3
4
1
-
d
w

、
司
，
叮
也
叫
人
大

』

心
叩
仙
t
H『
山M
M仰
危
一-M
叫
‘
一
圳
米
交
奴
月
一
川

A
q
k
k

「5

日
J

阻
鈍

戊
I
n
f行叫
峙
的
久
仙
注
1

期
一
上
除
f

上
述
F
h
b，
恥
之

外
(
凡
叫
仙
"
“
臼Mm土
站
血
泊

n
)
更
白
了
他
宗
叔
上

的
立
甘
剎
那
日
，
k
上
的
何
符
屯
，
要
泛
指M
m比
一
一
宗
教
上
的
近

兩
恨
那
竺
戶
，
令
官
必
有
天
主
存
在
街
上
主
賞
她
刊
以
州
以

的
人
(
泳
凶
4
U
M
Z
叮
2

的
山7
"
8
)以
吱
泌
的
一
一
臼

心
位
視
上
主
法
律
而
又
壓
迫
其
他
守
法
者
的
人
(
依

。
，
l
i
l
-
-
'，
自
'
，

刊
叫6
)
山
的
鳥
一
斗
叫
立
的
沒
有
聽
從
一
天
主
的
一
品
而
變
成

f

糊
哈
人
(
撒
上
U
H
一
兩
上
幻8
見
一
端F
M凶
，
)
愚
人
自

煞
是
指
個
人
吋

2

日
但
也
可
能
是
指
叫
樹
憩
是
民
族
「
這

n
h
J
A為莉
的
人
氏
愚
昧
克
不
可
心
誡
我
H
H
-吭一
一
叩
門
知
的
，

f

民
沒
釘
別
怕
什
八
仙
作
忌
恨
知
行
改
口
」
(
札4
且

m
m
M

t
e

、
。

月

3

叫
什
刊
)

在
街
U
U
S
上
特
切
強
晶
宗
教
的
熱
必
是
，
叫1己
的

。
.

泉
門
八an
反
地
問
品
入
內
充
必
版
做
刮
大
市

w
v
a
m
-
-

月
1
必

看
仙
們
已
改
比
的
卅
催
問
丘
地
一
一
愚
昧
的
人
接
?
在
止
;
上
也

是
乏
不
受
軟
忌
的
人
(
前

1
7

n
M
3
9
叫
Z
M

詠

m
m
9叫
7

口
再
叫
凹
，

u
d
3
u
5
4
d

:
4
;
:

、

示
約
出
的
-
h金
人
與

4
月
向
中
的
巴
人

K
H
d
樣
的

估
價
他
們
已
那
您
只
仇
山
冰
叫
外
表
叫
小
叫
內
心
仇

泉
州
拭h
v
u向
純
正
的
人

(
w
m
M叫

U
I
J
n
M叮
)
是

鄉
咕
不
到
天
主
俑
，
叫
行
策
划
行
事
凡
此
生
，
泊
的
人
(
的

m

u
叩
)
:
瓦
那
些
在
沙
灘
上
何
人
，
且
房
校
的
\
(
早
已7

抽
)

以
反
-
r
h
m指
啊
，
而f
人
卡
沾
從
智
者
的
去
的
人
(
為
衍

\- 11. .lf. 2401-2402 

2
l
l
8
)瑪
5
呵
，
卅
拉
伯
的
問
人
品
「
題
y
f
」
咚
膝

交
叫
H
U叫
冷
的
同
H
b

叫
刊(
M
A他
的
H
U
i山
上
也
的
心

4

小
少
次
「
制
冷
」
必

「
也
昧
」
的
1

州
叫
他
o
M
I
U
來
縛
，
沉
付
「
悠
叭
」
-
扎

在
求
教
上
的
生

h
l卜
何
叫
，
心
的
u
t
解
(
見
縫
2

血
泊
約

2
u

州
5
口
銘
3
.

心
後
2

自
)
仙
是
他
史
前
悠
地

指
圳
來
降
以
L
l
注

1
.
也
泌
的
救
援
呻
吟
叫
川
市
的
外
教
人
H
A

恩
怨
，
此
后
抖
的
詐
(
俗
的
I
H
U

臼
)
的
尸
、
仆
"
耶
穌

為
主
的

l
u
U
M

徒
划
進
天
主
的
惱
怒
能
和
科
內
心
收
位
丸
是
世

間
以
為
是
智
位
明
遠
的
事
在
天
主
的
多
半
泣
w

泌
的

事
(
羅
l
n

裕
的
l

m
3
M
4

刊
)

。

見
智
悠

(
梅
)

的
自
間
c
r
口
μ
\
(UY『
B
E
E
-
M

戶
口
ι
H
H
J

M
趴
創
羽
生
-
O
F
f
F
E
-
-
3
B
E
B
-

。
己
已

一
編
年
史

咐
，
仆
己
的
是
，
所
謂
叫
祥
之
是
兩
制
兩
年
紀
上
k
l
h
m

可
4

恥
的
村
上
b

合
計
吋
λ

也
部
凶
兩
年
夫
通
常
的
的
約

和
新
約
的
一
衍
來
卅
切
心
碎
此
取
必
不
外
日A
A
居
的一端
年
史

前
一
押
的
分
叫
兩
年
紀
上F
明
民
述
的
似
乎
只
是
重
復

人
已
山
似
瑟

i
H
V
d
u

位
“
你
尼
采M
A紀
繳
恭
爾
上
F

列
玉

H
t上
F

所
然
悉
的
玖
以
史
而
且
其
關
山
市
代
維
h
h
G一
些


J几
反
的
人
刊
特
I
d
m單
叫
叫
乏
味
的
玄
控
的
以
反
紳
山
山
不
窮

的
神
叫
你
」
心
血
峙
的
。

h
M
F付
此
就
連
討
甜
甜
經
順
μ的
研
究
的

液
病
也
科
大
版
立
的
研
糾
峙
，
年
紀
學
耐
熱
線
尼
吳
稽
之

圍
內
「

J削
年
紀
」
七
十
M
U士
譯
仗
，
譯E
M
F
E
Z
司
。E
g
g

芳
叫
圳
偷
越
七
十
叮
七
段
以
之
情
的
-
代
史
穹
的
補
逍
就

。

米
見
得
重
飆
這
部
忍
典

抱
h
r
H揹U
H
心
"
以
忽F
A
A
h
咐
，
+
史
的
主
安
以
才
似
于

還
是
他
們
賢
在
品
的
胖f
這
些
R
M成
凡
的
同
幻
1
.

叫
一
小

。

明
乃
中
午
九
前
的
用
章
就
比
心
，
叫a
t
y
泌
插
在
這
段
凡
在
怕

中
d
求
情
切
的

M
M
t
史
品
錄
切
注
味
ι

究
從
何
峙
，
戶
地

段
來
向
正
切
要
找
尋
這
峙
的
1

扎
扎
坤
船
只
有
哭
迫
史
時

將
精
年
史
放
在
一
進
而
去
叫
妝
品
，
叫
上
F

尋
求
比
較

咽d
h
h
H
賢
在
的
史
叫
他
們
所
以
火
做
是
間
(
打
他
們
川
流
紅

注
意
到
何
年
史
作
者
無
主
給
我
們
很
述
焦
仁
的

h
T
A
…
吽
叮
叮
當

降
生
前
千
年
，
花
白
的
空
央
人
向
進
止
不
主
他
的
目
的
是

在
於
要
來
的
那
位
聽
您
的
「
達
味
」
他
的
企
爵
縛
，
叫

志
在
切
成
設
過
以
色
列
人
天
主
的
手
氏
在
叫
工
口
自U縫

之
日
才
天
主
視
來
施
放
的
U
m惕
和
4
巾
M
h
h

二
成
書
時
代
初
作
者

大
均
分
車
，
L

字
各
八
1

日
部
A
念
逗
凹
部
几
故
伐

的
M
P可
此
?
八
日
之
在
公
元
前
，
二

a
n年
兒
打
山
A
A
活
太

也
几
位
小
叫
什
州
州
學
家
的
兜
風
在
一
仗
，
'
名
兵
呵
-
N
T
卡
一
械

H
h而

0. 成
這
位
烈
名
氏
向
方
一
哭
叫
心
川
凡
刊
)
門
[
巾
稱
之
為
「
闕
，
斗
已

作
者
」
逗
些
當
編
年
史
的
訓
中
學
家
不
論
他
們
有
汁
位

名
稱
最
初
聽
他
們
宣
講
的
綜
泉
是
公
元
前
三
卅

L
初

在
宅
門
由
于
後
蓋
住
的
學
殿
內
聚
集
的
耶
路
淑
冷
的
為
太

宗
從
剛
過
所
以
他
們
用
的
垃
呻
學
的
希
伯
來
五
個
個
卜
共

中
有
些
邱
分
(
詳
見
後
)
間
的
划
是
當
時
巴
力
斯
旭

t1141tit--o 

講
泣
的
阿
利
笑
一
為
迋
一
滔
滔
臼
後
竟
成
耶
穌
述
密
的

唱
家
鄉
晶
晶
為
波
斯
帝
悶
(
五
三
九
i

三
三
一
一
)
的
部

包
箔
巴
力
斯
坦
公
文
行
交
別
的
是
阿
刺
美
活
所
以
阿



刺
美
語
就
成
了
當
時
巴
力
斯
坦
地
方
的
方
言

三
歷
史
背
績

單
兩
者
閱
讀
編
年
丸
應
留
心
注
意
三
件
史
乳
這
三

件
史
事
品
公
元
前
三
世
紀
向
蚓
划
民
眾
所
作
的
宣
講

很
有
關
係

1

第
一
件
史
事
是
波
斯
帝
國
廢
代
.
君
王
寬
宏
大

鼠
的
行
政
政
能
在
蚓
划
人
的
心
目
中
記
憶
猶
札
自
公

元
前
五
三
九
年
閣
制
刮
大
帝
戰
勝
新
凹
叫
制
帝
國
此

伊
朗
阿
革
默
尼
得
家
族
出
的
十
一
位
帝
王
直
到
公
元

的
三
三
一
年
統
治
了
凹
所
蚓
也
始
終
執
行

r
這
一
政

策
天
史
性
相
充
軍
時
期
喇
喇
叭
則
到
倒
期
的
作
託
宣
稱
問

魯
士
大
帝
為
自
已
委
派
的
「
牧
人
」
和
「
受
傅
省
」

(
依
科
甜
刊
1
)。
創
立
制
制
帝
國
的
問
劃
刮
大
帝
及

其
繼
位
人
一
反
先
前
新
到
湖(八
八
一-
7
六
三
一
)
和

新
巴
比
倫

(
六
二
五
l

五
三
一
九)
兩
大
帝
國
通
常
以

殘
酷
特
別
以
流
徙
對
待
自
己
征
服
的
民
族
的
作
風
厲

行
寬
大
的
政
策
不
但
准
許
流
徙
的
人
民
回
歸
故
鄉
而

且
慨
允
悶
飾
的
人
民
重
建
自
己
家
鄉
已
毀
的
神
廟
如

保
存
至
今
閥
割
刮
大
帝
凹
出
制
文
叫
樹
所
記
錄
的
心
充

軍
後
蚓
蚓
人
能
在m
w路
撒
制
再
逮
立
自
己
的
教
飢
實

應
歸
功
於
間
創
刮
大
恥
向
來
憎
恨
割
州
制
和
封
對
利

達
米
亞
自
然
宗
教
的
猶
太
人
看
來
似
乎
沒
有
受
到
例

朗
瑣
羅
亞
斯
德
二
元
論
宗
教
的
影
吶
這
三
元
論
宗
教

敬
拜
惟
一
善
原
「
智
慧
之
主
」
|
|
「
阿
胡
辣
瑪
次

。
。

-

叫
一達
」
紳
(
〉
】
戶
口Z
Z
E
e
)

憎
恨
善
的
腳
「
智
怒
之
主
」

-, 
一
的
針
頭
「
阿
黎
旻
」
(
〉

W
M
H
F
E
2
)
惡
紳

2402 -1- 1i ,It 

2

第
二
件
史
事
對
耶
路
撒
冷
蚓
划
宗
教
固
體
來

亂
是
比
較
不
大
稱
心
的
一
件
一
點
約
在
公
元
前
三
五

0

年
l

正
確
的
日
期
已
無
法
考
定
波
斯
帝
國
末
菜
集
中

在
撒
瑪
黎
雅
革
黎
斤
山
周
圍
的
宗
教
集
團
正
式
宣
告

與
耶
路
撒
冷
脫
離
關
係
充
軍
期
間
(
五
八
七
l

五
三

九
)
起
日
北
國
叫
剖
刺
的
叫
倒
叫
宗
族
的
信
把
速
制

瑪
黎
雅
的
信
來
也
包
括
在
內
如
耶
們
4
5

所
的
科
仍
繼

織
在
即
山
路
撒
冷
聖
殿
廢
墟
敬
拜
上L
但
樣
的
叫
叫
的所
已

以
民
在
位
於
中
心
區
的
舍
根
學
研
的
做
拘
傳
統
比
只

在
遠
味
攻
佔
俊
才
開
始
的
蚓
叫
咱
繳
械
的
敬
體
傳
統
要

早
好
幾
個
情
紀
放
棄
舊
日
的
制
叫
恥
而
退
到
劉
川
山
作

為
自
己
聖
殿
的
所
在
地
分
離
的
敝
甜
甜
刷
宗
教
團
體

似
乎
有
意
強
調
他
們
總
承
的
質
是
最
古
老
最
正
確
的

以
色
列
傳
統
對
要
求
只
有
自
己
足
以
代
表
正
統
的
以

色
列
子
民
的
刺
賦
蜘
制
蚓
划
宗
教
團
體
存
有
挑
戰
的

心
修
編
年
史
的
神
學
家
在
蝙
修
他
們
的
官
一
一
-
一
口
持
不
得

不
對
付
當
時
新
近
發
生
的
喇
喇
喇
雅
的
分
比

3
第
三
件
史
事
是
比
較
屬
於
政
治
性
的
一
件
事

亞
歷
山
大
大
帝
先
後
在
伊
索
斯

(
H
Z
E
T凶
凶
凶
)
利

亞
卑
校

(
C
E
m
m
s
o
-
F
K
F

品
。
冒
出
三

戰
勝
波
斯
帝

國
後
結
束
波
斯
帝
國
而
建
立
了
較
波
斯
帝
國
更
為
強

大
的
希
腫
帝
國
由
於
大
亞
歷
山
大
的
總
位
人
彼
此
互

相
爭
權
凡
三
十
年
致
使
希
臘
帝
國
分
裂
為
二
一
為
仆

蚓
蚓
蚓
或
蚓
副
王
訊
超
都
於
劇
創
北
肌
肉
到
岡
山
蚓

於
公
元
前
三
三
一
年
自
建
的
亞
|
困
山
到
圓
圓
城
一
為

色
宴
苛
王
朝
建
都
於
創
利E
叫
劉
蚓
一
世
間
刷
出
關

趴
以
公
元
前
三0
0

年
建
立
的
女
提
約
墓
雅
械
制
叫
樹

泠
猶
太
宗
教
團
體
所
在
的
彈
丸
之
地
猶
如
凹
川
例
也

金
也
自
三
二
三
至
一
九
七
年
屬
仆
|
制
制
蚓
王
朝
統
泌
的

文
化
中
心
亞
歷
山
大
里
亞
城
市
的
輝
煌
成
說
瘋
魔
了

耶
路
撒
冷
宗
教
團
體
不
少
的
知
議
分
子
而
造
成
人
才

外
流
就
在
這
一
時
期
公
元
前
三
世
紀
開
始f
譯
經
工

作
七
十
賢
士
希
獵
譯
木
不
僅
以
希
臘
文
藝
詞
旬
外
在

衣
飾
f

猶
太
人
的
信
仰
而
且
也
裝
點

f

他
們
的
信
仰

的
中

心
思
想

內
心
們
分
離
的
做
瑪
黎
雅
人
要
求
自
己
亦
足
以
代

表
以
色
列
天
主
的
子
民
外
有
希
臘
化
的
猶
太
人
務
求

要
以
希
咄
咄L仆
人
化
思
想
來
充
質
臼
已
祖
傳
的
迫
產
這
雙

重
內
外
的
挑
戰
致
使
修
編
年
史
的
艸
學
家
不
得
不
對

以
色
列
的
信
仰
內
容
從
新
有
所
考
慮
自
公
元
的
一
一-
0

0
年
以
來
內
部
發
生
的
制
喇
喇
叫
他
的
挑
戰
白
是
一
比

較
更
為
收
手
火
急
的
問
且
對
制
叫
制
作
者
如
何
修
一
制

年
史
發
表
自
己
的
宣
言
佔
布
比
較
重
大
的
分
泣

四
內
容
與
結
繕

編
年
紀
上

前
篇
l
l

9

“
家
譜
1
1
l

2
2

由
亞
話
至
以

色
列
所
生
十
二
子
2
3
l
9

“
以
色
列
十
二
支

派後
篤
ω
1
l
n
抽

達
味
王
木
紀

(
一
O
-
o
i

九
七
0
)

編
年
紀
下

前
篇
I
I
l
9

缸

撒
臨
時
淪
王
本
紀
(
九
七
、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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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九
三
~
)

後
瀉
的
1
l

狗
血
泊
大
南
國
速
味
王
毛
腿
代
君

王
(
九
三
-
i
五
入
七
)

總
的
叫
“n
n

刊
怕
也
士
亦
令
以
民
歸
關
吊
自
且
也
m
r版

將
自
魯
士
大
帝
的
上
添
置
在
此
處
上
給
編
年
紀

下
起
厄
斯
德
投
以
表
明
巴
比
倫
充
軍
投
非
赴
天

主
放
恩
史
的
的
峙
，
姑

厄
斯
德
拉
上

的
篇
I
I
l
6

且

以
民
歸
國
很
興
租
起

後
篤
7
1
l

m
“

富
於
教
導
性
的
厄
斯
德
拉
小

耐
用

厄
斯
德
拉
下

(
乃
赫
米
雅
)

上
第
1
1
l
7
η
a

乃
赫
米
雅
初
次
來
到
耶
路

傲
泠

中
篇
7
M
b
l
m

叫

教
會
團
體
的
內
在
建
設

下
第
U
I
l
u
u

可
赫
米
雅
二
次
來
﹒
到
耶
路
撒

冷五
史
科
來
源
和
歷
史
性

編
年
紀
作
者
的
史
料
來
源
和
他
採
用
史
料
的
方

式
在
屬
充
軍
以
前
的
第
一
部
分
編
年
紀
上
下
初
在
屬

充
軍
以
後
的
第
二
部
分
厄
斯
德
拉
上
下
是
有
所
不
同

的

十五 .!1

些正主;
經經紀;
外的以柄

的史&編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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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官
也
仙
陳
先
叫
自
然
他
也
利
用f

身
邊
現
有
的
口
傳
他
採

。

用
這
化
二
尖
叫
什
的
方
式H
t
叮
圳
的
「
米
仿
州
市
」
方
式

以
一
一
這
一
方
式
研
先
占
代
史
科
目
的
不
在
於
抖
抖
究
其
原

來
的
全
法
和
行
燒
一
向
H
t的
解
照
計
時
的

M
仰
的
以
然

陶
鼓
勵
布
川
的
聽
梁
向
的
鬥
己
的
仰
挑
戰
的
人
辯
護

自
己
的
心
仰
編
年
紀
作
諸
如
他
的

M
你
訓
學
家
在
編

年
紀
內
大
川
叭
叭
附
了
逗
一
方
式
敘
述
在
各

M

屁
股
供
的

路
史
事
背
而
是
何
司
稱
角
尖
家
仙
也
於
他
們
改
編
這

些
一
史w
u以
求
越
做
仆
，U
的
口
的
的

m
M皮
一
向
H
似
乎
更

好
稱
他
們
為
吟
民
艸
的
學
家
和
熱
誠
護
教
士

E
t於
川
}
斯
德
拉
上F
昕
包
的
的
光
惜
以
後
一
段

時
期
的
H
m
史
蛇
年
紀
作
揮
自
手
邊
說
有
血
肉
收
治
人
直

接
供
給
的
口
頭
和
H
U面
的
史
料
不
過
他
得
的
H
A面
的

史
料
有
不
川
的
行
況
和
-
刊
的
看
法

最
老
而
根
據
路
史
跟
她
又
最
可
靠
的
占
面
史
料

來
源
是
巧
赫
米
雅
的
「
湖
心
文
件
」
這
「
廠
心
文
件

」

幾
乎
完
全
保
存
社

M
I
l
l
-
7
日
1
2

也
盯
油
1

臼

盯
『
叫
口
4
U

等
萃
的
內
阿
塔
薛
西
斯
一
世
先
後

兩
次
委
任
乃
“
帕
米
邪
仇
情
六
總
督
首
次
是
兩
公
元
前

四
四
五
至
凹
三
三
年
二
次
是
巾
凹
三
0
年
至
一
末
曾

說
明
的
時
划
在
他
們
二
次
心
總
管
俊
不
久
親
自
慣
寫

了
這
一
文
件
別
的
拉
不
是
如
名
政
治
家
所
撰
寫
的
問

憶
錄
的
但
必
圳
是
一
山
於
求
教
師
叫
心
的
文
件
放
在
耶

路
給
泠
取
一
一
般
肉
"
，
叫
作
獻

μ
叩
A
n求
天
主
懷
念
他
在
猶
大

。

氓
的
天
主
的
手
氏
所
作
的
努
力

第
二
件
比
較
而
老
的
文
件
是
所
謂
見
於
厄
上
4

6
|
6

闊
的
阿
利
支
支
Z

件
λ
心
的

H
Z
M時
成
所
帝

關
內
M
川
川
川
口
行
d
d川
糾
f
u
t
h
M
H
山
，
竹
此
行
叫
們
川
山

μ
作

時
代
約
在
公
元
的
凹
伙
紀
以
前
收
可
想
門
的a

比
你
為

黎
磯
的
白
皮
H
M暐
抖
、
川
山MY、
‘
這-
J文
件
太
市
公
啥
，
烈
性

不
能
如
可
赫
米
雅
的
「
廠
心
文
件
」

P
U
F釘
川
樣
最
高

的
保
史
價
仙
叭
叭
也
緣
關
凹
的-I間
接
的
交
史
來
源
問
共

中
川
W
U
上
6
3

『

6

所
打
-
M包
八
已
被
斯
帝
凶
檔
耐
心
、
博

所
存
的
原
本
文
件

什
性
已
上7
-

m
H
A
M
F
8
所
作
仔
的
厄
所
巾
的
位

叫
仰，

與
上
述
兩
種
比
較
可
靠
的
經
史
來
此
性
質
蚵
喘
不

。

'
，

相
同
這
一
文
件
最
沈
重
的
似
乎
是
教
化
啟
迪
的
成
分

的
於
M
m史
事

W
H幾
乎
不
感
到
多
大
的
興
趣
刊
沁
的
斗

的
民
從
經
師
的
厄
斯
德
校
該
這
作
於
公
元
的
約
凹
百
年

元
布
的
服
央
人
物
凶
為
遍
一
以
宗
教
性
的
小
悔
過
常

是
以
廢
史
事
宵
作
為
核
心
依
攘
的
但
厄
上
7
7
8

划

並
不
指
明
厄
斯
德
拉
是
否
於
阿
-
蚓
w
h西
斯
一
伙
七
年

(
四
五
九

)
或
阿
塔
薛
西
斯
二
做
七
年
(
三
九
八
)

或
如
一
些
學
蔚
更
主
張
的
於
阿
塔
薛
西
斯
一
伙
三
七

年
(
四
二
八

)
即
在
元
赫
來
雅
以
前
此
以
從
成
川
時

。

來
到
了
恥
的
蜘
撒
冷
由
於
這
類
宗
教
性
小
傳
常
以
區
史

為
核
心
阮
以
提
山
這
一
年
代
間
越
原
是
名
正
-
n似
的

但
這
一
年
代
問
題
和
其
他
質
在
的
歷
史
問
題
在
厄
斯

制
叫
村
叫
此
只
不
過
全
是
些
邊
際
性
的
問
且
不
側
重

要
如
以
厄
斯
德
拉
小
傅
作
為
主
要
純
粹
的
反
料
來
你

那
就
等
於
沒
抓
住
小
縛
的
要
點

。

在
厄
下
9
m
兩
章
也
保
存
了
一
件
文
件
忌
一
文



件
是
依
人
民
的
級
點
來
描
述
公
元
前
四
世
紀
的
一
個

時
則
恕
行
重
修
盟
約
的
祂
做

最
後
還
有
十
來
例
現
編
入
一
旭上
l
s

f

u
8

1

|

H
m
u

'

的
厄
下
3
1

!

臼
7

6
口
(
等
肝
、

厄
上
2
2

f

刊

)
叩
1

1

間
不
同
來
源
和
時
代
的
諸

細
統
I
J以
及
厄
F

H
U

兩
章
內
不
少
較
短
的
家
諧
和

人
口
統
品

這
一
切
以
不
同
方
式
記
錄
充
軍
以
後
時
間
圳
的
歷

史
文
件
部
由
修
編
年
史
的
神
學
家
先
後
收
集
山
收
益

且
在
公
元
前
三
f
u
0年
左
右
當
他
們
將
這
些
史
料
放

在
一
趕
依
照
他
們
的
編
年
史
觀
編
修
間
制
制
叫

上
下

時
也
會
有
時
加
以
修
訂
逼
巾
厄
上
1
1

|

‘

s
6

M
n

顯
然
可
以
見
到
叉
厄
下

U
L
|

3

以
及
做
H
U

於
仙
F
M

凹
的
一
比
一
一
部
數
成
段
成
茵
的
制
制
制
作
背

自
己
只
意
譯
而
未
真
表
山
原
芯

削
叫
你
受
默
感
一
編
修
-
編
年
史
的
作
者
最
主
要
的
目

的
目
廷
在
教
化
堅
團
聽
來
的
信
仰
和
汁
未
來
的
希
望
就

不
悠
扭
扭
退
縮
年
紀
作
者
編
修
的
歷
史
恆
的
一
市
公
歷
史

史
料
的
喘
口
庫
而
應
只
注
重
他
們
存
心
昕
作
屯
品
的
內

容
利
題
材

六
編
年
史
所
傳
報
的
信
息

1

天
主

'
，
γ
民
的
繁
他
性

如
果
綜

上
叫
宗
明
義
第
一
示
將
全
人
類
的
壓
史

l
-
簡
單
給
括
在
二
百
餘
人
名

內

封
列
代
車
組
到別
叫
喇

昕
一
撒
格
和
雅
伯
各
也
只
不
過
稍
提
幾
旬

(
U
m
M
三
節
)

一
就
立
即
轉
述
以
色
列
的
十
二
子
和
他
們
的
後
代
叫
創

2402 j- 五.\1:

列
十
二
文
派
(
一
偏上
2
1

l

9

“
)
就
足
以
明
治
修

編
年
史
的
艸
很
家
所
關
注
的
主
要
還
是
就WH他
侃
而

已
一
鬥
的
故州
天
主
的
于
此
右
果
他
們
的
文
獻
來
源
糾
糾

爾
上
F

列
王
紀
上
下
說
的
是
一
小
部
分
人
民
迋
堂
神

學
家
只
要
可
能
就
隨
時
隨
地
將
相
闋
的
說
法
改
為
指

稱
全
體
人
民
的
觀
念
比
如
在
做
下
5
1

3
5
「
以
色

列
」
一
名
分
明
是
只
用
以
指
咱
們
北
閥
文
很
以
別
於
南

部
的
猶
大
家
系
編
上

1
1
.
a
a

重
述
達
味
王
登
極
加

冕
事
餓
時
部
將
「
以
色
列
」
一
名
的
合
義
特
地
由
狹

義
改
為
版
義
指
天
主
整
個
民
接
包
括
猶
大
在
內
向
拔

撇
下
5
6

歷
史
人
物
達
味
同
自
己
的
人
一
隊
俯
兵

(
船
上
2
2
)，

攻
取
f

刷
喇
喇
人
的
叫
叫
阿
制
恥
騙

上
口
4

划
將
坎
取
站
一
一
城
歸
功
於
向
耶
賦
撤
制
壯
緻
進

宜
的
「
迷
咪
和
全
以
色
列
人
」

乃
赫
米
雅
的
「
願
心
文
件
」
和
厄
斯
德
別
叫
叫

也
同
綠
特
別
注
重
天
主
子
民
的
整
體
性
乃
赫
米
秘
臼

四
凹
瓦
至
四
三
三
年
首
次
任
路
大
總
督
時
獲
悉
在
猶

太
人
的
社
會
中
山
現
f

不
公
平
的
事

(
的
干5
1

!

臼
)
他
原
深
知
全
猶
太
民
族
應
彼
此
平
等
相
待
如
手

足
就
恕
山
了

質
在
質
際
的
辦
法
決
心
推
行
徹
恆
的
土

地
故
不
鐵
腕
推
行
進
缸
崗
位
以
閥
除
蚓
蚓
民
裕
的
處
罰

兒
於
倒
下8
內
的

厄
斯
叫
向
村
制
也
有
與
九
州
圳
股

以
以
色
列
全
鼠
族
為
一
挨
個
的
同
樣
看
法
只
不
過
它

的
這
一
概
念
更
富
於
宗
教
體
位
性
的
色
彩
在
這
一
章

內
十
一
次
提
到
「
全

民
族

」
並
且
在
第
一
節
內
還
說

他
們
全
體
集
合
前
來
「
有
如
一
人
」
在
隆
重
宣
布
上

主
法
律
時
敬
拜
以
色
列
的
天
主
由
此
可
見
受
默
感
修

編
年
的
人
的
科
學
家
在
他
們h
U錄
的
題
材
內
特
別
注
重

間
總
方
面
的
各
種
含
義

2

以
色
列
十
二
支
派
的
整
總
性

公
元
的
三
世
紀
初
在
恥
賦
叫
刷
刷
內
和
周
圍
的
闡

太
政
治
兼
宗
教
的
團
體
人
數
自
然
並
不
眾
多
但
這
小

小
的
圈
體
往
往
就
惋
惜
的
或
至
少
與
叫
別
叫
十
二
文
派

相
遠
不
容
分
割
厄
上
2
2
3
2
提
皮
的
充
軍
以
後
第

一
位
大
司
祭
前
故
亞
恰
是
歷
來
在
撒
結
為
聖
殿
供
職

的
大
司
祭
行
列
中
位
居
第
十
二
的
一
位
大
司
祭
(
參

見
編
上
5
臼

﹒

“
)
顯
然
作
后
結
以
卡
二
數
目
指
示

整
個
以
色
列
十
二
支
派
來
你
明
充
早
期
後
在
大
司
祭

耶
叔
亞
治
F

必
立
的
宗
教
國
總
叫
起
緊
院
與
充
軍
前
卡

二
艾
扳
形
成
的
天
主
子
民
相
連
趴
為
此
首
批
由
凹
出

倫
歸
來
的
人
幫
恰
由
十
二
前
領
率
領
共
中
就
包
括
充

軍
後
第
一
位
大
司
祭
耶
叔
必

(
4旭
下
7
7
)
巾
公
自

巴
比
倫
復
歸
是
一
新
「
山
谷
」
少
數
的
來
的
人
民
代

表
白
埃
及
出
來
的
所
釘
卡
二
文
仇
的
上

1
‘

6

描
述

巴
比
倫
歸
來
帶
有
山
離
懷
及
的
色
彩

(
山
山3
n
H
2

位
品
)
吏
，
何
什
麼
可
尚
的
呢
為
此
在
速
成
充
軍
以
後

的
要
做
後
奉
獻
祭
獻
也
「
為
企
叫
創
刊
依
照
叫
削
則

十
二
文
紋
的
數
目
奉
獻

f
'
J
i
-
-
U
A

公
山
芋
」

(
即
上

6

口
)
同
訊
與
厄
斯
街
叫
闊
的
凹
的
人
用
品
也
獻
了
為
數

十
二
的

發
恥
這
類
對
全
叫
倒
叫
十
二
支
派
為
一
整
體

的
暗
示
同
按
亦
見
於
厄

上
4
l
6

與
7
8

兩
分
段
內

並
且
玩
弄
文
字
手
記
將
之
特
為
表
山
川
這
兩
分
民
主

b
h



~
遊
矣
敘
述
為
全
以
色
列
十
二
支
被
奉
獻
的
祭
獻
總
共

助
一
恰
恰
十
二
次
提
到
「
以
色
列
」
名
字
並
且
厄
上
4
1

.

首
次
提
到
「
以
色
列
」
名
字
恰
恰
是
這
一
旬
中
的
第

十
二
字
總
之
修
編
年
史
的
神
學
家
對
天
主
子
民
而
且

口
三
巾
全
以
色
列
十
二
艾
扳
搞
成
的
天
主
子
民
的
整
體

性
懷
，
街
活
生
生
的
興
趣
殆
無
可
疑

3
全
以
色
列
是
以
耶
路
繳
泠
為
中
心

修
編
年
史
的
神
學
家
雖
然
明
知
公
元
前
三
0
0

年
左
右
附
屬
於
耶
路
撒
冷
團
體
的
資
際
上
只
是
以
往

猶
大
和
木
雅
明
的
一
小
部
分
人
但
他
們
竟
敢
宣
稱
只

有
頭
稅
充
軍
後
的
耶
路
撒
冷
學
殿
由
猶
大
和
本
雅
明

兩
支
派
所
構
成
的
小
小
宗
教
團
體
正
式
有
名
分
敬
拜

金
以
色
列
的
天
主
(
參
見
聞
上
4

1
|
S
)
他
們
甚

至
將
這
項
自
作
主
張
的
要
求
竟
上
溯
至
公
元
前
九
三

一
年
勒
哈
貝
罕
時
日
而
擅
自
在
編
下

U

S
4
修
改
其

所
依
攘
的
歷
史
來
源
列
上
必
回
割
的
含
義
列
上
也
處

所
周
「
以
色
列
」
一
名
是
取
其
狹
義
只
指
北
國
女

被
以
之
與
南
部
支
派
猶
大
和
本
雅
明
相
對
甘
露
編
年
史

的
科
學
家
部
以
廣
義
來
重
釋
這
一
名
的
含
義
以
之
指

「
全
以
色
列
」
不
放
在
「
北
國
人
民
」
之
前
部
放
在

「
猶
大
利
木
雅
明
南
間
人
民
」
之
首
這
樣
他
們
毫
不

含
糊
對
最
近
面
對
撤
瑪
黎
雅
終
究
決
裂
的
分
離
的
聽

眾
宣
布
只
有
建
絞
充
軍
俊
的
耶
路
撒
冷
取
一
般
涼
風
猶

大
和
本
雅
明
舊
日
南
悶
艾
派
的
小
宗
教
固
體
正
式
代

表
以
色
列
全
十
二
支
派
所
形
成
的
整
個
天
主
子
民
這

見
於
厄
上
4
1
|
5
編
下

u

s
‘
的
於
有
意
為
宗
教

十五道2402 

辯
護
對
撒
瑪
黎
雅
人
的
排
斥
並
不
是
一
編
年
紀
作
者
最

後
的
一
旬
扎
他
在
幟
F
狗
叫
H

自

M
M
h更主
張
在
典

型
的
希
則
克
雅
和
約
央
雅
二
位
君
主
的
時
日
也
會
有

北
國
艾
派
的
人
前
來
耶
路
橄
冷
學
殿
敏
拜
上
主
他
在

則
上6
且
述
就
充
軍
後
以
色
列
子
民
第
一
次
舉
行
逾

越
節
以
「
以
色
列
于
民
」
包
括
從
充
軍
歸
來
的
人
和

自
行
與
當
地
不
潔
民
族
分
離
的
人
他
說
這
話
顯
恥
的
是

就
偏
于
狗
叫
口
而
言
因
該
處
記
載
有
少
數
的
北
國
人

民
「
自
謙
自
卑
來
到
耶
路
撒
冷
」
他
心
意
中
想
到
的

是
撒
瑪
黎
雅
的
歸
依
者
如
果
他
想
到
的
是
真
正
的
外

教
歸
依
者
那
他
至
少
應
該
一
次
提
到
為
以
色
列
于
民

和
出
於
外
教
子
民
的
後
裔
之
間
不
可
或
缺
為
「
盟
約

標
誌
」
的
割
損
區
別
記
號
(
參
見
創
口
9
.
-
u
)
因

為
分
裂
的
撒
瑪
黎
雅
人
與
耶
路
撒
冷
的
猶
太
人
無
異

同
樣
受
過
割
但
胞
所
以
不
需
在
此
處
上
下
文
內
提
及

割
損
的
事
因
此
在
厄
6
n

如
在
編
下
狗
叫
H

品
叫
汁
，

格
編
年
史
的
科
學
家
是
在
表
白
自
己
的
希
望
默
然
向

北
方
呼
籲
願
所
有
分
裂
的
撒
瑪
黎
雅
人
都
與
他
們
同

心
同
德
促
成
全
以
色
列
十
二
支
派
形
成
一
個
整
體
的

天
主
的
子
民

4

司
祭
和
平
民

做
管
編
年
紀
作
者
竭
其
所
能
在
團
體
觀
念
下
強

調
天
主
子
民
在
集
團
方
面
的
完
整
性
但
無
可
懷
疑
他

更
極
力
指
出
司
絞
等
人
的
領
導
在
整
個
宗
教
倒
也
內

具
有
無
比
的
重
要
性
充
軍
後
進
行
的
一
切
軍
大
事
項

都
是
由
大
司
祭
和
肋
末
人
發
起
的
(
厄
上
3
2
5
2

6

吋

|
M
7
u
8
M
l
M

刊

u
u
厄
下
3
1
5
"
8

1
2
9
‘
5
位
盯
|
叫
“
-
u
)
大
司
祭
的
重
要
性

由
厄
下
詔
"
u
記
述
他
們
的
家
譜
直
至
公
元
前
四
0

0
年
一
事
上
可
以
想
見
毫
無
疑
問
編
年
紀
作
者
是
頓

注
重
司
祭
等
人
的
領
導
的

另
一
方
面
若
由
此
而
歸
結
到
平
民
的
身
分
受
到

忽
客
那
又
不
兔
錯
了
厄
斯
德
找
小
縛
在
厄
上
8
s
o

u
將
由
巴
比
倫
歸
來
的
平
民
恰
恰
分
為
十
二
組
是
見

重
視
平
民
日
一
文
件
陳
述
司
祭
等
人
與
平
民
學
習
和

教
導
家
人
法
律
的
公
共
相
等
的
義
發
時
竟
先
提
的
平

民
(
厄
下
8
H
)
這
又
顯
示
家
庭
中
的
任
何
宗
教
教

育
應
由
家
長
寅
貴
當
任
那
麼
身
為
品
祭
的
人
有
義
路

當
任
平
民
也
有
義
務
當
任
了
此
外
如
次
們
上
面
已
提

及
間
下
8
甚
著
重
集
合
前
來
銀
行
宣
布
天
主
法
律
指

示
天
主
整
個
子
民
的
「
人
民
」
一
祠
的
觀
念
但
在
這

章
7
9
兩
筒
內
「
人
民
」
一
詞
也
用
來
指
與
頁
有
教
導

職
榕
的
司
祭
等
人
有
別
的
平
民
故
然
同
一
名
詞
「
人

民
」
在
同
一
章
內
用
來
指
示
整
個
天
主
子
民
同
時
又

用
來
指
示
與
司
祭
和
馴
制
人
有
別
的
平
民
就
足
見
修

編
年
史
的
U神
學
家
是
以
屬
平
民
的
人
民
為
天
主
子
畏

的
基
本
部
分
是
實
在
的
天
主
的
子
民
同
樣
的
情
形
亦

見
於
間
上
7
8
兩
也
在
這
兩
章
而
川
如
我
們
所
說
十
二

次
分
別
提
出
的
「
以
色
列
」
學
名
是
指
自
以
色
列
十

二
支
派
構
成
的
全
體
人
民
但
在
厄
上
8
胡
同
樣
的
品

字
如
顯
然
用
來
指
示
與
司
祭
和
蚓
制
人
有
別
的
平
民

因
此
在
厄
上
7
8
兩
章
上
下
文
內
既
終
同
一
名
字



「
以
色
列
」
一
一
色
無
區
別
的
用
來
指
示
全
體
以
色
列
子

民
又
用
來
專
指
與
司
祭
和
肋
末
人
有
別
的
平
民
就
足

見
一
編
年
紀
的
作
者
以
平
民
為
以
色
列
的
核
心
為
實
在

的
以
色
列
子
民

5

天
主
子
民
與
君
王

根
放
修
一
編
年
史
神
學
家
的
默
感
傳
報
天
主
的
子

民
和
他
們
被
揀
選
的
君
王
同
團
團
一
體
理
想
的
這
昧
君

王
從
起
初
就
出
現
在
他
的
全
體
人
民
之
中
為
他
的
全

體
人
民
所
包
圍
如
編
上

U
I
l
4

所
記
蔽
的
同
時
我

們
在
編
上
甜
甜
﹒
且
又
見
到
達
味
令
另
一
位
理
想
化

的
微
羅
漏
君
王
給
自
己
位
作
君
王
在
舉
行
登
極
加
冕

典
鍵
時
全
體
人
民
比
在
列
上
1

吋
|
叫
所
記
更
為
積

極
主
動
理
想
君
王
與
自
己
人
民
的
同
屬
關
係
的
再
三

強
調
見
於
理
想
的
君
王
撒
羅
瀚
的
記
錄
(
編
下

1

2

3
9

叩
)
見
於
典
型
的
君
王
希
則
克
雅
的
記
錄
(
編

下
m
M
M
)
見
於
最
忠
信
的
君
王
約
史
雅
的
記
錄
(編

下
“
自
)
天
主
揀
選
的
君
王
金
屬
於
天
主
的
人
民
與

天
主
的
人
民
共
成
一
種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這
番
言
論
是
對
公
元
前
約
三

0

0
年
幾
乎
已
有
二
百
年
沒
有
任
何
君
王
的
猶
大
聽
眾

而
發
表
的
如
果
修
編
年
史
的
神
學
家
具
有
意
向
同
時

代
的
聽
眾
報
導
生
活
約
在
千
年
以
前
的
歷
史
人
物
達

味
或
撒
羅
瀚
的
實
在
歷
史
那
麼
對
於
這
些
有
血
肉
的

-
君
王
消
極
方
面
的
看
法
如
撒
下

口

2
l
u

品
或
列
上

掰
一1
2

等
品
所
述
及
的
乳
恐
怕
就
不
會
輕
易
放
過
不
具

戶
可
是
漏
年
紀
作
者
並
無
意
罔
顧
已
往
成
月
的
猶
大

君

2403-2405 十五畫

王
他
只
向
前
看
期
待
那
位
要
來
的
理
想
的
「
迷
味
君

王
」
就
因
為
他
堅
信
撒
下
7
U
M

天
主
對
達
咪
家

室
昕
許
永
遠
為
王
的
諾
言
直
到
當
時
公
元
前
三
百
年

仍
然
相
關
有
效
所
以
他
懷
著
這
種
希
望
為
此
他
一
方

面
在
編
下
U
S
6

記
述
阿
彼
雅
王
向
分
裂
的
北
方
人

民
宣
布
達
昧
的
王
權
要
永
遠
存
在
這
為
達
咪
的
後
代

子
孫
固
定
一
不
可
侵
犯
的
科
學
盟
約
另
一
方
面
他
修
改

史
料
來
源
將
撒
下
7

白
質
意
所
說
出
自
達
味
本
身
的

兒
子
即
達
味
親
生
的
兒
子
撤
回
牌
瀚
的
字
義
故
意
在
編

上
打
u

改
作
山
自
達
昧
子
孫
的
兒
子
將
這
字
的
意
義

無
限
定
的
伸
展
到
達
味
昕
布
的
後
代
子
孫
最
後
他
在

編
上
3

口
i
u

果
然
表
列
充
軍
後
達
咪
所
有
的
後
代

子
孫
總
而
言
之
生
活
在
波
斯
和
希
磁
帝
國
時
代
見
到

政
治
和
宗
教
上
這
接
迅
速
的
種
種
改
變
的
伍
兩
年
紀
作

者
與
其
間
僚
神
學
家
自
然
殷
切
期
待
天
主
實
踐
他
的

諾
言
終
歸
一
日
令
逮
味
之
子
默
西
亞
|
l
l

基
督
山
現

在
他
的
選
民
之
中
(
傅
)

m蔬
菜
(的
呵
呵
Z

S
)見
居
中
的
植
札

M
W日
旬
己
，
「
ω
8
4
35

因
為
巴
力
斯
坦
缺
少
水

M
你
去
三
J

/
ω
S
G
H
。

\
n
b又多
沙
瓦
故
此
是
蝸

子
生
存
的
理
想
地
區
(
申

8
u
)
種
類
繁
多
竟
至
十

二
種
以
墨
淡
黃
色
者
為
最
普
遍
甚
至
在
死
海
西
南
有

一
地
方
名
叫
阿
刻
辣
賓
高
原
意
郎
「
揭
子
高
原
」

(
戶

"
4
蘇
M
U
S民
1

M

)
勒
哈
貝
罕
會
警
告
百
姓

他
將
以
「
揭
子
」
鞭
打
他
們
(
列
上

U
U
H
編
下
ω

U
H
)
此
處
昕
識
的
「
螞
子
」
是
一
種
鞭
子
名
思
南

譯
本
很
適
當
地
譯
作
「
鐵
刺
鞭
」
是
一
種
佮
立
的
說

法
厄
則
克
耳
先
知
說
不
要
怕
那
些
猶
如
毒
揭
似
的
人

(
則
2
6
)
敗
壞
的
婦
女
其
危
險
猶
如
毒
蜴
(
德
耐
心

7
)
「
獸
牙
蝠
子
毒
蛇
和
復
仇
的
利
劍
都
是
面
的
毀
滅

惑
人
」
而
設
的
(
德
珍
品
)

耶
穌
為
表
示
天
主
是
有
求
必
應
的
慈
父
向
門
徒

們
說
「
沒
有
兒
子
向
父
親
求
訟
蛋
而
會
給
他
腦
子
的
」

何
去
你
們
在
天
的
慈
父
(
路
口

u
)
耶
穌
賜
與
山
外

傳
教
的
門
徒
權
柄
使
他
們
不
怕
「
踐
踏
在
蛇
蜴
上
」

(
路
的
刊
)
這
是
估
惹
的
說
法
指
明
門
徒
們
將
戰
勝

敵
人
的
攻
訐
竭
子
的
刺
釘
毒
刺

f

人
令
人
非
常
疼
痛

(
默9
5

刊
)
有
時
甚
至
可
以
使
人
喪
命
(
德
m
m
H
)

(
韓
)

你
重
量
「
Z
3
1叫S
J聖
經
上
為
指
示
是
及

2
I

﹒

-
1
.

，

l
i
!
i

、
其
演
變
的
不
同
階
段
符

有
其
名
稱
希
伯
來
文
有
九
個
名
咱
們
希
臘
文
七
個
位T

文
六
個
皆
見
於
聖
經
及
其
譯
文
之
上
僅
在
岳1
.

中

就
有
四
個
不
同
的
名
稱
蝸
子
飛
援
金
斯
蚱
踮
俺
就
這

麼
多
的
名
稱
我
們
可
以
斷
定
鐘
蟲
在
巴
力
斯
飽
之
為

害
是
多
麼
版
害
其
中
裕
外
是
飛
拉
它
們
成
章
結
隊
飛

行
遮
天
蔽
日
落
足
之
處
剎
那
間
市
綠
的
田
野
頓
時
變

成
悽
涼
的
曠
野
(
出

ω
H
H
)
煌
蟲
之
為
害
常
視
為

上
主
的
懲
罰

(
列
上
8

盯
見
出
ω

-
-
m
)
甚
至
它

們
死
後
仍
為
害
於
人
斷
其
腥
央
令
人
難
當
(岳
2

詞

)

提
蟲
的
借
意
用
法
也
不
少

(
R
U臼
制
m
M臼加
叫“
吋
扭
叭



『
以
它
們
猶
如
戰
馬

(
約
"
臼
默
9
7
)
-
視
為人
民
的

心
之仇
敵
(
副
2
1

等
)。
其
肉
可
食
(
糊
口
自
)，

至
今
宮

一
地
的
人
民
仍
將
之
煎
烤
或
磨
成
紛
加
上
蜂
蜜
作
成
餅

丸
制
制
在
曠
野
中
郎
以
此
為
生

(
關
3
4
)。

見
動
亂

(
韓

)

峭
回
個
面
回
苟
且

J
蝙
蝠
以
其
形
狀
似
鼠

b
恥
岫
們
叫
“
倒
叫
/
〈
自
口
E
c
r
。
、

z
d
H
J
d
g
/
吃

、
故
我
國
也
布
飛
鼠
之

稱
本
屬
哺
乳
動
物
但
由
於
牠
能
飛
行
故
聖
經
上
把
牠

列
於
飛
鳥
類
而
且
國
咽
不
潔
之
鳥
類
故
禁
止
以
民
食
其

肉

(
肋
U
H
申

M
U
)
叉
技
依
2
凹
的
記
述
謂
默
西

亞
時
代
人
將
把
他
所
製
的
金
銀
偶
像
拋
諸
蝶
鼠
和
蝙

蝠
意
即
將
偶
像
棄
於
不
潔
之
物
的
居
處

(
義

)

制
眼
藥

(
2智

麗
經
上

只
有
很
往
海

z
d
p
d
-
e
i
l
l

、
到
蝦
按
這
種
動
物

「
埃
及

十
災
」
中
的
第
二
災
就
是
蝦
蜈
成
災

郎
尼
羅
河
所
產

者
不
再
是
魚
而
是
大
章
的
蝦
摸
以
致
成
災

(
出
7

盯
|
8
叫
見
詗
沌
“
mm
軒"
叩

可
其
次
說
是
在
制

示
錄
上
亦
謂
相
反

上
主
的
權
勢
，
|
|
假
先
知
毒
龍
及

怪
獸
|
|
口
吐
不
用
怖
的
神「
狀
如
青
蛙
」
(
默
的
H
)

有
人
譯
作
「
狀
如
廠
蝦
蜈

」
指
其
嘰
嘰
不
休
地
傳

佈

邪
說
謬
麗
而
言
梅
瑟
法
律

上
雖
沒
有
明
提
蝦
蜈
之
名

但
似
乎
酬
地
被
視
為
不
潔
的
動
物
因
為
它
依
沒
有
絡也

沒
布
蛤

(
見
肋
U
M
|
間

)
(

韓
)

見
埃
及
十
災

十五 金

圳
曖
蛇
(
內
的
前
)

見
宮
中
的
動
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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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n
r司
3
0

、
M
H
o
n
-
『
早
已
。
目J

M
H權
且
弓
一
口
F
F
M
H
E
E

『
E
H
S
」

刊
悟
眶
。
但
信
\
b
m古
B
G
J

M
i--仲W
J
32-n
w
/仍
戶
戶
戶
口
自
巨
\

U
V含
芝
L
L「
〉
m
H
S
F
m
o
g
J
「

賢
士
來
朝
」
的
記

M
屆
主
」
」
/
信
告
\

就
只
見
於
職21
i

n

關
於
學
經
的
這
一
段
記
述
仍
有
不
少
未
能
解
決
的

問
題

「
賢
士
」

一
詞
是
來
自
波
斯
文
他
們

一
方
面
專

務
宗
教
的
傳
授
另
一
方
面
研
究
天
文
星
象
學
故
亦

稱

為
術
士
這
在
古
東
方
是
一
種
很
高
尚
的
學
人
但
這
個

名
詞
在
其
他
民
族
中
則
有
不
同
的
意
義
如
在
希
臘

則

是
指
邪
術
巫
士
而
言
(
宗
8
.
u
u
s
s
)

如
果
雪
經
上
所
說
的
賢
土
是
波
斯
或
巴
比
倫
的

賢
士
則
應
說
來
自
北
方
而
不
能
說
來自
東
方
(
瑪
2

1
)
由
昕
獻
的
瞪
口
問(
瑪
2
u
)
則
可
推
斷
他
們
來

自
剛
叫
個
因
所
獻
者
皆
阿
刺
伯的特
產
如
此
「
從
東

方
來
」
的
說
法
是
對
的
他
們
來
朝
拜
獻
禮
時
大
概
耶

穌
已
經
滿
了
一
歲
或
兩
歲
郎
在
大
黑
落
德
逝
世
(
公

元
前
四
年
)
不
久
之
前

我
們
不
能
否
認
瑪
2
1

l

凹
的
記
述
是
有
其
強

烈
的
神
學
意
義
尤
其
是
耶
穌
如
何
誕
生以
及
如
何
應

驗
了
制
闊
的
記
載
他
生
在
白
冷(料
5
2
)

一
顆
星

辰
(
所
必
口
)
外
邦
國
王
來
朝

(
詠
η
M
U
H
依
的

6
)
等
這
也
正
是
寫
實
傳
寫
一
臟
音的
目

的
但
我
們
決

不
能
就
只
基
於
這
種
科
學
的
偏
重
而
肯
定
瑪
2
2
|

泊

是
一
種
毫
無
歷
史
根
攘
的
傳
奇
記
載

見
舌

歷蘭|十 希| 世種
史移二放| 紀禮
為入世 ( 才品至
憑科| 紀 云 給而於
的 倫| 時 EL 他來:i;ll;
傳大更 設 們黃是
授。堂把 自 起金、三

內 ， 所 ) 名稱L 位
這謂及且1j.香、賢
一的巴| 加女士，
切三耳[斯|藥則
的賢塔| 帕(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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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賣
淫
(
押UM
h
H
M

H
D)
見
淫
亂

口
載
于
隘
才
\
巳
E
D
r
g
D
OS

J
醉
酒
希
伯
來
文
作

M
商
口
h
n
u白

Z
E
S
」
「
丟
失
自
」
(
勁

詞

)
或
「
咎
辭
E
B
D
」
(名
詞
)
此
章
作
動
詞
用
時

指
普
通
飲
酒
而
言
不
論
飲
醉
或
不
飲
醉
(
削

9

目
的

M

制
下
M
U
)
但
作
名
詞
用
時
不
論
是
本
意
或
借
意

多
半
是
指
酪
前
大
醉
而
言
(
酬
U

H
削
n
M
)
到
制

內
常
假
借
這
字
的
原
意
以
比
叫
做
人
物
的
醉
意
和
醉
態

殺
人
過
多
的
刀
劍
羽
箭
營
之
謂
醉
飲
鮮
血
(
市
n
u

制
M
s
e
刷
叫“刊
)
陶
醉
於
愛
情
的
人
奮
之
謂
醉
飲

愛
情
(
喇
叭51
制
仿
1
2
)
言
淡
舉
止
瘋
瘋
瘋
癱
的

九
響
之
為
喝
醉
的
人(樹
上
1
n
l

u

)
行
動
猶
豫

不
知
所
措
的
九
醬
之
為
跟
蛤
的
醉
漢
(
如

眩

目
詠
叩

盯

叮
先
知
譬
天
主
的
仇
人
在
受
天
主
的
罰
飲
過
義
怒

的
苦
杯
以
後
昏
迷
協
珊
狼
獄
嘔
吐
有
如
醉
漢
即
由
此

}

5

!

只
5

5
9

8

而
來
見
依
w
u
m
g
刊
物
扭
扭

叮
叮
耶
討
1

.
|

2
4

6
1
7
m
m

句
叫
“叫3
H

1
1
旭

生
3
2

時

1
t
凹

2

，
、J
E
E

R
只
q
u
z

:
E
1

，

4

到
叫
叫L凡特
別
許
願
獻
身
於
主
的
人
稱
作
「
納
齊



爾
」
他
在
許
願
期
內

任
何
酒
口
間都
不
可
沾
唇
(
戶
6

1

。

自

民
口
7
路
1

自

由
昂的
M
)
司
祭
在
供
職
期
內

亦
悠
絕
約
戒
酒

(
肋
m
a
!

u
則
叫
竹
剖
)智
慧
吉
內

多
成
飲
的
勸
言
好
飲
足
以
致
貧

(
簡
幻
叮
叮
叩

缸

德

的
泊
的
吋
1
)易
動
肝
火

(
綴
叩
1
幻
的
|

訶

德
H
U
M

-

“
)
易
失
職
守

(
簽
訂
‘
5
訓
m
H
)
激
動
情
慾

而
放
蕩
無
己
心
(
德
的
2
必
H
)
我
閥
最
早
的
經
曲
(
如

何
內
經
內
說
有
成
王
作
的
酒
諂
勸
股
民
戒
滴
後
世
的
賢

哲
亦
多
給
自
己
的
子
孫
和
後
世
留
下
了
戒
涵
的
訓
言

萬
約
內
記
載
了
一
些
醉
漢
最
初
的
是
諾
厄
他
因

一
時
不
知
酒
性
而
誤
醉

(
創
9

目
!

自
)
最
慘
的
是

放
路
斐
乃
他
國
一
時
九
民
歡
縱
懷
暢
飲
多
遊
醉
鄉
而
為

節
約
將
取
其
頭
顱

(
灰
白
u
-
u
u
)
此
外
尚
有
瑪

紅
人
納
巴
耳
(撒
上
筠
扭
叫
)

以
色
列
王
厄
拉

(
列

上
的
8
|
叩

)
阿
蘭
王
木
哈
達
得

(列
上
幼
H
|

訂
)

都
閃
醉
酒
而
議
事

新
約
內
「
附
酒

」
一
詞
大
抵
與
舊
約
的
立
蔬
相

同
有
本
意
也
布
他
意
借
意
的
用
法
如
謂
沈
泊
於
邪
色

為
醉
飲
淫
亂
將
殘
殺
無
辜
墨
徒
比
為
醉
飲
知
非
鮮
血

(
默
口
1

6

)
本
意
的
用
法
見
路
7

臼

M

約
2

，

叩

舊
約
勸
人
戒
酒
新
約
更
勸
人
戒
滷
以
略
泊
好
欽

的

人
不
能
承
受
天
闖
關
(
格
前
6
9
叩

迦
5
凹
缸

參
見

格
前
5
日

羅
U
H
H
)
因
為
信
徒

的
生
活
您
是
清
醒

一
醒
括
等
待
基
督
再
次
來
臨

的
生
活
切
不
可
醉
生
夢
死

州
一汗
如
醉
漢
(
職
m
u
l

必
臼
刷
刷J扭
|
叫
幻
M
|
甜

戶
得
前
5
1
|
叫
伯
後
3
2
l

H

)

2414-2418 十五段

兒
補
荷
闌
爾
伯
樹
酒

(
你

)

M
L
L
H
\
三
口
。
m
R
J
是
指
一
種
帶
有
限
昧
的
的
萄
酒

2
2
l
E
S
E
\

或
指
用
約
他
酒
製
成
的
濃
亂
因

為
防
算
是
含
有
酒
質
的
飲
料
赦
「納
齊
爾
」
人
不
許
飲

用

(
戶

6
3
)
純
粹
的
酷
不
會
止
渴
反
而
使
人
更

口

鴻

(
一
詠的
自
右
"
目

)
叉
刺
激
牙
齒
使
人
難
受

(
續

ω
站

站
叩

)
但
右
續
上
水
則
成
為
閥
門
解
渴
的
飲
料

工
人
士
兵
多
習
慣
飲
用

(
處
2
H

瑪
幻
“
谷
的
M
路

n
M

)
(

翟

)

的
斗
主
B
E
e
-
J

雖
然
以
民
多
習
慣
赤
足

M
秒
恥
于ι/的
丘

E
H
H
\
?

4

』

'
、
行
帥
的
但
有
時
也
穿
鞋
不

過
祇
是
一
種
簡
陋
的
涼
鞋
以
皮
或
木
板
為
底
繫
以
繩

索
或
皮
你
真
正
的
皮
鞋
或
皮
靴
學
經
上
只
見
於
亞
述

軍
人
的
技
俯

(
依
9

‘
)
涼
鞋
的
用
途
卸
相
話
普
遍

甘
情
至
為
人
都
有
(
祖
2

6
8
6
)

吃
巴
斯
卦
羔
羊

(
山

U
U
)
進
入
墓
地

(
山
3
5

蘇
5
閏
)
或
司
祭

在
學
版
此
職
時
那
您
先
將
涼
鞋
脫
下
赤
足
而
行
有
時

間
花
悲
哀
的
表
示
(
做
F

巧

叩
則
圳
的
口
自
)灰
人
涼
鞋

的
形
式
不
同

(
川
的
叩
友
ω
4
時
間
)
壯
壯
亦
有
它
的

的
社
故
意
或
比
如
向
H
K地
投
鞋
瑟
的
佔
領
某
地

(
一
詠ω

刊
)
一
人
脫
一
卡
，
叫
己
的
鞋
夫
與
另
一
人
意
的
二
人
之

間
的
頁
岱
交
易
已
成
定
局

(
處
4
7
)
對
於
不
盡
己

職
而
與
寡
嫂
或
守
本
的
弟
媳
成
親
立
闊

的
人
的
懲
罰

及
羞
辱
是
將
他

的
鞋
脫
下

(
申

盯0•• 

) 

見
灰
服
代
兄
弟
立
闖
律

(
韓

)

“
魯
吉
(
1
二
人
名
高

「
紅
潤
之
意

」

2
，

4

，

l
'

、

他
是
會
替
耶
穌
背
十
字
眾

的
延
勒
乃
人
西
漏
之
子
有
一
兄
弟
名
叫
亞
歷

山
大

(
谷
的
剖
)
此
外
學
保
祿
在
羅
時
間
也
提
及
一
魯
宮

聖
保
祿
說

「
請
問
候
蒙
主
揀
選
的
魯
富
與
他

的
母
親

她
也
是
我
的
母
親

」
學
保
祿
所
問
候
的
魯
宮
大
約
和

谷
所
提
及
的
那
位
同
為
一
人

見
到
凰
山
太

(
義

)

η
h
T正
可
「
M
H
戶
B
m
y
J地
名
叫
下幻
抽
記
載
猶
大

M
台
t
I
L叮
/
m
c
g
」

|
|
l

t

-
-
-
-

J
i
J
f

王
約
雅
金
乏
母
則
步
達
郎

魯
瑪
人
魯
瑪
究
在
何
處
已
不

可
考
按
魯
瑪
很
可
能
即

是
向9
缸
所
提
的
阿
創
就
又
有
學
說
以
為
闊

的
自
之

蚓
蚓
也的
劉
鳳
因
在
制
喇
喇
文
D
R

二
字
極
易
混
亂

(
義

)

的
M
R
U

「
M
C
E
S
S
J
一
神
名
黎
孟
神
即
謂

M
，

也
認
一
寸
且
/
M
H
仰
自
目
。
口
\
「

超
眾
之
主

」是
到

配
凹
出
佩
蚓
利
到
敬
奉
的
制
開
叫
他
似
乎
與
制
叫
到
阿

瀏
倒
閉
紳
名
異
而
贊
同
仙
普
通
人
把
他
視
為
雷
札
可
是
按

古
代
的
文
件
他
是
一
卒
于
候
神
且
也
是
天
際
之
神
祭
獻
他

的
犧
牲
是
牛
積
見
列
下
5
u

二
人
名
意
思
是
「
石
榴
樹

」
貝
落
特
城
人
他
有

兩
個
兒
去凹
阿
圳
和
蚓
蚓
札
喇
蚓
割
的
兒
子
喇
喇
凹

耳
即
為
他
們
二
人
所
殺
見
幟
下4
2
1
"~

三
地
名

(
a
)
劉
劃
岩
石
位
於
朝
叫
和
閥
割
副
兩
地
之

間
仙可由
此
通
往
「
曠
野
1
可
制
蚓
蚓
人
被
其
他
支
被
打

--



~
敗
之
後
他
們
中
有
六
百
人
在
該
地
避
難
並
在
該
地
住

幟
~了
四
個
問
爪
見
聞
m
H
|

叫

一

(
b
)
黎
孟
帕
勒
茲
怠
義
不
誰
是
以
長
巾
凶
乃

至
米
的
土
路
程
中
第
十
五
紮
營
地
介
於
黎
特
瑪
與
里

只
納
之
間
(
戶
H
M
H
)
其
位
置
似
乎
在
阿
卡
巴
灣
北

部
有
人
以
為
即
是
阿
卡
巴
灣
極
北
端
偏
函
約
三
十
公

里
處
的

丘
，
冒
冒
『

四
城
名

(
a
)
則
步
隆
艾
振
中
的
一
座
肋
未
城

(
蘇
的

口

一
紛上
6
臼
)
請
注
意
蘇
幻
峙
的
瑪
索
妹
經
文
所
接

的
狄
木
納
大
概
是
黎
木
納
(
黎
孟

)
的
筆
談
因
此
息

高
譯
本
將
它
譯
為
黎
孟
該
城
今
名
H
N
E
E
B
古
巴在
納

匣
肋
北
約
十
公
里
處

(
b
)西
默
盎
支
派
的
一
座
城
亦
稱
恩
黎
孟

(
蘇

的
凹
的
7

編
上
4
白
區
M
M
)
後
屬
猶
大
艾
派

(
厄

下
口

自
)
在
耶
京
以
南
乃
革
布
區
內
詳
細
位
置
不
詳

有
人
以
為
是
白
白
呂
立
'
"
ω
B
凶

B
F
D
(

宙

)

"
砂
時
臨
訊
「
H
H
E
E
F
J
地
名
是
以
民
也
離
埃
及
後

M
4
P
Z扭
賢
，
M
HO
E
ω
\
在
曠
野
中
的
第
十
七
處
熬

俗
的
地
方
談
車
經
的
記
誠
它
位
於
里
貝
納
及
刻
黑
拉

出
之
閣
有
人
以
為
的
是
現
今
自
阿
利

凹
(
KF
A
"
Z
V
)

至
耶
京
的
路
上
距
前
者
約
有
四
十
八
公
里
之
遙
的

丘
，
。
白
色
但
是
它
確
切
的
位
置
至
今
未
能
證
賢

(
戶

認
刮
目
)
(

韓

)

必
襄
逞
，
m
z
m
n
g
J女
人
名
有

「
雲

」

M
萄
街
E
F
A
H
N
f

」
或
「
結
合
」
的意
思

十五2419-2422 

貝
突
耳
的
女
兒
納
蜀
爾
的
孫
女
而
納
昌
爾
則
是
亞

巴

郎
的
兄
弟
(
創
川
的
臼
)
裂
貝
加
的
哥
哥
就
是
俊
來
與

雅
俗
怕
的
核
發
生
關
係
的
校
班
(
創
們
的
臼
衍
叩
)
笛

函
巳
郎
年
名
之
際
因
不
願
自
己
的
兒
子
依
撒
格
與
本

地
的
容
納
罕
人
成
親
便
打
發
他
忠
仿
的
僕
人
|
|
可

能
是
厄
型
厄
則
爾
(
H
M
創臼
2
)
|
|
前
往
老
家
啥

的
去
求
親
結
果
順
利
成
功
閉
住
在
哈
峭
的
美
麗
的
黎

則
圳
的
父
母
反
共
本
九
皆
同
志
迋
門
親
率

(
創
M
S

作
州
家
仗
領
若
黎
貝
加
同
家
時
依
撤
格
傍
晚
便
山

來
迎
撥

(
創
扭
扭
，
盯

)
二
人
一
見
鎚
怕
自
此
之
後

十
分
恩
愛
再
加
上
依
繳
格
並
沒
有
如
其
他
學
祖
似
的

另
娶
女
人
兩
人
的
盟
友
更
是
與
日
俱
增
美
中
不
足
者

是
黎
貝
加
沒
有
生
育
如
此
過
了
少
年
的
夫
妻
生
活
之

後
猿
只
加
才
給
依
做
格
生

f

兩
個
兒
子
而
且
是
雙
生

即
厄
繳
鳥
和
雅
各
伯
黎
貝
加
自
始
就
特
別
痛
愛
雅
各

伯
(
創
衍
缸
|

甜
)

創
叫
凶章
給
我
們
述
說
了
黎
貝
加
如
何
陷
於
同
撤

辣
相
似
的
環
境
(
創
刊
M
M|
甜

)
當
二
人
在
革
辣
爾

地
方
居
住
的
時
候
依
撒
格
國
懼
怕
當
地
的
人
加
害
自

己
使
聲
明
黎
貝
加
是
他
的
妹
妹

(
創
必
e
|
U
)
黎

則
叫
與
愛
子
雅
各
伯
合
謀
騙
取
了
長
子
的
祝
福
(
創

幻
)
如
惹
下
了
大
息
為
使
雅
各
伯
不
受
長
兄
厄
撤
鳥

的
謀
害
也
是
為
了
使
雅
各
伯
不
同
木
地
女
子
結
婚
將

他
打
發
往
自
己
的
哥
哥
拉
班
家
哀
去
雅
各
伯
在
那
裂

與
黎
貝
加
的
兩
個
經
女
郎
拉
班
的
兩
個
女
兒
辣
黑
耳

和
肋
阿
成
了
親

(
創
幻

U
l
m
-
m
|
"
)

從
此
之

後
w
h約
上
除
f

在
雅
各
伯
的
迫
喝
之
外
再
沒
卜
"
提
及

黎
貝
加
的
事

(
創
刊
叩
剖
)

新
約
中
在
論
及
天
主
有
召
選
的
自
由
時
曾
提
到

了
梁
貝
加
一
胎
生
二
子
的
事
並
謂
「
年
長
的
要
服
事

年
幼
的
」
並
說
「
我
愛
了
雅
各
伯
而
恨
了
厄
微
烏
」

(
羅
9
u

e

U
)
(

緯
)

且
訪
時
3
J
E
止
渴

F
Z
Y
J地
名
有
「
增
加
」
或

M
看
到
E
t
p
L
E焉
。
『
三

到

1
|

，

4
1
'

"

、
「
繁
殖
」
之
意

一
凹
的
捏
一
經
描
述
墓
地
東
部
邊
界
地
區
時
曾
提
及

這
地
方
謂

「
由
舍
番
邊
界
下
延
至
向
殷
來
面
的
黎
民

投
」

(
戶

"
u
)
至
於
它
的
確
切
位
置
至
今
不
詳

二
首
巴
比
倫
王
拿
此
之
n
M
帶
兵
也
征
伯
大
時
會
垃

守
於
比
那
京
失
陷
後
猶
大
王
漆
德
克
雅
被
俘
送
來
此

地
受
拿
步
高
的
審
問
在
此
地
將
他
的
兩
眼
叫
咱
也
並
w
n叫

面
殺
γ
他
的
兒
子
們

(
列
下
2
6
7
叩
且
耶
m
m
s
e

白
，
"
甜
盯
)
厄
則
克
耳
先
知
哀
傷
以
民
因
作
怒
而

受
上
主
的
懲
罰
時
亦
提
到
黎
貝
拉

(
則
6
H
)

它
的
確
切
位
置
學
者
們
大
都
同
意
就
是
現
在
的

黎
布
拉

(
M
E
r
-
ω
7
)
位

於
斂
龍
特

(
O
B
D
H
S
)川

的
右
岸
在
和
發
斯
(
目
。
自
ω
)
湖
的
南
方
約
三
十
四

公
里
處
(
韓
)

必
炒
面h
3
4
崎
m
m「
F
O
E
口
。
D
J
山
名
意
調
「
白
色

M
看
到
H
L

先
知
F
F
E
E

」

-
P
Z
E
I
J
A
J
'

、

的
」
有
人
以
為
此

名
之
來
源
是
由
於
山
頂
上
的
積
雪
但
亦
有
人
泊
是
由

於
該
山
的
白
色
礦
物
質
而
來
蓋
若
由
於
積
雪
則
赫
爾



孟
山
必
當
有
此
名
稱
它
的

山
頂
上
也
有
秘
主
的
社
巴
嫩

山
脈
是
由
西
南
而
連
綿
向
東
北
伸
展
的
全
長
有
一
百

七
十
公
里
靠
近
地
中
海
代
它
的
內
部
布
一
連
串
平
行

的
山
脈
稱
之
為
女
提
象
巴
嫩
中
間
有
一

山

谷
平
原

(
綜
口
口
口

7
)

它
主
要
的
山
率
有
瑪
克
瑪

耳

B
o
z
-
玄
其
自
己

三
晶
三
千
一
百
二
十
六
公
尺
牡
巴
布

(
已
各
門
已E
U
戶
E
r
)
高
三
千
零
六
十
六
公
尺
放
谷
m
M

布
(
。
各
門
丘
，
只E
F
)
一
的
三
千
零
六
十
三
公
尺

聖
經
上
多
次
提
到
的
余
巴
嫩山
以
它
為
巴
力
斯
過

的
北
方
邊
界

(
中
1

7

鯨
U
I
|

6
)
山
上
盛
產
倫

布
祠
咪
香
美

(
歐
M
8
)
但
它
之
所
以
出
名
還
是
因

為
它
出
產
香
柏
為
修
蓋

上
主
的
學
殿
郎
利
用
了
這
裝

的
吾
柏

(
列
上
5
6

I

叩
見
列
下
川
口
自
)這
些
木
材

的
運
輸
多
由
海
路

(厄
上
3
7
)
那
一
一
經
上
幾
時
提
到
黎

巴
做
或
它
的
香
柏
木
多
是
以
讚
揚
的

口

氣
相
稱

(
見

歌
4

)
泳
m
s

6

花
H
m
u
依
衍
2

耶
位
6

則
口

‘

除
必
7

S
M
6

)
黎
巴
嫩
山
在
聯
尼
基
人
的
權
力

範
圍
之
內
為
了
它
的
香
柏
木
以
民
的
君
王
曾
與
排
尼

茲
人
街
過
不
少
的
往
來

(
繳
F

5
u

編
上
位
4

l

u

等
)
則
和
骨
巴
只
耳
亦
終
(
叫
上
3
7
)
(

韓
)

的
師
偎
依
持
(
3
5
)
人
名
是
哥
用
兩

2
1

，

J
t

-

B
F
吧

，
、
第
二

個
兒
子
耶
斐

特
的
孫
子
阿
市

革
納
次
及
托
加
爾
瑪

的
弟
兄
兄
弟
三

一
人
的
名
字
也
是
不
同
地
區
及
居
民
的
名
字
但
他
們
所

關
一居
住
的
地
亦
如
無
從
考
證
(
削

ω
s
騙
上
1
6

可

戶

(
韓
)

2423-2428 十五造十六JlI

切 19 記民 2424
位 ~o ， 1逝 ， 在 方詢
置 ， 因他西| 句可
仍比 Jt: 川 丹;:t
j~ 地哈|半 叮叮

法區主l 烏 干臣
證盛洛的 甸甸

賞。產特第 /\
社及十 ~~
松黎I r耳 已;.
樹孟|個 已 目
而培紮~ ~ 

得勒營 \J

名 ， 茲l 的 「 地
位之地杜名，
其間方。松芯
現 ( 按樹恩

今戶i 耳II!L . 有J
的 33 經i 是能
確 凶的以| 是

(
韓
)

筠
妨
借
γ
V
A
h
H「m
HG
P
F
J
女
人
名
阿
雅
的
女
兒

M
看
呵
呵
寸
去
兩
咿/
M
H
O
名
E

」
|
|
|

3
1
:
'

，

肉

、
撒
烏
耳
的
妾
生
有
兩

側
兒
，r
t叫
阿
爾
時
間
尼
和
默
甜
甜
巴
耳
揪
鳥
耳
死
後
他
的

手
下
大
將
阿
貝
乃
爾
將
之
納
為
已
有
可
能
是
意
間
借

此
獲
得
撒
烏
耳
的
王
位
而
受
到
撒
烏
耳
之
子
依
市
巴

耳
的
指
摘

(
撒
下

3
7

U
)
其
筱
達
味
為
爭
取

基
貝
紅
人
的
好
感
答
應
他
們
報
仇

的
要
求
將
撒
鳥
耳

的
七
個
兒
子
交
出
基
貝
紅
人
將
他
們
憋
掛
在
基
貝
紅

山
上
絞
死
這
七
人
中
就
布
劇
創
刷
的
兩
個
兒
仇
飄
到

帕
在
這
個
機
會
上
表
現
f

她
偉
大
的
母
愛
她
取
了

件

麻
衣
鋪
在
盤
石

上
守
屍
五
月
之
久
即
自
收
割
大
麥
起

(
在
四
月

)
直
至
第
一
次
雨
季
到
來

(
在
卡
月

)
免

得
飛
，
同
走
獸
來
吃
食
她
兒
子
們
的
反
體
這
種
堅
忍
母

愛
的
表
示
感
動
了
達
味
遂
將
她
的
兩
個
兒
子
和
撒
烏

耳
同
葬
在
一
起
(
撒
下
到
1

|

間
)

(
韓
)

叫
黎
孟
培
勒
茲
(
阿
拉
臼
-
八
叭
叭
)

見
黎
孟

+
六
畫

幻
幸
區
居
l
u「
P
S
H
F
H
N
E
J
是
一
種
爬
蟲
屬
蜥

M
P
m
d」P
F
R
O
E

」

』
月
之

1

'

，

、
蜴
制
制
爬
行
股
牆
壁

上
捕
食
蜘
蛛
蠅
蚊
等

(
廠
"
甜
)
盛
產
於
非
洲
北
部

及
整
個
小
亞
細
亞
聖
經

上
將
之
列
入
不
潔
的
勁
物
故

其
肉
不
可
食
其
屁
不

可
觸

(
肋
u
m

等
)

見
動
物

(
韓

)

認
毒
司
恥
民
「
。
"
-
2
月

J
古
埃
及
的
H

曆
是

M
臨
梧
b
r
h
r
n且g
ι

立
自
」

l
y
J
t
'

、
依
放
太
陽
的
轉
勁

而
巴
比
倫
的
日
曆

則
是
按
著
月
亮
的
變
化
而
定
以
民

自

古
以
來
受
著
這
兩
種
高
度
文
化
的
影
響
故
此
他
們

的
日
曆
是
根
據
太
腸
及
月
亮
的
合
璧
日
曆
大
致
說
來

每
年
有
按
陽
曆

的
三
百
六
十
五
天
創
十
二
或
十
三
個

月
每
月
則
有
技
陰
曆

的
二
十
九
或
三
十
天
不
等
每
年

之
始
是
在
春
天
「
尼
散
」
月
的
第
一
日

(
現
今
三
四

月
之
間

)
月
圓
則
是
每
月

之
始
放
每
有
問
月
的
前
要

閏
月
的
開
始
及
次
數
應
由
公
議
會
來
指
定
並
生
火
為

號
傳
報
百
姓
所
以
以
民
的
日
曆
不
是
一
成
不
變
的
而

是
有
仲
縱
性
的
並
且
除
r

官
方
的
日
用
外

λ
布
民
闊

的
或
某
宗
教
團
體

的
特
別
日
曆
比
如
谷
木
蘭
團
體
的

日
曆
法
利
鑫
人

的
日

曆
及
撒
杜
塞
人
的
日
曆
等

以
民
的
這
種
日

曆
十
分
相
似
中
國
的
信
曆
或
謂

陰
曆
每

年
有
十
二
或
十
三
個
月

月
有
二
十
九
或
三
十

天
不
等
惟
每
年
之
始
在
中
國
的
歷
史
上
稍
有
出
入
比

如
黃
帝
及
夏
朝
以
三
月
(
賞
月
)
值
的
始
商
朝
臥
三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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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充
軍
期
後
猶
太
國
曆
與
希
臘
和
羅
馬
曆
對
照
衰

~/
眉

目
月
/

于
/
付

太
希
腦
馬
其
頓
曆

一

層

一客
納
罕
曆
(
見
於
即
在
月
中
口
)

F
惋
惜
扎
一

一仟
門
市
慢
慢
月

(
叫
得H
O
E
S
)←ω
3
2
5
4
0
3
『

閃
閃
閃
門
|
市1
月
山上
8
2

)

7一
瑪
赫
舍
汪
扎
二
十
九
成
三
十
天
一
狄
斂
斯
月

(
巴
巴2
)

-o
n
H
S
F
Z。i
F
R

十

月
十
一
月
間
一
步
耳
月

(
則
上
6
抽
)

一三
基
包
裝
扎
二
卡
九
或
三十天
一
阿
地
抗
約
丹(
〉
胃
口E
。ω
)
Z

。S
B
Z
呵
，uono
s
r
z十
一
月
十
二
月
閥

一四
一太
具
特
扎
二
十
九
天
一
奧
狄
納
約
月

(
〉
且
古
巴2
)

-u
o
n
o
B
F
R
A
E
E
E
ω十
二
月
一
月
間

一

一五
一舍
巴
特
扎
三
十
天
一
的
甜
甜
提
月

(
早
已
t
g
)

-E
E
E
E

自
明$
2
2
5

一
月
二
月
閩

工川
一
阿
達
爾
問
于
干
九
或
三
十
天
一
狄
斯
托
月

(
O
E
S
)

吋
$
2
3
5

，F
E
E
m

二
月
三
月
間
一

一
尼
散
扎
三
十
天
一
放
思
月
(
2
2
2
)

-F
E
E

自
身
M
E
-
-月
間
H刀
闊
阿
從
寬

(
川
幻
臼
)

八
一
依
雅
爾
扎
二
十
九
天
一
阿
特
米
修
月

(
E
O
E
E
E
)

-S
巴
H
T
F
E

阿
月
五
月
間
一
齊
夫

月
(
則
上
6
1

盯
)

九
一
息
汪
扎
一
一
于
天
一
連
依
修
月

(
O
E
E
S
)

-

E

臣
，H
E
D
Er仇
川
八
月
間

于
一
塔
恭
次
比
二
卡
九
天
一
帕
川
雕
几

(
2
8
3
2
)
H
E
M
E

中
H
E
-
-
E
T
H

七
川
間

十

二
阿
布ι一
干
天
一
章
斯
月

(
廿
。2
)
E
E

切
，E
m
z
2
5七
几
八
月
間
一

十
二

厄
路
耳
扎
二
十
九
天
一
哥
丕
雅
月

(
的
。
毛E
S
)

猶

+六 畫

曆

羅

馬

一
猶
太
人
的
教
曆
以
已
故
月
為
成
首
凶
腦
以
提

巾

黎
凡
的
成
行

二
猶
太
人
稱
閏
月
為
「
問
阿
達
爾
月
」
常
為
二
十
九
天

三
猶
太
人
只
用
陰
曆
羅
馬
人
兼
用
陰
陽
二
腦

四
猶
太
人
原
綠
紀
元
至
瑪
肌
伯
時
代
方
採
用
色
安
泣
的
紀
-
A始
股
公
在
叫
一
-
4二
年
絡
刊
沁
人
以
快J
人
始
也
經
馬
城
之
年
為
紀
兀
部
公
兀
前
七
五
三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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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F
N戶m
E
H
C
T
F
H
u
g
s
E

『
八
月
九
几
間



月

)
為
始
周
朝
以
正
月

(
子
月

)
為
始
秦
朝
以
十
二

月

(
亥
月

)
為
始
至
漢
朝
再
恢
復
三
月
(
寅
月

)
為

每
年
之
始
等
如
此
類
推
叉
中
國
舊
曆
的
劃
分
及
名
稱

頗
為
復
雜
有
天
干
地
支
甲
子
等
多
至
六
十
個
記
號
是

以
民
日
曆
所
不
及
者

革
則
爾
日
曆
是
在
一
九

O
八
年
被
考
古
學
家

去
巴
巴

2

月

在
革
則
爾
地
方
所
發
現
的
一
塊
石
灰
石

板
約
十
一
公
寸
長
七
公
寸
寬
一
點
六
公
寸
厚

上
有
七

行
最
古
的
希
伯
來
文
字
下
方
好
似
因
破
碎
失
掉
了
數

行
字
體
字
跡
所
載
不
外
是
有
關
農
作
的
季
節
「
收
割

月
擂
種
月
後
期
播
種
月
砍
劉
大
麻
月
收
大
麥
月
收
其

他
農
作
物
月
剪
葡
萄
枝
月
夏
季
水
英
月
」
故
此
人
多

稱
之
為
以
民
最
古
的
日
曆
樣
本
此
日
曆
目
前
保
存
淤

君
士
過
了
堡

(
即
阿
巴
E
E
H
)
博
物
館
中
它
的
記
載

閩
中
國
日
曆

上
與
務
問
固
有
闋
的
二
十
四
節
氣
頗
相
似

為
使
讀
者
更
易
明
瞭
起
見
今
將
猶
太
人
的
日
曆
以
及

其
他
與
聖
經
有
闊
的
日
曆
列
表
如

上
(

梅

)

"
必
峙
的
伊
「
g
E
J

首
先
我
們
要
清
楚
知
道
舊

凶
阱
甲

E
可
/
切
。
-
z
s
、
|

2
i
t
-

'

、
約
時
代
以
民
的
生
活
並
不

是
一
方
面
是
宗
教
的
一
方
面
是
世
俗
政
治
的
他
們
的

整
個
生
活
完
全
是
基
於
宗
教
和
信
仰
的
一
切
的
舉
動

行
為
都
是
以
宗
教
為
山
發
點
就
連
戰
爭
亦
不
例
外
士
口

中
東
的
其
他
民
族
雖
亦
有
這
種
信
念
但
遠
不
及

以
民

一
者
之
深
刻
入
骨
舉
凡
一
切
自
創
至
駕
加
伯
在
以
民
歷

帥
一皮
上
所
發
生
的
，
只
大
小
小
的
戰
品
和
我
們
都
應
自
宗
教

戶
的
觀
點
去
瞭
解
去
研
究
以

民
的
戰
爭
是

「
上
主
的
戰

2429 十 六畫

爭
」
(
山
口
M

戶
釗
H

撤
上
街
且
掀
.
「5
H
)
幫
助

以
民
作
的
洞
的
天
主
是
「
戰
士
」
(
山
的
a

依
m
M
H
)

集
合
的
軍
隊
H
K「
上
主
的
軍
旅
」

(
山
曰
“
民
5
u

到
2

搬
上
口
臼
)
他
們
的
仿
制
爭H
A「
要
放
」
(
耶
6

4

米
3
5

店

4
9
)
正
因
如
此
他
們
眩
紅
土
戰
前
聖

潔
向
己

(
撒
上
幻
6

撒
下
U
U
)
奉
獻
祈
禱
成
祭
品

(
民
刮
目
盯
甜
繳
上
7
9

口

9
U
H
M
盯

幻
2

狗
8

列
上
8

“

2
6
7
編
F

m
s

間

加
上
3

叫
“
)

這
一
切
的
粗
俗
方
式
被
從
來
先
知
們
稱
之
為
「
偏
啪
啪
」

(
耶
6
4

E
m4
9
)
凶
恆
的
士
兵
們
都
是
天
主
作
戰
的

工
兵
(
耶
6

‘

2
7
日
間
后
3
9
)
是
上
主
自
己
來

指
叫
作
戰
事
(
依
口3
耶
叮
叮
甜
)
叫
此
布
結
約
植
在

軍
叫
你
中
的
山
現
(
戶
M
U
巾

羽
4

幻
間
“
你3

日

m
H

民
4
H

繳
上
4
7

撇
下
5
M
)
是
上
主
自
己
練
選
帶

兵
的
將
科

(
巾

H
M
7
8晨
6
H
)
以
鼠
的
敝
人
也
就

是
上
主
的
敵
人

(
民
5
U
)
在
戰
爭
中
上
主
仆
已
策

到
決
斷

(
山
M
H
U
巾
1

叫
你
ω
u
u
6
6

民
m
H

撒
上
M
m
)
以
氏
必
須
要
的
叫
終
完
全
依
棚
上
主
(
山
山

村
鬥
臼巾
幼
3

級
8
1

的
但
民
7

3

撒
上
幻
叫
做
F

ω

u
依
7
4
)
如
此
敝
人
必
將
直
阻

(
卅
的
H
H

蘇

2
H
5
1

微
上
4
7
8
)
叫
為
上
主
的
位
怒
驚
嚇
降

在
他
們
身
上

(
巾

幻
盯
巾
7

目
叫
你的
U
U

民
4

閃
7

n

撒
上
5
u
7
M
M
U
)
收
利
H
m應
全
歸
上
主
而
被

視
為
應
毀
滅
之
物
(
戶
幻
2
3

蘇
6
M
M

撒
上
的

當
約
時
代
的
職
扭
扭
及
收
術
以
民
除
了
在
初
期
佔

領
神
地
時
打
的
是
做

Z
m
憫
之
外
(
但
這
是
在
上
主
的

計
釗
之
內
在
以
氏
的
心
目
中
亦
只
是
為
了
使
天
主
的

計
釗
實
現
而
在
上
主
的
領
導
之
下
作
收

)
其
他
一
切

戰
爭
都
是
臼
街
性
的
故
此
他
們
在
交
通
要
道
上
在
險

耍
的
山
區
在
邊
界
的
城
市
及
治
強
闋
的
邊
界

上
也
立

防
衛
線
堡
壘
及
防
禦

L
事
以
低
抗
外
人
之
入
位
迋
格

外
見
於
君
王
及
南
北
訓
時
代
戰
術
方
面
放
古
米
方
的

習
俗
戰
爭
多
閃
始
於
春
季
有
時
有
「
宣
戰
」
之
想
(
列

下
M
8
)
以
睛
盯
角
來
報
告
敵
人
入
費
及
招
央
軍
隊
禦

敵
(撒
上
的
3

則
必
-

-
6

亞
3
6
)
或
者
在
山
頭
上

女
同
旗
號

(
依
口
2
)
點
起
火
把
及
打
發
泛
使
報
仕
口

全
民
敵
人
之
來
發

(
民
7

臼

撒
上
口
7
)
作
收
時
則

有
力
副
主
結
m
g
民
7
H

做
上
口
u

列
下
8

剖
)
山
峰

伏

(
J鯨
8

刊
!

自
民
叩
門

I
H
)虛
城
(
列
下
3
n

H
)
或
分
路
進
攻
的
方
式

(
創
M
n
妝
F

U
Z
)

圍
城
之
後
第
一
步
嘟
嘟
是
切
斷
它
的
水
源

(
民
7

，
)

俊
則
沿
城
牆
築
起
土
堆
以
偽
攻
城
之
用

(
撇
下
刮
闊

別
4
2

依
幻
臼

)
在
土
堆
上
立
起
主
梯
架
超
破
城
機

(
則
4
2

刮
目
9
)
火
燒
城
門

(
民
9

臼

)
城
內
的

軍
隊
則
拋
石
放
箭
道
力
阻
止
敵
人
接
近
核
牆

(
撇
下

u
n
H

編
下
必
H

加
上
6

缸
)
本
來
亦
有
軍
條
之
制

度
(
編
下
鈞
6

加
上
3

詞
)
位
軍
人
主
要
的
酬
報
卻

是
戰
利
品
戶
M
M盯
I
M

對
戰
利
品
的
分
配
有
清
楚
的

明
文
規
定

戰
爭
的
倫
理
戰
爭
本
身
對
無
辜
的
百
姓
常
是
殘

忍
的
舊
約
時
代
的
戰
率
則
有
過
之
而
終
不
及
比
如
對



~
火
以
名
的
般
以
懲
罰
被
阻
咒
的
域
更
被
風
為
腳
地
毀
滅

圳
一
之
趴
將
它
的
房
產
財
物
殺
行
災
燒
破
也
將
其
百
姓
不

-
分
鬥
力
心
此
老
幼
在
行
你
殘
踩
摘
投
放
等
(
蘇

6

剖
8

自

削
上的
剖
叭
叭
幻
凹
)
雖
然
這
種
野
蠻
行
為
只
多
見
於

初
期
的
叫
民
但
仍
與
我
們
現
在
的
倫
理
觀
念
似
乎
格

格
不
九
不
也
我
們
要
知
道
自
迫
是
距
今
幾
千
年
前
的
風

叫
民
起
其
木
時
代
的
子
拉
法
時
周
國
民
族
戰
爭
時
所

，
民
施
的
錢
酷
猶
勝
於
叫
民
比
如
殺
害
孕
婦
的
惡
札
多

H
M
於
外
方
人(
如
下
8凹
的
1
H
)
，
而
少
見
於
叫
民

(
則
干的
問

。

)
北
圓
的
君
王
以
對
敵
人
寬
大
而
著
稱

(
則
上m
u
見
叫
下6
盯
|

詞
)
，
制
劉
法
律
亦
令
以

反
對
研
制
制
l

以
外
的
敵
人
要
寬
仁
大
方
(
削
m
u


m

片戰
後
條
約
的
區
訂
多
以
賠
款
或
進
貴
為
主
(
列

下
的
u

m
u
'

M
)
戰
勝
闢
收
仙
似
失
地
外
並
多
要
求

自
由
通
商
的
權
利

(
列
上
m
H
)

在
新
約
時
代
創
9
5
已
預
言
默
西
亞
是
「
和
平

的
君
王
」
故
此
在
剝
削
叫
上
已
再
沒
有
「
里
取
」
的
提

扎
耶
穌
自
己
只
提
過
一
次
「備
戰
」的
事
(
叫
mM
缸
)

但
那
只
是
向
瑟
的
說
法
(
路
M
詞
)
在
他
的
來
做
論

上
也
言
及
「
戰
事
」
及
「
戰
爭
的
風
聲

」
(
瑪
圳
的6

兒
叫
叭"“
“
)。
喇
喇
只
兩
次
論
及

「
戰
爭
」
(
格
前

的
8

和
U
H

)
，
但
他
如
用
了
不
少
戰
爭
武
器
的
術
語

(
則
6
M
U
H
口

闊
的
5
8
)
(
見
「
天
主
的
全

副
武
裝
」
條
)。
最
低
則
利
制
以
戰
爭
來
形
容
天
主
帥

國
及
甜
甜
必
玉
闊
的
則
立
(
納
2

時
9
，

9

日
，
也
7

口
的
4

7

MN
H

U
H
m
m
U
H

m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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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武
拉
堡
且
也

(
韓

)

M
N
b峙
的
H
J
E
U\
Mw
g
d
J
在
卜A
M代
收
方
必
旅
削

W
A
m
草
草
命
E
H
/
HJ
Z

全
」
對
戰
利
U
凹
的
份
制
山
太

致
說
來
在
文
派
與
那
“
治
制
的
馴
的
佼
佼
卡
拉
將
賊
利

n

肌

平
均
分
給
作
澈
的
士
兵
但
是
最
一
的
首
長
均
有
權
獲
得

特
別
的
分
配
大
概
H
K
全
部
戰
利
品
的
四
分
之
一
戶

們
叫

一

胡
明
文
規
定
將
全
部
收
利
H
叫
一
半
均
分
侃
一
半
給

參
澈
的
士
兵
一
半
給
求
出
征
的
全
體
百
州
再
山
士
兵

所
得
的
純
利
川
中
細
川
五
行
分
之
一
作
為
腦
股
上
主

的
獻
的
以
巾
百
妳
獲
得
的
掠
物
中
抽
卅
五
-
1分
之
一
作

為
叫
什
圳
人
的
生
活
質
問
肌
叫
民
的
鎖
門
訝
地
時
即
挺
得
的

收
利
鬥
叫
大
都
被
說
為
「
應
毀
滅
之
物
」
(
H
M
榮
物
法

圳
幻
甜
甜
叫7
閥

門
別
扭
m
m
7
間
上
m
s
等

)
，
故
任

何
人
不
得
佔
有
而

應
全
部
加
以
做
法
民
反
時
代
的
民

間
此
有
被
拿
取
戰
利
品
中
的
寶
貴
物
口
心
而
將
其
他
讓

與

士
兵
(
即
8
制

自

)
瀏
叫
間
為
解
決
話
時
對
於
戰
利
品

的
紛
爭
命
令
軍
人
與
百
姓
平
分
軍
長
有
憾
留
下
自
己

特
別
的
一
份

(
刷
上
m
m
m|

扭
)
君
主
時
的
閻
王
有

權
佔
有
戰
利
口
凹
的
金
銀
及
貴
重
物
品
留
為
日
別
及
充

實
學
殿
的
寶
庫
(
制
下
8
7
8
)
分
取
戰
利
品
的
事

為
叫
民
是
愉
快
非常
的
樂
事
(
圳
的
叫出
叭
J
2
)
，
因

它
使
那
些
當
時
毫
無
兵
鍋
的
士
兵
獲
得
報
酬
但
是
士

兵
這
種
愴
掠
戰
利
品
的
貪
心
如
有
時
能
阻
止
全
部
戰

爭
勝
利
的
迅
速
成
功
(
刷
上
4

口
M
)

見
前
條
及
應
毀
滅
之
物

(
聯

)

b
v句
亨
通
戶
司
司
、
「
/

是
巴
比
倫
王

"
的
副
科
品
早
-
J
R
A
U
﹒
戶
戶
手
5

個

)i
l
-
-

E

z

-

-
二

l
/

J

、
食
學
的
判
中

的
尊
心
稱
呼
之
~
哼
!
口
學
者
的
U
發
現
一
個
文
件
其
上

紙
有
許
多
王
朝
中
一
的
紋
的μ
的
呼
稱
此
文
件
現
保
存

於
劃
刮
別
叫
堡
的
博
物
館
中
位
已
很
難
斷
定
他
們
反

正
的
它
能
到
剖
譯
本
隨
從
多
數
學
者
的
立
也
將
之
譯

作
「
m
輛
車
司
令」
(
恥
"
3

口
)
口
，
正
乃
爾
加
耳
沙
勒

劃
制
的
后
恥

(
韓

)

n
s
一
頃
K
「
。
E
E
E
O
O
J蹤
然
在
以
民
法
律
上

U
H
M
訓
t
u
r
/明
E
O
E

」

i
t
d
l

/

、
無
正
式
關
於
擔
保
的

胡
文
規
是
位
叫
民
仿
效
共
他
只
憐
的
習
仲
耐
不
得
情
作

保
的
行
為
且
自
古
以
來
就
布
(
創
衍
，
)
智
g
R
U
作

者
登
戒
叫
民
毋
輕
易
作
保
(
間
6
2

|
5

日
臼
口
闊

別
時
扭
扭
盯
幻
間
參
見
倒叫
U
H-
-
m

)
作
保
的
方
式

是
以
拉
手
為
定
(
如
口
3

制
6
1
口
問

扭
扭

)
有
時

亦
有
以
自
己
的
身
體
或
生
命
來
為
人
作
保
持
稽
之
謂

「
人
質

」
(
如
下
M
H
編
下
幻
剖
)
耶
穌
刊
己
就
叫
起

新
約
的
擔
保
人
(
和
7
臼
)
(

特
)

門
口$
3
1
4、
\
p
s
m
J

斟
叫上
所
泣
的
的
制
木
有

i

l
H
N
H
I到
-
r〉
品
。
『
ω
\

L
T

』
/
/

、
果
樹
及
用
個
叫
作
木
材
或
共

他
用
途
的
街
木
今
列
舉
如
下

@
田
水
樹
石
榴
樹
桑
樹
無
花
果
樹
杏
樹
核
桃
樹
扁

跳
樹
橄
欖
樹
葡
萄
樹
棕
梢
樹
蘋
果
樹
野

無
花
果
樹

@
樹
木
橡
樹
篤
耨
香
樹
種
樹
柳
樹
香
膠
樹
柏
樹

香
柏
樹
黑
柏
樹
白
楊
樹
內
松
尉
皂
爽
樹



(
總
尉
)
長
谷
制

草
地
叫
域
雖
不
大
ω
氣
候
之
變
化
改
地
均
之

高
假
如
非
常
復
雜
因
此
樹
木
之
生
長
亦
凶
地
而
異
大

致
品
來
樹
木
特
別
生
長
在
沿
海
的
沙
龍
平
原

(
依
彷

2
)
黎
巴
嫩
赫
爾
孟
高
山
及
耶
里
哥
盆
地
厄
斯
得
隆

平
原
敘
約
伯
河
東
一
帶
地
區
旅
側
1
目
2
9

一
切
結

果
的
制
都
是
由
的
人
而
造
而
不
結
果
的
樹
可
用
來
為
其

他
的
目
的
樹
木
在
舊
約
中
多
次
是
天
主
則
作
門
口
昂
的

工
具
以
民
右
履
行
天
主
的
法
令
則
天
降
雨
茲
「
田
野

的
制
木
、
必
結
山
山
果
實
」〈肋
約
4
)
但
以
反
右
不
過

邊
天
主
的
盟
約
除
其
他
許
多
災
繼
外
則
土
地
荒
涼
無

尉
木
可
長
果
尉
亦
將
不
會
問
花
結
果

(
肋
必
卸
的
小耐
心

刊
)
樹
木
亦
是
義
人
及
全
心
信
賴
依
恃
上
主
的

人
的
象
徵

(
一
詠1
3

耶
口

e
s
)
這
象
似
有
時
亦
用

於
整
個
民
族
(
歐
M
6
8
)

或
者
人
位
化
「
上
主

的
喬
木
飽
餐
小
海
」
(
詠

m
H
)「
樹
木
必
要
赦
令
」

(
依
叮
叮
)
歡
樂
(
、
詠%
M
)
承
認
知
道
(則
口
創
)

嫉
拓

(
則
M
M
9
)選
嬉
國
王
(
民
9
8

1

間

)
商
談

嫁
娶

(
列
F

M
9
)
以
民
受
其
他
民
族
之
影
響
對
於

制
木
非
常
友
護
剪
古
老
的
樹
札
使
之
一
冉
生
改
錢

(
如

M
?
刷
刷口叮
克
制U
I
)
果
樹
更
受
特
別
法
仰
的
保

護

(
中
切
凹
)
對
於
常
綠
的
樹
木
格
外
是
生
長
在
枯

燥
地
帶
的
常
青
樹
更
是
愛
護
備
至
甚
至
竟
心
生
敬
意

-
視
為
天
主
的
祝
福

(
出
的
叮
依
削
"
甜
)
討
此
樹
蔭

《
U

圓
間
一
之
下
常
是
重
要
集
會
討
論
爭
辯
識
和
的
處
所
亦
是
先

一
知
教
導
人
的
地
方

(
創
呵N
S
民
4
5

刷
上
M
z
n
e

3434-2435 十六、!1

到
刊
)
此
共
使
人
在
念
的

H
A
m廿
仰
上
多
次
世
及上
主

在
H
K
也
涵
「
「
顯
成
」
的
一
串
仙
似
以
扎
扎
一
此
一
一
叫
民
歷
史

所
致
他
的
重
要
事
件
上
主
在
酬
馴
樣
叫
樹
區
顯
現
紛
到

凹
蚓
(
州
也6
7
)
，
到
別
叫
在
蝴
則
闊
的
瑚
喇
喇
橡

樹
包
給
上
上
築f
一
座
祭
墟
(
側
的

M
)，

同
蚓
訓
的

老
先
知
在
綠
崩
-
「
發
免
了
天
主
的
人
(列
上
U
H
)
撒

鳥
耳
反
共
三
戶
的
屁
體
被
即
在
雅
H
H士
寫
耨
香
樹
下

(
編
上
昀
臼
)
上
主
的
使
者
在
制
刺
刺
的
一
棵
篤
耨

香
樹
下
顯
划
給
劉
糾
糾
(
間
6
u
)，

出
叫
俐
在
問
叫
創

(
立
謂
的
樹
木H
惱
谷
)
打
敗
問
叫
蚓
(
船
上
口
2
)

亞
巴
郎
在
以
山
附
合
巴
M
削
彼
默
肋
在
主
化
約
之
俊
栽

r

一
株
樟
此
坐
呼
求
f

上
上
(
州
州
刮
目
臼
)
.
捌
叫

耳
在
延
民
亞
的
一
份
禮
樹
，
「
得
知
，4
叫
你
在
聯
合
造
反

(
織
上
的
“6
)
總
被
創
刊
立
先
知
坐
在
一
帥
"
棕
紛
下
等

候
以
伏
的
札
刷
M
t卅
蚓C
A
(
民
4

5

)
你
只
H
A坐
在
一

末
以
邊
的
引
梢
紗
，
「
向
他
的
兒
，
于
和
叫
“
'
、
太
將
訊
衛

兵
你
現
敝
叫
刊
)
，
川
(
他
上

M
2
)
正
-
切
仙
人
咒
他
亦
多
可

能
縣
山
的
例

f

使
拔
們
知
道
恥
于
一
仇
上
的
將
一
大
上
的
顯

現
或
以
以
M
m災
上
的
火
以
良
制
木
聯
A
H在
一
起
好
似

崩
卜
亦
在
以
此
的
腦
海
中
卜
竹
.
叫
他
「
州
學
」
的
，
科
研

H
猶

如
某
些
一
哄
件
的
「
成
人
」
山
此
抗
們
也
吋
以
明
除
在

邪
艸
的
傲
的
上
以
民
除
f

受
外
脹
的
第
響
之
外
何
以

債
問
制
木
來
表
示
他
們
的
崇
拜
這
楚
歌
台
上
所
絕
對

嚴
斃
的
(
申
也
2
6

剖
耶
2

叩
)

在
剝
削
叫
中
樹
木
街
時
是
一
切
植
物
的
代
表

(
賊

7
1
3
8
8
9
4
)

或
者
在
其
他
的
述
事
中
出
現
凹

圳
學
上
-
m
野
桑
樹
看
耶
穌

(
峨
的4
)，

被
拾
好
的

將
于
看
見
人
好
像
樹
木
在
行
走
(
叭
叭

8

剖
)
耶
穌
榮

進
耶
京
時
眾
人
砍
下
樹
枝
鋪
在
路上
或
拿
在
手
中
揮

舞
以
示
歡
迎

(
瑪
幻
8

叭
叭US
)
耶
穌
在
無
花
果
樹

下
以
其
全
知
見
到
了
糊
蚓
卅
到(
如
叫1
“
l
m

)
無

花
果
樹
受
耶
穌
的
咒
詛
而
乾
枯

(
職
幻
凹
)
在
耶
穌

的
比
喃
喃
中
有
芥
子
成
樹
的
比
喻
(
職
口
臼
制

U
H
)

以
樹
之
果
辨
別
樹
木
之
好
援
(
關

7

叮
↑
M
U
臼
削

6

刊
)
人
子
來
臨
的
先
兆
應
取
白
無
花
果
樹
的
發
芽

(
職
圳
的
臼制
訂
臼
)
，
洗
者
制
制
亦
用
了
樹
木
來
的
事
徵

那
些
不
承
必
基
督
的
人

(
關
3
u
w
3
9
)制
出m

m
M節
將
開
址
(
端
人
比
作
悅
秋
后
結
果
子
的
樹
死fx
死

應
注
仙
似
拔
除

兒
學
征
中
的
植
物

(
韓

)

倒
掉
倒
閉
慘
「
ω
同
耳
其
曰之
一
種
有
香
味
的
制
膠
劃

2
J
A
-
-
1

，
、
經

上
兩
次
提
到
志
一
次
是

若
瑟
被
賣
給
運
輸
叫
樹
膠
的
依
市
環
耳
商
人
(創
幻
自
)

另
一
次
是
雅
各
伯
囑
咐
自
己
的
兒
子
們
要
多
帶
些
一
本

地
的
特
產
送
給
埃
及
的
責
人
|
|
制
設
在
也
且
些
特
產

中
就
街
樹
膠

(
創
刊
H
)

見
聖
經
中
的
植
物
香
料
(
輯

)

肘
帥
挑
位
峙
剋
「
O
E
〈
O
J

此
字
前
日
多
從

叫
凶
扣
們V
M
們
U
配
制
u
f
o
z
mw
。
-
m〈
"
、
『

:

l

i
l

-
-

i
l
-
-
1

，
、
音
譯
作
「
阿
里

瓦
」

捏
一
經
提
及
橄
纜
樹
(
校
)
首
次
見
於
洪
水
滅
世
的

敘
述
割
間
的那
雙
筒
子
口
吻
綠
橄
欖
枝
而
返
(
制

8



-
u
)
「
橄
屆
四
」
-
h叫
原
文
指
樹
木
亦
指
叫
I
W
H兩
省
通

的
-
用
它
可
以
論
是
墓
地
的
特
產
幾
于
各
鬼
的
山
間
斜
坡

間

上
皆
可
見
到
其
中
尤
以
軍
京
含
恨
及
材
只
龍
附
近
的

橄
欖
甜
的
最
著
名
叢
生
成
林
(
民
的
5

兒
昀
8
8

依
口

6

討
問
米
6

臼
)
它
的
葉
子
底
前
晏
灰
白
色
終
因
墨

深
綠
色
感
熱
而
縮
各
故
樹
蔭
不
大
於
五
月
間
開
花
花

小
墨
淡
，
白
色
不
久
即
凋
謝
其
果
贊
於
六
月
間
關
始
成

熟
八
九
月
間
收
稜
收
穫
時
時
間
動
或
以
長
棒
打
僻
字
樹
枝

(
昀
圳的
目
依
口
6

叫
出
問
)使
四
川
質
落
地
供
人
拾
取

搜
集
牧
穫
完
畢
接
看
就
是
帳
棚
笛
的
大
慶
日

(
肋
幻

曰
“
名

7
2
)
圖
的
過
前
所
用
的
樹
校
就
是
橄
欖
技

(
厄
「
8

臼

)
墓
地
的
橄
欖
川
的
質
學
富
較
其
他
地
區

的
橄
惋
竟
超
過
百
分
之
三
十
故
向
來
視
為
娶
她
財
富

之
一
但
是
到
於
橄
欖
的
梅
製
保
存
捏
一
經
上
封
從
未
提

及
蓋
其
技
術
導
源
於
希
臘
而
非
草
地

墓
地
雖
盛
產
橄
欖
位
普
此
樹
而
得
名
的
地
方
或

人
物
划
少
而
又
少
比
較
著
名
者
僅
有
橄
攪
山
而
已

(
E
M
4
撤
F

的
叩
)
可
娃
它
的
象
似
意
義
刻
不
少

比
如
它
是
光
輝
美
麗
的
俗
歌
仙
風
(
東
M
H

歐
U
W
T
)茂

盛
健
壯
的
象
做
(
蛇
口
問
詠
m
AU
)多
產
岱
收
的
象
做

(
詠

m
a
) ，

歡
欣
技
殊
的
家
做
(
叭
叭

u
u

關
幻
1
l

u
)
其
次
它
在
學
經
上
也
有
他
意
的
用
法
比
如
橄
欖

盟
收
歉
收
表
示
上
主
封
何
必
的
阿
恩
或
懲
罰
(
米

6

白

山
m
n
叫
亞
4
9

哈
3

口
)
約
掌
關
於
橄
欖
樹
的
寓

言
(
民
9
9

)
聖
保
線
也
借
橄
欖
枝
與
野
橄
欖
枝

來
表
示
猶
太
人
與
基
怨
自
徒
之
間
的
關
係
(
羅
口
叮
!

十六2436-2438 

(
韓

)

圳
做
磁
石
(
m甘
心的一-
M
E
m
-
-
2
白

色
的
寶
石
古

時
盛
建
淤
晰
厄
瓜
的
路
爾
災
士
(
吋
月
2
)
街
(
按

橄
欖
石
從
弱
的
來
文
ω

叫
作
裕
爾
史
士
)
它
可
能
是

生
門
玉
石
的
一
種
(
山
m
m
刊m
H
則
怕
的H
)
兒
於
先
知

關
叭
叭
問
個
輪F
的
艸
視
中
(
則
1
M
ω

9
)
天
上
耶

京
的
第
七
塊
墓
石
山
是
橄
欖
石

(
默
幻
叩
)

見
質
石

(
﹒
韓
)

"
佈
叭
h
h

叫
「
宮
。
巨
片
。
問
。
-
12

J
橄
攪
山
舊

M
師
和
叫
m
U
U
U
V
/
宮
。
且
明

O
C
S
L

|

'
、
日
亦
依
音

譯
作
「
阿
里
瓦
山
」
位

M
F、
耶
京
萊
茵
由
北
而
南
中
間

有
克
德
能
谷
約
八
百
公
尺
高
共
有
三
座
山
頭
北
部
山

頭
面
的
現
今
希
伯
來
大
學
的
所
在
地
中
部
山
頭
有
德
國

醫
院
南
部
山
頭
有
現
今
的
突
爾
(
包
吋
E
)
村
耶
穌

升
天
的
地
方
及
厄
肋
放
納

(
目
。
。
自
)大
堂

(
按
此

名
來
自
希
臘
文
的
「
橄
攪
樹
」
)

山

之
東
館
有
貝
特

法
苓
(
見
谷
U
I

郎
"
的
)
西
燈
.
一
何
耶
穌
哀
哭
耶
京

的
地
方
(
見
路
吵
叫
，
“
)
及
革
責
瑪
尼
圍
住
時
此

山
曾
指
佈
橄
欖
樹
遠
較
現
在
為
多
因
而
得
名
並
有
不

少
與
聖
經
昕
收
有
關
的
州
穴

這
味
時
代
曾
在
此
山
頂
祭
紀
過
天
主

(
撒
下
的

臼
)
達
咪
涕
哭
若
亦
足
過
此
山
而
逃
避
造
反
的
阿
貝

沙
降
(
撒
卡
的
目
)
在
南
部
的
山
鎖
上
撒
牌
服
淪
為
其
妻

妾
娃
築
f

宮
殿
及
邪
艸
廟
宇
故
有
「
醜
行
山
」
或
「
惡

表
山
」
之
稱
後
圍
的
約
史
雅
王
所
創
除
(
列
下
幻
間
)

先
知
們
在
神
視
中
亦
曾
川
是
悅
比
山

(
則
H

H
4
仙
"

‘
)
那
穌
怕
在
這
山
的
鳳
山
站
閣
中
泌
俊
(
H
h
8
1的

釗
肘
)
並
經
此
山
往
還
川
仗
的
恥
里
哥
伯
達
尼
夜
航
京
之

間
(
瑪
幻
1

谷
口
1

的m
m
w
m
)
山
的
出
上
有
一
山
叫
H
K
1比

念
耶
穌
教
導
門
徒
，
耐
心
|
「
天
主
紅
」
的
地
方
(
的

釗
盯
泣
抽
瑪
"
的3
泊
叫
)
上
面
所
說
的
厄
仙
放
納
大

門
屯
的
位
址
(
經
於
公
元
三
九
五
年
)
即
在
此
山
州
之

上
於
一
九
一
(
l

一
九
一
一
年
細
山
耶
穌
斤
一
大
的
地

方
(
宗
l
u

路
圳
的
叩
)
亦
有
一
座
占
堂
建
於
﹒
二
七
五

年
但
於
一
一
八
七
年
為
罔
教
徒
所
佔
以
迄
於
今
日
在

耶
穌
哭
耶
京
的
地
方

(
口
。B
S
E
P

〈
』
乙方
濟
會
上

巴
都
提
神
父
(
因
﹒
囡
"
問
旦
旦
)

自
一
九
五
三
年
開
始
經

兩
年
之
久
完
成
了
考
古
的
挖
掘
證
明
此
地
會
是
，
占
猶

太
基
督
徒
的
一
座
填
海
墳
前
站
竟
達
五
百
陸
之
多μ
山
上

者
計
有
一
百
二
十
二
個
腎
骨
箱

(
O
E
E
E
E
E
)七個

棺
鄉
上
面
刻
有
不
少
以
希
伯
來
阿
刺
美
及
希
臘
文
的

新
約
上
的
名
字
如
西
游
若
瑟
猶
大
瑪
利
亞
若
望
村
一
回

綠
軍
穌
瑪
爾
大
瑪
弟
亞
等
人
名
並
有
耶
穌
墓
名
的
縮

寫
(

)
另
外
還
有
其
他
許
多
非
常
有
價
值
的
考

古
資
料
足
以
證
明
耶
京
初
期
教
會
的
存
在
以
及
這
首

批
基
督
徒
生
活
及
埋
葬
的
情
形

(
韓

)

到
街
恨
心
目
「
。

"
r
J

聖
經
上
多
次
提
及
的

M
」
4

』
4

，
C
E
R
E

」

一
種
航
制
叫
蚓
文
稱

為
巴
巴
﹒
丘
。
且
從聖
經
的
上
干
文
看
來
這
倒
桐
草
尚
大

而
且
H
M葉
茂
盛
可
供
人
在
其
下
納
涼
恕
息
但
究
竟
是

指
甚
麼
樹
古
今
的
譯
文
未
有
一
統
一
的
譯
名
如
創
刊

M



6

祈
臘
譯
文
譯
作
「
~
的
大
的
像
制」而
校
4
j
通
行
本
則

譯
作
「
問
名
的
山
谷
」
或
「
平
原」{S
D
S
{
-
E
A
Z
R
E
T

E
E
弓

之
后
治
通
常
大
援
譯
作
像
制
或
篤
認
香
樹

(
仰
J

文
A
E
R
n
E
T

H
O

E
E
D
H
V
E
)但
也
有
譯
作

來
崩
或
符
樹
的

(
如
依
6

口
則
6
H

歐
4
u
)
學
經

作
品
絕
無
惹
來
講
植
物
學
所
以
也
不
必
太
過
追
根
究

底
來
鑽
研
這
頗
制
的
科
學
名
詞
不
過
引
人
注
意
的
是

凡
或
組
昕
住
過
的
幾
倒
，
何
名
的
地
方
部
長
有
這
類
樹

如
瑪
默
勒

(
創
的
1
)
舍
根
(創
刊ω
‘
)貝
特
耳

(
創

刊ω
8
)
而
且
几
省
點
特
別
的
事
也
都
提
及
此
叫
樹
如
將

外
郊
的
艸
像
埋
在
機
叫
樹
下
(
創
刊
泊
‘
)若
一
穌
厄
在
雪

所
J
A邊
的
究
制
約
看
餅
干
立
石
為
憑
(
蘇
刮
目
)
阿
具

沙
隆
死
於
綠
樹
下

(
撤
下
的
9

)
而
且
連
做
烏
耳
的

屍
位
也
即
一
券
在
這
類
樹
下
(
見
編
上
m
n
但
撒
上
刮

目

則
提
及
另
一
種
樹
)
由

上
述
各
節
看
來
以
民
似
乎

以
這
叫
樹
當
作
草
樹
正
因
此
或
也
因
這
類
樹
有
很
好
的

樹
底
遂
成
了
以
民
敬
邪
艸
拜
偶
像
的
地
方
為
此
團
的
先

知
們
所
益
力
反
對
並
嚴
加
申
斥
的
對
象

(
見
歐
4
u

則
6
H

依
1
H
)

橡
樹
雖
在
約
但
河
西
部
也
有
但
盛
產
橡
樹
的
地

方
則
在
約
但
河
東
部
的
巴
商
(
見
依
2
u

則
幻
6

匣

口
2

)
此
外
還
有
幾
個
地

方
以
被
樹
名
命
(
當
然
是

依
希
伯
來
文
來
說
從
譯
文
看
不
出
來

)
如
坤
2
8

蘇

-
w
u
創
刊
鬥6
依
臼
8

等
處

(
義

)

m
-
9
墊
底
竭
才
「
叩
門
門。
品
。
且
其
/
這
個
名
昆
在
希
伯

-M
-dqa/mFEET 一

i
t

'

‘

來
文
原
是
指
一
切

2439-2441 -1-六，哇

經
過
發
仰
而
製
成
的
醉
人
飲
料
自
一
苗
在
祁
臘
文
則
用

來
指
示
一
種
強
烈
的
涵
即
烈
酒
或
濃
酒

(
見
肋
m
g

依
巾
的9
路
I
H
)
古
時
作
這
種
濃
涵
的
原
料
大
概
不

外
是
大
麥
策
椰
子

(
U
R
笠
M
)石
榴
的
街
蘋
莫
及
蓮

子
等
有
時
亦
踐
上
蜂
蜜
厄
旦
大
司
祭
見
到
亞
納

那
種

祈
禱
的
狀
態
時
以
為
她
嗎
碎
了
酒
但
亞
納
卸
強
捌
自

己
向
來
不
喝
清
酒
一
央
不
喝
烈
酒
(
繳
上
l

H

)
→
的
以
小

學
祭
之
前
是
不
准
喝
泊
、
府
或
烈
酒
的
以
示
尊
敬
(
肋

的
9

)
肋
哀
耳
的
母
親
勸
姐
身
為
國
王
者
不
{
且
飲
清

酒
或
烈
酒

(
飯
"
“4
5

)
依
撒
意
亞
亦
曾
宣
斥

那
些
一

飲
消
涵
的
英
雄
陷
烈
涵
的
社
士

(
依
5

也
)
某
一
位

學
詠
作
者
也
會
抱
怨
「
喝
醉
烈
酒
的
人
對
我
歌
咐
戲

弄
」

(
、
你的
u
)
自
足
以
里
一
位
上
對
烈
涵
的
評
語
，
叫
來

是
否
定
的
斥
在
性
的
凶
的
它
使
人
心
神
目
盲
而
過
己

醉
生
夢
死
的
生
活

(
依
必
7

的
5

)
(

韓

)

約
反
証
「
戶"
2
-
M
J
m
廿
的
位
上
的
燈
皆
指
沁
從
而
一
-
z口

扭
曲
m
k
f
H
L
E
M
M

S

」
即
將
仙
注
入
瓢
形
的
胸
部
或

金
國
器
血
中
再
放
以
煜
心
而
成
這
與
中
凶
民
間
所
間

的
油
燈
十
分
近
似
簡
述
如
下

1

燈
的
形
狀
最
初
是
十
分
簡
閑
的
川
狀
你
談
中
部

血
後
來
則
加
上
蓋
並
作
上
兩
炯
炯
一
例
為
住
州
約
一

個
是
為
將
燈
心
引
出
點
燃
普
通
是
陶
器
作
成
的
有
時

也
是
金
屬
的
但
很
少
見
形
狀
則
有
長
側
的
反
卵
叫
卅
一
小

等
燈
心
有
一
個
或
數
個
故
照
所
謂
之
光
明
而
定
有
的

亦
有
把
柄
雪
地
油
燈
的
製
這
大
都
受
埃
及
或
勝
尼
基

的
影
響
後
來
羅
馬
人
沿
用
之
惟
希
敵
人
的
油
燈
有
長

的
頸
項
以
放
置
悶
地
心

2

燈
的
用
途
最
主
要
的
用
途
諂
於
是
為
照
耀
在

家
庭
內

它
被
拉
於
懷
凹
地
方
或
仙
趴
在
桌
子
或
燈
台上

「
照
耀
峙
中
所
釘
的
人
」

(
瑞
5
口

叭
叭4
目

制
8

閱

日
品

)
夜
間
行
路
時
拿
在
手
中
照
明
道
路
或
察
看
隱

暗
的
角
落

(
路
的
8

素
l
u
)
除
此
以
外
在
宗
教
的

他
俗
上
也
有
它
的
用
途

(
見
巴
6
M
)
更
重
要
的
是

泊
位
中
的
沁
燈
蓋

古
東
方
人
都
以
為
燈
光
可
以
驅
除

惡
唸
使
死
去
的
人
得
以
安
靜

的
休
息
這
就
可
以
明
驗

何
以
ι
h
d
占
學
者
所
發
現
的
油
燈
大
部
山
自
占
m
h至
今

只
牡
音
人

的
帳
孫
中
仍
是
明
燈
徹
夜
也
是
茲
訟
，
泣
種

心
理
在
古
基
督
徒
的
墳
地
及
瑩
窟
中
的
油
燈
是
在
象

似
他
們
對
常
生
的
信
心
及
復
活
的
希
望

3

燈
的
象
徵
意
義
象
做

上
主
對
義
人
的
照
呱

ii

li

,

i 

(約
m
o
su詠
U
H

山
口
廠
的

9
)
對
惡
人
的
忘
懷

(約

的

e
m
口

創
州
的目
)
天
主
賜
與
人

的
生
命
(間
卻
盯
)

l
J

ii 

天
主
的
學
一
言
(
泳
叫
m
伯
後
1

刊
)
及
法
律

(
成
6

臼

)
眼
睛
是
身
體
的
燈

(
瑪
6

血
路
口
抽
)
右
盼
好

似
照
路
的
燈

(
斗
力5
品
)
的
問
活
後
凱
位
升
天
的
耶
穌

是
天
上
的
明
位

(
以
幻
n

n
5

)
(

牌

)

“
旦
旦
首
霞
「
Hb
E
M
γ
旦
旦
已
/
「
A
H返
」
關
名
叫
心

凶
"
m
Z
E
f
p
z
o
g
z
z
s

」

2
1
9
;

三

，
、
技
便
知
道
是
為
托

竿
油
燈
之
用
的
認
具
這
種
沁
燈
在
t
u
猶
太
民
間
阿
拉
家

家
戶
戶
不
可
缺
少

的
東
西
耶
穌
在
教
訓
人
時
會
提
醒

人
短
不
是
為

放
在
斗
底
下
而
是

為
放
在
燈
窒
上
的

(
瑪
5

臼

參
見
列
下
4

叫

)
但
是
燈
及
燈
還
除
了
它



.1073. 

一一-

十六

的
普
遍
則
進
之
外
與
以
民
的
宗
教
做
禮
亦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在
以
衍
缸
叫
幻
口
-
-
H
m

m
品
已
將
鑒
所
燈
畫

的
式
法
作
過
詳
細
的
拍
述
隊
以
純
金
製
造
有
七
個
X

中
間
一
個
兩
邊
各
三
個
每
一
χ
上
以
三
朵
似
杏
花
的

花
點
綴
有
花
托
和
花
的
糊
唯
中
闊
的

-
X
應
有
四
朵
來

按
比
七
火
的
最
上
端
談
以
油
也
應
日
夜
在
上
主
的
星

所
中
點
志
所
用
的
油
應
是
橄
欖
油
由
司
祭
每
晨
前
來

清
理
及
加
油

在
蚓
制
制
建
造
的
單
般
中(公
元
前
九
六
六
年

)

內
殿
有
十
個
燈
登
每
邊
五
個
依
牆
排
列
(
列
上
7

的

幟
下4
7

可
公
元
前
五
八
六
伴
們
凹
出
制
王
科
蚓
副
將

聖
殿
破
坡
並
將
這
些
燈
登
帶
走

(
耶
位
﹒
口
等
)
作

為
戰
利
口
問

七
益
時
.
金
燈
叮
成
卅

一
別
致
辭
已


j
J
J空
白

一
話
是
從
矢
口
-
z

-
J
W
)

，
叭
，
可
t

3442-2444 

則
如
何
巳
貝
耳
充
軍
歸
來
後
重
建
聖
殿
(
公
元
前

五
二
O
i
五
一
五
)
此
敗
中
亦
有
金
燈
臺
一
個
被
安

闊
制
制
四
世
厄
丕
法
乃
(
公
元
前
一
七
五
l

工
扒
四
)

所
竊
恥
後
來
蚓
划
開
叫
側
重
新
製
造
放
於
星
般
中

(
叫
上
1
n
4

“
可
按
史
家
創
封
封
的
記
恥
大
蚓
制

制
會
製
造
了
一
個
更
壯
觀
美
麗
的
提
退
一
股
在
學
般
中

這
一
壯
觀
美
麗
的
燈
毫
可
能
成
了
羅
馬
人
的
繳
利
品

之
一

(
公
元
後
七
0
年
)
被
帶
往
羅
馬
並
將
其
形
膨

刻
於
倒
出
凱
旋
坊
上
作
為
戰
勝
蚓
划
人
及
破
…
拔
耶
京

大
般
的
紀
念
至
今
猶
存
供
人
憑
吊

其
次
考
古
學
者
在
巴
力
斯
過
發
現
了
一
大
批
這

種
七
火
燈
翠
的
樣
木
且
至
今
仍
不
斷
有
新
的
資
料
也

弘
一
這
些
燈
臺
格
外
見
於
鎮
傲
的
地
板
上
(
如
閥
割
割

的
古
食
堂
)
棺
鄉
的
蓋
子
上
家
門
或
許
位
門
上
亦
屢
見

不
航

(
韓
)

見
全
熔
祭

位
位
身
之
、
\
目

。
戶
。E
E
H
J

M
品
財
產
/
/
目
。
戶。
B
E
E
-

的
-
站
叮
叮
已
1
「
ω
S
Z
。
2
J
里
經
上
有
兩
個
不
同
的

扭
著
“

-
H
J
E

E
E
\

名
詞
用
來
指
這
種
自
古

學
者
仍
未
能
確
定
所
就
是
否
就
是
我
們
日
常
昕
見
的

燕
子
問
副
譯
本
一
次
譯
作
「
雁
」
(
耶

8
7

)
一
次
譯

作
「
燕
子

」
(
船
到
H

叭
就
是
這
種
懷
疑
的
結
果
娶
一

樹
上
提
及
燕
子
一
去
無
蹤
的
飛
馳(簽
約
2
)
為
幼

雛
造
巢
的
勤
勞

(一
制
制‘
一燕子
的
呢
喃

(
創
刊
泊
H
)

按
照
季
候
而
飛
遷

見
飛
鳥

(
韓
)

山
間
曾
直
面
耐
心
「

M
H
E乎
J
女
人
名
意
義
不
許
是
摩
阿
布

Z
E
H
4
4

卸
/
、
地
方
的
三
位
女
子
嫁
給
一
個

前
來
逃
荒
的
蚓
卅
艾
派
人
為
其
巾
是
而
成
的
出
酬
的

祖
化
關
於
她
的
生
平
她
一
生
中
最
光
輝
燥
爛
的
一
部

份
見
故
於
虛
德
傳
中

I
附
說
抖
出
時
有
位
名
叫
厄
旦
前
叫
叫
割
的
制
圳
玄
派

人
偕
向
妻
子
納
放
米
及
兩
個
兒
子
|
|
』
瑪
赫
降
和
萃

叫
劑
l
i
自
創
制
逃
荒
京
劇
叫
刷
地
一
比
但
不
久
之
後

厄
里
默
肋
客
死
去
兩
個
兒
子
已
長
大
成
人
印
本
地
兩

個
外
方
女
子
結
婚
|
|
盧
德
及
放
爾
帕
可
是
禍
不
單

行
糾
糾
刑
的
兩
個
兒
子
亦
相
總
去
做
紙
包
于
他
和
兩

仗
年
市
的
寡
恥
糾
氏
在
回
顧
無
親
的
陌
生
及
役
之
不

紙
有
辭
別
兩
位
兒
媳
罔
歸
故
里
白
冷
航
心
們
心
汁
站
於
孝
文

同
怕
之
心
決
意
要
放
棄
向
己
的
親
人
民
以
一
切
終
身
跟

隨
照
顧
孤
苦
伶
何
的
婆
母
二
人
低
速
猶
大
的
自
冷
時

正
好
是
收
割
大
麥
的
季
筒

為
了
維
生
之
計
處
德
下
回
拾
取
麥
穗
麥
田
的
主

人
名
叫
樹
剛
喇
叭
R
E
A
m
田
地
頗
為
富
有
及
一
有
地
位
的
人

又
是
死
去
的
厄
里
默
肋
割
的
近
親
之
一
在
他
駝
到
處

制
的
孝
行
之
後
中
心
為
之
大
動
遂
囑
附
工
人
要
多
拋

下
些
麥
穗
供
劇
制
捨
取
虛
德
按
照
婆
母
的
指
示
完
夜

訪
露
宿
禾
場
的
制
叫
樹
要
求
制
氏
馴
服
行
親
族
的
義
務

的
與
自
己
成
婚
生
子
好
使
厄
里
默
肋
客
的
家
族
不
致

於
絕
戶
無
桐

(
見
申
衍
s
l
M

)
這
一
片
亦
泌
的
孝

心
及
自
我
犧
牲
的
偉
大
精
神
深
深
感
動
了
法
阿
次
遂

欣
然
答
也
在
了
結
一
些
法
律
上
的
步
驟
之
後
二
人
正



式
結
婚
同
居
位
子
的
M
H
H得
納
放
米
將
之
過
繼
如
同
己

山
如
此
自
己
的
家
族
才
算
後
織
有
人
放
貝
得
生
葉
瑟

而
從
瑟
世
達
味
故
此
處
德
技
歷
史
是
連
味
祖
父
的
母

親
是
耶
穌
母
系
先
組
之
一
見
瑪

1
5
(

韓
)

喝
旨
盈
盈
ω
哲
學
\
切
。
矣
。
閃
閃
E
H
F
J康
德
傳
是


M
M
H
H
M
F
F
恥F
a
R
/
H
L宮內
F
S

」

l
J
'
1
4
1

，
、
本
短
篇
的
央

台
祇
有
四
章
可
視
為
描
述
田
閱
生
活
的
牧
歌
亦
可
觀

為
一
篇
門
口M
h何
曲
折
變
化
的
戲
劇
其
內
容
已
見
前
條
這

哀
我
們
僅
說
本
書
的
作
者
年
代
目
的
及
其
歷
史
性
加

以
簡
器
的
討
論

一
作
者
處
德
傳
是
無
名
氏
的
著
作
有
些
一
猶
太
經

的
會
以
為
是
徹
慕
爾
的
遺
作
因
為
盧
德
傳
原
是
民
長

紀
的
一
篇
附
錄
但
事
質
上
民
長
紀
的
作
者
是
否
就
是

撒
恭
爾
還
是
很
大
的
問
題
這
一
問
題
不
解
決
便
無
從

強
調
處
德
侍
應
歸
撒
氏
名
下

二
年
代
年
代
與
作
者
問
題
有
看
密
切
的
關
係
沒

有
決
定
作
者
之
前
也
不
能
決
定
年
代
但
是
年
代
問
題

為
我
們
來
說
總
比
較
容
易
解
決
因
為
有
本
古
在
自
它

的
描
述
決
內
容
我
們
多
少
可
以
發
現
到
一
些
一
蛛
絲
馬

跡
使
我
們
更
牟
確
的
推
斷
出
它
成
害
的
年
代
首
先
我

們
司
以
肯
定
忘
不
會
成

n
u於
民
長
時
代

(
處
1
1
4

7
)
他
也
不
會
田
正
在
充
軍
之
後
由
虛4

叮
看
來
似
乎

憋
在
以
民
成
立
君
主
政
體
之
後
尤
其
是
在
遠
咪
登
極

-
為
王
之
俊
的
一
段
時
期
中
成
3

問
世
的

AT

-m
一

主
張
本
3

寫
於
充
軍
之
後
的
學
者
所
舉
出
的
理

戶
，
由
不
外
目
，
正
在
本

3

內
發
現
-
些
阿
刺
笑
話
風
這
是
充

2445 十六

軍
之
後
才
有
的
作
者
好
似
是
在
描
寫
一
件
占
老
往
昔

的
民
間
事
蹟
(
見
虛

1
1
4
7
U
)

有
他
一
一
占
老
的
習

俗
作
者
需
要
向
共
同
時
代
的
人
加
以
解
釋
最
後
作

上

述
主
張
的
學
者
更
以
為
本
書
寫
作
的
目
的
是
針
對
當

時
的
人
民
領
袖
|
|
厄
斯
德
拉
及
乃
赫
米
雅
|
|
的

嚴
格
作
風
祭
止
人
民
與
外
邦
婦
女
結
婚
已
結
婚
者
應

立
刻
將
外
邦
妻
子
休
棄
的
命
令
寫
了
這
本
吉
立
意
將

外
方
劇
叫
制
女
子
創
制
同
一
個
嘲
蚓
艾
派
人
結
姆
的

事
加
以
渲
染
甚
至
讚
揚
推
崇
但
上
述
這
一
切
理
由
皆

不
能
構
成
本
書
是
晚
期
作
品
的
充
足
證
柚
暉
蓋
阿
刺
美

互
間
的
成
分
甚
至
在
梅
瑟
五
主
中
的
任
何
一
-
本
中
都
可

以
發
現
而
無
人
將
五
持
一
目的
成
書
時
代
推
至
充
軍
之
後

至
於
所
說
為
矯
正
厄
乃
二
氏
的
嚴
格
作
風
而
寫
更
是

近
似
毫
無
線
蠻
的
臆
說
要
注
意
的
是
本
書
中
許
多
字

旬
與
民
及
繳
上
下
的
字
旬
非
常
相
似
再
者
作
者
紀
錄

培
勒
茲
的
族
譜
也
只
至
達
味
為
止
(
虛
4
u
n
)

上
述
兩
點
固
然
不
能
構
成
盧
成
書
於
長
長
或
達
味
時

代
的
確
切
理
由
但
無
論
如
何
不
應
將
本
書
的
問
世
時

期
扯
得
太
晚

三
目
的
有
人
以
為
本
書
的
寫
作
並
沒
有
特
別
的

目
的
低
是
為
文
學
而
寫
作
的
蹤
我
們
不
能
否
尚
處
德

傅
的
文
學
偵
個
及
其
汗
倒
是
非
常
高
的
包
鳥
是
生
勁

寫
悄
逼
真
可
謂
登
對
韋
造
極
之
作
受
到
許
多
大
文
豪
的

價
齡
比
如
歌
德
就
會
言
「
在
留
傳
給
我
們
的
史A
和

牧
歌
中
虛
德
傅
可
視
為
一
篇
極
可
愛
的
短
篇
著
作
」

可
是
處
傳
紙
是
為
文
學
而
作
的
作
的
論
調
是
絕
大
多
敏

的
學
者
所
不
能
接
受
的
至
於
它
的
目
的
倒
在
則
之H
K

智
者
見
智
仁
者
見
仁
不
一
而
比
概
括
的
說
來
其
目
的

不
外
下
列
數
極

1

紀
錄
途
味
王
的
族
譜
並
將
其
先
姐
的
特
許
你
事

蹈
被
抄
、
民
族
史
錯

2

為
反
對
厄
斯
德
拉
及
乃
赫
米
雅
嚴
禁
向
外
方

女
子
結
姆
的
命
令

3

為
督
促
人
善
盡
為
兄
弟
立
繭
的
義
務

4

為
提
倡
倫
常
尤
其
為
提
倡
以
民
家
庭
倫
理
道

德
比
如
孝
順
同
情
自
我
犧
牲
以
及
依
賴
上
主
照
顧
等

種
種
美
德

5

以
盧
德
傳
來
證
明
救
援
之
恩
是
普
及
於
金
人

類
的
尤
其
是
在
耶
穌
的
祖
先
中
就
有
外
邦
妓
女
喇
喇

布
及
外
方
摩
阿
布
玄
子
處
德

上
述
的
數
種
目
的
都
可
以
互
相
並
存
毫
無
彼
此

敵
汁
的
意
思
換
言
之
作
者
在
寫
作
時
可
能
同
時
懷
有

一
種
或
數
種
不
同
的
目
的

四
噫
史
性
有
些
一
走
搔
端
的
學
者
以
為
本3
毫
無

原
史
佇
燒
而
紙
是
文
學
家
憑
肉
已
的
幻
您
天
J
昕
捏

造
出
來
的
文
學
小
說
但
是
找
們
若
將
本
主
分
析
一
下

便
可
以
看
出
作
各
泛
的
恨
械
川
的
時
的
民
資
悄
況
寫

f

這

篇
“
叫
短
的
傳
站
在
指
大
地
區
久H
F之
後
的
荒
年
人
民

無
以
來
放
祇
有
逃
荒
一
途
在
白
冷
地
方
收
割
大
小
麥

時
窮
人
來
恰
取
麥
穗
為
弟
兄
立
闊
的
習
俗
吃
飯
的
方

式
主
人
夜
宿
禾
場
在
城
門

口
當
著
長
老

面
舉
行
公
關

寅
質
及
婚
婪
的
儀
式
等
這
一
切
完
全
與
事
實
相
A口
的



~
細
小
節
目
很
略
必
氏
足
之
州
長
家
獨
憑
幻
怨
而
毛
線
客

-
3
.

。

昕
一
親
密
賢
世
吋
恨
他
的
品
述

(
恃
)

“
昆
主
\
H
FH
E
J
古
代
以
民
的
生
活
很
相
似
次
關
以

M

眉
目
f
p
門
。-
1

2
I
1

，
、
位
哀
的
主
的
鄉
村
生
活
各
例
家
庭

自
己
糾
偏
僻
食
削
此
將
五
敘
路
成
麵
份
的
巳
作
也
多

盼
於
的
家
庭
婦
玄
的
維
務
之
一(
也
H
S

瑪
圳的
“
帥
的口

站
)
或
鳥
是
俘
成
凡
此
奴
絡
應
做
的ι
作
(
民
的
到
依

7
2

r
d、
-
3
1

可
才
i

巾

J

A
時
，

勻
，
E

‘
】
針
、
而
且

1

、

至
於
所
用
的
限
最
切
原
只
是
兩
塊
長
方
形
的
石

頭
(
打
夕
的
玄
氏
石
)
一
上
一
下
中
開
放
上
吼
叫

L

刊
或
安

。

從
川
二
石
-
m
N叭
叭
岫
舟
山
耐
心
成
一
叫
何
也
似
逗

m
m叭
叭
府
在
太

白
人
力
收
紅
昕
改
進
巾
反
方
形
而
故
成
叫
汁
，
h
f
前
仍

盤
斗
定
，
小
到
上
祠
的
吧
石
川
有
把
吶
可
以
川
用
手
旋
轉

災
物
兩
朽
的
中
閻
部
份
加
以
研
制
鑿
鑿
成
上
凸
卡
川
成

上
凹
F

門
的
吼
叫
石
﹒
逗
他
際
石
考
古
恨
為
什
化
做
瑪
梁
雅

啾
廿
瓜
多
等
地
都
省
所
發
現
在
羅
馬
人
時
代
更
卜
特
大
型

的
耐
心
石
山
現
上
函
的
一
塊
略
石
更
有
的
斗
的
沒
侃
使

佼
佼
內
必
F

向
且
句
以
叫
牲
口
來
快
到
此
轉
(
(
仆9

位
)
必
以
人
力
來
推
勁
與
中
凶
鄉
間
昕
用
者
大
致
相

。

，

岡
比
外
更
布
榨
也
用
的
破
亦
統
稱
剛
也
與
中
國
的

m
m亦

如
岡
山
山
一
轍

值
約
心
悅
瑟
法
律
第
止
債
主
將
頁
債
人
的
廢
石
敗

走

(
申

圳
的6

)
可
見
膺
石
叫
到
每
一
個
家
庭
的
重
要
性

約
伯
以
賠
盤
求
形
容
的
…
的
心

「
堅
硬
有
如
耐
用
盤
」

(
句
“
時
)
明
擎
的
終
止
是
不
吉
祥
的
表
徵

(
耶
幻

叩

德
u
s

默
的
血
)
耶
穌
會
言
與
其
讓
耐
心
人
立
感
表

\- j', ,11 2446-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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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投

M穌
爾
(
ω
E
)

@
大
概
是
要
做
的
一
個
大
門
約
雅
遠
大
司
祭
倡

導
事
變
執
行
推
翻
阿
塔
里
雅
后
非
法
以
你
必
屯
淫
咪

從
此
間
阿
叫
戶
口
辯
稚
的
兒
，

γ

約
川
卅
的
正
統
什
u
f

時
八
凹
，
以

f

三
分
之
一
的
衛
兵
把
3

比
門
(
列
k
l

u

e
)
不
過

此
處
的
版
文
錢
以
拆
借
欣
此
一
爪
唱
卡
分
惚
中
止
，
咐
，
「

幻

s

則
作
「
H
J川
一
心
「

耶
?
何
門
」

@
城
仍
是
把
述
L〈
幣
收
叫
咱
安
門dh怕
只
h

山
，
叫
巳
力

所
川
市
，
時
所
以
繭
的
峽
市
之
一
(
灰
2

詞

)
俗
學
快
記

挑
逗
仆
川
火
將
卜
的
，

h
f

之
比
任U
U如
的
竹
所
向
無
肌
手
法
錢

門
也
已
川
咐
川
人
道
金
足
之
地
人
人
開
精
心
俏
，
城
巾
兮
的
叮
投

降
其
中
獄
，
，
何
穌
爾
城
戶
匕
憋
足
仰
臥
山
地
中
海
，
收
川
的


w
m阱
尼
付
消
滅
市
(
見
友2

剖
扭
)
(
除
)

峭
穌
散
7
2
)2
H
古
代
接
泊
的
版

2
4
E
I
1

，

、
都
比
名
多
次
見
於
用
侃
侃
並
強

調
有
過
不
少
的
猶
太
人
借
住
於
比

(
HM
厄
F

l
l

文

1
2

5
2
3
6
8
3

臼

4
a
M
8
H
9
6
M
M
U
達
8

2
)
遠
在
叔
默
爾
文
化
時
代
的
馬
爾
第
二
朝
代
比
城

已
覓
於
壓
反
之
件
中
由
此
可
知
它
是
一
座
非
常
占
老

的
城
航
公
元
的
第
九
仙
紀
受
到
到
山
王
也
述
凹
副
咐

耳
的
被
重
紋
按
其
俊
在
厄
斯
德
村
時
代
從
此
於
撒
瑪

黎
雅
的
一
旭
食
人
會
上
月
他
告
猶
太
人

(
厄
上
4
.
)

斯
政
人
這
迷
穌
掀
城
使
共
恢
叫
做
外
飢
似
到
f

色
理
苛

玉
州
時
代

U
匕
幾
于
已
完
全
夫
去
f
H
H終
日
的
叫
做
而

一
撤
不
振
公
元
六
三
八
年
被
們
糾
伯
人
向
h
側
目
前

僅
存
一
大
片
古
絨
的
嚷
爐
第
一
次
登
札
穌
她
收
址
凡
此

從
容
挖
徊
在

4

察
的
研
信
是
一
八
五
一
年
的
總
犬
托

F
。
h
H
5經
過
他
這
次
考
察
後
我
們
更
清
楚
地
認
識
這

條
卜U
M峨
的
價
能
及
朦
史
的
為
關
於
它
的
極
央
文
件
並

本
多
H
M川
刺
伯
人
怕
信
達
巴
爾
先
知
的
泊
位

ω
在
此

城
而
山
以
做
為

(
牌
)

紗
芋
此
r
t
、
安
哥
"
可
l
k
』
\
ω
z
r
T
H
H

S
J

早
已
埃
及
法

M
街
叫w
t
弓
H
U
F
i
/
/吋
呵
。開
古
今
鬥
訕
。
\
郎
划
刮
到

個
叫
攻
學
耶
路
繳
冷
派
泣
的
一
批
，
車
隊
主
於
這
批
穌
甘
甜

日
由
人
究
是
什
麼
人
學
名
們
曾
為
之
猶
豫
不
次
何
人
甘
且

於
希
伯
來
文
的
「
穌
卡
」
一
調
釘
「
叫
們a
k」
之
志
故

將
之
解
釋
為
「
穴
閑
之
人
」
其
此
它
占
/
一
如
指-
h
A
H
起

一
個
口
民
族
名
而
這
個
民
反
又
是
古
時
向
快
及
供
給
一
僱

你
兵
的
民
反
故
此
一
些
成
代
的
舉
結
推
勸
他
們
路
是

與
刷
出
叫
人
同
陪
他
的
民
族
(
喘
下也
3

可
(
鱗

)

她
不
奇
主
寸
「

ω
z
n
g
E
學
經
上
兩
個
地

"
的
缸
即
且
可

-
P配
t
v
f
ω
R
8
5

」
方
的
名
{
私
立
問
心
是

「
茅
屋
」
「
茅
舍

」

@
以
民
自
埃
及
啟
程
後
的
第
一
處
紮
營
的
地
方

應
在
如
欺
世
昕
與
問
到
之
間(圳
U
M
U

叩
門必
5

8
)
關
淤
它
的
位
院
向
來
傳
統
的
立
見
以
為
它
就
是

刻
劃
於
是
頗
為
合
理
地
斷
定
今
日
位
於
突
科
技
特
谷

的
瑪
技
塔
廢
爐

(
立
自
呈B
Y
C
E
Y
)就
是
昔
日
的
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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苛
特
可
是
今
日
華
於
考
古
學
新
的
發
現
已
有
人
提
倡

穌
奇
特
的
位
置
應
在
更
東
邊
的
地
方
即
在
突
米
拉
特

谷
的
出
口

附
近

@
是
位
於
約
但
河
東
部
谷
地
的
一
座
城
市
當
雅

各
伯
逃
難
歸
來
時
曾
在
此
地
建
造
「
茅
舍
」
為
存
放

自
己
的
芋
章
而
得
名

(
創
M
M口

)
原
屬
於
息
紅
王
國

若
斂
厄
將
之
克
服
後
創
歸
給
加
得
支
派

(蘇
昀
盯
)
此

域
的
居
民
國
拒
絕
幫
助
基
德
紅
民
長
約
米
德
揚
人
作

戰
而
受
到
嚴
闊
的
殘
酷
懲
罰

(民
8

5

l
g

H
i

H
)

做
羅
漏
舉
一
般
的
銅
怨
大
都
於
此
城
附
近
製
造
(
列
吐

7

“

編
下
4

口
)
它
的
正
確
位
置
至
今
仍
未
能
得
到

叫
澈
的
答
案
主
要
的
意
見
有
二
某
一
是
在
雅
波
克
河

北
的
叫
三
公
里
的
德
依
爾
阿
拉
(
斗
﹒
口
。
可E
E
H
)師
團

據
其
二
是
在
雅
彼
克
與
約
但
河
灌

A口
處
附
近
名
叫
阿

掀
斯

(
〉
古
巴
)的廢
地

(
韓

)

卡/王，11

2451 

穌
-喜午A

PJ 
仿持

53 貝
詰諾

:2 特

. 1076. -吉 爾|比 宿。循|呵r l
戶，杜| 較此太I {川
去克|可 外經來|穌
神。祠，鎮 遠師文 ， 苛
見瑪的 有認 Z主持

列i 爾 講十為調貝
下杜 法，奪他「諧
17 克i 是 1~ ~ 女特
'.0的說講們兒是A
-妻作法，~ {p~ 巴 |
子者 都是的比|
撤l 以無受帳倫l
爾i 這法敬慕的
帕|兩確拜 L ， 一
尼1 個定的由或
突|名其一於二
~ 字，是座這神

( 古暗 否。天施之

雷吋 示也 上 講名。
... ? 瑪| 許星法， 按

也
E
V
一
最E
V
T
\
-
F
E
M
E
F
J

U
h
n
m科
研
﹒
到E
F
F
S
F
H
D
E之

自
醉
神7
進
掛
\
E
H
J

輯
叫上
兩
次
提
及
螞
蟑

M
圳
到
紅
間
/
酬
，
E
E
R
m

」

i

1
"

，
、
郎
綾

6
6
及
刊
甜
甜
在
鐵

6
6

作
者
以
螞
熾
值
的
勤
勞
的
模
範
刷
刷
懶
惰
的
人
不可

祇
知
貧
躍
而
要
向
螞
蟻
學
習
看
螞
犧
怎
樣
在
夏日
勤

勞
忙
碌
為
冬
日
儲
蓄
食
粒
至
於
作
者
所
說
「
沒
有
領

制
沒
有
監
督
沒
有
君
主
」
泌
是
就
外
面
普
通
所
見
到

的
螞
蟻
的
生
活
而
言
作
者
並
非
以
昆
蟲
學
者
的
態
度

來
研
究
螞
蟻
的
生
活
在
狗
叫
仍
是
讚
嘆
螞
蟻
的
動
勞

說
螞
蟻
雖
是
一
微
不
足
道
的
小
小
動
物
卸
知
道
在
夏

日
為
冬
季
儲
純
言
外
作
者
是
在
讚
嘆
造
物
主
|
|
天

主
的
背
智
大
能

(
羲

)

見
樹
木

r
e
?

這
「
O
Y
心
丸
之

H
Y
L

且
可m
E
E
J

M
但
你r
m
但

F
I
/

肉
"
σ
目

"
E
且
自
~

是
巴
比
倫
王
朝
中
的
官
階
尊
稱
其
惹
不
諱
忠
尚

譯
本
譯
作
「
衛
隊
長

」
是
月
步
匣
辣J
N
品
的
官
職
(
m

n
y
s
i

他

J

4
J
:

、

兒
取
車
司
令

(
韓

)

括
日
地
「
N
E
J
曠
野
名
是
以
民
離
埃
及
後
進
入
許

M
季
來
/
皆
」

'
D
K

地
前
會
經
紮
營
的
地
方
(
戶
口
缸

扭
)
但
是
這
個
曠
野
與

出
的
章
所
載
降

「
瑪
納

」

的
曠
野
是
迴
然
不
同
的
蓋
前
者
位
於
西
乃
半
島
的
偏

西
部
而
親
如
是
位
於
半
島
東
北
部
的
一
個
大
曠
野
它

起
自
客
納
罕
地
南
部
的
卡
德
士
至
另
一
個
名
叫
帕
蘭

(
3
叫
自
)
的
曠
野
而
終

(
戶
m
z
幻
H
M
M盯
)
這

是
一
個
十
分
可
怕
的
曠
野
蓬
「
這
地
方
不
但
沒
向
位

食
沒
有
無
花
果
沒
有
葡
荷
沒
有
石
榴
而
且
連
闊
的
水

也
沒
有
」

(
戶
卸
5
)
(

梅

)

“
日
地
h
n
γ「
自
Z
J

親
吻
是
人
類
自
然
感
情

M
零
花
白

f
p
n
z
z
s
\

j
i

l

'

、
的
流
長
及
表
示
聖
經
上

亦
不
例
凡
諸
凡
父
子
(
削
幻
自
MM
站

到
上的
目

制
臼

叩

門親
戚
(
飢
m
u
u刊
叫
‘
圳
的
?
刷1
M
)、

友
好

(
山4
盯

撒
上
m
u
繳
下
m
m叫
)
之
間
的
別
離
及
重

也
無
不
以
親
吻
之
體
來
表
示
心

中
的
離
愁
及
在
口
總
凡

夫
姊
及
愛
人
以
接
吻
來
表
示
彼
此
之
間
的
恩
愛
自
不

待
言

(
創
m
u
H

歌
1
1

綾
7
H
)
上
述
這
一
切

的
親
吻
大
都
是
口
對
口
的
接
吻

(
鍍
圳
的
甜
)

此
外
向
街
社
交
往
的
組
法
情
吻
比
如
刷
蚓
到
在

給
繳
鳥
耳
傅
油
之
後
的
親
吻

(
繳
上
的

1
)
謝
喇
同

約
納
堂
二
他
密
友
締
結
盟
約
後
親
吻

(
他
上
卻
叫
)

達
昧
與
阿
貝
沙
隆
，
相
M
W之
後
的
相
吻

(
撒
下
M
n

)

阿
貝
沙
隆
圓
謀
造
反
前
以
親
吻
之
抽
回
來
獲
得
民
心
的

接
吻

(
撒
下
的

5
)
以
至
耶
穌
時
代
封
本
人
的
報
吻

(
路
7

的
)
都
是
屬
於
社
交
性
的
禮
節

但
是
以
親
吻
之
禮
而
實
行
謀
殺
或
出
資
勾
當
的

在
到
斟上
亦
有
比
如
制
剛
制
之
一
手
抓
住
叫
蚓
制
的

鶴
教
與
他
親
吻
一
手
划
以
利
刀
刺
入
他
的
肚
腹
行
刺

(
撒
下
別
)
以
及
猶
達
斯
以
親
吻
為
出
寶
耶
穌
的
暗

號
者
就
是
(
路
叫
“
抽
)

初
期
教
會
在
體
儀
方
面
保
存
了
親
吻
的
儀
式
並

稱
之
為
「
和
平
的
里
吻
」
或
「
愛
德
的
親
吻
」
這
可



~
-
m
m內
心
的
h
H川
仁
附
上
見
到
(
總H
m
H格
的
“
m

格
後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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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

叫
一
口
得u削
5

自
參
見
伯
的
5
H
)
(

特
)

的
諾
(
5
)見
下
恥

制
措
呵
?
在
2
.
5
，Z
S
J
A
名
2

2

i

l
-
-
-

:

、
支
遐
思
是

「
阿
一
直
(
科
)
域
」
希
磁
文
稱
之
為
「
底
比
斯
」

(
吋Z
Z
ω

)曾
為
快
攻
帝
凶
的
京
都
格
外
在
第
十
八

十
九
兩
朝
此
域
文
化
戀
濟
之
發
遠
超
築
之
宏
位
富
麗

已
准
其
旅
堪
稱
其
歷
史
上
的
黃
金
時
代
以
後
則
漸
衰

它
位
淤
凶
縫
之
南
約
六
百
七
十
公
里
的
尼
絡
柯
西
岸

因
為
它
是
獻
給
埃
及
帝
國
最
崇
拜
的
阿
孟
棘
的
城
市

又
是
京
都
故
在
其
周
圍
及
尼
羅
河
兩
岸
的
位
築
賢
在

偉
大
驚
人
其
遺
址
至
今
仍
在
供
人
憑
吊
計
有
河
東
岸

的
耐
克
然
爾F
Z
自
己
的
「
新
年
殿

」
其
北
部
有
卡
爾

納
克
(
只
R
E
r
)
的
一
大
片
成
陸
的
廟
宇
英
雄
厚

的
牆
壁
及
壁
畫
存
留
至
今
足
誰
當
時
諸
法
郎
對
宗
教

的
熱
‘
砍
反
對
阿
孟
帥
的
崇
敬
在
河
西
岸
則
有
在
默
狄

乃
哈
步
(
玄
旦
E
O
H

囡

"
F
Z
)
阿
布
得
谷
爾
納
(
KF
E

立
a
O
Z
E各
)

和
德
依
爾
巴
哈
黎

(
U
E『
。
「
囡"
7
2
)

三
地
區
的
法
郎
墳
地
稱
之
氓
的
「
國
主
谷
」
固
定
世
界
歷

史
上
絕
無
住
宿
的
偉
大
古
蹟
亦
是
每
古
學
者
的
樂
園

六
十
步
位
法
郎
的
治
體
都
埋
葬
在
此
三
地

可
是
一
一
迫
座
埠
皮
的
首
都
重
鎮
部
亦
曾
遭
受
到
敵

人
的
做
皮
敬
壞
其
中
尤
以
公
元
前
六
六
三
年
直
迫
人

的
前
錢
為
最

十六 J!~2457-2461 

喂
給
上
三
次
捉
到
此
阿
孟
肢
的
兩
次
是
耶
肋
米

亞
(
耽
M
W
m
)吃
旭
則
決
耳
(
則
必

H

閏
)
在
拍

一
吉
它
毀
滅
的
命
迎
時
第
三
次
是
州
洞
先
知(鴻
3
3

)

以
言
到
述
的
京
織
紀
也
微
行
將
滅
亡
時
並
以
諾
阿
孟

毀
滅
宙
的
它
的
榜
樣
刷
品
阿
7
4
就
是
在
數
十
年
的
毀
於

而
述
人
手
的
(
科

)

m
芋
哨
所H
「
Z
。t
J地
名
念
思
是
「
小
山
」
「
丘

L344HFZAg/\ 
2

-
三

-
'
，
;

'
、
投
」
阿
布
默
助
在

4

祭
所
住

的
地
方
川
的
述
咪
逃
難
時
會
來
此
地
受
到
司
祭
的
時
隨
悄

招
待
此
事
為
做
鳥
耳
王
所
得
知
一
怒
之
下
令
手
下
將

全
村
人
口
述
司
發
及
科
針
，
家
人
航
行
殺
絕
紙
有
司
祭的

一
個
兒
子
厄
貝
雅
搭
訕
悶
得
兔
於
難
往
投
途
昧(
織
上

釗
2

幻
，
缸
)
依
撤
的
屆
亞
先
知
會
謂
敝
人

(
大
約

是
指
亞
述
王
散
乃
黑
黎
布
而
言

)
在
國
攻
耶
京
之
前

會
昕
缸
中
由
于
於
此
稍
事
休
息
一
天
(
依
ω
扭
)
充
軍
後
本

雅
明
文
派
人
定
情
於
此

(
厄
下
刊

也
)

學
者
們
大
都
同
意
這
個
地
方
在
耶
京
北
三
公
里

處
位
於
斯
前
已
斯

(
伴
。
可
5
)
山
上
就
是
現
今
維
多

利
亞
奧
古
斯
格
控
軒
茲
呆
的
所
在
地

(
韓

)

m
m掌h
M且
寸
「Z
旦

J地
名
立
思
是

「
流
浪
遊
蕩
之

三

-
P
F
T
/

」

地
」
前
圳
刮
殺
害
弟
弟
劉
叫

爾
之
後
流
離
失
所
遷
來
此
地
生
活
居
住
至
於
它
確
在

何
處
則
完
全
不
得
而
知
捏
一社
上
叫
“
它
在
伊
伺
闊
之
東

(
創
4
M

)
我
們
眠
不
知
道
伊
倒
關
確
在
州
地
則
更

不
知
品
得
的
位

m
f
布
的
內
伊
拉
口
以
為
它
紙
是
一
個
象

徵
性
的
地
么
並
非
慌
質
指
某
某
一
地
區
而
言

(
韓
)

關
企h
z巴
豆
。
"

主
人
拉
布
「
女
丘
之
立
或
者

空
工
A
H
H
K
川
/
Z
C
O
」
虹
、
、

-
E
I
J
'

、

f
e
5

間
可
花
白
「
家
做
欣

慰
」
之
意
村
取
名
在
一
百
八
卡
二
歲
上
所
生
的
兒
手

詰
厄
五
百
歲
時
仆
t
f

閃
合
址
妥
村
三
個
帖
子

(
創
5

自

)
LA
百
歲
時
有
洪
水
大
災

(
創
7
6

)
其
後
仍
活

了
三
百
五
卡
成
而
終
共
享
年
九
一
白
五
十
歲

(
創
9

甜

學
品
們
做
將
諾
一
旭
的
反
山A
A
N作
兩
種
源
街
來
講

，
即
「
雅
耐
心
卷
」
和
「
司
祭
卷
」
但
二
者
同
樣
地
描
述

當
時
風
俗
人
惰
的
敗
壞

(
創
6
5
7
U
U
)

諾
厄
部

是
一
位
義
人

(
創
6
9
7
1
)
為
此
上
主
特
別
喜
愛

他
(
創
6
8
)
命
他
建
造
方
舟
脫
兔
洪
水
之
災
(
創

6
u

l
n

7
1
5
)

洪
水
餃
過
諾
厄
出
舟
向

上
主

獻
祭
與
上
主
訂
立
盟
約
(
創
8
e
u
m
n
)

其
後
有
一
段
關
淤
諾
厄
的
記
載
似
乎
前
後
判
若

兩
人
洪
水
期
間
的
諾
厄
是
一
位
義
人
倍
受
主
能
但
後

來
如
描
述
他
如
何
因
醉
酒
而
赤
身
裸
體
臥
地
這
一
事

件
提
供
了
咒
罵
容
納
字
(
舍
的
後
代
)
的
緣
由
(
創

9
M

I

盯
)

學
經
其
他
部
分
也
多
次
提
到
諾
厄
比
如
他
是
一

位
義
人
幸
虧
有
他
在
主
面
的
得
認
人
類
才
得
以
在
世

上
延
續
生
存

(
德
MH
H
)
諾
厄
的
一
生
象
徵
天
主
對

叫
氏
的
慈
主
(
制
"
，
)
，
他
是
指
人
的
模
範

(
叫
M

H
m
)
他
具
有
堅
強
的
信
心
等

(
希
U
7
)
最
後
時

船
上
也
有
不

少
關
於
剖
閥
的
記
札

見
洪
水
方
舟

(
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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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門
非
斯

m諾
夫
(
2名7
)

自
掌
臼
3
d
n
R
「
Z
。
Z
F
J
H
E人
名
也
是
城
名
意

叫
“
主"
l
1

個
詞
/
2
。
Z
K

謂
「
犬
吠
」

@
人
名
一
位
叫
蚓
時
代
的
叫
倒
叫
人
技
斟
斟

上

出
處
的
上
F

丈
應
屬
於
蚓
制
制
支
派
他
佔
缺
了
刺
圳

特
及
其
間
園
飯
給
那
地
方
起
了
自
己
的
名
字
叫
吋
制
別
蚓

(
戶
泊
的

)

@
地
名
是
制
叫
河
東
的
城
市
當
劃
制
制
激
戰
蚓

給
份
人
時
會
率
軍
絞
諾
巴
黑
及
約
草
彼
哈
之
東
而
行

乘
敝
人
不
意
之
間
突
出
奇
兵
而
獲
大
勝
使
敵
人
全
軍

毅
沒

(
民
8
u
U

)
至
於
它
位
於
雪
地
何
處
因
斟
剛

上
只
提
及
過
一
次
無
呵

對
證
參
考
故
學
者
只
能
容
作

推
測
謂
其
地
約
在
沙
富
特

(
ω
E
P
H
)附
近

(
韓
)

細
講
主
-
r
n
E
Z
J
民
族
忽
有
「
美
麗
的

2

-
τ

-

E
4
2
-
4

'

，
、
及
一
品
質
的
」
恣
意

H
A
E

居
於
敘
利
亞
曠
野
中
的
一
個
民
族
它
連
同
其
他
數
個

民
族
被
動
民
本
加
得
及
默
納
協
半
艾
派
由
自
己
居
住

的
地
方
被
摳
逐
(
編
上
5
刊
)
是
風
鈴
依
市
璁
耳
後

代
的
一
個
民
族
但
對
它
的
歷
史
我
們
完
全
一
無
所
知

‘

(
韓
)

喵
拉
伯
令
民
"
民
「
Z
。
可7
位
主
制
制
別-

m古城
名
在
酬

-
劉主
"
是
d
h個
詞
/
Z
。
事
。
\
叫
耐
人
場內
(
見
戶

帥
一
幻
抽
門
可
是經
文
欠
扎

十六五E

(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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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經作杖1 1'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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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院 名 道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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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IJ ~ 按 EFE
譯乃|音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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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國分 忌。文
)而之 耶H年末 .

間
宣
h
H
V汀
E
E
G
A
「
。
=
S
H
E
m
S
J

劉
主
"
叫
H
Al

l

-
-
h訓A
V
/
C
D。
E
n
E
E
E
\

「
諾
斯
士
」
原
指
「
知
識
」
(
C
D
S
E
)
(船

前
8
1
7

弟
前
6
m

等
)
可
是
因
為
有
「
良
知
識
」

和
「
假
知
識
」
且
由
這
種
「
假
知
識
」
含
蓄
許
多
奇

異
思
想
宗
教
和
迷
信
凶
此
為
f

指
明
這
「
假
知
論
」

我
們
特
用
「
諾
斯
士
」
這
名
詞
以
作
識
別
要
給
「
諾
斯

士
」
下
一
定
義
並
非
易
事
筆
者
雖
識
得
十
多
鐘
「
諾

斯
士
」
定
義
但
仍
認
為
哲
學
辭
典
所
誠
與
斟
倒
對

「
諾
斯
士
」
所
供
的
確
義
似
乎
比
較
更
為
接
近
研
制

辭
典
的
載
述
是
這
樣
「
古
代
基
督
教
徒
中
的
一
派
立

言
玄
秘
頗
介
乎
宗
教
與
哲
學
之
問
其
說
以
篤
信
仰
基

督
教
者
不
當
止
於
信
仰
必
由
信
而
入
知

」

自
諾
斯
士
振
作
家
迫
留
的
斷
簡
殘
編
看
來
諾
斯

士
的
思
想
或
運
動
可
概
括
如
下
諾
斯
土
不
重
視
推
論

如
重
視
啟
示
燭
照
諾
斯
士
是
天
主
直
接
賞
賜
的
恩
賜

是
一
種
關
於
至
上
一
腳
，
天
主
和
高
物
之
鐘1
人
的
知

獄
是
一
種
超
自
然
而
隱
蔽
的
神
秘
奇
觀
信
仰
的
宗
旨

在
乎
孝
敬
天
主
(
開
口
自

Z
E
)
諾
斯
士
的
目
的
則
在

做
「
直
覺
」
「
奇
觀
」
直
覺
等
於
孝
敬
人
祇
要
獲
得

諾
斯
士
就
可
獲
得
救
恩

三
諾
斯
士
的
自
來

諾
斯
土
不
僅
是
基
管
教
的
一
個
派
別
而
，
匕
早
已

存
在
發
源
於
吳
敬
的
神
T
Y的
路
術
神
論
迷
信
和
民
問
哲

學
在
起
督
敘
述
立
以
後
諾
斯
士
派
傘
若
甘
甜
督
教
的
一

些
教
義
來
攪
和
a
H
己
的
思
您
同
時
也
有
一
些
基
督
教

徒
祺
受
諾
斯
士
派
的
一
些
思
想
攪
和
什
抓
起
管
教
的
教

義
中
在
巫
師
山
火
星
亞
域
的
花
斯
士
被
太
致
祝
來
還

算
，
何
結
知
識
風
咪
在
敘
利
虫
的
志
所
士
派
就
以
與
此

術
符
錶
迷
信
相
接
近
仙
似
此
切
諾
諾
斯
士
仍
圳
劇
化
的

基
督
教
義
(
Z
E
E
n
r
)即腦
偏
見
仙
主
技
與
上
就
相

反
的
就
法
以
治
所
士
為
反
的
指
做
主
萃
的
一
心
的
心
心

運
動
也
是
一
提
偏
口
比
究
竟
不
叮J
L心J比
H叭
叭
土
的
派
別

相
為
繁
多
恩
怨
也

H
H
~
非
常
錯
綜
複
雜
梁
紅
把
這
些
一
手

頭
市
內
絡
的
思
想
歸
你
為
一
法
簡
直
是
不
可
比

三
諾
斯
士
的
根
源

一
九
四
六
年
在
制
別
發
現
了
一
個
級
自
制
州
州

文
寫
成
一
向
屬
於
諾
斯
士
汲
H
t
u緒
的
間
位
鈴
其
中
所
布

大
部
殘
缺
不
全
要
銀
質
征
知
道
的
斯
士
派
必
到
科
研
究

教
父
如
克
肋
孟
依
肋
乃
德
都
良
放
袋
革
乃
希
噸
里
托

厄
丕
法
尼
等
的
著
化
此
扎
一
比
一
一
屬
公
叫
材
和
剝
削
的

偽
札
扯
巫
山
，
或
別
叫
吼
叫
凹
的
叫
也
叫
別
比
閻
部
對
別
叭

叭
喇
叭
到
飢
制
制
刮
到
川
出
利
欽
闊
別
站

J
喇
叭
倒
則
必
刑

訊
劉
剛
窮
則
戰
部
戰
計
昂
起
一
裝
出
甜
甜

閉
關
配
巴
自
心
里
街
頭
臥
問
世
甜
民
制
制
師
叫
做
對
川
的
職



-
利
亞
出
生
記
向
駕
利
亞
求
問
記
等
都
出
於
諾
斯
士
派

的
一
人
士
的

z
h這
些
作
口
恥
有
一
些
雖
峙
的
諾
斯
士
的
氣
味
不

.

甚
濃
厚
但
大
致
說
來
對
於
了
解
諾
斯
士
的
底
蘊
仍
益

有
援
助
有
些
學
者
為
了
研
究
諾
斯
士
教
義
認
為
除
了

以
土
所
提
的
來
源
外
還
應
該
研
究
赫
爾
默
斯
主
義

(
因R
B
g

m
g
g
)
的
文
件
旻
待
運
動

(
Z
E
ι
o
z
t

s
g
)
的
文
件
摩
尼
教

(
玄
g
z
z
g
s
g
)
的
文

件
斯
多
派
的
作
品
和
一
切
偽
默
示
錄
但
我
們
以
為

這
些
一
學
者
太
把
範
國
擴
大
了
似
乎
無
此
必
要
茲
根
攘

敬
父
們
給
政
們
留
下
的
諾
斯
士
一
本
星
著
作
客述
諾
斯

士
的
教
義

四
諾
斯

士
的
教
義

一
大
主
那
麼
崇
尚
以
致
自
己
不
是
直
接
而
是
藉
著

一
收
小
的
艸
(
口
。EE
t

ω

)作
仙
萬
物
「
作
出
」
高

物
咐
本
是
從
無
中
創
造
萬
劫
諾
斯
士
派
作
者
對
創
造

的
m
M
A
A
原
概
從
維
一
般
此
來
他
們
否
必
有
創
造
而
以

以
「
叫
做
山
」
的
學
說
來
解
釋
，
禹
物
的
的
來
他
們
所
諧
的

八
仙
三
卡
糾
或
三
百
六
十
五
個
「
永
世
」
(kp
g
z
m
)

祇
朵
白
斯
多
心
派
哲
理
，
相
古
伊
朗
民
族
的二
元
論
而

生
出
來
的
謬
論
依
照
巴
自
心
里
德
和
他
的
兒
子
依
息
多

格
和
I
A冷
定
茲
營
與
教
會
以
不
過
是
兩
個

「k
p
g
E
ω」

即
兩
個
世
代
或
主
挫
此
兩
個
世
代
的
首
領
一
切

的

「
浴
也
」
一
切
的
「
永
世

」
便
形
成
所
謂
皂
白
。
2
ω

(
圓
滿

)
?
這
叫
他
「
閥
漏
」
l

亦
稱

F
B
B
(
身
體

)

分
為

(
一
)
「
超
越
宇
宙
的
世
界
」
(
二
)
超
越

太
陰
的
抖
抖

(三
)太
陰
以
下
的
世
界
在
太
陰
以
下
世

十六 m2467 

界
的
人
是
物
質
他
的
茲
魂
好
像
是
白
天
主
發
散
出
來

的
一
個
小
火
焰
俗
磁
於
他
的
肉
軀
內
無
異
囚
禁
在
監

獄
從
一
樣
站
著
諾
斯
士

「物
質
的
人
」
(
因
主
持2
)

成
為

「
屬
魂
魄
的
人

」
(
3
可
n
z
z
m
)到
後
來
成
為

「
屬
精
神
的
人
」
(
可E
E
E
E
E
ω
)如
此
人
藉
著
諾

斯
士
由
「
圓
溺
」
郎
由
超
越
宇
宙
的
世
界
由

超
越
太

陰
的
世
界
及
由
太
陰
以
下
的
世
界
獲
得
救
援

救
援
焉
不
祇
是
耶
穌
而
尤
其
是
諾
斯
士
在
天
主

與
世
人
之
間
存
釘
許
多
中
保
如
上
陸
老
宰
制
者
率
領

事
掌
權
者
等
(
司
I
H

等

)
藉
著
這
些
中
保
人

可
肅

然
接
近
那
「
非
生
而
有
者

」
(
〉
m
g
s
g
ω
)郎
自

有
者
!
天
主

諾
斯
士
派
的
教
義
如
與
卓
越
的
希
臘
哲
學
家
的

思
想
相
比
實
是
人
類
思
想
的
一
種
退
化
諾
斯
士
的
倫

理
如
與
希
脈
絡
馬
斯
多
陪
你
派
的
偷
聽
相
比
諾
斯

土
的

倫
理
就
顯
得
更
使
人
道
衰
微

五
諾
斯
士
教
義
與
聖
經

究
竟
諾
斯
士
主
義
是
否
與
學
經

有
關
係
學
者
意

見
不
一
有
的
絕
對
否
認
諾
斯

士
主
義
影
響
了
學
經
不

但
如
此
而
且
學
經
上
諾
斯
士
思
想
的
痕
鎮
一
點
也
沒

有
有
的
說
諾
斯
士
不
但
影
響
了
新
約
幾
部
書
而
且
也

影
響
了
舊
約
的

一
些
吉
筆
者
認
為
舊
約
與
諾
斯
士
絲

毫
沒
有
關
係
至
於
新
約
聖
保
祿
和
單
若
望
的
著
作
引

用
了

一
些
諾
斯
士
的
街
語
用
意
是
為
使
他
們
的
讀
者

更
容
易
明
白

一
幅
音的
宣
言
尤
其
是
因
為
二
位
宗
徒
志

在
駁
斥
諾
斯
士
的
謬
見
茲
將
二
位
宗
徒
使
用
諾
斯
士

術
訝
的
態
皮
和
動
織
的
問
述
於
後

1

捏
一
叫
你
旅
誰
也
不
合U的
聖
保
麻
省
仗
用
f

品
斯

士
的
一
些
街
語
如

】ME
S
E
"

(
凶
漏
)
(
如
1

自

)

KF
M
g
g
(世
世
代
代
)
(
哥
1

品

)
的
g

s
。
r
z
z

z
ω

(
世
界
的
霸
主

)
(
弗

6
u
)
〉
R
Y
S

Z
ω
(愉
悅
能

的
首
領

)
(
卵
2
2
)
。
-
R

n
y
。
D
H
S

S
E
E

。
D
S

H
E
g
E
(今
世
有
權
勢
者

)
(
格
前
2

6
8

)
可

是
不
要
忘
記
這
些
一
名
詞
公
元
前
吹
划
的
猶
太
人
也
會

使
用
過
所
以
單
宗
徒
不
一
定
採
用
諾
斯
士
的
街
話
就

算
照
一
些
一
作
者
的
主
張
是
直
接
採
用
了
但
在
他
的
筆

下
這
些
術
語
也
祇
含
有
聖
經
和
基
督
啟
示
的
意
義
如

此
點
山
這
些
一
名
詞
的
實
際
含
義
保
線
已
達
到
攻
破
諾

斯
士
理
論
於
不
攻
自
破
的
目
的
了
動
訓

C
v呂
洪
。
(認

識

)
在
保
祿
著
作
內

等
於
希
伯
來

γ人
的
r
e
7

「
叫
叫

識
」

一
詞
不
位
指
人
悟
性
的
村
為
如
何
希
臘
文
的

C
5
S
E
(
知
道

)
而
且
也
指
人
的
錯
魂
的
知
識
和

感
情
的
雙
重
作
為
幾
乎
等
必
知
與
愛
二
萬
向
時
故
發

而
成
為
一
個
作
為

(絡
前
8
1

3

口

口
迦
4

8
9

)

由
這
動
詞
發
生
出
來
的
名
叫

C
E
E

m

(
如
泌
)
故
事

保
線
是
天
主
的
「
神
恩
」
如
言
語
治
俯
視
先
知
品
解

釋
語
言

(
格
前
U
M
e
)
等
神
思
一
線
「
知
品

」
這

神
困
山
與
諾
斯士
的

「
知
識
」
截
然
不
M
品
斯
士
的
知

識
係
出
自
希
腦
圳
的
心
教
及
術
士
向
滿
(山
市8
9

師

)

的
理
論
本
質
乃
是
一
種

「
直
覺
」
成
一
種
「
突
然

的
燭
照

」
對
象
是
天
主
世
界
天
屯
和
村
界
的
關
係
以

及
人
類
以
接
近
天
主
的
媒
介
單
一
你
的
峙
講
論
的
「
知
論

」



2468-2472 

除
f

是
天
主
的
「
艸
恩
」
外
它
的
對
象
拉
天
上
救
慰

的
-
d
M叫(
裕
的
口
2

絡
刊
間
參
見
智

2
7
9
)

或

親
經
的
奧
接

(
迦
3

7

9
4
n

i

缸
)
如
智
慧
烈
日

上
，
相
以
示
錄上
昕
侃
一
本
的
再
扑
螞
學
保
你
置
泣
的
「
知

識
」
l

艸
也
不
是
一
種
「
突
然
的
旬
照
」
也
不
是
誰

獲
得
f

推
使
得
救
它
紙
是
一
種
助
人
度
擊
著
生
活
的

思
的
(
教
導
天
主
技
子
L
U
I」
立
人
自
淤
它
的
宗
旨
在
必

規
化
門
已
和
仙
人
凶
比
如
叭
人
不
是
他
人
泣
人
的
知

為
便
是
也
有
其
名
而
嘿
，
其
實
於
己
於
人
不
僅
毫
無
益

'
‘
、
、
。

處
反
而
足
以
自
欺
欺
人

(
格
前
口

8
)

此
外
學
必
要
作
祿
在
計
2

3

臼
郊
的
1

6

6

即

中
仰
攻
學
過
納
太
化
的
諾
斯
士
在
收
函

(
弟
前
1

，

鐸
I

M

H
)
巾
也
忍
斥
一
種
自
猶
太
和
希
臘
人
思
想

混
合
而
成
的
法
所
士
主
義
凶
此
斬
草
者
以
為
大
宗
健
對

的
斯
卡
-
K義
的
底
細
必
備
悉
無
述
一
如
怕
俊
，
相
猶
的

作
品
所
表
現
的
無
怪
宗
從
不
時
使
用
他
們
喜
艾
的
術

。
在
u

2

m
r
H
A
q
L

在
其
一
禍
首
忠
信
和
默
示
錄
中
也
攻
擊

一
種
正
在
發
版
而
仍
有
諾
斯
士
色
彩
的
異
端

打
嘆
一
禍
泊
口
市
似
乎
就
如
措
斯
士3
倍
一
樣
您
若

二
元
論
的
對
比
光
明
與
黑
暗
精
神
與
物
質
也
與
死
與

盟
與
謬
m
m
等
-
協
第
而
成
的
此
外
莉
還
很
多
次
利
用
諾

斯
士
每
周
的
名
晶
KF
M
S
(「
永
生

」
「
今
世

」
)
聖

-
扑
打
叩
迫
使
則
必
斯
士
術
語
和
叫
到
比
的
目
的
祇
要
深
入研

叫
一
究
他
的

兩
部就
不
難
領
會

到
必
是
要
把
諾
斯
士
主
義

，

一
的
各
種
謬
品
加
以
-
-
學
蔽
的
現
在
指
出
他
有
意
直

接
擊
破
諾
斯
士
的
幾
端
為
他
重
棍
的
道
理
為
例

(
a

)
宇
宙
不
是
由
天
主

「
進
出
」
的
也
不

是

藉
若
「
小
神

」
(
口
。E
E
m
。

ω
)
「
作
出
」
的
而
是

天
主
藉
若
他
的
學
言
i

耶
穌
基
督
|
造
成
的
(
若
l

a

|

間

參
見
U
H

)
(
b
)物
質
的
造
物
雖
然
是
屬
於

物
質
天
主
仍
然
愛
一
麒
它
尤
其
愛
顧
世
人
甚
至
為
人
賜

下
了
自
己
的
獨
生
子

(右
3

自

若

-
4
7

等
)
(
C
)

天
主
向
陸
人
要
求
的
主
要
是
愛
情
然
後
才
是
知
織
認

識
耶
穌
目
的
是
為
跟
隨
耶
穌
跟
隨
耶
穌
即
是
與
他
形

影
不
離
一
模
一
樣
第
二
三
世
紀
的
偉
大
教
父
都
是
本

抗
擊
右
盟
的
這
些
原
理
擊
敗
了
諾
斯
士
主
義

見
刷
刷
叫
主
義

(
雷
)

“
終
日
「
3
個

/
世
人
所
共
知
的
是
古
代
的
以
色
列

2
月

'
ω
5

\
九
亦
帥
琨
兮
的
蚓
圳
九
是
禁
食
豬

肉
的
民
放

(
肋
口
7

申

M
S
)
但
事
實
上
古
代
的
研

尼
基
人
埃
及
人
厄
提
約
丕
雅
人
以
及
阿
刺
伯
人

亦
都

是
不
食
豬
肉
的
民
族
猶
太
人
向
來
稅
務
是
粗
笨
污
誠

的
動
物
(
作
風u
n

瑪
7
6

伯
後
2

自

)
視
餵
豬
的

職
身
為
最
可
恥
卑
賤
的
工
作

(
路
臼

H
)
暴
君
安
援

約
占
四
世
厄
丕
法
乃
會
逼
迫
猶
太
人
吃
食
或
祭
獻
豬

肉
作
為
猶
太
人
放
棄
自
己
信
仰
的
表
示

(
加
上
1

“

叫
|

帥
)
只
有
那
些
背
信
忘
義
自
甘
墮
落

的
猶
太
人

才
吃
這
種
不
潔
的
東
西

(
依
的
‘
“
口
)

見
吼
叫
物

(
韓

)

矽
于
回
「
約
旦
J
希
伯
來
文
沒
有
正
式
的
名
詞
稱
呼

2
t

去
，
的
言
之
這
種
動
忱
在
家
畜
中
也
很
少
日
恥
但

上 外以| 質
任教民際
↑古 人車 上
亂 的 棍 ， 在
跳。 i禹放學
像吾~! 地

如經i 卸
此上 街
無祇 兩
能在三

無巳i 種
用 .6 野
連 21 貓 c

級提 可
兒過能

也牠牠
在一肉

( 毛次，來
碎。可自/J不
) 易消被

們
由
旦
去L吋(
m
o
B
E
D
H
m
J

兒
叫
倒
叫
逃
開
阿

巴
拉
叫
阿
E
F
L
F
f
m
o
且
已
E
K

們
叫
迪
克L
A
J
\法
"
B
B
S

J
這
字
的
字
義
凶
手
各
們

M
企
眩
目
只
f
崑
凶

\

4

目

，
心
\
意
見
不
一
比
較

可
靠

的
解
釋
是

「
可
以
依
靠
的
人
或
東
西

」
在
喃
自
約
中
只

有
在
希
股
文
的
德
刊
9

一
次
出
現
有

「
財
富

」
之
意

在
塔
爾
吉
木

(
吋
只m
E
U
)及
後
划
猶
太
的
苦
作

上
則

有
「
財
產
」
「
利
息
」
及
「
盈
餘
」
之
意
多
少
的m點

蔑
視
的
意
思

在
新
約
上
耶
穌
教
訓
人
不
能
事
奉
兩
個
主
人
將

錢
位
格
化
以
它
猶
如

一
個
暴
君
使
人
為
奴

(
瑪
6
H

見
路
M
H
)
在
路
的
9

日

又
兩
次
提
到

「
不
義
的
錢

財
」
共
恕
不
外
是
指
它
來
源
不
公
道
人
釗
它
過
於
貪

求
易
使
人
心
漸
漸
遠
離
天
主

而
言

(
韓

)

η
9
個
可
「
吋SJ

雖
然
在
學
經
上
數
次
提
到

u
a
w
R
f
ω
S
B
E
B」
「錫
」
(所
刮
目
制I
E
則

n
H
m

幻
臼
)
也
是
它
仍
然
是
一
個
很
純
統
不
艇

的
名
詞
古

以
民
好
像
未
能
將
錫
與
鉛
正
確
的
分
辨
出

來
制
別
遠
在
公
元
前
一
千
五
百
年
左
右(第
十
八
朝

代
)
已
有
這
種
金
屬
存
在

而
加
以
利
用
一
千

二
百
年

左
右
更
將
之
與
銀
子
鎔
化
而
製
成
合
金
但
事
實
證
明

樹
別
本
身
並
沒
有
錫
礦
是
以
我
們
可
以
斷
定
這
種
金



~屬
是
從
其
他
地
方
遲
來
趴
在
古
代
中
東
山
山
清
惕
的
地

刷
了
比
只
，
一
何
制
酬
的
東
北
地
區
凡
此
圳
蚓
蚓
附
近
聽
注
上
則

.
.

謂
志
是
叫
關
封
封
的
怕
受
由
刷
叫
甜
地
區
遲
來
的

(
川幻
凹
叮

它
在
古
代
的
用
途
是
作
裝
飾
品
因
其
性
質
不
夠

堅
且
是
以
很
少
用
來
作
武
也
它
與
其
銅
鎔
合
之
後

可

以
作
成
一
種
青
銅

H地
金
亂

(
牌

)

均
遭
u
u
d
q

「
C
ω
H
E
C
S
J
閹
割
一
一
事
在
埃
及
凡
此

M
旦
開
通
高
/
C
丘
吉

C
。
」

桐
峭
的
文
化L
似
于

沒
骯
但
後
翔
的
制
觀
受
東

方
之
影
響
而
有
位
儀
上
的

叫
吼
叫
將
完
人
的
筆
丸
州
的
去
征
來
方
則
自
很
占
以
來

在
宮
中
就
有
去
勢
的
太
監
為
護
衛
服
侍
帝
王
的
后
妃

汀
叫
什
趴
在
叫
叫
州
的
王

h昌
市
們
亦
釘
此
它
的
存
在

(
則
上

泣
，
則F
8
6

9
臼

m
m
2
M
M
)，

惟
多
數
學
有
都

以
為
這
比
一
一
道
，
的
係
外
方
人
不
過
以
民
向
來
以
天
上
的

選
民
自

m
m是神
權
政
體
的
民
族
為
維
持
這
個
特
選
民

族
的

情
呼
吸
禁
止
一
切
在
社
會
人
翠
中
有
污
淌
的
人
必

入
上
主
的
集
合
被
閹
割
的
人
郎
其
一
例
(
申

幻
2

)

2

丸
做
法
或
被
刮
去
的
畜
牲
不
得
獻
於上
主

(
仙

n
u
)
但
在
默
西
亞
的
王
國
中
速
太
監
都
將
被
容
納

(
山
間的
3
5

參
見
叫3
H
)

。

中
國
街
宣
刑
或
腐
刑
之
罰
是
五
刑
之
一
早
在
主

問
抓
制
及
剝
削
上
叫
省
所
記
札
「
男
子
割
此
婦
人
惱

此
次
死
之
別
」
故
此
是
卡
分
叫
聲
口
的
刑
扎
旦
被
社
會

視
為
“
民
大
的
恥
恥
司
蚓
劃
則
叫
到
此
心
街

「
行
交
敝

1- /-:.. f!r 2473-2476 

於
特
丸
，
而
其
大
淤
山
白
刑

l「
位
在
中
與
之
札
惱
人
划
成

f
H
H
U
巾
的
-
M
n比
稱
之
為
吭
一
比
其
敏
財
稅
也
緒
之
多
寡

而
定
叫
到
叫
此m
h
h
u
寬
多
至
三
千
人
民
最
品
時
代
其

間
的
反
作
風
亦
和
共
他
東
方
帝-
K
之
習
俗
岡

(
韓

)

。

H
M
t像

圳
膨
像(
m
N
n
-
y

m
惘
。

)

的
頭
首
(
但)U
M
U
M
叫
M
M

義

;
本
意
或
字
意
郎
普
通
所
說
的
人
或
動
物
的
，
必

斷

(
削
3
u

耐
心
凶
)

2

們
忽
必
商

E

i
以
頭
來
代
表
整
個
的
人
成
個
體

(

的
心
5
抽

叭
叭的
時

)
，制國
亦
有
這
種
說
法
如「人
頭
說
」

i
H朮
一
物
件
的
最
尚
部
恍
如

山
頭
(
削
8
s

制
2
2

) ，

娃
築
物
之
頂
端
(
創
刊
4
)，

因
此
有「
角

衍
」
之
稱
(

4出
4
1
片是
以
叫
民
管
用
動
物
之
頭
來

點
綴
傢
兵
的
上
端
這
點
可
由
考
古
學
得
到
證
賀

，

C
K
科
領
導
權
的
人
圳
的
共
團
團
F

來
為
被
稱
為
首

如
「
上
主
要
在
一
天
之
內
砍
斷
叫
叫
別
的
首
尾

」
(依

9
H
)，

立
即
村
民
和
平
民
大
，
心
祭
之
列
H
H
他
司
祭
亦

稱
為
首
(
則
下
幻
叫兒
喇叭JH
料
2

)
J「緝
令而
品

為
一
側
倒
也
的
領
導
人
軍
長
民
反(民
日

，
歐
2

2

)

家
長

(
→
棚上
鉛
印
)
等
丈
夫
稱
為
妻
子
之
首(
格
前

u
a

圳
5
自

)
，
作
用
皆
為
教
會
之
前(
州
4
時
5

n
g

法。亦 1
有時

-, 2 
大甜

頭)、

子、為
小 /i1.;
頭物

子、之
巨良苗
頭、(

頭弗i
白、 1
2叮 22

長、 TIH
首 2

1鼠"
L-、-'0

Z 晶i

d
.
某
一
國
家
的
政
府
所
在
地
謂
之
笛
都

(
依

7
8
剔
的
u
)「
一
隊
一
比
一
夥
在
斟
船
上
也
屁
次
以

「
首
」
來
代
表

(
閱
7
口

叩
船上
U
H
U
口

)
一
日

之
初
亦
稱
為
一
口
之
首(
如
z
u

閑
心
鬥m
M

)

1
除
上
述
所
說
之
諸
多
做
意
外
學

l

b
上
也
有

不
少
的
以
「
說
首
」
為
主
的
成
語
使
某
人
昂
的
始
品

(
山3
4

幻
6

的
?街
口

1
)
情
臼
扶
叫
支
持
叫
叫
人

挑
頭
表
示
嘲
笑
或
幸
災
樂
禍(
詠
n
s

依
幻
拉
長
2

H
職
幻
目
.
)
，

蒙
首
以
表
示
痛
倍
或
羞
恥(幟
下
臼
切

如
6
u

恥
M
3
)
，
皆
與
刑
酬的說
法
太
同
小
黑(

特

)

M
N呂
國月
三定
\
Z
E
H
J
-間
如
此
由
古
來
的
文
件
及

空
間
組•• 

Z
Z
仙
女
戶
戶
口
之膨
刻
上
我
們
知
也
川
憫

人
習
於
剃
髮
剃
說
而
凹
出
佩
蚓
副
攻
甘
叫
他
屬
叫
品
的

人
民
l

叫
民
在
內!
l
f
H
U
留
言
鬚
正
因
州
地
制

或
拔
去
頭
髮
及
戳
扭
扭
是
哀
慟
的
象
徵
及
表
示

(依
的

2
n
u
m
7
凹
的
6

約
5

州州7
闊
的8
u

圳
1
時

間
上
9
3

叮
特
別
惹
人
注
志
的
是
阿
只

W
峨
的
以
裝

(
刷
下
叫
鬥
甜甜

)
，
這
竟
成
了
仙
逝
亡
的
原
凶
(
做
下

悶
，
門問
叫
別
」
司
及
自
制
曾
被
抓
住
單
從
拉
而

mw往
他
方
(
則
83
也
M
M

) ，

可
見
叫
氏
鼠
的
ι

之
長

且
比
黑油
油
的
秀
髮
是
美
麗
的
特
仙
風(
圳5
u
)
金

鼠
色
的
頭
變
亦
受
人
重
視

(
刷
上
的
自

)
白
髮
對
人



來
說
是
年
老
的
帶
幟
對
天
主
則
是
永
遠
的
象
徵
(
達

7
9
參
見
默
1
H
)

司
祭
的
頭
髮
較
短
因
為
榮
止
他
們
普
髮
更
不
可

絞
肉
放
闊
前
此
至
哀
慟
時
亦
然
且
憋
常
加
修
削
財
務
使
必

繁
繫
潔
不
亂

(
晰
ω
6

創
刊
叫
“
特
抽
)
，

不
准
修
削
凹
陷

殼
的
邊
緣
以
避
兔
迷
信
凶
為

4

祭
您
是
聖
潔
的

(
肋

幻
5

)
在
川
過
「
納
費
爾
」
廟
的
人
征
途
願
期
間
應
使
頭

髮
自
由
生
，
反(戶
6
5

民
日
5
繳
上
l
u
)
願
則
已
滿

應
剃
去
頭
髮
將
之
燒
掉
(戶
6

間

參
見
宗
m
u
幻

剖
)

2
制
的
力
這
過
人
不
在
其
髮
而
在
天
主
但
因
為
他
是

怎
叫
過
「
納
齊
眉
間
」
願
的
人
故
有
長
髮
戶
民
的
問

叩

)

頭
髮
之
狀
態
叫
到
於
辨
別
人
是
否
患f
桶
病
或
做

H
h頭
禿
有
吳
大
的
關
係
(
肋
口
M
M

剖
叫
等
)
忠
咐

娟
的
人
隊
將
全
身
的
手
匕
防
止
剃
光(肋
M
S
)
司
祭
受

祝
m
r之
前
亦
您
如
此

(
戶

8
7
)
h何
時
被
人
剃
光
頭

也
幼
迫
走
貝
司
成
懲
罰
的
喂
飯

(
山間3
剖
7

叫
見
微
u
r

m
4
5

)
婦
女
們
其
倍
的
注
芯
仙
樂
的
修
的
(
歌
4
1

封
ω
3
)，

不
恰
任
何
勞
苦
及
質
用
(
喇
叭
3
H

則
下9

叩

)
多
留
很
髮
街
時
則
留
髮
辯
且
傅
之
以
油

(
腹
3

3

做
卡
M
2

詠

凹
2

圳
9
8
)
作
為
喜
樂
的
表
示

(
冰
的
8
)
男
人
亦
釘
留
變
縮
成
程
榮
的
習
的

(
氏

的
凹
的
)制

制
制
制
時
代
的
習
的
留
傳
至
新
約
時
此

一
成

，
不
蟬
E
H叫
什
且
多
留
有
長
安
(
除
7

品
若
M
Z

U
3
)
間

內，
M

F
t
a
E
I

ω

一
叫
湖
泊
耶
穌
坐
席
時
沒
何
以
沁
傅
耶
穌
的
頭M
X(
的
7

一
“
)
歇
會
初
期
受
希
臘
文
化
的影
響
主
張
男
人
應
留

2477-24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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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安
蓄
髮
為
男
人
固
定
羞
辱
面
的
女
人
詞
是
光
榮(
格
前

U
H

H
)
雖
然
如
此
奇
形
怪
狀
的
造
作
的
髮
型
刻
不

是
教
會
昕
歡
迎
的

(
弟
前
﹒2

，
伯
前
3
3
)

H
M協
鬚
(
韓
)

竹
砂
自
已
匕
吉

凶
自
己

J
駱
駝
按
梅
瑟
法
律
雖
然

M

悴
可

E
v
f

p
s
o
古
巴

2
l
u
t
A

'

、
以
牠
臂
的
不
潔
的
動
物

(肋
口
4

申

M
7
)但
劫
常
山
山
現
於
甜
的
約
中
駱
駝
有
單

學
與
雙
拳
之
別
且
各
有
不
同
的
名
稱
盛
產
於
非
洲
及

亞
洲
中
部
及
西
南
部
因
為
是
十
分
克
苦
耐
勞
的
動
物

除
供
人
騎
坐
或
助
人
搬
運
貨
物
外
更
供
人
以
切
肉
及

絨
毛
(
見
列
于
1

8

依
m
z
臣
口
4
)故
此
備
受
人
之

￡
准
及
重
視
牠
刊
別
適
宜
於
沙
漠
峽
野
地
帶
的
遊
牧

民
依
凶
民
共
防
大
利
叫
柔
軟
司
紛
行
於
沙
摸
地
區
划
不

川n
付
走
肝
、
山
區
地
m
w
赦
此
前
以
民
在
的
領
f

容
納
τ

山
區
之
後
便
很
少
再
拉
到
牠
(見
細
土
位
叫
依
鉤
6
)

則
叫
你
在
默
法
多
學
u
d
r
u
家
會
發
現

f

駱
駝
的
牙
衛

汝
何
做
假
牠
縱
肝
、
州
時
仙
現
於
巴
力
斯
過
此
且
在
州
時

變
成
家
尚
說
們
不
得
而
知
在
大
批
的
山
山
土
文
物
中
只

有
兩
張
駱
駝
的
畫
像
似
乎
在
告
訴
我
們
牠
在
公
元
前

三
千
至
個
千
年
間
已
被
人
類
所
利
用
最
初
利
用
牠
的

似
是
占
阿
刺
伯
人
位
約
告

r叫
我
們
聖
祖
們
布
駱
駝
罕

(
創
刊M
H
M
MU
品

m
m
u
m
M
S
H
)被用
來
搬
運
貨
物

(創
圳
的M
U
自
)必
騎
坐
(
創

圳
的
“依
剖
7
)
且
有
外

方
人
的
研
駝
問
隊
的
經
過
(
創
們U
E
﹒
甜
)
是
以
扎
扎

音
人
特
別
重
視

的
家
資

(
民
6
5
7
u
撒
上
的
a
u

g

狗
叫
列
上
ω
2
編
上
5
剖
等
)
充
軍
歸
來
後
以
民

計
卜
何
駱
駝
四
百
三十
五
匹
(
厄
土
2

盯
)
多
仲
亞
的

妻
子
做
棘
的
嫁
妝
中
亦
有
路
駝

(
多
m
u
u
口

)
教

師
雕
斐
乃
將
軍
的
隊
伍
中也
擁
有
為
數
不
少
的
刷
刷
駝
以

收
巡
將
重

(
友
2

口
)

駱
駝
在
新
約
只
見
於
對
觀
福
音
莉
的
相
穿
的
衣
服

是
駱
駝
毛
做

的
(
瑪
3
4
)
耶
穌
會
講
池
一
例
L
i
分

富
有
東
方
色
彩
的
比
喻
說
「
駱
駝
穿
過
針
孔
比
富
人

進
天
國
還
容
易
」

(
瑪
W
U
谷
ω
自
路
的
自
)
卜
特
人

基
於
「
駱
駝
」
及
「
繩
素
」
二
字
在
拜
占
庭
時
代
發

音
相
同
而
以
為
應
將
「駱
駝
」改
為
「
純
宗
」
但
狡
們

主
張
仍
保
存
原
文
之
意
凶
為
在

巴
力
斯
坦
駱
駝
是
體

積
較
大
的
動
物
常
被
用
來
表
示
很
大
很
難
怯
至
不
呵

能
或
不
相
等
益
的
事
物
就
創
收
為
n
H
耶
穌
品
「
的

眼
的
你
悄
悄
吋
你
們
濾
出
蚊
的
划
吞kl
f

駒
駝
」
的
l

川
即

是
這
例
芯
附
心

(
韓
)

喃
用
品
巴
，
歪
曲
四
「
O

胡
同立
n
y
J

s

主
少
菜
一
八
八
五
年
K

M
自
旬

t
F
W
f
p
E
H
F
-。
」
|
|
|
i
d

2
l
a
a
-
4

，
、
臨
陣
阿
布
地
區
仍
令
人
兒

到
舵
鳥
但
現
已
絕
跡
是
一
一
他
不
潔
烏
(
肋
U
H
中

M

臼

)
有
人
以
為
梅
瑟
之
所
以
將
牠
例
入
不
潔
之
鳥
類

中
的
原
因
除

f

是
基
決
阿
民
族
衛
生
放
社
會
理
由
之
外

亦
是
在
提
醒
以
民
應
改
棄
過
去
的
遊
牧
生
活
而
開
始

過
定
居
的
生
活
因
這
種
烏
喜
居
於
無
人
的
荒
野
地
院

(
依
u
n
N
H凹
的
目
耶
叩
抽

)
舵
烏
有
美
麗
的
物
E

但
牠
的
性
格
部
是
冷
酷

的
將
蛋
留

聚
在
沙
灘
上
任
人

獸
磁
踏
叉
苛
待
幼
雛

(
約
刊
呵
呵!
u

哀
4
3
)
他
的

叫
聲
簡
直
是
悲
鳴
(
米

1
8
)
(

韓
)



-
m
m自崎

\ω
n
z
o
nF
'。
五

J
是
一
種
不
適
宜
生
沼

削
-
M
E
r
-
r
z
\

趴
趴
在
懦
地
區
的
飛
亂

-

牠
的
控
制
鼎
立
有
三
卜ι叫
他
之
多
其
特
以
是
大
都
共
街
細

長
向
下
彎
曲
的
明
以
爬
蟲
為
其
主
要
食
品
路
外
喜
食

長
蟲
故
被
人
視
為
，
特
益
的
鳥
占
時
多
見
於
尼
羅
河
上

的
下
流
放
三
角
洲
一
帶
現
在
只
兒
於
尼
羅
河上
游
且
以

州
叫
地
比
句
古
學
家
發
現
牠
們
的
一
些

，占
膨
刻
戊
木

力
附
合
一
種
竟
是
埃
扎
扎
宗
教
上
崇
拜
的
叫
到
象
稱
之
為

「
擎
的
做
」
牠
的
身
體
晏
白
色
頭
及
尾
晏
黑
色
約
瑟
可

能
作
都
於
牠
們
所
食
名
為
爬
蟲
長
蟲
又
是
邪
艸
敬
蟬
的

對
象
欲
將
之
列
入
不
傲
的
“
划
中
(肋
口
7

巾

M
H

)

兒
飛
向

(
韓

)

"
島
人
信
"
阿
三
口
8
3
5

口

J
學
紅
與
其
它
H
HU
裕
的

4
"
R
E
m
-
H
官

p
f
t

u
-
-
2

』

Z
E
H

『

A

J
E
F

-

-
h

e

p
-

c

、

m根
本
區
別
即
在
於
學

制
是
在
天
主
的
欺
山
思
之

kl寫
成
的
叫
A
1分
三
節
持
論
如

-
默
L

泌
的
存
在
默
感
存
狂
的
事
真
是
任
圳
人
本

吋
L
n泌
的
凶
為
弟
後

3
M

口
約
後
1

叩
剖
很
泊
位
的

品
明
門
前
時
昕
有
的
h
H
J
U
都
是
白
天
主
昕
默
感
的
伯
後

l

u

明
明
記
放
「
因
為
拍
一
盲
從
來
不
是
由
人
的
立
歐

圳
發
而
且
山
天
上
所
派
泣
的
學
人
在
學
科
推
動
之
「

批
川
來
的
」

二
默
感
的
性
質
默
感
的
存
在
無
可
置
疑
也
如
糾

除
解
默
感
的
性
質
即
天
主
如
何
默
感
作
者
這
一
過
程

。

p
p
s
s
s

‘
'

，

問
戶
們
的
立U
比
則
不
一
致
即
在
新
約
的
著
作
中
對
默
的
您

的
看
法
己
也
所
采
川
向
希

4

7

在
引
用
詠
叮
叮7
時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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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主...••• 

結
瀏
喇
即
宣
示
的
」
但
在37

卸
說
「
學

艸
釘
話
說
」
出
這
一
貫
例
看
來
希
的
作
揖
暸
解
默
感

的
性
質
為

自于
旬
的
默
感
的
是
講
學
經
上
的
品
的
是
天
主

的
斗
的
人
為
作
有
只
是
天
主
的
丘
具
而
已
谷
位

站
在
引

用
詠

川
眛
則
用
不
閏
的
方
式
治
「
達
咪
凶
屆
學
神
的

感
動
倫
說
過
」
明
顯
的
馬
爾
谷
特
若
董
必
人
的
作
為

這
一
方
而
無
論
是
粹
的
作
局
成
希
的
作
者
皆
承
沼
天

主
默
感
的
事
實
何
對
天
主
如
何
默
感
這
一
奧
泌
的
過

程
則
意
見
不
同
閃
比
現
代
的
神
學
家
對
如
何
解
釋
默

感
的
性
質
有
若
不
同
的
意
見
是
無
禎
驚
奇
的
傾
向
於

希
作
為
趨
勢
的
很
各
自
然
行
重
於
天
主
為
作
品
那
一

方
面
而
跟
隨
谷
作
有
路
線

的
學
名
科
叭
叭
強
抽
圳
人
為
作

答
那
一
方
面
做
為
那
一
派
學
約
只
要
不
否
認
聖
經
街

兩
側
作
者
只
要
承
認
默
感
是
天
主
的
特
殊
而
唯
一
的

恩
賜
藉
此
間
賜
使
人
烏
干
聖
經
致
使
學
經
同
時

U
A
X

主
的
語
又
是
人
的
仁
的
都
是
在
正
稚
的
路
線上
強
調
入

為
作
有
方
祠
的
學
科
特
地
指
山
f

默
感
的
三
純
特
州
棚

中
包
恬
採
例
人
付
的
乙
包
站
一
怕

會
性
的
丙
包
括
降
生

奧
跡
性
的

小
包
們
能
倒
人
性
的

即
是
說
戶
n
H
B
E
作
品
為
天
主

的
默
感
所
澎

吶
時
不
但
他
的
同
解
力
受
影
吶
凡
人
代

，
叫
作
時
所
心
要
使
俐
的
一
切
府
能
都
在
影
吶
之
例

乙
包
的
社
會
性
的
即
是
說
學
作
品
在
寫
作
時
不

能
不
受
共
社
會
環
境
的
影
吶
質
際
上
沒
有
一
個
人
能

寫
山
一
句
品
而
不
先
受
共
父
母
或
教
師
的
教
育
或
受

社
會
上
形
於
色
色
的
影
峭
的
學
作
品
在
此
作
時
既
然

不
能
不
受
社
會
最
坡
的
影
附
凶
此
育
比
弋
郎
平
諾
諾
筒
，
人

主
的
默
感
，
小
心U
V
P
妝
吶
娶
的
什
街
小
人
而
刊
也
影
附
其
況

時
社
會
的
決
定
凶
示
他
學
作
品
能
以
“
山

.
λ主
要
他

寫
下
的
一
切

一
內
包
括
降
生
奧
跡
性
的
郎
H
庇
護
寫
一
卡
的
天
主
耶
叫

什
布
切
降
刊
成
人
的
天
主
唔
，
M
i

耶
穌
u
血
管
正
如

必
扭
胃
口
忠
民
天
主
又
真
是
人
泣
，
例
收
估
價
H
Ka

位
同
祕

天
主
所
欺
感
的
E
f
-
-
口
紅
叫
阿
一
的
具
體
形
式
下
間
是
天

主
的
品
也
是
人
的
必

三
總
鈴
挨
性
學
符
既
然
完
全
是
天
主
的
品
那
來

“
然
的
效
果
的

n
t
k小
能
如
紋
的
這
一
句
ι
的
不
能
R
M
川

字
的
表
面
來
作
解
釋
凶
目
的
無
飢
挨
性
只
眼
松
軟
作
有

。

在
默
感
之
下
所
要
泌
的
泌
的
安
與
正
時
解
久
已
過L

的
捏
一
作
有
所
要
說
的
心
應
付
叫
花
玄
學
一
作
品
所
用
的

。

，

文
學
類
型
如
果
要
作
善
的
朋
志
是
在
於
動
也
必
教
化

那
木
他
決
無
志
給
役
"
血
卡
科
學
朮
的
伙
扎
川
史
的
叫
』

澈
昕
以
圳
來
必
們
能
史
泊
位
的
仰
解
m
f
n
u
n
的
川
」
附
心

與
叫
肘
念
那
末
，
叫
於
一
史
能
以
防
M
K
主
心
的
人
的
“
川一們
所

。

一
接
向
人
類
說
的
話

(
伸

)

圳
默
示
錄
(
甘心口科研
)M
叫
我
叫

肌
默
示
錄
文
體

默
示
相
叫
父
侃
起
先
知
們
圳
h
w闊
別
的
aL

紐
均
以
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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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上
主
的
日
子
默
西
茲
的
來
臨
末
也
與
天
主
的
審
判

等
類
似
題
目
在
先
知
的
作
品
內
已
有
幾
部
分
帶
有
默

一
本
錄
文
體
的
色
彩
如
則
必
i
M村
依
川的l
幻
的
“l
t
ω
ω

后
回
9

-
M
尤
其
是
達
7
-
u

默
示
錄
文
體
的
作
者

通
常
皆
呼
叫
你
必
先
知
之
學
將
先
知
H
A中
圳
特
有
的
州

稅
比
喻
和
象
做
再
加
以
發
你
加
以
楠
充
加
以
一
艸
松
化

使
人
民
在
遭
遇
凶
臻
的
時
攸
得
釗
安
慰
信
仰
得
以
堅

。
明
白

M勵
於
正
紅
的
腳
卅
一
不
錄
文
岫
隘
的
作
品
，
如
達

7
|

叫
“

反
右
盟
默
一
本
錢
都
是
白
天
主
昕
默
感
而
在
教
難
時
為

。

，

作
的
共
他
的
欺
示
錄
之
體
法
作
既
然
未
蒙
受
天
主
的

默
感
作
名
為
取
信
於
讀
各
遂
偽
托
於
古
代
聖
賢
的
名

(
1

、

l

o

-
-

下
如
哈
仆
泊
在
厄
型
必
約
瑟
等
如
果
讀
嵩
裂
開
為
甚
帥
且

這
些
士
口
時
舉
一
質
所
苦
的
台
隱
蔽
了
那
庭
長
久
而
在
幾

仙
也
紀
以
恤
m
J
m
伙
作
品
、
必
答
天
主
會
這
樣
命
令
了

先
知
(
依
8

只

-
u

達
8

品
盯

U
S
H

)
也
同
緣

命
令
f

他
們
共
官
先
知
們
多
提
及
往
事
為
叫
人
民
擁

進
盟
約
雖
然
街
時
他
們
也
的
-
一
曰
未
來
的
事
然
而
常
是

為
叫
目
前
的
選
民
改
過
這
苦
思

W
H於
盟
約
默
示
錄
文

懦
的
作
揖
如
單
注
芯
仁
本
來
以
自
傲
仕
的
叫
苦
口
昕
偽
托
的

古
甜
甜
賢
(
如
哈
昆
在
)
所
諧
的
預
言
跑
到
作
者
的
時

代
為
止
(
約
公
元
的
二
位
紀
)
其W
M都
同
止
在
暗
示
泌

去
的
辜
的
此
不
管
默
示
錄
文
體
怎
緣
深
的
雞
叫
總
有

-
解
釋
的
辦
法
吋
是
一
到

f
M
吵
一
禹
作
有
本
身
以
俊
昕
發

仙
一生
的
版
史-
J
A
他
的
言
論
先
不
多
成
了
空
比
給
亂
無

一
章
H
d
M燃
氣
次
有
些
學
有
那
制
制
默
示
錄
丈
悅
的
作
品
芯

1- j-.:.. I! f: 

為
這
頌
作
品
都
是
他
一
一
令
人
失
望
的
產
品
筆
者
諾
為
這

項
批
評
欠
公
平
依
筆
者
看
來
默
示
錄
文
體
作
品
多
數

是
熱
烈
信
仰
的
產
物
的
為
技
人
的
觀
察
當
以
民
一
線

希
望
的
時
候
而
默
示
錄
文
體
的
作
者
如
仍
在
講
述
唯

上
主
是
選
民
的
唯
一
希
望
是
他
們
的
盤
石
是
人
類
歷

史
的
領
導
者
所
以
將
是
唯
一
的
勝
利
者

此
外
默
一
本
錄
文
體
作
品
如
其
他
偽
經
和
谷
木
峭

的
文
件
一
樣
能
以
引
領
我
們
去
透
視
猶
太
人
的
全
部

宗
教
生
活
使
故
們
發
現
在
遵
法
思
潮

F

昕
產
生
的
作

品
之
外
(
如
米
市
納
搭
耳
募
得
塔
爾
古
木
米
德
帥
州
市

等
)
還
有
一
種
忠
湖
即
默
不
錄
文
體
的
思
潮
很
影
響

了
百
性
的
心
冤
叫
凶
而
堅
固f
他
們
的
信
仰
增
加
州f
他

們
的
希
望
默
示
錄
文
體
著
作
中
雖
然
有
些
一
婦
孺
之
液

也
是
哈
站
在
H
扒
叫
她
瑟
升
天
錄
尼
斯
總
投
卷
四
十
二
宗

租
遺
囑
﹒•.. 

處
處
表
現
那
番
由
絡
約
尤
其
自
何
約
的

先
知
們
直
接
待

F

來
的
純
正
宗
教
的
熱
誠

必
U
H引
用
了
偽
經
哈
昆
在
山
1
9

學
教
會
在
位

內
以
上
街
時
引
肘f
f
肛
卷
四
的
詞
旬
並
且
還
有
些
宗
教

的
遇
到
你
論
是
在
教
會
內
或
在
以
民
中
間
與
默
一
不
錄

純
文
學
無
論
送
正
經
成
H
A偽
經
是
分
不
側
的
這
給
現

象
謎
明
研
讀
默
一
示
錄
憶
文
學
為
研
究
學
征
和
猶
太
教

與
沾
川
的
教
都
是Ll
分
釘
餘
的

叫
叫
別
叫
制
叫
心
叫
劉
刑
別
做
到
糾
糾
心
間
則
倒
叫
劃

四
保
的
峙
以
一
本
錄
卡
二
。
那
祖
遺
囑
偽
位
(
宙
)

臨
時
吭
一
匕C
。
戶
。
閃
出
阱
。

J
此
訓
的
名
字
在
全
部

2
1
2

，
E
O
E
\

到
削
L
祇
兒
於
圳
叫
“ U

K
飢
該
處
他
(
或
她
)
與
圳
叫
聯
也
是
賜
人
幸
運
的

神
按
依
的
臼
默
尼
神
一
名
似
乎
是
由
旦
旦
芸
「
指

定
」
「
注
定
」
這
動
調
演
變
而
來
的
肌
國
此
汗
通
主
張

默
尼
是
一
注
定
壽
命
的
神
割
的
上
的
則
叫
也
府
和
占

代
阿
刺
伯
人
昕
恭
敬
的
注
定
壽
命
的
女
神
為
征
服
村

(
皂
白
可m
H
)向
是
一
神
亦
未
可
知
(
山
)

翩
血
肉
前
恥
「
言
已E
J

此
名
叫
一
次
見
趴
叭
叭
嘲
的
是

叫
叫
陳
扇
面
似
/
去
自
『

E
K

l
i

;
l
j
-
!

、
指
一
地
名
而
言
(
巳
3

詞
)

位
此
地
名
的
總
人
知
道
是
指
何
處
放
此
間
爭
著
大
部

W
心
情
的

是
米
德
惕
的
接
寫
放
回
心H
U
M譯
本
亦
故
作
料
制
趴

U
M米
德
楊
(
特
)

肪
岫
叭
扭
扭
「
至12
3
JH
E制
州
叫
喊
勝
巴h
A斯
坦

M
盼
望
師
-
u
H
f
b
z
r
l
i
k

-
-
-
-

;
|
j
:
|
a

、
北
部
以
啥
叫
昨
爾
王
為
主
的

聯
，
掉
的
地
方
位
時
雖
然
明
川
軍
吟
力
此
強
集
中
全
平
山

戰
且
令
馬
品
及
戰
車
助
陣

ω

仍
為
圳
蚓
副
所
敗
(
“
圳

口
1

5
)
而
-
這
一
戰
句
圳
在
地
，
仆
占
以
來
就
以
為

是
划
在
的
胡
肋
糊
(
巨
丘
。
7
)
(
亦
名
叫
制
湖
)
但

做
原
丈
昕
心
不
是
指
湖
而
日
摳
出m永
抖
的
心
小
仰
仗
比
划
八

f

學
倡
多
主
弘
默
龍
水
道
是
指
從
剛
叫
制
自
北
的

4

些

名
的
郎
(
古
巴
『
2
)
水
泉
州
一
門

至
於
現
今
之
叫
叫
湖
(
蚓
叫
湖
)
，
則

H
h圳
倒
叫

“
巴
山
山
腳
拉
斯
付
鼓
似
地
陶
忱
卡
內
公
里
之
比
內
所
造
忱

的
第
一
個
湖
此
湖
梅
拔
約
六
十
八
公
尺
長
六
公
山
古
仙

一
扛
公
里
九
十
圳
副
秘
約
為
二
十
五
平
方
公

m
t水
深
在
三

至
四
公
尺
間
約
但
河
水
出
離
此
小
湖
再
向
南
一
流
十
一
二

公
電
後
造
成
較
大
的
蚓
蚓
叫
叫
趴
(
韓
)



ι
~缸
耐
心
九-
A
V
J
\
b
h
a
E
)
(

一
，
)
以
他
兩
謂
〔
救
援

M
m一
句
，
a
p
n
.

、

4

1
:
1

、
者
」
是
稚
的
布
閻
王
佳
都

於
克
爾
(
依
作
。
1
)
臨
陣
阿
布
雖
是
獨
立
的
王
國
但
自

達
味
時
代
即
向
以
民
每
年
進
貢
在
阿
哈
布
為
以
色
列

王
時
(
八
七
四

l

八
五
二
)
技
聖
經
記
敘
每
年
繳

納
十
寓
隻
羔
羊
和
十
禹
隻
公
山
羊
的
羊
毛

(
列
下
3

4
)
阿
叫
戶
口
布
死
後
默
沙
王
師
背
叛
了
以
色
列
(
列
下

1
1
)
並
聯
合
阿
孟
人
及
瑪
紅
人
向
街
大
挑
戰
部
被

約
沙
法
特
王
戰
敗
(
編
下
油
1
|

詞
)
不
久
之
後
北

國
耶
屬
蘭
總
位
為
王
於
是
默
沙
王
又
乘
機
作
亂
攻
陷

佔
領
了
以
民
的
阿
塔
洛
特
默
德
巴
乃
放
及
雅
哈
茲
地

方
及
城
市
(
見
默
沙
脾
艾
)
耶
屬
蘭
在
驚
惶
之
餘
乃

與
蚓
划
王
制
叫
樹
蚓
及
問
蚓
人
聯
盟
抗
且
結
果
因
上

主
的
助
佑
獲
得
了
絕
大
的
勝
利
將
降
阿
布
人
的
村
莊

域
市
困
地
及
水
井
姦
行
被
一
駿
無
餘
並
搶
劫
了
他
們
的

財
產
祇
剩
下
了
信
都
克
爾
默
沙
王
使
仙
最
後

-
m
在

城
踏
上
將
自
己
的
長
子
殺
死
祭
獻
邪
州
革
際
士
聯
軍

見
此
乃
鳴
金
收
兵
(
列
下
3
9
|

盯
)

闊
少
、
默
沙
玉
的
經
史
性
有
著
名
的
默
沙
碑
文
為

證
此
石
碑
是
默
沙
王
為
紀
念
在
狄
間
草
摩
士
神
廟
的

熬
成
而
立
上
有
默
沙
王
戰
勝
以
民
的
記
誠
與
聖
經
上

的
敘
述
(
編
下
m
z
|
卸
列
下
3
.
|

訂
)
頗
為
吻

合
這
碑
於
一
八
六
八
年
被
考
古
學
者
在
秋
間
發
掘
出

土
現
保
存
於
法
國
巴
黎
的
國
立
博
物
館
或
稱
「
路
亦

爾
」
(
C
E
H
O
)博
物
館
中

(
一
二
地
名
是
約
刻
堂
後
代
居
地
的
邊
區
之
一

十/、反2486-2488 

(
創
沁
胡
)
郎
平
者
多
主
張
此
處
是
指
阿
利
伯
的
北
方

地
眶
而
一
=
口
或
謂
就HK學
位
上
所
說
的
瑪
薩
地
方
(
見

創
筠
H

竄
犯
1

到

1
)
(

的
牌
)

們
也
吼
叫
區
區3
4
「
玄
且
O
Z
J
域
名
其
意
義
仍
未
能

M
個
高
S
N
F
R
E
f
玄
且
谷
"
~

•• 

l
i| 

2
E
R
4
1
1
1

，
十

分
確
定
熱
耀
尼
莫

謂
「
有
鐵
水
之
地
」
但
後
來
的
學
者
們
則
謂
「
有
靜

水
之
地
」
或
「
緩
流
之
地
」
或
更
謂
「
{
且
人
之
地
」

等
它
位
於
約
但
河
之
東
死
海
之
南
距
現
今
阿
曼
(
約

但
王
國
首
都
)
之
西
南
約
三
十
公
里
其
村
莊
至
今
猶

存
它
原
是
摩
阿
布
人
的
城
市
彼
阿
摩
黎
人
王
息
紅
所

征
服
後
又
被
以
民
所
佔
領
(
戶
幻
抽
)
劃
歸
勒
鳥
本

文
派
(
蘇
口
，

H
)
但
後
來
默
德
巴
重
新
落
入
摩
阿

布
及
阿
孟
人
手
中
而
成
為
兩
者
相
爭
的
對
象
在
以
民

分
為
南
北
朝
時
代
北
國
以
色
列
國
王
放
默
黎
(
八
八

五
l

八
七
四
)
再
度
將
之
佔
領
公
元
前
二
0
0
年
左

右
默
德
巴
成
了
納
巴
泰
人
王
國
的
領
土
瑪
加
伯
猶
大

的
獨
立
戰
爭
時
此
地
的
居
民
會
乘
機
將
約
納
堂
的
兄

弟
若
望
殺
死
約
納
堂
同
另
一
兄
弟
息
孟
會
殘
酷
地
報

仇
乘
某
一
婚
禮
之
際
殺
死
了
許
多
默
德
巴
人
(
加
上

9

品

i
u
)
比
城
在
公
元
前
一
二
八
年
左
右
再
度
被

猶
太
首
領
若
望
依
爾
卡
諾
一
世
所
佔
領
但
六
七
年
依

爾
卡
諾
二
世
將
之
歸
還
給
納
巴
泰
人

公
元
一
八
九
六
年
考
古
學
者
在
此
地
的
一
座
名

「
童
貞
里
母
」
的
大
殿
中
發
現
了
一
個
為
研
究
翼
地

地
形
及
地
理
十
分
重
要
的
文
件
就
是
那
著
名
的
彩
石

鐵
飯
地
圖
是
公
元
六
世
紀
的
作
品
出
於
撒
拉
瑪
尼
人

(
ω巴
"
B
E
S
ω
)之
手
這
一
安
算
是
叫
叫
刷
叫
H
H趴
恥
的

-
s
b地
叫
泣
地
叫
小
來
臼
刊
的
故
刊
必
尚
巧
恨
心
沒
比

沒
及
但
代
挖
划
時
股
熱
志
之
間
克
將
它
的
「
崗
邱
份

蔬
行
做
法
誠
屬
可
恰
(
特
)

ω開
心A
E
h
-
V
K
V
\
去
。
閻
王E
J

域
名
意
調
「
半
事

凶
剛
滿
幸
者

J
J主
/
玄

E

且
已
。
』
﹒
-
-

2
E
B
F
:
f
J

e

M

d
σ

、
地
區
?
」

u
t巴
力

斯
堪
最
有
價
值
的
軍
事
裂
痕
凶
為
它
忱
於
厄
所
得
隨

(
或
謂
依
次
勒
耳
)
平
原
是
巾
埃
及
通
往
敘
利
益
內
人

巴
比
倫
的
必
經
之
地
是
以
自
很
古
以
來
郎
布
軍
事
做
J

壘
建
築
於
此
為
兵
家
必
爭
之
地
也
正
因
此
已
在
漫
長

的
歷
史
上
經
過
了
無
數
次
的
戰
火
有
不
少
埃
及
的
文

件
為
證
如
阿
瑪
爾
納
文
件

若
蘇
厄
進
佔
許
地
時
始
終
未
能
將
此
城
攻

F

(
蘇
η
u
u
民
1

訂
)
大
概
它
是
在
達
味
時
代
才
落

入
以
民
之
手
撒
羅
瀚
重
建
默
基
多
的
防
禦
工
事
(
列

上
9

臼
編
上
7

詞
)
並
列
為
其
十
二
太
守
之
一
的
駐

紮
地
(
列
上
4

間
)
猶
大
王
阿
叫
戶
口
齊
雅
被
耶
胡
射
傷

頁
傷
逃
入
默
益
多
並
死
於
此
地
(
列
下

9

盯
)
浩
大

王
約
史
雅
帶
兵
至
此
企
圖
阻
止
埃
及
法
郎
乃
苛
北

上

援
助
亞
述
王
的
大
軍
但
被
戰
敗
而
身
亡
(
列
下
羽
甜

甜
編
沾
自
自
)

考
古
學
者
會
三
次
在
這
良
作
長
期
的
挖
研
制
考
察

(
一
九
O
三
l

一
九
O
五
一
九
二
五
1

一
九
三
四

一

九
三
五
l

一
九
三
九
)
發
現
了
不
同
文
化
的
階
層
達

二
十
層
之
多
它
的
最
初
居
民
已
見
於
公
元
前
四
千
年

兒
右
它
的
第
一
道
城
牆
向
現
淤
公
元
前
二
五

O
〉
作



克
布
旦
完
全
被
毀
改
其
毀
誠
原
因
不
諾
大
概
為
戰
火

昕
從
二
一
'，
‘
一
作
充
右
吏
偉
大
壯
麗
咬
恆
的
默
瓜
多

械
屯
被
修
必
趕
來
叭
山
上
一
五
0
0
年
它
的
文
化
H
止
容

納
平
文
化
作
瑚
字
很
怕
被
搬

山

上
也
此
時
亦
發
現
f

接
汝
之
物
的
給
人
從
俊
一
世
紀

(
一
五
、
方
l

一
六

0
3

)
則
h
q希
克
余
所
人
入
侵
途
經
巴
力
所
出
南
下

3

名
山
明
凡
此
所
向
他
…
故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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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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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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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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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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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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懿

候
存
-
4謂正
值
此
時
國
王
帶
兵
山

征
於
外
默
乃
勞
於
是

乘
撥
附
叫
他
凶
五
的
代
理
刮
到
山
市
將
正
統
的
大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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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
莫

扎
此
亡
竿
圳
市
之
功
未
能
達
成
帥
死
去
了
死
後
他
的
兒

，
「
阿
克u
M仆
叫
作
猶
太E

@
是
帕
叫
戶
口
村
臨
陣
阿
布
的
後
代
充
軍
歸
來
後
從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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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納I~ 同方將

2 舍|戶 i 交 友一 I~ 
3 0J 36 ðf< ø 于@已
7 中· 1皮友I ~ 是的
)。暑!比弟|厄i 哈|外
而 8;結樹上雄1:方
死見。軒的 10 的 fi
去，多 i 的丈臼後子
給 1 習夫。代， 休
她，俗，二充棄
留 4 是人軍 (

下 12 依同 歸厄ir 6 織屬 來 上
很 12 梅l 西|後， 10
多 )。瑟|默|聽 30
的她法接| 命 )。
財的律支 休

( 產丈的派。 棄
傳 ( 夫規這 了
) 友i 默 | 定種外

"
跌
肉
舍

一
層崗

M
個
高
多
串
Z
E
在
明
言

「-
M「
心
〕咒。呵
。
『
早
向M
M
D
M
M
ω
m
o
y
J

/
O
E
HM。

F
A
P
D
E
E
O

」

是
一
篇
偽
作
其
目
的
是
在
修
補
聖
經
上
的
一
個

高
化
信
蚓
制
制
間
主
被
充
巾
由
主
必
叫
時
對
圳
是
收
他

祈
求
f

上
主
投
痛
你
已
罪
因
而

上
主
俯
聽
f

他
的
祈

嗨
使
他
重
返
家
閑
治
理
關
家

(
見
幟
下
刊MU
H
)。
白

然
m
一
一
經
上
沒
有
起
被
他
的
禱
詞
是
以
布
這
第
偽
作
的

圳
現
它
的
內
容
可
分
為
三
段
第
一
段
是
決
頌
上
主
犯

二
段
是
求
罪
之
赦
第
三
段
是
結
尾
讚
詞
作
者
似
乎
是

一
位
住
在
巴
力
斯
坦
之
外
的
猶
太
人
著
於
公
元
的
一

世
紀
的
後
以
當
時
最
流
行
的
希
臘
文
寫
成
但
向
來
木

被
教
會
視
為
即
可
一
位
部
份

見
默
納
舍

(
緯

)

-
好
血
仇
素
來
飯
時
「
Z
I
t
J

人
名
布
「
虹
口
味
」
及

鈞

一
U
M佩
爾
愈
好
冠
喝
/
E
E
E
H

」

ω
-
I
z
-
-

J
E

A
r-

'

、
「
悲
痛
」
之
意

一

一
是
叫
刑
的
第
三
個
兒
于(削
叫“
H

圳
6
M

門

1- /\1哇

3

口

編
上
6
1
幻
6
)
生
存
二
子
ω

蚓
州
到
及
蚓
蚓

(
出
6

凹
戶
3

個

編
上
6

H
n
n
)
會
缺
陷
聖
祖
蚓

各
伯
同
赴
蚓
別
(
側
的
u
)。
他的
後
伏
在
叫
民
的
版

史
上
佔
街
桐
常
重
要
的
地
他

在
曠
野
第
一
次
發
川
戶
μ

時
則
叫
劉
家
族
有
六

下
二
月
九
家
恥
叫
做

M
m
H
K創
喇
叭
在
會
位
北
邊
煞
叭
叭
他

們
的
職
務
H
E搬
迎
合
荐
的
一
切
川
兵
在
會
結
中
益
職

(
同
3

臼

自
盯
4
缸
凹
的

!
“

ω

口
)。
此
家
族
亦

兒
於
第
二
次
戶
口
統
l
川
中

(
則
必
盯
時
)
進
入
汗

地
之
後
給
他
們
在
不
同
的
文
扳
中

(
馴
則
札
蚓
似
川

步
降

)
創
分
f

卡
二
w
m城
計
住
(
“你
們μ
7
缸
，

M

兒

，
侃
上
6

刊
)
在
蚓
州
時
代J吃
家
依
依

M
K
H
A叫喇
喇

(編
上
的

6
)作
川
迷
咪
紡
織
寸
位
班
次
時
也
使
他
們
參

加
拉
股
股

m
f歧
卅
u
m
條
街

(
M
M上
叮
刮
目
叫
的
晶
。

呵
呵
心
叩
!
問
)
巾
此
可
川
默
訕
訕
請
這
一
家
恥
趴
在
馴
科

文
)
以
朮
是
怕
們

m
E
怯
的
一
例
叫
他
此
(
俊
在
制
划
王
制

叫
叫
蚓
時
代
他
們
的
族
長
足
則
對
失
阿
間
提
雅
(
例

k
l
m
M
U
)約
巾
入
股
明
，
[
甘
情
m
I
m弔
版
時
亦
除
還
f

兩

位
默
跡
忽
欽
的
肋
仁
私
人
從M
V口
將
及
放
巴
伙
雅
作
為
駝

L
(
一
輛
卡U
H
M
)光
很
役
的
，
刊
化
工
惱
必
比一
家
脹
的

肋
末
人
存
在

(
厄
F
U
H
)
他
們
同
厄
斯
德
拉
返
罔

組
閣
他
私
m
f
u
以
(
厄
上
8
u

凹
)

一
一
刺
刺
酬
的
父
親
亦
名
則
叫
到

(刺
8
1
的
6
)

(
你
)

隔
血
肉
h
a
y
-
P
T
「玄
g
z
n

y
J
人
名
是
被
選
入
凹

圳
的
驅
直
閥
、-t
吋
a
b
f
玄
E
E

F
L

|
|
|

|
|
|
l
l

;
l
j

、

1
4

4
'

，
、
比
倫
宮
的
途
尼
爾

的
三
位
友
伴
之
一
原
名
圳
糾
宵
進
宮
後
賜
名
馴
洲
研

(
達
1
7
2

的
3

刊
)
至
於
此
名
之
忌
玄
學
內
們
各

有
智
仁
之
見
最
普
通
的
意
見
是
它
是
一
個
相
叫
川
和
及

巴
比
倫
的
混
合
中
加
芯
即
「
准
似
剛
釗
(
〉
古
)
?
」

(
註
阿
谷
為
巴
比
倫
的
月

EU
M
U
艸
)
(

幹

)

們
也
吼
叫R
b』4
H莘
「
去
。ω
y
o
n
F
J人
名
叫
蚓
剛
的
俊

凶
陸
商

Z
E

傾
全
I
f
玄
2
2
7

、

i

2

l

t
d

d

二
，

、
代
之
一

(
創
ω
2

騙
上
I
S
)
默
金
且
在
民
族
成
部
裕
的
創
始
人
多
次
們
一

突
巴
耳
灰
雅
汪
民
族
相
川
紅
並
論
其
原
國
不
外
是
因
為

他
們
皆
是
耶
焚
峙
的
子
係
之
故
(
依
的
間
則
幻u
n

血
泊
2
a
m
N
I
)。
同
蚓
叫
到
人
與
出
削
人
通
商

且
與

哥
佫
聯
盟

(
則
U
H
羽
2
3

)
由
淤
他
們
也
佳
的
地

方
與
到
叫
到
人
抱
近
故
此
憋
在
蚓
湖
南
邊
的
制
刷
地

兒
突
巴
耳

(
的
艸
)

獨
山
吼
叫
布氏
在
孔
「
P
H
E
r
--Z
S
J
芯
用
扛
起
「
被
錦

州
凶
陸
詩
且認
可
正
』

f
z
c
m
c
E
E
~
-

l
t
i

-

i

J

-
|

-
d

遠
看
」
是
前
約

內
以
此
叫
逅
的
人
名

@
沙
蓓
H
U司
的
他
父

(
圳
下
2
3
) 。

@
划
扭
曲
巴
以
耳
的
欠
了
兒
於
充
軍
俊
土
家
的
故

消
(
一
鋪上
3

間
)

ω
叫
叫
艾
派
人
山H
K凹
酬
地
方
(
幟
上
5
口
)

。
因
鼎
咐
耳
的
兒
1
.
屬
制
蚓
蚓
支
派(
桶
上8

@
木
雅
明
文
旅
屬
狄
雅

的
兒
子
充
軍
歸
來
後
馬

鈴
耶
京

(
桶
上
9

7

)



-

@
本
雅
明
文
披
合
法
提
雅
的
兒
子
充
軍
歸
來
後

鵬
一
一
居
於
叫
京
(
桶
上

9
.
)

。

-

@
是
司
祭
家
族
中
的
一
口
貝
其
父
名
叫
區
多
克
子

名
割
開
封
殺
充
軍
歸
來
後
居
於
耶
京(
編
上
9
u

厄

下
M
U
)

@
與
前
者
同
位
出
於
不
同
的
家
庭
父
名
默
史
肋

荊
粽
子
名
軸
制
則
喇
(
編
上

9

自
)
。

@
屬
於
刻
哈
特
家
族
肋
末
人
在
建
築
耶
路
撒
冷

要
般
時
被
委
任
為
工
人
監
督
(
一
編
下M
U
)

@
充
軍
後
以
民
首
領
之
一
會
被
厄
斯
德
拉
打
發

去
別
息
非
雅
地
方
的
首
領
依
多
那
襄
為
聖
殿
召
集
侍

役

(
厄
上
8
M
)

@
充
軍
歸
來
後
罔
蚓
楓
樹
命
令
叫
民
休
棄
外
邦

妻
子
少
數
反
封
此
一
命
令
的
人
中
就
有
一
位
名
默
叔

劃
者
(
間
上
ω

臼
)

@
凹
間
的
子
孫
充
軍
後
遵
命
休
棄
了
外
邦
妻
子

(
厄
上
m
詞
)

@
同
制
胡
蚓
的
兒
子
會
協
助
修
建
自
己
房
屋
前

的

一
段
蚓
京
城
凰
並
將
女
兒
嫁
給
制
制
制
的
兒
子
約

剛
剛
為
妻
(
問
下
3
‘

m
6
"
)。

@
貝
|
對
制
甜
的
兒
已
會
同
制
蚓
瀏
修
理
新
市
區

的
城
門

(
厄
下
3
6
)

@
充
軍
歸
來
後
賞
問
楓
樹
倒
向
百
姓
宣
讀

上
主

法
律
的
時
候
會
侍
立
在
他
的
左
邊
(
厄
下
8

‘
)

@
充
軍
後
的
一
位
司
祭
會
代
表
百
姓
與上
主
立

盟
簽
約
(
厄
下
的
8
)

十/" 1.盟2499-2500 

@
n
-
K
充
軍
後
的
一
位
當
長
亦
會
代
表
百
蝕
與
上

主
立
盟
簽
約
(
厄
下
m
n
)

@
約
厄
得
的
兒
子
及
撒
肘
峭
的
父
親
均
屬
本
雅
明

文
被
刷
蚓
在
充
軍
歸
來
後
居
淤
蚓
泉
(
厄
F

U
7
)

@
是
約
雅
金
任
大
司
祭
職
時
的
一
位
司
祭
族
長

代
表
厄
次
辣
家
族

(
厄
下
U
H
)

@
亦
是
約
雅
金
大
司
祭
時
代
的
一
位
司
祭
族
長

代
表
金
乃
通
家
族
(
厄
下
U
H
)

@
與
上
述
二
人
同
一
時
代
的
肋
末
人
盡
職
守
護

庫
房
的
門

(
厄
下
白
自

)

@
湖
判
文
派
的
一
位
局
長
會
代
表
參
與
城
佰
一
俗

成
典
禮

(
即
下
眩
目
)
(

韓
)

見
下
條

捌
默
西
亞
(
締
結
)

珊
默
西
亞
諭
(
詩
話
…
…

H
E
)

(
一
)

序
言

默
西
亞
(
彌
賽
亞

)
是
希
伯
來
語
法
自
}
H
E
y

-
名
的
譯
音
(
按
剛
刺
詞
語
作
崑
品

E
Z
)
在
中
國

發
現
的
到
制
文
件
段
是
出
於
創
利
回
國
的
傳
教
士
之

手
或
板
近
似
來
自
敘
利
亞
文
之
著
作
而
敘
利
亞
文
正

如
剛
刺
封
文
默
西
亞
作
「
米
央
高
」
故
此
在
上
述
的

文
件
中
譯
作
「
彌
詩
詞
」
日
後
天
主
教
的
傳
教
士
按

個
叫
文
譯
音
作
默
西
亞
(
玄22
)

此
名
是
出
於
動
詞
Z
S
E
Y

意
恩
是
「
金
抹
」

(
鵬
n
H
)
「
用
抽
樣
」

(
制
訂
5
)
「
以
油
抹

干.......... 

身
」
(
到6
.
)

臨
別
制
譯
本
將
此
動
詞
普
通
譯
作

「
傳
」
被
動
式
則
譯
作
「

受
傅
」
有
些
地
方
也
譯
作

「
敷
」
(
創
釗
臼
)
默
西
亞
就
原
文
來
說
只
是
「
傅
」

動
詞
的
過
去
分
詞
故
此
按
字
面
是
「
受
傅
者
」
(

一詠

2
2
)
依
照
舊
約
受
傅
的
人
有
司
祭
(
肋
4
8
)
君

王
(
山
間9
自
)
甚
至
還
有
異
教
的
君
王
如
居
魯
士

(創
刊N
I
上
主...... 

對
他
的
受
傅
者

..

.... 

)列
位
宗
祖

(
圳
問
)點
可
是
就
全
部
的
啟
示
來
居
以

上
所
述
各

種
名
詞
的
重
要
意
義
固
定
指
「
默
西
亞
」
郎
「
基
督
」

那
位
要
來
的
神
秘
人
物
「
默
西
亞
」
這
名
字
希
臘
臘
文

意
譯
作
b
Z
E
H
S
「
基
督
」
或
「
基
利
斯
督
」
而
常

指
吾
主
耶
穌
基
督
除
f

若
1
"

4

站
外
代
替
「
默
丙

亞
」
常
用
基
督
原
來
基
督
是
的
穹
5

動
詞
的
過
去
分

詞
後
來
漸
漸
成
r

一
個
固
有
名
詞

古
時
用
傅
油
體
祝
學
或
指
定
被
選
的
人
為
能
得

鑫
君
王
司
祭
或
先
知
的
責
任
故
此
「
傅
柚
」
玄
臣
，

Z
Y

此
動
詞
按
偕
志
講
有
指
定
任
命
還
命
等
意
誠
然

為
任
命
耶
穌
為
人
類
的
擁
救
者
沒
有
用
甘
當
廢
外
表
的

禮
儀
但
根
按
學
叫
劉
酬
的
講
論「天
主...

..

. 
以
學
神

和
德
能
傅
了
叫
回
叫
的
耶
穌
」
(
尉

ω
叫
見
相1
.
)。

在
制
制
喇
原
文
斟
制
中
為
指
示
未
來
的
拯
救
我
使
用

「
默
西
亞
」
一
名
的
地
方
不
多
最
著
名
的
是
詠2
2

幟
上
2
叫
參
閱
(
刮
衍
8
制
創
a

崗
9
自
間
等
也
為

指
明
默
西
亞
引
用
的
其
他
名
稱
主
要
的
是(a
)「
厄

瑪
奴
耳
」
(
山
間7
u
8
.
)，

(
b
)「
上
主
的
僕
人
」

(
崗
位
相凹
的M
H
白
白
)
，
(
C
}
「
苗
芽
」
(
m
n



S
HM
n

山
3
8

6

凹

依
4

2

)
(
d
)
「
倚
仗
」(
e

)

「
也
芽
」

(
依
U
I
)
(
f
)
「
牧
人
收
釘
在
口
牧
」

(
閉
口
川
犯
們U
H

A
M
S
m
油
倒9
6

)
(
g
)
「
結
石
石

羽
的
a
r
b
」(依
n
M
冰
川
自

)
(
h
)

「
昌
玉
」

(、
t
m
2
6

衍
2
)
(
1
)
「
人
子
」
(
出
7
時
)

從
公
元
的
一
世
I

也
卜
化
右
到
公
元
二
世
紀
細
川
人

由
於
紋
史
的
環
燒
不
斷
在
研
究
默
的
巫
論
唱
起
且
描
述

欺
州
也
迫
他
為
此
向
為
代
昕
期
待
的
伶
人
反
共
令
人

驚
奇
的
語
動
猶
太
人
街
時
也
如
甜
甜
約
使
用

「
默
西

亞
」
一
名

(
一
旭
晰
的
校
卷
間
已
帥
的
克
默
一
爪
錄
等

)
稱

他
斤
的..
... 

上
主
的
主
捕
阿
拉
成
主
默
西
亞
成
天
主
的
兒

子

(
巳
卷
凹
7
自
我
的
元
子
欺
世
亞
)
此
外
那
時
的

消
仁
人
H
d
u
m
叮
「
人
手
」
a
A
借
師
們
秋
的

r
H逗
他
圾
袋

的
卅
一
叫
地
始
叫
掛
到
H
M
中
血
瞥
見
瀏

7
內

們
叫

J
W中
秋
白
恆
的
主
要
名
稱
已
存
述
的

上
但
最

重
要
的
問
越
不
在
肝
、
解
釋
名
-
A
而
在
於

r
w
默
西
亞

論
的
由
來
真
諦
演
變
及
影
響
等
問
題

(
一
二

默
西
亞
論
的
意
義
和
自

來

吹
西
亞
論
或
默
西
直
主
義
可
視
為
此
間
則
二
約
的

脊
骨
忘
不
他
是
一
九
悶
悶
山
忽
而
且
更
好
A
H
t
一
閃
閃
與
思

想
怕
連
的
期
待
即
叫
世
人
常
划
待
更
好
的
日
子
民
大

的
幸
福
宇
友
的
時
月
一
道
種
期
待
A
B
街
兩
叫
他
成
分
消
極

的
是
消
滅
惡
行
和
災
禍
積
極
的
是
帶
來
幸
福
正
義
救

三
圓
心和
平
舊
約
中

相
似
這
古
來
的
默
西

亞
的
概
念
便
是

腳
一「
上
主
的
日
子
，
一
的
銀
色
品
制
2
6
i
n
9
1
|

6

一亞
5
M
9
1

|

•• 

|

間
等
於
是
人
們
期
望
未
來
有

2500 十 六進

一
時
，
很
卡
的
老
化ω
-
川
M
消
除
非
必
尖
叫
啊
戶
m
m
m
來
替

一
晴
和
戶
的
時
期
這
時
間
明
為
天
主
院
接
昕
賜
予
或
是
由

天
主
間
接

ω
給
過
啾
削
侃
而
必
峙
的
山
公
叫
卅
一
怕
任
主

義
本
來
是
指
向
末
來
也
兩
股
惟
必
一
切
的
行

U
正
天
主

自
己
所
以
任
准
剛
剛
可
以
看
山
來
默
一
內
任
論
大
邱
份
儡

。

於
h
依
附
淪
尤
甘
A
M
叫
民
救
凡
心
史

、
，
.

這
問
他
默
西
直
觀
念
是
怎
樣
產
生
的
主
張
宗
教
比

較
史
的
研
各
志
為
太
多
做
民
族
都
懷
釘
一
值
判
末
來

時
期
更
為
h
E
繭
的
概
念
這
H
起
過
為
每
個
民
族
的
創
世

艸
「
州
總
不
包
合
睬
始
的
一
禍
樂
M
M
布
版
怡
的
一
瞞
樂
也
、
必

。

會
有
末
位
的
一
隅
樂
凶
為
「
木
事
必
將
的
似
原
本

」

然
而
這
悶
悶
位
品
純
為
怎
樣
吸
圳
人
璀
克
倒
是
一
個
未

曾
證
質
的
時
品
市
祉
，
必
上
混
在
的
問
戶
名
叫
到
這
種
d
A
已

沒
街
往
日
的
熱
忱
不
過
還
有
人
以
為
印
皮
人
咬
市
以

(
5
m
Y
E
)

如
此
甜
甜
市
情
(
只2
自

7
2
)
的
州
站

以
去
放
息
的
加
斯
(
。
旦
旦
ω
)
瑪
爾
杜
克
(
P
F旦
失
)

塔
終
次

(
斗
凶
E
B
E
)等
州
河
的
也
部
多
多
少
少
合
布

。

敗
問
位
論
的
成
份
可
是
連
一
起
仆
地
解
也
得
不
到
誰
呀
是

以
現
代
的
學
經
學
品
間
的
注
解
默
商
店
主
義
已
不
像
前

幾
L
l

年
-
樣
的
助
淤
各
闊
的
宗
教
的
〈
川
崎
在
六
部
只
眼

l
l
I
l
l
-
I
l
l
-

。

於
以
色
列
和
幾
例
鄰
近
凶
家
的
宗
教
服
史

本
過
伊
拉
者
月
心
為
秋
凶
亞
主
義
岡
山
您
的
巾
來
尤

甘
甜

足
以
色
列
民
中
w
m
更
為
此
川
行
的
欺
商
店
M
的
別
扭
絲
毫

不
依
賴
巫
述
巴
比
倫
埃
及
波
斯
等
民
族
所
期
待
的
那

作
屆
四救
的
神
明
如
瑪
爾
扯
克
阿
肋
鴻

(
k
a
g
)
巴

(

lo 

耳
放
息
黎
斯
塔
哀
次
掃
史
楊

(
F
E
S
S
H
)
、
等

-
迫U匕
叫
必
為W
R民
盼
逗
他
們
昕
永
敏
的
仙
似
援
州
(
但

M

E

守
其
R

S
H

∞
。
H
O
Zω

)
只
放
人
收
雌
屯
命
的
采
峭

而
以
位
必
別
人
比
川
叫
待
的
叫
吼
叫
必
划
將
仙
似
人
悅
誠
以
叫
心

和
道
惚
上
的
以
卜
九

述
他
凶
手
拉
以
為
這
咪
昕
佮
汪
的
玉
叫
足
以
山
區

。
'
，

t
I
l
l
-
i

主
義
的
側
端
卓
背

上
不
能
f
b
n
d
先
知
們
白
峙
的
這
咪

本
人
的
道
德
凶
皮
勝
利
利
光
榮
來
拍
均
未
來
的
默
叫

高
一
迫
在「
納
重
福
音
」

(
做
下
7
)
之
俊
這
傲
自
餘

的
名
，
吋
是
不
要
忘
志
以
民
的
默
西
直
叫
望
遠
比
達
咪

王
州
為
平
叫
馬
在
邪
各
州
的
祝
編
叫
一
災
(
創
刊
s

l

u
)
在
巴
郎
的
艸
論
中

(
戶

叫
的
時
間
)
早
已
是
現

得
非
常
椅
鐘

H
力
釘
門
也
一
恍
u
以
隨
巾

，法
制
心
以
昕
謂
「
切
注
中
行
文
的

祠
的
必
裕

」
(
白
。
m
E-)
來
解
釋
為
何
先
知
們
必
默

川
桔
的
倒
是
、
水
今
的
追
悅
的
仰
的
“
址
郤
叭
將
史
上
的

屬
性
歸
之
於
耿
凶
必
叮
叮
沮
些
內
4
名
昕
依
持
的
特
別
是
泳

。

2
叮
叮花
的
川依
7
H

8
8

9
1

1
6

日
1

9
等
處

按
他
們
的
解
海
采
方
的
打
卡
餃
然
被
俘
的
艸
川
的
他
益

械
附
加
一
天
朗
在
的
史L
片
便
稱
呼
他
為
料
的
問
切
盼
望
他

係
伙
人
民
於
俱
佳
災
禍
中
而
給
他
們
們
來
永
存
的
半

安
逗
他
一
一
情
況
沒
令
其
麼
可
僻
山
奇
之
處
圳
的
此
似
H
t
而
非

的
川
m
r
品A可
將
提
山
山
它
不
能
使
人
漏
忠
的
照
山
以
此
唯

一
的
有
王
就
是
天
主
肉
比
他
們
多
次
反
則
必
缸
討
主

。
，
制
索
王
被
傳
為
圳
的
思
想
更
是
他
們
昕
不
能
接
叉
的

何
引
以
民
所
等
待
的
默
西
亞
是
H
H
L何

一
問
他
末
世
論的

色
彩
這
一
特
點
商
接
相
反
這
端
尊
王
為

一仰
的
脆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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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要
叫
你
獲
得
祝
兩
」
(
的
口
1
3

叫M
M
詔
"
)

天
仁
向
圳
刷
刷
和
恥
糾
叫
父
逗
他

f

他
向
亞
已
具
川

應
汗
的
祝
福

(
倒
叫
心
目n
u
H
)
臨
終
的
圳
糾
州
泊

神
光
之
中
型
見
f

他
L
l

二
仰
兒
，j
中
川U
M
n諾
口
的
U

R
札
將
泣
蚓
扎
且
從
制
圳
文
派
喪
生
山
山
「

H川
向
民
婪
的

' •• 

oll-

順
他
」
的
那
位
引i
(
圳
特
8
1

問
〕O
M邪
咎
的
的
川

的

H
M叫
糾
糾
似
的
泣
凹
叫
的
艸
爺
(戶P
U釗
H
I

刊

)

凹
叫
如
刷
刷
刷
一
此
也
的
述
默
西
亞
釘
仙
一
位
已

λ

圳
的
u

u

划
仙
μ
默
甜
瓜
有
如
一
伙
刊
州
大
的
先
知

向
圳
、
泣
役
和
丸
在
糾
糾
人
中
生

山
f

欺
凶
虹
的
另
一

詞
怖
氣
札
即
「
叫
劉
第
二
」
關
於
一
一
這
段
化
丸

H
G
A內M拔

只
心
默
山
民
的
念
γ科
學
教
雖
有
爭
的
州
的尸根
據
學
位
深

趴
兒
科3
自
1

師
7
肘

叭
叭I
口
的

5

“
“

和
3
4

'

。

等
處
容
笑
惚
是
肯
定
的

們
的
糾
叫
的
州
府!l
有
些
學
符
合
扭
地
稱
之

的
「
圳
圳
一
幅
1
日
」
天
主
對
亞
巴
郎
的
持
此
淫
伸
到
迷

圳
和
他
的
後
裔
身L
仆
從
大
主
決
定
哎
給
山
川
「
甘
心

祝
玄
宗

﹒•.
.. 
要
殼
問
他
的
王
位
煎
到
永
遠
」
那
時
起

捏
一
元
的
心
血
，
正
快
要
的
人
如
“
其
仙
化
默
州
凶
的
朮
大

口
比
划
圳
約
一
站
艸
紋
的
。
你
芯
也
并
沒
卜
何
必
合
明
盼
但

f
t
L
少
郎
份
地
，
何
所f

解
這
可
由
他
最
俊
的
泡
一
九
眉
心
心
其

肉
、
心
化
→
-
A可
以
拘
山
「
政
的
家
必
此
吭
吭
吭
大
土
的
凶

的
他
與
拉
到
的f
永
久
的
如
約
妥
善
而
街
叫
作
溢
的
盟
約

•. 

」
(
撒
干
n
I

7

)

昕
制
圳
默
西
亞
叫
小
圳

2
n
k
n
η
M
W川
大
概
此
“

「
州
到
-
稿
音
」
有
關
並
且
叉
閥
明
了
那
叫
「
福
。
日
」

圳
人
中
使
產
生
了
兩
側
甚
或
三
州
默
白
布
的
觀
念
帥

一
伙
是
山
a
U蚓
川
‘
反
欲
仙
一
他
是
山
公
肋
未
成

H
A
瑟

(
厄
神
州
妹
凶
)
家
依
依
繳
志
亞
的
阿
刺
主
持
矢
，
相
演

義
也

把
上
下
僕
人
的
斤
像
從
上
主
川
仙
人
的
問
V
H
歌
曲

。

中
取
消
f

。

臥
倒
亞
妨
一
帆
風
來
做
論
的
兩
H
H

七
「
人
手
」

可
足
這
么
稱
在
耶
穌
時
叭
故
不
那
俊M
H
越
似
于
川
帆
布

一
些
酬
體
H
心
神
州
包
小
叮
圳
和
從
師
們
一
小
常
圳
汗
俐
的

是
「
出
州
之
，
才
」
和
「
啾
山
區
什

u
i
」
兩
例
中
圳
的
們
M
M

.
-

7
個
um

方
作
，

A
:

』
湛
，
質
上
制
制
中
關
淤
默
函
盟

的
名
稱
和
別
-
一
且
不

論
怎
核
保
奧
如
糾
u
m邪
除
叫
什
耶
穌
降
刊
宣
告
喜
訊
受

'
，

。

，

難
而
侃
侃
爪
升
天
退
路
H
B
t
u
圳
人
是
依
法
明
險
的
為
此

學
教
會
的
教
父
的
〈
郎
一
一
師
們
就
得
十
分
斜
拉
約
衍
比
一

道
山
閃
閃
的
川
間
也
逼
迫
門
的
鑰
匙
泣
昨
作
用
的
人
的
米

主
車
，
卜
比
穌
甘
地
筒
，
只
在
內
約
昕
收
卜
何
關
默
叫
恆
的
各

鴉
向
刊
伽
利
司
先
知
叫
的
沁
人
紋
的
結
利
品
等
部
，
閃
現

'

。

了
而
且
以
N
H現
在
此
穌
身
上

拔
制
制
的
「
化
妝
那
M
K
山
論
，
何
街
切
關
遠
的
默

3
、
‘
'
。

同
必
上
拉
拉
叫
阿
於
所
泊
的
「
以
給
一
喘
口

」
(
創
3

臼

)

天
主
以
迋
叫
小
奧
美
心
的f
川
川
，
汁
了
人
咚
將
得
將
那
主
口

死
人
似
的
鬼
鬼
附
中
1

川
諾
給
人
必
將
卜
何
一
伙
你
仙
似
人

類
的
新
瓜
的
山
城

圳
叫
的
祝
偏
(
削
9

臼

)
去
告
人
鼠
的
故
息
是

要
來
仇
側
的
去
以HA
U州
山
叫
叫
這
閃
的
級
計
附
和
若

此
性
格
布
他
的
俊
街
人
似
仙
一

A
蒙
受
救
山
間
心
「
地上
前
向
民

-

斯
干
的
那
維
亞
學
派

(
切
的EZ
F
S
E
E
S
E
)

叫
一和
一
比

4到
關
學
各
羽
力
主
任
時
凶
亞k
義
的
向
來
是

-

也
必
凹
川
比
叫
圳
人
每
年
一
兀
旦
所
舉
行
的
祝
艸
節
他
們
認

為
叫
已
圳
人
也
會
舉
行
過
這
脫
節
陸
由
此
產
生
了
默

茵
亞
主
在
但
裝
街

上
豈
今
還
沒
布
提
明
以
民
的
鬥
舉
行

過
這
種
筍
反
即
使
他
們
舉
行
過
這
種
前
院
但
默
西
亞

、
，
.

論
一
所
合
俏
的
太
悅
色
彩
的
這
剛
從
又
如
何
去
解
釋
呢
現

在
一
改
弦
們
反
站
兀H
A祝
洲
前
既
然
始
於
已
此
偏
高
山
為

叫
創
州
所
採
納
那
麼
為
扎
位
在
凹
出
例
沒
，
刊
)
做
生
一

項
科
叫
民
所
布
稍
微
相
似
的
默
亞
函
主
拉
肥
代
們
深

信
請
學
者
這
一
切
的
臉
說
研
究
市
綠
綠
誌
對
聖
經
學

有
所
仲
益
凶
的
可
迫
使
的
學
者
更
深
入
肝
、

m
r扎
札
奧
拉
也

是
為
解
釋
默
屆
主
義
的
來
源
是
不
夠
的
以
布
天
主的

啟
示
才
能
詳
解
此
一
雞
翅

(
=
二
舊
約

中
默
西
亞
的
期
望
和
觀
念

在
耶
穌
從
牛
的
俊
仙
化
太
人
所
划
待
的
默
的
亞
具

有
好
幾
路
兩
H
U旅
行
逅
也
最
吸
引
人
心
的
似
乎
是
把

王
強
而
，
何
列
的
p
n
l
可
位
將
利
能
取
正
從
做
“
川
往
立

l
i
1

、i
r
p
I
s
i
-
-
'

。

別
圳
王
凶
的
一
位
君
王(
扯
，
你
叩
開
滿
即
在
你
來
口
等
)

巾
於
起
仙
M
J
h
3蝕
口
之
山
川
俐
的
筱
崗
山
一
以
來
人
也
稱
之

為
「
出
州
之
，
寸
」

(
m
m
M臼
訓
，

泣
的

)。
默
內
心
的
U另

一
研
討
1

日
起
先
知
煎
疑
過
概
念
是
本
於
州
時
間

(
H
M

叭
l
刮
目
6
H
7

的
)。
巾
鈴
默
叫
扭
身
的
先
知
附
加
水

「
上
土
的
候
人
」
的
名
被
刊
將
責
任
隊
由
他
員
叫
他
的
〕
字

叫
L
比
穌
叫
時
抖
的
糾
糾
九
不
何
從
山
泣
一
名
恥
他

們
昕
存
吭
，
足
的
中
們
稱
是
名
土
凶
此
在
耶
穌
升
天
之
後
猶

十六í!12500 



2500 

的
深
意
從
仔
細
地
描
日
出
未
來
的
默
凶
單
是
一
位
君

主
集
司
祭
先
知
利
審
判
各

先
知
H
L
更
生
勁
地
描
述
默
西
亞
本
人
的
事
蹟
及

其
國
皮
的
特
性
巫
毛
斯
(
9
?

。

臼

)
鼠
言
天
主
必

講
述
昧
的
家
迎
受
大
難
但
因
他
的
特
妹
使
命
天
主
必

「
樹
起
這
味
已
明
塌
的
帳
本
..... 

」
歐
瑟
亞
(3
5

)

也
頒
言
以
色
列
和
猶
大
民
族
學
竟
「
將
要
岡
轉
過
來

尋
求
上
主
他
們
的
天
主
和
他
們
的
君
王
迷
味

••.
••
. 
」

關
於
默
西
亞
及
其
神
圓
的
言
論
諸
先
知
中
必
然

首
推
依
微
草
亞
|
|
有
關
依
占
之
由
來
及
其
編
訂
暫

且
擱
置
不
談
依
繳
意
亞
有
關
默
西
亞
預
言
指
明
默
西

亞
您
是
君
王
見
厄
溺
帆
耳
的
預
言
7
u
i
E
8
8

9
1
l
e
u
-
9
參
見
叫
“
時
應
為
先
知
和
殉
道
者

|
|
有
的
學
者
附
加
應
為
司
祭
見上
主
的
僕
人
詩
歌
的
M

l

l

g
"
-

-
a

叩
‘
|

口
位
臼
|
叮
臼
關
於
默
西

亞
的
一
腳
國
從
依U
H到
的
章
經
節
很
多
大
致
說
來
關
於

這
論
題
依
撤
志
亞
的
宣
言
是
關
乎
新
盟
約
新
耶
路
撒

冷
赦
的
心
的
普
遍
性
屬
於
末
世
的
新
創
造

(
依
2
1

-

5
的
的
等
)

與
依
撒
意
亞
同
時
代
的
先
知
米
茲
亞
他
的
主
要

預
言
是
4
1
l
5

5
1

|
5
米
該
亞
以
這
些
神
論
尤

其
以
第
二
段
5
1

l
s
詳
解
依
撒
意
亞
有
關
厄
瑪
奴

耳
的
預
言
且
指
明
默
西
亞
所
要
誕
生
的
地
方
是
猶
大

-
白
泠

2
-

lif-----

帥
一

耶
肋
米
亞
的
默
西
亞
論
雖
不
像
依
那
麼
重
要
但

一
他
看
見
這
昧
的
後
裔
郎
同
時
的
君
主
如
約
雅金
和
漆

十/~ ill 

德
克
雅
字
質
不
能
作
默
西
亞
的
鼠
像
也
都
不
能
為
默

西
亞
閉
路
但
另
一
方
面
天
主
的
許
諾
決
不
能
落
空
故

此
天
主
自
己
要
藉
一
項
新
而
永
久
的
盟
約
來
更
新
一

切

(
訂
)

與
這
項
新
盟
約
密
切
聯
合
的
即
是
那
一

「
正
義
的
商
芽
」
帥
默
西
亞
君
王
(
見
n
s
i
s到

亞
北
底
亞
灰
蒙
一
福
尼
亞
鍾
然
直
接
議
論
的
是
上

主
的
日
子
對
於
默
西
亞
論
好
似
沒
布
甚
麼
一
腳A
抑
制
」
間

接
也
有
其
貢
獻
因
為
末
世
論
與
默
西
亞
論
是
分
不
闋

的
哈
巴
谷
納
鴻
及

E
E厄
爾
也
是
如
此

哈
蓋
2
5
|
9
預
言
耶
求
不
但
將
是
民
族
復
興

的
中
心
而
且
也
是
真
宗
教
的
中
心
這
道
理
與
依
2
2

3
ω
4
|

7
年
完
全
相
同
川
師
預
言
默
西
亞
的
神
國
關

拉
基
亞
I
U

預
言
新
約
的
祭
獻
要
取
代
替
約
的
祭
獻

並
在
3
1
指
出
了
默
西
亞
的
前
車
|
|
洗
者
若
翰

關
於
匣
加
利
亞
書
中
指
示
默
西
亞
論
的
一
腳
識
究

竟
有
多
少
學
者
的
意
見
不
一
致
依
筆
名
看
除
M
幸
算

是
屬
於
默
西
亞
論
的
因
為
是
屬
於
末
世
論
的
外
3
8

l
M

6
u

|
u
9
9

叩

也
9
.

l
e

H
都
是
指
默
西
亞

這
尼
爾
H
d的
作
卓
有
把
鋼
言
默
示
錄
惚
扣
版
史
州

學
成
份
續
集
在
一
超
讀
者
如
不
注
意
此
點
無
法
可
體

會
全
雷
如
明
乎
此
就
可
斷
言
全
書
全
部
是
屬
默
西
亞

論
的
尤
其
第
2
章
和
第
9
章
直
接
是
指
示
默
西
亞
和

他
的
艸
凶
見
「
人
子
」
及
「
教
會
」
兩
條

厄
則
克
耳
書
內
指
示
默
西
亞
及
其
時
期
的
預
言

的
有
U
n
|
缸
"
訕
|
缸
幻
n
l
m
按
聖
經
深
惹
來

1哨
M
W
|
付
一
大
段
也
是

由
於
取
一
一
保
瓜
兒
過
「
越
密
即
是
天
主
的
總
能
和

天
主
的
智
慧
」
(
格
的
l
H
)
教
父
和
星
師
們
遂
把

位
約
指
示
智
慧
的
段
“
冶
金
貼
合
在
降
生
俠
的
人
的
天
主

子
身
上
他
們
雖
有
時
似
乎
有
比
一
一
過
於
但
是
拔
跟
一
保
臘

的
聲
言
他
們
的
原
則
是
封
的
今
將
主
要
的
&
節
拉
山

如
下
級
8
n

剖
析
7
n
l
8

1

德
圳
的
3
"
巳
3

，

-
4

3
參
見
多
H
M
t

u

(
四
)
新
約
中
默
西
亞
的
會
像

新
約
中
除
若
1

“

4
的
兩
處
外
常
周
希
臘
文
名

字
「
甘
茄
醬
」(
仿
冒
品
阱
。
"
)
以
代
拉
希
伯
來
文
的
「
默

西
亞
」
因
此
譯
述
新
約
者
也
就
通
常
譯
作
「
基
督
」

恩
高
譯
本
有
時
譯
作
「
受
傳
者
」
心
何
時
譯
作
「
益

督
」
很
多
次
譯
作
「
默
西
亞
」
為
例

，佇
如
此
原
因
是

「
受
傅
者
」
這
個
過
去
分
詞
在
你
的
棉
待
你一福
音
的
時

候
尤
其
在
他
於
異
民
中
所
組
織
的
教
會
已
成
了
固
有

名
字
因
此
也
就
容
易
f

鮮
為
廿
時
底
在
心
徒伊
在山
心
中
泣

不
多
時
常
譯
作
「
巫
山
首
」
但
在
那
些
N
m存
原
始
教
會

的
最
古
傳
說
如
一
鵬
也
日
及
宗
徒
大
事
錄
中
仍
保
留
「
敗

西
亞
」
比
古
名
稱
為
此
釘
些
譯
文
划
出
。

-
HN
B
E
P

Z
O
者
開
口
問
-
Z
Y
M
W
F
Z等
都
川
悴，凶
f

此
L
A
U
O
向﹒稱

凡
細
心
研
讀
過
新
約
的
不
能
不
驚
奇
一
件
事
就

是
凡
舊
約
關
於
默
西
區
肌
刷
鍋
言
的
各
種
使
命
如
先
知

君
王
司
祭
等
在
耶
穌
身
上
不
僅
完
全
贊
踐
了
而
且
還

遠
超
過
了
那
些
一
預
言
另
一
令
人
驚
奇
的
是
那
些
一
舊
約

上
不
容
易
集
中
於

一
人
身
上
的
預
言
在
耶
穌
身
上
刻



-
卡
分
，
相
諧
地
協
況
而
實
踐
f

此
外
的
句
中
凡
關
於
吹

鵬
一
西
亞
時
代
的
鼠
一-

z向
多
少
總
帶
有
一
些
吻
質
特
福
的
色

『

彩
反
之
在
耶
穌
一
昕
諧
的
福
音
及
其
昕
創
立
的
教
會
災

連
原
始
的
教
會
在
內
將
這
些
一
物
質
的
幸
福
都
加
以
淨

化
加
以
軍
化
加
以
州
學
化
來
指
那
些
總
不
改
變
而
永

存
的
美
苦
的
確
以
色
列
民
族
所
期
望
的
默
西
亞
是
要

復
興
達
味
王
國
而
耶
穌
部
建
立
了
天
主
的
國
途
咪
王

關
不
論
怎
核
版
大
外
表

上
不
論
怎
樣
合
乎
先
知

們

一

盤
一
過
火
的
祠
旬
但
究
竟
仍
是
局
部
的
仍
這
凶
家
主
義

的
一
個
王
國
反
之
耶
穌
昕
也
立
的
天
倒
是
超
越
時
間

空
間
的
是
包
街
整
個
人
斜
的
是
質
踐
行
「
原
始
一
腦
音」

(
創
3
臼
)
及
天
主
向
亞
巴
隊
所
預
詐
的
祝
福
「
地

上
比
民
都
要
閻
你
獲
得
祝
繭
」
(
創
口

3

參
見
叫
3

H
)
許
多
大
思
想
家
如
巴
斯
曼
左
尼
虛
俊

(
H﹒


m
。
5
2
2
)
等
對
這
一
事
叮
叮
沈
用
心
沈
用
心
後
晶
道
這
一
此
在

是
做
史
上
的
奇
叭
叭
凶
為
郎
穌
默
凶
凹
的
形
像
並
不
是

原
始
的
教
會
所
製
造
出
來
的
而
是
邱
穌
本
人
的
人
口
間

就
是
他
的
行
為
他
的
死
亡
和
從
泣
的
迫
使
敘
什
相
信
耶

穌
正
是
結
約
裘
昕
瑣
記
川
的
默
西
亞
是
天
主
子

現
從
街
兩
個
問
通
等
待
罔
咨
一
耶
穌
怎
樣
一
塌
示

了
他
的
吹
西
恆
地
位
二
何
約
關
於
默
西
亞
的
叫
卅
一
九
們
在

耶
穌
和
他
的
教
科
身
上
州
州
街
現

f

中
耶
穌
怎
惜
傾

r
h
d
f
H己
的
默
凶
在
地
忱

耶
穌
阿
卡
二
成
始
已
表
示
了
他
與
天
主
|
|
他

的
大
父
l
l
|
有
若
特
別
的
關
係
帥
間
咐
他
是
天
父
的
獨

生
子
他
是
父
昕
派
迢
來
的
默
西
亞
此
後
耶
穌
時
常
的
必

十六宣2500 

得
並
且
不
斷
地
努
力
賢
(
仟

A

大
父
叮
叮
給
他
的
使
命
光
投

天
父
也
立
天
凶
仙
似
叫
圳
人
頌

耶
穌
在
領
吏
的
驅
石
絨
的
沈
抽
何
時
天
、
人
，
司
-
佈
他

是
自
己
的
愛
子
(
瑪
3
H
I
H
)
耶
穌
在
納
川
仙
人
叫
祠

堂
內
讀
了
依
撒
意
亞
一
段
屬
默
西
亞
論
的
總
之
以
後

把
依
的
大
州

A
f
M
A門
在
自
已
身
上
(
帥
的4

時
缸
)

耶
穌
一
生
熱
心
隨
行
默
西
亞
的
責
任
弋
足
這
位
過
自

己
的
州
市
緣
與
學
死
來
完
成
救
般
人
您
的
使
命
上
主
伐

人
的
詩
歌
好
像
成
f

耶
穌
所
仰
慕
的
則
怨
而
這
即
想

就
是
天
父
的
旨
意
耶
穌
徹
底
完
成
f

看
耶
穌
在
受
汗

受
難
以
前
及
憋
在
十
字
架
上
時

(
札
η

4
叮
叮叩

)

以
及
被
活
以
從
所
講
的
仁
的
恨
不
表
示
他
已
晶
提
心
力

完
成
f

天
父
的
雪
白
(
的
帥"
的
自1

盯
)
作
川
耶
穌
，
址
佈

一
福
音
時
平
常
不
自
稱
默
西
亞
耐
，
仆
稱
「
人L
J」
他
雖

不
否
認
自
己
原
是
默
商
高
但
常
躲
避
用
這
名
于
凶
為

同
時
代
的
猶
太
人
以
默
的
在
為
一
屬
於
「
地
具
有
光

榮
及
權
的
幣
的
君
王
而
耶
穌
如
是
那
位
派
和
的

上
主
的

僕
人
如
果
他
公
開
聽
明
他
即
是
默
西
晶
又
怎
能
躲
避

民
間
的
暴
動
以
及
羅
馬
的
干
涉
和
報
彼
呢
天
主
學
子

降
生
為
人
的
間
停
豈
能
祇
是
政
治
上
本
闋
的
拯
救
者

這
些
大
問
題
叫
那
二
們
紀
以
來
一
方
面
使
解
經

學
家
研
究
內
約
的
卅
一
百
社
旬
在
它
們
在
新
約
時
代
如
何

憋
驗
f
M

…
方
山
指
明
也
約
印
刷
新
納
昕
品
收
的
糾-
i鬥

尚
未
布
悠
驗
真
是
凶
為
這
些
一
淵
言
是
與
木
世
論
的
奧

現
布
關
之
攸

乙
莒
約
的
的
言
如
何
在
時
扭
扭
信
心
叫
他
的
教
舍
身

上
，U
成
f

學
奧
斯
定
H
十
已
批
過
「
新
約
限
公
伶
約
也
約
顯

於
新
約
」
仰
馮
侵
求
徒
史
遠
在
他
以
前
早
已
深
信
此

間
彼
此
他
的

一幅
h
日
川
封
底
次
﹒
叫
道「
‘
這
一
切
事
的
發
生

是
為
您
驗
上
主
論
先
知
所
晶
晶
的
，
品
••
••.. 

」
(
l
n
4

H
U
口
創
‘
5

等
處
)

一
大
使
報
告
默
西
亞
是
至
高
齒
的
見
子
划
時
是
達

味
之
，
「
仝
按
撒
下
η
H
i

時

依
9
1

1

6

刊
1

I
l

6

是
收
卜
良
女
的
兒
手
他
招
生
的
地
方
是
，
臼
冷
全
放
依
7

H

木
5

2

(
雪
地
的
1

6
2
1
的
1
品
!
臼
2
1
J

Y
A
7
u
)
郎
穌
一
位
的
行
各
不
此
而
是
占
-
A福
音
顯

艸
仙
似
憐
恤
貧
古
人
勸
恥
陷
罪
人
甚
至
連
他
的
生
主
的
無
不

卡
比
過
合
先
知
們
昕
放
一

-
z口
的
默
凶
恆
的
烈
怨
(
的
m
2

扭
H

依
刊
M
e
寫
封
8

日
5
H

依
彷
5

馮
叫鬥
站
|
卸

H

依
位
3
)
耶
穌
榮
進
耶
京

(瑪
幻
1
l
g

)全
甸
回
9

9

所
鼠
言
過
的
耶
穌
的
何
種
死
亡
復
心
與
依
阮
忠
般

的
上
主
僕
人
的
詩
歌

(
依
仲
7

叩
6
M
A
H
-
n
u
)

無
不
旬
旬
切
合
甚
主
現
在
的
大
半
向
中
各
皆
以
為
這
些

歌
調
實
是
耶
穌
的
現
怨
筆
者
贊
同
一
這
通
忌
地
不
過
此

加
一
句
品
凡
這
耶
穌
拔
向
己
旨
立
能
流
行
的
事
他
特

意
技
這
蚓
一
首
予
以
質
行
其
他
凡
依
翎
叫
人
的
自
由
意

志
而
行
的
事
皆
照
天
父
安
排
使
那
些
風
言
一
旬
一
字

地
4

一
悠
驗
一
~
=
厄
瓜
以

則
不
仙
過
什
淤
心
穌
的
汗
難
和

學
死
為
他
的
光
榮
為
他
教
舍
的
誕
生
使
命
生
活
和
終

結
仙
也
那
完
全
適
合
(
參
此
圳的

M
Z
m反昀
忱
的-
m

等
)
關
於
其
他
還
綠
見
路
穌
基
普
條



治
而
一
為
之
新
約
金H
M
澄
明
心
不
能
們
和
叫
叫
你
的
教

伶
一
心
一
意
地
相
信
耶
穌
是
悅
誠
昌
的
默
阿
利
性
迋
種

深
的
月
五
根
除
歷
史
的
事
何
|
|
郎
門
徒
們
所
見
所
聞

的
這
仗
，
叫
天
主
的J
H的1

叫
一
大
+
上
的
糾
言
這
M
m
m
t
間

的
的
心
仇
。
那
佳
時
代
河
川rk叭
到
現
在
一
跑
到
心
穌
再

次
來
臨
迫
使
他
的
教

A
W討
論
叫
耶
穌
是
執
崗
位
是
天
主

J
、
‘
。

了
比
依
山
叫
他
的
名
的
人
必
且
他
們
卅
生
命(尼
泊
U
)

H
凡
此
叫
叫
法
白
人
，
j
k
m
A
冊
上
主
的
U
P
T
以
退
失

。

天
泡

(
雷

)

但
他
扎
主
世
毛
邵
華
「P
E
E

S

-o
r
J人中2
日
消

棚
聽
毛
否
玉
，γ組
合
趴
f
z
o戶
已
巨
已
m
n
F
\

二
f

i

4
4
1

，

、
「
我
的
君

主
q
v
k
f
-
m
E
吃
上
鍾
水
只
有
三
處
提
到
這
位
人
物

(
川
川M
M
m

詠
川
4

制
7
1
1
刊

)
，
但
在
教
會
的

川
)

叫
上
圳
特
別
受
到
人
們
的
一
占
有
思
攸
創M
間

的
默

。

M
依
法
計4
月
匕
你
冷
的
君
主
-
「
至
一
的
有
天
主
的
叫
崇
」
川
口
出

芯
巳
郎
打
敗
東
方
的
五
個
聯
盟
玉
手
勝
利
的
來
時
默

玖
U
H
P
德
情
泊
餅
滷
圳
來
飲
迎
他
至
於
他
垃
恥
。
以
餅
、
曲

作
f

祭
啾
或
是
用
來
使
疲
倦
的
亞
巴
郎
及
他
的
伐
從

J
P
P
B
SS
'

，
、
、
，“
U

作
為
充
飢
之
用
就
此
處
雪
經
所
載
無
法
向
定
心
卅
日
4

的
作
品
圳
叫
做
默
西
亞
將
照
默
基
瑟
德
的
H
m
位
永
作
叫

牌
伏
在
新
勻
的
吊7
1
刊
上

山
r
J泊
位
地
怖
的
叫
執
法
瑟
德

刻
苦
山
默
尚
亞
所
具
育
的
特
色
因
為
他
是
你
冷
的
君

王
又
是
司
祭
且
很
放
消
儼
然
是
耶
穌
甘
沉
僻
的
，
泊
像
間

"
耶
穌
的
使
命
就
是
傳
織
和
平
的
M
正
義
這
也
正
符
合
默

ω

一
瑟
墓
彼
一
名
的
意
接
撒
冷

之
王
就
是
利
恥
于
之
王
亦
即

-
正
派
之
王

(
見
治
7
2
)

2501-2504 十 六金

叫
M
J
K汶W
悄
M
川
扎
拙
的
傳
品
均
於
默
汁
m
H
也
德
學
熱
線

尼
突
謂
放
的
f
u叩
門J

(
O
E
m
O
D
g
)
以
耿
萃
瑟
能
是
上

主
的
-
u
促
使
各
取
一
-
M
M
五
十
山
也
(

M
W
M
M
】
可
Y
P
E
E

m
)
亦
提。

及
兒
，
令
他
人
以
他
盯
哥
大
土
地
-
1
J
甚
至
就
是
天
主
跑
一
久
久

史

a
X
H
h
瑟
夫
役
的
都
必

(
吋
R
E
-
-
-
E
E
)
部
批
他

帶
來
的
叫
昕
一
州
造
為
作
充
飢
之
間
但
從
維
(
可E
E
)
和

擎
的
他
州
州
等
划
恢
持
做
必
逗
得
帶
來
餅
涵
是
為
m
m行

路
固
然
必
泌
天
主
蜴
血
巳
郎
獲
勝

a

峙
-
a
法
掉
呵
護
的

人
持
別
多
以
帥
刑
法
H
b
街
恥
的
餓
而
們
祭
仇
雪
傻
大
祭
的

預
像

(
韓
)

的
心
吼
叫
母
間
去E
M
h
h
\門
三
月
2
4
J

M
A
M扇
窗
H
F
E月

一

站
刮
/
Z
R
E
E
E
」

仆
地
赫
爾
默
斯

的
心
吼
叫
紗
帥
"
E
d
干
干
「
Z
I
U
T
T
L
J恥
于
一
和
上
雨

，
3
H
m
p間

E
H鬧
到

E
-
r
r
r
'
，
=
伊

E

E
C
-
z
p

』

2
B

-
R
3
t
i
t

-

-

'

、
人
的
名
字

-
H
A
你
只
斗
的
兒
子
一
這
約
，
吶
泣
的
妃
子
意
調
「
巴

耳
是
上
上
」
晶
晶
「
巳
斗
的
勇
士
」
但
通
此
名
有
邪

神
「
巴
判
」
名
字
從
內
收
比
想
J

的
作
拉
特
此
。
扣
除

在
編
上
8
M
9
“

外
皆
以
談
訟
的
口
吻
故
作
「
默
非

能
協
時
」

(
7肉
也
E
Z
Z
H
Y
)
志
叫
「
恥
悴
的
傳
憎

恨
刊
」

一
你
已
耳
的
兒
J
r
山
川
雅
的
安
兒
甜
甜
益
帕
昕
生

是
州
街
際
U他
的
兄
弟
爪
川
流
人
向
迷
咪
采
取
掀
烏
阿
峙

的
山
伯
這
咪
衍
了
忍
耐
什
山
中
人
物
默
黎
巴
耳
凡
凶
犯
他
撒

鳥
耳
的
後
商
共
七
人

交
M
X
W
詛
貝
紅
人
結
果
全
部
被
殺

陳
屁
巾
上
(
撒
下
到
1
|
@
)

二
約
納
堂
的
兒
子
總
局
抖
的
孫
，l
水
仙
的
、
文
利

(
微
下
9
u

編
上
8
M
9
叫
)

叫
“
你
烏
月
h
t
約
納

主
激
紀
的
兇
信
傳
來
之
後
他
的
乳
舟
慌
忙
中
咐
他
逃

走
時
伴
他
r
A
成
似
叫
勻
的
A
K
H
丘
過
皮
逃
亡
巾
也
快
斷

f

M
A
腿
(
微
F

4
4
)

被
收
益
在
維
總
巴
一
的
地
方
瑪

付
出
似
的
家
中
後
被
達
咪
茲
去
重
加
密
待
與
凶
王
川
山
民

進
九
民
(
做
卡
9
1

i

u
)
以
友
一
小
迷
咪
吋
恥
叭
的
結
巴
叫
峙

的
父
親
約
州
堂
的
是
怕
又
」
祭
品
後
來
叭
，
延
咪
逃
過
阿

貝
沙
峰
造
反
也
走
耶
京
時
默
甜
甜
巴
耳
划
留F
木
叫
他

的
快
人
接
巴
乃
乘
機
向
遠
咪
控
告
泊
其
釘
容
忱
的
企

間

(
惚
干
的
1
‘

兒
叫
叮
叮
詞
)遼
川
穹
的
倍
以
上
仗

二
人
的
爭
端
將
撤
鳥
耳
的
遺
產
分
成
二
份
主
伐
各
一

份

(
織
下
9
1
刊
的
A

|

‘

m叮
叮
﹒
恥
)
(
山
腳)

制
帥
叭
久
口
主
主
-
V佇
作
可
說
明ι
L
時
也

去
w
a
w品
和
、
、
-
H
Y譜
，
于
旬
至
H
r
ι
R
1→F

(
y
p
3
已
U
C}f
F
E
c
r
)

瑪
的
問
叫
克
迋
一
例
地
方
州
紋
默
的
久
以
公
朮
，
叫

約
三
干
年
郎
U
t
h
拜
他
從
來
他
做
f

巴
比
-
W域
的
艸

可
刊
也
仍
是
似
地
方
州
也
哈
終
訓
他
做
巴
比
倫
的
山
丘
叫
他

時
則
陶
牡
克
地
估
升
U
U
M
成
，
J

「
川
，
叫
」
仰
巴
比
俏
，
你

。
，
》
也
《

4
2
、
'

，
'
，

闊
的
人
主上
綁
在
聖
叭
叭上
(
如
此
叩
2
)
他
的
h
h
u
f
川

默
而
這
在
這
是
閃
閃
情
太
人
把

古
巴
耳
其

「
吋
凡
此

的
」
一
祠
的
母
官
故
在
馮
街
帆
九
名
字
上
而
成
「
以

耳
」
原
為
阿
卡
得
文
的

「
貝
路

」
(
闊
的{P
F
)
等
於
容
納

|
'
、

。

字
文
的
巴
哈
耳

(
巴
耳
)
意
面
的「
主
子
」
「
主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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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
此
叫
“
依
物
1

巴
6

途
M
I
I

自

)
關
於
馮
繭

,>‘,:
1|| 

的
一
川
屯
的
來
反
技
校
蚓
、
臼
州
川

l
N

的
州
，
川
紅
一
段
分

別
札
雌
性
收
悠
久
的
時
間
，
此
人
們
把
此
他
的
宗
教
和
共

他
民
族
的
制
而
部
貼
在
為
爾
扎
扎
克
身
上
給
年
年
首
在

巴
比
的
街
頭
上
非
常
隆
重
地
拍
首
寫
一
的
H
N
克
艸
像
遊

行
那
時
巳
比
倫
王
K
L
H吐
口
問
瑪
爾
扎
扎
克
的
手
以
表

ilIll-Ilo

-

-Il

l-Ill--

示
他
的
正
攸
進
來
刊
的
附
u
h
i扎
川
綠
化
川
糾
士
佔
領

了
巴
比
倫
以
從
他
也
口
斜
，
J

以
且
即
制
川
倒
川
必
的
手

從
那
時
仙
也
他
一
使
正
式
心
吟
的
巴
比
俏
的
但
一
士

i

、
、

i
|
0

日
以
月
倒
像
崇
拜
巳
此
的

M

i . J" j:t 

別
默
非
披
協
特
(
紹
到
叮
叮
…

H
V
H
F
)

兒
似
笑
巳
『
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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珊
默
洛
達
客
巴
拉
丹

人
h
v們
火
純
是
閉
了I
作
品
收
位
將
此
巴
比
倫
邪
艸

名
叫
以
修
伙
一
伽
然
M
V
打
他
閃
的
瑪
爾
杜
克
阿
仆
校
依
狄

納

(
y
p
a
c
r，
毛
戶
"
，

-
E
E
凶

)
g
A

「
默
治
這
客

(艸
)
闕
，y
f

一
例
兒
，γ
」
故
塾
，
位
外
的
依
史
記
故

此
人
私
r
M述
上
沙
耳
瑪
泊
位
L
A叭
叭
山
之
後

(
公
兀

前
七
二
二
午

)
在
巴
比
倫
1

稱
為
王
似
不
久
叫
被

亞

述
E

山m
h附
r

以
-
一
仙
一
川
添
一
似
什
恍
惚
陶

T
M死
後
萱
新
稱
王

於
巴
比
倫
州
市
公
川
的
七
1
f
1年
被
叫
述
士
做
川
煞

黎
布
昕
滅
拔
都
甘
心
的
心
收
此
關
仁
付
給
打
發
使
各
向
猶

太
玉
希
則
克
雅

(
公
瓜
的
七
二

-
l‘
六
九
三
年
)
遊

一
次
做
柳
隨
紙
抗
I
H山
迪
拉
他
約
而
且
州
大
T
N
H童
的
仿
效
一
不

以
嚐
川
的
忱
的
兩
截
止
比
逗
例
機
會
上
依
山m
g
旭
先
知
鼠

-
z
n
f
i川
的
m
M們
叫
內
人
f
H
i
f屯
則
已
比
倫
的
各
趴

(
見

什

U
J

A
u
d

o

-

牛

A
Q
Y
I
S
J

x
y
-
-
?
但
1
1

h
H
句
3

、

兒
默
治
遠
在

(
特

)

"
b
A
-
h
J毒
u草
的
M
u
r
k
-
兔
"
愉
刀
比
叫

站
Z
Y
F

亥
工
起
草
姆

\
Hr」[伶
D
P

叫
d
c
r己

u
】叫
拘Z
M
W
J

f
y
H
P
D
0
.凶，

玄
。FU約
「
可
7
缸
片
。
"
w
\

這
三
個
(
4
4
同
志
正
前
只
耳
沙
問
王
小
府
的
時
候
一

位
神
秘
的
手
惜
之
咐
他
叫
上
的
川
帆
布
達
尼
爾
可
以
解
碎

?
此
5

自
四
)
成

A
e
f
n
u
r
玄
們
的
解
釋
，
4
三
例
U
J

是
指
三
倍
街
泣
必
幣
叫
們
門
凹
凸
亦
叫
川
忠
「
嗽
，
心
」

4

例

「
來
吶
」
「
叫
什G
H
A
」
一
例
「
協
M
叫
此
」
「
九
叭
叭
叭
」

兩
側
半
仙
「
米
納
」
的
、
心
心
，
此
以
前
「
以1

」
的
亟

授
也
是
川
忱
念
中的
扎
衍
。
惚
刪
去
怕
連
尼
的
所
作
的
川
叫W

M咐
，
不
追
划
此
之
的
單
他
的
解
釋
屯
「
內
可
」
天
t

斂

了
你
的
例
昨
使
它
方
位
的
「
持
刻
H
A
」
你
在
一
大
刊
上
仙

衡
u
m
f
e
A小夠
分
川
川
「
拭
勒
斯
」
你
的
叫
從
瓜
分
f

的

f

瑪
仁
川
人
和
沁
圳
人

(
1
45
甜
|
抽

)
，心
刊
也
陶
刊
所
以

能
作
削
比
碎
碎
的
叫
峙
的
大
概
是
凶
的
一
一
一
且
幾
例
均
在
拍

上
的
M
m
u
f
f

以
有
子
1日
向
何
恃
t口
述
隘
的
給
它
們
刻
上

叮
叮
向
作
的
而
被
拘
峙
的
分
叫
來
講
+
/
一
故

治
志
已
有
不
少
的
人
主
張
通
糾

m
y(
的
各
丘
之

戒
防
啥

(
仍
是
苟
同
。
問

E
H》
7
5
)
的
成
山
川
且
一
心
法

為
現
代
型
經
學
有
及
語
言
家
所
不
能
接
受
現
代
的
很

有
巾
川
紅
比
一
一
人
主
吭
，
而
且
簡
單
的
解
釋
以
為
「
米
納
」

泛
出
叫
作
7
步
向
一
句
古
有
純
傘
的
頭
(
達
2

臼
)
「
協
刻

耳
」
已
出
叫
他
的
兒
，
于HH
M沙
問
-
圳
一
門
K
H
F
等
的
的
位

也
“
人
主
以
這
咕
"
一
一
刊
議
諷
巴
比
倫
交
汶
斯
闢
仁
的

民
吋
A
J
意
即
偉
大
的
立
步
戶
的
闖
一t
M封
從
一
例
「
米

納
」
卡
拉
的

H
7
4沙
叫
m
d
m
y寸於
ζ
例
「
他
划
抖
」
瑪

叮
叮
-
I
m
千
一
句
人
只
等
於
半
個
「
米
叫
」
合
仙
也
提
J

叮
叮
守
公

a

例
「
米
絢
」
例
，
且
叫
他mm
史
是
川
的
於
圳v
m
u而

-
U
C」
門
正
的
快
結

(
牌
)

M
H
H
「
巳E
惘
。5
.
門
時
的
一
九
心
一
譯ip
以
「
能
」
來

路
益
開
/
巳

E
S
\

|
|
!

:
3

，

、

A
E

一
些
昂
的
來
a
ι

的
幼
物
中
引

什
抖
叩
，
“
比
一
斤
起
仙
似

W
M
M
m仲
的
占
怪
動
物
可
泊
是
凶
M股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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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述
巴
比
倫
或
阱
口
比
廿
悄
艸
訊
的
動
物
是
與
天
主
的
腳
制

成
作
判
的
牛
鬼
蛇
州
之
鼠
的
來
因
為
明
敝
此
條
，
州
見

l

、

1

。

W卅
市
長
蟲
叉
里
外
雅
山
河
等
條

默
于
均
以
「
龍
」
來
攻
仙
叫
做
那
凹
「
那
逸

，川
的

蛇
」
(
默
U
S

叮

叮
2

4
H
M
Wu
m
2

)
(
牌

)

n
且
已
-
3
κ『
U
E
m
g
S
E
旦
旦

也
很
難
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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濤
的
「
-
y
m咒
」
(
列
干
6

自
H
M許
)

二
人
失
亦
稱
大
使
而
們
來
文
稱
為
「
包
川
」

(
切
。"F
H
此
山
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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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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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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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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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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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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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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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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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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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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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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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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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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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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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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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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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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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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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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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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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村
(
門
前
吵
詞
)

間
相
比
先
俊
在
八
伙
h
t帝
「
(
公
判
的
九
八
針
。h
i

公
几
俊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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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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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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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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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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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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叭
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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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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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
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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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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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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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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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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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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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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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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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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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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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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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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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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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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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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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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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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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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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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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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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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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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叭
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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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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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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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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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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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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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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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
的

話
領
」
赦
思
尚
譯
木
譯
作
「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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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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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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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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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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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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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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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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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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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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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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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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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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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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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
致
紅
此

H
U內
川
明
明
列
山
七
他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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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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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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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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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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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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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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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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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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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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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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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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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賜
與
人
類
「
生
命
的
食
粒
」

連
一
體
現
一
事
如
此

耶
穌
用
人
生
基
本
的
需
要
來
教
導
人
們
越
性
生
命
的

道
理
使
人
更
日
創
明
瞭
他
更
清
楚
的
宣
告
「
我
是
生
命

的
食
糧
我
是
從
天

上
降
下
的
生
活
的
食
粒
誰
右
吃

f

這
食
糧
必
要
生
活
直
到
永
遠
」
(
右
6

)
此
外
耶
穌

說

「
人
生
活
不
只
算
餅
而
也
算
天
主
口
巾
所
發
的
→

切
言
語
」
(
瑪
4
4
)
(

韓

)

抑
自
局
已
1
「
口
。S
J

學
經
上
不
時
提
到
野

白
b
H
H
一
斗
」
/
約
旦
旦
出
宮
、

:
J
-
J
'

、
鴿
子
間
，

U何
不
同
的
種

類

(
歌
2
u

耶
刊
m
則
7
H
)
巾
背
上
什
學
亦
可
知
道

牠
們
遠
在
很
久
之
前
已
被
人
養
作
家
禽
(
創
8

.

I

U
)
在
以
民
的
發
禮
規
定
上
斑
婚
或
縱
倒
是
惟
-
可

以
作
為
祭
品
的
鳥
類

(
創
的

，
見
申
u
u
肋
1
u
5



T
)
用
的
產
峙
的
以用
一(
肋
也
6
i
s
H
M圳
2

臼
)
為

您
淋
的
的
兒
人
或
約
約
人
，
你
心
後
第
七
天
腳
地
峨
的
第

n
m

(
肋
M
扭
扭

M
M
H
詞
)
亦
為
還
「
納
卅
一
陶
」
廠
的
人

的
氣
川
(
門6
叩
)
，
多
次
為
海
人
昕
獻
的
祭
品

(
圳

。

，

5
7
u

等
)
做
了
故
此
叭
叭
布
如
此
大
的
別
處
且
是
窮
人

亦
能
偏
忱
的
祭
品
或
們
司
以
恕
像
釗
紅
心
力
斯
坦
鴿

子
是
鼠
行
逅
的
家

A兩
名
L
u
m
p
-
家
亦
征
惜
地
|
|
絡
刊

棘
皮
笑
，
必
叭rn凡
做
址
發
成
f

很
L
人
的
姜
伯
龍
布
的
立

，
何
必F

阿
拉
(
八
之
多
由
此
可
比
一
斑
因
為
牠
用
於
祭
品

的
山
阱，
的
H
付
多
裕
外
是
在
以
氏
M
m
夫
的
後
則
完
成f

一

凶
來
祁
I
以
州
學
抖
的
主
要
祭
品
伙
此
次
觀
般
的
走
蜘

4
4
.
'

。

中
的
不
少
作
叮
翎
Y
F生
立
的
人

(
瑪
剖
u

等
)

沒
-
h凶
。
心
紋
的
，
r

多
次
H
A以
民
可
叫
欲
取
材
的
什
象

牠
們
的
飛
妳
象
似
勝
利
制
來
的
平
隊

(
一
冰的

M
)

「
，
他
州
被
凶
像
晶
晶
金
總
知
的
筒
子
一
時
求
救
埃
及
平

時
又
役
你
呢
述
」
(
歐

y
u
)
牠
附
州
的
叫
聲
似
人

之
“
泣
的
(
糾
紛
u
m
u

川
7
u

制
2
7

) ，

人
品
位
牠

迅
迷
的
飛
翔

(
J冰
HM
h
)
牠
的
眼
睛
是
，
夫
人
眼
睛
的

。

，

伯
拉
州
岡
比
毛
的
布
力
悅
樂
人
心
斑
峙
的
帥

m
M
俐
的
叫
聲
的

如
反
人
的
怕
“
川
凶
此
「
我
的
笑
卿
毅
的
筒
，
r

」
街
川

怯
的
正
史

(
制
I

H
2
H
4
1
5
2
6
9
)
在
制
制

中
耶
穌
品
美
這
種
可
，
先
必
物
的
單
純
(
瑪
m
H
)
耶

穌
受
洗
之
後
用
一
一
神
仙
叫
帥
的
手
從

4

大
降
k
l
a

仰
在
耶
穌
必

〈
$
。

-
上
(
打
l

u
)

(
韓

)

。
，F
M
-

川
一揖

吋
吋
田
間
「
T
E
E
J
動
物
名
原
文

-
r
l
d

/
R
E
E
K
E
捲
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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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意
兩
次
屁
股
連
一
經
(
黨2
H

依
M
詞
)
至
於
牠
確

係
何
種
勁
物
學
者
們
怠
見
不
一
刺
蜻
她
說
鴛
鶯
等
囚U

U品
譯
本
一
次
譯
作
刺
蚓
(
依
M
n
)
一
次
譯
作
均
純

(
余
2

H
)
(

韓
)

"
首
位
已

1
「
H
H
S
ι
o
R
J里經
只
兩
次

必

H
H
M

一
」
「
」
/
切

E
F心
戶
戶ω
\

-J 

.• 

'
、
提
過
這
種
動

物
(
你

U
HS
列
土
5
3
)
兩
次
在
校
J

通
行
木
都
譯

作
「
野
牛
水
牛
」
但
質
際
上
是
兩
種
迴
然
不
同
的
勁

物
瓷
水
牛
之
進
入
巴
力
斯
坦
是
公
元
的
四
世
紀
的
事

叫
你
什
印
仗
而
巾h
t川
之
完
成
則
V

於
問
悅
紀
故
不
可
能

叫
起
水
牛
仙
以
前
并
多
叩
門
手
各
她
從
取
一
一
熱
經
尼
失
稽
之
為

水
牛
城
今
都
主
張
它
是
腦
使
類
的
一
種
動
物
故
別
胡

汗
水
譯
作
「
批
投
」
或
「
w
m子
」
它
是
潔
淨
的
動
物

故
核
心
瑟
叫
法
律
以
氏
，
川
d
a
共
內

(
山
小M
5
)

兒
龍

(
韓

)

m齋
或
(
UH
Z
S
)

。

E
J
U
K川、
川IF
-


I
L
J
a
給
一
叫/i
b

十
八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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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基 鉤來更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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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Í'll 這]頁地能不是
為兩布互作 潔一
耳早點， 冠、制j 為的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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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比
飛
鳥
(
韓
)

Z

暗
色
著
足
三
。

3
3
5
=
J

劉
剛
上
所

釣
台
E
'
?
自
E
示
n
f
n
s
s
a
H。

\
1
J
H
二

，

Z
H
E

酬
扎
扎

有
兩
值。

外
教
人
的
的
化
他
們
的
歸
化
主
要
在
於
樂
絕

'

。

邪
艸
的
做
祂
轉
而
敬
禮
唯
一
的
民
天
主

-
i坦
問
做
教
外
人

的
師
化
在
向
約
中
已
'
，
何
時
示(依
M
M

凹

的
拍4
6

"
e
白
白
白
f

益
2
7
8
)
但
大
批
的
歸
化
知
始
肝

、

偉
大
的
外
邦
去
徒
聖
保
條

(
羅
M
H

京
9

時
迦
了
M

t
s

〈

E
S

。

，

你
3

1
8

泊
的
2
7

)
外
教
人
悠
奄
絕
邪
艸
川
口
門
那

艸
H
正
噬
M
M(
宗
M
H
M山
站
得
的
1

9
)
γ州
大
主
J
且
也

比
物
的
真
誠
何
去
如
保
綠
昕
晶
晶
敬
邪
神
是
一
切
的
非
惡

來
你

(
經
l

u
a

U
)
所
以
你
約
以
改
新
約
的
先
是

泣
的
口
正
教
外
邪
州
以
啥
的
凶
化
叭
叭
俊L
d強
品
以
叫
民
總

歸
依
上
主
在
悠
約
時
代
細
川
人
從
米
以
仙
花
仰
仗
族
的

於
邪
帥
的
仙
似
她
通
常
只
H
e
k
部
份
成
局
部
的
時
半
山
心
肝
、

上
上
而
大
多
紋
的
以
此
昕
崇
箏
的
常
叫
起
唯
一
艸
教
耳

ot-

--ei--

穌
越
督
來
釗
仰
上
M
m
適
得
其
反
太
多
般
的
猶
太
人
不

'
來H
N叫
他
為
大
主
，
寸
為
人
划
的
故
段
而
外
教
人
划
不
斷

。

'

的
在
歸
心
向
上
不
過
會
似
路
明
已
天
主
並
木
絕
的
完

全
放
來
他
昕
練
選
的
一
白
性
以
民
前
全
世
界
的
教
外

人
郁
悶
頭
歸
化
之
後
此
在
仰
界
的
木
口
之
的
猶
太
人

將
會
重
新
歸
心
向
主

(
絡
刊
自
i

盯
兌
依
的
目
剖
路

。

別
叫
)@

罪
人
的
歸
化
是
指
人
從
理
智
意
志
灰
心
益
方

。
，
t

'
，
、
5

面
坦
誠
徹
底
的
帳
新
新
約
稱
這
祂
的
依
為
由
黑
暗
村

-



-
向
光
明
自
撤
姆
權
下
轉
向
天
主

(
4亦
必
u
)
由
天
主

助
于
教
怒
之
子
的
處
也
轉
入
天
主
寵
愛
義
子
的
地
位
(
弗

-
2
2

1

.
)
這
是
益
性
的
彼
活
(
弗
2
6
)
是
心
靈
的

割
損

(
齣
2
甜

甜
2

u
)
是
重
新
的
誕
生

(若
3
5

)

而
真
正
紛
化
的
標
志
則
是
明
認
已
罪
痛
悔
前
非
(
的
m

M
U
M-

u
m
臼

H

格
後
7
9
M

若
一
1
8
9
)
一
佑
仰

基
督
(
羅
3

甜
甜

5
2

見
若
3
M
H
)
定
志
隨
從
主

旨

(
別
叫
的
個制
4
剖
I

時
見
啦M
U
M-
m
)
遵
守
倫

盟
的
法
律
晨
在
德
行
上
前
進

(
羅
6

閃
閃

8

‘

格
前

臼
目
斐
3

凹
|

H

哥
1
n

伯
後
1
2
1

8

若
一
2

自

制
2
自
品

)。
話
錄
如
此
啥
叫
但
是
歸
化
或
歸
依
主
要
的

成
份
如
是
天
主
學
寵
的
效
果
有
f

天
主
的
學
龍
之
後

人
再
放
著
上
述
宗
徒
們
的
動
動
努
力
與
聖
誕
合
作
才

可
得
到
這
真
正
的
歸
依
因
為
耶
穌
品
「
沒
心
但
我
你
們

什
麼
也
不
能
做
」
(
若
M
U
S
)「
除
非
經
過
我
准
也

不
能
到
父
那
退
去
」

(
若
M
6
)
「
凡
不
是
派
迫
我

的
父
所
吸
引
的
人
誰
也
不
能
到
我
這
裝
來
」
(
扑
打
6

“
)
學
側
酬
的
驚
人
歸
依
帥
完
全
是
天
主
捏
一
詣
的

L

作
的
一
最
好
說
明
(
宗
9

1

間
)
而
這
種
使
人
的

依
的
里
能
天
主
賜
給
了
每
一
個
人
只
要
人
有
與
學
在

必
拔
合
作輯

倒
上
提
醒
界
人
應
闢
而
叫
你
故
的
地
方
非
常
之

多

(
叭
叭臼
8

喇
彷
扭
仿
6
7

晰
3
H

衍
臼

附
則也
6
M

Z

德
η
n
!

!

目
宗
M
H
扎
扎
口
口
阻

等
)
泊
凡
在
人

內
心
的
必
n
m
許
您
的
吋
怕
4〈
役
的
永
福
懲
泊
的
鐵
叫

天
主
的
恩
惠
等
思
想
以
及
4
.有
人
的
美
表
都
是
天
主
財

,. J 、:ilf2543- li46 

來
且是

見醒

~tIì界
蝦。人
罔
蹋
的

方
法。

(
韓
)

m歸
依
猶
太
教
者
(
h
H
M
N
F
)

以
色
列
民
族
自
知
是
天
主
唯
一
特
涅
的
良
族
凶

此
心
理
上
末
兔
街
臼
漏
，
因
品
之
感
也
正
凶
此
對
肝
、
接

收
非
以
色
列
人
的
歸
化
或
同
化
是
相
當
嚴
格
的
從
歷

史
方
面
來
看
他
們
雖
處
在
衍
笨
的
東
方
治
民
旅
之
間

對
淤
作
碎
的
外
人
l

|

外
邦
人
或
外
方
人
常
與
以
十

分
殷
勤
的
制
待
但
也
僅
止
於
此
就
以
民
的
法
律
I
A川
市

微
觀
念
來
品
這
些
人
永
遠
是
外
人

昕
謂
「
歸
依
猶
太
教
街
」

H
K括
那
些
一
生
訊
川
住

於
猶
太
人
之
間
的
外
邦
人
向

一
-一
口
叫
他
們
接
受
f

以
民
的

宗
教
施
行
制
緝
捕
M
U巾f
w
H上
已
被
以
民
所
向
化
的
人
法

律
上
，
命
令
要
苦
待
站
些
人(
山
n
m

↑
臼
幻
9

巾

的
的

H
)
他
們
有
權
參
與
以
民
的
慶
節
大
禮
但
也
有
責
任

守
灰
白
心
日
(
山
曰
“
m
M
幻
臼
戶
的
H
H

巾

5
H
M
W

A巾
。

-
n
y
9

川

J

-
-
q
d
u
j

、

在
街
鑽
心
(
羅
馬
，
付
凶
時
代
凶
街
不
少
的
猶
太
人

川
外
僑
店
也
何
不
少
的
外
邦
人
移
居

M
K巴
力
斯
坦
凶

而
歸
依
約
太
教
的
人
日
漸
增
多
訪
時
的
猶
太
哲
吟
家

從
線
就
會
對
這
一
點

m
m泌
謂
師
依
猶
太
教
結
憋
布
全

妝
棄
刊
l

」
的
凶
家
放
種
族
的
觀
念
離
間
自
己
的
親
求

家
人
忘
圳
，
叫
已
過
去
的
風
俗
習
的
國
后
割
損
視
而
布

全
變
成
叫
們
太
人
共
中
最
主
短
的

一點
們
川
然
是
撥
受
訓

損
油
料
但
川
口
問
峙
的
經
師
們
亦
命
令
的
依
許
哎
在
學
服
中

拷
受
禮
低
上
的
洗
位
及
字
叫
你
某
種
規
定
的
祭
品
其
微

應
遵
照
梅
瑟
的
法
律
而
生
組
這
種
人
心
的
時
被
的
情

R
U

「
正
義
的
歸
依
者
」
而
那
些
在
猶
太
人
中
仍
技
外
級

人
方
式
生
活
的
人

則
被
稱
為
「
門
口
的
歸
依
者
」
但

屁
央
提
明
在
歸
依
的
人
中
以
玄
人
圍
的
故
多
這
可
能
是

由
於
歸
依
的
主
人
不
必
終
受
訓
損
的
緣
故

新
約
伊
瓜
皮
歸
依
者
的
地
方
共
布
凶
處
郎
耶
穌
主

斥
法
利
屯
人
他
們
背
心
弧
指
使
人
的
依
他
歸
依
之
俊

州
州
使
他
成
為
一
例
「
地
獄
之
F

」
郎
必
亡
的
人
(
約

幻
臼
)
五
旬
節
那
天
在
耶
」
爪
卜
特
來
自
件
處
的
猶
太
偽

民
扎
扎
歸
依
猶
太
教
各
(
宗
2

u
)
耶
﹒
以
教
會
選
山
的

七
攸
執
←
爭
中
告
位
名
川
尼
拉
叫
勞
者
他
足
一
位
飾
依
的

太
教
的
安
提
約
瑟
雅
人

(
宗
6
5

)
最
後
提
到
莖
心

喇
喇
島
的
一
批
歸
依
猶
划
教
友
跟
隨
f

削
劇
和
巴
爾

糾
叫
(
到
U
H
)
。
(
韓
)

捌
獵
人
這
位
『
)

的
“
試
v
3
2
3

0
J

釣
到
引
卓
可
/
P
E
e
\

M
W曲
臣
E
H
「
。
5
.
切
丘
吉
/
在
宮
，
何
人
情
味
及
衍

諮
詢
m
E
H
/
玄

E
E
\

J

、
客
的
山
東
方
清
晨
飲

之
間
敵
物
的
愉
送
是
很
尋
常
的
事
逞
，
吋
山
古
代
的
眨

史
反
考
古
學
各
們
研
究
的
報
導
足
以
透
明
當
時
所
通

用
的
趙
品
大
都
是
他
們
財
京
之
所
扎
扎
的
帆
甜
食
純
止

來
肉
餅
衣
物
錢
幣
等
聖
經
上
遠
在
學
研
州
時
代
仰
之
帆

，
有
雅
科
伯
的
兒
，r'
川
右
瑟
臉
酵
的
敘
述
岐
清
坐
地
知

此

H 
1蝕。

M 
tJ 
1鼠 。



山
那
口
m
中
有
喬
波
蜂
蜜
樹
山
時
z
h
H料儡
柚
子
杏
仁
反
銀
錢

(
創
刊
u

間
)
雅
各
伯
與
s
k兄
牽
逢
稍
好
時
也
送
f

舟
山
羊
公
山
羊
母
綿
羊
公
綿
羊
哺
乳
的
駱
駝
及
駝
駒

母
牛
公
牛
及
母
驢
公
施
等
牲
育
作
為
進
見
補
過
之
棍

、
“

H
a
?
L
H
4

1

7
2
J
O
J

f
A
F品
1
1
1
3
1

』

拉
山
通
引
叫
來
送
禮
一
←
乎
是
圓
圈
下
向
長
上
所
表
示
的

故
玄
武
知
的
心
之
心
比
如
阿
彼
蓋
耳
之
於
達
咪
(
搬
上

筠
M

盯
)
百
姓
乏
於
先
知
(
列
上
M
S
列
下
5
H
H

8
8
9

等
)
百
姓
之
於
繳
白
馬
耳
(
撒
上
的
叫
)
撒
經

漏
(
列
上
凹
臼
)
及
約
沙
法
特
等
(
編
F
η
s
)
倒

在
君
王
彼
此
之
間
也
有
送
糟
的
習
例
比
如
舍
巴
女
上

扎
扎
繳
羅
游
之
間
禮
品
的
交
換
(
列上
ω
m
編
下
9
9

刊

)
當
然
這
種
瞪
口
問
往
遠
的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敦
睦
鄰

邦
增
強
友
直

(
列
上
的
M
M

列
下
M
w
a
m時
)
的U
K村

時
圈
圈
圈
藩
王
所
繳
納
的
貢
稅
亦
美
其
名
曰
「
祂
物
」

或
「
貢
獻
」
(
民
3
M

口

M

撒
下
8
2
6

編
下
必• 

• 
冰
花
刊
)
其
次
君
王
對
臣
民
或
上
級
對
圈
圈
下
賜
祿
的

事
也
有
所
記
載
(
創
刊刊
血
撒
下
口
8

列
下
5

臼
自
艾

2
M

達
2
6

叫
)
富
人
對
窮
人
的
賜
與
稱
為
施
捨

(
見
「
施
捨
」
條
)
婚
姻
中
亦
有
禮
物
交
換
的
事

W
M

稱
之
為
「
聘
種
」

(
見
「
婚
姻
」
條
)
至
於
以
州
路

為
目
的
的
蝕
贈
划
是
聖
經
上
所
絕
對
繁
止
的
(
見
山

幻
s
間
M
W
M
M撒
上
8
3

、
詠必
9

叩
綾
叩U
4
德
m
u

-
依
1

自
5

自
)

則
一

制
制上
關
於
「
禮
物
」
的
記
誠
多
半
有
宗
教
的

一
忽
派
(
弱
5

目
剖

8
4
路
幻

s
)
是
為
虔
誠
朝
拜
的

25'7-25'9 1- J\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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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
為約
訝的

~~倫
至 1 理
克學

引
言

倫
理
學
係
晶
晶
明
發
揚
人
倫
道
德
的
學
間
或
研
冗

道
德
的
殺
身
的
科
學
倫
理
型
的
材
被
大
概
請
來
是
人
的

自
由
行
為
狹
義
品
來
就
是
人
倫

ω
人
的
義
務
提
到
義

務
我
們
不
縈
妻
間
這
種
義
灣
的
原
因
何
在
人
倫
的
目

的
又
何
在
大
家
知
道
在
版
史
過
程
中
這
些
問
題
會
獲

得
不
少
異
同
的
答
夜
且
也
知
道
倫
聞
學
直
接
涉
及
的

大
問
題
布
自
然
律
自
律
他
律
良
心
人
生
終
向
罪
惡
等

再
說
倫
現
學
與
心
理
學
社
會
學
民
族
學
哲
學
啟
示
科

學
等
各
部
門
都
有
其
休
戚
相
關
的
連
帶
作
用
但
我
們

在
本
文
里
只
就
聖
經
的
道
理
來
從
事
這
題
目
的
討
論

一
倫
理
的
茲
礎
二
位
約
的
倫
理
1

原
始
時
代
2

嬰
租

時
代
3

的
乃
盟
約
4

先
知
與
倫
即
5

利
者
與
倫
理
-
一

結
論
舊
約
倫
理
的
缺
點
關
於
新
的
倫
肉
參
閱
「
主
」

條

(
OY
R
Z
紛
紛
，
〉
問
品
。
)

一
論
涅
的
基
種

聖
經
中
的
倫
理
不
是
獨
立
的
倫
現
它
的
中
心
就

足
創
造
必
物
普
天
主
的
出
口
必
具
體
的
品
聖
經
道
德
的

來
礎
在
於
、
天
主
按
照
臼
己
的
向
像
按
照
自
己
的
模
樣

進
f

人
這
端
偉
大
的
民
閉
上
(
創

1

訂

5
1
-
3
)

天
主
創
造
的
人
幾
乎
是
個
「
小
天
主
」
其
實
人
當
天

主
治
現
受
造
物
他
是
自
由
的
他
有
選
擇
權
並
且
他
只

布
公
心
收
而
覺
得
他
的
行
為
是
否
合
乎
天
主
的
旨
古

師
協
恥
沁
人
是
受
造
之
物
他
應
受「
他
律
」
郎

f
x制
軌
叫
他

的
創
造
者
的
法
律
同
時
既
然
人
是
自
由
的
他
應
甘
心

悄
廠
遵
行
天
主
的
法
律
他
甘
心
悄
願
遵
行
法
律
便
支

示
他
是
「
自
律
的
」

人
巾
於
犯
罪
而
受
調
便
感
受
到
天
主
的
學
德
成

型
性
人
的
這
種
經
驗
就
是
他
的
道
德
生
活
的
另
一
例

基
礎
有
些
學
者
根
線
德

口
"
主
張
天
主
與
元
祖
會
汀

屯
過
盟
約
的
比
他
們
也
拿
孩
盟
約
為
倫
理
的
一
個
基

礎
德
的
弄
的
是
(
4天
主
)
使
他
們
(
兀
組
)
能
分
別
L
H

憑
(
口
6
)..... 

(
天
上

)
賜
給
他
們
理
智
又
賜
給

他
們
生
命
的
法
律
作
為
產
業
(
口
，
)
伽
利
他
們
在
f

永
久
的
盟
約
使
他
們
提
議
正
義
和
向
己
的
法
令

(
口

刊
)
很
明
顯
在
該
處
所
講
的
「
盟
約
」
不
是
天
主
與

亞
巴
郎
(
創
的
)
更
不
是
他
與
選
民
落
著
梅
瑟
昕
汀

立
的
盟
約

(
山
m
w鉤
了
這
裝
天
主
向
人
類
訂
立
的
盟



~
向
J
B
E天
主
給
人
類
領
布
法
律
師
天
主
封
守
法
者
研
允

助
一玲
的
只
此對
不
守
估
算
臼
昕
要
施
行
的
法
昂
(
見
叫

2

-

H
l

n
9
?

1

叮
)
申
拉
拉
您
為
盟
約
也
毫
聖
誕
倫
理

的
基
礎
但
道
倫
躍
起
礎
不
是
在
原
始
時
代
也
不
是
在

里
也
時
代
側
怡
的
而
是
從
梅
瑟
嗆
端
的

不
但
啟
示
而
且
倫
理
也
是
釘
進
腿
的
初
期
教
父

有
鑒
於
此
而
將
倫
理
的
進
展
分
為
三
期
又
因
為
他
們

特
別
注
意
那
倫
理
的
重
要
成
分
l

法
律
就
給
那
三
期

用
「
法
律
」
來
起
名
叫
第
一
期
為
自
然
倫
理
法
律
時

期
叫
第
二
期
為
梅
瑟
法
律
時
期
叫
第

三
期
為
福
音
法

律
時
期
這
種
釗
定
很
自
然
很
合
歷
史
的
發
展
值
得
我

們
遵
循
但
宙
間f
明
晰
起
見
我
們
將
這
寫
論
文
分
成
五

小
段
來
，d
論

二

舊
約
的
倫
理

商
約
倫
理
的
原
則
或
基
礎
總
括
論
來
為

(
a
)

人
是
拔
天
主
的
向
像
造
的

(
b
)天
主
的
部
一
巫
山
(
C
)

天
主
的
法
律
手
論
其
是
自
然
律
或
天
啟
律
或
成
文
的
沖

(
d

)
良
心
叫
人
在
自
己
心
底
所
聽
見
的
造
物
主
建

立
日(
e

)
梅
瑟
以
後
的
盟
約

l

原
恰
時
代
如
果
我
們
考
察
原
始
由
此
或
太
古
史

(
創
1

l

u
)
不
難
知
道
除
盟
約
外
還
布
其
他
的
倫

同
基
礎
臼
然
作
品
沒
布
運
用
哲
學
家
的
術

i
m可
是
以

他
的
問
單
價
述
風
俗
故
事
的
文
也
很
奇
妙
地
把
倫
理

的
一
切
做
起
表
達
f

山
來
的
確
由
這
些
一
淆
字
珍
口
的

創
的
十
一
章
可
以
看

出
人
不
僅
是
個
卜
扭
扭
之
物
而
且

也
是
個
社
會
的
動
物
一
個
倫
理
的
必
物
一
個
何
智
慧

卡 八 ~12549 

的
勁
物
一
個
指
叫
起
這
具
有
宗
教
品
的
必
物
天
主
給
人

規
定
的
L

作
時
間
卅
悄
品
沖
沖
(
創
2

臼

M
i

品

)
兼
有

「
他
律
」
和
「
自
律
」
的
雙
重
性
質
2

時

昕
品
收
的
祭

令
雖
圈
圈「
他
律
性
」
准
竟
是
以
提
高
人
性
為
其
目

的
人

受
誘
惑
以
致
犯
罪
的
事
情
H
誰
明
人
街
臼
決
權
人
的
原

罪
清
楚
反
映
山
人
如
何
雌
東
天
主
的
主
馳
而
自
決
自

己
的
命
運
這
個
原
罪
是
個
驕
傲
的
遵
命
乏
譯
(創
3
)

這
罪
惡
的
後
來
日

復
一
日
增
多

而
變
本
加
腦
加
立
目
謀

殺
自
己
兄
弟
還
伯
爾
拉
默
客
始
創
一
夫
多
妻
制
舍
特

的
子
孫
迎
娶
加
音
後
代
的
女
人
因
而
罪
惡
充
漏
了
世

界
以
致
正
義
的
天
主
不
得
不
以
洪
水
懲
罰
人
頌
巴
具

內
斗
塔
，
相

-r
百
五m
紛
亂
等
等
無
非
都
是
人
叫
你
傲
的
納
米

制
4

.
l

間
州
述
良
心
聲
音
和
作
為
描
述
得
非

常
得
也
創
4

6

，

1

心
述
自
決
的
總
俐
誘
惑
的
治
程
以

凡
此
間
非
您
的
後
乎
也
1

心
述
得
很
生
動
「
你
為
什
刷
出
發
怒

為
什
般
是
，
削
尖
派
你
結
做
得
好
豈
不
也可
仰
坦
戚
來

你
花
做
得
不
衍
罪
惡
就
伏
在
你
門
前
企
國
對
付
你
但

你
應
叫
搬
出
」

很
持
學
位
人
倫
不
只
眼
於
父
子
兄
弟
夫
婦
朋
友

君
臣
首
要
而
領
苦
的
向
街
人
與
天
主
的
關
係
或
人
對

天
主
的
義
務
糾

-

-

u
會
提
及
世
人
的
宗
教
義
街
﹒
即

個
人
的
宗
教
諸
位
叫
(
4
3
)
及
公
來
的
禮
拜
4

目
品

收

「
那
時
帥
厄
譜
士
時
人
才
開
始
呼
求
上
主
的
名
」

即
是
品
從
位
當
到
巴
拉
士
人
在
祈
禱
和
獻
祭
時
一
定

呼
求
天
主
助
佑
但
從
厄
諾
士
時
公
眾
崇
拜
天
主
的
敬

禮
才
正
式
開
始

進
而
天
主
的
十
法
律
敬
禮
天
主
避
兔

把
兩
掉
這
三
屆

在
原
始
出
入
中
悅
為
宗
教
耍
桌
布
此
三
屆
優
算
進
「
常

與
天
主
來
往
」
哈
站
在
和
諾
厄
「
常
與
大
主
來
在
」

(
5
n

6
6
)
這
手
們
的
意
思
依
德
M
HM
M風
是
惜
他
們

兩
位

「
中
愴
f

上
主
」
或
技
智

4

叩

「
悅
樂
了
天
主

也
為
天
主
所
愛
」
在
車
間
恤
時
代
「
同
天
主
來
往
」
必

「
在
天
主
面
前
行
走
作
個
成
全
人
」

(
6
.

口
1

圳的

“
心呵
呵

)
是
集
指
對
天
主
人
圳
的
人
到
踐
宗
教
狗
倫
理

義
務
的
意
思
按
創
的
原
始
史
人
所
犯
的
罪
惡
中
最
大

的
莫
過
於
殺
人
的
罪
究
竟
為
什
麼
這
擇
這
麼
重
大
原

因
在
9
6

裘
說
明
了
「
凡
流
入
血
的
他
的
血
也
要
為

人
所
流
因
為
人
是
照
天
主
的
肯
像
造
的
」
這
事
也
解

釋
為
何
人
緣
該
在
天
主
函
前
行
走
作
個
成
全
的
人
副

本
應
與
正
本
符
合
-
J算
正
確

2

車
過
時
仇
身
一
經
品
述
運
組
的
事
以
從
不
提
天

主
會
直
接
吩
咐
他
們
什
麼
倫
同
的
改
命
也
不
提
安
息

日
或
其
他
節
期
和
他
節
的
規
定
以
及
潔
與
采
用
峙
勁
鉤

的
釗
分
但
這
並
不
是
a
m
-
-心時
仇
沒
有
節
划
，
相
遇
低

更
不
是
說
那
時
沒
布
倫
嫂
的
關
則
相
反
一
也
一
後
來
由

梅
瑟
立
定
的
法
律
在
以
色
列
人
民
間
久
已
是
見
諸
於

習
慣
的
志
偉
如
以
矢
口
心
口
為
連
一
日
用
恨
鐵
創

2

2

原
是

天
上
內
已
規
定
的

品
和
不
成
必
物
的
創
分
至
少
應
上

溯
到
站
厄
時
代

(
創
7

2
l

9
)
十
分
之
一
的
獻
這

捉
到
兩
次

(
創
M
叩
泊
位
)
盜
且
宿
躍
祝
的
部
期
圳

在
剪
羊
毛
時
(
創
H
U凶
犯
時
參
見
撒
上
訪
2

l

a

撇

下
的
‘
)
挖
細
水
并
時
(
創
叫
“
自|
扭
扭
戶

們
“時
1
l



間
)
，
相
收
穫
時(
削
幻
7

)
只
有
反
祝
的
儀
式
求
會

。

詳
細
批
明
罷
了

關
肝
、
倫
理
的
誡
命
沒
有
明
權
指
出
必
原
因
有
二

第
一
似
乎
可
以
礁
定
論
我
們
昕
布
的
叫
你
文
件
無
比

記
校
第
二
在
聖
租
的
服
史
中
最
牽
制
人
心
的
兩
件
非

凡
的
事
便
是
背
德
的
良
心
和
潔
化
的
熱
也
私
那
世
界

名
著
史
詩
奧
德
安
(
。
在
2
2

)
長
這
-
役
軍
者
故

意
不
提
文
他
古
代
文
化
民
族
的
作
品
背
德
的
良
心

從
無
阻
瓜
反
而
且
迫
論
有
傾
心
潔
化
的
思
念
可
是
為
表
一
不

道
德
的
真
正
立
義
的
這
兩
件
事
和
先
租
的
心
仰
並
由

此
信
仰
而
將
自
己
托
於
天
主
照
顧
的
許
上
在
先
組
的

。

行
傅
笈
划
表
露
得
無
泊
天
主
給
別
叫
圳
昕
干
的
命
令

「
或
是
全
能
的
天
主
你
們
川
在
我
巾
的
行
之
作
個
成
全

的
人
」

(
創
口

1
)
這
句
F

叫
不
利
品
山
m
t侃
道
德
高

尚
而
且
也
品
山
了
他
們
道
德
仆
幸
的
發
忱
的
臨
時
山
常
煞

車
一
位
的
道
德
如
以
耶
穌
昕
沛
的
道
德
川
准
去
街
口
此
自

有
其
叭
叭
地
但
從
姦
海(N
m必
叫
祝
ι
的
信
神
的
一
外
教
人)

邪
淫

(
m
m
7
)

、

逆
性
的
罪

(
的
)
、
屯
泛
的
非
等
看
仇

雪
明
時
代
的
倫
同
倒
是
的
刷
品
尚
的
此
外
學
位
努
力
保

存
他
們
家
隘
的

R
P

(
例
圳
的
必
臼
幻
“
)
地
被
款
待

者
在
重
視
農
禮

(
幻
幻
仰
叩
)依
賴
天
主
照
蔽
等
美

風
不
是
很
明
顯
的
映
在
我
們
的
眼
簾
晰

(
關
於
學
祖

及
整
側
向
約
時
代
的
倫
理
缺
點
兒
下
) 。

-
-

3

西
乃
盟
約
從
純
瑟
起
在
以
色
列
人
民的
倫
理

叫
一
生
活
上

4

吏
增
加
了
三
頃
因
素
因
而
他
們
的
倫
理
更
形

間

，

。

•• 

、

一
些
2
4少
，
告
進
步
這
三
項
凶
索
即
是
盟
約
「
十
旬
吋
巾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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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稱
十
識
乃
人
心
作

盟
約
天
主
雖
早
已
M
訓
臥
蚓
凹
趴
刷
刷
制
和
蚓

各
伯
訂
立
了
盟
約
州
但
此
共
稱
為
盟
約
倒
不
如
稱
為

「
因
心
許
」
比
較
更
為
適
合
它
的
作
用
不
但
在
必
準
備

選
民
去
了
解
天
主
的
正
義
和
仁
慈
而
且
在
於
使
人
們

叫
到
於
一
些
的
乃
盟
約
的
特
點
能
有
一
史
清
楚
的
甘
心
亂
簡

單
說
來
西
巧
盟
約
本
質
上
與
天
主
昔
日
同
學
咱
們
所

訂
的
怕
間
不
是
平
等
條
約
而
是
一
種
天
主
所
惕
的
恩

寵
雖
然
如
此
但
的
內
盟
約
從
外
表
的
形
式
看
來
與
前

時
人
與
人
國
與
凶
民
族
與
民
旅
昕
立
的
合
同
極
其
相

似
天
主
與
亞
常

(
見
上

)
及
諾
厄
-
人
煩
的
第
二
個

元
值

1

所
訂
的
約
是
八
月
布
普
遍
性
的
就
這
一
點
而
言

與
原
始
福
音

(
削
3

臼
)
以
及
天
主
向
叫
凹
蚓
所
賜

的
盟
并
沒
有
什
麼
不

A
(
俐
，
也
3
1
l
s
)恆
心
盟
約

划
是
直
怯
同
一
個
民
族
郎
選
民
而
汀
立
的
這
盟
約
雖

然
是
天
主
向
選
民
所
宮
一
佈
的
但
間
接
也
是
向
也
人
研

要
求
的
並
向
世
人
所
雌
旭
光
川
的
幸
福
為
此
這
盟
約
不
但

給
人
生
指
定
了
一
極
共
重
要
的
目
的
而
且
也
給
人
頹

廢
央
作
了
一
精
駁
的
解
釋
還
有
接
受
盟
約
的
人
民
享

受
一
種
盟
約
之
外
共
他
民
族
無
法
享
受
的
心
盛
平
安

和
安
全
凶
為
他
們
知
道
天
主
如
何
對
待
人
也
明
暸
人

應
該
怎
樣
叫
到
待
天
主
凶
比
我
們
說
盟
約
確
是
值
約時

代
倫
理
上
的
另

一
基
礎
而
盟
約

的
最
大
表
現
使
是
天

主
的
十
誠
(
出
w
m
申

5
)

十
誠
「
天
主
十
誠
」
這
名
稱
非
常
清
楚
指
出
世

上
法
律
的
遠
困
和
近
因
不
是
人
的
理
智
不
是
人
的
良

、
仙
更
不
是
人
的
上
古
遺
傳

或
習
仇
而
是
天
主
的
旨
比

倫
理
亦
即
道
酷
的
蒙
受
天
峰
的
民
族
叫
剖
州
來
玩

是
與
宗
教
不
能
分
離
的
川
州
封
倫
同
之
所
以
通
弘
金
山

乎
至
尊
的
天
主
的
旨
若
兩
於
人
赴
天
主
的
受
迫
物
他

的
義
務
首
先
必
須
指
向
天
主
而
後
涉
及
山
人
只
釘

「
十
旬
F
A」
的
牛
b
d
E
H
t按
這
次
序
而
排
列
的
再
說

天
主
十
滅
這
些
原
很
適
合
刊
然
律
的
流
命
幾
乎
可
說

是
自
然
律
的
直
接
反
映
迎
第
三
絨

(
史
依
此
他
分
法

第
問
誡

)
也
部
目
是
自
然
律
的
一
耐
人
眩
以
做
一
創
造
他

們
的
州
天
主
然
而
十
成
段
是
臼
然
倫
內
心
悴
的
編

其
法
典
文
何
必
頃
勞
天
主
怯
尊
籽
只
降
臨
的
川
山
來

這
段
隆
重
宣
佈
呢
跑
也
不
外
是

(
a
)
一
也
樣
使
人
更

覺
得
遵
行
十
誡
就
在
秉
承
天
命
同
時
使
人
一
奧
劫
避
免

有
一
應
私
情
妄
作
誤
解
從
而
自
然
倫
理
法
律
史
呵
穩
送

帶
回

(
b
)
可
使
異
教
人
必
十
成
所
念
的
道
德
義
積

存
有
一A
議
從
而
覺
悟
十
誡
係
屬
天
忌
和
神
命

(
c
)

使
我
們
對
人
類
的
唯
一
性
更
能
勘
察
明
暸
州
惠
人
類

的
同
一
終
向
並
為
到
達
這
終
，
川
的
態
伯
大
道

法
律
所
謂
「
約
2

」
(
出
刮
到
)

大
街
叫
“
壯
烈

便
是
十
誠

的
詮
釋
其
他
梅
瑟
瓦
刀
昕
忱
的
法
律
雖
然

有
的
是
在
梅
瑟
死
後
有
的
在
以
民
進
入
持
地
之
後
才

見
頒
布
但
其
制
定
切
都
是
按
照
盟
約
凡
此
給
瑟
的
精
神

而
施
行
的
梅
瑟
這
部
偉
大

的
法
典
有
些
一
直
接
屬
於
倫

理
的
法
律
其
中
也
有
些
是
為
了
應
付
當
時
的
歷
史
環

境
有
些
是
為
了
處
理
舊
約
時
代
的
宗
教
生
活
(
如
種

儀
等
)
為
了
適
應
這
些
歷
史
環
境
研
-
訂
立
的
法
律
和

-. 



-
宗
教
禮
節
並
非
是
一
成
不
變
的
固
定
以
這
些
法
律
和
種

問
-
儀
木
身
也
說
成
了
暫
時
趴
先
知
們
如
依
掀
起
也
耶
肋

.

米
亞
等
才
它
們
終
遭
廢
棄
一
事
會
有
明
晰
叫
悅
耳
一
口
而
且

再
主
耶
穌

(
右
4
M
)
和
他
的
宗
徒
尤
共
是
聖
保
線

也
講
述
得
十
分
清
楚
凶
有
以
十
字
架
第
獻
必
屯
的
新

約
筒
約
及
屬
於
舊
約
的
律
例
都
該
廢
除

(
釋
迦
格
前

希
)
至
於
倫
理
法
律
它
們
段
是
自
然
律
的
表
現
當
然

只
許
吠
全
不
能
隨
除
主
耶
穌
級
已
清
楚
品
過
「
你
們

不
要
以
為
我
來
是
為
廢
除
法
律
或
先
知
我
來
不
是
為

廢
除
而
是
為
成
全
」

(
瑪
5

口
1

叩

)
這
是
品
舊
約

的
法
律
說
包
括
教
條
部
分
教
現
部
分
和
教
械
部
分
耶

穌
藉
看
他
的
啟
示
袖
毛
允
了
教
條
部
分
結
著
法
律
的
真

正
解
說
及
新
誡
命
補
充
了
教
規
部
分
最
後
以
單
事
代

替
預
像
補
充
了
敬
禮
部
分
特
別
參
見
羅

的
‘
迦
3
M

哥
2

口

希
m
I
等
處

4

先
知
與
倫
理
先
知
們
對
選
民
的
倫
理
昕
持
的

態
度
總
括
為
四
點

(
甲

)
他
們
宣
講
道
德
技
發
或
斥
抗
日
人
民
的
罪

過
總
是
反
引
天
主
的
盟
約
和
孩
盟
約
的
精
萃
天
主
十

誡
比
如
那
肋
米
亞
說
過
「
你
們
應
聽
這
盟
約

上
的
品

•.• 

凡
不
聽
從
這
盟
約
上
的
泊
的
人
是
可
咒
罵
的
這

些
而
是
我
在
領
你
們
的
咀
先

﹒•• 

自
埃
及
地
卅
來
的

那

天
吋
你
們
h
w附
的
.••... 

」
(
蛇
口
2
5

參
見
歐
4

2

依
l
H
i

刮
到
6
?

等
處
)

(
乙

)
先
知
們
不
反
叫
到
法
律
而
只
反
此
同
守
儀

式
如
果
以
鼠
不
遵
奉
天
命
雖
然
外
表

上
佫
守
禮
儀
獻

十八重2549 

各
種
祭
品
這
一
切
在
天
主
心
目
中
已
失
去
f

它
們
的

價
仰
宗
教
些
旨
尤
其
足
的
具
疋
主
給
闊
的
選
民
是
在

於
奉
行
天
主
的
學
旨
在
於
與
天
主
相
契
合
所
行
的
祭

紀
節
期
或
祈
禱
都
應
是
泌
於
巾
而
形
於
外
的
7
.
K
天
主

的
表
示
假
使
沒
布
誡
於
中
的
是
那
些
外
表
的
必
作
成

儀
式
便
成
f

陷
人
於
偽
善
的
媒
介
這
樣
那
些
迎
儀
非

但
無
益
而
且
為
若
非
淺
日
比
歐64
6

河
山4
4
5
u

i

盯

米
6
6

l
s

耶
7
4

l
n

等
處

(
丙
)
先
知
們
吋
為
一
方
面
領
悟
到
盟
約
刊
以
法

律
的
真
諦
發
覺
世
人
的
懦
弱
幾
乎
不
可
救
藥
另
一方

面
由
於
他
們
深
低
天
主
的
心
不
能
洛
空
史
悄
-
L
M天主

是
至
仁
至
慈
的
研
以
就
叫
叫
“
州
細
心
到
另
一
頃
盟
約
一
個

永
久
的
新
盟
約
到
那
時
天
主
會
把
自
己
的
法
律
銘
刻

在
人
心
版
上
這
樣
先
知
們
也
就
種
偏
f

選
民
接
受
那

新
而
永
久
的
盟
約
見
那
H
M依
刊
6
"
6
臼
3

;

s

等

處

。

(
4
1
)
此
外
先
知
們
也
討
黑
精
社
會
隨
倒
反
擊

。

-

(
|

他
們
保
治
寡
婦
街
道
瓜
兒
弱
小
依
搬
芯
通
米
技
也
盟

副
昕
刺
制
米
亞
四
位
使
是
在
這
方
石
山
尤
為
致
力
的
人

物
見
依
5
7

卸
兒
"
那
7
ω

米
3
1
!

4

函
3

?
臼
等
比
你
市
街
口
所
知
卜
山
時
在
泛
心
世
，
一
本
上
扎
他
位

學
家
品
批
家
攸
治
家
能
叫
比
先
知
們
的
可
叫
“
絕
無
僅

有
事
街
上
咱
們
他
們
的
正
紋
的
明
h
m社
會
你
大
的
宣
慰

品
和
良
仰
不
的
作
過h
川

5

抖
抖
倪
倘
叫
山
先
知
們
止
的
成
人
氏
常
是
憑
給
對

}
t
l

。

天
主
的
信
仰
以
改
天
上
和
以
氏
所
立
的
盟
約
而
從
事

智
已
由
除
f

憑
闡
明
同
樣
的
的
仰
和
盟
約
進
行
迢
，L
作
外

也
重
視
山
經
時
所
得
住
-
巾
問
其
他
氏
族
包
括
其
叫
趴
在
內

而
來
的
智
拉
他
們
立
講
的
宗
旨
是
使
聽
眾
和
讀
者
能

進
得
的
叫
世
和
永
久
的
替
一
禍
為f
達
划
1擅
自
的
他
們
把

修
身
立
德
之
道
圳
作
人
在
刷
品
利
方
圳
川
的
市
人

e

例
仁
們
端
正

的
指
導
在
意
志
方
圓
給
人
有
力
的
必
也
和
鼓
勵
使
人

孺
所
獲
得
的
知
識
善
皮
此
生
然
而
生
不
出
的
幸
福
利
國

漏
除
品
品
正
確
阿
以
哲
學
與
宗
教
為
落
鍵
的
民
盟
外

還
妥
省
普
通
處
世
援
物
的
常
識
相
應
有
的
行
民
智
者

都
一
一
詳
予
支
講
由
此
可
見
以
民
的
智
者
大
概
說
都

時
常
這
一
吼
道
穗
封
於
蛇
口
約
時
代
的
倫
理
學
他
們
的
作

品
不
愧
是
個
金
礦

三
結
論
舊
約
倫
理
的
缺
點

學
保
條
掠
過
「
因
為
忌
律
本
來
就
不
能
成
就
甚

麼••• 

」
(
希
7
H
)
造
必
「
這
樣
法
律
試
成

f

我
們

的
啟
蒙
師
領
我
們
歸
於
是
管
好
使
我
們
自
於
借
仰
而

成
義
」

(
迦
3

臼
)
他
的
心
與
在
口
主
昕
叫
叫
他
來
到
位

上
吃
r
p是
妥
嚷
除
而
是
蠻
行
川
成
法
律
(
為5
口
)
完

全
吻
合
這
些
卅
一
方
，
趴
治
明
茜
約
的
法
律
不
齊
全
另

方
師
講
明
向
約
的
法
律
在
等
待
那
要
完
成
它
的
默
西

亞
正
加
州
先
知
們
?
尤
其
這
耶
肋
米
亞
每
次
泣
山
山
那

新
咐
永
久
的
過
約
時
昕
議
的
一
樣

(
見
吼
叫
)
可

是
倍
約
的
法
律
雖
不
完
全
它
們
畢
竟
是
前
進
的
而
且

是
上
性
的
困
為
它
們
引
導
世
人
歸
於
此
物
的
兀
且
|

耶
穌
基
亂
因
此
這
不
完
色
划
前
進
而
上
陸
的
苗
約
法

律
實
是
天
主
上
智
安
排
的
結
果
正
如
學
保
祿
誠

的

4 .. 



「
仙
一
圈
圈
州
的
衣
足
先
光
而
川
口
包
一
愉
快
起
的
結
俊
統
門
。
包
凶

州
的
」

(
他
的
戶
口“

)

如
果
已
川
咐
:
站
比
一
一
以
則
戒
們
必
仙
似
唾
何
必
何
約
時

代
你
太
人
州
的
過
剋
尸
川
戶
口上
叫
一
一
州
h
H
A
H
峙
的
拉
達
咪
等

，
剎
時
也
在
犯f
天
屯
的
去
作
綠
俏
皮
一
夫
多
其
泌
的

內
的
仙
似
汰
划
反
川
以
改
法
律
悄
恨
仇
敵
等
一
沾
一
切
懷
一

不
去
品
卜
法
令
的
缺
點
M
樣
那
些
關
圳
股
潔
與
不
甘
州
的
伸
伸

例
人
的
時
成
立
川
紅
廿
一
(
價
值
我
們
不
能
妄
加
責
甜
苦
凡
的
叫
它

們
是
，
喝
街
峙
的
措
施
國
此
很
容
易
引
人
陷
M
K你
是
虛

袍
的
可
喃
自
法
利
益
人
就
終
於
墮
入
這
種
喧
抱k
，
成
之

中
的
心
之
何
約
的
法
律
就
其
木
質
而
言
還
是
導
人
皮
道

德
生
活
的
法
律
只
要
世
人
寫
守
先
知
們
的
划
成
小
心
誠

遵
守
迪
拉
一
法
律
他
們
也
就
以
佑
仰
而
生
活
以
“
仰
而

成
投
以
的
仰
而
中
悅
天
主

見
純
瑟
約
3

法
律
十
識
盟
約
斯
多
結
派
仰
仗
的

魯
派
以
及
有
關
各
種
德
行
各
種
罪
惡
等

(
U
V由
)

到
干
一
口
比
「
皆
可Z
H
Z
J
是
一
種
藍
色
的
透
明
貨

站
直

3
」
z
g
z
z

京
其
質
堅
肌
這
種
喘
口
石

會
數
次
見
於
娶
一
經
但
是
沒
有
一
處
對
它
加
以
清
鏈
的

描
述
使
改
們
可
以
得
到
一
種
正
確
的
概
念
以
別
於
其

他
必
石

(
見
出
川
的M
n
H
叩m
u
川
則
仰
的
口
依
M
U
默
訂

閱
等
)見

白
石

(
輯

)

j
r一
位
遣
詞
L
t
蜜
"
君
臨戶叉
口
S
H
R
-

玄
且

HE
S

J

ω

一
鈞
駐
軍

主
一
隨
軍
草
歹

宮
。
ι
5
5
.
崑
且

FE
E

」

一

眩
，
往
醫
生
在
古
埃
及
及
巴
比
倫
被
視
為
社
會
的

2550-2552 -1" J\ ,11. 

上
等
人
物
(創
刊
2

)
收
以
“
之
間
亦
然
(
一
制
卡的

'
〉
、
，

J
、
'
，

d
g
J
I

。

l
l
i
l
i
-
-

2

德
必
4

耶
B
n

瑪
9
u
(
仆
5

臼
)
占
埃
仗
時
代

司
的
次
日
店
主
們
分
胞
阿
德
的
人
在
仇
心
巾
必
然
亦
悠
品

辨
的
呵
府
與
共
他
皮
峭
的
之
手
川
(
仙
口
2
3

)
們
泣

不
川
於
1

川
祭
的
閉
門
坐
在
的
川
約
中
亦
'
，
刊
所
他
又
(
2

蚓
「

時
間
依
3
7

耶
8

自

)
尤
刊
(
在
公
瓜
的
一
一
伙
記
他
們

特
別
受
人
以
至
必
為
仙

Y
J〈E

打
發
來
的
必
叫
中
型
，
仇
並

d
、
、
'
。

勸
人
川
仁
的
時
怒
水
位
們
仆
v
u
d
h川
(
'
們
」
刊
均

1

5

)4

大
上

，H
m們
注
悶
悶
治
以
一
心
的
上
上(巾
的
自

)
邱
穌
亦
八
W
U將

仆
己
的
功
r心
與
叩
門
仆
，
」
之
界
取
怕
比
絞
(
瑪
9

間

小
仆2

i

。
|

|

(
l

口

的
5
U

)
約
川
仙
人
仔
川
的
夫
掃
除
叫
叫
阿
所
熱
悉

的
他
去
門
來
諷
刺
耶
穌
「
儒
生
恥
門
前
你
仆
已
吧
」
(
山
m

4

臼
)
希
叫
他
亦
在
納
悶
肋
妝
鄉
間
則
川
川
樣
的
均
以
來

情
衍
病
人
也
新
約
中
真
正
出
俯
身
而
被
稱
為
閉
門
生
的
只
布

的
的
仙
一
人
(
3
4
H
)
這
巾
他
的
許
作
上

(
的
m京
)

亦
可
見
到
比
如
所
用
的
醫
內
爭
街
-
J
M(的
州4
品

5
M
8

“
叫
“
M
2
的
品
等
)
及
臨
床
診
斷
的
述
品

(
的
4

甜
的

8

盯
|
臼
叫
“

9

呵

!
u
u
u
1

口
等
)
並
對

耶
穌
腎
病
奇
能
的
敘
述
等

(
帥
的5
臼

6
M
H
8
2
9

。

H
U
H
)
都
推
明
他
是
一
位
精
通
閉
門
學
的
人
物

嘲
門
榮
雖
然
在
古
埃
扎
成
反
巴
比
倫
鴨
山
飛
怕
前
發
達

但
在
的
川
約
劫
只
問
你
個
“HA它
的
財
途
除

f

多
6
4

調

「
魚
胸
心
和
肝
能
作
良
好
的
榮
材
」
外
其
他
的
醫

藥
大
都
來
自
草
本
植
紛
以
無
花
來
餅
暗
自
治
外
傷
瘡
傷

(
依
狗
血
列
下
卻
7
)或
以
及
肋
悶
得
的
膏
藥

(
帥
一

種
香
料
研
制
混
成
者
)
(那
8

凹

的
口
)
酒
淡
泊

(
依
1

6

凡
的m
M
H
)
比
(
他
亦
多
怕
物
山
小
木
及
它
們
的
菜
花

戌
似
等
亦
都
是
德
材
的
來
源

(
創
刊
時
則
約
問
科
7

個

)
再
指
M
H
必
法
叫
作
上
悅
定
的
亦
多
沈
呼
皮
划
H
F、
必

物
息
與
不
潔
的
分
辨
妳
治
上
延
的
“
叫
撥
走
出
淤
宗
教

糾
糾
手
可4小U
A
的
街
仆
仁
的ι的
究
h
k州
的
的
防
及
令
.
民
族

。

的
w
t收
亦
佔
汁
的
法
律
汀
立
的
重
裂
成
份

明
阿
根
手
術
關
於
比
她
我
們
所
知
名
猶
如
嬰
粒

上

的
藥
材
寥
寥
焦
幾
但
是
容
易
的
萃
的
手
術
似
乎
是
有

。

的
比
如
花
灼
瘖
傷
之
封
口
拆
骨
之
結
遠
等
最
普
遍
的

手
術
是
訓
扣
它
除
f
k
甘
衛
生
的
意
義
外
也
是
宗
教
上

。

'

。

的
儀
式
至
於
、
手
街
的
技
衛
我
們
則
一
無
昕
知

(
特

)

但
也
眩
目
尸
「
出
B
E

苟
言
。

J
H

止
一
一
位
仆
街
武
器
在

再
以
、
已
b
L
t「汁
可
l

H

『
〉
1

、d
a

』
{
i
l
'

，

2
4

出

l
'
t
f

r

e

、

的
川
約
中
圳
扯
皮
毛
的
地

。
自

1
1

，

方
扳
手
多
犯
以
民
的
版
史
上
最
初
使
用
它
的
似
于
只

眼
必
召
王
泣
將
自

(
總
上
口
時
列
上
n
H
)
從
來
才

告
凡
此
於
士
兵
(
一
柄
干必
H
)
廿
世
致
平
民
布
要
時
也
利

用
它
來
日
街

(
厄
下
4

刊
)
這
種
武
器
並
非
出
何
以

。

民
而
是
泊
來
口
問
它
的
時
們
造
是
將
銅
或
鐵
片
縫
在
以
皮

。

-

V巾
「
或
布
匹
昕
作
成
的
軍
衣上
而
成
半
衣

μ伯
領
皮
…h
M細

長
皮
則
叫
州
時
而
努
~
背
過
是
眾
膝
"
成
為
你
叫
f
e
f
沮
些
銅
川
岫

猶
如
何
…
鱗
故
街
「
鱗
片
十
以
」
成「
拉
卡
以
」
之
稱
(
織

上
口
5
)
女
拉
約
古
四
世
亦
會
用
它
來
裝
備
自

己
的

軍
隊
(
加
上
6

品
)

鎧
間
，

亦
有
真
象
敏
的
立
義

「
上
主
身
穿
正
義
作

鈍
巾
」

(
依
m叮
叮
參
見
得
的
5

8

)
是
值
的
、
進攻變
動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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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上的
的干~

兒陰文傲的
武談我-，
~~ 、與們靠
天發知 上
主擊。道正
的有義
全 自作
品j 街甲
誌防 」
裝。禦 (

堅弗i
司 ()

義 . 1. 
gp ....... 
為在
抵此
抗處
惡 由

(
韓
)

見
筒
子

自
將
証
自
時
「
J悶
。g

m
H
dm
g
D

J

站
街
a
m
h尸P
/
F
-
-
E
C
G
-
=
s
g
o
\

u
m給
任
全
t
k「
因
m
m
3，m
E
Z
ω
J
猶
太
人
價
將
舉
經

站
華
小
e
y
/

吉
吧
。
m
E
Z
ω
\
分
成
三
性
和
創
出
眼

先
知
及
雌
性
集
這
種
分
法
已
清
楚
見
於
德
訓
篇
的
序
言

所
謂
細
則
包
括
下
列
諸
古
學
詠
集
飯
言
約
伯
山
河
五
卷

經

(
即
雅
歌
盧
德
傅
哀
歌
訓
道
篇
文
斯
德
爾

)
以
及

達
厄
爾
肛
上
厄
干
和
一
侃
上
編
下
基
督
教
會
更
將
德
訓

偶
及
加L
則
下
加
入
這
一
集
恥
輯
到
一
詞
在
原
文

上

的
意
思
是
「
聖
與
」
「
墨
學
日
」
或
「
捏一
著
作
」
這
名

稱
出
自
熱
線
尼
莫

見
聖
經
主
自

(
韓

)

白
白
旬
\
白
。口
宵
"
出

E
J

雄
勢
是
印
度
出
產
的

V
O晶
亮

/
C
L
臣
"

。
"
{
-
5之

o
l
-
-
-

2
i

→
'

，
、
一
種
動
物
在
撒
綠
講

時
代
可
能
已
由
巴
比
倫
及
u波
斯
而
進
入
了
墓
地
(列

上
叩
臼
)
聖
經
上
有
兩
個
不
太
清
鍵
的
名
詞
許
多
學

者
譯
作
雄
刻
間
副
譯
本
亦
然(
制
狗
叫
制
到
品
)
耶

穌
論
扎
扎
他
的
再
臨
(
谷
口
自
)
及
伯
多
綠
背
主
時
會

提
到
「
為
鳴
」

(
瑪
鈞
H
H

甘
)
馬
爾
谷
更
清
鍵
的

知
山
夜
間
的
知
鳴
有
兩
次

(
谷
M
M

聞
刊
)
考
古
學

家
法
趴
叫
他
們
在
米
茲
培
(
見
蘇
的
品
郎
今
之
納
斯
民

(
斗
丘
，Z
S
F
O
Y
)廢
墟

)
及
華
貝
紅
考
察
挖
掘
的

十八，112553-2529 

結
果
已
肯
定
在
當
約
時
代
的
也
划
抓
到
已
有
了
雄
鎖

母
啊
均
在
你
約
中
向
未
提
放
過
母
啪
創
新
約
中
只
在

瑪
幻
盯
及
其
相
對
的
經
文
中
的
蚓
U
H
提
過
母
們
制
作
為

母
愛
的
象
飯

(
韓

)

u
m
ι
3
2

，
~
主
曲
，
\
白
。
口
r
h
g
d〈
/

站
必
章N
叫
m
U
/C
色
】
的
凶
口
言
之

引
M
便
τ
』

M
便
吋
0
3
5
.
T
E

『
憫
。

J

站
啊
啊
牛
才
制
明
本nF
E品
。
-
E
P

巴
拉
間。
-
-
R
O」

鞭
刑
第
一
次
見
於
雪
經
是
在
女
提
約
古
迫
害
猶

太
教
民
時
他
曾
以
鞭
子
和
牛
筋
來
痛
打
瑪
加
伯
母
子

八
人
(
圳
下
7
1
)
在
此
之
前
即
在
羅
馬
人
征
服
墓

地
之
前
蚓
蚓
人
的
刑
罰
大
都
只
是
棍
刑
(
酬
的
“

n


M

鈞
2

肋
ω
m

鐵
m
H
)

鞭
子
的
格
造
是
以
或
組
或
細
的
數
根
皮
條
作
成

皮
條
上
繫
有
骨
塊
或
在
其
尖
端
縛
以
鉛
球
細
的
皮
鞭

較
粗
者
更
為
惱
害
因
為
易
使
犯
人
的
皮
膚
敵
裂
這
種

點
蚓
人
首
創
的
新
式
刑
罰
之
間
害
與
否
在
於
(
a
)

鞭
子
的
粗
細

(
b
)
創
子
手
用
力
的
輕
重

(
C
)
及

心
理
上
所
受
恥
辱
的
大
小
而
定
拔
古
羅
馬
作
家
的
證

明
受
鞭
刑
的
人
十
之
八
九
都
A
W死
亡
可
見
其
如
何
間

客
後
來
法
利
率
人
為
澄
免
使
人
死
亡
規
定
只
可
打
四

十
鞭
似
久
怕
數
鉛
故
後
來
只
准
打
三
十
九
鞭

(
格
後

叫
“
)
米
市
納
詞
三
十
九
鞭
的
分
法
是
胸
部
十
三
鞭

背
部
兩
邊
各
十
三
鞭

(
猶
太
經
典
正
文

)

他
攸
受
鞭
刑
的
犯
人
有
三
種
(
a
)
犯
過
及
叛
變

的
奴
隸
和
犯
嚴
重
軍
紀
的
士
兵
及
逃
兵

(
b
)
拷
打

見
前
條

#.‘ 

不
招
或
不
作
口
供
的
犯
人

(
C
)
死
囚
在
必
法
場
之

前
先
受
鞭
刑
此
後
者
是
耶
穌
所
受
的
鞭
刑
(
為
幻
目
)

這
是
一
種
十
分
殘
忍
及
羞
恥
的
刑
罰
拔
後
來
的
頗
爾

季
雅
法
律

(
F
O
H
M
S
門
的
』
凶
)
禁
止
鞭
打
羅
馬
公
民
大

概
在
猶
太
人
的
會
堂
中
的
法
律
學
士
們
對
犯
法
的
猶

太
人
有
權
執
行
鞭
刑

(
瑪
ω
口
幻
H

谷
口
9

宗
5

的

詔
"
)
但
一
定
沒
有
羅
馬
人
的
鞭
刑
那
麼
叫
它
口
保
祿

亦
承
認
會
受
猶
太
人
鞭
打
五
次
(
格
後
U

H
)

見
苦
難
史

(
韓

)

側
面
s
b
臼
「Ad

M母

J
「
題
銘
」
原
是
一
拉
1

字

5

閃
電
《
撞
/
、

H
E
z
-
E
LI
-
-

E
F
A
R
E
-
J
F

、
希
臘
文
作
「
目

已
。ω

」

木
不
見
於
七
十
賢
士
譯
本
就
希
臘
文
而
言
此
字
只
見

於
軌
制
而
且
只
用
了
一
次
師
范
W
H
m

拉
丁
通
行
本

在
新
約
內
除
若
w
u
m

外
尚
有
谷
的

臼
但
原
文
創
作

「
o
y
m
E
Z
O」
(
牌
題
)
至
於
詔
約
則
屢
見
不
鮮
芯

義
繁
多
基
木
意
義
不

外
是
記
念
或
用
以
指
石
的
石
柱

(
側
詢
問
n
h
H
H
H
n
u加上
M

甜
)
，
或
用
以
指
w
u
r
碑

或
記
念
碑
墓
脾
(
創
刊ω
叩
列
幻
口
)
記
念
碑

(
也

圳
的

4

則
下
的

問
崗"
刊
)
或
用
以
指
神
像
偶
像

(
肋
必

1
門
口
目
)
或
用
以
指
記
號

(
削
"
H
)
。
原
文
用
字

不
同
訓
倒
叫
什
間
封
戰
利
用
(
1，亦
不
同
但
叫
甘
甜
的

利
概
譯
作「
d
E
E

〕

(
漁
)

m
Z
R
白

J
E
。

-
c
E
J希
伯
來
文
指
示
顏
色
的
專

g
h
主
佐
夫
E
f
n

旦
『
」

」
J
E
t
-

J

、
用
名
詞
是
很
少
的
所
有
者

多
半
是
光
明
與
黑
暗
明
亮
與
暗
淡
的
對
比
而
已
聖
經

上
所
提
及
的
顏
色
不
外
下
例
幾
種



心
白
色
盯
在k
d

(
八
九M
WS
叫
3
4

W
H

H
)
、
勝

利

(
別
6
2

)
5
樂

(
圳
9
8

)、
熱
採(關
I
H

) 、

白
白
大
方

(
艾
8

臼
)
的
的
社
弘
嚕
一
叭
上μ
仗
，
何
白

色
的
事
物
很
多
諸
如
白
色
細
麻
及
其
他
做
撞
在
抖
的

顏
色
(
如
1
6

圳
9
8

等

)
釘
白
色
的
切
(
圳特

臼
)
寫
納

(
圳
的
目
)
牙
樹

(
側
的
竹U
)、

五

(
叫
4

6

所
u
u

刮
到
9

等

)
、
麵
包

(
餓
的
問
)
、
牆
壁(期

幻

盯
到幻
3

)
月
克

(
山
間必
師
副6
叩

門驢
子
(
即
叫

5

刊
)
並
有
自
市
民
帶
紅
的
斑
喧
(
叫
u
u

)
.
面
色
蒼

白
的
產
婦

(
耶
狗
6
)

@
綠
色
是
興
隆
茂
盛
的
象
旬

(
馴
的

且
一
制呢臼

取
刊

H
U
S
達
4
4

等

)
此
外
對
叫上
品
被
有
綠
色

的
事
物
如
有
綠
色
的
平
(
的
1
叩
9
3

圳
的

時
制6

時
制8
7

等
)、
回
國
及
花
園
(
制
U
M
則
上
幻
2
制

6
u
)
綠
色
的
樹
的
的
兩
反
未
成
熟
的
果
實(叫
u
z

制

"
日

創
盯

s
m叫2
m

口
8

等
)。
其
扎
有
淺
綠
及
黃
綠

的
分
別

(
晰
口
的

制
的
H
)。

@
紅
色
是
合
何
生
命
的
血
波
(
圳
下3
n

峭
的

2

8

)
收
平
死
亡(
如
圳6
‘
)
及
罪
惡
(
制
I
U
)

的
家
必
紅
色
的
事
物
有
紅
色
的
珊
瑚

(
到
4
7
)、

語

(
依
的
2

)
調
味
口
問
(
削
筠
抽

)
，
動
物
如
紅
牛

(
門

"
2
)
紅
馬

(
區
1
8

6
2
3
)
星
紅
色
的
初
生
嬰

兒

(
制
吭2
)

，

有
血
色
的
青
年

(刷
上
的
口
口
三

點

-

@
黑
色
有
黑
色
的
馬
(
的
6
2
6

駒
6
5
)
黑

叫
一色
的
綿
羊
(
制
扮
自
等
)
、

頭
髮
(
別
u
u
制
5
u
瑞

一5
詞
兒
烏
鴉
(
踹5H
)
夜
晚
(
刷
刷
4

閥
割4
8

斟

2~60 益

2

叩
3

臼

等

)
及
黑
色
的
女
郎
(
如
叫
1
5

)。
黑
色
釘

尖
關
扯
皮
喪
亡
的
的
水
似
意
義(的
6

N
6
圳
6
5
)。

(
韓

)

十
九
矗

胸
墳
野
三

ι
32
ω石
油
詗
巴
力
斯
坦
的
曠

;
i
l
l
-
-

d

I

l

l
e

-
-

:

、
野
並
不
是
我
們
平
常

所
想
像
的
荒
沙
赤
地
而
幾
乎
全
部
是
屬
石
灰
石
的
山

闊
地
帶
過
缺
乏
雨
分
或
土
質
惡
弘
而
成
為
荒
野
地
肌

B
F
F
經
上
稱
之
謂
曠
野
但
這
些
曠
野
並
不
是
絕t
性
凡

因
為
考
古
及
地
質
學
家
告
訴
我
們
在
現
在
或
劉
剛

上

昕
稱
的
曠
野
地
區
占
時
亦
會
街
過
人
煙
及
文
化
的
存

在
是
以
並
非
人
不
品
生
存
的
曠
野
斟
斟

上
為
指
示
曠

野
所
用
的
名
詞
頗
為
豐
富
今
簡
述
如
下

G
「
米
得
巴
爾
」
(
去
E
Z

『
比原
是
指

a

汁
股
九

可
用
為
牧
業
的
平
原
而
言
(
刷
上
U
M
圳
的
H

叭
叭鬥M

u

m叫幻
叩
斟1
"
2
口

)
，
其
次
J
是
抱
不
毛
之
也
成

沙
漠
地
區
而
言

(
削
M
e

叫
3
1

制
H
M

刷
上
圳
的1

到
上
的
問
依
U
H
押
犯1
等
)，

另
外
亦
有
比
志
的
別
也

即
為
表
示
懷
慘
荒
涼
貧
乏
荒
鼎
鼎之
芯

(
山
川M
口
則2

盯
歐
2
5

等
)

@
「
阿
辣
巴

」
(
kr
仔
仔
)
意
謂
「
曠
吭
懷
叫
你

無
人
煙
地
區
」
加
以
冠
詞
則
格
外
是
指
叫
叫
凹
放
阿

辣
巴
河
而
言

(
亞
6
H
)
比
字
原
有
遙
遠
的
乾
枯
地

區
之
意
放
此
多
次
與
「
米
得
巴
爾
」
適
用
(
喇
叭
品
，

仿
•• 

6

州
利S
M們
M
U
A
S耶
2
.

等
)

@
「
耶
E
h
H孟」
(
4
3
7
5。
口
)即
蛾
野
之
地

(
圳

叫
“叫
冰
的
2

)
h何
時
間
「
米
得
巴
爾
」t

川
(
圳
呵
呵
叫

伽
u

m
4側
的
凹
叩

)
，
封
山
以
延
品
則
變
成
問

K
H

地
名

(
你
上
刊
“
約
1

3

口
比
別
叫
制
文
)
。
此
外
尚
，
有

一
些
其
他
指
曠
野
的
代
別
名
叫
的
「
衣
服
」
「
位
平

之
地
」
「
凋
零
之
區
」
等

新
約
的
約
中
的
曠
野
意
義
仍
沿
用
你
h
m則
如
不

同
若
是
新
約
除
f

「
伯
大
曠
野
」
外
從
木
提
及
其
他

任
何
問
定
的
曠
野
並
且
有
些
地
方
「
積
野
」
與
清
靜

之
地
意
向

曠
野
的
象
做
意
義
曠
野
家
做
天
主
的
懲
罰
天
不

阱
，
山
地
終
也
產
先
知
們
的
財
此
種
意
談(例
6
u

U

U
9

血
。

n

M
U

口
則ω
叩

口
6

日
圳5u
則
6
H

叫
“H
m
U
9

宗
2
時

默
口
3

)
人
叫
之
地
將
漏
布
開
胡
開
明

駝
閃
出
魎
份
被
凡
此
野
狗
(
叭
叭u
m
n

M
U
O
M

到

2
叫

的
叫8

的

H
H
默
的
2

)
但
在
默
茵
巫
峙
代
曠
野

將
變
吠
美
麗
的
問
閱
(
依
沾
沾

叮
衍
a
2
6
7

位

以
民
四
L
l

年
的
曠
野
生
泊
在
九
一
小
教4
個
叫
以
氏
的

于
採

h內
心
的
重
火
的1
心
急
立
法
正
是
天
主
向
叫
民
表
示

愛
情
佔
盟
的
黃
金
時
代
(
則
叫
“
凹，

u

刷
刷2M

剖
臼
…

H
h給
准
曠
野
﹒
反
過
數
年
荷
修
牛
，
干
的
之
後
使
在
約
但
何

附
近
的
曠
野
地
帶
閱
始
他
的
傳
教
生
活
(
踹
1
的
2

.
)
耶
穌
受
洗
後
亦
在
曠
野
四
十
萱
夜
祭
食
及
受
魔

鬼
的
試
探
(
瑚4
1

l

u

踹
4
1
l

H
)。

耶
穌
多

次
躲
避
翠
眾
走
向
曠
野
去
祈
禱
並
在
曠
野
兩
次
顯
增

-一一一一



-
餅
的
奇
蹟
用
以
證
明
他
是
賜
給
民
「
焉
納
」
(
指
雪

山
一
種
鑒于學
)
的
默
西
亞(
釗
1
品
峙

6
缸

|
叫
軒
6
自

|
叫

)
默
示
錄
的
作
者
神
視
中
見
默
西
亞
的
母
親
|

教
會
在
生
子
後
逃
避
至
曠
野
象
飯
的
記
念
問
到
到
在

曠
野
中
的
避
難
(
默
也
6
)
(

韓
)

組
踩
且
全
可
「
阿
拉

n
y
J
這
一
名
詞
在
創
制
中
有

1
.
-
4

二

，

1

月

1
i
g
、
不同
的
字
眼
來
表
示
恩

高
譯
本
通
譯
作
「
瀝
青

」
瀝
青
主
要
的
功
用
是
防
水

入
侵
如
制
6
H
制
別
以
瀝
青
來
塗
抹
大
船
的
外
身
削

2
3

梅
瑟
的
姐
姐
以
瀝
青
來
塗
於
草
籃
內
外
兔
水
浸

入
為
拯
救
小
梅
瑟
的
命
依
M
g
則
謂
上
主
將
以
燃
燒

的
瀝
青
來
懲
罰
厄
東
地
區
(
韓
)

位
准
等

2

二

若
有
「
爭
辯
」
之
意(
?
…

2
5
3
7
/
\

見
於
甜
制
及
制
制
位
於
創
蚓

蚓
平
原
屬
本
雅
明
艾
派(幟
上
8

臼
)
充
軍
之
後
與

則
魯
巴
貝
耳
一
同
歸
來
的
本
雅
明
艾
派
人
會
蓋
起
此

城
(
由
上
2
目
眩
下7
盯
盯
缸
)。
割
斷
文
化
時
代
此

城
稱
為
里
達
德
默
特
琉
二
世
將
之
賜
與
晏
送
重
禮
的

猶
大
制
州
到(
刷
上
M

H
)
。
剝
削
仍
沿
用
劉
樹
城
弘

在
這
裝
叫
到
喇
治
好
了
一
個
名
叫
到
別
剛
的
臥
病
八

年
的
獲
瘓
者
(
宗
9

臼
!
自
)
現
在
此
纖
名
制
劑
位

於
現
A
可
以
色
列
國
的
刷
出
城(即
劉
樹上
的
制
蚓
)

西
南
約
十
七
公
里
處
(
韓
)

昀
琨
准
幸w
h「Hb
Z
J灰
人
名
是
一
刷
刷
名
字
意
謂

2
!
p
4
i

'
、
「
美
好
」
保
祿
弟
子
弟
改
德

的
外
祖
母
會
受
到
保
蔽
的
法
錫
因
為
她
具
有
堅
強
的

十九五E2561-2564 

信
德

(
弟
後
1
5
)

她
是
一
位
猶
太
婦
女
大
約
在
四

卡
五
年
上

當
喇
喇
傳
教
路
過
呂
制
蚓
蚓
眛
向
女
兒
剛

尼
刻
一
起
領
洗
入
教
(
由
不
M
W
1
)
(

韓

)

“
男
匪
E
b
v「
F
B
O
J
羅
馬
是
歐
洲
古
文
化
的
中

鈞
E
Z
吋
E
W
/

悶
。
B
m
\

、
心
它
的
歷
史
相
當
悠
長
且

復
雜
當
然
在
這
前
但
我
們
不
能
也
不
需
盡
述
我
們
研
討

論
的
只
是
與
斟
側
有
闋
的
時
雄
風
和
間
最
早
見
於
斟
倒

之
處
應
是
由U
H
門
以
劃
甜
的
名
字
出
札
當
蚓
圳
人
首

次
聽
到
羅
馬
人
扣
留
創
利
回
首
領
的
事
品
時(山
上

1

叩

7
1
)
心
中
大
喜
又
感
於
他
們
輝
煌
戰
結
一
心

傾
向
羅
馬
人

(
加
上
8

1
6
)

希
望
份
與
羅
馬
聯

盟
而
擺
脫
創
利
到
人
長
久
的
壓
迫
於
是
先
後
有
蚓
划

(加
上
8

口
自
)

制
州
叫
(
圳
上位1
4
M
)

以

及
息
孟

(
加
上
M
H
|
剖
)
的
從
中
用
政
府
川
緝
的

人
結
成
聯
盟
而
知
走
努
力
其
結
果
是
綠
悶
，
你
關
內
的

一
切
猶
太
人
在
受
品
經
馬
人
的
特
殊
保
護
(
加
上
的

臼
|
剖
)
共
賞
這
線
形
中
將
猶
太
造
成
f

羅
化
的
似

護
國
質
言
之
成
了
羅
馬
的
屬
國
雖
然
羅
馬
的
兵
力
還

沒
有
直
接
侵
入
草
地
但
是
曾
幾
何
時
終
於
公
元
前
六

三
年
羅
馬
大
將
處
培
的
山
由
于
隊
以
平
息
阿
黎
斯
托
步
研
組

第
二
及
其
M
A依
爾
卡
韌
的
戰
爭
為
藉
口
攻
的
f

別
叫

做
泠
自
此
將
沁
人
開
始
正
式
統
治
巳
力
斯
坦
地
區
公

元
前
凹
0
年
羅
馬
人
委
任
大
黑
洛
德
為
猶
太
人
王
他

死
後
(
公
兀
的
四
年
)
其
凶
土
一
分
面
的
三
由
他
三
個

兒
于
來
管
迎
十
年
後
猶
太
分
必
侯
阿
爾
赫
勞
仙
似
革
職

由
綠
化
總
管
來
管
結

當
公
元
前
六
三
年
海
培
佔
領
耶
京
時
將
一
批
猶

太
人
岫
向
往
羅
馬
為
以
但
這
沁
人
不
久
別
獲
得
f

白
白

留
居
於
羅
馬
但
在
這
之
前
早
已
有
一
此
日
，
有
什
H

險
性

的
猶
太
人
遷
來
羅
馬
居
住
以
經
商
謀
生
按
凶
萃
峙
的

記
敘
他
們
是
一
個
相
當
宮
裕
的
團
體
，
似
約
占
時
執
政

者
應
善
待
他
們
兔
生
暴
動
來
然
凱
撒
對
他
們
大
施
恩

惠
致
使
凱
撒
死
後
仍
有
不
少
猶
太
人
，
小
時
到
他
的
積

墓
上
去
憑
弔
這
批
定
有
的
猶
太
人
且
每
年
捐
獻
金
錢

放
濟
耶
京
這
時
他
們
大
家
集
中
居
於
羅
馬
的
特
和
斯

式
外
勒

(
吋
『E
S
Z
E
)
區
在
奧
吉
斯
都
皇
帝
時
代

猶
太
僑
民
已
達
八
千
人
之
多
但
在
提
庇
留
皇
帝
時
代

(公
元
一
四
三
七

)羅
馬
的
猶
太
僑
民
會
受
f

一
次

不
大
不
小
的
打
學
巾
於
一
件
貪
污
案
的
發
牛
於
公
-
i

一
九
年
約
凹
千
猶
i
A人
被
退
出
郎
神
馬
驅
仕
做
“
附
狄
叫
他

雅
(
F
E
E
E
)
居
性
的
)
在
一
一
一
〔
年
上
父
獲
准
悶
，
雖

馬
居
住
四
九
句
上
階
勞
狄
皇
帝
巾
於
在
推
太
人
間
凶

宣
傳
一
輪1日
而
發
生
動
亂
再
皮
將
他
們
逐
出
那
扎
在
這

批
被
逐
的
人
中
有
俊
來
在
絡
林
多
與
保
總
結
識
的
阿

拉
拉
和
他
的
妻
于
普
黎
及
技
(
京
的

2
)

羅
馬
基
曾
教
會
的
M
A生
很
可
能
是
在
伯
多
祿
和

保
你
來
釗
羅
馬
以
前
的
事
五
釘
節
日
就
有
不
少
的
羅

馬
猶
太
僑
民
在
肌
立
地
到

f

學
艸
降
臨
的
事
趴
聽
到

f

的
多
的
峭
的
宣
講
知
逗
f

一
位
一
耶
穌
汗
難
死
亡
皮
仙
似

活
的
道
理

(
4那2

叫
“
)
無
疑
迋
批
人
的
位
同
釗
羅
馬

之
後
一
定
將
組
闡
發
生
的
這
些
主
趴
山
間
告
與
其
他
的

猶
太
僑
民
以
及
其
他
的
結
凡
人
所
以
在
似
收
到
達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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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之
前
已
在
他
的
H

叫
“
上
消
娃
地
論
巧A
W枷
凡
的
教
友

(
刷
刷
1
7
)
你
放
在
凱
掀
勒
雅
被
猶
太
人
告
發
要
求

去
羅
馬
受
審
(
宗
鈞
m
f

也

)
公
元
六
一
年
似
的
帕
被

解
來
羅
馬
曾
被
囚
兩
年
之
久
在
這
期
間
保
收
曾
多
次

召
集
了
被
逐
後
仍
留
在
將
民
的
一
些
一
猶
太
人
的
首
領

講
T
卜
的
(
宗
鈞
叮
)
其
日
的
不
外
是
務
的
ι
他
們
能
接
受

騙
1日
他
給
川
桔
似
乎
很
不
迎
您
從
那
時
猶
太
人
與
引
外

教
間
一
閥
的
羅
馬
教
友
之
間
釗
分
了
一
清
楚
的
界
限
基

督
教
再
不
是
屬
於
猶
太
人
的
一
個
派
別

故
占
來
的
傳
說
石
問
匕
白
布
徒
由
H
K
羅
馬
被
判
受
泊

的
之
死
刑
似
是
奇
訕
地
來
受
損
害
乃
被
充
証
全
帕
特

際
-
U在
那
尖
府
的f
他
的
默
示
錄
一
直

(
1
9
)
在
新

約
上
捉
到
f

不
少
羅
馬
教
友
的
名
字
其
中
最
主
要
者

是
阿
挺
住
及
普
黎
史
拉
夫
婦
二
人
甚
致
有
人
謂
他
們

是
羅
馬
教
會
的
創
始
人

末
後
按
自
古
的
傳
說
伯
多
級
保
祿
二
位
宗
徒
都

是
在
羅
馬
為
主
捐
軀
致
命
而
死

見
伯
多
綠
保
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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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馬
也
是
外
邦
h
M能
保
泌
的
好
作

(
一
)
緣
起
和
目
的

保
祿
致
R
M羅
馬
教
會
的
動
機
和
致
力
共
他
教
會

的
動
臨
悶
不
同
致S
其
他
教
人
的
刊
可
說
是
由
外
在
原
凶
昕

驅
使
致
力
羅
馬
教
會
部
目
卓
愉
司
內
在
因
素
昕
促
成
的
交

(
H
H
m
B
E
可
)
和
一
些
學
名
認
為
保
祿
刊
已
為
縱
馬

公
民
和
被
打
其
有
歸
化
外
間
內
人
的
使
命
在
他
傳
教
開

始
創
第
一
次
傳
教
行
程
時

(
公
元
四
四
!
四
九
年
)

就
決
意
要
到
終
馬
去
他
好
像
感
到
自
己
有
師
化
羅
馬

啼
闋
的
必
要
和
立
任
的
氏
此
必
別
忘
雖
作
扒
手
能
成

立
的
為
沒
J
h可
如
悴
的
誠
的
心U
A品
在
第
三
次
傳
教
行

程
中
(
五
三
l

五
八
年
)
你
驗
有
此
決
心
如
釘
一
些
一

很
可
靠
的
流
做
宗

w
n
記
收
「
這
些
事
以
後
保
腺
決

意
要
經
過
馬
其
頤
和
阿
哈
雅
往
耶
路
撒
冷
去
說
我
在

到
那
4誤
以
後
也
拉
看
看
羅
馬
」
保
驗
在
羅
中
有
好
幾

處
也
提
起
這
種
去
總
鳥
的
決
心
如

l
s

l

口
的
自
|

臼
給
羅
馬
人
心
且
講一
職
音
在
這
位
外
邦
人
的
宗
徒
|
|

保
祿
看
來
才
是
為
墓
督
服
務
的
最
高
表
現
他
的
這
種

決
心
也
得
到
了
吾
主
的
認
可

(
宗
n
u
)

因
此
他

認
為
去
羅
馬
段
是
耶
穌
的
旨
意
所
有
一
切
阻
跟
他
難

以
質
現
的
事
就
都
是
山
山
於
撒
m
m
(l
u

的
目

的
叩
參

閱
得
前
2

刊
)
再
進
一
步
就
保
祿
原
來
不
肯
在
別
人

傳
教
的
地
方
去
宣
講
一
腦
立
目(
的
血
)
可
是
在
已
有
人

傳
教
的
羅
馬
部
是
例
外
他
覺
得
自
己
是
外
邦
人
的
宗

徒
在
外
邦
人
的
京
都
給
人
宣
講
基
督
是
他
的
責
任
況

且
耶
穌
自
己
也
要
他
在
羅
馬
給
自
己
作
證
為
了
這
兩

個
原
狀
叫
你
絡
應
該
到
跟
你
盯
去
圳
們
在
此
妥
注
怠
保
你
的

f叫
做
他
告
訴
被
老
刊
已
到
京
都
去
足
為
能
因
若
他
與

他
們
共
有
的
位
德
叫
得
去
必

(
1

9

1

臼
)
原
來
經

馬
伯
文
的
信
德
川
山
間
相
凡
是
門
通
八
遠
的
京
都
使
因
此

聞
名
天
干

(
1
8
)
關
於
心
神
州
在
外
邦
人
中
州
市
恥
軾
的

功
紡
丕
少
在
沁
仔
內
的
各
地
教
會
中
尤
共
在

w
m民
U

n
+布
版
問

(
川
叫
小
叫
A
H
﹒
時
)
叫
你
總
除f
自
已
研
w
t
t
斗

的
教

人
的
H

外
沒
必
第
二
處
受
到
如
狂
烈
抗
那
樣
熱
烈
的

歡
迎
保
旅
要
從
這
位
進
外
教
主
義
的
帝
國
京
都
以

前
先
衍
了
一
封
a問
我
介
紹
佑
在
此
括
中
將
「
自
己
福

音
」
的
綱
要
到
你
鬥
絲
馬
人
這
一
峭
詩
的
綱
要
十
分
適
合

川
的
時
間
靴
馬
世
朽
昕
倡
導
的
「
大
向
主
表
」
和
「
人
文

主
義
」保

祿
叫
J他
們
宣
稱
全
人
類
都
墮
落
f

人
只
憑
自

己
的
力
泊
絕
不
能
得
救
只
有
創
造
宇
宙
駕
物
的
天
主

諸
省
自
己
的
學
了
耶
穌
萃
皆
才
能
振
救
人
類
脫
離
罪

惡
在
人
方
府
為
獲
得
救
恩
並
不
是
很
難
的
事
也
不
前

要
守
煩
瑣
的
總
瑟
法
律
只
要
信
仰
就
夠
了
即
是
說
人

該
以
忠
誠
純
潔
的
信
心
接
受
天
主
的
恩
賜
就
必
然
得

救
因
為
世
俗
的
哲
學
權
勢
和
法
律
對
人
的
得
救
口
忌
恨

能
圍
的
力
換
旬
到
說
人
自
己
不
能
你
放
自
己
像
逼
樣
高

深
的
道
理
也
許
本
3

的
收
關
人
不
能
完
全
f

解
就
是

在
兩
千
年
後

的
我
們
還
是
一
談
不
能
完
全
了
解
只
能

夠
說
本
書
是
學
教
會
神
學
和
基
督
文
化
的
基
礎

(
三
)
內
容
與
分
析

+
4
3主
題
是
論
「
人
皆
有
罪
」
無
論
是
外
邦
人



-
或
猶
太
人

「
都
失
掉
了
天
主
的
光
榮

」
(
3
詞
)
外

川
一
邦
人
的罪
特
別
是
指
假
智
訕
訕
「
他
們
以
不
義
抑
制
了

-

基
督
」

(1

M
)
猶
太
人
的
罪
特
別
是
指
假
仁
義
他

們
禁
止
人
作
的
事
反
而
自
己
都
作
了
為
什
麼
人
都
犯

了
罪
保
祿
在
5

臼
1

到
論
述
了
這
原
因
因
著
亞
特
間
的

霏
霏
甜
甜
使
侵
入
了
這
世
界
從
而
因
著
罪
而
產
生
了
死

亡
所
以
一
切
人
都
應
當
死
這
是
因
為
人
們
都
犯
了
罪

保
祿
隨
後
又
由
一
切
人
都
要
受
審
判
的
道
理
上
而
證

明
人
皆
有
罪
人
前
既
然
都
有
罪
並
且
對
自
己的
罪
又
必

須
頁
責
任
那
麼
世
間
的
每
個
人
都
須
賴
天
主
救
聽
之

恩
方
能
得
救
保
祿
在
3

刮
目

講
論
獲
救
的
唯
一
辦

法
是
人
憑
信
德
賴
耶
穌
貧
血
救
般
的
功
勞
才
能
成
義

而
得
救
人
得
救
唯
一
辦
法
說
如
上
述
所
以
外
邦
人
所

誇
耀
的
智
慧
猶
太
人
所
研
恃
的
割
損
種
對
於
得
救
都

無
濟
於
事
人
得
救
並
不
是
憑
人
自
己
的
作
為
也
不
是

憑
人
守
什
麼
法
律
更
不
是
憑
人
自
己
的
知
識
才
學
而

只
是
憑
人
的
虛
心
受
教
全
心
全
意
信
賴
天
主

人
全
心
全
意
信
賴
天
主
就
能
成
義
因
為
天
主
只

有
一
個
他
不
僅
是
猶
太
人
的
天
主
也
是
外
邦
人
的
天

主
他
使
受
制
緝
的
人
藉
話
信
德
成
義
也
使
未
受
割
損

的
人
叫
肺
活
倍
德
成
義
(
3
甜
甜
)
保
線
為
附
發
這
不

容
懷
疑
的
大
道
嘲
地
首
先
引
誰
亞
巴
郎
成
義
的
事
質
為

祖
祖
「
亞
巴
郎
信
了
天
主
天
主
放
以
此
算
為
他
的
正
義
」

(
4
3創
臼

6
)隨
後
引
誰
達
味

(
娶
一
詠位
1
)
「
罪

惡
蒙
赦
兔•••

••• 

這
人
是
有
稿
的
」
(
4
7
)
般
格
地

說
「
信
德
」
雖
不
是
非
得
其
報
不
可
的
行
為
但
是
因

十九2565 

為
人
全
心
信
賴
了
天
主
而
天
主
批
喜
歡
他
賞
賜
他
使

他
成
義
就
如
同
使
改
巴
郎
成
品
一
樣

保
蔽
之
昕
以
引
證
亞
巴
郎
為
信
賴
主
的
技
施
第

一
因
為
他
的
一
生
事
跡
是
猶
太
人
所
最
長
仰
的
第
二

因
為
他
是
我
們
人
類
信
德
的
始
祖
怎
麼
說
他
是
外
邦

人
信
仰
密
的
糢
範
和
始
祖
呢
論
信
德
他
是
外
邦
人
的

精
神
的
始
組
因
為
原
來
他
成
義
的
時
候
還
沒
有
受
到

割
損
他
是
猶
太
人
的
始
祖
就
血
統
而
言
猶
太
人
原
是

他
的
子
孫
保
祿
所
論
述
的
是
完
全
按
照
耶
穌
所
論
的

如
果
猶
太
人
不
效
法
亞
巴
郎
的
信
德
只
憑
血
統
不
能

避
救

(
若
8

的
i

的

)
血
統
不
是
只
有
權
利
而
沒
有

義
務
的保

祿
為
證
明
這
道
理
引
證
亞
巴
郎
的
事
跡
兔
不

了
與
猶
太
主
義
保
守
派
發
生
爭
執
羅
和
迦
雖
然
都
是

與
這
一
派
人
的
論
戰
但
二
苦
的
表
現
封
不
同
前
者
和

平
莊
般
依
理
論
作
深
入
的
辯
論
後
者
如
含
有
激
烈
憤

慨
的
成
份
此
外
二
古
的
者
重
點
也
不
同
迦
著
重

「
恩

許
」
而
羅
則
著
重
「
成
義
」
與
「
正
義
」
就

「法
律
」

的
意
義
說
二
書
也
有
分
別
在
迦
是
狹
義
的
幾
乎
不
離

梅
瑟
法
律
在
羅
詞
是
廣
義
的
不
但
談
梅
瑟
法
律
和
自

然
法
律
也
淡
一
般
人
圍
的
的
法
律

(
7
)

保
敵
對
罪
惡
的
根
本
來
源
|
|
亞
當
的
罪
和
死

在
羅
比
在
迦
闡
發
得
更
為
深
刻
對
於
控
制
罪
惡
的
原

因
前
者
比
後
者
也
講
得
更
明
晰
人
因
受
洗
有
份
於
耶

穌
基
督
的
垂
死
與
復
活
(
6
)
敗
壞
的
人
性
在
罪
惡

槍
勢
下
固
然
非
常
悲
慘
但
復
原
後
的
人
即
成
義
的
人

在
學
的
領
呼
之
下
部
非
常
幸
福

(
7
8
)

關
於
峙
們
太
民
族
的
問
題
在
迦
4

缸
，
恥
的
結
論

是
黑
附
和
悲
慘
的
但
在
綠
9
-

u
刻
，
何
一
篇
神
的
凶
手
上

的
附
述
給
以
色
列
預
告
一
個
光
明
的
結
局
他
們
早
晚

要
歸
依
耶
穌
，
|
|
他
們
的
默
西
亞
早
晚
終
必
得
救
天

主
決
沒
錯
選
以
色
列
作
自
己
的
百
性
天
主
的
召
選
之

恩
是
無
比
的
廣
大
將
來
必
有
一
天
以
色
列
全
體
百
姓

要
向
自
己
的
默
西
亞
呼
喊
說
「
因
主
名
而
來
的
當
受

讀
頌
」

(
路
口
品
)

木
立
日
第
三
部
份(
白
!

的
)
所
論
述
的
是
倫
理

法
則
本
來
沒
有
什
麼
難
理
解
的
但
有
兩
點
必
須
客
加

討
論
一
是
對
軟
弱
弟
兄
飲
食
的
規
划
二
是
基
督
徒
瞞
你

如
何
服
從
政
府
關
於
前
者
保
祿
在
格
前

8

論
吃
祭
肉

的
問
題
上
已
定
下
了
一
個
原
則
對
待
軟
弱
的
應
當
以

愛
德
的
誠
命
為
標
雄
關
於
後
者
保
祿
如
伯
多
條
訂
下

了
一
個
相
似
的
原
則
只
要
事
不
違
反
天
主
的
誠
命
瑟

督
徒
有
出
於
良
心
服
從
政
府
的
義
務
(
弟
後
2

和
伯

前
2

臼
|

臼
)

上
面
關
於
本
書
的
內
容
所
論
述
的
不
是
按
章
節

的
次
序
而
是
按
理
論
的
邏
輯
次
序
這
樣
論
述
它
的
內

谷
可
以
窺
見
保
線
的
心
理
以
及
他
在
口
授
時
所
根
峻

的
原
則
如
果
拔
萃
前
的
次
序
來
創
分
本
書
大
致
可
分

為
三
大
段

序
文

(
1
1

臼
)
保
線
在
序
文
中
陳
述
本
占

的
原
委
之
後
師
道
巾
r

本
志
的
主

題
所
有
的
人
無
淪

是
外
邦
人
或
猶
太
人
只
有
以
信
仰
基
督
的
眉
立
日
，
才
能



得
救
(
I
H
i

口
)

第
一
段
人
因
信
德
成
義
而
得
救

(
I
H
8
M
)

1

人
類
在
蒙
受
救
臉
之
前
的
狀
次
外
邦
人

(
1

u

1

也

)
和
猶
太
人
都
犯
了
罪

(
2
1
3

甜

)天
主

使
他
們
成
義
線
救
他
們
不
藉
法
律
而
只
憑
信
德

(
3

n
1

4

自

)

2

成
義
的
效
果
人
成
義
之
後
自
然
與
天
主
和
好

對
天
主
有
依
靠
的
心

(
5
)
擺
脫
罪
惡

(
6
)
脫
離

f

梅
瑟
的
法
律

(
7
)
是
天
主
的
兒
女
常
有
天
主

墓

神
引
導
維
漢
死
後
獲
得
永
生
(
8

)

第
二
段
以
色
列
選
民
的
權
利
問
題

(9

日
)

天
主
吋
選
民
始
終
是
忠
佑
而
正
義
的

(
9
)
選

民
品
但
絕
「
默
山
也
叫
過
到
天
主
的
指
棄
全
是
咎
由

自
取
(
m
)
選
民
的
被
棄
僅
是
局
部
和
暫
時
的
這
是

天
主
深
奧
難
明
的
旨
立

(
刊
)

第
三
段
基
督
徒
生
活
的
規
律

(
U
I
|
時
間
)

論
基
督
徒
的
筒
制
與
忠
於
職
守

(
u
l

t

8
)

論
對
天
主
與
對
人
的
愛
德

(
泣
，
|

缸
)
論
作
國
民

的
職
責

(
U
Ii

T
)
專
論
愛
人
和
戒
惡
行
善
的
方

法
(
H
S

H
)論
對
待
軟
弱
弟
兄
的
規
矩

(
M
I
l

的
問

)結
論
(
臼
H
M
盯

)給
讀
者
預
告
自
己
的
行
程

計
創

(
M
M
H
|
詞

)
向
一
些
知
名

的
信
友
間
安

(
的

-

-

M
)
莊
般
的
讚
頌
辭

(
的
自
|

盯
)

叫
一
(
=
二
完
整
性

1.

, 

一

開
於
本
3

的
完
整
性
只
判
最
後
兩
章
發
生
了
不

2565 十九 1ft

少
的
爭
執
一
有
些
古
抄
本
如
L

號
卷
和
一
些
小
字
抄

卷
缺
少
最
後
兩
章
二
最
後
兩
章
所
論
的
似
乎
與
前
十

四
章
不
很
相
符
合
三
瑪
爾
強
昕
編
新
約
經
自

己
g
g

g
E

n
5
2
ω

)也
缺
最
後
兩
章
德
都
良
也
似
乎
沒
有
見

過
四
類
似
的
結
論
會
重
見
四
次

(
的
曰

“
凹

的
卸
的

自
|

盯
)
五
的
章
昕
問
候
的
人
大
半
是
亞
細
巨
人
羽

且
保
祿
從
未
到
過
羅
馬
如
何
能
夠
認
識
羅
馬
教
會
這

麼
多
的
人

雖
然
有
些
一
反
對
理
由
但
無
礙
於
本
主
的
完
整
性

因
為
核
大
多
數
的
抄
卷
和
譯
文
部
敘
有
的
的
兩
章
至

於
那
似
乎
蓋
起
的
四
個
結
論
可
以
這
樣
來
解
驛
站
凹

的
結
論
只
是
中
間
一
段
的
結
尾
，
h
m如
在
7

叮

叮

甜

的
悶
得
的
3

u
1

口

得
後
2

臼
等
處
所
有
的
結
厄
品

一
樣
不
能
算
是
全
泣
的
總
結

的

H
內
的
結
尾
必
很
似

乎
是
一
插
旬
昕
以
質
際
上
只
布
的
間
和
M
W訂
這
兩
個

結
論
對
於
這
兩
個
結
論
的
來
源
學
者
們
這
樣
推
測
保

綠
寫
到
時

間
已
算
結
束
了
全
3

但
父
想
起
也
已
同
伴

也
應
向
羅
馬
信
友
間
安
使
叉
口
授
了
的
缸
!

卸
的
問

安
譜
既
然
加

上
f

這
四
節
問
安
的
話
必
須
另
作
一
個

結
論
如
此
保
祿
叉
口
授
或
親
筆
寫
了

的
自
1

盯
這
莊

般
的
讀
頌
辭
這
三
節
很
適
合
金
羅
馬
S

的
內
容
右
為

不
屬
於
保
祿
實
在
令
人
難
以
置
信

根
線
瑪
爾
強
昕

一娟
的
新
約
經
自
來
決
定
何
處
屬

於
保
祿
原
著
何
處
不
是
原
著
理
由
不
很
充
足
因
為
誰

也
知
道
學
教
會
初
興
時
的
這
個
異
端
派
的
頭
且
對
於

新
約
的
經
文
會
任
意
刪
改
過
至
於
德
都
良
在
反
瑪
爾

強

-
5
中
寫
的
「
在
結
束
時
」
的
一
旬
話(
E
J
E
d
m
a

己
"
-3
n
p

kr身
﹒
崑
凶
『n
E
E
B

〈
﹒
字
)
有
些
技
訂

學
哲
以
為
是
指
羅

抖
的
結
束
語
但
德
氏
此
為
含
糊
不

清
不
能
憑
此
「
含
糊
不
清
」
的
仁
的
去
武
斷
德
氏
本
承

忍
昭
雄行
的
兩
章
即
使
退
一
步
來
品
倘
若
德
氏
的
心
其

含
有
這
種
「
否
品
」
的
意
思
間
組
也
不
雌
雄
解
答
可

能
他
當
時
手
邊
的
抄
卷
是
專
為
總
行
宗
教
儀
式
時
期

的
經
吉
至
於
禮
儀
若
為
什
麼
有
客
本
書
最
後
兩
章
是

因
為
其
中
只
敘
述
個
人
的
消
息
和
向
人
間
安
的
人
名

不
宜
在
祂
儀
中
論
讀
就
如
今
日
希
臘
教
會
的
梅

、1
3

(
ω吉
凶
H

E
E
S
)
中
五
旬
主
口
臘
神
七
的
「
R
M
U
削
」

是
取
，
叫
羅M
H
f

且
與
的
臼
盯
由
此
可
以
提
明

i
u

時
也
可
吋
能
是
如
此

(
四
)
作
品
的
時
代
與
地
點

學
各
太
都
公
月
叫
本H
叫
拭
目
-
血
肉
股
公

4

兀
五
七
年
必

更
好
品
是
寫
於
五
八
年
與
五
九
年
之
間
一
泣
主
張
吋
出

本
5

和
宗
的
內
證
來
澄
明
「
你
們
的
信
德
為
全
仰
界

所
共
知
」
(
1
8

)
由
此
一
品
可
知
羅
馬
教
會
的
創
立

至
少
已
有
若
干
年
f

「
我
已
多
次
決
定
要
花
你
們
那

哀
去
」

(
1
日

)
這
句
心
似
乎
不
能
也
定
是
指
宗

n

u

耶
穌
給
保
祿
所
識
的
「
你
放
心
吧
你
怎
繞
在
耶
路

刷
刷
為
我
作
證
也
孩
怎
樣
在
經
馬
為
我
作
遼
」

1
間

所
品
的
是
指
他
在
第
三
次
傳
教
行
程
中
才
決
定
去
羅

馬
的
主
意
而
言

「我
在
到
那
奧
以
後
也
談
看
看
羅
馬
」

(
市
市吵
缸
)

保
祿
臨
然
多
次
決
定
要
去
羅
馬
那
麼
決
定
這
主



-
t
z
a
可
能
是
在
第
二
次
傳
教
行
程
中
不
過
問
喇
在
說
羅

川
之1
間

的
早
的
成
是
在
第
三
次
傳
教
行
程
中
的
來
氧
郎
五

閏

八
年
初
父
從
9
-
M
章
保
A
肺
結
論
以
民
得
救
的
問
題

看
來
以
民
已
大
部
份
捐
絕
耶
穌
為
他
們
所
盼
型
的
默

西
亞
這
悄
彤
總
疑
地
顯
示
耶
路
撒
冷
公
含
混

(
五
0

年
)
早
已
過
去
並
且
由

(
的
u
l
m

)
所
述
在
各
地

傳
一
路t目
的
事
提
明
保
祿
傳
教
L

作
已
有
右
下
年
f
由

此
也
可
推
斷
本
3
似
乎
是
寫
鉛
五
八
年

關
始
寫
作
的
地
點
裁
們
可
由
的
剖
|

且
三
節
中

所
提
到
的
弟
茂
德
帥
的
基
約
雅
松
索
息
帕
特
(
宗
m
J

加
約
(
格
前
l
H
臼
)
厄
辣
斯
托

(
宗
m
m
n弟
後
4

叩
)
並
由
本
3

內
容
所
述
的
結
多
背
長
推
斷
本

3

是

寫
於
格
林
多
城
此
亦
見
誠
於
一
些
古
抄
卷
仙
L

號
衍

號
等
在
結
尾
處
所
加
的
結
晶
「
•••••• 

烏
於
裕
林
多
托

辨
烙
勒
教
會
的
失
執
一
字
福
依
貝
帶
去..... 

」
丹
「•...

. 

特
爾
儕
執
筆
代
足
-
施
依
只
巾
格
林
多
帶
去
」
裕
林
多

是
本
志
寫
作
的
地
站
這
一
批
似
乎
已
成
定
論
以
前
雖

會
布
些
學
者
提
出
斐
理
伯
城
晶
質
泛
地
說
馬
其
頓
省

是
本
書
寫
作
地
點
但
這
一
改
沒
有
多
大
的
恨
她
為
此

現
在
的
學
者
一
致
到
此
為
格
林
多
是
本
吉
的
寫
作
地
點

(
五
)
岐
信
人

木
R
H
是
寫
給
牌
服
鳥
的
基
惜
自
徒
已
是
不
在
做
蜓
的

問
題
雖
然
有
三
個
抄
卷
(
一
個
是
公
元
十
世
紀
的
大

字
抄
卷
G

號
兩
個
是
卡
一
山
紀
的
小
字
抄
卷
)
在
1

7
缺
「
在
羅
馬
」
一
活
似
其
它
所
有
的
抄
卷
和
譯

本
|
|
至
第
十
世
紀
共
有
幾
百
隨
之
多
都
放
有
此
話

+ ) L 摸2565 

並
旦
鄧
街
「
致
羅
馬
人
占
」
(

M
J
S
M
N
。
自
E
。5
)

的
題
名
-
X由
位
女
所
述
更
能
提
明
收
倍
人
為
羅
馬
人

的
時
兩
仇
恨
照
上
商
昕
述
飯
屬
原
著
那
麼
白白
H
l

詞

所
述
看
來
收
伯
人
不
能
不
是
蚓
蚓
人
凶
此
不
須
再
叫

。

論
此
間
超現

在
迋
尖
耐
Z
A
論
的
問
題
是
經
淌
的
甘
扭
扭
阿
信
心
位

是
札
州
人
還
是
猶
太
人
老
於
經
馬
教
會
的
起
源
兒
羅

馬
條
狀
宗
2
m
u
的
品
攸
關
相
馬
教
會
的
首
批
信
友
似

乎
是
兩
猶
太
教
師
化
的
再
從
經
外
交
敵
誰
明
公
一
扎
一

間
紀
的
上
半
划
在
給
馬
品
商
六
海
猶
太
僑
民
考
古
學

家
亦
經
明
在
綠
馬

G
I
川
多
為
K

人
的
A
T
A
H
K
其
中
十
三

。

.
，

你
煦
的
迫
物
尚
存
的
四五
止
今
此
外
芯
卜
特
幾
處
他們
的
沖
怯
地

且
巾
所
發
姻
的
希
伯
來
仰
支
付
科
長
知
道
咱
們
太
偽
成
居

住
從
那
些
城
間
內
阱
勞
狄
H
K
你
從
仗
時
(
公
兀
凹
一

至
咒
四
年
)
間
相
比
已
U
何
不
少
的
提
倚
徒
f
(
鼠
的

。

1
l
l
I
l
l
i
-
-
-

2
)
約
公
元
「n
0
年
兒
打
峙
的
帕
斯(
被
擠
路
斯
的
呵
趴

著
已
夫
今
省
從
逸
來
咱
們
吋
自
旦
旦
。
D
E
B
吋
『
凶
戶
戶
口
p

n
p
﹒
咐
，
E
m
s
o
p
g
z
z
g
2
8
2
5

。
Z
E
Z
E
B
.
E


嵩

E
H
E
F
H
H
H
W
M
E
m

-
M
H
申
)曾提
起
耶
穌
受
苦
難
和

耶
穌
斷
氣
時
太
陽
無
光
遍
地
黑
暗
的
事
這
似
乎
在
羅

馬
是
家
喻
戶
睹
的
f
塔
的
斯
是
寫
貿
錄
的
史
官
他
解

釋
這
「
黑
暗
」
的
現
象
並
不
是
超
自
然
的
奇
蹟
而
只

e 

是
一
植
字
常
的
日
蝕
-
伽
已

如
果
在
甜
甜
加
里
斯
托
瑩
窟
中
發
現
的
刷
刷
頗
尼
雅

(
可
。
B
M
M
。
口

3
)
與
塔
茵
他
(
吋
居
民5.
〉
E
g

-B
M
H
H
T

凶
N
)
所
捉
到
的
朋
頗
尼
雅
(
M
r
s
-
u
g
z
o
s
g
宮
"
)

間
是
一
人
那
麼
喀
勞
狄
在
位
第
一
年
維
馬
位
旅
中
就

已
何
人
信
奉
基
督
教
的
了
這
是
一
件
極
可
能
的
事
並

且
一
些
-
E
J
古
泉
家
與
史
學
家
如
口
。
悶
。
3
.M
M
B
E
g


玄
R
E

口
y
r
E

-R
P

∞
g
s
s
g

等
部
d
為
公
元
四

0
年
以
後
信
奉
基
督
教
的
不
但
是
猶
太
人
也
有
后
少

外
邦
人
在
這
的
自
一
外
邦
人
中
有
主
人
也
有
校
練
過
此
在

尼
祿
皇
帝
第
一
次
迫
害
墓
教
會
時
搭
西
吃
完
用
「
極

來
」

(
崑
已
耳
且
o
g
m
g
ω
)字
眼
來
形
容
墓
督
徒

的
數
目讀

過
本
E
U
的
人
一
定
會
感
覺
到
一
羅
馬
的
-
M
A

中
心
何
猶
太
人
也
有
外
邦
人
(
1
1
|
7
M
!
扭
2
l

-
H
尤
其
是

9
H
M
H
H
H
自
臼
叫
汁
的
!
U
)

叫
山

市
中
昕
問
候
的
信
友
的
名
字
仟
希
伯
來
名
字
有
約
崗
位

名
字
也
布
結
為
名
字
二
本
R
M
的
內
溶
液
明
收
叫
人
這

伯
龍
必
旨
的
猶
太
人
和
外
邦
人
收
口
比
中
外
均
人
，
b
f

於
猶
太
人
的
艙

，不
沒
與
格
林
多
H
K
H
-
h
川
依
依
們
使
A

昌

明
f
該
處
教
會
的
情
形
的
話
使
改
揮
自
明
f
m
印
機
內
心

的
思
想
與
悄
緒
若
深
入
研
究
似
乎
司
以
斷
定
卡
拉
叫
大

部
份
讀
者
是
外
邦
人
而
不
是
猶
太
人

(
六
)
本
書
的
要
勛

羅
馬
拉
日
的
湛
深
精
闖
不
易
明
瞭
追
問
爭
者
們
皆
知

的
事
人
越
用
功
研
究
越
覺
得
深
奧
難
明
不
僅
我
們
如

此
速
伯
多
祿
也
覺
得
保
祿
3

倍
深
奧
也
而
警
告
讀
起

不
可
任
意
講
解
(
伯
後
3
H
M
)
伯
多
品
峭
的ι
的
雖
心

指
喇
喇
所
有
的
到
閣
制
而

z
m但
照
章
認
自
看
恥
主
要
還
是

對
本
書
而
言
歷
代
塾
經
學
者
公
司
認
伯
多
祿
的
話
講
得



十
分
正
確
可
以
拿
來
作
為
議
解
學
經
的
準
繩

其
次
本
書
可
說
是
解
釋
聖
經
的
關
鍵
特
別
是
理

解
新
約
的
關
鍵
因
為
保
祿
在
本
主
內
議
論
了
一
項
科

學
的
大
原
則
只
因
天
主
仁
慈
祥
約
他
壇
子
耶
穌
的
安
血

拯
救
了
墮
落
的
人
類
但
是
為
明
撩
這
一
大
原
則
信
友

部
不
能
憑
自
己
的
聰
明
去
任
意
解
釋
解
從
心
縣
史
已

證
明
那
些
任
意
解
釋
本
苦
的
學
者
是
怎
樣
的
入
了
迷

途
學
方
濟
撒
肋
爵
說
「
只
要
我
們
把
聖
經
遐
諸
吾
主

所
付
托
的
慈
母
學
教
會
的
膝
上
使
千
妥
萬
妥
但
若
把

里
經
從
慈
母
學
教
會
的
手
中
拋
棄
那
就
千
錯
宙
間
錯

了•..

.. 

」
正
如
學
伯
多
祿
所
說
的
那
些
人
是
「
自
取

滅
亡
」哈

爾
納
克

(
因
R
E
n
r
)會
多
次
注
釋
過
本
書

「
成
義
」
的
道
理
並
且
他

認
為
這
種
道
理
是
羅
和
全

部
新
約
的
中
心
思
想
他
認
為
這
種
有
關
一
切
啟
示
和

保
祿
全
部
科
學
的
道
理
最
好
的
注
釋
要
算
是
稅
利
除

公
會
議
對

「
成
義
」
所
頒
的
論
文
見

U
S
N
B
m
R

T
Y
O
口
S
O
H
N
R

這
N
W?

∞
志
哥
葵
耳

(
c
a
s
二

撒
巴
鐵

(
F
Z
H
E
)阿
斯
慕
森

(
E
B
E
B口
)等

害
民
教
學
者
也
都
異
口
同
聲
表
示
相
同
的
意
見
(
參

閱
U
斗
(
U
M
E
C
E
自
己
。
3
)

我
們
認
為
「
成
義
」
是
羅
和
新
約
中
的
重
要
道

理
而
不
是
主
要
道
理
換
言
之
即
是
說
以
它
為
保
祿
救

-
贖
學
的
一
部
份
則
可
以
它
為
保
祿
救
贖
學
的
中
心
則

戶
。

回

。

l
1
I
l
-
-

叫
一
不
可
且
要
多
注
意
一
點
保
祿
的
生
活
實
踐

一

公
元
五
二
年
至
五
八
年
之
閩
保
祿
與
猶
太
主
義

2566 十九金

保
守
派
在
教
義
論
戰
期
中
不
斷
討
論
了
這
問
題
他
把

基
督
降
生
和
救
般
的
奧
蹟
合
併
為
一
逐
漸
成
為
基
督

學
或
以
基
督
為
中
心
的
神
學
他
最
後
的
啟
示
是
天
主

學
父
的
光
榮
完
全
反
映
在
降
生
為
人
的
基
督
身
上
這

莊
殿
深
奧
極
有
力
的
經
書
給
此
項
偉
大
崇
高
的
啟
示

已
打
開
了
廣
潤
的
大
道
因
此
攘
筆
者
看
來
羅
苦
的
重

點
應
該
是
無
基
督
的
人
類
是
什
麼
反
之
有
基
督
的
人

類
是
什
麼
在
基
督
以
前
或
沒
有
益
督
的
人
類
是
罪
惡

的
奴
隸
是
缺
乏
了
天
主
的
光
榮
反
之
有
基
督
的
人
類

有
基
督
的
學
科
引
導
藉
著
基
督
偕
同
基
督
在
基
督
內

在
今
世
平
安
生
活
光
榮
天
主
里
父
在
來
世
偕
向
他
永

享
天
主
皇
父
的
無
比
珍
貴
的
愛
情
而
生
活
至
於
永
遠

見
保
祿
羅
馬
成
義
教
會
(
當
)

“w
E
住
區
，
街
5
述
事
\
p
i
i
i
i

J
這
裂
所
說

5
Z

弘
E
p
h
日
M
h
削
們
嗨
，
h
-
E
'
，

-

c
f

p
t
i

c
-

、

2
1

月
1

月
，
4

，
q
H
l

r

、
的
總
督
與

路
2
2
所
說
的
敘
利
亞
總
督
不
論
在
職
權
屬
地
及
地

位
等
各
方
面
是
迴
然
不
同
的
前
者
屬
於
後
者
的
權
下

所
屬
土
地
狹
小
人
口
不
多
且
是
多
事
之
區

公
元
六
年
羅
馬
帝
國
罷
免
了
猶
太
王
阿
爾
赫
勞

(
瑪
2

自

)
而
將
他
所
管
理
的
地
區
猶
太
撒
瑪
黎
雅

及
依
牡
默
雅
劃
為
一
個
隸
屬
敘
利
亞
的
羅
馬
行
省
由

羅
馬
的
特
派
總
督
來
管
理
總
督
擁
有
本
區
的
最
高
軍

權
是
行
政
的
長
官
格
外
是
執
法
的
判
官
但
在
重
要
的

巨
大
案
件
上
仍
須
請
示
於
敘
利
亞
的
羅
馬
督
導
使
他

的
駐
所
普
通
是
在
叫
樹
馴
雅
但
在
湖
刻
人的大
慶
筍

日
期
問
慣
駐
耶
京
以
防
民
間
百
姓
的
集
體
暴
動

羅
馬
駐
猶
太
的
總
督
先
後
共
有
十
四
位
自
公
元

六
年
至
六
六
年
中
間
中
斷
了
三
年
郎
自
四
十
一
至
四

十
四
年
前
期
有
七
位
後
期
亦
有
七
位
第
一
位
總
督
名

吋
頗
尼
約
於
公
元
六
年
上
任
到
任
不
久
的
接
到
創
利

亞
總
督
季
象
諾
的
命
令
清
瓷
的
太
戶
口
激
起
百
姓
的

不
漏
及
憤
恨
由
加
瑪
村
一
人
猶
大(H
E
S
G
m
B

比
2
)

超
而
叛
變
反
抗
結
果
事
敗
身
它
不
少
粥
太
人
亦
死
於

非
難
他
的
任
期
至
公
元
九
年
漏
期
由
女
彼
威
約
及
魯

富
先
後
繼
任
至
公
元
一
五
年
我
們
僅
知
其
名
關
於
他

們
有
何
政
級
別
無
從
稽
考
自
公
一
兀
一
五
年
來
至
二
六

年
的
總
位
總
管
是
格
辣
托
他
與
大
司
祭
亞
納
斯
不
和

將
之
革
職
四
年
中
先
後
委
任
f

四
位
大
司
祭
最
後
一

位
就
是
耶
穌
受
難
時
的
黃
法
大
司
祭

公
元
二
六
年
比
拉
多
被
委
任
為
猶
太
總
督
任
期

直
至
公
元
三
六
年
他
的
作
為
見
「
比
拉
多
」
條

比
拉
多
的
繼
位
人
有
一
為
兩
切
釋
放
瑪
魯
羅
二
人

任
期
白
三
六
年
至
四
一
年
四
一
年
羅
馬
皇
帝
將
猶
太

的
總
督
制
廢
除
將
其
土
地
劃
入
阿
格
黎
帕
一
世
的
版

國
但
在
何
氏
股
公
元
四
四
年
逝
卅
倚
門
父
恢
復f
總
太

的
總
督
制
史
稱
為
第
二
期
羅
馬
總
督
這
第
二
期
內
的

第
一
任
總
督
是
法
多
他
是
一
位
精
明
能
幹
的
政
治
家

會
平
息
亂
黨
賜
予
猶
太
人
宗
教
上
的
絕
叫
到
自
由
但
在

他
執
政
的
末
期
蚓
又
變
成
了
混
亂
的
局
面
民
族
主
義

抬
頭
假
先
知
式
烏
達
作
亂
惑
眾
自
稱
是
默
西
亞
被
總

督
所
殺
公
元
四
六
年
由
提
庇
留
亞
歷
山
大
攤
位
他
原

是
猶
太
人
但
極
崇
拜
希
颱
文
化
故
為
猶

太
人
所
不
齒



-
此
時
雪
地
發
生
7

大
飢
荒
此
次
天
災
亦
見
紋
於
聖
經

1

.

i

。

比
-
(宗
卜u
n
M
)其
後
自
公
元
四
八
年
至
五
二
年
的
總
督

名
叫
樹
瑚
吼
他
是
一
位
英
勇
的
將
軍
但
不
懂
政
治
由

於
軍
人
的
蠻
橫
而
大
失
人
心
於
是
發
生
了
嚴
重
的
動

亂
即
制
划
人
與
撒
瑪
黎
雅
人
之
間
的
爭
鬥
幾
乎
演
變

成
內

戰
喀
勞
狄
皇
帝
遂
將
他
革
職
充
軍
委
任
斐
理
斯

為
總
督
(
五
二
l

六
0
)
他
展
聞
輿

「
熱
誠
派

」
的

「
匕
首
寫
」
及
假
默
西
亞
的
戰
鬥
手
段
強
硬
將
其
首

腦
人
物
殺
掉
這
次
的
作
亂
聖
經
也
有
所
提
及
(
宗
幻

呵
)。
其
後
又
有
闢
划
人
及
制
制
人
為
了
公
民
權
的
爭

奪
而
發
生
是
亂
尼
祿
門
上
帝
將
他
召
間
經
馬
而
委
派f

劃
蚓
則
為
其
繼
任
人(六
一
1
.六
二
)他
以
明
智
的
于

腕
將
內
亂
平
息
爆
稱
一
他
正
直
的
總
管
自
公
元
六
二

年
至
六
四
年
的
總
脅
是
閥
割
餌
諂
他
不
管
治
的
文
不
理

政
事
做
知
搜
括
民
財
因
而
造
成
f

一
種
無
政
府
的
紊

亂
狀
也
給
他
位
若
是
憫
創
制
蚓
制
制

(六
四
!
六
六
一

此
人
可
識
是
一
無
惡
不
作
的
壞
人
毫
無
正
義
感
欺
騙

治
劫
掠
』
恃
無
研
不
的
致
使
不
少
的
人
民
陷
於
貧
凶
的

絕
境
結
果
民
怨
沸
臨
時
起
而
作
劇
烈
的
反
抗
門
爭
而
導

致
公
元
七
門
年
的
大
戰
及
耶
京
的
故
復
與
滅
亡

羅
馬
駐
猶
太
的
總
督
一
覽
表

1

苛
順
風
制
的
。
可
。
=
-
5

公
元
六
年
l

九
年
l

2

女
彼
叫
械
制玄
〉

B
Z
i
5

九
年
l

一
二
年

3

創
割
〉
-
m
C
E

-
-一
年-
l

一
五
年

4、

喇
喇
蚓
〈
﹒
。
E
H
E
一
五
年
l
二
六
年

5

比
扶
多

M
V。
口
已M
E
-
-
Z
H
E二
六
年
l

三
六
年

十 九2567-2569 

6
哥
爾
切
經

去
R
n
o
-
-5

三
六
年
l

三
七
年

久
閥
割
蚓
玄R
E
-
-5

三
七
年
l
四
一
年

三
年
中
斷
期

(
見
上
)

t
u出
割
。
5
1
5
F
E
ω

公
元
四
四
年
l
四

六
年

1
問
叫
副
圓
圓
州
大d
F
H
﹒
法
。
H
B
已
。
吋
四

六
年
!
四
八
年

3、

闢
蚓
蚓
〈
O
D
E
E
m
b
z
S
S
E

公
元
四
八

年
1

五
二
年

4

封
蚓
蚓
E
S
E
E
E

只

五
二
年
l

六
。

年
5
對
蚓
叫
M
M
早
已
E

L
八
門
年
l

六
二
年

6

附
耳
他
忘
F
E
g

Z
ω
〉
5
5
5

六
二
年
l

六

四
年

7

划
制
叫
C
S
E
E
E
Z
E

L
八
四
年
1

六
六

年
兒
出
叫
到
總
管
誰
見
忠-
u
M
聖
經
學
作
出
版
一
福
音

H
Nl
的
瓦
剛
剖
叫
亂

(
韓

)

研
單
桂
毒u三
Hb
H
J
人
品
意
謂「遮
蓋
」

，或
「
面

2
5

河
"
司

4
J

\

帕
」
是
哈
郎
的
兒
于
詛
巴
郎

的
娃
兒

(
創
刊
訂

U
S

)
隨
從
亞
巴
郎
遷
徙
至
客
納

割
地
(
U
U
U
4
5

)
在
客
納
罕
地
為
了
避
兔
他
們

二
人
的
牧
童
團
的
爭
取
牧
地
而
不
陸
羅
特
遷
往
死
海
南

部
的
肥
法
地
區
而
亞
巴
郎
則
仍
留
居
於
赫
貝
龍
(
創

u
s
|

M
)
羅
特
居
於
索
多
瑪
城
時
宰
賴
亞
巴
郎
的

救
助
未
落
入
五
個
聯
盟
王
子
的
手
中
為
奴
隸

(
創
M

間
站

)
亦
幸
領
到
凹
叫
的
求
情
山
的
天
主
降
訓
眾
多
瑪

城
昧
和
蚓
得
兔
於
難
(
制
"
1
l
H

)
他
的
姜
子
在

逃
難
時
因
好
奇
心
所
驅
使
而
變
成
彈
性
之
為
(
創
ω

甜

斟
m
7
)
是
一
種
民
間
的
流
傳
並
以
一
個
至
今
猶

存
位
於
刺
刺
西
南邊
沿
的
鹽
位
為
掛
蚓
的
長
子
樹
蚓

年
老
時
仍
無
子
桐
被
共
兩
個
女
兒
檔
耐
卅
而
質
行

f

亂

倫
的
交
合
由
此
生
了
兩
個
兒
子
即
摩
阿
布
和
阿
孟
人

的
始
祖

(
側
的
叩
i

油

)
這
兩
個
民
族
成
f

日
俊
以

民
的
世
扎
錐
然
如
此
斟
斟

上
仍
飄
飄
蚓
為
技
人(
德

的
9
制
ω
6
制
後
2
7
8

，

見
附
η
詞
，l
M
)。

見
到
別
帆

(
韓
)

預
哼
主

n
J
b
E
d
s司

P
。
，
已
。
宮
旱
地
名
意
思
是

5
F
眩
，
ι
n桐
H
L
E
H
f
F

。
已
谷
"
之

E
E

司

g
1
E
t

『4
f

f

、
「
無
言
」
或

「
無
牧
場
」
實
在
意
義
不
得
確
知
是
廷
肋
阿
得
地
區

的

一
個
村
莊
制
制
劃
跛
閥
的
兒
子
在
受
崗
喇
接
見
之

恥
曾
在
此
地
居
於
閥
割
酬
家中
(
制
下
9

‘

S

叮

叮
)。
有
人
以
為
此
地
與
的6
H

所
說
的
羅
穆
巴
爾
同

為
一
比
現
在
確
實
的
地
點
已
無
從
布
拉
制
大
多
紋
的

學
者
以
為
郎
在
制
叫
河
東
靠
近
瑪
哈
納
悶
忱
地
方

(
見

制
下
η
訂
)。

(
梅

)

ω
取
也
F
R
「
悶
。
可OJ

側
索
之
闖
進
一
小
同
作

品
悅
m
d
川
/
吋
E
M
E
E
K

繩
余
的
眼
科
亦
各
異

(
血
淋
棕
糊
纖
維
駱
駝
毛
虛
草
坪
皮
革
等
)
故
在
為
伯
來

文
上
有
不
同
的
組
索
的
名
稱
造
繩
的
方
法
以
編
推
為

主

(
圳
幻
訓
一
最
普
通
的
繩
索
名
「赫
只
耳

」
(
目
。E
)

用
來
為
搬
遷
重
物
搭
帳
棚
掛
銜
簾
門
簾
控
牲
畜
或
細



總
司
犯
等
(
“
你
2
臼
依
狗
血
臼
約
州
白
艾
1
6
)
它

亦
可
別
來
測
泣
土
地
故
按
他
但
似
志
有
地
域
川
閉
門
品
及
遺

產
之
意
(
、
林的
6

凹
2
5
)
其
次
有
捕
魚
用
的
純
眾

弓
絃
等
亦
都
有
不
間
的
名
莉
還
何
必
築
土
府
的
細
墨

(
山
村刀
闊
戶
3

盯

列
下
n
u
依
M
U
M
們
時
則
何
3

約

花
5
)新

約
中
捉
到
耶
穌
會
以
繩
為
鞭
趕
出
在
聖
殿
中

作
生
志
的
商
人
保
祿
被
解
往
羅
馬
時
乘
船
而
往
途
遇

暴
風
士
兵
將
小
蜓
的
繩
索
割
斷
以
防
水
手
們
乘
小
拍

逃
命

(
若
2

時
宗
幻
臼
)
(

韓

)

m
m
m
n
臣
營
長
4
已
時
3日
.
「
斗BE
E
S

乎

5
.

=
D
O
S

J

站
立
宣
﹒
姆
拉E
Y
言
W
/斗
E
Z
S
S
E
E
-

斗
E
H
E

」

「
泣
低
見
還
作
提
」
等1刺
在
娶
一
九
性
中
除
民
法
律
上

的
用
五
m
u力
含
有
|
|
尤
其
在
學
右
室
的
作
品
中
|
|

一
種
更
深
的
立
的
心
這
這
從
其
它
的
老
作
中
不
易
伐
釗

的
現
扼
要
分
述
如
F

(
一
)
學
終
中
的
「
證
蜂
」
或
「
見
誰
」
初
其

他
怕
類
似
的
名
站
在
法
律

上
的
用
途

當
約
中
昕
用
的

「
證
攘
」
成
「
口
比
遺
」
等
謂
旬

旬
其
他
民
族
一
樣
具
布
同
樣
的
意
思
創
作
證
供
造
為

控
孫
人
或
作
授
為
保
護
某
人
如
列
上

幻
ω
l

H

「
作

准
控
告
」
等
「
兩
人
」
或
「
召
人
作
搓
」

(
依
8
2

部
刊M
M
.
-
.
••• 

)
等
品
句
也
屬
淤
法
律
術
瓦
間
旬
以
色
列

一
人
在
供
證
時
通
常
指
天
地
起
甜
苦
本
看
這
種
風
俗
梅
瑟

叫
一
一
狗
叫
民
說
拉
「
指
右
上
天
下
也
對
你
們
作
證
」
(
申

一
斗
目
叫
刮
目
們
訕
訕
)
有
時
證
人
也
指
著
天
主
起
誓
(
創

2570 卡 )L :在

們
“
自等
)
由
於
全
能
的
天
主
線
所
后
在

-
M終
他
知
道

人
們
的
一
切
行
為
一
切
思
想
一
切
企
悶
故
此
以
色
列

人
很
喜
歡
吽
吼
道
「
上
主
(
天
主
)
是
我
(
們
)
的
邊

人
」
如
約
時
間
「
在
天
上
街
我
的
兒
提
」
袋
，
兒
、
冰
凹
的

“

耶
刊
呵
呵技
3
5

同
樣
凶
為
默
西
班
疋
主
的
被
選
省

以
他
的
行
為
影
響
。
禹
氏
的
命
運
閥
比
他
被
稱
為
「
萬

民
的
證
人

」
(
依
仿
4
)
見
誰
有
忠
叮
叮
的
也
布
逝
假

的
關
於
假
見
證
和
他
昕
應
該
受
的
憑
心
划
以
及
共
他
的

一
切
措
施
見
山
詢
問
臼
1

1
3

申
的
M
n

殼
的
5

刮
目
迷
U
U
M

梅
瑟
江
H
h
u中
常
沌
的
名
叫
如
「
約
版
」
「
約
削
他
」

「
約
治
」
M
J
f
m
M

「
泛
流
」
即
吋
均
以
改
明
共
名

之
位
像
|
|
利
間
約
布
泊
湖
ω
的
關
係
內
1

叫
“
約
的

最
H
H憫
的
洽
險
就
是
在
共
上
刻
志
天
上
卡
絨
的
有
版

一
起
石
版
山
於
是
盟
約
的
是
緣
故
叫
做
「
約
板
」
抖
的
「
約

誰
」
巾
必
這
約
版
安
單
位
在
一
個
植
于
，
反
而
這
妞
，
「
使

咱
們
作「
約
恆
」
兒
出
的
時
t

訕
訕
7

刊
甜
"
品
戶
口

凹
f

師
等
約
版
的
價
值
並
不
在
這
一
塊
贊
賞
鑒
物
的

歷
史
性
上
而
是
在
其
上
面
昕
膨
刻
的
「
天
主
的
卡
言
」

和
很
按
這
十
言
所
演
變
出
來
的
偉
約
時
代
選
民
的
一

切
法
律
因
為
這
個
原
故

「
證
婊
」
這
一
詞
μ何
時
假
借

志
指
法
律
昕
以
在
白
山
高
譯
本
內
也
街
時
譯
作

「法
律
」

(
圳
山
4
)
「
法
令
」
〔
約
法
」
「
典
章

」
等
(
見

m
M
們
自
晰
的
u

訓
等
處
)《

猶
太
人
的
宗
教
是
一
個
殉
道
者
的
宗
教
這
一
點

在
大
先
知
時
代
已
可
以
見
到
先
知
們
為
要
保
存
自
己

卅
叫
叩
峙
的
心
而
且
使rH性
也
能
保
存
他
們
純
祿
的
心
忠

於
天
主
而
亦
忠
質
於
天
主
的
法
律
不
拘
遭
受
多
少
衍

贈
與
凶
古
拉
至
犧
牲
性
命
亦
在
所
不
惜
(
耶
詢
問
|

臼
)
這
陸
現
象
特
別
顯
M
K瑪
加
伯
時
代
一
段
到
阿
基

。

巴
經
帥

(
M
N
p
r
z
〉
企
E
+
Z
U
)

殉
騙
性
為
止

瑪
加
伯
父
于
|
|
尤
共
那
七
個
兄
弟
(
加

F
6

7
)
的
殉
道
史
更
噸
﹒
的
山
一
一
惋
新
兮
的
級
立
郎
殉
道

者
所
證
質
的
不
是
他
們
所
見
昕
闊
的
而
是
他
們
昕
信

仰
的
換
旬
活
講
他
們
都
是
為
他
們
既
信
吋
的
天
主
作

。

，

誰
而
殉
道
的
資
際
上
絢
道
盔
的
概
念
技
大
體
來
論
是

產
生
於
瑪
個
伯
時
代
攸
此
次
們
山
谷U
叫
陳
祥
筒
，
其
侵
去

借
口
怕
徒
向
來
很
熱
心
欲
仙
叫
做
瑪
加
的
時
代
的
改
命
聖
人

。

r
(
口
岸
可
C
M
M
2
.
2

日
句
:
)

(
一
一
)
「
灌
制
內
」
欣
慰
給
中
所
九
月
布
的
宗
教
概
令

在
白
約
中
那
哩
台
，
何
宗
教
阮
忠
心
成
的
「
兒
泛
流
人

神
州
織....•. 

」
等
名
叫
本
來
不
多
吋
以
從
品
的
有
山
訂

閱
申
4

“

6

口

以
川w
s
川
H

訕
訕
叫
仁
甘
甜
兒
依

的
9

日
叫
啊!u

按
依
的
恩
怨
天
主
要
向
前
向
民
游

行
審
判
在
這
場
審
判
中
妥
召
以
民
來
作
他
的
是
﹒
人
，
快

言
之
以
民
在
迫
民
眼
前
裂
祖
祖
明
唯
有
創
造
天
地
救
在

選
民
與
選
民
立
約
的
天
上
這
唯
一
的
天
K
U
E
「
上
主
」

是
「
雅
威
」
他
們
的
比
作
澄
是
為
控
告
勾
民
他
們
昕

0.'

,,. 

崇
拜
的
都
是
些
毫
無
作
用
而
不
存
在
的
偶
像
芯
終
以

色
列
人
這
樣
的
供
證
不
是
誰
看
正
常
的
證
線
而
是
本

著
信
仰
因
此
可
說
依
的
“
兩
章
所
說
的
護
人
及
他
們

的
供
證
完
全
是
屬
於
純
粹
的
宗
教
方
面
「
證
道
」
的



-
觀
念

川
一
在
研
制
侃
含
有
宗
教
概
念
的
「
見
證
」
或
「
證

.

鐵
」
等
名
祠
則
恆
見
不
鮮
大
概
可
說
宗
徒
大
事
錄
和

新
約
其
它
不
少
經
文
處
處
在
起
述
並
證
明
宗
徒
如
何

履
行
主
耶
穌
的
品
「
你
們.....• 

要
直
到
地
梅
為
我
作

證
人
」

(
宗
l
s
)
現
在
即
放
宗
的
內
容
器
述
宗
徒

及
原
始
學
教
會
如
何
為
主
耶
穌
作
證

首
先
宗
徒
們
是
吾
主
彼
泊
的
見
證

(
宗
-
u
n

4

臼

m
u
等
處

)
保
祿
自
稱
為
宗
徒
非
僅
凶
為
他
蒙

主
耶
穌
特
別
的
召
選
也
是
的
為
他
看
見
了
復
活
後
具

有
莫
大
光
榮
的
耶
穌
(
宗

n
H
n
u
鉤
，
|
叩
參
見

迦
I
u
2

叩
)

不
久
之
後
宗
徒
的
證
占
百
除
了
復
活
的
宣
講
外
也

包
含
了
耶
穌
的
全
部
生
活
按
伯
多
祿
阮
講
其
中
包
括

耶
穌
的
洗
禮
艸
跡
治
病
驅
魔
施
行
善
事
文
等
「
我
們

就
是
他
在
猶
太
人
地
域
和
耶
路
撒
冷
昕
行
一
切
的
見

證
人
」

(
見
昀
盯
﹒
“
伯
後
1
"

等
處

)

宗
徒
除
了
應
見
過
復
活
的
耶
穌
之
外
也
應
是
天

主
或
耶
穌
所
召
選
的
和
蒙
受
天
主
塾
神
的
叫
出
惡的
人

(
宗m
u
i
u
u
u
n
H
)
這
頃
恩
惠
和
正
足
奉
派
是

主
相
聯
繫
的
因
有
一
這
項
恩
惠
宗
徒
才
能
成
為
耶
穌
的

使
者
成
為
他
的
代
言
人
同
時
宗
徒
們
這
些
一
「
為
其
道

服
役
的
人
」
賴
里
帥
的
力
益
和
光
照
一
方
尚
勇
敢
地

傳
報
耶
穌
的
一
瞞
音
並
因
此
而
甘
心
喜
歡
為
他
受
苦
另

一
方
面
他
們
在
舊
約
內
發
現
了
默
西
亞
的
奧
理

(
對

這
事
宗
金
2

都
可
作
設
)
宗
徒
們
不
但
如
耶
穌
一
樣

十九.2570 

籍
著
奇
蹟
以
確
定
他
們
的
證
言
「
因
為
宗
徒
顯
了
許

多
奇
缺
具
事
.••.•• 

」
(
宗
2
H
5
u
3

1

.
l
u
5

日

M
s
l

凹
的
u
l
n

等
處
)
並
且
也
如
基
督
所
預
言

的
宗
徒
們
要
遭
受
艱
險
因
厄
正
如
自
己
在
世
所
遭
受

的

一
樣
(
若
M
M
Ul
卸

的
2

臼
伯
前
5
1

等
處

)
宗

徒
們
創
依
織
這
項
「
十
字
鍵
的
道
理
」
來
教
訓
信
友

(
宗
M
n

自
)
並
領
導
信
友
藉
自
己
熱
烈
的
信
仰
來

為
主
作
證原

始
的
教
會
為
救
主
所
作
的
「
見
證
」
的
表
現
鈴

喜
樂
仁
愛
和
犧
牲
的
精
神

上
(
宗
2

“
l

M
4

臼
|

臼
5

臼
|
吋
盯
)
第
一
位
殉
道
者
斯
德
望
的
慘
死
即

被
描
寫
得
奸
像
是
耶
穌
第
二
一
樣

(
宗
6
7
)
他
相

似
一
位
天
使
不
但
是
因
他
的
超
然
美
麗
而
且
也
是
因

為
他
真
是
耶
穌
的
使
者
耶
穌
的
傳
道
員
更
是
耶
穌
最

偉
大
的
兒
港
人
|
|
第
一
個
因
自
己
的
信
仰
及
為
耶

穌
的
春
一
片
流
鮮
血
的
證
人
致
命
者
殉
道
者
的
加
在
宗

除
了
伯
多
線
和
保
祿
兩
位
之
外
極
重
視
的
的
是
斯
德

望
其
理
由
即
在
於
此

(
一
-
一
)
學
若
望
對
主
的
證
道
所
布
的
特
點

學
若
明
它
使
用
「
見
證
」
「
作
證
」
等
詞
達
八
十

餘
次
可
以
批
若
望
用
「
作
證
」
一
調
來
代
答

「
宣

講
」
照
筆
者
看
來
這
是
因
為
「
作
證
」
一
罰
除
了
包

含
「
宣
講
」
的
意
義
外
更
適
合
教
會
在
第
一
世
紀

下

半
葉
的
環
境
且
更
深
合
這
最
後
宗
徒
的
心
理
和
使
命

若
望
所
處
的
時
代
可
以
說
不
是
宣
傳
基
督
福
音

的
時

代
而
是
特
別
講
論
基
督
是
誰
他
的
性
體
他
的
工
作
價

值
等
諸
論
題
的
時
代
所
以
若
望
特
別
強
調
基
督
的
地

位
並
起
而
投
擊
反
基
督
的
異
端
派
是
以
與
其
治
若
望

的
作
品
是
宣
講
不
如
說
他
的
作
品
是

H閥
混
刀

來
所
周
知
「
宣
講
」
應
依
靠
「
證
件
誰
接
見
證
」

這
些
在
若
望
的
作
品
里
都
可
以
很
清
肺
活
的
看
出
他
用

的
證
接
或
證
言
幾
乎
常
與
「
看
見
」
動
詞
聯
繫
在
一
起

如
在
I
H

「
我
看
見
了
我
便
作
證
」
參
見
右
3
U
M

W

E
右

-
4.. 

a
2
4
H

等
處
事
錄
如
此
均
不
能
否
可
心
拉
望

的
宣
講
是
一
種
證
言
或
者
說
美
不
多
是
一
種
靜
觀
郎

外
形
的
事
實
領
他
深
入
於
耳
目
聽
間
的
渴
而
感
受
到

其
內
舍
的
越
性
奧
理
他
之
所
以
能
體
驗
到
這
些
奧
理

是
由
於
他
的
信
德
藉
著
信
德
他
揭
露

r
w
揖
督
的
神
性

和
他
為
人
類
敘
主
的
使
命
所
以
若
望
神
的
箏
的
中
心
並

不
是
耶
穌
的
行
為
而
是
耶
穌
間
已
換
句
再
說
若
望
在

訓
誨
信
友
耶
穌
究
竟
是
誰

(1
7

8

臼
5

缸
扭
站
盯

m
8
u
-
u
m
f

右
-
5
9
等
處
)
放
右
望
一
福
音
為

耶
穌
是
誰
作
見
證
約
有
施
洸
老
右
粉

(
1
7
8
問
抽

血
H
3

自
5
自

l

抽
)
茵
約
經
典
(
5
詞
)
耶
穌
的
宗

徒
和
門
徒
(
叮
叮
m
w品
況
且
)最
後
是
耶
穌
自
己
但
是

耶
穌
的
證
-
一
一
一
口
與
天
父
的
建
立
是
唯
一
照
二
的
(
5
叫

自

3
M
l
H
M
H

等
處
)
此
外
還
有
耶
穌
的
工
作
(
5

甜
9
3

‘

ω
臼
)
以
及
天
主
墨
帥
部
真
理
的
翠
柏
艸
(
的

甜

的
時
)
這
一
切
供
證
和
證
按
最
後
都
要
歸
功
於
天

父
和
世
人
所
蒙
受
的
信
仰
基
宮
徒
所
信
仰
的
那
至
高

無
上
的
全
部
前
廿
示
的
對
象
就
是
相
信
基
督
是
天
主
子

是
默
西
呵
是
人
類
的
放
主
(
若
幼
剖
)
關
於
「
這
一
古
巴



m
t若
望
在
若

-
w
h
s
l

口

一
段
內
用
f

一
些
神
秘
而

又
不
易
解
的
調
旬
按
該
處
記
敘
叫
到
降
生
為
人
的
天
主

車
子
耶
穌
基
督
有
三
種
證
被
郎
水
血
和
學
艸
「
水

」

指
耶
穌
所
領
受
的
洗
禮
!
|
|
當
時
天
父
稱
他
為
自
己

的
愛
子
|
|
和
耶
穌
所
立
的
洗
般
學
事
|
|
位
友
在

領
洗
時
便
與
天
主
的
性
命
相
通
「
血
」
指
耶
穌
的
苦

緯
垂
死
及
學
體
藝
事

「
雪
恥
」
即
是
真
理
之
神
換
言

之
信
友
在
車
絲
光
照
之
下
因
相
信
耶
穌
是
天
主
聖
子

在
領
洗
和
領
學
體
的
時
候
應
體
認
出
自
己
己
也
死
入

生
因
而
成
為
天
父
的
義
子

車
若
望
是
最
現
實
的
同
時
也
是
最
超
越
的
證
人

他
的
供
證
段
很
敏
歷
史
也
依
憑
信
仰
故
此
他
更
奇
妙

地
引
領
信
友
靜
觀
天
主
學
子
的
光
榮

(
朝
l
u
)

見
宣
講
信
德
啟
示

(
宙

)

們
山
峰
阱
略
目
「U
H
S
R
O
J
按
梅
瑟
法
律
若
丈
夫

是
d
L
創R
H司

1
叫
阿
圳
，

4
J
u﹒
i

i
u
:
!
-

2
E
F
4
9
'

，
t
h
E
W
E
E
Z

、
「
在
妻
子
身
上
發
現

了
甚
麼
甜
甜
堪
的
事
」
(
申

H
I
S
)

可
以
寫
「
休

3

」
與
妻
離
婚
將
之
送
返
娘
家
做
休
之
妻
可
以
另
行

再
嫁
若
妻
子
的
出
身
微
賤
原
為
辨
女
或
俘
虜
則
似
乎

連
寫
「
休
妻
占
」
的
手
續
亦
可
省
客

(
申

n
H
)
在

耶
穌
時
代
經
師
們
判
這
一
條
法
律
的
解
釋
芯
見
相
當

分
歧
比
如
泣
瑪
依
堅
持
只
有
妻
子
犯
姦
淫
才
是
寫
休

委
書
的
真
正
理
由
相
反
希
肋
耳
部
主
張
以
任
何
理
由

.

，
都
可
以
休
姿

(
如
飯
中
放
鹽
過
多
或
相
貌
不
如
新
歡

nU

F 叫
一
等
)

一

古
時
除
了
交
休
古
之
外
可
能
還
有
一
種
簡
單
的

2571- 2572 才 . )L J!f 

儀
式
比
如
在
證
人
前
聲
明

「
她
不
是
我
的
妻
子
我
也

不
是
她
的
丈
夫
」

(
歐
2

‘
)
昕
以
按
以
民
古
代
的

傳
統
離
婚
之
發
起
人
常
是
丈
夫
而
妻
子
本
人

則
無
提

議
離
她
的
叫
伽
利
及
事
賢
(
民
"
2
i

刊
)
但
在
後
期

散
居
外
地
的
以
民
中
卸
的
確
有
妻
子
從
孩
離
婚
的
歷

史
央
貨

(
見
厄
助
落
廷
文
件
)

在
約
瑟
的
雌
矯
法
律
中
雖
然
男
人
有
優
先
權
但

在
兩
種
情
形
下
部
沒
有
離
婚
的
權
利
其
一
若
妄
告
妻

子
不
貞
除
了
應
受
責
罰
之
外
不
得
再
休
支

(市
U
H

|

刊
)
其
二
是
右
男
人
強
姦
一
位
處
女
按
法
律
應
娶

之
為
主
不
得
再
與
她
分
離

(
市

位
甜
甜
)

很
可
能
最
初
的
以
民
受
其
他
憐
邦
民
族
之
影
響

有
任
忠
休
玄
的
習
俗
而
申
命
紀

上
的
法
律
將
這
種
絕

對
的
向
自
加
以
約
束
因
為
婚
姻
之
木
身
自
始
就
是
不

可
分
離
的

(
獨
"
8

)
在
車
也
們
的
歷
史
上
除
巫
巴

郎
外
無
離
娟
的
事
跡
就
連
亞
巴
郎
所
休
之
妥
並
非
正

室
而
是
由
牌
女
扶
正
的
妾
侍
|
|
哈
加
爾

(
創
刊"
1

2
)
並
且
他
會
猶
豫
不
決
祇
在
接
到
上
主
的
命
令
後

才
付
諸
質
行

(
創
n
a
l
M

)
岱
約
的
其
他
經
古
部

不
時
講
圳
拉
夫
婦
的
忠
貞
不
二
(
筱
5
臼

訓
9
9

等

)

主
耶
穌
並
為
此
解
釋
品
「
為
了
你
們
的
心
硬
才
准
許

了
你
們
休
共
」

(
瑪
的
8

)

先
知
們
M
M似
提
倡
只
釘
在
通
姦
的
怕
死
下
才

可

以
離
婚

(
歐
2
2

耶
3
8
)
並
謂
天
主
因
芯
婚
姻

使

夫
婦
成
為

一
體
故

此
休
安
人
要
在
上
主
前
貴
重
大
的

責
任
因
為
天
主
厭
惡
離
婚

(
拉
2
H
|

時
)

新
約
時
代
真
正
明
確
堅
決
指
出
婚
姻
之
不
可
分

離
性
的
划
是
新
約
雖
然
它
的
斑
由
己
見
於
筒
約
「
凡

天
主
所
結
合
的
人
不

可
拆
散

」
(
瑪
的
e

s

谷
ω
2

凹
的
州的
M

羅
7
2
|

6

格
前
7
M
U

臼
參
見
拉
2
H

l

時
)
但
對
這
清
楚
明
白
道
理
的
解
釋
均
國
瑪

5

臼

m
w
g發
生
了
很
大
的
困
鑑
瑪

5
n

說
「除
f

餅
居
外
」

"
，
說
「
除
非
因
為
餅
居
」
按

「
拼
居
」
一
祠
的
希

股
文
主
要
有
「
邪
淫
」
或
「
奸
淫
」
之
意
我
們
不
能

只
簡
單
的
說
這
經
文
不
屬
原
文
而
為
後
人
所
加
亦
不

能
說
它
是
耶
穌
在
婚
姻
不
可
解
除
的
事
上
作
也
f

一

個
例
外
若
是
如
此

則
瑪
資
將
會
相
反
全
部
新
約
並
且

自
相
矛
盾

(
瑪
的
6
8
)
為
解
答
這
一
難
題
學
者
們

的H
盡
精
力
來
找
一
合
理
的
答
案
有
人
謂
寫

5

自
應
作

「或
不
說
奸
淫
一
事
」
凹
，

「
就
連
奸
淫
在
內
」
公
教

例
子
有
為f
街
護
婚
姻
的
神
聖
自
占
以
來
就
主
張
因

f

奸
淫
夫
婦
可
以
分
﹒居
不
能
再
婚
這
一
主
張
部
未
兔
牽

強
故
此
在
十
數
年
前
公
教
解
經
學
家
間
息
爾
汪
主
張

在
此
處
之
希
峭
臘
文
旬
主
要
的
有「私
扭
扭
」
或
「
餅
居」

之
意
故
然
是

「
拼
居
」
就
不
是
真
正
的
短
跑
而
是
罪

惡
不
法
的
結
合
理
應
拆
散
分
離
拔
此
不
是
新
約
一
位

道
理
及
主
張
的
例
外
而
是
總
該
分
離
的
命
令
肉
此
間
爭

論
問
世
之
後
有
不
少
的
苦
名
學
者
跟
隨
並
倡
導
之
這

也
是
恩
高
譯
木
直
接
譯
作
「
拼
屆
」
的
理
由

(
韓
)

η
多
耳
益
區
E
O
E
J

一
切
古
東
方
的
民
族
對
鬍

5
每
古
H
E
m
A
A
/

出
飢荒

F
m
w
\

」

Z
E
J
Z
'

，

、
鬚
之
蓄
留
修
飾
都
非
常
往

忽
及
重
視
因
為
它
是
男
性
美
的
象
做
及
男

性
尊
嚴
的



~
代
表
故
此
破
人
刮
剃
鬍
鬚
固
定
不
光
彩
的
事

(
撒
下
m

l-

ii 

悄
地
一
‘s
依
7
m

耶
刊
訂
)
亦
是
哀
慟
或
恥
辱
的
象
徵

E

(
依
的
2

耶
M
n
s羽
盯
則
圳
的
口
)
扯
人
的
鬍
鬚
是
侮

辱
的
行
為
(
依叩
6
)不
修
邊
幅
是
瘋
狂
的
標
記

(
繳

上
n
u
依
臼

2
)
朋
友
之
間
感
情
的
表
示
是
以
右
手

持
對
方
之
鬍
鬚
而
口
親
之
(即
親
其
面
或
親
其
鬍
鬚

)

(
撒
下
泊
，
)
梅
瑟
法
律
禁
止
人
修
剪
鬍
鬚
的
兩
端

邊
緣
(
肋
的
盯
釗
5
)
但
若
人
患
有
癥
病
則
為
了
衛

生
起
見
應
將
鬍
鬚
剃
除
(
肋
M汁
，
)
(
韓

)

甘
色
句
也
匈
「
ο
E
巳

J
是
一
種
季
候
鳥
春
秋
之

封
封
咱
可J
E
嗯
，
的
。Z
B
M

t

交
有
大
批
的
鶴
鳴
經
歐

洲
地
中
海
沿
岸
商
乃
半
島
及
巴
力
斯
通
飛
向
非
洲
過

冬
而
在
春
天
三
月
，
間
再
經
上
述
地
區
飛
返
原
地
此
鳥

身
體
肥
胖
笨
重
經
過
一
段
長
途
飛
行
之
後
多
疲
倦
不

堪
可
以
手
捉
比
郎
以
民
在
西
乃
曠
野
襄
昕
捉
食
的
翰

噶
(出
的
!
H

戶
口
H

l
M
)
其
肉
鮮
美
可
口
人
人

喜
食
雖
然
有
人
不
以
以
民
捉
食
鶴
為
之
事
為
學
蹟
但

按
學
經
上
的
記
載
可
以
證
明
誠
屬
奇
蹟
(
制
沌
臼

l

剖
叫
“
軒
的
2
"
目
)。
因
為
纖
弱
之
過
回
別
半
島
遜

屬
自
然
現
象
但
是
為
捕
捉
它
們
部
是
在
天
主
所
指
定

的
時
刻
預
先
報
告
它
們
的
來
臨
及
來
得
這
樣
忠
來
多
實

非
自
然
現
象
所
可
以
解
釋
的
(
詩
)

圳
寶
座
(
H
H
甘
心
不
外
是
繼
柄
的
象
當

:
E
J

通
是
君
王
們
專
有
的
這

十九重二十重

二
十
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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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情
形
在
以
民
及
其
他
民
族
的
歷
史
上
是
顯
而
易
見

的
(
列
上

ω
間
，
l
m

出
口
s

耶
的
叩
等
)
在
聖
經
上

固
然
也
提
及
到
大
司
祭

(
撒
上
4
H
U
)
貴
賓

(
列

下
4

刊
)
省
長
及
總
督
的
寶
座
(
厄
下

3

7

等
)
但

是
在
人
們
的
腦
海
中
仍
然
總
以
為
它
是
王
權
的
專
有

物
而
最
高
的
王
檀
操
於
天
主
的
手
中
這
是
任
何
以
民

所
不
能
也
不
敢
否
認
的
也
就
無
怪
乎
學
經

上
多
次
援

到
天
主
及
默
西
亞
的
寶
座
(
一
詠9
5

衍
7

依
9
6

M
N

B

瑪
詰
U

路
扭
扭
等
)

由
列
王
紀
的
描
述
(
列
上

ω
u
1

個
)
以
及
中

東
考
古
學
家
的
貢
獻
我
們
對
君
王
們
寶
座
的
樣
式
及

構
造
已
獲
得
了
準
確
的
認
識
上
主
在
人
間
有
形
的
寶

座
就
是
結
約
之
極
除
此
之
外
先
知
在
科
視
中
所
見
的

天
上
的
寶
座
好
似
發
亮
的
水
晶
以
重
玉
石
砌
成
(
則

l

n
m
)
達
尼
爾
所
見
的
實
陸
則
是
「
好
似
火
焰
寶

座
的
輸
于
好
似
烈
火
」
(
達
7
8
)
在
默
一
本
錄
上
所

描
寫
的
寶
座
好
似
翁
翠
的
虹
努
週
圍
有
二
十
四
位
長

老
及
四
個
活
物
(
默

4
)
(

韓
)

m犧
牲
品
M
H
)是
去
口
向

%
血
仇
巴
掌
三
口
n
o
D
Z
J

在
出
必
H
I
M

清
楚

5
S
H
H
I
司
司
E
F
F

i
i

:
1
-

2
E
n

d
-4
J
E
F
E
-
z

、
指
出
了
香
的
製
法
及

用
途
它
應
是
蘇
A
口
香
香
螺
白
松
香
與
同
等
分
室
的
乳

香
的
混
合
物
再
加
少
許
的
鹽
但
是
按
史
家
若
瑟
夫
的

記
載
這
種
混
合
物
後
來
竟
取
自
十
三
種
原
料
這
種
混

合
香
料
只
能
被
司
祭
人
員
用
為
祭
禮
之
用
被
親
為
嬰

物
絕
對
不
可
作
為
其
他
用
遠
不
然
將
會
受
到
十
分
嚴

厲
的
懲
罰
(
見
撒
上
2

血
繩
F

必

M
)
按
悔
瑟
法

律
的
規
定
在
一
切
祭
獻
中
都
應
有
獻
香
之
禮
(
肋

2

章
)
但
在
特
殊
贖
罪
祭
及
解
決
夫
妻
疑
己
心
祭
上
劫
不

可
獻
香
(
肋
5
u

戶
5

臼
)
漸
漸
獻
香
一
事
成
f

以

民
宗
教
敬
禮
的
主
要
部
份
之
一
與
祭
獻
犧
牲
幾
有
同

等
的
價
值
(
見
依
1
H
)
更
成
了
心
靈
祈
禱
的
象
徵

(
制
圳2駒
8
8
‘
比1至
於
悄
邪
艸
頂
神
獻
香
則
相
叫

為
最
大
的
背
叛
天
主
之
罪
(
列
上

u
a
列
下
n
s
)

在
新
約
時
代
若
翰
誕
生
的
報
告
是
在
他
父
親
匣

加
利
亞
獻
香
之
際
(
路

1

，
等
)
司
察
們
輪
流
值
日

每
日
要
在
聖
殿
中
向
上
主
獻
香
(
阿
1

8
自
)
。
賢
土

朝
拜
聖
嬰
時
所
獻
的
三
種
種
口
問
中
就
有
含
有
宗
教
敬

禮
意
義
的
乳
香
(
瑪

.. LU) 

見
乳
香
(
韓
)

竹
我
這

S
E
F
E
H
J

創
建
般
的

站
出
但m
E
H你
不
/
。
島
。
可
S
E
E
S
K

寶
且
可
祭

們
曾
經
拒
絕
將
猶
達
斯
出
質
耶
穌
的
銀
錢
放
入
寶
庫

內
(
瑪
U
e
)
史
家
若
瑟
夫
稱
之
為
「
腳
擎
的
寶
庫
」

(
韓
)

布
拉
ι
阱
，
T

症
、
司
「
早
已E
E
F
E
E
S
J

站
齒
輝
區
步
d
f
r
Z
E
E
2

、

所
謂
「
獻
身
者
」
是
指
獻
身
服
役
於
聖
殿
的
人

而
言
他
們
的
地
位
低
於
肋
末
人
昕
作
的
勞
役
也
多
是

卑
微
的
苦
工
諸
如
挑
水
劈
柴
運
質
等
比
較
吃
力
的
事

務
(
厄
上
2

的
時
刊

7

，
“

8

口

m

厄
下
7
H

個
問



的
甜
口
3
n

編
上
9
2
)
學
經
上
第
一
次
提
及
這
些

人
及
他
們
的
勞
役
是
在
若
蘇
厄
時
代
(
蘇
9

目
l

的
)

因
此
厄
上
8

即
所
說
的
途
味
建
立
「
獻
身
者
」
的
說

法
可
能
與
歷
史
不
太
符
合
蓋
這
些
一
人
的
來
源
大
都
是

戰
犯
俘
虜
身
份
而
非
真
正
的
以
民
比
如
若
蘇
厄
時
代

的
益
貝
紅
人
就
是
(
蘇
9

目
i

訂
)
而
且
這
種
習
俗

不
只
見
於
以
民
其
他
古
東
方
國
家
都
有
甚
至
希
磁
及

羅
馬
亦
不
例
外
當
以
民
被
充
軍
巴
比
倫
時
這
些
人
也

遭
到
了
池
魚
之
殃
奇
怪
的
是
當
以
民
獲
得
自
由
重
返

家
園
時
參
加
返
國
的
「
獻
身
者
」
竟
然
超
過
與
學
殿

直
接
有
闋
的
肋
末
人
(
厄
上
2
H

l

閥
8
m

厄
下
"

甜
甜
)
無
怪
乎
聖
經
有
時
將
他
們
與
肋
末
人
同
等
看

待
(
一
編
上6
臼

)
厄
則
克
一
耳
似
乎
是
唯
一
批
評
這
一

措
施
的
人
力
言
戶
，
文
割
損
的
人
不
得
進
入
上
主
的
聖

殿
(
則HH
7
)。
‘
，
(
韓
)

"
藍
昆
主
民
「M
N
S
ι
J
叢
生
於
地
中
海
沿
岸
在
巴

路
而
且
也
喜
呵
/
〉
司Ee

」
t
l
-
-
-
-


:

』

J
t
J

、
力
斯
地
境
內
的
默
龍
及
風

里
肋
亞
湖
邊
以
及
約
但
河
兩
岸
亦
是
蘆
葦
叢
生
之
地

在
蘇
會
兩
次
提
到
卡
納
谷
(
按
卡
納
即
蘆
葦
之
意
)

(
穌
的
8

口
，
)
無
疑
該
地
因
讓
葦
叢
生
而
得
名
歐

4
u

耶
6

叩
則
U
H
所
說
的
香
蒲
或
香
莒
蒲
亦
是
蘆

葦
的
一
種
稱
「
埃
及
是
一
根
破
裂
的
蘆
杖
」
(
依
必
6

列
下
的
剖

)
亦
由
尼
羅
河
岸
昕
長

的
茂
盛
蘆
葦
而
來

一
因
以
民
之
不
忠

「
上
主
要
打
擊
以
色
列
使
他
們
搖
動

仙
一
如
問
水
中
的
蘆
葦
」
(
則
上

U
H
H可
耶
穌
也
會
將
制

一
紛
的
堅
貞
與
「
格
曳
的
蘆
葦
」
兩
相
比
較
(
瑪
U
7

2579-2584 二十蓋

制
7
H

門
關
劃
嬰
史
將
出
叫
撒
意
亞
先
知
的
預
言
「
已

壓
蔽
的
蘆
葦
他
不
折
斷
」
(
瑪
位
間
)
貼
合
在
耶
穌

身
上
耶
穌
受
難
時
人
將
一
蘆
葦
故
在
他
手
中
以
作
繼

杖
並
以
蘆
葦
打
他
的
頭
(
瑪
幻
甜
甜
谷

的
間
站
)

在
聖
經
中
以
蘆
葦
作
測
量
尺
屢
見
不
鮮

見
長
度
(
韓
)

制
罕
事
注
2
C
T
「
玄〕E
F
J
是
上
主
指
示
梅
瑟
調

設
立
舟
，
F
E
司
正
石
g
n
H
O
\和
製
造
會
幕
中
用
的

香
料
時
昕
應
用
的
數
種
香
料
之
一
恩
高
譯
本
將
之
譯

成
「
蘇
合
香
」
(
出
叫
N
H
)
但
是
它
罐
係
何
種
香
料

則
很
難
斷
定
紋
里
經
原
文
它
是
一
一
種
不
知
名
的
膠
香

有
的
學
者
以
為
它
應
是
由
新
鮮
的
乳
香
所
提
取
出
來

的
質
料
將
之
磨
碎
後
混
合
肝
、
水
而
成
或
者
是
以
一
一
種

楊
樹
的
汁
被
提
錄
而
成
目
前
更
有
猶
太
學
者
以
為
它

原
來
是
自
岡
比
息
尼
亞
轍
入
的
一
一
檀
香
料
究
竟
是
何

種
香
料
則
不
得
而
知

見
香
料
獻
香
(
韓
)

制
單
吼
叫
齣
恥
崩
川
(
∞

EE
P
E
)是
兩
個
女
人
的
品
字

2
-
t
t
f
3
1

月

，
、
意
調
「
百
合
花
」

1

舊
約
上
的
蘇
繳
納
見
於
達
尼
爾
還
附
錄
(
這

日
)
按
遂
記
載
她
是
希
耳
克
雅
的
女
兒
嫁
給
約
雅
金

為
妻
住
在
巴
比
倫
比
女
生
來
不
但
清
秀
美
麗
而
且
道

德
超
眾
敬
畏
天
主
兩
位
狡
狷
的
老
色
狼
每
天
見
她
閩

中
散
步
暗
戀
成
狂
想
盡
方
法
企
圖
與
她
倫
歡
一
日
乘

蘇
撒
納
獨
自
在
園
中
U沐
浴
之
際
突
然
出
現
於
她
身
旁

以
甜
言
惡
語
來
引
誘
威
脅
她
相
與
私
通
但
蘇
撒
納
堅

貞
自
持
不
為
昕
勁
於
是
被
兩
位
老
妖
誣
告
而
被
判
死

刑
正
在
這
千
鈞
一
髮
的
時
刻
上
主
的
神
降
臨
於
樹
倒

爾
身
上
使
他
出
來
主
持
正
義
證
明
二
位
老
以
奸
惡
陷

害
無
辜
使
其
無
言
俯
首
說
刑

2

新
約
上
的
蘇
撤
納
是
一
位
跟
隨
並
服
侍
耶
穌

及
其
門
徒
們
的
熱
心
婦
女

(
路
8
3
)
但
是
關
於
她

的
生
平
我
們
則
一
無
昕
知

(
韓
)

伯
拉
貝
回
民
悼
到\
K
F
叮
叮
叮

'
q
o
o
J
學
者
們
對
於
聖
經

對
草
房
E

可
用
針
們
/
詔"E
U

」
原
文
上
所
說
的
蘋

果
是
否
就
是
我
們
普
通
所
見
的
蘋
果
樹
仍
有
分
歧
的

意
見
默
納
協
同
厄
弗
辣
因
二
支
派
以
塔
普
亞
(
意
即

蘋
果
樹
)
為
界
(
蘇

的
“
口

8
)
有
些
學
哲
以
為
原

來
二
支
派
之
間
有
一
排
蘋
果
樹
作
為
分
界
線
蘋
果
樹

及
其
果
子
數
次
見
於
雅
歌

(
歌
2

3
5

7
.
8
5
)

見
車
經
中
的
植
物

(
果
樹
)
(
緯
)

2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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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替
罪A

Mnv)
地
分

二
+
一
畫

“
開
」
明
真
字
司
工
企
亂
字
司
p
n
y
s

Z

峙
的
是
由

封
咽
啊
列
停
吶
川
崎
明
白
現
年
吶
川
f
c
賢
"

\
痲
瘋
釋
的

昕
造
成
的
傳
染
病
它
使
皮
膚
時
爛
神
經
麻
木
而
失
去

知
H
M逗
也
約
組
的
來
源
太
都
是
由
於
氣
俠
之
本
必
反

衛
你
的
缺
乏
新
致
在
古
代
的
東
方
自
很
多
人
的
心
有
-
追

隨
皮
的
府
茫

(
的
阿4
訂

)
而
古
人
將
一
逗
一
切
的
病
症

通
稱
之
間
川
「
翱
病
」
耐
必
然H
I
a質上
釘
很
多
並
非
真
正

的

n
i糾
正
將
之
科
為
天
主
的
必
司

(
戶
口
9
M

陶

犯

自
糾
干
叫心
目

)

在
此
刀
上
作
村
用
f

兩
筑
，
几
畏
的
文
丘
來
州
述

翔
的
以
批
明
的
品
與
不
想
之
別
(
M
I口
M
)
m
w
A診
斷

學
的
根
線
是
非
常
淺
叫
汲
取
的
奄
一
本
是
間
內
很
次
科
學

的
方
法
從
有
此
為
是
H
t
以
儉
你
一
‘
這
種
心
叭
叭
的
人
兒
不

是
閉
門
乍r
m
H
K
A祭站
派
明
峭
的
在
斗
的
以
仗
的
觀
念
中

不
是
他
w
y
e
與
閉
門H
P
G關
而
是
與
U
耶
教
A
h
l發
生
品
直

接
近
六
例
悍
的
的
叫
病
只
有
夸
大
卜
。
L
m州
學J
川
J
能
從
得
痊

愈
追
打
叫
什
川
妥
的
收
史
仇
治
(
列
e
F
5
1

1
7

)
山
中
心

此
病
的
人
不
能
再
參
與
江
山
例
宗
教
捏
何
搞
“
蚣
，
過
雄
人

來
獨
恬
於
曠
野
中

耐
心
啊
位
合
與
否
打
丘
儉
禿
的
人
仍
H
K司
川
的
叫
小
心
打
氏

的
症
已
悄
司
的
法
恥
地
為
之
間
咕
行
取
向
川
成
並
紙
上
規
定
的

何
況W
N
O
成
過
七
天
的
宅
吟
泓
俊

L
J可
以
亟
叫
起
丘
地
與

二十;n二十 !f2585-2590 

去
人
門
向
往

收
上
述
叫
泌
的
搞
活
中
作
品
亦
侃
到
衣
服
放
房

屯
的
給
病
此
h
W
H
U
匕
不
過
這
心
滔
天
氣
的
兩
線
而
在
衣

服
上
昕
惜
的
一
位
爛
成
紅
牆
凡
上
昕
恆
的
悄
石p

h叮
點
而

已
不
能
稱
之
為
正
式
的
向
俯
在
這
時
巫
山
地
「
仍
是
由

司
祭
來
決
定
是
否
您
將
衣
物
焚
毀
以
決
這
盃
您
還
屆

然
約
中
昕
捉
泣
的
糊
的
人
街
心
川
瑟

(
山
4
6

口
(

當
時
性
的

)
米
樂
在

(
戶

泣
9

叩

)
做
瑪
袋
雅
城
門

前
的
川
付
M
N
h民
(列
干
7

3

)俐
阿
妥

(
列
「
5

章

)

錯
太
l
L
附
側
的
加
雅
(
列
F

的
s

見
編
下
站
訕
。
l

自

)

約
伯
也
吋
能
息
的
足
糊
病
新
約
中
多
次
提
到

f

忠
心
似

病
的
人
凡
此
他
們
一
仙
處
的
吋
悲
處
燒(
瑪
8

4

的
5
H

等
)
的
們
什
忱
帥
叫
阿
佳
時
代
吻
病
人
將
終
結

M
卅
淨
(
瑪
U

S

等

)見
不
紅

(
韓
)

的
扣
攝
制
(
H
E
S
J
人
忍
心
謂
〔
』
尚
大
的
」
法
學
經

上

2

-E
l

'

、
以
此
為
名
著
街
下
列
二
人

一
腦
稍
大
支
扳
赫
必
龍
的
兒
子
阿
米
納
這
布
的

父
親
耶
糾
默
耳
的
兄
弟
亦
哇
迷
昧

的
心
先
之
一
(
盧

4

閃
一
騙
上2
9

)
在
「
耶
穌
法
督
的
旅
游
」
上
此
人

名
叫
川
的
又
名
叫
悶
的
川
(
山
川1
3

.

w
m
3臼

)

二
猶
太
文
派
人
耶
糾
叫
抽
泣
的
兒
，j
生
子
布
瑪
何

絃
雅
明
1比
糾
叫
“
附
(
一
制
上2
自
盯

)
(

韓

)

間
通
訊
三
〈
其

J

似
火
芯
謂
「
，
反
射
各
」
「
邪

括
“
圳
相
/白
。
E
\

'
、
必

H

的
」
足
道
仰
的
分
泌
物
旱
淡

黃
色
U
叫
於
你
化
正
吋
況
，
匕
質
牧
局
淤
冰
也
故
此
舉
一
經

多
利
用
此
字
來
描
寫
人
的
心
情
和
易
於
消
犬
的
一
爭
以

(
冰
位
凹
的

3

們W
S
家
的
目
水

1
.
)
占
人
刀
口
凡

的
方
法
多
次
是
以
蠟
塗
在
木
板
上
製
成
蠟
板
於
其
上

3

訂
這
段
S

寫
法
至
希
磁
文
化
脫
划
時
代
仍
叭
叭
存
在

'
、
'
，
。

(
見
的
ml
M

)
(

梅

)

M
W陸
丸
，
主
』
戶
、K
C
「P
E
E
D

吉

惘
。{
/

空
AU
R
E
-
-
/
A
B
/
E
-
E
n
c
g

之

兒
，
大
使

"
陸
又
投
凶
手
3

克
拉
E

n

z
g
J
「
瑞
耐
心
街
」
一
祠

的
封
閉
他
已
去

f
f
F
E
n
-
E
亡

i
i

s

;

三
-
-

F
J
T
-

'

，
、
在
令
部
取
一
位

上
洞
伙

計
俗
的
氏
兄
帆
K
H布
屯
的
作
品
中
間
次
H
M
P、
福
音
(
右

M
M

甜

的
目

的
7
)

一
次
見
於
刀
一
的
上(
州
，2
2

1
)
雖
然
這

-
A
亦
見
於
悍
的
過
文
學
作
品
中
倪
志
的

意
技
巧
人
用
途
與
型
右
的
仁
的
「
品
也
越
」
迴
然
不
闢
益

割
叫
“
所
指
咚
以
淤
石
〈
主
聽
一
州
，
叫
叫
做
別
於
去
﹒
蜓
的
勾

A口

這
是
在
希
蠟
文
化

上
完
全
伐
不
到
的
特
殊
忠
義

飢
川
心
義
既
然
只
有
右
立
則f
這
名
祠
來
借
給
天
上

m
f州
政
們
只
能
依
持
他
仆
私
人
的
好
作
來
斷
定
他
的
立

或
H
A唱
板
娘
「
議
別
扭
」
以
來
午
甘
心
郎
「
替
人
品
倘
」

的
意
義
引
伸
而
使
其
含
街

K
H通
的
「
助
手
」
「
到
手
」

「
川
市
漢
人
」
「
交
往
」
或
「
律
師
」
凡
此
「
院
治
人
」

等
意
義

(
若
一
2
2

右
的
?
H
)

這
「
甘
耐
心
荷
」

有
臼
己
的
位
格
是
法
弩
之
外
的
另
一
位

(
右
M
H
)

但
他
的
L
作
扎
扎
使
命
與
耶
穌
是
蟹
的
L
作
沒
使
命
必

很
相
似
的
是
怕
圳
相
成
的
他
被
單
父
反
那
穌
打
發
到

世
坪
上
來
(
右
M
H

臼
扯
的
目

的
?

f

H
)
為
將
自



己
顯
示
與
耶
穌
的
門
徒

(
封
M
口
的
8
l

u
)
為

在
其
礎
上
指
引
他

們
並
為
發
展
聖
化
完
成
耶
穌
的
事

業
|
|
救
頓
的
工
程
(
創
刊
刊
甜
的
卸
的
問
H
且
)。
他

不
憑
自
已
站
論

(右
的
口
)而
是
給
耶
穌
作
證
並
「
指

證
世
界
關
於
學
惡
正
義
和
審
判
所
犯
的
錯
誤」
(
剔

的
卸
的
a
)
實
際
上
若
望
鞠
於

「
護
慰
者
」
的
描
述

與
關
於
耶
穌
的
記
載
是
很
相
似
的
(
參
閱
耶
穌
被
造

發
出
糾
5
叩
8
M
剖

U
S
耶
穌
顯
示
給
自
己
的
門
徒
軒

-

U
M
8
H
H

打
8
耶
穌
教
訓
並
導
人
於
真
理
部
7

M
口
8
臼
叫

等
耶
穌
不
講
論
自
己
制
7時
口
泊
的
耶

穌
指
證
世
界
的
罪
惡
軒
3
目
7
7
)。

見
郭
中
科

(
韓

)

的
叫
偉
叫
門
為
啊

(
U
E
R
H
F

O
J原
來
是
神
磨
時
間
的
一
種

2
1
9

2

F

'

、
娛
樂
方
法
後
來
漸
漸
被
制

擻
哲
學
家
們
用
來
作
為
宣
傳
自
己
理
論
或
主
張的工

具
而
成
為
一
種
文
體
這
種
文
體
介
於
論
著
和
講
演
之

間
是
以
交
淡
方
式
表
達
的
體
裁
它
的
始
祖
是
研
制
蚓

品
希
峻
的
犬
儒
派
及
禁
慾
派
特
別
喜
歡
採
用
這
一
體

裁
它
的
特
點
是
作
者
或
講
者
與
一
個
幻
想
的
敵
對
者

來
自
問
自
答
反
覆
辯
證
泠
諷
熱
嘲
將
假
設
的
敵
人
攻

擊
的
體
無
完
膚
這
種
辯
論
的
方
式
亦
裕
外
見
於
蚓
斟

旅
及
辛
尼
加
的
著
作
在
研
制
中
利
用
這
撞
文
體
的
代

表
作
要
算
成
有
日
於
這
一
時
代
的
圳
副
部
在
制
制

L
格

←
-u外
在
mA叫
樹
的
到
倒L
J採用
過
這
種
文
體

(
制
前

叫
一
'
，
。
自
H
參
見
雅
2
H
自
)
制
闢
古
哲
學
家
叫
到

l劃
于

一
學
手
銬
的
著
作
亦
隨
處
可
見
到
這
種
種
抗
(
韓
)

2591-2593 二十 一 需

m
蟑
睡
前
「
M
Y
S
J
雖
然
倒4
且

有
「
到
凹
到
叫
剖

i
d
t
d

門
。
『
『

E
U

、
是
製
造
各
種
鋼
鐵
器
的
匠
人
」

但
這
種
說
法
是
與
時
代
不
A
口
的
蓋
到
凹
到
別
剖
是
叫

苦
的

後
代
被
列
入
洪
水
之
前
的
學
姐
們
中
故
時
代
相

當
志
遠
實
際
上
那
時
對
金
屬
的
認
識
及
利
用
是
不
可

能
的

利
用
鐵
來
製
造
工
具
及
軍
器
的
最
早
民
族
是
叫
樹

及
人
他
們
遠
在
公
兀
的
三
千
年
就
知
道
有
這
種
金
屬

的
存
在
並
加
以
利
用
稽
之
為
「
天
上
的
金
屬
」
其
次

是
赫
村
人
約
在
公
元
前
兩
千
年
亦
已
具
有
製
造
鐵
器

的

技
術
並
將
之
傳
入
研
州
割
地(鬥
刮
目
制
6
H
口

8
2
.
民
l

M
)
。
叫
民
山
離
蚓
別
成
已
知
道
對
織
的

利
用

(
肋
叫
帥
"戶
押
犯
油印
4
四
川
口
5
)並
獲
悉
在
創

納
竿
布
鐵
柵
甜
的
存
在
(
圳
8

.
幻
5
)
。
進
入
許
地

後
以
民
受
阻
於
培
肋
金
特
人
而
不
能
將
之
利
用(樹

上
H
M
|
扭

)
雖
然
此
時
墓
地
中
共
他
的
原
有
民
族

都
吊
在
用
若
鐵
製
的
兵
器

(
喘
口
M

向
1
叫

樹
上
η

7
)
但
釗
f

迷
咪
王
闊
的
時
代
因
戰
爭
的
節
節
勝
利

國
用
自
強
伯
形
大
有
改
變

(
制
下8
a

網
上
n
a
m

織
在
學
經
上
亦
有
它
的
象
徵
意
義
它
代
表
武
力

堅
強
得
力(刑
犯
M
T
叫2
，
m
M制
m
W
J
街
幻
臼
創

刊
‘
耶
η
1
達
7
7

默
2
盯
U
S
W
S
)

草
地
的
鐵
器
時
代
始
自
公
元
前
一
二
五0
年
左

右
普
通
分
為
鐵
器
時
代
第
一
期
(
一
二
五
O
l
九
0

0
)
及
鐵
器
時
代
第
二
期
(
九
O
O
I
五
五
0
)。

見
金
屬

(
梅

)

則
磁
甘
南t凡
高
m
E
S
J
在
叫
氏
和
與
毛
有
關
鼠
族

:‘
l 
•• 

:
Z
E
E
\

的
屁
股
央L
理
成
是
健
兒
不

餘
的
樁
外
以
埃
及
為
最
後
荒
的
原
凶
手
外
阻
止
天
草
木

雨
尼
羅
河
的
泛
濫
太
多
或
太
少
成
者
是
因
閥
兵
過
度

致
使
囚
閣
荒
廢
之
故

會
經
上
第
一
次
促
到
儀
t
h是
在
車
耐
時
代

(
的

U
M
H
n
叩
們
也
叫刷
1
1
2
)

，

大
低
M
A
由
於
天
比
其

後
在
問
到
蚓
及
回
到
劉
的
時
化
亦
會
凶
乾
旱
而
成
災

(
列
上
川
崎2
列
下
6
u
7
凹
)
。
有
時
這
種
饑
荒
晰
地
歸

咎
於
戰
爭

(
制
泌
的
|

盯
)。
在
曠
野
中
的
叫
民
多
次

阱
到
了
饑
荒
之
滋
味

(
圳
筠
閱

(
制叫
‘|
@

)
，
作
戰

的
士
兵
亦
然
(
民
8
‘
5
繳
上
幻
|
7
制
下
U
U
)

學
經
上
不
只
簡
單
地
提
出
這
些
饑
荒
的
史
事
更

進
一
步
地
加
以
解
釋
指
山
饑
荒
多
次
是上
主
對
不
忠

百
性
的
懲
罰

(
市
詔
"
“
n
H
i

H
)。
先
知
們
的
警

戒
也
以
此
為
主
題
(
晰
的
，
詰
叫
到
2
m
5
u川4

見
列
下
6
站

|

凹
)
饑
荒
使
百
姓
受
苦
受
辱
使
其
因

此
而
反
省
自
勵
許
益
宗
教
的
義
務
(

叫
8
3
叫u

n
l
m

)
無
辜
而
受
饑
餓
苦
辱
壓
迫
的
人
將
得
到土

主
的
挾
持
高
白
白
特
的
宙
人
部
要
受
到
壓
迫
(
一制土

2
5
圳
川
江
口
的
抽!
U
M
W
7
的
9
H
S
凹
叫
4
M
6

。
=
E
t

‘
〈
可

A
T
L

t
4
l
A
勻
后

U
R

H
F
1
d
;

句
S

H
)
是
以
正
義
虔
誠
的
人
應
飽
飲
饑
傲
的
窮
人
這
是

宗
教
熱
誠
的
真
正
表
現

(
加州M
M
e
?叩A
e
u
馴
服
7

M

制
泣
，
圳
的
‘刷
刷鈞
刮
到1
叮
4
M
)。

最
低
在
研
制

中
「
饑
餓
」
亦
有
其
象
傲
的
意
義
比
如
尋
求
上
主
的
饑



-
凋
零
求
智
恕
的
錢
為
等

(
亞
8
u

鍍
9
5

德
州
的
詞
)

出
-

在
研
制
中
記
述
「
餒
餓
」
有
許
多
與
制
制
相
同

.
的
地
方
(
制1
臼
)
除
此
之
外
新
約
很
露
骨
地
描
述

饑
餘
的
效
果
耶
穌
四
十
晝
夜
嚴
齋
之
後
魔
鬼
以
餅
來

誘
惑
他
使
他
放
棄
他
默
西
亞
的
五
程
(
瑪
4
2
4

制
4
2
l

4
)
曠
野
中
的
饑
此
獲
得
耶
穌
的
飽
飲
之

後
切
不
顧
接
受
耶
穌
里
體
學
事的
道
理
(
若
6

品
)

嚴
重
的
饑
做
迫
使
歐
子
悶
頭
(
路
的
u
i
m

)

耶
穌
在
山
中
學
訓
中
稱
頌
饑
級
「
饑
渴
求
義
的

人
是
有
繭
的
因
為
他
們
要
得
飽
飲
」
(瑪
5
6
)
「你
們

現
今
饑
餓
的
是
有
福
的
因
為
你
們
將
得
飽
飲
」
(
路

6

到
)
二
處
的
意
義
不
外
是
虔
誠
的
窮
人
因
無
依
無

靠
只
有
投
齊
於
上
主
上
主
將
要
使
他
們
獲
得
現
世
的

助
佑
及
來
世
的

一一
隅
儡
嘿
，
那
些
自
恃
自
足
不
再
依
靠
上
主

的
人
是
當
時
的
法
利
萃
人
是
那
位
竟
日
花
天
酒
地
的

宗
翁
是
那
位
糊
塗
的
富
人
是
那
個
迷
於
治
色
的
敗
子

(
m
u
u
l

n

M
U
U
M
u
m
z
等
)

耶
穌
自
己
同
他
的
門
徒
不
只
一
次
嚐
受
過
饑
餓

的
痛
苦

(
瑪
M
H
n
)

故
此
他
也
會
原
諒
去
息
日

搓
麥
穗
充
饑
的
門
徒
(
寫
泣
1

!

8
)
世
界
末
日
公

審
判
時
的
賞
罰
擎
繩
之
一
就
是
人
是
否
會
給
與
饑
餓

的
人
吃
的
(
瑪
討
自
盯
)
耶
穌
並
教
導
人
向
天
主

求
日
期
之
糧

(
瑪
6
u

路
口

3
)

到
保
收
亦
有
過
不
少
次
挨
餓
的
經
驗

(
格
後
H

盯
斐
4
u

l

n
)
深
知
它
的
難
堪
及
難
忍
它
甚
至
可

以
使
人
遠
離
基
督
的
愛
情
(
羅
5
3
8
臼
)
故
此
腐

十259ι-~598 

聲
宣
斥
那
些
舉
行
主
宴
學
餐
時
只
知
白
他
自
肥
的
富

人
(
制
前n
n
n
H
)
在
來
隘
的
幸
福
中
再
無
饑
渴

之
苦
(
默
7
M

口
幻
4
)
因
為
天
主
自
己
要
淪
足
人

的

一
切
渴
求

(
韓
)

"
，

采
已
1
「
玄
丘。
/
家
畜
之
一
是
由
鹽
和
馬
交

5

眩
此
明一斗
J
f
去
已
\

R
M
帥、
-

一

/
切
\
配
昕
生
的
條
種
毛
短
頭
耳

長
身
材
高
大
強
健
有
力
故
能
頁
重
行
遠
且
不
易
生
病

雖
然
制
劉
法
律上
明
文
規
定
「
不
可
使
你
的
家
畜
與

不
同
類
的
配
合
」
(
肋
m
W
M
)但
由
一
一
地
的
驟
子
如
遠

自
瀏
蚓
時
代
已
告
且
為
人
所
珍
貴
利
用(
列
下
5
口

依
“
別
編
上
也
刊
編
下
9
H

厄
上
2
M
)
驟
子
多
次

是
盛
典
中
的
坐
騎
幾
乎
是
王
家
貴
族
們
的
專
用
畜
牲

(
幟
下的
，

M
U
自
列
上
1

臼

l

M

“

ω
自

M
E
)

厄
則
克
耳
先
知
論
及
從
洛
的
商
業
時
也
提
到
它
販
質

托
加
一
爾
瑪
地
方
的
撥
子(則
幻
H
)
詠
詔
9

將
糊
塗

愚
蠢
的
人
比
作
蜘
馬

驟
子
在
全
部
新
約
中
雖
未
被
提
及
但
我
們
自
歷

史
知
道
點
闖
入
佔
領
墓
地
時
確
會
使
用
了
驟
子

(韓
)

1 而耶咒、 2595 
52 只穌詛 區I百
5 簡木咒、宗 均阻
8 單人發~ Jjf揖
9 地會誓世 lJ&

M 說 : 經L- - lfl百
~o ---' 多之詞 的個
派不次忌，之間抽
泣安軍區是 l京 步~
宗作魔 .一文，斗早已
徒聲 !{IJ. 種* 1三1
比從起j 以自古盃

外他未此希lHJ HI 
傅身曾聽臘|E E 
教、上 用逐文 星星
驅出過銀動區 U

M 去什腦詞， \J
治 」 皮的 4可
病 ( 咒方「

峙， 谷i 語 ， 式。念

也
沒
有
命
令
他
們
用
什
麼
咒
語
(
藩

"
a
)

大
概
都

用
了
「
因
耶
穌
之
名

..•... 

」
(
見
宗
3
.
4

刊
)

耶
穌
時
代
如
有
些
猶
太
人
因
耶
穌
之
名
而
驅
糊
地
且
效

果
很
大
(
如
叫9
盯

l

u
)
耶
穌
沒
有
禁
止
他
們
由
此

而
足
證
他
本
人
並
不
是
以
魔
王
劃
耳
叫
蚓
之
名
來
驅

魔
(
蚓
9
H
U
H
-

盯
等
)。
在
耶
穌
死
後
的
宗
徒
時

此
有
些
一
「
周
遊
的
蚓
蚓
驅
踐
者

」
(
到
M
N
H
H
)。

「
驅
班
者

」

一
詞
在
劉
樹
上
僅
見
於
此
他
們
會
企
圖

以
「
喇
喇
所
宣
講
的
耶
穌
」
來
驅
逐
蚓
划
人
所
最
懼

怕
的
惡
也
但
未
能
成
一
恥

(
韓

)

“
樹
白
血
盒
「Z
m
Y
CR
J
在
上
主
懲
罰
厄
束
之
後

訝
，
即
用8
月

/
HL
E
E

」
其
地
變
成
荒
涼
之
風
遂

有
許
多
野
獸
居
住
於
此
在
這
些
野
獸
取
有
一
種
被
稱

為
「
夜
間
的
魎
魅

」
(
即
叫“
H
)
至
於
它
確
係
什
麼

動
物
我
們
不
得
而
知
有
人
以
為
它
是
亞
述
巴
比
倫
所

崇
敬
的
淫
吼
叫
到
制
制

上
則
謂
它
是
傷
害
夜
間
陸
跟

人
的
惡
也
根
鐵
以
上
所
說
我
們可
以
斷
定
它
是
一
種

與
邪
處
有
闋
的
幻
怨
動
物

見
龍
長
蟲
塔
寧

(
韓

)

-
1
|
1
i
f

。

見
巴
耳
則
步

m魔
王
(
將
持σ
)

咧
魔
鬼
(
F
B
S
)魔
巾
的
惡
作
劇
雖
然

E
L
l
/

在
創
3

已
清
楚
的
扣

出
(
削3
1
|
6
)

蹉
然
在
一
切
民
族
的
歷
史
上
人

都
相
信
魔
鬼
的
存
在
渲
染
他
的
作
為
但
是
聖
經
上
至

充
軍
時
代
盡
力
避
免
提
到
他
無
疑
地
這
是
為
戒
除
在



以
民
中
對
他
有
所
敬
禮
猶
如
其
他
一
切
古
東
方
民
族

終
蓋
以
民
惟
一
祈
當
敬
純
的
是
獨
一
無
二
的
天
主
是

朱
令
一
艸
教
的
民
族
後
來
劍
忠
稽
之
為
「
撒
m
m

」
(制

1
7
8

等

)
區
加
利
亞
亦
然

(
的
3
1
2
)

多
叫
到

他
史
清
楚
地
指
山
屆
晦
之
一
名
阿
斯
摩
太

(
多
3
8

口
)
但
在
充
軍
之
後
似
乎
又
有
一
個
時
期
以
民
盡
力

避
諱
必
晦
之
名
直
至
新
約
時
代
內
地
鬼
才
臨
被
從
此
且
他

們
的
名
字
的
結
緣
也
隨
之
繁
多
且
蛤
炙
人
口

@
魔
鬼
的
本
性
他
們
同
天
使
們
有
同
攘
的
本
性

吋
為
他
們
不
過
是
拉
起
的
天
使
(
右
曰
“
伯
後
2
.

右
-
3
8

參
見
則
必
于

o

H

依
M
U
|

臼
)
使
他
們

積
品
的
罪
感
是
驕
傲

(
多
4
H

德
昀
間

部
前
3
6
)

他
們
的
數
目
雖
然
成
章
但
似
乎
沒
有
天
使
之
多

(
則

已
4
)。
領
導
他
們
叛
戀
的
魁
首
被

稱
為
「
魔
鬼
」
(
關

封
“
)
「
緻
那
」

(
糊
口
"
)
「
籠
，
二

則
也
7
)
、

「
古
蛇
」
(
則
加
2
)
「
貝
耳
則
步
」
(
瑞
m
E
)

、

「貝
里
雅
耳
」
(
格
俊
6
臼
)
而
他
的
國
閣
下
知
名
的
划

布
「
阿
斯
摩
太
」
(
叭
叭3
8
)
.
「
深
淵
的
使
拉
名
叫

凹
釗
各
」
(
別
9

日
)
、
「
阿
回
則
或
」
(
峭
的
刊
)。

這
批
忠
心
益
力
為
非
作
歹
加
害
生
而
且
甚
至
耶
穌
釗
來

將
他
們
被
毀

(
右
-
3
8
)

@
收
鬼
在
車
終
上
的
也

琨
及
作
為
他
蛇
的
形
像

使
人
類
的
始
祖
失
足
跌
倒
(
削
3
1

|

6

剔
刊H
'
m

-
-
2
)
因
而
死
亡
進
入
了
世
界
(
削
3
叫
劉
2且
和2

ω
-H
叮自
此
而
始
不
斷
與
人
類
為
敵
門
氧
殘
殺
陷
害
生

一露
(側
，3
立
足
以
萃
晉
稱
之
為
「兇
手
」
(
部
8
“
)。

2599 二十三，!~

在
制
制
叫
上
對
他
們
有
清
鍵
的
描
此
他
們
走
遍
各
也

尋
機
客
人

(
制
1
7
2
2
制
前
5
8
」
，

在
天
主
面
前

控
告
制
叫
(
如
l
M
U
2
4

s
見
賊
叫
“
刊
)
，
殺
死
他

的
子
女
損
害
他
的
肉
身

(
制
1
u

|

凹

2
7
8
)
，

但
是
這
一
切
的
行
動
都
是
在
天
主
許
可
干
而
進
行
的

(
約
1
n
2
6

克
格
前
m
u
)
由
此
可
見
魔
鬼
的
權

勢
並
不
是
絕
叫
到
性
比
而
且
也
完
全
股
風
淤
天
主
你
也
正

因
此
以
學
糊
的
上
布
二
兀
為
(
或
稱
「
二
艸
教
」
)
的

講
法
是
無
法
立
足
吼
叫
力
布
阿
斯
際
太
忌
，
比
殺
死
蚓
側

的
七
位
丈
夫
(
多
3
8
)
糾
口
(
以
昕
峙
便
可
避
免
必

彪
的
為
h
h日
(
釗
6
u
)

在
兩
言
及
剝
削
叫
品
上
雖
並

木
否

n
n仙
向
鬼
份
加
句
句
口
必
人
的
肉
身

(
兒
附
尚
且
，)
制卜
特

別
強
祠
的
是
他
們
的
人
跟
魂
之
危
霄
以
誘
惑
使
人
陷

入
罪
忠

(
叫
mn
u
科
5
3

側
的
7
5

制
俊
2
u
u
7

弗
4

盯

6
u
n
)
為
能
迷
到
的
附
古
人的
企
凶
克
常
U

充
光
明
的
天
使

(
絡
後
U
H
)
但
新
約
中
部
亦
告
知

人
不
應
懼
怕
給
鬼
而
只
談
以
祈
禱
克
已
紋
的
德
被
盼

他
們
(
昭
雄
的
甜
甜
m
6
M
伯
前
5
8
)
可
惜
不
是
昕
有

的
人
按
照
聖
經
的
教
圳
圳
行
事(
肘
，
的
8

叫
“
)
因
此
而

有
天
主
之
于
及
感
晦
之
子
的
分
別

(
莉
詢
問
問
l
H

若

-
3
刊
)
這
兩
夥
竭
力
對
的
互
不
相
及
|
|
恁
晦

與
教
會
|
|
。
直
至
世
界
末
日
但
是
最
後
的
勝
利
是
教

會
的
因
為
耶
穌
己
以
他
的
學
死
將
惡
悔
不
可
一
憬
的

王
國
摧
毀

(
哥
2
H
H

希
2
H
)

@
惡
魔
對
人
的
危
害
有
三
一
誘
人
犯
罪
使
人
喪

失
益
魂

(
船
8

臼
U
M
剃
6
U
H
制
前
5
8
蚓
4

圳股 3
.4'， 迫 5 ~， 
隨見亡 ， 二、
阿I~ 三、以
凹瑪i 以疾
冬'， 4 J拉病
阿 9 榮 、痛
斯 )。財苦
摩i 努力口
太!、 &害

巴 1古人
耳| 慾的
}!IJ[ 等肉
步1、 來分
貝約 (

里來瑪i
雅人， 4

( 即、 JtJ
韓削| 人得i
~ Itli l 逅的

二
十
二
畫

啪
"
區
也
臨
玖
曲
一
旦
「
〉
切
可

R
S
D
J
品
做
趙
四
川
的
口
約
時

扭
扭
的
扭
訂
示
爪
/
皆
可
3
5

」

1

司

1

-

﹒
司

，
、
仁
的
以
民
H
A
-
-

位

小
吋
成
紋
的
宗
教
呻
且
也
在
制
制
中
則
很
少
從
及

一
向
約
時
代
為
灑
繳
位
所
用
來
灑
撒
的
不
外
是

你
沁
凡
此
水
則
叫
上
昕
U
心

的
拉
伯
寸
的
獨
嫩
的
恥
屁
股
削

"
的3
，

S

骨
間
時
叫
劉
代
表
巨
性
與
上
主
正
式
訂
立

f

盟
約
訂
盟
的
純
節
就
是
先
必
一
祭
熔
搏
殺
牲
將
一
半

的
趴
跪
在
如
悄
上
站
一
半
混
征
百
悅
的
身
上
起
被
統

的
趴
稱
為
「
盟
約
的
血
」
其
後
娃
立f
般
界
前
K
U且

個
節
日
上
昕
m
m
行
的
儀
式
是仙
似
一
坐
公
仆
「
附
加
及
一
些

公
山

羊
作
為
祭
口
即
將
牠
們
的
血
分
別
以
手
指
灑
在
腦

排
叫
我
的
桌
面
然
後
又
在
版
界
策
的
面
混
血
七
次
起
一

混
伽
儀
式
的
用
志
是
為
學
研
會
取
放
創
刊
小
鼎
的
取
成
“

娃
屯
的

(
仙
的
u

e

刊
)
倍
的
司
祭
的
過
犯
而
舉
行
版

界
的
時
叫
很
隊
將
手
指
泣
在
牲
血
必
然
俊
向
學
所
怯

闖
世
混
血
七
次
(
肋
4
6
7
)
如
果
獻
祭
的
是
一
位
窮

人
民
不
起
一
笠
羊
來
作
祭
品
時
可
獻
兩
笠
斑
純
或
線

的
將
它
們
的
血
部
分
混
在
祭
壇
壁
上
其
餘
的
血
擠
在

抑
泌
的
咐
胸
旁(肋
5

，

1

9
)
製
進
取
、
兩
峙
水
峙
司
的
泛
應



-
凶
手
指
黨
也
三
笠
被
祭
殺
的
紅
牛
的
血
七
次
灑
向
會

主
幕
的
前
面
(
戶
的
‘
)
.
|
-

.

在
祝
聖
第
一
批
司
祭
時
梅
瑟
將
牲
血
混
和
上
袖

灑
在
亞
郎
及
他
的
兒
子
們
身
上
也
另
外
灑
在
他
們
的

服
裝
上
(
山

m
n
肋
8

臼

)
這
次
灑
血
及
油
的
目
的

是
使
這
一
批
人
成
為
祝
學
於
上
主
的
神
職
人
員

籲
病
痊
戀
之
後
的
取
潔
種
是
司
祭
以
右
手
指
頭

蕪
上
左
手
掌
中
的
油
在
上
主
前
灑
七
次
(
肋M
H
盯
)

它
的
意
義
里
經
上
沒
有
明
白
指
出
故
一
無
所
知

不
論
是
人
或
物
件
在
接
觸
屍
體
之
後
沾
染
法
律

上
的
不
潔
取
潔
的
方
式
是
以
水
取
潔
灑
身
這
種
取
潔

水
的
備
製
方
式
是
將
紅
牛
被
焚
後
的
灰
加
入
水
中
而

成
(
戶
"
1
.
i

臼
)

灑
撒
用
的
器
具
車
經
上
祇
提
到
了
牛
膝
草

(
出

口
自
肋
M
‘
-
e

戶
的
問
希
9

刊
)

二
新
約
時
代
希
位
剖
稱
耶
穌
是
中
保
「
他
所
流

的
血
比
亞
伯
爾
的
血
說
話
說
得
更
好
」
伯
多
祿
謂
信

友
們
是
特
被
揀
選
為
分
沾
他
(
耶
穌
)
寶
血
灑
撒
之

慰
的
人
(
伯
前
1
2

注
恩
高
譯
本
將
灑
撒
譯
作
洗
淨

意
義
完
全
相
同

)
固
然
在
新
約
上
很
少
提
及
灑
血
的

禮
儀
而
所
提
者
大
都
和
梅
瑟
與
上
主
灑
血
訂
立
盟
約

的
禮
儀
有
關
(
出
M
m
a
|
g
瑪
必
甜
谷
M
M路泣
卸
)

而
興
奮
約
中
的
取
潔
種
有
關
連
者
可
說
絕
無
僅
有

(
韓

)

二十二重

圳
贖
罪
祭
(
叮
叮
叮
何
時
也

B
F
S
S
)

2600-2602 

贖見
罪藉。
禮
開開

關
於
「
贖
罪
禮
」

的
意
義
學
者
們
向

來
有
兩
種
不
同
扎
扎
彼
此
不
相
符
合
的
忽
見
其
一
謂
既

然
天
主
是
最
偉
大
的
愛
故
不
需
要
贖
罪
其
二
則
謂
既

然
舊
約
中
的
一
切
法
律
皆
來
白
天
主
那
麼
被
坦
任
何

法
律
之
一
就
是
干
犯
天
主
及
招
致
他
的
義
怒
所
以
人

應
當
舉
行
服
罪
的
種
儀
它
不
只
是
為
赦
兔
罪
惡
而
且

也
是
為
平
息
上
主
的
義
怒

「
贖
罪
」
一
詞
在
原
文

(
希
伯
來
文
)
上
意
義

不
大
清
楚
是
為
學
者
爭
辯
的
重
點
但
在
與
它
相
似
的

閃
族
文
字
上
如
阿
刺
伯
文
及
附
加
得
文
部
都
有
「
消

除
遮
蓋
或
洗
淨
」
之
意
故
此
希
擻
譯
本
用
f

「
沈
淨

或
赦
罪
」
的
字
旬
但
這
個
勁
謂
的
對
象
不
常
是
天
主

「
平
息
怒
氣
」
的
用
法
亦
很
少
見
於
聖
經
(
創
立
盯

住
恩
高
本
譯
作
「
討
好
」
)
此
動
詞
常
是
指
人
或
代

人
所
獻
的
祭
品
亦
即
是
說
人
將
某
一
動
物
的
生
命
獻

於
上
主
以
代
替
自
己
的
生
命
目
的
在
於
賠
捕
自
己
的

過
犯
而
獲
得
上
主
的
寬
恕
及
平
息
上
主
的
義
怒

在
舊
約
中
贖
罪
的
神
學
與
「
上
主
的
僕
人
」
有

若
密
切
的
關
係
他
就
是
贖
罪
的
祭
品
(
依
曰
刊

)
因

為
因
了
他
甘
闖
關
自
作
犧
牲
而
重
新
恢
復
了
天
主
與
人

類
之
間
的
友
誼
與
和
平

在
新
約
中
「
廠
罪
」
一
事
完
全
歸
功
於
耶
穌
的

學
死
(
羅
3
2
右
一
2
2
4
u

希
2

口
)
其
次
更
有

不
少
的
地
方
說
耶
穌
死
是
為
了
人
類
為
人
的
益
處
或

代
替
人
類
而
死
(
谷
M
M
格
前
M
H

翩
翩83
對
3
H

格
後
5
H
H
)
這
即
是
說
函
為
我
們
犯
了
罪
而
耶
穌

為
補
償
我
們
的
過
犯
而
死
以
平
息
上
主
的
義
怒
(
羅

-
u

等
3
自
)
耶
穌
「
是
天
主
公
關
立
定
使
他
以
自

己
的
血
為
信
仰
自
己
的
人
作
贖
罪
祭
」

(
羅
3
但
若

-4

刊
)
但
是
歸
很
結
倍
耶
穌
的
學
死
除
了
有
上
述

目
的
之
外
主
要
的
還
是
在
於
表
彩
天
主
及
基
督
對
人

的
愛
「
基
督
當
我
們
退
是
罪
人
的
時
候
就
為
我
們
死

了
這
證
明
了
天
主
怎
樣
愛
我
們
」

(
羅
5
8
)
天
主

以
基
霞
的
垂
死
圓
滿
地
抵
銷
了
全
世
界
全
人
類
的
罪

債
(
經
6

叩
希
7

盯
9

u
1
.

站
等
m
m
)
(

韓
)

的
基
R
H
F
L
T
H
Ba

丘
吉

3
3
3

5

%
訓
時
間
野
草
7
均
E
g
h
g

何
也
呂
。D
Z

」

是
古
代
以
民
的
大
節
日
於
位
市
黎
月
-
-
1
九
月

十
月
間
|
|
初
十
亦
即
在
帳
棚
節
前
第
五
天
慶
祝
百

姓
憋
避
兔
任
何
工
作
並
應
守
嚴
肅
的
在
這
一
天
大
司
的
京

應
進
入
至
學
所
以
畜
牲
及
公
山
羊
作
為
贖
罪
祭
品
的

即
撤
結
約
植
上
的
贖
罪
蓋
及
其
周
圍
的
地
板
目
的
在

獲
得
自
己
及
其
他
司
祭
並
全
體
百
姓
罪
過
的
赦
兔
這

種
隆
重
的
禮
儀
是
天
主
自
己
向
梅
瑟
指
定
的
(
肋
的

!

l
H

)
在
後
翔
的
猶
太
時
代
甚
至
在
學
殿
被
破
坡

之
後
這
種
禮
儀
仍
在
循
行
不
息
直
至
現
在
惟
不
再
以

畜
牲
而
是
以
祈
禱
來
代
管
是
為
公
眾
舉
行
補
般
大
體

的
節
日
希
9
m
兩
章
將
此
巔
界
節
與
真
正
的
及
最
大

的
贖
罪
筒
l
|
耶
穌
的
聖
死
及
復
活
|
|
1
相
連
合
在

這
個
偉
大
的
簡
且
上
耶
穌
以
自
己
的
學
血
賠
補
了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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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類
的
罪
過
故
此
它
的
效
果
遠
遠
超
過
舊
約
時
代
的

贖
罪
節

(
韓

)

2604 2603 

見贖聽
話。過罪

祭蓋

EEZZ 

巳
見
約
櫃

的
L
E軍E
w
h
κ「
。
。
舍
。m
p
z

呈
且
也
J

u
a
h車
M
它
勢
。
此
的
自
己ω
丘
吉
\

心
朋
﹒
值
句
台
崎
市

R
f
M已
m
o
J是
一
種
屬
於
個
問
類
的
禽

2
j
i
d
P
O
S
H
H

、

見
甚
多
見
於
劃
諷
刺
劃

米
亞
平
原
及
輯
到
曠
野
凰
喜
藏
於
崎
驅
不
平
的
地
瓶

在
雪
地
發
現
有
的
職
鴿
巢
穴
竟
有
查
達
二
十
六
色
瀏

味
前
半
生
所
過
的
是
牧
童
生
活
故
此
對
鶴
譜
是
相
當

熟
悉
的
無
怪
乎
他
會
哀
嘆
撒
鳥
耳
之
迫
害
自
己
猶
如

蠻
人
捕
捉
麟
鵡
(
繳
上
叫
“
叩)
刺
酬
淵
到
先
知
也
說

「
誰
不
以
正
義
積
聚
財
物
就
像
一
雙
贈
椅
孵
化
不
是

自
己
產
的
卵
中
途
必
要
拋
棄
」

(
耶
口
u
)
制
制
制

以
被
誘
進
獎
籠
里
的
輯
胡
來
比
驕
傲
人
的
心
(
街

口

自
)
其
次
劃
樹
上
有
些
地
方
雖
然
沒
有
明
明
指
此
但

劫
暗
指
為
總
及
它
的
生
活
習
慣
(
見
制

ω
H
的
2

崗

幻
8

等
)
(
緯
)

m
暐
w
m
3比「
竄
。-
o
J
為
制
割
法
律
列
於
不
潔
動

卜
，
必
自
m
w巨
閥
割/
Z
E
丘
之

物
之
中
的
問陣
風(酬
u
m
)

叫
一
大
約
是
盛
產
於
學
地
的
一
種
屬
餒
鼠
科
的
脊
椎
動
物

一
鼻
端
失
如
錐
善
掘
土
居
於
地
下
眼
睛
很
小
且
隱
於
毛

見
立
像

二十二重二十三重

皮
之
下
但
非
肉
食
動
物
而
是
以
草
木
之
根
為
其
主
要

食
料

制
2
m

蚓
副
譯
本
隨
大
多
數
譯
本
譯
作
「
擬
鼠
〕

但
原
文
與
肋
U
M

所
說
之
「
綴
鼠
」
不
同
並
且
按
現

代
學
者
們
的
意
見
伽2
目
之
緣
鼠
是
一
種
食
肉
動
物

且
不
見
於
墓
地

見
動
物

(
韓
)

二
+
三
畫

個
情
世
間-r
p開
Z
E
A
J

這
是
斟
叫
上
的
一
個
基

叫
“
自
搞
一
月g
t
Z
E
E
」
本
問
且
因
為
全
部
斟
倒

不
外
是
一
部
天
主
以
各
種
方
式
不
斷
向
人
顯
示
的
歷

史
以
護
他
是
唯
一
的
天
主
救
主
及
審
判
者
而
這
一
切

顯
示
的
最
高
婆
就
是
基
督
的
誕
生
及
他
光
榮
的
再
扎

一
舊
約
舊
約
關
於
天
主
顯
示
的
記
載
比
比
皆
是

諸
如
聖
祖
們
(
制
"
扭
扭
扭
等
)
制
劉
及
全
體
百
姓

(
出
3

犯
個
等
)
勵
他
封
回
先
知
(
制6)，

都
會
享

見
過
天
主
的
顯
示
但
是
這
些
一
顯
示
大
都
是
以
神
秘
的

方
式
郎
偕
省
神
視
夢
境
或
大
自
然
的
可
怕
成
象
顯
示

給
他
們
這
樣
一
方
面
顯
示

f

天
主
的
兵
在
他
的
威
嚴

及
大
能
另
一
方
面
部
也
將
天
主
的
真
面
目
遮
俺
起
恥

直
至
「
上
主
日
子
」
的
來
臨
那
時
他
要
真
正
光
榮
地

顯
示
出
來
猶
如
判
官
來
懲
罰
他
百
姓
的
敵
人

及
拯
救

他
忠
誠
的
子
民
並
重
建
他
的
王
國
(
見
別
比
如
影
斟
等

先
知
的
言
論
)

二
新
約
尤
其
是

刮
到
耐
剖
清
楚地指
出
在
耶
穌

身
上
完
成
了
天
主
真
正
的
顯
示
他
的
誕
生
他
所
行
的

一
切
奇
蹟
他
的
苦
難
墨
死
以
及
復
活
都
是
天
主
學
子

的
「
光
榮
」
的
顯
示
(
別

l
u
2
u

等
)
。
擊
倒
喇
在
他

的
書
信
上
尤
其
在
牧
函
上
也
強
調
在
耶
穌
身
上
「
顯

示
出
來
了
」
天
主
救
主
的
恩
龍
及
慈
愛
(
蚓
後

l
u

鐸
2

u
3
4
)
但
是
這
位
受
光
榮
的
耶
穌
「
要
再
次

顯
現..••. 

要
向
那
些
一
期
待
他
的
人
施
行
救
恩
」
(
相

9

甜
)
關
於
他
的
光
榮
再
來
在
別
關
劑
山
上
顯
露
容

的
那
一
奇
蹟
己
作
了
暗
示
(
瑞
口
1

等
)
並
於
受
甜
點

前
不
久
耶
穌
也
會
親
自
報
告
了
給
宗
徒
(瑞
筠
缸
等)

那
時
我
們
不
再
是
藉
著
鏡
子
模
糊
不
清
地
看
天
主
而

是
面
對
南
清
楚
地
認
議
天
主

(
制
前
的
臼

見
割
-
3

見
顯
現
再
來
上
主
的
日
子
末
世
論
(
韓
)

"
屆
國
目
也
「kp叮
叮
R
H
H
E
J天
主
藉
人
以
五
官
可

叫
“
自
揖
王
三
〉
古
巴
巴
。
\

以
接
觸
的
方
式
表
露

自
己
謂
之
顯
示
或
顯
現
在
人
接
受
這
種
顯
現
的
一
方

面
來
說
謂
之
異
像
因
為
它
是
超
乎
自
然
律
的
一
種
作

為
有
時
是
天
主
自
己
顯
現
有
時
借
看
上
主
的
使
者

(
亦
即
天
主
自
己
)
顯
現
的
方
式
亦
不
同
有
時
是
使

人
聽
見
一
種
聲
音
或
看
見
一
種
異
像
這
是
外
在
的
顯

示
有
時
使
人
在
夢
中
(
見
夢
條
)
或
在
一
腳
遊
於
外

(見
出
神
條
)
時
使
人
以
內
在
的
感
觸
力
見
到
異
像
這

是
內
在
的
或
想
像
的
顯
現
今
舉
例
說
明
天
主
的
顯
現

天
主
在
兩
位
天
使
陪
同
之
下
顯
現
給
在
開
制
制
橡
樹

下
的
亞
巴
郎
與
他
交
談
向
他
吃
飯

(
帥m
u-
-
H

)



-
「
上
主
的
使
者
」

(
郎
天
主
自
己

)
在
曠
野
中
顯
現

!| 

.. 

仙
一
給
M
V口
加
爾
呼
喚
她
的
名
字
並
許
給
她
數
不
清
的
後
代

(
創
M
m
7|

昀
)
同
樣
天
主
的
使
者
降
臨
品
勒
布
山

從
荊
撇
叢
的
火
焰
中
顯
現
給
梅
瑟
上
主
見
他
前
來
叫

他
的
名
字
肉
他
談
話
示
意

(
出
3

2

1
6
)
並
告
知

他
自
己
的
名
字
(
出
3

臼
)
在
梅
瑟
赴
埃
及
的
路
上

上
主
重
新
顯
現
給
他

(
出
4

剖
l

甜

)
上
主
表
露
自

己
同
基
德
紅
談
話

(
民
6
u

l

u
)
顯
現
給
三
松
的

母
親
(
民
M
MS
|
S

)

有
時
聖
經

上
不
提
天
主

的
顯
現
而
紙
聽
到
他
的

聲
音
哈
加
爾
當
她
的
兒
子
渴
得
要
死
的
時
候
聽
見
f

天
主
的
聲
音

(
創
創
口
"
)
亞
巴
郎
祭
獻
依
撒
格
兒

子
時
亦
然

(
創
n
u
i

H
)
以
民
在
西
乃
山
下
聽
到

天
主
的
聲
音

(
出
的
mu
申
4

時

)
問
緣
厄
里
亞
先
知

亦
然
(
列
上
的
9
|

間
)

為
表
示
天
主
的
威
嚴
及
科
垂
不
可
侵
犯
性
在
他

顯
現
時
有
時
亦
有
自
然
界
可
怕
的
現
象
隨
之
發
生
如

回
別
山
上
的
震
耳
的
雷
聲
號
角
聲
耀
目
的
閃
光
濃
煙

烈
火
金
山
震
動
密
雲
瀚
天
等
現
象
(
出
m
w
ul

u
m

u
)
其
他
如
狂
風
暴
雨
及
地
處
(
撒
下
m
a
--
M

詠

8

8
.
|

間
)

但
是
天
主
是
神
沒
有
人
能
看
見
天
主

(
弟
前
6

時

)
因
為
他
是
看
不
見
的
神
體
在

上
述
的
種
種
情
死

下
不
過
是
天
主
以
其
大
能
用
一
種
方
法
使
人
的
五
官

可
以
接
觸
他
而
已
達
舊
約

中
最
大
的
先
知
梅
瑟
也
不

過
祇
見
到
了
天
主
光
榮
的
反
映

(
出
的M
U
i

n
)
以

二十三重2610 

民
大
都
相
信
准
見

f

天
主
便
應
當
死
亡

(
創
的
時
仙

詞
抽
依

6
5
)
(

韓
)

"
苔
H
R
U
E持
h
a「
A
d
E
E
『Mm
E

E

S
J

關
於
耶
穌

H
m
H時

3
居
t
r
A
i
s
m
E
E

』
」

2

，

2
3

】
士
，
'

，

1

、
關
閉
即
一
一
容
的

記
載
只
見
於
對
觀
一
福
音(
海
口
1

l
a

谷
9

2
l

e

路
9

"
i

甜
)
伯
後
1
M
l

u

則
稍
提
即
過
記
載
不

詳
若
望
福
音
關
於
耶
穌
生
平
的
這
件
重
大
輝
煌
的
事

以
劫
隻
字
未
提
很
容
易
使
人
直
覺
地
感
到
奇
怪
但
事

W
H土
是
有
其
理
由
的
義
拔
一
般
學
者
的
一
致
見
解
在

若
望
的
心
意
中
耶
穌
整
個的
一
生
即
是
其
天
主
性
體

無
限
光
榮
的
顯
示

(
若
1
u
2
u
u

ν

等

)
這
種
觀

念
貫
徹
於
他
全
部
福
音
中
是
以
似
乎
無
需
再
特
別
強

諷
耶
穌
顯
學
容
的
事
蹟

三
部
對
觀
一
禍1日
關
於
顯
學
容
的
記
載
除
稍
布
出

入
外
可
說
大
致
相
同
由
此
可
見
它
已
是
當
時
盡
人
皆

知
的
事
實
三
位
塾
央
各
按
照
自
己
S

寫
稿
且
目
的
環
壞

目
的
對
象
及
其
中
心
恩
怨
之
不
同
而
將
之
筆
之
於
書

這
也
就
完
全
解
決
f

何
以
三
位
的
記
載
彼
此
稍
省
山

入
的
問
題

事
情
的
發
生
大
約
是
在
伯
多
祿
於
斐
理
伯
的
凱

繳
勒
雅
公
開
承
認
耶
穌
是
默
西
亞
永
生
天
主
之
子
之

後
的
一
個
星
期
發
生
的

(
瑪
的
時
i

H
U
7

)
當
時

耶
穌
帶
若
他
最
親
密
的
三
位
門
徒

(
伯
多
祿
若
望
雅

創
叫他
)
上
了

一
座
高
山
這
座
高
山
技
藝
教
會
歷
來
一

致
的
傳
統
是
位
於
納
匣
肋
東
南
的
大
博
爾

山
山

高
約

五
百
公
尺
是
為
摯
地
內
最
高
的
一
座
山

(
布
的
學
者

則
以
為
應
是
赫
爾
孟
山
)
就
在
這
座
崇
禹
肚
麗
的
山

頂
上
耶
穌
改
變

f

自
己
的
容
貌
顯
出
了
他
至
尚
無
上

的
光
榮
他
的
衣
服
光
亮
潔
白
梅
瑟
及
厄
里
亞
向
他
談

品
伯
多
祿
提
議
搭
棚
久
居
一
個
響
亮
的
聲
音
來
白
天

搓
證
明
耶
穌
是
天
主
子
具
有
絕
對
統
治
人
類
的
權
柄

人
人
應
當
聽
從
他
這
是
顯
娶
容
中
的
幾
個
要
點
雖
然

有
些
一
現
代
學
者
以
為
這
只
是
耶
穌
與
三
位
門
徒
的
一

種
主
觀
的
感
受
而
非
客
觀
的
事
實
位
是
僅
說
一
禍
首
上

的
記
故
而
言
任
何
人
都
不
能
否
認
這
一
事
實
的
客
觀

性

誠
然
耶
穌
在
大
岫
阿
爾
山
上
顯
示
墨
容
與
前
門
約
有

若
密
切
的
關
係
首
先
與
耶
穌
交
談
的
能
瑟
同
厄
里
亞

就
是
償
約
時
代
的
兩
個
重
要
的
代
表
人
物
悔
瑟
代
表

法
律
厄
里
亞
代
表
先
知
二
者
的
主
要
H

的
在
必
冶
明

及
指
向

舊
約
關
於
默
西
單
的
一
切
記
誠
都
在
耶
穌
身

上
結
實
應
驗
f

二
人
都
會
在
不
闊
的
山

上
見
過
上
主

的
光
榮
梅
瑟
在
西
乃

山
(
出

圳
的H
)
厄
里
亞
在
品
勒

布
山

(
列
上
的
8

)
此
外
有
兩
個
人
守
者
耶
穌
的
空

基

(
路
"
的4
若
m
u
)
兩
個
人
報
告
耶
穌
已
升
天
去

了

(
到
1

刊
)
，
以
及
默
示
錄
上
的
兩
個
護
人

(
默
u

3
)
亦
為
不
少
的
學
者
解
釋
為
梅
瑟
及
厄
里
亞
天
上

的
呼
聲
不
只
指
出
了
耶
穌
是
天
主
子
同
時
亦
暗
示
耶

穌
就
是
那
位
在
舊
約

上
所
預
許
的
具
有
權
威
的
先
知

(
巾

M
H
i

u
)

其
次
聲
音
是
由
雲
層
中
發
出
而
主
彩
在
背
約
上

與
上
主
的
顯
現
不
能
分
離
換
言
之
雲
彩
乃
天
主
發
顯



或
臨
在
的
標
誌
(
出
的m
s
u

h詠
叭
叭2
等
)
在
新
約

中
除
了
在
本
條
所
討
論
的
顯

m
z容
外
倘
有
雲
彩
將
升

天
的
耶
穌
遮
住

(宗
1

9
)將
來
耶
穌
仍
要
乘
宰
臨
冉
來

的
記
載
(
默
1
7
)
路
9
U
獨
自
記
載
r

耶
穌
與
梅

瑟
和
厄
里
亞
淡
誦
的
內
容
「
淡
論
耶
穌
的
去
世

(
原

志
出
谷

)
」
這
衷
的
去
世
並
不
是
單
純
的
指
耶
穌
的

死
亡
而
是
指
一
切
與
耶
穌
死
亡
布
閥
的
事
蹟
汗
難

要
死
彼
活
升
天
這
一
切
可
說
是
耶
穌
H
N救
人
類
脫
離

罪
惡
與
死
亡
的
新
「
巾
谷
」
猶
如
從
前
天
主
在
當

「
山
谷
」
中
你
放f
以
色
列
人
民
也
離
為
奴
之
地
|
|

埃
法

由
此
可
見
耶
穌
顯
霉
的
谷
的
這
段
事
仙
似
質
是
天
主

全
部
啟
示
中
重
要
的
一
點
的
為
它
依
罔
顧
f

消
約
指

向
在
耶
穌
身
上
一
切
關
於
默
西
亞
的
預
言
及
們
述
完

全
應
驗
了
文
前
搶
到
益
智
即
將
要
完
成
的
救
版
事
業

l

后
難
學
死
的
做
活
到
天
以
及
他
的
再
度
來
臨
是
以
它

是
新
約
中
一
段
卡
分
省
償
仙

R
A有
志
義
的
記
敘

見
大
博
爾
山

(
韓

)

U
國
旦
勾
畫
智
昏
「
切
可
呂
帥
"
，
旦
旦
Z
S
J
總
有
必
依

叮
晶
晶
腔
司
F

新
且
可
戶
\

i
l
1
4
d

'

，
、
希
擻
原
文

含
有
裸
體
之
立
國
在
運
動
以

上
採
練
比
在
的
迷
到

μ

常
是
裸
露
行
全
身

平
常
在
體
育
均
成
運
動
身

內
設
有
很
擊
摔
角
役

-
鐵
餅
鄉
個
恥
的
卸
的
露
天
競
技
場
接
跑
競
技
街
游
泳
池
和

加
一為
運
動
員
休
臼
即
或
作
冬
季
操
練
競
技
寬
大
的
石
拉
長

-
P郎
運
動
用
峭
的
門
口
關
問
南
商
店
附
民
不
A
N等
級
不
分
必

2611-2614 二 卜 五~一 1- 川j\F.

女
都
可
自
由
進

入
運
動
學
參
觀
競
技
運
動
員
操
練
比

賽
時
不
但
裸
露
全
身
而
且
事
先
還
以
油
敷
抹
全
身
使

全
身
肌
肉
柔
軟
光
滑
以
便
於
操
練
競
賽
頭
上
戴
者
帶

有
一
神
像
或
科
祇
標
記
的
寬
邊
運
動
帽
使
人
一
見
便
知

是
運
動
員
(
加
F
4

間
)

在
希
磁
化
的
核
市
內
不
論
織
的
大
小
總
往
街
也

有
所
旬
至
淤
體
育
場
的
大
小
一
座
或
多
座
隨
城
市
繁
榮

和
人
口
而
定
公
元
前
二
世
紀
中
葉
猶
太
人
提
倡
希
做

文
化
在
耶
京
也
建
築
f

一
座
時
代
化
的
運
動
場
(
加

上
1
u

l

n

加
下
4
7

口
)
這
運
動
場
是
在
雅
松

大
司
第
領
導
下
進
得
安
提
約
占
厄
不
法
乃
汗
可
後
仗

，

築
的
依
據
加
下
4

泊

是
在
學
殿
圍
牆
西
北
面
哈
納
乃

耳
堡

(
厄
下
2
8
3
1
)
下
面
但
依
懷
若
瑟
夫
的

l
b

教
(
見
猶
太
古
央
和
猶
太
戰
爭

)
划
是
在
星
般
闊
尬

茵
阿
斯
際
乃
主
常
卡
面
也
許
在
右
瑟
夫
時
代
運
刺
傷

，
何
所
擴
充
國
的
連
一
般
很
近
所
以
運
動
以
上
的
歡
呼
鄧

發
號
聲
在
娶
一
般
內
都
可
以
清
楚
聽
到
(
加
k
1

4
H
)

希
臘
文
化
也
活
本
身
已
有
些
觀
點
與
「
法
律
」

相
低
觸
何
次
這
釘
進
風
化
的
體
育
運
釗
耶
京
間
從
街

了
這
一
體
育
似
後
俯
太
兩
年
仆

V
L
T的
穿
敘
完
全
如
外
州
州

人
猶
太
運
動

μ
寇
則
時
常
眾
做
體
山
城
因
人
見
到

μ

已
身
體
上
的
割
的
痕
鎖
遂
深
以
為
恥
力
國
在
怯
叫
叭
叭
仙
似

掩
蓋
彌
制
(
加
上
1
H
)
、
進
貨
無
其
背
棄f
自
己
的

祖
州
陣
信
仰
不
位
猶
太
奇
年
而
且
司
祭
亦
再
郁
悶
心
於
位
小

事
屆
時
常
肘
，
必
還
必
場
參
加
違
法

的
運
動
無
恥
失
幟

的
大
司
祭
雅
訟
這
派
人

參
加
運
動
大
會
叫
他
們
的
情

銀
錢
向
運
動

制
燒
香
獻
祭

(
加
下
4
H

M
)
竟
毫
不

一
顧
及
自
己
祖傳
宗
教
的
尊
榮
只

一
心
崇
拜
希
臘
的
文

明
(
加
下
4
H
)
像
這
樣
的
運
動
何
能
見
容
於
猶
太

社
會
而
不
受
虔
誠
猶
太
人
的
反
擊
和
反
對

(
加
下
4

(
漁

)

血
聾
，
\
固
自
旦
旦
〈
己
Z
Z
J

是
一
種
鷹
屬
食
肉

H
Z
軍

f
F
戶
」

:
〕

4

，
、
的
烏
可
能
生
活
於

水
中

(
?
)
按
學
經
的
門
甘
心
誠
似
乎
是
一
種
闡
明
於
不
線

鳥
類
之
一

(
肋
刊

U
)
個
學
者
們
不
敢
確
定
有
人
謂

也
就
是
約

m
m臼
昕
說
的
鷹

必
將
烏

臼
替
毛
教
書
「
衍
。5
2
2

月
/

M
S
E肉，希
E
m
r
b
Z
E
ι
22

」

(
韓
)

~~ m 

二
十
四
畫

加
甜
點
真
「
E
z
f
E
L
H
三
種
使
人
身
體
局
部

2
1
l

uv
7

，
、
或
全
部
失
去
控
制
作
用

的
病
症
普
通
是
由
於
神
經
或
某
一
肢
體
的
損
傷
而
得

在
醫
學
上
街
不
同
的
名
稱
及
種
類
在
會
約

上
記
載
街

忠
防
部
癱
瘓
的
如
雅
洛
具
常

的
手
臂
(
列
上
口
‘
)

以
此
以
也
加
利
亞
先
知
丘
斥
忠
牧
草
並
言
其
手
臂
將
由
恤

喚

(
血
口
口
)
但
這
兩
處
都
沒
省
明
一
一
而
其
所
思
是
啥

時
加
症
而
只z一-
Z
A
H
手
臂
「
札
拍
」
真
正
提
及
「
戀
瘓
病
」

的
地
方
均
是
朗
上
9

站

昕
誦
的
阿
耳
基
慕
昕
息
的
病

k位
新
約
時
代
有
不
少
這
種
的
人
數
次
言
及
耶
穌

將
他
們
治
好
(
瀉
4
u
8
6
9
2
6

等
)
宗
徒
們
也



一
同
樣
閉
目
好
過
患
血E
W咦
病
的
人
(
也
不8
7
9

詞
)

川
一

見
病
症
〔
韓
)

.
的
干
扭
頭
屯
悶
「
玄

i
z
zJ妝
布
伯
來
支
原
何
必
是

3
4
1
1

訓
3

，

:
i
g
E
\

拉
你
取
人
正
常
凱
利
作

用
的
病
症
在
何
約
時
代
圓
了
科
學
尚
未
發
達
人
都
以

為
它
是
一
股
神
秘
可
怕
的
病
症
布
鬼
神
作
決
使
然
必

若
是
天
主
的
懲
罰

(申
叫
“
甜耶
站
H
m
M
)
為
此
M
M川

人
敢
干
慘
或
欺
侮
這
種
病
人
是
以
這
味
逃
避
撒
烏
耳

的
殺
害
投
奔
加
得
人
時
佯
裝
瘋
甜
甜
亂
敲
門
戶
口
叭
，
臼

沫
穢
污
點
叫
鬚
才
得
以
安
居
加
得
人
處

(
撒
上
幻
u

H
)
嶽
狂
人
另
一
種
病
態
技
藝
松
的
記
妝
是
「
技
慨

火
把
利
祖
附
和
死
亡
」

(
綴
筠
M

凹
)
或
諸
如
達
4

叩

所
說
的
「
仙
似
位
病
似
」
使
人
拉
夫
到
街
行
必
如
禽
以

更
英
者
是
微
白
馬
耳
所
得
的
駐
科
狂
病
立
志
的
研
心
前
途
咪

或
准
宮
中
自
言
自
語
六
神
無
主

(
撒
上
的
u
m
M
)

在
新
約
中
很
少
品
收
患
釘
這
種
病
症
各
昕
品
多

是
比
一
一
甜
酬
的
病
人
街
時
如
同
時
是
附
彪
為
如
耶
穌
治
奸

的
兒
玩

(
瑪
叮
H

叩
參
見
瑪
4
H
7
u

等
)
從
此

一
方
而
悶
了
先
知
們
的
生
活
行
劍
拔
表
倘
不
叫
阿
於
常

人
有
時
亦
被
稱
為
「
瘋
平
」
「
狂
人
」

(
列
下
9
u

耶
m
M
歐
9
7
)
耶
穌
東
條
內
走
廢
寢
忘
餐
傳
教
仙
似

人
也
有
人
吼
叫
「
他
瘋f

」
(
俗
3

即
位

)
交
昕
他

亦
曾
向
保
祿
識
「
你
瘋
f

學
問
太
多
把
你
卉
瘋
f

」

(
宗
必
剖
)
推
譏
笑
自
己
的
弟
兄
誡
他
是
「
瘋
子
」

要
受
天
主
的
審
判
(
瑪
5
自
)
福
音
的
生
活
亦
被
稱

為
「
十
字
架
的
忍
妄
」
「
天
主
的
思
妄
」

(
裕
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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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
)

M
N且r
m眩
h
E
\
∞
。
三
/
在
向
約
和
新
約
內
小
心
啊
巾
肘

叫
“-
-
z
刊
或
/
/
〉E
E

m
\

2

次

1
4
-
3

:

、
以
指
「
起
彼
」
的
字
凡
三

一
是
「
口
。
可
古
巴」

(
依
盯
M

作
「
口
g
y
m
g
芸
」
)

與
此
字
相
當
的
希
臘
(
于
是
「

苦
苦

Z

」
找
一j

刊
于
是

「
E
M
B

凶

」
一
-
H
K「E
m
7

」
與
此
字
相
當
的
希
臘
干

蛙
「
-
M
D
O
E
S
"」村
j

字
叫
起F
Y
Z
E
」4

二
是
「
{
耳
」
與

此
字
仙
詞
的
訴
你
叫
做
字
迫
「EE
Z

」
μ門
j
a

于
是
「
n
s

」

。

，

或
「
3
5
5

」
一
這
三
午
私
這
三
純
文
字
內
的
一
陳
忠
此
一

為
復
雌
雄
三
千
的
立
投
向
終
布
許
多
相
制
之
處
但
習
的

上
除
川
越
來
仍
G
A
U
夕
不
相
川
的
地
方
的
而
不
能
叫

為
純
淋
的

M
站
(
f八
!
就
的
川
約，村
新
約
到
一
迫
一
一
字
所
街

相
關
的
合
義
怖
甘
拜-

J概
述
如
後

舊
約
(

一
)
最
初
此
字
之
芯
似
于
是
指
喇
喉

氣
管

(
依
5
u

恰
2
5
)
巾
此
將
他
引
伸
而
有
了
氣

自
心
呼
吸
以
扎
扎
凡
使
物
體
成
為
化
物
的
事
物
再
加
以
引

。

，

仰
而
有
f

生
訊
力
或
仆
，
」
八
叩
制
來
的
忠
義
巾
此
可
見
此

(
寸
的
水w
a最
初
必
不
泣
如
一
許
物
而
是
指
一
一
權
狀
態

或
過
程
凶
而
芯
義
繁
歹
能
如
生
命
生
物
生
氣
和
生
命

的
原
國

(
一
一
)
比
干
拍
一
切
化
泊
的
受
迫
物
如
蟲
h
肌
肉

歌
(
創
I
H
2
T
M
9

閃
閃
)
怕
不
指
植
物
因
為
怕

物
沒
几
何
牛
氣
和
印
圳
是
作
命
的
的
社
傲
，
約

2
叫
花
(
肋
口

'
、
‘
'

。

.

u

巾

白
自

)
此
外
泛
指
人
戒
指
來
人
與
代
名
詞
連
別

也
指
人
本
身
(
創

u
s
幻
4

山
山1
5

肋
5
1

‘
、
詠

4

2
) 

(
二
)
此
字
指
人
的
生
活
成
分
不
但
指
人
的
心

頭
，相
肉
身
圳
且
也
指
人
的
生
活
情
緒
和
感
覺
如
泣

「
H
E磯
」
受
到
不
潔
之
物
的
沾
染

(
則
4
H

原
女
作

「
我
的
虛
魂
從
來.•• 

」
)
感
到
舒
暢
憔
悴
(
戶
口
6

耶
刮
目
詠
吵

8
"
問
)
渴
慕
追
求
(
申
4

臼
詠
M
M
2

3

的
2
)
饑
餓
飽
妖

(
耶
叫
“H
自
哀
1

刊
)
憎
嫌
愛

好
(創
M
a

戶

們
“5
約
ω
1
歌
i
7
)
情
願
拒
絕

(
創

刊
6

約
7

臼
)
虔
誠
希
望

(
詠
鈞
Z
2

叭
"
四
缸
)做

樂
悲
傷

(
冰
封
，
把
6

約
4

約
狗
血
)

(
凹

)
此
守
指
人
的
性
命
或
生
命

(列
上
m
w
4
)

如
「
起
魂

」
全
叫
做
在
天
主F
中

(
約
也
叩
則
叫
叫
‘
)

收
M

「
益
魂
」
為
「
港
瑰
」
始
討
寬

(
蘇
9
u

則
犯

叩

)
救
得
「
湛
魂
」
(
創
的
口
M
)
間
諜
「
露
魂
」

自
「
露
魂
」
的
危
險

(
民
5
M
U詠
必
T

盯
7
)
創
除

「
靈
魂
」
(
削
U
H
)
，
「益
魂
」
死
亡
(
闊
的
叩

)

都
H
K指
性
命
此
也
命
而
一
鬥
收
譯
文
多
譯
作
性
命
或
主

八
州

(
h

)
此
(
f
u時
亦
如
「
心
」
與
「
心
」
有
川

凡
「
心
」
所
能
告
的
作
為
都
可
歸
之
於
「
益
魂
」
如

喜
怒

目民
樂
歸
之
於
「
A
E魂
」

(
撒
上
-
H
M

約
犯
叫

冰
川H
M
)
白
求
八
H
M
亦
歸
之
必
「
盤
魂
」

(
歌
3
1

l

y

冰
河
M
U們
3
)
叫
凶
宙
間
在
位
約
內
以
心
指
輕
憫
人

和
小
命
以
「
心
」
為
﹒
切
內
在
作
為
的
中
樞

(
i
h)
似
這
所
謂
的
「
益
魂
」
是
←
直
接
由
天
上

而
來
是
天
主
賦
與
人
身
的
生
命
(
創
2

，
依
盯
M

耶

叩
呵
呵
)加
以
一
這
位
叫
人
生
命
的
「
滋
魂
」
與
天
主
股
雌



不
f

山
間
係
也
與
它
賦
典
的
人
身
脫
離
不f
關
係
它
是

賴
天
主
而
生
活

(
詠
衍
訕

訕
依
狗
叫
)
嚮
往
渴
慕
天

主

(
副
刊
也
2
3
)
，

如
大
早
之
望
宰
宛

(
圳
的
2
)
，
有

天
主
在
前
就
不
勝
歡
愉

(
依
創

刊
、
詠泊
9
)
沒
有
天

主
在
好
就
不
勝
悲
傷

(一
派3
口
M

詠
位
2
6

們
川2
3
)

為
此
它
姦
其
所
能
愛
慕
爭
奉
讚
美
天
主

(
制
4
目
6

5

閃
閃
詠
附
1
2
)

。

像
這
樣
的
思
想
和
親
也
在
戰
制

集
內
絞
其
他
經
典
更
為
普
遍

這
「
蠶
魂

」
在
入
在
人
身
內
使
人
成
為
布
盛
的

生
物
為
人
身
生
命
的

A
桌
布
右
存
在
人
信
內
人
就
是

活
的
合
生
活
的
表
現

(
創
2
7
)
但
為
伯
來
人
並
不

以
人
為
肉
身
利
鎧
抽
峙
的
合
體
至
少
最
初
是
如
此
他
們

以
「
肉
身
」
「
靈
瑰
」
和
「
心
」
混
指
盤
個
人
所
以

人
死
後
仍
稽
之
為

「
裝
魂

」
(
肋
的
闊
別
u
門
6
6

9

6

)
並
不
以
「
竄
瑰
」
為
不
死
不
滅
的
材
價
以
也

是
存
在
氣
息
和
血
內
(
晰
口
M
i

H

州
白
自
1

盯
一
副

9
H
花
叫彥
兒
的9
4
1

?

如
川6M
)。

凡
是
生
物
都
有
氣
息
而
且
這
氣
息
都
是
山
天
主

而
來
因
為
法
主
是
生
命
之
源

(
削
1
2

剎
酬
的
M圳

3
凹

|

缸
)
人
有
的
氣
息
和
肉
體
究
與
其
他
生
物
所

有
的
不
同

(
制
1
盯
甜
2
7

制
U
M
)。

依
稽
約
思
想

在
人
身
內
省
所
謂
的

「
靈
魂
」

(
D
G
Z
5
)
有
所

謂
的
「
神
魂

」
(
2
芸
)
(
創
6
口
7
自

制
N
H
U
H

-
訓
U
Z
)
二
者
雖
同
為
生
氣
或
氣
息
假
意
義
究
不
完

舟
，
“
-

川
一全
相
同
各
有
自
己
特
殊
的
含
義

「
靈
魂

」
可
視
為
生

一命
的
要
素

「
神
魂
」
部
是
生
命
的
根
源
「
神
魂
」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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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死
人
死
俊
「
州
城
紋
的
上
土
」
(
圳
泊
7
)
但
「
靈

魂
」
卻
能
死
且
能
丘
之
胎
死
地

(
門
幻
M
闊
的
個
川

口
刊
)希

伯
來
人
始
終
相
信
人
死
後
仍
然
存
在
謂
人
死

是
復
的
老
家
「
與
向
己
的
先
人
」
相
關
來
(
圳
衍
8

沾
自
民
2
刊

編
下
M
且

)
約
伯
人
死
後
降
入
陰
府

(
創
幻
臼
戶
的

叫
樹M
臼
釗3
刊

) 。

再
人
感
人
死
後

岡
入
陰
府
(戶
的

口
制圳
的問
圳特
H
臼

圳
叩
A
U
U
)

遠
離
世
人
不
見
光
明
(
制
7
7

l

叩

m
n
u
n
-

M

…

再
也
沒
有
必
佳
作
為
(
制必M
圳
9
叫

兩
6
6
)
。
對

於
人
死
後
人
的

「
茲
魂
」
所
布
的
狀
態
訓
叫
刑
人
沒

有
一
例
消
山迪
總
切
的
眼
念

(
圳
3
間

，

n

制
M凹
?


H
)
隨
著
啟
示
的
進
展
才
於
人
死
後
的

ub
d在
晚
山
的

經
典
內
才
有
r

較
清
俗
的
品
明
知
道
人
死
俊
肉
身
化

為
灰
土
「
鼓
梅
」
蚓
依
然
你
札
是
不
死
不
必
扎
進
一

觀
念
在
較
晚
山
的
利
口
氣
內
尤
為
顯
著
(
細
則2自
3

1

|

4
9
峙
的
a
l

u
)
人
死
後
「
政
魂
」
不
但
不

死
不
滅
而

民
依
照
人
在
凹
的
功
過
研
究
受
到
賞
罰(
細
則

2
n
5
)
的
此
人
不
能
以
此
川
榮
辱
仟
樂
來
衡
門
也
鼠

L
r

﹒
持
後的
榮
辱
川
師
恨
不
應U
八
門
沈
重
h判
死
布
壞
的
肉
軀

部
要
而
且
U
另
外
要
從
車
不
死
不
嫂
的「竄
魂

」
(
劉

3
4
)
，的
必
得
知
「
位
魂
」
的
不
死
不
滅
和
公
役
的

賞
罰
約
於
「
肉
身
」
此
間
泊
的
道
姐
也
釘f
顯
著
的
進

展

(
特
I
H
3
2

|

1
1
參
見
湖泊u
出
2
2

剎
時
間

加
下
7
9
|

刊
)
包
為
肉

身
與
「
m路
魂
」
原
是
「
相

依
為
命
」
的

(
相
8
H
叫
參
見
削
27)。

新
約

在
新
約
內
「
亟
魂

」
一
字
的
含
義
和
用

法
大
低
品
來
與
何
約
恨
恨
(只
不
過
在
幾
點
上
意
義
較

為
明
你
而
已
新
約
期
以
來
指

「
研
制
鄙
視
」
的
字
是
「
句
句
，

早
在
此
字
的
原
意
與
希
伯
來
文

「
D
G
Y
m
m
y
」
二
手
的

原
意
大
低
仙
比
掃
生
命
(
蚓
6
自
)
，
惰
性
命
(
制
6

，

若

ω
u
)
，
指
氣
息
或
生
氣

(到
m
M
駒
8
9
的
3
)

摘
生
命
的
凶
來

(
側
門
站叩
峭的
4

的
2
叩
)
，
指
生
活

的
惰
性
唱(
谷
M
H
有
也
盯
宗
M
Z
)
指
心
意
心
接

(
瑪
口

自
制2
品

制
6
6
7

對
1
盯

昀
3
目
)
，
指
人

任
何
人
或
大
泉

(
到
2
叫
“

制
2

9
側
的3
叩

)
指

自
己
本
人

(
如
mM品
制
白

白
制
後l
n
)

訊
技
刷
刷
刷

艾
此
字
雖
有
喉
嚨
之
志
似
新
約
內

從
未
以
此
A斗
，
來
指

扭
閉
路
間新

約
對
於
人
生
身
俊
的
事
布
f

山
促
進
-
步
的
啟

示
雖
然
人
對
必
身
俊
向
不
能
站
已
徹
底
明
盼
似
箭
少

已
不
如
信
約
中
人
不
得
要
領
明
知
人
死
後
肉
身
雖
腐

爛
化
為
灰
L
位
獲
魂
部
仍
然
存
在
(
職
叩
甜
幻
凹
的
叫

“
四

剖
幻
叫
“
)
將
依
照
生
前
的
功
過
接
受
賞
罰

(
瑪
的
自
|

叮
鈞
缸
|

“
)
「
扭
扭
魂
」
在
卜
恨
自
要
與

肉
身
再
相
結
合
而
復
活
成
了
新
約
信
仰
的
基
本
道理

(
制
前
的
)
。
由
此可
見研
制
亦
如
的
則
以
「
靈
魂
」

掃
幣
個
人
而
言
從
不
以
「
盛
魂

」
能
單
獨
存

ι
「
盛

魂
」
始
終
是
屬
於
一
人
的
人
一
存
在
就
有
他
的
「
靈

魂
」
和
「
肉
身
」
人
一
死
他
的
「
靈
魂

」
脫
離
「
肉

身
」
而
存
在
但
仍
是
某
人
的
「
靈
魂
」
「
肉
身
」
終

於
要
復
活
與
「
靈
魂
」
再
結
合
研
以
人
難
死
而
仍
要



~
復
這
永
遠
存
在
這
一
點
新
約
是
品
得
再
清
雙
沒
有
了

3
H

iiiil 

m

-
(
現
悶
，
1

，
封
“
右
5
剖
抽
得
5
臼
格
的
白
口

.
.

叫
自
|
目
相昀
站
|
臼
制
前1
3
|
9

)

剝
削
叫
不
位
對
於
人
身
後
的
生
也
而
且
對
於
人
現

他
的
生
活
也
省

f

史
進
一
步
的
啟
示
人
在
新
約
的
啟

示
下
史
清
楚
知
道
f

人
的
肉
身
與
益
魂
在
現
世
彼
此

間
的
關
係
以
往
以
為
痛
苦
和
羞
恥
的
事
現
在
不
但
不

以
為
俑
仟
或
泣
辱
反
而
以
為
是
一
禍
樂
和
光
榮

(
一
為5

u

釗
l

目
3
7
1
u
得
後
1
4

5

)
人
在
做
改
怕
的

手
是
肉
身
的
偏
古
和
死
亡
而
是
露
中
峙
的
俑
浩
如
死
亡

(
瑪
沁

抽
雅
5
M

叩
秋
2

凶
幼
6
H

幻
8

)
d
A扎
扎
水

的
不
完
快
界
的
兩
樂
而
是
起
魂
的
得
以(谷
8
抽
盯

)

技
恥
的
不
是
受
凌
辱
而
是
恥
自
己
不
知
仙
似
亟
魂
(
谷

8
甜
的
m
9
目
叫Me
s
)
益
魂
飯
如
此
可
此
人
就
應
不

怕
犧
牲
自
己
的
一
切
利
性
命
來
以
a
b
己

(
瑪
的
訓

品
)
和
別
人
的
霆
魂
(
絡
後
U
H
羅
9
3
迦
4
H
得
前

2
8
)
其
中
的
原
凶
就
用
一
鼎
的
人
是
基
督
工
怕
天
主
，
「
以

刊
已
性
命

(
以
交
作
「
茲
魂
」

)
換
來
的

(
瑪
仙
詞

叭
叭的
的
)
，人自
於
萃
鼠
在
學
紳
內
已
街

f
永
生

(
樹

的

的
“
)
曾
生
如
與
永
生
相
比
質
有
有
限
與
絨
服
之

別
犧
牲
一
向
椅
的
今
生
為
獲
得
永
總
第
益的
來
生
又
何

必
俊
不
怕
得

(
經
8
M
格
後
4
口
)

人
因
為
在
里
艸
內
打
f

永
生
所
以
人
的
生
命
在

快
就
已
巾
的
有
艸
性
(
州
1

U
H
4
叩
格
後
1

刮
目
經

5
5
)
新
約
為
表
示
謹
魂
具
布
這
種
越
性
生
活
的
狀

態
常
稱
人
的
盛
魂
為
「
神
」
或
「
神
魂
」
(
3
2
日
"

二十俐 r!t2167-2618 

制
的
2
u
l

H
)
，
尤
以
連
一
蚓
割
肉
州
學
叫
樹
喜
用
這
字

來
指
稱
狂
地
干
一
州
內
中
，
俏
的
這
淵
明
(
H
A
3
5
6
4

且
訕

6
目
叫
汁
口如
8
M
間
倒
前
32
7
u

荊
4
目

)。
為
此

舉
喇
喇
將
人
分
為
三
仕
屬
肉
的
人

(
陶
7
H

酬
的
3

1

l
3

)
屬
益
的
人
(
格
的
2
H
)
和屬
帥
的
人

(
裕

前
2
H
M
M
盯
)
風
內
的
人
是
如
隨
從
內
慾
生
活
判

斷
的
人
風
盔
的
人
是
指
隨
從
靈
性
生
活
判
斷
的
人
屬

U圳
的
人
迫
出
M
M
M從
哪
-
州
生
「
們
叫
晰
的
人(
雖
8
3

-

9

)
凶
肉
和
腦
溢
的
人
口
令
心
淤
地
上
的
人
叫
樹
州
的
人

旦
這
股
天
上
的
人

(
即
間
，
叫

臼
H
?
的

)
血
肉
不
能
收

受
一
入
主
的
例
(
絡
的

刊
)
崎
益
的
人
也
不
但
明
仰
→
大

主
的
u
w
d
(山
間
，
叫
2
叫
惚
地
圳
的
自
圳
3
臼
)

，

只
訂
抑

制
俯
慾

(
迦
5
叫

罵
6
6
8

凹
U

怕
的
2

H
)
問
剛
從

聽
州
叫
作
具
卜
特
基
鋒
精
艸
的
喝
艸
的
人
(
即
相
8
9
H

目
叫
5
自
叮
叮
3
2
l
u
)
才
是
一
大
毛
的

f
A

明
仰
天

上
的
事
生
時
與
主
同
生
向
死

(
昭
雄6
3
刊
)

死
後

與
主
貼
在

(
刷
刷
後52
|
凹
的
8
臼)
，
期
待
主
再
來

使
H
U
卯
峻
的
身
體
相
似
他
光
榮
的
身
體
自
死
函
中

復
寸
的
進
入
、
永
生
終
於
獲
得
自
身
徹
底
的
凶
佩
服

(
羅
8

u
且
對
3
叩
H
甜
缸

翩
前
的
u
|

“
)。
天
主
是
忠
信

的
只
要
人
信
賴
天
主
天
主
里
父
必
聖
化
保
存
他
使
他

在
主
耶
穌
基
督
再
來
臨
時
「
神
靈
」
「
靈
魂
」
和
「
肉

身
」
全
無
瑕
疵
湛
赴
羔
羊
的
婚
暫
且
(
得
前
5
臼
剖

絡

前
1
4

1
9
默
"
9

)

自
以
上
所
述
得
知
在
型
經
內
不
論
是
向
約
或
新

約
「
靈
魂

」
一
字
的
會
義
甚
為
復
雜
不
能
按
{
子
直
譯

尤
以
中
文
為
然
只
布
依
照
上

F

去
路
就
其
台
義
翻
譯

故
在
譯
文
中
多
次
不
見
「
亟
魂
」
一
字
逗

4

點
學
經

譯
本
讀
者
不
可
不
注
意

見
人
心
肉
身
血
生
命
死
亡
復
活
恩
能

(
漁
)

叮
暨
南
高
益
。

J
是
屬
猛
街
向
中
最
仙
志
的
一
混
在

U
A制
版
/
kp
f
E
\
斟
圳
上
如
其
他
烏
此
被
視
為
不

到
峙
勁
物
它
嘲
翔
天
空
快
速
敏
捷
莊
般可
鼓
謹
護
幼
雖

在
叫
叫
泣
制
制
卅
們
不
時
取
來
作
不
同
的
象
此
它
的
種

傾
斜
多
，
幾F

全
見
淤
山
川
叫
別
最
主
要
的
算
是
太
陽

帽
恥
它
的
刷
刷
刑
名
「
乃

A中U
J街
」
(
Z
E
E
『
)亦
指
其

他
的
“
禽
凶
手
可
混
為

-
A
U
F
匕
是
學
史
右
望

的
象
徵

(t
M川M
臼
泌
的
叫
“
口制
啪
"叫
別4
7
等
) 。

見
耐
心
，
恥

(
韓

)

的
蝠
瓜
「
E
H
J
凹
力
晰
地
在
全
欣
界
最
特
殊
的


u
m控
E
f
E
\

且
也
可
以
品
是
絕
倫
叫
做
銜
的
川
是
它

的
大
的
體
胡
在
斟
斟

上
名
之
謂
「
鹽
海
」
(
削
"
抽
絲

3
時
)
品
為
它
的
水
分
竟
合
有
四
分
之
一
恆
的
嘴
凶

而
全
線
生
物
拔
通
常
咱
們
之
謂
「
死
梅
」
法
肝
、
這
樣
大

同
盟
在
鹽
的
事
貿
自
古
以
來
摯
地
的
居
民
便
知
道
利
劍

它
來
作
而
味
劑
沒
有
加
鹽
的
食
品
幾
乎
是
不
可
思
品

的
手
(
制6
6
)
。
它
罔
扎
火
及
鐵
是
人
生
不
能
缺
少

的
活
本
生
活
要
素
(
制
"
甜
)
鹽
能
保
存
食
水
不
壞

(
到
下2
抽
血
)
能
用
來
作
擦
摩
剛
剛
出
他
嬰
兒
身

體
的
板
一
品
劑

(
兒
側
的
‘
)

在
將
來
默
他
亮
的
品
麗

遠
U
R時
代
牲
帝
要
吃
拌
上
喘
噓
的
飼
料
(
俄
狗
臼
)
事

實

上
凹
划
蚓
胡
平
已
有
這
種
用
法
且
沿
用
至
今
目
的



是
防
止
攻
南
生
病

食
鹽
在
訂
立
盟
約
上
也
釘
重
大
的
立
義
企
今
阿

刺
的
人
仍
有
的

h
m消
「
頭
從
你
抗
之
間
，
釘
食
鹽
打
在
」

即
消
「
願
成
們
也
屯
互
不
侵
犯
的
和
平
」
是
以上
主

與
叫
比
汀
的
知
約
亦
稱
為
「
、
水
久
不
變
的
臉
約
」

(
門

時
間
編
F

H
S

厄
上
4
H
)
擁
布
防
止
食
物
路
朽
的

功
能
收
此
占
代
民
族
多
以
曜
來
恥
于
敏
、
永
久
性
不
贊
位

也
正
凶
此
在
一
切
除
於

上
主
的
祭
品
中
關
心
是
絕
的
不

可
缺
少
的
「
在
你
的
一
切
祭
品
上
都
應
加
上
鹽
來
奉

獻
」
(肋
2

"

參
見
川
的
H

M
上
6

9

)其
半
帆
趴
在k
v

獻
與
上
主
的
香
料
市
們
也

應
加
上
食
鹽

(
見
川
狗
血
)。

但
是
單
位
征
友
做
食
鹽
之
「
功
德
」
之
餘
也
知

道
它
「
缺
德
」
的
作
崗
位
田
t

地
經
過
鹽
水
的
機
游
水

份
蒸
發
之
後
困
地
便
成
r

荒
蕪
的
廢
因
是
報
復
敵
人

的
手
段
之
一
就
是
將
鹽
水
澆
在
敝
人
的
土
地上
使
其

成
為
鹹
田

(
圳
必

凹
的9
H

m
2

.

h

參
見
一
副叫
“
)

。

新
約
依
然
猶
太
人
對
食
鹽
的
功
效
，
相
偵
帆
布
如

此
情
地
的
必
議
也
就
知
悔
乎
耶
穌
稱
自
己
的
門
徒
是

「
地
上
的
種
世
間
的
光
」

(
瑪
5

日
間
)

意
調
他

們
為
人
慌
社
侖
的
導
師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猶
如
食
鹽
放

光
明
對
人
生
是
絕
對
重
要
的
馬
爾
谷
亦
清
楚
地
在
強

d

一
切
延
音
徒
都
感
受
火
的
沖
錄
拔
以
食
鹽
來
臨
存

(
約
9
刊
叩

)。
蚓
別
對
釀
亦
有
同
樣

的
觀
念
(
制
M

-
扭
扭

，

見
職
5
臼
|

M
)。
連
一
喇
喇

勸
魁
教
友
與
人
往
來

叫
一要
和
睦
相
比
作
事要
明
風言
談
要
溫
札
有
如
調上了

一
智
瑟
的
臨
使
人
聽
起
來
津
律
有
時
叭
而
獲
得
神
益

(
副

2619-2622 二卜州稅二 1- 五 M

4
6
)
俊
仇
的
泉
州
們
也
將
法
律
與
食
鹽
相
比
等品

齊
觀

(
韓

)

扭
扭
胸R
P
Y「
5

戶-3

。
『
F
F
J

這
叫
喇
的
叮
隊

M
K
H
R
A
t
/〈
丘
-
a
ω
ω
E
D
R
E
E
\||
1
|

i

心
，

4

、
在
附
彼
瑟
大
將

率
侃
之
F

椒
粉

4

旭
東
人
的
地
方
在
一
迋
災
符
衛
一
萬
八

千
叫
刺
人
被
鐵
滅(
刷
，
「8H
U叫上
的
u
制
ω
2
)。

其
俊
在
納
大
F

例
瑪
K
M
雅
時
代

(
七
九
六
i

七
八
一

?
)
U
M
t人
再
皮
肝
、
叫
泌
的
地
方
愉
悅
北
死
傷
達
一
瓜

人
之
眾

(
列
F

M
7
的
糊幻
u
)
這
個
地
方
按
學
者
們

的
意
此
躍
在
緊
地
尚
方
的
叫
叫
州
地
區
(
韓

)

必
禹
-
此
三

是
。

h
p
z

J
是
位
H
F倒
到
曠
野

M
E
H
A
但

/
們UE
H

E

m
-
-
5
\

|
|

l

:

-

4

，
、
中

M
明
他
太
交
派
的

一
座
城
市
保
雌
死
海
不
這
學
#
咱
們
大
部
以
為
它
說
是

現
今
所
品
的
谷
木
的
廢
墟

(
蔽
的

自
)
(

韓
)

二
+
五
畫

n
議
且
甘
W
E「
Mw
a
F
E
z
-這
一
名
詞
叫
來
自(叫
別
)

泊
在
耐
F
F」d
少
f
F
5

月

5

」
'

2
1
:

一

l

'

，
、
交
矢
志
思
足
「
笨

口

結

舌
的
人
」
希
臘
文
們
用
此

-
A以
一
不4
晶
晶
不
清
令
人
難

怖
的
川
山
此
川
泌
儡
捏
成
一
切
准
外
凶
泊
言

的
人
制
山

1

格
前
M
H
宗
犯
2

‘

昕
魂
的
「
蠻
夷
」或
「
土
人
」

就
是
逗
他
立
思
後
來
學
凡
一
切
不
腦
蚓
勵
人
種
扎
扎
文

化
的
民
朕
部
被
視
為
蠻
炎
且
合
有
那
視
之
意

(
到
3

u
)
同

樣
猶
太
人
亦
視
一
切
非
猶
太

的
希
臘
人
為
蠻

夷

(
別
下2
缸

刷
刷1
刊
)
或
其
他
教
外
具
民

(
制
3

m
9
H
迦
2
7

)
普
通
說
來
蠻
夷
亦
是
指
無
知
的
粗

人
而
言

(
則
幻
剖
圳
下
5
自
ω
‘

M
M2

) 。

(
的
師)

n
A酬
繭，起
旻
咒
。可

J
遠
在
很
古
的
時
凡
人
們
使

M叫
做
歸
自
鼠
也
/
(UF
M
m

」

:
a
z
-
-
j

d

、
知
道
及
利
則
鎖
放
油
州
進
擎

的
上
也
多
次
自
接
或
間
接
地
捉
到

(
制
2
5

叭
叭泊
3

列
，「
4
n

厄
下
3
3

瑪
鈞
甜
路
口
自
H
hm
M
自

)

持
古
學
告
訴
我
們
現
在
的
圓
形
或
扁
形
的
湖
小

布
的
鑰
匙
在
古
時
代
是
不
存
在
的
占
蚓
川
人
所
叫
別

的
鑰
匙
是
木
作
的
街
八
九
茱
吋
一
晨
在
共
尖
端
白
內
4

個
牙
樹
不
等
用
以
插
入
鎖
孔
內
為
關
閉
或
閱
略
門
民

而
鎖
的
紙
造
輿
鑰
匙
是
個
刻
的
它
有
兩
件
具
一
安
裝

淤
門
的
一
邊
內

有
活
動
的
及
與
鑰
匙
相
對
數
目
的
齒

牙
門
的
拍
一
邊
或
門
框
上
街
數
個
相
對
的
制
為
谷
納

兩
綸
匙
研
轉
動
過
來

的
商
牙
但
吋
這
種
論
匙
是
木
質

的
故
考
占
學
者
向
未
發
現
這
類
鑰
垃
國
大
你
已
昀
爛

M
M…
存
不
過
在
革
則
由
間
部
發
現f
希
磁
時
代
的
州
州
白
鑰

匙
現
在
敘
利
亞
及
其
附
近
區
域

的
阿
刺
伯
人
至
今
仍

沿
別
此
推
銷
路

要
經

上
提
及
鋪
匙
有
兩
種
意
義
其
-
是
字
，
氣的

州
路
阿
布
王
厄
革
降

的
僕
人
在
厄
胡
得
民
反
行
科
凶

五
之
俊
以
他
們
昕
帶
的
鑰
匙
開
了
國
王
涼
涅
的
川

(
民
3

品

)
一
輛上
9

甜
盯

亦
是
按
」
手
指
的
抑
得
共

一
-
H
K商品
迫
他
立
義
在
聖
經
上
的
例
乎
很
多
比
划
恥

穌
I
H斥
法
早
上
們
凶
為
他
們
拿
走
了

「
知
泌
的
綿
起
」

(
的卅
日
臼

)
鑰
匙
亦
是
檔
耐
及
勢
力
的
的
社
叫
出(
除
4

臼
默
9
l

u

a
e
m
I
等

)
其
次
「
途
味
友
告
的
地蚓

匙
」

(
依
叫
“扭
)，
「
那
望
有
途
味
鑰
匙
的
」
(

別
3



-
7

)
等
旬
都
是
權
誨
的
磁
銜
而
這
頭
銜
是
合
釘
喂
飯

問:
默
西
亞
權
而
意
義
的
叫
且
符
合
在
耶
穌
山
丘
「
他

A
f

-

沒
有
人
能
關
他
關
了
沒
有
人
能
閃
」
(
依
m
n

)
國

「
剖
俐
的
家
室
」
說
是
耶
穌
昕
創
立
的
學
教
科
的
胡
胡

亂
耶
穌
世
看
他
的
苦
且
舉
死
及
復
也
戰
勝
了
惡
也
獲

得
f
A
大
上
地
卡
的
權
制
(
默
1

M

)
耶
穌
先
將
天
凶

的
鑰
往
并
給
f

教
會
的
首
長
伯
多
線
(
瑪
時
間

)
後

來
正
式
將
之
交
付
給
他
(
制
訂
H
l

叮
)
使
這
問
他
天

國
的
他
川
水
述
結
拉
伯
多
秘
泣
他
的
總
位
人
存
留
於

翠
教
合
內

(
韓

)

羽
生
-
h
叮
「
Z
g

J
是
一
種
哺
乳
食
肉
以
必
物

耐
的
趙
品
品
刁
/
巨
『
p
n
p
m

\
形
似
的
鵬
總
是
淡
黃
灰
包
軀

幹
絨
的
州
為
太
毛
反
而
堅
﹒
門
頸
叫
且
也
布
提
亞
州
反
性
兇

惡
以
必
物
的
死
U
F的
食
物
在
巴
力
斯
泊
多
問
必
州
州
穴

或
許
活
穴
之
中
飯
問
外
出
覓
食
抽MH
n

川
紅
比
扯
到
它
並
謂

「
納
州
幫
狗
川
阿
狗
一
小
能
和
平
相
處
那
股
川
的
人
和
窮
人

亦
然
」
品
成
狗
一
一
副
棋
見
於
抽
旭

日
目
且
出
於
布
叫
做
文

刷
上
口

闊
的
「
立
波
飲
山
谷
」
成
亦
可
譯
作
「
益

狗
山
(
仆
」
但
凶
學
者
關
於
這
個
山
小
什
么
的
彥
兒
各
具

且
宿
學
品
將
之
作
食
肉
烏
耐
用
來
講
收
忠
高
譯
本
也
不

十
分
你
定
的
譯
作
「
袋
絞
山
谷
」

(
牌

)

M
悅
目
眉
目
「
旦河
E
D
J

是
以
氏
別
來
消
鎖
上
主

叫
的
三
日
~
至
三5
3
5
\

全
能
伶
九
哈
比
M
N
扎
及

默
函
祖
時
代
的
故
叫
，
何
時
則
為
公
開
的
做
做
打
時
則

自二十li.況也二十/、:M

二
十
六
畫

2623-2625 

用
為
花
人
的
敬
他
們
匕
可
能
是
歌
唱
的
讚
說
也

可
能
是

朗
誦
或
默
念
的
法
詞
在
這
一
點
上
別
於
娶
一
詠
蓋
娶
一
詠

普
通
是
用
來
為
歌
唱
的
詩
詞
並
布
樂
器
伴
奏

讚
頌
的
結
梢
布
一
定
的
格
式
首
先
是
序
言
用
來

隆
重
地
邀
請
參
與
禮
儀
的
民
眾
熱
心

的
靈
魂
甚
至
大

自
然
界
來
齊
聲
浪
鍋
上
主
的
榮
耀
共
後
是
正
文
列
舉

上
主
應
受
讚
美
的
事
做
這
些
-
4.U
可
能
是
天
主
木
身

的
位
太
屬
且
也
可
能
是
歷
史

上
的
事
此
以
及
自
然
界

的
化
-
L中
間
打
時
重
復
地
加
以
邀
泊

的
序
言

制
制
中
的
讚
頌
詞
恥
主
要

的
有
制
割的
「
凱
能
歌
」

(
削
的
I
I
H

叫
花
1

i
u
)，

制
制
蚓
的
「
凱
旋
歌
」

(
昀
5
1

叫
)
，
叫
馴
的
「
頌
謝
詩
」(
船
上
2
1

l

u
)
等
制
制
中
的
主
要
法
頒
則
布
聖
母
蚓
刺
叫的

激
訓
「
伐
的
仙
也
鳴
叫
做
上
主
」

(
帥
的1
“

!
“

)
也

叫
叫
叫
的
「
反
美
歌
」(
制
I
M

|

刊
)
以
及
西
默

制
的
「
A
州
州
」

(
圳
2

目
l

自
)
此
外
在
山
市的
目

並
已
故
州
州
門
問
到
叫
在
對
劃
例
坐
監
時
飯
問
二
人
昕

峙
「
品
均
」
天
上

兒
+
吋
肌
光
榮
頌
放
下
此
(
的
牌)

t
u瞬
貝
司
同
「M
V
ES

J
「
消
前
」
就
是
受
造
之
物

怔
的
二P
弓
n
p
/
C
E

」

為
讀
拭
光
恭
祝
一
騙

上
主
昕

用
的
歌
詞
或
詩
旬
一
切
受
造
物

(
一
詠的
臼
達
3

目
l

M

)
天
使

(
副
m
訕
訕
)
以
及
人
類
都
應
讚
頌
上
主

(
副
5
2

釗
8
M
H
a

創
刊
汁
口制
n
H

叩
H

的
2
8

%
1
3
7

等
)

對
叫上
欲
頌
上
主
的
必
歌
可
品
處
處
情
是
共
接

若
有
為
感
謝

上
主
自
制
到
德
放
創
氏
的
學
、wm咱們
仿
制

肋
耳
學
詠

(
…
刑的
l

的
)
，
是
叫
趴
在
至
發
來
衍
沌
的

日
上
昕
慣
唱
的
也
是
耶
穌
在
晚
餐
露
中
叫
阿
宗
徒
們
一

齊
唱
過
的
(
關
必
叩
叭
叭U
H自
)。
共
次
有
卡
一
純
學
亦

皆
以
「
亞
肋
路
亞

」
(
請
讚
頌
上
主

)
為
始

(
一
泳蝸

m
i
川
山|
的
例l
m
)

，

更
有
士
一
一
篇
斟
圳
以
「

』

肋
路
亞
」
為
終

(
一
喇喇
l
伽
川
川i
山
山
附i
悶
兒

如
此
「
亞
肋
的
帥
亞
」
一
品
經
過
默
一
小
錢

(
吟1
1

7
)

而
傳
人
必
皆
教
會
的
禮
吋
訕
訕
怕
別
至
今
「
的

μ
三
納
」
一

調

(
我
們
求
你
救
助

)
也
可
以
叫
“
成f
法
詞
上
的
術

扎
起
亦
取
刊
斟
圳(
叫
臼
)。在
耶
穌
鼎
鼎
進
蚓
京
時
出

糾
此
會
以
此
的
來
歡
呼
歌
頌
「
湖
州
之
，
于
」

(
為
幻

9

創
刊
9

川
叫uu
見
啪
"
抽

)
.
孩
荒
們
紅
學
殿
中
亦

然

(
瑪
幻
H
)

讀
美
的
刻
的
學
是
天
主(
叫
臼
z

叫
l
n

圳
扭
4

山
倒也
2
等
)
，是天
主
的
大
也
啥
叫
肌
單
位
美
》
扎
扎
扎
，

μ
拉

(
副
8
叫
叮
叮
九
圳
叫

樹
位
臼
刊

詞

)
，
是
因
為
上
士

對
自
己
的
E
挑
施
行
了
恩
惠

(
圳
的
的
m
m附
)

《

劉
剛
上
不
乏
讀
頌

土
主
的
美
表
如
默
基
瑟
德

(
削
M
叩

門制
到
(
圳
的
2

) 、

制
制
制
(
副
5
帥

)

謝
喇
(
刷
上
m
u
u
)

、

刷
刷
制
(
偏
于
6
4
)
V
間
年
多

剛
到
(
叫
到8
5
!

'
)
、
他
的
父
親

(
叭
叭圳
的
)及
撤
棘

的
殺
人
(
釗
8
臼

!

叮
)
、
刺
刺
制
(
釗
間
)
及
火
客

中
的
三
青
年
(
由
3
時
|
叫

)。
謝
喇
甚
至
制
定
了
仙

刺
人
專
職
讚
頌上
主

(
蝙
上
的
4
)

的
約
時
代
的
默
組
盟
主
義
也
會
必
發
人
寫
山
不



少
的
讚
頌
歌
詞
如
直
納
的
領
謝
詩
(刷
上
2
l
f
i
u

)

一
些-
g詠

(
衍
的
%
i
m
w
)及
一
也
一
先
知
的
時
詠

(
即
側
門

M
I
l

e
m叫
M
I

H
M竹
且
特
H

叭
叭叫
叩
v

H
)。

新
約
上
瑪
利
亞
的
「
訣
竅
頌
偏
上
主
」
(
酬
1
“

“
)
及
回
加
利E
的
阪
大
酋
(
制
1
M
1

刊
)，

是
兩
篇

歌
頌
上
主
的
典
想
法
祠

兒
哈
肋
耳
祝
福
﹒
(

韓

)

必
悔
嗎
「
〉Z

J
占
時
取
一
一
地
已
有
野
驢(倒
叫
“H

M
E
州
/
〉
E
D
C

m
\
則
2
創
制U
U
)，

現
仍
兒
於
到

郎
及
阿
利
伯
之
間
的
地
區
及
聖
地
北
部
將
其
馴
服
後

遂
成
為
主
要
家
畜
之
一
是
半
遊
牧
民
族
心
愛
的
動
物

因
牠
性
情
善
良
且
能
忍
苦
耐
勞
遠
在
學
祖
時
代
創
見

於
聖
經

(
創
刊M
M
n
s
s
位
品
等
)
人
用
來
坐
騎
代

步
(
出
4

m
戶

叫
“
自民
刊
-
U
H
等
)
女
人
亦
不
例

外
(民
l
H
)
叩
開
先
木
是
古
人
的
財
物

(
閱
ω
‘
)後

來
用
途
普
及
貧
苦
家
庭
亦
可
巫
山
養
(
叫
別
口
)
，
用
來

運
貨
物
(
創
刊M
H
刷
上
討
M

制
必
6
)
或
在
田
間
工

作
(
申

扭
叩
依
刊
抑
制
)
古
人
甚
至
養
有
越
來
猶
如
羊

擎

(
晶
1
3
m
m
u織
上
幻
叩
)
。
牠
的
馴
服
平
過
駱
駝

及
馬
匹
因
為
古
人
常
用
馬
為
作
啪
啪
工
具
而
施
則
用
來

為
騎
故
有
救
世
主
l

默
西
亞
。
騎
姐
而
來
之
說
(
的

9
.

瑪
幻
2

等

)
以
示
默
西
亞
為

和

平
的
君
主
叫
劉
樹

禁
止

「
牛
盤
一
向
耕
作

」
(
制
泣
叩
門
，

白
色
的
驢
子

卜
一

視
為
皇
家
的
坐
騎

(
民
5

刊
)
因
飼
料
之
關
係
被
關

的
一為
不
潔
動
均
械
閃
閃
肉
不
可
食
更
不
可
用
作
品
口
問
(
削

一口
H
M
目
)
娶
經
上
有
不
少
關
於
的
潤
的
軟
事
如
凹
蚓

2626-2630 二十六

的
母
驢

(
戶

扭
訕
訕
)

倒
閉
到
尋
找
失
驢
之
事

(船
上
9
3

等
叮
耶
穌
榮
進
蚓
U
M眛
亦
騎A
攤
上
(
昀

幻
1
u

等
谷
u
z
f

u
)
作
為
默
函
草
行
王
和
平

及
?
謙
遜
的
的
R
J似
至
淤
耶
穌
誕
生
於
牛
貓
之
成
割
叫

上

並
娘
拉
拉
一
且
是
山
山
於
偽
經(的
關
M
)
及
做
忱
教
父

已
丑
計
科
及
日
密
斯
科
的
制
1
3

叫
3
2

的
誤
解
而
來

(
韓

)

二
+
七
畫

的
悅
同
「
司
「
巳
Z
S
S
ι
J鉛
右
或
公
此
剛
石
是
最
硬
的

欲
望

-4
/
E
B
E

正
是
旦

既
可供
裝
飾

或
雕
刻
玻
璃
玉
石
之
別

(
m
u
1

則
3
9

昀
7
口
)。

見
玉
石

(
陳

)

必
嘔
m
h
H
「
C
S
S
E
O
J
燒
魚
是
巴
力
斯
坦
盡

M
m
u
m削信
己
的
『
。g
E

己
，

j

1

，
'
、
人
皆
知
的
動
物
蓋
考

古
學
品
付
在
加
爾
咧
叫
山
洞
中
發
現
至
少

-
n
H鱷
魚

的
骨
骸
古
時
在
加
爾
默
耳
山
之
南
及
凱
繳
勒
蚓
之
北

的
則
街
卜
1
.
(平
N
R
A凶
)
溪
流
入
海
處
有
輯
魚
的
存

也
很
可
惜
其
最
後
一
住
旦
被
人
於
一
八
七
七
年
殺
扎
在

其
他
中

東
地
區
亦
都
有
鱷
魚
這
種
大
動
物
格
外
是
在

埃
及
的
問
刷
刷
何
甜
甜
甜
特
到
叫
倒
爾
一
世

即

兩
制
別

法
郎
遊
得
一
雙
略
魚
作
為
禮
品
並
且
制
別
人
對
這
種

動
物
會
加
以
敬
位
考
古
學
家
發
現
了
不
少
遍
魚
的
墳

墓
及
它
們
的
「
木
乃
伊

」

在
斟
樹上
並
無
學
衡
的
名
詞
來
稱
呼
它
制
的
自

-
M
們
自
稱
之
為
「
里
外
雅
堂
」
詳
細
加
以
描
述
為
彰

顯
天
主
的
大
能
及
人
的
無
能
厄
肘
克
耳
先
知
亦
會
將

喇
別
法
郎
比
作
一
隻
村
大
的
結
魚

(
則
必
3

等
) 。

兒
里
外
雅
笠

(
輯

)

四
也
叫
叮
當
是
「
出
岳
母
，
。
呈

J
關
松
、
這
種
比
名
的
翻

到
底
岫
這
比
/
頁
。
品
已
ω

」

|

J
-
a

'

、
譯
學
各
們
有
許
多
不

制
的
立
此
再
切上輯
削
昕
間
的
大
多
數
勁
植
物
名
並

非
科
學
的
術
訊
而
只
是
民
間
的
通
俗
稱
師
們
是
以
很
難

斷
定
，
匕
確
是
付
現
麼
門
本
來
拔
原
文
及
古
老
的
制
蚓
譯

文
它
應
這
北
極
地
俏
的
一
﹒
種
水
烏
但
這
種
刊
在
雪
地

是
不
可
能
也
存
的
故
此
現
代
的
學
有
多
主
弘
其
所
指

應
為
眠
的
此
烏
大
容
像
烏
耽
羽
毛
黑
包

h伺
綠
化
崎u
b

苦
口
潛
水
捕
魚
俗
名
叫
「
小
烏
鴉」或
「
h由
、
耐
鴨
子」多

見
於
加
堅
肋
盛
湖
凡
此
制
州
河
風
被
叫
到
列
入
本
用
峙
的

鳥
類

見
飛
鳥

(
韓

)

二
十
九
畫

7.說學 ( 準誠 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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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篇

儒
家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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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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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只苟
同
戶
『
凶
」

(
黎
正
市
)

附編:儒家思想與聖經

孔
子
之
前
早
已
有
儒
許
氏
說
文
解
字
「
儒
柔
也

術
士
之
稱
」
列
子
周
穆
王
篇
「
魯
之
君
子
多
術
藝
」

此
昕
言
「
魯
之
君
子
」
即
指
儒
是
學
者
之
通
稱
他
們

爛
習
六
藝
並
以
六
懿
教
人
蓋
明
禮
樂
可
以
為
相
習
射

御
可
以
為
將
通
書
數
可
以
為
宰
論
語
說
「
三
年
學
不

志
於
穀
不
易
得
也
」

(
泰
伯
)
又
說
「
學
也
祿
在
其

中
矣
」
(
衛
靈
)
儒
之
習
六
藝
本
為
進
身
仕
途
以
得

祿
位
的
一
種
方
術
古
代
儒
術
教
育
目
的
在
造
就
社
會

的
領
導
人
材
|
|
君
子
但
能
受
此
種
教
育
老
都
是
貴

族
至
孔
子
始
創
立
儒
家
的
學
派
他
從
儒
術
入
手
主
張

「
有
教
無
類
」
以
六
慈
教
一
般
平
民
他
也
宗
周
講
詩

書
禮
樂
但
他
有
較
高
的
理
憑
其
志
不
在
的
峙
位
而
欲
行

其
道
即
欲
實
現
他
的
「
一
貫
之
道
」
故
孔
于
是
一
個

教
育
家
而
非
宗
教
家
他
所
倡
導
的
儒
家
是
一
學
派
而

非
宗
教
因
為
他
們
的
行
為
和
希
趣
的
智
者
相
似
儒
家

的
學
理
施
行
通
稱
「
儒
教
」
質
與
宗
教
有
別
因
為
他

們
沒
有
宗
教
的
社
團
組
織
和
活
動
漢
書
藝
文
志
列
儒

家
為
九
流
之
一
云
「
儒
家
者
流
游
文
於
六
經
之
中
留

意
於
仁
義
之
際
祖
述
凳
舜
憲
章
文
武
宗
師
仲
尼
以
重

其
言
於
道
最
為
高
」
比
漢
人
對
儒
家
的
解
釋
頗
為
明

確。

儒
家
雖
非

宗
教
但
其
人
生

思
想
與
宗
教
所
談
論

者
有
許
多
相
同
正
如
希
腦
哲
學
會
被
猶
太
教
及
罔
教

學
者
昕
吸
收
在
歐
洲
中
世
紀
又
與
基
督
教
的
經
院
哲

學
結
合
故
我
們
可
以
斷
定
儒
家
的
思
想
亦
必
有
與
基

督
教
費
經
的
教
義
相
符
合
者
今
就
此
觀
點
討
論
之
如

下

(
一
)
天
生
萬
物

基
督
教
的
學
經
教
導
人
欽
崇
惟
一
的
天
主
認
識

天
主
為
宇
宙
萬
物
的
創
造
者
人
生
當
按
天
主
的
旨
意

而
行
這
些
思
想
在
儒
家
的
經
典
衷
亦
有
述
及
儒
家
以

五
經
四
者
為
教
材
此
等
書
中
所
言
的
「
天
」
「
帝
」

或
「
皇
天
」
「

上
帝
」
與
學
經
所
言
「
天
主
」
相
同

在
詩
經
和
苦
經
哀
「
天
」
與
「
帝
」
並
用
例
如

「
帝
命
不
時
」
「
天
命
靡
常
」
(
詩
大
雅
文
王
)

「
疾
威
上
帝
」
(
大
雅
蕩
)
「
旻
天
疾
威
」
(
小

雅
小
旻

)
「
格
於
上
帝
」
「
格
於
是
天
」
(
盡
到
叫
) 。

「
天
命
版
之
」
(
書
湯
誓
)
「帝
欽
罰
之
」
(
立

政

)
此
等
旬
法
相
同
或
稱
「
天
」
或
稱
「
帝
」
其
意

義
亦
相
同
體
記
文
王
世
子
「
夢
帝
與
我
九
齡
」
鄭
注

「
帝
天
也
」
堯
典
「
肆
類
於
上
帝
」
王
肅
注
「
上
帝

天
也
」
孟
氏
易
章
飼
「
帝
天
稱
」
白
虎
通
「
帝
者
天

號
」
故
請
書
中
「
天
」
與
「
帝
」
臭
莫
名
而
贊
同
為

一
至
上
州
或
稱
「
皇
天
」
或
稱
「
上
帝
」
「
皇
」
與

「
上
」
只
是
形
容
其
至
六
與
至
尊
罷
了

易
屯
卦
家
日
「
天

造
草
昧

」
王
粥
注

「
屯
者
夭

地
造
始
之
時
也
造
物
之
始
始
於
冥
妹
故
日
肖
峰
味
也
」

孔
穎
達
正
義
「
言
天
造
萬
物
於
學
創
之
始
如
在
臭
味

之
時
也
」
這
不
是
與
鑿
經
所
說
相
合
嗎
創
世
紀
1
1

2

「
在
起
初
天
主
創
造
r

天
地
大
地
還
是
混
沌
空
虛

還
是
一
國
黑
暗
」

尚
書
洪
範
說
天
錫
禹
洪
範
九
醇
初
一
為
「
五
行
」

「
一
日
水
二
日
火
三
日
木
凹
臼
金
五
日
土
」
這
是
上

帝
肝
、
宇
宙
中
最
初
創
造
的
五
種
物
質
資
統
括
萬
物
而

言
左
傅
申
拉
二
十
七
年
「
天
生
五
材
民
並
用
之
廠
一
不

可
」
杜
預
注
「
五
材
金
木
水
火
土
」
這
五
種
物
質
是

人
所
必
宿
缺
一
不
可
中
庸
「
天
之
生
物
必
因
其
材
而

篤
焉
」
也
是
說
萬
物
由
天
生
並
非
自
然
發
生
的

論
語
陽
貨
「
子
日
天
何
言
哉
四
時
行
駕
百
物
生

焉
天
何
言
哉
」
孔
子
之
意
天
主
造
生
萬
物
不
必
以
言

行
只
要
他
有
意
造
宇
宙
萬
物
所
有
字
宙
萬
物
就
會
立

刻
出
現
這
似
乎
與
聖
經
所
言
不
同
因
為
舊
約
創
但
紀

較
天
主
造
此
物
是
用
說
i
的
天
主
說
「
有
光
」
就
有
f

光
其
實
一
一
迫
不
過
是
表
達
天
主
之
意
罷
了
天
主
無
形
無

像
不
必
如
同
人
一
據
說
品
只
要
天
主
有
意
造
物
孩
物

便
立
刻
出
現
用
不
者
說
拍

詩
大
雅
蕩
「
天
生
杰
民
其
命
匪
誕
」
叉
系
民
「
天

生
蒸
民
有
物
有
則
民
之
秉
持
好
是
麓
德
天
監
有
周
昀

假
於
下
保
茲
天
子
生
仲
山
兩
」
眾
民
都
是
天
生
的
人

之
愛
好
美
德
是
出
於
天
賦
的
本
性
孟
子
會
引
此
詩
叉



引
叫
引
評
此
誨
的
話
「
為
此
詩
智
其
知
道
已
此
「道
」

師
天
人
關
係
之
道
也
是
儒
家
學
誠
的
重
要
原
也

期
間
叫
樹
如
「
天
之
生
見
我
辰
安
在

八
一
位
「
天

生
民
而
立
之
君
」(甜
甜
十
四
年)
「
天
生
調
氏
」(
叫

三
二
年
叫到
引
向
對
「
天
之
生
斯
民
也
使
先
知
覺
後

知
使
先
覺
覺
後
覺
F

天
氏
之
先
覺

名
也

l「
叫
引也品

過
「
天
生
德
於
予
」

(
謝
謝
制
制) 。

可
見
儒
家
承
M
仙

人
類
是
天
生
的
恥天
帝
是
人
類
的
太
父
趴
人
祭
紀
天

，此

除
表
示
敬
畏
其
權
能
外也
出
於
反
本
報
始
之
心

(
二
)
天
命
宰
治

'
宇
宙
筠
物
敏
是
天
帝
昕
創
造
自
然
受
天
命的統

治
儒
家
經
典
昕一
一昌
的
「
天
」
或
「
帝
」
「及
甜
甜
中
叫

引
昕
一
-一口
之
「
天片都
指
主
宰
的
九
學d制
「
或
閱

例
川
此
以
主
宰
謂
之
吼
孰
為
主
軒

八日.

自
省
主
屯
叫
起
U〈

是
筒
至
剛
至
強
之
的
你
內
然
如
此
遂
動
不
自
心
昕
以
如
此

必
有
為
之
主
宰
者
」

天
五
權
能
沛
何
一
切
自
然
現
金
人
事
禍
福

都
由
他
掌
制
尚3
o
I陶
訣
「
天
秩
街
A
M-
-
-天
命
布
的

... 

天
持
有
罪

l「
謝
圳
蚓
封
封
「
也
矣

上
恥
臨F
K甘
札

監
觀
四
方
求
民
之
美
」

地
上
的
若
被
亦
巾
天
帝
昕
命
「
街
命
自
九
八
叩
此

文
王

」
(大
嚨
大明
)
「
天
休
品
制
主
與

我
小
邦
剛
」

(
3

大
站

)
天
命
降
給
布
德
者
有

國
者
欲
保
持
、
水
八
仙

。
二
則
不
可
不
品
低
否
則

必
墜
廠
化
前
刮
到
間
，
「王
敬
作
吼

叫
一不
可
不
敬
德
﹒
.
有
廿
屁
股天
命
惟
有
歷

年
我
不敢
知

故

一
不
其
必
惟
于
不
敬
厥
德
乃
早
啥
叫
你
八
仙

... 

K甘
放
受
天
仇
﹒
.

'f-U詩 : 叫，家思、懇與笠經

惟
府
歷
年
我
不
敢
知
鬥
不
甘
甜
延
傲
不
做
厥
德
乃
早
墜

臘
八
叩
今
司
制
受
厥
命

-.. 

崩
右
功
王
卅
初
恥
﹒

.. 

肆
惟
王

其
疾
敬
德
王
其
德
之
用
祈
天
永
命
」
一

在
左
傳
中
亦
屢
言
人
之
生
死
禍
一
禍
國之存
亡
皆

山
天
主
宰
「
喇
到
定
鼎
於
削
恥

l
p卅
一
三h
k
r年
七
瓦

天
所
命
也
開
德
雖
玩
具
命
木
故
」

(叫
二
內
年
一
「
s
A

區
將
死
天
命
不
耐
」
(
叫
阿
年
) 。

「
人
講
不
見
凶
人

不
忱
命也
」
(
叫
二
年
) 。

「
國
之
存
L
天
命
也
」
(
鷗

k
m耳
日
為
)
「
天
祥
街
德
」
(
向
上
)
「
天
祥
明
德
」

(
叫
叫
到
三
年
)
.「
天
禍
別
國
」(叫
十
一
年
一「
天

蝸
街
組
」
(
倍
二
卡
年

)
「
天
降
福
松
開
」(
叫
J
一

二
年
)。
哩
咕
皆
天
成
故

A
川
當
做
順
汶
八
恥
小
心
但
見
不

敢
怠
h
h
d
H
「
做
天
之
怒
很
欣
鐵
路
敬
之
天
漁
純
收

馳
極
」

(
大
雅
紋

)

叫
叭劃
叫
及
制
以
俊的
儒
家
也
都
相
似
天
化
叫

J
J說
「
肝
的
手
布
三M
R」
而
以
「
m
R天
命
」
為
首
(
湖

泊
季
氏

) 。

人
的
遇
也都
布
天
命
安
趴
叫
到
在
飢
曲
目
道

M
r人
惱
困
扎Y
T
A「
米
之
將
血
斯
文
也
後
死
者
不
得

與
股
斯
品
也
天
之
末
灰
斯
文
也
叫
人
比
(
如
，

y
州
」

(
手
字
)
孔
f

涼
話
天
命
他
以
為
叫
人
不
能
進
天
i
u

1

」
故
鍾
間
成
耐

心
不
亂

刮
什
在
臥
倒
只
欲
U
M之
出
剛
氏
之
身而
不
用
心
副

J
自
姆
說
「
行
或
使
L
止
或
也
乞
行
止
非
人
研
能
扎

在
口之
不
過

魯
航
天
也
關
氏
之
r
r焉
能
使
?
不
過
hw
.」

(
副
刊
則
對
以
)。
刺刺
解
釋
社
「
型
計
賢
之
山
也
關
時

逆
之
做
必
乃
天
命
之
昕
為
非
人
力
之
可lA
l「

子
反
日
「
死
生
告
命
富
貴
在
天
」
(
謝副
研
州
州
)

子
貢
「
天
縱
之
將
車
」
凡
天
命
昕
為
人
力
皆
無
如
之

左
傳
上
常
有
這
一
類
的
科

「
天
方
授
屁不
可
與

爭
」

(
劃
十
五
年)。
「
天
之
所
且
其
可
廠
引
」(關

二
八
年
) 《

「
雖
罰
之
也
能
進
天
軒
」
(
割
下
五
年)

「
重
怒
難
任
背
天不
祥
」

(
倒
十
五
年
) 。

故
人
當
敬

順
天
仇
不
可
有
背
叛
之
心
而
刑
制
剝

削
明
.
「
土
情
臨
扎

無
貳
爾
心

」-
3期
研
「
做
趴
天
泛
美
札

... 

往
扑
面
乃
、
仙

抓
捕
康
好
逸
豫
」

儒
家
相
仿
「
天
過
?
H

禍
海
」
(
引
趴
刮
)
，「還

上

的
不
亂
作
善
怖
之
白
帆
作
不
善
降
之
百
殃
」

(例

州
州) c

仙
人
「
航
天
信
心
叫
起
天
各
亡
」

(
副
刊
峭到
)、

般
人
比
向
當
修
德，仟
且

的
約
上
也
為
逗
紋
的
刊
的
「上
主
使
人
死
也
使
人

比
上
主
使
人
自
們
也
使
人
以
貶
抑
人
也
推
均
九

上
上
自

些
埃
中
品
拔
卑
賤

μ

自
從
與
士
中
﹒
的
舉
貧
窮
趴
使
他
與

正
俟
川
同
時﹒
.
他
保
護
復
掀
凱
西
的
胸
步
使
必
人
在
黑
暗

中
收
亡
因
為
人
決
不
能
必
己
力
借
此
紛
加
比上t
敵
對

的
必
被
粉
碎
」
(
刷
上
2
6
|

叩
)。

(
三
)
法
天
祭
天

h

i夸
大上
情
為
一F
山
"
的
物
之
主
宰
亦
為
一
切
美
善

的

被
叫
你
人
之
修
豆
行
此
莫
如
法
丸
叫
剖
面
口
法
歎
天

的

你
大
批
「
巍
巍
別
做
夫
為
九
惟
蚓

則
乙
蕩
蕩和.

H
R無

能
名
焉
」
(
制
叫
樹間
)。
蚓以
法
丸而
修
德
成
取
向
天

i
t﹒
的
大
俑
，
化
之
品
德
亦
它
此
大
人
民
無
法
以

-S
迢
來



-
形
容

叫
叫
一
天
帝
援
無
聲
部
柵
門
丸
無
形
像
可
見
何
其
行
動
晏
琨

-
u於
宇
宙
間
的
種
種
跡
象
人
民
皆
可
見
之
紋
路
郊
特
牲

「
天
垂
象
聖
人
則
之
」
易
甜
甜
辭
上
「
天
生
神
物
學
人

則
之
天
地
變
化
辜
人
效
之
」

儒
家
法
天
之
說
亦
合
於
聖
經
耶
穌
說
「
你
們
應

當
是
成
金
的
如
同
你
們
的
天
父
是
成
金
的
一
樣
」

(
瑪
5

“

)

天
帝
聰
明
無
所
不
知
書
大
諂
「
天
明
由
民
」
赦
吾

人
不
可
得
罪
他
孔
子
說
「
獲
罪
於
天
無
所
路
也
」
(
論

語
八
俯
)
耶
穌
說
「
一
切
罪
過
和
繁
讀
人
都
可
得
赦

兔
惟
褻
品
價
妻
肺
的
罪
必
不
得
赦
免
」
(
瑪
位
副
)
當

約
大
司
祭
厄
里
說
「
人
若
得
罪
人
尚
有
天
主
審
斷
人

若
得
界
上
主
有
誰
為
他
求
情
呢
」
(
繳
上
2

自
)

人
當
「
以
體
承
天
之
休
」

(
左
傳
甜
甜
二
八
年)

說
文
「
禮
品
組
也
所
叫
“
事
科
致
一
稿
也
」
人
在
實
踐
的
行

為
上
敬
宰
一
聊
以
邀
一
稿
能
一
方
面
修
德
行
善
使
天
心
喜

悅
例
如
「
帥
象
禹
之
功
度
之
於
軌
儀
莫
非
嘉
績
克
厭

帝
心
皇
天
嘉
之
蚱
以
天
下
」

(
國
語
周
語
)
「
惟
尹

躬
暨
楊
成
有
一
德
克
享
天
心
受
天

明
命
」
(
書
成
有

一
德
)
「
維
此
王
季
帝
度
其
心
貂
其
德
音
其
德
克
明

克
明
克
類
克
長
克
君
王
此
大
邦
克
順
克
比
比
於
艾
王

其
德
廢
悔
飯
受
帝
祉
施
於
孫
子
」
(
詩
大
雅
皇
矣

)

禹
湯
王
季
文
王
之
善
倍
功
綴
都
能
使
天
帝
淪
意
放
天

帝
嘉
讀
之
福
祐
之

另
一
方
面
備
物
祭
享
以
表
示
對
天
帝
的
敬
愛
中

附寫: t，占家J思想與聖經

國
自
古
以
來
有
郊
把
天
帝
之
禮
人
每
以
飲
食
宴
會
敬

禮
尊
長
歡
迎
嘉
賓
祭
把
天
帝
亦
門
「
囊
帝
」
m
z
m
器

-
a大
饗
之
總
后
足
以
大
旅
大
旅
兵
矣
不
足
以
饗
帝
」

注
「
饗
帝
祭
天
也
」
易
益
卦
六
二
「
王
用
享
於
帝

吉
」
鼎
卦
象
日
「
學
人
亨
以
享
上
帝
」
享
與
饗
通

爾
雅
釋
天
「
祭
夭
曰
烙
柴
」
馬
一
蝕
說
「
祭
時
積

柴
加
牲
其
上
而
熔
之
」
磁
祭
法
「
熔
柴
於
泰
增
祭
天

也
」
郊
特
牲
「
天
于
適
四
方
先
柴
」
注
「
所
到
必
先

矯
柴
省
事
於
上
帝
也
」
禮
大
傳
「
牧
之
野
武
王
之
大

事
也
既
事
而
退
柴
於

上
帝
」
說
文
一
不
部
「
柴
燒
柴
奈

的
宗
天
也
」
呂
氏
春
秋
季
冬
「
及
百
紀
之
薪
發
」
注
「
占
敗

者
聚
柴
薪
置
璧
與
牲
於

上
而
索
之
升
其
煙
氣
」
故
又

稱
「
經
把
」
周
種
大
宗
伯
「
以
權
組
自
夫
天
上
帝
」
蓋

天
帝
無
形
不
能
如
有
口
腹
者
之
飲
食
古
人
便
想
出
矯

柴
之
祭
積
柴
置
牲
於
上
燒
之
使
煙
氣
上
升
達
於
一
晶
天

體
郊
特
牲
「
不
饗
味
而
貴
氣
臭
也
」
請
大
雅
生
民
「
其

香
始
升
上
帝
居
飲
胡
臭
重
時
」
小
雅
楚
灰
「
艸
嚐
飲

食
卜
，
爾
百
一
幅
」

郊
祭
用
特
牲
牡
日
特
請
小
雅
甫
田
「
祭
以
清
酒

佩
他
以
辟
牡
」
郊
特
牲
日
「
牡
周
胖
尚
赤
也
用
價
貧
誠

也

」
論
嘉
措
日
「
予
小
子
援
敢
用
玄
牡
敢
昭
告
於
皇

H
Z后
帝
」

此
種
祭
天
之
將
亦
可
典
型
經
對
照
值
約
肋
未
紀

第
一
輩
上
主
命
梅
瑟
訓
示
以
色
列
子
民
說
「
你
們
中

若
有
人
獻
牛
作
全
矯
祭
該
獻
一
頭
無
環
的
公
牛
•••.•. 

在
上
主
面
前
宰
f

那
牛
﹒•• 

將
血
灑
在
祭
瀉
，
的
四
周
剝

去
其
皮
切
成
肉
塊
連
可
娥
和
脂
肪
及
洗
淨
的
核
俯
興
時
恤

金
放
於
的
叫
小
心
照
上
焚
燒
作
為
全
惱
祭
作
為
中
悅
上
上
的

轉
香
火
祭
」
猶
太
占
教
的

H
M祭
也
是
蓋
在
其
馨
位
以

邀
上
主
的
悅
納

肋
未
紀
第
二
章
又
教
「
若
你
給
上
主
奉
獻
初
熟

之
物
作
素
祭
懸
挂
γ
獻
火
熔
的
新
麥
穗
或
去
殼
的
新
穀

粒
」
中
國
古
代
祭
天
之
禮
除
婚
柴
外
亦
奉
獻
涵
體
部
鼎

盛
體
表
記
「
天
子
親
耕
碑
東
盛
椒
世
以
裝
上
游
」
聚
為

譜
敘
之
總
名
和
但
是
以
盟
問
聶
華
香
草
酸
成
的
涵
以
這
此
一
一

為
祭
品
亦
可
當
舊
約
所
的
惰
的
素
祭

祭
紀
為
國
家
之
大
事
也
是
最
重
要
的
輔
相
做
她
以

順
天
儒
家
最
重
禮
教
孔
子
說
「
夫
縛
先
玉
以
求
天
之

道
以
治
人
之
情
故
失
之
釘
死
得
之
者
生
﹒
.... 

是
愉
悅
夫

禮
必
木
於
天
被
於
地
列
於
鬼
神
速
於
必
須
射
御
冠
昏

蚓
聘
故
里
人
以
禮
示
之
故
天
干
國
家
可
得
而
正
也
」

(
體
運
)

先
王
制
種
作
樂
包
括
人
神
之
事
使
皆
能
處
理
適

當
一
切
以
天
為
本
奉
行
天
命
的
所
謂
「
承
天
之
道
」

措
置
人
事
即
所
謂
「
治
人
之
情
」
故
儒
家
不
能
不
談

論
有
關
天
道
與
人
性
的
問
題

(
四

)

天
道
人
性

論
革
開
公
冶
長
于
責
說
「
夫
子
之
文
章
可
得
而
問
間

也
夫

P

之
言
性
與
天
道
不
可
得
而
間
也
」
朱
子
往

「
性
者
人
昕
受
之
理
天
道
者
天
理
自
然
之
本
總
其
實

一
理
也
」
蓋
性
理
之
學
概
屬
抽
象
即
所
謂
「
形
而
上

學
」
較
為
深
奧
必
領
潛
心
深
思
而
後
明
非
一
般
人
所



喜
孔
川
俏
，
y

眾
多
食
質
不
等
約
分
為
他
行
攸
食
品
“
川

文
學
凶
利
的
一
科
州
至
道
德
志
之
內
少
俊
-
二
科
倚
門

通
知
識
習
之
品
來
論
証
間
所
輯
者
大
概
都
是
後
三
科
弟

子
所
唯
記
「
乎
所
雅
一-
z口
冷
苦
執
持
」

(
述
而

)
便
是

和
這
班
人
市
結
論
的
間
組
丘
上
於
天
道
人
性
比
較
口
向
深

的
理
則
必
禎
對
困
山
悟
敏
捷
如
嶺
訓
等
人
口
心
故
，
寸ι以
昕

罕
聞
機
莊
于
人
閉
世
放
大
宗
細
研
杭
州
孔
子
與
顏
糾
昕

講
論
的
都
是
省
關
天
道
與
人
性
的
問
題
孔
子
顏
淵
莊

子
三
人
的
生
活
修
養
亦
頗
相
似
故
為
人
疑
莊
于
此
於

顏
氏
之
儒什

心
清
訟
中
天
與
帝
並
恥
而
不
見
天
地
並
甜

點天
地

生
物
是
陰
陽
五
行
之
啥
叫
後
起
敬
凶
時
人
的
思
想
在
人
而

語
姦
孔
了
談
天
道
的
品
雖
寥
寥
數
旬
但
是
都
很
重
妥

如
「
畏
天
命
」
「
天
生
德
於
予
」
「
天
之
將
皮
斯

文
也..• 

天
之
未
喪
斯
交
也
」
「
天
良
予
」
「
獲
罪
股

天
無
所
路
也
」
部
提
明
孔
F

承
認
天
為
人
類
及
烏
物

的
創
造
者
是
唯
一
的
主
宰
他
特
別
讚
頌
天
的
功
德
晶
晶

「
天
何
言
改
四
時
行
焉
百
物
生
焉
天
何
言
哉
」
(
論

這
間
陽
市
川)一
大
不
言
而
行
使
四
時
運
行
寒
暑
凋
節
前
內
物

恤
甜
甜
地
人
類
生
育
這
部
門
已
天
命
山
淤
天
的
仁
心
故
中

W

H
叫
「
天
命
之
間
的
性
」
天
昕
命
定
人
之
昕
以
為
人
行
使

是
性
人
生
順
天
命
而
行
郎
今
悅
故
中
你
品
「
率
悅
之

一
謂
道
」講
究
此
道
而
施
行
之
便
是
礎
教
故
中
指
日
「
修

一
道
之
謂
教
」
孔
子
就
「
夫
舵
先
王
以
求
天
之
道
以
前

仇
υ

-

。

I
I
l
-
-t

叫
一
人
之
伯
」
故
捏
盛
的
孔F
T學
識
的
中
心

戶

孔
子
所
諧
的
A
H非
繁
丈
錚
笛
的
設
而
特
別
注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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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

, 

他
的
內
洲
他
晶
晶
「
總
泣
的
云
玉
的

r
H
F拔
樂

一五
姆
拉r
A

鈍
缺

一
五
于
心
」
(
論
誰
川
師
貨
)
父
品
「
人
“
不
仁
如

3
:
'

、
4
.
?

、
4
，
》
‘
$

。

種
何
人
而
不
仁
如
樂
何
」

(
八
們
)
可
見
仁
，J
是
微

與
樂
的
內
心
谷
種
不
過
是
仁
的
實
踐
儀
式
而
已

'

。

天
生
此
物
圳
股
仁
心
生
生
之
泊
仁
天
所
命
。
定
人

。
I
t
-
-
-
t
l
-

-

之
圳
以
為
人
品
便
是
性
性
之
昕
合
便
是
仁
溢
于
必

'
，

'
，
'
‘

a
'
，

。
、
《

4
、
、
‘
'
、
、
〈

「
仁
也
名
人
也
合
而
一
岳
之
道
也
」(
1耐
心
)
朱
f
e
丘

m

類
「
得
肝
、
天
者
只
是
簡
仁
所
以
為
心
之
全
體
」
人
昕

得
於
﹒
天
者
是
筒
仁
市
內
物
所
得
於
天
者
亦
是
仁
所
以
仁

。

為
天
地
瓜
物
一
種
共
同
之
性
為
一
切
苦
德
之
所
木
故

孔
于
所
講
的
仁
資
為
全
德
之
稱
統
婦
諸
德
與
耶
穌
底

層
昕
圳
示
的
艾
德
相
同
仁
但
就
必
內
涵
而
言
而
及
總

部
兼
內
外
言
之
愛
德
非
指
定
悄
渴
情
感
之
主
山
間
不
兔

省
偏
私
而
艾
德
則
為
純
金
之
德
得
臼
天
賦
天
主
為
愛

而
造
人
人
為
天
主
的
背
像
放
愛
德
之
泛
俏
似
天
主
之

。

l
1
1
I
l
l
-

-

v
k
完
全
沒
有
伽
私
現
保
綠
品
「
茫
茫
台
忍
的
慈
祥
的

..... 

不
以
不
義
為
樂
肌
肉

H
H
M頭
川
樂
凡
事
包
容
凡
事

相
信
凡
事
盼
望
凡
事
忍
耐
泛
永

ι
不
朽
」

(
格
的
口

。

孟
f

以
為
，
大
心
仁
z
n

收
干
〈
眠
的
人
性
亦
無
不
許

。

，

他
必
「
人
性
之
丹
也
抽
水
之
必

F

也
人
無
訂
本
河
水

'
，
、
'
、
g
d
'
，

0
.

恤
川
紅
不k
l

」
(
倍
子
)
「
抖
的
子
所
性
仁
義
禪
咱
們
很
必

3
》
‘
t
t
'

，

。

心
」
(
益
心

)
人
心
有
四
善
端
「
側
隱
之
心
仁
之
端

也
羞
惡
之
心
義
之
端
也
辭
讓
之
心
肉
之
端
也
是
非
之

a
t
ζ

〈
‘
《

4
3

、
。

心
智
之
端
也
」

(
公
孫
丑

)
故
人
只
須
將
此
良
苦
心

性
保
存
狗
矢
並
擴
而
充
之
帥
可
成
為
君
子
更
進
而
為

學
人
他
品
「
a
r
r
之
昕
以
其
於
人
省
以
存
其
心
也
君

，
j

以
仁
存
心
以
總
仔
心
」

(
離
宴

)
叉
車
叫「
養
心
莫

洛
於
一
結
欲
」
(
還
心

)
此
撞
存
長
便
是
他
的
修
建

方

法
之
一
其
次
則
為
思
「
仁
義
禮
智
非
由
外

錄
我
也
我

叫
布
之
也
弗
忠
耳
矣
」
放
日
「
求
則
得
之
舍
則
失
乏

必
怕
俏
隧
阿
總
算
各
不
治
品
其

J
街
也
」
能
志
其
才

依
自
由
同
土
位
于
不
能
在
其
才
各
個
叫
小
人
放
人
之
過
惡
乃

巾
於
自
暴
自
棄
有
其
才
而
不
用
有
善
心
而
弗
思
不
能

存
是
致
失
木
心
只
求
口
岐
耳
目
的
快
樂
遍
意
理
智
之

心
為
物
慾
所
蔽
眛
於
義
理
妄
作
妄
為
遂
陷
於
惡

儒
家
的
持
一
派
前
F
M
即
以
為
人
之
性
憑
其
苦
是

山
於
人
為
之
偽
他
叫
“
「
仆
人
之
性
生
而
有
好
利
焉
順

是
故
爭
奪
生
而
辭
讓
亡
焉
生
而
有
疾
耐
心
焉
順
是
故
殘

峨
生
而
忠
信
亡
焉
生
而
布
耳
目
之
欲
有
好
聲
色
焉
順

是
收
作
亂
生
而
哼
一
義
文
提
亡
焉
然
則
縱
人
之
性
圳
人

之
的
必
山
於
爭
每
合
於
犯
分
亂
彈
而
歸
恤
此
間
接
收
必
符

合
師
法
之
化
祂
義
之
道
然
後
巾
山
於
辭
混
合
文
理
而
歸

於
治
用
此
觀
之
然
則
人
之
性
起
明
矣
」

(
筍
予
性
惡

篇

)
好
利
疾
而
且
與
耳
目
乏
欲
皆
是
情
乃
性
之
一
一
哈
姆

，
川
順
其
偏
情
欲
生
態
行
苟F
即
根
械
比
偏
悄
而
言
性

惡
吋
人
快
脫
退
不
能
耘
的
人
為
之
力
以
犧
飾
之
故
貴

州
州
法
而
童
學
問
「
今
之
人
化
師
法
積
心
仆
人
學
道
禮
義
者

為
位
子
縱
性
悄
支
恣
推
而
這
禪
義
各
為
小
人

」
(
向

上
)
但
人
具
有
為
善
之
質
「
塗
之
人
皆
有
可
以
知
仁

義
扶
正
之
質
皆
有
可
以
他
仁
義
法
正
之
間
對
」
(向
上
)

故
皆
可
為
學
人
其
修
美
之
法

師
積
學
與
師
法
「
塗
之



-
E
除
積
蓄
而
金
主
品
之

m
m人
彼
求
之
而
且
現
得
值
的
之
而

仙
一
九
後
此
泊
之
而
後
扎
扎
而
之
而
後
也
收
聽
人
也
比
人
之
所

-

私
也
」
(
佈
效
為
)

刮
子
主
性
A口
創
刊+
ι牲
品
雨
，γ
皆
判
以
找
人
之
仇

然
傾
向
而
言
位
國
共
所
凶
手
M
赦
其
品
亦
不
同
共
不

同
之
點
是
在
於
他
們
所
U
M乏
r
h﹒弘
蓋
副
叫
以
為
人
性

愛
好
義
理
單
詠
比
函
旬
精
神
之
傾
向
而
言
性
善
笛
子

則
以
人
有
耳
目
之
欲
U
W利
疾
必
學
炫
比
惟
下
內
怕
之

傾
向
而
言
性
惡
孟
子
亦
未
也
H
r合
刊
仙
人
釘M
M
U

版
之

欲
但
他
不
嫁
此
而
言
性
惡
蓋
他
側
重
在
人
性
的上
分

而
忽
紹
智
其F
分
筍
于
改
「
人
皆
釘
可
以
知
仁
和
法
正

之
質
皆
有
可
以
能
仁
義
法
正
之
具
」
1
人
品
「
凡
人
之

欲
善
者
為
性
惡
也
」
昕
以
他
也
承
引
沁
人
有
，
也
好
頭
，
義

進
口
總
之
智
能
但
他
不
他
此
而
-
一
一
月
性
心
中
間
萃
他
所
沌
，
予
的

是
人
性
的
F

分
而
忽
器
具

上
分
兩
人
凶
各
u
h
-
-
制
之

見
而
為
說
故
結
果
相
反
言
性
主
者
主
存
養
反
對H
之
功

言
性
您
若
主
力
學
師
法
之
積
H
H
H
目
的
皆
她
人
宙
的
白
手

里
人
則
比
自
相
同

制
制
創
叫
叫
叫
講
述
人
類
原
咀
父
母
犯
祥
的
仙
過

他
們
這
抗
天
主
的
命
令
而
犯
f

鼻
而
知
道
f

苦
忠
祥

晶
晶
的
而
今
遺
傳
給
悅
世
仇
代
的
于
訴
人
你
知
道
t

u
划

難
於
向
持
雖
知
道
惡
如
局
陷
於
必
一
遍
似
鼎
的
軒
然
或

可
補
充
，
直
到
二
子
不
崗
淌的
解
說

取
一
一
保
綠
叫
“
「
並
叫
后
在
致
內
帥
不
在
我
的
川
牲
內

閏
月
我
街
心
行
法
但
質
際
上
知
不
能
行
抗
岡
比
找
昕

廠
合
的
替
我
不
去
行
而
我
昕
一
小
廠
♂
的
心
成
卸
去
作

附總儒家思想與聖經

但
我
既
不
顧

F
的
次
右
去
作
那
麼
已
不
是
我
作
那
件

扎
而
這
次
我
內
的
亦
必
」
(
制
7
M
f

品
)
現h
川
悴
你

晶
「
苦
-
不
甘
忱
抗
的
內
悅
內
」
就
門
車
內
性
內
沌
布
著

。

呵
，
何
私
的U人
們
比
鼎
的
山
間
叫
你
的
山
於
私
慾
「
本
性
私
悠

的
作
為
日
之
間
則
兒
而
圳
的
郎
淫
亂
不
潔
放
再
申

J
U拜
偶
像

施
行
邪
法
仇
恨
說
下
M
m
v
m
忿
怒
爭
吵
不
時
分
成
抓
恨

(啥
叫
叫)飲
滷
亮
，
發
以
及
與
這
曲
一
一
相
類
似
的
事
」
(
迦

oil--Ill-t 

•• 

5

凹
叩
)
雅
各
伯
九
們
凡
此
也
品
「
每
個
人
受
品
惑
都
是

為
臼
心

的
他
岱
所
勾
引
昕
餌
，
必
然
此
同
私
慾
懷
孕
便
產

生
界
必
」

(
從
I

H
H
)
一
迫
與
苟
子
性
惡
篇
所
品
的

。

叫
做
怕d
a故
叫
刊
只
有
川
市
人
的
咐
他

4

方
繭
的
不
善
順

從
內
村
的
叫
且
在
圳
的
，
叫
卅
叭

m
f吼
叫
肝
、
必
但
人
除
內
性
外

向
川J
R
獸
性
鹿
村
送
向
前
的

耶
穌
品
「
你
們
手
從
h
k口
怕
那
叫
做td肉
身
而

f
小
J肥

肉
h
u門
必
圳
峭
的
人
」
(
為
叫
山
間
)
，
反
批
「
人
縱
然
陳
伯
愣

了
全
校
叫
什
如F
u
k
f
自
己
的
亟
魂
為
他
'
，
何
什
段
往
處

呢
」

(
谷
8

抽

)

前
叫
則
叫
的
卻7

叩
可
也
山
祉
，
，
何
個
兩
年
從

J
一
樓

墮
F
M
凡
f

聖
保
機
拖
拉
他
品
「
你
們
不
要
慌
亂
N
為

他
的
鈺
魂
還
在
他
身

上
州
地
」
昕
以
基
督
徒
相
信
人
有

鐘
泌

耶
穌
卜
何
一
次
走
斥
心
利
私
人
品
「
毒
蛇的
叫
做
類

，
-
-
'
、
'
，
.

哪
你
們
既
是
縣
的
怎
能
混
出
各
來
因
為
心
喪
充
漏
什

刷
出
口
紅
一
就
成
什
殷
紅
人
從r
h悴
糙
的
以
山
山
益
回
來
崖
人
從

3
‘
、
‘
'
。

您
作
叫
阿
以
山
川
心
來
」(
w
m
U扭
扭
)
由
這
旬
↓
的
知
道

人
心
內
G
S

鬥
亦
有
必
即
叫
人
，
付
錢
性
與
肉
性
隨
從
靈

性
昌
兵
、
心
中
該
有
正
前
伴
隨
從
內
性
者
其
心
中
該
有
頭

'
。

你
想
叫
利
?
戶
徒
品
「
治
從
均
在
的
'
，
月

e
m神
入
死
ζ

鬥
且

從
地
引
州
的
叫
浩
淵
吋7、
川
主
命
山MF
d
.
-.. 
准
若
沒
街
基

。

，

督
的
學
神
准
就
不
屬
於
是
皆
如
來
基
置
在
你
們
內
身

體
叫
然
凶
菲
必
而
死
亡
但
艸
必
划
桐
柏
正
義
而
生
活
」

(
注
8
6

I
L

M
)
人
紹
自
肝
、
法
符的
故
贖
獲
得
了
自

晰
的
J、
也
更
油
強
f
益
性
為
主
門
的
力
L
故
只
要
人
也

力
行
t

依
叫
作
站
俘
的
取
一
一
艸
門

t
a
z小
樣
成
擎
的

(
五
)
靈
魂
不
滋

關
於
霆
魂
儒
家
雖
沒
有
詳
明
的
講
述
但
是
中
國

H
L
口
哼
，
抖
的H
L
怒
已
公
巨
人
布
魂

的
沁
殷
暐
甲
骨
←

'
，
。

亂
知
道
叫
凡
此
付
重
祭
此
除
中

4
耐
心上
帝
外
亦
祭
吧
鬼
艸

其
祭
也
草
坡
有
特
祭
亦
有
合
的
叫
小
川
人
祭
屯
祖
先
以
為

叭
，
先
後
具
沌
-
h
改
且
登
吶
以
故
稱
兀
一
爪
二
示
九
示

卡
交
三
-
扒
(
則
叫
叫
付
川
叫
-
一
中
心

a

一
一
，
刊)
令
之
為

一
佩
仙
叫
阿
惘
一
小
一
瓜
字
在
中
符
交
叫
作

-
h
b
I
祭
且
其上
陳
列
祭

品
共
-
F
鳴
論
家
牲
血
或
晶
體

L
A字
來
生
人
拜
訟
的
R
H

之
m
U
(則
叫
別
叫
後
一
咕
F
在
內
瓦

)
，
V
早
已
布
呻
哇

I
l
l
-
-
1

，

l
I
t
-
-'
，
t
《
3
、

l
t
-
-
0，
l
f
h
1
。

料
之
孔
吼
叫
仙
人
的
此
祖
示
王
小
突
史
記
作
主
圭
主
笑
而

雄
字
從
h
y從
昨
(
制
到
下
卷
二
十
頁
)
，
顯
示
當
時
風

俗
已
過
非
總
之
制
功
。
為
人
死
後
其
魂
已
登
紳
威
則
其

悅
亦
可
口
f

必
悅
重
祥
迎
之

叫
別
的i
h
M「
m
M種
砂
配
天
」
制
制
說
「
制
時

生
稱
土
死
稱
A
m」
(
口
中i
H
q
J叫
)
故
，
卜
辭
之「帝
甲
」

印
制
制
圳
拔
刮
到
川
口
防
-
-
月

1巾
乙
」「划
到
叫
所
載
m
u則之

五
持
以
帝
名
這
是
尊
世
配
天
，
州
翩
稱
帝
觀
之
如
艸
並



非
在
生
時
稱
帝
的

別
人
稱
先
王
為
后
制
戲
山
「
古
我
前
后
」

「
女

屬
不
念
我
后
之
間
」
「
予
念
我
先
神
后
之
勞
爾
先
」

「
高
后
丕
乃
崇
降
捍
疾
」
「
先
后
丕
降
與
女
界
疾
」

詩
商
頌
玄
鳥

「
商
之
先
后
受
命
不
殆
」
先
王
死
後
仍

能
降
禍
福
於
子
孫
可
見
他
們
的
魂
不
滅

這
種
信
息
在
周
代
亦
#
仙
詞
划
制
向
型
「
刮
到
在

上
於
昭
于
九
.. 

刮
到
扯
甘
休
在
帝
左
右
」
~
此
詩
說
刮
到

在
天
上
在
上
帝
的
左
右
可
證
殷
周
之
際
已
有
天
堂
的

觀
念
他
們
相
信
祖
先
之
神
霞
在
天
堂
上
和
上
帝
一
齊

針
劑
劃
三
十
年
引
此
詩
說
「
刮
到
砂
臨
趴
在
帝
左
右
信

之
謂
也

l「
這
可
說
說
是
一
種
宗
教

的
信
仇
向
別
捌
刊

向
社
「
下
武
維
思
世
有
哲
已
三
后
在
丸
王
配
于
到

」

哲
王
通
稱
前
王
三
后
指
蚓E
到
E
e刮
到
三
人
說
他
們

三
人
的
軍
魂
在
天
上
刮
到
刮
目
.
「
天
飯
遐
終
大
邦
劇
之

命
茲
般
多
先
哲
王
在
天
」
這
是
說
殷
後
王
無
道
故
天

終
止
大
邦
殷
之
命
殷
雖
亡
國
可
是
還
有
許
多
賢
哲
的

先
王
在
天
上
還
能
保
佑
他
們
的
子
扎

先
王
在
天
上
可
證
其
魂
尚
存
在
祖
先
之
靈
魂
不

誠
故
為
子
孫
者
宜
以
時
饗
紀
L
割
輯
出
閃
一
站
「
茲
予
大

享
于
先
王
爾
祖
其
從
與
享
之
作
一
福
作
災
予
亦
不
敢
動

用
非
德
」
詩
小
雅
楚
灰
及
信
南
山
都
是
敘
述
子
孫
祭

享
先
姐
的
詩

-

祖
先
之
神
靈
段
與
上
帝
向
在
天
上
放
祭
把
上
帝

nFH-叫
一
兩fm忘
祖
先

A
請
出
租
﹒
先
來
配
車
制
刷
刷
廠

「

恩
才
川
劇

-4被
免
配
彼
夭
」
揖
牌
大
得
「
王
者
締
其
組
之
所
自
出
以

附篇: t品家思想與聖經

其
祖
配
之
」
祖
宗
所
從
出
者
當
然
是
上
恥
上
帝
創
造

萬
物
亦
為
人
類
之
本
源
故
主
者
祭
享
上
帝
是
反
本
報

始
理
所
宜
化
故
祭
享
上
帝
眛
以
祖
配
乙
制
制
到
制
全

「
普
魯
聞
公
郊
紀
尉
關
以
配
天
宗
紀
刮
到
於
明
堂
以

配
上
帝
」
上
帝
監
其
風
施
一
幅
於
其
子
扎
詩
血
「
比
於

文
王
其
德
廢
慨
飯
受
帝
一
恥
施
於
孫
子

」
(划
制
封
封
叮

「
藐
藐
吳
天
無
不
克
鞏
無
恭
皇
祖
式
救
爾
後
」
(
觀

瞻
印
)
呼
籲
祖
先
在
天
之
經
援
救
其
後
亂

周
公
是
孔
子
朝
夕
恩
慕

的
人
物
是
儒
家
傳
統
尊

尚
的
先
草
之
一
。
他
自
稱
多
才
多
首
能
事
鬼
札
間
割
針

勝
篇
記
述
他
怎
樣
向
祖
宗
禱
告
其
大
意
是
開
創
因
刮

王
患
病
而
禱
於
三
王
說
倘
先
王
欲
召
制
到
升
丸
阿
以
事

鬼
神
周
公
願
以
身
九
閻
公
善
辯
而
多
智
又
多
才
多
也

能
事
鬼
恥
刮
到
不
如
閒
釗
之
多
才
多
且
不
能
事
鬼
一
恥

所
出
一
王
請
命
於
上
帝
之
宮
護
佑
四
方
安
定
子
孫
於
下

地
但
願
制
到
病
也
不
失
王
ι
則
先
王
亦
永
有
依
亂

春
秋
諸
侯
時
有
會
朝
盟
享
當
他
們
敵
血
為
盟
每

呼
鬼
神
來
監
誓
這
也
一
鬼
神
都
是
人
死
後
精
神
所
託
化

即
人
靈
魂
不
滅
之
證
刮
叫
樹
二
十
八
恥
劃
飯
敗
制
定
癸

亥
王
子
虎
盟
諸
侯
淤
王
庭
要
言
日
「
皆
獎
王
室
無
相

害
也
有
機
此
盟明
神

宛
乞
俾
墜
其
間
心
無
克
蚱
圈

，
「
所

謂
明
神
可
以
看
劃
十
一
年
四
月
諸
侯
同
盟
於
罷
教
書

上
說
「... 

或
閱
茲
骯
司
慎
司
也
名
山
名
川
翠
神
草

-t

先
王
先
公
七
姓
十
二
國
之
祖
明
神
極
之
.....

. 

」
蚓調

往
「
二
司

(
司
償
司
盟
)
、
天
神
」
軍
神
軍
紀
亦
指
天

神
皆
屬
上

帝
權
扎
名
山
名
川
措
施
恥
先
王
先
亂
七
姓

十
二
國
之
祖
都
是
人
鬼
且
諸
神
都
是
在
生
為
人
死
而

後
為
神
者
如
晉
語
載
航
公
所
夢
之
神
為
天
之
刑
一
腳
蚓

刷
劃
叫
一
缸
「
傳
日

.

釗
勵
民
有
子
詞
為
研
制
」
「
技
出
制

昭
二
十
九
年
「
有
五
行
之
官
是
謂
五{品
質
列
受
民
姓

封
為
上

公
耙
為
貧
神
社
穆
五
紀
是
尊
是
奉
」
故
社
稜

五
紀
都
是
有
姓
氏
之
九
都
會
居
官
職
死
而
後
封
為
恥

種
祭
義
「
宰
我
日
『
主
口
問
鬼
神
之
名
不
知
其
所

謂
』
子
日
『
氣
也
說
料
之
盛
也
魄
也
氧
鬼
之
盛
也
合

鬼
與
林
敬
之
至
也
眾
生
必
凡
死
必
歸

ι
此
之
謂
弘
骨

肉
斃
於
下
陰
為
野
土
其
氣
發
揚
於上
為
昭
明
智
叫
高
懷

愴
此
百
物
之
精
也
神
之
著
也
」
叮
」
這
是
叫
引
對
投
鬼

神
之
解
釋禮

剝
削
佑
，

「
人
死
臼
鬼
」
說
到
「
人
所
歸
為
鬼
」

丈
「
阻
神
也
」
關
企
「
赫
鬼
託
鬼
之
神
者
也
封
封
日

其
鬼
不
神
」
故
人
死
為
鬼
有
神
者
有
不
一
腳
者
又
如
封

「
魂
陽
氣
也
總
陰
神
也

」
閱注
「
剖則
副
日
魄
者
迫

也
猶
迫
迫
然
著
於
人
也
﹒.. 

郊
械
制
臼
魂
氣
歸
於
天
形

魄
歸
於
地
祭
義
日
死
必
歸
土
此
所
謂
鬼
其
策
發
抽
筋
於

上

神
之
著
札
是
以
聖
人
尊
名
之
日
鬼
恥
按
魂
魄
皆
生

而
有
志
而
字
皆
從
鬼
氧
魂
魄
不
雛
形
風
而
非
形
質
也

形
質
巳
而
魂
魄
且
是
人
之
所
的
也
故
從
鬼

1「
間
到
制

釋
此
義
頗
精
今
基
督
之
教
義
昕
說
人
為
靈
魂
肉
身
二

者
所
結
合
而
此
肉
體
有
形
見
而
靈
魂
為
一
腳
點
非
形
唐
山

人
死
即
靈
魂
出
離
肉
體
肉
體
有
朽
緩
而
靈
魂
仍
存
在

肉
體
歸
土
而
善
靈
升
天
堂
惡
靈
下
地
獄
與
鬼
有
研
歸

之
說
亦
相
合



-

中
庸
子
臼
「
鬼
神
之
為
總
其
盛
矣
乎
視
之
而
弗

M

一
見
聽
之
而
弗
間
體
物
而
不
可
遺
使
天
下
之
人
齊
明
盛

-

m恥
以
承
祭
紀
洋
洋
乎
如
在
其
L
如
在
其
先
右
而
日

『
神
之
絡
思
不
可
度
用
心
如
可
射
思
』
夫
微
之
間
朋
誠
之

不
可
憐
也
如
此
夫
」
是
孔
于
亦
相
信
鬼
神
監
臨
不
可

測
度
且
洞
徹
陶
微
故
人
對
於
鬼
神
{
且
誠
敬
的
法
制
比
祈
峙

時
更
該
虔
誠

(
六
)
倫
理
思
想

儒
家
的
倫
理
思
想
是
在
於
立
己
立
人
大
學
說

「
大
學
之
道
在
明
明
德
在
親
民
在
止
於
至
善
」
明
明

德
是
立
己
之
道
親
民
是
立
人
之
道
都
以
能
達
到
至
善

為
理
想
目
的甲

明
明
德

明
德
是
人
所
得
於
天
者
即
天
賦
的
本
性
此
性
原

是
光
明
正
大
真
誠
無
偽
與
天
道
相
合
中
席
說
「
誠
者

天
之
道
也
誠
之
者
人
之
道
也
」
又
說
「
自
誠
明
謂
之

性
自
明
誠
謂
之
教
」
自
誠
明
之
性
即
大
學
所
說
的
明

德
得
白
天
命
由
誠
而
明
朱
子
謂
其
磁
盤
不
眛
具
眾
理

而
立
篤
事
但
為
氣
士
目
前
所
拘
人
欲
所
蔽
有
時
而
昏
然
其

木
體
之
明
則
有
未
嘗
息
者
故
學
者
骨
間
的
其
所
發
而
遂

明
之

向
明
而
誠
便
是
人
道
的
教
育
亦
即
中
間
所
說

「
俯
道
之
謂
教
」
在
理
論
上
由
中
學
問
存
養
修
為
克
己

之
功
以
復
其
性
之
初
明
好
像
蒙
塵
之
鏡
挑
拭
其
惡
復

現
光
明
照
人
一
樣
在
實
行
上
即
大
學
所
說
八
條
目
中

之
前
五
目
格
物
致
知
識
意
正
心
修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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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明
德
的
初
少
方
法
巾
裕
物
致
知
問
始
惟
大
學

對
於
此
兩
日
的
以
來
解
釋
已
伙
朱
良
取
程
子
之
志
為

之
補
釋
日
「
昕
謂
致
知
在
格
物
者
言
欲
致
五
口
之
知
在

即
物
而
窮
其
理
也
蓋
人
心
之
靈
莫
不
有
知
而
天
下
之

物
莫
不
卜
特
理
惟
必
即
有
末
講
故
其
知
布
不
盡
也
是
以

大
學
始
教
必
使
學
各
師
凡
天
F

之
物
莫
不
倒
共
已
知

之
理
石
川
盆
窮
之
以
求
至
于
此
械
至
於
用
力
之
久
而
一

且
熱
然
賞
通
則
眾
物
之
表
裘
精
蚓
叭
無
不
到
而
吾
心
之

全
體
大
悄
無
不
明
矣
此
謂
格
物
此
訥
知
之
至
也
」
朱

子
又
解
釋
「
格
至
也
物
猶
率
也
窮
至
事
物
之
理
欲
其

權
處
無
不
到
也
」
他
以
為
絡
物
致
知
就
是
由
的
學
問
以

積
知
識陸

象
山
斥
朱
子
之
說
為
逐
末
他
以
為
學
問
之
道

不
在
外
而
在
內
即
發
揮
玉
口
心
所
自
有
之
善

主
陽
明
更
發
展
象
山
之
吼
叫
云
「
致
知
云
者
非
右

後
儒
所
充
反
其
知
識
之
謂
也
致
五
口
心
之
良
知
焉
耳
」

「
良
知
即
所
謂
是
非
之
心
人
皆
命
之
不
待
學
而
有
不

符
慮
而
得
者
也
」

(
陽
明
全
措
卷
八
)

良
知
本
來
自
明
但
被
私
欲
所
蔽
不
能
發
現
也
來

致
良
知
的
方
法
第
一
，
在
除
去
私
欲
第
二
在
用
心
之
誡

蓋
使
天
下
人
是
非
不
同
的
原
因
即
由
於
不
誠
自
眛
其

良
知
「
所
以
領
用
致
知
格
物
之
功
勝
私
復
理
即
人
之

良
知
更
無
障
礙
得
以
充
寒
流
行
便
是
致
其
知
知
致
則

意
誠
」
(
陽
明
全
集
卷
一
)

但
陽
明
解
釋
物
為
事
「
凡
念
之
所
發
必
有
其
事

意
所
在
之
事
言
之
物
絡
者
正
也
正
其
不
正
以
歸
於
正

之
謂
也
正
其
不
正
屋
去
惡
之
謂
也
歸
於
-
止
街
為
善
之

謂
也
」
(
大
學
問
全

3
卷
二
十
六
)

朱
子
格
物
窮
理
之
說
重
在
外
面
的
學
問
知
識
而

陸
象
山
及
王
陽
明
之
品
則
重
在
內
部
心
性
之
發
現
W
H

則
兩
方
面
都
很
重
要
叫
則
說
「
君
子
尊
德
性
而
道
學

問
致
廣
大
而
盡
精
微
極
高
明
而
道
中
庸

」
德
性
在
內

是
吾
人
所
受
於
天
者
尊
德
性
可
求
諸
內
由
反
省
律
己

之
功
修
養
而
至
此
之
謂
立
己
但
至
口
人
除
立
己
之
外
尚

須
立
人
明
明
德
之
外
還
須
親
民
部
修
身
之
外
還
要
齊

家
治
國
平
天
下
則
於
心
外

的
學
問
知
識
亦
不
可
不
探

求
所
以
中
偏
說
「
尊
德
性
而
道
學
問

」
兩
方
面
必
須

黛
顧
並
重

陸
王
亦
說
人
之
為
惡
乃
由
於
吾
心
之
良
知
為
物

欲
所
時
蔽
但
情
欲
之
生
實
由
於
玉
口
心
與
外
物
接
觸
而

發
生
者
若
叫
到
於
外
物
的
事
理
不
明
則
吾
人
處
世
亦
難

瓷
善
盡
美
昕
以
道
學
問
窮
究
事
物
之
理
也
很
重
要
去

今
科
學
自
目
明
更
是
求
的
學
問
知
識
達
到
精
微
之
功
呢

大
學
講
修
身
之
迅
先
誠
其
意
心
之
所
發
為
意
誠

意
是
意
念
合
乎
天
現
太
學
傳
「
昕
謂
誠
其
意
者
毋
自

欺
也
如
同
包
必
吳
如
好
好
色
此
之
謂
自
謙
故
君
子
必
慎

其
獨
也
」耶

穌
基
督
教
人
不
但
要
這
慢
行
為
也
要
誠
其
意

念
他
說
「
凡
注
視

M
玄
有
意
貪
戀
她
的
已
在
心
襄
姦

淫
了
她
」
(
職
5
甜
)
。
又
恥「
不
是
入
於
口
的
使
人

污
穢
而
是
出
於
口

的
繳
使
人
污
穢

-.. 

那
從
口

商
租
出
來

的
都
是
由
心
里
發
出
來
的
﹒•. 

是
惡
念
凶
殺
姦
濛
邪
淫



盜
竊
妄
證
毀
謗
這
些
都
使
人
凸
穢
」
(
孫
的
叩
叩

)

一
個
人
的
意
念
誠
實
與
否
有
無
自
欺
惟
自
己
知

道
故
當
慎
獨
慎
帥
敬
之
忿
不
要
以
為
沒
布
人
看
見
便

可
以
自
欺
掩
飾
兵
不
著
而
著
其
善
耶
穌
屢
次
責
斥
法

利
本
人
偽
善
即
因
為
他
們
的
心
惹
不
誠
質
而
多
姦
詐

耶
穌
說
「
你
，
到
全
心
全
盛
金
芯
尖上
主
你
的
天
上
」

(
路
ω

凹
)
這
是
誠
意
正
心
最
切
賞
的
方
法

中
山
也
講
到
慎
獨
妥
使
我
們
的
古
拔
常
A
n天
道

之
至
誠
蓋
誠
者
為
天
道
誠
之
者
為
人
計
﹒
區
的
修
為

師
劉
先
誠
U
A
h
志
中
仰
視
「
道
也
者
不
可
放
央
離
也
可

離
非
道
也
是
故
訟
，
寸
成
恨
汁
(
如
不
睹
恐
懼
乎
其
所
不

聞
"
災H
甩
手
時
美
擷
乎
紋
故
詞
，
于
你
H
M街
也
」

耶
穌
也
引
吼
叫
旭
「
夜
，
何
逃
俺
的
事
將
來
不
被
如
何
茲

的
心也沒
有
防
梭

的
一
且將來
不
向
知
道
的
」
(m
m
自
)

大
學
引
扎
，J
之
叫
口
「
「
刊
所
位
卡
手
仙
指
其

嚴
于
」
址
(
全
八
溢
的
明
無
所
不
察
儼
然
如
有
背
許
多
人
監

制
約
指
，
只
一
樣
太
學
中
府
所
品
的
「
天
道
」
拘
「
誠
」

L
r
h吭
，
抽
垠
的
剛
出
普
通
人
不H明
明
也
不
如
A
A
中
趙
一
曬

之
為
人
陷
阱
稱
之
的
「
上
帝
」
成
「
γ

八
」M
K釘
梓
於

教
化
的
“
此Hl
A上
科m
M
H
i
h
然
間
付
鈍
，
巾
，
叫
起
全
知
無
所
不

談
右
人
存
有
此
觀
念
俊
起
敬
畏
之
心
不
收
荷
且
而
能

借
其
獨
f

詩
云
「
上
常
臨
女
無
爪
街
心
」
r
小
就
是
教

人
正
心
誠
意
嗎

八
一

大
學
解
釋
正
心
「
心
有
所
忿
惚
則
不
得
其
正
有

叫
一
所
恐
懼
則
不
得
其
正
有
所
好
樂
則
不
得
其
正
有
所
憂

一怠
則
不
得
其
正
心
不
在
焉
視
而
不
見
聽
而
不
聞
食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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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知
汁
的
咪
此
謂
的
身
在
正
其
心
」

心
不
正
蓋
自
於
悄
欲
所
接
喜
怒
哀
樂
發
而
不
中

節
則
成
為
偏
悄
萌
生
不

A口
頭
的
必
戀
則
成
為
私
欲
此

私
欲
偏
情
都
足
以
障
蔽
理
訊
攪
亂
心
之
安
乳

有
子
說
「
人
心
譬
如
槃
水
正
錯
而
無
動
則
混
濁

在
下
而
精
明
在
上
則
足
以
見
鬚
肩
而
前
我
理
矣
微
風
過

乏
湛
濁
必
乎
下
清
明
亂
於
上
則
不
可
得
大
形
之
正
也

心
亦
如
是
矣
小
物
引
之
則
其
正
外
易
其
心
內
傾
則
不

足
以
決
庶
理
矣
」
(
解
蔽
篇
)

人
的

心
性
得
白
天
找
來
與
天
道
相
也
光

明

正
九

心
為
怕
欲
昕
亂
則
不
得
清
明
被
其
時
蔽
而
看
不
見
天

理
俊
不
能
定
是
非
f

耶
穌
說
「
幾
時
你
的
眼
睛
純
潔
你
全
身
就
光
明

但
如
果
邪
惡
你
全
身
就
黑
暗
所
以
你
要
小
心
莫
叫
你

內
炭
的
光
成
γ
用
品
，
時
」(
路
口
訕
訕
)
內
裝
的
光
就

是
心
的
清
明
耶
穌
昕
訓
示
的
民
一
禍
八
端
說
「
心
裂
潔

淨
的

人
是
有
祠
的
凶
面
的
他
們
要
看
見
天
主
」
(
瑚

5

由
叫
主
怯
存
養
其A叫
他
能
「
'
榮
心
莫
善
於
寡
此

其
為
人
也
寡
欲
雖
為
不
存
焉
各
寡
矣
其
為
人
也
多
欲

雖
有
存
焉
者
寡
矣
」
(
益
心
)

但
是
寡
欲
的
辦
法
還
是
耶
穌
的
圳
示
更
切
實
那

就
是
一
仰
貧
神
貧
的
人
戒
除
一
切
貪
欲
耶
穌
把
科
貧
列

為
其
一
禍
八
端的
第
一
端
「
神
貧

的
人
是
有
福
的
因
為

天
國
是
他
們
的
」
(
海
5
3
)

宋
明
的
理
學
家
在
修
養
上
更
加
講
究
持
敬
蚓
蚓

道
說
「
學
者
不
必
這
求
近
取
諸
身
只
明
天
現
敬
而
已

弘
患
無
恥
無
不
亂
只
此
二
的
心
循
而
行
乞
安
得
有
的
有

泣
著
皆
巾
不
敬
不
正
也
」
(
二
程
退
去
卷
二

)

持
敬
之
法
在
行
為
上
邊
守
體
吼
叫
副
對
關
叫
晶

「
非
很
勿
視
非
種
勿
聽
非
改
勿
言
非
他
勿
動
」
就
是

持
敬
的
工
夫
這
樣
克
勝
自
己
的
私
欲
而
保
全
心
之
全

德
故
孔
，t
h
耐
「
克
已
彼
時
為
仁
」

另
一
方
自
「
在
內
心
(
吊
自
整
理
惺
惺f
f

」

(朱
于
答
項
平
帝
還

)
專
一
於
迎
合
天
理
心
有
所
主

則
不
外
驚
故

朱
子
釋
主
一
為
敏
劃
引
謂「學
問
之
道

無
他
求
其
放
心
而
已
矣
」

(
告
子
)
把
放
散
的
心
收

罔
使
仁
常
出
心
中
而
為
主
故
劃
引
所
品
「
居
仁
由
的
嘴
」

也
是
正
心
的
好
辦
法

雪
右
望
宗
徒
-
a
「
如
果
我
們
彼
此
相
愛
天
主
就

存
留
在
我
們
內
他
的
，
比
在
我
們
內
總
是
凶
漏的
」

(若
-4

口
)
他
又
對
青
年
們
說
「
你
們
是
強
壯
的

天
主
的
活
存
留
在
你
們
內
你
們
也
得
勝
了
那
愿
者
」

(
同
上
2
H
)
我
們
心
中
有
天
主
在
內
別
的
邪
惡
還

敢
進
來
嗎
我
們
心
中
存
留
天
主
的
學
言
或
恩
認
作
政

們
心
之
主
也
可
以
克
勝
邪
惡
而
成
為
強
壯
各

乙
親
民

仿
家
的
立
人
之
道
就
是
親
民
也
要
做
到
妙
甜
美
益

也
比
「
親
」
字
可
以
解
為
「
愛
」

，

親
民
即
愛
民
叫
引

說
「
汎
愛
眾
」
獎
遲
間
仁
子
日
「愛
人
」
(
論
語

)
孔

子
對
魯
衷
公
說
「
古
之
為
政
愛
人
為
大
昕
以
治
愛
人

體
為
大
所
以
治
禮
敬
為
大••• 

愛
與
敬
其
政
之
本
與
」



~
(
隨
記
哀
公
間
)
殺
向
K
仙
時
莊
二
十
七
年
稱
齊
桓
公

山
川一
「
兵
也
之
p
m叫
末
世
刊
有
大
喊
牛
延
民
也
」

J
H川f
乏
民

』

所
以
講
究
與
家
治
關
于
天
干
之
道

也
是
一
賴
以
」
之
叭
叭
，
才
消
「
的VM約
約
」
朱
f

伶
「
新
品
革
其
何
之
謂
也
有
回
H

明
其
明
的
仆
人
常
推

以
及
人
俠
之
亦
布
以
去
付
一
〈
κ
化
之
品
也
」
L
H改
過
自

身
之
意
大
平
的
何
引
份
之
盤
說H
「
白
日
新
日
日
新
叉

日
新
」
段
話
臼
「
作
新
民
」
仿
家
的
新
氏
山
山H
K「
推

己
及
人
」
的
恕
道
就
是
要
教
導
他
人
也
知
道
明
明
德

去
的
更
新
作
新
民
這
與
廷
督
的
「
友
人
如
己
」
之
訓

相
同

耶
穌
成
「
你
們
是
做
界
的
光
站
在
人
的
照
耀
」

(寫
5

H
)
軍
穌
所
品
梧
州
羊
捨
命
的
苦
牧
及
找
尋
亡

羊
的
比
喻
前
在
是
牧
民
誕
新
民
的
最
佳
-
不
能
耶
穌
說

「
叫
到
於
一
個
界
人
的
偽
改
在
天
上
所
有
的
歡
樂
付
科
淤

對
九
十
九
似
無
誠
心
的
故
的
技
人
」
(
的
間
的
‘

7

)

由
此
可
見
儒
家
「
新
民
」
誠
的
伯
納
了

「
新
民
」
質
際
上
就
是
t
k民
本
於
天
賦
之
性
昕

得
於
天
之
仁
而
推
廣
普
施
之
中
痛
說
「
成
已
仁
也
成

物
知
也
性
之
德
也

A口
內
外
之
道
也
故
時
惜
之
宜
也
」

成
己
成
物
(
包
括
人

)
向
也
於
性
之
仁
即
耶
穌
所
諧

的
「
愛
」
那
一
一
若
望
宗
徒
祝
「
我
們
孩
彼
此
相
友
因
為

愛
是
山
於
天
主
凡
有
萃
的
部
是
生
於
天
主
也
沾
識
天

主
.• 

國
為
天
主
是
支
」

(
若

-4
7

)

是
鼠
就
是
仁
民
仁
之
表
現
於
-
行
為
各
卸
的
日
子
所

謂
思
想
之
道
孔
子
就
「
夫
仁
者
己
欲
立
而
立
人
己
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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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
而
達
人
能
近
取
當
可
謂
仁
之
方
矣
」
(
論
沉
悶
雍
也
)

孟
子
一
批
「
仁
品
以
其
阱
，
也
叫
入
共
所
不
泣
不
仁
持
以
其

所
不
從
及
其
所
愛
」
(
孟
于
盡
心
)

惟
孟
子
區
分
「
說
親
仁
民
妥
物
」
為
三
等
似
把

家
彪
的
糾
人
與
天
下
關
家
的
庶
民
分
開
f

而
太
學
的

親
民
如
包
的
了
齊
家
的
關
干
弋
干
攸
大
的
巾
的M
A
h
此

新
民
質
在
就
是
，
愛
民
支
一
切
的
人
即
孔
P
J
昕
品
的

「
汎
品
文
眾
」
「
仁
者
主
人
」
的
念
恩

大
學
傳
解
釋
新
民
說
「
詩
-
Z邦
級
干
旱
惟
仗
昕

止.. 

穆
穆
女
王
於
緝
熙
敬
止
為
人
君
止
於
仁
閃
閃
人
臣

止
於
敞
明
的
人
子
止
於
孝
為
人
父
止
於
必
與
凶
人
交
止

於
伯
」
所
以
大
學
的
新
民
背
包
拓
了
齊
家
治
凶
平
天

下
之
道
包
括
了
其
中
一
切
人
的
關
係
父
母
子
立
夫
婦

君
訊
朋
友
而
言
等
於
中
仰
所
泌
的
五
遠
道

中
的
批
「
天
F

之
遠
道
五
所
以
行
之
必
三
日
行

臣
也
父
了
也
夫
婦
也
昆
弟
也
崩
友
之
交
也
五
省
天
下

之
遠
道
也
智
仁
勇
三
者
天
下
之
達
德
也
」
這
巳
扼
要

的
說
明
了
儒
家
的
倫
理
大
學
的
俯
身
齊
家
治
凶
平
天

下
之
道
都
不
外
父
子
夫
婦
君
臣
崑
弟
朋
友
的
關
係
之

維
持
與
擴
大
而
已

要
把
天
下
五
遠
道
施
行
得
姦
美
盡
善
必
須
具
有

特
仁
勇
三
點
叫
引
說
「
智
者
不
也
仁
者
不
且
勇
者
不

懼
」
蓋
智
者
明
識
道
理
因
事
制
宜
故
不
惑
仁
者
汎
愛

契
合
天
心
故
不
憂
勇
揖
浩
氣
充
鑫
配
義
與
道
故
不
懼

儒
家
所
講
的
五
遠
道
就
是
為
人
之
道
就
是
人
倫

日
用
之
也
血
引
制
刮
到
「
詞
為
司
也
教

以
人
你
父
子

有
親
君
臣
有
揖
拉
夫
婦
有
別
反
幼

t
H序
閥
家
有
信
」
五

者
人
之
常
也
依
臼
人
倫
叫
到
泌
「
道
永
遠
沁
人
之
民

道
而
遠
人
-
卜
可
以
為
道
」
付
代
質
行
之
法
即
忠
恕
「
吾
竹

下
以
人
治
人
故
而
止
巾
心
細
心
這
且
不
遠
她
站
已
而
不
顧

亦
勿
屁
股
人
」
這
就
是
成
已
成
人
之
道
也
就
是
新
民

之
道

瀾
炭
的
家
「
施
刊
的
I
L而
不
服
亦
勿
施
與
人
」
由

此
而
形
成
f

那
句
盡
人
告
知
的
絡
已
「
已
昕
不
欲
勿

施
與
人
」
之
待
人
之
道
尤
其
「
已
欲
訂
一
而
立
人
己
欲

速
而
這
人

j一
之
精
神
領
合
耶
穌
所
教
導
於
人

的
「
凡

你
們
賴
之
人
令
你
們
做
的
你
們
也
照
放
給
人
做
」

(
為
7

刊
)
的
情
，
表

(
七

)

政
治
激
化

仿
爽
的
成
-
治
恩
怨
完
全
根
鐵
共
倫
理
恩
怨
巾
例

人
明
明
德
而

v州
長
仰
自
俯
身
而
齊
家
而
治
凶
而
信
天

下
皆
木
於
天
這
和
人
性
之
仁
故
在
改
治
上
提
倡
仁
政

閃
為
人
煩
的
社
會
組
織
以
家
庭
為
基
礎
共
社
會
道
德

亦
由
孝
梯
附
怡
故
廿
「
什
們
于
談
本
本
立
而
道
生
平
弟

也
者
其
目
的
仁
之
本
與
」
(
論
語
學
而

)
由
親
親
而
仁

民
一
關
之
政
治
乃
家
政
之
惟
誠
叫
叫
說
「
惟
孝
友
肝
、

兄
弟
飽
於
有
政
H
a亦
為
政
冒
失
其
為
為
政
」
(
為
政

)

政
者
正
也
首
重
正
名
辦
法
公
開
政
孔
子
對
日

「
君
君
臣
臣
父
丸
子
子
」
尉
釗
日

.

「
苦
裁
信
如
君
不

君
臣
不
臣
父
不
父
，
于
不
子
雖
省
張
吾
得
而
食
品
」

(
顏
淵

)
蓋
居
莫
名
則
當
長
其
本
分
此
之
謂
忠
於
其

乳
叫
引
為
了
正
名
而
作
春
則
由
胡
說
「
世
衰
道
徽
邪



說
暴
行
有
作
臣
試
其
君
者
有
之
手
試
其
父
者
有
之
孔

子
懼
而
作
卷
秋
」

儒
家
提
倡
仁
政
施
政
者
要
有
仁
總
之
人
叫
引
說

「
為
放
以
德
譬
如
北
辰
居
其
所
而
血
來
星
拱
之
」(關

政
)
國
家
的

理
想
統
治
者
師
學
工
叭
里
王
以
德
化
天
只

「
其
身
正
不
令
而
扎
其
身
不

L
雖
令
不
從
」
(引
叫
) 。

孟
子
說
「
惟
仁
者
宜
在
高
位
不
仁
而
在
高
位
是
播
其

惡
鈴
來
也
」

(
孟
子
離
宴

)
又
說
「
國
君
好
仁
天
下

無
敵
」

(
向
上
)
大
學
上
說
「
為
人
君
止
俊
仁
」
又

說
「
堯
舜
帥
天
下
以
仁
而
民
從
之
」

仁
政
之
施
化
刊
引
主
張
先
富
後
說
詞
引
提
倡
制

民
之
產
「
必
使
仰
足
以
事
父
母
俯
足
以
畜
妻
子
」

(
梁
封
封)。
而
有
「
并
因
」
之
說

(
蜘
封
封
)
，要使

人
民
皆
得
其
養
同
時
設
立
學
校
以
教
育
之
他
說
「
仁

言
不
如
仁
聲
入
人
之
深
也
善
政
不
如
善
教
之
得
民
心

也
」

(
公
孫
丑
)

孟
于
以
為
君
之
治
民
首
在
保
民
若
無
道
之
君
賊

仁
賊
義
不
能
安
民
即
失
去
為
君
之
資
格
「
殘
賊
之
人

謂
之
一
夫
」
人
人
皆
而
得
誅
之

儒
家
促
倡
仁
政
故
反
對
攻
蛾
掠
地
的
戰
爭
副
引

說
「
爭
地
以
被
殺
人
盈
野
爭
城
以
戰
殺
人
盈
城
此
所

謂
率
土
地
而
食
人
肉
罪
不
容
於
死
故
善
政
者
服
上

刑
」
(
離
宴
)

-

苟
子
倡
「
三
筒
說
」
以
治
國
平
天
下
三
筍
郎
「
平

ph
>

E
叫
一政
愛
民
降
禮
敬
，已街
賢
使
能

」
(
到
削
可

一

孟
子
政
治
思
想
的
特

色
即
在
其
提
倡
民
本
思
也

附軍寄 :0，，*思想、與聖經

主
張
「
民
為
民
社
稜
次
之
益
為
經
是
故
得
乎
丘
民
而

為
天
r

丁
得
乎
天
子
為
諸
侃
得
乎
諸
侯
為
大
九
諸
侯
危

社
稜
則
贊
世
」
(
孟
子
盡
心

)
拔
得
民
心
者
才
能
為

天
子
人
民
可
以
變
m
d社
稜
「
君
之
現
臣
如
草
芥
則
臣

視
泣
如
寇
做
」
(
船
到
) 。

苟
p
f
亦
提
倡
反
貪
說
「
人
主
欲
疆
固
安
樂
則
莫

若
反
之
民
欲
附
下
一
鼠
則
莫
若
反
之
政
欲
修
政
美
國

則
英
右
求
其
人
」
(
完
道
篇
)
「
用
國
者
得
百
姓
之

力
者
，
富
得
百
姓
之
一
批
嵩
疆
得
百
姓
之
餐
者
榮
三
得
者

具
而
天
下
歸
之
三
得
者
亡
而
天
下
去
之
天
下
歸
之
之

為
王
天
下
去
之
之
為
亡
」
(
自
制
獻
叫
他
引
制
日
「
君

者
舟
也
庶
人
各
水
也
水
則
載
舟
水
則
被
舟
」
「
故
君

入
者
欲
安
則
莫
若
平
政
愛
民
矣
」
(
王
制
篇
)

儒
家
道
中
府
卓
事
皆
以
做
過
與
無
不
及
為
適
宜

故
主
張
以
控
為
節
在
政
治
上
提
倡
禮
治
以
捏
一
譚
一
為
國

安
上

治
民
英
善
於
他
副
引
蛇
「
進
以
細
心
退
以
義
」

(
朝

朝
)。
「
無
種
社
則
上
下
亂
」
(
剖
叫
)
。
儒
家
以
種
為

正
己
俯
身
齊
家
治
國
之
大
經
有
節
制
一
切
行
動
之
六

周
但
其
用
在
肝
、
前
極
的
預
防
「
縈
亂
之
昕
山
生
猶
坊

止
水
之
所
自
來
故
細
胞
之
教
化
也
微
共
止
邪
也
訟
未

形
」

(
純
經
解

)

苟
于
生
在
戰
國
木
世

H
H持
社
會
益
亂
他
以
為
社

會
之
悼
亂
是
由
於
人
之
性
忌
、
必
待
單
王
之
治
總
裁
以

化
之
故
他
東
軍
租
治
但
其
目
的
在
於
懲
罰
界
必
近
於

法
家
的
法
治
苟
子
以
為
總
有
三
木
「
天
地
者
生
之
本

也
先
祖
者
類
之
本
也
君
師
者
治
之
本
也
無
天
地
惡
生
一

文。賤比樂重(成之無
等外，節法勸i 俗原先
級 ， 萄|之;愛學;為則，而且
( 子|眾民篇:目共滋
二以數而)。的。主出?
)為百霸「他旨無

在禮姓」國說:在君
養有且IJ ~ 之「事師
欲三必懂!命禪天 jg
以種以關;在者， 地 ， 治
給作法篇j 趟 .i法會」

求， 用 ，教)。人之先 (
~ ~ 制「君大祖， 禮!
三一之士者分，隆論i
~ ~ L 以隘類君 )。

在在 ( 上禮之例。此
節於肖i則尊翩而三
情分闢:必賢紀以者
以別篇i以而也化為
例貸)。位玉 . L 民禮

茍
于
主
張
貧
民
亦
主
張
尊
君
但
他
所
尊
的
君
是

一
個
無
美
不
傲
的
學
王
其
理
想
政
治
便
是
無
美
不
俏

的
玉
政
而
雪
王
且
能
兼
為
人
師

儒
家
的
政
治
恩
想
其
終
極
目
的
要
推
廣
至
於
天

下
部
大
學
所
謂
「
天

下
平
」
孔
子
的
政
治
埋
怨
就
是

希
望
達
到
天
下
為
公

的
大
同
之
治

(
禮
記
艘
運

)

耶
穌
基
督
的

國
不
在
此
世
故
在
研
制
中
很
少
談

到
政
治
問
題
他
以
建
立
天
國
為
其
理
想
目
的
天
國
超

越
世
界
拔
無
國
界
他
要
化
導
天
下
的
人
民
都
成
為
天

闊
的
手
民
並
無
種
族
之
分
但
其
一
福
音
的
主
傅
在
人
類

中
的
影
響
可
使
世

上
的
國
家
人
民
聖
化
即
無
異
在
地

上
使
立
起
天
國
儒
家
的
世
界
觀
念
大
同
之
治
不
易
實

現
惟
羞
營
的
天
凶
福
音
早
已
傳
播
於
世
界
亦
可
與
儒

家
的
仁
政
愛
民
思
想
聯
合
共
同
改
良
位
界的
政
治

新
民
之
法
不
外
政
教
二
途
尤
以
教
育
為
重
要
現

代
國
家
都
把
國
民
教
育
列
為
最
重
要
政
策
之
一
惟
國

家
教
育
思
想
以
訓
練
好
國
民
為
宗
旨
儒
宙
歌
的
教
育
思



-
想
與
基
偉
敬
的
教
育
恩
想
皆
以
傳
道
化
人
為
宗
旨
孔

山
川-
引
而
「
寫
信
好
成
守
死
苦
追
」

(
1洞
k
m
L啥
怕
)
又
改
「
朝

-

問
道
夕
死
可
矣
」
(
里
仁
)
可
見
廿
一
(
卡
道
之
寫
守
道

之
M
K而
其
治
人
不
倦
凶
遊
列
關
東
街
州
時
逅
的
精
艸

孔
了
在
政
治
上
不
能
有
位
的
使
退
而f
荊
州
爭
以
友
愛

之
情
教
導
學
生
他
說
「
R
V
A
之
能
勿
勞
于
忠
焉
能
勿
必

乎
」
為
他
的
弟
子
勞
心
在
教
學上
進
責
「
忠
」
「
妥
」

二
字
便
是
他
的
教
育
特
色
而
他
倡
導
「
布
教
無
以
」

致
力
松
一
半
民
教
育
開
私
人
講
學
芝
風
其
在
教
育上
的

貢
獻
更
是
前
無
古
人
了
他
的
教
育
目
的
在
使
人
成
為

明
總
義
布
學
闊
的
士
君
子
他
釘
子
立
說
「
汝
為
白
子

儒
照
為
小
人
儒
」
(
雍
也

)
希
望
他
們
「
學
而
優
則

仕
」
對
於
社
會
凶
家
布
昕
民
獻
共
步
驟
則
為
「
修
已

以
做
」
「
修
己
以
女
人
」
「
修
己
以
女
百
姚
」
(
心
血

間
)
這
植
淑
身
淑
役
的
政
教
此
是
「
仁
故
」
「
忠
怨
」

之
教
從
其
搔
必
以
天
下
全
人
川
湘
西
叫
共
對
象
山
此
可
比

孔
子
亦
合
救
世
精
神
放
他
以
從
故
為
γ
也
位
的
行
道
之
方

他
殺
「
天
下
有
道
，
行
不
與
局
焉
」
(
毛
﹒
氏)正
為
天

下
無
道
才
致
力
於
政
教
從
事
社
會
的
改
革
而
欲
以
道

易
之
是
以
「
君
子
之
仕
也
行
其
義
也
」

孟
子
的
志
趣
亦
與
孔
子
相
同
他
也
川
川
遊
各
凶
然

後
退
而
講
學
他
品
「
夫
天
木
欲
平
治
天
下
也
如
欲
平

治
天
下
當
今
之
世
令
說
共
准
」

(
公
孫
丘

)
這
雖
有

點
近
於
式
的
大
狂
但
由
此
亦
可
此
孟
子
在
政
繳上的
抱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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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
子
睡
也
布
大
志
卸
和
孔
子
孟
子
一
線
未
能
行

其
道
但
苟
子
曾
為
胸
陵
縣

A
P多
年
總
算
治
理
過
百
姓

他
的
教
育
日
的
在
美
成
大
佑
他
稱
道
大
儒
品
「
大
倫

比
間
只
言
有
類
共
行
布
的
其
間
咕
宰
你
悔
H
A持
險
應
變
曲

當
與
時
遷
徙
與
世
候
仰
于
學
吼
叫
變
共
迫
一
也
是
大
怖

之
啥
也
汁
甜
甜
制
也
俗
儒
笑
之
共
過
也
失
傑
化
之
也
瑣
逃

之
邪
品
役
之
血
來
人
城
之
通
則
一
天
下
游
則
獨
立
自
名

天
不
能
死
地
不
能
聞
從
侃
之
世
不
能
佇
非
大
儒
美
之

能
立
仲
U地
J
J
r
J
是
也
」
(
筍
子
儒
效
篇

)
苟
于
以
為

像
孔
，
寸
便
可
稱
為
大
儒
可
仆
且
他
也
是
仰
慕
孔
子
的
為

人
反
吳
忠
州
也

仿
﹒
一
家
的
教
育
方
法
花
重
俗
的
進
第
一
進
志
孔
子
叫
“

「
士
志
於
道
“
恥
必
衣
必
食
品
未
足
與
改
也
」

(
八
刑

法
型
仁
)
「
三
市
可
奪
州
也
匹
夫
不
可
奇
志
也
」

(
子
竿
)
孟
子
品
「
士
向
志
」
(
瓷
心

)
苟
子
也
必

「
志
芯
修
則
航
道
此
道
義
重
划
經
主
公
」

(
修
身
府

)

並
在
養
成
「
德
操
」

(
助
學
科

)

其
次
則
為
這
心
孔
于
南
「
克
已
從
融
為
仁
」
「
右

手
梭
的
」

(
m
t仁

)
孟
子
品
「
古
予
以
仁
存
心
以
按

存
心
」

(
離
去

)
「
養
心
交
怡
青
於
寡
欲
」(
盡
心

)

苟
子
，
祝
「A
子
鑫
心
艾
蓓
於
誠
欲
誠
則
無
他
事
質
唯

仁
之
為
守
略
義
之
為
行
誠
心
守
仁
則
形
形
則
料
科
則

能
化
矣
扮
心
行
，
私
則
叫
卅
一
盟
則
明
明
則
能
變
矣
變
化
代

興
泊
之
天
德
」
(
不
苟
泊
)

儒
家
的
教
育
特
重
心
身
修
養
故
重
視
人
格
教
育

和
道
德
教
育

「
，
于
以
四
教
文
行
忠
信
」
(
論
述
問
述
問
)

內
教
中
行
巾
心
的
那
屬
於
道
總
教
育
孔
子
講
「
君
子博

學
淤
交
約
之
以
種
」
(
雍
也
)
則
君
乎
所
學
的
文
仍

在
飽
之
中
所
以
孔
子
的
凶
教
部
是
道
德
教
育
孟
子
所

謂
「
德
風
」
筍
于
所
謂
「
街
操
」
都
蓋
在
人
口
問
之
養

成

廿
店
營的
施
教
亦
特
別
注
意
“
中
民
他
所
收的
門
徒

布
漁
夫
說
史
釘
界
人
他
說
「
我
來
不
是
召
義
人
乃

H
A

n
罪
人
」

(
瑪
9
H
)
他
也
特
別
重
視
人
格
教
育
教

訓
人
為
保
持
人
絡
不
惜
任
何
犧
牲
他
說

「
倘
若
你
的

手
使
你
跌
倒
砍
掉
它
.... 

倘
若
你
的
胸
使
你
跌
倒
砍

掉
它..•..• 

倘
若
你
的
眼
使
你
跌
倒
划
出
它
來

」
(
谷

9

u
l
a
H

)
還
要
益
成
積
攝
愛
人
之
德
不
但
「
推
己

及
人
」
或
以
愛
遠
愛
而
且
要
f
A仇
人
昕
以
在
激
化
上

偏
家
思
想
亦
可
與
基
督
的
忠
您
互
相
輝
映
不
過
從
郎

穌
答
覆
試
探
他
的
法
利
某
人

的
論
「
你
應
全
心
全
益

全
意
愛
上
主
你
的
天
主
這
是
最
大
的
也
是
第
一
條
成

命
第
二
條
與
此
相
似
你
應
當
愛
近
人
如
你
自
己

」

(
瑪
扭
扭
|

叫
)
和
儒
家
的
思
想
作
一
比
較
可
知
儒

家
的

「
己
立
立
人
」
甚
至
「
修
齊
治
平
」
只
限
於
耶

穌
昕
說
的
第
二
條
誡
命
至
於
耶
穌
昕
設
的
「
你
應
全

心
﹒
﹒
愛
上
主
天
主

」
第
一
條
最
大
的
誠
命
儒
家
恩
怨

則
付
諸
關
如
或
至
少
不
夠
明
朝
此
耶
穌
的
教
導
所
具

於
佈
家
思
想
且
遠
超
過
儒
家
思
想



佛
教
思
想
與
聖
經

(
位
學
之
)

「
出
口
已
已
F
E
B
M

凶
且
已
旦
旦
可
H
r
F
-
o

J

/
出
早
已
7
5
2
5
2

∞
m
E
ω
2屯
E
E
\

一
創
世
紀

與
起
世
經

吋
股
創
造
記
收
最
拜
金
的
是
創
份
制
州
州
馴
的
創

世
品
則
否
認
創
造
這
是
附
的
宗
教
演
變
的
太
多
了

(
一
)
天
地
萬
物
的
創
造

在
超
初
天
主
創
造

了
天
地
(
創
1
1
)
起
初
布
大
水
(
1
2
)
天
主
這

f

v
門
叫
蔬
菜
和
來
樹

(
1
H
)
造
f

日
月
星
辰
魚
鳥

咱
蟲
牲
畜
和
野
獸

(
1
闊

別
缸
剖

)
天
+
t
a
「
讓
我

們
關
心
我
們
的
向
像
妝
我
們
的
恢
核
心
中
巴
人
叫
他
管m
k海

中
的
的
天
空
的
飛
伐
，
件
均
各
持
野
叫
趴
在
地
上
札
的
各

叫
他
爬
蟲
天
主
於
是
照
自
己
的
何
像
這
f

人
說
是
闖
天

主
的
何
像
泣
r

人
造
f

﹒

另
一
女
」

(
l
M
盯
)創
世

紀
又
很
弘

-
M
U奧
占
的
傳
批
所
以
在
其
第
二
車
站

「
這
是
創
造
天
地
的
來
區
在
上
主
天
主
創
造
天
地
時

地
上
還
沒
釘
灌
木
田
間
也
沒
有
生
出
蔬
菜
函
面
的
上
主

天
主
還
沒
有
使
雨
降
在
地

上
也
沒
有
人
耕
耘
土
地
布

從
地
下
湧
出
的
K

浸
潤
所
有
地
面
上
主
天
主
闊
地
上

的
灰
土
形
成
f

人
在
他
的
結
孔
內
吹
f

一
口
生
氣
人

就
成
f

一
個
省
盔
的
生
物
」
(
2
‘

l

T
)
「
上
主
天

主
別
組
土
造
f

各
叫
他
野
凱
和
天
空
中
的
各
極
飛
鳥
」

自
「
上
主
天
主
遂
使
人
熟
睡
當
他
極
右
了
就
取
山
了
他

叫
一
的一
根
肋
札
再
用
肉
補
溺
原
處
然
後

上
主
天
主
用
那

一
由
人
取
來
的
肋
骨
形
成
了
一
個
女
人
引
她
到
人
前
人

自H市 : 佛教思，也與!\'l*'ll

遂
說
這
才
真
是
我
的
親
骨
肉
她
應
稱
為
「
立
人
」
因

為
是
由
男
人
取
出

的
」
(
制
2

叫
刮
目

)

放
天
主
是
創
造
神
在
創
世
紀
第
一
准
作

巴
。
E
E

府
在
第
二
章
作
F
Y
諾
。
盟
。
玄
E

泣
創
造
圳
，
“
祉
，
何

創
造
有
的
腦
性
他
是

「
n
u
t
自
」
(
出

3
.
)
全
能

忽
(
例
行
1
)，

全
知
者

(
一
詠m
l!
‘
7
i

m
)
不

死
不
滅
者

(
弟
前
1

口
)
是
唯
一
的
神

(
行
也
自

自
)
世
界
萬
物
和
人
緝
的
起
涼
以
創
世
紀
的
收
述
最

為
完
善
也
最
古
老
譬
如
第
一
人
是
用
土
造
成
的
傳
說

流
佈
甚
廣
亦
為
巴
比
倫
希
鐵
中
以
印
度
非
洲
北
美

m
h
A

西
哥
大
洋
洲
印
尼
及
澳
洲
之
占
俾
則
可
人
的
竹
造
成

女
人
亦
為
緬
甸
回
伯
利
巫
翔
的
悄
扎
扎
北
美
等
地
之
山

』
I
l
-
-

'

、
，
、
s
r

、
。
、
4、
‘9
4、
、
‘
'
、
、

心
向
中
凶
古
代
也
有
關
卉
匕
之
品H
A於
世
木
制
叭
紀

(
1

2
)
的
以
始
大
水
之
必
亦
為
巴
比
倫
技
吹
印
仗
叮
叮
的

北
美
m位
司
的
哥
及
蘇
丹
仙
化
ψ

等
地
之
占
博
印
皮
來
部
有

川
什
米
(
只
口
2
)

族
人
以
為
在
起
始
時
艸
肘
泥
土

創
造
了
人
一
另
一
女

(
吋-
E
-
H
h
E
p
t〈H
E
M
H
R
E

。
同
∞
﹒
開
﹒
』
且
已
E
W
H∞
斗
。
"
叮
叮
N
N卒
，N
N
B
)又
街
谷
爾
谷

(
H
h丘吉

ω
)旅
人
是
印
艾
中
部
的
原
始
人
以
為
在
超

始
布
大
科
(
名
崑
各
且

g

各
)
用
紅
土
造
了

一
男
人

及
一
玄
人

(
M
N
﹒
〈-
M
N
52
-
E
a
Z
-
P
H
F
g
g
ι
c
g

f

門
。
ω

。
『
同y
o
b
約
旦
帥
"
﹒
且
可
同
C
三
口
n
o
m
w
。
『
]『
口
已E
U

H
A
W
M
A

M


H
H
H心
可
-
M
M】'
U
M
N﹒
)

(
二
)
起
世
經
的
世
界
成
立
觀
佛

教
以
前
的

婆
羅
門
教
承
認
有
神
創
造
但
佛
教
抹
煞
創
造
之
說
而

。
‘
4
2
3

、
‘
‘

4
2
、

以
宇
宙
興
起
股
業
力
(
肉
R
B
E
)
起
世
經
卷
第
一

「
佛
一
口
比
丘
如
一
日
月
昕
行
之
處
煦
叫
天
下
如
是
等

煩
悶
天
世
界
有
千
日
月
研
照
之
處
此
則
名
為
一

7
世

0

. 

山
什
泊
比
日
于
他
叫
什
中
千
几
千
口
千
氣
彌

山
正
四
千
小

洲
問
干
卜
〈
洲
問
千
小
海
內
干
大
海
問
千
龍
叫
他
叫
四
千

大
龍
m
m
M叫阿
干
h
t
M也
為
糙
的
四
千
六
袋
翅
心
種
的
問

。

，

千
必
道
處
純
悅
同
千
大
惡
道
處
糙
的
四
千
小
玉
閉
于

大
工
七
下
種
種
大
樹
八
千
種
種
大
山
卡

干
褪
叫
他
大
沱

。
。

，

種
干
叫
摩
王
干
問

J
J洲
(
中器
)于
化
樂
天
T

他
化
日

。

，

從
天
千
路
線
天
千
叮
扯
一
大
』
的
比
丘
於
梵
世
中
有-
M凡

王
威
力
最
強
無
能
降
伏
仇
削
減
千
咒
，
仆
在
正
叫
閻
王
我
能

作
能
化
能
幻

A
L拔
削
尖
於
治
其
中

叫
作
如
是
棉
大
山

已
凶
悍
我
他
圳
來
不
山
間
昕
以
U
H
何

A

切
悶
悶
各
隨
在

力
成
越
成
立
」
佛
教
不
打
圳
、
天
干
，
的
「
能
作
能
化
」

以
瓜
「
一
切
欣
削
」
皮
一
切
，
「M
m
M
」
(
人
必

)
都

nu

--

H
K「
胎
染
力
」
間
(
「
越
成
江
」
的
他
H
A間
「
最
初
的

、
r
'

、
'
，
s
e
B
B

染
力
的
上
經
是
如
何
關
心
川
隘的
」
佛
心

-
A小
存
此
間
也

。
l
l
E
f
-
-
l

甘
南
指
行
的
(
此
下
文)
佛
教
以
來
你
巾
業
力
興

起
不
以
迂
們
在
天
能
創
造
以
以
交
日
在
平
、
亦
起
於
采

力
長
阿
合
心
卷
十
一
「
佛
告
艾
志
或
有
一
戶
門
是
維
門

T
e門
一
切
世
間
咒
，
片
在
-
大
昕
迫
我
問
彼J口
一
切
但
問
N

卅
此
，
目
在
天
阮
造
耶
彼
不
能
報
遼
闊
狡
凸
蛇
去
此
事
-
A

糾
裁
H
M使
4
4
J口
或
卜
判
比
世
間
初
垃
敗
時
自
餘
殺
生
命
&

行
教
(
位
美
末
益

)
從
光
有
u

天
命
終
乃

γ史
生
餘
空
艾

處
於
彼
起
愛
生
樂
若
心
仙
似
欲
使
餘
眾
生
來
生
此
處
找

。

.. 

餘
眾
生
命
遂
行
鼓
復
生
彼
處
將
彼
來
生
自
作
是
念
成

A可
是
大
梵
王
忽
然
而
布
無
作
我
者
我
能
盡
速
諸
義
研



-
趣
於
干
世
界
最
得
悶
在
能
作
能
化
微
妙
第
一
一
為
人
父

nud-
M

一
母
我
先
至
此
喝
一
無
侶
由
我
力
(
業
力

)
披
紅
此
眾

生
我
作
此
眾
生
彼
餘
康
生
亦
俊
順
從
師
們
面
的
完
王
忽
然

而
有
益
達
諸
義
圳
股
千
世
界
最
得
自
在
能
作
能
化
微
妙

第
一
為
人
父
母
先
何
是
一
俊
布
我
等
此
大
兌
王
化
作

我
等
」
間
將
卷
十
一
「
佛
告
完
志
成
所
品
如
是
或
有

沙
門
婆
羅
門
於
屏
處
訴
請
我
一
一
昌
」
因
為
佛
陀
反
對
梵

天
創
造
之
說
所
以
受
人
詳
誘
抹
殺
創
造
論
不
容
易
解

釋
來
探
所
以
佛
教
叉
以
自
然
合
輪
為
「
天
匠
所
造
」

(
長
阿
A
B
m
z卷第
三
遊
行
經
第
二
之
二
卷
第
六
轉
輪

m
r王
修
行
m
t第
二
)
印
度
占
傳
也
以
免
天
起
始
用
言

譜
創
造

(
Z
E
F
T
N
H
)

創
造
論
中
的
第
一
要
義
是
有
大
神
存
在
佛
教
不

信
衛
位
格
的
叫
仰
自
然
否
♂
創
造
中
觀
論
疏
卷
第
八
末

以
「
神
與
五
陰
一
按
一
腳
亦
無
常
」
叉
「
外
云
雖
復
空

有
求
神
不
得
而
終
信
衛
科
今
破
其
信
」
今
按
宗
教
文

化
在
印
度
演
變
的
太
快
所
以
佛
教
失
去
有
個
位
的
大

神
或
使
大
科
演
為
一
些
一
小
神
譬
如
在
吠
陀
時
代
已
將

。
〕E
E

神
演
為
三
十
三
已
2
2

佛
經
中
亦
言
三
十
三

天
而
與
巳
盲
目
(
包
。
〈
凶
)
相
等
的

N
E
ω
(在
古
希
臘
)

N
E
(
在
日
耳
曼
)
以
及
H
E
t怠
工
在
古
羅
馬

)
在

當
時
為
至
上
一
腳
至
今
印
度
各
地
的
眾
多
部
族
尚
保
存

至
上
棘
的
傳
說
並
且
注
意
敬
拜
至

上
一
腳
譬
如
叫
閩
南

部
廣
大
地
帶
敬
拜
至
上
神
名
叫
法
盲
目
見
者
此
神
甚

為
古
老
為
創
造
世
界
者
主
持
人
的
命
運
所
以
每
個
村

在
有
此
神
之
廟
宇
人
們
每
天
兩
次
或
三
次
作
禮
拜
供

附軍~ :佛教思想與聖經

是
(
門划

。

M
U
M
M
O
2
.
U
Z

G
豆
子
E
Z
D

已
E
H
D
訟
。
于

i
h﹒
啊
，
﹒
開
〈
。
-
-
Mv
h
M〈
口
-
-
A
V
U
O
七
日y
斗
N
C
U
N4
)

二
魂
與
我
之
有
無

在
何
外
一
切
占
民
族
文

化
中
淡
訂
本
食
品
人
訂
戶
揖
沌
的
鐘
鳴
必
是
臨
的
而
佛
教

科
欲
把
印
哎

，古
代
的
血
泊
明
品
抹
煞

(
一
)
生
命
與
靈
魂

斯
氣
魂
的
字
在
的
門
約
作

D
n
M
M
Y
g
y

在
新
約
作
用
屆
三
宮很
有
以
且
也
F
E
y
-
字
的

原
義
約
記
指
呼
吸
指
他
命
的
呼
吸
指
也
命

E

Z
S
Y。

等
於
「
我
」

(
人
梅

)
人
死
俊
口
。
可
吉
子
仍
然
存
在

當
時
的
以
色
列
人
對
公
鑫
魂

A
M
M冊
搭
一
清
倦的
觀
念
但

亦
似
卜
何
時
把
軍
魂
與
肉
體
別
分
宙
間
不
叫
二
物
譬
如
厄

里
程
「
呼
求
上
t
L

品
『
上

-
V
V
L殺
的
天
主
求
您
使
這
孩

子
的
竄
魂
再
國
到
他
身

上
』
上
主
蟋
f

厄
m
v
h
羽
的
呼

求
孩
于
的
靈
魂
q
t向
釗
他
身

上
餃
子
就
父
仁
出
了
」

(
列
上
口

n
n
)
以
色
列
人
用
指
呼
吸
的
字
指
鐘

瑰
此
極
習
慣
見
於
無
數
的
民
族
糾
北
啞
的
組
圳
茲
人

(
7
古
巴
2
)
以
O
Y
O
E
E
-
-』
間
指
呼
吸
線
指
霆
魂

步
爾
雅
克
人

(
出
口
之
美ω
)以
E

S
E
E
D

-
語
指
呼

吸
兼
指
靈
魂
此
例
不

可
勝
舉
中
間
俗
話
說
「
人
就
是

。

，

一
口

氣
」
「
上
主
天
主
用
地

上
的
灰
土
形
成
了
人
在

他
鼻
孔
內
吹
r

一
口
氣
人
就
成
了
一
個
有
霞
的
生

物
」
(
創
2
7
)
呼
吸
表
示
有
生
命
故
以
呼
吸
指
靈

魂
新
約
的
F
M
B
E
一
字
相
當
於
值
約
的

E
Z
S
Y
可

。
，
》》
》
‘
$

以
指
生
命
基
礎
生
命
本
身
或
即
指
有
生
命
物
新
約
則

明
明
把
靈

魂
與
肉
體
對
言
譬
如
默
示
錄

(
6
9
叩
)

誠
殉
道
者
的
喊
冤
說
「
我
看
見
在
祭
續
下
面
那
些
一
會

為
f

天
主
的
活
丘
為

f

他
們
待
手
的
治

-
j
r仰
仗
事
段

昌
的
還
建
大
學
喊
品
『

m
r
J而
假
日
的

F

心
叫
你
，
手
行

存
判
不
向
他
上
的
自
民
筒
，
抗
們
的
山
川W
W兒
悟
到
幾
時

呢
』
」
以
溫
精
會
大
府
官
喊
叫
什A
T
川
忍
心
吋
以
代
h
k笠

徊
的
人
格
當
如
晶
「
次
又
有
必
﹒

m
w
n
w間
也
必
人
在

上
函
坐
E
H賜
哨
f

他
們
，
海
憫
的
精
心
竹
他
們
忱
門
屯
那
帖
一
一

為
給
耶
穌
作
治
改
密
的f
天
主
的
1
的
飛
析
的
之
人
的
茲

魂
」

(
則
必
‘
)
靈
均
比
肉
體
更
要
緊
「
你
們
示
要

害
怕
那
怨
、
主
肉
身
而
不
能
役
主
霆
冉
的
但
更
要
啦
。
鬥
怕

那
能
使
益
魂
和
肉
身
陷
於
地
放
中
的
」

(
瑪
昀
甜
)

(
二
)
五
拍
攝
與
發
佛
E

中
多
以
E
E
E

-
h手

指
「
我
」
或
「
H

我
」
E
E

吉
布
退
魂
自
己
人
格
生

命
等
意
思
主
旦
旦

為
印
皮
日
耳
曼
品
德
文

旦
旦
旦

(
呼
吸

)
川
的
與
梵E文
凶
H
S
E

原
為
一
可
仿
佛
經
中
多
主

張
憔
悴
仇
成
實
淪
卷
喃
喃
三
師
咐
我
口
叩
「
論
各

-
J口
績
，
寸
道
人

說
布
改
餘
者
一
批
知
間
日
何
若
為
實
答
門
惜H
M間
或
法

(
中
客

)
佛
種
種
從
中
皆
遮
計
我
是
仙
似
無
錢
(
中裝
)

關
語
渚
比
丘
汝
觀
凡
夫
隨
逐
假
名
調
為
何
我
是
五
陰

市
卅
責無我
無
我
昕
」(圳
酬
謝
唱
團
村
剩
)。
以
五
陰
為

我
封
閉
的
啥
叫
「
佛
說
眾
生
所
合
見
見
皆
見
五
陰
是
故

無
我
」
又
說
「
泉
生
種
種
憶
念
宿
命
皆
念
五
陰
若
有

我
者
亦
應
念
我
以
不
念
故
當
知
照
我
」
佛
教
以
五
陰

和
合
就
是
我
但
五
陰
不
得
久
住
大
喘
口
位
經
卷
第
九
十

四
挂
口
普
菩
薩
會
「
五
陰
所
謂
色
陰
受
想
行
識
陰
色
如

水
沫
即
是
生
派
不
得
久
住
受
如
水
泡
即
是
生
誠
不
得

久
住
細
心
如
野
馬即
是
生

滅
不
得
久
住
行
如
芭
蕉
即
是



生
微
不
得
久

f
r論
如
幻
心
即
是
生
祕
不
得
久
化
是
名

知
五
陰
」
昕
講
我
就
是
五
陰
的
和
合
五
陰
不常
住
是

的
峙
的
留
時
存
在
的
延
總
常
的
枷
圳
特
巾
的
不
存
在
昕
以

談

(
H
五
陰
)
不
存
扎
昕
以
沒
右
側
別
靈
恥
甜
甜
劃

喻
經
「
見
大
芭
蕉
鴻
倘
不
曲
因
斷
其
本
新
共
來
與
其

英
理
分
分
圳
而
解
之
中
f
無
心
例
，
何w
r
w
即
如
非
釘

虛
空
不
見
速
消
歸
A
」
佛
就
丘
續
制
咐
:
札
「
色
不
是

我
若
是
及
各
色
不
應
病
及
受
污
惱
色
不
泣
次
受
您
行

識
亦
彼
如
扎
色
U
K總
常
」
鉗
制
到
釗
叫
卷
第
八
十

.

一 .

「
受
恕
行
織
如
幻
如
化
知
A
V昕
兌
何
以
放
以
色
蘊
等

自
世
盜
故
」
一
迫
明
是
將
忠
誠
與
意
識
體(H
m
濯
魂
)

交
叫
做
所
以
成
唯
品
論
卷
第
一
省
反
對
無
我
的
技
難
A可

從
容

要
志
九
小
乘
皆
主
張
的
將
其
淡
，
叫
起
點
間
以
制

(
終
兩
山
汐
門
山
耐
心
前
述)「
小
乘
敬
你
們
必
把
做
之
色

個
心
的
之
心
從
無
趴
圳
市
然
固
的
時
力
仙
似
念
，

A
L生
改
村
山
叫
絨
的

如
水
們
刊
例
如
此
沌
的
的
身
心
似
合
似
一
似
常

u
几
忍
不
H
H

抖
憫
之
偽
政
吹
此
扎
故
即
趕
丘

(
他
只
名
列
以
榮
抗

)
、

隕

(
阪
h

也
怕
H
卜
且
此
心
位
i
口
政
)
級

(
非
m
A
絞
)
等
三

，
時
三
悔
恨
立
鼓
勁
身
口
造
一
切
呆
呆
成
難
逃
故
受
五

道
荷
樂
等
身
三
民
聯
劣
等
處
(
中
山
各)
劫
劫
生
生
輪

姐
不
絕
無
終
無
始
如
叫
做
并
輸
部
由
不f
此
必
本
不
是

說
不
是
政
但
有
調
此
身
本
因
色
心
和A口
為
相
」
否
認
有

-
我
之
理
由
似
亦
有
修
行
意
義
在
內
同
書
又
載
大
乘
以

AU

-m
-1
識
為
我
碎
的
「
法
乘
法
相
教
者
說

-
m有
悄
無
始
已

一
來
法
爾
有
八
種
誠
於
中
第
八
阿
賴
耶
識
是
其
根
本
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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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們
很
身
器
叫
什
極
子
轉
成
七
識
皆
成
變
親
自
分
所
綠
都

。

?
﹒

無
質
法
如
何
變
耶
謂
我
法
分
拍
電
…
習
力
故
諸
識
生
時

變
似
次
法
第
六
七
識
無
明
槌
此
緣
此
執
為
賞
我

H
M
u比

。

'
，

如
患
夢
者
恩
少
力
放

(
中器
)迷
故
執
有
我
及
諸
域
由

此
起
感
造
業
生
死
加
煦
的
松
解
此
間
方
知
故
身
唯
識
昕

。
‘
‘
‘
'
、
‘
〈g
p
、•••• 

變
識
為
此
河
木
」
佛
地
論
一
「
雄
知
總
政
隨
俗
法
叫
“
政

非
賞
我
也
」
佛
教
以
為
使
人
如
此
如
彼
各
並
不
是
益

魂
並
不
是
必
而
是
芯
織
必
議
必
轉
不
常
收
不
存
在

佛
教
否
諾
籃
魂
與
否

-
H
L何一
艸
皆
與
共
五
陰
品
也

。

.
'
，

關
以
州
為
五
陰
又
以
人
為
五
陰
五
陰
總
常
性
收
不
卜
仔

。

，

從
圳
以
沒
'
，
何
圳
沒
為
霆
瑰
總
之
是
五
陰
說
把
盛
魂
泌

的
糕
，
何f

但
佛
經
亦
食
宿
主
張
有
魂
抵
如
則
叫
計
划
叫

。

卷
第
凹
遊
衍
化
第
二
之
三
「
魂
腳
上
仆，
-
m七
先
天
」

學
者
奧
托
瑪
氏

(
-
M
P
己

O
Z
E
B
R
O
)吼
叫「
佛
教
多

用

R
E
S
(
益
必

)
一
千
故
共
有
d
仰
別
鐘
魂
刊
(
U
A

任
然
」

(
見
一
仙
苦廿
凶
斗
}
H
g
s
Z
H
n
切
。
且
已E
A
z
o
-

3
5
3
N
M

W可
-
M
O
O
)
佛
教
將
糾
側

的
注
目
2
(
魂

)

演
變
為
F
E
E

缸
"
B
E
(
下
山
現

)
以
U
j市
魂
是
一

切
來
的
的
內
質
和
基
本
整
仰
宇
宙
削
憫
之
以
存
在
但
也

吽
叫
他
是
創
造
一
艸
余
的
一
切
是
人的
終
街
是
人
福
樂
的

小
徜
徉
人
在
川
晶
晶
水
物
流
動
中

如
得
第
疾
得
覺
悟
來
到
{
于

市
魂
內
就
到
一
幅
騙
朮的
海
洋
(
叫
叫
♂
則
叫
斟拉
倒
叫

研
究
其
七
凹
l

七
六
)
是
泛
艸
論

三

說
律
正

式
的
宗
教
有
一
定
的
d
k教
會

的
誠
律
與
敬
一
腳
相關
佛
教
的
誠
律
是
為
避
惡

業
兔
輸

。迴

(
一
)
教
會
認
律

一
只
恭
敬
天
主
不
可
敬
別

的
神
二
不
可
妄
呼
天
主

的
要
名
三
要
守
安
息
日
恭
敬

上

L
A
E
孝
敬
父
肌
且
不
可

叫
耐
心
EA不
可
姦
已ι
不

可
偷
盜
八
不
可
作
假
見
證
客
人
九
不
可
白
你
近
人
的

房
舍
卡
不
可
武
戀
你
近
人
的
耍
筆
及
近
人
的

一
切
成

凶
天
主
這
十
泌
版
交
與
他
到
了(川
m
l

e

叮

圳
5

新
約
中
必
不
可
殺
人
不
可
對
人
發
位
成
沁
人
不

可
心
仇
不
可
t
的
紅
心
裝
也
不
可
只
恕
話
也
不
可
休
此

不
可
發
巾
吼
叫
八
治
史
仇
人
前
做
胞
捨
川
的
公
九
民
山
前
祈
仆
的

三
昌
都
不
求
人
知

(
昀
5
口
。
一
6
2
間
)

。
最
大

的
爪
九
州
街
兩
條
一
是
全
心
全
盛
金志
全
力
是
天
主
二

U
A
V
K
近
人
側
，
k
h
H
U
(
(介
也
甜

U
)

(
一
二
佛
教
戒
律

叫
訓
，
何
五
此
丹
、
比
十
也

i

戒
的
不
此
，
小
也
不
几
本
比
一
手
仗
、
的

(
凶
川
糾
糾
刮
川

絞
卷
氣
三
之
一
)
依
很
小
H
A耐
心
必
十
叫
說
，
逃
離
恨
自
為
投

乍
一
小
與
取
欲
邪
，
仟
化
改
品
凡
此
飲

v

的
禍
凶
指
恃
五
汝
之

俊
獎
征
而
名
為
五
恥
「
街
千
此
仿
五
成
贊
普
」

(
山

王
經
土
)
八
成
也
咱們
為
八
為
戒
e
A
益
成
遊
必
為
一
段

生
二
手
與
收
三

υ井
村
此
行(
指
m
A女
梢
八
口
)
間
也
叫

ι

瓦
飲
泊
洞
J
八
涂
九
飾
，
會
童
歌
舞
觀
聽
七
以
山
訣
。
他
一
凶
般
昆

山
坪上
八
益
非
時

之
食
(
過
午
之
食
)
(
叫
倒
叫
州
十

凹
) 。

雖
比
八
純
之
非
法
為
八
成
亦
稱
八
戒
的
凶上
述
之
第

八
成
為
禍
法
比
八
成
府
官
的
在
家
阻
力
女
一
口
一
夜
受
持

之
成
法
依
制
度
論
十
一
一
二
不
殺
生
二
不
進
三
不
在
間

不
妄
諮
五
不
飲
一
也
六
不
坐
…
的
大
床
七
不
符
誰
叫
咱
叫
咱
不



-
香
塗
身
不
著
香

E
R衣
八
不
自
歌
舞
作
樂
不
往
銀
龍
九

拾
一
一
日
一
夜
不
過
中
食
(
共
九
條
但
內
容
與
八
戒
同
)

-

十
善
戒
為
一
不
殺
生
二
不
偷
盜
三
不
邪
淫
四
不
妄
語

五
不
兩
舌
六
不
惡
口

七
不
綺
語
八
不
貪
欲
九
不
瞋
悉

十
不
邪
見
(
見
法
界
次
第
上
之
下
俱
舍
論
十
六

)
五

戒
八
戒
十
善
戒
為
大
小
乘
所
共
有
此
類
教
戒
亦
見
於

婆
羅
門
教
依
長
阿
合
經
卷
第
六

(
四
姓
經
第
一

)
昕

載
婆
羅
門
種
居
士
首
陀
羅
硨
皆
當
不
殺
不
盜
不
淫
不

妄
語
不
兩
舌
不
綺
語
不
傳
食
不
嫉
姑
不
邪
見
守
戒
為

善
業
不
守
戒
為
惡
業

佛
教
八
日
積
十
四
日
齋
十
五
日
游
「
宗
事
長
老

齋
戒
布
施
濟
諸
貧
乏
」

(
長
阿
合
從
仙
利
天
口
叩
)
當

布
施
當
待
戒
制
恩
(
同
上
遊
行
經
第
二
之
三
)
當
孝

事
父
母
敬
順
師
長
在
宗
閥
敬
鬼
神

(
仿
釘
魂

)
川
門

凜
淨
無
穢
淨
修
梵
行
不
隨
欲
態
(
肉
上
遊
行
從
第
二

之
一
)
教
會
也
主
張
吃
豬
布
胞
並
且
祈
恰
當
這
忌
器

佛
經
也
說
「
不
應
淤
女
人
身
取
他
生
欲
您
怕
」

(
法

草
紅
卷
第
五
安
樂
行
口
問
)
與
教
會
闢
又
佛
教
的
比
丘

(
因E
r
r
Z
)意
為
乞
士
做
煩
惱
除
值
比
丘
出
去
化

緣
教
會
亦
有
乞
士

(
去
g
E
E

D
H

『2
月
三

四
罪
業
與
救
脫

業
在
佛
教
指
一
切
恩
言
行
為
但
也
有
宿
業
之
識

使
人
有
些
教
會
原
罪
的
連
怨
采
力
連
續
不
滅
是
人
的

禍
很
業
在
佛
教
特
別
指
感
業
善
朵
也
不
如
無
笑
罪
惡

在
教
會
道
迎
中
也
相
原
罪
相
關

(
一
)
罪
與
男
根
亞
詣
的
後
裔
都
有
原
罪
(
創

附f.l : 佛教思想與聖經

3
)
人
生
來
郎
是
義
怒
之
子
(
弗
2
s
)
有
原
罪
也

有
私
慾
了
犯
罪
的
其
根
苗
是
私
慾
照
羅
馬
書
第
七
章

泌
的
我
已
被
賣
給
罪
過
作
奴
隸

「
我
所
願
意
的
我
偏

不
作
我
所
憎
恨
的
我
反
而
去
作
實
際

上
作
那
辜
的
已

不
是
我
而
是
在
我
內
的
罪
惡
我
也
知
道
主
口
不
在
我
內

帥
不
在
我
的
肉
性
內
因
為
我
有
心
行
善
但
實
際
上
部

不
能
行
善
但
我
所
不
願
欲
的
故
卸
去
作
那
麼
已
不
是

我
作
那
事
而
是
在
我
內
的
鼻
而
且
所
以
我
發
見
這
條
規

律
就
是
我
願
意
為
善
的
時
候
總
有
邪
惡
依
附
著
我
與

我
理
智
所
贊
同
的
法
律
交
戰
並
把
我
勝
去
叫
我
隸
屬

於
那
在
政
肢
體
內

的
罪
惡
的
法
律
」

(羅
7

u
i

臼

)

人
成
f

私
慾
的
以
錄
所
以
犯
也
各
種
罪
惡
如
淫
蕩
姦

淫
倫
混
合
婪
拜
邪
艸
樹
涵
辱
罵
勒
索

(格
前
6
9

刊
)

亂
倫

(
同
上
5

1
)
嫉
拓
紛
爭

(
雅
3
H
)
口
出
虛

詐
咒
言
主
母
語
紋
人
不
敬
畏
天
主
(
羅3
"
!

u
)
人

是
以
理
性
服
從
天
主
的
法
律
而
以
肉
性
馴
服
從
非
您的

法
律

(
經
7

自

)
但
罪
惡
是
可
以
消
除
的

(
+
Am
n

目

)
人
當
草
除
惡
行
停
止
作
孽
學
習
行
菩
尋
求
正
義

「
你
們
的
罪
雖
似
朱
紅
將
變
成
雪
一
樣

的
潔
白

」

(
依
I
M

)
總
之
罪
惡
來
自
貪
慾
貪
慾
來
自
無
知
來

自
不
明
白
天
主
改
逐
以
色
列
人
是
國
他
們
「無
知
」
只

皮
放
蕩
生
活
而
不
注
意
天
主
的
事
。

(
依
5
u
!

u
)

紋
的
各
個
川
站
督
「
就
如
凶
一
人
的
過
犯
來
人
部
被
定

了
界
M
樣
也
凶
一
人
的
正

義
行
為
從
人
也
都
獲
得
正

義
和
生
命
」

(
羅
5
M
)

倒
悔
故
以
得
坪
之
赦
兔

(
wmMMH

) 

(
二
)
業
力
說
業
在
梵
文
作
只
見
耳
目
指
身
口

意
的
行
為
一
切
善
業
惡
業
皆
有
報
應
為
印
度
數
千
年

前
信
念
到
今
天
仍
如
此
所
以
不
只
為
佛
教
信
念
法
華

經
序
品
就
「
善
惡
業
緣
受
報
好
醜

」罪
惡
與
功
德
是
往

生
之
業
果
古
傅
也
說
受
己
往
別
人
作
業

的
影
響
「
命

是
一
翔
之
業
報
」
(
宗
鏡
錄
第
三
十
六

)
「
業
是
受

身
因
緣

」
(
成
實
論
業
因
品

)
更
好
說
業
是
與
生
俱

來
的
善
業
也
是
業
有
業
部
不
得
誠
度
婆
羅
門
教
已

以

業
為
導
致
綸
迴
之
因
緣
依
業
而
得

的
苦
樂
果
普
通
皆

稱
之
為
業
苦
在
前
生

的
作
業
中
含
有
貪
生
的
想
望
力

最
促
成
一
個
五
糙
的
新
體
比
業
力

的
復
興
是
不

可
低

抗
的
佛
陀
能
為
人
滅
業
苦
華
嚴
經
昆
盧
遮
那
口
間
說

「
願
佛
先
照
我
滅
生
死
業
苦
」
但
也
當
自
己
修
行
因

為
「
解
義
不
救
業
苦
汝
{
且
依
誠
如
說
修
行
」
最
好
修

行
不
求
人
知
也
不
求
報
宇
宙
萬
物
也
有
裝
力
「
萬
物

從
業
因
生
」
(成
實
論
一
某
國
口
問)印
度
古
傳
以
宇
宙
現

象
出
現
即
有
人
的
業
力
人
若
老
是
行
進
口
受
報
常
久
如

此
則
業
力
斷
誠
按
瑜
伽
哲
學
來
說

常
作
瑜
伽
之
人
他

的
業
不
是
黑
的
也
不
是
白
的
不
產
生
業
果
因
為
只
作

善
業
而
不
懷
什
麼
願
望

(
可
見
普
通
人
的
業
行
有
黑

白
色

)
普
通
人
的
業
果
有
形
狀
或
作
人
形
或
作
鳥
形

或
作
化
牛
等
形
(
玄
﹒
言
口
。
-
Z
P
斗
宮
切
只
牙
切
"
。
自
切

。
同
H
D
E
E
早
已
。
S

Z
『
﹒
這
M
∞
-3
.a
斗
，M
M∞
)
業
有

形
像
的
與
宇
宙
現
象
傳
說
相
關
因
此
說
蓄
業
不
如
無

業
但
佛
教
仍
莖
善
行
技
教
會
描
寫
罪
而
且
為
朱
紅
色
彿

教
以
菜
為
黑
白
色
命
之
一
翔
之
業
綠
昕
以
采
力
4
吼
叫
阿



像
，
伯
仲
叫
:
睬
昇
印
度
古
傳
以
為
在
梵
(
因E
Y
B
E
)內

已
布
採
業

(
去
5
-
-
p
可
-
H
H
N
)

五
罪
惡
及
無
知
無
明

佛
教
主
要
的
修
行
論
是
四
諦
和
十
二
國
緣
一
言

以
絨
之
且
是
使
人
去
掉
級
知
無
明
不
然
划
去
不
了
作
業

的
叫
做
木
今
用
保
祿
力
信
幾
旬
活
來
配
合
佛
教
的
枷
淵
明

無
知
治
法
佛
教
照
明
街
傳
統
上
的
意
義
昕
以
超
過
只

對
個
人
而
-
一
一
一
門

(
一
)
去
掉
無
知
照
厄
弗
所
苦
第
四
章
昕
品
不

可
「
順
從
自
己
的
虛
妄
思
念
而
生
活

」
當
去
掉
「
無

知
和
固
執
」
不
然
某
人
必

「
麻
木
使
縱
情
恣
慾
貪
行

各
種
不
潔
」
勿
謊
言
勿
晶
壞
活

「
一
切
毒
的
問
怨
恨
忿

怒
爭
吵
設
誘
以
晨
一
切
邪
惡
都
要
從
你
們
中
除
掉

」

(神
州4
口
|

凹
扭

扭

扭
缸
)勿
邪
淫
勿
貪
婪
「
同
樣
狠

褻
波
蕩
和
經
荐

的
峙
叫
一
-
R都
不
相
{
且
」
(弗
5

3

.
)

「
昕
以
你
們
應
糾
心
觀
察
自
己
怎
樣
生
活
不
要
像
無

知
的
人
部
要
像
明
智
的
人
應
把
採
時
機
因
為
這
些

時

目
是
邪
惡
的
因
此
不
要
作
糊
涂
朮
人
但
要
鳴
得
什
麼
是

主
的
旨
意
也
不
要
醉
酒
醉
酒
使
人
淫
亂
」
(
如
5

日

-

M
)
無
知
和
原
罪
布
關

(
二
)
佛
教
無
知
論
按
佛
教
慣
用
之
「
無

明
」

一
司
亦
稱
「
無
知
」
(
〉
三
身
份
)俱
舍
論
你
卷
第
一

「
斷
染
總
知
結
斷
闢
溺
不
染
無
知
得
智
闢
瀚

」
今
暫

-
用

「
無
知
」
以
代
「
無
明
」
佛
教
的
根
本
論
調
就
是

舟
，
“

-
的
一斷
染
無
知
不
染
無
知
三
法
印
十
二
因
緣
及
四
諦
論
為

一
大
小
乘
各
宗
教
義
但
一
空
白
以
蔽
之
即
去
掉
無
知
諸
行

IiHf.;! :佛教恩想與聖經

無
常
諸
法
幅
咐
我
起
槃
寂
靜
為
三
法
印
無
常
的
4
物
一

生
一
滅
遷
流
無
常
充
漏
痛
苦
諸
法
無
我
指
譜
法
互
為

因
緣
何
相
依
為
命
無
其
「
我
」

之
，
真
體
一
切
有
情
依

五
續
而
立
變
化
無
常
充
滿
痛
苦
人
生
多
痛
苦
得
涅
槃

如
解
倒
懸
即
得
安
樂
，
甘
在
十
二
因
緣
一
名
死
二
乍
三

有
同
取
五
愛
六
受
七
觸
八
六
入
九
名
色
十
識
十
一
行

十
二
無
知
無
知
是
從
無
始
以
來
的

一
種
盲
目
志
志
即

是
痴
的
煩
惱
生
命
活
動
的
基
本
力
屋
就
是
這
個
無
知

從
無
知
街
出
的
生
命
現
象
就
是
現
質
的
迷
妄
也
界
十

二
國
綠
的
囡
囡
木
律
是
從
一
到
十
二
為
悶
律
從
十
二
到

一
為
果
律
從
無
知
及
行
發
展
為
忍
浴
論
的
識
及
名
色

再
也
此
發
授
為
經
驗
論

的
現
象
世
界
十
二
區
綠
是
根

據
緣
起
的
相
關
法
則
互
依
互
存
過
去
現
在
國
來
經
說

「
爾
特
菩
薩
至
第
三
夜
觀
來
生
性
如
何
因
緣
而
有
老

死
即
知
名
死
以
生
為
本
若
離
淤
牛

則
無
老
死
又
復
此

生
不
從
天
生
不
從
地
生
不
從
自
生
非
無
緣
生
從
關
一
緣

生
因
於
欲
有
色
有
無
色
有
業
生
又
觀
三
有
業
從
何
而

生
即
知
三
有
業
從
四
取
生

(
中
客

)
又
惰
性
觀
行
從
何

而
生
即
使
知
行
從
無
明
(
無
知

)
生
若
城
無
明
則
行

緩
行
滅
則
識
滅

(
中
客

)
生
滅
則
老
死
憂
悲
苦
惱
滅

知
是
逆
順
觀
十
二
困
緣
第
三
夜
分
被
於
無

明
明
相
出

時
得
智
慧
光
斷
於
習
陣
成
一
切
確
智

」

四
諦

(
吋
}
抖
。
悶
。
早
『
斗

E
H
Z
)
與
三
法
印
志
同

一
苦
諦
有
生
苦
痛
苦
死
苦
愛
別
離
苦
怨
憎
會
苦
求
不

得
苦
又
有
五
蘊
激
盛
苦
二
集
諦
引
起
苦
果
的
原
因
名

之
為
集
在
此
業
為
正
因
煩
惱
為
助
因
業
以
回
心
為
體
有

身
業
有
話
采
又
有
意
業
即

內
心
思
想
之
業
自
用
心
發
作

的
身
語
意
三
業
皆
布
牽
引
後
有

的
力
是
但
能
促
使
人

作
愿
者
則
是
無
知
的
煩
惱
就
是
A
M瞋
痴
慢
疑
等
煩
惱

人
常
見
道
見
哩
的
可
斷
減
煩
惱
除
去
三
美
三
滅
諦
集

諦
理
明
煩
惱
業
斷

划
能
解
脫
來
苦
這
就
是
滅
也

就
是

個
比
槃
寂
靜
個
問
槃
為
悟
界
問
道
滿
解
脫
眾
苦
而
得
涅
槃

得
海
樂
所
應
經
過
的
心
茲
狀
態
名

之
為
道
郎
八
正
道

正
見
正
用
心
惟
正
可
此
間
正
業
正
命
正
精
進
正
念
正
定
「
何

等
名
為
准
苦
滅
雪
道
諦
即
八
正
道
所
謂
正
見
乃
至
正

定

(
中
客

)
我
先
未
見
間
里
諦
未
得
阿
耨
多
羅
三
藐

三
菩
提
時
正
智
未
生
我
從
且
也
見
四
里
諦
三
輪
已
心
得

解
脫
笠
得
解
脫
不
復
退
失
」
(
方
版
大
莊
般
經
)
總

之
十
二
因
緣
四
諦
三
法
印
是
意
義
互
遠

的
(
釋
睿
理

佛
學
概
論
貞
二
O
!
三
一
一)
一
言
以
蔽
之
要
去
掉
無

知
才
可苦

諦
築
諦
以
及
十
二
國
緣
無
非
是
為
去
掉
總

知
以
拔
除
業
根
但
所
謂
無
知
不
僅
指
定
日
所
說
生
活

上
的
愚
昧
而
也
有
傳
統

上
的

意
思
印
度
占
傳
以
完

(
因E
Y
E
E
)
為
無
位
格
的
絕
對
大
神
說
笑
身

上
有

無
知
比
如
愉
知
為
現
象
的
但
又
以
其
知
是
究

的
永
久
生

命
無
知
為
現
象
世
界
的
起
因
又
為
太
古
業
力

的
效
果

無
知
也
可
咱們
為
宇
市
的
幻
想
人
的
無
知
與
梵
的
無
知

相
關
人
在
無
知
中
也
可
以
作

蓄
業
並
可
國
之
高
崗
什
為

神
但
這
只
是
一
峙
的
不
常
久
的
所
以
不
真
是
神

(
見

玄
口
。
-Z
P

-
Y口
?
】
道
，
也

N
)印
度
古
代
傳
說
以
人
明

白
了
梵
就
從
無
知
得
到
解
脫
得
到
其
知
人
得
到
其
知

』



~
梵
的
現
象
就
消
滅
以
無
知
和
現
象
達
給
當
然
佛
教

的

助
一
無
知
說
奧
林
凡
的
傳
說
互
相
遠
低
雖
然
在
實
際
上
佛
教

自

講
求
實
地
去
修
行
其
知
是
林
凡
的
永
久
生
命
智
慧

「
是

天
主
威
能
的
氣
息
」
(
智
7

自

)
教
會
的
鐵
言
一
書

是
教
人
學
有
智
慧
拋
棄
愚
昧
佛
陀
亦
自
稱
「
為
世
間

梵
」

(
長
阿
合
經
四
姓
經

)

六
重
生
與
轉
生

可
與
佛
教
轉
生
相
比
者
為
教
會
之
重
生
就
是
復

活
轉
生
是
很
普
遍
的
古
代
文
化
今
只
客
從
佛
教
觀
察

一
下

(
一
)
重
生
和
新
生
教
會
講
求
道
德

上
的
重
生

和
新
生
「
人
除
非
由
上
而
生
不
能
見
到
天
主
的
國

」

這
就
是
說
「
白
水
利
娶
一
腳
而
生」
(
若
3
3

1
5

)

天
主
是
正
義
的
凡
履
行
正
義
的
都
是
由
天
主
而
生
的

(
若
一
2

凹

)
亡
者
有
一
天
也
真
要
復
活

(
格
前
的

u
|

臼

)
真
要
重
生
(
瑪
的
目

)
所
以
不
但
是
在
今

世
脫
去
替
人
穿
上
新
人

(
斯
4

扭
扭
)
人
要
真
復
活

也
要
有
新
天
地
(
依
的
口
)
人
有
再
生
但
無
輸
迴

(
二
)
轉
生
輪
迴
佛
教
的
重
生
稱
為
轉
生
輪
迴

菩
薩
本
緣
經
卷
下
免
口
問
「
菩
薩
往
拭
目
曾
為
免
身
以
其

先
世
餘
業
因
緣

」
叉
「
因
貪
欲
心
行
十
惡
者
墮
於
饑

鬼
囡
瞋
惡
心
行
十
惡
者
墮
於
畜
生
因
愚
癡
心
行
十
愿

者
墜
於
地
獄
因
驕
傲
心
行
十
惡
者
墮
阿
修
羅
」
今
只

看
轉
生
為
畜
生
記
述
佛
說
泥
塑
經
載
「
佛
言
人
作
惡

在
畜
牲
中
以
獨
尊
為
食
舌
勞
齒
哨
」
是
為
「
牛
馬
驟

爐
象
駱
駝
之
屬
」
因
「
其
人
平
生
唐
世
間
時
心
念
惡

附草草 ; 佛教J恩想與聖經

口

言
惡
身
行
惡
死
後
展
轉
來
作
是
畜
生
動
苦
如
是

」

又
有
轉
生
為
「
蛇
鼠
猩
糊
糊
虫
蟻
」
者
轉
生
為

「
咬
籠

包
…
毯
超
越
」
者
甚
至
轉
生
為
濕
地
虫
海
邊
虫
洞
中
虫

及
犬
緒
低
版
者

墮
於
地
獄
是
輪
迴
昇
於
淨

土
也
尚
未
出

輸
迴
境

界
真
正
的
佛
教
徒
不
相
信
輪
迴
是
一
個
靈
魂
由
此
身

體
到
彼
身
體
而
相
信
是
業
力
的
傳
遞
所
致
由
以
再
促

成
一
個
訴
五
蘊
體
即
便
是
佛
陀
也
會
輸
迴
過
數
百
次

耶
穌
是
真
神
復
活
後
永
生
不
死

七
地
獄

教
會
的
地
獄
是
永
久
的
佛
教
的
地
獄
是
長
久

的

不
是
永
久
的
對
肌
肉
地
獄
沒
有
比
佛
經
描
寫
的
更
具
體

更
叫
害
的
地
獄
是
可
怕
的
輪
迴

(
一
)
教
會
的
地
獄
在
舊
約
時
代
早
期
以
人
在

死
後
無
論
貧
賤
善
惡
皆
繼
續
生
活
於
陰
府
在
較
後時

代
才
有
善
人
和
惡
人
命
運
在
陰
府
不
同
之
說
陰
府
作

m
Z
已
在
巴
比
倫
充
軍
以
後
又
興
起
地
獄E
O
F
S
E
)

之
說
今
為
引
經
述
之
陰
府
在
地
下

「
因
為
他
們

(
貴

族

)
都
要
歸
與
死
亡
來
到
陰
間
到
那
些
一
已
降
入
深
淵

的
人
子
中
」
(則
到

H
)
「
人
要
罔
到
永
久
的
家
鄉

」

(
訓
U
S
)
陰
間
為
苦
獄
「
因
為
在
你
所
要
去
的
陰

府
內

沒
有
工
作
沒
有
計
到
沒
有
學

問
沒
有
智
慧

」

(訓
9

刊
)
「
下
到
陰
府

的
再
也
不
得
上
來
不
再
回

家
」
(
約
7

9

M
)
陰
府
是
黑
暗
的
(
約
的
自
)
較

後
時
代
漸
將
善
人
惡
人
命
運
分
看
則
必
口
"
己
以

惡
人
在
陰
府
的
命
運
不
好
在
新
約
惡
人
受
罰
處
普
通

稱
為
己
已
3

日
(
瑪
5

臼
谷
9

“
路
U
S
)
地
獄
的

火
戚
害
那
富
翁
「
在
這
火
燄
中
樞
其
慘
苦
」
(
路

的
品
)
火
刑
是
永
久
的
基
督
要
向
惡
人
們
說
「
可
咒

罵
的
離
開
我
到
附
加
給
魔
鬼
和
他
的
佼
者
預
備
的
永
火

裘
去
吧
」
(
瑪
封
“
)
把
惡
人

「
扔
在
火
客

-晨
在
那

裝
要
有
一
哀
號
和
切
齒」
(瑪
u
m

)
「
木
闋
的
子
民
反

要
被
驅
逐
到
外
邊
黑
暗
里
那
里
要
有
哀
號
和
切
齒

」

(
瑪
8
u
)
下
觀
佛
教
的
地
獄
描
寫
的
更
具
體
更
闊

害

(
二
)
佛
教
的
地
獄
地
獄
在
梵
文
作

2
月
矣
"

巴
利
文
作
Z
E

古

音
譯
撩
落
迦
泥
羅
夜
泥
塑
佛
經
載

述
之
地
獄
往
往
不
同
茲
僅
依
長
阿
合
經
地
獄
品
意
述

如
下
第
一
大
地
獄

(
有
八
大
地
獄
每
地
獄
有
十
六
小

地
獄

)
名
想
「
其
中

眾
生
懷
毒
害
想
手
執
自
然
刃
劍

送
想
研
刺
創
剝
備
割
身
碎
在
地
想
謂
已
死
冷
氣
來
吹

皮
肉
更
生

」
「
出
想
地
獄
求
自
救
護
宿
算
所
牽
不
覺

忽
到
黑
沙
地
獄
時
有
熱
風
暴
起
吹
熱
黑
沙
來
著
其
身

熱
沙
憐
皮
鑫
肉
徹
骨
罪
人
身
嗔
有
黑
焰
起
燒
炙
焦
爛

以
罪
因
緣
受
此
苦
報
出
黑
沙
地
獄
不
覺
又
到
沸
屎
地

獄
有
沸
屎
鐵
丸
使
抱
鐵
丸
燒
其
身
手
復
使
探
撮
舉
著

口
中
燒
其
唇
舌
從
咽
至
腹
通
徹
下
過
無
不
焦
爛
有
鐵

咯
虫
叮
食
皮
肉
徹
骨
達
髓
苦
毒
辛
酸
憂
惱
無
量
」
叉
.

到
「
飢
餓
地
獄
銷
銅
灌
口
」
再
到
「
渴
地
獄
以
熱
鐵
丸

著
其
口
中
」
「
到

一
銅
錢
地
獄
獄
卒
怒
目
捉
罪
人
足

倒
投
鏡
中

隨
湯
滴
沸
譬
如
美
豆

」
「
到
灰
河
地
獄
灰

河
浦
沸
罪
人
入
河
隨
波
上
下
為
灰
河
所
突

」
「
至
扮



狠
地
獄
釘
翠
材
狼
競
來
讀
學
輔
相
闡
拖
搜
肉
墮
傷
月
間
跟

血
流
出
苦
痛
萬
端
至
寒
冰
地
獄
罪
人
入
已
有
大
寒
風

吹
其
身
學
身
凍
辣
皮
肉
墮
落
悲
號
叫
喚
然
後
命
終

」

(
以
上
圓
明
於
十
六
小
地
獄
)
第
二
大
地
獄
名
黑
繩
「
以

熱
鐵
斧
逐
繩
道
研
研
彼
罪
人
作
百
千
段
」
第
三
大
地

獄
名
堆
神
「
取
彼
罪
人
臥
鐵
臼
中
以
鐵
拌
均
」
第
四

大
地
獄
名
叫
喚
「
取
彼
界
人
擲
大
銬
上
反
糙，煎
熬
號

眺
叫
喚
」
第
五
大
地
做
名
大
叫
喚
「
熱
湯
桶
洲
號
眺

叫
喚
」
第
六
大
地
獄
名
燒
炙
「
燒
炙
罪
人
皮
肉
樵
爛

苦
痛
辛
酸
餘
罪
未
學
技
使
不
死
」
第
七
大
地
做
名
大

燒
炙
「
重
大
燒
炙
皮
肉
樵
嫻
」
第
八
大
地
叫
做
名
無
間

「
其
諸
欲
卒
挺
彼
罪
人
剝
取
其
皮
從
足
至
頂
郎
以
其

皮
喝
啤
寡
人
身
著
火
車
輪
疾
駕
火
車
輾
熱
悠
地
同
行
往

返
身
體
碎
爛
皮
肉
墮
落
背
痛
辛
酸
餘
學
未
畢
故
使
不

死
」
無
闊
地
獄
「
久
則
門
閃
其
諸
罪
人
奔
走
往
趨
走

欲
至
門
門
自
然
開
車
人
位
跌
伏
熱
鐵
地
燒
炙
其
身
皮

肉
樵
爛
苦
痛
辛
酸
復
次
無
闊
地
獄
其
中
界
人
學
自
所

見
但
有
惡
色
耳
有
所
間
但
問
惡
聲
鼻
有
所
間
但
間
，
具

惡
身
有
所
觸
但
觸
苦
痛
意
有
所
念
但
念
忠
法
叉
其
罪

人
彈
指
之
頃
無
不
苦
時
故
名
無
闊
地
獄
」
本
經
地
獄

品
「
復
有
十
地
獄
」
其
中
有
地
獄
名
為
「
厚
雲
」
「
佛

告
比
丘
喃
喃
如
有
占
有
受
六
十
四
鱗
激
中
胡
麻
有
人
百
歲

持
一
麻
去
如
是
至
鑫
厚
雲
地
獄
受
罪
未
竟
」
十
八
泥

-
梨
經
載
有
十
八
地
獄
其
名
為
割
舌
剪
吊
鐵
樹
孽
鏡
台

仙
一落
誌
咱
們
拉
劍
此
寒
冰
油
鼎
牛
扎
石
凰
春
也
浸
血
也
枉

-
r如
鐵
木
第
火
山
落
磨
及
刃
鋸

地
獄
在
地
下
很
深
處
是

附篇.佛教思想與聖經

在
兩
大
金
剛
山
中
間
八
迫
自
何
之
深
處

(
大
樓
炭
經

泥
塑
品
)
教
會
也
以
地
以
有
永
火
刑

八
天
堂

與
樂
土

善
人
的
善
業
可
使
人
到
樂
土
這
是
最
好
的
綸
迴

但
到
一
定
的
時
候
當
從
樂
土
下
來
再
度
世
間
生
活
而

教
會
的
天
堂
則
一
經
得
到
永
久
不
失

(
一
)
教
會
的
天
堂
依
撤
意
亞
先
知
描
述
來
世

的
兩
樂
譜
「
的
確
上
主
必
要
憐
憫
熙
雍
憐
憫
她
昕
有

的
廠
雄
使
她
的
荒
野
成
為
伊
何
使
她
的
沙
漠
變
為

上

主
的
樂
閹
共
中
必
有
歡
樂
和
愉
快
歌
頌
和
絃
樂

之

間
草
」
(
依到
3
)
又
說
「
坊
狼
將
與
羔
羊
共
處
虎
豹

將
與
小
山
羊
向
宿
牛
慣
和
幼
獅
一
同
飼
養
一
個
幼
童

即
可
帶
領
牠
們
(
中
客
)
在
我
的
整
個
學
山
上
再
沒

有
誰
作
惡
也
沒
有
誰
害
人
因
為
大
地
充
漏
了
釘
上
主

的
招
識
有
如
海
洋
浦
溢
海
水
」
(
依
H
e
-

-
)
試

看
新
天
地
「
看
我
要
創
造
新
天
新
地
先
前
的
不
再
被

記
恬
不
再
被
關
心
人
們
都
要
因
我
所
造的
而
永
遠
喜

悅
快
樂

(
中
器

)
那
時
他
們
還
未
呼
求
我
已
答
撥
了

他
們
還
在
祈
禱
我
已
俯
允
了
材
狼
和
美
羊
將
要
一
齊

牧
放
獅
子
要
如
牛
領
一
般
吃
草

(
中
墨
)
在
我
的
整

個
雪
山
上
再
沒
有
誰
作
惡
也
沒
有
誰
客
人
上
主
說

」

(
依
的
叮
|
扭

)
路
n
u
載
耶
穌
肉
右
邊
的
凶
犯
說

「我
實
在
告
訴
你
今
天
你
就
要
與
我
一
同
在
樂
國
裘
」

里
保
祿
說
「
我
知
道
有
一
徊
在
基
督
內
的
人
十
四
年

前
被
提
到
三
層
天
上
去
(
中
客
)
他
被
提
到
樂
園
襄

去
聽
到
了
不
可
言
傳
的
話
是
人
不
能
說
出
的

」
(
格

後
u
a
i

‘
)
默
n
H
描
寫
永
遠
的
福
樂
說
「
天
使

叉
指
示
給
我
一
條
生
命

之
水
的
河
流
光
亮
有
如
水
晶

從
天
圭
和
羔
羊
的
寶
座
那
襄
流
血
流
在
域
的
街
道
中

央
沿
河
兩
岸
有
生
命
樹
一
年
結
十
二
次
果
子
每
月
結

果
一
次
樹
的
葉
子
可
治
好
萬
民

(
中
器

)
也
不
再
有

黑
夜
了
他
們
不
需
要
燈
光
也
不
需
要
日
光
因
為
上
主

天
主
要
光
照
他
們
他
們
必
要
為
王
至
於
無
窮
之
世
」

天
堂
的
一
禍樂
本
是
人
「
眼
所
未
見
耳
昕
未
聞
人
心
所

未
想
到
的
」

(
格
前
2
9
)
只
好
惡
用
地
掌
的
生
命

樹
生
命
水
比
擬
一
下
而
已

(
二
)
佛
教
樂
土
舉
例
長
阿
合
經
伽
利
天
品

「
或
有
業
生
身
行
善
口

言
善
意
念
善
身
援
命
終
生
白

天
王
天
比
後
識
滅
四
天
王
天
識
初
生
因
識
有
名
色
因

名
色
有
六
入
彼
天
初
生
(
言
人
變
為
天
)
如
此
人
間

一
二
歲
兒
自
然
化
現
在
天
膝上
坐
彼
天
郎
言
比
是
我

子
由
行
報
故
自
然
智
生
郎
自
念
言
我
由
何
行
今
生
此

間
即
復
自
念
我
昔
於
人
間
身
行
善
口
言
善
意
念
善
由

此
行
拔
今
得
生
天
(
中
客
)
兒
生
未
久
便
自
覺
飢
當

其
兒
前
有
自
然
實
器
盛
天
百
味
自
然
淨
食
若
福
多
者

飯
色
為
白
其
一
禍中
者
飯
色

為
青
其
一
暗
下
者
飯
色
為
赤

彼
兒
以
手
拘
飯
著
口
中
食
自
然
化
如
酥

投
火
彼
兒
食

吃
方
自
覺
渴
自
然
實
器
盛

甘
露
漿
某
一
隔
多
者
漿
色
為

白
其
一
一
禍
中
者
漿
色
為
青
其
一
鵬
下
者
漿
色
為
赤
英
兒
所

飲
漿
自
消
化
如
酥
投
火
彼
兒
飲
食
己
吃
身
體
長
大
與

諸
天
等
師
入
浴
池
沐
浴
澡
洗
以
自
娛
樂
自
娛
樂
已
退

出
浴
池
詣
香
樹
下
香
樹
曲
躬
手
取
眾
香
以
自

塗
身
，
俊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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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于
兩
劫
貝
衣
樹
樹
為
曲
躬
取
和
極
衣
著
其
身
上
復
詣
莊

崎
-
嚴
航
恥
而
為
曲
阮
品
種
種
莊
且
以
自

釀
血
合
計
鐘
山
叫
樹

-

為
曲
躬
取
靈
貫
首
復
詣
器
樹
樹
為
曲
躬
即
取
喘
口
器
復

詣
果
樹
樹
為
曲
躬
取
自
然
來
或
食
或
合
或
滯
汁
而
飲

復
詣
樂
器
樹
樹
為
曲
躬
取
天
樂
器
以
清
妙
聲
和
弦
而

歌
向
諸
閱
林
彼
見
無
數
天
女
鼓
樂
弦
歌
革
開
笑
相
向
其

天
遊
觀
遂
生
染
著
現
東
忘
西
現
西
忘
東
其
初
生
時
自

念
言
我
自
何
行
今
得
生
此
話
其
遊
戲
觀
時
敢
忘
此
念

於
是
便
有
婦
女
侍
從
」
問
利
天
品
又
說
「
天
有
十
法

何
等
為
十
一
者
飛
去
無
限
數
二
者
飛
來
無
限
敏
三
者

去
無
礙
四
者
來
無
礙
五
著
天
身
無
有
皮
膚
閉
門
口
體
筋
脈

血
肉
六
者
身
無
不
淨
大
小
便
利
七
者
身
無
疲
極
八
者

天
女
不
產
九
者
天
目
不
胸
十
者
身
隨
意
色
好
H
門
則
背

好
黃
則
黃
亦
白
眾
色
隨
忽
而
現
比
是
諸
天
十
法
」
較

後
淨
土
宗
的
樂
土
至
少
有
長
阿
合
經
的
依
按
佛
教
的

樂
土
不
是
最
後
目
的
尚
要
山
來
轉
生
依
印
度
古
你
從

淨
土
出
來
後
也
可
能
轉
生
為
榜
雲
雨
放
積
物
類
(
社

耐
叫
來
佛
教原義
的
發
m
m
頁
八
O
l
八
一
)。

九
出
離
肉
身
與
進
入

A可
以
車
保
線
出
離
肉
身
之
想
望
與
佛
教
迫
槃
稍

比
一
下
海
槃
是
佛
徒
最
後
目
的
是
一
喝
樂
境
界
定
然
與

泛
神
意
思
相
關
但
佛
教
不
明
說
與
泛
神
相
關
教
會
信

仰
以
人
脫
離
肉
身
到
神
那
退
去
保
存
個
位
而
且
比
槃
之

說
則
以
人
失
掉
個
位
比
蓋
文
化
演
變
使
然
原
不
如
此

(
一
)
出
離
肉
身
照
羅
馬
吉
第
八
章
吼
叫
的
城
在

的
苦
楚
遠
遠
比
不
上
將
來
我
們
在
身
上
昕
要
顯
示
的

附為:佛教思想與聖經

光
榮
現
在
受
造
之
物
被
開
服
在
以
彼
伏
呻
吟
之
下
並
非

出
於
，叫
做
而
是
來
自
使
它
印
版
的
那
位
的
決
立
但
受

造
之
物
仍
懷
有
希
望
脫
離
敗
泌
的
控
制
得
享
天
主
子

女
的
光
榮
自
由
直
到
現
在
一
切
受
造
之
物
都
一
同
歎

息
向
受
產
痛
就
連
我
們
這
已
蒙
受
學
科
初
來

的
也
在

自
己
心
中
嘆
息
等
待
義
子
期
望
的
貿
現
叫
我
們
肉
身

的
得
救
(
羅
8
u
l

n
)

叉
格
後
5
1

|

叫
「
如
果
我
們
這
地
上
扳
倒
式

的
海
昕
拆
毀
了
我
們
必
由
天
主
獲
得
一
昕
房
舍
一
所

非
人
手
所
造
而
永
遠
在
天

上
的
寓
昕
誠
然
我

們
在
此

歎
息
倒
為
我
們
切
望
套

上
那
屬
天
上
的
住
所
(
中
器
)

但
那
安
排
我
們
如
此
的
是
天
主
是
他
給
我
們
賜
干
了

聖
神
作
低
押
所
以
不
論
怎
樣
說
們
時
常
放
心
大
但
因

為
我
們
知
道
我
們
幾
時
住
在
這
肉
身
內
就
是
與
主
遠

離
(閻
為
我
們
現
在
只
是
態
信
德
往
來
並
非
怒
目
根

)

我
們
股
心
大
個
是
為
更
情
闖
出
離
肉
身
與
主
崗
位
為

此
說
們
成
住
在
或
出
離
肉
身
常
專
心
以
赴
主
的
喜
悅

為
光
榮
凶
為
政
們
眾
人
郭
路
山
現
在
墓
骨
的
審
判
台

前
為
使
各
人
訴
他
肉
身
昕
行
的
成
菩
或
悠
領
取
相
當

的
線
路
」

(
二
)
進
入
內
槃
排
位
天
淨
土
是
個
好
的
愉
迴

但
仍
在
愉
迴
純
間
佛
教
的
政
恤
悅
目
的
u
廷
的
恃
證
個
問
槃

(
呂
立
呂
立
的
何
樂ω
是
拔
反
就
是
滅
生
死

之
苦
果
滅

除
一
切
煩
惱
川
位
紅
此
「
以
內
綠
供
滅
故
心
相
皆
盡

名
為
何
槃
」
大
寶
拍
仇
「
我
求
州
以
而
除
欲
染
」
位
槃

包
括
泛
州
的
意
思
M
A晶
晶
肺
(
b
E
E
)
氏
說
的
佛
教

以
為
禹
物
皆
出
於
三
個
本
質
(
。

E
E
Z
E
S

誠
如
各

種
陶
器
出
於
同
樣
的
陶
泥
一
切
東
西
飯
出
於
一
個
本

質
所
以
只
有
一
個
白

的
就
是
涅
槃
合
雨
之
t
E將
雨
降

到
各
地
的
草
木
上
各
地
草
木
吸
收
雨
水
含
雨
之
芸
可

以
表
示
那
一
個
本
質
(
可
-
C
ω
E
F
H
a
y
o。。
ω
可
丘
之

回
且
已
y
p

n
z
g
m
p
3
3
.
3.H
S
斗
志

)
R
M槃
經

第
四
論

「
離
諸
有
者
乃
為
涅
槃

」
所
以
消
滅
自
身
才

得
起
槃
才
能
解
脫
所

以
一
切
的
東
西

所
有
的

一
切
東

西
部
要
消
失
於
涅
槃
開
拓
氏

(
只E
H
Y
)以
涅
槃
本

體
就
是
至
上
神
的
形
上
化
所
以
他
以
涅
槃
是
自

有
的

不
生
於
他
物
無
始
無
終
沒
有
過
去
現
在
和
將
來
它
是

單
純
的
非
物
質
的
-
視而
不
見
聽
而
不
聞
它
是
絕
對
的

(
〉
切
﹒H
h
E
H
F
-
M
W
C

已
已
開H
Z
H
M
M
E
S
S
-
u
y

字
。
H
『
。
旦
"

這
也

-
M
M
N
E
)
涅
槃
真
有
至
上
神
形
上
化
的
意
味
但

開
拓
氏
為
佛
理
所
逼

迫
所
以
又
說

「
在
一
最
初的
真
理

中
(
他
以
此
真
理
為
徨
槃
)
有
和
無
是
一
個
向
攘
的

東
商
其
正
的
觀
察
是
看
世
物
為
空
虛
的

一
切
東
西
都

沒
布
積
械
的
本
質
因
為
它
們
的
本
身
是
枷
川
省
一
切
的

聚
合
都
要
消
失
於
涅
槃
」

(
只E
H
F
-可-
M
S
)小
乘
的

問
槃
的
m
T似
至
上
棘
的
形
上
化
而
大
乘
涅
槃
則
寧
是
包

括
「
右
，
約
總
是
一
個
同
樣
的
東
西
」
的
忠
義

大
小
乘
的
生
死
個
問
槃
說
省
分
別
再
論
疏
卷
上之

上
「
又
佛
法
有
一
二
小
乘
教
二
大
乘
法
捨
必修
苦
業

生
死
而
取
拍
出
槃
謂
小
乘
教
也
無
惡
可
捨
無
荐
可
取
捏

槃
非
寂
靜
生
死
不
雌
性
亂
謂
大
乘
教
也
」
中
級
論
說
卷

第
一
木
「
生
死
之
實
際
及
與
涅
槃
實
際
如
是
二
際
者



無
毫
麓
差
別
」
又
「
生
死
復
槃
不
二
」
帥
一
百
愉
迴
與

相
比
槃
無
別
百
論
疏
卷
下
之F

「
小
乘
涅
槃
云
大
患
莫

右
於
有
身
故
拔
身
以
歸
無
」
主
張
滅
身
中
觀
刷
刷
卷

第
二
本
「
小
乘
人
云
無
為
是
常
得
道
入
無
餘
捏
槃
是

時
五
陰
郁
滅
故
日
斷
」
小
乘
是
「
於
無
餘
冉
槃
而
取

涅
槃
菩
推
不
爾
」
叉

「
於
無
餘
涅
槃
界
中
聲
問
捏
槃

則
有
志
滅
菩
躍
捏
槃
則
不
爾
(
中
間
告)
聲
聞
等
是
出

世
果
報
」
(
攝
大
乘
論
釋
卷
第
九
)
大
乘
「
度
無
間
巫

師
問
邊
眾
生
令
人
涅
槃
而
白
不
法
度
」
可
見
大
乘
也
信

控
我
故
日「
令
人
滅
度
」

(
大
對
別
卷
第
十
五
)
到

薩
地
待
紅
卷
第
三
「
彼
聲
問
種
性
以
盤
問
乘
而
故
涅

槃
緣
質
極
性
以
綠
質
性
而
般
涅
槃
大
乘
種
性
以
無上

大
乘
而
法
律
槃
」
大
乘
也
要
涅
槃
大
乘
以
為
「
菩
薩

為
眾
生
捨
身
施
時
路
不
證
涅
槃
勝
得
捏
槃
者

」
(
別

丈
夫
論
卷
上
)
「
菩
薩
恩
惟
涅
槃
甚
樂
生
死
陰
身
極

為
大
也
說
當
代
一
切
乘
坐
受
此
陰
身
之
苦
使
得
解
此

阿
羅
漢
身
盡
佛
也
身
益
身
益
雖
間
不
能
救
濟
佛
誠
身

為
善

」
(
間
上
)
大
乘
亦
講
究
滅
身
大
乘
否
認
有
其

背
起
呢
個
主
張
無
我
之
此
大
乘
勵
甜
甜
卷
一
一

「
涅
槃

若
有
必
有
昕
依
此
所
依
者
若
蘊
若
我
般
涅
槃
時
俱
不

可
得
故
就
頌
日
究
竟
涅
槃
時
無
組
亦
無
我
不
見
涅
槃

者
云
何
有
涅
槃

」
云
無
涅
槃
且
走
進
一
步的
演
說
譜
法

大
乘
也
承
忍
涅
槃
所

以
說
「
佛
滅
身
為
普
」
先
敘
生

-才
自
扎有
涅
槃
與
無
涅
槃
佛
教
來
間
的
識
到
封
封
叫馴

服
一卷
上
「菩
薩
恩
惟

涅
槃
甚
樂
」
似
指
生
死
郎
捏
槃
之

一
位
壞
但
六
般
捏
槃
經
卷
下
「
我
(
如
來
)
般
偉
槃
其

附r..l : 佛是立恩怨、興聖經

時
已
至

(
中
器

)
λ
械
進
定

」

拍
出
槃
吳
先
天
有
關
係
可
以
從
大
乘
反
封的
外

道
看
山
一
鼠
的
對
部
制
制
制
州
州
叫

中
糾
湖
州
剩
問
蚓

論
「
何
等
外
道
說
梵
天
是
海
槃
因
外
道
圈
陀
論
師
說

從
那
經
延
天
騎
中
生
天
莘
莘
從
蓮
花
生
梵
天
租
公

從

父
天
作
一
切
命
無
命
物
從
艾
天
口
中
生
婆
羅
門
兩
臂

中
生
剎
利
兩
辦

中

生
昆
舍
從
兩
胸
跟
生
首
陀
一
切
大

地
走
修
福
德
戒
切
生
一
切
華
平
以
為
供
妥
化
作山
野

禽
獸
人
中
猶
羊
擅
馬
等
鈴
界
揚
中
殺
害
供
養
梵
天
得

生
彼
處
名
捏
槃
」
得
生
於
相
比
槃
處
在
涅
槃
處
保
持
生

A
r凡
天
之
話
也
名
圍
的
個
問
我
稱
為
「
先
世
」

(
輯
刷
刷
叫

十
地
口
m第
二
十
二
之
二

)
或
日
「
至
梵
自
在
」
之
居

處

(
修
行
本
起
從
卷
下

)
唯
此
則
涅
槃
的
鼠
忌
似
由

梵
天
之
所
居
一
頌
意
思
演
來
原
當
指
一
幅
樂
境
界
徨
槃

在
佛
教
加
強
其
泛
神
及
神
話
意
思

(
社
而
未
揭
示
佛

教
原
義
台
北
市
商
看
頁
一
一
六

i

一
二
九
)
總
之
無

論
大
小
乘
皆
以
涅
槃
為
最
後
目
的
淨
土
雖
不
是
永
恆

的
似
仍
受
「
梵
世
」
為
樂
土
的
遺
傳
影
響
長
阿
合
經

以
轉
輪
盈
王
「
命
終
生
先
天
上
」
(
特
輪
車
一
王
口
問
第

三
)
叉
以
「
天
金
輸
喘
口」為
「
天
匠
所
造
」

(
同
上
)

泣
槃
之
品
已
為
婆
羅
門

之
人
生
目
的
H
W
E間
里

且
』
m
g

(
JN
E
)
說
「
作
瑜
伽
者
內
心
有
一
幅
有
為
足
得
到
覺

悟
得
到
滅
度
入
於
至
上
神
內
變
為
該
紳

」
教
會
主
張

人
的
靈
瑰
不
與
神
體
混
合
教
會
哲
學
以
絕
對
的
形
上

觀
念
懷
念
其
神
佛
教
主
張
滅
業
與
無
知
才
得
涅
槃
業

與
你
知
與
宇
宙
泛
艸
為
中
的
物
質
桐
樹
小
乘
捏
槃
釘

去
掉
物
質
的
忘
恩
大
乘
捏
槃
故
日
內
時
輸
凶
手
分
是
末

去
掉
物
質
立
思

+

基
督
與
佛
陀

基
督
教
與
佛
教
的
教
首
為
益
管
與
佛
陀
人
都
知

道
兩
敬
的
教
義
不
廿
世
惘
同
但
部
有
何
救的
目

的
拭
觀

兩
教
首
的
重
要
性

(
一
)
基
管
是
世
界
的
光
明
(
右
8

凹
)
是
天

主
的
智
叫
心
(
格
前
1

H
)
基
督
赴
從
天
主
山
發
而
來

的
(
右
8

刊
)
基
督
與
天
主
原
是
一
體
(
右
叩
油

)

他
的
使
命
是
欲
人
類
在
來
他
獲
永
生

(
谷
昀
叩

)
他

有
赦
兔
人
類
罪
惡
的
權
例

(
帥
的5
叩
7

岫

)
人
頌
諂

改
過
自
新
(路
m
H
)
人
當
全
心
恭
敬
愛
恭
天
主
(
瑪

詔
盯

)
基
督
的
全
部
-
禍1日
是
令
人
做
主
尸
叫
苦
避
必
以

得
永
生
基
督
是
仙
似
主
(
經
3

扭

扭

迦
5
1
)
于
志
闊

的

一
切
都
當
叩
拜
他

(斐
2
刊
)

(
二
)
佛
陀
是
人
不
是
一
洲
民
阿
合
經
戰
門
晶
晶

「
佛
告
比
丘
爾
時
天
帝
釋
豈
異
人
也
J
勿
造
斯
觀
倚
天

帝
彈
部
我
身
是
也

」
天
帝
釋
及
佛
陀
比
門
為
人
(
非
平

常
人
)
否
忍
傳
統
上
以
天
帝
釋
為
帥
的
意
思
位
個
來

又
自
以
為
是
救
世
者
「
大
是
名
者

(
婆
緯
門
教
以
大

梵
為
至
上
州
)
凶
圳
市
然
恍
如
來
為
世
間
服
為
世
悶
智

為
世
間
法
為
世
間
吃
」

(
長
阿
A
d位
同
性
經
第
一

)

法
草
經
蝠
眾
口
問
如
來

「
能
與
來
生
佛
之
智
叮
叮
心
」
叉
同

經
如
來
艸
力
口
問
「
南
無
釋
迦
牟
尼
南
無
釋

迦
牟
尼
」

向
佛
陀
作
禮
拜

佛
陀
有
業
研
以
當
時
皮
了
世
吋
多
次
輸
迴
生
活
最



~
後
進
入
扣
住
槃
欒
垃
(
長
阿
A已
經
遊
行
徑
)
基
督
則
最

FHi'

, 

出
一
後
升
天
(
谷
的
間
)
投
末
晚
去
肉
身
雖
然
他
的
天
上

.

.

性
體
常
與
天
主
是
一
例
憐
徒
以
控
槃
為
何
的
必
督
徒

以
享
見
天
主
為
目
的

+
一
結
語

甜
的
約
金
芹
的
寫
成
凡
經
一
千
餘
年
約
由
公
元
前

一
千
三
百
年
至
一
百
v
m制
制
釗
此
當
皆
勾
股
公
元
第

一
偉
的
恥
劑
蚓
生
於
公
元
的
第
六
世
紀
小
乘
純
典
約
在

公
元
的
二
世
紀
至
公
元
後
一
世
紀
寫
成
大
乘
佛
經
寫

於
公
元
的
一
二
百
年
至
公
元
後
六
七
世
紀

創
造
艸
汶
茲
魂
信
仰
是
古
今
人
類
普
遍
的
一
信
仰

佛
教
欲
取
消
此
信
仰
是
因
宗
教
哲
學
受
到
劇
烈
的
演

變
教
會
的
唯
一
只
艸
H
足
令
例
仗
的
但
也
是
形
而
上
的

絕
對
大
艸
其
本
總
不
與
他
物
品
出
合
而
起
槃
之
啥
叫
則
為

卡
足
的
泛
神
論
兩
教
的
頌
似
寧
是
在
教
律
及
修
行
方

面
臂
的
達
到
得
放
的
目
的
教
會
之
人
當
遵
從
基
因
宵
的
教

導
喇
蚓
之
人
當
遵
從
蚓
蚓
的
教
導
地
做
天
堂
業
與
無

知
以
及
輪
迴
與
悶
悶
槃
皆
為
佛
教
以
前
已
有
之
觀
念
學

者
多
以
若
你
婪
經
門
教
師
總
佛
教
佛
教
的
可
口
處
是

很
視
至
上
神
為
絕
對
本
憊
的
乎
的
入
泛
神
論
中
佛
教

教
義
實
在
受
了
印
度
古
代
宇
宙
宗
教
和
神
話
的
影
響

可
參
閱
杜
而
未
著
「
佛
教
原
義
的
發
明
」
(
台
北
市

郵
箱
五
八
O
擎
明
3

局
)
及
「
揭
示
佛
經
原
義
」
(
台

北
市
商
弱
印
打
一
個
館)
捏
一
經
與
份
經
皆
主
張
行
善
遊
葾

但
側
蚓
又
以
善
業
也
更
好
沒
有
才
得
涅
槃
按
善
業
在

印
度
宇
宙
神
式
上
也
屬
於
圾
桶
根
昕
以
品
沒
街
更
好
涅

附鋪 . 道教恩您與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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槃
原
義
與
現
象
相
反

首
-
投
鼠
粗
心
缸
"
歪
歪

持
起
動
$
R
S桶
心
且
/
耳
主
卓
司

\
斗E
U
S
M
W
口
已
出
。
戶
可M
W
F
H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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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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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自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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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
ω

﹒ω
n且
可H
C
E
J
H

副
制
以
道
家
學
說
為
基
本
又
多
受
喇
喇
影
響
今

將
進
教
與
天
主
教
比
較
一
下

一
神
與
創
造

關
肝
、
創
造
老
店
那
有
敘
述
老
子
議
「
道
生
一
一

生
二
二
生
三
三
生
寫
物
」
(
四
十
二
章
)
「
道
」
省

「
神
」
的
意
思
易
繫
辭
「
學
人
以
神
道
設
教
」
既
云

創
生
創
造
「
道
」
有
至
上
帥
的
意
思
道
神
「
吾
不
知

准
之
子
象
帝
之
先
」
(
四
章
)
莊
子
以
道
「
在
太
極

之
先
」
(
截
一
級
)
這
是
欲
使
道
神
地
位
凌
個
問
於
偏

家
的
上
情
及
太
極
之
上
其
實
每
一
個
獨
立
文
化
部K喃

自
己
的
至
上
神
以
為
是
最
先
布
的
至
於
道
生
一
及
萬

物
之
說
其
中
有
神
ι
的
成
份
把
道
帥
的
創
生
用
神
話
表

達
出
來
近
幾
年
來
單
者
有
一
新
發
現
以
為
老
莊

(
及

剔
制
)
中
的
「
道
」
字
原
意
指
「
月
」
道
棘

的
宗
教

是
月
神
宗
教
在
此
宗
教
中
「
道
」
有
二
義
的
「
月
」

與
「
至
上
神
」
二
義
混
合
為
一

7
J
「
有
物
混
成
先
天

地
生
獨
立
而
不
改
」
(
二
十
五
章
)
「
強
名
之
為

道
已
失
其
真
」
(
抱
朴
予
道
意
)
至
上
神
本
不
名
為

「
道
」倒

叫
則
叫
前
兩
章
載
述
的
至
上
佩
名
叫

臣
。
眩
目
或

J內
各
遲
早
前
者
怒
為
「
強
有
力
者
」
後
者
指
「
白
布

(
社
望
之
)

者
」
(
圳3
H
)，

順
具
形
而
上
肉
干
的
。U
味
道
州
也
必

是
「
關
而
不
見
」
(
芝
，
「
卡
阿
拉
)
個K扎
伊
何
形
上
的

存
也
至
於
品
「
道
生
一
.
一
生
-
一
二
唯
一
二
」
是
位
可
與

制
制
(
職
3
u
l
l
口

n
u
創
刊
鬥
時
間倒
俊H
H
)
中

三
位
一
體
比
愉
似
乎
不
一
札
因
為
意
思
不

A
m吋
為
了
一

三
是
這
艸
血
債
或
間
悼
惜
這
悅
的
而
不
改JF
Y
Z
Y
例

生
f

三
的
仙
但
也
如
果
道
神
去
掉

f

泛
艸
立
此
作
川
吹
佇
立
旭

一
個
形
上
道
體
可
以
4吼
叫
等
於
J
F
7
4
2
7
(
人
必
是

一
一
沉
的
只
有
一
個
至
上
神)
還
有
一
個
閃
過
天
主
的

學
言
是
否
可
等
於
道
家
的
「
道
」
古
永
明
博
士
(
H
N
2

O
H
﹒
。
-
E
{
0個
2
)

認
為
「
學
右
室
的
廿
品
。
切
是
應

譯
為
「
聖
J
己
的
(
2
一
已
不
可
器
時
之
為
「
道
」
)
「
道
」

這
一
忠
于
只
適
合
剛
到
叫
派
的
廿
一
。
憫
。
切
對
於
學
若
望
的

伊
。
m
g
次
不
相
合
」

(
組
級
第
卡
一
期
一
市
永
明
「
言

學
言
天
主
的
品
」
)

至
於
叫
到
』
不
但
明
議
道
神
為
「
造
物
各
」

(
大

制
削
)
而
也
有
類
似
削1
2
的

品
述
惚
到
例
如
「
道

與
之
說
天
與
之
阮
忠
得
不
清
之
人
山
在
此
「
形
」
與

「
貌
」
可
視
作
無
別
因
列
科
則
剛
剛
以
道
神
「
刻
膨
眾

形
」

(
道
家
不
欲
完
全
去
掉
「
天
」
的
恩
怨
)
所
以

制
引
的
記
述
定
有
古
代
傳
說
作
背
是
因
為
他
以
道
神

造
人
應
把
自
己的像
貌
給
予
人
不
U
「
刻
膨
來
形
」
儼

然
和
用
土
造
人
以
及
技
天
主
像
貌
造
人
的
傳
品
是
一

致
此
限
制
前
兩
章
的
人
類
創
造
兩
種
方
丸
皆
兒
於

莊
子
老
子
(
二
十
一
)
也
品
「
其
中
布
唆
」

道
家
傳
說
布
他
一
一
敘
述
股
道3
之
外
東
漢
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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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俗
過
以
「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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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叫
關
未
有
人
民
女
炯
氏
乃
搏
黃

土
作
人
」
鍋
音
瓜
大
洋
洲

的
。
其

氏
用
泥
土
造
人

(
貝
貝
的
。
已2D
m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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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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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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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
，
令
山
阿
叫
“
以
O
m
H用
樹
木
造
人
時

刻
彬
艇
的
，
相
玖
耳
服
自
(
向
上
，
扎
一
五
七
)
風
的
通

昕
收
悠
批
一
定
很
占
當
然
用

土
逢
人
固
定
很
凶的
倫
說

(
村
級
十
四
卷
八
期
f
A三
五
|
|
1
三
六
社
而
未
「
人

您
是
土
」
)

v
m氏
家
圳
也
學
篇
以
易
經
與
老
一
如
皆
為
玄
學
傳

到
家
中
凶
道
教
史

(民
二
六
年
上
海
)反
一
九
九
以
儒

家
之
削
弱
為
道
教
率
為

J
R
A
?假
易
經
殺
卦
以

「
神

也
各
妙
市
內
物
而
為
首
名
也
」
消
耗
均
服
周

U
制
章
旬
證

與

(
卷
十

)
「
恰
與
之
r
r
a
h
屯
過
作
砂
市
云
妙
成
也

提
治
之
日
砂
占
文
妙
宇
」
那
剛
出「妙
泊
物
而
為
言
」
的

意
思
H
正
指
「
艸
」
作
成
此
物
而
作
成
的
方
法
是
「
為

這
」

(
就
可
叫)
這
似
乎
與
創
1

天
主
肘

「
吼
叫
「
川」|

「
」
后
」
創
造
為
同
一
傳
說
說
悴
的
「
訓
」字
不
當
指
儒

家
的
「
天
」
資
國
天
的
創
造
不
說
站

(乳
制
拍
協
貨
)

此
制
字
當
指
道
神
l
|

以
上

一
一
-
一
口
道
教
的
墓
本
信
仰
一

訓
佔
仰較

後
時
划
關
始
怡

m帶
走
一
寸
或
為
至上
訓
U
幻
超
名

稱
仙
一
仍
卡
比
重
「
道」
的
立
思
魏
H
PU
將
在
志
「
老
家
之

原
出
於
是
于
其
白
于
一
鬥
也
先
天
地
生」
但
艾
滋
但
屯
子
亦

回
不
過
為
上
等
得
道
之
人
葛
洪
艸
仙
他
「
自
伏
唱
歌
至
三

。
。

-

。

，

l
t
t
I
l
l--

的

一
民
顯
名
道
士
也
世
有

之
共
老
子
蓋
得
道
尤
精
者
也

」

一
一
級
又
注
重d

兀
給
女
尊
階
雷
經
結
志

「
道
德
者
云
有
元

附軍~ : j這歇息恕典型經

始
天
尊

(
4
1笈
七
籤
卷
一
百
一
稱

之
為
元
始
天
王

)

生
於
一
兀之
先
民
向
然
之
氣
沖
過
凝
遠
莫
知
其
極
昕
說

天
地
淪
您
劫
敏
終
品
屋
與
佛
經
M
以
為
天
尊
之
體
常

存
不
滅
的
時
歪
天
地
初
側
氏
在
天
以
之
上
此
在
第
桑
之

野
授
以
秘
道
泊
之
間
劫
皮
人
」
又
以
「
昕
仗
省
皆
諸

天
仙
上
H
m有
卜
A
上
且
也
什U卜
A上
太
人
天
真
h
E人
五
方
大

帝
R
A范
仙
商

」
昕
以
在
于
只
目
逼
得
度
的
人
兀
始
天
尊

的
興
起
受
佛
教
W
M附
在
的
叫
父
興
起
玉
皇

(
大
科
)

漸
稽
之
為
玉
自E
上
A
m
a
H宋
州
以
來
即
成
為
道
教

的
至

上
神
(
的新
名
稱
)大
受
佛
教
澎
吶
(
見
捌
文
稿
吋
}
抖
。

竄
。
。
='
去
三
F
Z
m
-
o
y
m
z
n
g門
。
『
H
Y
O
O
。

ι
J
F
侖
，

Z
E
品

在
印
刷
中

)
但
民
問
道
教
傳
說
，
何
不
雅
馴
品

譬
如
民
間
以
玉
皇
怕
蜈
蚣

道
教
不
很
保
存
一
例
至
土
艸
的
心
理
企
圖
但
已

演
為
可
臨
別
的
多
艸
教
道
城
中
的
艸
靈
敏
目
繁
多

極
了

而
新
倚
約
內
所
敘
述
有
只
，
何
一
一
仰
所
以
天
主
教
始
終

是
一
腳
教

二

靈
魂
的
載
述

狂
的
川
約
中
猶
太
人
如
於
每
魂
與
肉
身的
訓
分
叫
雖

說
無
清
楚
的
概

念
而
只
以
軍
魂
為
生
命
的
呼
吸
似
這

呼
吸
也
就
代
表
與
肉
身
不
峙
的
益
魂
如
列
上
口
且
說

「
上
主
勝
f

4

肛
m
h迎
的
呼
求
孩
子
的
盤
瑰

(
2
8
}
H
B
Y

H

生
命
呼
吸
)
川
人
叫
到
他
身上
孩
子
就
又
沼
f

」
可

見
竄
魂
與
肉
身
可
以
分
開
新
約
一
直
強肉
已
很
清
經
如

瑪
ω
目

叫“
「
你
們
不
要
怕
那
殺
害
肉
身
而
不
能
殺
害

靈
魂
的

」
懿
肉
有
顯
然
的
分
別

道
教
的
傳
品
叫也
刑
的
靈
肉
街
分
別
一
肚
子
費
物
為

「
其
踩
也
改
交
」
道
家
承
招
魂
倡
多
以
艸
宇
代
表
之

與
怕
家
內
接
使
主
「
官
欲
止
而
神
欲
行
」
神
與
五
它

對
哥
們
列
御
寇
「
彼
至
人
益
的
精
艸
股
神
州
始
」
精
艸
在

此
指
魂
迷
屯
「
形
全
精
彼
與
天
為
一
」
精
又
與
形
對

言
天
「

篇
「
不
雌
於
精
涓
之
圳

人
」
耐
人
指
依
精
神

生
泊
之
人
梁
武
帝
有
敕
答
臣
下
神
滅
論

(
弘
明
集
卷

十
)
以
耐
不
法
今
日
道
教
尚

有
「
魂
飛
沖
符
」
或
「
靈

飛
天
宮
」
之
品

抱
朴
子
為
仙

「
人
布
賢
思
皆
知
己
身
之
有
魂
魄

魂
繞
分
去
則
人
病
益
去

則
人
死
故
分
去
則
術
家
有
拘

錄
之
法
進
去
則
惜
州
具
有
招
呼
之
義
比
之
為
物
至
近
品

也
然
與
人
俱
生
至
于
終
身
莫
此
有
自
問
見
之
者
也
豈

可
遂
以
不
開
見
之
父
云
總
之
乎
」
月
3

叫
別
叫
你
「
欲

得
過
艸
當
金
水
分
形
形
分
別

a
M
兒
莫
扎
河
中之
三
塊
七

魄
而
天
靈
地
叫
做
皆
可
佬
兒
山
川
之
艸
情
可
使
役
也
」

山
站
道
蔽的
幾
段
記
敘
魂
魄
與
日
月
相
關
A
Z川
叮
賦

(
大
道
弟
子
馬
蒞
昭
注
著
者
不
詳

)
第
二
十
「
位
u

魂
而
呼
月
總

」
往
日

「
駐
若
不
必
之
義
長
仆

r
u
m
U
A
明

月

魄
乾
坤
體
成
日
魂
金
烏
月
魄
玉
兔

」
此
係
依
山
傅

全
鬥之

υ仆
帥
的
卷
上
那
卡
「
口
必
泉
卯
卯
崗
位
月
魄
凶

阿
門
崎
雞
」
凶
山

R
M仙
台
民
括
卷
凹
「
物
中
艸
而
明

街
口
們
卅
一
附
關
城
以
追
應
月
得
一
陰
魄
以
道
致
」
鼠
舟

先
生
全
與
直
指
「
魂
乃
陽
…
艸
(
益
作
﹒

)
為
日
總
魄

乃
陰
形
(
畫作
0
)為
月
峰

」
以
魂
魄
為
日
月
是
較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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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心
變
古
代
的
結
也
在
此
道
家
己
的
叫
兩
吋
淵
明
利
而
化
但
以

n
y

『

時

一
口
增
嗨
侍h
M月
釘
陶
以
山
明
侃
几
之
凶
必
愧
為
月
之
川
阿
山
山

個
…
亦L判
刑
社
以
線
為
川
均
由
而
混
為
陰
聞
名
如
此
川
論
如
例
魂

總
叫M
H
(與
月
取
聯
絡
附
山
n
p仙
台
與
〈
(
泊
虛

M州
天

萃
仿
真
人
施
一
的
吾
活
用
一
…
撰

)
卷
之
一
「
繞
中
魂
生
而

為
明

(
仍
是
以
放
"
仿
川
他
面)則
日
上
必
上
以
之
後
祕

為
總
而
細
則
為
川
桔
(
几n因
為
惚
之
品
)
中
川
人
雄
生
而
日

。

.

嘻
笑
江
山
明
也
持
中
愉
悅
生
耐
的
附
則
日
F

必
下
位
之

。

此
叫
總
扎
德
圳
啥
的
川
波
巾
X
魄
句
“
目
的
矣

」
此
則

以
h
J甘
心
巾
的
川
之
切
陰
二
副
混
成-
H月
的
關
係
H
K墓
木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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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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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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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d
州
立
必
到
仆
終
九
天
主
艸
市
沁
「

T
刊
被
沈
九
仗
」

。
。

可
、
「
閃
皮
長
從
權
」
塊
與
夜
間
相
關

施
-
M
h
H舟H
H
M
1
比
谷
之
二
益
生
條
以
魂
M倒
臥
『
、
天
魄

屬
肌
恥
地
依H
M家
的
批
仲
A
H
h
文
叮
「
三
兀
真
川
紅
口
人
物
其

形
受
仆
仁
惟
一
氣
瑰
紅
之
於
天
體
魄
俗
之
於
地
(
圳
氾

7

品
「
灰
即
將
飾
他
此
以
來
的
仁
中
生
氣
將
的
肝
、
天
主

因
為
原
是
天
主
之
間
」
)
無
形
照
像

(
下
文
批
以
純

的
打

)
n

空
中
來
郎
父
精

U
h
山
以
加
州
為
釘(
山
娘
叫
U。

槍
、
合
形)
一
一
一
一
白
口
加
元
怕
完
泊
是
則
生
起
山
加
以
巾
，
何

不
注
目
長
牛
則
以
告
還
很
矣
爬
氣
方
剛
以
新
布
之
州
氣

彼
與
兒
去
趴
氣
既
必
將
已
征
之
機
魄
很
遠
於
災
地
故

生
白
，

起
拔
以
改
止
仆
←L
h料
斷
艸
故
而
知
生
矣
..... 

魄
往

。

必
來
來
往
f
小
U
U

刀
一
仙
以
長
久
」
重
圳
市
的
觀
念
是
由

。

總
形
變
心
何
形
以
魂
怖
恨
水
來
無
形

-
至
於
賞
自
絕
川
址
(
約
為
來
晉
之
H
U
H)
在
太
平
侃
之

後
其
外
品
經
云
「
老
子
問
居
作
七
九
」
口
解
脫
身
形
凡
此
范

~f，l í月.道教.m、 .'~I，~' !Jt.~從

州
」
而
內
州
仙
花
白
父
在
外
叭
叭
之
徒
則
去
「
散
化
五

M
H
主
底
，
巾
一
七
，

4

月

7

、
生
才

1
1
，j
'

的
中

H
G

此
1
:
1

J
t
L
m
L
d
H
U
/

主
」

l
J
i
i

中

i
p
-
-
2
8

日
「
史
艸
託
誰
干
卜
A
r
A腦
州
精
級
干
ι
丸
服
帥
明

上

字
失
卜
么
“
州
正
帆
啥
叫H
m
m
e
斗
艸
從
附
于
酬
別
于
仆
仆
圳
一
迎

艸
字
正
偷
偷
艸
m
w
f
宇
間
組
千
」
打
出
部
七
郎
父
臼

「
、7

叩
t
j
A
L
U
F
f
品
消
坤
皓
戶

v
r
u趴
位
作
州
市
側

-
P

E

川

4
)
f
:
'
3
1

月
自
1

，

L
I
r
-
-
H
f
i
L

合
明
腎
州
立
H
z
h
川
工
川
史
料
州
常
缸
，
寸
心
心
將
艸
此
限

(
子
必
明
」
布L
A
附
其
人
比
一
口
絨
的
比
川
紅
州
也
(
以
上

i
I
t
-
-』
t
J
』
1

。

吶
時
仰
判
。
反HU
-
n
v
J
h
h

此
)

天
t

教
向
問
道
家
上
一
心
一
人
只
仙
一
例
艸
抽
喃
道
教

則
以
為
別
很
多
的
州
魂
似
起
多
做
艸
淵
明
似
口
八μ
K
A

木

。

i
l
-
-
-

、

上
，
只
際上
道
教
徒
似
不
以
為

志
今
觀
迫
教
所
品

的
茲

。

肉
，
心
圳
叫
娃
魂
怖
川
師
抑
、
水

U仔
不
d
皆
與
教
會
不
品
而
八
門
可

仙
道
教
妥
協
教
后
州
打

J
U益

之
說
何
如
A
A玉
計
叫“

「
木
的
一
氛
比
物
-
誌
」

三
錢
律
與
罪
功

。
!
4
iI
l
l
-

兩
放
的
成
伸
向
峙
坪
功
問
題
有
不
少
相
似
處
抱
朴

于
微
行
的
必
「
必
鬥
以
叫
欲
修
長
作

之
逅
的
昕
叫
耐
用
已
心

。

抱
扑
于
仆
州
以
忌
之
，
市
急
在
不
似
一
小
叭
叭
而
已
故
易
內
戒

及
亦
松
，t
從
比
以
川
個I
心
九
叩
符
恃
云
天
地
有
叫
過
之
州

地
人
昕
仙
也
M
n
E以
μ叭
叭
h
m
們
斤
以
則
人
貧
耗
疾
病
他
逢

遐
思
們
并
件
荊
州
則
人
死
泊
撥
珠
算
各
有
數
行
事
不
可
具
論

。

，

(中
χ
)
文
刊
川
仰
之
從
心
艸
亦上
米
，H
人
非
狀
大
街

。

存
紀
紀
內
三
-
h
u
也
小
品
←
付
印
第
算
郎
自
三
日
也
五
口
亦
未

能
源
此
字
之

h仿
照
也
然
天
道
邀
這
鬼
艸
咐
聰
明
趙
側
子

。

崇
穆
公
皆
親
受
令
一
渠
肝
、
上
你
有
土
地
之
明
徵
山
川
草

本
仲
作
品
、
“
山
山
叫
你
自
精
誠
(
〉
旦55
2
)
文
人
身
中

(
M
此
下
，
“
圳
市
巴
λ
)
列
泛
地
瓜
物
之
，
宅
大
有
於
現
戶
口
倒

行
結
艸
釘
艸
則
在
此
持
而
此
必
糾
具
體
太
而
絢
隊
不

。

'

、
必
織
發
而
吶朦
抖
叭
叭
咒1的
道
統
恨
不
云
欲
求
，
吳
生
昌

、
必
欲
茹
苦
立
功
慈
心
於
物
M
J
U己
放
人
仁
途
口
比
虫
樂
人

。

'

之
ι
口
仙
也
人之
川
市
憫
人
之
急
救
人之
務
手
不
傷
生
口
不

'

。

她
禍
此
人
之
何
如
J
U之
得
見
人
之
矢
如
已
之
失
不
臼

。

.

泣
不
e
M繹
不
娘
也
紛
已
不
依
治
陰
刊
以
如
此
乃
為
有
飽

受
嗎
於
天
所
作
、J
D成
水
仙
可
質
也
右
乃
憎
荐
衍
殺
口

是
心
非
行
向
要
辭
反
反
位
正
府
巾
一
口
其
下
敗
問
其
上
鈑

共
昕
悟
，
受
悶
心
不
惑
非
法
受
的
縱
的
校
自
廢
公
為
私
刑

加
純
學
做
人
之
家
收
人
之
對
于
一
口
人之
，
必
取
人
之
位
俊

。

.

克
好
話
誅
鐵
降
伏

ι巾
的
訕
仙
聖
傷
殘
道
士
仰
射
飛
鳥
創
明

你
敝
卵
春
v
a似
獵
成
立
科
監
教
人
為
叫
忠
誠
人
之
荐
一
口
危

。

'

。

'

。

人
叫
安
桃
人
，
日
功
法
人
佳
字
奪
人
昕
艾
雄
人
骨
肉
辱

。

人
求
勝
取
人
長
錢
述
人
知
陌
決
以
水
，
火
以
術
古
人
迫

帝
也
弱
以
惡
易
好
強
取
強
求
情
掠
致
宮
不
公
不
平
淫

伙
傾
邪
凌
孤
暴
本
拾
遺
收
施
敗
給
可
挾
持
衍
啥
叫
人
私
持

人
長
短
牽
天
怯
地
說
況
求
越
假
的
不
還
做
泣
不
償

h
r
水

.

。

'

。

，

欲
無
已
情
悟
忠
信
不
順

上
命
不
做
所
師
笑
人
作
這
口
敗

人
的
掉
你
伯
人
器
物
以
窮
人
則
以
不
清
忽
飲
向
他
人
M
m

。

秤
小
斗
狹
幅
短
皮
以
傌
雌
性
與
採
取
姦
利
誘
人
的
狀
物
越

'

。

'

。

.

汗
的
范
時
歌
州
州
哭
凡
釘
一
-
m
A
a
概
是
一
罪
隘
事
輕
重
叫

命
符
其
算
紀
算
茲
別
死
份
有
忠
心
而
無
息
迷
信
存
算

右
盛
事
而
附
加
於
人
者
奪
紀(
戚
本
無
奪
紀
二
字
擬
訂
甘

。

'

。

脫
文
)
右
算
紀
末
益
而
自

死
者
皆
殃
及
子
孫
也
站
附
仙



。

每
人
划
內
品
或
許
共
品
，
「
山
水
口
以
峙
的
州
、

之
以
致
侃
起

但
-h

即
在
耳
吳
忠
一
位
打
-
手
叫
足
以
咚
咚
灰
人
名
久
久
絡

通
代
史
均
俗
之
必
矢

m
F卅
吻(中
科
)攸
4
.
v
a
一
口
紅
沁
人

者
是
以
兵
刃
而
從
個
m
h
q述
一
收
仕
升
，
我
之
則
表
過
的
怨
恨
譬

。

右
以
刊
的
必
仇
的
f
a
M研品
非
不
制
問
他
一
間
已
亦
可
久
之
矣

其
有
v
u
f
汀
γ
山
川
曲
事
後
臼
改
悔
各
志
曾
川d
…
人
則
賞
自
心

敘
灣
應
-
沌之
人
以
解
之
一
右
妄
圳
人
財
勻
圳
市
出
心
施
與

食
山
間
以
川
之
之
令
以
誰
知
人
則
當
思
的
迷
叫
叫
人
以
解
之

。

皆
一
出
川
怡
，
怖
的
則
吋
便
是
t
口
利
總
結
的
一
惜
之
通
也
能

益
不
可
惚
之
州
已4
年
徒
古
學
道
遠
食
也
」

k
k

之
道
A
u
m兔你
弄
過
有
罪
過
別
紀
算
拔
少
罪

過
多
叫
法
人
兌
少
則
使
人
病
如
太
平
~
昕
→
'
的「的
氣

為
伶
做
-
d
p
r
h
叫
如
此
為
于
以
、
又
叫
一
大
地
之
立
“
佳
品

也
」
(
乙
泊
卷
-
一
)
天
地
間
紅
大
病
呻

(
大
叫
)
主

持
此
詞
欲
長
上
」
昌
市
的
善
立
功
即
可
「
受
一
付
於
z

、
」

(
道
家
也
必
天

)何
制
州
引
之
「
道
戒

l~幾
手
與
抓
斟

約
的
L
1
1
.

一
心
全
相
一
叫(教
會
十
識
見
沸
教
恩
怨
與
單

純
一
文

)
這
戒
榮
t

「
成J
神
霆
」
叫
川
、
叫
做
州
還(等

於
級
科
研

-
d
)
通
咬
不
出
川
「
准
天
段
比
比

1此
次
立
〕

恥
社
會
第
二
誠
不
亦
賢
亮
對
抱
朴
f
f
文
旨
的
未
外
叫
拜
州

。
。

節
日
閃
過
教
有
在
川
多
拜
叫
卅
日
特
別
釘
「
憋
悶
昕
以
等
於

第
三
成
歸
然
道
教
拜
多
神
等
淤
教
會
第
四
誠
者
為
榮

戒
「
不
順
上
命
不
敬
所
師

」
不
許
「
詩
人
之
身
僧
善

為
役

」
，等於
第
五
航
祭「種
缺
傾
邪
」
等
於
第
九九

州
一甘
心
「
收
入
之
成
奪
人
財

物

」
等
於
第
拉
十
訛
「
好
說

'

，

。

一
人
私
活
訕
仙
學
」
等
於
第
八
誡

附1話:道教思想、典型領

這
被
主
沒
仁
廿
以
往
-
二
卡
七
第
二
以
這
教
μ

戒
為

戒
附
心
生
成
飲
滴
戒
口
是
心
非
戒
偷
盜
戒
淫
色(
一
父
佛

教
叫
別
的
附)
又
以
這
教
卡
芹
為
孝
順
、
尖
叫
忠各
位
的
慈

心
站
物
"
也
性
在
非
改
品
凶
惡
損
己
的
叫
窮
坎
午
還
物
並

種
活
來
休
道
邊
合
呼
拉
他
樹
立
椅
為
人
興
利
除
占
並

教
化
h
k
怯
波
三
技
師
們
作
推
且
愷
心
事
吾
供
鑫之
比
十

混
們
所
可
五
總
歸
敬
巾
叩

7

，
但
人(與
教
合
卡
成
問
)此
叫
他
意
思

兒
於
們
扭
扭
-

|
叫
「
釘
-
伏
午
十
一
式
樣
他(沈
穌
)發

俑，
.

問
吽
吼
叫
州
州
河
法
戶
中
附
加
閃
閃
泌
命
是
最
火
的
耶
穌
汁
他
性
叫

你
應
全
心
全
是
A
t
k
品
九-
t上
L
你
的
天
L
這
赴
且
堆
火也

。

.. 

是
泣
如
一
條
滅
命
第
二
唸
與
此
相
似
你應益
受
近
人
如

你
叫
已
全
部
法
律
和
先
知
那
終
炭
地
兩
條
流
命
」
比

M
m兩
教
亦
倚
沈
重
川
的
叫
侃
」

H
A七
弘
州
叫
叫
制
斟
叫
云

「
敗
沾
侃
侃
叫
法
與
紅
三
一
拍
一
荷
品
供
你
以
積
德
祥
一
您

二
緝
部
食
為
可
以
和
神
川
悴
，
而
昕
涓
祭
悅
之
泊
中

K

昕

。

.
'
，

行
也
三
省
心
情
謂
的
為
其
心
除
在
慾
也
叫
做
立
精
神
去

穢
m
L
h也
揹
墜
共
且
絕
囚
心
旬
也

」
湖
制
品
究
如
何
氏
營

的恥

「
全
與
教
道
使
日
夕
昕
吼
叫
持
益
為
凸
向
上
生
平
本
行
集

郝
克
惱
叮
叮
三
何
懺
凡
此
全
與
全
功
深
m
M
等」
(
傳
一

。

、

4
'
，

在
三
一)
徑
為
與
她
悄
亦
屯
股
瑪
6
1

f

M

此
處
以
施

捨
祈

b

d

凡
此
吃
兩M述
三
口
又
用
呵呵ω
缸
，
。

“

以
為
不
施
伶
即

。

i
l
l
-
-

，

3
、
1
}

‘
!

'

不
得
放
叉
道
教
以
為
省
罪
可
以
「
改
悔」
(
也
仆
Lh
)

l
t
t

、
‘
，
〉
、
‘
毛
已
'

、

。
l
l
l

並
且
有
時

「
告
臼
平
生
過
失
」
(
傅
引
太
平
經

)
抱

朴
子
以
「
改
悔

」
兔
罪
即
可
長
壽
得
仙
「
其
布
會
行

諸
惡
事
後
自
改
悔
各
」
封
於
他
人
物
質
或
精
神
方
面

所
受
的
損
比
皆
賠
償
的
多
「
一
倍
」
(
制
州
引
)
。
制
制

約
λ少
一
一
鬥
「
必
偽
」
(
如
谷
I
H

宗
M
M
)
的
W
S
仙
峭
的
制

吏
，
他
凱
故
悔
後
把
他
的
川
何
一
半
分
給
的
人
他
以
前

。

，

所
欺
騙
的
人
就
給
阿
的
賠
償

「
a
A小
丸
之
山
革
提
益
處

<
S

C
--

唯
釘
正
義
救
人
吩
兔
死
亡
」

(
忍
的
2
)
7

、
「
恆
行

正
且
必
定
向
全
趴
追
求
邪
此
必
問
趨
血
亡
」

(
m
u

H
)
兩
教
都
以
罪
惡
與
死
亡
相
關
的
朴
于
去
一
口
罪
必
每

算
丹
紅
﹒
紀
使
人
死
亡
國
人
跟
您「
佇
濁

」
昕
以
艸
狗
叫
州

去
叫
人
有
罪
惡

「
所
以
人
街
秘
多
先
哲

-

A
小
絕
」
(
三

、
‘
〈
〈

‘
‘
‘
'

、

‘
《
〈
〈
、
‘
已
〈
。
'

、
s

有
叫
玲
位
引
太
平
也
可)
的
泊
的口

盯
|
品
以
U
U
M叫m
v
H
總
之

罪
呵
使
人
得
病
必
死
亡
人
凹
的
「
懺
的
悠
以
自
新
悔
後

、
、
〈
〈
‘
〈
〈
'
、

、

‘
〈
〈
、
《
'
，
、
。

過
而
兒
叫
她
」
(
金
主
從
故
古
幸

)
田
在
吽
吼
叫持必
是
死

亡

(
蚓
5
時
)
應
A
H閏
悔
拉「
告
白
平
生
治
交
」

(
抖

，
3
‘
z
'
，
、
'

。
‘
‘

4
2
、
丸
，
、
、
'
、
。
'
、
區
，

平
經

)
又
如
玉
空
位
多
-
一-
m
A
f
m
H
得
罪
之
赦
U
幼
臼

且

收
耶
穌
向
門
徒
晦
氣
品
「
你
們
領
受
恩
的
吧
你
們

。

，
〉
、，

兒
放
准
的
路
就
給
准
放
犯

」
迦
5
時
|

位

以
人
的
他

從
里
的
的
引
導
便
沒
-
G「
片
花
亂f
n
Z
吹
草
拜
叫
你
行

邪
丹
江
仇
恨
故爭
城
站
忿
怒
爭
吵
不
時
分
唸
陌
恨
地
投

。
'
、
‘

醉
泌
宴
樂
以
反
相
泌
的
事
」
心
巾un
-
-

H

A
d「
抗
兒

你
犯
γ

持
麼
不
要
再
也
你
應
為
你
過
去
的
路
斤
，
兩
以

。

，

挺
得
花
赦
你
孩
躲
泣
叩
非
叫
心
切
成
的
明
越
毒
蛇
一
以
你
位

親
泣
)
匕
它
必
會
哎
呀
你
採
惡
的
?
你
如
呵
，
「的
本
能

。

'

時
、
死
人的
的
風
魂
一
切
邪
且
好
像
雙
打
，
的
利
劍
它

的
創

。

，

傷
無
法
咱自
治
怒
斥
與
驕
傲
能
汪
叫
義MU
u
m傲慢
人
的
家

。

'

。

庭
必
成
為
廢
坡
驕
傲
人
的
財
產
也
必
如
此
蕩
過
貧
窮

人
的
祈
禱
從
他
口
中
直
達
上
主
的
耳
衷
上
主
必
迅
速

。

，

為
他
伸
冤
厭
惡
懲
戒
的
正
是
追
隨
罪
人
的
足
跡
做
這



~
上
主
的
叮
是
從
心
裝
飾
兩
他
雄
辯
的
人
遠
近
皆
知
但
明

圳
一
押
的
人
旬
知
道
臼1
]
4

的
地
比
准
則
叫
人
的
錢
M

-

.. 

。

『

注
明
表
白
已
的
一
坊
足
就
羽
堆
站
石
禎
為
自
已
修
菜
場
迋

罪
人
的
來
問
釘
仙
堆
積
的
就
叫
他
們
的
街
可
不
外
是

。

•. 

烈
火
罪
人
的
溢
的
是
肘
石
頭
論
手
的
位
溢
的
的
木
端

划
是
垃
府
的
川
坑
忍
睹
奧
科
到
」

抱
朴
于
的
﹒
川
市
篇
拔
一
五
「
人
欲
地
仙
當
立
三
百
善

欲
天
仙
江
千
三
臼
善
」
迦
5
n
n

以
舉
州
的
效
果
是

「
仁
，
延
品
樂
而
「
安
忍
耐
內
民
主
口
自
恤
相
思
倍
柔
和
簡
制
關

。
。

於
這
樣
的
各
並
沒
街
去
律
禁
止
」
行
進
口
越
多
越
好

四
神
恩
與
一
神
通il

-
-

'

。

教
會
的
神
思
與
道
教
的
神
通
有
相
似
處

谷
的
時
1

間
一
高
「
信
而
受
洗的
必
要
得
放
但
不

倍
的
必
被
判
罪
倍
的
人
必
何
這
些
奇
蹟
拖
拉
他
們
凶

毅

(
耶
穌
)
的
名
驅
逐
這
鬼
識
新
語
言
手
拿
毒
蛇
甚

或
喝
了
甚
麼
致
死
的
毒
物
也
決
不
受
害
娘
手
在
病
人

身
上
吋
使
人
痊
念
」
格
的
也

7
i

叩
識
「
學
州
顯
示

在
每
人
身

上
援
手
4

個
全
是
為
人
的
叫
判
處
這
人
從
學

神
支
去
了
抽
甘
心
已
的
一
岔
五
叩
另
一
人
部
由
同
一
家
神
蒙
受

了
知
識
的
一
一
同
志
何
人
志
向-
m追
悼
內
長
受
了
信
心
劣

何
人
在
同
一
取
州
內
划
設
受

r

治
病
的
計

2
h旬
的
能

行
奇
跡
白
的
μ
M
A先
知
若
有
的
能
辨
別
州
恩
育
的
能

講
各
這
兩
一
昌
(
投
求
學
習
)
有
的
能
解
釋
E
m
-
-
J
n

可
是

這
一
切
那
是
甘
地
唯
一
而
司
同
一
的
m
T神
所
行
的
隘
他
的

。

心
喵
咱
倆
叫
分
配
與
人
」

街
上
述
艸
涅
的
人
並
非
一
定
業
已
操
持
得
放
左

附紹:道歉恩:\!(、與聖經

券
的
人
「
到
那
-
天
何
而
多
人
心
川
找
(
的
穌
)
品

主
hw
-
F
Y
州
抗
們
本
刊
.
h
h
r、的
名

f
A
A削
m
u
J

你
的

名
字
路
過
屯
山
地
品
你
的
名
宇
行
過
抗
多
奇
跡
的
那
時

我
必
要
向
他
們
變
明
品
品
從
決
不
忍
耐
瞞
你
們
你
們
這

些
一
作
起
的
人
雌
間
次
把
」
(
為
7

扭
扭
)

這
教
方
面
目
肚
子
大
半
師
以
盃
人
「
擎
的
手
慄
人

水
不
偏
入
火
不
熱
是
知
之
佑
他
登
假
決
這
也
后
此
」
連

生
「
至
人
滑
行
不
妥
」
逍
遙
遊
以
一
陀
人
「
刊
此之切
」

列
子
黃
帝
為
以
至
人
才
的
控
很
傷
痛
」
為
你

i

溢
血
篇

「
英
文
摯
逗
人
也
入
水
不
痛
入
火
不
烘
」
抱
扎
村
子
對

刷
廠
「
古
之
得
仙
札
此
身
生
羽
也
變
化
飛
比

1
、
人
之

木
更
受
其
彬
有
似
造
之
為
治
協
惜
之
為
缺
非
人
道
也
」

翱
悼
會
而
篇
以
為
可
用
行
氣
法
「
噓
虎
狼
兜
彼
伏
而
抓
得

動
起
爐
蛇
旭
蛇
尬
嗡
而
不
能
去
」
叉
辨
問
精
品
「
少

千
帆
百
鬼
-
K房
宿
地
服
」
以
仙
人
也
可
「
興
廿
五
致
州

移
山
拔
并
」

仙
州
河
拾
遺
以
劉
白
-
T
E
「
能
役
致
風
雨
變
化
?
為
物
」

岡
村
叫
喊
叫
鴿
大
亮
的
牛
死f

他
拍
過
卡
想
辦
法
道
士
即

取
牛
皮
快
綴
之
切
牛
好
昕
木
為
間
以
繩
槃
其
口
臨
之

即
起
吧
健
如
常

叫
蚓
如
此
的
州
，
越
概
念
起
源
品
占
一
部
分
泌
為

原
川
崎
侍
晶
宮
仙
大
洋
洲
的
第
格
比
必

(
吋
詐
。
可3
)
土

人
已
云
布
役
使
風
雨
之
人
追
治
指
樹
也
枯
亦
治
使
病

人
缸
，F
K
A可
口
(
就
圳
滋
之
，
何
叫
什
已

H
M兩
敘
紅
袖
叫
阿
意
味

們
7

白
白
以
釘
帥
以
之
九
未
必
始
的
柄
，
是
正
呵
成
之
九
今

級
出
蚓
也
布
「
稚m叫
道
七
之
格
不
得
人(
1月J
火
法
、
必
不

得
一
伙
仆
仁
川
d
h叫
也
錐
治
病
釘
忽
必
之
州
站
口
川
沁
悴
，
A
V

仇
比
比
使
他
沖
1
次
江
亡
盼
M
W千
叭
知
入
高
從
而
沈
京

航
山
山
叫
別
知
禍
於
木
明
猶
無
益
於
徉
命
也
」

E
A約
之
州

的
心
為
經
從
預
言
使
病
人
疼
，
U
K
啡
蛇
放

8
件
欽
本
的
U
A
道

教
亦
一
-
凸
執
石
鬼
知
備
一
兩
於

L
A的
能
愈
人
的
水
火
抖
抖L
時

蛇
刊
恤
故
不
能
加
虹
口
兩
恥
軾
的
芯
味
州
州
川
阿
艸
凶
心

u
-
K
叩
開
艸
紛

。

的
-
圳
一
過
來
自
得
道

五
宗
教
與
巫
術

追
殺
重
占
k
r

村
山
几
初
一
鈺
術
敘
利
則
叫
拾
行
之
仙
的

詞
譜
「
不
可
占
k
r

不
可
A中
心
川
、
」
巾
時
間
u
d

「
也
不

可
谷
祖
川
人
占k
r

算
U
M行
技
術
或
自
術
或
念
咒
問
鬼
算

命
和
水
間
，
忱
話
凶
為
凡
做
迋
比
二
字
的
人
都HK上
上
昕

憎
惡
的
」
保
祿
稱
某
來
士
，(名
厄
呂
瑪
)為
「
滿
懷
各

種
欺
詐
和
各
叫
他
奸
您
的
人
也
鬼
的
兒
子
一
切
正
義
的

仇
敵
」

(
制
日
8
l
M

)
中
央
H
M

(
六
三
年
九
月

二
十
間
第
九
版
)
有
台
灣
佳
叫
土
地
方
咐
他
民
氏
上
強
取

沛
忍
耐
扭
並
反
才
格
訓
行
叩
門
說「
來
椅
也
只
小
至

3
H
H

大
荒
各
兩
疑
綠
綠
痕
多
要
問
艸
小
冰
川
的
耐
心
不
之
口
從

問
原
因
問
家
世
中
平
已
把
求
艸
名
的
來
K
U瞭
如
指
掌

於
是
做
旬
「
一
岫
吵
一
一
一
口
鬼
語
」
無
不
「
奇
驗
」
求
艸
屆
世

。

仟M
H
h「
字
山
山
紅
困
」
對
其
「
處
方
」
也
就
深
圳
不
疑

於
是
「
吾
灰
」
「
的
丹
」
「
佛
水
」
等
均
成
「
仙
丹

妙
樂
」
淵
明
疋
們
替
一
水
州
各
「
佑
艸
行
叩
門
」
一
次
「
紅

包
」
邵
先
再
一
兀
新
台
幣
以上
仙
叭
對
方
「
叫
以
吋
朽
」

親
花
布
刊
請
必
再上
川
來
則
「
解
迎
」
海
市
閃
閃
閃
手
段
欺

榨
病
家
金
錢
病
家
得
了
m
q巫
們
的
「
仙
付
艸
縫
」
廿
四



然
命
病
街
服
用
布
的
綠
卡
一
母
無
道
口
當
然
也
很
磁
似
一
也
街

口
過
一
日
病
去
轉
見
惡
化
的
病
家
所
受
的
拍
失
何
止

是
企
錢
而
已
對
M
K現
一
位
這
種
危
害
人們
健
泌
的
行
為

政
府
一
傾聽
嚴
厲
予
以
取
締
有
關
方
面
對
於
所
有
寺
廟

似
宜
加
以
普
慌
規
施
其
行
為
在
「
宗
教
」
的
飽
問
以

內
不
使
其
為
主
社
會
才
好
」

占
今
中
外
皆
何
如
此
的
機
行
騙
作
惡
的
人
總之

巫
術
遠
不
如
宗
教
高
化
宗
教
的
時
代
在
也
一
概
術
在
此

巫
占
混
亂
宗
教
訓
賞
這
迷
信
當
如
扶H
凡
拆
字
是
為
及
占

無
疑
山
恨
街
茲
力
主
血
紅
有
不
力
似
一
向
可
-
台
山
共
巫

力
之
反
於
宗
教

(
延
於
出
艸
和
玉
皇

)
但
杯
球
的
吉

間
顯
示
己
似
股
雌
宗
教
他
山
於
偽
然
不
乏
安
門
凶
虎
皮

孩
的
ι
μ山
念
亦
只
間
(
趕
於
一
叫
他
叫
叭
叭
象
似
但
一
沌
的
社
以

決
無
實
際
影
吶
余
幼
時
見
木
星
劉
志
抱
一
笠
臼
公
鑽

到
自
己
的
田
地
問
為
共
亡
父
尋
求
合
適
的
內
斜
地
點

自
公
刻
被
放
後
又
搜
趕
旬
在
首
次
停
臥
或
停
丘之
處
即

適
合
如
江
這
也
是
你
佩
服
巾
的
一
收
術
迷
信

道
教
甘
站
於
道
家
省
略
一
的
大
艸(
苓
上
艸
如
道

神
或
元
始
天
尊

)
但
也
仆
十
已
成
為
他
雌
性的
，
艸
教
f

萃
符
隨
之
一
向ι
投
且
也
凶
侃
紋
絲

此
加
州叫
別
U
到
卷

九
第
五
說
有
部
斗
部
又
名
到
叫
拍
出
乃
「
叫
叫
志

所
修
秘
必
余
級
上
﹒
逗
得
而
本
行
能
飛
能
沈
他
仿
他
擷

位
恆
的
民
人
」
又
說
有
七
千
艸
成
玉
符
「
比
何
向
北
天
晦
隱

諱
或
標
百
一
腳
內
名
論
其
章
千
精
駭
勁
詠
共
月
份
尚
缺
束

。
，
“
-

卅
一形
，
叮叉卷
九
第
九
有
太
上
企
成
札「
或
萊
夫
屁
眼
說

立
以
表
萬
紳
內
名
」
依
然
「
百
科
」
及

「
萬
紳
」
為
神

附紡: i且-教思想、典型經

1→
的
虛
恤
悄
那
麼
符
錄
即
失
根
據
假
設
有
「
萬
艸
」
但
這

「
萬
紳

」
是
否
即
聽
從
作
符
錄
者
的
役
使
也
很
成
問

題
又
問
書
卷
四
十
五
第
五
說
「
凡
H
U符
叩
輛
三
通
三

度
稱
『
合
明
天
帝
日
』
閉
口
闊
氣
H
H
U之
誼
水
惋
中

以

刀
中
左
攪
水
三
市
想
北
斗
七
星
在
永
咒
日
北
斗
七
星

之
將
降
臨
此
水
中
百
繩
之
鬼
迷
去
地
里
如
不
去
者
斬

死
付
西
方
自
盒
子
急
急
如
作
令
」
叩
撕
開
口
川
氣
血

水
惋
中
肘
刀
山
血
水
不
是
巫
術
麼
其
內
巾
女
在
此
與
北

斗
天
惜
之
降

臨
街
例
關
份
為
何
降
臨
水
圳
是帆
教
會

胞
行
「
頭
恨
」

(
ω
R
E
E
S
Z
)也
肘
沁
的
神
水
等
物

但
此
與
軍
法
坦
然
不
比
目
的
什
即
必
為
「

B
f字
」
是
耶

穌

(
天
主

)
相
間e
M
制
定
的
標
氾
州
州
以
得
到
天
k

的
山

佑
及
自
怒
而
也
只
限
必
七
件

(
哪
一
干
事)閃
閃
早
〕UM向
自

古
以
來
從
未
改
變
而
巫
占
符
咒
等
別
太
給
亂
道
此
軾
的

至
上
州
花
未
認
定
系
I
M符
咒
昕
以
來
I
仆
符
咒
m
r
f
u

治
大

半
是
制
制
人
一
半
幻
怨
出
來
的
川
在
劃
刮
起
始
的
似
已
如

此
封
面
一
叫
出
仿
制
止
「
州
之
哭
叫

(
也
叫

)
在

蜀
學
逅
的
的
山
中
也
作
道
尺
以
志
一
口
悅
從
交
通
嵩
山
山

瓦
什1
米
必
恍
恍
米
以
」
則
則
必
張
角
太
平
道
「
削
持

九
的
杖
何
川
符
航
教
的
人
叩
叩
峭
的
心
泓
因
以
村
水
飲
之
」
。

六
地
獄
記
述

侃
道
比
內h
H
「
4月
泉
」
之
品
(
左
m
M
e兀年
從
小
間
子

問
啥
好
訓)。
叫
叫
立
圳
市
「
常
懼
顛
一
肌
抱
罪
鼓
梳
〕
仙
似

乎
不
是
正
式
的
地
獄
只
可
說
是
地
下
的
冥
界
赴
黃
泉

黃
城
者
不
分
善
人
感
人
在
哲
約
中
有
六
十
多
次
提
及

冥
界
去
其
界
者
也
不
分
善
人
惡
人

(
叫
9
u

制
3
u

u
n
)
路
約
的
較
後
記
載
漸
將
一
具
叫
什
視
為
汗
怖
之
處

'
‘
s

。
，
》

》
t
'
，

(
則
阿
拉
口l
m

)
在
新
約
中
必
人
們
受
刺
處
稱
為
地

獄
(
制
n
M
)
，
地獄
是
是
峭
的
(
職
8
u
n
H
)，

是

永
久
的

(
昀
詰
4
)，

有
不
滅
之
火
(
蚓3
凹
)。

!
l
l

』

1
4

.

。
t
'
，
‘
《
'
，
、
、
、
、
'
、
、
、
‘

道
教
叫
到
趴
臥
地
獄
概
念
頗
為
貧
乏
位
辭
的
魂
知

e鬥

幽
都
為
其
界
其
中
有
「
土
伯
」
山
地
施
刑
叫
樹
似
乎
受

。
:
1
3

巴
'
，
t
f

‘
、
、
'
、
‘
〈

「
陶
郁

」
傳
品
澎
州
法
琳
辨
正
論
卷
二
m悄
地
以
為
自

。
↓

|

、

|
。

l

夜
范
成
大
吳
她
錄
以
其
以
為

那
你
在
內
川
過
教
材
地

l
l
t
l』
t
'

。

狀
亦
頗
受
佛
教
叫
梧
州

州
立
返
校
滔
天
他
叫
什
造
化
紹
九
叫
地
叫M
H
m羽
λ

「
道
主
口
比H
W肉
曲
白
天
「
凡
布
九
州
皆
以
小
海
改
之
卜
侃
道

心
地
對
川
大
心
的
成
今
激
化
之
處
名
口
亦

M
W小
州
州
中
的
九
州

。

，

法
彼
大
洲
品
也
是
小
九
州
之
人
眼
明
川
的
少G
R
U

掃
得
午

4

太
多
入
九
心
地
以
縱
橫
敏
十
此
地
共
中
只
，
只

准
是
路
人
或
徉
鋼
絲
U

必
悠
揚
憶
之
此
“
火
燒
之
成

鐵
火
刺
乏
必
錶
鎚
鎚
之
成
火
杖
向
之
心
M
解
其
形
懸

共
圳
M
U
h州
叫
你
沙
封
「
圳
叭
叭
叫
來
，
做
大
州
結
攸
叫
他
叫
非
你
的

或
為
一
劫
一
一
劫
三
劫
叫
劫
，
1

，
中
，
仆
幼
是
幼
有
大
叫
坑

方
叫
a
l
m
估
，
叫
H

跟
人
作
役
叫
作
他
一
下

γ
'
吧
泣
坑
川
「

漏
名
的
一
仙
父
μ判
大
γ心
力
門
i

叭
叫
n
b
派
人
叫
他
的h

年
以
天
衣
一
佛
山
領
日
起
大
石
冰
心
的
旭

h
d烈
的
一
幼
爾
時
界
人

哭
叮叮
仙M
a川
圳
泊
日
芥
子
h
t小
品
坑
叫
作U
M
川
叫
作
f
h
r指
叫
起

石
堅
勁
天
衣
經
砂
r
H年
一
叫
柳
州
時
消
益
吋
做
夜
間
之

怒
而
告

日
如
是
之
劫
其
數
二
十
未
名
半
小
劫
也
算
人

間
之
拭
目
心一
反
咽
死
而
復
生
將
知
入
是
科
罪
無
彼
此
期

方
恨
先
h

均
不
孝
慈
逆
為
峨
設
主
持
耐
務經
這
每
人
之
，
給



-
責
人
之
均
姦
巧
盜
取
不
奉
神
道
教
會
是
報
者
也
」

。
。

-

山
之
民
間
，
何
「
慈
恩
玉
鹿
」
一
忍
論
是
玉
皇
著
成
的

團

此
3

以
地
鐵
玉
主
持
十
地
獄
第
一
般
秦
廣
王
保
護
生

前
善
行
者
按
金
橋
向
西
天
行
第
二
殿
楚
江
王
司
刮
舌

地
獄
以
刑
害
人
唆
人
與
爭
訟
者
又
名
剪
刀
地
獄
以
刑

唆
人
之
妾
嫁
他
人
者
集
司
吊
錢
樹
地
獄
以
刑
離
間
兄

弟
骨
肉
使
父
子
兄
弟
不
和
者
第
三
馴
服
宋
帝
王
司
殼
鏡

台
地
獄
使
犯
人
照
鏡
知
善
惡
叉
司
落
蒸
地
獄
以
刑
長

舌
婦
人
R
A陷
害
人
者
第
四
版
五
官
王
主
銷
往
地
獄
以

刑
放
火
殺
人
者
文
司
組
山
地
獄
以
刑
欺
神
及
投
當
一
口
禽

獸
器
黛
司
寒
冰
地
獄
以
刑
殺
夫
唆
人
姦
通
階

U
H胎
動
賭

博
不
善
妥
父
母
者
第
五
版
倒
羅
王
司
油
鼎
地
獄
以
刑

欺
進
口
拯
告
拐
帶
盜
人
掠
奪
者
第
六
殿
下
城
王
司
牛
坑

地
獄
以
刑
傷
人
及
反
口
禽
獸
命
者
叉
司
石
陸
地
獄
以
刑

絞
死
陸
紋
小
兒
老
袋
司
眷
臼
地
獄
以
刑
五
穀
粗
末
以

及
金
時

-
r
p口
不
一
半
有
第
七
股
泰
山
王
司
法
郎
他
地
獄
以

刑
污
辱
仕
神
不
孝
男
姑
質
人
之
玄
子
為
娟
借
口
待
繼
子

以
改
偏
偏
什
且
不
正
岳
父
赴
任
紀
城
地
獄
以
刑
叫
做
死
自

殺
符
兼

-
4叫
擺
地
獄
以
刑
發
怖
封
死
必
不
敬
之
人
第
八

股
市
，
等
主
斗
火
山
地
獄
以
刑
僧
侶
道
士
飲
禍
首
及
這

公
家
叫
物
荷
又
司
裕
的
地
以
以
刑
悄
進
經
咒
谷
收
禽

獸
肉
食
者
第
九
般
都
市
王
司
刀
錯
地
獄
以
刑
誘
叫
他

人
之
手
弟
的
玄
反
斗
反
衡
木
公
平
吝
惜
恥
卡
暇
時
輪
上

司
人
轉
生
之
爭
著
行
多
者
可
轉
生
西
方
淨
土
又
布
一

站
以
顏
淵
放
，
卜
商
為
地
獄
的
修
文
寬

(
統
地
片
附
嚴

台
灣
風
俗
站
台
北
市
大
正
十
三
年
再
版
，
此
一。
二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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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O

二
二
)
，F
城

，1

也
作
變
成
一
土
造
江
玉
也
作
初

江
王
五
官
也
的
仆
仆
肌
缸
，

均
山
玉
郎
赴
東
以
帝
刊
口

十
殿
王
品
明
警
報
惡
報
以
及
當
得
流
放
之
理
由

地
藏
王
贊
成
他
們
的
意
見
遂
淤
八
月
初
三
一
伯
領
卡
玉

見
玉
皇
為
報
告
一
切
決
定
玉
皇
稱
贊
他
們
定
斷
的
對

並
批
准
克
怨
悔
改
諧
的
決
定
台
悔
改
何
再
釘
幸
福
的

轉
生
玉
向
世
紀
報
來
之
事
J
心
肌
以
卜
A
m
H但
也
將
昕
品
之

U滸

傳
告
城
隍
土
地
一
艸
門
耐
性
神
執
行
勿
品

道
教
受
佛
教
影
響
才
訂
的
地
以
如
此
刊
(
總
的
描

寫
道
教
以
總
字
地
叫
做
者
為
玉
皇
教
份
以
總
章
陰
間
各

i

、
p
i
i

為
天
主
(
一
冰
山
8

約
必
6

級
的

H
)

七

樂
園
與
仙
績

也
約
阮
品
人
類
將
來
的
兩
發
往
心
化
的
伊
甸
樂
惱

川
述
(
依
刊
6
u

到
3

削
弱
自
)
從
繭
地
吋
以
矢

志
(
依
的
口
l

自
)
勝
利
益
婪
吃
天
主
樂
鬧
中
化
命

樹
的
來
賀
(
默
2
7
)
默
一
不
錄
第
二
卡
二
位
川
心
水

久
的
耐
樂
說
「
天
使
仆
人
指
示
鈴
我
一
條
件
K
A叩
之
水
的

河
流
光
亮
有
如
水
日
剛
從
天
主
和
羔
羊
的
寶
山
m
那
痕
，
謝

出
流
在
城
的
街
道
中
央
的
河
兩
岸
有
生
命
樹
一
年
結

十
二
次
呆
子
每
月
結
束
一
次
山
間
的
葉
子
可
以
治
好
起

氏
三
W
A
M心
不
再
存
在
f

一
大
主
和P
A
r
r的質
陸
必
在

其
中
他
的
次
僕
妥
欽
崇
他
嘴
望
他
的
容
說
他
們
紙
上

常
情
后
他
的
名
字
也
不
再
為
然
做

f

他
們
不
荒
要
燈

光
也
不
需
要
日
光
閃
為
上
主
天
主
要
光
照
他
們
他
們

必
要
為
王
至
於
無
閻
明
之
世
」

道
教
也
卜
何
相
似
姆
拉
山
海
然
(
呵
，
何
追
求
立
咪
)

兩
次
三
州
注
混
為
樂
坑
料
科
「
K
H水
焉
其
狀
如

圳來
黃
花

亦
比
其
味
如
李
而
無
恥
名
日
川
掙
扎
可
以
叫

μ
札
食
之
使

人
不
溺
有
門
←
焉
名
日
宣
草
其
伏
如
英
美
味
如
蔥
食
之

已
勞
」
又
以
江
山
間
山
布
河
水
亦
水
洋
水
扎
扎
黑
水
四
水

流
與
伊
甸
頗
似
海
內
的
經
以
崑
H
m有
「
珠
樹
文
玉
樹

仟
琪
樹
木
一
忱
樹
」
有
長
生
之
樹
川
同
絡
刊
λ以
崑
倫
之
上

「
有
龍
泉
華
池
」
以
崑
崙
為
「
帝
之
下
都
」
只
有
「
仁

學
」
之
人
才
可
享
此
福
成

抱
扑
f
J
他
慈
將
亦
以
叫
此
消
樂
川
剛
「
釘
玲

一

午
，
川
叫
沙

L
U
U
K

肢
奸
抖
瑰
之
川
間7
1
4
r
玉
瓜
r

桃
其
實
形
如
世
間
挑

李
似
的
光
明
制
做
而
堅
冠
以
干
井
水
洗
之
便
軟
而
可

食
每
風
拉
川
崎
l
l之
樹
枝
條
H
化
菜
刀
桐
柏
擊
自
成
瓦
且
目

消
M
n動
心
」
X
所
有
「
五
河
恃
出
山
隅
弱
水
邊
之
伸
向

巴

4
3丹
從
此
不
過
吟
仙
人
乃
得
仙
也
之
共
上
艸
烏
神
約

州
州
凡
的1鵬
欣
賞
士
口
光
之
前
皆
能
人
是m
而
不
死
真
濟
濟

快
仙
山
們
也
」
但
以
「
不
徽
老
行
竹
使
符
充
右
德
拉
不

得
人
也
」

幅
地
之
樂
最
重
要
若
是
享
卅
咕
咕L
命
崑
備
有
不
死

之
倒
釘
仆
仁
命
之
果
有
四
川
流
與
伊
甸
關
門
向
(
五
河
之

說
較
後
)
崑
崙
為
帝
之
下
都
天
主
在
樂
國
內

此
外
一
肚
子
天
地
衛
說
「
于
政
厭
快
去
而
上
權
乘

彼
，H
玄
竹
下
必
帝
鄉
」
道
家
釘
帝
鄉
道
教
有
玉
京
有上

街
向
R
I太
清
宮
等
皆
在
天
上

A「
只
再
將
唐
朝
仙
境
介

紹
一
下太

宇
間
凶J
心
卷
二
十
五
採
藥
民
條
「
唐
高
宗
頸
腹

中
有
別
叫
州
市
城
民
不
得
姓
名
常
探
藥
於
把
門
城
山
F

過



一
大
的
打
發
射
之
內
教
丈
其
恨
斬
犬
的
贊
比
人
間
勵
之
一
小

已
漸
叫
卅
五
六
丈
而
地
陷
不
止
至
十
丈
餘
此
人
墮
中
無

由
而
出
呵
呵
穴
口
大
如
星
焉
分
必
死
矣
忽
旁
見
一
穴

M
M入
的
大
輛
輛
甸
甸
呵
數
十
步
前
視
如
宵
明
狀
尋
之

而
行
一
望
生
川
此
{
八
漸
高
絞
穴
行
可
一
旦
許
乃
出
一
洞

口
拘
上
街
水
滴
教
L
l
步
山
坪
上
見
有
數
十
人
家
村
洛
桑

情
花
物
n
f木
如
二
三
月
中
有
人
男
女
衣
服
不
以
令
人

除
夫
釣
還
往
往
個
過
一
人
輯
用
問
得
來
之
自
遂
告
所
以

乃
將
小
印
刷
子
技
之
民
告
之
日
不
食
已
經
三H
矣
遂
食

以
胡
麻
飯
梢
子
湯
諸
法
止
可
數
日
此
民
覺
身
漸
經
問

其
主
人
化
是
何
昕
黛
求
還
罰
之
路
其
人
相
與
笑
日
汝

世
人
不
知
此
仙
境
汝
得
至
此
當
是
合
布
仙
分
可
且
留

此
苔
當
圳
汝
竭
玉
皇
又
其
中
相
呼
云
明
日
上
己
也
可

往
m
m咱
們
遂
將
此
人
往
其
民
或
乘
宰
口
氣
或
叫
馬
龍
做
此
人

亦
在
主
中
徒
步
領
央
至
一
城
皆
金
玉
鈣
的
其
中
宮
關

皆
是
，
全
贊
諸
人
皆
以
次
入
弱
獨
留
此
人
央
直
門
外
門

側
有
一
大
牛
赤
色
形
狀
甚
臭
閉
目
吐
誕
排
主
人
令
此

良
種
拜
其
牛
求
乞
仙
道
如
牛
吐
貨
物
即
使
吞
之
比
民

如
-
-
z
n
拜
泛
少
頃
此
牛
吐
一
赤
珠
大
檢
僅
寸
民
方
欲
捧

悽
忽
有
一
赤
衣
童
子
拾
之
而
去
民
再
求
得
市
珠
又
為

R
門
去
童
子
所
取
又
有
黃
者
白
者
皆
有
t
m子
弩
之
民
遂

急
以
手
棒
牛
口
須
哭
得
黑
社
時
遂
自
吞
之
間
和
衣
車
子
至

無
研
日
凡
而
空
去
主
人
遂
引
馮
玉
皇
工
古
巴
屁
股
如
王
各

-
之
像
侍
者
七
人
冠
劍
列
左
右
玉
女
數
百
侍
街
股
庭
奇

叫
一異
花
仇
敵
特
長
百
非
世
所
札
玉
皇
遂
成
民
兵
以
自
此

而
民

r
h以
廠
先
治
玉
女
玉
皇
曰
川
筒說
悅
比
侍
街
之
美
乎
民
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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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
，
圳
特L
h
u
g門
口
攸
似
吼
叫
心
妙
道
e
H
L何
此
等
怕
被
修
行

末
到
川
頒
布
功
用
不
吋
經
致
敕
友
和
以
玉
盤
盛
仙
呆
一
本

民
臼
恣
汝
以
手
拱
之
枷
得
之
獄
也
其
來
給
亦
絕
大
如

學
狀
拉
山
之
林
山m
r間
必
香
無
比
自
手
拱
之
加
得
之
敏

郎
侍
玄
之
故
也
A
M
皮
益
拱
可
得
十
餘
遂
以
手
伸
伸
之
哈

得
三
故
而
已
玉
2

日
比
心
以
分
也
初
至
木
有
位
次
且
領

前
主
人
領
往
彼
府
也
赦
令
三
女
充
侍
別
給
一
尿
惜
之
令

泊
道
侶
持
以
修
行
此
人
遂
蚓
至
前
處
ι
的
道
流
博
U
M真

的
內
城
榮
闊
氣
洗
株
圳
股
念
而
三
侍
女
亦
授
以
道
術
後
敏

朝
為
每
見
玉
皂
、
必
迦
共
至
芯
其
地
K
H
+
木
常
如
三
月
中

無
榮
泓
寒
只
之
特
色
皮
州
州
人
間
可
一
城
拉
V
d鼠
，
叫
調
仙
道

已
成
忽
中
校
而
咐
嘴
兒
右
間
臼
吾

A
1掰
一
得
道
本
偶
來
此

耳
來
時
妻
產
一
女
總
經
數
日
家
食
不
知
彼
如
何
回
心
往

一
省
之
玉
女
日
君
離
阱
已
久
妻
子
已
門
口
山
往
豈
可
復
尋

益
為
陸
念
未
結
至
此
品
想
民

H
A
1可
一
此
次
支
亦
骨
間

無
志
要
明
其
事
耳
玉
，
灰
遂
以
告
諸
都
必
何
共
蹉
闖
世
之

復
自
玉
皇
玉
皇
命
造
歸
范
仙
等
於
水
上
作
歌
樂
飲
儂

以
送
之
共
三
玉
立
父
與
之
圳
各
造
以
前
合
一
鎚
曰
恐

奄
人
世
飾
求
你
得
以
此
為
自
何
峙
中
仲M
H
D
h至
攸
俏
的
照

所
見
恩
師
吾
有
藥
在
金
鎚
中
取
而
客
之
可
以
歸
矣
小

女
謂
日
恐
若
為
關
閉
人
身
心
俊
不
役
打
仙
，
舍
中
街
欒
恐
有
固

耳
否
知
E

曲
家
已
無
處
尋
唯
舍
來
一
給
總
石
俯
在
五
口
已

將
榮
民
石
F

如
金
中
無
但
取
比
般
可
矣
一
玄
之
見
一
章

為
帥
的
天
際
飛
過
眾
謂
民
日
汝
見
此
否
似
從
之
而
去
采

棒
民
舉
之
民
亦
脫
身
而

上
使
至
帥
的
茲
的
亦
不
相
耐
用
擾

與
拍
照
空
罔
顧
猶
見
印
上
人
間
伸
手
相
送
可
百
來
人
乃
至

一
城
中
人
物
甚
決
問
某
地
乃
制
制
縣
也
去
則
已
村
開
迷

失
遂
位
共
金
為
食
糧
經
或
巧
至
蜀
時
關
元
卜
水
牛
問
其

-
反
抗
叫
人
知
者
卜
何
一
人
年
九
十
餘
云
五
口
祖
父
往
年
凶
挨

“
樂
不
知
所
之
“
中
J
A可
九
卡
年
矣
乃
民
之
孫
也
相
比
什
而
泣

4
J
A
M叔
父
皆
己
亡
矣
峙
昕
生
玄
迪
人
身
死
共
孫
己
年

五
十
餘
矣
相
尋
故
出
皆
為
瓦
禪
師
荒
綠
唯
故
棋
尚
在
民

乃
攻
金
求
榮
將
吞
之
忽
夫
藥
所
在
遂
舉
石
得
一
王
〈
口

有
合
丹
在
焉
郎
吞
之
而
心
中
明
f

划
志
去
路
此
民
雖

仙
叫
得
道
而
不
叫
人
都
不
能
誰
問
其
事
時
間
批
大
師
在

蜀
見
民
說
其
去
處
乃
云
是
第
五
桐
質
仙
九
室
之
大
玉

皇
即
天
皇
也
大
牛
乃
臥
龍
斯
吐
珠
赤
各
吞
之

A
d與
天

地
齊
市
者
五
結
成
黃
各
三
市
內
歲
白
者
一
萬
鐵
黑
者
五

千
歲
耳
玉
皇
前
立
七
人
北
斗
七
星
也
民
得
樂
眼
部
入

山
不
知
所
之
蓋
去
歸
洞
天
矣
」
(
出
原
仙
記
)
道
教
人

奔
水
仙
燒
但
又
釘
依
戀
鄉
土
之
心
可
注
意
省
教
會
以

面
的
進
入
繭
境
帥
不
婚
嫁
亦
不
話
兒
玄
抱
悅
之
卓
(
瑪

拉
抽
)八

結
論

教
會
的
心
的
仰
始
終
被
放
新
俏
約H
U
W仙
一
圳
一
心

道
家
道
教
的
道
州
也
為
一
神
教
並
且
努
力
以
形
上
概

念
懷
想
道
艸
是
力
可
貴
處
雖
然
其
中
含
有
艸
斗
的
和
泛

艸
成
分
道
教
由
一
神
演
為
中
夕
神
又
由
一
線
演
為
多
魂

在
敘
曾
看
來
泛
艸
中
中，艸
與
多
魂
為
樹
倒
之
品
病
全
於

巫
占
符
咒
悉
皆
道
教
人
士
之
幻
想
當
與
艸
無
何
關
係

故
已
在
宗
教
範
圖
以
外
文
化
人
類
學
者
有
一
爭
辯
的

問
題
有
以
巫
術
興
起
峙
代
在
先
者
有
以

宗
教
峙
代
在



于
先
者
對
於
-
耐
多
一
棘
的
興
起
時
代
也
有
先
後
的
爭
論

峙
-
A
A
「
觀
蚓
蚓
悄
趴
划
一
一
腳
在
多
的
之
丸
宗
教
夜
夜
術
之

.

.
先
並
且
一
魂
在
多-
A呵
之
先
教
會
的
一
神
教
和
一
魂
論

始
終
未
變
即
使
由
教
會
分
出
的
派
別
也
未
改
變
此
種

信
仰
可
他
意
者
道
家
創
造
傳
誨
，
有
提
創
何
紀
相
問
者

兩
教
的
誠
律
幾
乎
相

M
功
德
與
生
命
意
述
評
惡

與
死
亡
意
述
兩
教
無
異
耶
穌
說
「
我
是
生
命
」
(
完
扎

但
)
這
是
指
靈
魂
生
命
道
教
的
長
生
仙
人
充
其
根
源

也
只
根
燄
精
神
(
軍
瑰
)
晶
晶
(
村
而
未
崑
崙
文
化

與
不
死
觀
A
E
口
北
市
華
明
書
屆
賽
箱
五
八
0
)
沒
有

肉
身
不
死
的
關
於
地
獄
道
教
觀
念
貧
窮
多
受
佛
教
影

響
為
當
省
第
蝠
本
文
未
改
道
教
也
受
綸
迴
泣
涅
槃
的

影
響
甜
甜
廠
與
儒
佛
混
亂
三
教
合
一
是
劃
制
的
希
望

道
教
始
終
未
肯
放
棄
儒
家
的
天
帝
顧
名
思
義
道
敢
當

然
注
重
「
道
」
的
意
思
道
圳
的
內
涵
頗
有
高
尚
意
味

雄
然
有
泛
神
成
分
(
見
紅
而
永
著
中
劉
古
U
1
.
宗
教
系

統
以
及
易
經
原
義
的
發
明
兩
書
台
北
市
華
明
古
局
)

一A
I
H
K
兩
教
的
腳
恩
神
通
以
及
樂
闊
仙
純
的
傳
統
描
述

彼
此
很
相
似
也
充
瀚
趣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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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F

〉
法

解
說
「
順
聽
」
暗
指
棘

的
意
旨
因
此
罔
教
徒

稱
為
富

S
E
E
-
Z
E

口
2

師
「
順
游
者
」
)
防
教
超

源
於
耶
穌
誕
生
後
」
七
世
紀
期
聞
所
以
就
反
史
立
場

來
說
它
與
我
們
的
聖
經
沒
有
任
何
直
接
的
關
儕
但
是

由
決
問
敏
在
中
闋
的
位
央
文
化
和
社
會
上
具
釘
相
當

大
的
地
位
(
在
中
悶
悶
教
徒
民
敏
約
有
二
千
餘
萬
)

特
別
由
於
、
一
匕
與
猶
太
教
基
督
教
以
及
天
主
教
都
燄
受

了
做
一
神
論
且
把
但
唯
-
肺
的
管
不
(
因
為
共
體
來

說
回
教
不
但
♂
識
而
且
引
用
我
們
的
會
版
)
昕
以
政

們
認
為
在
本
辭
典
內
寫
下
-
篇
客
述
回
教
的
文
字
也

是
適
宜
的然

而
在
或
們
入
題
以
前
我
們
不
他
不
說
明
兩
件

事
一
直
到
十
二
世
紀
|
|
也
可
以
說
直
到
十
七
世
紀

琇
鍊
季
(
玄R
E
2

』
)
出
版r
他
著
明
的
古
蘭
經
拉
T

譯
本
為
止
|
|
茲
督
徒
對
回
敬
的
必
議
質
在
不
能
算

是
徹
匠
的
反
之
他
們
對
它
懷
有
不
少
成
見
和
總
鬥
精

神
二
在
本
文
巾
裁
們
不
但
以
學
術
方
法
研
究
和
介
紹

同
敬
而
且
更
以
基
督
的
博
泛
精
神
去
前
的
討
和f
解
因

為
這
是
梵
蒂
岡
第
二
屆
大
公
會
議
要
我
們
走
的
路
線

的
確
大
公
會
議
在
「
教
會
對
非
基
督
信
P
的
宗
教
」

的
心
目
一
函
中
除
了
特
別
提
山
佛
教
和
猶
太
教
外
付
個
教

有
下
列
的
這
一
口
「
天
主
教
也
樣
尊
墓
間
教
徒
值
為
他

們
崇
拜
唯
一
的
生
活
的
刊
銜
的
大
慈
大
悲
租
金
能
的

肇
造
天
地
而
會
向
世
人
發
言
的
造
物
主
宰
他
們
努
力

全
心
服
從
他
的
改
命
(
連
隱
密
的
成
命
也
在
內
)
正

如
他
們
衷
心
推
出
一
昂
的
亞
巴
您
服
從
了
天
主
的
學
意
一

肌
恥
他
們
叫
蚣
，
小
承
諾
耶
穌
為
其
天

L
但
如
尊
重
他
眉
目
J

大
先
知
他
們
亦
扎
戶
以
耶
穌
之
U
o
m
u以
蚓
刺
叫
個
並
往
往

呼
求
她
的
r

化
此
外
他
們
也
蚓
待
審
判
之
日
深
信
天

主
將
對
一
切
復
活
的
人
予
以
賞
罰
因
此
他
們
極
重
靚

道
心
俠
小L
f帆
，
校
以
吭
佮
施
捨
艾
知
戒
恭
敬
天
主

...•.. 

」

(
到
叫
第3
部
)
仆
仆
扎
，
也
做
別
淵
|
l
天
主
教
第

a

位
向
叫
阿
白
日
-
t
m
恥
穌
的
福
音
的
大
學
人
|
|
早
就

品
，J
W

教
行
土
所
冷
的
徊
，
會
真
理
他
們
與
異
教
人
所

，
竹
的
拉
宮
t
A
E一切
的

.

切
都
蝸
於
吾
主
耶
穌
基
督
做

“
紅
如
此
找
們
最
不
訪
懷
著
做
慕
之
情
去
研
究
非
基
督

心
仰
的
宗
教
和
抗
們
鼓
H
K懷
若
語
種
心
情
去
研
究
和

間
點
六
品
結
文
令
人
的
內
﹒
浴
h
w
F

(
一
)
科
平
身
德
d

傳

(
二
)
古
闖
將

(
一
二
)
間
教
的U
M仇

(
四
)
回
教
的
主
要
教
義

(
五
)
間
教
的
教
規

(
J川
)
罔
敬
在
中
國

(
一
)
穆

罕
默
德
小
傳

這
j

傳
只
將
穆
民
生
巫
的
主
要
史
實
介
紹
出
來

好
幫
助
，
改
U
H
R於
f

解
他
所
宣
傳
的
穿
教
小
傳
後
附

有
他
的
作
表
使
讀
者
易
於
明
白
古
蘭
經
所
記
殺
的
事

發
生
於
何
時
何
地
我
們
的
目
的
並
不
是
推
崇
這
宗
教

和
它
所
崇
章
的
經
常
心
而
是
以
劃
側
的
光
芒
去
光
照
古

恥
刮
著
看
在
退
給
咱
們
此
什
麼
與
斟
喇
叭
相
符
什
麼
與
聖

經
相
在
以
辨
皂
白



關
恥
恥
的
侈
氏
的
縣
山
且
可
靠
的
來
源
打
二
的
婪
的
起

古
岫
闖
紅
其
次
則
是
占
代的
例
刺
伯
史
家
如
依
求
依
一
叮

克

(
H
Z
F
E
A
卒
於
公
元
七
九
川
七
年
即
向
以
一
五

九
年
該
「
岡
經
」
H

罔
教
年
以
原
稱

「
雪
還
年
經
」

外
交
的
此
為

〉
-
E﹒
H

〉
D
D
E

目
。
法E
後
詳

)
，
相
培

巴
勒
會(
吋
谷"
2

卒
於
公
元
九
二
三
年
即
阿
以
三
一
一

年
)
前
者
的
作
品
業
已
失
傳
仙
主
要
的
材
料
川
保
存

在
依
木
希
散
(
H
Z
E
E
口
)
的只
作
中
後

u
n
則
有
反

百
一
木
在
這
兩
位
史
家
之
中
尚
有
另
一
位
作
家
他
的

作
品
也
改
及
穆
氏
的
一
百行
那
就
是
阿
耳
瓦
必
狄

(
E

Jξ
品
恤
金
)
卒
於
公
元
八
二
二
年
即
間
H
m二
。
七
年

)

位
得
注
志
的
拉
三
位
都
是
坦
改
可
靠
的
史
家
且
他
們

的
H
R作
彼
此
推
沒
有
相
屬
的
關
係

依
照
上
述
史
家
供
給
的
資
料
穆
罕
默
德

(
宮
中

Z
B
B

旦

成
吉
己
S
B
H
U

且

成
豈
止

g
B
Z
)
於
公
元

咒
七
0
年
(
現
代
的
竿
各
有
認
為
是
五
八0
年
)
生
於

阿
利
們
半
島
西
部

的
麥
加
城
(
去
自
2

)
且
屬
於
該

絨
的
谷
勒
依
市
貴
族

(
只
E
g
y
)父
親
阿
布
得
阿
拉

(
〉E

hr
-
-各
)
於
穆
氏
誕
生
前
已
逝
世
母
親
阿
米

納
(
〉3
5
"
)則
必
於
穆
氏
六
歲
時
父
母
死
俊
先
自
祖

父
後
自
殺
父
阿
步
塔
里
布

(
〉σ
=
A
d且
正
)月
H
M
b教
養

穆
氏
的
立
任
二
十
五
歲
時
(公
元
五
九
五
年
)穆
氏
與

四
十
歲
的
牛
狄
泉

(
只E
主
必
)結
婚
她
是
一
位
有
才

一
德
的
白
白
寡
婦
由
她
生
下
了

三
個
女
兒
其
中
版
史
上

倆
一
聞
名
的
是
喇
喇
蚓(
2
c
g
y
F
說
酬
氏
由
她
越
生

戶
，J

兩
捌
兒
子
但
無
法
證
明
可
是
布
」
甜
甜
甜
可
斷
言
即

附衛 : 罔教與聖經

是
卡
氏
在
世
時
穆
氏
從
未
移
怕
別
憋
足
見
他
們
的
婚

姻
是
怕
門
口
自
美
淪
幸
福
以
致
穆
氏的最
後
妻
子
阿
依
霞

(
〉E
E

Y
)說
我
不
怕
生
活

的
情
敵
我
怕
的
還
是
已
故

的
水
狄
也
穆
氏
於
六
三
二
年
六
月
八
日
死
於
阿
依
臣

懷
中

穆
氏
的
宗
教
活
動

可
分
為
兩
個
階
段

第
一
個
階
段
可
說
是
孕
育
時
期

(
公
元
六
一
o

i

六
二
二
)
當
時
他
住
在
麥
加
城
一
方
面
因
目
睹
當

時
阿
利
伯
人
宗
教
生
活

的
低
落
無
知
和
當
時
多
神
教

的
叫
做
種
迷
信
而
深
感
不
滿
另
一

方
面
.
也
受
到
他
昕
燄

燭
的
猶
太
人
聶
斯
託
利
異
端
派

(
Z
S
S
立
自
己
的
基

督
徒
尤
其
是
哈
尼
弗

(
Z
m
E『
)宗
教
速
州
的

H
M響
而

開
始
日
夜
沉
思
默
禱
技
「
哈
尼
弗
」
是
歸
依
延
督
的

猶
太
人

(
7
e
s
'
F
Z
H
E
D
M
)
的

一
派
盛
行
股
阿

刺
伯
南
部
他
們
認
為
自
己
擁
有
的
就
是
亞
巴
郎
的
純

正
信
仰
因
此
他
們
極
力
攻
擊
多
神
敬
的
謬
聽
他
們

的

熱
誠
深
深
影
響
了
穆
氏

的
宗
教
思
想
尤
其
是
一
神
教

的
問
題
字
質

上
占
蘭
經
會
十
多
次
提
及
他
們
這
可
見

穆
氏
的
他
們
的
故
哀
多
腔
深
厚
在
他
們

的
澎
響
下
他

的
宗
教
生
沾
趕
了
變
化
約
炭
公
一
兀
六
-
0
年
他
m
M退

在
希
的
問(
旦
旦
)
山
稍
不
斷
沉
思
祈
峙
結
叭
他
走
釗

了
宗
教
生
的
的
轉
換
結
他
叫
覺

受
女
悅
于

(
E
ZV
H

丘
+
H
E
HH
H
Y
O
。
旦
)
的
俗
話
應
消
滅
多
州
教
室
諧

和
衛
護
了

腳
教
技
依
本
希
傲

的
記
述
加
俾
列
天
使

(
叉
譯
作
哲
布
來
次
來

即
加
俾
州
州
爾C
§
5
{

)顯
現

給
穆
氏
叫
叫
他
一
論
讀
古
蘭
經M
W章
悶
頭
六
筒
好
像
要
委

任
他
作
安
拉
乎
的
先
知

(
代
言
人

)
這
一
段
經
文
是

該
主
中
最
古
或
至
少
很
古

的

一
段
且
含
有
罔
澈
的
真

諦
這
裘
不
妨
記
錄
下
來
「
爾
其
奉
爾
養
主

之
名
誦
讀

之
彼
其
創
造
焉
彼
造
人
自
凝
血
爾
共
誦
讀
之
一
兩
至
貫

之
養
主
是
教
以
筆
者
彼
教
人
以
其
所
未
知
者
確
然
人

當
口
比
己
富
有
時
定
必
為
必
歸
同
必
歸
於
爾
之
養
主
﹒
.. 

.. 

」
蒙
受
f

女
經
乎
的
指
示
後
穆
氏
便
在
麥
加
城
關

始
他
昕
受
的
使
命
宣
講
一
訓
教
攻
擊
多
訓
教
他

的
宣

講
特
別
注
念
下
列
四
點
天
主
是
造
成
天
地
的
唯
一
全

能
者
來
世
，
利
審
判
與
茲
別
天
它
與
代
獄
(
地
獄
)
飯

菜
偶
像
在
麥
加
減
穆
氏
除

f

宣
講
外
也
招
收
門
徒
由

於
他
這
種
宗
教
活
動
孩
城
的
同
胞
趕
來
攻
擊
他
因
此

公
元
六
一
五
年
他
h
引
發
一
部
份
信
徒
到
阿
比
西
尼
亞

於
公
元
六
二
二
年
他
離
開
了
麥
加
遷
到
雅
特
黎
布
城

(
J
F
H
Y
立
σ
)
這
遷
同
﹒的
日
期
成
了
穆
民
年
表
的
基

礎
也
成
r

同
教
年
廢

(
同
反

)
的
紀
元
從
那
時
起
雅

城
改
名
為
麥
地
那

(
旦
旦
5
"
)解
說

「
城
市
」
意
即

「
先
知
的
威
市
」
(
7角
色
E
E

丘
，
Z
各
凶
)
而成
為
罔

教
的
中
心
葭
至
公
一
兀
六
六
一
年
該
年
穆
氏
的
第
五
任

繼
位
人

的
且
句F
玄

5
5
3
7
改
定
大
馬
士
革
為
罔
教

中
心

從
租
車
店Z
o
mH
E
那
年
起
直
至
穆
氏
逝
世
(
公
元

六
三
二
年
)
為
止
是
穆
氏
宗
教
活
動

的
第
二
階
段
也

是
最
有
成
就
的
階
段
在
這
一
階
段
中
穆
民
走
上
了
政

治
的
舞
台
以
非
凡
的
機
智
利
用
一
切
機
會
去
宣
傷
吸

引
甚
或
強
迫
人
接
受
他

的
宗
教
思
想
當
時
他
面
對

的



~
主
要
問
題
如
下
之
解
決
與
他
-
同
遷
居
麥
地
那
城
的

間
-
M
這
移
民
(
宮
E
V告
E
D
)
的
經
濟
需
慰
一
一
平
息
首

-

時
在
麥
地
那
城
區
應
引
起
流
血
事
件
的
紛
爭
即
用
刺

伯
人
與
猶
太
人
的
紛
爭
阿
刺
伯
人
一
面
有
阿
鳥
斯

(
〉
者
切
)和
哈
茲
辣
絡

(
囡
"
N
E
m
)
很
派
梢
太
人
一

面
街
巴
以
納
狄
爾

(
F
E
E
Z
且

}
H
R
)巴
以
谷
M
m依

回

(
F
D
E
O
E
a
E
)
和
巴

奴
卡
依
奴
卡

(
F
E

o
a
E
f
)
黨
派
三
統
一
麥
地
那
城
政
治
宗
教
與
種

族
不
同
的
居
民
四
宣
揚
他
自
覺
受
命
於
安
校
乎
的
宗

教
為
解
決
第
一
個
問
題
最
初
他

也
戌
到
一
位
一
樂
意
幫

助
他
的
人

(
K
F
D
E
門
)
但
其
中
也
有
不
少
投
機
份
子

(
古
巴
回
巴m
g
)
因
此
穆
氏
以
打
劫

方
式
襲
擊
麥
加

絨
的
商
隊
一
來
為
掠
得
大
益

的
收
入
二
來
也
可
向
麥

加
城
報
復
為
解
決
第
二
個
問
題
穆
氏
趁
著
在
巴
得
爾

(
囡
"
已
『
)
出
乎
意
外
的
勝
利

(
罔
民
稱
這
次
勝
利
為

「
巴
得
一
爾
奇
蹟
」
)
閥
始
他
的
「
嬰
戰
」
(
C
F且
)

陵
紛
將
上
述
三
派
猶
太
人
制
服
將
他
們
的
財
產
充
公

為
解
決
第
三
個
問
題
穆
氏
在
麥
地
那
城
成
立

了

一
個

由
多
個
不
同
宗
教
信
仰

的
小
組
組
成
的
「政
治
團
體
」

(
d
s
g
m
)貴
有
互
愛
互
助

的
責
任
但
為
易
於
進
行

他
的
宗
教
計
劃
間
教
徒
的
小
組
則
更
有
組
織
和
紀
律

為
解
決
第
四
個
問
題
穆
氏
先
肉
猶
太
人
入
手
因
為
他

認
為
他
的
宗
教
與
猶
太
教
原
是
一
樣
可
是
巾
股
他
對

舊
約
史
實
認
識
不
深
他

的
講
解
雜
有
不
少
錯
誤
和
矛

盾
因
而
引
起
猶
太
人
對
他
的
議
笑
和
輕
視

(
站
在
宗

教
史
的
立
場
來
說
猶
太
人
對
穆
氏
的
這
種
態
度
是
一

附窮苦.間教與聖經

嚴
重
的
錯
誤
因
為
如
此
便
迫
使
穆
氏
的
宗
教
與
天
主

蔣
示
的
宗
教
一
刀
兩
斷

)
為
f

悅
救
這
似
叫
他
在
岡

教
徒
面
前
丟
臉
的
場
面
穆
氏
花
即
改
變
作
風
指
控
猶

太
人
與
基
督
徒
改
變
了
天
主
的
啟
示

(
從
那
時
起
罔

教
徒
祈
J且
不
再
面
向
聊
蚓
撒
會
轉
肉
劉
蚓
城
)

聲
一-
z口
自
己
的
使
命
非
易
立
一
新
宗
教
而
是
修
正
亞
巴

郎
時
代
的
純
正
信
仰
因
為
亞
巴
郎
不
ω

是
依
妝
裕
的

父
就
且
也
是
依
市
瑪
哥(間
州
州
人
給
祖
)
的
父

親
尚
且
為
順
聽
天
主

的
命
令
|
l
穆
民
說
|
|
亞
巴

蚓
與
依
市
瑪
耳
建
立
了「
卡
阿
巴
」

h
V
A
石

(
吋
冒

出
Z
n
r
∞
片
。
早
已
只

E
E
)
在
附
加
裝
祭
獻
了
天
主

(
按
「
卡
阿
巴

」
是
麥
加
城
大
悶
悶
寺
中

的

一
小
股

長
四
十
呎
寬
三
十
三
呎
高
五
十
呎
至
淤
「
玄
石
」
則

是
一
塊
黑
色
的
煩
石
兩
者
都
是
麥
加
城
的
外
教
人
在

酬
氏
創
立
剛
教
以
前
所
崇
敏的東
西

)
凶
此
要
中
悅

封
蚓
机
剛
州
州
人
應
姆
從
樹
氏

的

教
九
他
就
是
一
切

先
知
的
印
章
郎
最
後
和
最
大
的
先
知
這
一
來
穆
氏
利

用
了
阿
刺
俏
的
民
族
自
尊
心
理
將
罔
教
當
作
阿
利
伯

民
族
的
宗
教
介
紹
附
來
今
日
全
世
界
的
國
教
徒
打
凹

億
七
千
萬
人
估
全
球
人
口
七
份
之
一

現
在
有
一
個
問
越
究
竟
穆
民
是
例
什
麼
人
竟
能

叫
如
此
眾
多
的
人
信
奉
唯
一

的
艸
呢
以
往
有
人
到
心
為

他
是
個
騙
子
也
有
人
混
為
他
是
個
忠
心
剔
的
病
的
人
可

是
要
能
給
予
一
個
客
觀
的
汗
判
我
們應
ι
住
闢
教
學

專
家
(
E
3
。
5
2
)

蚓
喇
劉
胡
馴(
吋O
H
E
E
O
)

在
他
的
制
判
刑
制
制
所
品
的
品
要
能
公
正
地
街
區
制

氏
的
志
向
和
生
活
讀
者
在
讀
古
蘭
經
時
不
宜
以
那
充

漏
耐
叫
叫
你
到
每
行
的
人
物
(
耶
穌
)
與
他
作
比
較
事

實
上
穆
氏
對
聖
經
的
認
識
尤
其
是
新
約
都
非
常
將
淺

因
為
他
昕
接
觸

的
基
督
徒
菜
不
多
都
是
異
端
派
的
基

管
徒
他
們
信
口
開
河
一
福
章
也
講
偽
經
也
講
有
時
還
只

講
關
以
凶
此
對
墓
督
信
肌
J
氏
未
能
有
正
確
深
入
的

認
議
至
於
、
蚓
划
人
按
燭
的
比
較
更
多
對
他
們

的
經
害

的
認
識
也
比
較
深
入
和
底
消
事
實
上
古
蘭
經
引
用
或

時
示
制
制
的
字
句
或
史
見
比
引
用
制
制

的
更
多
可
是

嘲
氏
所
參
考他
不
常
是
甜
可
叫
出
喜
歡
因
此
對

萬
約
的
法
為
始
終
未
得
正
確
和
徹
底

那
剛
出
的
侈
氏
是
個
什
麼
人
他
說
過
他
深
信
女
拉
乎

將
喇
喇
蚓
天
使
惋
誡
他
宣
講
了
肺
的
道
理
他
所
講
的

踩
在
要
點
上
相
反
耶
穌
的
道
理
可
是
以
往
和
今
日
他

竟
能
引
領
這
峰
路
大
數
目
的
人

信
仰
崇
奉
唯
一
神
這

實
是
一
個
謎
究
竟
他
是
個
什
麼
攘
的
人
這
問
題
可
溯

源
於
喇
蚓
刑
二
世(
明
月
份
已
。

2

口
﹒
H
N侶
，
H
N
U
O
)的

時
代

關
於
這
個
問
抵
如
胡
剛
第
二
屆
大
公
會
議
並
未

曾
予
以
解
且
本
文
關
端
所
引
用

的
創
計
只
客
觀
地
指

示
剛
敬的
道
理
和
倫
理
好
的
和
對
的

一
面
其
他
問
題

則
讓
學
者
們
自
由
去
研
丸
因
此
就
讓
我
們
享
用
這
自

由
嘗
試
研
究
和
同
答
這
一
問
題
技
筆
者的
意
見
穆
氏

決
不
是
一
個
騙
孔
而
是
一
位
熱
誠

的
宗
教
氣
他
雖
沒

有
受
過
教
育
l
|

有
些
學
者
還
說
他
是
個
文
盲
I
l

因
此
分
辨
不
了
異
教
和
正
統
制
制
和
日
制
但
他
劫

K甘



顆
亦
誠
的
心
他
深
但
(
叫
叫
他
這
種
心
理
感
受
心
理

學
家
們
各
人
各
見
但
是
也
許
不
能
純
以
心
現
學
去
解

釋

)
安
拉
乎
獄
還
了
他
作
自
己
的
使
者
和
代
言
人
您

若
這
種
信
合
他
鞠
躬
盡
痺
先
向
阿
刺
伯
人
後
肉
其
他

民
族
宣
講
叫
人
類
「
歸
仿
真
主
」
這
一
點
質
在
值
得

裁
們
欽
佩但

是
為
履
行
這
個
使
命
穆
氏
划
屢
屢
不
擇
手
段

他
織
智
地
利
間
當
時

的
政
治
宗
教
民
族
主
義
阿
利
伯

風
俗
等
但
他
也
利
用
了
一
些
打
劫
式

的
方
法
宛
如
一

個
烏
合
之
眾
的
，h
z跟
其
時
他
過
的
生
活
，
賢
在
布
哈
相

似
述
味
在
乃
革
布
過
的
生
活
這
一
點
不
但
是
督
徒
而

且
峙
的
太
人
在
而
與
穆
氏
同
時
的
一
些
國
教
徒
都
泌
為

是
他
們
的
但
仰
和
良
心
昕
不
許
可
的
關
於
這
恥
地
我
們

只
要
看
看
女
納
克
拉
(
〉
口Z
PE
ι凹
制
制
(
F
身
)

放
息
，
得(
O
Y旦
)
等
地
的
的
刑
事
攻
打
巴
以
納
狄
爾
及

別
的
猶
太
人
以
及
恆
這
克
(
自

g
e
A
)的
執
一
爭
到
麥

加
城
的
從
仇
等
便
可
忍
知
一
二
罔
教
作
家
塔
巴
終
日
心

誠
f

二
十
七
次
劫
掠
是
穆
民
主
使
的
三
十
四
次
使
答

是
私
下
喝
咐
的
這
些
行
為
不
論
穆
氏
怎
樣
說
法
也
不

能
將
它
們
說
成
「
聖
戰
」
因
此
史
家
依
本
依
伯
克
說

阿
刺
伯
的
先
知
在
道
德
上
具
有
不
少
污
點
伺
機
穆
氏

“
別
以
僕
制
度
的
態
度
從
上
世
紀
閥
始
直
到
今
日
也
叫

不
少
博
學
的
罔
教
徒
費
解
可
能
他
這
態
度
是
受
到
當

-
峙
的
社
會
環
境
影
咱
所
致

oo--l

ll 

川
一

說
立
法
者
而
言
穆
氏
則
有
不
少
位
得
稱
似的地

一
方
他
昕
創
泣
的
「
政
治
倒
體
」
就
是
最
好
的
例
子
位

~Ht:l : 間教與聖經

是
在
立
法
方
面
他
仍
有
亦
多
J

元
，
久
的
地
方
一
來
是

因
為
受
到
當
時
這
境
的
闡
明
力
二
來
是A
為
他
立
的
法

伴
有
些
取
什
於
的
問
約
卜
何
也
一
一
則
州
阱
，
叫
阿
側
的
的
嵐
的
合

拉
一
則
借
鏡
於
兩
拜
占
庭
(
切
可
N
E
H
E
S
)
傳
來
的
羅

馬
法
作至

於
他
的
私
仆
土
約
雖
終
不
能
以
蝸
詣
的
道
德
飯

去
街
口
閉
但
是
站
在
純
人
湛
的
立
街
上
也
得
叫
“
他
做
得

不
寸
附
為
第
一
個
妒
，
「
卡
狄
眨
逆
悅
俊
穆
氏
對Mm女

們
的
關
係
實
在
太
放
哨
惜
他
一
共
合
十
一
個
妻
子
其
他

愛
人
尚
不
川
在
內
凶
比
他
的
尚
志
們
也
批
持
他
雖
然

他
自
凶
其
混
混
這
是
女
拉
乎
的
芯
旨
是
光
知
的
特
權

可
是
現
代
的
M
M教
史
家
此
這
事
抖
凡
是
做
口
不

e
J一
口
或
是

再
也
不
m
M所
謂
「
先
知
的
特
權
」
街
的
學
者
以
為
途

味
也
有
許
多
事
前
，
玄
如
以
穆
氏
與
微
維
淪
相
此
在
這
一

點
上
穆
氏
比
撒
切
林
編
更
有
道
伊
但
以
知
聖
經
對
於
迷

昧
與
撒
羅
論
作
f

什
麼
批
評
再
者
他
們
父
子
二
人
從

未
以
如
此
行
事
目
荒
山
於
一
大
主
的
旨
芯

統
括
上
面
所
改
的
綠
穆
氏
在
各
方
面
都
心
何
不
可

否
認
的
過
錯
但
是
問
題
如
終
存
在
他
究
竟
布
若
什
麼

力
反
使
他
能
感
化
車
來
叫
他
們
相
叫
他
以
他
他
叫
服
從

他
而
且
服
從
垂
死
這
股
力
泣
是
自
然
的
超
然
的
無
疑

地
問
教
徒
依
相
信
他
是
個
先
知
且
是
「
梁
先
知
的
印

章
」
他
們
認
為
這
股
力
且
是
超
然
的
u
耳
其
主
降
在
他

身
上
的
神
力
非
問
教
徒
的
學
者
對
這
問
題
的
答
覆
郁

不
一
致
斯
古

草
爾

(
6
『
g
m
o

門
)
以
為
穆
氏
患
有
自
佩

爾
病
並
以
這
種
病
態
去
解
釋
他
所
見
的
真
像
和
昕
得

的
啟
示
可
是
這
種
見
解
是
手
能
成
汪
的
閥
為
區
央
證

明
從
來
沒
有
一
個
患
痴
楠
病
的
人
能
如
此
高
瞻
遠
咄
咽

地
做
出
穆
氏
所
做
的
一
切
，
別
的
學
者
則
認
為
他
實
是

一
位
宗
教
天
才
人
物
且
具
有
高
度
的
機
智
會
利
用
當

代
的
反
境
吹
起
自
己
同
胞
們
的
響
覺
叫
他
們
|
|
阿

刺
伯
人
|
|
也
像
希
伯
來
人
一
般
布
一
部
以
本
國
語

言
成
成
的
宗
教
經
典
也
有
本
國
的
啟
示
和
宗
教
這
種

學
必
看
來
也
很
近
於
事
質
但
仍
未
能
完
全
解
釋
穆
氏

的
位
平
更
不
能
解
釋
間
教
艦
只
人
的
設
展

有
就
事
實
而
立
為
我
們
則

U
認
為
穆
氏
實
在
收
心

願
意
從
與
亞
巴
郎
時
代
的
宗
教
他
惘
恬
唯
一
而
其
實

的
天
主
他
也
勵
使
做
毛
多
州
赦
的
例
刺
伯
人
敬
幸
這

唯
一
的
民
神
他
可
孔
必
是
天
主
在
反
冥
中
利
用
的
一

個
工
具
好
在
外
教
的
邦
國
巾
為
他
啟
示
的
真
宗
教
|

耶
穌
的
恥
社
會
1

綸
「
「
.
仰
教
」
的
逅
的
的
使
多
艸

敬
的
州
附
在
未
咚
受
瓜
訝
的
，
們
州
以
前
先
挺
得
其
宗

教
的
民
礎
叫
他
們
信
只
有
一
制
與
神
是
他
創
造
和
治

製
萬
物
是
他
要
由
伽
利
人
誠
如
此
著
到
必
因
此
就
如
天

主
在
技
史
的
過
程
中
利
用

r

巳
比
倫
亞
述
技
斯
希
磁

研
珈
山
川
等
情
戚
來
進
行
他
吋
紙
伶
約
子
民
的
計
創
同
樣

也
可
以
說
天
主
利
用
了
穆
氏
的
，
止
盛
良
心
使
多
艸
教

的
民
族
先
獲
得
一
神
教
的
知
仰
至
於
將
穆
氏
與
你
約

時
代
的
先
知
同
列
或
是
花
他
μ

覺
學
得
了
的
啟
示
日
起

天
主
直
接
給
予
了
他
的
真
正
啟
示
則
未
免
言
過
甘
甜
食

最
近
一
位
罔
教
學
去

F
R
E
E

E

則
強
描
罔
敬

的
超
性
地
位
他
說
「

阿
叫
伯
人
的
那
些
接
受
了
穆
民



~
的
宗
教
信
仰
的
人
他
們
敏
是
依
市
瑪
耳

(
因ω
B
S

』
)
的

岫
-
子
疏
而
依
而
瑪
哥
叉
蒙
受
了
到
凹
叫
的
祝
一
瓶
他
們
也

-

蒙
受
了
這
祝
福
換
一
一
百丸他
們
和
叫
倒
叫
一
樣
是
天
主

的
工
具
也
是
亞
巴
郎
恩
許
的
後
裔
」
F
S
E
F

旦

神
父
的
這
個
學
說
雖
對
剛
教
學的研
究
關
州
f

一
線

新
的
門
戶
可
是
基
於
制3H
的
道
理
我
們
如
不
能
獲

受
不
錯
古
蘭
經
多
次
提
及
阿
刺
伯
人
的
給
祖
依
甫
瑪

耳
的
生
活
和
地
位
可
是
不
要
忘
記
舊
約
應
在
新
約
的

光
照
下
去
解
釋

(
見
古
蘭
經
2
m
l

m
3
H
i

間
4

閒
|
闢
6

回
|
帥

"
自

創
師
泌
的
及
創
刊u
n
)

附
穆
民
年
表

五
七
0
年
樹
氏
生
必
到
圳
屁
也
自
一
個
會

一
度
責
盜
名
的
巴
以
哈
典

音
"
，

且
已
出
E

E
S
)
家
庭

穆
氏
妥
母
由
放
父
阿
步
卅
睛
里
布

(
〉
宮
吋
缸"
σ
)收
益

(
古
的

穆
民
與
卡
狄
立

(
肉E
E

」
凶
)結

婚穆
民
收
益
叫
戶
口
黎
特(
因E
H
Y
)的

兒
子
回
依
得

(
F
E
)

在
希
辣

(
目
2
)
山
洞
默
恩
宗

教
問
題

間
去
受
初
次
帥
一
本
其
後
三
年
之
久

神
一
不
停
止
了
(
3
"
2
)

三
年
後
又
遜
一
腳
一
本
遂
開
始
宣
講

附軍寄:周教典型經

六
二
二
年

五
七
六
年

五
九
六
年

六
O
五
年

六

-
0
年

六
一
一
年

六
一
五
年

同六
一
七
或
六
一
九

六
-
九
年

六
二
0
年

六
二
一
年

六
二
二
年 年

「
伊
斯
蘭
」
(
F
Z
E
)即
「
全
心

投
靠
其
主

(
阿
拉
乎

)
」

兩
批I
A間
教
在
麥
加
受
迫
害
穆
氏

造
發
一
批
門
徒
到
剛出
圓
周
回

避
難

向
拜
偶
像
者
讓
步
不
久
廢
除
了

他
先
前
所
宣
講

的

一
切
道
迎

(
占

叮
叫
回

)

谷
勒
依
市

(
只E
g
y
)
人
驅

逐
罔
教
徒

穆
氏
的
叔
父
位
妥
卡
狄
又
逝
世

穆
氏
在
麥
加
域
不
斷
受
迫
害
使

前
往
搭
依
弗
(
斗E
『
)城
在
鄉

裝
仍
省
同
樣
遭
遇
使
穆
氏
長
志

不
已
(
士
口ω
)

一
些
婦
女
在
阿
卡
巴
(KM
A
ω
5
)

向
穆
氏
致
敬
即
所
謂

「
婦
女
們

的
敬
禮
」

七
十
多
麥
地
郭
城

(
玄
2
3
"
)

人
在
阿
卡
巴
宣
誓
保
護
穆
氏
即

所
謂
「
戰
士
的
敬
禮
」
按
照
傳

讀
周
年
七
月
十
六
日
|
|

按
史

家
的
研
究
結
果
則
是
九
月
二
十

四
日

(
也
有
說
二
十
日
)
|
|

穆
氏
和
他
的
門
徒
遷
往
麥
地
那

城
從
此
麥
地
那
城
稱
為
「
先
知

六
二
二
年
〉
﹒
出-
H

六
二
三
年
KH
-
E
N

六
二
凹
年
kp﹒
出
﹒ω

六
二
五
年
kp
.民
﹒
事

六
二
六
年
〉
﹒
出-
M

的
朋
」
必
到
酬
氏
逝
世
(
六
三
二

年
)
成
了
穆
氏
活
動
和
同
教

的

中
心

同
年
開
始
罔
教
的
紀
元
成
為
同

時
兀
缸
"
是
年
十
二
月
穆
氏
首
次

I
l
i
-
-
/

。

過
種
麥
加
絨
的
商
隊

穆
氏
五
次
攻
擊
麥
域
的
商
隊
三

次
親
自
領
導
襲
擊
兩
次

則
由
門

徒
領
導
前
年
穆
氏
下
令

與
拜

偶
像
者
死
戰
且
規
定
拉
馬
丹
月

(
H
H
心
目
且
必
E

罔
原
九
月
)為
為

戒
月
並
規
定
問
民
祈
禱
時
不
再

向
m
w岫
機
制
而
改
肉
到
叫
城
下

拜一
月
同
民
在
巴
得
爾
(
F
母
)

戰
勝
利
制制
人
(
肉
。5
7
)
二

月
驅
逐
了
凹
蚓
卡
依
奴
卡
艾
派

(
F
E
o
a
=
t
f
)的猶
太
人

間
民
於
蚓
閣
制(
O
E
弘
)戰
役

中
大
敗
同
年
穆
民
從
麥
地
那
城

驅
逐
凹
蚓
糾
糾
制
支
派苟
且
巨

Z
且
玄
『
)
的猶
太
人

制
氏
與
被
固
樹
制(
N且
已
)離

棄
的
女
子
問
依
納
布(
N
E
"
σ
)

結
點
同執
樹
氏
最
後的
妻
子
阿

倒
叫
(
〉}
H
Z
E
)被
控
而
自
作



六
二
七
年
P
民
-
A
M

六
二
七
l

八
年

〉
﹒
且
A
U
U

六
二
八
年
〉
﹒出
﹒
吋

附編: IEJ教典型經

六
二
九
年
〉
-E
﹒
∞

六
三
0
年
〉
-
E﹒
申

六
三
O
l

一
年

〉
出

-
A
w
e
-
o

.1170. 

一一一一一

辯
躍

麥
地
那
城
受
包
悶
罐
瀉

的
戰
事

殲
淵
明f
f
仿
制
阿
依
區
文
派
(
囡
"
E

O
C
E
忘
卻
)
的
猶
太
人

罔
民
十
七
次
出

學
敵
人
μ惜
別
莓
，
其

土
地

穆
氏
和
他
的
門
徒
做
「小
糊
里
」

直
達
胡
達
彼
雅

(
因
c
e
s
ω
7
)

穆
氏
的
政
策
大
收
效
果
同
年
接

傳
說
穆
氏
造
佼

者
到
君
士
過
了

堡
波
斯
及
阿

比
西
尼
亞
勸
他
們

的
皇
帝
與
屬
下
信
奉
間
教
此
外

周
年
穆
氏
又
在
卡
依
巴
爾
(
肉
干

宮
門
)打
砍
了
猶
太
人

(
古
的
刊
)

第
二
次
「
小
朝
聖
』
同
年
與
馬

慕
納

(
宮
"
s
g
ω
)即
卡
狄
夏

死
後
的
第
十
個
妻
子
結
婚

征
服
麥
加
城
毀
壞
丰
阿
巴

(
肉
?

"
t
p
)
的
偶
像
同
年
胡
納
畫

出
口
，

E
E
)
的
勝
利
路
依
弗
人
驅
逐

穆
反

苟
，卜
特

(
。
。
宮
)牌
女
瑪
利
亞

給
穆
氏
生
了

一
個
男
孩
依
布
辣

音

(
H
Z
m
E
E
)早
夭
品
多

阿

刺
伯
艾
派
歸
依
穆
氏
搭
依
鄉
居

民
亦
然
穆
氏
毀
滅
偶
像
山
征
塔

步
克
(
吋
各
E
r
)

六
三
一
年
〉
-Z
H
O

穆
氏
再
下
令
毀
滅
偶
像
買
定
朝

聖
規
則
(
古
9
)

一
也A

萊
茵
團

體
亦
表
示
信
服
穆
氏

六
三
二
年
〉
﹒
戶
:

最
後
一
次
往
到
圳
叫m
h逝
也

六
三
三
丁
五
年
穆
氏

的

總
位
人
剛
到
凹
到
制

〉
民
﹒
口
之
+
(
〉
『
E
M
W尖
叫
)
蝠
咐
聆
彼
式

(
4a

m
Z
O
)
的兒
子
阿
依
得
編

古
蘭
經

六
五
一
年
〉
-E
-S

圳
蚓
劃
(
O仔
B
E
)
|
|
劇
氏

的
第
三
位
繼
位
人
|
|
下
令
重

訂
古
的
間
經

(
二
)

古
蘭
經

罔
敬
的
經
典
是
古
蘭
經

(
或
譯
作
可
蘭
經

)
凡

三
十
卷
一
百
一
十
四
章
六
千
六
百
六
十
六
街
是
閥
割

默
德
的
一
百
行
錄
其
要者
有
三
一
信
仰
唯
一
真
神
二
穆

氏
是
神
的
代
言
人
三
佫
守
嚴
格
之
宿
命
恥
原
文
為
剛

刺
伯
文
十
六
世
紀
才
有
歐
洲

的
譯
文
中
文
亦
不
缺
譯

本

古
蘭
經
全

3
的
第
幅
大
約
憎
等
股
新
約
八
K
S
除

了
少
許
的
經
旬
外
是
一
本
完
整

的
作
品
無
疑

的
作
者

是
穆
罕
默
德
古
典
東
方
古
典
一
般
缺
乏
次
序
不
論
歷

史
次
序
或
邏
輯
次
序
各
章
先
後
排
列
的
次
序
以
寫
幅

為
原
則
長
者
先
行
短
者
隨
之
可
好
從
古
時
起
學
者
們

已
開
始
指
明
各
章
的
寫
作
時
期
是
在
麥
加
城
期
間
還

是
在
麥
地
那
城
期
間
自
上
世
紀
開
始
學
者
們
差
不
多

指
定
f
L旬
章
的
寫
作
時
期
這
種
指
示
為
研
究
間
教
教

義
和
穆
氏
生
活
是
頗
有
幫
助
的
因
為
自
這
兩
個
時
間
叫

我
們
可
以
看
也
穆
氏
在
這
兩
個
地
方
活
動
時
所
懷
有

的
精
神
在
麥
加
城
時
期
穆
氏

的
活
動
幾
乎
完
全
是
宗

教
性
的
他
坐
心
竭
力
計
劉
組
織
女
能
乎
的
會
萊
特
此
且

為
r

忠
於
到
刑F
g目
飽
受
排
我
君
也
陰
恥
在
劃
叫
刺

城
時
期
穆
氏
如
是
一
個
民
族
的
領
袖
是
人
民
的
組
織

人
是
立
法
者
是
政
治
家
因
此
也
如
同
其
他
政
治
家
一

樣
為
達
到
目
的
不
擇
手
段

從
古
翩
經
我
們
可
以
看
山
穆
民
昕
受的
影
附
非

常
廣
淵
因
為
除
r

古
阿
利
伯
民
族

的
傳
說
外
古
告
訴

我
們
穆
氏
不
但
聽
過
以
色
列
及
基
督
徒

的
經
蓄
而
且

也
聽
過
異
端
紋
的
思
想
如
諾
斯
士
論
(O
S
E
n
Z
E
)

和
幻
身
論

(
巳R
O
H
Z
B
)
，

也
認
級
制
制
制的
一
些
偈

經
吋
為
穆
氏
在
占
中
也
引
用

f

它
們
只
呵
惜
他
沒
有

引
用
|
l

i
由
肝
、
不
認
識
還
是
不
了
解
|
l
l
舊
約
的
先

知
志
和
新
約
m
f
H
布
的
匕
和
學
保
祿

的
著
作
悶
此
他
的
道

理
缺
少
了
這
吭
一
天
科
學
家
|
|
諸
位
先
純
學
制
缸
里

保
碌
|
l

的
山
林
大
貢
獻
事
實上
穆
氏
似
乎
只
喜
愛
聽

僻
的
敘
事
而
不
關
心
理
紹
的
道
您

可
H
疋
山
的
您的
偉
大
不
在
於
此
而
在

M
K穆
氏
為

主
講
訂
閱
唯
一
民
艸
的
根
木
道
理
所
用
的
高
雅
而
尊

嚴
的
阿
利
伯
文
旬
的
催
這
些
文
句
是
如

此
美
麗
以
致

大
部
份
罔
教
徒
相
信
這
經
書
是
劉
樹
刑

的
作
品
因
為

這
本
芹
的
文
學
美
實
是
，文
學
上
的

一
個
奇
蹟
何
現
在

古
中
罔
民
還

可
以
找
到
-
切
學
問
尤
其
固
定
可認
識
安



-
-
詮
乎
的
正
道
西
方
學
者
割
不
都
全
了
解
古

的
稚
氣
向

l 

•

• 

l 

叫
一
且
有
些
學
且
如
伏
爾
泰
(
1。-5
2
)

還
批
評
它
文

旬
單
指
可
是
我
們
應
當
注
意
譯
本
總
不
能
完
全
表
達

原
著
|
|
尤
其
是
士
口
的
經
|
|
的
氣
魄
這
與
翻
譯
當

約
的
先
知
盡
相
同
誰
能
譯
出
亞
毛
斯
歐
瑟
亞
依
撤
意

亞
耶
肋
米
亞
等
先
知
書
的
原
有
文
氣
此
外
閃
族
的
心

理
與
西
方
人
士
的
心
理
不
同
西
方
人
愛
邏
輯
東
方
人

尤
其
是
未
受
過
希
腦
與
羅
馬
文
學
和
恩
想
影
峭
的
阿

刺
伯
人
都
不
認
識
這
次
序
而
只
認
識
熱
情
感
受
的
深

淺

(
三

)
罔
敦
的
信
仰
古
蘭
經
典
聖
經

穆
氏
稱
猶
太
人
和
基
督
徒
|
|
後
者
在
古
內

稱

為
拿
機
技
人
|
|
為

「受
經
害

的
人
民
」
即
具
有
或
依

賴
經
害
的
人
民
可
是
穆
氏
的
教
民
也
成
了
一
個
|
|

第
三
個
|
|
具
有
經
害
的
子
民
罔
敬
的
經
典
眾
所
周

l
i

l
t

b

'

，
、
s

d
t

知
是
古
蘭
經
披
上
面
昕
說
的
古
在
許
多
地
方
引
用
聖

經
若
要
將
古
蘭
經
與
聖
經
作
比
較
可
有
兩
種
方
法
一

是
敏
章
比
較
即
順
序
指
出
一
百

一
十
四
章
古
蘭
經
中

所
引
用
或
暗
示
聖
經

的
地
方
或
指
出
其
中
與
重
經
相

似
的
觀
念
暗
示
的
偽
經
取
材
於
為
經
的
故
事
等
無
疑

的
這
種
方
法
為
一
部
辭
典
是
過
於
冗
長
一
是
談
要
義

比
較
也
可
稱
為
邏
緝

的
比
較
即
將
古
蘭
經
有
關
宗
教

的
幾
個
主
要
思
想
與
軍
經
作
個
比
較
我
們
採
用
的
就

是
這
個
方
法

可
是
在
進
行
這
種
邏
輯
比
較
以
前
我
們
先
得
注

意
穆
氏
所
提
及
的
是
那
幾
本
聖
經
經
典
未
提
及
的
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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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那
然
本
這
樣
我
們
才
能
街
宣
穆
氏
對
聖
經
的
活
議

以
戊
卜
刊
的u
h
N與
會
們
的
的
關
係U
P
H先
倍
約
方
面
穆
氏
未

認
識
先
知
H
U至
少
孩
說
他
木
了
解
先
知
恕

的
經
義
且

從
未
引
用
叫
旭
先
知
古
值
得
注
意的
就
是
生
活
在
阿
刺

伯
的
指
太
人
也
很
少
引
用
此
外
穆
氏
也
沒
有
車
緩
引

用
智
慧
告
至
於
約
伯
傳
穆
氏
只
認
識
古
阿
刺
伯

的
甜
甜

人
傳
記
如
絲
毫
沒
有
體
味
到
這
傳
記

的
深
奧
道
理
可

是
在
土
口
中
拒
不
多
每
頁
都
有
許
多
經
旬
與
鐵
德
智
等

害
的
經
旬
很
類
似
這
很
可
能
是
因
為
這
些
思
想
智
慧

字
旬
等
巳
普
遍
化
成
了
當
時
阿
刺
伯
民
族
的
公
產
關

於
新
約
穆
氏
只
認
識
對
觀
福
音
至
於
其
他
經
吉
只
能

說
他
聽
過
它
們
的
名
字
而
末
了
解
它
們
的
內
容
這

也

許
因
為
穆
氏
和
他

的
後
敏
一
般
認
為
沒
有
研
讀
新
約

其
他
很
苦

的
必
要
他
帥
肌
肉
稱「
梁
先
知
的
印
章
片
飯

得
其
神
直
接
或
間
接

(
結
加
俾
列
仙
使
亦
作
哲
布
來

家
來
仙
使
)
肉
他
瞬
諭
又
何
必
去
讀
別

的
經
典
這
也

是
罔
教
艸
學
家
們
時
至
今
日
認
為
不
必
研
讀
新
約
的

理
由
因
此
那
天
罔
教
徒
倒
給
研
讀
新
約
那
天
才
可
開

始
基
督
徒
與
問
教
徒
的
交
談

現
在
我
們
將
穆
氏
所
引
徵
的
學
經
人
物
介
紹
於

下
猶
太
人
使
穆
氏
認
識
到
約
的
人
物
基
督
徒
划
叫
他

稍
微
認
識
耶
穌

的
生
活
這
些
知
識
非
常
感
動
穆
氏
叫

他
往
往
默
恩
這
些
一
偉
大
人
物的
言
行
並
叫
他
將
自
己

與
他
們
比
較
致
使
他
以
自
己
為
他
們
中
的

一
位
甚
而

是
「
他
們
的
完
成
者
」
是
民
主
一
切
使
局

的
首
領
是

「
一
切
先
知
的
印
章
」
(
最
後
這
名
稱
本
是
摩
尼
教

的
名
詞
用
以
指
他
們
的
教
祖
師
時
皂
即
放
昕
九

Z
S
E

穆
民
將
這
名
稱
貼
在
自
己
身
上
)

首
先
我
們
要
介
紹
的
就
是
古
蘭
經
中
的
先
知
核

照
穆
反
對
先
知
的
概
念
先
知
都
是
人
民
的
「
m
a告
各
」

在
古
中
有
舊
約
先
知
們

的
好
幾
個
名
單
也
許
的
修
氏
受

了
厄
比
翁
派

(
開
『53
門
串

戶
俯
克
肋
孟
偽
經
(3
2

.

e
b
b
-n
g
g
c
E
O
)
問
矮
的
影
附
而
編
定
f

先
知
的

名
單
可
是
穆
氏
昕
留
心
的
並
不
是
他
們
的
名
字
或
次

序
而
是
他
們
由
天
主
所
得
的
|
|
亦
即
他
臼
己
也
安

拉
乎
昕
得
的
|
|
周
一
使
命

穆
氏
提
及
的
先
知
計
有
亞
當
亞
巴
郎
及
共
家
人

卅m
m瑪
臥
倒
制
制
恥
蚓
倒
叫
此
以
剝
削
心
剖
臥
叫
劉
災
圳
甜

的
父
親
阿
默
蘭
和
他
的
哥
哥
巫
郎
右
敏
和
耶
穌
-

••••. 

他
還
認
識
其
他
「
小
先
知
」
如
約
納
厄
里
亞
舒
附
亦

布

(
H

厄
斯
德
拉
7

)
回
加
利
亞
吋
是
他
特
別
敬

仰
的
就
是
型
巴
郎
梅
瑟
和
耶
穌
三
位
亞
巳
必
是
民
主

昕
愛
哀
和
練
選
的
大
先
知
在
他
被
選
時
尚
未
布
以
色

列
和
基
督
徒
的
宗
教
亞
巴
郎
|
|
1
穆
氏
說
|
|
曾
在

到
蚓
城
樹
立
了
「
叫
叫
凹
」
雪
石
在
那
邊
崇
拜
f

其
主
因
此
亞
巴
郎

的
宗
教
是
最
古
和
最
具
誠
的
宗
教

也
就
是
天
主
自
己
給
亞
當
立
定
的
宗
教
現
在
穆
氏
聖

潔
了
麥
加
將
一
切
偶
像
1
|
|
技
傳
說
共
有
三
百
六
十

個
|
|
毀
壞
了
那
麼
誰
佔
有
麥
加
和

「
未
阿
巴
」
玄

石
並
在
那
裘
崇
拜
其
主
誰
就
擁
有
其
宗
教
穆
氏
看
亞

巴
郎

(
古
譯
作
易
l
卡
拉
欣
)
為
信
奉
其
宗
教
的
典
型

同
時
又
以
梅
瑟

(
古
譯
作
母
撒

)
為
組
織
間
教
的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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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至
鈴
耶
穌

(
部
譯
作
甜
甜)
，
穆
氏
則
獲
得
了
不
少

錯
誤
的
見
解
郎
諾
斯
士
和
幻
身
派
的
學
說
此
外
由
於

他
對
一
神
敬
的
絕
對
信
仰
他
一
向
否
認
耶
穌的
天
主

性
以
為
這
能
損
害
他
的
惟
一
神
信
仰
雖
說
如
此
可
是

穆
民
卻
極
力
評
擊
猶
太
人
污
辱
耶
穌
和
他的
童
貞
母

罵
利
亞
的
言
論

除
了
上
述
的
「

大
使
者
」
凡
穆
民
也
怨
怨
軒
割

的
一
些
「
小
使
者

」
，如
制
報
制
制
側
的
兒
子
創
配
制

吼
依
特
黎
斯(H
Eω
H罔
蚓
制
卸
制
制
刮
到
)

、

回
到
血

店
里
受
約
伯
魯
克
曼

(
H
b
r
s
gH
巴
郎

囡
"
-
z
s

或
是
巴
爾
出
安
H
wm『-
E
B

這
劃
蚓
劃
似
乎
是
剛
刺
制

的

一
個
很
古
的
智
者

)

現
在
我
們
要
談
談
制
有
關
制
膩
童
貞
瑚
叫
到
及

耶
穌
的
記
載
這
次
序
似
乎
更
易
跟
隨
朝
氏
的
思
想
的
帕

綾

關
於
若
翰
古
差
不
多
完
全
取
材
於
福
音
並
沒
有

取
自
偽
經
或
民
間
傳
說
的
故
事

(
古
3
n

t
"

6

峙

的W
L
|

H

等
)
由
稱
讚
制
制(
刮譯
作
則
叫
到
)
的

大
德
尤
其
是
他
的

溫
和
謙
遜
潔
亂
剖
酬
被
列
於
虔
誠

器
之
中
就
是
說
列
於
先
知
之
中
在
出
生
以
前
他
已
恭

敬
f

耶
訊
技
制l
M
l
H

，

忠
于
毒
往
見
表
姐
械
制
制
側

酬
的
胎
兒
在
她的
腹
中
歡
他
按
刮
註
釋
家
的
解
報
制

，
撒
伯
爾
向
瑪
利

亞
說
「
我
腹
中
隱
居
的
孩
兒
朝
拜
隱

一藏
在
你
腹
中
的
那
位
」因
此
按
掛
氏
蚓
酬
是
第
一
個

。
'
，-

山
一相
信
了
耶
穌
使
命
的
人
依
照
某
種
傳
說
闇
氏
會
稱
蚓

一
紛
為
第
戶
位
先
知
且
其
待
教
派
人
(
Z
g
e
2
)
也
自

稱
是

-
u
聖
右
翰
的
基
督
徒
」
且
相
信
和
傳
說
制
氏上

述
的
功耶

穌
的

母
親
至
靈
童
貞
瑚
叫
到(
削
譯
作
開
喇

業

)
在
古
取
幾
乎
像
必
督
一
按
受
到
舉
此
從
歷
史
方

面
來
說
也
許
樹
民
將
童
貞
瑚
利
因
與
樹
割
的
姐
姐
剎

黎
接
混
亂
了

(
近
代
一
墊
上
流
學
者
則
聲
言
蚓
氏
沒

有
講
過
這
項
錯
誤
)
不
論
如
侃
我
們
只
就
甜

的
記
說

看
看
學
母
的
德
表

在
占
中
耶
穌
區
被
稱
為
「
瑚
叫
到的兒
子
」
與

一
禍
音
同
(
谷
6
3
)
敘
利
亞
作
家
尤
其
是
車
間
蚓
劇

F
ω門
3
7
3
2
)
都
很
喜
愛
用
這
個
名
m
m
關
於
聖
母

的

優
史
古
除
了
取
材
於
制
凡
還
參
考
了
一
些
古
代
信

友
很
重
視
的
制
蚣
如
雅
各
伯
福
訊
期
叫
到
斟
輯
關
配

木
匠
拉
瑟
小
史
以
買
孩
耶
穌
阿
刺
伯
福
音
等

瑪
利
亞
的
學
名
在
占
提
及
了
十
一
次
若
將
「
瑚

利
亞
的
兒
子

」

一
旬
也
計
算
在
內
則
一
共
提
及
了
三

十
四
次

(
新
約
則
提
拔
了
十
九
次

)

關
於
瑪
利
亞
的
朕
能
見
諸
剖

3
M
I

品.

「
一
切

子
孫
其
一
部
出
自
一
恥
封
叫
刑
是
能
間
且
知
者
背
眛

爾
母
胸

之
十
府
官
日
我
之
美
主
乎
我
許
以
說
紋
中
者
為
爾

受
解
泓
則
預
許
在
子
也
取
俠
之
求
爾
允
納
我
『
所
許
者
』

，

脫
離
析
的
供
卑
、
保
般

爾
確
是
能
間
知
者
川
的
共
產
生
一
女
時
則
日
我之妥
主

乳
我
確
已
產
此
一
丸
割
蚓
刑
是
至
知
其
昕
產
扎
言
此

被
產

之
女
資
格
商
品
安
拉
乎

知
之
而
。
男
孩
非
若
女
孩
我
實
名

產
婦
竿
耐
〔
H

閃
出
納
〕
不
知
也

之
為
劃
喇
叫
和
譯
即
其
主
之
神
我
必
求
爾
護
也
贊
其
子

時
為
爾
隨
之
母

孫
脫
離
彼
逐
之
色
但
〔
H
撤
彈
〕
」

古
3

甜
的
“
記
述
瑪
利
亞
幼

時
寄
居
聖
殿
3
u

筍
可
說
是
同
教
徒
恭
敬
重
貞
瑚
刺
甜

的

基
也
比
凡
制

以
雪
母
領
報
以
及
舉
母
童
貞
受
孕
為
開
刺
固
的
主
要

事
駁
曾
先
後
記
述
兩
次(
3
u
!

“
凹
H
l
n

)，
其

中
第
二
段
(
凹
閥
，
且

)
的
來
源
最
古
可
上
溯
至
劃

蚓
最
早
時
此
也
好
像
是
刮
中
最
早

之
文
件
之

一
。
關
於

耶
穌
的
童
貞
降
孕
和
誕
生
剛
教的
解
經
學
家
似
乎
特

別
強
調
雨
點
一
否
認
耶
穌
是
真
主

(
天
主

)
之
子

二
辯
護
闊
別
割
的
卒
世
童
扎
由
於
她
的
童
式
開
利
到

和
她
的
兒
子
耶
穌
是
天
主
賜
給
世
人
最
偉
大的
做
兆

「
守
貞
之
女
主
此
知
從
未
接
品
見
我
向
彼
吹
我

之
謹
此

子
之
民
喇
業
一
一
一
日

哲
布
來
去
來
仙
俊
，
肉
"
孔

，

一
翩

J
我
以
彼
暨
其
子

國
作
世
人
之
顯

州
某
吹
其
主
所
造
之
時
血
肉

蹟
俾
世
人
以
知
無
父
凡
能

」
(胡
幻
叫也
會
闋的
m
n
叩
一

生
子
而
仿
真
主
朵
能

-

;
i

耶
穌
的

誕
生
記
述
於
刮川
口
自-

h
劇
氏
的
目
的

是
在
證
明
嬰
孩
耶
穌
與
其
他
嬰
孩
不
見
因
為

ω
-
M

節
記
札
峭
壁
嬰
在
搖
籃
中
發
託
辯
護
了
他
母
親

的
貞
此

這
一
段
記
拭
至
今
仍
是
熱
心

的
問
教
徒
昕
愛
念
你
並

且
他
們
很
希
奇
為
什
麼
當
時
有
些
基
督
徒
不
相
信
耶

穌
墓
嬰
說
話
的
奇
蹟
因
為
他
們

(
同
民
)
認
為
這
是

衛
護
鑿
母
的
貞
據
最
好
的
方
比
按
照
剛
教
徒
的
見
楓

誼
毀
聖
母
的
童
貞
是
個
極
大
的
罪
過
楓
划
人
之
研
以



~
受
罰
因
為
他
們
証
毀
了
聖
母
童
貞
的
光
榮
(剖
4

己

的
一

關
於
舉
世
的
德
行
制
特
別
提
也
她
的
信
德
和
服

-

從
「
其
母
是
一
誠
鴛
者... 

」
(
古
5
H
)
「
彼
反
信
其
養

主
之
雪
白
與
其
經
由
此
彼
本
屬
於
領
命
者
也
叫
作
峙
前

」

υ
~位
者

(
割
的
口
多
閱
船1
的
)
此
外
古
也
指
出
瑚
利
到
喜

愛
祈
路

(
古
3
位

)
全
心
依
賴
天
父
的
照
顧
(
士
口3

抽

)
她
是
無
站
的

(
古
川
口
叩
)至
於
里
母
的
特
權
吉

日
「
到
蚓
明
確
己
還
爾
並
使
爾
清
潔
彼
選
爾
高
於
世

界
眾
婦
女
」

(
古
3
叫
)

開
叫
到
生
來
是
單
潔
的(刮
3
自
)
關
於
這
一
旬

罔
教
古
來
的
詮
解
說
「
每
個
亞
當

(
古
譯
作
阿
丹

)

的
兒
子
在
誕
生
受
刺
傷
除
了
瑪
利
亞
的
兒
子
和他
的

母
親
以
外
」
這
些
話
是
否
指
塾
母
無
染
原
罪
的
道
理

不
少
科
學
家
和
罔
教
學
家
肯
定
是
如
此
筆
者
如
認
為

聖
母
無
染
原
罪
的
道
理
只
是
暗
示
在
這
一
旬
內
因
為

作
者
的
目
的
只
顧
表
達
瑪
利
亞
完
美
無
站
的
藝
潔

此
外
按
照
古
瑪
利
亞
也
蒙
受
了
先
知
的
恩
賜
因

為
她
是
唯
一
帶
者
「
聖
言
」
者
「
買
喇
業
之
子
埋
希

哈

(
H

默
西
亞

)
爾
薩
是
安
拉
乎
之
欽
差
使
投
至
寅

喇
對
之
一
語
出
於
彼
之
靈
晦
耳
... 

」
(
古
4
m
)

現
在
我
們
看
看
古
有
關
耶
穌
的
記
職

技
古
天
主
的
大
使
者
有
四
亞
巴
郎
梅
瑟
耶
穌
穆

罕
默
德
可
是
依
照
某
些
經
倒
好
像
誰
也
不
相
似
更
不

超
過
耶
穌
例
如
「
我
會
賜
母
撒
以
經
典
並
在
彼
以
後

續
追
諸
使
我
會
賜
買
喇
業
之
子
爾
薩
以
種
種
明
證
我

附為:岡教與整經

以
清
潔
之
鐘
開
封
布
來
〔
或
是
要
一
晰
〕
援
助
之

.•. 

」

次
來
仙
使

(
古
2

肘
)
「
此
一
切
欽
羊
肉
次
使
其
一
部
質
途
一
部

其
中
有
到
蚓
制
與
之
交
一
一
百
者
彼
使
其
一
部
升
高
種
種

口
叩
恥
此
見
從
欽
此
之

n
m格
不
一
有
純
正
訕
搏
一
叫
我
會
賜
閩

怖
分
民
依
若
有
准
命
勸
導
合
伙
叫
什
民
眾
者

喇
蚓
之
子
關
蚓
以
種
種
明
證
並
輔
之
以
清
潔
之
鑫
」

(
2
凶
)
關
於
女
知
乎
賜
予
耶
穌

的
種
種
明
證
就
是

(
如
上
述
的

)
他
生
於
童
貞
女
並
在
搖
籃
中
開
始
講

預
言
此
外
還
有
苦
時
安
拉
乎
呼
貿
喇
業
之
子
爾
薩
日

爾
共
念
我
對
爾
並
對
爾
生
母
之
舉
彼
時
我
以
清
潔
之

靈
助
爾
爾
在
搖
林
及
壯
年
與
人
接
談
彼
時
我
教
爾
經

典
智
恐
技
投
台
(
H

托
辣
斗
。
E
Y
郎
梅
瑟
法
律
)
引

到
制
(
H
福
音
H
Y
E
m巳
E
B
)
彼
時
爾
經
我
乏
許
可

以
泥
進
一
如
鳥
形
者
而
對
之
吹
自
心
彼
隨
藉
我之許
可

成
一
飛
鳥
爾
藉
我
之
許
可
治
愈
盲
者
恩
大
痲
瘋
者
彼

時
爪
爾
藉
我
之
許
一
叫
現
出
刊
從
死
#
向
彼
臨
叫
我
為
爾
制
止

以
閥
割
調
制
(
H

叫
倒
叫
)
子
孫
『
之
擾
害
』
其
時

爾
會
示
彼
等
以
種
種
明
嵐
清
彼
等
中
一
切
不
信
者
甘

.

此
即
是
顯
明
之
法
術... 

」
(
5
山
)
上
面
這
段
經
文

記
敘
耶
穌
蒙
受
了
許
多
恩
賜
且
暗
示
他
接
受
了
全
部

的
啟
示
因
為
安
拉
乎
教
他

以
「
經
咚
，
智
慧
技
拉
台

(
法
律
)
和
引
艾
勒

(
福
音
)
此
外
唯
有
耶
穌
和
他

的
母
親
從
成
胎
時
起
一
生
沒
有
犯
任
何
罪
過
(
3
甜

的
叫
)
耶
穌
以
身
作
則
不
但
是
以
色
列
子
民
而
且
也

是
異
邦
人
的
模
範
(
的
盯
|
目
)
他
和
他
的
母
親
是

眾
人
的
做
兆

(
n
u

幻
叫
)
、

。

在
創
中
有
些
一
字
旬
似
乎
暗
示
耶
穌
的
飯
活
升
天

可
是
對
這
些
字
旬
的
經
義
學
者
意
見
不
一
因
為
穆
氏

受
了
幻
像
派
思
想
的
影
吶
認
為
當
人
們
願
意
把
耶
穌

釘
死
時
天
主
以
一
幻
像
取
代
了
他
救
他
脫
兔
了
死
亡

因
此
他
沒
有
被
釘
死
在
十
字
架

上
飯
認
局
沒
有
實
吊

死
1
因
此
對
蚓
氏
有
關
耶
穌
復
活
的
問
題
各
持
己
見

可
是
蚓
氏
信
耶
穌
升
天
這
是
無
可
懷
疑
的
「.•• 

並
謂

我
等
質
殺
死
劃
喇
對
之
子
蚓
蚓
剛
剛
配
到
蚓
制

之
欽

差
弘
彼
等
原
未
殺
位
未
會
掛
說
末
的

H

釘
在
紙是
彼
等

十
字
架
上

杏
冥
比
當
時
布
貌
似

M
M韓
若
被
釘
品
者
一
切
因
彼
爭
辯

即
疑
為
尚
且
障
自
身
被
釘
而
死

者
確
是
在
疑
此
中
彼
等
之
知
此
惟
從
測
度
耳
伊
等
禾

|
|
|
|
。
使
彼
爾
陣

會
確
實
殺
彼
實
則
安
技
乎
使
其
升
於
彼
矣酬
至
樞
神
時

之
對
蚓
制
本
是
大
扎
精
妙
者

」
(
4
m
-
m
) 。

處

技
割
耶
穌
在
救
恩
史
中
是
主
要
的
人
恥
十
一
次

稱
耶
穌
為
默
西
瓦
郎
對
叫
別

的

特
使
此
外
制
也
說
耶

穌
是
天
主
的
學
言
上
面
引
述
過
的
4
m
稱
他
為
「
一

語
」
而
制
3
“
又
稱
他
為
三
百
「
告
時
眾
仙
使
呼
寅

喇
制
和
日
到
蚓
叫
什
確
以
己

之
一
言
為
爾
齋
吉
報
其
名
是

問
喇
喇
喇之
子
斟
制
叫
甜
甜
在
今
世
與
後
世
高
賞
者
且

屬
於
接
近
『
其
主
』
者
」
不
但
如
此
而
且
穆
氏
還
認

為
耶
穌
具
有
其
主
的
耐
力
並
在
某
些
一
經
旬
中
顯
明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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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使理!I 天驚。
己亦希| 地安1
懲聽否。哈|之 挂1
剖侯某絕崗， 乎 |
」 恥不惟乃
( 於恥安| 獨
4 從於鎧1 -
m 彼 從 乎 | 主
|而拜昕讚
叫 聽到掌。彼
~o {教技| 安|清

者 ， 乎L拉|潔 ，
彼眾乎|彼
將 J玄 之 何
使近為有

其安|維子。
一批|護和j 真
同乎|者*主
聚 之 足有金
銀仙矣。手。縛，

並 「 穆耳的使
多爾罕支;(
記等默勒i 天除
念於倍 ( 使了

安| 安 I I 福 ~， 相
拉| 拉 1 I 音所信
乎| 乎|一 ) 賜真
者，之 切 和 給 主

具欽先古;人罔
一差，加蘭i 的教
優確圳經l學徒

美為 的也' 害，也
之 指印相如相
糢望章。信技i 信

範安1 ;在先拉;天
拉| 古i 知台i 主

域，隨柄， 3"3'們、昕
炮轟人申 '1' 與 21 尤法進
~接末載其律的
教戰世， 曰 : 是 )、 “l

捐
軀
之
志
始
終
未
懈
此
種
可

良
性
凡
屬
穆
民
可
資
校
範

既
然
罔
民
相
信
真
天
主
也
相
信
其
天
主
以
啟
示

告
訴
世
人
他
就
是
真
天
主
因
此
間
民
不
但
能
認
識
他

遵
守
他
的
誠
命
而
且
還
能
走
上
神
秘
的
道
路
即
可
到

達
與
其
主
神
秘
結
合

的
境
界
因
此
在
同
民
中
也
可
能

有
且
也
會
有
過
神
秘
的
靈
魂
在
此
我
們
只
提
阿
耳
耳

則
耳
(
注
m
m
N立
)
和
他
的
門
徒
穌
非
派

(
ω毛
7
2
5
)

和
他
的
門
生
以
及
罔
教
|
|
。也
許
|
|
最
光
榮
的
殉

教
者
阿
耳
哈
拉
絡

(
E
H
F
-戶
品
)他
的
致
命
叫
說
們

聯
想
起
辣
彼
阿
基
巴

(H
N色
E

K
PA
』
Z
)

此
外
由
於
罔
民
強
調
人
神
直
接
交
往
的
原
削
他

們
不
接
受
轉
禱
塾
E
V里
統
等
道
理
至
於
末
世
為
外
表



~
看
來
他
們
自
闊
天
主
教
很
接
近
國
為

他
們
也

很
及
萬
民

岫
~
四
瓦
講
論
世
界
窮
盡

、

審
判

、

天
也
地
獄

一

從
教
義
方
面
來
品
岡
教
分
成
兩
大
派
就
是
孫
尼

派
「
ω
E
E
Z
ω

)
和
黨
依
派

(
ω
E
g
ω
)他
們
的
分

裂
發
生
於
公
元
六
七
九
年
孫
尼
派
除
了
古
蘭
經
外

也

接
受
罔
教
古
來
傳
統
以
及
穆
氏

的
習
俗
蕉
依
派
則
只

接
受
占
蘭
經
至
股
古
來
的
傅
統
則
或
不
接
受
或
只
暗

地
接
受
也
布
只
局
部
接
受
這
兩
大
宗
派
後
又
分
成
許

多
黨
派
在
中
國
的
國
民
多
屬
於
孫
尼
派
這
一
派
位
至

在
全
球
佔
大
多
數

關
於
M
M教
的
教
義
有
人
誇
讚
它
簡
單
部
沒
有

發

覺
這
是
精
神
貧
乏
的
表
現
例
如
關
於
天
主
的
作
為
他

的
內
在
生
活

(
三
位
一
體
的
奧
趴

)
等
穆
氏
不
但
沒

有
什
麼
貢
獻
而
且
還
是
開
倒
車
不
錯
罔
教
也
有
它
光

榮
的
哲
學
和
那
勁
人
的
神
秘
學

(
如
穌
非
派
等

)
可

是
誰
也
不
敢
否
招
這
並
非
穆
氏
的
創
作
而
是
受
了
希

爐
火
材
學
家

(
扭
捏
斯
多
認
柏
校
園
等

)
和
天
主
教

艸
秘
學
家
的
澎
附
雖
品
如
此
但
政
們
仍
得
客
觀
地
，
取

認
穆
氏
在
他
行
一
訓
教

的
L
作
上
賢
在
作
仙
了
縫
人

的
貢
獻

附í';'J : rel教與聖經

(
五

)
罔
敬
的
教
規

罔
敬
的
教
規
可
以
分
開
宗
教
生
活
和
道
您
生
活

兩
方
面
來
說
宗
教
生
活
罔
教
徒
應
遵
守
下
列
五
點

一
念
信
經
(
只
巴
目
"
∞z
z
e

鬥
)
這
信
經
每

日
應
念
五
次
郎
在
每
日
應
舉
行
的
五
次
祈
禱
中
(
見

二
)
誦
人
勾
心
但
是
熱
誠
的
阿
教
徒
則
每
日
多
次
誦
人
勾
心
甚

或
採
用
人
恁
珠
來
反
覆
誦

念
或
人
身
心
信經
或
A
q心南京
拉
乎
的

一
百
個
名
詞

二
祈
時
(
F
Z
H
)每
天
應
五
次
朝
向
麥
加
崇
拜

安
拉
乎
即
在
日
出
以
前
中
午
以
後
太
陽
開
始
西
落

時

太
陽
西
裕
之
後
在
黑
夜

三
大
齋
戒
罔
歷
每
年
九
月
即
拉
馬
丹
月

(
F
B﹒

且
呂
)
接
月
內
每
天
從
日

出
至
日
落
應
守
大
齋
這
郎

罔
民
所
謂

的

「
欽
月
將
」
關
淤
這
齋
戒
古
2

間
山
說

「
來
穆
民
乎
已
對
爾
等
規
定
齋
戒
即
如
曾
對
爾
等
先

。
絨
齋
成
以

人
規
定
之
庶
爾
等
敬
畏
。
是
乃
計
定

之
右
干

滅
叫
咱
慾

貝
爾
等
中
染
病
或
旅
行
者
則
其
他
若
干
口
不
能
齋
戒

各
圳
市
給
窮
國
各
一
皮
食
物

之
詢
服
其
自
願
為
善
者

比
是
於
彼
最
佳
者
扑
泊
爾
等
關
然則
爾
等
之
肅
的
戒
固定
於

爾
等
最
佳
者
」

四
獻
儀

(
N
失
其
)
這
與
猶
太
人
所
獻
的
什

一

之
物
相
似
各
地
方
的
M
M滋
長
趕
快
州
這
些
一
獻
候
去
憫

濟
改
地
方
的
立
民

五
蚓
嬰

(
z
a
』
)每
個
岡
教
徒
一
生
至
少
一
次

應
去
麥
加
朝
聖
因
為
麥
城
是
岡
教
最
神
學

的
墓
地
在

那
衷
|
l
l

故
穆
氏
說

|
|
l
E
巴
郎
曾
建
立
了
「
卡
阿

巴
」
玄
石
公
拜
民
主
此
外
穆
氏
也
會
學
潔
了
這
域
打

碎
f

這
域
的

二
百
六
十
個
偶
像

此
外
有
些
教
派
還
加

上
第
六
個
本
份
就
是
「
聖

戰
」

至
M
F、
道
德
生
活
罔
民
應
遵
守
下
列
五
點
一
為
父

應
仁
慈
二
子
女
隊
孝
敬
父
母

三
君
主
廳
和
善
有
如
這

昧
四
弟
兄
躍
和
睦
五
朋
友
路
忠
誠

雖
然
罔
民
有

上
述
的
雙
方
面
的
教
規
可
是
他
們

也
體
驗
自
身
的
軟
弱
為
補
助
這
軟
弱
最
奸
的
方
法
必

是
祈
禱
可
是
談
到
祈
聽
回
教
徒
便
陷
於
矛
盾
中
凶
為

問
教
一
方
面
強
調

「
宿
命
論
」
而
另
一
方
面
部
又
勘

到
教
徒
祈
稿
飯
然
一
切
都
平
由
其
主
預
定
了
祈
時
品

有
何
用
處
難
道
祈
禱
能
改
變
民
主

的
旨
忍
無
疑
的
的
村

民
撰
占
蘭
經
時
這
問
題
仍
未
存
在
可
是
U

俺
的
M
A

劫
發
現
這
問
題
的
難
解
(
其
質
天
主
的
全
知
與
人
的

自
由
質
是
一
個
不
易
解
答
的
奧
妙
問
題

)
不
少
熱
誠

的
同
教
研

士
勸
勉
個
民
應
以
祈
的
和
依
賴
安
校
乎
卜

H
A

解
答
這
個
難
題
這
種
態
度
背
心
社
可
取

現
在
最
後
一
點
我
們
要
客
談
罔
教
的

「
車
被
」

自

從
罔
民
在
巴
得
爾

(
F
含
)
縛
了
意
外
的
勝
利
以

後
穆
氏
便
給
悶
民
持

下
凡
為
宣
講
罔
敬
而
作
戰
的
山

民
必
得
安
μ似
乎
的
特
別
保
護
死
後
也
可
吃
即
升
天
必

為
這
是
一
一
切m
r
m啊關
於
這
個
問
越
近
代
的
M
M教
學
品

設
法
給
予
一
個

「
喻
悉
的

」
解
釋
大
概
是
為
遊
兔
基

督
徒
對
嬰
絨
的
非
難
可
是
在
舊
約
的
精
料
和
阿
刺
伯

的
民
族
性
下
我
們
也
不
難
了
解
和
原
諒
這
些
一
不
正
確

的
史
實
說
得
客
觀
一
點
布
時
甘
南
倍
從
對
聖
戰
慘
酷
的

一
面
未
兔
有
點
誇
大
其
詞
這
是
很
不
對
的
可
是
另
一

方
面
也
不
能
否
認
聖
戰
曾
是
反
布
同
教
信
仰
的

一
種

殘
酷
工
具
今
日
的
國
教
領
柚
則
將
宗
教
與
政
治
分
間

通
常
來
說
他
們
與
其
他
闊
家
或
氏
族
的
來
往
都
進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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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際
法
律
的
規
定

(
古
8
H

l

n

等
)

(
4八
)
周
教
在
中
國

關
於
間
教
何
時
傳

λ
中
國
這
個
問
題
有
兩
個
學

說
一
認
為
穆
氏
在
生
時
罔
教
已
經
傳
入
可
是
這
學
說

沒
有
任
何
歷
史
的
根
線
二
認
為
於
唐
朝

(
公
元
六
三

八
年
)
傳
入
中
國
這
學
說
則
有
歷
史
根
位
不
過
說
公

元
六
三
八
年
已
經
傳
入
中
凶
可
能
說
得
早
了
比
一
一
大
概

該
年
布
拉
一
問
民
到
了
中
凶
可
是
這
並
不
等
於
間
教
正

式
傳
入
不
拘
如
何
故
們
認
為
第
七
世
紀
末
一
定
已
傳

入
中
凶
改
名
「
清
真
教
」
教
徒
多
屬
孫
尼
扳
他
們

的

魯
籍
多
自
阿
刺
伯
文
譯
成
一
部
份
則
自
信
罔
教

的
中

國
人
或
由
住
在
中
闡
北
部
或
西
北
部
的
民
族
間
中
國

語
言
撰
寫
公

-
A八四
五
年
即
「
滅
法」年
十
萬
罔
教

徒
會
慘
遭
級
教

至
於
由
教
徒
抵
達
中
凶
可
有
兩
條
路
一
是
陸
路

自
波
斯
印
度
帕
米
爾
到
華
北
一
是
海
道
自
阿
刺
伯
經

錫
蘭
到
廣
州

參
考
書一

古
蘭
經
中
國
罔
教
俱
進
會
本
部
印
行
民
國
二

十
一
年
北
平
西
單
牌
樓
北
清
真
寺

二
穆
罕
默
德
賴
施
德
著
馬
瑞
悶
譯
穆
罕
默
德

的

默
示
民
間
三
十
五
年
發
行

三
古
藍
亞
馬
特
著
陳
君
保
譯
漠
譯
伊
斯
蘭
民
義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香
港
大
學

四
問
教
稚
誌
上
海
廣
學
會
一
九
三
三

五
回
教
考
署
上
海
兩
佛
學
會
戶
九
三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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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馬
以
忍
著
中
國
間
教
史
鑑
商
務

印
書
館
民
國

，

i
l
l
-
-
。

二
十
九
年
喬
浴

七
仲
統
先
去
中
國
罔
教
及
台
灣
商
務
印
書
館
民

。

倒
瓦
十
八
年

八
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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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白
這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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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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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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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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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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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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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
口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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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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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巴
巴
。
口
-
F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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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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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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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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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
叫N
﹒

十
三
旱
的

M
J乏
r
a
E
H
H
K
E
F
S

玄
E
E

〉
}
H
E
O《峙
的
F
O
C
且
開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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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個
叫no
-
-
B
MW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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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
出
。
口
問
r
。
口
m
w
目
。
口
m
r
。
口
問
這
吋ω﹒

(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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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到自十 主旦
有前七 失其
闕 ， 所部 因 謹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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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僅可中言正值
辭有知 誠 少奇

典殘 景| 有 耳目
肉片教1 -， 三至
不敏在. 翻 :t~長
得段中| 經 司虫
不 ( 國I ID

簡見必 殿
介下有」
一 )，經及
下但典 「
景|因之 經
教| 與翻 留

在聖i 譯;二

中

國
的
史
客
首
先
應

聲
明
者
即
是
本
文
特
注
目
於
唐

朝
時
代
的
景
教
關
於
元
朝
僅
稍
提
即
過
同
時
本
文
研

討
論
者
僅
限
於
宗
教
歷
史
和
教
義
尤
其
有
關
聖
經
與

辦
學
問
題
至
於
政
治
和
其
他
歷
史
上
的
問
題
則
一
律

從
容

根
鐵
史
料
筆
者
不
相
信
建
多
默
宗
徒
會
來
到
中

國
傳
揚
基
督
的
福
音
更
不
相
信
楚
辭
天
問
內
有
晉
代

插
入
的
一
章
講
論
救

主
降
世
受
苦
受
死
與
復
活

(
見

耶
穌
基
督
在
中
國
古
籍
中
立
發
現
春
秋
維
誌
一
九
六

0
)關
於
阿
爾
諾
彼
的
證
言

(
K
F
門
口
。F
E
F

〉
已
〈O
Z
S

Z
E
g
g
-
F
F

﹒
口

-
-
N
)的
確
不
能
否
認
他
以
為

「
絲
國
人
」
(
切
。
呂
立
即
是
中
國
人
有
如
印
度
放

斯
瑪
待
間
如
伯
埃
及
敘
利

亞
等
國
人
已
捨
棄
或
正
在

捨
棄
本
國
的
迷
信

而
逐
漸
歸
附
基
督
的
民
道
但
是
阿

氏
的
這
段
話
按
筆
者
的
研
究
關
於
中
國
所
講
的
話
毫

無
歷
史
的
根
攘
或
者
是
因

了
他
在
提
及
印
度
之
後
不

知
不
覺
的
憶
及
賀
拉
西
詩

中

的
那
句
話

「
ω
2
2
2

古
已
。
ω

」
(
絲
國
人
和
印
度
人

出
R
E
E
-
E
σ
-
T

H
】
)
而
使
然
同
樣
對
凹
試
制
制
用
(
宮
內
已OE
E

ω

)

的
著
作
各
地
律
例

(
H
L
r
R
E宮
E
r

恆
。P
E
H

E
﹒
口
-
N
B
L
O
U
H
U
R
。
目
。m
z
g
E
E
H
H
)亦
然
巴
氏

雖
會
大
事
誇
讚
中

國
老
百
姓
的
良
好
風
俗
(
∞R
a
o
)

但
並
未
提
及
會
有
人
在
中
國
宣
揚
過
基
督
的
福
音

穆
耳
(
宮
。
丘
。
)
在
一
五
五0
年
前
中
國
基
督

教
史
中
會
提
及
科
斯
瑪
氏

(
的
。
自H
E
F
皂
白
。
可
甘
5

.

H
O
F
H
V﹒。
.
曲
曲
)
好
似
說
科
夫
在
當

時
(
王
三
五
年
)



~
已
知
道
中
國
會
有
基
督
徒
的
存
在
其
實
依
筆
者
看
來

ω
-
科
民
雖
曾
說
到

波
斯
印
度
似
乎
也
會
提
及
錫
蘭
但
從

-

未
明
然
提
及
中
國
至
少
技
米
聶
(
宮
前

2
)
所
出
版

的
教
父
全
集
是
如
此
的

根
法
所
有
的
歷
史
資
料
筆
者
認
為
基
督
聖
教
正

式
傳
入
中
凶
是
在
唐
太
宗
貞
觀
九
年
即
公
元
六
三
五

年
因
是
年
阿
羅
本

(
注
。
胃
口
)會
至
長
宏
觀
兒
皇

帝
不
過
在
此
以
前
甚
或
在
陪
末
阿
羅
本
已
在
中
國
領

域
傅
湯
堂
教
有
如
日
後
利
瑪
費
氏
在
進
京
頭
見
皇
帝

之
前
已
在
中
國
各
地
傳
教
有
年

第
一
節
景
教
傳
入
中
國
史
料

E
R教
傳
入
中
國
的
史
料
可
分
下
列
數
種
一
景
教

教
徒
昕
遺
留
下
的
文
獻
二
中
國
作
者
的
文
獻
三
歐
西

作
者
的
文
獻

一
崇
敬
敬
徒
所
造
留
下
的
文
獻

(
甲
)
最
著
稱
亦
最
重
要
者
為
景
教
碑
全
名
作

「
大
秦
景
教
流
行
中
圓
碑
」
這
是
遠
東
基
督
教
會
最

寶
貴
的
紀
念
物

(
詳
見
下

)

(
乙

)
阿
羅
本
的

作
品
1

一
神
論
此
書
分
三
部

趴
即
酬
到
之
斗
持
制
喇
叭
一
、
和
出
制
制
制
甜
甜

m
u
-
-
間

聽
迷
詩
斯
經

(丙
)
旦
旦
淨
的
作
品1
大
秦
景
教
宣
元
至
本
經

2

志
玄
女
樂
經
3

大
秦
眾
教
三
威
蒙
度
讚
4

尊
經
5

大
秦
眾
教
大
鑿
通
與
歸
法
泊

二
中
國
作
者
的
文
獻

(
甲

)
中
國
學
者
關
於
景
教
所
遺
留
的
文
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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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
剩
山
坡
划
對
對
詩
一
昔
比
2
剩
引
自
聞
于
略
重
遊
南
山

划
刮
到
剖
詩-
u
E
3
、
樹
劃
劃
划
喇
喇
詩
一
配
制
到
祝
五

制
詩
-
E
F
K
制
引
叫
回
到
叫
詩
-
E
6張
景
先
五
郡
懷

古
詩
一
首(

乙

)
官
府
文
件
1

最
教
碑
昕
徵
引
的
太
宗
皇

帝
論
令
見
於
您
會
要
卷
四
十
九2
玄
宗
於
七
四
五
年

論
令
制
制
丸
即
到
制
丸
改
為
蚓
甜
點
寺
見
於
制
制
觀
卷

四
十
扣3
封
封
剖
卷
十
所
提
及
的
大
秦
寺
及
與
景
教

有
關
事

K
K刮
到
制
對
自
對
卷
二
十
九
昕
記
載
的

「
毀
佛
寺
制

片
即制
劇
於
八
四
五
年
所下
的
「誠
法
」

令
5

「
滅
法
」
令
也
涉
及
大
秦
寺
周
教
和
歌
敬
在內

參
見
到
別
甜
甜
卷
二
百
四
十
九
制
到
六
十
眩
，

趴
童
般

寺
刻
文
此
刻
文
研
載
關
於
佛
教
在
唐
時
的
興
盛
可
作

「
毀
佛
寺
制
」
的
反
應
同
時
此
刻
文
亦
指
出
與
佛
教
逍

受
同
一
命
運
的
有
大
秦

(
的
景
教
)
摩
尼
教
和
歌
教

此
外
尚
布
許
多
文
件
前
參
閱
佐
伯
好
郎
所
著
的
景
教

文
獻
四
五
三
至
五
一
九
頁

=
一
斷
西
作
者
文
獻
是
指
十
三
十
四
或
十
五
世
紀

札
酬
回
人
士
旅
遊
中
國
的
遊
記
或
者
傳
教
也
如
多
明

制
制
會
ι
尤
其
期
研
會
會
士
所
遺
留
下
的
書
扎
報
告

等
關
於
前
者
在
此
僅
提
出
馬
可
波
羅
的
旅
遊
記
(
口

玄
E
S
O
)
關
於
後
者
參
見
方
濟
會
中
華
業
報
卷
一

(
∞E
E
?
"
E
E
n
g
"
H
)
 

此
外
還
有
一
些
景
教
教
徒
以

敘
利
亞
文
寫

下
的

文
件
除
一
些
很
短
的
刻
文
或
詩
旬
外
尚
有
兩
項
極
重

要
的
文
件
1

敘
利
亞
教
會
日
淑
經
之
三
段
殘
片
|
|

為
聖
誕
簡
用
者

J
頁
眉
目
聖
母
瑪
剎
亞
雷
用
者
互
戶
似

乎
為
諸
娶
筍
用
者
一
頁

2

釵
剎
亞
文
元
代
豪
教
二
大

德
西
行
傳
品
記
此
作
品
於

上
世
紀
末
由
當
博
提

(
]


P
C
E
σ

。
"
)譯
為
法
文
本
世
紀
初
由
英
人
布
底
止

(
ω阿
諾
胸
口
說
回
且

m
o
)譯
為
英
文
後
由
日
人
佐
伯

叫
蚓
依
英
文
譯
本
譯
為
叫
丸
制
文
譯
本
則
歸
功
於
羅

香
林
博
士

關
於
碑
文
答
銘
和
景
教
育
銅
十
字
擬
的
研
究
請

參
閱
蚓
封
封
和
佐
伯
好
恥
二博士
在
劑
叫
幫
圳
第
三

期
研
寫
的
六
篇
論
文

第
二
節
景
教
入
中
國

今
披
上
述
史
札
墨
述
劃
制
初
入
制
國
的
歷
史
按

蚓
到
創
五
年
所
發
掘
出
的
「
大
秦
景
教
流
行
中
國
碑
」

和
七
十
餘
年
前
在
敦
煌
石
室
所
發
現
的
若
干
部
景
教

經
典
的
記
恥
割
叫
糾
正
式
進
入
制
國
實
開
始
於
公
元
六

三
五
年
(
關
於
蚓
劇
的
歷
史
及
所
發
現
的
經
典
國
金

等
參
考
的
書
緒
非
常
之
多
在
此
只
提
出
方
豪
六
十
肉

定
稿
下
冊
敦
跨
學
發
凡
)

第
一
位
正
式
在
中
國
傳
揚
基
督
福
音
的
傳
教
士

乃
是
剛
制
制
(
注
。
胃
口
)阿
氏
屬
聶
斯
託
利
派
教
會

更
詳
細
地
說
法
律
上
是
屬
於
色
裳
基
雅
特
息
豐
大
宗

主
教
區
S
O
W
E
E
g
g
-
u
y
g
)
。
剛
和
制
入
則
國
時

制
派
教
會
的
大
宗
主
教
(
的
"
岳
。

z
g
ω
)是
易
朔
雅

叫
二
世
(
阿
咎
。γF
H
H
見
組
副
和
闊
別
斗
吋
刮
到

制
頁
凹
及
巴
﹒
斗7.
的
﹒ω
﹒
〈
-
z
g
g
E
E
O

】w
m
E
F

S
開
﹒
d
E
O
H
E
H
)。
劉
剛
蚓
倒
二
世
於
六
二
八
年



(
唐
太
宗
貞
觀
二
年

)
受
任
至
六
四
四
年

(
唐
貞
觀

十
八
年

)
卒
阿
羅
本
於
六
三
五
年

(
貞
觀
九
年

)
始

住
長
安副

研
十
二
年
(
公
元
六
三
八
年
)
帝
下
詔
文
准

在
京
的
義
寧
坊
起
寺
一
所
(
初
稱
波
斯
有
後
改
名
大

秦
寺
)
度
僧
二
十
一
人
技
大
秦
二
字
通
常
指
羅
馬
帝

國
尤
其
帝
國
東
部
按

上
下
文
有
時
也
指
法
斯
和
巴
力

蚓
叫
(或
亦
指
猶
太

叮斟
針
對
卷
四
十
九
有
言
臼
「
波

斯
景
教
出
自
大
秦
傳
習
而
來
久
行
中
國
妥
初
建
寺
因

以
為
名
將
欲
示
人
必
修
其
本
其
兩
京
波
斯
寺
宜
改
為

大
秦
寺
天
下
諸
府
郡
置
之
者
亦
準
此
」

阿
羅
本
是
由
波
斯
來
的
想
必
是
波
斯
人
他
的
名

字
叫
輯
和
技
叫
制
專
家
出
仰
侃
蚓
博
士
的
立
見
即
是

亞
巴
郎
的
音
譯
但
按
其
他
學
者
的
意
見
則
認
為
此
名

與
敘
利
亞
名
「
J
F
F
?KF
Z
Z
」
向
希
磁
文
為

「
斗
穹
自

豆
。
E

t
校
丁
文
則
為
「
〉
已
g
e
g
ω

」
意
即
「
天
賜」

另
有
些
學
者
則
認
為
阿
羅
本
並
非
人
名
而
係
敘
利
亞

文
的
尊
號
或
聶
哥
稱
「間
"
F
E

」
的
音
譯
「
則
各
Z
P

」

意
謂
大
師
夫
子
尤
魯

(
叩
門
民
-
J閃
丘
。
)夏
鳴
雷

(
出-
Z
里
『

2
)
等
學
者
主
張
此
說

阿
羅
本
的
貢
獻
是
很
大
的
昔
日
人
對
他
的
認
識

全
靠
景
教
碑
上
的
刻
文
但
從
一
九
O
八
徉
發
現
了
敦

煌
文
獻
之
後
由
於
這
些
文
獻
的
著
作
時
期
與
阿
羅
本

一
有
看
直
接
或
閱
攘
的
關
係
為
此
佐
伯
好
郎
稱
這
些
文

。
。

-
B
t
'
t
i
f
f
-
t
l
'

，
2
'
，
、
‘

4
4

、
、
‘ε
'
，
'
‘
3

、
'
，
、
‘
‘
‘
;
、
‘
‘
‘

e
'
，
‘
‘

叫
一
獻
為
阿
羅
本
的
證
件
郎
一
神
論
喻
第
二
一
天
論
第
一

戶
戶
和
序
藤
迷
詩
所
經
筆
者
認
為
序
聽
迷
詩
所
經
為
景
教

的第 : 景教碑與聖經

最
古
老
的
經
卷
走
基
督
學
教
光
照
中
擎
的
第
一
道
光

芒
就
區
史
立
場
來
說
這
一
文
獻
可
比
之
於
佛
教
的
四

十
二
章
經

關
於
阿
羅
本
的
事
蹟
至
今
因
缺
乏
證
件
我
們
知

道
的
很
少
方
豪
神
父
關
於
他
寫
道
「
阿
羅
本
的
貢
獻

是
很
大
的
但
關
於
他
的
記
載
太
少
﹒..•
• 
」

第
三
節
最
敏
碑

無
疑
的
景
教
碑
確
是
基
督
墓
教
尤
其
遠
東
基
督

聖
教
中
最
寶
貴
的
紀
念
物
該
碑
發
現
於
明
天
啟
五
年

(
公
元
三
八
二
五
年
)
關
於
比
牌
之
發
現
徐
宗
澤
神

父
在
昕
羞
的
中
國
天
主
教
傳
教
史
概
論
中
引
用
耶
穌

會
會
士
魯
德
昭
所
著
的
巾
國
史

(
古
巴
2
月
。

【M
O
F

b
y
g
p

n
y
p
可
-
u
r
3
.
N
N
?
N
M
H
)
一
段
話
說
「
一

六
二
五
年
在
峽
西
省
城
西
安
府
城
近
設
為
建
築
房
屋

工
人
銳
地
掘
得
一
石
碑
長
九
尺
強
潤
四
尺
厚
一
尺
強

頭
端
為
金
字
塔
形
面
上
銷
有
十
字
周
圍
繞
以
荷
花
形

似
在
梅
麗
亞
包
城

(
宮
。-
E咕
。
月
)中
之
間
在
多
默
宗
徒

墓
上
之
十
字
十
字
四
周
又
環
以
彤
雲
下
有
華
文
「
大

秦
崇
敬
流
行
中
國
碑
」
九
字
排
列
三
行
碑
之
全
面
皆

刻
有
類
似
之
華
字
並
有
少
許
外
國
字
一
時
不
能
辨
認

為
何
國
語

此
碑
發
見
洗
刷
一
新
後
一
時
民
眾
為
好
奇
心
驅

使
來
觀
看
者
人
山
人
海
不
久
官
府
知
悉
亦
來
審
察
並

命
人
砌
以
碑
基
妥
為
安
置
碑
面
則
更
保
護
周
詳
使
不

致
損
壞
而
人
則
仍
能
膽
服
從
此
碑
可
以
知
古
時
中
國

人
之
宗
教
信
仰
也
放
官
府
更
為
審
慎
起
見
移
置
圳
股
某

廟
中
觀
看
之
人
非
常
眾
多
有
驚
異
比
古
碑
者
有
見
外

國
字
而
它
自
然
者
有
李
之
藻
之
至
友
問
知
此
事
郎
摹
拓

一
幅
而
寄
贈
焉
此
時
李
子
在
杭
州
在
該
城
亦
有
吾
同

會
士
寓
居
避
教
難
焉

﹒.•
• 

碑
文
中
有
許
多
景
教
之
司
鋒
及
主
教
名
惟
其
名

字
皆
外
國
字
初
不
識
其
為
希
臘
文
或
為
希
伯
來
文
厥

後
余
在
叫
回
之
間
劃
劃
蚓(
P
E
m
胸
口
。
『
)就
正
於

安
多
尼
賀
郎
台
斯

(
〉E
E
E
F
E
E

已
2

)
司
鐸

賀
子
精
通
古
代
聖
經
文
字
認
為
敘
利
草
文
郎
今

H

亦

仍
通
行
」

上
係
魯
德
昭
記
載
當
時
的
情
形
按
魯
德
昭
之
昕

記
皆
出
其
所
日
見
且
自
見
此
碑
於
出
上
後
之
三
年

(
即
一
六
二
八
年
)
實
具
有
史
實
之
考
攘

研
究
此
碑
的
第
一
個
學
者
為
李
之
一
樣
先
生
李
子

在
其
所
著
積
景
教
碑
書
後
內

一
方
面
說
出
了
此
碑
的

價
值
另
一
方
面
也
道
出

了
比
碑
的
要
義
比
碑
發
現
後

耶
穌
會
會
士
陽
瑪
諾
於
宗
禎
辛
己

(
公
元
二
川
四
一

年
)
寫
下
了
景
教
流
行
中
國
碑
頌
正
詮
陽
氏
的
著
作

對
歷
史
的
事
實
一
概
從
客
唯
對
於
教
義
則
很
仔
細
加

以
詳
解
正
可
謂
陽
神
父
欲
藉
詮
解
此
碑
文
的
良
機
講

解
天
主
教
的
全
部
教
義
和
倫
理
的
總
綱
由
陽
氏
的
著

作
看
來
他
毫
無
疑
問
的
認
為
立
此
碑
者
為
天
主
教
徒

絕
未
想
到
聶
派
教

士
和
信
徒
實
在
的
說
若
非
由
其
他

出
土
的
文
件
得
知
聶
派
於
七
八
世
紀
在
中
國
各
處
傳

教
的
活
動
初
讀
此
碑
必
然
認
為
此
碑
昕
記
臂
的
天
主
教

教
義
總
綱



~

由
於
是
殼
牌
的
發
現

N
J於
在
遠
東
宣
揚
翠
敬
的

。
3

『

叫
一
人
士
如
此
有
利
無
怪
乎
激
起

f

一
些
反
抓
到
天
主
教

.

的
人
士
尤
其
反
對
耶
穌
會
的
一
些
學
者
如
伏
爾
泰

(
〈
。-
E
Z

心
勒
南
(
-
N
O
D
E
)

牛
曼

(
Z
E
B
E
D
)

克
羅
4
(
C
n
s
z
)

朱
利
女

(
ω﹒
H
C
-
5口)等
人

以
為
該
碑
是
耶
穌
會
會
士
的
偽
造
致
使
歐
洲
的
一
些

漢
學
家
和
一
比
一
一
批
判
學
者
對
此
碑
皆
抱
懷
疑
態
度
不

過
中
以
學
者
日
本
學
者
以
及
住
在
中
國
領
域
的
著
名

漢
學
家
則
極
力
為
之
辯
護
如
勒
格
博
士

已
﹒
F
O個
問
。
)

街
理

(kr
﹒
嵩
山
忌
。
)
萊
慕
撒

(
KV
-
M
N
O
B
E
B
)

希
爾

特
(
Z
Z
H
Y
)等
速
朱
利
安
在
逝
世
前
也
更
正
了
自

己
的
意
見
承
認
該
碑
的
真
質
性

這
伯
世
景
教
碑
真
僑
的
論
戰
挂
張
了
一
個
多
世
紀

可
是
這
場
論
戰
也
有
它
的
益
處
一
使
學
者
多
多
去
研

究
唐
元
兩
朝
關
於
宗
教
廢
史
的
文
件
得
古
叩
門
予
的
證
鐵

和
聶
派
教
會
的
文
獻
經
學
者

們
的
研
究
辯
論
結
論
是

最
教
碑
是
真
品
因
此
近
百
餘
年
來
誰
也
未
敢
再
否
認

此
碎
的
真
質
性
二
這
仙
慣
用
于
辯
為
學
者
尤
其
的
研
究
聖

經
的
學
者
具
有
一
番
特
殊
的
教
訓
並
非
任
何
一
個
新

異
的
假
設
只
因
為
是
新
異
的
便
認
為
是
真
的
更
不
可

以
假
設
來
推
翻
歷
史
的
還
被
反
封
豆
教
碑
為
其
版
者

昕
持
的
理
由
謂
中
凶
古
籍
巾
的
熱
一
字
迫
放
此
碑
但
中

國
學
者
和
日
本
學
者
已
予
以
答
覆
花
明
此
一
非
難
一
是

純
依
您
(
見
前
)
羽
且
由
上
世
紀
初
本
世
紀
初
在
敦

煌
昕
發
現
的
文
獻
更
堅
定
了
E
R教
碑
昕
叫
述
的
史
事

(
見
下
)

阿爾:景教碑與聖經

的
路
只
讀
崇
敬
碑
碑
文
絕
不
龍
決
定
其
內
容
和

教
義
是
屬
於
異
端
教
派
的
關
瑚
削
叫
父A
此
卓
亦
絲

毫
米
加
懷
疑
我
們
知
道
該
碑
是
屬
於
刻
板
的
紀
念
物

並
非
茲
股
其
內
容
而
是
山
於
外
在
的
誰
叫
做
可
幸
的
是

外
在
的
絕
緣
與
孩
悴
的
內
容
十
分
相
合
叫
羅
木
既
是

由
波
斯
而
來
從

M
m史
的
話
諒
知
道
那
時
被
斯
的
甘
甜
督

徒
都
是
聶
斯
託
利
派
的
信
徒
屬
於
色
宴
拉
雅
特
息
豐

大
宗
主
教
區
管
轄
可
知
入
中
國
的
阿
結
本
國
聶
斯
託

剎
教
派
無
疑
由
此
也
可
以
瞭
解
為
什
麼
川
的
方
們
會
會

士
來
華
傳
教
時
特
受
眾
教
的
反
釘
上
述
的
結
論
該
是

中
國
的
最
教
應
屬
聶
斯
託
利
教
派

聶
斯
託
利
扳
乃
扎
止
第
五
世
紀
的
異
端
創
必
拙
斯
，

剖
圳
仙
詞
氏
生
於
創
利
叫
出
為
安
街
蚓
劃
一
雅
城

(
中
文
古

書
作
安
部

)
防
修
院
院
長
律
己
甚
嚴
善
於
辭
令
四
二

八
年
升
為
右
士
叫
們
劃
大
宗
主
教
他
昕
祖
繭
的
異
端
道

理
主
要
者
是
反
對
聖
母
為
「
天
主
之
母
」
徐
米
深
神

父
在
其
一
仙
著
中
國
天
主
教
傳
教
史
概
論
八
十
六
頁
概

述
如
下

一
否
認
「
學
言
」
(
徐
作
「
物
爾
朋
」
按
我
國

舊
日
「
聖
言
」
依
蚓
丌
文〈
R
E
S

譯
為
「
物
爾

朋
」
們
如
近
來
依
相
酬
文們。
m
g
譯
為
「
羅
格
斯
」
)

取
人
性
而
自
聖
母
昕
牛
然
謂
「
舉
一-z口
」
附
若
於
些
母

昕
生
之
人
故
聖
母
所
生
者
非
天
主
「
聖
言
」
降
生
之

人
然
天
主
「
聖
言
」
粘
合
於
學
母
昕
生
之
人
耳
其
結

合
宛
如
天
主
與
先
知
型
人
之
結
合
惟
在
基
督
其
結
合

之
式
更
完
美
東
超
越

二
因
此
學
母
非
﹒
天
主
之
母
叫
司
、
稱
謂
人
之
母

三
代
基
皆
昕
以
有
二
主
體

(
位
時
他)
4
有
J
b可

見
之
人
二
無
形
不
吋
見
之
大
主
「
咆

-
m」
h
u
入
一
仙
付

之
朝
拜
則
對
此
二
者
對
於
基
督
人
而
訓
拜
凶
天
主
活

於
此
人
故
與
天
主
而
間
受
制
訂
什
亦
因
天
主
圳
股
此
人

之
攸
昕
以
基
管
雖
人
而
亦
稱
天
主

四
天
主
「
娶
一
一
百
」
段
與
基
督
結
合
凶
此
將
天
主

立
權
能
光
榮
與
之
過
功
使
之
成
為
救
版
之
工
共
政
其

幫
助
昕
以
延
管
人
昕
受
之
光
榮
與
凌

辱
宛
如
天
主
亦

回
又

總
之
依
蚓
氏
昕
言
從
聖
母
所
生
者
是
有
形
可
見

之
人
成
為
司
祭
受
苦
受
難
而
死
天
主
「
娶
一一

一
一
口
」
常
與

此
人
締
結
有
不
能
分
離
之
悄
然
天
主
「
甜
苦
言
」
非
降

生
為
人
焉
昕
以
在
基
管
有
著
形
之
二
位
一
天
主
之
子

二
聖
母
之
子
有
持
形
之
二
位
總
法
形
之
惟
一
主
體
二

性
之
結
合
亦
非
著
形
的
然
倫
理
的
郎
性
怕
之
契
合
因

此
在
基
管
祇
能
謂
有
倫
理
位
之
一
致

由
以
上
昕
錄
的
一
段
概
要
看
來
話
氏
未
曾
清
楚

瞭
解
「
木
性
」

(
Z
E
E
E
)與「
位
格
」
(
2
2

呂
立

的
民
志
更
清
楚
的
說
詞
氏
未
曾
明
此
或
沒
有
置
信
於

舉
例
似
型
剝
削
一
志
學
教
會
的
宣
言
比
「
萃
督

1... 

是
品

萬
有
立
上
世
世
代
代
應
受
讚
美
的
天
主
」

(總
9
5

)

到
氏
的
錯
誤
在
聖
教
會
的
歷
史
中
不
斷
的
換
湯

不
換
藥
的
接
二
連
三
的
興
起
無
怪
乎
目
前
仍
有
一
些

具
有
名
望
的
大
林
學
家
又
在
高
舉
聶
氏
而
貶
抑
道
時

攻
擊
聶
氏
最
烈
的
大
神
學
家
聖
濟
利
祿

3
.
的
V
R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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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關
於
此
點
我
們
不
擬
在
此
討
論
然
而
不
能
不
提

出
聶
斯
託
利
教
派
的
歷
史
是
很
復
雜
的
文
件
又
是
多

方
面
的
且
包
有
兩
三
種
哲
學
的
恩
潮
而
這
些
不
同
的

思
潮
有
時
術
語
雖
不
同
但
概
念
是
同
一
的
不
過
好
在

在
中
國
景
教
文
件
內
這
些
問
題
似
乎
未
曾
發
生
是
以

在
此
一
概
從
容
只
指
出
割
制
碑
教
義
的
織
間
也

技
夏
一
神
父
(
Z
E
Z
門
)的
分
析
將
碑
文
的
第
一

部
份
即
教
義
部
分
分
為
七
段
(
一
)
論
天
主
(
二
一
)

論
造
化
萬
物

(
三
一)
論
原
單
及
其
效
果

(
凹

)
論
天

主
鑒
于
降
生
為
人
(
五
)
論
救
贖
睡
在
業
(
六
)
論
學

專
及
種
儀

(
七

)
論
教
會
及
其
功
效
喇
喇
湖
神
父
大

抵
隨
從
f

上
函
的
分
創
不
過
徐
神
父
的
分
創
更
為
詳

遨
且
包
括
全
文
A可
將
錄
如
下

論
天
主
三
位
「
體

粵
若
常
然
真
寂
先
先
而
無
元
甜H
然
短
虛
後
後
而

妙
有
總
玄
樞
而
造
化
妙
乘
吵
一
-
以
元
尊
者
其
唯
我
三
一

妙
身
無
元
民
主
阿
羅
訶
歎

論
天
主
造
物
及
原
祖
性
體
之
完
美

判
十
字
以
定
四
方
鼓
元
風
而
生
二
口
氣
時
空
易
而

天
且
開
日
月
足
而
萱
夜
用
匠
嗡
萬
蝴
然
立
初
」
別
賜

良
和
令
鎮
化
海
渾
元
立
性
虛
而
不
盈
刮
來
蕩
之
心
本
無

希
嗜

.J180. 
-一-一
E竟如
哥拉 ~ 
t在開泊﹒
釋。抄乎
成彼娑論
;皆非嬋原
物之施罪
以肉。妄.及
Æt是鉤某
位以飾審
議三純處
笠百唔，
有六 間
以十平
淪五大
三種， 於
說肩此
離隨是
#巴結之
以轍，中 ，

邀
一幅
或
伐
善
以
精
人
對
而
他
叫
門
口
山
咎
由
心
情
役
役
茫
然
無
得

煎
迫
轉
燒
拈
眛
亡
途
久
迷
休
復

論
天
主
降
生

於
是
放
三
一
分
山
河R
R尊
彌
施
制
俄
除
其
威
同
人

出
代
科
天
宣
反
室
女
(
處
女
也
聖
童
貞
關
利
到
)
誕

聖
於
大
秦
泣
的
告
祥
波
斯
觀
耀
以
來
瓦

論
救
贖

凶
二
十
四
學

(
先
知
聖
人

)
有
說
之
舊
法
理
家

國
於
大
你
必
三
一
淨
風
無
言
之
新
成
陶
良
用
於
正
亂

制
八
境
(
其

一幅
八
端
)
之
度
錄
題
成
H
H啟
三
常
(
信

望
愛
三
越
性
德
也

)
之
門
開
生
滅
死
懸
景
日

(
光
大

之
日
即
在
口
主
受
錐
之
日
)
以
破
暗
府
斑
妄
於
是
乎
悉

權
相
慈
航
以
登
明
宮

(
其

一服
天
堂
也
)
合
靈
於
是
乎

既
濟
能
事
斯
學
亭
午
昇
民
經
留
二
十
七
部
(新
約
也
)

張
元
化
以
發
益
關

論
建
洗
膽
禮
祈
禱
等

法
浴
水
風

(
一
一
-d
聖
洗
之
禮

)
撫
浮
華
而
潔
虛
白

印
持
十
字
融
四
照
以
合
無
拘
擊
木
這
仁
惑
之
音
東
種

趣
生
榮
之
路
存
致
所
以
有
外
行
削
頂
昕
以
無
內
倘
不

蓄
喊
獲
均
貨
踐
於
人
不
聚
質
財
示
峙
的
治
於
我
齋
以
伏

識
而
成
戒
以
詩
慎
為
也
七
時
種
讚
大
庇
存
亡
七日
一

聽
洗
心
反
來論

頌
揚
軍
教

民
常
之
道
妙
而
難
名
功
用
昭
彰
強
稱
景
教
惟
道

非
聖
不
弘
但
非
迫
不
光
道
學
符
扎
天
下
文
吼

論
教
士
來
華

太
宗
文
皇
帝
光
華
啟
運
明
即
是
臨
人
大
秦
國
有
上

德
日
阿
羅
本
占
青
雲
而
載
真
經
望
風
律
以
馳
艱
險
貞

觀
九
把
至
於
長
安
帝
使
宰
臣
房
公
玄
齡
總
仗
一
的
郊
賓

迎
入
內
翻
經
書
版
問
道
祭
閣
深
知
正
具
特
令
傅
授

言
太
宗
皇
帝
准
立
景
教
寺

貞
觀
十
有
二
年
秋
七
月
詔
日
道
無
常
名
建
無
門
吊

燈
隨
方
設
教
密
濟
筆
生
大
秦
國
大
德
阿
羅
本
速
將
經

像
來
獻
上
京
詳
其
教
旨
玄
妙
無
為
觀
其
元
宗
生
成
立

要
詞
無
繁
說
理
有
忘
奎
濟
物
利
人
宜
行
天
下
昕
司
帥

於
京
義
商
坊
造
大
秦
寺
一
所
度
僧
二
十
一
人

言
景
門
恭
維
太
泉

宗
周
德
喪
青
駕
西
昇
巨
唐
道
光
景
風
東
扇
旋
令

有
司
將
帝
寫
真
轉
模
寺
壁
天
姿
汎
彩
英
朗
民
門
學
遠

騰
群
永
輝
法
界

言
大
集
團
之
國
泰
民
安

案
西
域
國
記
及
漠
魏
史
策
大
秦
國
南
統
珊
瑚
之

海

(
紅
海
也

)
北
極
眾
喘
口
之
山
西
望
仙
境
花
林
東
接

長
風
弱
水
其
土
出
火
線
布
返
魂
香
明
月
珠
夜
光
璧
俗

無
寇
盜
人
有
樂
威
法
非
景
不
行
主
非
德
不
立
土
{
于
廣

闊
文
物
昌

明言
景
教
流
行
膚
之
全
境

高
宗
大
帝
克
恭
攝
制
組
潤
色其
宗
而
於
諸
州
各
置

景
寺
仍
祟
阿
羅
本
為
鎖
國
大
法
主
(
司
祭
之
首

)
法

流
十
道
國
會
因
元
休
寺
淪
百
城
家
殷
且
早
一
職

言
釋
敬
之
難
為

景
教

鑿
曆
年

(
武
后
年
號
降
生
後
六
百
九
十
九
年

〕



『
植
棉
于
周
壯
蜂
口
於
東
周

(
或
后
像
悔
之
峙

)
先
天
未

加
-
(
睿
宗
末
玄
宗
初
年
號
降
生
後
七
百
十
二
年
)
下
士

.
大
笑
訕
謗
於
西
錦
有
若
僧
首
羅
合
大
德
及
烈
並
金
方

且
具
緒
物
外
一
品
僧
共
振
玄
綱
俱
維
絕
紐
(
此
時
景
教
楚

困
賴
二
西
士
來
維
持
)

言
景
教
畫
得
玄
宗
之
寵
幸

玄
宗
至
道
皇
帝
A
Z早
園
等
五
王
親
臨
福
{
于
建
立

壇
學
法
練
暫
槍
而
更
崇
道
石
時
傾
而
復
正

言
玄
宗
送
五
帝
之
容
於
最
寺

天
寶
初
命
大
將
軍
高
力
士
送
五
聖
(
太
宗
高
宗

睿
宗
中
宗
玄
宗

)
寫
真
寺
內
安
置
賜
緝
百
疋
奉
慶
睿

閻
龍
鬢
雖
達
可
劍
可
參
日
角
舒
光
天
顏
咫
尺

言
景
僧
受
皇
帝
之
優
待

三
故
大
秦
國
有
僧
佑
和
瞻
星
向
化
望
日
朝
聶
哥
詔

僧
研
結
合
僧
普
論
等
一
七
人
與
大
德
倩
和
於
與
反
{
呂
修

功
德
於
是
天
題
寺
勝
額
藏
龍
盡
喘
口
接
璀
翠
的
爍
丹
霞

客
扎
宏
空
勝
凌
激
日
龍
贊
比
南
山
峻
極
沛
擇
與
東
海

齊
深
道
無
不
可
所
可
可
名
學
無
不
作
所
作
可
述

言
重
建
新
堂

肅
宗
文
明
皇
帝
於
鑫
武
等
五
郡
重
立
旦
旦
寺
(
選

安
祿
山
之
亂
故
也
)
元
善
資
而
一
稿
件
開
大
慶
臨
而
皇

業
建

言
代
宗
每
於
墓
誕
日
餓
連
最
門
謝
主
賜
給

代
宗
文
武
皇
帝
恢
張
學
遵
從
事
無
為
每
股
降
誕

之
辰
錫
天
香
以
告
成
功
頒
御
餵
以
光
景
血
來
且
乾
以
美

利
故
能
廣
生
鑒
以
體
元
故
能
亭
毒

附t'.l:主主教碑與聖經

言
瞳
祖
宗
勤
政
東
教

我
建
中
聖
神
文
武
皇
帝
披
八
政
以
點
砂
幽
明
湖

九
時
以
惟
新
景
命
化
通
玄
理
祝
無
愧
心

言
景
教
關
於
個
人
社
會
乏
種
種
影
附

至
於
方
大
而
虛
專
靜
而
恕
廣
慈
救
來
苦
善
貸
敏

章
生
者
我
修
行
之
大
敵
汲
引
之
階
漸
也
若
使
風
雨
時

天
下
靜
人
能
理
物
能
清
存
能
昌
的
放
能
樂
念
生
響
應
情

發
自
誠
者
我
且
鼎
力
能
事
之
功
用
也

述
長
安
主
教
伊
斯
之
德
而
為
之
立
碑

大
施
主
金
紫
光
祿
大
夫
同
朔
方
筍
度
副
使
試
般

中
監
蜴
煞
扭
扭
婆
僧
伊
斯
(
司
祭
之
名
)
和
而
好
蔥
聞

道
勤
行
遠
自
王
舍
(
西
舍
印
度
古
城
名
優
景
教
碑
文

考
正
)
之
城
聿
來
中
夏
術
高
三
代
萬
博
十
全
始
劫
節

於
丹
庭
乃
策
名
於
王
帳
中
書
令
扮
陽
郡
王
郭
公
子
儀

初
總
攻
於
朔
方
也
肅
宗
俾
之
從
邁
雖
見
親
於
臥
內
不

自
異
於
行
間
為
公
爪
牙
作
軍
耳
目
能
做
祿
賜
不
積
於

家
獻
臨
恩
之
頗
黎
布
辭
智
之
金
尉
或
仍
其
當
寺
或
重

廣
法
堂
崇
飾
鹿
字
如
鼓
斯
飛
更
效
旦
旦
門
依
仁
施
利
每

歲
集
四
寺
僧
徒
虔
事
精
供
備
諸
五
旬
餒
者
來
而
飯
之

寒
者
來
而
衣
之
病
者
療
而
起
之
死
者
葬
而
安
之
清
筍

達
娑
(
釋
氏
之
名
)
未
聞
斯
美
白
衣
景
士
今
見
其
人

願
刻
供
仰
以
錫
休
烈

總
結
之
讚
詞

-d
u
民
主
無
元
湛
寂
常
然
權
與
匠
化
起
地
立
天

分
身
出
代
救
皮
恨
透
日
昇
暗
滅
咸
鹽
臨
其
玄
赫
赫
文
皇

道
冠
前
王
乘
時
撥
亂
乾
廓
坤
張
明
明
日
宗
教
言
歸
我
唐

翻
經
建
寺
存
的
狀
舟
航
百
頑
偕
作
萬
邦
之
康
高

d
Fg
#副
研

更
築
精
字
和
宮
敞
朗
通
游
中
土
真
道
宣
明
式
對
法
主

人
有
樂
康
物
無
災
苦

玄
宗
啟
聖
克
修
真
正
御
勝
揚
輝
天
書
蔚
映
皇
國

璀
臻
率
土
高
敏
庶
紛
成
熙
人
賴
其
反

肅
宗
來
復
天
威
引
駕
鑿
日
舒
目
間
群
風
掃
夜
祥
歸

皇
室
妖
氛
永
謝
止
沸
定
庫
造
我
區
夏

代
宗
孝
羲
德
合
天
地
開
貸
生
成
物
資
美
利
香
以

報
功
仁
以
作
施
賜
谷
來
威
月
窟
畢
萃

建
中
統
極
聿
修
明
德
武
肅
四
漢
文
清
萬
域
燭
照

人
隱
鏡
觀
物
色
六

A口
昭
蘇
百
蠻
取
則

道
惟
廣
兮
應
惟
密
強
名
言
兮
演
三
一
主
能
作
兮

臣
能
述
娃
豐
碑
兮
頌
一
兀
吉

大
唐
建
中
二
年
歲
在
作
噩
太
簇
月
七
日
大
耀
本
科

文
日
建
立
時
法
主
僧
寧
恕
知
東
方
之
旦
旦
血
來
也

朝
議
郎
前
行
台
州
司
士
參
軍
呂
秀
巖
書

因
景
教
碑
文
為
旦
旦
淨
所
「
述
」
那
末
在
此
再
拔

出
倒
W
郎
博
士
將
劃
俐
的
文
件
簡
介
如
-
hu雖
然
尚
未

能
確
定
這
些
作
品
是
否
全
屬
旦
旦
淨

關
於
且
且
淨
方
豪
神
父
寫
說「
景
淨
不
但
是
景
教

碑
文
的
撰
述
者
根
據
碑
上
的
敘
利
亞
文
他
還
是
「
省

主
教
(
肉
。
門
。
可
仿
古
咕
"
)
黛
叫
國
總
監
督
」
三
威
蒙

度
讚
的
尊
經
部
分
列
有
三
十
五
種
經
目
錄
目
錄
後
有

按
語
說

「
謹
按
諸
經
目
錄
大
秦
本
教
經
都
五
百
三
十

部
﹒••••• 

房
玄
齡
魏
徵
宣
譯
奏
言
後
召
本
教
大
德
僧
景

淨
譯
得
已
上
三
十
部
卷

」
所
以
E
R淨
實
是
景
教
的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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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
一
)
大
奈
眾
教
宜
一
兀
至
本
的
(
殘
卷

)
此
卷

發
現
後
初
師
李
路
鐸
八
聞
自
以
其
前
十
行
州
市
鈔
印
行
其
後

李
氏
所
蔽
幻
卷
多
為
日
本
小
島
精
君
所
得
於
叫
倒
三

十
二
年
在
天
津
搞
研
彼
見
此
經
立
最
後
三
十
行
合
前

侍
十
行
失
為
J
A
A
R
三
十
二
字
佐
伯
好
郎
舍
的
撰
作
解

扎
以
卷
未
有
「
閃
一
刑
五
年
十
月
二
十
六
口

川法
徒
叫
叫
肌

肉
河
幻
必
沙
州
大
秦
寺
」
等
訊
知
其
經
蓋
在
叫
到
五
年

(。
公
一
兀
七
一
七
年

)
以
前
所
謬
的
叫
凹
的
非
剝
削
所
手
譯

有
大
要
與
瑪
資
福
音
第
瓦
章
相
似

(
四

)
大
秦
甲
車
教
大
聖
通
民
歸
法
制
(
抄
卷

)

綠
佐
伯
好
郎
考
證
此
論
則
景
教
徒
於
耶
穌
顯
型
容
日

的
讚
美
詩
此
卷
以
卷
末
凡
哼
著
「
沙
州
大
秦
守
法
徒
霖

元
定
傳
寫
教
前
」
叉

U
F記
「
閃
元
八
年
五
月
二
日
」

可
知
其
產
生
年
代
在
關
元
八
年
(
公
元
七
二
0
年
)

一
以
前
故
亦
非
R
H淨
的
作
品

叫
一

(
五
)
卅
剝
削
到
釗
互
制
對
甜
甜

(
抄
卷
)
.
此
卷

戶
為
伯
治
和

(
MY
】V
O戶
戶F2

)
於
敦
煌
石
室
所
發
現
今

附t:l:景教碑與聖經

藏
巴
象
凶
民
凶
占
館
文
字
為
七
昌
清
楚
-
叫
做
榮
頌
詩

而
眛
惜
以
謝
您
詞
有
如
我
教
彌
撤
中
所
泌
的
榮
腦
經

「
三
以
」
即
A
F
T
所
稱
「
三
位
一
體
」
之
唯
一
民-
w「
家

皮
」
即
仰
的
干
救
版
意
義
從
伯
好
郎
謂
「
戚
家
度
」
為

敘
利
山
L
X
r
s
g
e

」
譯
音
即
「
沈
從
」
之
意
W
H

捨
近
而
求
遠
比
法
詩
意
義
民
切
音
節
經
鏘
其
修
辭
與

大
荼
宗
教
制
研
制
別
叫
制
出
的
相
侃
大
世
亦
為
到
剛

等
於
倒
叫
二
年
(
公
元
七
八
一
年
)
先
右
所
譯
制
如

(
4八
)
尊
的
位
(
抄
卷
)
此
卷
接
寫
公
「
三
威
蒙

皮
讚
」
後
而
不
為
獨
立
形
足
以
其
所
列
「
敬
禮
」
者

有
三
位
-
鐘
之
真
神
與
制
到
喇
喇
(
宗
徒
刮
到
)
等
二

十
二
法
玉
及
常
明
白
E
樂
紅
等
三
十
五
穫
經
名
知
其
為

一
種
舉
行
禮
拜
儀
式
時
之
位
牌
亦
如
側
劇
之
做
膛
佛

(
諮
佛

)
敬
禮
僧

(
聖
賢

)
敬
禮
法
(諸
經
)
此
「
尊

經
」
所
列
應
為
敬
總
之
三
十
五
經
不
能
一
一
路
列
僅

按
紛
森
門
口
問
先
生
的
意
見l|
|

筆
者
欽
佩
楊
先
生
的
熱

誠
但
並
不
完
全
贊
同
他
的
意
見
列
舉
聖
經
書
名
如
下

到
叫
樹
倒
(
劉
刮
到
)
、
劉
刮
到
血
的
(
謝
喇
到
叭
叭
)
、

阿
恩
(
慰

)
控
利
容
削
(
開
E
m
D
m
丘
M
S
閥
割
)
闊

別
叫
(
倒
出
制
)
傳
化
經

(
宗
徒
大
事
制
)
、
寶
路
法

到
削
(
削
刷
出
前
)
制
叫
樹
叫
樹
(
叫
創
制
)
、
伊
利

耶
從

(
山
里
血
針
可
能
是
叫
上
下
有
關
問
到
甜
的
記

錄

)
過
挑
林
經

(
厄
弗
剛
到
問)
、閥割
倒
(
制
利
制
)
。

此
外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尊
經
」
所
列
舉
的
書
回
中
尚

有
屬
於
酬
副
教
的
三
本
經
此
即
司
關
組
割
闊
別
和
叫

門
經

方
干
一
笨
拙
仰
父
對
旦
旦
淨
譯
經
的
責
你
下
結
論
批
「
現

存
到
制
統
典
有下
列

八
部
(
一
)
刷
刷
出
叫
間
倒
顯

一
(
一
一
)
一
神
論
包
括
喻
第
二
一
天
論
第
一
世
尊
布

施
論
第
三
等
三
短
文

(
三
)
大
秦
的
宗
教
三
仙
似
蒙
皮
讚

(
四

)
尊
經

(
五
)
大
秦
呆
教
官
一
元
本
經
(
六

)
志

玄
安
樂
絞
(七
)大
秦
最
教
大
學
通
民
歸
法
讚

(
八
)

大
奏
起
敬
宣
元
至
木
經

以
上
尊
經
是
一
種
S

目
方
式
成
不
能
單
獨
稱
份

經
而
且
元
本
經
和
宣
元
至
木
經
恐
是
一
經
典
稱
..... 

. 

在
尊
經
所
列
景
淨
已
譯
經
目
巾
是
布
以
上
所
列

第
五
第
六
兩
經
的
其
餘
一
神
論
所
包
柄
的
三
叫
他
以
及

大
學
通
真
歸
法
讚
無
法
決
定
荐
者
為
誰
旦
旦
凋W
U
誰
給

目
中
有
一
部
三
威
讚
經
大
約
即
是
三
威
蒙
皮
激
如
此

說
來
現
存
景
教
經
典
中
可
能
大
部
分
部
出
於
長
淨
之

手
但
由
必
譯
名
和
文
體
的
歧
異
也
可
以
肯
定
的
說
至

少
現
存
景
教
漢
文
經
典
不
可
能
全
部
出
於
一
人
之
手

可
是
除
了
景
淨
一
人
之
外

(
筆
者
加
阿
雞
本
)
我
們

再
也
找
不
到
第
二
個

E
F教
徒
是
確
定
譯
過
經
的
」

(
見
到
聲
叫
別
刮
到
制
到
川
喇
叭
肌
到
刑

) 。

除
上
述
以
中
文
所
寫
的
景
教
文
件
外
尚
有
幾
種

以
外
語
寫
成
的
文
件
與
中
國
景
教
極
為
有
關
者

(
一
)
清
雍
正
五
年

(
公
元

一
七
二
七
年

)
耶

穌
會
會
士
梅
若
瑟

(
H
S
O
Z兮
墨
色
古
)
於
北
京
鉅

宣
劉
某
家
所
發
現
之
景
教
徒
必
撓
敘
利
亞
文
古
抄
本

其
內
容
為
研
制
中
之
金
句
摘
錄
與
劃
制

寺
院
禮
拜
峙

所
用
的
祈
禱
文
及
景
教
大
德
所
作
的
詩
歌
等
見
佐
伯



一
好
郎
著
北
京
宮
城
午
門
樓
上
所
發
現
之
敘
利
位
文
占

助
一
一
鈔
本
蚓
(
文
見
叫
制
東
方
制
制
刺
刺
第
問
吼
叫
糾
八

圓

年
(
公
元
一
九
三
三
年

)
出
版

)

(
二
)
到
叫
划
(
注
宮
門H
S
D
F
o
n
Z
)
於

一
九
O
四
年
至
一
九
O
六
年
在
新
敏
等
地
所
咱
也
得
的

各
種
語
文
抄
本
中
有
敘
利
亞
文
的
去
教
祈
仿
古
斷
片

四
架
此
類
祈
禱
p
d經
學
者
考
液
殆
為
第
九
世
紀
末
或

十
世
紀
初
期
的
遺
物
文
兒
佐
伯
好
郎
好
北
以
自
城
午

門
樓
上
所
發
攻
之
敘
利
且
文
占
鈔
木

z
u
d

(
三
)
在
午
門
樓
上
所
發
現
的
敘
利
亞
文
前
後

唱
詠
集
抄
本
全
本
共
八
集
合
十
六
面
為
去
教
教
徒
舉

行
體
拜
時
應
用
的
可
付
款

(
例

)
一
兀
仇
宗
教
大
街
西
行
俾
趴
記
即
關
必
中

間
法
教
二
大
德
司
馬

(
H
g
σ
E
D囡"
同
切
"
，
建2
"
)與

馬
可

(
玄
E
E
ω
)
二
人
敘
利
亞
文
的
良
傳
司
馬
與

馬
可
山
北
平
西
行
至
伊
兒
叫
什
閻
欲
更
長
耶
路
撒
冷
血e

m
m
E趴
及
為
可
給
屯
叫
戶
口
(
g
R
U
g
n
r
)
為
將
派

教
務
大
總
管
與
司
蚓
老
倒
叫
叫
國
附
趴
甘
心
沖

γ卜
川
之
命
出

使
東
羅
馬
與
羅
馬
教
皇
法
廷
並
耳
目
見
英
法
請
凶
玉
等

事
政
以
上
諸
筍
詳
見
羅
香
林
著
唐
元
二
代
乏
景
教
三

十
一
至
三
十
八
瓦

第
四
節
中
國
景
教
的
教
儀
教
規
與
組
織

今
技
救
國
史
學
秘
威
方
余
訓
父
對
此
問
題
的
研

究
節
錄
如
下

「
眾
教
的
阱
有「
經
留
二
十
七
部
」
之
語
此
與
天

主
教
現
用
新
約
且
也
數
相
符
諾
斯
託
利
派
之
新
約
原
為

附r.百:景教lil\l典型經

一
-
L
l二
卷
唯
亦
有
一
時
划
作
二
十
七
卷
且
亦
改
像
宗

教
碑
述
貞
觀
詔
所
謂
「
遂
將
經
像
來
獻
上
京
」
是
也

主
教
經
典
傳
世
昌
絕
州
悍
然
累
教
研
有
「
翻
經
占

殿
」
「
翻
經
他
寺
」
追
打
叫
足
見
譯
經
之
盛
「
三
戚
丹
東

度
泊
」
之
尊
經
部
分
列
從
三
卡
五
徑
目
錄
後
布
放
話

日
「
巡
技
諸
經
目
錄
大
秦
本
教
經
都
五
百
三
卡
部
並

是
只
延
伸
A
止
日
唐
太
宗
皇
帝
貞
觀
九
年
內
城
大
德
僧
阿

報
本
屆
於
中
夏
並
秦
上
本
立
日
房
玄
齡
魏
徵
宣
譯
奏
言

後
拉
木
教
大
德
僧
景
淨
譯
得
已
上
三
十
部
卷
餘
大
教

具
在
H
H皮
夾
猶
未
翻
譯
」
三
十
部
卷
舉
成
數
也
目
錄

質
得
三
十
五
卷
荷
目
錄
內
之
「
三
威
讚
經

」非
即
「
三

戚
安
皮
法
」
則
得
三
十
六
卷
而
「
序
聽
迷
詩
所
經

」

亦
不
見
於
目
錄
諸
經
成
品
出
晦
澀
不
如
景
教
的
阱
之
淵

雅
可
知
的
阱
文
必
經
凶
人
凋
色
也

早
干
干
於
叫
蚓
教
規
則
現
存
史
料
中
叫
他
可
見
教
士
之

規
作
m
h生
活
方
式
及
一
部
分
教
儀
教
徒
之
中
帶
敘
事
趴

則
不
可
知
教
士
概
須
落
妥
留
出
數
不r
A
M
奴
牌
不
仙
似
貨

每
七
日
禮
拜
一
次
每
日
為
存
亡
誦
經
七
次
行
組
必
向

東
方
擊
木
為
號
行
洗
禮
敬
十
字
教
士
則
分
「
清
節
達

娑
」
與
「
白
衣
景
士
」
二
者
前
者
為
按
規
常
居
修
院

之
修
士
(
宮
。
D
r
)後
者
即
今
稱
「
在
俗
司
鐸

」

(
切
。
口
口
-
ω『

H
M丘
。
切
同
)
.

凹
的
口
巾
倒
之
用
心
血
教
士
主
教
與
司
鐸
似
持
←
們
家
宰
口
宗

教
俾
敘
利
血
文
組
名
閻
明
言
行
通
為
司
鐸
彌
利
斯
之

子
而
行
遍
又
有
子
任
六
口
問
修
士
也

京
教
教
士
於
宗
教
工
跟
外
亦
舉
辦
教
育
及
慈
善

事
業
宗
教
碑
所
謂
「
餒
品
來
而
飯
之
寒
眉
來
而
哀
之

病
者
放
而
起
之
死
者
蚱
，
川
玄
之
」
是
也
.••.•. 

至
言
唐
代
中
凶
崇
敬
教
會
位
組
織
撰
宗
教
碑
之

剝
削
殆
為
最
高
領
恥
倒
文
僅
稱
為
「
僧
」

，

倒
叫
到
文

則
稱
民
「
省
主
教
集
小
凶
總
聽
筒
亞
拉

(
〉
全
2
)

司
鐸
」
型
骨
間
為
鬥
甘
心
吊
刊
原
名
盜
去
作
為
中
倒
北
部
教
會

之
領
袖
而
其
地
位
則
叫
他
斗
鐸
(
肉"
E
E
)而
4
n
t
H
主

教
(

閱
。
用
。
阻
止
矣
。

3
)
波
斯
弱

的
』
口
。
丘
吉
括
中
國

北
部
與

-
H
S
S
E
E
E
F
E
R
E
m
r
g
及
肉
已
全
皂
白

同
總
監
督
原
作

M
J可
自

然
省
主
敬
之
上
猶
有
宗
主
教

(
F
E
R
E
m
)
僅
一
人
即
景
教
碑
末
所
稱
「
法
主

憎
割
蚓
知
束
方
之
劃
血
來
也
」
其
人
雖
有
關
也
未
必
在

叫
倒
也
創
利
到
文
則
作
「
時
眾
司
鐸
之
司
訊
圳
叫
別

蚓
(
因
呂
昌
，Z
Y
E
)任
加
叫
利
肌
(
H
h
凶
"
。-
E
)h
m

主
教
也
」與別

削
並
稱
省
主
教
扎
尚
有
制
型

、

對
利
凡
以
叫
亂

皆
以
司
鐸
嘉
措
化
制
蚓
之
釗
叫
到
文
題
名
為
「
刷
刷
紀

元
一
O
九
二
年
已
故
吐
火
牌
服

(
斗
Z
7
2
5
n
y
g
)

划
回
(
囡"
F
V
)城
司
鐸
老
喇
圳
蚓
(
星

-5
)

之
仇
剛
到(
只
Z
C
S
ι
目
中

古
時
蚓
叫
到
人
及
阿

倒
叫
人
以
此
稱
封
封
)
以
都
省
主
教
來
司
鐸
行
通

(
J
F
N
且

Z
E
N
E
)噎
立
此
艸
銷
有
放
世
主
之
誡
件

及
一
音
程
前
鐸
在
巾
凶
情
正
治
下
叫
道
一
訕
訕
」
萊
利
原

名
。
各

丘
。
-
稱叫
鐸
乘
六
口
問
修
士
長
(
〉
『r
E
S
E
D
)

雞
肉
}
g
c
s
e
D
及

F
E
m
教
會
長

稱
主
教

(
M
W
M
M
Z
E
3
)

者
一
人
愉
快
名
時
輪
叉



「
六
口
叩
修
士
長
」
二
人
一
日
玄
覽
一
則
業
利
稱
「
六

口
問
修
士
」
一
人
敘
利
亞
名
與
旦
旦
俘
問
無
漠
名
為
行
遇

之
子
稱
「
司
祭
」
(
崑
自
去

E
E
)
者
一
人
日
蔥
通

稱
「
司
鐸
」
者
三
十
一
人
名
不
備
錄
稱
修
士
(
或
譯

書
記

H
r
z
e
E
)
者
四
人
日
崇
敬
延
和
餘
二
人
無

漠
名
博
士
(
忍
其
丘
吉
)
一
人
即
僧
玄
覽
守
墓
一
人

無
溪
名
唐
代
景
教
組
織
蓋
完
全
仿
敘
利
亞
教
會
之
規

制
也

.漢
文
名
銜
可
考
見
者

「
上
德
」
及
「
大
德

」
一

人
(
阿
羅
本

)
「
大
德
」
一
人
(
及
烈
)
「
僧
」
及

「
大
德
」
一
人
(
佑
和

)
「
僧
」
及
「
僧
首

」
一
人

(
羅
合

)
「
法
主
僧
」
一
人

(
寧
恕

)
「
寺
主
僧

」

一
人
(
業
利

)
餘
俱
簡
稱
「
僧
」
唯
碑
側
題
名
有
耶

俱
摩
稱
「
老
宿
」
賜
紫
婆
娑
者
二
人

(
伊
斯
業
利

)

有
官
銜
者
二
人
伊
斯
為
金
紫
光
祿
大
夫
同
朔
方
節
度

副
使
試
殿
中
監
業
科
則
為
試
太
常
卿
唯
漠
名
多
屬
尊

稱
與
教
中
口
問
級
無
關
欲
知
景
教
組
織
應
以
敘
利
克
文

為
準
也計

碑
中
敘
利
亞
名
教

士
七
十
七
人
僅
十
人
無
漢

名
而
阿
羅
本
羅
含
情
和
普
論
伊
斯
等
五
人
無
敘
利
亞

名
共
計
有
名
可
稽
之
教
士
得
八
十
二
人
釵
利
亞
文
題

名
中
有
四
人
稱
「
司
鐸
兼
修
士
」
則
其
他
或
皆
為
「
在

俗
司
鐸

」
也

'

劇
代
詞
制
與
政
治
之
因
緣
至
成
阿
羅
划
入
京
帝

些
重
臣
烈
情
宮
召
見
在
大
內
居
間
志
詞

，去

一
入
甜
點
至
尊
及
烈
亦
以
朝
竟
為
名
而
來
其
傅
授
也
奉
特

附f需.直是教碑與聖經

,.......-

詔
許
可
長
安
義
寧
坊
之
寺
即
出
於
敕
建
一
品
宗
於
各
州

設
置
景
寺
肅
宗
則
於
靈
武
等
五
郡
重
立
E
R寺
其
後
朝

廷
更
命
在
寺
壁
摹
繪
帝
像
玄
宗
則

A
Z向
于
國
等
五
王

(
即
帝
之
一
兄
四
弟
)
親
詣
教
堂
行
體
天
寶
初
又
令

大
將
軍
高
力
士
以
太
宗
高
宗
睿
宗
中
宗
玄
宗
五
帝
之

寫
真
送
寺
安
置
﹒•.... 

凡
此
胥
當
時
景
教
士
以
為
榮
詣

者
而
不
知
宗
教
之
在
嚴
已
因
是
失
墜
趙
孟
之
所
貨
趙

孟
能
賤
之
景
教
之
隨
唐
宋
易
代
而
銷
聲
匿
跡
其
主
要

原
因
即
由
其
依
附
政
治
也
」
見
方
豪
著
中
西
交
通
央

第
二
冊
二
二
三
至
二
二
七
頁

結
論

者
5

個
R

神
父
在
其
所
蒼
的
中
國
宗
教
信
仰
與

哲
學
思
想
史
內
(
臣
民
2

月
份
已
g
p
a
E
S
ω

M
H
O
-
'

晶
晶
口
切
。
ω

早
已
。
切
。

-
M
H
D
H
。
且
即
可Y
H戶
。s
-
M
F
S
戶
B
O
D

b
E
D
O
)對
景
教
在
中
國
傳
教
活
動
的
評
語
依
筆
者

看
來
未
兔
言
過
其
質
好
似
景
教
教
徒
故
志
未
曾
將
基

督
堂
教
的
完
整
教
義
介
紹
給
中
國
其
實
每
位
傳
教
士

無
論
是
主
教
或
司
鐸
或
傳
教
員
都
會
有
一
種
心
有
餘

而
力
不
足
之
感
正
如
聖
保
祿
宗
徒
所
說
的
「
我
們
是

在
瓦
器
中
存
有
這
寶
貝
」
(格
後
4
7
)
更
何
去
這
批

初
期
傳
教
士
由
遠
遠
的
西
方
色
宴
基
雅
特
息
豐
或
波

斯
而
來
經
過
亞
細
亞
高
原
帶
若
望
堂
用
具
以
及
相
當

多
的
書
籍
連
天
垂
直
|
|
h

聖
經
也
包
括
在
內
來
到
中
國

即
著
手
翻
譯
並
且
在
組
織
上
與
母
教
會
也
無
多
大
區

別
是
以
筆
者
認

為
這
批
初
期
傳
教
士
不
但
在
天
主
前

有
其
功
勞
即
在
中
國
教
會
亦
有
不
可
浪
誠
的
功
績

至
於
景
教
碑
由
基
督
娶
教
歷
史
立
場
來
說
筆
者

認
為
此
碑
在
阿
伯
爵
碑
文

(
防
空E
】M
H
H
E
B
KF
E
R
n
-


E
O
S
M
E戶
古
巴
)
之
後
是
全
世
界
基
督
聖
教
最
寶
貴

的
紀
念
物

(
空
由
)

參
考
書
目

陽
瑪
諾
著
景
教
脾
頌
正
詮
光
緒
四
年
歲
次
戌
寅
重

銷

方
豪
著
中
西
交
通
央
第
二
冊
民
間
四
十
二
年

方
豪
著
中
國
天
主
教
央
人
物
傳
第
一
冊
香
港
一
九

六
七
年

羅
香
林
著
唐
元
二
代
之
景
教
香
港
一
九
六
六
年

王
治
心
著
中
間
基
督
教
央
綱
喬
港
一
九
五
九
年

楊
森
富
編
中
凶
墓
督
教
央
台
灣
民
國
六
十
一
年

與
天
民
著
唐
朝
基
督
教
之
研
究
香
港
一
九
六
0
年

馮
承
鈞
編
景
教
碑
考
上
海
民
國
二
十
年

實
用
佛
學
辭
典
上
下
冊
香
港
一
九
七

0
年

聖
經
與
中
華
香
港
一
九
五
一
年

明
義
士
著
馬
哥
字
羅
時
代
在
中
國
的
基
督
教
齊
大

季
刊
民
國
二
十
三
年

徐
宗
縛
著
中
國
天
主
教
傳
教
史
概
論
上
海
一
九
三

八
年

鄧
之
誠
著
中
國
兩
千
年
史
中
冊
上
海
民
國
二
十
四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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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ica Franciscana Vol. 1. Ad Claras Aquas. 1897. 1902. 

1929. Marco Polo. I1 Milione. Milano. Mondadori. 

P. Y. Saeki. The Nestorian Docurnents 1964. 

and Relics in China. Tokyo. 1951. A. C. Moule.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H. Havret. S. J. La Stele Chretienne de the year 1550. London. 1930. 

Si-Ngan-Fou. I. I I. II I. Chang-H缸.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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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

附

以
下
舊
約

創
仰
紀

山
川
仆
紀

肋
末
紀

戶
錯
紀

申
命
紀

羞
恥
穌
厄3

民
長
紀

處
德
州
時

撤
慕
爾
紀
上

撒
慕
爾
紀
下

列
王
紀
上

列
王
紀
下

編
年
紀
上

編
年
紀
下

厄
斯
德
拉
上

厄
斯
德
拉
下
(
乃
赫
米
雅
)

多
俾
亞
傅

友
弟
德
岫
神

文
斯
德
爾
傳

瑪
加
伯
上

瑪
加
伯
下

約
伯
傅

娶
詠
集

璽
莒

ïJ l 
~詠 約加加艾友多厄厄編編列列微微庇 氏綜 1 [1戶Jl}J : 1: ÎJII 

下上 下上下上下上下上 用

經

書
館
字
表

圳
遁
的

不
仁
川
心
人i

作
4

可
n

月

i
t
L
V
J
U
且
，
"

作
f
1
2
!
如

R
r
u
M川
h
f叫

l
f
t比
以
F
L
γ
d

f
M內
H
h
u
a
-
-

已

J
h
J

耶
肋
米
血

耶
仙
米
川
比4

民
歌

已
仰
的
上
川
北

U
川
朮
，
此

迷
紹
，
陶

歐
H必
必

用
厄
爾

亞
毛
斯

昆
北
底
亞

約
納

米
孩
亞

納
的

哈
巴
谷

+
第
一
搞
一
尼
亞

哈
蓋

區
加
利
亞

瑪
拉
蓋
亞

以
下
新
約

瑪
資
福
音

馬
爾
谷
福
音

拉回益余哈河;卡車j句」七亞 !li 助(迷[111 巴拉丈 Jn5 i去的利"欲，UiI谷瑪

路
加
福
音

"
打
叫h一
禍t
u

九
一r
n
L主

- 4一
、
L

向
主

d
j
υ
I
J
/
A
I
A
尸
，
也
恥

U
M
H川
1
t

絡
仆
們
多
的
山

路
林
多
此
同
H
M

迦
技
速
H
H

厄
州
所
H
M

H
利
比
內
的
圳
H
U

呵
叫
叫
牌
冉
H
H
H
M

得
撒
佫
叫
他
前3

得
撒
洛
尼
後
書

弟
茂
德
前
者

e知
心
戊
德
後S

弟
鐸
H
J

抖
抖
肋
孟
呂

希
伯
來
書

雅
各
伯
古

怕
多
收
前
泣

的
多
線
從

H札
仆

仆A
盟

-
H
A

行
望
二
占

若
望
三
H
M

猶
達
2

默
示
錄

默猶若右拉伯伯雅有1'(鋒 ~3 必得得哥 拉~!;迦裕絡 互(r~ 京 ~'i 1m 
三二 一後的 後前後的 -i女 IJ日



石磨



古代榨油機



備製麵團



頭上頂著麵包的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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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二

亞
郎

納
速
布

則烏步 阿丕
辣肅 t 彼乃

一才1于一一月一-"ι一一叔一一哈

雅 亞斯

歷
代
夫
司
祭
一
覽
表

由
建
立
亞
郎
司
券
職
至
充
軍
期
(
公
，
元
前
一
二
五

O
|
|
五
入
七
年
)

<ti---idi

\\

有
關
這
時
期
的
大
司
祭
見
鈴
聖
經
中
者
有
兩
個
譜
系
即
編
上
5

盯
|

6
H

和
厄
上
7
1

|

‘
這
兩
個
譜
系
都
不
完
全
只
記
放
了
重
要
和
許
名

的
大
司
祭
其
餘
從
容
黑
體
字
排
印
者
為
大
司
祭
其
餘
為
大
司
簽
家
屬

〈
甲
)

革
爾
雄

| 肋
一未

刻
哈
特

阿
默
蘭

依
茲
哈
爾

梅
瑟

編
上
5

自

阿
彼
胡

編i

上
5 

出 i
6 厄
25。 一肋

阿-

E 
爾

編
上
5
M

厄
上
7
5

4
2
，
〈
‘
'

。

編
上
5
U

M
上
7
5

編
上
5

缸

厄
上
7
4

編
上
5

臼

厄
上
7
.

赫
只
能

默
辣
黎鳥

齊
耳

依
塔
瑪
爾

屬
弗
尼

編
上
5
n
6
1

編
上
5

目
6
3

編
上
5

甜

出
6

自

厄
一旦

撒
上
z

l

4

丕
乃
哈
斯

繳
上
2
n
t
l
4
n

阿
希
突
布
撒
上

M
S

依
加
彼
得

撒i
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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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一一

臣 阿阿默

多一一希一一瑪一一辣
克 笑黎約

布雅特

編
上
5
臼

厄
上
7
3

開
希
雅

撒
上
也
9

l

u

阿
希
默
肋
客

撒i
上
14 

{
'
，
，
〉

、'
。

編
上
5

品
厄
上
7
3

撒
上
n
m
谷
2
6

尼
在 !
塔

爾

編
上
5
臼

厄
上
7
3

二叉七約
十在個樞
年克1 月在
( 糢 ( 戶l

:撒{叫
做i 雅i ι!的|
上特1 1:舍

7 耶| 六 特(
2。阿地
) 陵|後方

編
上
5
M

這
昧
從
凹
叫
樹
(
即
克
黎
雅
特
睏
剛
蚓)
把
約
組
傲
罔
瀏
喇
城
時(幟
下
6
可回
到
到
和
厄
貝
雅
塔
爾
也
在
抬
約
植
的
司
祭
章
中

(
端
上
的
u

l

H
)，
他
們都
稱
為
司
發
(
樹
下
的

但
卻
自
門

阿
貝
沙
隆
造
反
眛
湖
州
離
開
聖
城
逃
骯
蚓
則
和
厄
貝
雅
塔
就
按
照
割
的
吩
航
仍
留
在
京

九
暗
地
派
遣
他
們
的
兒
子
阿
希

瑪
茲
和
制
也

給
達
昧
的
時
報
消
息
(
撒
下

的
口
臼
i

目

)

達
味
老
年
們
阿
多
尼
和
謀
每
每
撒
羅
識
的
王
位
眛
回
到
到
仍
忠
於
瀏
佩
回
到
蚓
蚓
爾
部
支
持
閥
割
問
他

(
則
上1
1
i
u
.
)

，

結
民
被
制
制
淵
草

除
司
祭
冊(
則
上2
甜
盯

何
從
此
凋
劉
家
族
的
司
祭
消
風
應
驗
了
上
主
的
話

(
樹
上
2
盯
i

晶
門
回
到
到
遂
成
了
唯
一
的
大
司
恆
的

撇
下
的
抽
口
口
m

M
H
!

叩

阿
希
瑪
茲

阿
匣
黎
雅
第
一

編
上
5

臼

一
間
寫
繁
雅

約
公
元
前
八
五
三
缸
們
在
制
圳
樹
蚓
為
王
風
任
大
司
祭
職

(
編
下的
u
)。

一
約
雅
遠

是
阿
蚓
劃
刷
刷
及
制
剛
到
在
位
峙
的
大
司
祭

(
幟
下
n
幻

)
，
享
年
一
百
三
十
歲

(
幟
下
圳
的
自
)

。

一
則
加
甜
甜
雅

是
刷
刷
割
的
兒
正
或
許
也
是
大
司
恆
的
狀
公
元
前
八
一
九
至
八

O
五
年
既
為
制
剛
封
所
殺
(
即
制下
圳
的
叩1
血
戰訕
訕
品
)。

約
哈
南

編
上
5

自

約
在
公
元
前
八

0
0
年
當
大
司
祭

阿
區

一黎雅
第
二

幟
上
5
門在
蚓
蚓
蚓
為
王
時
任
大
司
成
供
職
於
睏
蚓
刷
刷
聖
殿

(
編
下
必
H
i
n
)，
約
在公
元
前
七
五
o
t
h

一
烏
黎
雅

約
公
元
前
七
三
二
伴
們
在
剛
喇
喇
為
王
風
任
大
司
發
職

(
則
下
M
M
Ue
-H

叮

一
阿
匣
黎
雅
第
三

蚓
剛
到
雅
為
王
時
任
大
司
祭
職(
幟
下
H
M
U
H
)，
約
在公
元
前
七
二
七
札

阿
焉
黎
雅

編
上
5
盯

厄
上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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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色阿
匣辣區
這一一雅一黎一

克雅

第
四

厄
肋
雅
史
布

約
雅
這

3
、
‘
，
{
'
、
。

編
上
5

盯
厄
下
H
U

默
辣
約
特

'
〉
、
'
，

》
、
'

。

編
上
9
u

厄
下
H
U

編
上
5

胡

厄
上
7
2

編
上
5

油
厄
上
7
2

又
名
默
叔
藍

(
編
上
9

u

厄
下
U
U
)

幟
上
5
"
9

山
於
制
到
蚓
為
王
十
八
氧
即
公
元
前

L
O
二
年
任
大
司
祭
職

(
幟
下
u
m
g
28 

) 

。

編
上
5
"
9
u

端
上
5

叫
公
元
前
五
八
七
告
別
玉
對
副
攻
思
路
刷
刷
眛
將
他
與
副
大
司
祭
責
宙
間
拙
和
幾
個
軍
政
要
人
處
死
於
黎
貝
拉

(
列
下

p
h
a

-
-
M

M
W
D
句
L
u
m
-
-

n
J

勻
，
-
1
:

w
n
F
D
:
:

、

於
公
元
前
五
八
七
年
被
制
制
副
鱗
往
凹
叫
制

(
即
刷
上
5

叫
“
)

|
|
充
軍
期
間
大
司
祭
職
中
斷
約
五
十
年
之
久
l
|
』

(
乙

)

由
充
軍
期
攸
五
碼
如
怕
時
代
(
公
元
前

五
三
入
|
|

一
五
九
年
)

是
制
固
樹
甜
的
兒
正
與
則
劇

E
E
司
由
充
軍
地
l
|
凹
出
制
|
|
罔
罔
恥
蚓
w
m趴
大
約
由
公
元
前
五
三
八
至
五
一

-
0年
任
大
司
祭
職
(
厄

上
2
2
3
2

葦
1
1

區
3
1
6
u
)

問
下
U
M

刊
叮供
職
於
制
制
王
剛
蚓
開
酬
制
時
代
(
公
元
前
四
六
五
|
|
四
二
三
年

「

間
下
3
m
u
u
u
‘

6

凡
在阿
蚓
薛
閻
蚓
為
王
第
二
十
年
們
即公
一
尤
前
四
四
五
年
供
耽
直
至
公
元
前
四
三
三
年

(
剛
下
u
e
)
仍
在
職

自
下U
M
叮
因他
的
一
個
孫
子
娶
了
外
邦
女
子
為
妻
遂
為
乃
赫
米
雅
所
驅
逐

(
厄
下
H
m
)

問
下
白
日
，或稱
制
制
取
昀
下
u
n
n
叮
公
元
前
四
一
一
年
作
大
司
祭
在
阿
塔
薛
西
斯
二
世

(
公
-
Z前
四
O
四
l
|
三
五
九
年

)
為
王
眛
國
懷

疑
他
的
兄
弟
圖
謀
大
司
祭
職
犯

7
殺
弟
之
罪



~f.l二: 歷代大司第一覽表. il90. -
雅
杜
亞

數
尼
雅

護
人
息
孟

厄
肋
阿
臣
爾

默
納
舍

教
尼
雅
第
二

息
孟
第
二

教
尼
雅
第
三

約
赦
巫

默
乃
勞

何
耳
基
慕

厄
下
U
H
大
亞
歷

山
山
川
於N
A元
前
三
三
二
年
巡
視
耶
路
做
冷
時
他
己
是
大
川
祭
大
約
在
大
回
國山
扣
逝
世
那
年
(公
元
前
三
二
三
年
)去
山

任
職
淤
公
元
前
三
二
三
至
三
0
0
年
與
斯
巴
達
王
阿
勒
鳥
二
世

(
公
元
前
三
O
九
|

|
二
六
五
年

)
同
時
(
刷
上
也
5
|

詞
)

是
放
尼
雅
的
兒
子

是
放
尼
雅
的
兒
子
與
出
副
朝
的
州
蚓
蜘
米
二
世
(
公
元
前
二
八
五
|
|
二
四
六
年

)
同
時

是
厄
肋
阿
區
爾
的
叔
父

是
義
人
息
孟
的
兒
子
與
拉
哥
朝
仆
托
肋
米
三
世
(
公
元
前
二
四
六
|
|

二
二
一
年
)
同
時

(
總
刊
1
)

是
放
尼
雅
第
二
的
兒
子

(
德
叩
I
l

n
)

是
息
孟
第
二
的
兒
子
與
色
州
學
苛
凹
世
(
公
元
前
了
八
七
i
l
l
-
七
五
年)
同
時
任
職
時
期
為
公
元
的
一
九
八
主
一
七
三
年
(
加
下
3
1

4

甜
的
時
i

M

達
9

注
六

)

是
息
孟
第
二
的
兒
子
取
名
雅
松
在
安
提
約
古
四
世
即
位
時

(
公
元
前
一
七
五
年
)
以
非
法
手
段
竊
你

了

他
哥
哥
放
屁
叫
“
第
三
的
大
叫
祭
收

位
但
約
三
年
後

(
公
元
前
一
七
二
年

)
他
的
大
司
祭
職
位
又
被
默
乃
勞
奪
去

(
卸
下
4
7

品
)

叉
號
放
巨
雅
是
息
孟
第
二
的
兒
子
任
職
十
年

(
公
元
前
一
七
二
|
|
一
六
二
年

)
死
M
F、
火
刑
(
如
叫
下U
I
|

8
)

又
名
雅
金
或
約
雅
金
是
在
郎
的
後
商
會
在
默
乃
勞
以
後
當
大
司
祭

但
因
不
虔
敬
被
瑪
加
伯
革
職

(
加
下
M
3
7
)
後
再
也
色
裝
訂
下
奶
也

默
特
琉
一
位

(
公
瓜
的
一
九
八
二
|
|
一
五
0
年
)
立
為
大
司
祭
時
為
公
元
前

二
三
年

(
加
上
7
5
|

9

自
1

目

卸
下
M
H
|

的
祖
)
必

職
三
年
死
公
急
組

(
加
上
9

H
f

盯
)

l
|
此
時
大
司
祭
職
又
中
斷
七
年
1
|
|

(
丙
)

瑪
加
伯
時
代
掌
政
教
大
榷
的
大
司
祭
(
公

，元
前
一
五
二
|
|
三
七
年
)

叉
名
叫
蚓
咐
則
是
瑪
格
拉
雅
的
幼
子
(
圳
上
2
5
)
。
其
兄
猶
大
蚓
蚓
叫
股
公
元
前

-
L
A一
年
死
於
戰
場
能
瑚
圳
人
民
選
他
作
領
袖

(
圳
上
9

站
缸
)

公
元
前
一
五
三
年
亞
廢

山

大
凹
叫
與
德
默
特
琉
一
世(公
元
前
三

O
T
-
-

五
0
年
)
爭
取
剝
削
副
主
位
時
a
H
叫
州
叫
扇
大

司
氏
為
獲
得
他
的
文
待
(
圳
上ω
‘
閥

割
)。
制
制
制
任
職
十
一
恥
公
元
前
一
四
二
氧
於
巴
辭
加
瑪
城
附
近
為
蚓
劃
叫
所
殺

(
刷
上
U
H

叉
名
叫
岫
息
是
瑪
塔
拉
雅
的
次
子
(
加
上
2
3
)
約
納
裳
被
捕
後
猶
太
人
民
一
致
擁
護
他
為
領
袖

(
加
上
口
-

-

9

)
公
」
兀前

一
四
一
一
年
父

被
惟
舉
為
大
司
祭

(
加
上
口
H
M
U
U

叮
叮

1
2
)
，
在
任
八
年
叭
公
元
前
三
二
五
年
成
為
札
如
肋
米
所
害
(
加
上
M
u
i

H
)。

若
望
依
蘭
卡
諾
是
內
心
孟
的
兒
子
公
元
前
一
四
二
年
被
其
父
委
為
全
軍
統
帥
(
刷
上U
H
)
，
開
創
了
阿
蚓
團
到
王
恥
創
劃
死
後
(
公
元
前
三
之
五
年
) ，

給
它

約
納
堂

息
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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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黎
斯
托
步
羅

亞
歷
山
大
雅
乃
烏
斯

依
蘭
卡
諾
第
二

阿
黎
斯
托
步
羅
第
二

依
爾
卡
諾
第
二

安
提
哥
諾

為
大
一
司
祭
為
期
三
十
年
』
竿
於
公
元
的.

(
γ几
年

。

是
若
望
依
爾
卡
諾
的
兒
正
任
職
一
年

(
公
元
前

-
n
四
年
) 。

也
是
圳
叫
到
依
關
科
研
的
兒

Z
U任
職
二
十
七
年

(
公
元
的
一
O
三
|
|
七
六
年
) 。

是
亞
鹿
品
大
的
兒
正
初
次
任
職
九
年

(
公
元
前
七
六
|
|
六
七
年
) 。

l

也
是
山
縣

山
大
的
兒
?
廿八任
職
三
年
又
三
月

(
公
元
的
Z
A七
三

-3
1

再
次
任
職
凡
二
L
l
阿
拉
仲(
公
元
前
L
八
三
，
|
|
四們
年
) 。

是
削
的
准
斯
托
步
線
的
兒
正
任
職
三
年
又
三
扎
恆
至
封
閉

ι…
泓
惚
惚
管
叫
蚓
捌w
m(
公
元
前
三
七
年
) 。

自
大
黑
落
德

(
公
元
前
三
七
|

|
四
年

)
委
任
的

拉
T
音
譯
作
阿
納
乃
路

阿
黎
斯
托
步
羅

是
依
爾
扣
的
第
二
的
孫
孔
約
在
公
兀
前
三
五
年
任
大
司
筑
任
職
一
趴

再
任
大
討
祭

是
法

H
H特
的
兒
于

是
波
厄
托
的
兒
子
任
職
時
則
約
仆
公
一
在
削
二
凹
豆
五
仇

是
德
放
斐
羅
的
兒
于
被

M
托
的
久
將

也
是
波
厄
托
的
兒
子

(
二
)

由
阿
爾
赫
勞

(
公
元
前
四
1
|
|
公
元
六
年
)
委
任
的

是
波
厄
托
的
兒
子
在
何
不
久

是
自
心
恥
的
兒
子

(
三
)

巾
蚓
川
的
總
以
口
刊
蚓
圳
(
公
元
L
h
|
|
一
一
一
年
)
委
任
歐

又
名
亞
納
以
斯
是
制
州
州
的
兒

f

公
元
九
九
成
七
年
上
任
(
圳
3
2
)

，

公
元
十
五
年
為
制
蚓
叫
所
廢(割
的
H
H
)。

(
四

)

由
拍
太
總
M
U絡
扮
托

(
公
兀
一
問
|
|
二
瓦
年

)
委
任
的

是
法
彼
的
兒
子
在
任
為
期
拉
短

哈
納
乃
耳

M戶
口
一
納
乃
耳

耶
赦
亞

息
孟

瑪
弟
亞

約
阿
臣
爾

厄
肋
阿
區
爾

耶
赦
亞

亞
納
斯

依
市
瀉
耳

(
丁
〉

由
犬
黑
落
德
接
管
聖
坡
、
至
提
托
毀滅
聖
城
(
公
元
前
三
七
|
|

公
，
丸
之0
年
)

|
!
這
期
間
的
大
司
祭
共
有
二
十
八
位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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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
肋
阿
臣
爾

息
孟

蓋
法

約
納
堂

館
教
斐
羅

息
孟
康
特
辣

焉
第
豆

厄
里
約
乃

著
瑟

阿
納
尼
雅

依
市
藹
耳

若
瑟

亞
納
斯

耶
赦
亞

耶
赦
亞

瑪
弟
亞

法
納
斯

是
亞
納
斯
的
兒
子
任
職
一
年

是
加
米
托
的
兒
子
任
職
一
年

是
亞
納
斯
的
女
婿
任
職
時
期
約
自
公
元
一
八
至
三
六
年

(
割
的
問
可

(
五
)
由
敘
利
亞
總
督
威
特
盟
約
(
公
元
三
五
|
|
三
九
年
)
委
任
的

是
亞
納
斯
的
兒
子
任
職
於
公
元
三
六
年

也
是
亞
納
斯
的
兒
子
任
職
於
公
元
三
七
年

(
六
)

由
甜
甜
甜
佩
和
黎
帕
一
世(公
元
四
于
|
|
四
四
年

)
委
任
的

是
波
厄
托
的
兒
子

是
亞
納
斯
的
見
子

是
康
特
辣
的
兒
子

(
七

)

由
卡
耳
齊
斯
王
黑
洛
德

(
公
元
四
一
|
|
四
八
年

)
委
任
的

是
加
米
多
的
兒
子

是
用
胡
同
的
兒
子
約
是
公
元
四
八
年
為
蚓
制
制
所
委
也
四
年
能
會
一
度
被
創
刊
副
總
督
闢
喇
甜
解
送
鬧
鬧
但
因
叫
劉
胡
從
中
稱
旋
能
獲

得
自
且
重
罔
喇
喇
撒
伴
他
曾
在
公
議
會
命

A
A掌學
E
A酬
(
到
n
z
|

S
)
，
後
又
在
劉
剛
蚓
總
督
前
控
告
他
(
科
叫M
I-
-
)。
約
在
公
元

五
九
年
被
風
W
裁
制
帕
革
職
公
元
六
六
年
九
月
被
刺
身
巳

(
八
)

自
蚓
制
制
阿
叫
樹
到
蚓
二
世
(
公
元
五
三
|
|
九
三
年
)
委
任
做

是
法
彼
的
兒
子
曾
在
經
馬
作
質

叉
名
加
彼
是
前
大
司
祭
息
孟
的
兒
子

是
亞
納
斯
的
兒
子
於
公
元
六
二
年
任
職
三
個
月

是
丹
乃
約
的
兒
子

是
加
瑪
里
耳
的
兒
子

是
德
放
斐
羅
的
兒
子
任
職
於
公
元
六
四
t
h

(
九
)
戰
爭
期
間
由
民
來
選
舉
的

亦
名
出
問
蚓
卿
是
撒
恭
爾
的
兒
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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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附
三

年

\\ 

(
甲
〉

聖
經
與
世
界
大
事
4
年
去

【
一
】
宇
宙
與
人
類
的
起
源

(
創
1

l

u
)

事賢

- 四

七
O O O O O O 

公

? 了E五 前

O 

9 年 1
人人天
類類 主

的犯創
的 各種 界原 ， 造
祖 居 古

先 於 銅 發始字宙 里
居 器 明 爾及

索於美
時 ( 音人

代由 • 富的 ( 類。

j:ß.。 4 富的
不

一
達 一 2|2 3 1 

聲， O 至O 、~o 、~o 經
遊

牧為
一

生。 O 
O 

原石史

利族 五默及史 始史發 器前
安人遷往地 中 )O。爾人 、 大金 代時 : 

: 時時

王 代。代。
朝 明 近

居水 時 述塔字 陶

酬斯| 。 說傳。 代 人朝的 器、 東

( 建分 建代 發明， 銅

及 器、 美
瑪| 四 城國 ， 銅 15守鼠 、待。 O O 邦; 定器 他

畜牧
) 。 比倫建國 必P抓非牽引i 使用。

民

農及 族
業。

( 

-
七

少康 \ 夏禹 || 虞舜 |! 唐 | | 自| 劃金| 富進| 劃軒|
史

器蠻、 皇 前

興中 紀一 紀一 ;紀J詣- 已 品 ) 畜五 時 中

了'c ]口了巳 辛 金高 天字。鞍 相牧反、 帝 代。
民 民氏氏 繼 的

~、 ~帽、~、 ，國h、 ~、~ ~、~、 ( 興 業 、 傳說
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起。工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O 一一 三四四五 -'- 藝中一- /\ 

五八三三 四一九七 七 ( 已
-'- -且

二二 O 四 四 陶記
/\ 二二 三二三二

、』圈' 0 、~o 、旬'-0 、~o 、』圈'0 、~o 、~o 、~o ) 。 器 、 教 :
銅漁

附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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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元
前

二
O
O
O

一
九O
O

一
八
五
。

一
八O
O

一
七
七
五

一
七
三
O

二
川
三
O

二
八
O
O

聖

經

于

一
】
聖
祖
時
代

(
倒
也
刊
)

埃

亞
巴
郎
離
鳥
爾
移
居
客
納
罕
地

(
創
刊μ
)

依
撤
格

雅
各
伯

以
色
列
人
僑
居
埃
及

埃
及
第
十
二
朝
代
興
立

埃
及
帝
國
國
勢
及
於
制
制
配
鳥

'
i
l
l
-
l
l
l
i

-
-
l
l
l
I
l
l
-
-
v
。

加
黎
特
及
巴
力
斯
過

埃
及
古
文
學
黃
金
時
代

第
十
三
朝
代
興
立

制
別
第
十
七
朝
代
(國
叫
蚓
朝
)

逐
希
克
索
斯
人
建
立
新
王
國

及

近
東
其
他
民
簇

阿
摩
黎
人
侵
入
美
索
不
達
米
亞

首
必
瑪
黎
後
建
亞
述
及
巴
比

{俞|

閣。

巴
比
倫
第
一
王
朝
興
起

赫
特
帝
國
興
起

哈
慕
鍊
彼
制
定
法
典

和
內
且
索
斯
人
侵
太
叫
樹
叫
此

巴
比
倫
第
二
王
朝
興
起

赫
特
帝
國
逐
漸
強
盛

國

| 中

笑 |

年
為一
成| 八
湯 1 0
所四
滅。 )
在
位
五
十

【
商

】
成
揚
在
位
(
一
七
五
一
)

大
甲
在
位

(
一
七
三
八
)
伊

尹
為
保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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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M
梅
瑟
至
若
蘇
厄
時
代•• 

一
五
O
O
-
-
二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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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

先及
知耶|

納
悶
任
先
知
職

仆|埃|
( 六撒!京及|
六 O 美|都 第
五九提I ~ 二
o ~.科|六 十
)。逐一八六

ill! 1 世 三朝
述! ~ I 代，
軍六 五以

是|三孟嘉|
及 I I ~。為

埃
及
阻
止
叔
提
雅
人
入
侵

亞
述
缸
里
拉
他
立

(
六
二
五
l

」
九
一
一
一)

巴
比
倫
新
干
州
與
立
(
六
二
五

l

氏
三
九

)
納
法
版
校
做
為

王
(
六
二
五
l

六
O
五
)

巴
比
倫
與
-
m
u
述
交
戰
尼
尼
徽
被
一

攻
陷
區
述
帝
國
滅
亡
」
周
匡
王
元
年

(
4川
三

之

二 ~I
三。是!

帕l

耳|

/\ 

/\ 

/\ 

再都以述! ~I 辣| 比|是l
f上穌|後巴倫|爾!斯| 第
Ji:!1 撒|亞l 尼反突| 京二
Ji:! 1 ~述|帕叛及都次
鯽， /t 攻耳瑪I ~ 遠
創四學擊太待|六征
立 O 厄|敗五民/古埃|
大 )。張L 士 O 族三及L
悶 滅心 ~. 交 )。毀
,IJ 其 T 為 lï~o 與滅
館。 京已。亞| 鳥 | 虛 |

周 | 管|晉| 周 |

蚓仲|獻|蔥|
王:1卒公|王|
十 ( 滅十

二六耿| 四
年四霍| 年
(五魏I~

六 ~o ~ 六
四 六六
O 六 三

晉| 宋|
出文|三與
出公|八楚|
於立。 )。戰
鄭| 王於
(子 泓I，
六帶| 宋 |
三以 師

六狄| 大
)。入敗。

寇

王六

晉
m
h公
欣
秦
師
於
級
(六
二
七
)

I
P
I
l
l
f
i
l
l
-
-
-
-
-
i
l
l
-
-

。

秦
穆
公
伐
背
心
的
故

(L
八
二
凶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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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九

六
O
O

五
八
九

五
八
七

17 
雅|厄!及(\約1
金L 型1 陶八阿
雅禁 )， 哈

金而的次

為死。乃l 在
j的|立苛|位

大|約|所(草
王 ， 史|廢 ， 三
賜蚓 {fF 月
名之至 (

約| 子埃|六

問
約
時
圳
在
扎
在
他
卡
一
年(六
O

懲九八
2月。八 !

)， 五

因九
背八
叛 11巴
巴 | 六
比 1 1) 
j~û l 7L 
而!

受五

19 
{合 | 九耶|
( 八苛

第 ~. 尼
一被雅
次拿| 在
大步! 他
iJfE i':::; 1 他
從惋三

~. 往月
到巴I ~
主lil 比 | 五

大副
主 ， 立
賜其
名叔
漆父
從l 瑪

克l 塔l
雅b 尼|

雅|
為
猶|

20 
漆~，1J1 耶九 i嘉
德克I IJIJ 八彼l
s)i 111 米 ( 克
雅的 g~ 七雅
iT 言坎 ) 在
叛耶!但 I j:[ 
凹 rit 封建 h 十
比| 做 Wl 八一
倫L 冷先七年
滅知。 ~o
亡。厄|五

南拿|
國步|
猶1 ,:':jl 
大|興
遂 ii而
告攻

滅的

亡。耶
路
j散

冷。

三巨|
)。王

Zi 
O 
九

五
九

乃|
;'、被
O 令 |

Jï, ß; I 

-/\ i~ 
O 出
四巴
~o )] 

wí 
t且

( 2l 
]î.. .1 
JL 1~1 
三 JlYi

! 美
1,. 1:~ 
八科
/九二
~o iH: 

)L 

六~\
JL f. 
)。必|

..JJ'1 
~ I 

絨 |

;ì、
/天

令: 1

加 | 沙|
J在J.î.. ,:':jl 
米/\的1
，士L 二巳|

~. 比| \
大倫| \ 
敗 j'，

Elz 
軍-)

於五

命
于
步
一
的
大
興
土
木

一
則
昀
日
內
年(內
可
九
ι
1

周
定
王
元
年
(
六
O
六

)

經
莊
王
伐
陸
渾
之
我
觀
兵
用
疆

到
敗
叫
叫
師
淤
蚓(五
九
七
) 。

間

，空|

十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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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元
前

五
八
七

五
六
一

五
五
O

五
三
八

經

【
七
】
稍
大
人
品
充
擎
的
代•• 

五
八
七
|
五
三
八
(
喇
叭

、

蚓
、

蚓
、

問
L
斟
)

雪

是
年
六
七
月
間
耶
路
撒
冷
陷
落

漆
德
克
雅
玉
被
擒

稍
後
乃
步
區
肋
笛
焚
毀
墅
區

及
宮
室
將
大
半
的
大
人
民
榜

往
巴
比
倫
臨
時
派
革
迷
也
蚓

為
猶
太
人
首
領
革
途
劃
雅
被

殺
後
耶
肋
對
叫
且
按
帶
往
關
刮

(
耶
怯
的
)

厄
則
克
耳
在
充
軍
之
地
預
言

未
來
的
復
興

耶
苛
尼
雅
在
凹
出
制
恢
復
自
此

居
魯
士
統
一
天
下
後
蜘W
E問
到

先
知
的
門
生
引
申
大
先
知
的

預
言
以
安
慰
充
軍
的
同
胞
並

預
告
即
將
罔
閻
復
興
(
側
的

le

ro
rbJ 

z
d
z
o

、

居|

罔 魯|
的士|
祖 說:
國令

( 釋

五放
三以|

八色|
)。列|

人民

埃

及

Eil 
五為

)。對

王

五

九

制益|
提|人
斯L 民
定
居

室|
中
部

君|

( 最|
五殖
回民

五編
)。布

亞

細
亞
沿

}干二

仆
蜘
美
詢
和
三
址
(
五
二
五
)
。

出
“
阿
瑪
息
埃
及
王

(
五
六
八

!

五
六
七
)

因
叫
到
恥
吼
叫
剖
創
立
(
五
六
二

!

五
六
0
)
優
待
蚓
划
王
蚓

苛
尼
雅

乃
黎
格
里
撒
爾
立
(
五
五
九
!

五
五
六
)

拉
巴
史
瑪
爾
牡
克
立
(五
五
六
)

納
波
1比
杜
立
(
五
五
五
|

五
三
周
劃
到
十
五
仇
風
迦
牟
叫
陌
生

八
)
退
居
泰
親
太
子
則
同
糾
(五
五
七
) 。

回
絨
的
恥
劃
到
二
一
屯
叫
引
生
於
制

(
五

居
魯
士
創
立
波
斯
鳴
國
(
五
五
五
一

) 。

九
l

五
二
九

)
、
先
後
征
服
瑪
一
則
對
到
元
年
(
五
四
四
) 。

待

(
五
五
二

)
里
狄
雅
五
四

一

六
)
及
凹
出
制
(
五
三
九
)。
一

巴
比
倫
帝
國
滅
亡
一

巴
比
倫
與
波
斯
帝
國

i
t
t
J
I
t
-
-
i

。

周
倒
王
元
年

(
五
八
五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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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元
前

五
三
九

五
三
八

五
三
七

五
O
O

塾

經

【
八
世
波
斯
帝
國
至
亞
歷
山
大
大
帝
時
代

•• 

五
三
八
|
三
二
三
(
別
上

1
甜

、

固
、

蚓
、

蚓
、

刷
上
下
)

春 ， 居|

為祭督。人圓。魯|
新燼。五罔舍土|
聖 三凶， 地下
殿 八被巴1 詔 ，
舉 年任區恩
行 秋， 為毛准
可是 修珊it 命 1茵|
基 必將l 率太|
斑。 全撤! 領人

矯冷I J前!民

祭總太| 悶

五
導在回二
下，則|加10
新智利至

學凹亞五

殿貝! 二一
落耳|位五

成。及先年 ，
耶| 知因
叔|的 哈|

亞|鼓蓋|
督勵， 及

厄
八肋
| 審
三廷l
九的

去。要|
文
件

四
九

波

斯

帝

國

五
三
九
年
居
魯
士
攻
佔
巴
比
倫
釋
放
被
撈
到
巴
比
倫
的
各
國
人
民

居
德
士
也
巴
微
加
得
宮

與
瑪
撒
革
太
民
族
交
戰
陣
亡

(
五
二
九
)

其
子
坎
拜
拖
茲
繪
位
(
五
二
九

l

五
二
二
)

征
服
埃
及

(
直
至
四

0
0
年
喇
刮
屬
於
喇
喇
帝
凶)
大
掠
劇
創
附

近
之
地
問
國
內
叛
亂
而
的
五
二
二
年
卒
於
途
中

倒
叫
阿
-
H
立
(
五
二
二
l

四
八
六
)
，
削
平
內
亂
改
組
制
蚓
帝
國
釗

敘
利
亞
及
巴
力
斯
過
為
波
斯
第
五
行
省
埃
及
為
第
六
行
省

起
波
斯
波
皇
宮

馬
拉
的
科
之
戰
(
四
九
0
年
)
希
臘
大
敗
波
斯
軍

中

周
旦
旦
王
六
年

鄭
子
產
作
邱
賦

楚|
一/、_ A 

九子

)。農1
自

立
為

主i
五

孔i 楚| 周 | 楚|
子|申|敬1 吳| 殺
為包| 王I ~ . 伍|
魯 | 胥|元五奢|
大乞年二及
口1 秦I~ 二其

寇師丟 )。已 .
五五九 伍l
OO ~。且|
O 五 出
~o ~。奔

叫
刑
滅
曹
(
四
八
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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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八
λ

四
五
。

四

O 

!散

間;瑪
路黎

撒雅
泠人
城反
鼠。對

美|
人{彥
築

四
凹
五

四
四

草鞋， 三
而年.
完乃i
成赫!
城米，

垣雅l

修 ïf~
娃勝
工一

作。切

乃厄
赫I J訢|
米1 德!
雅拉
二罔
返至11
IIlSI ð，首|
路| 大 l
j散|品

冷。已

八

巴|凹遠|
辣|比|胡一越理1
秀| 倫1' ，- 們 街向|
家 猶|學年的二

藏 太|殿 /ë 詔世
文{喬事布 ， -;rf 四

件 民件。 JßI 言一
)。之叫 :t 九

宮 ~I 智年
庶廷|;2l 頭

-, ':-: ,,<)' 

哀| 雅在途

。

游
州
昕
-
叭

(
例
穌
旭
叫
川
蚓)
(
阿
八
』
八!
凹
λ
五

)

服
史
之
父
赫
佫
多
托
生
(
四
八
四

) 。

四
八
(
年
叫
叫
蚓
征
扎
圳
叫
點
進
一
起
喇
喇
風
與
海
軍
交
抗
敗
於
樹
倒

a
t
-
-

。

米
叫
川
八
川UM
凶

希
臘
哲
學
家
叫
你
絡
伙
怯
生
(
問
λ
九
)

阿
甘
啃
糾
叫
圳
一
例
A
M
(
凹
L卅
五l
問
二
三
) 。

敘
何
必
總
叫
“
欺
加
彼
則
及
其
他
總
叔
H
品
叛
同
時
制
別
之
依
納
魯
斯

給
敘
利
盛
行
諜
級
E

全
力
平
亂

大
政
治
家
拍
即
扎
克
里
斯
統
治
服
典
(
四
六

-y
i
四
二
九
)

希
臘
折
仆
人
柏
村
間
生
(
四
二
七

)

薛
商
斯
-
一
例
(
凹

d

一
二)

連
那
附
二
仰
(
例
二
」
一l
間
U
四
) 。

小
必
細
恆
內
部
消
白
品
叛
一
1

次
子
們
凶
每
封
及
盟
圳
蚓
省
省
長
出

掀
艾
乃
出
兵
用
γ

亂

阿
塔
A
M州
斯
二
刊

(
間
凶

l

J

一
五
八
)

小
店
和
情
士
與
其
U
A阿
塔
薛
西
斯
爭
權
爭
位
伯
剝
削
斷
兵
抗
敵
收
於
副

州
川
叫
你
肘
叫bm叫
丸
附
吼
叫
碎
州
所
二
壯
亦
受
傷
(
門

)
一
年
九

。

月
初
)

制
別
省
叛
試
問
刑
叫
劇
迷
立
第
二
十
八
朝
侃

l
I
l
-
-
l
!
L

。

2

間
做
主
二
六
年
(
四
八
四
)

孔|科|
子|一回
卒)。符
( 雄

四麟，

七卷i
九秋i
)。絕

筆

囚

八

越l 越| 釋i
{去國迦l

吳|吳|氧
尼j

四四死

七七 (
之三五四

~o 。七
七

j司|用 | 秦|周 |
收| 考|伐貞|
烈| 玉|凶|定|
EI ~ 坎， 王|
四凹滅八
年四大|年
( 門 是t~ ~ 
四 l 凹
二四 六

周) 王
安|諸 命
主1 侯 晉|
JC ::::- k-

主賞 這l
四 z 眾|、o ~ 趙|

;m ~1f I， 

)。三星|
之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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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O
O

三
五
八

一
一一一一

司梅|耶1 九

祭瑟|路|八
為法制年
1菌|律泠!. 厄
太|為依斯
民猶| 帝德!

長。太|王校
智、詔二

章， 令 ， 次
立宣罔

大布至IJ

約i 編!

希|納! I勾|幸的於年i
臘|及 j 大|亞i 亞| 紀i
時多i 時

代俾i 代。 i 山下，
之亞 10 大i 厄
間。傳i 大時斯

寫 約代德
於 寫以拉
波l 於前。上
斯|亞| 匣i 下 ，
及歷I tJ日i 寫

亞|

居罔先表聲
民國忠示山|
驅時 ， 後效大|
往攻叛。怠， 進
他陷因而攻

地。撒歷!捌提|
瑪山|瑚 洛|

黎甜甜城，

雅1 自糊糊
域，按|人太|
將及I l\IJ 人

撤|
冷 | 斤 | 瑪
聖 山 黎

跛建雅

相立人
對了可
峙。聖能

殿， 此
興時

耶l 在
路| 革|
撤| 黎|

乃
控
黎
」
的
一
世
建
立
制
別
第
二
十
九
朝
代

(
三
九
八l
三
九
二
)

楓
樹
出
國
卒
(
三
九
九

)

制
蚓
哲
人
亞
!
回
蚓
劉
樹
生
(
三
八
四
)

柏
拉
國
卒

(
三
四
七

)

剛
蚓
劃
回
蚓
三
世(
三
五
八
!

三
三
八
門

制
別
復
興
建
立
第
三
十(
三
七
八
i

一
二
六
一)
及
第
三
十
一
朝
代

(
三
四
二
|
|
三
三
二
)

波
斯
帝
國
收
復
喇
刮
省(
三
四
二

) 。

『

闖
到
蚓
王
劃
劃
叫
敗
刷
刷
刷
聯
氧
遂

稱
霸
制
蜘
(
三
三
八
) 。

間
關
倒
斯
立
(
(
三
三
八
l

三
三
六
)

瀏
剛
剛
三
世
(
三
三
六i
三
三
0
)
制
制
帝
國
最
後
帝
王

甜
甜
腔
山
刻
(
一
二
三
六

l

三
二
三
)

東
征
蚓
蚓
喇
喇
喇
崗
苛
之
戰
(
三
三
四

)

征
討
制
制
斟
例
喇
喇
之
戰
士
二
三
三

) 。

客
定
出
圳
市
制
劇
及
蚓
刮
(
三
三
二
) 。

建
亞
凰
八
川
λ
間
劃
劃
城
(
三
三
一
)
同
年
在
亞
卑
拉
(尼
尼
微
附
近
)

大
敗
波
斯
軍
波
斯
帝
國
滅
亡

征
服
蚓
蚓
東
都
各
色
間
岡
山
刻
入
叫
回

(
三
三
O
l
三
一
二
六) 。

因
副
咧
咧
諷
卒
(
三
二
二
)

回
岡
山
蚓
卒
(
三
二
三
)

到
困
山
刻
死
後
帝
國
次
第
分
裂
其
大
將
在
敘
利
亞
及
埃
及
分
別
建

立
王
國

周 | 周 | 周 l

令 ， 顯 l 烈|以安l
立王|王!為王l
富十四相十
強年， 年五
之商| 孟|三年 .
策教|子|八魏|
( 相生七吳!
三秦，三)。起|
五定 t 奔
九變主 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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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舊的時4弋

重量

(亦用為幣制〉

塔泠通 *納 協刻耳 H -t 主拉 辣 公分
( 出 38 " ) ( 列上 10 口) (出 30 13 ) ( 山 38 2. ) ( JJ}j 27 25 ) 

60 3000 6000 600000 34202 

50 100 1000 571 

2 20 11.4 

10 5.7 

0.6 

依一般學恆的意見 ， í 協刻耳」的基本重益為 1 1. 4 公分 。 1皇上 1 3 21所收的「并」

(pim) 重ik名的重泣 ， 至今尚未能確定 ; 不過一般學各大紅以為約合三分之二「協刻

耳」。

長 度

竿 H、I :f 'F 革 指 公分
( 貝IJ 40 5) (申 3 11 ) ( LH 28 ,. ) ( 出 25 25 ) ( 耶5221 ) 

6 12 36 144 270 

2 6 24 45 

3 12 22.5 

4 7.5 

1 .875 

固體容量

椅默爾(苛爾) 肋特客 Jti 法 包阿 品默爾 公 J1
( 肋27 1I 71J 上 5 2) (歐3 2) ( 出 163. ) ( 列上 18 32 ) ( 出 的 u)

2 10 30 100 450 

5 15 40 225 

3 10 45 

3 1/3 15 

液體容量

前默爾(苛爾) 巴特 手i" 卡步 羅絡 公升

( ~27 16!!:!45 ,. ) (列上 7 2.) ( tU 30 " ) ( 列下 625 ) ( 肋 14 ,. ) 

10 60 180 720 450 

6 18 72 45 

3 12 7 . 5 

4 2 .5 

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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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腫如j

塔冷遇

米納

斯塔特

遙瑪

羅馬制

德納

銅錢銅元

附四 度í1l:衡幣制與公伽j比較表

乙 手持約時代

貨幣

(talanton. talentum) 

(mna. mna) 

( stater. stater) 

( dr叫lffie. drachma) 

20.500公斤銀子

0.345公斤銀子

13.8 公分銀子

3.45 公分銀子

( denarion. denarius ) 

( assarion. as. dipondium) 

3 .8 5 公分銀子

10.80 公 分銅

3.10 公 分銅

1. 55 公 分銅小錢

四分之一銅錢 (kotrantes. quadrans) 

(lepton. min叫

一千步 ( milion. mile passus ) 

長度

安息日路程

斯塔狄 ( stadion. stadium ) 

尋(orgu恥 passus)

肘 (pechus. cubitus ) 

1478 公尺

1109 公尺

185 公尺

1. 85公尺

0 .46公尺

希伯來制

石
桶
斗

希單單羅馬制

石
斗
升

容量

(coros. corus ) 

( batos. cadus ) 

( modios. modius ) 

450公升

45公升

15公升

( metretes. metreta ) 

(modios. modius ) 

(choinix. bil伽is)

39.38公升

8.75公升

1. 08公升

重量

希伯來制

塔泠遠 ( talanton. talentum) 

米納 (mna. mna) 

羅馬制

斤

--

34.272公斤

0.571公斤

(litra. libra) 0.326公斤

注: r塔泠通」和「米納」本為重量名 ，當作貨幣價值時 ，各地不同。「德納」

原指一人一日的工資。括弧內即希臘和拉T文所周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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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五 : 猶太年照節期1<

陰
曆
月
名



一
充
軍
前

一
充
軍
後

一

一阿
彼
布
月
一
尼
散
月
一
三
月
四
月
間

齊
夫
月

一依
雅
爾
月

一四
月
五
月
間

一
一

息
汪
月
五
月
六
月
間

一
塔
慕
次
月
一
六
月
七
月
間

一
一

阿
布
月

一七
月
八
月
閉

一
一
厄
路
耳
月

一
八月九
月
間

一厄
塔
寧
月

一
提市黎
月

一九
月
十
月
間

一初
一、

吹
號

J
(
問
到

1
門初
一
一
祭
i
記
念
革
達
旦
雅
被
害

(
昕

一

一
一
一
一

判
1
|

3
)

一

一
一
一
一

初
十
贖
罪
日

(肋
M
Wm
i

H
)
十
五
至
二
十
一
帳
棚
節

(
肋
幻

一
開
始
耕
植
播
種

一
一
一
一

呵
!
H

若
7
2
)

。
一

一
一
一

二
十
二
召
關
盛
會
(
戶

的
品
l

M

)

一

步
耳
月

一
瑪
赫
舍
汪
月

一十
封
十
一
月
間
一
一
矯
種
大

小
空
，
無
花
果
扎一秋
雨
季

一基
色
宴
月

一什
一
一
-
M間

一二
十
瓦
祝
聖
殿
筍
(
刷
上
4
臼
|
甜
甜
仰
之

一
一

位
門
拉
出
生

x
t
L
t
-月
「
月
間-
1
禁
也
是
對
恥
開
始
圍
攻
自
觀

i

一
大
缸
里

一舍
巴
特
月

一
一月二
月
間

一
一
詞

叭
叭
罔
咬

一
阿
達
爾
月
一
一
一
月
三
月
間
一
十
且
十
五
普
暖
筍

(
到
:

l
缸

片

一春
一
山
始
降

「r
t爾
月

1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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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月

臨

曆

期

農

節

事

氣

候

七 !六| 五 |四

一
初
一
月
朔
十
四
逾
越
筍
(
出
也
6
)
十
五
至
二
十
一
無
酵
筒

一
(
肋
幻
6

)
十
六
的
新
街
(
肋
幻
H
)

一←
且
補
過
逾
越
街
(
同
9
6
i

u
)

一初
九
五
旬
節(圳
幻
H
I
M
圳
幻
H
f

缸
)

一
初
九
禁
也
記
念
鳳
酬
的
攝
制
失
趴

初
七
禁
食
起
A志
學
殿
被
焚
毀

.

一
收
割
大
麥
(
船
1
n
2
)
。
晚
兩
或
稱

一
春
恥
于
學

收
割
大
麥
小
麥
初

μ

一
此
後
到
十

，
小
麥
無
花
果
初
熟

一一
月
斬
將
雨

一
葡
街
初
扎
一
仲
立

一收
葡
萄
和
無
花
弘

一盛
泉

一

收
棕
帆
風
扣
在
口
和
橄
亂

一大
暑

i\. 九十

|橘、化|檸|桃 l
t華 ， 1)自 1
成 ! 花。
幸丸。

十卡11J 

早
兩
或
稱

秋
雨
始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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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要參考書目

聖經原文與古譯本

BIBLIA HEBRAICA. R. Kittel. ed. XIII. Stuttga此. 1962. 

THE OLD TESTAMENT IN GREEK. ed. H. B. Swete. Cambridge. 1<;30. 

SEPTUAGINTA. Vetus Testamentum Graece. ed. A. Rahlfs. Stuttga此. 1935. 

BIBLIA SACRA iuxta LATINAM VULGATAM EDITIO NEM. cura et studio Monacho

rum O.S.B.. Romae. 1926.... 

Editio Minor. cura S. Garofalo. Torino. 1965. 

CONCORDANTIARUM Uniyersae Scripturae Sacrac THESAURUS. auctoribus Peulticr. 

Etienne. Gantois S.J.. Parisiis. 

PESHITTA. Biblia Sacra iuxta Versionem Simplicem quac dicitur Peshitta. Beryti. 1951. 

TETRAEUANGELIUM SANCTUM iuxta Simplicem Syrorum Versionem denuo recog

nitum. ed. Ph. Pusey et G. H. Gwi l1iarn. Oxonii. 1901. 

BIBLIA POLYGLOTTA MATRITENSIA. Series VI. Vetus Testamentum Syrorum et 

exinde excerptum DIATESSARON TATIANI. Matriti. 1967. 

THE BIBLE IN ARAMAIC. ed. A. Sperber. Leiden. 1959-1973. 

VETERIS TESTA孔1ENTI CONCORDANTIAE HEBRAICAE ET CHALDAICAE. 

S. Mandelkern. Lipsiae 1895; Editio Minor. ibidem. 

The Englishman's HEBREW AND CHALDEE CONCORDANCE OF THE OLD TE

STAMENT. London. 

KONKORDANZ ZUM HEBRAEISCHEN ALTEN TESTAMENT, G. Lisowsky, Stutt

gart, 1957. 

A CONCORDANCE TO THE SEPTUAGINT AND THE OTHER GREEK VERS

IONS OF THE OLD TESTAMENT, E. Hatch and H. A. Redapath. Graz, 1955. 

新約

NOVUM TESTAMENTUM GRAECE. in variis editionibus: 

C. Tischendorf; B. F. Westcott et F. J. A. Hort; H. Freiherr von Soden; A.Souter; 

G. No l1i; H. J. Vogels; E. Nes t1e; A. Merk; K. Aland. M. Black, B. M. Metzger. 

et A. Wikgren. Bover J. 

The Englishman's GREEK CONCORDANCE OF THE NEW TESTAMENT. London, 

1870. 

A CONCORDANCE TO THE GREEK TEST AMENT. 、IV. F. Moulton et A. S. Geden. 

Edinburgh. 1950. 

HANDKONKORDANZ ZUM GRIECHISCHEN NEUEN TESTAMENT. A.Schmoller, 
Stuttgart.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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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文與希臘文辭典

Gesenius, \川， Hebraeisches und Aramaeisches Handwoerterbuch, ed. 16, Leipzig, 1921. 

Kohler, L., et Baumgarten, \爪， Lexicon in Veteris Testamenti libros, Leiden, 1953. 

Supplementum ad Lexicon in Veteris Testamenti libros, Leiden, 1958. 

Zorell, F., Lexicon Hebraicum et Aramaicum, Romae, 1940... 

Bauer, \疚， Griechisch-Deutsches Woerterbuch zu den Schriften des Neuen Testaments, 
Ber1in, 1952. 

Zorell, F., Lexicon Novi Testamenti, Parisiis, 1931. 

Migne, Patrologia Graeca (PG). 

Migne, Patrologia Latina (PL). 

敬父作品

Griffin, R., Patrologia Syriaca, Parisiis. 

悔經與經外文獻

Char1es, R. H., The Apocrypha and Pseudoepigrapha of the Old Testament, Oxford, 1913. 

James, M. 民， The Apocryphal New Testament, Oxford, 1924. 

Hennecke, E., Neutestamen t1iche Apocryphen , Tuebingen, 1959-1964. 

De Santos Otero, A., Los Evangelios Apocrifo3, Madrid, 1962. 

Erbetta, M., Gli Apocrifi del Nuovo Testamento, Torino, 1966. 

Acta Apostolorum Apocrypha, New York, 1972. 

Discoveries in the Judaean Desert, Oxford, 1955-1965. 

Danby, H., The Mishnah, Oxford, 1949. 

Strack, H.L., et Billerbeck, P., Kommentar zum Neuen Testament aus Talmud und 

Midrasch, Muenchen, 1922-1928. 

考古學、地圖與宗教史 / 

Aharor泣， Y., et Avi-Yonah, M., The Macmillan Bible At1as, New York-London, 1968. 

Albright，叭， Archeology and Religion of Israel, Baltimore, 1945. 

Barrois, A. 怠， Manuel d' Archeologie Biblique, Paris, 1939-1953. 

Gressmann, H., Altorientalische Texte zum Alten Testament, Ber1in - Leipzig, 1926. 

Lemaire, P., et Baldi, D., Atlante Storico della Bibb悶， Torino, 1955. 

Parrot, A., Cahiers d' Archeologie Biblique, Paris 1953... 

Pritchard, J. B. , Ancient Near East Texts (ANET) , Princeton, 1965. 

Tacchi Venturi, P., Storia delle Religioni, Torino, 1944. 



.1226 . 主要參考書目

-一一 歷史文獻

Flavii J osephi Opera, ed. B. Niese, Berolini, 1955. 

Philo, Opera Omn悶， London, 1956. 

Schuerer, E., Geschichte des Juedischen Volkes im Zeitalter Jesu Christi, Leipzig, 1901-

1909. 

Pedersen, J. , Israel I-IV, London , 1959 

De Vaux, R" Institutions de l' Ancien Testament, Pari5, 1958-1960 

辭典

Cheyne, T. K., and Sllnderland , J., Encyclopedia Bihli叫 ， 4. \'015. London , 1899-1903. 

The J ewish Encyclopedia, 12 、。Is . ， New York , 190 1. .. 

Hastings, J ., A Dictionary of thc Bible, 4 、。Is. ， l\ew York, 1902 

Smith, J. P. , A Compendious Syriac Dictionary, Oxford , 1903 

Hagen, M. , Lexicon Biblicllm, 3 、 ols. ， Romae , 1905-1 91 1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ible Encyclopedia, 5 、。Is. ， Chicago, 1915. 

A Dictionary of Christ and Gospcls , 2 、。15. ，只ew York , 1921. 

Hastings, J.,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s and Ethics, 1 3 、 ols . ， Edinbllrgh, 1925-1926. 

Hastings , J., Dictionary of the Apostolic Chllrch, Edinburgh, 1926. 

Vigouroux, F. , Dictionnaire de la Bible, P盯峙， 1926-1928. 

Pirot, L. , Dictionnaire de la Biblc “ Supplement" , Paris, 1928... 

Dictionnaire de Thêologie Catholique (DTC) , Paris, 1930-1950. 

Kalt, E. , Biblisches Reallexikon, 2vols. , Paderborn , 1931 

Kittel, G. , Theologisches \Voerterbllch zum Neuen Testament , Stuttgart, 1933... 

Galling, K., Biblisches Reallexikon, T lIebingen, 1937. 

Davis, J. D.,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The \\'estminst巳 r) ， London-New York , 1944. 

Enciclopedia Cattolica, 12 vols. , Roma , 1948-1954 

Richardson, A. , A Theological Word Book of the Bible, London, 1950. 

Harper's Bible Dictionary, New York, 1952. 

Enciclopedia Filosofica, Centro di Studi Filosofici Gallarate, 4 \'ols" Roma-Venezia, 1957. 

Koenig, F., Dizionario delle Religioni. Edizione ltaliana di P. Rossano , Roma , 1960. 

Rienecker, F., Lexikon zur Bibel, Wuppertal, 1960. 

Douglas, J. D. , The New Bible Dictionary, London, 1962. 

The Interpreter's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4 vols. , New York, 1962. 

Tenney, C., The Zondervan Pictorial Bible Dictionary, London , 1963 



主要甚至考 E寄自 . 1227.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the Bib峙. Translation and Adaptation of “Bijbels Woorden_ 

boek". ed. 2. L. F. Hartmann. New York. 1963. 

Spadafora. F.. Dizionario Biblico. Roma. 1963. 

Enciclopedia de la Bibl悶. 6 vols.. Barcelona. 1963-1965. 

Enciclopedia della Bibbia. Adattamento italiano dell' “Enciclopedia de la Biblia" di 

Barcelona. Torino. 1969-1971. 

MacKenzie. J. L.. Dictionary of the Bible. London-Dublin. 1965 

Haag. H且. Bibel-Lexikon. Einsiedeln - Zuerich - Koeln. J 968. 

Nol1i. Gianfranco. Lessico Biblico. Roma. 1970. 

Kleines Stuttgarter Bibel-Lexikon. Stuttgart. 1970. 

f，g經注釋

The International Critical Commentary. Edinburgh. 

Etudes Bibliques. J erusalem - Paris. 1902.. . 

Cursus Scripturae Sacrae. 28 vols.. Parisiis. 1903.. 

Zahn. T.. Kommentar zum Neuen Testament. 18 vols.. Leipzig. 1922... 

The Moffatt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 17 vols.. London. 1928... 

The Clarendon Bible. Oxford. 1929. 

Verbum Salutis. Commentaire du Nouveau Testament. 的 vols.. Paris. 1940. .. 

La Sacra Bibbia tradotta dai testi originali. Firenze. 1942. 

Echter Bibel. Altes und Neues Testament. 、Nuerzburg. 1948.. . 

Das Neue Testament Deutsch. Goettingen. 1950-1956. 

La Santa Bibbia. ed. S. Garofalo. Torino. 1952.. . 

Regensburger Neues Testament. Regensburg. 1952... 

La S剖nte Bible. ed. L. Pirot. Paris 1953... 

La Bible de Jerusalem. Paris. 1953-1959. 

The Interpreter's Bible. 12 、。ls.. New Y ork. 1955 ... 

The Jerome Biblical Commentary. London. 1968. 

里經神學

Eichrodt. VI\. Theologie des Alten Testaments. L耐pz ig. 1939.. . 

Tondelli. L.. 11 Primo Pensiero Cristiano. 5 vols.. Torino. 1945-1948. 

Studies in Biblical Theology. SCM Press. London 

Burrows. M.. An Outline of Biblical Theology. Philadelphia. 1946. 

Bonsin en. J. , Th601ogie du Nouveau Testamér凹. Paris. 1949. 

---------



.1228 . 主要 參 考 ?時 間

--一一-Procksch, 0. , Theologie des Alten Testaments, Guetersloh, 1950. 

Ricciotti, G. , Dio nella Ricerca Umana, Roma, 1950 

J{oehler, L., Theologie des Alten Testaments, Tuebingen , 1953. 

Van Imschoot, P. , Th是ologie de l'Ancien Testament, Paris, 1954--1956. 

Bonsirven, J ., Textes Rabbiniques des deux Premiers Siecles Chr已tiens ， Roma, 1955. 

Leon-Dufour, X. , Vocabulaire de Th益。logie Biblique, Paris, 1962 

1品on-Dufour， X. , Dictionary of Biblical Theology, translated, ed. J . Cahill, London, 1969. 

Bauer, J . B., Bibeltheologisches \\"oerterbuch, Graz, 1962. 

La Révue Biblique, Paris, ab 1904... 

Biblica, Roma, 1920... 

Verbum Domini, Roma, 1921-1969. 

主要雜懿

Publications of the Studium Biblicum Franciscanum, J erusalem, 1941... 

Liber Annuus Studii Biblici La Flagellazione, J erusalem, 1950... 

J 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Philadelphia, ab 1950... 

Rivista Biblica, Brescia, 1953... 

The Catholic Biblical Quarterly, Washington. ab 1953... 

Bibbia e Oriente, Brescia, 1959... 

Supplementi alla Rivista Biblica, Brescia, 1970... 

Biblical Theology Bulletin, Roma , 1971... 

Cultura Biblica, 1958... 

The Bible Today. 

教會文獻

Enchiridion Biblicum, Roma , 1954. 

Denzinger-Schoenmetzer. Enchiridion Symbolorum et Definitionum, 32 ed. , Friburgi, 1963. 

Enchiridion Locorum Sanctorum, Jerusalem, 1935. 

中文參考，目

動物學大辭典，上海，商務 ， 民國十一年

植物學大辭典，上海 ， 商務， 民國九年

地質礦物學大辭典，商務，一九三三年

科學論集 ，輔仁大學附設神學院 ， 光啟 ， 1一 1 8



1. 

I 基督教與天主教聖經人名對照索引

畫
巴西萊一一巴爾齊來 243 

巴多羅買一一巴爾多祿茂 249 

乃緩一一納阿曼 1550 戶反一一一胡番 1340 

八羅巴一一帕特洛巴 879 戶沙一一胡沙 1345 

戶E耳一一一胡爾 1342 
一- 畫 戶蘭一一希蘭一 663 

大衛一一-達味 2144 戶篩-一一胡瑟 1344 

大菲IJ拉一一德里住 2328 戶勒大一一胡耳達 1348 

大利鳥一一連理阿 2147 比但一一貝丹 726 

大比大一一塔彼達 2018 比加一一培卡黑 1640 

大馬哩一一達瑪黎 2149 比勒罕一一一彼耳漢 885 

士墓瓦一一斯蓋瓦 1877 比加轄一一-培卡希雅 1654 

士大古一一斯塔輝 1881 比勒達一一彼耳遂得 887 

士求保羅一一色爾爵保祿 590 比拿雅一一貝納雅 730 

土巴一一突巴耳 1251 比撤列一一貝區肋耳 752 

土富撒一-!f寺黎佛撒 1581 比(米)羅遂巴拉但一默洛遠客巴拉丹 2508 

土西捏一一得魯息拉 1697 

土非拿一一特黎贅納 1517 
五 畫

土八該隱一一笑巴耳加音 1252 他拉一一特辣黑 1511 
千大基一一甘遠刻 435 他瑪一一塔瑪爾 2020 

四 重
他普亞一一塔普亞 2025 

他比勒一一塔貝耳 2017 

心幸IJ一一齊默黎 2316 他施斯一一塔爾史士 2032 

友尼基一-歐尼刻 2388 以倫一一厄陸 109 
友布羅一一歐步羅 2387 以利一一厄里 101 

友阿爹一一厄放狄雅 164 以律一一厄里鳥得 151 

巴勒一一巴拉克 224 以拉一一依辣 799 

巴拉一一巴辣克 231 以拉一一厄拉 104 

巴沙一一巴厄沙 220 以拿一一依辣得 804 

巴蘭一一巴郎 214 以掃一一厄撤鳥 141 

巴錄一一巴路克 225 以探一一厄堂 115 

巴寶抹一一-巴色瑪特 244 以撒一一依撤格 805 

巴底買一一巴爾提買 242 以攔一一厄藍 106 

巴拉巴一一巴辣巴 230 以東-一一厄東 100 

巴拿巴一一巴爾納伯 239 以法一一厄法 111 

巴撒巴-一一巴爾撒巴 241 以示一一依史 800 

巴米拿一一帕爾欽納 877 以鈞一一厄胡得 122 

巴約1主一一約納的兒子 1261 以諾一一哈諾客 1164 

巴耶穌一一巴衍耶穌 238 以他瑪一一依塔瑪爾 825 



2- 萃，愕教與天主教聖經人名對照索引

以利亞一一厄里亞 125 司提反一一-斯特法納 1883 

以利沙一一厄里受 126 尼波一一-乃波 7 , 8 , 9 

以利法一一厄里法次 150 尼利一一一乃黎 12 
以取-一厄呂璁 133 尼時一一乃爾 11 
以實各一一厄市苛耳 160 尼結一一尼革爾 394 

以巴弗一一厄帕夫辣 155 尼哥一一乃苛 10 
以巴錄一一-厄巴耳 117 尼利亞一一乃勒烏 15 

以弗備一一厄斐龍 139 尼利亞一一乃黎雅 16 
以弗得一一厄弗得 138 尼哥拉一一尼苛勞 392 
以拉都一一厄辣斯托 159 尼希米一一乃磁米雅 20 
以挪士一一厄諾士 135 尼拜約一一乃巴約特 22 

以摩賞一一厄耳瑪丹 147 尼探雅 乃上答尼雅 24 

以斯利一一厄斯里 143 尼迦挪一一尼加諾爾 400 

以新帖一一文斯德爾 599 尼哥底母一一尼苛~æ摩 401 

以斯拉一一厄斯德拉 169 尼布j散校旦-一一乃步臣是*'l~; 30 

以比讚一一依貝贊 802 尼和-沙Jtfr班一一一乃步 I少。〈現 29 

以法他一一厄弗辣大 158 尼布中尼做一一拿步高 1472 

以法達一一厄弗辣因 156 尼甲沙利薛 JJ爾加Il沙勒立爾 28 

以西結一一厄則克耳 166 布田 普登 1888 

以迦博一一依2日拔得 809 布西 步齊 685 

以薩迦一一依撒加爾 819 布斯一一步次 684 

以色列一一以色列 296 弗-一一普特 1887 

以伯米勒一一厄貝得默肋客 183 9月;勒下←一弗肋責 415 

以利亞敏一一厄里雅金 149 互依底改一一摩爾德閱 2352 

以利直撒一一厄肋阿回爾 174 4之丟彼拉多一一比拉多 271 

以利以謝一一厄里厄t{lj爾 175 瓦質提一一瓦市提 434 
以利加拿一一厄耳一位納 145 示巴一一一位巴 、 舍巴 584 
以利沙伯一一依撤伯爾 818 /h抹一一-舍技 945 
以利米勒一一厄里默肋客 176 示撇，一一央沙克 376 
以f皮占羅一-f])1涯悶)吾 453 示每一一史米 368 

以買瑪利一一依rn瑪耳 824 示巴尼一一舍巴尼雅 955 

以巴iJ1lt'f:一一一厄帕洛狄托 180 示母不Ij一一舍慕耳 952 

以拜尼土一一!區派乃任 154 示瑪雅一一舍瑪雅 951 

以撒哈頓一一厄撒哈冬 165 示法提雅一一舍法提雅 956 

以未;拉維這一一厄威耳默治這客 185 
重

)J[I布一一卡爾頗 359 
J-A、-

半尼:).t-一波納爾攀 931 丟大一一-特鳥遂 1514 
占列一一店包士 869 丟尼修一一狄約尼削 709 

占質一一-麗士 1995 丟特勝一一一狄約勒斐 710 
古珊不IJ薩田一一雇商黎沙塔殷 1998 伊磯偷 一厄革隆 126 

可捏一一科辣黑 1248 {戶以亞1;&一一厄里雅金 149 

司提反一一斯德望 1882 jj1跑技設一一依市技合特 831 



基督教與天主教型經人名對~，(tk 引 3 + 

多加一一一多爾卡 482 西布大一一則步遠 1120 

多益一一多厄格 481 西庇太一一載伯德 2135 

多馬一一多默 478 西Jjf家一一漆德克雅 2179 

多單一一多丹 475 西比茲一一息貝閱 1464 

多比雅一一多彼雅 486 西哥于雅一一索福尼亞 1574 

安德烈一-'!i:.德肋 497 西百?雅一一責法尼托 1788 

安t足帕一一安提帕 503 茵茵捏一一息包辣 1467 

安多尼古一一安多尼市 506 西巴第雅一一則巴狄雅 1130 

百1&f立一一一 i哥黎史f屯 1891 西拿基立一一散乃黑黎布 1869 

百尼基一一只勒尼切 744 商羅非哈一一古羅斐哈得 1789 

米沙一一默i少 2486 西門彼得一一西湖伯多祿 614 

米煞，一-;!';kì少客 2496 

七 畫
米甲一一米加耳 537 

米甸一一米德惕 541 伯沙I散一一只耳沙田 739 

米技一-;!'J\舍客 2497 伯 Jîd昕名，1;一一-;(IïN:t9rJt 410 

米迦一一米加 532 伯捉沙做一一只耳特沙凶 753 

米利H音一一米黎盎 544 伯羅百羅一一仆治局洛 86 

米拉利一一默辣黎 2495 {申崙一一史默能 373 

米拿現一一默納恆 2491 但一一丹 76 

米古蘭一一默叔藍 2498 {ß.以理一一達尼爾 2150 

米沙利一一米沙耳 547 低米丟一一德默特琉 2332 

米該亞一一米該巫 538 何利一一屬黎 1210 

米迦勒一一米加耳 537 何巴一一一屬巴布 1213 

米力巴力一一默黎巴耳 2503 何控一一為撒 1212 

米非波設一一默非技協特 2507 何弗尼一一屬弗尼 1215 

米羅達巴拉但一一默洛迷客巴拉凡 2508 何沙雅一一昂沙雅 1221 

耳巴奴一一吳爾巴諾 649 何細亞一一屬舍亞 1222 

西宏一一息紅 1458 何西阿一一歐瑟亞 23司9

西巴一一色巴 584 何途威 ( 雅 ) 一一易達委雅 1223 

西巴一一則巴黑 1118 利巫一一肋阿 570 

西頓一一漆冬 2175 利合-一一勒屬布 1622 
西捏一一息拉 1459 利奴一一旦諾 760 
西納一一則納 1116 革IJ宏一一勒拱 1614 
西緬一一-西默盎 610 利未一一-肋未 564 
茵茵一一百默盎 610 利訊一一勒斤 1617 

西美一一央米 368 利甲一一勒加布 1620 
西門一一西澈 608 菲 IJ肯一一勒耿 1615 
西鹿一一色魯格 594 利遜一一勒宗 1618 
西公都一一色貢多 586 菲Ij哈比一一肋哈賓 573 
西坡捏一一漆頗辣 2178 幸IJ巴拿一一肋巴納 572 
西布倫一一則步隆 1122 利斯巴一一黎茲帕 2425 

西布勒一一則步耳 1221 菲IJ法益一一勒法耳 1623 

‘』



4. 蓋骨教與天主教聖經人名對PÆ{* iJ l

軍 IJ百加一一黎貝加 2420 亞撒一一阿繳 986 

不IJ都是一一肋突與 576 亞比一一一阿彼雅 990 

;f IJ草草伊勒一一肋恭耳 574 亞甲一一阿加絡 996 
含一一含 648 亞客一一阿黎約客 1061 

吾耳一一一鳥爾 1494 亞當一一直苔， 772 
呂底亞一一里狄雅 763 亞薩一一阿撒夫 1030 
呂撒聶一一呂撤尼雅 654 亞閱一一阿蘭 981 
呂西亞一一-里息雅 765 亞設一一阿協爾 1031 
希伯一一厄貝爾 119 亞那一一直納斯 781 
希{尚-一-~~;陸 2261 亞金一一一阿飲 980 
希別一一絲貝爾 2264 亞伯蘭一一一亞巴郎 776 
希吸一一赫妥 2262 亞伯頓一一阿具冬 989 
希律一一黑洛德 2007 亞勒胏一一阿耳斐 1012 
希蘭一一-符的 663 亞勞拿一一阿t;l(烏納 1059 

希里一一一絲里 2260 亞古I耳一一阿占爾 1005 

希利斯一一赫肋茲 2268 亞E合謝一一阿哈齊雅 1046 

f特勒家一一希耳克雅 670 亞墓帕一一阿格黎帕 1044 

有7斯箭一一赫茲龍 2274 亞居住一一阿桂位 1024 

希經天一一黑創火雍 2010 亞希雅一一阿布雅 1010 

希羅底一一黑落1火雅 2009 亞希圾一一向添花罕 1047 

希回家一一希則克雅 671 亞摩斯一一阿修正主 1017 

希伊勒一一希耳 661 亞撒黑一一阿撤耳 1029 

沙崙一一沙隆 689 亞比央一一阿彼雅 990 

沙密一一沙米爾 697 亞比煞一一阿彼沙格 1042 

沙拉一一舍f立 945 亞比玉一一阿i皮胡得 1040 

沙法一一沙法特 694 亞比篩一一阿彼瑟 993 

沙煞一一沙沙克 699 亞比蘭一一阿彼胸 992 

沙蓓一一沙番 692 亞比該一-ßilJl皮蓋耳 1039 

沙、罪惡一一沙瑪 691 亞比亞一一一阿彼雅 990 

沙龍一一沙龍 689 亞比頓一一阿彼冬 989 

沙得設一一沙得辣客 701 亞波羅一一一阿頗羅 1022 

那鴻一一納鴻 1544 亞法撒一一阿帕革沙得 1082 

亞罪惡力一一-阿瑪肋克 1052 
J\ 畫

亞瑪帥一一阿瑪賽 1014 

亞伯-一一亞伯爾 778 亞瑪撒一一阿瑪撤 1013 

亞們一一阿孟 783 亞瑪謝一一阿瑪責雅 1053 

亞倫一一-亞郎 774 亞革設一一阿革波爾 1045 

亞吉一一阿基士 1004 亞他利雅一一阿塔里雅 1071 

亞哈一一阿哈布 1006 亞伯尼歌一一阿貝得乃哥 1074 

亞千一一阿干 976 亞伯拉罕一一-亞巴辣罕 777 

亞底一一阿狄 978 亞利多布一一阿要奧斯托步羅 1094 

亞拿-一一亞納 773 亞力山太一一亞歷山大 7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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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古:U哥一一奧吉斯都 2040 拉伯沙tJl;一一-辣貝沙克 2295 

亞哈隨魯一一薛西斯 2527 拉伯I散1'IJ-一辣布繳黎 2294 

亞多厄雅一一阿多尼雅 1043 拔示巴一一一巴特舍巴 245 

亞賢必令一一阿TIî革納次 1086 法勒一一培肋格 1642 

亞希多如一一阿希托質耳 1078 法內力一一法奴耳 925 

亞希米勒一一阿希默肋客 1077 法勒斯一一一培勒茲 1651 

亞得米勒一一阿德兢默JljJ客 1090 法老尼哥一一乃苛 10 

5ii~主尼亞一一間納尼雅 1055 法老合弗找一一屬斐辣 1217 

亞微不IJ.J1t-柯西黎雅 1072 波提乏一一普提法爾 1892 

巨比亞他一一厄具雅塔爾 173 波阿斯一一技哈次 929 

亞比-f?:-達一一阿彼納速布 1076 
舍伯那一一舍布納 948 

亞比米勒一一一阿彼默肋:g 1075 阿斐一-)'/:1-非爾 1723 

亞米世達一一阿三卡納速布 1081 阿摩司一一亞毛斯 779 

亞達6年西一一阿塔薛西斯 1088 阿林巴一一放爾帕 1726 

巫多尼比包一一一阿多尼只W15~己 1091 
阿荷拉一一放島位 1735 

亞多ft:!.洗德一一阿三各尼立德克 1092 
阿荷菲IJ 巴一一一放局里巴 1735 

居里扭一一季黎諾 858 
阿尼色弗一一放九日、佛洛 1734 

帖土羅拉爾突經 1515 
陀拉一一托拉 513 

底全一一-1火納 705 
非比一一福依只 2234 

底璧一一德彼爾 2326 
非尼哈一一丕乃哈斯 287 

底馬一一一德、瑪斯 2329 
非羅羅古一一非羅維哥 1106 

底波侃一一德波辣 2327 九 畫

底米五一一德默特琉 2332 

J皮得-一一{白多祿 614 
你且在一一{米線 1108 

j皮息氏一一培爾息、 1649 {反~1~憫一一木雅明 423 

彼土利一一貝突耳 737 1ft(南一一放草鞋 1714 

彼拉多一一一比拉多 271 俄德一-)/:1-德得 1719 

所巴特一一索帕特爾 1573 俄立一一一放勒布 1727 

昕提尼一一雪在}訢村乃 1577 做俯得一一放貝得 1718 

昕羅門一-j散經指 2369 俄巴路一一放巴耳 1717 

昕羅巴伯一一一則魯巴n上ç 1132 俄現巴一一放爾帕 1726 

昕西巴德一一黨息帕J'{; 1576 俄巴底一一放巴狄雅 1728 

押頓一一周貝冬 989 俄陀懿一一放特尼耳 1731 

抖l尼現一一阿只乃爾 1037 俄別以東一一放貝得厄東 1733 

t甲沙龍一一阿貝沙能 1038 俄巴底雅一一放巴狄雅 1728 

拉億一一一拉依士 896 俄巴底亞一一亞北陸亞 784 

技吳一一勒伍 1619 哈達一一哈遂得 1153 

挂班一一位班 894 哈抹一一一哈摩爾 1160 

拉瑪一一級阿瑪 2285 哈受一一哈曼 1142 

拉結一一-辣黑耳 2289 哈突一一哈突士 1169 

拉麥-一-1立默客 898 哈薛一一哈匣耳 1171 

控微路一-拉回祿 901 哈該一一哈蓋 1139 



6" 2主仔教與天主教型經人名對p.a采引

哈諾-一一哈諾客 1164 約薩拔一一約匣巴得 1286 

H合述一-0合J艾布 1168 約西亞一一約史雅 1276 

哈大i少一一哈達1散 1154 約阿施一一約阿士 1266 

哈巴谷一一哈巴谷 1147 約雅敬一一約雅金 1272 

哈拿尼一-u合納尼 1162 約雅斤一一約1住津 1270 

哈排t立一一一哈威拉 1170 耶利一一耶依耳 1310 

哈大利 ( 底 ) 謝一一哈達德則爾 1183 耶孫一一一雅松 1957 

哈拿尼雅 (亞) 一一哈納尼雅 1178 耶賓一一雅賓 1951 

哈沙比雅一一哈i少{皮雅 1179 耶帖一一耶太特 1320 

哈巴洗尼雅一一哈巴漆尼雅 1181 耶戶一一-耶胡 1301 

度瑪一一位瑪 681 耶拉一一耶辣 1302 

括土一一夸爾托 490 耶歇一一耶希耳 1308 

施弗拉一一史斐是中 375 耶盤一一耶狄厄耳 1324 

施亞雅述一一舍阿爾雅，反布 958 lTI5 (v;j;-耶穌 1291 , 1293 

昆大雅一-t音連雅 1639 耶西一-æ瑟 2116 

昆努伊勒一-J音奴耳 1645 耶利F譚一一耶黎摩4年 1334 

沈巴一-j委巴 2174 耶利三位一一耶勒摩特 1332 

沈挂一一漆t立 2176 耶利米一一耶!的米亞 1327 

洗魯雅一一共1卦雅 1786 耶利米一一耶勒米亞 1331 

珊迦一一沙默j泊爾 703 耶加面一一耶卡默罕 1325 

約令一約撈 1264 耶古鐵一一耶谷i足耳 1326 

約伯一一一約伯 1255 耶大雅-一一耶達1住 1304 

約閃一一約刻堂 1273 耶底大一一耶狄達 1305 

約1且一一約2主: 1257 耶弗他一一-依弗大 803 

約押-一一約阿布 1265 IIT) ，lí箭一一耶放戒 1318 

約拿一一約納 1259 耶拉?愛一一耶辣默耳 1329 

約耳一一約厄耳 1267 l那斯列一一依次勒耳 827 

約耳一一岳厄爾 870 耶路沙一一耶魯沙 1315 

約瑟一一右瑟 1354 IIT5位領一一耶位通 1306 

約鞠一一-若鞠 1353 1部洗別一一依則貝耳 828 

約翰一一若望 1356 耶鳥j昕一一耶烏茲 1322 

約蘭一一耶屬蘭 ( 約的 ) 1309 耶鳥施一一一耶鳥士 1321 

約百 ( 瑟 卜一右瑟 1354 耶羅罕一一耶洛罕 1314 

約亞拿一一約安納 1268 耶西雅一一依央雅 807 

約亞拿一一約哈南 1269 耶雷布一一大王 56 

約哈斯一一約阿哈次 1279 耶何耶大一一約雅達 1271 

約啥斯一一耶是J阿士 1333 那何雅立一一約雅黎布 1281 

約哈蓋在一一約哈商， 1269 耶哥尼雅一一耶苛尼雅 1323 

約瑟53IJ-約2j!i:只得 1280 耶希西家一一-希則克雅 671 

約拿單一一約納堂 1274 耶撒尼亞一一雅回尼雅 1993 

約沙法一一約沙法特 1285 耶羅波安一一雅洛貝罕 1992 

約3亞一一右蘇厄 1362 胡巴一一一胡帕 13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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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力一一加阿耳 316 拿俄米一一納放米 1558 

迦勒一一加肋布 313 拿弗他幸IJ一一納斐塔里 1564 

迦南-一一客納罕 1191 挪亞一一諾厄 2461 

迦得一一加得 306 挪巴一一-諾巴黑 2463 

迦流一-JJ日里雍 319 特羅非摩一一特洛斐摩 1521 

迦立一一加勒布 320 鳥利一一鳥黎耳 1497 

迦瑪列一一加瑪里耳 327 鳥撒一一鳥臣 1495 

革舜一一革爾熊 1395 鳥j昕一一伍茲 454 

革順一一革爾雄 1394 烏薛-一一鳥齊耳 1501 

軒IJ兔一一克肋孟 629 烏龍一一鳥區耳 1499 

革流巴一一克羅帕 631 烏蘭一一鳥藍 1492 

革羅罷一一克羅帕 631 烏利亞一一烏黎雅 1496 

革老丟一一-克勞狄 628 鳥西雅一一鳥齊雅 1500 

革老底亞一一克勞狄雅 632 E耳一一厄爾 102 

革老丟呂西亞一一旦旦、雅 765 益帖一一耶特爾 1319 

亭納一一提默納 1850 流使一一勒鳥本 1627 

十 矗
流瑪一一勒烏瑪 1628 

馬位〈三一瑪堂 2194 
+一直

馬可一一馬爾谷 1606 基列一一基肋阿得 1677 

馬大一一瑪爾大 2212 基士一一克士 623 

馬太一一一瑪寶寶 2195 基多一一革多爾 1390 

J馬念一一瑪納桓 2207 基捏一一革辣 1386 

馬利亞一一瑪利亞 2210 基提一-;1主廷 1667 

馬勒古一一瑪耳易 2205 基甸一一基德紅 1671 

馬提亞一一瑪弟亞 2213 基達一一刻達爾 835 

閃一一閃 1601 基哈西一一革哈齊 1391 

哥尼雅一一苛尼雅 1351 基大利一一革達旦雅 1407 

哥尼流一一科爾乃客 1249 基納斯一一刻納次 839 

夏蛙一一一厄娃 116 基大老瑪一一革多爾老默爾 1411 

夏甲一一哈加爾 1151 基草草菲IJ雅一一革瑪黎雅 1409 

拿八一一納巴耳 1551 悉帕一一齊耳帕 2314 

拿單一一一納堂 1547 掃釋一一撒烏耳 2376 

拿孫一一木納松 268 准時相j奴一一提郎諾 1854 

拿瑪一一納阿瑪 1548 推基古一一提希苛 1847 
拿答一一納達布 1553 畢羅斯一一丕洛 282 

f主!頓一一納赫雄 1554 細過一一則堂 1117 

拿鴻一一納鴻 1544 細撒一一齊匣 2313 

拿鶴一一納吾吾爾 1555 、 細利斯一一則勒士 1127 

拿但業一一納塔乃耳 1567 細基利一一齊革黎 2315 

拿其數一一納爾基索 1566 荷蘭一一屬蘭 1208 

拿ffl.某一一乃塔乃耳 23 許米乃一一依默納約 815 

""-



8. 2主管教與天主教聖經人名對照黨 5 \

部百流一一頗盟約 2306 提達一一提遠耳 1846 

麥西一一米茲鍊殷 ( 埃及 ) 1442 提門一一提孟 1842 

麥基洗德一一默基瑟德 2501 提曖一一特曼 1506 

設巴薩一一舍市巴匣 957 提比留一一提庇留 1845 

+二畫
援摩太一一弟茂億 674 

提比尼一一提具尼 1844 

參孫一一三松 46 提阿非羅一一德放斐羅 2333 

吩j合一一辣哈布 2290 提革拉昆列色一一提革拉特丕肋色爾 1866 

循都基一一欣提赫 914 黑馬一一赫爾瑪 2269 

普勒一一普耳 1885 黑米一一赫爾默斯 2277 

猶大一一猶大 1910 黑摩其尼一一赫摩革乃 2276 

猶大一-~I酋途 ( 斯 ) 1914,1917 
十三畫

1首流一-~普里約 1918 

猶推古一一厄鳥提品 163 鑫特一一舍特 947 

答比匿一一一塔培乃斯 2030 暗利一一放默黎 1720 

勝力一一斐理伯 1873 暗嫩，一一阿默農 1015 

研力門一-'l5:肋孟 1945 時技非一一阿默辣斐耳 1080 

勝力斯一一斐涅斯 1875 眶耳一一貓，依爾 1977 

研吉路一一非革羅 1104 眶魯一一雅依洛 1978 

胏理徒一一-非肋托 1105 該南一一刻南 834 

雅八一一雅巴耳 1961 該猶一一加約 307 

如意一一雅厄耳 1974 該隱一一加音 304 

雅各一一雅各伯 1968 ,1969 該亞法一一蓋法 2248 

雅哈一一雅哈特 1975 路加一一路加 2129 

雅善一一雅笙 1956 路得一一處德 2444 

雅基一一雅刻 1953 路求一一路基約 2134 

雅干一一雅甘 1952 辟捏一一彼耳哈 884 

雅弗一一耶斐特 1312 辟罕一一彼耳漠 885 

雅憫一一雅明 1955 這太一一達陡 2142 

雅斤一一雅律 1958 +四直

雅完一一雅汪 1960 

雅比一一雅貝士 1963 寧法一一寧法 2167 

雅立一一雅黎布 1981 寧錄一一尼默洛得 403 

雅叔一一雅叔布 1982 歌革一一哥格 1440 

雅金一一雅肯 1954 歌!1íí-哥默耳 1437 

雅哈悉一一雅哈齊耳 1986 歌利亞一一哥肋雅 1434 

雅哈謝一一雅赫則雅 1987 瑣法-一一左法爾 408 

雅非亞一一雅非亞 1979 為代一一-瑪待 2184 

雅微尼亞一一雅臣尼雅 1993 瑪各一一焉哥格 2202 

提拉一一弦是辣斯 1885 王思吉一一瑪基爾 2203 

提多一一-弟鐸 672 溝通一一罪惡堂 2194 

提瑪一一特瑪 1505 為拉一一瑪辣 2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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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做一一一瑪掀 2191 撒迦利亞一-@加利亞 351 

瑪胞一一瑪士 2193 撒迦利亞一一則加黎雅 1131 

瑪迦一一瀉阿加 2198 
+六矗

瑪勒列一一瑪拉肋耳 2212 

瑪拉蓋一一瑪位蓋亞 2220 噩一一放格 1713 

瑪拿函一一默納協 2492 誨巴力一一厄特巴耳 162 

瑪拿西一一則宿舍 2493 
+七畫

E馬拐r.亞一一瑪諾亞 2208 

瑪西雅一-J.馬阿色雅 2215 薩拜一一匣拜 337 

瑪他tR雅一一瑪I菩提雅 2225 薩改一一回閃 333 

瑪{也提亞一一瑪塔提雅 2225 薩瑪一一撒耳瑪 2365 

瑪土繳利一一默突i少耳 2505 謝拉一一則1;R~ 1125 

五吾土1散f立一一默突舍f立 2506 彌迦一-;1亡該亞 538 

福徒拿都一一福笑納托 2235 
十八畫

赫一一赫特 2263 

+五畫
臨門一一黎孟 2418 

咎字一一松訪 2416 
+九畫

~五一一特fH爵 1510 羅以-一一羅依 2563 

F帥一-pjfi阿布 2346 羅得一一羅特 2567 

摩西一一一的茗、 1745 羅(多〉單一一多丹 475 

撒3ß三二版姚依 2375 羅大一一洛德 1234 

你門一一回耳~ 339 羅實一一洛士 1236 

jf(刻一一-@前，爾 344 羅法安一一翱j哈貝罕 1629 

i散布一一-Iill ßi得 343 
二十畫

#故rK-恆只伙 347 

m拉一一俄州 2359 蘇耳一一族爾 1737 

撒拔一-[ill巴得 341 蘇撒拿一一絲繳納 2581 

繳在于一-@汪 335 
二+一直

撤/ì}-由多克 338 

做陸一-[ill@ 336 蘭-一一關 2587 

撒茲，一一恆凱 334 

1散布得一一回步，得 343 

撒弗他一-j散貝達 2361 

I散巴底一-@貝狄 347 

j散慕拿一一回耳摩納 348 

撤出鼓一一沙耳提耳 702 

J散母耳一-1散~~爾 2370 

j散E耳根一-1散爾貢 2374 

i故早在米一一撤羅默 2368 

撤非喇一-1散斐辣 2372 

做級以色一一沙耳瑪乃色 7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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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畫 五 畫
一

三館一-一三館 45 
他瑪一一塔瑪爾 2021 

大教一一塔爾宗 2026 
他納一一塔納客 2023 

大馬色一一大馬士革
的 i 他普亞-一一塔普亞 2025 

大比拉一一大博爾 61 
他納示羅一一塔納特史羅 2036 

大瑪努他一一連瑪奴達 2152 他伯山-一一大博爾山 61 

土巴一一突巴耳 1251 以倘一一厄堂 114 

士每拿一一一斯米納 1878 以倫一一厄陸 108 

士F.1E雅一一西班牙 612 以力一一厄勒客 140 

以東一一厄東 100 

四 矗 以捏一一厄拉 105 

以欄一一厄藍 106 
巴珊一一巴商 215 

以琳一一厄林 107 
巴蘭一一巾白蘭 873 

以祿一一厄拉特 124 
巴5l1j--巴只耳 218 

以米一一厄明 110 
巴拉一一巴阿拉 217 

以伯連一一一依只肋罕 808 
巴魯米一一巴胡俊 222 

以利穩一一-是}楞 1209 
巴;武羅一一帕特洛斯 880 

以薩迦一一依你泊爾 819 
巴戶琳一一巴胡陵 222 

以可念一一依科估算E 813 
巴比倫一一一巴比倫 219 

以土買一一依扯默雅 812 
巴末巴力一一巴酬H 巴耳〉 229 以大垃一一依德阿拉 811 
巴力立瑣一一巴爾Il合件爾 246 以實各一一厄市苛耳 160 
巴力洗分一一巴耳責豐 235 以實陶一一厄市陶耳 161 
比錄一一貝洛特 733 以巴路一一一厄巴耳 118 
比東一一丕通 284 以弗崙一一厄斐龍 139 

比I耳一一貝爾 729 以弗昕一一厄弗昕 136 
比色一一貝則克 738 以得來一一厄德勒 120 
比害1J一一培科得 1641 以控他一一厄拉特 124 

比連一一彼耳漢 885 以往撒一一厄拉撒爾 152 

比遜一一一不雄 283 以自也一一厄弗辣大 158 

比利提一一一培肋提 1643 以法蓮一一厄弗辣因 157 

比利洗一一挖去與齊 1652 以色列一一一以色列 296 

比伯贊一一茶具色特 286 以革f6ù-厄刻龍 131 

比土力一一貝突耳 737 以不1J哩古一一依里黎苛 814 

比哈?于~. î生一一可三哈希 j的 289 以土耳1J !i2-依突勒雍 826 
戶害1J-胡科克 1347 以甸迦別一一-厄茲雍革貝爾 184 

戶 i少一-lðJì少 1345 以法拉音一一厄受能 139 

厄巴大一-)J日巴迷 318 以馬件}昕一-fQ:J.!g鳥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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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耶亞巴林一一依耶阿巴陸 229 伊甸一一伊甸 452 

加拿一一卡納谷 358 伊磯倫一一厄革隆 121 

力日星一一克黎約特 636 伊利援基一一厄耳特刻 148 

加軍IJ :fIJ-加里肋亞 326 伊勒歌斯一一厄耳科士 146 

加大住一一加逢星車 318 伊弗他伊勒-一一依費塔赫耳 830 

加拉太一一一迦拉達 379 米偷一一默龍 2485 

力日低斯一一-卡德士 360 米甸一一米德楊 541 

加帕多加一一卡帕多細雅 363 米羅一一米羅 533 
加墓希「斯崙一一克黎約特赫茲龍 642 米沙一一默沙 2456 

加低斯巴尼亞一一卡德士巴爾乃亞 361 米利大一一默里達 2489 

吉他一一麗特 1997 米利都一一米肋托 543 

古珊一一塵商 1998 米吉多一一默基多 2488 

古貫一一-雇士 1995 米底巴一一默德巴 2487 

吉利奈一一基勒乃 1672 米斯巴一一米茲帕 548 

尼悉一一乃漆布 17 米鳥尼一一阿孟 983 

尼波一一乃波 7 ,8 米磯崙一一米革龍 540 

尼羅一一尼羅河 390 米推幸IJ亞一一米提肋乃 551 

尼陀法一一乃托法 18 米研放大米一一美索不達米亞 1290 

尼尼微一一尼尼徽 397 西乃一一百乃 606 

尼哥波立一一一尼苛頗里 402 西巴一一-色巴 584 

尼弗多亞一一乃贊托亞 25 西捏一一色拉 585 

立拿一一-里貝納 762 西昌一一-央屬爾 370 

本都一一本都 420 西I耳一一色依爾 587 

布斯一一步次 684 西頓一-i姿冬 2175 

示劍二尋根 944 西伯蓮一一息貝辣因 1468 

示巴一一舍巴 943 西流基一一色宴基雅 589 

示拿一一史納爾 374 西羅亞一一史經亞 371 

示羅一一央羅 367 西古提一一叔提雅人 847 

示巴琳一一舍巴唆 949 西布倫一一則步陸 1122 

-'- 畫
西斐崙一一齊弗龍 2317 

J 、、 西法瓦音一一色法瓦因 597 

弗呂家一一夫黎基雅 210 文一一哈依 1141 

安一一翁 1581 ffi一一欣 913 

安提阿一一安提約基雅 508 印度一一印度 468 

安提帕底一一安提帕特 504 老屋嘉一一勞狄刻雅 1819 

多約一一多堂 477 色弗尼一一色威乃 595 

多耳一一多爾 480 各各地一一哥耳哥途 1438 

多利買一一仆多肋買 87 

七 重
吉罵一一克爾 622 

吉甲一一基耳加耳 1676 呂大一一旦這 761 
古耳哈列設一一克爾赫勒斯 638 呂蒙-一一里基雅 764 

伊士且一一厄堂 114 呂底亞一一里狄雅 7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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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彼亞一一利比亞 646 Ì'Y箭一一-沙龍 690 

呂高尼一一且在吉尼雅 652 沙微一-i少委 693 
含一一含 648 i少斐-一一沙非爾 695 

伯拉河一-~J發拉的 414 i少11:一一沙耳1哇 696 
伯善(冊)一一貝特商 736 沙拉'占一一沙阿拉古 700 

伯夙一一具特旅爾 751 每捏一一料I~ 535 
伯亞文一一-貝特阿文 745 每西哥一一米息雅 545 
伯利恆一一白冷 441 但一一月 76 
伯利備一一貝特昌泊 746 低加i皮革IJ一一十城區 39 

伯大尼一一伯達尼 613 希尼-一一息喂 1461 

伯昆E耳一一-貝特培放爾 754 希睡一一希臘 660 

伯法其一一貝4守法 1位 748 希蘭一一赫l~i 2259 

伯特利一-貝特耳 734 有;伯倫一一赫貝龍 2265 

伯示麥一一貝特舍~;k士 755 希伯來一一希伯來 665 

伯主要大一一貝特接連 749 希利弗一一赫l的弗 2267 

伸崙一一史默龍 373 希質本一一絲m朋 2272 

何哥哥 ( 倫 )一一昂龍 1206 希斯補一一赫絃龍 2274 

何烈-一一屬勒布 1219 有;眩給一一底結里斯 883 

何耳一一葛爾 1207 希特!你一一赫特隆 2273 

何薩一一屬撒 1212 希拉波立一一耶辣頗里 1330 

何利人一一為黎人 1211 1 泌淪一一克德健 626 

何釋念一一品洛納因 1224 庇哩亞一一貝洛雅 732 

何I耳瑪一一品爾瑪 1218 庇堆尼一-j皮提尼雅 888 

吾耳一一-鳥爾 1494 
J\ 聾

社挂一-t土辣 682 

別加一一培爾革 1647 拔酪一一-帕特摩 874 

別迦摩一一一培爾加修 1657 和道一一蜀愣 1209 

別是巴一一貝爾舍巴 743 tl甲頓一一一向貝冬 989 

利合一一勒屬布 1622 jl甲瑪一一阿德瑪 1001 

利堅一一勒耿 1615 拉億一一技依士 896 

利門一一黎孟 2418 f立吉一一位ÎÅ士 895 

利鮮一一勒森 1616 f立巴一一辣巴 2290 

和j乏音一一勒法因 1625 技末一一辣摩特基肋阿得 2300 

軍IJ基翁一一勒基雍 1621 拉i少一一肋沙 571 

利巴嫩一一黎巴嫩 2422 拉瑪一一辣瑪 2283 

軍IJ 哈比一-Jtl]哈賓 573 拉西亞一一拉撒雅 900 
菲IJ提瑪一一黎特瑪 2424 波斯一一波斯 927 
菲Ij比拉-一一黎貝拉 2421 波金一一波津 926 

利河伯一一勒屬波特 1630 波斯拉一一-波責辣 930 

幸IJ非訂一一勒非了 1626 同挪一一放諾 1716 

軍IJ都是一一肋突與 576 陀伯一一托布 512 

i少密一一沙米爾 697 陀斐特一一托斐特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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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比路一一塞浦路斯 2038 亞西亞一一亞細亞 782 

欣嫩一一希農 662 亞該亞一一阿哈雅 1007 

所多瑪一一索多瑪 1572 亞遠萬一一阿達爾 1000 

彼西底一一丕息狄雅 288 直都冥一一阿社明 1003 

抹六位一一瑪格達拉 2217 亞瑣都一一阿左托 1036 

帖撤羅尼迦一一得撒洛尼 1698 亞雅崙一一阿雅隆 1011 

非尼基一一排尼基 1937 亞面亞一一亞美尼亞 787 

非利士一一培肋舍特 1655 亞客巴古一一阿勒約帕哥 1083 

非拉鐵非一一非拉德非雅 1107 亞拿希列一一提默納特色辣黑 1865 

底本一一狄閥 706 亞克拉演一一阿刻辣賓 1049 

底但一一德丹 2323 亞幸IJ馬太一一阿黎瑪特雅 1084 

底璧一一德彼爾 2326 亞力山太一一草屋山大里亞 790 

帕弗一一帕佛 872 亞質基倫-一一阿市刻隆 1066 

帕大喇一一一帕塔辣 875 亞比利尼一一阿彼肋訥 1040 

帕提亞一一帕提雅人 881 亞革大馬一一一哈刻這瑪 1175 

帕斯魯細一一帕特洛斯 880 亞蘭萃述一-~fi-叔爾 1403 

帕勒司聽一一巴力斯過 236 亞蘭大馬色一一大馬士革 63 

亞嫩一一阿爾良 1025 亞蘭拿哈連一一阿蘭納哈辣囡 1093 

亞弗一一阿'l'l克 1019 亞伯米何拉一一阿貝耳默屬捏 1089 

亞們一一阿孟 983 亞特律加寧一一阿市塔特卡爾納股 1099 

亞納一一阿納克 1018 
九 畫

亞柯一一阿苛 979 

亞甲一一阿加得 995 旬E一一熙雍 2068 

亞蘭一一一阿蘭 981 哈們一一哈孟 1143 

亞設一一阿協爾 1031 哈博一一一哈彼爾 1152 

亞述一一亞述---- 775 哈忽一一哈耳胡耳 1176 

亞書IJ一一阿荷爾 998 哈末 ( 馬 )一一哈瑪特 1159 

亞巴琳一一阿巴唆 988 哈蘭一一哈蘭 1144 

亞大利一一阿塔肋雅 1070 哈內斯一一哈乃斯 1163 

亞賢突一一阿市多得 1065 哈洗錄一一哈茲洛特 1180 

亞非加一一向'l'l克 1019 哈萃拉一一哈基拉 1155 

亞弗革一一阿貨克 1019 哈勝拉一一哈威拉 1170 

亞他林一一阿塔陵 1035 哈得捏一一哈得辣客 1174 

亞拉伯一一阿刺伯 1027 哈薩亞達一一哈固爾阿達爾 1187 

亞拉巴一一阿赫巴 1026 哈米亞樓一一哈納乃耳堡 1184 

亞拉得一一阿鍊得 1028 哈薩以雞一一哈匣爾厄南 1185 

亞桂臘一一阿辣辣特 1058 哈達臨們一一哈達得黎孟 1182 

亞略利一一間摩黎人 1054 哈米吉多頓一一阿瀉革冬 1050 

亞牡蘭一一阿扯藍 1002 紅海一一紅海 1287 

亞比鳥一一阿丕約 1021 迦得一一加得 306 

亞瑪力一-jl可瑪肋克 1052 迦捏一一-加拉 305 
亞羅耳一一阿洛厄爾 1060 迦拿一一加納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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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特一一加特 310 約沙法一一約沙法特 1285 

迦琳一一加林 308 耶末「一雅爾恭特 1991 

迦立一一加勒布 320 耶和j哥一一耶里哥 1311 

迦南一一客納罕 1191 耶苦崙一一耶叔或 1318 

迦密一一加爾默耳 323 耶娃~--耶辣默耳 1329 

迦巴一一一革巴 1385 耶布斯一一部步斯 1303 

迦勒廈一一一加色了 315 耶斯列一一依次勒耳 827 

迦巴勒一一革巴耳 1387 耶書亞一一耶叔亞 1317 

迦巴魯一一革巴爾 1388 耶路撒泠一一二耶路撒冷 1336 

迦步勒一一加步耳 311 革迦撒一一基爾加士 1680 

迦斐託一一加非托爾 321 革哩底一一克里特 630 

迦百巨星一一茵法翁 2117 革尼撒勒一一革乃撒勒 1409 

迦累得一一基肋阿得 1677 客西馬尼一一革責瑪尼 1410 

迦墓米施一一加，y，:米士 322 

迦特希弗-一一加特赫費爾 330 
十 重

迦特臨門一一加特黎孟 329 娜一一諾 2457 

釵加一一息哈爾 1466 挪伯一一諾布 2459 

釵拉古一一息辣谷掀 1470 挪巴一一諾巴黑 2463 

亭拿一一提默納 1849 挪弗一一諾夫 2462 

亭拿希列一一提默納赫勒斯 1864 挪得一一諾得 2460 

亭拿茵拉一一提默納特色辣黑 1865 挪法一一一諾法黑 2465 

度瑪一一杜瑪 681 挪答一一諾達布 2464 

昆奪一一培托爾 1653 挪亞們一一諾阿孟 2458 

昆E耳一-j:，音教爾 1646 ÑI←一新 2052 

昆斯迦一-~J新加 285 萬蘭一一哥拉 1430 

昆努伊勒一一-J:音奴~ 1645 哥拉{爪-一一背辣囡囡 1352 

崑列斯鳥撒一一培育事~i主鳥區 1658 哥林多一一一格林多 1483 

ð\;扁一一責波股 1784 拿因一一納因 1546 

洗斯一一漆茲 2177 拿瑪一一一納阿瑪 1548 

洗利達一一責勒迷 1785 拿約一一納約特 1556 

洗波音一一責波股 1784 拿繳勒一一納回!的 1559 

洗瑪臉一一責瑪辣因 1787 拿弗{也利一一納斐塔里 1564 

洗革拉一一漆刻拉格 2180 拿弗土希一一納斐突飲 1565 

便雅憫一一本雅明 423 高大一一克勞達 627 

俄立一一放勒布 1727 絡技森一一革辣撤 1397 

俄弗尼一一放弗尼 1724 烏萊一一鳥來 1493 

俄斐勒一一放斐耳 1722 鳥新一一胡茲 1346 

約但一一約但 1258 夏瑣一一哈件爾 1172 

約怕一一約培 1262 特庇一一德爾貝 2330 

約帖一一約刻特耳 1284 特~亞一一特洛阿 1513 

約:全:一一一約刻乃罕 1283 特拉可尼一一特辣屬尼 1516 

約緬一一約五Ij默罕 1282 馬其頓一一為其頓 1605 



.......-

基督教與天主教聖經地名對!\日升之 iJ l 15" 

馬哈念一一瑪哈納因 2216 對IJ心一一革黎斤 1409 

馬哈丹一一瑪加丹 2201 基利設一一基耳披亞 1675 

旁非軍iJ亞一一旁非里雅 1474 基尼烈一一基乃勒特 1679 

書念一一叔能 843 基烈耶琳一一克黎雅4年詞:阿陵 641 

書珊一一穌繳 2448 基列敘利亞一一切肋敘利亞 99 

書萬一一穌爾 2447 細步倫一一一則步隆 1122 

書拉密一一叔拉米特 846 推耀一一提洛 1843 

+一直
J佐雅推喇一一提雅i是辣 1859 

部丟利一一頗提約里 2307 
+二重

埃及一一埃及 1442 提艘一一特曼 1506 

埃提阿伯一一厄提約丕雅 181 提瑪一一特瑪 1505 

密空軍一一-米革多耳 552 提捏一一提刺斯 1855 

密抹一一米革瑪斯 550 提斯比一一提市貝 1857 

畢士大一一貝特區遂 750 提斐(弗〉薩一一提斐撤 1852 

淤他一一猶他 1916 提倫斯一一特貝茲 1507 

勒做一一黎撤 2419 提哥亞一一特科亞 1508 

得撒一一提爾區 1853 提比斯一一底比斯 882 

麥比拉一一瑪革培拉 2219 提格立一一底格里斯 883 

t是烈一一一有勒克 717 提庇哩亞一一提庇黎雅 1858 

基提一一基廷 1667 1首大一-~首大 1910 

基萬一一克爾 622 猶太一一猶太 1911 

基列一一克要典雅特 635 答比匿一一塔里培乃斯 2034 

基多 ( 突 )一一一革多爾 1390 堅革哩一一耕格勒 1583 
基立一一革黎特 1399 尋一一親 2455 
基釋一一基羅 1666 萊煞一一挂依士 896 
基色一一革則爾--- 1404 勝尼基一一阱尼基 1937 
基訓一一基紅 1665 勝立比一一斐理伯 1871 

基述一一革叔爾 1403 黑本一一赫爾朋 2266 
基遍一一基貝紅 1669 黑門一一赫爾孟 2270 
基順一一克雄 624 黑實門一一赫市孟 2271 

基尼一一刻尼人 840 雅博一一雅波克 1965 

基尼洗一一刻納次 839 雅典一一雅典 1950 

基伊拉一一刻依拉 838 雅完一一雅汪 1960 

2主{里斯一一刻德士 836 雅比一一雅貝士 1963 

基低拉一一革德辣 1389 雅謝一一雅則爾 1984 

基f立耳一一革辣爾 1396 雅雜一一雅哈茲 1976 
基比亞一一基貝亞 1668 雅比竄一一雅貝乃耳 1985 
基比頓一一-基貝通 1670 雅比斯一一雅貝茲 1964 
基列亭一一克黎雅塔國 639 雅提耳一一雅捷爾 1983 

基利提一一革勒提人 1406 雅比尼一一雅貝乃 1962 
基利家一一基里基雅 1678 雅非亞一一雅非亞 1980 

...... 



16. 起;H教與:天主教Z已經地名對間曾i iJ l

踩割一一穌tl'j特 2450 E學~ll-摩阿布 2346 

F奮不IJ亞一-~堅忍雅 2349 
+三矗 但實位大一-)"f.N:迷 2347 

餓摩t立一一11.合陣純 1161 
摩凶垃一一陣色辣 2351 

義大利一一志、大干IJ 2048 
摩西 $!i<一-~學位治村 2354 

該繳利亞一一切l繳納雅 1813 
~利技迦1年一一陣勒金特 2353 

路斯一一路次 2132 
撒冷一一撒冷 2355 

路低一一路丁 2131 
微分一一回也 332 

路司得一一呂斯特r-* 653 
繳勝一一撒l'jlf 2358 

途莫-一一塔街西~制 2025 
j散烈一一則勒 f-~f. 1126 

普勒一一普耳 1885 
j散j火一一←I敢冒H是1 2373 

撒們一一一回1r ，[; 339 
舊，嫩一-i1U11l 1886 

I散門Æ92一一-血且 摩納
普頓一一丕通 284 

348 

撒JC必一一恆I;fi必 346 

+四置 撒技米一一服從米 2367 

撒tli:但一一回國1掌 340 

寧拉一一尼默車j( 395 i散勒法一-[ill爾法特 349 

寧林一一一尼默俊 396 I散摩特刺一一掀摩辣主IJ 2380 

歌散一一哥食 1433 撒何利巫一一撇瑪黎雅 2377 

歌珊一一哥笙 1432 魯瑪一一魯瑪 2417 

歌羅西一一哥羅森 1435 

瑣巴一一一眸巴 1527 十六矗

瑣拉一-ff絲 1528 錫安一一熙雍 2058 
瑣E耳一一左哈爾 407 接馬大一一途耳瑪提雅 2153 
瑣安一一左罕 406 

瑣希列一一左赫肋特 409 十七畫
瑪代一一瑪待 2184 

瑪拉一一瑪N 2189 
J!耳底一一釵爾提 1134 

瑪繳一一瑪做 2191 
除多砰一一恩多爾 1454 

瑪l股一一瑪恥m特 2214 隱益區一一恩芳:狄 1456 

瑪迦一一瑪阿2日 2198 除干寧一一足!加寧 1455 

瑪雲-一一為紅 2186 
隱以車速一一恩厄革 t.li:1& 1457 

瑪頓一一瑪冬 2185 十八宣
瑪基大一一瑪刻ì& 2203 

瑪哈念一一瑪哈納凶 2216 臨門一一黎孟 2418 

海利沙一一瑪勒沙 2209 鎖安一一在竿 406 

校利一一瑪默耳目J 2206 
+九畫

赫人一一赫特人 2263 

+五畫
羅馬一一羅馬 2564 

羅德一-，m得 2562 

}學菲IJ-摩勒 2345 I 經底一一格多 235 

自體現;一一-Y:Jf夫 2344 羅底巴一_，mj:kî巴爾 2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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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X~íî-和1斤

!i\J，t-穌采用
穌Ðf-穌爾

二十畫

繭，主(主n一一辣默色斯

二十一畫

1769 I 臨城一一-li，Î!l.b&

2449 I 噓了♀一一峽谷

2447 

旬
，

ny 
旬
，u

呵
，
甸

二+四畫

2620 

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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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aron 

Ab 

Abaddon 

Abarim 

Abba 

Abdon 

Abed-nego 

Abel 

Abel-beth-maacah 

Abel-meholah 

Abiathar 

Abib 

Abigail 

Abihu 

Abijah 

Abijam 

Abimelech 

Abinadab 

Abiram 

Abishag 

Abishai 

Abiud 

Abnegation 

Abner / 

Abomination 

Abomination of Desolation 

Abraham. Abram 

Absalom 

Acacia 

Accad. Akkad 

Accho. Acco 

Achaia 

Achan 

Achbor. Akbor 

Achim 

Achior 

Achish 

譯名英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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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s of Matthew 

Acts of Paul 

Acts of Peter 

Acts of Philip 

Acts of Simon and J udas 

Acts of Thaddaeus 

Acts of Thomas 

Acts and Martyrdom of Barnabas 

Acts and Passion of Bartholom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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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mant (Diamond) 

Adar 

Addi 

Adjuration. Adjure 

Adm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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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ni-bez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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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ni-zedek 

Adoption. Ado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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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譯名英文索引

~ 
Ahasuerus 1068 Amon 984 
Ahaz 1008 Amorites 1054 
Ahaziah 1046 Amos 779 
Ahijah 1010 Book of Amos 780 
Ahikar. Ahiqar 1048 Amoz 1017 
Ahimelech 1077 Amram 1016 
Ahinoam 1047 Amraphel 1080 
Ahitophel 1078 Ananias 1055 

Ai 1141 Anak 1018 

Aijalon 1011 Anathema 2514 

Akan (Gn 36. 27) 977 Ancient Versions of the Holy 

Akeldama 1175 Scripture 2091 

Alabaster J ar 1805 Andrew 497 
A1am 106 Andronicus 509 
Alexander the Great 788 Angel 192. 793 

Alexander Balas 789 Anger (Wrath) 799 
Alexander J anneus 792 Anguish of Christ 1196 

Alexander of J erusalem 788 Animals 1632 

Alexandra Queen 791 Anna 773 

Alexandria 790 Annas 781 

Alien 384. 2161 Anoint. Anointment 1811 

Al1egorical Interpretation 1832 Anointing of the Sick 1523 

Al1eluia 786 Ant 2453 

A1mighty 462 Anthropomorphism. Anthropopathism 2515 

A1mond 680 Antichrist 1610 

A1msgiving 1202 Antimony (Eye-cosmetics) 1923 

Aloes 502. 686 Antioch 508 

Alpha and Omega 1096 Antiochus 507 

Alphabet 491 Antipas 503 

Alphabetic Poems 492 Antipatris 504 

Alphaeus 1012 Apes 2069 

Altar 1759 Aphek. Aphekah 1019 

Amalek. Amalekites 1052 Apis 1020 

Amasa 1013 Apocalypse 1360 

Amasai 1014 Apocalypse of Baruch 227 

Amaziah 1053 Apocalypse Third of Baruch 228 

Amen 982 Apocalypse of Ezra (Fourth Book 

Amethyst 1764 of Ezra) 172 

Amminadab 1081 Apocalypse of Moses (Book of 

Ammon. Ammonit.es 983 Jubilees) 1748 

Amnon 1015 Apocalypse of Paul 1110 

Amomum 1420 Apocalypse of Peter 617 



譯名英文*' ~I 21. 
-FF 

Apocalyptic Genre 2482 Artaxerxes lO88 

Apocrypha 2163 Artemis 1057 

Apollonius lO56 Arts 95 

Apollos 1022 Asa 986 

Apollyon 1023 Asahel 1029 

Apostasy 1338 Asaph 1030 

Apostle 863 Asaramel 1085 

Apostolic Catechesis 1707 Ascension of Isaiah 822 

Apostolic Decree 865 Ascension of the Lord 1292 

Apparition. Appear 2609 Ashdod 1065 

Appii Forum 1021 Asher lO31 

Apple-tree 2582 Asherah 1032 

Aquila 1024 Ashes 529 

Ar 2465 Ashima 1033 

Arabah 1026 Ashkelon 1066 

Arabia 1027 Ashken紹. Ashchenaz 1086 

Arad 1028 Ashtaroth. Astarte 1087 

Arad Temple 1166 Asia 782 

Aram. Arameans 981 Asiarchs 783 

Aram-naharaim 1093. 1290 Asmodaeus 1063 

Ararat 1058 Asp 1777 

Araunah 1059. 1725 Aspersion 2599 

Archaeology 237 Ass 2626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Asshur. Assyria 775 

Palestine 237 Assumption of Moses 1747 
Archangel 2523 Astrologers 2411 
Archelaus 2007 Astyages 1994 
Areopagus lO83 Asylum 2535 
Arimathaea lO84 Atargatis 1069 
Arioch lO61 Athaliah 1071 
Aristobulus 1094 Atheism 1909 
Ark. Ark of the Covenant 1254 Athens 1950 
Ark of Noah 1240 Atonment 2601 
Arm 一 258 Attalia 1070 
Armageddon lO50 Attalus 1034 
Armenia 787 Augustus 2040 
Arms. Armour 915 Auranus 1854 
Army (Hosts) 1374 Avarice 1783 
Arnon 1025 Avenger 1827 
Aroer 1060 Azariah lO72 
Aromata 1419 Azazel lO73 
Arpachshad 1062. lO82 Azotus lO65. 1036 



n . 譯名英文'Jí;. 51 -. 
Bat 2406 

B 
Bath 687 
Bathsheba 245 
Bdellium 1524 

Baal 213 Bear 938. 2181 

Baalah 217 Bean 724 

Baalbek 232 Beard 2572 

Baal-hazor 246 Bearded Vulture 2612 

Baal of Peor 247 Beatitude 1193 

Baal-zebub 234. 740 Bedan 726 

Baal-zephon 235 Bee 2121 

Baasha 220 Beer 729 

Babel. Babylon. Babylonia 219 Beeroth 733 

Bacchides 223 Beersheba 743 

Bacchus 1695 Beggar 53 

Bagoas 221 Behemoth 919 

Bahurim 222 Bel 728 

Balaam 214 Belial 741 

Balak 224 Believe. Faith 1113 

Ba1m. Balsam 1418. 1419 Belteshazzar. Belshazzar 233. 739. 753 

Bamoth 229. 1609 Benaiah 730 

Ban 2514 Benediction 1529 

Bandit 2050 Benedictus 353 

Banquet (Supper) 1739 Benjamin 423 

Baptism 1233 Berea 731. 742 

Barabbas 230 Bernice 744 

Barak 231 Beroea 732 

Barbarian. Barbarous 2621 Beryl 273. 2245 

Bar-Jesus 238 Bestiality 35 

Barkokeba 248 Bethany 613 

Barley 58 Beth-aven 745 

Barnabas 239 Bethel 734 

Barn-owl (Screech-owl, Litt1e-owl) 2037 Bethesda 750 

Barsabbas 241 Beth-horon 746 

Bartholomew 249 Bethlehem 441 

Bartimaeus 242 Beth-peor 754 

Baruch 225 Bethphage 748 

Book of Baruch 226 Bethsaida 749 

Barz i11ai 243 Beth-sames 755 

Basemath 244 Beth-shean. Beth-shan 736 

Bashan 215 Bethuel 737 

Basiliscus 917 Bethulia 1199 



譯 名 英文 眾 引 23 " 

一Beth-zur 751 Breastplate (Coat of Mail) 2552 

Betrothal 1370 Bribe (Gift) 2546 

Beyond-Euphrates. Brimstone 14. 448. 1932 

\\'est-of-Euphrates 4\4-. 920 Bronze 2304 

Bezalel 752 Broom 683 

Bezek 738 Brother 300 

Bible 2086 Brothers of Gentile Origin 385 

Bible Typology 2158 Brothers of J esus 1295 

Biblical Chronology 2092 Bubastis (Pi-beseth) 286 

Biblical Criticism 2094 Bu\l-calf. Young Bu \l 279 

Biblical Ethics 14.24.. 2549 Burial 1445 

ßiblical Language 2096 Bustard (Hoot-owl) 2538 

Biblical Manuscripts 2089 Buz 684 

Biblical Papyri 2089 Buzi 685 

Bildad 887 Buzzard 442 

Bileam 885 Byblos 886 

Bilhah 884 Byssus 1767 

Birds 1414 

Birth 2255 C Bishop (Overseer) 2229 

Bithynia 888 

Bitumen 2561 Cabul 311 

Bitter Herbs 1365 Caesar 1812 

Blackmail 2410 Caesarea 1813 

Black Vulture 2584 Caiaphas 2248 

Blasphemy 2529 Cain 304 

Blastus 410 Cake 225 1, 2536 

Blind. Blindness 1756 Calah 305 
Blood 601 Calamus 1423 

Boanerges 931 Caleb 313 

Boaz 929 Calendar 2428 

Body 561' Calendar from Gezer 1405 

Bokim. Bochim 926 Calf 279 

Book. Scro\l 1478 Calling. Call 365 

Book of the Co、 enant 1253 Calneh 312 

Book ofjubilees 1822 Calumny (Blackmail. Oppression) 2410 

Booty (Spoils) 2430 Calvary (Sku\l Place) 324 
Bow. Rainbow 1368 Camel 2477 
Bowels 80 Camp 1376 
Bozrah 930 Cana 309. 357 
Brazen Serpent 1777 Canaan 1191 
Bread 2536 Candace 4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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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on Muratorian 23+2 Chief Eunuch 2294 
Canon of the Bible 2087 Chief Officer 59, 2295 

Capernaum 2117 Childbearing 96 

Caphtor, Caphtorim 321 Chinese Vcrsions 75 

Cappadocia 363 Ch i s lc、) Kislcv 1673 

Captain of the Bodyguard 2298, 2454 Chorazin 1352 

Captivity 456, 1239 Christ, Christian 1660, 1661 

Captivi ty Lctters 2182 Christ's Tcmptation 1297 

Carchemish 322 Chronicles (Paraleipomena) 2402 

Caria 314 Chronology 2092 
Carmel, Carmelus 323 Chrysolite 2436 

Carpus 356 Chrysop rasc 2237 
Cassia 563 Chun:h 1703 
Castle (Munition) 1826 Ciconia 1948 
Castration 2473 Cilicia 1678 
Cat 2469 Cinnamon 1422 
Catechesis 867 Circumcision 1814 
Cauda 627 Cistern 2249 
Cave 1238 Citadel (Fortress, Tower) 505 , 2015 
Cedar 912, 1226, 2000 Ci主ies of the Priests 379 
Cedar (Cypress) 141 7 City 1446 
Cenchrae, Ccnchreae 1583 City of David 2145 

Cendebeus, Kendebaeus 1582 City of the Sun (Heliopolis) 206 
Census 255 Claudia 632 

Centurion 530 Claudius 628 

Ceramics (Pottery) 1803 Clement 629 

Cereal Offering, G rain-offering 1570 Cleopas 631 

Chain 200 1 Cleopatra 633 

Cha1cedony +31 Cleophas 631 

Chaldaea 315 Cloak 383, 605 
Chameleon 2533, 2607 Clothes 605 

Charisms 15+0 Cloud 1999 

Charity 20+3 Clove-tree (Mastic-tree) 771 

Chasm (Abyss) 1753 Coa 1246 

Chastity 1373, 2393 Cobra 1369 

Chebar, Kebar 1388 Cock, Cock-crow 2555 

Chedorlaomer, Kedorlaomer 1411 Coelesyria 98 

Cheese 389 Cohort 2049 

Ch叫nosh， Kcmosh 1393 Coin 1782 

Chcrethi tes 1406 Collation 1481 

Cherub, Chcrubim 1+02 Collection Box (Chest of the 

Chief 1236 170+ Temple Treasury) 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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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ssae 1435 Crystal 1754 

Letter to the Colossians 1436 Cubit 714 

Colour 2559 Cucumber 607 
Column (Pillar) 1227 Cult 2051 
Come.O Lord 650 Cummin. Cumin 1587 
Commander of the Troops 2027. J293 Cuneiform \月Triting 2058 
Concordance of the Holy Scripture 2097 Cup 910 

Concubine 857 Curds 769 
Concupiscence (Lust. Carnal Curse 2514 

Appetite) 712. 1701 Curtain 972. 1384 

Confirmation 1681 Cush 1995 1996 

Conscience 716 Cushan-rishath剖m 1998 

Consecration. Consecrate 1530 Custody (Guard. Post) 906 

Consolation 495 Cuth. Cuthan 1997 

Consul 1686 Cypress 1198. 2000 

Continence (Self-control) 2399 Cyprus 2038 

Conversion 2542 Cyrene 1672 

Copper 2304 Cyrenius. Quirmius 858 

Corban. Korban 1247 Cyrus 869 

Coriander 1343 

Corinth 1483 D Letter 1 and II to the Corinthians 1484 
Cornelian (Lapis Lazuli) 756. 1289 
Corn 67. 79. 1808 Daberath 489 
Cornelius 1249 Dagon 2140 
Corner-stone. Capstone 720 Dalmanutha 2152 
Cosmogony 494 Dalmatia 2153 
Council 94 Damaris 2149 
Council of God (Plan of God) 1371 Damascus 63 
Council of Jerusalem. Jerusalem Damascus Document 64 
Co山lcil 864 Dan 76 

Country of the Gerasenes 1398 Dance. Dancing 2240 
Courtyard 1451 Daniel 2150 
Covenant 2072 Book of Daniel 2151 
Creation. Creator. Create 1815 Daphne 2146 
Crescent-cakes 2251 Daric 2148 
Crete 630 Darius 2147 
Crocodile-一一一 2250. 2628 Darkness 2006 
Cross 38 Darnel (Weed) 1773. 2076 
Crow (Raven) 1491 David 2144 
Crown 1115 Day 263 
Cruci令 1600 Day of Atonement 2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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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of the Lord 49 Dinner 1415. 1739 
Deacon 1687. 2162 Dionysius 709 
Dead Sea 525 Dionysus 1695 
Dead Sea Scrol1s 526 Dioscorus. Dioscorinthius 1696 
D個th 524 Diotrephes 710 
Debir 2326 Disciple 971 
Deborah 2327 Dispersion 1867 
Decalogue 37 Divination 355 
Decapolis 39 "Divino AfHante Spiritu' 2110 
Dedan 2323 Division 97. 1708 
Dedicated Israelites 2578 Divorce 2571, 455 
Dedication 1530 Docetism 252 
Dedication of the Temple 1381, 2140 Doctrine 1706 
Deer 1807 Doctrine and Truth 1503 
Delilah 2328 Doctrine of the Apostles 866 
Delos 2324 Dodanim 475 
Demas 2329 Doeg 481 
Demetrius 2332 Dog 937 
Demons. Devils 2598 Dogmatic Constitution 
Denarius 2325 "On the Divine Reve1ation' 204 
Deny onese1f (Abnegat即1) 1899 Dok 476 
Deportation (Captivity) 456. 1239 Door 969 
Deposit of the Faith 1114 Doorpos 970 
Derbe 2330 Dor 47. 2466 
Descent into Hades 1299 Dorcas 482 
Desert (Wilderness) 2560 Dothan 477 
Desert Beasts (J ackals) 1793 Dough 1768 
Determinism 1688 Dove 2537 
Deuterocanonicals 523 Dowry 2041 
Deuteronomy #0 Doxology 461 
Devils 2598 Drink-offering 1830 
Dew 1897 Drachm 2141 
Diadem (Crown) 1115 Dragon 918. 966. 2510 
Diamond 2627 Dragon Spring 2511 
Diana 708 Dream 2165 
Diaspora 1867 Dregs (Scum) 852 
Diatessaron 2232 Drink 2002 

Diatribe 2591 Drunkenness 1792. 2413 
Dibon 706 Drusil1a 1697 
Didache 43 D山nah 681 

Didrachmon 707 Dung (Offal'} 2520 

Dinah 705 Dura 682 



書單名英文'#. 51 27 • --- Eliphaz 150 

E Elishah 127 

Eliud 151 
Elizabeth 818 

Eagle 2617 E1kanah 145 

Earth 470 Elkoshite 146 

East 911 , 521 Ellasar 152, 899 

Ebal 117 E1madam 147 
Ebed-melech 183 Elohim 123 

Eber 119 Elom 109 

Ebony 1490 Elon 108 

Ecbatana 178 Eltekeh 148 

Ecclesiastes 1593 Elul 132 
Ecclesiasticus 2331 Elymais 129 
"Ecole Biblique" of Jerusalem 1337 Elyma 133 

Ecstasy 302 Emim 110 

Eden 452 Emmanuel 153 

Edom 100 Emmaus 134 

Edrei 120 Enan 422 

Education 1705 Encaenia 1381 

Eglon 121 Endor 1454 

Egypt 1442 En-eg1aim 1457 

Ehud 122 En-gannim 1455 
Ekron 131 En-gedi 1456 
El 103 Enmity, Enemy 89 
Elah 104 Enoch 1164 
E1am 106 Book of Enoch 1165 
E1ath 124 Enon 422 
Elder, Elders 965 Enosh 135 
Eleazar 152 En Rogel 1237 
Elect 2241 En-shemesh 954 
Election 1840 Eon 290 
Electrum 1929 Epaenetus 154 
Elephant 194。 Epaphras 155 
Elephantine 186 Epaphroditus 180 
Eli 101, 2260 Ephah 11 1, 112 
Eliakim 149 Ephesus 136 
Eliezer 175 Letter to the Ephesians 137 
Elihu 128 Ephod 138 
E勾心 、--戶J 125 Ephraim 156, 157 
Elim 107 Ephrathah 158 
Elimelecl在 176 Ephron 139 



28 • Z單名英 文 7位 51 --Epicureans 453 Exaltation of Christ 1664 
Epilepsy 2615 Fxcomrnunication 1898 
Epimenides 179 Exegesis 2093 
Epiphany 2608 Exegetic Chains of the Fathers 2123 
Epistle (Letter) 1479 Exile 456 
Epistle to Card. Suhard 1585 Exodus , Book of Exodus 303 
Er 102 Exorcist 2595 
Eran 113 Expiation (Atonement) 2601 
Erastus 159 Explorers (Spies) 1601, 1702 

Erech 140, 1498 Ezekiel 166 

Esarhaddon 165 Book of Ezekiel 167 
Esau 141 Ezion司geber 184 
Eschatology 418 Ezra 169 

Esdraelon 168 Book of Ezra 170 

Eshbaal (Ishbaal) 823 Book 111 and IV of Ezra 171 , 172 

Eshcol 160 
Eshtaol, Eshtaolites 161 F Esli 143 

Essenes 142 

Esther 599 Fable (Myth) 1831 

Book of Esther 600 Face 1383 

Eternity, Eternal 429 Faction (Division) 1708 , 1924 

Etham 114 Faith 11 13 

Ethan 115 Faithful 1112 

Ethanim 144 Falcon 1602, 2247 

Ethbaal 162 FaU on Knees, Kneel 2128 

Ethiopia 181 Family 1449 

Ethnarch 91 Famine 2593 

Etiology 1598 Farthing 

Eubulus 2387 Fast, Fasting 2075 

Eucharist 2109 Father 277 

Eunice 2388 Fathom 3 

Eunuch 1194 Fauna 2098 

Euodia 164 Feast of Tabernacles 1692 

Eupator 2391 Feast of the Unleavened Bread 1907 

Euphemism 1682 Festivities, Feasts 2341 

Euphrates 414 Felix Marcus Antonius 1875 

Eupolemus 2392 Female (Woman) 65 

Eutychus 163 Festus Porcius 2308 

Eve 116 Fig, Fig-tree 520, 1908 

Everlasting 429 Filial Piety 657 

Ewil-marduk 185 Fine Linen 1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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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ger 257 

Fir 1226 G 
Fir (Cedar) 912 

Fir (Plane-tree) 2063 

Fire 274 Gaal 316 

Firmament (Vault of Heaven) 941 Gabbatha 317 

First-horn 964 Gabriel 325 

Fir泣-fruits 643 Gad 306 

First Parents 1429 Gadara 318 

Fish, Fishes 1806 Gaius 307 

Fisher-owl (Cormorant) 2629 Galat旭 1379 

Flesh 560 Letter to the Galatians 1380 

Flight into Egypt 2108 Galbanum, Galbanus 443 

Flog (Scourge) 2557 Galilee 326 

Flood 1240 Gall 1367, 2524 

Flora 2099 Gallim 308 

Flour 1768 Ga l1io Lucius 1 unius Annaeus 319 

Flower 53 1, 959 Gamaliel 327, 328 

Flute (Pipe) 1763 Garden 2014 

Fly 2246 Gareb 320 

Follower 971 Gar!ic 2242 

Fol1owing of Christ 2127 Gashing 1579 

Food 1415 Gath 310 

Food or Meat Sacrificed to ldols 1760 Gath-hepher 330 

Foot 2112 Gath-nmmon 329 

Footst∞l 2113 Gaza 1378 

Forgiveness of Sins 2083 Gebal, Gebalites 1387 

Form 2386 Gecko 2427 

Form-criticism 261 Gedaliah 1407 

Fornication 759 Gederah 1389 

Fortress 1826. 2015 Gedor 1390 

Fortunatus 2235 Gehazi 1391 

Forum of Appius 1021 Gehenna 662 

Fox 936 Gemara 1392 

F rankincense 770 Gemariah 1408 

Freebooter (Raider , Bandit) 2050 Genealog} 1736 

Frecdmen 580 Genealogy of J esus Christ 1294 

Freedom 579 Generat!On 2 

Friend, Fnendship 909 Genneroth 1679 

Frogs 2407 Genesaret, Gennesaret 1409 

Furnace (Ki1n) 276 Genesis 1816 
First Eleven Chapters of Genesis 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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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iza 2340 Goli~th 1434 
Gentile 331 , 384, 2395 Gomer 1437 
Gentile Converts 385 Gomorrah 1161 
Geography 472 Goodness (Kindness) 84 
Geological Epochs 474 Gorge of Kanah 358 
Gerah 1386 Gorge of the Willows 
Gerar 1396 (Gorge of the Arabim) 1229 
Gerasa 1397 Gorge of the Zared 1126 
Gergesa 1398 Gorgias 1439 
Gerizim 1400 Goshen 1431 , 1432 
Gershom 1394, 1395 Gospel 2231 
Geshur 1403 Gospels' Synopsis 2233 
Gethsemany 1410 Gourd Plant (Castor-oil Plant) 2244 
Gezer 1404 Gozan 1433 
Giants (Nephilim) 212 Grace 1453 
Gibbethon 1670 Great King 56 
Gibeah 1668 Great Lizard (Skink) 2427 
Gibeon 1669 Greece, Greek 660 
Gideon 1671 Greed 1783 
Gift 2546 Green Felspar (Emerald) 2239 
Gihon 1665 Guest (Stranger) 1189 
Gilboa 1675 
Gilead 1677 

H Gilgal 1676 
Giloh 1666 
Girdle 2111 Habakkuk 1147 
Girgashites 1680 Book of Habakkuk 1148 
Glass (Crysta1) 1242 Habaziniah 1181 
Glory 460 Habiru 1149, 665 
Gloss 932 Habor 1152 
Glossolaly 2257 Hachilah 1155, 1220 
Gnosis, Gnosticism 2467 Hadad 1153 
Goat 69 Hadadezer 1183 
God 190 Hadad-rimmon 1182 

God of Fate 2483 Hadassah 1154 
God's Armour 203 Hades 471 , 1425 , 1800 

Gog and Magog 1440 Hadrach 1174 

Golan 1430 Hagar 1151 

Gold 960 Hagarites 1173 

Golden Calf 961 Haggada 1150 

Golden Door 962 Haggai 1139 

Golgotha 1438 B∞k of Haggai 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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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giographer 2090 Hazar-enan 1185, 1841 

Bagiographs 2554 Hazeroth 1180 

Bair 2476 Hazor 1172 

Balacha 1157, 2081 Head 2475 

Balah 1156 Heart 80, 253 

Balhul 1176 Heaven 189 

Hallel 1158 Hebal 118 

Ballclujah 786 Heber 119, 2264 

Bam 648 Hcbrew 665 

H剖n:1n 1142 Lettcr to thc Hchrews 666 

Bamath 1159 1 [ehrew Language 667 

Hammon 1143 Hebron 2265 

Bammurabi 1177 Heir 890 

Hamor 1160 Helam 2259 

Hananel 1184 Helbon 2266 

Hanani 1162 Heleph 2267 

Hananíah 1178 Helez 2268 

Hananias 1055 Hcliodorus 2275 

Hand 256 Heliopolis lï7, 206 

Hanes 1163 Hellcnismus 668 

Hannah 773 Helmet 1755 

Haran 114+ Helon 2261 

Hare 832 Hemam, Heman 2262 

Ha,r im 1145 Hen 2555 

Harlot 1685 , 1750 Heraclitus 2279 

Harmony of the Gospels 2232 Hercules 2278 

Harp 1921 Hcresy, Heretic 1924 

Hasason- t11.1 mar 1035 Hermas 2269 

Hashahiah 1179 Hermencutics 2093 

HashCIll thc G i70nite 1956 Hcrmes 2277 

Hashum 1146 Hermogenes 2276 

Hasidaeans 1167 Hermon 2270 

Hasmonaeans 1064 Herod 2007 

Hasshub 1168 Herod Agrippa 1 and II 1044 
Hatred 1196 Herod Antipas 503 
Hattu.h 1169 Herod Ar-:helaus 2007 

Hauran 2258 Herod Philip um 
Havilah / 1170 Herodians 2008 
Hawoth-jair 1186 Herodias 2009 
Hawk 2247 Herodion 2010 
Hazac! 1171 Heron (Stork) 2630 
Hazar Addar 1187 Heshbon 2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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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shmon 2271 Hope 

Heth, Hittites 2263 Hophm 1215 , 1724 

Hethlon 2273 Hophra 1217 

Hexaemeron 1818 Hor 1207 

Hexateuch 1746 Horam 1208 

Hezekiah 672 Horeb 1219 

Hezron 2274 Horem 1209 

Hiel 661 Horesh 1220 

Hierapolis 1330 Hori 1210 

Hierarchy 2085 Horites 1211 

Hierodules 1543, 2335 Hormah 1218 

Hieroglyphics 1944 Horn 719. 2120 

High Places (Hill-shrines) 229. 1609 Hori 1210 

High Priest 62 Horned-owl 2037 

Hilkiah 670 Hornet 2003 

H il1 Shrines 1609 Horonaim 1224 

Hin 758 Horrible Abomination 301 

Hinnom. Ben-hinnom 662 Horse 1603 

Hiram 663 Hos位1 1212 

Hircanus 816 Hosanna 1947 

Hireling 2012 Hosea. the Prophct 2389 

Hirsemes 206 Book of Hosea 2390 

Historiography 366 Hoshaiah 1221, 2215 

History of Salvat iOn 1710 Hoshea 1222 

Hivites 664 Hospitality 1904 

Hohab 1213 Host of the H閻明的 198 

Hodaviah 1223 Hosts 1374 

Hodiah 1214 Hour 1477 

Holiness Code 2102 Household 1449 

Holocaust 463 Hukok , Hukkok 1347 

Holon 1206 Huldah 1348 

Holophcrnes 1729 Huleh 1339 

Holy, Holincss 1533 Human Sacrifice 34 

Holv Bible 2086 “Humani Generis" 36 

Holy Lmd 2105 Humble. Humility 2531 

Ilolv One of hrael 190 Humerale 891 

Holy Spirit 2104 Hunger 2593 

Homcr J21 站， 3772 Hunting 416 

Homicide (l\1urder I 1749 Hupham 1340 

Honey 2122 Huppah 1341 

Honour 460 Hur 1342 

Hoopoe 2541 Hus 13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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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sa1 1344 Interest 645 

Husathites 1212 Interpolation 655 

Hushah 1345 Ira 799 

Hushai 1344 Irad 804 

Hyacinth 1764 Ir-melach, Ir-hamelah 2620 

Hyades 1203 Iron 2592 

Hydaspes 810 Isaac 805 

Hyena 2623 Isaiah 820 

Hyksos 669 Book of Isaiah 821 

Hymenaeus 815 Iscariot 817 

Hymn 2624 Ishbaal, Ishbosheth 823 

Hypocrisy 1775 Ishi 800 

Hyrcanus 816 Ishmael, Ishmaelites 824 

Hyssop 280 Israel 296 

Issachar 819 

Isshiah 807 

Istob (Tob) 512 
Iahath 1975 Itala 2047 
Iahaziel 1986 Italy 2048 
Ibleam 885 Ithamar 825 
Ibleam 808 Ituraea 826 
Ibsam (J ibsam) 801 Ivory 1941 
Ibzan 802 Iyim, Iye-abaom 829 
Ichabod 809 

Iconium 813 

J ldalah 811 

Idolatry 1612 

Idumaea 812 Jaakan 977, 1952 
Iezabad 1335 Jabal 1961 
I\ez 2062 Jabbok 1965 

Illyria , Illyricum 814 J abesh-gilead 1963 

Image 713 , 2386 Jabez 1964 

Immigrant 2161 Jabin 1951 
Incense 1421 , 2576 Jabneel 1985 
Incest 2011 Jabneh 1962 

lncredulity (unbelief) 1905 Jachin 1958 
India 468 Jacinth 1764. 2004 
Infallibility 73 Jackal 1793 
lnfancy Gospel ~ 1296 Jacob 1966 
J nherítance, Helr 890 Jacob's Well 1967 
Ink 2318 ]addua 1973 
Inspiration 2480 Jade 22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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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el 1974 Jekuthiel 1326 

Jahaz 1976 Jephthah 803 

Jahve. J叫weh 4S. 1959 Jer划1 1302 

Jahzeiah 1987 Jerahrneel 1329 

Jail 906 Jercrniah 132ï. 1331 

Jair 1977 Book of J ererniah 1328 

Jairus 1978 Book of Lamcntations 1138 

Jakeh 1953 Jericho 1311 

Jakim 1954 Jerimoth 1332. 1334 

Jambrites 2060 Jcroboðm 1992 

James 1968 Jeroham 1314 

Letter of J ames 1970 Jerusalem 1336 

J amcs the Lcss 1969 Jerusha 1315 

Jamin 1955 J esher 1316 

Jamnia 1989 JeshunU1 1318 

Japheth 1312 Jesse 2116 

Japhia 1979. 1980 Jesus 1291 

Jared 1313 J esus Chri,t 1293 

Jarib 1981 Jethcr 1319. 1983 

Jarmuth 1991 Jetheth 1320 

Jashen the Gunite 1956 J eush. J C\lZ 1321. 1322 

Jashup 1982 J ewish Senate 94 

Jason 1957 J ezaniah. J aazaniah 1993 

Jasper 2245 Jezebel 828 

Javan 1960 Jezreel 827 

Jazer 1984 J iphtah-el (r phtahel) 830 

J ebus. J ebusite 1303 Joab l265 

Jeconiah 1323. 1351 J oanan. J ohanan 1269 

Jedaiah 1304 Joanna 1268 

Jediael 1324 Joash 1266. 1333 

Jedidah 1305 Joh 1255 

Jeduthun 1306 Book of Jo l> 1256 

Jehiel \308 Jochehed 1280 

Jehoahaz 1279 Joel 12時7. 870 

Jehoiachin 1270 Book of Jocl 871 

Jehoiaùa 1271 Johanan 1269 

Jehoiakim (Joakim) 1272 J ohannine Comma 1359 

Jehoiarib 1281 J ohn. the Apostle 1356 

Jehoshaphat 1285 Gospe1 of J ohn 1357 

Jehozabad 1286 Letters of J ohn 1358 

Jehu 1301 Book of Re、 elation of J ohn 1360 

Jeie1 1307. 1310 J ohn. the Baptist 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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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okmeam• J okneam 1283 K 
Joktan 1273 

Jokthee1 1284 Kab 356 

Jonah 1259 Kabala 1542 

Book of J onah 1260 Kadesh. Kadesh-barnea 361 

Jonathan 1274 Kaiwan 625 

Joppa 1262 Kanah 309. 357 

Joram 1263. 1309 Kandake 435 

Jordan 1258 Karnaim (Ashteroth-karnaim) 362 
Jorim 1264 Kedar 835 
Joseph 1354 Kedesh 836 
J oseph. the II u~band of Kedron. Kidron 626 

B, Virgin l\Iary 1354 Keila 838 
Josephus Flavius 1355 Kenan 834 

Joshua 1277. 1317. 1362 Kenaz. Kenizzites 839 

Book of J oshua 1363 Kenites 840 

Josiah 1276 Kerioth-hezron 636 

Jotham 1257 Key 2622 

Jubilee Year 1821 Khirbet 2338 

J ubilees-Book 1822 Kibroth司hattaa\'ah 640 

Juda 1910 Kidneys 1936 
J udaea. J udaeans 1911 Kindness 84 
J udaeo-christians 1913 King 1637 
Judaism 1912 Book of Kings 1 and II 466 
Judas 1917 King Hadad 1153 
Judas. the Galilaean 1914 Kingdom of God. of Heaven 191 
J udas 1 scariot 1917 Kingdom. Kingship in Israel 297. 466 
Juda~ Machabaeus 1920 Kir of Moab 622 
J udas Thaddaeus 1915 2142 Kiriath 635 
J ude. the Apostle 1915 Kiriathaim 639 

Letter of J ude 1915 Kiriath-jearim 641 
J udge. J uùgement 644 Kish 623 

Book of J udgcs 428 Kishon 624 
Judith 187 Kiss 2456 

Book of Judith 188 Kite 2310 
Julius 1918 Kittim 1667 
Juniper (Barren Bush) 683. 2518 Kneel 2128 
Jupiter 1128. 1919 Kohath 837 
Justice 425 Koheleth 1593 
J ustify. J ustification 678 Kor 1350 
Juttah 1916 Korah 1248 



法) • L: ~" "'， 先交 'JI

Leyitical Citles 566 

L Book of Lc\'iticus 567 
Le\弓， (Tax) 1933 

Laban 89~ 
Libation (Drink-offcring) 1830 

Lachish 895 Libnah 762 

Ladanum 141 8 Library 2164 

Laish 896 Libya , Libyes 646 

Laishah 897 Lifc 436 

Lamb of God 20 1 Light 459 

Lamb Paschal 251 Lilith (N ightjar) 2596 

Lamech 89~ Lily 531 

Lamenting \romen 113月 Linen (F lax) 1767 

Lamp 2440 Llflen Shroud (Linen Sheet) 25 16 

Lampstand 24-+1 Linm、 760 

Languagc 582 Lion 2070 

Laodicea lS19 Llp 55 

Lasea 900 Llterarv Genrc 260 

Lasha 571 Li、 cr 715 

Last (Final, Gcneral) ]udgement 4- 19 Locu:::.t 1776. 2405 

Latin Vcrsions 90~ Lod (J凸 dda) 761. 2562 

Law 923 Lo-debar 2568 

Law of Retaliation 1828 Lois 2563 
Laying (Imposing) of thc Hand, 1201 Longe、 ity (Long Life) 967 

Lazarus 901 Lord. ì\ly Lord 291 

Lead 2155 Lord of Hosts 2114 

Leah 570 Lord 's Day 292 

Lea、 en 23tH Lord • s Prayer 195 
Lebanah 5ï2 Lot 2567 
Lebanon 2422 Lot 893 
Leek 2115 Lo\c 2043 

Legion 1375 Loye Feast 2044 

Lehabim. Lehabites 573 Lucius 2133 , 2134 

Lemuel 574 Ludim, Lydians 2131 

Lentil 1197 Luke, the E、 angelist 2129 

Leontopolis Temple \ï+4 Gospel of Lukc 2130 

Leprosy 2071. 2586 Lunatic (Epilep tJc) 1700 

Lettcr ()f A risteas 1097 Lustral \\'atcr 

Letushim 576 (\Yater of Purification) 849 

Levi 564- LUf 2132 

Le\'iathan 766 LycaoJJìa 652 

Lcviratc 295 Lycia 764 

Levit的 565 Lyda. Lydda 76 1. 2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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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gilloth 82 Milcom 542 
耳lelchizedek 2501 Miletus 543 

Memorial Service (Mourning) 1823 Milk 388 

Memphis 973 Mill 2446 

Menahem 2491 i\ lillenarianism 54 

Mene Tekel Pheres 2509 Millet 2005 

Menelaus 2490 品1illo 533 

Mephibosheth 2503 , 2507 Minister 2085 

h在eran 2495 i\ linor Prophets 42 

Mercury 2502 Miracle 856, 1536 

Mercy 85 Mishael 547 

卸leribbaal 2503 Mishna 546 

Merodach 2223, 2504 Mitylene 551 

Merodach Baladan 2508 Mizpah 548 

Merom 2485 Mna 534 

Mesha 2486 Mnason 268 

Meshach 2496 Moab 2346 

孔leshech 2497 Modin , i\lodein 2343 

Meshullam 2498 Moladah 2347 

Mesopotamia 1093, 1290 .l\1ole (Rat) 2607 

Messenger of God 192 , 793 l\ Iole司 rat (Weasel) 559 

Messenger of the Lord 50 Moloch 542 

Messengers (Officers) 795 Monarchy 647 

Messiah 2499 Money (Coin) 1782 

Messianism 2500 Monotheism 1633 

已letals 963 Month 265 

h在ethu sclah，即lethushael 2506 Moon 266 

Metretes 1743 恥'loph 973 

Micah 532 i\ lorals, Ethics 2549 

Micah，即'licaiah 536 Morashtite 2353 

Micah, the Prophet 538 l\1ordecai 2352 

Book of Micah 539 Morch 2345 

Michael 537 Moriah 2349 

Michael, the Angel 2513 Morning SWl (Daysprin耳) 1741 

Michal. Michol 537 Moser , :vIosera, Moscroth 2350 

Michmash 550 Moses 1745 

M>dian 541 Most High 130 

Midian 2484 Mother , i\Iothcrhood 427 

Midrash 549 島也ount of Congregation 1930 

Migda1-gad 553 Mount of Offense, Mount of 

Migdol 552 Misconduct 1837 

孔ligron 540 Mount of 0lives, Olivct 2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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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Vlountain of God, God' s Holy Naphath-dor 480, 2466 

Hill 196 Naphtali 1564 

JVlountain Sheep 1795 Naphtha 14, 448 

JVlourmng 1823, 1824 Napht叫1Jm 1565 

JVlule 2594 Narcissus 1566 

JVlunition 1826 Nard 1473 

JVluraton 2342 Nathan 1547 

JVlusic 1412 Nathanael 23, 1567 

JVlyndos 908 Nature 421, 578 

JVlyra 535 Navigation 1586 

JVlyriam 544 Nazareth 1559 

JVlyrrh 688, 2580 Nazarite, Nazirite, Nazorean 1560, 1561 

JVlyrtle 968 Neapolis 19 

JVlysia 545 Nebaioth 22 

Mystery 1541 Nebo 8, 9 
Mystical Body of Christ 1662 Nebo Mount 7 

Myth 1539 Nebuchadrezzar 1472 

Mythmakers 2532 Nebusarsekim Rab-saris 2454 
Nebushazban 29 

N Nebuzaradan 30 
Neco, Necho 10 

Necromancy 905 
Naamah 1548 Negeb 13 
Naaman 1550 Nehemiah 20 
Naamathite 1549 Book of Nehemiah 170, 21 
Nabal 1551 Nehum 1614 
Nabataeans 1552 Nehushtan 26 
Nabonidus 1562 Nephthar 14 
Nabopolassar 1568 Nephtoah 25 
Nadab 1553 Ner 11 
Nahalal 1563 Nereus 15 
Nahor 1555 Nergal 27 
Nahshon 1554 Nergal-sarezer 28 
Nahum (Rehum) 1614 Neri 12 
Nahum, the Prophet 1544 Neriah 16 

Book of Nahum 1545 / Nethaniah 24 
Nain 1546 Nether World 471 
Naioth 1556 Netophah 18 
Name 469 New Moons 2053 
Names of God 200 New Wine, Wine 1599 
Nanaea 1557 New Year 1638 
Naomi 1558 Nezib 17 



40 - 釋名英文 #- 51 .-
Nibhaz 399 Obadiah 784, 1728 
Nicanor 400 Book of Obadiah 785 
Nicodemus 401 Obed 1718 
Nicol剖tans 393 Obedcdom 1733 
Nicolas 392 Odaia 1223 
Nicopolis 402 Oded 1719 

Niger 394 Offering (Victim) 1758 

Night 853 Og 1713 

Night Encampment 1190 Oholah and Oholibah 1735 

Nightjar 854, 1487, 2596 。il 921 

Nile 390 Old Age, Old Man 558 

Nimrah 395 Old and New Testament 2072 

Nimrim 396 Olive 2435 

Nimrod 403 O1ympas 1720 

Nineveh 397 Olympian Zeus 1129 

Nippur 398 Omri 1720 

Nisan 391 On 1581 

Nisroch 804 Onan 1714 

Nitre (Soda) 2230 Onanism 1715 

No, No Amon 2458 Onesimus 1730 

Noah 2461 Onesiphorus 1734 

Nob 2459 Onias 1721 

Nobah 2463 Ono 1716 

Nod 2460 Onomasticon 2106 

Nodab 2464 Ophel 1722 

Noph 973 Ophir 1723 

North-easter 182 Ophni 1215, 1724 

Notables, Nobles 859 Oracle 1538 

Note (Bill) of Divorce 455 Ordeal for a Suspected Adulteress 2124 

Number 2381 Order 1534 

Book of Numbers 254 Oreb 1727 

Numenius 387 Original Sin 1426 

“Nunc Dimittis" 611 Orion 1203 

Nursing Mother 768 Ornament 2309 

Nut 1482 Ornan 1725 

Nymphas 2167 Orpah 1726 

Orthosia 1732 

O 
Oryx 1771 , 1794 

Osprey 442, 2612 

Ossuarium 1608 

Oak 2385, 2438 Ostracon 433 

Oath 1597 Ostrich 2478 



譯名英文 ，采引 41---Ot>uúe1 1731 Patriarchs 861 

Overse油r 2229 Patrobas 879 

Ox 279 Paul. the Apostle 1108 
J ourneys of Paul 1111 

P Pau1us Sergius 590 
Peace 851 
Peacock 211 

Pagans 1925 Pearl 1243 
Palace 1447 Pedaiah 1639 
Palaestra 2611 Peleg 1642 
Palestíne 236 Pelethites 1643 
Palimpsest 1382 Pelusium 1656. 2052 
Palma 1838 Pekah 1640 
Palm-tree 1902 Pekahiah 1654 
Pamphylia 1474 Pekod 1641 
Panbabylonism 528 Penance-Sacrament 651 
Panther (Leopard) 1594 Pentapolis 77 
Paphos 872 Pentateuch 78. 1746 
Papyrus 2243 Pentateuch Samaritan 2379 
Parable 269 Pentecost 81 
Parables of the New Testament 270 Penue1 925. 1645 
Paraclete (Advocate) 2590 Peor 1646 
Paradise (Garden) 2383 Peraea 1650 
Parallelism 412 Peregrine 1689 
Paralysis. Paralytic 2614 Perez 1651 
Paran 873 Perez-uzzah 1658 
Parchments 557 Perfume 1811 
Parents 278 Perga 1647 
Parmenas 877 Pergamum 1657 
Parousia 464. 794 Pericope 1230 
Parthians 881 Perizzites 1652 
Part 2320 Perjury. Perjurer 1928 
Partridge 2606 

PpPeeekrrsssebepvs, e olis 
928 

Parvaim 878 Perseus 1648 
Paschal Lamb 251 rance 676 
Passion of the Lord 1298 Persia. Persian 927 
Passover 2138. 2159 Persis 1649 
Pastoral Letters 935 Person 33. 620 
Patara 875 Pestilence 2396 
Pathros 880 Peter Symeon (Simon) 614 
Patience 676 1 and n Letter of Peter 615 
Patmos 874 Pethor 1653 



Aη*' 譯名英文古拉 'JI

Petra 735 Pods (Husks) 725 
Phanucl 925. 1645 Poetry 412. 2126 

Pharaoh 922 Polygamy 485 

Pharisees 924 Polytheism 483 

Philadelphia 1107 Pomegranate 447 

Philemon 1945 Pontifical Biblical Commission 2095 

Letter to Philemon 1946 Pontius Pilate 271 

Philetus 1105 Pontus 420 

Philip 1873 Poor. Poyerty 1781 

Philippi 1871 Poplar 2059 

Letter to the Philippians 1872 Porcius F estus 2308 

Philistia. Philistine 1655 Porpoise 1488 、 1489

Philo 1751 Porta Aurea 962 

Philologus 1106 PossesseJ by Demons 1100 

Philosophy 14+1 Potiphar 1892 

Philosophy and Holy Scripture 2100 Potter 1802 

Phinchas 287 Pottery 1803 

Phlegon 415 Praetorium 2522 

Phoebe 2234 Praise 2625 

Phoenicia 1937 Prayer. Pray 1245 

Phoenix 1938 Preaching 1192 

Phrygia 210 Precious Stones 430 

Phygelus 1104 Precursor 1133 

Phvlacteries 2080 Predestination 2156 

Physician 2551 Preexistence of Christ 458 

Pig 2468 Priest 378. 965 

Pi-hahiroth 289 Priest Code 380 

Pilate 271 Primacy of Peter 92 

Pine 912 Primeval History 208 

Pisgah 285 Principalities 1839 

Pishon 283 Prisca. Priscilla 1890 

Pisidia 288 Prison 

Pistaciae 2452 (Dungeon. Guard House) 906. 2228 

Pitch 2561 Prochorus 86 

Pithom 284 Proconsul 2521 

Place to Spencl the Night 1190 Procurator 2566 

Plagues of Egyyt 1444 Promise 1452 

Plain 411 Property (Possess間 621 

Plane-tree 2061 Prophet. Prophecy 457 

Planets 604 Propitiation 2321 

Plants 1590. 1901 Propit抽tory (Mercy Seat) 2603 

Pledge (Mortgage. Surety) 892. 2432 Ploselyte 2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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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titutc 1543. 1685. 1750. 2335 

ProstitutJOn 2412 R 
Protocanonicals 424 

Protoevangelium 1428 

PrO\'erb 2398 Raamah 2285 

Book of Pro、 erbs 2398 Rabba. Rabbath 2280 

providcnce 202 Rabbi 1704. 2281 

“Pro\'iùentissimus Deus" 52 Rachel 2289 

Psalm 2101 Ragau 2282 

Book of Psalms 2101 Rage 799 

Pseudepigrapha 2163 Rages 2287 

ptolemals 87 Raguel 2288 

ptolcmy 88 Rahab 1622. 2290 

Pu I>lic"n (Tax Collector) 1934 Rain 1101 

puhlius 2306 Rainbow 1368 

Pudens 1888 Ram 1580 

Pu\ 1885 Ram 2587 

Punishment 465 Ramah 2283 

Punon 1886 Ramathaim 2296 

Pur. Purim 1889 Rameses. Raamses 2297 

Purgatory 2067 Ramoth-gi\caù 2300 

Purify, Purification 848. 2601 Raphae\, the Ange\ 2291 

Purp\e 1765 Raphon 2284 

Purp\e Garnet 1766 Ras-shamra 2299 

Put 1887 Ravine of Kerith. 叭-adi Cherith 1399 

Putcoh 2307 Razis 2292 

Pyrrhus 282 Rcbekah 2420 

Rechab. Rechahites 1620 

Q 
Reconciliation 850 

Red Cow. Reù Hcifer 426. 1288 
Redeemer. Redemption 1711 

Qohe\eth 1593 Reed 2579 

Quail 2573 Ree囡d1stSraEta I 
1287 

Quartus 490 Re l!!istration 255 

Qucen of Hea\'en 193 Rehob 1622 

Quintus i\ Icmmius 907 Rehoboam 1629 

Quirinius 858 Rehoboth 1630 

Qumran. Documents of Qumran 723 Rehoboth-I r 1631 

Quotations (Citations) of the O\d Rehum 1614 

Testament in the New Testament 2055 Rekem 1615 

Religion 862 
Remnant 298 



44- 譯名英文古拉引 -Repentance 1926 Rufus 2416 
Rephae1 1623 Ru1ers 1839 
Rephaim 1624, 1625 Rumah 2417 
Rephan 2064 Rush 1939 
Rephidim 1626 Ruth 2444 
Repti1es 933 Book of Ruth 2445 

Rescriptus Codex 1382 
Resen 1616 S Resin 2580 
Resurrection of the Dead 562 
Resurrection of the Lord 294 Sabbath 499 

Reta1iation 1828 Sabbath司eve 2159 

Retribution 1829 Sabbath-d,!y 's Journey 500 

Reu 1619 Sabbatica1 Year 501 

Reuben 1627 Sabtah 2361 

Reumah 1626 Sack, Sackcloth 1364, 1779 

Reve1ation 1360, 1634 Sacrament 1534, 2103 

Rezin 1617 Sacrament of Penance 65 1 

Rezon 1618 Sacred Mea1 2044 

Rhegium 1621 Sacred Po1e (Symbo1 of As沁h祖間e缸r叫1) 1032 

Rhoda 1234 Sacrifice 1757 

Rhodes 1235 Sacrifice of Praise (Sing Praise) 2625 

Rib1ah 2421 Sacrilege, Sacri1egious 2530 

Riches 1596 Sadducees 2363 

Rimmon 2418 Saffron 1922 

Rimmon-parez 2426 Sakkuth (Am 5, 26) 2362 

Ring , Signet-ring 2519 Sa1amis 2367 

Riphath 2423 Sa1ary 2154 

Rissah 2419 Salecah 2364 

Rithmah 2424 Sa1em 2355 

Rizpah 2425 Salim 2357 

Robber 1613 , 2050 Sa1ma 2366 

Rock 446, 2397 Sa10me 2368 

Rock-goat (Mountain-sheep) 1795 Salt 2618 

Rodanim 475 Salvation, Saviour 1200 

Roe-buck, Roe-deer 2539 Samaraim 373 

Roman Province 2564 Samaria 2377 

Rome, Romans 25 64 Samaritans 2378 

Letter to the Romans 2565 Samos 2358 

Rope 2569 Samothrace 2380 

Rose 939 Samson 46 
Rue 1587 Samue1 (Nm 34, 20) 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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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uel. the Judge and Prophet 2370 Secundus 586 

Book of Samuel 1 and II 2371 Seir 587 

Sanballat 1485 Seleucia 589 

Sandal 2415 Seleucus 588 

Sanhedrin 94 Self-denial 1899 

Santhikos 1868 Sennacherib 1869 

Sapphira 2372 Sepharad (Vg Bosphorum) 596 

Sapphire 2550 Sepharvaim 597 

Sarah, Sarai 2359 Sephet 591 

Sardin 756 Septuagint 6 

Sardis 2373 Sepulchre 2319 

Sardonyx 2183 Sepulchre of Christ 1300 

Sarepta 349 Seraiah 593 

Sargon II 2374 Seraph, Seraphim 592 

Satan, Satanas 2360 Sergius Paulus 590 

Saul 698 , 2376 Sermotl on the i\1ount 70 

Sayings of the Lord 722 Serpent 966, 1777 

Scales 194 Serug 594 

Scandal 1770, 1836 Servant, Slave 71 , 386 

Scapegoat 1073 Servant of the Lord (Ebed Yahweh) 51 

Scarab 439 Serve, Service 2085 

Scar1et Thread 522 Seth 947 

Sceptre 1900 Seven 5 

Sceva 1877 Seven Words of the Lord upon 

Scorpion 2404 the Cross 1225 

Scourgc 2557 Sex 889 

Screech O\\'I 2037, 2479 Shaalabbin, ShaaU、im 696, 700 

Scribe 2079 Shadd剖 (God) 462 

Scripture, Holy Scripture 2086 Shadrach 701 

Scroll 1478 Shallum 689 

Scwn (Refuse) 852, 2337 

FZT 
704 

Scythian 847 207 

Scythopolis 377 mg 703 

Sea 1486 Shamir 697 

Sea-cow, Sca-porpoise 1488, 1489 Shamm址1 691 

Sea-monster 57 Shaphan 692 

Sea of Bronze 2305 Shaphat 694 

Sea ùf Reeds (Red Sea) 1287 Shaphir 695 
Seah 583 Sharon 690 
Seal, Signet 467 Shashak, Shishak 953 
Seba 584, 943 Shaveh, Val1ey of Shaveh 693 
Sect 1924, 2585 Shavsha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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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altiel 702 Silk 2238 
Shebaniah 955 Silver 2302 

Shebarim (Quarries) 949. 1468 Simeon 372. 610 

Shebna 948 Simon 369. 394. 608 

Shechem 1466. 944 Sin 2082 

Sheep 554 Sin (Ez 30. 15 ) 1656. 2052 

Sheepfold. Stall 556. 1604 Sina. Sinai 1219. 606 

Sheep Gate 555 Sirach 1462 

Shekel 841 Sisera 1467 

Shekinah 950 Sitnah 90 

Shelah 945 Si\'an (Vg Siban) 1463 

Shem 1601 Sleep 2073 

Shema 946 Sling 679 

Shemaiah 951 Smyrna 1878 

Sheol 8+2. 1801 Snake (Dragon) 966 

Shephatiah 956 Snow 1804 

Shepherd 93+. 2229 Soap 21 ï2. 2230 

Sheshak. Sheshach 376 Sodom 1572 

Sheshbazzar 957 
Soldiers 'Pay (Wage) 1377 

Shield 
Solomon 2369 

1244 

Shihor in Egypt 370 
Son 66 

Shiloah 371 
Son of God (cfr. Jesus Christ) 1293 

Shiloh 367 
Son of Jonah (Bar-jonah) 1261 

Shimei 368 
Son of Man 32 

Shimron 
Song of Songs 1949 

373 
Sopater 1573 

Shinar 374 Sosipater 1576 
Shiphrah 375. 2178 Sosthenes 1577 
Shisha 593 Sostratus 1578 
Short-eared Owl (Gull) 854. 1487 Sou1 2616 
Shoulder 942 Spain 612 
Shrine 2334 Sparrow 1810. 2443 
Shulammite 846 Spartans 1876 
Shunem 843 Spartans 902 
Sibbecai 1464 Spear 2170 
Sibmah 1465 Spelt 432 
Sibylli '1e Oracles 1471 Spices 1419 

Sickne3s (Disease) 1522 Spider 2252 

Sidon. Sidonians 2175 Spies 1702 

Sign (Portent) 856. 1536 Spinning Art 1571 

Sihon 1458 Spirit. Spiritual 253. 2236 

Silas. Silvanus 1459 "Spiritus Paraclitus ..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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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lendor (Frame, lmage) 2386 Synagogue 2056 

5ports-stadium 2611 Synoptic Gospels 2233 , 2168 

5pring (Well) 1231 Syntyche 914 

5prinkle 2599 Syracuse 1470 

5tachys 1881 Syria. Syrians 1135 

5tacte 2580 Syriac Versions 1136 

5tadium 1879, 2139 Syrtis 1134 

5taff (Sccptre) 1900 

5tages on the J ourney 299 T 
5tar 1203 

Star of Bethlehem 1203 

5tater 1880 Taanach 2023 

Statue 451 Taanath-shiloh 2036 

Stele 1537. 2074 Tabeal 2017 

Stephanas 1883 Tabernacle of Covenant 1691 . 2057 

Stephen 1882 Tabitha 2018 

Stoicism 1884 Table of Nations 364 

Stone of Zoheleth 409 Tabor 61 

Stone Pavement 450 Tadmor 876. 2028 

Stoning, Stone to Death 1526 Tahash 1488 1489 

Storax 2434 Tahpanhes 2034 

Strong Drink 2439 Tahpenes 2030 

Stupidity (Folly) 2042 , 2401 Talent 2019 

5uccoth 2450 “Talitha Koum" 2035 

5uccoth-benoth 2451 Talmud 2029 
5uffocation 1762 Tamar (Tadmor) 876, 2020. 2028 
Sukkites 2449 Tamarisk 2518 
Sulphur 1932 Tambourine 2160 
Sumer 845 Tammuz 2022 
Sun 205 Tannin 2016 
Supper 1739 2025. 1852 
Susa 2午的 Tar邵1m 2031 
Susanna 2581 Tarshish 2032 
Swallow (Sparrow) 2443 Tarsus 2026 
Swear (Oath) 1597 Tartak 2033 
Sweet-cane (Fragrant Spices) 502. 1423 Tartan 2027 
s、\'Jfie 2468 Tartarus 471 
Sychar 1466 Tattoo (Marks) 1504 
Sycomore 1798 Tax 1933 
Syene 595 , 1461 Ta文-Collector 1934 
Symbol. Symbolihm 1942 Taw 40 
Symh(,hcal Action 1943 Teacher 1704 

..... 



48 • ;'4 名英文位 51 -Teacher 2281 Thomas 478 

Tebeth 209 Thorn. Thorn-bush 1589 

Tekoa 1508. 1848 Three Ta\.erns 45 
Tell 2339 Throne 2574 

Tell el-Amarna 1051 Thummim (Yg Yeritas) 1200 

Tema 1505 Thyatira 1859 

Temah 1509 Thyine Wood 2517 

Teman 1506 Tiherias 1858 

Temple 2065. 2107 Tiberius 1845 

Temple (Shrü ,e) 2334 Tihni 1844 

Temple-tax 2066 Tidal 1846 
Temph.: Trc.isury 2577 Tida[ King of Goyim 1846 

Temptation 2125 Tiglath-pilcser 1866 

Temptation of Christ 1297 Tigrìs 883 
T己n \Vords (Ten Commandments) 37 Time 1476 

Tent-maker 1690 Timna 1850 

Terah 1511 Tìmnah 1849 

Terebìnth 2438. 2452 Tìmnatl ,-heres 

Tertius 1510 (Timnath-serah) 1860, 1864, 1865 

Tertullus 1515 Timon 1842 

Test, Tempt, Temptation 2125 Tìmothv 674 , 1851 

Testament 20n Letter 1 and II to T JI110thv 675 

Testament 01' Lc叫 569 Tìn 2472 

Testλments "f thc Twehc Patrìarchs 斗斗 1、iphsah 1852 

Testìmony 718, 2570 Tiras 1855 

Tetrarch 98 Tìrhakah 1862 

Tetrateuch 381 Tirzah 1853 

Text 2077 Tishbìte 1857 

Thaddaeus 2142 Tìthes 83 

Thamar 2028 Title (Sacre吐 1、 llar) 2558 

Thchcs 882, 245日 Titus 672 

Thchez 150ï Letter to Titus 673 

Theft (Steahng) 1613 Titus :\lanJUs 1863 

Theophany 197 Tob 512 

Theophilus 2333 Tobit 515, 516 

Theraphlm 1535 Book of Tobit 488 

Thessa lonica 1698 Togarmah 518 

Letter 1 and 11 to the Tola 513 

Thessalonians 1699 Tongue (Languagc) 582 

Theudas 1514 Topaz 1103, 2436 

Thief (Burglar) 1613, 2050 Tophet 517 

Thìsbe, Tìshbe 1856 Torah 514 



'F 
譯名英文* 51 49 • 

"-Torch 275 Ulai 1493 

Torrent of Egypt 1443 Ulam 1492 

Tower (Fortress) 1826 , 505 U ncircumcision 331 

Tower of Babel 218 Uncleanness 72 

Town 1446 Unleavened Bread 1906 

Trachonitis 1516 Upstairs Room 2384 

Trade (Commerce) 1636 U r of Chaldees 1494 

Tradition 2013 Urbane 649 

Transfiguration 2610 U riah, U riel 1496, 1497 
Transjordan 1258 Urim (Vg Doctrina) 1503 

Treasury of the Temple 2303 Usury (Interest) 645 

Tree (Wood) 267 Uz 454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Uzal 1499 

and Evil 940 Uzza, Uzziah 1495 

Tree of Life 438 Uzziah 1500 

Trees 2433 Uzziel 1501 

Tribe 41 , 259 

Trinity 47 V 
Tripolis 1519 

Troas 1513 

Trogyllium 1520 Vale, Valley 68 

Trophimus 1521 Vale of Rephaim 1625 

Trust (Boldness) 798 Vale of the Terebinth 

Truth 1525 (Vale of Elah) 105 

Tryphena 1517 Valley of Salt 2619 

Trypho, Tryphon 1512 Valley of Sorek 717 

Tryphosa 1518 Vanity, Vain 1774 

Tubal 1251 434 

Tubalcain 1252 Vaticinatililn, Vaticinate 2157 

Turquoise 1764, 2004 Vegetables 2403 

Turtle-dove 1870 Vegetation (Fresh Growth) 1590 

Tutor 1704 Veil 972, 1384 

Twopence 833 Venom 916 

Tychicus 1847 Venus 1087, 1095 

Type 2158 Versions of Scripture: cfr. Ancient, 

Tyrannus 1854 Chinese, Latin, Syriac 904, 2091 , 2088 

Tyre 405 , 1843 Vestibule (Porch) 757 
Vestments (Clothes) 605 

U Victim 1758, 2575 
Vindicator (Avenger) 1827 
Vinegar 2414 

Ug盯it 1502, 2299 Vine (Vineyard) 2118, 2119 



50- 譯名英文霖司1

Vintage (Harvest) 519 WilIow (Poplar) 1228. 2171 
Virginity. Virgin 1372. 1935 Wind 1413 
Virtue 2322 Wine 1599 
Vision 1532 Winepress 2169 

Vow 1597. 2254 Wisdom 1893 

Vulgate 903 Book of Wisdom 

Vulture (Falcon) 1602. 2584 (Wisdom of Solomon) 1895 
Wisdom Books 1894 

w 可Vitness 1349 
Witness 718. 2570 
Wolf 1595 

Wage 1377 Woman 65. 1684 
Wall-gecko (Agama) 2427 Word 721 
War 2429 Work. Workers 71 
Wash. Washing 1232 World. of Old. for Ever 290. 429. 493 
Watch. Night Watch 855 Wormwood 1366 
Water 272 Wralh 799 
Watermelon 607 Writing 1480 
Waterskin. Wineskin 445 

Wax 2588 
X Way 2137 

Way of Atharim 1035 

Wealth 1596 Xanthicus 1868 
Weapon (Armour) 915 

Wedding 1683 Y Weed 1773. 2076 

Week 1204 
Well 1231 Yard 3 

Wheat 67 Year 510 

Wheat 1808. 67. 79 Yeast 2301 

White-rumped Deer (Addax) 2525 Yoke 1790 
Widow 2166 Young Stag (Fawn) 413 

Wild Ass. Wild Jackass 1796 

Wild Goat 1771 Z Wild Gourd (Bitter Apple) 1797 
Wild Grape 1797 

Wild Olive 1799 Zaavan 335 

Wild Ox. Wild Bull 1794 Zabad 341 

Wilderness 2560 Zabadaeans 342 

Wilderness of Sin 913 Zabbai 337 

Wilderness of Zin 2455 Zabdi 347 

Will (Purpose) 2046 Zabdiel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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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bud 343 Ziba 2174 

Zacca1 333 Zichri 2315 

Zacchaeus 334 Ziklag 2180 

Zaccur 344. 1124 Zillah 2176 

Zacharías 1131 Zi\pah 2314 

Zadoc 338 Zimri 2316 

Za\mon 339 Zion 2068 

Zalmonah 348 Ziph 2312 

Zamrí 2316 Ziphron 2317 

Zamzumm1m 354 Ziv 2311 

Zanoah 346 Ziz 2177 

Zaphon 332 Zoan 406. 2024 
Zarephath 349 Zoar 407 
Zarethan 340 Zob叫1 1527 
Zaza 336. 2313 Zophar 408 
Zea\ots 2394 Zor 405 
Zebadiah 1130 Zorah 1528 
Zebah 1118 Zur 844. 1737. 2447 
Zebedee 2135 Zuzim 354. 1769 
Zebidah 1120 

Zebina 1119 
Zeboyim 1784 

Zebu\ 1121 
Zebu\un 1122 

Zechariah. Zachariah 1131 
Zechariah. the Prophet 351 

Book of Zechariah 352 
Zedekiah 2179 
Zeeb 1123 
Zelophehad 1789 
Zemar剖m 1787 
Zenas 1116 
Zephaniah 1788 
Zephaniah. the Prophet 1574 

Book of Zephaniah 1575 
Zerah 1125 
Zeredah 1785 
Zeresh 1127 
Zerubbabe\ 1132 
Zeruia. Zeruiah 1786 
Zetham 1117 
Zeus 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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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yssus 1752 

A Acan 977 

Accaron 131 
Accho 979 

Aaron 774 Accipiter 2247 

Ab 974 Acetum 2414 

Abaddon 987 Achab 1006 

Abarim 988 Achad 995 

Abba, Pater 975 Achaia 1007 

Abdemelech 183 Achan 976 

Abdenago 1074 Achates 444 

Abdias 784 Achaz 1008 

Abdiae Liber 785 Achiacharus 1009 

Abdon 989 Achim 980 

Abel 778 Achimelech 1077 

Abel Beth Maacha 1098 Achinoam 1047 

Abelmehula, Abe1meula 1089 Achior 1048 

Abesan 802 Achis 1004 

Abia 990 Achitophel 1078 

Abiam 990 Achobor 1045 

Abiathar 173 Achor 997 

Abib 991 Acrabathane, Acrabim 1079 
、

Abies 1226 Actio symboli個 1943 

Abigail 1039 Actus Andreae 498 

Abilina 1041 Actus Apostolorum 868 

Abimelech 1075 Actus }acobi l\1ajoris 1971 

Abinadab 1076 Actus J acobi i\Iinoris 1972 

Abiron 992 Actus J oannis 1361 

Abisag 1042 Actus Matthaei 2197 

Abisai 993 Actus Pauli 1109 

Abiu 994 Actus Petri 616 

Abiud 1040 Actus Philippi 1874 

Abnegatio 1899 Actus Thaddaei 2143 

Abner 1037 Actus Thomae 479 

Abominatio 301 Actus Simonis et J udae 609 

Abominatio desolationis 301 Actus et Martyrium Barnabae 240 

Abram, Abraham 776 Actus et Passio Bartholomaei 250 

Absalom 1038 Adadremmon 1182 

Absinthium 1366 Adam 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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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ma 1001 Ak rabim 1049 
Adamas. Adamantinus 2627 Akrabattene 1079 
Adar 998 Alabastrum 1805 
Adar. regio 999 Alam (cfr. Aelam) 106 
Adarezer 1183 Alexander Balas 789 
Addi 978 Alexander Hierosolymitanus 788 
Adiuratio. adiurare 1927 Alexander Iannaeus 792 
Admin 1000 Alexander Magnus 788 
Adommim 1003 Alexandra Regina 791 
Adonai 291 Alexandria 790 
Adonias 1043 Alleluia 786 
Adonibezec 1091 Allium 2242 
Adonisedec 1092 Aloe 686 
Adoptio. adoptare 2084 Alpha et Omega 1096 
Adoratio. adorare 1896 Alphaeus 1012 
Adramelech 1090 Alphabetum 491 
Adulterium 1188 Alphabetica poemata 492 
Advena 384. 2161 Altare 1759 
Aegyptus 1442 Altissimus 581 
Aelam 106 Amalec. Amalecitae 1052 
Aelath 124 Aman 1142 
Aennon 598 Amarna 105 1 
Aes 2304 Amasa 1013 
Aetas 511 Amasai 1014 
Aeternitas. aeternus 429 Amasias 1053 
Aethiop悶. Aethiops 181 Amen 982 
Agag 996 Amentia 2615 
Agape 2044 Amethistus 1764 
Agar 1151 Amicus. amicit祖 909 
Agareni. Agarei 11 73 Aminadab 1081 
Aggaeus 1139 Ammon. Ammonitae 983 

Aggaei Liber 1140 Amnon 1015 

Agnus Dei 201 Amomum 1420 

Agnus Paschal時 251 Amon 984 

Agonia Christi 1663 Amorrhaei 1054 

Agrapha 417 Amos 779. 1017 

Agricultura 2136 Amos Liber 780 

Agrippa 10+4 Amram 1016 

Agur 1005 Amraphel 1080 

Ahia. Ahias 1010 Amri 1720 

Ahialon. Aialon 1011 Amygdalus 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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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undo, Arundinetum 2579 Aqua 272 

Asa 986 Aqua lustrationis 849 

Asael 1029 Aquila 2617 

Asaph 1030 Aquila (nomen proprium) 1024 

Angelus 192, 793 Araba 1026 

Angelus Domini 50 Arabia 1027 

Anima 2616 Arach 140 

Animalia 1632 Arad 1028 

Anna 773 Arad Templum vel Sanctuarium 1166 

Annas 781 Aram, Aramaei , Aramaici 981 

Annulus 2519 Aranea 2252 

Annus 510 Ararat (cfr. Armenia) 1058 

Annus Novus 1638 Arbor Scientiae Boni et lVIali 940 

Annus Sabbaticus 501 Arbor Vitae 438 

Anthropomorphismus, Arbores 2433 

Anthropopathismus 2515 Arca Foederis 1254 

Antichristus 1610 Arca Noe 1240 

Antiochia 508 Arce扎扎ilunitione s 1826 

Antiochus 507 Archaeologia 237 

Antipas 503 Archangelus 2523 

Antipatr is 504 Archelaus 2007 

Antonia Arx 505 Areopagus 1083 

Aod 122 Areuna (cfr. Ornan) 1059 

Aphec, Apheca 1019 Argentum 2302 
Apis deus 1020 Aries 1580 
Apis 2121 Arimathaea 1084 
Apocalypsis 1360 Arioch 1061 
Apocalypsis Baruch 227, 228 Aristeae Epistola 1097 
Apocalypsis Esdrae Aristobulus I-VII 1094 

seu Liber IV Esdrae 172 Arma 915 
Apocalypsis lVIoyseos Armagedon 1050 

seu Liber Jubilaeorum 1748 Armatura Dei 203 
Apocalypsis Pauli 1110 Armenia 787 
Apocalypsis Petri 617 Arnon 1025 
Apocrypha 2163 Aroer 1060 
Apollo 1022 Aromata 1419 

Apollonius 1056 Arphaxad 1062, 1082 
Apollyon (cfr. Abaddon) 1023 Arrha , Arrhabon (Pignus) 892 
Apostasia 1338 Artaxerxes 1088 
Apostolus 863 Artemis (cfr. D悶悶) 1057 
Apparitio, apparere 2609 Artes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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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nias (cfr. Hananias) 1055 Aurum 960 
Anathema 2514 Avaritia 1783 
Andreas 497 Aves 1414 
Andronicus 509 Azarias 1072 
Asaramel 1085 Azazel (cfr. Caper Emissarius) 1073 
Asarhaddon 165 Azotus (cfr. Ashdod) 1036 

Ascalon 1066 Azyma 1906 
Ascenez 1086 Azymorum Festum 1907 
Ascensio Domini 1292 

Ascensio 1 saiae 822 
B Aser 1031 

Ashdod 1065 

Ashera 1032 Baal 213 
Asia 782 Baala 217 
Asiarchae 783 Baalam, Balaam 885 
Asima 1033 Baalbek 232 
Asinus 2626 Baalhasor 246 
Asiongaber 184 Baalphegor, Beelphegor 247 
Asmodaeus 1063 Baasa 220 
Asor 1172 Babel, Babylon, Babylonia 219 
Aspersio 2599 Babelica Turris 218 
Aspis 1777 Bacchides 223 
Assidaei 1167 Badan 726 
Assuerus (cfr. Xerxes, Cyaxares) 1068 Bahurim 222 
Assumptio Moyseos 1747 Bala 884 
Assur, Assyria 775 Balaam 214 
Astaroth, Astarthe 1087 Balac 224 
Astaroth Carnaim 1099 Baldad 887 
Astyages 1994 Balneum 687 
Asylum 2535 Balsamum 1419 
Atargatis 1069 Baltassar 233, 753, 739 
Athalia 1071 Bamoth (cfr. Excelsa Loca) 229 
Atharim 1035 Banaia, Banaias 730 
Atheismus 1909 Banea, Baneas 730 
Athenae 1950 Baptismus, Baptisma 1233 1033 
Atramentum 2318 Barabbas 230 
Atrium 1451 Barac 231 
Attalia 1070 Barba 2572 
Attalus 1034 Barbarus 2621 
Augustus 2040 Bariesu 238 
Auran 2258 Bar Jona 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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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choche恤. Barkokheba 248 Bethphogor 754 

Barnabas 239 Bethsabee 245 

Barsabas 241 Bethsaida 749 

Bartholomaeus 249 Bethsames 755 

Bartimaeus 242 Bethsan 736 

Baruch 225 Bethsur. Bethsura 751 

Baruch Liber 226 Bethulia 1199 

Basan 215 Bezec 738 

Basemath 244 Biblia Sacra 2086 

Basiliscus (cfr. Serpens) 917 Bibliotheca 2164 

Bath 216 Bithynia 888 

Bathuel. Bethul 737 Bitumen 2561 

Bdellium 1524 Blasphemia 2529 

Beatitudo 1193 Blastus 410 

Beelsephon 235 Boanerges 931 

Bee\zebub 234. 74.0 Bonitas 84 

Beer 729 Booz 929 

Behemoth 919 Borith 2172 

Beka 727 Bos \ 279 

Be1 728 Bosra 930 

Belial 741 Brachium 258 

Bellum 2429 Bubalus 2539 

Benedictio 1529 Bubastus 286 

Benedictus (Lc. 1:68-79) 353 Butyrum 769 

Beniamin 423 Buxus 2000 

Berea 731. 742 Buz 684 

Bernice 744 Buzi 685 

Beroea 732 Byblos (cfr. Giblii) 886 

Beroth 733 Byssus 1767 

Bersabee 743 

Beryllus 273 
C Berzellai 243 

Beseleel 752 

Bestialitas 35 Caath 837 
Bethania 613 Cabala 1542 
Bethaven 745 Cabul 311 
Bethel 734 Cades. Cadesbarne 361 
Bethesda 750 Caecus. Caecitas 1756 
Bethoron 746 Caelum 189 
Bethlehem 441 Caesar 1812 
Bethphage 748 Caesarea 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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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n 304 Carpus 356 
Cainan 834 Caseus 389 

Caiphas 2248 Casia 563 

Calamus 1423 Casleu 1673 

Calceamentum 2415 Castitas 1373. 2393 

Calcedonius 431 Castra 1376 

Caleb 313 Castratio 2473 

Calendarium 2428 Catechesis 867 

Calendarium Gezer 1405 Catechesis Apostolica 1707 

Calix 910 Catena 2001 

Calumnia 2410 Catenae Exegeticae Patrum 2123 

Calvaria (cfr. Golgotha) 324 Catta 2469 

Camelopardalus. Camelopardus 1795 Cauda 627 

Camelus 2477 Caverna 1238 

Cana 309. 357 Cedar 835 

Candace 435 Cede (cfr. Cades) 836 

Candelabrum 2441 Cedron 626 

Canis 937 Cedrus 1417 

Canon SS. Bibliorum 2087 Ceila 838 

Canon Muratorianus 2342 Cenchrae. Cenchreae 1583 

Canticum Canticorum 1949 Cendebaeus 1582 

Caper. Capra. Hircus. Haedus 69 Cenez. Cenezaei 839 

Caper Emissarius 1073 Census 255 

Capharnaum 2117 Centurio 530 

Caphtor. Caphtorim 321 Cera 2588 

Capillus 2476 Ceramica 1803 

Cappadocia 363 Cere伽n Oblatio (Minha) 1570 

Captivitas 456 Cerethaei. Cerethi 1406 

Captivitatis Epistolae 2182 Cervus. Cerva 1807 

Caput 2475 Cethim. Cetthim 1667 

Carbunculus 1766 Cetus 57 

Carcer 2228 Chabul 311 

Caria 314 Chalanne 312 

Cariath 635 Chaldaea. Chaldaei 315 

Cariathaim 639 Chale 305 

Cariathiarim 641 Cham 648 

Carioth 636 Chamaeleon 2533 

Carith Torrens 1399 Chamos 1393 

Carmel. Carmelus 323 Chanaan. Chananaei 1191 

Carnaim. Carnion Astaroth 362 Chaos 1753 

Caro 560 Charcamis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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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ismata 1540 Clypeus 1244 

Charitas. Caritas 2043 Coa 1246 

Cherub. Cherubim 1402 Coccum 522 

Chobar 1388 Codex Sacerdotalis 380 

Chodorlahomor 1411 Codex Sanctitatis 2102 

Christus 1660 Coelesyria 98 

Christianus. Christianitas 1661 Coena 1739 

Chronicon ( P盯alipomenon) 2402 Coenaculum 2384 

Chronologia Biblica 2092 Cohors 2049 

Chrysolithus 2436 Collatio 1481 

Chrysoprasus 2237 Colocynthis 1797 

Chus 1995. 1996 Color 2559 

Chusai (cfr.Hu組i) 1344 Colossae 1435 

Chusan Rasathaim 1998 Colossenses (Epistola ad) 1436 

Chutha (cfr. Cutha) 1997 Coluber 966 

Cibus 1415 Columba 2537 

Ciconia 1948 Columna 1227 

Ci!icia 1678 Comma Ioannaeum \ 1359 

Cinaei 840 Commissio Biblica Pontificia 

Cingulum 2111 (Commissio Pontificia de 

Cinis 529 Re Biblica) 2095 

Cinnamomum 1422 Concilium 94 

Circumcisio 1814 Concilium Apostoloum 864 

Cis 623 Concordantia S. Scripturae 2097 

Cison 624 Concubina 857 

Cisterna 2249 Concupiscentia 712. 1701 

Citationes (V. Testamenti in N.) 2055 Confirmatio 1681 

Cithara 1921 Coniferae 912 

Ciyitas 1446 Conscientia 716 

Ciyitas Dayid 2145 Consecratio. Consecrare 1530 

Ciyitas Salis 2620 Consilium (f'ecretum) Dei 1371 

Ciyitas Solis 206 Consolatio 495 

Ciyitates Leyiticae 566 Constitutio Dogmatica “De Diyina 

Ciyitates Sacerdotales 379 Reyelatione" 204 

Claudia 632 Consul 1686 

Claudius 628 Continentia 2399 

C1aYis 2622 Conyersio 2542 
Clemens 629 Conyiyium 1448 
Cleopas 631 Cor 253 
Cleopatra 633 Corban 1247 
Cleophas 631 Corbona 2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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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ore 1248 

Coriandrum 1343 D 
Corinthus 1483 

Corinthios (Epistola 1 et II ad) 1484 
Dabereth 489 

Cornelius 1249 
Dabir 2326 

Cornu 719. 2120 
Dadan. Dedan 2323 

Corona 1115 
Daemones. Daemonia 2598 

Corozain 1352 
Daemoniacus 1100 

Corpus 561 
Dagon 2140 

Corpus Christi Mysticum 1662 
Dalila 2328 

Corus 1350 
Dalmanutha 

Corvus 1491 
(cfr. Magedan. I\ Iagdala) 2152 

Cosmogonia 494 
Dalmatia 2153 

Coturnix 2573 
Damaris 2149 

Crabo 2003 
Damascus 63 

Creatio. Creator. Creare 1815 
Damasci Documentum (Sadokita) 64 

Credere 1113 
Dan 76 

Creta 630 
Daniel 2150 

Critica Biblica 2094 
Danielis Liber 2151 

Crocodilus 2250. 2628 
Daphne 2146 

Crocus 1922 
Daricus (Solidus. Drachma) 2148 

Crucifigere 1600 
Darius 2147 

Cr叫 38 
David 2144 

Crystallum 1754 
Debbora. Debora 2327 

Cubitus 714 
Decalogus 37 

Cucumis 607 
Decapolis 39 

Cultus 2051 
Decimae 83 

Cuneiformis Scriptura 2058 
Decretum Apostolorum 865 

Cuprum 2304 
Dedicatio 1531 

Custodia 906 
Delus 2324 

Cutha 1997 
Demas 2329 

Cygnus 2037 Demetrius 2332 
Cyminum 1587 Denarius 2325 
Cypressus 1198 Depositum Fidei 1114 
Cyprus 2038 Derbe 2330 
Cyrene 1672 Descensus ad Inferos 1299 
Cyrinus 858 Desertum 2560 
Cyrus 869 Desponsatio 1370 

Determinismus 1688 

Deus 190 

Deuterocanonici (Libri)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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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conus 1687, 2162 Dothan, Dothain 477 

Diadema 1115 Doxologia 461 

Diana (cfr. Artemis) 708 Drachma 2141 

Diaspora 1867 Draco 918, 2510 

Diatessaron 2232 Draconis F ons 2511 

Diatribe 2591 Drusil1a 1697 

Dibon 706 Duma 681 

Didache 4.3 Duodecim Prophetae 42 

Didrachma 707 Dura 682 

Dies 263 

Dies Yahweh (Domini) 49 E Digitus 257 
Diluvium 1240 
Dina 705 Ebal 117 
Dionysius 709 Eber 仰的er) \ 119 
Dioscorus 1696 Ebrietas 1792, 2413 
Diotrephes 710 Ebur 1941 
Dipondius 833 Ecbatana 178 
Discipulus 971 Ecclesia 1703 
Di\'ersorium 1190 Ecclesiastes, (Coheleth) 1593 
Divinatio 355 Ecclesiasticus Liber (Sirach) 2331 
“Divino Aff1ante Spiritu" 2110 Ecole Biblique de Jerusalem 1337 
Divitiae 1596 Ecstasis, Extasis 302 
Divortium 2571 Eden 452 
Docetismus 252 Edissa 1154 
Doch 476 Edom, Edomitae 100 
Doctor 1704 Edrai 120 
Doctrina 1706 Educatio 1705 
“Doctrina et Veritas" (cfr. Urim Eglon 121 

et Thummim) 1503 Ehud (cfr. Aod) 122 
Doctrina Apostolorum 866 EI (cfr. Deus) 103 
Dodamin 475 Ela 104 
Doeg 481 Elam, Elamitae (cfr. Aelam) 106 
Dominica Dies 292 Elcana 145 
Dominus 291 Elcesaeus 146 
Dominus Exercituum 2114 Eleazar (E11asar) 152 
Donatio 2546 Electa 2241 
Dor 480 Electio 184-0 
Dorcas 482 Electrum 1929 
Dormire 2073 Eleemosyna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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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phantine (Syene, Aswan) 186 Eon 290 
Elephantus, E1ephas 1940 Epaenetus 154 
Eliacim 14.9 Epaphras 155 
Elias 125 Epaphroditus 180 
Eliezer 175 Epha 111 
Elim 107 Epha (mensura) 112 
Elimelech 176 Ephesus 136 
Eliphaz 150 Ephesios (Epistola ad) 137 
Elisa 127 Ephod 138 
E1isabeth 818 Ephraim 156 
Elisaeus 126 Ephrata, Ephratha 158 
Eliu 128 Ephree 1217 
Eliud 151 Ephrem 157 
ElIasar (Vu l. Pontus) 152 Ephron 139 
Elmadan 147 Epicuraei 453 

Elohim (cfr. Deus) 123 Epilepsia 2615 

Elom 108 Epimenides 179 

Elon 109 Epiphania 2608 

Elthece, E!theco 148 Episcopus 2229 

Elu1 132 Epistola 1479 

Elymais 129 Epistolae Captivitatis 2182 

Elymas 133 Epistola ad Card. Suhard 1585 

Elyon (cfr. Deus) 130 Epistolae Catholicae 93 
Emath (Hammath) 1159 Epochae Geologicae 474 

Emim 110 Equus 1603 
Emmanuel 153 Erastus 159 

Emmaus 134 Ericius 2538 

Enac, Enacim 1018 Esau 141 

Enan (cfr. Enon) 422 Esbaal (cfr. Isboseth) 823 

Encaenia 1381 Escol 160 

Endor 1454 Eschatologia 418 

Engaddi 1456 Esdras 169 

Engallim 1457 Esdrae Liber 1 et II 170 

Engannim 1455 Esdrae Liber III et IV 171 , 172 

Ennom 662 Esdrelon 168 

Enon (cfr. Enan) 422 Esron (cfr. Hesron) 2274 

Enoch, Henoch 1164 Esseni 142 

Enoch Liber 1165 Estol, Esthaol, Esthaolitae 161 

Enos 135 Esther 599 

En司Rogel 1237 Esther Liber 600 

Ensemes 954 Etham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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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an 115 

Ethamm 144 
F Ethbaal 162 

Ethica Biblica 1424. 2549 

Ethnarca 91 Faba 724 
Ethnico-Christiani (Fratres Ethnici) 385 Fabula 1831 
Ethnicus 2395 Fabulatores 2532 
Etiologia 1598 Facies 1383 
Eubulus 2387 Facula 275 
Eucharistia 2109 Fames 2593 
Eunice 2388 Familia 1449 
Eunuchus 1194 F amulus (Opifices) 71 
Eupator (cfr. Antiochus) 2391 Fanum 2334 
Euphemismus 1682 Far (milium) 伽凶ium) 432 
Euphrates 414 Farina 1768 
Eupolemus 2392 Fascia Pectoralis 1584 
Euroaquilo 182 Fauna Biblica 2098 
Eutychus 163 Fauni Ficarii 1793 
Eva (cfr. Heva) 116 Fel 1367. 2524 
Evangelium 2231 Felix Marcus Antonius 1875 
Evilmerodach (Amil-Mard心。 185 Femina 65 
Evodia 164 Fermentum 2301 
Exaltatio Christi (cfr. Ascensio. Ferrum 2592 

Gloria Christi) 1664 Festivitas 2341 
Excelsa Loca 1609 Festus Porcius 2308 
Excommunicatio 1898 Ficus 1908 
Exegesis 2093 Fideiussor 2432 
Exequiae 1823 Fidelis 1112 
Exercitus 1374 Fides 1113 
Exilium 456 Fiducia 798 
Exodus 303 Figulus 1802 
Exodus Liber 303 Figura .Similitudo 2386 
Exorcista 2595 Filius 66 
Expiatio 2601 Filius Dei (cfr. J esus Christus) 1293 
Expiationis Dies 2602 Filius Hominis 32 
Exploratores 1601. 1702 Fimus 2520 
Ezechias 672 Firmamentum 941 
Ezechiel 166 Fistula 1763 
Ezechielis Liber 167 Flagellare. Flagellum 2557 

Flora Biblica 2099 
Flos 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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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edus 2072 Gammarias 1408 
Foenus 645 Gareb 320 
Fons 1231 Garizim 1400 
Formgeschichtliche Methode 261 Gaulon , Golan 1430 
Formica 2453 Gaza 1378 
Fornax 276 Gazara , Gazer , Gazera , Gezer 1404 
Fornicatio 759 Gazophylacium ,Corbona 2303 
Fortunatus 2235 Gebal 1387 
Forum Appii 1021 Gedeon 1671 
Fragmentwu Muratorianwn Gedera 1389 

(cfr. Canon Muratorianus) 2342 Gedor 1390 
Frater 300 Gehenna (cfr. Ennom, Infernus) 662 
F ratres J esu 1295 Gehon 1665 
Frumentum 1808 , 67, 79 Gelboe 1675 
Fuga in Aegyptum 2108 Gemara 1392 
Funda 679 Genealogia 1736 
Funiculus, Funis 2569 Genealogia J esu Christi 1294 
Fur, Furtum 1613 Genera Litteraria 260 

Generatio 2 

G Generoth (Cenereth) 1679 
Genesareth 1409 

Gaal 316 Genesis 1816 

Gaba, Gabaa , Gabae, Geba 1668 Geneseos 11 priora Capita 

Gabaon 166" (cfr. Historia Primaeva) 1817 

Gabathon, Gebbethon 1670 Genizah 2340 

Gabbatha 317 Gentilis (cfr. Ethnicus) 384 

Gabriel 325 Gentiles Conversi 385 

Gad 306 Gentium Tadal Rex 1846 

Gadara 318 Genua flecte re 2128 

Gaius 307 Genus Apocalypt icum 2482 

Galaad 1677 Geographia 472 

Galatia, Galatae 1379 Gerara 1396 
Galatas (Ep叫ola aJ) 1380 Gerasa 1397 

Galbanum, Galbanus 443 Gergesa 1398 

Galea 1755 Gergesaeus 1680 

Galgal, Galgala 1676 Gersam, Gersom, Gerson 1394, 1395 

Galilaea 326 Gessen 1431 

Gallim 308 Gessur , Gessuri 1403 

Gallio Lucius r unius Annaeus 319 Geth 310 

Gallus, Galli Cantus, Gallina 2555 Gethhepher 330 

Gamaliel 327, 328 Gethrenunon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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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hsemant 1410 Haggada 1150 

GibIii (Gebal) 1387 Hagiographa 2554 

Giezi 1391 Hagiographus 2090 

Gigantes 212 Hai 1141 

Gihon 1665 Hala 1156 

Gilo 1666 Halacha 1157. 2081 

Gloria 460 Halhul 1176 

Glossa 932 Haliaetus. Haliaeetus 2612 

Glossolalia 2257 Hallel 1158 

Gnosis. Gnosticismus 2467 Hamath 1159 

Godolias 1407 Hammurabi 1177 

Gog et Magog 1440 Hamon 1143 

Golgotha 1438 Hananecl 1184 

Goliath 1434 Hanani 1162 

Gomer 1437 Hanania. Hananias (cfr. Ananias) 1178 

Gomor 1216. 1772 Hanes 1163 

Gomorrha 1161 Haran 1144 

Gorgias 1439 Harim 1145 

Gosen 1432 Harmonia Evangeliorum 

Gozan 1433 (cfr. Diatessaron) 2232 

Graecia. Graeci 660 Hasab悶. Hasabias 1179 
Gratia 1453 Haseroth 1180 
Grossus 520 

Hasmonaei 1064 
Gryps 2584 

Hasor (cfr. Asor) 1172 
Gutta 502 

Hassemon 2271 
Gymnasium 2611 

Hassidaei (cfr. Assidaei) 1167 

Hasub 1168 

H Hasum 1146 

Hattus 1169 

Habacuc 1147 Hauran 2258 

Habacuc Liber 1148 Haroth lair (cfr. lair) 1186 

Habiru (cfr. Hebraeus) 1149 Hazael 1171 

Habor 1152 Hazar Addar 1187 

Habsanias 1181 Hazar Enon vel Enan 

Haceldama (Ager Sanguinis) 1175 (cfr. Enan. Tichon) 1185 

Hachila 1155. 1220 Hebal 118 

Hadad. Hadad-Rimmon. Hebdomas 1204 

Adadremon 1153 Hebeninus 1490 

Hades (cfr. lnfernus) 1425. 1800 Heber 119. 2264 

Hadrach 1174 Hebraeus 665 

Haeresis. Haereticus 1924 Hebraeos (Epistola ad) 666 



66- 譯名拉 T 文賀信，， 1 -Hebraica Lingua 667 Heth. Hethaeus 2263 
Hebron 2265 Hethalon 2273 

Hedera 2244 Heva 116 
Helam 2259 Hevaei 664 

Helbon 2266 Hevila. Hevilath 1170 

Helcias 670 Hexaemeron 1818 

Heleph 2267 Hexateuchus (cfr.Pentateuchus) 1746 

Heli 101. 2260 Hiel 661 

Heliodorus 2275 Hierapolis 1330 
Heliopolis 177 Hierarchia 2085 
Hellenismus 668 Hieroduli (Cultus Prostitutionis) 2335 
Helles 2268 Hieroglyphici 1944 
Helon 2261 Hin 758 
Heman 2262 Hinnom (cfr. Ennom) 662 
Hemor 1160 Hinnulus 413 
Henoch 1164 Hiram 663 
Henoch Liber 1165 Hircanus 816 
Her 102 Hirsemes. Ir-shemesh 
Heraclitus 2279 (cfr. Bethsames) 206 

Heran 113 Hirur泣。 2443 

Herbae 1590 Hispania 612 

Hercules 2278 Historia Infantiae Christi 1296 

Hereditas. Heres 890 Historia Primaeva 208 

Hermas 2269 Historia Salutis 1710 

Hermeneutica (Exegesis) 2093 Historiographia 366 

Hermes 2277 Hobab 1213 

Hermogenes 2276 Holda. Olda 1348 

Hermon 2270 Holocaustum. Holocautoma 463 

Heraclitus 2279 Holofernes 1729 

Herodes 2007 Holon. Olon. Helon 1206 

Herodes Agrippa 1 et 11 1044 Homicidium 1749 

Herodes Antipas 503 Homo 31 

Herodes Archelaus 2007 Hon 1581 

Herodes Philippus 1873 Honor (Gloria) 460 

Herodiani 2008 Hoppha 1341 

Herodias 2009 Hor 1207 

Herodio. Herodius 2630 Hora 1477 

Herodion 2010 Horam 1208 

Hesebon 2272 Horäeum 58 

Hesli 143 Horeb (cfr. Sinai) 1219 

Hesron 2274 Horem 1209 

A 



譯名捏了文索引 67 • --Horesh (Hachi坦) 1220 Iacan 977, 1952 

Horí 1210 Iachanan (cfr. Iecnam) 1283 

Horma 1218 Iachin 1958 

Horraei. Horrhaei 1211 lacim 1954 

Hortus 2014 lackal (Canis Aureus) 1973 

Hosa (cfr. Husathites) 1212 Iacob 1966 

Hosanna 1947 Iacob Fons 1967 

Hospes 1189 Iacobus 1968 

Hospitalitas 1904 lacobus Minor 1969 

Hostia 1758 lacobi Epistola 1970 
Hucuca 1347 Iadason 810 
Huleh (cfr. Merom) 1339 ladiel. ladihel 1324 
"Humani Generis" 36 lahath 1975 
Humerale (cfr. Ephod) 891 lahaziel 1986 
Humerus 942 lahel 1974 
Humilis. Humilitas 2531 Iahiel 1308 
Hupham 1340 lahve. laveh 48. 1959 
Hur 1342 lair 1977 
Hus 1346 lairus 1978 
Huz (Hus) 454 lambri 2060 
Husa (cfr. Hosa) 1345 Iamin 1955 
Husai (cfr. Chusai) 1344 Iamnia 1989 
Husathites (cfr. Hosa) 1212 Ianthinus. Tahash 1489 
Hyacinthus 1764 

lapheth 1312. 
Hyades (cfr. Stella) 1203 

laphia 1979 
Hyaena 2623 

Iaphie 1980 
Hyksos 669 

laqe 1953 
Hymenaeus 815 

Hymnus 2624 
laramoth 1991 

Hypocrisis 1775 
Iare 1302 

Hyssopus 280 Iareb 56 
lared 1313 
Iarib 1981 
Ia詞. Iassa 1976 

Iaser 1316 

Iaasia 1987 Iason 1957 

Iabel 1961 Iaspis 2245 

Iabes 1964 Iassen 1956 

Iabes Galaad 1963 lattir (cfr. lether) 1983 
Iabin 1951 lasub 1982 
Iabnia (cfr. Iamn圳 1962 Iavan 1960 
Iaboc. leboc 1965 lazer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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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ex 1771 

Ibis 2479 

Ichabod 809 

Iconiurn 813 

Icuthiel 1326 

Idaia, ladaia, ledaia 1304 

Idaspes (Iadason) 810 

Idida 1305 

Idithun 1306 

Idololatria 1612 

Idolothyturn 1760 

Idumaea (cfr. Edom) 812 

leblaam 808 

lebnael 1985 

lebsem 801 

I~~ lW3 

lebusaeus 1303 

lechon帥， leconias (cfr. loachin) 1323 

lecmaam, lecmaan, 
lecnam 1282, 1325 , 1988 

lectan 1273 

lectehel 1284 

lecur 715 

ledala 8II 

leddoa, leddua 1973 

lehiel 1307, 1310 

lehu 1301 

lehus 1321, 1322 

leiunium 2075 

lephtahel, lephthael 830 

lephte, lephthe 803 

lerameel 1329 

leremias 1327, 1331 

leremiae Liber 1328 

leremiae Lamentationes seu Threni 1138 

leremiel (Ieramael) 1329 

lericho 1311 

leremoth, lerimoth, lerimuth 1332, 1334 

leroboam 1992 

leroham 1314 

lerusa 1315 

-. 
1336 lerusalem 

leshurun (Vul.: Dilec恤，

Rectissimus) 

lesi 

lesia, lesias 

lesse (cfr. Isai) 

lesus 

lesus Christus 

lether 

letheth 

lezabad (cfr. lozabad) 

lezabel 

lezonias 

I ez rael, I ezrahel 

Ignis 

lim, lieabarim, Icabarim 

IIex 

I1lyricum 

Imago 

Immunditia, Immundus 

Impositio Manuum 

Incensurn 

Incestus 

Incisura 

Incredulitas, Incredulus 

India 

Infallibilitas 

Infantia Christi 

Infernus, Inferus , Inferi 

Inimicitia, Inimicus 

“ Inimicitiae" (nomen propr.) 

Inspiratio 

Interpolatio (cfr. Glossa) 

Interpretatio Biblica (cfr. Exegt:sis) 

Interpretatio Allegorica 

loab 

Ioachaz 

Ioachin (cfr. Iechonias) 

Ioacim, Ioakim 

loanna 

Ioannes 

a
u
n
u

伺J
κ
υ
'
A
2
J
n
y
n
u
ζ
J

。
。
、

J

勻
，

A
守

n
y
?
U
A

守

、
3

弓
，
缸
，
A

瓜
u
1

且

O
Y

'、
J

。
。
句

J
A
υ
-
A
Q
Y
A
U
A
U
F

且
句

J
q
h

'、J
A
Y
A
υ

句
公

0
7
A
υ

n
u
n
u
1
A
Q
J
Q
J
1
A

勻
，
但
2
l
v

弓
，
“
O
J
?
u

弓
，

9
-
A
υ
1
A
'
A

旬
，

n
u

呵
，
，
且
可

J
A
U

瓜
u

弓
，

O
J

句
J
Q
U
Q
J
E
V
F

、J
O
J

句J
L
υ

呵
，

"
J

呵
，
反

υ
'
、J

U88HU2233389828087250594244608222223 1
12

111

1112122111221111111 

' 

' 

，

I
R
υ
 

位

6呵
，


ll 



譯 名 fi'L T 文'fi;. 1\ 69 j1 

'-Ioannes Aposto1us 1356 Ishboseth 823 

Ioannis Apoca1ypsis 1360 Iscariotes 817 

Ioannis E\'ange1ium 1357 Ismael, Ishmael, Ismaelitae 824 

Ioannis Epistolae 1358 Israel 296 

Ioannes Baptista 1353 Israel Regnum 297 

Ioannes Hyrcanus 816 Issachar 819 

Ioas 1266. 1333 Istob (Tob) 512 

Ioatham. Ioathan 1257 ltala 2047 

Iob 1255 Italia 2048 

Iob Liber 1256 Ithamar 825 

Iochabed 1280 1 tinera Pauli 1111 

Ioel. Iohe1 870. 1267 Ituraea 826 

Ioe1 Liber 871 Iubilaeus Annus 1821 

Iohanan 1269 Iuda 1910 

Ioiada 1271 Iudaea 1911 

Ioiarib 1281 Iudaei 1911 

Ionas 1259 1 udaeo-Christiani 1913 

Ionae Liber 1260 Iudaismus 1912 

Ionathan. Ionathas 1274 Iudas 1917 

Ioppe 1262 Iudas Apostolus 1915 

Ioram 1263. 1309 Iudae Epistola 1915 

Iordanis 1258 Iudas Ga1ilaeus 1914 

Iorim 1264 Iudas Iscariotes 1917 

Iosaphat 1285 Iudas ~achabaeus 1920 

Ioseph 1354 Iudas Thaddaeus 

Ioseph (Sponsus B. Virg. ~.) 1354 (cfr. Iudas Apost.) 1915 

Iosephus Flavius 1355 Iudex. Iudicium 644 

Iosias 1276 Iudicum Liber 428 

Iosue 1277. 1317. 1362 Iudicium Particulare (Individuale) 2320 

Iosue Liber 1363 Iudicium Universale (Ultimum) +19 

Iota 1916 Iudith 187 

Iovis Olympius (cfr. Iupiter. Zeus) 1129 Iudith Liber 188 

Iozabad. Iezabad 1286 Iulius 1918 

Ira 799 Iugum 1790 

Irad 804 Iuncus 1939 

Ir Ha-heres (Heliopolis) 206 Iuniperus 683 

Ir is 1368 1 upiter (cfr. Zeus) 1919 

Isaac 805 Iurare. Iuramentum. Iusillrandum 1597 
Isai 806. 2116 Iustifìcare. Illsti自 catlO 678 
Isaias 820 Iustitia 425 
lsaiae Liber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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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Lazarus 901 

K Lebana 572 
Lebna , Lobna 762 
Legio 1375 

Kewan (VuI.: Idola Vestra , Legumina 2403 
cfr. Remphan) 625 Lemuel (cfr. Lamuel, Agur) 574 

Khirbet 2338 Lens 1197 
Leo 2070 

L Leontopolis Templum 1744 
Lepra 207 1, 2586 

Laabim (cfr. Libya, Libyes) 573 
Lepus 832 

Laban 894 
Lesa 571 

Labium 55 Levi 564 

Labrusca (Colocynthis) 1797 Leviathan 766 

Lac 388 Leviratus 295 

Lacedaemonii 902 Levitae 565 

Lacerta 2427 Leviticus Liber 567 

Lachis 895 Lex 923 

Lactucae Agrestes Lex Talionis 1828 

(Herbae Amarae) 1365 Lia 570 

Ladanum (cfr. Resina, Stacte) 1418 Libamen, Libatio 1830 

Lais 896 Libanus 2422 

Laisa 897 Libe[[us Repudii 455 

Lamech 898 Liber 1478 

Lamentatrices 1137 Liber (Bacchus) 1695 

Lamia 2596 Liber F oederis 1253 

Lampas 2440 Liber Iubilaeorum 1822 

Lamuel (cfr. Agur) 574 Libertas 579 

Lancea 2170 Libertini 580 

Laodicaea 1819 Libraria 2164 

Lapidare, Lapidatio 1526 Libya, Libyes 646 

Lapides Pretiosi 430 Lictores 795 

Lapis Angularis 720 Lignum 267 

Lappa (Phamnus) 1589 Ligurius 2004 

Larsa (cfr. Pontus) 899 Lilium 531 

Larus 1487 Lingua 582 

Lasaea (cfr. Thalassa) 900 Lingua Biblica 2096 

Latro 2050 Linum 1767 

Latusim, Lqtussim 576 Linus 760 

Laus, Laudare, Hostia Laudis 2625 Lithostrotos (cfr. Gabbatha) 450 

Lavare, Lavacrum, Lotio 1232 Litterarium Genus 26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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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Locus Flentium 926 l\1achaerus 2218 

Locusta 1776, 2405 Machir 2203 

Lod, Lyda , Lydda 761 , 2562 Machmas 550 

Lodabar 2568 Machphela 2219 

Logia Domini 722 l\Iadaba, Medaba 2487 

Logos (cfr. Verbum) 721 Madian 541 

Lois 2563 Madon 2185 

Longaevltas 967 Magala (Vul.: Vallis Terebinthi) 105 

Lorica 2552 Magdala 2217 

Lot 2567 
Magdalene (Magedan) 2201 

Lucas Evangelista 2129 Magdalgad 553 

Lucae Evangelium 2130 Magdalum 552 

Lucerna (cfr. Lampas) 2440 Magedan 2201 

Lucüer 1741 Mageddo, Mageddon 2488 

Lucius 2133, 2134 Magi 2411 

Luctus 1824 Magia 658 

Lucus (cfr. Ashera) 1032 Magister (Doctor) 1704 

Lumen, Lux 459 Magistratus 860 

Luna 266 Magnificat 2211 

Lunaticus 1700 Magog (cfr. Gog) 2202 

Lupus 1595 Magron 540 

Lust rationis Aqua 849 Mahanaim 2216 

Luza (cfr. Bethel) 2132 Malachias 2220 

Lycaonia 652 Malachiae Liber 2221 

Lycia 764 Malaleel 2222 

Lyda, Lydda (cfr. Lod) 761 Malchus 2205 

Lydi Lydii , Ludim 2131 Malogranatum (Malum Punicum) 447 

Lydia 763 Malta 2489 

Lysanias 654 Malum, Malus 2582 

Lysias 765 Mambre 2206 

Lysimachus 767 Mammona 2471 

Lystra 653 Manahem 2491 

Manahen 2207 

M l\1anasse, Manasses 2492, 2493 

Manassae Oratio 2494 

Maacha 2198 Mandragora 1742 

Maara Sidoniorum 985 Mane, Thecel, Phares 2509 
Maasia, M閥割的 2215 Manilius (cfr. Quintus Memmius) 2188 
Maceda 2204 Manna 2187 
Macedo, Macedonia 1605 h在anue 2208 
Machabaei 2199 Manus 256 
Machabaeorum Liber 1 et II 2200 h在anuscripta Biblica 2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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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1aon 2186 Melchisedech 2501 
孔1ara 2189 Melchom, Moloch 542 
Maran Atha 650 Mello 533 
l\1arcus Evangelista 1606 Membrana 557 

Marci Evangelium 1607 Memphis, Noph, l\1oph 973 

l\1ardochaeus 2352 Mendicus 53 
Marduk (cfr. Merodach) 2223 Menelaus 2490 

Mare 1486 E在enl 2483 

Mare Aeneum 2305 Mensis 265 

Mare I\Iediterraneum 473 l\1ensurae, Pondera 1195 

Mare Mortuum 525 扎1erari 2495 

Mari s 1\1ortui Documenta 526 Mercatura, Merces 1636 

Marc Rubrum 1287 Mercenarius 2012 

Maresa 2209 Mercurius (cfr. Hermes) 2502 

Mareth 2214 耳1eretrix 1685 , 1750 

Margarita 1243 l\1crgulus 2629 

恥1a ri 2190 Meribbaal 2503 

Maria (Virgo, l\1ater Chr.) 2210 Merodach 2504 

Maria (I\Iyriam) 544 Merodach Baladan 2508 

Marmor 60 Merom 2485 

l\1artha 2212 Merrha (cfr. l\1adian) 2484 

Martyr 2570, 1349 Mes 2193 

Masada 2224 l\1esa 2486 

Maspha, Masphat 548 1\1esollam, ì\Icss111am, lVlosollam 2498 

Massa 2192 Mesopotamia 1093, 1290 

Massa (Vu l.: Tentat叫 2191 I\Iessias 2499 

Massorethac, Textus I\lassoreticus 2227 l\1essianismus 2500 

Mater, I\Iaternitas 427 1\ Ietalla 963 

Mathan 2194 ì\ Ietreta 1743 

Mathathias 2225 , 2226 I\ Iczuza 970 

Mathusael 2505 I\Iicha 532 

孔lathusala ， I\lath l1 sale 2506 Michaeas 536 

Matrimonium 1683 I\Iichaeas Propheta 538 

E在atthaeus 2195 ì\Iichaeae Liber 539 

Matthaei Evangelium 2196 l\1ichael 仰ichol) 537 

Matthias 2213 Michael Angelus 2513 

MeJi , ì\1edia 2184 Michas 伽ichus) 532 

l\1ediator , Mediatio 74 1\1ichol 537 

Medicus，扎ledicina 2551 Midrash 549 

Meghilloth 82 l\1 iletus 543 

Mel 2122 Militia Cacli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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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名1): -J 火吐'~ I.H 73 ,. --l\lilium 2005 l\ lunus 2546 

Millenarismus 54 I\Iuratori (cfr. Canon :\Iurator.) 2342 

1恥的Ivus 2310 l\1us 559 

Ministe r, l\1 inisterium, Ministratio 2085 Musca 2246 

Miphiboseth (cfr. Meribbaal) 2507 i\ Iusica 1412 

Miraculum 856, 1536 l\ lustela 2607 

Misach 2496 Mustum (Vinum) 1599 

Misael 547 Mygale (Lycerta) 2427 

Misericordia 85 Myndus 908 

Mishna 546 Myra 535 
Myrica 2518 

Missa 2512 
Myrrha 688 

Mitylene 551 
Myrtus 968 

Mna 534 
Mysia 545 

Mnason 268 

Moab , 1\10abitac 23+6 
Mysterium 1541 

Modin 2343 
Mythus 1539 

Mola, Lapides I\Iolares 2446 

N Molada 2347 

Moloch (cfr. Melchom) 2348 

Moneta 1782 Naalol 1563 
lVIona rchia 647 Naama 1548 
Monotheismus 1633 Naaman 1550 
Mons Congregationis seu Naamathitcs 1549 

Testamp-nti 1930 
Naba叫h (cfr. Nabathaei) 22 

Mons Dei 196 Nabal 1551 
lVIons Olivarum 2437 Nabathaei 1552 
lVIoph (cfr. i\ Iemph叫 2344 Nabonidus 1562 
lVIoralis seu Ethica Doctrina Nabopolassar 1568 

(cfr. Ethica Biblica) 1424 2549 Nabuchodonosor 1472 
J\Iorasthi , Morasthites 2353 Nabusezban 29 
Morbus 1522 Nabuzardar 30 
More 2345 Nachor 1555 
孔10ria 2349 Nadab 1553 
l\ lors 524 Nahasson, Naasson 1554 
l\Ioser , I\ Ioscra, :\Ioseroth 2350 Nahum (Rehum) 1614 
Mosoch 2497 Nahum Propheta 1544 
主losollam 2498 Nahum Liber 1545 
I\Ioyscs 1745 Naim 1546 
l\Iulier 1684 Naioth (cfr. Ramatha) 1556 
l\Iulus, I\Iula 2594 Nanea 1557 
l\{unùus +93 Naphath-dor (cfr. Dor) 480 



74 .. 譯名拉 丁 文索 ~ I -Naphtha 14. 448 Netupha 18 
Narcissus 1566 Nicanor 400 
Nardus 1473 Nicodemus 401 
Nathan 1547 Nicolaitae 393 
Nathanaeì 23. 1567 Nicolaus 392 
Nathanias 24 Nicopolis 402 
Nathinaei 2578 Niger (cfr. Simon) 394 
Nationum Tabula 364 Nilus 390 
Nativitas 2255 Ninive 397 
Natura 421, 578 Nippur 398 
Navigatio 1586 Nisan 391 
Nazaraeus (cfr. Nazareth) 1561 Nitrum 2230 
Nazarenus 1560 Nix 1804 

Nazareth 1559 No. No Amon (cfr. Thebes) 2458 

Neapolis 19 Nob. Nobe 2459 

Nebahaz 399 Nobe 2463 

Nebo. Nabo 8. 9 Noctua 854 

Nebo Mons 7 Nod 2460 

Nechao 10 Nodab 2464 

Necromantia 905 Noe 2461 

Negeb 13 Noemi 1558 

Nehemias 20 Nohestan 26 

Nehemiae Liber (II Esdr.) 21 Nomen 469 

Nemra 395 Nomina Divina (cfr. Deus) 200 

Nemrim 396 Noph (cfr. Memphis) 2462 

Nemrod 403 Nophe 2465 

Nendi Ars 1571 Nopheth 2466 

Neomeniae 2053 Nox 853 

Nephi (cfr. Nephthar) 14 Nubes 1999 

Nephthali 1564 Numenius 387 

Nephthar (cfr. Naphtha) 14 Numerorum Liber 254 

Nephthuim 1565 Numerus 2381 

Nephtoa 25 Numismata. Nummi (cfr. Pecunia) 1782 

Ner 11 Nunc Dimittis 611 

Neregel-Sereser 28 Nuptiae (Matrimonium 1683 

Nereus 15 Nutrix 768 

Nergel 27 Nux 1482 

Neri 12 Nymphas 2167 

Neri. Nerias 16 
Nesib 17 
Nesroch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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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Oraculum (cfr. Propitiatorium) 1538 

O Oratio, Orare 1245 

Oratio Dominica 195 

Ordo 1.5 34 
Obadia, Obdia, Obdias, Obedia 1728 Ordinis Sacramentum 

Obed 1718 (cfr. Sacerdotium, Sacramentum) 1534 

Obededom 1733 Oreb 1727 
Obolus (cfr. Mensurae, Ponde叫 Oriens 911 1741 

Pecunia) 1386 Oriens (Regio) 521 

Ochozias 1046 Orion 1203 

Odaia 1223 Ornamentum 2309 

Oded 1719 Ornan (cfr. Areuna) 1725 

Odia 1214 Oronaim 1224 

Odium 1196 Orpha 1726 

Odollarr且， Odullam 1002 Orthosias 1732 
Odovia, Oduia (Oda詛) 1223 Oryx 1771 

Offensionis Mons 1837 Osaias (cfr. Iezonias) 1221 , 2215 

Og 1713 Osculum 2456 

Ohola et Oholiba 1735 Osee 1222 

Olea, Oliva 2435 Osee Propheta 2389 
Oleaster 1799 Osee Liber 2390 
Oleum 921 Ossarium, Ossuarium 1608 
Olivarum Mons 2437 Ostracon, Ostraca 433 

Olus, Olera 2403 Othoniel 1731 

Omnipotens 462 Ovile 556 

On (cfr. Heliopolis) 1581 Ovis 554 
Onager 1796 Oza 1495 
Onan 1714 Ozia, Ozias 1500 
Onanismus 1715 Oziel 1501 

Onesimus 1730 
Onesiphorus 1734 P Onias 1721 
Ono 1716 
Onocrotalus 2037 Paedagogus 1704 

Onomasticon 2106 Pagani (cfr. Ethnicus, Gentilis) 1925 

Onychinus Lapis 1289 Palaestina 236 
Ophel 1722 Palaestinae Excavationes 
Ophir 1723 Archaeologicae 237 
Ophni 1215, 1724 Palatium 1447 
Opifices, Opus 71 Palimpsestus 1382 
Optimates 859 Palma 1838, 1902 
Oracula Sibyllina 1471 Palmyra 876,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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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mphylia 1474 Pecunia (Nummi) 1782 

Panbabylonismus 528 Pelusium 1656, 2052 

Panis 2536 Pentapolis 77 

Paphus 872 Pentateuchus 1746. 78 

Papyrus 2243 Pentateuchus Samaritanus 2379 

Papyri Biblici 2089 Pentecoste 81 

Parabola 269 Penula 383 

Parabolae Novi Testamenti 270 Peor 1646 

Paraclitus 2590 Pepo (Cucumus) 607 

Paradisus 2383 Peqod 1641 

Paralipomenon Liber 1 et II 2402 Peraea 1650 

Parallelismus (cfr. Poes叫 412 Percussio Ozae 1658 

Paralysis. Paralyticus 2614 Perdix 2606 

Parasceve (cfr. Pascha) 2159 Peregrinus 1689 

Pardus 1594 Pergamum 1657 

Parentes 278 Perge 1647 

Parmenas 877 Pericopa 1230 

Parousia. Parusia. Epiphania Peripsema 852 

(cfr. Eschatologia) 464. 794 Periurium. Periurus (cfr. 1 urare) 1928 

Parthi 881 Persae. Persia 927 

Partus 96 Persepolis 928 

Parwaim 878 Perses. Perseus 1648 

Pascha. Phase 2138 Persis 1649 

Passer 1810 Persona 33. 620 

Passio Domini 1298 Pes 2112 

Passus 3 Pestis. Pestilentia 2396 

Pastor 934 Petra 446. 2397 

Pastorales Epistolae 935 Petra 735 

Patara 875 Petrus Simon 614 

Pater 277 Petri Epistola 1 et II 615 

Patient抽 676 Phacee 1640 

Patmos 874 Phaceia 1654 

Patriarchae 861 Phadaia 1639 

Patrobas 879 Phaleg 1642 

Paulus Sergius (cfr. Sergius Paulus) 590 Phanuel 925. 1645 

Paulus Apostolus 1108 Pharan 873 

Pauper. Paupertas 1781 Pharao 922 

Pavus 211 Phares 1651 

Pax 851 Pharisaei 924 

Peccatum 2082 Phasga 285 

Peccatum Originale 1426 Phatures. Phathures. Phetros 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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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ethaei, Phelethi Planetae 604 

( cfr. Cerethaei) 1643 Planities 411 

pherezaeus 1652 Plantae 1901 

Phethor 1653 Platanus 2061 

Phige!us 1104 Plumbum 2155 

phihariroth 289 Pluvia 1101 

philadelphia 1107 Poena 465 

philemon 1945 Poenitentia 1926 

Phi1emonem (Epistola ad) 1946 Poenitentiae Sacramentum 651 

Philetus 1105 Poesis 2126 

Philippi 1871 Polygamia 485 

Philippenses (Epistola ad) 1872 Polytheismus 483 

Philippus 1873 Pontifex (cfr. Sacerdos) 62 

Philisthaea, Philistinus 1655 Pontificia Commissio Biblica 2095 

Philo 1751 Pontus 420 

Philologus 1106 Populm 2059 

Philosophia 1441 Porcius (cfr. Festus) 2308 

Philosophia et S. Scriptura 2100 Porcus (cfr. Sus) 2468 

Phinees 287 Porphyrio 442 

Phison 283 Porrus 2115 

Phithom 284 Porta 969 

Phlegon 415 Porta Aurea 962 

Phoebe 2234 Porta Gregis 555 

Phoenice 1938 Porticus 757 

Phoenice, Phoenices 1937 Possessio, Possessor 621 

Phogor (peor,Baa1phegor) 1646 Potus 2002 

Phrygia 210 Praecursor 1133 
Phul 1885 Praeda 2430 
Phunon 1886 Praedestinatio 2156 

Phur, Phurim 1889 Praedicatio 1192 
Phuth 1887 Praeexistentia Christi 458 
Phylacteria 2080 Praeputium 331 
Pignus 892 Praetorium 2522 
Pietas Filialis 657 Prandere, Prandium 1739, 1415 
Pilatus Pontius 271 Presbyter 965 
Pinus 912 Primatus Petri 92 
Piscari, Pisces 1806 Primitiae 643 
Pisidia 288 Primogenitus 964 
Pistaciae (cfr. Terebinthus) 2452 Principatus 1839 
Placenta 2251 Prinus (cfr. Schinus) 2385 
Plagae Aegyptiacae 1444 Prisca, Priscilla 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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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horus 86 Quintus Memmius 907 
Proconsul 2521 Qumran. Manuscripta Qumran 723 
Procurator 2566 

Promissio 1452 R Propheta. Prophetia. Prophetismus 457 

Propitiatio 2321 

Propitiatorium 2603 Rabba. Rabbath 2280 

Proselytus 2543 Rabbi. Rabboni (cfr. 1\1agister) 2281 

Prostitutio 2412 Rab Mag 2293 

Protocanonici Libri 424 Rabsaces 59. 2295 

Proto-Evangelium 1428 Rabsaris 2294 

Proto-Parentes 1429 Rabthabahim (Vul.: Magister 

Proverbium 2398 Milit山n) 2298. 2454 

Proverbiorum Liber 2398 Rachel 2289 

Providentia 202 Ragau 2282. 1609 

“Providentissimus Deus" 52 Rages 2287 

Provincia Romana 2564 Raguel 2288 

Psalmus 2101 Rahab 1622. 2290 

Psalmorum Liber 2101 Ram 2587 

Ptolemaeus 88 Rama 2283 

Ptolemais (cfr. Accho) 87 Ramatha 2296 

Publicanus 1934 Ramesses 2297 

Publius 2306 Ramoth Galaad 2300 

Pudens 1888 Ranae 2407 

Purgamentum (cfr. Peripsema) 2337 Raphael 1623 

Purgatorium 2067 Raphael Angelus 2291 

Purificatio. Purificationis Ritus 848 Raphaim 1624 

Purpura 1765 Raphaim Vallis 1625 

Puteoli 2307 Raphidim 1626 

Putiphar 1892 Raphon 2284 

Pygargus 2525 Rasin 1617 

Pyrrhus 282 Ras Shamra (cfr. Ugarit) 2299 

Razias 2292 

Q 
Razon 1618 

Rebecca 2420 

Rebla 2421 

Qab (cfr. 1\1ensurae) 356 Recem 1615 

Qir Moab 622 Rechat、. Rechabitae 1620 

Qoheleth (cfr. Ecclesiastes) 1593 Rechoboth 1630 

Quadrans 1 Rechoboth Ir 1631 

Quartus 490 Reconcilia tio 850 

Quercus 2438 Redemptio. Redemptor 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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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na Coeli 193 Rosh 1236 

Regma 2285 Ruben 1627 

Regnum Dei. Regnum Coelorum 191 Rufus 2416 

Regnum• Regalitas in Israel 297. 466 Ruma (cfr. Duma) 2417 

Regu1us 1369 Ruta 1587 

Rehum. Reum. Rheum 1614 Ruth 2444 

Re1igio 862 Ruth Liber 2445 

Reliquiae. Residuum Israel 298 

Remissio Peccatorum 2083 S 
Remmon 2418 

Remmonphares 2426 

Remphan 2064 Saba 584. 943 

Renes 1936 Sabama 1465 

Reptilia 933 Sabarim 949. 1468 

Rescriptus Codex 1382 Sabatha 2361 

Resen 1616 Sabbatum 499 

Resina 1418 Sabbati 1 ter 500 

Respha 2425 Sabbaticus Annus 501 

Ressa 2419 Saccus 1364. 1779 

Resurrectio Domini 294 Sacerdos 378 

Resurrectio Mortuorum (Carnis) 562 
Sacramentum 2103 

Rethma 2424 
Sacri自cium 1757 

Retributio 1829 
Sacrificia Humana 34 

Reu (cfr. Ragau) 1619 
Sacrilegium. Sacrilegus 2530 

Revelatio 1634 
Sacrum Convivium (cfr. Agape) 2044 

Rex 1637 
Sadducaei 2363 

Regum Liber 1 et II 
Sadoc 338 

466 Saeculum 290 
Rhamnus 1589 Sakkuth (cfr. Kewan) 
Rhegium 1621 

2362 
Sal 2618 

Rhode 1234 Salamis 2367 
Rhodus 1235 Salarium 2154 
Riphath 2423 Salathiel 702 
Roboam 1629 Sale 945 
Rogel Fons 1237 Salebim. Selebin. Salaboni 696 . 700 
Rohob 1622 Salecha. Selcha 2364 
Rohoboth 1630 Salem 2355 
ROma (Reumah) 1628 Salicum 1lorrens 1229 
Roma. Roπ祖llJ 2564 Salim 2357 
Romanos (Ep晶tola ad) 2565 Salinarum Vallis 2619 
Ros 1897 Salis Civitas 2620 
Rosa 939 Salix 1228. 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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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manasar 704 Sareda 1785 
Salmon, Salma 2366 Sarephta, Sarepta 349 
Salmona 348 Sargon II 2374 
Salome 2368 Saron 690 
Salomon 2369 Sarsachim Rabsares 2454 
Salphaad 1789 Sarthan, Sarthana 340 
Saltare, Saltatio 2240 Sarug 594 
Salus, Salvator 1200 Sarvia 1786 
Samaraim (cfr. Semeron) 373 Sassabasar 957 
Samaria 2377 Satan, Satanas (cfr. Daemones) 2360 
Samaritani 2378 Saul 698, 2376 
Samgar 703 Save Vallis , Vallis Regis 693 
Samir 697 Scabellum 2113 
Samma 691 Scandalum 1770, 1836 

Samothracia 2380 Scarabaeus 439 

Samson 46 Scenofactoria Ars 1690 

Samuel 952 Sceva 1877 

Samuel Iudex et Propheta 2370 Schinus 771 

Samuelis Liber 1 et II 2371 Schisma 97, 1708 

Samus 2358 Scinifes, Sciniphes, Ciniphes 1592 

Sanaballat 1485 Scorpio, Scorpius 2404 

Sanctus, Sanctitas, Sanctifìcare 1533 Scriba 2079 

Sanctus Israel (cfr. Deus) 190 Scribendi Ars 1480 

Sanguis 601 Scriptura, Sacra Scriptura 2086 
Santhikos 1868 Scythac 847 
Saphan 692 Scythopolis (cfr. Bethsan) 377 
Saphat 694 Seah 583 
Saphathia, Saphatia 956 Sebenia, Sebenias 955 
Saphir 695 Seboim 1784 
Saphira 2372 Secta 2585 
Saphon 332 Secundus 586 
Sapientia 1893 Sedec Jas 2179 
Sapientiae Liher 1895 Segor 407 
Sapientiales Libri 1894 Sehon 1458 

Sapphirus 2550 Seir 587 

Sara, Sarai 2359 Seleucia 589 

Saraa, Sarea, Saras 1528 Seleucus 588 

Saraia, Sa raias 593 Sella 2176 

Sardes 2373 Sellum 689 

Sardius 756 Selmon 339 

Sardonyx 2183 Sem 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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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SerneJ 368 Siceleg 2180 

Serneia, Semejas 951 Sicera 2439 

Serneron, Semron 373, 1787 Sichar 1466 
SenatUS Iudaeorum, Concilium, Sichem 944 

Synedrium 94 Siclus (Sheke1) 841 

SenectuS, Senex 558 Sidon, Sidonia, Sidonii 2175 

Seniores 965 Sidrach 701 

Sennaar 374 Sigi l1um, Signacu1um, Annulus 467 
Sennacherib 1869 Signum (Miracu1um) 856, 1536 
SensUS S. Scripturae 2078 Sihor Aegypti 370 
Sepharad (Vul.: Bosphorus) 596 Silas, Silvanus 1459 

Sepharvaim 597 Siliquae 725 

Sephet 591 Silo 367 

Sephora 375 , 2178 Siloe 371 

Septem 5 Simeon 372, 610 
Septem Verba Domini in Cruce 1225 Simiae 2069 

Septuaginta 6 Simon 369, 608 

Sepulchra Concupiscentiae 640 Sin Desertum 913, 2455 

Sepulchrum 2319 Sin 2052 

Sepulchrum Christi 1300 Sina, Sinai 606 

Sepultura 1445 Sindon 2516 

Sequi Christum 2127 Sinim 14-61 

Seraph, Seraphim 592 Sion 2068 

Sergius Paulus 590 Sirach (cfr. Ecclesiasticus) 1462 

Sericum 2238 Sis 2177 

Sermo Montanus 70 Sisa, Siva (cfr. Saraia) 593 

Serpens 966 1777 Sisara 1467 

Servire, Servitus, Servus 386 Sivan (Vul . Siban) 1463 

Servus Iah\'eh (Domini) 51 Smaragdus 2239 

Sesac 376 Smyrna 1878 

Sesach 376 Soba 1527 

Seth 947 Sobbochai 1464 
Setim 711 Sobna 948 
Sexus 889 Soccoth, Socoth 2450 
Shaddai (cfr. Deus) 462 Sochothbenoth 2451 
Shamash 207, 953 Sodoma 1572 
Shekel (cfr. Mensurae) 841 Sol 205 
Shekina 950 Somnium 2165 
Shema 946 Sopater 1573 
Sheol (cfr. lnfernus, Inferi) 842, 1801 Sophar 408 
Siba 2174 Sophonias 1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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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honias Propheta 1574 Sunamitis 843 
Sophoniae Liber 1575 Sur 844, 1737, 2447 
Sorec Vallis 717 Sus 2468 
Sors 893 Susa (cfr. Saraia) 593 
Sosipater 1576 Susa, Susan 2448 
Sosthenes 1577 Susanna 2581 
Sostratus 1578 Sycomorus 1798 
Spartiatae, Spartiani 1876 Syene 595 

Spes 659 Symbolum, Symbolismus 1942 

Spinae 1589 Synagoga 2056 

Spiritus, Spiritualis 2236 Synedrium (cfr. Concilium) 94 

Spiritus Sanctus 2104 Synopsis Evangelica 2233 

“Spiritus Paraclitus" 496 Synoptica Quaestio 2168 

Stabulum 1604 Syntyche 914 

Stachys 1881 Syracusa 1470 

Stacte 2580 Syria, Syriani (cfr. Aram) 1135 

Stadium 1879, 2139 Syrtis 1134 

Starnnum 2472 

Stater 1880 T 
Statera 194 

Stationes Exodi 299 Tabeel, Thabeel 2017 
Statua 451 Tabernaculorum Festum 1692 
Stela 1537, 2074 Tabernaculum 1691, 2057 
Stella 1203 Tabernae Tres, Tres Tabernae 45 
Stella Magorum 1203 Tabitha 2018 
Stellio (Lacerta) 2427 Tadmor 2028 
Stephanas 1883 Talentum 2019 
Stephanus 1882 Talitha Cumi 2035 
Stibium 1923 Talmud 2029 
Stigmata 1504 Talpa (Mustela) 2607 

Stipendium 1377 Tamarix (Myrica) 2518 

Stoicismus 1884 Tammuz 2022 

Storax 2434 Tanis 206 , 2024 

Struthio 2478 Tannirn 2016 

Stultitia, Stultus 2042, 2401 Taphne 2034 

Suffocatio 1762 Taphnes 2030 

Sulamitis 846 Taphua 2025 

Sulphur 1932 Targum 2031 

Sumer, Sumerii 845 Tarsus 2026 

Summus Sacerdos 62 Tartarus 471 

Sunam, Sunem 843 Tebeth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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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l 2339 Thebes (cfr. No) 882 

Temp1um 2065. 2107 Thebes 1507 

Tempus 1476 Thebni 1844 

Tenebrae 2006 Thecua. Thecue. Thecuath 1508. 1848 

Tentare. Tentatio 2125 Theglathpha1asar 1866 

Tentatio Christi 1297 Thema 1505. ‘ 1509 

Terebinthi Vallis 105 Theman 1506 

Terebinthus 2452 Theodas 1514 

Terra 470 Theophania 197 

Terra Sancta 2105 Theophilus 2333 

Tertius 1510 Theraphim 1535 

Tertullus 1515 Thersa 1853 
Testamenta XII Patriarcharum 44 Thesbites 1857 

Testamentum (Foedus) 2072 Thessa\onica 1698 

Testamentum Vetus et Novum 2072 Thessalonicenses (Epist. 1 et II ad) 1699 

Testamentum Levi 569 Thiras 1855 

Testimonium. Testis 718. 2570 Thisbe 1856 

Tetrarcha 98 Thogorma 518 
Tetrateuchus (cfr. Pentateuchus) 381 Thola 513 
Textus 2077 Thomas 478 
Thabor 61 Thronus 2574 
Thada\ 1846 Thubal 1251 
Thaddaeus (cfr. Judas) 2142 Thummim (Vul.: Veritas) 1250 
Thahas (Vu1.: Ianthinus) 1488 Thus 770 
Thalassa 900 Thyatira 1859 
Thamar 2020 Thyinum Lignum 2517 

Thamna 1850 Tiberi的 1858 
Thamna. Themna 1849 Tiberius 1845 

Thamnatha 1860 Tichon (Vu1.: Domus Tichon) 1841 
Thamnatsare 1864 Tigris 883 
Thamnath Sarea 1865 Timon 1842 
Thenac. Thanach 2023 Timotheus 674. 1851 
Thanathse\o 2036 Timotheum (Epistola 1 et II ad) 675 
Thaphsa 1852 Titu\us 2558 
Thapsa 1852 Titus 672 
Tharaca 1862 Titum (Epistola ad) 673 
Thare 1511 Titus Manius 1863 
Tharsis 2032 Tob 512 
Tharthac 2033 Tobias. Thobias. Thobis. Tobi 515. 516 
Tharthan 2027 Tobiae Liber 488 
Thau 40 Topazius 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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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tio, Unguentum Topheth 517 1811 

Tora 514 Unctio Infirmorum 

Torcular 2169 (Sacramentum Unctionis) 1523 

Torrens Aegypti Unicornis 1794 

(cfr. Sihor Aegypti) 1443 Upupa 2541 

Trachonitis 1516 Ur Chaldaeorum 1494 

Traditio 2013 Urbanus 649 

Transfiguratio 2610 Urbs 1446 

Transflumen 920 Urias 1496 

Transiordania 1258 Uriel 1497 

Transitus 2138 Urim (cfr. Thummim, 

Transmigratio 1239 Vu l.: Doctrina) 1503 

Tribus 41, 259 Ursus 938, 2181 

Tributum 1933 Uruk (cfr. Arach) 1498 

Tributum Templi 2066 Us (cfr. Hus) 454 

Trinitas (Mysterium SSmae Usura 645 

Trinitatis) 47 Uter 445 

Tripolis 1519 Uzal 1499 

Triticum (cfr. Frumentum) 67 Uzia (cfr. Azarias, Ozias) 1500 

Troas 1513 
Trogiliurn 1520 V 
Troglodytae 2449 
Trophimus 1521 
Tryphaena 1517 

Vacca Ruta 426, 1288 

Tryphon 1512 
Vagao 221 

Tryphosa 1518 Vallis 68 

Tubalcain 1252 Vallis Arundineti 358 

Turris 2015 Vanitas, Vanus 1774 

Turtur 1870 Vasthi 434 

Tychicus 1847 Vaticinat凹， Vaticinari 2157 

Tympanum 2160 Velum 972, 1384 

Typus, Typologia Biblica 2158 Venatio, Venator 416 

Tyrannus 1854 Venenum 916 

Tyrus 405 , 1843 Ventus 141 3 

Venus (cfr. Atargatis) 1095 ,1087,1069 

U Verba Decem Foederis 

(cfr. Decalogus) 37 

Verbum (Logos) 721 
Ugarit 1502 Veritas 1525 

Ulai 1493 Versiones Antiquae S. Scripturae 2091 

Ulam 1492 Versiones Latinae S. Scripturae 904 

Ulmus 2063 Versiones Sinicae 75 



~ 

譯名捏了文索引 85. ---Versiones Syriacae 1136 Zabdi 347 

Vespertilio 2406 Zabdiel 350 

Vestimentum, Vestis 605 Zabina 1119 

Via 2137 Zabud 343 

Via Exploratorum 1035 Zabulon 1122 

Victima 2575 Zachaeus 334 

Vidua 2166 Zachai 333 

Vigilia 855 Zacharias 1131 

Vindemia 519 Zacharias Propheta 351 

Vindex, Vindicta 1827 Zachariae Liber 352 

Vinea 2119 Zachl眩， Zechur 344, 1124 
Vinum 1599 Zambri 2316 
Virga 1900 Zanoe 346 
Virginitas, Virgo 1372, 1935 Zara, Zare 1125 
Virtus 2322 Zared Torrens 1126 
Viscera 80 Zares 1127 
Visio 1532 Zathan, Zethan 1117 
Vita 436 Zavan 335 
Vitis 2118 Zeb 1123 
Vitrum 1242 Zebedaeus 2135 
Vitulus 279 Zebee 1118 
Vitulus Aureus 961 Zebida, Zebuda 1120 
Vocatio , Vocare 365 Zebul 1121 
Voluntas 2046 Zechri 2315 
Votum 2254 Zelotae 2394 
Vulgata Latina 903 Zelotypiae Lex 2124 
Vulpes 936 Zelpha 2314 
Vultur 1602 Zenas 1116 

Zephrona 2317 

X Zeus (cfr. Jupiter) 1128 
Zio 2311 
Ziph 2312 

Xanthicus (Santhikos) 1868 Ziza 2313, 336 
Xerxes 2527 Zizania 1773, 2076 

Zoan (cfr. Tan圳 406 

Z Zoheleth Lapis 409 
Zor (cfr. Tyrus) 405 
Zomzommi 354 

Zabad 341 Zorobabel 1132 
Zabadaei 342 Zuzim 1769 
Zabad缸， Zabadias (Zebaωas) 1130 
Zabbai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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