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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生
以
服
務
為
目
的
，
有
機
會
為
自
己
的
家
鄉
服

務
，
更
是
覺
得
是
無
上
的
光
榮
。

今
年
是
湖
北
棗
陽
旅
台
同
鄉
會
成
立
三
十
一
週
年
，

也
是
﹁
棗
陽
文
獻
﹂
創
刊
三
十
週
年
之
日
，
這
是
一
個

值
得
紀
念
的
日
子
。
我
因
緣
際
會
，
過
去
對
這
一
會
、

一
刊
，
曾
付
出
極
大
的
精
神
和
體
力
，
尤
其
﹁
棗
陽
文

獻
﹂
，
由
於
對
編
印
﹁
棗
陽
刊
物
﹂
，
需
要
較
大
心
力
，

在
無
人
有
此
意
願
下
，
我
被
糊
裡
糊
塗
推
上
火
線
，
三
十

年
來
，
使
我
對
﹁
棗
陽
文
獻
﹂
從
有
實
無
名
，
到
有
名
有

實
，
從
無
知
到
有
識
，
從
主
編
到
主
委
，
從
發
行
到
分

送
，
從
黑
髮
到
白
髮
，
從
外
行
到
半
解
，
從
接
觸
到
愛

好
，
幾
乎
一
人
﹁
包
辦
﹂
三
十
年
。
自
己
跟
自
己
比
，
覺

得
每
期
都
稍
有
進
步
，
受

到
兩
岸
和
海
內
外
鄉
親
和
讀

者
的
的
真
心
讚
許
，
從
而
也
使
自
己
知
道
文
獻
在
時
代
和

歷
史
的
價
值
和
使
命
。
我
在
工
作
中
，
結
識
到
兩
岸
和
海

內
外
的
熱
心
而
有
才
華
的
各
位
作
家
，
有
機
會
拜
讀
眾
家

之
大
作
，
使
自
己
長
進
不
少
。
三
十
年
來
，
為
使
期
期
如

期
發
行
，
期
期
都
有
好
的
文
章
，
聯
絡
作
者
，
選
擇
價
廉

物
美
的
印
刷
廠
，
日
以
繼
夜
的
編
審
校
對
，
找
尋
資
料
。

發
崛
工
作
伙
伴
最
是
不
易
，
兩
眼
付
出
太
多
，
為
了
治
療

視
力
衰
退
，
而
裝
配
人
工
水
晶
體
，
一
隻
眼
睛
就
要
六
萬

餘
元
的
手
術
費
，
雖
然
付
出
很
多
，
但
也
成
長
不
少
。
所

以
我
應
該
感
謝
同
鄉
會
及
全
體
鄉
親
給
我
如
此
相
得
亦

彰
，
何
其
美
好
的
學
習
機
會
。
所
以
在
此
文
獻
創
刊
三
十

李
發
強

榮
為
「
棗
陽
文
獻
」
奉
獻
三
十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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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年
的
時
刻
，
我
要
以
無
比
興
奮
的
心
情
，
祝
賀
﹁
棗
陽

文
獻
三
十
而
立
，
三
十
有
成
。
﹂
尚
應
一
提
的
是
，
我
因

年
老
體
衰
，
已
在
今
年
春
節
，
第
九
屆
同
鄉
會
任
滿
改
選

時
，
以
萬
分
不
捨
的
心
情
，
懇
辭
同
鄉
會
和
﹁
棗
陽
文
獻
﹂

的
工
作
，
同
鄉
會
理
事
長
由
眾
望
所
歸
的
李
鑑
瑞
鄉
親
接

任
，
文
獻
事
務
，
由
充
滿
理
想
的
杜
泰
生
鄉
親
接
任
，
都

是
深
慶
得
人
，
為
了
祝
賀
和
薪
火
相
傳
，
特
在
此
寫
述
一

些
回
憶
。
早
期
同
鄉
會
的
人
和
事
及
﹁
棗
陽
文
獻
﹂
的
心

路
歷
程
，
此
時
不
寫
，
也
許
會
永
遠
湮
没
，
不
無
可
惜
！

先
說
同
鄉
會
，
且
說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
國
共
內
戰

演
變
成
﹁
政
治
海
嘯
﹂
，
毛
澤
東
於
十
月
一
日
，
在
北
京

天
安
門
宣
佈
成
立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
，
國
民
政
府
撤

來
台
灣
，
繼
續
反
共
大
業
。
大
陸
上
有
兩
百
多
萬
軍
民
隨

政
府
來
台
，
毋
忘
在
莒
、
克
難
創
造
。
最
是
人
心
思
念
故

鄉
、
作
家
余
光
中
教
授
在
民
國
六
十
一
年
寫
了
一
首
名
叫

﹁
鄉
愁
﹂
的
小
詩
，
流
行
兩
岸
。
他
說
：

「
小
時
候
，
鄉
愁
是
一
枚
小
小
的
郵
票
， 

我
在
這
頭
，
母
親
在
那
頭
。

長
大
後
，
鄉
愁
是
一
張
窄
窄
的
船
票
， 

我
在
這
頭
，
新
娘
在
那
頭
。

後
來
啊
！
鄉
愁
是
一
方
矮
矮
的
墳
墓
， 

我
在
外
頭
，
母
親
在
裡
頭
。

而
現
在
，
鄉
愁
是
一
淺
淺
的
海
峽
， 

我
在
這
頭
，
大
陸
在
那
頭
。
」

後
來
余
光
中
教
授
，
又
於
民
國
六
十
三
年
，
寫
下

﹁

鄉
愁
四
韻
﹂
；
他
用
﹁

一
瓢
長
江
水
﹂
、
﹁

一

張
海
棠
紅
﹂
、
﹁

一
片
雪
花
白
﹂
和
﹁

一
朵
臘

梅
香
」
，
形
容
鄉
愁
的
滋
味
，
很
是
扣
人
心
弦
。

國
共
內
戰
經
常
殺
紅
眼
，
毛
澤
東
說
：
﹁
與
天
鬥

其
樂
無
窮
，
與
地
鬥
其
樂
無
窮
，
與
人
鬥
其
樂
無
窮
﹂
，

致
使
東
北
、
平
津
、
徐
蚌
三
大
戰
役
，
國
軍
傷
亡
一
五○

萬
人
以
上
。
大
陸
因
清
算
鬥
爭
，
非
自
然
死
亡
的
大
陸
同

胞
，
就
有
八
千
萬
人
。
八
二
三
砲
戰
期
間
，
在
四
十
四
天

內
，
中
共
對
金
門
彈
丸
之
地
，
發
射
砲
彈
近
五
十
萬
發
，

平
均
每
平
方
公
尺
，
落
彈
十
發
以
上
。
最
不
幸
的
是
我
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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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台
的
薛
繼
禮
鄉
親
是
砲
戰
指
揮
官
，
開
放
探
親
後
，
又

發
現
他
的
親
弟
薛
繼
卿
當
時
也
在
廈
門
前
線
擔
任
火
砲
射

擊
手
，
骨
肉
對
射
，
何
其
殘
酷
。

在
兩
岸
隔
絕
的
日
子
，
思
念
家
鄉
成
為
流
行
病
，

大
家
對
同
鄉
會
視
同
家
鄉
，
敬
如
母
親
。
於
是
同
鄉
會
成

為
鄉
情
聯
誼
的
主
體
，
也
是
國
是
意
見
的
代
表
單
位
，

同
鄉
會
的
成
立
有
如
雨
後
春
筍
，
蔚
然
成
風
。
我
們
棗
陽

同
鄉
會
，
也
就
應
運
而
生
。
對
於
同
鄉
會
的
成
立
，
要
先

連
署
、
申
請
、
經
主
管
官
署
依
法
核
准
後
，
才
能
正
式
成

立
，
其
間
彭
登
墀
、
丁
家
成
、
陳
富
昌
等
鄉
親
，
盡
力
很

多
，
我
也
盡
了
我
的
可
能
。
棗
陽
同
鄉
會
成
立
於
民
國

七
十
一
年
十
二
月
十
九
日
，
假
台
北
市
中
山
北
路
青
年
服

務
社
成
立
︵
現
為
國
父
紀
念
館
︶
，
杜
鼎
將
軍
出
任
首
任
理

事
長
，
常
務
監
事
孫
弘
鄉
親
，
彭
登
墀
鄉
親
為
總
幹
事
，

丁
家
成
為
秘
書
，
依
照
章
程
未
設
副
總
幹
事
，
但
彭
總
幹

事
，
卻
堅
邀
我
為
副
總
幹
事
，
遇
事
都
找
我
，
後
來
財
務

人
選
換
人
，
也
要
我
擔
任
，
變
成
聽
用
人
物
。
七
十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
第
二
屆
理
監
事
改
選
，
杜
理
事
長
連
任
，

常
務
監
事
、
總
幹
事
、
秘
書
依
舊
。
七
十
八
年
二
月
十
二

日
，
第
三
屆
理
監
事
改
選
，
杜
理
事
長
再
次
連
任
，
常
務

監
事
邱
少
南
，
我
任
總
幹
事
，
秘
書
丁
家
成
。
八
十
一
年

二
月
九
日
，
第
四
屆
理
監
事
改
選
，
依
政
府
新
規
定
，
理

事
長
連
任
以
一
次
為
限
，
乃
改
選
深
受
敬
重
的
姜
法
乾
將

軍
當
選
繼
任
，
但
其
一
度
拒
任
，
理
由
是
每
次
理
監
事
改

選
，
總
是
我
的
得
票
數
最
高
，
因
此
姜
將
軍
堅
持
得
票
最

多
者
應
任
理
事
長
，
實
則
每
次
改
選
，
均
無
人
拉
票
或
助

選
，
依
鄉
情
倫
理
自
非
姜
將
軍
不
可
，
好
不
容
易
說
服
姜

將
軍
就
任
第
四
屆
理
事
長
，
常
務
監
事
張
至
卓
，
我
任
總

幹
事
，
秘
書
仍
請
丁
家
成
。
第
五
屆
理
監
事
會
於
八
十
五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改
選
，
姜
理
事
長
順
理
連
任
，
常
務
監

事
，
總
幹
事
依
舊
，
秘
書
改
聘
顏
嘉
德
。
第
六
屆
理
監
事

理
監
事
會
，
於
八
十
九
年
二
月
十
三
日
改
選
，
熱
心
的
彭

登
墀
鄉
親
繼
任
理
事
長
，
常
務
監
事
，
秘
書
依
舊
，
總
幹

事
一
職
，
彭
理
事
長
很
是
希
我
出
任
，
但
我
在
省
同
鄉
會

工
作
加
重
，
終
獲
諒
解
，
改
請
丁
家
成
擔
任
。
實
則
彭
理

事
長
與
丁
家
成
兄
，
對
同
鄉
會
都
是
最
為
熱
心
與
卓
著
貢

獻
的
人
。
由
他
們
兩
位
出
任
理
事
長
和
總
幹
事
，
確
實
是

眾
望
所
歸
的
實
至
名
歸
。
特
別
是
彭
夫
人
徐
照
霞
女
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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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
長
棗
陽
名
菜
，
在
同
鄉
會
的
工
作
人
員
常
受
邀
到
其
府

上
打
麻
將
吃
好
菜
，
很
是
鼓
舞
士
氣
。
第
七
屆
理
監
事
會
，

於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八
日
改
選
，
彭
理
事
長
當
選
連
任
，
常

務
監
事
、
總
幹
事
、
秘
書
依
舊
辛
勞
。
第
八
屆
理
監
事
會

於
九
十
五
年
二
月
五
日
改
選
，
名
醫
羅
光
瑞
院
長
高
票

當
選
理
事
長
，
常
務
監
事
樊
重
民
，
總
幹
事
曹
明
傑
，
秘

書
顏
嘉
德
。
第
九
屆
理
監
事
會
於
九
十
八
年
二
月
一
日
改

選
，
羅
理
事
長
順
理
連
任
。
常
務
監
事
、
總
幹
事
及
秘
書

照
舊
辛
勞
。
第
十
屆
理
監
事
會
於
今
︵
101

︶
年
二
月
廿
九

日
改
選
，
由
貢
獻
良
多
的
李
鑑
瑞
鄉
親
當
選
為
現
任
理
事

長
，
王
文
法
為
常
務
監
事
，
秦
基
君
為
總
幹
事
，
顏
學
忠

為
秘
書
。
這
一
屆
理
監
會
的
最
大
特
色
是
年
輕
化
，
我
是

最
先
提
出
老
人
退
出
同
鄉
會
一
切
工
作
而
蒙
同
意
者
，
多

年
來
顏
秘
書
對
會
務
各
項
工
作
及
兩
岸
連
絡
，
很
有
貢

獻
，
但
他
也
及
時
退
而
不
休
，
幕
後
輔
助
，
由
他
的
公
子

顏
學
忠
繼
任
秘
書
。
我
子
萬
鈞
也
被
勸
當
選
為
監
事
。

以
上
是
同
鄉
會
成
立
以
來
的
簡
況
，
為
節
省
篇
幅
，

對
歷
任
當
選
之
理
監
事
、
常
務
理
事
等
，
未
能
一
一
介

紹
，
尚
祈
體
諒
。
而
我
不
學
無
術
，
竟
能
長
期
擔
任
常
務

理
事
，
謹
此
致
謝
。

我
們
同
鄉
會
成
立
以
來
最
大
特
色
，
就
是
團
結
和

諧
，
尊
重
倫
理
，
對
理
監
事
會
選
舉
，
都
是
選
賢
與
能
，

從
無
競
爭
，
亦
無
推
辭
。
歷
任
理
事
長
都
是
眾
望
所
歸
的

一
時
之
選
，
出
錢
出
力
，
普
受
尊
敬
。
由
於
千
古
以
來
，

有
人
必
有
恩
怨
、
有
事
必
有
是
非
，
但
我
們
同
鄉
會
，
大

多
都
能
敬
異
求
同
，
適
可
而
止
。
縱
有
個
性
、
亦
能
自
反

而
縮
，
是
棗
陽
人
的
特
色
。
因
此
棗
陽
台
辦
與
湖
北
省
台

辦
都
認
為
在
鄂
北
地
區
，
我
們
棗
陽
同
鄉
會
最
為
健
全
。

棗
陽
的
書
記
、
市
長
各
級
官
員
等
，
每
年
都
有
組
團
來
台

參
訪
，
棗
陽
有
重
大
活
動
，
如
諸
葛
亮
文
化
節
；
劉
秀
兩

千
年
冥
誕
，
雕
龍
碑
學
術
會
及
白
水
碑
廊
建
設
等
，
都
有

應
邀
與
會
，
對
旅
台
名
人
或
青
年
尋
根
之
旅
，
都
給
予
落

地
接
待
，
我
要
在
此
特
別
感
謝
曾
受
招
待
。
胡
久
明
伉
儷

是
鄉
之
大
老
，
對
旅
台
鄉
親
協
助
最
多
，
旅
台
鄉
親
最
早

期
也
曾
捐
贈
救
護
車
、
獎
學
金
等
。
捐
款
及
獻
建
紀
念
建

築
等
，
使
兩
岸
關
係
極
為
和
諧
，
特
別
是
對
旅
台
鄉
親
發

行
﹁
棗
陽
文
獻
﹂
的
貢
獻
，
表
示
敬
佩
。

金
錢
不
是
萬
能
，
但
沒
有
錢
則
是
萬
萬
不
能
，
棗
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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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鄉
會
成
立
以
來
，
一
直
鬧
窮
，
鄉
親
中
有
以
保
證
方
式

投
資
證
券
等
為
會
籌
款
，
因
而
多
位
賠
錢
如
陳
光
遠
、
胡

耀
坤
、
彭
蘇
進
三
位
鄉
親
等
都
曾
賠
錢
，
令
人
遺
憾
。
旅

台
同
鄉
大
多
不
富
有
，
但
樂
捐
不
乏
其
人
，
如
傅
良
居
伉

儷
父
子
、
習
國
欽
伉
儷
父
子
、
尉
官
退
伍
的
羅
雲
璋
長
期
隱

名
捐
款
、
張
居
德
周
雲
龍
各
捐
贈
遺
產
十
萬
元
、
田
文
鐸

五
萬
元
，
還
有
謝
恆
德
、
劉
輯
武
、
龔
安
愚
、
孫
弘
、
陳

繼
德
等
都
曾
經
常
樂
捐
。
李
鑑
瑞
免
費
印
贈
﹁
棗
陽
文
獻

第
一
期
﹂
、
于
鵬
程
擔
任
退
輔
會
印
刷
廠
主
任
，
長
期
優

待
文
獻
印
費
，
彭
蘇
進
、
羅
萬
里
提
供
座
車
慰
問
年
老
鄉

長
、
到
菜
市
場
購
買
水
果
。
海
外
如
韋
靖
、
李
銘
、
高
慶

辰
等
鄉
親
之
長
期
捐
贈
，
如
此
愛
鄉
輕
財
，
吾
不
如
也
。

尤
其
值
得
一
提
的
，
就
是
熊
士
文
鄉
親
，
他
隻
身

在
台
，
身
有
餘
蓄
約
一
百
三
十
餘
萬
元
，
有
意
捐
贈
同
鄉

會
，
但
為
一
位
鄉
親
把
持
，
最
後
是
丁
家
成
兄
對
熊
士

文
鄉
親
﹁
養
老
送
終
﹂
，
又
經
彭
登
墀
鄉
親
及
我
共
同
努

力
，
終
於
取
出
存
摺
，
將
全
部
金
額
捐
贈
同
鄉
會
，
使
同

鄉
會
每
年
有
錢
頒
發
高
中
以
上
及
留
學
國
外
之
獎
學
金
及

發
行
﹁
棗
陽
文
獻
﹂
，
而
光
大
同
鄉
會
的
工
作
。
我
們
要

飲
水
思
源
，
時
時
感
恩
熊
士
文
鄉
長
等
對
同
鄉
會
的
偉
大

貢
獻
。棗

陽
為
帝
王
之
鄉
，
一
向
人
傑
地
靈
，
人
才
輩
出
，

旅
台
同
鄉
會
曾
舉
行
傑
出
鄉
親
之
選
拔
與
表
揚
，
在
台
鄉

親
如
羅
光
瑞
、
姜
道
章
、
李
鑑
瑞
、
姜
祖
忠
、
姜
祖
恕
、

彭
蘇
進
等
，
海
外
如
姜
敬
寬
等
都
是
傑
出
當
選
人
。
棗
陽

有
白
水
，
亦
名
滾
河
，
一
般
河
流
都
是
由
西
向
東
，
唯
獨

白
水
由
東
向
西
，
注
入
漢
江
，
孕
育
棗
人
﹁
有
所
為
有
所

不
為
﹂
，
培
養
出
特
殊
性
格
，
有
棗
棒
子
之
稱
。
棗
陽
先

賢
史
策
先
﹁
千
秋
毀
譽
尋
常
事
，
不
畏
前
賢
畏
後
生
﹂
之

詩
句
，
更
是
啟
示
棗
人
有
德
有
識
。

棗
陽
來
台
人
數
，
無
確
實
統
計
，
但
依
同
鄉
會
之
通

訊
錄
統
計
，
當
時
約
有
三
百
五
十
餘
戶
，
一
千
餘
人
，
現

在
應
在
兩
千
人
以
上
，
有
多
對
為
棗
陽
籍
夫
妻
，
如
姜
法

乾
、
邱
少
南
。
羅
樹
植
、
李
淑
珍
。
彭
登
墀
、
徐
照
霞
。

陳
繼
統
、
廖
佩
文
等
。
他
們
都
是
鶼
鰈
情
深
很
是
令
人

羨
慕
。
台
灣
有
兩
位
夫
人
一
北
一
南
，
對
同
鄉
會
很
有
貢

獻
，
北
部
是
邱
少
南
老
師
，
愛
護
同
鄉
，
家
中
客
常
滿
，

高
壽
逾
百
辭
世
，
很
是
令
人
仰
思
。
南
部
是
張
宣
超
，
人



榮
為
棗
陽
文
獻
奉
獻
三
十
年─

─

兼
述
棗
陽
同
鄉
會
暨
棗
陽
的
人
和
事

12

棗陽三十2012

稱
大
姐
，
其
家
中
是
同
鄉
的
聚
會
中
心
，
她
有
巾
幗
英
雄
之

慨
，
田
文
鐸
鄉
親
隻
身
在
台
身
後
土
葬
鳳
山
公
墓
，
曾
留

遺
產
兩
萬
元
託
其
作
清
明
掃
墓
之
用
，
但
竟
尋
短
往
生
。

棗
陽
人
愛
國
愛
鄉
，
如
李
傳
海
殉
職
滇
緬
邊
境
，
陳
傳
宣

殉
職
一
江
山
。
謝
奇
等
為
情
報
工
作
做
無
名
英
雄
。
謝
府

在
台
人
口
不
少
，
同
鄉
會
每
次
改
選
，
都
希
望
謝
府
有
人

當
選
，
但
卻
無
結
果
，
謝
府
不
求
名
利
之
心
，
令
人
欽
佩
。

棗
陽
旅
台
大
老
來
台
者
有
財
經
專
家
兼
立
委
的
衛
挺

生
、
立
委
習
國
欽
、
國
代
傅
良
居
、
衛
立
委
夫
人
對
棗
人

不
太
認
同
，
但
棗
人
仍
以
衛
先
生
為
榮
。
習
國
欽
先
生
去

世
較
早
，
埋
骨
新
店
，
夫
人
陳
菊
英
曾
留
遺
產
給
習
家
後

代
，
由
我
執
行
，
並
捐
獎
學
金
給
省
縣
同
鄉
會
，
令
人
感

佩
。
傅
良
居
國
代
，
曾
參
加
同
鄉
會
，
惜
也
早
逝
。
李
敬

之
先
生
，
少
年
得
志
，
晚
年
惆
悵
，
在
他
病
危
住
院
，
我

去
看
他
，
他
說
﹁
我
若
早
死
老
家
，
總
有
個
大
棺
木
，
如

今
家
破
人
亡
，
兒
子
改
名
換
姓
躲
在
外
鄉
，
怎
不
傷
心
﹂
。

謝
樹
德
鄉
親
聞
名
政
教
，
曾
任
西
螺
高
中
校
長
，
聘
李
光

啟
為
教
務
主
任
，
原
想
結
親
，
卻
成
怨
家
，
邱
少
南
老
師

也
被
牽
涉
。
其
夫
人
反
感
棗
人
而
與
同
鄉
會
無
往
來
。

鄉
親
謝
恆
德
教
授
對
孟
、
荀
人
性
學
及
人
性
教
育

特
有
研
究
，
晚
年
多
病
，
高
壽
往
生
，
曾
望
我
協
助
將
其

﹁
人
性
學
與
人
性
教
育
﹂
由
慈
善
或
財
團
單
位
廣
為
印
行

億
冊
，
教
化
社
會
，
惜
未
如
願
，
因
其
家
人
另
有
異
見
。

海
軍
少
將
陳
繼
統
鄉
長
，
愛
國
愛
人
，
篤
信
基
督
，

一
生
忠
貞
，
溫
、
良
、
恭
、
儉
、
讓
，
生
前
對
同
鄉
會
每

年
都
有
萬
元
以
上
之
捐
贈
，
其
曾
赴
英
接
﹁
重
慶
號
﹂
巨

艦
，
艦
未
來
台
，
是
其
心
痛
之
憾
。

杜
鼎
中
將
，
是
同
鄉
會
首
任
理
事
長
，
三
十
八
年
大

陸
變
色
，
他
以
忠
肝
義
膽
突
圍
來
台
，
頗
有
大
將
之
風
，

其
在
同
鄉
會
對
筆
者
很
是
錯
愛
信
任
，
常
以
﹁
相
見
恨

晚
﹂
相
讚
，
在
同
鄉
會
連
任
三
屆
，
領
導
有
方
。

羅
光
瑞
博
士
，
曾
任
亞
洲
最
大
榮
民
醫
院
院
長
，
一

生
清
廉
，
勇
於
任
事
，
醫
德
醫
術
受
人
尊
敬
。
姜
道
章
為

地
理
學
權
威
，
姜
祖
忠
為
核
子
專
家
。
李
董
鑑
瑞
為
少

有
之
奮
鬥
有
成
之
企
業
家
，
青
銅
考
古
家
，
一
生
助
人

不
計
名
利
。
李
光
啟
教
授
為
詩
書
畫
金
石
之
傑
出
人
才
，

韋
靖
、
高
慶
辰
、
李
銘
等
鄉
親
在
海
外
奮
鬥
，
為
棗
陽
之

光
。
在
台
棗
人
，
早
期
多
為
軍
人
，
身
後
多
長
眠
五
指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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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軍
公
墓
，
如
孫
幕
風
、
傅
良
居
、
杜
鼎
、
姜
法
乾
、
羅

樹
植
等
總
在
數
十
人
以
上
，
惜
未
統
計
，
而
老
成
凋
謝

者
，
總
亦
在
兩
百
人
矣
。
羅
名
顯
人
生
瀟
灑
曾
任
團
管
區

司
令
愛
竹
戲
，
很
是
風
趣
，
生
前
曾
自
撰
輓
聯
：
﹁
緊
急

召
集
，
莫
非
天
上
三
缺
一
；
平
心
而
論
，
要
學
人
間
一
吃

三
﹂
，
很
是
給
人
長
憶
。

現
在
再
說
﹁
棗
陽
文
獻
﹂
，
同
鄉
會
成
立
後
之
次

年
春
節
，
在
台
北
市
中
山
堂
，
舉
行
祭
祖
團
拜
時
，
有
彭

登
墀
等
大
老
提
議
，
認
為
大
陸
文
革
後
對
中
華
文
化
破
壞

殆
盡
，
對
鄉
土
文
物
亦
多
曲
解
，
吾
人
應
為
弘
揚
中
華
文

化
，
保
護
鄉
土
史
蹟
，
發
行
﹁
棗
陽
文
獻
﹂
，
獲
得
一
致

通
過
，
並
通
過
請
曾
經
代
理
棗
陽
縣
長
的
大
老
李
公
敬
之

為
文
獻
主
委
，
李
光
啟
教
授
為
主
編
，
我
於
幕
後
協
助
，

自
民
國
七
十
三
年
元
月
，
正
式
創
刊
發
行
，
同
鄉
會
為
督

導
單
位
，
各
現
任
理
事
長
為
發
行
人
。
第
一
期
出
版
，
原

擬
委
請
李
鑑
瑞
鄉
親
之
印
刷
廠
代
印
，
結
果
他
是
慨
捐
，

未
收
分
文
印
費
。
編
印
進
入
第
二
期
後
，
李
主
編
認
為
編

印
不
易
，
文
稿
難
求
，
向
我
提
出
﹁
停
刊
﹂
建
議
，
我
說

﹁
可
能
不
當
﹂
，
希
能
堅
持
下
去
，
就
此
編
輯
重
心
，
逐

漸
轉
移
到
我
身
上
，
他
則
順
水
推
舟
，
放
下
重
擔
，
由
於

我
們
私
誼
深
厚
，
也
就
無
所
計
較
。
後
來
他
全
家
移
民
加

拿
大
，
我
祇
好
獨
力
正
式
接
下
主
編
一
職
，
說
實
在
話
，

我
實
在
不
懂
如
何
做
編
輯
，
祇
好
到
書
店
買
編
印
指
南
等

書
抱
佛
腳
，
到
印
刷
廠
不
恥
下
問
，
到
圖
書
館
看
各
種
刊

物
如
何
編
排
，
然
後
決
定
自
己
的
風
格
，
發
展
至
今
，
無

師
自
通
，
竟
也
受
到
謬
讚
。
一
個
刊
物
，
能
否
受
到
青

睞
，
一
是
外
貌
吸
人
，
一
是
文
章
生
動
，
一
是
錯
字
要

少
，
但
是
談
何
容
易
，
每
篇
文
章
經
過
四
校
，
仍
有
錯
字

埋
伏
，
加
上
草
字
，
簡
體
字
或
文
言
文
字
，
校
對
很
難
，

所
以
古
人
稱
校
對
為
﹁
校
讎
﹂
，
可
見
校
對
的
辛
苦
，
如

果
缺
乏
文
學
修
養
，
更
是
自
討
苦
吃
，
有
苦
說
不
出
。
遇

到
編
校
或
者
印
刷
廠
的
錯
誤
，
作
者
的
責
難
，
是
超
過
讀

者
。
很
使
我
良
心
不
安
。
靈
感
所
至
，
我
曾
親
撰
﹁
春
陵

頌
﹂
，
每
期
刊
出
鼓
舞
士
氣
，
另
寫
﹁
舂
鄉
橋
語
﹂
報
導

﹁
時
人
行
蹤
等
﹂
，
很
受
歡
迎
。

棗
陽
同
鄉
會
督
導
，
除
了
主
編
一
職
由
我
﹁
包
辦
﹂

以
外
，
主
委
一
職
，
首
任
為
李
公
敬
之
至
七
十
七
年
辭

世
，
由
姜
公
法
乾
繼
任
至
八
十
一
年
因
出
任
同
鄉
會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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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長
，
由
彭
公
登
墀
繼
任
，
至
八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
亦
因

出
任
同
鄉
會
理
事
長
而
由
我
出
任
主
委
兼
總
編
，
直
至
今

︵
一○
一
︶
年
二
月
二
十
九
日
第
十
屆
同
鄉
會
理
監
事
改

選
，
因
我
懇
辭
主
委
兼
總
編
為
止
，
為
我
的
文
獻
工
作
，

劃
下
形
式
上
的
休
止
符
。
回
憶
過
去
，
我
能
為
文
獻
工
作

奉
獻
三
十
年
，
功
過
都
有
，
但
仍
感
到
無
比
的
光
榮
和

欣
慰
，
天
下
事
﹁
成
如
容
易
卻
艱
難
，
有
似
平
凡
最
奇

絕
﹂
，
我
竟
一
做
三
十
年
，
如
今
連
自
己
都
不
相
信
，
尤

其
還
是
﹁
包
辦
﹂
，
刊
物
中
雖
設
有
副
主
委
、
副
主
編
和

編
輯
委
員
等
，
都
是
好
看
而
已
。

在
我
退
職
前
後
，
曾
收
到
多
位
關
心
我
的
健
康
狀

況
和
文
獻
使
命
的
來
信
，
如
姜
道
章
教
授
、
謝
芬
德
、
李

銘
、
詹
華
如
鄉
親
等
，
綜
合
大
家
的
指
教
，
有
的
不
希
望

我
裸
退
，
最
低
要
擔
任
榮
譽
主
委
或
顧
問
，
也
好
薪
火

相
傳
。
也
有
認
為
我
一
人
﹁
包
辦
﹂
太
辛
苦
了
，
應
有
真

正
的
幫
手
。
也
有
以
為
我
應
有
工
作
津
貼
，
我
笑
說
祇
有

我
津
貼
文
獻
，
從
未
文
獻
津
貼
過
我
。
也
有
鄉
親
問
我
同

鄉
會
應
該
特
別
獎
謝
我
，
我
說
服
務
不
能
有
條
件
，
無
過

便
是
功
。
每
任
理
事
長
，
幾
乎
都
在
春
節
團
拜
時
給
我
很

多
掌
聲
，
已
夠
殊
榮
，
何
況
掌
聲
後
，
不
能
保
證
沒
有
雜

音
。
人
生
﹁
三
十
功
名
塵
與
土
﹂
、
﹁
知
我
者
春
秋
，
罪

我
者
春
秋
﹂
，
夫
復
何
求
，
倒
是
我
雖
然
辭
去
工
作
，
但

如
何
傳
承
文
獻
經
驗
，
如
何
傳
達
文
獻
是
專
業
刊
物
，
不

是
綜
合
刊
物
，
我
仍
有
責
。
所
謂
文
獻
，
孔
子
在
論
語
八

佾
中
曾
說
：
﹁
夏
禮
吾
能
言
之
，
杞
不
足
徵
也
，
殷
禮
吾

能
言
之
，
宋
不
足
徵
也
。
文
獻
不
足
也
。
足
，
則
吾
能
徵

之
矣
。
﹂
依
朱
熹
註
解
，
徵
是
證
驗
。
文
獻
是
指
﹁
文
是

典
籍
，
獻
是
鄉
賢
耆
舊
之
言
﹂
。
﹁
棗
陽
文
獻
﹂
依
徵
稿

簡
約
共
有
八
項
，
主
在
介
紹
縣
誌
沿
革
，
典
籍
歷
史
、
山

川
地
理
、
文
物
名
勝
、
鄉
賢
事
蹟
、
史
料
掌
故
、
民
俗
采

風
、
鄉
友
動
態
及
故
鄉
有
關
之
事
物
，
否
則
就
要
考
慮
文

章
之
價
值
。
今
後
如
何
使
棗
陽
文
獻
之
內
容
符
合
主
體
，

同
時
經
費
有
限
，
最
好
每
期
不
超
過
一
九
二
頁
之
決
定
，

還
有
革
新
之
一
，
就
是
希
望
橫
版
編
印
，
但
未
通
過
民

調
，
要
否
再
徵
詢
，
也
待
研
考
。
凡
此
都
是
我
的
使
命
應

在
移
交
時
，
完
成
交
代
，
才
算
有
功
，
凡
此
都
有
待
接
棒

人
的
智
慧
裁
奪
。

三
十
年
來
，
我
除
了
榮
為
﹁
棗
陽
文
獻
﹂
竭
智
盡
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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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奉
獻
外
，
也
曾
為
縣
、
省
和
全
國
同
鄉
會
，
參
與
實
質

的
服
務
，
除
了
參
與
縣
的
棗
陽
同
鄉
會
已
如
上
述
外
，
我

因
縁
際
會
曾
有
幸
忝
任
湖
北
旅
台
同
鄉
會
理
事
長
八
年
，

在
任
內
我
針
對
需
要
提
出
﹁
團
結
和
諧
、
創
新
務
實
﹂
、

﹁
服
務
第
一
、
制
度
優
先
﹂
。
為
同
鄉
會
續
編
會
史
、

編
印
湖
北
美
食
，
檢
審
八
大
法
規
，
通
過
設
置
會
徽
、

會
旗
，
廣
籌
獎
學
金
，
也
使
歷
任
經
費
透
支
，
變
為
相
當

結
餘
，
並
廣
徵
會
員
，
服
務
新
移
民
，
使
老
中
青
同
鄉
都

有
活
動
。
以
﹁
老
者
安
之
，
朋
友
信
之
，
少
者
懷
之
﹂
。

﹁
禮
義
相
交
，
德
業
相
勸
，
過
失
相
規
，
患
難
相
卹
﹂
為

目
標
，
更
為
增
進
兩
岸
和
平
，
參
與
活
動
，
接
待
湖
北
省

羅
書
記
等
來
台
參
訪
。
使
會
務
活
動
正
常
化
。

至
於
全
國
同
鄉
會
，
多
是
由
各
省
市
同
鄉
會
理
事
長

的
組
合
。
縣
、
省
和
全
國
同
鄉
會
，
給
我
的
感
覺
，
則
是

縣
市
同
鄉
會
，
有
如
家
族
近
親
相
聚
，
感
情
特
濃
。
省
市

同
鄉
會
，
則
如
家
族
遠
親
的
聚
會
，
情
感
僅
止
於
禮
。
全

國
同
鄉
會
，
則
似
政
治
親
戚
，
全
國
同
鄉
會
成
立
以
來
，

最
大
的
活
動
，
是
應
北
京
之
邀
，
在
人
民
大
會
堂
與
賈
慶

林
主
席
等
的
聚
會
，
如
今
我
尚
是
待
辭
理
事
之
一
。

莊
子
說
﹁
生
也
死
之
徒
，
死
也
生
之
始
﹂
。
成
長
是

痛
苦
的
掙
扎
，
有
人
有
事
的
地
方
，
就
有
爭
議
和
是
非
，

就
像
茶
壼
裡
的
風
暴
，
人
生
總
是
﹁
壼
外
風
風
雨
雨
，
壼

內
滿
腹
苦
水
。
如
何
不
多
嘴
，
有
耳
無
聽
，
有
口
無
言
，

有
苦
肚
裡
吞
﹂
。
﹁
黃
金
燃
桂
盡
，
壯
志
逐
年
衰
﹂
。

﹁
人
生
不
滿
百
，
常
懷
千
歲
憂
﹂
，
感
謝
各
位
文
友
不
次

贈
詩
文
勵
我
。
如
已
故
鄉
親
張
振
學
長
曾
贈
詩
於
我
說
：

白
水
文
學
筆
，
南
北
一
家
親
。

旅
台
三
楚
客
，
欽
佩
棗
陽
人
。

還
有
陳
長
順
學
長
早
年
曾
贈
詩
於
我
說
：

帝
氣
籠
罩
白
水
濱
，
澤
及
吳
店
地
也
靈
。

不
信
請
看
兩
傑
士
，
李
發
強
與
胡
久
明
。

還
有
年
近
九
十
旅
居
加
拿
大
的
李
銘
學
妹
最
近
在
病

中
賜
詩
譽
我
說
：

�

立
論
著
說
牘
篇
篇
，
上
下
求
索
採
古
今
。 

欲
窮
極
目
三
千
里
，
飽
學
不
倦
萬
卷
書
。

�
豪
情
曾
立
青
春
誓
，
有
我
中
國
長
巍
峨
。 

老
驥
伏
櫪
今
許
願
，
更
倡
王
道
興
社
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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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又
贈
詩
我
夫
婦
：

為
復
興
併
肩
奮
鬥
，
倡
和
平
一
對
璧
人
。

為
國
事
熱
心
無
限
，
鄉
梓
情
一
片
熱
誠
。

促
統
一
獻
赤
子
心
，
搖
旗
提
燈
照
前
程
。

夫
唱
婦
隨
排
頭
兵
，
志
昭
日
月
天
地
神
。

家
鄉
作
家
詹
華
如
譽
我
是

求
和
平
、
求
共
存
、
求
統
一
之
至
善
者
。

有
良
知
、
有
創
見
、
有
文
采
之
政
論
家
。

愛
人
文
、
愛
教
育
、
愛
家
鄉
之
護
民
神
。

重
聯
誼
、
重
交
流
、
重
善
行
之
活
動
家
。

另
還
贈
我
墨
寶
，
譽
我
是

以
天
下
為
己
任
，
用
心
血
鑄
文
章
。

還
有
旅
居
杭
州
前
中
科
院
楊
遇
春
教
授
，
以
﹁
懷

友
﹂
詩
贈
我
說
：

才
喜
窗
外
瑞
雪
飄
，
又
賞
湖
畔
冬
梅
笑
。

鴻
雁
若
有
越
海
翅
，
懇
祈
幫
我
祝
福
捎
。

在
我
八
十
母
難
日
時
，
又
蒙
多
位
熱
情
鄉
親
贈
詩
祝

福
。
其
一
是
旅
居
武
漢
已
故
的
詩
人
謝
純
德
鄉
親
贈
詩
譽

我
說
：生

在
龍
飛
白
水
鄉
，
學
成
投
軍
救
危
亡
。

退
居
寶
島
懷
宏
志
，
力
助
邑
人
奔
小
康
。

教
育
難
成
﹃
弘
道
﹄
願
，
刊
文
歲
發
舂
陵
光
。

耄
初
華
誕
遙
詩
賀
，
更
祝
期
頤
福
壽
長
。

其
二
為
已
故
棗
陽
作
家
劉
逢
吉
鄉
親
贈
詩
兩
首
。

其

為
：

八
十
高
壽
歷
艱
程
，
如
磬
風
雨
奮
然
行
。

筋
骨
幾
番
經
烈
火
，
水
遠
山
高
坎
坷
情
。

背
井
離
鄉
愛
國
熱
，
千
難
萬
險
鑄
忠
誠
。

百
經
風
箱
容
顏
悅
，
氣
節
高
雅
傲
然
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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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是
：

李
公
八
十
非
等
閒
，
身
兼
數
職
辦
文
獻
。

編
審
檢
校
筆
耕
忙
，
不
計
報
酬
為
炎
黃
。

老
驥
伏
櫪
刀
不
老
，
鞠
躬
盡
瘁
意
境
高
。

眾
喻
虧
有
好
內
助
，
玲
美
女
士
有
功
勞
。

其
三
是
旅
居
南
京
，
迄
未
謀
面
，
年
逾
九
旬
的
熱
情

作
者─

─

謝
芬
德
鄉
親
，
她
贈
我
新
詩
兩
首
。

其

為
：

喜
鵲
枝
頭
喳
喳
叫
，
梅
花
笑
將
佳
音
報
，

欣
聞
李
公
八
十
壽
辰
到
，
鄉
親
齊
來
把
喜
道
。

祝
賀
壽
星
，
福
如
東
海
水
長
流
，
壽
比
南
山
松
不
老
。

祝
賀
壽
星
人
老
心
如
幹
勁
足
，
嘔
心
瀝
血
辦
刊
物
，

﹃
棗
陽
文
獻
﹄
是
寶
樹
，
汗
水
澆
灌
培
育
壯
，

蔭
蔭
綠
葉
蓋
四
方
，
累
累
果
實
年
年
旺
，

感
謝
園
丁
勤
耕
耘
，
萬
壽
無
疆
永
頌
揚
。

其

為
：

總
編
今
年
八
十
歲
，
工
作
精
力
雖
充
沛
，
審

稿
、
刪
改
、
核
對
一
身
兼
，
壯
年
男
兒
也
難
比
。
李

老
工
作
超
負
荷
，
壓
垮
身
體
多
可
惜
！
我
建
議
、
我

呼
籲
，
眾
鄉
親
快
選
接
班
人
，
總
編
減
負
迫
眉
際
。

新
編
有
難
亦
無
妨
，
李
公
可
當
顧
問
和
參
謀
，
讓

﹃
棗
陽
文
獻
﹄
繼
續
辦
好
，
花
開
花
香
傳
萬
里
，
碩

果
累
累
大
家
受
益
，
子
孫
萬
代
不
忘
棗
陽
故
里
。

其
四
是
棗
陽
還
有
一
位
名
作
家
詹
華
如
鄉
親
，
他
也

有
詩
相
賀
說
：

�

人
傑
伉
儷
何
處
尋
，
光
武
故
里
白
水
村
。

鄉
親
常
與
山
河
在
，
福
壽
共
旺
松
柏
青
。

�
樂
者
多
福
仁
者
壽
，
鶴
立
雞
群
學
問
深
。

茫
茫
人
海
誰
與
似
，
惟
有
強
美
兩
先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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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有
一
些
大
作
，
因
我
夫
婦
健
康
之
絆
，
三
度
搬

家
，
一
時
難
找
，
容
待
以
後
繼
續
處
理
，
並
致
歉
意
。

以
上
這
些
大
作
，
看
後
很
使
我
感
動
，
一
則
我
們
都

是
文
獻
為
媒
的
萍
水
之
交
，
但
詩
文
內
容
，
卻
對
我
瞭
解

如
此
之
廣
，
關
愛
如
此
之
深
，
有
如
親
人
。
在
過
去
我
尚

兼
任
主
編
，
蒙
賜
詩
文
，
為
避
嫌
自
誇
未
便
一
一
登
出
，

現
在
登
出
，
不
是
給
我
老
臉
擦
粉
，
而
是
在
感
謝
文
情
並

茂
的
作
者
，
才
搭
上
本
文
談
棗
陽
的
人
和
事
的
便
車
，
而

予
報
導
。
﹁
知
我
者
春
秋
，
罪
我
者
春
秋
﹂
。
並
非
不
知

﹁
是
非
成
敗
轉
頭
空
﹂
，
對
於
虛
榮
，
早
已
淡
定
，
如
尚

有
不
當
之
處
，
至
祈
諒
我
，
幸
甚
！
幸
甚
！

經
過
寒
夜
的
人
，
最
知
太
陽
的
溫
暖
，
﹁
人
有
悲
歡

離
合
，
月
有
陰
晴
圓
缺
﹂
，
人
生
沒
有
絕
對
的
完
美
，
宦

海
浮
沉
，
恩
怨
情
仇
，
喜
怒
哀
樂
，
都
是
過
眼

雲
。
人

要
吃
飯
是
為
了
活
著
，
但
活
著
不
是
為
了
吃
飯
，
奮
鬥
是

求
生
存
的
必
經
之
路
，
但
必
須
奮
鬥
有
方
，
而
不
可
損
人

又
不
利
己
，
如
果
奮
鬥
不
順
，
那
就
當
我
們
﹁
不
能
改
變

氣
候
時
，
就
要
鍛
鍊
身
體
﹂
，
以
適
應
環
境
。
﹁
黃
金
非

寶
書
為
寶
，
萬
事
皆
空
善
不
空
﹂
，
我
們
要
時
時
勤
修
身

心
，
動
心
忍
性
，
培
育
正
當
人
生
。
我
們
棗
陽
鄉
親
都
是

有
所
為
，
有
所
不
為
的
仁
人
志
士
，
我
們
能
在
一
無
所
有

之
下
，
將
棗
陽
同
鄉
會
，
﹁
棗
陽
文
獻
﹂
辦
得
受
人
敬
羨
，

得
來
不
易
，
﹁
天
下
事
成
如
容
易
卻
艱
難
，
有
似
平
凡
最

奇
絕
﹂
。
在
﹁
菜
根
譚
﹂
一
書
中
，
有
謂
﹁
救
既
敗
之
事
，

如
馭
臨
崖
之
馬
，
休
輕
策
一
鞭
。
圖
垂
成
之
功
者
，
如
挽

上
灘
之
舟
，
莫
少
停
一
棹
﹂
。
創
業
容
易
守
成
難
，
國
事
、

家
事
、
私
事
、
天
下
事
，
都
是
如
此
，
我
們
該
永
懷
棗
陽

先
民
和
旅
台
前
輩
，
為
我
們
種
樹
，
讓
我
們
歇
蔭
。
願
我

棗
陽
鄉
親
今
生
後
世
，
永
世
不
朽
！
謹
再
恭
賀
：

棗
陽
同
鄉
會
會
運
昌
隆
！

棗
陽
文
獻
社
社
運
昌
隆
！

李
發
強
於
二○

一
二
年
寫
於
台
北
寓
所

︵
作
者
係
湖
北
同
鄉
會
前
會
長
，
棗
陽
文
獻
前
主
委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