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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釋
義同

一
個
字
詞
或
語
句
，
在
語
文
中
接
二
連
三

反
覆
使
用
的
修
辭
方
法
，
稱
為
「
類
疊
」
。

㈡
說
明使

用
類
疊
修
辭
可
以
加
強
語
氣
和
感
情
，
凸

顯
作
者
的
意
思
，
或
使
語
言
富
有
節
奏
美
，
或
表

現
語
勢
的
雄
偉
。
類
疊
的
形
式
可
分
為
四
類
：

1.	

疊
字
：
同
一
字
詞
的
連
續
使
用
，
但
是
稱
謂

（
如
：
媽
媽
、
星
星
）
並
不
算
疊
字
。

：	

大
公
雞
紅
豔
豔
的
雞
冠
，
亮
閃
閃
的
羽

毛
，
真
是
漂
亮
。

2.	

類
字
：
同
一
字
詞
間
隔
的
重
複
使
用
。

：	

大
白
鵝
在
水
裡
游
來
游
去
，
那
麼
的
輕

鬆
優
雅
，
那
麼
的
逍
遙
自
在
。

3.	
疊
句
：
同
一
語
句
的
連
續
出
現
，
或
稱
「
連
接

反
覆
」
。

：	

爺
爺
來
了
！
爺
爺
來
了
！
我
們
趕
快
去

迎
接
他
。

4.		
類
句
：
同
一
語
句
間
隔
的
重
複
出
現
，
或
稱

「
間
隔
反
覆
」
。

：	

我
是
行
道
樹
，

	

每
天
站
在
馬
路
旁
。

	

我
愛
看
來
來
往
往
的
車
輛
，

	

也
愛
看
高
高
低
低
的
樓
房
。

	

我
是
行
道
樹
，

	

我
伸
出
許
多
綠
色
的
手
臂
，

	

歡
迎
鳥
兒
到
這
兒
來
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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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釋
義這

是
一
種
「
借
彼
喻
此
」
的
修
辭
方
法
。

即
在
寫
作
時
，
運
用
聯
想
力
，
找
出
與
所
要
描
寫

的
對
象
有
類
似
特
點
的
人
、
事
、
物
來
做
比
喻
說

明
。

㈡
說
明使

用
譬
喻
修
辭
時
，
通
常
會
利
用
形
象
具

體
、
通
俗
淺
顯
的
事
物
或
道
理
，
來
說
明
比
較
抽

象
或
深
奧
難
懂
的
道
理
，
且
用
來
比
喻
的
兩
件
事

物
之
間
，
本
質
必
須
不
同
，
不
可
太
相
近
，
以
免

給
人
平
淡
的
感
覺
。
譬
喻
的
成
分
包
括
：

●
	

喻
體
：
所
要
說
明
的
事
物
主
體
。

●
	

喻
依
：
用
來
比
方
說
明
此
一
主
體
的
另
一
事
物
。

		 ●
	

喻
詞
：
連
接
喻
體
和
喻
依
的
詞
語
。

譬
喻
基
本
上
可
以
分
為
以
下
幾
種
類
型
：

1.	
明
喻
：
在
一
個
句
子
中
，「
喻
體
」、「
喻
依
」、「
喻

詞
」
三
者
都
有
，
常
用
的
喻
詞
有
「
好
像
」、「
彷

彿
」
等
。

：	

我
想
說
「
沒
關
係
」
，
可
是
舌
頭
像
是

打
了
個
大
蝴
蝶
結
，
說
不
出
一
個
字
。

	2.	
隱
喻
：
又
稱
「
暗
喻
」
。
「
喻
體
」
和
「
喻

依
」
都
具
備
，
但
「
喻
詞
」
被
「
是
」
、
「
成

為
」
、
「
當
作
」
等
所
取
代
。

：	

湖
是
大
地
的
眼
睛
，
望
著
他
的
人
可
以

測
量
出
自
己
天
性
的
深
淺
。
（
梭
羅	

湖

濱
散
記
）

3.	
略
喻
：
在
句
子
中
只
具
備
「
喻
體
」
和
「
喻
依
」，

而
省
略
「
喻
詞
」，
改
用
「
逗
號
」
代
替
。

：

⑴
紀
政
，
飛
躍
的
羚
羊
。

⑵
女
人
心
，
海
底
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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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釋
義把

感
官
對
事
物
的
感
覺
、
認
知
，
加
以
形
容

描
述
。

㈡
說
明簡

單
的
說
，
摹
寫
就
是
把
各
種
「
感
覺
」
加

以
描
寫
。
它
的
作
用
是
描
寫
具
體
的
反
應
，
讓
讀
者

產
生
鮮
明
的
印
象
，
產
生
信
服
或
共
同
的
情
緒
。
摹

寫
修
辭
可
粗
略
分
為
下
列
五
種
：

1.	
視
覺
摹
寫
：
把
眼
睛
所
看
到
的
人
、
事
、
物
的

外
形
、
顏
色
等
描
寫
出
來
。

：	

層
層
的
葉
子
中
間
，
零
星
的
點
綴
著
一

些
白
花
。

2.	
聽
覺
摹
寫
：
把
自
己
聽
到
的
各
種
聲
音
，
真
實

的
描
寫
出
來
，
或
進
一
步
把
聲
音
作
有
情
感
的

表
現
。

：	

黎
明
時
，
窗
外
是
一
片
鳥
囀
，
不
是
吱

吱
喳
喳
的
麻
雀
。
（
梁
實
秋	

鳥
）

3.		
嗅
覺
摹
寫
：
將
鼻
子
所
聞
到
的
各
種
氣
味
，
真

實
的
描
寫
出
來
。

：	

早
晨
清
新
的
空
氣
，
伴
著
桂
花
淡
淡
的

香
氣
，
讓
人
感
到
神
清
氣
爽
。

4.	
味
覺
摹
寫
：
把
經
由
自
己
味
覺
器
官
所
產
生
的

酸
、
甜
、
苦
、
辣
等
感
覺
描
寫
出
來
。

：	

這
杯
酸
酸
甜
甜
的
果
汁
，
正
代
表
了
我

此
刻
的
心
情
。

5.	
觸
覺
摹
寫
：
把
自
己
接
觸
到
的
各
種
感
覺
，
真

實
的
描
寫
出
來
。

：	

這
條
小
魚
，
滑
溜
溜
的
，
怎
麼
抓
都
抓

不
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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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釋
義描

述
事
物
時
，
轉
變
其
原
來
性
質
，
化
成
另

一
種
與
本
質
截
然
不
同
的
事
物
加
以
形
容
描
述
。

㈡
說
明轉

化
修
辭
可
分
為
人
性
化
（
擬
人
）
、
物
性

化
（
擬
物
）
及
形
象
化
三
種
：

1.	
人
性
化
：
擬
物
為
人
，
就
是
把
動
、
植
物
或
其

他
事
物
，
直
接
當
成
人
類
來
敘
述
或
描
寫
。

：	

向
日
葵
抬
起
金
色
的
臉
兒
，
挺
起
了
綠

色
的
脊
梁
，
迎
接
從
海
底
下
爬
上
來
的

太
陽
！
（
茲
茲	

向
日
葵
）

2.	
物
性
化
：
擬
人
為
物
，
就
是
把
人
類
或
他
物
，

當
成
另
一
種
生
物
或
無
生
物
來
敘
述
或
描
寫
。

：

⑴	
我
的
快
樂
已
變
成
一
縷
輕
煙
，
消
失
得
無
影

無
蹤
了
。

⑵	
你
不
妨
搖
曳
著
一
頭
的
蓬
草
，
不
妨
縱
容
你

滿
腮
的
苔
蘚
。
（
徐
志
摩	

翡
冷
翠
山
居
閒

話
）

3.	
形
象
化
：
擬
虛
為
實
，
把
人
類
看
不
見
的
特

性
、
情
緒
或
外
物
不
可
能
做
的
事
，
藉
由
動
作

或
形
象
的
描
寫
，
使
它
們
變
得
具
體
化
。

：

⑴	
就
像
阿
公
和
阿
媽
，
為
阿
爸
織
就
了
一
生
綿

長
而
細
密
的
呵
護
。
（
吳
晟	

負
荷
）

⑵
送
給
你
一
束
臺
中
的
陽
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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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釋
義故

意
把
事
實
誇
大
或
縮
小
，
超
過
客
觀
事

實
，
好
讓
人
留
下
深
刻
印
象
的
修
辭
方
法
，
是
為

「
誇
飾
」
。

㈡
說
明使

用
誇
飾
修
辭
可
以
在
描
寫
景
物
、
形
容
物

體
時
，
凸
顯
其
特
色
；
在
抒
發
情
感
時
，
則
加
強

印
象
。
在
使
用
誇
飾
修
辭
時
，
要
出
於
情
意
的
自

然
流
露
，
並
注
意
不
可
使
人
誤
認
為
是
事
實
，
引

起
誤
會
。

就
誇
飾
的
表
達
方
式
而
言
，
可
以
分
為
放

大
、
縮
小
兩
種
。

1.	
放
大
誇
飾
：
把
所
要
抒
發
的
情
意
或
描
寫
的
特

點
，
比
原
來
放
大
無
數
倍
。

：

⑴	
我
跳
起
身
來
，
用
飛
箭
之
速
推
開
床
前
小

窗
。
（
誇
大
速
度
）

⑵	
天
哪
！
比
外
面
賣
的
草
莓
優
酪
乳
好
喝
一
百	

倍
！
（
誇
大
程
度
）

⑶	
白
髮
三
千
丈
，
離
愁
似
箇
長
。（
誇
大
長
度
）

⑷	
走
進
這
所
學
校
，
好
像
置
身
在
迷
幻
的
森

林
，
一
不
小
心
就
會
迷
路
。
（
誇
大
空
間
）

2.	
縮
小
誇
飾
：
把
所
要
抒
發
的
情
意
或
描
寫
的
特

點
，
比
原
來
縮
小
無
數
倍
。

：

⑴	
他
矮
得
連
椅
子
都
爬
不
上
去
。（
縮
小
高
度
）

⑵	
他
住
的
宿
舍
像
一
座
鴿
子
籠
。（
縮
小
空
間
）

⑶		
媽
媽
走
路
好
慢
，
連
烏
龜
都
走
得
比
她
快
。

（
縮
小
速
度
）

⑷	

這
顆
糖
果
比
芝
麻
還
小
，
根
本
不
夠
塞
牙

縫
。
（
縮
小
體
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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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釋
義語

文
中
上
下
兩
句
，
或
一
句
中
的
兩
個
詞

語
，
字
數
相
等
、
語
法
結
構
相
似
，
有
時
還
講
究

平
仄
相
對
的
一
種
修
辭
方
法
，
就
是
「
對
偶
」
。

㈡
說
明

1.
對
偶
的
作
用
有
三
：

⑴	

具
有
形
式
美
。

⑵	
以
整
齊
的
形
式
和
其
他
句
子
結
合
，
使
語
言

參
差
錯
落
，
生
性
活
潑
。

⑶			

藉
由
特
殊
的
形
式
把
相
對
的
兩
部
分
更
集
中

的
表
現
出
來
。

2.
對
偶
依
形
式
而
言
，
可
以
分
為
：

⑴	

當
句
對
：
同
一
句
中
，
上
下
兩
個
詞
語
，
自

為
對
偶
。

	

：	

山
明
水
秀
（「
山
」
和
「
水
」
都
是
名

詞
，「
明
」
和
「
秀
」
都
是
形
容
詞
。）

⑵	
單
句
對
：
上
下
兩
句
，
字
數
相
等
、
詞
性
相

同
，
是
對
偶
中
最
常
見
的
。

	

：	

「
白
日
依
山
盡
，
黃
河
入
海
流
。
」

（
「
白
日
」
對
「
黃
河
」
，
「
依
」

對
「
入
」
，
「
山
盡
」
對
「
海

流
」
。
）

⑶		
隔
句
對
：
第
一
句
與
第
三
句
對
，
第
二
句
與

第
四
句
對
。

	

：	

「
你
說
它
樸
素
，
它
像
朝
露
一
樣
絢

爛
；
你
說
它
瑰
麗
，
它
像
露
珠
一
樣

晶
瑩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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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釋
義寫

作
時
，
用
三
個
或
三
個
以
上
結
構
相
同

或
相
似
的
短
語
或
句
子
，
表
達
同
一
範
圍
或
性
質

相
關
的
意
念
，
以
加
強
語
勢
的
修
辭
方
法
，
叫
做

「
排
比
」
。

㈡
說
明「

排
比
」
的
主
要
作
用
是
表
現
磅
礡
的
氣
勢

與
廣
闊
的
內
容
。
結
構
相
似
，
字
數
相
當
，
內
容

相
關
的
句
子
持
續
出
現
，
不
但
可
以
顯
現
文
章
的

節
奏
感
與
旋
律
美
，
讓
讀
者
感
覺
精
神
振
奮
，
更

重
要
的
是
強
而
有
力
，
讓
敘
述
的
層
次
更
清
楚
。

例
如
：

此
句
利
用
短
語
的
排
比
，
讀
起
來
鏗
鏘
有

力
，
也
能
清
楚
呈
現
花
園
中
的
景
物
。

　
以
結
構
相
同
的
短
語
，
呈
現
出
米
羅
圖
畫
的

特
色
。

花
園
中
有
亭
臺
樓
閣
、
花
廊
水

榭
、
奇
花
異
草
和
珍
禽
異
獸
。

米
羅
作
品
中
變
形
的
怪
獸
，
扭
曲

的
人
體
，
散
落
的
星
星
，
明
亮
強
烈
的

太
陽
，
最
重
要
的
是
畫
家
隨
意
而
有
趣

的
組
合
。

8

七
、
排　

比

修辭篇(3樣).indd   8 2007/3/20   10:21:25 AM



㈠
釋
義說

話
行
文
時
，
三
個
或
三
個
以
上
的
事
物

在
表
達
數
量
、
程
度
等
範
圍
上
有
一
定
比
例
的
差

異
，
依
序
層
層
遞
升
或
遞
減
的
修
辭
方
法
，
就
是

「
層
遞
」
。

㈡
說
明「

層
遞
」
因
為
上
下
句
意
義
的
規
律
化
，
以

及
遞
升
或
遞
減
的
秩
序
，
使
句
子
易
於
了
解
和
記

憶
，
且
可
將
重
點
突
出
，
讓
句
子
產
生
層
次
感
、

變
化
感
，
增
強
語
文
的
說
服
力
和
感
染
力
，
給
予

讀
者
強
烈
而
深
刻
的
印
象
。
例
如
：

句
子
裡
所
敘
述
的
事
物
都
與
「
地
球
上
的

水
」
有
關
，
從
「
雨
水
」
、
「
小
溪
」
、
「
大

河
」
、
「
大
海
」
一
層
一
層
的
層
層
前
進
，
敘
述

範
圍
由
小
到
大
，
又
有
承
接
的
關
係
。

句
子
將
不
同
時
代
的
人
做
了
比
較
，
年
紀
由

大
到
小
，
敘
述
範
圍
從
高
到
低
，
也
凸
顯
了
近
代

人
缺
乏
目
標
的
價
值
觀
。

一
滴
滴
的
雨
水
匯
成
了
小
溪
，
一

條
條
的
小
溪
匯
成
了
大
河
，
一
條
條
的

大
河
洶
湧
奔
向
大
海
的
懷
抱
。

善
忘
的
上
一
代
，
沒
有
自
我
的
這

一
代
，
不
知
何
去
何
從
的
下
一
代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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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星
子
們
都
美
麗
，
分
占
了
循
環
的
七

個
夜∼

啊
，
星
子
們
都
美
麗
。（
類
句
）

2.	

我
聽
見
他
拖
著
疲
憊
的
腳
步
聲
，
慢

慢
的
走
遠
，
慢
慢
的
走
遠
了
。（
疊
句
）

富
貴
不
能
淫
，
貧
賤
不
能
移
，

威
武
不
能
屈
：
此
之
謂
大
丈
夫
。

❖
排
比
和
類
疊
的
異
同

同
一
個
字
詞
或
語
句
，
在
語
文
中
接
二
連
三

反
覆
出
現
的
修
辭
方
法
，
叫
做
「
類
疊
」
。
用
結

構
相
似
的
句
法
，
接
二
連
三
的
表
達
同
範
圍
、
同	

質
意
念
的
修
辭
方
法
，
叫
做
「
排
比
」
。

「
類
疊
」
是
指
一
種
意
象
有
秩
序
、
有
規
律

的
反
覆
發
生
，
其
秩
序
或
為
重
疊
的
，
或
為
反
覆

的
。
例
如
：

「
排
比
」
則
是
數
種
意
象
有
秩
序
、
有
規
律

的
連
接
發
生
，
其
秩
序
或
為
交
替
的
，
或
為
流
動	

的
。
例
如
：

以
上
兩
種
修
辭
法
中
，
都
有
「
接
二
連
三
」

的
規
定
，
所
以
有
排
比
就
一
定
有
類
疊
。
然
而
排

比
的
規
定
比
類
疊
來
得
多
，
所
以
有
類
疊
不
一
定

有
排
比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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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排
比
：	

所
用
的
字
往
往
意
義
相
似
、
字
也

相
同
。

　

對
偶
：	

需
避
免
用
義
同
之
字
，
當
然
相
同

字
更
不
宜
出
現
。

4.
排
比
：
表
達
範
圍
或
性
質
相
關
的
意
念
。

　

對
偶
：	

除
了
表
達
範
圍
或
性
質
相
關
的
意

念
，
還
可
以
表
達
相
對
、
相
反
的

意
念
。

5.
排
比
：
重
在
排
，
以
鋪
排
氣
勢
為
主
。

　

對
偶
：	

重
在
對
稱
，
以
整
齊
和
諧
為
主
。

1.	

排
比
：	

用
三
個
以
上
結
構
相
似
的
語
句
串

聯
而
成
。

　

對
偶
：	

僅
用
兩
個
結
構
相
同
的
語
句
對
稱

組
織
。

2.	

排
比
：	

只
需
句
子
結
構
相
同
或
相
似
就
可

以
，
字
數
不
需
相
等
。

　

對
偶
：
字
數
必
須
相
等
、
音
律
相
協
。

❖
排
比
和
對
偶
的
相
異
點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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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
比
和
層
遞
的
異
同

「
層
遞
」
一
般
是
指
說
話
行
文
時
，
針
對

有
三
項
以
上
的
事
物
或
三
層
以
上
的
意
思
，
依
一

定
的
比
例
以
層
層
遞
進
的
順
序
敘
寫
的
手
法
。
因

為
也
經
常
會
以
相
似
結
構
或
整
齊
形
式
出
現
，
所

以
和
「
排
比
」
極
為
相
似
。
以
「
一
個
和
尚
挑
水

喝
，
兩
個
和
尚
抬
水
喝
，
三
個
和
尚
沒
水
喝
。
」

為
例
，
這
是
「
層
遞
」
修
辭
，
但
和
「
排
比
」
修

辭
相
較
，
兩
者
在
形
式
上
一
樣
有
三
個
句
子
，
句

子
結
構
也
相
似
，
所
以
容
易
混
淆
。

由
此
可
見
，
這
種
類
型
「
層
遞
」
與
「
排

比
」
的
差
別
，
主
要
是
內
容
上
的
不
同
，
「
層

遞
」
的
各
層
意
思
之
間
排
列
的
順
序
要
從
大
到

小
、
從
重
到
輕
、
從
高
到
低
、
從
後
到
前
、
從
深

到
淺
、
從
不
太
重
要
到
重
要
；
或
是
從
小
到
大
、

從
輕
到
重
、
從
低
到
高
、
從
前
到
後
、
從
淺
到

深
、
從
重
要
到
不
重
要⋯

⋯

有
如
階
梯
式
的
，
或
是

拾
級
而
上
，
或
是
順
階
而
下
，
指
向
一
個
中
心
意

思
。
「
排
比
」
的
各
項
之
間
則
是
平
列
關
係
，
彷

彿
是
支
流
式
的
，
是
一
個
事
物
的
幾
個
方
面
。
換

句
話
說
，
如
果
以
排
比
的
形
式
出
現
，
內
容
卻
是

層
遞
的
，
就
是
「
層
遞
」
修
辭
。

但
是
，
以
相
似
結
構
或
整
齊
形
式
出
現
，
不

是
層
遞
修
辭
的
必
要
條
件
。
也
就
是
說
，
如
果
只

是
內
容
上
包
含
遞
進
的
關
係
，
形
式
並
不
整
齊
，

仍
舊
是
「
層
遞
」
修
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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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釋
義說

話
作
文
中
，
援
引
現
成
的
語
言
文
辭
，
以

印
證
、
補
充
、
對
照
作
者
的
本
義
，
這
樣
的
修
辭

方
法
，
就
是
「
引
用
」
。

㈡
說
明引

用
的
範
圍
包
括
經
典
的
精
言
，
名
人
的
雋

語
，
詩
文
中
的
警
語
、
成
語
，
社
會
上
熟
知
的
諺

語
等
。
引
用
的
方
式
可
以
分
為
兩
種
：
一
為
「
明

引
」
，
即
明
白
指
出
所
引
文
字
的
出
處
和
來
源
；

另
一
種
為
「
暗
引
」
，
指
文
章
中
不
把
出
處
寫
出

來
，
直
接
把
所
引
用
的
文
字
寫
進
文
章
中
。

使
用
「
引
用
」
修
辭
時
，
要
注
意
：

1.
引
用
的
話
必
須
與
自
己
的
話
密
切
配
合
。

2.	
要
正
確
理
解
引
用
的
詞
語
，
不
能
牽
強
附
會
，

斷
章
取
義
。

3.	
引
用
要
忠
於
原
文
，
不
可
隨
意
改
動
，
特
別
是

引
用
經
典
著
作
時
，
更
應
準
確
無
誤
。

：

		

⑴	

「
『
野
火
燒
不
盡
，
春
風
吹
又
生
』
其
實
就

是
小
草
生
命
最
真
實
的
寫
照
。
」
引
用
唐
詩

來
加
強
表
達
野
草
堅
韌
的
生
命
力
。

		

⑵	

「
古
人
說
：
『
不
經
一
番
寒
徹
骨
，
哪
得
梅

花
撲
鼻
香
。
』
梅
花
在
寒
冬
裡
，
越
冷
越
開

花
，
散
發
芬
芳
；
因
此
我
們
要
像
梅
花
一
樣

愈
挫
愈
勇
，
在
艱
困
的
環
境
中
自
我
挑
戰
，

才
能
綻
放
出
生
命
的
光
芒
。
」
引
用
古
人
的

話
來
加
強
說
明
，
只
有
努
力
克
服
困
難
，
才

能
得
到
甜
美
的
成
果
。
在
此
使
用
引
用
修
辭

可
以
強
化
文
章
的
表
現
力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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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花
樹
花
，
花
樹
底
結
南
瓜
；
南
瓜

黃
，
好
像
滿
地
的
小
太
陽
。

		

⑵	
晚
會
的
燈
光
，
「
由
紅
變
黃
，
黃
變

藍
，
藍
再
變
成
銀
」
，
色
彩
繽
紛
，

真
是
美
麗
極
了
！

		

⑶	
微
風
輕
輕
吹
，
吹
動
了
蓮
葉
，
蓮
葉
微

微
顫
抖
，
抖
落
了
大
大
小
小
的
水
珠
。

		

⑷	
建
築
房
屋
，
必
須
有
強
固
的
地
基
；

地
基
不
強
固
，
就
不
能
砌
成
堅
硬
的

牆
壁
；
牆
壁
不
堅
硬
，
怎
能
蓋
成
漂

亮
的
樓
房
呢
？

㈠
釋
義以

前
一
句
的
結
尾
，
作
為
後
一
句
的
句
首
。

簡
單
的
說
，
上
一
句
最
後
的
一
個
字
或
詞
，
與
下

一
句
第
一
個
字
或
詞
相
同
。

㈡
說
明頂

真
法
的
特
點
是
前
後
相
接
，
上
下
相
聯
，

一
句
頂
一
句
，
好
像
把
珠
子
一
顆
接
一
顆
的
串
連

起
來
似
的
，
故
「
頂
真
法
」
也
叫
「
聯
珠
法
」
。

使
用
頂
真
法
不
僅
可
以
透
澈
的
揭
示
兩
個
事
物
的

內
在
聯
繫
，
使
文
章
語
言
句
句
相
扣
，
結
構
緊

湊
，
語
氣
貫
通
，
把
作
者
的
情
感
抒
發
得
淋
漓
盡

致
，
也
可
以
給
予
讀
者
繁
複
的
感
受
，
留
下
深
刻

的
印
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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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釋
義在

敘
述
時
，
用
不
同
的
事
物
當
背
景
，
來
襯

托
出
主
題
事
物
或
想
法
的
特
質
，
使
其
特
質
能
更

加
彰
顯
。

㈡
說
明在

使
用
這
種
修
辭
時
，
必
須
注
意
「
主
題
」

和
「
背
景
」
之
間
的
關
係
，
唯
有
讓
背
景
發
揮
襯

托
的
功
能
，
才
能
使
語
氣
增
強
，
並
彰
顯
主
題
的

特
質
。
例
如
：
把
鑽
石
擺
在
一
堆
碎
玻
璃
裡
，
我

們
很
難
發
現
其
光
澤
。
反
過
來
，
如
果
在
亮
晶
晶

的
鑽
石
下
面
襯
上
黑
絲
絨
，
鑽
石
看
起
來
就
更
加

耀
眼
奪
目
。
用
黑
絲
絨
的
黑
來
映
襯
鑽
石
的
亮
，

使
得
鑽
石
晶
亮
無
比
，
就
是
「
映
襯
」
。

：

　

1.	
草
地
裡
長
出
一
朵
小
紅
花
，
真
是
「
萬
綠
叢

中
一
點
紅
」
。
（
以
大
片
的
綠
草
來
映
襯
那

朵
小
紅
花
。
）

　

2.	
他
足
足
花
了
三
年
的
時
間
，
才
完
成
了
這
件

小
雕
像
。
（
以
工
作
時
間
之
長
，
來
映
襯
作

品
小
而
精
緻
。
）

　

3.	
昨
天
的
花
兒
凋
謝
了
，
今
天
的
種
子
就
會
誕

生
。
（
凋
謝
的
花
像
老
舊
、
退
流
行
的
事

物
，
新
生
的
種
子
像
是
新
鮮
、
充
滿
希
望

的
事
物
，
作
者
想
強
調
的
是
「
種
子
將
會
誕

生
」
這
件
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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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釋
義寫

作
時
，
為
了
讓
想
要
表
達
的
意
思
可
以
引

起
讀
者
的
注
意
，
激
起
讀
者
閱
讀
的
興
趣
與
好
奇

心
，
所
以
故
意
設
計
問
題
來
增
加
文
章
吸
引
人
的

力
量
。

㈡
說
明設

問
用
在
篇
首
可
以
提
引
全
篇
主
旨
，
用
於

結
尾
則
可
以
增
進
文
章
餘
韻
，
也
可
以
設
計
連
續

設
問
來
製
造
文
章
氣
勢
。
設
問
可
分
為
三
類
：

1.		
提
問
：
作
者
先
提
出
問
題
，
引
發
讀
者
的
好
奇

與
注
意
，
然
後
作
者
再
說
出
答
案
，
屬
於
內
心

已
經
有
答
案
的
「
明
知
故
問
」
。
運
用
得
當
，

不
但
可
以
引
起
注
意
，
加
深
印
象
，
更
可
以
啟

發
思
考
。

：		

離
鄉
背
井
的
人
，
要
怎
麼
樣
才
能
知
道

戰
況
的
發
展
及
家
人
是
否
都
平
安
呢
？

唯
有
依
靠
旅
人
攜
帶
、
驛
馬
遞
送
，
甚

至
飛
鴿
傳
書
，
才
能
得
到
些
許
音
訊
了
。

2.	
激
問
：
問
而
不
答
，
以
問
句
表
達
確
定
的
意
思
，

答
案
一
定
在
問
題
的
反
面
，
是
為
激
發
本
意
而
發

問
。
運
用
得
當
，
不
但
可
以
加
強
語
氣
，
吸
引
讀

者
注
意
，
更
可
以
使
文
章
激
起
波
瀾
。

：	

沒
有
經
過
科
學
方
法
的
驗
證
，
這
些
道

理
真
的
可
信
嗎
？

3.	
懸
問
：
作
者
內
心
確
實
存
有
疑
惑
，
而
刻
意
將

此
疑
惑
提
出
來
詢
問
讀
者
的
一
種
設
問
。
懸
問

也
是
問
而
不
答
，
但
和
激
問
不
同
的
是
，
懸
問

沒
有
答
案
，
也
不
知
道
答
案
。

：		

到
底
在
荒
野
種
花
美
化
環
境
是
對
，
還

是
錯
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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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釋
義當

一
個
人
遇
到
令
他
快
樂
、
憤
怒
、
驚
訝
、

悲
傷
、
歡
喜
的
事
，
或
是
厭
惡
的
人
、
事
、
物

時
，
情
緒
會
產
生
變
化
而
發
出
內
心
情
感
的
聲

音
。
在
寫
作
時
，
把
這
種
表
現
內
心
情
感
的
聲
音

描
寫
出
來
，
就
叫
做
「
感
嘆
修
辭
」
。

㈡
說
明感

嘆
修
辭
多
用
於
感
情
強
烈
，
必
須
一
吐
為

快
的
時
候
，
表
現
內
心
的
驚
訝
、
讚
嘆
、
傷
感
、

喜
悅
等
情
緒
，
不
可
硬
性
添
加
，
否
則
會
失
去
感

人
的
效
果
。
適
當
的
使
用
感
嘆
修
辭
，
可
以
使
文

章
富
有
情
感
，
而
且
變
得
生
動
。
例
如
：

1.
讚
嘆
：

⑴	
啊
！
真
是
貼
心
的
好
孩
子
！

⑵	
天
哪
！
這
雙
鞋
子
真
是
太
適
合
你

了
！

2.
驚
訝
：

　

	

⑴	
咦
！
你
怎
麼
不
認
識
我
了
呢
？

　

	

⑵	
唉
呀
！
這
可
真
把
我
難
倒
了
！

3.
感
傷
：

　

		

⑴	
唉
！
我
今
天
太
粗
心
了
，
數
學
被

扣
十
分
。

　

		

⑵	
唉
！
我
不
知
道
何
時
能
再
與
他
相

見
。

4.
憤
怒
：

　
		

⑴	
嘿
！
你
是
不
想
活
了
啊
！

　

		
⑵	
哼
！
你
把
我
的
筆
拿
去
用
，
說
也

不
說
一
聲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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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釋
義指

一
個
詞
語
或
句
子
同
時
兼
顧
字
面
上
和
字

面
以
外
的
兩
層
意
思
，
而
以
字
面
外
的
意
思
為
重

點
，
造
成
「
言
在
此
，
而
意
在
彼
」
效
果
的
修
辭

方
法
。

㈡
說
明雙

關
修
辭
運
用
得
當
，
可
使
文
字
風
趣
，

語
言
鮮
活
。
雙
關
包
括
字
音
的
諧
聲
、
詞
義
的
兼

指
、
語
義
的
暗
示
等
，
據
此
可
分
為
：
諧
音
雙

關
、
詞
義
雙
關
、
句
義
雙
關
。

1.	
諧
音
雙
關
：
一
個
詞
語
除
本
身
所
含
的
意
義
之

外
，
同
時
兼
含
另
一
個
同
音
或
音
近
詞
語
的
意

義
。
本
身
的
意
義
是
表
面
的
，
諧
音
詞
語
的
意

義
是
內
藏
的
。
在
民
歌
、
小
說
、
戲
曲
等
通
俗

文
學
中
最
為
常
見
。

：	

學
生
多
四
眼
，
勤
讀
成
「
進
士
」
。

（
「
進
士
」
和
「
近
視
」
諧
音
。
）

2.	
詞
義
雙
關
：
一
個
詞
語
在
句
子
中
兼
含
兩
種
意

思
。

：	

穿
會
呼
吸
的
鞋
子
，
「
足
下
」
沒
煩

惱
。
（
「
足
下
」
分
別
有
「
你
」
和

「
腳
下
」
的
意
思
。
）

3.	
句
義
雙
關
：
一
句
話
或
一
段
文
字
，
關
係
到
兩

件
事
物
或
兩
層
意
思
。

：	

向
晚
意
不
適
，
驅
車
登
古
原
。
夕
陽
無

限
好
，
只
是
近
黃
昏
。
（
「
夕
陽
無
限

好
，
只
是
近
黃
昏
」
除
指
字
面
上
客
觀

的
外
在
景
象
，
也
兼
指
李
商
隱
主
觀
的

內
心
感
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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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商
看
到
西
洋
鏡
被
拆
穿
了
，
覺
得

羞
愧
難
當
，
無
地
自
容
。

這
場
晚
宴
冠
蓋
雲
集
，
成
為
媒
體
追

逐
的
焦
點
。

故
人
西
辭
黃
鶴
樓
，
煙
花
三
月
下
揚
州
。

孤
帆
遠
影
碧
山
盡
，
唯
見
長
江
天
際
流
。

（
李
白	

黃
鶴
樓
送
孟
浩
然
之
廣
陵
）

㈠
釋
義說

話
或
行
文
時
，
不
直
接
說
出
所
要
說
的
人
、

事
、
物
，
而
借
用
和
這
個
人
、
事
、
物
有
密
切
關
係

的
東
西
來
替
代
稱
呼
它
，
稱
為
「
借
代
」。

㈡
說
明使

用
借
代
可
以
使
遣
詞
用
字
更
加
新
穎
活

潑
，
具
體
生
動
，
讓
人
印
象
鮮
明
，
並
含
有
強
調

的
作
用
。
例
如
：

「
孤
帆
」
的
「
帆
」
，
原
指
船
上
的
一
部

分
，
在
此
卻
借
代
為
「
船
」
。
假
如
此
處
不
使
用

借
代
修
辭
，
而
直
接
說
「
孤
舟
遠
影
碧
山
盡
」
，

就
顯
得
太
直
接
而
失
去
趣
味
了
。

「
冠
蓋
」
指
的
是
官
吏
的
官
帽
服
飾
和
車

乘
的
頂
蓋
，
後
用
這
樣
的
特
徵
來
代
替
「
達
官
貴

人
」
。「

西
洋
鏡
」
是
用
來
借
代
「
謊
言
」
，
所
以

這
句
話
指
的
是
謊
言
被
拆
穿
了
。

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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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釋
義語

文
中
利
用
人
類
的
想
像
力
，
把
實
際
上
不

聞
不
見
的
事
物
，
說
得
如
聞
如
見
，
這
種
用
具
體

的
事
物
來
代
替
空
洞
形
容
詞
的
修
辭
方
法
，
稱
作

「
示
現
」
。

㈡
說
明句

子
要
感
動
人
，
三
言
兩
語
的
形
容
是
不
夠

的
，
用
「
示
現
法
」
會
讓
句
子
充
滿
感
情
，
更
加

生
動
。：	

她
留
著
披
肩
的
秀
髮
，
擁
有
白
皙
的
皮

膚
，
水
汪
汪
的
眼
睛
，
動
作
不
疾
不
徐
，

說
話
輕
聲
細
語
，
讓
人
留
下
深
刻
的
印

象
。
（
把
「
美
麗
」
示
現
）	

❖
釋
義用

與
本
意
相
反
的
話
語
來
表
達
本
意
的
修
辭

方
法
。：	

我
那
是
真
是
聰
明
過
分
了
，
總
覺
得
他
說
話

不
大
漂
亮
，
非
自
己
插
嘴
不
可
。
（
用
「
聰

明
過
分
」
表
達
自
己
其
實
是
愚
笨
的
。
）

❖
釋
義用

有
形
的
事
物
來
表
現
無
形
觀
念
的
修
辭
方

法
。

：	
尋
常
一
樣
窗
前
月
，
才
有
梅
花
便
不
同
。
（
用

「
梅
花
」
來
象
徵
和
朋
友
間
的
友
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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