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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題本

文
選
自
昭
明
文
選
。
典
論
一
書
作
於
東
漢 

獻
帝 

建
安
年
間
，
是
曹
丕
為
魏
王
太
子
時
精
心
撰
寫
的
論

著
，
對
於
評
人
論
事
、
修
己
處
世
，
多
所
論
述
，
然
典
論
一
書
今
僅
存
自
敘
及
論
文
兩
篇
。

論
文
所
涉
及
的
內
容
有
：
文
學
批
評
的
態
度
、
建
安
七
子
文
風
的
評
價
、
文
體
的
分
類
、
文
人
才
性
與
作

品
風
格
、
文
學
的
價
值
等
，
故
名
論
文
。
全
文
闡
述
精
闢
，
是
中
國
第
一
篇
文
學
批
評
的
專
論
，
對
日
後
的
文

學
批
評
理
論
影
響
至
深
。

學
習
重
點

D

一
、
認
識
曹
丕
的
生
平
及
文
學
觀
。

二
、
認
識
建
安
七
子
等
作
家
。

三
、
思
考
文
學
的
價
值
與
意
義
。

四
、 

培
養
以
中
肯
的
態
度
鑑
賞
文
學
作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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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作曹

丕
，
字
子
桓

j
60

，
沛
國 

譙

u
6l

︵
今
安
徽
省 

亳4i

州
市
︶
人
。
曹
操
次
子
，
生
於
東
漢 

靈
帝 

中
平
四
年
︵
西
元

一
八
七
年
︶
，
卒
於
魏 

黃
初
七
年
︵
西
元
二
二
六
年
︶
，
年
四
十
。

曹
丕
自
幼
隨
父
於
軍
旅
之
中
四
處
征
戰
，
善
騎
射
。
建
安
二
十
二
年
︵
西
元
二
一
七
年
︶
，
立
為
魏
王
太

子
。
二
十
五
年
︵
西
元
二
二○

年
︶
，
曹
操
死
後
，
立
即
篡

j
40

漢
自
立
為
帝
，
建
都
洛
陽
，
國
號
魏
，
改
元
黃

初
。
在
位
七
年
崩
，
諡
文
帝
。

曹
丕
喜
讀
詩
書
，
雅
好
文
學
，
常
與
徐
幹
、
陳
琳
、
應

u
4/

瑒

u
6;

、
劉
楨
等
文
士
遊
宴
唱
和4k

，
對
建
安
文
學
有
倡

導
之
功
；
與
父
曹
操
、
弟
曹
植
同
為
當
時
文
壇
領
袖
，
合
稱
三
曹
。
曹
丕
文
學
理
論
與
創
作
均
有
成
就
，
其
詩

篇
多
寫
男
女
離
愁
別
恨
，
善
於
表
達
婉
約
悱3

惻
的
感
情
，
其
中
燕
歌
行
是
早
期
七
言
詩
較
成
熟
的
作
品
，
對
七

言
詩
的
形
成
頗
具
貢
獻
。
後
人
輯
有
魏
文
帝
集
。

6 3

 曹丕畫像

第
四
課

　典
論
論
文



6 4

職
校
國
文 6

q
 

文
人
相
輕
，
自
古
而
然
。
傅
毅1

之
於
班

固2

，
伯
仲
之
間3

耳
，
而
固
小
之4

，
與
弟
超5

書

曰
：
﹁
武
仲
以
能
屬

5
3j

文6
，
為
蘭
臺
令
史7

，
下

筆
不
能
自
休
。
﹂
夫6j

人
善
於
自
見
，

8

而
文
非
一

體
，
鮮

v
u
30

能
備
善9

。
是
以
各
以
所
長
，
相
輕
所

短
。
里
語0

曰
：
﹁
家
有
敝
帚

5
3.

，
享
之
千
金q

。
﹂

1

傅
毅
：
字
武
仲
，
東
漢 

扶
風 

茂
陵
︵
今
陝
西

省 

興
平
市
︶
人
。
章
帝
時
為
蘭
臺
令
史
，
拜

郎
中
，
與
班
固
等
共
同
典
校

r
u
4l

宮
中
藏
書
。

2

班
固
：
字
孟
堅
，
東
漢 

扶
風 

安
陵
︵
今
陝
西

省 

咸
陽
市
︶
人
。
明
帝
時
典
校
宮
中
藏
書
，

著
有
漢
書
。

3

伯
仲
之
間
：
不
相
上
下
，
難
分
優
劣
。
伯
仲
，

兄
弟
排
行
的
次
序
；
長
者
為
伯
，
次
者
為
仲
。

4

小
之
：
輕
視
他
。
之
，
指
傅
毅
。

5

超
：
即
班
超
，
字
仲
升
，
為
班
固
之
弟
。
以

平
西
域
有
功
，
封
定
遠
侯
。

6

屬

5
3j

文
：
寫
作
文
章
。
屬
，
連
綴
。

7

蘭
臺
令
史
：
負
責
典
校
圖
籍
，
辦
理
劾6k

奏
文

書
的
官
員
。
蘭
臺
，
漢
時
宮
中
藏
書
之
處
。

8

善
於
自
見
：
容
易
看
到
自
己
的
優
點
。

9

文
非
一
體
鮮

v
u
30

能
備
善
：
文
章
並
非
只
有
一
種

體
裁
，
很
少
人
能
全
部
擅
長
。
鮮
，
少
。
備
，

全
部
。

0

里
語
：
俗
語
，
又
作
﹁
俚
語
﹂
。

q

家
有
敝
帚

5
3.

享
之
千
金
：
將
自
家
的
破
掃
帚
視

為
千
金
之
寶
，
比
喻
極
為
珍
惜
自
己
的
事
物
。

享
，
當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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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不
自
見
之

w

患
也
。
今
之
文
人
：
魯
國 

孔
融e 

文
舉
、
廣
陵 

陳
琳r 

孔
璋
、
山
陽 

王
粲t 

仲
宣
、 

北
海 

徐
幹y 

偉
長 
、 

陳
留 

阮j
30

瑀

3m 

元

u

瑜 

、 

汝
南 

應
瑒i 

德
璉

x
u
60 

、 

東
平 

劉
楨o 

公
幹 

。 

斯

七

子p

者

， 

w

不
自
見
：
指
看
不
見
自
己
的
缺
點
。

e

孔
融
：
字
文
舉
，
東
漢 

魯
國
︵
今
山
東
省 

曲

阜4j

市
︶
人
，
孔
子
二
十
世
孫
。
漢
獻
帝
時
任
北

海
相
，
後
被
曹
操
所
殺
，
今
存
孔
北
海
集
。

r

陳
琳
：
字
孔
璋
，
東
漢 

廣
陵 

射
陽
︵
今
江
蘇

省 

寶
應
縣
︶
人
。
曹
操
的
軍
國
書
檄

v
6u

︵
官
方

文
書
︶
多
出
自
其
手
，
今
存
陳
記
室
集
。

t

王
粲
：
字
仲
宣
，
東
漢 

山
陽 

高
平
︵
今
山
東

省 

鄒
城
市
︶
人
。
初
依
劉
表
，
後
歸
曹
操
，

今
存
王
侍
中
集
。

y

徐
幹
：
字
偉
長
，
東
漢 

北
海 

劇
︵
今
山
東

省 

壽
光
市
︶
人
。
今
存
徐
偉
長
集
，
並
著
有
中

論
二
十
篇
。

u

阮

j
30

瑀

3m

：
字
元
瑜
，
東
漢 

陳
留 

尉
氏
︵
今
河
南

省 

尉
氏
縣
︶
人
。
今
存
阮
元
瑜
集
。

i

應
瑒
：
字
德
璉
，
東
漢 

汝
南 

南
頓
︵
今
河
南

省 

汝
南
縣
︶
人
。
今
存
應
德
璉
集
。

o

劉
楨
：
字
公
幹
，
東
漢 

東
平 

寧
陽
︵
今
山
東

省 

寧
陽
縣
︶
人
。
今
存
劉
公
幹
集
。

p

七
子
：
指
以
上
七
人
。
﹁
七
子
﹂
之
稱
始
見

於
此
，
即
後
世
所
謂
﹁
建
安
七
子
﹂
。

   •                                                  •                                                                                           •                                                  •                                                  •                                                  •

 建安七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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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學
無
所
遺
，
於
辭
無
所
假

r
u
38

，

a

咸
以
自
騁

t
3/

驥

r
4u

騄

x
4j

於
s

千
里
，
仰
齊
足
而
並
馳d

。
以
此
相
服f

，

亦
良
難g

矣
！
蓋
君
子
審
己
以
度

2
j
4i

人h

，
故
能
免

於
斯
累

x
4

，

j

而
作
論
文
。

w
 

王
粲
長

t
6;

於
辭
賦
，
徐
幹
時
有
齊
氣k

， 

然
粲
之
匹

q
3u

也

l

。
如
粲
之
初
征
、
登
樓
、
槐j

69
賦
、

征
思;

，
幹
之
玄
猿
、
漏
卮

5

、
圓
扇
、
橘
賦z

，
雖

a

於
學
無
所
遺
於
辭
無
所
假
：
在
學
問
上
無
所

遺
漏
，
寫
作
文
章
不
抄
襲
他
人
。
辭
，
文
辭
、

文
章
。
假
，
借
，
此
指
沿
襲
、
抄
襲
。

s

驥

r
4u

騄

x
4j

：
古
代
良
馬
名
，
此
比
喻
七
子
各
具
良
才
。

d

仰
齊
足
而
並
馳
：
昂
首
齊
步
，
並
駕
齊
驅
；

比
喻
各
恃
其
才
，
互
不
相
讓
。
仰
，
昂
首
。

f

服
：
佩
服
。

g

良
難
：
確
實
很
難
。

h

審
己
以
度

2
j
4i

人
：
先
審
視
自
己
，
才
去
評
論
別
人
。

度
，
衡
量
。

j

累

x
4

：
弊
病
，
指
文
人
相
輕
而
無
自
知
之
明
的

毛
病
。

k

齊
氣
：
齊
人
舒
緩
的
氣
質
，
此
指
文
章
風
格

舒
緩
。

l

匹

q
3u

：
匹
敵
、
對
手
。

;

初
征
登
樓
槐

j
69

賦
征
思
：
初
征
、
槐
賦
見
嚴
可

均
所
輯
全
後
漢
文
。
登
樓
賦
見
昭
明
文
選
。
征

思
今
已
亡
佚
。

z

玄
猿
漏
卮

5

圓
扇
橘
賦
：
圓
扇
賦
見
全
後
漢
文
，

其
餘
皆
已
亡
佚
。
卮
，
酒
杯
。

x

張
蔡
：
張
衡
、
蔡
邕

m
/

。
張
衡
，
字
平
子
，
東
漢

西
鄂

4k

︵
今
河
南
省 

南
陽
市
︶
人
，
善
辭
賦
，
曾

做
渾
天
儀
。
蔡
邕
，
字
伯
喈

r
u
,

，
東
漢 

陳
留
人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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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
蔡x

不
過
也
。
然
於
他
文
，
未
能
稱

t
4/

是c

。

琳
、
瑀
之
章
表v

書
記b

，
今
之
雋

r
m
4p

也

n

。
應
瑒
和6k 

而
不
壯m

，
劉
楨
壯
而
不
密,

。
孔
融
體
氣.

高
妙
， 

有
過
人
者
，
然
不
能
持
論
，
理
不
勝4/

辭/

，
以 

至
乎
雜
以
嘲
戲!

。
及
其
所
善
，
揚
、
班
儔

t
6.

也@

。
e

 

常
人
貴
遠
賤
近
，
向
聲
背
實#

，
又
患
闇

40

於
自
見
，

$

謂
己
為
賢
。
夫
文
本
同
而
末
異%

， 
博
學
工
辭
章
，
精
通
音
律
，
擅
長
書
法
，
今
存

蔡
中
郎
集
。

c

然
於
他
文
未
能
稱

t
4/

是
：
但
是
二
人
其
他
文
體

的
成
就
，
都
比
不
上
辭
賦
。
稱
，
相
當
。
是
，

此
，
指
辭
賦
。

v

章
表
：
臣
子
上
呈
君
主
的
文
書
。

b

書
記
：
泛
指
各
種
公
文
、
書
信
。

n

雋

r
m
4p

：
通
﹁
俊
﹂
，
此
指
傑
出
的
作
品
。

m

和6k

而
不
壯
：
文
章
風
格
平
和
卻
不
夠
雄
健
。

,

壯
而
不
密
：
文
章
風
格
雄
健
卻
不
夠
周
密
。

.

體
氣
：
稟
性
才
氣
，
此
指
因
才
性
而
呈
現
出

的
文
章
風
格
。

/

理
不
勝4/

辭
：
說
理
比
不
上
辭
采
，
謂
孔
融
的

文
章
長
於
辭
采
卻
短
於
說
理
。

!

雜
以
嘲
戲
：
文
中
夾
雜
嘲
諷
和
戲
謔

s
m
4,

。

@

揚
班
儔

t
6.

也
：
指
可
以
和
揚
雄
、
班
固
的
優
秀

作
品
媲

q
4u

美
。
儔
，
類
。

#

向
聲
背
實
：
崇
尚
虛
名
，
不
重
實
質
。
向
，

崇
尚
。

$

闇

40

於
自
見
：
看
不
清
自
己
的
短
處
。
闇
，
陰

暗
不
明
。

%

夫
文
本
同
而
末
異
：
意
指
文
章
寫
作
的
基
本

道
理
雖
相
同
，
但
文
體
不
同
時
，
作
品
的
特
色

與
作
法
也
隨
之
而
異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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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
奏
議
宜
雅^

，
書
論
宜
理&

，
銘
誄

x
3

尚
實*

，

詩
賦
欲
麗(

。
此
四
科
不
同
，
故
能
之
者
偏)

也
，
惟
通
才
能
備
其
體
。

r
 

文
以
氣
為
主Q

，
氣
之
清
濁
有
體W

，
不
可

力
強u

3;

而
致E

。
譬
諸
音
樂
，
曲
度
雖
均R

，
節

奏
同
檢T

，
至
於
引
氣
不
齊Y

，
巧
拙
有
素U

， 

雖
在
父
兄
，
不
能
以
移
子
弟I

。

^

奏
議
宜
雅
：
奏
議
類
要
典
雅
莊
重
。

&

書
論
宜
理
：
書
論
類
要
條
理
清
晰
。
書
，
文

書
。
論
，
論
事
說
理
的
文
體
。

*

銘
誄

x
3

尚
實
：
銘
誄
類
貴
在
合
乎
事
實
。
銘
，
用

以
讚
揚
功
德
或
自
我
惕
勵
的
文
體
。
誄
，
用
以

稱
頌
死
者
生
前
功
業
的
文
體
。

(

詩
賦
欲
麗
：
詩
歌
辭
賦
類
要
求
辭
采
華
美
。

)

能
之
者
偏
：
寫
作
者
擅
長
的
文
體
，
各
有
偏
向
。

Q

文
以
氣
為
主
：
指
作
家
的
才
情
氣
質
是
形
成

文
章
風
格
的
主
因
。

W

氣
之
清
濁
有
體
：
作
者
的
才
情
氣
質
表
現
在

文
章
上
，
有
輕
快
俊
爽
與
凝
重
沉
鬱
兩
種
不
同

的
風
格
。
體
，
風
格
。

E

力
強

u
3;

而
致
：
靠
努
力
而
勉
強
得
到
。
強
，
勉
強
。

R

曲
度
雖
均
：
曲
調
雖
然
相
同
。
曲
度
，
指
曲
調
。

均
，
相
同
。

T

節
奏
同
檢
：
節
奏
的
快
慢
、
強
弱
相
同
。
檢
，

法
度
。

Y

引
氣
不
齊
：
在
演
唱
或
吹
奏
時
運
氣
各
不
相

同
，
藉
以
說
明
由
於
作
者
的
才
情
氣
質
不
同
，

導
致
文
章
風
格
的
差
異
。

U

巧
拙
有
素
：
表
現
優
劣
將
因
各
人
本
質
的
差

異
而
有
所
不
同
。
素
，
本
質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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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
文
章
經
國O

之
大
業
，
不
朽
之
盛
事P

。
年

壽
有
時
而
盡
，
榮
樂
止
乎
其
身
，
二
者
必
至

之
常
期A

，
未
若
文
章
之
無
窮
。
是
以
古
之
作

者
，
寄
身
於
翰
墨
，
見

v
u
40

意
於
篇
籍S

，
不
假
良

史
之
辭D

，
不
託
飛
馳
之
勢F

，
而
聲
名
自
傳

t
j
60

於

後
。
故
西
伯
幽
而
演
易G

，
周
旦
顯
而
制
禮H

，

不
以
隱
約
而
弗6j

務J

，
不
以
康
樂
而
加
思K

。 

I

雖
在
父
兄
不
能
以
移
子
弟
：
即
使
是
父
兄
，

也
無
法
轉
移
給
子
弟
。
移
，
轉
移
。

O

經
國
：
治
國
。

P

不
朽
之
盛
事
：
可
以
流
傳
久
遠
的
偉
大
事
業
。

A

二
者
必
至
之
常
期
：
年
壽
和
榮
樂
都
有
一
定

的
期
限
。
二
者
，
指
年
壽
、
榮
樂
。

S

﹁
寄
身
於
翰
墨
﹂
二
句
：
把
生
命
和
思
想
情

感
寄
託
表
現
在
文
章
書
籍
中
。
翰
墨
，
即
筆

墨
，
此
指
文
章
。
見

v
u
40

，
表
現
。

D

不
假
良
史
之
辭
：
不
須
借
助
優
秀
史
官
的
紀
錄
。

F

不
託
飛
馳
之
勢
：
不
須
依
託
達
官
貴
人
的
勢

力
。
飛
馳
，
此
指
飛
黃
騰
達
的
權
貴
。

G

西
伯
幽
而
演
易
：
是
說
周
文
王
被
商
紂

5
4.

王
囚

於
羑

u
3.

里
時
，
於
獄
中
推
演
易
經
八
卦
為
六
十
四

卦
。
西
伯
，
周
文
王
，
在
殷
時
被
封
為
西
伯
。

幽
，
囚
禁
。

H

周
旦
顯
而
制
禮
：
周
公
在
顯
達
時
作
周
禮
。
周

旦
，
即
周
公
，
姓
姬
名
旦
，
相
傳
周
禮
為
其
所
作
。

J

不
以
隱
約
而
弗6j

務
：
不
因
困
頓
而
不
努
力
著

作
。
隱
約
，
困
窮
不
得
志
。
務
，
專
心
致
力
。

K

不
以
康
樂
而
加
思
：
不
因
安
樂
而
改
變
著
述

的
心
志
。
加
，
此
表
轉
移
、
改
變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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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
然
，
則L

古
人
賤
尺
璧
而
重
寸
陰:

，
懼
乎
時

之
過
已Z

。
而
人
多
不
強

u
3;

力X

，
貧
賤
則
懾

5
6k

於

C

飢

寒
，
富
貴
則
流
於
逸
樂
，
遂
營
目
前
之
務
， 

而
遺
千
載39

之
功
。
日
月
逝
於
上
，
體
貌
衰
於

下
，
忽
然
與
萬
物
遷
化V

，
斯
志
士
之
大
痛

也
！
融
等
已
逝
，
惟
幹
著
論B

，
成
一
家
言N

。

L

則
：
意
同
﹁
故
﹂
，
所
以
。

:

賤
尺
璧
而
重
寸
陰
：
輕
視
珍
貴
的
寶
物
而
重

視
短
暫
的
光
陰
。
尺
璧
，
直
徑
一
尺
的
璧
玉
，

比
喻
貴
重
之
物
。

 璧

Z

已
：
助
詞
，
無
義
。

X

強

u
3;

力
：
努
力
自
勉
。
強
，
奮
勉
。

C

懾

5
6k

：
害
怕
。

V

遷
化
：
遷
移
變
化
，
此
指
死
亡
。

B

惟
幹
著
論
：
只
有
徐
幹
寫
中
論
一
書
。

N

成
一
家
言
：
建
立
見
解
獨
特
、
自
成
一
家
的

學
說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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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賞
析

課典
論 

論
文
是
中
國
第
一
篇
文
學
批
評
的
專
論
，
篇
幅
雖
短
，
但
探
討
範
疇

t
6.

甚
廣
。
文
中
闡
述
幾
個
重
要

的
觀
點
：

　
　
一
、
文
學
批
評
的
態
度
：
唯
有
﹁
審
己
以
度
人
﹂
，
才
能
免
於
﹁
文
人
相
輕
﹂
的
陋
習
。

　
　
二
、 

建
安
七
子
的
評
價
：
就
建
安
七
子
的
作
品
評
述
他
們
的
才
性
，
客
觀
點
出
其
各
有
所
長
與
不
足
之
處
。

　
　
三
、 

各
類
文
體
的
特
色
：
指
出
﹁
奏
議
宜
雅
，
書
論
宜
理
，
銘
誄
尚
實
，
詩
賦
欲
麗
﹂
，
各
種
文
體
有
不
同

的
特
色
與
寫
作
要
求
。

　
　
四
、 

作
家
才
性
與
作
品
風
格
：
提
出
﹁
文
以
氣
為
主
﹂
，
認
為
作
者
的
才
情
氣
質
是
形
成
文
章
風
格
的
主

因
，
﹁
不
可
力
強
而
致
﹂
。

　
　
五
、 

文
學
的
價
值
：
肯
定
文
學
的
價
值
，
將
文
學
提
升
到
﹁
經
國
之
大
業
，
不
朽
之
盛
事
﹂
的
地
位
。

東
漢
後
期
品
評
人
物
的
風
氣
極
為
盛
行
，
舉
凡
選
拔
人
才
、
察
舉
官
吏
，
皆
注
重
鄉
里
評
議
，
因
此
曹

丕
於
本
文
一
一
品
評
建
安
七
子
。

特
別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曹
丕
對
文
體
提
出
的
創
見
，
認
為
各
類
文
體
﹁
本
同
而
末
異
﹂
，
意
指
文
章
寫
作

的
基
本
道
理
雖
相
同
，
但
文
體
不
同
時
，
作
品
的
特
色
與
作
法
也
隨
之
而
異
。
分
析
雖
然
簡
略
，
但
卻
為
各

種
文
體
的
創
作
和
批
評
，
提
供
初
步
的
客
觀
標
準
，
有
助
於
後
世
文
學
批
評
觀
念
的
建
立
與
發
展
。

本
文
談
及
﹁
文
體
論
﹂
、
﹁
文
氣
說
﹂
，
以
及
關
於
文
章
地
位
與
價
值
的
論
點
，
都
引
人
注
目
並
具
有

深
遠
影
響
力
。
曹
丕
突
破
前
人
輕
視
文
學
的
觀
點
，
指
出
文
章
可
與
經
國
大
業
相
提
並
論
，
甚
至
可
以
﹁
不

朽
﹂
，
此
觀
點
在
文
學
史
上
具
有
劃
時
代
的
意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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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討
論

問
一
、
曹
丕
認
為
文
氣
﹁
不
可
力
強
而
致
﹂
，
﹁
雖
在
父
兄
，
不
能
以
移
子
弟
﹂
，
你
贊
同
這
個
論
點
嗎
？
請
說

明
原
因
。

二
、
作
者
認
為
﹁
年
壽
有
時
而
盡
，
榮
樂
止
乎
其
身
，
二
者
必
至
之
常
期
，
未
若
文
章
之
無
窮
﹂
，
你
認
為
除

了
寫
作
之
外
，
還
有
哪
些
方
式
或
作
為
可
以
使
人
﹁
不
朽
﹂
？

用
練
習

應
一
、
單
一
選
擇
題
：

︵
　
　
︶1
 

下
列
各
組
﹁
　
﹂
內
的
字
，
何
者
讀
音
兩
兩
相
同
？

A

﹁
闇
﹂
於
自
見╲

熟
﹁
諳
﹂
音
律

B

震
﹁
懾
﹂
人
心╲

﹁
躡
﹂
手
躡
腳

C

玄
猿
、
漏
﹁
卮
﹂╲

令
人
﹁
扼
﹂
腕

D

審
己
以
﹁
度
﹂
人╲

來
回
﹁
踱
﹂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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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下
列
﹁
　
﹂
中
的
注
音
寫
成
國
字
後
，
何
者
兩
兩
相
同
？
　

A

纏
綿
﹁

3

﹂
惻╲

不
﹁

3

﹂
不
發
　
　
　B

家
有
﹁

4u

﹂
帚╲

﹁

4u

﹂
端
叢
生
　

C

揚
、
班
﹁t

6.

﹂
也╲

 

略
勝
一
﹁t

6.

﹂
　
　D

銘
﹁x

3

﹂
尚
實╲

﹁x
3

﹂
耜

4n

農
具

︵
　
　
︶3

 

下
列
﹁
　
﹂
中
的
字
義
，
何
者
兩
兩
相
同
？

A
然
於
他
文
，
未
能
﹁
稱
﹂
是╲

名
實
相
﹁
稱
﹂

B
斯
不
自
見
之
﹁
患
﹂╲

不
﹁
患
﹂
人
之
不
己
知

C

貴
遠
賤
近
，
﹁
向
﹂
聲
背
實╲

便
扶
﹁
向
﹂
路
，
處
處
誌
之

D

以
此
相
服
，
亦
﹁
良
﹂
難
矣╲

有
﹁
良
﹂
田
、
美
池
、
桑
、
竹
之
屬

︵
　
　
︶4

 

下
列
﹁
屬
﹂
字
的
用
法
，
何
者
與
﹁
武
仲
以
能
﹃
屬
﹄
文
，
為
蘭
臺
令
史
﹂
相
同
？

A

有
良
田
、
美
池
、
桑
、
竹
之
﹁
屬
﹂

B

以
能
誦
詩
書
﹁
屬
﹂
文
，
稱
於
郡
中

C

舉
酒
﹁
屬
﹂
客
，
誦
明
月
之
詩
，
歌
窈
窕
之
章

D

刻
唐
賢
今
人
詩
賦
於
其
上
，
﹁
屬
﹂
予
作
文
以
記
之

︵
　
　
︶5
 

下
列
成
語
，
何
者
意
義
相
反
？
　

A

伯
仲
之
間╲

一
時
瑜
亮
　
　
　
　
　
　
　
　B

敝
帚
自
珍╲

孤
芳
自
賞

C

辭
無
所
假╲

拾
人
牙
慧
　
　
　
　
　
　
　
　D
滿
腹
經
綸╲

學
無
所
遺

︵
　
　
︶6

 

﹁
西
伯
幽
而
演
易
，
周
旦
顯
而
制
禮
，
不
以
隱
約
而
弗
務
，
不
以
康
樂
而
加
思
。
﹂
屬
於
﹁
錯

綜
﹂
修
辭
，
下
列
何
者
沒
有
運
用
相
同
的
修
辭
句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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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漁
樵
於
江
渚
之
上
，
侶
魚
蝦
而
友
麋
鹿
　

B

句
讀
之
不
知
，
惑
之
不
解
，
或
師
焉
，
或
不
焉
　

C

惟
江
上
之
清
風
，
與
山
間
之
明
月
，
耳
得
之
而
為
聲
，
目
遇
之
而
成
色

D

仰
觀
宇
宙
之
大
，
俯
察
品
類
之
盛
，
所
以
遊
目
騁
懷
，
足
以
極
視
聽
之
娛
　

︵
　
　
︶7

 
﹁
如
粲
之
初
征
、
登
樓
、
槐
賦
、
征
思
，
幹
之
玄
猿
、
漏
卮
、
圓
扇
、
橘
賦
，
雖
張
、
蔡
不
過
也
。

然
於
他
文
，
未
能
稱
是
。
﹂
上
文
意
旨
為
何
？

A

文
人
相
輕
，
自
古
而
然

B

文
非
一
體
，
鮮
能
備
善

C

王
粲
、
徐
幹
能
審
己
以
度
人
，
態
度
客
觀
公
正

D

王
粲
、
徐
幹
二
人
才
華
雖
高
，
但
成
就
不
能
與
張
衡
、
蔡
邕
相
比

︵
　
　
︶8

 

﹁
遂
營
目
前
之
務
，
而
遺
千
載
之
功
。
﹂
曹
丕
所
謂
﹁
千
載
之
功
﹂
指
的
是
：
　

A

經
世
濟
民
　
　
　
　B

開
疆
拓
土
　
　
　
　C

修
己
立
人
　
　
　
　D

著
述
文
章

︵
　
　
︶9

 

典
論 

論
文
中
作
者
提
出
幾
個
重
要
的
文
學
觀
念
，
下
列
何
者
正
確
？
　

A

強
調
文
章
乃
雕
蟲
小
技
，
不
足
為
觀
　

B

主
張
審
己
以
度
人
，
才
能
避
免
文
人
相
輕
　

C

認
為
作
品
的
風
格
決
定
於
學
識
，
與
作
家
才
性
無
關
　

D

肯
定
家
學
淵
源
，
父
兄
的
才
能
足
以
影
響
子
弟
的
文
學
成
就

︵
　
　
︶0

 

下
列
關
於
曹
丕
及
典
論 

論
文
一
文
的
敘
述
，
何
者
正
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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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典
論 

論
文
是
中
國
第
一
篇
文
學
批
評
的
專
論
　

B

主
張
﹁
奏
議
宜
理
，
書
論
尚
實
，
銘
誄
宜
雅
，
詩
賦
欲
麗
﹂
　

C

主
張
文
章
是
﹁
經
國
之
大
業
，
不
朽
之
盛
事
﹂
，
肯
定
文
學
為
政
治
服
務
的
價
值
　

D

詩
篇
多
寫
家
國
愁
恨
，
善
於
表
達
婉
約
動
人
的
感
情
，
短
歌
行
為
早
期
七
言
詩
較
成
熟
的
作
品

二
、
進
階
練
習
：

下
列
成
語
皆
與
曹
氏
父
子
、
建
安
七
子
有
關
，
請
在
空
格
內
寫
出
相
關
人
名
。

1

代
人
捉
刀

釋
義

比
喻
代
人
做
事
，
亦
指
代
寫
文
章
。

典
故

︵
三
國
時
︶□

□

要
接
見
匈
奴
的
使
者
，□

□

覺
得
自
己
外
形
不
夠

威
武
，
不
足
以
稱
雄
於
遠
方
的
匈
奴
，
所
以
派
崔
季
珪

e
j

代
替
自
己
，

而□
□

握
刀
站
立
在
坐
榻
旁
邊
。
會
晤

4j

結
束
，□

□

派
人
問
匈
奴
使

者
：
﹁
你
覺
得
魏
王
如
何
？
﹂
匈
奴
使
者
回
答
：
﹁
魏
王
的
氣
度
非

常
高
雅
，
但
是
在
坐
榻
旁
邊
握
刀
的
那
個
人
，
才
是
真
英
雄
啊
！
﹂

□
□

知
道
使
者
的
回
答
後
，
立
刻
派
人
追
殺
他
。

2

煮
豆
燃
萁6u

釋
義

比
喻
兄
弟
相
迫
，
骨
肉
相
殘
。

典
故

魏
文
帝□

□

妒
嫉
其
弟
曹
植
的
才
能
而
欲
加
害
，
命
弟
弟
在
七
步
之
內

完
成
一
首
詩
，
曹
植
便
作
七
步
詩
一
首
：
﹁
煮
豆
持
作
羹
，
漉

x
4j

菽
以
為

汁
。
萁
在
釜
下
然
，
豆
在
釜
中
泣
。
本
是
同
根
生
，
相
煎
何
太
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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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
時
了
了

大
未
必
佳

釋
義

幼
年
時
聰
慧
敏
捷
，
表
現
優
良
，
長
大
之
後
未
必
能
有
所
成
就
。

典
故

□
□

十
歲
時
隨
父
親
拜
訪
司
隸
校
尉
李
膺

u
/

，
當
時
只
有
有
才
華
的
文
士

和
李
氏
親
戚
才
能
被
通
報
接
見
。□
□

自
稱
是
李
膺
的
親
戚
，
李
膺
接

見
他
時
問
：
﹁
我
和
你
有
親
戚
關
係
嗎
？
﹂□

□

回
答
：
﹁
我
的
祖
先

孔
子
和
你
的
祖
先
老
子
有
師
生
關
係
，
所
以
我
和
你
算
是
世
交
。
﹂
眾

人
對
於□

□

的
反
應
敏
捷
感
到
驚
奇
。
太
中
大
夫
陳
韙

j
3

較
晚
到
，
聽
到

轉
述
後
說
：
﹁
小
時
了
了
，
大
未
必
佳
。
﹂□

□

立
刻
回
他
一
句
：
﹁
想

君
小
時
，
必
當
了
了
！
﹂
陳
韙
當
下
侷
促
不
安
，
說
不
出
話
來
。

4

倒

2
4l

屣

v
3u

相
迎

釋
義

比
喻
熱
情
款
待
賓
客
。

典
故

東
漢 
蔡
邕
博
學
多
聞
，
很
受
朝
廷
器
重
，
家
裡
經
常
高
朋
滿
座
。

一
天
，
蔡
邕
的
僕
人
通
報□

□

來
訪
。
蔡
邕
迫
不
及
待
的
出
迎
，
竟

然
把
鞋
子
穿
倒

2
4l

了
。
當
時
眾
賓
客
莫
不
訝
異
究
竟
何
人
會
讓
蔡
邕
如

此
匆
忙
？
蔡
邕
說
：
﹁
這
位
是
王
府
公
子
，
天
賦
異
稟
，
我
自
嘆
不

如
，
我
願
把
家
中
所
有
收
藏
的
書
籍
文
章
都
送
給
他
。
﹂

5

才
高
八
斗

釋
義

比
喻
才
學
極
高
。

典
故

謝
靈
運
嘗
曰
：
﹁
天
下
才
有
一
石

2
40

，□
□

獨
占
八
斗
，
我
得
一
斗
，

天
下
共
分
一
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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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課

　典
論
論
文

三
、
寫
作
練
習
：

　
　
　
　
曹
丕
於
典
論 

論
文
中
提
出
﹁
文
人
相
輕
，
自
古
而
然
﹂
的
看
法
，
但
現
實
生
活
中
卻
不
乏
﹁
英
雄

惜
英
雄
﹂
的
現
象
。
請
以
校
園
或
班
級
中
的
人
物
為
對
象
，
以
﹁
掌
聲
﹂
為
題
，
表
達
你
的
讚
美
與
肯
定

之
意
，
文
長
五
百
字
以
內
。

　
　
作
法
提
示
：1

 

請
先
設
定
寫
作
的
對
象
，
無
論
是
課
業
表
現
、
社
團
活
動
、
公
眾
服
務
或
特
殊
才
藝
等
，

皆
可
取
材
。

2
事
例
取
材
以
正
向
為
宜
，
應
做
具
體
的
描
述
，
避
免
空
泛
的
形
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