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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蠅頭學

，
下
面
幾
個
領

可
以
是
成

習
乃
至
所
有
人
類
應
是
連
續
而
段
的
，
所

以
驗
不
足
以
應
付
新
需
要
時
，
人
必
須
再
以
補
充
新

的
知
。
今
日
成
人
所
面
對
的
壓
力

9

有
很
大
了
甜
分
日
起
來
自

於
這
方
面
的
差
距
。
成
人
被
迫
必
須
再
學
習
，
以
使
自
己
更
有

能
力
處
理
新
的
生
活
需
要

9

但
實
際
上
，
並
不
是
每
個
人
都
具

樣
的
能
力
。
很
多
人
徬
徨
無
助
前
猶
地
去
接
受
新
的
學

人
甚
至
發
新
習
不
人
沒
有
利
益
，
且

習

形
成
沉
重
的
。
成
人
教
育
者
不
應
是
責
知
識
傳
授

給
學
生
的
傳
統
教
師
，
他
們
必
須
確
實
地
協
學
生
暸
解
自
己

的
需
要
、
背
景
及
面
對
的
問
題

9

以
作
為
新
學
習
的
依
據
。
因

此
，
成
人
需
要
學
習
的
是
如
何
評
鑑
個
人
的
現
況
及
需
要
再
學

習
的
地
方
?
以
不
斷
學
習
來
更
新
及
創
造
一
個
更
好
的
自
我
生

9

發
展
更
好
的
能
力
，
進
而
可
以
利
益
社
會
及
周
遭
的
人

何
可
」

「

o

rtqEP 

f也-、

近
代
成
教
者
如
(
閃
口

o
g
z
m
)
、
斯

(
悶
。
肘
。
門
的
)
及
霍
伯
格
(
附
注
明
)
等
皆
力
主
發
展
成
人

自
我
習
的
要
性
。
因
為
成
人
有
持
習
的
需
要

爾



望
，
他
們
習
應
不
只
限
於
一
地
。
美
國
當
代

成
教
之
艾
林
德
曼
(
開
卜
戶
口
已
的
B
m
E
)

。
因
「
學
習
如
何
去

學
習
及
如
何
繼
續
學
習
，
和
學
習
一
個
主
是
同
等
重
要
的
。
」

今
日
的
社
會
，
大
量
的
資
訊
及
不
同
個
體
間
的
頻
繁
交

流
，
使
學
習
機
會
更
多
元
，
也
更
形
複
雜
。
成
人
不
再
依
賴
單

一
的
資
源
或
人
物
學
習
，
但
新
的
科
技
及
龐
大
的
資
訊
也
會
使

人
困
惑
，
而
不
知
如
何
開
始
或
選
擇
個
人
的
學
習
。
所
以
成
人

教
者
需
幫
助
成
人
學
習
者
發
展
學
習
的
能
力
，
成
人
需
要

知
為
何
開
始
一
種
新
的
學
習
，
有
那
些
資
源
可
以
利
用
，

需
要
那
巧
習
以
及
如
何
評
個
人
學
習
的
成

(因

經
由
協
助
，
習
者
可
養
成
及
加
與
有
效
習
有
關

的
態
度
、
認
知
及
技
巧
，
由
此
而
可
以
有
助
於
完
成
他
們
的

習
需
要
及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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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人
教
育
者
必
忘
瞭
解
成

可
…
性
，
以
及
當
下
的
現
楓
習
者
感
受

折
，
表
示
他
們
必
須
再
調
整
對
二
~
認
識
，
以

所
在
及
縮
短
差
距
的
具
體
方
法
。
因
此
，
教
育
者
必
須

助
及
鼓
勵
學
習
者
去
認
知
二
種
其
實

l
|

究
竟
目
的
及
現

緣
，
如
此
教
育
的
目
標
才
以
逐
漸
實
現
。

上

面從
的亞

p-' 

r一一、

習

衍
J

望
與
挫

距
的國

)
及

下

作
品
中
，
加

點
來
審
視
。

學
基
本
上
是
一
種
與
分
享
個
人
知
識
、
經
驗
活

動
。
教
師
所
以
為
教
師
學
他
們
想
和
他
人
分
享
自
己
的
經

驗
與
知
識
9

而
非
因
為
居
於
教
師
的
身
分
或
地
位
。
再
者
，
知

識
在
教
學
中
應
是
個
工
具
而
不
是
產
品
?
也
就
是
說

9

教
育
者

利
用
他
的
知
識
來
刺
激
學
習
者
已
有
的
經
驗
，
由
此
學
習
者
可

透
過
新
的
思
考
與
組
織

9

而
蘊
生
他
們
自
己
的
知
識
。

成
人
與
非
成
人
的
學
習
者
，
二
者
最
大
的
差
異
就
在
於
成

人
學
習
者
普
遍
具
有
不
同
而
盟
富
的
個
人
經
驗
，
教
學
者
應
該

善
用
這
些
寶
藏
，
因
為
它
們
可
以
幫
助
成
人
暸
解
新
的
學
習

9

並
使
新
的
學
習
其
有
意
義
。
此
外
，
由
於
成
人
學
習
背
景
與
目

的
的
差
異
，
何
相
應
於
個
人
的
需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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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人
的
習
也
有
賴
於
個
人
與
人
間
互
'
和
他
人

的
一
動
性
愈
高
，
學
習
中
的
思
考
也
愈
具
有
整
合
性
及
連
接

性
。
此
外
，
其
他
學
習
者
的
經
驗
也
可
以
成
為
學
習
上
寶
貴
的

資
源
i
i

尤
其
針
對
解
決
問
題
而
非
以
背
誦
為
目
的
的
學
習
，
教

學
者
宜
經
常
鼓
勵
成
人
與
他
人
分
享
經
驗
並
從
彼
此
學
習
。

成
人
的
學
習
成
就
是
由
個
人
努
力
及
教
學
者
輔
助
而
獲

得
，
因
此

9

教
興
的
學
雙
方
都
有
責
任
對
學
習
做
許
鑑

o

學
習
者

是
否
達
到
了
學
習
的
目
的
，
他
個
人
本
身
該
是
最
重
要
的
決

定
者
，
教
學
者
只
是
從
旁
輔
助
並
提
供
觀
和
看
法
而
已
。

習
不
應
該
只
憑
教
師
的
期
待
及
目
的
來
做

它
可
能
符
合
了
教
師
的
目
標
?
見

長
有
實
質
的
幫
助
。

成貝司

人的
干

叫

冉、

r-、

學
者

幾
個
重
點
回

(
一
)
基
本
上
師
是
個
輔
助
者
，
是
個
資
源
人
物
，
是
個

引
導
者
，
有
時
也
是
個
模
範
或
一
本
範
者
。

(
二
)
在
輔
助
學
習
時
3

教
師
最
好
具
有
且
能
充
心

列
這
些
特
臂
一
:
支
持
、
沉
穩
、
幽
默
、
友
善
、
熱
誠
、

及
耐
心
。
很
多
時
候
教
學
者
必
須
是
個
好

道
可
以
怎
樣
做
，
或
有
多
少

訴
學
習
者
要
做
什
麼
。

角
色

以
很
多
，
但
基
本
上
可
以

納
為
以性用

下

而習

非
只
后引

玉E三

匕
匕
L
←
L

A
間
加
仁

(
一
一
一
)
透
過
與
習
者
互

。
當
教
師
與
學
習
者
分
享
個
人

以
再
刺
激
教
師
的
思
考

9

因
此
又

於
成
人
學
習
者
豐
富
的
生
命
經
恥

中
，
教
師
往
往
是
學
習
最
多
的
人
。

(
四
)
除
了
教
學
內
容
外
?
教
肘

因
為
對
一
個
成
人
學
習
者
，
追
求
學
習
的
得
知
識
是

同
等
重
要
的
，
教
師
應
用
心
暸
解
把
學
習
終
身
的
追
求

時
，
學
習
者
可
以
有
怎
樣
的
獲
話
。
因
為
蟬
的
複
雜
背
景
與

需
要
9

今
日
的
成
人
教
學
者
面
臨
的
考
驗
更
多
。
所
以
教
學
者

必
須
學
著
打
開
心
胸
，
並
愛
好
學
習
，
才
能
不
斷
更
新
自
己
，

充
實
新
的
教
學
資
源
，
也
應
重
視
學
習
者
的
個
別
差
異
及
學
習

需
要
，
如
此
則
能
在
教
學
上
達
到
最
好
的
效
果
。

(
五
)
相
對
於
非
成
人
的
學
習

9

在
成
人
學
習
中
，
學
習
者

對
自
己
的
學
習
應
有
較
大
的
掌
握
力
，
最
好
教
與
學
雙
方
都
能

明
白
且
認
同
學
習
的
主
題
與
過
程
。
如
果
教
師
相
信
學
習
是
為

了
幫
助
個
人
的
成
長
與
發
展
，
他
就
不
是
整
個
學
習
的
控
制

者
或
知
識
的
傳
輸
者
?
而
應
嘗
試
札
習
者
成
為
批
判
性
的

思
考
者
。

如
此
學
習
者
可
以
更
清
楚
選

式
，
並
對
自
己
的
習
完
全
地
負

能
力
的
養
成
。

在
討
論
過
教

可習動

的
意
義

習
目

與
方習

角

色

，
我
們
可
以
對



學
習
過
一
個
歸
納
。

總
來
討
論
，
成
人
習
是
個
人
已
有

的
整
合
過
…
9

產
生
意
義
則
是
學
習
的
重
點
所
在
。

的
是
幫
助
學
習
者
完
成
學
習
目
標
及
實
現
自
我
，
學
習
者
帶
著

個
人
單
富
的
經
驗
進
入
學
習
?
教
與
學
的
互
動
刺
激
了
學
習
者

的
思
考
，
也
一
講
教
師
同
時
成
為
一
個
學
習
者
。

成
人
的
學
習
應
該
是
要
幫
助
一
個
人
更
能
自
覺

9

以
探
葉

新
的
可
能
，
去
經
驗
生
命
的
轉
化

9

並
開
拓
對
生
命
新
的
詮

釋
。
這
樣
的
學
習
才
能
有
助
於
教
育
一
個
人
為
了
生
命
的
真
義

與
利
益
，
自
由
而
精
進
地
追
求
個
人
的
學
習
。

「
斤
菁
、
羽
州

立
#
=
t
f
2日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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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前
人
學
習
的
思
，
我
們
可
以
一
對

課
程
發
展
的
基
本
原
則
。
首
先

9

成
人
教
育
的
日
在
探
葉

生
命
的
新
意
義
、
實
現
自
我
或
成
完
整
的
人
格
。
再
者

9

人

類
的
本
質
具
有
願
欲
及
可
能
性
，
過
在
祉

A回
閩
中
的
實
踐
，
可

以
去
完
成
這
比
一
一
習
目
。
又
在
一
育
的
內
容
上
，
相
應
於
前

面
的
目
標
9

要
如
習
、
如
及
幫

助
別
人
、
何
想

學
習
。

習
究
竟

以

9

應

在
當
一

期
白
者
及
個
別

叫
者
及
引
導
者
，

目
標
。
成
人
的
習

里
片
，

助
成
人
如
何

是
一

帥
的
角
色
則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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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
加
以
思
生
命
，

程
。
無
論
是
四
哲
的
論
點
或
佛
教
的
主
來
所
討
論

己
包
括
了
成
人
學
習
的
本
質
、
目
的
、
內
容
、
與
學
，
以
及

評
鑑
上
的
各
種
基
本
論
點
。
當
然
，
如
前
面
提
及
，
由
於
一
受
個

人
文
化
和
成
長
教
育
背
景

9

乃
至
所
從
事
專
業
的
影
響

9

必
形

成
每
一
位
教
育
者
對
教
育
的
看
法
或
主
張
，
所
以
此
處
的
討

論
?
乃
為
筆
者
以
一
個
宗
教
成
人
教
育
工
作
者
，
從
這
幾
個
項

度
來
探
討
對
成
教
與
繼
續
教
育
的
觀
點
。
目
的
是
希
望
透
過
這

些
有
次
第
而
整
體
的
思
考

9

提
供
設
計
人
在
實
施
成
人
教
學
上

的
一
些
依
據
與
參
考
。

探
討
及
發
展
教
育
哲
學
應
不
同
於
設
計
一
個
實
用
的
課

程
。
在
搞
成
人
設
計
任
何
課
程
前
，
教
育
者
應
先
提
出
幾
個
重

要
的
問
題
:
我
對
學
習
者
的
暸
解
有
多
少
?
什
麼
是
這
項
學
習

的
目
的
?
我
相
信
新
的
學
習
將
對
學
習
者
有
什
麼
幫
助
?
教
學

者
在
學
習
中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是
什
麼
?
教
學
者
可
以
如
何
從
教

學
中
得
到
新
的
學
習
?
誰
來
做
學
習
的
檢
核
及
許
?
如
何
來

做
?
就
學
習
者
與
教
學
者
雙
方
而
昔
日

9

學
習
對
自
具
有

怎
樣
的

? 

於

F也

的身只
才有

門
編
者
按
:
本
文
作
者
為
美
國
威
斯
康
辛
大
學
成
人
教
育
研
究
所
博
士
候
選
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