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
文
選
自
楚
辭
。
文
中
藉
屈
原
與
漁
父
之
間
的
對
答
，
表
現
屈
原
不
願
隨
波
逐
流
的
精
神
，
以
及
耿
介
特

立
的
高
尚
品
格
。
有
些
學
者
認
為
漁
父
一
文
可
能
不
是
出
自
屈
原
之
手
，
而
是
楚
人
悼
念
屈
原
之
作
。
無
論
此

篇
是
否
為
屈
原
所
作
，
文
中
對
屈
原
性
格
的
描
繪
極
為
生
動
，
是
了
解
屈
原
思
想
的
重
要
資
料
。

文
中
以
第
三
人
稱
的
口
吻
敘
寫
，
運
用
對
比
手
法
，
清
楚
地
呈
現
兩
種
不
同
的
處
世
態
度
：
一
是
漁
父
與

世
推
移
、
明
哲
保
身
；
一
是
屈
原
潔
身
自
持
、
堅
貞
執
著
。
文
末
以
漁
父
滄
浪
歌
作
結
，
饒
富
餘
韻
，
耐
人
尋

味
。
通
篇
全
用
對
話
，
也
是
本
文
的
寫
作
特
色
，
對
後
世
以
主
客
對
答
形
式
寫
賦
的
手
法
，
影
響
甚
大
。

漁　

父

◎

屈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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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
原
，
名
平
，
字
原
，
戰
國 

楚
人
。
生
於
楚
宣
王
二
十
七
年
︵
西
元
前
三
四
三
年
︶
，
約
卒
於
頃
襄
王

二
十
二
年
︵
西
元
前
二
七
七
年
︶
，
年
約
六
十
七
歲
。

屈
原
為
楚
國
貴
族
，
博
聞
強
記
，
嫻
習
治
道
，
擅
長
外
交
辭
令
，
頗
得
懷
王
寵
信
，
曾
任
三
閭

x
6m

大
夫
負
責

宗
族
事
務
，
亦
曾
官
居
左
徒
，
參
與
內
政
、
外
交
等
重
大
決
策
。
政
治
上
主
張
聯
齊
抗
秦
，
受
親
秦
派
上
官

大
夫
靳

r
u

4p

尚
等
人
讒
言
所
害
而
被
疏
遠
。
頃
襄
王
時
，
屈
原
得
罪
令
尹
子
蘭
，
被
流
放
至
湖
南 

湘
、
沅
流
域
一

帶
。
爾
後
，
秦
將
白
起
攻
克
郢
都
，
屈
原
見
楚
國
大
勢
已
去
，
憂
愁
悲
憤
，
遂
投
汨
羅
江
自
盡
。

屈
原
著
離
騷
、
九
歌
、
天
問
、
九
章
等
二
十
五
篇
，
西
漢 

劉
向
集
屈
原
、
宋
玉
、
賈
誼
等
人
之
作
品
為

一
書
，
因
內
容
﹁
書
楚
語
、
作
楚
聲
、
紀
楚
地
、
名
楚
物
﹂
而
定
名
為
楚
辭
。
﹁
楚
辭
﹂
是
漢
人
對
戰
國
時
代

南
方
楚
國
詩
歌
的
稱
呼
，
它
突
破
詩
經
以
四
言
為
主
的
句
式
，
句
法
參
差
錯
落
，
靈
活
多
變
，
其
長
篇
鋪
敘
的

形
式
，
開
後
世
漢
賦
的
先
河
。
現
存
最
早
的
注
本
為
東
漢 

王
逸
的
楚
辭
章
句
。

  屈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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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既
放
：
指
被
放
逐
之
後
。
既
，
已
經
。

2

游
於
江
潭
：
在
江
邊
徘
徊
。
游
，
通

﹁
遊
﹂
，
引
申
為
徘
徊
之
意
。
潭
，
水

邊
。

3

行
吟
：
邊
走
邊
吟
詠
。

4

顏
色
：
臉
色
，
指
人
的
神
情
、
氣
色
。

5

形
容
枯
槁
：
形
貌
枯
瘦
。
槁
，
音 e

3l

。

6

漁
父
：
即
漁
夫
、
漁
翁
。
父
，
音 z

3j

，

古
代
對
於
平
民
年
長
男
子
的
尊
稱
。

7

三
閭
大
夫
：
楚
國
官
名
，
掌
管
楚
國 

昭
、

屈
、
景
三
姓
王
族
的
事
務
。
閭
，
音 x

6m

。

8

與
：
音 6m

，
通
﹁
歟
﹂
，
疑
問
詞
。

9

見
放
：
被
放
逐
。
見
，
用
在
動
詞
前
表
示

被
動
。

0

聖
人
不
凝
滯
於
物
：
聖
人
不
拘
泥
於
任

何
事
物
。
聖
人
，
此
處
指
懂
得
隨
俗
應
變

進
退
的
人
。
凝
滯
，
停
止
流
動
，
引
申
為

執
著
、
拘
泥
。

q
 

屈
原
既
放1

，
游
於
江
潭2

，
行
吟3

澤
畔
，
顏
色4

憔
悴
，
形
容
枯
槁

e
3l

。

5

漁
父

z
3j

見

6

而
問
之
曰
：
﹁
子

非
三
閭

x
6m

大
夫7

與

6m

？
8

何
故
至
於
斯
？
﹂
屈
原
曰
：

﹁
舉
世
皆
濁
我
獨
清
，
眾
人
皆
醉
我
獨
醒
，
是

以
見
放9

。
﹂

w
 

漁
父
曰
：
﹁
聖
人
不
凝
滯
於
物0

，
而
能
與
世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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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與
世
推
移
：
隨
著
世
俗
而
進
退
應
變
。

w

淈
其
泥
而
揚
其
波
：
攪
渾
水
底
的
汙
泥
，

揚
起
水
波
，
把
水
弄
得
汙
濁
，
在
此
有
與

世
人
同
濁
之
意
。
淈
，
音 e

3j

，
攪
渾
。

e

餔
其
糟
而
歠
其
釃
：
吃
酒
糟
，
喝
薄
酒
，

有
與
眾
人
同
醉
之
意
。
餔
，
音 1

j

，
吃
。

糟
，
酒
渣
。
歠
，
音 t

j
4i

，
飲
、
喝
。

釃
，
音 x

6u

，
通
﹁
醨
﹂
，
薄
酒
。

r

深
思
高
舉
：
思
慮
深
遠
，
行
為
超
出
世

俗
。

t

自
令
放
為
：
使
自
己
被
放
逐
呢
？
為
，

用
於
句
末
，
表
示
疑
問
之
意
。

y

新
沐
者
必
彈
冠
：
剛
洗
過
頭
髮
的
人
，

戴
帽
子
前
必
定
會
彈
去
帽
子
上
的
灰
塵
。

沐
，
洗
頭
髮
。

推
移q

。
世
人
皆
濁
，
何

不
淈

e
3j

其
泥
而
揚
其
波w

？

眾
人
皆
醉
，
何
不
餔

1
j

其

糟
而
歠

t
j
4i

其
釃

x
6u

？

e

何
故
深

思
高
舉r

，
自
令
放
為t

？
﹂

e
 

屈
原
曰
：
﹁
吾
聞

之
：
新
沐
者
必
彈
冠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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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浴
者
必
振
衣u

。
安
能
以
身
之
察
察
，
受
物
之

汶
j
4p

汶
者
乎i

？
寧
赴
湘
流
，
葬
於
江
魚
之
腹
中
。

安
能
以
皓
皓
之
白o

，
而
蒙
世
俗
之
塵
埃
乎
？
﹂

r
 

漁
父
莞
爾
而
笑
，
鼓
枻

4u

而

p

去
，
歌
曰
：

﹁
滄

h
;

浪

x
6;

之

a

水
清
兮
，
可
以
濯

5
j
6i

吾
纓

u
/

；

s

滄
浪
之
水

濁
兮
，
可
以
濯
吾
足d

。
﹂
遂
去
，
不
復
與
言
。

u

新
浴
者
必
振
衣
：
剛
洗
過
澡
的
人
，
穿

衣
前
必
定
會
抖
去
衣
服
上
的
塵
土
。

i

﹁
安
能
以
身
之
察
察
﹂
二
句
：
怎
能
讓

潔
淨
的
身
體
被
外
物
汙
染
呢
？
察
察
，
潔

淨
的
樣
子
。
汶
汶
，
音 j

4p
 j

4p

，
汙
濁

的
樣
子
，
此
處
指
汙
染
。

o

皓
皓
之
白
：
指
高
潔
的
人
品
。
皓
皓
，

潔
白
的
樣
子
。

p

鼓
枻
：
划
動
船
槳
。
枻
，
音  4u

，
船
槳
。

a

滄
浪
：
音 h

;
 x

6;

，
水
名
，
漢
水
的
支

流
，
一
說
滄
浪
為
地
名
，
在
今
湖
北
省 

十

堰
市
。

s

濯
吾
纓
：
洗
滌
我
的
帽
帶
，
借
喻
治
世
則

積
極
用
世
。
濯
，
音 5

j
6i

，
洗
滌
。
纓
，

音 u
/

，
帽
帶
。

d

濯
吾
足
：
洗
我
的
腳
，
借
喻
亂
世
則
隱

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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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屈
原
見
楚
國
大
勢
已
去
，
憂
愁
悲
憤
，
遂
投
汨
羅
江
自
盡
，
你
如
何
看
待
他
的
行
為
？

二
、
文
末
﹁
漁
父
莞
爾
而
笑
，
鼓
枻
而
去
﹂
，
你
認
為
漁
父
的
﹁
笑
﹂
蘊
含
什
麼
想
法
？

三
、
人
生
在
世
，
困
境
在
所
難
免
。
一
旦
遭
逢
困
境
，
你
會
如
何
因
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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