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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始
得
西
山
宴
遊
記 

 
 
 
 
 
 
 
 
 
 
 
 
 
 
 
 
 
 
 
 
 
 
 
 
 
 

柳
宗
元 

 
 

 
 
 
 

自
余
為
僇
人
，
居
是
州
，
恒
惴
慄
。
其
隙
也
，
則
施
施
而
行
，
漫
漫
而
遊
。
日
與
其

徒
上
高
山
，
入
深
林
，
窮
迴
溪
，
幽
泉
怪
石
，
無
遠
不
到
。
到
則
披
草
而
坐
，
傾
壺
而

醉
。
醉
則
更
相
枕
以
臥
，
臥
而
夢
。
意
有
所
極
，
夢
亦
同
趣
。
覺
而
起
，
起
而
歸
。
以
為

凡
是
州
之
山
有
異
態
者
，
皆
我
有
也
，
而
未
始
知
西
山
之
怪
特
。 

 

 
 
 
 

今
年
九
月
二
十
八
日
，
因
坐
法
華
西
亭
，
望
西
山
，
始
指
異
之
。
遂
命
僕
過
湘
江
，

緣
染
溪
，
斫
榛
莽
。
焚
茅
茷
，
窮
山
之
高
而
止
。
攀
援
而
登
，
箕
踞
而
遨
，
則
凡
數
州
之

土
壤
，
皆
在
衽
席
之
下
。
其
高
下
之
勢
，
岈
然
窪
然
，
若
垤
若
穴
，
尺
寸
千
里
，
攢
蹙
累

積
，
莫
得
遯
隱
。
縈
青
繚
白
，
外
與
天
際
，
四
望
如
一
。
然
後
知
是
山
之
特
出
，
不
與
培

塿
為
類
，
悠
悠
乎
與
顥
氣
俱
，
而
莫
得
其
涯
；
洋
洋
乎
與
造
物
者
遊
，
而
不
知
其
所
窮
。 

 
 
 
 

引
觴
滿
酌
，
頹
然
就
醉
，
不
知
日
之
入
。
蒼
然
暮
色
，
自
遠
而
至
，
至
無
所
見
，
而

猶
不
欲
歸
。
心
凝
形
釋
，
與
萬
化
冥
合
。
然
後
知
吾
嚮
之
未
始
遊
，
遊
於
是
乎
始
，
故
為

之
文
以
志
。
是
歲
元
和
四
年
也
。 

                         



（
二
）
黃
州
快
哉
亭
記        

             
       

    

蘇
轍 

 
 
 
 

江
出
西
陵
，
始
得
平
地
，
其
流
奔
放
肆
大
；
南
合
湘
、
沅
，
北
合
漢
、
沔
，
其
勢
益

張
；
至
於
赤
壁
之
下
，
波
流
浸
灌
，
與
海
相
若
。 

 
 
 
 

清
河
張
君
夢
得
，
謫
居
齊
安
，
卽
其
廬
之
西
南
為
亭
，
以
覽
觀
江
流
之
勝
；
而
余
兄

子
瞻
，
名
之
曰
快
哉
。
葢
亭
之
所
見
，
南
北
百
里
，
東
西
一
舍
。
濤
瀾
洶
湧
，
風
雲
開

闔
。
晝
則
舟
楫
出
沒
於
其
前
，
夜
則
魚
龍
悲
嘯
於
其
下
。
變
化
倏
忽
，
動
心
駭
目
，
不
可

久
視
。
今
乃
得
玩
之
几
席
之
上
，
舉
目
而
足
。
西
望
武
昌
諸
山
，
岡
陵
起
伏
，
草
木
行

列
，
煙
消
日
出
，
漁
夫
樵
父
之
舍
，
皆
可
指
數
，
此
其
之
所
以
為
快
哉
者
也
。 

 
 
 
 

至
於
長
洲
之
濱
，
故
城
之
墟
，
曹
孟
德
、
孫
仲
謀
之
所
睥
睨
，
周
瑜
、
陸
遜
之
所
騁

騖
，
其
流
風
遺
跡
，
亦
足
以
稱
快
世
俗
。
昔
楚
襄
王
從
宋
玉
、
景
差
於
蘭
臺
之
宮
，
有
風

颯
然
至
者
，
王
披
襟
當
之
，
曰
：
「
快
哉
此
風
！
寡
人
所
與
庶
人
共
者
耶
？
」
宋
玉
曰
：

「
此
獨
大
王
之
雄
風
耳
，
庶
人
安
得
共
之
？
」
玉
之
言
，
葢
有
諷
焉
。
夫
風
無
雌
雄
之

異
，
而
人
有
遇
不
遇
之
變
；
楚
王
之
所
以
為
樂
，
與
庶
人
之
所
以
為
憂
，
此
則
人
之
變

也
，
而
風
何
與
焉
？ 

 
 
 
 

士
生
於
世
，
使
其
中
不
自
得
，
將
何
往
而
非
病
？
使
其
中
坦
然
，
不
以
物
傷
性
，
將

何
適
而
非
快
？
今
張
君
不
以
謫
為
患
，
竊
會
計
之
餘
功
，
而
自
放
山
水
之
閒
，
此
其
中
宜

有
以
過
人
者
。
將
蓬
戶
甕
牗
，
無
所
不
快
；
而
況
乎
濯
長
江
之
清
流
，
挹
西
山
之
白
雲
，

窮
耳
目
之
勝
以
自
適
也
哉
！
不
然
，
連
山
絕
壑
，
長
林
古
木
，
振
之
以
清
風
，
照
之
以
明

月
，
此
皆
騷
人
思
士
之
所
以
悲
傷
憔
悴
而
不
能
勝
者
。
烏
睹
其
為
快
也
哉
？ 

                   



（
三
）
桃
花
源
記 

 
 
 
 
 
 
 
 
 
 
 
 
 
 
 
 
 
 
 
 
 
 
 
 
 
 
 
 
 
 
 
 
 

陶
淵
明 

 
 
 
 

晉
太
元
中
，
武
陵
人
捕
魚
爲
業
。
緣
溪
行
，
忘
路
之
遠
近
。
忽
逢
桃
花
林
，
夾
岸
數

百
步
，
中
無
雜
樹
，
芳
草
鮮
美
，
落
英
繽
紛
。
漁
人
甚
異
之
。
復
前
行
，
欲
窮
其
林
。
林

盡
水
源
，
便
得
一
山
，
山
有
小
口
，
髣
髴
若
有
光
。
便
舍
船
，
從
口
入
。 

 
 
 
 

初
極
狹
，
纔
通
人
。
復
行
數
十
步
，
豁
然
開
朗
。
土
地
平
曠
，
屋
舍
儼
然
。
有
良
田

美
池
桑
竹
之
屬
。
阡
陌
交
通
，
鷄
犬
相
聞
。
其
中
往
來
種
作
，
男
女
衣
著
，
悉
如
外
人
。

黃
髮
垂
髫
，
並
怡
然
自
樂
。
見
漁
人
，
乃
大
驚
，
問
所
從
來
。
具
答
之
。
便
要
還
家
，
設

酒
殺
鷄
作
食
。
村
中
聞
有
此
人
，
咸
來
問
訊
。
自
云
先
世
避
秦
時
亂
，
率
妻
子
邑
人
來
此

絶
境
，
不
復
出
焉
，
遂
與
外
人
間
隔
。
問
今
是
何
世
，
乃
不
知
有
漢
，
無
論
魏
晉
。
此
人

一
一
爲
具
言
所
聞
，
皆
嘆
惋
。
餘
人
各
復
延
至
其
家
，
皆
出
酒
食
。
停
數
日
，
辭
去
。
此

中
人
語
云
：
「
不
足
爲
外
人
道
也
。
」 

 

 
 
 
 

既
出
，
得
其
船
，
便
扶
向
路
，
處
處
誌
之
。
及
郡
下
，
詣
太
守
，
説
如
此
。
太
守
即

遣
人
隨
其
往
，
尋
向
所
誌
，
遂
迷
，
不
復
得
路
。
南
陽
劉
子
驥
，
高
尚
士
也
，
聞
之
，
欣

然
規
往
。
未
果
，
尋
病
終
。
後
遂
無
問
津
者
。 

                        



（
四
）
勸
和
論 

 
 
 
 
 
 
 
 
 
 
 
 
 
 
 
 
 
 
 
 
 
 
 
 
 
 
 
 
 
 
 
 
 

鄭
用
錫 

 
 
 
 

甚
矣
，
人
心
之
變
也
，
自
分
類
始
！
其
禍
倡
於
匪
徒
，
後
遂
燎
原
莫
遏
，
玉
石
俱

焚
。
雖
正
人
君
子
，
亦
受
其
牽
制
而
或
朋
從
之
也
。 

 
 
 
 

夫
人
與
禽
各
為
一
類
、
邪
與
正
各
為
一
類
，
此
不
可
不
分
。
乃
同
此
血
氣
、
同
此
官

骸
、
同
為
國
家
之
良
民
、
同
為
鄉
閭
之
善
人
，
無
分
土
、
無
分
民
，
即
子
夏
所
言
「
四
海

皆
兄
弟
」
是
也
，
況
當
共
處
一
隅
？
揆
諸
出
入
相
友
之
義
，
古
聖
賢
所
謂
同
鄉
共
井
者

也
。
在
字
義
，
友
從
兩
手
、
朋
從
兩
肉
。
是
朋
友
如
一
身
左
右
手
，
即
吾
身
之
肉
也
。
今

試
執
塗
人
而
語
之
曰
：
「
爾
其
自
戕
爾
手
，
爾
其
自
噬
爾
肉
！
」
鮮
不
拂
然
而
怒
！
何
今

分
類
至
於
此
極
耶
？ 

 
 
 
 

顧
分
類
之
害
，
甚
於
臺
灣
。
臺
屬
尤
甚
於
淡
之
新
、
艋
。
臺
為
五
方
雜
處
，
自
林
逆

倡
亂
以
來
，
有
分
為
閩
、
粵
焉
，
有
分
為
漳
、
泉
焉
。
閩
、
粵
以
其
異
省
也
，
漳
、
泉
以

其
異
府
也
。
然
同
自
內
府
播
遷
而
來
，
則
同
為
臺
人
而
已
。
今
以
異
省
、
異
府
若
分
畛

域
，
王
法
在
所
必
誅
。
矧
更
同
為
一
府
，
而
亦
有
秦
、
越
之
異
，
是
變
本
加
厲
，
非
奇
而

又
奇
者
哉
？
夫
人
未
有
不
親
其
所
親
，
而
能
親
其
所
疏
。
同
居
一
府
，
猶
同
室
之
兄
弟
，

至
親
也
。
乃
以
同
室
而
操
戈
，
更
安
能
由
親
及
疏
，
而
親
隔
府
之
漳
人
、
親
隔
省
之
粵
人

乎
？ 

 
 
 
 

淡
屬
素
敦
古
處
，
新
、
艋
尤
為
菁
華
所
聚
之
區
，
遊
斯
土
者
，
嘖
嘖
稱
羨
。
自
分
類

興
，
元
氣
剝
削
殆
盡
，
未
有
如
去
年
之
甚
也
！
干
戈
之
禍
愈
烈
，
村
市
半
成
邱
墟
。
問
為

漳
、
泉
而
至
此
乎
？
無
有
也
。
問
為
閩
、
粵
而
至
此
乎
？
無
有
也
。
蓋
孽
由
自
作
，
釁
起

鬩
牆
，
大
抵
在
非
漳
泉
、
非
閩
粵
間
耳
。 

 
 
 
 

自
來
物
窮
必
變
，
慘
極
知
悔
。
天
地
有
好
生
之
德
，
人
心
無
不
轉
之
時
。
予
生
長
是

邦
，
自
念
士
為
四
民
之
首
，
不
能
與
在
事
諸
公
竭
誠
化
導
，
力
挽
而
更
張
之
，
滋
愧
實

甚
。
願
今
以
後
，
父
誡
其
子
、
兄
告
其
弟
，
各
革
面
、
各
洗
心
，
勿
懷
夙
忿
、
勿
蹈
前

愆
。
既
親
其
所
親
、
亦
親
其
所
疏
，
一
體
同
仁
，
斯
內
患
不
生
、
外
禍
不
至
。
漳
、
泉
、

閩
、
粵
之
氣
習
，
默
消
於
無
形
。
譬
如
人
身
血
脈
節
節
相
通
，
自
無
他
病
；
數
年
以
後
，

仍
成
樂
土
，
豈
不
休
哉
！ 

            



（
五
）
前
出
師
表 

 
 
 
 
 
 
 
 
 
 
 
 
 
 
 
 
 
 
 
 
 
 
 
 
 
 
 
 
 
 
 

諸
葛
亮 

 
 
 
 

臣
亮
言
：
先
帝
創
業
未
半
而
中
道
崩
殂
，
今
天
下
三
分
，
益
州
疲
弊
，
此
誠
危
急
存

亡
之
秋
也
。
然
侍
衛
之
臣
不
懈
於
內
，
忠
志
之
士
忘
身
於
外
者
，
蓋
追
先
帝
之
殊
遇
，
欲

報
之
於
陛
下
也
。
誠
宜
開
張
聖
聽
，
以
光
先
帝
遺
德
，
恢
弘
志
士
之
氣
，
不
宜
妄
自
菲

薄
，
引
喻
失
義
，
以
塞
忠
諫
之
路
也
。 

 
 
 
 

宮
中
府
中
，
俱
爲
一
體
；
陟
罰
臧
否
，
不
宜
異
同
：
若
有
作
奸
犯
科
及
爲
忠
善
者
，

宜
付
有
司
論
其
刑
賞
，
以
昭
陛
下
平
明
之
理
；
不
宜
偏
私
，
使
內
外
異
法
也
。 

 
 
 
 

侍
中
、
侍
郎
郭
攸
之
、
費
禕
、
董
允
等
，
此
皆
良
實
，
志
慮
忠
純
，
是
以
先
帝
簡
拔

以
遺
陛
下
。
愚
以
爲
宮
中
之
事
，
事
無
大
小
，
悉
以
諮
之
，
然
後
施
行
，
必
能
裨
補
闕

漏
，
有
所
廣
益
。
將
軍
向
寵
，
性
行
淑
均
，
曉
暢
軍
事
，
試
用
於
昔
日
，
先
帝
稱
之
曰

“
能
”
，
是
以
衆
議
舉
寵
爲
督
。
愚
以
爲
營
中
之
事
，
悉
以
諮
之
，
必
能
使
行
陣
和
睦
，

優
劣
得
所
。 

 
 
 
 

親
賢
臣
，
遠
小
人
，
此
先
漢
所
以
興
隆
也
；
親
小
人
，
遠
賢
臣
，
此
後
漢
所
以
傾
頹

也
。
先
帝
在
時
，
每
與
臣
論
此
事
，
未
嘗
不
嘆
息
痛
恨
於
桓
、
靈
也
。
侍
中
、
尚
書
、
長

史
、
參
軍
，
此
悉
貞
良
死
節
之
臣
，
願
陛
下
親
之
、
信
之
，
則
漢
室
之
隆
，
可
計
日
而
待

也
。 

 
 
 
 

臣
本
布
衣
，
躬
耕
於
南
陽
，
苟
全
性
命
於
亂
世
，
不
求
聞
達
於
諸
侯
。
先
帝
不
以
臣

卑
鄙
，
猥
自
枉
屈
，
三
顧
臣
於
草
廬
之
中
，
諮
臣
以
當
世
之
事
，
由
是
感
激
，
遂
許
先
帝

以
驅
馳
。
後
值
傾
覆
，
受
任
於
敗
軍
之
際
，
奉
命
於
危
難
之
間
：
爾
來
二
十
有
一
年
矣
。 

 
 
 
 
 
 

先
帝
知
臣
謹
慎
，
故
臨
崩
寄
臣
以
大
事
也
。
受
命
以
來
，
夙
夜
憂
嘆
，
恐
託
付
不

效
，
以
傷
先
帝
之
明
；
故
五
月
渡
瀘
，
深
入
不
毛
。
今
南
方
已
定
，
兵
甲
已
足
，
當
獎
率

三
軍
，
北
定
中
原
，
庶
竭
駑
鈍
，
攘
除
奸
兇
，
興
復
漢
室
，
還
於
舊
都
。
此
臣
所
以
報
先

帝
而
忠
陛
下
之
職
分
也
。
至
於
斟
酌
損
益
，
進
盡
忠
言
，
則
攸
之
、
禕
、
允
之
任
也
。 

 
 
 
 
 
 

願
陛
下
託
臣
以
討
賊
興
復
之
效
，
不
效
，
則
治
臣
之
罪
，
以
告
先
帝
之
靈
。
若
無

興
德
之
言
，
則
責
攸
之
、
禕
、
允
等
之
慢
，
以
彰
其
咎
；
陛
下
亦
宜
自
課
，
以
諮
諏
善

道
，
察
納
雅
言
，
深
追
先
帝
遺
詔
。
臣
不
勝
受
恩
感
激
。
今
當
遠
離
，
臨
表
涕
零
，
不
知

所
云
。 

           



（
六
）
諫
逐
客
書 

 
 
 
 
 
 
 
 
 
 
 
 
 
 
 
 
 
 
 
 
 
 
 
 
 
 
 
 
 
 
 
 
 
 
 

李
斯 

 
 
 
 

臣
聞
吏
議
逐
客
，
竊
以
爲
過
矣
。 

 
 
 
 

昔
穆
公
求
士
，
西
取
由
余
於
戎
，
東
得
百
里
奚
於
宛
，
迎
蹇
叔
於
宋
，
來
邳
豹
、
公

孫
支
於
晉
。
此
五
子
者
，
不
產
於
秦
，
而
穆
公
用
之
，
並
國
二
十
，
遂
霸
西
戎
。
孝
公
用

商
鞅
之
法
，
移
風
易
俗
，
民
以
殷
盛
，
國
以
富
強
，
百
姓
樂
用
，
諸
侯
親
服
，
獲
楚
、
魏

之
師
，
舉
地
千
里
，
至
今
治
強
。
惠
王
用
張
儀
之
計
，
拔
三
川
之
地
，
西
併
巴
、
蜀
，
北

收
上
郡
，
南
取
漢
中
，
包
九
夷
，
制
鄢
、
郢
，
東
據
成
皋
之
險
，
割
膏
腴
之
壤
，
遂
散
六

國
之
衆
，
使
之
西
面
事
秦
，
功
施
到
今
。
昭
王
得
范
雎
，
廢
穰
侯
，
逐
華
陽
，
強
公
室
，

杜
私
門
，
蠶
食
諸
侯
，
使
秦
成
帝
業
。
此
四
君
者
，
皆
以
客
之
功
。
由
此
觀
之
，
客
何
負

於
秦
哉
！
向
使
四
君
卻
客
而
不
內
，
疏
士
而
不
用
，
是
使
國
無
富
利
之
實
，
而
秦
無
強
大

之
名
也
。 

 
 
 
 

今
陛
下
致
崑
山
之
玉
，
有
隨
和
之
寶
，
垂
明
月
之
珠
，
服
太
阿
之
劍
，
乘
纖
離
之

馬
，
建
翠
鳳
之
旗
，
樹
靈
鼉
之
鼓
。
此
數
寶
者
，
秦
不
生
一
焉
，
而
陛
下
說
之
，
何
也
？

必
秦
國
之
所
生
然
後
可
，
則
是
夜
光
之
璧
，
不
飾
朝
廷
；
犀
象
之
器
，
不
爲
玩
好
；
鄭
、

衛
之
女
不
充
後
宮
，
而
駿
良
駃
騠
不
實
外
廄
，
江
南
金
錫
不
爲
用
，
西
蜀
丹
青
不
爲
採
。

所
以
飾
後
宮
，
充
下
陳
，
娛
心
意
，
說
耳
目
者
，
必
出
於
秦
然
後
可
，
則
是
宛
珠
之
簪
，

傅
璣
之
珥
，
阿
縞
之
衣
，
錦
繡
之
飾
不
進
於
前
，
而
隨
俗
雅
化
，
佳
冶
窈
窕
，
趙
女
不
立

於
側
也
。
夫
擊
甕
叩
缶
彈
箏
搏
髀
，
而
歌
呼
嗚
嗚
快
耳
者
，
真
秦
之
聲
也
；
《
鄭
》
、

《
衛
》
、
《
桑
間
》
，
《
韶
》
、
《
虞
》
、
《
武
》
、
《
象
》
者
，
異
國
之
樂
也
。
今
棄
擊
甕
叩
缶
而

就
《
鄭
》
、
《
衛
》
，
退
彈
箏
而
取
《
韶
》
、
《
虞
》
，
若
是
者
何
也
？
快
意
當
前
，
適
觀
而
已

矣
。
今
取
人
則
不
然
。
不
問
可
否
，
不
論
曲
直
，
非
秦
者
去
，
爲
客
者
逐
。
然
則
是
所
重

者
在
乎
色
樂
珠
玉
，
而
所
輕
者
在
乎
人
民
也
。
此
非
所
以
跨
海
內
、
制
諸
侯
之
術
也
。 

 
 
 
 

臣
聞
地
廣
者
粟
多
，
國
大
者
人
衆
，
兵
強
則
士
勇
。
是
以
泰
山
不
讓
土
壤
，
故
能
成

其
大
；
河
海
不
擇
細
流
，
故
能
就
其
深
；
王
者
不
卻
衆
庶
，
故
能
明
其
德
。
是
以
地
無
四

方
，
民
無
異
國
，
四
時
充
美
，
鬼
神
降
福
，
此
五
帝
三
王
之
所
以
無
敵
也
。
今
乃
棄
黔
首

以
資
敵
國
，
卻
賓
客
以
業
諸
侯
，
使
天
下
之
士
退
而
不
敢
西
向
，
裹
足
不
入
秦
，
此
所
謂

“
藉
寇
兵
而
齎
盜
糧
”
者
也
。
夫
物
不
產
於
秦
，
可
寶
者
多
；
士
不
產
於
秦
，
而
願
忠
者

衆
。
今
逐
客
以
資
敵
國
，
損
民
以
益
讎
，
內
自
虛
而
外
樹
怨
於
諸
侯
，
求
國
無
危
，
不
可

得
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