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積風集

vi

出
比
較
滿
意
的
五
十
篇
，
略
加
增
塗
修
訂
，
主
要
是
刪
去
廢
話
，
補
寫
和
重
寫
未
足
之
處
。

感
謝
曾
為
這
書
落
力
的
人
，
包
括
為
我
在
封
面
題
字
的
萬
偉
良
老
師
、
畫
封
面
的
區
華
欣
、

校
對
的
陳
以
璇
，
以
及
編
輯
葉
海
旋
先
生
和
羅
海
珊
小
姐
。
感
激
我
的
親
人
、
朋
友
和
師
長
。
積

風
的
過
程
，
少
不
免
有
心
急
或
沮
喪
的
時
候
，
我
慶
幸
遇
過
那
麼
多
好
老
師
，
有
時
拍
拍
我
的
膊

頭
，
叫
我
要
抬
頭
看
得
更
高
更
遠
；
有
時
如
星
，
教
我
近
距
離
見
識
那
耀
眼
的
光
芒
。
是
為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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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這裏的書

3

劉
教
授
的
為
己
之
學

世
界
愈
紛
亂
，
我
們
就
愈
不
知
道
甚
麼
是
好
甚
麼
是
壞
。
當
有
人
把
外
文
著
作
中
的M

encius

信
手
翻
譯
做
「
孟
修
斯
」
時
，
劉
殿
爵
教
授
（D

 . .C
 . .Lau

）
的
英
譯
《
孟
子
》
，
已
連
同
他
的
英
譯

《
論
語
》
和
《
道
德
經
》
屹
立
好
幾
十
年
了
。
知
道
劉
教
授
辭
世
的
消
息
，
雖
不
認
識
，
還
是
心

存
感
念
，
因
為
他
為
好
翻
譯
、
好
學
問
定
下
了
一
個
應
有
的
標
準
，
仰
之
彌
高
，
叫
人
只
好
繼
續

努
力
。企

鵝
出
版
的
英
文
《
道
德
經
》
、
《
論
語
》
和
《
孟
子
》
，
都
由
劉
教
授
翻
譯
，
譯
筆
雄
健
雅

潔
。
我
更
喜
歡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的
雙
語
版
本
，
中
英
文
左
右
並
排
，
方
便
又
醒
目
。
誰
都
聽
過

《
道
德
經
》
開
首
的
「
道
可
道
，
非
常
道
。
名
可
名
，
非
常
名
」
，
英
文
該
如
何
才
是
？
劉
教
授
的

譯
文
精
確
易
懂
：“

T
he .w

ay .that .can .be .spoken .of ./ .Is .not .the .constant .w
ay; ./ .T

he .nam
e .

that .can .be .nam
ed ./ .Is .not .the .constant .nam

e .”

又
如
七
十
七
章
的
「
天
之
道
其
猶
張
弓
與
？
高

者
抑
之
，
下
者
舉
之
；
有
餘
者
損
之
，
不
足
者
補
之
」
，
他
的
翻
譯
貼
近
原
文
之
質
樸
：“

Is .not .

the .w
ay .of .heaven .like .the .stretching .of .a .bow

? ./ .T
he .high .it .presses .dow

n, ./ .T
he .low

 .it .lif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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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 ./ .T
he .excessive .it .takes .from

, ./ .T
he .deficient .it .gives .to”

。D
ow

n

與up

，from

與to

，
精

準
地
譯
出
了
抑
之
舉
之
，
損
之
補
之
。
明
乎
此
，
便
知
努
力
「
損
不
足
以
奉
有
餘
」
的
社
會
為
何

需
要
自
儆
了
。

劉
教
授
寫
的
導
論
與
附
錄
都
好
看
。
《
孟
子
》
的
導
論
寫
到
最
後
，
他
引
用
了
老
莊
作
比

較
。
說
過
「
玄
之
又
玄
」
的
《
道
德
經
》
，
劉
教
授
覺
得
最
踏
實
，
因
為
老
子
立
意
幫
人
在
亂
世

中
尋
得
方
向
。
《
莊
子
》
雖
沒
老
子
踏
實
，
但
相
較
而
言
還
是
沒
有
《
孟
子
》
般
神
秘
（m

ystic

）
。

這
結
論
似
乎
有
別
於
一
般
人
的
理
解
，
但
劉
教
授
卻
以
之
說
明
《
孟
子
》
在
儒
家
的
地
位
，
如
何

繼
承
，
如
何
開
創
。
至
於
譯
事
之
難
，
則
可
從
《
孟
子
》
附
錄
的“

Som
e .N

otes .on .the .M
encius”

窺
見
一
二
。
劉
教
授
引
用
古
今
中
外
的
《
孟
子
》
注
本
譯
本
，
逐
條
比
對
各
本
得
失
，
可
見
他
翻

譯
《
孟
子
》
時
逐
字
琢
磨
的
苦
心
孤
詣
。

說
來
奇
怪
，
我
第
一
本
擁
有
的
《
論
語
》
就
是
劉
教
授
的
譯
本
。
當
時
一
心
希
望
單
看
白
文

讀
懂
《
論
語
》
，
同
時
又
想
學
好
英
文
，
所
以
譯
本
滿
足
了
兩
個
願
望
。
譯
文
教
人
心
折
首
肯
，

有
幾
章
更
是
一
讀
難
忘
。
在
陳
絕
糧
時
，
生
性
直
率
的
子
路
慍
見
孔
子
，
譯
本
沒
有
直
譯
「
慍
」

字
微
怒
之
意
，
而
是
描
摹
子
路
的
神
態
：“

T
su-lu, .w

ith .resentm
ent .w

ritten .all .over .his .face .”

比
對
孔
子
「
君
子
固
窮
」
的
回
答
，
我
們
便
更
明
白
安
貧
樂
道
的
意
義
了
。
但
印
象
最
深
，
還
是

要
數
「
古
之
學
者
為
己
，
今
之
學
者
為
人
」
一
句
：“

M
en .of .antiquity .studied .to .im

prove .

them
selves; .m

en .today .study .to .im
press .others”

。
用im

prove

和im
press

兩
個
簡
單
的
動
詞
，

配
上
自
己
和
他
人
，
便
見
古
今
為
學
之
別
。
難
得
二
字
還
押
了
頭
韻
（alliterative

），
對
應
原
文
對

舉
的
句
式
，
真
是
匠
心
獨
運
。

翻
譯
，
一
方
面
讓
其
他
文
化
的
人
有
欣
賞
好
東
西
的
機
會
，
另
一
方
面
也
是
探
索
自
己
語
文

特
質
的
重
要
過
程
。
讀
劉
教
授
的
譯
著
更
令
我
覺
得
，
做
學
問
跟
儒
家
一
樣
，
都
是
種
關
乎
個
人

成
德
的
為
己
之
學
：
努
力
在
學
思
道
路
上 .“

im
prove .them

selves”

。
劉
教
授
學
問
淵
博
，
成
就
遠

不
止
上
述
幾
本
譯
著
，
我
當
然
不
得
其
門
而
入
。
短
文
一
篇
，
希
望
讓
有
志
於
學
的
人
知
道
前
人

的
標
準
實
在
一
點
不
低
，
並
以
茲
表
達
心
裏
的
感
謝
。

《
明
報
》 .

二○

一○

年
五
月
二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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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
廣
超
的
詩
意

很
少
人
會
把
趙
廣
超
列
入
文
學
的
討
論
，
遑
論
把
他
視
作
詩
人
。
但
讀
他
幾
本
關
於
中
國
文

化
的
著
作
，
覺
得
文
字
活
潑
，
詩
意
盎
然
，
小
看
不
得
。
他
在
《
筆
紙
中
國
畫
》
曾
說
：
「
從
前

作
為
（being

）
詩
人
，
詩
意
自
然
而
然
流
露
出
來
；
到
了
我
們
這
一
代
，
卻
視
乎
擁
有
（having

）

多
少
『
詩
集
』
來
證
明
。
大
家
都
認
為
，
一
概
詩
情
畫
意
，
早
已
被
器
物
『
擠
掉
』
了
。
」
這
是

夫
子
自
道
嗎
？
碰
巧
，
趙
廣
超
的
著
作
多
少
都
跟
器
物
有
關
，
雖
非
詩
集
，
卻
自
然
流
出
詩
意
。

我
想
先
從
趙
廣
超
對
「
創
意
」
的
想
法
開
始
討
論
。
他
在
梁
文
道
的
《
訪
問
》
說
：
「
只
要

在
同
一
個
主
題
下
，
誰
搶
到
別
人
較
多
時
間
的
，
誰
就
比
較
有
創
意
。
觀
者
樂
於
花
時
間
在
你
的

創
作
上
，
樂
於
讓
你
偷
去
他
的
時
間
，
你
的
作
品
就
有
創
意
。
」
說
得
簡
單
點
，
詩
可
算
是
文
字

創
意
的
典
範
，
因
為
在
各
種
文
體
裏
頭
，
我
們
總
是
最
花
時
間
在
詩
中
文
字
，
反
覆
閱
讀
，
樂
於

讓
他
偷
去
我
們
的
時
間
。
這
個
「
觀
者
樂
於
花
時
間
在
你
的
創
作
上
」
，
大
概
是
因
為
凝
視
而
沉

思
。
藝
術
家
曾
把
事
物
看
得
入
神
，
轉
化
成
作
品
；
觀
者
閱
讀
作
品
看
得
出
神
，
於
是
有
讚
嘆
。

入
神
出
神
之
間
，
便
有
了
感
通
的
可
能
。

趙
廣
超
的
詩
意
在
「
字
裏
行
間
」
。
在
「
字
裏
」
，
因
為
詩
人
總
能
令
我
們
重
新
認
識
文
字
，

將
字
義
扭
轉
增
新
。
趙
廣
超
在
書
中
處
理
文
字
的
方
法
，
不
單
是
訓
詁
考
證
，
更
充
滿
了
眼
光
與

樂
趣
。
在
《
不
只
中
國
木
建
築
》
，
他
一
開
始
就
從
「
木
」
字
與
「
家
」
字
入
手
。
他
先
說
「
家
」

字
：
「
在
中
文
裏
舉
凡
與
建
築
和
居
住
有
關
的
方
塊
字
，
大
部
分
都
很
象
形
地
畫
出
一
個
屋
蓋
，

上
面
凸
出
來
的
一
點
，
正
是
支
撐
起
整
個
屋
蓋
的
主
要
木
柱
。
」
接
着
便
說
，
「
家
的
第
一
點
，

萬
萬
不
可
掉
下
來
，
否
則
便
會
變
成
個
」
，
戛
然
而
止
，
之
後
我
們
在
下
面
看
見
的
，
就
是
一
個

大
大
的
「
冢
」
字
。

從
「
家
」
到
「
冢
」
，
可
見
他
對
文
字
的
觸
覺
，
更
重
要
的
是
，
這
對
應
了
安
家
與
傳
統
木

建
築
的
關
係
。
又
如
書
中
寫
「
窗
」
的
一
章
，
先
引
述
劉
熙
在
《
釋
名
》
所
言
：
「
窗
，
聰
也
，

於
內
窺
外
為
聰
明
也
」
，
並
在
句
後
補
充
：
「
與
外
在
世
界
溝
通
可
得
智
慧
」
。
最
後
則
以
八
字
歸

納
：
「
人
要
聰
明
，
請
多
開
窗
。
」
從
窗
的
釋
名
說
起
，
再
引
申
到
窗
外
：
窗
是
物
件
，
開
窗
則

是
態
度
，
貫
穿
起
來
，
想
法
通
透
。
他
這
種
觸
覺
也
見
於
《
筆
紙
中
國
畫
》
講
「
水
墨
」
的
幾
句
。

水
墨
在
國
畫
舉
足
輕
重
，
但
「
水
墨
」
其
實
是
甚
麼
？
他
說
：
「
墨
加
水
是
墨
水
，
墨
水
再
加
水

才
是
水
墨
。
一
個
是
物
理
學
上
的
發
現
，
而
另
一
個
則
是
美
學
的
實
驗
。
」
看
似
文
字
遊
戲
，
實

則
卻
牽
涉
學
識
與
情
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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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幾
本
著
作
之
中
，
趙
廣
超
在
《
一
章
木
椅
》
論
「
床
榻
」
的
一
段
，
有
幾
句
最
接
近
我
們

常
見
之
詩
。
他
講
床
，
先
引
用
阮
籍
的
〈
詠
懷
詩
〉
：
「
夜
中
不
能
寐
，
起
坐
彈
鳴
琴
。
薄
帷
鑑

明
月
，
清
風
吹
我
襟
。
」
然
後
半
解
釋
半
轉
化
，
分
行
寫
道
：
「
失
眠
（
不
寐
）
，╲

起
坐
（
床

有
帷
幄
）
，╲

許
是
清
貧
，╲

許
是
牆
壁
和
人
通
透
。╲

於
是
，╲

琴
迎
風
月
。
」
清
雅
的
月
光
和

風
，
教
人
想
起
伊
朗
導
演
阿
巴
斯
（A
bbas .K

iarostam
i

）
的
詩
集
《
隨
風
而
行
》
（W

alking .with .

the .W
ind

）
，
例
如
只
有
四
句
的
這
一
首
：
「
月
光╲

透
過
玻
璃╲

照
見
熟
睡
小
修
女╲

面
龐
蒼

白
」
，
月
印
萬
川
，
既
照
見
伊
朗
女
孩
的
熟
睡
的
面
，
也
照
見
阮
籍
的
鳴
琴
，
照
見
李
白
的
床

前
。
能
不
教
人
想
起
前
述
李
白
的
「
今
人
不
見
古
時
月
，
今
月
曾
經
照
古
人
」
？

除
在
「
字
裏
行
間
」
，
書
中
的
詩
意
更
在
趙
廣
超
對
器
物
的
凝
視
。
這
牽
涉
對
美
的
追
尋
：

為
何
某
器
物
會
以
此
形
相
流
傳
世
上
？
前
人
累
積
下
來
的
審
美
觀
，
又
如
何
依
靠
器
物
呈
現
出

來
？
死
物
不
死
，
因
為
他
有
故
事
、
有
生
命
，
可
以
展
現
一
個
藝
術
家
或
工
匠
的
用
心
，
甚
而
是

整
個
時
代
的
情
志
與
風
氣
。
所
以
於
趙
廣
超
而
言
，
《
清
明
上
河
圖
》
不
單
是
名
畫
一
幅
，
更
是

張
擇
端
的
苦
心
孤
詣
。
因
此
他
在
《
筆
記
清
明
上
河
圖
》
說
，
當
他
描
摹
時
發
現
畫
中
有
些
部
分

並
非
張
擇
端
的
手
筆
，
才
會
覺
得
「
這
種
差
異
，
甚
至
讓
我
覺
得
難
受
，
因
為
很
明
顯
看
得
出

來
，
這
並
非
原
作
者
那
個
級
數
的
人
所
畫
」
。
同
理
，
他
在
《
大
紫
禁
城—

—

王
者
的
軸
線
》
說
，

趙
廣
超
的
詩
意
亦
在
「
行
間
」
。
論
中
國
書
畫
者
無
不
談
及
「
意
境
」
。
但
這
個
頗
玄
虛
的
概

念
該
當
如
何
說
清
？
他
在
《
筆
紙
中
國
畫
》
，
先
交
代
「
意
境
」
一
語
的
佛
教
背
景
，
然
後
這
樣

說
：
「
未
經
唐
詩
形
容
過
的
月
光
，
也
許
一
直
都
不
會
照
出
詩
情
；
詩
內
的
月
光
若
不
是
照
進
了

宋
代
的
畫
軸
，
月
色
恐
怕
永
遠
也
沒
有
畫
意
。
」
之
後
便
把
李
白
〈
把
酒
問
月
〉
的
「
今
人
不
見

古
時
月
，
今
月
曾
經
照
古
人
」
列
在
此
段
之
後
，
時
空
穿
插
，
一
地
便
是
詩
意
的
清
暉
，
雅
淡
怡

人
。
但
這
還
不
止
。
趙
廣
超
想
出
了
五
個
三
言
句
，
進
一
步
說
明
「
意
境
」
之
為
物
：
「
坐
上

去
」
、
「
泡
出
來
」
、
「
捧
在
手
」
、
「
寒
林
裏
」
、
「
划
出
來
」
。
由
家
具
到
石
頭
、
瓷
器
、
書

畫
、
詩
詞
，
從
器
物
與
古
人
的
生
活
情
態
，
點
出
意
境
有
時
在
「
黃
娟
幼
婦
外
孫
齏
臼
」
之
啞
謎
，

有
時
在
吳
鎮
淡
泊
的
《
漁
父
圖
》
，
不
單
停
留
在
意
境
之
字
義
，
更
將
之
放
進
整
個
文
化
生
活
中

理
解
，
意
思
圓
足
，
本
身
就
是
一
段
有
意
境
的
文
字
。

趙
廣
超
在
《
不
只
中
國
木
建
築
》
解
釋
不
同
建
築
，
也
別
出
心
裁
，
借
活
潑
的
文
字
帶
出
他

們
的
特
點
。
說
高
台
：
「
如
果
說
房
屋
是
種
出
來
的
，
那
麼
高
台
便
是
唱
出
來
的
了
。
周
天
子
廣

得
民
心
，
歌
聲
自
然
愉
快
激
昂
，
與
靈
台
一
起
唱
入
雲
霄
。
」
說
欄
杆
：
「
設
在
低
處
的
欄
杆
是

攔
着
外
人
（
不
要
闖
進
來
）
；
設
在
高
處
的
欄
杆
則
是
為
了
攔
着
自
己
（
不
要
掉
出
去
）
。
」
這
都

令
人
會
心
微
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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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我
們
欣
賞
藝
術
品
時
，
在
某
個
程
度
上
，
其
實
就
是
在
讚
歎
自
己
的
生
命
。

凝
視
器
物
，
吟
安
詩
句
，
若
能
引
發
美
感
經
驗
，
反
過
來
都
教
人
欣
賞
自
己
的
生
命
。

最
後
，
我
想
起
他
說
「
意
境
」
時
寫
下
的
一
段
話
，
放
在
這
結
尾
適
合
不
過
：
「
只
是
『
意

境
』
文
章
實
在
難
做
，
又
或
者
是
瓶
子
靜
靜
地
放
在
你
面
前
，
你
沒
有
靜
靜
地
去
欣
賞
而
已
。
」

饒
是
如
此
，
我
們
更
要
珍
惜
有
詩
意
的
文
章
，
把
美
好
事
物
仔
細
端
詳
。

《
字
花
》 .

二○

一
一
年
三
月╲

第
三
十
期

按
：
原
文
蕪
雜
冗
長
，
現
大
幅
縮
短
，
重
寫
一
遍
。

紫
禁
城
遠
非
單
純
的
一
座
的
皇
宮
，
因
為
從
他
不
避
那
貫
穿
南
北
的
中
軸
線
，
可
見
其
自
詡
奉
天

承
運
的
氣
魄
。

問
題
只
在
於
我
們
能
否
適
切
地
觀
看
，
譬
如
是
否
具
備
種
種
端
詳
與
鑑
賞
的
工
夫
。
這
可
在

趙
廣
超
形
容
南
宋
瓷
器
時
看
見
：
「
在
『
存
天
理
滅
人
慾
』
的
重
重
壓
制
下
，
當
時
的
人
要
做
一

個
藝
術
形
式
包
含
了
七
情
六
慾
，
十
分
性
感
；
看
上
去
卻
還
覺
得
平
靜
，
這
就
是
簡
約
主
義
上
好

的
示
範
。
它
不
是
貧
窮
，
而
是
高
度
淨
的
能
力
。
」
有
了
這
等
賞
鑑
功
夫
，
便
能
覺
察
源
於
生
活

之
美
，
瓶
子
就
再
不
是
簡
單
一
個
瓶
子
了
。
他
接
着
說
：
「
像
十
八
世
紀
德
國
美
學
家
黑
格
爾
所

說
『
自
然
意
蘊
所
喚
的
情
感
』
，
現
在
一
下
子
居
然
都
讓
泥
巴
給
挽
留
下
來
，
凝
固
成
一
個
優
美

的
瓶
子
，
在
我
們
眼
前
，
在
我
們
手
中
，
照
理
也
在
我
們
心
裏
，
再
度
掀
起
共
鳴
、
讚
歎
。
說
不

定
還
會
勾
起
絲
絲
說
不
出
的
感
慨
。
」

這
種
說
不
出
的
感
慨
是
甚
麼
？
他
的
歸
納
，
即
從
器
物
騰
升
到
美
感
經
驗
：

流
行
小
說
家
所
謂
「
美
得
教
人
心
疼
」
，
也
不
全
是
誇
張
之
辭
。
以
前
的
人
形
容

得
好
，
叫
這
種
感
慨
為
「
清
愁
」
，
淡
淡
的
，
無
傷
大
雅
的
愁
緒
。
也
有
人
坦
白
地
稱

之
為
美
感
經
驗
（aesthetic experience

）
，
是
潛
藏
在
我
們
心
靈
深
處
的
情
感
。
無
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