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
刻
『
童
蒙
詩
式
』

伊

藤

善

隆

寛
文
の
書
籍
目
録
に
そ
の
名
が
見
え
る
も
の
の
、
従
来
そ
の
伝
存
が
確
認
さ

れ
て
い
な
か
っ
た
詩
論
書『
童
蒙
詩
式
』（
個
人
蔵
）を
調
査
す
る
機
会
を
得
た
。

本
書
の
内
容
は
、
多
く
明
の
梁
橋
の
『
氷
川
詩
式
』
に
依
拠
し
て
お
り
、
近
世

前
期
に
流
布
し
て
い
た
詩
論
の
実
態
や
、『
氷
川
詩
式
』の
影
響
力
の
大
き
さ
を

知
る
上
で
興
味
深
い
資
料
で
あ
る
こ
と
が
判
明
し
た
。
こ
こ
に
翻
刻
紹
介
す
る

所
似
で
あ
る
。

ま
た
、
翻
刻
の
底
本
に
使
用
し
た
田
村
五
郎
右
衛
門
版
の
他
、
さ
ら
に
無
刊

記
の
一
本
（
個
人
蔵
）
を
調
査
す
る
機
会
を
得
た
。
両
者
は
い
っ
け
ん
よ
く
似

て
い
る
が
、
子
細
に
検
討
す
る
と
別
版
で
あ
り
、
田
村
版
を
覆
刻
し
た
も
の
が

無
刊
記
本
と
考
え
ら
れ
る
。
詳
細
は
別
の
機
会
に
譲
る
が
、
田
村
版
で
は
き
ち

ん
と
彫
刻
さ
れ
て
い
る
字
が
、
無
刊
記
版
で
は
字
の
体
を
な
し
て
い
な
い
箇
所

が
見
ら
れ
、
ま
た
匡
郭
の
縦
寸
も
無
刊
記
版
の
方
が
短
い
こ
と
か
ら
、
田
村
版

が
無
刊
記
版
よ
り
先
行
す
る
版
と
推
定
さ
れ
る
。

底
本
の
書
誌
を
簡
単
に
記
せ
ば
、
小
本
一
冊
（
13
・
5
㎝
×
９
・
９
㎝
）、
改

装（
表
紙
欠
）、
四
周
単
辺
無
界
、
毎
半
葉
九
行
十
五
字
、
で
あ
る
。
な
お
、
匡

郭
の
内
法
は
11
・
８
㎝
×
８
・
０
㎝
（
本
文
第
一
丁
を
計
測
）、
柱
に
は
、
書
名

「
童
蒙
詩
式
」
と
丁
数
「
乙
（
二
〜
四
十
二
）」
が
記
さ
れ
る
。

翻
刻
に
あ
た
っ
て
は
、
旧
字
体
・
異
体
字
等
は
原
則
と
し
て
通
行
の
字
体
に

改
め
た
。
ま
た
、
明
ら
か
な
誤
刻
を
改
め
た
箇
所
が
あ
る
。
句
読
点
は
私
に
付

し
た
。
丁
移
り
は
煩
瑣
な
た
め
省
略
し
た
。

翻
刻

童
蒙
詩
式
目
録

⃞一
平
仄
式
図

⃞二
絶
句
式

⃞三
律
詩
式

⃞四
排
律
式

⃞五
和
韻
式

⃞六
回
文
式

⃞七
雑
躰
式

⃞八
聯
句
式
集
句

⃞九
奇
格
式

⃞十
句
法
式

⃞十一
詩
病
式

⃞十二
作
詩
式
総
論

目
録
終

童
蒙
詩
式

⃞一
平
仄
式
図

蔡
虚
斎

曰
、
十
二
律
以

正

五
音

。
猶

今

之
律

詩

之
法

。
平
々
仄
々
仄

平
々
。
仄
々
平
々
仄
々
平
。
仄
々
平
々
平
仄
々
。
平
々
仄
々
仄
平
々
。
彷
彿

当

如

此

意

。
▲
閲
甫

曰
、
日

本
所

伝
之
法
大

体
如

此

。
即

氷
川
式

謂

正

格
偏
格
云

者

亦
如

此

。
是

法
正

而
易

記

。
勝

於
二

四
不

同
二

六

対
三

五

同
下

三

連

之
煩

多

而
不

正
。仄

起

ソクヲコリ
亦

以

是

為

準

。
五

言
亦

同

。
律

重

之

耳
。

平
起
図

氷
川
詩
式

謂

之

偏
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仄
起
図

氷
川
詩
式

謂

之

正
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五
言
平
起
図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仄
起
図

●
●
●
○
○

○
○
●
●
○

○
○
○
●
●

○
●
●
○
○

氷
川
詩
式
五
言
絶
句
正
格

武
侯

廟

唐
杜
甫

●遺
●廟
○丹
○青
●落

○空
○山
●草
●木
○長

○猶
○聞
○辞

●後
●主

●不
●復
●臥

○南
○陽此

法
以

第
二
字
仄

入

。
謂

之

正

格

。

偏
格秋

朝

覧

鏡

唐

稷

●客
○心
○驚
●落
●木

●夜
●坐
●聴
○秋
○風

○朝
●日
○看
○容
●鬢

○生
○涯
●在
●鏡
○中

此

法
以

第
二
字
平

入

。
謂

之

偏
格

。

七
言
絶
句
正
格

苑

中
遇

雪

応

制

唐
宋
之
問

紫
禁
仙

輿
詰
且

来

青

旗
遙

倚

望
春
台

不

知
庭

霰
今

朝
落

疑

是

林

花
昨

夜
開

偏
格逢

人

京

使

唐
岑
参

故
園
東

望

路
漫

漫

双

袖
竜

鍾

涙
不

乾

馬
上

相
逢

無

紙
筆

憑

君

伝

語

報

平

安

律

詩
平

仄
之

式
、
同

絶

句
之

式

。
合

絶

句
両

章

、
為

八

句

耳ノミ
。

中

間
四

句
用

対

。但

第

五

句
不

用

。又
第

一

句
用

亦

不

用
可

也
。
二
句
謂

之

一
聯

、
起

為

破
題

、
承

為

頷

聯

、
転

為

頸
聯

、
合

為

結
句

。
五
言
七

言
皆

同
。

五
言
律
詩
平
起

○
○
○
●

●
●
●
○
○

起

●
●
○
○
●

○
○
●
●
○

承

○
○
○
●
●

●
●
●
○
○

転

●
●
○
○
●

○
○
●
●
○

合

仄
起
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氷
川
詩
式
五
言
八
句
正
格

春

夜

喜

雨

唐
杜
甫

好

雨
知

時
節

当

春

乃

発

生

随

風

潜

入

夜

潤

物

細

無

声

野

径
雲

倶

黒

江

船
火

独

明

暁
看

紅

湿

処

花

重

錦
官
城

偏
格題

李
疑

幽

居

唐

島

閑

居
少

隣

並

草
径
入

荒

園

鳥

宿

池

中

樹

僧

敲

月

下

門

過

橋

分

野

色

移

石

動

雲

根

暫

去

還

来

此

幽

期
不

負

言

七
言
律
詩
仄
起
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平
起
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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氷
川
詩
式
七
言
八
句
正
格

九
日

唐
杜
甫

老

去

悲

秋

強

自

寛

興
来

今

日
尽

君

歓

羞

将

短
髪

還

吹

帽

笑

債

傍

人

為

正

冠

藍
水

遠

従

千

澗

落

玉

山

高

並

両

峯

寒

明

年
此

会
知

誰

健

酔

把

茱

萸

仔

細

看
偏
格行

経

華
陰

唐
崔
顥

岩

太
華
俯

咸
京

天

外

三

峯
削

不

成

武
帝

祠

前
雲
欲

散

仙

人
掌

上
雨

初

晴

河

山
北
方

枕

秦
関

険

駅

路
西
方

連

漢

平

借

問

路

傍
名

利

客

無

如

此

処
学

長

生

⃞二
絶
句
式

詩
体
明
弁

曰
、
按

絶

句
詩

原

於
楽
府

。
五

言

如

白

頭

吟
、
出

塞

曲
、
桃

葉

歌
、
歓
聞

歌
、
長

干

曲
、
団
扇
郎
篇

。
七

言

如

挟

瑟

歌
、

烏

栖

曲
等

篇

。
下

及

六

代

述

作
漸

繁

。
唐

初

穏

順

声

勢

、

定

為

絶

句

。
絶

之
為

言
截キル

也
。
即

律

詩

而
截

之

也
。
故

凡

後

両

句
、
万

者

是

截

前

四

句

。
前

両

句
、
万

者

、
是

截

後

四

句

。
全
篇
皆

万

者

、
是

截

中

四

句

。
皆

不

万

者

、
截

首

尾

四

句

。
故

唐
人
絶

句
、
皆

称

律

詩

。
▲
氷
川
子

曰
、
絶

句

衆

唐
人
是

一

様
、
少
陵
是

一

様
、
韓
退
之
是

一

様
。
絶

句

者
截

句

也
。
句
絶

而
意
不

絶
。
截

律
詩

中
、
或

前

四

句
、
或

後

四

句
、
或

中

二
聯
、
或

首

尾

四

句

。
太

抵
以

第
三
句

為

主

。

五
言
絶
句

○
按

詩

始

於
舜

之
カウ
歌

。而

後

至

于
周

詩
三
百
篇

、漸

盛

也
。

後

生

作
者
、
愈

多

而
、
体

格
転

備

也
。
▲
氷
川
子

曰
、
五

言

始

于
李

陵
蘇

武

。
或

云

枚
乗

。

後
対

格

易

水

送

別

唐
駱
賓
王

此

詩
是

截

律
詩
前

四

句

。
其

法
前

散
後

対
。

此

地
別

燕
丹

壮

髪
上

衝

冠

昔

時
人

已

没

今

日
水

猶

寒前
対

格

江
令
于
長

安

帰

揚
州

九

日

賦

唐
許
敬
宗

此

詩
是

截

律

詩
後

四

句

。
其

法
前

対
後

散
。

心

遂

南

雲

逝

身

随

北

雁

来

故

郷
籬

下

菊

今

日
幾

花

開四
句
全
対
格

玩

初
月

唐
駱
賓
王

此

詩
是

截

律

詩
中

二

聯

。
其

法
四

句
両

対
。

忌

満

光

恒

缺

乗

昏

影

暫

流

自

能
明

似

鏡

何

用

曲

如

鈎

四
句
不
対
格

過

酒
家

唐
王
績

此

詩
是

截

律
詩
首

尾

四

句

。
其

法
四

句
一

意
不

対
。

此

日
長

昏

飲

非

関

養

性

霊

眼

看
人
尽

酔

何

忍

独

為

醒此
似

後

対

格

而

非

也
。

扇
対
法

哭

台
州

司

戸
蘇
少

監

唐
杜
甫

此

詩
是

隔

句
扇

対

法
。以

第
一
句

対

第
三
句

。以

第
二
句

対

第
四
句

。

得

罪

台

州

去

時

危

棄

碩
儒

移

官

蓬

閣

後

穀
貴

歿

翻刻『童蒙詩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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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
夫

四
句
四
意
格

絶
句

唐
杜
甫

遅

日
江

山
麗

春

風
花

草
香

泥

融

飛

燕
子

沙

暖

睡

鴛

鴦○
按

前

面
四

句
一

意
不

対

格
、
過

酒
家

詩
、
後

学
愚

陋

之
輩
見

之

、
則
以

為

後

対

格

也
。
須
下

見

七
言
四
句
一

意
不

対

格

、
而

互

識
上

也
。
○
氷
川
子
曰
、
五
言
絶
句

情

入

事

。
七
言
絶
句

掉

景

入

情

。
当

知
有

此

不
同

。
或

云
五
言
絶

句

主

情
景

。
七
言

絶
句

主

意
事

。

七
言
絶
句

氷
川
子
曰
、
七
言

始

于
漢
武
栢
梁

。
▲
七
言
絶

句

始

自

古

楽
府

。

詳

見

前
。

▲
後

対
前

対
等

格
、
記

之

如

五

言

。

前
散
後
対

寒
食

上

唐
王
維

広
武

城
辺
逢

暮
春

陽

帰

客
涙

巾

落

花
寂

寂

啼

山

鳥

楊
柳
青
青

渡

水
人

前
対
後
散

江
南

唐
陸
亀
蒙

村

辺

紫

藤
花

垂
ヽ

次

岸

上

紅

梨
葉

戦

初

莫

恠

烟
中

重

回

首

酒

旗

青

一

行

書

四
句
両
対

奉

和

聖
製
幸

韋

嗣

立

荘

応

制

唐
奉

万

騎
千

官
擁

帝

車

八

竜
三

馬
訪

仙
家

鳳
凰
原

上
窺

青

壁

鸚

鵡
盃

中
弄

紫
霞

四
句
不
対

贈

花
郷

唐
杜
甫

錦

城

糸

管
日

紛
紛

半

入

江

風

半

入

雲

此
曲
祇タヽ
応

天

上

有

人

間
能
得

幾
回

聞

○
按

前
面
五

言
絶
句
所

引
酒

家

詩
、似

非

四

句
不

対

格

。見

此

詩

可

見
。
此

乃
常

日
所

用
之
格
也ナリ
。

隔
句
扇
対

絶
句

同

去

年
花

下
留
連

飲

暖

日
夭

桃
鴬
乱

啼

今
日
江
辺
容
易

別

淡

烟
衰

草
馬

頻

嘶

四
句
四
意

絶
句

同

両

箇

黄

鳴

翠

柳

一

行

白

鷺

上

青

天

窓

含

西

嶺

千

秋

雪

門

泊

東

呉
万

里

船

○
氷
川
子

曰
、
凡

作

七
言
絶
句

、
如

窓
中

覧

景

。
立

処
雖

窄

眼-

界
自

寛

。
題

広

者

取

遠

景

寸

山
尺

水
愈〳
〵

覚

其
遥

。
取

近

景

一

草
一

本
皆
有

生
意

。

⃞三
律
詩
式

詩

体

明

弁

曰
、
按

律

詩

者
梁
陳

以
下
声

律
対

偶

之
詩

也
。

自

風
有

既

多
、
受

侮
不

少
之
句

、
其

属

対
已

工

。
尭

典

有

声

依

永
、
律

和

声

之
語

。
其

為

律
已

甚

。
梁
陳
諸
家
漸

多

句

。
唐
興

沈
宋

之
流

研

練
精

切
、
穏

順

声

勢

号

為

律

詩

。
其

後

盛

雖

不

及

古

詩

之
高

遠

、
然

其

詩
一

二

名

起
聯

、
又
名

発
句

、
三

四

名

頷
聯

、
五

六

名

頸
聯

、
七
八

名

尾

聯

、
又
名

落
句

。
▲
氷

川

子
曰
、
律

詩
有

起
、
有

承
、
有

転
、
有

合
。
起

為

破

題

。
或

対

景

興
起

、
或

比

起
、
或

引

事
起

、
或

就

題
起

。
要

突

兀
高
遠
、
如

狂

風

捲

浪

勢
欲

滔

天

。
承

為

頷
聯

。
或

写

意

、
或

写

景

、
或

書

事

、
或

用

事

引

證

。
要

接

破
題

。
如

竜

之
珠
抱

而
不

脱
。
転

為

頸
聯

。
或

写

意

、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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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
書

事

、
用

事

、
引

證

。
与

前

聯

之
意

相

応

相

避

。
要

変

化
如

疾
雷

破

山

観

者
驚
愕

。
合

為

結
句

。
或

就

題

結

、

或

開

一

歩

、
或

前
聯

之
意

、
或

用

事

、
必

放

一

句

作

散

場

。
如

渓

之
棹
自

去
自

回

。
言
有

尽

而
意

無

窮
。
知

此

、

則
律

詩
思

過

半

矣
。
▲
凡

律

詩
起

結
不

対
。
惟

中

間
頷

聯
頸

聯

対

、
又
起

句
対
中

二

聯
対
。
結

句
独

不

対
有

之
。
又
有

起

句
不

対
、

中

二

聯
対

、結

句
亦

対

者

。又
起
結
中

二

聯
八
句
四

聯
総

対

者

有

之
。
唐

初
多

用

此

体

。
此

数

格
大

抵
所

用
。
故

欠

證
詩

。

八
句
一
意
順
下
通
不
対
格

尋

陸
羽

不

遇
五
言

唐
僧
皎
然

移

家

雖

帯

郭

野

径
入

桑

麻

近

種

籬
辺

菊

秋
来
未

著

花

扣

門

無

犬

吠

欲

去

問

西
家

報

道

山

中

出

帰

来

毎

日

斜

不
対
処
対
格

舟
中

晩
望

唐
孟
浩
然

挂

席

東
南

望

青

山
水

国
遥

舳
艫
争

利

渉

来

往
任

風

潮

問

我

今

何

適

天

台
訪

石
橋

坐

見

霞
色

暁

疑

是

赤

城

標

前
四
句
隔
句
扇
対
格

弔

僧

唐
鄭
谷

幾

思

聞

静
話

夜

雨
対

禅
床

未

得

重

相
見

秋

燈
照

影
堂

孤
雲
終

負

約

薄
官
転

堪

傷

夢

遶

長
松
樹

遥

焚

一

香

蜂
腰
格

下
第

唐

島

此
詩
頷
聯
亦
無

対

偶
。是

十

字
叙

一

事

、而
意
貫

上

二
句

。至

頸
聯

方

対

偶
分

明

。若

已

断

、而
復

続

。謂

之

蜂
腰
格

。

下

第
唯
空
嚢

如

何

住

帝
郷

杏

園
啼

百

舌

誰

酔

在

花
傍

涙
落

故

山
遠

病

来
春

草
長

知

音
逢

豈ヤ

易

孤

棹
負

三

湘

春
格

溪
行

即
事

唐
僧
霊
徹

此

詩
首

二

句
先

対
。
頷

聯
却

不

対
。
似

非

声
律

。
然

破

題
已

先
的

対
。
如
下

梅
花

春
色

而
先

開
上

。

近

夜

山

更

碧

入

林

渓
転

清

不

知
伏
牛

事

潭

洞
何

縦

横

野

岸
烟

初

合

平

湖
月
未

生

孤

舟
屡〳
〵

失

道

但

聴
秋

泉

声
反
格田

家

元
日

唐
孟
浩
然

此
詩
前

四

句

対
。
後

四

句
散
。
与

蜂

腰
格

相

反

。

昨

夜
斗
廻

北

今

朝
歳
起

東

我

年
已

強

仕

無

禄
尚

憂

農

野
老
就

耕

去

荷

鋤

随

牧
童

田

家
占

気

候

共

説
此

年

豊

送

銭
拾
遺

帰

兼

寄

劉
校
書

唐
郎
士
元

此

詩
頸

聯
不

対
。
与

春

格

相

反

。

墟

落
歳

陰
暮

桑

楡
烟

景

昏

蝉

声
静

空

館

両

色
隔

秋

原

帰

客
不

可

望

悠

然

林

外

村

終

当

報

芸
閣

携

手

酔

柴
門

○
氷
川
子
曰
、
五
言
律
詩
大
法
如

此

。
管
見
、
欲

将

中

二

聯

、
亦

作

扇
対

法

。
更

是

一

奇
格
。
但

未

之

前

聞

。
不

敢

強

擬

。
雖

然

確

守

格
律

、
揣

摩

声
病

、
詩
家

之
常
。
若

時

出

度
外

縦

横
放

肆
、
外

如

不

整
、
中
実

応

節

。
此

非

造
次

所

能

。

七

言
律

詩
又
五

言
八

句

之
変

也
。
唐

以

前
七

言

句
如

沈
君

、
已

近

律
体

。
唐

初

始

専

此

体

。
沈

期
、
宋

之

問
、
精

巧
相

尚

。
開

元

間
此

体
始

盛

。
氷
川
。

七
言
律
詩

難

於
五
言
律
詩

翻刻『童蒙詩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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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言

下

字

較ヤヽ
麁

実
。
五

言

下

字
較
細

。
若

七
言
可

截

作

五
言

便

不

成

詩
。
氷
川
。

○
按

七

言
律
詩

体
又
同

五
言

。
首

尾
不

対
惟
頷

聯
頸
聯
対

、
或

起

聯
中
二

聯
対

結
句
不

対
。
或

起

聯
不

対
他

聯
皆

対

。
或

八

句
四

聯
総

対
。
這

般
是

常

々
所

用
。
故

不

録

證

詩

。

八
句
不
対
格

題

東
岑
駅

用

梁
郎
中

明

以
権

此

詩
八

句
一

意
順

下
通

不

対
。

香

浮
緑

蟻

山
中

磁

遠

勝

青

蓮

杯

不

用
笙

竿
為

佐

酒

松
風
一

派
従

天
来

半

酣
走

筆

写

新
句

飛

龍
満

壁
真

雄

哉カナ

故

人
騎

鶴

幾

時

去

空

庭
寂

々

官

梅

開

蜂
腰
格
説
見

前

鸚

鵡

洲

唐
李
太
白

鸚

鵡
来

過
呉

江

水

江

上

洲

伝

鸚

鵡

名

鸚

鵡
西

飛

山

去

芳
洲

之
樹
何

青

々

烟

開

蘭
葉
香

風
煖

岸
夾

桃
花

錦

浪

生

遷
客
此
時
徒

極

目

長

洲
孤

月
向

誰

明

春
格
説
見

前

黄
鶴
楼

昔

人
已

乗

白

雲

去

此

地
空

余

黄
鶴
楼

黄

鶴
一

去

不

復

返

白
雲
千
載
空

悠

々

晴

川
歴

々

漢

陽

樹

芳
草
凄
々

鸚
鵡

州

日

暮
郷
関
何

処

是

烟

波
江

上
使

人

愁

七

言
律

詩
其
法
如

此
。
其

他
或

有

二

十

四
格
十

五

格

。
凡

格

外

之
格
、
不

暇

于
載

録

也
。

⃞四
排
律
式

排

律

之
作
、
其

源
自

顔
謝
諸
人

。
古
詩

之
変

。
首

尾
排

句

聯

対

精

密
。
梁
陳

以

還

句
尤

切

。
唐

興

始

専

此

体

。
与

古

詩

差

別

。

長

篇
排

律
、
唐

初
作

者
絶

少

、
開

元

後
杜
少
陵
独

歩

当
時

。
渾

涵
汪

洋
、
千

彙
万

状
、
至

百

千
言

力
不

少

衰

。
若

韓
柳

、
亦

未

為

得

体

。
五

言
排

律
、
自

五

十句

至

五
十

。百
句
○
或
十

二
十

。

尽

極

変
態

。

山
谷

云
、
凡

始

学

詩
、
毎

作

一
篇

。
先
立

大
意

。
若

長
篇

、
須

曲

折

三

致

意

、
乃

為

章

。

作

大
篇

、
当

布

置
首

尾
停

匀

腰

腹
肥

満

。

長
律
妙
在

鋪
叙

。
時

将

一

聯

排

転

、
又
平

々

説

去

。
如

此

転

換
数

匝

、
却

将

数

語

収

拾

、
乃

妙

。

七

言
排

律
、
唐

人
不

多

見

。
如
下

太

白

別

山
僧

、
高
適

宿

田
家

、

子
美

題

鄭
著

、
及

清
明

二
首
上

、
王
仲

初
寄

韓
侍
郎

等

作
、
雖

聯

対
精

密

、
而
律

調
未

純

。
終

未

脱

古
詩

体

。
若

言

従

字

順

音

響
冲

和

者

、
今
録

品
彙
集

所

載
、
以

為

法

式

。

月

夜

有

懐

王

端

公

兼

簡

朱
孫
二
判
官

七

唐
僧
清
江

月
照

疎

林

驚

鵲
飛

覊

人
此

夜
共

無

依

青

門
旅

寓

身

空

老

白
首
頭

陀
力

漸

微

屡〳
〵

向

曲

池

陪

逸
少

幾

廻

戎

幕

接

玄
暉

四

科

弟

子
称

文
学

五

馬

諸

侯
是

衣

江

雁
往

来
曽

不

定

野

雲
揺

曳
本

無

機

修

行
未

尽
身
将

尽

欲

向

東
山

掩

柴

扉

○
按

自

七

或
八

九

乃

至
五
十

、
皆
当

如

此

体

也
。

律

詩

而
長

者

也
。
古
詩

異

於
此

也
。
氷
川
子

曰
、
詩
以

古

名

継

三
百
篇

之
後

而
作

。
三
謂

古
詩

未

備

之
作

也
。

以

聯

々
未

対

、
淳

朴

而
放

肆

、
於

是

律

詩
起

者

。
見

淵
明

詩
及

文
選
等

作

可

知
耳ノミ
。
故

欠

證

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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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和
韻
式

詩
体
明
弁

曰
、
按

和
韻

詩
有

三
体

。
一

曰
、
依

。
謂

同

在

一

中

而
不

必

用

其
字

也
。
二

曰
、
次

。
謂

和

其

原

而
先

後

次

第
皆
因

之

也
。
三

曰
、
用

。
謂

有

其

而
先

後
不
上

必

次

也
。
▲
如
下

唐

韓

愈
昌

黎
集
有

陸
渾
山

奉

和

皇
甫

用

其
韻

。
▲

古
人

和
答

其

来
意

而

已
。
初

不

為

句

所

縛

。
如

商
適

贈

杜

甫

云
、
草

玄

今

已

畢

、
此

外
更

何

言

、
甫
和

之

云
、
草

玄

吾

豈

敢

、
賦

或

似

相
如

。
又
如
下

韋
迢
早

発

湘
潭

寄

杜
甫

云

、

相

憶
無

南
雁

、
何

時
有
中

云

報
章

、
甫
和

云
、
雖

無

南
雁

過

、
看

取

北
来

魚

。
又
如
下

高

適
人

日
寄

杜
甫

云

、
竜

鍾

遠

属

二

千

石
、
愧

尓

東
西
南
北

人

、
甫
和

云
、
東

西
南

北
更

堪

○

、
白

首
扁

舟
病

独

存

。
又
如
下

杜

甫
王

維
岑

参
和

至

早

朝

大
明

宮

詩
上

、

其

意

不

用

。
况

於

韻

乎
。
中

唐

柳
宗
元
河

東
集

有

同

劉
二
十
八
院

長

、
述

旧

、
言

懐

、
感

時

、
書

事

、
奉

寄

張

員
外
使
君

五
十
二
韻

之
作

。
因

其

韻

増

至

八
十

是

也
。
又
有

拾

其

余

韻

、
凡
為

韻

所

用
者
上

。
置

不

取
。
如

河
東
集

載

、
酬

韻

州

斐
曹
長
使
君

、
因

以

見

示

二
十
匀

自
序

云
、
韶

州
奈
以

詩

見

及

。
往

復
奇

麗

不

可

慕
。
用

韻
尤

為

高
絶

。
余
因

拾

其
余

韻

酬

焉

。
凡

為

韻

所

用
者

、
置

不

取

其

声
律

。

⃞六
回
文
式

氷
川
子
曰
、
回
文

詩

自

晋

温

始

。
或

云

。
起

自

滔

妻
蘇
氏

于

錦

上

織

成

文

。
順

読

与

倒

読

、
皆
成

詩

句

。
今
按

織

錦

詩
体

裁
不

一

。其

図
如

璣

。四

言
五

言
六

言
横

読
斜

読
皆

成

章

。
不

但
〳
〵

回
文

。

○
按
順

読

与

倒

読

成

詩

者

回

文

也
。
縦

横

読
成

章

者

璣

体

也
。
有

四

言
回

文
五

言
回

文
七
言

絶

句
回

文
同

律
回

文
和

韻
回
文

。
今
不

枚

挙

。
見

氷
川
詩
式

。

七
言
絶
句
回
文

題

蜀
錦

図

蘇
子

春

晩

落
花
余

碧
草

夜

凉

低
月
半

枯
桐

人

随

遠
雁
辺
城

暮

雨

映

疎
簾

閣
空

⃞七
雑
躰
式

反

覆

体

挙

一

字

而
誦

皆

成

句

。無

不

押

韻
反

覆

成

文

。

唐

李

公

詩

格

有

此

二

十

字

詩

。
宋

銭

惟

治
、
亦

有

之
。
今

録

以

備

一

体

。

春
日
登

大

悲

閣

二
首

宋
銭
惟
治

此

詩
二

十

字
連

環

読

。
反

覆

成

詩
四

十

首

。

△碧
◁天
○臨
△
▽

▷閣

□晴
▽雪
◇點
●山

屏

△夕
◁烟
○侵
△
▽冷
▷箔

□明
▽月
◇

●閑
亭

△

◁霞
○披
△
▽

▷殿

□香
▽霧
◇擁
●軽

△暁
◁花
○歌
△
▽静
▷院

□芳
▽樹
◇捧
●晴

従

點
誌

可

見
。

離

合

体

亦

回

文
離

合
一

体
。
字

相
析

合

成

文

。
孔

融

漁

父

屈

節

之
詩
是

也
。
今
録

玉
連
環
一

首

以

備

一

体

。

玉
連
環

此

詩
原

作

連
環

写

之

。
以

花

字

蔵

頭

。
其

詩

中
花

字
麻

字
沙

字

字
倶

双

呼
三

喚
。
五

七
成

文

。
左

右
通

貫

兼

回

文
蔵

頭
析

合
三

体

而
有

之
。
▲
詩
中
麻

字
上
六

字
音

。

花

飛

蛍
聚

乱
麻

野

闊

接

平

沙

磯

灘

露

荻

微

翠

近

明
花

借
字
体

春
景

宣
宗
皇
帝

皇

家

美

景
際

春
陽ヤ
ウ
気キ
繁

花
物

々
芳ハウ
サウ
和

烟

当

砌

好カウ
花クワ
笑

日

隔
ヽ

簾

香カウ
風フウ
已

群

生

楽ラク
歳セイ
応

期

万

載

昌シヤウ
運ウン
如

期

臻

盛
治チ

平ヘイ
有

永

紹

羲
公

上

句

下

一

字
、
下

句
承

之
。
一

字
再

読
成

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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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聯
句
体
式

集
句
体

氷
川
子

曰
、
聯

句

者
在

坐

之
人
、
角

其

才

力

率

然

成

句

、
聯

絡

成

章

。
対

偶
親

切

類

乎
誇

奇

闘

戯

。
古

無

此

法

。
自

韓
退
之

始

観

之
。
石

鼎
闘

鶏
可

見
。
或

云
、
謝

宣

城
陶

靖

節
杜

工

部
集

中

倶

有

聯
句

。
聯

句
不
下

自

退
之

始
上

。
▲
梁

時
有

連

句

。即

聯

句

。儀

賢

堂
兼
策
秀

才
連

句
見
初
学
記
。
三

謂

退

之
喜
聯
句

。

故

集

中

多

有
之
。
故

以

為ス

始

。

昌

黎
東

野
城

南
聯
句

竹

影
金

砕
郊

泉

音
玉

瑠

璃

木
葉
愈

翡

翠
開

園

英

流

滑

随

仄
歩
郊

如

此

二

人
両

聯
、
如

今

之
聯

句
連

歌

之
法

。

闘
鶏
聯
句

大

鶏

昂

然

来

小

鶏

竦

而
待
愈

顛

盛
気

洗

刷

凝

鮮
彩
郊

如

此

一

人
一

聯
自

対
。
蓋

島
張

祐
柳

公

権

之
聯

句
皆
此

格

。

七
言
聯
句

客

淮
南

幕

中

赴

宴

杜

牧

席
上

聯

句

骰

子
逡
巡

手

拈

無

因

得

見

玉

々
杜
牧

但
ヽ

須

報

道
金

墜

髣

髴

還

応

見

指
尖
張
祐

集
句
体

氷
川
子

曰
、集

句

者
集

古

人

之
句

以

成

篇

。宋

王

安

石
始

盛

、

石

曼

卿
大

著

。是

雖

未

足

以

益

後
学

、亦
足

見

詩

家
組

織

之
工

。

暮
春

閨
意

明

梁
橋

幾

度

春

眠

覚
令
狐
楚

開

簾

満

池

花
李
益

眼

看

春

又

去

令
狐
楚

長

恨

隔

龍
沙
銭
起

⃞九
奇
格
式

蒿
砧
体

古
詞
撰
人
闕

蒿

砧
今

何

在

言

夫

也
。

山

上
復

有

山
言

出

也
。

何

当

大

刀

頭
言

還

也
。

破

鏡
飛

上

天

言

月

半

也
。

離

合
体

謝
霊
運

○古

人
怨

信

次

十

日○

眇

未

央
離

口

字

。

○加

我

懐

口＠○
詠

情

亦

傷
離

力

字

。

○劇

哉
帰

游

客

處○

子
勿

相
忘

離

字

。
○
口
カ

合

成

別
字

。

即
題
離
合

○
按

本

朝
文

粋
字

訓

体
此

也
。

松

間

斟

陸
亀
蒙

子
山
園
静
幽
木
公
木
公
合

成

松
字

。

幹
詞
清
詠
華
門
月
門

月

間

字
。

上
風
微
瀟

甚
斗
甚
斗
斟

字
。

何
措
置
盈
樽

首
尾

吟

春

日
田

園

雑

興

元

陳
希

春

来
非

是

愛

吟
詩

詩

是

田

園
漫

興

時

無

事

花

辺
繙

兎

冊

有

時
桑

下
課

牛

医

乍
随

父

老

看

去

還

共

児

童

闘

草

嬉

偶

物

興

懐

渾

不

春

来
非

是

愛

吟

詩菩
薩
蛮

賞

園

花

隨

句

回

文

魏

明
人

暁

園
花

暖

蒸

香
草

草

香

蒸
暖

花

園

暁

蜂

蝶
恋

嬌

紅

紅

嬌
恋

蝶

蜂

▲
酒

杯
歓

処

有

有

処
歓

杯

酒

狂

客
酔

春

芳

芳

春
酔

客
狂

禽
吟因

其

自

呼

之
名

而
名

之

。

不
如
帰
去

宋
梅
聖
兪

不

如

帰

去

春
山
雲

暮

万
木

参

天

蜀

山

何

処

人

言

湘北紀要 第27号 2006

八



有

可

帰

飛

安

用

空

啼

向

高
樹

脱
布
袴

蘇
子

南

山
昨

夜

雨

西

渓
不

可

渡

渓

辺
布

谷

思

勧

我
脱

布

袴

不

辞
脱

袴

渓
水

寒

水

中
照

見

催

粗

瘢

虫
言促

織

明
魏
你

織

々

々

夜

長

機

須

勤

力

舅

姑
非

帛

不

成

暖

秋

寒
莫

恠

虫

声

逼

織

々

々

⃞十
句
法
式

五

言
練
句

法
、以

第
三
字

為

眼

。古

人
練

字

、只
于

句

眼
上

練

。

五
言
詩
第

三

字
、
要

響

。

数

法

中
挙
下

其

切

于
今
時

者
上

如

左

。

有

音
意
故
新

四
法

。
音

者
順

時
之
声

高

下
中

節

。
意

者
詳

文

之
意

隠

顕
得

宣

。
故

者
平
穏

之
処

宜

求

古

字

。
新

者
出

奇

之

処

宜

下

新
字

。
但

新

字
須

求
下

不

経

人

道

語

。
又
須

只
在

眼

前

。
最

忌

在

僻

。

句
中
自
対

法

此
自

然

対
。
未

必

要

字

対

。

桑

麻
深

雨

露

燕

雀
半

生

成

江

流
天

地

外

山

色
有

無

中

交
股
対

法

即
蹉
対

軸

轤
争

利
渉

来

往
接

風

潮

野

老
就

耕

去

荷

鋤

随

牧
童

借
字
対

法

即
仮
対

住
山
今

十

載

明

日
又
遷

居

巻

簾
黄

葉
下

鎖

印
子

規
啼

両
句
一
意

法

即
十

字
句

法
。
宜

于

頷

聯

用

之

。

如

何

青
草

裏

也

有

白
頭
翁

翻
案

句

法

遥

知
不

是

雪

為

有

暗

香

来

王

安

石
翻

案

蘇

子

郷

詩

點

化

句

法

野

水
無

人

渡

孤

舟
尽

日
横

此

唐

韋
応
物

詩
。
冠

準
化

作

二

句

。

人

名
粧

句

法

疎

鐘
皓

月

暁

晩

景
丹

霞
異

潤

谷○
永○

不

変

山

梁○
冀○

無

累

薬
名
粧

句

法

鄙

性
常○

山○

野

尤

甘○

草○
舎

中

詩

眼
用

響

字

法

芹

泥
随○

燕
嘴

花

蕊
上○

蜂
鬚

孤

竹
然○

客
夢

寒

杵
搗○

郷

愁

巧
対

法

行

看

子
城

過

却

望

女

墻

遥

氷
川
子

曰
、
琢

対

法
、
先

須

作

三

字
対

。
或

四

字
対

起
。
然

後

粧

排

成

句

。
不

可

逐

句

思

量

。
却

似

対

偶

。
不

成

作

手

。

或

二

字
対

起
亦

可

。七

言

詩
以

第

五

字

為

句
眼

。○
又
有

練

第

一
字

練

第
二
字

及

練

第
三
四
五
六
字

等

法

。
略
見

五

言

格

。

借

字
対

法

高

樹
夕

陽
過

古
巷

菊

花
梨

葉
満

荒
渠

高

樹
対

夕

陽

句

中
自

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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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

腰

句

法

鸚

鵡
杯
且

酌

清

濁

麒
麟

閣
懶

尽

丹
青

上
三
字
下
四
字
。

静

愛

僧

時

来

野

寺

独

尋

春

処

過

渓
橋

上
四
字
三
字
。

永

夜
角

声
悲

自

語

中

天
月

色
好

誰

看

上
五
字
下
二
字
。

畳

七

字

法

峨

之
山
中

巴

江

桂
椒

櫨
楓
柞
樟

鴉

鷹

雉
鵠
鵾

熟

飛
奔

与

五

言

宜

互

見

。

首
句
之
末
以

仄

字

起

平

韻

俗
謂

之

踏フミ

落ヲトシ
。

憶

東

山

李
太
白

不

向

山

東

久

薔

薇
幾

度

花

白

雲
還

自

散

明

月
落

誰

家
首

句

末
以

平
字

起

平
韻

例
。

魏

宮

詩

崔
国
輔

朝

日
照

紅

粧

擬

上

銅
雀
台

画

眉

猶
未

了

魏

帝
使

人
催

七
言
詩
亦

如

此

之
例
在

焉
。又
以

平

字

起

仄

韻

、以

仄

字

起

仄

韻

之
例
在

焉
。
今
不

悉

載

。

絶
句
両

韻

格
、
以

飛
斉
肥

為

韻

等

詩
、
又
絶

句
後

三

句
一

韻

首

句

不

開
。
、
又
前
二

仄
後
二

平
、
各

格
多

在
焉
。
今
不

悉

載

。
学

者
須

知

有

此
格

耳
。
又
律

詩
用

重
韻

。
譬

第
二
句
用

生

韻

。
又
第
八
句
用

生
韻

等
有

之
。
又
律

詩
上
下

句
、
各

以
モチユル
平

仄

韻

。
謂

之

変
体

。

格
有

之
。

可

考
。
今
略

之
。
▲
古

人

詩
、
押

字

或

有

語

顛

。
而

于

理

無

害
者

不

嫌

倒

押

。
▲
換
韻

法
有

之
。
古
人
不

是

容

易

為

之
。
▲

氷
川
子
曰
、
一

詩

中
、
重

用
韻

。
非

格
。
如

曹
子
建

美
女
篇

用

二

難

字

、
在

唐
以

前

詩

。
自

沈

約

枸

声

韻

以

来
、
不

得

重

挿

韻
云
云

。
▲

韻

離

騒

多

用

之

。
借
韻

法
、
如

七
虞
可

借

八

微

十

一

斉

一

韻
也
。

⃞十一

詩
病
式

大
韻

者
重

畳
相

犯

。
如

五

言

詩

、
以

新

字

為

韻

者

、
九

字

之
内

若

用

津
人

字

。
及

声
鳴

字
為

韻

者

、
九
字

内
若

用

驚
傾
平

栄

字

。
是

為

大

韻

、
皆
不

可

。
▲
胡

姫
年
十

五

春

日
正

当

胡

字
与

盧

字
同

在

虞

字

韻

。
是

為

大

韻
相

犯

。
小

韻

者
除

本
韻

、外

九

字

中
、不

得

有

両

字
同

韻

。
如

遥
條
同

韻

之
類

。
▲
客

子
已

乖

離

那

宜

遠

相

送

子

字
已

字
同

在

紙

韻

。
五

字

内
相

犯

。
離

字
宜

字
同

在

支

字

韻

。
九

字

内
相

犯

。
五

字
最
急
、
九

字
較

緩

。

正

紐

者
壬

任
入

一

紐

一

句

内
有

壬
字

更

不

得

犯

任

入

字

。
▲
我

本
漢

家

女

来

嫁

単
于

庭

家

字
嫁

字
、

係

正

紐

。

傍

紐

者
如

五

言
詩

。
一

句

中
有

月

字

、更

不

可

用

元

願
字

。

此

是
双

声
、
即

傍

紐
。
五

字

中

急

、
十
字
稍

緩

。
十

字

内
両

字

双

声

為

正
紐

。
若

不

共

一
紐

、
而
又

有

双
声

為

傍
紐

。
如

流

六

為

正

紐

。
流

柳
為

傍
紐

。々

々

者
縁

声

而
来

相

也
。
然

字

従

連
韻

而
来

。
故

相

参
。
若

金
禁
急

与

陰
飲
蔭
邑

、
是

連

韻
紐

之
。
若

金

与

陰
、
及

飲

与

錦
、
此

傍
会
与

之
相

参

。
此

正

紐
傍

紐

之
不

同

。
▲
丈

人
且

安

座

梁
陳
将

欲

起

丈

字
梁

字
、

係

傍

紐
。

以

上
沈

約

四

病

也
。

本
韻

之
中
韻

字

之
外
、不

可

用

韻
中

之
字

。
不

啻タ﹅
平

声

。
雖

上
去
入
声
字

不

可

用
之
義

也
。

平

頭
如

五
言

、
第

一

字
不

得

与

第
六

字

同

声

。
第
二
字
不

得

与

第
七
字

同

声

。
余
以

例
推

。
▲
今

日
良

宴

会

歓

楽
難

具

陳

今
歓

字
、
同
平

声
。

日

楽

字
、
同

入

声
。

上
尾

者
如

五
言
詩

。
第
五
字
不

得

与

第

一

字

同

声
。
余
以

例

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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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北
有

高
楼

上
与

浮

雲

斉

楼
斉
同

平

声
。

蜂

腰

者
第

二

字
不

得

与

第
五
字

同

声
。両

頭

大

中

心

細

似

蜂
腰

。
▲
聞

君
愛

我

甘

切

欲

自

修

飾

君
甘
同

平

声
。

欲
飾
同

入
声
。

鶴

膝

者
第

五

字
不

得

与

第
十
五
字

同

声
。
両

頭

細

中

心

粗

如

鶴

膝

。
▲
客
従

遠

方

来

遺

我

一

書

札

上

言

長

相

思

下

言

久

離

別

来
思
同

平
声
。

以

上
沈

約
四

病

也
。

如

上

面

所

画
之
図

用

字

、則
自

無

此

病

。
又
有

一
病

。
如

八

句
上

四

句

尾
字
、
四

字

上

声
或

去
入

、
此

亦
失

律
。
但
不

甚

忌

云
。

氷
川
子

曰
、
作

詩
平

仄
固

有

平

頭
上

尾
蜂

腰
鶴

膝

。
然

一

句

之
内

其

法
須

首

尾
避

之
。
第
三
字
不

得

与

第
五
字

相

犯

。
第
五

字
不

得

与

第
七
字

相

犯

。平

頭
蜂

腰

猶

可

。上

尾
鶴

膝

最

忌
。

○
按

日
本
所

用
挿

越

格
、
氷

ハ
サ
ミ
ゴ
ヘ

川
氏
未

論

之
。
疑

此

方

為

之

格

。
抑
有

所

拠
乎
。

⃞十二
作
詩
式
総
論

作

詩
有

明
暗
二
例

。明

例

如

老

杜

房

兵

曹

胡

馬

詩
、白

居

易

草

詩

是

也
。
詩

中
出

題

字

明

言

之

也
。
暗

例

如

老

杜
蛍

火

詩
、
鄭

谷

詩

是

也
。
詩

中
蔵

題

字

暗

言

之
也
。
俗
謂

之

蔵
題
格

也
。

無

題

詩

隠

諱

其
意

不

欲

明

言

。
或

隠

意

、
或

隠

字

、
使

人

自

得

之

。
或

曰
、
始

于
李
商
隠

。

無
名
氏

義
、
見

書
言
故
事

。

無

題
亡

名

氏
、
多

是

有

所

諷
刺

者

也
。

西

清
詩

話

載

少
陵

詩

。云

、作

詩

用

事

要

如

釈

語

水

中

着
云

塩

。
飲

水

乃

知

塩

味

。
此

説
詩

家

秘
密
蔵

也
。

氷
川
子

曰
、
作

詩

貴

知

変

。
々

之
目メ
有

三
。
一

曰
、
字

変
。
虚

実
死
活
是

也
。
二

曰
、
句

変
。
情

景
事

意
是

也
。
三

曰
、
声
変
。
穏

響
起

細
是

也
。
字
変
、
一

句

内
、
忌

併

。
一

聯

内
、
非

対

者

忌

繁

。
隔

聯
忌

字

相

似

。
一

篇
忌

句

相

似

。
句

変
、
情

景
事

意
四

者

、
相

間

不

得

砕

雑

、
相

従

不

得

過

三
聯

。
若

全

篇
純

一

者
、
不

拘

声
変

。
両

句
不

得

相

併

、
両

聯
不

得

相

似

。
起

宜

重
濁

。
承

宜

平
穏

。
中

宜

錯

。
二

者
篇
々

欲

変
。
若

一

題
聯

賦

者
、
変

製
不

変

律
。
作

詩

之
妙
、
有
六
。
一

曰
、
格
。
々

者
古

人
未

嘗

有

意

如

此

。
精

神

所

到
不

知

其

然

而
然

耳ノミ
。
心

悟

者

、
随

機

而
用

之

。
不

可

執

一

。
二

曰
、

体

諸

家

体

製
。
古
人
未

嘗

有

意

如

此
。
風

俗
才

力
有

所

拘

限

。
不

知

其

然

而
然

耳
。
心

悟

者
、
随

宜

而
象

之
。
不

可

執

一
。
三
曰
、
情
。
喜

怒
哀

楽

人

之
至
情
。
未

嘗

有

意
。
事

至
物

来
不

知

其
然

而
然

耳
。
心

悟

者
、
随

感

而
応

之
。
不

可

執

一

。

四
曰
、
仁
義
礼
智

人

之
本

性

。
未

嘗

有

意
。
理

所

当

然

。
不

知

其
然

而
然

。
心
悟

者
、
随

理

而
用

之

。
不

可

執

一

。
五

曰
、

声
。
六

曰
、
律
。
五
声
十
二
律

八
音

之
韻
物

之
至

音
。
天

籟
自

鳴

。
非

人

所

為
。
材
各
有

適

。
不

知

其
然

而
然

耳
。
心

悟
者
、
随

声
而
叶

之
。
不

可

執

一
。
六

者
雖

到

化
処

、
心
嘗

存

於
腔
子

中

、
自

然

出

於
精
細

。々

々

可

造

自
然

。

又
曰
、
詩

即

事

貴

真

、
故

事

貴

切

。
設

事

貴

新
。
即
事
有

四
。

曰
、
正

者
以

温
柔

道

之
。
而
藹

然

可

愛
。
曰
、
雅

者
以

忠
厚

道

之
。
而
凛
然

可

畏
。
曰
、
疑

者
以

従
容

道

之
。
而
断
在

其
中

。
曰
、

妄

者
以

滑
稽

道

之

。
而
弁
在

其
中

。
故
事
有

五
。
曰
、
正
用

的

切

本
題

、
的
然

当

用

。
曰
、
反

用
用

其
事

而
反

其
意

。
曰
、
借

用

本
不

切

題

借

用
一
端

。
曰
、
暗

用

用

其
語

而
隠

其
名

。
曰
、
活

用

本

非

故
事

因

言

及

之

。
此

乃
用

事
之
妙
。
設

事

有

六
。
曰
、

夢
寝

言

夢

。
必
依

約

。
曰
、
古
人

言

古

。
必
依

実

。
曰
、
神

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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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神

。
必
依

疑

。
曰
、
仙

霊

言

仙

。
必
依

想

。
曰
、
鳥

獣

托

動
物

、
必
依

才

。
曰
、
草
木

託

植
物

、
必

依

類

。

又
曰
、
詩

有

内
外

意

。
内
意

欲

尽

其
理

、
外
意

欲

尽

其
象

。
内

外

意
、
含
蓄

方

入

詩
格

。

詩
不

要

有

閑
字

。
七
言
若

減

両
字

成

五
言

而
意

思
足

、
便

是
閑

字
。
作

律
詩

情
中

有

景
。
々

中

有

情
。
以

事

為

意

。
以

意

融

事

。
情
景
迭

出

事

意
貫

通

律
詩

之
妙

者

也
。

詩

之
題
曰

送

者

留

須

恋
々

。
勉

必
拳
々

。
曰

別

者

前

恋

々
後

顧
県

々
。
曰

逢

者
楽

生

于
哀

喜

極

還

感

。
曰

寄

者

万

里
寄

言

。必
有

実
恵

。曰

酬

者

識

曲

聴

真

無

言

不

酬
。曰

贈

者

贈

人

以

言

非

諂

非

刺

。
曰

答

者

答

旨
有

帰
無

雑
采

意

。
曰

遊

者

立

景

。
曰

宴
者

立

意
。
曰

行
者

行

。
必
有

故
。
切

忌

矯

情
。
曰

至
者

至

。
必

有

為

。
不

宜

徒

喜

。
曰

帰

者

帰

人
皆

喜
。
必
有

我

和

。
曰

与

者

物

軽

意

重

。
曰

謝

者

物
意
倶

重
。
曰

登
者

登

峰
詣

極
。
所

貴
眼

高
。
曰

覧
者

沈

覧

景
物

意
因

有

得

。
曰

思
者

思

必
有

因
。
非

徒

凄

愴

。
曰

題

者

題

忌

積

物

。
曰

詠
者

詠
忌

粘

題

。
曰

挽

者
忌

似

寿
詩

。
曰

寿

者
忌

似

挽
詩

。
曰

賀

者
忌

似

攫
客

。
曰

応
制

者

気
欲

厳
粛

、

辞
貴

曲
麗

。
他
如

曰

赴
、
曰

会
、
曰

遇
、
曰

賞
、
曰

示
、
曰

陪
、
曰

見
、
曰

謁
、
曰

偕
、
曰

同
、
曰

従
、
曰

訪
、
曰

聞
、
曰

問
、
曰

尋
、
曰

領
、
曰

簡
、
曰

戯
、
曰

上
、
曰

呈
、
曰

興
、
曰

懐
、
曰

思
、
曰

憶
、
曰

先
、
曰

守
、
曰

書
、
曰

述
、
曰

吟
、
曰

賦
、
曰

古
意

、
曰

即
事

、
曰

寓
言

、
曰

出
、
曰

寓
、
曰

放
、
曰

泛
、
曰

進
、
曰

憩
、
曰

銭
、
曰

幸
、

曰

愁
、
曰

傷
、
曰

苦
、
曰

哭
、
曰

哀

。
其
題
不

同
皆
因

感
得

意
、
因

意
得

題
。
詩

之
大

法
有

五
。
曰

体

製
、
曰

格

力
、
曰

気
象
、
曰

興

趣
、
曰

音
節
。
詩

之
極

致
有

一
。
曰

入

神

。
詩

而
至
下

於
入

神

大

而
化

矣
化

而
不

可

知
矣
、
惟
李
杜
得

之
。

唐

上
官
儀

曰
、
詩
有

六
対

。
一
曰
、
正

名
。
天

地
日
月
是

也
。
二

曰
、

同

類
。
花

葉
草

芽
是

也
。
三

曰
、
連

珠
。

々
赫

々
是

也
。
四
曰
、

双

声
。
黄

槐
緑

柳
是

也
。
五

曰
、
畳

韻
。
彷

彿
放

曠
是

也
。
六

曰
、
双

擬
。
春

樹
秋

池
是

也
。
詩

有

物
相
比

。
日
月

比

君
臣

、
竜

比

君
位

。
雨

露

比

君

恩
沢

、
雷

比

君

威
刑

、
山
河

比

君

邦

国

、
陰
陽

比

君
臣

、
金
石

比

忠
烈

、
松
柏

比

節
義

、
鸞
鳳

比

君

子

、
燕
雀

比

小
人

。
虫
魚
草
木
各
〳
〵

以

其
類

大
小
軽
重

比

之
。

馬
伯
庸

曰
、
四

方
偏
気

之
語
、
不

相

通

暁

。
唯
中
原

漢

音
四

方
可

以

通
行

。

中
原

天
地

之
中
、
得

気

之
正

声
音
散

布
。
各

能
相

入
。

是

以

詩

中
宜

用

中
原

之
韻

。
則
便

官
様
不

凡
、
押
韻
不

可

用

唖

韻

。
如

五
支
二
十
四
塩

唖
韻
也
。

唐
文
集

危
積
逢
吉
曰
、
詩
不

可

強

作

。
不

可

徒

作

。
不

可

苟

作

。
強

作

則
無

意
。
徒

作

則
無

益
。
苟

作

則
無

功
。

増

法

孟
頭

○

○

○

○
仄
○
字
数
或
用
六
七

八
字
皆
可
也

○

○

○

○

○

○

平

○

○

○

○

平

○

○

○

○

○

○

仄

過
句
○
○
○
○
○
○
○
反

○
○
○
○
○
○
○
平

字
数
如
上
所
言
○
又
曰
短
句

某
○
○
○
○
平

○
○
○
○
反

号
八
字
称

肩
対

○
○
○
○
○
○
○
○
仄
字
数
如

上
所
言

○

○

○

○

平

○
○
○
○
○
○
○
○
平

○

○

○

○

仄

過
句

○

○

○

○

○

○
仄

字
数
如
上
所
言

○

○

○

○

○

○
平

腰
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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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平
字
数
如
上

所
言

○

○

○

○

○

○
仄

○

○

○

○
仄

○

○

○

○

○

○
平

自
序
○

○

○

○

平

○

○

○

○

仄

季
頭
又
曰
疏
語

○
○
○
○
○
○
○
○
反
字
数
如

上
所
言

○

○

○

○

平

○
○
○
○
○
○
○
○
平

○

○

○

○

反

童
蒙
詩
式
尾

予

遊
之
暇
撰
作
詩
式
十
二
條
。
名
曰
童
蒙
詩
式
矣
。

為
使
彫
虫
之
徒
可
以

言
也
。

于
時
寛
文
羅
御
姑
洗
望
日

平
安
後
学
慮
庵
春
洞
謹
誌

田
村
五
郎
右
衛
門
板

付
記
）

本
稿
は
平
成
十
七
年
度
科
学
研
究
費
補
助
金
（
若
手
研
究
Ｂ
「
近
世

前
期
文
学
に
お
け
る
明
末
文
化
の
影
響
」
課
題
番
号17720038

）
の

成
果
で
あ
る
。
な
お
、
原
稿
を
な
す
に
あ
た
り
、
雲
英
末
雄
先
生
、
二

又
淳
氏
よ
り
御
高
配
を
給
り
、
笹
原
宏
之
氏
よ
り
御
教
示
を
頂
き
ま

し
た
。
記
し
て
御
礼
申
し
上
げ
ま
す
。

翻刻『童蒙詩式』

The edition of“ ”

Yoshitaka I

 

We investigate the essay on poetry,Domo shishiki whose exstence has not been reported till
 

now.As a result,it is clear that Domo shishiki is influenced by another essay on poetry,Hyosen
 

shishiki in closing years of the Ming era,and it is an interesting document for the survey of the
 

actual circumstance around an essay on poetry which spread in the early Edo era and the influence
 

of Hyosen shishiki.Therefore we will edit here Domo shishiki and introduce it.

一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