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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大
夫
不
同
，
母
親
曾
服
侍
英
宗

后
，
以
此
關
係
恩
蔭
入
京
，
補
為

祕
書
省
校
書
郎
。
任
公
職
三
十
七

年
間
，
奔
波
南
北
各
地
，
每
個
地

方
任
職
時
間
僅
一
兩
年
。
徽
宗
時

任
書
畫
學
博
士
也
僅
一
年
多
。
不

過
因
為
宦
游
廣
泛
，
有
機
會
與
當

權
朝
臣
、
地
方
官
宦
、
皇
家
宗

室
、
文
學
家
及
書
畫
家
交
往
，
藉

此
拓
展
他
在
鑑
藏
方
面
的
經
驗
，

隨
著
豐
富
的
見
聞
，
在
書
法
創
作

上
由
唐
入
晉
，
由
縱
逸
到
平
淡
，

他
自
述
學
書
經
歷
由
顏
、
柳
、

歐
、
褚
等
，
上
溯
二
王
，
集
古
而

大
成
。
蘇
軾
︵
一○

三
七—

一
一

○

一
︶
評
其
書
：
﹁
風
檣
陣
馬
，

沉
著
痛
快
﹂
，
黃
庭
堅
︵
一○

四
五—

一
一○

五
︶
則
說
：
﹁
米

元
章
書
如
快
劍
斫
陣
，
強
弩
射
千

里
，
所
當
穿
徹
，
書
家
筆
勢
亦
窮

於
此
﹂
，
大
約
都
指
的
是
米
芾
中

年
以
前
的
特
色
，
此
蹟
運
筆
雖
有

一
貫
迅
捷
流
利
，
傾
側
取
勢
的
特

性
，
卻
能
將
縱
肆
奔
放
的
筆
勢
收

斂
於
筆
畫
內
在
，
加
以
墨
色
腴
潤

豐
厚
，
充
份
顯
示
了
晚
年
書
法
平

易
自
在
的
境
界
。

何
傳
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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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拒
絕
岳
飛
討
伐
淮
西
兵
變
的
要

求
，
因
而
很
有
可
能
是
寫
於
紹
興

七
年
。宋

高
宗
，
名
構
，
為
宋
徽
宗

趙
佶
第
九
子
，
雅
好
翰
墨
，
致
力

於
書
學
甚
深
，
嘗
自
云
：
﹁
頃
自

束
髮
，
即
喜
攬
筆
作
字
，⋯

⋯

，

凡
五
十
年
間
，
非
大
利
害
相
妨
，

未
始
一
日
捨
筆
墨
﹂
，
並
被
後
世

譽
為
南
宋
書
法
大
家
。
其
書
學
歷

程
，
據
俞
松
︽
蘭
亭
續
考
︾
：

﹁
思
陵
本
學
黃
書
，
後
以
偽
豫
遣

能
黃
書
者
為
間
，
改
從
右
軍
﹂
，

可
知
他
先
學
黃
庭
堅
，
後
因
偽
齊

帝
劉
豫
派
擅
長
黃
庭
堅
書
法
的
人

為
間
諜
，
基
於
政
治
上
的
考
量
，

才
改
學
王
羲
之
。
不
單
是
王
羲

之
，
趙
構
﹁
自
魏
晉
以
來
至
六
朝

筆
法
無
不
臨
摹
﹂
，
故
其
書
風
乃

能
融
合
各
家
之
妙
，
自
成
一
格
。

此
幅
行
楷
書
筆
法
洗
鍊
流

暢
，
字
體
結
構
疏
朗
，
充
分
展
現

趙
構
在
臨
古
上
的
深
厚
基
礎
，
以

及
筆
下
晉
唐
經
典
風
格
的
傳
承
。

就
書
法
言
之
，
此
卷
是
南
宋
書
法

的
傑
出
作
品
；
就
內
容
論
之
，
是

岳
飛
抗
金
著
名
史
事
的
另
一
註

腳
。

侯
怡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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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下
的
偉
大
成
就
。

卷
上
無
年
款
，
然
而
一
件
藏

於
日
本
由
趙
氏
所
書
︿
汲
黯
傳
﹀

或
許
可
以
提
供
年
代
上
的
參
考
。

潘
岳
於
︿
閒
居
賦
﹀
並
序
開
頭
說

明
因
讀
︿
汲
黯
傳
﹀
有
感
而
發
，

汲
黯
是
西
漢
武
帝
時
直
諫
匡
君
的

諍
臣
，
正
因
為
其
直
言
無
懼
反
而

沉
浮
於
宦
途
，
也
曾
罷
官
隱
居
。

似
乎
潘
岳
藉
由
汲
黯
的
遭
遇
投
射

出
自
己
對
於
仕
途
不
如
意
的
情

緒
，
而
作
︿
閒
居
賦
﹀
。
延
祐
七

年
︵
一
三
二○

︶
告
老
還
鄉
的
趙

孟
頫
用
小
楷
書
︿
汲
黯
傳
﹀
，
時

年
六
十
六
歲
。
作
書
︿
汲
黯
傳
﹀

極
可
能
是
受
潘
岳
︿
閒
居
賦
﹀
並

序
的
影
響
，
更
有
可
能
是
寫
︿
閒

居
賦
﹀
後
對
仕
途
一
身
的
情
感
抒

發
，
兩
者
之
間
應
有
所
關
連
。
因

此
將
趙
孟
頫
書
︿
閒
居
賦
﹀
訂
為

晚
年
之
作
，
是
合
理
推
論
，
且
以

書
法
風
格
來
看
，
此
卷
當
為
趙
氏

暮
年
之
作
。
趙
子
昂
以
宋
朝
宗
室

而
仕
宦
於
元
，
對
於
仕
途
的
點
滴

感
受
應
來
得
更
為
強
烈
，
而
在
退

隱
之
後
，
藉
由
書
法
上
與
古
人
詩

賦
的
唱
和
或
許
能
略
抒
己
懷
。

侯
怡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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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
中
帶
行
，
體
勢
開
張
，
有
︿
瘞

鶴
銘
﹀
、
︿
鄭
羲
下
碑
﹀
的
風

致
；
筆
法
則
融
會
虞
世
南
、
柳
公

權
，
自
成
一
格
。
其
中
﹁
鳳
﹂
、

﹁
龍
﹂
、
﹁
淪
﹂
等
字
，
猶
見
北

朝
碑
別
字
的
寫
法
，
足
見
書
學
取

資
廣
博
，
從
唐
人
上
探
漢
魏
古

風
。
在
元
代
書
法
復
古
的
潮
流

中
，
鮮
于
書
風
以
陽
剛
見
長
，
為

書
壇
引
入
一
股
勁
力
。

脫
失
。
若
據
現
存
書
畫
著
錄
考

察
，
清
代
胡
敬
︵
一
七
六
九—

一
八
四
五
︶
︽
西
清
箚
記
︾
登
錄

此
作
時
，
所
見
與
目
前
冊
頁
狀
況

相
同
，
可
知
進
入
清
宮
收
藏
之
際

已
然
改
裝
。

鮮
于
書
法
師
承
姚
樞
︵
一
二

○

一—

一
二
七
八
︶
、
張
天
錫
，

復
與
趙
孟
頫
、
周
密
等
人
切
磋

往
還
，
良
師
益
友
同
時
輔
以
臨

池
功
夫
，
楷
行
草
書
在
元
代
已

得
到
時
人
的
肯
定
。
此
幅
古
鏡
歌

疇
︵
一
一
七
四—

一
二
三
二
︶
為

好
友
張
伯
玉
而
作
，
原
題
：
﹁
賦

伯
玉
透
光
鏡
﹂
，
全
文
三
十
二

句
，
載
於
元
好
問
︽
中
州
集
︾
第

六
卷
。
鮮
于
之
作
僅
錄
二
十
四

句
，
缺
少
原
文
末
段
八
句
，
少
數

字
句
與
原
文
且
有
出
入
。
由
於

書
後
有
鮮
于
用
印
卻
無
名
款
，

並
且
偶
見
接
裱
的
痕
跡
，
張
珩

︵
一
九
一
五—

一
九
六
三
︶
先
生

因
此
推
測
原
先
可
能
書
成
手
卷
，

後
人
改
裝
成
冊
頁
，
以
致
於
文
句

王
競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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漓
盡
致
。

這
卷
大
草
書
寫
錄
杜
甫
秋

興
八
首
，
是
陳
淳
去
世
之
前
的
佳

作
，
字
裏
行
間
真
氣
瀰
漫
，
沒
有

絲
毫
衰
頹
的
感
覺
。
其
中
結
字
或

大
或
小
參
差
變
化
，
體
勢
左
右
揖

讓
，
彷
彿
成
於
有
意
無
意
之
間
。

陳
淳
用
筆
靈
活
，
在
大
草
書
中
尤

覺
精
彩
，
牽
絲
細
勁
處
似
斷
還

連
，
敏
銳
地
掌
握
筆
尖
與
紙
張
接

觸
時
的
運
作
，
使
點
畫
前
後
相
續

的
韻
律
，
透
過
牽
絲
綿
延
引
渡
，

悠
然
迴
盪
在
整
個
結
構
空
間
裏
。

陳
淳
有
時
或
多
或
少
參
取
黃
庭

堅
、
祝
允
明
的
經
驗
，
如
第
二
首

﹁
每
依
北
斗
望
京
華
﹂
，
句
中

﹁
北
﹂
字
以
四
點
成
形
，
跳
脫
草

法
的
規
律
，
善
用
點
的
旋
律
活
絡

結
構
空
間
。
如
果
從
另
一
個
角
度

看
陳
淳
的
大
草
書
，
除
了
吐
露
個

人
情
性
之
外
，
同
時
反
映
明
人
書

法
有
得
於
宋
人
的
啟
發
，
書
法
發

展
的
連
續
性
往
往
經
時
光
流
轉
之

後
顯
現
出
脈
絡
來
。

王
競
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