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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到
濟
南
「
佛
峪
勝
境
」
的
牌
坊
時
，
心
中
真
是
百
感
交
集
。
一
百
多
年
前
，
雪
公
在

《
雪
廬
詩
集
．
燹
餘
稿
》
中
，
向
世
人
介
紹
的
第
一
首
詩
就
是
〈
佛
峪
〉
。
當
學
生
的
，
竟
然

在
雪
公
往
生
三
十
年
後
，
才
親
見
它
真
實
的
存
在
。

濟
南
是
史
前
文
化
、
龍
山
文
化
的
發
祥
地
。
雪
公
曾
經
這
樣
介
紹
：
「
濟
南
是
山
東
省
的

省
會
，
居
全
省
的
中
部
，
這
一
座
城
的
形
勢
，
是
非
常
的
雄
壯
，
東
西
南
三
面
，
皆
是
重
重
高

山
，
北
面
近
一
道
是
小
清
河
，
不
過
十
里
之
途
，
就
是
黃
河
。
僅
有
拔
地
孤
出
鵲
、
華
二
山
，

夾
在
黃
河
左
右
，
好
像
兩
扇
門
柵
，
真
是
山
環
水
抱
，
四
塞
之
國
。
」
山
環
水
抱
，
四
塞
之

國
，
指
的
是
地
勢
有
高
山
阻
隔
，
有
大
河
環
繞
，
形
成
堅
固
防
禦
，
是
個
四
面
都
有
險
要
關
塞

的
國
家
。
在
臺
灣
，
雪
公
回
不
了
故
鄉
，
就
用
筆
描
繪
故
鄉
，
用
詩
句
吟
詠
故
鄉
。

隋 

唐
時
期
，
佛
教
在
濟
南
就
十
分
興
盛
，
處
處
都
留
下
眾
多
的
佛
教
勝
跡
。
佛
峪
與
龍

洞
的
石
窟
造
像
等
，
正
是
歷
史
的
見
證
。
雪
公
來
自
曾
是
佛
教
鼎
盛
的
佛
國
，
就
連
安
葬
的
墓

園
，
玉
涵
山
的
半
山
腰
上
，
也
有
一
塊
十
餘
米
寬
的
新
月
形
天
然
台
地
，
隋
代
「
佛
峪
寺
」
就

興
建
於
此
。
高
處
，
也
是
巨
岩
外
伸
，
狀
如
檐
下
，
在
崖
壁
間
，
隨
山
就
勢
，
刻
有
隋 

唐
佛
像

一
百
多
尊
及
多
則
題
記
。
可
惜
廟
宇
早
已
傾
廢
，
佛
像
被
破
壞
得
相
當
嚴
重
。
在
濟
南
處
處
有

殊
勝
的
佛
教
古
蹟
，
和
俯
拾
皆
是
的
歷
史
碑
記
等
。
說
到
殊
勝
，
雪
公
來
到
臺
灣
，
更
是
窮
其

生
命
，
向
有
緣
眾
生
，
介
紹
一
門
「
徑
中
徑
又
徑
」
的
佛
峪
勝
境
。

雪
公
說
：
「
淨
土
法
門
是
靠
二
種
力
量
的
修
行
法
門
，
經
二
力
合
修
，
當
生
就
能
成
就
。

懂
此
法
門
後
，
不
論
你
活
到
七
八
十
歲
，
或
百
餘
歲
，
乃
至
只
活
一
個
月
，
只
要
肯
修
，
一
個

月
也
能
了
生
脫
死
。
法
門
是
這
樣
好
，
但
要
徹
底
明
白
卻
很
難
。
真
要
懂
此
法
門
，
必
得
將
三

藏
十
二
部
全
部
看
完
才
明
白
。
再
說
，
其
他
法
門
是
必
須
得
人
身
才
能
修
行
，
淨
土
法
門
連
小

螞
蟻
也
能
成
就
。
當
然
你
當
生
不
成
就
，
也
會
入
輪
迴
，
也
有
隔
陰
之
迷
，
將
來
再
遇
法
門
的

機
會
就
很
渺
茫
了
。
」
雪
公
一
直
到
往
生
前
還
如
是
宣
演
著
。

境 勝 峪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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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期
《
明
倫
》
的
封
面
是
濟
南 

千
佛
山 

興
國
禪
寺
的
山
門
對
聯
：

暮
鼓
晨
鐘
，
驚
醒
世
間
名
利
客
；

經
聲
佛
號
，
喚
回
苦
海
夢
迷
人
。

文
字
很
淺
顯
，
意
義
則
很
深
遠
。
名
利
客
終
身
追
逐
名
利
，
夢
迷
人
則
是
沉
溺
夢
境

不
知
覺
醒
，
因
之
長
陷
生
死
苦
海
，
無
法
超
脫
。

雪
公
往
生
前
，
晨
間
每
天
都
會
由
鄭
聖
陽
居
士
開
車
載
往
郊
區
走
走
，
鄭
居
士
每

問
：
「
今
天
要
上
哪
走
走
？
」
老
人
家
必
回
答
：
「
到
有
佛
的
地
方
！
」
那
是
臺
中 

霧
峰

本
淨
寺
附
近
路
旁
的
一
尊
立
佛
處
。

雪
公
教
學
生
修
行
要
「
夢
覺
一
如
」
。

修
行
人
自
己
功
夫
境
界
如
何
？
可
以
從
「
夢
中
覺
否
」
來
作
為
自
我
評
量
。
如
果
夢

中
念
念
妄
想
，
不
是
貪
愛
就
是
怨
瞋
，
煩
惱
重
重
，
遇
到
境
界
不
知
提
起
佛
號
，
這
般
景

況
，
修
行
人
就
要
起
大
警
策
心
，
這
是
功
夫
生
疏
，
不
夠
確
實
之
證
明
。
應
加
緊
修
持
，

正
視
個
人
生
死
根
本
，
要
把
佛
號
由
生
處
轉
熟
，
將
心
中
一
切
雜
想
妄
念
熟
處
轉
生
。
這

樣
才
能
嘗
到
常
覺
不
昧
的
滋
味
！
古
來
大
德
，
便
常
教
人
以
夢
境
來
考
核
自
己
定
力
如

何
？
能
夠
夢
覺
一
如
，
就
是
功
夫
純
熟
，
作
得
了
主
。
能
夠
作
得
了
主
，
臨
命
終
時
，
單

靠
這
一
聲
佛
，
往
生
就
有
希
望
。

隋
朝
開
皇
年
間
，
朝
廷
依
著
山
勢
造
了
多
尊
佛
像
，
又
建
了
千
佛
寺
。
唐 

貞
觀
年
間

加
以
修
葺
，
才
改
名
為
興
國
禪
寺
。
千
佛
山
上
還
有
萬
佛
洞
、
千
佛
崖
等
勝
景
。
來
到
濟

南
，
竟
發
現
令
雪
公
懷
念
的
家
鄉
，
原
來
是
到
處
都
有
佛
的
地
方
。

方地的佛有到



本
期
封
面
，
是
山
東 

濟
南 

鵲
山
的
遠
景
。
鵲
山
在
濟
南
市
北
郊
，
是
黃
河
北
岸
的
一
座
小

山
，
屬
於
「
齊
煙
九
點
」
之
一
。
相
傳
扁
鵲
曾
經
在
山
下
煉
丹
，
故
名
鵲
山
。
元
代
著
名
畫
家
趙

孟
頫
的
《
鵲
華
秋
色
圖
》
，
就
是
描
繪
鵲
山
和
華
不
注
山
一
帶
的
風
景
。

相
傳
有
一
天
，
趙
孟
頫
、
周
密
和
數
位
好
友
喝
酒
作
詩
。
席
間
，
大
家
談
笑
風
生
，
說
起
曾

經
遊
歷
的
名
山
大
川
，
趙
孟
頫
極
為
盛
讚
濟
南
山
水
之
美
，
並
談
及
鵲
山
和
華
山
，
一
個
渾
圓
敦

厚
，
一
個
尖
聳
入
雲
，
兩
座
山
峰
形
態
迥
異
，
窮
盡
山
之
峻
美
巍
峨
，
使
在
場
的
人
為
之
神
往
。

然
而
當
時
，
只
有
周
密
一
人
默
默
不
語
，
問
其
原
由
，
原
來
，
周
密
祖
籍
是
山
東
，
曾
祖
父
因
兵

亂
，
南
遷
吳
興
。
周
密
從
此
沒
回
過
自
己
的
故
鄉
，
提
及
家
鄉
不
免
感
傷
。

次
日
清
晨
，
周
密
直
奔
趙
孟
頫
家
中
，
想
訴
說
自
己
的
思
鄉
之
情
，
希
望
趙
孟
頫
能
再
為
他

講
講
家
鄉
的
山
水
。
趙
孟
頫
聽
後
，
旋
即
起
身
，
到
書
房
拿
出
筆
墨
，
對
周
密
說
道
：
「
為
解
您

思
鄉
之
情
，
還
是
把
故
鄉
的
山
水
畫
成
畫
贈
與
您
，
或
許
可
以
解
周
兄
思
鄉
之
苦
。
」
說
罷
，
趙

孟
頫
便
提
筆
揮
毫
，
一
邊
畫
，
一
邊
給
周
密
介
紹
濟
南
的
山
水
、
民
俗
風
情
。
於
是
被
後
人
譽
為

「
思
鄉
之
畫
」
的
傳
世
之
作
《
鵲
華
秋
色
圖
》
便
誕
生
了
。

雪
公
在
九
十
一
歲
時
（
一
九
八
零
年
）
，
輾
轉
寫
信
告
訴
濟
南
家
人
：
「
我
行
醫
多
年
，
尚

能
溫
飽
。
因
鄉
間
多
相
信
漢
醫
，
可
以
敷
衍
度
日
，
身
體
康
健
，
每
日
素
食
兩
次
，
無
病
不
必
掛

念
，
汝
等
善
自
衛
生
至
要
。
」
老
人
家
在
信
中
，
對
自
己
在
臺
灣
弘
法
利
生
之
事
，
十
分
低
調
，

隻
字
未
提
。
反
到
說
自
已
在
鄉
間
行
醫
，
溫
飽
無
虞
。

而
在
接
獲
家
書
後
，
寫
詩
云
：
「
似
有
衡
陽
雁
，
孤
飛
蒞
海
濱
。
穿
雲
雙
翼
健
，
寄
我
九

州
春
。
數
語
家
無
恙
，
深
思
淚
滿
巾
。
難
將
故
鄉
事
，
說
與
旅
臺
人
。
」
如
何
將
故
鄉
事
，
說
給

旅
居
臺
灣
的
這
群
學
生
聽
啊
！
唉
！
只
能
老
淚
縱
橫
地
獨
自
濕
滿
衣
襟
。
對
逃
難
五
十
載
，
有
家

歸
不
得
的
異
鄉
人
來
說
，
接
獲
家
書
，
是
何
等
激
動
與
興
奮
之
事
！
無
奈
「
我
妻
、
我
弟
均
已
作

古
」
。
殘
酷
的
世
間
正
是
如
此
，
故
鄉
的
山
河
依
舊
，
人
事
已
非
。
而
八
苦
煎
迫
，
任
誰
也
做
不

得
主
啊
！

眺 遠 山 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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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
丘
就
是
山
東
省 

莒
縣
的
浮
來
山
，
定
林
寺
是
山
上
的
一
座
寺
廟
。

話
說
南
北
朝
時
，
《
文
心
雕
龍
》
的
作
者
，
劉
勰
先
生
，
字
彥
和
，
是
莒
縣
人
。
他

自
幼
喪
父
，
二
十
歲
時
又
喪
母
，
家
境
貧
寒
。
一
生
篤
志
好
學
，
未
婚
娶
，
居
喪
三
年
後
，

二
十
四
歲
投
靠
梁
朝
高
僧
僧
祐
律
師
，
寓
居
於
南
京 

定
林
寺
。

有
十
多
年
時
間
，
劉
勰
替
僧
祐
律
師
編
訂
定
林
寺
的
經
藏
。
在
編
經
藏
前
，
先
要
博
通

經
論
，
才
能
就
各
部
類
加
以
著
錄
，
最
後
寫
出
序
論
。
他
在
定
林
寺
前
後
生
活
了
二
十
年
左

右
，
憑
藉
寺
內
豐
富
的
藏
書
，
加
上
潛
心
學
習
和
研
究
，
最
終
依
經
論
的
體
例
著
作
了
《
文

心
雕
龍
》
這
部
偉
大
的
文
學
理
論
專
書
。
這
部
專
書
雖
是
他
一
生
的
唯
一
作
品
，
卻
已
是
傳

世
之
作
。
晚
年
他
決
心
在
定
林
寺
出
家
，
法
號
慧
地
，
然
剃
度
後
不
久
便
辭
世
了
。
不
過
定

林
寺
卻
因
劉
勰
的
學
術
成
就
而
名
垂
青
史
。

浮
丘 

定
林
寺
，
是
千
年
古
剎
。
據
莒
人
言
，
是
劉
勰
晚
年
北
歸
隱
居
校
經
之
處
，
距
今

已
有
一
千
五
百
多
年
的
歷
史
，
是
山
東
省
最
古
老
的
寺
院
之
一
。
院
中
有
一
棵
「
天
下
第
一

銀
杏
樹
」
亦
有
三
千
五
百
年
的
樹
齡
。

在
中
國
大
陸
，
許
多
省
分
也
有
定
林
寺
，
連
韓
國
都
有
。
然
而
浮
丘 

定
林
寺
對
雪
公

的
弟
子
而
言
，
是
別
具
意
義
的
。
因
為
我
們
在
尋
根
的
過
程
中
，
在
莒
縣 

定
林
寺
，
發
現

了
莒
縣
大
儒
莊
陔
蘭
先
生
的
佛
經
石
刻
，
也
發
現
了
雪
公
捐
獻
給
定
林
寺
的
種
種
法
器
石
刻

紀
錄
。
親
睹
文
物
，
驗
證
了
在
時
間
的
長
河
中
，
我
們
的
老
恩
師
，
曾
經
在
莒
縣
，
在
浮
來

山
，
在
定
林
寺
，
在
這
方
文
化
古
國
中
活
躍
著
。

浮
來
山
上
的
風
，
在
千
年
銀
杏
的
樹
稍
輕
輕
吹
拂
著
，
在
那
枝
頭
上
的
陽
光
也
毫
不
吝

嗇
，
溫
暖
地
灑
落
在
尋
根
人
的
身
上
，
而
定
林
寺
的
暮
鼓
晨
鐘
至
今
也
聲
聲
傳
唱
著
。

寺 林 定 丘 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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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溪
聲
便
是
廣
長
舌
，
山
色
無
非
清
淨
身
；
夜
來
八
萬
四
千
偈
，
他
日
如
何
舉
示
人
？
」
宋

代
大
文
豪
蘇
東
坡
先
生
，
四
十
九
歲
時
，
從
九
江
登
遊
廬
山
，
沿
途
領
會
溪
聲
山
色
都
在
對
他
說

法
，
於
是
在
〈
宿
東
林
寺
〉
這
首
詩
中
，
寫
下
這
流
傳
千
古
的
感
悟
詩
。
當
您
看
到
本
期
明
倫
封

面
，
山
東 

莒
南
臥
佛
時
，
對
蘇
東
坡
先
生
的
這
首
詩
，
一
定
也
感
受
良
深
。

莒
南
臥
佛
，
由
連
綿
三
八Ο

Ο

米
的
山
體
自
然
形
成
。
頭
枕
西
南
青
山
，
腳
抵
東
北
明
湖
；

天
庭
飽
滿
，
地
頜
方
圓
，
獅
鼻
微
翹
，
慈
眉
善
目
，
五
官
清
晰
，
神
態
安
詳
。
其
肢
體
比
例
與
人

體
非
常
相
似
，
是
中
國
境
內
發
現
形
象
最
為
逼
真
的
一
尊
臥
佛
。

相
傳
東
晉
高
僧
法
顯
大
師
雲
遊
至
此
，
叩
拜
臥
佛
之
後
，
驚
嘆
萬
分
，
贊
道
：
「
山
即
佛
，

佛
即
山
」
，
並
在
九
頂 

蓮
花
山
西
麓
青
龍
洞
旁
修
行
。
而
南
北
朝
時
期
，
著
名
高
僧
佛
圖
澄
大
師

率
弟
子
，
遊
歷
至
此
，
也
發
現
臥
佛
，
頂
禮
膜
拜
之
後
，
在
天
佛
山
前
結
廬
為
寺
，
名
曰
「
臥
佛

寺
」
。
並
對
眾
人
說
：
「
此
山
是
座
佛
山
，
此
地
與
佛
有
緣
，
有
佛
山
的
靈
氣
，
能
保
佑
一
方
平

安
。
」
從
此
，
臥
佛
名
揚
四
海
，
前
來
朝
拜
者
絡
繹
不
絕
，
成
為
佛
家
弘
法
佈
道
的
聖
地
。
盛
世

佛
現
，
亂
世
佛
隱
。
在
過
去
的
一
千
七
百
多
年
間
，
臥
佛
時
隱
時
現
，
因
緣
無
定
。
這
種
神
秘
感

不
僅
釀
造
了
很
多
的
傳
說
故
事
，
也
增
加
了
人
們
對
臥
佛
的
景
仰
。

雪
公
在
大
陸
期
間
，
曾
以
盛
壯
之
年
，
服
務
於
莒
縣
監
獄
。
而
莒
南 

大
店
是
莊
心
如
太
史
的

故
鄉
。
莊
太
史
，
雪
公
尊
之
為
師
。
以
此
因
緣
，
我
們
走
訪
莒
南
，
有
幸
瞻
仰
到
莊
嚴
殊
勝
的
天

佛
，
安
詳
自
在
，
不
覺
法
喜
充
滿
！
思
及
雪
公
在
莒
期
間
，
多
年
兵
荒
馬
亂
，
土
匪
橫
行
，
因
擔

憂
民
不
聊
生
，
不
計
個
人
安
危
，
多
方
奔
走
，
還
縋
城
進
入
匪
穴
，
與
匪
談
判
，
往
事
歷
歷
，
不

勝
唏
噓
。

雪
公
在
臺
灣
，
弘
儒
弘
佛
，
勸
修
淨
土
念
佛
法
門
。
講
經
期
間
，
每
有
佛
像
結
緣
或
僧
人
蒞

臨
，
均
視
為
佛
寶
僧
寶
親
臨
示
現
，
是
吉
祥
之
兆
。
今
讀
者
諸
君
親
睹
莒
南
臥
佛
寶
相
，
亦
等
同

佛
寶
禎
瑞
，
確
乎
稀
有
難
得
！

佛 臥 南 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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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國
二
十
三
年
，
莒
縣
重
修
縣
志
，
總
纂
為
莊
太
史
心
如
，
分
纂
及
與
其
事
者
，
都

是
莒
縣
的
知
名
鴻
儒
。
雪
公
由
獄
政
轉
任
分
纂
，
負
責
古
蹟
、
軍
事
、
司
法
、
金
石
四
類
。

當
時
莒
縣
成
立
了
縣
志
編
纂
委
員
會
，
地
址
在
城
西
北
：
賈
家
花
園
。
歷
時
三
年
，
完
成
了

一
部
巨
著
，
共
二
十
冊
。
為
莒
縣
留
下
了
有
價
值
的
文
獻
。

修
志
之
餘
，
文
人
雅
士
，
連
袂
唱
酬
，
濟
濟
一
堂
，
這
種
人
生
遇
合
，
誠
千
古
之
樂

事
。
雪
公
言
及
：
「
若
夫
探
古
於
且
于 

樂
壘
，
浴
風
於
沭
水 

浮
丘
，
詠
歌
之
餘
，
當
回
憶

寓
臺
之
毋
忘
在
莒
。
」

我
們
來
到
莒
縣
也
特
別
到
沭
水
河
畔
懷
古
，
找
尋
「
沭
水
拖
藍
」
的
奇
景
。
「
沭
水

拖
藍
」
景
觀
在
莒
城
東
約
一
．
五
公
里
處
。
沭
河
從
城
東
繞
城
而
過
，
城
東
北
方
又
有
袁
公

河
匯
入
，
由
於
沭
河
發
源
於
山
區
，
流
經
丘
陵
地
帶
，
而
袁
公
河
從
莒
中
平
原
流
入
，
水
中

所
含
成
分
有
異
。
因
而
匯
流
後
，
在
同
一
條
河
裡
，
形
成
了
一
段
清
濁
分
明
的
兩
股
水
流
，

清
流
泛
出
淡
淡
的
藍
色
，
好
似
河
中
拖
曳
著
一
條
藍
色
的
帶
子
，
故
稱
「
沭
水
拖
藍
」
。
後

因
兩
河
上
游
分
別
修
建
水
庫
的
關
係
，
「
沭
水
拖
藍
」
已
很
少
見
到
了
。

沭
水
拖
藍
，
好
詩
情
畫
意
的
情
境
。
一
樣
的
沭
河
，
流
著
不
一
樣
的
水
，
而
河
水
就

像
無
情
的
歲
月
一
般
，
奔
流
直
去
，
永
不
復
返
。
緬
懷
著
這
片
雪
公
踩
踏
過
的
大
地
，
浴
風

過
的
沭
水
，
試
著
走
進
雪
公
生
命
中
的
莒
縣
，
八
十
年
前
的
生
命
舞
台
，
雖
然
一
鱗
半
爪
有

所
尋
獲
，
然
而
失
去
主
角
的
劇
場
，
也
是
失
落
多
於
收
穫
。
沭
水
的
風
，
輕
輕
拂
面
而
過
，

吸
一
口
沭
水
河
畔
清
新
的
空
氣
，
我
們
還
是
挺
起
胸
膛
，
提
起
佛
號
，
繼
續
行
腳
到
阿
彌
陀

佛
的
故
鄉
。

水 沭 風 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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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路
上
流
傳
著
敘
利
亞
內
戰
的
種
種
慘
狀
，
那
不
是
歷
史
中
的
故
事
，
而
是
當
前
正
在
發

生
的
爭
戰
。

短
短
五
年
，
有
超
過
廿
二
萬
人
不
幸
在
戰
火
中
身
亡
，
城
市
被
轟
炸
得
慘
不
忍
睹
；
另

有
一
千
一
百
萬
名
夾
在
政
府
軍
和
反
政
府
軍
戰
火
間
的
老
百
姓
，
他
們
被
迫
逃
離
家
園
流
離
失

所
，
成
群
結
隊
徘
徊
在
邊
境
的
鐵
絲
網
邊
，
沒
有
國
家
歡
迎
他
們
，
這
也
是
人
類
近
代
史
上
最

大
規
模
的
難
民
流
亡
潮
。
死
裡
逃
生
的
孩
子
，
汙
穢
的
雙
頰
，
是
乾
了
又
濕
的
淚
水
痕
跡
，
還

有
滿
臉
不
敢
哭
出
的
驚
恐
。 

根
據
聯
合
國
的
調
查
，
不
論
是
反
政
府
還
是
政
府
軍
，
雙
方
從
二
Ｏ
一
一
年
三
月
開
始
至

今
，
都
犯
下
了
違
反
人
權
的
戰
爭
罪
，
包
括
謀
殺
、
施
虐
、
強
暴
和
強
行
隱
匿
等
等
；
此
外
，

雙
方
更
把
平
民
百
姓
當
成
戰
爭
工
具
，
他
們
故
意
把
物
資
擋
在
城
外
，
讓
民
眾
沒
有
食
物
、
水

源
和
醫
療
可
用
。
聯
合
國
發
現
某
些
市
民
集
會
所
，
更
成
了
被
鎖
定
的
攻
擊
目
標
，
這
形
同
大

屠
殺
。
分
裂
勢
力
，
外
加
聖
戰
士
崛
起
以
及
之
後
伊
斯
蘭
國
的
出
現
，
都
讓
敘
利
亞
戰
事
越
演

越
烈
，
結
束
之
日
遙
遙
無
期
。 

戰
火
何
其
無
情
！
縱
使
倖
免
於
難
，
也
不
知
要
逃
往
何
方
？
流
離
失
所
的
人
多
半
是
無
助

的
婦
女
和
孩
童
。
血
淚
、
謀
殺
、
仇
恨
、
恐
怖
，
交
織
著
權
勢
、
金
錢
、
槍
砲
、
報
復
。
妖
魔

鬼
怪
張
牙
舞
爪
地
摧
毀
和
樂
的
家
園
，
煉
獄
一
一
呈
現
。
層
層
疊
疊
的
教
派
意
識
形
態
，
交
織

出
布
滿
血
腥
的
，
所
謂
的
聖
戰
。 

敘
利
亞
被
哪
一
國
人
侵
襲
了
？
怎
麼
這
麼
淒
慘
，
血
肉
橫
飛
，
哀
鴻
遍
野
。
敵
人
是
誰
？

他
們
是
內
戰
啊
！
是
自
己
人
打
自
己
人
？
怎
麼
連
俄
羅
斯
也
加
入
屠
殺
行
列
，
IS
也
恐
怖
攻

擊
？
神
秘
面
紗
的
背
後
，
是
五
官
立
體
比
例
俊
美
的
人
種
，
竟
遭
此
大
殺
戮
的
業
報
？
這
世
界

是
怎
麼
了
？
真
是
無
語
問
蒼
天
。
愚
痴
的
人
類
啊
！
冤
冤
相
報
何
時
了
。
這
悲
慘
的
政
局
，
要

如
何
了
結
啊
？

場戰的亞利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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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公
云
：
「
往
生
是
神
識
往
生
。
雖
云
佛
接
亡
靈
，
但
功
夫
都
在
生
前
成
就
。
」
又

云
：
「
往
生
功
課
，
只
在
六
字
聖
號
，
多
念
少
念
，
在
乎
有
恆
不
退
。
如
忽
作
忽
輟
，
只
種

善
根
。
古
人
云
：
『
饒
他
忙
似
箭
，
不
離
阿
彌
陀
。
』
雖
不
能
一
心
不
亂
，
然
習
慣
熟
成
，

必
須
做
到
，
方
有
往
生
之
希
望
。
」

「
往
生
的
功
夫
都
在
生
前
成
就
的
。
」
淨
土
行
者
，
都
要
深
深
警
醒
，
切
莫
悠
悠
忽

忽
，
以
為
念
了
幾
聲
佛
，
臨
命
終
又
有
人
助
念
，
就
可
以
蒙
佛
接
引
往
生
西
方
極
樂
世
界
。

念
佛
是
善
根
的
因
，
往
生
是
果
實
。
《
阿
彌
陀
經
》
云
：
「
不
可
以
少
善
根
福
德
因
緣
，
得

生
彼
國
。
」
這
是
全
經
的
精
華
。
樹
如
果
無
根
就
無
法
生
長
，
然
只
有
小
根
小
鬚
，
也
無
法

茁
壯
，
更
開
不
了
花
，
結
不
了
果
。

我
們
都
知
道
，
念
佛
功
夫
是
正
行
，
是
種
善
根
的
力
量
；
六
度
萬
行
是
助
緣
，
是
修

福
德
的
力
量
，
這
叫
做
正
助
雙
修
，
缺
一
不
可
。
而
不
得
往
生
的
主
因
，
就
在
「
正
助
」
兩

功
，
俱
不
精
進
。
修
行
人
臨
命
終
時
，
如
果
不
能
念
佛
，
即
是
顛
倒
，
這
怎
能
往
生
？
又
有

被
病
魔
折
磨
多
年
，
思
緒
紛
亂
，
提
不
起
精
神
念
佛
的
人
，
病
前
的
念
佛
功
夫
，
也
無
習
慣

熟
成
，
這
又
要
如
何
往
生
？

記
住
，
淨
土
法
門
貴
在
相
繼
有
恆
。
今
生
得
聞
如
此
殊
勝
的
當
生
成
就
法
門
，
務
必

令
自
己
不
虛
此
生
。
古
德
云
：
「
人
身
難
得
今
已
得
，
佛
法
難
聞
今
已
聞
，
此
身
不
向
今

生
度
，
更
向
何
生
度
此
身
？
」
「
往
生
的
功
夫
都
在
生
前
成
就
。
」
修
行
人
要
護
自
己
的

法
，
將
這
句
話
深
深
烙
印
在
腦
門
上
。
否
則
當
今
「
失
智
症
」
、
「
失
憶
症
」
… 

…
那
麼

普
及
，
修
行
人
一
旦
不
會
念
佛
，
不
知
念
佛
，
那
可
真
是
呼
天
不
應
，
叫
地
不
靈
了
！

夫 功 的 生 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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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四
月
的
春
天
，
是
百
花
盛
開
的
季
節
，
大
地
一
片
欣
欣
向
榮
。

元
朝
余
同
麓
有
〈
詠
蘭
〉
詩
：

手
培
蘭
蕊
兩
三
栽
，
日
暖
風
和
次
第
開
。

坐
久
不
知
香
在
室
，
推
窗
時
有
蝶
飛
來
。

蘭
花
，
自
古
為
文
人
雅
士
所
喜
愛
，
素
有
「
花
中
君
子
」
之
美
稱
。
孔
子
在
困
厄
時
勉
勵

弟
子
說
：
「
芝
蘭
生
幽
谷
，
不
以
無
人
而
不
芳
。
君
子
修
道
立
德
，
不
為
窮
困
而
改
節
。
」
自

此
蘭
花
成
了
儒
家
文
人
心
中
高
風
亮
節
的
代
表
。
又
說
：
「
與
善
人
居
，
如
入
芝
蘭
之
室
，
久

而
不
聞
其
香
，
則
與
之
俱
化
矣
。
」
蘭
花
神
韻
高
潔
，
幽
香
沁
人
肺
腑
，
是
與
君
子
德
行
結
合

的
花
卉
，
更
被
譽
為
天
下
第
一
香
。
李
太
白
則
說
：
「
為
草
當
作
蘭
，
為
木
當
作
松
，
幽
蘭
香

飄
遠
，
松
寒
不
改
容
。
」

人
們
也
常
用
「
蕙
質
蘭
心
」
來
形
容
女
子
心
地
純
潔
，
品
格
高
雅
。
嘗
聞
：
「
女
子
無
才

便
是
德
。
」
雪
公
則
說
：
「
世
俗
稱
女
子
有
德
不
許
其
才
，
誤
矣
！
夫
德
為
才
體
，
而
才
為
德

用
，
是
即
而
不
可
離
者
。
修
齊
治
平
，
何
一
非
用
其
才
？
但
才
有
正
與
偏
之
不
同
耳
！
正
者
發

於
德
，
偏
者
發
於
不
德
。
才
發
於
德
，
則
宜
家
教
國
。
發
於
不
德
，
則
蕩
檢
踰
閑
也
。
是
女
子

不
患
有
才
，
而
患
無
德
。
既
德
矣
，
若
不
有
才
，
又
何
以
章
其
德
乎
？
」

所
以
女
子
只
要
有
高
尚
的
品
格
，
不
會
因
才
能
高
強
，
而
造
成
弊
端
。
芝
蘭
生
幽
谷
，
郁

郁
青
青
，
不
因
地
處
偏
遠
，
人
跡
罕
至
，
而
花
不
芳
香
，
葉
不
繁
茂
。
不
論
男
女
，
只
要
有
德

又
有
才
，
都
能
成
為
社
會
國
家
的
棟
梁
。
反
之
，
技
能
雖
然
出
眾
，
德
行
卻
卑
劣
下
流
，
必
是

家
國
之
禍
殃
。
而
蘭
草
幽
香
似
德
人
，
又
豈
止
文
人
雅
士
喜
好
，
余
同
麓
先
生
不
是
說
，
只
要

將
窗
戶
打
開
，
連
在
戶
外
的
蝴
蝶
，
都
會
聞
香
而
飛
舞
進
來
嗎
？

 

谷 幽 生 蘭 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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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公
曾
言
：
「
普
通
人
，
不
守
時
間
，
絕
對
不
能
當
大
將
。
機
會
來
了
，
看
不
見
。
機
會
過
了
，
就

後
悔
。
」

修
行
人
或
許
會
認
為
：
「
我
此
生
只
要
安
分
守
己
地
過
日
子
，
也
不
想
在
團
體
中
出
人
頭
地
，
更
不
在

乎
當
不
當
大
將
。
」
可
是
，
即
便
不
當
大
將
，
當
小
兵
也
要
守
時
啊
！
守
信
守
時
是
為
人
的
基
本
功
，
也
是

一
種
美
德
。
懂
得
珍
惜
時
間
的
人
，
不
會
浪
費
自
己
的
時
間
，
也
知
道
不
能
浪
費
別
人
的
時
間
。
再
說
，
不

守
時
習
慣
了
，
東
挪
西
移
，
生
活
次
序
就
雜
亂
無
章
，
想
想
每
天
亂
七
八
糟
的
生
活
，
你
的
心
能
定
嗎
？
你

念
佛
能
一
心
嗎
？
如
此
過
日
，
修
行
一
定
無
法
成
就
。
就
像
現
代
很
多
耽
溺
於
電
玩
的
人
一
樣
，
該
睡
覺
的

時
間
不
睡
覺
，
該
吃
飯
的
時
間
不
吃
飯
，
生
活
紊
亂
，
不
出
幾
年
，
身
體
很
快
就
出
問
題
了
。 

古
人
曾
用
「
沙
漏
」
來
計
算
時
間
。
時
間
無
色
無
味
，
摸
不
到
，
看
不
著
，
不
經
意
地
，
它
就
快
速
流

失
，
而
且
一
去
不
復
返
。
人
要
能
夠
主
宰
時
間
就
是
能
掌
握
生
命
。
古
人
說
：
「
黑
髮
不
知
勤
學
早
，
白
首

方
悔
讀
書
遲
。
花
兒
還
有
重
開
日
，
人
生
沒
有
再
少
年
。
」
歲
月
如
梭
，
韶
光
荏
苒
，
正
是
「
年
年
歲
歲
花

相
似
，
歲
歲
年
年
人
不
同
」
啊
！

其
實
每
個
人
，
每
天
都
一
樣
擁
有
二
十
四
小
時
。
懂
得
時
間
管
理
，
將
決
定
你
會
創
造
出
豐
富
多
彩
的

人
生
，
不
懂
得
時
間
管
理
，
則
懶
散
將
陪
伴
你
走
完
平
庸
的
一
生
。
有
首
洋
詩
〈
又
是
新
的
一
天
〉
說
： 

上
蒼
賜
給
我
這
新
的
一
天
，
我
做
什
麼
都
可
以
，

今
天
我
要
做
的
事
非
常
重
要
，
我
可
以
浪
擲
虛
度
，
也
可
以
小
心
珍
重
。

因
為
我
把
生
命
中
的
一
天
和
它
交
換
。

當
明
天
來
到
，
今
天
永
遠
消
逝
，
填
補
它
的
空
缺
是
我
所
完
成
的
事
。

我
努
力
耕
耘
，
不
要
損
失
；
我
選
擇
善
良
，
不
要
邪
惡
；

我
希
望
成
功
，
不
要
失
敗
。
因
為
我
要
永
遠
記
住
，

我
為
這
些
事
所
付
出
的
是
我
生
命
中
的
一
天
。

時
間
無
中
外
，
從
中
感
悟
的
，
又
豈
有
中
外
？

天一的新是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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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公
說
：
「
夏
天
穿
香
港
衫
，
人
家
都
敞
著
，
我
是
必
得
扣
起
來
。
你
叫
我
敞
著
，
我

不
會
。
有
人
說
：
『
你
太
落
伍
了
！
』
我
跟
大
家
說
過
，
我
跟
他
們
不
一
樣
，
我
根
本
就
沒
落

伍
。
我
還
沒
入
伍
，
那
談
得
上
落
伍
啊
？
」

社
會
大
眾
總
是
跟
著
流
行
走
，
誰
引
領
著
流
行
？
不
外
乎
明
星
歌
星
，
或
青
年
偶
像
等
。

現
今
穿
衣
服
不
以
新
舊
論
美
醜
，
而
是
以
流
行
趨
勢
論
美
醜
。
很
多
年
輕
人
，
都
流
行
穿
剪
破

的
牛
褲
子
，
還
要
故
意
破
很
多
洞
，
才
夠
潮
，
才
夠
帥
。
遙
想
雪
公
當
年
，
大
眾
流
行
夏
天
穿

香
港
衫
，
要
敞
著
，
不
扣
扣
子
。
雪
公
卻
說
，
我
是
必
得
扣
起
來
。
而
你
呢
？
如
果
換
做
是

你
？
你
會
跟
著
潮
流
走
？
「
敞
著
」
。
還
是
心
中
自
有
定
見
，
「
必
得
扣
起
來
」
？

回
想
年
輕
時
的
自
己
，
在
衣
食
上
，
同
儕
流
行
甚
麼
？
也
是
跟
著
流
行
。
穿
上
有
牌
子

的
衣
裳
，
走
起
路
也
覺
得
虎
虎
生
風
。
直
到
學
佛
了
，
有
點
年
紀
了
。
才
明
白
盲
目
地
跟
著
流

行
，
是
多
麼
無
知
！
就
像
以
前
學
生
時
代
，
在
外
頭
吃
麵
一
定
故
意
不
吃
乾
淨
，
以
為
這
樣
就

是
時
髦
。
學
佛
了
，
知
道
惜
福
的
道
理
，
也
知
道
世
上
還
有
很
多
人
，
因
戰
亂
或
糧
荒
而
餓

死
，
所
以
不
能
暴
殄
天
物
。
古
諺
說
：
「
一
粥
一
飯
，
當
思
來
處
不
易
。
半
絲
半
縷
，
恆
念
物

力
維
艱
。
」
是
經
歷
人
生
錘
鍊
的
真
實
體
悟
。
所
以
，
社
會
大
眾
的
確
是
需
要
教
育
再
教
育
，

然
後
思
想
行
為
才
能
轉
趨
成
熟
穩
重
。

一
個
家
庭
有
一
個
家
庭
的
家
風
；
一
個
道
場
有
一
個
道
場
的
道
風
；
一
個
國
家
有
一
個
國

家
的
國
風
。
有
眼
光
的
家
長
、
道
長
、
國
主
，
都
要
見
微
知
著
，
也
就
是
看
到
事
物
微
小
的
跡

象
，
就
知
道
其
發
展
的
程
度
。
這
樣
才
能
導
正
家
國
或
道
場
的
風
氣
。
雪
公
是
大
學
教
授
，
也

是
道
德
領
袖
，
不
論
穿
香
港
衫
或
中
山
裝
，
都
要
整
齊
莊
重
，
扣
上
衣
扣
，
因
為
那
是
儀
表
也

是
尊
重
對
方
的
禮
貌
。

示啟的衫港香

∼第 475 期∼



君
子
愛
財
，
取
之
有
道
。
孔
子
云
：
「
不
義
而
富
且
貴
，
於
我
如
浮
雲
。
」
榮
華
富
貴
錢
財

名
利
，
世
間
人
那
位
不
愛
？
聖
人
教
我
們
，
求
富
貴
，
必
須
以
「
義
」
為
前
提
，
「
不
以
其
道
得

之
，
不
處
也
」
。
千
百
年
來
，
多
少
人
為
了
富
貴
，
巧
取
豪
奪
，
爾
虞
我
詐
，
泯
滅
天
良
，
喪
盡

人
格
。
而
孔
子
鄙
棄
這
樣
得
來
的
富
貴
，
認
為
不
義
的
富
貴
，
猶
如
天
上
的
浮
雲
，
不
值
得
追

求
。

再
深
入
一
點
探
討
，
求
道
跟
求
富
貴
是
不
同
途
的
。
求
富
貴
，
要
一
再
地
堆
疊
欲
望
，
食

要
山
珍
海
味
，
衣
要
綾
羅
綢
緞
，
住
要
豪
宅
名
門
，
行
要
寶
馬
香
車
。
求
道
則
是
不
同
方
向
的

用
心
，
雪
公
云
：
「
凡
夫
之
身
，
業
重
障
深
，
終
日
為
煩
惱
所
牽
。
雖
聞
佛
法
，
僅
為
因
地
學

者
，
日
常
一
切
均
應
簡
素
，
力
避
塵
染
，
惟
恐
妨
害
道
心
。
」
求
道
者
，
日
常
一
切
生
活
均
以

簡
素
為
重
，
力
避
塵
染
，
放
下
攀
緣
，
不
奢
華
，
不
排
場
，
要
一
層
層
地
剝
離
欲
望
。
從
身
口

意
三
業
，
自
我
莊
嚴
起
，
凡
是
舉
手
投
足
、
一
言
半
語
、
起
心
動
念
，
令
離
一
切
惡
行
煩
惱
，

務
求
三
業
清
淨
。 

《
四
十
二
章
經
》
言
：
「
豪
貴
學
道
難
」
豪
者
富
也
，
貴
者
高
爵
也
。
眾
生
享
受
富
貴
，

則
迷
於
生
死
，
難
發
道
心
，
故
富
貴
為
八
難
之
一
。
求
道
人
要
看
破
：
「
人
間
富
貴
花
間
露
，

紙
上
功
名
水
上
漚
。
」
富
貴
名
利
能
給
人
帶
來
優
越
的
生
活
和
煊
赫
的
地
位
。
然
而
，
君
不

聞
：
「
富
貴
險
中
求
，
榮
華
難
中
得
。
」
一
個
人
要
求
得
富
貴
與
榮
華
，
必
須
用
盡
所
有
心
思

與
精
神
，
奮
力
一
搏
地
面
對
種
種
危
險
與
難
關
，
以
期
達
到
目
標
。
為
了
擁
有
這
些
短
暫
耀
眼

的
生
活
，
在
因
因
果
果
中
，
又
將
會
造
作
出
多
少
的
惡
業
？
拉
扯
出
多
少
的
業
力
？
還
要
付
出

什
麼
樣
的
酬
償
呢
？

身
外
之
物
轉
眼
成
空
，
千
萬
別
迷
惑
於
稍
縱
即
逝
的
名
利
富
貴
，
而
忘
了
生
死
大
事
。
既

聞
佛
法
，
莫
可
空
過
。
欲
求
解
脫
，
機
在
今
身
。
要
知
，
一
家
富
貴
，
千
家
怨
。
三
途
壽
長
，

易
入
難
出
。
還
是
，
隨
緣
盡
分
，
安
貧
樂
道
地
走
下
去
為
上
。

途同不貴富求與道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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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久
前
遇
到
一
位
母
親
，
她
有
四
個
孩
子
，
全
都
就
讀
一
流
學
府
，
畢
業
後
也
都
謀
得
很

安
定
的
工
作
。
當
我
恭
喜
她
的
時
候
，
她
卻
很
黯
然
地
說
：
「
書
讀
得
好
，
有
什
麼
用
？
錢
賺

得
多
，
有
什
麼
用
？
要
能
懂
事
最
重
要
。
」

「
怎
麼
了
？
他
們
不
懂
事
嗎
？
」

「
唉
！
怎
麼
說
呢
！
」
她
嘆
了
一
口
很
長
的
氣
，
給
我
一
個
難
言
的
苦
笑
。

 

這
位
母
親
的
遺
憾
，
要
叫
誰
給
她
安
慰
呢
？
孩
子
成
長
期
，
哪
位
父
母
不
期
待
孩
子
把

書
讀
好
，
把
身
體
養
好
。
孩
子
畢
業
了
，
又
哪
位
父
母
不
期
待
孩
子
找
到
一
分
安
穩
的
工
作
，

讓
生
活
可
以
無
虞
。
接
著
呢
？
孩
子
的
做
人
處
世
，
如
果
令
父
母
傷
心
，
那
麼
父
母
之
前
的
努

力
拉
拔
，
不
就
前
功
盡
棄
？
成
長
期
，
數
學
要
補
習
，
英
文
也
要
補
。
而
智
慧
的
增
長
更
是
要

補
啊
！
數
學
強
，
英
文
好
，
不
懂
事
，
一
切
都
枉
然
。

 

雪
公
曾
云
：
「
今
日
之
下
，
什
麼
叫
學
問
？
學
問
就
是
辦
事
。
不
辦
事
，
沒
學
問
。
把

二
十
四
史
，
唸
得
熟
透
透
，
從
頭
背
到
底
，
倒
過
來
再
背
，
還
是
個
書
呆
子
。
一
點
用
處
也
沒

有
。
幹
什
麼
用
啊
！
」
「
辦
事
就
是
將
所
學
的
道
理
拿
來
實
踐
。
事
情
看
誰
辦
？
好
人
辦
壞

事
，
壞
事
也
被
他
辦
好
了
。
壞
人
辦
好
事
，
好
事
也
被
他
辦
壞
了
。
」
佛
法
是
要
拿
來
實
踐

的
，
不
付
諸
身
體
力
行
，
終
究
是
空
談
。
雪
公
說
辦
事
就
是
將
所
學
的
道
理
，
拿
來
實
踐
的
。

讀
書
不
只
是
用
於
應
付
考
試
而
已
。
童
稚
時
期
，
天
真
爛
漫
，
每
個
孩
童
都
充
滿
希
望
，

是
國
家
未
來
的
主
人
翁
。
而
養
育
到
成
人
了
，
就
要
懂
事
，
懂
得
人
情
世
故
，
所
作
所
為
，
要

會
自
我
規
範
，
也
要
會
替
人
設
想
，
同
時
知
道
為
家
為
國
謀
福
利
。
否
則
「
會
讀
書
又
怎
麼

樣
？
」
「
有
社
會
地
位
又
怎
麼
樣
？
」
就
有
子
女
，
為
爭
父
母
財
產
，
竟
與
父
母
對
簿
公
堂
，

甚
或
棄
養
父
母
。

古
諺
言
：
「
好
兒
不
爭
莊
和
田
，
好
女
不
爭
嫁
妝
衣
。
」
在
經
濟
掛
帥
，
以
財
力
論
高

下
的
社
會
氛
圍
中
，
年
輕
人
如
果
也
像
浮
萍
一
般
，
無
根
地
搖
擺
歲
月
，
無
感
於
心
燈
幽
暗
將

滅
，
這
是
何
等
可
悲
啊
！

要重最事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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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
祖
云
：
「
今
人
體
質
多
單
弱
，
不
得
妄
效
古
人
。
人
每
每
以
好
名
而
過
為
苦
行
，
則
反
為

於
道
於
身
，
皆
無
所
益
。
佛
法
真
益
，
要
在
至
誠
中
得
。
非
做
一
場
面
，
即
能
了
事
。
」

古
德
說
：
「
欲
知
山
下
路
，
須
問
過
來
人
。
」
印
光
祖
師
將
其
一
生
修
行
的
心
得
，
毫
不
藏

私
地
告
訴
我
們
：
「
佛
法
真
益
，
要
在
至
誠
中
得
。
」
至
誠
，
是
極
為
誠
懇
。
是
心
態
與
行
為
的

表
現
。
舉
個
歷
史
人
物
的
故
事
：

明
朝
，
黃
梅
這
地
方
，
有
位
洪
祥
先
生
，
他
事
親
十
分
孝
順
。
有
一
年
，
他
父
親
得
了
重

病
，
臥
床
不
起
，
足
足
有
一
年
多
。
這
期
間
，
洪
祥
侍
奉
湯
藥
，
三
餐
飲
食
，
乃
至
扶
持
起
臥
，

無
不
親
力
親
為
，
沒
有
一
點
懈
怠
與
不
耐
煩
。
即
便
是
衣
被
沾
到
垢
穢
，
也
都
親
自
處
理
。
他
的

妻
子
，
完
顏
氏
，
是
權
貴
家
之
女
。
生
病
的
父
親
料
想
，
兒
子
如
此
地
孝
順
，
長
期
下
來
，
尊
貴

的
媳
婦
或
許
會
不
高
興
。
於
是
心
生
不
安
，
告
訴
兒
子
說
：

「
我
的
病
也
將
漸
漸
痊
愈
了
。
你
暫
且
回
媳
婦
房
裡
就
寢
，
只
要
留
一
位
僕
人
服
侍
我
，
就

可
以
了
。
」

洪
祥
說
：
「
好
。
」
表
面
答
應
了
，
暗
地
裡
，
他
躲
藏
在
父
親
的
寢
室
旁
。

當
夜
，
父
親
想
要
起
身
，
看
到
僕
人
已
經
熟
睡
。
於
是
勉
強
自
己
下
床
，
那
知
體
弱
無
力
，

身
體
難
以
支
撐
，
驚
慌
中
，
忽
然
有
一
人
攙
扶
著
他
的
脇
下
，
使
他
不
至
於
仆
倒
。

「
你
是
誰
？
」
昏
暗
中
父
親
驚
問
。

「
是
兒
子
。
知
道
父
親
白
天
所
說
，
不
是
實
情
。
因
此
特
別
守
候
在
房
外
。
」

父
親
聽
後
，
扶
著
洪
祥
，
痛
哭
失
聲
說
：

「
天
啊
！
我
的
兒
子
孝
順
到
至
極
了
！
」

之
後
父
親
的
病
慢
慢
好
轉
，
經
夫
妻
同
心
孝
養
，
又
活
了
十
餘
年
。
父
親
過
世
後
，
洪
祥
哀

慕
不
已
，
在
醮
鏡
（
道
教
祭
典
中
的
器
物
）
中
竟
見
到
父
親
的
形
貌
。
人
們
都
說
是
誠
孝
所
感
。

這
是
世
間
至
誠
盡
孝
的
故
事
。
同
理
，
以
這
樣
竭
誠
的
心
學
佛
，
必
能
與
佛
感
應
道
交
，
圓

成
菩
提
。

得中誠至在要，益真法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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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親
友
大
嬸
，
最
近
神
情
黯
然
，
總
是
悶
悶
不
樂
。

「
您
怎
麼
了
？
身
體
哪
裡
不
舒
服
嗎
？
」

「
唉
！
日
子
怎
麼
變
成
這
樣
！
嗚
… 

…
嗚
… 

…
」
竟
然
掉
下
了
眼
淚
。

詳
問
之
下
，
原
來
大
嬸
的
大
兒
子
和
大
媳
婦
，
要
她
輪
流
到
二
兒
子
，
三
兒
子
家
住
。

說
這
樣
弟
弟
與
弟
妹
們
，
才
會
有
責
任
感
。

可
是
大
嬸
今
年
已
將
八
十
歲
了
。
大
兒
子
住
的
房
子
，
也
是
當
年
和
老
伴
齊
心
打
拼
買

下
的
。
那
位
讓
她
驕
傲
窩
心
的
大
兒
子
，
竟
開
口
要
她
像
流
浪
漢
一
樣
，
每
個
月
擰
著
包
袱

到
兒
子
們
的
家
，
討
口
飯
吃
。

「
二
兒
子
、
三
兒
子
怎
麼
說
？
」

「
他
們
也
不
敢
說
甚
麼
，
說
房
間
整
理
好
，
就
開
車
來
載
我
過
去
。
一
個
在
臺
北
，
一

個
在
新
竹
。
」

「
大
嬸
啊
！
別
難
過
。
時
代
快
速
在
改
變
，
孝
養
父
母
，
對
年
輕
人
來
說
，
愈
來
愈
不

容
易
。
還
好
他
們
肯
輪
流
供
養
您
，
沒
有
棄
養
您
！
這
就
謝
天
謝
地
了
。
身
體
和
錢
要
自
己

顧
好
，
您
要
正
面
思
惟
，
多
念
佛
，
念
佛
現
世
保
平
安
，
命
終
得
往
生
西
方
極
樂
世
界
。
不

要
唉
聲
嘆
氣
，
俗
話
說
：
『
吐
一
口
長
氣
，
就
衰
三
年
』
。
雖
然
您
想
跟
大
兒
子
繼
續
住
在

熟
悉
的
老
家
，
跟
老
鄰
居
一
起
聊
天
運
動
。
您
就
體
諒
大
兒
子
辦
不
到
，
不
要
跟
孩
子
撕
破

臉
，
把
話
講
絕
了
，
對
大
家
都
不
好
，
世
間
原
本
就
是
煩
惱
的
魔
鄉
。
想
想
自
己
還
能
活
幾

年
？
一
個
月
輪
流
跟
一
個
孩
子
住
，
也
不
錯
啊
！
只
要
身
體
健
朗
，
甚
麼
都
不
怕
！
」

「
只
能
如
此
了
！
」
大
嬸
擦
乾
眼
淚
，
堅
強
地
苦
笑
。

面
對
社
會
型
態
在
改
變
，
生
長
在
農
業
社
會
的
長
輩
，
怎
麼
也
無
法
適
應
這
麼
現
實
的
層

面
。
而
高
齡
社
會
也
讓
年
輕
人
喘
不
過
氣
，
當
然
體
會
不
到
：
「
勸
君
多
出
餅
糕
錢
，
供
養
白

頭
光
陰
少
。
」
想
想
好
不
心
酸
！
老
人
家
，
您
就
安
分
地
流
浪
吧
！
反
正
都
是
兒
子
家
。

少陰光頭白養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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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如
禪
師
云
：
「
每
於
虛
名
浮
利
自
照
不
破
，
名
利
屬
我
，
便
生
貪
愛
，
名
利
屬
他
，

便
生
憎
妒
。
古
人
云
：
『
貪
名
貪
利
，
同
趨
鬼
類
；
逐
愛
逐
憎
，
同
入
火
阬
。
』
你
卻
因
此
愛

憎
，
間
斷
淨
土
，
然
則
一
念
間
斷
之
心
，
便
是
餓
鬼
火
阬
業
也
。
」

修
行
人
，
每
天
都
要
像
攤
開
報
紙
展
閱
天
下
事
一
樣
，
也
將
自
己
開
腸
剖
腹
地
檢
視
一

番
，
包
括
微
細
的
念
頭
和
煩
惱
都
不
要
遺
漏
。
要
知
：
不
是
只
有
企
業
家
或
政
治
家
，
才
會

在
虛
名
浮
利
上
角
逐
與
追
求
。
昏
惑
的
佛
教
徒
，
一
樣
會
掉
進
追
求
「
虛
名
浮
利
」
的
爛
泥
沼

中
。

英
國
知
名
佛
學
家
，
八
十
歲
的
理
察
德
．
貢
布
里
教
授
說
：

當
我
說
我
是
佛
教
徒
時
：
「
不
是
說
我
比
別
人
更
具
足
智
慧
！
而
是
我
被
太
多
的
傲
慢
包

裹
，
我
需
要
用
謙
卑
，
來
體
味
更
浩
瀚
的
世
界
。
」

當
我
說
我
是
佛
教
徒
時
：
「
不
是
為
了
從
此
求
財
得
財
！
而
是
為
了
了
斷
自
己
對
一
切
欲

望
的
執
著
！
」

智
慧
的
領
悟
，
是
不
分
古
今
中
外
的
。
修
行
的
實
踐
，
也
不
是
只
停
留
在
語
言
或
文
字
上

的
。
破
不
了
名
利
的
關
卡
，
便
陷
入
愛
恨
情
仇
的
煩
惱
中
。
現
實
的
社
會
，
經
濟
掛
帥
，
將
大

多
數
的
人
變
成
了
名
利
客
。
修
行
人
身
處
俗
世
，
要
時
時
身
懷
巨
尺
，
衡
量
著
自
己
的
起
心
動

念
，
以
防
身
陷
世
代
逆
向
的
導
引

｜
以
為
名
跟
利
是
世
間
獨
一
無
二
，
最
值
得
拼
命
追
求
的

幸
福
。
修
行
人
的
日
常
生
活
，
處
處
是
道
場
，
我
們
要
有
眼
力
，
學
會
戳
破
名
利
的
糖
衣
，
否

則
一
念
的
徬
徨
，
便
陷
入
了
餓
鬼
火
阬
中
。

「
暮
鼓
晨
鐘
，
驚
醒
世
間
名
利
客
；
經
聲
佛
號
，
喚
回
苦
海
夢
迷
人
。
」
叢
林
梵
剎
的
鐘

聲
通
徹
悠
遠
，
鼓
聲
沉
穩
渾
厚
，
最
能
撼
動
人
心
。
在
暮
鼓
晨
鐘
，
經
聲
佛
號
的
的
滌
盪
下
，

希
望
名
利
客
得
以
迷
途
知
返
，
進
而
有
所
覺
悟
，
借
假
修
真
。
清
朝
鄭
板
橋
先
生
也
有
詩
云
：

「
船
中
人
被
利
名
牽
，
岸
上
人
牽
名
利
船
；
江
水
滔
滔
流
不
息
，
問
君
辛
苦
到
何
年
？
」

真
要
這
樣
建
構
自
己
的
人
生
嗎
？

利 浮 名 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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