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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西
湖
七
月
半 

 
 
 
 
 

張
岱 

西
湖
七
月
半
，
一
無
可
看
，
止
可
看
看
七
月
半
之
人
。
看
七
月
半
之
人
，
以
五
類
看
之
。
其
一
，

樓
船
簫
鼓
，
峨
冠
盛
筵
，
燈
火
優
傒
，
聲
光
相
亂
，
名
為
看
月
而
實
不
見
月
者
，
看
之
。
其
一
，
亦
船

亦
樓
，
名
娃
閨
秀
，
攜
及
童
孌
，
笑
啼
雜
之
，
環
坐
露
台
，
左
右
盼
望
，
身
在
月
下
而
實
不
看
月
者
，

看
之
。
其
一
，
亦
船
亦
聲
歌
，
名
妓
閑
僧
，
淺
斟
低
唱
，
弱
管
輕
絲
，
竹
肉
相
發
，
亦
在
月
下
，
亦
看

月
，
而
欲
人
看
其
看
月
者
，
看
之
。
其
一
，
不
舟
不
車
，
不
衫
不
幘
，
酒
醉
飯
飽
，
呼
群
三
五
，
躋
入

人
叢
，
昭
慶
、
斷
橋
，
嘄
呼
嘈
雜
，
裝
假
醉
，
唱
無
腔
曲
，
月
亦
看
，
看
月
者
亦
看
，
不
看
月
者
亦
看
，

而
實
無
一
看
者
，
看
之
。
其
一
，
小
船
輕
幌
，
淨
几
暖
爐
，
茶
鐺
旋
煮
，
素
瓷
靜
遞
，
好
友
佳
人
，
邀

月
同
坐
，
或
匿
影
樹
下
，
或
逃
囂
裏
湖
，
看
月
而
人
不
見
其
看
月
之
態
，
亦
不
作
意
看
月
者
，
看
之
。 

杭
人
遊
湖
，
巳
出
酉
歸
，
避
月
如
仇
。
是
夕
好
名
，
逐
隊
爭
出
，
多
犒
門
軍
酒
錢
，
轎
夫
擎
燎
，

列
俟
岸
上
。
一
入
舟
，
速
舟
子
急
放
斷
橋
，
趕
入
勝
會
。
以
故
二
鼓
以
前
，
人
聲
鼓
吹
，
如
沸
如
撼
，

如
魘
如
囈
，
如
聾
如
啞
，
大
船
小
船
一
齊
湊
岸
，
一
無
所
見
，
止
見
篙
擊
篙
，
舟
觸
舟
，
肩
摩
肩
，
面

看
面
而
已
。
少
刻
興
盡
，
官
府
席
散
，
皂
隸
喝
道
去
。
轎
夫
叫
船
上
人
，
怖
以
關
門
，
燈
籠
火
把
如
列

星
，
一
一
簇
擁
而
去
。
岸
上
人
亦
逐
隊
趕
門
，
漸
稀
漸
薄
，
頃
刻
散
盡
矣
。 

吾
輩
始
艤
舟
近
岸
。
斷
橋
石
磴
始
涼
，
席
其
上
，
呼
客
縱
飲
。
此
時
月
如
鏡
新
磨
，
山
復
整
妝
，

湖
復
頮
面
，
向
之
淺
斟
低
唱
者
出
，
匿
影
樹
下
者
亦
出
，
吾
輩
往
通
聲
氣
，
拉
與
同
坐
。
韻
友
來
，
名

妓
至
，
杯
箸
安
，
竹
肉
發
。
月
色
蒼
涼
，
東
方
將
白
，
客
方
散
去
。
吾
輩
縱
舟
，
酣
睡
于
十
里
荷
花
之

中
，
香
氣
拍
人
，
清
夢
甚
愜
。 



 

 

二
、
上
樞
密
韓
太
尉
書 

 
 
 
 
 

蘇
轍 

太
尉
執
事
：
轍
生
好
為
文
，
思
之
至
深
，
以
為
文
者
氣
之
所
形
。
然
文
不
可
以
學
而
能
，
氣
可
以

養
而
致
。
孟
子
曰
：
「
我
善
養
吾
浩
然
之
氣
。
」
今
觀
其
文
章
，
寬
厚
宏
博
，
充
乎
天
地
之
間
，
稱
其

氣
之
小
大
。
太
史
公
行
天
下
，
周
覽
四
海
名
山
大
川
，
與
燕
、
趙
間
豪
俊
交
遊
；
故
其
文
疏
蕩
，
頗
有

奇
氣
。
此
二
子
者
，
豈
嘗
執
筆
學
為
如
此
之
文
哉
？
其
氣
充
乎
其
中
，
而
溢
乎
其
貌
，
動
乎
其
言
，
而

見
乎
其
文
，
而
不
自
知
也
。 

轍
生
十
有
九
年
矣
。
其
居
家
所
與
遊
者
，
不
過
其
鄰
里
鄉
黨
之
人
，
所
見
不
過
數
百
里
之
間
，
無

高
山
大
野
，
可
登
覽
以
自
廣
。
百
氏
之
書
雖
無
所
不
讀
，
然
皆
古
人
之
陳
迹
，
不
足
以
激
發
其
志
氣
。

恐
遂
汨
沒
，
故
決
然
捨
去
，
求
天
下
奇
聞
壯
觀
，
以
知
天
地
之
廣
大
。 

過
秦
漢
之
故
都
，
恣
觀
終
南
、
嵩
、
華
之
高
；
北
顧
黃
河
之
奔
流
，
慨
然
想
見
古
之
豪
傑
。
至
京

師
，
仰
觀
天
子
宮
闕
之
壯
，
與
倉
廩
府
庫
、
城
池
苑
囿
之
富
且
大
也
，
而
後
知
天
下
之
巨
麗
。
見
翰
林

歐
陽
公
，
聽
其
議
論
之
宏
辯
，
觀
其
容
貌
之
秀
偉
，
與
其
門
人
賢
士
大
夫
遊
，
而
後
知
天
下
之
文
章
聚

乎
此
也
。 

太
尉
以
才
略
冠
天
下
，
天
下
之
所
恃
以
無
憂
，
四
夷
之
所
憚
以
不
敢
發
。
入
則
周
公
、
召
公
，
出

則
方
叔
、
召
虎
，
而
轍
也
未
之
見
焉
。
且
夫
人
之
學
也
，
不
志
其
大
，
雖
多
而
何
為
？
轍
之
來
也
，
於

山
見
終
南
、
嵩
、
華
之
高
，
於
水
見
黃
河
之
大
且
深
，
於
人
見
歐
陽
公
，
而
猶
以
為
未
見
太
尉
也
！
故

願
得
觀
賢
人
之
光
耀
，
聞
一
言
以
自
壯
，
然
後
可
以
盡
天
下
之
大
觀
而
無
憾
者
矣
。 

轍
年
少
，
未
能
通
習
吏
事
。
嚮
之
來
，
非
有
取
於
升
斗
之
祿
；
偶
然
得
之
，
非
其
所
樂
。
然
幸
得

賜
歸
待
選
，
使
得
優
遊
數
年
之
間
，
將
歸
益
治
其
文
，
且
學
為
政
。
太
尉
苟
以
為
可
教
而
辱
教
之
，
又

幸
矣
。 



 

 

 
三
、
項
脊
軒
志 

 
 
 
 
 

歸
有
光 

項
脊
軒
，
舊
南
閤
子
也
。
室
僅
方
丈
，
可
容
一
人
居
。
百
年
老
屋
，
塵
泥
滲
漉
，
雨
澤
下
注
，
每

移
案
，
顧
視
無
可
置
者
。
又
北
向
，
不
能
得
日
；
日
過
午
已
昏
。
余
稍
為
修
葺
，
使
不
上
漏
。
前
闢
四

窗
，
垣
牆
周
庭
，
以
當
南
日
。
日
影
反
照
，
室
始
洞
然
。
又
雜
植
蘭
、
桂
、
竹
、
木
於
庭
，
舊
時
欄
楯
，

亦
遂
增
勝
。
借
書
滿
架
，
偃
仰
嘯
歌
，
冥
然
兀
坐
，
萬
籟
有
聲
。
而
庭
階
寂
寂
，
小
鳥
時
來
啄
食
，
人

至
不
去
。
三
五
之
夜
，
明
月
半
牆
，
桂
影
斑
駁
，
風
移
影
動
，
珊
珊
可
愛
。 

然
余
居
於
此
，
多
可
喜
，
亦
多
可
悲
。
先
是
，
庭
中
通
南
北
為
一
，
迨
諸
父
異
爨
，
內
外
多
置
小

門
牆
，
往
往
而
是
。
東
犬
西
吠
，
客
踰
庖
而
宴
，
雞
棲
於
廳
。
庭
中
始
為
籬
，
已
為
牆
，
凡
再
變
矣
。

家
有
老
嫗
，
嘗
居
於
此
。
嫗
，
先
大
母
婢
也
，
乳
二
世
，
先
妣
撫
之
甚
厚
。
室
西
連
於
中
閨
，
先
妣
嘗

一
至
。
嫗
每
謂
余
曰
：「
某
所
，
而
母
立
於
茲
。
」
嫗
又
曰
：「
汝
姊
在
吾
懷
，
呱
呱
而
泣
；
娘
以
指
扣

門
扉
曰
：
『
兒
寒
乎
？
欲
食
乎
？
』
吾
從
板
外
相
為
應
答
。
」
語
未
畢
，
余
泣
，
嫗
亦
泣
。
余
自
束
髮

讀
書
軒
中
，
一
日
，
大
母
過
余
曰
：
「
吾
兒
，
久
不
見
若
影
，
何
竟
日
默
默
在
此
，
大
類
女
郎
也
？
」

比
去
，
以
手
闔
門
，
自
語
曰
：「
吾
家
讀
書
久
不
效
，
兒
之
成
，
則
可
待
乎
！
」
頃
之
，
持
一
象
笏
至
，

曰
：
「
此
吾
祖
太
常
公
宣
德
間
執
此
以
朝
，
他
日
汝
當
用
之
。
」
瞻
顧
遺
跡
，
如
在
昨
日
，
令
人
長
號

不
自
禁
。 

軒
東
故
嘗
為
廚
，
人
往
，
從
軒
前
過
。
余
扃
牖
而
居
，
久
之
，
能
以
足
音
辨
人
。
軒
凡
四
遭
火
，

得
不
焚
，
殆
有
神
護
者
。 

項
脊
生
曰
：「
蜀 

清
守
丹
穴
，
利
甲
天
下
，
其
後
秦
皇
帝
築
女
懷
清
臺
。
劉
玄
德
與
曹
操
爭
天
下
，

諸
葛
孔
明
起
隴
中
。
方
二
人
之
昧
昧
於
一
隅
也
，
世
何
足
以
知
之
？
余
區
區
處
敗
屋
中
，
方
揚
眉
瞬
目
，

謂
有
奇
景
。
人
知
之
者
，
其
謂
與
埳
井
之
蛙
何
異
？
」 

余
既
為
此
志
，
後
五
年
，
吾
妻
來
歸
，
時
至
軒
中
，
從
余
問
古
事
，
或
憑
几
學
書
。
吾
妻
歸
寧
，

述
諸
小
妹
語
曰
：
「
聞
姊
家
有
閤
子
，
且
何
謂
閤
子
也
？
」
其
後
六
年
，
吾
妻
死
，
室
壞
不
修
。
其
後

二
年
，
余
久
臥
病
無
聊
，
乃
使
人
修
葺
南
閤
子
，
其
制
稍
異
於
前
。
然
自
後
余
多
在
外
，
不
常
居
。 

庭
有
枇
杷
樹
，
吾
妻
死
之
年
所
手
植
也
，
今
已
亭
亭
如
蓋
矣
。 



 

 

四
、
深
慮
論 

 
 
 
 
 

方
孝
孺 

慮
天
下
者
，
常
圖
其
所
難
，
而
忽
其
所
易
；
備
其
所
可
畏
，
而
遺
其
所
不
疑
。
然
而
禍
常
發
於
所

忽
之
中
，
而
亂
常
起
於
不
足
疑
之
事
。
豈
其
慮
之
未
周
歟
？
蓋
慮
之
所
能
及
者
，
人
事
之
宜
然
；
而
出

於
智
力
之
所
不
及
者
，
天
道
也
。 

當
秦
之
世
，
而
滅
六
諸
侯
，
一
天
下
；
而
其
心
以
為
周
之
亡
，
在
乎
諸
侯
之
強
耳
。
變
封
建
而
為

郡
縣
，
方
以
為
兵
革
可
不
復
用
，
天
子
之
位
可
以
世
守
；
而
不
知
漢
帝
起
隴
畝
之
匹
夫
，
而
卒
亡
秦
之

社
稷
。
漢
懲
秦
之
孤
立
，
於
是
大
建
庶
孽
而
為
諸
侯
，
以
為
同
姓
之
親
，
可
以
相
繼
而
無
變
；
而
七
國

萌
篡
弒
之
謀
。
武
宣
以
後
，
稍
剖
析
之
而
分
其
勢
，
以
為
無
事
矣
；
而
王
莽
卒
移
漢
祚
。
光
武
之
懲
哀

平
，
魏
之
懲
漢
，
晉
之
懲
魏
，
各
懲
其
所
由
亡
而
為
之
備
；
而
其
亡
也
，
皆
出
其
所
備
之
外
。
唐
太
宗

聞
武
氏
之
殺
其
子
孫
，
求
人
於
疑
似
之
際
而
除
之
；
而
武
氏
日
侍
其
左
右
而
不
悟
。
宋
太
祖
見
五
代
方

鎮
之
足
以
制
其
君
，
盡
釋
其
兵
權
，
使
力
弱
而
易
制
；
而
不
知
子
孫
卒
困
於
夷
狄
。
此
其
人
皆
有
出
人

之
智
，
負
蓋
世
之
才
，
其
於
治
亂
存
亡
之
幾
，
思
之
詳
而
備
之
審
矣
；
慮
切
於
此
，
而
禍
興
於
彼
，
終

至
於
亂
亡
者
，
何
哉
？
蓋
智
可
以
謀
人
，
而
不
可
以
謀
天
。
良
醫
之
子
，
多
死
於
病
；
良
巫
之
子
，
多

死
於
鬼
；
彼
豈
工
於
活
人
而
拙
於
活
己
之
子
哉
？
乃
工
於
謀
人
而
拙
於
謀
天
也
。 

古
之
聖
人
，
知
天
下
後
世
之
變
，
非
智
慮
之
所
能
周
，
非
法
術
之
所
能
制
；
不
敢
肆
其
私
謀
詭
計
，

而
惟
積
至
誠
、
用
大
德
，
以
結
乎
天
心
；
使
天
眷
其
德
，
若
慈
母
之
保
赤
子
而
不
忍
釋
。
故
其
子
孫
，

雖
有
至
愚
不
肖
者
足
以
亡
國
，
而
天
卒
不
忍
遽
亡
之
，
此
慮
之
遠
者
也
。
夫
苟
不
能
自
結
於
天
，
而
欲

以
區
區
之
智
，
籠
絡
當
世
之
務
，
而
必
後
世
之
無
危
亡
，
此
理
之
所
必
無
者
也
，
而
豈
天
道
哉
？ 



 

 

五
、
醉
翁
亭
記 

 
 
 
 
 

歐
陽
脩 

環
滁
皆
山
也
。
其
西
南
諸
峰
，
林
壑
尤
美
。
望
之
蔚
然
而
深
秀
者
，
琅
邪
也
。
山
行
六
七
里
，
漸

聞
水
聲
潺
潺
，
而
瀉
出
於
兩
峰
之
間
者
，
釀
泉
也
。
峰
回
路
轉
，
有
亭
翼
然
臨
於
泉
上
者
，
醉
翁
亭
也
。

作
亭
者
誰
？
山
之
僧
智
僊
也
。
名
之
者
誰
？
太
守
自
謂
也
。
太
守
與
客
來
飲
於
此
，
飲
少
輒
醉
，
而
年

又
最
高
，
故
自
號
曰
醉
翁
也
。
醉
翁
之
意
不
在
酒
，
在
乎
山
水
之
間
也
。
山
水
之
樂
，
得
之
心
而
寓
之

酒
也
。 若

夫
日
出
而
林
霏
開
，
雲
歸
而
巖
穴
暝
，
晦
明
變
化
者
，
山
間
之
朝
暮
也
。
野
芳
發
而
幽
香
，
佳

木
秀
而
繁
陰
，
風
霜
高
潔
，
水
落
而
石
出
者
，
山
間
之
四
時
也
。
朝
而
往
，
暮
而
歸
，
四
時
之
景
不
同
，

而
樂
亦
無
窮
也
。 

至
於
負
者
歌
於
塗
，
行
者
休
於
樹
，
前
者
呼
，
後
者
應
，
傴
僂
提
攜
，
往
來
而
不
絕
者
，
滁
人
遊

也
。
臨
谿
而
漁
，
谿
深
而
魚
肥
；
釀
泉
為
酒
，
泉
香
而
酒
洌
；
山
肴
野
蔌
，
雜
然
而
前
陳
者
，
太
守
宴

也
。
宴
酣
之
樂
，
非
絲
非
竹
，
射
者
中
，
弈
者
勝
，
觥
籌
交
錯
，
起
坐
而
諠
譁
者
，
眾
賓
懽
也
。
蒼
顏

白
髮
，
頹
然
乎
其
間
者
，
太
守
醉
也
。 

已
而
夕
陽
在
山
，
人
影
散
亂
，
太
守
歸
而
賓
客
從
也
。
樹
林
陰
翳
，
鳴
聲
上
下
，
遊
人
去
而
禽
鳥

樂
也
。
然
而
禽
鳥
知
山
林
之
樂
，
而
不
知
人
之
樂
；
人
知
從
太
守
遊
而
樂
，
而
不
知
太
守
之
樂
其
樂
也
。

醉
能
同
其
樂
，
醒
能
述
以
文
者
，
太
守
也
。
太
守
謂
誰
？
廬
陵
歐
陽
脩
也
。 



 

 

六
、
師
說 

 
 
 
 
 

韓
愈 

古
之
學
者
必
有
師
。
師
者
，
所
以
傳
道
、
受
業
、
解
惑
也
。
人
非
生
而
知
之
者
，
孰
能
無
惑
？
惑

而
不
從
師
，
其
為
惑
也
終
不
解
矣
！ 

生
乎
吾
前
，
其
聞
道
也
，
固
先
乎
吾
，
吾
從
而
師
之
；
生
乎
吾
後
，
其
聞
道
也
，
亦
先
乎
吾
，
吾

從
而
師
之
。
吾
師
道
也
，
夫
庸
知
其
年
之
先
後
生
於
吾
乎
？
是
故
無
貴
、
無
賤
、
無
長
、
無
少
，
道
之

所
存
，
師
之
所
存
也
。 

嗟
乎
，
師
道
之
不
存
也
久
矣
，
欲
人
之
無
惑
也
難
矣
。
古
之
聖
人
，
其
出
人
也
遠
矣
，
猶
且
從
師

而
問
焉
。
今
之
眾
人
，
其
下
聖
人
也
亦
遠
矣
，
而
恥
學
於
師
。
是
故
聖
益
聖
，
愚
益
愚
。
聖
人
之
所
以

為
聖
，
愚
人
之
所
以
為
愚
，
其
皆
出
於
此
乎
？ 

愛
其
子
，
擇
師
而
教
之
，
於
其
身
也
則
恥
師
焉
，
惑
矣
！
彼
童
子
之
師
，
授
之
書
而
習
其
句
讀
者

也
，
非
吾
所
謂
傳
其
道
、
解
其
惑
者
也
。
句
讀
之
不
知
，
惑
之
不
解
，
或
師
焉
，
或
不
焉
，
小
學
而
大

遺
，
吾
未
見
其
明
也
。 

巫
、
醫
、
樂
師
、
百
工
之
人
，
不
恥
相
師
。
士
大
夫
之
族
，
曰
師
曰
弟
子
云
者
，
則
群
聚
而
笑
之
。

問
之
，
則
曰
：
「
彼
與
彼
年
相
若
也
，
道
相
似
也
。
」
位
卑
則
足
羞
，
官
盛
則
近
諛
。
嗚
乎
！
師
道
之

不
復
可
知
矣
。
巫
、
醫
、
樂
師
百
工
之
人
，
君
子
不
齒
，
今
其
智
乃
反
不
能
及
，
其
可
怪
也
歟
！ 

聖
人
無
常
師
。
孔
子
師
郯
子
、
萇
弘
、
師
襄
、
老
聃
。
郯
子
之
徒
，
其
賢
不
如
孔
子
。
孔
子
曰
三

人
行
必
有
我
師
，
是
故
弟
子
不
必
不
如
師
，
師
不
必
賢
於
弟
子
，
聞
道
有
先
後
，
術
業
有
專
攻
，
如
是

而
已
。
李
氏
子
蟠
，
年
十
七
，
好
古
文
，
六
藝
、
經
傳
，
皆
通
習
之
。
不
拘
於
時
，
請
學
於
余
，
余
嘉

其
能
行
古
道
，
作
師
說
以
貽
之
。 



 

 

八
、
廉
恥 

 
 
 
 
 

顧
炎
武 

五
代
史
馮
道
傳
論
曰
：「『
禮
、
義
、
廉
、
恥
，
國
之
四
維
；
四
維
不
張
，
國
乃
滅
亡
。
』
善
乎
管

生
之
能
言
也
！
禮
、
義
，
治
人
之
大
法
；
廉
、
恥
，
立
人
之
大
節
。
蓋
不
廉
則
無
所
不
取
，
不
恥
則
無

所
不
為
。
人
而
如
此
，
則
禍
敗
亂
亡
，
亦
無
所
不
至
。
況
為
大
臣
而
無
所
不
取
，
無
所
不
為
，
則
天
下

其
有
不
亂
，
國
家
其
有
不
亡
者
乎
？
」 

然
而
四
者
之
中
，
恥
尤
為
要
，
故
夫
子
之
論
士
曰
：「
行
己
有
恥
。
」
孟
子
曰
：「
人
不
可
以
無
恥
。

無
恥
之
恥
，
無
恥
矣
。
」
又
曰
：「
恥
之
於
人
大
矣
！
為
機
變
之
巧
者
，
無
所
用
恥
焉
。
」
所
以
然
者
，

人
之
不
廉
而
至
於
悖
禮
犯
義
，
其
原
皆
生
於
無
恥
也
。
故
士
大
夫
之
無
恥
，
是
謂
國
恥
。 

吾
觀
三
代
以
下
，
世
衰
道
微
，
棄
禮
義
，
捐
廉
恥
，
非
一
朝
一
夕
之
故
。
然
而
松
柏
後
凋
於
歲
寒
，

雞
鳴
不
已
於
風
雨
，
彼
眾
昏
之
日
，
固
未
嘗
無
獨
醒
之
人
也
。  

頃
讀
顏
氏
家
訓
，
有
云
：「
齊
朝
一
士
夫
，
嘗
謂
吾
曰
：
『
我
有
一
兒
，
年
已
十
七
，
頗
曉
書
疏
。

教
其
鮮
卑
語
及
彈
琵
琶
，
稍
欲
通
解
，
以
此
伏
事
公
卿
，
無
不
寵
愛
。
』
吾
時
俯
而
不
答
。
異
哉
，
此

人
之
教
子
也
！
若
由
此
業
，
自
致
卿
相
，
亦
不
願
汝
曹
為
之
！
」
嗟
呼
！
之
推
不
得
已
而
仕
於
亂
世
，

猶
為
此
言
，
尚
有
小
宛
詩
人
之
意
；
彼
閹
然
媚
於
世
者
，
能
無
愧
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