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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
記
文
學
》
編
輯
特
佳
，
一
刊
竟

能
敵
一
國
。
主
要
因
為
它
內
容
豐
富
，
傳

佈
了
半
個
世
紀
以
上
許
多
的
國
家
大
事
。

無
數
人
對
於
這
些
要
聞
大
事
，
多
少
年
來

又
好
奇
，
又
納
悶
。
不
但
百
思
不
得
其

解
，
連
問
也
無
處
去
問
。
更
好[

何]

況
傳

統
的
態
度
，
莫
談
國
事
。

其
次
，
凡
是
國
家
大
事
，
多
半
牽
涉

各
種
小
節
。
例
如
名
人
事
跡
、
個
性
和
軼

事
。
又
例
如
人
事
關
係
、
親
誼
、
學
友
、

派
別
、
主
張
。
再
者
，
某
些
政
策
，
若
干

方
針
，
得
失
之
間
，
多
少
曲
折
。
這
些
方

面
也
都
是
人
人
頗
願
知
之
，
而
捨
此
刊

物
，
頗
難
知
之
。
再
加
上
這
些
因
素
，
交

相
影
響
，
演
成
史
實
，
刺
激
讀
者
興
趣
，

罕
與
倫
比
。

可
是
這
傑
出
的
刊
物
，
似
也
不
無

美
中
不
足
之
處
。
名
人
大
事
要
聞
之
外
，

其
他
史
料
較
少
。
固
然
，
它
也
時
常
刊
登

文
學
家
，
詩
人
，
新
聞
記
者
，
各
種
藝
術

家
，
包
括
電
影
明
星
。
不
過
都
是
以
人
為

中
心
，
或
者
說
，
以
個
人
為
主
題
，
很
少

講
到
「
物
」
。
姑
舉
一
例
，
傳
記
文
學
不

常
討
論
書
籍
，
並
不
重
視
書
卷
氣
。

嚴
格
說
，
傳
記
二
字
並
不
完
全
限
於

人
和
人
事
。
自
漢
代
「
三
都
」
「
兩
京
」

以
來
，
經
過
《
滕
王
閣
序
》
，
《
洛
陽
名

園
記
》
，
一
直
到
近
代
若
干
小
品
，
都
含

有
傳
記
性
質
，
至
少
是
記
述
。
而
主
題
是

物
，
並
不
是
人
。

以
上
這
堆
廢
話
，
無
非
是
向
編
者
情

商
，
借
一
角
小
園
地
，
試
用
小
品
文
，
講

講
物
。
例
如
本
篇
就
是
幼
年
所
讀
書
的
傳

記
。
可
能
這
題
目
又
小
又
沒
實
用
，
尤
其

是
於
國
計
民
生
，
無
關
宏
旨
。
多
數
人
不

感
興
趣
，
簡
直
卑
之
不
足
道
。

隨
筆
漫
談

把
幼
年
讀
的
書
寫
成
傳
記

劉
子
健  

遺
作

趙
　
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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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是
，
假
定
有
些
讀
者
，
觸
發
回

憶
，
把
他
們
經
驗
過
的
讀
物
，
也
寫
出
來

談
談
，
豈
非
拋
磚
引
玉
？
為
本
刊
平
添
一

格
，
使
內
容
更
廣
泛
，
更
豐
滿
。

在
我
十
歲
以
前
，
先
父
經
商
得
意
，

還
用
老
法
子
，
請
家
館
教
孩
子
。
並
且
認

為
新
式
學
堂
風
氣
不
好
，
最
好
不
去
。
請

的
家
館
，
卻
又
不
是
有
教
學
經
驗
的
。
無

非
同
鄉
舉
人
進
士
，
老
來
閒
著
，
隨
便
教

點
書
。
教
學
法
太
差
，
只
講
一
下
字
義
發

音
，
別
無
解
釋
。
所
謂
讀
書
，
其
實
是
死

背
。
一
薄
本
一
薄
本
，
從
頭
至
尾
的
背
。

面
背
老
師
，
背
錯
了
拿
回
去
再
唸
。
當
然

這
死
背
的
方
法
，
也
未
嘗
無
用
。
幾
十
年

後
，
還
像
計
算
記[

機]

所
存
下
的
資
料
，

一
動
腦
筋
，
就
可
以
背
出
來
。
可
是
此
法

費
時
太
多
，
收
效
甚
少
。
如
果
把
書
句
內

容
，
生
動
的
解
釋
一
下
，
一
定
會
記
得
很

多
。
教
而
不
解
，
學
生
不
懂
，
好
些
背
過

的
完
全
忘
了
。

唸
什
麼
啟
蒙
書
呢
？
向
來
有
兩
條
路

子
。
一
個
辦
法
是
唸
《
百
家
姓
》
、
《
千

字
文
》
，
進
而
選
誦
《
增
廣
賢
文
》
。

《
百
家
姓
》
知
道
人
的
姓
怎
樣
寫
，
有
時

也
幫
助
認
鋪
子
店
號
，
街
名
地
名
。
此
外

無
甚
用
處
。
《
千
字
文
》
千
古
傑
作
，
四

字
一
句
的
韻
文
。
從
天
文
地
理
讀
到
之
乎

者
也
，
竟
不
重
覆
一
字
。
可
是
其
中
有
許

多
冷
僻
的
字
，
並
不
實
用
。
至
於
《
增
廣

賢
文
》
，
充
滿
了
成
語
和
儒
家
的
規
範
。

可
是
幼
童
未
必
發
生
興
趣
。

其
實
，
這
條
路
子
裡
，
最
好
不
過
的

是
《
三
字
經
》
。
南
宋
確
已
出
現
這
類
的

書
，
而
這
一
本
是
假
托
宋
末
大
學
者
王
應

麟
編
的
。
明
代
大
為
流
傳
，
屈
大
均
就
很

稱
道
它
。
一
共
才
五
百
多
字
，
比
《
百
家

姓
》
還
好
唸
。
而
且
若
干
常
用
字
反
覆
出

現─
─

和
《
千
字
文
》
的
編
製
恰
巧
相
反

─
─

很
合
乎
教
學
記
誦
的
原
理
。
而
三
字

一
句
，
廿
世
紀
才
有
語
言
學
家
證
明
，
比

四
字
五
字
一
句
，
都
容
易
記
。
我
再
加
一

點
，
唱
的
蓮
花
落
，
也
常
用
三
字
一
句
，

同
一
道
理
。

▲

一
九
四
六
年
，
在
東
京
審
判
現
場
。
照
片

由
女
兒K

aren

女
士
提
供
。

▲

一
九
四
六
年
，
與
倪
征
𣋉
先
生
合
影
於
日

本
東
京
。
照
片
由
女
兒K

aren

女
士
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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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於
《
三
字
經
》
的
內
容
更
好
。
除

了
一
些
儒
家
道
理
，
特
別
著
重
個
人
努
力

和
學
習
，
鼓
勵
上
進
，
還
提
到
許
多
生
活

上
實
用
的
常
識
，
諸
如
天
文
，
地
理
，
動

植
物
都
有
。
一
邊
唸
《
三
字
經
》
，
一
邊

可
以
在
實
際
的
環
境
中
應
證
體
驗
。

另
外
一
條
啟
蒙
的
路
子
，
不
讀
上
列

各
種
書
，
直
接
讀
四
書
。
有
了
這
基
礎
，

以
後
再
讀
《
增
廣
賢
文
》
，
就
容
易
把
握

那
一
大
堆
的
成
語
和
典
故
。
至
於
四
書
，

起
頭
的
《
大
學
》
、
《
中
庸
》
，
簡
單
地

明
白
點
大
道
理
也
就
可
以
，
不
必
在
啟
蒙

時
深
究
。
重
點
要
放
在
《
論
語
》
上
，

《
孟
子
》
還
在
其
次
。

重
視
《
論
語
》
，
大
有
道
理
。
文
字

淺
顯
，
幼
童
都
能
領
悟
。
而
它
最
偉
大
的

說
法
，
是
從
常
識
中
化
出
原
理
和
真
理
，

建
立
健
康
的
生
活
態
度
，
和
處
世
方
針
。

隨
便
舉
幾
個
例
：
不
知
生
，
焉
知
死
？
自

古
皆
有
死
，
民
無
信
不
立
。
而
凡
事
，
過

猶
不
及
，
溫
和
點
好
。
對
人
誠
懇
之
外
，

也
不
必
得
罪
不
歡
迎
的
人
。
例
如
他
來
看

你
，
你
就
等
他
不
在
家
時
，
禮
貌
上
去
回

拜
一
下
。
這
不
是
講
待
人
接
物
嗎
？
大
可

不
必
巧
言
令
色
的
去
假
意
敷
衍
。
自
己
圖

上
進
，
可
是
在
己
不
在
人
，
人
不
知
而
不

慍
。
例
證
很
多
，
按
下
不
說
。
日
友
宮
崎

市
定
先
生
，
年
逾
九
十
，
前
些
年
還
出
版

《
論
語
》
新
研
究
。
他
十
分
同
意
孔
子
真

是
萬
世
師
。
他
的
精
神
，
能
奠
定
學
童
心

理
，
獲
益
非
淺
。

用
笑
話
來
幫
助
讀
《
論
語
》
，
確

屬
妙
法
，
大
可
提
高
學
童
興
趣
。
笑
話
甚

多
，
姑
只
舉
一
例
。
解
釋
晝
寢
。
有
一
天

飯
後
，
老
師
坐
著
睡
著
了
。
等
他
醒
來
，

學
生
問
他
剛
幹
什
麼
。
是
不
是
晝
寢
？
他

說
：
不
是
，
他
去
夢
周
公
來
著
。
第
二

天
，
學
生
也
睡
午
覺
。
先
生
把
他
揪
醒
，

吼
了
一
聲
，
問
他
你
這
是
幹
什
麼
？
學
生

抖
著
說
，
我
去
夢
周
公
。
老
師
大
怒
說
，

你
也
配
夢
周
公
。
周
公
說
什
麼
？
學
生
硬

著
頭
皮
答
道
：
周
公
說
，
他
老
人
家
昨
天

沒
看
見
您
。

《
論
語
》
平
易
近
人
，
循
循
善
誘
，

並
不
令
人
有
道
貌
岸
然
的
感
覺
。
大
道

理
，
再
加
上
小
興
趣
的
笑
話
，
唸
起
來
特

別
有
勁
。

讀
完
四
書
，
也
可
以
讀
子
書
。
《
莊

子
》
很
有
意
思
，
但
未
必
合
乎
啟
蒙
的
學

童
，
不
如
留
待
將
來
。

較
合
適
的
讀
物
，
恐
怕
還
算
史
書
。

不
過
，
老
法
子
讀
《
春
秋
左
傳
》
，
實
在

欠
妥
。
王
正
月
這
小
句
，
就
難
解
釋
清

楚
。
鄭
伯
克
段
於
鄢
，
雖
然
有
母
子
兄

弟
，
感
情
，
權
力
計
謀
交
織
的
故
事
，
畢

竟
政
治
氣
息
太
重
。
為
年
幼
的
讀
者
，
並

不
理
想
。
總
之
，
《
左
傳
》
不
如
《
史

記
》
好
。
用
《
史
記
菁
華
錄
》
更
好
。

有
的
家
館
先
生
愛
教
《
東
萊
博

議
》
，
據
說
能
開
闢
思
路
。
這
也
待
樽

酌
。
第
一
，
這
書
有
時
強
辭
奪
理
，
未
必

是
好
榜
樣
。
其
次
，
辯
論
所
根
據
的
大
部

分
引
用
《
左
傳
》
的
史
敘
，
不
熟
悉
《
左

傳
》
，
很
不
易
判
斷
是
非
。
其
三
，
議
論

雖
多
，
文
章
的
格
調
差
不
多
，
未
免
單

調
，
給
現
代
學
生
不
多
啟
示
。

呂
祖
謙
的
議
論
多
，
究
不
如
王
安

石
。
一
短
篇
孟
嘗
君
論
，
不
到
一
百
字
，

有
聲
有
色
。
說
到
古
文
，
《
古
文
觀
止
》

和
《
古
文
辭
類
纂
》
，
都
可
以
用
。
不
必

全
唸
，
按
照
學
生
興
趣
和
程
度
挑
選
，
最

好
。
前
者
比
後
者
較
簡
。
《
六
臣
文
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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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必
用
。
這
兩
本
書
已
經
選
了
又
選
，
採

用
若
干
篇
。

我
的
家
館
老
師
們
就
會
在
我
的
作
文

上
批
句
話
，
多
半
空
洞
，
不
切
作
文
的
內

容
和
寫
法
。
而
且
從
不
教
怎
樣
去
寫
的
方

法
。
自
己
若
干
年
後
才
領
會
到
文
字
以
簡

潔
為
尚
，
起
承
轉
合
不
可
忽
略
，
能
有
新

意
新
筆
法
更
好
。

做
文
章
也
有
笑
談
。
我
曾
用
英
文

向
美
國
學
生
用
下
列
短
文
介
紹
中
國
古
文

的
風
格
。
他
們
都
大
笑
。
短
文
中
的
括
號

指
涵
意
，
並
非
本
文
。
少
直
說
，
才
能
簡

潔
。
此
文
曰
：

「
公
幼
讀
書
。
去
學
劍
（
沒
讀
好
書
，
才

棄
文
就
武
）
。
又
學
萬
人
敵
（
學
劍
又
沒
學

好
，
反
倒
夢
想
學
軍
事
學
）
。
乃
學
醫
（
武

術
軍
事
都
要
殺
人
，
沒
學
好
，
不
如
學
救
人

的
醫
術
）
。
」

「
公
病
公
自
醫
，
公
卒
（
沒
說
他
醫
道
如

何
）
。
」

（
下
文
有
評
有
感
歎
）

「
嗚
呼
，
公
死
矣
！
公
竟
死
矣
！
公
不
死

而
天
下
人
死
矣
。
」

（
全
文
止
）
。

奇
怪
得
很
，
唸
了
四
五
年
家
館
，

父
親
花
了
不
少
錢
，
我
竟
沒
讀
過
《
千
家

詩
》
，
或
《
唐
詩
三
百
首
》
。
教
員
可

歎
，
我
卻
可
憐
。
這
種
又
好
又
不
難
的
古

詩
，
調
節
情
緒
，
於
心
身
有
益
，
不
可
不

讀
。

也
很
奇
怪
的
是
習
字
。
每
早
臨
帖

寫
，
就
是
沒
教
過
怎
樣
臨
法
。
寫
了
幾

年
，
到
高
中
畢
業
時
，
寫
出
字
來
還
不
如

高
小
學
生
。
進
大
學
了
，
幸
虧
一
位
親

戚
，
教
我
用
真
正
老
辦
法
。
不
臨
帖
，
因

為
根
本
不
夠
程
度
。
只
摹
帖
，
用
老
式
油

紙
，
蒙
在
帖
上
，
像
紅
模
子
那
樣
的
練

習
。
果
然
，
半
年
以
後
，
遽
然
趕
上
一
般

水
平
。
老
師
們
真
是
「
教
不
言
，
師
之

陋
」
。父

親
另
外
還
花
錢
，
請
年
輕
大
學
生

來
家
教
英
文
、
算
學
。
算
學
雖
然
學
到
簡

單
代
數
，
但
在
記
憶
之
中
，
分
數
的
四
則

比
較
最
難
。
英
文
重
視
文
法
，
乾
燥
不
易

唸
通
。
後
來
又
重
新
再
學
。
讀
物
無
甚
高

下
，
只
有
一
本
書
名M

o
d
e
r
n
 
C
h
i
n
a

（
現

代
中
國
）
，
很
感
興
趣
，
因
為
和
現
實
有

關
。
而
那
時
還
沒
有
一
頁
英
文
，
對
面
一

頁
中
譯
，
中
英
對
照
的
讀
物
。
到
了
高
中

才
發
現
，
遽
然
許
多
人
都
在
唸
這
種
對
照

本
的
《
少
年
維
持
（
特
）
之
煩
惱
》
。

以
上
所
說
的
，
知
識
面
太
差
。
幸
虧

在
老
師
之
外
，
先
父
買
了
一
套
從
英
文
譯

成
中
文
的
少
年
百
科
全
書
。
諸
如
化
學
、

物
理
、
生
物
、
歐
美
地
理
歷
史
、
外
國
遊

戲
、
文
學
、
有
名
故
事
，
諸
如
此
類
，
都

是
自
己
從
這
套
書
看
來
的
。

十
二
三
歲
時
，
各
國
經
濟
恐
慌
。
不

久
，
日
本
從
九
一
八
起
，
強
占
東
北
。
父

親
事
業
失
敗
，
竟
至
破
產
。
那
就
顧
不
得

他
老
人
家
聘
用
家
館
的
舊
理
想
。
我
改
入

初
中
，
就
在
家
附
近
，
上
海
所
謂
弄
堂
學

校
，
也
就
是
學
店
。
程
度
雖
差
，
但
對
我

而
言
，
忽
然
出
現
新
天
地
。

第
一
，
發
現
黑
板
上
的
字
根
本
看
不

見
。
原
來
近
視
已
三
百
度
。
讀
古
書
，
有

點
近
乎
舊
日
的
「
進
士
」
，
諧
音
近
視
。

第
二
，
原
來
上
學
還
另
有
不
用
書
本

的
必
修
課
，
如
體
育
、
音
樂
、
圖
畫
。
我

是
多
半
不
及
格
，
能
拼
到
六
十
分
，
就
算

幸
運
。第

三
，
先
父
先
母
既
不
讚[

贊]

成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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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
也
看
不
起
。
而
我
卻
發
現
徐
志
摩
靜

靜
的
康
橋
，
簡
直
美
不
勝
收
。
而
胡
適
先

生
批
評
古
文
的
八
不
主
義
，
更
是
條
條
有

理
。
雖
然
如
此
，
我
沒
放
棄
古
文
，
認
為

盡
可
並
存
。
象
徵
著
我
後
來
成
為
漸
進
的

多
元
論
者
。

第
四
，
讀
著
《
民
權
初
步
》─

─

現
在
一
般
人
好
像
不
知
此
書─

─

才
懂
些

民
主
討
論
，
如
何
才
能
合
規
矩
。
自
由
發

言
決
非
毫
無
秩
序
。
又
看
見
一
些
時
事
雜

誌
，
才
明
白
些
世
界
大
勢
。
慢
慢
的
發
生

興
趣
。幸

運
地
，
家
搬
到
北
京
。
我
考
進

了
一
處
學
費
不
低
而
程
度
不
高
的
高
中
。

且
不
論
學
校
，
北
京
的
讀
書
環
境
太
理
想

了
。

東
安
市
場
很
多
舊
書
攤
，
西
單
商

場
也
有
一
二
十
家
。
站
在
那
裡
幾
分
鐘
，

隨
意
翻
翻
書
，
瀏
覽
一
下
，
書
商
並
不
在

意
。
不
一
定
要
買
。
如
果
買
了
，
用
完
之

後
，
不
想
留
，
也
可
以
再
賣
回
去
。
可
能

能
賣
原
來
一
半
的
價
錢
。
所
謂
書
攤
等
於

是
流
通
租
書
處
。

書
攤
上
又
有
各
種
期
刊
。
《
中
學

生
》
尤
其
加
惠
學
子
。
我
看
見
「
美
學
」

這
名
詞
，
方
知
天
地
間
有
此
學
問
，
也
就

是
那
裡
看
到
的
。
一
本
新
雜
誌
，
看
完
不

留
，
照
樣
可
以
賣
回
書
攤
，
同
樣
的
等
於

租
。

一
錢
不
用
而
可
以
看
到
各
種
書
，
雜

誌
，
報
紙
是
北
海
邊
上
的
北
京
圖
書
館
。

進
門
存
自
行
車
，
並
不
收
費
。
要
個
指
定

座
位
，
有
座
牌
，
就
可
以
憑
牌
，
按
卡
片

號
碼
，
填
借
書
單
。
有
人
負
責
遞
到
座
位

上
，
太
周
到
了
。
何
況
不
取
分
文
？
就
是

在
那
裡
食
堂
吃
午
飯
，
也
只
用
一
角
錢
，

管
飽
，
不
比
外
面
貴
。

那
時
候
，
凡
是
中
學
生
集
中
精
力

準
備
考
大
學
的
，
都
隨
身
帶
一
個
小
本

子
，
記
上
數
學
公
式
，
化
學
程
序
，
物
理

要
點
。
因
為
數
理
化
公
式
和
定
律
，
在
了

解
以
後
，
仍
需
要
強
記
，
愈
熟
愈
好
。
當

年
在
科
學
救
國
的
信
念
下
，
數
理
至
上
。

我
攻
讀
數
理
，
小
本
兒
不
離
手
，
倒
還
勉

強
過
得
去
（
勉
強
在
日
本
文
是
用
功
的
意

思
）
。
而
所
有
科
目
中
，
英
文
最
差
。

在
中
學
畢
業
前
，
全
市
各
校
舉
行

會
考
。
這
種
普
通
考
試
比
較
容
易
。
我
們

高
三
畢
業
班
三
十
多
人
，
英
文
不
及
格
的

十
二
位
。
我
雖
及
格
，
這
一
班
的
英
文
程

度
可
想
而
知
。
原
因
無
他
，
三
年
高
中
，

▲

一
九
四
八
年
，
與
夫
人
王
惠
箴
同
訪
客
居

美
國
麻
省
劍
橋
的
洪
業
先
生
夫
婦
。
照
片

由
女
兒K

aren

女
士
提
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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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是
同
一
位
英
文
教
員
。
他
只
重
人
事
，

不
負
責
教
書
。
會
考
結
果
發
表
，
他
就
悄

然
離
校
，
不
知
去
向
。

畢
業
後
，
我
想
學
採
鑛
，
投
考
北
洋

大
學
。
它
的
數
理
題
目
，
一
向
相
當
難
，

但
我
可
能
應
付
及
格
。
毛
病
出
在
英
文

上
。
作
文
題
目
，
有N

O
T
I
O
N

一
字
。
我
只

知
道N

A
T
I
O
N

，
不
認
識
這
個
新
字
，
無
從

下
筆
，
只
好
胡
寫
一
篇
。
自
己
知
道
沒
希

望
考
中
。
榜
發
，
果
然
名
落
孫
山
。

看
以
上
兩
項
傳
記
事
實
，
讀
者
盡
可

不
必
重
視
這
短
篇
小
品
。
就
此
打
住
。

整
理
後
記

二○

二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九
日
是
劉
子

健
先
生
誕
辰
一
百
零
五
週
年
，
整
理
者
因

故
與
劉
先
生
的
獨
女K

a
r
e
n
 
L
i
u

及
外
孫

A
x
e
l
 
H
e
l
l
m
a
n

取
得
聯
絡
。
十
二
月
十
六

日
，A

x
e
l

通
過e

m
a
i
l

寄
來
劉
先
生
十
頁

手
稿
，
請
整
理
者
確
認
其
內
容
。
此
為
劉

先
生
生
前
為
《
傳
記
文
學
》
所
撰
底
稿
，

正
文
以
黑
色
原
子
筆
書
寫
，
修
改
部
分
用

毛
筆
以
及
藍
色
、
綠
色
原
子
筆
不
等
。
從

文
中
提
到
「
宮
崎
市
定
先
生
年
逾
九
十
」

以
及
宮
崎
先
生
出
生
於
一
九○

一
年
八
月

推
測
，
該
文
應
作
於
一
九
九
一
年
以
後
。

劉
先
生
於
一
九
九
三
年
一
月
二
日
回
覆
柳

立
言
先
生
的
信
函
中
言
：
「
半
年
都
沒
回

信
，
是
另
一
原
因
。
去
年
夏
天
才
查
出
來

胃
部
有
嚴
重
毛
病
。
經
過
幾
位
醫
師
看

過
，
都
主
張
切
除
。
手
術
相
當
大
，
但
幸

好
無
事
。
可
是
出
院
以
後
，
在
家
休
養
，

相
當
費
事
。
這
半
年
來
，
一
天
要
吃
五
六

次
，
每
次
吃
得
很
少
。
等
於
說
一
天
到

晚
，
忙
著
吃
，
洗
，
再
吃
。
不
但
進
食
如

此
，
走
路
也
欠
勁
。
而
記
憶
力
，
分
析
力

之
薄
弱
，
不
勝
浩
歎
。
」
（
引
自
趙
晶
整

理
〈
劉
子
健
致
柳
立
言
信
札
選
錄
〉
，
包

偉
民
，
劉
後
濱
主
編
《
唐
宋
歷
史
評
論
》

第
十
三
輯
，
社
會
科
學
文
獻
出
版
社
，
二

○

二
四
年
，
頁
三
八
）
八
個
月
後
，
劉
先

生
便
遽
歸
道
山
。
由
此
推
斷
，
該
文
寫
作

的
時
間
下
限
大
約
在
一
九
九
二
年
夏
天
。

經
劉
先
生
家
屬
同
意
，
特
加
整
理
。
現

遵
劉
先
生
生
前
之
願
，
投
寄
《
傳
記
文

學
》
，
以
「
拋
磚
引
玉
」
。

又
，
子
健
先
生
與
《
傳
記
文
學
》

結
緣
於
一
九
八○

年
代
末
，
將
其
父
劉
石

蓀
先
生
遺
稿
整
理
後
，
以
〈
戇
商
涉
外
遺

錄─
─

一
介
商
民
為
中
日
塘
沽
協
定
奔
走

側
記
〉
為
題
，
發
表
於
《
傳
記
文
學
》
第

五
十
四
卷
第
六
期
（
總
第
三
二
五
期
，

一
九
八
九
年
六
月
）
。
二○

二
五
年
一
月

十
四
日
，A

x
e
l

寄
來
一
枚
舊
照
，
乃
石
蓀

先
生
與
其
三
子
的
合
影
。
經
子
健
先
生
侄

子
劉
森
先
生
告
知
，
子
健
先
生
兄
弟
四

人
，
長
兄
出
生
於
一
九
一
二
年
十
月
，
子

健
先
生
是
四
弟
，
二
人
相
差
七
歲
，
照
片

中
的
三
子
應
是
其
父
、
二
叔
、
三
叔
。
經

家
屬
同
意
，
特
此
刊
佈
這
張
舊
照
，
以
現

一
代
「
戇
商
」
的
風
采
。

▲

劉
石
蓀
先
生
與
其
三
子
的
合
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