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
與
前
面
的
﹁
中
﹂
字
類
似
，
只
是
原
來
的
留
白
被
黑
塊
佔
滿
了

，
顯
得
相
當
厚
重
。(

圖
７)

以
﹁
母
﹂
字
為
主
要
結
構
，
半
邊
增
加
兩
條
粗
線
讓
留
白
空
間
更

加
強
勢
。(

圖
８)

從
﹁
肛
﹂
這
個
字
去
聯
想
，
在
右
半
邊
﹁
工
﹂
上
加
重
筆
劃
粗
度

，
也
因
此
切
割
出
更
多
方
形
、
三
角
型
的
留
白
空
間
，
讓
黑
白
都
有
強

烈
的
張
力
。(

圖
９)

以
﹁
直
﹂
為
基
底
，
只
是
最
後
橫
畫
並
沒
有
出
現
，
有
點
像
井
上

有
一
寫
﹁
貧
﹂
字
，
故
意
把
腳
寫
得
短
短
的
甚
至
不
出
現
。(

圖  )

﹁

禺
﹂
字
的
聯
想
。
這
裡
必
須
說
明
一
下
：
傳
統
漢
字
在
處
理

時
放
的
位
置
講
究
穩
定
平
衡
，
而
在
處
理
漢
字
解
構
時
，
通
常
會
放
棄

原
有
的
架
構
，
位
置
不
要
求
﹁

準
確
度
﹂
。
或
者
說
原
來
一
條
線
可

能
變
成
兩
條
或
三
條
重
疊
、
原
來
的
點
變
橫
線
、
原
來
的
線
變
成
塊
面

、
本
不
應
該
碰
觸
的
故
意
碰
觸
等
等
，
是
解
構
慣
用
的
手
法
，
當
然
如

想
在
某
個
漢
字
基
礎
再
創
造
出
新
的
造
型
時
，
增
減
筆
畫
就
非
常
必
要

了
。(

圖  )

以
﹁
恩
﹂
字
為
基
底
，
但
底
下
﹁
心
﹂
部
以
大
的
三
點
處
理
。
讓

筆
劃
充
塞
大
部
分
的
空
間
，
顯
得
格
外
有
份
量
。(

圖  )

以
﹁
物
﹂
字
為
基
底
但
又
增
加
了
一
些
筆
畫
。
通
常
在
漢
字
要
轉

成
為
不
可
識
符
號
時
，
經
常
會
利
用
碰
撞
處
的
誇
張
或
極
度
縮
小
，
或

者
將
原
本
直
線
改
成
斜
線
，
或
相
反
方
向
處
理
。
當
代
性
的
表
現
總
是

帶
點
叛
逆
的
性
格
，
逆
向
操
作
需
要
一
些
膽
識
，
也
才
會
做
出
較
前
衛

的
造
型
。(

圖  )

我
的
沈
浸
式
展
覽
初
體
驗

我
的
沈
浸
式
展
覽
初
體
驗

疫
情
解
封
之
後
，
許
多
大
型
的
活
動
如
雨
後
春
筍
般
展
開
，
藝
術

活

動

亦

是

如

此

。

在

F
B
曾

經

看

過

臉

友

介

紹

，

日

本

有

一

個 

T
e
a
m
L
a
b 

P
la
n
e
t 

的
展
出
特
別
吸
引
我
的
目
光
。
心
想
一
定
要
趁
著

陪
同
先
生
前
往
日
本
公
出
時
，
把
握
機
會
參
與
。
在
先
生
的
國
際
會
議

報
到
時
，
我
便
立
即
登
記
，
但
因
太
熱
門
且
名
額
有
限
，
扼
腕
的
錯
過

這
個
機
會
。

稍
後
聽
到
參
加
過
的
友
人
極
力
推
薦
這
景
點
，
我
和
先
生
決
定
在

最
後
一
天
下
午
的
空
檔
自
行
前
往
。
雖
事
先
上
網
買
票
，
但
排
隊
入
場

仍
花
了
一
點
時
間
。
T
e
a
m
L
a
b 

P
la
n
e
t 

的
展
出
方
式
為
近
幾
年
非
常

熱
門
的
沉
浸
式
藝
術
︵
Im
m
e
rsiv
e 

A
rt︶
。
所
謂
的
沉
浸
式
展
出
是

以
巨
型
的
展
場
，
讓
觀
者
能
進
入
展
中
沈
浸
在
藝
術
的
表
現
，
甚
至
更

進
一
步
有
互
動
的
效
果
。
在
台
灣
這
兩
年
也
有
類
似
的
展
覽
，
如
最
近

在
華
山
文
創
園
區
上
場
的
印
象
派
一
百
五
十
週
年
光
影
藝
術
展
，
就
以

光
影
投
射
整
個
展
場
，
讓
觀
者
置
身
在
其
中
。

此
次
T
e
a
m
L
a
b 

P
la
n
e
t，
除
了
光
影
投
射
之
外
，
更
增
添
了
許

多
裝
置
藝
術
，
和
觀
者
達
到
非
常
有
趣
的
互
動
效
果
。
其
規
劃
就
像
迪

士
尼
的
一
些
遊
樂
設
施
，
採
取
一
批
批
人
數
管
控
的
進
場
措
施
。
一
入

場
，
先
播
放
影
片
解
釋
並
告
知
注
意
事
項
，
事
先
提
醒
會
有
涉
水
的
場

景
，
必
須
把
褲
管
捲
高
，
也
因
此
一
進
場
就
被
要
求
脫
掉
鞋
子
並
把
個

人
物
品
鎖
在
置
物
櫃
內
。

此
次
T
e
a
m
L
a
b 

P
la
n
e
t 

由
許
多
藝
術
家
共
同
設
計
，
共
有
四
個

密
閉
空
間
及
兩
個
花
園
。
首
先
我
們
經
過
瀑
布
湧
泉
的
長
廊
後
，
來
到

一
個
黑
暗
的
空
間
。
這
個
空
間
的
地
面
是
用
類
似
懶
骨
頭
椅
子
的
材
質

做
成
的
，
踏
進
去
如
果
沒
有
站
穩
，
整
個
人
都
會
陷
入
地
板
，
摔
下
去

後
就
不
容
易
站
起
來
，
但
室
內
的
人
都
玩
得
非
常
開
心
，
笑
聲
此
起
彼

落
。

接
著
我
們
來
到
一
個
從
天
花
板
垂
下
上
萬
支
L
E
D
燈
的
場
景
，
隨

著
燈
光
的
顏
色
時
時
變
換
，
加
上
鏡
面
地
板
讓
空
間
無
限
放
大
，
人
穿

梭
在
其
中
，
就
像
走
入
迷
宮
且
被
無
數
的
彩
鑽
包
圍
著
，
美
極
了
。
接

著
是
水
深
及
膝
的
漆
黑
密
室
，
伴
隨
投
影
效
果
，
感
覺
許
多
魚
就
在
你

身
邊
游
來
游
去
，
或
是
走
在
花
間
小
徑
上
，
很
神
奇
。
第
三
個
空
間
裡

有
無
數
的
大
氣
球
，
加
上
不
同
顏
色
燈
光
變
換
的
效
果
，
走
在
這
些
氣

球
間
，
如
同
置
身
在
草
間
彌
生
的
作
品
中
。

下
一
個
展
場
進
去
後
，
觀
者
或
坐
、
或
躺
在
地
面
上
觀
看
如

IM
A
X
的
電
影
。
我
們
躺
在
地
板
上
觀
看
著
物
換
星
移
的
天
空
，
或
感

受
置
身
在
蠻
荒
的
熱
帶
雨
林
中
，
看
著
飛
舞
的
美
麗
巨
型
花
朵
。
參
觀

的
人
都
很
享
受
此
繽
紛
畫
面
，
躺
在
那
裡
捨
不
得
離
開
。

離
開
IM
A
X
室
，
便
來
到
開

放
的
空
間
，
這
是
一
個
奇
特
的

花
園
。
一
顆
顆
不
規
則
形
狀
、

用
銀
色
金
屬
做
成
的
巨
石
立
在

花
園
中
，
感
覺
如
同
來
到
草
間

彌
生
的
作
品
︱
無
限
鏡
屋
之 

A
ll 

th
e 

E
te
rn
a
l 

L
o
v
e 

I 

h
a
v
e 

fo
r 

P
u
m
p
k
in
s
︵
我
對
南
瓜
所
有
永
恆
的
愛
︶
。
只
是
呈
現
的
不
是
南
瓜

而
是
不
規
則
的
如
鏡
面
的
石
頭
。
這
些
巨
石
因
形
狀
不
規
則
，
站
在
前

面
看
，
猶
如
透
過
哈
哈
鏡
看
見
饒
富
趣
味
、
扭
曲
的
自
己
。

最
後
一
個
展
場
是
我
最
喜
歡
的
，
也
是
宣
傳
海
報
上
的
場
景
。
室

內
掛
著
無
數
的
蘭
花
，
藉
由
自
動
控
制
的
操
作
技
術
，
讓
這
些
蘭
花
時

而
上
升
、
時
而
降
下
。
站
在
這
美
麗
的
花
團
錦
簇
中
，
宛
如
世
外
桃
源

的
仙
境
般
，
令
人
流
連
忘
返
，
捨
不
得
移
動
腳
步
。
可
惜
因
有
人
數
及

時
間
管
控
，
得
清
場
讓
下
一
批
的
人
進
來
。

這
六
個
展
場
讓

我
看
到
了
許
多
草
間

彌
生
的
影
子
，
若
說

她
是
沈
浸
式
展
覽
的

鼻
祖
，
或
許
也
不
為

過
吧
！
六
個
展
場
全

數
看
完
，
全
程
約
四

十
分
鐘
，
意
猶
未
盡

，
總
期
待
還
有
讓
人

驚
艷
的
下
個
場
景
。

但
天
下
沒
有
不
散
的
筵
席
，
參
觀
這
個
展
覽
，
果
然
不
虛
此
行
，
每
個

人
都
帶
著
滿
足
愉
悅
的
心
情
離
開
。

展
出
預
告

展
出
預
告

理
事
長 

謝
葆
真

展
名
：
逐
心
·
築
心  

謝
葆
真
個
展

時
間
：
1
1
3
年
6
月
2
2
日
∼
7
月
4
日

地
點
：
中
正
紀
念
堂
三
樓
第
四
展
廳

開
幕
式
時
間
：
1
1
3
年
6
月
2
2
日
下
午
2
:3
0

完
成
一
個
從
未
認
為
可
以
達
成
的
心
願
，
其
過
程
內
心
掙
扎
與
反

覆
是
必
然
的
。
在
追
逐
夢
想
的
過
程
中
，
透
過
不
斷
的
省
思
與
掙
扎
逐

漸
將
夢
想
堆
疊
成
型
，
因
此
造
就
完
成
﹁
逐
心
·
築
心
﹂
的
願
景
。
這

願
景
激
發
了
我
的
潛
能
，
也
實
現
了
自
己
心
目
中
的
展
覽
面
貌
。

這
個
主
題
將
切
入
如
何
從
可
識
文
字
的
結
構
，

與
西
方
抽
象
表
現
主
義
的
作
品
表
現
中
拉
近
彼
此
的

關
聯
，
借
助
彼
此
的
長
處
發
展
出
新
的
樣
式
。

首
先
我
們
先
從
書
法
談
起
，
是
不
是
﹁
書
法
﹂

從
定
義
論
而
言
包
括
三
個
面
向
：

一
、
書
寫
性
。

二
、
可
識
性
。

三
、
一
次
性
。

處
理
三
個
面
向
，
會
有
底
下
幾
個
問
題
值
得
思

考
：

一
、
書
寫
性
。
以
﹁
毛
筆
﹂
書
寫
漢
字
，
到
任
何
可

以
畫
出
線
條
的
﹁
物
件
﹂
做
出
的
線
條
。
因
此

，
它
的
彈
性
蠻
大
的
，
只
是
我
們
太
習
慣
利
用

錐
狀
毛
筆
的
柔
軟
度
，
處
理
所
產
生
的
線
條
變

化
。

二
、
可
識
性
。
以
漢
字
為
主
，
從
篆
、
隸
、
楷
、
行

、
草
所
處
理
的
漢
字
，
到
其
他
國
家
文
字
的
可

識
性
。

三
、
一
次
性
。
以
沾
墨
後
一
次
完
成
的
線
條
，
不
做

重
複
，
到
毛
筆
因
為
筆
毛
開
叉
產
生
的
灰
白
中

多
條
線
組
合
，
形
成
類
似
一
條
線
的
表
現
。

根
據
以
上
三
個
條
件
，
在
寬
鬆
的
定
義
下
再
擴

充
出
去
，
看
如
何
突
破
！

書
寫
性
的
爭
議
不
大
，
只
要
能
畫
出
線
條
的
都

算
在
內
，
因
此
，
用
筆
、
用
布
、
用
木
頭
無
所
不
包

，
比
較
前
衛
的
說
法
，
隔
空
書
寫
、
不
碰
觸
紙
張
或

其
他
可
記
錄
線
條
的
方
法
、
材
質
均
可
。

可
識
性
是
傳
統
書
家
最
在
意
的
一
點
，
這
裡
必
須
多
做
說
明
！

文
字
的
偏
旁
是
否
是
可
識
？
永
字
八
法
的
用
筆
產
生
的
樣
式
是
不

是
可
識
？
若
將
一
幅
字
假
定
就
是
七
絕2

8

字
，
把
每
個
字
都
剪
下
來
隨

性
疊
放
，
因
為
有
重
疊
性
所
以
無
法
全
部
看
出2

8

個
字
的
內
容
，
它
是

在
可
識
下
完
成
，
但
重
疊
後
變
成
部
分
可
識
那
又
如
何
說
明
？
原
來
文

字
的
排
列
對
稱
到
疏
密
改
變
，
甚
至
重
疊
到
難
以
辨
認
所
產
生
的
新
造

型
，
這
種
模
糊
狀
態
在
古
代
書
家
中
也
屢
屢
出
現
。

一
次
性
，
如
同
上
述
筆
的
開
叉
所
造
成
類
似
多
線
的
組
合
，
它
所

擴
充
出
去
的
思
維
就
是
一
條
線
變
成
用
幾
條
不
同
的
線
組
合
而
成
，
或

者
變
成
塊
面
，
那
它
所
能
開
展
的
天
地
就
大
得
很
多
。

再
就
文
字
與
線
條
關
係
做
出
說
明
：
當
我
們
看
一
件
作
品
時
，
對

這
件
作
品
的
品
評
，
通
常
不
是
根
據
內
容
，
而
是
經
由
文
字
中
的
所
有

線
條
組
合
，
例
如
：
筋
、
骨
、
血
、
肉
、
氣
的
運
用
，
以
及
加
諸
文
字

結
構
的
處
理
作
出
評
比
，
例
如
：
剛
健
、
典
雅
、
秀
麗
、
樸
拙
、
渾
厚

⋯
⋯

，
幾
乎
所
有
的
形
容
詞
都
包
含
上
去
了
。
佔
比
重
多
的
絕
大
部
分

其
實
就
是
線
條
書
寫
後
的
質
地
表
現
。
也
因
為
線
條
質
地
表
現
，
才
讓

書
法
的
線
條
成
為
﹁
有
意
味
的
形
式
﹂
。

 

﹁
有
意
味
的
形
式
﹂
表
達
出
甚
麼
意
涵
呢
？

不
同
書
家
因
為
性
格
關
係
表
現
出
類
似
春
、
夏
、
秋
、
冬
的
感
覺

，
如
：
趙
孟
頫
的
春
天
、
王
鐸
的
夏
天
、
董
其
昌
的
秋
天
、
倪
瓚
的
冬

天
。
會
用
這
樣
的
比
擬
，
來
自
線
條
粗
細
、
墨
色
濃
淡
、
速
度
快
慢
、

方
圓
筆
的
採
用
、
字
體
大
小
、
與
書
寫
位
置
的
空
間
組
合
關
係
等
等
所

產
生
。
當
然
背
後
還
牽
涉
到
性
格
的
內
向
、
外
向
或
出
世
、
入
世
的
觀

念
。

這
裡
逐
漸
要
表
明
的
重
點
就
是
書
法
的
線
條
就
是
書
法
的
內
核
，

就
如
同
石
濤
的
﹁
一
畫
論
﹂
，
一
條
線
就
涵
蓋
了
書
家
的
內
在
質
地
與

書
寫
技
術
的
層
面
。

書
法
家
受
過
良
好
的
訓
練
，
很
容
易
就
能
從
一
條
線
中
看
出
端
倪

，
那
書
法
家
又
如
何
開
創
出
新
的
可
能
呢
？

德
國
柏
林
分
離
派
著
名
藝
術
家
利
貝
曼
在
︽
繪
畫
中
的
想
像
︾
提

到
：
﹁
一
切
藝
術
都
不
過
是
象
形
文
字
而
已
，
藝
術
家
的
象
形
文
字
越

近
乎
對
大
自
然
的
感
覺
印
象
，
就
越
需
要
花
費
想
像
力
去
設
計
它
們
﹂

。
如
果
想
要
說
明
藝
術
與
象
形
文
字
的
關
係
，
那
麼
書
法
無
疑
是
最
具

有
形
象
說
服
力
的
表
徵
了
。

作
為
進
入
當
代
藝
術
的
現
代
書
法
，
首
先
都
是
來
自
傳
統
，
又
是

反
傳
統
。
它
所
呈
現
的
面
向
，
主
要
在
超
越
書
法
領
域
的
藝
術
型
態
，

進
而
走
向
文
字
︵
符
號
︶
或
水
墨
更
為
抽
象
的
觀
念
表
達
。
更
重
要
的

是
現
代
書
法
的
創
作
理
念
，
越
來
越
多
結
合
了
國
際
當
代
的
藝
術
中
，

許
多
前
衛
性
的
藝
術
觀
念
。

     

書
法
的
傳
統
繼
承
有
其
根
深
蒂
固
的
樣
式
與
內
涵
，
它
會
不
斷
的
繼

續
下
去
。
但
對
於
想
要
在
書
法
的
線
條
︵
不
可
識
︶
與
結
構
空
間
中
尋

找
新
的
可
能
性
，
則
可
結
合
當
代
藝
術
形
式
，
尤
其
是
當
代
抽
象
表
現

去
建
構
︵
這
裡
要
說
明
的
是
書
法
家
在
結
構
上
大
多
承
襲
舊
有
的
文
字

結
構
，
很
少
能
創
造
出
新
的
結
構
︶
。

以
下
的
重
點
將
放
在
線
條
與
結
構
的
互
動
中
，
如
何
結
合
中
、
西

不
同
的
線
條
、
視
覺
與
空
間
關
係
來
重
新
思
考
，
就
既
有
漢
字
的
結
構

做
出
新
的
造
型
︵
解
構
︶
，
或
依
照
某
些
符
號
做
出
改
變
，
讓
線
條
與

空
間
的
關
係
朝
向
更
強
的
視
覺
感
受
。

中
西
不
同
線
條
在
處
理
上
不
盡
相
同
，
漢
字
書
法
習
慣
用
錐
狀
毛

筆
書
寫
較
富
彈
性
與
內
韻
，
而
西
方
線
條
較
多
採
用
排
筆
或
運
用
其
他

材
質
處
理
，
因
此
有
較
高
的
果
決
與
直
呈
性
，
但
缺
乏
了
韻
味
。

底
下
將
舉
一
些
西
方
的
抽
象
表
現
作
品
做
為
參
照
，
目
的
是
藉
由

較
為
強
勢
的
造
型
下
，
我
們
如
何
從
既
有
的
書
法
結
構
中
去
聯
想
，
這

樣
一
來
讓
既
有
新
造
型
中
的
筆
劃
更
有
依
據
，
也
能
充
分
運
用
我
們
擅

長
的
筆
觸
與
肌
理
，
做
出
形
質
兼
備
的
新
樣
式
。

近
似
﹁
中
﹂
的
造
型
，
其
中
直
線
變
短
，
部
分
增
加
細
線
，
讓
兩

個
留
白
空
間
作
些
改
變
。(

圖
１)

這
個
圖
型
比
較
複
雜
，
不
妨
以
﹁
地
﹂
做
為
基
底
，
讓
﹁
土
﹂
與

﹁
也
﹂
部
分
重
疊
，
讓
造
型
更
扎
實
厚
重
，
增
強
視
覺
份
量
。(

圖
２)

將
類
似
草
書
的
﹁
戴
﹂
字
以
塊
面
幾
何
型
式
書
寫
，
增
加
方
折
的

張
力
。(

圖
３)

結
構
的
基
調
為
﹁4
﹂
的
造
型
，
其
中
厚
重
線
重
疊
後
，
再
增
加

斜
線
破
壞
既
有
的
樣
式
，
讓
它
形
成
更
多
的
不
同
空
間
變
化
。(

圖
４)

這
個
造
型
勉
強
以
﹁
戒
﹂
字
為
基
底
，
只
是
在
右
半
邊
多
加
了
線

條
，
變
成
可
識
又
不
可
識
的
造
型
。(
圖
５)

從
﹁
冉
﹂
字
造
型
做
出
增
減
，
在
上
半
部
適
當
以
圓
弧
來
增
加
它

的
生
動
與
趣
味
。(

圖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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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長
期
受
書
法
訓
練
在
結
體
上
有
嚴
謹
的
規
範
，
但
在
脫
離
可
識
文

字
的
依
據
時
，
想
要
自
在
的
將
點
、
線
、
面
重
新
組
合
成
一
個
新
的
造

型
，
卻
往
往
顯
得
紊
亂
。
明
明
在
寫
漢
字
的
點
或
線
條
時
還
能
把
握
住

筋
、
骨
、
血
、
肉
、
氣
的
考
慮
，
為
何
在
沒
有
結
構
支
撐
時
，
就
會
不

知
所
措
？
線
條
的
質
地
大
大
削
減
甚
至
不
堪
入
目
？
把
抽
象
造
型
看
似

漢
字
的
某
些
結
體
，
從
中
增
減
筆
畫
或
改
變
方
向
，
則
原
來
受
訓
的
線

條
就
能
適
時
發
揮
出
來
。

    解
構
漢
字
造
型
，
保
留
點
、
線
、
面
的
肌
理
組
合
作
出
新
的
造
型

，
與
從
西
方
抽
象
表
現
作
品
解
讀
成
類
似
漢
字
的
結
構
，
將
是
最
容
易

把
握
原
有
線
條
質
地
，
而
又
能
創
造
出
具
有
氣
勢
與
張
力
的
造
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