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中
庸
的
成
書

中
庸
原
為
禮
記
第
三
十
一
篇
，
自
漢
朝
以
後
，
就
出
現
有
注
解
的

單
行
本
，
其
中
流
傳
最
廣
、
影
響
最
大
的
是
南
宋 

朱
熹
編
著
的
四
書
章

句
集
注
。
元

1

朝
時
定
﹁
四
書
﹂
為
科
舉
考
試
內
容
，
中
庸
因
此
更
為
廣

泛
流
傳
。
禮
記
中
的
中
庸
原
本
不
分
章
節
，
亦
無
標
題
，
本
課
選
錄
三

章
，
各
章
標
題
乃
編
者
所
加
。

解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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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
世
宗 

皇
慶
二
年
︵
西
元
一
三
一
三
年
︶
，
正
式
規
定
科
舉
考
試
章
程
，
將 

朱
熹 

四
書
章
句
集
注
列
為
評
閱
答
案
的
標
準
，
於
是
四
書
章
句
集
注
成
了
科
舉
考

試
考
生
必
讀
教
材
。

中
國
文
化
基
本
教
材　

中
庸
選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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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
庸
的
內
容

中
庸
一
書
在
闡
明
中
庸
之
道
的
實
踐
和
功
效
。
﹁
中
﹂
字
一
般
有
﹁
中

1

和
﹂
、
﹁
不

2

偏
﹂
、
﹁
無

3

過
與
不

及
﹂
三
義
；
﹁
庸
﹂
字
則
有
﹁
用

4

﹂
、
﹁
恆

5

常
﹂
、
﹁
平

6

常
﹂
三
義
。
﹁
中
庸
﹂
意
謂
執
中
、
用
中
，
亦
即
為

人
處
事
不
要
太
過
也
不
可
不
及
，
恰
到
好
處
就
是
所
謂
的
中
庸
之
道
。

全
書
以
﹁
誠
﹂
為
實
踐
中
庸
之
道
最
根
本
的
方
法
，
並
且
以
﹁
致
中
和
﹂
為
理
想
目
標
。
唯
有
至
誠
的

人
，
才
能
充
分
發
揮
本
性
，
感
化
人
群
，
最
終
達
到
天
人
合
一
的
境
界
，
既
﹁
成
己
﹂
也
﹁
成
物
﹂
，
因
此
中 

庸
可
說
是
實
踐
儒
家
人
生
哲
學
的
最
高
原
則
。

本
課
選
錄
三
則
：
﹁
天
命
之
謂
性
﹂
為
中
庸
首
章
，
也
是
全
書
的
綱
領
。
﹁
五
達
道
三
達
德
﹂
說
明
治

國
、
平
天
下
的
方
法
。
﹁
誠
者
自
成
﹂
則
說
明
誠
與
人
的
關
係
，
並
闡
發
實
踐
﹁
誠
﹂
的
功
效
與
奧
妙
。

︵
達
到
﹁
中
﹂
與
﹁
和
﹂
的
境
界
︶

︵ 

使
自
己
的
人
格
更
加
完
善
︶ 

︵ 

使
一
切
人
、
事
、

物
更
加
完
善
︶

︵
見
本
課
第
一
則
內
容
︶

︵
見
本
課
第
二
則
內
容
︶

︵
見
本
課
第
三
則
內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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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和
：
鄭
玄
云
：
﹁
名
曰
中
庸
者
，
以
其
記
中
和
之
為
用
也
。
庸
，
用
也
。
﹂
︵
禮
記
正
義 

中
庸
第
三
十
一
章
鄭
玄 

注
︶
此

解
即
以
﹁
中
﹂
為
中
和
之
義
，
可
引
中
庸
為
證
，
如
：
﹁
喜
怒
哀
樂
之
未
發
，
謂
之
中
；
發
而
皆
中
節
，
謂
之
和
。
﹂
︵
第

一
章
︶
﹁
誠
者
，
不
勉
而
中
，
不
思
而
得
，
從
容
中
道
，
聖
人
也
。
﹂
︵
第
十
章
︶

2
 

不
偏
：
程
子
云
：
﹁
不
偏
之
謂
中
，
不
易
之
謂
庸
。
中
者
，
天
下
之
正
道
；
庸
者
，
天
下
之
定
理
。
﹂
︵
朱
熹 

中
庸
章
句
︶

﹁
中
立
而
不
倚
，
強
哉
矯
！
﹂
︵
第
十
章
︶

3
 

無
過
與
不
及
：
朱
子
云
：
﹁
中
者
，
不
偏
不
倚
，
無
過
不
及
之
名
。
﹂
又
云
：
﹁
喜
、
怒
、
哀
、
樂
，
情
也
。
其
未
發
，
則

性
也
，
無
所
偏
倚
，
故
謂
之
中
。
﹂
﹁
子
曰
：
﹃
道
之
不
行
也
，
我
知
之
矣
：
知
者
過
之
，
愚
者
不
及
也
。
道
之
不
明
也
，

我
知
之
矣
：
賢
者
過
之
，
不
肖
者
不
及
也
。
﹄
﹂
︵
第
四
章
︶

4
  

用
：
鄭
玄
云
：
﹁
名
曰
中
庸
者
，
以
其
記
中
和
之
為
用
也
。
庸
，
用
也
。
﹂
﹁
隱
惡
而
揚
善
，
執
其
兩
端
，
用
其
中
於

民
。
﹂
︵
第
六
章
︶

5
 

恆
常
：
鄭
玄
云
：
﹁
庸
，
猶
常
。
言
德
常
行
也
，
言
常
謹
也
。
﹂
又
程
子
云
：
﹁
不
偏
之
謂
中
，
不
易
之
謂
庸
。
中
者
，
天

下
之
正
道
；
庸
者
，
天
下
之
定
理
。
﹂
不
易
，
即
恆
常
之
義
。

6

平
常
：
朱
熹
云
：
﹁
庸
，
平
常
也
。
﹂

︵
請
見

P 庸- 1
︶



 

中
庸
的
價
值
解
析
與
現
代
意
義

自
朱
熹
撰
成
四
書
章
句
集
注
後
，
中
庸
就
與
論
語
、
孟
子
、
大
學
成
為
南
宋
官
定
學
校
必
讀
之
書
。
元

朝
更
將
﹁
四
書
﹂
定
為
參
加
科
舉
考
試
的
必
讀
書
籍
，
其
後
延
續
至
明
、
清
數
百
年
間
，
成
為
學
者
傳
授
倫

理
、
道
德
、
政
治
、
哲
學
思
想
的
基
本
綱
領
，
對
歷
代
教
育
產
生
極
大
的
影
響
。

中
庸
闡
述
不
偏
不
倚
、
中
正
恆
常
的
人
生
哲
學
，
以
﹁
誠
﹂
為
出
發
點
，
談
及
儒
家
的
倫
理
思
想
與
政

治
哲
學
，
只
要
能
達
到
﹁
至
誠
﹂
，
就
能
達
到
﹁
致
中
和
，
天
地
位
焉
，
萬
物
育
焉
﹂
的
境
界
。

中
庸
一
書
同
時
提
出
個
人
與
群
體
、
個
人
與
自
然
萬
物
共
存
共
榮
的
關
係
，
人
在
﹁
成
己
﹂
之
後
，
還

必
須
進
一
步
﹁
成
物
﹂
；
而
﹁
致
中
和
，
天
地
位
焉
，
萬
物
育
焉
﹂
既
具
有
現
代
環
保
意
義
，
也
極
具
實
現

世
界
地
球
村
理
想
的
前
瞻0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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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點
也
沒
有
偏
差
。
朱
熹 

章
句
：
﹁
中
者
，
不
偏
不
倚
，
無
過
不
及
之
名
。
﹂
︶

︵
能
夠
完
全
達
到
﹁
中
﹂
與
﹁
和
﹂
的
境
界
，
天
地
便
可
安
居
正
位
，
萬
物
便
可
生
生
不
息
了
︶

︵
人
與
萬
物
共
同
生
存
、
共
同
發
展
興
盛
︶

︵ 

此
強
調
人
和
大
自
然
應
保
持
一
種
和

諧
共
存
的
關
係
，
只
有
這
樣
才
可
保

持
大
自
然
的
生
機
，
以
及
取
得
自
然

生
態
的
平
衡
︶

︵
預
計
具
有
未
來
發
展
的
可
能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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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庸
的
內
容
︵
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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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庸
是
一
篇
論
述
儒
家
中
庸
思
想
的
文
章
。
文
中
對
孔
子
﹁
過
猶

不
及
﹂
的
思
想
，
做
了
進
一
步
的
發
揮
，
認
為
不
偏
不
倚
，
是
衡
量
一

切
道
德
行
為
的
最
高
準
則
。
並
且
提
出
了
實
行
與
達
到
中
庸
之
道
的
條

件
和
方
法
：

1

提
出
中
庸
之
道
在
於
﹁
中
和
﹂

上
天
賦
予
的
是
﹁
性
﹂
，
依
照
本
性
去
做
的
是
﹁
道
﹂
，
修
明
道
的

是
﹁
教
﹂
。
中
庸
既
是
性
，
因
而
必
然
有
道
與
教
化
的
問
題
。
道
是
一
時

一
刻
也
不
能
離
開
的
，
因
此
君
子
﹁
戒
慎
乎
其
所
不
睹
，
恐
懼
乎
其
所
不

聞
﹂
，
即
使
在
最
隱
密
、
細
微
之
處
，
都
要
在
﹁
慎
獨
﹂
下
工
夫
。

喜
怒
哀
樂
還
沒
有
表
現
出
來
時
，
叫
做
﹁
中
﹂
，
表
現
出
來
而
合

乎
禮
節
叫
做
﹁
和
﹂
，
﹁
中
﹂
是
天
下
最
大
的
根
本
，
﹁
和
﹂
是
天
下
之

﹁
達
道
﹂
。
能
做
到
﹁
中
和
﹂
，
就
像
自
然
一
樣
，
體
現
和
修
明
道
了
。

2

真
正
做
到
中
庸
是
非
常
困
難
的
，
過
與
不
及
都
會
偏
離
中
庸

中
庸
之
道
在
今
日
已
難
實
行
，
智
者
做
得
過
分
，
愚
者
做
得
不

夠
。
中
庸
之
道
也
難
以
使
這
些
人
明
瞭
，
賢
者
追
求
太
高
，
不
肖
者
理

解
不
到
。
正
像
人
們
莫
不
飲
食
一
樣
，
然
而
﹁
能
知
味
﹂
的
卻
很
少
。

但
是
歷
史
上
還
是
有
得
中
庸
之
道
的
人
。
舜
是
大
智
者
，
他
好

問
、
好
察
，
隱
惡
而
揚
善
，
﹁
執
其
兩
端
，
用
其
中
於
民
﹂
；
顏
回
為

人
之
善
，
就
在
於
選
擇
了
中
庸
，
得
到
這
一
道
理
，
並
牢
記
在
心
、
不

失
去
。
雖
然
天
下
是
可
以
治
理
的
，
名
利
地
位
可
以
辭
去
，
鋒
利
的
刀

題
解

刃
可
以
去
踩
踏
，
但
中
庸
是
難
以
完
全
做
到
的
。

3

中
庸
之
道
，
﹁
費
而
隱
﹂
，
廣
泛
而
細
緻

它
雖
然
在
高
深
的
地
方
顯
得
很
深
奧
，
但
卻
體
現
在
平
凡
之
中
。

中
庸
之
道
並
不
是
什
麼
虛
玄
的
東
西
，
它
不
是
遠
離
人
的
，
而
行
道
的

人
卻
將
它
弄
得
很
虛
玄
，
這
其
實
並
沒
有
達
到
﹁
道
﹂
。
﹁
故
君
子
以

人
治
人
，
改
而
止
﹂
。
忠
恕
之
道
離
中
庸
已
經
不
遠
了
，
﹁
施
諸
己
而

不
願
，
亦
勿
施
於
人
﹂
。
中
庸
之
道
有
四
個
內
容
：
﹁
子
以
事
父
，
臣

以
事
君
，
弟
以
事
兄
，
求
乎
朋
友
，
先
施
之
。
﹂
這
些
都
是
從
約
束
平

常
言
、
行
而
達
到
的
﹁
言
顧
行
，
行
顧
言
﹂
。

中
庸
之
道
還
在
於
﹁
富
貴
時
按
富
貴
的
情
況
行
事
，
貧
賤
時
按
貧

賤
的
情
況
行
事
，
不
同
的
處
境
按
不
同
的
情
況
行
事
﹂
，
這
樣
，
才
會
悠

然
自
得
。
君
子
心
裡
平
正
坦
蕩
，
而
小
人
則
冒
險
以
求
偶
然
的
幸
運
。
君

子
之
道
猶
如
走
遠
路
一
定
要
從
近
處
、
登
高
必
從
低
處
起
始
一
樣
。

︵

費
：
廣
大
。
隱
：
精
微
。
此
指
中
庸
之
道
既
廣
大
又
精
微
。
︶

4

禮
的
基
礎
就
是
仁
與
義
，
由
此
必
須
藉
由
孝
、
知
、
勇
實
踐

孝
的
最
高
標
準
，
就
是
﹁
事
死
如
事
生
，
事
亡
如
事
存
﹂
，
所
以

明
白
了
郊
社
之
禮
、
宗
廟
之
禮
及
四
時
祭
祀
的
意
義
，
治
理
國
家
的
方

法
也
就
很
清
楚
了
。
古
代
的
典
籍
裡
還
記
載
著
政
治
，
這
些
人
存
在
，

那
麼
他
們
的
政
治
就
推
行
；
這
些
人
死
去
，
那
麼
他
們
的
政
治
就
消

失
。
人
之
道
有
利
政
治
，
就
像
地
之
道
有
利
樹
的
生
長
一
樣
，
所
以
，

﹁
為
政
在
人
，
取
人
以
身
，
修
身
以
道
，
修
道
以
仁
﹂
，
至
關
重
要
的

是
﹁
仁
﹂
。
﹁
仁
者
，
人
也
，
親
親
為
大
；
義
者
，
宜
也
，
尊
賢
為

大
﹂
。
但
是
親
親
與
尊
賢
都
是
分
等
級
的
，
這
就
是
禮
所
產
生
的
根

題 

解 

中
庸
的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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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
由
此
，
﹁
君
子
不
可
以
不
修
身
；
思
修
身
，
不
可
以
不
事
親
；
思

事
親
，
不
可
以
不
知
人
；
思
知
人
，
不
可
以
不
知
天
。
﹂

5

實
現
中
庸
之
道
的
最
根
本
條
件
，
就
是
誠
，
必
須
至
誠
如
一

凡
事
﹁
豫
則
立
，
不
豫
則
廢
﹂
，
事
前
考
慮
就
會
從
容
。
處
在
下

位
不
能
獲
得
上
級
的
信
任
，
人
民
就
不
可
能
服
從
你
的
管
理
。
要
獲
得

上
級
的
信
任
，
首
先
要
得
到
朋
友
的
信
任
，
要
得
到
朋
友
的
信
任
，
首

先
必
須
孝
順
父
母
。
要
孝
順
父
母
，
自
己
必
須
先
有
誠
意
。
﹁
誠
者
，

天
之
道
也
；
誠
之
者
，
人
之
道
也
﹂
。
要
做
到
誠
，
就
是
不
勉
強
適

中
，
不
思
而
得
，
應
當
擇
善
而
堅
持
不
渝
的
實
行
它
，
還
要
﹁
博
學

之
，
審
問
之
，
慎
思
之
，
明
辨
之
，
篤
行
之
﹂
，
必
須
永
無
止
境
的

學
、
問
、
思
、
辨
、
行
。
人
家
一
次
能
做
到
的
，
我
做
百
遍
，
只
要
有

鍥
而
不
舍
的
精
神
，
即
使
是
愚
人
也
會
變
得
聰
明
，
即
使
是
柔
弱
的
人

也
會
變
得
剛
強
。

︵
節
錄
自
復
旦
大
學
編
中
國
學
術
名
著
提
要
．
哲
學
卷
，
上
海 

復
旦

大
學
出
版
社
︶

◆

中
庸
的
作
者
︵
配
合

P 10 9
︶

中
庸
舊
傳
為
孔
伋
︵
子
思
︶
所
作
。
據
近
人
考
證
，
舊
說
有
誤
。

中
庸
也
是
小
戴
禮
記
中
之
一
篇
，
大
抵
亦
是
後
世
儒
生
輯
記
舊
說
而

成
，
與
大
學
相
似
。
現
在
我
們
無
法
指
出
確
定
的
作
者
，
但
今
日
可
斷

定
中
庸
絕
非
子
思
一
人
所
作
。

1

認
為
是
子
思
所
作

作
者

1
 

以
中
庸
的
作
者
為
子
思
，
最
早
見
於
史
記
，
但
未
說
明
篇
數
。

2
 

漢
書 

藝
文
志
則
記
載
著
中
庸
說
二
篇
，
但
中
庸
說
是
否
與
小
戴

禮
記
的
中
庸
為
一
事
，
也
無
法
斷
定
。
漢
書 

藝
文
志 

諸
子
略
在

儒
家
中
又
載
有
子
思
子
二
十
三
篇
，
也
未
說
明
這
是
否
即
中
庸
。

3
 

孔
叢
子 

居
衛
篇
有
關
於
子
思
作
中
庸
的
說
法
：
﹁
子
思
年
十

六
，
適
宋
：
宋
大
夫
樂
朔
與
之
言
學
焉
。
樂
朔
不
悅
而
退
，
曰
：

﹃
孺
子
辱
吾
。
﹄
其
徒
曰
：
﹃
魯
雖
以
宋
為
舊
，
然
世
有
讎6

焉
，

請
攻
之
。
﹄
遂
圍
子
思
。
宋
君
聞
之
，
不
待
駕
而
救
子
思
。
子

思
既
免
，
曰
：
﹃
文
王
囚
於
羑

u
3

里
作
周
易
；
祖
君
屈
於
陳 

蔡
作

春
秋
。
吾
困
於
宋
，
可
無
作
乎
？
﹄
於
是
撰
中
庸
之
書
四
十
九

篇
。
﹂

這
裡
的
記
載
甚
為
詳
明
，
但
孔
叢
子
原
是
偽
書
，
不
足
為
信
。

而
所
記
中
庸
是
有
﹁
四
十
九
篇
﹂
，
與
今
本
三
十
三
篇
不
合
；
與
漢

書 

藝
文
志
所
載
的
中
庸
說
二
篇
也
不
合
。

孔
穎
達
在
禮
記
正
義
裡
中
庸
篇
題
下
，
引
鄭
玄 

目
錄
云
：

﹁
孔
子
之
孫
子
思 

伋
作
之
，
以
昭
明
聖
祖
之
德
。
﹂

這
自
然
是
孔
氏
承
漢
人
之
說
。
孔
穎
達
不
辨
真
偽
，
對
今
、
古

文
尚
書
尚
且
不
能
察
別
其
可
靠
性
問
題
；
則
他
不
能
察
及
中
庸
之
時

代
問
題
，
也
不
足
怪
，
這
也
不
能
用
來
證
明
中
庸
為
子
思
所
作
。

4
 

朱
子
則
認
定
中
庸
是
子
思
所
作
，
而
且
以
為
﹁
孟
子
之
徒
實
受
其

說
﹂
，
但
並
未
提
出
考
證
的
理
由
。
朱
子
作
中
庸
章
句
，
並
在
後

面
作
記
說
：
﹁
中
庸
一
篇
，
三
十
三
篇
。
其
首
章
子
思
推
本
先
聖

所
傳
之
意
以
立
言
，
蓋
一
篇
之
體
要
，
而
其
下
十
章
，
則
引
先
聖

作 

者 

中
庸
的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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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文
化
基
本
教
材
　
中
庸
選
讀

庸- 3

所
嘗
言
者
以
明
之
也
。
﹂
他
將
中
庸
分
為
卷
上
下
，
一
至
十
九
章

為
上
卷
，
二
十
章
以
下
為
下
卷
；
一
律
認
為
是
子
思
所
作
。

2

認
為
非
子
思
所
作

1
 

歐
陽
脩
則
疑
中
庸
非
子
思
所
作
，
但
其
立
論
根
據
是
：
中
庸
之
理

論
與
孔
子
思
想
有
不
合
之
處
。
這
只
涉
及
哲
學
理
論
問
題
，
就
考

證
說
，
無
重
要
作
用
。

2
 

鄭
樵 

通
志
引
東
萊 
呂
氏
之
言
，
辨
孔
叢
子
之
妄
，
說
：
﹁
未
冠

既
非
著
書
之
時
，
而
中
庸
之
書
亦
未
有
四
十
九
篇
也
。
此
蓋
戰
國

流
傳
之
妄
。
﹂
這
可
以
反
駁
孔
叢
子
，
但
不
能
正
面
解
釋
中
庸
之

時
代
及
作
者
。

3
  

崔
述
在
洙
泗

4

考
信
錄
的
﹁
餘
錄
﹂
中
，
考
及
中
庸
，
以
為
中
庸

必
非
子
思
所
作
；
他
所
提
出
的
理
由
有
三
點
，
即
所
謂
﹁
三
可

疑
﹂
；
現
在
引
原
文
如
下
：

世
傳
戴 

記 

中
庸
篇
為
子
思
所
作
。
余
按
孔
子 

孟
子
之

言
，
皆
平
實
切
於
日
用
；
無
高
深
廣
遠
之
言
。
中
庸
獨
探
賾6

索

隱
，
欲
極
微
妙
之
致
，
與
孔 

孟
之
言
皆
不
類
。
其
可
疑
一
也
。

論
語
之
文
簡
而
明
，
孟
子
之
文
曲
而
盡
；
論
語
者
，
有

子
、
曾
子
門
人
所
記
，
正
與
子
思
同
時
；
何
以
中
庸
之
文
獨

繁
而
晦
？
其
可
疑
二
也
。

﹁
在
下
位
﹂
以
下
十
六
句
，
見
於
孟
子
，
其
文
小
異
。

說
者
謂
子
思
傳
於
孟
子
者
。
然
孔
子 

子
思
之
名
言
多
矣
。

孟
子
何
以
獨
述
此
語
？
孟
子
述
孔
子
之
言
，
皆
稱
﹁
孔
子

曰
﹂
，
又
不
當
掠
之
為
己
語
也
。
其
可
疑
三
也
。

崔
述
之
理
由
，
第
一
是
思
想
問
題
，
這
不
足
為
據
；
但
第
二
點

說
文
體
問
題
，
便
頗
可
注
意
；
尤
其
第
三
點
最
重
要
。
中
庸
第
二
十

章
中
﹁
在
下
位
不
獲
乎
上
﹂
一
段
，
與
孟
子 

離
婁
篇
所
載
，
只
有

幾
個
詞
語
不
同
。
若
說
這
是
子
思
或
孔
子
之
言
，
則
孟
子
必
當
稱

﹁
孔
子
曰
﹂
或
﹁
子
思
曰
﹂
；
因
為
孟
子
引
用
孔
子
及
別
人
的
話
，

例
稱
其
人
；
這
裡
既
未
稱
孔
子
或
子
思
，
顯
然
此
語
為
孟
子
自
己
所

說
；
如
此
則
中
庸
之
語
應
是
襲
孟
子
者
；
而
中
庸
不
能
為
子
思
所

作
，
亦
不
能
在
孟
子
之
前
，
即
甚
為
明
顯
。

所
以
崔
述
下
斷
語
說
：
﹁
由
是
言
之
，
中
庸
必
非
子
思
所

作
。
﹂
崔
述
自
己
是
個
無
哲
學
思
考
力
的
人
，
所
以
總
以
為
一
切

講
哲
學
問
題
的
話
，
都
是
與
孔 

孟
思
想
不
合
的
。
這
自
是
一
大
錯

誤
。
中
庸
思
想
大
體
上
仍
與
儒
家
思
想
相
合
；
不
過
形
上
學
及
心
性

論
成
分
均
較
多
，
應
晚
於
孟
子
。
崔
氏
在
這
一
方
面
的
看
法
，
尚
欠

精
確
；
我
們
只
取
他
涉
及
考
證
的
論
證
。

︵
節
錄
自
勞
思
光
著
大
學
中
庸
譯
注
新
編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

◆

子
思
軼
聞
掌
故

J

子
思
不
受
妄
與

子
思
為
人
忠
信
誠
實
，
甘
於
貧
窮
。
他
曾
經
住
在
衛
這
個
地

方
，
穿
著
單
薄
破
舊
的
衣
服
，
一
個
月
裡
才
吃
九
餐
，
生
活
甚
為
清

苦
。
田
子
方
聽
到
這
事
，
派
人
送
一
件
狐
狸
皮
大
衣
給
他
，
因
怕
子

思
不
接
受
，
便
告
訴
派
去
的
人
轉
告
子
思
說
：
﹁
我
只
要
一
借
給
人

家
東
西
，
我
就
不
會
記
得
曾
借
給
他
什
麼
東
西
了
。
我
給
人
東
西
，

作 

者 

子
思
軼
聞
掌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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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我
自
己
來
說
，
就
像
丟
棄
一
件
東
西
到
水
溝
一
樣
，
不
會
去
記
掛

這
件
事
的
。
﹂
田
子
方
這
番
話
的
意
思
其
實
就
是
要
讓
子
思
安
心
的

收
下
禮
物
。
可
是
子
思
卻
拒
絕
了
。
田
子
方
知
道
這
事
，
便
去
對
子

思
說
：
﹁
我
有
錢
，
你
沒
錢
，
為
何
不
收
下
我
的
禮
物
呢
？
﹂
子
思

說
：
﹁
我
聽
說
你
隨
便
給
人
東
西
，
就
如
同
丟
棄
於
水
溝
中
一
樣
，

我
雖
然
貧
窮
，
但
還
不
至
於
把
自
己
當
做
水
溝
一
樣
隨
便
就
接
受
人

家
的
東
西
吧
！
﹂
子
思
把
人
格
和
尊
嚴
看
得
很
重
，
不
輕
易
被
金
錢

利
益
所
誘
。

◆

孔
門
四
配
整
理
表

人
名

簡
　
介

說
　
明

復
聖

顏
淵

春
秋
時
魯
國
人
，

孔
子
弟
子
，
約
小

孔
子
三
十
歲
。
聰

敏
好
學
，
能
聞
一

而
知
十
，
且
不
遷

怒
、
不
貳
過

顏
回
是
孔
子
最
得
意
的
弟
子
，
平

時
因
過
度
用
功
且
因
家
境
不
佳
、

營
養
不
良
，
年
僅
二
十
九
歲
時
便

頭
髮
全
白
，
三
十
二
歲
時
英
年
早

逝
。
孔
子
因
此
痛
哭
說
：
﹁
天
喪

予
，
天
喪
予
。
﹂
顏
回
入
祀
孔
廟

最
早
，
漢
高
祖
時
即
配
享
廟
廷
，

因
為
他
有
﹁
聖
人
之
一
體
﹂
，
後

世
尊
為
﹁
復
聖
﹂
；
稱
﹁
復
﹂

乃
因
其
能
做
到
﹁
克
己
復
禮
為

仁
﹂
，
為
四
配
之
首

宗
聖

曾
參

春
秋
時
魯
國
南

武
城
人
，
孔
子
弟

子
，
約
小
孔
子

四
十
六
歲
。
家
境

貧
困
，
以
勞
力
謀

生
，
天
性
極
為
孝

順

孔
子
去
世
時
，
曾
子
才
二
十
七

歲
。
大
學
和
孝
經
是
孔
門
學
說
中

十
分
精
闢
的
著
作
，
孔
子
在
傳
授

道
統
時
曾
特
別
對
曾
子
口
述
，
而

後
由
曾
子
筆
述
成
書
的
。
後
世
尊

曾
子
為
﹁
宗
聖
﹂

述
聖

孔
伋

春
秋
時
魯
國
人
，

字
子
思
。
祖
父
孔

子
，
父
親
孔
鯉
，

為
曾
參
弟
子
，
相

傳
以
中
庸
傳
授

孔
門
心
法

子
思
曾
說
高
官
厚
祿
不
足
以
迷
惑

君
子
，
也
曾
痛
斥
為
求
榮
而
阿
諛

諂
媚
之
不
當
。
子
思
因
德
高
和

寡
，
未
能
見
容
於
世
。
因
能
承
述

聖
祖
之
業
，
後
世
稱
為
﹁
述
聖
﹂

亞
聖

孟
軻

戰
國
時
鄒
國
人
，

先
世
為
魯
國
公
族

之
一
的
孟
孫
氏
，

父
早
歿
，
由
母
親

撫
養
，
以
孔
伋
為

師

孟
子
比
孔
子
晚
出
生
一
百
年
，
一

生
的
遭
遇
和
孔
子
極
為
相
似
，
是

孔
子
之
後
的
儒
家
第
一
人
，
他
將

儒
學
盡
力
宣
揚
並
發
揚
光
大
，
後

世
儒
家
每
以
﹁
孔 

孟
﹂
並
稱
，
尊

稱
他
為
亞
聖
，
意
謂
僅
次
於
至
聖

孔
子
的
聖
人

作 

者 

孔
門
四
配
整
理
表



歷
代
相
傳
中
庸
的
作
者
是
子
思
，
此
說
最
早
見
於
西
漢 

司
馬
遷
的
史
記
，
至
東
漢 

鄭
玄
和
南
宋 

朱
熹
看

法
亦
同
。
但
是
後
世
學
者
懷
疑
中
庸
應
成
於
孟
子
之
後
，
故
推
論
中
庸
的
作
者
不
是
子
思
。
不
過
近
人
研
究

認
為
中
庸
的
內
容
除
了
子
思
所
作
之
外
，
另
外
亦
加
入
漢
朝
以
來
儒
學
家
的
意
見
，
此
說
應
是
比
較
持
平
的 

論
點
。子

思
，
姓
孔
，
名
伋

r
6u

，
孔
子
之
孫
，
魯
國 

陬
邑
︵
今
山
東
省 

曲
阜
市
︶
人
。
約
生
於
周
敬
王
三
十
七
年

︵
西
元
前
四
八
三
年
︶
，
卒
於
周
威
烈
王
二
十
三
年
︵
西
元
前
四○

二
年
︶
。
為
曾
參

g

弟
子
，
因
傳
授
孔
門
心

1

法
，
繼
述
聖
賢
之
業
，
後
世
稱
為
﹁
述

2

聖
﹂
，
是
戰
國
初
期
著
名
的
思
想
家
。

者
作

︵
請
見

P 庸- 4
孔
門
四
配
整
理
表
︶

 孔伋（子思）畫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

10 9

中
國
文
化
基
本
教
材
　
中
庸
選
讀 

︵
繼
承
、
接
續
︶

︵
請
見

P 庸- 2
︶

1
  

心
法
：
宋
儒
指
傳
心
養
性
的
方
法
。 

朱
熹 

中
庸
章
句 

序
：
﹁
此
篇
乃
孔

門
傳
授
心
法
，
子
思
恐
其
久
而
差
也
，
故
筆
之
於
書
，
以
授
孟
子
。
﹂

2
  

述
聖
：
舊
時
中
國
的
孔
廟
，
多
以
顏
淵
、
曾
參
、
子
思
、
孟
軻
配
祀
孔

子
，
其
中
顏
淵
、
子
思
居
孔
子
的
右
邊
，
曾
參
、
孟
軻
居
孔
子
的
左
邊
，

統
稱
﹁
四
配
﹂
。
孔
廟
的
配
享
制
度
，
與
歷
史
上
孔
子
地
位
的
不
斷
提

高
有
著
密
切
的
關
係
。
漢
高
祖
時
，
孔
子
最
得
意
的
弟
子
顏
淵
開
始
配

祀
，
唐
朝
時
增
加
曾
參
，
宋
朝
時
增
加
子
思
、
孟
軻
。
四
配
：
即
是
復
聖

顏
淵
、
宗
聖
曾
參
、
述
聖
子
思
、
亞
聖
孟
軻
。



110

職
校
國
文 6

!

天
命
之
謂
性

q
 

天
命
之
謂
性1

，
率
性
之
謂
道2

，
修
道
之
謂

教

r
u
4l

。
3

道
也
者
，
不
可
須
臾

6

離
也4

；
可
離
，
非
道
也
。

w
 

是
故
君
子
戒
慎
乎
其
所
不
睹3j

，
恐
懼
乎
其

所
不
聞5

。
莫
見u

40

乎
隱
，
莫
顯
乎
微6

，
故
君
子
慎

其
獨7

也
。

e
 

喜
怒
哀
樂
之
未
發8

，
謂
之
中j

/

；
發
而
皆
中j

4/

1

：
上
天
所
賦
予
人
的
本
性
，

叫
做
﹁
性
﹂
。
命
，
令
，
引
申
為
賦
予
。

性
，
人
的
本
性
。

2

道
：
依
循
人
的
本
性
去
做
， 

叫
做
﹁
道
﹂
。
率
，
依
循
。

3

道

r
u
4l

：
努
力
修
養
道
德
使
人
的
本

性
都
能
實
現
，
叫
做
﹁
教
化
﹂
。
修
，
修
養
。

4
6

：
不
可
片
刻
背
離
。
須

臾
，
短
時
間
。 

︵
請
見

P 庸- 6
︶

5
3j

：

即
使
在
不
被
看
見
、
不
被
聽
到
的
地
方
，

也
必
須
警
惕
謹
慎
。

6
u
40

：
沒
有
比
在
最
隱

密
、
細
微
之
處
，
更
容
易
顯
現
出
來
的
；

意
謂
在
最
隱
密
、
細
微
之
處
，
最
容
易
顯

現
。
見
，
通
﹁
現
﹂
，
顯
現
。
︵
請
見

P 庸- 6
︶

7

：
一
個
人
獨
處
時
更
須
謹
慎
。

8

：
表
露
、
產
生
。

9
j
4/

：
符
合
節
度
，
無
過
與
不
及
。
中
， 

符
合
。

排
比
、
類
疊

1
 

儒
家
認
為
，
天
理
表
現
為
陰
、
陽

及
金
、
木
、
水
、
火
、
土
五
行
。
上

天
把
天
理
交
付
於
人
，
形
成
人
的

仁
、
義
、
禮
、
智
、
信
等
品
德
，
這

就
是
人
的
本
性
。

相
關
言
例

． 

在
獨
處
的
時
候
，
人

的
本
性
最
容
易
顯

露
，
因
為
那
時
候
最

不
必
掩
飾
。

 

︵
英
國 

培
根
︶

︵
君
子
︶

︵
情
緒
尚
未
展
現
的
狀
態
︶

︵
沒
有
︶

︵
於
︶

可
知
天
命
、
性
、
道
為
一
體

  •                                            •                                                                              •                                            •                                           •                                           •

第
一
段
：
道
的
本
源

─
 

性
。

相
關
言
例

．  

子
曰
：
﹁
君
子
無
終

食
之
間
違
仁
，
造
次

必
於
是
，
顛
沛
必
於

是
。
﹂ 

︵
論
語 

里
仁
︶

第
三
段
：
道
的
目
標

─
 

致
中
和
。

第
二
段
：
修
道
的
方

法─
 

慎
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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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9

，
謂
之
和0

。
中j

/

也
者
，
天
下
之
大
本q

也
；
和

也
者
，
天
下
之
達
道w

也
。
致
中
和e

，
天
地
位●

焉r

，
萬
物
育
焉t

。 
─

第
一
章

  　
　

本
章
提
出
修
道
的
重
要
，
並
強
調
君
子
應
﹁
慎
獨
﹂
，
努
力
達
到
﹁
中
和
﹂
的
境
界
。

語
譯  　
　

上
天
所
賦
予
人
的
本
性
叫
做
﹁
性
﹂
，
依
循
人
的
本
性
去
做
叫
做
﹁
道
﹂
，
努
力
修
養
道
德
使
人

的
本
性
都
能
實
現
，
叫
做
﹁
教
化
﹂
。
這
個
道
，
是
片
刻
都
不
可
以
背
離
的
；
如
果
可
以
背
離
，
就
不

是
真
正
的
道
了
。

因
此
君
子
即
使
在
不
被
看
見
、
不
被
聽
到
的
地
方
，
也
必
須
警
惕
謹
慎
。
沒
有
比
在
最
隱
密
、
細

微
之
處
，
更
容
易
顯
現
出
來
的
，
所
以
君
子
在
獨
處
的
時
候
更
須
謹
慎
。

喜
怒
哀
樂
等
情
緒
尚
未
產
生
時
，
叫
做
﹁
中
﹂
；
喜
怒
哀
樂
等
情
緒
表
露
時
都
能
符
合
節
度
， 

無
過
與
不
及
，
叫
做
﹁
和
﹂
。
中
，
是
一
切
事
物
的
根
本
；
和
，
是
天
下
事
物
普
遍
通
行
的
準
則
。
能

夠
完
全
達
到
﹁
中
﹂
與
﹁
和
﹂
的
境
界
，
天
地
便
可
安
居
正
位
，
萬
物
便
可
生
生
不
息
了
。

0

：
和
諧
。

q

：
大
根
本
，
表
示
一
切
事
物
都
由

此
產
生
。

補
注 

指
天
命
之
性
。

w

道
：
普
遍
通
行
的
準
則
。

e

：
達
到
﹁
中
﹂
與
﹁
和
﹂
的
境

界
。
致
，
到
達
。

r

：
天
地
安
居
其
位
。
位
，
此

作
動
詞
。

t

：
萬
物
生
生
不
息
。

轉
品

︵
名→

動
︶

︵
事
例
舉
隅
請
見

P 庸- 6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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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命
之
謂
性
，
率
性
之
謂
道
，
修
道
之
謂
教
﹂
是
中
庸
全
書
的
綱
領
。
人
的
本
性
乃
來
自
天
命
，

唯
有
努
力
修
道
，
才
能
保
持
、
甚
至
發
揚
人
的
本
性
。

本
章
強
調
君
子
﹁
慎
獨
﹂
，
如
果
在
人
所
不
知
、
不
見
、
不
聞
處
，
都
能
警
惕
自
我
，
不
背
離
正

道
，
當
走
進
人
群
時
，
自
然
便
能
仰
不
愧
天
、
俯
不
怍

j
4

人
。

道
德
修
養
，
全
操
之
在
己
，
只
要
七
情
六
慾
表
現
合
宜
，
自
然
能
與
他
人
和
睦
相
處
，
擁
有
快
樂

的
人
生
。

1

：
共
同
遵
守
的
德
性
。

2

行

：
用
來
實
踐
︵
達
道
︶
的 

方
法
有
三
種
。
所
以
，
用
來
。

3

：
兄
弟
。

4
4

：
通
﹁
智
﹂
。

5

行

：
在
實
踐
時
，
都
是
一
致
的
。

補
注 

朱 

注
：
﹁
一
則
誠
而
已
矣
。
達
道
雖

人
所
共
由
，
然
無
是
三
德
，
則
無
以
行
之
；

達
德
雖
人
所
同
得
，
然
一
有
不
誠
，
則
人
欲

間
之
，
而
德
非
其
德
矣
。
程
子
曰
：
﹃
所
謂

誠
者
，
止
是
誠
實
此
三
者
。
三
者
之
外
，
更

別
無
誠
。
﹄
﹂

@

五
達
道
三
達
德1

q
 

天
下
之
達
道
五
，
所
以
行
之
者
三2

。
曰
：
君

臣
也
、
父
子
也
、
夫
婦
也
、
昆
弟3

也
、
朋
友
之
交 

也─

五
者
，
天
下
之
達
道
也
；
知

4
、

4

仁
、
勇─

 

三
者
，
天
下
之
達
德
也
。
所
以
行
之
者
，
一
也5

。

︵
總
綱
要
領
︶

︵
比
喻
行
事
光
明
正
大
，
問
心
無
愧
︶

︵
泛
指
人
的
各
種
感
情
和
慾
望
︶

相
關
言
例

1
 

父
子
有
親
，
君
臣
有

義
，
夫
婦
有
別
，
長
幼

有
序
，
朋
友
有
信
。

 

︵
孟
子 

滕
文
公
上
︶

2
 

賢
賢
易
色
，
事
父
母

能
竭
其
力
，
事
君
能

致
其
身
，
與
朋
友
交
，

言
而
有
信
。

 

︵
論
語 

學
而
︶

3
 

君
子
道
者
三
，
我
無

能
焉
：
﹁
仁
者
不
憂
，

智
者
不
惑
，
勇
者
不

懼
。
﹂ 

︵
論
語 

憲
問
︶

︵ 

朱 

注
：
﹁
達
道
者
，
天
下
古
今
所
共
由
之
路
，
即
書

所
謂
五
典
，
孟
子
所
謂
﹃
父
子
有
親
，
君
臣
有
義
，

夫
婦
有
別
，
長
幼
有
序
，
朋
友
有
信
﹄
是
也
。
﹂
︶

                                         •                                             •                                           •                                                  •

段
旨
說
明
五
達
道
、
三

達
德
為
何
。

第
一
段
：
說
明
五
達

道
、
三
達
德
內
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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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或
生
而
知
之
，
或
學
而
知
之
，
或
困
而
知

之
，
及
其
知
之
，
一
也6

。
或
安
而
行
之7

，
或
利
而

行
之8
，
或
勉
強
而
行
之
，
及
其
成
功
，
一
也
。

e
 

子
曰
：
﹁
好
學
近
乎
知

4

，
力
行
近
乎
仁
，
知

恥
近
乎
勇
。
知
斯
三
者
，
則
知
所

●

●

以●9

修
身

●

●

；
知
所

●

●

以
修
身

●

●

●

，
則
知
所
以
治
人

●

●

●

●

●

；
知
所
以
治
人

●

●

●

●

●

，
則
知

所
以
治
天
下
國
家
矣
。
﹂    ─

節
錄
第
二
十
章

6
 

：
等
到
明
白
正
道
時
， 

都
是
一
樣
的
。

7

行

：
自
然
而
然
的
實
踐
正
道
。

8

行

：
覺
得
有
利
益
時
才
實
踐
正

道
。

9

：
如
何
。

排
比
、
類
疊

排
比
、
類
疊

排
比
、
類
疊
、
層
遞

排
比
、
類
疊

頂
真

頂
真

相
關
言
例

． 

孔
子
曰 

：
﹁
生
而
知

之
者
，
上
也
；
學
而
知

之
者
，
次
也
；
困
而

學
之
，
又
其
次
也
；
困

而
不
學
，
民
斯
為
下 

矣 

！
﹂ 

︵
論
語 

季
氏
︶

︵
事
例
舉
隅
請
見

P 庸- 7
︶

  •                                             •                                                                                •                                             •                                            •                                           •

第
二
段
：
說
明
﹁
知
﹂

與
﹁
行
﹂
的
過
程
與
途

徑
雖
不
同
，
但
若
有

心
去
做
，
最
終
都
是

一
樣
的
。

第
三
段
：
說
明
由
修

身
進
而
學
會
治
人
、
治

天
下
國
家
的
歷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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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章
說
明
修
身
之
道
在
於
實
踐
五
達
道
、
三
達
德
，
知
修
身
之
道
後
，
才
知
治
人
之
道
，
最
終
可

知
治
天
下
國
家
之
道
。

語
譯  　
　

天
下
有
五
種
共
同
遵
行
的
準
則
，
為
了
實
踐
這
五
種
準
則
必
須
仰
賴
三
種
德
性
。
君
臣
之
道
、
父

子
之
道
、
夫
婦
之
道
、
兄
弟
之
道
、
朋
友
交
往
之
道

｜
這
五
種
準
則
是
天
下
共
同
的
道
理
；
而
智
、

仁
、
勇

｜
則
是
天
下
人
們
所
共
同
遵
守
的
三
種
德
性
。
而
用
來
實
踐
時
，
其
實
都
是
一
致
的
。

有
人
天
生
就
可
以
明
白
正
道
，
有
人
則
須
經
過
學
習
後
才
明
白
正
道
，
也
有
人
要
經
過
困
苦
努
力

學
習
後
才
能
明
白
正
道
；
等
到
明
白
正
道
時
，
其
實
都
是
一
樣
的
。
有
人
能
夠
自
然
而
然
的
主
動
實
踐

正
道
，
有
人
覺
得
正
道
對
他
有
利
才
去
做
，
也
有
人
必
須
非
常
努
力
才
能
實
踐
正
道
；
可
是
等
到
成
功

時
，
其
實
也
都
是
一
樣
的
。

孔
子
說
：
﹁
好
學
的
人
接
近
﹃
智
﹄
，
努
力
實
踐
的
人
接
近
﹃
仁
﹄
，
知
道
羞
恥
的
人
接
近

﹃
勇
﹄
。
明
白
這
三
點
，
就
能
明
白
如
何
修
養
自
己
的
德
性
；
明
白
如
何
修
養
自
己
的
德
性
，
就
能
明

白
如
何
治
理
他
人
；
明
白
如
何
治
理
他
人
，
就
能
夠
明
白
如
何
治
理
天
下
國
家
了
。
﹂

   　
　

本
章
從
日
常
生
活
的
德
性
：
智
、
仁
、
勇
三
達
德
，
推
衍
到
五
達
道
。
五
達
道
其
實
就
是
孟
子
所

說
的
五
倫
：
君
臣
有
義
、
父
子
有
親
、
夫
婦
有
別
、
長
幼
有
序
、
朋
友
有
信
，
由
此
澈
底
落
實
各
種
合

宜
的
人
際
關
係
，
進
而
得
以
實
踐
正
道
。

由
於
每
個
人
的
秉
性
、
資
質
、
環
境
背
景
各
不
相
同
，
因
此
在
實
踐
三
達
德
、
五
達
道
時
，
不 

免
有
所
差
異
，
但
是
追
求
道
的
目
的
則
是
相
同
的
。
好
學
之
人
、
力
行
之
人
、
知
恥
之
人
比
較
接
近

﹁
智
、
仁
、
勇
﹂
的
德
性
，
秉
持
﹁
智
、
仁
、
勇
﹂
以
修
身
，
便
可
進
一
步
學
會
治
人
以
及
治
天
下
國 

家
。

︵
推
論
、
延
伸
︶

︵
天
賦
的
性
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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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
者
自
成1

︵
請
見

P 庸- 8
︶

誠
者
，
自
成
也
；
而
道
，
自
道2

也
。
誠

者
，
物
之
終
始3

；
不
誠
，
無
物4

。
是
故
君
子
誠

之
為
貴5

。
誠
者
，
非
自
成
己6

而
已
也
，
所
以

成
物7

也
。
成
己
，
仁
也
；
成
物
，
知

4

也
。
性

之
德
也
，
合
外
內
之
道8

也
，
故
時
措
之
宜9

也
。                                  

 
─

第
二
十
五
章

1

：
成
就
自
己
完
善
的
人
格
。

2

道
：
引
導
自
己
走
向
當
行
的
路
。
道
，

通
﹁
導
﹂
。

3

：
誠
，
是
一
切
事
物
的
開

始
和
結
束
。

4

：
欠
缺
誠
，
事
物
便
無
法
存
在
。

5

子

：
君
子
以
能
做
到
誠
為
可

貴
。
誠
，
此
作
動
詞
。

6

：
使
自
己
的
人
格
更
加
完
善
。

7

：
使
一
切
人
、
事
、
物
更
加
完
善
。

8

道
：
誠
是
結
合
﹁
外
以
成
物
、

內
以
成
己
﹂
的
一
種
德
性
。

9

：
任
何
時
候
施
行
都
能
合
宜
。

措
，
施
行
。

類
疊

相
關
言
例

1
 

夫
誠
者
，
君
子
之
所

守
，
而
政
事
之
本
也
。

 

︵
荀
子 

不
苟
︶

2
 

萬
物
皆
備
於
我
矣
。

反
身
而
誠
，
樂
莫
大

焉
。
強
恕
而
行
，
求

仁
莫
近
焉
。
︵
譯
：
天

下
萬
物
的
道
理
，
都

具
備
在
自
己
的
本
性

中
。
只
要
反
躬
自
省
，

一
切
都
真
誠
確
實
，

就
是
最
大
的
快
樂
。

勉
力
的
以
恕
道
去
實

踐
，
就
是
求
仁
最
直

接
的
道
路
。
︶

 

︵
孟
子 

盡
心
上
︶

︵
事
例
舉
隅
請
見

P 116
︶

︵
指
一
切
事
物
︶

︵
停
止
︶

︵
通
﹁
智
﹂
︶

︵ 

仁
與
智
都
是
人

天
生
的
德
性
︶

︵
外
，
指
﹁
成
物
﹂
；
內
，
指
﹁
成
己
﹂
︶

︵ 

用
來
， 

表
目
的
︶

  •                                             •                                                                                 •                                            •                                            •                                           •

段
旨
：
說
明
﹁
誠
﹂
與

人
的
關
係
，
能
﹁
誠
﹂

才
能
成
己
、
成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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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例
舉
隅

．
君
子
誠
之
為
貴

宋
朝 

劉
安
世
是
司
馬
光
的
學
生
，
有
一
天
，
他
請
教
司
馬
光
是
否
有
一
個
字
可
以
當
做
終
身
奉
行
的
準
則
呢
？
司

馬
光
說
：
﹁
這
個
字
大
概
就
是
﹃
誠
﹄
吧
！
我
平
生
盡
心
竭
力
做
到
真
誠
，
沒
有
一
刻
離
開
過
誠
字
。
因
此
不
管
在
朝

廷
或
是
一
個
人
獨
處
，
我
都
無
愧
於
心
。
﹂
劉
安
世
又
問
：
﹁
如
果
要
實
踐
誠
，
可
以
先
從
哪
裡
開
始
呢
？
﹂
司
馬
光

回
答
：
﹁
從
不
說
荒
誕
不
可
信
的
話
開
始
。
﹂
從
此
，
劉
安
世
便
對
﹁
誠
﹂
這
個
字
拳
拳
服
膺
，
終
身
奉
行
。
劉
安
世

身
為
諫
官
，
在
朝
中
端
莊
嚴
肅
，
知
無
不
言
，
言
無
不
盡
，
多
次
論
述
﹁
分
辨
是
非
邪
正
是
為
政
首
要
，
任
用
賢
臣
、

黜
退
小
人
是
當
務
之
急
﹂
。
當
他
上
疏
時
，
義
正
嚴
詞
，
每
遇
天
子
大
發
雷
霆
，
他
便
手
執
朝
笏

c
4j

後
退
站
立
，
等
天
子

顏
色
稍
微
溫
和
之
後
，
他
又
上
前
爭
論
。
或
向
前
、
或
後
退
，
這
樣
來
來
往
往
四
、
五
次
，
在
殿
上
旁
觀
的
人
都
嚇
得

渾
身
冒
出
冷
汗
，
他
依
然
毫
不
退
縮
，
所
以
有
人
稱
他
為
﹁
殿
上
虎
﹂
。

 　
　

本
章
說
明
﹁
誠
﹂
是
一
切
人
、
事
、
物
的
根
本
，
強
調
能
誠
才
可
以
﹁
成
己
﹂
、
﹁
成
物
﹂
。

語
譯 　
　

誠
，
是
成
就
自
己
完
善
的
人
格
；
道
，
是
引
導
自
己
走
向
當
行
的
路
。
誠
，
是
一
切
事
物
的
開
始

和
結
束
；
如
果
欠
缺
誠
，
事
物
便
無
法
存
在
。
所
以
君
子
以
能
做
到
誠
為
可
貴
。
誠
，
不
只
使
自
己
的

人
格
更
加
完
善
，
還
能
用
來
使
一
切
人
、
事
、
物
更
加
完
善
。
使
自
己
的
人
格
更
加
完
善
，
就
是
仁
；

使
一
切
人
、
事
、
物
更
加
完
善
，
就
是
智
。
﹁
誠
﹂
是
結
合
﹁
外
以
成
物
、
內
以
成
己
﹂
的
一
種
德

性
，
所
以
在
任
何
時
候
施
行
都
能
合
宜
。

 　
　

﹁
誠
﹂
就
是
真
誠
，
也
意
謂
著
真
實
。
當
一
個
人
能
真
誠
實
在
的
面
對
自
己
，
才
能
夠
誠
懇
的
對 

待
他
人
。
﹁
誠
﹂
是
內
在
的
本
性
，
﹁
誠
之
﹂
則
是
道
德
修
養
的
工
夫
。
然
而
，
誠
者
不
僅
要
成
就
自 

我
的
價
值
，
在
﹁
成
己
﹂
之
餘
，
更
要
﹁
成
物
﹂─

推
及
自
然
萬
物
，
成
就
萬
事
萬
物
的
價
值
。
中 

庸
所
言
的
﹁
成
己
﹂
、
﹁
成
物
﹂
，
其
實
一
如
孔
子
所
說
﹁
己
欲
立
而
立
人
，
己
欲
達
而
達
人
﹂
的
道 

德
理
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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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中
庸
首
章
強
調
﹁
君
子
慎
其
獨
﹂
的
原
因
是
什
麼
？
請
以
生
活
經
驗
舉
例
說
明
。

二
、
中
庸
所
謂
﹁
五
達
道
﹂
是
指
哪
些
？
﹁
五
達
道
﹂
有
何
重
要
性
？

三
、
日
常
生
活
中
，
你
曾
經
如
何
以
﹁
誠
﹂
待
人
處
事
或
化
解
衝
突
？
試
舉
例
說
明
。

一
、
單
一
選
擇
題
：

︵ 
A
 

︶1
 

下
列
各
組
﹁　

﹂
內
的
字
，
何
者
讀
音
兩
兩
相
同
？　

A

須
﹁
臾

6

﹂
片
刻╲
體
態
豐
﹁
腴

6

﹂　
　
　
　

B

親
眼
目
﹁
睹3j

﹂╲

﹁
赭3

﹂
色
磚
牆

C

莫
﹁
見

u
40

﹂
乎
隱╲
﹁
蜆

u
30

﹂
蚌
海
產　
　
　
　

D

發
而
皆
﹁
中

j
4/

﹂
節╲

憂
心
﹁
忡

j
/

﹂
忡

︵ 
D
 

︶2
 

下
列
有
關
中
庸
文
句
的
說
明
，
何
者
正
確
？

A

﹁
安
而
行
之
﹂ 

意
謂
實
踐
正
道
時
，
須
注
意
先
後
安
排
的
次
序

B

﹁
成
物
，
知
也
﹂
意
謂
有
智
慧
的
君
子
，
可
以
成
就
偉
大
的
夢
想

C

﹁
誠
者
，
自
成
也
﹂
意
謂
君
子
努
力
不
懈
，
就
可
以
讓
自
己
成
就
功
名
利
祿　

D

﹁
致
中
和
，
天
地
位
焉
﹂
意
謂
能
夠
完
全
推
展
擴
大
中
和
的
功
用
，
天
地
便
可
安
居
正
位

用
練
習

應

自
然
而
然
的
實
踐
正
道

使
一
切
人
、
事
、
物
更
加
完
善
，
就
是
智

﹁
誠
﹂
就
是
成
就
自
己
完
善
的
人
格

︵
一

∼

三
參
考
解
答
請
見

P 庸- 5
︶

題
討
論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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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3
 

﹁
君
子
慎
其
獨
也
﹂
意
謂
：

A

君
子
夜
晚
獨
行
時
，
要
注
意
安
全

B

君
子
獨
處
時
，
要
提
防
身
邊
的
異
狀

C

君
子
個
性
謹
慎
，
行
事
喜
歡
獨
立
自
主

D

君
子
獨
處
時
，
行
為
仍
然
謹
慎
不
苟
且

︵ 
C
 

︶4
 

下
列
成
語
，
何
組
前
後
意
義
不
同
？　

A

中
庸
之
道╲

不
偏
不
倚　
　
　
　
　
　
　
　
　

B

戒
慎
恐
懼╲

如
臨
深
淵

C

君
子
慎
獨╲

獨
善
其
身　
　
　
　
　
　
　
　
　

D

學
而
不
厭╲

好
學
不
倦

︵ 
C
 

︶5
 

﹁
君
子
戒
慎
乎
其
所
不
睹
，
恐
懼
乎
其
所
不
聞
。
﹂
這
句
話
說
明
君
子
應
有
怎
樣
的
修
為
？　

A

增
廣
見
聞
，
博
學
多
問　
　
　
　
　
　
　
　
　

B

眼
見
為
憑
，
耳
聽
為
真

C

修
養
省
察
，
慎
於
獨
處　
　
　
　
　
　
　
　
　

D

大
膽
假
設
，
小
心
求
證

︵ 
D
 

︶6
 

﹁
成
己
，
仁
也
；
成
物
，
知
也
。
性
之
德
也
，
合
外
內
之
道
也
。
﹂
句
中
﹁
外
﹂
、
﹁
內
﹂
意
謂
：

A

對
外
廣
結
善
緣
、
對
內
修
身
養
性　
　
　
　
　

B

外
表
剛
毅
堅
強
、
內
在
溫
和
柔
弱

C

外
有
連
年
邊
患
、
內
有
天
災
人
禍　
　
　
　
　

D

對
外
成
就
萬
物
、
對
內
成
就
自
己

︵ 
D
 

︶7
 

下
列
關
於
﹁
中
庸
﹂
的
敘
述
，
何
者
錯
誤
？

A

﹁
中
﹂
意
謂
中
和
、
不
偏
、
無
過
與
不
及

B

﹁
庸
﹂
意
謂
用
、
恆
常
、
平
常

C

﹁
中
庸
﹂
意
謂
執
中
、
用
中

D

中
庸
在
政
治
方
面
強
調
無
為
而
治

君
子
獨
處
時
，
一
定
要
小
心
謹
慎
自
己
的
行
為

只
顧
自
己
的
修
養
，
無
法
兼
及
他
人

指
勤
奮
好
學
，
對
學
問
沒
有
感
到
滿
足
的
時
候

中
庸
旨
在
論
述
為
人
處
世
的
普
遍
原
則
，
不
要
太
過
也
不
可
不
及
，
恰
到
好
處
就
是
所
謂
的
中
庸
之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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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8
 

下
列
有
關
﹁
四
書
﹂
的
敘
述
，
何
者
錯
誤
？　

A

大
學
、
中
庸
原
屬
於
禮
記
的
章
節

B

是
儒
家
的
經
典
書
籍
，
四
庫
全
書
列
為
經
部

C

又
稱
﹁
四
子
書
﹂
，
指
論
語
、
孟
子
、
大
學
、
中
庸

D

宋
以
後
，
科
舉
取
士
概
以
朱
熹
的
四
書
章
句
集
注
為
範
圍

二
、
進
階
練
習
：

閱
讀
以
下
短
文
，
試
依
前
後
文
意
判
斷
括
號
中
最
恰
當
填
入
的
中
庸
名
句
。

參
考
選
項
：

A

或
困
而
知
之　
　
　
　
　
　
　
　
　
　

B

知
恥
近
乎
勇

C

誠
者
，
自
成
也　
　
　
　
　
　
　
　
　

D

君
子
慎
其
獨
也　

 E

知
所
以
修
身
，
則
知
所
以
治
人　

當
代
社
會
大
眾
普
遍
過
度
崇
尚
物
質
，
有
些
人
為
了
追
求
奢
華
的
享
受
，
甚
至
鋌

1

而
走
險
，
出

賣
自
己
的
良
心
，
以
不
正
當
的
手
段
巧

2

取
豪
奪
，
以
為
只
要
在
無
人
看
見
的
角
落
，
應
該
不
會
東

3

窗
事

發
。
中
庸
說
：
﹁
︵ 

D
 

︶
﹂
，
一
個
人
獨
處
時
，
尤
須
謹
言
慎
行
，
勿
做
出
違
背
良
心
之
事
。
俗
話

說
：
﹁
知
過
能
改
，
善
莫
大
焉
。
﹂
中
庸
也
說
：
﹁
︵ 

B
 

︶
﹂
，
而
真
心
誠
意
改
過
的
主
要
關
鍵
，

就
在
一
個
﹁
誠
﹂
字
。
中
庸
認
為
﹁
誠
﹂
是
完
成
自
己
人
格
的
根
本
，
故
曰
：
﹁ 

︵ 
C

 

︶ 

﹂
，
由

此
可
知
：
為
人
處
事
只
要
秉
持
誠
心
誠
意
，
就
能
擁
有
一
個
快
樂
而
無
悔
的
人
生
。

元

1
 

鋌
而
走
險
︰
在
窮
途

末
路
或
受
逼
迫
時
採

取
冒
險
行
動
或
不
正

當
的
行
為
。

2
 

巧
取
豪
奪
︰
用
巧
妙

的
手
段
騙
取
，
或
倚

仗
權
勢
強
行
奪
取
。

多
用
以
形
容
不
擇
手

段
的
奪
取
權
、
財
。

3
 

東
窗
事
發
︰
傳
說
秦

檜
與
妻
王
氏
在
東
窗

下
密
謀
陷
害
岳
飛
。

秦
檜
死
後
受
譴
責
，

於
冥
司
託
人
告
訴
王

氏
說
，
東
窗
下
的
密

謀
已
經
暴
露
了
。
見

明 

田
汝
成 

西
湖
遊
覽

志
餘
。
後
以
此
比
喻

陰
謀
敗
露
，
將
被
懲

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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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 5

︵
問
題
討
論
參
考
解
答
︶

一
、 

獨
處
時
，
有
些
人
會
以
為
無
人
知
曉
而
大
膽
放
肆
，
為
所
欲
為
。
然
而
，
有
良
知
的
君
子
，
獨
處
時
反
而
更
能
隨
時
檢
視

自
我
，
於
是
面
對
眾
人
時
，
自
然
更
是
一
位
坦
蕩
蕩
、
言
行
合
一
的
人
。
例
如
在
四
下
無
人
時
，
撿
到
他
人
的
財
物
，
應

能
體
會
失
主
的
焦
急
，
迅
速
物
歸
原
主
；
又
如
早
自
習
考
試
時
，
即
使
老
師
不
在
場
，
也
不
會
作
弊
。

二
、 

﹁
五
達
道
﹂
是
指
：
君
臣
、
父
子
、
夫
婦
、
昆
弟
、
朋
友
等
五
種
人
倫
關
係
。
這
五
種
人
際
關
係
是
每
個
人
一
生
中
都
必
須
面
對

的
課
題
，
擁
有
和
諧
的
人
際
關
係
，
自
然
擁
有
和
諧
的
人
生
，
進
而
達
到
世
界
太
平
和
諧
的
理
想
境
界
。

三
、 
現
代
社
會
人
際
互
動
頻
繁
，
往
來
相
處
亦
免
不
了
發
生
糾
紛
或
是
衝
突
，
此
時
當
事
者
應
秉
持
﹁
真
誠
﹂
的
態
度
，
告
知
對

方
自
己
的
立
場
並
且
表
示
願
意
誠
心
解
決
問
題
的
善
意
，
問
題
應
可
迎
刃
而
解
。
記
得
有
一
次
我
在
走
廊
和
同
學
嬉
戲
，
不

小
心
把
同
學
的
手
機
摔
壞
了
，
同
學
當
場
十
分
生
氣
，
氣
氛
十
分
火
爆
，
衝
突
一
觸
即
發
。
當
下
我
立
刻
向
他
道
歉
，
說
明

我
不
是
故
意
的
，
請
他
諒
解
。
並
且
將
我
的
手
機
借
給
他
使
用
，
以
及
告
知
我
願
意
馬
上
將
他
的
手
機
送
修
，
修
好
後
盡
快

歸
還
，
這
段
期
間
請
他
使
用
我
的
手
機
。
同
學
看
我
一
臉
歉
意
，
又
有
誠
意
解
決
問
題
，
不
但
怒
氣
全
消
，
並
且
同
意
我
的

處
理
方
式
，
因
此
避
免
了
一
場
可
能
發
生
的
衝
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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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命
之
謂
性─

注
釋
延
伸
補
充
︵
配
合

P 110
︶

1

不
可
須
臾
離
也

1
 

朱 

注
：
﹁
道
者
，
日
用
事
物
當
行
之
理
，
皆
性
之
德
而
具
於

心
，
無
物
不
有
，
無
時
不
然
，
所
以
不
可
須
臾
離
也
。
若
其
可

離
，
則
為
外
物
而
非
道
矣
。
是
以
君
子
之
心
常
存
敬
畏
，
雖
不
見

聞
，
亦
不
敢
忽
，
所
以
存
天
理
之
本
然
，
而
不
使
離
於
須
臾
之
頃

也
。
﹂ 

2
 

鄭 

注
：
﹁
道
，
猶
道
路
也
，
出
入
動
作
由
之
，
離
之
惡

j

乎
從

也
。
﹂

2

莫
見
乎
隱
，
莫
顯
乎
微

1
 

朱 

注
：
﹁
隱
，
暗
處
也
。
微
，
細
事
也
。
獨
者
，
人
所
不
知
而

己
所
獨
知
之
地
也
。
言
幽
暗
之
中
，
細
微
之
事
，
跡
雖
未
形
而
幾

則
已
動
，
人
雖
不
知
而
己
獨
知
之
，
則
是
天
下
之
事
無
有
著
見
明

顯
而
過
於
此
者
。
是
以
君
子
既
常
戒
懼
，
而
于
此
尤
加
謹
焉
，
所

以
遏
人
欲
於
將
萌
，
而
不
使
其
滋
長
於
隱
微
之
中
，
以
至
離
道
之

遠
也
。
﹂

2
 

鄭 

注
：
﹁
慎
獨
者
，
慎
其
閒
居
之
所
為
。
小
人
於
隱
者
，
動
作

言
語
自
以
為
不
見
睹
、
不
見
聞
，
則
必
肆
盡
其
情
也
。
若
有
佔

課
文

︵
覘
︶
聽
之
者
，
是
為
顯
見
，
甚
於
眾
人
之
中
為
之
。
﹂

◆

天
命
之
謂
性─

事
例
舉
隅
︵
配
合

P 110
︶

1

莫
見
乎
隱

 

東
漢 

楊
震
被
任
命
為
東
萊
太
守
，
在
他
赴
任
途
中
經
過
昌
邑

縣
時
，
巧
遇
早
年
他
薦
舉
為
秀
才
的
王
密
在
昌
邑
縣
當
縣
令
。
王
密

感
念
楊
震
當
年
的
提
攜
，
在
當
日
夜
裡
前
往
拜
訪
恩
師
，
並
從
懷
中

取
出
十
斤
黃
金
要
贈
給
楊
震
，
以
表
達
感
謝
之
意
。
但
是
楊
震
加

以
回
絕
並
說
：
﹁
我
了
解
你
是
個
人
才
，
所
以
我
才
提
拔
你
；
你

怎
麼
不 

了
解
我
的
為
人
，
想
要
用
金
子
來
賄
賂
我
呢
？
﹂
王
密
回

答
說
：
﹁
夜
深
人
靜
了
，
沒
有
人
會
知
道
我
送
金
子
給
您
。
﹂
楊
震

說
：
﹁
天
知
，
神
知
，
我
知
，
你
知
，
怎
麼
可
以
說
沒
有
人
知
道

呢
？
﹂
於
是
王
密
很
慚
愧
的
離
開
了
。 

︵
後
漢
書 

楊
震
列
傳
︶

2

慎
獨 

春
秋
時
代
，
魯
國
有
一
男
子
鰥
居
，
而
隔
壁
住
著
一
名
寡
婦
。

一
天
晚
上
，
暴
風
雨
打
壞
了
寡
婦
的
房
子
，
她
請
求
這
位
鄰
居
暫
且

收
容
她
避
一
下
風
雨
，
但
這
位
男
子
堅
決
不
肯
收
留
這
位
寡
婦
。
可

憐
的
寡
婦
抱
怨
鄰
居
太
過
無
情
：
﹁
你
為
什
麼
這
麼
沒
有
同
情
心
？

為
什
麼
不
讓
我
進
去
呢
？
﹂
這
名
男
子
說
：
﹁
我
聽
說
男
女
不
過
六

十
歲
不
可
同
居
一
室
；
現
在
我
們
都
太
年
輕
，
所
以
我
不
敢
收
留

妳
。
﹂
寡
婦
回
答
說
：
﹁
那
你
為
什
麼
不
學
習
柳
下
惠
？
他
也
曾
收

課 

文 

天
命
之
謂
性─

注
釋
延
伸
補
充‧

事
例
舉
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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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年
輕
女
子
，
但
是
卻
能
坐
懷
不
亂
呢
！
﹂
男
子
回
答
：
﹁
我
的
確

不
如
柳
下
惠
，
所
以
我
必
須
拒
絕
收
留
妳
，
來
學
習
柳
下
惠
坐
懷
不

亂
的
行
為
。
﹂ 

︵
孔
子
家
語 

好
生
篇
︶

◆

五
達
道
三
達
德─

 

事
例
舉
隅
︵
配
合

P 112
︶

1
 

﹁
心
六
倫
﹂
的
主
體
與
價
值

 

古
時
儒
家
所
講
的
五
倫
，
是
指
君
臣
、
父
子
、
夫
婦
、
兄
弟
、

朋
友
。
在
舊
社
會
中
似
已
夠
用
，
但
到
現
代
社
會
中
的
人
際
關
係
，

五
倫
的
涵
蓋
面
已
經
不
夠
，
所
以
法
鼓
山
推
動
的
﹁
心
倫
理
﹂
運

動
，
包
括
﹁
家
庭
倫
理
﹂
、
﹁
生
活
倫
理
﹂
、
﹁
校
園
倫
理
﹂
、

﹁
自
然
倫
理
﹂
、
﹁
職
場
倫
理
﹂
和
﹁
族
群
倫
理
﹂
等
六
倫
。
而
我

們
每
一
個
人
在
這
﹁
六
倫
﹂
的
數
倫
之
中
，
扮
演
不
只
一
種
而
是
多

元
的
角
色
。
不
論
我
們
扮
演
什
麼
角
色
，
都
應
該
要
有
正
確
的
觀

念
：
我
們
是
為
了
守
分
盡
責
做
奉
獻
，
而
不
是
為
了
爭
取
；
在
自
求

自
利
的
同
時
，
要
尊
重
關
心
他
人
。
所
以
，
一
味
的
貪
求
爭
取
不
是

倫
理
，
服
務
奉
獻
才
是
倫
理
的
價
值
。

按

﹁
心
六
倫
﹂
運
動
的
目
的
：

 

法
鼓
山
提
倡
﹁
心
六
倫
﹂
運
動
，
最
主
要
的
目
的
有
二
：
﹁
提

升
人
的
品
質
，
建
設
人
間
淨
土
﹂
。
希
望
藉
由
這
六
種
範
疇
的
倫

理
，
來
幫
助
臺
灣
社
會
與
人
心
能
夠
淨
化
、
平
安
、
快
樂
、
健
康
。

 

唯
有
提
升
人
的
品
質
，
才
能
建
設
人
間
淨
土
。
而
人
間
社
會
的

淨
化
，
需
要
我
們
每
一
個
人
從
觀
念
、
想
法
的
轉
變
做
起
。
現
在
一

般
人
都
是
想
著
競
爭
，
雖
然
競
爭
不
是
壞
事
，
但
站
在
﹁
六
倫
﹂
的

立
場
，
每
一
個
競
爭
者
，
除
了
要
考
量
自
己
有
飯
吃
、
生
活
平
安
、

有
未
來
，
也
要
想
到
讓
競
爭
對
手
也
有
路
走
，
也
有
飯
吃
，
也
能
安

定
的
生
活
。
更
要
考
慮
勿
把
競
爭
的
舞
臺
弄
塌
了
，
這
才
是
倫
理
。

如
果
只
想
到
競
爭
，
而
不
管
他
人
及
後
人
的
生
存
空
間
，
這
就
有
失

倫
理
，
沒
有
道
德
。

 

倫
理
是
一
種
仁
慈
，
是
一
種
菩
薩
的
悲
心
，
在
自
利
的
要
求
之

餘
，
必
須
要
利
他
；
唯
有
利
他
的
自
利
，
才
是
最
有
保
障
的
。
如
果

只
想
到
自
利
，
而
不
考
慮
利
他
，
則
自
己
享
有
的
利
益
也
不
會
安

穩
，
因
為
其
他
的
人
會
來
覬
覦
、
會
來
爭
奪
。

 

︵
資
料
來
源
：
法
鼓
山
網
站 http://goo.gl/E9kA

gJ

︶

2

正
名 

孔
子
認
為
社
會
的
紛
亂
，
主
要
的
原
因
就
是
個
人
沒
有
守
好
自

己
的
本
分
；
如
君
不
君
，
臣
不
臣
，
父
不
父
，
子
不
子
。
這
﹁
名
不

正
﹂
也
就
是
社
會
動
亂
的
根
源
。
﹁
名
不
正
，
則
言
不
順
；
言
不

順
，
則
事
不
成
；
事
不
成
，
則
禮
樂
不
興
；
禮
樂
不
興
，
則
刑
罰
不

中
；
刑
罰
不
中
，
則
民
無
所
措
手
足
。
﹂
︵
論
語 

子
路
︶
所
謂
正

名
也
就
是
各
人
守
好
自
己
的
本
分
，
社
會
自
然
能
夠
井
然
有
序
。

課 

文 

五
達
道
三
達
德─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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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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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
者
自
成─

注
釋
延
伸
補
充
︵
配
合

P 115
︶

1
 

誠
者
，
物
之
終
始
；
不
誠
，
無
物
。
是
故
君
子
誠
之
為
貴

1
 

朱 

注
：
﹁
天
下
之
物
，
皆
實
理
之
所
為
，
故
必
得
是
理
，
然
後
有
是

物
。
所
得
之
理
既
盡
，
則
是
物
亦
盡
而
無
有
矣
。
故
人
之
心
一
有
不

實
，
則
雖
有
所
為
亦
如
無
有
，
而
君
子
必
以
誠
為
貴
也
。
﹂

2
 

鄭 

注
：
﹁
物
，
萬
物
也
，
亦
事
也
。
大
人
無
誠
，
萬
物
不
生
。
小

人
無
誠
，
則
事
不
成
。
是
故
，
君
子
誠
之
為
貴
。
﹂

2
 

誠
者
，
非
自
成
己
而
已
也
，
所
以
成
物
也
。
成
己
，
仁
也
；
成
物
，

知
也
。
性
之
德
也
，
合
外
內
之
道
也

鄭 

注
：
﹁
以
至
誠
成
己
，
則
仁
道
立
，
以
至
誠
成
物
，
則
知
彌

博
，
此
五
性
之
所
以
為
德
也
。
外
內
所
須
而
合
也
，
外
內
猶
上
下
。
﹂

◆

歷
屆
試
題
精
選

1
 

下
列
短
文
有
三
個
空
格
，
請
自
各
題
參
考
選
項
中
選
出
最
適
當
的
答

案
。

︹
91
學
測
︺

古
人
對
於
女
性
的
態
度
，
有
許
多
值
得
商
榷
的
地
方
。

像 
1

 

的
說
法
，
就
強
化
了
﹁
男
尊
女
卑
﹂
的
觀
念
，
將
女
性
矮
化

為
被
宰
制
的
角
色
。
正
因
如
此
，
一
旦
女
性
涉
入
原
屬
男
性
所
掌
控

的
領
域
，
便
引
起
男
性
的
不
安
，
成
語 

2
 

即
帶
有
對
女
性
﹁
竊

位
﹂
的
排
拒
。
而
在
諸
多
維
護
男
權
、
貶
抑
女
性
的
言
論
中
，
最
偏

差
者
莫
過
於
將
男
性
在
政
治
上
的
失
敗
歸
咎
於
女
性
，
例
如
﹁
商
之

興
也
以
簡
狄
，
及
其
亡
也
以
妲
己
；
周
之
興
也
以
文
母
，
及
其
亡
也

以 
3

 

﹂
的
歷
史
解
釋
，
竟
要
女
性
擔
起
傾
覆
國
家
的
罪
名
，
無
疑

是
替
男
性
昏
君
卸
責
的
託
辭
。
類
似
這
些
既
不
客
觀
、
也
不
公
平
的

看
法
，
是
我
們
今
天
必
須
揚
棄
的
。

1
 A

﹁
君
子
之
道
，
造
端
於
夫
婦
﹂　

B

﹁
夫
不
御
婦
，
則
威
儀

廢
缺
；
婦
不
事
夫
，
則
義
理
墮
闕
﹂　

C

﹁
有
萬
物
然
後
有
男

女
，
有
男
女
然
後
有
夫
婦
，
有
夫
婦
然
後
有
父
子
﹂　

D

﹁
天

子
聽
外
治
，
后
聽
內
職
。
教
順
成
俗
，
內
外
和
順
，
國
家
治

理
，
此
之
謂
盛
德
﹂

解
析   B

。A

意
謂
﹁
君
子
的
大
道
，
從
夫
婦
之
倫
起
始
﹂
，
出

自
中
庸
：
﹁
君
子
之
道
，
造
端
乎
夫
婦
；
及
其
至
也
，
察
乎

天
地
。
﹂B

出
自
後
漢
書
，
認
為
夫
要
駕
御
婦
，
婦
要
事
奉

夫
，
才
是
天
經
地
義
，
此
乃
﹁
夫
為
妻
綱
﹂
、
﹁
妻
以
夫
為

天
﹂
之
不
平
等
觀
念
，
有
矮
化
女
性
之
意
。C

出
自
周
易 

序

卦
，
意
謂
﹁
夫
婦
組
成
家
庭
，
為
人
倫
的
開
始
﹂
。D

出
自

禮
記 

昏
義
，
意
謂
﹁
天
子
夫
婦
分
主
內
外
以
教
化
臣
俗
﹂
。

2
 A

﹁
牝
雞
司
晨
﹂　

B

﹁
傾
國
傾
城
﹂　

C

﹁
陰
盛
陽
衰
﹂　

D

﹁
越
俎
代
庖
﹂

解
析   A
。A

比
喻
婦
人
專
權
。
牝
雞
，
指
母
雞
。
書
言
故
事 

婦
人

類
：
﹁
言
妻
奪
夫
權
為
牝
雞
司
晨
。
﹂B

形
容
女
子
極
為
美
麗

課 

文 

誠
者
自
成 ─

注
釋
延
伸
補
充‧

歷
屆
試
題
精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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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人
。C

陰
氣
旺
盛
，
陽
氣
衰
微
。D

比
喻
踰
越
自
己
的
職
分

而
代
人
做
事
。

3
A

貂
蟬　

B

西
施　

C

褒
姒　

D

妹
喜

 

解
析   C

。C
褒
姒
為
周
幽
王
寵
妃
，
性
不
好
笑
。
幽
王
悅
之
萬

方
不
得
。
乃
舉
烽
火
以
召
諸
侯
，
諸
侯
急
至
，
而
無
外
敵
入

寇
事
，
褒
姒
大
笑
。
幽
王
遂
數
舉
烽
火
，
以
博
褒
姒
之
笑
。

後
申
侯
與
犬
戎
攻
周
，
幽
王
又
舉
烽
火
，
諸
侯
以
為
戲
，
不

至
，
被
殺
。
古
史
因
將
亡
國
罪
名
歸
之
於
她
。D

妹
喜
為
夏

朝
時
有
施
國
獻
給
夏
朝
執
政
者
夏
桀
的
美
女
，
夏
桀
因
寵
愛

妹
喜
，
荒
於
國
政
，
終
導
致
夏
朝
滅
亡
。

說
明   

本
題
測
驗
學
生
文
學
常
識
的
能
力
。

2

閱
讀
下
文
，
回
答1

∼3

題
。

︹
10 2
統
測
︺

　
　

中
庸
精
神
，
在
動
作
和
靜
止
之
間
找
到
了
一
種
完
全
的
均

衡
，
所
以
理
想
人
物
，
應
屬
一
半
有
名
，
一
半
無
名
；
懶
惰
中

帶
用
功
，
在
用
功
中
偷
懶
；
窮
不
至
於
窮
到
付
不
出
房
租
，
富

也
不
至
於
富
到
可
以
完
全
不
做
工
，
或
是
可
以
稱
心
如
意
地
資

助
朋
友
。
錦
琴
也
會
彈
彈
，
可
是
不
十
分
高
明
，
祇
可
彈
給
知

己
的
朋
友
聽
聽
，
而
最
大
的
用
處
還
是
給
自
己
消
遣
；
古
玩
也

收
藏
一
點
，
可
是
祇
夠
擺
滿
屋
裡
的
壁
爐
架
；
書
也
讀
讀
，
可

是
不
很
用
功
；
學
識
頗
廣
博
，
可
是
不
成
為
任
何
專
家
；
文
章

也
寫
寫
，
可
是
寄
泰
晤
士
報
的
稿
件
一
半
被
錄
有
一
半
退
回

─

總
而
言
之
，
我
相
信
這
種
中
等
階
級
生
活
，
是
中
國
人
所

發
現
最
健
全
的
理
想
生
活
。
因
為
人
類
是
生
於
真
實
的
世
界
和

虛
幻
的
天
堂
之
間
，
所
以
我
相
信
這
種
理
論
在
一
個
抱
前
瞻
觀

念
的
西
洋
人
看
來
，
一
瞬
間
也
許
很
不
滿
意
，
但
這
總
是
最
優

越
的
哲
學
，
因
為
這
種
哲
學
是
最
近
人
情
的
。
總
而
言
之
，
半

個
林
白
比
一
個
整
的
林
白
更
好
，
因
為
半
個
能
比
較
快
樂
。
如

果
林
白
祇
飛
了
大
西
洋
的
半
程
，
我
相
信
他
一
定
會
更
快
樂
。

我
們
承
認
世
間
非
有
幾
個
超
人─

改
變
歷
史
進
化
的
探
險

家
、
征
服
者
、
大
發
明
家
、
大
總
統
、
英
雄─

不
可
，
但
是

最
快
樂
的
人
還
是
那
個
中
等
階
級
者
，
所
賺
的
錢
足
以
維
持
獨

立
的
生
活
，
曾
替
人
群
做
過
一
點
點
事
情
，
可
是
不
多
；
在
社

會
上
稍
具
名
譽
，
可
是
不
太
顯
著
。
祇
有
在
這
種
環
境
之
下
，

名
字
半
隱
半
顯
，
經
濟
適
度
寬
裕
，
生
活
逍
遙
自
在
，
而
不
完

全
無
憂
無
慮
的
那
個
時
候
，
人
類
的
精
神
才
是
最
為
快
樂
的
，

才
是
最
成
功
的
。
我
們
必
須
在
這
塵
世
上
活
下
去
，
所
以
我
們

須
把
哲
學
由
天
堂
帶
到
地
上
來
。 

︵
摘
自
林
語
堂 

中
庸
哲
學
︶

︵
注
：
林
白
：
美
國
史
上
第
一
位
飛
越
大
西
洋
的
飛
行
員
。
︶

1
 

依
文
中
所
示
，
下
列
何
者
是
作
者
最
嚮
往
的
人
生
態
度
？　

A

認

真
工
作
，
不
忘
玩
樂　

B

專
志
研
究
，
追
求
卓
越　

C

工
作
自

課 

文 

歷
屆
試
題
精
選



資
料
補
充

中
國
文
化
基
本
教
材
　
中
庸
選
讀

庸- 10

由
，
玩
樂
為
先　

D

全
心
奉
獻
，
樂
在
工
作

解
析   A

。A

由
﹁
懶
惰
中
帶
用
功
，
在
用
功
中
偷
懶
﹂
可
知
。

2
 

符
合
作
者
所
稱
﹁
由
天
堂
帶
到
地
上
﹂
的
哲
學
，
下
列
敘
述
何
者 

不
正
確
？　

A

名
字
半
隱
半
顯　

B

替
人
群
做
過
一
點
點
事　

C

優
越
前
瞻
有
作
為　

D

不
完
全
無
憂
無
慮

解
析   C

。C

由
﹁
最
快
樂
的
人
還
是
那
個
中
等
階
級
者
，
所
賺
的

錢
足
以
維
持
獨
立
的
生
活
，
曾
替
人
群
做
過
一
點
點
事
情
﹂

和
﹁
祇
有
在
這
種
環
境
之
下
，
名
字
半
隱
半
顯
，
經
濟
適
度

寬
裕
，
生
活
逍
遙
自
在
，
而
不
完
全
無
憂
無
慮
的
那
個
時

候
，
人
類
的
精
神
才
是
最
為
快
樂
的
，
才
是
最
成
功
的
﹂
可

知
不
符
合
。

3
 

作
者
何
以
不
欣
賞
西
方
式
英
雄
主
義
的
生
命
型
態
？　

A

過
度
凸

顯
個
人
，
忽
略
群
體
存
在　

B

華
而
不
實
，
難
以
嘉
惠
社
會　

C

恣
意
孤
行
妄
為
，
造
成
人
心
不
安　

D

極
端
執
著
，
未
能
體
會
人

生
真
趣

解
析   D

。
由
文
中
﹁
祇
有
在
這
種
環
境
之
下
，
名
字
半
隱
半
顯
，

經
濟
適
度
寬
裕
，
生
活
逍
遙
自
在
，
而
不
完
全
無
憂
無
慮
的

那
個
時
候
，
人
類
的
精
神
才
是
最
為
快
樂
的
，
才
是
最
成
功

的
﹂
可
知
。

說
明   

本
題
測
驗
學
生
閱
讀
與
理
解
的
能
力
。

課 

文 

歷
屆
試
題
精
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