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詩歌中的兒童與童年
———從陶淵明到陸游、楊萬里

淺見洋二

提　 　 要

在中國古代，兒童這一形象是怎樣被捕捉的呢？兒童在儒家倫理規範下，

可謂是“縮小版的大人”。因此，“老成的兒童”形象一直被稱讚，而“純真的兒

童”形象則有被否定或排除的傾向。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陶淵明的詩。陶淵明在詩歌中傾心表現“純真的兒童”

的形象。從他敢於描寫儒家言説所否定的兒童形象這一點説，他的詩可謂具

有劃時代的意義。

這樣的作品在陶淵明之後的六朝詩人中並没有出現，而到唐代杜甫那裏卻

出現了。和陶淵明描寫的一樣，純真的兒童形象在諸多杜詩中被栩栩如生地表

現出來。更值得注意的是，杜甫首次在詩歌中追憶他自己的童年，而且總是帶著

鄉愁。這種情況包括陶淵明在内也是没有的，到杜甫纔初次開闢了這一新主題。

至宋代，陶淵明、杜甫所開拓的兒童的主題被廣泛繼承。北宋的蘇軾和黄

庭堅詩中都可看出此主題的呈現，與之相較更值得注意的是南宋陸游和楊萬

里的詩歌。在中國古代，描寫兒童作品最多的詩人恐怕就是陸游和楊萬里。他

們的詩明顯深化了兒童與童年這一主題。

陶淵明與陸游、楊萬里，他們一生都與故鄉緊密聯繫，創作了許多歌詠農

村田園生活的詩歌。就杜甫來説，他所描寫的雖然不是故鄉而是異鄉的農村，

但是歌頌田園生活的詩歌依然占多數。他們所描寫的兒童形象，基本活躍於

農村田園詩中。中國詩歌中關於兒童的主題，是與鄉村社會及其田園空間的



主題相關連的。本文就上述的觀點加以論述。

關鍵詞：兒童　 童年　 陶淵明　 陸游　 楊萬里

一、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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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

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

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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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縮小版的大人”———儒家規範及兒童形象

W©I�9SL]�d1g'´ùmÂc\%�m，�kl*ÁÍ-W，µ

)L]，6D³:µäIÂ¦3i-Æ�Wós-。L]�d][W]�,@

-iu?�¦-。,@iI|ØL]�d-8²gÛUW²³*hù-�d。?

�)ÂcL]�d-èº;%，�87�（１０３３—１１０７）《uékPDþ》

�ÌµK\ m�0�7�：

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

墜，後數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

數歲，誦詩書，强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時，群居庠序中，如老

成人，見者無不愛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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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司隸校尉，詣門者皆俊才

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

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

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爲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

陳韙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韙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

小時，必當了了。”韙大踧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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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皃，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

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

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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馳騖翔園林，菓下皆生摘。紅葩掇紫蔕，萍實驟抵擲。貪華風雨中，倏忽

數百適。務躡霜雪戲，重綦常累積。並心注肴饌，端坐理盤槅。翰墨戢

閑案，相與數離逖。……任其孺子意，羞受長者責。瞥聞當與杖，掩淚俱

向壁。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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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童年的追憶———以杜甫爲轉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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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武三年，充生。爲小兒，與儕倫遨戲，不好狎侮。儕倫好掩雀、捕蟬、戲

錢、林熙，充獨不肯，誦（父王誦）奇之。六歲教書，恭願仁順，禮敬具備，

矜莊寂寥，有巨人之志。父未嘗笞，母未嘗非，閭里未嘗讓。八歲出於書

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謫，或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

過失。瑏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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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凛慄。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

頭自櫛。學母無不爲，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籍畫眉闊。瑏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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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

即今倏忽已五十，坐臥只多少行立。强將笑語供主人，悲見生涯百憂集。

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睹我顔色同。痴兒未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

門東。瑏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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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DOM-cÁS$>y-@Px�。T]häåÙö¥ø-46þ�，

�U©PE>ÂVWX-Á�，fYZ>[\-�×-�ö，W!"]ç

46-^��Û。瑏瑧 DÅ;�-ä%Ù，.@ÆÁÁ38-�®：M£u³

“N:”;pÿ7ö]í5，f°_?_®，sÅ{UÌ?Mn_@u`a。

Å.ÆÁ]p0S-38W%�½CÐ5-�d，\F�ööBf¶k

×Ü。

�_.，'ö�¬“N:”;pÌWbKL]m,@-�¡j。@][£

u³ö.L]äÚ�¥pä，CR0!"Mß¶C+ö.½CÙ¼-L]a

R。�¢4-,}í�5，þ-4ö-RF@/-L]�dWOMxÀ-。$

>，!"�ß¶�xÀ-�6�\]p-38，>W¢0~µDb�@PÎc

;�-=|c�。JiÆÆÁ38ÙdÙe、½CÙ¼-L]0S，�O>�

dÌ>�hÃ®-]p0u。

+e2p（７６６），!"<F©}m6ñ-¬，�DÅ6�Áåp。D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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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瑦
瑏瑧

¸_，s １０，t ８４２—８４３。
!"¨[D.I�ö�×]Lö-,ÎþI，º1《�ñ》.#：“̈ pyfg，�×É\
°。h[ïij，xÆ·«k。�P4õL，l*O�¶。¬m{.n，»op{q。r
�¾=ö，�s¾�t。YéuKv，°w�Ü·。½x]'d，@�Dyz。”̧ _，s
５，t ３９９—４００。



ä¦，JD《{�》.IÆÁÁ38-%P，Å.öBW%�}v3Ã.。D.

-�Ì�°Y，!"\ öé：

往者十四五，岀游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即壯，開口

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脱落小

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小臣議論絶，老病客

殊方。鬱鬱苦不展，羽翮困低昂。秋風動哀壑，碧蕙捐微芳。之推避賞

從，漁父濯滄浪。榮華敵勲業，歲暮有嚴霜。吾觀鴟夷子，才格出尋常。

群兇逆未定，側佇英俊翔。瑏瑨

�ÌµKö38|�}~，ê5�Ò-�I：w³X@¶.Æ，6¿¡�µ“d

e”.；5³0�Û�î�®，µä7?；dp0{��©L�，BÎ°ýÁ,

;@。�%)\Ù�öL]-.L$Qf$Á�D¢4o-T-° ¡I，

�GK®MÒc\ÙÂ¦m][-o-T¶r+Ub。\FUb<cD，.

@W¥°Y��ö-pÁF�-þI?ÆÁ38]p-。][D¢4ÃÄo

-Tí�r，[è¢°$ÖÀ),Q»-�I，�¥Å?ÆÁJr-,}¨

R。>Å.Mm][ÖÀ-ñ{{¸，<cÁ!"�Ü·�Î-@P¨R-

�7´Ï。Ð.�Á，c��³M%á�ìéK-!"，iI|Ø-WuY�

o-sp0ä-Ø�0u。ê5T�、-O´4�Eî-]p0Smx�F

�-cD�,ó+FU，µ)n¦»-.@,Á3iÞ«-�d。瑏瑩 yÅö

ù，Å.Æm《\d*D》-ÆD8÷%d，¿!"D�>§“Ã®-”]p

0u。

¥_!"《\d*D》]《{�》.，D³:µäIW*W�>Ã®-]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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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瑨
瑏瑩

¸_，s １６，t １４３８—１４４６。
g£Eå《I�-3Ã³:》（�¦），�!"3Ã.《{�》¶1rT¦：“�®mcD;
±�，op0S、�H�?-±�，É)�ú-W�¾Á��-¥pMc��³-Áp-
3�-±�。Å.6t,QÌ�¦!"3�-±�，ö©;)ë�0z-3Ã.。”g£
Eå：《I�の3P³:》，t ２１６。



0u-.µ。��ö38-]p\g.�，!.ö¥5Wì·j。D!";

�，Å³:æmW1g'óar?-T？Xá¬4]，úSÂcÅæm-µä

�{�。r.4{-O�÷（７７２—８４６）《ÒLå》，öBh8ãê-óskµ

ä;%：

齠齔七八歲，綺紈三四兒。弄塵復鬭草，盡日樂嬉嬉。堂上長年客，鬢間

新有絲。一看竹馬戲，每憶童騃時。童騃饒戲樂，老大多憂悲。靜念彼

與此，不知誰是痴。瑐瑠

.@�i�L]5�¶s，�å/�-ÆË，{s�eM38-]p。�a]

Å8÷öÁ38-]p-O¶s，$�¢�%ì，�¦ÁpÁ-��mxË。

�¢03�mL]µ�p，*�Ò�Á“,@mL]{ùM�G¨�”-D+。

$>，O�÷\�.-æïD©，¢L]],@-e}o��，�fÅgÒÌ

ËMcD-38。h8ãê-W，O�÷D.Iq'¥�²-I6Ò±�ö，

\q°Wµ)ÿ+A-3�=Dµ�-Z[，.@7lj%<�©Ø�-]

p0u。

O�÷3�Py£%º³，%áPED�«（:ÿ~M��N），《k�«》

WJw£�p���ÅÌ-µä。.I“>¯Lå0，�$1Do”L，瑐瑡#j

]�L]0S-�>，M7^]>�-f<Zø，+efÜ->�。

Å[，Éh8Wã-W��（８４７—９１０）-《r�D°》]《+� �8�?

D°》。��pd0EÞDÁr�N（:U1M¸~¡）PE�，Åº�.

�W�ö§�ÅÌ0-D¼-µä。《r�D°》Q：“�)]í{ù�，æ�W

Ä¢N�。Þ))B£��，qfT:¤L�。ÔJ¥g?ìØ，¦8kP®

q¨。:P[@g��，/«c¦7®§。”瑐瑢《+� �8�?D°》Q：“�

¨1.!Î©，m8~0�?�。ÑEª«¬æ�，Û®Ó;k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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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瑠
瑐瑡
瑐瑢

!²6`z：《O�÷*`z》（_Y：_Y9m�no，１９８８ p），s １０，t ５２５。
¸_，s ２１，t １４４１—１４４２。
��h，³å�`ã：《��*`ã》（_Y：_Y9m�no，２００２ p），t ３７８。



´É8î，_ghµ�p=。:Po ¶Á+，d4d�7�·。”瑐瑣�WÆÁ

pd�å0u-.µ。<=©T:�®)B，Äæ�，m{¸+ð-¹���

ºñ，»|2�¼6，å;kP，>½¾´，ÕÝdM¡，\Ù�¦ Âc�.@

�~0Ã>½C-38]ÙdÙe]p-Ñdm>}。

!"©.IÆÁ38½C]p0u-��ÜÂcD0�8¥a¿，_¦

��-.GWó0¨*-º×。�r%Cö¥)�，+.Âc�]p>e-

.G�¬©8@µäI。

四、 對“逝去時光”的懷想———宋詩中
對童年時代的追憶

　 　 W©8.I>eÃ®-]p0u-º×，ir�k?)�8åÀ（１０２３—

１０８９）《Î�》.。Å.æ*ö.@pÁ，{.ÁÂ-ÎÃ=Æ：

生長自吳會，北游逾十朞。來還遂衰老，衰老何用知。六月江湖間，煩炎

若蒸炊。疇昔不憚暑，今者殊畏之。纖絺置如仇，羽扇常自隨。對案不

得餐，膾炙成蒺藜。憶我童稚歲，烈日猶奔馳。鬭草出百品，承蜩睨喬

枝。頳顔不待濯，流汗始爲嬉。自憐筋力便，豈謂天序移。往聞終南間，

盛夏含冰澌。將家就高寒，長與卑濕辭。瑐瑤

>�Á��ÄPr，9Ì{DêÅ<Æ{>�Ç©È¦、Õ>-]p0u。L

0-.@，+©þ-《T\·3|v》I'xÀ-½CÆÇ-L]�d。åÀ

Å.qW�h>}?Æ�]p-。r;!"-《\d*D》，#$x�D{1

!.<¨，C�.GÚ<°�_�¾»W%d-，¿ WDD+pÁ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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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瑣

瑐瑤

¸_，t ３７９；�»：《N�Äm》（��：@ê³:�no，１９５９ p），s １７５，t １３０６；《d
ò》mw：“��d0，[DÁr�NÉ�，�mÊÅ"LÀå。]Äu��，�¨°Ä，
>¯;è，C¶óË，fh.¥m;。”�DÅL;�À�\¾�.。
åÀ：《�6*》（æ�：æÌó¸^�D，１９８５ p），《³_ÍwÎ{�》²，s ４。



0�>]p0S。

]r?，ir�?)%rmåÀ+d¸0S-.@`a（１０３６—１１０１）-

µä。³Ïçp（１０６３），º£ç³-`a，DdûÅMÁ��J6-??`Ð

]ç[<!·j½Ñ¡-.µ，;�Â�0.，�µÁ《�×�Ñ¡》，.-�

[µKöé：“��m×�]Ò，ppÓ�Ô¡Ò。¡@P?Èê¬，2@ÕÖ

¯D×。.?�iD°è，{x®�x<p。”瑐瑥>�Á]p0m??`ÐT

:，_®Ñ¡)�0-ÆË：ó@rP0È¬，êØ1ÙÌ�ÚÛêÜóä。

\ 4�¦-�OVÝ�:-“+@�”-�×，>W½CÙ¼-Cz-L]

�d。

{øÞ\-W，\�.W�?¦>�]p0S-Â�.。DÅæm_，?

?`Ðm�_ß¨�oÏ-�@¶gUbT？0I;%，XWJrm`aW

x¶·¸-]p¨R。D�ß�，c¶µ)�?-`Ðm`a¶¸�%�-

PE¨�，ª¶"�·¸-]pÆ�。`aDÅ.I>�-XW+©�?à

-è¶-]pm�。

�8-ñ6b（１０４５—１１０５）《áPâ���m~》q+�?¦oüÂ�-

.µ。Å.Wã±wp（１０７１），º£w³-ñ6b©úNâM[<-��ñ

+�，�>�µ-%�wQ{.。{.öé：

故園相見略雍容，睡起南窗日射紅。詩酒一年談笑隔，江山千里夢魂通。

河天月暈魚分子，槲葉風微鹿養茸。幾度白沙青影裏，審聽嘶馬自

搘筇。瑐瑦

0Ih8ãê-Wä�öË-.L：åæ-´ur，DLDçhôè；én-

<úÞ�==êë，nìr=íÌ_��}�(Ü-<�。ÅºLÆ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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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瑥

瑐瑦

ÎÆî�ã：《̀ ³á�.£ã》（�J：I³�no，１９７９ p），1ï¦ð��ñ²，
s ４。
ñ6bò，̂ _ã：《·ó[*.ã》，《³_ÍwÎ{�》²，s １３；ñ6bh，3õ+、g
ôõã：《·ó.ã��》（_Y：_Y9m�no，２０１２ p），s ２，t １８０。



DâI�[<ÆË->�，ª-O]ð，ö¥Í)L0-ñ6bm0�%起

看到的情景。RF�ö=Ióô，²²ã\ÿ -DLmnìr-=í-Æ

�，m05W,@-ed，{15WL]iI-Ëd。

]h)~8å6�（１１８７—１２６９）《M4·》，Å.µ©³À£ºp（１２１９）。

å£å³-.@D[<�l÷ÿ¨�]p0S�å/�-M4·，ôPÁ@

P1â，³èÙ[-D+：

兒時逃學頻來此，一一重尋盡有蹤。因漉戲魚群下水，縁敲響石鬬登峰。

熟知舊事惟鄰叟，催去韶華是暮鐘。畢竟世間何物壽，寺前雷仆百

年松。瑐瑧

ø�ö]p0SÝD，ùú¡Ø�Æ�。DÙÛ�<-³´I�>Ã®

-]p，\FÆD-Â_�û~Ìm[Ó�ñ起來。�Uj]-W，Å.�v

“T:”%�，5uL0-å6�m¸;rMM4·�/，+T:D)；;�j

]-`a.I¶“Ó�”%�，5um??_®Ñ¡qWT:。_%C¥Y4

{��.'¶“T:”;Âc。h8ãê-W，Jr4�¦-L0-38， {

WD¢4²Ýí�r,}-VÝ�:-L]�d。

c1:ir�[<-^d，q0[À�¶]p-Æ�。瑐瑨 fÅ@�å6�

-.，ir$QYø÷Í\F�]p0S->e。DI�，+�¢38-¿

�9&、|ü9k¥]zÆ3i-Ìg��À;©[<-，\]XW^_u。

CD0.I，ir�7ÒcJ�38]p-�>;�。i´);Þ]p-m

�Âc[<êd-µäM8SÈ�q�c。¥_4{`a、ñ6b]å6�

-.I，[<êd+W\ 'Â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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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瑧

瑐瑨

å6�：《��kP+{*》，《wµýñ》²，s ２；å6�h，þÉ¢zã：《å6�*`
z》（��：IÁ�$，２０１１ p），s ２，t ８２。
º1，P²-GÜ《[ÿ》（U2�;µý）：“!>いしかの·、="Cりしかのg（>+
2!WDR#é-¥·，$C"DWDRÊ%-ÿ�）。”GÂ>+2!，$C"D-]p
m�。



五、 兒童的情景———陸游、楊萬里對兒童
天性的肯定及與兒童的同化

　 　 ¿�WHÙ�->�，\F�]p0S->e，)gM8SÈ�起來呢？

i´)WD�úy8-�7I，.@�L]-Wã6+,j1，.@mL]-

WóqÉ¤Íð-Z[。²�COKc�、?`Ä;.¢Å�m¤¥&¦。

c�（１１２５—１２０９）]?`Ä（１１２７—１２０６），Jrµ)¸0S-.@，̧ 0

�WÍðÙ¦-�@。#$¾@-�µ��¶4Ub，Cq¶7�·];�。

º1，JrKÇ�µÁ°�]çL]-.G。�.GZø_5，D�ömL]

ý<、�å¡g.qW·]-。¥r，i¢�\Ùµä4Âc-L]Ò]L]

�d¤¥°±。r;c�，?`Ä�µL]m\-.GklÉ�、ÉPü¿Y，

[DT¦0¢¥?`Ä)¨=。?`Ä-“'�<”，ú?'@�©@©“]

=”。m;or，d�.@c�.I“]=”、“]ð”-<Ê{X(�Ù。

DI�9S，¥^_u、!")�)，DµäIj]L]IL]�åÆË

-.@#$Ys，CqW¹D-。?`Ä+©�µL].kló�-.@;

%，�Ò0《W�´á*Ï起二絶句》0%：“+×�,ÜûÊ，-.KQm/

0。P}Ï起無情思，W)L]ÝªB。”瑐瑩.G�¦Á´á*�，å+ª1-

L]�d。¸0，ir$Qqö¥)Mü«Ìã\\%ÆË-.@�d。ú.

Iq¶÷?`Ä\ �öL]>+ª1�å-.G，1O�÷Dmå2´-

Â�;µ《�¶Çª3KL，â8ó�Ã“j7ª1�{8，Þ��®FG4”，

�Ïå�》Iöé：“ªÁjiP�+，̂ JT&Ç@4。G6É:�]å，§

+j�ÝªB。”瑑瑠O�÷'WD.IËü�öL]�åÆË-.@;%。1

�4{《ÒLå》“;4Ï5¦，7Ps��”，û¶《�Ë��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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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瑩

瑑瑠

?`Ä：《'�*》，《wµýñ》²，s ３；þÉ¢`z：《?`Ä*`z》（��：IÁ�
$，２００７ p），s ３，t １８９。
!²6`z：《O�÷*`z》，s ３５，t ２４１６。².zü_WO�÷?�Ñ6，¢Ñ6p
¶)ª-.µ。



¬æ�”，瑑瑡]《W7》“�å^L]”¡.L。瑑瑢 ¢¥_O.m?.or，ir

Òc¸ W�¦L]>+ª1，O�÷�?`ÄD�L]-´Ï]mL]W

óg.ô¶Ub。h8ãê-W，O.�[µKÂuÁJ§¨{6÷�×R

 >+ª1，�å/�Á，#÷Á.@mL];¦-8.mUb，¿.@§¨

{6ß�÷�×R >+ª1-{üÁ。O�÷û%�《Ò�D》qÂcÁÅ

F=I：“¢9WÚ)D�，+hL];Cý。%FÑD=Eb，i?�¤A$

:。”瑑瑣¢38mCD-L]µ�p。*�¾Lö.@mL]#$ó5D-=

Æ% ，C4Âc-;DmCD-=ÜMW¶Ub-。�\%j?)，ir$

Qö¥�hMO�÷�L]ÆÇ½Ü-xÀ。

D?`Ä.I，q¶÷O.R �ö.@mL]¶Ub-。1，《+¼=

í》I“�°3¦c�i，L]ãàGñ+”ºL，瑑瑤n¦-XW)¬+×ö¥

Â�-38，m{6Í+@=Æ>¢+×GF-½CÙ¼-L]-Ub。

CW�{�¬，]ÒJ-.*，?`ÄÂcr�-ÿWmL]¸�，.@L]

%<�-�&。1《©》I4Ã：“<×o)c«û，ÁA'Ï=ÕÚ。%©T

Ä:=�，×G)?ì¶>。”瑑瑥Å.�öÁmL]%起游看烏鴉，o�Ò«-

àË，ö¢jDM.I{öQ¶-«?，'ö�¬“'�<”-�µ��。Å

[，�Ò0Jp9<�4µ《m�V×³dË¸L~�@ÒåéA�L》：“B

QÏiCc�，ëDE�F'G。@¬�L¹må，ÈH¥�Ý¢?。”瑑瑦Å.

Pü�¦Á.@�Ú0mL]%起玩捉迷藏的情景。

�Uj]，c�m?`Ä% ，q�µÁ°�mL]%起游玩的詩歌。b

{0Jp9¢[<�-.µ1r：

閑投隣父祈神社，戲入群兒鬭艸朋。（《遣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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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瑡
瑑瑢
瑑瑣
瑑瑤
瑑瑥
瑑瑦

¸_，s ２５，t １７０４。
¸_，s ３７，t ２５５１。
¸_，s ２８，t １９５５。
?`Ä：《'�*》，《wµýñ》²，s ７；þÉ¢`z：《?`Ä*`z》，s ７，t ３８９。
¸_，s １１；̧ _，s １１，t ５７５。
¸_，s ３７；̧ _，s ３７，t １９２２。



不如掃盡書生事，閑伴兒童竹馬嬉。（《紙墨皆漸竭戲作》）

花前自笑童心在，更伴群兒竹馬嬉。（《園中作》）

箬笠芒鞋橋下路，兒童爭逐放翁行。（《小雨偶出隣里小兒競隨吾後，不

知其意何也》）

今朝雨歇春泥散，剩伴兒童鬭草嬉。（《定命》）

身入兒童鬭草社，心如太古結繩時。（《老甚自詠》）

垂老始知安樂法，紙鳶竹馬伴兒嬉。（《村居書事》）

老翁今日飽還嬉，常拾兒童竹馬騎。（《老歎》）瑑瑧

�_¦.L，irö¥�¬c�JpK�Û�-PE�{，mL]/æ�、È

¦]?�I-ÆË。�_¦《�Iµ》I“B�3«]=D”L，öùc�qW

%;J¶“]=”-.@，ª0]=;Âc{K©?`Ä。瑑瑨

　 蘇漢臣《秋庭戲嬰圖》

1_4¦，Dc�、?`Ä-.I，L

]-½Ü8M§À，�#ÄÌúv�.@

mL]%<�-�&。ö¥5，¾;.@

D�öL]½Üg.ôPÁ·ç，I»5

·¸DùMÁL]-aR。\FDù，]

Ò8.qWo]-，ª{ý$L©.，DÚ

Hg.'¶Óc。1，y8yÄÁ¥“å

g”I“gå”-ÚHm\，Å}Hµæ*�

ÚL]�å-àË。0I，Ä)@ù-¶�

8¥-pÁH4`�Ç-《)6åg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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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瑧

瑑瑨

KÇ¬©c�h，�á�zã：《M~.Nzã》（_Y：_Y9m�no，１９８５ p），s ４０
t ２４５０、t ２４５１，s ４８ t ２９１５，s ４７ t ２９３８，s ５０ t ３０１８，s ５６ t ３２８８，s ６４ t ３６４４，
s ６８ t ３８０８。
c�、?`ÄÅ}.G，Oie起了日本江户時代後期良寬和歌中的“PÄつõきjPを
×どもらと�ßつきつつこのP�らしつ（TPjP}，¹mí×å。]ës6P，�Q
3Þê）”，c�、?`Ä-.GD�RPE-P²mS0S�ä'ÄTÃU。�Åöù，
~8-I�m~mmS0S-P²，@rDÒ}_¶Y�o];�。



pV WX）。ÅH¥Gõ-¢Û�ÚÁpd--?à/“òaµ”�å-Æ

Ë。@r)M�]Bã©�å-¶ðàË，Z=ÆôÀÚ�h��m5s。

ir�ÆM?`Ä，)0û%�noÂc.@L]%<��&-《dY》

.。.-¹³I¶“Z¹（[Ìë）é�6¶\g4>z¥Ó»，=�×^B

ï]©0I，åëdY”L，Å.ö0d�µ-%`6��^Ë：

寓舍中庭劣半弓，燕泥爲圃石爲墉。瑞香萱草一兩本，葱葉蔊苖三四叢。

穉子落成小金谷，蝸牛卜築别珠宫。也思日涉隨兒戲，一逕惟看蟻

得通。瑑瑩

.@md�%起專心致志觀賞盆景。�d�?5，“dY”ö¥5W_`、ab

¡cÖ-“]|�6”。][，,@W{ÀÔh¸%á�Ç©Ò±_`、ab

-，CD\ ?`ÄMìóZm0I，÷�×% WãhdY -=ü 。

{ý《dY》.，?`ÄÂc�d、ef、gh、i、́ ¡=ü -óÑ;Æ

-.µì¶Y�。º1《Òb》：“@Ao G�¨，{ùgèkj�。ük4

l6�s，%�9?O�ý。”瑒瑠¢�¤9?-abp¶,mO� -ý。û

《nd》：“-/@¬Üod，Jpqr;Ñµ。PÓO�kÀ8，Þ$TFÇ/

,。”瑒瑡Gõ�üÌ�öÁsdft�D/_©uJp，�fPÓ�üT®Ç/

-ÆË。瑒瑢 �_¦.µ，ir$Qö¥)�mL]¸��?`ÄL]$-

iu。

�?`Ä-.，Oie起了清代沈復《vP�m·WÆmð》I¶Wµ»

]p0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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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瑩
瑒瑠
瑒瑡
瑒瑢

?`Ä：《'�*》，《wµýñ》²，s ２０；þÉ¢`z：《?`Ä*`z》，s ２０，t １０２８。
¸_，s １０；̧ _，s １０，t ５３３。
¸_，s １１；̧ _，s １１，t ５７３。
P²mS0S�äw@=G%x¶“やれGつなyが�をすりÃをする（{*Gz，#d
{n-�、{n-pT）”wL，�¦Á¸ -ÆË，qö6¦]ÌOMÁ?`Ä.G-Ó
Ô。û，m¥_ãÎI4{�R-.µ% ，öB|vÁI�~8³:mP²mS�ä³
:-o$;�。



余憶童稚時，能張目對日，明察秋毫。見藐小微物，必細察其紋理，故時

有物外之趣。夏蚊成雷，私擬作群鶴舞空，心之所向，則或千或百果然鶴

也。昂首觀之，項爲之强。又留蚊於素帳中，徐噴以煙，使其衝煙飛鳴，

作青雲白鶴觀，果如鶴唳雲端，怡然稱快。

於土牆凹凸處、花臺小草叢雜處，常蹲其身，使與臺齊，定神細視，以叢草

爲林，以蟲蟻爲獸，以土礫凸者爲丘，凹者爲壑，神游其中，怡然自得。

一日，見二蟲鬬草間，觀之正濃，忽有龐然大物拔山倒樹而來，蓋一癩蛤

蟆也，舌一吐而二蟲盡爲所吞。余年幼方出神，不覺呀然驚恐。神定，捉

蛤蟆，鞭數十，驅之别院。年長思之，二蟲之鬬，蓋圖奸不從也。古語云：

“奸近殺。”蟲亦然耶？貪此生涯，卵爲蚯蚓所哈（吳俗呼陽曰卵），腫不

能便。捉鴨開口哈之，婢嫗偶釋手，鴨顛其頸作吞噬狀，驚而大哭，傳爲

語柄。此皆幼時閑情也。瑒瑣

äºÙöL0-µ»}D7¦ýP-B~A，À�qÒ，\ý¦)G，\Öb

)Í，̂ Ø0I-�I。io�Y�@J¶\F]p¨R。-ÏO>Ñ�m�

-+Wir¼ù-L]�d，\m?`Ä《dY》I4�c-L]�d¶à@

-o$;�。mL]¸��.@iI-³¡，D?`Ä“'�<”4�c-.

-³¡I�¶Y¨*-;½。~$，mL]¸��-iu，zü�{WC+-

L]-iu，>ÆWJ¶3Ä¿�-,p@DVî��hmL]¸�-�*

r-iu。

DP²qS=5I，¥>�]p0S)æmªÄ)@ù-µäWI��

-《��》。¡�Åµä，�:4����µÁ1r¿Y-Í5：“《��》�@

>XEÌ�ÚÁL]-³¡。$>，Rx{W,@)M-L]-³¡，q{W

,@�h3�<�4ÆÁ-]pm�，>W,@¥L]-��<�M-³

¡。”瑒瑤ÅÍ5'ö�?UT?`Ä-.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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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瑣
瑒瑤

-Ïh，���zj：《vP�m》（��：@ê³:�no，１９８０ p），t １６。
I��：《�の�》（ï�：úK��，１９８５ p），z�Í5，t １９３。



六、 結語———老年期與衰老

¥_，ir°±Á.GIL]]]p-Âc。DÅ，ie�Á@、ÁpI

“cÁ（pÁ）”-�mµLýT¦。;4¥j]Å|m，Wf)0mL]、]

p¶Y�o];�。D@P{¸hÙI，m¥pä、{pä{¸，L]ämÁ

pä Wm“�（[.-）”³¡oö.，>½�©“è（46）”³¡I-@

PhÙ。³��Ì4À《lm·Ül_》：“ç£5£#À；wp#¿；¿m

À，#¶Á，{¤ÂÑ。”w³-L]mç5£-Á@% J+©ÂÛ;[

-@。

Å[，Á@mL]D³:mÚHIq0[':£D%起，K0WD<�o

À-ÿ��¦Z，Á@mL]oüK�-�åàËpp�W。4B-<�o

À-ÿ��¦，ö¥5WÁ@mL]��-�¦。¥pÐ.[<，;�<ß；{

pBà^�，E���。��[<Û�-，\�#4¸-¼ö[，Xc¶7M�

ßpÕ-L]]©B��-Á@。?`Ä、c�DGçJpÛ�PE-.µ

IX�¦�\ -uË。r;ÉW，ìE�《wÍ》：“¬�ÅG，ñq��。”瑒瑥

^_u《WBæm》：“ñq$�，��$3s。”瑒瑦q�ÚÁL]5G，Á@�

�，%ûH�-<�PEÆË。

Rà，ÁpäW�g0�q-T？¹QI4À《lm·Ül_》¶oW

mw：

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

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百歲曰期，頤。……大夫七十而致事。

1045“w£#Á”，w£³¿Ápä-�q。�¬¢“Ã”ã)“Ã4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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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瑥
瑒瑦

&Äl，�9ã：《³�》（��：IÁ�$，１９７７ p），s ３５，t ４９８。
ÜÝÄzã：《̂ _u*》，s ６，t １６５。



�”，“dè”ã)“d04�;è©k>�Á”。w£³Æ��Á�^，¿��

²�Á]46è¸IÀ�;p。

DI�³:I，“cÁ”m“�yÊ�”æm，YWX'Âc。I�³@[ë

38~µÁp@?Âc，\§¨,)³:Âc-%F�Àí�。q+fÅ，¥

;-“cÁ”³:¹Dó)#Ä-Ò}Ü�&，RF�qczPE-CzÂc

ós。

RàDI�³:_，ázªf<ÌÂc“cÁ”�q©g0T？«i°±，

!"Ò0�Þ。0Jpµä《Êu》.Q：“Å��:Î1ï，a�§�[O

 。”瑒瑧《=t¤ýIµ》Q：“j`31½_7，ÁpB$¡I)。”瑒瑨f³<c，

��{631Eü，O{¢，o{u-þI，�W.@Cd-Í�<�，+iø

�+.�ö。

~8c�、?`ÄJW}£.@，Jp9¢[<��µÁ)k��-.

G。qWf)Jr-�c，I�³~_ôPÁö©;)“Áp³:”-µä

�。Jr-µä，ÌÙG�ÌóaÁ!"ázªf<ÌÂc“cÁ”æm-

gÛ。

¥rb{c�、?`ÄJp�¦3�cÁ]pU¨¤-µäE%�。1

c�ç£u³µ©³Àºp（１２０９）-《�À》：

我老耄已及，終日惟冥行。鄰里少間濶，便若昧平生。家人每過前，亦或

忘其名。昏昏等作夢，兀兀如病酲。不知張睢陽，何以記一城。愚知各

自適，得失未易評。瑒瑩

]?`Äw£ç³µ©³mwp（１２０４）-《¥Ïµ，¦Ã�³�þ=，Ñ起

自警》：“[$�§[$¨，qÙgemg¯。@)ÊÑJJ©，TAñB%%

３４中國詩歌中的兒童與童年　

瑒瑧
瑒瑨
瑒瑩

!"h，é2Qã：《!.9ã》，s ２２，t １９７０。
¸_，s ２３，t ２０６２。
�á�zã：《M~.Nzã》，s ８０，t ４３４５。



3。”瑓瑠\¾�µä，CzÌ�öÁcÁ�?-¿�_-ª«。>ÅþI，+W

�~è@-�6�Òázªiø�Âc-。DÂc“cÁ”æm_，Jr-.

µöBW%F�I�.G�¦-�hi。

*Q;，?`Ä、c�-.µ，{pDÂc“L]]]p”æm0An%¬，

ql“Á@mÁp”\%³:æm�?ÁÊ�-5�，ÌyD³¡³:^_q

Wó0JªófVh-。

（作者：大阪大學文學研究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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瑓瑠 ?`Ä：《'�*》，《wµýñ》²，s ４２；þÉ¢`z：《?`Ä*`z》，s ４２，t ２２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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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

��+:R^¾《T\》ãÎ=:：《T\ãÎ》。��：IÁ�$，１９７９ p。

!²6`z：《O�÷*`z》。_Y：_Y9m�no，１９８８ p。

²³´`-：《³5��`-》。_Y：_Y9m�no，１９９３ p。

�»：《N�Äm》。��：@ê³:�no，１９５９ p。

!"h，é2Qã：《!.9ã》。��：IÁ�$，１９７９ p。

-b、!Ñ«·：《L]-³|———°�6r-L]�46PE》。��：��+:�no，

２０１３ p。

-Ïh，���zj：《vP�m》。��：@ê³:�no，１９８０ p。

��h，³å�`ã：《��*`ã》。_Y：_Y9m�no，２００２ p。

Üñl，î2Gã，734�，567jz：《Âæ�ç`ã》。��：IÁ�$，１９８５ p。

c�h，�á�zã：《M~.Nzã》。_Y：_Y9m�no，１９８５ p。

7�、7�ò，þ�Djz：《º7*》。��：IÁ�$，１９８１ p。

ÎÆî�ã：《̀ ³á�.£ã》。�J：I³�no，１９７９ p。

ñ6bh，3õ+、gôõã：《·ó.ã��》。_Y：_Y9m�no，２０１２ p。

ñ6bò，̂ _ã：《·ó[*.ã》，《³_ÍwÎ{�》²。

ÜÝÄzã：《̂ _u*》。��：IÁ�$，１９７９ p。

?`Äh：《'�*》，《wµýñ》²。

?`Äh，þÉ¢`z：《?`Ä*`z》。��：IÁ�$，２００７ p。

��C：《]p�;：I��×-R^》。æ�：�ÿ�no，２０００ p。

å6�：《��kP+{*》，《wµýñ》²。

å6�h，þÉ¢zã：《å6�*`z》。��：IÁ�$，２０１１ p。

åÀ：《�6*》。æ�：æÌó¸^�D，１９８５ p。

&Äl，�9ã：《³�》。��：IÁ�$，１９７７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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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文

g£Eå：《I�の3P³:》。ï�：�³o，１９９６ p。

I��：《�の�》。ï�：úK��，１９８５ p。

µ·u�、µ·¶Ø×·：《×>の¸P®アンシァン·レジ¹ムäの×>と4ôPE》。ï

�：みすず�¸，１９８０ p。

三、英文

ＰＥＩＹＩ ＷＵ，“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ｅｄ：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８００ ｔｏ １７００”，Ａｎｎｅ

Ｂｅｈｎｋｅ Ｋｉｎｎｅｙ ｅｄ，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ｗａｉｉ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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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ｅｔ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ａｏ Ｙｕａｎｍｉｎｇ ｔｏ Ｌｕ Ｙｏｕ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Ｗａｎｌｉ

ＡＳＡＭＩ Ｙｏｊｉ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ｅｔｔｅｒｓ，Ｏｓａｋ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ｏｗ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ｏｕｔｌｉｎｅｄ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ｉｎｇ ｏｆ ａｇｅ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ｎｏｒｍｓ，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ｅｒｅ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ｍｉｎｉａｔｕｒｅ ａｄｕｌｔｓ．”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ｒｅａｓｏｎ，“ｍａｔｕｒｅ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ｅｒｅ ａｌｗａｙｓ

ｐｒａｉｓｅｄ，ｗｈｉｌｅ “ｎａｖ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ｅｒｅ ｐｒｏｎｅ ｔｏ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ｒｅｐｕｌｓｉｏｎ．

Ｔａｏ Ｙｕａｎｍｉｎｇｓ （ｃａ． ３６５ ４２７） ｐｏｅｍｓ ｄｅｓｅｒｖｅ ｏｕｒ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ａｏ

ｗｈｏｌｅｈｅａｒｔｅｄｌｙ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ｎａｖ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Ｂｒａｖｅｌｙ ｇｏｉｎｇ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ｄｅｎ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ｃｈ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Ｔａｏ ｗｒｏｔｅ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ｅｐｏｃｈｍａｋ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Ｎｏ ｏｔｈｅｒ ｐｏｅｍｓ ｏｎ ｔｈｉｓ ｔｏｐｉｃ ｗｅｒｅ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ａｆｔｅｒ Ｔａｏ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ｘ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ｕｎｔｉｌ Ｄｕ Ｆｕ （７１２ ７７０）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Ｌｉｋｅ ｗｈａｔ Ｔａｏ ｄｉｄ ｉｎ ｈｉｓ

ｐｏｅｔｒｙ，Ｄｕ ｖｉｖｉｄｌｙ ｄｅｐｉ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ｎａｖ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ｐｏｅｍｓ．

Ｍｏｓｔ ｎｏｔｅｗｏｒｔｈｙ ｉｓ ｔｈａｔ Ｄｕ Ｆｕ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ｗｒｏｔｅ ａｂｏｕｔ ｈｉｓ ｏｗｎ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ｉｎ

ｒｅｍｉｎｉｓｃ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ｏｓｔａｌｇｉａ． Ｔｈｉｓ ｕｎｉｑｕ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ｉｓ ｎｏｔ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ａｏ

Ｙｕａｎｍｉｎｇｓ ｗｏｒｋｓ；ｉｔ ｗａｓ Ｄｕ Ｆｕ ｗｈｏ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ｔｈｉｓ ｎｅｗ ｐｏｅｔｉｃ ｔｈｅ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ｂｙ

Ｔａｏ ａｎｄ Ｄｕ ｗａｓ ｗｉｄｅｌｙ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Ｉｔ ｉｓ ｅｖｉｄｅｎｔ ｉｎ Ｓｕ Ｓｈｉｓ （１０３７ １１０）ａｎｄ

Ｈｕａｎｇ Ｔｉｎｇｊｉａｎｓ（１０４５ １１０５）ｐｏｅｔｒｙ，ｂｕｔ ｔｈｅ ｐｏｅｍｓ ｂｙ Ｌｕ Ｙｏｕ （１１２５ １２１０）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Ｗａｎｌｉ （１１２７ １２０６）ｄｒａｗ ｏｕｒ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Ｌｕ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ａｒｅ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ｍｏｓ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ｐｏｅｍｓ ａｂｏｕ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ｐｒｅ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ｅｍｓ ｐａｔｅｎｔｌｙ ｄｅｅｐ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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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ｋｅ Ｔａｏ Ｙｕａｎｍｉｎｇ，Ｌｕ Ｙｏｕ ａｎｄ Ｙａｎｇ Ｗａｎｌｉ ｗｅｒｅ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ｔｉｅｄ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ｗｒｏｔｅ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ｐｏｅｍｓ ｐｒａ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ｉｄｙｌｌｉｃ ｌｉｆｅ． Ｗｈｉｌｅ

Ｄｕｆｕ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ｓ ｎｏｔ ａｂｏｕｔ ｈｉｓ ｏｗｎ ｈｏｍｅｌａｎｄ ｂｕｔ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ｏｎ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ｓｏｉｌｓ，ｉｄｙｌｌｉｃ

ｐｏｅｍｓ ｓｔｉｌ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ｈｉｓ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ｒｅ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ｓｅ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ｉｄｙｌｌｉｃ ｐｏｅｍ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ｅｔｒｙ ａｒ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ｓ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ｅｓｓａｙ ｉｓ ａｎ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Ｔａｏ Ｙｕａｎｍｉｎｇ （ｃａ． ３６５ ４２７），Ｌｕ Ｙｏｕ

（１１２５ １２１０），Ｙａｎｇ Ｗａｎｌｉ （１１２７ １２０６）

８４ 　 人文中國學報（第二十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