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室
、
松
滋
的
王
运
孚
。
尤
其
具
有
特
色
的
是
，
在
晚
清
张
之
洞

所
举
办
的
军
事
学
堂
、
新
式
军
队
（
简
称
『
新
军
』
）
中
也
同

样
造
就
了
一
批
金
石
书
画
的
学
者
、
书
家
。
如
湖
北
沔
阳
的
陆

和
九
（
一
八
八
三

—
—
一
九
五
八
）
，
青
年
时
就
学
武
昌
陆

军
中
学
堂
，
后
任
中
国
大
学
国
学
系
讲
师
等
教
职
，
讲
授
金
石

学
、
古
器
物
学
、
文
字
学
及
书
法
、
篆
刻
等
课
程
，
收
藏
碑
刻

砖
瓦
拓
本
甚
富
。

光
绪
三
十
二
年
（
一
九
〇
六
）
，
清
政
府
宣
布
废
除
科

举
，
这
对
当
时
湖
广
书
法
产
生
了
重
大
影
响
。
如
湖
北
新
军
的

文
化
水
平
比
其
他
地
区
相
比
普
遍
偏
高
，
同
时
也
培
养
汇
聚
了

不
少
书
画
篆
刻
传
习
者
，
如
易
均
室
的
岳
父
浙
江
瑞
安
的
万
季

海
，
清
末
在
湖
北
新
军
中
任
职
，
与
王
福
庵
、
唐
醉
石
多
有
交

往
。
又
如
蒋
兰
圃
也
曾
在
晚
清
湖
北
新
军
供
职
，
酷
爱
美
术
，

入
民
国
后
，
弃
军
从
文
，
创
办
了
著
名
的
武
昌
艺
专
。

张
之
洞
在
总
督
两
湖
时
期
，
他
和
他
的
幕
府
学
人
们
所

做
的
金
石
学
研
究
、
书
画
鉴
藏
、
创
作
从
表
面
上
看
似
乎
与
乾

嘉
考
据
学
非
常
接
近
，
实
际
上
由
于
时
代
的
变
迁
，
已
经
发
生

了
质
的
变
化
。
其
中
最
大
的
不
同
就
是
，
前
者
所
做
的
这
些
传

统
学
问
是
作
为
『
中
学
』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与
『
西
学
』
一
同

被
放
在
了
他
们
所
秉
持
的
『
中
学
为
体
，
西
学
为
用
』
这
个
框

架
中
了
。
而
且
张
之
洞
和
他
的
幕
府
学
人
群
体
又
将
这
种
理
念

转
换
成
近
代
教
育
实
践
，
认
为
『
求
治
莫
先
于
得
人
，
得
人
莫

先
于
立
学
』
。
这
不
仅
超
越
了
乾
嘉
旧
学
，
也
超
越
了
其
前
面

的
洋
务
经
验
。
传
统
书
法
也
被
作
为
『
中
学
』
的
重
要
内
容
被

纳
入
到
了
近
代
新
式
教
育
的
框
架
中
，
从
而
揭
开
了
书
法
初
等

到
高
等
的
学
科
式
的
教
育
、
教
学
的
序
幕
。
在
近
现
代
高
等
书

法
教
育
肇
始
、
起
源
这
个
问
题
上
，
人
们
多
知
道
李
瑞
清
在
两

江
师
范
学
堂
的
开
辟
之
功
，
实
际
上
，
李
瑞
清
也
是
以
张
之
洞

为
首
的
武
昌
学
人
集
团
『
中
学
为
体
，
西
学
为
用
』
教
育
理
念

的
沾
溉
者
和
实
践
者
。
从
大
的
方
面
来
说
，
李
瑞
清
所
主
持
的

两
江
师
范
包
括
书
法
在
内
的
艺
术
教
育
本
身
也
可
以
看
成
张
之

洞
在
江
苏
所
推
行
近
代
教
育
重
要
果
实
之
一
，
而
在
武
昌
，
张

之
洞
还
专
门
有
更
系
统
、
更
高
级
的
『
书
法
学
』
学
科
教
育
实

践
，
这
就
是
由
他
首
倡
的
存
古
学
堂
的
开
办
，
而
这
才
是
近
代

高
等
书
法
学
学
科
教
育
真
正
的
开
端
。
限
于
篇
幅
，
此
不
赘

述
，
笔
者
另
有
专
文
叙
述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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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
幕
府
内
部
湖
广
楚
北
本
土
走
碑
帖
交
融
书
家
代
表
的
话
，
那

么
，
曾
熙
则
是
幕
府
之
外
湖
广
楚
南
本
土
走
碑
帖
交
融
书
家
的

典
型
。
曾
熙

(一
八
六
一

—
一
九
三
〇

)，
今
湖
南
衡
阳
市
人
。

字
季
子
，
清
光
绪
二
十
九
年

(一
九
〇
三
年

)进
士
，
书
法
通
南

帖
北
碑
，
融
合
方
圆
，
遂
成
就
宽
博
纵
逸
的
风
貌
。
我
们
看
曾

熙
宽
扁
的
书
法
体
势
，
怎
能
说
没
有
苏
黄
书
风
的
影
子
呢
？
如

果
说
曾
熙
是
张
之
洞
幕
府
之
外
湖
广
楚
南
本
土
走
碑
帖
交
融
书

家
的
典
型
的
话
，
那
么
被
称
为
近
代
教
育
家
的
杨
守
敬
，
其
书

风
在
该
地
被
追
仿
，
如
湖
北
江
陵
的
邓
定
丞
，
字
承
渭
。
据

《
寒
松
阁
谈
艺
琐
录
》
卷
四
载
，
邓
定
丞
以
知
府
官
江
西
，
工

书
画
篆
刻
，
喜
收
罗
金
石
书
画
，
书
仿
杨
守
敬
，
有
过
之
无
不

及
。
光
绪
二
十
年
（
一
八
九
四
）
陈
宝
箴
任
湖
北
布
政
使
，
其

孙
即
后
来
的
著
名
画
家
陈
师
曾
随
祖
父
迁
居
武
昌
，
并
从
湘
潭

周
大
烈

(印
昆

)学
文
学
，
从
南
通
范
仲
霖
学
汉
隶
、
魏
碑
。
由

此
可
见
当
时
习
篆
隶
北
碑
书
法
的
风
气
是
非
常
浓
厚
的
。

在
当
时
武
昌
书
画
篆
刻
家
群
体
中
，
还
有
一
种
既
不
是

幕
僚
，
也
不
是
朝
廷
命
官
，
而
是
借
助
他
们
的
介
绍
来
谋
职
或

短
时
间
停
留
这
一
种
类
型
，
他
们
或
为
后
者
的
子
弟
，
或
为
后

者
的
乡
人
等
。
如
著
名
收
藏
家
李
葆
恂
的
儿
子
李
放
，
曾
著
有

《
皇
清
书
史
》
一
书
，
在
武
昌
期
间
与
端
方
的
幕
僚
著
名
篆
刻

家
黄
牧
甫
多
有
交
往
。
前
面
提
到
的
曾
在
武
昌
教
授
陈
师
曾
研

习
汉
隶
、
魏
碑
的
南
通
范
仲
霖
也
应
属
于
这
种
类
型
。

张
之
洞
创
办
的
书
院
、
学
堂
和
各
种
文
化
教
育
机
构
，
是

其
幕
府
人
员
最
集
中
的
聚
集
地
之
一
，
学
人
书
家
如
沈
曾
植
、

杨
守
敬
、
郑
孝
胥
等
都
在
此
等
机
关
供
职
，
他
们
的
书
学
思
想

及
书
法
实
践
无
疑
会
借
助
教
育
教
学
的
方
式
更
容
易
传
递
给
更

年
轻
的
士
子
，
因
此
书
院
（
后
来
改
成
新
式
学
堂
）
尤
其
是
存

古
学
堂
等
教
育
机
构
也
就
成
为
学
人
书
风
的
最
集
中
的
传
播

地
。
如
随
州
的
谢
凤
孙
早
年
毕
业
于
湖
北
法
官
养
习
所
，
追
随

沈
曾
植
，
与
后
者
书
风
酷
似
。
又
如
湖
广
籍
的
朱
峙
三
、
张
祝

南
皆
在
光
绪
三
十
二
年
（
一
九
〇
六
）
考
入
两
湖
师
范
学
堂
并

都
有
善
书
之
名
。
在
张
之
洞
举
办
的
新
式
学
校
所
选
拔
的
留
学

生
中
（
主
要
是
留
日
学
生
）
后
来
也
有
许
多
以
善
书
、
鉴
藏
、

仅
是
研
究
而
著
称
的
学
者
、
书
家
，
如
潜
江
的
甘
鹏
云
、
易
均

泰
伯
奔
吴
，
拓
荒
开
埠
，
无
锡
迄
今
已
有
三
千
多
年
的

文
明
史
，
建
城
也
有
二
千
多
年
，
这
里
北
临
长
江
，
南
接
太

湖
，
山
清
水
秀
，
人
文
荟
萃
，
有
着
深
厚
的
文
化
底
蕴
，
文
化

名
人
不
计
其
数
。
书
法
，
作
为
中
国
艺
术
的
根
，
源
远
流
长
，

但
无
锡
历
史
上
有
个
奇
怪
的
现
象
，
居
然
没
有
一
位
被
写
进
中

国
书
法
史
的
大
书
法
家
。
而
中
国
历
史
上
十
大
画
家
，
无
锡
占

其
三
，
并
且
画
家
的
书
法
都
十
分
出
彩
，
书
画
同
源
，
相
得
益

彰
，
无
锡
历
史
上
不
是
没
有
大
书
法
家
，
而
是
他
们
的
书
名
被

画
名
所
掩
盖
了
，
秦
古
柳
先
生
（
一
九
〇
九

—
一
九
七
六
）
就

是
一
个
最
好
的
例
子
。

秦
古
柳
先
生
的
师
承
和
生
平
简
介

秦
古
柳
先
生
师
承
一
脉
，
可
上
溯
到
道
光
咸
丰
年
间
的
顾

应
泰
，
顾
应
泰
擅
白
描
人
物
，
尤
精
佛
像
，
书
法
出
入
褚
河
南

《
雁
塔
圣
教
序
》
，
书
风
清
丽
秀
逸
。
顾
应
泰
弟
子
潘
锦
，
山

水
人
物
均
合
古
法
，
尤
擅
仕
女
，
书
法
出
入
『
二
王
』
，
很
有

【
摘

�
要
】
无
锡
人
文
荟
萃
，
文
化
底
蕴
深
厚
，
名
人
不
计
其
数
。
秦
古
柳
先
生
就
是
无
锡

现
当
代
颇
有
代
表
性
的
一
位
书
画
名
家
，
其
不
但
在
中
国
画
上
成
就
很
高
，
在
书
法
方
面
亦
有
卓

越
的
造
诣
。
本
文
从
秦
古
柳
的
师
承
和
生
平
简
介
、
人
文
价
值
观
、
书
法
艺
术
特
质
、
历
史
贡
献

四
个
方
面
来
阐
述
秦
古
柳
的
书
法
艺
术
，
让
大
家
更
加
全
面
地
认
识
秦
古
柳
的
隐
士
人
生
。

【
关
键
词
】
秦
古
柳

�
师
承

�
贡
献

�
文
气

画

从
书
出

—
—
秦
古
柳
书
法
浅
析

董
�
晓

论
�
坛

韵
致
。
潘
锦
弟
子
吴
观
岱
，
中
年
由
吴
稚
晖
力
促
，
得
廉
南
湖

襄
助
，
入
京
师
供
奉
于
内
廷
，
为
光
绪
帝
绘
课
本
故
事
，
绘
画

史
上
称
吴
为
『
江
南
老
画
师
』
。
其
书
法
从
晋
唐
入
手
，
中
年

对
黄
山
谷
很
偏
爱
，
晚
年
犹
钟
董
思
翁
。

秦
古
柳
（
一
九
〇
九

—
一
九
七
六
）
出
生
于
无
锡
名
门
望

族
，
一
九
二
〇
年
经
周
寄
湄
先
生
介
绍
，
成
为
吴
观
岱
先
生
入

室
弟
子
。
每
于
星
期
假
日
便
去
吴
宅
，
看
见
案
上
笔
砚
横
陈
，

尘
垢
堆
积
，
便
默
默
为
老
师
洗
涤
整
理
一
新
，
一
点
无
豪
门
纨

绔
之
习
气
，
观
老
深
爱
其
天
真
烂
漫
。
年
余
，
古
柳
先
生
以
临

摹
之
作
请
教
观
老
，
观
老
阅
后
大
加
赞
赏
。
一
九
二
四
年
，

观
老
将
沈
石
田
《
溪
山
秋
霁
卷
》
缩
影
本
交
给
秦
古
柳
，
让
其

认
真
临
习
。
不
日
，
古
柳
便
持
仿
作
请
教
，
观
老
观
后
甚
为
惊

叹
，
审
其
出
笔
，
无
处
不
臻
其
妙
，
虽
年
仅
十
四
龄
，
成
人
有

数
十
年
学
力
而
不
能
至
。
为
此
，
观
老
请
当
时
无
锡
名
人
达
宦

秦
农
、
冯
光
烈
、
杨
令
茀
、
胡
汀
鹭
、
杨
祖
云
、
杨
天
骥
、
俞

复
等
为
仿
卷
题
跋
，
由
此
可
见
观
老
对
秦
古
柳
先
生
的
厚
爱
和

推
崇
。
该
手
卷
现
由
无
锡
文
物
公
司
收
藏
。
明
代
项
穆
《
书
法

雅
言
》
云
：
『
资
过
乎
学
，
每
失
癫
狂
；
学
过
乎
资
，
不
失
规

矩
。
』
秦
先
生
求
学
既
勤
，
且
资
质
超
人
，
当
时
，
拜
吴
观
岱

先
生
为
师
的
学
生
很
多
，
用
功
的
学
生
有
的
是
，
聪
明
绝
顶

的
也
不
少
，
杨
令
茀
、
陈
小
石
、
沈
重
烟
、
顾
坤
伯
、
诸
健
秋

等
，
但
日
后
要
成
为
画
坛
大
家
的
话
，
仅
凭
用
功
和
聪
明
是
远

远
不
够
的
。
前
辈
胡
汀
鹭
先
生
对
少
年
的
秦
古
柳
说
：
禅
家
以

悟
彻
为
主
，
必
须
心
中
觉
悟
，
不
籍
外
攻
，
若
深
研
典
籍
而
悟

者
乃
外
功
非
彻
底
觉
悟
也
。
故
禅
家
不
习
典
籍
而
参
禅
，
得
悟

彻
后
以
典
籍
引
正
而
已
，
然
非
具
慧
者
不
得
顿
觉
。
秦
君
古
柳

于
画
禅
得
顿
觉
者
，
又
得
观
老
前
辈
指
受
，
他
日
造
就
未
可
限

量
⋯
⋯
古
柳
先
生
具
备
的
资
质
，
非
常
人
所
有
，
此
慧
根
也
。

有
一
次
，
贺
天
健
先
生
到
观
老
家
拜
访
，
想
拜
观
老
为
师
，
观

老
把
贺
天
健
领
至
画
室
，
看
秦
古
柳
作
画
，
贺
天
健
比
秦
古
柳

年
长
，
不
知
何
故
，
从
此
贺
天
健
先
生
再
也
不
提
拜
观
老
为
师

了
，
而
贺
天
健
和
秦
古
柳
也
由
此
相
识
，
并
建
立
了
以
后
长
达

几
十
年
的
友
谊
。

秦
古
柳
跟
随
吴
观
岱
左
右
长
达
八
年
之
久
。
一
九
三
〇

年
，
秦
古
柳
先
生
在
上
海
、
南
京
、
杭
州
、
汉
口
等
地
举
办
个

人
展
览
，
颇
得
社
会
各
界
好
评
。

以
后
，
秦
古
柳
长
期
在
无
锡
居
住
，
曾
用
笔
名
问
白
道

人
、
九
大
山
人
等
；
书
斋
名
曾
用
个
上
斋
，
旧
方
书
屋
等
。

一
九
七
六
年
逝
世
。

秦
古
柳
先
生
的
人
文
价
值
观

无
锡
地
区
的
文
人
，
思
想
深
受
泰
伯
、
倪
云
林
、
东
林
党

等
先
贤
影
响
。
秦
古
柳
老
师
吴
观
岱
不
愿
留
京
城
求
享
高
官
厚

禄
，
而
是
归
棹
故
里
，
以
画
画
授
徒
作
为
终
身
之
求
，
这
些
对

秦
古
柳
先
生
幼
小
的
心
灵
产
生
了
深
刻
的
影
响
。
古
柳
先
生
一

直
谆
谆
告
诫
学
生
，
艺
品
即
人
品
，
人
生
在
世
，
臣
不
可
做
，

卖
国
汉
奸
万
万
不
可
做
。
抗
战
时
，
有
人
拉
拢
古
柳
先
生
出
任

伪
职
，
他
断
然
拒
绝
。

新
中
国
成
立
前
，
古
柳
先
生
是
无
锡
地
区
卖
画
卖
得
最
好

的
画
家
，
他
的
画
价
当
时
是
钱
松
喦
的
好
几
倍
，
故
生
活
过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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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
然
而
古
柳
先
生
经
常
帮
助
比
他

生
活
困
难
的
艺
术
家
，
最
为
感
人
的

是
，
他
和
音
乐
家
阿
炳
（
华
彦
钧
）

惺
惺
相
惜
，
十
分
友
好
。
旧
时
艺
人

大
多
吸
食
鸦
片
，
阿
炳
也
不
例
外
，

贫
困
潦
倒
嗜
食
鸦
片
的
生
活
方
式
，

遭
到
世
人
的
鄙
视
，
但
古
柳
先
生
却

深
深
理
解
阿
炳
的
处
境
和
心
情
，
不

以
世
俗
眼
光
看
待
阿
炳
，
并
在
生
活

上
对
阿
炳
常
有
接
济
。
古
柳
先
生
后

来
在
教
学
生
写
字
时
，
经
常
比
喻

说
：
写
字
要
像
阿
炳
拉
二
胡
，
笔
笔

要
送
到
送
足
，
最
终
还
要
拉
出
自
己

的
风
格
特
点
。
古
柳
先
生
通
俗
易
懂

的
比
喻
，
无
疑
借
鉴
了
阿
炳
的
艺
术

创
作
方
法
，
世
上
许
多
艺
术
门
类
不

同
，
但
道
理
相
通
。
一
九
五
〇
年
阿

炳
逝
世
后
，
古
柳
先
生
为
阿
炳
书
写

了
墓
碑
。

秦
古
柳
先
生
学
问
好
，
师
德
更

好
，
收
徒
弟
不
分
贫
富
贵
贱
，
只
要

对
艺
术
有
真
爱
，
从
不
保
守
保
留
。

学
生
刘
达
江
是
个
聋
哑
人
，
生
活
艰

辛
，
古
柳
先
生
收
其
为
徒
后
，
不
厌

其
烦
，
谆
谆
教
导
，
付
出
了
比
教
育

常
人
更
多
的
艰
辛
，
经
过
十
多
年
的

培
养
，
加
上
达
江
先
生
自
身
的
勤
奋

努
力
，
竟
取
得
了
常
人
难
以
企
及
的

成
就
。

秦
古
柳
先
生
的
艺
术
特
质

秦
古
柳
先
生
主
张
学
习
书
法
从

晋
唐
入
手
，
上
溯
汉
魏
，
远
追
先
秦

甲
骨
、
钟
鼎
、
石
鼓
等
，
应
该
说
这

条
路
子
是
一
条
十
分
正
统
的
路
子
，
这
条
路
子
基
础
宽
博
，
但

比
学
一
家
成
一
家
要
多
花
不
少
辛
苦
，
孕
育
积
累
期
长
，
秦
古

柳
先
生
一
直
谆
谆
告
诫
学
生
：
写
字
要
刻
苦
用
功
三
十
年
，
字

才
可
以
给
人
看
看
。
然
而
走
这
条
路
能
厚
积
薄
发
，
古
今
书
法

成
大
材
者
大
多
是
走
的
这
条
路
。

纵
观
秦
古
柳
先
生
的
书
法
，
一
生
大
致
分
四
个
发
展
阶

段
。
第
一
阶
段
是
基
础
积
淀
期
，
大
约
在
其
二
十
五
岁
之
前
，

这
一
时
期
的
书
法
是
以
晋
唐
入
手
阶
段
。
较
多
地
看
到
的
是
他

绘
画
作
品
的
题
款
，
以
王
羲
之
《
黄
庭
经
》
《
乐
毅
论
》
和
王

献
之
《
洛
神
赋
十
三
行
》
为
基
础
，
因
同
乡
先
贤
倪
云
林
是
古

柳
先
生
崇
拜
的
偶
像
，
而
倪
云
林
小
楷
能
直
逼
晋
人
风
范
，
与

秦
古
柳
先
生
的
审
美
十
分
切
合
，
故
秦
先
生
这
个
阶
段
的
书
法

形
式
上
又
有
倪
云
林
的
影
子
。
第
二
阶
段
是
草
书
探
索
期
，
大

约
在
其
二
十
五
岁
到
三
十
五
岁
之
间
。
秦
古
柳
先
生
入
手
习
草

较
早
，
并
不
是
林
散
之
先
生
所
说
的
六
十
以
后
始
学
草
，
我
们

最
早
可
以
看
到
秦
先
生
二
十
多
岁
时
即
在
画
上
用
章
草
题
跋
，

到
三
十
岁
左
右
时
，
其
章
草
书
法
已
十
分
流
畅
，
甚
合
古
法
，

并
且
已
经
具
备
了
一
定
的
个
人
风
格
特
征
。
第
三
阶
段
是
篆
隶

融
通
期
，
大
约
在
其
三
十
五
岁
到
四
十
五
岁
之
间
，
这
一
阶
段

秦
古
柳
先
生
研
究
书
法
重
在
甲
骨
、
钟
鼎
、
石
鼓
、
汉
碑
间
，

尤
以
汉
碑
为
研
究
重
点
，
床
头
案
端
堆
满
碑
帖
，
终
日
吟
哦
考

校
，
揣
摩
临
习
，
题
画
书
法
多
用
长
锋
羊
毫
，
体
多
隶
书
，
线

条
柔
中
寓
刚
，
也
偶
作
隶
书
对
联
等
，
大
字
参
法
伊
秉
绶
，
但

比
伊
书
多
文
气
和
率
真
。
当
年
汉
代
竹
简
考
古
尚
未
大
量
发

掘
，
简
书
资
料
相
对
较
少
，
未
被
行
内
重
视
，
但
秦
古
柳
先
生

已
经
花
大
量
时
间
研
究
汉
简
，
董
欣
宾
先
生
称
其
为
『
当
代
简

书
第
一
人
』
，
二
十
世
纪
五
十
年
代
，
在
全
国
研
究
并
运
用
简

书
创
作
的
书
家
并
不
多
见
，
其
中
秦
古
柳
先
生
是
比
较
前
卫
的

一
个
，
其
为
阿
炳
写
的
墓
碑
就
是
以
简
书
写
就
的
。
第
四
阶
段

是
风
格
形
成
期
，
大
约
四
十
五
岁
到
逝
世
。
在
这
最
后
二
十
多

年
间
，
由
于
古
柳
先
生
书
法
基
础
扎
实
，
加
上
他
过
人
的
天
赋

和
刻
苦
的
修
炼
，
最
终
使
他
的
书
法
艺
术
达
到
登
峰
造
极
的
地

步
。
他
晚
期
的
书
法
不
拘
一
家
一
格
之
程
式
，
所
书
都
是
率
性

挥
洒
，
按
照
他
自
己
评
价
，
他
的
书
法
艺
术
成
就
高
于
绘
画
，

创
作
中
或
真
或
篆
或
隶
或
草
，
那
种
『
雨
夹
雪
』
的
字
体
摆

布
，
不
仅
不
夹
生
，
相
反
别
有
情
趣
，
所
以
他
与
唐
云
、
江
寒

汀
、
贺
天
健
、
钱
松
喦
等
合
作
绘
画
时
，
题
跋
大
多
由
古
柳
先

生
完
成
，
且
与
画
风
神
貌
天
合
，
并
多
有
真
知
灼
见
，
至
今
仍

让
我
们
叹
为
观
止
。
古
柳
先
生
一
直
教
诲
学
生
，
学
书
法
要
读

书
，
读
书
多
笔
下
才
有
文
气
，
才
可
抒
发
性
灵
，
寄
喜
怒
哀
乐

于
笔
端
，
文
人
与
匠
人
虽
一
字
之
差
，
但
有
天
壤
之
别
。
这
些

道
理
至
今
对
我
们
仍
有
现
实
指
导
意
义
。

四
、
秦
古
柳
先
生
的
历
史
贡
献
和
影
响

徐
悲
鸿
、
贺
天
健
、
钱
松
喦
等
都
是
从
无
锡
走
出
去
到
了

大
都
市
，
最
后
成
了
全
国
著
名
画
家
，
二
十
世
纪
五
十
年
代
成

立
江
苏
省
国
画
院
，
亚
明
先
生
在
傅
抱
石
面
前
力
荐
秦
古
柳
，

但
秦
古
柳
却
淡
于
名
利
，
不
愿
离
开
无
锡
，
安
心
治
学
，
画
画

授
徒
，
过
着
世
外
桃
源
的
生
活
。
论
艺
术
水
准
，
秦
古
柳
先
生

可
以
和
现
当
代
任
何
一
位
大
师
比
肩
，
刘
海
粟
、
徐
悲
鸿
、
江

寒
汀
、
唐
云
、
钱
松
喦
、
亚
明
、
贺
天
健
等
，
都
与
秦
古
柳
先

生
有
翰
墨
交
谊
，
其
中
有
些
人
是
从
秦
古
柳
笔
墨
中
得
到
借
鉴

和
启
发
的
。
秦
先
生
教
育
学
生
自
有
一
套
方
法
和
律
则
，
他
的

学
生
在
他
指
的
引
下
，
能
明
画
理
，
走
正
路
，
故
成
名
者
不
在

少
数
。

1
要
多
读
书
，
画
家
必
须
诗
、
书
、
画
三
绝

东
林
诸
贤
，
对
无
锡
影
响
深

远
。
高
攀
龙
曾
说
：
『
学
者
要
多
读

书
，
读
书
多
，
心
量
便
广
阔
，
义
理

便
昭
明
。
读
书
不
多
，
理
不
多
，
则

心
量
窒
塞
矣
。
』
故
无
锡
地
区
文
人

好
读
书
，
书
画
家
也
不
例
外
。
秦
古

柳
先
生
年
轻
时
学
习
非
常
刻
苦
，
揣

摩
古
人
作
品
可
以
神
似
，
中
年
以
后

就
不
多
画
画
了
，
一
直
看
书
，
研
考

碑
版
，
性
狷
介
，
寡
交
友
，
与
功
利

小
人
更
是
渐
行
渐
远
。
他
认
为
文
人

画
才
是
中
国
书
画
的
最
高
境
界
，
大
画
家
必
须
诗
、
书
、
画

三
绝
。

2
以
书
入
画

秦
古
柳
先
生
授
徒
，
入
室
弟
子
进
门
，
必
先
授
以
书
法
。

按
学
生
秉
性
，
他
会
给
学
生
选
定
一
本
晋
唐
书
家
字
帖
，
然

后
教
导
学
生
练
字
画
画
兼
修
。
他
常
说
，
书
难
于
画
，
书
画
同

源
，
书
法
写
好
了
，
画
画
就
不
难
了
，
书
法
不
好
，
画
不
会

好
。
任
伯
年
能
画
会
画
，
但
就
是
吃
亏
书
法
差
，
故
影
响
了
他

画
格
的
高
度
。
吴
观
岱
先
生
对
古
柳
先
生
说
过
，
画
画
人
字
只

要
带
得
过
，
可
以
在
画
上
题
题
字
就
可
以
了
，
但
古
柳
先
生
对

书
法
情
有
独
钟
，
执
着
偏
爱
，
他
在
书
法
上
下
的
功
夫
不
在
画

画
之
下
，
所
以
，
秦
古
柳
先
生
画
画
的
仙
气
是
超
过
吴
观
岱

的
，
这
与
秦
古
柳
先
生
在
书
法
上
下
的
功
夫
不
无
关
系
。
今
天

我
们
无
锡
地
区
画
家
，
绘
画
整
体
水
准
不
低
，
这
和
我
们
这
里

的
画
家
重
视
书
法
是
分
不
开
的
，
秦
古
柳
先
生
当
初
的
教
诲
和

引
领
起
了
很
大
作
用
。

3
善
于
用
水

抗
战
时
期
，
徐
悲
鸿
先
生
回
家
探
亲
，
路
过
无
锡
，
久
闻

古
柳
先
生
之
大
名
，
便
登
门
拜
访
，
会
心
畅
谈
甚
欢
，
便
铺
纸

挥
毫
，
悲
鸿
先
生
在
生
宣
上
画
了
一
只
猫
，
寥
寥
几
笔
下
去
，

很
快
晕
化
开
，
也
许
悲
鸿
先
生
不
太
善
于
画
生
宣
，
他
马
上
找

废
纸
按
吸
，
以
使
水
墨
停
止
晕
化
，
不
料
秦
古
柳
笑
呵
呵
地

说
：
不
要
压
，
随
它
化
去
。
一
会
儿
，
画
面
稍
干
，
那
只
猫
肉

呼
呼
、
毛
绒
绒
，
极
有
水
墨
效
果
。
古
柳
先
生
常
教
导
学
生
，

画
画
要
有
笔
有
墨
，
但
笔
墨
的
媒
介
是
水
，
少
了
水
，
一
切
无

从
谈
起
。
二
十
世
纪
八
十
年
代
，
上
海
画
家
卢
辅
圣
去
南
京
拜

访
董
欣
宾
先
生
，
那
次
他
们
就
中
国
画
的
用
水
问
题
谈
了
很

久
，
卢
辅
圣
先
生
在
浙
美
读
书
时
，
受
吴
山
明
老
先
生
影
响
，

吴
山
明
先
生
又
得
其
老
师
顾
坤
伯
的
衣
钵
，
而
顾
坤
伯
又
和
秦

古
柳
先
生
同
师
吴
观
岱
先
生
，
卢
辅
圣
和
董
欣
宾
二
位
从
渊
源

上
讲
，
还
有
所
关
联
。
无
怪
乎
他
们
两
人
就
中
国
画
用
水
问
题

会
有
高
度
的
共
鸣
和
相
近
的
体
悟
。
秦
古
柳
先
生
写
字
画
画
追

求
浓
墨
生
光
，
淡
墨
生
泽
，
体
现
了
非
常
高
超
的
用
水
艺
术
。

4
书
学
晋
唐
，
画
学
宋
元

秦
古
柳
先
生
一
直
强
调
书
学
晋
唐
，
画
学
宋
元
，
这
是
中

国
画
入
门
的
不
二
途
径
。
所
以
，
他
一
直
教
导
学
生
，
入
门
学

画
要
学
宋
元
，
得
他
们
高
古
气
息
，
不
能
学
扬
州
八
怪
，
更
不

能
学
齐
白
石
等
。
不
能
由
粗
疏
入
，
要
从
繁
密
入
，
实
际
上
也

是
让
学
生
养
成
慎
密
严
谨
的
学
风
，
学
风
的
好
坏
，
往
往
决
定

今
后
一
生
的
成
败
。
古
柳
先
生
中
年
后
对
石
涛
、
石
溪
、
新
罗

山
人
很
推
重
，
他
少
年
时
从
宋
元
入
手
，
学
沈
周
、
四
王
，
基

础
极
好
，
然
后
学
习
石
涛
用
笔
姿
肆
、
八
大
狂
怪
张
努
、
新
罗

苍
润
温
厚
。
如
果
没
有
前
面
的
基
础
，
一
上
手
就
学
石
涛
、
八

大
容
易
没
有
法
度
，
而
没
有
法
度
的
中
国
画
，
毫
无
意
义
。

由
于
古
柳
先
生
对
中
国
画
的
理
解
深
刻
，
学
生
只
要
入
他

门
下
，
或
多
或
少
的
会
学
有
所
成
，
他
的
学
生
中
比
较
著
名
的

有
：
钱
绍
武
、
刘
达
江
、
董
欣
宾
、
华
士
清
、
尹
光
华
、
杨
叙

南
、
王
良
人
、
浦
炯
、
袁
清
霓
、
华
宏
仁
等
。
董
欣
宾
先
生
后

来
成
为
刘
海
粟
先
生
的
研
究
生
，
被
美
术
理
论
家
粟
宪
庭
称
为

『
南
线
北
皴
』
的
南
线
代
表
，
影
响
江
苏
画
坛
一
代
人
。
董
欣

宾
先
生
说
过
：
『
我
走
了
大
半
个
中
国
，
结
识
画
家
无
数
，
回

头
看
看
还
是
我
老
师
的
东
西
最
好
。
』
秦
古
柳
先
生
虽
然
离
开

我
们
近
半
个
世
纪
了
，
凭
他
的
艺
术
成
就
和
教
育
贡
献
，
历
史

不
仅
将
会
记
住
他
，
我
们
还
相
信
，
他
将
越
来
越
被
后
人
所
认

识
和
推
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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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
然
而
古
柳
先
生
经
常
帮
助
比
他

生
活
困
难
的
艺
术
家
，
最
为
感
人
的

是
，
他
和
音
乐
家
阿
炳
（
华
彦
钧
）

惺
惺
相
惜
，
十
分
友
好
。
旧
时
艺
人

大
多
吸
食
鸦
片
，
阿
炳
也
不
例
外
，

贫
困
潦
倒
嗜
食
鸦
片
的
生
活
方
式
，

遭
到
世
人
的
鄙
视
，
但
古
柳
先
生
却

深
深
理
解
阿
炳
的
处
境
和
心
情
，
不

以
世
俗
眼
光
看
待
阿
炳
，
并
在
生
活

上
对
阿
炳
常
有
接
济
。
古
柳
先
生
后

来
在
教
学
生
写
字
时
，
经
常
比
喻

说
：
写
字
要
像
阿
炳
拉
二
胡
，
笔
笔

要
送
到
送
足
，
最
终
还
要
拉
出
自
己

的
风
格
特
点
。
古
柳
先
生
通
俗
易
懂

的
比
喻
，
无
疑
借
鉴
了
阿
炳
的
艺
术

创
作
方
法
，
世
上
许
多
艺
术
门
类
不

同
，
但
道
理
相
通
。
一
九
五
〇
年
阿

炳
逝
世
后
，
古
柳
先
生
为
阿
炳
书
写

了
墓
碑
。

秦
古
柳
先
生
学
问
好
，
师
德
更

好
，
收
徒
弟
不
分
贫
富
贵
贱
，
只
要

对
艺
术
有
真
爱
，
从
不
保
守
保
留
。

学
生
刘
达
江
是
个
聋
哑
人
，
生
活
艰

辛
，
古
柳
先
生
收
其
为
徒
后
，
不
厌

其
烦
，
谆
谆
教
导
，
付
出
了
比
教
育

常
人
更
多
的
艰
辛
，
经
过
十
多
年
的

培
养
，
加
上
达
江
先
生
自
身
的
勤
奋

努
力
，
竟
取
得
了
常
人
难
以
企
及
的

成
就
。

秦
古
柳
先
生
的
艺
术
特
质

秦
古
柳
先
生
主
张
学
习
书
法
从

晋
唐
入
手
，
上
溯
汉
魏
，
远
追
先
秦

甲
骨
、
钟
鼎
、
石
鼓
等
，
应
该
说
这

条
路
子
是
一
条
十
分
正
统
的
路
子
，
这
条
路
子
基
础
宽
博
，
但

比
学
一
家
成
一
家
要
多
花
不
少
辛
苦
，
孕
育
积
累
期
长
，
秦
古

柳
先
生
一
直
谆
谆
告
诫
学
生
：
写
字
要
刻
苦
用
功
三
十
年
，
字

才
可
以
给
人
看
看
。
然
而
走
这
条
路
能
厚
积
薄
发
，
古
今
书
法

成
大
材
者
大
多
是
走
的
这
条
路
。

纵
观
秦
古
柳
先
生
的
书
法
，
一
生
大
致
分
四
个
发
展
阶

段
。
第
一
阶
段
是
基
础
积
淀
期
，
大
约
在
其
二
十
五
岁
之
前
，

这
一
时
期
的
书
法
是
以
晋
唐
入
手
阶
段
。
较
多
地
看
到
的
是
他

绘
画
作
品
的
题
款
，
以
王
羲
之
《
黄
庭
经
》
《
乐
毅
论
》
和
王

献
之
《
洛
神
赋
十
三
行
》
为
基
础
，
因
同
乡
先
贤
倪
云
林
是
古

柳
先
生
崇
拜
的
偶
像
，
而
倪
云
林
小
楷
能
直
逼
晋
人
风
范
，
与

秦
古
柳
先
生
的
审
美
十
分
切
合
，
故
秦
先
生
这
个
阶
段
的
书
法

形
式
上
又
有
倪
云
林
的
影
子
。
第
二
阶
段
是
草
书
探
索
期
，
大

约
在
其
二
十
五
岁
到
三
十
五
岁
之
间
。
秦
古
柳
先
生
入
手
习
草

较
早
，
并
不
是
林
散
之
先
生
所
说
的
六
十
以
后
始
学
草
，
我
们

最
早
可
以
看
到
秦
先
生
二
十
多
岁
时
即
在
画
上
用
章
草
题
跋
，

到
三
十
岁
左
右
时
，
其
章
草
书
法
已
十
分
流
畅
，
甚
合
古
法
，

并
且
已
经
具
备
了
一
定
的
个
人
风
格
特
征
。
第
三
阶
段
是
篆
隶

融
通
期
，
大
约
在
其
三
十
五
岁
到
四
十
五
岁
之
间
，
这
一
阶
段

秦
古
柳
先
生
研
究
书
法
重
在
甲
骨
、
钟
鼎
、
石
鼓
、
汉
碑
间
，

尤
以
汉
碑
为
研
究
重
点
，
床
头
案
端
堆
满
碑
帖
，
终
日
吟
哦
考

校
，
揣
摩
临
习
，
题
画
书
法
多
用
长
锋
羊
毫
，
体
多
隶
书
，
线

条
柔
中
寓
刚
，
也
偶
作
隶
书
对
联
等
，
大
字
参
法
伊
秉
绶
，
但

比
伊
书
多
文
气
和
率
真
。
当
年
汉
代
竹
简
考
古
尚
未
大
量
发

掘
，
简
书
资
料
相
对
较
少
，
未
被
行
内
重
视
，
但
秦
古
柳
先
生

已
经
花
大
量
时
间
研
究
汉
简
，
董
欣
宾
先
生
称
其
为
『
当
代
简

书
第
一
人
』
，
二
十
世
纪
五
十
年
代
，
在
全
国
研
究
并
运
用
简

书
创
作
的
书
家
并
不
多
见
，
其
中
秦
古
柳
先
生
是
比
较
前
卫
的

一
个
，
其
为
阿
炳
写
的
墓
碑
就
是
以
简
书
写
就
的
。
第
四
阶
段

是
风
格
形
成
期
，
大
约
四
十
五
岁
到
逝
世
。
在
这
最
后
二
十
多

年
间
，
由
于
古
柳
先
生
书
法
基
础
扎
实
，
加
上
他
过
人
的
天
赋

和
刻
苦
的
修
炼
，
最
终
使
他
的
书
法
艺
术
达
到
登
峰
造
极
的
地

步
。
他
晚
期
的
书
法
不
拘
一
家
一
格
之
程
式
，
所
书
都
是
率
性

挥
洒
，
按
照
他
自
己
评
价
，
他
的
书
法
艺
术
成
就
高
于
绘
画
，

创
作
中
或
真
或
篆
或
隶
或
草
，
那
种
『
雨
夹
雪
』
的
字
体
摆

布
，
不
仅
不
夹
生
，
相
反
别
有
情
趣
，
所
以
他
与
唐
云
、
江
寒

汀
、
贺
天
健
、
钱
松
喦
等
合
作
绘
画
时
，
题
跋
大
多
由
古
柳
先

生
完
成
，
且
与
画
风
神
貌
天
合
，
并
多
有
真
知
灼
见
，
至
今
仍

让
我
们
叹
为
观
止
。
古
柳
先
生
一
直
教
诲
学
生
，
学
书
法
要
读

书
，
读
书
多
笔
下
才
有
文
气
，
才
可
抒
发
性
灵
，
寄
喜
怒
哀
乐

于
笔
端
，
文
人
与
匠
人
虽
一
字
之
差
，
但
有
天
壤
之
别
。
这
些

道
理
至
今
对
我
们
仍
有
现
实
指
导
意
义
。

四
、
秦
古
柳
先
生
的
历
史
贡
献
和
影
响

徐
悲
鸿
、
贺
天
健
、
钱
松
喦
等
都
是
从
无
锡
走
出
去
到
了

大
都
市
，
最
后
成
了
全
国
著
名
画
家
，
二
十
世
纪
五
十
年
代
成

立
江
苏
省
国
画
院
，
亚
明
先
生
在
傅
抱
石
面
前
力
荐
秦
古
柳
，

但
秦
古
柳
却
淡
于
名
利
，
不
愿
离
开
无
锡
，
安
心
治
学
，
画
画

授
徒
，
过
着
世
外
桃
源
的
生
活
。
论
艺
术
水
准
，
秦
古
柳
先
生

可
以
和
现
当
代
任
何
一
位
大
师
比
肩
，
刘
海
粟
、
徐
悲
鸿
、
江

寒
汀
、
唐
云
、
钱
松
喦
、
亚
明
、
贺
天
健
等
，
都
与
秦
古
柳
先

生
有
翰
墨
交
谊
，
其
中
有
些
人
是
从
秦
古
柳
笔
墨
中
得
到
借
鉴

和
启
发
的
。
秦
先
生
教
育
学
生
自
有
一
套
方
法
和
律
则
，
他
的

学
生
在
他
指
的
引
下
，
能
明
画
理
，
走
正
路
，
故
成
名
者
不
在

少
数
。

1
要
多
读
书
，
画
家
必
须
诗
、
书
、
画
三
绝

东
林
诸
贤
，
对
无
锡
影
响
深

远
。
高
攀
龙
曾
说
：
『
学
者
要
多
读

书
，
读
书
多
，
心
量
便
广
阔
，
义
理

便
昭
明
。
读
书
不
多
，
理
不
多
，
则

心
量
窒
塞
矣
。
』
故
无
锡
地
区
文
人

好
读
书
，
书
画
家
也
不
例
外
。
秦
古

柳
先
生
年
轻
时
学
习
非
常
刻
苦
，
揣

摩
古
人
作
品
可
以
神
似
，
中
年
以
后

就
不
多
画
画
了
，
一
直
看
书
，
研
考

碑
版
，
性
狷
介
，
寡
交
友
，
与
功
利

小
人
更
是
渐
行
渐
远
。
他
认
为
文
人

画
才
是
中
国
书
画
的
最
高
境
界
，
大
画
家
必
须
诗
、
书
、
画

三
绝
。

2
以
书
入
画

秦
古
柳
先
生
授
徒
，
入
室
弟
子
进
门
，
必
先
授
以
书
法
。

按
学
生
秉
性
，
他
会
给
学
生
选
定
一
本
晋
唐
书
家
字
帖
，
然

后
教
导
学
生
练
字
画
画
兼
修
。
他
常
说
，
书
难
于
画
，
书
画
同

源
，
书
法
写
好
了
，
画
画
就
不
难
了
，
书
法
不
好
，
画
不
会

好
。
任
伯
年
能
画
会
画
，
但
就
是
吃
亏
书
法
差
，
故
影
响
了
他

画
格
的
高
度
。
吴
观
岱
先
生
对
古
柳
先
生
说
过
，
画
画
人
字
只

要
带
得
过
，
可
以
在
画
上
题
题
字
就
可
以
了
，
但
古
柳
先
生
对

书
法
情
有
独
钟
，
执
着
偏
爱
，
他
在
书
法
上
下
的
功
夫
不
在
画

画
之
下
，
所
以
，
秦
古
柳
先
生
画
画
的
仙
气
是
超
过
吴
观
岱

的
，
这
与
秦
古
柳
先
生
在
书
法
上
下
的
功
夫
不
无
关
系
。
今
天

我
们
无
锡
地
区
画
家
，
绘
画
整
体
水
准
不
低
，
这
和
我
们
这
里

的
画
家
重
视
书
法
是
分
不
开
的
，
秦
古
柳
先
生
当
初
的
教
诲
和

引
领
起
了
很
大
作
用
。

3
善
于
用
水

抗
战
时
期
，
徐
悲
鸿
先
生
回
家
探
亲
，
路
过
无
锡
，
久
闻

古
柳
先
生
之
大
名
，
便
登
门
拜
访
，
会
心
畅
谈
甚
欢
，
便
铺
纸

挥
毫
，
悲
鸿
先
生
在
生
宣
上
画
了
一
只
猫
，
寥
寥
几
笔
下
去
，

很
快
晕
化
开
，
也
许
悲
鸿
先
生
不
太
善
于
画
生
宣
，
他
马
上
找

废
纸
按
吸
，
以
使
水
墨
停
止
晕
化
，
不
料
秦
古
柳
笑
呵
呵
地

说
：
不
要
压
，
随
它
化
去
。
一
会
儿
，
画
面
稍
干
，
那
只
猫
肉

呼
呼
、
毛
绒
绒
，
极
有
水
墨
效
果
。
古
柳
先
生
常
教
导
学
生
，

画
画
要
有
笔
有
墨
，
但
笔
墨
的
媒
介
是
水
，
少
了
水
，
一
切
无

从
谈
起
。
二
十
世
纪
八
十
年
代
，
上
海
画
家
卢
辅
圣
去
南
京
拜

访
董
欣
宾
先
生
，
那
次
他
们
就
中
国
画
的
用
水
问
题
谈
了
很

久
，
卢
辅
圣
先
生
在
浙
美
读
书
时
，
受
吴
山
明
老
先
生
影
响
，

吴
山
明
先
生
又
得
其
老
师
顾
坤
伯
的
衣
钵
，
而
顾
坤
伯
又
和
秦

古
柳
先
生
同
师
吴
观
岱
先
生
，
卢
辅
圣
和
董
欣
宾
二
位
从
渊
源

上
讲
，
还
有
所
关
联
。
无
怪
乎
他
们
两
人
就
中
国
画
用
水
问
题

会
有
高
度
的
共
鸣
和
相
近
的
体
悟
。
秦
古
柳
先
生
写
字
画
画
追

求
浓
墨
生
光
，
淡
墨
生
泽
，
体
现
了
非
常
高
超
的
用
水
艺
术
。

4
书
学
晋
唐
，
画
学
宋
元

秦
古
柳
先
生
一
直
强
调
书
学
晋
唐
，
画
学
宋
元
，
这
是
中

国
画
入
门
的
不
二
途
径
。
所
以
，
他
一
直
教
导
学
生
，
入
门
学

画
要
学
宋
元
，
得
他
们
高
古
气
息
，
不
能
学
扬
州
八
怪
，
更
不

能
学
齐
白
石
等
。
不
能
由
粗
疏
入
，
要
从
繁
密
入
，
实
际
上
也

是
让
学
生
养
成
慎
密
严
谨
的
学
风
，
学
风
的
好
坏
，
往
往
决
定

今
后
一
生
的
成
败
。
古
柳
先
生
中
年
后
对
石
涛
、
石
溪
、
新
罗

山
人
很
推
重
，
他
少
年
时
从
宋
元
入
手
，
学
沈
周
、
四
王
，
基

础
极
好
，
然
后
学
习
石
涛
用
笔
姿
肆
、
八
大
狂
怪
张
努
、
新
罗

苍
润
温
厚
。
如
果
没
有
前
面
的
基
础
，
一
上
手
就
学
石
涛
、
八

大
容
易
没
有
法
度
，
而
没
有
法
度
的
中
国
画
，
毫
无
意
义
。

由
于
古
柳
先
生
对
中
国
画
的
理
解
深
刻
，
学
生
只
要
入
他

门
下
，
或
多
或
少
的
会
学
有
所
成
，
他
的
学
生
中
比
较
著
名
的

有
：
钱
绍
武
、
刘
达
江
、
董
欣
宾
、
华
士
清
、
尹
光
华
、
杨
叙

南
、
王
良
人
、
浦
炯
、
袁
清
霓
、
华
宏
仁
等
。
董
欣
宾
先
生
后

来
成
为
刘
海
粟
先
生
的
研
究
生
，
被
美
术
理
论
家
粟
宪
庭
称
为

『
南
线
北
皴
』
的
南
线
代
表
，
影
响
江
苏
画
坛
一
代
人
。
董
欣

宾
先
生
说
过
：
『
我
走
了
大
半
个
中
国
，
结
识
画
家
无
数
，
回

头
看
看
还
是
我
老
师
的
东
西
最
好
。
』
秦
古
柳
先
生
虽
然
离
开

我
们
近
半
个
世
纪
了
，
凭
他
的
艺
术
成
就
和
教
育
贡
献
，
历
史

不
仅
将
会
记
住
他
，
我
们
还
相
信
，
他
将
越
来
越
被
后
人
所
认

识
和
推
崇
。

作
者
单
位
：
无
锡
市
文
联

本
文
责
编
：
杨
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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