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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族
的
傳
統
文
化
博
大
精
深
，
內
涵
豐
富
。
其
核

心
內
容
就
是
彰
顯
為
祖
國
強
盛
、
民
族
興
旺
、
人
民
生
活
幸

福
這
條
主
線
傳
承
的
各
種
文
化
現
象
及
其
時
代
精
神
。

一
九
一
一
年
十
月
十
日
，
在
武
昌
發
起
首
義
的
偉
大
辛

亥
革
命
運
動
，
就
是
中
國
民
主
革
命
的
先
行
者
孫
中
山
倡
導

組
織
領
導
的
在
﹁
適
應
世
界
之
潮
流
，
合
乎
人
群
之
需
要
﹂

中
爆
發
的
一
場
轟
轟
烈
烈
的
偉
大
社
會
改
革
，
一
舉
推
翻
了

中
國
兩
千
多
年
的
封
建
王
朝
，
建
立
了
共
和
，
是
中
華
民
族

振
興
進
程
中
的
一
座
巍
巍
豐
碑
。
一○

○

年
後
的
今
天
，
全

國
各
地
隆
重
紀
念
辛
亥
革
命
爆
發
一○

○

周
年
，
緬
懷
在
辛

亥
革
命
首
義
中
殉
難
的
湯
洪
勝
等
革
命
烈
士
，
大
力
彰
顯
辛

亥
革
命
和
楊
洪
勝
烈
士
們
的
革
命
精
神
，
具
有
深
遠
的
歷
史

意
義
和
重
要
的
現
實
意
義
。

通
過
中
國
近
代
史
，
可
以
了
解
到
，
十
九
世
紀
和
廿

世
紀
初
中
國
歷
史
是
飽
受
磨
難
、
備
受
欺
凌
的
悲
慘
歷
史
。

當
時
的
清
王
朝
統
治
者
衰
敗
無
能
，
致
使
國
家
處
於
內
憂
外

患
，
民
族
不
振
，
國
力
頹
廢
，
外
國
列
強
屢
屢
侵
犯
我
國
領

土
，
無
視
我
國
主
權
，
逼
迫
清
王
朝
割
地
、
賠
款
，
簽
訂
一

系
列
不
平
等
條
約
，
民
不
聊
生
，
人
民
群
眾
生
活
在
水
深
火

熱
之
中
。
斯
時
，
許
多
革
命
烈
士
，
為
了
振
興
中
華
民
族
，

建
立
共
和
國
體
，
改
善
民
生
，
以
大
無
畏
的
革
命
精
神
，
前

仆
後
繼
，
不
懈
奮
鬥
，
拋
頭
顱
、
灑
熱
血
，
在
所
不
惜
。
在

以
革
命
先
行
者
孫
中
山
為
代
表
的
革
命
團
體
領
導
下
，
開
展

民
主
革
命
活
動
，
旨
在
推
翻
滿
清
統
治
，
建
立
新
興
共
和
國

熱
愛
祖
國　

振
興
民
族　

改
善
民
生

─
─

論
傳
統
文
化
與
紀
念
辛
亥
革
命
暨
楊
洪
勝
烈
士
殉
難
一○

○

周
年
的
意
義

胡
久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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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
孫
中
山
組
織
興
中
會
，
並
與
華
興
會
、
光
復
會
等
革
命

團
體
一
起
組
成
了
中
國
同
盟
會
，
提
出
了
﹁
驅
逐
韃
虜
、
恢

復
中
華
、
創
立
民
國
、
平
均
地
權
﹂
的
革
命
綱
領
。
孫
中
山

在
總
結
第
一
次
廣
州
起
義
和
第
二
次
廣
州
起
義
失
敗
的
經
驗

教
訓
之
後
，
於
一
九
一
一
年
十
月
適
時
組
織
、
發
動
了
武
昌

起
義
，
推
翻
了
滿
清
政
府
，
結
束
了
我
國
延
續
兩
千
多
年
的

封
建
統
治
，
建
立
了
中
華
民
國
。
這
在
中
國
歷
史
上
和
世
界

史
上
都
產
生
了
深
遠
的
影
響
。
一
九
一
二
年
一
月
一
日
，
中

華
民
國
臨
時
政
府
在
南
京
成
立
，
孫
中
山
被
推
舉
為
臨
時
大

總
統
。
孫
中
山
提
出
了
﹁
民
族
、
民
權
、
民
生
﹂
的
三
民
主

義
政
治
主
張
，
力
求
民
族
復
興
，
能
使
中
華
民
族
自
立
於
世

界
民
族
之
林
，
並
倡
導
﹁
耕
者
有
其
田
﹂
，
使
人
民
享
有
民

主
權
利
，
讓
人
民
生
活
得
到
改
善
。
辛
亥
革
命
率
先
在
亞
洲

取
得
民
主
革
命
成
功
，
建
立
了
亞
洲
第
一
個
民
主
共
和
國─

─

中
華
民
國
，
使
民
主
共
和
的
價
值
觀
得
到
了
確
立
；
辛
亥

革
命
也
是
一
場
深
刻
的
思
想
啟
蒙
運
動
，
使
三
民
主
義
成
為

大
批
知
識
份
子
的
新
信
仰
；
辛
亥
革
命
為
民
族
資
本
主
義
的

發
展
創
造
了
有
利
條
件
，
沉
重
打
擊
了
帝
國
主
義
在
中
國
的

侵
略
勢
力
，
並
對
近
代
亞
洲
各
國
被
壓
迫
民
族
的
解
放
運

動
，
產
生
了
廣
泛
的
影
響
。
列
寧
把
辛
亥
革
命
視
為
﹁
亞
洲

的
覺
醒
﹂
。
劉
少
奇
認
為
﹁
辛
亥
革
命
使
民
主
共
和
國
的
觀

念
從
此
深
入
人
心
。
﹂
周
恩
來
指
出
：
﹁
辛
亥
革
命
，
推
翻

了
清
朝
統
治
，
結
束
了
我
國
二
千
多
年
來
的
君
主
專
制
制

度
，
使
人
民
在
精
神
上
獲
得
了
空
前
的
大
解
放
，
為
以
後
民

主
革
命
的
發
展
開
闢
了
道
路
，
這
是
一
個
偉
大
的
勝
利
。
﹂

因
此
，
可
以
認
為
辛
亥
革
命
的
勝
利
具
有
劃
時
代
的
歷
史
意

義
。

在
紀
念
辛
亥
革
命
一○

○

周
年
之
際
，
應
首
先
追
思
緬

懷
武
昌
起
義
以
彰
︵
楚
藩
︶
、
劉
︵
復
基
︶
、
楊
︵
洪
勝
︶

三
烈
士
為
首
，
參
加
辛
亥
革
命
志
士
們
的
豐
功
偉
業
。
其
中

湖
北
籍
的
革
命
先
賢
為
數
甚
眾
，
如
首
義
三
烈
士
之
一
的
楊

洪
勝
等
一
大
批
革
命
者
。
據
湖
北
省
圖
書
館
所
載
資
料
統

計
，
早
在
辛
亥
革
命
前
的
一
九○

七
年
，
湖
北
籍
參
加
同
盟

會
的
計
有
一
二
三
人
，
每
縣
平
均
有
二
人
，
特
別
是
棗
陽
籍

的
就
有
七
人
，
他
們
是
馬
伯
援
、
姜
維
藩
、
姜
飛
龍
、
張
光

榮
、
邱
晦
奇
、
王
利
用
、
駱
繼
漢
。
一
九○

八
年
以
後
，
正

值
武
昌
首
義
蘊
釀
和
爆
發
時
期
，
又
有
一
批
棗
陽
籍
熱
血
青

年
加
入
同
盟
會
或
革
命
黨
組
織
的
有
高
仲
和
、
馬
瑞
堂
、
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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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
華
、
李
錦
榮
、
張
伯
玉
、
耿
學
榮
等
。
在
一
九
一
一
年
正

值
武
昌
首
義
前
後
，
又
有
一
批
棗
陽
籍
青
年
，
加
入
新
軍
或

舊
軍
，
致
力
於
推
翻
帝
制
，
建
立
共
和
的
革
命
鬥
爭
，
如
王

安
瀾
、
謝
楚
珩
、
陳
重
民
、
謝
經
德
、
童
紹
基
、
耿
世
全
、

胡
金
山
、
衛
巨
卿
、
陳
紹
森
、
吳
漢
臣
、
劉
國
鈞
等
。
王
安

瀾
，
一
八
九
八
年
春
棄
教
投
軍
，
在
黎
元
洪
部
下
當
馬
兵
。

由
於
他
寫
一
筆
好
字
，
先
當
代
理
文
書
，
後
升
為
執
行
官
，

被
送
新
軍
參
謀
班
學
習
。
武
昌
起
義
後
，
漢
陽
戰
事
吃
緊
，

王
安
瀾
被
任
命
為
兵
站
司
令
、
總
部
糧
台
，
在
漢
陽
歸
元
寺

設
立
總
糧
站
，
供
應
軍
需
。
農
曆
九
月
六
日
，
清
軍
逼
近
漢

陽
，
他
組
織
力
量
搶
運
糧
食
至
武
昌
，
保
證
了
軍
需
。
漢
陽

失
守
後
，
他
又
積
極
組
織
散
兵
，
編
成
﹁
奮
勇
軍
﹂
，
誓
守

武
昌
。
並
提
出
：
﹁
驅
逐
大
敵
，
擴
展
國
民
軍
，
推
翻
惡
劣

政
府
，
建
立
共
和
體
。
﹂
鼓
勵
戰
士
們
與
清
軍
決
一
死
戰
。

一
九
一
二
年
，
湖
北
擴
軍
編
為
八
個
鎮
統
，
王
安
瀾
被
任
命

為
第
六
鎮
統
。
一
九
一
三
年
改
為
五
個
師
，
王
安
瀾
任
第
三

師
師
長
，
率
部
駐
防
德
安
府
︵
今
安
陸
︶
，
後
移
駐
襄
陽
、

棗
陽
一
帶
。
同
年
十
月
黎
元
洪
授
予
他
中
將
軍
銜
。
馬
伯

援
，
一
九
一○

年
畢
業
於
東
京
早
稻
田
大
學
師
範
科
。
在
日

本
留
學
期
間
，
加
入
同
盟
會
。
在
武
昌
起
義
後
，
他
從
上
海

陪
同
黃
興
、
宋
教
仁
等
到
武
昌
，
並
參
加
漢
陽
戰
役
，
後
任

起
義
軍
總
督
府
顧
問
。
於
一
九
一
一
年
十
二
月
廿
九
日
，
馬

為
湖
北
代
表
赴
南
京
國
會
選
舉
孫
中
山
就
任
中
華
民
國
臨
時

大
總
統
。
一
九
一
二
年
元
旦
，
參
加
孫
中
山
就
任
大
總
統
隆

重
儀
式
。
內
閣
組
成
後
，
馬
被
任
命
為
總
統
府
秘
書
兼
內
務

部
會
計
主
任
和
馬
警
總
隊
隊
長
等
職
。
從
此
他
常
工
作
於
孫

中
山
先
生
左
右
。
他
工
作
認
真
負
責
，
盡
心
盡
力
為
革
命
效

勞
。

楊
洪
勝
係
襄
陽
市
谷
城
縣
人
。
楊
洪
勝
青
少
年
時
期
，

就
受
到
革
命
思
想
的
熏
陶
。
他
的
父
親
楊
大
鵬
因
參
加
反
清

活
動
，
於
一
八
八
三
年
被
清
軍
殺
害
在
谷
城
縣
薤
山
。
他
的

爺
爺
是
個
鐵
匠
，
因
給
反
清
組
織
打
造
刀
矛
兵
器
，
被
清
軍

逮
捕
，
投
入
獄
中
，
後
被
殺
害
。
因
此
，
在
年
幼
的
楊
洪

勝
心
中
，
埋
下
了
反
清
復
仇
的
種
子
。
一
九○

三
年
，
楊
洪

勝
參
加
湖
北
新
軍
，
其
間
結
識
了
新
軍
中
的
革
命
黨
人
，

參
加
了
反
清
革
命
組
織
﹁
振
武
學
社
﹂
，
並
與
襄
陽
籍
革

命
黨
人
劉
公
及
蔣
翊
武
、
彭
楚
藩
、
劉
復
基
等
革
命
黨
人
結

為
知
己
，
成
為
反
清
中
的
中
堅
份
子
。
後
來
，
為
了
革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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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需
要
，
楊
洪
勝
受
革
命
黨
組
織
的
安
排
離
開
新
軍
，
並
擇

地
在
武
昌
千
家
街
開
了
一
家
雜
貨
舖
，
作
為
革
命
黨
人
的
秘

密
聯
絡
機
關
，
搜
集
了
許
多
重
要
情
報
。
一
九
一○

年
秋
，

楊
洪
勝
又
受
組
織
委
派
，
分
管
革
命
軍
後
勤
總
務
工
作
。

斯
時
，
楊
洪
勝
令
其
十
六
歲
的
兒
子
楊
金
山
從
谷
城
來
到

武
昌
參
加
新
軍
，
後
成
為
新
軍
中
的
一
名
炮
手
。
這
時
，
湖

北
革
命
黨
人
正
在
準
備
發
動
武
裝
起
義
，
楊
洪
勝
擔
負
軍
務

籌
備
工
作
，
到
各
兵
營
秘
密
運
送
武
器
彈
葯
。
一
九
一
一
年

十
月
九
日
，
革
命
黨
人
在
配
製
炸
彈
時
不
慎
發
生
爆
炸
，
湖

廣
總
督
瑞
澄
派
清
軍
搜
查
，
獲
得
了
部
分
革
命
黨
人
名
冊
、

起
義
告
示
、
旗
幟
、
手
槍
、
炸
彈
等
，
瑞
澄
遂
下
令
武
漢
三

鎮
戒
嚴
，
不
分
晝
夜
地
搜
捕
革
命
黨
人
，
形
勢
萬
分
嚴
峻
，

革
命
黨
人
決
定
提
前
起
義
。
楊
洪
勝
奉
命
往
工
程
營
運
送
槍

彈
，
被
軍
警
發
現
，
上
前
圍
捕
時
他
奮
勇
頑
強
抵
抗
，
終
因

負
傷
被
捕
。
清
朝
武
昌
警
察
署
威
逼
利
誘
，
對
其
進
行
酷
刑

折
磨
，
但
他
威
武
不
屈
。
在
押
往
刑
場
的
路
上
，
楊
洪
勝
高

喊
：
﹁
同
胞
們
，
都
起
來
革
命
呀
！
為
了
救
國
、
救
民
，
我

們
死
也
值
得
！
﹂
一
九
一
一
年
十
月
十
日
凌
晨
，
楊
洪
勝
與

當
時
被
捕
的
彭
楚
藩
、
劉
復
基
一
起
慷
慨
就
義
，
史
稱
﹁
首

義
三
烈
士
﹂
。
這
一
年
，
楊
洪
勝
年
僅
卅
六
歲
，
三
烈
士
的

英
勇
就
義
激
起
了
新
軍
工
程
八
營
官
兵
打
響
了
武
昌
起
義
第

一
槍
，
各
標
各
營
紛
紛
響
應
，
起
義
風
暴
席
捲
武
漢
三
鎮
。

至
十
月
十
二
日
凌
晨
，
革
命
軍
先
後
占
領
武
昌
、
漢
陽
、
漢

口
、
武
漢
三
鎮
完
全
光
復
。
楊
洪
勝
的
兒
子
楊
金
山
強
忍
父

親
慘
遭
殺
害
的
悲
痛
，
參
加
起
義
戰
鬥
了
三
天
三
夜
。
武
昌

起
義
勝
利
後
，
湖
北
軍
政
府
於
一
九
一
一
年
十
一
月
九
日
公

祭
三
烈
士
，
將
皇
殿
改
名
為
﹁
三
烈
士
祠
﹂
，
將
武
昌
平
閱

路
改
名
為
﹁
彭
劉
楊
路
﹂
。
一
九
三
一
年
，
在
三
烈
士
就
義

處
建
了
﹁
三
烈
士
亭
﹂
，
亭
內

立
一
塊
﹁
彭
劉
楊
三
烈
士

就
義
處
﹂
紀
念
碑
。
一
九
九
一
年
武
昌
地
區
人
民
政
府
舉
辦

首
義
文
化
節
，
在
武
昌
閱
馬
場

起
了
彭
劉
楊
三
烈
士
的
塑

像
。
楊
洪
勝
烈
士
墓
座
落
在
襄
陽
市
谷
城
縣
東
南
的
高
寧

山
上
，
為
湖
北
省
重
點
文
物
保
護
單
位
。
谷
城
縣
為
紀
念

和
崇
敬
先
烈
，
把
﹁
鐵
匠
街
﹂
改
名
為
﹁
楊
洪
勝
街
﹂
。

一
九
八
二
和
二○

○

二
年
，
谷
城
縣
政
府
兩
次
撥
款
維
修

楊
洪
勝
烈
士
墓
，
重
新
竪
立
了
墓
碑
，
把
烈
士
老
家
的
路
改

為
﹁
洪
勝
路
﹂
，
將
其
墓
地
作
為
對
青
少
年
進
行
愛
國
主
義

革
命
傳
統
教
育
基
地
。
每
逢
清
明
節
和
辛
亥
革
命
等
重
大
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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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九
期

念
日
，
谷
城
縣
各
界
人
民
特
別
是
各
學
校
和
社
團
組
織
青
少

年
、
學
生
來
到
楊
洪
勝
烈
士
墓
前
進
行
祭
奠
，
以
緬
懷
這
位

為
憂
國
、
憂
民
而
英
勇
獻
身
的
革
命
先
驅
，
教
育
當
代
，
啟

迪
後
人
。

二
十
世
紀
初
，
俄
國
十
月
革
命
勝
利
成
功
，
馬
克
思

列
寧
主
義
傳
播
到
中
國
。
中
國
共
產
黨
的
革
命
先
輩
們
，
為

了
順
應
時
代
潮
流
，
一
九
二
一
年
七
月
成
立
了
中
國
共
產

黨
。
這
樣
，
與
孫
中
山
領
導
的
國
民
黨
合
作
，
繼
承
和
弘
揚

孫
中
山
的
新
三
民
主
義
精
神
，
真
正
實
現
中
華
民
族
的
偉
大

復
興
，
屹
立
於
世
界
民
族
之
林
的
重
任
，
便
落
在
中
國
共
產

黨
的
肩
上
。
經
過
九
十
年
來
的
實
踐
，
中
國
共
產
黨
帶
領
全

國
各
族
人
民
艱
苦
卓
絕
的
奮
鬥
，
取
得
了
土
地
革
命
、
抗
日

戰
爭
、
解
放
戰
爭
的
勝
利
，
建
立
了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新

中
國
成
立
後
，
我
們
黨
帶
領
全
國
人
民
開
展
了
清
匪
反
霸
、

土
地
改
革
、
民
主
建
政
、
互
助
合
作
等
一
系
列
的
社
會
主
義

革
命
、
社
會
主
義
改
造
和
社
會
主
義
建
設
的
偉
大
事
業
，
一

步
一
步
地
從
勝
利
走
向
勝
利
。
尤
其
是
在
黨
的
十
一
屆
三
中

全
會
之
後
，
開
展
了
改
革
開
放
的
偉
大
革
命
，
堅
持
走
建
設

中
國
特
色
社
會
主
義
道
路
。
三
十
多
年
來
改
革
開
放
的
風
雨

歷
程
，
是
一
段
揮
之
不
去
的
鮮
活
記
憶
；
改
革
開
放
的
崢
嶸

歲
月
，
是
一
般
彌
足
珍
貴
的
奮
鬥
歷
史
。
改
革
開
放
佳
音

連
綿
，
銘
刻
著
中
國
人
的
青
春
與
熱
血
；
改
革
開
放
激
情

四
射
，
記
錄
著
中
國
人
的
跋
涉
與
拼
爭
。
中
國
人
在
波
瀾
壯

闊
的
改
革
開
放
浪
潮
中
取
得
了
舉
世
矚
目
的
偉
大
成
就
。
如

今
，
我
國
綜
合
國
力
增
強
，
國
際
地
位
日
益
提
高
，
國
家
強

盛
，
民
族
振
興
，
人
民
富
裕
，
生
活
得
到
大
大
改
善
，
作
為

中
國
人
在
世
人
面
前
揚
眉
吐
氣
，
感
到
應
有
的
尊
嚴
。
隆
重

紀
念
辛
亥
革
命
一○

○

周
年
，
緬
懷
在
辛
亥
革
命
中
殉
難
的

楊
洪
勝
等
無
數
烈
士
，
具
有
強
烈
的
現
實
意
義
。
襄
陽
市
將

開
展
各
種
紀
念
活
動
、
如
擬
舉
辦
紀
念
辛
亥
革
命
和
楊
洪
勝

等
烈
士
殉
難
一○

○

周
年
座
談
會
、
研
討
會
。
襄
陽
市
老
年

書
畫
協
會
擬
舉
辦
﹁
紀
念
辛
亥
革
命
暨
楊
洪
勝
烈
士
等
一○

○

周
年
書
畫
展
﹂
。
通
過
這
些
紀
念
活
動
，
彰
顯
辛
亥
革
命

和
楊
洪
勝
等
烈
士
的
革
命
精
神
，
激
勵
廣
大
幹
部
和
群
眾
高

舉
建
設
中
國
特
色
社
會
主
義
偉
大
旗
幟
，
為
中
華
民
族
的
偉

大
復
興
，
屹
立
在
世
界
的
東
方
，
為
全
面
建
設
小
康
社
會
，

全
方
位
提
高
人
民
群
眾
生
活
水
平
更
加
奮
發
努
力
，
貢
獻
自

己
的
青
春
與
力
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