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一

蔡
彥
仁
主
講

編
輯
組
整
理

具
有
天
啟
思
想
者

9

在
主
觀
上
認
定
這
個
世
界
充
滿
了
黑
暗
、
腐
敗

9

已
到
了
不
可
挽
回
的
地
步
。

在
高
度
的
危
機
意
識
之
下

9

且
几
天
啟
思
想
者
往
往
自
、
視
為
一
群
不
同
流
合
污
的
「
選
民
」

9

他
們
為
了
解
決
這
種
存
在
的
苦
間
與
困
境

9

發
而
運
用
其
想
像
力

9

創
造
出
一
理
想
的
世
界
:
:

一I

L一

對
西
方
宗
教
學
界
而
昔
日
，
「
天
做
」
(

)
的
定
義
與
內
幅
可
說
是
人
一
百
五
日
味
，
未
有
定

論
，
但
對
於
天
做
思
想
的
幾
個
重
要
特
蝕
與
國
向
，
學
者
問
大
體
上
已
建
立
起
共
識
。
哈
佛
大
學
的
早
已
巳

E

E
E
B

所
提
出
的
定
義
，
可
作
為
我
們
認
識
天
融
思
想
的
基
礎

.. 



「
天
敢
」
是
由
一
群
具
有
異
象
理
想
者
所
想
像
出
來
的
體
系
。
他
們
基
於
一
種
特
別
的
「
末
世
觀
」

~ 

)
創
造
出
對
立
於
主
流
社
會
的
象
徵
世
界
(
由
盲
目σo
z
n
E
Z
叩
門
站
)
。

此
一
象
徵
世
界
的
作
用
在
為
這
群
異
象
理
想
者
與
其
他
對
立
團
體
以
及
敬
拜
的
神
之
間
?
確
立
自

我
身
分
，
並
為
其
在
經
歷
疏
離
與
追
尋
希
望
的
街
突
張
力
之
下

9

賦
予
終
挂
的
意
義
，
也
由
此
等
候
立

時
將
至
的
拯

血
八
如
醉
脫
。

出
售
的
。
口
的
定
義
提
列
了
有
關
「
天
做
」
的
幾
個
重
要
因
素
，
一
例
如
:
(
一
)
人
:
一
群
具
有
宗
教
想
像

力
的
人

D
'
(二
)

;
他
們
都
具
有
特
殊
的
末
世
觀
，
創
造
出
一
個
象
酷
的
世
界
;
(
一
二
)
處
境

.. 

在
現

實
處
境
上
與
主
流
社
會
對
立

9

並
等
候
立
即
的
救
體
。

根
據
自
串
串
口
的
定
義
，
我
們
可
以
加
以
引
伸
來
界
定
「
天
做
」
;

具
有
天
段
思
想
者
，
在
主
觀
上
認
定
這
個
世
界
充
滿
了
黑
暗
、
腐
敗
，
已
到
了
不
可
挽
回
的
地
步
。

在
高
度
的
危
機
意
識
之
下

9

具
天
段
思
想
者
往
往
自
視
為
一
群
不
同
流
合
污
、
性
靈
超
越
、
道
德
超
俗

的
「
選
民
」

P
E
m
F
O自
由
白
宮
。
1
0
)
?
與
一
般
社
會
居
於
對
立
與
抗
衡
的
狀
態
。
他
們
為
了
解
決
這
種
存

在
的
苦
悶
與
困
境
，
發
而
運
用
其
想
像
，
刀
，
以
象
徵
的
語
言
冉
冉
符
號
，
創
造
出
一
理
想
，
不
受
世
俗
污

染
的
世
界
以
為
企
求
的
目
標
。

有
些
天
段
思
想
者
，
為
了
使
此
一
烏
托
邦
世
界
早
日
到
臨
，
更
不
惜
以
激
烈
的
政
治
或
軍
事
手
段

唱醫

促
其
實
現
。
由
客
觀
情
勢
而
言
，
持
有
這
種
思
想
的
宗
教
團
體
常
居
弱
勢
，
常
被
主
流
社
會
「
邊
緣
化
」

翩
翩
時
糊
糊
糊
制
盟
國
甜
甜
甜
聲
體
制
悶
悶
聞
觀
闖
關
姐
姐

m
h醫
興
贈
倒
閉
闊
的
單
晶
晶
勵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五
十
四
期
〕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六
月

V
O

一
三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五
十
四
期
〕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六
月

V
O

一
四

爾
關
撤
糾
糾
側
的
闊
的
糊
糊
糊
叫

u
h
-
-
H
I
I
H
-
-

叫
剝
削

-
A
H
I
H
H
P

剛
剛
叫
叫
割

或
「
異
化
」
。
從
主
觀
心
理
來
說
，
他
們
在
絕
望
的
心
境
之
下

9

以
愛
、
憎
或
善
、
惡
對
立
的
二
元
觀
看

持
世
界
，
認
為
人
類
歷
史
已
至
盡
頭
，
唯
有
今
世
的
毀
滅
與
烏
托
邦
理
想
世
界
的
實
現
方
能
為
人
類
開

創
新
局
。

〔
鸝
彙
字
義
〕

。
每
O
E

一
這
神
聖
明
白

4
\晶
。
宮
一
喜
悅
目
的

西
方
「
天
敵
」
(
且
可c
g
f
-
Z
Z
B
)這
個
專
有
名
詞
?
是
根
據
完
成
於
西
一
兀
一
世
紀
左
右
的
《

、d

〈
做
一
本
錄
〉
(
洶
的
豆
豆2
)

為
典
範
'

一
部
影
響
西
方
文
藝
、

、
社
會
、
政
治
等
各
方
面
極
為
探
進

的
經
卷
。
它
也
是
在
發
展
已
久
、
已
成
熟
的
「
天
做
運
動
」
下
所
產
生
的
作
品
，
不
過
在
這
之
前
，
已
有
嗔

似
的
文
學
、
宗
教
作
品
流
傳
。
但
是
要
討
論
天
做
思
想
?

〈
做
一
耶
鑼
〉
還
是
主
要
的
參
照
指
標
。

「
天
做
」
這

掘
於
希
臘
文
，
但
可
寄
自
由
這
阱
。
戶
口M卅
叫
阿
司
叫

4
9

4時
時
草
戶
主
J
H

付H

思
是
「
掀
開
來
」

(
E
E
O〈
的
門
丫

息
。
阿
拉
門
哥
哥
是
名
詞
，
而
同
義
字
『
叩
〈
四
日
缸
片
片
。
口
則
是
從
拉
丁
文
諾
諾
自
己
日
而
來
的
。
傳
統
上
學
者
提
到
天

歐
、
末
世
，
都
使
用
品
。
直
哥
哥
，
此
字
原
是
形
咨
詢
9

後
被
轉
換
屆
名
詞
，
使
得
此
宇
變
得
非
常
模
糊
且

籠
統
，
容
耳
產
生
混
淆
。

。
文
類
團
組
是o
g

哥
哥
。



拿一
宗
教
觀
或
世
界
觀
•• 

8
。

g
f
z
o
g
o
g
s
z
s

宗
教
運
動
或
社
會
運
動
﹒
-
3
。

g
f
z
z
z
s

現
代
學
者
以

個
辭

彙
分
指

天
敢
與
末
劫
的

個
不
同

面
向

(
一
)
文
類.. 

以
品
。
約
旦
這
臣
表
示
天
毆
興
未
劫
思
想
的
作
品
。

(
二
)
宗
教
觀
或
世
界
觀
.. 

以
品
。
。
且
還E
S
C
V
P

阱
。-
o
m刻
表
示
天
敢
與
末
世
思
想
的
宗
教
觀
或
世
界

觀
，
是
天
歐
思
潮
的
核
心
部
分

o
g
c
V
缸
片
。
口
的
意
思
是
「
最
末
于
凡
代
表
事
物
的
總
結
，
特
別
是
提
到
時

閩
、
空
間
的
「
最
末
」
，
都
用
此
字
。

(
三
)
意
識
型
態
或
社
會
運
動
•• 

以
但
可
。
直
哥
哥
拉
B

來
表
示
天
毆
興
未
劫
思
想
所
轉
化
的
意
識
型
態
，

以
及
實
踐
出
來
的
社
會
或
政
治
運
動
。

因
為
天
歐
思
潮
是
由
具
有
「
天
歐
末
世
觀
」
的
族
群
所
引
發
，
後
又
形
成
大
大
小
小
的
「
天
做
宗
教
運

動
」
，
而
我
們
今
日
即
是
根
據
其
遺
留
下
來
的
「
天
毆
史
料
」
'
才
得
以
窺
其
面
貌
。
所
以
，
「
天
散
」
的
特

殊
文
頸
、
觀
念
、
運
動
三
者
關
係
至
為
密
切
。

。
相
關
辭
彙
•• 

旦
旦
。
Z

『
山
、
\
丘
。
立

ω
\
至
一
-
-
g
ω『
E
E
ω
3
\
至
一
一-
S
Z
且
Z
S
\
O
E
-
-
ω
ω
3

除
了
以
上
三
個
分
類
外
，
西
方
有
許
多
相
關
而
不
對
等
的
辭
彙

(
一
)

已
丘
。
口
是
「
異
象
」
，
且
已
。
自
缸
片
可
是
「
看
到
異
象
的
人
?
如
艾
瑟
人
因
看
剖
別
人
無
法
了
解
的

香
光
莊
嚴
【
第
五
十
四
期
】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六
月V
O
一
五



香
光
莊
嚴
門
第
五
十
四
期
〕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一
川
月
7
0
一
六

阿
富
攝
制
制
哥
哥
封
建
樹
糾
讀
到
楊
勤

H

品

「
天
象
」
而
被
視
為
異
端
，

、
末
劫
思
想
作
品
的
人
都
有
某
種
特

9

如
他
會
說
看
到
「
天
開
了
?
有
些
人
會
認
為
他
們
是
在
說
瞎
話
會
但
相
信
的
人
則
因
其
具
有
特

〈
的
H
O
出
臼
]
泣
。
但
。

殊
能
力
而
尊
敬
他
。

(
二
)
5

名
也
是
「
烏
托
邦
?
這
類
思
想
否
定
現
階
段
的
世
界
，
而
朝
著
美
好
的
未
來
，
因
此
往
往
具
有

「
烏
托
邦
」
這
柚
方
很
美
，
但
沒
人
知
道
在
那
裡
!
「
烏
托
邦
」
的
原
意
是
「
沒
有
這
個
地

方
T
d

是
「
沒
有

T
E

立
但
是
「

」
。
但
有
人
認
為
已
是
目
的
縮
寫
，
開
口
在
希
臘
文
中
是
「
美
好
」

之
背
心
，
所
以
也
可
以
解
釋
成
「
美
好
的
地
方
?
意
思
也
是
「
沒
有
這
個
地
方
」
。

(
一
二
)
「
千
禧
年
」
有
三
種
拼
法
!
l
E
F
E
呂
立
呂
眩
目
、
自
戶
口
m
D
E
皂
白
日
、
的
冒
出
門
自
臣
。
這
字
眼
有
「

何
實
現
烏
托
邦
」
之
意
。
而
每
個
宗
教
族
群
所
措
糟
的
「
烏
托
邦
」
並
不
同
。
有
人
認
為
烏
托
邦
會
在
她
面

上
實
行
一
千
年

9

。
有
的
如
艾
華
人
則
相
信
在
世
界
未
完
全
毀
贓
前
，
彌
賽
亞

會
出
現
，
而
帶
領
他
們
建
立
美
好
的
王
園
，
他
們
並
沒
提
到
「
一
干
年
」
，
但
相
信
這
個
王
國
會
在
地
面
上
實

。
宗
教
學
家
就
將
「
千
輯
年
」
這
概
念
代
替
天
酸
、
未
劫
的
思
想
，
表
示
一
群
人
在
追
求
未
來
可
以
維
持

恆
久
的
美
好
世
界
。

從
具
有
異
象
的
那
些
人
，
到
追
求
美
好
的
地
方
，
或
在
地
面
上
維
持
很
長
的
時
間
，
宗
教
學
家
將
這
頸

的
描
述
看
成
是
宗
教
文
學
、
世
界
觀
或
社
會
運
動
，
而
且
這
幾
個
概
念
常
常
接
雜
互
間
，
所
以
在
此
先
釐
清

觀
念
。
天
蝕
與
未
劫
是
個
很
廣
泛
的
概
念
，
用
特
殊
的
字
彙
來
描
寫
，
即
呈
現
不
同
的
意
義
?
此
處
所
列
只



是
其
中
的
一
小
部
分
而
且

o

〔
辭
且
軍
內
睿
及
其
相
互
關
係
〕

。研
究
天
廠
、
末
劫
思
想
時

9

宗
教
作
品
是
最
直
接
的
史
料
，
這
是
文
人
、
知
識
分
子
所
創
造
出
來
的
一

體
現
象
。

從
宗
教
學
的
角
度
來
看
，
人
穎
的
宗
教
活
動
是
從
行
為
或
具
體
的
宗
教
儀
式
中
產
生
的
，

會
有
經
典
，
如
早
期
印
度
教
的
吠
陀
經
。
「
吠
陀
」

'
祭
司
口
中
暗
的
神
秘
咒
語
是

以
背
誦
的
方
式
傳
承
下
來
，
根
本
沒
有
文
字
。
直
到
十
八
世
紀
時
，
英
國
人
來
到
印
度
，

有
詞
，
於
是
請
祭
司
告
知
而
寫
下
來
，
但
事
實
上
，
這
此
一
支
字
並
無
意
義
，
因
為
印
度
人
認
為
咒
語
要
哈
得

得
當
才
能
產
生
神
力
。
所
以
，
重
點
不
在
於
經
典
，
英
國
人
因
無
法
了
解
意
義
，
只
好
用
文
字
來
研
究
，

盤盤鑫蠶蠱

和
古
代
印
度
信
仰
者
的
作
法
大
相
逕
庭
。

梵
語
中
與
天
做
有
關
的
概
愈
是
的
門
口
已
習
原
意
是
「
所
聞
于
在
西
方
的
天
做
概
念
中
雖
含
有
「
聽
」
的

意
思
，
但
重
要
的
是
去
「
看
」
到
天
蝕
的
異
象
。
在
印
度
，
為
什
麼
要
用
∞
旦
出
呢
?
因
為
印
度
人
認
為
重
要

@ 

的
東
西
是
不
能
用
「
看
」
的
，
而
是
要
用
「

」
的
。
所
以
，
在
印
度
宗
教
中
，
從
《
吠
陀

γ

《
奧
義
書
》



等
經
典
以
降
，
都
強
調
要
用
「
聽
」

∞
2
H
H
F
。

早
期
的
宗
教
大
都
是
以
口
祖
傳
?

，
而
能
掌
握
文
字
的
又
只
是
少
數
的
知
識

分
子
。
因
此
，
那
些
天
做
作
品
實
際
是
少
數
宗
教
知
識
分
子
為
我
們
所
留
下
的
兒
證

9

如
目
比
蘭
公
社
絕
大
多

數
都
是
知
識
分
子
。
天
毆
興
未
劫
思
想
表
現
最
有
力
量
的
是
它
的
宗
教
活
動
或
社
會
運
動
，
如
果
只
是
少
數

有
這
種
異
象
的
知
識
分
子
闢
起
來
寫
自
己
所
相
信
的
事
，
便
無
法
產
生
大
的
社
會
效
果
，
何
必
須
藉
由
實
踐
的

層
面
，
讓
一
輸
入
看
到
他
們
具
爆
發
性
的
生
命
力
，
所
以
我
們
可
以
說
天
敢
作
品
大
部
分
是
文
人
的
現
象
。

。有
天
獻
的
運
動
並
不
一
定
會
產
生
天
傲
的
宗
教
作
品
，
運
動
租
作
品
之
間
沒
有
絕
對
的
必
然
關
係

9

反

天
傲
的
文
類
有
一
特
別
規
範
。
很
多
天
國
的
宗
教
祉
畔
，

?
這
些
宗
教
祉
畔
雖
有
強
烈
的
末
世
觀
，
其
作
品
卻
不
一
定
是
符
合
工
人
蝕
的
文
鑽
石
何
自
d
)
。

一
定
會
專
門
寫

這
類
天
做
的
作
口
中

，
因
屆
賽
與
者
多
為
中
下
階
級
的
文
盲
。

攤
主長

門
時
間
團
躍
躍
討
天
驗
與
東
劫
思
想
最
靈
辜
的
基
礎
〕



要
討
論
天
做
興
未
劫
思
想
的
源
起
，
一
定
要
先
探
討
它
的
時
間
範
園
，
因
為
基
督
教
或
猶
太
教
是
屬
於

歷
史
的
產
物
，
「
時
間
」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研
究
基
礎
。
對
於
猶
太
、
基
督
教
徒
而
言

9

他
們
是
以
宗
教
觀
點

來
看
歷
史
，
其
宗
教
觀
相
當
時
純
粹
的
世
俗
歷
史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9

所
以
在
作
品
中
常
會
指
射
時
間
，

時
統
治
者
的
名
字
、
政
治
實
況
、
文
化
的
樹
突
等
。
所
以
，
要
研
究
西
方
的
宗
教
史
，
一
定
要
先
掌
握
一
般

歷
史
。西

元
前
三
五
0
年
至
西
元
一
五

0
年
的
泛
希
臘
化
文
化
時
代
，
是
西
方
天
敢
相
末
劫
思
想
的
發
展
高
潮
，

末
世
思
想
的
宗
教
團
體
不
斷
興
起
，
如
艾
華
人
及
早
期
基
督
教
都
是
在
此
時
期
蓬
勃
發
展
。
直
到
西
元
一
五

0
年
，
這
類
的
思
想
才
慢
慢
槌
色
，
隱
藏
在
主
流
的
猶
太
、
基
督
教
之
後

9

直
到
今
天
，
每
到
特
殊
的
情
況

發
生
時
，
它
才
爆
發
出
來
。

在
地
理
、
空
間
上
，
天
敢
思
想
的
發
生
是
集
中
在
近
東
和
地
中
海
地
區
，
因
為
整
個
泛
希
臘
化
文
化
都

在
這
區
域
內
，
因
此
有
闢
天
酸
、
末
劫
思
想
的
宗
教
作
品
都
是
在
這
地
方
產
生
。

鸝聽聽鑫鸝

〔
史
料
聽
作
晶
範
圖
〕

地
中
海
是
西
方
文
明
的
起
源
，
但
其
祖
蓋
面
非
常
複
雜
、
廣
大
，
其
中
的
古
文
明
非
常
多
，
所
以
若
要

較
整
體
地
來
研
究
天
做
興
未
劫
思
想
，
首
先
得
從
史
料
、
作
品
來
探
討
。

@ 

。
中
東
、
近
東
古
艾
明
的
神
話

閉
關
幫
助
線
路
醫
姆
總
醫
翱
翔
楓
樹
獨
自
悶
倒
閉
聞
自
他
翻
翻
捌
捌
劉
樹
甜
甜

香
光
莊
嚴
鬥
第
五
十
四
期
〕
民
關
八
十
t
年
六
月

7
0
一
九



天
敵
興
未
劫
常
被
認
為
是
一
種
神
話
，
因
為
其
中
有
很
多
都
是
用
象
徵
性
的
筆
法
來
描
述
超
現
實
的
異

象
，
和
一
神
話
的
體
例
有
當
切
的
闢
係
。
在
近
東
租
中
東
地
區
的
很
多
神
話
作
品
，
睡
不
是
我
們
所
歸
類
的
宗

教
作
品
，
但
因
其
中
﹒
有
很
多
預
言
，
已
具
備
天
毆
思
想
的
早
期
雛
型
。

「
預
古
巴
是
宗
教
不
可
缺
少
的
要
素
之
一
，
天
廠
就
是
預
言
未
來
，
它
眼
神
諭
的
型
態
表
現
?
這
在
很
多

古
代
的
宗
教
扭
就
已
產
生
，

9

即
是
古
老
宗
教
中
最
有
系
統
、
種
贖
回
取
久
的

宗
教
9

所
用
的
經
典
是
《
波
斯
古
經
》
(
〉
司
已
站
)
，
其
中
就
有
善
惡
之
爭
、
世
界
要
毀
械
、
死
後
有
審
判
等

概
念
，
如
公
義
與
光
明
之
神
瑪
智
達
(
〉

E
E
E

自
身
)
對
應
於
黑
暗
之
神
阿
里
曼
(
〉

E
S

自
己
，
兩
者
的

不
停
門
事
及
象
擻
意
義
，
正
是
天
做
思
想
架
構
的
先
聲
。

。
古
希
臘
的
文
學
作
晶

古
希
臘
未
如
猶
太
、
基
督
教
一
般
產
生
具
體
的
宗
教
團
體
與
天
做
運
動
?
但
古
希
臘
的
文
學
中
含
有
許

多
天
做
興
未
劫
的
思
想
。

?
如
《

》
、
《
奧
德
賽
》
?
我
們
稱
之
為
「
追
尋
」
的
作

品
，
其
中
有
個
很
重
要
的
觀
念
，
那
就
是
對
美
好
世
界

1
l

「
神
聖
之
地
」
的
這
求
，
有
人
說
這
類
追
求
美
好

未
來
的
概
念
，
與
天
由
、
末
劫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柏
拉
圖
的
《
理
想
國
》
中
，
也
有
提
到
神
話
的
部
分
，
如
「
美
善
之
城
」

「
厄
爾
神
話
」
的

提
示
，
但
那
是
以
理
智
來
建
構
烏
托
邦
的
世
界
，
很
多
人
認
為
這

H
E
-
-體組
似
宗
教
情
緒
的
反
應
，
只
是

U
E



不
以
「
天
開
了
」
這
顯
帶
有
濃
厚
「
非
理
性
」
的
宗
教
異
象
來
表
達
。
但
它
也
可
能
影
響
後
世
猶
太
天
融
思

相
心
中
「
新
天
新
地
」
的
構
想
。
所
以
，
描
連
有
闢
「
烏
托
邦
」
的
內
容
也
和
天
歐
、
士
小
胡
思
想
有
關
。

。
古
希
伯
來
的
先
知
書

研
究
天
廠
、
未
劫
思
想
，
古
希
伯
來
作
品
是
最
核
心
的
一
部
分
。
從
古
代
希
伯
來
先
知
的
著
作
，
中
，

〈
以
西
結
書
〉
(
N
E
E
S
b
y

〈
以
賽
亞
書
〉
(
即
足
扭
扭
)
、
〈

〉
(
K
A
B
S
)書
裡
9

都
充
滿
著
先
知

的
預
言
、
警
告
與
規
勸
。
因
此
，
從
先
知
書
中
，
可
以
看
到
天
做
興
未
劫
的
思
想
。

。
早
期
基
督
軸
的
〈

'v' 

早
期
基
督
教
本
身
就
是
天
做
運
動
的
族
群
，
廣
義
而

-
E口?
間
有
的
基
督
教
派
都
是
在
表
現
天
敢
、
末
劫

思
想
，
沒
有
這
種
觀
念
就
沒
有
基
督
教

0

天
敢
、
末
劫
思
想
的
作
品
以
〈

〉
為
代
表
，
西
方
學
者
便

依
照
〈
做
一
本
錯
〉
來
衡
量
類
似
的
作
品
。

鸝體觀撞擊體

基
督
教
的
作
品
如
猶
太
教
一
樣
，
也
有
「
正
典
」
與
「
非
正
典
」
之
分
，
「
正
典
」
就
是
不
能
再
添
加

任
何
材
料
的
權
威
，
而
「
非
正
典
」
(
晶
宮
門
還
宮
，
意
為
體
制
帕
之
作
)
包
含
許
多
符
合
天
敢
文
額
的
宗
教
作

口
悶
。「

非
正
興
」
的
文
類
作
品
大
部
分
在
西
一
兀
第
二
世
紀
才
產
生
，
但
基
督
教
並
不
承
認
這
此
一
作
品
，
因
為
作

需靜

者
不
知
為
何
方
神
聖
，
又
因
其
教
義
非
常
關
端
，
違
背
正
臨
基
督
教
，
所
以
不
把
它
列
入
「
正
典
」
。
可
是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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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湖
絢
爛
翎
可
當
獨
自

從
宗
教
史
的
角
度
來
看
，
這
頓
作
品
提
供
研
究
者
非
常
重
要
的
時
代
背
景
資
料
。

。
可
泣
希
臘
時
期
的
當
歷
文
學

泛
希
臘
時
期
的
避
歷
文
學
幾
乎
是
建
續
古
希
臘
再
馬
的
避
睦
文
學
，
前
馬
的
作
品
在
當
時
換
視
為
範
本
，

是
古
希
臘
知
識
分
子
起
讀
的
作
品
。
在
泛
希
臘
時
期
有
許
多
避
歷
文
學
，
內
容
大
多
是
描
連
到
其
地
有
個
美

好
的
伊
甸
園

9

這
是
屬
於
較
世
俗
性
的
浪
漫
文
學
，
追
求
個
性
的
解
放
，
向
外
追
尋
。
目
的
出
呂
古
自
己
峙
，

E
E

昌
、
即
設
崗
位
。
內
詩
，
她
昌
等
書
，
中
，
皆
充
滿
對
烏
托
邦
的
描
寫
，
類
似
於
中
國
的
〈

'-./ 

。

因
為
地
中
海
地
形
的
關
係
'
這
鎮
避
歷
文
學
非
常
多
，
有
些
人
認
為
這
種
遊
歷
文
學
常
有
天
傲
、
未
劫

思
想
，
而
這
種
思
想
產
生
的
原
因

9

則
是
與
泛
希
臘
文
明
時
代
共
同
的
焦
慮
氣
氛
及
求
解
脫
的
大
環
境
有
關
。

。
神
論
預
言

的
品σ
正
是
阿
波
羅
神
的
女
祭
司
，
當
人
們
到
阿
波
羅
神
廟
獻
祭
峙
，
盟

σ
可
]
會
預
昔
日
吉
凶
，
這
種
神
諭
輔

盟
σ
咽
口
戶
口
冊
。
自
己
仰
的
。

而
天
傲
的
特
點
就
是
預
制
未
來
發
生
什
麼
，
且
絕
大
多
數
的
預
測
都
是
毀
械
、
天
災
等
不
好
的
事
情
。

所
以
早
期
的
基
督
教
、
猶
太
教
也
受
到
這
個
影
響
，
就
仿
效
其
有
韻
的
格
式
把
預
言
寫
下
來
，
這
鎮
神
諭
預

一
百
是
研
究
天
歐
與
末
劫
思
想
不
可
或
缺
的
史
料
。



。
玄
智
轍
牆
的
作
品

一
九
四
五
年
於
上
埃
及
措
掘
了
最
完
整
的
玄
智
教
派
作
品
，
這
些
作
品
大
的
完
成
於
四
一
兀
第
二
至
第
三

世
紀
，

，
且
是
地
中
海
地
區
傳
遍
非
常
廣
泛
的
思
想
，
這
是
重
要
的
史
料
來
源
。

「
玄
知
回
去

9

白
白
。
也
己
的
意
思
相
當
於
「
知
識
」
(

)
，
英
文
中
的
宮
。
巧
就
是
由
這

個
字
所
師
生
出
來
的
。

要
「
知
道
」

(
E
O詞
)
什
麼
東
西
呢
?
這
和
當
時
流
行
的
宗
教
思
想
有
闖
。

一
、
第
三
世
紀
時
，
地
中

海
東
部
的
知
識
分
子
有
一
流
行
的
觀
念
，
他
們
要
尋
找
一
種
解
脫
人
生
精
神
困
境
的
方
式
。
從
泛
希
臘
文
化

9

許
多
知
識
分
子
浸
潤
在
當
代
非
常
流
行
的
既
多
葛
(
的
阱
。
在
聞
自
)

9

目
標
在
通
求
性
靈
、

精
神
的
滿
足
。
而
中
下
階
級
的
人
如
果
要
尋
求
解
脫
，
則
加
入
一
般
的
民
間
宗
教
，
藉
由
各
種
宗
教
儀
式
得

到
歸
屬
感
。
事
實
上
，
基
督
教
剛
開
始
的
發
展
，
便
是
中
下
階
級
所
發
起
的
行
動
式
宗
教
團
體
。

另

，
有
此
一
一
知
識
分
子
不
贊
岡
純
粹
的
哲
學
，
覺
得
它
似
乎
不
能
和
心
靈
的
需
求
配
合
。
「
玄
智
」

的
流
行
，
就
是
介
於
兩
者
之
間
，
一
方
間
有
哲
學
形
而
上
的
抽
象
思
考
，

一
方
面
又
能
滿
足
人
情
緒
上
的

需
求
，
不
全
是
哲
學
，
也
不
全
是
民
間
宗
教
，
但
是
反
過
來
說
，

一
種
哲
學
，
也
是
一
種
宗
教
。

有
人
認
為
玄
智
教
派
的
主
張
租
佛
教
糊
糊
似
，

「
玄
智
」
就
得
先
了
解
佛
教
，

「
玄
智
」
的

喔會

根
源
可
能
來
自
於
印
度
。
他
們
認
為
人
的
內
在
都
有
一
種
靈
覺
|
|
「
神
聖
火
苗
」

9

需
要
人
去
點
燃
，
點
燃

翩
翩
研
制
揖
閃
閃
酬
劉
間
何
動
叫
悶
悶
腳
卻
必
慰
時

m
M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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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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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後
就
會
曉
得
原
來
人
生
是
如
此
世
俗
、

。
內
在
一
神
聖
火
苗
被
點
燃
，
即
是
佛
教
師
說
的
內
在
佛
性
、

靈
覺
甦
醒
過
來
，
這
種
論
點
與
佛
教
頗
為
類
似
。

此
派
的
另
一
個
基
本
假
設
是
人
由
三
種
質
素
構
成

i
i

肉
體
和
性
靂
，
這
兩
者
完
全
對
立
，
人
努
力
的

最
後
目
的
就
是
耍
了
解
真
正
的
自
我
以
及
內
在
的
靈
明
。
當
一
神
聖
的
靈
覺
被
點
燃
峙
，
會
發
現
真
正
的
自
我

寄
寓
在
肉
體
驅
麓
，
內
在
的
軍
魂
需
要
完
全
脫
離
這
個
臭
皮
囊
，
離
開
人
間
回
到
宇
宙
之
外
的
神
聖
光
源
。

他
們
有
一
套
神
話
，
認
為
宇
宙
之
外
有
包
含
各
種
不
同
階
層
的
光
芒
，
住
光
芒
的
本
源
一
層
層
上
去
，
追
溯

到
光
的
源
起
，
即
為
「
上
帝
的
居
所
于
是
神
的
存
在
地

9

此
論
點
和
佛
教
則
完
全
不
同
。

他
們
認
為
宇
宙
有
一
種
神
聖
的
源
頭
，
每
一
圈
光
芒
都
有
神
在
管
理
，
人
則
是
在
最
外
國
，
人
的
價
值

就
是
自
己
內
在
那
分
神
聖
的
靈
光
，
物
質
界
的
價
值
是
最
低
的
。
當
這
些
人
被
點
醒
後
，
就
會
認
為
自
己
的

靈
魂
躍
該
回
溯
到
光
源
去
。

這
類
玄
知
日
教
誠
的
人
，
就
形
成
二
種
極
端
:

(
一
)
禁
欲
:
既
然
靈
魂
和
肉
體
不
相
干

9

日
兩
寶
貴
的
東
西
就
是
人
自
我
的
內
在
靈
魂
。
要
如
何
使
靈
魂

超
脫
呢
?
那
就
是
要
苦
修
?
過
著
嚴
格
的
禁
欲
生
活

9

9

且
最
後
靈
魂
會
回
歸
光
的

本
源
，
那
才
是
最
完
美
的
狀
態
。

(
二
)
縱
欲
:
既
然
肉
體
和
靈
魂
無
闢

9

肉
體
做
任
何
事
部
和
靈
魂
不
相
干
?
所
以
就
趨
向
縱
欲
的
生



一
道
群
人
的
作
品
表
現
出
很
多
玄
想
，
他
們
的
興
趣
不
在
於
今
生
今
世
，
而
是
要
如
何
輯
脫
今
生
今
世
，

作
品
中
有
許
多
的
描
述
是
關
於
地
球
之
外
宇
宙
的
構
成
、
分
配
、
光
圍
起
源
等
無
法
證
質
的
東
西
。

這
種
玄
智
思
潮
也
影
響
了
基
督
教
，
有
些
玄
智
派
作
者
就
是
基
督
徒
。
如
有
些
玄
智
派
作
品
措
述
外
太

空
中
最
偉
大
的
神
，
傳
訊
號
給
掌
管
最
外
圍
的
神

i
|

耶
穌
，
跟
他
於
末
世
時
代
來
拯
載
有
靈
棍
、
慧
根
的

人
，
於
是
他
降
生
在
人
間
，
變
成
人
的
樣
子
，
呼
喚
人
們
面
對
上
帝
要
悔
改
，
許
多
人
跟
隨
了
他

9

就
變
成

了
基
督
徒
。

他
們
認
為
耶
穌
並
不
是
降
生
?
而
是
歷
史
上
的
耶
穌
長
大
後
，
外
太
空
的
耶
穌
就
臨
進
他
的
身
體
裡

9

因
此
被
釘
在
十
字
架
時
，
他
的
內
在
靈
魂
就
飛
回
去
了
。
其
實
耶
穌
並
沒
有
死
，
掛
在
十
字
架
那
個
巴
斷
氣

'
是
個
代
替
耶
穌
的
人
，
只
不
過
是
個
臭
皮
一
黨
而
已
。

這
種
說
法
在
當
時
被
正
統
的
基
督
教
視
為
異
端
，
但
另
一
方
面
也
表
現
出
基
督
教
許
多
教
義
和
玄
智
派

有
不
謀
而
合
的
地
方
，
彼
此
相
互
影
響
。
基
督
教
《
新
約
》
的
〈
約
翰
福
音
〉
，
有
人
便
懷
疑
是
玄
智
派
的
作

品
，
或
是
受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影
響
下
的
作
品
。
總
之
，
這
類
作
品
都
與
天
廠
、
未
劫
有
關
，
在
大
時
代
的
氣

圍
下
，
這
批
玄
智
派
的
信
仰
者
用
想
像
力
尋
求
解
脫
。

上
述
從
中
東
、
近
東
文
明
到
玄
智
眠
的
作
品
，
都
是
研
究
西
方
的
天
做
興
未
劫
思
想
不
可
或
缺
的
史
料
。

看醫

關
勵
圍
聞
自
糊
糊
糊
劃
國
翩
翩
觀
翻
閱
翩
翩
翩
鬧
翻
盼
臨
醫
蚓
糊
糊
糊
咱
自
甜
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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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
干
輯
年
」
是
指
一
大
堂
合
國
噩
績
一
千
年
9

賽
亞
合
國
降
臨
，

寄
:
在
原
始
的
基
督
教
裡

9

」
的
觀
念
9

後
來
基
督
教
慢
慢
發
展
，
具
有
天
做
興
未
劫

一---，

思
想
的
人
提
到
耶
穌
要
降
臨
這
世
上
建
立
欒
闢
|
|
「
上
帝
的
國
度
?

一
干
年
。

在
《
聖
經
》
裡
並
沒
有
「
千
禧
年
」
的
具
體
概
念
，
個
是
後
來
發
展
成
了
|
|
|
之
間
千
禧
年
」
、

」
是
指
在
耶
穌
來
之
前
就
要
以
人
的
力
量
一
建
立
一
個
主
園
，

這
個
說
站
著
重
於

λ
的
努
力
，
但
最
後
可
能
會
趨
向
暴
力

9

因
為
當
人
無
法
忍
受
峙
，

「
撥
千
轄
年
」
繭
個
概
念
。
「

敵
烈
的
方
式
來
達
成
目
標
。
「
後
干
禧
年
」
是
指
等
待
耶
穌
來
後
才
建
立
王
國

9

入
，
這
是
屬
於
較
平
和
的
方
式
。「

千
禧
年
」
來
描
述
一
些
基
督
教
的
現
象

9

「
千
禧
年
于
進
成
了
「

」
的
代
名
詞
。

間
囡
囡
佛
教
的
傳
教
方
式
主

「
輛
輛
」

9

日
日
祖
傳
;
猶
太
、
基
督
教
則
是
著
重
「

其
傳
教
方
式
是
否
會
戰
注
重
經
典
?
真
正
推
動
去
做
思
想
的
是
一

L一=
習



囡
囡
重
視
「

」
或
「
看
」
只
是
比
較
上
的
一
問
題

9

基
督
教
裡
也
重
視
「
聽
」
。
絕
大
部
分
歷
史
發
展

的
傳
統
9

，
就
用
唱
或
吟
誦
的
方
式
來
進
行
宗
教
活
動
，

是
用
耳
朵
來
聽
的
比
較
多
。

另
外
9

{
子
鬧
得
特
別
多
。
希
臘
人
所
謂
的
「
看
」

後
來
接
觸
希
臘
文
化
後

9

「

「
知
道
」
的
字
眼
是
相
通
的
，
這
種
文
化
的
特
徵
也
影
響

L一

了
基
督
教
。
天
蝕
的
許
多
真
象
是
要
用
門
看
」

「
聽
」
。
其
實
，

知
識
不
能
純
粹
用
眠
睛
看

9

就
算
開
著
眼
睛
也
能
看

v。
這
種
最
高
真
理
的
了
唔
，
早
已
脫
離
感
官
性
的

認
知
9

完
全
是
憑
藉
內
在
高
超
的
機
離
去
掌
握
最
後
的
知
識
，

「
看
」
，
也
不
是
「

L一
。

猶
太
教
傳
統
中
的
領
導
人
多
為
知
識
分
子
，
因
此
產
生
的
宗
教
作
品
都
較
後
來
初
期
基
督
教
作
品

的
品
質
高
，
這
可
能
和
領
導
分
子
的
素
質
及
猶
太
傳
統
重
視
知
識
有
關
。
而
早
期
基
督
教
頓
導
者
多
為

中
下
階
級
的
人

9

所
以
是
屬
較
實
踐
型
宗
教
。
直
到
第
二
、
三
世
紀
後
，
基
督
教
作
品
的
品
質
才
提

官
惘
，
因
為
有
些
受
希
臘
文
或
拉
丁
文
教
育
的
知
識
分
子
加
入
基
督
教

9

很
多
當
時
的
名
人
以
草
原
來
學

習
的
希
臘
哲
學
重
新
解
釋
基
督
教
的
教
義
，
就
是
我
們
所
稱
的
「

'
較
屬
於
純
粹
的
知
識
。

喔軒

天
散
文
學
作
站
是
屬
於
哲
學
性
少
，
而
普
及
性
、
宗
教
性
較
強
的
作
品
。

問
:
?
丸
九
七
年
美
國
天
門
報
自
融
事
件
，
為
什
磨
棍
會
人
去
批
評
這
樣
的
闡
明
聾
?
對
自
恥
眠
者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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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八

一
口
，
自
難
代
表
什
麼
蘆
葦
?

:
目
前
網
路
土
還
找
得
到
天
們
教
宣
傳
品
的
資
料
，
有
記
者
訪
問
未
審
與
自
般
的
天
門
教
信
徒
:

「
還
租
不
相
信
這
宗
教
?
」
他
回
答
:
「
當
然
相
信
」
。
再
問
他
:
「
還
會
不
會
，
自
體
呢
?
」
他
回
答
:

「
不
會
9

但
會
繼
續
把
一
輔
音
傳
下
去
1
.

」

在
同
樣
的
教
派
中
，
有
些
人
採
取
極
端
的
方
式
，
有
些
人
則
探
取
較
溫
和
的
行
動
。
在
西
方
，

仰
宗
教
純
粹
是
個
人
的
行
為
，
法
律
保
障
每
個
人
的
選
擇
權
。
芝
加
哥
大
學
著
名
宗
教
學
家
喬
納
登
史

密
斯

2
.
N
目
的
串
串
串
〉

若

是

胺
照

這

輯

人的
思
幸自

脈
絡
去
看
他
們
的

行
為

主

實
並
沒
什
麼
錯

'
這
批
人
都
是
中
窟
階
級
的
知
識
分
子
，

、
碩
士
以
上
，
大
多
數
從
事
電
腦
軟
體
設

按計
照的

他工
們作
的，
想對

法人
生駱
活彬

有

我禮
個，

人生
認括

為簡
這摸

樣，
的有

思什
想麼
有地
其方
合值

理得
性薇
，誰

讓評

說呢
聯?

想逼
到不
這過

彷是
佛他
是們
玄的
智選

i罷!單
思，

想
的
蘊
績
。

悶
:
神
學
月
刊
說
今
年
是
「
干
轎
年
」
曾
有
什
麼
跡
聾
識
經
典
可
以
證
明
?

:
當
聽
到
基
督
教
宣
稱
今
年
又
是
什
麼
年
時
，
我
只
能
一
笑
置
之
，
有
種
同
情
式
的
了
解
。
在
基
督

教
歷
史
發
展
中

9

特
別
於
世
紀
末

9

此
類
的
思
想
就
會
顯
得
特
別
突
出
。
閉
狀
，
生
活
在
三
十
世
紀
末

的
人
，
認
為
耶
穌
要
來

9

世
界
會
毀
滅
，
以
世
紀
末
的
心
態
來
看
自
己
的
世
代
，
並
不
是
新
鮮
的
事
。



體轉蠶童醫喔軒

他
們
到
國
根
據
什
麼
師
說
今
年
是
「
干
禧
年
」
呢
?
根
本
沒
有
。
那
麼
他
們
是
如
何
知
堪
的
呢
?

〉
的
一
些
特
殊
數
字
得
知
，
如
「
六
六
六
」

可
從
〈

「
七
」
。
〈

〉
以
希
臘
文
所
寫

9

每
一
字
母
代
表
一
個
數
字
，
因
此
數
字
留
下
讓
人
猜
割
的
空
間
。
早
期
基
督
徒
便
認
為
之
仝
仝
企
代

表
尼
羅
皇
帝

(
Z
R
C
)，
是
個
很
可
怕
的
野
獸
。

將
「
六
六
六
」
相
加
或
相
乘
，
都
可
得
到
不
同
的
數
字
，
成
這
種
方
式
來
猜
測
「
千
禧
年
」
日
正
在

那
一
年
。
前
兩
期
的
《
新
間
過
刊

V
M間
特
別
介
紹
《
聖
經
密
碼
》
一
霄
，
此
書
作
者
以
電
腦
把
猶
太
經

興
悶
不
同
的
方
式
排
列
，
發
現
所
有
的
大
事
都
在
猶
太
經
典
中
早
有
預
宮
，
如
拉
賓
撞
到
晴
枷
概
也
早
已

寫
在
其
中
。
那
些
希
伯
來
字
母
橫
著
算
、
縱
著
算
，
或
每
隔
幾
個
字
跳
著
算
而
排
列
出
來
，
就
會
發
現

許
多
神
臨
的
或
具
預
言
性
的
事
。
很
多
人
很
相
信
這
本
書
所
具
有
的
神
力
，
但
有
些
人
認
為
所
有
的
數

字
用
高
連
電
腦
排
列
，
什
麼
結
果
都
有
可
能
發
生
會
因
此
反
顧
這
樣
的
數
字
蘊
戲
。
這
是
基
督
教
本
身

很
弔
詭
的
地
方
，
看
你
著
重
在
那
三
個
都
可
找
到
所
耍
的
答
案
。
因
此
，
對
於
宗
教
經
典
的
詮
釋
，
尤

其
是
具
有
天
由
思
想
的
作
口
中
提
供
了
不
少
人
想
像
的
空
間
。

部
問
樹
都
翎
翱
觀
觀
關
關
惱
隨
倒
獄
關
制
制
腦
蚓
糊
糊
叫

d
I
H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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