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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功
源
於
勤
奮

對
於
羅
德
昌
其
人
，
筆
者
接
觸
的
時
間
並
不

算
長
，
但
知
之
頗
深
。
他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出
生
在

位
於
棗
陽
北
部
的
黃
土
高
坡
，
楊

鎮
的
一
個
小
村

莊
，
與
我
國
航
天
英
雄
聶
海
勝
不
僅
是
同
鄉
，
而
且

還
是
同
校
校
友
。
中
等
身
材
的
羅
德
昌
，
身
體
胖
瘦

適
中
，
五
官
端
莊
，
鼻
梁
上
架
著
一
副
近
視
眼
鏡
，

頗
有
文
雅
之
風
。
他
身
兼
多
職
，
擔
任
著
棗
陽
市
委
統

戰
部
副
部
長
、
台
辦
主
任
等
行
政
職
務
，
兩
年
前
被
當
選
為
該

市
第
四
屆
書
畫
家
協
會
主
席
，
他
是
襄
樊
市
美
協
理
事
、
湖
北
省
書

畫
家
協
會
會
員
。

因
為
羅
德
昌
的
祖
輩
都
生
長
在
農
村
，
他
是
地
地
道
道
的
農
民

的
兒
子
，
從
小
就
受
家
鄉
田
園
風
光
的
薰
陶
，
受
其
父
親
的
影
響
。

羅
德
昌
家
裡
和
很
多
當
時
農
民
家
庭
一
樣
，
經
濟
條
件
也
很
不
好
。

{
陳
國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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棗
陽
市
書
畫
家
協
會
主
席

羅
德
昌
印
象

辛
卯
之
春
，
陽
光
明
媚
，
草
長
鶯

飛
，
萬
物
復
甦
。
正
是
在
這
個
美
好
的

春
天
裡
，
筆
者
慕
名
走
進
棗
陽
市
書
畫

家
協
會
主
席
羅
德
昌
的
辦
公
室
，
一
股

濃
郁
的
墨
香
味
撲
面
而
來
，
立
即
被
牆

上
的
、
地
上
的
、
辦
公
桌
上
的
滿
屋
子

書
法
作
品
震
憾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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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
字
需
要
紙
，
需
要
墨
，
需
要
筆
等
等
，
但
是
錢
從
何
來
？

一
種
強
烈
的
願
望
驅
使
他
動
腦
筋
，
想
辦
法
。
於
是
，
他
便

開
始
了
他
的
拾
荒
生
涯
。
當
時
的
羅
德
昌
才
只
有
九
歲
，
上

小
學
二
年
級
。
他
利
用
中
午
和
晚
上
放
學
回
家
的
時
間
，
在

路
上
和
學
校
、
村
莊
附
近
拾
麻
繩
頭
、
撿
破
布
、
撿
爛
鞋

頭
、
撿
爛
被
套
和
廢
銅
爛
鐵
，
再
拿
到
供
銷
社
裡
換
回
一
些

筆
、
墨
和
紙
。
在
他
幼
小
的
心
靈
裡
只
有
一
個
目
標
，
就
是

一
定
要
學
好
文
化
並
寫
好
毛
筆
字
。
在
家
裡
，
羅
德
昌
那
小

小
的
臥
室
裡
各
個
角
落
、
案
頭
，
包
括
床
上
都
堆
滿
了
寫
過

的
和
沒
寫
的
紙
張
，
羅
德
昌
的
字
雖
然
歪
歪
斜
斜
，
但
很
有

個
性
，
很
像

一
回
事
。
父

親
不
僅
支
持

他
學
習
，
寫

好
毛
筆
字
，

鼓
勵
他
克
服

經
濟
困
難
，

並
先
後
買
回

了
王
羲
之
、

顏
真
卿
、
鄭
板
橋
和
魯
迅
、
于
佑
任
和
謝
無
量
等
古
代
和
現

代
書
法
家
的
書
籍
。
在
以
後
的
日
子
裡
，
羅
德
昌
視
書
法
書

籍
如
命
，
以
柳
書
、
楷
書
為
主
，
苦
練
楷
書
長
達
十
年
之

久
，
習
顏
真
卿
之
柳
體
可
以
假
亂
真
，
可
以
說
是
達
到
了
爐

火
純
青
的
境
界
。
再
練
習
王
體
，
主
要
是
以
︽
聖
教
序
︾
為

主
，
長
達
五
年
的
苦
練
時
間
，
再
後
來
便
習
百
家
體
，
逐
漸

的
形
成
了
自
己
的
書
風
。
一
份
耕
耘
就
有
一
份
收
穫
，
由
於

他
的
辛
勤
付
出
，
終
於
有
了
豐
收
的
果
實
，
在
他
十
六
歲
那

年
就
榮
獲
棗
陽
市
書
法
大
賽
一
等
獎
。
他
把
這
份
辛
勤
的
勞

動
果
實
掛
在
自
己
床
頭
，
作
為
勉
勵
自
己
的
動
力
。

由
於
羅
德
昌
的
勤
奮
學
習
不
懈
努
力
，
一
九
八
七
年
順

利
地
考
入
華
中
師
範
大
學
，
讀
政
治
教
育
系
。

羅
德
昌
對
農
村
有
著
深
厚
的
感
情
，
在
他
的
︽
書

山
︾
、
︽
寧
靜
致
遠
︾
、
︽
帝
鄉
頌
︾
等
作
品
的
字
裡
行

間
，
都
深
透
著
一
股
濃
郁
的
鄉
野
味
和
一
縷
縷
沁
心
的
家
鄉

情
，
是
鄂
西
北
黃
土
高
坡
的
沃
土
孕
育
了
他
這
獨
特
的
靈
氣

和
風
俗
情
趣
，
賦
予
了
他
獨
特
的
爽
朗
品
格
和
孜
孜
激
情
。

手
勤
更
應
腦
勤

羅德昌贈李發強鄉親伉儷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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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人
說
羅
德
昌
馳
騁
書
壇
完
全
是
天
份
。
這
種
觀
點

不
完
全
正
確
，
羅
德
昌
所
取
得
的
成
就
，
更
多
的
是
源
於
他

那
種
驚
人
的
勤
奮
和
對
書
法
的
執
著
。
五
年
前
，
他
就
用
柳

體
將
︽
鄧
小
平
文
選
︾
全
文
寫
在
宣
紙
上
，
僅
宣
紙
就
用
了

近
五
刀
。
羅
德
昌
不
僅
善
於
練
習
書
法
，
同
時
，
他
還
善
於

總
結
歸
納
書
法
理
論
，
研
究
其
方
法
技
巧
，
正
確
掌
握
其
基

本
要
領
。
二○

○
○

年
一
月
，
在
︽
襄
樊
日
報
︾
第
三
版
的

頭
條
刊
登
了
他
撰
寫
的
︽
手
勤
更
應
腦
勤
︾
的
書
法
論
文
，

後
被
台
灣
︽
三
永
︾
雜
誌
刊
用
等
，
其
用
心
和
用
功
可
見
一

斑
。

手
勤
更
應
腦
勤
。
用
羅
德
昌
自
己
的
話
來
說
：
﹁
人

的
力
量
是
有
限
的
，
不
可
能
一
天
到
晚
都
來
學
文
練
字
，
怎

樣
才
能
在
有
限
的
時
間
把
書
藝
學
好
，
並
收
到
事
半
功
倍
的

效
果
，
這
就
是
需
要
充
分
發
揮
個
人
的
主
觀
能
動
作
用
，
開

動
腦
筋
，
探
索
規
律
﹂
。
大
文
豪
蘇
東
坡
一
生
涉
獵
甚
廣
，

書
法
、
繪
畫
、
詩
、
詞
、
文
，
賦
樣
樣
俱
備
。
他
為
什
麼
能

取
得
如
此
的
成
就
呢
？
除
其
天
份
和
勤
奮
，
他
學
書
的
路
子

對
頭
，
也
是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原
因
。
﹁
吾
雖
不
善
書
，
曉
書

莫
如
我
，
苟
能
通
其
意
，
學
謂
不
學
可⋯

⋯

﹂
這
就
是
蘇
東

坡
的
高
明
之
處
。
事
實
上
也
正
是
如
此
，
羅
德
昌
致
所
以
能

成
為
鄂
西
北
的
書
法
名
人
，
其
中
更
重
要
的
奧
祕
便
取
決
於

他
的
勤
學
苦
練
，
動
腦
領
會
，
用
心
寫
字
。
羅
德
昌
在
他
的

理
論
文
章
中
寫
到
：
一
個
人
學
書
法
，
首
先
要
對
字
的
好
壞

優
劣
要
有
較
高
的
鑑
賞
能
力
，
提
高
對
字
的
鑑
賞
能
力
，
就

得
多
讀
貼
，
多
臨
摹
、
多
思
考
、
勤
動
腦
。
書
法
藝
術
小
到

點
線
，
大
到
通
篇
布
局
，
章
法
結
構
都
是
規
律
，
只
有
透
過

對
字
帖
和
一
些
優
秀
作
品
的
風
格
，
進
行
認
真
分
析
特
點
，

細
細
品
味
，
反
復
琢
磨
，
才
能
發
現
作
品
所
蘊
含
的
內
在
美

感
，
真
正
領
悟
到
書
家
在
用
筆
、
結
字
、
章
法
上
的
巧
妙
之

處
。
黃
庭
堅
說
：
﹁
學
書
不
盡
臨
摹
，
張
大
人
書
於
壁
間
，

則
下
筆
時
隨
人
意
。
﹂
說
的
就
是
這
個
意
思
。
王
羲
之
︽
書

論
︾
一
文
中
云
：
﹁
凡
書
貴
乎
沉
靜
令
意
在
筆
前
，
字
居
心

後
，
未
作
之
始
，
結
思
成
矣
。
﹂
說
到
底
也
是
一
個
多
動
腦

的
問
題
。
書
法
在
創
作
時
，
結
構
到
章
法
布
局
，
都
要
有
一

個
通
盤
周
密
的
考
慮
，
做
到
胸
有
成
竹
，
這
樣
才
能
得
之
於

心
，
應
之
於
手
，
心
手
相
應
，
進
入
﹁
瀟
灑
流
落
，
乾
逸
神

飛
﹂
的
理
想
境
界
。
形
成
於
思
，
思
而
後
作
，
意
居
筆
先
，

可
謂
學
書
正
道
。
古
人
云
：
學
書
有
三
要
：
天
份
第
一
，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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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次
之
，
多
寫
又
次
之
。
而
羅
德
昌
則
在
古
人
的
基
礎
上
又

有
創
新
和
發
展
，
他
說
，
要
想
真
正
的
把
書
法
學
好
，
學

精
，
學
到
家
，
撤
開
天
份
，
﹁
腦
勤
﹂
占
六
成
，
﹁
手
動
﹂

占
四
成
。

羅
德
昌
結
識
了
老
一
代
書
法
家
吳
丈
蜀
先
生
，
涂
廷

多
先
生
，
青
年
書
法
家
嚴
學
章
先
生
。
吳
丈
蜀
先
生
主
張
繼

承
傳
統
但
不
拘
泥
傳
統
。
當
時
傳
統
的
基
礎
上
創
新
。
他
指

導
羅
德
昌
說
：
﹁
點
畫
樸
質
而
不
浮
滑
，
結
體
蕭
散
而
不
頹

靡
，
疏
密
相
濟
，
巧
拙
兼
施
，
即
招
北
碑
之
神
，
復
追
南
貼

之
韻
，
有
于
佑
任
之
豪
宕
，
具
謝
無
量
之
灑
落
。
﹂
涂
廷
多

先
生
則
同
樣
告
誡
羅
德
昌
說
：
﹁
初
學
顏
、
柳
正
楷
，
繼

而
後
研
習
二
王
行
書
，
而
立
之
後
，
習
褚
逐
良
，
傾
心
米

芾
。
﹂
羅
德
昌
是
個
天
資
聰
穎
，
敏
感
善
悟
的
人
，
他
欽
慕

他
們
的
書
法
，
更
認
同
他
們
的
精
神
，
他
依
據
前
輩
們
的
墨

池
經
驗
，
結
合
自
己
的
案
台
體
會
，
他
沿
著
既
繼
承
又
創
新

的
路
，
勇
往
直
前
，
最
終
熔
練
出
自
己
的
書
風
。

樂
於
書
業
耕
耘

羅
德
昌
為
了
使
自
己
的
書
法
不
斷
創
新
和
提
高
，
除
了

悉
心
學
習
書
本
上
的
書
法
字
帖
和
知
識
外
，
還
善
於
走
出
家

門
，
先
後
奔
赴
廬
山
、
黃
山
、
西
安
、
北
京
、
長
江
三
峽
以

及
和
香
港
、
台
灣
等
文
化
聖
地
和
景
點
，
學
習
和
探
研
中
國

的
歷
史
文
化
，
尋
找
創
作
靈
感
。
功
夫
不
負
有
心
人
，
從
羅

德
昌
的
書
法
中
可
以
看
出
，
他
那
高
深
的
書
法
功
底
，
其
行

草
書
飄
逸
灑
脫
，
古
拙
凝
重
，
被
人
們
譽
為
棗
陽
的
沈
鵬
，

顏
真
卿
轉
世
。
他
說
：
寫
字
，
臨
池
是
外
功
，
文
化
修
養
是

內
功
，
寫
好
字
，
還
應
有
濃
厚
的
文
化
底
蘊
。
他
在
九
十
年

代
初
畢
業
於
華
中
師
範
大
學
，
後
又
到
中
國
書
畫
美
術
院
校

進
修
，
並
多
次
得
到
我
省
及
國
家
書
畫
界
前
輩
的
指
點
，
因

此
，
羅
德
昌
最
終
走
出
了
屬
於
自
己
的
書
法
之
路
。

在
書
法
之
路
上
，
羅
德
昌
有
自
己
的
酸
甜
苦
辣
，
他
感

慨
道
：
書
法
的
路
很
艱
難
，
要
闖
出
一
條
屬
於
自
己
的
路
，

需
要
堅
強
的
毅
力
和
勇
氣
，
要
有
一
種
奉
獻
精
神
和
吃
苦
精

神
。

對
於
書
法
，
羅
德
昌
不
僅
有
一
種
精
神
，
而
且
還
有
情

感
。
為
了
將
書
法
融
會
於
情
感
之
中
，
不
管
工
作
再
忙
，
在

每
年
的
夏
、
秋
兩
季
農
作
物
收
獲
之
時
，
他
都
要
抽
出
幾
天

時
間
，
回
到
久
違
的
家
鄉
。
再
次
體
驗
農
民
的
生
活
，
將
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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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豐
收
的
喜
悅
之
情
記
錄
下
來
，
編
成
詩
句
，
再
把
它
書
寫

成
書
法
作
品
，
展
示
改
革
開
放
後
農
村
農
民
的
精
神
風
貌
。

一
次
羅
德
昌
在
與
於
本
村
的
鄉
親
促
膝
談
心
時
，
一
位
年

過
花
甲
的
父
輩
拉
著
他
的
手
深
情
地
說
：
﹁
娃
呀
，
這
些

年
了
，
我
看
你
什
麼
都
沒
變
，
就
是
你
眼
睛
上
多
了
這
副

眼
鏡
，
你
永
遠
是
我
們
村
裡
娃
。
﹂
羅
德
昌
感
動
得
熱
淚
盈

眶
，
忙
摘
下
眼
鏡
，
隨
手
擦
了
擦
眼
睛
裡
的
熱
淚
，
什
麼
也

不
說
，
只
是
再
次
握
住
老
人
的
雙
手
，
緊
緊
地
緊
緊
地⋯

⋯

羅
德
昌
對
書
法
有
著
超
乎
常
人
的
執
著
追
求
精
神
，

使
他
的
書
法
作
品
和
書
畫
事
業
，
因
此
，
頗
有
成
就
。
早
在

二
十
年
前
他
的
書
法
作
品
就
被
全
國
第
五
屆
書
法
篆
刻
作
品

入
展
、
湖
北
省
首
屆
青
年
書
法
篆
刻
作
品
入
展
，
其
書
法
作

品
多
次
被
︽
湖
北
日
報
︾
、
︽
襄
樊
日
報
︾
報
刊
刊
用
；

一
九
九
四
年
其
作
品
被
中
國
國
際
文
學
藝
術
作
品
博
覽
會
組

委
會
及
中
國
國
際
文
學
藝
術
作
品
博
覽
會
評
審
委
員
會
評
定

為
書
法
二
級
品
；
二○

○
○

年
湖
北
電
視
台
對
其
作
專
題
報

導
；
二○

○

六
年
被
襄
樊
市
文
聯
授
予
先
進
工
作
者
稱
號
；

二○
○

七
年
其
書
法
作
品
被
湖
北
省
書
協
青
年
書
法
家
聯
誼

會
入
選⋯
⋯

羅
德
昌
除
了
認
真
地
處
理
好
工
作
外
，
哪
怕
是
再
晚
，

也
會
忙
裡
偷
閒
，
練
練
書
法
，
羅
德
昌
不
僅
有
個
人
獨
特
的

書
風
，
更
有
一
般
年
輕
幹
部
的
朝
氣
和
魄
力
，
在
他
擔
任
棗

陽
市
書
畫
家
協
會
主
席
不
到
六
年
的
時
間
裡
，
就
為
了
一

椿
椿
一
件
件
人
們
看
得
見
摸
得
著
的
實
事
。
二○

○

四
年
九

月
，
也
就
是
羅
德
昌
擔
任
該
市
書
協
主
席
第
一
年
，
成
功
舉

辦
了
﹁
豪
宇
杯
﹂
慶
國
慶
大
型
書
畫
展
活
動
；
二○

○

五
年

舉
辦
大
型
慶
﹁
五
一
﹂
古
帝
鄉
書
畫
會
活
動
，
於
同
年
九
月

又
成
功
舉
辦
了
﹁
漢
光
杯
﹂
書
畫
大
展
賽
活
動
；
二○

○

六

年
組
稿
印
製
的
二○

○

七
年
書
法
掛
曆
，
被
棗
陽
市
委
、
市

政
府
主
要
領
導
作
為
珍
貴
禮
品
，
贈
送
海
外
僑
胞
和
台
灣
同

胞
；
特
別
是
二○

○

八
年
成
功
舉
辦
了
棗
陽
市
慶
祝
建
市

二
十
周
年
﹁
古
帝
鄉
杯
﹂
大
型
書
畫
展
，
印
刷
了
千
餘
本

︽
古
帝
鄉
書
畫
精
品
集
︾
，
將
棗
陽
市
的
書
畫
藝
術
活
動
推

向
高
峰
；
二○

○

九
年
四
月
，
古
帝
鄉
書
畫
藝
術
苑
的
成

立
，
不
僅
填
補
了
棗
陽
無
書
畫
園
地
的
空
白
，
同
時
，
他
將

書
畫
藝
術
引
向
了
文
化
產
業
之
路
。
等
等
這
些
，
不
僅
緣
於

羅
德
昌
本
人
對
書
畫
事
業
的
酷
愛
和
對
本
職
工
作
的
熱
愛
，

同
時
，
也
展
示
出
了
他
本
人
的
領
導
才
能
和
工
作
能
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