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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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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
澤
賢
治—

 

當
全
世
界
的
每
個
角
落
都
滿
溢
幸
福
時
，
個
人
才
能
擁

有
真
正
的
幸
福
　

0
1
6

　

蜘
蛛
、
蛞
蝓
和
狸
貓　

名
師
導
讀

　 

假
借
動
物
的
造
型
，
巧
妙
地
包
裝
了
人
類
貪
婪
縱
慾
、
自
私
自
利
︙
︙

　
0
2
2

日
文
鑑
賞

　 

う
う
、
こ
わ
い
こ
わ
い
。
お
れ
は
地
獄
行
き
の
マ
ラ
ソ
ン
を
や
っ
た
の
だ
。
う
う
、
切
な

い
。

　
0
2
4

夜
鷹
之
星　

名
師
導
讀
　 

生
命
終
點
將
屆
之
前
，
回
饋
小
我
的
生
命
︙
︙
　

0
6
6

日
文
鑑
賞
　 

自
分
の
か
ら
だ
が
い
ま
燐
の
火
の
よ
う
な
青
い
美
し
い
光
に
な
っ
て
、
し
ず
か
に
燃
え
て

い
る
の
を
見
ま
し
た
。
　

0
6
8

土
神
和
狐
狸　

名
師
導
讀
　 

狂
熱
執
著
於
﹁
唯
一
的
願
望
﹂
而
引
發
焚
身
烈
火
　

0
9
3

日
文
鑑
賞

　 

お
れ
は
い
や
し
い
け
れ
ど
も
と
に
か
く
神
の
分
際
だ
。
そ
れ
に
狐
の
こ
と
な
ど
を
気
に
か

け
な
け
れ
ば
な
ら
な
い
と
い
う
の
は
情
な
い
。
そ
れ
で
も
気
に
か
か
る
か
ら
仕
方
な
い
。

0
9
5



貓
咪
事
務
所　

名
師
導
讀

　 

人
生
在
世
，
只
要
活
著
一
天
，
就
永
遠
無
法
掙
脫
政
治
力
學
操
弄
的
社
會

　
1
4
1

日
文
鑑
賞

　 

お
前
た
ち
は
何
を
し
て
い
る
か
。
そ
ん
な
こ
と
で
地
理
も
歴
史
も
要
っ
た
は
な
し
で
な

い
。
や
め
て
し
ま
え
。
え
い
。
解
散
を
命
ず
る
。

　
1
4
4

小
川
未
明—

 

將
具
有
濃
厚
說
教
意
味
的
兒
童
故
事
主
題
導
入
追
求
社

會
正
義
之
意
識

　
1
7
4

　

野
薔
薇　

名
師
導
讀
　 

自
然
景
觀
變
化
以
及
人
與
人
的
生
死
離
別
，
交
織
成
一
齣
不
可
思
議
的
童
話
劇
場
　

1
8
0

日
文
鑑
賞

　 

国
境
の
と
こ
ろ
に
は
、
だ
れ
が
植
え
た
と
い
う
こ
と
も
な
く
、
一
株
の
野
ば
ら
が
し
げ
っ

て
い
ま
し
た
。
そ
の
花
に
は
、
朝
早
く
か
ら
み
つ
ば
ち
が
飛
ん
で
き
て
集
ま
っ
て
い
ま
し

た
。

　
1
8
3

紅
蠟
燭
和
人
魚　

名
師
導
讀
　 

不
寒
而
慄
的
驚
悚
以
及
無
法
駕
馭
的
激
烈
情
緒
，
如
同
巨
濤
狂
瀾
驟
起
般
，
經
常
無
預
警

地
突
然
爆
發
出
來
　

1
9
5

日
文
鑑
賞
　 

女
の
長
い
、
黒
い
頭
髪
が
び
っ
し
ょ
り
と
水
に
ぬ
れ
て
、
月
の
光
に
輝
い
て
い
た
か
ら
で

あ
り
ま
す
。
女
は
箱
の
中
か
ら
、
真
っ
赤
な
ろ
う
そ
く
を
取
り
上
げ
ま
し
た
。
1
9
8

月
夜
與
眼
鏡　

名
師
導
讀

　 

沒
有
特
別
追
究
人
類
善
惡
的
議
題
，
也
沒
有
急
公
好
義
地
糾
彈
社
會
的
不
公
不
義
；
呈
現

在
讀
者
眼
前
的
只
有
新
綠
季
節
的
春
夜
浪
漫
幻
想
︙
︙

　
2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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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文
鑑
賞

　 

水
の
よ
う
に
月
の
青
白
い
光
が
流
れ
て
い
ま
し
た
。
あ
ち
ら
の
垣
根
に
は
、
白
い
野
ば
ら

の
花
が
、
こ
ん
も
り
と
固
ま
っ
て
、
雪
の
よ
う
に
咲
い
て
い
ま
す
。
　

2
3
4

有
島
武
郎—

 

看
不
到
一
般
童
話
常
套
的
矯
情
做
作
，
更
不
會
因
為

考
量
兒
童
感
受
而
假
道
學
地
故
意
揚
善
隱
惡

　
2
5
4

一
房
葡
萄　

名
師
導
讀

　 

拋
棄
大
人
的
成
見
，
徹
底
變
身
為
兒
童
，
為
兒
童
代
言
書
寫
他
們
內
心
真
實
感
受
的
作
品

2
6
0

日
文
鑑
賞

　 

も
う
僕
は
駄
目
だ
。
そ
ん
な
に
思
う
と
弱
虫
だ
っ
た
僕
は
淋
し
く
悲
し
く
な
っ
て
来
て
、

し
く
し
く
と
泣
き
出
し
て
し
ま
い
ま
し
た
。
　

2
6
3

夢
野
久
作—

 
波
瀾
萬
丈
生
涯
的
夢
想
家
，
發
揮
奔
放
無
羈
的
想
像

力
以
及
說
書
人
獨
特
的
敘
事
文
體
　

2
9
2

　

白
色
山
茶
花　

名
師
導
讀
　 

充
滿
了
恐
怖
與
殘
酷
、
意
外
性
與
謎
中
之
謎
的
作
品
世
界
，
同
時
也
不
忘
賦
予
作
品
濃
厚

的
人
情
味
與
對
生
命
的
熱
愛
　

2
9
8

日
文
鑑
賞
　 

眼
の
前
の
机
の
上
の
一
輪
挿
し
に
は
椿
の
枝
と
葉
ば
か
り
が
挿
さ
っ
て
い
て
、
花
は
し
お

れ
返
っ
た
ま
ま
う
つ
伏
せ
に
落
ち
て
お
り
ま
し
た
。
　

3
0
1

下
雨
娃
娃　

名
師
導
讀

　 

有
時
候
小
孩
子
獨
特
的
天
馬
行
空
幻
想
，
可
以
破
解
迷
思
，
打
破
自
我
設
限
的
僵
局
，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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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
生
命
另
一
扇
窗
　

3
1
5

日
文
鑑
賞

　 

太
郎
は
喜
ん
で
裏
木
戸
へ
お
父
さ
ん
を
つ
れ
て
行
っ
て
み
る
と
、
萩
の
花
が
雨
に
濡

れ
て
一
パ
イ
に
咲
い
て
い
る
ば
か
り
で
、
雨
ふ
り
坊
主
は
ど
こ
か
へ
流
れ
て
行
っ
て

見
え
な
く
な
っ
て
い
ま
し
た
。
　

3
1
7

坪
田
讓
治─

 

以
深
愛
孩
童
的
慈
父
之
姿
，
貼
近
孩
子
內
心
深
處

世
界

　
3
3
0

　

河
童
的
故
事　

名
師
導
讀

　 

忠
實
呈
現
大
人
與
孩
童
的
交
流
樣
貌
，
以
及
兒
童
與
玩
伴
之
間
的
互
動
場
景
；
成
功

地
捕
捉
現
實
社
會
的
兒
童
生
活
剪
影
︙
︙ 

　 

3
3
7

日
文
鑑
賞

　 

蓮
の
葉
っ
ぱ
を
冠
っ
て
い
る
頭
か
ら
長
い
毛
が
の
ぞ
い
て
い
る
し
、
ま
ん
円
い
眼
も

そ
の
間
か
ら
の
ぞ
い
て
い
る
。
　

3
4
0

魔
法　

名
師
導
讀
　 

兩
兄
弟
藉
由
遊
戲
過
程
的
互
動
深
化
彼
此
的
情
誼
︙
︙
無
條
件
互
信
互
賴
的
感
情
羈

絆
，
正
是
讓
治
畢
生
追
求
的
理
想
之
一
吧
！
　 

3
6
5

日
文
鑑
賞
　 

蝶
が
飛
び
立
つ
と
、
も
し
か
し
た
ら
、
そ
れ
か
も
分
ら
な
い
と
追
っ
か
け
て
見
た

り
、
道
か
ら
犬
が
駆
け
こ
ん
で
来
る
と
、
こ
れ
も
怪
し
い
と
、
捕
え
て
見
た
り
し
ま

し
た
。
　 

3
6
9

文
學
散
散
步 

︽
坪
田
讓
治
︾
岡
山
縣
　

3
9
7

 

︽
夢
野
久
作
︾
福
岡
縣

　
4
0
0

　   

引
用
文
獻
與
參
考
資
料

　
4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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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
澤
賢
治
童
話
作
品
的
魅
力
何
在
？
解
析
賢
治
畢
生
一
百
三
十
多

篇
童
話
作
品
的
世
界
，
大
藤
幹
夫
︵
一
九
九
五
︶
歸
納
出
四
個
特
色
：

幻
想
性
、
與
大
自
然
交
互
感
應
、
多
彩
繽
紛
、
幽
默
滑
稽
。
而
關
口
安

義
︵
二○

○

八
︶
則
以
八
個
關
鍵
字
來
加
以
分
類
：
童
心
與
童
趣
、
幻

想
世
界
的
風
景
、
自
然
與
人
類
、
違
逆
人
情
事
理
的
故
事
、
心
象
的
世

界
、
何
謂
幸
福
、
祈
願
和
平
、
與
原
罪
交
戰
。

米
村
み
ゆ
き
︵
二○

○

九
︶
聚
焦
於
描
述
手
法
，
發
現
賢
治
童
話
的
場
景
宛
如
電
影
，
影
像
式
的

運
鏡
手
法
讓
童
話
作
品
非
常
有
畫
面
，
富
有
劇
場
效
果
。
而
作
品
登
場
人
物
都
具
有
敏
銳
察
覺
﹁
異

物
﹂
與
﹁
變
異
﹂
的
特
質
。
她
將
賢
治
的
想
像
力
歸
納
為
﹁
視
覺
殘
像
現
象
﹂
，
引
導
讀
者
捕
捉
光
線

與
光
線
間
的
幽
暗
陰
影
。

本
書
收
錄
的
四
篇
作
品
，
都
是
在
他
發
表
生
前
唯
一
的
藝
術
論
︿
農
民
藝
術
概
論
綱
要
﹀
︵
一
九

宮
沢
賢
治

東
吳
大
學
日
本
語
文
學
系
助
理
教
授　

張
桂
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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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六
︶
之
前
的
初
期
代
表
創
作
，
也
是
筆
者
認
為
賢
治
童
話
愛
好
者
必
讀
的
經
典
。
因
為
這
些
作
品
的

主
題
意
識
與
創
作
手
法
已
經
涵
蓋
上
述
研
究
學
者
的
諸
家
百
說
，
相
信
透
過
這
些
經
典
中
的
經
典
當
引

路
人
，
您
一
定
可
以
暢
遊
森
羅
萬
象
的
賢
治
童
話
小
宇
宙
。

一
九
三
三
年
九
月
︵
八
十
年
前
︶ 

，
年
僅
三
十
七
歲
的
宮
澤
賢
治
留
下
大
批
未
發
表
的
詩
作
．

手
稿
以
及
超
過
一
百
三
十
篇
以
上
的
童
話
離
開
人
世
。
生
前
正
式
發
行
的
作
品
僅
有
自
費
出
版
的
詩
集

︽
春
天
與
修
羅
︾
︵
一
九
二
四
年
四
月
︶
與
童
話
集
︽
花
樣
繁
多
的
餐
館
︾
︵
一
九
二
四
年
十
二
月
，
各

一
千
冊
︶
，
且
乏
人
問
津
，
終
其
一
生
，
默
默
無
聞
。
在
他
去
世
隔
年
的
一
月
，
詩
人
草
野
心
平
發
行

︽
追
悼
宮
澤
賢
治
︾
特
輯
，
集
結
三
十
一
名
文
人
哀
惜
天
才
作
家
早
逝
的
悼
文
，
終
於
讓
宮
澤
賢
治
的

作
品
有
機
會
受
到
世
人
的
矚
目
。
於
是
，
一
篇
篇
扣
人
心
弦
的
珠
玉
遺
作
相
繼
問
世
，
如
點
點
繁
星
般

凝
聚
成
浩
瀚
無
邊
的
賢
治
小
宇
宙
，
甚
至
超
越
國
族
疆
界
，
吸
引
全
球
讀
者
為
之
著
迷
，
成
為
二
十
一

世
紀
最
受
歡
迎
的
日
本
國
民
作
家
之
一
。

要
以
有
限
的
篇
幅
來
介
紹
宮
澤
賢
治
，
是
一
項
不
可
能
的
任
務
，
因
為
他
本
人
就
像
一
部
包
羅
萬

象
的
大
百
科
全
書
一
樣
，
實
在
具
有
太
多
樣
貌
了
。
詩
人
、
短
歌
作
家
、
兒
童
文
學
者
、
教
育
者
、

農
業
技
師
、
農
藝
化
學
專
家
、
農
村
指
導
者
、
礦
石
研
究
者
、
科
學
家
、
宗
教
家
、
哲
學
家
、
藝
術

家
︙
︙
等
，
短
短
三
十
七
年
的
生
涯
中
，
他
體
驗
了
多
元
豐
富
的
生
活
型
態
，
為
自
己
的
生
命
扉
頁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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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無
數
的
精
采
篇
章
，
當
然
其
中
最
為
大
家
所
熟
悉
的
，
還
是
作
為
一
個
為
世
人
編
織
幻
想
宇
宙
的
童

話
作
家
。

他
以
科
學
家
之
眼
敏
銳
觀
察
自
然
界
的
奇
妙
現
象
與
天
理
、
律
例
；
以
具
有
宗
教
家
精
神
之
世
界

觀
關
照
天
下
蒼
生
的
身
心
靈
與
生
活
萬
象
，
探
討
宇
宙
萬
物
生
靈
如
何
與
自
然
界
共
生
以
及
現
代
化
社

會
之
問
題
根
源
。
細
細
咀
嚼
宮
澤
賢
治
用
生
命
紀
錄
的
字
句
篇
章
，
總
是
讓
人
充
滿
驚
嘆
與
感
動
，
就

像
萬
花
筒
一
樣
，
隨
著
時
間
分
秒
緩
慢
流
轉
，
永
遠
有
令
人
百
看
不
厭
的
奇
幻
光
景
，
值
得
再
三
回

味
。

宮
澤
賢
治
的
原
生
家
庭
經
營
當
舖
與
二
手
衣
事
業
，
與
普
通
商
家
生
活
形
態
迥
異
。
小
學
三
年
級

︵
一
九○

五
年
︶
的
時
候
，
岩
手
縣
地
方
冰
雪
成
災
，
農
作
物
歉
收
而
引
發
罕
見
的
大
饑
荒
，
而
賢
治

家
卻
因
此
生
意
興
隆
，
每
天
都
有
絡
繹
不
絕
的
客
人
來
訪
，
讓
早
熟
且
內
向
的
他
深
切
感
受
世
間
的
矛

盾
與
違
逆
人
情
事
理
的
黑
暗
面
。
當
時
的
導
師
八
木
英
三
熱
中
於
推
廣
口
傳
故
事
，
不
但
經
常
說
唱
民

間
故
事
給
學
生
聽
，
還
經
常
帶
著
全
班
同
學
到
河
邊
，
引
導
學
生
們
在
自
然
情
境
中
發
揮
五
感
，
自
由

創
作
故
事
。
多
感
的
少
年
賢
治
因
此
而
深
受
感
動
，
找
到
心
靈
的
寄
託
以
及
抒
發
情
緒
的
管
道
。
而
這

段
寶
貴
的
野
外
教
室
學
習
經
驗
也
提
供
源
源
不
絕
的
能
量
，
為
宮
澤
賢
治
形
塑
浪
漫
主
義
者
的
特
質
，

以
及
奠
定
其
日
後
成
為
童
話
作
家
的
基
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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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全
世
界
的
每
個
角
落
都
滿
溢
幸
福
時
，
個
人
才
能
擁
有
真
正
的
幸
福
。
自
我
意
識
要
從
個
人
私

我
進
化
到
集
團
社
會
以
至
於
宇
宙
大
千
世
界
。
︵

—

︿

﹀

︶

對
從
小
看
著
農
民
灑
下
辛
酸
血
淚
，
卻
永
遠
難
逃
飢
寒
困
頓
命
運
折
磨
的
少
年
賢
治
而
言
，
個
人

與
生
俱
有
而
得
以
坐
享
其
成
的
富
裕
家
境
，
並
未
能
讓
他
感
受
到
片
刻
的
幸
福
，
因
為
感
悟
人
事
無
常

而
啟
發
慈
悲
慧
根
的
他
早
已
發
願—

要
讓
全
世
界
的
每
個
角
落
都
滿
溢
幸
福
。
因
此
，
如
何
讓
滋
養

他
的
故
鄉—

心
目
中
的
理
想
國
岩
手
縣—

的
農
民
克
服
兇
荒
與
饑
饉
，
便
成
為
賢
治
創
作
童
話
的

主
要
題
材
之
一
。

宮
澤
賢
治
真
正
嘗
試
童
話
創
作
始
於
一
九
一
八
年
夏
天
。
二
十
二
歲
的
他
剛
從
高
等
農
林
學
校
畢

業
，
四
月
回
到
家
鄉
稗
貫
郡
進
行
為
期
半
年
的
土
質
調
查
，
六
月
發
現
罹
患
肋
膜
炎
後
，
在
家
中
專
心

療
養
。
八
月
的
某
一
天
，
賢
治
在
家
人
面
前
朗
讀
自
己
的
原
創
童
話
︿ 

蜘
蛛
、
蛞
蝓
和
狸
貓
﹀
︵
本
書

收
錄
作
品
︶
與
︿
雙
子
星
﹀
兩
篇
作
品
，
雖
然
作
品
結
構
尚
未
成
熟
，
人
物
情
節
設
定
不
夠
嚴
謹
，
但

為
日
後
賢
治
童
話
奠
基
的
處
女
作
於
焉
誕
生
。
根
據
弟
弟
清
六
的
回
憶
，
當
時
的
賢
治
可
能
受
到
同
年

七
月
創
刊
的
兒
童
雜
誌
︽
赤
鳥
︵
赤
い
鳥
︶
︾
影
響
，
而
發
念
要
成
為
發
掘
童
心
的
創
作
者
，
為
兒
童



｜ 020

寫
下
純
潔
而
美
麗
的
童
話
。
然
而
，
由
於
賢
治
更
加
醉
心
於
鑽
研
法
華
經
，
並
未
全
力
投
入
童
話
的
創

作
，
直
到
一
九
二
一
年
，
他
與
篤
信
淨
土
真
宗
的
父
親
在
宗
教
信
仰
上
產
生
極
大
對
立
，
離
家
出
走
到

東
京
之
後
，
才
開
始
專
注
文
學
創
作
，
將
真
摯
的
信
仰
心
投
射
於
作
品
世
界
。

一
九
二
一
年
底
回
家
鄉
農
學
校
任
教
的
宮
澤
賢
治
，
朗
讀
自
己
創
作
的
童
話
作
品
給
學
生
聽
，
同

時
指
導
學
生
表
演
自
創
的
舞
台
劇
。
一
九
二
三
年
一
月
他
委
託
弟
弟
清
六
將
一
整
個
皮
箱
的
童
話
原
稿

轉
交
月
刊
繪
本
︽
兒
童
之
國
︵
コ
ド
モ
ノ
ク
ニ
︶
︾
卻
不
被
採
用
；
而
自
費
出
版
的
童
話
集
︽
花
樣
繁

多
的
餐
館
︾
有
機
會
在
︽
赤
鳥
︾
刊
登
廣
告
，
銷
售
業
績
卻
是
慘
不
忍
睹
；
再
加
上
唯
一
的
詩
集
︽
春

天
與
修
羅
︾
雖
獲
得
數
位
文
壇
作
家
讚
賞
，
反
響
卻
遠
不
如
預
期
。
不
過
，
未
獲
主
流
文
壇
青
睞
的
挫

折
，
並
沒
有
讓
宮
澤
賢
治
氣
餒
。
這
位
擁
有
純
真
意
念
的
心
象
刻
畫
大
師
，
將
創
作
視
為
延
續
生
命
的

志
業
，
堅
守
初
衷
，
真
摯
地
將
映
照
在
他
內
心
深
處
的
理
想
國
風
景
以
文
字
呈
現
，
直
到
人
生
終
點
的

最
後
一
刻
。

我
們
身
邊
有
認
同
我
們
理
解
我
們
的
觀
眾
，
有
一
位
不
離
不
棄
的
戀
人
／
巨
大
的
人
生
劇
場
，
將

移
動
時
間
軸
，
形
成
永
生
不
滅
的
四
次
元
時
空
藝
術
︵

—

︿
農
民
藝
術

概
論
綱
要
﹀
﹁

﹂
︶

雖
然
藝
術
創
作
是
一
條
寂
寞
之
路
，
但
身
邊
只
要
有
少
數
贊
同
並
願
意
支
持
他
的
人
，
就
足
以
讓

賢
治
投
注
一
生
的
光
陰
，
辛
勤
不
懈
地
搖
筆
詮
釋
出
一
場
場
精
彩
的
人
生
劇
場
，
成
就
永
生
不
滅
的
藝

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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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二
六
年
一
月
，
宮
澤
賢
治
發
表
生
前
唯
一
的
藝
術
論—

︿
農
民
藝
術
概
論
綱
要
﹀
，
並
於

四
月
辭
去
教
職
，
一
邊
從
事
文
藝
創
作
，
一
邊
身
體
力
行
展
開
農
耕
自
炊
的
勞
動
生
活
，
並
下
定
決
心

將
畢
生
奉
獻
於
農
村
教
育
。

︙
︙
我
們
需
要
的
是
懷
擁
銀
河
的
澄
明
意
志　

巨
大
的
力
量
與
熱
情
︙
︙
／
我
們
的
前
途
雖
然
璀

璨
卻
險
峻
無
比
／
但
每
超
越
一
次
險
峻
之
旅
，
四
次
元
藝
術
便
增
加
了
廣
度
與
深
度
／
詩
人
即
使
身
陷

苦
痛
亦
能
樂
在
其
中
，
享
受
創
造
的
歡
愉
／
永
久
的
未
完
成
將
成
就
所
謂
的
完
成
︵

—

︿

﹀

︶

不
過
，
令
人
感
到
沮
喪
的
是—

理
想
與
現
實
總
存
在
難
以
妥
協
的
矛
盾
。
賢
治
為
實
踐
自
給
自

足
的
理
想
卻
無
法
排
解
寡
居
的
孤
獨
感
；
欲
改
善
農
村
耕
作
環
境
卻
在
與
自
然
抗
爭
時
屢
屢
挫
敗
，

將
自
身
的
肉
體
與
精
神
雙
雙
逼
入
極
限
狀
態
，
在
長
期
過
勞
與
營
養
不
良
的
惡
劣
環
境
中
耗
盡
了
生
命

力
。
一
九
三
三
年
九
月
臥
病
兩
年
多
的
宮
澤
賢
治
因
急
性
肺
炎
而
撒
手
人
寰
，
正
如
他
所
願
：
化
為
閃

耀
的
宇
宙
微
塵
，
散
向
八
荒
九
垓
︵

—

︿

﹀
﹁

﹂
︶ 

。
慶
幸
的
是
他
早
已
將
不
朽
的
靈
魂
形
諸
文

字
，
打
造
一
個
永
生
不
滅
的
理
想
國
，
歲
歲
年
年
，
日
日
夜
夜
，
分
分
秒
秒
地
撫
慰
宇
宙
空
間
的
遊
子

過
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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蜘
蛛
、
蛞
蝓
和
狸
貓 

東
吳
大
學
日
本
語
文
學
系
助
理
教
授　

張
桂
娥

這
年
︵
一
九
一
八
︶
夏
天
，
哥
哥
唸
了
童
話
︿
蜘
蛛
、
蛞
蝓
和
狸
貓
﹀
與
︿
雙
子
星
﹀
給
我
們
聽
，
至
今

我
仍
清
楚
記
得
他
當
時
的
語
氣
。
捧
著
剛
出
爐
的
童
話
處
女
作
，
第
一
個
就
想
到
要
先
跟
我
們
這
些
家
人
分
享

的
哥
哥
，
臉
上
的
表
情
是
多
麼
地
得
意
洋
洋
啊
︙
︙
。 

︵
宮
澤
清
六
﹁

・

﹂
一
九
六
四
︶

二
十
二
歲
的
宮
澤
賢
治
自
出
生
以
來
首
次
嘗
試
的
創
作
童
話
︿ 

蜘
蛛
、
蛞
蝓
和
狸
貓
﹀
，
全
篇
充
滿
無
俚
頭
式

的
幽
默
，
可
是
對
無
情
無
義
的
物
種
生
存
競
爭
的
描
寫
，
卻
是
赤
裸
裸
又
血
淋
淋
的
，
並
沒
有
因
為
是
童
話
而
有
所

保
留
，
許
多
弱
肉
強
食
的
畫
面
甚
至
逼
真
到
令
人
毛
骨
悚
然
的
地
步
。
從
這
篇
處
女
作
就
可
確
認
賢
治
當
時
已
經
具

備
存
在
論
者
的
特
質
，
透
過
非
人
類
的
觀
點
冷
靜
觀
察
人
類
社
會
的
真
實
面
。

生
物
為
了
延
續
生
命
，
而
必
須
以
其
他
生
物
的
生
命
作
為
糧
餉
以
維
持
生
命
跡
象
，
這
是
亙
古
以
來
所
有
物
種

被
賦
予
的
生
存
原
罪
，
自
然
界
所
謂
弱
肉
強
食
的
生
物
鏈
於
是
成
為
宇
宙
定
律
。
從
這
種
觀
點
來
看
，
蜘
蛛
、
蛞
蝓

和
狸
貓
發
揮
天
賦
，
活
用
智
能
以
求
溫
飽
，
究
竟
何
罪
之
有
？
放
眼
自
然
界
，
所
有
物
種
在
生
物
鏈
裡
都
有
各
自
所

需
扮
演
的
腳
色
，
各
盡
本
分
，
共
存
共
生
，
維
持
地
球
生
態
的
和
諧
。

與
其
說
宮
澤
賢
治
用
擬
人
化
的
手
法
描
寫
故
事
中
的
三
隻
動
物
，
不
如
說
他
假
借
動
物
的
造
型
，
巧
妙
地
包
裝

了
人
類
貪
婪
縱
慾
、
自
私
自
利
、
虛
偽
欺
瞞
、
傲
慢
自
大
以
及
暴
虐
邪
惡
的
黑
暗
面
。
讓
同
樣
具
有
這
些
負
面
人
格

特
質
的
讀
者
，
自
動
與
非
文
明
的
動
物
腳
色
劃
清
界
線
，
隔
著
相
對
安
全
的
距
離
，
坐
觀
低
等
動
物
的
生
死
鬥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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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
所
有
的
讀
者
比
誰
都
更
清
楚—

在
這
場
以
地
獄
為
終
點
的
馬
拉
松
比
賽
中
，
真
正
的
參
賽
者
不
是
蜘
蛛
也
不

是
蛞
蝓
，
更
不
是
狸
貓
，
而
是
以
高
等
文
明
動
物
自
居
的
芸
芸
眾
生
。

抬
頭
仔
細
觀
察
生
活
周
遭
的
社
群
團
體
，
你
我
身
邊
是
不
是
也
充
斥
著
各
式
各
樣
的
蜘
蛛
、
蛞
蝓
和
狸
貓
，
虎

視
眈
眈
地
鎖
定
可
以
讓
他
飽
餐
一
頓
的
獵
物
呢
？
當
然
，
真
實
社
會
的
結
局
，
也
許
不
像
故
事
中
那
樣
單
純
，
不
管

是
裸
裎
殘
忍
根
性
的
蜘
蛛
，
還
是
狡
猾
的
偽
善
者
蛞
蝓
，
抑
或
假
借
宗
教
之
名
蠱
惑
生
靈
的
狸
貓
，
通
通
難
逃
墮
入

地
獄
的
懲
罰
。

許
多
研
究
者
因
為
這
種
了
無
新
意
的
陳
腐
結
局
，
批
判
這
篇
處
女
作
結
構
尚
未
成
熟
、
人
物
情
節
設
定
不
夠
嚴

謹
。
筆
者
認
為
上
述
批
評
過
於
吹
毛
求
疵
。
畢
竟
對
年
僅
二
十
二
歲
篤
信
法
華
經
的
青
年
賢
治
來
說
，
他
是
寧
願
相

信
勸
善
懲
惡
的
教
條
法
理
，
認
為
善
有
善
報
、
惡
有
惡
報
的
因
果
業
障
，
對
大
多
數
良
善
的
民
眾
是
一
種
精
神
的
救

贖
。

宮
澤
賢
治
在
累
積
幾
年
社
會
經
驗
，
創
作
概
念
更
臻
圓
熟
之
後
，
重
新
詮
釋
這
篇
作
品
，
先
是
將
它
改
寫
成

︿
三
位
山
貓
學
校
的
畢
業
生
﹀
︵
﹁
山
猫
学
校
を
卒
業
し
た
三
人
﹂
︶
；
之
後
又
改
寫
成
︿
寓
言 

三
位
洞
熊
學
校
的

畢
業
生
﹀
︵
﹁
寓
話 

洞
熊
学
校
を
卒
業
し
た
三
人
﹂
︶
，
嘗
試
加
入
不
同
人
物
的
多
元
觀
點
，
讓
這
篇
處
女
作
可
以

更
精
準
地
傳
達
他
的
創
作
意
圖
。

建
議
讀
者
可
以
找
機
會
閱
讀
本
篇
系
列
作
品
，
探
索
宮
澤
賢
治
追
求
藝
術
的
執
著
與
自
我
修
正
的
軌
跡
。
當
然

最
不
能
錯
過
的
是
：
仔
細
觀
察
登
場
人
物
的
設
定
、
復
誦
文
中
刻
意
安
排
的
反
復
對
白
以
及
隨
興
插
入
的
古
代
謠

曲
。
畢
竟
唯
有
重
現
近
百
年
前
賢
治
朗
讀
這
篇
作
品
給
弟
妹
聽
的
情
境
，
才
能
親
身
體
會
宮
澤
賢
治
童
話
的
原
創
魅

力
，
享
受
賢
治
童
話
世
界
釀
成
的
醍
醐
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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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文
鑑
賞  

蜘
蛛
と
な
め
く
じ
と
狸

宮み
や

沢ざ
わ

賢け
ん

治じ

蜘
蛛
と
、
銀
色
の
な
め
く
じ
と
そ
れ
か
ら
顔

を
洗
っ
た
こ
と
の
な
い
狸
と
は
み
ん
な
立
派
な

選
手
で
し
た
。

け
れ
ど
も
一
体
何
の
選
手
だ
っ
た
の
か
私
は

よ
く
知
り
ま
せ
ん
。

山
猫
が
申
し
ま
し
た
が
三
人
は
そ
れ
は
そ
れ
は

実
に
本
気
の
競
争
を
し
て
い
た
の
だ
そ
う
で
す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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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体
何
の
競
争
を
し
て
い
た
の
か
、
私
は
三
人
が
な
ら
ん
で
か
け
る
所
も
見
ま
せ
ん
し
学
校
の

試
験
で
一
番
二
番
三
番
と
き
め
ら
れ
た
こ
と
も
聞
き
ま
せ
ん
。

一
体
何
の
競
争
を
し
て
い
た
の
で
し
ょ
う
、
蜘
蛛
は
手
も
足
も
赤
く
て
長
く
、
胸
に
は
「
ナ
ン

ペ
」
と
書
い
た
蜘
蛛
文
字
の
マ
ー
ク
を
つ
け
て
い
ま
し
た
し
な
め
く
じ
は
い
つ
も
銀
い
ろ
の
ゴ
ム

の
靴
を
は
い
て
い
ま
し
た
。
又
狸
は
少
し
こ
わ
れ
て
は
い
ま
し
た
が
運
動
シ
ャ
ッ
ポ
を
か
ぶ
っ
て

い
ま
し
た
。

け
れ
ど
も
と
に
か
く
三
人
と
も
死
に
ま
し
た
。

蜘
蛛
は
蜘
蛛
暦
三
千
八
百
年
の
五
月
に
没
く
な
り
銀
色
の
な
め
く
じ
が
そ
の
次
の
年
、
狸
が
又

そ
の
次
の
年
死
に
ま
し
た
。
三
人
の
伝
記
を
す
こ
し
よ
く
調
べ
て
見
ま
し
ょ
う
。

一
、
赤
い
手
長
の
蜘
蛛

蜘
蛛
の
伝
記
の
わ
か
っ
て
い
る
の
は
、
お
し
ま
い
の
一
ヶ
年
間
だ
け
で
す
。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