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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光
激
灑
晴
方
好
，
山
色
空
濛
雨
亦
奇

。

欲
把
西
湖
比
西
子
，
淡
妝
濃
抹
總
相
宜
」
。
這
是
北
宋
蘇
軾

(
號
東
坡
，
-
O
三
六
|
一

-
O

一
)
在
西
元

-
O
七
三
年
神
宗
熙
寧
6

年
時
所
寫
，
題
為
「
飲
湖
上
初
晴
後

。

當
時
他
在
杭
州
擔
任
通
判
的
職
務
。

大
家
都
知
道
蘇
氏
寫
了

雨
」
'
可
能
是
描
繪
西
湖
景
色
最
佳
的

一
首
詩

不
少

，
也
建
造
了

一
條
叫
蘇
陡
的
跨
湖
長
陡
，
成
為
「
西
湖
十
景
」
之
一

。

西
元

一
六
九
九
年
清

康
熙
到
年
，
康
熙
皇
帝
南
巡
到
杭
州
時
，
把
蘇
提
評
為
十
景
之
首
，
並
且
御
書
「
蘇
隨
春
曉
」
'
建
亭
立
碑
在
蘇

提
第
三
橋
「
望

」
旁
邊

。
可
是
很
少
人
知
道
蘇
氏
還
完
成
了
應
該
是
全
球
第
一
個
水
污
染
防
治
工
程
，

西
湖
污
染
整
治
，
比
英
國
泰
唔
士
河
第

一
次
污
染
整
治
足
足
早
了
八
百
年

。

男
外
令
人
驚
奇
的
是
，
蘇
氏
對
西

湖
，
甚
至
杭
州
所
有
名
勝
景
點
，
都
有
詩
章
吟
詠
'
唯
獨
對
他
自
己

一
手
創
建
的
蘇
腥
，
卻
從
未
著
墨

。

原
來
蘇

氏
在
完
成
西
湖
污
染
整
治
工
作
後
，
就
被
匆

。

以
後
政
治
生
涯
逆
轉
，

一
再
被
請
放
到
偏
僻
地
方
，
竟
然

不
再
有
機
會
到
繁
華
的
江
南
，
人
生
際
遇
如
此
，
令
人
浩
嘆

。

在
蘇
氏
寫
上
面
這
首
詩
的
前
後
，
曾
參
與
當
時
杭
州
知
州
陳
哀
，
維
修
西
元
七
七
八
年
唐
代
宗
時
杭
州
刺

史
李
泌
所
創
建
，
利
用
西
湖
水
供
應
抗
州
居
民
的
供
水
管
渠
系
統
，
已
經
注
意
到
西
湖
因
為
優
養
化
而
水
草
叢
生

和
引
起
的
淤
積
現
象
，
幾
乎
展
延
到
十
分
之

二
湖
面
面
積
。

到
西
元

一
O
八
九
年
宋
哲
宗
元
祐
四
年
七
月
，
蘇
氏

一
半
湖
面
，
情
形
相
當
嚴
重
，
影
響

水
資
源
利
用
至
鉅
。
由
於
那
時
候
官
員
沒
有
任
期
，
隨
時
會
被
調
走
，
所
以
蘇
氏
掌
握
時
機
，
立
刻
積
極
展
開
西

自
己
來
抗
州
擔
任
刺
史
時
，
前
後
不
過
十
幾
年
，

• 



湖
污
染
整
治
工
作
。

到
西
元

-
O
九
一
年
3

月
奉
召
進
京
，
前
後
不
過

一
年
九
個
月
，
居
然
完
成
了
工
程
規
畫
、

財
務

、
施
工
及
日
後
維
護
安
排
等
工
作
，
實
在
令
人
讚
嘆
。

回
顧
淡
水
河
系
污
染
整
治
計
畫
，
從
民
國
行
年

開
始
，
已
經
過
十
多
年
，
還
在
第

一
階
段
和
第
二
階
段
之
間
拖
拖
拉
拉
，
真
是
不
可
同
日
而
語

。

那
時
候
西
湖
水
源
是
三
面
環
湖
群
山
的
山
溪
，
水
質
應
該
不
錯
，
但
湖
邊
居
民
多
，
加
上
農
耕
開
發
，
難

免
有
營
養
鹽
流
入
。

岸
邊
淺
灘
長
出

一
種
叫
封
草
的
水
草
，
開
十
字
花
，
和
蘿
蔔
菜
同
科

。

這
種
草
有
很
多
細
長

的
根
，
深
深
抓
住
湖
底
，
鬚
根
又
像

一
張
張
小
網
，
留
住
了
水
中
懸
浮
固
體
，
促
成
新
生
淤
積
高
灘
地
，
不
斷
向

湖
面
發
展
。

結
果
是
湖
面
越
來
越
窄
，
湖
水
越
來
越
淺
，
蓄
水
量
越
來
越
少
，
水
質
也
越
來
越
差

。

當
時
西
湖
水

資
源
利
用
，
包
括
供
給
抗
州
居
民
飲
用
水
，
灌
溉
附
近
稻
田
，
酒
廠
工
業
用
水
，
調
節
下
游
運
河
航
行
用
水
，
湖

及
下
游
魚
蝦
繁
殖
，
以
及
遊
憩
娛
樂
等
，
可
以
說
是
整
個
地
區
的
經
濟
命
脈

。

根
據
和
蘇
氏
同
時
代
的
歐
陽
修
在
「
有
美
堂
記

」
中
所
述
，
杭
州
那
時
候
是
「
四
方
之
所
聚
，
百
貨
之
所

六
久
，
物
盛
人
眾
，
為

一
都
會
」
'
「
民
幸
富
完
安
樂
，
又
其
俗
習
工
巧
，
芭
屋

'
蓋
十
餘
萬
家
」

如

以
每
家
五
人
計
算
，
人
口
當
在
五
十
萬
以
上

。

至
於
西
湖
的
大
小
，
古
稱
方
廣
三
十
里
，
不
過
古
代
的
度
量
衡
並

不
十
分
確
實
。
近
年
的
資
料
顯
示
，
西
湖
流
域
面
積
為
二
七
﹒
二
六
平
方
公
里
，
湖
水
面
積
為
五
﹒
五
九
平
方
公

里
，
水
深
平
均
為

一
﹒
九
七
公
尺
。

要
做
工
程
，
就
得
有
錢

。

因
此
蘇
氏
在
西
元

-
O
九
0
年
北
宋
哲
宗
元
祐
5

年
4

月
幻
日
上
奏
皇
上
「
乞

九
百
年
前
全
球
第
一
個
水
污
染
整
治
工
程
閏
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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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抗
州
西
湖
狀
」
'
詳
列
整
治
西
湖
的
理
由
，
包
括
:
(

一
)
西
湖
是
為
皇
帝
祈
福
的
魚
蝦
放
生
池
，
萬
萬
不
可

廢
;
(
二
)
西
湖
是
杭
州
居
民
飲
用
水
水
源
，
關
係
民
生
至
鉅
;
(

三
)
湖
水
灌
溉
農
田
約
千
頃
，
還
有
魚
蝦
等

收
穫
，
經
濟
利
益
很
大
;
(
四
)
西
湖
水
量
充
足
時
，
可
以
放
水
協
助
下
游
運
河
航
行
，
如
果
沒
有
西
湖
水
，
運

河
必
須
取
用
河
水
，
混
濁
不
堪
，
而
且
要
不
時
清
淤
'
產
生
淤
泥
問
題
;
(
五
)
抗
州
釀
酒
工
業
，
每
年
繳
納
稅

收
二
十
多
萬
緝
，
需
要
湖
水
為
水
源
。
至
於
財
務
問
題
，
朝
廷
為
救
濟
當
時
抗
州
一
帶
糧
荒
撥
付
的
經
費
，
尚
節

餘
相
當
於
米

一
萬
多
石
，
約
可
雇
十
萬
工

。

如
果
能
夠
將
以
前
已
撥
付
給
各
州
脹
災
的

二
百
道
度
蝶
中
，
以
到
道

折
價
補
助
整
治
工
程
，
再
額
外
撥
給
到
道
，
連
同
上
述
節
餘
救
濟
物
資
，
已
足
夠
應
付
工
程
費
用
。

同
時
還
指
出

每
年
六
、
七
月
都
有
豪
雨
，
不
便
疏
渚
工
作
，
懇
請
皇
帝
務
必
儘
早
批
准
，
以
便
及
時
施
工

。

撰
寫
這
個
狀
奏
的
策
略
，
充
分
揣
摩
了
皇
帝
的
心
思

。

把
為
皇
帝
祈
福
的
放
生
魚
蝦
功
用
擺
在
第

一
位
，

非
常
「
政
治
化
」
。

其
次
強
調
民
生
、
經
濟
和
酒
稅
收
益
，
直
扣
當
政
者
的
心
弦

。

最
後
才
把
財
務
需
求
，
說
得

輕
描
淡
寫
，
只
要
多
發
出
不
費
皇
帝
分
文
的
兒
道
度
蝶
而
已。這
度
蝶
應
該
是
出
家
人
的
證
件
，
那
時
候
顯
然
是

要
出
錢
買
的
。

由
於
整
治
工
程
以
拔
除
封
草
，
疏
濤
湖
面
為
主
，
當
時
朝
廷
中
頗
有
人
以
為
疏
洛
西
湖
，
只
能
治
標
，
不

要
多
久
，
又
將
重
行
淤
積
，
徒
然
浪
費
資
源
。

這
種
說
法
，
倒
和
民
國
布
年
時
，
有
人
建
議
以
疏
渚
淤
泥
手
段
整

治
基
隆
河
，
反
對
人
士
所
持
的
意
見
，
極
為
相
似
。

蘇
氏
也
料
到
有
人
反
對
，
便
先
下
手
為
強
，
行
文
向
朝
延
相



關
部
會
關
說
，
這
項
文
件
就
是
西
元

一
O
九
0
年
，
元
祐
5

年
5

月
5

日
送
出
的
「
申

三
省
起

湖
六
條

狀
」
圓
。

除
了
詳
細
報
告
工
程
計
畫
的
可
靠
和
周
詳
外
，
特
別
提
出
永
久
解
決
封
草
問
題
的
辦
法

。
蘇
氏
注
意

到
江
斯
民
眾
常
在
湖
泊
裡
種
菱

。

這
種
水
生
植
物
，
浮
在
水
面
，
不
會
影
響
湖
水
水
流
，
同
時
菱
農
習
價
把
雜
草

清
除
得

一
乾
二
淨
，
以
免
影
響
菱
的
產
量
。

因

把
拔
除
封
草
並
經
疏
渚
後
的
湖
面
，
放
租
給
種
菱
戶
，
酌

收
租
金
，
作
為
以
後
管
理
西
湖
經
費

。

並
且
嚴
格
規
定
，
承
租
菱
戶
必
須
清
除
雜
草
，
如
有
違
犯
，
立
刻
收
回
租

約
，
放
租
給
其
他
民
眾
。

以
現
代
目
光
來
看
，
蘇
氏
的
措
施
，
很
可
以
視
為
非
點
源
污
染
防
治
，
和
今
日
淡
水
河

系
河
岸
，
以
綠
美
化
替
代
昔
日
違
章
養
鴨
種
菜
等
，
頗
有
異
曲
同
工
之
妙

。

這
件
整
治
工
作
正
在
進
行
中
時
，
不
料
中
間
殺
出
戶
部

(
相
當
於
財
政
部

)
來
，
認
為
以
前
撥
發
的
救
災

用
度
蝶
，
似
乎
並
不
需
要
，
應
予
收
回
。

蘇
氏
急
得
又
在
西
元
-
O
九
0
年
5

月
幻
日
向
皇
帝
提
出
「
奏
戶
部
拘

收
度
蝶
狀
」
區
，
除

一
面
力
爭
外
，

一
面
也
指
出
皇
帝
販
災
美
意
，
恐
怕
很
容
易
由
於
收
回
這
區
區
幾
張
度

蝶
，
而
遭
到
民
眾
誤
解

。

奏
狀
後
面
又
加
貼
黃
條
，
說
明
西
湖
整
治
工
程
已
經
展
開
，
官
民

「踴
躍
從
事
，
農
工

父
老
無
不
感
悅
于
現
在
忽
回
度
蝶
，
使
得
「
吏
民
失
望
，
前
功
併
棄
，
深
可
痛
情
」

。

就
這
樣
在
蘇
氏
努
力
促
成
下
，
整
治
工
程
得
以
順
利
進
行

。

唯
一
留
下
來
的
問
題
是
，
如
何
妥
善
處
置
清

出
來
的
淤
泥
，
不
致
造
成

二
次
公
害
。

蘇
氏
深
切
瞭
解
，
過
去
清
理
運
河
時
，
因
為
堆
置
淤
泥
不
當
，
引
起
不
少

民
怨
，
絕
不
能
重
蹈
覆
轍

。

後
來
採
取
了
用
淤
泥
築
隨
這
個
點
子

。

因
為
西
湖
湖
面
很
大
，
兩
邊
民
眾
往
來
，
不

九
百
年
前
全
球
第
一
個
水
污
染
整
治
工
程
簡
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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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靠
渡
船
，
就
得
繞
大
圈
子
，
非
常
不
方
便

。

如
果
能
有

一
條
跨
湖
長
陡
，
可
以
帶
來
無
限
便
利

。

不
過
蘇
氏
究
竟
是
文
學
名
家
，
富
真
藝
術
氣
質
，
覺

得
既
然
要
築
陡
，
就
要
築
得
和
西
湖
相
配
，
於
是
出
現
了
桃
柳
夾
道
，
還
有
六
座
美

蘇
曉
。
這
六
座
橋

的
名
稱
依
次
為
「
映
波
橋
」
、
「

客
都
還
看
得
到
。

事
實
上
蘇
提
已
經
成
為
西
湖
的
「
招
牌
」
。

例
如
位
於
廣
東
廣
西
兩
省
交
界
的
肇
慶
，
公
園
中

橋
」
、
「
望
山
橋
」
、
「
壓
健
橋
」
、
「
東
浦
橋
」
和
「
跨
虹
橋
」
，
今
日
遊

有
一
座
大
湖
，
大
湖
中
間
有
一
條
類
似
的
長
陡
，
看
見
的
人
都
會
說
:
「
好
像
西
湖
」
'
似
乎
這
種
景
色
已
被
西

湖
專
利
了
。

西
湖
污
染
整
治
工
程
內
容
包
括
，
清
除
后
萬
餘
丈
湖
面
的
封
草
和
淤
泥
，
需
人
夫
約
二
十
餘
萬
工
;
設
置

問
門
防
止
混
濁
水
進
入
;
整
頓
霸
佔
公
地
的
湖
岸
違
章
建
築
'
建
造
木
岸
，
並
向
允
許
保
留
違
章
建
築
的
居
戶
收

取
租
金
，
作
為
將
來
修
補
木
岸
之
需
，
不
得
移
用
;
男
在
湖
內
設
置
數
座
小
石
塔
，
作
為
受
罰
草
危
害
及
清
淨
湖

面
之
間
的
分
界
，
種
菱
戶
不
得
擴
展
到
清
淨
湖
面
，
據
說
這
種
小
石
塔
後
來
敢
發
了
西
湖
十
景
中
另

一
景
「
三
潭

印
月
」
的
構
想
;
男
外
設
立
「
開
湖
司
公
使
庫
」
'
保
管
種
菱
戶
租
金
收
入
專
款
專
用
，
不
納
入
公
庫
，
作
為
日

後
管
理
西
湖
用
途
，
並
委
由
錢
塘
縣
尉
辦
公
室
負
責
巡
查
湖
面
，
隨
時
視
需
要
雇
工
清
理
封
草
及
淤
積

。

此
外
當

然
還
有
那
條
風
光
搞
朧
的
蘇
腥
。

蘇
氏
整
治
西
湖
的
成
就
，
在
清
朝
官
方
出
版
的
「
西
湖
志
賽
」
中
有
如
下
的
記
述

.. 

「
元
祐
四
年
，
龍
圖



閣
學
士
蘇
軾
知
杭
州
，
奏
請
救
荒
餘
錢
萬
緝
，
糧
萬
石
及
百
僧
度
蝶
，
募
民
開
封
草
盡
除
，
湖
乃
大
治
」

。

這
本

書
是
在
清
朝
乾
隆
時
核
定
，

一
項
環
境
工
程
能
夠
在
完
工
後
六
百
五
十
年
，
還
有
人
稱
頌
「
大
治
」
'
恐
怕
是
今

日
整
治
淡
水
河
系
污
染
各
位
環
工
同
仁
所
不
敢
侈
望
的
吧
?

(
本
文
原
刊
環
境
工
程
會
刊
第
口
卷
第
1

期
，
民
國
則
年
2

月
出
版
)

九
百

年

全
球
第

餾
水
〉弓
染
整

治

工
程
簡

介

79 



典

。

地
球
村

。

共

80 

參
考
文
獻

高
克
勤
編
，

「宋
詩
三
百
首

」
'
萬
里
書
店
，
香
港
，

8
2
.
。
。

沈
籠
潛
，
「
西
湖
志
賽
」
'
文
海
出
版
社
，
出
版
年
月
不
詳

。

林
語
堂
，

「
蘇
東
坡
傳

」
'
強
翁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
台
北
市
，
民
國

3

.凶
。

固
姚
關
穆
，

「
環
保
隨
筆
」
，
中
興
工
程
，
第
法
期
，
中
興
工
程
顧
問
社
，
台
北
市
，
民
國
∞

2
.
主
章
，
=
。

。

楊
家
駱
編
，
「
蘇
東
坡
全
集
」
'
世
界
書
局
，
台
北
市
，
這

E
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