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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吉翁

文
學
社
會
學
，
顧
名
思
義
，
是
一
門
與
文
學
和
社
會
學
都
有
關
係
的
學
科

•• 

但
它
並
不
是
文
學
和
社

會
學
或
文
學
理
論
和
社
會
學
理
論
單
純
的
「
結
合
」
'
也
不
是
一
門
具
邊
緣
性
的
學
科
。
我
們
認
為
，
在
此
，

社
會
學
指
的
是
一
個
透
視
的
角
度
、
看
問
題
的
角
度
而
非
指
事
實
真
相

.• 

更
確
切
地
說
，
社
會
學
被
視
為

一
種
方
法
、
一
種
揉
究
方
法
、
一
道
通
路
、
一
條
途
徑
(
郎
。
賞
。
仿
古
)
。
因
此
，
基
本
上
，
文
學
社
會
學
是

一
些
採
取
社
會
學
的
角
度
，
運
用
社
會
學
的
方
法
來
研
究
、
探
討
、
考
察
整
體
的
文
學
現
象
的
文
學
、
美

學
批
評
理
論
和
方
法
論
。

在
所
有
的
文
學
現
象
中
，
社
會
都
佔
有
一
個
不
可
或
缺
的
地
位
。
文
學
產
生
之
先
，
社
會
早
己
存
在
，

作
家
無
可
避
免
地
要
生
活
在
社
會
裹
，
為
社
會
所
制
約
、
限
制
、
影
響

•• 

作
家
總
是
努
力
反
映
它
、
解
釋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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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
表
達
它
，
甚
至
於
設
法
改
變
它
.
，
社
會
也
存
在
於
文
學
之
中
，
我
們
可
以
在
文
學
作
品
中
看
到
它
的

存
在
、
它
的
路
跡
、
它
的
描
繪
.
，
社
會
更
存
在
於
文
學
之
後
，
因
為
文
學
作
品
要
有
讀
者
、
要
被
銷
售
、

要
被
閱
讀
、
要
被
接
受
。
文
學
與
社
會
的
關
係
是
如
此
的
密
不
可
分
，
因
而
，
自
古
以
來
，
這
種
關
係
一

直
都
是
哲
學
家
、
美
學
家
、
文
藝
理
論
家
、
文
學
批
評
家
所
深
切
關
注
、
並
致
力
探
討
和
闡
釋
的
問
題
。

文
學
反
映
社
會
?
社
會
影
響
文
學
?
文
學
有
什
麼
樣
的
社
會
功
能
?
社
會
的
變
遷
又
如
何
改
變
文
學

潮
流
?
事
實
上
，
在
文
學
社
會
學
發
展
成
一
門
獨
立
的
學
科
之
前
，
思
考
文
學
|
社
會
關
係
的
概
念
、
思

想
即
已
散
見
於
古
代
中
外
的
美
學
、
哲
學
或
文
藝
理
論
的
著
述
中
。
《
論
語
﹒
陽
貨
》
中
孔
子
曾
指
出
三
百

篇
的
社
會
功
能
﹒
λ
毛
詩
﹒
序
》
說
明
詩
的
感
化
、
教
育
和
改
變
風
俗
的
功
用
，
闡
明
詩
與
時
代
、
政
治
以

及
文
學
與
社
會
的
互
動
關
係
-
，
劉
輯
和
鍾
嶸
亦
分
別
在
《
文
心
雕
龍
》
和
《
詩
品
》
中
闡
述
時
代
環
境
、
自
然

環
境
和
個
人
環
境
對
文
學
所
產
生
的
影
響
.
，
白
居
易
強
調
文
學
的
社
會
功
能
和
教
育
意
義
等
.
，
這
一
切
正

是
文
學
社
會
學
觀
念
的
確
立
。
在
西
方
，
古
希
臘
的
柏
拉
園
、
亞
里
士
多
德
或
古
羅
馬
的
荷
拉
斯
都
曾
從

哲
學
的
觀
點
探
討
過
文
學
藝
術
與
社
會
的
關
係
和
文
藝
的
社
會
功
能
等
問
題
。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一
些
文
藝

理
論
家
或
藝
術
家
如
達
文
西
等
人
則
強
調
文
藝
反
映
現
實
的
本
質
，
和
文
藝
的
教
育
功
能
或
娛
樂
功
能
。

十
七
世
紀
的
法
國
作
家
'
，
卜
瓦
洛(
Z古
。
一
自
由
。
一-
S
C
E
S
-
-戶
口
著
的
全
詩
學
》
(
~
u
h
y
H
H
u
o
m

故
意
而
)
，
十

八
世
紀
法
國
哲
學
家
也
是
《
百
科
全
書
》
的
主
持
人
狄
德
羅
(
巳

S
E
U
E

倚
門
。
門
口
口
已
茁
恥
)
寫
的
幾
部
《
沙

龍
芝
霄
，
E
E
S
M
)多
少
都
探
究
過
文
學
藝
術
和
社
會
的
關
係
。

文學社會學緒論

在
法
圈
，
十
八
世
紀
以
後
，
社
會
發
展
的
步
調
加
快
，
資
產
階
級
地
位
上
升
、
社
會
生
活
型
態
的
改

變
、
社
會
科
學
和
自
然
科
學
的
日
漸
發
展
進
步
，
在
在
都
促
使
文
學
批
評
家
、
文
藝
理
論
家
、
美
學
家
更

注
意
文
學|
社
會
的
關
係
O
文
學
創
作
的
日
益
豐
富
，
作
品
產
量
和
作
家
人
數
的
增
加
，
作
品
內
容
隨
時

代
社
會
而
呈
現
的
多
樣
化
，
尤
以
十
八
世
紀
末
法
國
大
革
命
所
帶
來
的
震
撼
和
社
會
改
革
更
是
有
利
於
文

學
社
會
研
究
的
進
展
。

然
而
，
在
十
九
世
紀
以
前
，
雖
然
已
有
許
多
文
學
家
和
文
評
家

l
l

無
論
中
、
西
l
|
|

都
意
識
到
時

代
、
社
會
和
文
學
之
問
的
密
切
關
係
，
也
極
力
想
加
以
解
釋
，
卸
大
部
份
只
能
提
出
一
些
片
斷
的
、
沒
有

理
論
基
礎
的
看
法
，
未
能
對
這
種
關
係
加
上
社
會
學
的
解
釋
。
第
一
位
將
文
學

1

社
會
關
係
視
為
一
嚴
肅

課
題
並
應
用
有
系
統
的
方
法
加
以
研
究
的
，
是
十
八
世
紀
末
十
九
世
紀
初
的
法
國
女
作
家
斯
達
勒
夫
人

(
Z
B伶
牙
的
g
巴
)。
她
於
一
八
0
0
年
出
版
的

《從
文
學
與
社
會
制
度
的
關
係
論
文
學
》
(
已
由N
G
E
泣
，

可G
H
N
K
『
咱
們
已
泛
的
民
屯
的
可
惜
咱
們
叫

h
N
S
M
M
闊
的
司
已
哈
哈
。
可
內
的

R
N
e
咱
們
門
間
的
凡
這
M
R
H
N
h
紋
。
這
帥
的
。
鬥
札

h
N
~
峙
的
，
簡
間
組
悄

《什
人
圈
子
必
珊
》
)
由

1

，
做
鯽

重
地
指
出
文
學
和
社
會
的
互
動
關
係
'
並
提
出
科
學
的
研
究
方
法
。
這
部
劃
時
代
的
專
著
標
誌
了
文
學
社

會
學
的
誕
生
，
開
啟
了
不
單
是
法
國
、
也
是
西
方
文
學
批
評
理
論
的
一
個
新
角
度
和
新
方
向
。

自
斯
達
勒
夫
人
而
後
，
尤
其
是
在
法
國
社
會
學
始
祖
孔
德
開
創
了
社
會
學
以
後
，
許
多
文
學
批
評
家

把
文
學
活
動
視
為
社
會
活
動
的
一
種
，
置
之
於
整
個
社
會
活
動
的
大
背
景
之
下
加
以
分
析
，
閻
明
文
學
現

象
在
整
體
的
社
會
活
動
中
的
特
質
和
地
位
，
解
釋
文
學
與
政
治
、
經
濟
、
教
育
、
宗
教
等
活
動
的
互
動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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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
文
學
社
會
學
的
理
論
漸
漸
地
以
較
有
系
統
的
體
系
方
式
出
現
。
進
入
二
十
世
紀
以
後
，
文
學
社
會
學

研
究
更
是
日
受
重
視
'
，
尤
以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後
，
許
多
文
藝
批
評
家
、
美
學
家
紛
紛
以
各
種
不
同
的
角

度
、
不
同
的
學
說
理
論
和
方
法
加
入
研
究
的
行
列
，
拓
展
了
這
原
本
就
已
錯
綜
複
雜
的
研
究
領
域
。

在
社
會
和
科
技
的
發
展
節
奏
都
日
益
加
快
的
今
天
，
我
們
認
為
研
究
文
學
社
會
學
是
有
其
必
要
性

的
。
社
會
結
構
的
轉
型
深
深
地
影
響
到
今
日
整
體
的
文
學
現
象
，
而
文
學
也
在
反
映
現
實
之
際
以
某
種
程

度
的
力
量
不
斷
地
改
變
社
會
。
一
種
文
學
潮
流
或
運
動
為
何
只
在
某
種
社
會
結
構
或
型
態
下
才
會
產
生
?

在
整
個
文
學
現
象
中
，
個
人
、
社
會
團
體
、
社
會
階
級
、
社
會
制
度
以
及
個
人
意
識
和
集
體
意
識
都
各
扮

演
什
麼
角
色
?
作
家
為
何
要
寫
作
?
寫
給
誰
?
寫
什
麼
?
什
麼
時
候
最
需
要
創
作
?
他
表
達
的
又
是
什

麼
?
文
學
作
品
完
成
後
，
要
透
過
什
麼
途
徑
到
達
讀
者
手
襄
?
什
麼
樣
的
讀
者
閱
讀
什
麼
樣
的
作
品
?
讀

者
的
心
理
是
什
麼
樣
子
?
在
傳
達
的
過
程
當
中
，
作
者
、
發
行
者
、
出
版
社
、
書
商
、
讀
者
又
各
佔
什
麼

樣
的
地
位
?
傳
達
的
訊
息
是
否
絲
毫
無
誤
地
全
被
接
收
?
這
中
間
可
能
發
生
的
變
化
又
是
什
麼
樣
的
情

形
?
差
距
可
能
有
多
大
?
接
收
到
的
訊
息
又
可
能
產
生
什
麼
樣
的
效
果
和
影
響
?
還
有
其
他
種
種
文
學
和

社
會
之
間
可
能
會
發
生
的
複
雜
關
係
都
是
文
學
社
會
學
研
究
的
範
聞
和
課
題

。

本
文
是
我
們
有
關
文
學
社
會
學
研
究
系
列
的
重
要
部
份
。
我
們
認
為
研
究
文
學
社
會
學
的
緣
起
及
各

重
要
文
評
家
的
理
論
、
方
法
應
是
最
基
本
的
第
一
步

。

除
了
從
而
了
解
到
文
學
社
會
學
的
起
源
和
發
展
外
，

我
們
也
藉
此
深

入
地
分
析
每
一
理
論
的
形
成
、
發
展
、
貢
獻
和
影
響
，
並
指
出
其
中
的
價
可
缺
點
加
以
評

文學社會學緒才會

判
。
唯
有
如
此

，
才
能
在
將
這
些
理
論
應
用

到
中
國
或
西
方
文
學
作
品
批
評
的
實
踐
上
時

M
F
致
於
出
現

誤
解
、
錯
用，
或
因
強
硬
套
用
而
產
生
的
不
合
適
現
象
。

本
文
可
分
為
三
大
部
份
﹒

.

第
一
部
份
包
括
第
一
、
二
和
三
章
，
是
文
學
社
會
學
的
起
源
階
段
。

第
二
部
份
包
括
第
四
和
第
五
章
，
是
文
學
社
會
學
的
發
展
時
期
。

第
三
部
份

.. 

第
六
章，則
是
以
發
展
階
段
中
的
西
方
理
論
之

7
l
1
高
德
曼
的
理
論
|
i
1

應
用
到
中

國
文
口
的
時
于
是

，
我
們
選
擇
了
斯
達
勒
夫
人
、
鄧

納
、
郎
松
、
艾
斯
噶
比
和
高
德
曼
五
人
的
理

由
作
為
本
文
的
研
究
對
和
。
這
五
位
在
文
學
社
會
學
研
究
上
的
地
位
是
同
等
重
要
的
，
都
是
每
一
不
同
時

們
的
代
表
性
理
論
家
斯
達
勒
夫
人
是
文
學
社
會
學
的
奠
基
始
祖
郵
納
是
實
踐
主
義
興
起
之
後
唯
科
學

潮
流
下
的
文
學
批
評
者

.
，郎
松
則
在
十
九
、
二
十
世
紀
交
界
之
際
創
設
了
一
種
新
的
文
學
批
評
方
法

l
i文
學
史
方
法
。
他
們
三
人
的
研
究
論
著
中
，
雖
已
有
很
明
確
的
文
學
社
會
關
係
概
念
，
而
且
各
以
不

同
的
方
法
、角
度
去
解
釋
這
關
係

，但
我
們
認
為
他
們
仍
屬
起
源
時
期
，
是
因
為
文
學
社
會
學
直
到
二
次

大
戰
結
束
時
還
只
是
一
個
雛
型
，
處
於
起
步
階
段

，而
尚
未
有
正
式
的
名
稱
。
艾
斯
噶
比
在
五

0
年
代
末

出
版
了
《
文
學
社
會
學
》
一
書
以
後
，
這
類
文
學
批
評
研
究
才
被
稱
為
「
文
學
社
會
學
」
。
艾
斯
噶
比
的
實
證

社
會
學
方
法
標
誌
男
一
個
新
里
程
碑
，
研
究
的
對
象
、
關
注
的
課
題
與
以
往
的
研
究
有
很
大
的
不
同
。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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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曼
的
「
發
生
論
結
構
主
義
」
則
以
哲
學
思
辨
的
基
礎
分
析
和
闡
釋
文
學
作
品
的
結
構
和
社
會
結
構
的
對

應
關
係
，
「
起
源
」
的
概
念
雖
也
曾
在
其
他
研
究
者
的
著
述
中
出
現
，
但
以
認
識
論
和
辯
證
論
的
學
說
作
為

出
發
點
來
考
察
文
化
創
作
、
文
學
活
動
與
社
會
結
構
的
起
源
及
其
對
應
關
係
則
以
高
氏
為
第
一
人
。

雖
然
五
人
的
重
要
性
一
致
，
但
起
源
部
份
所
佔
的
篇
幅
比
發
展
部
份
小
很
多
，
主
要
原
因
是
因
為
前

三
人
或
屬
萌
芽
時
期
，
或
屬
剛
起
步
時
期
，
理
論
架
構
尚
未
發
展
到
很
繁
複
的
程
度
﹒
，
此
外
，
我
們
能
掌

握
的
十
九
世
紀
的
文
獻
和
資
料
也
較
二
十
世
紀
的
少
。
我
們
認
為
重
要
的
是
他
們
的
啟
姐
作
用
，
他
們
的

主
要
概
念
或
精
神
留
傳
下
來
的
深
遠
影
響
才
是
文
學
社
會
學
的
骨
幹
。
至
於
艾
斯
噶
比
的
著
述
和
他
的
有

關
資
料
的
確
很
多
，
但
我
們
認
為
他
的
研
究
大
多
以
實
證
社
會
學
方
法
完
成
，
這
些
社
會
調
查
、
統
計
技

術
的
特
點
是
科
學
性
偏
重
，
而
理
論
思
辨
的
層
次
則
不
足
，
因
此
，
第
四
章
所
佔
的
比
例
雖
較
前
三
章
多
，

與
第
五
章
相
比
似
乎
又
嫌
少
了
些
。
我
們
之
所
以
將
大
部
份
的
篇
幅
留
在
第
五
章
，
不
僅
是
因
為
蒐
集
到

的
高
德
曼
著
作
和
有
闊
的
資
料
非
常
豐
富
，
同
時
還
因
為
高
德
曼
創
設
制
訂
了
一
套
完
整
的
理
論
體
系
，

他
的
許
多
重
要
研
究
都
是
他
自
己
理
論
和
方
法
的
實
踐
。
由
於
這
套
理
論
體
系
牽
涉
的
層
面
廣
而
多
，
層

次
錯
綜
復
雜
，
重
疊
交
叉
，
它
涉
及
哲
學
、
文
學
、
美
學
、
藝
術
，
甚
至
於
整
體
的
文
化
現
象
，
要
詳
盡

和
精
確
地
闡
釋
、
分
析
及
批
評
如
此
完
整
的
一
套
理
論
和
方
法
，
我
們
需
要
的
篇
幅
不
可
避
免
的
便
相
對

地
增
加
許
多

。

至
於
第
三
部
份
的
第
六
章
，
是
我
們
在
分
析
了
高
德
曼
的
理
論
之
後
，
認
為
他
哥
謝
中
的
叩

-l部
份
可

以
應
用
到

中
國
文
學
的
研
究
上
而
做
的
嘗
試

。

我
們
借
用
了
高
氏
理
論
中
探
討
文
學
作
品
內
的
意
涵
結
構

(
闡
釋
作
品
的
具
涵
義

結
構
)
及
世
界
觀
的

方
法
，
來
剖
析
東
坡
詞
的
世
界
觀
。
我
們
之
所
以
選
擇
東
坡
詞

l
|
|

詞
是

一
種
一
般

人
認
為

不
大
可
能
做
文
學
社
會
學
研
究
的
文
類

!
l

來
作
為
我
們
的
研
究
對
象
，
是

基
於
東

坡
詞
所

具
備
的
各
種

條
件
，
恰
好
符
合
高
氏
理
論
中
有
關
這
一
部
份
的
要
求

.. 

高
氏
特
別
強
調
社

會
生
活
對
文

學
創
作
的
影
響
，
而
蘇
軾
波
折
起
伏
的
一
生
與
其
所
處
的
時
代
、
社
會
有
極
密
切
的
關
聯
，

必
然
無
可
避
免
地
影
響
到
蘇
軾
的
創
作
﹒
主
(
次
，
東
坡
詞
屬
文
學
類
作
品
，
是
感
性
的
情
神
結
構
、
非
概

念
性
，
蘇
軾
又
是
中
國
文
學
史
上
公
認
的
偉
大
作
家
，
其
詞
作
也
是
受
到
肯
定
的
偉
大
文
學
作
品
﹒
，
而
最

重
要
的
一
點
，
是
高
氏
理
論
中
的
「
世
界
觀
」
論
點
，
他
認
為
越
是
偉
大
的
作
家
和
作
品
，
其
「
世
界
觀
」

也
必
然
越
緊
密
連
實
。
高
氏
理
論
原
為
分
析
小
說
而
建
立
，
一
部
小
說
的
世
界
觀
當
然
較
易
統
一
連
貴
，

也
遠
比
表
達
在
詩
、
詞
中
的
世
界
觀
更
容
易
剖
析
﹒
﹒
而
蘇
軾
雖
然
是
在
不
同
的
時
閉
、
不
同
的
社
會
環
境
、

遭
受
不
同
的
際
遇
時
創
作
，
仍
然
能
在
其
詞
中
呈
現
完
整
一
致
的
世
界
觀
，
這
種
特
殊
的
情
形
甚
至
已
超

越
了
高
氏
理
論
的
要
求
。

我
們
這
個
實
踐
只
是
一
種
試
探
，
企
圖
在
文
學
批
評
的
領
域
中
尋
找
一
個
新
的
角
度
和
觀
點
。
基
本

上
，
我
們
認
為
每
一
種
理
論
或
方
法
都
有
其
優
點
和
缺
陷
，
因
為
它
們
之
所
以
會
出
現
都
有
其
不
得
不
產

生
的
時
代
、
文
化
和
社
會
背
景
，
就
跟
所
有
的
文
學
現
象
一
樣
。
因
此
，
甲
理
論
適
用
的
時
代
和
文
化
並

不
一
定
適
用
於
乙
理
論
，
而
甲
文
化
背
景
適
用
的
理
論
也
不
一
定
適
用
於
乙
文
化
背
景
.
，
但
是
，
文
學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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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文
學
批
評
，
因
其
特
殊
性
質
而
會
使
東
、
西
方
文
化
|
|
即
使
受
制
於
時
、
空
巨
大
的
距
離
之
下
|
|
在

某
些
地
方
仍
具
有
某
種
程
度
的
共
通
性
﹒
，
我
們
的
研
究
就
是
建
構
在
這
種
世
界
文
化
的
共
通
性
之
上
。
另

一
點
我
們
要
特
別
強
調
的
是
，
在
以
西
方
理
論
應
用
到
中
國
文
學
研
究
上
，
或
反
過
來
，
以
中
國
理
論
剖

析
西
方
文
學
時
，
絕
沒
有
優
劣
之
分
或
以
甲
文
化
壟
斷
乙
文
化
的
意
思
。
每
種
文
化
體
系
都
有
其
優
、
缺

點
，
每
種
文
學
理
論
都
各
有
利
弊
，
有
其
能
到
與
不
能
到
之
處
。
我
們
的
目
的
在
於
從
不
同
的
美
學
體
系

中
，
吸
收
其
優
點
，
試
圖
在
不
分
東
、
西
的
世
界
文
學
批
評
領
域
內
，
開
拓
更
新
的
視
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