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讀
維
錚
的
書
，
如
對
作
者
本
人
，
音
容
意
氣
充
溢
字
裡
行
間
。
他
氣
盛
文
暢
，

有
時
竟
是
﹃
使
氣
以
命
詩
﹄
。
但
理
據
充
足
，
合
於
︽
詩
︾
﹃
大
雅
﹄
的
﹃
天
生
蒸
民
，

有
物
有
則
﹄
。
名
物
考
史
，
詩
文
證
史
，
非
其
所
長
，
也
非
其
所
好
。
他
相
信
在
歷
史

的
陳
述
中
可
以
發
現
歷
史
的
實
相
。
﹂
他
的
兩
篇
︵
編
著
註
：
收
入
在
︽
走
出
中
世
紀
︾︵
增

訂
本
︶
和
︽
走
出
中
世
紀
二
集
︾
︶
﹁
接
而
相
續
的
六
萬
多
字
的
長
文
︽
走
出
中
世
紀—

從
晚
明
至
晚
清
的
歷
史
斷
想
︾
，
就
是
這
種
歷
史
陳
述
的
典
要
之
作
，
最
能
見
出
維
錚
治

史
的
卓
識
與
功
力
。
讀
時
我
心
志
清
醒
，
眼
睛
極
累
，
卻
又
不
願
罷
手
，
只
好
一
氣
了
之
。

即
使
對
明
清
史
事
尚
不
算
陌
生
的
筆
者
，
也
無
法
不
被
他
的
理
據
情
采
所
折
服
。
﹂

—

歷
史
學
家 

劉
夢
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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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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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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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晚
明
至
晚
清
的
歷
史
斷
想 

一

中
世
紀
是
從
粗
野
的
原
始
狀
態
發
展
而
來
的
。
它
把
古
代
文
明
、
古
代
哲
學
、
政

治
和
法
律
一
掃
光
，
以
便
一
切
都
從
頭
做
起
。

︱
恩
格
斯
︽
德
國
農
民
戰
爭
︾

那
麼
多
一
度
繁
榮
過
的
文
明
都
已
消
逝
不
見
了
。
它
們
所
經
過
的
﹁
死
亡
之
門
﹂

是
甚
麼
呢
？

︱
湯
因
比
︽
歷
史
研
究
︾

一

中
國
有
過
漫
長
的
中
世
紀
。
形
容
它
漫
長
，
很
有
用
語
模
糊
的
嫌
疑
。
但
如
果
熟

悉
學
術
界
關
於
古
史
分
期
問
題
的
爭
論
，
那
就
可
知
對
於
中
世
紀
的
時
間
開
端
，
西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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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出
中
世
紀

封
建
說
同
魏
晉
封
建
說
的
兩
種
估
計
，
差
距
竟
達
千
年
以
上
。
不
過
，
即
使
承
認
公

元
三
世
紀
中
國
社
會
才
開
始
步
入
封
建
主
義
歷
史
時
期
，
那
麼
中
國
的
中
世
紀
的
開
端
，

也
早
於
西
歐
兩
百
年
以
上
，
而
下
至
中
國
學
術
界
通
行
的
終
端
說
法
，
即
上
個
世
紀
的

初
期
，
也
長
達
一
千
五
百
年
。
在
人
類
文
明
史
上
，
這
個
時
間
界
域
，
豈
不
算
漫
長
麼
？

自
然
，
在
我
看
來
，
中
世
紀
的
開
端
還
要
早
些
，
應
該
從
公
元
前
二
二
一
年
秦
朝
統
一

諸
國
時
正
式
起
算
。
理
由
呢
？
這
裡
不
是
討
論
的
地
方
，
好
在
那
是
一
種
相
當
流
行

的
見
解
，
早
經
反
覆
論
說
。

二

然
而
，
中
世
紀
並
非
單
純
的
時
間
界
定
，
還
是
一
種
空
間
界
定
，
更
恰
當
地
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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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晚
明
至
晚
清
的
歷
史
斷
想 

一

它
屬
於
時
空
連
續
性
的
相
對
論
界
定
。
以
往
在
中
世
紀
始
於
何
時
問
題
上
所
以
長
期
分

歧
，
乃
至
爭
論
變
成
拉
鋸
戰
，
原
因
固
然
很
多
，
但
至
少
在
方
法
論
上
有
個
通
病
，

那
就
是
牛
頓
式
的
時
空
概
念
，
程
度
不
等
地
籠
罩
著
我
們
的
討
論
。
時
間
是
線
性
的
，

因
而
說
起
時
代
特
性
，
總
是
非
﹁
進
步
﹂
即
﹁
倒
退
﹂
。
空
間
是
歐
氏
幾
何
的
，
因
而

忽
視
歷
史
的
區
域
特
性
，
總
把
只
是
帝
都
王
畿
的
時
代
現
象
無
限
制
地
拓
展
為
此
時
中

國
的
空
間
共
性
。
當
然
也
注
意
到
民
族
特
性
，
卻
往
往
忽
視
這
種
特
性
只
有
從
時
空

連
續
性
的
角
度
才
能
獲
得
合
理
性
的
說
明
。
因
而
，
用
漢
族
某
一
區
域
的
時
代
現
象
，

作
為
衡
量
同
時
異
族
﹁
先
進
﹂
抑
或
﹁
後
進
﹂
的
參
照
系
，
不
見
得
比
﹁
漢
化
﹂
抑
或

﹁
胡
化
﹂
之
類
舊
尺
度
更
正
確
，
後
者
其
實
也
是
把
同
時
性
絕
對
化
的
結
果
。
我
們
過

去
完
全
否
定
地
理
環
境
決
定
論
，
不
好
說
是
全
錯
，
但
因
此
而
不
敢
承
認
或
者
不
想
探

討
歷
史
運
動
的
時
空
連
續
性
，
那
就
中
邪
了
。
當
年
首
先
批
判
地
理
環
境
決
定
論
的
︽
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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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出
中
世
紀

共
︵
布
︶
黨
史
簡
明
教
程
︾
，
在
這
一
點
上
恰
好
體
現
了
作
者
只
會
在
對
立
面
不
相
容

性
的
﹁
非
此
即
彼
﹂
的
僵
硬
框
架
中
思
維
，
而
恩
格
斯
早
就
明
白
批
評
過
這
種
思
維
方

法
的
謬
誤
。

三

那
麼
，
要
從
時
空
連
續
性
的
角
度
探
討
中
世
紀
的
歷
史
，
難
道
沒
有
可
能
妨
礙
人

們
對
歷
史
的
整
體
認
知
麼
？
難
道
沒
有
可
能
導
致
人
們
對
中
世
紀
的
普
遍
存
在
發
生
懷

疑
麼
？
可
能
的
，
假
如
忘
記
馬
克
思
研
究
資
本
主
義
經
濟
形
態
所
作
的
方
法
論
啟
示
的

話
。
馬
克
思
考
察
資
本
主
義
生
產
方
式
，
在
理
論
的
闡
述
上
，
總
是
用
英
國
作
為
主

要
的
例
證
，
﹁
因
為
已
經
發
育
的
身
體
，
比
身
體
的
細
胞
，
是
更
容
易
研
究
的
。
並
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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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晚
明
至
晚
清
的
歷
史
斷
想 

一

在
經
濟
形
態
的
分
析
上
，
既
不
能
用
顯
微
鏡
，
也
不
能
用
化
學
反
應
劑
。
那
必
須
用

抽
象
力
來
代
替
二
者
。
﹂
︻
一
︼ 

就
是
說
，
因
為
英
國
那
時
是
資
本
主
義
生
產
方
式
的
典

型
所
在
，
是
資
產
階
級
社
會
已
經
發
育
的
身
體
，
是
更
適
宜
於
用
抽
象
力
進
行
分
析
的

經
濟
形
態
。
可
是
，
馬
克
思
否
定
過
經
濟
的
細
胞
形
態
的
研
究
麼
？
沒
有
，
︽
資
本

論
︾
恰
是
從
對
它
進
行
的
顯
微
鏡
下
的
解
剖
結
果
說
起
的
。
馬
克
思
否
定
過
歐
洲
其
他

國
度
和
民
族
存
在
著
特
殊
的
歷
史
發
展
麼
？
也
沒
有
，
︽
資
本
論
︾
的
序
跋
恰
好
都
強

調
了
這
一
點
，
而
在
實
際
研
究
中
，
作
者
討
論
資
本
主
義
早
期
的
社
會
對
抗
，
總
用
法

國
作
為
主
要
例
證
；
討
論
農
村
公
社
的
遺
留
形
態
，
又
總
在
注
意
俄
國
的
例
證
。
他
這

樣
重
視
同
一
時
代
的
不
同
空
間
的
各
種
典
型
，
難
道
不
是
對
我
們
研
究
中
國
中
世
紀
史

︻
一
︼
　
︽
資
本
論
︾
第
一
卷
初
版
序
，
郭
大
力
、
王
亞
南
中
譯
本
，
頁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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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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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世
紀

的
一
種
啟
迪
麼
？
這
種
啟
迪
，
我
以
為
對
於
中
世
紀
文
化
的
考
察
更
加
重
要
。
因
為

相
對
於
政
治
史
、
經
濟
史
和
哲
學
、
文
學
等
專
門
史
而
言
，
文
化
史
的
研
究
中
斷
已
久
，

許
多
門
類
的
分
解
式
研
究
都
有
待
於
從
頭
做
起
，
而
文
化
無
論
怎
樣
界
定
，
都
屬
於
某

種
整
體
意
義
的
抽
象
，
所
以
在
這
裡
更
容
易
發
生
無
視
時
空
連
續
性
的
毛
病
。
比
如
說
，

關
於
﹁
孔
孟
之
道
﹂
在
中
世
紀
地
位
作
用
的
某
些
估
計
，
在
我
看
來
就
既
不
顧
歷
史
的

時
間
進
程
，
也
不
顧
歷
史
的
空
間
差
異
，
用
自
我
的
臆
想
代
替
科
學
的
抽
象
。

四

就
文
化
史
的
研
究
來
說
，
考
察
中
國
文
化
如
何
走
出
中
世
紀
，
似
乎
更
加
煩
難
。

五
四
運
動
前
夕
，
魯
迅
曾
描
述
道
：
﹁
中
國
社
會
上
的
狀
態
，
簡
直
是
將
幾
十
世
紀
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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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晚
明
至
晚
清
的
歷
史
斷
想 

一

在
一
時
：
自
油
松
片
以
至
電
燈
，
自
獨
輪
車
以
至
飛
機
，
自
鏢
槍
以
至
機
關
炮
，
自
不

許
﹃
妄
談
法
理
﹄
以
至
護
法
，
自
﹃
食
肉
寢
皮
﹄
的
吃
人
思
想
以
至
人
道
主
義
，
自
迎

屍
拜
蛇
以
至
美
育
代
宗
教
，
都
摩
肩
挨
背
的
存
在
。
﹂
︻
一
︼ 

以
後
毛
澤
東
也
作
過
類
似

的
描
述
。
他
們
都
覺
察
到
同
時
性
的
相
對
性
，
覺
察
到
空
間
諸
種
差
異
的
客
觀
存
在
，

也
覺
察
到
改
造
中
國
不
能
忽
視
中
世
紀
的
乃
至
前
封
建
主
義
的
各
種
文
化
的
矛
盾
衝
突
。

然
而
，
同
樣
不
能
否
認
，
空
間
差
異
所
顯
示
的
不
同
時
性
，
並
非
始
於
清
朝
滅
亡
以
後
，

早
在
清
朝
建
立
以
前
，
就
已
屬
於
事
實
。
假
定
把
﹁
近
代
﹂
定
義
為
資
本
主
義
生
產
方

式
及
其
相
應
的
生
產
關
係
和
交
換
關
係
出
現
以
後
的
時
代
，
那
麼
在
中
國
的
若
干
地
區

早
有
它
的
萌
芽
形
態
，
便
很
難
予
以
否
認
。

︻
一
︼
　
︽
︵
隨
感
錄
︶
五
十
四
︾
，
︽
魯
迅
全
集
︾
第
一
卷
，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一
年
版
，
頁
三
四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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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紀

五

域
外
的
若
干
漢
學
家
，
很
早
就
有
一
種
看
法
，
認
為
十
世
紀
即
北
宋
王
朝
建
立
後
，

中
國
社
會
曾
進
入
﹁
準
近
代
﹂
時
期
。
用
我
們
的
術
語
來
說
，
就
是
那
時
已
經
出
現

了
資
本
主
義
生
產
方
式
的
萌
芽
形
態
。
五
十
年
代
國
內
有
的
史
學
家
，
曾
含
蓄
地
表

示
接
受
這
種
看
法
，
但
隨
即
被
斥
作
離
經
叛
道
，
欲
將
中
國
封
建
社
會
的
長
期
性
變

作
短
期
性
，
其
心
即
可
誅
矣
。
這
段
公
案
不
談
也
罷
，
但
問
題
依
然
存
在
。
比
如
英

國
學
者
李
約
瑟
的
巨
著
︽
中
國
科
學
技
術
史
︾
，
便
從
科
學
技
術
近
代
化
始
於
何
時
的

角
度
，
對
這
種
看
法
表
示
分
明
的
同
情
。
從
那
以
後
，
在
中
國
，
只
有
經
濟
史
家
才

敢
小
心
地
談
論
資
本
主
義
萌
芽
始
於
何
時
的
問
題
。
他
們
多
半
傾
向
於
將
時
間
定
得

富
有
彈
性
，
說
是
大
約
萌
芽
於
十
六
世
紀
後
期
到
十
八
世
紀
晚
期
，
以
便
隨
時
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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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晚
明
至
晚
清
的
歷
史
斷
想 

一

逃
遁
到
聖
經
的
靈
光
圈
下
求
得
庇
廕
，
因
為
經
書
上
說
過
中
世
紀
社
會
內
已
經
孕
育
著

資
本
主
義
的
萌
芽
。
但
這
類
的
詮
釋
，
卻
向
其
他
門
類
的
歷
史
研
究
，
提
出
一
個
合

乎
馬
克
思
主
義
的
問
題
。
既
然
承
認
政
治
是
經
濟
的
集
中
表
現
，
而
社
會
存
在
決
定

社
會
意
識
，
那
麼
資
本
主
義
萌
芽
儘
管
老
長
不
大
，
從
明
代
萬
曆
到
清
代
乾
隆
的
二

百
多
年
間
卻
一
直
沒
有
枯
死
，
難
道
對
那
個
時
代
的
中
國
政
治
和
中
國
思
想
沒
有
發
生

作
用
麼
？

六

當
然
可
以
對
此
置
諸
不
理
，
可
以
繼
續
引
經
據
典
，
道
是
鴉
片
戰
爭
時
英
國
炮
艦

將
中
國
大
門
打
穿
了
五
個
窟
窿
，
中
國
人
才
好
奇
地
發
現
門
外
還
別
有
世
界
；
或
者
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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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紀

此
說
有
失
面
子
，
道
是
還
在
英
國
炮
艦
沒
有
繞
過
好
望
角
之
前
，
中
國
便
有
人
睜
著

眼
睛
看
世
界
了—

至
於
﹁
第
一
個
﹂
是
林
則
徐
還
是
魏
源
，
尚
有
異
論
。
可
是
置

諸
不
理
難
逃
邏
輯
的
追
詢
，
引
經
據
典
也
難
服
歷
史
的
口
聲
。
無
論
按
照
不
顧
面
子

還
是
保
全
面
子
的
說
法
，
只
能
引
出
一
個
結
論
，
那
就
是
直
到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以
前
，

中
國
由
於
封
建
社
會
內
的
商
品
經
濟
的
發
展
也
將
自
行
緩
慢
地
發
展
到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的
說
法
，
始
終
只
是
一
種
假
設
，
一
種
可
能
性
。
可
能
性
不
等
於
現
實
性
，
大
膽
假
設
、

小
心
求
證
也
早
被
宣
稱
為
反
馬
克
思
主
義
的
方
法
。
唯
物
史
觀
的
起
碼
要
求
，
就
是

尊
重
客
觀
存
在
的
歷
史
事
實
。
既
然
表
示
尊
重
歷
史
事
實
，
卻
又
認
定
只
有
英
國
的

大
炮
才
將
中
國
從
中
世
紀
的
荒
野
打
入
近
代
文
明
的
大
門
，
那
就
無
論
如
何
不
能
不
令

人
沮
喪
地
推
出
下
一
個
結
論
，
便
是
中
國
人
沒
有
能
力
自
己
邁
進
近
代
化
，
只
可
能
﹁
被

近
代
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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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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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七

假
如
﹁
被
近
代
化
﹂
的
說
法
符
合
歷
史
實
際
，
那
麼
這
個
結
論
儘
管
令
人
沮
喪
，

歷
史
研
究
也
只
好
表
示
承
認
。
問
題
在
於
，
良
好
的
意
向
，
憎
惡
中
世
紀
的
情
緒
，

不
僅
不
能
代
替
歷
史
的
事
實
，
而
且
只
能
損
害
人
們
對
於
歷
史
的
冷
靜
觀
察
。
但
原
因

也
不
能
歸
咎
於
情
緒
化
認
識
。
就
主
體
反
思
，
歷
史
研
究
的
過
細
分
工
也
難
辭
其
咎
。

三
十
年
前
，
近
代
的
開
端
，
即
中
世
紀
的
終
端
，
應
定
於
鴉
片
戰
爭
發
生
的
一
八
四○

年
，
終
於
獲
得
普
遍
認
同
。
這
個
界
定
無
疑
具
有
充
足
理
由
，
但
也
越
來
越
像
一
道

鴻
溝
，
將
中
世
紀
研
究
與
近
代
研
究
隔
成
兩
個
壁
壘
。
結
果
呢
？
分
工
的
畛
域
日
趨

板
結
，
雙
方
很
少
越
過
那
道
一
八
四○

年
線
。
但
研
究
的
邏
輯
取
向
，
又
必
然
使
雙

方
非
越
過
這
道
線
不
可
，
但
多
半
限
於
思
想
的
超
越
。
為
了
論
證
邁
進
近
代
化
是
必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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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便
難
免
在
回
首
時
盡
量
指
斥
當
年
如
何
封
閉
、
昏
暗
、
落
伍
。
但
中
世
紀
研
究

的
習
慣
，
卻
是
將
王
朝
興
亡
作
為
一
個
觀
察
過
程
。
既
然
清
朝
的
內
戰
外
侮
主
要
都
出

現
在
後
七
十
年
，
那
麼
先
前
二
百
年
豈
無
一
線
光
明
？
否
則
清
代
人
士
為
甚
麼
會
讚
頌

康
雍
乾
三
朝
的
盛
世
呢
？
真
所
謂
各
吹
各
的
號
。
沒
有
想
到
還
有
變
調
，
說
是
雙
方

論
證
，
恰
好
證
明
鴉
片
戰
爭
前
夜
中
國
處
於
超
等
穩
態
，
非
靠
外
力
不
能
打
破
。
一

個
社
會
，
自
上
而
下
都
自
以
為
處
於
盛
世
，
其
實
是
處
於
衰
世
，
它
難
道
能
依
據
內
因

而
﹁
自
改
革
﹂
麼
？

八

恰
好
在
鴉
片
戰
爭
前
夕
去
世
的
詩
人
兼
思
想
家
龔
自
珍
，
彷
彿
有
意
提
供
證
明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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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樣
，
早
在
鴉
片
戰
爭
前
四
分
之
一
世
紀
，
便
呼
號
清
朝
統
治
者
汲
取
歷
史
教
訓
，
﹁
與

其
贈
來
者
以
勁
改
革
，
孰
若
自
改
革
？
﹂
︻
一
︼ 

但
他
提
出
了
問
題
，
隨
即
作
了
否
定

的
回
答
，
說
是
太
晚
了
，
清
朝
已
入
衰
世
，
即
治
世
的
回
光
返
照
。
看
起
來
沒
有
一

種
現
象
不
像
治
世
，
但
整
個
社
會
自
上
而
下
全
是
平
庸
之
輩
在
得
意
，
豈
止
將
相
士

農
工
商
都
平
庸
，
連
里
巷
的
小
偷
、
荒
野
的
強
盜
也
平
庸
。
﹁
當
彼
其
世
也
，
而
才

士
與
才
民
出
，
則
百
不
才
督
之
，
縛
之
，
以
至
於
戮
之
﹂
，
﹁
其
法
亦
不
及
要
領
，

徒
戮
其
心
﹂
，
直
到
把
人
才
的
憂
愁
、
憤
慨
、
思
慮
、
想
有
作
為
、
想
守
廉
恥
、
想

潔
身
自
好
的
所
有
感
情
理
智
全
部
砍
殺
精
光
，
才
會
停
止
。
人
才
不
甘
被
殺
，
就
日

︻
一
︼
　
參
看
︽
乙
丙
之
際
箸
議
︾
第
七
篇
，
周
予
同
主
編
、
朱
維
錚
修
訂
︽
中
國
歷
史
文
選
︾
下
冊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一
年
版
，
頁
二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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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呼
號
求
治
，
但
治
世
不
可
期
，
於
是
其
中
有
叛
逆
精
神
的
便
日
夜
呼
號
求
亂
。
倘

若
出
現
這
種
情
形
，
那
麼
亂
世
不
就
在
眼
前
嗎
︻
一
︼

？
龔
自
珍
如
是
說
，
當
然
令
近
代

研
究
者
高
興
，
於
是
不
顧
他
死
於
清
英
南
京
條
約
簽
訂
前
的
事
實
，
硬
派
他
充
當
近

代
的
第
一
位
詩
人
。
但
中
世
紀
研
究
卻
對
他
不
屑
一
顧
。
難
道
他
不
是
為
了
清
朝
﹁
自

改
革
﹂
而
故
作
憤
激
之
言
麼
？
難
道
在
他
以
前
戴
震
諸
人
不
是
說
過
類
似
的
話
麼
？

難
道
更
早
的
黃
宗
羲
、
顧
炎
武
輩
不
是
提
過
比
他
更
具
體
可
行
的
社
會
改
造
方
案
麼
？

於
是
我
們
依
然
無
所
適
從
。

︻
一
︼
　
參
看
︽
乙
丙
之
際
箸
議
︾
第
九
篇
，
周
予
同
主
編
、
朱
維
錚
修
訂
︽
中
國
歷
史
文
選
︾
下
冊
，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一
九
八
一
年
版
，
頁
二
七
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