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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子
：
一
個
人
與
一
座
城

城
市
的
生
命
是
與
人
聯
繫
在
一
起
的
。
文
化
名
城
自
然
會
與
文
化
名
人
發
生
交
集
。
一
座
城
市
縱
有
豐

厚
的
歷
史
遺
跡
供
人
觀
賞
，
它
至
多
只
是
一
座
博
物
館
而
已
。
如
果
這
座
城
市
有
一
群
活
躍
的
文
化
人
，
那

這
座
城
市
的
活
力
和
生
命
才
會
真
正
大
放
異
彩
。

清
末
民
國
時
期
一
批
又
一
批
文
人
學
者
名
流
的
名
字
與
北
京
聯
繫
在
一
起
。
清
末
的
康
有
為
、
梁
啟

超
、
譚
嗣
同
、
嚴
復
、
吳
汝
倫
、
林
紓
、
羅
振
玉
在
北
京
的
競
相
登
台
。
民
國
初
年
，
蔡
元
培
、
錢
玄
同
、

朱
希
祖
、
周
氏
兄
弟
等
浙
江
籍
、
章
太
炎
派
學
人
的
北
上
。
五
四
時
期
，
胡
適
等
一
批
留
美
海
歸
的
加
盟
。

一
九
三○

年
代
京
派
作
家
和
以
︽
獨
立
評
論
︾
為
核
心
的
自
由
派
學
人
群
體
的
活
躍
，
都
給
北
京
這
座
文
化

名
城
注
入
新
的
血
液
，
增
強
其
文
化
生
命
力
。
北
京
與
這
些
文
化
人
相
輔
相
成
、
相
得
益
彰
。

在
研
究
文
人
學
者
與
北
京
城
的
關
係
時
，
以
往
提
供
的
個
案
研
究
主
要
偏
於
作
家
，
如
曹
雪
芹
、
魯

迅
、
老
舍
等
，︻
一
︼
對
於
學
者
型
的
文
人
明
顯
關
注
不
夠
。
胡
適
研
究
儘
管
在
近
二
三
十
年
來
風
氣
甚
盛
，
但

對
於
胡
適
與
地
域
的
關
係
，
除
了
他
的
老
家
安
徽
給
予
較
多
的
關
注
，
以
擁
有
胡
適
這
樣
的
文
化
名
人
兼
尊

貴
鄉
賢
為
榮
外
，
其
他
地
方
︵
如
上
海
、
北
京
、
美
國
、
台
灣
︶
似
乎
都
並
不
太
在
意
胡
適
與
它
們
的
關

係
，
何
況
居
留
京
城
的
文
化
名
人
實
在
太
多
！ 

研
究
胡
適
在
北
京
的
日
常
生
活
史
，
具
有
雙
重
意
義
：
從
胡
適
的
個
案
研
究
來
看
，
豐
富
胡
適
基
本
面

相
的
認
識
，
胡
適
不
僅
是
常
被
人
們
研
究
的
學
者
、
思
想
家
、
教
育
家
，
他
還
是
一
個
與
常
人
一
樣
實
實
在

在
、
過
着
世
俗
生
活
的
﹁
人
﹂
。
作
為
一
個
與
舊
文
化
人
不
同
的
新
文
化
人
，
胡
適
的
生
活
常
態
與
生
活
方

式
有
什
麼
特
點
？
這
是
值
得
我
們
研
究
的
課
題
。︻
二
︼
從
北
京
文
化
研
究
來
看
，
北
京
是
胡
適
一
生
居
住
時
間

最
長
的
城
市
，
是
他
事
業
成
長
的
關
鍵
地
點
。
胡
適
是
民
國
時
期
新
文
化
的
靈
魂
人
物
，
也
是
北
京
學
人
圈

內
的
核
心
人
物
，
在
民
國
北
京
舞
台
這
齣
大
劇
中
，
胡
適
算
是
一
個
要
角
。
現
今
對
胡
適
在
北
京
的
生
活
與

活
動
，
僅
有
一
些
隨
筆
、
報
道
加
以
介
紹
，︻
三
︼
人
們
在
利
用
胡
適
日
記
、
書
信
等
材
料
時
，
往
往
是
﹁
着
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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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有
關
文
人
學
者
與
北
京
關
係
的
研
究
成
果
，
魯
迅
堪
稱
最
多
，
代
表
性
研
究
成
果
有
：
山
東
師
院
聊
城
分
院
中
文
系
、
圖
書
館

編
：︽
魯
迅
在
北
京
︾︵
一
︶︵
二
︶︵
一
九
七
七
年
︶。
陳
漱
渝
：︽
魯
迅
在
北
京
︾︵
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
，
一
九
七
八
年
︶。
蒒
綏
之
主
編
：

︽
魯
迅
生
平
史
料
彙
編
︾
第
三
輯
︽
魯
迅
在
北
京
︾
部
分
︵
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
，
一
九
八
三
年
︶。
劉
麗
華
、
鄭
智
：︽
魯
迅
在
北
京
︾︵
北

京
工
業
大
學
，
一
九
九
六
年
︶
。
鄧
雲
鄉
：︽
魯
迅
與
北
京
風
土
︾︵
石
家
莊
：
河
北
教
育
出
版
社
，
二○

○

四
年
︶
。
蕭
振
鳴
：︽
魯
迅

與
他
的
北
京
︾︵
北
京
燕
山
出
版
社
，
二○

一
五
年
︶
。
魯
迅
在
北
京
生
活
十
四
年
︵
一
九
一
二
年
五
月—

一
九
二
六
年
八
月
︶
，
其
中

有
九
年
多
時
間
與
胡
適
重
疊
，
兩
人
在
京
生
活
情
形
有
相
當
的
可
比
性
。

︻
二
︼ 

過
去
研
究
胡
適
的
個
人
生
活
，
都
注
重
其
情
感
、
家
庭
生
活
。
如
周
質
平
：︽
胡
適
與
韋
蓮
司—

深
情
五
十
年
︾︵
北
京
大
學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八
年
︶
。
江
勇
振
：︽
星
星
、
月
亮
、
太
陽
：
胡
適
的
情
感
世
界
︾︵
北
京
：
新
星
出
版
社
，
二○

○

六
年
︶
。

︻
三
︼ 

如
逯
耀
東
：︿
胡
適
逛
公
園
﹀
，
收
入
氏
著
︽
胡
適
與
當
代
史
學
︾︵
台
北
：
東
大
圖
書
公
司
，
一
九
九
八
年
︶
，
頁
三
七
至
六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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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大
﹂，
找
尋
胡
適
與
中
國
文
化
、
政
治
相
關
重
要
事
件
的
歷
史
材
料
。︻
一
︼
本
書
意
在
﹁
着
眼
其
小
﹂，
發
掘

胡
適
那
些
瑣
碎
的
生
活
細
節
，
以
展
現
他
作
為
一
個
新
文
化
人
的
生
活
方
式
和
生
存
狀
態
。︻
二
︼
在
我
看
來
，

胡
適
在
﹁
大
事
﹂
上
可
能
有
意
塑
造
自
己
的
形
象
，
在
小
事
上
倒
可
能
展
現
自
己
的
真
情
實
感
，
過
去
人
們

對
這
些
材
料
之
間
的
關
聯
性
往
往
習
焉
不
察
。
當
我
們
通
覽
二
十
世
紀
二
十
年
代
、 

三
十
年
代
胡
適
日
記
、

書
信
後
，
結
合
北
京
的
﹁
地
方
知
識
﹂
，
即
會
發
現
其
中
蘊
含
有
豐
富
的
北
京
社
會
史
、
文
化
史
材
料
，
它

真
是
一
座
有
待
開
掘
的
寶
藏
。

一
、
胡
適
在
北
京
生
活
的
時
段
與
背
景

從
一
九
一○

年
七
月
三
日
，
胡
適
為
參
加
赴
美
庚
款
留
學
考
試
，
初
次
北
上
來
到
北
京
；
到
一
九
四
八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搭
上
南
京
國
民
政
府
派
來
接
他
的
飛
機
，
匆
匆
離
開
北
平
南
下
，
從
此
告
別
北
京
，
他
在

北
京
共
度
過
了
十
八
個
春
秋
。
他
初
到
北
京
恰
逢
清
朝
即
將
垮
台
的
前
夕
，
而
他
離
開
北
平
時
又
正
是
國
民

黨
政
權
分
崩
離
析
的
時
刻
，
可
以
說
他
在
北
京
經
歷
的
時
段
正
是
中
華
民
國
的
潮
起
潮
落
。

胡
適
在
北
京
的
日
子
可
以
分
為
四
段
：
第
一
段
是
一
九
一○

年
七
月
三
日
至
八
月
初
，
為
參
加
選
拔
第

二
批
庚
款
留
美
官
費
生
考
試
在
京
迎
考
。
第
二
段
是
一
九
一
七
年
九
月
十
日
到
一
九
二
六
年
七
月
十
七
日
，

胡
適
被
聘
任
為
北
京
大
學
教
授
，
中
間
除
了
有
幾
次
出
京
回
鄉
，
或
去
異
地
出
差
、
講
學
、
養
病
外
，
大

部
分
時
間
都
在
北
京
，
這
時
他
是
新
文
化
陣
營
的
主
要
代
表
。
第
三
段
是
一
九
三○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到

一
九
三
七
年
六
月
十
八
日
，
胡
適
再
次
回
到
北
大
任
教
，
期
間
擔
任
文
學
院
院
長
，
成
為
北
大
﹁
中
興
期
﹂

的
主
將
。
第
四
段
是
從
一
九
四
六
年
七
月
二
十
九
日
到
一
九
四
八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
此
期
胡
適
擔
任
北
京

大
學
校
長
。

胡
適
初
次
進
京
是
為
參
加
留
美
庚
款
考
試
。
關
於
這
次
趕
考
過
程
，
胡
適
本
有
︽
北
遊
日
記
︾
，
可
惜

不
存
，
現
今
我
們
可
依
據
的
是
他
的
︽
四
十
自
述
．
我
怎
樣
到
外
國
去
︾
和
兩
封
︽
致
母
親
︾
信
。

胡
適
在
一
九
一○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
致
母
親
︾
信
中
交
代
了
自
己
選
擇
赴
美
留
學
的
緣
由
：

兒
今
年
本
在
華
童
公
學
教
授
國
文
。
後
，
二
兄
自
京
中
來
函
，
言
此
次
六
月
京
中
舉
行
留
學
美
國

之
考
試
，
被
取
者
留
在
京
中
肄
業
館
預
備
半
年
或
一
年
，
即
行
送
至
美
國
留
學
。
兒
思
此
次
機
會
甚

︻
一
︼ 

這
方
面
的
例
證
以
余
英
時
︽
從
︿
日
記
﹀
看
胡
適
的
一
生
︾
為
代
表
，
收
入
氏
著
︽
重
尋
胡
適
歷
程
：
胡
適
生
平
與
思
想
再
認
識
︾

︵
台
北
：
聯
經
出
版
公
司
，
二○

○

四
年
︶
，
頁
一—

一
五
五
。

︻
二
︼ 

有
關
北
京
生
活
的
開
拓
性
研
究
可
以
上
溯
到
二
十
世
紀
二
十
年
代
、
三
十
年
代
，
代
表
性
成
果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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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
孟
和
：︽
北
平
生
活
費
之
分
析
︾︵
北
平
：
社
會
調
查
所
，
一
九
三
三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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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
不
可
錯
過
。
後
又
承
許
多
友
人
極
力
相
勸
，
甚
且
有
人
允
為
兒
擔
任
養
家
之
費
。
︙
︙
且
吾
家
家

聲
衰
微
極
矣
，
振
興
之
責
唯
在
兒
輩
，
而
現
在
時
勢
，
科
舉
既
停
，
上
進
之
階
唯
有
出
洋
留
學
一
途
。

且
此
次
如
果
被
取
，
則
一
切
費
用
皆
由
國
家
出
之
。
聞
官
費
甚
寬
，
每
年
可
節
省
二
三
百
金
，
則
出

洋
一
事
於
學
問
既
有
益
，
於
家
用
又
可
無
憂
，
豈
非
一
舉
兩
得
乎
？
兒
既
決
此
策
，
遂
將
華
童
之
事
辭

去
，
一
面
將
各
種
科
學
溫
習
，
以
為
入
京
之
計
。︻
一
︼

七
月
十
二
日
︵
陰
曆
六
月
初
六
︶
胡
適
︽
致
母
親
︾
信
中
告
其
抵
京
後
情
形
：﹁
兒
於
廿
七
日
抵
京
，

二
哥
於
二
十
九
日
乘
火
車
往
奉
天
矣
。
兒
抵
京
後
始
知
肄
業
館
尚
不
能
開
辦
，
今
年
所
取
各
生
考
取
後
即
送

出
洋
。
兒
既
已
來
京
不
能
不
考
，
如
幸
而
被
取
，
則
八
月
內
便
須
放
洋
。
﹂︻
二
︼

由
此
信
可
知
，
胡
適
是
七
月

三
日
︵
陰
曆
五
月
廿
七
︶
到
達
北
京
，
而
從
其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
陰
曆
五
月
廿
日
︶
日
記
最
末
一
句
﹁
以
下

入
︽
北
遊
日
記
︾
﹂︻
三
︼

推
斷
，
胡
適
應
是
六
月
二
十
八
日
動
身
北
上
，
因
其
乘
坐
的
是
﹁
新
銘
﹂
輪
，
需
時

六
天
。
胡
適
到
達
北
京
後
，
蒙
其
二
哥
好
友
楊
景
蘇
︵
志
洵
︶
的
介
紹
，
住
在
﹁
新
在
建
築
中
的
女
子
師
範

學
校
︵
後
來
的
女
師
大
︶
校
舍
裡
，
所
以
費
用
極
省
﹂
。︻
四
︼

民
國
時
期
的
北
京
，
可
以
說
少
了
一
些
帝
都
時
期
的
威
嚴
、
恢
宏
，
多
了
幾
分
凝
重
、
古
樸
。
昔
日
中

華
帝
都
巍
峨
厚
重
的
城
闕
，
經
過
第
二
次
鴉
片
戰
爭
、 

八
國
聯
軍
侵
華
戰
爭
兩
次
外
敵
鐵
蹄
的
踐
踏
，
漸
漸

顯
得
殘
破
、
平
實
。
神
秘
高
深
的
紫
禁
城
不
再
具
有
皇
家
象
徵
的
意
義
，
只
是
清
朝
遺
室
的
一
處
私
宅
。
走

在
街
頭
神
氣
十
足
、
飛
揚
跋
扈
的
八
旗
子
弟
已
不
見
蹤
影
，
剩
下
的
是
出
入
琉
璃
廠
倒
賣
遺
產
古
董
、
文
墨

字
畫
的
前
清
後
裔
。
傳
統
士
人
學
子
頻
繁
出
沒
的
國
子
監
、
孔
廟
，
已
荒
無
人
跡
，
悄
然
無
聲
。
作
為
帝
都

的
北
京
只
是
一
個
歷
史
的
符
號
，
帝
制
時
代
的
輝
煌
漸
漸
褪
謝
，
藉
用
英
人
莊
士
敦
的
話
來
形
容
清
末
民
初

的
北
京—

紫
禁
城
的
黃
昏
。﹁
夕
陽
無
限
好
，
只
是
近
黃
昏
﹂
，
用
這
句
古
詩
所
呈
現
的
意
境
來
表
達
民

國
北
京
人
的
心
境
可
謂
再
貼
切
不
過
。

民
國
時
期
的
北
京
經
歷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動
盪
和
變
幻
。
民
國
初
建
的
前
十
七
年
，
北
洋
政
府
當
政
，
政

府
輪
替
像
走
馬
燈
似
的
一
個
接
一
個
上
場
又
下
場
。
袁
世
凱
施
弄
權
術
，
重
建
帝
制
；
張
勳
率
辮
子
軍
進

京
，
扶
植
溥
儀
復
辟
；
段
祺
瑞
執
政
，
製
造
三
一
八
慘
案
；
曹
琨
賄
選
，
豬
仔
議
員
捧
場
；
張
作
霖
入
關
，

屠
戮
京
城
革
命
志
士
。
民
國
早
期
十
六
年
的
北
京
政
府
或
為
北
洋
所
主
控
，
或
為
軍
閥
所
操
縱
，
若
如
一
個

新
舊
結
合
的
怪
胎
，
在
國
人
眼
中
，
延
續
大
清
王
朝
那
副
極
其
負
面
的
形
象
。
政
治
衝
突
、
政
黨
競
爭
、

︻
一
︼ 

耿
雲
志
、
歐
陽
哲
生
編
：︽
胡
適
書
信
集
︾
上
冊
︵
北
京
：
北
京
大
學
出
版
社
，
一
九
九
八
年
︶
，
頁
一
三
、 

一
四
。

︻
二
︼ ︽
胡
適
書
信
集
︾
上
冊
，
頁
一
五
。

︻
三
︼ ︽
胡
適
全
集
︾
第
二
十
七
冊
︵
合
肥
：
安
徽
教
育
出
版
社
，
二○

○

三
年
︶
，
頁
九
六
。

︻
四
︼ ︽
胡
適
文
集
︾
第
一
冊
︵
北
京
大
學
出
版
社
，
二○

一
三
年
︶
，
頁
九
一
。
另
據
曹
立
先
：︿
胡
適
與
北
京
績
溪
會
館
﹀
，
載
︽
北

京
青
年
報
︾
二○

一
三
年
一
月
三
十
日
一
文
回
憶
，
績
溪
會
館
是
胡
適
首
次
進
京
應
試
住
地
。
此
說
與
胡
適
本
人
在
︽
四
十
自
述
︾
中

的
回
憶
有
出
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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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裝
鬥
爭
導
致
這
時
期
的
國
家
四
分
五
裂
，
政
治
資
源
分
散
，
北
京
身
為
首
善
之
區
失
去
了
其
作
為
凝
聚
國

力
的
一
國
之
都
的
政
治
中
心
意
義
。
民
國
若
如
歷
史
上
的
五
代
十
國
一
樣
，
成
為
兩
個
大
的
王
朝
之
間
的

過
渡
。京

城
的
人
對
政
治
有
着
特
殊
的
敏
感
，
胡
適
亦
不
例
外
，
在
他
的
家
信
中
，
常
常
留
下
自
己
對
政
治
動

向
的
觀
察
：此

時
政
局
一
日
千
變
，
北
京
尤
不
安
穩
，
決
不
可
更
有
家
累
。
故
兒
決
計
此
時
不
帶
家
眷
同
來
，

約
五
月
中
再
回
家
去
帶
家
眷
，
亦
未
為
遲
也
。︵
一
九
一
七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六
日
︽
致
母
親
︾
︶

時
局
更
紛
亂
不
可
收
拾
。
北
京
鈔
票
跌
至
五
七
八
折
，
若
再
跌
下
去
，
則
一
塊
錢
僅
可
作
半
塊
錢

用
矣
。︵
一
九
一
八
年
二
月
四
日
︽
致
母
親
︾
︶

北
京
情
形
如
舊
，
雖
不
很
好
，
但
無
亂
事
。︵
一
九
一
八
年
三
月
十
六
日
︽
致
母
親
︾
︶

 

現
在
政
府
有
變
動
，
內
閣
換
了
人
。
昨
天
紙
票
價
長
了
一
些
，
今
天
又
跌
下
去
，
但
此
時
頗
可
望

抬
高
一
些
。︵
一
九
一
八
年
三
月
二
十
七
日
︽
致
母
親
︾
︶

此
時
時
局
危
急
得
很
，
北
京
市
面
壞
極
，
票
價
跌
到
六
四
四
折
，
故
不
能
多
寄
錢
，
下
月
底
定
可

多
寄
錢
來
。︵
一
九
一
八
年
九
月
一
日
︽
致
母
親
︾
︶

今
天
︵
九
月
初
四
︶
是
選
舉
大
總
統
的
日
子
，
總
統
已
舉
出
，
是
徐
世
昌
。
今
天
居
然
沒
有
鬧
什

麼
亂
子
，
京
城
太
平
無
事
，
可
稱
僥
倖
，
家
中
盡
可
放
心
。︻
一
︼︵
一
九
一
八
年
九
月
四
日
︽
致
母
親
︾
︶

胡
母
其
實
是
一
個
對
政
治
一
無
所
知
且
沒
有
興
趣
的
農
村
婦
女
，
胡
適
與
母
親
﹁
談
政
治
﹂
，
完
全
是

交
代
自
己
所
處
的
狀
況
，
讓
家
人
放
心
。
胡
母
於
一
九
一
八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病
逝
，
從
此
胡
適
不
必
每

週
一
信
給
母
親
彙
報
，
遺
憾
的
是
，
這
也
就
使
我
們
失
去
瞭
解
他
在
京
生
活
的
一
個
重
要
材
料
來
源
。

在
與
親
友
的
交
流
中
，
胡
適
對
當
時
政
局
亂
象
之
評
論
，
則
表
現
了
他
作
為
一
個
局
外
﹁
好
人
﹂
內
心

的
焦
慮
：

在
君
說
，
北
京
的
︽
晨
報
︾
近
受
新
交
通
系
︵
曹
汝
霖
、
陸
宗
輿
︶
的
津
貼
，
他
有
證
據
可
以

證
明
。
此
事
大
概
不
誣
。
此
次
內
閣
更
動
，︽
晨
報
︾
力
攻
葉
恭
綽
，
而
不
攻
張
弧
，
亦
大
可
疑
。︻
二
︼

︵
一
九
二
一
年
五
月
十
八
日
日
記
︶

夢
麟
說
，
北
京
的
教
育
界
像
一
個
好
女
子
；
那
些
反
對
我
們
的
，
是
要
強
姦
我
們
；
那
些
幫
助
我

們
的
，
是
要
和
姦
我
們
。
我
說
，
夢
麟
錯
了
，
北
京
教
育
界
是
一
個
妓
女
，
有
錢
就
好
說
話
，
無
錢
免

︻
一
︼ ︽
胡
適
書
信
集
︾
上
冊
，
頁
一
一
八
、 

一
二
四
、 

一
三
九
、 

一
四
四—

一
四
五
、 

一
八
九
、 

一
九○

。

︻
二
︼ ︽
胡
適
全
集
︾
第
二
十
九
冊
，
頁
二
五
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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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尊
口
。︻
一
︼︵
一
九
二
一
年
六
月
十
日
日
記
︶

今
天
教
育
部
全
體
罷
工
。
此
為
行
政
機
關
對
政
府
實
行
罷
工
的
第
一
次
。
此
事
大
可
紀
念
。
北
京

政
府
之
破
產
，
久
已
成
事
實
。︻
二
︼︵
一
九
二
一
年
十
一
月
十
四
日
日
記
︶

北
京
局
面
已
很
難
維
持
了
。
社
會
的
秩
序
全
靠
中
級
人
士
為
中
堅
，
今
中
級
人
士
已
無
守
秩
序
的

能
力
；
昨
日
國
會
與
國
務
院
的
情
形
便
是
明
證
。︻
三
︼︵
一
九
二
二
年
九
月
六
日
︽
致
羅
文
幹
︾
︶

現
在
北
京
政
局
大
不
安
寧
，
昨
天
京
城
警
察
竟
不
站
崗
。
似
此
情
形
，
我
們
一
時
也
不
能
回
去

了
。︻
四
︼︵
一
九
二
三
年
六
月
十
日
︽
致
胡
思
聰
︾
︶

到
北
京
的
前
三
年
，
胡
適
因
家
事
兩
度
返
回
家
鄉
︵
一
九
一
七
年
十
二
月
十
三
日
至
一
九
一
八
年
二
月

二
日
回
家
完
婚
、 

一
九
一
八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至
一
九
一
九
年
一
月
下
旬
奔
母
喪
︻
五
︼
︶
。
一
九
二○

年
九

月
十
日
胡
適
自
我
總
結
道
：﹁
民
國
六
年
︵
一
九
一
七
年
︶
九
月
十
日
我
到
北
京
。
今
三
年
了
。
感
念
三
年

來
所
經
歷
，
頗
有
傷
感
，
想
作
一
詩
記
之
。
匆
匆
中
心
緒
又
不
佳
，
遂
不
果
。
﹂︻
六
︼

此
時
胡
適
尚
未
到
而
立

之
年
，
已
功
成
名
就
，
應
是
躊
躇
滿
志
，
居
然
無
心
作
詩
，
顯
示
其
心
情
抑
鬱
、
複
雜
的
一
面
。
此
後
，
胡

適
有
過
幾
次
離
京
南
下
之
行
。
其
中
一
次
是
因
商
務
印
書
館
欲
高
薪
聘
請
他
擔
任
該
館
編
譯
所
所
長
，
胡
適

在
對
方
再
三
敦
請
之
下
，
決
定
親
自
考
察
，
一
九
二
一
年
七
月
十
五
日
他
南
下
到
上
海
、
南
京
等
地
，
直
到

九
月
八
日
才
返
回
北
京
。
七
月
二
十
日
馬
寅
初
在
滬
請
他
吃
飯
，
郭
秉
文
、
張
子
高
等
出
席
。
據
胡
適
日
記

載
，
席
間
，﹁
郭
君
要
我
留
在
商
務
，
而
兼
任
東
南
大
學
事
。
我
說
，﹃
東
南
大
學
是
不
能
容
我
的
。
我
在
北

京
，
反
對
我
的
人
是
舊
學
者
與
古
文
家
，
這
是
很
在
意
中
的
事
；
但
在
南
京
反
對
我
的
人
都
是
留
學
生
，
未

免
使
人
失
望
。
﹄
﹂
下
午
，
與
楊
端
六
交
換
意
見
，
楊
告
﹁
改
良
編
譯
所
不
容
易
，
因
為
須
從
全
部
的
組
織

改
良
起
﹂。
胡
適
以
為
﹁
楊
君
所
言
，
極
中
肯
要
﹂。︻
七
︼
胡
適
決
定
推
辭
不
就
，
轉
而
推
薦
王
雲
五
替
代
自
己
。

又
據
一
九
二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胡
適
日
記
，﹁
哥
倫
比
亞
大
學
校
長

N
ic

h
o

la
s
 
M

o
n

r
o

e
 
B

u
tle

r

正

式
寫
信
來
聘
我
去
大
學
教
授
兩
科
，
一
為
中
國
哲
學
，
一
為
中
國
文
學
。
年
俸
美
金
四
千
元
。
此
事
頗
費

躊
躇
。
我
已
決
計
明
年
不
教
書
，
以
全
年
著
書
。
若
去
美
國
，︽
哲
學
史
︾
中
下
卷
必
不
能
成
，
至
多
能

作
一
部
英
文
的
︽
古
代
哲
學
史
︾
罷
了
，
擬
辭
不
去
。
﹂︻
八
︼

這
當
然
也
是
一
次
難
得
的
機
會
，
胡
適
選
擇

放
棄
，
我
們
只
能
這
樣
解
釋
：
胡
適
眷
顧
北
大
，
胡
適
摯
愛
北
京
。
一
九
二
三
年
四
月
二
十
一
日
至
十
二

︻
一
︼ ︽
胡
適
全
集
︾
第
二
十
九
冊
，
頁
三○

一
。

︻
二
︼ ︽
胡
適
全
集
︾
第
二
十
九
冊
，
頁
五○

一
。

︻
三
︼ ︽
胡
適
書
信
集
︾
上
冊
，
頁
三○

五
。

︻
四
︼ ︽
胡
適
書
信
集
︾
上
冊
，
頁
三
一
七
。

︻
五
︼ 

參
見
︿
致
藍
公
武
﹀
，︽
胡
適
書
信
集
︾
上
冊
，
頁
二○

○

。

︻
六
︼ ︽
胡
適
全
集
︾
第
二
十
九
冊
，
頁
二○

九
。

︻
七
︼ ︽
胡
適
全
集
︾
第
二
十
九
冊
，
頁
三
七
三
。

︻
八
︼ ︽
胡
適
全
集
︾
第
二
十
九
冊
，
頁
五
二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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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五
日
，
胡
適
在
南
方
養
病
，﹁
這
一
年
沒
有
在
北
大
上
課
，
也
沒
有
什
麼
重
要
的
著
述
﹂
。︻
一
︼

一
九
二
四

年
上
半
年
﹁
教
了
一
學
期
的
書
，
此
外
什
麼
事
都
沒
有
做
﹂
。
︻
二
︼

一
九
二
五
年
九
月
離
開
北
大
，
不
再
教

課
。︻
三
︼
一
九
二
六
年
七
月
十
七
日
，
胡
適
赴
歐
美
訪
問
。
臨
行
前
，
為
他
送
別
的
﹁
除
家
裡
人
外
，
約
四
十

人
﹂
。︻
四
︼

這
一
走
，
胡
適
差
不
多
兩
年
半
光
景
沒
有
回
京
。

一
九
二
七
年
四
月
國
民
政
府
定
都
南
京
。
翌
年
，
北
京
改
為
北
平
，
政
治
地
位
急
劇
下
降
，
隨
之
而
來

的
是
大
批
文
人
學
子
的
南
下
。
一
九
二
八
年
至
一
九
三○

年
胡
適
因
在
︽
新
月
︾
與
羅
隆
基
、
梁
實
秋
倡
談

﹁
人
權
﹂
，
遭
到
國
民
黨
的
圍
攻
，
在
國
民
黨
的
強
勢
壓
力
下
，
他
在
上
海
中
國
公
學
的
生
存
遇
到
危
機
，

因
而
他
的
去
留
引
發
外
界
的
猜
測
。
一
九
二
九
年
一
月
十
九
日
至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
胡
適
北
上
北
平
，
其
中

即
隱
含
另
謀
出
路
之
計
。
關
於
此
行
，
一
九
二
九
年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胡
適
在
日
記
中
寫
道
：﹁
我
一
月
十
九

日
到
北
京
，
今
日
出
京
，
在
京
住
了
三
十
六
天
，
在
叔
永
家
住
了
三
星
期
，
在
在
君
家
住
二
星
期
，
天
天
受

許
多
朋
友
的
優
待
，
吃
了
一
百
幾
十
頓
酒
飯
，
見
了
無
數
熟
人
。
也
認
得
了
幾
個
新
朋
友
，
如
合
肥
闞
鐸
先

生
、
如
白
崇
禧
先
生
。
﹂︻
五
︼

不
過
，
在
半
年
後
的
九
月
四
日
︽
致
周
作
人
︾
信
中
，
胡
適
談
及
自
己
進
退
維

谷
的
境
況
時
做
了
另
一
番
表
示
：﹁
我
此
時
不
想
到
北
京
來
，
有
幾
層
原
因
：
一
是
因
為
怕
﹃
搬
窮
﹄
，
我
此

刻
的
經
濟
狀
況
，
真
禁
不
起
再
搬
家
了
。
二
是
因
為
二
年
以
來
住
慣
了
物
質
設
備
較
高
的
上
海
，
回
看
北
京

的
塵
土
有
點
畏
懼
。
三
是
因
為
黨
部
有
人
攻
擊
我
，
我
不
願
連
累
北
大
做
反
革
命
的
逋
逃
藪
。
前
幾
天
百
年

兄
來
邀
我
回
北
京
去
，
正
是
上
海
市
黨
部
二
次
決
議
要
嚴
辦
我
的
議
案
發
表
的
一
天
，
我
請
他
看
，
說
明
此

時
不
願
回
去
的
理
由
，
他
也
能
諒
解
。
俟
將
來
局
面
稍
稍
安
定
，
我
大
概
總
還
是
回
來
的
。
﹂︻
六
︼

雖
有
政
治

壓
力
，
這
時
胡
適
還
是
不
情
願
捨
南
就
北
，
這
可
能
是
他
在
北
京
考
察
一
個
月
後
所
做
的
抉
擇
。
但
一
年
以

後
，
胡
適
被
迫
辭
去
中
國
公
學
校
長
職
務
時
，
北
平
似
乎
成
為
他
唯
一
可
行
的
出
路
。

一
九
三○

年
十
月
四
日
胡
適
再
次
來
到
北
平
，
這
次
行
程
緊
張
，
主
要
是
安
排
他
來
北
平
的
工
作
起

居
。
五
日
，
會
見
傅
斯
年
、
趙
元
任
夫
婦
、
任
鴻
雋
夫
婦
，
他
們
是
胡
適
的
摯
友
。
七
日
，﹁
去
看
米
糧
庫

四
號
的
房
子
，
頗
願
居
此
﹂
。
到
北
大
會
見
陳
百
年
、
何
海
秋
、
張
真
如
、
朱
繼
庵
，
聽
艾
略
特
．
史
密
斯

教
授
演
講
脊
椎
動
物
的
腦
部
演
進
。︻
七
︼
九
日
，
會
見
林
宰
平
、
黃
秋
岳
、
林
頌
河
、
金
家
鳳
及
北
大
英
文
學

系
、
教
育
學
系
代
表
團
。
十
日
，
會
見
王
小
航
，
北
大
送
聘
書
來
，
下
午
參
觀
地
質
調
查
所
。
十
三
日
，

下
午
會
見
顧
養
吾
、
陳
百
年
、
梅
蘭
芳
、
馮
友
蘭
、
王
家
松
。
夜
至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
與
陳
寅
恪
、
徐
中

︻
一
︼ ︽
胡
適
全
集
︾
第
三
十
冊
，
頁
一
六
一
。

︻
二
︼ ︽
胡
適
全
集
︾
第
三
十
冊
，
頁
一
九
二
。

︻
三
︼ 

參
見
一
九
三
一
年
二
月
十
日
胡
適
日
記
，︽
胡
適
全
集
︾
第
三
十
二
冊
，
頁
五
三
。

︻
四
︼ ︽
胡
適
全
集
︾
第
三
十
冊
，
頁
二
一
一
。

︻
五
︼ ︽
胡
適
全
集
︾
第
三
十
一
冊
，
頁
三
三○

。

︻
六
︼ ︽
胡
適
書
信
集
︾
上
冊
，
頁
四○

九
。

︻
七
︼ ︽
胡
適
全
集
︾
第
三
十
一
冊
，
頁
七
四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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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
、
董
作
賓
、
羅
常
培
一
起
吃
飯
。
十
四
日
，
應
博
晨
光
之
邀
往
燕
京
大
學
吃
飯
。
胡
適
感
嘆
，﹁
燕
京
大

學
在
幾
年
之
中
完
成
新
建
築
，
共
費
美
金
約
二
百
五
十
萬
元
，
規
模
好
極
了
，
中
國
學
校
的
建
築
，
當
以
此

為
第
一
﹂︻
一
︼
。
十
五
日
與
任
鴻
雋
同
上
香
山
赴
熊
希
齡
︵
秉
三
︶
之
約
。
十
七
日
，
陳
百
年
在
東
興
樓
請
客
，

晚
上
在
協
和
醫
學
校
演
講
。
十
八
日
，
晚
上
到
歐
美
同
學
會
，
會
見
太
平
洋
會
議
的
一
班
人
。
十
九
日
，
在

歐
美
同
學
會
與
編
譯
會
同
人
會
面
。
二
十
日
，
看
朱
我
農
夫
婦
及
家
人
，
到
地
質
調
查
所
。
二
十
一
日
，
參

加
協
和
醫
校
董
事
會
會
議
。
二
十
二
日
，
到
北
平
圖
書
館
看
史
學
書
目
。
二
十
六
日
，
離
開
北
平
。
北
平
以

其
新
的
強
大
的
學
界
陣
營
：
最
好
的
大
學—

北
京
大
學
、
清
華
大
學
，
最
好
的
教
會
大
學—

燕
京
大

學
，
最
好
的
醫
學
院—
協
和
醫
學
校
，
最
先
進
的
學
術
機
構—

地
質
調
查
所
、
歷
史
語
言
研
究
所
，

張
開
雙
臂
歡
迎
胡
適
的
到
來
，
胡
適
感
受
到
北
平
知
識
界
的
力
量
，
這
裡
的
一
切
他
再
熟
悉
不
過
，
他
的
老

朋
友
們
似
乎
都
還
鎮
守
在
這
裡
。
這
對
胡
適
重
返
北
大
自
然
是
一
個
極
大
的
鼓
勵
，
胡
適
終
於
再
次
做
出
北

上
的
抉
擇
。

胡
適
懷
着
依
依
不
捨
的
心
情
惜
別
上
海
。
一
九
三○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他
在
日
記
中
表
達
了
自
己
這

一
心
情
：﹁
住
上
海
三
年
半
，
今
將
遠
行
了
，
頗
念
念
不
忍
去
。
最
可
念
者
是
幾
個
好
朋
友
，
最
不
能
忘
者

是
高
夢
旦
先
生
，
其
次
則
志
摩
、
新
六
。
﹂︻
二
︼
十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又
記
：﹁
在
上
海
住
了
三
年
半
︵
一
九
二
七

年
五
月
十
七
日
回
國
住
此
︶
，
今
始
北
行
。
此
三
年
半
之
中
，
我
的
生
活
自
成
一
個
片
斷
，
不
算
是
草
草

過
去
的
，
此
時
離
去
，
最
捨
不
得
此
地
的
一
些
朋
友
，
很
有
惜
別
之
意
。
﹂︻
三
︼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胡
適
抵
達
北

平
，﹁
借
車
送
我
們
到
米
糧
庫
四
號
新
寓
﹂
。
從
此
他
安
居
此
處
六
年
。
十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胡
適
先
致
信
胡

漢
民
：﹁
我
本
月
廿
八
日
搭
津
浦
快
車
搬
家
到
北
平
居
住
，
倘
蒙
先
生
賜
答
，
請
寄
北
平
後
門
內
米
糧
庫
四

號
。
﹂︻
四
︼
他
向
周
圍
朋
友
宣
告
他
的
新
寓
地
址
。
在
十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
致
梁
實
秋
︾
信
中
，
胡
適
又
告
知
，

﹁
編
譯
事
，
我
現
在
已
正
式
任
事
了
﹂，︻
五
︼
顯
示
他
北
上
不
僅
是
接
受
北
大
的
聘
任
，
而
且
同
時
到
中
華
教
育

文
化
基
金
董
事
會
編
譯
委
員
會
上
班
。
羅
爾
綱
談
到
胡
適
到
北
平
後
的
日
常
生
活
安
排
時
，
明
確
說
明
胡
適

日
常
在
北
大
、
中
基
會
兩
處
上
班
：﹁
他
每
天
的
生
活
如
下
安
排
。
上
午
七
時
起
床
，
七
時
四
十
分
去
北
京

大
學
上
班
，
中
午
回
家
吃
午
餐
。
下
午
一
時
四
十
分
去
中
華
教
育
文
化
基
金
會
董
事
會
上
班
。
晚
餐
在
外
面

吃
。
晚
十
一
時
回
家
。
到
家
即
入
書
房
，
至
次
晨
二
時
才
睡
覺
。
﹂
在
羅
看
來
，
這
樣
的
生
活
，﹁
胡
適
只

有
成
為
一
個
社
會
活
動
家
，
而
不
可
能
成
為
學
者
﹂
。︻
六
︼

的
確
，
胡
適
在
北
平
的
這
六
年
時
光
︵
一
九
三○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一
九
三
七
年
六
月
十
八
日
︶
，
除
了
撰
寫
︽
說
儒
︾
等
幾
篇
學
術
論
文
外
，
確
無
重
頭

︻
一
︼ ︽
胡
適
全
集
︾
第
三
十
一
冊
， 

頁
七
五
四
。

︻
二
︼ ︽
胡
適
全
集
︾
第
三
十
一
冊
，
頁
八
一
三
。

︻
三
︼ ︽
胡
適
全
集
︾
第
三
十
一
冊
，
頁
八
二
二
。

︻
四
︼ ︽
胡
適
書
信
集
︾
上
冊
，
頁
五
二
三
。

︻
五
︼ ︽
胡
適
書
信
集
︾
上
冊
，
頁
五
二
七
。 

︻
六
︼ 

羅
爾
綱
：︽
師
門
五
年
記
．
胡
適
瑣
憶
︾︵
北
京
：
生
活
．
讀
書
．
新
知
三
聯
書
店
，
一
九
九
八
年
︶
，
頁
一○

三
、 

一○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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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學
術
著
作
問
世
。
他
每
天
深
夜
躲
進
書
齋
成
一
統
，
加
班
加
點
為
︽
獨
立
評
論
︾
趕
寫
時
評
政
論
，
挑
起

了
一
個
公
共
知
識
分
子
的
責
任
。︻
一
︼

胡
適
接
受
北
大
的
聘
任
，
可
他
並
不
在
北
大
支
薪
，
而
是
由
中
基
會
編
譯
委
員
會
付
給
他
薪
水
。

一
九
三
二
年
二
月
胡
適
就
任
北
大
文
學
院
院
長
。
不
久
，
傳
出
蔣
夢
麟
可
能
出
任
教
育
部
部
長
，
胡
適
接
任

北
大
校
長
之
職
的
消
息
。
胡
適
堅
決
拒
受
，
也
勸
蔣
不
要
離
開
北
大
。
他
致
信
蔣
夢
麟
說
：﹁
北
大
的
事
，

我
深
感
吾
兄
的
厚
意
。
但
我
決
不
能
接
受
這
種
厚
意
，
前
夜
已
與
兄
說
過
了
。
我
是
不
客
氣
的
人
，
如
北
大

文
學
院
長
的
事
，
我
肯
幹
時
，
自
己
先
告
訴
你
，
不
等
你
向
我
開
口
。
但
那
番
舉
動
，
只
是
要
勸
吾
兄
回
北

大
，
只
是
要
維
持
北
大
的
計
劃
可
以
實
現
，
只
是
要
在
這
幾
個
月
計
劃
明
年
的
改
革
。
﹂﹁
我
現
在
擔
任
文

學
院
事
，
既
不
受
薪
俸
，
又
不
用
全
日
辦
公
，
這
是
﹃
玩
票
﹄
式
的
幫
忙
，
來
去
比
較
自
由
。
北
大
校
長
的

事
，
就
大
不
同
了
。
中
基
會
的
董
事
、
編
譯
會
的
委
員
長
，
都
發
生
了
問
題
，
我
自
己
的
生
活
與
工
作
兩
項

也
根
本
上
發
生
問
題
。
自
由
變
為
義
務
，
上
台
容
易
，
下
台
就
很
難
了
。
﹂︻
二
︼

同
時
兼
任
北
大
校
長
、
中
基

會
董
事
、
編
譯
會
委
員
長
，
胡
適
感
覺
難
以
兩
全
，
無
法
勝
任
。

隨
着
日
寇
的
步
步
進
逼
，
中
日
在
華
北
形
成
緊
張
的
對
峙
局
面
，
華
北
危
機
，
北
平
危
機
，
偌
大
的
華

北
已
容
不
下
一
張
平
靜
的
書
桌
。
胡
適
感
同
身
受
，
切
身
體
會
到
這
一
點
。
一
九
三
五
年
六
月
十
日
胡
適
在

日
記
中
寫
道
：﹁
連
日
華
北
風
浪
甚
大
，
日
本
軍
人
的
氣
焰
高
的
不
得
了
，
報
紙
又
不
登
真
消
息
，
故
謠
言

極
多
。
﹂︻
三
︼
六
月
十
一
日
他
致
信
丁
文
江
說
：﹁
此
十
餘
日
中
，
北
平
人
士
過
的
生
活
是
地
獄
生
活
，
精
神
上

的
苦
痛
是
不
得
救
濟
的
。
﹂﹁
北
平
昨
夜
事
勢
略
﹃
好
轉
﹄
，
或
可
苟
安
一
時
，
但
以
後
此
地
更
不
是
有
人

氣
的
人
能
久
居
的
了
。
﹂︻
四
︼
六
月
十
三
日
胡
適
日
記
稱
：﹁
時
局
沉
悶
的
可
怕
。
謠
言
極
多
。
﹂︻
五
︼
華
北
的
形

勢
急
轉
直
下
，
一
九
三
七
年
六
月
十
八
日
下
午
胡
適
悄
然
離
開
北
平
南
下
。
行
前
，﹁
料
理
行
事
，
寫
女
兒

素
斐
與
侄
兒
思
聰
墓
碣
。
冬
秀
把
他
們
改
葬
在
萬
安
公
墓
﹂
。︻
六
︼

這
時
正
是
盧
溝
橋
事
變
的
前
夕
。
從
此
，

胡
適
訣
別
北
平
達
九
年
之
久
。

八
年
抗
戰
，
胡
適
身
在
異
域
，
他
只
能
遙
想
北
平
。
當
他
得
知
周
作
人
身
在
淪
陷
區
可
能
附
逆
時
，
作

︻
一
︼ 

胡
適
日
記
多
處
記
載
其
為
︽
獨
立
評
論
︾
寫
稿
、
編
稿
熬
夜
的
情
形
。
如
一
九
三
四
年
四
月
九
日
：﹁
近
幾
個
月
來
，︽
獨
立
︾
全

是
我
一
個
人
負
責
，
每
星
期
一
總
是
終
日
為
︽
獨
立
︾
工
作
，
夜
間
總
是
寫
文
字
到
次
晨
三
點
鐘
。
冬
秀
常
常
怪
我
，
勸
我
早
早
停

刊
。
﹂
四
月
三
十
日
：﹁
編
輯
︽
獨
立
︾
的
稿
子
，
擬
作
一
文—

︿
今
日
的
危
機
﹀—

直
到
次
晨
四
點
半
才
寫
成
。
﹂
五
月
二
十
八
日
：

﹁
星
期
一
我
向
來
因
︿
獨
立
﹀
報
事
終
日
不
出
門
，
也
不
見
客
，
今
天
有
許
多
事
不
能
不
出
門
，
︙
︙
所
以
到
夜
裡
十
點
半
才
動
手
作

文
，
寫
了
一
篇
︿
信
心
與
反
省
﹀
，
︙
︙
寫
成
已
天
明
四
點
半
了
！
﹂﹁
我
七
天
之
中
，
把
一
天
送
給
︽
獨
立
評
論
︾
，
不
能
說
是
做

了
什
麽
有
益
的
事
，
但
心
裡
總
覺
得
這
一
天
是
我
盡
了
一
點
公
民
義
務
的
一
天
。
﹂
參
見
︽
胡
適
全
集
︾
第
三
十
二
冊
，
頁
三
四
六
、 

三
四
七
、 

三
六
一
、 

三
七
二
。

︻
二
︼ ︽
胡
適
書
信
集
︾
上
冊
，
頁
五
六
七
。

︻
三
︼ ︽
胡
適
全
集
︾
第
三
十
二
冊
，
頁
四
六
九
。

︻
四
︼ ︽
胡
適
書
信
集
︾
中
冊
，
頁
六
四
一—

六
四
二
。

︻
五
︼ ︽
胡
適
全
集
︾
第
三
十
二
冊
，
頁
四
七
六
。

︻
六
︼ ︽
胡
適
全
集
︾
第
三
十
二
冊
，
頁
六
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