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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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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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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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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
既
刊
部
〔
二
〕
～
〔
四
〕
お
よ
び
〔
五
〕
剛
～
②
）
は
左
記
の
学
術
刊
行
物
に
掲
載
さ
れ
て

　
い
る
。

　
〔
こ
～
〔
三
〕
　
　
一
九
八
五
年
度
・
高
知
大
学
学
術
研
究
報
告
、
第
三
四
巻
、
人
文
科
学
篇
、

　
　
一
五
五
頁
－
ニ
○
一
頁
所
収
、
一
九
八
六
年
二
月
刊

　
〔
四
〕
剛
～
閤
　
一
九
八
六
年
度
・
高
知
大
学
学
術
研
究
報
告
、
第
三
五
巻
、
人
文
科
学
篇
、

　
　
六
七
頁
一
一
〇
二
頁
所
収
、
一
九
八
六
年
十
一
月
刊
。

　
〔
五
〕
剛
～
個
　
一
九
八
七
年
度
・
高
知
大
学
学
術
研
究
報
告
、
第
三
六
巻
、
人
文
科
学
篇
、

　
　
一
五
頁
－
四
二
頁
所
収
、
一
九
八
七
年
九
月
刊
。

※
※
本
論
（
〔
五
〕
圓
）
は
、
一
九
八
七
年
（
昭
和
六
二
年
）
　
一
〇
月
一
六
日
、
日
本
独
文
学
会

　
　
秋
季
発
表
会
（
京
都
会
館
）
に
て
口
頭
発
表
し
た
内
容
に
相
当
す
る
論
述
で
あ
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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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高
知
大
学
学
術
研
究
報
告
　
第
三
十
七
巻
　
（
一
九
八
八
年
）
　
人
文
科
学

本
論
要
旨

　
プ
レ
ン
タ
～
ノ
が
解
し
た
よ
う
に
、
今
迄
「
晩
鐘
」
（
第
十
一
句
）
や
「
夜
警
」

（
第
十
二
句
）
は
、
「
忙
し
い
生
活
の
価
値
領
域
」
か
ら
遁
れ
た
「
崇
高
な
精
神
的
瞑

想
の
生
活
の
価
値
領
域
」
に
お
い
て
把
え
ら
れ
た
。
つ
ま
り
「
遁
世
」
の
方
向
で

「
過
去
へ
ま
た
未
来
へ
と
あ
ら
ゆ
る
想
い
出
の
響
く
晩
鐘
」
と
か
、
「
あ
た
か
も
捕
わ

れ
だ
者
へ
忍
び
寄
る
夜
警
の
如
く
近
づ
く
」
も
の
と
し
て
、
『
パ
ン
と
ぶ
ど
与
酒
』
”
　
　
　
　
　
　
　

あ
て
ど
　
　
　
　
　
　
　
Ｊ
　
’
　
　
ｓ
　
χ
　
χ
　
ｓ
　
χ
　
　
　
　
　
　
ゆ
く
え

第
［
節
「
聖
な
る
夜
」
が
、
当
所
な
き
空
漠
と
し
た
無
限
へ
の
憧
憬
に
駆
ら
れ
行
方

な
く
さ
迷
う
浪
漫
情
緒
に
適
う
詩
想
と
解
さ
れ
た
の
で
あ
る
。

一

　
本
論
は
在
来
の
こ
の
様
な
解
釈
を
不
十
分
と
考
え
、
例
え
ば
ミ
レ
ー
の
名
画
『
晩

鐘
』
に
見
ら
れ
る
慎
ま
し
く
謹
厳
な
「
人
倫
の
偉
容
」
を
映
す
詩
歌
象
徴
と
し
て
、

展
開
さ
せ
る
」
点
に
も
留
意
す
る
。
か
く
し
て
「
無
限
」
と
は
言
っ
て
も
、
憧
憬
情

緒
に
浸
る
べ
き
漠
然
と
し
た
観
念
で
は
な
く
、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の
詩
想
の
核

心
「
至
福
な
る
ギ
リ
シ
ア
」
に
キ
リ
ス
ト
像
を
理
念
追
求
せ
ん
と
「
泡
立
ち
の
ぼ
る

Ｉ
無
限
」
の
面
も
強
く
、
し
か
も
市
民
生
活
の
日
常
性
の
只
中
に
「
無
限
」
が
生

成
す
る
の
で
あ
る
。
そ
れ
は
過
去
の
回
想
へ
と
消
滅
す
る
「
喪
失
の
感
情
」
に
呑
み

込
ま
れ
ず
、
心
底
か
。
ら
「
魂
の
歌
声
」
が
「
自
己
展
開
し
自
己
形
成
す
る
」
の
に
協

　
　
　
　
　
　
　
　
　
　
　
　
お
と
　
　
　
　
　
　
こ
わ
だ
か
　
　
　
　
　
　
　
　
　
　
　
　
　
　
χ
　
一

和
し
て
「
響
き
渡
る
晩
鐘
の
音
」
で
あ
り
「
声
高
に
呼
ば
わ
る
夜
警
」
の
叫
び
と
考

え
ら
れ
る
の
で
あ
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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晩
鐘
と
時
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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ひ
そ
や
か
に
黄
昏
の
夜
気
に
響
き
渡
る
晩
鐘
の

ぢ

　
し
ア
ヽ
晰
郊
を
想
い
ヽ
そ
の
数
を
夜
警
は
沢
耐
に
呼
ば
わ
蔡

　
　
（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第
一
節
、
第
十
一
句
ト
第
十
二
句
）

　
　
『
落
穂
拾
い
』
な
ど
の
名
画
で
知
ら
れ
る
ミ
レ
ー
の
作
品
『
晩
鐘
（
Ｌ
'
Ａ
ｎ
ｇ
６
ｌ
ｕ
ｓ
）
Ｊ

　
（
一
八
五
八
年
－
五
九
年
）
と
同
様
に
、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
一
八
〇
〇
年
―

　
○
一
年
）
冒
頭
の
郡
市
像
に
お
い
て
も
、
鈴
り
（
ｆ
）
を
ｏ
）
の
時
空
が
ミ
日
常
の
゛
‘

　
市
民
生
活
の
只
中
に
開
か
れ
て
来
る
。
市
民
と
は
蓋
し
、
都
市
貴
族
や
封
建
貴
族
な

　
　
　
ｓ
　
χ
　
　
　
　
　
　
　
　
　
　
　
　
　
　
ｉ
　
　
ｌ
　
　
　
　
　
エ
ー
ト
ス

’
ど
の
門
閥
と
明
暗
を
織
り
な
し
、
慎
ま
し
く
も
謹
厳
な
倫
理
意
識
に
映
え
る
、
目
立

　
た
ぬ
力
強
い
存
在
で
あ
る
。

　
　
既
に
第
一
〇
句
ま
で
の
都
市
像
に
お
い
て
、
こ
の
市
民
意
識
の
登
霞
と
爺
応
は
、

　
第
二
句
で
「
騒
然
と
疾
駆
し
過
ぎ
去
る
（
Ｆ
：
ｊ
）
」
と
歌
わ
れ
る
吟
腸
の
華
麗
な

　
「
（
幾
台
も
の
自
家
用
）
馬
車
」
と
明
暗
を
織
り
成
し
て
い
た
。
そ
の
１
　
霞
の
光
源
は
、

　
「
馬
車
」
の
「
松
明
」
と
対
比
な
す
第
一
句
の
「
月
影
と
燈
火
の
光
（
Ｅ
ｒ
l
e
ｕ
ｃ
ｈ
ｔ
ｕ
ｎ
ｇ
）
Ｊ

で
あ
り
、
そ
の
生
成
の
息
吹
き
は
空
無
へ
と
放
下
し
た
「
孤
独
」
（
第
八
句
）
な
市

民
意
識
の
奥
底
か
ら
「
浩
々
と
湧
く
噴
泉
」
（
第
九
句
－
第
一
〇
句
）
に
聴
き
取
ら

れ
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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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ひ
そ
や
か
に
街
路
に
燈
火
が
と
も
り
、

し
て
松
明
に
飾
ら
れ
て
騒
然
と
馬
車
は
疾
駆
し
過
ぎ
去
る
。

　
九
　
＝
・
　
　
＝
・
　
　
　
　
　
　
　
　
　
　
　
＝
・
　
し
７
眼
尉
が

一
〇
　
　
浩
々
と
湧
き
、
清
冽
な
水
し
ぶ
き
を
あ
げ
遊
り
、
芳
香
に
匂
う
花
壇
を
侶
し
て
い
る
。

ぴ
き
続
く
第
十
一
句
で
「
ひ
そ
や
か
に
（
Ｓ
ｔ
i
已
）
（
註
Ｔ
）
）
と
歌
い
継
が
れ
る
基

調
が
、
既
に
冒
頭
の
第
一
旬
後
半
で
文
字
通
り
・
「
ひ
そ
や
か
に
（
Ｒ
）
｝
）
」
（
註
（
５
）
）

と
言
い
あ
ら
わ
さ
れ
て
い
る
。

　
蓋
し
第
一
句
で
「
ひ
そ
や
か
に
街
路
に
と
も
る
燈
火
と
月
影
の
光
（
Ｅ
ｒ
ｌ
ｅ
ｕ
ｃ
ｈ
ｔ
ｕ
ｎ
ｇ
）
Ｊ

に
包
ま
れ
て
、
「
ひ
そ
や
か
に
黄
昏
の
夜
気
に
晩
鐘
の
音
が
響
き
渡
る
（
Ｓ
ｔ
ｉ
ｌ
ｌ
　
i
n

d
a
m
m
ｒ
ｉ
ｇ
ｅ
ｒ
　
Ｌ
ｕ
ｆ
ｔ
　
ｅ
ｒ
ｔ
ｏ
ｎ
ｅ
ｎ
　
ｇ
ｅ
ｌ
ａ
ｕ
ｔ
ｅ
ｔ
ｅ
　
Ｇ
ｌ
ｏ
ｋ
ｅ
已
」
（
第
十
一
句
）
と
読
め
る
。

こ
こ
で
も
第
七
句
同
様
、
詩
句
の
中
央
部
に
位
置
す
る
変
母
音
「
オ
エ
ー
（
‥
ｏ
）
」
に

お
い
て
律
動
は
最
高
潮
を
な
す
。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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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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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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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だ
が
他
方
、
竪
琴
の
音
が
彼
方
の
庭
園
か
ら
響
い
て
来
る
。
恐
ら
く
は

既
に
こ
の
第
七
句
で
詩
想
は
転
調
し
、
第
六
句
ま
で
歌
わ
れ
た
都
市
の
諸
相
が
、
こ

こ
か
ら
は
心
情
の
流
れ
に
移
る
。
当
該
の
第
十
一
句
で
「
響
き
渡
る
（
の
３
ｇ
§
）
」

の
も
、
対
象
と
し
て
は
「
晩
鐘
「
９
０
ｒ
已
」
で
あ
る
が
、
「
洽
々
と
湧
く
噴
泉
（
ｄ
ｉ
ｅ

Ｂ
ｒ
ｕ
ｎ
ｎ
ｅ
ｎ
／
I
m
m
e
ｒ
ｑ
ｕ
i
l
l
e
乱
）
」
（
註
（
５
）
）
と
同
様
に
、
こ
の
「
響
き
渡
る
晩
鐘
の

音
」
も
、
あ
く
ま
で
都
市
内
部
空
間
を
充
た
す
慎
ま
し
く
謹
厳
な
市
民
意
識
に
映
え

る
の
で
あ
る
。

　
先
に
話
題
と
し
た
第
十
一
句
の
最
高
潮
「
オ
エ
ー
（
‥
ｏ
）
」
に
前
後
で
反
響
す
る
変

母
音
は
、
「
エ
（
‥
ａ
）
」
と
「
オ
イ
（
肋
）
」
で
あ
る
。
　
こ
の
「
エ
…
…
オ
エ
ー
　
・
：

オ
イ
」
と
繋
が
る
変
母
音
の
連
な
り
に
お
い
て
、
前
後
の
「
エ
」
と
「
オ
」
の
両
音

を
、
最
高
潮
の
「
オ
エ
ー
」
が
「
オ
」
と
「
エ
」
の
協
和
に
よ
り
一
つ
に
し
て
、
‘

十
全
に
「
黄
昏
の
夜
気
に
響
き
渡
る
音
（
…
i
n
　
d
a
m
m
ｒ
ｉ
ｇ
ｅ
ｒ
　
Ｌ
ｕ
ｆ
ｔ
　
ｅ
ｒ
ｔ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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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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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第
一
節
「
聖
な
る
夜
」
そ
の
四
　
（
高
橋
）

　
　
　
　
　
　
　
　
　
　
　
　
■
　
　
　
　
４
　
ｓ
　
　
　
　
　
　
　
　
　
　
と
き

ｇ
ｅ
ｌ
ａ
ｕ
ｔ
ｅ
ｔ
ｅ
　
.
｡
｡
）
Ｊ
（
第
十
一
句
）
が
生
成
す
る
。
更
に
「
時
刻
を
想
い
（
｡
｡
.
ｄ
ｅ
ｒ

Ｓ
ｔ
ｕ
ｎ
ｄ
ｅ
ｎ
　
ｇ
ｅ
ｄ
ｅ
ｎ
ｋ
　
.
｡
｡
）
Ｊ
（
第
十
二
句
）
と
は
、
「
彼
方
の
友
を
想
い
（
Ｆ
ｅ
ｒ
ｎ
ｅ
ｒ

Ｆ
ｒ
ｅ
ｕ
乱
ｅ
　
ｇ
ｅ
ｄ
ｅ
ｎ
ｋ
ｔ
）
Ｊ
（
第
九
句
）
と
同
じ
く
、
記
憶
で
は
な
く
音
隻
で
あ
る
。
す

な
わ
ち
時
を
心
に
刻
み
、
そ
の
一
日
を
振
り
返
る
魂
の
動
静
に
お
い
て
、
こ
の
第

十
二
句
の
「
想
い
（
９
１
１
）
」
は
把
え
ら
れ
る
の
で
あ
る
。

　
此
所
で
心
に
刻
ま
れ
る
「
時
（
叩
ｃ
乱
§
）
」
（
第
十
二
句
）
と
て
も
、
単
な
る
数

量
化
さ
れ
た
「
時
間
」
で
は
な
い
。
む
し
ろ
そ
れ
は
リ
ル
ケ
の
『
時
祷
詩
集
（
Ｄ
ａ
ｓ

Ｓ
ｔ
ｕ
ｎ
ｄ
ｅ
ｎ
-
Ｂ
ｕ
ｃ
ｈ
）
Ｊ
　
（
　
1
九
〇
五
年
）
に
い
う
「
時
祷
」
と
響
き
合
う
「
時
刻
」
で
あ
り
、

正
に
こ
の
意
味
に
お
い
て
前
述
の
ミ
レ
～
作
『
晩
鐘
』
（
註
（
２
）
）
に
繋
が
る
と
言
え

る
。
す
な
わ
ち
『
晩
鐘
』
に
描
か
れ
た
訃
を
人
々
の
沈
静
し
た
行
為
こ
そ
「
時
祷
」

と
言
う
に
相
応
し
い
も
の
だ
か
ら
で
あ
る
。

　
と
こ
ろ
で
「
時
刻
」
を
告
げ
る
の
は
、
ま
ず
第
一
に
’
「
晩
鐘
の
音
（
ｇ
ｅ
ｌ
ａ
ｕ
ｔ
ｅ
ｔ
ｅ

９
ｏ
ｋ
ｅ
ｎ
）
」
（
第
十
一
句
）
と
思
わ
れ
る
が
、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第
十
一
句
の
文
脈

は
、
「
し
て
時
刻
を
想
い
、
そ
の
数
を
夜
警
は
声
高
に
呼
ば
わ
る
（
Ｕ
ｎ
ｄ
　
ｄ
ｅ
ｒ
　
Ｓ
ｔ
ｕ
ｎ
ｄ
ｅ
ｎ

ｇ
ｅ
ｄ
ｅ
ｎ
ｋ
　
ｒ
ｕ
ｆ
ｅ
ｔ
　
ｅ
ｉ
ｎ
　
Ｗ
ａ
ｃ
ｈ
ｔ
ｅ
ｒ
　
ｄ
ｉ
ｅ
　
Ｚ
ａ
ｈ
ｌ
）
Ｊ
と
流
れ
る
。
但
し
「
夜
警
」
の
姿
と

か
、
告
げ
る
「
時
刻
」
の
「
数
」
は
重
き
を
な
さ
な
い
。
殊
に
韻
律
の
流
れ
に
注
意

す
る
と
、
こ
の
五
歩
脚
（
ペ
ン
タ
メ
ト
ロ
ン
）
で
寄
せ
て
は
返
す
波
の
高
潮
の
頂

に
位
置
し
て
い
る
の
が
、
中
間
休
止
（
＝
）
後
の
「
呼
ば
わ
る
（
ロ
｛
ａ
｝
」
だ
と
解

力
る1

　
I
　
I
　
　
　
　
　
　
　
Ｕ
ｎ
ｄ
　
ｄ
ｅ
ｒ
　
Ｓ
ｔ
ｕ
ｎ
ｄ
ｅ
ｎ
　
ｇ
ｅ
ｄ
ｅ
ｎ
ｋ
　
ｒ
ｕ
ｆ
ｅ
ｔ
　
ｅ
ｉ
ｎ
　
Ｗ
ａ
ｃ
ｈ
ｔ
ｅ
ｒ
　
ｄ
ｉ
ｅ
　
Ｚ
ａ
ｈ
ｌ
｡

　
　
　
　
Ｙ
　
ｃ
一
　
－
ｃ
ｃ
－
＝
－
一
ｃ
’
ｃ
　
－
一
　
ｃ
ｃ
－

律
動
上
で
強
調
さ
れ
る
こ
の
十
二
句
の
最
高
潮
を
、
私
は
「
声
高
に
呼
ば
わ
る
」

（
註
（
１
）
）
と
訳
し
て
み
た
。
確
か
に
「
ル
ー
フ
ェ
ッ
ト
「
２
ｒ
こ
」
へ
と
高
ま
り

ゆ
く
音
調
の
中
で
、
「
し
て
（
に
乱
）
」
と
「
時
刻
（
叩
口
乱
§
）
」
に
お
い
て
既
に
二

度
も
強
声
「
ウ
（
ｕ
）
」
が
畳
み
込
ま
れ
て
い
る
点
も
見
逃
せ
な
い
所
で
あ
る
。

　
か
く
し
て
第
十
一
句
と
第
十
二
句
と
は
、
「
響
き
渡
る
「
～
＆
回
已
」
と
「
声
高
に



　
四
　
　
高
知
大
学
学
術
研
究
報
告
　
第
三
十
七
巻
　
（
一
九
八
八
年
）

｀
人
文
科
学

　
呼
ば
わ
る
（
「
氏
ａ
」
」
を
各
々
の
最
高
潮
と
し
て
、
石
造
で
築
き
あ
げ
ら
れ
た
・
西
欧

　
都
市
特
有
の
音
響
世
界
を
形
造
っ
て
い
る
。
こ
こ
で
は
市
壁
に
囲
ま
れ
た
都
市
の
内

　
部
空
間
そ
の
も
の
が
、
あ
た
か
も
音
楽
堂
や
教
会
内
陣
の
如
き
様
を
呈
す
る
。
当
日

　
は
第
六
句
に
「
（
尽
間
は
）
忙
し
き
広
場
の
市
場
（
ｄ
ｅ
ｒ
　
ｇ
ｅ
ｓ
ｃ
ｈ
ａ
ｆ
ｆ
ｔ
ｉ
ｇ
ｅ
　
Ｍ
ａ
ｒ
ｋ
ｔ
）
Ｊ
と
あ

　
る
所
か
ら
日
曜
祝
祭
日
な
ら
ぬ
週
日
と
考
え
ら
れ
、
詩
人
へ
・
ル
ダ
ー
リ
ン
た
ち
新
教

　
プ
ロ
テ
ス
タ
ン
ト
教
徒
は
教
会
へ
赴
か
な
い
。
ま
た
阿
時
に
関
し
て
な
ら
、
「
し
て
松

　
明
に
飾
ら
れ
て
騒
然
と
馬
車
は
疾
駆
し
過
ぎ
去
る
（
Ｕ
ｎ
ｄ
｡
　
m
i
ｔ
　
Ｆ
ａ
ｋ
ｅ
ｌ
ｎ
　
ｇ
ｅ
ｓ
c
h
m
i
i
k
ｔ
｡

　
ｒ
ａ
ｕ
ｓ
ｃ
ｈ
ｅ
ｎ
　
ｄ
ｉ
ｅ
　
Ｗ
ａ
ｇ
ｅ
ｎ
　
ｈ
ｉ
ｎ
w
ｅ
ｇ
）
」
（
註
（
５
）
）
と
第
二
句
で
歌
わ
れ
て
い
る
よ
う

　
に
、
華
麗
な
歌
劇
場
な
ど
の
音
楽
会
場
を
目
指
す
と
こ
ろ
で
あ
、
ろ
う
が
、
他
方
ミ

　
レ
～
の
『
晩
鐘
』
（
註
（
２
）
）
に
映
え
る
慎
ま
し
く
謹
厳
な
市
民
は
、
『
パ
ン
と
ぶ
ど

し
つ
酒
』
第
五
句
に
高
唱
さ
れ
る
如
く
、
、
「
悠
然
と
和
や
か
に
わ
が
家
に
く
つ
ろ
ぐ

　
（
Ｗ
ｏ
ｈ
ｌ
ｚ
ｕ
ｆ
ｒ
ｉ
ｅ
ｄ
ｅ
ｎ
　
ｚ
ｕ
　
Ｈ
ａ
ｕ
ｓ
）
」
の
で
あ
び
、
ど
の
市
民
意
識
の
深
沈
ぜ
る
都
市
内

　
部
空
間
を
言
わ
ば
大
聖
堂
内
陣
に
し
た
て
、
「
晩
鐘
」
と
「
夜
警
」
。
の
声
が
「
響
き

　
渡
る
（
エ
ア
テ
ー
ネ
ン
）
」
の
で
あ
る
。

　
　
竟
に
は
「
偉
大
な
る
運
命
（
モ
イ
ラ
）
が
轟
く
（
テ
ー
ネ
ッ
ト
）
」
（
第
六
二
句
）
「
至

　
福
な
る
ギ
リ
シ
ア
」
（
第
五
五
句
）
に
お
け
る
悲
劇
祝
祭
の
時
空
で
、
「
畏
怖
と
荘
厳
な

　
る
形
式
（
ｄ
ｉ
ｅ
　
ｓ
ｃ
ｈ
ｒ
ｂ
ｋ
ｌ
ｉ
ｃ
ｈ
ｆ
ｅ
ｉ
ｅ
ｒ
ｌ
ｉ
ｃ
ｈ
ｅ
ｎ
　
Ｆ
ｏ
ｒ
ｍ
ｅ
ｎ
）
」
が
讃
歌
燃
焼
す
る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の
詩
想
の
核
心
へ
と
至
る
べ
く
、
当
面
の
冒
頭
第
一
節
「
聖
な
る
夜
」
で

　
は
、
目
下
の
西
欧
都
市
の
只
中
に
兆
す
魂
の
動
静
が
「
ひ
そ
や
か
に
」
見
守
ら
れ
る
。

　
す
な
わ
ち
内
省
す
る
魂
は
都
市
内
部
空
間
と
霊
妙
に
協
和
し
合
い
な
が
ら
、
静
か
に

　
月
影
の
光
（
Ｅ
ｒ
l
e
ｕ
ｃ
ｈ
ｔ
ｕ
ｎ
ｇ
）
に
包
ま
れ
て
大
自
然
に
抱
か
れ
、
目
立
つ
こ
と
な
き
遠

　
大
な
力
を
秘
め
る
古
典
ギ
リ
シ
ア
の
崇
高
美
を
目
指
す
。
こ
の
た
め
に
は
或
る
割
り

　
切
れ
な
い
「
空
無
を
孕
む
内
面
の
飛
翔
」
が
、
西
欧
キ
リ
ス
ト
者
の
心
意
識
の
淵
に

　
芽
生
え
、
無
限
の
彼
方
へ
と
理
念
追
求
す
る
止
み
難
い
魂
の
動
静
が
兆
さ
ね
ば
な
ら

　
な
い
。
当
の
第
十
一
句
か
ら
第
十
二
句
に
か
け
て
「
響
き
渡
る
」
「
晩
鐘
」
や
人
声

　
が
喚
起
す
る
も
の
も
、
こ
の
よ
う
な
「
内
面
の
飛
翔
」
に
他
な
ら
な
い
。

　
　
今
日
の
西
欧
都
市
で
「
声
高
に
呼
ば
わ
る
夜
警
（
ｒ
ｕ
ｆ
ｅ
ｔ
　
ｅ
ｉ
ｎ
　
Ｗ
ａ
ｃ
ｈ
ｔ
ｅ
ｒ
）
!
（
第

十
二
句
）
に
回
り
合
う
の
は
、
恐
ら
く
タ
ウ
バ
ト
川
沿
い
の
中
世
風
観
光
都
市
ロ
ー

テ
ン
ブ
ル
ク
の
よ
う
な
特
殊
な
所
で
あ
ろ
う
。
そ
れ
に
対
し
て
「
ひ
そ
や
か
に
黄
昏

の
夜
気
に
響
き
渡
る
晩
鐘
の
音
（
ｓ
ｔ
i
l
l
　
ｉ
ｎ
　
d
a
m
m
ｒ
ｉ
ｇ
ｅ
ｒ
　
Ｌ
ｕ
ｆ
ｔ
　
ｅ
ｒ
ｔ
ｂ
ｎ
ｅ
ｎ
　
ｇ
ｅ
ｌ
ａ
ｕ
ｔ
ｅ
ｔ
ｅ

９
ｏ
ｋ
ｅ
ｎ
）
」
（
第
十
一
句
）
の
方
は
、
西
独
の
首
都
ボ
ン
の
町
中
で
も
毎
晩
耳
に
す

る
こ
と
が
で
き
、
る
。
そ
れ
は
今
で
も
美
し
く
響
き
渡
る
教
会
の
晩
鐘
の
音
で
、
あ
ち

こ
ち
の
教
会
で
鳴
ら
さ
れ
、
町
中
の
何
処
に
居
て
も
自
然
と
聴
こ
え
て
く
る
。
敢
て

説
教
し
た
り
教
訓
を
垂
れ
る
よ
う
な
業
と
ら
し
さ
は
微
塵
だ
に
無
く
、
い
ま
尚
日
常

の
市
民
生
活
に
協
和
し
な
が
ら
存
続
し
て
い
る
の
で
あ
る
。
　
　
　
　
　
　
　
ブ

　
名
高
い
ど
フ
ー
の
『
鐘
の
歌
（
り
ａ
ロ
ー
き
ロ
｀
～
９
ｏ
・
ｒ
）
』
二
八
〇
〇
年
）

の
標
語
に
、
「
Ｉ
れ
生
者
を
呼
び
（
バ
心
ｏ
ｆ
き
・
ｏ
）
ヽ
、
死
者
を
悼
み
（
Ｍ
ｏ
ｒ
ｔ
ｕ
ｏ
ｓ
　
ｐ
ｌ
ａ
ｎ
ｇ
〇
）
’

稲
妻
を
砕
く
（
Ｆ
ｕ
l
g
ｕ
ｒ
ａ
　
ｆ
ｒ
ａ
ｎ
ｇ
〇
）
」
と
あ
る
通
り
、
「
響
き
渡
る
晩
鐘
の
音
」
（
第
‘

　
　
　
　
　
　
　
　
　
　
　
　
　
　
　
　
　
　
　
　
　
　
　
　
　
　
　
　
　
　
―
　
　
　
■
　
　
４
１

十
一
句
）
は
１
　
と
死
。
の
両
圏
と
會
鰹
へ
と
拡
が
り
ゆ
く
調
ぺ
‘
で
あ
る
・
「
至
福
な
る

　
｀
一
　
　
　
　
　
　
　
ｌ
　
χ
　
　
　
　
　
　
　
　
　
　
　
　
　
　
　
　
　
　
お
の
ず
か
　
　
　
　
　
　
’
　
　
　
じ

ギ
リ
シ
ア
」
の
死
圏
に
お
い
て
、
（
新
た
な
る
霊
感
を
自
ら
、
万
有
を
生
み
出
す
自

獄
が
再
び
掴
払
）
と
見
る
生
１
　
＾
ル
ダ
ー
リ
ン
に
と
り
ヽ
「
響
き
渡
る
晩
鐘
の
音
」

は
「
至
福
」
を
求
め
鈴
か
人
（
Ｈ
ｏ
ｍ
ｏ
　
ｒ
e
l
i
g
i
o
ｓ
ｕ
ｓ
）
の
心
の
空
無
に
広
が
り
ゆ
き
、

　
　
　
　
一
　
χ
　
　
　
　
じ
ね
ん

過
去
の
死
圏
な
す
自
然
の
古
里
ギ
リ
シ
ア
ヘ
の
追
想
を
い
ざ
な
う
の
で
あ
る
。

　
但
し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の
第
一
節
の
み
を
知
る
者
に
は
、
果
し
て
「
晩
鐘
の

音
」
や
「
呼
ば
わ
る
夜
警
」
（
第
十
二
句
）
の
声
が
、
一
体
ど
こ
に
向
か
っ
て
い
る

の
か
？
　
明
確
に
判
断
で
き
な
か
っ
た
で
。
あ
ろ
う
。
例
え
ば
ゼ
ッ
ケ
ン
ド
ル
フ
編

『
詩
神
年
鑑
（
Ｍ
ｕ
ｓ
ｅ
ｎ
ａ
ｌ
ｍ
ａ
ｎ
ａ
ｃ
ｈ
）
』
（
一
八
〇
七
年
）
に
よ
り
『
夜
（
Ｄ
ｉ
ｅ
　
Ｎ
ａ
ｃ
ｈ
ｔ
）
Ｊ

の
表
題
の
下
に
第
一
節
（
第
一
句
－
第
一
八
句
）
の
み
を
知
っ
た
ブ
レ
ソ
タ
～
ノ
の

場
合
を
考
え
て
み
る
と
、
こ
の
こ
と
は
肯
け
る
。

殊
に
「
夜
」
は
明
澄
で
星
辰
に
輝
き
、
孤
独
で
、
そ
し
て
過
去
へ
ま
た
未
来
へ
と
あ
ら
ゆ

る
想
い
出
の
響
く
晩
鐘
（
ｔ
ｏ
ｎ
ｅ
ｎ
ｄ
ｅ
　
Ｇ
ｌ
ｏ
ｃ
ｋ
ｅ
）
で
す
。
そ
も
そ
も
優
れ
た
詩
歌
と
は
、

こ
の
よ
う
な
も
の
の
こ
と
を
言
う
の
で
莉
。

　
　
　
（
一
八
一
〇
年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付
ル
ン
グ
宛
、
ブ
レ
ン
タ
ー
ノ
の
沓
簡
）



「
過
去
へ
ま
た
未
釆
へ
と
あ
ら
ゆ
る
想
い
出
の
響
く
晩
鐘
ｆ
ｅ
ｉ
ｎ
ｅ
　
ｒ
ｉ
ｉ
ｃ
ｋ
-
　
ｕ
ｎ
ｄ
　
ｖ
ｏ
ｒ
w
ａ
ｒ
ｔ
ｓ

ｔ
ｏ
ｎ
ｅ
ｎ
ｄ
ｅ
　
Ｇ
ｌ
０
ｅ
ｋ
ｅ
　
ａ
ｌ
ｌ
ｅ
ｒ
　
Ｅ
ｒ
ｉ
ｎ
ｎ
ｅ
ｒ
ｕ
ｎ
ｇ
）
Ｊ
に
は
、
浪
漫
情
緒
に
適
う
無
限
へ
の
憧

憬
が
時
空
を
行
方
な
く
さ
迷
う
。
「
過
去
」
と
言
っ
て
も
当
所
な
き
空
漠
と
し
た

「
後
方
（
ｒ
ｕ
ｃ
ｋ
w
ａ
ｒ
ｔ
ｓ
）
Ｊ
に
過
ぎ
な
い
。
も
し
ハ
イ
ム
が
『
ロ
マ
ン
派
』
（
初
版
、

一
八
七
〇
年
）
で
解
し
た
よ
う
に
、
ヘ
ル
ダ
ー
リ
ン
の
作
品
も
「
浪
漫
詩
文
の
傍
系

(
ｅ
ｉ
ｎ
　
Ｓ
ｅ
ｉ
ｔ
ｅ
ｎ
ｔ
ｒ
ｉ
ｅ
ｂ
　
ｄ
ｅ
ｒ
　
ｒ
ｏ
ｍ
ａ
ｎ
ｔ
i
ｓ
ｃ
ｈ
ｅ
ｎ
　
Ｐ
ｏ
ｅ
ｓ
i
e
）
Ｊ
と
看
傲
さ
れ
る
な
ら
、
ブ
レ

ン
タ
ー
ノ
の
よ
う
に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第
一
節
を
読
む
こ
と
も
可
能
で
あ
ろ
う
。

　
し
か
し
な
が
ら
古
典
ギ
リ
シ
ア
悲
劇
祝
祭
の
時
空
を
、
西
欧
キ
リ
ス
ト
者
の
心
意

識
が
真
面
目
に
映
る
紛
う
こ
と
な
き
明
鏡
と
し
て
、
歴
史
の
過
去
に
う
ち
建
て
る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の
詩
想
に
は
、
明
確
な
理
念
追
求
の
方
向
が
定
め
ら
れ
、
追

想
は
他
を
さ
て
措
き
何
よ
り
「
至
福
な
る
ギ
リ
シ
ア
」
の
キ
リ
ス
ト
像
を
目
指
す
。

だ
が
い
ま
だ
冒
頭
第
一
節
の
都
市
像
に
は
、
直
接
ギ
リ
シ
ア
の
筋
を
示
す
詩
歌
象
徴

は
現
わ
れ
て
お
ら
ず
、
当
の
「
晩
鐘
の
音
（
ｇ
ｅ
ｌ
ａ
ｕ
ｔ
ｅ
ｔ
ｅ
　
Ｇ
ｌ
０
ｒ
已
）
（
第
十
一
句
）

の
広
が
り
は
「
無
限
」
へ
と
繋
が
る
。
但
し
「
無
限
」
と
は
此
所
で
、
ブ
レ
ン
タ
ー

　
　
　
　
　
　
４
　
χ
　
　
　
　
　
　
　
　
　
　
　
　
　
　
　
　
　
　
　
　
　
　
　
　
　
　
　
　
　
　
　
　
イ
デ
ー

ノ
の
解
し
た
゛
憧
憬
の
み
な
ら
ず
、
敢
て
「
泡
立
ち
の
ぼ
る
Ｉ
無
限
大
の
理
念
追
求

を
も
志
向
し
て
い
る
。
と
私
に
は
思
わ
れ
る
。

五
八

五
九

六
〇

五
八

五
九

六
〇

i
"
ａ
ｎ
ａ
　
ａ
ａ
ｓ
　
ｎ
ｏ
ｃ
t
i
ｓ
ｔ
ｅ
　
Ｗ
ｅ
ｓ
ｅ
ｎ
　
ｓ
ｃ
ｈ
ｏ
ｎ
　
ｋ
ｅ
ｉ
ｎ
　
Ｕ
ｌ
ｅ
ｉ
ｃ
ｈ
ｅ
ｓ
｡

Ａ
ｕ
ｓ
　
ｄ
ｅ
ｍ
　
Ｋ
ｅ
ｌ
ｃ
ｈ
　
ｄ
ｅ
ｓ
　
ｇ
ａ
ｎ
ｚ
ｅ
ｎ
　
Ｓ
ｅ
ｅ
ｌ
ｅ
ｎ
ｒ
ｅ
ｉ
ｃ
ｈ
ｅ
ｓ

　
Ｓ
ｃ
ｈ
ａ
ｕ
m
ｔ
　
i
h
m
　
―
　
ｄ
ｉ
ｅ
　
Ｕ
ｎ
ｅ
ｎ
ｄ
ｌ
ｉ
ｃ
ｈ
ｋ
ｅ
ｉ
ｔ
.

縦
ん
ば
至
高
存
在
が
無
類
無
比
で
あ
ろ
う
と
も
、

霊
魂
の
国
そ
の
も
の
な
す
玉
杯
よ
り
　

～

　
神
を
目
指
し
泡
立
ち
の
ぼ
る
Ｉ
無
限
。
’

　
　
（
シ
ラ
ー
『
有
悄
』
　
一
七
八
二
年
、
終
結
部
）

い
ま
だ
「
至
福
な
る
ギ
リ
シ
ア
」
は
見
い
出
さ
れ
て
い
な
い
。
然
れ
ど
も
シ
ラ
～
や

て
有
情

五

の
生
の
諸
相
に
安
住
し
て
し
ま
う
こ
と
な
く
、
敢
て
空
無
の
彼
方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第
一
節
「
聖
な
る
夜
」
そ
の
四
　
（
高
橋
）

求
す
べ
く
「
無
限
が
泡
立
ち
の
ぼ
る
」
（
註
（
2
1
）
）
の
で
あ
る
。

　
と
こ
ろ
で
「
無
限
が
泡
立
ち
の
ぼ
る
」
べ
き
祈
り
の
基
底
Ｃ
Ｇ
ｌ
ａ
ｕ
ｂ
ｅ
ｎ
ｓ
ａ
ｂ
ｇ
ｒ
ｕ
乱
・

ｔ
ｉ
ｅ
ｆ
ｅ
）
は
、
空
無
へ
と
放
下
し
た
魂
の
「
離
在
（
Ａ
ｂ
ｇ
ｅ
ｓ
ｃ
ｈ
ｉ
ｅ
ｄ
ｅ
ｎ
ｈ
ｅ
ｉ
ｔ
）
Ｊ
に
あ
り
、

こ
の
魂
の
動
静
は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第
一
節
の
第
七
句
か
ら
第
九
句
に
か
け
て

の
詩
想
に
兆
し
て
い
た
。

－○九八七
一

一

だ
が
他
方
、
竪
琴
の
音
が
彼
方
の
庭
園
か
ら
響
い
て
く
る
。
恐
ら
く
は

　
そ
こ
で
恋
人
が
奏
で
、
或
い
は
孤
独
な
者
が

彼
方
の
友
を
想
い
つ
つ
、
ま
た
若
き
日
を
偲
び
つ
つ
、
し
て
噴
泉
が

　
浩
々
と
湧
き
、
清
冽
な
水
し
ぶ
き
を
あ
げ
辺
り
、
芳
香
に
匂
う
花
壇
を
霞
し
て
い
る
。

ひ
そ
や
か
に
黄
昏
の
夜
気
に
響
き
渡
る
晩
鐘
の
音
、

　
し
て
時
刻
を
想
い
、
そ
の
数
を
夜
警
は
声
高
に
呼
ば
わ
る
。

「
噴
泉
が
浩
々
と
湧
き
」
（
第
九
句
－
第
一
〇
句
）
「
晩
鐘
の
音
が
響
き
渡
り
」
（
第

十
一
句
）
「
夜
警
が
声
高
に
呼
ば
わ
る
」
（
第
十
二
句
）
と
歌
わ
れ
る
詩
の
心
が
根
ざ

す
「
離
在
」
は
、
蓋
し
「
遁
世
」
で
は
な
く
、
む
し
ろ
正
反
対
に
市
民
生
活
の
日
常

性
の
只
中
に
降
加
わ
、
正
に
前
述
の
ミ
レ
～
作
『
晩
鐘
』
（
註
（
２
）
）
に
通
ず
る
鈴

り
の
慎
し
み
深
い
母
胎
と
し
て
広
が
ひ
、
こ
の
謹
厳
な
市
民
意
識
に
映
え
て
「
晩
鐘
」

も
「
噴
泉
」
も
浮
き
彫
り
に
さ
れ
る
の
で
あ
る
。

　
ブ
レ
ン
タ
～
ノ
の
よ
う
な
浪
漫
情
緒
の
持
ち
主
に
見
え
な
か
っ
た
の
が
、
こ
の
静

か
で
力
強
い
市
民
意
識
の
生
成
と
考
え
ら
れ
る
。
成
程
ブ
レ
ン
タ
～
ノ
に
と
り
『
パ

な
詩
歌
（
ｄ
ａ
ｓ
　
ｌ
ｉ
ｅ
ｂ
ｓ
ｔ
ｅ
　
Ｇ
ｅ
ｄ
ｉ
ｃ
ｈ
ｔ
）
!
に

四
．
た
め
の
『
時
祷
詩
集
』
（
註
（
９
）
）

こ
の
詩
歌
は
私
に
平
和
を
与
え
、
わ
が
頭
上
に
天
空
を
張
勁
わ
た
し
、
そ
の
下
で
私
は
母

の
懐
に
抱
か
れ
胸
下
に
あ
る
子
供
の
よ
う
に
横
た
わ
り
ま
す
。

し
か
し
な
が
ら
、
そ
れ
は
あ
く
ま
で
「
遁
世
」
の
方
向
を
示
し
、
市
民
生
活
の
日
常



」＿

／ゝ

高
知
大
学
学
術
研
究
報
告
　
第
三
十
七
巻
　
（
一
九
八
八
年
）
　
人
文
科
学

を
心
し
て
見
守
る
も
の
で
は
な
か
っ
た
。

　
　
冒
頭
六
句
は
、
現
実
へ
向
け
て
の
世
の
営
み
が
疲
労
（
吻
「
ヨ
ａ
ａ
呂
叫
）
へ
と
至
る
も
の
で

　
　
は
な
い
で
し
よ
う
か
。
引
き
続
く
六
句
（
第
七
句
－
第
十
二
句
）
は
、
（
失
な
わ
れ
た
）
時

　
　
へ
の
惶
れ
で
あ
り
、
喪
失
の
感
情
で
は
な
い
で
し
よ
う
か
。
第
七
句
に
登
場
す
る
の
は
、

　
　
失
な
わ
れ
た
無
垢
へ
の
回
顧
で
あ
り
、
（
第
九
句
か
ら
第
一
〇
句
に
か
ヽ
け
て
）
泗
々
と
湧

　
　
く
噴
泉
は
、
正
し
き
義
人
た
ち
が
飲
ん
で
元
気
と
な
る
約
束
の
永
遠
の
泉
に
つ
い
て
語
っ

　
　
て
い
な
い
で
し
ょ
う
か
？
　
こ
の
義
人
た
ち
を
（
第
十
一
句
の
）
晩
鐘
は
、
．
響
き
渡
る
音

　
　
を
蔵
す
る
世
界
に
よ
力
、
待
ち
望
み
そ
七
て
祈
る
よ
う
警
告
し
、
（
第
十
二
狗
の
）
夜
警

　
　
は
時
が
満
ち
た
の
を
声
高
に
告
げ
知
ら
せ
て
い
る
の
で
は
な
い
で
し
ょ
う
か
り
・

△
　
　
　
　
　
　
　
　
　
　
（
一
八
一
六
年
ヤ
二
月
、
ブ
レ
ン
タ
ー
乙
の
日
記
吝
簡
よ
ひ
）

　
「
思
慮
深
い
家
長
が
悠
然
と
和
や
か
に
わ
が
家
に
く
つ
ろ
ぐ
（
ｙ
ロ
弘
弓
縮
ぎ
Ｚ
§
刄

’
あ
あ
夜
は
私
を
慰
め
ぬ
。
私
は
夜
を
知
っ
て
い
る
。
私
は
待
ち
、
夜
は
近
づ
く
、

る
夜
警
の
如
く
。

。
そ
う
夜
は
語
る
。
こ
の
杯
を
あ
な
た
の
涙
で
充
た

此
所
の
こ
の
石
を
胸
に
抱
き
な
さ
い
。
そ
う
す
れ
ば
石
は
あ
な
た
の
パ
ン
と
な
る
で
あ

　
　
ろ
う
。

文
字
通
り
「
パ
ン
」
と
「
ぶ
ど
う
酒
」
が
物
語
ら
れ
る

‘
当
詩
節
は
、
ブ
レ
ン
タ
ｒ
ノ

が
ヘ
ル
ダ
ー
リ
ン
の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第
一
節
へ
の
続
篇
と
し
て
起
草
し
た
も

の
で
あ
る
。
’

　
前
述
の
ル
・
ン
グ
宛
書
簡
（
註
（
1
8
・
）
）
で
は
、
第
一
節
の
「
夜
」
が
「
晩
鐘
（
９
ｏ
ｒ
）
」

（
第
十
一
句
）
に
喩
え
ら
れ
て
お
り
、
右
の
続
篇
（
註
（
2
8
）
）
で
は
「
夜
警
（
Ｗ
ａ
ｃ
ｈ
ｔ
ｅ
ｒ
）
Ｊ

（
第
十
二
句
）
に
比
ぜ
ｙ
れ
て
い
る
・
　
　
　
　
　
　
　
　
ぐ
　
…
…
…
　
イ
、

一
一
　
Ｓ
ｔ
i
l
l
　
i
n
　
d
a
m
m
ｒ
ｉ
ｅ
ｅ
ｒ
　
Ｌ
ｕ
ｆ
ｔ
　
ｅ
ｒ
ｔ
ｂ
ｎ
ｅ
ｎ
　
ｅ
ｅ
ｌ
ａ
ｕ
ｔ
ｅ
ｔ
ｅ
　
Ｇ
ｌ
ｏ
ｋ
ｅ
ｎ
｡

1
　
1
　
1
　

　
Ｕ
ｎ
ｄ
　
ｄ
ｅ
ｒ
　
Ｓ
ｔ
ｕ
乱
ｅ
ｎ
　
ｇ
ｅ
ｄ
ｅ
ｎ
ｋ
　
ｒ
ｕ
ｆ
ｅ
ｔ
　
ｅ
ｉ
ｎ
　
Ｗ
ａ
ｃ
ｈ
ｔ
ｅ
ｒ
　
ｄ
ｉ
ｅ
　
Ｚ
ａ
ｈ
ｌ
.

一
一
　
ひ
そ
や
か
に
黄
昏
の
夜
気
に
響
き
渡
る
晩
鐘
の
音
、

こ
Ｉ
　
　
し
て
時
刻
を
想
い
、
そ
の
数
を
夜
警
は
声
高
に
呼
ば
わ
る
。

恐
ら
く
ブ
レ
ン
タ
ー
ノ
に
は
、
こ
の
第
十
一
句
と
第
十
二
句
が
強
く
心
に
刻
ま
れ
て

い
た
の
で
あ
ろ
う
。
但
し
そ
れ
は
、
あ
く
ま
で
「
遁
世
」
の
相
に
お
い
て
浪
漫
情
緒

　
　
　
　
　
　
　
χ
　
χ
　
ｌ
　
χ
　
χ
　
ｓ
　
　
　
　
　
　
　
　
あ
て
ど

に
適
う
曖
昧
な
無
限
へ
の
憧
憬
に
駆
ら
れ
、
当
所
な
く
さ
迷
う
心
情
に
捕
え
ら
れ
て

い
た
の
で
あ
る
。

　
反
し
て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第
一
節
の
詩
想
は
、
堅
実
な
市
民
生
活
の
日
常
性

の
只
中
か
ら
生
霞
し
て
く
る
。
そ
し
て
、
そ
れ
は
む
し
ろ
シ
ラ
ー
が
歌
わ
ん
と
し
た

『
ド
イ
ツ
の
偉
容
（
Ｄ
ｅ
ｕ
ｔ
ｓ
ｃ
ｈ
ｅ
　
Ｇ
ｒ
ｏ
Ｂ
ｅ
）
』
（
一
七
九
七
年
）
に
一
脈
通
ず
る
と
考
え

ら
れ
る
。

　
　
ド
イ
ツ
人
の
威
厳
は
決
し
て
王
侯
の
頭
上
に
存
し
な
か
っ
た
。
政
治
上
の
価
値
を
遠
離
し
、



　
　
ド
イ
ツ
人
は
自
ら
固
有
の
価
値
を
樹
立
し
た
。
縦
ん
ば
帝
国
が
滅
ん
だ
と
て
、
ド
イ
ツ
の

　
　
尊
厳
は
揺
ら
が
ず
悠
然
と
留
ま
ろ
う
。
そ
の
尊
厳
は
人
倫
の
偉
容
（
ｅ
ｉ
ｎ
ｅ
　
ｓ
i
ｔ
ｔ
ｌ
ｉ
ｃ
ｈ
ｅ

　
　
Ｏ
ｒ
ｏ
Ｂ
ｅ
）
で
あ
り
、
そ
れ
が
住
ま
う
の
は
そ
の
国
の
文
化
と
気
質
な
の
で
あ
徊
。

　
　
　
　
　
　
　
（
シ
ラ
ー
「
ド
イ
ツ
の
偉
容
」
一
七
九
七
年
）

更
に
シ
ラ
ー
は
続
け
る
。

　
　
そ
し
て
政
治
の
国
が
揺
ら
ぐ
や
、
精
神
の
国
は
弥
々
堅
固
で
、
一
層
と
完
成
し
た
形
ど
な
っ

　
　
た
の
で
あ
る
。
…
…
そ
し
て
こ
の
極
め
て
遅
鈍
な
（
ド
イ
ツ
）
国
民
が
、
全
て
性
急
で
俊

　
　
速
な
諸
国
民
に
追
い
つ
く
で
あ
ろ
う
。
他
の
諸
国
民
は
そ
の
時
に
は
落
花
し
た
。
そ
の
落

　
　
花
の
折
に
、
黄
金
の
果
実
が
残
り
、
自
己
形
成
し
、
収
穫
の
果
実
は
ふ
く
ら
艶
。

シ
ラ
ー
が
「
精
神
の
国
」
を
こ
の
様
に
語
っ
た
十
八
世
紀
と
十
九
世
紀
の
転
換
期
は
、

仏
英
両
国
間
で
政
治
上
の
帝
国
主
義
戦
争
た
け
な
わ
の
頃
で
あ
っ
た
。
そ
の
折
に
例

え
ば
『
ド
イ
ツ
国
民
に
告
ぐ
Ｃ
Ｒ
ｅ
ｄ
ｅ
ｎ
　
ａ
ｎ
　
ｄ
ｉ
ｅ
　
ｄ
ｅ
ｕ
ｔ
ｓ
ｃ
ｈ
ｅ
　
Ｎ
ａ
ｔ
ｉ
ｏ
已
』
第
十
三
講

（
一
八
〇
八
年
）
で
、
フ
ィ
ヒ
テ
は
敢
然
と
「
世
界
帝
国
の
幻
像
（
ｄ
ａ
ｓ
　
Ｔ
ｒ
ａ
ｕ
ｍ
ｂ
ｉ
ｌ
ｄ

ｅ
ｉ
ｎ
ｅ
ｒ
　
Ｕ
ｎ
ｉ
ｖ
ｅ
ｒ
ｓ
ａ
ｌ
ｍ
ｏ
ｎ
ａ
ｒ
ｃ
ｈ
ｉ
ｅ
）
Ｊ
を
拒
否
し
、
十
人
十
色
の
「
精
神
の
本
性
（
Ｄ
ｉ
ｅ

ｇ
ｅ
ｉ
ｓ
ｔ
ｉ
ｇ
ｅ
　
Ｎ
ａ
ｔ
ｕ
ｒ
）
Ｊ
を
称
揚
し
た
の
で
あ
る
。

　
　
精
神
の
本
性
は
人
類
の
本
質
を
偏
に
最
高
度
に
多
様
な
諸
段
階
を
な
し
、
各
々
個
人
に
お

　
　
い
て
も
、
ま
た
大
き
な
全
体
と
し
て
の
個
体
、
つ
ま
り
諸
国
民
に
お
い
て
も
表
現
し
得
た
。

　
　
あ
た
か
も
各
国
民
が
自
己
を
頼
み
と
し
、
自
ら
の
固
有
性
に
従
い
、
ま
た
更
に
こ
の
国
民

　
　
に
属
す
る
個
人
が
、
国
民
共
通
の
固
有
性
と
と
も
に
自
ら
の
特
殊
な
固
有
性
に
従
い
、
自

　
　
己
展
開
し
自
己
形
成
す
る
丁
度
そ
の
よ
う
に
、
神
性
の
現
象
は
自
ら
固
有
の
鏡
に
自
己
を

　
　
映
し
出
す
の
で
あ
る
。

　
　
　
　
　
　
　
（
「
ド
イ
ツ
国
民
に
告
ぐ
」
第
十
三
講
）

　
「
神
性
の
現
象
（
ｄ
ｉ
ｅ
　
Ｅ
ｒ
ｓ
ｃ
ｈ
ｅ
ｉ
ｎ
ｕ
ｎ
ｇ
　
ｄ
ｅ
ｒ
　
Ｇ
ｏ
ｔ
ｔ
ｈ
ｅ
ｉ
ｔ
）
Ｊ
と
は
シ
ラ
ー
や
ヘ
ル
ダ
ー

リ
ン
の
場
合
、
「
美
（
’
ｌ
ｇ
）
」
の
一
語
で
以
て
蔽
わ
れ
る
。
蓋
し
「
哲
学
者
も
正

に
詩
人
と
同
様
、
美
（
ア
イ
ス
テ
ー
シ
ス
）
’
の
力
を
所
有
せ
ね
ば
な
ら
ず
、
美
意
識

七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第
一
節
「
聖
な
る
夜
」
そ
の
四
　
（
高
橋
）

の
な
い
人
間
は
文
学
面
に
拘
泥
す
る
我
ら
の
哲
学
学
者
で
あ
り
、
精
神
哲
学
｛
ｄ
ｉ
ｅ

Ｊ
。
｝
銘
ｏ
弓
ｒ
ｉ
ｆ
Ｑ
。
耳
ａ
）
は
美
の
哲
学
（
ｅ
ｉ
ｎ
ｅ
　
ａ
ｓ
ｔ
ｈ
ｅ
ｔ
i
ｓ
ｃ
ｈ
ｅ
　
Ｐ
ｈ
ｉ
ｌ
ｏ
ｓ
ｏ
ｐ
ｈ
ｉ
ｅ
）

で
あ
る
」
と
語
る
の
は
、
フ
ィ
ヒ
テ
流
に
述
べ
れ
ば
、
「
国
民
に
属
す
る
個
人
が
、

国
民
共
通
の
固
有
性
と
と
も
に
自
ら
の
特
殊
な
固
有
性
に
従
い
、
自
己
展
開
し
自
己

と
表
現
で
き
、
此
所
に
「
各
自
が
固
有
の
全
体
Ｃ
ｉ
ｅ
ｄ
ｅ
ｒ
　
ｅ
ｉ
ｎ

な
す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の
根
本
思
想
「
一
に
し
て
全

（
第
五
節
、
第
八
四
句
）
が
確
か
め
ら
れ
る
の
で
あ
る
。

　
フ
ィ
ヒ
テ
の
言
う
「
自
己
展
開
し
自
己
形
成
す
る
（
ｓ
ｉ
ｃ
ｈ
　
ｅ
ｎ
ｔ
w
ｉ
ｃ
ｋ
ｅ
ｌ
ｔ
　
ｕ
乱

ｇ
ｅ
ｓ
ｔ
a
l
ｔ
ｅ
ｔ
）
Ｊ
を
、
シ
ラ
ー
は
『
ド
イ
ツ
の
偉
容
』
に
お
い
て
「
自
己
形
成
（
ｂ
ｉ
ｌ
ｄ
ｅ
ｔ

ｓ
ｉ
ｃ
ｈ
）
」
（
註
（
3
0
）
）
と
表
現
し
、
「
収
穫
の
果
実
（
ｄ
ｉ
ｅ
　
Ｆ
ｒ
ｕ
ｃ
ｈ
ｔ
　
ｄ
ｅ
ｒ
　
Ｅ
ｒ
ｎ
ｔ
ｅ
）
Ｊ
　
（
註

（
3
0
）
）
の
比
喩
を
使
い
そ
の
成
果
を
物
語
っ
て
い
る
。
こ
れ
が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ペ
リ
ア
」
と
は
「
西
欧
」
を
、
就
く
「
ド
イ
ツ
」
を
意
味
す
る
。
な
ぜ
な
ら
「
西
欧
」

の
「
ド
イ
ツ
」
こ
そ
が
「
至
福
な
る
ギ
リ
シ
ア
」
（
註
（
1
1
）
）
の
古
典
精
神
を
問
い

求
め
つ
つ
、
自
ら
の
心
の
内
に
そ
の
ギ
リ
シ
ア
文
化
の
種
を
宿
す
「
果
実
」
す
な
わ

ち
「
精
神
の
国
」
（
註
（
3
0
）
）
に
他
な
ら
ぬ
。
と
言
う
自
覚
が
ヘ
ル
ダ
ー
リ
ン
に
あ
っ

た
か
ら
で
あ
る
。

　
と
こ
ろ
で
「
精
神
の
国
」
と
は
決
し
て
「
観
念
の
国
」
で
は
な
い
。
’
そ
れ
は
シ
ラ
ー

自
身
が
『
ド
イ
ツ
の
偉
容
』
で
語
る
よ
う
に
、
慎
ま
し
く
も
謹
厳
な
「
人
倫
の
偉
容

（
ｅ
ｉ
ｎ
ｅ
　
ｓ
i
ｔ
ｔ
ｌ
ｉ
ｃ
ｈ
ｅ
　
Ｇ
ｒ
ｂ
Ｂ
ｅ
）
」
（
註
（
2
9
）
）
に
他
な
ら
ず
、
正
に
こ
の
「
人
倫
の
偉
容
」

こ
そ
が
、
当
該
の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第
一
節
に
お
い
て
、
静
か
で
力
強
い
「
魂

の
歌
声
（
Ｓ
ｅ
ｅ
ｌ
ｅ
ｎ
ｇ
ｅ
ｓ
ａ
ｎ
ｇ
）
Ｊ
な
す
『
ド
イ
ツ
の
歌
（
Ｄ
ｅ
ｕ
ｔ
ｓ
ｃ
ｈ
ｅ
ｒ
　
Ｇ
ｅ
ｓ
ａ
ｎ
ｇ
）
Ｊ
と
し

　
ｓ
　
χ
　
　
　
　
　
　
　
　
　
　
　
　
　
　
　
　
　
　
　
　
　
　
　
　
お
と

て
生
成
し
て
い
る
の
で
あ
る
。
目
下
の
「
晩
鐘
の
音
（
ｇ
ｅ
ｌ
ａ
ｕ
ｔ
ｅ
ｔ
ｅ
　
Ｇ
ｌ
ｏ
ｋ
ｅ
已
）
（
第

十
一
句
）
や
「
呼
ば
わ
る
夜
警
（
ｒ
ｕ
ｆ
ｅ
ｔ
　
ｅ
ｉ
ｎ
　
Ｗ
ａ
ｃ
ｈ
ｔ
ｅ
ｒ
）
Ｊ
（
第
十
二
句
）
に
よ
り

形
造
ら
れ
る
時
空
も
、
こ
の
様
な
「
人
倫
の
偉
容
」
の
証
左
と
考
え
ら
れ
る
。
そ
し

て
悠
然
と
聴
き
い
る
「
ド
イ
ツ
の
心
は
、
こ
の
よ
う
な
風
土
の
下
で
、
こ
の
新
た



八
　
　
高
知
大
学
学
術
研
究
報
告
　
第
三
十
七
巻
　
（
一
九
八
八
年
）
　
人
文
科
学

な
平
安
の
恵
み
の
下
で
、
始
め
て
真
正
に
芽
生
え
、
あ
た
か
も
生
育
す
る
自
然

　
（
ｄ
ｉ
ｅ
　
w
ａ
ｃ
ｈ
ｓ
ｅ
ｎ
ｄ
ｅ
　
Ｎ
ａ
ｔ
ｕ
ｒ
）
の
如
く
、
無
言
の
中
で
、
自
ら
密
や
か
で
遠
大
な
諸

力
を
展
開
さ
せ
る
こ
と
だ
ろ
う
」
と
、
‘
ヘ
ル
ダ
ー
リ
ン
自
身
が
一
八
〇
一
年
一
月
頃

に
弟
宛
の
書
簡
で
物
語
る
如
く
な
の
で
あ
る
。

註

解

圓
‘
晩
鐘
と
時
瞬
　
　
　
　
　
　
　
　
　
　
　
　
　
　
　
ノ

　
　
　
　
　
ゆ
く
人
々
。

　
　
　
し
て
収
支
得
失
を
慮
る
思
慮
深
い
家
長
は

五
　
悠
然
と
和
や
か
に
わ
が
家
に
く
つ
ろ
ぐ
。
（
黄
昏
の
今
は
）
葡
萄
も
花
束
も
な
く
、

　
　
　
し
て
手
仕
事
の
品
々
も
な
く
安
ら
う
、
（
昼
間
は
）
忙
し
き
広
場
の
市
場
。

　
　
だ
が
他
方
、
竪
琴
の
音
が
彼
方
の
庭
園
か
ら
響
い
て
く
る
。
恐
ら
く
は

　
　
　
　
そ
こ
で
恋
人
が
奏
で
、
或
い
は
孤
独
な
者
が

　
　
　
彼
方
の
友
を
想
い
つ
つ
、
ま
た
若
き
日
を
偲
び
つ
つ
。
し
て
噴
泉
が

一
〇
　
　
沿
々
と
湧
き
、
清
冽
な
水
し
ぶ
き
を
あ
げ
辺
り
、
芳
香
に
匂
う
花
壇
を
居
し

　
　
　
　
　
　
て
い
る
。

ひ
そ
や
か
に
黄
昏
の
夜
気
に
響
き
渡
る
晩
鐘
の

　
し
て
時
刻
を
想
い
、
そ
の
数
を
夜
警
は
声
高

音
、

に
呼
ば
わ
る
。

　
　
　
　
　
今
や
又
あ
る
息
吹
き
が
到
来
し
、
林
苑
の
樹
頭
を
（
天
上
へ
と
）
揺
ひ
動
か
す
。

（
２
）
　
ミ
レ
ー
（
一
八
一
四
年
－
七
五
年
）
「
晩
鐘
」
（
ル
ー
ブ
ル
美
術
館
蔵
）
。
他
の
「
落

　
　
穂
拾
い
（
Ｌ
ｅ
ｓ
　
Ｇ
ｌ
ａ
ｎ
ｅ
ｕ
ｓ
ｅ
ｓ
）
Ｊ
（
一
八
五
七
年
）
も
ル
ー
ブ
ル
美
術
館
蔵
。

（
３
）
　
詳
細
は
筆
者
の
別
論
、
内
省
と
光
明
―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第
一
節
「
聖
な
る

　
　
夜
」
そ
の
Ｉ
（
一
九
八
五
年
度
・
高
知
大
学
学
術
研
究
報
告
、
第
三
十
四
巻
、
人
文
科
学



　
　
篇
、
一
五
五
頁
上
一
〇
「
頁
所
収
、
一
九
八
六
年
二
月
刊
」
の
〔
三
〕
燈
火
と
松
明

　
　
｛
｝
七
〇
頁
－
｝
八
二
頁
）
を
参
照
さ
れ
た
い
。

（
４
）
　
詳
細
は
筆
者
の
別
論
、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第
一
節
「
聖
な
る
夜
」
そ
の
三
－

　
　
「
離
在
」
と
「
噴
泉
」
（
一
九
八
七
年
度
・
高
知
大
学
学
術
研
究
報
告
、
第
三
十
六
巻
、

　
　
人
文
科
学
篇
、
一
五
頁
一
四
二
頁
所
収
、
一
九
八
七
年
九
月
刊
）
の
〔
五
〕
黄
昏
か
ら

　
　
聖
夜
へ
、
そ
の
②
噴
泉
（
二
Ｉ
頁
一
二
七
頁
）
を
参
照
さ
れ
た
い
。

（
５
）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第
一
節
、
第
一
句
１
第
二
句
／
第
九
句
１
第
一
〇
句
。
註

　
　
（
１
）
参
照
。

（
６
）
　
当
の
噺
十
一
句
の
「
ひ
そ
や
か
に
」
か
ら
第
一
句
の
「
ひ
そ
や
か
に
」
へ
の
関
連
は

　
　
言
及
さ
れ
て
い
な
い
け
れ
ど
も
、
シ
ュ
ミ
ッ
ト
著
「
ヘ
ル
ダ
ー
リ
ン
の
エ
レ
ギ
ー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
（
一
九
六
八
年
）
三
六
頁
に
は
、
第
十
一
句
の
「
ひ
そ
や
か
に
」
と

　
　
関
連
し
て
、
ヘ
ル
ダ
ー
リ
ン
の
使
う
「
ひ
そ
’
や
か
に
」
が
徒
な
ら
ぬ
言
葉
と
し
て
注
目

　
　
さ
れ
、
そ
の
証
左
と
し
て
「
平
和
の
祝
祭
」
冒
頭
な
ど
が
引
用
さ
れ
て
い
る
。

（
７
）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第
一
節
、
第
七
句
。
註
（
１
）
参
照
。

（
1
8
1
）
　
シ
ュ
ミ
ッ
ト
著
「
ヘ
ル
ダ
ー
リ
ン
の
エ
レ
ギ
ー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
（
註
（
６
）
）

　
　
　
　
　
　
　
　
　
ｄ
　
　
　
　
　
　
　
　
　
　
　
　
　
　
　
－
　
　
　
　
　
　
　
　
　
　
　
ｆ

　
　
三
五
頁
。
「
数
多
く
の
変
母
音
と
二
重
母
音
に
よ
り
徒
な
ら
ぬ
響
き
豊
か
な
　
…
テ
ー

　
　
ン
ト
ー
フ
ェ
ル
ン
　
…
　
エ
ア
テ
ー
ネ
ン
ー
ゲ
ロ
イ
テ
テ
　
…
　
」
。

（
９
）
　
リ
ル
ケ
文
庫
編
全
集
、
イ
ン
ゼ
ル
書
店
刊
六
巻
本
、
一
九
五
五
年
－
六
六
年
、
第
一

　
　
巻
、
二
四
九
頁
。

（
1
0
）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第
一
節
、
第
五
句
－
第
六
句
、
註
（
１
）
。

（
1
1
）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第
四
節
、
第
五
五
句
１
第
五
六
句
。
全
集
、
第
二
巻
、
九
一
頁
。

　
　
五
五
　
至
福
な
る
ギ
リ
シ
ア
よ
／
　
汝
あ
ら
ゆ
る
天
上
の
神
々
の
住
居
よ
、

　
　
五
六
　
　
か
く
し
て
真
実
な
の
か
、
か
つ
て
私
達
が
青
春
に
聞
い
た
こ
と
は
？

（
1
2
）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第
四
節
、
第
五
七
句
－
第
七
〇
句
。
全
集
、
第
二
巻
、
九
二
頁
。

　
　
五
七
　
荘
厳
な
る
祝
祭
の
広
間
／
　
敷
床
は
大
海
原
／
　
そ
し
て
食
卓
は
山
岳
な
す
。

五
八
　
　
ま
こ
と
に

五
九

六
〇

六
一

六
二

だ
が
玉
座
は

臨
付

F:

言

ｎ

　太
朧

て
ら
れ
し
時
空
／

玉
杯
は
？

ク
タ
ー
ル
に
溢
れ
て
、
神
々
の
歓
喜
の
た
め
の
詩
歌
は
？

一
体
い
ず
こ
に
輝
い
て
い
る
の
か
、
彼
方
を
ま
で
射
抜
く
（
ア
ポ
ロ
ー

九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第
一
節
「
聖
な
る
夜
」
そ
の
四
　
（
高
橋
）

　
　
　
　
　
　
（
モ
イ
ラ
）
は
？

六
三
　
何
処
に
あ
の
神
速
の
運
命
は
、
何
処
で
砕
け
る
の
か
？
　
普
遍
の
幸
に
満
ぢ
て
、

六
四
　
　
雷
鳴
と
と
も
に
清
澄
な
る
大
気
か
ら
眼
界
を
過
り
、
運
命
（
モ
イ
ラ
）
が
突

　
　
　
　
　
　
入
し
て
来
る
の
は
何
処
か
？

六
五

六
六

六
七

六
八

六
九

父
な
る
神
気
ア
イ
テ
ー
ル
／
　
か
く
叫
び
舌
か
ら
舌
へ
と
言
葉
は
翔
ん
だ
、

　
幾
重
に
も
。
こ
の
生
を
一
人
で
担
え
る
者
は
誰
も
い
な
か
っ
た
。

分
有
さ
れ
て
、
こ
の
よ
う
な
富
は
歓
喜
と
な
る
。
見
知
ら
ぬ
者
と
も
取
り
か
わ

　
　
　
し
て
、

　
そ
れ
は
歓
呼
と
な
る
。
睡
り
つ
つ
言
葉
の
力
は
生
育
す
る
。

父
よ
／
　
清
澄
な
る
者
よ
／
　
こ
の
言
葉
は
久
遠
の
彼
方
ま
で
響
き
渡
る
の
だ
。

　
　
　
こ
の
太
古
の

　
　
七
〇
　
　
証
は
、
父
祖
か
ら
伝
来
さ
れ
、
的
を
射
て
、
創
造
的
に
下
っ
て
来
る
。

（
1
3
）
　
「
オ
イ
デ
ィ
プ
ー
ス
ヘ
の
註
解
」
（
一
八
〇
四
年
）
第
三
章
。
全
集
、
。
第
五
巻
、

　
　
二
〇
一
頁
。

　
　
　
詳
細
は
筆
者
の
別
論
、
ヘ
ル
ダ
ー
リ
ン
の
西
欧
ギ
リ
シ
ア
論
－
「
至
福
な
る
ギ
リ

　
　
シ
ア
」
（
一
九
八
四
年
／
八
五
年
／
八
六
年
度
・
高
知
大
学
学
術
研
究
報
告
、
第
三
三

　
　
巻
／
第
三
四
巻
／
第
三
五
巻
、
人
文
科
学
篇
、
一
三
頁
一
七
二
頁
／
一
頁
－
七
二
頁
／

　
　
一
頁
－
六
六
頁
、
一
九
八
五
年
三
月
／
一
九
八
六
年
三
月
／
一
九
八
六
年
十
二
月
刊
）

　
　
〔
二
〕
古
典
ギ
リ
シ
ア
と
キ
リ
ス
ト
教
西
欧
　
㈲
古
典
神
話
の
畏
怖
と
荘
厳
（
第
三
三

　
　
巻
、
五
一
頁
一
五
八
頁
）
を
参
照
さ
れ
た
い
。

（
1
4
）
‘
「
ヘ
ル
ダ
ー
リ
ン
の
西
欧
ギ
リ
シ
ア
論
」
（
註
（
1
3
）
）
〔
三
〕
神
話
の
神
　
剛
内
面
の

　
　
飛
翔
（
第
三
四
巻
、
二
二
頁
－
二
四
頁
）
参
照
。

（
1
5
）
　
五
巻
本
パ
ン
サ
ー
版
シ
ラ
ー
全
集
、
一
。
九
六
五
年
－
七
六
年
、
第
一
巻
、
四
二
九
頁
。

（
1
6
）
　
「
あ
た
か
も
祝
祭
の
日
に
・
…
・
・
」
第
三
節
、
第
二
一
句
－
第
二
七
句
。
全
集
、
第
二

　
　
巻
、
一
一
八
頁
。

　
　
二
Ｉ
　
す
な
わ
ち
自
然
そ
の
も
の
が
…
…

-

一

一

一
一

一
四

一
五

一

　ｌ＿

ノヘ

生
け
る
自
然
が
今
や
甲
冑
の
響
き
な
し
て
目
覚
め
、

し
て
至
高
な
る
蒼
寫
の
神
気
か
ら
、
基
底
な
す
深
淵
ま
で
水
底
深
く
、

古
典
古
代
の
如
き
堅
固
な
る
立
法
に
則
り
、
神
聖
な
る
混
沌
か
ら
誕
生
し
、

新
た
な
る
霊
感
を
自
ら
、
‘



一
〇

高
知
大
学
学
術
研
究
報
告
　
第
三
十
六
巻
　
（
「
九
八
八
年
」
　
人
文
科
学

　
　
二
七
　
万
有
を
生
み
出
だ
す
自
然
が
再
び
掴
む
。

（
1
7
）
　
全
集
、
第
八
巻
、
二
八
三
頁
参
照
。

（
1
8
）
　
全
集
、
第
七
巻
、
第
二
分
冊
、
四
〇
七
頁
。

　
　
　
こ
の
様
に
「
鐘
」
に
感
激
す
る
心
の
動
き
は
、
例
え
ば
ゲ
ー
テ
の
「
フ
ァ
ウ
ス
ト
」

　
　
第
一
部
に
お
け
る
「
夜
」
の
場
面
で
「
復
活
祭
の
始
ま
る
時
刻
」
（
第
七
四
五
句
）
を

　
　
告
げ
る
「
鐘
の
音
」
（
第
七
七
三
句
）
に
関
連
し
て
活
写
さ
れ
て
い
る
。

　
　
　
あ
の
少
年
の
頃
に
は
、
か
く
も
予
感
に
満
ち
、
溢
れ
ん
ば
か
り
に
鐘
の
音
が
響
き
渡
４
、

　
　
　
そ
し
て
祈
り
が
、
燃
え
る
悦
楽
だ
っ
た
の
だ
。

　
　
　
　
「
ハ
ム
プ
ル
ク
版
作
品
集
、
一
九
八
二
年
、
第
三
巻
、
」
二
Ｉ
頁
、
第
七
七
三
句
１
第

　
　
　
　
七
七
四
句
）
‘
　
　
。
・

（
1
9
）
　
ハ
イ
ム
「
ロ
マ
ン
派
」
（
初
版
、
一
八
七
〇
年
）
第
三
會
「
浪
漫
主
義
最
盛
期
」
第

　
　
一
章

‘（
二
八
九
頁
－
三
二
四
頁
）
の
ヘ
ル
ダ
ー
リ
ン
論
（
第
四
版
、
一
九
二
〇
年
、

　
　
三
四
一
頁
上
二
七
六
頁
）
ヽ
の
表
題
（
二
八
九
頁
）
が
「
浪
漫
詩
文
の
傍
系
」
（
第
四
版
、

　
　
三
四
一
頁
）
で
あ
る
○
　
　
’
　
・
　
　
　
　
　
　
　
　
　
　
　
　
　
’

　
　
　
シ
ュ
ミ
ッ
ト
著
「
ヘ
ル
ダ
ー
リ
ン
の
エ
レ
ギ
ー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
（
註
（
６
）
）

　
　
三
五
頁
に
お
い
て
、
「
噴
泉
」
（
第
九
句
）
と
「
晩
鐘
」
（
第
十
一
句
）
が
「
浪
漫
詩
歌

　
　
の
二
大
主
題
Ｃ
Ｚ
w
e
i
　
Ｈ
ａ
ｕ
ｐ
ｔ
m
o
ｔ
i
ｖ
ｅ
　
ｄ
ｅ
ｒ
　
ｒ
ｏ
ｍ
ａ
ｎ
ｔ
i
ｓ
ｃ
ｈ
ｅ
ｎ
　
Ｐ
ｏ
ｅ
ｓ
i
e
）
、
彼
方
と

　
　
逝
く
時
。
の
流
れ
」
に
関
連
づ
け
ら
れ
る
場
合
な
ど
、
こ
の
種
の
解
釈
の
一
例
で
あ
ろ
う
。

　
　
そ
し
て
当
解
釈
に
よ
れ
ば
、
「
噴
泉
は
、
常
な
る
生
成
と
常
な
る
消
滅
を
物
語
り
、
晩

　
　
鐘
は
、
そ
の
音
響
が
、
時
の
大
い
な
る
脈
動
を
感
知
せ
し
め
る
」
（
同
三
五
頁
）
こ
と

　
　
に
な
る
。

（
2
0
）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の
キ
リ
ス
ト
像
に
関
し
て
は
筆
者
の
別
論
、
ヘ
ル
ダ
ー
リ
ン

　
　
の
西
欧
ギ
リ
シ
ア
論
－
「
至
福
な
る
ギ
リ
シ
ア
」
（
註
（
1
3
）
）
〔
三
〕
神
話
の
神
�
最

　
　
深
の
親
密
性
（
第
三
五
巻
、
二
頁
－
一
四
頁
）
を
参
照
さ
れ
た
い
。

（
2
1
）
　
ヴ
ァ
イ
マ
ー
ル
版
シ
ラ
ー
全
集
、
第
一
巻
、
一
九
四
三
年
、
一
一
一
頁
。

（
９
　
　
）
　
詳
し
く
は
筆
者
の
別
論
、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
第
一
節
「
聖
な
る
夜
」
そ
の
三

　
　
―
「
離
在
」
と
「
噴
泉
」
（
註
（
４
）
）
を
参
照
の
こ
と
。
殊
に
剛
の
註
（
1
3
）
。

（
2
3
）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第
一
節
、
第
七
句
卜
第
十
二
句
。
全
集
、
第
二
巻
、
九
〇
頁
。

　
　
註
（
１
）
参
照
。

（
2
4
）
　
ル
イ
ー
ゼ
ー
ヘ
ン
ゼ
ル
の
た
め
の
ク
レ
メ
ン
ス
ー
ブ
レ
ン
タ
ー
ノ
の
日
記
書
簡
よ
り
、

　
　
一
八
一
六
年
十
二
月
。
註
（
１
）
ヘ
ル
ダ
ー
リ
ン
全
集
、
第
七
巻
（
資
料
篇
）
、
第
二
分
冊
、

　
　
四
三
三
頁
。

（
2
5
）
　
右
記
（
註
（
2
4
）
）
日
記
沓
簡
。
四
三
四
頁
。

　
　
　
引
き
続
き
ブ
レ
ン
タ
ー
ノ
は
当
日
記
書
簡
に
お
い
て
、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第
一

　
　
節
へ
の
続
篇
を
創
作
す
る
と
言
う
「
素
晴
ら
し
い
課
題
（
ｅ
ｉ
ｎ
ｅ
　
ｓ
ｃ
ｈ
ｂ
ｎ
ｅ
　
Ａ
ｕ
ｆ
ｇ
ａ
ｂ
ｅ
）
」

　
　
に
触
れ
る
。
後
に
註
（
2
8
）
で
話
題
と
す
る
第
一
節
へ
の
続
篇
（
ヘ
ル
ダ
ー
リ
ン
の
「
夜
」

　
　
へ
の
続
篇
）
に
関
し
て
は
、
別
に
註
（
1
8
）
に
引
用
し
た
一
八
一
〇
年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付

　
　
ル
ン
グ
宛
書
簡
に
も
「
詩
歌
創
作
の
願
望
（
ｄ
ｉ
ｅ
　
Ｂ
ｅ
ｇ
ｉ
ｅ
ｒ
ｄ
ｅ
｡
　
ｅ
ｉ
ｎ
　
Ｇ
ｅ
ｄ
ｉ
ｃ
ｈ
ｔ
　
ｚ
ｕ

　
　
ｅ
ｒ
ｆ
ｉ
ｎ
ｄ
ｅ
ｎ
）
!
と
し
て
、
引
用
に
続
く
箇
所
に
お
い
て
言
及
さ
れ
て
い
る
。
詳
細
は
各
々

　
　
の
欧
文
註
解
を
参
照
さ
れ
た
い
。

（
2
6
）
。
詳
細
は
筆
者
の
別
１
　
、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第
一
節
「
聖
な
る
夜
」
そ
の
二
Ｉ
－

　
”
〔
四
〕
思
慮
深
い
家
長
（
一
九
八
六
年
度
・
高
知
大
学
学
術
研
究
報
告
、
第
三
十
五
巻
。

　
　
　
　
　
　
　
　
　
　
　
　
　
　
　
￥
　
　
　
ｆ
　
　
芦
　
　
　
　
　
　
　
　
一
　
’

　
『
人
文
科
学
篇
、
六
七
頁
一
一
〇
二
頁
所
収
、
一
九
八
六
年
十
一
月
刊
』
一
を
参
照
さ
れ

　
　
た
い
。
　
”
ヽ
　
　
　
　
　
　
　
　
　
　
　
　
　
　
　
　
　
　
　
　
　
　
　
　
　
　
。
。

（
2
7
）
　
タ
ユ
ミ
＾
　
ｊ
.

　
１
「
ヘ
ル
ダ
Ｌ
．
リ
ン
。
の
ご
レ
ギ
ー
「
パ
ン
と
ぶ
ど
今
酒
」
」
（
註
’
（
。
６
）
）

　
　
三
五
頁
。

　
　
　
こ
の
研
究
へ
の
批
判
は
筆
者
の
別
論
、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冒
頭
の
都
市
像
（
一

　
　
九
八
三
年
度
・
高
知
大
学
学
術
研
究
報
告
、
第
三
十
二
巻
、
人
文
科
学
篇
、
二
一
頁
－

　
　
七
〇
頁
所
収
、
一
九
八
四
年
三
月
刊
）
の
「
結
語
」
（
六
〇
頁
一
六
四
頁
）
の
六
二
頁

　
　
に
こ
う
あ
る
。

　
　
　
　
シ
ュ
ミ
ッ
ト
の
「
ヘ
ル
ダ
ー
リ
ン
の
エ
レ
ギ
ー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
で
も
、

　
　
　
　
「
忙
し
い
生
活
の
価
値
領
域
」
が
「
崇
高
な
精
神
的
瞑
想
の
生
活
の
価
値
領
域
に

　
　
　
　
は
踏
み
こ
め
な
い
も
の
と
し
て
限
定
づ
け
ら
れ
て
お
り
」
、
こ
の
二
元
論
を
解
釈

　
　
　
　
の
基
調
と
し
て
（
三
五
頁
）
、

　
　
　
　
　
　
ひ
き
続
く
詩
行
で
は
、
も
は
や
昼
の
喜
び
に
つ
い
て
は
語
ら
れ
ず
、
そ
れ
と

　
　
　
　
　
　
は
全
く
別
種
で
あ
る
、
夜
の
時
代
に
お
け
る
デ
ィ
オ
ニ
ュ
ー
ソ
ス
的
歓
び
に

　
　
　
　
　
　
つ
い
て
語
ら
れ
る
の
で
あ
る
。

　
　
　
　
と
説
明
さ
れ
て
い
る
。
こ
の
解
釈
も
ヴ
ァ
ッ
ク
ヴ
ィ
ッ
ツ
の
解
釈
と
同
様
に
、
冒

　
　
　
　
頭
の
都
市
像
を
思
想
詩
の
中
心
問
題
（
例
え
ば
「
至
福
な
る
ギ
リ
シ
ア
」
）
と
は

　
　
　
　
異
質
な
も
の
と
し
て
そ
れ
に
対
立
さ
せ
る
姿
勢
を
示
し
て
い
る
。

　
　
　
　
　
…
…
｝
」
れ
に
対
し
、
本
論
の
思
想
詩
読
解
は
異
な
っ
た
方
向
を
と
っ
た
。
す
な

　
　
　
　
わ
ち
私
は
、
日
常
性
に
裏
付
け
ら
れ
な
が
ら
も
内
面
へ
の
道
を
辿
る
冒
頭
の
都
市



　
　
　
　
像
に
着
眼
し
、
そ
の
都
市
像
の
勁
静
そ
の
も
の
の
中
に
、
「
至
福
な
る
ギ
リ
シ
ア
」

　
　
　
　
（
第
四
節
）
の
「
天
上
の
祝
祭
」
（
第
六
節
）
へ
と
至
る
道
標
の
光
明
を
読
み
取
ろ

　
　
　
　
う
と
し
た
の
で
あ
る
。
…
…
従
っ
て
、
本
論
は
、
ヴ
″
ツ
ク
ヴ
ィ
ッ
ツ
や
シ
ュ
ミ
＞
＼

　
　
　
　
ト
の
二
元
論
に
対
す
る
異
議
申
し
立
て
と
考
え
ら
れ
る
で
あ
ろ
う
。
（
六
二
頁
）

　
　
こ
の
他
に
英
米
系
の
研
究
で
も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冒
頭
の
都
市
像
は
、
ブ
‘
レ
ン
タ
ー

　
　
ノ
流
に
読
解
さ
れ
て
い
る
。
そ
れ
は
例
え
ば
ア
ン
ガ
ー
著
「
ヘ
ル
ダ
ー
リ
ン
の
主
要
な

　
　
詩
歌
」
。
（
一
九
七
五
年
）
に
、
「
晩
鐘
や
夜
警
の
叫
び
声
が
強
く
主
張
す
る
点
は
、
時
の

　
　
分
断
性
や
無
常
性
を
知
っ
て
い
る
こ
と
で
あ
り
、
こ
れ
ら
の
音
響
は
故
に
、
真
正
な
時

　
　
間
（
万
物
流
転
諸
行
無
常
）
意
識
を
誘
う
。
」
（
七
〇
頁
）
と
述
べ
ら
れ
て
い
る
件
に
確

　
　
か
め
る
こ
と
が
で
き
る
と
思
わ
れ
る
。

（
2
8
）
　
註
（
１
）
ヘ
ル
ダ
ー
リ
ン
全
集
、
第
七
巻
（
資
料
篇
）
、
第
三
分
冊
、
五
三
九
頁
。

　
　
　
話
題
の
牢
獄
と
解
さ
れ
た
現
世
を
、
ヴ
ァ
ッ
ク
ヴ
ィ
ッ
ツ
著
「
一
八
〇
〇
年
頃
の
悲

　
　
哀
と
理
想
」
（
一
九
八
二
年
）
四
七
頁
で
は
「
冥
界
（
Ｕ
ｎ
ｔ
ｅ
ｒ
w
e
l
ｔ
）
Ｊ
と
説
明
す
る
。

　
　
　
　
松
明
を
飾
し
て
騒
然
と
去
る
馬
車
は
、
私
見
に
よ
れ
ば
、
ペ
ル
セ
ポ
ネ
ー
神
話
へ

　
　
　
　
の
秘
教
的
暗
示
で
あ
る
。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冒
頭
で
直
ち
に
現
わ
れ
る
こ
の

　
　
　
　
暗
示
が
指
し
示
す
の
は
、
当
詩
歌
の
よ
う
な
二
行
連
句
詩
型
作
品
す
べ
て
の
隠
れ

　
　
　
　
た
主
題
、
す
な
わ
ち
現
実
の
営
み
の
あ
る
地
上
界
と
、
こ
の
営
み
に
よ
り
抑
圧
さ

　
　
　
　
れ
た
冥
界
と
の
相
互
関
係
で
あ
る
。

（
2
9
）
　
五
巻
本
シ
ラ
ー
全
集
（
註
（
1
5
）
）
第
一
巻
、
四
七
三
頁
。

　
　
　
話
題
の
「
人
倫
の
偉
容
（
ｅ
ｉ
ｎ
ｅ
　
ｓ
i
ｔ
ｔ
ｌ
ｉ
ｃ
ｈ
ｅ
　
Ｇ
ｒ
ｏ
Ｂ
ｅ
）
」
に
関
し
て
は
、
更
に
シ
ラ
ー

　
　
の
別
の
詩
歌
作
品
「
市
民
の
歌
笛
～
９
Ｅ
＆
」
」
（
一
七
九
八
年
九
月
成
立
、
一
七
九
九

　
　
年
「
詩
神
年
鑑
」
所
収
、
後
に
「
エ
レ
ウ
シ
ー
ス
の
祝
祭
（
Ｄ
ａ
ｓ
　
Ｅ
ｌ
ｅ
ｕ
ｓ
i
ｓ
ｃ
ｈ
ｅ
　
Ｆ
ｅ
ｓ
ｔ
）
」

　
　
と
改
題
）
の
第
二
六
節
、
第
二
〇
七
句
に
云
う
「
人
倫
（
９
’
ｉ
）
」
を
参
照
。
ヴ
″
イ

マ
ー
ル
版
シ
ラ

　
　
ニ
○
七

　
　
二
〇
八

し　Ｉ

醵

（
註
（
2
1
）
）
第
一
巻
、
四
三
二
頁
。

に
人
倫
（
ｓ
ｅ
ｉ
ｎ
ｅ
　
S
i
ｔ
ｔ
ｅ
）
に
よ
り
て

人
間
は
自
由
で
威
力
あ
る
存
在
と
な
り
得
る
。

と
こ
ろ
で
「
人
倫
」
を
形
造
る
も
の
が
シ
ラ
ー
や
ヘ
ル
ダ
ー
リ
ン
に
と
っ
て
は
、
政
治

力
や
経
済
力
よ
り
も
む
し
ろ
「
詩
歌
の
威
力
（
Ｕ
ｉ
ｅ
　
Ｍ
ａ
ｃ
ｈ
ｔ
　
ｄ
ｅ
ｓ
　
u
ｅ
ｓ
ａ
ｎ
ｇ
ｅ
ｓ
）
」
（
註

（
2
1
）
シ
ラ
ー
全
集
、
第
一
巻
、
二
二
五
頁
）
で
あ
っ
た
と
考
え
ら
れ
、
し
か
も
「
ド

イ
ツ
の
詩
神
（
Ｄ
ｉ
ｅ
　
ｄ
ｅ
ｕ
ｔ
ｓ
ｃ
ｈ
ｅ
　
Ｍ
ｕ
ｓ
ｅ
）
Ｊ
（
一
八
〇
三
年
刊
）
で
シ
ラ
ー
が
歌
っ
て

い
る
よ
う
に
、
「
ド
イ
ツ
の
芸
術
が
開
花
し
た
の
は
、
王
侯
の
好
意
あ
る
輝
き
に
お
い

一

一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第
一
節
「
聖
な
る
夜
」
そ
の
四
　
。
（
高
橋
）

て
で
は
な
か
っ
た
」
（
註
（
1
5
）
五
巻
本
全
集
、
第
一
巻
、
二
Ｉ
四
頁
）
と
言
う
脈
絡
が

重
要
で
あ
る
。
こ
の
点
で
は
ヘ
ル
ダ
ー
の
「
人
間
性
促
進
の
た
め
の
沓
簡
（
Ｂ
ｒ
ｉ
ｅ
ｆ
ｅ
　
ｚ
ｕ

B
ｅ
ｆ
ｂ
ｒ
ｄ
ｅ
ｒ
ｕ
ｎ
ｇ
　
ｄ
ｅ
ｒ
　
Ｈ
ｕ
m
a
n
i
ｔ
ａ
ｔ
）
Ｊ
第
八
集
（
一
七
九
六
年
）
末
尾
を
飾
る
第
一

○
七
書
簡
の
次
の
件
も
興
味
深
い
証
言
で
あ
ろ
う
。
全
集
、
第
一
八
巻
、
一
八
八
三
年
、

｝
三
七
頁
。
作
品
集
、
一
九
七
八
年
、
第
五
巻
、
一
六
八
頁
一
一
六
九
頁
。

　
　
ど
の
時
代
に
お
い
て
も
、
ま
た
如
何
な
る
言
葉
に
お
い
て
も
、
詩
歌
（
Ｐ
ｏ
ｅ
ｓ
i
e
）

　
　
は
或
る
国
民
の
様
々
な
過
誤
お
よ
び
完
全
性
の
精
華
で
あ
り
、
そ
の
国
民
の
様
々

　
　
な
物
の
考
え
方
の
鏡
で
あ
り
、
そ
の
国
民
の
努
力
目
標
た
る
至
高
の
も
の
の
表
現

　
　
で
あ
っ
た
。
…
…
多
様
な
思
考
様
式
や
努
力
や
願
望
を
蔵
す
こ
の
画
廊
に
お
い
て

　
　
私
達
は
諸
時
代
お
よ
び
諸
国
民
を
、
そ
の
政
治
史
と
か
戦
史
と
言
っ
た
慰
め
な
き

　
　
失
望
の
道
程
に
お
い
て
よ
り
も
、
。
確
実
に
一
層
と
深
く
知
る
こ
と
に
な
る
。
す
な

　
　
わ
ち
後
者
に
お
い
て
私
達
が
国
民
に
関
し
見
る
こ
と
は
せ
い
ぜ
い
支
配
と
殺
戮
に

　
　
過
ぎ
な
い
の
に
対
し
、
前
者
で
は
国
民
が
如
何
に
思
考
し
、
何
を
願
望
し
欲
し
た

　
　
の
か
、
ど
の
様
に
自
ら
喜
ん
だ
の
か
を
学
ぶ
の
で
あ
る
。

此
所
で
ヘ
ル
ダ
ー
が
言
う
「
詩
歌
」
と
し
て
、
ま
ず
念
頭
に
浮
か
ぶ
の
は
ゲ
ー
テ
の
叙

事
詩
「
ヘ
ル
マ
ン
と
ド
ロ
テ
ー
ア
」
（
一
七
九
七
年
）
で
あ
ろ
う
。
少
く
と
も
当
の

「
人
倫
の
偉
容
」
で
シ
ラ
ー
は
、
一
七
九
四
年
来
の
盟
友
ゲ
ー
テ
の
こ
の
作
品
を
考
え

併
せ
得
た
と
思
わ
れ
る
。
実
際
イ
ェ
ー
ナ
の
「
一
般
文
芸
新
聞
（
Ａ
ｌ
ｌ
ｇ
ｅ
ｍ
ｅ
ｉ
ｎ
ｅ

Ｌ
ｉ
ｔ
ｅ
ｒ
ａ
ｔ
ｕ
ｒ
-
Ｚ
ｅ
ｉ
ｔ
ｕ
ｎ
ｇ
）
Ｊ
（
一
七
九
七
年
十
二
月
）
で
碩
学
シ
ュ
レ
ー
ゲ
ル
兄
｛
｝
七

六
七
年
！
一
八
四
五
年
）
が
早
速
に
、
「
「
ヘ
ル
マ
ン
と
ド
ロ
テ
ー
ア
」
は
偉
大
な
様
式

を
有
し
た
完
成
さ
れ
た
芸
術
作
品
（
ｅ
ｉ
ｎ
　
ｖ
ｏ
ｌ
ｌ
ｅ
ｎ
ｄ
ｅ
ｔ
ｅ
ｓ
　
Ｋ
ｕ
ｎ
ｓ
ｔ
w
ｅ
ｒ
ｋ
）
で
あ
り
、

か
つ
分
か
り
易
く
、
心
悄
に
溢
れ
、
祖
国
的
（
ｖ
ａ
ｔ
ｅ
ｒ
ｌ
ａ
ｎ
ｄ
ｉ
ｓ
ｃ
ｈ
）
で
あ
る
」
（
ハ
ム

ブ
ル
ク
版
ゲ
ー
テ
作
品
集
、
一
九
八
二
年
、
第
二
巻
、
七
四
二
頁
に
註
と
し
て
引
用
）

と
称
え
た
程
で
あ
り
、
一
九
世
紀
初
頭
以
来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が
埋
も
れ
た
ま
ま

で
あ
っ
た
の
に
対
し
、
恐
ら
く
「
ヘ
ル
マ
ン
と
ド
‘
ロ
テ
ー
ア
」
こ
そ
ド
イ
ツ
の
「
祖
国

的
」
な
詩
歌
作
品
の
代
表
と
し
て
持
て
映
さ
れ
た
模
様
で
あ
る
。
蓋
し
『
ロ
マ
ン
派
』

（
一
八
三
五
年
一
三
六
年
）
で
ハ
イ
ネ
が
ゲ
ー
テ
の
文
芸
の
本
質
に
見
た
「
丸
く
収
ま
っ

た
芸
術
作
品
（
ｅ
ｉ
ｎ
　
ａ
ｂ
ｇ
ｅ
ｒ
ｕ
ｎ
ｄ
ｅ
ｔ
ｅ
ｓ
　
Ｋ
ｕ
ｎ
ｓ
ｔ
w
ｅ
ｒ
ｋ
）
Ｊ
（
世
紀
記
念
版
全
集
、
第
八

巻
、
一
九
七
二
年
、
三
五
頁
）
の
性
格
は
、
「
ヘ
ル
マ
ン
と
ド
ロ
テ
ー
ア
」
に
も
拭
い

去
り
難
く
、
こ
の
叙
事
詩
に
具
現
さ
れ
た
「
人
倫
の
偉
容
」
が
結
局
は
、
「
疾
風
怒
濤

か
ら
初
期
ロ
マ
ン
派
の
若
き
旗
手
へ
と
受
け
継
が
れ
た
彼
の
進
歩
的
で
革
命
的
な
醗
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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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
（
ｊ
ｅ
ｎ
ｅ
　
ｆ
ｏ
ｒ
t
ｓ
ｃ
ｈ
ｒ
i
ｔ
ｔ
ｌ
ｉ
ｃ
ｈ
ｅ
ｎ
　
ｕ
ｎ
ｄ
　
ｒ
ｅ
ｖ
o
l
ｕ
ｔ
ｉ
ｏ
ｎ
ａ
ｒ
ｅ
ｎ
　
Ｆ
ｅ
ｒ
ｍ
ｅ
ｎ
ｔ
ｅ
）
を
何
も
か

　
　
も
排
斥
す
る
傾
向
」
を
孕
ん
だ
「
ヴ
ァ
イ
マ
ー
ル
古
典
主
義
に
よ
り
実
現
し
た
美
学
的

　
　
反
勁
（
ａ
ｓ
ｔ
ｈ
ｅ
ｔ
i
ｓ
ｃ
ｈ
ｅ
　
Ｒ
ｅ
ｓ
ｔ
ａ
ｕ
ｒ
ａ
ｔ
i
o
已
）
を
も
具
現
し
て
い
る
点
を
、
バ
イ
オ
ー
ニ

　
　
著
「
古
典
主
義
と
革
命
、
ゲ
ー
テ
と
仏
革
命
」
（
一
九
六
九
年
）
第
五
章
（
抜
粋
独
訳
、

　
　
ヴ
ァ
イ
マ
ー
ル
版
「
ゲ
ー
テ
年
鑑
」
第
九
二
巻
、
一
九
七
五
年
、
八
三
頁
）
は
見
逃
さ

　
　
な
い
。
本
論
と
し
て
は
当
然
な
が
ら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こ
そ
当
の
「
美
学
的
ぶ
勁
」

　
　
に
抗
す
る
「
ド
イ
ツ
の
偉
容
」
と
し
て
、
「
疾
風
怒
濤
か
ら
…
…
受
け
継
が
れ
た
彼
の

　
　
進
歩
的
で
革
命
的
な
醗
酵
素
」
を
蔵
す
「
祖
国
（
ド
イ
ツ
）
の
歌
声
（
ｖ
ａ
t
ｅ
ｒ
ｌ
ａ
ｎ
ｄ
ｉ
ｓ
ｃ
ｈ
ｅ

　
　
（
ｊ
ｅ
ｓ
ａ
ｎ
ｇ
ｅ
）
」
（
註
（
Ｉ
）
ヘ
ル
ダ
ー
リ
ン
全
集
、
第
六
巻
、
四
三
六
頁
）
と
看
倣
す
の
で

　
　
あ
る
。

（
3
0
）
　
五
巻
本
シ
ラ
ー
全
集
（
註
（
1
5
）
）
噺
一
巻
、
四
七
四
頁
。

（
3
1
）
　
一
八
四
五
年
－
四
六
年
刊
八
巻
本
フ
ィ
。
ヒ
テ
全
集
に
依
る
写
真
複
刻
版
・
作
品
集
、

　
　
「
九
七
一
年
、
第
七
巻
、
四
六
七
頁
。

（
3
2
）
’
シ
ラ
ー
「
カ
リ
ア
ー
ス
書
簡
」
一
七
九
三
年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付
ケ
ル
ナ
ー
宛
。
五
巻

　
　
本
全
集
（
註
（
1
5
）
）
第
五
巻
、
四
二
二
頁
。
美
学
芸
術
論
集
、
石
原
達
二
訳
、
冨
山
房

　
　
百
科
文
庫
、
一
九
七
七
年
、
六
四
頁
。

　
　
　
　
あ
る
風
景
が
美
し
く
構
成
さ
れ
る
と
い
う
の
は
、
そ
の
個
々
の
部
分
が
互
に
は
た

　
　
　
　
ら
き
あ
っ
て
、
各
自
が
み
ず
か
ら
そ
の
限
界
を
置
き
、
全
体
を
個
々
の
部
分
の
自

　
　
　
　
由
の
結
果
で
あ
る
よ
う
に
す
る
場
合
で
す
。
風
景
の
な
か
の
す
べ
て
の
部
分
が
全

　
　
　
　
体
に
関
係
づ
け
ら
れ
て
い
な
が
ら
、
な
お
各
自
固
有
の
規
則
に
従
い
、
自
分
だ
け

　
　
　
　
の
意
志
に
従
っ
て
い
る
か
の
よ
う
に
見
え
な
け
れ
ば
な
り
ま
せ
ん
。

（
3
3
）
　
「
ド
イ
ツ
観
念
論
体
系
草
稿
」
（
一
七
九
六
年
）
。
註
（
１
）
全
集
、
第
四
巻
、
二
九
八

　
　
頁
。
一
八
三
二
年
一
四
五
年
版
作
品
集
に
依
る
ヘ
ー
ゲ
ル
作
品
集
、
一
九
六
九
年
一

　
　
七
一
年
（
索
引
一
九
七
九
年
）
、
第
一
巻
、
二
三
五
頁
。
。

（
3
4
）
　
ノ
イ
フ
ァ
ー
宛
書
簡
一
八
三
（
一
七
九
九
年
七
月
三
日
）
。
全
集
、
第
六
巻
、
三
三
九

　
　
頁
。

　
　
　
シ
ン
ク
レ
ー
ア
宛
沓
簡
一
七
一
　
（
一
七
九
八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四
日
）
も
参
照
。
全
集
、

　
　
第
六
巻
、
三
〇
一
頁
。
「
各
個
が
全
体
と
親
密
に
結
び
つ
く
、
こ
の
各
個
と
全
体
と
の

　
　
両
者
が
唯
一
の
生
き
た
全
体
を
形
造
る
。
」

（
3
5
）
　
全
集
、
第
二
巻
、
九
二
頁
。

（
3
6
）
　
全
集
、
第
二
巻
、
九
五
頁
。

（
3
7
）
　
「
ド
イ
ツ
の
歌
」
第
十
五
句
―
第
二
〇
句
。
全
集
、
第
二
巻
、
二
〇
二
頁
。

　
　
　
一
五
　
　
　
　
　
そ
し
て
緑
濃
き
木
蔭
に
深
く
坐
し
、

　
　
　
　
　
　
ま
た
頭
の
上
で
微
風
に
楡
の
木
立
ち
が
戦
ぐ
と
、

　
　
　
　
　
　
涼
し
く
息
吹
く
小
川
に
佇
ず
み
ド
イ
ツ
の
詩
人
は

　
　
　
　
　
　
か
つ
歌
う
四
だ
、
も
し
明
鏡
の
水
面
か
ら

　
　
　
　
　
　
し
か
と
飲
み
ほ
す
と
、
遠
い
彼
方
へ
と
静
聴
す
る
耳
を
そ
ば
だ
て
、

　
　
　
二
〇
　
魂
の
歌
声
を
（
奏
で
る
の
だ
）
。

（
3
8
）
　
全
集
、
第
六
巻
、
四
〇
七
頁
。
書
簡
二
二
二
。

（
昭
和
六
三
年
・

（
昭
和
六
三
年
・

一
九
八
八
年

一
丸
八
八
年

一
月
二
四
日
受
理
）

六
月
　
四
日
発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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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4)186-189

gegeben wurden. Diese fanden in dem von Goethe und Schiller geschaffenen

asthetischen Klima unter dem Druck der historischen Ereignisse allzu

leicht den Weg der irrationalistischen Umkehr und iTIβtitutionalisierten

dauerhaft jene Scheidung zwischen Literatur und Gesellschaft, gegen die

sich das Beste im Jugendwerk der beiden Weimarer gerichtet hatte.　‥.

Der bedeutendste dichterische Ausdruck der von der Weimarer Klassik be-

wirkten asthetischen Restauration ist wohl der Roman 。Wilhelm Meisters

Lehriahre”, den Goethe, das Fragment der 。Theatralischen Sendung” iiber-

arbeitend, von Mai　1794 bis Augus t　1796 schrieb. ● ● ●

187)Honte, Jacques : Hegel secret. ･】968.
I88)Bertaux, Pierre: Holderlin und die Franzosischen Revolution. Frankfurt
　amMain. Suhrkamp.　1969.
189)Weiss, Peter 。Holderlin”(Stiickin zwei Akten) Neufassung. Dezember 1971
― April 1972.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2. S.188-192.
　　LOTTE ZIMMER　Nicht doch riicht doch
　　　　eingrosser Verehrer sagt er
　　　　1ster Ihrer Gedichte
　　　　schreibt auch selbst und ist
　　　　Redaktor
　　　　ander Rheinischen Zeitung
　　(Auftritt der iunge Karl Marx. Er bleibt abwartend stehn. Holderlin ver-

　beugt sich tief･.）

MARX　　Es war die Begegnung

●●●●●

　　mit Ihrer Dichtung
　　vor allem detn Hyperion
　　die mir die eigenen Versuche
　　mit einem Schlag zer8chmetterte
　　Vor solchem Licht und
　　solcher Deutlichkeit
　　mussten meine eignen Schreibereieri
　　zu nichts zerfallen
　　Sie gab en mir Verehrtester
　　viel Verdruss denn
　　plbtzlich sah ich dass　alles
　　was　ichfur Foesie hielt
　　auf dem Mond konstruiert war
　　Und dann
　　in dem was mir da unterging
　　und sich auf ein verschwommnes
　　Jenseits eingerichtet hatte
　　versuchte ich
　　mich wieder aufzubaun
　　In das zerrissne Allerheiligste
　　mussten neue Ｇ６･ttergesetzt werden
(Holderlin ist Marx naher getreten. i:ｒlauscht aufierst gespannt.)

　　VorIhnen
　　stelle ich die beiden Wege
　　als gleichwertig hin
　　Dass Sie
　　ein halbes Jahrhundert zuvor
　　die Umwalzung nicht
　　als wissenschaftlich begriindete
　　Notwendigkei t sondern
　　als mythologische Ahnung
　　beschrieben
　　istIhr Fehler nicht

Ｓ．】８８

-
S.189

S.189
-
S.I 90

S.】90
-
S.191
-
S.192



　　　　　　　　　　　　　　　　　　　　　　　　　　　　　　　　　　　　・　　　　　　　　　　V(4)】81-186

　　bllihe - frags t du mich, wann diB seyn wird? Dann, wann die Lieb･lingin

　　der Zeit, die jlings te, schonste Tochter der Zdt。die neue Kirche, her-

　　vorgehn wird aus diesen beflekten veraltet:el! Formen,･wann das erwachte

　　Gefuhl des Gottlichen dem Menschen seine Gottheit, und seiner Brust die

　　schone Jugend wiederbringen wird. wann ― ich kann sie nicht verkunden.

　　denn ichｽahne ｓie kaum, aber sie kommt gewiB, gewiS. Der Tod ist ein Bo-

　　te des Lebens, und daS wir iezt schlafen in unsern･Krankenhausern, diB

　　zeugt vom nahen gesunden Erwachen. Dann, c!ａｎｎ･erst isind wir, dann isr

　　das Element der Geister gefunden!　　　　‥｡，　　　　／　.

　Vg1・　。Hyperion” Vol. I. I.Livre:　OEuvres de !ａ‘Pleiade . S.158-159.

　　Pluie du ciel, S ferveur!　Tu nous ramenera le' printemps des nations!　Ｌ哩-

　　tat ne peut disposer de toi. Mais qu'il ne te'gene point, et tu viendras ，

　　avec tes volupt:巨Ｓ toutes-puissantes,　tu nous enyelopperas dans un nuage

　　d'or et nous eleveras au-dessus de la condition mdrtﾆe11･ｅ； alors, pleins

　　de stupeur, nous douterons d陥tre ces ｍ＆

　　les astres pour (S.158/S.159) savoir Ｓｇｉ!Ｓverraient encore un prin-

　　temps.。．　Quand cela sera. me ｄ“７１万andes-tu?Quand la preferee du Temps ， sa

　　plus j eune, sa plus belle fille, la ｎｏｕｖelle=丘gliS･e, surgira de ces for-

　　mes desuetes et souillees. quand le reveil du sens du divin rendra ･a

　　l'honnne son dieu et au coeur sa jeunesse. quand... j e ne l'annoncer, car

　　c'est ａ peine si je la pressens. mais･ je うｅ doute pas qu'elle vienne. La

　　mort est messagere de ｖie:　si nous dormons maintenant dans notre hopital.

　　c'est que bientot nous nous reveillerons gueris. Alors seulement nous

　　serons, alors aurons trouve P element oa･l'esprit respire!

　ｖg1・　i.Hellas und Hesperien bei H'6lderlin"(V(4)34) (III)。Ｇ面t der Mythe"

　(5)。Reich Gottes”(Forschungsberichte der Universitat Kochi fiirs Jahr １９８５．

　Geisteswissenschaften. Vol.3A. 1986. S.3A-37)・，　　　　　'

。182)。das geistige Wehen"(V(4)5)：StA. Ｂｄ‘。３．S.50)

183)Holderlin.　Eine Chronik in Text und Bild. ,Hrsg.: Beck, Adolf　/ Raabe,

　Paul:　Schriften der Holder lin-GesellschaftfTiib‘ingen).ミBd.6/7. Frankfurt am

　Main. Insel. 1970. S.389.

　　Politisch war ･auch er Republikaner, Demokrat.｡　　･･　，

184)Heine ..Die romantische §ichule:¨Ｌ:Buch:万Sakuiarausgabe. Berlin/Paris ・

　Aufba＼ｉ/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Ｂ(!･｡8. 1972. S.35.

　　der Geis t wurde Materie unter seinen Handen. und‘er gab ihl!l die schone

　　gefallige Form. So wurde er der gr'oBte Kiinstl･ｅでin unserer Literatur,

　　und alles was er schrieb wurde ein abgerundetes Kunstwerk.

　Vgl.。Hellas und Hesperien bei Holderlin”(V(4)34) (iDSchillers Aufbruch

　(3)。Das Ideal ｕnd‘das Leben”(Forschungsberichte der Universitat Kochi fiirs

　Jahr 198A. Vol.33. Geisteswissenschaften. 1985. S.22-26)・

　Vgl.　Takahashi, Katsumi: VERINNERLICHUNGびND ERLEUCHTUNG - Uber die erste

　Strophe von Holderlins 。Brod und Wein”: ,Heilige Nacht' Erster TeiKFor-

　schungsberichte der Universitat Kochi furs Jahr 1985. Vol.34. Geis teswis-

　senschaften. 1986. S.155-201). S.170.　　　　　＼

185)Vgl. V(4)157:　Schillers Brief an Korner von! 25. Dezember ･ 1788.

186)Baioni, Giuliano ,,Classic･ismo ｅ Rivolutione. Goethe e la Rivolutione

　francese”(Napoli. Guida Editori. 1969) 5.Kap.: Goethe-Jahrbuch. Bd.92. Wei-

　mar.　Hermann　Bohlaus Nachfolger. 1975. S.73リ27； 。Marchen” － 。Wilhelm Meis-

　ters Lehrjahre"一。Hermann und Dorothea"(Ubersetz.:Koster, Monika). S.83・

　　Goethe und Schiller - es ist kaum erforderlich, das ｚｕ･sagen - werden

　　dadurch nicht plotzlich zu Reaktionaren, denn　sie vermitteln dem burger-

　　lichen 19. Jahrhundert die hohe humanistische Tradit:ion der europaischen

　　Aufklarung. Aber diese ausschliefilich asthetﾆi'sche Mission, die sie ange-

　　sichts der politischen Realitat der Revolution ihrer Klasse gegenilber

　　vollbringen zu mussen glaubten, hatte die Tendenz,' alle iene fortschritt-

　　lichen und revolutionaren Fennente zu beseitigen. die von ihrem Sturm

　　und Drang aus an die j ungen Vertreter der Fruhromantischen Schule weiter-

一
四

高
知
大
学
学
術
研
究
報
告

第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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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Ｖ(4)】72-181

　　bau aufgehort hat, entscheidender Proc!uktionszweig eines Landes zu sein,

　　in welchetn sich neb en der ackerbauenden eine gewerb treibende Klasse, ne-

　　ben den Dorf em Stadte gebildet haben.　　‥｡・

　Vgl. Takahashi, Katﾆsumi: Cas Stadtbild im Anfang von 。Brod und Wein”(Ｆｏｒ－

　schungsberichte der Universitat Kochi fiirs Jahr　1983. Vol.32. Geisteswis-

　senschaften.　S.21-70. Marz　198A)・

173)Fujihira ･,Die Utopie　‥｡"(V(4)163) S.105.

174)Das Stadtbild im Anfang von 。Brod und We in”(V(4)172). S.30・

175)Takahashi, Katsumi: iJber die erste Strophe von Holderlins 。Brod und

　Wein”:　iHeilige Nacht' . Zweiter Teil:(IV)。Ein sinnlges Haupt”(Forschungs-

　berichte der Universitat Kochi filrs Jahr　1986. Vol.35. Geisteswissenschaf-

　ten.　S.67-102. November　1986)｡

I76)Takahashi, Katsumi: LANDAUER - ,,ein sinniges Haupt” in Hblderlins

　･,Brod und Wein”(DOITSU BUNGAKU: DIE DEUTSCHE LITERATUR hrsg. ｖ. der Japa-

　nischen Gesellschaft fur Germanistik. Bd.73. Herbst 1984. S.83-91). S.83.

　　Mit der Frage, ob das 。sinnige Haupt” ein ，･gescheiter Kaufmann”2) Oder

　　ein 。besonnener Hausvater” is t， habe ich mich schon in meiner Arbeit:

　　。Das Stadtbild im Anfang von ･ Brod und We in”'3) auseinandergesetzt:･　　‥・

　　　　2)Im zweiten Band(1967) der HoId er1in-Ub er tragung ins Japanische(S.109)

　　　　lautet es : 。Nukarinqnai Shonin” (Tomio Tezuka)｡

　　　　3)Forschungsberichte der Universitat: Kochi. Vol.32. Geisteswissenschaf-

　　　　ten. Marz　1984.　S.38f.　　　‥｡

177)Wackwitz, Stephan:　Trauer und Utopie um 1800 一一 Studien zu Holderlins

　Elegienwerk.　Stuttgart. Hans-Dieter Heinz. 1982. S.30,｡

　Im Gegensatz zur menschlichen Erinnerung, die allein Verluste - die ver-

　　gangene Jugend und die fernen Freunde - bilanzieren kann, ist die okono-

　　mische Reflexion ―die ijberlegungen des
iisinnigen

Haupts”， des bourgeois

　　― affirmativ.。Gewinn und Verlus t” werden 。wohlzufrieden” bedacht. denn

　　die Praxis des Markts hat sich gelohnt.　　　｡｡.

　Vgl. Das Stadtbild im Anfang von 。Brod und Wein”(Ｖ(4)172).　S.40・

l78)Mann, Thomas(1875-1955) ,,Kultur und Sozialisinus"(1929) : Gesammelte Wer-

ke. Berlin. Aufbau.　1956(12 Bande). Bd.ll.　S.714.

　　Was not tate. was endgiiltig deutsch sein kbnnte, ware ein Bund und Pakt

　　･der kons erva tiv en Kulturidee mit dem revolutionaren Gesellschaftsgedan-

　　ken, zwischen Griechenland und Moskau, mn es pointiert zu sagen - schon

　　eininal habe ich dies auf die Spitze zu stellen versucht.　Ich sagte, gut

　　werde es erst ･stehen uin Deutschland, und dieses werde sich selbst gefun-

　　de!ｌ haben, went! Karl Marx den Friedrich Holderiin gelesen haben werde -，

　　eine Begegnung, die ijbrigens im Begriffe sei, sich zu vollziehen.　｡｡｡

179)Holderl･in 。Hyperion":　StA. Bd.3･. S.I.

　　HYPERION ODER DER EREMIT IN GRIECHENLAND｡　　　　'　　　・　　　　・　　　　　　　　.

Jg1・
1･Hypei:ion”(Ｖ(4)5):OEuv!res

de 18 Pleiade. S.135.

　　HYPERION ou L'ERMITE DE GRECE.

180),,Hyperion"(V(4)5) Bd.I. I･Buch. Brief 30. S.159: StA. Bd.3. S.89・

　　Heilige Natur!　du bist‘ dieselbe in und auBer mir. Es mufi so schwer nicht

　　seyn, was auBer mir ist, zu vereinen tnit dem Gottlichen in mir.　‥.

　Vgl.:　,,Hyperion" Volume prem万ier. II.Livre：| OEuvres ｄｅﾄ１ａPleiade ． S.210.

　　Nature sacree!　tu es en ｍ０１et hors de moi la meme. Peut-etre n'est-il

　　pas si difficile d'unir ce qui est hors de moi au divin qui est en moi.

181)。Hyperion” Bd.l. l.Buch. Brief 7. S.55: StA. Bd.3. S.32・

　　Ｏ Regen vom Hitnmel!　0 Begeisterung!　Du.wirst den Fruhling der Volker uns

　　wiederbringen. Dich kann dcr Staat nicht hergebieten. Aber e17 store dich

　　nicht.　ｓｏ‘wirst du konmen, kommen wirst du, mit deinen allmachtigen Won-

　　nen, in goldne Wolken wirst du uns htillen und empor.uns tragen uber die

　　Sterblichkeit, und wir werden ｓtaunen und fragen,.ob wir es noch seyen,

　　wir, die Diirftigen, die wir die Sterne fragten. ob dort uns ein Frlihling



　　　　　　　　　　　　　　　　　　　　　　　　　　　　　　　　　　　　　　　　　　　　　　　　　V(4)163-172

Vgl:゛T8万ｋ３万hashi, Katst°i:　Schiller contr万８万Kleist ― ,,Die G6 tte・こIGI:万iechen万Ian-

ｄｅＳ” und 。Das Lob des einzigen Gottes"(。Ｄｉｅ･deutsche Literatur" hrsg. ｖ.

dem Zweigbezirk Chugoku-Shikoku der Japanischen Gesellschaft fUr Germanis。

tik. Sansyusya. Bd.I9. 1986. S.18-27)・

Vgl. Kleist, Franz(1769-97) ,,Das Lob des einzigen CﾀｏｔｔｅＳ”【。DerTeutsche

Merkur" hrsg. ｖ． Wieland. Augus t 1789.　Ｓ．】13-129： Ｖ(４)１０９)。

16A)Fuiihira ･.Die Utopie ・・｡　”(V(A)I63)S.I02・
165)Stolberg(V(4)113)。Freiheitsgesang aus dem zwanzigsten Jahrhundert”
(1775) V.】-5/V.17-30:　Der Gottinger Hain(V(4)87). S.195-196・

　Sonne, du s'aumst!
　Sonne, du saumst！
Weilen dich kiihlende
Wellen des Meeres？ 1　　゛　　　　　　　｢
　　Sonne,du saumst！

　　Wirsahen dich einst,
　　Rauschender Strom,
Mitten im fliegenden Laufe geheimnt！
　　Bebendund bleich,
　　Wehenddas Haar,
　　Stiirzteder Tyrannen Flucht
　　Sichin deine wilden Wellen,
　　Indie felsenwalzende Wellen
Sturzten sich die Freien nach;
Sanfter wallten deine Wellen!
　　DerTyrannen Rosse Blut,
　　DerTyrannen Knechte Blut,
　　　DerTyrannen Blut！
　　　DerTyrannen Blut!

５

20

25

30

S.I 95
-
S.I96

166)Stolberg 。IJberdie FllUe des Herzens"(1777-82)｡:Der Gottinger Hain(V(4)
　　W　　　　　W　●●87). S.231-243.　S.231: ijber die Fulle des Herzens.

167)Beck, Adolf 。Holderlin und Fr. L. Stolberg. Die Anfange des hymnischen

Stiles bei Holderlin”: Iduna. Jahrbuch der Holderlin-Gesellschaft. Bd.l.

I9A4. S.88-114.

168)Fujihira 。Die Utopie
I69)Fuj ihira 。Die Utopie

●●●

●●●

170)Fui ihira 。Die Utopie ・・・

"(V(4)163) S.I04,

”(V(4)163) S.105.

”(V(A)163) S.108.

171)Fujihira 。Die Utopie ・・｡　"(V(4)163) S.】10・

172)Engels, Friedrich(1820-95)。Der Status quo in Deutschland”(1847):Marx/

　Engels. Werke.　Institut Marxismus-Leninismus beitn ZK der SED(Hrsg.) . Ber-

　lin. Dietz. Bd.4. 1964. S.A4.

　　England exportiert gar keine Ackeでbauprodukte, sondern hat fortwahrend

　　auswartige Zufuhren notig; Frankreich importier!t wenigs tens ebensoviel

　　davon, als es ausft:lhrt, und beide Lander ｓt:iitzenihren Reichturn vor al-

　　lem auf ihre Ausfuhr von Indus trieerzeugnissen. Deutschland dagegen ex-

port:iert wenig Industrieprodukt:ｅ，aber groBe Mass en von Korn, Wolle,
Vieh usw.　Die ilberwiegende Bedeutung des Ackerbaus war noch viel groBer
als jetzt zu der Zeit, als Deutschlands politische Verfassung festge-
setzt wurde －,:im Jahre 1815, und wurde damals noch durch den Urnstand
vermehrt, daS gerade die fast ausschlieBlich ackerbaut:reibenden Teile
Deutschlands sich am eifrigsten an dem Stur！ｄｅＳヶfranzosis万chenKaiser-
reichs beteiligt hatten. Der politische Reprasentant des Ackerbaus ist
in Deutschland wie in den meisten europaischen Landern der Adel, die
Klasse der groSen Grundbesitzer. Die der ausschlieBlichen Herrschaft des
Ａｄ･elsentsprechende politische Verfassung ist das Feudalsystem. Das Feu-
dalsystem ist iiberall in demselben MaBe zerfallen, in welchem der Ack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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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4)159-163

　　　Freundlos, ohne Bruder, ・・｡　　//////　Ｓｉｅhter in dem langen Strom der

　　　　　Zeiten / Ewig nur - sein elgnes Bild.　(l.Fas. 23.Str. V.177-18A)

　　Ferner:　　　　　　　　　‘

　　　　Da ｄｉｅ･Gotter menschlicher noch waren.

　　　　Waren Menschen gottlicher.

　　　　【。Die Gotter Griechenlandes"　l.Fas. 24.Str. V.19】-192)

l60)Takahashi, Katsumi 。Hellas und Hesperien bei H'6lderlin"(V(4)34) fII)Das

klassische Griechentum und das abendlandische Chris tentuin(Forschungsberich-

te der Universitat Kochi furs Jahr 】984/1985. Vol.33. S.41-52/Vbl.34. S.2-

20)｡

161)。Brod und Wein" 7.Str. V.109-1lO/V.11 9－124:　StA. Bd.2. S.93/S.94.

　　Aber Freund！ wir konnnen zu spat. Zwar leben die Gotter,

　Aber ijber dem Haupt droben in anderer Welt.

Donnernd kommen sie drauf. Indessen dijnket mir ofters
　Besser zu Ｓ･chlafen,wie so ohne Genossen zu seyn.
So zu harren und was zu thun indefi und zu sagen.
　WeiB ich nicht und wozu　Dichter in dilrftiger Zeit？

S｡93
瓦可

１１０

120

　Aber sie sind, sagst du. wie des Weingott:ｓheilige Priester,
　　　Welchevon Lande ･zu Land zogen in heiliger Nacht.
Vg1・　。LePain et le vin” v.lO9-nO/v.】19-124:　OEuvres　de la Pleiade. S.812/
S.813.

　Mais nous venons　trop tard, ami. Oui, les dieux vivent.
Mais la-haut, sur nos fronts, au coeur d'un autre monde.

S.812
-
S.813

no

Alors, dans un fracas de foudre. ils surgiront. Mais jusqu'au jour de
　　　leur venue,
　Les sommeil souvent me parait moins lourd que cette veille　　　　　　１２０
Sans compagnon, cette fievreuse attente... Ah! que dire encor? Que faire？
　Je ne sals plus, ― etﾆ;pourquoi ，dans ce temps d o゙mbre miserable, des
　　　poetes？
Mais ils sont, nous dis-tu, pareils aux saints pretres du dieu des vignes.

　　　　Vaguantde　terre en terre au long de la nuit sainte.
162)H"6lderlin 。Patmos”1.Str. V.1-8: StA. Bd.2. S.165.　　　　　　，
　　Nah ist
　　Und schwer zu fassen der Gott.
　　Wo aber Gefahr is t，wachst
　　Das Rettende auch.
　　Im Finstern wohnen　　　　　　　　　　　　　　　　　　　　　　　　５
　　Die Adler und ･furchtlos gehn
　　Die Sohne der Alpen iiber den Abgrund weg
　　Auf leichtgebaueten Brucken.
　Vgl.。Fatmos”(Traduction par Roud, Gustave) v.1-8: OEuvres de la Pleiade.
　S.867.
　　Tout proche
　　Et difficile a saisir, le dieu!
　　Mais aux lieux du peril croit
　　Aussi ce qui sauve.
　　Dans la tenebre　　　　　　　　　　　　　　　　　　　　　　　　　　５
　　Nichent les aigles et sans frerair
　　Les fils des Alpes sur des ponts legers
　　Passent Ｐ abime. ’
163)Fuiihira, Norio:,,Die Utopie im 18. Jahrhundert Deutschlands - Stolbergs

　･,Die
Ins el”und Heinses ,,Ardinghello und die gllickseligen Inseln”（Ｆｏｒ－

　schungsberichte der Kyoyo-Fakultat der Universitat Meyiji. Bd.l44. 1981..
　S.95)｡



　　　　　　　　　　　　　　　　　　　　　　　　　　　　　　　　　　　　　　　　V(4)157-159

157)Schillers Brief an Kbrner vom 25. Dezember 1788: WeimareでNationalausga-

be(V(4)】11). Bd.25.　】979.　S.167.　　　　　　　　　　　　　.｀　　　.・

　Mir schiens d・3 Dir wirklich die Stolbergische Sottise ｕr!ｄ me in Gedicht

　einige Details an die Hand gegeben haben wiirden,イDeine allgemeine Richt-
　　　　　　　　　　　　　　　　　　　　　　　　’　　　　　幽　　　-一哺I　’s ●　　¶　.1.＿　･-I.　ｊ..,.｀･二゛~ね’　〃ｗ--㎜－ｗﾐ~ﾐｰ-・－　　　　　ｗｗ

schnur
、auf einen besondern Fall anzuwenden.

Ueberhaup､ｔ ｇ１､aube ich ist

hier die allgemeine Regel festzusetzen. Der Kunstler und dann vorzuglich
:i;ﾌ:I）乱hter

bぶぷぷﾆａｅｍａ.1ｓ das wirkliche sonderねimmer nur
das iやl六丿ﾑ“

sche
Oder das kunstmaSig ausgew'ahlte

aus einem wirklichen Gegenstand.　Ｚ．

Ｂ．　ｅｒ‘behandelt nie die Moral、nie die Religion sondern nur dieienige Ei-

i］schaften六von六einer六jedeも△die elr六sich z六usamme万゛六denken will ― er ver六‾

geht sich also auch gegen keine von beyden､er kanr! sich ､nur gegen die

＿＿之hｔｔp:/／wｗw．.Ａ.､－．.l.､...､r、.､*4e^-v r≫・－・･ヽ･･1on Cp.QrhmAfヽk vereehen. Wenn ich aus
o 　‾　　　　　　　　　　　　ｗｗ
aesthetische Anordnung oder gegen den Geschmack vergehen. Wenn
－www㎜-w－－＝ﾐｰ-ﾐｰ-----　　　Ｗ　　　　　ＷＷ
den Gebrechen der Religion Oder der Moral ein schones ubereinstimmendes

Ganze zusa］゜stelle･ ;Io iS・mein Kunstw万erk gut・ 11万i｀万ｄes ｉｓｔがしcht:万auch

nicht unmoralisch Oder gottlos, eben, veil ich beyde Gegenstﾆande nicht

nahm, wie sie sind. sondern erst wie sie nach einer gewaltsamen Opera-

tion, d.i. nach Absonderung und neuer Zusannnenfugung. wurden. Der Gott

゛ヽ･ヽ４－｀４･ヽ･ｌ･･ヽｒ!'At-･･OfTlnri prhpniands in Schatten stelle ist nicht derden ich in den Gottern Griechenlands in Schatt･en stelle
ＷＷ--　-Ｗ-㎜㎜-㎜　＝-==　－＝
Gott ｄｅｒ･Philosophen, oder auch nur das ｗｏｈ!thatige Traumbild des groBen

Haufens, sondern es ist eine aus　vielen名ebrechlicherχ‘ schiefen Vorstel一

乱ngsarte:n zusaふｅ:i｀:gefl:゜:Ｓｅ:i1:ｅ:趾恥ｅ:1)万｀1:゛万tﾆ.二二DieGott淋|(!le:・Griec:tle?|･ die

j -1ヽ4,ヽ･ヽT A nVt･･e･-･11.・1 TtA　nl･ｒぷp 1 1 phiinhen Eicenschaften der. Griechi-ich ins Licht stelle sind nur die lieblichen Eigenschaften
　　あり･-　-二二W--
　　schen Mythologie in eine Vorstellungsart zusammen gefafit. Kurz, ich bin

　　iiberzeugt, daB j edes Kuns twerk nur　sich selbst di。 seiner eigenen Schon-

　　heitsregel Rechenschaft geben darf, und keiner andern Foderung unterwor-

　　fen ist. ●●●　　　　　　　　　　　　　　　　　　　.　　　・

Vgl. Kant 。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1785) Vorrede: Werke(V(4)

21). Akademie-Teχtausgabe . Bd.4. S.388-389.・　　　　　　　　．　，　　　　　　　　..

　‘Alle Gewerbe, Handwerke und Kiinste haben durch die Vertheilung der Arbei-

　　ten gewonnen, da namlich nicht einer alles machfc, sondem ｊeder sich auf

　　gewisse Arbeit, die S‘ich ihrer Behandlungsweise ｌnach von andern merklich
　　　　　　　　　　　　　　　　　　　　　‘‾　　　　　　－　－　　　　　　●●-●　　一二．....　　1　1●　　－1＿ｊ..

unterscheidet、einschrankt、um sie in der groBteri Vollkommenheit und mit

－－１､一。一･､、Ｔ.､4.､1､｡｡4.｡1.｡､4･･ 1.4・t一心｡ツ１１ V nt、ｎ。n. Wo ｌｄｉ。Arbeiter so nicht unter-
　　　　　　　　　　　　　　－

mehrerer Leichtigkeit leisten zu konnen.　Ｗｏﾚdie Arbeiter

　　　　　　　　　　　　　　　　　　　　　　　　　　　　　　　　　　　　　　　　　　　　　ミ　　　　1　=j●●

schieden und vertheilt werden, wo jeder ein Taus endkiin s11 er･ ist, da lie-

gen die Gewerbe noch in der groBten Barbarei.　｡。’　:几so frage ich hier

doch nur, ob nicht die Natur der Wissenschaft “ｅ４erfordere, den empiri-

;ぷen von dem rationale!! Theil jederzeit sorgf'altig abzusondern☆und vor

der eigentlichen (empirischen) Physik eine Metaphysik ｡der Natur, vor der

praktischen Anthropologie aber eine Metaphysik dとt sitten voranzuschik-

ken, die von　all em Empirischen sorgfaltig gesau!）φΓtsein miiBten, im zu

wissen, wie viel reine Vernunft in beiden ＦＩ!lenｌｅｉﾀﾞten.･(S.388/S.389)

konne, und　aus welchen Quellen sic selbst diese　ihre･. Belehrung ａ priori

schopfe, es mag iibrigens das letztere Gesctiafte･von alien Sittenlehrern
ぷぷ陥臨八|ぶ万・il:heifit) Oder nur von einigen√di･e Beruf dazu fiihlen,

　　getrieben werden.　　　‥｡　　　　　　　　　　　　　　　　　－｡

158)Stolberg 。Gedanken viber　。。． Die Gotter Ｇｒｉ。chenlandes"(V(4)n3) S.IOO：

Schiller und sein Kreis(V(4)]]3).　S.45.　　　　　　　　　　　ト

　　Jeder Lasterhafte fand einen Gott, Oder eine Gottin。gegen welche er un-

　　schuldig scheinen, oder mit deren Beispiel er wenigstens seine Frevel

　　beschonigen konte.　　　　‥。　　　　　　　　　　　‘"
159)Stolberg 。Gedanken　。.. "(V(4)158) S.102：Schiller･ und.sein Kreis. S.47 ｡

VermeBner ist diese Klage：　　　　　　　　　　・　　　　　　ご
　Alle jene Blilten sind gefalien / Vor des Nordes winterlichem Wehn; /

　Einen zu bereichern, unter alien, / MiiBt:e dies･ｅ Gotterwelt vergehn.

　　(Schiller 。Die Gotter Griechenlandes" 1.Fas。2O.Str. V.153-】56)
ｚ:･1バilぶ|昌｀μ;iliT;iぷ|乱:Jj・:tyr:・:― S'atyireヤ日i一犬eiund Eid:・:り・ｇ－

Ｗｅｎ?　　　　　　　　　　　　　　　　　　　　　　　　　　　　　ｊ　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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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4)153-156

　　Jene Polypennatur der griechischen･ Staaten, wo jedes･ Individuum eines

　　unabhangigen Leb ens genoB,･und wenn es Noth that, zum Ganzen werden

　　konnte, machte jetzt einem kunstreichen Uhrwerk Platz, ｗｏ∧ａt!IS∧derZusa万ｍ-

　　menstuckelung unendlich vieler, aber lebloser. Theile ein mechanisches

　　Leben im Ganzen sich bildet.　‥｡　　　　　　　　　　　　∧

154)Hegel 。System der Wissenschaft. Erster Theil: die Phanon!enologie des

　Geistes”(Bamberg und Wiirzburg, bei Joseph Anton Goebhardt, 1807) Vorrede.

　S.38-39; Gesatnmel te Werke (Akademie-Ausgabe) in Verbindung mit der deut-

　schen Forschungsgemeinschaft hrsg. V. der Rheinisch-Westfal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Dusseldorf). Bd.9. Ｈａ万万mburg.Felix Meiner. 1980. S.27:

　Werke(V(A)2n. Bd.3.　S.36・

　　Die Thatigkeit des Scheidens ist die Krafft und Arbeit des Verstandes,

　　der verwund er sams ten und groBten, Oder vielmehr der absoluten Macht. Der

　　Kreis, der in sich geschlossen ruht. und als Substanz seine Momente halt.

　　ist das unmittelbare und darum nicht verwund er s ame VerhaltniB. Aber daB

　　das von selnem Umfange getrennte Accidehtelle als solches, das gebundne

　　und nur in seinem Zus ammenhange init anderm Wirkliche ein eigenes Daseyn

　　und abgesonderte Freyheit gewinnt, ist die ungeheure Macht des Negativen;

　　es ist die Energie des Denkens,　des reinen Ichs. Der Tod, wenn wir jene

　　Unwirklichkei t so nennen wollen. ist das furchtbarste, und das Todte

　　fest zu haltenにdas, was die groSte Krafft erfodert. Die kraftlose Schon-:

　　heit hafit den Verstand, weil er ihr diS zumuthet was sie nicht vermag・

　　Aber nicht das Leben, das sich vor　dem Tode scheut und von der Verwus tung

　　rein bewahrt, sondern das ihn ertragt, und in ihm Ｓich erhal t， ist das

　　Leben des Geistes . Er gewinnt seine Wahrheit nur, indem er in der･･absolu-

　　ten Zerrissenheit (S.38/S.39) sich selbst findet. Diese･Macht ist er

　　nicht, als das Positive, welches von dem Negativen wegsieht, wie wenn

　　wir　von　etwas sagen, difi 1st nichts Oder fl!lsch, und nun, damit fertig,

　　davon weg zu irgend etwas anderem iibergehen; sondern er ist diese Macht

　　nur, indein er dem Negativen ins Angesicht schaut, bey ihm verweilt.　‥.

　Vgl. Holderlin/Hegel/Schelling ,,Das alteste Sys temprogrannn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1796): StA. Bd.4. S.298: Hegel. Werke(V(4)21). Bd.l. S.235・

　　Zulezt die Idee, die alle vercinigt, die Idee der Schonheit, das Wort in

　　hbherem platonischem Sinne genommen. Ich bin nun uberzeugt, dafi der hoch-

　　ste Akt der Vernunft, der, indem sie alle Ideen umf as t, ein asthetischer

　　Akt ist, und dafl Wahrheit und Giite, nur in der Schonheit verschwistert

　　sind. Der Philosoph muB eben so viel asthetische ･Kraft besizen, als der

　　Dichter. Die Menschen ohne asthetischen Sinn sind unsre Buchstaben Philo-

　　sophen. Die Philosophie des Geistes ist eine asthetlsche Philosophie. Man

　　kan in nichts geistreich seyn, selbst tiber Geschichte kan man nicht

　　geistreich raisonniren ― ohne asthetischen Sinn. Hier soil offenbar wer-

　　ｄｅｎ･,lwo ran es eigentlich den Menschen fehlt, die keine Ideen verstehen.

　　一一und treuherzig genug ges tehen, da6 ihnen　alles dunkel ist, sobald es

　　ilber Tabellen und Register hinausgeht. Die Poesie bekommt dadurch eine

　　hohere Wilrde, sie wird am Ende wieder,卜ｗ万as　sie a万mAnfang war ― Lehrerin

　　der Menschheit;　denn es gibt keine Philosophic, keine Geschichte mehr.

　　die Dichtkunst allein wird alle ubrigen Wissenschaften und Kiins te ilber-

　　leben･　　‥｡　　　　(StA. Bd.4. S,298)

155)。Phanomenologie des Geistes” Vorrede. S.38-39(V(4)154)｡／

156)。Phanomenologie des Geistes” Vorrede. S.32: Akademie-Ausgabe. Bd.9(Ｖ(4)

･154).　S.24: Werke(V(4)21). Bd.3.　S.31.

　　die Begeisterung, die wie aus der Pistole mit dem absoluten Wissen unmit-

　　telbar anfangt. ・・●　　　(Akademie-Ausgabe. Bd｡9. S.24)

Vgl .　Takahashi, Katsumi 。Hellas und Hesperien bei Holderlin”･(Ｖ(4)｡34) cm〕

。Gott der My the”｡(6)。Intellectuale Anschauung”/(7)。Die absolute Zerrissen-

heit”(Forschungsberichte der TJniversitat Kochi filrs Jahr　1985. Vol.34.,Geis-

tes Wissenschaften. S.37-52)｡



　　　　　　　　　　　　　　　　　　　　　　　　　　　　　　　　　丿　　　　　　　　　　V(4)152-153

　　Werk, tretet hin und erkennt das tiefste Gefiihr von Wahrheit und Schbn-

　　heit der Verhaltnisse, wirkend aus starker. rauher, deutscher Seele, auf

　　dem eingeschrankten diistern Pfaffenschauplatz des medii aevi.　‥.

　q)。EIN BUND DER KONSERVATIVEN KULTURIDEE MIT DEM REVOLUTIONAREN GESELL-

　　　　　SCHAFTSGEDANKEN”　　　　　　　　　　　　　　　　　　　　･J'

153)Schiller 。ijber Burgers Gedichte”: Weimarer Nation皿叩sgabe. Ｂｄ．２２(Ｖ(４)

　149). S.245.　　　　‘"
，ヽこ　　　　・

　　Bei der Vereinzelung und getrennten Wirksamkeit un!srer Geisteskrafte,

　　die der erweiterte Kreis des Wissens und die Absonderung der Berufsge-

　　schafte notwendig macht. ist es die Dichtkunst beinahe allein, welche

　　die getrennttin Krafte der Seele wieder in Vereinigung bringt, welche

　　Kopf und Herz, Scharfsinn und Witz, Vernunft und Einbi!dｕりgskraft in

　　harmonischem Bunde ･b.eschaftigt, welche ｇ１‘eichsam den ga'nzen Menschen in

　　uns wieder herstellt. ・・.　　　　　d　　　　　　　｡，1.1　　　　　　　F

　Vgl.　Schiller ,,Philosophie der Physiologie"(I779) I・Das geistige Leben.

　§｡1: Weimarer Mationalausgabe.　Bd.20(Ｖ(4)HI).　S.IO・

　　§1.1. Bestinnnung des Menschen. Soviel wird, denke ｌＣｈﾃﾞ,einmal fest genug

　　erwiesen seyn, daS das Universum das Werk ｅｉてiesili!endlichen Verstandes

　　sei und entworffen nach einem treflichen Plane. So wie es izt durch den

　　allmachtigen Einflus der gottlichen Kraft aus dem Entwurffe zur Wirklich-

　　keit hinrann, und alle KrSfte wirken, und in einander wirken. glelch Sai-

　　ten eines Instruments tausendstimmig zusammenlaμlt‘end in eine Melodie:　so

　　soil der Geist des Menschen, mit Kraften der Gottheit geadelt, aus den

　　einzelnen Wirkungen Ursach und Abs icht. aus dem Zusammenhang der Ursa-

　　chen und Absichten all den grosｿen Plan des Ganzen entdeken, aus dem Pla-

　　ne den Schopfer erkennen･, ihn lieben, ihn verherrlichen, oder kiirzer ，

　　erhabner klingend in unseren Ohren:　der Mehsch ist da. daj;S er nachringe

　　der GroBe seines Schopfers,･mit eben dem Blik umfaBe die Welt, wie der

　　S･chopfer sie umfaBt - Gottgleichheit ist die Bestimmung des Menschen.

　　Unendlich zwar ist difi sein Ideal: aber (!ｅｒＧ似球ist ewig. Ewigkeit ist

　　das Maas der Unendlichkeit, das heist, er wird ewig wachsen, aber es

　　niemals erreichen.

ｖg1・
I.so

flieBt in Einen Bund der Wahrheit / 1n Einen Strohm des Lichts zu-

riick!”(。Die Klinstler” Ｖ.480-481: V(4)135)｡　　　　尚

Vgl. Schiller 。An die Freude"(。Thalia" hrsg. v. Schiller ｡ 1 786: V(A)131) 2・

Str. ･Ｖ.13-20; Weimarer Mationalausgabe. Bd.l(V(4)108);　S.I69:　。An die Freu-

de” Zweite Fassung【Ausgabe letzter Hand 】805: V‘(4)131)｡2.S!:ｒ. V.13-20;

Weimarer　Nationalausgabe. Bd.2. Teil I(V(4)74). S.I85.　∵

　　Wem der groBe Wurf gelungen,　　　　　Wem der groSe Wurf gelungen

　　　eines Freundes Freund zu seyn;　　　‘ EinesﾌﾞFreundes Freund zu seyn.

　　wer ein holdes Weib errungen,　　　115　Wer ein holdes Weib errungen,

　　　mische seinen Jubel ein!　　　　　　　　　Mische seinen Jubel ein!

　　Ja - wer auch nur eine Seele　　　　　　　Ja ― wer auch nur Eine Seele

　　　sein nennt auf d万pm Erdenrund!　　　　Sein nennt auf dem Erdenrund!

　　Und ｗｅｒ゛Ｓnie gekonnt, der stehle　　　　Und wer's nie gekonnt, der stehle

　　　weinend sich aus diesem Bund!　　　20　Wei･nend sich ＆ｕｓdiesem Bund!

　　　　(Erste Fassung.　1786)　　　　　　　　　　(Zweite Fassung. 1805)

Vgl.　Schiller〕.Ueber die asthetische Erziehung　yl‥　”くＶ(４･)134) 6.Brief：

Weimarer Nationalausgabe. Bd.20(V(4)lll).　S.322-323・

　　Die Kultur selbst war es. welche der neuern Menschheit diese Wunde schlug.

　　Sobald auf der einen Seite die erweiterte Erfahrung und' das bestimmtere

　　Denken eine scharfere Scheidung der Wissenschaften, auf der and em das

　　verwickeltere Uhrwerk der Staaten eine strengere Absbnc!erung der Stande

　　und Ge- (S.322/S.323) schafte nothwendig macht:ｅ，･so　zerrifi auch der inne-

　　re Bund der menschlichen Natur, und ein verderblicher Streit entzweyte

ihre harmonischen Krafte、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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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s Unzulangliche,

　　Hier wird's Ereignis;

　　Das Unbeschreibliche,

　　Hier ist' ｓ getan;

　　Das Ewig-Weibliche　　　　　　　　　　　　　　　　　　　　　　　　　　　　　　　　　　＼】2110

　　Zieht uns hinan.

Vgl. Koike, Tatsuo: Schriften. Hrsg.：Koike=Tatsuo-Schriften=Veroffentli-

chungsgesellschaft. Bd.2：　。Die Seele der Kunst”. S.320-321.

Vgl.　Goethe 。Von deutscher Baukuns t”(1772)：Werke(V(4)14). Bd.l2.　S.il ・

　　Mit welcher unerwarteten Empfindung uberraschte mich der Ａｎｂ！ick, als ich

　　davor trat! Ein ganzer, grofler Eindruck fullte meine Seele, den, weil er

　　aus　tausend harmonierenden Einzelheiten bestand, ich wohl schmecken und

　　genieBen, keineswegs aber erkennen und erklaren konnte.　．．．　Wie oft

　　bin ich zuriickgekehr t, von alien Seiten, aus alien Entfemungen, in jedem

　　Lichte des Tags zu schauen seine Wijrde und Herrlichkeit! Schwer ist's dem

　　Menschengeis ｔ， wenn seines Bruders Werk so hoch erhaben ist, daB er nur

　　beugen und anbeten mufi. Wie oft hat die Ab enddainmerung mein durch for-

　　schendes Schauen ermattetes Aug' mit freundlicher Ｒｕｈ‘ｅgeletzt. wenn

　　durch sie die unzahligen Teile zu ganzen Massen schmolzen, und nun diese.

　　einfach und grofi, vor meiner Seele ８tanden und meine Kraft sich wonnevoll

　　entfaltete, zugleich zu genieBen und　zu erkennen!　Da offenbarte sich mir.

　　in leisen Ahndungen, der Genius des groBen Werkmeisters ．　．．．

Vgl ． Hegel ,,F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V(A)21) Einleitung： Werke in ２０・

Banden(V(4)21). Bd.l2. S.67.

‘　Die
Hauptsache is ｔｌ９万daB die Freiheitタwie sie durch den Begriff bestimmt

　　wird, nicht den 8ubjektiven Willen und die Willkilr zum Prinzip hat, son-

　　dern die Einsicht des allgemeinen Willens, und daS das System der Frei-

　　heit freie Ｅｎt:wicklung ihrer Momente ist. Der subjektive Wille ist eine

　　ganz formelle Bestiimnung, in der gar nichtﾆ; liegt, was er will. Nur der

　　vernunftige Wille ist dies Allgemeine, das sich in sich selbst bestimmt

　　und entwickelt und seine Momente als organische Glieder auslegt. Von sol-

　　chem gotischen Dombau haben die Alten nichts gewuBt・ ，

Vgl. Goethe ..Maximen und Reflexionen” ８７：Werke(V(4)lA). Bd,12・・S.377・

　　Antike Tempel konzentrieren den Gott im Menschen; des Mittelalters Kir-

　　chen streben nach dem Gott in der Hohe.

ｖｇ１・　tiVon deutscher Baukuns t”(1772)：Werke(V(4)14). Bd.I2.　S.7/S.10/S.12/

S.14.

　　Als ich auf deinem Grabe herumwandelte, edler Erwin, und den stein such-

　　ｔｅ。der mir deuten sollte： Anno dominl 1318.χVI. Kal. Febr. obiit･Ma-

　　gister Ervinus, Gubernator Fabricae Ecclesiae Argentinensis, ・・・

　　Wenigen ward es gegeben。einen Babelgedanken in der Seele zu zeugen,

　　ganz, grofl. und bis in den kleinsten Teil notwendig schon. wie Bainne

　　Gottes;　　‥．　(S,7//S.1O)　・‥　　Wohl!． wenn uns der Genius nicht zu

　　Hulfe kame, der Erwinen von Steinbach eingab： vermannigfaltige die unge-

　　heure Mauer, die du gen Himmel fuhren sollst, daS, sie aufsteige gleich

　　einem hocherhabnen, weitverbreiteten Baume Gottes , der mit tausend
χsten.

　　Millionen　Zweigen und Blattern wie der Sand am Meer　ringsum der Gegend

　　verkundet die Herrlichkeit･ des Herrn, seines Meisters.　... (S.10//S.12)

　　‥．　Und nun soil ich nicht ergrinnnen, heiliger Erwin, wenn der deut-

　　sche Kunstgelehrte, auf Horensagen neidischer Nachbarn, seinen Vorzug

　　verkennt, dein Werk mit dem unvers tandnen Worte Gotisch verkleinert. Da

　　er Gott danken sollte, laut verkundigen zu konnen： Das ist deutsche Bau-

　　kunst, unsr^ Baukuns t, da der Italiener　sich keiner　eignen ruhmen darf,

　　viel wenigei･ der Franzos ．　．‥　　wir　．‥　treten anbetend.vor das Werk

　　des Meisters, der zuerst die zerstreuten Elemente in ein lebendiges Gan-

　　ze zusammenschuf・　　‥．　(S.12/'S.14)　‥．　　Und von der Stufe, auf wel-

　　che Erwin gestiegen ist. wird ihn keiner herabstoBen. Hier steht sein



　　　　　　　　　　　　　　　　　　　　　　　　　　　　　　　　　　　　　＼　　　　　V(4)146-】52

　　vor und es wird mir wohl nicht leicht werden, den Karlos mit Verstand zu

　　lesen, da er lange Zeit die Zauberwolke war. in die der gute Gott meiner

　　Jugend mich hijllte, daB ich nicht zu friihe das Kleiiiliche und Barbari-

　　sche der Welt sah, die mich umgab.　‥.

Vgl . lettre 2i Schiller, premiere quinzaine de septembre 1 79り(Traduction par

Naville, Denise): OEuvres de la Pleiade.　S.7A4.

　　‥．　noble maitre! - J'ai aussi etudie Votでｅ･|?iesco, et j ゛ｅｎai pareil-

　　lement admire 1a S tructure interne. toute la forme yivante, par quoi cet-

　　tﾆｅoeuvre me semble imperissable, bien plus encore que par les caracteres

　　si grands et pourtant si vrais, les situation!1 eblouissantes, le･ miroite-

　　ment ensorcelant du langage. Les autres piaとes, je･ １ｅ!!1garde　en reserve.

　　et il ne me sera guere plus facile sans doute ｄｅ・lire Don Carlos avec

　　calme et ｒ剖

　　de bonte entoura ma jeunesse, afin de ne pas me devoiler trop tot la mes-

　　quinerie et la barbarie du monde.　‥.　　　へ　　　　　ヶ

lA7)Hblderlins Brief 194: StA. Bd.6. S.364-365‘(V(A)14
】A8)Naito, Katsuhiko: Eine Betrachtung liber Schillers

6).

　..iJberBurgers Gedich-

　t:e"(,,Akadeinia"hrsg. V. der wissenschaftlichen Gesellschaft der Universitat

　Nanzan, Nagoya. Bd.21 ｡ 1958. S.71-97).　　　　　y　　　rJ

I49)Schiller 。％ｅｒBurgers Gedichte"(1791):Weimaでer Nationalausgabe(V(4)7A).

Bd.22.　1958. S.2A5-26A. S.253.　　　　　　　　　　　1‘

　　Eine der ersten Erfodernisse des Dichters i台ｔとIdealisierung, Veredlung,

　　ohne welche er aufhort, seinen Namen zu verdienen. Ihm koimntｽes zu, das

　　Vortreffliche seines Gegens tandes (mag dieser nun Gestalt, Empfindung

　　･Oder Handlung sein, in ihm Oder auBer ihm wohnen)ニvon gr'obern, wenigstens

　　fremdartigen Beimischungen zu befreien, die in mehrern Gegenstanden zer-

　　streuten Strahlen von Vollkonnnenheit in einem eihzigen zu sammeln, ein-

　　zelne, das EbenmaS storende Zuge der Harmbnie desコGanzenｽzu unterwerfen,

　　das Individuelle und Lokale zum Allgemeinen zu erheben. Alle Ideale, die

　　er auf diese Art im einzelnen bildet, sind gleichsa万ｍｎｕi:IAｕ万sfliisseeines

　　innern Ideals von Vollkonnnenhei t, das in der Seele des Dichters wohnt. Zu

　　je grofierer Reinheit und Fiille er dieses innere allgemeine Ideal ausge-

　　bildet hat, desto mehr werden auch ｊene einzelnen sich･ der hochsten Voll-

　　koinmenheit nahern.　Diese Idealisierkunst vermissen wir bei Hn. Burger.｡｡｡
150)。ijber Burgers Gedichte”: Bd.22(V(4)I49). S.246. ＼

･‾　∧

　　Es ist also nicht genug, Empfindung mit erhohteh Farben 加 schildern: man

　　mufiauch erhbht empfinden. Begeisterung alleih istりicht genug; man fo-

　　dert die Begeisterung eines gebildeten Geistes . Alles。ｗａｓ･der Dichter

　　uns geben kann. ist seine Individualitat.
.'...

Vgl. Bd.22(V(A)149). S.256: ,,Uber Burgers Gedichte･‘

　　Selbst in Gedichten, von denen man zu sageri pflegt, da6 die Liebe, die

　　Freundschaft u・Ｓ･ｗ.selbst dem Dichter den Pinsel dabei gefiihrt habe.

　　hatte er damit anfangen miissen, sich selbst fremd ２Ｕwerden, den Gegen-

　　stand seiner Begeisterung von seiner Individualitat loszuwickeln, seine

　　Leidenschaft aus einer mildernden Feme anzusch alien√Das Idealschone

　　wird schlechterdings nur　durch eine Freiheit des Geistes, durch eine

　　Selbsttatigkeit moglich, welche die Ubermacht der Leidenschaft aufhebt .

151),,Uber Burgers Gedichte”； Bd.22(Ｖ(4)149)・.S.257.　’･

　　‥.　　一一-aber eben deswegen mochten wir ｅｓ。seiner glanzenden Vorziige un-

　　geachtet.　nur　ein sehr vortreffliches Gelegenheitsgedicht nennen - ein

　　Gedicht namlich. dess en Entstehung und Bestimmung man es allenfalls ver-

　　zeiht.･　wenn　ihm die idealische Reinheit und Vollendurig mange‘It, die all-

　　ein den guten Geschmack befriedigt.　‥.±

152)Goethe 。Faust"(V(4)51/66) V,12104-12111(Chorus mysticus)：Werke(V(4)14).
Bd.3. S.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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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Ｖ(4)１４1－1146

141)Martini，Ｆritz: Deutsche LiteraturgeSchichte． Von den Anf;ingen bis ｚｕｒ

　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　６．Ａｕｆ１．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Ｋｒ５ｎｅｒ.　1９７２．Ｓ．１８１.

　　Ｈａｌｌｅｒ　　‥.　ｉｎ ｇｒｏＢｅｎ Ｌｅｈｒｇｅｄｉｃｈｔｅｎ　　.‥　　Ｍｉｔ ｉｈｍ ｂｅｇｉｎｎｔ jｅｎｅ

　　machtv011e GedankendiChtung, die bei Schiller eine reife
v011endung fand.

1４２）Ｂｕｒｃｋｈａｒｄｔ ,,Ｇｅｄ;iｃｈｔｎｉ８ｒｅｄｅ ａｕｆ 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Ｖ（４）１３８）：Ｍａｙｅｒ ,,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Ｓ Ｇｅ－

　dichte　・.．"(V(4)138）Ｓ．73・

　　Ｆｏｒｔａｎ
Ｓｔｅｈｔ ｅｒ ｅｉｎｚｉｇ ｕｎｔｅｒ ａｌｌｅｎ lｙｒｉｓｃｈｅｎ ＤｉＣｈｔｅｒｎ, ｗｅｉｌ ｅｒ tｎｉｔ ｓｔａｒ－

　　ｋｅｍ，ｇｅｌｌｕｔｅｒｔｅｍ Ｗｉｌｌｅｎ ｄｅｒ ｖｅｒｅｗｉｇｕｎｇ ｄｅＳ ｅｉｎｚｅｌｎｅｎ Ｍｏｍｅｎｔｅｓ, ｄｅｒ ｅｉｎ－

　　ｚｅｌｎｅ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ｗｅｓｅｎｔｌｉＣｈ ｅｎｔｓａｇｔ,゛ｎｉＣｈｔ ｚｕ jｅｎｅｒ　Ｇａｔｔｕｎｇ ｇｅｈ６ｒｔ，ｉｎ

　　ｄｅｒ．ｖｏｒ ａｌｌｅｍ ｇｒｏＢ ｓｉ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ｚ, ０ｖｉｄ，Ｂｙｒｏｎ，ｖｉＣｔｏｒ Ｈｕｇ０, Ｇｏｅｔｈｅ．ＳＣｈｉ１－

　　１ｅｒ ｖｅｒｅｗｉｇｔ ｄａＳ Ｇａｎｚｅ ｅｉｎｅｒ Ｅｍｐｆｉｎｄｕｎｇ ｉｎ ｄｅｒ ｅｄｅｌｓｔｅｎ ｕｎｄ ｇｅｗａｌｔｉｇＳｔｅｎ

　　Stilform．Ｆortan sammelt er alle Strahlen deS Gefiihls v011stiindig, SO

StA. Bd.7. 2.Teil. S.A07.．．＿．＿＿＿＿．＿＿

und einige Oden des wahnsinnig gewordenen Wiirtemberger Dichters

　　　　　　　　　　　　　　　　　　　　‾　　　’　　　●　　ﾐ=　・　．－　　　　　　　●　ﾄ4¶.●●●　　s°゛｀゛｀’二奥･^e―　ｗｗｗ二--ｗ－　゛ﾐ‾‾~‾=‾‾‾’tJw　｡　　　　　　　　　　　－
Holderlin, z.B. seine Elegie an die Nacht, seine Herbstfever. sein Rhein,

Pathmos,･und andere. welche in den zwey Mus enalmanach en Seckendorf
・ww■-■-■ww・　‾'‾‾　-'¨‥　　●　　　　　　　　　　　　　、
1807:und　1808 vergessen und unerkannt stehen.:Ｎｉｅ゛゜万1ｓ ist vielleicht ho:“
㎜ｗｗ・　ｗ-〃ｗ　－一一 Ｗ
he ｂｅｔﾆrachtende Trauer so herrlich ausgesprochen worden. Manchmal wird

dieser Genius dunkel und versinkt in den bittern Brunnen seines Herzens

meistens aber glanzet sein apokalyp t
i s ch er Stern Wermuth wunderbar rilh。

　　　　　　　　　　　　　　　　　　　　　　　　　　　　　　　　　’　　　　　　　　乙_皿　　－●　　　=●●●　　j● ●　¶

ｅ
Ｉ

＿－．．一.._＿_＿＿　＿__.　　　　　　　　g　　　　　　　　　・　　　y－

rend
iiber das weite Meer seiner Empfindung. Wenn Sie diese Bucher

finden

　　　　　　　　　　　　　　　　　　　　　　　　　　　　　　　　皿　　　－　　－－　　　　　●－¥一･WWIW-　ﾐﾐﾐ　ｰ-一一，－ －　　　　w
konnen, so lesen Sie diese Lieder doch. Besonders ist die Nacht klar und

stemenhell und einsam und riick- und vdrwarts　tonende Glocke aller Erin-

nerung; ich halte sie fur eines der gelungensten Gedichte ilberhaupt. Wah-

rend ich Solches erlebt:ｅ，entstand in mir unbewuBt die Begierde, ein Ge-

　　dicht zu erfinden,　.，.

143)Holderlins Brief 243:　StA. Bd.6. S.436(V(4)132).

　　　　　　　ふ　　　・－　－　　●　　　　　●●．　ﾐｰ　　　　゛　　　‥.　　Liebeslieder inmer miider Flug, ・・・　｡　　　　　　・・・

　　　dashohe und reine Frohloken vaterlandischer Gesange.

14A)Burckhardt 。Gedachtnisrede auf Schiller”(V(4)138) S.72,

ein anders ist

／－ミミー"‾‾wlww　●1‾‾‾'‾'.'ｊ:les an dieser Erscheinun宍g ist un宍historisch und 8宍戸iori ゛＝万oglich, und

dennoch ist dieser Posa in der Entwicklung der deutschen Poesie und Ｇｅ一

応hlswelt unentbehrlich, man darf wohl sagen, dieser Kostnopolit ist die

　national8te Figur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145)Holderlins Brief 139 an Schiller vom ２０. Juni 1797　:　StA. Bd.6. S.24I.
　　　　　　　　　　　　　　　　　－　＝－　＝　　　●●_　　●　.＝●●　　　　　　　　　a¶　－　¶ｊ＿＿＿一一一一

aber von Ihnen dependir'ich uniiberwindlich;　Aber diese

　　　　　　　　　　　　　　　　　　　　　　　　　　　　　・　　　　　　　　－　a　　　　.　　　●●　　●●●　　　９　rx･JSiふ　vwasふ･a4･wa･w--ｒ--‾‾‾　--‾‾一一-一一一一　　　　　　-
　　schlitnme Alternative ist fast unvermeidlich, wo gewaltiger und verstand-

　　licher, als die Natur, aber ebendeSwegen auch unterjochender und positi-

　　ver der reife Genius der Mei8ter au£ den Jung em Kilnstier wirkt.　‥.

Vgl. lettre a Schiller, 20 juin 1797(Traduction par Naville, Denise):

OEuvres de la Pleiade, S.415-A16.

｀¨　,
mais par rapport a vous ゛“dependance est insurmontable, :’:

(S.AI5/S.416)･　‥.　　Mais cette redoutable alternative est presque inevi-
table lorsque le genie accompli des maitres, plus puissant et plus com-
prehensible que la nature, mais de ce fait plus asservissant et plus po-
　　　　　　　　　　　　　　　　　　　　　　－　・　　　－　　●　　　暮　　　　　　　　　　㎜　　　　　　　　　－　　　sitif, exerce son action sur 1'artiste plus j eune.　‥.

146)Holderlins Brief　194 an Schiller, erste･ Halfte September 1799:　StA. Bd

6. S.364-365.

　　‥.　　― edler Meister！ - Ihren Fiesko habe ich auch studirt und gerade

　　auch wieder den innern Bau, die ganze　lebendige Gestalt, nach meiner (S.
　　　　　　　　　　　　　　　　　　　　　　　　　　　　　　　　　　　　　　　　　　　　　　　　　　　　　　　㎜　　　－　　－●

ＷＷＷ㎜㎜-ﾐ〃Ｗミミミ　一一一一　　　　　　　　　”　　　　Ｗ　　　　　　　　ミ364/S.365) Einsicht das Unverganglichste des Werks, noch mehr als die

groBen und doch so wahren Karaktere, und glanzenden Situationen und magi-

schen Farbenspiele der Sprache bewundert. Die Ubrigen s tehen mir noch be-



Wie sich in sieben milden Strahlen
Der万゛eiSeSchimmer lieblich bricht.
Wie sieben Regenbogenstrahlen
Zerrinnen in das weiSe Licht,
So spielt in tausendfacher Klarheit
Bezaubernd urn den trunk'nen Blick,
So flieSt in Einen Bund deｒ･Wahrheit,
In Einen Strom des Lichts zuruck!

V(4)135-1AO

475

480

　　(Ausgabe letzter Hand. 1805: Nationalausgabe. Bd･･.2. Teil I. S.396)

Ｐ)。IDEALISIERKUNST"　　　　　　　　　　　　八．

136)Scうlhリ１ｅｉ宍戸?lｓりeifitund zu宍゛elchem Ende studiert man Universalgeschich-

　tｅ?/ Eine akademische Antrittsrede”(26. Mai 1789):Weimarer Nationalaus-
　gabe(V(4)74). Bd. 17. 1970. S.359-376. S.373.　　　，

　　Nicht lange kann　sich der philosophische Geist bey dem Stoffe der Welt-
　　geschichte verweilen, so wird ein neuer　Trieb in ihm geschaftig werden,
　　咽　　　　哺　ﾐｰ●　　●　“　　　　　　　　　　　　　　　　　　　　　　　　　　　　　　　　　　　　　　　　　　　　　　ヽ-　　　　　ヽ･

der nach Ueber eins titnmung
strebt ― der ihn unwiderstehlich

reizt

um sich herum seiner eigenen vernunftigen Natur zu assimiliren, und jede
ihm vorkonmendﾀ: Er万scheinung

゛ de゛万hochstenｿWirkung die e・万erkannt, z臨
Gedanken zu erheben. Je of ter also und mit je gluclclicherm Erfolge er
den Versuch erneuert, das Vergangene mit dem Gegenwartigen zu verknupfen:

desto mehr wird er geneigt, was er als Ursache十uridWirkung in einander
greifen sieht, als Mittel und Absicht zu verbinden.. Eine Erscheinung
nach der andern fangt an, sich dem blinden Ohngefahr, der gesetzlosen
Freyheit zu entziehen, und sich einem ijbereinstimmehden Ganzen (das frey-

lich nur in seiner Vorstellung vorhanden ｉｓ!:)als ein passendes died an-
zureyhen.

】37)Hblderlins Brief 23】an den Bruder, wohl zweite. Ha‘1!fteMarz 180) s StA.
　Bd.6. S.A】9-420.

　　Und so sei denn auch unter uns. bei dieser Bundesefneuerung, die gewifi

　　nicht Ceremonie Oder Laune ist.　ａ Deo principium万. Wie wir
glふnst∧zusaimnen-

　　dachten,
denke ich noch, nur angewandter！ Alles unendliche Einigkeit,

　　aber in diesem Allem ein vorzuglich Einiges und Einigendes, das, an sich,

　　kein
Ich ist, und dieses sei unter uns Gott!　... (s･.419/S.420)　・‥

　　Hier
in dieser Unschuld des Lebens, hier unter

（!en 8ilbernen Alpen, soil
　　mir es auch endlich leichter von der B･rust gehen. Die ･Religion beschaff-

　　tigt mich vorziiglich.　‥.　　　　　　　　　　　’・

器ご昌謡
1
？なi詰な器ｊ:で応?忿七晶７ｓ 1801(Tra-

　謡:ご:。ヅごごjゴご器悶おJ器心:詣。に;iふな:ぷ一

　欧ｓぶば忿丿謡ぱ謡:ご訟惣亡惣首ｔｓご;,ヤばﾆ

　?i叩゛nifiant p゛ 讐ｃｅ!lence qヅ･en soi･ n'est・)８ｓＵ M゙oi; que cela
soit, entre nous. Dieu!　　... (S.997/S.998) ..･,．　Ｉとi,dans cette inno-

cence　de １８vie, ici, au pied des Alpes argentees, cela ｍｅ･viendra enfin

plus facilement du coeur. La question ｒｅ!iigieuse me preoccupe essentiel-
lement.　　　・・・

]38)Burckhardt, Jacob(1818-97)。Gedachtnisrede auf Schiller"(9. November

　1859):Jahrbuch der Deutschen Schillergesellschaft. Bd.A. Stuttgart. Kro-

　ner.　I960. Mayer, Hans itSchillers Gedichte und die Traditibnen deutscher
　Lyrik”(S,72-89) S.72-73・　　　　　　　　　　＼

　　Es ist ゛゜hi d8万ｓhochste Programm･d8万Ｓ je aufgesteilt (S.72/S.73) v゛万〇rden

　　ist. Man darf das Gedicht neben seinen philosophischen Schriften und den

　　Briefen
iiber Don Carlos nennen als den starks ten

･Beweis fur seine Gewis-
　　senhaftigkeit im Fache.

l39)Vgl. V(4)I38.

140)Burckhardt: op･cit.(V(4)138). S.74: 。Erlebnisdi ch tung”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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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A)Storz, Gerhard: Der Dichter Friedrich Schiller. Stuttgart. Klett. 1959.

　4.Aufl. 1968. S.206-21A: Die Gotter Griechenlands ， Die Kvinstler. S.213.

　　Das Musikalische eines Gedichtes schwebt mir weit ofter vor der Seele,

　went! ich mich hinsetze, es zu machen. als der klare Begriff vom Inhalt,

　　uber den ich oft kaum mit mir einig bin.　...　an Korner, 25. Mai 1792.

　ＶｇＬ:。Einegewisse musikalische Ｇ･･mutsstimmung geht ｖｏ万rher"(V(4)l?16)

　Vgl. Dichter liber ihre Dichtungen. Friedrich Schiller. 2 Bande. Munchen.

　Heimeran. 1969. Bd.l. S.725.

　　Das Musikalische eines Gedichtes schwebt mir weit ofter vor der Seele,

　　als der klare Begriff･von Inhalt, uber den ich oft kaum mit mir einig

　　bin. Ich bin durch meine Hymne an das Licht, die mich jetzt manchen Au-

　　genblick beschaftigt. auf diese Bemerkung gefuhr t worden.　...

　Vgl. Schiller 。Ueber die a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 in einer Reihe

　von Briefen” 22.Brief(die Musik)/23.Brief(die asthetische Gemiiths s timmung ):

　Weimarer Nationalausgabe. Bd.20(V(4)llI). S.381/S.384-385.

　　Die Musik in ihrer hochs ten Veredlung miiB Gestalt werden. und mit der

　　ruhigen Macht der Antike au£ uns wirken; die bildende Kunst in ihrer

　　hochｓten ｖ。llendung muB Musik werden und uns durch unmittelbare　sinnli-

　　che Gegenwart riihren; die Foesie, in ihrer vollkomm万ensten Ausbildung mufi

　　uns, wie die Tonkuns t machtig fassen, zugleich aber, wie die Plastik,

　　mit ruhiger Klarheit umgeben.　... (S.381//S.38A) ...　Durch die as-

　　thetische G emu th ss tinnnung wird also die Selbstthatigkeit der Vernunft

　　schon auf dem Felde der Sinnlichkeit (S.38A/S.385) erBffnet, die Macht

　　der Empfindung schon innerhalb ihrer　eigenen Grenzen gebrochen, und der

　　physische Mensch so weit veredelt, daB nutnnehr der geistige sich nach

　　Gesetzen der Freyheit aus demselben bloS zu entwickeln braucht･　‥.

135)Schiller 。Die Kijnstler”(。Der Teutsche Merkur” hrsg. Ｖ. Wieland. Marz

1789. S.283-302: V(4)112) 33.Str.(S.302).･ V.A66-481; Weimarer Nationalaus-

gabe. Bd.l(V(4)108). S.2U: ,,Gcdichte" Zweyter Theil. 1803; Weimarer Natio-

　nalausgabe. Bd.2. Teil 1(Ｖ(4)74).S.】38: 。Die Kiinstler”(Ausgabe letzter

　Hand. 1805. Viertes Buch) 31 .Str. V.A66-481 ；.Weimarer Nationalausgabe. Bd・

　2. Teil I(V(4)74). S.396.

　　Erhebet euch mit kuhnem Flugel

　　hoch uber euren Zeitenlauf;

　　fern damniirfischon in euerm Spiegel　　　　　　　　　　　　　　　　　　　　　　　　‘・

　　das kommende Jahrhundert auf .

Auf tausendfach verschlungnen Wegen
der reichen Mannigfaltigkeit
kotmnt dann umarmend euch entgegen
am Thron der hohen Einigkeit.
Wie sich in sieben milden Strahlen
der weisse Schimmer lieblich bricht.
wie sieben Regenbogenstrahlen
zerrinnen in das weiBe Licht:
so spielt in tausendfacher Klarheit
bezaubernd uin den trunknen Blick,
so flieSt in Einen Bund der Wahrheit
in Einen Strohm des Lichts zuriick!
　(,,DerTeutsche Merkur”1789.　S.302： Nationalausgabe. Bd.l. S.214)
Erhebet euch !nit kuhnem Flijgel
Hoch uber euren Zeitenlauf;　　　．･
Fern ｄｌ１≒ｍｌ･reschon in eurem Spiegel
Das kommende Jahrhundert auf.
Auf tausendfach verschlung'nen Wegen
Der reichen Mannichfaltigkeit
Konsnt dann uma万rmendeuch entgegen
Am Thron der hohen Einigkeit.

470

475

480

470



　　　　　　　　　　　　　　　　　　　　　　　　　　　　　　　　　　　　　　　　　　　　　V(4)132-133

　　Oder der Gbtter, deren GroSe und Macht das ganze Inr!ere durchdringt und

　　den Dichter als Individuum verschwinden llβt. Hymnen, Dithyramben, Paane,

　　Fsalmen gehoren in diese Klasse,　　　・・｡　　(S.り1/S.45A)･。‥　6)Auf einem

　　zweiten Standpunkte stehen diejenigen Arten der lyrischen Poesie, welche

　　sich durch den allgemeinen Mamen Ode, im neueren Sinne ｄｅＳ十Worts, be-

　　zeichnen lassen･　　‥｡　(S.454/S.456)　‥｡'‘Y)Die ganze unendliche Man-

　　nigfaltigkeit der lyrischen Stinnnung und Reflexion breitet sich endlich

　　auf der Stufe des Liedes auseinander, ・・｡　　(S.45.6/S.460)　‥.　Die

　　dritte Stufe in dieser Sphare wird durch eine Behandlungsweise ausge-

　　fullt, deren Charakter neuerdings unter uns Deutschen am scharfsten in

　　Schiller hervorge tre ten ist. Die meisten seiner lyrischen Gedichte, wie

　　die "Resignation', "Die Ideale",ヵDas Reich der Schat:tｅｎ･･， '>Die Kiins t-

　　ler≪,・Das Ideal und das Leben･･, sind ebensowenig eigentliche Lieder als

　　Oden Oder Hymnen, Episteln, Sonette Oder Elegien i皿antiken Sinne;　sie

　　nehmen im Gegenteil einen von alien diesen Arten verschiedenen Stand-

　　punkt ein. Was (S.460/S.461) sie auszeichnet. ist !Desonders der groBar-

　　tige Grundgedanke ihres Inhalts, von welchem der Dichter jedoch weder

　　dithyrambisch fortgerissen erscheint noch im Drange der Begeisterung mit

　　der GroSe seines Gegenstandes kampf t, sondern desselben vollkommen Meis-

　　ter bleibt und ihn mit eigener poetischer Reflexion, in ebenso schwung-

　　reicher Empfindung als umfassender Weite der Betrachtung mit hinreiBen-

　　der Gewalt in den prachtigsten. volltonendsten Worten und Bildern, doch

　　meist ganz einfachen, aber schlagenden Rhythmen urid Reimen nach alien

　　Seiten hin vollstandig expliziert. Diese giroSen Gedanken und grilndlichen

　　Interessen, denen sein ganzes Leben geweiht war, erscheinen deshalb als

　　das innerste Eigentum seines Geistes: aber:er sing!ﾆ!nicht still in sich

　　Oder in geselligem Kreise wie Goethes liederreicher Mund, sondern wie

　　ein Sanger. der einen fur sich selbst wijrdigen Gehalt einer Versammlung

　　der Hervorragends ten und Besten vortragt. So tonen ･seine Lieder, wie er

　　selbst von seiner Glocke sagt:

　　　　　Hoch iiberm niedern Erdenleben　　　　　　　　　　　　　　　≒

　　　　　Soil sie in blauem Himmelszelt。

　　　　　　(Schiller 。Das Lied von der Glocke"　Ｉ,800｡ Ｖ.‘397-A08)

Vgl. Hblderlin ..Deutscher Gesang” V.20: 。Chant allemand" v.20(V(A)23)・

　　Den Seelengesang.:　Le chant de l'ame.　　'　　　　　・｡

133)Schillers Brief an Korner vom 21.　Oktobeで:哺00: Weimarer Nationalausga-

be(V(4)ni). Bd.3O.　1961 . S.206･　　　　　　　　　　　‥　，

　　Verschiedene, wie die Kilns tier. habe ich wohl Ewanzigmale in der Hand

　　herum gcworfen, eh ich mich decidierte. Deiner!Gee!anken wegen dieses Ｇｅ“

　　dichts hatte ich anfangs auch aber er ist nicht auszufiihren.　Leider ist

　　daBelbe durchaus unvol lkonnnen und hat nur einzelne gliickliche Stellen,

　　urn die es mir freilich selbst leid thut√Die Freude hingegen ist nach

　　meinem jetzigen Gefuhl durchaus fehlerhaft, und｡ob ‘sie sich gleich durch

　　ein gewiBes Feuer der Empfindung empfiehlt,　so ist sie doch ein schlech-

　　tes Gedicht und bezeichnet eine Stufe der Bildung, die･ ich durchaus hin-

　　ter mir lafien muSte um etwas ordentliches hervorzubringen. Weil sie aber

　　einem fehlerhaften Geschmack der Zeit entgegen kam, so hat sie die Ehre

　　erhalten, gewiSermaaBen ein Volksged icht ，ｚＵ∧werden√Dcine Neigung 2U

　　diesem Gedicht mag sich auf die Epoche seiner Entstehung･ griinden;　　‥・

ｖg1・ 。Goethe und Schiller　‥.　diese ausschlieBlich asthetische Mission

● ● ● hatte die Tendenz,　alle jene fortsch､rittlichen und revolutionaren
Fermente zu beseitigen, die von ihrem Sturm 一一undDrang ａｔ!Ｓ’ａｎdie jungen

Vertreter der Fr'uhrOman ti schen Schule weitergegeben wurden.‘　‥・der ・

von der Weimarer Klassik bewirkten asthetis･chen Restauratibn　　二．”（Ｖ（４）

】86).　　　　　　　　　　　　　　　　　　　　　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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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4)132

　unrichtig (S.259/S.260) als eine Art des Liedes auffuhrt. Er weist auf

　Schiller hin. dessen Gedichte im Ganzen und GroSen eine eigentlich nor-

　male Erscheinung dessen sind, was wir schone Gedankenpoesie nennen: ’‥・

　Es muB eine Poesie geben. welche den Gedanken merklicher in Gedankenform

　ausspricht,　aber doch noch auf so starker Grundlage pathetischer Stim-

　mung, daB wir sle noch nicht zum Didaktischen zahlen dlirfen. Sie wird

　aller hohen･Anerkennung wert sein. wenn　sie ihre Stellung an der Grenze

　ｄｅｒ十Poesie, wenn sie ihren Glanz, ihren rhetorisch deklamatorischen Stil

　als einen Schmuck zugesteht. dessen sie um ihres innern Mangels willen

　bedarf. Die Grenze zwischen dem, was dem echt Poetischen naher und was

　ihm ferner liegt. wird hier schwebend und ist nicht weiter zu verfolgen.

　Schiller bleibt, wie gesagt, Vorbild und reinstes Muster.

Vgl. Schiller ,,Ueber naive und sentimentalische Dichtung”:Weimarer Natio-

nalausgabe. Bd.20(V(4)lll). S.A52-A53・

　Unter Deutschlands Dichtern in dieser Gattung will ich hier nur Hallers,

　Kleists und Klopstocks erwahnen.　Der Charakter ihrer Dichtung ist senti-

　mentalisch;　durch Ideen riihren sie uns, nicht durch sinnliche Wahrheit,

　‥.　　Unwi 1 lkiihr 1i ch drangt sich die Fhatasie der Anschauung, die Denk-

　kraft der Empfindung zuvor, und man 8chliefit Auge und Ohr, und betrach-

　tend in sich selbst zu versinken.　... (S.452/S.453) ...　　nur diese ・

　zwey Felder besitzt die Dichtkunst;　ｅｎt:weder sie muB sich in der Sinnen-

　welt Oder sie mu£ sich in der Ideenwelt aufhalten. da sie im Reich der

　Begriffe Oder in der Verstandeswelt 5chlechterdings nicht gedeihen kann.

　･Noch, ich gestehe ｅＳ。kenne ich kein Gedicht in dieser Gattung, weder

　aus alterer noch neuerer Litteratur, welches･ den Begriff, den es bear-

　beitet, rein und vollstandig entweder bis zur Individualitat herab Oder

　bis　zur　Idee hinaufgefiihrt hatte.　...　Dasienige didaktlsche Gedicht,

　worinn der Gedanke selbst poetisch ware, und es auch bliebe, ist noch zu

　erwarten. Was hier im allgemeinen von alien Lehrgedichten gesagt wird,・

gilt auch von den Hallerischen insbesondere.
vgl・

　Ubr

Holderlins Brief 243 an Wilmans, Dezember 1803: StA. Bd.6. S.436.
igens sind Liebeslieder inmer mvider Flug, denn so weit sind wir noch

　　　　－inimer, troz der Verschiedenheit der Stoffe:　ein anders ist das hohe und

reine Frohloken vaterlandischer Gesange. ●●●

Vgl. lettre ａ Wilmans, decembre　1803:　OEuvres de la Pleiade. S.IO】3.

　　Les chants d *amour s'envolentﾆd'ailleurs touiours d'une aile un peu las-

　　se, car nous en sommes toujours au meme point, malgre 1a diversite des

　　sujets;　１ａhaute et pure jubilation des chants natals est tout autre

　　chose. L*allure prophetique de la Messiade et de ｃｅｒ･tainesodes est une

　　exception.　...

Vgl. Hegel, G.W.F･　,,Vorlesungen uber die Asthetik” Einleitung. III. (1)・

2. Schiller, Winckelmann, Schelling / III.Teil. 3.Abschnitt. 3.Kap. Die

Poesie. C. Die Gattungsunterschiede der Poesie. II. Die lyrische。Poesie.

2. Besondere Seiten der lyrischen Foesie. c. Die Arten der eigentlichen

Lyrik:　Werke in ２０BSnden(V(A)2n. Bd.l3.　1970.　S.89 / Bd.l5. 1970. S.451/

S.454/S.456/S.460-461・

　　2, Schiller, Winckelmann, Schelling / Da ist denn einzugestehen, daB der

　　Kunstsinn eines　tiefen, zugleich philosophischen Geistes zuerst gegen

　　jene abstrakte Unend1i chke i t des Gedankens, jene Pflicht inn der Pflicht

　　willen,　　　・・.　　　friiherschon die Totalitat und Versbhnung gefordert und

　　ausgesprochen hat, ・・.　　Es muB Schiller das groBe Verdienst zugestan-

　　den werden, die Kantische Subjektivitat ｕnd･Abstraktion des Denkens

　　durchbrochen und den Versuch gewagt zu haben. uber sie hinaus die Ein-

　　heit und Versohnung denkend als Wahre zu fassen und kiinstlerisch zu ver‘

　　wirklichen.　... (Bd.l3.　S.89/Bd.l5. S.451)　・‥　　a)Auf der einen

　　Seite namlich hebt das Subjekt die Partikularitat seiner Empfindung ｕ了id

　　Vorstellung auf und versenkt sich in die allgemeine Anschauung Gottes



　　　　　　　　　　　　　　　　　　　　　　　　　　　　　　　　　　V(4)129-132

129)Lessing(V(4)lI8)。Pope, ein Metaphysiker"(1755):Werke. 25 Teile. 25

　Bande. Bongs Goldene Klassiker Bibliothek. 1925/1929/1935. Faks imi1e-Neu-

　druck. Hildesheim. 01ms. 1970. Bd.20(24.Teil).･S.98-99.

　　Vorlaufige Untersuchung, / Ob ein Dichter, 訂多ein Pichter, ein System

　　haben konne?　　... (S.98/S.99) Ein Gedicht ist eine vollkoiranene sinnliche

　　Rede.　‥.　Ein Sys tem me taphys i sch er Wahrheiten' also, und eine sinnli-

　　che Rede; beides in einem - - Ob diese wohl einander aiifreiben?　　‥.

130)。Pope　・・.　”:Werke. 3 Bande. Miinchen. Winkler. 1969/1969/1972. Bd.3.

　1972. S.802. Anmerkungen.　　　　　　　　　　　　‘　ト　）I

　　Ein Gedicht　...:Der Satz ist wortlich deｔ‘Aesthetik Baumgartens ent-

　　nommen.

nnSchiller 。An die Freude”(1786) l.Str. V.1-8,トWeiriiarer Nationalausgabe・

　Bd.l(V(4)108). S.169. Erste Fassung.　　　　　‥‥‥　　‥

　　Freude, schoner Gotterfunken,　　　　　　　　　　　∧

　　　Tochter aus Elisium,　　　　　　　　　　　　　　　　／

　　Wir betreten feuertrunken　　　　　　　　　　　へ

　　　Himmlische, dein Heiligthum.

　　Deine Zauber binden wieder.　　　　　　　　　　　　二　　　・　/5･.

　　　was der Mode Schwerd getheilt;　　　　　　　　　.ﾄ'　，レ　'＝

　　Bettler werden Fiirstenbriider,　　　　　　　　'J

　　　wo dein sanfter Flugel weilt.　　　　一･・

ｖg1・ 。An die Freude” Zweite Fassung(Ausgabe letzteiトHand 1805). l.Str. Ｖ・

1-8: Weimarer Nationalausgabe. Bd.2. Teil I(V(A)74). S.:185.

　　　Freude, sch'oner Gotterfunken,　　　　　　　　　　　∧

　　　Tochter aus Elisium,　　　　　　　　　　　　　　'　∧'

　　　Wir betreten feuertrunken　　　　　　　　　　　≒　・

　　　Himmlische, dein Heiligthum.　　　　　　　　　　‥

　　　Deine Zauber binden wieder.　　　　　　　　　　　　　　　　５

　　　Was die Mode streng getheilt.　　　　　　　　　ニ　・　　　，。

　　　Alle Menschen werden Bruder,　　　　　　　一

　　　Wo dein sanfter Flugel weilt.　　　　　　　j　　　　‥I

　　　　　　　　　　　　　　　　　　　　　　　　　　　　　　　　を　･･132)Todorow, Almut ,,Gedankenlyrik: Die Entstehung eines Gattungsbegriffs im

　19. Jahrhundert” Stuttgart. Metzler. 1980. I.TeilレKap.I: Gedankenlyrik -，

　ein Neologismus der Lyriktheorie der 50er Jahre. S .13.

　　Moriz Carriere hat den entsprechenden Ｂ･egriff als erster. fixiert. Er

　　machte in der zweiten Fassung seiner Untersuchung iiber das We sen der

　　Poesie, 188A, geltend, er habe langs t vor Friedrich Theodor Vischer

　　― namlich　1854 in der ersten Fassung dieser Poetik ― die Lyrik der

　　Betrachtung 。als Gedankenlyrik bezeichnet” uhd Vischer habe diesen Aus-

　　druck dann in seiner Asthetik(1846-I857) lediglich 。adoptirt”・

Vgl. S.125: 。Das Wesen und die Formen der Poesie”(Leipzig 185A)

Vgl. Vischer, Friedrich Theodor ,,Asthetik ｏ如ｒ Wissenschaft des Schonen”

(Bd.l. 1846/Bd.2. 1847-48/Bd.3. I.Abschnitt･. 185l/Bd.3. Die Baukunst. 1852/

Bd.4. Die Bildnerkunst. 1853/Bd.4. Die Malerei. 1854/Bd.5･. Die Musik. 1857/

Bd.6. Die Dichtkunst.　1857) 2.Aufl. hrsg・ ｖ．Vischer, Robert.‘Miinchen.

Meyer & Jessen Verlag.　1922(Bd.1-3)/1923(Bd.4-6)・Faksimile-Nachdruck. Hil-

deshelm. Georg 01ms. 1975. Bd.6. S.252//S.259-260.

　　§894　Die Lyrik der Betrachtung steht　　..‥.　An der Grenze der Prosa

　　liegt als besondere Form das Epigramm und mit ihm eineﾀﾞgroSe, unbes timm-

　‾tｅMasse, die sich unter dem Namen der schonen Cedankenpoes ie zu8ainmen-

　　fassen lafit und namentlich der modernen Zeit und der deutschen Poesie an-

　　geh*6rt. ... (S.252//S.259) ...　Das Epig心奥 nun l･st dei･kleine be-

　　nannte Punkt in einer ganzen we i ten Welt von Dichtungen, die keinen Nanen

　　haben und die wir als Poesie des schbnen Gedankens bezeichnen;　sie ver-

　　ha1ten sich zum Epigramme wie das Ausgefiihrte zum⊥Zusanmengezogenen. Es

　　ist die schv゛er ｍ bestimmende Form,万dieニ８万uch耳-ｅ万geヶ121万゛万letztﾀabergew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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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125-】28

　　So wie die Aninuth der Ausdruck einer schonen Seele ist, so ist Wiirde der

　　Ausdruck einer erhabenen Gesinnung・

126)H5lderlins Brief　144 an Schiller wohl zwischen 15. und 20. Augus t　1797:

　StA. Bd.6. S.249.

　Ich betrachte jezt die metaphysische Stimmung, wie eine gewisse Jungfrau-

　　lichkeit des Geistes und　　‥.

　Vgl. lettre a Schiller probablement entre le　15 et le 20 aout　1797:　OEuvres

　de la Pleiade. S.423.

　　Je considere maintenant le penchant metaphysique comme une certaine vir-

　　ginite de Ｐ esprit et　‥・

　ｏ)。DAS MUSIKALISCHE”

126)Vgl. V(A)126・

　Vgl. Schillers Brief an Goethe vom　18. Marz　1796:　Goethe-Artemis-Gedenkaus-

　gabe(V(A)18). Bd.2O hrsg･ ｖ. Beutler,∧Ernst. Stuttgart/Zurich. Artemis.

　1950: 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Goethe und Schiller. S.164-165(Brief 158)・

　　Bei mir ist dﾅie Empfindung anfangs ohne bestimmten und klaren Gegenstand;

　　(S.16A/S.I65) dieser bildet sich erst spater. Eine gewisse musikalische

　　Gemil t s s timmung geht vorher ， und auf diese folgt bei tnir erst die poeti-

　　sche Idee. ・・・

　Vgl. V(4)134:　。Das Musikalische ・・｡　”(Schillers Brief an Korner　25.5.1792)

　Vgl. V(4)142: 。das Ganze einer Empf indung”(Burckhardt ,,Gedachtnisrede auf

　　　　　　　　　　　　Schiller" den 9. November 1859)

Vgl. V(4)1A7: 。die ganze lebendige Gestalt”(Holderlins Brief an Schiller｡

　　　　　　　　　　　　Erste Halfte September 1799)

127)Schillers Brief an Goethe vom ３０. Juni 1797: StA. Bd.7. Dokumente. II・

　Teil.　S.98: Artemis-Gedenkausgabe.　Bd.20(y(A)126).　S.368-369(Brief 337)・

　　Aufrichtig, ich fand in dlesen Gedichten viel von meiner eigenen sonsti一一

　　gen Gestalt, und es ist nicht das erstemal. daB mich der Verfasser an

　　mich mahnte. Er hat eine heftige Subjektivitat, und verbindet damit einen

　　gewissen philosophischen Geist und Tiefsinn. Sein Zustand ist gefahrlich.

　　da solchen Naturen so gar schwer beykommen　ｉｓt･:　　(Bd.7. II.Teil. S.98)

Vgl. Goethe ..Gluckliches Ereigni8(=Erste Bekanntschaft !nit Schiller)”(Ｖ(4)

118):Werke(V(4)14).　Bd.IO.　S.5A1・

　　Schiller　｡｡erwiderte darauf als eln gebildeter Kantianer; und als

　　aus meinem hartnackigen Realismus mancher AnlaB zu lebhaftem Widerspruch

　　entstand.　so ward viel gekatnpf t und dann Stillstand gemacht; keiner von

　　beiden konnte sich fur den sieger halten, beide hielten sich fur uniiber-

　　windlich.　｡｡.　Wenn er das fur eine Idee hielt. was ich als Erfahrung

　　aussprach, so muBte doch zwischen beideii irgend etwas Vermittelndes, Be-

　　zligliches obwaltenl Der erste Schritt war jedoch getan, Schillers Anzie-

　　hungskraft war gro6, er hielt alle fest. die sich ihm naherten;　　｡｡.

　　ｕ芦d so besiegelten wir, durch den groSten, vielleicht nie ganz zu

　　schlichtenden Wettkampf zwischen Objekt und Subjekt, einen Bund, der un-

　　unterbrochen gedauert. und fiir ｕｎｓ･リnd andere manches Gute gewirkt hat.

128)Goethes Brief an Schiller vom ｌ . Juli　1797:　StA. Bd.7. II.Teil. S.IOO:

Artemis-Gedenkausgabe. Bd.20(V(4)126). S.370(Brief 338)・

　　Ich will Ihnen nur auch gestehen daB mir etwas von Ihrer Art und Weise

　　aus den Gedichten entgegensprach, eine ahnliche Richtung ist wohl nicht

　　zu verkennen. allein sie haben weder die Fiille, noch die Starke, noch

　　die Tiefe Ihrer Arbeiten.　　　　　　　　　　　(Bd.7. II.Teil. S.IOO)

Vgl.　Goethe 。Hermann und Dorothea"(Oktober　1797):Werke(V(4)14). Bd.2.　S・

514:　Iχ.Gesang 。Urania” Ausslcht. V,299-301.

　　Desto fester sei bei der allgemeinen Erschiittrung,

　　Dorothea, der Bund！ Wir wollen halten und dauern.

　　Fest uns halten und fest der schonen Guter Besitztum.



　　　　　　　　　　　　　　　　　　　　　　　　　　　　　　　　　　，　　　　　　　V(A)】20-125

　ｖｇ１・　tiBrod･und We in” 5.Str･. V.81-88： StA. Bd.2. S.92.

　　Moglichst dulden die Hinmlischen diB; dann aber in Wahrheit

　　　Kommen sie selbst und gewohnt werden die Menschen des Gliiks

　　Und des Tags und zu schaun die Offenbaren, das Antliz

　　　Derer, welche, schon langst Eines und Alles ･genannt,‘　　｀

　　Tief die verschwiegene Brust mit freier Gen'uge gefiillet.　　　　　　　　　85

　　　Und zuers t und allein alles Verlangen beglukt;　　　　　イ

　　So ｉ･st der Mensch; wenn da ist das Gut, und es sorget mit Gaaben

　　　Selber ein Gott fur ihn, kennet und sieht ｅ１７９Ｓ nicht.

　Vgl.。Le Pain et le ｖｉｎ”V.81-88：　OEuvres de la Pleiade. S.811 .

　　C'est chose que les dieuχ souffrent jusqu゛ａ ．１゛extreme, alors

　　　Dans la realite de leur presence ils apparaissent et !es hommes

　　Ｓ a゙ccoutument 己ｕ Jour, au bonheur, a contempler les 皿きveles, la face

　　　De ceux-la qui jadis ont nomme １ｅ Tout et 1゛Ｕｎ。

　　Comble １ｅ coeur secret de libre et vaste plenitude,　..　　　　　　　　　　　85

　　　Et les premiers, les seuls. exauce tout desir√・

　　Tel est l'homme:　quand son vrai bien 1'attend, quりn dieu lui-meme

　　　De ses dons lui prepare, il ne le sait voir ｎｉ‘reconnaitre.

121)Schiller 。Ueber Amnuth und Wiirde": Weimarer Nationalausgabe. Bd.20(Ｖ(4)

　111). S.25I/S.252/S,253.　　　　　　　　　　　　　゛

　　Die griechische Fab el legt der Gbttin der Schonheit einen Gvirtel bey, der

　　die Kraft besitzt. dem, der ihnづtragt, Aranuth　zu verleyhen, und Liebe zu

　　erwerben.　Eben diese Gottheit wird von den Hｕ!dgottinnen Oder den Grazien

　　begleitet.　‥.　Alle Anmuth ist schon, denn der Gilrtel des Liebreizes

　　ist ein Eigenthum der Gottinn von Gnidus; ・　.,..　Giirtel der Venus　　.‥

　　(S.251/S.252)　.‥　Anmuth ist eine bewegli'che Schonheit;　Die-

　　ser Gilrtel, als das Symbol der beweglichen Schbnheit, hat aber das ganz

　　besondere, da£ er der Person, die damit ge£!chmiickt wird, die objektive

　　Elgenschaf t der Anmuth verleyht;　‥.　(S｡252/S.253)　.・Der Gvirtel

　　des Reizes wirkt also nicht natijrlich.　..／'

122)。Ueber Aninuth und WUrde"(V(4)12n.　　　　＼　，ト

123)Biblia. Novum万Test・ml:en turn graece et latine. Ed . Nes tie ， Eberhard/Nestle,

　Erwin. Stuttgart. Wiirttembergische Bibelanstalt. 1930. S.2: Secundum Mat-

　thaeum. I. 18: Vulgata(V(4)2). Tomus II. S.1527:Biblia Germanica 15A5(V(4)

　2), II.Teil. S.246: Die heilige Schrift(V(4)2). Das Neue Testament: im Jahre

　1956 vom Rat der Evangelischen Kirche in Deutschland ｉｍ‘Einvernehmen rait

　dem Verband der evangelisch'en Bibelgesellschaften in Deutschland genehmig-

　te Fassung. S.5: Das Evangelium des Matthaus. ！.Kap. 18.

　　Too 6e 'InooO Xpしoxpt)ダらＴをりｃ(yしCOUTωｇ恥・い･nOTEU令仙ans TfjsμHTPOS ａをTOO

　　Maptas Tip 'Iωaf＼(B,ifpC。n auveλ琵加OUToOs E:如をSn ev YaaxpC eχＯＵ・ａ&ｘ

　　Ttveuucχてog(χΥしＯＵ●　　　　　　　　　　　　　　　　　　　ぺ

　　Christi autem generatio sic erat:　Cum esset desponsat:ａ mater eius Maria

　　Ioseph, antequam convenirent, inventa est in uterp habens de Spiritu

　　saneto.　　　　　　　　　　　　　1　　　　　　　　　　　　●，　　　　　　同

　　Christi autem generatio sic erat　　　　　　"　ノ

　　cum esset desponsata mater eius Maria Ioset?h

　　antequam convenirent inventa est in utero habens de Spiritu Sane to

　　Die geburt Christi war aber also gethan. Als Maria, seine Mutter dem Jo-

　　seph vertrawet war / ehe er sie heim holet / erfand sichs / das sie

　　schwanger　war von dem heiligen Geist.　　　　/　　　ス　　尚

　　Die Geburt Jesu Christi geschah aber also. Als Maria, seine Mutter, dem

　　Josoph vertrauet war, erfand sich･s, ehe ｅｒ･sie he in!liolte, dafi sie

　　schwanger war von dem heiligen Geist.　　．▽　"　　　　　　　　，

124)Michelangelo Buonarroti(1A75-1564)。Pieta": San Pietro(Citta del Vati-

　cano)・

125)Schiller 。Ueber Anmuth und Wurde”: Weimarer Nationalausga!)ｅ.Bd.20(Ｖ(4)

　111). S.2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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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n sich. Es ging immer tiefer ins Leben, und das Fest wurde heiliger;

die Augen glanzten von Freudentranen, die Lippen bebten, die Herzen　　，

　wallten vor Wonne.　　　　・・・
Vgl . Goethe 。Gliickliches Ereignis (=Er8te Bekanntschaft mit Schiller)”:
Werke(V(A)14). Bd.lO. S.538.

　‥.　　ich nenne nur Heinses 。Ardinghello” und Schillers 。Rauber”.Jener
　war mir verhaBt, weil er Sinnlichkeit und abstruse Denkweis en durch bil-

dende Kuns t zu veredlen und aufzus tutzen unternahm. dieser, weil ein
　kraftvolles, aber unreifes Talent gerade die ethis chen und theatrali-
　schen Paradoxen, von den en　ich mich　zu reinigen gestrebt. recht im ｖ01－
len hinreiSenden Strome iiber das Vaterland ausgegossen hatte. ●●●

119)Hofmannsthal. Brief an Carl J. Burckhardt. Den ２４.August 1924: Reclam-
　Ardinghello(V(4)85). S.605-606.
　　Dieser Heinse war solch ein kiihner, ausgreifender alterer Deutscher: die
　　Romane schlieBen Deutschland und Italien in eines. dahinter aber noch
　　Levante, die griechischen Inseln, den Mittelmeerkreis. Vieles ist in （S.
　　605/S.606) ihnen verbunden (im Wolien mehr als im kiinstlerischen Voll-･
　　bringen):deutsche8 Wesen und verstehende Bewunderung des Italienischen,
　　wie bei Stendhal, allerlei 8ehr merkwurdige Figuren sind gegeneinander
　　gestellt:　Das alles hat mir mein Gewebe von Menschenschicksalen wieder
　　sehr lebendig gemacht.　　　‥.
120)Heinse 。Ardinghello"(V(A)85) Zweiter Band. Vierter Teil. Schlufi. S.303-
　317:　"EvxaC na。und AlSnp(V(4)13:　。Brod und Wein” 4.Str. V.69)　usw.
　　Man konnte auf diese Weise aber wohl doch noch die sonderbare Meinung
　　des Xenophanes und 8einer Schijler Parmenides und Melissos erklaren, da£
　　Eins Alles und Alles Eins　sei. Namlich, aller Grundstoff ist sich gleich.
　　nur die Fom! seines unendlichen Wes ens verschieden.　... (S.303/S.304)
　　...　Alles wechselt miteinander ab und geht wieder in das Eins zurilck.
　　Vater Ather, aller Lebengeber! Und so wird und vergeht ewig alles. was
　　iｓt･　　‥.　(S.304/S.305)　‥.　　Die Vollkommenheit des Weltalls besteht
　　in alien mbglichen Arten von Foirmen. Alle Geschibpfe sind blo6 Gedanken
　　Gottes und des hochsten Vergniigens in ihrem MaSe fahig. Gott dachte: "Es
　　werde Licht!ａ und es ward Licht・　... (S.305/S.306)・‥.　Gott ist un-
　　endlich Eins, und in jedem Punkt Eins, und Eins in led em angenommnen Ma-
　　Be, das dann Verhaltnis in Bewegung und Verbindung nach seiner Realitat
　　und Form zueinander ｈａt・　‥.（S.306/S.307）・‥　Und dies ist das Hei-
　　lige (welches einige Alt en flirFeuer, Ursprung der Lebenswarme hielten,
　　weil Feuer ware: Wesen in seine groSte Freiheit verbreitet), wovon alles
　　injedem lebendigen Eins ausgeht, sinnlich wirdｽund erscheint und in des-
　　sen LiebesschoB sich alles wieder einsenkt;　・.. (S.307/S.308)・‥
　　jedes besondre Ding ein Spiel, ein Mutwille des Wesens, und kann keinen
　　Augenblick ohne das Ganze bestehen. Das is t eine ganz andre Hoffnung,
　　Sicherheit von Uns terb1ichkei t, wann　ich Sttime durch die Atmosphare
　　brausen hore und in mir fUhle: bald wirst auch ｄリdie Wogen walzen und
　　mitdem Meer im Kampf sein!　・.. (S.308/S.309) ...　Eins zu sein und
　　Alles zu werden. was uns in der Natur entziickt. ist doch etwas ganz an-
　　ders als das Schlaraffenleben, welches, vernunftigerweise und aller Er-
　　fahrung nach undenkbar. bezauberte Phantasien sich vorstellen.　...
　　(S.309/S.310) ...　Das ers tere ware entweder reine Weltaristokratie,
　　jedes Element n'amlich so gottlich als das andre; wo nach dem Homer Juno,
　　Neptun und Apollo den Zeus binden konnten. Oder aristokratische Weltmo-
　　narchie;　ein Element unter den andern der Konig. Oder demokratisch-aris-
　　tokratische Welt:monarchie;　Tiere und Pflanzen schon der Form nach von
　　Ewigkeit da, wie Ihr oben selbst meintet. Aus diesem haben die Griechen
　　ihre reizenden Dichtungen und schonen Gottergestalten geschopft; und die
　　erhabensten Philosophen dieser gefiihlvollen Nation, wie selbst Aristote-
　　les und Plato。konnten sich davon nicht losma万chen.　．．．



　　　　　　　　　　　　　　　　　　　　　　　　　　　　　　　　　　　　　　　　　　V(A)1I3-118

　Band 21:I　Schiller und sein Kreis(Hrsg .: Fanbach, Oscar). Berlin. Akademie.

　1957・　。Gedanken　・‥　”(S.44-49) S.44.

　　Ich habe von Kindheit an die Poesie mit Leidenschaft geliebt, denn leb-

　　haft Empfinden schien mir immer der siisseste GenuB, dessen ein Mensch

　　sich erfreuen kan. Ich hielt fruh den Dichter, welcher lebhafte Empfin-

　　dungen, die denienigen, welchem　er sie mittheilt, veredlen, in andern

　　erweckt, fur ein wohlthatiges. fur ein geflugeltes. hei!iges Wesen, wie

　　Platon sagt. Die Begeisterung ist eine Leidenschaft;･　　.‥

】14)Stolberg
iiGedanken

liber　... "(V(4)I13) S.!04: Schiller und sein Kreis

　(V(4)I13). S.48.　　　　　　　　　　　　　　　　　　｀ヽ

　　Wenn ich auch Schillers Rundgesang auf die Freude nie gelesen hatte, so

　　wiirde ich doch gewiB seln, da£ eln Mann von seiner gluhenden Empfindung,

　　Momente miisse gehab t haben, sel'ge Momente, in welchen seine Seele dahin

　　schmolz bei der Empfindung des Allgegenwartigen, Alliebenden.　...

115)。Brod und Wein” Titel/Widmung: StA. Bd.2. S.90. Uber Heinse(V(4)85)・

　　BROD UND WEIN / AN HEINZE

　Vgl. OEuvres　de la Pleiade. S.807.

　　LE PAIN ET LE VIN / A Heinse.

n6)Heinse 。Ardinghello”(V(4)85) Zweiter Band. Vierter Teil. S.27O.

　　Und die Liebe ward geboren, der su6e Genufi aller Naturen filreinander,

　　der schonste, alteste und Jungste der Gotter ， von Uranien, der glanzen-

　　den Jungfrau, deren Zaubergiir万tel das Weltall in tobendem Entzucken zu-

　　saonnenhalt.　　　‥.

1 17)H5lderlin 。Hymne an die Gbttin･ der Harmonie” Motto:　StA. Bd.l. S.130.

　　Urania, die glanzende Jungfrau, hilt mit ihrem Zauberglirtel das Weltall

　　in tobendem Entzijken zusammen.　　　　　　　　ﾍﾟﾆ4　　　　　　　　　　　　　Ardinghello

118)Schiller 。Ueber naive und sentimentalis che Dichtung”: Weimarer National-

　ausgabe(V(4)Ill). Bd.2O. S.A6A.

　　・‥　denn die bloS sinnliche Glut des Gemahldes und die uppige Fiille der

　　Einbildungskraft machen es noch lange nicht aus . Daher bleibt Ardinghello

　　bey aller sinnlichen Energie und all em Feuer des Kolorits iiraner nur eine

　　sinnliche Karrikatiir, ohne Wahrheit und ohne asthetische Wiirde.　...

Vgl. Lessing, Gotthold Ephraim(I 729-81)。Emilia Galotti"(I772) / Goethe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V(4)16). Lessing(V(4)89) und Ｇｏｅtｈｅ(Ｖ(4)

106) in bezug auf den Gottinger 。Hainbund”(Ｖ(4)86)・

Vgl. Heine, Heinrich. Brief an Detmold, Johann Hermann. Den １５. Februar

　1828: Reclam-Ardinghello(V(4)85).　S.578.

　　Er ist einer jener　Damonen, die ich viellei･cht j･etzt reprasentiere, zu

　　denen auch Sie gehoren, und die einst den Olymp ｓtiirmen werden.　...

Vgl. Wagner, Richard 。Au tob iographis che Skizze','(18A3):Reclam-Ardinghello

(V(4)85). S.583・

　　Damals　ri8343　war ich einundzwanzig Jahre alt, zu LebensgenuS und freudi-

　　ger Weltanschauung aufgelegt;　･》Ardinghello* und ≫Das junge Europa° spuk-

　　ten mir durch alle Glieder:　... Die damals spukenden Ideen des　。Jungen

　　Europa", sowie die Lekture ≫Ardinghello≪ ， gescharft durch meine sonderba-

　　re Stimmung, in welche ich gegen die deutsche Opernmusik geraten war, ga-

　　ben mir den Grundton flir meine Auffassung, welche besonders gegen die pu-

　　ritanische Heuchelei gericht:et war, und somit zur kilhnen Verherrlichung

　　deｒヽ'freien Sinnlichkeit≪ fijhrte.

Vgl. Heinse ,^Ardinghello” Ers ter Band . Dritter Teil. Schlufl:Ｉ Reelam一犬Ardin-

ghello. S.196.

　　Nach Mitternacht ging es in ein echtes Bacchanal aus; i・.　Man entklei-

　　dete die Jungfrauen, die. Glut in alien Adern, sich nicht sehr straubten,

　　zuerst bis auf die Hemder, und schlitzte diese an beiden Seiten au£ bis

　　ａｎ'die Hiiften; und die Haare wurden losgeflochten.　. . . Man holte her-

　　nach a us der nahen Villa Sacchetti Efeu zu lくranzen und belaubt:ｅ Weinran-

　　ken mit Trauben zu Thyrsusstaben, und j eder Jiingling warf a:11e Kleid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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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4)l 10一川 ３

　　lem Wieland auf, der denn auch 1756 in seinen ,,Sympathien” und 1757 in

　　der Vorrede zu den ,,Emp£indungen elnes Christen” die gehassigsten Aus-

　　f'alle gegen Uz ａ１８sittenverderbenden Wortfiihrer der leichtfertigen Ana-

　　kreontik machte. Dieser antwortete　1757 in dem poetischen 。Schreiben･ an

　　einen Freund” wiirdig mit dem Hinweis auf die Unschuld seines Lebens wie

　　seiner dichterischen Versuche, die den ems ten Fragen der Philosophie und

　　dem Preise der Gottheit nicht minder gewidmet war en als harmlos-heiterem

　　Scherze; nur oden Schwulst und ungefalligplump mor a 1 i si er end en Fanatismus

　　lehnte er ab und forderte von der Dichtung ｖｏｒ･allem die reizende Schbn-

　　heit der Form, nicht bloB einen sittlich-erbaulichen Inhalt.　‥.

　ｎ)。ANMUTH UND wiJRDE”

llOSchiller 。Anmuth und Wurde”(1793):Werke. Nationalausgabe. Weimar. Her-

mann　Bohlaus Nachfolger. Bd.2O. 1962. S.251.

Vgl.。Das Reich der Schatten” 1 .Str. V.l(。Horen” hrsg・ ｖ'. Schiller. 9.

Stuck. 1795. September. S.I); Weimarer　Nationalausgabe. Bd.1(Ｖ(4)108).S・

247:　。Das Reich der Formen”(i.Gedichte” Erster Theil. 1800); Weimarer Natio-

nalausgabe. Bd.2. Teil I(V(4)74). S.118: 。Das Ideal und das Leben” 1 ･ Str.

v.i(。Gedichte” I .Teil. 2.Aufl. 1804/Ausgabe letzter Hand. 1805); Weimarer

Nationalausgabe. Bd.2. Teil 1. S.16A/S.396.

　　Ewig klar und spiegelrein und eben

　　FlieBt das zephyrleichte Leben

　　Im Olymp den Seligen dahin.

　　　(。Das Reich der Schatten”1795. V.1-3: ･･Das Reich der Fonnen" 1800. Ｖ.

　　　1－3: Bd.l . S.247)

　　Ewigklar und spiegelre‘in und eben

　　FlieBt das zephyrleichte Leben

　　ｌｍべ)lymp den Seligen dahin.

　　(。Das Ideal und das Leben”180A. V.I-3: Bd.2. Teil 1. S,396)

112)Schiller 。Die Kiinstler”(。Der Teutsche Merkur” hrsg. ｖ'. Wieland. Marz

　1789.　S.283-302)｡31.Str.(S.300-301)/5.Str.(S.285); Weimarer Nationalausga-

　be. Bd.I(V(4)108). S.213/S.202: ,,Die Kiinstler”(。Gedichte” Zweyter Theil ・

　1803); Weimarer Nationalausgabe. Bd.2. Teil I(V(4)74). S.138: iiDie Kiins t-

　1eｒ”(。Gedichte” Viertes Buch. Ausgabe letzter Hand. 1805): Weimarer Natio-

　nalausgabe. Bd.2. Teil I(V(4)74). S.395(28.St:r.)/S.38A(5.Str.)・

　　Sie selbst, die　sanf te Cypria,

umleuchtet von der Feuerkrone
steht dann vor ihrem milndgenSohne
entschleyert ― als Urania;

die furchtbar herrliche Urania,
iDit abgelegter Feuerkrone
steht sie - als Schonheit vor uns da.

　S.300

　-435　S.301

60

S.301

一
一
S.285

Bd.r. S.213

-
Bd.l. S.202

　（。DieKiinstler" 1789. 31.Str./5.Str. V.433-436/V.59-61)

Die furchtbar herrliche Urania,
Mit abgelegter Feuerkrone,
Steht sie ― als Schonheit vor uns da

Sie selbst, die sanfte Cypria,
Umleuchtet von der Feuerkrone
Steht dann vor ihrem miind'gen Sohne
Entschleiert - als Urania;

60

435

Bd.2. Teil 1･. S.384

Bd.2. Teil １.･S.395

　　(,,Die Kunstler" ･1805. 5.Str./28.Str. V.59-61/V.433-436)
113)Stolberg, Friedrich Leopold(1750-1819)。Gedanken liber Herm Schillers
Gedicht: Die Gotter Griechenlandes”(。Deutsches Mus eum'?8.Stuck. August
1788. S.97-105) S.97: Ein Jahrhundert deutscher Li teraturkritik(1750-1850)｡



　　　　　　　　　　　　　　　　　　　　　　　　　　　　　　　ダI　　　　　　　V(4)107-n0

ceterum nee cohibere parietibus deos neque」ﾑｎ ullam humani oris speciem

assimulare ｅχ magnitudine caelestium arbitrantur：|　!ucos ac nemora con-･

secrant deorumque nominibus appellant secret‘um illud. quod sola reveren-

tia vident. (S.16)　　　　　　　　　　　◇　　　｀

Im ubrigen vertragt es sich nicht mit der Vorstellung･ ｄ色ｔGermanen von

der Erhabenheit der Himmlischen, Gotter in Wandeﾌﾞeinzu'schlieSen und ir-

gendwie menschenahnlich darzustellen. Sie weihen ihneh vielmehr Lichtun-

gen und Haine, und mi t Namen von Gottern bezeichnen sie jenes geheimnis-

voile Wesen, das sie nur in ihrer Verehruiig‘und im ･Gelste schauen.

D'ailleurs, enfermer les dieuχ entre des murs ou !es representer sous (S・

75/S.76) quelque apparence humaine leur semble peu convenable a la gran-

deur des habitants du ciel;　ils leur consacrent des bois et des bocages

et donnent le nom de dieux ａ cette realite !nysterieuse que leur seule

　　piete leur fait voir.　　　　　　　　　　　　　　　　　‥

108)Schiller 。Die Gotter Griechenlandes” 1 .Fas.(。Der Teut:sche Merkur” hrsg .

ｖ. Wieland(V(A)85). Marz　1788.　S.250-260) S.255: Werke. Nationalausgabe.

Weimぷir.　Herma万nnBohlaus Nachfolger. Bd.l. 1943. S｡1り3;〉μ｡-15.Str.

　Damals trat kein graBliches Gerippe　　　　　　゛

　vor das Bett des Sterbiehden. Ein KuB

　nahm das lezte Leben von der Lippe,
』.F　　･4

　still und t:raurig senkt* ein Genius　　　　　　･.，.

　seine Fackel. Schbne lichte Bilder

　scherzten auch um die Nothwendigkeit,　.，

　und das　ernste Schicksal blickte milder

　durch den Schleyer sanfter Menschlichkeit.

　Nach der Geis ter schrecklichen Gesetzen　　゛｀

　richtete kein heiliger Barbar,　　　　　　　　　　＜

　dessen Augen Thranen hie benetzen,

　zarte Wesen, die ein Weib gebahr.

　Selbst des Orkus strenge Richterwaage ･|　　「

　hielt der Enkel einer Sterblichen,

　und der Thrakers seelenvolle Klage　　　　　丿ト･’

　riihrte die Erinnyen.　　　　　　　　　　　イ

Vgl. Takahashi, Katsumi: 恥lias und Hesperien bei

Griechenland”(Ｖ(4)34)

105

110

１１５

　・　　　　　　　　　　　１２０

喘｡lderlin - 。Seeliges

109)Novalis iiApologie von Friedrich Schiller”(リ89-90):Schriften in ４ Ban-

den. Leipzig. Bibliographisches Institut. 1928. Bd.2. S.90.

　Man hat fast libera 11 iiber das vortreffliche Gedicht des Herrn Rats Schil-

　ler ..Die Gbtter Griechenlands" Weh und Ach名eschrieii, ihn fiir einen Athe-

　isten und ich weiB nicht fiir was erklart und voll heiligen Eifers ihn ge-

　radezu der Holle ubergeben. Kluge und unparteiische Kopfe haben groBten-

　teils daruber mit mehr Gerechtigkeit geurteilt, doch keiner　auBer Wie-

　land, der einen Wink davon　im 。Deutschen Merkure” gab. hat sich offent-

　lich erklart, um die Frommler und andre enthusiastiﾒsche Kopfe, die viel-

　leicht ein heiliger Enthusiasmus　schnell ilbereiltちzu beschamen.　０ｂ ich

　mich gleich nicht zu den klugen Kopfen rechne, so schm‘eichle ich mir

　doch, wenigs tens unparteiisch　zu sein, indem ich weder den Dichter kenne,

　noch Atheist, Naturalist, Deist, Neolog Oder strenger Orthodoxe bin.

　ilberhaupt zu keiner Sekte zahle.　...　　　iStollberg, ein Mann, den ich we-

　gen seines Dichtergenies verehre, scheint mir selbst das Gedicht aus ei-

　nem falschen Gesichtspunkte angesehn zu haben. ｗiﾚｅauch　.‥　Kleist im

　。Deutschen Merkure”(。Das Lob des einzigen Ｇｏt!:ｅ･S/ ein Gegens tiick / zu

　den Gottern Griechenlands” Augus t 】789); ...ス

1 10)Deutsche National-Litteratur. Bd.A5(V(A)83). II.Teil. Ｊ,Ｐ･.Uz. S.1-101 ・

EinleitungCMuncker, Franz. S.5-22). S.16.　　　　へ'
　　Neben miBgiinstigen Recensionen, die sie veranlaSten, hetzten sie vor　ａ１－

三
四

高
知
大
学
学
術
研
究
報
告

第
三
十
七
巻
　
（
一
九
八
八
年
）
　
人
文
科
学



　－　－

１--
　五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第
一
節
「
聖
な
る
夜
」
そ
の
四

（
高
橋
）

V(4)105-107

　ｍ)。HEILIGER BARBAR"

105)VoB 。Briefe” Bd.I. S.96-97: Der Gbttinger Hain(V(4)87). S.351.

VoS an Bruckner / 26. Oktober 1772(V(4)89) ●●●

　　Das ｡obige schwarze Buch heist das Bundesbuch, und soli eine Sammlung von

　　den Gedichten unsers Bundes werden, die einstweilen durchgehends gebil-

　　ligt sind. Noch steht nichts darin. weil die Gesange, die jeder auf das

　　‘Biindnis unter der Eiche gemacht. anfangen sollen, aber nach me万inem Gefuhl

　　noch nicht eingeschrieben werden konnen.　Nachs tens schick ich Ihnen　eini-

　　ge davon. Jetzt feilt noch ein ｊeder daran. Auch Sie, wertester Freund;

　　auch du. kijnf tigerｽBundesbruder und deutscher Biedermann, muBt einen Ge-

　　sang auf dieses edle Bundni8　singen und einschreiben lassen.

　Vg1・　。Kinder- und Jugendliteratur der Aufklarung”(Hrsg.: Ewers, Hans-Heiko)

　Stuttgart. Reclam-Universal-Bibliothek. 1980. S.239-240: Lossius(1760-1819)

　。Lieder und Gedichte'!(1787) S.68-70.。Der deutsche Knabe" A4 Verse.

　　Ich bin ein deutscher Knabe.

　　　　　Mein Mut wird stark, wie meine Hand,

　　　　　Ich lobe mir mein Vaterland,

　　Das Waldchen und die Hutte.

　　Du bist kein deutscher Knabe.　　　　　　　　　　　　　　　5　　　　　　　　　　　S.68
　　　　　　　　　　　　　　　　　　　　　　　　　　　　　　　　　　　　　　　　　　　　　　　　-
　　　　　　●●●　　　　　　　　　　　　　　　　　　　　　　　　　　　　　　　　　　　　　　　　　　　　　　　　　　　　S.69

　　Wie, du ein deutscher Knabe？

　　　　　Siehst ieden deutschen Biedermann,

　　　　　Der nicht franzosisch parliren kan.

　　Verachtlich an, du Thore!

　　Ich bin ein deutscher Knabe.　　　　　　　　　　　　　　　25

　　　　　　●●●　　　　　　　　　　　　　　　　　　　　　　　　　　.　　　　　　　　　　　　S.239　　　S.69　　　　　　　　　　　　　　　　　　　　　　　　　　　　　　　　　　　　　　　　　__

　　Du bis t kein deutscher Knabe ｡
¶　　　　　　　　　　■　－　　　S.240　　　S.70

　　　　　Dem Spiegel machst du oft Besuch,　　　　　　　　30

　　Warst du ein deutscher Knabe,

　　　　　Was reistest du in fremdes Land,

　　　　　Kenns t du denn schon dein Vaterland

　　Von innen und von auBen?　　　　　　　　　　　　　　　　　　　40 .

　　Ich bleib ein deutscher Knabe.

　　　　　Das Land, das mir me in Leben gab.

　　　　　Giebt mir ein Platzchen einst zum Grab.

　　Am blauen Veilchenhiigel.

106)VoB 。Briefe” Bd.I. S.144-145: Der Gottinger Hain(V(4)87).　S.359・

　　VoS an Bruckner ｡/ Gottingen, 4. August 1773

　　Seinen〔Klopstocks) Geburtstag feierten wir herrlich.　‥｡　Oben stand

　　ein Lehnstuhl ledig. fur Klopstock, mit Rosen und Levkoj en bestreut. und

　　auf ihm Klopstocks satntliche Werke. Unter dem Stuhl lag Wielands Idris

　　zerrissen.　｡｡.　　die Fidibus war en aus Wielands Schriften gemacht.

　　Boie, der nicht raucht. mufite doch auch einen anztinden. und au£ den zer-

　　rissenen　Idris stampfeii. Hernach tranken wir in Rheinv

　　sundheit, Luthers Andenken, Hermanns Andenken, des Bunds Gesundheit, dann

　　Eberts, Goethens (den kenns t du wohl noch nicht?), Herders usw. Klop-

　　stocks Ode der Rheinwein ward vorgelesen, und noch einige andere.　Nun

　　war das Gesprach warm.　Wir sprachen von Freiheit, die Hiite auf dem Kopf,

　　von Deutschland, von Tugendgesang, und du kanns t denken, wie. Dann a£en

　　wir, punschten, und zuletzt verbrannten wir Wielands Idris und Bildnls ｡

107)Tacitり/Ｓ。,Gennania"(V(4)22: Reclam/V(A)42: Les Belles Lettres) Kan.9: S・

　16/S.17(Deut8ch: Woyte, Curt) // S.75-76(Text etabli et traduit par Perret,

　Jacques)｡



　　　　　　　　　　　　　　　　　　　　　　　　　　　　　　　　　●。　　　　　　　V(4)100-10A

S.233: Hegel. Werke. 20 Bde(V(4)21). Bd.l. ･S.ﾇ30: ･。Eleusis" V.10-21・

　dein Bild, Geliebter, tritt vor mich。　　　。。　　　　　　　　　　　　　　　　10

　und der entfloh'nen Tage Lust; doch bald weicht ｓ16

　des Wiedersehens sussern Hofnungen 一一　　　゛　　　　　‥

　Schon mahl t sich mir der langersehnten, feurigen　　ト｀

　Umarmung Scene。dan der Fragen des geheimern　。

　des wechselseitigen Ausspahens Scene,　　　土　　　　・　　　　　　　　　　　　15

　was hier an Haltung, Ausdruk, Sinnesart ａ血1Freund　い｡，

　sich seit der Zeit geandert. ― der Gewisheit Wonne, ・　　I■

　　des al ten Bundes Treue, fester. reifer ｎｏぐ!1ZU ｆｉｎ!len.

　　des Bundes, den kein Eid besiegelte。Ｙ

　　der freyen Wahrheit nur zu leben, Frieden mit der Sazung･　　　　　　　　　20

　　die Meinung und Empfindung regelt. nie einzugehn.

101)Holderlin 。Kanton Schweiz”. die Fufinote ilber 。Statte des Schwurs”(V.69)：

　StA. Bd.l. S.1A5(V(4)1O3)・　　　　　　　　　　　。

　　Rutli, eine Wiese nah 万amWaIdstattersee, den Mytenstein gegenilber, wo

　　Walther Fiirst und seine Gesellen schwuren: ≫frei 2ｕleben Oder zu ster-

　　ben!≪　　　　　　　　　　　　　　　　　　　　　　　　　　　　　　　　　　，

102)。Kanton Schweiz / An meinen lieben Hiller"(179n･ V.40-4A: StA. Bd.l. S.

　144.　　　　　　　　　　　　　　　　　　　　　　　　　　　　　　　"，

　　Staunend wandelten wir voriiber ･ ― Ihr Vater der Freien!　　　　　　　　　　４０

　　Heilige Schaar I　nun schau'n wir hinab, hinal。und erfiillt ist

　　Was der Ahndungen kiinste versprach, was　su3e Begeist'rung

　　Einst tnich lehrt' im Knabengewande, gedacht' ich des hohen

　　Hirten in Mamre' s Ha in'万und der schonen Tochter,von Laben,

103)。Kanton Schweiz” V.68-85:　StA. Bd.l.　S.145･

　　Lebt dann wol, ihr Glilklichen dort! im friedsamen Thale

　　Lebe wol. du Statte des Schwurs! dir jauchz'ten die Sterne,

　　Als in heiliger Nacht der ernste Bund dich besuchte.｡　　　　　　　70

　　Herrlich Gebirg! wo der blaiche Tyrann den Ｋｉ!echten vergebens ，.

　　Zahm und schme ichler i s ch Muth geboth - zu gewa!tig erhub sich

　　wider den Troz die gerechte. die unerbittliche Rache一一

　　Lebe wo1, du herrlich Gebirg. Dich schmukte der Freien

　　Opferblut - es wehrte der Thrane der einsa万゛ｅVater. 75

　　Schlunmre sanft. du Heldengebein!　ｏ schliefenｸﾞａリch wir dort

　　Deinen eisernen Schlaf, dem Vaterlande geopfert↓:

　　Walthers Gesellen und Tells, im schonen Ｋ４ｍμeder Freiheiり

　　Konnt' ich dein vergessen, o Land, der gottlichen Freiheit！

　　Froher war' ich; zu oft befallt die glilhende SﾚＣｈａ万aminich.　　　　　80

　　Und der Kunnner, gedenk'ich dein. und der heili↓gen Kampfer.

　　Ach! da lachelt Himmel und Erd' in frohlicher Liebe

　　Mir umsonst,　umsonst der Briider forschendes Auge.　二

　　Doch ich ･vergesse dich nicht!　ich hoff und harr岩寸es Tages,

　　Wo in erfreuende That sich Schaam und Ktiminer verwandeit.　ニ　　　　　　　85

104)Holderlins Brief 51 an die Schwester vom 19. Oder 20， Juni J792: StA.
Bd.6. S.77.

　　Es muB sich also bald entscheiden. Glaube mir, liebe Schwester, wir krie-

　　gen schlimme Zeit, wenn die Oestreicher gewinnenｽ. Der Misbraucりfurstli-

　　cher Gewalt wird schroklich werden. Glaube das miｔ! und bete fur die

　　Franzosen, die Verfechter der menschlichen Rechte・　　　　‥・

Vgl. lettre　a sa soeur. 19 ou 20 juin 1792. Traduct‘ion par Naville, Denise:

OEuvres de la Pleiade. S.83 ｡　　　　　　　　　　　　1'

　　La decision doit done etre proche. Crois-moi,とhere･ soeur, les･ temp8 se-

　　ront durs si les Autrichiens l'emportent. L'abus du pbuvoir princier Ｓｅ゛

　　ra terrible. Crois-moi！　ｅt;prie pour les Francais, defenseurs des droits

　　de 1 hoiIHU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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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standlich den Guten, aber mit Recht

　　Die Achtungslosen mit Blindheit schlagt

　　Die entweihenden Knechte, wie nenn ich den Fremden?

ｖg1・　。LeRhin”(V(A)7) V.135-149:　OEuvres de la Fleiade.　S.853

　　Maintenant Ｃ e゙st aux demi-dieux que je songe

　　Etil faut qu'une connai8sance me soit donnee

　　Deces etre sans prix. puisque leur vie －

　　Fait battre si souvent mon coeur plein de desir.

　　Mais celui qui cuuiuie toi re cut en partage, o Rousseau,

　　Une ame qui ｎｅ‘■peutetre soumise, une ame

　　De tres profond support,

　　Cette justesse de sens

　　Etce don si doux de savoir entendre et de parler,

　　Pareil au dieu du vin, avec ｕｎｅ･plenitude sacree

　　Etle desordre ｄ゛un divin delire, de telle

　　Sorte qu'il rende intelligible aux gens de coeur

　　Lelangage des etres １ｅ８plus purs, mais frappe

　　Les sans-respect d'un juste aveuglement, les esclaves

　　Profanateur8, ― cet inconnu, quel n0111lui donnerai-je？

V(4)96-100

135

140

145

97)Herder 。Auf den 14. Juli 1790":　Samtliche Werke(V(4)75). Bd.29.　1889. S・

659-660: Werke in ５ Banden(V(4)17). Bd.l. S･.48・

　Rings um den hohen Altar siehst du die Franken ･zu Brudern

　　　Und zu Menschen sich weihn: Gottliches, heilige万ｓFest!　　　　　　　　　S.659

　Wie spricht Jehovah zum Volk? Spricht er in Donner und Blitzen?　　　S.660

　　　Milder konnnt er hinab; Wasser des Himmels entsvlhnt

　Weihend die Menge zum neuen Geschlecht mit der Taufe der Menschheit.

　　　Vierzehnder Julius, dich sehn unsre Enkel einmal!，

98)Holderlin8 Brief 58 an den Bruder(Anfang Juli･ 1793):StA. Bd.6. S.85・

　　Cotta schrieb aus Frankreich, wie ich Yon Stutgart aus erfuhr, den 14 ten

　　Julius, den Tag ihres Bundesfestes werden die Franzosen an alien End en

　　und Or ten mit hohen Thaten feiern.　　...

Vgl. lettre ２ｉson frere(debut juillet 1793). Traduction par Naville, Denise.

Ｎ°58:　OEuvres de la Ｐ１６
　　Selon des informations de Stuttgart, Cotta, qui est en France, dit que

　　les Francais vont partout celebrer par des hauts faits le 14 juillet,

　　jour de leur fete nationale.　　　...

99)Schwegler, Albert 。Erinnerungen an Hegel”(1839): StA. Bd.7. I.Teil. S・

A50. REVOLUTIONARE STIldMUNG IM STIFT･ angeblich nach Ch.Ph. Leutwein･

　Eines Morgens, ・・.　　aheinem Sonntag, es war　ein schoner klarer Frtih-

　　lingsmorgen, seien Hegel und Schelling mit noch einigen Freunden auf eine

　　Wiese unweit Tubingen gezogen und hatten dort einen Freiheitsbaum aufge-

　　richtet.

Vgl. Dilthey, Wilhelm(1833-191I)。Da8 Erlebnis und die Dichtung"(1905).　8.

Aufl.　Leipzig/Berlin. Teubner. 1922.　S.362. Vgl. (V(4)4)・

　In demselben Jahre 1793, in ｄｅｍ･in Frankreich das Christenturn abgeschafft

　und der Kultus der Vernunft eingefilhrt wurde, stellten die Jungen Studen-

　ten万auf dem Marktplatz einen Freihe万itsbainn au£, den sie in hellem Jubel

　umtanzten.　　　　・・・
】00)Holderlin 。Am Tage der Freundschaftsfeier" V.129-133: StA. Bd.l. S.62

　Doch siehe es kam

Der seelige Tag -
Ｏ Bruder in meine Arme! -
Ｏ Brtider, da schlossen wir unsern Bund,

130

　　Denschonen, seellgen, ewigen Bund.
Vgl . Neuffer, Christian Ludwig(1769-1839) / Magenau, Rudolf(3767-18A6) /
Schelling,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l775-1854) / Hegel. Geore Wilhelm Fried-
rich(1770-1831)。Eleusis / An Holderlin. August. 1796”: StA. Bd.7. I.Teil.



　　　　　　　　　　　　　　　　　　　　　　　　　　　　　　　　　　　　　　　　　　　V(4)93-96

93)Goethe 。Gotter, Helden und Wieland. EineﾚFarce"(1774):Werke(V(A)14)

Bd.4. S.207//S.2I2.　　　　　　　　　　　　　　　・　)‥‥‥

　ADMET･　　‥.　Das verdiente einige ahndungsvolle Ehrfurcht. Der zwar Eu-

　　er ganzes　aberweises Jahrhundert von Literatoren nicht fahig ist.　‥.

　ALCESTE.　　‥.　Eure Alceste mag gut sein und Eure Weibchen und Mannchen

　　amlisiert, auchｹwohl gekitzelt haben, was Ihr Riihr万ung nennt.　‥.

　WIELAND.　Konnt Ihr mir absprechen, daB ich das Ganze.delikater behandelt

　　habe?　　‥.　(S.207//S.212)　・‥　　, KoloS.　･.　／

　HERKULES.　Bin ich dir als Zwerg erschienen?.　二　　　　　十

　WIELAND・　Als wohlgestalter Mann, mittlerer Grofie tritt mein Herkules auf .

　HERKULES. Mittlerer GroBe!　Ich!

　1),,BUND”

94)Holty, Ludwig Christoph Heinrich(17A8-76)。Bundsgesang im Septemb. 1772”

l.-2.Str. Ｖ.】－8: Der Gottinger Hain(V(4)87). S.68‘.

　Habt Gottes Segen! Vaterland, Vaterland　　　　　　　　　　　グ

　Tbnt jede Lippe, Vaterland, Vaterland,

　　　Brennt jeder Busen, Bruderherzen　　　　・　　≒　　　　　　.

　　　　Flammen entgegen den Brud erher zen.　　　　　　I/　　　　　　　　　・

　Ihr knieet nieder. schworer dem Laster Hohn,

　Den Schandern eurer Fluren, die Galliens,　　　　‥‥‥.‥‥‥

　　　Und jedes Auslands Kette schleppen.

　　　　Schworet ihr Hohn, und der Tugend Huldung.　　・

95)H'6lderlin 。Der Tod des Empedokles”(Erste Fassuhg. 1797-99) V.1449:　StＡ･

Bd.4.　S.62(V.14A7-1452). (Zweiter Act. Vierter Auftritt)

　BURGER. Du soiltest Konig seyn. ０ sei es! seisiト　　＼

　　　Ich griiBe dich zuerst, und alle wollens.

　EMPEDOKLES.　DiB ist die Zeit der Konige nicht mehr.

　B"URGER(erschrocken).　Wer bist du, Mann?　　　　　上

PAUSANIAS.

　　Ihr Burger.

BURGER. Unbegreiflich ist das Wort,

Sｏ、lehnt man Kronen ａｂ、 1450

　　　So du gesprochen. Empedokles .　　　　　　　　　ｙ　　‘　’

ｖg1・　。Lamort d'Empedocle"(Premiere version) lDeμχieme acte. Scene quatrieme:

OEuvres de la Pleiade. S.519-520.

　　CITOYEN.　Sois notre Numa!　Depuis longtemps hoりs pen宍sions

　　　Que tu devrais さt:re roi. Oh!　sois-le!　sois-le！

Je te salue le premier et tous vont le faiire.
　　｀゛？｀･｀゛゛J-｀゛｀“ｒ゛¨･“り　｀1- U＼JUO VVa･u xc J.Q↓4Q●
EMPEDOCLE.　Voiciﾆque le〕temps des rois est passe.

CITOYENS(effraves) . Hotnme, qui es-tu?

PAUSANIAS.

　　Citoyens.

CITOYEN

　　　　　　　　　　　　　　　　　　　　　　　　　Ainsiトｇｅ･refusent les couronnes,

Incomprehensible est la parole　＼

　　Que tu as dite. Empedocle.　　　　　　　’ダ

96)Holderlin 。Der Rhein” lO.Str. V.135-149: StA, Bd.2. S.146.

Halbgotter denk' ich jezt　　　　　　　　　　　　二　　。

Und kennen muQ ich die Theuern,　　　　　　　　　　　ト

Weil oft ihr Leben so　　　　　　　　　　　　　　こ

Die sehnende Brust mir beweget・　　　　　　　　　　　・

Wem aber. wie, Rousseau, dir,

Unuberwindlich die Seele

Die starkausdauernde ward,

Und sicherer Sinn　　　　　　　　　　　　　　　　　　　●.

Und suBe Gaabe zu horen.　　　　　　　　　　　　　　　て

Zu reden so, daB aus heiliger Flllle

Wie der Weingott, thorig gbttlich

Und gesezlos sie die Sprache der Reinesten giebt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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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4)90-92

　　Er dichtete. Was ward daraus？
　　　Einwohlgeschmucktes Hurenhaus

　Und ein andermal eiferte ich auf solche Ａｒt:

　　　　　　　　Derneue Ainadi8.
　　　DisBuch, das an das Licht zum geilen Zeitvertreibe
　　　FurStutzer ｕnd･fur Metzen trat.
　　　Gleicht einem schonen Leibe (Weibe)
　　　Derdie galante Seuche hat.
　　Das betrubte Schicksal des Hn W―d.
　　　　DieMusen 8tieBen ihn hinaus;
　　　　VonGeilheit voll im heiBen Bus en
　　　　Geriether in ein Hurenhaus
　　　　Undsah die Metzen an fur Musen.
　Das heiBt geschmahlt. Ja, Freund, thue mit unserm Bruder das Deinige die-
　sen neuen Ovid wegzutilgen.　‥‥.
9l)Holderlin8 Brief an Immanuel Nast vom 18.2.1787(Br.6): StA. Bd.6. S.IO.
　Du fragst. wie mir Dein Amadis gefalle ― ich sage - schlecht. Und wa-
　ｒｕｍ?？- Nicht weil Wieland ohnehin nicht mein Stekkenpferd ist, auch
　nicht - well ich gerner ein･Mahrchen gelesen hatte, das nicht von der
　Satyre unterbrochen wird - sondern - ich sags mit aller Bescheidenheit
　一一well Dinge drinn vorkommen, die fiirreizbare Leute, wie ich bin, lei-
　der 11! - nicht zum lesen sind. ０Ｂてuder!meinst Du, ich hab' ihn uber
　halb gelesen? da dank゛ich Gott, dafimeine Fantasie noch unbefleckt ist,
　daB mir vor del
　ekelt:. Gesteh mirs nur, Lieber, ist Dirs nicht besser urns Herz wann Du
　den groBen Messiassanger horst？ Oder unser8 Schubart8 wijtenden･Ahasveros
　liesst? Oder den feurigen Schiller？ -　...
Vgl. Lettre a l. Nast(Traduction par Naville, Denise):OEuvres de la Pie-
iade. S.21. (le 18 fevrier 1787)
　Mais 8oyons 8erLeux.　Tu me demandes si ton Amadis me plait - je reponds
　― fort peu. Et pourquoi? Non seulement parce que Wieland n'est pas mon
　cheval de bataille, et non seulemenC parce que ，j'aurais prefere lire un
　conte qui ne soit pa8 interrompu par la satire - mais surtout - je le
　dis en toute皿odes tie - parce qu'il s'y passe　des choses peu lisibles

pour des gens malheureuBement aussl irrit：ables que moi. 5 frere, ne crois
pas que je l'aie seulement feuillete, pour lors je rends grace ａ Dieu que
mon imagination soit encore vierge. et qu'un poete qui ferait certaine-
nent rougir･ de honte une innocence me repugne. Avoue‘１ｅ，mon cher.･ne te
sens-tu pas １ｅcoeur plus ａ l'aise en ecoutant le chant grandiose du Mes-
ｓｉｅ?ou le furieux Aha8veros de notre Schubart? Ou en lisant Ｐ impetueux 。
Schiller? -

92)Goethe 。Die･Leiden de8 jungen Werther"(V(4)】6) Brief vom 16.6.】771: Wer-
ke(V(4)14). Bd.6. S.27・
　Wir traten ans Fenster. Es donnerte abseitwarts, und der herrliche Reg en
　sausel tｅ･auf das Land, und der erquickendste Wohlgeruch stieg.in aller
　Fulle einer warmen Luft zu uns auf. Sie stand auf ihren Ellenbogen ge-
　stutzt, ihr Blick･ durchdrang die Gegend; sie sah gen Hitmnel und auf mich.
　ich sah ihr Auge tranenvoll.･sie legte‘ihre Hand auf die meinige und sag-
　tｅ: 。Klopstock!" - Ich erinnerte mich sogleich der herrlichen Ode, die
　ihr in Gedanken lag. und versank in dem Strome von Empfindungen, den sie
　in dieser Losung iiber mich ausgoB. Ich ertrug's nicht, neigte mich ａｕf‘
　ihre Hand und kiiBte sie unter den wonnevollsten Tranen. Und sa nach ihrem
　Auge wieder - Edler! hattest du deine Vergotterung in diesem Blicke⊃ge-
　sehen, und mocht'ich 皿ｎ deinen so oft entweihten Namen nie wieder nennen
　horen!



iamque pedem referens casus evaserat omnis.　・　＼
redditaque Eurydice superas veniebat ad auras
pone sequens (namque hanc dederat Proserpina legem)。
cum subita Incautum dementia cepit amantem。
ignoscenda quidem, scirent si ignoscere Manes：　｀

ilia quidem Stygia nab at iam friglda cumba.　　　　　／
septem ilium totos perhibent ex ordine mensis　　∧
rupe sub aeria deserti ad Strymonis undam
flesse sibi, et gelidis haec evolvisse sub antris

V(A)88-90

　　　　　485

S.I 28
-
S.130

　mulcentem tigris et agentem carmine quercus:　　　　　　　　　　　　　　　　　　510

Vgl. Klopstock: Ausgewahlte Werke(V(4)18)･. S.1195-り7: Orpheus und Eurydike.

　El end ward Orpheus、 ●●●　　　　　　　　　　　　　　1　　　　　　　、

... Er weint zu der Laute der Liebenden Wehmut;
Hat dich, siiBes Weib, dich an dem oden Gestade,
Dich, wenn der Tag anbrach, dich, wenn er,.sich neigte, gesungen:
Trat an des Tanarus Schlund, des Abgrunds Tor, in des Haines
Schwarze Schreckennacht; kam dann zu den Manen, 2tｍ･grausen
Konige, Herzen, die eisern sind den flehenden Menschen.犬

● ● ● ●

Jetzo kehrt er zuruck, den Gefahren entronneri; schon atmet:，
Nun nicht langer getrennt. Eurydike Liifte der Erde,ｽ
Nahe folgend:(Dies war Deois Gesetz) da dφΓLiebe
Unbedacht auf eininal den Torichten fasset; verzeihbar.
Wenn die Manen verziehn. Er stand, und sah sich, vom Tage
Schon　erreichet, uneingedenk, ach erliegend dem.Herzen,
Nach Euiでydikeum! Nun war miBlungen sein Miihsal。
War gebrochen der Bund mit dem eisernen Herrscher.　？・・

●●●●●

S.I 195

-
S.1196

(ofoedera: V

　493: S.I 28)

● ● ● Auch schwamn sie schon kalt in dem Nachen des 0rku8.

　Sieben Monde lang hat er unter bedurfteten Fel8en,

　Meldet die Sag' , an der Woge geweint des verlas8enen Strymons

　Allen seinen Gram in schauernden HBhlen gesungen;　。．　　　　　　　　　S.llり１６

　Tiger besanftigt' 巨ｒ da, und H'orerin wurd' ihm die Eiche.　　　iて1197

89)VoS 。Briefe”(Ｖ(４)８７)Ｂｄ．Ｉ．Ｓ．９３－９４：Der Gottinger Hain(V(4)87). S.350.

　Vofi an Bruckner　２６． Oktober 1772　　　j‥；．

　Gesundheiten wurden auch getrunken. Erstlich Klppstock8! Bole nahiD das

　Glas, stand auf, und rief: Klopstock. Jeder folgte ihm. nannte den gro-

　Sen l!amen, und nach einem heiligen Stillschweigen trank er. Nun Ramlers l

　Nicht voll so freilich; Lessings, Gle ims, GeBner s,‘Gers tenbergs, Uzens,

　Weissens usw. und nun mein allerliebster bester Bruckner mit seiner Do-

　ris. Ein heiliger Schauer mufi Sie den Augenblick ergriffen haben, wie

　der ganze　Chor, Hahn, die Miller mlt ihrer mann!ichen deutschen Kehle,

　Boie und Burger mit Silberstinmen, und Holty und ich mit∧den ubrigen

　(ｍ万eine Stimm万e kennen Sie) das feurige: Lebe!. ausriefen.: Jemand nannte

　Wieland, mich deucht Burger wars‘. Man stand皿it. vollen Gla3ern auf, und

　― Es sterbe der Sittenverderber Wieland, es s terbe Voltairfe)! usw・　‥・

90)Bruckner, Erns ｔ Theodor Johann ( 1746-1805)。Brief an J.H. Vofi vom ７. Mai

1773”: Euphorion.　33.　1932.　S.3A1-420. Metetmann, ErnstくHrsg.)* J' Bruck-

ner und der Gottinger Dichterbund. Ungedrucktや∧Briefe ｕｎ(!Handschriften.

S.390： Neue Quellen zur deutschen Geistesgeschichte ･des　１８．xi. 19. Jahrh。

　　　　　　　　　　　　　　　　　　　　　　　　　　　　　　■　¶　１　　　　　　Der neue Amadis 。　　　　　　　　　　‥　‘
　　Genie und Wollust komt zusa万mmen　　　　。　，犬　レ　　'゛

　　Und setzt des Dichters Herz in Flaramen,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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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85-88

Mannigfaltigkeit zur groBten harmonischen Einheit durch keine Kleidung

und Stubenluft verdorben, innner in gehoriger Munterkeit und Beｗ万egunger-

!lalten. ゛万゜゛万hohemund heiligem und v゛ollustigem Geist beseelt. ein ＼゛enig

Uberfiille, wo sie sein mtisse, uppige sanfte Wolbung und wieder straffer

UmriB sei auBerst 8elten〕und ｅｉｎﾆWunder in der Natur, und ｍ・ｎkonn es im-

mer, wenn man es fande, als das Allergottlichste auf diesem∧Erdenrund be-

　　trachten.　　　　・・・　　　　　・

Vgl. Reclam:-:Ardinghello. Anmerkungen zum Text. S.46A.

　　50, 16f. die griechische Venus zu Florenz: beruhmte Statue der ehemali-

　　gen Sammlung Medici, Florenz (heute Florenz, Uffizien), romische Kopie

　　nach einem griechischen Werk des 8paten ４. Jh.s.

　k)。HAINBUND”

86)Paul/Betz: Deutsches十Worterbuch . Tijbinge万n.Ni・万ffleyer.S.Aufl. 1966: 61.

Aufl. 1968. S.283.

.　Hain,　　　・・・　　alspoetische8 Wort durch Ｋ１.sehr iiblich geworden fiir ei-

　nen anmutigen Wald Oder fUr einen heiligen, den Gottern geweihten. K1.

hat den H. zum Sitz und Symbol der germanischen Dichtkunst gemacht im Ge-

in 1767) daher　gensatz zur griechischen (vgl. die Ode Der Hiigel und der Hain 1767) daher
　Hain 1772 als Bezeichnung fur den G'ottinger Dichterbund, der erst 1804
　von VoB Hainbund genannt wurde・
87)VoB, Johann Heinrich(1751-1826) ..Briefe”.Hrsg･ ｖ. VoB, Abraham. 1/11/
111(1-2)｡　1829-33. Bd.I.　S.9】－92:Der Gottinger Hain. Hrsg. V. Kelletat,
Alfred. Stuttgart. Reclam-Universal一犬Bibliothek. 1967. S.349.
　VoB an Bruckner　Den ２０.September 0 772). Von meinen Freunden hab ich
　vielmal zu gru£en; sie sind alle auch Ihre Freunde. Ach, den 12. Septem-
　ber, mein liebster Freund, da hatten Sie hiersein sollen. Die beiden Mill-
　lers, Hahn, Holty, Wehrs und ich gingen noch des Abends nach einem nahge-
　legenen Dorfe. Der Abend war auBerordentlich heiter. und der Mond voll .
　Wir uberlieBen uns ganz den Empfindungen der schonen Natur. Wir aBen in
　einer Bauerhutte eine Milch, und begaben uns darauf ins freie Feld. Hier
　fanden wir einen kleinen Eichengrund, und sogleich fiel uns alien ein.
　den Bund der Freund8chaft unter diesen･heiligen Baumen zu schworen. Wir
　umkranzten die Hute mit Eichenlaub, legten sie unter den Baum, faBten uns
　alle bei den Handen, tanzten so um den eingeschlissenen S tdminherum. -
　riefen den Mond und die Sterne zu Zeugen unseres Bundes an, tindverspra-
　chen　uns　eine ewige Freundschaft. Danri verbiindeten wir uns.　　　・・・
88)。Brod und Vein”l.Str. V.14-18(V(A)1)・
Vgl. Tacitus 。Germania"(V(A)22) Kap.ll: Reclam(V(4)22). S.20・
　nee dierum numerum, ut no8, sed noctium computant. sic constituunt. sic
　condicunt: ｎｏχducere diem videtur. (S.20)
　die Germanen　　｡｡.　Sie rechnen iibrigens　nicht nach Tagen wie wir, son-
　dern nach Nachten; demg・mafisetzen sie Termin万ｅ万festund treffen Verabre-･
　dungen. Nach ihrer Auffas Slinggeht die Nacht dem Tage voran･　‥。
　　　　　　　　(Reclam.S.21:Deutsch nach Woyte)
Vgl. Vergilius iiGeorgica" Liber IV. V.454/V.464-470/V.485-489/V.506-510:
Georgicon Libri IV / Georgiche. Testo, traduzione ｅ note ａ cura di Alessan-
dro Barchiesi. Milano. Arnaldo Mondadori.Editore.　1980. S.126/S.128/S.130.

●●● miserabilis Orpheus

ipse cava solans aegrum testudine amorem
te, dulcis coniunχ, te solo in litore secum,
te veniente die, te decedente canebat.
Taenarias etiam fauces, alta ostia Dicis,
et caligantem nigra formidine 。lucum
ingressus, Manisque adiit regemque tremendum
nesciaque humanis precibus mansuescere corda。

　　　　　　　　　　　●●●●●

　　454

S.126
-
S.I 28　465

470



Safi

Man

gulden

flillte
beim Altar und nahm den Weihrauch an.
nun die Welt mit Temp eIn und mit Hainen

V(4)84-85

　　　150

　　Unddie mit G6t:tern an. Bedeckt mit Edelsteineh,
　　Nahmbald der Priester auch des Pobels Augeれein　，＜.
　　Undwollte. wie sein Gott, von ihm verehret sei'n.
　　Drauf　herrschteder Betrug, bewehrt mit falschen Zeichen, ニ
　　UndmuBte von der Welt die scheue Freiheit weichen.
　　DieWahrheit deckte sich mit tiefer FinsteΓμg，
　　Vernunftward eine Magd und Weisheit Argernis･‘4　　　　∧
　　S0lieB die Vorwelt sich die Macht zum Denken rauben.
　　Undalles bog das Knie vor schlauem Aberglauben･.　　ダ
Vgl. Haller ･iVersuch Schweizerischer Gedichte”1 .Auf1.‘1732 / 2.Aufl・
/ 3.Aufl. 1742 / 4.Aufl. 1748 / 5.Aufl. 1749 / 6,Aufl. 1751 / 7.Aufl.
/ 8.Aufl. 1753 / 9.Aufl. 1762 / lO.Aufl.･1768し／１】.Aufl･･1777.

155

1734

1751

85)Wieland, Christoph Martin(1733-1813) ,,Comische Erzahlungen"(1765)/。Grie-

chische Erz'ahlungen”(1784):Werke. 5 Bande. Hrsg. V. Seiffert, Hans Werner/

Martini, Fritz. Munchen. Carl Hanser. 1965-68, Bd.A.イ965. S.75-169・

　　Kaum is t er weg, so steht schon Cypria,　　　　　　　ン

　　Voll Zuversicht in diesem Streit zu siegen,

　　In jenem schonen Aufzug da.　　　　　　　　　　　　　　　　　　　丿

　　Worin sie sich (das lachelnde Vergnugen　　／¨　　　　，.　　　　　　380

　　Der liisternen Natur) dem leichten Schaum entwand,　　・

　　Sich selbst zum erstenmal voll stifien Wunders”fand.

　　Und im Triumph aμｆ einem Muschel-Wagen,　　･.････　.　　･･

　　An Paphos reizendes Gestad　　　　　　　　　　　　十

　　Von frohen Zephyrn hingetragen,　　　　　　ト　’卜几　　　　　．　　　　　　　　３８５

　　In ers tem Jugendglanz die neue Welt betrat:　　　　　よ

　　So steht sie da,　halb abgewandt　　　　　　　j　　　　　　　I∧，

　　Wie zu Florenz, und deckt mit einer Hand,　　　　ふ，

　　Errbtend, in sich selbst geschmieget。

　　Die holde Brust, die kaum zu decken ist,　　　　　　　二S.86　　　　　　　390

　　　　　　　　　　　　　　　　　　　　　　　　　　　　　　　　　　　　　　　-　　Und mit der andern ― was ihr wiBt.　　　　.‥‘　　　　・S .87

　　Die ZauberinI Wie ungezwungen luget　　　　ト　’－ヽ　‘　，‥

　　Ihr schamhaft Ａｕg!　Und wie behutsam wird　　　　　　　・

　　Dafur gesorgt, daB Paris nichts verliert!

　　(iiDas Urteil des Paris” V.377-394: Hanser Ausgabe･. Bd.4. S.86-87)

　　Saturnia lag. abgeredter Mafien,　　　　　　　　　　　　　　　∧

　　In tiefem Schlaf, als er erschien.　　　　　　　☆

　　Vom Bade matt, auf einem Ruhebette,　　　　　　　犬　　　　　　　　　　　　　　　750

　　Ein Liebes-Gott, doch nur von Marmor, schien　　　　　　　-‥

　　Mit kuhner Hand den Vorhang wegzuziehn.　｀.‘　　三

　　Sie lag in leichten Silber-Flor　　　　　　　　｀’

　　Mit vieler Kunst gehlillt. und eine Blumen-Kette　　プ　　ダ

　　Versteckte halb, was ihr Gewand　　　　　　　　　　　　　　　　　　　　　　　　　　７５５

　　Den Augen noch gegonnet hatte;　　　　　　　　　　－ ..　　　　　∧

　　Doch steigt halb unverhijllt die schone Brust empor.

　　Dort reizt･ein weiSer Ann, und eine kleine Haiid,　．;，　　I　■

　　Hier ragt ein Knie wie Wachs hervor,　　　　’゜　　　¨‘

　　Und noch was mehr, das wenn er's itzt erblickte･　　　.’　　　　　　　　　　760

　　Selbst Jupitern so sehr entziickte　　　　　　　＾I

　　Als seinen Freund, ds=･Ｔｎ，ﾃﾞfastvon Lust entseelt.

　　Die Auge schwimrat. der Atem fehlt.

　　（。Juno und Ganymed” V.7A8-763: Hanser Ausgabe. Bd.4. S.13?)

Vgl. Heinse, Wilhelm(l749-1803)。Ardinghello¶'(1787) Erster Band. I.Teil:

,,Ardinghello” Stuttgart. Reclam-Universal-Bibliothek. 1975. S.50.

　die griechische Venus zu Florenz ・・.　　die zarten haufigen und doch fes-

　ten Schwingungen des Lebens in den reinsten Formen mit aller reizen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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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DIE FLUCHTIGEN DICHTER”

83)Uz, Johann Peter(1720-96) ,,Das bedrangte Deutschland"(am 29. Ｍ;iｒlｚ17A6

an Gleim geschickt. erst in 。Lyrische und andere Gedichte” 1755 gedruckt)

l.Str./7.ＳｔＴ.-ll.Str. V.1-4/V.25-A4: Deutsche National-Litteratur. Histo-

risch kriti8che Ausgabe. Bd.A5. hrsg. ｖ. Muncker, Franz. Stuttgart. Union

Deutsche Verlagsge8ell8chaft. ｕｍ】894. Sansyusya. Faksimile-Nachdruck. 1974.

2.Teil: Uz/Kleist/Ham万ler/Karschin. S.30-31.

　　Wie lang zerfleischt mit eigner Hand

　　Germanien sein Eingeweide?

　　Be8iegt ein unbesiegtes Land　　　　　　　　　　　　　　　　　　　　　　　　　　　　　　　３

　　Sich selbst und seinen Ruhm, zu schlauer Feinde Freude？

　　　　　　　●●●●●　　　　'　　　　　　　　　　　　　　　　　　　　　　　　　　　　　　　　　　　　　　S.30
　　　　　　　　　　　　　　　　　　　　　　　　　　　　　　　　　　　　　　　　　　　　　　-

　　O Schandel　Sind wir euch verwandt,　　　　　　　　　　　　　　　　　　　　　　　　S.31　　　25

　　Ihr Deutschen jener bes8ern Zeiten,

　　Die feiger Knechtschaft eisern Band

　　Mehr als den hartsten Tod im Ａｒｍ･der Freiheit scheuten?，

　　Wir, die un8 kranker Wollりst weihn,

　　Geschwacht vom Gifte weicher Sitten,　　　　　　　　　　　　　　　　　　　　　　　　30

　　Wir wollen derer Enkel sein.

　　Die, rauh, doch furchtbarfrei, fur ihre Walder stritten?

　　Die Walder, wo ihr Ruhm noch itzt

　　Um die bemoosten Eichen schwebetﾆ，

　　Wo, als ihr Stahl vereint geblitzt.　　　　　　　　　　　　　　　　　　　　　　　　35

　　Ihr ehrner Arm gesiegt und Latiiim gebebet？

　　Wir schlafen, da die Zwietracht wacht

　　Und ihre bleiche Fackel schwinget

　　Und, seit sie uns den Krieg gebracht.

　　Ihm stets zur Seite 8chleicht, von Furien umringet.　　　　　　　　　　　　　40

　　Ihr Natternheer zischt uns ｕｍＳ･ Ohr,

　　Die deutschen Herzen zu vergiften.

　　Und wird, konnnt ihr kein Hermann vor.

　　In Hermanns Vaterland ein schmahliとｈ Denkmal stiften.

8A)Haller ..Brief an Eberhard Gemmingen. Marz 1772": Deutsche National-Litte-

ratur. Bd.4l. 2.Abt.(V(A)82). S.163・

　　1st es also das Murren eines Sauertopfes。wenn ich gewiinscht habe. wenn

　　ich wilnsche. daB so vieler Witz, dafi eine so rosichte Einbildung, daB die

　　gluhenden Farben der hells ten Malerei nicht zum allgetneinen Schaden ange-

　　wende t wtirden; und sind die lustigen, die schalkhaften, die f liichtigen

　　Dichter, sind ihre Bewunderer gerecht. wenn sie nicht nur frei sein wol-

　　len, zum Schaden der Sitten, zur Unterdriickung notigerer Pflichten rei-

　　zend und verfuhreri‘sch zu dichten; wenn s£e sogar dieienigen verfolgen,

　　die noch einigen Ern8t bei der Poesie beibehalten und dieselbe zu ihrer

　groSen Be8tumnung, zur Aufmunterung zuriickfuhren wollen. 万ａ万Tn万Gllickeder

　Welt durch die Tugend zu arbeiten?

Vgl. Leonard, Emile-G.:Histoire du Frotestantisme. Collection QUE SAIS-JE? ・

Ｎ°427.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0. S.128.

　Haller qui, d'apres. Philippe Godet, ａinspirait a Voltaire une sorte de

　frayeur respectueuse>･， ･｡・・　　　　　　　　｡　，　　　　　　　　　　■

Vgl. Haller 。Gedanken iiber Vernunf t, Aberglauben und Unglauben” V.146-160:

Deutsche Na t ional-Li t teratur. Bd.41. 2,Abt(V(A)82). S.39.　　　　　　1

　　Selbst Laster durften 8ich den Gottem zugesellen,

　　Und Menschen ihre Schmach der Welt zum Beispiel stellen.

　　Geiz, Lugen, Uppigkeit, und was man tadeln kann.



　　　　　　　　　　　　　　　　　　　　　　　　　　　　　　　　　　　　　　　　　　　　　　　　V(A)80-82

　　et ou elles reviennent apres leur immense revoluｿtion.万Grise de nectar et

　　d'amitie socratique, j'ecoutais au banquet les∧discours doux et enf lam-

　　ｍ巨Ｓdes jeunes gens enthousiastes, celebrant 1' amour 'g･acre, tandis qｕ'

　　Aristophane, le farceur. y mele ses faceties 9.やa la fin le maitre lui-

　　meme, le divin ･Socrate, merveille de sagesse, leur enseigne a tous ce

　　qu'est 1'amour ― alors, ami de mon coeur.　je ne me sens pas !:ellement

　　decourage, et il me semble parfois que ｊｅ‘parviendrai tout de inerne ａ com-

　　muniquer une ａﾆincelle de cette douce　flamme, qui dans ces moments me ｒ巨-

　　chauffe・et m'eclaire, a mon opuscule, mon Hyperion。qui reflete ma veri-

　　table vie, et a creer peut一色tre autre chose ｡encore !qui fa叩ｅ la joie des

　　hoiuiiies.　　　　　　　　　　　　　　　　　　　　　　　二

Vgl. OEuvres de la Pleiade. Avant-propos par Jaccottet, Philippe.　S.χII.

　　11 suffit de relire la lettre que le poete de vingt-trois ans ecrit ａ son

　　ami Neuffer en juillet　1793, pour sentir a quelle prbfondeur etaient des-

　　cendues en lui les images de la Grece qu'il decouvrait ａ!ors dans le Phe-

　　dre et le Banquet (comme il ｎ万･allait pas cesser　d'en puiser chez Homere,

　　Pindare ou Sophocle). La prose musicale de cette lettre. coimne celle ｄ゛

　　Hyperion meme, est eclairee par la lumiere d'un mom!ｅ ou les dieux (H61－

　　derlin n'en doute pas) sont presents d'une .si juste presence que chaque

　　journee peut etre cette ≪fete de la vie* qu'il･reve de ofeter mythique-

　　ment･》a son tour.

　i)。HINGEHEFTETEN BLICKES LANGE WAHL”　　　　　　'

81)Klopstock 。Der Hugel und der Hain” V.A5-56: Oden゛1771 (V(A)18). S.255.

　LaS fliegen, o Schatten, die goldene Leyer　　　　l｀　　　　　　　　　　　　　　４５

　　　Den machtigsten Flug,　　　　　　　　　　　　　　　'，'｀

　　　　Und rufe mir einen der Barden　　　　　　　　　プ

　　　　　　　　　　　　　　　　　　　　　　　　　　　　　　　　j　　jj　　　　　　Meines Vaterlands herauf!　　　　　　　　　　，フ

　　Einen Hermmoon,

　　　Der unter den tausendjahrigen　　　　　　　'犬，　　　　　　＜　　　　　　　　５０

　　　　Eichen wandelte,　　　　　　　　　　　　　　　　　　　'

　　　　　　Unter deren alternden SproB ich wandle.　　　　ヅ

　　Ich beschwore dich, o Nome, Vertilgerin,.　　／

　　　Bey dem Haingesange, vor dem in Winfeld die Adler sanken!

　　　　Bey dem liedergefuhrten Brautlenzreihn: Ｏ senc!el･mir herauf　　　　55

　　　　　　Einen der Barden Teuton!ens, einen Herminoon!　"

82)。Der Hilgel und der Ha in”(Ｖ(４)８１)Ｖ．９３－９６：Oden 1771. S.258.

　Die zwil lingsbriider Alzes graben　　　　'･

　　　In Felsen euch das Gesez　der heiligen Freundschaft :。

　　　　　　　　　　　　　　　　　　　　dj　　　　　　　　　　　　6i●
｡・ rl

　　　　Erst des hingehefteten Blickes lange Wahl,レレノ 95　・

　　　　　　Dann Bund auf ewig!

Vgl. Haller, Albrecht(1708-77) ,,Uber den Ursprung des Ubels"(173A) III.Buch.

V.161-170: Deutsche National-Litteratur. Historisch゛kritische Ausgabe. 6d.

41. 2.Abt.　Haller/Salis=Seewis. hrsg. ｉ･. Frey, Adolf･Stuttgart/Berlin. Ｗ．・

Spemann. urn 1885.　Sansyusya. Faks imile-Nachdrutk.　1974. S.103.

　　０selig jene Schar, die, von der Welt verachtet,　｀

　　Der Dinge wahren Wert und nicht den Wahn betrachtet,

　　Und, treu d万PTninnren Ruf, der sie zum Heile schreckt.

　　Sich ihre Pflicht ztm Ziel ｖｏｎ･alien Thaten steckt!Ｉ

　　Gesetzt, dafi Welt und Hohn und Armut sie miBhanc!eln.!　　。　　　　165 ・

　　Wie angenehm wird einst ihr Schicksal sich verwandeln.　｡｡・

　　Wann dort. beim reinen Licht, ihr Geist sich s,ell?st gefallt.

　　Das uberwundne Leid zu seiner W01 lus t hal t　　ニI‘く

　　Und innig hold mit Gott, dem Urbild ihrer Gaben, 。.

　　Sie Gott, das hochs te Gut, in steter Nahe haben!･　　＼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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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4)78-80

ｖg1・ 。Le Pain et le ｖin” ｖ.40－48: OEuvres de la Pleiac!ｅ. S.809-810・

　　　Le feu divin lui-meme, nuit et jour. s'efforce vers un brusque　　　　40

　　Embrasement. Viens done!　et nous tourneront nos yeux vers･ l'etendue

　　　Pour ｙ chercher, si 101n soit-il, un bien qui sera notre!

　　ｕｎ万ｅchose demeure ferme. Que mic!i sonne ou que le temps ＳＩタallonge

　　　Dans le coeur de la nuit, une mesure e8t la toujours, commune

　　A tous, et chacun cependant ｒe901ｔ; en propre son destin.　　　　　　　　　４５

　　　Chacun s'en va, chacun s'en vient aux lieux qu'il peut atteindre.

　　Viens done!　Et qui pourrait mepriser le mepris, sinon ce triotnphant S.809

　　　Delire qui ･saisit les chanteurs soudain dans la nuit sainte？　　　　百３‘i万

79)Platon 。Phaidros”(V(4)62) 245A/2A9C: Werke(V(4)24). Bd.5. S.66/S.84.

Deutsch nach Schleiermacher:　S.67/S.85.

　I‘｀Og6'aり，a。eu yavtcχｇ Mouaiiiv, hxC ＩＯしηてしχasdOpas oKptχnてCχし　。。。　。‥　，

　　&ｔｃλ恥cxひTOC　｡｡｡｡｡　(S.66)

　　Wer aber ohne diesen Wahns inn der Mu8en in den Vorhallen der Dichtkunst

　　sich einfindet. meinend, er konne durch Kun8t allein genug ein Dichter

　　werden, ein 8olcher ist selbst ungeweiht, und auch seine. des Verstandi-

　　gen Dichtung, wird von der des Wahnsinnigen verdunkelt.　(S.67)

　　ToOto｡6'taTし。&。&μり叩しc GKetvω。5 hot' e?'6ev fflx恥らφｕχ恥『yｕ1』itopeudelﾆ(ｙａ

　　deip Kaこ6πept6o＼3aa a 。i)。Ｃ?;。u (pcχ1JC。χaC&。ａχO(|KxaagLs 7∂6。6。ＴωS. (S.84)

　　Und dieses ist Erinnerung an j enes, was　einst unsere Seele gesehen, Gott

　　nachwandelnd und das uber8ehend, was wir jetzt ftir das Wirkliche halten,

　　und zu dem wahrhaft Seienden das Haupt emporgerichtet. (S.85)

80)Holderlins Brief ６０ an Neuffer. Zwischen 21 . und 23. Juli　1793.

　　Zwar schrieb ich an Staudlin: Neufers stille Fleunme wird immer herrli-

　　cher leuchten, wenn vieleicht me in ･Strohfeuer　langst verraucht ist; aber

　　dieses viel〕eicht schrekt mich eben nicht immer. am wenigsten in den Got-

　　terstunden, wo ich aus dpm万Schoose der beseeligenden Natur, Oder aus dem

　　Platanenhaine am Illssus zurukkehre, wo ich unter Schulern Flatons hin-

　gelagert, dem Fluge des Herrlichen nachsah. wie er die dunkeln Fernen

　　der Urwelt durchstreift:， Oder 8chwindelnd ihm folgte 'in die Tiefe der

　　Tiefen, in die ゛entlegensten End en des Geisterlands. wo die Seele der

　　Welt ihr Leben versendet in die tausend Ｐｕ1‘seder Natur, wohin die aus-

　　gestrotnten Krafte ziirukkehren nach ihrem unermeBlichen Kreislauf, Oder

　　wenn　ich trunk ien vom Sokratischen Becher･， und sokratischer Geselliger

　　Freundschaft am Gastmahle den begeisterten Junglingen lauschte, wie sie

　　der heiligen Liebe huldigen mit siiBer feuriger Rede, und der Schaker

　　Aristophanes drunter hineinwizelt, und endlich der Meister, der ･gottli-

　　che Sokrates selbst mit seiner himmlischen Weisheit sie alle lehrt, was

　　Liebe sei - da, Freund meines Herzens, bin ich dann freilich nicht so

　　verzagt, und meine manchmal, ich miiBte doch einen Funken der siiBen Ｆｌａ万ｍ-

　　me, die in solchen Augenbliken mich warmt, u. erleuchtet, meine万ｍ Werk-

　　chen, in dem ich wirklich lebe ｕ. webe, meinem Hyperion mi tteilen kon-

　　nen, und sonst auch noch zur Freude der Menschen zuweilen etwas an's

　　Licht bringen.　(StA. Bd.6. S.86)　　　　　　"

Vgl. Lettre 5 Neuffer. Entre le 21　et le 23 juillet　】793. Traduction par

Naville, Deni8e: OEuvres de la Pleiade. S.90-91.

　　11 est vrai que j'ai ecrit a Staudlin:　la f lannne tranquille de Neuffer

　　brillera d゛un eclat de plus en plus beau lorsque (S.90/S.91) mon feu de

　　paille se sera peut-etre depuis longt:emps dissipe en fumee; nais ce

　　n'est pas cela qui me fait peur, surtout pas aux heures divines 0a je

　　reviens du 8ein de la glorieuse nature ou du bois de platanes au bord de

　　l'llissos; allonge partni les disciples‘de Platon, j'ai suivi l'envolee

　　du Magnifique parcourant ces confins obscurs que sont les origines du

　　monde, tout etourdi je l'ai suivi au plus profond des profondeurs, aux

　　source!i les plus lointaines de l'esprit:, d'oQ l>ame du monde projette sa

　　vie dans　les mille pulsations de la nature, d'oQ les forces s'ecoulent



　　　　　　　　　　　　　　　　　　　　　　　　　　　　　　　　　　　　　　　　　　　　　　V(4)74-78

　　Darum steigt in hoherm Bogen,

　　Dariim stromt in vollern･Wogen　　　　　　　　　　　　，　　ニ　'

　　　Deut8cher Barden Hochgesang,　　　　　　　　ぐ　　　‘･・15

　　Und in eig'ner Fillle schwellend,　　　　　　　　＼｡'　‘

　　Und aus Herzens Tiefen quellend　　　　　　　　　　　， 一　丿I　‘　　，

　　　Spottet er der Regeln Zwang.　　　　　　　　'　｀l

　h)。DER LEERE VERSTAND”　　　　　　　　凪

75)Herder, Johann Gottfried(1744-1803)。Auch ein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

te zur Bildung der Men8chheit"(177A):Samtliche Werke in 33 Banden(V(4)17)｡

1877-1913. Bd.5. 1891 . S.496-498: Werke. 5 Bde(V(4)17)｡Bd.3. S.57-59.

　Die Liebe muste den Schleier des Harems durch manche Stuffen verdiinnen, '

　ehe sie das schone Spiel der Griechischen Venus, Amors ｕ!1d der Grazien

　vard. So ^fythologie, Poesie, Philosophie, schone Kuns te:　‥.　Grie-

　chenlatid ward die Wiege der Menschlichkeit, der Vplkerliebe, der schonen

　Gesetzgebung, des Angenehms ten. in Religion, Sitten, Schreibart, Dich-

　tung, Gebrauchen und Kun8ten - Alles Jugendfreu‘de, Grazie, Spiel und

　Liebel　　‥｡(S.496/S.497)　‥.　der Grieche behielt nichts als schones

　Bild, Spielwerk, Augenweide - nennts gegen jenes・Schwerere wie ihr

　wollt; gnug er wollte nur dies!　Der Religion des Morgenlandes ward ihr

　heiliger Schleier genommen; und naturlich, da.alles auf Theater und

　Markt, und Tanzplatz Schau getragen wurde. wards in kurze!ｎ 。Fabel, schon

　ausgedehn万t9万beschv゛|万atzet,万gedichtet ゛1゛万di1万ｅ゛万gedichtet　‘Jilngl ings traum und

　Madchensage!" die Morgenlandische Weisheit, c!em Vorhange ４９ｒMysterien

　entnommen, ein schon Geschwatz, Lehr万gebaude und Zankerei der Griechischen

　Schulen und (S.497/S.498) Markte・　‥｡　Griechenlandl Urbild und Vorbild

　aller Schone, Grazie und Einfalt!　Jugendb liithe des Menschlichen Ge-

　8chlechts - ｏ hatte sie ewig dauren konnen!　‥√　　'･

76)Nietzsche 。Die Geburt der Tragodie, / Oder: / Ｇyi芦chenthum und Pessimis-

mus"(V(A)38) Kap.l3: op.cit.(V(A)25). Bd.l. S.84・　　・，

　　In dieser Tonart, halb mit Entriistung, ｈａ!b mit Verachtリng, pflegt die

　　aristophanische Komodie von　ｊenen Mannem zu reden, zum Schrecken der

　　Neueren, welche zwar Euripides gerne preisgeben. aber sich nicht genug

　　(!arliber wundern konnen, dass Sokrates als der erste und oberste Sophi8t,

　‘als der Spiegel und Inbegriff aller sophistischen Bestre!Sungen bei Aris-

　　tophanes erscheine:　｡｡｡

77)Hamann, Johann Georg(1730-88)。Sokratische Denkwurdigkeiten" Zweyter Ab-

schnitt:　Samtliche Werke. Historisch-kritische Ausgabe. Hrsg.:Nadler, Jo-

sef.　6 Bande. Wien. Herder.】949-57. Bd.2. S.75:，。Sokratische Denkwiirdig-

keiten/Aesthetica in nuce” mit einem Kommentar hrsg. VいJφΓgensen, Sven:-:Aa-

ge. Stuttgart. Reclam万‾:Univers a1:‾:Bibliothek.　1968. S.55･ .

　Das Genie ist die einmuthige Antwort. Sokrates hatte also freylich gut

　unwissend seyn;　er hatte einen Genius, auf dessen Wissenschaft er sich

　verlassen konnte. den er liebte und filrchtete als seinen Gott, an dessen

　Frieden ihm mehr gelegen war, als an aller Vernunft der Egypter und Grie-

　chen, dessen Stimme er glaubte, und durch dessen Wind, (wie der erfahrne

　Wurmdoctor Hill uns bewiesen) der leere Verstand eines Sokrates so gut

　als der Schoos･ einer reinen Jungfrau, frucht!)ａｒ werden kan!1.　｡‥

78)。Brod und Wein” 3.Str. Ｖ.40-48:　StA.　Bd.2. S.91,

　　　Gottliches Feuer auch treibet. bei Tag und bei Nacht,　　　　　　　　　　40

　Aufzubrechen. So konnnl　daS wir das Offene schauen.

　　　DaB ein Eigenes wir suchen, so weit es auch ist ．

　Fest bleibt Eins;　es sei um Mittag Oder es gehe

　　　!}is in die Mitternacht, immer bestehet ein Haas ，

　Allen gemein, doch ｊeglichem auch ist eignes beschieden.　　　　　　　　　45

　　　Dahin gehet und kuuiuit jeder. wohin er es kann.　　　　　＼

　Drum! und 8potten des Spotts mag gem frohlikkender Wahnsinn,

　　　Wenn er in heiliger Nacht plozlich die Sanger ergre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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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l.Brentano 。Rheinmarchen” ．

Bd.3. S.187,

　　　　　　　　　　　　　　　　　　　　　　　　　Ｖ(4)Ti-ｌＵ

itDas Marchen von dem Hause Starenberg”:･ Werke,

　Ich saB auf einer hohen FeIswand hinter Wachholdeてｓtrauchen undｉｂ１･sah
　den heimlichen schonen Waldgrund, ohne von dort aus bemerkt werden zu
　konnen.　Jetzt aber erhob sich ein Liiftlein und regte die Gipfel des Hains
　auf, und eine Menge Vogel aller Art flogen hin und her. und trugen aller-
　lei Krauter und Rei8er in Klauen und Schnabeln auf den Gipfel der Eich･ｅ
　und schienen beschaftigt, ein groBes Nest von den mannigfaltigsten wohl-
　riechenden.Holzern und Krautern zu erbauen. Der Mond lief noch nackc am
　Hiimnel herum, und der junge Tag, der aufstehen sollte, schamte sich vor
　ihm und errotete;　nun aber zog der Mond ein weiBes Hemd an und trat mit
　den Sternen ･hinter den himmlblauen Vorhang ･
Vgl . Takahashl, Katsumi: ijber die erste strophe von Holderlins 。Brod und
Wein”｡,Heilige Nacht'. Dritter Teil. 。Abgeschiedenheit” und 。Brunnen”｡
(Forschungsberichte der Universitat Kochi furs Jahr 1987. Vol.36)/ iJber
die erste Strophe von Holder1ins 。Brod und Vein”｡ ,Heilige Nacht* . Vierter
Teil.。Gloken” und 。Stunden”｡(Forschungsberichte der Universitat Kochi furs
Jahr 1988. Vol.37. Geisteswissenschaften)・
74)Schiller 。Deutsche GrbSe”(1797):Werke. Nationalausgabe. Weimar. Hermann
Bohlaus Nachfolger. Bd.2. Teil I. 1983. S.431-432.
　Die Majestat des Deutschen ruhte nie auf dem Haupt Ｓ. Fiirsten. Abgeson-
　dert von dem politischen hat der Deutsche sich einen eigenen Werth ge-
　griindet und wenn auch das Imperium unterginge, so bliebe die deutsche
　Wurde　unangefochten･　‥.　Sie i多t eine sittliche GroBe, sie wohnt in der
　Kultur ｕ: im Character der Nation, der von ihren politischen Schicksalen
　unabhangig ist. ― Dieses Reich bluht in Deutschland, es ist in vollem
　・Wachsen und mitten unter den gothischen Ruinen　einer alten barbarischen ･
　VerfaBung bildet sich das Leber!dige aus.　(Der Deiitsche wohnt in einem ａ１－
　ten stur zdrohenden Haufi aber er selbst ist ein edler Bewohner, und indem
　das politische Reich wankt hat sich das Geistige immer fester und voll-
　kommener gebildet.) (S.431/S.432)　・｡.　endlich mtiB die Sitte und die
　Vernunft siegen, die rohe Gewalt der Form erliegen - und das langsamste
　Volk wird alle die schnellen fluchtigen einholen. Die andern Volker wa‘
　ren dann die Blume, die agfallt　Wenn die Bltimen abgefalien bleibt die
　goldne Frucht Iibrig, bildet sich, schwillt die Frucht der Aernte zu.
　Das kostliche Gut der deutschen Sprache die alles ausdriickt, das tiefste
　und das fluchtigBte, den Geist, die Seele, die voll Sinn ist. Unsre Spra-

che wird die We!t beherrschen. Die Sprache is t der Spiegel einer Nation,
wenn wir in diescn Spiegel schauen, so konnnt uns ein gro6e8 trefliches
Bild von uns selbst daraus entgegen･ Wir･ kennen das jugendlich griechi-

　　sche und das modern ideelle ausdrucken.　　　‥.

Vgl.:　Schiller 。Die deutsche Muse”(..Gedichte” Zweyter Theil ｡ 1803): Weimarer

Nationalauseabe. 6d.2. Teil I. S.A08.

　　Kein Augustisch Alter bliihte,

　　Keines Medizaers Giite ，

　　　　Lachelteder deutschen Kuns t,

　　Sie ward nicht gepflegt von Ruhme,

Sie entfaltete die Blume
　Nicht am Strahl der Fiirstengunst.

Von dem groBten deutschen Sohne,
Von des groBen Friedrichs Throne
　Gleng sie schutzlos, ungeehrt.
Ruhmend darfs der Deutsche sagen,
Hoher darf das Herz ihm schlagen.
　Selbst erschuf er sich･den Werth.

５

】０



　　　　　　　　　　　　　　　　　　　　　　　　　　　　　　　　　　　　　　　　　　　　V(4)63-73

　ihm vielleicht die hirtin lacht. HAGEDORN

64)Nietzsche ,,Die Geburt der Tragodie” 19.Kap.(V(4)28:V(4)5り｡

65)。Die Gebur t der Trag'odie” 19.Kap.:op.cit.(V(4)25). Bd.↑. s.n6・

　Man kann den innersten Gehalt die8er sokrat:ischen Cultur nicht scharfer

　bezeichnen, als wenn man sie die Cultur der Operトnennt:　　｡｡｡

66)Goethe。Faust” V.6903-05: Werke(V(A)14). Bd.3. S.212。

　　　　　　　　　　　　　　Schon umgeben ! - Klar ，Gewasser　　ト

　Itn dichten Haine! Fraun, die sich entkleiden.　　　　　＼

　Die allerliebsten! - Das wird itmner besser. .　゛

67)。Die Geburt der Tragodie" 2O.Kap.:op.cit.(V(A)25)｡Bd.l. S.I 27.

　Went! es solchen Helden, wie Schiller und Goethe, nicht: ･gelingen durfte,

　jene verzauberte Pforte zu erbrechen. die 畑っｄｅｎ･hellenischen Zauberberg

　filhrt, wenn es bei ihrem muthigsten Ringeh nich!t weiter gekommen ist als

　bis zu jenem sehnsuchtigen Blick, den die Goethische Iphigenie .ｖ。ｍbar-

　barischen Tauris aus nach der Heimat tiber das Meer hin sendet, was blie-

　be den Epigonen solcher Helden zu hoffen. ・・・　　　j　　　　｡

68)Klinger, Friedrich Maximilian(I752-1831) ,,Sturm und Drang”(1776)

69)Takahashi, Katsumi: VERINNERLICHUNG UND ERLEUCHTUNG Uber die erste

Strophe von Holderlins 。Brod und We in”i .Heilige Nacht゛｡Erster Teil(For-

schungsberichte der Universitat Kochi fiirs Jahr　1985. V61.3A. Gei8te8wis-

senschaften.　S.I 55-201.　1986)・｡(Ill) Erleuchtung lind Beleuchtung. (3)。Gah-

rung und Auflosung”(S.176-182)・

70)。Brod und We in”■l.Str. V.2(V(4)1)｡　　　　　　　　　　　－　・

71)Hblderlins Brief 222 an den Bruder um Neujahr 1801： StA. Bd.6. S.407.

Aber da3 der Egoismus in alien seinen Ges talten sich･beugen wird ｕｎt:er
die heilige Herrschaft der Liebe und Giite, daB Ｇ･emeingeistijber alles in
allem gehen. und da£ das deutsche Herz in solchemニKlima, unter dem See-
gen dieses neuen Friedens erst recht aufgehn。und gerauschlos. wie die

　wachsende Natur, seine geheimen weitreicher!den Krafte entfalten wird.
　die mein'ich. die seh' und glaub' ich. und diS ists, wa‘svorziiglich mit
　Heiterkeit mich in die zweite Halfte meines Lebens hinaussehn laBt .
Vgl. Lettre a son ｆｒさreprobablement vers Nouve･1-An!801(Traduction par
Naville, Denise)：OEuvres de la Pleiade. S.986･

　　L'essentiel, c'est que l'egoistne sous　toutes 右ｅｓ　forme‘ｓｓ゛inclinera　de-

　　vant le pouvoir sacre de 1゛万゜万”1万〇uret de la bor!ltも　qｕ゛万entoute chose 1 'es‘7

　　prit de communaute prevaudra, et que sous　le climat]et la benediction≒de

　　cette paix nouvelle le coeur　allemand ｓりIpanduira et deploiera en silen-

　　ce. connne la nature en croissance, ses forces lointaines et secretes;

　　voila ce que je pense, voila ce que je vois･ et ce que je crois;　et voiia

　　essentiellement pourquoi ｊ'envisage avec serenite la seconde moitie de

　　ma vie.

72)。Brod und We in”l.Str. V.9-1O(V(4)1)・

73)。Brod und We in”l.Str. V.11-13(V(4)1).

Vgl. Brentano, Clemens(1778-1842)。Gockel, Hinkel und Gackeleia . Marchen,

wieder erzahlt von Clemens Brentano”(1838):Werke in 4 Banden. Miinchen.

Hanser.｡1968/1963/1965/1966. Bd.3. S.768.・　y　　　　　　　・

　　Ach, da wuchs mir das Herz; die Welt･ward zu enge. weit ward es um die

　　Seele, meine Locken schienen mir Gefiihle und Wunsche, die 8ich sehnten.

　　im Winde zu　spielen, und ich gab sie ihm hin; denn, horch, jetzt ka万ｍ

　　auch ein Wehen und regte die Wipfel des Haihs' auf; sieh, und das Eben-

　　bild unsrer Erde, der Mond, kam da geheim nun auch; die schw万annerische,

　　die Nacht kam, trunken von Sternen und wohl 11･fenigｿbekiiinmer t um iins glanz-

　　t:ｅdie Erstaunende dort. die Fremdlingin unter den Mensohen, liber Ge-

　　birgsanhohen traurig und prachtig herauf! '-｡Ach!　da dacht:ｅ ich nichts

　　mehr als: Ware nur Vater und Mutter hier. und went! selbs t nur Kronovus

　　hier ware. dae ich mitteilen kbnnte. was ich･fUhl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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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g1・　。La Ｔｅｋ”V.29. Traduction par Jaccottet, Philippe: OEuvres　de la Pie-

iade. S.8.

　Miens ces rocs insolents?　ces chenes millenaires？

54)。Die Ｔｅｋ”V.39: StA. Bd. 1 . S.56(V(4)53).

55)Campe, Joachim: Worterbuch der Deutschen Sprache. Braunschweig. 1807-13･.

Faks imile-Neudruck. Hlldesheim. 01ms/Sansyusya. 1969-70. Bd.】(1807). S.826・

　Die Eiche, ・・・　.　Oder deｒ･Eichbaura.　l)Ein bekannter ｓｅ!ir nutzbarer

　Baijm, der eine grofie Hohe und Dicke, und ein hohes mehr als tausendjah-

　riges Alter erreicht, ein gelbliches Oder braunliches festes und 8chwe- ・

　res Holz hat und in den kaltern Landern wachst(Quercus Ｌ.)・　‥・

56)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au£ japanisch・ .Bd.4. 1972. S.267. ・

57)H色rder-Lexikon. Fflanzen. Freiburg. Herder. 1975. S.54.

　Eiche: l Stiel- Oder Somine万r-E.(Quercu8 robur), in ganz Europa verbreitet

　(die sog. alten E.n); 2 Trauben-, winter- Oder Stein-E.(Quercus petraea)

　mit kleinerem Verbreitungsgebiet; 3 Flaum-E.(Quercus pubescens) mit

　flaumfilzigen Blattern; ４ Rot-E.(Quercus　borealis), raschwiichsig mit

　herbstl. Rotfarbung; 5 Kork-E.(Quercus suber), eine immergrune, waldbil-

　dende Ｅ.

58)Langenscheidts Handworterbuch. Lateinisch-Deutseh. Hrg.: Menge, Giith-

ling, Fertsch u.a.m.　Ziirich/Wien/Miinchen/Berlin. 1971 /】983. S.553.

　ΓObur,　　・・.　　1・a)Kernholz, bsd. Eichenholz ・・.　　2. / Starke^ Kraft,

　Festigkeit ' ‥・

59)Beitl　/ Klaus: Wor terbuch der deutschen Volkskunde. 3.Aufl. Stuttgart.

Kroner. 1974. S.I60.

　Eiche (Quercus　robur).　In vorchristl. Zeit geh'ort die E. bei den Germ.

　und anderen　indogerm. Volkern zu den am meisten verehrten Baumen des

　Waldes.　Beriihint ist z.B. die Donar-E. bei Geismar, die kultische ･Vereh-

　rung genoB und im Jahre 725 von Bonifatius gefallt wurde.

Vgl. Meyers En zyklopad i s che s Lexikon in 25 Bande゛. Mannheim.　Bibliographi-

sches Institut. Bd.7. 1973. S.467: Uber 。Eiche”.

　Religions- und kulturge8chichtlich ist die E. von hervorragender Bedeu-

　tung.　Sie gait v.a. bei indogerm. Volkern, aber auch bei den Japanern

　als heilig. Dem griech.･Gott Zeus war in Dodona eine Ｅ. geweiht. Der Na-

　me der Dryaden (weibliche Baumgeister der Griechen) geht auf 。drys”(・Ei-

　che) zuruck. ...　Der jap. Schintoismus kennt einen　speziellen E.ngott‘

　(Kaschima no ｋａ，:i). E.nhaine waren als Kultstatten ｂ‘eiden indogena.

　VBlkern Europas weit verbreitet:. Am bekanntesten jedoch ist die E. al8

　ｈ１. Baum des german. Gottes Donar (die Donar-E., vermutl･ in Geismar bei

　Fritzlar, lieB Bonifatius 724 fallen)・　‥.　AuBerhalb der religiosen

　Sphare gilt die E. al8 Sinnbild der Starke, heldenhafter Standhaftigkeit

　sowie als Sinnbild des sieges.

60)Der neue Brockhaus.　Bd.]. 1936. Leipzig. Brockhaus.　S.646: ijber 。Eiche”.

　In der VolkBkunde ist die E. das Sinnbild der Freiheit und Kraft. Bei

　vielen indogerma叫V6lkern und bes. bei den Germanen ist sie der am tneis-

　ten verehrte Baum; ●●●　　　　　　　　　　　　　　　　‘

61)Vgl. V(4X59.

62)Vgl. V(4)59・

Vgl. Platon 。Phaidros” 275B: Werke(V(4)24). Bd.5. S.】78/S.J79(Deutsch).

　ol 6をY' is mtλｃ，＆･Tip TOO△しas TOO△ω6ω．『lUOU leptf 6puosλOYous iff叩ａ。

　1』(xりＴしXoOsTipUTOUS YE。eadaし.　...　　(S.178)・

　Sollen doch, o Freund, in des Zeus dodonaischem Tempel einer Eiche Red en

　die ersten prophetiBchen gewe8en sein･　　‥・.

g）。IDYLLISCHE WIRKLICHKEIT” UND 。SITTLICHE GROSSE”

(S.179)

63)Griimn: Deutsches Worterbuch. Bd.4. 2.Abt. 1877. Faksimile-Neudruck. Miin-

chen. Deut8cher Taschenbuch-Verlag.　198A, Bd.lO. Sp. 173・

　　inden lustgewohnten hain.

　　woin jener schatten nacht



Qu'un autre soin ici te presse：　feterde Ｐ automne
　　L'ancienrite. avec nous noblement refleuri!

S.804
-
S.805

C'est ce que signifie la table auguste ou. sous le chene,
　　Pareilsa des abellles, nous十chantons ensemble,
Et aussi bien le bruit des coupes: ainsi l'ame effrenee
　　Desadversヽaires　le choeur la force ａ l'unisson.

●●●●●

Dei a sous sa couronne de feuillage au loin, la ville

S.805
-
S.806

V(4)A5-53

28

35

75

　　Vant:6e leve sa face claire de pretresse.　　：

　Souveraine, elle tend le cep de vigne et le sap in

　　Jusqu'en la pourpre bienheureuse des nuages・　."一

A6)Septuaginta(V(4)2). Vol.1. S.23:　Genesis. 18‘. 1. ,,6p0s"　'

　　o ^eos upos T^ 5pりC t!) MayPpn　・‥(Ｖ(4)9).ト

47)Menge-Guthling: Langenscheidts Grofiworterbuch. Griechisch-Deutsch. 22.

Aufl. 1973. S.191.　　　　　　　　　　　　　　　　　　　　，

　6pus, uos, n　Waldbaum, Baum, insb. Eiche, auch Fichte; meton. Holz.

48)Gesenius, Buhl u.a.m.: Hebraisches und Ara万万maisches Handworterbuch uber

das Alte Testament. Unveranderter Neudruck der 1915 erschienenen 17.Aufla-

ge. Heidelberg/Gottingen/Berlin. Springer. 1962. S.Al. ,

　liりS　　・‥　　― Identisch damit sind wahrsch・　. ．.

　　　　　　　　　　　　　　die Formen, die d. Mass, pりＭ

　ｎ:呻1かS:Genesis. 12.　6: 。Hain More”,,Buchen und Eichen” : TiSSI≒!η

　　　　..．　　　　　　　　　　　　　　　(Isaia. AA. 14)

49) nO3 ＼＼% (Klageiche: Eiche des Weinens):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

sia(V(4)2). S.56. Genesis. 35. 8.　　　　　　　‥‥‥　　，.｀　。

Vgl. Biblia Germanica I5A5(V(4)2). I.Teil. S.22: D19 heilige Schrift(V(4)2)・

S.A2: ,,die Klageiche”(Genesis. 35. 8)・　　　，　.

　DA starb Debora der Rebeca ａＴＩπｎｅ　/vnd ward begraben vnter BethEl / vnter
　ミ　　_．・　-■　　　●　　－　　　．　　　　　　．・　．_ﾐ　　・　ｊ　´　　　Ｊ_＿　･ｊ　－　皿皿tder Eichen / vnd ward genennet die Klageiche. (I.Teil､･S.22)
　　Dastarb Deboray der Rebekka Amme, und ward begraben unterhalb Beth=El

　　unter der Eiche; und die ward genannt die Klageiche.･･　(S.42)

50)Holderlin 。Stutgart” 2.Str. V･｡34: 。Eichbat皿”(StA.,Bd,2. S.87：V(A)45)

(OEuvres　de la Pleiade.　S.805:　。chene”(Jaccott：et Philippe))　　　　ｉｖｉｗ●－ｓｖ ｓｗ－ｕ二－w4usり●　り●ｖ￥Ｊ●　ｌ●り“い゛･　７．“｀-｀･゛゛｀-｀１　｀¨゛｀
Vgl.。Mnemosyne” 2.Fassung.　l.Str. V.Il：　StA. Bd.2√S.I 95.

Und es tonet das Blatt und Eichbaume wehn dann　．．／ノ
Et la feuille bruit alors et, pres des glaciers, les chenes
Agitent leurs rameauχ(,,Mnemosyne” Deuxieme version. Traduction par
　Roud, Gustave:　OEuvres de la Pleiade. S.879)

Vgl・　i.DieEichbaume”(StA. Bd.l.　S.201)｡　　　　　　＼　　　　，

51)Goethe 。Faust” V.7822: Werke(V(4)14). Bd.3. S･237.

　　Von hoher Eichenkraft umlaubt！

Vgl.。die bequeme　Lust an einer idyllischen Wirklich㎏it”(Ｖ(4)28:Ｖ(4)64)

　　Dort hinter der Wiese hebt sich der strauchichte Hiigel sanf t empor. wo

　　unter schlanken Eichen das Mondlicht und dunkle Schatten durch einander

　　hupfen, dort eilt der riesende Bach, ich hor, ich hore sein Rauschen,　　・・・

　　　(GeBner, Salomon ..Die Nacht” 1753: Idyllen. Reclam-Universal-Bibliothek.

　　　Stuttgart. 1973. S.8)

　f)。TAUSENDJAHRIGE EICHEN"

52)Holderlin 。Auf einer Haide geschrieben" V.･12－り:　StA. Bd.l. S.29.

　　Jedesmal wandelt an meinen taus end jahr i gen E1(ホen　ヽし

　　Mit entbloBte万m Haupt der Jager voriiber. ・・。　　　　－

53)Holderlin 。Die Ｔｅｋ”V.29/V.39: StA. Bd.1 . S.55/S.56.

Mein.die trozende Felsen? die tausendjahri
Ewiger,

trozende Felsen? die tausendjahrige Eichen? (S.55: V.29)
als mein Nahme, die tausendjahrige Eichen!くS.56: V.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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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 aber fijhrt die Luft was edlers zu beginnen
Zu einer muntern Schaar von jungen Sch'afferinnen.

瓦Ｔ房

V(4)45

　　100

Vgl. Reclam-Haller：　Die Alpen und andere Gedichte. Stuttgart. Reclam-Uni-

versal-Bibliothek. 1965. S.7：　。DieAlpen" ｌl.Str. V.101-110.
　　Wanndurch die schwule Luft gedampfte Winde streichen
　　Undein begeistert Blut in jungen Adern gluht.
　　Sosammlet sich ein Dorf im Schatten breiter Eichen,
　　WoKunst und Anmut sich um Lieb und Lob bemilht.

Hier ringt ein kuhnes Paar, vermahlt den Ernst dem Spiele,
UrawindetLeib um Leib und schlinget Huft um Huft.
Dort fliegt ein schwerer Stein nach dem gesteckten Ziele,
Von starker Hand besellt, durch die zertrennte Luft.
Den aber fuhrt die Lust, was Edlers zu beginnen,
Zu einer muntern Schar von iungen Schaferinnen.

105

１１０

Vgl. Novalis 。Von der Begeisterung" vnn 1788-90： Schriften(V(4)109). Bd.2.

S.90-91.

　Der erste wind, das erste Ltiftchen. das dem Ohre des Wilden horbar durch

　den Gipfel der Eiche sauste, brachte gewifi demselben in seinem jungen.

　unausgebideten, alien auBerlichen Eindriicken noch offenen　Bus en eine Be-

　wegung.　cinen Gedanken von dem Dasein eines machtigen Wesens hervor, der

　sehr nahe an die Begeisterung■grenzte und wo ihm nichts als Worte fehl-

　ten, urn sein voiles, iiberf lieBendes Geflihl durch sie ausstromen und es

　gleichsam den leblosen Gegenstanden ゛１ihn mitempｽfin万den万２゛万18万ssen,ｴｄ゛?|・
　jetzt ohne Sprache gewiB unwillkiirlich auf die Kniee sank und dureh sei-

　ne ｓtxMime Bewegung verriet, daS Gefuhle an GefiJhle in seinem Herzen sich

　drangten. Wie sich allmahlich die Sprache aus-　　(S.90/S.91) zubilden

　anfing und nicht mehr bloB in Naturtonen stannnelte. sondern mit vollei?

　Strome der Jugendfijlle des menschlichen Geschlechts （!ahinbrauste und je-

　der Ton, jede Stinme derselben fast Empfindung und durch abstrakte Be-

　griffe und Erfahrung noch nicht ausgebildet ＵＩ!ｄverfeinert war, da ent-

　stand zuerst die Dichtkunst, die Tochter des edelsten Unges tums der er-

　habensten und starksten Empfindungen und Leidenschaften, die sich zwar

　nachher wie ein Chamaleon nach den Organisationen der verschiedenen Erd-

　stiche, Zeiten und Charaktere umgebildet, aber in ihrer Urbedeutung, zu

　ihrer groBten Starke, Zauberei und Wirkung auf die Gemuter, der hohen

　Begeisterung, immer noｽtig hat. Alles dies aber. was ich ｈｉ?ly多esagt ha-

　be, gilt nur hauptsachlich von dem Morgenlande, dem eigentlichen Vater-

　lande der Menschheit, Sprache, Dichtkunst und daher auch der Begeiste-

rung, von woher eigentlich wie vom Urstaimne sich alles in c?ieubrige？
Erdgegenden und Zonen nur fortgepflanzt hat und eingepfropft worden ist.
　　...　die Menschen und Kuns te erhielten hier die Kraft, die sie in den
kaltesten Wiisten und Regionen noch immer nach vielen Jahrhunderten e・ご
halt und ihnen feste Wurzeln fassen　I"i6t：　dieschonen Gegenden, die War-
me und Heiterkeit des selten bewolkten Himmels bildeten sie, n'ahrten ｓie,

● ● ● Hier ents tand dann jenes　gottliche Feuer 一一 一一

Vgl・ ,,Stuttgart”V.7-8/V.13-18//v.27-28/v.33-36//v.75-78: OEuvres de la
Pleiade. Traduction par Jaccottet, Philippe. S.804/S.805/S.806.
　　L'airmaintenant s'emplitﾆd'heureux, la ville et les bosquets
　　　Autour accueillcnt les 1oyeux enfants du ciel.

　　●●●
　･Mais ｅｕχaussl, les voyageurs, sont bien guides, ils ont
　　　Des　couronnes en suffisance, le chant, le bourdon
　　Toutorne de corymbes et de feuillages, avec　les ombres
　　　Despins：　debourg ｅりbourg c'est fete, d'heure en heure.
　　Ettels des chars qu* entraineraientﾆdes fauves, les montagnes
　　　Procedent, et le chemin tneme tarde et se hate ｡

８

１５



　　　　　　　　　　　　　　　　　　　　　　　　　　　　　　　　　　　　　　　　　　　　　　　　V(4)4A-A5

44)。Brod und We in”･ 9.Str, V.】43-150: StA. Bd.2. S.9A-り5.

つJa,
sie sagen mit Recht, er sohne den Tag mit der Nacht aus.

　　　Fijhre des Himmels Ges tirn ewig hinunter ， hinauf,

　Allzeit froh, wie das Laub der immergriinenden Fichte ，　　　　　　　　　　ｉ４５

　　　Das er liebt. und der Kranz, den　er von Epheu gewahlt,

　Weil er bleibet und selbst die Spur der entflohenen Gotter

　　　Gotterlosen hinab unter das Finstere bringt.　　　　　　　　　　S.9ﾀＩ

　Was der Alten Gesang von Kindern Gottes geweissagt.　　　　　　　S.95

　　　Siehe! wir sind es. wir; Frucht von Hesperien istsi　　　　　　　　　　　150

Vgl.。Le.Pain er. le ｖin”･ｖ. 143-150:　OEuvres de la Pleiade. S.814.

　Oui, leur parole est vraie:　il est celui qui reconcilie

　　　Le jour avec la nuit, guide eternel du choeur des astres ‘alternes;

　Sa joie est de tout temps, pareille a la verdure itnperissable　　　　　145

　　　Des pins qu'il aime, a ce lierre aussi qu'il ａ choisi pour sa couronne,

　Car il demeure, apportant ki一■meme ａｌceux qui se la万mentent

　　　Sans dieuχ dans la t差前bre un vestige des dieux enfuis・

　Ce qu'ont predit des enfants de Dieu les chants ａｎt:iques,

　　　Vois！　nous le sommes, nous!Ce sont la les fruits de l'Hesperie!　15Q

45)H6lderlin 。Stutgart” 1 .Str. V.7-8/V.13-18 // 2,Str. V.27-28/V.33-36 //

5.Str. V.75-78: StA. Bd.2. S.86/S.87/S.88.

　Voll ist die Luft von Frohlicheh jezt und die Stadt und der Hain ist

　　　Rings　von zufriedenen Kindern des Himmels erfullt.　　　　　　　　8

●●●

Aber die Wanderer auch slnd wohlgeleitet und haben
　　Kranzegenug und Gesang, haben den heiligen Stab
VoUgeschmukt mit Trauben und Laub bei sich und der Fichte
　　Schatten;von Dorfe zu Dorf jauchzt ｅＳ，･vonTage 2U ･Tag,
Und wie Wagen, bespannt mit freiem Wilde, so ziehn die
　　Bergevoran und so traget und eilet deｒ･Pfad.

Jezt ist Anderes Noth, jezt komm゛ und feire des 耳erbstes
　　AlteSitte, noch jezt bliihet die Edle mit uns.

Difi bedeutet der Tisch, der geehrte. wenn, wie die Bienen,
　　Rundurn den Elchbaum, wir sizen und sing en um ihn.
DiS der Pokale Klang, und darum zwinget die wilden
　　Seelender streitenden Manner zusanmen der Chor.

●●●●●

S.86

S.87

S.87
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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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nn mit heiligem Laub umkranzt erhebct die Stadt schon ７５

　　　Die gepriesene, dort leuchtend ihr priestﾆerlich Haupt.

　Herriich steht sie und halt den Rebenstab und die Tanne

　　　Hoch in die seeligen purpurnen Wolken empor.　　　　　　T

Vgl. Haller 。Versuch Schweizerischer Gedichte'ト】.Aufl. 1732.。Die Alpen”

(1729)･in.Str. V. 91-100: Deuts･che National-Littera!:ur. Bd.41. 2.Abt.(V

(4)82). S.19-20.

　Wann durch die schwiile Lufft。gedampffte Winde ｡!streichen

　Und Titans reiner Strahl der Jugend Adern schwellt;

　So sammlet sich ein Dorff im Schatten breiter Eichen,　　　　　　　　　　　・

　Wo Kunst und Aninuht sich dem Volck zur Schaue stellt.

　Hier ringt ein kiihnes Paar, vermahl t den Erns t d飢I Spiele,　　　　　　　　95

　Umwindet Leib um Leib, und schlinget Hufft urn Ｈｕμt.，

　Dort fliegt ein schwerer　Stein nach dem gesteckten Ziele

　　　　　　　　　　　　　　　　　　　　　　　　　　　　　　　　　　　　　　　　　　　　　　　　　　　　　　　　｀ぺ●　Von ｓｔ：arker Hand beseelt durch die zertrennte Lufft;　　　　　　　　S.I9　　　　，　ヤ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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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in' Apollo and Zeus continue to provide Holderlin with the imagery ・

with which he writes of　'seeliges Griechenland≒In the fourth strophe

he conjures up a vision of Greece in ａ series of questions.　The first ・

･third of strophe。itself embedded in the triadic structure of the elegy

as ａ whole,･ ends with a q･uite general picture of Greek religion: Aber

die Throner!， ｗφ?　　... (Si 104/S. 105)・‥　　･Holderlin, h。wever, asseraie inronen, wot　　‥・　ＵｊｉｌＵ４／．５．１Ｕ：)Ｊ．　　・・．　　Holderlin,however, asserts

ｈｉｓ･belief in the divinity of nature‘ with the imagery of Horace, who

professed to revise his sceptical attitude when･he heard how 'Diespiter

●●● per pur urn tonantes ／egit equos volucremque currum'(。Carmina" ･1.34.
　5ff.)・　　‥･･

Vgl. Takahashi, Katsutni: Hellas und Hesperien bei Holderlin ―。Seeliges

Griechenland”(Forschungsberichte der Universitat Kochi fvirs Jahr 198A/I985

/I986, Vol.33/Vol.3A/Vol.35. Geisteswissenschaften. S. 13-72/S. 1-72/S.1-66)｡

〔II〕加lｓ klassische Griechentum und das abendlandische Christentum. (2)Der

Tod der Tragodie lind ih!‘e Wiedergeburt(Vol.33. S.A4-47)/(3)。Das groBe Ge-

ｓｃｈ･ik”(Vol.33.S.48-51)7(4)。Die schroklichfeierlichen Formen”(Vol.33｡S.51･

-58)｡

35)。Hellas und Hesperien bei Holder1in”(Ｖ(4)36)｡Ciii)。Gott der My the”｡【】)

nl゛゛igerer F1゛S”(Vol.34・ S.22-24)｡

36)H5lderlin ,,Uber Religion": StA. Bd.4. S.281.　　　　　　　　　　　　‥

　Gott der My the･　　｡｀‥　　So ware alle Religion ｉｈｒ。Wesen nach poetisch.

37)Holderlins Christusbild in 。Brod und Wein”: 。Hellas und Hesperien bei

Holderlin”(Ｖ(4)36)｡(II) Das klassische Griechentum und das abendlandische

Chris tentum ｡ (7)Die Antike als Idee(Vol.｡34. S.7-20) / (III)。Gott der My-

the"｡｡(10)。Die tiefste Innigkeit”(Vol.35. S.2-14)｡

38)Nietzsche 。Die Geburt der Tragodie, / Oder: / Griechenthum und Pessi-

mismus”(1886):　ｏｐ･cit. Bd.l. S.3.｡･

39)。Brod und Wein” 1.Str. V.9-】0,(Ｖ(4)】)｡・　　　　　　　　　　　　　　　　ご

40)Takahashi, Katsumi:乱ｅｒ die erste Strophe von Holderlins 。Brod und

Wein": .Heilige Nacht' Dritter Teil: 。Abgeschiedenheit” und 。Brunnen”(For-

schungsberichte der Universitat Kochi furs Jahr　1987. Vol.36. Geisteswis-

8enschaften. S.15-42. 1987・　　　，－　　　　，

41)。Brod und We in” 1 .Str･. V.8(V(4)1)・

　ｅ)。DIEEICHE WEHT”

A2)Tacitus ,,Germania”(V(4)22) Kap.9: Recla一犬｡(V(4)22). S. 16: Tacite ,,La Ger-

manie”. Texte etabli et traduit par Jaques Perret. Collection des Univer-

site de France.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Troisieme Tirage. 1967. S.76.

　lucos ac nemora consecrant(S.16/S.76)

　Sie weihen ihnen vielmehr Lichtungen und Haine,(Reclam. S.17: Woyte)

　ils leur consacrent des bois et des bpcages(S.76:　Perret)

43)。Brod und Wein" 3.Str. V.49-54:　StA. Bd.2. S.91.

　Drum万an den Isthmos komm! dorthin, wo das offene Meer rauscht

　　Am ParnaB und der Schnee delphische Felsen umglanzt,　　　　50

　Dort ins Land des Olymps, dort auf die H5he Citharons。

　　Unter die Fichten dort, unter die Trauben, von wo

　Thebe drunten und Ismenos rauscht im Lande des Kadmos。

　　Dorther kommt und zuriik deutet der kommende Gott.

Vgl.。Le Pain et le ｖin” V.49-54: OEuvres de /1a Pleiade. S.810.

　Viens ａｕχΓives de l'Isthme, oh viens!　La-bas oil la rumeur immense de

　　　　la mer　　　　　　　　　　　　　゛'

　　Monte vers １ｅFarnasse, oil la neige scintille en diaderne aux rocs
　　　　delphiques.

　・La-bas dans le pays de･ l'Olympe, .a la cime du Citheron la-bas。

　　La-bas･parmi les pins. parmi les pampres d'oa voici Thebes

　Et le fleuve Ismenos bruire, et la fontaine de Dirce。
　　C'est la d'ou vient, c゛est la ce que designe a son tour･ 1e dieu proche!



　　　　　　　　　　　　　　　　　　　　　　　　　　　　　　　‘　　　　　　　　　　　　　　Ｖ（４）３１－３4

31)nDie GebUrt der Trag6die" Kap.20: op.Cit．gd｡.II,･S.126;

　Ｗｅｎｎ ｄｅｍｎａｃｈ　　.．.　,ｗｅｎｎ dｅr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S t"゛, 'ｄ６r ″ｐａｐｉｅｒｎe SＣｌａｖe dｅs

　Tages,in jeder Riicksicht auf Bildung den Siig ・iibet den hi5hｅｒｅｎＬ色ｈｒｅｒ

　ｄａｖｏｎｔｒａｇｅｎ ｈａｔ,　.‥　　－ｉｎ ｗｅ１Ｃｈｅｒ ｐｅｉｎ１,ｉむｈｅ!I ｖｅｒｗｉｒｒｕｎｇ ｍiiＳｓｅｎ ｄｉｅ

　ｄｅｒａｒｔｉｇ Ｇｅｂｉｌｄｅｔｅｎ ｅｉｎｅｒ ｓｏｌｃｈｅｎ 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 jｇｎｅｓ ｌ）ｈ;iｎ(5ｍｅｎ ａｎｓ ｔａｒｒｅｎg

　das nur etｗa au8 dem tief8ten Grunde des bisher unbegriffnen helleｎi－

　ｓｃｈｅｎ Ｇｅｎｉｕｓ ａｎａｌｉｇｉｓｃｈ ｚｕ ｂｅｇｒｅｉｆｅｎ ｗａｒｅ, ,ｄａｓ Ｗｉｅｄ４ｒｅｒｗａｃｈｅｎ ｄｅｓ ｄｉｏｎｙ－

　sｉｓｃｈｅｎ Ｇｅｉｓｔｅs ｕｎｄ, ｄｉｅ Ｗｉｅｄｅｒｇｅｂｕｒt ｄｅｒ Ｔｔ呉ｇ５ｄｉｅ?　　.．,

３２），,Ｄlｉｅ Ｇｅｂｕｒｔ ｄｅｒ Ｔｒａｇ５ｄｉｅ” Ｋａｐ．２３:　ｏｐ．ｃｉｔ．ｉ3ｄ．１，Ｓ．１４２－１４３.

　Ａ１１ｅ ｕｎＳｅｒｅ Ｈｏｆｆｎｕｎｇｅｎ sｔｒｅＣｋｅｎ Ｓｉｃｈ ｖｉｅｌｍｅｈｒ Ｓｅ.ｈＵＳＵＣｈｔ.Ｓｖ０１1 ｎａｃｈ j ｅｎｅｒ

　Ｗａｈｒｎｅｈｍｕｎｇ ａｕＳ，ｄａＳｓ ｕｎｔｅｒ ｄｉｅｓｅｍ ｕｎｒｕｈｉｇ ４ｕｆ ｕｎ(!‘ｎｉｅｄｅｒ ｚｕｃｋｅｎｄｅｎ Ｃｕ１－

　ｔｕｒｌｅｂｅｎ ｕｎｄ 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ｋｒａｍｐｆｅ ｅｉｎｅ ｈｅｒｒｌｉｃｈｅ，ｉｎｎｅｒｌlｉ(;ｈｇｇｓｕｎｄｅ，ｕｒ尋１ｔｅ

　Ｋｒａｆｔ ｖｅｒｂｏｒｇｅｎ (Ｓ．１４２／Ｓ．１４３）１ｉｅｇｔ，ｄｉｅ ｆｒｅｉｌｔｃｈ＝四ｒ ｉｎ tlｎｇｅｈｅｕｔｅｎ Ｍｏ－'

　ｍｅｎｔｅｎ ｓｉｃｈ ｇlｅｗａｌｔｉｇl ｅｉｎｍａl ｂｅｗｅｇlｔ ｕｎｄ ｄａTＵIl ｗｉｅｄｉllr .ｅｉｎｅ聊ｌｚｕｋiilｎｆｔｉｇlｅｎ Ｅlｒl－

　　　In me. In hoc tangitur differentia euangelii et legis. Quia lex est

　　　verbum Mosi ad nos. Euangelium autem verbum dei ｉｎ〉ｎｏｓ・　‥・

　Psalmus CXIX.　105: op.cit. Bd.4. S.356.　　　･。．

　　　Nam oculos oportet captivari in obsequiumｿChristi et solo･ verbo duci,

　　　quod auribus percipitur. oculis non videtur｡　’･ ･.･･　Et tamen est lｕ’

　　　cerna, quia pedes dirigit et affectum, non intellectum requirit fideB.

34）。Brod und Vein” A.Str. V.61-6A(V(4)13)・

Vgl. Takahashi, Katsumi: Eine Betrachtung uber dasﾌ。seelige Griechenland”

in Holderlins 。Brod und We in” - 。das groBe Geschik” 合１ＳHohepunkt(For-

schung sb eri ch te der Universitat Kochi fur 8 Jahr 1978。Vol.27. Geisteswis-

senschaften･ J979.　S.7-42).　S.23-28:（3）。das.groBe Ge8'chik”｡(b) in bezug

auf Harrisons Erklarung. S.23.　　　　　　　　　｀’I

　Die Mitte der vierten Strophe(V.61-64) von ,,Brdd ｕｎｄヽVein”hat wohl Bezug

　auf die beiden Gotter: 。Zeus” und ,,Apollon”. Aber es geht dabei　｡｡.

　um 。ｊenes Naturhafte, das die Griechen der groBen Zeit das 6εしり6りund

　６ｅしりもて（xてov,das Furchtbare nannten”(Heidegger 。Nietzsche” 1961 . Bd.l. S.

　151)｡　　｡｡.　In tiHolderlin and Greek Literature”(Oxford.　1975) scheint

　mir R.B.Harrison dieses Wesentliche und das wesentliche Symbol zu ver-

　nachlassigen. Er hatte 。the Spirit of Greece"(S.84) gerade im we8entli-

　chen Symbol :　。das groBe Geschik” sehen sollen. Jedenfalls erklart er die

　V.59-6A folgendermaSen(S.104f.):In the foilやing strophes of 'Brod 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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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24-30

　Oas Auge des Geistes fangt erst an, scharf　zu sehen.　wenn das leibliche

　von seiner Scharfe schon verlieren will, und davon bist du noch weit

　entfernt. ―　　・・・

Vgl. Augustinus 。Confessiones" Liber χI. III. 5:　Bibliotheca Teubneriana.

edidit Ｍ. Skutella(1934)/ H. Juergens/ Ｗ. Schaub. Stuttgart. Teubner.　1969.

S.266: Confessiones/Bekenninisse (Lateinisch/Deutsch) ilbers. v. Bernhart,

Josef. Mlinchen. Kosel. 1955. S.608/S.609(Deutsch).

　Audiam et intellegai｢｀万，　　　・・・

　LaS mich vernehmen und ｖｅｒﾌstehen, wie Du vim Anfang Himmel und Erde er-

　　　schaffen hast".

ｖg1・　,,Confessiones” Liber VII. χ.16:　Bibliotheca Teubner i ana. S.140: Con-

fessiones/Bekenntnisse. S.334/S.335(Deutsch).

　intravi et vidi qualicumque oculo animae十meaeｽsupra eundem oculutm animae

　meae, supra mentem meam lucetn ﾅinconmutabilem,　　　・・・

　Ich trat ein und schaute mit dem Auge meiner Seele, so schwach es war ，

　hoch liber diesem selben Auge meiner Seele, hoch liber meinem Geist das

　unwandelbare Licht, ・・・

25)Nietzsche 。Die Geburt der Tragodie aus　dem Geiste der Musik"(l.Aufl. 18－

72/2.Aufl. 1874): Werke. Ｋｒ万itische ＧｅＳ万amtausgabe. Berlin. Gruyter. 1972.

III.Abteilung. Bd.l. S.17.

26),,Die Geburt der Tragodie”(V(4)25) Kap.ll: op.cit. Bd.1. S.71.

　Mit dem Tode der griechischen Tragodie dagegen entstand eine ungeheure,

　ilberall tief empfundene Leere; wie einmal griechische Schiffer zu　Zeiten

　des Tiberius an einem einsamen Eiland den erschutternden Schrei horten ｌ

　。der grosse Pan ist todt”:　so klang es ietzt wie ein schmerzlicher Klage-

　ton durch die hellenische Welt:　。die Tragbdie ist todt！ ･Die Poesie selbst

　ist mit ihr verloren gegangen!　　　　...

27)。Die Geburt der Tragodie”(V(4)25) Kap.17: op.cit. Bd.l. S.I1I.

　diese Heiterkeit ist ein Gegenstilck zu der herrlichen 。Naivetat”der al-

　teren Griechen, wie sie, nach der gegebenen Charakteristik, zu fassen　ist

　als die aus　einem diisteren Abgrunde hervorwachsende Bliithe der apollini-

　schen Cultur, als der Sieg, den der hellenische Wille durch seine Schon-

　heitsspiegelung ilber das Leiden und die Weisheit. des Leidens davontragt.

　Die edelste Form jener anderen Form der
iigriechischen

Heiterkeit”, der

　alexandi･inischen, ist die Heiterkeit des theoretischen Menschen:　...

28)。Die Geburt der Tragodie"(V(A)25) Kap.】9: op.citi Bd.l. S.I 2】.

　Es liegt also auf den Ziigen der Oper keinesfalls jener　elegische Schmerz

　eines ewigen Verlustes, ｖie】Lmehr die Heiterkeit des ewigen Wiederfindens.

　die bequeme Lust an einer idyllischen Wirklichkeit, ・・.　　Wer die Oper

　vernichten will. muss den Kampf gegen jene alexandrinische Heiterkeit

　aufnehmen,　　　●●●　　●　　　　　　　　　　　　　　　　　　　　　　　　　　　　　　　　　　　・　　　　■

29)。Die Geburt der Tragodie”(V(4)25) Kap.l9: op・cit. Bd.l. S.123-12A.

　Vor der deutsche Musik aber mag (S.123/S.12A) sich der Lijgner und Heuch-

　ler in Acht nehmen:　denn gerade sie ist, inmitten aller unserer　Cultur,

　der einzig reine, latere und lauternde Feuergeist。von dem aus und Ｚｕ･dem

　hin, wie in der Lehre des grossen Heraklit von Ephesus, sich alle Dinge

　in doppelter Kreisbahn bewegen:　alles. was wir jetzt Cultur,･Bildung, Ci-

　vilisation nennen, wird einmal vor dem untrtiglichen Richter Dionysus er-

　scheinen rnussen. Erinnern wir　uns sodann, wie dem aus　gleichen Quellen

　s tromenden Geiste der deutschen Philosophie, durch Kant und　　‥.

30)。Die Geburt der Tragodie”(V(A)25) Kap.l9: op.cit. Bd.l . S.I 23.

　Aus dem dionysischen Grunde des deutschen Geistes ist eine Macht emporge-

　stiegen, die　　・・・　　　, die deutsche Musik, wie wir sie vornehmlich in ih-

　rem machtigen Sonnenlaufe von Bach zu Beethoven, von Beethoven zu Wagner

　zu vers tehen haben. Was vermag die erkenntnissliisterne Spkratik unserer

　Tage giins tigs ten Falls mit diesem aus unerschopflichen Tiefen emporstei-

　genden Damon zu beginnen?　　...



　　　　　　　　　　　　　　　　　　　　　　　　　　　　　　　　　　　　　　　　　V(4)21-24

　　‥.　Die Philosophie will den Inhalt ， die Wirklichkeit der gottlichen

　　Idee erkennen und die verschmahte Wirklichkeit rechtfertigen. Denn die

　　Vernunft ist das Vernehmen des gbttlichen Werkes.

22)Nordal, Sigurdur: Voluspa. Reykjavik. 1923 (Vblvens Sp･idom, udgivet og

toIket af S. Nordal, fra islandsk ved Hans AlbrectSen. ‘K^benhavn. 1926).

　　1. Hljo6s biS ek allar helgar kindir, meiri c?ｋminni mogu Heimdallar;・

　　　　(Ozaki, Kazuhlko:　Grundlaget af den Nordiske ｖφΓdensanskuelse ｉ VOLUS-

　　　　　Ｐλ; Bulletin der geistesgeschichtlichen Institut'der Universitat Me-

　　　　　yiji- Bd.2O. 1981/Bd.21. 1982 //　IEors churigsber ichte der Kyoyo-Fakul-

　　　　　tat der Universitat Meyiji. Bd.l70.　Bulletin. Bd・♀O， S.5)

Vgl. Tacitus, Publius Cornelius(um 55-um 120) ,,Germania”(!Ja!:einisch/Deutsch)

Leipzig. Reclam-Universal-Bibliothek. Bd.llh. 　１.(2.ZW万eisprachige)√Auflage.

1976. S.20.　　　　　　　　　　　　　　　　　　　　　　　ヽ●

　　sllentium per sacerdotes (Kap.ll)　　　　　　十

　　Die Priester, ・・゜　9　gebieten Ruhe (S.2n･･ 'レ

　　(Ubers. ｖ． Curt Woyte)　　　　　　　　　　犬　　ヒ

23)H5lderlin 。Deutscher Gesang” V.15-20: StA. Bd.2. S.202.

　　　　　　　　dann　sizt Im tiefen Schatten,　　　　゛　　　　　　　　15

　Wenn liber dem Haupt die Ulme sauselt. ･/　|/　　　'ﾆ　Ｉ

　Am kiihlathmenden Bache der deutsche Dichter　　　　フ

　Und singt. weirn er des heiligen niichternen Wassers　ブ

　Genug getrunken, fernhin lauschend in die Stille,　　　･.

　Den Seelengesang.　　　　　　　　　　　　　　　　　　　　I　／　　　　　　　　　20

ｖg1・　。Chant allemand”(Traduction par Fedier, Francois) v･.15-20:　OEuvres de

la Pleiade. S.883.　　　　　　　　　　　　　　　　　　　　へ

　　　　　　　　　　alors est assis dans 1'ombre profonde.

　Quand par-dessus la tﾆete l'orme murmure.　　　　　　　　　．　　　１５

　Au ruisseau qui ｅχliale la fraicheur, le poe te' al lemand

　Ｅｔﾆ:chante, quand il a de 1 'eau saintement入寮obre･

　Assez bu, ecoutant au loin dans le calme,ブ　　　　j　　･'　一一

　Le chant de l'ame.　　　　　　　　　　　　　　　　　　1　　　　　　　　　　　20

　d)。AUGE DER SEELE” UND 。SEELENGESANG”　　　＞ﾚ　　＼　　＼

24)Boman, Thorleif ,,Das hebraische Denken ｉｍしVergleich血1t dem Griechischen"

Gb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5.Aufl. 1968.　S.228.

　Das griechische十Element in PhiIons Denken kommt nichf zuletzt　darin ziun

　Ausdruck, daB,　wo er in seinem Bibeltext auf ein ausdrijckl･iches Reden Got-

　tes　zu den Ohren der Menschen stbfit. er sofbrt bemiiht ist, das Red en Got-

　tes zu eleminieren und an die Stelle des Horens der Menschen ein Schauen,

　　　　　　　　　　　　　　　　　　　　　　　　　　　　　l･　　'S　und zwar ein Schauen durch das Auge der Seele treten zu lassen. Die Ver-

　　　　　　　　　　　　　　　　　　　　　　　　　　　　　　　　　　　　　　　　/　wandlung der Ohren in Augen und weiter in Augen der Seele ist ein bei Phi-

　Ion ofters auftretendes Motiv;　‥.

Vgl. Platon 。Politeia” 533C-D: Werke auf der Textgrundlage der ..OEtivres com-

pletes(Collection des Universites de France)"(Paris・恥ｓ Belles Lettres .

1955-7A)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71-81. Bd.4. S.

6I2/S.613(Deutsch: Schleiermacher, Friedrich Daniel∧Ernst) .

　;;6し(ｘλｅｘｔし禰μ:do6os uo。ｎ　‥.1･a T恥φＵχ恥コ如闘犬.，ｙ　&．&ΥEL a。ω，　・・・

　Nun aber, sprach ich, geht die dialektische Methode al!ein auf dlese Art,

　alle Voraussｽetzungen aufhebend, gerade zum Anfange selbs t， dEunit dieser

　fest werde.‘und das in Wahrheit in barbarischiem Schlamm vergrabene Auge

　der Seele zieht sie gelinde hervor und fuhrt .ｅｓﾄaufwarts ， ・・・

Vgl. Platon 。Sdphistes” 254A: Werke. Bd.6. S.35b/S.351(Deutsch).

　TO vap 7恥1･Ov noλλｉりφｕχf＼ZoyuoTO　‥.

　Denn die GeisCesaugen der meisten sind in das Gottliche　ausdauernd hinein-

　　　　　　　　　　　●●　　　　　　　　　　　　　　　　　　　　●　zuschauen unvermogend.　　　　　　　　..　　　　･.

Vgl .　Platon 。Symposion" 2I9A: Werke.　Bd.3.　S.37A/S.375(Deut!5Ch).

　’ＨてｏしＴ恥６しavotas ６φしＳ　・‥　　　　　　　　　　　　ニ

五
六

高
知
大
学
学
術
研
究
報
告

第
三
十
七
巻

【
】
九
八
八
年
）

人
文
科
学



五
七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第
一
節
「
聖
な
る
夜
」
そ
の
四

（
高
橋
）

　　　　　　　　　　　　　　　　　　　　　　　　　　　　　　　　　　　　　　　　　　　　　　　　　　　　　V(4)20-21

　sahnen lang,‘ohne　zu schreiben:　sprachen sie aber. so wards und s tand.

　一‥　Haller, dessen Gedichten mans gnug ansieht:， wie ausgedacht und zu-

　¶十　ｓlぶjnmendrangend sie sind:I Lefiing ist, glaub' ich. in seinen spatern Stiicken

　　der Dichtkunst auch in dieser Zahl - ・　‥..　Von der (S.184/S.185) zwei-

　・ten Art mu6 z.E. Klopstock in den ausstromendsten Stellen seiner Gedichte

　　seyn:　　　・・.　　･Ramler, glaube ich, sucht diese Arten zu verbinden. ・・・

　　Wieland sucht sie zu verbinden.　・...

Vgl. Herder ..Gefundene Blatter aus den neuesten Deutschen Litteraturannalen

von 1773” I.:　Samtliche‘Werke. Bd.5. 1891. S.258-259.

　　― und so erschien endlich in dem Jahre der MeSias ganz.　A11･erdings ein

　　Monument der Deutschen Poesie und Sprache. Voll der umnittelbarsten Emp-

　　findung !!゛d einer Einbildung,　die sich oft der Inspiration nahert. Male-

　　rei und AuSrung der Seele, wie sie sich in den geheimsten. verwickelts ten

　　Gefiihlen nur ausreden. in Worte (S.258/S.259) ausgieBen laBt, und was dem

　　Werk gewiS nicht zur letzten Ehre gereicht. voll Religion und Gesang. Wo

　　sich immer十nur die Menschliche Seele aufschwingen lieB, wird Gesang; Ge-

sang wie Nachhall seliger Geister aus einem Thale der Unschuld und Liebe.

　　Fast hort die Sprache auf. was　sie ist, Sprache, und was　sie　nach einigen

　　seyn soil. harte Deutsche Sprache zu seyn. wird Ton! und Anklang ･goldner

　・Saite. Da es 恥ligion ist. was　sie tonet: und von hier aus der Gesang Ａ１－

　　les umfaBet, なａＳ nur der leiseste Lispel des GefiJhls auf Erd und Hinmel,

　　Vergangenheit und fernster Zukunft faBen konnte 一一　‥.

Vgl. Herder ..Recensionen. Aiis der Allgemeinen Deutschen Bibliothek. 1770－

1774”13･(Kretschmann) Der Gesang･Rhingulphs des Barden.　1769. Der Barde

bei Kleists Grabe. 1770.　　...　Die Jagerinn. 1772:　Samtliche Werke. Bd.5.

S.337.

　　‥.　Klopstock, der, die nordische Einbildung mit dem warms ten Herzen und

　　grofier Kraft der Deutschen Sprache vereint. dieser Dichtart am meisten

　　Welt zu geben, den Deutschen Hain dem Griechischen Parnassus entgegen･ zu

　　setzen!　Orpheus und Oeian, wo moglich. zu uns hiniiber ’zu ziehen gewagt

　　hat.　　　　　　　　　，　　　　　　　　　　　　　　　　　　　　　　　　　　　　　　　　　　　　　●　，

Vgl. Herder 。Recensionen　cit." 16. Oden （ｖｏｌｎKlops tock). 1771 : Samtllche

Werke. Bdi5. S.350.

　　Und da dieser Naturgeistヽdie ganze　Flllle des Herzens und der Seele alle

　　Stiicke des Verf. durchgeht und jedwedes so eigentumlich bezeichnet: welch

　　ein Geschenk hat unsre Sprache, unsre Dichtkunst, ja wir mocht:en sagen,

　　die Menschheit unsres Vaterlandes. an dieser　einzigen Sammlung Oden.　Ein

　　Mann vor 200 Jahren, der groBer Geist, und wurkliches Genie war. hatte

　　ein Lieblingsbuch, das er alien in der Welt vorzog. Es war eine∧Sansnlung

　　Oden: wir nennen sie die Psalmen･Davids und der Mann hieB Luther -　　‥.

21)Kant, Immanuel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l.Aufl. 1781. S.800:1 2.Aufl.

1787. S.828: Werke.‘Unveranderter pho tomechani s cher Abdruck von 。Kants ge-

sammelte Schriften"(PreuSische Akademie der Wi s s ens chaf ten. Bd.3. Berlin.

190A/11) Berlin. Gruyter. 1968. Bd.3. S.520・ ，

　　Dagegen wiirden reine praktische Gesetze, deren Zweck durch die Vernunf t

　　vollig a priori gegeben ist. und die nicht empirisch bedingt, sondern

　　schlechthin gebieten, Produkte der reinen Vernunf t sein. Dergleichen aber

　　sind die moralischen Gesetze; mithin gehoren diese allein zura praktischen

　　Gebrauche der reinen Vernunf t und erlauben einen Kanon . ，I

Vgl. Hegel, G.W.F.。Vorlesungen il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l.Aufl.

1837). Einleitung: Werke in ２０ Banden. Auf der Grundlage der 。Werke” von

1832-45　neu　edierte Ausgabe. Hrsg. V.　Eva Moldenhauer und Karl Markus Mi-

chel. Frankfurt∧ａ－ Main. Suhrkamp. 1969-71 (Register 1979)見Bd.l2. 1970. S.

53.

　　Gott regiert die Welt, dcr Inhalt seiner Regierung, die Vollfuhrung sei-

　　nes Plans ist die Weltgeschichte. Diesen will die Philosophic erfa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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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d also wiederum Sinn zur Sprache.　・・．　　Wiederuni das Gesicht ist so

　　helle und iiberglanzend.　　・・．　　Das Gehor ist ｉｎ'der Mitte. Alle in einan-

　　der fallende dunkle Merkmale des Ge- (S.65/ﾀﾞ｡66) fUhls laBts liegen!　‥.

　　Das Gehor greift also von beiden Seiten um sich: macht klar. was zu dun-

　　kel; macht angenehmer. was zu helle Ｗａｒ:bringt iti das dunkel Mannichfal-

　　tige des Gefuhls mehr Einheit, und in das zu hell Mannichfaltige des Ge-

　　ｓichts auch: und da diese Anerkennung des Mannichfaltigen durch Eins,

　　durch ein Merkmal, Sprache wird, ists Organ der Sprache. 1 3 . Das Geho「

　　ist °･dermittlere Sinn in Ansehung der Lebhaftigkeit und also Sinn der

　　Sprache.

Vgl . Werke.　Bd.5. S,127:　Samtliche Werke. Bd.5. S.49.

　　Der Mensch ist also als ein horchendes, merkend色s Geschopf zur Sprache

　　natiirlich gebildet, ・・.　　　　　　　　　　　　　　　　r　llll･

18)Klopstock, Friedrich Gottlieb(1724-1803): Oden. Hamburg. Bode. 1771 ・

Faksimile-Nachdruck.　Bern. Herbert Lang.　1971.　S.196(V.1-12)/S.197(V.13-16):

,,Thuiskon"(1764)｡4 Strophen. 16 Verse.　　　　　Ｔ

　　Wenn die Strahlen vor der Danmrung nun entfliehn, und der Abendstern

　　Die　sanfteren, entwolkten, die erfrischenden Schii!aner nun ・

　　　Nieder zu dem Haine der Barden senkt,

　　　　Und melodisch in dem Hain die Quell'　ihm ertont;

　　So entsenket die Erscheinung des Thuiskon,- wie Silber staubt　　　　　５

　　Von fallendem Gewasser, sich dem Himmel, und konnntトzu euch.

　　　Dichter, und zur Quelle. Die Eiche weht　　　｀

　　　　Ihm Gelispel. So erklang der Schwan Venusi血

　Da verwandelt er dahin flog. Und Thuiskon Ｖ収ｎねmnt s, und s chweb t

　　In wehendem Gerausche des begrilssenden Hains, und horcht;　　　　１０

　　　Aber nun empfangen. mit lauterm GruB,　　　　　　｀　　　　　　　'‘

　　　　Mit der Sait' ihm und Gesang, die Enkel um ihn.

　Melodieen, wie der Leyer in Walhalla, ertonen ｉ畑ｉ

　　Des wechselnden, des kuhneren, des deutscheren Odenflugs,

　　　Welcher。wie der Adler zur Wolk' itzt steigt.　　　　　　　　　　　　　　　１５

　　　　Dann herunter zu der Eiche Ｗね3fel sich senkt.

Vgl.　Goethe 。Die Kranze” V.l-A:　Samtliche Gedichte. I.Teil: Die Gedicht:ｅ

der Ausgabe letzter Hand:万Arte万mis-Gedenkausgabe･Zuriとh. Bd.l. 1950. S.355:

Klopstock. Ausgewahlte Werke. Munchen. Hans er・ ｡1962. Anmerkungen von Karl

Schleiden. S.1266.　Vgl. Herders Rezensionen 177O-74(V(4)2O):Bd.5. S.337・

　Klopstock will uns vom Pindus entfernen: wir sollen nach Lorbeer　・

　Nicht mehr geizen. uns soil inlandische Eiche genilgen;

　Und doch fuhret er selbst den iiberepischen KreuzEug・

　Hin auf Golgathas Gipfel, auslandische Gotter zu ehren!

19)Klopstock 。Thuiskon" l.Str. Ｖ.3: Oden(V(4)18). S.I 96.

Vgl.　Blake, William 。Songs of Experience/Lieder der EZ･fahrung” Introduction

/Einleitung. V.1-5: Gedichte der englischen Romantik. Englisch/Deutsch:

Borgmeier, Raimund. ReclamべJniversal-Bibliothek√stuttga万rt.　1980. S,50/S.

51；　Complete Writings. London. Oxford Univer s i ty Press.　1966(l.Aufl.)/1969・

　Hear the voice 。f the Bard!　　　　　　　　Hort diｻｅヶStimme☆des Barden!　/ wel-

　Who Present, Past, & Future, sees;　　　cher Gegenwart, Vergangenheit und

　Whose ears have heard　　　　　　　　　　　　Zukunf t ･sieht;　/ dessen Ohren ge-

　The Holy Word　　　　　　　　　　　　　hort haben / das Heilige Wort, /

　That walk' ｄ among the ancient trees, das unter den al tlをｎ十Baumen wandelte,

20)Klopstock
iiThuiskon”

3.Str. V.9-10:　Oden. S.196.

Vgl. Herder ,,Uber den Ursprung der Sprache“(V(4)I7) Bd.5. S.A9.

　Der Mensch ist also als ein horchendes　…Geschopf .｡. gebildet,　　・・・

Vgl. Herder
iiVon

Deutscher Art und Kunst"(1773) I.｡Auszug aus einem Brief-

wechsel uber OBian und die Lieder al ter Volker : Werke . Bd.2. S.254:　Samtli-

che Werke. Bd.5. S.184-】85.　　　　　　　　　　　　一一

　　Im ersten Falle haben Milton, Haller, Kleist und andre gedichtet: s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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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ns le grand rival d'Homere.　II faut que tu le lises. mon aini ― alors

　　tes vallees deviendront toutes des vallees de Kona ― ton Engelsberg un

　　mont de Morven - tu te sentiras envahi par une douce melancolie - ｉ１，

　　faut le lire ― je ne sais pas declamer. II ｍ゛accompagnera en vacances ａ

　　Niir tingen･， et la "je le lirai tant que je finirai par le connai.tr e ２ｉmoi-

　　tie par　coeur.　．．．　　Le bon Ossian aveugle　ne cesse de bourdonner　dans

　　ma tete.　‥．．

Vgl. Goethe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Werke. Bd.6. S.82/S.108-114.

　　Am 12.0ktober. (1772) Ossian hat in meinem Herzen den Homer verdrangt.

　　Welch eine Welt, in die der Herriiche mich fiihrt!　Zu wandern uber die

　　Heide, umsaust vom Sturmwinde, der in dampfenden NebeIn die Geister der

　　Vater im dammernden Lichte des Mondes hinfuhrt. Zu hbren vom Gebirge her.

　　im Gebrulle des Waldstroms, halb verwehtes Xchzen der Geister aus ihren

　　Hohlen, und die Wehklagen des zu Tode sich jannnernden Madchens, um die

　　vier moosbedeckten, grasbewachseneti Steine des Edelgefallnen, ihres Ge-

　　liebten. Wenn ich ihn dann finde, den wandelnden grauen Barden, ・・・

　　(S.82//S.108)。Stern der dammernden Nacht, ・・．　　Die sturmenden Winde

　　ｔ°｀　　Lebe wohl, ruhiger Strahl. Erscheine, du herrliches Licht von Ossi-

　　ans Seele!　　‥．　　Colma　　‥．．　(S.108/S.109) Tritt, o Mond,　ａｕｓ deinen

　　Wolken, erscheinet, Sterne der Nacht! Leite mich irgend ein Strahl zu dem

　　Orte, wo ･meine Liebe ruht　　... (S.109/S.1I0) Wenn's Nacht wird auf dem

　　Hugel, und Wind kommt iiber die Heide, soil me in Geist im Winde stehn ・・・

　Ryno‘‥．　(S.llO/S.ni) Alpin　　・・．　　(S.111/S.112) Auf, ihr Winde ｄｅＳ･

　　Herbstes！　auf, Sturm!：， liber die finstere Heide!　Waldstrome, braust! Heult,

　　Stiirme, im Gipfel der Eichen!　... (S.I12/S.113) Er ｓah den klihnen Ｅｒａ!ﾆh

　　j1万ｍUfer, faSt'万und band ｉｈｌ!ｌan die Eiche, f6t十umflocht er seine Hiiften,

　　der Gefesselte fullte mit Xchzen die Winde.　．．．　　(S.113/S.114) Die ganze

　　Nacht ｌstand ich fltn Ufer, ich sah sie im schwachen Strahle des Mondes, die

　　ganze　Nacht hort'ich ihr Schreien, laut war der Wind,　　・・．　”　Ein Strom

　　von Tr'anen, der aus Lottens Augen brach und ihrem gepreSten Herzen Luft

　　ｍｊ゛万chte.　hemmte Werthers Gesang・　‥．　Die Lippen und Augen Werthers gliih-

　　ten an Lottens Arme;　ein Schauer iiberf iel sie:･ sie wollte sich entfernen,

17),,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 Werke. Bd.6.　S.112(V(4)15).

Vgl. Herder, Johann Gottfried ,,Abhandlung iiber den Ursprung der Sprache"

(Berlin. Christian Friedrich VoB. 1772) 2.Aufl. 1789. I.Teil. 3.Abschnitt・

S.94-100：　Samtliche Werke. Bd.5. Nachdruckauflage. Reprografischer Nach-

druck der Ausgabe Berlin 1891 . Berlin/Hildesheim. Weidmann/Olms ． S.61-64・

　　Wir sind Ein denkendes sensorium conmune, nur von verschiednen Seiten be-

　　riihrt -　Allen Sinnen liegt Gefuhl zum Grunde, ... (S.61/S.62)

　　Alle Zergliederungen der Sensation nei Buffons, Condillacs und Bonnets

　　empfindendem Menschen sind Abstraktionen：･ der Philosoph muB Einen･Faden

　　der Empfindung liegen laBen, indem er den and em verfolgt - in der Natur

　　aber sind alle die Faden Ein Geweb e!　‥．　Anfangs nur Gefuhl. (S.62/S.63)

●●● Das Gefiihl liegt dem Gehor so nahe:　seine Beziehungen z.B. hart,
　weich, wolligt, sammet, haarigt, starr, glatt, schlicht, borstig･rauh, weich, wolligt, sammet, haarig

　　u.s.w.　die doch alle nur　Oberflachen betreffen. und nicht eininal tief

　　einwurken, tonen alle, als ob mぷins　fiihlte:万　　.‥　　DasWort: うUft, Ton,

　　suS, bitter, sauer u.s.w. tbnen alle, als ob man fiihlte:l denn was sind

　　urspriinglich. alle Sinne anders, als Gefuhl？-　... (S.63/S.64)・‥

　　Hier ist die Hauptb emerkung:　,,Da　der Mensch bios durch das Gehor die

　　Sprache der lehrenden Natur empfangt, und ohne das die Sprache nicht er-

　　finden kann：　so ist Gehor auf gewiSe Weise der Mittlere seiner Sinne, die

　　eigentliche Thur zur　Seele, und das Verbindungsband der ubrigen Sinne ge-

　　worden.”　　‥．

Vgl. Herders Werke in ５ Banden. Berlin/Weimar. Aufbau. 1978. Bd.2. S.136ff：

Samtliche Werke. Bd.5. S.65-66(=Werke. Bd.2.　S.140).

　　Das Gehor ist der Mittlere unter den Sinnen an Deutlichkeit und Klarh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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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 c'est ainsi que les Divins prennent demeure et ｑｕ゛･ebranlant

　　　Les profondeurs, trouant l'ombre, leur Jour‘∧descend parmi les hommes 。

14),,Brod und Wein"　6.Str. V.99-108： StA. Bd.2. S.93.

　Aber wo sind Ｓｉｅ? wo bluhn die Bekannten, die Kronen des Festes？

　　　Thebe welkt und Athen; rauschen die Waffen ･nicht mehr

　In Olympia,　nicht die goldnen Wag en des Kampfspie!Ｓ，。

　　　Und bekrarizen∧sich denn nlmmer die Schiffe Korinths？

　Warum schweigen auch sie. die alten heilgen･Theater?

　　　Warum freuet sich denn nicht der geweihete Tanz？

　War urn zeichnet, wie sonst, die Stirne des Mannes ein Gott nicht,

　　　Driikt den Stempel, wie sonst, nicht ｄｅｍ万Getrof:feneh atif？

　Oder er kam auch selbs t und nahm des Menschen Gestalt an

　　　Und vollendet゛ und schloS tr'ostend das hinmlische Fest.

Vgl.。Le Pain et le Ｖｉｎ”V.99-108: OEuvres de la Piaiade. S.8I2.

　Mais ou sont-ils？ Ou fleurissent-elles, les tres-illustres, les couronnes

　　　De la fete? Ａｔﾆhenes s'est fanee, et Thebes; La rumeur des armes, des

　Rivaux, s*万est-elle a jamais tue aux echos d'Olympie?，　　　　　　　chars d'or

　Et les nefs de Corinthe ont perdu leurs couronnes pour toujours？

Et pourquoi ce silence encore ａｕχantiques ｅt;saints ，theatres?

　Pourquoi la danse morte, et sa rituelle allegresse?

Et pourquoi done un dieu ne grave-t：－i1 plus le frontくｄ９１1 liomniG

　Coinin6 jadis, et scellant de son sceau celui qu'il a saisi?

Ｌｕi・meme il descendait parfois et prenant forme huiΣ!aine

　ｋ　la divine fete il donnait fin, consolateuΓ..1a divine fete il donnait fin. consolateμΓ，
Goethe 。Iphigenie auf Tauris”(1787) V.1-6:ニWerke･，和血burger･Ausgabe.Vgl. Goethe 。Iphigenie auf Tauris"(1787)

Mllnchen. Beck/dtv. 1981/1982. Bd.5. S,7.

　　Heraus in eure Schatten, rege Wipfel

　　ＤｅＳ･alten, heilgen, dichtbelaubten Haines, ・

　　Wie in der Gottin stilles Hei!igtum.　　　1　　　.，

　　Tret ich noch ｊetzt mit schauderndem Gefiihlｻ≫

　　Als wenn ich sie zum erstenmal betrate　　，‥　　　　　'-　　　　５

　　Und es gewbhnt sich nicht mein Geist hierher.・

Vgl. Holderlins Brief １２１　anden Bruder vom 2.6.1796トStA. Bd.6. S.208.

　　Gothe sagt irgendwo: ≫Lust und Llebe sind die Fittige ぬ groSen Thaten.≪

　　Goethe dit quelque part: ≪Le plaisir et l'amφUT sbnt les ^iles qui por-

　　tent aux grandes actions.*(Traduction par Naville, Denis･ｌ:OEuvres de la

　　Pleiade. S.385)　　　　　　　　　　　　　　　　　　い　　　　　・

Vg1・　。Iphigenle auf Tauris" V.664-666: Werke. Bd･.5･。S.25・

　　Bin ich nicht immer noch voll Mut und Lust,

　　Und Lust und Liebe sind die Fittiche　　　　　　　　　　，

　　Zu groBen Taten.

　c)VOM URGRUND ZUM URSPRUNG　　　　　　　　　　　　'　　　　゛･

15)Vgl. V(4)9.　　　　　　　　　　　　　　　　　　　　　　　　し　　｀

16)Hblderlins Brief １２１an Immanuel Nast, ＡｎｌをahgSeptember 1787: StA. 6d.6.

S.16.　　　　　　　　　　　　　　　　　　　　　　　　　　　　　　い

　　Eine Neuigkeit!　eine schone, schone herzerquikende Neuigkeit!　Ich habe

　　den Ossian, den Barden ohne seines gleichen. 耳ｏ血ersgroSen Nebenbuhler

　　hab'ich wirklich unter den Hanc!en. Den must Du lesen, Freund　― da wer-

　　den Dir Deine Thaler lauter Konathaler - Dein Engelsberg ein Gebirge

　　Morvens - Dich wird ein so　siiBes, wehmutiges GefUhl anwandeln 一一Du

　　must ihn lesen - ich kan nicht dekla万miren. Er mu6 mit nach Niirtingen in

　die Vakanz, da lefi'ich ihn S0 lang, bis ich ihn halb ･auswendig kan.　...

　― der gute. blinde Ossian da schwadronirtﾆmir innner im Kopf.　‥．

Vgl. OEuvres de la Pleiade. S.27. Traductioねpar Naville.

　Une nouvelle, une bonne. bonne nouvelle qui rafraichit le coeur. J'ai re-
　９ｕle volume d'Ossian, le barde sans pareil, j'aiむな∵ce mome叫:ｅｎtﾆre 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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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Biblia Germanica　1545. I.Teil. S.53:　。Exodos" ･34. 27-29.

　UND der HERR sprach ･zu Mose / Schreib diese wortﾆ/ Denn nach diesen wor-

　tｅｎソhab ich mit dir vnd tnit Is・ael einen Bund gemacht. .やdﾆｅ・『|・ﾉりd8

　bey dem HERRN vierzig tage vnd vierzig nacht / vnd ass kein brot / vnd

　tranck kein was8er. Vnd er schreib auff die Tafeln solchen Bund / die

　zehen wort. Da nu Mose vom berge Sinai gieng / hatte er die zwo Tafeln

　des Zeugnis in seiner hand /　　｡｡.

Vgl. Die heilige Schrift. S.98-99.

　XXXIV.　27. Und der Herr sprach zu Mose: Schreib diese Worte; denn nach

　diesen Worten habe ich mit dir und mit Israelｽeinen Bund g゛゛万acht.　28.

　Und er war allda bei dem万Herrn vierzig Tage und vierzig Nachte ｕnd∧afi

　kein Brot und trank kein Wasser. (S.98/S.99) Und Er schrieb auf dieバTa-

　feln die Worte des Bundes, die Zehn Worte.　29. Da nun Mose vom Berge

　Sinai ging, hatte er die zwei Tafeln des Zeugnisses in seiner Hand　・‥

Vgl. Vulgata. Tomus I. S.126: Liber Exodi. 34. 28.

　et scripsit in tabulis verba foederis decem

Vgl. Septuaginta. Vol.1. S.147: Exodos. 34. 28.

　xau GYPOφE:りia陥μaxa ToOxa ｈこ1･ｉ。１λａｘｉ。ｔ恥６しaftfixns, 1･oOc 6eχａλ6－

　ＴＯＵ!;｡ -
Vgl.　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　S.145: :ロ゛會冷71り映ｎ｀９こ1 ':ai nx

13)MBrod und Wein” 4.Str. V.55-56(S.91)/V.57-72(S.92):StA. 6d.2. S.91-92.

　Seeliges Griechenlandl　du Haus der Himmlischen alle.　　　　　　　　　　　55

　　　Also ist wahr. was einst wir in der Jugend gehort？

　Festﾆlicher Saal!　der Boden ist Meerl und Tische die Berge,

　　　Wahrlich zu einzigem Brauche vor Alters gebaut!

　Aber die Thronen, wo? die Tempel, und wo die GefaBe,

　　　Wo mit Nectar geflillt, Gottern zu Lust der Gesang?　　　　　　　　　　　60

　Wc。wo leuchten sie denn, die fernhintreffenden Sprilche?

　　　Delphi schlunmert und wo tonet das groBe Geschik?

　Wo ist das schnelle? wo brichts, allgegenwartigen Glilks voll

　　　Donnernd aus heiterer Luft uber die Augen herein?

　Vater Aether!　so riefs und flog von Zunge zu Zunge　　　　　　　　　　　　　６５

　　　Tausendfach, es ertrug keiner das Leben allein:

　Ausgetheilet erfreut solch Gut und getauschet, mit Fremden,

　　　Wirds ein Jubel, ｅ８ wachst schlafend des Wortes Gewalt

　Vater! heiter! 'und hallt, so weit es gehet, das uralt

　　　Zeichen, von Eltern geerbt, treffend und schaffend hinab.　　　　　　７０

　Denn so kehren die･iHinnnlischen ein, tiefschiitternd gelangヶt so

　　　Aus den Schatten herab unter die Menschen ihr Ｔａｇ・

ｖg1・ 。Le Pain et le ｖin” v.55-69(S.810)/v.70-72(S.811):OEuvres　de la Pie-

iade. S.810-811.

　9 Grece bienheureuseトひI toi, dem万eure a tous les dieux donnee,

　　　Quoi!　c'est done vrai, ce qu' en notre jeunesse un jour nous entendimes？

　O salle des festinsi Ton ｓo1？ Mais c'est la ｍｅｒ!Tes tables? Les mon-

　　　Jadis ａ cette seule fin baties, en ｖ＆･ite.　　　　　　　　　　　　　　　tagnes

　Mais les trones, ou sont-il8 done? Les temples？ Ou, les urnes

　　　De nectar, et le chant qui doit rejouir le coeur des dieux?

　Ou brillent-ils, ou done, les oracles fでappant au loin comme　1*eclair?

　　　Delphes dort, et la voix du grand Destin, ou sonne-t-elle?

・　Ou le dieu prompt? Lourd d'un universel ‘bonheur, ou, de quels cieux en

　　Jailli,frappe-t-il les regards de sa splendeur tonnante?
fether, o Pere! Ainsi montait le cri par‘mille et mille levres
　　Mult:iplie;nul n'etait seul a supporter la vie. Car un tel bien,

琵tｅ

C'est par l'echange et le partage avec ｌｅＥ!inconnus qu'il donne joie.
　　Uneallegresse eclate;　i1 s'acctoit en dormant, le pur pouvoir
Du mot Pere!　et voici le legs de nos parents, le tres antique
　　Signequi retentit au loin, frappe et fecondel



V(A)9-I･!

　b),,HAIN" UND ,IEIN EIUERIGER GOT'r"　　　　･　ノ・

　9)Biblia Geｍanica 1545(V(4)2)．て.Tei1．Ｓ.7/S.8./S.9/S.1０ド,,Genesis" 12ff.

　Also nam Abram seinl wleib　‥．ｖnd Seelenl　.4‥　z)olgenl au/s zu reisen in das

　１ａｎｄ Ｃａｎａａｎ.　Ｖｎｄ ａｌｓ Ｓｉｅ ｋｏｍｍ万ｅlｎｗａｒｅlｎ iｎ ｄａＳＩlｅｉｂｉｇｅ Ｌａｎｄ↑／ｚｏｇ Ａｂｒａ万ｍ

　durch / bis an die Stet Slichpm / vnd an den haynl MOlre /　‥‘．（12．５－6).

　Ａｌｓｏｅ/ｒlｈｕｂ Ａｂｒａlｍ ｓｅiｎｅ Ｈｋ/ｔｅｎ / ｋａｍl ｖｎｄ ｗｏｎｅt iｍ' Ｈａｙｎ Ｍ４!nｒlｅ / ｄｅｒ ｚｕＨｅlｂ－

　ron iSt / vnd baWet daselbS dpm HERRN einen Altar. (/13.1 18)．　ANl dpm tagle

　machte der HERR einen Bund mit Abra万ｍ／‥．（151． 18)・犬Ｖnd lClh wil meinen

　Bｕｎd zｗiｓｃｈｅn ｍir ｖｎd dｉr ｍａcｈｅｎ / .．．（１７．｀2)．Ｓｉｈe / lｃｈ.ｂｉｎs / ｖｎd

　ｈａｂ ｍｅｉｎｅｎ Ｂｕｎｄ・ｍｉt ｄｉｒ / Ｖｎｄ ｄｕ sｏｌt ｅｉｎ Ｖａｔｅｒ Ｖｉｅｌｅｔ Ｖ６１ｃｋｅｒ ｗｅｒｄｅｎ /｢

　Da/rlllmb S01tUl niCht mlehrl Ablra万m heliSSlen / Sonde/rlnl AbrahaTn S01. delin name

　Sein / ‥．（17．４－5)．ＶND der HEIRR erSChe/i（jｍ.iml Hayn Mjｍ万rｅ／．..(18．１)

vg1． Die heilige SChrift(V(4)2)．Ｓ．15-20: ,,1．Ｍ081" 12－18・

　ＸＩＬニ５．Ａ１ＳIｏ ｎａｈｍl Ａｂｒａｍ ＳlｅlｉｎＷｅlｉｂ　‥．Ｕｎｄ ｄｉ↓ｅlＳｅｅｌｅμ|,・　　‥．Ｚｏｇlｅｎl ａＵ８,

　Zlｕl ｒｅｉＳｅlｎlｉｎ ｄａＳ Ｌａlｎｄ Ｋａlｎlａａｎ.Ｕｎlｄ ａ１ＳI Slｉｅlｇlｅｋｏｍｍｅｎ Ｗａｒｅｎlｉｎ ｄａＳＳlｅｌｂｅ

　Lalnd，６．Ｚog Abra万m durlCh biS an die Stitte S11ｄhpm Un41、an den Hain More;

　‥．　XIII． 18． A1So erlhob AblrＵ!I Seine Hattey, k面,und Woblnte im Halin Mam－｀

　ｒｅ，ｄｅｒ Ｚｕ Ｈｅｂｒｏｎ ｉＳｔ，．Ｕｎｄ ｂａＵｔｅ ｄａＳｅｌｂＳｔ ｄｅl血Ｈｅｒｒｎ ｅｉｎｅｎ Ａｌｔａｒ.　　‥.

　ＸＶI．　1８．Ａｎ ｄｅｍ Ｔlａｇlｅllｍａ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Ｈｅｒｒ ｅlｉｎｅｎ Ｂｕl111ｄｍｉt Ａｂｒ/ａｍ　　. .．χＶＩＬＩ　２.

　Ｕｎｄ ｉＣｈ Ｗｉ１１．ｍｅｉｎｅｎ ＢＵｎｄ ＺＷｉＳＣｈｅｎ ｍｉｒ ｕｎｄ ｄｉｒ･.tｎａＣｈｅｎ　‥.　４．Ｓｉｅｈｅ，ｉＣｈ

　ｂｉｎ゛S ｕｎｄ ｈａｂｅ ｍｅｉｎｅｎ ＢＵｎｄ ｍｉｔ ｄｉｒ, Ｕｎｄ ｄｕ 'Ｓ６１１Ｓぢｅlｉｎ‘ｖａｔｅｒ Ｖｉｅｌｅｒ Ｖ６１ｋｅｒ

　Ｗelｒｄelｎ．５．Ｄａｒlllｍ S０１１Ｓt ‘ｄu ｎｉＣｈt ｍ/elｈｒlＡｂlrlaｍ ｈｅｉａｅ111i 8/dlｎlｄｅｒｎＡblｒａｈaｍ 81０Ｕ

　ｄｅｉｎ Ｎａｍｅl slｅlｉｎ;　‥．　　ＸＶIＩＩＩ．１.Ｉ．Ｕｎｄ ｄｅｒ Ｈｅｒｒ ｅｒｓ｀(1lｈｉｅｎｉ.ｈｍliｍ Ｈａｉｎ‘ Ｍａｍllｒlｅ,

ｖｇ１． Ｖｕｌｇａｔａ（Ｖ（４）２）．ＴｏｍｕＳ Ｉ．　Ｓ．２３:　,,Ｇｅｎｅ８iｓ”１８．１.

　apparui､t autem ei DominuS in CO!lvalle Mambre ・ ぺ.

Vg1． Septuaginta(V(4)2)；VO．1.I． S．23．　　　∧　　．ノ

　6恥:叔ｌp叔功６pUこ功池卵pn　　‥．　　　　‥‥　‥‥　　　呂　　,　　　　.

Ｖｇ１.　Ｂｉｂｌｉａ ＨｅｂｒａｉＣａ StUttgartenSia(V(4)2)．S・タ4:り9ゅ･ヅフ９ｎylい｀‘?ISR］n118

10)Biblia GermaniCa 1545． I．Tei1． S．42: ,,EXodt)S"
,19．

6,

　Vnd jr S01t mir ein prieSterliCh KSnigreiCh, VndＪin heiligeS V01Ck Sein.

ｖｇl１．ＶＵ11ｇlａｔａ． ＴｏｍｕＳIＩ. Ｓ．1 ０3
:l ｒｅｇlｎl°万ｓａＣ９1ｒlｄｏｔａｌｅｅt ｇlｅｎ8 SlａｎＣｔa

6t dich / das du nicht einen Bund machest mit den Einwonern des●●●　　liUL Ｕ』．Ｕ４１　uao uu ･はゝ.u￥Sd4&&s.u AJ＼AKI.＼*4aag●fuvws ●心４

Lands ／ da du.ein kotnpst ／ das sie dir nicht ein Er

den. Sondern jre Altar soltu vmbstiirtzen ／ vnd jre

germs･
Gotzen

vnter dir wer-
zubrechen ／

　vnd ire Haine ausrotten. Denn du solt kein andern Gott al!beten / Denn･
　der HERR heisst ein Eiuerer / Darvtmb das er ein eiueriger Gott ist /
Vgl. Die heilige Schrift. S.98: ,,2.Mose”34. 10-14.　　，
　XXXIV. 10. Und er sprach: Siehe, ich will einen Bund machen vor allem
　deinem Volk　‥.　12. Hute dich, dafidu nicht einen Bund maches t mi t
　den Einwohnern des Landes, da du hineinkonnnst。daB sie dir nicht ein
　Fallstrick unter dir werden; 13. sondern ihre Altare sollst du .um8tur-
　zen und ihre Gotzen zerbrechen und ihre Haine ausrotten;　μ. denn du
　sollst keinen andern Gott anbeten. Denn der Herr heiBt eiねEiferer; ein
　eifriger Gott ist er.
Vgl. Vulgata. Totnus I. S.125.　　　　　　　　　　　　　　　’
　　respondit Dominus ego inibo pactim　　‥・　cave ne iimqu°“･cum habitatori-

　　bus terrae illius iungas amicitias quae til!)11sint in〉ruinam/sed aras ｅｏ・

　　rum des true/confr inge statuas lucosque succide/no以上adorare deum alienum/

　　Dominus Zelotes nomen eius Deus est aemulator/　　　　｀'

Vgl. Septuaginta. Ｖ０１.1. S.146.

　　eyo) Tud叩t cyｏ｡ 6Ladrixiiv・　... (3A. 10)・　‥，　ｘａこTa.aλan aUTU。1:χχ6φｃ‘Γε

　　‥.(34. 13)・　‥.　6 yop χもPUOS ６ Seos ＣｎλｉＴａり.5。ｏμa,eeos Cnλω･rfisea-

　　Ｔしり.(34.　１４)・

Vgl. 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 S.14A:　：鴫1りR‘挙･1DE?りP
yly･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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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4)3-8

　3･)Schmidt, Jochen: Holderlins Elegie 。Brod und We in”. Berlin. Gruyter.

1968. S.37.

　　Das 。Wehn” der Luft hat hier wie auch sonst oft in Holderlins Dichtung

　　den Sinn von TCVGvJμa ,,Lufthauch”, ,,Windeswehen"万，ｎ万Atem”, ,,Seele”。,Geist".

　　Im ,,Hyperion" ' ･‥.　　Ein Distichon aus dem Schlufi‘abschnitt der ,,Elegie”

　　　‥.　　ein Vers"der Rheinhymne, ・・・

　A)Dilthey, Wilhelm: Das Erlebnis und die Dichtung.　1905.　8.Aufl. Leipzig/.

Berlin. Teubner. 1922. S.396.　　　　　　　　　　　上

　　Hyperion ist nicht　, ein Seitentrieb der romantischen Poesie≒wie Haym

　　ihn auffaSte;　　‥.　　Eben darin, dafi der Dichter den f instﾆeren　Zug, der

　　dem Antlitz des Lebens so tief eingegraben ist, zuerst in diesem Roman･

　　sichtbar machte.　　　・・.　　Und in der Darstellung dieser　Lebensdeutung er-

　　wuchs ihm eine neue Form des philo･sophischen Romans;　sie hat dann in dem

　　Zarathustra Nietzsches ihre hochste Wirkung gewonnen.

Vgl. Haym, Rudolf 。Die Romantische Schule.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Geistes”(Berlin. Rudolph Gaertner. 1870). III.Buch. I.Kap: ,Ein

Seitenfcrieb der romantischen Poesie'(S.289).　IV.Aufl . Berlin. Weidmann.

1920. S.341.

　5)。Hyperion" Bd.l. 1797. II.Buch. 13. Brief. S.88: StA. Bd.3. S.50(V(4)182).

　　Und die Menschen giengen aus ihren Thiiren heraus, und fuhlten wunderbar

　　das geistige･Wehen, wie es leise die zarten Haare uber der Stirne b eweg-

　　te, wie es den Lichtstral kuhlte.
●●｡●　　　　　　　　　　　　　　　　　　　　　　　　　　

　　　●

Vgl.　,,Hyperion”(Traduction par Jaccottet, Philippe) Voltnne premier. Second

livre. Hyperion ａ Bellarmin: OEuvres de la Pleiade. S.I 74.

　Les honimes sortaient sur leur seuil, sentaient le merveilleux souffle im-

　materiel soulever leurs fines chevelures, refraichir les rayons de la lu- .

　miere:　　　・・・

　6)。Elegie”(1799) V.97-100: StA. Bd.2. S.74・

　　Darum mocht',　ihr Himmlischen!　euch ich danken und endlich

　　　Tonet aus leichter Brust wieder des Sangers Gebet.

　Und, wie wenn　ich mit ihr auf Bergeshohen mit ihr s tand,

　　　Wehet belebend auch mich. gottlicher Othem mich an.　　　　　　　100

　7).,Der Rhein” 13.Str. V.186-8(S.I47)/V.189-190(S.148):StA. Bd.2. S.IA7f.

　　Die Liebenden aber　I

　　Sind, was sie waren, sie sind

　　Zu HauSe, wo die Blume sich freuet

　　Unschadlicher Gluth und die finsteren Baume

　　Der Geistヽumsauselt,　　・・・　゛

ｖg1・　。Le Rhin”(Traduction par Roud･, Gustave):･ Oeuvres de la Pleiade. S｡854.

　Mais les amants

　Demeurent tels qu'ils furent;　ils se retrouventﾆ

　Chez eux aux lieux ou Ｐ innocente caresse

　D'un rayon rejouit la fleur, ou fremissent

　Au souffle de P esprit les arbres sombres;

　8)Schmidt: op.cit. S.38. Vgl. BeiBner:　StA. Bd.2. S.629.

　Fur die eigentumliche Wendung 。regt die Gipfel des Hains ａｕf” gilt die Er-

　lauterung Friedrich BeiEners zu Vers 74 der Elegie ,,Heimkunf t”(。‥｡｡du

　regst Langgelerntes mir ａｕf！”):　。Holderlin und seine Zeitgenossen (beson-

　ders Goethe) wenden das Wort anders als der heutige.Sprachgebrauch noch

　in der buchstablicheren Bedeutung an (,et二was nach oben bewegen'), und

　zwar　nicht nur psychologisch wie hier (und z.B.: Palinodie V.4f.:..Was

　regt ihr mir Vergangenes auf'), sondern auch im Bereich des Greifbaren:

　vgl. ,Brod und We in' V.I3:　,und regt die Gipfel des Ha ins auf;　　‥・



　　　　　　　　　　　　　　　　　　　　　　　　　　　　　　　　　　　　　　　　　　　　　　　　V(A)1・2

QUELLENNACHWEIS

(Ｖ)ＶＯＮ DER ABENDDAMMERUNG ZUR HEILIGEN NACHT

(4)。Hain" und 。Bund"

　ａ)。WEHN"　　　　　　　　　　　　　　　　　　　　　　　　　　　　　　　　　　　　　　　　　　　　　　　｡

　DHolderlin, Fr.。Brod und We in” 1 .Str. V.1-18: Samtliche Werke. Stuttgar-

ter Ausgabe (＝:StA). Kohlhammer. 1946-77 (Register 1985). Bd.2. S.90.

　　Rings um ruhet die Stadt;　still wird die erleuchtete Gass･ｅ･，

　　　Und, mit FakeIn geschmiikt, rauschen die Wagen hinweg・

　　Satt gehn heim von Freuden des Tags　zu ruhen die Menschen,

　　　Und Gewinn und Verlust waget ein sinniges Haupt

　　Wohlzufrieden zu Haus; leer steht von Traubeり. und Blumen,　　　　5

　　　Und von Werken der Hand ruht der geschafftige Markt.

　　Aber das Saltenspiel tont fern aus Garten; vieleicht, daB

　　　Dort ein Liebendes spielt Oder ein einsamer Mann

　　Ferner　Freunde gedenkt und der Jugendzeit; und die Brunnen

　　　Immerquillend und frisch rauschen an duften

　　Still in danmriger Luft ertonen gelautete Gloken,

　　　Und der Stunden･gedenk rufet ein Wachter die Zahl.

　　Jezt auch konmet ein Wehn und regt die Gipfel des Hains auf,

　　　Sieh! und das Schattenbild unserer Erde, der Mond

　　Kommet geheim nun auch; die Schwarmerische, die Nacht konmt.　　　１５

　　　Voll mit Sternen und wohl wenig bekummert uni uns,

　　Glanzt die Erstaunende dort, die Fremdlingin unter den Menschen

　　　恥ｅｒ Gebirgeshohn traurig und prachtig herauf.

Vgl.。Le Pain et le ｖin”(Traduction par Roud, Gustave) vers 1-18: OEuvres

de la Pleiade.つParis. Gallimard. 1967. S.807(v:｡l-2)/S.808(v.3-18)・

　　La ville autour de nous s'endort. La rue illuminee accueille le silence,

　　　Et le bruit des voitures avec 1'eclat des torches s'eloigne et meurt.

　　Rassasies des plaisirs du jour, vers le repos s'en vont les honsDes,

　　　Et satisfait, songeur, un front penche soupese

　　Pertes et gains . Depouille de ses fleurs. depouille de ses grappes,

　　　Las du labeur de mille mains, d巨sert, le marche dort.

　Mais au coeur des jardins s'eveille et tremble une musique lointaine,

　　　La-bas joue un amant, qui sait? ou peut-etre二un hoimnc saisi de solitude

　　Qui ｓｅ⊃souvient de ses amis perdus, de sa jeunesse, et:ldans 1'arome

　　　Des parterres fleurisヽchantent les fraiches fontaines infatigables .

　　La voix des cloches vibre au calme crepuscule

　　　Et le veilleur, gardien des heures, crie un･ nombre a‘pleine voix

　　ｏｈ！voici naitre et fremir la brise aux feuilles eｘt:rernes du bocage.

　　　Regarde!　et le fantome de notre univers, la lune.

　Mysterieusement paraitre;　et la fervente, la Nuit vient,

　　　Peuplee ｄ e゙toiles, et tout indifferente ａ notre vie;　　'

　　La Donneuse d'emerveillements, l'Etrangere patmi les honmes

　　　Aux cimes des mont:ｓ la-bas s'eploie et brille dans sa melancolique

　　　　　　　　　　　　　　　　　　　　　　　　　　　　　　　　　　　　　　　　　　　　　　　●　●　　　　　　　　　　　　　　　　　　　　　　　　　　　　　　　　　　　　　　　　　　　　magnificence.

　2)。Genesis”･ 1 ｡ 2:　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8ia. Deutsche Bibelgesell-

schaft. 1984. S.I: Septuaginta. Stuttgart. DeuCsche Bibelgesellschaft. 1979.

Vol.1. S.I Z Biblia iuxta Vulgatam Versionem. 3.Aufl. Stuttgart. Deutsche

Bibelgesellschaft. 1983. Totnus I. S.4: Biblia Germanica !545 (Deutsch: Lu-

ther). Faksimile-Ausgabe. Stuttgart. Deutsche Bibelgesell芦chaft. 1983. Ｉ．

Teil. S.I： Die heilige Schrift nach der deutschen Ubersetzung Martin Lu-

thers. Stuttgart. Wurttembergische Bibelanstalt. 1961. Das Alte Testa万mentい

nach dem 1912 vbm Deutschen Evangelischen Kirchenausschuβgenehmigten Text.

Ｓ‘２;
ｒ Gelst Gottes： spiritus Ｄｅｉ：１りEi)μeE:oO:□｀向゛r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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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3)35-38

35）。Brod ｕｎ（!Wein” 5.Str. V.81-86:　StA.　Bd.2.　S.92･

　　Moglichst dulden die Hinnnlischen difi: dann aber in Wahr万heit

　　　Kotnmen sie selbst und ｇｅｗ万〇hnt werden die Menschen des Gluks

　　Und des Tags und zu schaun die Offenbaren, das Antliz

　　　Derer, welche, schon langst Eines und Alles genannt.

　　Tief die verschwiegene Brust mit freier Geniige gefullet.　　　　　　　　85

　　　Und zuerst und allein alles Verlangen begliikt;

Vgl.。Le Pain et le ｖin”(Traduction par Gustave Roud) v.81-86: ＯＥｌｕｖ･resde

la Pleiade. S.811.

　　Ｃ e゙st chose que les dieux souffrent jusqu'a Ｐ extreme, alors

　　Dans １ａ realite de leur presence ils appar〕aissent et les hommes

　　S' accoutument au Jour, au bonheur, a contempler les Reveles, la face

　　　De ceux-la qui jadis ont nonnne le Tout et l'Un,

　　Comble １ｅ coeur secret de libre et vaste plenitude.　　　　　　　　　　　　85

　　　Et les premiers ， les seuls, exauce tout desir.

36）。Brod und Wein” 9 . Str. V.IA9-152:　StA. Bd.2.･S.95.

　　Was der A1･ten Gesang von Kindern Gottes geweissagt。

　　　Siehe! wir sind es, wir: Frucht von Hesperien ists !･　　　　　　　　　　　1 50

　　Wunderbar und genau ists als an Menschen erfiillet.

　　' Glaube, wer es gepriift！　　・ ・・

Vgl.。Le Pain et le Ｖｉｎ” V.149-152:　OEuvres de la Pleiade. S.814.

　　Ce qu'ont predit des enfants de Dieu les chants･ antiques.

　　　Vois！ nous le sommes. nous ！　Ce sont la les fruits de l'Hesperie!　150

　　61 miracle!　en des hnTTITTIPR s'est accompli le dire avec rigueur:

　　　Crois-en qui 1' eprouva!　。。。

37)Holderlin 。Deutscher Gesang” V.15-22： StA. Bd.2. S.202。

　　　　　　　　　　dann sizt im tiefen Schatten,　　　　　　　　　　　　　　　　　　　　　１５

　　Wennべjber dem Haupt die Ulme satiselt.

　　Am kuhlathmendcn Bache der deutsche Dichter

　　Und singt.･wenn er des heiligen nuchternen Wassers

　　Genug getrunken, fernhin lauschend in die Stille,

　　Den Seelengesang.　　　　　　　　　　　　　　　　　　　　　　　　　　　　　　　　゛･　　　　２０

　　Und noch, noch ist er des Geist:es zu voll,

　　Und die reine Seele

Vgl. nChant allemand”(Traduction par Francois 琵dier) v.15-22: OEuvres de

la Pleiade. S.884。

　　　　　　　　　　　　　alors est assis dans 1'ombre profonde,。　　　　　　　　　　　１５

　　Quand par-dessus la tete Ｐ orme murmure.

　　Au rulsseau qui exhale la fraicheur, le poete allemand

　Et chante, quand il a de Ｐ eau saintement sobre

　　Assez bu, ecoutant au loin dans　le calme.

　　Le chant de l'ame.

　　Et encore, encore est-il de P esprit trop empli,

　　Et 1゛ame pure

38)Holderlins Brief 2公an den Bruder inn Neujahr 1801： StA. Bd.6. Ｓぷ07・

　　Aber　｡‥　daBヶdas deutsche Herz in solchem KlIma, unter dem Seegen die-

　　ses neuen Friedens erst recht aufgehn, und gerauschlos, wie die wachsen-

　　de Natur, seine geheimen weitreichenden Krafte entfalten wird, diS

　　mein' ich, diB seh' und ｡glaub゛ｉｃｈ。　｡‥

Vgl. OEuvres de la Pleiade. S.986： Traduction par Denise Naville.

　　Ｌ e゙ssentie･１， c'est　‥．　que sous le climat et la benediction de cette

　　paix nouvelle le coeur allemand s'epanouira et deploiera en silence.

　　comtnc la nature en croissance, ses forces lointaines et secretes; voila

.　Ｃｅ’que je pense. voila ce ･que Ｊｅ VOIS et ce que ］ｅ crois;　et voila es-

　　sentiellement pourquoi j゛envisage avec serenite la　seconde moitie de ｍａヤ

　　vie・　‥｡　(und diB ists,　was vorziiglich mit Heiterkeit mich in die

　　zweite H'ilfte meines Lebens hinaussehn laBt.:StA. Bd.6. S.407)



　　　　　　　　　　　　　　　　　　　　　　　　　　　　　　　　　　　　　　　　　　　　　　V(3)33-34

33)。Das alteste Systemprogramm des deutschen Ideali8mus”: StA. Bd.A. S.298:

Hegels Werke auf der Grundlage der 。Werke"(1832-45). Frankfurt flm Main.

Suhrkamp. 1969-71(Register 1979). Bd.l. S,235. ＼

　　Zulezt die Idee, die alle vereinigt, die Idee der Schonheit, das Wort in

　　hohercm' platonischem Sinne genommen ･ Ich bin nun uberzeugt. daB der hoch-

　　ste Akt der Vernunft. der, indem sie alle Ideen umfas t, ein asthetischer

　　Akt ist, und da6 Wahrheit und Glite, nur in der Schonheit: verschwistert

　　sind. Der Philosoph mufi eben so viel asthetische Kraft besizen. als der

　　Dichter. Die Menschen ohne asthetischen Sinn sind unsr'e Buchstaben Philo-

　　sophen. Die Philosophie des Geistes ist eine asthetische Philosophie.

　　Man kan in nichts geistreich seyn, selbst liber〕Ｇｅｓchichte kan man nicht

　　geistreich raisoimiren － ohne asthetischen Sinn.　i　'

3A)Holderlins Brief　183 an Neuffer. 3.Jul.l799:　S!二A. Bd. 6. S.339.

　　Man will aber auch nur　rlihrende erschiitternde Stellen ｕｎｄ･Situationen, um

　　die Bedeutung und den Eindruk des Ganzen bekiiimnerii sich die Verfasser und

　　das Publikum selten. Und so ist die strengste aller poetischen Fonnen,

　　die ganz dahin eingerichtet ist. urn, ohne irgend einen　Schmuk fast in

　　lauter groQen Tonen, wo jeder ein eignes Ganze ist,へharmonisch wechselnd

　　fortzuschreiten, und in dieser stolzen Verlaugnung alles Accidentellen

　　das Ideal eines lebendigen Ganzen, so kurz und ･zugleich so vollstandig

　　und gehaltreich wie moglich. deswegen deutlicher aber auch ernster als

　　alle andre bekannte poetische Fonnen dar8teHt － die ehrwiirdige tragische

　　Form ist zum Mittel herabgewurdiget worden, um gelegenheitlich etwas

　　glanzendes Oder zartliches zu sagen・　　　　　で　　　・，‘

Vgl.　OEuvres de la Pleiade. S.72I： Traductiorリpar Denise Naville・

　　Aussi ne veut-on voir qｕｅ･des situations et des passages emouvant8, bou-

　　leversants;･ 1a signification et 1゛impression d'ensemble. elles, ne pre-｡

　　occupent que rarement 1゛auteur et le public.∧La plus rigoureuse de toutes

　　les formes poetiques, entierement faite pour qu'en･ 1'absence de toute・

　　ornementation, au moyen de tons presque uniquement graves ， dont chacun

　　constitue une unite ａ lui seul. elle progresse par. alternances harmoni-

　　ques et que dans ce fier refus de tout ce qui ｅＳ!：accidentel elle expose

　　1'ideal d'un Tout vivant d'une maniere ａ ｌａへfois concise et aussi com-

　　plete et substantielle que possible, done de fagon plus explicite, mais

　　aussi plus serieuse que toute･ autre forme poetique connue, cette vene-

　　rable forme tragique a ete degradee au point de n'etre plus qu'un moyen

　　de dire occasionnellement une chose brillante⊃ou tendre.

Vgl. Holderlins Brief　１７１　an Sinclair. 24.Dez。1798：　StA. Bd.6. S.301.

　　Resultat des Subjectiven unc!Obi ectiven。des Einzelnen und Ganzen, ist

　　jedes ErzeugniB und Product, und eben weil １皿Product der Antheil, den

　　das Einzelne am Producte hat, niemals vollig unterschieden werden kann.

　　vom Antheil,･den das Ganze　daran hat, so ist auch daraus klar. wie innig

　　jedes Einzelne mit dem Ganzen zusammenhangt uhd wie sie beede nur　Ein le-

　　bendiges Ganze ausmachen, das zwar durch und diirch∧individualisirt isC

　　und aus lauter selbststandlgen, aber eben ｓ６ innig und ewig verbundenen

　　Theilen besteht.　　　　　　　　　　　　　　　　　　　，

Vgl. OEuvres de la Pleiade. S.687 ：　Traduction par Denise Naville.

　　Tout produit et toute consequence est ，１ｅresultat.du subj ectif et ．de 1'

　　objectif, du particulier et du tout, et c'est iustement parce que dans

　　un produit la part du particulier ne peut ･jamais etre conpletement ｄｉＳ一一

　　tlnguee de la part qu'y tient le tout, ･que chaqリｅ ｡ob1 et particulier est

　　intimement lie a un tout et qu'ils ne font≒tous deux ｑｕl゛unseul ensemble

　　vivant, integralement individualise. et constitue de parties a la fois

　　autonomes et intimement. eternellement un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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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3)29-32

　　vollbringen zu mils sen glaubten. hatte die Tendenz, alle jene fortschritt-

　　lichen und revolutionaren Fermente zu beseitigen. die von ihrem Sturm

　　und Drang aus an die j ungen Vertreter der Friihromantischen Schule weiter-

　　gegeben wurden.　Der bedeutends te dichterische Ausdruck der von

　　der Weimarer Klassik bewirkten asthetischen Restauration ist wohl der

　　RomHn ,,Wilhelmりeisters Lehrjahre”， den Goethe, das Fragment der ..Theat-

　　ralischen ･Sendung" ilberarbeitend, von Mai　1794 bis Augus t 1796 schrieb.

Vgl. Holderlins Brief an Wilmans (Dez万ember 1803): StA. Bd.6. S.436.

　　irbrigens sind Liebeslieder immer tnuder Flug, denn so weit sind wir noch

　　immer, troz der Verschiedenheit der Stoffe: ein anders ist das hohe und

　　reine Frohloken vaterlandischer Gesange.

30)Schiller 。Deutsche GrbSe":Samtliche Werke(V(3)15). Bd.l . S.A74・

　　(Der Deutsche wohnt in einem alten sturzdrohenden Haus, aber ein streben-

　　des Geschlecht wohnt in dem alten Ｇｅ!3aude, und der Deutsche selbst ist

　　ein edler Bewohner, und indem das politische Reich wankt, hat sich das

　　geistige immer fester und vollkommener gebildet.) Dem, der den Geist bil-

　　det, beherrscht, muB zuletzt die Herrschaft werden, denn endlich an dem

　　Ziel der Zeit, wenn anders die Welt einen Plan, wenn des Menschen Leben

　irgend nur Bedeutung hat, endlich mｕ!3 die Sitte und die Vernunft siegen,

　　die rohe Gewalt der Form erliegen － und das langsamste Volk wird alle

　　die schnellen flilchtigen einholen. Die and em Vblker war en dann die Blu-

　　me, die abfallt. Wenn die Blume abgefallen, bleibt sich。schwillt die

　　Frucht der Ernte ｚｕ.｡

31)Fichte 。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1807-08) 13.Rede: Werke. Fotome-

chanischer Nachdruck der ｎ万sammtlichen Werke”(Hrsg:Fichte, Immanuel Her-

mann.　Berlin. Veit & Comp.　1845/46) Berlin. Gruyter. 1971. Bd.7. S.A66-7・

　　Mochten wir endlich einsehen, dass　alle jene schwindelnden Lehrgebaude

　　tiber Welthandel und Fabrication fur die Welt 。ar fUr den Ａｕｓ】Lander pas-

　　sen. und gerade unter die (S.466/S.467) Waffen desselben gehbren, ｗ。mit

　　er von jeher uns bekriegt hat, da8s　sie aber bei den Deutschen keine An-

　　wendung haben, und dass. nachs t der Einigkeit dieser unter sich selber,

　　ihre innere　Selbst8tandigkeit ｕnd･Handelsunabhangigkeit das zweite Mit-

　　tel ist ihres Heils, und durch sie des Heils von Europa. Wage man es

　　endlich auch noch das Traumbild einer Universalmonarchie, das an die －

　　Stelle des seit einiger Zeit i･nmer unglaublicher werdenden Gleichgewich-

　　tes der offentlichen Verehrung dargeboten zu werden anfangt, in‘ seiner

　　Hassenswiirdigkeit und Vernunftlosigkeit zu erblicken! Die geistige Natur

　　vermochte das We sen der Menschheiｽtｻnur in hochs t mannigfaltigen Abs tu-

　　fungen an Einzelnen, und an ｄｅｒ･Einzelheit im Grosser! und Ganzen,･an

　　Volkern, darzustellen. Nur wie ｊedes dieser　letzten, sich selbst uber-

　lassen, seiner Eigenheit gemas s, und in jedem derselben jeder Einzelne

　　ｊener gemeinsa万men, so wie seiner besonderen Eigenhelt gemass, sich ent-

　　wickelt und gestaltet, tritt die Erscheinung der Gottheit in ihrem　ei-

　　gentlichen Spiegel heraus, so wie sie soil; und nur der, der entweder

　　ohne alle Ahnung fUr Gesetzm万i'assigkeit und gottliche Ordnung, Oder ein

　　verstockter. Feind derselben ware, konnte einen Eingriff in jenes　hochste

　　Gesetz der Geisterwelt wagen wollen.

32)Schiller 。Kallias / Brief an Korner vom 23. Februar 1 793” z Samtliche

Werke(V(3)15). Bd.5.　1975. S.A22 / Werke(V(3)15)｡･Bd.2. S.373・

　　Eine Landschaft ist schon komponiert, wenn alle einzelne Partien, aus

　　denen　sie besteht, s°ｏineinanderspieleri, da3 jene　sich･selbst ihre Gren-

　　ze setzt und das Ganze also das Resultat von ｄｅｒ･Freiheit des Einzelnen

　　ist. Alles in einer Landschaft soil auf das Ganze bezogen sein, und a1－

　　les Einzelne十soil doch nur unter seiner　eigenen Regel zu stehen, seinem

　　eigenen Willen zu folgen scheinen.



V(3)29
　　Von dem groSt:en deutschen Sohne,

　　Von des groBen Friedrichs Throne

　　　Ging sie schutzlos, ungeehrt.

　　Riihmend darfs der Deutsche sagen,　　　　　　10

　　Hoher darf das Herz ihm schlagen:

　　　Selbst erschuf er sich den Wert.

　　Darum steigt in hoherm Bogen,　　　　　　　　　　／

　　Darum stromt in vollern Wogen

　　　Deutscher Barden Hochgesang,　　　　　　　15

　　Und in eigner Flille schwellend

　　Und aus Herzens Tiefen quellend.

　　　Spottet er der Regeln Zwang・

Vgl. Herder 。Briefe zu Beforderung der Humanitat” 8. Sammlung.　1796, Brief

107:　Samtliche Werke. 33 Bande. Berlin. Weidraann. 1877-1913. Bd.l8. 1883.

S.137　/ Werke. 5 Bande. Berlin/Weimar . Aufbau. 1978. S.I 68-169.

　　So ists mit der Poesie der Volker und Zeiten auf unsenn･ Erdrunde;　in je-

　　der Zeit und Sprache war sie der Inbegriff der Fehler und Vollkonnnenhei-

　　ten einer Nation, ein Spiegel ihrer Gesinnung町1, der Ausdruck des Hoch-

　　sten, nach welchem sie strebte (oratio sensitiva animi perfecta.) Diese

　　Gemahlde, (minder und mehr vollkommene, wahre und falsche Ideale) gegen

　　einander zu stellen, giebt ein lehrreiches Vergniigen. In dieser Galerie

　　verschiedner Denkarten, Anstrebungen und Wlinsche lernen wir Zeiten und

　　Nationen gewiS tiefer kennen als auf dem tauschenden Trostlosen Wege ih-

　　rer politischen und Kriegsgeschichte. In dieser sehen wir selten mehr

　　von　einem Volke, als wie es　sich regieren und todten lieQ; in jener　ler-

　　nen wir. wie es dachtﾆe, was es wiinschte ｕｎ（!wollte. wie es sich erfreu-

　　te, und von seinen Lehrern Oder von seinen Neigungen gefuhrt ward.

Vgl. Schlegel, August Wilhelm(l767-I8A5)。Allgemeine Literatur-Z!situng"

(Jena/Leipzig. Dezember l797”: Hamburger Ausgabe (V(3)18). Bd.2. AuBerungen

uber ..Hermann und Dorothea”. S.7A2(13. Dezember･　1 797)･｡

　　iiHermann und Dorot:ｈｅａ”ist ein vollendetes Kuns twerk im groBen Stil und

　　zugleich fafilich, herzlich, vaterlandisch, volksmaSig; ･ein Buch voll

　　goldener Lehren der Weisheit und Tugend.

Vgl . Heine, Heinrich(l 797-1856) ,,Die ｒｏｍ･antische Schule”(1835-36) I.Buch:

Sakularausgabe. Berlin/Paris. Aufbau/Centre National de １,ａRecherche Scien-

tifique. Bd.8. 1972. S.35-36 ilber Goethe.

　　der Geist wurde Materie unter seinen Handen, und er gab ihm die schone

　　gefallige Form. So wurde er der groBte Kiinstler in 叩serer Literatur,

　　und alles was er schrieb wurde ein abgerundetes Kunstwerk. (S.35/S.36)

　　Keineswegs jedoch leugnete ich bei dieser Gelegenheit den selbstandlgen

　　Werth der goetheschen Meisterwerke. Sie zieren unser theueres　Vaterland,

　　wie schone Statuen einen Garten zieren, aber es sind Statuen. Man kann

　　sich darin verlieben, aber sie sind unfruchtbar:　die goetheschen Dich-

　　tungen bringen nicht die That hervor, wie die Schillerschen. Die That

　　ist das Kind des Wortes, und die goetheschen schonen Worte sind kinder-

　　los.

Vgl. Baioni, Giuliano 。Classicismo ｅ Rivoluziohe. Goethe ｅ la Rivolutione

francese”(Napoli. Guida Editori. 1969) V.Kap.: Goethe-Jahrbuch(Weimar. Her-

mann　Bohlaus Nachfolger) Bd.92.　1975. S.73-127: 。Marchen”･－ 。Wilheltn Me is-

ters Lehrjahre” － 。Hermann und Dorothea”. Zur Gesellschaftsidee der deut-

schen Klassik. Ubersetzt von Monika Koster. S.83.

　　Goethe und Schiller － es ist kaum erforderlich, 八ias zu sag en － werden

　　dadurch nicht plotzlich zu Reaktionaren, denn sie vermitteln dem burger-

　　lichen 19. Jahrhundert die hohe humanistische Tradition der europ'aischen

　　Aufklarung. Aber diese ausschlieBlich asthetische Mission, die sie ange-

　　sichts der politischen Realitat der Revolutior! ihrer Klasse　gegenii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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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konomische Reflexion － die Uberlegungen des .
iisinnigen

Haupts”， des

　bourgeois － affirmativ. '。Gewinn und Verlust” werden 。wohlzufrieden”

　bedacht, denn die Praxis des Markts hat sich gelohnt .

Vgl. Unger, Richard: Holderlin's･Major Poetry. The ･Dialectics of Unit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75. S.70.

　The first three･distichs of the evocative first strophe depict the ｅｎ゛

　ding of day as a' time of cheerful busyness and mundane concern with the

　practical details of living:　Satt gehn heim von Freuden des Tags　　・‥

　However, the quietude of evening may also be an occasion for desire or

　nostalgic longing, as∧when ａ ”lover” or "lonely man”， making music, at-

　tempts to express and assuage ａ certain pang of absence. For such men

　the pleasant inactivity of nightfall is not especially restful. but fos-

　ters consciousness of deprivation. They find the incessant flowing of

　nocturnal fountains analogous to the persistence of time, while bells

　and cries of watchmen enforce their awareness of time's divisions and

　its transiency. These sounds thus induce authentic consciousnes of tem-

　porality.

Vgl . Takahashi, Katsumi: Das Stadtbild im Anfang von 。Brod und Wein” (For-

schungsberichte der Universitat Kochi fiirs Jahr　1983. Vol.32. Geisteswis-

sens chaf ten.　S.21-70. Marz 1984).　Schlua.　S.62.

28)Brentano 。Fortsetzung von Holderlins Nacht" V.1-4:　StA.･Bd.7. 3. S.539.

　Ａとｈ und sie trostet mich nicht, ich･ kenn' sie. ich laure sie nahet

　　　Wie zum Gefangenen sich schleichet der Wachter heran

　Hier ist ein Becher so spricht sie full ihn dir mit Trahnen

　　　Hier diesen Stein ninnn aufs Herz das er dir werde zu Brod

Vgl. Wackwitz: Trauer und Utopie um 1800(V(3)27). S.47.

29)Schiller 。Deutsche GroBe”(1797):Samtliche Werke(V(3)15). Bd.l . ＳＭＴｉｉ.

　Die Majestat des Deutschen ruhte nie auf dem Haupt s. Fursten. Abgeson-

　dert von dem politischen hat der Deutsche sich einen eignen Wert gegriin-

　det, und wenn auch das Imperium unterginge, so bliebe die deutsche Wiirde

　unangefochten.　Sie ist eine sittliche GroSe, sie wohnt:･ in der Kultur und

　im Charakter der Nation, die von ihren politischen Schicksalen unab- (S.

　473/S.･474) hangig ist. ― Dieses Reich blUht･ in Deutschland, es ist in

　vollem Wachsen, und mitten unter den gotischen Ruinen einer alten barba-

　ri8chen Verfassung bildet sich das Lebendlge aus ｡ (Der Deutsche wohnt in

　einem alten sturzdrohenden Haus,　... ) ..｡(Ｖ(3)30).

Vgl.　Schiller 。Biirgerlied”(Erstdruck: Musenalmanach 1799｡･Spater 。Das Eleu-

sische Fest") 26.Str. V.201-208: Weimarer Naionalausgabe(V(3)21). Bd.l, S.

432. (Vgl・ 。Die Macht des Gesanges”(Mus enalmana ch 1796) Bd.l. S.225)

　Freiheit liebt das Thier der Wilste,

　Frei im Aether herrscht der Gott,

　Ihrer Brust gewaltge Liiste

　Zahmet das Naturgebot,

　Doch der Mensch, in･ ihrer Mitte,　　　　　　205

　Soil sich an den Menschen reihn,

　Und allein durch seine Sitte

　Kann er frei und machtlg seyn.

Vgl. Schiller 。Die deutsche Muse”(1803) 3 Strophen (18 Verse):Samtliche

Werke(V(3)I5) Bd.l. S.214: Werke(V(3)I5) Bd.2. S.705(1･.Str,)/S.706(2.Str.-

3.Str.).

　Kein Augustisch Alter blilhte.

　Keines Mediceers Giite

　　　Lachelte der deutschen Kuns t,

　　Sie ward nicht gepflegt vom Ruhme,

　　Sie entfaltete die Blume　　　　　　　　　　　　　　５

　　　Nicht ａｍ･Strahl der Fiirstengunst.



　　　　　　　　　　　　　　　　　　　　　　　　　　　　　　　　　　　　　　　　　V(3)24-27

　es ist das Einzige dieses Dichters,　das ｅｉｎ巨づmagischeGewalt iiber mich

　hat;　es gibt mir Frieden und spannt einen. Himmel lib:er mich aus. unter

　dem ich liege, wie ein Kind im SchooBe der Mutter Ｕねter ihrem Herzen,

　mit keinem Schmerz, als dsiD des Lebens ilberhaupt. Dies Gedicht konnte

　mich trosten. wenn sie mlr sagte: Rede nicht mehr mit rair！　Schaue in ・

　dich, sieh mich nicht mehr, ich will fur dich beter!!' GewiS, gewiB, und

　von ganze万jnHerz en!　　　　　　　　　　　　　　　　＼.ノ

25)Brentanos Tagebuchbrief(V(3)24):StA. Bd.7. 2. S].り4-435.

　Es ist so einfach. daB es Alles sagt : das ganze Leben,. der Mensch, seine

　Sehnsucht nach einer verlorenen Vollkommenheit ｕｎｄ‘die bewuBtlose Herr-

　lichkeit der Natur ist darin. 1st das Alles?知:ist denn die Erbarmung

　und die Erlosung? fragt sie vielleicht, und ich sage: sie lese es als

　ein Ebenbild aller Geschichte, und sle wird auch Erbam!ung und Erlosung

　darin finden. Sind die ersten sechs Verse nicht das weltliche Treiben

　ins Reale bis zur Emudung, die folgenden sechs nicht die Sehnsucht der

　Zeit und das Gefiihl ･der Verlorenheit. Tritt im siebenten Vers nicht der

　Rilckblick　zur verlorenen Unschuld ein, und sprechen die immer quillenden

　Brunnen ni cht von dem eｗ万igenQuell der VerheiBung ，an dem ｄｉｅ十Gerechten

　sich lab en? Mahnt diese die Glocke nicht durch die d芦ｎKlang verhiillende

　Welt zu harren und zu beten, und rufet der Wachter nicht die Erfvillung

　der Zeit ａｕｓ？1st der dreizehnte Vers nicht der Vorlaufer des Heils, die

　Stimme des (S.434/か,435) Predigers in der十Wilste, der dem Herrn seinen

　Weg bereitet und seine Stege richtig macht? Und tritt tnit dem vierzehn-

　ten Vers nicht der Herr auf: >≫Sieh' er kO血Ｍﾆmit den Wolken und es wer-

　den ihn sehen alle Augen.≪　Im sechzehnten Vers aber steht: ≫Und das

　Licht scheinet in die Fin8terniB, und die Finsterriisse haben's nicht

　begriff en.≪　Es ware wohl eine schone Aufgabe, diesesﾊﾟLied nochmals zu

　dichten, und es ganz auf die Christnacht zu beziehen.　es ware sehr

　leicht. Ich wiinsche, sie versuchte es, Oder ｖie!mehr sie fande sich

　dazu geruhrt.

26)Takahashi, Ka‘tsumi:Uber die erste Strophe von Holderlins ,,Brod und

Wein”: ,Heilige Nacht゛. Zweiter Teil:(IV),,Ein sinniges Haupt”(Forschungs-

berichte der Universitat Kochi fiirs Jahr 1986. Vol.35. Geisteswissenschaf-

ten. S.67-102i November 1986).　　　　　　　　　ご

27)Schmidt: op.cit.(V(3)6) S.34-35・

　Der Dichter wertet den auskllngenden Tag mit warmer Herzlichkeit, ganz

　positiv; aber bei aller Freundlichkeit der Verse｡die das Bild schoner

　Erfilllung geben, ・・.　(S.34/S.35)・.. , bleibt der Wer.tbereich des ge-

　schaftigen Leb ens doch abgegrenzt gegen den ｄｅｓユhohen,geistesinnigen

　Lebens, ist beschr'ankt, noch nicht von tiefstem Daseinssinn erfullt.

　Spater wird im Gedicht nicht mehr von den ,,Freuden des Tags”, sondern

　von der ganz anders gearteten dionysischen Freude iれ nachtlicher Zeit

　die Rede sein･　　‥.　　Wahrend die Gerausche des Tages, langsam verstum-

　men,　erwachen die zauberischen Tone des innigereri Daselns in deｒ･stille-

　gewordenen Welt:　,,Aber das Saitenspiel tont' fern　　1･‥　　still in dannnri-

　ger Luft ertonen gelautete Gloken, / Und d色ｒ｡Stunden gedenk rufet ein

　Wachter die Zahl .”　　...　Das in dieser Stiinde vom Dasein der Welt

　selbst Vernehmbare(V(3)I9)　‥‥・

Vgl. Wackwitz, Stephan:　Trauer und Utopie um 1800ｽ，　Studien zu Holderlins

Elegienwerk.　Stuttgart. Heinz.　1982.　S.47//Ｓ.３０１

　Die hinwegrauschenden fackelgeschmucktcn Wager!, so meine Deutung, sind

　eine esoterische Anspielung auf den Per sephone-Mythos･， Diese Anspielung。

　gleich am Eingang in die Elegie, weist ａＵｆ:Iﾚdasversteckt:;e Thema des ge-

　samten Eiegienwerks, die Wechselbeziehung von Obcrwelt, der gegenwarti-

　gen Praxis,-. und der Unterwelt, dem von d1叩er Praxis Verdrangten. (S.47/

　/S.30) Im Gegensatz zur menschlichen Erinnerung, c!ie allein Verluste －

　die vergangene Jugend und die fernen Freunde ― bilanzieren kann,　ist 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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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3)18-24

　　Zu j enen Spharen wag' ich nicht zu streben.

　　Woher die holde･ Nachricht tont;

　　Und dpch, an diesen Klang von Jug end auf gewohnt.

　　Ruft er auch ｊｅt･zt zuriick mich in das Leben.　　　　　　　　　770

　　Sonst∧sturzte sich der Himmelsliebe KuB

　　Auf mich herab。ごｉｎ ernster Sabba!:stille; .

　　Da klang so ahnungsvoll des dock町itones Fiille,

　　Und ein Gebet war briins tiger GenuS;

　　Ein unbegreiflich hoIdes Sehnen　　　　　　　　　　　　　　　　　　　775･

　　Trieb mich,･durch Wald und Wiesen hinzugehn,

　　Und unter taus end heiBen Tranen

　　Flihlt' ich mir eine Welt entstehn.

　　Dies Lied verkilndete der Jugend muntre Spiele,

　　Der Friihlingsfeier freies Gliick;　　　　　　　　　　　　　　　　　　　780

　　Erinnerung halt mich nun mit kindlichem Gefiihle

　　Vom‘letzten, ernsten Schritt zuriick.

　　０tonet fort, ihr s'uSen Himmelslieder！

　　Die Trane quillt, die Erde hat mich wieder!

19)!Jaym,･. Rudolf: Die Romantische Schule.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Geistes. Berlin. Rudolf Gaertner ｡ 1870. III.Buch. I.Kap.　S.289.

^.Aiifl. Berlin. Weidmann. 1920. S｡3A1.

　　Ｅｉｎ･Seitentrieb der romantischen Poesie

Vgl. Dilthey, Wilhelm: Das Erlebnis und die ･Dichtung. 1865-77. Leipzig.

Teubner. 8.Aufl. 1922. S.396.

　1Hyperion ist nicht　, ein Seitentrieb der romantischen Poesie', wie Haym

　　ihn au££a@te;･　　‥‥・

Vgl. ･Schmidt: op・cit.(V(3)6)　S.35・

　Das in dieser St:unde vom Dasein der Welt selbst Vernehmbare ist aber ge-

　rade das, was im Treiben des Tages we gen seiner Unaufdringlichkeit und

　gesetzlichen GleichmaBigkei t unbeachtet bleibt und doch viel tieferes

　Symbol unseres Daseins ist als die Gegenstande, denen unsere Aufmerksam-

　keit wahrend der hellen Stunden gilt: das AbbiId des Lebens selbst, der

　,,immerquillende” Brunnen, welcher vom steten Werden und vom steten Ver-

　gehen spricht; die Glocken, deren Tonen den groBen Puls der Zeit erfiih-

　len ｡laBt. -ﾌZwei Ｈａりptmotive der romantischen Foesie, das der Feme und

　das des VerflieSens der Zeit,･sind in der zweiten Distichentrias in sel-

　tener Reinheit verkorpert.

20)Hellas und Hesperien bei H5lderlin(V(3)13)｡(Ill)。Gott der Mythe"｡ (10)

,,Die tiefste Innigkeit”(Vol.35.　S.2-14)・

21)Schiller 。Die Freundschaft" lO.Str. V.55-60: Werke. Weimarer National-

ausgabe. Hermann Bohlaus Nachfolger. Bd.l. 1943. S.in .

　　Freundlos war der grose Weltenmeister,　　　　　55

　　Fuhlte Mangel - darum schuf er Geister,

　　　Sel'ge Spiegel seiner Seligkeit! -

　　Fand das hochste Wesen･schon kein Gleiches,

　　Aus dem Kelch des ganzen Seelenreiches

　　　Schaumt ihm --- die Unendlichkeit.　　　　　　　　　　60

22)Takahashi, Katsumi: ijber die erste Strophe von Holderlins 。Brod und

Wein”:
jHeilige

Nacht' Dritter Teil - 。Abgeschiedenheit” und 。Brunneが'

(Ｖ(3)4)｡(Ｖ)｡(I),,Abgeschiedenheit” Anmerk.ungen(V(l) 13)・

23)Vgl. V(3)J.

24)Brentano. Aus einemﾄTagebuchbrief fur Luise Hensel ． Berlin. Dezember

]８１６：StA. Bd.7.‘2. S.433.‘

　　Ich habe schon viel geopfert, aber mehr verloren! Ich wollte sie scheiden

　　lassen aus meiner Seele, wie eine Sonne, von der ich getraumt; denn es

　　ist Nacht‘ in mir.　iind ich harre des Engels, der die ‘Geburt des He Hands

　　in mir verkundige. Hier fallt mir das‘liebste Gedicht ein. das ich kenne;



　　　　　　　　　　　　　　　　　　　　　　　　　　　　　　　　　　　　　　　　　　　　　V(3)16-18

Mais le jour luit ｌ Je Ｐ ai vu poindre ａ la cime de mon attente .

Ah!　que ce que je vis, le sacre, soit mon dire!･　，.　　　　　　　　　　　20

Car celle qui est plus vieille que le Temps, celle-ia meme

恥
Ｕ
ｉ domine les dieux de 1'Orient et ceux du Soir,
　Nature!　aujourd'hui dans un fracas d'armes s'esteveillee.

Et du haut de 1*Ether　au trSfonds de l'abime, selon
Ｌ i゙mperissable loi, comme jadis du Chaos sacre jaillie。
L'inspiration se sent vierge refleurir.
Creatrice de toutes choses.

25

17)StA. Bd.8. S.283: Chronologie der Gedichte ｎ!ichErstveroffent:Iichung8-
da ten.　1807 / Musenalmanach fur das Jahr 1807 / Leopold Seckendor:１! Stut-
gart(Die Herbstfeier) / Die Nacht V.1-I8 von Brod und Wein
18)Clemens Brenta万noan Philipp Otto Runge. Berlin. 21.Januar 1810: St:Ａ.
Bd.7. 2. S.407.
　so sage ich Ihnen: das alte Rittergedicht Tristan und Isalde, die Fiam-
　metta des Boccaz, der standhafte Prinz Calderon's und einige Oden des
　wahns innig gewordenen Wurtemberger DichterS Holderlin, z.B. seine Ele-
　gie an die Nacht, seine Herbstfever, sein Rhein, Pathmos, und andere,
　welche in den zwey Mus enalmanachen Seckendorf's von 1807 und 1808 ver-
　gessen und unerkannt stehen. Niemals ist vielleicht hohe betrachtende
　Trauer so herrlich ausgesprochen worden. Manchmal wird dieser Genius
　dunkel und versinkt in den bittern Brunnen seines Herzens; meistens aber
　glanzet sein apokalyptischer Stern Wermuth vmnderbar riihrend iiber das
　weite Meer seiner Empfindung. Wenn Sie diese Biicher finden konnen,　so
　lesen Sie dlese Lieder doch. Besonders ist die Nacht klar und 8ternen-
　hell und eins2un und eine riick- und vorwarts tonende Glocke aller万Erinne-
　rung; ich halte sie fur eines der gelungensten Gedichte Ilberhaupt. Wah-
　rend ich Solches erlebte. entstand in mir unbewuBt die Begierde, ein
　　Gedicht zu erfinden, ・・・・・　　　　　　　　，

Vgl, Goethe 。Faust” I.Teil. .Nacht' V.732-784: Werke. Hamburger Ausgabe

>4inchen, Beck/dtv. 1981/1982. Bd.3. S.30 .

　　Hier ist ein Saft, der eilig trunken macht;

　　Mit brauner Flut erfiillt er deine Hbhle.

　　Den ich bereitet, den ich wahle,

　　Der letzte Trunk sei nun, mit ganzer Seele,　　　　　　　　　　735

　　Als festlich hoher GruB, dem Morgen zugebracht1

　　　　　　　　　　　　Ersetzt die Schale an den Mund.

　　　　　　　　　　　Glock enklang und Chorgesang・

　CHOR DER ENGEL.　Christ ist erstanden!

　　　　　　　　　　　　　　Freudedem Sterblichen, ｡・　・

　　　　　　　　　　　　　　Dendie verderblichen,　　’

　　　　　　　　　　　　　　Schleichenden,erblichen　　　　　　　　　　　　140

　　　　　　　　　　　　　　Mangelumwanden.　　　　　　　　●

　FAUST. Welch tiefes Summen, welch ein heller Ton

　　Zieht mit Gewalt das Glas von meinem Munde?∧

　　Verkilndiget ihr dumpfen Glocken 8chon　　　　Ｊ

　　Des Osterfestes erste Feierstunde?.　　　　　　　　　　　　　　弘5

　　Ihr Chore, singt ihr schon den t:rostlichen Gesang,

　　Der einst, tjm Grabes Nacht, von Engelslippen klang,

　　GewiSheit einem neuen Bunde?　　　　　　　　　　　，・

　　Was sucht ihr, machtig und gelind.

　　Ihr Hiimnelst'one, mich am Staube?

　　Klingt dort umher, wo weiche Menschen sind.,　卜

　　Die Botschaft hor'ich wohl, allein mir fehlt der Glaube;　765

　　Das Wunder ist des Glaubens liebstes 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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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V(3)12-16

　C'est par l'echange et le partage avec les inconnus （ｉｕ゛ildonne joie.

　　　･Une allegresse eclate;　ｉ１．s'accroit en dormant：，１ｅ pur pouvoir

　Du mot Pere!　et voici le legs de nos parents, le tres antique

　　　Signe qui retentit au loin, frappe et feconde!

　Car c'est ainsi que les Divins∧prennent demeure et qu'ebranlant

　　　Les profondeu'rs, trouant 1'ombre, leur Jour descend parmi les homnes ｡

13）。Anmerkungen zum Oedipus" 3.Kap.: StA･ Bd.5. S.20ドソ202.

　9? in den Choren des Oedipus das Jammernde und Friedliche und Religiose,

　die fromme Liige (wenn万ich Wahrsager bin, etc.) und das Mitleid bis:zur

　ganzlichen Erschopfung gegen einen Dialog,　der die Seele eben dieser

　・Horer zerreiBen will, in seiner zornigen Empfindlichkeit;∧in den Auf-

　tritten die schroklichfeierlichen Formen, das Drama (S.2OI)/(S.2O2) wie

　eines Kezergerichtes, als Sprache fur eine Wei t ， wo unter P叩t und Sin-

　nesverwirrung und allgemein entzundetem Wahrsagergeist, in miifiiger Zeit,

　der Go tt und der Mensch, damit der Weltlauf keine Liike･hat und das Ｇｅ－｡

　　dachtnifi der Hinmlischen nicht ausgehet,　in der allvergessenden Form der

　　Untreue sich mittheilt, denn gottliche Untreue ist am besten zu behalten.

Vgl・　iiRem:arques sur OEdipe”(Traduction par FrancoisヶFedier) Chapitre trois:
OEuvres de la Pleiade. S.957-958.

　　Ainsi, dans les choeurs　d゛万〇Edipe,ご１ａlamentation, le (S.957/S.958) ton

　　paisible et religieuχ，１ｅ･pieuχ mensonge (<≫sije suis devin≫ etc.) et la

　　compassion jusqu'S l'epuisement total face au dialogue qui vise Sl dechi-

　　rer l'ame precisement des auditeurs -que sont les choreutes, S dechirer

leur ame, en sa receptivite irritee;　dans les scenes.

vantablement solennelles, le drame, conme celui ｄ゛万un
　les formes epou-
proces d'heresie -

　tout cela en tant que langue pour un monde。0a panni la peste et le d6－

　reglement du sens, et un esprit de divination partout ｅχ:acerbe, en un

　temps de desoeuvrement. 1e Dieu et 1 honnnef afin que le cours du monde

　n'ait
pas de lacune, et que la memoire de ceux　du ciel ｎ゛echappe pas, se

　parlent dans la figure tout oublieuse de P infidelite, car l'infidelite

　divine, c'est elle･qui est le mieux a retenir.

Vgl. Takahashi, Katsumi: Hellas und Hesperien bei Holderlin -―･。Seeliges

Griechenland”(Forschungsberichte der Universitat Kochi furs Jahr･ 1984/1985

/I986. Geisteswissenschaften. Vol.33. S.13-72 / Vol.34. S.1-72 / Vol.35.

S. 1-66. Marz　1 985 / Marz　1 986 / Dezember　1 986). (Ill Das klassische Grie-

chentum und das abendlandische Christentum. (4),,Die schroklichfeierlichen

Fonnen”(Vol.33. S.51-58)・

14)Hellas und Hesperien bei HBlderlin(V(3)13).〔III〕。Gott der Mythe". (1)

iilnnigerer Flug”{Vol.34. S.22-24).　　　　　　　　　　　　　　　　｀

I5)Schiller 。Das Lied von der Glocke”(Erstdruck: Musenalmanach　１８００)Ｍｏttｏ:

Samtliche Werke in ５ Banden / Werke in ３ Banden. Mlinchen. Hanser. 1965-76/

1966. Bd.l. 1965. S.429 / Bd.2. S.810.

　VivO!3 VOCO / Mortuos plango / Fulgura frango

Vgl . Anmerkungen dazu (Bd.l . S.905/Bd.2. S.868)

　Ich rufe die Lebenden, ich beklage die Toten, ich breche die Blitze.

16),,Wie wennレSKI Feiertage ..." 3.Str. V.19-27: StA. Bd.2. S.1I8.

　Jezt aber tagts ！　Ich harrt und sah es konraen,
Und was ich sah, das Heilige sei mein Wort.

ｲ･　　　●　　　●　　　4●　. ●●　　●●=　　　ミ　　　=●　ミDenn sie, sie selbst, die alter denn die Zeiten
Und liber die Gotter des Ab ends und Orients ist.
Die Natur ist jezt mit Waffenklang erwacht,
Und hoch vom Aether bis zum Abgrund nieder
即Ｃｈvestem万Geseze, wie einst, aus heiligem Chaos gezeugt,
Fuhlt neu die Begeisterung sich,
Die Allerschaffende wieder.

20

25

Vgl.。Comme.au j our du repos”(Traduction par Gustave Roud) V.19-27: OEuvres
de la Pleiade. S.834.



5)Vgl. V(3)l.　　　　　　　　　　　　　　　　　　　１-ﾄ
6)Schmidt, Jochen: Holderlins Elegie 。Brod und Wein”. Berlin.

1968. S.36.

　　V(3)5-12

Gruyter.

－－・　－－－－－
in dem Wort 。still” liegt fur Holderlin mehr beschlossen als im gewohn-

lichen Gebrauch, der nur besagt, daS kein Gerausch血ehr ist. Ganz ahn-

lich ‘wird im ,,Archipelagus” gesprochen vom Test, bei dem die Seele des

Volks sich ｎ万Stillvereint im freieren Lied" und ａ万mBeginn der ,,Frieden!!|-

jぷふべぷ. den hiぷilischen 。still wiederklingenden”' ruhigwan万delnde゛ To-

nen.　Stille bezeichnet in sich schon, was durch ｓi･ｅerst moglich wird:

Innigkeit, heilige Ahnung, geheimnisvolles Sich-ausstr恥len tieferer Re-

gungen:　so ert'onen die Glocken ,,still" in danmriger･ Luft.

7)Vgl. V(3)l.　　　　　　　　　　　　　　　　　　　≒

8)Schmidt: op.cit. S.35.
　Die dichterische Vorstellung hat sich unmittelbar in die Sprache uber-

　tragen, die durch die vielen Umlaute und Diphthonge von ungew'ohnl ichem

　Klangreichtinn iｓt:　。das Saitenspiel tont fern aus Garten　｡‥　Still in
　　　　　　　　　　　　　　　　　　　■㎜　　　　　　　　　　--　　　l･

　　　　　－　　dammriger Luft ertonen gelautete Gloken".　　　　　ヶ

　9)Rilke, Rainer Maria(1875-1926)。Das Stunc!eii-Buch”(1905):Samtliche Wer-

ke. Hrsg: : Rilke-Archiv. Frankfurt am Main. Ins elサレ1955-66. Bd.l. 1955.

S.249.　　　　　　　　　　　　　　　　　　　　　　　　　　　い●

】o)vgi. v(3)r.　　　　　　　　　　　　　　　　　　（

Ｈ)。Brod und Wein” 4.Str. Ｖ・55-56: StA. Bd.2. ・S.91 . .－

　Seeliges　Griechenland!　du Haus der Himmlischen al】叫

　　　Also ist wahr, was einst wir in der Jugehd geh鉦ｔ？

Vgl.。Le Pain et le ｖｉｎ”V.55-56. Traduction par Gustave Roud ： (

１ａ Plgiade. S.810.　　　　　　　　　　　　　　　　　　　　　　　　　　ｒ!‘■

　６ Grece bienheureu万Ｓｅ! 0l toi. demeure a tous les dieux donnee,

　　　Quoi!　Ｃ゛est done vrai, ce qu' en notre ｊ･eunesse ，un jour nous

１２)。Brod und We in” ４．Str. V.57-72：　StA. Bd ．2. S.り2｀.･｀

　Festlicher Saall　der Bod en ist Meer!　und Tische die Berge,

　　　Wahrlich zu einzigem Brauche vor Alters gebaut!

　Aber die Thronen, WI&?die Tempel, und ｗ０ die GefaBe,

　　　Wo mit Nectar gefiillt, Gottern zu Lust ‘der Gesang?

　Wo, wo leuchten sie denn, die fernhintreffenden Spriiche？

　　　Delphi schlummert ゛万姐｀゛万〇tonet das gl・oBe Ge?ichik?

　Wo ist das schnelle? wo brichts, allgegenwartigen Glilks voll

　　　Donnernd aus heiterer Luft uber die Augen herein?

　Vater Aether!　so rief s und flog von Zunge ｚＵ=･Zunge

　　　Tausendfach, es ertrug keiner das Leben allein;

　Ausgetheilet erfreut solch Gut und getauschet, 丘11tﾆｰFrei!iden.

　　　Wirds ein Jubel, es wachs t schlafend des Wortes Gewalt･

　Vaterl heiterl　und hallt, so weit es gehet. das ural!ﾆ

　　　Zeichen, von Eltern geerbt, treffend und schaffend hinab.

　Denn so kehren die Hinmlischen ein, tiefschuttやrnd' g色langt so

55

Vgl. ,,Le Pain et le ｖｉｎ”V.55-56. Traduction par Gustave Roud ： OEuvres de

entendimes？

60

65

70

　　Aus den Schatten herab unter die Menschen ihr Tag.
Vg1・ 。Le Pain et le vin" v.57-69(S.810)/v.70-72(S.8n). Traduction par Gus-
tave Roud: OEuvres de la Pleiade. S.810-811.　　丿－

6 salle des festin8! Ton ｓo1? Mais c'est 14 iner! ｀Ｔｅｓl tables？ Les ｍｏｎ・

　　Jadis ａ cette seule fin baties. en verite.　･･　　・，

Mais les trones, ou sont-ils done? Les temples?Ｏ u, les urnes

　　Denectar, et le chant qui doit rejouir le coeur （!es dieux?

tagnes

　ミ～ﾆ｀ﾐﾐﾐ‾‾ｙ　‾‾一一　－　　　　●　　　　　　　＿
oa brillent-ils. ぶｉ done, les oracles frappant au loin coimne　1'eclair?･．

　　　　　　　　　　　　　　　　　　　　　　　　　　　　　　　　　　一一　－

Delphes dort, et la voix du grand Destin。oa･sotine-t-elle?
Ou le dieu prompt? Lourd d'un universel bonhcur, ou, de quels cieux en
　Jailli, frappe-t-il les regards de sa splendeur tonnante?
fether, o Pere! AinsL montait le cri par mille et;mille Ievre8
　Multiplie; nul n'etait seul ａ supporter !ａ vie. Car un tel bien.

七
四

高
知
大
学
学
術
研
究
報
告
　
第
三
十
七
巻

（
一
九
八
八
年
）

人
文
科
学



七
五

‘

「
パ
ン
と
ぶ
。
ど
う
酒
」
第
一
節
「
聖
な
る
夜
」
そ
の
四

（
高
橋
）

QUELLENNACHWEIS

ＣＶ）ＶＯＮDER abenddXmmerung ZUR HEILIGEN NACHT

（3）。Gloken” und 。St:unden”

V(3)l-4

　l)H5lderlin 。Brod und Wein" l.Str. V.1-18: Samtliche Werke. Stuttgarter
Ausgabe (゜:StA).Kohlhammer万.1946-77(Register万1985). Bd.2. S.90.　T
　Rings um ruhet die Stadt; still wird die erleuchtete Gasse,

　　Und,
mit･FakeIn geschmukt. rauschen die Wag en hinweg.

Satt gehn heim von Freuden des Tags zu ruhen die Mens chen,

　　Und
Gewinn und Verlust waget ein sinniges Haupt

Wohlzufrieden zu Haus；･leer steht von Trauben und Blumen.

　　Und
von Werken der Hand ruht der geschafftige Markt.

Aber das Saitenspiel t:ont fern aus Garten: vieleicht, daB

　　Dort
ein Liebendes spielt Oder ein einsamer Mann

Ferner Freunde gedenkt und der Jugendzeit; und die Brunnen
　Immerquillend und frisch rauschen an duftendem Beet.

Still in dammriger Luft ertonen gelautete Gloken,

　Und der Stunden gedenk rufet ein Wachter die Zahl.

Jezt auch konmet ein Wehn und regt die Gipfel de8 Ha ins auf,
　　－　－Siehl und das Schattenbild､unserer Erde der Mond
　　　　　　　　　　　　　　一一-　-ﾐｰ-ﾐｙｗｗｗ■-ｗ㎜－－’ｗ-？’-ヽ･-“｀゛｀-１　｀“゛“Vt.tVA
Kommet geheim nun auch; die Schwarmerische, die Nacht konmt.

　　Voll mit Sternen und wohl wenig bekiiimnert uin uns.

Glanzt die Erstaunende dort, die Fremdlingin unter den Menschen
　　●●．　　　　－　　　゛“

　　　　　　　　　　　　　　　　　Ｊ　一一－ －－－－－－－‾"ロ‾"‾"'tJber Gebirgeshohn
t:raurig und prachtig herauf.

　　　　　之

５

１０

１５

Ｖｇｌ・　,,LePain et le vin" vers　1-18：　OEuvres sous la direction de Philippe

Jaccottet. Le cent quatre‘vingt onzieme de la 。Bibliotheque de la Pleiade”

Paris. Gallimard.　1967.　S.807rv.l-2')/S.808fv.3-18) . Traduction par Gus tave
Roud.

　　Lavine autour de nous s'endort. La rue illuminee accueille le silence,
　　　-4.1　　・　　●　　＝　　　・　　Etle bruit des voitures avec Ｐ eclat des torches ｓ e゙loigne et meurt .
Ｒａﾀisasie?;des plaisirs du jour. vers le repos s e゙n vont les liomnics，
　　Etsatisfait, songeur, un front penche soupese
Pertes et gains.　Depouille de ses fleurs, depouille de ses grappes,
　　Lasdu labeur de mille mains, desert, le marche dort.
Mais ａリcoeur des iardins s'eveille et tremble une musique lointaine.

　　La-bas ｊoue un amant, qui sait? ou peut-etr‘ｅun horane saisi de solitude

Qui se souvient de ses amis perdus, de sa jeunesse, et dans Ｐ arome
　　　Des parterres fleuris chantent les fraiches fontaines infatigables.

　　La voix des cloches vibre au calme crepuscule

　　　Et le veilleur, gardien des ･heures ， crie un nombre a pleine voix.

　　Ohl voici naitre et fremir la brise aux feuilles extremes du bocage.

　　　Regardel et le fantome de notre univers, la lune.

　Mysterieusement paraitre; et la fervente,〕１ａ Nuit vient.

　　　Peuplee d'etoiles, et tout indifferente ａ notre vie;

　　La Donneuse d゛万emerveillements ， P i:;trangere parmi les homnes‘　■十■

　　　Aux cimes des monts la-bas s'eploie et brille dans sa melancolique

　　　　　　　　　　　　　　　　　　　　　　　　　　　　　　　　　　　　　　　　　　　magnificence.

　2)Millet, Jean Francois(1814-75)。Les Glaneuses”(1857)/。L'Angelus”(1858-

1859):Musee du Louvre・

　3)Takahashi, Katsumi: VERINNERLICHUNG UND ERLEUCHTUNG ― Uber die erste

Strophe von Holderlins 。Brod und Wein"｡.Heilige Nacht' Erster Teil (For-

schungsberichte der Universitat Kochi fiirs Jahr 1985. Vol.34. Geisteswis-

senschaften. S. 155-201) CHID Erleuchtung und Beleuchtung (S.170-182)・

　4)Takahashi, Katsumi: Uber die erste Strophe von Holderlins 。Brod und

Wein”: .Heilige Nacht' Dritter Teil - 。Abgeschiedenheit” und 。Brunnen”

(Forschungsberichte der Universitat Kochi furs Jahr ･1987. Vol.36. Geistes-

wissenschaften.　S.15一犬42）〔VI Von‘ der Abenddammerung zur heiligen Nacht･

（2）。Biunnen”(S.21-27)｡



七
六

高
知
大
学
学
術
研
究
報
告
　
第
三
十
七
巻
　
（
一
九
八
八
年
）
　
人
文
科
学

付
録
（
一
九
八
七
年
十
月
生
八
日
、
日
本
独
文
学
会
昭
和
六
十
二
年
度
秋
季
研
究
発
表
会

　
　
　
京
都
会
館
・
口
頭
発
表
原
稿
お
よ
び
欧
文
資
料
）

晩
鐘
と
時
価
－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第
十
一
句
と
第
十
二
句
の
理
解
の
た
め
に

剛
　
詩
想
と
現
実

○
　
ブ
レ
ン
タ
ー
ノ
の
「
晩
鐘
」

剛
　
ブ
レ
。
ン
‘
タ
ー
ノ
の
「
夜
警
」

欧
文
資
料
（
当
日
配
布
）
’

一
三
Ｔ
（
7
6
）
頁
一
一
三
二
（
7
7
）
頁

一
三
二
（
　
　
ｎ
）
頁
一
一
三
三
（
7
8
）
頁

一
三
三
（
7
8
）
頁
一
一
三
五
（
8
0
）
頁

一
一
三
六
（
8
1
）
頁
ド
ー
三
八
（
8
3
）
頁

　
　
研
究
発
表
要
旨
（
当
日
刊
行
。
「
研
究
発
表
要
旨
～
八
頁
一
九
頁
所
収
」
…
…

　
啓
蒙
と
革
命
の
世
紀
の
転
換
点
で
成
立
し
た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全
九
節
は
約
百
年
後

（
一
八
九
四
年
）
に
漸
く
公
刊
さ
れ
る
の
で
あ
る
が
、
既
に
そ
の
第
一
節
の
み
は
「
夜
」
の
表

題
の
下
に
独
立
し
て
一
八
〇
七
年
、
即
ち
所
謂
ヘ
ル
ダ
ー
リ
ン
の
塔
へ
と
狂
気
の
詩
人
が
隔
離

　
　
ｔ
ｌ
　
　
　
　
　
　
　
　
　
　
　
　
　
　
　
　
　
　
　
ム
ー
サ
イ

さ
れ
遁
世
し
た
年
に
、
ゼ
ッ
ケ
ン
ド
ル
フ
編
「
詩
神
年
艦
」
に
掲
載
さ
れ
た
。
故
に
当
詩
節
が

本
来
一
八
〇
〇
年
頃
に
有
し
た
現
実
の
諸
相
へ
の
広
が
り
を
捨
象
さ
れ
、
専
ら
内
面
世
界
を
飛

翔
す
る
夜
想
と
し
て
、
厭
世
家
の
魂
に
働
き
か
け
た
の
も
不
思
議
で
は
な
い
。

　
例
え
ば
既
に
十
九
世
紀
当
初
ブ
レ
ン
タ
ー
ノ
が
遁
世
の
方
向
で
、
「
過
去
ま
た
未
来
へ
と
あ

ら
ゆ
る
想
い
出
の
響
く
晩
鐘
」
と
か
「
捕
わ
れ
た
者
に
忍
び
寄
る
夜
警
」
を
念
頭
に
解
し
て
以

来
、
今
な
お
「
夜
」
中
央
部
の
「
晩
鐘
」
（
第
十
一
句
）
や
「
夜
警
」
（
第
十
二
句
）
は
、
畿
硲

　
　
　
　
　
　
　
　
ぐ
一
一
一
ｌ
χ
　
　
　
　
　
　
ゆ
く
ぇ

な
き
空
漠
と
し
た
無
限
へ
の
憧
憬
に
駆
ら
れ
行
方
な
く
さ
迷
う
浪
漫
情
緒
に
適
う
詩
想
と
看
傲

さ
れ
る
傾
向
に
あ
る
。
そ
こ
で
今
回
は
在
来
の
こ
の
様
な
解
釈
に
異
議
を
唱
え
、
当
該
の
詩
節

を
言
わ
ば
ミ
レ
ー
の
名
画
「
晩
鐘
」
に
見
ら
れ
る
ご
と
き
、
慎
ま
し
く
も
謹
厳
な
「
人
倫
の
偉

容
」
を
映
す
時
祷
の
現
実
と
掴
み
、
無
限
と
は
言
え
ど
も
、
憧
憬
の
心
情
に
浸
る
べ
き
漠
然
と

し
た
観
念
の
み
な
ら
ず
、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の
詩
想
の
核
心
「
至
福
な
る
ギ
リ
シ
ア
」
に

敢
て
キ
リ
ス
ト
像
を
理
念
追
求
せ
ん
と
「
泡
立
ち
の
ぼ
る
Ｉ
無
限
」
の
側
面
で
も
把
え
、
し

か
も
市
民
生
活
の
日
常
性
の
只
中
に
静
か
に
力
強
く
当
の
「
無
限
」
が
生
成
す
る
と
読
む
。
か

く
し
て
詩
想
は
一
重
に
「
喪
失
の
感
悄
」
に
呑
み
込
ま
れ
ず
、
当
時
の
現
実
へ
と
開
か
れ
る
こ

と
に
な
る
の
で
あ
る
。

田
　
詩
想
と
現
実

　
此
所
に
御
来
席
下
さ
い
ま
し
た
皆
様
の
中
に
は
、
本
日
取
り
上
げ
ま
す
詩
歌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を
折
節
に
つ
け
何
度
か
お
読
み
に
な
り
、
既
に
相
当
親
し
ん
で
お
ら
れ
る
先
生
も
幾
多

お
ら
れ
る
こ
と
ど
推
察
申
し
上
げ
ま
す
。
そ
の
様
な
方
々
に
は
御
確
認
に
な
ろ
う
か
と
思
わ
れ

ま
す
が
、
い
き
な
り
前
後
関
係
抜
き
で
第
十
一
句
と
第
十
二
句
と
取
り
組
み
ま
す
前
に
、
予
め

そ
こ
に
至
り
ま
す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冒
頭
の
詩
節
に
触
れ
て
お
き
た
い
と
思
い
ま
す
。

　
資
料
剛
を
御
覧
下
さ
い
。
訳
し
て
お
き
ま
す
。

十十一　　　　　，。。
ニー○九八七六'五四三ニー

静
か
に
安
ら
う
。
都
市
。
’
ひ
そ
や
か
に
街
路
に
燈
火
が
と
も
り

　
し
て
松
明
に
飾
ら
れ
て
’
騒
然
と
馬
車
は
疾
駆
し
過
ぎ
去
る
。
　
　
し
Ｉ

満
ち
足
り
て
家
路
へ
と
、
昼
間
の
歓
び
に
別
れ
を
告
げ
、
安
ら
ぎ
を
求
め
歩
み
砂
く
人
々
。

一
し
て
収
支
得
失
幻
影
が
思
慮
深
い
家
長
は
　
　
　
　
。
。
　
・
　
　
　
　
　
レ
・
‘

悠
然
と
和
や
か
に
わ
が
家
に
く
つ
ろ
ぐ
１
０
（
黄
昏
の
今
は
Ｉ
）
葡
萄
も
花
束
も
な
く
。

。
し
て
手
仕
事
の
品
々
も
な
く
安
ら
う
、
（
昼
間
は
）
忙
し
き
広
場
の
市
場
。
’
。

だ
が
他
方
、
竪
琴
の
音
が
彼
方
の
庭
園
か
ら
響
い
て
来
る
。
恐
ら
く
は

　
そ
こ
で
恋
人
が
奏
で
、
或
い
は
孤
独
な
者
が

彼
方
の
友
を
想
い
つ
つ
、
ま
た
若
き
日
を
偲
び
つ
つ
。
し
て
噴
泉
が

　
浩
々
と
湧
き
、
清
冽
な
水
し
ぶ
き
を
あ
げ
遊
り
、
芳
香
に
匂
う
花
壇
を
侶
し
て
い
る
。

ひ
そ

　
し

や
か
に
黄
昏
の
夜
気
に
響
き
渡
る
晩
鐘
の
音
、

て
時
刻
を
想
い
、
そ
の
数
を
夜
警
は
声
高
に
呼
ば
わ
る
。

以
上
こ
れ
迄
の
詩
節
十
二
句
に
お
き
。
ま
し
て
、
転
調
は
第
七
句
の
冒
頭
「
だ
が
（
ｙ
ｇ
「
」
」
に

あ
り
、
此
所
よ
り
詩
想
は
内
観
へ
と
沈
み
ゆ
き
ま
す
。
で
す
が
果
し
て
こ
の
前
の
冒
頭
六
句
が

本
質
上
、
引
き
続
く
第
七
句
以
下
と
は
異
質
な
部
分
な
の
か
ど
う
か
？
　
此
所
で
解
釈
は
二
手

に
分
か
れ
よ
う
か
と
思
わ
れ
ま
す
。

　
例
え
ば
資
料
閉
に
示
し
ま
し
た
シ
ュ
ミ
ッ
ト
氏
の
研
究
書
、
ヘ
ル
ダ
ー
リ
ン
の
エ
レ
ギ
ー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三
五
頁
の
論
述
に
よ
り
ま
す
と
、
第
六
句
ま
で
は
「
忙
し
い
生
活
の
価

値
領
域
」
と
解
さ
れ
、
こ
れ
は
「
崇
高
な
精
神
的
瞑
想
の
生
活
の
価
値
領
域
に
踏
み
こ
め
な
い

も
の
と
し
て
限
定
づ
け
ら
れ
て
お
り
」
ま
す
。
更
に
資
料
閣
に
掲
げ
ま
し
た
ヴ
ァ
ッ
ク
ヴ
ィ
ッ

ツ
氏
の
研
究
書
「
一
八
〇
〇
年
頃
の
悲
哀
と
理
想
－
ヘ
ル
ダ
ー
リ
ン
の
悲
歌
作
品
研
究
」
の

場
合
で
す
と
、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な
ど
「
二
行
連
句
詩
型
（
エ
レ
ギ
ー
詩
型
）
全
作
品
の



隠
れ
た
主
題
」
が
、
「
現
実
の
営
み
の
あ
る
地
上
界
と
、
こ
の
営
み
に
よ
り
抑
圧
さ
れ
た
冥
界

と
の
相
互
関
係
」
と
規
定
さ
れ
ま
す
。
そ
し
て
当
然
な
が
ら
皮
相
な
「
現
実
の
営
み
」
と
し
て

し
か
「
パ
ッ
と
ぶ
ど
う
酒
」
の
冒
頭
の
都
市
像
は
理
解
さ
れ
得
ず
、
例
え
ば
第
四
句
の
「
思
慮

深
い
家
長
」
が
第
五
句
で
「
悠
然
と
和
や
か
に
わ
が
家
に
く
つ
ろ
ぐ
」
と
歌
わ
れ
る
根
拠
づ
け

も
、
ヴ
ァ
ッ
ク
ヴ
ィ
ッ
ツ
氏
に
依
り
ま
す
と
第
六
句
で
話
題
と
さ
れ
る
「
市
場
で
の
営
業
が
儲

か
っ
た
か
ら
で
あ
る
」
と
説
明
さ
れ
る
こ
と
に
な
り
ま
す
。
≒

　
他
方
私
は
、
こ
の
様
な
方
向
で
「
思
慮
深
い
家
長
」
が
「
抜
か
り
の
な
い
商
人
」
と
解
さ
れ

る
の
に
異
議
を
唱
え
て
お
り
ま
し
て
、
例
え
ば
資
料
㈲
に
示
し
ま
し
た
本
学
会
の
機
関
誌
「
ド

イ
ツ
文
学
」
七
三
号
な
ど
で
今
か
ら
三
年
程
前
に
こ
の
筋
に
反
論
を
企
て
ま
し
た
。
そ
こ
で
の

所
論
の
要
点
を
申
し
上
げ
ま
す
と
、
「
パ
ン
と
ぶ
ど
一
つ
酒
」
で
は
既
に
冒
頭
の
日
常
性
の
只

中
に
内
面
へ
の
道
が
開
か
れ
て
い
る
と
い
う
こ
と
で
あ
り
、
‘
例
え
ば
第
一
句
の
「
燈
火
の
光

（
Ｊ
ｉ
ｎ
ｅ
ｕ
ｃ
ｎ
ｔ
ｕ
ｎ
ｇ
）
」
に
し
て
既
に
十
分
こ
の
こ
と
が
伺
え
る
と
い
う
も
の
で
す
。

　
従
い
ま
し
て
、
確
か
に
第
七
切
よ
り
一
層
と
詩
想
は
内
観
に
沈
み
ゆ
く
の
で
は
あ
り
ま
す
が
、

冒
頭
の
都
市
像
の
日
常
性
に
離
反
し
て
内
面
へ
と
閉
じ
て
ゆ
く
の
で
は
な
く
、
む
し
ろ
現
実
の

諸
柑
を
契
機
と
し
な
が
ら
次
第
に
意
識
の
奥
底
へ
と
開
か
れ
つ
つ
ぃ
（
至
福
な
る
ギ
リ
シ
ア

Ｃ
Ｓ
ｅ
ｅ
ｌ
ｉ
ｇ
ｅ
ｓ
　
Ｇ
ｒ
ｉ
ｅ
ｃ
ｈ
ｅ
ｎ
ｌ
ａ
ｎ
ｄ
）
Ｊ
（
第
四
節
、
第
五
五
句
）
を
目
指
す
と
私
は
読
ん
で
お
り
ま

す
。
こ
の
点
は
本
日
話
題
の
中
心
に
据
え
ま
し
た
第
十
一
句
と
第
十
二
句
を
考
え
る
場
合
も
留

意
さ
れ
る
べ
き
こ
と
に
思
わ
れ
ま
す
。
す
な
わ
ち
「
晩
鐘
」
と
か
「
時
祷
」
の
現
実
は
、
単
に

増
長
し
た
詩
人
の
頭
脳
に
宿
る
の
で
は
な
く
、
同
時
に
当
時
の
生
き
た
現
実
と
脈
を
通
じ
得
て

い
る
と
い
う
了
解
を
忘
れ
て
は
な
ら
な
い
と
私
は
申
し
上
げ
た
い
の
で
す
。

　
と
こ
ろ
が
実
際
こ
れ
迄
、
話
題
の
詩
節
は
と
か
く
現
実
か
ら
遊
離
し
た
遁
世
の
方
向
で
受
け

取
ら
れ
気
味
で
あ
り
ま
し
た
。
し
か
も
こ
の
伝
統
は
既
に
十
九
世
紀
の
初
頭
、
今
か
ら
百
数
十

年
前
に
湖
る
も
の
で
、
そ
の
代
表
を
詩
人
ブ
レ
ン
タ
ー
ノ
の
場
合
に
見
る
こ
と
が
出
来
ま
す
。

そ
し
て
前
述
の
シ
ュ
ミ
ッ
ト
氏
の
研
究
を
始
め
と
し
て
、
更
に
英
米
系
の
研
究
成
果
、
例
え
ば

資
料
圓
に
挙
げ
ま
し
た
ア
ン
ガ
ー
氏
の
著
書
『
ヘ
ル
ダ
．
Ｉ
リ
ン
の
主
要
な
詩
歌
』
に
お
き
ま
し

て
も
、
「
時
の
分
断
性
や
無
常
性
（
万
物
流
転
、
諸
行
無
常
）
」
の
相
の
下
に
当
詩
節
が
把
握
さ

れ
て
お
り
ま
す
。

閉
　
ブ
レ
ン
タ
ー
ノ
の
「
晩
鐘
」

　
そ
れ
で
は
次
に
そ
の
様
な
万
物
流
転
の
無
常
観
に
根
ざ
し
ま
し
た
代
表
と
い
た
し
ま
し
て
、

浪
漫
派
の
詩
人
ブ
レ
ン
タ
ー
ノ
に
よ
る
ヘ
ル
ダ
ー
リ
ン
理
解
を
取
り
上
げ
て
み
ま
し
ょ
う
。
ブ

七
七
　
　
「
パ
ッ
と
ぶ
ど
う
酒
」
’
第
一
節
「
聖
な
る
夜
」
そ
の
四
　
（
高
橋
）

レ
ッ
タ
ー
ノ
は
資
料
圓
に
示
し
ま
し
た
ゼ
ッ
ケ
ン
ド
ル
フ
編
「
詩
神
年
鑑
（
Ｍ
ｕ
ｓ
ｅ
ｎ
ａ
ｌ
ｍ
ａ
ｎ
ａ
ｃ
ｈ

）
Ｊ

（
一
八
〇
七
年
）
所
収
の
『
パ
ッ
と
ぶ
ど
う
酒
』
第
一
節
を
「
夜
（
Ｄ
ｉ
ｅ
　
Ｎ
ａ
ｃ
ｈ
ｔ
）
Ｊ
の
表
題

の
下
に
受
け
取
り
ま
し
’
た
。
す
な
わ
ち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全
九
節
は
一
八
九
四
年
に
漸
く

始
め
て
印
刷
さ
れ
ま
し
た
の
で
、
ブ
レ
ン
タ
ー
ノ
は
果
し
て
目
前
の
『
夜
』
十
八
句
が
そ
の
後

ど
の
様
な
詩
想
展
開
を
迎
え
る
か
は
知
ら
な
か
っ
た
の
で
す
。
但
し
仮
に
全
九
節
を
知
り
得
た

と
い
た
し
ま
し
て
も
、
ブ
レ
ン
タ
ー
ノ
の
読
み
は
変
わ
ら
な
か
っ
た
か
も
知
れ
ま
せ
ん
。
そ
れ

程
に
こ
の
浪
漫
派
詩
人
の
無
常
観
は
確
固
た
る
も
の
に
思
わ
れ
ま
す
。

　
そ
の
具
体
例
を
見
て
み
ま
し
ょ
う
。
資
料
閉
に
引
用
い
た
し
ま
し
た
一
八
一
〇
年
一
月

二
十
一
日
ル
ン
グ
宛
書
簡
の
一
節
に
は
、
こ
う
あ
り
ま
す
。

　
　
殊
に
「
夜
」
は
澄
ん
で
星
辰
に
輝
き
、
孤
独
で
、
そ
し
て
過
去
へ
ま
た
未
来
へ
と
あ
ら
ゆ

　
　
る
想
い
出
の
響
く
晩
鐘
（
ｔ
ｂ
ｎ
ｅ
ｎ
ｄ
ｅ
　
Ｇ
ｌ
ｏ
ｃ
ｋ
ｅ
）
で
す
。
そ
も
そ
も
優
れ
た
詩
歌
と
は
。

　
　
こ
の
様
な
も
の
の
こ
と
を
言
う
の
で
す
。

こ
の
一
節
か
ら
プ
レ
ン
タ
ー
ノ
に
は
、
第
一
節
の
中
で
殊
の
ほ
か
第
十
一
句
の
「
晩
鐘
」
が
印

象
深
く
心
に
刻
み
込
ま
れ
た
と
考
え
ら
れ
ま
す
。
此
所
で
は
正
に
浪
漫
情
緒
に
適
う
「
無
限
へ

の
憧
憬
」
が
、
時
空
を
行
方
な
く
さ
迷
い
、
「
過
去
」
と
か
「
未
来
」
と
申
し
ま
し
て
も
、
当
所
な

き
空
漠
と
し
た
「
後
方
（
ｒ
ｉ
ｉ
ｃ
ｋ
w
ａ
ｒ
ｔ
ｓ
）
」
や
「
前
方
（
ｖ
ｏ
ｒ
w
ａ
ｒ
ｔ
ｓ
）
」
に
過
ぎ
ま
せ
ん
。

　
こ
れ
に
対
し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全
体
の
詩
想
展
開
を
考
え
ま
す
と
、
過
去
に
は
西
欧
意

識
に
と
り
魂
の
古
里
ギ
リ
シ
ア
が
造
形
見
事
に
厳
然
と
パ
ル
テ
ノ
ー
ン
神
殿
の
如
く
控
え
、
他

方
こ
の
古
典
芸
術
世
界
を
真
理
の
鏡
と
い
た
し
ま
し
て
未
来
の
共
和
制
民
主
主
義
の
市
民
社
会

が
、
眼
前
の
封
建
制
下
ド
イ
ツ
の
彼
方
に
遠
望
さ
れ
ま
す
。
か
く
し
て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と
い
う
「
聖
書
」
に
て
始
め
て
話
題
と
な
り
ま
す
「
新
た
な
盟
約
、
つ
ま
り
新
約
」
の
意
味
が

明
確
化
さ
れ
、
西
欧
キ
リ
ス
ト
者
は
自
ら
の
既
成
の
殼
を
破
り
古
典
ギ
リ
シ
ア
の
過
去
へ
と
突

き
抜
け
る
と
と
も
に
、
新
た
な
人
倫
社
会
形
成
を
啓
蒙
と
革
命
の
時
代
の
課
題
と
し
て
担
っ
て

ゆ
く
こ
と
に
な
り
ま
す
。
、

　
も
し
浪
漫
派
の
詩
人
に
倣
い
、
漠
然
と
し
た
「
無
限
へ
の
憧
憬
」
を
専
ら
と
い
た
し
ま
す
と
、

十
八
世
紀
中
葉
の
ヴ
ィ
ン
ケ
ル
マ
ン
の
「
模
倣
論
」
以
来
、
ゲ
ー
テ
の
「
イ
フ
ィ
ゲ
ー
ニ
エ
」

や
シ
ラ
ー
の
「
ギ
リ
シ
ア
の
神
々
」
な
ど
を
通
じ
て
培
わ
れ
て
来
ま
し
た
、
古
典
ギ
リ
シ
ア
ヘ

の
憧
憬
を
『
パ
ッ
と
ぶ
ど
う
酒
』
に
見
損
う
こ
と
に
な
り
兼
ね
ま
せ
ん
。
但
し
ヘ
ル
ダ
ー
リ
ン

の
場
合
、
こ
の
古
典
へ
の
憧
憬
は
シ
ラ
ー
や
ゲ
ー
テ
な
ど
よ
り
も
遥
か
に
徹
底
し
て
お
り
、
言

わ
ば
全
身
全
霊
で
魂
の
古
里
ギ
リ
シ
ア
ヘ
と
無
限
に
理
念
追
求
し
て
ゆ
き
ま
す
。
す
な
わ
ち
、



七
八

高
知
大
学
学
術
研
究
報
告
　
第
三
十
七
巻
・
「
」
九
八
八
年
）
　
人
文
科
学

ブ
ｔ
ン
タ
ー
ノ
の
様
な
浪
漫
派
の
「
無
限
へ
の
憧
憬
」
が
、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に
お
き
ま

し
て
は
否
定
さ
れ
て
い
る
の
で
は
な
く
、
一
層
と
純
化
さ
れ
「
至
福
な
る
ギ
リ
シ
ア
」
に
向
け

て
の
「
無
限
へ
の
憧
憬
」
と
し
て
現
実
の
力
、
つ
ま
り
封
建
制
下
西
欧
の
既
成
意
識
を
解
体
し
、

新
た
に
形
成
す
る
力
、
す
な
わ
ち
教
養
（
B
i
l
d
ｕ
ｎ
ｇ
）
を
獲
得
す
る
の
で
あ
り
ま
す
。

　
成
程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の
詩
想
は
第
七
句
よ
り
一
層
と
内
面
世
界
を
目
指
し
、
第
八
句

で
は
「
孤
独
（
ｅ
ｉ
ｎ
ｓ
a
m
）
」
が
歌
わ
れ
て
お
り
ま
す
。
し
か
し
な
が
ら
詩
人
は
此
所
で
、
ヴ
″

ツ
ク
ヴ
ィ
ッ
ツ
氏
が
申
し
ま
し
た
様
に
「
現
実
の
営
み
に
よ
り
抑
圧
さ
れ
た
冥
界
」
へ
と
閉
じ

て
ゆ
く
の
で
は
な
く
、
一
見
そ
の
よ
う
に
も
想
わ
れ
る
外
観
を
示
す
ほ
ど
慎
ま
し
く
密
や
か
で

は
あ
び
ま
す
が
、
詩
歌
の
言
葉
の
響
き
や
律
勁
が
そ
れ
を
裏
書
き
す
る
よ
う
に
、
ド
イ
ツ
交
響

曲
の
如
き
底
力
を
湛
え
た
脈
動
が
、
敢
て
「
孤
独
」
を
天
窓
と
し
｀
て
悠
然
と
「
’
至
福
な
る
ギ
リ

シ
ア
」
を
目
指
し
ま
す
。
そ
れ
は
冒
頭
六
句
の
都
市
像
に
見
ら
れ
丞
日
常
性
か
ら
離
れ
函
れ
て

ゆ
く
と
申
し
ま
す
よ
り
は
。
、
む
し
ろ
都
市
像
に
見
て
取
れ
だ
動
静
、
具
体
的
に
は
第
一
句
、
第

三
句
、
。
第
六
句
で
三
度
も
繰
返
さ
れ
る
「
安
ら
ぎ
（
Ｒ
ｕ
ｈ
ｅ
）
Ｊ
の
動
機
を
、
日
常
性
の
次
元

か
Ｇ
更
に
新
た
に
意
識
下
へ
も
開
き
、
敢
て
「
魂
の
安
ら
ぎ
」
・
と
も
申
せ
ま
す
「
神
自
身
」
を

目
指
す
と
言
う
こ
と
で
あ
り
ま
す
。

　
そ
し
て
、
・
こ
の
様
な
「
孤
独
」
な
魂
に
こ
そ
、
第
九
句
か
ら
第
一
〇
句
に
か
け
「
噴
泉
が
浩
々

と
湧
き
滋
り
」
、
第
十
一
句
で
は
「
晩
鐘
の
音
が
響
き
渡
る
」
と
読
み
取
れ
ま
す
。
故
に
「
晩

鐘
」
の
か
も
し
出
す
「
無
限
へ
の
憧
憬
」
に
は
、
ブ
レ
ン
タ
ー
ノ
が
読
み
取
り
ま
し
た
彼
方
へ

と
揺
れ
た
ゆ
と
う
浪
漫
悄
緒
と
と
も
に
、
Ｔ
心
不
乱
に
古
典
ギ
リ
シ
ア
を
問
う
理
念
追
求
も
内

包
さ
れ
る
こ
と
に
な
り
、
こ
の
後
者
の
筋
で
注
目
す
べ
き
が
資
料
圓
に
掲
げ
ま
し
た
シ
ラ
ー
の

抒
情
詩
歌
の
脈
動
か
と
思
わ
れ
ま
す
。

　
　
縦
ん
ば
至
高
存
在
が
無
類
無
比
で
あ
ろ
う
と
も
。

　
　
霊
魂
の
国
そ
の
も
の
な
す
玉
杯
よ
り

　
　
　
神
を
目
指
し
泡
立
ち
の
ぼ
る
Ｉ
無
限
。

と
か
く
花
鳥
風
月
の
自
然
詩
と
か
有
情
の
生
を
謳
う
体
験
詩
に
偏
り
易
い
わ
が
国
の
ド
イ
ツ
抒

情
詩
歌
研
究
が
つ
い
見
捨
と
し
易
い
盲
点
が
此
所
で
は
な
い
で
し
ょ
う
か
。
と
こ
ろ
が
こ
の
様

な
シ
ラ
ー
流
の
理
念
追
求
に
お
い
て
「
泡
立
ち
の
ぼ
る
１
無
限
」
こ
そ
が
、
「
パ
ッ
と
ぶ
ど

う
酒
」
の
よ
う
に
敢
て
思
想
詩
（
（
Ｊ
ｅ
ｄ
ａ
ｎ
ｋ
ｅ
ｎ
ｌ
ｙ
ｒ
i
k
）
と
言
い
得
る
抒
情
詩
歌
と
か
、
ベ
ー

ト
ー
ヴ
ェ
ン
の
「
英
雄
」
を
始
め
と
す
る
大
交
響
曲
形
式
に
よ
る
壮
大
な
抒
悄
表
現
の
母
胎
を

な
し
て
い
る
の
が
実
情
な
の
で
す
。

　
と
に
か
く
、
ブ
レ
ン
タ
ー
ノ
の
様
な
浪
漫
悄
緒
の
持
ち
主
に
は
、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第

一
節
に
触
れ
て
、
こ
の
シ
ラ
ー
流
の
「
泡
立
ち
の
ぼ
る
～
無
限
」
が
読
み
取
れ
な
か
っ
た
よ
う

で
す
。
そ
し
て
、
ど
ち
ら
か
と
申
し
ま
す
と
、
む
し
ろ
ブ
レ
ン
タ
ー
ノ
の
抱
い
た
様
な
「
無
限

へ
の
憧
憬
」
を
主
軸
と
し
た
解
釈
で
以
て
、
「
過
去
へ
ま
た
未
来
へ
と
あ
ら
ゆ
る
想
い
出
の
響

く
晩
鐘
」
に
象
徴
さ
れ
ま
す
夜
の
瞑
想
と
し
て
、
今
な
お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第
一
節
は
受

け
取
ら
れ
気
味
な
の
で
あ
り
ま
す
。

圀
　
ブ
レ
ン
タ
ー
ノ
の
「
夜
警
」

　
今
度
は
以
上
の
よ
う
な
「
無
限
へ
’
の
憧
憬
」
に
駆
ら
れ
、
浪
漫
派
の
詩
人
が
具
体
的
に
。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の
各
々
の
詩
句
を
如
何
に
把
え
た
か
？
　
に
注
目
七
て
。
み
ま
し
ょ
う
『
。
そ
れ

は
資
料
仰
の
一
八
一
六
年
十
二
月
の
日
記
沓
簡
の
言
葉
で
す
。
訳
し
ま
ず
。

　
。
冒
頭
六
句
は
、
現
実
へ
向
サ
て
の
世
の
営
み
亦
疲
労
（
Ｅ
ｒ
m
i
i
d
ｕ
ｎ
ｇ
）
へ
と
至
、
る
も
。
の
で

　
　
は
な
い
で
し
ょ
う
か
。
引
き
続
く
六
句
（
第
七
句
¶
第
十
二
句
）
は
、
（
失
μ
わ
れ
た
）
時

　
・
’
へ
の
憧
れ
で
あ
り
、
喪
失
の
感
悄
で
は
な
い
で
し
ょ
う
か
。
第
七
句
に
登
場
す
る
の
は
、
失

　
　
な
わ
れ
た
無
垢
へ
の
回
顧
で
あ
り
、
（
第
九
句
か
ら
第
一
〇
句
に
か
け
て
）
浩
々
と
湧
く

　
　
噴
泉
は
、
正
し
き
義
人
た
ち
が
飲
ん
で
元
気
と
な
る
約
束
の
永
遠
の
泉
に
つ
い
て
語
っ
て

　
　
い
な
い
で
し
ょ
う
か
？
　
こ
の
義
人
た
ち
を
（
第
十
一
句
の
）
晩
鐘
は
、
響
き
渡
る
音
を

　
　
蔵
す
る
世
界
に
よ
り
、
待
ち
望
み
そ
し
て
祈
る
よ
う
警
告
し
、
（
第
十
二
句
の
）
夜
警
は

　
　
時
が
満
ち
た
の
を
声
高
に
告
げ
知
ら
せ
て
い
る
の
で
は
な
い
で
し
ょ
う
か
？

先
程
申
し
上
げ
ま
し
た
第
四
句
以
下
「
思
慮
深
い
家
長
が
（
ｅ
ｉ
ｎ
　
ｓ
ｉ
ｎ
ｎ
ｉ
ｇ
ｅ
ｓ
　
Ｈ
ａ
ｕ
ｐ
乙
／
悠

然
と
和
や
か
に
わ
が
家
に
く
つ
ろ
ぐ
（
Ｗ
ｏ
ｈ
ｌ
ｚ
ｕ
ｆ
ｒ
ｉ
ｅ
ｄ
ｅ
ｎ
　
ｚ
ｕ
　
Ｈ
ａ
ｕ
ｓ
）
　
I
と
頭
韻
な
し
て

＜
Ｈ
ａ
ｕ
ｐ
ｔ
Ｘ
Ｈ
ａ
ｕ
ｓ
＞
と
高
唱
さ
れ
て
お
り
ま
す
市
民
生
活
の
一
駒
も
、
ブ
レ
ン
タ
ー
ノ
に

よ
り
ま
す
れ
ば
「
疲
労
へ
と
至
る
（
b
i
ｓ
　
ｚ
ｕ
ｒ
　
Ｅ
ｒ
m
ｕ
ｄ
ｕ
ｎ
ｇ
）
」
に
過
ぎ
ぬ
詩
想
、
す
な
わ
ち

資
料
閤
で
既
に
触
れ
ま
し
た
シ
ュ
ミ
ッ
ト
氏
の
言
葉
で
申
し
ま
す
と
、
「
崇
高
な
精
神
的
瞑
想

の
生
活
の
価
値
領
域
に
は
踏
み
こ
め
な
い
も
の
と
し
て
限
定
づ
け
ら
れ
」
ま
し
た
「
忙
し
い
生

活
の
価
値
領
域
」
と
言
う
こ
と
に
な
り
ま
す
。
そ
し
て
、
そ
の
資
料
閣
に
お
き
ま
し
て
、
シ
ュ

ミ
ッ
ト
氏
は
「
精
神
的
瞑
想
の
生
活
の
価
値
領
域
」
と
い
た
し
ま
し
て
、
「
夜
の
時
代
に
お
け

る
デ
ィ
オ
ニ
ュ
ー
ソ
ス
神
バ
ッ
コ
ス
の
歓
び
」
を
挙
げ
て
お
り
ま
す
が
、
こ
ち
ら
資
料
剛
で
ブ

レ
ン
タ
ー
ノ
が
話
題
と
い
た
し
ま
す
の
は
、
「
喪
失
の
感
情
」
と
か
「
義
人
た
ち
」
な
ど
「
聖

書
」
と
の
関
連
が
中
心
を
な
し
て
お
り
ま
す
。
し
か
し
郭
れ
に
い
た
し
ま
し
て
も
「
遁
世
」
の



姿
勢
に
変
わ
り
な
く
、
日
常
の
市
民
生
活
の
只
中
に
は
祈
り
の
場
が
開
か
れ
て
参
り
ま
せ
ん
。

　
す
る
と
現
世
に
お
い
て
「
義
人
た
ち
」
は
「
捕
わ
れ
た
者
」
と
解
さ
れ
、
「
忙
し
い
生
活
の

価
値
領
域
」
が
言
わ
ば
を
趾
、
す
な
わ
ち
資
料
即
で
既
忙
見
ま
し
た
ヴ
ァ
ッ
ク
ヴ
ィ
ッ
ツ
氏
の

表
現
に
よ
り
ま
す
れ
ば
、
「
現
実
の
営
み
に
よ
り
抑
圧
さ
れ
た
冥
界
」
と
な
り
ま
す
。
こ
の
様

な
解
釈
に
基
ず
き
浪
漫
派
の
詩
人
は
、
更
に
ヘ
ル
ダ
ー
’
リ
ン
の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第
一
節

へ
の
続
篇
を
自
ら
創
作
し
ま
す
。
資
料
�
が
そ
れ
で
す
。
こ
れ
も
訳
し
て
み
ま
し
ょ
う
。

　
　
あ
あ
夜
は
私
を
慰
め
ぬ
・
。
私
は
夜
を
知
っ
て
い
る
。
私
は
待
ち
、
夜
は
近
づ
く
、

　
　
　
あ
た
か
も
捕
わ
れ
た
者
へ
忍
び
寄
る
夜
警
の
如
く
。

　
　
こ
こ
に
＾
ぶ
ど
う
酒
の
八
孵
ｙ
あ
る
・
そ
う
夜
は
語
る
・
こ
ｗ
-
ｆ
ｔ
Ｖ
>
≪
あ
な
た
の
涙
で
充
た

　
　
　
　
　
し
な
さ
い
。

　
　
　
此
所
の
ご
の
石
を
胸
に
抱
き
な
さ
い
。
そ
う
す
れ
ば
石
は
あ
な
た
の
パ
ン
と
な
る
で
あ

　
　
　
　
　
ろ
う
。

流
石
ブ
レ
ン
タ
ー
ノ
は
詩
人
で
す
。
本
来
の
表
題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を
知
ら
な
く
と
も
、

こ
の
様
に
続
篇
で
文
字
通
り
「
パ
ン
」
と
「
ぶ
ど
う
酒
」
に
つ
い
て
物
語
る
ほ
ど
「
無
限
へ
の

憧
憬
」
に
駆
ら
れ
て
い
る
の
で
す
。

　
興
味
深
い
こ
と
は
此
所
で
、
本
日
取
り
上
げ
ま
し
た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第
十
二
句
に
関

連
し
ま
す
「
夜
警
（
Ｗ
ａ
ｃ
ｈ
ｔ
ｅ
ｒ
）
!
が
話
題
と
さ
れ
、
正
に
第
一
節
の
主
題
「
夜
」
が
こ
の

「
夜
警
」
に
喩
え
ら
れ
て
い
る
点
で
す
。
も
う
一
度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第
十
】
句
と
第

十
二
句
を
、
資
料
剛
に
て
振
り
返
っ
て
お
き
ま
し
ょ
う
。

十
一

十
二

ひ
そ
や
か
に
黄
昏
の
夜
気
に
響
き
渡
る
晩
鐘
の
音
、

　
し
て
時
刻
を
想
い
、
そ
の
数
を
夜
警
は
声
高
に
呼
ば
わ
る
。

た
こ
と
が
解
か
り
ま
す
。
つ
ま
り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第
一
節
の
中
で
殊
の
ほ
か
本
日
話
題

の
第
十
一
句
と
第
十
二
句
と
が
、
ブ
レ
ン
タ
ー
ノ
の
場
合
に
は
中
心
を
な
し
て
い
た
と
考
え
ら

れ
る
の
で
す
。

　
し
か
も
第
十
二
句
の
「
夜
警
」
に
繋
が
る
脈
絡
に
お
き
ま
し
て
、
明
確
に
遁
世
の
方
向
が
打

ち
出
さ
れ
て
お
り
ま
す
。
現
世
は
牢
獄
で
あ
り
、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は
此
岸
に
「
捕
わ
れ

既
に
扱
い
ま
し
た
「
晩
鐘
」
（
第
十
一
句
）
と
並
び
ま
し
て
、
こ
の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続
　

・

篇
を
留
意
し
ま
す
と
、
「
夜
警
」
　
（
第
十
二
句
）
が
浪
漫
派
の
詩
人
の
心
に
深

く
刻
ま
れ
て
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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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七
九
　
　
『
パ
ッ
と
ぶ
ど
う
酒
』
第
一
節
「
聖
な
る
夜
」
そ
の
四
　
（
高
橋
）

た
者
」
に
対
す
る
「
慰
め
」
に
過
ぎ
な
く
な
り
ま
す
。
そ
う
し
ま
す
と
、
詩
人
に
残
さ
れ
た
道

は
、
せ
い
ぜ
い
想
像
力
の
翼
に
乗
り
「
至
福
な
る
ギ
リ
シ
ア
」
へ
と
天
翔
る
、
言
わ
ば
「
霊
感

（
Ｂ
ｅ
ｇ
ｅ
ｉ
ｓ
ｔ
ｅ
ｒ
ｕ
ｎ
ｇ
）
」
の
高
揚
と
な
り
ま
す
。
資
料
卯
に
そ
の
右
つ
な
解
釈
の
実
例
が
ご
ざ
い

ま
す
。
前
述
の
シ
ュ
ミ
ッ
ト
氏
の
研
究
書
五
三
頁
で
す
。

　
　
詩
人
は
追
憶
の
力
に
よ
り
、
神
々
し
く
充
実
し
た
過
去
の
時
代
の
現
存
を
眼
前
に
思
い
浮

　
　
か
べ
、
古
代
の
英
雄
や
半
神
や
詩
人
た
ち
の
崇
高
な
る
形
姿
に
霊
感
を
感
じ
て
取
り
囲
ま

　
　
れ
つ
つ
、
現
今
の
乏
し
き
時
代
に
お
け
る
破
壊
的
な
威
力
、
つ
ま
り
生
を
空
洞
化
し
空
無

　
　
へ
と
開
く
あ
の
威
力
か
ら
自
ら
を
救
う
の
で
あ
る
。

も
し
こ
の
様
に
読
み
取
る
こ
と
が
可
能
と
な
り
ま
す
と
、
前
世
紀
に
ハ
イ
ム
が
『
ロ
マ
ン
派
』

（
初
版
、
一
八
七
〇
年
）
で
申
し
ま
し
た
よ
う
に
、
ヘ
ル
ダ
ー
リ
ン
も
「
浪
漫
詩
文
の
傍
系
」

と
し
て
片
付
け
ら
れ
る
の
で
は
な
い
で
し
ょ
う
か
。

　
本
日
此
所
で
私
が
異
議
申
し
立
て
を
い
た
し
た
い
の
は
、
正
に
こ
の
様
な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理
解
の
趨
勢
に
対
し
て
で
あ
り
ま
す
。
成
程
ヘ
ル
ダ
ー
リ
ン
の
豊
か
な
抒
悄
の
響
き
は
、

浪
漫
情
緒
を
も
十
分
に
満
喫
さ
せ
る
「
無
限
へ
の
憧
憬
」
に
溢
れ
て
お
り
ま
す
。
し
か
し
な
が

ら
、
そ
れ
だ
か
ら
と
言
っ
て
「
浪
漫
詩
文
の
傍
系
」
へ
と
引
き
込
ま
れ
る
筋
の
も
の
と
は
思
わ

れ
ま
せ
ん
。
な
ぜ
な
ら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第
一
節
の
瞑
想
の
底
か
ら
は
、
前
述
の
シ
ラ
ー

流
の
「
泡
立
ち
の
ぼ
る
Ｉ
無
限
」
が
生
成
し
て
来
る
か
ら
で
あ
り
ま
す
。
し
か
も
当
の
「
無

限
」
の
生
成
は
、
ブ
レ
ン
タ
ー
ノ
の
解
し
た
よ
う
な
遁
世
の
筋
か
ら
と
申
し
ま
す
よ
り
は
、
む

し
ろ
目
下
の
都
市
像
に
刻
ま
れ
ま
し
た
日
常
性
の
只
中
か
ら
と
読
み
取
れ
ま
す
。

　
そ
し
て
ヘ
ル
ダ
ー
リ
ン
は
、
こ
の
点
に
お
き
ま
し
て
先
輩
の
シ
ラ
ー
や
ゲ
ー
テ
以
上
に
現
実

を
包
み
こ
ん
だ
と
申
せ
ま
す
。
例
え
ば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の
よ
う
な
思
念
豊
か
な
抒
悄
世

界
に
、
第
四
句
で
は
事
も
あ
ろ
う
に
「
収
支
得
失
（
（
ｊ
ｅ
w
ｉ
ｎ
ｎ
　
ｕ
ｎ
ｄ
　
Ｖ
ｅ
ｒ
l
ｕ
ｓ
ｔ
）
を
慮
る
思

慮
深
い
家
長
」
が
高
ら
か
に
歌
い
上
げ
ら
れ
ま
す
。
当
該
の
「
晩
鐘
」
や
「
夜
警
」
も
、
こ
の

様
な
都
市
生
活
の
日
常
性
が
ら
ま
ず
汲
み
取
ら
れ
る
べ
き
表
象
か
と
私
に
は
思
わ
れ
ま
す
。
そ

う
し
ま
す
と
、
話
題
の
第
十
一
句
と
第
十
二
句
は
、
あ
た
か
も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の
ミ
レ
ー
の
名

画
、
す
な
わ
ち
資
料
吻
に
示
し
ま
し
た
「
晩
鐘
（
Ｌ
　
Ａ
ｎ
ｇ
６
１
ｕ
ｓ
）
」
に
似
て
、
素
朴
な
気
取
ら

ぬ
日
常
生
活
の
只
中
に
お
け
る
「
時
祷
」
の
現
実
と
し
て
浮
き
彫
り
に
さ
れ
ま
す
。
そ
し
て
控

え
目
で
慎
ま
し
く
も
力
強
い
謹
厳
な
市
民
意
識
が
、
都
市
空
間
に
反
響
す
る
「
晩
鐘
の
音
」
や

「
夜
警
の
声
」
と
と
も
に
、
こ
の
ド
イ
ツ
と
言
う
「
国
の
文
化
と
気
質
」
を
伝
え
る
「
人
倫
の

偉
容
（
ｅ
ｉ
ｎ
ｅ
　
ｓ
i
ｔ
ｔ
ｌ
ｉ
ｃ
ｈ
ｅ
　
Ｇ
ｒ
ｏ
Ｂ
ｅ
）
」
と
し
て
生
成
す
る
の
で
す
。



八
〇

高
知
大
学
学
術
研
究
報
告
　
第
三
十
七
巻
　
（
一
九
八
八
年
）
　
人
文
科
学

　
　
恐
ら
く
先
輩
シ
ラ
ー
も
、
実
は
こ
の
様
な
抒
情
詩
歌
を
こ
そ
歌
い
た
か
っ
た
の
で
は
な
か
っ

　
た
か
と
思
わ
れ
ま
す
。
例
え
ば
資
料
旧
に
引
用
い
た
し
ま
し
た
遺
作
「
ド
イ
ツ
の
偉
容
」
に
お

　
き
ま
し
て
、
シ
ラ
ー
が
こ
ん
な
風
に
語
っ
て
い
る
か
ら
で
す
。

　
　
　
ド
イ
ツ
人
の
威
厳
は
決
し
て
王
侯
の
頭
上
に
存
し
な
か
っ
た
。
政
治
上
の
価
値
を
遠
離
し
、

　
　
　
ド
イ
ツ
人
は
自
ら
固
有
の
価
値
を
樹
立
し
た
。
縦
ん
ば
（
神
聖
ロ
ー
マ
）
帝
国
が
滅
ん
だ

　
　
　
と
て
、
ド
イ
ツ
の
尊
厳
は
揺
ら
が
ず
悠
然
と
留
ま
ろ
う
。
そ
の
尊
厳
は
人
倫
の
偉
容
で
あ

　
　
　
り
・
、
そ
れ
が
住
ま
う
の
は
そ
の
国
の
文
化
と
気
質
な
の
で
あ
る
。

不
思
議
と
「
パ
。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に
は
、
シ
、
ラ
ー
に
と
か
く
見
ら
れ
£
す
教
訓
調
の
詩
句
が
見
・

ら
れ
ま
せ
ん
。
ま
た
教
会
の
中
で
「
パ
ン
と
ぶ
ど
。
う
酒
」
を
雄
弁
に
物
語
る
説
教
調
も
影
を
ひ

そ
め
て
お
’
り
ま
す
。
で
す
が
シ
ラ
。
’
‐
の
言
わ
ん
と
す
る
所
、
或
い
は
説
教
牧
師
の
説
か
ん
と
す

。
る
所
、
そ
れ
ら
が
静
か
な
瞑
想
の
国
ゲ
ル
マ
ー
ニ
デ
の
「
文
化
と
気
質
」
が
。
ら
に
じ
み
出
て
参

　
り
ま
す
の
が
、
ヘ
ル
ダ
ー
リ
ン
詩
歌
の
真
骨
頂
か
と
思
わ
れ
ま
す
。
。
因
み
に
封
建
制
宮
廷
風
オ
。

　
ペ
ラ
文
化
は
、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第
二
句
で
「
松
明
に
飾
ら
れ
馬
車
が
騒
然
と
疾
駆
。
し
過

　
ぎ
去
る
」
と
と
も
に
文
字
通
り
、
内
省
す
る
市
民
意
識
を
何
時
と
は
な
し
に
（
過
ぎ
去
る

　
Ｃ
ｈ
ｉ
ｎ
w
ｅ
ｇ
）
」
と
読
め
ま
す
。
こ
の
詳
細
は
資
料
叫
の
筋
を
御
参
考
下
さ
い
。
此
所
で
他
方
、

　
一
一
　
　
　
　
　
　
　
　
　
　
　
　
　
　
　
　
　
　
　
　
　
　
　
　
　
　
　
　
　
　
　
　
　
　
　
　
　
　
　
　
　
お
と

生
成
す
る
市
民
生
活
の
諸
相
、
即
ち
第
一
句
の
「
燈
火
の
光
」
に
始
ま
り
、
「
晩
鐘
の
音
」
（
第

十
一
句
）
や
「
夜
警
の
声
」
（
第
十
二
句
）
に
至
る
ま
で
詩
想
は
決
し
て
甘
美
な
霊
感
へ
と
流

れ
て
「
浪
漫
詩
文
の
傍
系
」
へ
と
解
消
せ
ず
、
敢
て
謹
厳
な
シ
ラ
ー
の
言
葉
で
以
て
、
「
縦
ん

ば
帝
国
が
滅
ん
だ
と
て
、
ド
イ
ツ
の
尊
厳
は
揺
ら
が
ず
悠
然
と
留
ま
ろ
う
」
と
表
明
す
る
に
恥

じ
な
い
「
人
倫
の
偉
容
」
を
湛
え
て
お
り
ま
す
。
そ
し
て
今
な
お
何
処
の
ド
イ
ツ
の
町
に
投
宿

い
た
し
ま
し
て
も
、
此
所
で
ヘ
ル
ダ
ー
リ
ン
が
歌
い
上
げ
て
お
り
ま
す
詩
の
言
葉
は
、
市
井
に

無
理
な
く
自
然
に
響
き
渡
り
、
そ
れ
に
必
ず
や
「
晩
鐘
の
音
」
が
協
和
し
て
く
れ
る
の
で
あ
り

ま
す
。

（
昭
和
六
三
年
・
一
九
八
八
年
　
一
月
二
四
日
受
理
）

（
昭
和
六
三
年
・
一
九
八
八
年
　
六
月
　
四
日
発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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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
パ
ン
と
ぶ
ど
う
酒
」
第
一
節
「

聖

な
る
夜
」
’
そ
の
四
゛
’
（
高
橋
）

　(9)Brentanos Tagebuchbrief. Dezember 1816： ･StA. Bd.7. 2. S.434.

　Sind die ersten sechs Verse nicht das weltliche Treiben ins Reale bis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　zur Ermudung, die folgenden sechs nicht die Sehnsucht der Zeit und das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Gefuhl der Verlorenheit. Trit七 im siebten Vers nicht der Ruckblick zur

　　　　　　　　　　　　　　　　　　　　　　　　　　-　verlorenen Unschuld ein, und sprechen die immer quillenden Brunnen nicht

　von dem ewigen Quell der Verheiflung, an ｄｅｍ万dieGerechten ‘sich laben?

　Mahnt diese die Glocke nicht durch die den Klang verhUllende Welt zu

　　　　　　　-　harren ゛万ｄ゙ 11万beten･und l｀゛万fetder Wachter ni]cht die Erfullungﾆder Zeit
　ａｕｓ？　　　　　　　　　　　　　　　　　　　　　　　｢　　　　　゛

{10)Brentanos Fortsetzung von Hblderlins Nacht(。Brod und Wein” V.1-18)：

　StA. Bd.7. 3. S.539.

　Ach und sie trbstet mich nicht, ich kenn' sie, ich laure sie nsihet

　　Wie zum Gefangenen sich schleichet der Wachter heran

　　--　-　Hier ist ein Becher so spricht sie full ihn dir mit Trahnen

　　　　　　　-　　Hier diesisn stein nimm aufs Herz das er ｄｉｒ･werde zu Brod

(11)Schmidt： op.cit. S.53.

　Indem der Dichter sich durch die Kraft der Erinnerung,　der Mnemosyne,

　das Leben gbttlich erfUHter Vergangenheit vergegenwartigt, sich mlt den

　!!包!旦n, begeisternden Gestalten der alten Helden. Halbgo七ter und Dichter

　ヨ!ｇＵ!：!ｉ!　retteter sich vor der leben- und sinnzerstorenden Macht der

　jetzig‘en Zeit･

　Vgl. Haym, Rudolf 。Die Romantische Schule"(l.Aufl. 1870) I工工･Buch. l.Kap.

　ijber H61derlin(S.289-324)：Ein Seitentrieb der romantischen Poesie(S.289)

(12)Millet, Frangois 。L'Angelus･･(I858f.)：Musee de Louvre.

{13)SchiHer 。Deutsche GroBe”：　Samtliche Werke. 5 Bde. Miinchen. Hanser.

　1965-76. Bd.l･。1965. S.473.

　Die Majestat des Deutschen ruhte nie auf dem Haupt ｓ．Fursten. Abgeson-

　dert von dem politischen hat der Deutsche sich einen eigenen Wert ge-

　grUndet, und wenn auch das Imperium unterginge, so bliebe die deutsche

　Wurde unangefochten. Sie ist eine sittliche GroBe. sie wohnt in der

　Kultur und im Charakter der Nation, ・・・・・

(14)TakEihashi ｇ Katsumi ：　..Beleuchtung” und 。Erleuchtung” (≪!'eclat des tor-

　ches分et ！les lumieres aux fenetres≫) ― La culture de 1'opera au ｘｖｌ工工ｅ

　siecle des lumieres et １゛espace de la fete classlque de Holderlin (Ｌｅ

　contrepoint des lumiふres dans 1'image de la cite au debut de 。Brod und

　Wein”)ノＶＩＩｅCongres Japonais des Lumieres 1985. Bulletin Ｎ°１．p.5-8.

Vgl.　Forschungsberichte der Univ. Kochi fUrs Jahr 1985. Vol.34. Geistes-

　wissenschaften. S.155-201： VERINNERLICHUNG UND ERLEUCHTUNG. 〔工工工〕Er-

　leuchtung und Beleuchtung (S.17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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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ak£ihashi, Katsumi: LANDAUER － ,,ein sinniges Haupt" in Holderlins Brod

und Wein" (Doitsu Bungaku. Herbst 1984. Nr.ﾌﾞ3. S.83-91). S.83。

　　　　　　　　　　　　　　　　　　　　　　　　　　　　　　　１　　　　１　　　　　　　　　　　｢　Dem verinnerlichenden Grundton des gedankenlyrischen･ Stadtbildes kann

　eher die 。besonnene” Erwagung zum denkerischen･ Besi‘hnen entsprechen als

　die 。gescheite” Bereitschaft zur Berechnung der Einncihmen und Ausgaben,

　zumal wenn hinter dem 。sinnigen Haupt” der Freund Hblderlins, Tuchhandler

　Christian Landauer(1769-1845) in Stuttgart, hervortritt.　。・・。
　　　　　　　　　　　　　　　　　　　　　　　　　　　　　　　丿

(5)Unger,　Richard： Holderlin゛ｓ Major Poetry.　The Dialectics of Unity・

Blooiiiington.工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5. S.70。

　　　　　　　　　　　　　　　　　　　　　　　　　　　　　　　／　　ｊＬｉ　　ｊ　The first three distichs of the evocative ｆｉｉヽststrophe depict the ending

　of day as ａ time of cheerful busyness and mundEine concern with the practi-

　cal details of living：　Satt gehn heim von Freuden ｄとｓTags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However, the quietude of evening may also be an occasion for desire or

　nostalgic・2!iging, as when ａ "lover" or ”lonely man”， making music, at-

　tempts to express eind assuage ａ certain pang oi!Ｌ旦!2旦旦ｎ£！!.For such men the

　pleasant inactivity of nightfall is not especially restful ｉ but fosters

　consciousness of deprivation. They find the incessant flowing of nocturnal

　fountains analogous to the persistence of time, while bells and cries of

　watchmen enforce their awareness of time゛ｓ‘･divisions arid its transiency・

　-　These sounds thus.induce authentic consciou多りes of temporality・

Vgl. Schmidt：　op.cit. S.35.　　　　　　　　　　　１　，・，

　Das in dieser Stunde vom Dasein der Ｗ９１七selbst Vernehmbare ist aber gera-

　de das, was im Treiben des Tages wegen seiner‘Uriaufdringlichkeit und ge-　　　　　　　　　　　＿＿－＿＿＿＿＿－＿＿＿－－＿＿
　setzlichen GleichmEiJIgkeiﾓunbeachtet bleibt und doch viel ｔie!:91£旦旦.ｊｙ!!!二

　bol unseres Daseins ist als die Gegenstande, deneり･unsere Aufmerksamkeit

　wahrend der hellen Stunden gilt：　das Abbild des Lebens selbst, der immer-

quillende"!3runnen, welcher vom steten Werden und vom steten ｙ?rgehe？

spricht; die Glockeり., deren Tbnen den groBen Puls der ！eit erfUhlen laBt.
　　　　　　　　　　　　　　　　　　　　　　　　　　　　　　　　　㎜　　㎜=　-皿●
― Zwei

Bens der Ze

verkorpert.

ve

ｔ，

romanti schen Poesie, das der Feme und des Verflie-
sind in der zweiten Ｄ

(６)。Die Nacht"：　l.Str. von

stichentr･iaｓ‘ in seltener Reinheit

Brod und Wein'･(V.1-18)
りり|“゛｀″“゛゛“｀゛’‘”’‘”’¨　１１‾”’‾‾‾‾”’‾‾　　　　‥‥‥　　　　，｜Ｉｎ：　Seckendorf, Leo (Hrsg.) ..Musenalmanach” 1807.。

　　　　　　　　　　　　　　　　　　　　　　　　　　　　　　　　　　　　　　　　　　　　　　。●
　゛。Brod und Wein"(Vollstandig) Str.1-9(V.1-160)。耳rstdruck： 1894.

(7)Brentanos Brief an Runge den 21.1.!８１０：StA. .Bd.7. ２．S.407.

　　Besonders ist die Nacht klar und sternenhell und einsam und eine ruck- und
　　　　　　　　　　　　　　"　　　　　　　　　　　　　　．Ｉ'・　　　'・　　　　〃　　vorwarts tonende Glocke aller Erinnerung;　ｉＣｈ･halte sie fur eines der ge-

　　lungensten Gedichte uberhaupt.　　　　　　　　　　．，

(8)Schiller ,,Die Freundschaft” lO.Str. Ｖ．７８－８０１：Werke･． Ｗとimarer Nationalaus-

　gabe. Bd.工●　1943. S.lll.　　　　　　　　　　　　，バ　　∧　　　　　　　　　　　●

　　Fand das hbchste Wesen schon kein Gleiches,

　　Aus dem Kelch des ganzen Seelenreiches　　　　　　．

　　　Schaumt ihm - die Unendlichkeit.

｡GLOKEN" UND・。STUNDEN"

　　　Zum Verstandnis von V.11-12 in

　　　　　Hblderlins 。Brod und Wein”

　　　　　　　　　　　Kyoto･。　16.10.1987

　　　　　　　　　　　　　Katsumi　TAKAHA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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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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ぶ
ど
う
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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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節
「
聖
な
る
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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そ
の
四
　
（
高
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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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yoto.

UND　,,STUNDEN” ・-　Zum Verstandnis von V.11-12 in Holderlins

　　　　０　　８　　　　　　　　　　　　　　　　　　　　　　　　　　　　　　　　　。Brod und Wein"
１６．‘１　。１９７

ＴＡＫＡ．ＨＡＳＨ工, Katsumi

(１)。Brod und Wein" １．Str.　V.1-18：　Samtliche Werke. Stuttgarter Ausgabe(=StA).

Kohlhammer. 1946-77. Bd.2. S.90.

“i？?urn ruhet ?ie Ｓ゛叩t; still ゛坏d dt?erieuchtete Gasse・匹(14)

　Und, mit Fakeln geschmlikt, rauschen die Wagen hinweg.

:ここj二二]‾‾１

Satt ｇｅりn heim von Freuden des Ｔ８ｇ!２゛ ruhen die Menschen,･こ丁７てて‾‾ｌ(２)

　Und Gewinn und Verlust waget 似ln sinnig！旦上旦!4)立|づり)/(4)

Wohlzufrieden zu Haus:　leer steht von Trauben und Blumen.　　　　　　５Wohlzufrieden zu Haus:　leer steht von Trauben und Blumen,　　　　　　５

　Und von Werken der Hand ruht der geschafftige Markt.

Aber das Saitenspiel tbnt fern ａｕｓ‘Garten; vieleicht, dafl

　Dort ein Liebendes spielt Oder ein einsamer Mann

Ferner Freunde gedenkt und der Jugendzeit; und die Brunnen

　ImmerquHlend und frisch rauschen an duftendem Beet.　　　　　　　　１０

stillヤｄヤuriger万Luft ertonen ge1やｔ叶|万゜十Gloken･,¬(7)/(12)

　Und der Stunden gedenk rufet ein Wachter ｄｉｅ･Zahl. （５）
　　　　　　　－　　　　　　　一一一一一一Jezt auch kommet ein Wehn und regt die Gipfel des Halns auf,　　　　　（１０）

　Sieh!　und das Schattenbild unserer Erde, der Mond

Kommet ceheim nun auch：　die Schwarmeri sche. di e Nacht kommt.　　　１５
Voll mit Sternen und wohl wenig bekiimmert um uns,

Glanzt die Erstaunende dort, die Fremdlingin unter den Menschen
　　UberGebirgeshbhn traurig und prachtig herauf.

(胴

(2)Schmidt, Jochen：　Holderlins Elegie ,,Brocl und Wein". Berlin. Gruyter. 1968

　S.34-35.

　　aber bei aller Freundlichkeit der Verse, ・・．　　(S.34/S.35) ... , bleibt

　　der Wertbereich des geschaftigen Lebens doch abgegrenzt gegen den des ｊ(と|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hen, gels丿:eslnnigen Lebens ， ist beschrankt. noch nicht von tiefstem Da-

　　seinssinn erfullt. Spater wird im Gedicht nicht mehr von den 。Freuden des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Tags”, sondern von der ganz anders gearteten １１２!yslschen Freude in nacht-

　　－一一－　　ＪよCher Zeit die Rede sein.　　‥.　Wahrend die Gerausche des Tages lane：－

　　　　　　　　　　　　　　　　　　　　　　　　　　　　　　　　　　　　　　　　　　　　●－－－－－－－－－－－－－－－－－　　sam verstummen, erwachen die zauberisohen Tone des innlgeren Daselns in

　‘der stillegewordenen Welt： ・。Aber das Saitenspiel tont fern　‥．　”　‥．

　　　　　　　　　　　　　　　　　　　　　　　　　　　　『V.7ff,』)

(3)Wackwitz, Stephan： Trauer und Utopie urn１８００．Studien zu Holderlins Ele-

gienwerk.　Stuttgart. Heinz.　1982.　S.47/S.30.

　ijber V.2 (S.47)：Die hinwegrauschenden fackelgeschmiickten Wagen,　so meine

　　Deutung, sind eine esoterische Anspielijng auf den Persephone-Mythos.

　　Diese Anspielung, gleich am Eingang ｉｎ･die Elegie, weist auf das ver-

　　steckte Thema ｄｅｓﾔgesamten Elegienwerks, die Wechselbezlehung ｖｏＱ二〇ber-

　　!!!ｔ!j4，ﾚder万geger!Ｗ１４ヽtigenPraxis. und der Unterwelt, dem von dieser Praxis

　　Verdrangten.
　　一一

　ijber V.4 (S.30)：... , 1st die bkonomische Reflexion 一 die Uberlegungen

;：;];?。wohlzufrieden" bedacht, denn die Praxis des MEirkts hat sich se-

‾　　　　　　　　　　　　　　　　　　　゛。der geschafftige Markt”(Ｖ．６)ｊ



　　Certe la Ｑgrandeur morale・ chez Hblderlin count!ｅ chez･ Schiller 了ｌｅse fon-

de pas sur un empire politique mais sur un ｅ皿pire spirituel ･qui se develop-

pe ｅｔﾆse forme selon 1'ideal classique d'une Grece bien!leureuse. Ici, ce-

pendant, cette patrie spirituelle abrite la ｃｕ!ture et le caractere de la

nation.　　　　　　　　　　　　　　　　　　　　　　く

　　Seckendorf edita la premiere strophe de ≪Le ｉ?ain et le vin* dans l'Alma-

nach des Muses en 1807 sous　le titre <･La Nuitり. Dans' une letti‘ｅ，ａ Runge

(datant du ２１ Janvier 1810) Brentano en fait le commenりire suivant：
　　　　　　　　　　　　　　　　　　　　　　　　　　　　　　　　　　　　　　　　１　　７　　　　５．

　　　‥。　１ａnuit est claire, etoilee, chargee de solitude et une∧cloche son-

　　　nele rappel de chacun de nos souvenirs ． Je tiens ce poeme pour l'un des

　　　plus reussis. Comme je le sentais resonner ｅｎ血oiﾀﾞ，4al!!s moi! inconscient

　　　se formait le desir ｄ i゙nventer un poeme.

Brent：ano realisa son ambition sous la forme d'uneやSuite d’ｅla Nuit de Hoi-
　　　　　　　　　　●･　　　　　　　　　　　　　　　　　　　　　　　　　　　　　　i　　1●I丿･　　　”１・derlin≫：

　　　Helas, elle ne me console point, je la connais, je la guette, elle ・

　　　　　　　approche　　　　　　　　　　　　　　　　　　　　　　　　・　　　　　１

　　　　Comme le gardien qui se gli88e furtivement versi son prisonnier.

　Voici　une coupe, dit-elle, remplis-la de tes lam!es。

　　　　Prends sur ton coeur cette pierre, qu'elle ｔｅ‘devienne pain・

“La cloche qui sonne le rappiel de nos souvenirs≫et ≪le gard･ien≫ evoquent

surement les vers Ｈ et １２ de oLe Pain et le vin≫√ｎｓ∧eveillent un roman¬

tisme nostalgique qui se perd dans Ｐ inf ini. Un t：el senti!７!ent nos talgique

de la perte n'est pas etranger a Holderlin. C'est neanmbins Ｐ image de la

Grece bienheureuse qui triomphe au ８ｏ皿net chantant de ce poet!le avec ≪la

voix du grand Destin>:》：

　　　６Grece bienheureuse! ６ toi. demeure ａ tous les'dieux donnee,

6 salle des festinsi ●●●

●●●●●

MaiB les trones,
　　　　　　　　　　　　●●●●●　　　　　　･.I　－　　　･d･●
0111 sont-ils done? Les temp!14尽？．０ａ､、１ｅ８ urnes

　　Denectar, et le chant qui doit rejouir lをcoeur des dieux?
Oa･brillent-ils, ou done, les oracle8 frappant au loin cuuiQiel'eclaire？
　　Delphe8dort, et la voix du grand Destin, ou sonne-t-elle?
oa le dieu prompt? Lourd d'un universel bonheur, oQ, de quels cieux en
　　　　fete　　　　　　　　　　　　　　　　　　　　　・
　　Jailli,frappe-t-il les regards de sa ｓP!endeur tonnante？
1:ther, o Perel　　..‥.　　　　　　　　　　　ご　’

● ● ● ●●●●●

(4･Le Pain et le vini vers 55-65)

Par la suite le pouvoir du mot s'accroit progre!!sivement・
sance de ce nom en es t incon8cieiiiment exaltee,. 0 Pere, Eth
68-69). ≫L'lnfini ecume･》：･

　　　Meme･si l'Etre supreme ne trouvait pas d'egal,・
　　　Ducalice de tout 1'empire spirituel　　　　　　ヅ　｀ト
　　　　１１ecume vers Lui ― l'Infini.　　　　　　　　ｊ　　イ
　　　　　(SchillerａL'Amitiり　1782. vers 59-60)　･‥

,私 et la puis-－　●●●　６６ i.Ck l/UJ.

er serein!≫(ver8

Un pareil sentiment de l'Infini 8e reflete aussi ･dans les ver8　l】et 12:

≪La voix ?ｅ? cloche8　‥｡　le veil!?｀11‘lgardieti des heuresぺ゛ﾌﾆLe ｓ?nti-

ｒ謡晶:ｒぷ:
i
ここぶｅこ;ｓ;こｓｒぷ:;:ぶこに。:Ｚニ。-

2;に
ｈ
:;
ｒ2;jl

en soit t.ｓ'olrielltei final°ent vers ≪1'｡2tre ｓ゛PI:ａｅ”:<iGre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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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ｑLA VOIX　DES　CLOCHES*　ET ≪LES　HEURES≫

　　― VERS　1 1－１２ DE ａLE PAIN ET LE VIN ４-　　　'

　　　　　　　　　　　　　　　　　　　　　　　　　　　　　　　　　　　　　　　　　Katsumi　TAKAHASHI

　　BULLETIN ANNUEL DE L'UNIVERSITE DE KOCHI (JAPON)

　　　Ｌ'Ａ㈲tE 1988. TOME XXXVI Ｉ. SCIENCES HUMAINES

　　　　　　　SOMMAIRE sous LA DIRECTION D'UNE FRANCAISE

　(Resume de l:’ｅχpose present巨万au congres automhal de 1'Association Japonai‘

　　se pour la pron!otion de la langue et de la litterature allemande, dans la

　　salle de conference du pare d'Okazaki a Kyoto 1e 16 octobre　1987)

　　La voix des cloches vibre au calme crepuscule

　　　　Et le veilleur. gardien des heures, crie un ncjmbre ａ pleine voix.

　　　　　(Holderlin ｌ Le Pain et le vin≫ vers 1 1－1 2)

La voix des cloches, a mon avis, rappelle　non seulement le sentiment d'etre

perdu dont Clemens　Brentano parle dans son journal en decembre　1816, mais

cette voix temoigne aussi d'une grandeur morale. ･･De meme que la nature de-

ploiera en silence ses forces secretes≫, cette grandeur morale s'etendra

elle aussi.(lettre de Holderlin a son frere, Nouvel an 1801)

　　La majeste de l'Allemand ne reposa ｊｊ１万maissur la tete de ses　princes.　Se

　　demarquant de ce qui es t politique. l'Allemand s'est forge sa valeur pro-

　　pre. Ainsi, meme si le Saint Empire･ allait ａ sa ruine, la dignite alle-

　　mande resterait incontestee. Elle repose sur une grandeur morale, elle

　　demeure dans la culture et dans le caractere de la nation. Elle est ｉｎ＝

　　dependant du destin politique.・

　　　(Schiller ･･Grandeur Al lemande･》1797)

On retrouve egalement uiie telle a grandeur morale" dans le tableau de Fran-

5ois Millet intitule ≪l*Angelusや(Musee du Louvre)：La dignite exigeante et

modeste de la conscience populaire correspond a ≪la rue illumineeo qui ａac-

cueilie le silence"(vers　1). Elle est en effet detachee de toute valeur po-

litique et loin de la courtoisie des milieux bourgeois. Elle correspond

aussi aｕｘ≪fraiches fontaines intarissables≫(vers 9-10).

　　La ville autour de nous ｓ！endort. La rue illuminee accueille・１ｅ silence,

　　　　Et les voitures parees de torches s'eloignent dans un bruit rapide.

　　　　Dans 1' ar ome des parterres fleuris chantent les fｒａ£ches fontaines in-

　　　　　　tarissables.

　　　　　　　(４ＬｅPain et le vin≫ vers 1-10)

En contrast avec 1' image precedente〈4 les voitures parees de torches･》symbo-

lisent la bourgeoisie qui s'eloigne vers des plaisirs frivoles. Cette desin-

volture s'evanouira tandis que la grandeur morale s'epanouira et deploiera

en silence ses forces vastes et secretes.

　　Les vers　I卜et　12 qui suivent viennent renforcer cette conviction. De la

meme fagon ｓ e゙teint Ｐ esprit voltairien, favori a la　cour sous l'ancien ｒ6-

gimie, alors que le citoyen de Geneve J.J. Rousseau va influencer la genera-

tion montante de Holderlin, Hegel etc.

　　Alors que Rudolf Haym estime que 4･Le Pain et le vin≫ ne devrait etre re-

garde que couuue　une ｌ tendance　accessoire de la poesie romantique･〉, Jochen

Schmidt, lui. considere que la vie affairee et la vie meditative, contempla-

tive, ont des spheres de valeur qui ne sont pas incompatibles.



qui ase developpe et se forme* comne la ≪na ture spirituelり(Fichte ａLe １３ｅ

discours a la nation allemande≫ 1808: V(3)3I). Cepandant ce royaumeリde-

meure dans la culture et le caractere de la nationり

　　Quant a la premiere strophe de ・Le Pain et le ｖiか》,lque Leopold Secken-

dorf edita sous le titre de ≪La Ｎｕiいdans 1'≪Almanach des Muses*　1807,

Clemens Brentano dit dans ･une lettre ａ Otto ＲＵ皿収１ｅ２１，Janvier　1810(V(3)
１８)：

　　Surtout la nuit est claire, etoilee et 多ｏ!itaire; elle est une cloche

　　retentissant en arriere et en avant de tout souvenir: je la tlens pour

　　un des poemes les plus reussis. Pendant que j.ｅ｡vivait tel chose, ａ mon

　　insu se fonnait ｡1e desir d'inventer un poem芦，へ。｡‥・

Brentano realisa son ambition avec la ４Suite de la Nuit‘de Holderlin≫ comme
suit(V(3)28):

　　Helas！　et elle ne me console pas. je la coniiais, j 'ai 1゛oreille au guet,

　　　　　　elleapproche　　　　　　　　　　　　　　　　，ト･　'

　　　　Comme le veilleur se coulant vers le prisonnier.グ　　　　　　　　　　レ

　　Ｃ゛estici une coupe, ainsi dit-elle. emplis-laしavecしtes larmes.

　　　　Voici cette pierre, tiens-la sur ton coeur, afin qu'elle devienne t:on

　　　　　　pain.

La ≪cloche retentissant en arriere et en avant ｄ６ tout souvenir* et le

oveilleur・ ，inspires certaint・ment des vers 11-12 4e∧*Le Pain et le vin*万，

eveillent une nostalgie romantique pour Ｐ infini.,Une. tel!ｅ nostalgie du

゛sentiment de perte≫ n'est certes pas etrangere･ ４･≪Le Pain et le vin≫ de

Holderlin, mais il ne faut pas oublier que １゛。ideec!e la.≪Grece bienheureuse≫

jaillit de ce poeme avec ≪la voix du grand !)estir!々：･　　　。

　　６ Grece bienheureuse!　６ toi, demeure ａ tous les dieux･ donnee,

6 salle des festins！

　●●●　　　・

●●●

●●●●●

Mais les trones, ou sont-ils done? Les　tsnip1G s？ Ou, les urnes

　　Denectar, et le chant qui doit rejouir le coeur des ，die.ｕｘ?
Ou brillent-ils. ０ａdone, les oracles frappant au loin coinme　Peclaire?
　　Delphesdort, et la Ｖｏｉχdu grand Destin, 0a.レsonne-t-elle?
Ou le dieu pｒｏｍｐt?Lourd d'un universe1 bohheur。ou, de quels cieux en
　　　　fete

Jailli,　frappe-t-il les regards de sa
fether, o Pere! ●●●●●

spleねdeur tonnante？

●●　　　　　　　　　　　　　　　　　　　　●●●●●　　　　　I●:　I
(≪Le Pain et le vin≫ V.55-65: V(3)11-12)

Et par suite. ゛･il s'accroit en dormant, le pi!ｔ pouvoirへ/ Du mot Pere!≫(v･･

68-69： V(3)12). On dirait ici que ≪l'Infini ecume≫:

　　　Meme si １哩tre supreme ne trouvait pas d'egal,　ソ　　'　　　　　　　　　　　I

　　　Du calice de tout le Royaume spirituel　"，　　ソ

　　　　11 ecume vers Lui - P Infini .　　　　　｀ト'

　　　　　(Schiller 4 L'Amitie≫ 1 782. V.58-60: Ｖ(3)2 1 )

Un pareil sentiment de P Infini se reflete aussi dans ･1* image de la cite au

debut de ≪Le Pain et le vin･ﾀ, particuliさrement･ dans les vers 11-12. II ne

　●　●　　　　　　　　　　　　　　八　　●　●　　　〃　　　　　　●　　．　　●　　　が･●　　｀　●　　　　　　　”dirigera pas vers une reverie lsolee sans issue, mais s'epanouira et se de-

ploiera en silence sur la terre ｆｅｎ!le de ｌａ二grandeur de moeursw, jusqu゛ａ

ce qu'il Ss万〇riente finalement vers≪l'Etre supremeｶﾉ:.4 Grece bienheureuse!

●●●●●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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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VOIX '･DES　CLOCHES≫　ET ｅ LE　VEILLEUR, GARDIEN　DES　HEURES≫

　　― SUR LES VERS 11-12 DE (･LE PAIN ET LE VIN≫ DE HOLDERLIN -

　　　　　　　　　卜　　　　　　　　　　　　　　　　　　　　　　　　　　　　　Katsumi　TAKAHASHI

　BULLETIN ANNUEL DE L'universite.de KOCHI (JAPON)

　　　L'ANNtE 1 988.　TOME XXXVII.　SCIENCES HUMAINES

　　　　　　　　　　　　　　　　　　ＲＩＳＵ池

　ﾚ〔Ce sonmaire〕se conforme ＆１ａ cotmnunication presentee au Congres ｄ゛automne

　de la Societe Japonaise de Langue et Litterature Germaniques dans la Salle

　de Conference du Pare Okazaki a Kyoto, le 16 octobre　1987)

　　La voix des cloches vibre au calme crepuscule

　　　Et le veilleur, gardien des heures, crie　un nombre ａ pleine voix.

　　　　(Holderlin≪Le Pain et le vin≫ v.n-12: V(3)l)

“Ｌａ voix des cloches* et ≪le veilleur, gardien des heuresヵevoquent non

seulement le souvenir de <tsentiment de perte゛(Lettre du j ournal de Brentano,

decembre　1816: V(3)25), mais ils temoignent aussi d'une ≪grandeur de moeurs*.

qui ≪s'epanouira et deploiera en silence, conⅢle　la nature en croissance. ses

forces lointaines et secretesヵ(Lettre de Holderlin a･son frere probablement

vers Nouvel-An 1801: V(3)38):

　　La majeste de l'Allemend ne reposait jam万゛iｓsur la tete de ses princes･

　　Quittant la valeur politique il fonda sa propre valeur; si meme le Saint

　　Empire(962-1806) allait a sa ruine, 1a dignite allemande durerait sans

　　inquietude . Elle est une grandeur de moeurs; elle demeure dans la culture

　　et le caractere de la nation.

　　　(Schiller ≪Grandeur allemende"　1797: Ｖ(3)29)

Ce qui montre une telle grandeur de moeurs, c'est par exemple ＱＬ゛Angelus*

(1 858-59) de Francois Millet, ou se voit la dignite modeste dt! civisme quit-

tant la valeur politique et courtoise du grand monde de Ｐ epoque. Elle cor-

respond bien ａ ４１ａrue illuminee≫(v.1) et aux 4 fraiches fontaines infatiga-

bles≫(v.lO) dans Ｐ image de 1a cite au debut de ≪Le Pain et le vin≫：

　　La ville autour de nous s'endort. La　rue　illuminee accueille le silence.

　　　Et le bruit des voitures avec l'eclat des torches ｓ゛eloigne et meurt.

　　　　　　　　　　　　　　　　　　　　　　　　　　　　　．．．　　　　　　　　　　et dans 1' ar ome

　　　　Des parterres fleuris chantent les fraiches fontaines infatigables.

　　　　　(･･Le Pain et le ｖｉｎ・v.1-10： Ｖ(３)１)

Dans les vers suivants　11-12 s'accuse la grandeur de moeurs en contraste

avec　les classes privilegiees qui ≪s'eloignent et meurentやdans une soiree

luxueuse et parfois luxurleuse. oLe bruit des voitures>> symbolisant le grand

monde va disparaitre ≪avec l'eclat des torches･> (v.2), tandis que ゛１ａgran-

deur de moeurs qui se reflete dans les autres vers ａｓ゛epanouira et deploie-

ra en silence ses forces lointaines et seerさtesりＩＣ゛est comme l'opposition

de Voltaire, favori de la cour et Rousseau, citoyen de Geneve.

　Si meme ≪Le Pain et le vin* n'etait que ｄりune tendance accessoire de la

poesie romantique≫(Rudolf Haym《･L'ecole ｒｏｍ:antiqueｶ1870： V(3)19), ≪le do-

maine des affaires* de ce poeme ne doit pas ゛rester hors du domaine de la

meditation゛(Jochen Schmidt ≪L'elegie de Holder1in: Le Pain et le ｖin・ 1968:

V(3)27), Certes la a grandeur de moeurs･･> chez Holderlin ainsi que chez Schil-

ler ne se fonde point sur un Etat politique. mais sur un Royaume spirituel



sondern von einem 。geistigen" Reich, das nachトｄｅｍトklassischen Ideal eines ，

1･seellgen
Griechenlandes”(V.55) als 。geistige Natur'≒,sich entwickelt und

gestaltet"(Fichte 。13. Rede an die deutsche Nation"へ1808: V(3)31), doch

。wohnt” dieses geistige Vaterland 。in der Kultur･. und im Charakter der Na-

tion”｡　　　　　　　　　　　　　　　　　　　　　　　　　‥　，

　Ｖｏｎ･der ersten･Strophe von 。Brod und･Vein”(V.I-i8), die Seckendorf un-

ter der Uberschrift ，‘.DieNacht”1807 im 。Musenalntanach" herausgab, sagt

Brentano in einem Brief an Runge vom 21 . ja五りa17　1810(V(3)18):

　　Besonders ist die Nacht klar und sternehhell und einsam und eine riick-

　　und vorwarts　tonende Glocke aller Erinnerung;　μh halte sie fUr eines

　　der gelungensten Gedicht:e uberhaupt. Wahrend ich Solches erlebte, ent-

　　stand in mir unbewuBt die Begierde, ein Gedicht ２Ｕ erfinden, ・・・

Dies verwirklichte Brentano als 。Fortsetzung von Holderlins Nacht”(Ｖ(3)28)

folgendermaSen:

　　Ach und sie trostet mich nicht, ich kenn' sie, ichヽlaure sie nahet

　　　　Wie zum Gefangenen sich schleichet der‘Wachter heran

　　Hier ist ein Becher so spricht sie full ihn dir mit･Trahnen

　　　　Hier diesen Stein niimn auf s Herz das er dir werde 2ｕ ･Brod

Die 。rlick- und vorwarts　tonende Glocke aller 耳rinnerung”･ und der sich her-

anschleichende 。Wachter”, die sicher die V.11-12 V(ね1。Brod und Vein” vor-

aussetzen, erwecken eine romantische Sehnsucht il!s Unendliche. Obwohl auch

Holderlin in 。Brod und Wein” solch sehnsucht∃svolles。Gefilhl der Verloren-

heit” nicht fremd ist, bricht hier die Idee vpm。seeligen Griechenland”

im Hohepunkt des Gedichts als 。groBes Geschik" unverinittelt 。aus heiterer

Luft tiber die Augen herein"(V.62-64):　　‥‥‥'　　ニ　　　∇　。

　　Seeliges Griechenlandl　　｡‥　　　　　　　　　　　　　　　　　　　　　　　　　　　　55

　　　●●●　　　　　　　　　　　　　　　　　　　　　　　　　　　　　　lf　－Festlicher Saall　der Boden ist Meer!　und Tische die Berge,

　　　Wahrlich zu einzigem Brauche vor Alters gebauり

　　Aber die Thronen, ｗｏ? die Tempel, und wo d晦･GefaBe,

　　　Ｗｏ･mit Nectar gcfilllt, Gottern zu Lust der Gesaねg?　　　　　　　　　　　60

　　Wo, wo leuchten sie denn, die fernhintreffenden Spruche？

　　　Delphi schlummert und wo tonet das grofie Geschik?

　　Wo ist das schnellｅｌ wo bricht:８， allgegenwartigenﾌﾞGliiks voll

　　　Donnernd aus heiterer Luft ilber die Augeti herein?

　　Vater Aether!　　‥｡　　　　　　　　　　　　　　　　　　　　　　　　　　　　　　　　　　65

　　　(。Brod und Wein" 4.Str. V.55/ V.57-65: V(3)ll/ V(3)12)

Dementsprechend 。wachs t schlafend des Worte町Gewalt / Vater! heiter!"(V.68

－69: V(3)12), wie 。die Unendlichkeit schaumt”:　　　‥

　　Fand das h'ochste We sen schon keln･ Gleiches。

　　Aus dem Kelch ，des ganzen Seelenreiches　　　　　・

　　　･恥haumt ihm - die Unendlichkeit.　　｡'‘

　　　　(Schiller '。Die Freundschaft”1782. 】Q。Str.i V.58-60: V(3)21)

Solch ein Unendlichkeitsgefuhl, das schon die ，1･ge石luteten Gloken”【Ｖ.】l）

und der 。rufende Wachter”(V.I 2) andeuten, fiihi･t nicht iri einen ausweglosen

Traum, sondern es 。wachs t” auf dem festen Bod en einer 。Siμ:lichen GroBe”，

bis es sich schlieBlich auf das ..hochste Wesen" hin or'ientiert ｈａt:

Seeliges Griechenlandl　du Haus der Himmlischen alle.

　　●●●　　　　　　　　　　　　　　　　　　　　　　　　　　　　　　●　　　　(。Brodund Wein" 4 .Str. V.55f.: Ｖ(3)Ｈ)。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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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KEN" UND　..sTurりJEN"　　　　　　　　　’･｡　　　　　　　　　　　　　　　　　’

　　― UBER DIE V.1卜12 IN HOIJDERLINS 。BROD UND WEIN" ―

　　　　　　　　　　　　　　　　　　　　　　　　　　　　　　　　　　　　　　　Katsumi　TAKAHASHI

FORSCHUNGSBERICHTE DER UNIVERSITAT KOCHI （ＪＡＰＡＮ）

　　●●　FURS JAHR 1988. VOL.37.‘　GEISTESWISSENSCHAFTEN

　　　　　　　　　　　　　　　　ZUSAMMENFASSUNG

　　(Dieses Restimee richtet sich nach dem Inhalt des Vortrags beim Herbst-

　　lichen Kongrefi der Japanischen Gesellschaft fUr Germanistik im冬onfe-

　　renzsaal vom Park Okazaki der Stadt Kyoto am ｌ６. Oktober 1987)

　　still in dammriger Luft ertonen gelautete Gloken,

　　　　Und der Stunden gedenk rufet ein Wachter die Zahl.

　　　　(。Brod und We in” 1 .Str. v.n-12: V(3)l)

Meiner Auffassung nach erinnern die 。gel'auteten Gloken”(V.Il) und der ru-

fende 。Wachter”(V.I2) nicht nur an das 。Gefiihl der Verlorenheit"(V(3)25),

mit dem Clemens Brentano in seinem 。Tagebuchbrief”(Dezember 1816) die ｖ.7－

12 in Holderlins 。Brod und Wein”(1800-01) deutet, sonderh　sle zeugen auch

von einer 。sittlichen GroSe”, die ,,wie die wachsende Natur, ihre geheimen

weitreichenden Krafte entfalten wird”(Holderlins Brief an den Bruder wohl

um Neuj ahr 1801: Ｖ(3)38):

　　Bie Majestat des Deutschen ruhte nie auf dem Haupt Ｓ. Fiirsten･. Abgeson-

　　dert von dem politischen hat der Deutsche sich einen eigenen Wert ge-

　　grilndet, und wenn auch das Imperium unterginge, so bliebe die deutsche

　　W'tirde　unangefochten.　Sie ist eine sittliche Grofie, sie wohnt in der Kul-

　　tur und im Charakter der Nation, die von ihren politischen Schicksal un-

　　abhangig ist. ― Dieses Reich bluht in Deutschland, es ist in vollem

　　Wachsen, und mitten unter den gotischen Ruinen einer alten barbarischen

　　Verfassung bildet sich das Lebendige aus.　　　　　　　　　　　　　　　　　　　　ふ

　　　(Schiller 。Deutsche GroSe” 1797: Ｖ(3)29)

Solch nsittliche GroBe" zeigt z.B. das Gem万aide ,,L'Angelus”(1858-59) von

Francois Millet im Louvre. Der eigent:lich recht anspruchsvollen Bescheiden-

heit des blirgerlichen BewuBtseins entsprechen die ..still werdende” Erleuch-

tung(V.I) und die 。immerquillenden Brunnen”(V.9-I0) in 。Ｂｒ。dund Wein" ，

wahrend gleichzeitig die
limit FakeIn geschmiikten Wagen"(V.2)

der privile-

gierten Hautevolee zu einer luxuriosen Abendgesellschaft in der prachtigen

Oper davonfahren:

●●●

　　Und

●●●

　　　　　　　　　　　‥・　　　still wird ･die erleuchtete Gasse。mit

Fakeln geschmiikt, rauschen die Wagen hinweg・

●●●●●

　　‥｡　　　　　　　　　　　　　　　　　　　　　　‥.　　　unddie Brunnen
　　　Immerquillend und frisch rauschen an duftendem Beet｡
　　　（。Brod und Wein" ｡l.Str. V.1-2/V.9-10: V(3)I)

Hieran ans chl1eBend 。ertonen gelautete Gloken”(V.ll) und 。der Stunden ge-
denk ruf et ein Wachter die Zahl.”(V.12)
　Auch wenn 。Brod und Wein” nur als-。ein Seitentrieb der romantischen Poe-
Ｓｉｅ”(Haym。Die romantische Schule” 1870: V(3)19) aufgefaBt werden sollte,
konnte darin tider Wertbereich des geschaftigen Lebens” nicht 。abgegrenzt
gegen den des hohen, geistesinnigen Lebens bleiben”(Schmidt: Holder1ins
Elegie 。Brod und Wein” 1968: V(3)27). Zwar wird 。sittliche GroBe” bei Hoi-
derlin wie bei Schiller nicht von einem iipolitischen Reich” begrundet,



●●　　　　　　　　　　　　　　　　　　　　　　　●●　ｄ　　　　　・　　　　■　　■UBER　DIE　ERSTE　STROPHE　VON　HOLDERLINS　。BROD　UND　WEIN”

　　　　　　.HEILIGE ・NACHT゛　　　　　　Ｉ”VIERTER TEIL　：

　　　　　　　　　　　　　-　。GLOKEN”UND　。STUND!EN"　-

　　　　　　　　　　　　　　　　　　TAKAHASHI, Katsumi　，　　　･，

　　(Seminar fur Deutsche Philologie der Philosophischen Fakultat)

FORSCHUNGSBERICHTE　DER UNIVERSITAT. KOCHI (JAPAN)

　FURS　JAHR　1988　　VOL.37.　GEISTESWISSENSCHAFTEN

　　　　　　　　　　INHALTSUBERSICHT

〔Ｉ〕　EINLEI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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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tabreim und VersfuS
　(2) Verinnerli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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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Brunnen”

(３)。Gloken” und 。Stunden"

(４)。Hain” und ,,Bund”

　　ａ)。We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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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er leere､Verstand”

(Vol.36. S・

　　　　　　Ｓ，

(Vol.37. S.

und 。sittliche ･GroSe”

i)･iHingehefteten Blickes lange Wahl”
j)。Die fluchtigen Dichter”

ｋ)。Hainbリnd”

1)。Bund”

ｍ)。Heiliger Bar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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