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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是
宇
宙
萬
物
中
唯
人
獨
有
的
活
動
。
從
教
育
方
式
具
體
但
以
後
，
已
成
氣
更
明
顯
的
客
實
。
你
人
類
的
活
動
夾
君
，
每
種
活
動
都
令
其

先
在
或
具
體
的
理
由
，
則
人
類
的
教
育
活
動
，
必
然
也
受
某
種
動
機
的
驅
使o
進
犯
論
者
推
測
人
是
由
動
物
演
進
而
來
，
以
攻
占#
H
r字
育
中
的
動

物
和
人
比
較
，
即
或
承
認
人
是
動
物
中
的
一
種
，
也
無
法
否
認
人
與
動
物
有
別
。
車
從
教
育
活
動
來
說
，
便
發
瞬
入
與
動
物
的
差
異
。

為
人
所
獨
者
，
而
不
見
於
蒸
他
動
物
的
活
動
甚
多
，
這
些
活
動
是
由
人
自
行
興
起
的
;
而
在
一
種
出
入
而
興
的
活
動
，
也
可
由
人
向
佇
獎
章

。
教
育
既
宙
人
荷
中
了
自
然
也
不
例
外
;
而
且
依
史
實
所
載
，
自
有
歷
史
以
來
，
學
育
活
動
也
確
有
勢
千
演
變
;
民
每
一
叫
欖
萃
，
多
是
因
實
際
需

要
而
起
。
教
育
因
人
的
需
要
而
有
所
改
變
，
是
教
育
的
適
應
膛
，
也
就
是
改
變
教
育
以
符
合
人
的
需
要
。

若
從
教
育
為
人
所
獨
兵
的
活
動
來
看
，
則
教
育
必
然
也
與
人
有
密
切
的
關
聯
;
無
論
入
的
需
要
如
何
變
吏
，
只
要
人
之
所
以
億
人
附
特
教
尚

存
，
由
人
而
典
的
教
育
活
動
侵
占
有
其
不
變
的
部
分
，
還
可
以
稱
為
教
育
的
木
攝
惶
惶
，
也
就
是
教
育
和
入
的
密
切
關
聯
性
。

本
文
承
認
教
育
的
適
應
性
，
同
時
假
定
教
育
也
有
其
不
變
性
。
依
教
育
的
發
生
、
發
展
、
和
演
變
，
訂
以
申
明
教
育
的
適
應
哇
。
經
教
育
的

本
質
(
註
一
)
和
人
的
特
徵
可
以
驗
證
教
育
的
不
晶
體
性
。
由
此
叮
進
一
間
探
索
適
應
與
木
變
三
階
贊
統
令
的
可
能
控
以
歸
結
教
育
會
怖
的
們
康
則
。

教
育
的
適
應
性

村
教
育
的
發
生
是
肉
生
活
的
基
本
需
晏

而

是主

函
於
缺
乏
資
料
佐
詮
，
對
人
類
史
前
活
動
，
常
常
出
於
臆
測
。
據
教
育
史
家
測
度
，
在
芷
式
設
育
彩
成
立
前
，
人
類
價
已
有

7
教
育
活
動
。

(
嚴
裕
的
說
，
此
時
的
教
育
活
動
僅
可
稽
之
為
教
學
活
動
，
「
育3一
字
尚
不
適
用
。
始
用
教
育
活
動
以
給
習
慣
。
)
而
這
項
活
動
，
造
沒
有
完
整

的
計
劃
與
組
織
，
甚
至
沒
有
明
確
的
可
以
其
體
解
釋
的
區
的
。
只
是
由
於
事
實
的
發
生
，
隨
機
而
出
的
活
動
。

試
設
想
漁
獵
時
期
的
人
，
最
迫
切
的
需
要
是
謀
求
生
活
以
維
持
生
命
。
結
論
魚
或
特
獵
等
活
動
中
獲
得
食
物
，
是
求
生
的
實
際
需
要
。
漁
啪
啪

的
技
巧
便
可
能
是
在
兒
莖
追
隨
成
人
的
時
候
，
或
者
自
於
遊
戲
、
或
者
墓
於
協
助
，
因
觀
察
荷
鑫
傲
，
因
好
脊
而
請
筒
，
成
人
挺
立
而
出
色
沉
範

或
說
闊
別
。
成
人
的
示
範
與
說
明
是
教
，
兒
童
的
觀
察
、
摹
傲
、
與
練
棚
里
向
學
，
於
是
成
為
最
初
的
教
學
活
動
。
活
動
的
實
施
，
因
時
閃
地
購
機
而

教
育
的
適
應
性
與
不
變
性

r、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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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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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研
集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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潑
，
其
造
因
乃
是
求
生
的
基
木
需
要
。

試
再
設
想
最
初
的
教
學
活
動
，
因
實
際
的
必
然
，
多
半
屬
於
肢
體
的
選
用
，
是
最
基
本
的
技
能
學
街
口

••

涉
水
抓
魚
，
或
徒
手
摔
獸
。

他
部
分
和
雙
手
的
協
調
作
用

9
可
能
便
是
主
要
的
教
學
內
容
。
技
巧
的
熟
練
，
要
靠
學
智
者
自
己
去
練
習
並
試
驗
，
這
一
階
段
的
教
學
活
動
，
和

某
些
一
動
鉤
的
教
學
淺
乎
無
緣
。
如
貓
措
鼠
、
雀
試
飛
，
由
於
本
能
的
悶
棍
侯
，
母
教
其
子
，
幼
小
的
一
代
便
在
半
遊
戲
式
的
活
動
中
學
得
了
生
活
必

需
的
真
本
投
詣
。

然
而
動
物
的
學
習

P
達
到
一
定
的
生
理
限
度
便
停
止
;
而
且
上
下
兩
代
的
教
學
內
容
，
永
遠
超
不
出
肢
體
活
動
的
極
限
。
人
則
除
了
百
援
運

用
肢
體
活
動
於
覓
食
以
外
，
又
能
運
用
肢
體
活
動
於
工
具
的
製
造
上
，
再
利
用
所
遁
的
工
具
以
覓
食
，
因
而
增
加
了
覓
食
活
動
的
效
果
。
人
類
的

←
這
一
項
進
步
，
是
超
越
動
物
的
主
要
原
因
，
而
人
類
的
活
動
範
區

9
也
從
簡
單
的
直
接
覓
食

9
擴
展
到
廣
泛
的
工
具
製
造
上
。
這
主
具
製
造
活
動

9
僅
就
時
間
而
言

9
已
超
出
直
接
覓
食
活
動
若
干
倍
;
若
就
技
巧
而
言

9
更
稜
雜
萬
端
;
更
重
要
的
是
，
所
需
於
犬
腦
的
運
用

P
尤
其
勝
過
股
鐘

。
由
此
形
成
人
與
物
的
分
野

9
物
仍
然
停
留
在
本
能
的
選
為
肢
體
偕
段
，
生
活
完
全
受
自
然
的
支
配
;
人
則
超
出
於
本
能
的
階
段
之
上
，
能
移
利

用
自
然

9
改
變
自
然

P
創
造
出
屬
於
人
所
獨
有
的
部
分

9
見
諸
於
具
體
的
事
物
、
或
者
抽
象
的
觀
念
。

沿
著
臨
出
史
的
進
程9
人
類
生
活
自
漁
獵
時
期
進
入
本
自
殺
時
期
之
後
9
技
巧
方
面
除
了
捕
捉
之
外
，
加
入
苦
養
。
由
於
畜
養
9
便
必
然
增
加
了
對

動
物
觀
祭
而
得
的
經
驗
，
如
動
物
的
繁
殖
、
特
性
、
和
生
長
歷
程
。
又
由
於
牧
放
隨
水
幸
而
遷
移
，
便
必
然
增
加
了
對
植
物
的
了
解
和
地
理
環
璋

的
認
識
。
具
體
的
說

9
技
巧
的
增
加

9
不
僅
在
於
肢
體
的
運
用
，
而
是
運
用
記
憶
的
經
驗
和
思
考
的
推
演
，
發
展
到
抽
象
的
技
巧
階
段
;
而
抽
象

技
巧
的
一
巧
」
9
且
是
從
腦
力
的
運
用
體
驗
而
來9
木
是
單
純
的
摹
傲
或
練
習
所
能
見
效
。
如
是
教
育
的
內
容
，
便
必
然
的
在
一
本
範
而
外
，
要
有
更

多
的
說
閱
或
解
釋

9
教
育
的
方
法

9
諮
童
於
口
頭
的
多
於
動
作
的
演
示
。
學
習
者
在
經
遜
教
導
之
後

9
要
自
己
去
思
考

9
去
探
聚
，
才
能
有
所
領

悟
9
進
而
有
新
發
現
。

符
到
進
入
農
就
時
期

9
由
於
對
植
物
的
辨
識
增
加

9
伴
以
對
時
序
、
溫
度
、
水
分
、
土
壤
等
性
質
或
，
影
響
的
了
解
，
閑
時
發
瞬
裂
浩
一
更
多
的

工
具
以
符
合
實
際
的
應
用

9
便
成
為
知
識
與
技
巧
問
時
並
進
而
又
顯
有
區
別
的
情
形

o
教
育
內
容
也
因
而
有
所
改
變
，
見
教
育
方
法
中
口
逸
的
更

多
於
操
作
的
。
又
在
農
耕
之
瑕
9
有
了
更
多
的
時
問
使
年
畏
的
一
代
將
所
知
所
能
傳
授
給
下
一
代
;
下
→
代
更
就
者
所
學
自
去
省
察
發
現
，
而
有

了
更
多
的
心
得
與
成
果
。
世
代
累
積

9
構
成
人
類
所
獨
有
的
一
種
超
出
自
然
的
產
物
，
這
種
產
品
在
具
體
事
物
立
外
，
含
有
六
月
且
抽
象
的
部
分
，

若
姑
且
稱
這
種
養
物
為
文
化
，
則
文
化
便
成
為
教
育
活
動
約
內
容
。

由
前
述
路
倒
判
斷

9
教
育
的
發
生
始
於
求
生
的
目
的
。
要
游
足
生
活
的
需
要

9
上
一
代
墓
於
「
母
性
」
的
本
能
把
謀
生
的
技
巧
傳
授
給
下
一

代
。
最
基
本
的
裝
生
技
能
多
閉
眼
於
肢
體
運
用
，
早
期
教
育
的
發
生
，
便
是
兩
代
間
投
巧
的
教
與
學
的
活
動
。
稽
之
為
教
學
而
非
教
育
，
是
因
為
活

動
的
主
要
臣
的
在
求
生
命
的
維
持
，
晃
動
物
性
的
本
能
表
現
。
在
求
生
目
的
驅
使
下
，
給
予
漁
獵
時
淘
經
過
寄
仗
時
期
而
到
農
耕
時
期
，
由
於
生
活

必
需
品
的
改
變
，
獲
得
的
方
法
因
之
而
不
筒
，
教
學
的
內
容
因
之
而
異
，
教
學
中
刀
法
也
隨
之
而
有
所
變
吏
。
還
阿
拉
一
絲
一
侃
，
雖
然
是
基
於
生
活
費
死

在
不
知
不
覺
中
發
生
的
，
部
開
明
顯
的
一
君
出
了
教
育
的
適
應
性
，
即
是
在
生
活
需
要
不
同
時
，
教
學
的
某
些
部
分
價
因
而
者
所
改
變
。
然
而
需
要
的

種
類
可
以
改
變
，
必
須
漏
足
所
需
才
能
維
持
生
活
則
是
不
變
的
。
教
育
的
發
生
因
人
的
問
需
要
而
起
，
路
人
仙
們
需
要
而
定
，
是
總
櫻
太
上
就
確
定
了

教
育
的
適
應
性
。

臼
教
育
的
發
反

0元
由
於
會
組
織
的
演
進
而
成

亞
里
斯
多
德
說
人
是
社
會
性
的
動
物
。
這
個
觀
點
河
以
解
釋
為
人
有
群
居
的
本
性9
也
可
解
釋
為
人
有
群
闊
的
需
要
0
人
類
營
群
唐
生
活
從

何
時
開
始
9
已
經
很
難
稽
考
。
如
果
再
加
以
臆
測
9
設
想
在
原
始
時
期
，
人
們
為
了
增
強
刃
量
，
抵
抗
猛
獸
的
侵
襲
，
以
保
障
生
命
的
安
全
而
群

串
串
在
一
齊
，
則
是
因
需
要
而
促
成
群
居
生
活
。
如
果
承
認
人
會
意
識
到
出
口
己
的
渺
小
和
力
量
的
微
弱
，
至
少
需
要
和
別
人
相
聚
一
齊
，
木
僅
保
護

立
命
及
共
策
安
全
，
尤
菜
為
減
少
孤
獨
感
而
得
到
心
理
的
慰
藉9
則
本
性
之
中
可
能
即
有
群
屑
的
傾
向
。
總
之
，
人
類
早
就
營
群
居
生
活
已
無
容

置
疑
，
而
由
群
居
進
而
形
成
社
會
組
織
也
有
史
實
可
詮

0
本
部
所
要
說
明
的
是
因
社
會
組
織
的
演
進
而
促
成
教
育
的
發
展
，
以
見
教
育
的
適
應
性

。

人
和
其
他
動
物
相
同
9
有
其
習
慣
性
。
習
慣
是
由
於
一
種
行
為
童
養
出
現
，
久
之
成
為
定
型
而
成
的
，
所
以
習
慣
是
後
夫
學
習
的
結
果
0
個

人
習
慣
性
的
行
為
，
構
成
獨
特
約
人
裕
，
群
體
中
多
數
人
的
習
慣

9
便
成
為
風
俗
或
習
尚
。
在
每
一
群
體
之
中

9
有
其
獨
具
的
習
銜
，
於
是
成
為

這
但
群
體
的
特
徽
。
一
個
新
加
入
的
分
子
，
必
須
依
從
該
群
體
的
習
街
，
表
現
與
家
相
同
的
行
為
，
才
能
被
群
體
所
接
受
，
才
能
與
其
他
的
多
數

人
管
共
同
生
活
。
於
是
習
尚
無
形
中
成
為
一
種
群
體
對
個
體
的
約
束
。
無
論
個
人
是
否
廠
霄
，
如
果
要
停
留
在
這
一
群
饅
之
中
而
繼
讀
生
活
下
去

，
使
必
須
接
受
這
種
約
束
。
這
種
約
束
，
且
它
二
種
無
形
的
力
量
，
使
個
鐘
失
去
若
干
自
由
9
而
且
迫
使
個
體

9
逐
漸
自
由
行
約
束
而
達
到
成
為
其

本
身
的
一
部
分
，
如
同
原
本
共
有
的
一
樣
。
這
可
以
說
是
個
人
從
群
體
而
學
習
的
問
問
始
，
也
可
說
是
群
體
對
個
人
在
無
形
中
所
施
子
的
教
育
。

然
而
這
種
群
體
的
影
響
力
9
雖
然
有
教
育
的
作
用
，
封
不
兔
於
消
極
9
且
黯
而
不
障
。
許
多
仍
然
停
留
在
原
始
部
落
組
織
的
入
群
，
便
表
現

出
這
誼
作
用
9
既
然
不
具
明
顯
的
教
育
功
能
9
也
米
發
敷
出
任
何
發
展
。
所
能
穩
定
的
只
是
某
些
行
為
的
約
束
而
已
。

表
就
比
較
進
步
的
群
體
來
說
，
為
使
群
體
生
活
發
揮
更
高
的
意
義
，
便
有
更
明
謂
的
行
為
約
束
，
而
且
以
更
積
糙
的
方
式
伊
群
體
中
每
一
分

子
了
解
並
奉
行
。
這
種
行
為
約
束
，
便
是
製
訂
法
律
的
由
來
。
不
過
法
律
是
外
在
的
約
束
力
，
只
能
就
懲
罰
既
成
佇
無
而
逢
生
消
核
前
裁
制
作
用

r
p預
防
的
效
果
鼠
低
，
更
不
能
做
積
極
的
指
引
或
善
一
頁
行
為
的
啟
發0
人
類
本
能
的
街
勤
慾
求
，
遠
超
過
動
物
恆
的
本
能
之
上
。
因
為
人
類
除
了

食
、
色
三
種
基
本
的
慾
求
之
外
9
更
加
貪
婪
而
任
性
。
僅
就
基
木
的
食
與
色
二
者
來
說
，
如
果
人
能
和
動
物
一
般
，
食
只
為
維
持
生
命
，
凡
可
以

采
腹
者
，
便
食
之
甘
，
而
飽
食
之
後
，
便
完
全
漏
足
，
也
不
致
發
生
問
題
。
但
是
當
人
類
發
明
了
熟
食
之
法

9
舟
閃
現
了
多
種
可
食
之
物
以
後
，
開
間

教
育
的
適
應
性
與
不
變
性

「
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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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為
基
本
求
生
的
需
要
已
變
成
無
意
的
奢
侈
慾
望
。
動
物
的
兩
性
活
動
，
原
是
自
然
支
配
下
廷
穎
種
族
的
活
動
，
所
以
各
有
定
期
的
交
配
時
間
，
州

退
此
對
異
性
便
不
再
追
求
。
人
部
沒
有
定
期
的
生
殖
時
間
，
尤
其
在
以
兩
位
生
活
為
一
種
樂
趣
之
後
，
性
慾
街
動
行
為
常
常
招
致
人
與
人
闊
的
辦
心

紛
，
因
此
在
群
體
中
便
有
了
接
制
個
體
慾
望
街
動
的
必
要
。
而
且
人
所
應
該
控
制
的
街
示
立
此
，
由
於
觀
察
與
發
現
所
縛
，
人
知
道

7
許
多
可
為

以
自
娛
的
事
物
;
寫
著
思
考
能
力
，
葾
出
種
種
使
自
己
得
到
漏
足
的
方
法
。
當
一
個
人
為
論
足
自
己
而
侵
害
到
別
人
的
時
候
，
群
懷
秩
序
便
受
到

c
u
h

破
壞
;
而
群
體
約
束
飯
沒
有
很
本
的
防
止
力
量
，
只
好
要
求
個
人
自
行
控
制
，
於
是
自
制
便
成
為
群
體
中
每
個
人
所
應
其
備
的
條
件
。

要
求
自
制
談
不
是
與
生
來
的
，
是
在
團
體
生
活
中
學
習
而
得
的
。
而
自
制
恰
與
任
性
相
反
。
依
照
入
的
木
能
，
原
要
任
性
而
為
芳
才
快
意
;

依
照
人
類
慾
求
的
增
加
，
任
意
而
為
的
方
向
也
層
出
不
窮
。
慾
求
的
增
加
，
源
於
所
知
的
日
漸
廣
泛
，
故
赫
爾
巴
特
提
出
「
無
知
即
無
慾
」
的
名

昔
日
，
站
拉
圖
提
出
筍
刷
刷
慾
蜜
的
德
行
。
道
德
標
準
和
行
為
晶
晶
範
由
此
衍
生
。
因
為
這
些
一
必
須
甜
甜
童
教
和
學
，
於
是
成
為
主
要
的
教
學
內
容
。

無
論
中
酒
，
自
從
社
會
組
識
形
成
以
後
，
道
德
行
為
的
培
養
便
成
了
教
學
的
主
要
部
分
。
佇
為
習
慣
從
幼
年
開
始
，
教
育
兒
童
便
成
為
上
一

代
的
責
任
。
亞
里
斯
多
德
以
為
習
慣
當
從
幼
年
開
始
培
養
，
並
且
相
信
道
德
行
為
習
償
養
成
之
後
，
可
以
內
在
化
而
變
成
人
絡
的
一
部
分
。
朱
子

以
為

(
4
古
者
八
歲
入
小
學
，
學
習
泊
掃
應
對
之
筍
，
進
退
周
旋
之
錢
，
即
學
習
修
己
為
人
之
事
，
學
焉
成
習
，
自
能
動
靜
以
禮
，
無
遠
鏡
矩
。
」

又
說
:
「
古
者
小
學
教
人•.••

必
使
其
議
而
習
之
於
幼
雅
之
時
，
欲
其
習
與
M
A長
，
化
與
心
成
，
而
無
仟
絡
木
勝
之
患
也
。••••••

」
(
註
二
)
由

此
可
見
教
學
有
了
確
定
的
方
向
與
時
間
，
而
且
以
品
絡
陶
冶
為
主
，
才
包
括
了
「
育
」
字
，
並
且
「
育
」
的
功
能
超
過
「
教
」
之
上
。

若
將
教
育
工
作
完
全
竟
成
於
家
長
，
勢
難
維
持
群
體
的
統
一
位
。
在
社
會
組
織
形
成
之
後
，
群
饒
的
一
致
怪
有
賴
於
領
導
者
總
體
的
指
導
與

實
施
，
以
溺
培
養
共
同
的
道
德
行
為
，
造
就
符
合
群
體
一
致
期
望
的
分
子
。
於
是
者
學
記
所
載

••

「
發
慮
自
蔥
、
求
善
良
，
足
以
讓
筒
，
木
足
以
動

象
。
就
妥
饅
遠
，
足
以
刻
家
，
未
足
以
化
民
。
君
子
如
欲
化
民
成
俗
，
其
必
由
學
乎
。
」
化
民
成
悴
，
是
鞏
固
社
會
組
織
，
統
-
群
體
佇
瀉
的
要

務
，
由
此
而
形
成
一
個
社
會
的
特
點
。
當
生
活
逐
漸
夜
雜
化
以
後
，
生
活
技
能
無
從
統
一
。
相
反
的
，
生
活
的
完
美
有
賴
於
群
體
分
子
的
勞
工
與

合
作
。
化
成
的
任
務
，
便
在
使
各
分
子
國
顧
及
別
人
的
需
要
而
露
一
己
之
所
長
，
叉
從
邁
克
合
作
中
得
到
個
人
之
所
需

o
生
存
的
目
的
是
為
維
持

值
人
的
生
命
，
為
達
到
個
人
的
生
存
並
顧
及
別
人
的
生
存0個
人
要
生
存
，
便
要
和
別
人
合
衷
共
濟
，
一
改
往
日
僅
為
個
人
生
存
而
爭
牽
食
物
的

行
為
，
成
為
分
享
共
享
、
互
助
合
作
、
以
謀
求
共
同
生
存
。
教
育
的
內
容
由
投
詣
的
練
習
變
成
品
格
陶
冶9所
以
要
教
育
、
要
感
化
。
故
學
記
進

而
言••

「
玉
不
啄
，
不
成
器
;
人
不
學
，
不
知
道
。
是
故
古
之
主
者
建
國
君
民
，
教
學
為
先
。
」
到
此
地
步
，
教
育
已
由
個
別
的
、
無
系
統
的
、

貧
際
技
巧
的
活
動
，
擴
展
到
群
體
的
、
有
計
劃
割
的
、
注
重
品
格
陶
冶
的
施
策
。
而
且
教
育
內
容
，
以
「
道
」
為
最
主
要
的
成
分

o
教
岩
教
人
以
道

，
學
習
者
所
學
的
也
是
道
，
而
達
到
「
天
命
之
謂
性
，
率
性
之
謂
道
，
修
道
之
謂
教
0
」
的
地
步
。
修
造
成
為
人
詔
越
動
物
的
歷
程
，
修
道
以
發

展
人
性
也
便
成
為
教
育
的
主
要
目
的0
人
類
由
群
居
生
活
而
形
成
社
會
組
織
，
因
社
會
組
織
的
演
進
而
促
成
教
育
的
穩
展
，
以
教
育
使
人
認
股
獸

性
而
發
展
人
性
，
遂
使
人
成
為
萬
鈞
之
霆
，
更
使
人
類
的
群
體
跨
過
鋒
與
蟻
之
純
以
生
存
本
能
為
依
鏡
的
聚
合
。

教
育
研
究
研
集
到

第
十
四
輯

四
門
總

閥

、J

教
育
以
修
道
為
主
旨
，
又
白
領
約
總
共
成
以
後
，
為
將
讀
得
遜
給
多
數
人
，
便
要
有
周
定
的
場
所
和
特
任
的
人
員
爽
施
行
。
所
以
學
起
繼
有

.
「
古
之
教
者
，
家
有
塾
、
黨
有
厚
、
街
有
序
、
國
有
學
。
此
年
入
學
，
中
年
芳
梭
，
一
年
稅
就
終
曲
折
志
，
三
年
關
敬
舞
曲
京
叫
帥
，
主
年
稅
博
習
甜
甜

-
蹄
，
七
年
觀
論
學
取
友
，
謂
之
小
成
;
九
年
知
類
通
達
，
強
之
而
不
反
，
謂
之
六
成

0
」
木
但
因
地
區
六
小
各
設
學
梭
，
而
且
定
有
入
學
與
芳
委

學
習
的
時
間
，
並
分
期
考
查
不
同
的
成
就
。
待
到
能
觸
類
旁
通
、
道
而
無
所
木
遠
，
可
以
卓
然
獨
立
，
堅
守
木
漁
的
時
候
，
亦
為
最
後
的
成
就
。

由
此
可
以
立
身
，
可
以
行
道
，
從
修
身
到
平
夫
下
，
也
求
個
體
生
存
到
諜
全
體
生
存
，
一
改
白
花
、
貪
婪
、
和
任
性
的
木
質
，
成
為
寒
戀
、
娘
在

三
和
擇
善
固
執
，
立
以
天
下
為
己
任
的
理
想
群
體
分
子
。
而
這
項
工
作
的
完
成
，
需
婆
相
當
的
時
間
，
經
過
一
段
一
燒
焦
才
能
實
現
。
木
但
確
定
了

教
育
的
目
的
和
內
容
，
而
且
定
出
教
育
的
程
序
。

自
教
育
區
的
從
求
個
體
生
存
擴
展
到
群
體
生
存
之
後
，
一
社
會
組
織
因
其
中
分
子
受
教
育
的
結
果
而
日
都
完
整
，
領
導
者
的
責
任
也
自
雅
加
章

。
我
國
古
代
教
育
從
修
己
出
潑
，
以
治
國
平
天
下
為
最
終
目
的
o
似
乎
若
眼
於
領
袖
的
培
養
，
故
成
譏
為
貴
族
教
育
。
然
沛
如
果
給
另
一
角
度
來

看
，
在
民
主
社
會
中
每
個
人
都
有
成
為
領
梢
的
可
能
，
則
每
個
人
都
應
該
接
習
領
約
的
才
兵
，
以
治
國
治
民
為
職
志
，
便
無
可
疵
議
。
而
事
實
上

在
帝
王
世
接
制
度
開
始
前
，
原
是
選
資
者
而
放
立
的
。
如
堯
舜
的
禪
讓

o
則
培
養
領
泊
者
的
政
治
才
能
，
弦
是
教
育
的
…
種
功
能
，
也
是
教
育
適

應
社
會
需
要
的
另
一
表
現
。
證
諮
今
日
的
社
會
組
織
與
教
育
，
此
理
至
為
明
顯
。
故
教
育
發
展
因
社
會
組
織
而
演
逸
，
是
教
育
的
另
一
種
適
應
性

的
例
證

o

回
教
育
的
演
變
隨
文
化
的
進
步
為
定

文
化
一
詞
常
常
和
文
閥
混
淆
不
清
。
本
筍
中
所
說
的
文
化
，
如
間
增
林
教
授
所
說
，
是
指
人
類
社
會
形
成
以
後
，
某
於
思
考
而
創
造
出
來
的

概
念
和
理
想
，
以
及
典
章
與
制
度
，
諸
文
字
符
號
而
得
以
保
留
，
並
經
歷
代
傳
遞
、
劍
新
、
增
援
、
改
進
、
而
成
的
精
神
漾
物
，
其
中
包
括
思
甜
甜

、
學
說
、
道
德
標
准
?
、
和
文
藝
創
作
。
至
於
文
明
，
只
眼
於
生
活
技
街
的
表
現
，
如
科
學
發
閻
明
、
器
物
製
作
、
和
實
用
的
方
法
等
實
際
或
具
體
成

果
。
所
以
文
踴
的
進
步
，
要
靠
文
化
芳
面
的
精
神
基
礎
，
而
精
神
之
表
現
在
主
具
製
造
等
技
街
或
方
法
上
的
，
只
能
算
做
女
閻
明
，
而
木
是
文
化
。

所
以
文
化
包
括
文
闕
，
文
閻
明
封
不
等
於
文
化
，
更
不
能
代
替
或
獨
蓋
文
化
。
女
關
見
諸
於
有
彩
的
事
物
，
如
建
築
、
交
通
、
生
活
主
兵
的
雙
造
和

應
用
;
文
化
存
在
於
抬
象
的
精
神
，
必
須
深
入
體
驗
，
才
能
感
受
。
以
近
代
都
市
而
言
，
最
顯
而
易
見
的
是
文
明
，
但
其
中
有
無
文
化

9
木
能
郎

由
所
見
而
定
。
至
若
鄉
村
，
常
常
罕
見
所
謂
之
文
閥
，
但
封
不
能
即
因
此
而
斷
定
其
沒
有
文
化
。

中
園
是
文
化
發
展
最
早
的
國
家
。
溯
自
紀
元
前
千
年
左
右
，
便
已
有
了
穩
闊
的
社
會
組
織
和
政
治
體
系
。
如
果
史
載
叮
敏
，
則
在
向
襲
的
帝

制
建
立
之
後
，
便
已
有
了
頗
為
完
整
的
教
育
。
對
立
一
代
以
前
的
教
育
，
雄
史
學
家
木
兔
懷
疑
史
載
的
芷
確
性
，
然
而
終
論
語
所
載
孔
子
一
再
發
美

詩
書
易
膛
，
則
道
路
一
經
文
所
載
至
少
有
可
資
態
信
的
材
料
。
如
果
三
代
全
無
文
化
可
徽
，
則
東
周
諸
子
百
家
便
不
能
突
發
異
采
。
因
為
一
個
時
期

教
育
的
適
應
性
與
不
變
性

五
(
總

五
U



教
育
研
究
研
集
到

第
十
四
輯

六
門
總

心
川
)

學
說
的
發
達
，
必
須
靠
前
一
段
時
期
的
蘊
腎
，
將
已
有
的
材
料
保
存
累
積
，
達
到
相
當
程
度
，
才
會
常
明
顯
的
跡
象
。
芷
如
寂
軾
所
設
，

川
之
有
益
，
草
木
之
有
華
簣
，
充
漏
勃
育
而
發
於
外
。
」
(
註
一
一
。
因
此
若
相
信
論
述
學
記
所
載
的
學
核
和
教
學
院
礎
是
霄
，
即
可
見
績
一

有
英
時
的
、
教
法
、
學
習
、
和
師
道
。

學
記
所
載
大
學
教
法
有
如
下
述

••

一
大
學
始
教
，
反
井
祭
菜
土
木
敬
道
也
，
宵
雄
扭
卅
一
一
一
，
宮
其
始
也

o
入
學
鼓
雀
，
孫
其
業
也

o
夏
勢
三
物
，
收
其
成
也

O
L水
y
h
l
締
木
棍
學
，

游
兵
志
也

0
時
觀
布
為
詣
，
存
其
心
也

o
幼
者
聽
而
弗
悶
，
學
木
瞞
鵬
等
也
。
此
七
者
，
教
之
六
倫
也
。
」

「
大
學
之
教
也
，
時
教
必
有
芷
業
，
退
怠
必
有
居
學
。
不
學
操
績
，
木
能
安
殼
。
不
出
學
博
依
，
不
能
的
女
詩
。
木
學
雜
閉
眼
，
一
小
能
由
此
禮
，
木
與

其
藝
，
不
能
樂
學
。

1
)

「
故
君
子
之
教
喻
也
，
道
而
第
牽
'
強
而
第
綁
，
開
而
弗
遠
。
道
而
第
牽
則
和
，
強
而
第
抑
則
易
，
價
而
弗
達
劍
恩
。
和
易
以
息
，
可
謂
菩

除
矣
。
」

此
時
的
教
法
，
不
但
說
閻
明
教
法
的
道
理
，
而
且
說
明
必
需
的
教
材
，
以
及
教
學
的
投
街
，
顯
兒
教
育
已
有
?
完
蔡
的
概
念
。

又
由
教
材
以
詩
、
禮
、
樂
為
主
來
看
，
可
見
軍
頑
品
格
陶
冶
。
而
品
格
表
現
於
行
為
，
為
人
師
者
必
須
了
解
學
習
狀
況
，
一
奧
科
研
以

7
終
學
生
的

品
質
，
然
後
才
能
為
人
師
表
，
才
能
知
所
教
學
，
故
聞
自
?
記
叉
載

••

「
君
子
知
至
學
之
難
易
而
知
其
美
惡
，
然
後
能
博
喃
喃

0
能
博
除
然
後
能
祖
師
師
;
能
為
師
然
後
能
無
畏
。
」

教
學
中
尤
其
值
德
軍
絨
的
，
是
不
以
傳
授
教
材
為
主
，
而
以
學
得
師
道
為
最
終
目
的
。
如
學
記
所
教

••

「
善
歌
者
使
人
縫
其
聲
;
善
教
者
使
人
繼
其
志
。
其
言
也
約
而
遠
，
微
而
戚
，
牢
盟
會
有
而
瑜
，
可
謂
繼
士
川
矣
。

1一

這
是
以
說
明
教
學
不
是
某
些
一
教
材
的
傳
授
，
而
是
的
道
及
師
長
的
繼
承
，
也
就
是
文
化
精
髓
內
情
悸
，
使
學
習
者
永
繼
木
滅
。

對
於
學
習
的
要
點
，
學
記
中
也
有
所
載
，
如

••

「
-
••.••

人
之
學
包
，
或
失
則
多
，
或
失
則
寡
，
或
失
則
易
，
或
失
則
止
。
」

「
莘
學
者
，
師
逸
前
功
倍
，
又
從
而
庸
之
。
不
莘
學
者
，
師
動
而
功
半
，
文
搶
而
怨
之

O
A血
閃
閃
者
如
攻
附
于
一
木
，
先
其
易
者
，
梭
其
節
目
。
及

呆
久
也
'
相
說
以
解
。
不
善
問
者
反
此
。
善
待
關
問
者
知
這
鐘
，
叩
之
以
小
者
則
小
嗨
，
叩
之
以
六
者
則
六
鳴
。
符
其
很
容
，
然
德
意
何
其
聲
。
木
接
向

答
問
者
反
此
，
此
站
日
進
學
之
道
也
。
」

由
所
述
學
到
自
方
法
的
利
弊
得
失
，
以
及
學
習
原
則
的
由
易
而
難
，
有
如
對
教
與
學
已
經
深
加
體
驗
，
方
能
峙
桐
樹
入
里
。
與
德
世
西
方
所
傳
來

的
教
學
原
環
相
較
，
中
鐵
教
育
的
發
展

9
已
超
出
西
方
三
千
餘
牢
。

由
於
我
國
早
憐
的
教
育
發
展
，
穩
定
了
中
關
文
化
。
概
念
和
原
則
的
流
傳
，
以
及
繼
增
與
進
步
，

A
t靠
教
育
的
抽
拭
目
束
。
即
以
可
惰
的
吏
料
為

設
，
以
為
我
國
教
育
定
於
東
周
，
此
後
的
發
展
，
可
從
教
育
內
容
、
方
法
、
與
實
施
，
而
申
述
文
化
進
步
的
情
形
。

包
括
春
秋
戰
函
時
代
的
東
風
，
是
學
術
思
想
發
達
的
巔
益
時
期
。
其
時
諸
子
甘
家
之
間
學
，
包
括
倫
理
道
德
、
法
治
、
兵
衛
、
政
治
、
…
辨
祿
等

，
各
有
其
精
到
之
處
。
而
這
些
一
學
說
之
所
由
起
，
是
因
為
當
時
社
會
組
織
的
破
壞
，
入
類
所
企
望
的
安
定
生
活
消
失
，
諸
于
各
就
所
見
，
提
出
治

世
之
道
。
然
而
這
些
一
道
理
不
能
完
閉
眼
最
佔
優
勢
的
爭
競
之
慾
，
以
致
原
P有
的
教
育
體
制
衰
徽
，
靠
私
人
授
徒
以
傅
遞
道
紋
，
如
孔
子
三
寸
恥
于
、
筍

子
等
人
。
尤
共
孔
孟
鑑
於
列
闖
出
的
爭
鏡
，
是
自
私
慾
而
起
，
所
以
力
倡
王
道
，
以
仁
讓
為
懷
，
從
去
茲
去
慾
做
起
，
由
健
身
而
到
治
關
平
夫
下
。

孔
志
的
主
張
，
直
待
回
於
私
慾
的
野
心
家
逐
漸
消
滅
，
統
治
者
僅
餘
下
最
少
數
，
社
會
復
歸
安
定
之
後
，
有
識
岩
瞻
前
顧
後
，
發
甜
甜
孔
孟
之
道
，

才
是
維
持
和
平
，
以
求
長
治
久
安
的
夏
方
，
因
而
有
董
仲
舒
定
儒
家
為
一
品
峙
的
倡
議
，
漢
帝
的
採
約
與
實
行
。
由
此
設
學
梭
教
人
以
倫
理
道
德
，

關
鄉
荐
取
人
以
道
德
品
行
。
中
國
教
育
發
展
的
方
向
從
此
確
定
，
以
培
養
人
品
為
最
高
的
理
想
，
以
敦
品
勵
行
為
教
育
的
內
容
，
以
去
口
教
身
教
並

量
為
教
育
的
方
法
，
將
近
二
于
年
，
直
到
新
學
制
創
始
後
，
方
才
有
了
變
化
。

縱
觀
新
學
制
倡
行
前
我
國
的
教
育
，
從
偽
家
定
於
一
尊
之
後
，
始
終
沿
著
文
化
精
神
的
傳
統
而
發
展
。
而
文
化
精
神
的
支
現

9
也
永
遠
遵
循

著
一
個
中
心
體
系
，
即
是
人
的
發
展
和
人
的
瑋
恕
。

人
的
發
展
起
在
發
展
群
體
中
的
人
性
、
人
裕
、
或
人
口
悶
。
從
與
會
問
獸
極
為
接
近
的
動
物
進
布
為
距
(
禽
獸
有
別
的
人
，
且
第
教
育
的
功
效
，
使
心

智
末
閥
、
德
行
采
偽
的
人
成
為
有
如
有
誠
的
士
。
依
據
所
知
，
加
以
個
人
的
德
行
修
養
而
成
為
君
子
。
第
乎
是
孔
子
一
一
冉
稱
贊
的
人
格
，
如
一
怒

于
求
諸
己
，
」
「
君
于
有
三
斌
，
」
指
克
己
修
己
;
「
君
子
病
無
能
焉
，
」
「
君
子
欲
訥
於
中
苔
，
而
敏
於
行
。
」
是
勵
己
律
己
，
到
了
「
君
子
也

蕩
蕩
，
」
「
君
子
恥
的
而
不
爭
，
群
而
不
黨

o
」
「
君
于
和
而
不
河
，
」
「
君
子
除
於
義
，
」
「
君
子
有
一
一
一
變
，
」
「
諸
于
有
九
息
，
」
已
是
學
養

俱
偽
，
形
成
為
群
眾
所
欽
敬
贊
仰
的
人
品
。
若
達
到
君
子
的
三
道
，
「
仁
者
不
憂
，
知
者
不
惑
，
勇
者
不
懼
，
」
的
地
步
，
遠
孔
子
也
自
議
不
能

。
以
法
于
為
學
養
俱
備
的
人
，
可
歸
納
孔
子
的
概
念

9
以
曲
體
所
載
做
為
君
子
的
定
義
，
即
是
「
博
筒
強
識
而
一
一
訣
，
敦
善
佇
而
不
怠
。
」
傳
街
強

識
，
敦
品
為
行
自
然
由
於
學
和
養
，
得
自
於
教
和
育
，
以
教
育
的
臣
的
是
培
養
君
子
，
教
育
的
內
容
是
君
子
所
應
具
衡
的
如
一
識
和
品
德
，
當
非
過

f
z
z
口
。

在
君
子
之
外
，
尚
有
為
孔
子
所
稱
逅
的
賢
者
、
仁
人
、
和
聖
人
。
然
而
「
賢
者
辟
世
，
」
仁
與
聖
是
至
高
軍
苦
的
表
現
，
只
能
用
為
最
後
的

理
想
，
無
法
期
望
人
人
能
移
達
到
仁
或
盟
的
地
步
。
所
以
教
育
的
發
展
，
自
漢
以
後
，
便
以
培
養
君
子
為
主
旨
。
無
論
管
家
所
設
的
學
校
，
或
是

私
人
教
育
生
徒
，
都
以
此
為
依
歸
，
成
為
知
識
與
品
德
並
室
的
教
育
。

人
的
理
想
起
「
完
美
」
'
「
止
於
至
善
」
便
是
人
所
追
求
的
最
高
目
的
。
完
美
包
括
晨
三
出
口
、
美
、
塾
，
以
至
於
料
。
由
於
我
關
教
育
以
孔

孟
主
張
為
中
心
，
強
調
善
與
塾
，
避
兔
言
闕
，
有
追
求
員
和
美
的
事
實
，
部
缺
乏
充
分
的
記
載
。
而
在
追
求
完
美
的
途
懷
中
，
由
教
育
的
結
果
而

生
的
創
造
，
多
見
於
倫
理
道
德
;
美
的
表
現
見
於
文
學
和
藝
衡
，
但
部
少
學
空
間
的
論
述
，
至
於
宗
教
與
哲
學
，
則
木
免
有
所
欠
缺
。
從
教
育
史
料

教
育
的
適
應
性
與
不
變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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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見
，
教
育
發
展
中
與
文
化
相
闋
的
跡
象
，
側
重
在
人
文
方
臣
。

若
以
西
方
為
例
，
而
研
究
教
育
的
發
展
，
便
可
看
出
與
我
國
不
同
之
處
。
回
芳
早
期
的
學
者
，
以
希
臘
為
代
表
，
似
乎

現
象
的
探
奈
。
希
臘
平
均
哲
學
家
對
宇
宙
木
體
的
臆
測
便
是
一
例
。
至
亞
恩
斯
多
德
從
現
象
研
究
以
探
求
抽
象
的
真
理
，
更
奠
定
了
追
索
自
然
知

識
的
方
向
。
若
即
以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教
學
影
響
代
表
希
臘
的
教
育
﹒
便
可
說
童
在
自
然
知
該
方
面
。
雖
然
從
蘇
絡
技
度
經
川
的
技
筒
，
遼
闊
菇

-
R斯

多
德
本
身
，
都
對
道
德
行
為
的
倫
連
學
有
所
建
樹
，
但
似
乎
從
未
超
出
追
求
自
然
知
識
之
上
。
所
以
若
木
練
武
斷
，
可
以
說
西
方
教
育
務
瘦
的
方

向
，
從
早
期
便
是
趨
向
於
文
明
的
海
徑
。

由
於
對
宇
宙
本
體
約
聽
測
，
便
不
兔
與
一
神
話
和
宗
教
發
生
密
切
關
聯

0
至
基
督
教
興
起
以
後
，
加
以
蠻
放
入
侵
，
羅
馬
蒂
岡
覆
亡
，
社
會
組

織
幾
近
崩
潰
，
教
育
在
教
會
的
卵
貧
下
苟
延
殘
喘
，
形
成
中
世
紀
的
宗
教
教
育
。
直
到
文
越
復
興
之
後
，
研
單
一
斯
多
德
的
著
作
一
被
發
現
，
而
且
佔

有
優
勢
，
使
歐
洲
教
育
的
內
容
沿
著
探
求
自
然
知
該
而
發
現
。
向
然
現
象
在
變
化
之
中
，
仍
然
有
其
一
定
的
秩
序
，
可
以
別
舟
，
規
則
恆
的
方
法
去

探
索
，
所
以
歇
洲
教
育
使
趨
向
於
方
法
的
研
求
和
工
具
的
製
造
上
，
因
此
而
有
了
加
俐
略
、
平
頓
、
哥
白
尼
等
在
夫
文
和
物
理
芳
面
的
發
現
。
經

過
宗
教
改
革
之
後
，
教
育
開
放
，
所
重
視
的
仍
然
是
知
識
與
方
法
。
歐
洲
閥
家
的
統
制
者
，
在
維
多
利
們
前
女
主
間
開
始
平
民
教
育
立
前
，
很
少
還
用

行
政
權
利
，
以
教
育
建
立
一
致
的
行
為
想
範

O
原
因
是
教
會
的
力
量
普
遍
的
存
在
，
而
宗
教
的
影
學
方
足
以
柏
前
一
信
徒
的
佇
篤
，
顯
然
的
消
咱
們
教

育
和
品
絡
陶
冶
以
宗
教
力
最
為
主
，
和
學
紋
中
的
知
識
教
育
並
佇
而
不
悸
。
且
這
是
西
方
教
育
和
中
關
教
育
內
容
芳
面
被
犬
的
木
肉
之
處
。

因
為
宗
教
與
政
治
對
教
育
向
有
影
響
力
。
宗
教
教
義
木
變
，
知
識
別
函
中
刀
法
與
投
街
的
探
索
而
進
步
，
以
致
教
育
的
實
施
，
不
但
若
黨
方
法

與
技
街
的
研
求
，
而
且
必
須
結
童
貨
物
演
示
以
收
教
學
效
果
，
給
靠
義
理
的
傳
授
無
法
達
到
發
標
實
際
知
識
前
侶
的
。
歐
洲
教
學
工
具
的
應
用
，

可
按
便
是
由
於
這
個
原
因
。
方
法
與
工
具
因
知
識
與
技
衛
的
增
進
而
日
新
月
異
，
從
而
形
成
歐
洲
教
育
進
步
的
事
實
。
由
於
這
種
進
步
而
開
創

7

J西
方
的
文
明
，
側
童
科
學
的
發
展
。

出
於
我
國
與
歐
洲
文
化
與
文
明
的
演
進
，
形
成
不
同
的
教
育
發
展
。
我
闋
所
發
展
的
是
精
神
，
是
諾
德
，
是
群
體
生
活
的
程
恕
;
歐
洲
所
發
展

的
是
方
法
、
是
投
衛
，
是
個
人
生
活
的
享
受
。
從
科
學
進
步
附
程
度
來
比
較
，
我
關
在
方
法
與
投
街
上
周
然
落
後
;
何
是
若
綴
精
神
與
造
價

m
H瘦

的
深
度
來
散
測
，
歐
洲
在
人
的
發
展
與
人
的
理
懇
方
面
則
有
所
欠
缺
。
方
法
與
技
衛
問
然
可
以
改
荐
生
活
，
然
而
所
謂
生
活
的
改
善
放
出
於
裳
木

需
要
之
上
時
，
便
不
是
必
需
，
而
成
為
無
盡
的
慾
望
與
奢
侈
。
而
且
當
人
發
展
到
精
神
生
活
以
後
，
物
質
的
論
足
並
木
能
適
應
精
神
的
需
要
，
要

;
有
超
出
物
質
之
上
的
東
西
才
能
、
使
人
快
樂
和
幸
福
。
證
諸
今
日
歐
洲
人
士
的
統
隍
不
安
，
青
年
的
徬
徨
迷
失
，
采
嘗
木
是
科
學
的
物
質
文
明
迅
速

進
步
、
而
缺
乏
精
神
基
殺
與
方
向
指
的
的
結
果
。
所
以
教
育
的
適
應
性
與
社
會
文
化
的
組
織
及
演
進
主
為
閃
果
，
盡
早
主
賈
寶
貝
一
閥
的
暉
，
待
到
有
跡
象

詩
尋
的
時
候
，
已
是
在
若
干
年
之
後
，
故
而
以
教
育
適
應
社
會
需
要
，
所
應
適
應
的
程
度
與
範
圈
，
應
該
先
有
一
慎
重
的
芳
慮
。

教
育
的
不
受
性

出
前
笛
教
育
的
適
應
性
看
來
，
從
教
育
的
發
生
而
演
遲
到
今
夫
，
形
成
中
閑
文
化
與
商
芳
女
悶
兩
積
木
間
的
結
果
。
西
方
女
瞬
間
們
叫
防
科
學
技

衛
與
方
法
的
進
步
，
造
成
現
代
人
的
徬
徨
與
恐
懼
。
失
去
所
應
海
循
的
芳
向
，
憂
慮
科
學
將
毀
滅
人
類
本
身
。
究
其
實
多
係
由
於
過
分
頭
認

7
教

育
的
適
應
性
，
從
未
確
定
教
育
的
木
變
性
。
故
而
作
若
以
為
教
育
除
了
適
應
之
外
，
還
有
其
木
變
的
們
性
質
。
這
種
木
掛
咿
呀
經
即
是
教
育
的
但
由
此
性
或

永
久
性
，
是
歷
久
而
常
新
9
萬
古
不
誠
的
部
分
。
教
育
活
動
存
在
一
矢
，
這
木
掛
彈
性
便
應
該
保
持
三
太
，
還
是
教
育
實
施
的
最
高
指
導
原
則
，
是

教
育
的
最
高
目
的
，
即
是
「
教
人
成
『
人
』
」
。

此
處
所
說
「
教
人
成
人
」
的
兩
個
人
字
，
有
一
小
闊
的
意
義
。
前
一
個
人
字
泛
指
一
般
兵
者
形
敏
的
人
。
單
是
人
生
而
即
有
的
。
凡
是
其
形
體

育
骸
、
五
官
四
肢
的
，
都
稽
之
為
人
。
這
個
人
是
由
形
體
區
別
，
從
動
物
中
劃
分
出
來
的
一
類
。
體
形
與
動
物
有
別
，
太
能
與
佇
為
則
與
動
物
極

為
接
近
。
在
本
能
方
商
占
有
和
動
物
無
殊
的
食
、
色
三
位
，
受
自
然
律
的
支
配
，
以
扭
捏
得
我
物
而
維
持
其
生
命
，
以
異
性
交
配
問
縣
延
其
種
族
。
當

這
兩
種
基
本
需
要
不
龍
漏
足
，
或
是
游
足
受
到
阻
蹺
，
如
食
物
不
足
，
異
性
需
要
街
勤
時
，
便
起
而
學
競
。
加
以
人
本
性
中
的
問
忍
、
貪
婪
、
和

任
所
欲
為
，
將
基
本
需
要
擴
展
為
無
窮
的
慾
墓
。
因
問
蚵
悶
悶
共
同
慾
蟹
的
街
突
市
增
加
了
學
鏡
，
也
以
超
越
肢
模
捧
鬥
們
巧
取
豪
奪
，
才
動
物
的

原
始
性
，
更
有
勝
過
動
物
的
危
險
性
。
是
白
培
林
教
授
所
說
的
自
然
人
，
是
心
理
學
家
所
未
曾
持
閻
明
的
「
生
鐘
人
」0

後
一
人
字
是
指
曾
經
教
育
、
接
受
文
化
蒸
掏
?
有
知
識
、
有
品
榕
的
人
。
這
個
人
雖
然
仍
按
自
含
有
動
物
恆
的
本
能
，
部
宋
健
太
能
發
展
到
慾

堅
階
段
，
相
反
的
，
是
錯
後
天
的
學
養
，
把
木
能
限
制
在
基
本
需
要
階
層
••

求
食
所
以
為
維
持
生
命
，
決
偶
所
以
為
延
積
續
放
。
而
在
群
居
生
活

意
識
發
展
成
熟
之
後
，
配
偶
木
僅
為
種
族
的
延
綴
，
尤
其
為
精
神
上
的
伴
侶
。
故
而
在
婚
姻
生
活
中
，
性
慾
的
講
足
漸
擴
於
坎
婪
地
位
，
問
廿
共

苦
、
相
憐
相
恤
、
由
此
而
成
為
主
體
互
念
，
近
於
「
仁
」
的
地
步
。
於
是
由
自
私
而
達
到
「
揖
闖
入
一
，
由
貪
婪
而
變
成
克
己
，
由
任
所
欲
為
而
成

為
自
行
克
制
。
克
己
符
人
、
推
己
及
人
的
範
闊
擴
大
到
包
括
多
數
人
的
群
體
時
，
才
成
為
能
和
別
人
共
同
生
活
、
和
平
共
處
的
人
，
是
儒
家
所
謂

之
以
大
我
為
本
體
的
人
，
因
挖
出
教
授
所
說
的
文
化
人
，
是
社
會
學
家
所
稱
的
社
會
人
。
到

7
月
荒
個
純
步
，
人
門
脫
去
戰
性
，
紹
越
動
物
史
上
，
猶

如
康
德
所
指
的
具
有
人
恆
的
人
。
教
育
便
是
要
教
人
成
為
這
種
人
。

然
而
這
種
人
還
不
是
教
育
對
入
所
脊
的
最
高
理
想
。
憑
熱
中
的
人
照
該
具
有
毀
性
，
有
其
人
往
目
的
，
能
以
意
志
支
配
其
佇
唱
肘
，
能
以
治
德

控
制
其
行
為
，
能
根
據
知
識
的
判
斷
而
選
擇
行
為
，
並
能
以
個
人
的
行
為
與
多
數
人
的
佇
僑
和
參
照
，
進
而
建
才
←
吏
頁
荐
的
佇
瀉
。
還
種
人
能
為

多
數
人
的
表
率
，
不
但
惠
及
當
時
的
人
，
而
且
能
範
示
後
佳
的
人
。
目
前
康
德
所
謂
之
理
性
人
，
道
德
學
家
所
謂
文
鑽
德
人
，
儒
家
所
發
頌
的
聖
人

，
宗
教
信
仰
中
所
想
望
的
神
人
。
這
種
人
不
但
在
維
持
個
人
生
活
中
木
妨
害
其
他
的
人
，
也
一
小
丘
於
關
心
和
協
助
其
他
的
人
，
而
且
常
會
終
對
自
然

與
人
生
有
透
徹
的
了
解
，
依
照
自
然
萬
物
之
頭
，
以
謀
來
群
體
發
展
，
叫
卅
望
每
個

λ
都
能
彈
背
展
其
最
高
的
λ
怪
，
以
進
入
於
費
住
人
的
扭
押
回
界
:
更

教
育
的
適
應
性
與
不
變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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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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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望
每
代
人
都
能
發
揮
其
最
高
的
聰
明
才
知
，
改
進
並
創
措
更
堅
祿
的
人
生

O
R
F殺
人
搜
處
于
大
妳
新
其
棋
，
血
(
造
作
和
其
舟
，
龍
的
帥
無
笑
地
立
心

，
為
生
民
立
命
，
為
往
塑
繼
絕
學
，
為
萬
卅
日
開
太
平
，
是
最
高
的
理
想
中
的
人
，
即
是
完
人
。

要
使
人
成
為
「
人
)
以
歪
理
想
人
，
教
育
目
前
應
該
指
肉
於
發
展
人
性
，
培
養
人
格
，
與
改
荐
人
生
。

村
教
育
在
發
反
去
物
愁
兵
價
值
的
人
性

人
性
之
與
獸
性
無
殊
的
部
分
，
在
具
有
與
生
俱
來
的
木
能
。
動
物

u
m
.
本
能
晃
來H
r
-
-

與
綿
延
積
拔
，
自
信
兩
若
無
需
帶
回
農
債
能
會
魂
。
所
要
發
展

的
是
人
與
動
物
的
不
同
之
處
。
人
獸
悶
悶
較
明
顯
的
不
同
處
是
人
類
優
越
的
智
慧
和
投
呵
。
由
於
人
類
高
度
的
智
慧
，
甜
的
出

7
多
種
芳
法
，
裳
喃
現
在

本
能
的
追
求
上
;
由
於
人
類
巧
奪
天
工
的
技
藝
，
製
造
出
多
積
主
兵
，
應
用
在
太
能
的
游
足
上
。
於
是
將
療
爽
最
萃
，
眾
的
需
要
，
變
成
無
意
的
慾

求
，
為
慾
求
而
爭
奪
，
也
學
奪
而
造
成
的
對
自
然
與
其
他
動
物
的
危
害
，
尚
一
叫
湊
然
置
之
，
以
「
萬
物
品
甘
為
我
用
」
來
解
釋
。
若
由
學
奪
而
形
成

人
類
對
本
身
和
肉
類
的
危
害
上
，
肉
類
相
爭
，
各
用
其
相
似
的
制
是
與
技
巧
，
以
期
壓
倒
對
方
，
便
成
為
勾
心
鬥
角
，
巧
取
豪
奪
。
試
看
人
類
史

中
，
無
論
私
人
爭
競
或
閱
種
爭
奪
，
莫
不
在
智
與
巧
的
還
舟
土
爭
總
長
。
如
果
發
們
相
信
人
類
文
化
在
進
步
田
間
程
中
，
智
與
巧
必
然
與
日
俱
增
，

則
教
育
便
無
須
放
汲
於
智
巧
的
增
加9因
為
這
是
必
然
的
。

人
使
中
近
於
獸
性
，
與
本
能
並
存
的
，
是
求
生
之
間
生
、
和
食
生
的
傾
向

0
個
體
為
來
本
身
生
命
的
維
持
而
宋
德
剝
奪
其
他
的
生
命
。
未
盡

限
於
人
和
人
的
相
爭
。
若
以
自
然
律
來
衡
量
字
宿
萬
物
，
則
凡
是
有
生
命
的
都
有
余
生
的
本
能

O
扭
扭
以
廣
泛
的
平
等
較
合
眾
清
，
則
凡
是
有
企
命

的
都
應
該
延
緩
其
生
命
到
自
然
的
極
限
。
動
物
中
弱
肉
強
食
，
已
者
最
調
回
兒
的
例
子
，
人
恃
其
智
可
以
鴛
弦
，
致
其
他
動
物
的
總
命
以
維
持
因
己

的
使
命
，
似
乎
除
了
佛
家
外
，
已
被
接
受
為
當
然
。
這
是
人
獸
無
別
之
處
。
而
入
一
更
甚
於
獸
者
，
是
刺
用
其
精
兵
的
智
呵
，
間
親
相
咱
悴
，
成
為
主

性
患
者
的
論
樣
。
如
苟
子
所
說
••

「A「
人
之
性
，
生
而
有
為
利
焉
，
•.•..

生
而
有
疾
惡
焉
，
••.•••

生
而
有
耳
目
立
欲
，••••.

」
苟
予
這
些
所
謂
之

怪
，
是
人
類
進
化
後
所
表
現
的
行
為
，
於
其
說
是
原
本
即
有
的
性
，
木
如
說
是
由
業
生
木
能
消
化
出
來
的
慾
。
但
是
在
太
能
聽
策

7
)下
，
木
免
於

殘
物
傷
人
而
已
。
殘
物
傷
人
的
表
現
，
是
由
於
為
生
活
而
發
出
來
的
競
爭
。

若
從
另
一
角
度
來
看
，
求
生
乃
是
白
然
律
中
苦
的
傾
向
。
天
地
之
六
德
臼
生
，
生
的
本
身
原
就
是
善
的
;
六
祺
必
得
真
叫
莓
，
生
命
的
延
長
也

是
善
的
。
則
求
生
與
向
生
不
但
木
是
惡
，
很
本
上
乃
是
善
，
也
就
是
從
生
的
臣
的
來
說
是
善
。

-
A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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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寫
的
發
生
，
乃
是
由
於
來
生
之
手
段
的
幫
均

不
當
，
以
爭
奪
殘
敗
而
求
生
，
而
且
把
這
些
手
段
用
於
和
同
瞄
桐
柏
爭
奪
、
相
殘
城
上
，
才
成
為
人
的
惡
。
而
當
人
與
人
主
相
府
才
發
殘
敗
的
時
候
，

只
街
一
己
之
私
而
沒
有
顧
及
他
人
的
仁
。
所
以
若
要
發
展
人
性
}
即
使
其
成
為
莓
，
成
鴛
仁
，
當
給
人
領
智
巧
的
簿
用
，
「
一
若
眼
，
即
是
教
人
以
甘
當

約
求
生
方
式
。

人
類
智
與
巧
發
展
的
可
貴
處
，
不
在
乎
用
於
擴
展
慾
史
和
諧
足
慾
求
，
而
是
人
之
超
出
戰
燈
閃
發
展
，
是
一
種
人
體
防
務
展
，
臭
咱

P
A
Y
精
神

的
講
足
，
即
是
求
頁
、
求
善
、
求
美
。
挺
有
哲
學
以
來
，
智
旁
便
一
電
努
力
於
這
一
一
一
方
面
的
追
求
，
經
過
三
千
年
，
還
沒
有
確
切
的
容
笑
。
因
為

這
三
者
本
就
不
可
能
有
定
矣
。
其
道
頭
第
一
三
這
種
無
限
的
追
求
發
自
於
最
優
越
的
人
性
，
象
徽
入
恆
的
無
限
發
展
;
第
三
、
這
種
追
求
是
人
類

文
化
的
寵
物
，
文
化
永
繼
不
替
，
而
且
代
有
增
加
，
由
追
求
而
得
的
也
將
日
新
貝
異
，
永
無
止
境
:
第
一
一
一
、
因
為
是
永
無
益
壞
的
追
求
，
才
使
追

求
若
不
休
不
怠
，
在
追
求
中
得
到
極
犬
的
快
樂
，
追
求
本
身
就
是
漏
足
。
而
求
真
、
求
婪
、
求
美
的
工
作
是
精
神
裳
現
，
追
索
著
只
要
能
獨
足
基

本
的
需
要
l
有
食
物
足
以
維
持
生
命
，
便
能
自
得
其
樂
。
在
追
求
時
可
以
與
其
涓
細
悶
和
切
磋
而
收
到
合
衷
共
濟
的
快
樂
。

晨
三
菁
、
美
是
價
值
采
統
，
人
恆
的
表
現
與
發
展
便
在
於
對
績
偉
的
探
索
、
訂
定
、
與
街
宣
0
人
要
超
出
於
動
物
的
領
城-
m達
到
人
的
境
界

，
便
要
發
展
人
的
價
值
。
人
的
價
值
是
抬
象
的
，
無
法
以
實
際
的
工
具
來
衡
量
，
因
而
身
高
、
饅
室
、
膚
色
、
性
別
等
都
木
足
以
說
明
人
性
。
能

移
表
示
人
性
者
在
對
於
晨
三
習
、
美
的
體
認
、
辨
識
、
判
斷
、
和
欣
賞
，
更
安
耍
的
是
對
這
一
一
一
岩
的
帶
魂
。
要
對
晨
三
菁
、
且
矣
，
有
所
發
現
，
必

須
應
用
思
考
，
而
思
考
的
範
圈
，
婆
超
出
於
現
象
卅
一
界
之
上
。
沿
著
這
個
階
梯
發
展
，
人
才
會
進
入
於
起
動
物
性
的
精
神
世
界
，
如
柯
美
純
斯
n

c
o
S
S
E
P
E
S
-
5
8
)所
說
，
「
人
的
最
高
目
的
在
其
生
命
以
外
，
」
而
儒
家
所
說
的
超
凡
入
聖
，
可
以
脫
離
宗
教
的
支
恕
，
更
切
合
人
的

質
際
條
件
。

教
育
約
旦
的
在
發
凌
人
性
，
柯
美
紐
斯
郎
曾
指
出
說

••

「
人
要
受
教
育
才
能
成
為
人
。
自
然
賦
予
胚
種
以
獲
得
知
識
、
道
德
、
和
宗
教
們
能
刃
，
都
來
商
投
賦
芋
知
識
、
叫
個
咕
咕
立
和
宗
教
。
這
一
一
一
串
串

乃
娃
經
學
習
、
活
動
、
和
遊
戲
而
來
。
故
而
有
人
曾
在
確
的
說
，
人
是
訂
教
的
動
物
。
因
無
若
木
受
教
育
，
人
便
木
能
成
為
人
。
」

「
因
而
所
有
生
其
人
權
者
便
都
需
要
教
育
，
因
為
的
們
們
木
要
成
傍
野
獸
、
餐
豬
，
和
采
木0
，
因
此
而
知
所
受
的
教
育
然
佳
，
您
能
趙
品
間
萬
物

。
」
(
註
四
)

學
紀
也
有
類
似
的
觀
點
，
以
為
只
有
教
育
才
能
發
揮
人
恆
的
特
徵
。
如
「
古
之
盟
一
者
，
此
物
醜
類
o
鼓
無
當
於
主
聾
，
我
聲
剪
得
木
和
o
水

無
當
於
五
色
，
五
色
剪
得
不
章
。
學
無
當
於
五
宮
，
五
官
剪
得
木
洽
。
師
無
當
於
文
紋
，
衣
服
弗
得
木
額
。
」

當
人
性
越
升
到
價
值
階
段
時
，
唯
有
在
其
、
善
、
美
等
方
研
發
展
才
是
人
的
矮
膜
。
真
是
理
性
的
聽
展
，
出
了
解
而
移
成
概
念
，
統
和
而
成

思
想
，
靠
人
類
所
創
造
的
語
言
文
字
表
達
出
來
，
並
且
室
和
交
換
。
詩
是
意
志
的
議
展
，
由
群
居
生
活
一
向
自
扭
扭
萬
物
並
荐
的
道
理
，
從
約
束
行
為

而
參
悟
到
本
曰
存
有
的
可
能
，
形
成
意
志
後
遂
成
為
自
潑
的
力
是
，
到
了
完
全
自
脅
自
動
的
時
候
便
猶
如
與
夫
地

A口
德
，
與
日
月
A
「
閻
明
。
美
是
情

感
的
發
展
，
從
本
能
的
街
動
，
進
而
為
不
能
自
己
的
情
感
，
情
感
在
如
擊
中
蘇
宵
，
對
於
最
高
的
終
極
的
們
理
想
有
無
盡
的
欣
羨
與
愛
慕
;
同
時
把

溫
馨
、
欣
羨

B
與
愛
慕
做
橫
的
擴
展
，
廣
及
於
目
所
能
接
，
耳
所
能
閩
、
以
宰
一
心
所
能
恕
的
，
包
括
所
有
異
體
與
抽
象
在
內
。
這
一
一
一
方
面
的
發
展

，
西
方
稱
之
為
知
識
、
道
德
、
和
宗
教
，
儒
家
則
完
全
概
括
在
人
性
之
中
o
演
變
到
今
天
，
西
芳
在
知
識
、
道
德
、
和
宗
教
間
雖
然
者
殊
途
筒
歸

之
勢
，
部
仍
然
有
清
楚
的
途
徑
司
分
。
我
開
闊
別
眾
普
滴
翠
於
倫
咱
們
道
德
之
中
，
苦
的
追
次
最
閑
顯
，
晨
與
美
有
被
遮
豬
的
跡
象
。
甚
奄
一
在
這
三
者

教
育
的
適
應
性
與
不
變
性

r、
總

一
一
、J



教
育
研
究
研
集
到

第
十
四
輯

~、

總

一
一、J

的
咱
也
汰
中9
或
以
揖
周
知
識
的
探
索
太
難
，
治
糕
的
外
在
恥
們
知
﹒
刃
﹒
太
竅
，
情
吭
一
此
較
研
}
訪
問
易
於
只
覺
，
但
仍
停
留
在
街
動
階
餒
。
如
果
教
育
新
情

感
發
展
有
正
確
的
指
引
，
假
情
感
的
辦
馨
處
間
開
始
，
體
驗
訂
欣
品
加
血
(
一
則
受
裹
著
的
捏
一
諦
，
將
兒
理
悴
，
與
道
德
，
木
但
木
難
，
而
旦
木
是
外
在
的
約

束
，
這
兩
卓
有
照
自
含
有
一
向
喜
可
愛
的
性
質
，
其
本
獎
的
成
分
在
內
。
關
鍵
是
要
人
性
臨
時
展
到
這
個
地
步
，
才
能
領
略
和
德
驗
，
所
以
只
有
在
精
神

的
領
滅
中
，
去
感
受
這
種
價
值
之
一
月
賞
。

口
教
育
在
培
萎
免
令
私
陣
陣
仁
讓
的
人
格

人
松
一
詞
，
心
頭
的
學
解
釋
為
表
現
個
人
的
佇
為
禮
品
爪
，
包
括
科
情
、
情
緒
、
興
趣
、
緩
度
，
貝
於
和
別
人
師
交
件
中
，
所
以
人
格
是
群
居
生

活
的
產
物
。
從
心
理
學
家
所
說
的
人
格
的
們
結
構
、
德
震
、
和
形
成
夾
者
，
和
哲
學
家
所
說
俏
贊
他
們
或
品
格
培
養
級
為
接
近
。
而
教
育
目
的
以
培
養

人
格
為
主
，
與
二
者
亦
屬
相
合
。

這
里
需
要
再
加
中
闋
的
是
，
人
終
是
群
唐
生
活
或
被
會
倒
有
血
物
，
閃
而
談
人
格
培
養
，
必
須
時
時
將
個
人
的
佇
篤
，
與
別
人
的
意
見
和
參
照

。
尤
其
個
人
所
隸
屬
的
社
會
，
所
接
觸
的
別
人
，
是
人
榕
的
反
映
。
而
人
與
人
的
關
係
，
出
自
於
個
人
內
在
的
動
機
，
見
甜
甜
於
入
前
的
外
在
佇
鴿

，
以
社
會
為
出
發
點
。
由
於
表
現
人
格
的
行
為
，
以
社
會
中
所
建
立
的
道
德
倫
理
來
衡
壘
，
所
以
道
德
規
範
和
伶
握
原
則
，
便
成
鴛
增
護
人
榕
的

標
準

o自
前
筍
一
阱
述
，
已
詩
開
道
德
倫
謎
是
一
社
會
產
物
，
和
人
絡
為
社
會
霞
物
和
筒
。
在
社
會
生
活
中
，
群
饒
秩
序
的
維
持
，
要
各
個
人
間
渡
者
矛

盾
街
突
;
群
體
生
活
的
發
展
，
叉
要
各
僧
人
能
合
作
玄
助
;
群
體
臨
時
恕
的
實
現
，
吏
要
忽
個
人
以
群
饅
揖
胸
前
搓
，
貢
獻
個
人
的
所
長
，
以
全
體
的

目
的
為
目
的
。

出
社
會
組
織
的
形
成
與
發
晨
，
和
人
類
的
本
性
格
驗
設
，
訂
以
看
出
個
體
與
鮮
體
之
間
，
有
室
和
依
屬
的
關
係
，
也
有
室
和
街
突
的
地
芳
。

個
體
必
須
給
劫
於
群
體
、
向
他
(
群
體
中
的
別
人
互
道
有
無9
主
補
飼
矢
，
才
能
維
持
生
命
，
是
群
髏
彩
成
的
主
要
原
慰
。
然
而
群
體
也
要
效
每
一
個

人
，
不
能
侵
害
別
人
，
才
能
使
各
個
人
的
生
命
得
以
維
持
。
個
人
幫
助
別
人
，
是
對
別
人
有
所
貢
獻
;
但
人
木
能
妨
害
別
人
，
是
受
了
別
人
的
限

制
。
若
只
從
這
單
一
立
場
來
說
，
似
乎
群
體
對
個
人
只
有
要
來
和
限
制
，
彌
足
別
起
個
人
的
反
感
。
如
果
承
認
這
觀
點
為
一
正
確
，
群
體
便
沒
有
成

立
的
必
要
。
事
實
上
群
體
中
的
各
個
人
間
，
關
係
都
是
相
互
的
，
而
木
是
單
一
的
。
一
個
人
贊
助
別
人
，
周
樣
的
也
得
到
別
人
的
幫
助
;
個
人
一
被

限
絲
不
妨
告
別
人
，
同
時
也
限
制
別
入
木
能
妨
害
自
己
。
兩
相
對
照
，
才
是
公
平
。
無
如
入
某
於
個
體
女
生
的
動
機
，
易
於
只
終
本
身
出
發
，
而

且
一
往
直
前
，
不
把
別
人
納
入
應
加
考
慮
的
範
圈
，
便
成
無
私
。
最
初
的
有
己
無
人
從
此
出
發
，
到
達
最
梭
的
困
在
室
內
公
，
被
公
濟
私
酹
巔
宰
。

動
物
不
能
形
成
或
提
高
其
物
怒
，
便
是
因
為
牠
們
永
遠
局
限
在
求
個
體
生
存
的
私
的
動
機
上
。
惟
有
人
在
一
群
攬
生
持
中
領
悟
到
以
己
哼
哼
入
的

道
理
，
並
且
能
侈
做
到
推
己
及
人
的
地
步
。
校
園
的
仁
宇
叫
他
二
人
便
是
由
占
有
己
無
人
進
入
於
己
所
木
欲
，
勿
機
於
入
的
「
人
」
的
境
界
。
唯
心
相
時

判
刑
以
別
人
為
念
，
才
能
生
活
於
群
鶴
當
中
。

然
而
從
一
己
之
私
到
與
人
共
存
約
仁
並
木
容
易
。
因
為
當
人
的
慾
電
院
看
智
慧
丙
日
婿
的
時
候
，
每
個

λ
都
令
其
永
終
正
纜
的
耽
心
索
。
客
人

的
慾
求
相
似
，
便
不
免
要
損
人
才
能
利
己
，
最
後
成
為
人
與
人
的
相
主
爭
奪
與
殘
殺
。
究
其
因
木
過
出
於
岳
萃
，
因
自
私
而A
X自
剃
，
因
自
在
白

利
而
危
害
了
別
人
。
社
會
秩
序
趨
於
紊
亂
，
社
會
發
展
於
焉
停
頓
，
社
會
理
想
歸
於
幻
滅
。
所
謂
之
λ
群
，
近
似
見
食
而
共
趨
，
學
食
而
主
門
，

無
食
則
各
殼
的
獸
祥
。
其
聚
合
是
各
為
一
己
之
刺
，
其
分
散
是
由
於
無
烈
苛
求
。
入
與
戰
文
到
了
無
殊
的
地
步
，
因
為
人
並
宋
并
給
為
「
人
」
。

J持
倫
理
道
德
以
培
養
人
怒
，
便
是
建
女
人
與
入
所
當
有
的
芷
常
關
係
O
六
間
由
于
泠
爾
斯

T
夫
下
之
道
，
從
個
人
的
格
物
致
知
始
，
以
誠
其
志
，
正

共
心
‘
而
修
其
身
，
鼎
的
後
才
能
齊
家
以
達
到
治
關
平
天
下
立
群
居
的
現
恕
。
修
身
若
要
先
芷
心
，

-
K心
要
先
誠
意
，
誠
意
別
要
先
格
物
致
知
，
即

是
人
格
培
養
，
要
從
最
基
本
處
鬧
始
。
從
人
絡
的
定
義
來
看
，
是
個
人
在
別
λ
面
前
的
裴
瑰
，
當
然
主
要
的
表
窺
見
於
行
為
。
佇
為
由
學
習
而
來

，
良
好
的
行
為
表
現
即
得
自
於
修
身
約
功
效
。
由
人
的
行
為
表
哀
而
判
斷
其
人
糕
，
芷
是
人
之
常
情
與
常
識
。
而
誠
於
中
有
彩
於
外
，
芷
是
修
身

必
先
誠
意
的
道
理
。
至
於
誠
意
必
先
給
物
致
知
，
即
又
是
給
現
象
與
思
考
驗
證
，
終
或
碎
屑
的
道
現
和
原
則
，
饅
察
一
己
的
缺
點
和
弊
端
。
了
解

犧
牲
，
辨
別
人
怪
，
悟
出
做
人
的
道
殼
，
端
在
於
如
何
與
人
相
處
。
如
是
便
要
克
制
一
己
的
慾
求
，
控
制
一
己
的
佇
篤
，
-
T能
在
與
人
相
處
文
中

，
享
受
互
助
合
作
、
合
衷
共
濟
的
樂
趣
，
求
生
目
的
之
達
到
，
自
然
包
括
於
其
中
。

所
謂
誠
意
正
心
修
身
源
於
終
物
致
知
，
即
在
給
終
物
致
知
中
參
扭
怕
萬
物
生
成
的
仙
過
狸
。
生
與
求
生
是
苦
的
，
而
生
命
的
維
持
做
靠
最
低
限
度

基
本
需
要
的
漏
足
。
如
顏
子
之
蔬
食
，
飲
水
、
在
陋
巷
;
如
孔
子
之
食
無
求
飽
之
居
無

A
X安
;
如
伊
璧
鳩
魯
的
帥
的
包
與
冷
水
。
且
是
只
求
能
給
持
生

活
為
足
。
以
人
的
聰
明
才
智
，
車
乘
維
持
生
命
，
自
木
為
難
。
以
所
餘
的
精
力
從
事
人
的
辦
展
，
木
但
有
說
於
個
人
，
更
有
錯
於

1人
，
下
後
世
。
我

們
所
歌
頌
的
偉
六
人
格
是••

「
為
人
君
，
立
於
仁
;
為
人
臣
，
立
於
敬
;
為
人
子
，
立
於
孝
;
為
人
父
'
，
止
於
慈
;
與
商
入
交
'
，
比
於
信
。
」
這

種
人
糕
的
形
成
，
道
學
則
如
切
如
磋
，
自
修
則
如
啄
如
瘡
，
如
是
才
能
成
為
瑟
佇
憫
兮
，
赫
兮
喧
兮
的
盛
德
君
子
。

能
立
志
於
正
心
修
身
，
從
誠
意
闊
始
，
以
達
到
無
所
忿
懷
，
無
所
恐
懼
，
無
所
好
樂
，
無
所
憂
患
的
地
步
。
-
T能
回
心
照
清
闕
，
分
辨
好
聽
美

酸
。
中
庸
一
再
申
一
百
誠
為
至
德
之
木
，
以
為
「
唯
天
下
室
誠
，
為
能
鑫
其
性
。
能
盡
其
性
，
則
能
發
人
芝
徑
。
能
盡
人
之
怪
，
則
能
發
物
之
怪
。

能
盡
物
之
糙
，
則
訂
以
贊
天
地
之
化
宵
。
可
以
輯
們
夫
地
之
忱
育
，
則
可
以
與
一
火
地
參
矣
。
」
人
被
夫
賦
能
力
，
育
以
成
為
奄
一
誠
，
但
須
接
教
育
之

力
，
才
能
達
到
至
誠
的
地
步
。
所
以
中
庸
載••

「
誠
岩
夫
之
道
也o
誠
之
者
，
入
之
間
伯
也
。
」
夫
續
以
誠
而
成
萬
物
，
人
續
因
教
而
能
擇
等
問
軌

。
由
誠
意
到
修
身
，
即
是
個
人
修
德
的
根
本
，
是
營
群
居
生
活
必
備
的
條
件
。
赫
爾
巴
特
也
以
為
人
類
的
學
鬥
和
慾
望
，
亟
需
晶
揮
積
育
交
替
制
，
故

應
該
一
培
表
兒
童
的
道
德
觀
念
和
意
志
力
，
以
達
到
自
制
的
們
程
度
。
(
註
主
)

節
制
慾
望
與
控
制
行
為
，
要
給
兒
童
時
期
開
始
;
所
以
道
德
倫
理
觀
念
的
培
養
，
加
也
要
終
幼
年
開
始
;
也
弦
是
人
終
躍
而
賽
開
始
的
時
期
立
即

言
教
育
的
「
育
」
字
，
便
是
由
此
而
來
。
從
有
知
識
與
技
能
的
傅
授
，
只
能
動
強
稱
之
為
教
學
，
木
能
稱
立
為
教
育
，
也
即
亦
此
。

教
育
的
適
應
性
與
不
變
性

f‘、
總


U



教
育
研
究
研
集
到

第
十
四
輯

一
問
(
總

閥

、J

不
過
教
育
的
最
高
目
的
，
並
不
止
於
教
各
個
人
獨
善
其
身
，
而
是
要
以
集
荐
夫
下
為
職
怠
。
中
庸
所
謂
智
笑
地
之
化
背
以
與
夫
地
血
脅
，

這
個
一
意
思
。
然
而
今
天
我
們
所
耍
了
的
峙
的
民
陣
，
但
人
之
以
天
下
國
家
為
己
任
，
並
非
指
必
須
為
領
袖
、
熱
鬧
窟
，
而
是
擴
六
個
人
的
生
存
自

以
群
體
生
存
的
目
的
為
目
的
，
以
群
體
生
命
的
延
續
為
延
續
。
麥
克
盡
一
己
的
芳
量
，
為
群
體
諜
幸
福
，
無
群
體
宋
長
治
久
安
之
道
。
無
論
倆
人

所
從
的
長
什
麼
工
作
，
都
是
以
群
體
為
出
發
點
而
工
作
的
。
如
此
才
使
個
人
的
單
位
價
值
，
升
寫
為
盤
山
一
體
價
植

••

個
人
的
渺
小
生
命
，
接
夫
為
整

繼
生
命
。
在
這
種
目
前
指
引
下
，
才
使
個
體
生
命
更
有
意
義
，
個
體
生
活
，
更
寫
情
趣
，
這
就
是
一
所
謂
化
小
我
鼎
鼎
犬
我
的
觀
念
。
這
樣
的
人
格
，

才
是
社
會
所
期
望
與
贊
仰
的
人
絡
。
從
人
類
發
展
的
史
寶
來
看
，
群
居
生
活
是
必
然
，
社
會
組
織
也
必
不
可
缺
。
社
會
理
想
的
最
富
境
界
，
必
領

待
每
個
人
都
兵
街
理
想
的
人
格
而
實
現
。
若
同
樣
承
怒
教
育
是
社
會
生
活
必
需
的
活
動
，
則
靠
教
育
以
培
養
人
絡
，
使
每
個
人
都
成
傌
被
殺
美
和

景
仰
的
入
，
便
是
教
育
不
變
的
目
的
，
也
是
教
育
不
能
經
忽
的
任
務
。

回
教
育
在
改
善
多
困
苦
久
安
寧
的
人
主

從
人
類
發
展
的
過
程
看
，
人
始
終
努
刃
於
求
生
活
的
改
善
，
而
成
為
人
類
進
步
的
跡
象
。
所
謂
拉
法
的
改
善
，
可
以
你
兩
種
不
同
的
觀
點
來

解
釋
••

某
一
是
由
難
到
易
，
其
二
是
由
嚮
入
奢

0

人
生
也
難
到
易
，
是
從
最
初
危
機
四
伏
的
環
培
和
求
食
為
難
的
狀
況
，
進
步
到
比
較
完
全
和
食
物
突
榕
的
號
況
。

λ
類
早
期
環
境
的
危
險
，

是
因
在
自
然
災
害
之
外
，
更
有
猛
獸
的
成
脅
。
自
然
災
害
之
如
祁
笈
盛
暑
，
洪
水
風
雨
立
和
疾
病
傅
染
;
而
在
人
獸
木
分
的
環
情
﹒
中
，
隨
時
都
有

一
被
侵
害
的
可
能0
至
於
求
食
，
靠
徒
手
抓
氣
或
搏
獸
，
不
但
冒
生
命
危
險
，
而
立
捕
獲
也
必
異
常
艱
難
。

λ
類
的
優
越
處
。
木
在
將
軍
援
的
肢
體

技
詣
的
進
步
，
而
在
於
知
道
利
用
工
具
以
捨
權
力
之
足
，
以
增
進
雙
手
的
技
巧
。
因
魚
婆
刺
府
主
兵
，
便
要
製
造
工
且
了
工
具
層
出
不
窮
，
而
且

日
益
精
頁
。
首
先
為
自
己
建
起
房
屋
以
阻
擋
猛
獸
的
侵
襲
;
進
而
自
多
數
房
屋
所
形
成
的
村
落
劃
分
出
人
的
領
的
明
，
將
猛
獸
掠
諸
人
類
環
境
之
外

，
遂
使
人
類
的
法
處
，
從
自
然
環
境
中
觀
分
出
一
個
界
限
，
成
為
人
的
環
墳
，
人
類
本
身
也
絨
禽
獸
中
隅
鶴
閑
來
，
卓
然
另
成
一
群

0
人
領
個
判
處

的
環
境
呂
然
比
人
獸
混
雜
的
環
境
安
全
。

入
類
對
火
的
發
現
，
可
能
是
文
閻
明
進
步
的
最
大
助
力
。
我
們
已
經
無
法
確
定
最
初
對
火
的
應
用
。
也
可
假
如
間
最
初
的
火
是
出
發
電
引
起
的
林

木
燃
燒
，
人
在
無
意
中
發
現
野
獸
對
火
的
恐
懼
，
因
而
保
持
其
燃
燒
，
做
為
驅
逐
野
獸
的
主
兵
;
並
且
潑
現
被
燒
烤
過
的
野
獸
，
木
但
可
徹
頭
成

的
食
物
，
而
且
其
味
尤
勝
於
生
食
，
由
此
知
錯
了
熟
食
之
法
。
空
於
用
火
取
暖
和
照
明
，
可
能
還
是
被
來
的
發
現
。
總
之
，
我
們
可
以
想
像
火
的

功
舟
，
是
逐
漸
為
人
所
發
現
的
，
而
到
了
人
發
現
火
可
以
熔
化
金
屬
的
時
候
，
也
是
人
類
生
活
進
步
最
快
的
時
候
。
用
火
化
金
屬
以
獲
造
工
兵
，

使
人
有
了
生
活
中
最
銳
利
的
武
器
，
工
具
製
造
的
進
步
，
從
此
也
更
為
迅
速
。

試
比
較
考
古
發
現
的
石
器
和
銅
器
的
形
吠
，
以
及
研
究
出
來
的
這
些
法
物
的
功
舟
，
兩
個
時
代
寫
悶
顯
的
木
筒
。
最
以
武
器

-
m
e
一
口
，
祐
一
設
想

英
時
的
武
器
是
用
以
捕
獲
過
物
，
金
屬
器
具
顯
然
鋒
利
而
易
於
運
用
，
對
求
食
的
幫
助
必
然
更
大
。
如
果
更
設
想
在
熟
食
中
發
現
，
燒
掉
問
遁
的
動

物
內
比
生
約
能
保
持
較
長
的
時
間
，
則
-
次
獵
漿
，
可
得
數
臼
溫
飽
，
短
期
問
免
除
了
飢
餓
的
成
脅
，
者
更
多
閑
時
間
主
設
械
和
鰻
做
其
們
的
工

兵
，
即
是
生
活
不
徒
是
覓
食
，
在
覓
食
之
外
9
有
了
餘
蝦
，
可
以
一
部
分
精
力
從
事
覓
食
以
外
的
活
動
。
餘
暇
時
間
的
增
加
，
即
象
徵
生
活
海
於

容
易
。從

這
些
發
現
和
生
活
經
驗
中
，
人
類
領
悟
到
生
活
可
以
改
善
，
即
是
製
造
英
才
效
的
主
兵
，
以
減
少
來
食
的
困
難
。
按
貝
殼
然
俱
持
已
有
的

食
物
，
以
減
少
求
食
工
作
，
更
進
而
發
現
食
物
的
來
源
，
以
增
加
食
物
的
種
類
。
當
食
物
不
再
是
最
迫
切
的
需
要
時
，
才
有
餘
﹒
力
尋

4月
禦
寒
的
方

法
，
衣
服
和
居
展
，
逐
漸
裂
成
而
改
良
0
克
又
裂
成
陸
上
代
步
的
車
乘
，
水
上
可
浮
的
舟
的
，
行
路
也
不
再
困
難
。
到7
食
、
次
、
住
、
佇
等
都

逐
概
有
了
可
用
之
物
，
生
活
已
相
當
完
俑
，
較
之
穴
居
野
處
，
茹
毛
飲
血
時
，
不
但
生
活
進
步
，
而
且
比
較
霖
易
。
再
進
一
步
，
更
想
到
保
障
生

命
的
方
法
，
而
出
現
了
對
疾
患
的
治
滾
。
利
用
于
你
知
的
動
植
物
以
療
傷
、
主
疾
，
喜
少
叮
以
一
滅
低
若
干
痛
苦
或
死
芒
，
使
人
類
生
命
逐
漸
安
定
，

而
且
日
漸
容
易
。

人
生
四
要
索
、
食
衣
住
行
的
改
善

9
使
基
本
需
要
的
游
足
無
復
揭
難
，
鼓
要
日
趨
便
利
，
本
是
生
活
的
目
的
。
若
單
純
的
沿
贊
美
個
芳
百
進

行
，
人
類
的
進
展
將
一
住
在
前
。
但
是
在
人
類
經
各
種
發
現
而
使
生
活
得
以
改
善
的
跌
得
中
，
自
私
與
食
變
也
閑
時
點
開
展
。
即
在
食
次
住
佇
四
方

面
，
也
生
出
無
限
慾
求
，
使
原
來
最
基
本
、
最
簡
單
、
最
易
游
足
的
需
要
，
變
成
無
窮
盡
、
最
夜
隸
、
永
木
溺
足
的
慾
耍
。
食
品
本
為
闊
前
腹
以
維
持

生
命
，
竟
變
成
每
餐
企
望
珍
鐘
羅
列
;
次
木
為
蔽
體
禦
寒
，
竟
變
成
諱
贊
料
、
軍
式
樣
、
頃
刻
一
一
一
換
;
住
.
本
無
霎
魚
棲
丘
，
竟
變
成
要
廣
度
千
間

;
行
本
用
工
旦
(
以
代
步
，
竟
變
成
要
獨
自
樣
樣
具
備
。
把
原
來
日
食
三
餐
、
臥
僅
一
臂
的
需
要
，
變
成
永
無
反
立
的
窮
奢
絃
慾

O
生
活
一
小
是
為
維

持
生
命
，
而
是
要
為
足
慾
望

9
慾
望
層
出
不
窮
，
也
使
永
遠
不
會
游
足
，
為
此
才
生
出
人
與
人
的
事
端
。

生
活
由
館
入
奢
尚
不
止
此
。
因
為
人
在
食
衣
住
行
之
外
，
更
發
現
若
干
諒
為
可
以
自
娛
的
事
物
。
最
初
的
人
在
求
生
之
餘
，
將
時
間
應
用
在

器
物
約
裝
飾
上
，
雕
刻
繪
畫
便
是
由
此
而
來
;
或
者
用
在
友
闋
的
談
議
上
，
飲
酒
便
是
由
此
而
來
。
自
殺
吏
裁
縫
事
歌
詠
、
寫
作
。
以
自
我
突
現

為
消
遣
，
是
藝
術
之
所
出
生
，
也
是
文
化
之
所
串
成
。
但
是
在
生
活
進
步
之
後
，
人
類
可
能
發
現
這
些
?
越
術
表
現
仍
要
用
腦
用
力
，
府
間
來
逸
輛
軍
以

自
娛
，
不
甘
再
自
役
其
身
心
，
而
要
藉
別
人
、
物
件
來
尋
找
樂
趣
，
給
自
我
表
現
一
變
駕
車
來
欣
賞
，
木
很
自
仇
閃
而
要
役
入
侵
物
，
也
是
出
頭
了

以
供
人
娛
樂
為
謀
生
方
式
約
人
，
娛
樂
成
為
可
用
金
錢
購
買
的
享
受
。
要
享
受
則
要
金
錢
，
入
類
的
貪
墾
到
成
站
起
深
不
計
測
，
人
類
指
吏
由
奢
侈

而
進
入
於
腐
化
。

自
食
衣
住
行
及
娛
樂
活
動
的
進
步
以
改
善
生
活
，
原
是
人
生
的
目
的
。
但
是
改
荐
所
應
努
循
的
們
芳
式
，
照
該
是
由
樂
而
易
，
決
木
是
自
衛
入

奢

o
增
加
食
物
的
來
源
，
研
求
保
持
食
物
的
方
法
，
探
討
食
物
與
人
生
的
關
係
'
是
改
善
投
食
，
與
奢
侈
無
關
。
搜
尋
步
增
加
次
阪
贊
料
的
們
爽
源

，
改
進
製
傲
的
技
街
，
研
求
衣
般
的
保
持
方
法
，
是
被
低
消
費
的
經
濟
之
道
，
更
與
奢
侈
無
關
。
研
究
居
霞
的
安
舒
，
改
建
居
厚
的
建
造
，
增
加

教
育
的
逃
應
性
與
不
變
性

一
五
門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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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之
適
應
性
與
不
變
性
的
鈍
，
加

由
前
述
可
知
教
育
的
適
應
性
見
於
教
育
的
發
生
、
發
展
、
與
演
進
;
教
育
的
木
賴
性
決
定
叫
你
教
育
以
人
晶
宮
百
歸
，
必
須
教
人
成
為
人
，
以
發

展
人
性
，
培
養
人
格
，
改
善
人
生
為
宮
的
。
適
應
性
的
成
立
在
於
變
。
教
育
既
是
因
人
而
生
的
，
自
然
要
國
人
而
變
，
是
從
教
育
俏
源
始
便
具
有

必
變
的
性
質
。
其
次
教
育
又
因
人
認
發
展
，
當
人
類
因
發
展
而
顯
示
變
化
時
，
教
育
也
要
隨
之
而
變
化
。
叉
當
入
國
帶
展
而
演
進
玲
，
教
育
從
而

與
之
俱
進
，
也
是
必
然
的
道
理
。
所
以
接
從
這
三
方
面
來
說
，
教
育
應
該
者
所
變
化
，
白
無
問
題
。
木
過
在
教
育
的
變
化
之
中
，
郎
具
有
一
個
中

心
原
則
，
從
其
中
可
以
看
出
教
育
萬
變
，
仍
然
不
能
離
其
宗
。
扭
扭
便
是
教
育
的
主
體
!
|
人
。
教
育
的
稜
生
、
聽
康
、
和
演
進
，
科
快
來
際
問
人
，

a別
人
若
依
舊
是
人
，
教
育
便
永
遠
因
「
人
」
而
施
，
這
個
目
的
將
永
遠
不
變
。
而
教
育
之
論
反
人
性
，
培
養
人
絡
，
改
詩
人
生
，
焦
熟
仍
然
是
人

;
並
且
教
育
之
所
以
要
發
展
人
性
，
培
養
人
絡
，
改
善
人
生
，
也
是
由
人
的
發
展
與
演
進
而
來
的
。
這
種
不
變
性
不
但
將
確
切
不
移
，
而
旦
與
適

應
性
乃
是
相
輔
相
成
的
。
其
間
毫
無
矛
盾
之
處
。

人
類
社
會
與
生
活
仍
然
在
演
進
之
中
，
教
育
仍
然
要
適
應
人
的
需
要
，
乃
是
當
然
的
事
寶
。
然
而
就
當
前
的
教
育
設
撿
來
看
，
似
竿
只
強
調

了
教
育
的
適
應
，
而
且
只
以
教
育
適
應
最
迫
切
的
需
要
為
前
提
，
忽
略
了
教
育
理
恕
，
更
遺
忘
了
教
育
的
木
變
性
，
以
致
教
育
失
去
穩
定
的
方
向

，
從
歧
的
時
上
盲
目
試
探
，
終
將
距
離
應
有
的
目
標
越
來
越
遠
，
更
可
能
導
致
無
可
挽
救
的
危
機
，
也
就
是
陷
入
類
於
無
以
自
拔
的
境
地
。

教
育
的
發
展
與
演
進
，
到
近
年
為
止
，
中
西
教
育
有
瞬
顯
的
兩
途
。
中
國
教
育
著
重
人
性
與
人
糕
的
培
養
，
西
方
教
育
贊
賞
人
生
的
改
掉
，

結
果
是
西
方
有
了
顯
著
的
物
質
文
明
，
即
所
謂
之
科
學
的
進
步
與
成
績
。
因
為
物
質
女
關
而
使
刺
了
生
活
，
是
人
最
海
易
熊
覺
的
事
簣
，
遂
何
人

才
艷
羨
文
萌
生
活
，
稱
道
科
學
發
明
。
我
們
自
然
應
該
感
謝
科
學
所
帶
來
的
強
質
生
活
之
便
刺
與
童
受
，
更
贊
佩
科
學
對
人
續
生
活
的
貢
獻
。
然
而

另
一
方
面
，
也
因
為
物
質
生
活
導
人
於
奢
侈
、
自
私
立
與
貪
婪
，
使
人
恆
不
能
發
展
，
人
格
無
從
培
養
。
因
偽
只
以
改
祥
生
問
為
曲
峙
的
，
黨
在
個

別
的
享
受
，
生
活
不
是
求
其
容
易
與
安
寧
，
而
是
縱
肆
慾
設
與
食
私

0
個
體
無
助
她
們
群
德
共
悶
的
帶
晨
，
反
成
無
破
壞
群
體
的
先
量
。
科
學
女
踴

在
改
善
生
活
的
同
時
，
更
伏
下
威
脅
人
生
的
危
機
。
因
為
在
迫
或
女
闋
的
初
始
和
歷
程
中
，
很
少
獻
技
其
對
人
性
與
人
給
的
作
用
。
如
目
前
人
所

自
己
覺
，
祭
到
的
是
，
某
些
人
造
食
品
有
害
健
康
，
自
然
資
源
為
裂
遺
物
品
而
被
破
壞
、
被
河
沾
染
。
在
科
學
無
入
類
發
現
新
的
食
次
往
仟
等
價
料
之

前
，
先
已
把
原
有
的
毀
壞
了
，
因
而
所
憂
慮
的
不
是
生
活
是
否
能
改
謗
，
而
是
將
來
的
人
，
是
否
還
有
物
資
以
維
持
生
命
。

另
一
方
面
，
由
於
物
質
生
活
的
急
速
加
強
，
使
精
神
生
活
和
對
的
消
失
。
人
類
失
去
生
活
的
特
別
與
憑
拔
，
在
汲
混
於
溝
足
無
反
耽
心
擎
的
同

時
9
反
而
感
到
更
不
漏
足
。
如
果
說
改
善
生
活
是
為
女
幸
福
與
快
樂
，
則
在
物
質
生
活
比
從
前
六
揖
闖
進
步
的
今
天
，
人
類
也
照
該
較
前
感
到
幸
福

才
是

o
乃
事
實
適
得
其
反
，
在
物
質
生
活
之
外
，
缺
少
精
神
生
活
。
因
無
不
再
追
索
出
具
、
善
、
和
美
，
使
人
不
知
如
何
辨
別
買
偽
，
不
知
如
何
判

斷
善
惡
，
不
知
如
何
區
分
美
觀
。
沒
有
價
值
判
斷
，
使
生
活
失
去
意
義
，
應
該
是

H
前
人
對
生
活
慮
到
迷
惘
與
不
論
的
?
要
原
因
。
文
在
群
居
生

活
之
中
，
由
於
生
活
方
法
與
技
論
的
精
密
勞
工
，
工
力
面
使
彼
此
為
生
活
而
支
相
依
賴
，
一
方
面
文
使
每
個
人
為
其
太
身
帥
生
活
而
主
和
學
競

o

依
賴
是
無
形
的
，
不
易
機
祭
的
，
學
競
則
美
閑
顯
的
，
容
易
感
覺
的
，
故
而
得
不
到
人
與
人
精
神
的
路
繫
，
只
見
人
與
人
情
感
的
淡
漠
、
以
至
互

相
仇
艘
。
故
而
目
前
人
所
最
感
到
惶
惑
的
是
，
人
應
該
合
作
以
求
共
存
，
抑
或
某
一
群
人
為
其
中
少
數
人
的
特
殊
德
望
向
要
克
被
另
一
群
入
，
因

而
造
成
全
體
人
類
的
毀
淚
，
.

西
方
教
育
因
註
重
適
應
，
尤
其
花
重
生
活
的
改
善
，
物
質
文
明
雖
有
顯
著
戶
進
步
，
都
缺
乏
文
你
精
神
中
心
，
采
會
把
提
人
終
發
展
與

λ
終

培
養
的
主
旨
。
我
國
儒
家
奠
定
了
人
性
與
人
格
教
育
的
基
礎
，
因
而
忽
略
了
物
質
女
闋
的
進
步
，
已
延
公
認
的
事
實
。
但
是
在
人
經
與
人
峙
聆
聽
彈
展

方
函
，
是
否
理
想
，
也
自
成
為
向
題
。
其
所
以
未
臻
遐
想
的
原
因
，
並
不
是
儒
家
有
意
忽
般
生
活
的
改
誰
有
所
致
，
而
是
後
代
教
育
賢
械
制
的
成

7
傌

教
育
的
適
應
位
聽
不
變
性

一
七
門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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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
如
儒
家
對
人
的
最
高
狸
想
是
貢
獻
一
己
，
以
利
天
下
國
家
。
所
以
大
學
J
L
立
於
至
荐
，
在
求
血
桐
樹
平
天
下
。
但
是
泠
儕
平
夫
下
，
必
須
給
格

物
致
知
關
蛤
9
然
後
經
誠
意
正
心
修
身
才
能
達
到

o
乃
竟
自
唐
代
間
開
始
科
舉
以
後
，
以
學
閑
散
士
，
不
存
似
漢
代
之
以
道
喃
喃
跌
入
，
遂
使
學
者
看

眼
於
出
佳
，
不
但
修
身
成
了
次
要
問
題
，
即
所
謂
之
格
物
致
知
也
只
限
於
科
舉
所
考
的
書
，
並
且
以
學
而
優
則
仕
為
繪
一
的
目
的
，
拋
翊
佇
這
白

遜
、
登
高
自
亭
的
基
本
，
完
全
著
服
在
治
醫
平
天
下
。
結
果
不
但
所
學
編
而
不
全
﹒
缺
乏
消
閥
平
天
下
的
必
儒
學
養
，
而
且
指
川
成
到
綠
黨
心
，
出

現
殘
賊
百
姓
以
目
肥
的
貪
官
污
吏
。
故
而
歷
代
書
史
，
酷
吏
傅
能
獨
佔-
u裕
，
貪
吏
吏
屢
見
不
鮮
。
在
以
道
德
倫
理
設
教
的
們
社
會
中
，
少
數
接
潔

之
士
一
的
不
兔
於
世
風
臼
下
、
道
德
淪
替
的
慨
嘆
。
這
種
事
實
約
形
成
，
是
由
於
人
性
及
入
格
教
育
一
被
導
入
歧
途
，
教
育
白
的
從
未
實
現
。
由
是
經

宋
代
的
真
族
侵
擾
，
元
清
兩
代
的
異
族
統
治
，
到
最
後
治
問
由
于
流
於
訓
話
考
據
，
去
人
的
教
育
臼
遠
，
一
更
未
從
事
改
善
生
活
的
探
求
。
教
育
的
立
何
種

關
失
，
返
故
引
起
日
後
對
物
質
文
明
的
變
羨
'
對
固
有
文
化
的
傷
棄

o
t閱
日
懿
羨
扇
然
木
必
，
街
動
的
揚
棄
仍
不
免
於
晶
晶H莽
被
裂
。

教
育
是
資
際
活
動
，
因
實
際
需
要
而
改
變
;
但
教
育
是
受
遐
想
的
指
導
，
最
高
的
頭
恕
周
定
不
變
。
指
導
教
育
方
向
的
是
教
育

R
的
，
指
導

教
育
實
施
約
是
教
育
原
則
。
在
不
變
的
臣
的
指
導
之
下
，
教
育
實
施
旨
在
於
認
清
教
育
的
對
象
，
選
擇
教
育
的
內
容
!
!
教
材
，
敢
進
教
育
的
方

法

i
i
教
學
，
但
慮
重
視
育
字
的
意
義
。

ω
U確
認
所
義
者
是
「
人
」

教
育
的
對
象
是
人
，
本
來
是
無
庸
贅
言
的
事
賞
。
但
木
段
仍
要
申
闋
的
是
，
教
育
所
教
的
「
人
」
'
是
尚
未
成
鴛
前
節
所
指
、
達
刮
到
辣
椒
中

的
人
，
而
是
兵
有
可
以
成
為
人
的
潛
能
，
趨
向
於
理
想
約
入
。
這
個
「
人
」
字
所
指
的
是
正
在
生
長
和
發
展
中
的
兒
童
和
青
年
。
心
均
占
有
教
育
的
作

用
，
這
個
「
人
」
可
能
永
遠
停
留
在
與
禽
獸
無
殊
的
階
段
，
為
本
能
所
支
配
，
過
著
木
詣
的
生
法
，
終
其
一
生
。
因
樣
的
，
這
個
「
入
」
如
果
所

受
的
不
是
適
當
的
教
育
，
則
是
所
受
的
不
是
將
教
育
的
不
變
性
與
適
應
性
統
和
而
嗡
的
教
育
，
也
可
能
走
入
歧
途
••

或
者
成
為
核
鑫
慾
求
的
人
，

或
者
成
為
趨
於
虛
幻
的
人
。
前
者
重
物
質
，
後
者
尚
虛
言
，
都
不
是
教
育
所
希
望
的
人
。

教
育
所
教
的
人
，
是
要
超
出
生
理
人
或
自
然
人
的
領
域
，
成
府
間
社
會
人
、
文
化
人
、
道
德
人
、
君
子
、
仁
人
、
一
以
索
回
屯
人
。
在
生
頭
人
或
自

然
人
之
上
，
無
論
也
於
先
天
的
個
別
差
異
、
或
是
後
夫
個
人
的
修
瀉
，
總
要
一
方
面
能
在
群
體
中
營
群
居
生
活
，
而
無
害
於
群
體
;
一
方
面
能
不

斷
求
生
活
的
改
進
，
在
生
活
中
得
到
安
寧
，
且
能
感
受
生
活
肉
樂
趣
。
簡
單
的
說
，
這
個
人
要
能
有
「
人
」
的
生
活
。
「
入
」
的
生
活
，
空
φ
要

包
括
一
問
方
面
，
其
一
是
物
質
的
，
其
二
是
精
神
的
。
沒
有
物
質
，
無
綴
漪
足
最
墓
木
的
需
要
，
生
命
便
無
法
維
持
。
波
﹒
有
精
神
，
不
能
欣
賞
生
活

的
情
趣
，
生
命
便
失
去
意
義
。
要
維
持
生
命
，
便
要
兵
備
謀
生
灼
投
能
。
以
今
夫
科
學
文
明
的
進
步
、
方
法
與
投
衛
的
精
吏
，
准
拷
最
低
生
淆
的

要
求
，
泣
不
困
難
。
而
以
人
所
有
的
智
巧
，
要
學
得
一
技
之
長
，
也
並
非
難
事
。
至
於
要
欣
賞
生
活
。
首
先
便
要
先
自
知
道
人
的
價
值
何
在
，
人

為
何
而
生
活
，
何
種
生
活
能
予
人
以
更
高
的
意
義
。
這
一
項
認
識
和
了
解
，
不
似
數
學
公
式
之
易
於
推
斷
，
不
似
化
學
方
程
式
之
易
叫
阿
拉
利
禱
，
更

不
像
食
物
烹
調
、
按
照
食
譜
所
說
的
分
量
和
材
料
，
便
可
如
法
治
裂
;
而
是
要
人
自
己
丟
探
索
、
失
體
驗
、

-
f
t
參
楞
，
最
緩
肉
已
行
A
X伯
仲
結
論
。

、
從
生
理
學
約
研
究
得
知
，
生
理
發
展
有
可
以
推
尋
的
耗
序
，
而
且
有
實
際
跡
象
為
證
。
以
肢
體
技
能
的
們
發
展
說
，
某
一
器
官
替
展
成
熟
，
自

能
發
揮
其
功
能
，
旦
進
而
與
其
他
器
官
宣
相
協
調
而
作
用
。
技
能
的
獲
得
，
使
靠
廢
寢
與
總
習
而
申
訴

(
4效
。
人
的
雙
丰
在
學
習
和
總
脅
中
，
能
做
口
眾

組
巧
的
、
其
他
動
物
所
不
能
的
工
作
便
在
此
。
然
而
依
照
生
瑋
發
展
的
反
則
，
盟
帥
宵
失
用
也
會
阻
﹒
止
其
發
展
，
無
條
-
達
到
廣
可
能
導
的
，
精
巧
主
作

，
是
因
缺
乏
學
習
和
練
習
所
致
，
故
而
人
若
得
不
到
技
能
的
學
習
，
一
無
所
長
，
使
木
會
帶
揮
人
的
功
能
。
其
結
果
笨
梢
附
體
闖
將
與
動
物
無
殊

，
郭
文
缺
少
猛
獸
的
體
力
，
或
任
何
一
種
動
鈞
獨
具
的
特
長
。

又
從
心
理
學
研
究
得
知
，
心
理
發
展
從
幼
兒
開
始
，
尤
其
人
格
發
展
，
童
在
早
年
的
教
育
。
心
頭
學
家
所
說
的
人
給
或
心
理
的
都
辰
，
即
是

精
神
的
發
展
，
這
項
發
展
包
括
全
部
生
活
;
對
自
己
的
體
認
，
對
別
人
的
使
應
，
以
及
調
遁
的
芳
式
。
都
要
總
嬰
現
降
生
健
開
始
，
禍
就
是
育
字

的
出
來
。
換
句
話
說
，
在
教
育
的
路
程
中
，
一
方
面
要
教
各
種
年
齡
的
人
過
屬
將
其
年
齡
際
投
特
有
的
生
活
;
一
中
力
而
女
要
數
真
能
終
生
生
活
。

其
本
身
在
學
習
期
間
的
生
活
介
於
長
輩
和
同
章
之
間
，
成
長
後
叉
要
為
其
于
一
代
準
備
生
活
。
所
需
壞
學
習
的
木
侵
丘
於
本
身
一
代
的
生
活
，
更

要
承
先
前
廿
後
，
俊
生
活
永
繼
不
替
。
生
活
的
綿
延
是
精
神
的
，
也
是
唯
人
獨
有
的
。
只
有
人
才
層
阿
婆
這
種
數
育
，
數
育
教
入
到
如
此
地
步
，
才
是

施
於
人
的
教
育
。

口
教
材
的
還
擇
以
看
周
刊
於
「
人
」
為
依
歸

在
確
定
教
育
的
對
象
是
教
人
以
後
，
才
能
選
擇
有
用
於
人
的
教
材
。
人
故
以
具
有
人
控
與
人
格
，
指
拭
快
宰
人
的
生
}
悄
無
特
徽
，
教
材
乏
有
用

於
人
者
也
當
不
出
此
三
方
面
。
如
前
所
述
，
人
性
的
特
點
是
價
值
和
景
義
，
人
拉
伯
特
煞
是
對
械
和
倫
彈
，
仍
然
罵
叫
防
衛
情
和
黨
義
，
可
概
括
為

精
神
和
文
化
，
則
有
接
叫
阿
精
神
和
文
化
的
勢
展
的
，
使
該
用
無
數
衍
。
人
的
生
情
特
點
美
現
在
方
接
納
稅
衛
，
乃
是
科
灣
和
女
闕
，
則
有
誰
於
科

學
和
文
明
的
進
步
的
，
也
常
用
為
教
峙
的
。

屬
於
精
神
和
文
化
方
面
的
教
材
，
有
哲
學
、
歷
史
、
文
學
、
宗
教
、
倫
理
、
和
對
祖
衛
，
數
學
城
應
包
括
有
這
中

H
A筒
，
請
用
于
社
叫
出
文
包
括
們
苦
樂
、

繪
畫
、
與
雕
塑

o
精
神
和
文
化
教
材
的
功
能
，
如
哲
學
與
數
學
之
啟
帶
回

U
芳
能
刀
，
文
學
越
倫
之
揖
主
持
創
活
能
刃
，
宗
教
、
新
倫
四
月
立
陶
冶
錯
德

品
質
，
都
在
提
高
人
的
價
值
，
使
人
發
生
追
求
價
值
的
理
想
，
鏡
定
價
值
標
準
，
法
由
其
本
身
樂
現
出
價
值
。
控
克
拉
伯
月

1科
，
可
以
積

A
A
m問價
值
學

科
，
是
對
其
、
善
、
美
、
甜
苦
、
神
的
探
求
與
獲
得
。

價
值
的
建
立
者
是
人
，
衡
量
者
是
人
，
表
現
者
也
是
人
，
故
而
價
值
終
無

m相
對
樵
準
。
也
就
閃
為
價
值
沒
有
紹
對
德
準
'
才
予
人
以
木
斷
追

求
的
機
管
，
自
愿
代
人
繼
繽
紛
研
、
創
造
、
和
改
進
，
使
價
值
不
斷
提
高
，
文
化
日
徒
進
步
，
形
成
人
類
無
限
的
發
展
和
德
槳
，
予
人
以
無
窮
的

希
望
。
就
人
所
探
求
的
民
、
善
、
美
、
學
、
神
瓦
者
來
說
。
一
腳
在
每
一
宗
教
之
中
，
都
是
最
高
的
頭
耕
者
，
人
企
求
提
近
一
神
，
或
車
兩
府
也
希
何
事
，
成
為

教
育
的
適
應
性
挺
不
變
性

一
九
門
總

)L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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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研
究
研
集
到

態
十
四
輯

一
-
0
(總

O
>

9締
。
但
因
神
不
在
琨
象
世
界
之
中
，
不
是
具
有
形
骸
的
人
所
能
成
的
，
只
能
設
想
可
能
在
另
一
世
界
，
故
近
代
教
材
中
所
包

。
學
是
儒
家
的
最
高
理
想
人
鈞
，
據
孔
子
所
贊
美
的
先
玉
，
似
乎
曾
經
是
凡
人
，
凡
人
如
能
真
佛
如
是
的
智
與
德
，
也
可
忽
凡
入
墊
。

自
議
不
是
由
主
人
，
孔
子
之
後
，
我
國
一
一
一
一
一
九
年
歷
史
中
也
無
人
再
被
推
崇
為
甜
苦
人
，
則
還
積
最
高
理
想
人
物
，
只
能
存
在
於
理
想
中
，
無
法
在
望
多

數
人
都
能
達
到
這
個
地
步
。
於
是
價
值
學
科
研
探
求
的
，
→
叫
縮
誠
為
良
、
善
、
美
一
一
一
者
，
這
一
一
一
者
可
由
教
育
的
功
效
侵
入
實
現
，
表
現
在
人
的
品

格
與
行
為
。

屬
於
科
學
和
文
明
方
面
的
教
材
，
有
天
文
、
一
地
理
、
氣
象
、
物
理
、
化
學
、
和
先
物
。
且
可
阿
拉
起
料
也
叫
與
數
學
相
闕
，
而
在
撫
對
數
學
仙
們
應
用

。
因
為
這
些
學
科
在
研
究
和
了
解
宇
宙
萬
物
的
現
象
以
及
其
與
人
的
關
係

9
直
接
影
響
到
人
生
。
由
前
所
述
，
人
所
企
單
一
於
生
活
者
，
是
界
易
、

舒
適
、
和
安
寧
，
希
望
衣
食
無
缺
，
自
然
災
堂
向
與
疾
病
痛
苦
減
少
，
在
和
平
之
中
能
移
快
樂
的
生
活
。
這
些
現
象
學
科
都
有
跡
訂
尋
，
研
究
所
得

將
用
於
生
活
的
改
善
，
乃
是
自
然
學
科
0

字
憶
及
象
在
宇
宙
形
成
之
後
已
經
在
此
，
而
且
絕
少
變
化
。
研
究
的
目
的
煮
了
解
瞬
時
現
象
附
物
質
元
素
，
以
及
充
素
的
混
合
、
代
合
、
和

由
混
合
化
合
後
所
成
的
新
物
質
。
研
究
所
需
要
的
們
是
精
確
的
工
具
和
精
密
的
方
法
。
方
法
國
王
具
的
戀
現
持
製
追
捕
促
成

γ
-拷
問
方
面
的
們
成
就

o
由
方

!
法
與
工
兵
的
改
良
使
這
方
面
的
知
識
日
繁
日
精
，
即
是
目
前
我
們
所
為
幼
的
科
學
成
就

o

由
於
自
然
科
攘
的
成
就
，
演
生
出
利
用
自
然
，
以
增
加
生
產
，
聞
發
已
然
以
授
意
凍
料
，
應
用
方
法
以
製
造
聽
物
，
以
及
預
防
效
治
療
疾
病

，
增
進
健
康
的
晨
、
礦
、
主
、
醫
等
應
用
學
科

o
這
些
學
科
的
成
就
，
一
奧
直
接
的
改
善
了
生
活
，
俊
生
活
更
為
方
便
而
好
遍
，
而
方
法
刺
投
衛
的

進
步
，
更
在
文
明
中
放
出
異
彩
。

應
用
學
科
之
應
用
，
仍
然
挖
人
而
言
，
眉
之
者
是
人
，
用
處
也
在
人
。
由
這
些
學
科
的
研
究
，
使
人
發
現

7
字
荷
中
有
更
多
的
計
翔
之
物
，

將
這
些
一
物
用
於
人
的
生
活
，
生
活
才
更
容
易
市
學
雷
。
而
且
除
了
醫
學
刺
用
自
然
生
成
物
以
增
進
人
領
健
康
和
壽
命
外
，
其
他
多
有
助
叫
仰
自
然
物

的
生
成
。
尤
其
農
科
對
食
品
的
增
謹
，
使
人
最
需
要
的
基
本
食
物
無
處
霞
乏
，
是
人
類
工
八
一
鴨
紋
。
而
這
些
個
塑
料
仍
然
不
然
無
人
而
學
習
帶
晨
，

也
是
異
常
明
顯
的
事
實
。

又
由
於
社
會
的
演
進
，
更
形
成
政
治
、
法
律
、
經
濟
、
商
業
、
迫
問

J社
會
學
本
身
在
內
，
合
成
社
會
選
科
。
這
些
塑
料
是
由
於
社
會
組
紛
與

社
會
仕
古
的
演
進
所
生
，
屬
於
文
化
。
而
在
社
會
未
達
到
理
想
時
，
研
究
便
必
然
繼
續
。
但
是
如
果
人
木
能
體
諒
其
木
身
與
社
會
的
買
一
代
闕
係

U

不
能
實
現
共
對
社
會
所
魚
的
責
任
，
或
是
不
能
克
制
自
己
，
主
茲
去
慾
'
則
社
會
學
科
的
研
究
，
使
永
難
有
理
想
的
成
績
。
問
樣
的
如
果
這
比
一
一
學

科
的
研
究
，
忽
略
兵
也
人
而
生
，
以
人
為
主
懼
，
僅
從
某
一
科
目
木
身
者
眼
，
或
從
一
部
分
人
看
眼
，
不
是
使
學
科
研
究
是
入
歧
途
，
便
是
形
成

極
端
的
觀
念
。
前
者
導
人
類
社
會
進
入
不
合
人
類
生
活
的
情
境
，
後
者
引
起
一
部
分
人
和
另
一
部
人
的
屑
于
端
。
都
不
是
人
為
生
海
而
今
群
，
為
生

U活
而
合
作
的
白
的
。

試
就
償
值
學
科
和
自
然
學
科
相
較
，
將
見
三
千
年
來
自
然
學
科
有
極
踴
顯
的
進
步
，
而
復
權
學
科
部
很
少
新
創
。
這
就
是
當
前
人
們
推
樂
科

學
芋
，
輕
稅
人
文
的
原
因
。
這
種
信
念
是
償
得
馬
惰
的
。
因
為
事
實
上
，
如
果
以
孔
孟
恩
想
代
表
我
獨
三
午
餘
年
前
的
價
值
觀
念
，
以
蘇
格
拉
底
、

柏
拉
閩
、
一
些
里
斯
多
德
代
表
相
似
拷
問
的
價
值
觀
念
，
其
時
辨
認
為
的
廈
、
A菁
、
和
美
的
標
喵
唔
，
到
現
在
仍
然
如
是
，
還
波
有
新
的
標
準
能
出
其

右
。
布
在
實
用
方
面
，
已
經
由
其
時
以
肉
眼
觀
測
夫
文
進
步
到
登
陸
月
球
。
然
而
這
一
事
實
究
竟
是
人
類
的
進
步
抑
或
停
滯
木
前
弘
也
木
妨
從
另

一
方
面
驗
證
，
以
符
合
求
真
求
實
的
原
則
。
旬
，
是
別
第
一
可
以
說
人
類
的
精
神
文
化
發
展
較
旱
，
在
方
法
與
工
具
的
應
用
還
停
留
在
幼
稚
朔
的
時

候
，
領
值
觀
念
便
已
有
7
相
當
發
展
。
如
果
以
這
項
發
展
是
發
展
曲
線
的
空
間
原
，
則
在
精
神
發
展
達
到
高
原
朔
的
侍
候
，
物
質
發
展
尚
在
潛
伏
階

段
。
第
二
人
類
精
-
神
發
展
有
長
久
的
高
原
娥
，
似
乎
很
於
停
頓
，
而
在
肉
之
時
期
，
物
質
發
展
急
起
直
追
，
超
越
了
精
神
發
展
。
清
於
這
一
觀
點

來
看
，
如
果
我
們
為
物
質
發
慶
迅
速
而
欣
喜
自
豪
，
是
否
也
要
為
精
神
發
展
還
滯
而
有
所
反
省
。
是
否
因
所
用
的
教
材
占
有
畸
經
畸
葷
的
領
若
有
以

致
之
，
也
應
該
再
行
檢
討
。
而
在
選
擇
教
材
峙
，
應
該
以
有
關
於
「
人
」
的
發
展
的
精
神
材
料
為
主
，
抑
或
以
求
「
物
」
的
發
展
的
實
舟
材
料
為

主
，
使
當
慎
白
考
慮
。

與
此
相
闋
的
問
題
是
，
生
活
究
竟
應
側
重
物
質
、
抑
或
側
重
精
神
，
或
是
三
者
並
畫
。
若
以
教
育
為
教
人
改
善
生
活
，
所
變
改
善
的
是
物
質

生
活
、
抑
或
精
神
生
活
、
還
是
物
質
與
精
神
二
者
發
偽
的
生
活
?
在
這
個
偶
題
有
了
答
案
以
後
，
才
能
決
定
何
種
教
材
對
人
最
有
錢
。
並
從
其
中

分
別
出
函
定
不
變
的
、
和
需
要
變
易
的
，
採
取
適
當
的
分
量
配
合
;
更
要
決
定
對
於
具
有
變
易
性
的
教
材
，
在
其
文
經
變
易
之
役
，
如
何
使
曾
經

學
習
過
舊
教
材
的
人
，
可
以
繼
讀
獲
得
變
易
後
的
新
材
料
，
而
木
致
為
新
材
料
「
所
傷
棄
」
，
成
為
落
伍
的
人
。

同
教
涂
的
逕
用
以
有
幼
於

「
人
」
的
學
習
為
主
當

我
獨
肉
有
經
部
與
人
師
之
別
。
經
前
是
將
其
學
議
傳
授
生
徒
，
學
生
所
學
的
是
知
識
材
料
;
人
飾
不
但
傳
授
知
識
，
而
且
以
其
道
筷
修
養
，

教
學
生
以
為
人
之
道
，
更
以
其
個
人
的
佇
為
表
現
，
做
學
生
的
表
率
。
這
兩
積
教
師
，
木
位
教
學
內
容
木
間
，
教
法
也
顯
然
有
益
。

負
責
的
經
蹄
，
將
其
所
知
所
能
，
運
用
教
學
的
技
巧
，
使
學
生
容
易
學
習
，
而
且
能
移
將
所
學
予
以
筷
持
，
以
便
應
用
。
教
學
的
投
旬
，
-
也

就
是
一
所
謂
之
一
教
學
的
藝
衛
，
是
技
巧
的
選
用
方
法
。
學
記
中
一
再
言
及
教
者
之
失
，
便
在
指
出
學
習
考
賴
於
教
師
，
貫
以
教
師
所
用
的
方
法
是
否

有
效
為
轉
移
。
於
是
教
師
必
須
了
解
學
生
，
更
耍
了
解
學
生
在
學
習
中
所
遭
遇
的
困
難
。
如
是
僅
就
這
一
芳
雨
來
說
，
要
成
需
經
師
，
口U非
易
事

。
因
為
教
學
不
似
照
放
播
音
機
，
位
將
教
材
播
放
出
來
，
便
可
為
學
生
無
條
件
的
接
受
。
學
者
也
不
似
應
用
錶
音
機
，
但
終
教
抖
的
錶
下
，
使
算
學

荷
中
唱
得
。
尤
其
學
生
木
似
實
驗
中
所
舟
的
動
物
，
以
控
制
其
本
極
需
要
而
可
以
強
制
其
學
習
。
(
因
為
學
生
在
學
習
時
，
並
朱
時
刻
處
於
生
理
的

飢
餓
狀
怒
，
而
應
用
其
他
的
獎
勵
以
代
替
食
物
，
是
否
有
同
等
教
果
，
仍
是
問
題
。
)
學
生
是
人
，
入
非
機
器
，
更
木
等
於
人
以
外
的
其
他
動
物

即
或
以
經
師
的
方
式
教
學
，
也
要
還
舟
適
於
教
「
人
」
的
芳
法
，
故
而
對
於
人
的
學
習
特
徵
、
和
人
的
特
點
、
以
及
入
學
習
的
白
的
，
必
須
先
有

教
育
的
適
應
設
與
不
變
性

r、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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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了
解
。近

年
心
理
學
的
研
究
，
對
教
學
頗
多
貢
獻
。
各
種
教
學
法
的
倡
舟
，
也
層
出
木
窮
，
從
裴
斯
泰
洛
齊
、
福
綠
貝
爾
、
處
放
以
後
，
有
所
謂
之

蒙
拾
竣
利
、
文
納
特
k卜
、
錯
爾
頓
，
到
最
新
的
兔
周
教
科
書
的
教
學
法
，
多
木
勝
數
，
而
且
各
有
其
特
點
。
我
們
的
問
題
是
，
那
一
種
教
學
法
是

以
教
「
人
」
為
主
旨
，
而
且
在
教
學
上
最
為
有
效
?

暫
且
拋
開
教
人
的
方
法
不
談
，
專
就
教
學
法
的
效
果
來
講
，
迄
今
仍
然
沒
有
定
論
，
難
以
衡
量
也
最
有
效
的
一
種
。
就
現
在
已
知
的
教
學
法

而
言
，
每
一
種
都
有
其
特
點
，
每
一
種
也
有
其
缺
點
。
方
法
之
層
出
不
窮
，
便
是
因
為
要
找
出
較
好
約
方
法
而
得
的
結
果
。
以
教
學
法
改
進
的
成

嶺
和
科
學
研
究
法
比
較
，
後
者
顯
然
已
有

7
很
夫
的
進
步
。
於
是
批
詩
岩
執
片
面
之
詞
，
以
為
教
學
法
所
以
木
，
那
科
學
研
究
法
的
精
確
，
是
茵
為

教
學
法
不
移
科
學
。
這
倒
也
是
事
實
。
然
而
科
學
研
究
的
對
象
，
不
是
無
機
物
，
就
是
動
物
。
無
機
物
的
合
成
元
索
的
性
質
木
變
，
可
以
隨
時
隨

地
取
若
干
分
量
加
以
研
究
，
如
果
程
序
一
致
，
便
能
想
到
問
樣
的
結
果
。
動
物
雖
然
是
有
機
物
，
而
所
實
驗
的
項
目
多
以
動
物
的
基
本
性
質
，
或

接
近
本
能
的
行
為
為
準

9
縱
有
變
化
，
其
變
化
要
不
超
出
低
等
階
段
。
而
且
用
無
機
物
試
驗
，
木
押
的
顧
及
棄
取
;
用
動
物
試
驗
，
也
木
必
芳
慮
一
所

犧
牲
的
數
量
，
如
果
試
驗
失
敗
，
更
代
以
另
一
批
物
質
或
動
物
。
從
人
為
萬
物
之
靈
，
人
能
御
物
的
立
場
，
並
木
必
為
所
裘
習
或
犧
牲
的
動
物
考

慮
。
至
於
人
，
不
但
其
元
素
的
性
質
夜
雜
，
而
且
在
試
驗
失
敗
之
後
，
將
無
以
善
其
後

0
人
就
非
僅
由
單
純
的
物
質
合
成
，
出
生
後
文
如
土
無
法

由
科
學
藥
品
化
的
胖
或
分
析
的
精
神
或
心
理
的
因
素
，
教
學
對
人
無
法
樣
科
學
對
物
質
或
動
物
峻
的
處
殼
，
自
由
克
最
明
顯
的
事
實
，
則
教
學
法
不
能

像
科
學
方
法
般
的
精
晨
，
也
是
命
定
約
限
制
。
所
以
到
目
前
為
止
，
多
數
人
都
承
認
教
學
一
部
分
是
科
學
9
一
部
分
且
比
賽
術O
屬
於
道
衡
的
部
分

，
根
本
就
不
能
用
科
學
標
準
來
衡
量
。

因
此
我
們
必
鎮
問
復
到
教
學
法
是
用
以
教
人
的
中
力
法
上
0
人
是
活
的
，
在
學
習
期
間
叉
一
正
面
生
長
和
發
展
，
也
就
是
芷
在
變
化
。
要
教
這
個

人
沿
著
「
人
」
的
途
徑
生
長
和
發
展
，
故
適
應
他
所
有
的
變
化
。
生
長
和
發
展
萃
於
過
主
已
有
的
狀
況
，
從
而
增
論
和
發
生
。
即
是
一
方
面
接
受

已
有
的
，
一
方
商
又
要
創
造
新
的
主
良
好
的
教
學
方
法
，
便
是
要
使
學
生
減
少
接
受
峙
的
悶
難
，
一
閃
發
展
其
創
新
的
能
力
。
教
學
木
龍
告
訴
學
生

所
要
創
造
的
是
什
麼
，
但
是
必
領
教
給
學
生
如
何
去
創
造
。
教
學
還
然
可
以
強
迫
學
生
接
受
某
些
一
材
料
，
但
是
如
果
教
學
生
以
如
何
接
受
的
方
法

，
可
使
學
生
接
受
的
閱
難
誠
少
，
而
且
樂
於
接
受
。

由
是
可
以
說
一
支
持
的
教
學
法
必
須
以
啟
發
思
考
，
指
導
思
芳
的
方
法
為
主
。
因
為
無
論
接
受
已
有
的
材
料
或
是
創
難
新
生
的
材
料
，
木
能
不

結
重
於
思
考
。
孔
子
說
:
「
學
而
不
思
則
筒
。
」
早
已
指
出
學
習
的
要
點
。
學
習
慨
然
需
要
患
芳
，
教
學
俊
不
能
不
教
學
生
思
考
0
億
恩
芳
對
創

造
更
為
重
要
。
如
懷
特
赫

(
k
r﹒2
.
者
E
Z
F
o
m
血
"
Z
G
H
I
H
也
為
V
所
說••

「
文
化
是
息
恕
活
動
，
是
對
美
和
人
類
情
感
的
容
柄
。
瑣
屑
的
材

料
吳
文
化
無
關
。
一
個
僅
只
「
所
知
甚
多
」
(
電
己
T
Z
F
門
旦
旦
)
的
人
固
定
世
界
上
最
無
昂
的
人
。
我
們
所
要
培
養
的
是
在
某
一
方
面
集
其
文
化

和
專
門
「
沁
識
」
(
肉
口
。
可H
a峙
。
)
的
人
0
美
專
門
知
識
供
給
始
業
的
基
礎
，
文
化
導
使
其
深
入
哲
學
並
高
達
霾
術

O
」
文
說••

「
在
訓
練
完

重
從
事
思
考
活
動
時
，
最
要
讓
防
「
死
觀
念
」
﹒
即
是
徒
然
塞
入
腦
中
而
無
可
應
用
、
未
經
試
驗
，
或
未
章
新
聯
結
的
觀
念
。
(
註
六

U
且
這
就
是

說
在
教
學
中
提
供
學
生
的
材
料
，
不
是
要
學
生
徒
然
接
受
這
些
材
料
為
鼓
足
，
更
重
要
的
是
教
學
生
應
用
這
些
一
材
料
主
產
生
新
材
料
。
所
以
學
生

俊
不
是
容
受
器
，
又
比
其
他
動
物
多
其
一
個
會
思
考
的
六
惱
，
教
學
生
能
應
用
恩
芳
的
方
法
，
才
是
支
呼
的
教
學
法
。

我
們
還
要
補
充
的
一
點
固
定
，
教
學
生
思
考
，
不
僅
是
裁
者
物
質
方
面
，
或
物
贊
的
應
用
完
商
品
吉
思
考
，
如
懷
特
赫
所
說
，
更
要
深
入
到
哲
學

，
高
達
到
美
的
方
面
去
思
考
。
如
此
才
能
使
學
生
進
入
到
文
化
領
域
，
達
到
人
的
境
界
。
即
或
所
教
的
材
料
是
直
接
屬
於
物
質
的
，
也
要
使
學
生

由
、
物
質
聯
想
到
人
，
物
所
以
為
人
用
，
而
准
入
才
能
御
物
。
如
果
不
把
人
和
物
相
關
聯
，
更
木
以
入
為
主
體
，
則
成
了
人
為
物
所
劍
，
人
為
物
所

役

9
將
使
人
與
物
主
容
易
位
，
人
會
失
去
其
原
有
的
方
向
，
走
入
歧
途
，
一
小
知
伊
於
胡
底
。

基
於
此
可
知
運
用
教
學
方
法
有
其
適
應
毯
，
也
有
其
不
變
性3
其
不
變
的
一
面
是
方
法
一
針
對
人
而
施
。
所
教
的
學
生
永
出
現
是
人
，
使
裹
挾
用

教
人
的
方
法
。
其
適
應
的
一
面
則
在
人
沿
著
人
的
發
展
與
進
步
而
生
的
變
化
，
變
化
後
人
所
需
要
的
函
中
習
方
法
，
便
是
教
師
所
要
用
的
教
學
方
法

<>

語

人
類
因
維
持
生
命
的
需
要
而
產
生
教
育
活
動
。
從
人
類
發
展
的
過
程
推
測
，
最
初
可
能
係
屬
於
覓
食
的
肢
體
技
能
的
教
學

o
符
梭
生
活
逐
漸

進
步
，
經
驗
的
傳
遞
也
包
括
在
數
學
中
，
而
且
所
的
的
成
分
日
從
超
過
肢
體
技
能
的
分
量
。
另
因
保
持
生
命
的
安
全
而
碎
屑
一
齊
，
為
群
居
分
子

能
共
向
相
處
而
逐
漸
產
生
相
互
約
束
的
一
意
識
，
對
具
體
的
行
為
約
束
靠
長
者
教
其
幼
岩
，
發
增
加

γ
教
學
的
內
容
。
待
某
些
行
為
約
束
成
為
是
墊

，
長
者
對
幼
者
隨
時
予
以
指
教
，
立
自
幼
年
開
始
即
培
養
群
體
約
束
的
觀
念
，
「
育
」
字
約
意
義
芳
才
成
立

9
近
國
人
類
思
芳
芳
與
投
能
前
進
步

，
發
現
應
用
工
具
以
補
體
能
之
不
足
，
究
食
之
間
出
難
於
焉
減
少
，
也
所
設
計
與
製
造
工
具
，
亦
成
為
教
學
內
容
之
一
部
分
，
在
生
活
進
步
中
，
並

圳
股
成
教
育
的
改
變
與
演
益
，
由
此
而
知
教
育
具
有
適
應
性
，
隨
人
類
的
需
要
而
改
變
。

人
類
白
發
展
宿
超
越
其
他
動
物
之
後
，
雖
然
基
木
需
要
與
其
他
動
物
無
漲
，
其
傑
出
於
其
他
動
物
者
則
非
動
物
所
能
企
及
。
此
傑
出
部
分
即

人
類
之
精
神
生
活
，
章
於
物
質
生
活
。
由
追
求
真
而
形
成
理
性
，
由
追
求
卷
而
建
立
意
志
，
出
追
求
美
而
發
展
感
情
，
成
為
人
特
有
的
人
娃
。
鼓

在
群
體
生
活
中
，
由
私
慾
的
克
制
造
而
為
闖
關
切
別
人
、
禮
品
芯
別
人
，
更
進
而
以
群
禮
之
心
為
心
，
以
群
體
的
意
志
為
意
志
，
成
為
人
格
。
以
能
從

事
精
神
生
活
為
槳
，
以
能
與
群
體
中
入
共
向
生
活
一
為
榮
，
故
能
將
物
質
生
活
限
制
於
最
基
木
的
需
要
階
段
，
以
來
舒
適
與
安
寧
為
主
旨
，
以
易
於

維
持
生
命
為
目
的
，
故
在
生
活
之
方
法
與
技
術
上
，
力
求
達
到
此
目
的
，
方
符
合
人
的
生
活
。
於
是
人
性
融
市
展
，
人
格
潛
心
夜
，
人
生
改
善
成
為
教

入
成
人
的
終
極
自
襟
。
苟
人
的
本
質
不
變
，
此
目
藤
將
永
為
教
育
白
的
，
成
為
教
育
的
不
變
性
。

比
較
中
西
教
育
的
發
展
，
中
國
自
漢
代
的
儒
家
思
想
走
於
一
奪
，
教
育
以
發
展
人
性
、
培
養
人
格
為
主
，
似
平
以
木
變
的
一
荷
無
黨
。
荷
中
刀

結
教
育
的
適
應
能
聽
不
變
控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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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探
索
自
然
、
改
善
生
活
為
主
，
似
乎
軍
在
教
育
的
適
應
。
中
闖
關
注
置
教
育
的
不
變
桂
花
形
成
精
神
文
化
的
發
展
，
西
芳
注
重
教
育
的
遼
應
體
而

形
成
物
質
文
明
的
進
步
。
然
而
中
臂
之
人
性
與
人
格
的
不
變
部
分
，
部
因
科
聽
制
度
倡
佇
後
以
學

-
m優
則
仕
為
目
的
，
趨
於
剎
祿
，
形
成
事
實
的

偏
差
，
不
但
在
物
質
文
明
方
面
有
所
關
失
，
即
精
神
文
化
的
發
展
亦
未
遵
從
應
有
的
方
向
。
至
於
西
方
物
質
文
明
的
進
步
，
缺
少
精
神
基
礎
，
終

致
在
物
質
文
明
發
展
到
極
盛
哼
，
精
神
上
無
所
憑
拔
，
而
展
轉
失
據
。
今
日
世
界
秩
序
之
難
以
維
持
，
中
商
人
心
之
坑
惶
不
安
，
多
出
於
中
西
兩

方
，
在
教
育
之
適
應
性
與
不
變
性
上
，
未
做
適
當
的
統
合
，
未
遵
循
正
確
的
途
徑
。

故
教
育
之
適
應
性
，
當
表
現
在
人
類
的
需
要
，
而
「
人
之
為
人
」
以
及
「
人
之
所
以
為
人
」
，
當
是
教
育
永
恆
不
變
的
指
針
。
剛
剛
是
教
育
當

困
人
有
所
需
要
而
改
變
，
但
其
改
變
必
額
以
「
人
」
為
中
心
。
如
是
當
確
認
教
育
之
對
象
是
人
，
無
論
教
育
的
內
容
或
方
法
有
何
種
改
變
時
，
應

該
確
記
所
教
者
仍
是
「
人
」
。
於
是
選
擇
教
材
使
當
以
有
用
於
人
者
為
依
歸
，
運
用
教
法
使
當
泊
者
前
於
人
的
學
習
岩
為
主
旨
。
對
人
.
一
份
昂
的
材

料
及
有
助
於
人
的
學
習
的
芳
法
，
無
非
為
發
展
人
性
，
培
養
人
格
，
並
改
善
人
生
。
使
人
能
建
立
人
的
價
值
，
提
高
人
的
價
值
，
並
從
事
有
償
值

的
生
活
。
若
能
依
此
而
發
展
教
育
，
東
幾
有
確
定
不
變
的
方
向
及
確
切
不
移
的
原
則
可
以
遵
循
，
發
展
的
事
實
芳
能
確
切
表
現
教
育
應
有
的
適
應

性
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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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一..
比
部
分
係
參
照
回
培
林
教
授
在
教
育
研
究
研
研
情
「
教
育
哲
學
研
究
」
之
講
演
內
容
，
親
王
盤
理
付
梓
中
，
蒙
個
教
授
允
許
先
行
引
用
，
誼
此
致
謝
。

二
﹒
朱
單
詞
••

余
于
文
集
及
語
錄
，
並
見
作
者
「
朱
子
教
育
思
想
」
'
師
大
教
育
研
究
研
集
到
第
二
騁
。

三
﹒
蘇
軾

••

禱
行
集
序
，
東
披
女
集
。

四••

口
。B
B

言
m
u
M
-
K
F
H
明
白
問L
a
-
-
→
z
e
s
H
U
M

舍
。
t
o
L
P
M
T
C
F
M
O
Y
J
B憎
惡
斗
U
E
B
E
d

「g
z
a
E
C
S
H
M
E
E
d
2

怠
。
臣
"

囡
"
Z
R
a
d
.
M
U
B
臣
"
注
明
4
.
H
M﹒
位
r
R
Y

並
覓
徐
宗
林
譯
本
。

五••

自
@
哥
哥

H
U
H
V﹒
固
﹒
立
法

E
H
E
R
.吋
穹
的

O
H
S
g
a
H
u
a
品
。
"
口
。
囡
"
宵"
P
F
V
可
出
﹒
嵐
﹒
∞

M
W﹒
問
O
H
H
S
P
L
S
Y
並
晃
尚
仲
衣
誇
本
。

六•.
看

Z
E
E
S
P
K
P

﹒
Z
﹒
昆
曲
H
E
H里

4
.
4
v
o
K
V
M
B
m
a
岡
山
且
話
。
旦
E
r
H
W
S
G
M
M
H
O富

"
2
.

」
『
﹒
可-
r

註註

Fu-ming Chia

Adaptability of education has been being stressed for centuries ,

which is necess九ry concerning tire origin. development , and innovat

ion of education. But at the same tin::后， education has its stability

characterized by the fact that education is a process created and pos

sessed only by man. For developing human potential and human cha

racteristics education must aim at help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hUman growth that enable man di fferentiate from animals and leading

a hUman life , which showes in man's search for truth , good , and

beauty , in man's moral conduct , and in man's improved living.

After all , education is created by man , practiced for man , in order

to cultivate man free from animal nature and becoming hUman pe卜

son. This stability，甚espite changes in education. wi 11 remain 甸甸

changed whenever man is man.Henc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

no matter how much changes may be , will keep its main approach

that is for educating man to be a person.

教
育
的
適
應
性
和
不
變
控

二
五
(
總

二
五
U
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