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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
中
國
文
化
政
教
上
，
周
公
是
創
始
者
，
孔
子
是
集
大
成
者
，
孟
子
是
弘
揚
者
。
孔
子
遵
從
周
道
，
孟
子
則
以
孔
子
的
私
淑
弟

子
自
居
。
他
說
：
﹁
予
未
得
為
孔
子
徒
也
，
予
私
淑
諸
人
也
。
﹂
︵
離
婁
下
︶
當
他
與
弟
子
公
孫
丑
論
及
伯
夷
、
伊
尹
、
孔
子
三
人

出
仕
的
態
度
時
，
曾
說
：
﹁
乃
所
願
則
學
孔
子
也
。
﹂
︵
公
孫
丑
上
︶
孟
子
曾
經
論
述
歷
史
上
的
聖
人
，
認
為
伯
夷
為
聖
之
清
者
，

伊
尹
為
聖
之
任
者
，
柳
下
惠
為
聖
之
和
者
，
孔
子
則
為
聖
之
時
者
。
在
這
些
聖
人
中
，
因
為
孔
子
﹁
可
以
速
而
速
，
可
以
久
而
久
，

可
以
處
而
處
，
可
以
仕
而
仕
。
﹂
︵
萬
章
下
︶
其
行
止
進
退
，
完
全
合
乎
時
宜
，
為
聖
之

集
大
成
者
，
所
以
孟
子
瞻
仰
景
從
，
引
為
終
身
的
典
範
。

孟
子
生
當
﹁
聖
王
不
作
，
諸
侯
放
恣
，
處
士
橫
議
，
楊
朱
、
墨
翟
之
言
盈
天
下
﹂
、

﹁
邪
說
誣
民
，
充
塞
仁
義
﹂
以
至
﹁
率
獸
食
人
，
人
將
相
食
﹂
的
時
代
，
挺
身
而
出
，
說

出
﹁
我
亦
欲
正
人
心
，
息
邪
說
，
距
詖
行
，
放
淫
辭
﹂
，
而
不
得
不
與
人
爭
辯
的
苦
衷
。

想
要
繼
承
夏
禹
﹁
抑
洪
水
﹂
、
周
公
﹁
兼
夷
、
狄
，
驅
猛
獸
﹂
、
孔
子
﹁
成
春
秋
，
而
亂

臣
賊
子
懼
﹂
的
歷
史
責
任
，
而
以
﹁
言
距
楊
、
墨
﹂
，
弘
揚
往
聖
之
道
為
己
任
。

（儒者的良心──孟子）

	

孟
子
像

導言

孟
子
的
抱
負 

(

選
二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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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
子
不
只
要
學
孔
子
，
闡
發
其
以
道
德
仁
義
安
定
天
下
的
理
想
，
更
從
孔
子
的
道
德
理
想
中
，
建
立
起
儒
家 

堯
、
舜
、
禹
、

湯
、
文
、
武
、
周
公
、
孔
子
的
道
統
觀
，
而
他
自
己
就
是
這
個
道
統
的
繼
承
人
。
他
考
察
歷
史
的
治
亂
，
每
過
五
百
年
就
會
有
聖
王

出
現
，
其
間
必
有
德
業
聞
望
有
名
於
當
世
，
能
輔
佐
聖
王
的
人
。
可
是
從
文
王
以
來
已
七
百
多
年
沒
有
王
者
出
現
，
因
此
當
他
離
開

齊
國
的
時
候
，
豪
氣
干
雲
地
說
：
﹁
夫
天
未
欲
平
治
天
下
也
；
如
欲
平
治
天
下
，
當
今
之
世
，
舍
我
其
誰
也
？
﹂
表
達
出
無
比
的
信

念
與
抱
負
。

1 

公
都
子
　
孟
子
弟
子
。
公
都
，
複
姓
，
名
不
詳
。

2 

天
下
之
生
　
指
天
下
自
有
人
類
以
來
。
生
，
指
生
民
。

3 

一
治
一
亂
　
治
世
、
亂
世
，
交
替
循
環
。
一
，
或
、
有
時
。
治
，
太
平
。

4 

水
逆
行
　
河
水
倒
流
。

5 

中
國
　
泛
指
中
原
各
諸
侯
國
。

6 

民
無
所
定
　
人
民
沒
有
地
方
安
身
。
定
，
安
居
。

7 

下
者
為
巢
　
居
處
於
地
勢
低
下
的
人
，
在
樹
上
築
巢
。

8 

上
者
為
營
窟
　
居
處
於
高
地
的
人
，
於
山
崖
挖
鑿
相
連
的
洞
穴
。

營
，
相
連
的
住
所
。
窟
，
洞
穴
。

9 
書
曰
洚
水
警
余
　
書
經
上
說
：
﹁
上
天
以
洪
水
警
惕
我
。
﹂
此
為
偽

古
文
尚
書 

大
禹
謨
中
的
文
字
。
洚
水
，
洪
水
。
洚
，
音

洚
。
警

余
，
舜
自
言
上
天
以
洪
水
來
警
戒
我
。
此
句
以
上
所
述
為
一
亂
。

0 

掘
地
　
指
挖
去
壅
塞
。

q 

菹
　
音

菹
，
多
草
的
水
澤
。

w 

地
中
　
指
低
於
平
地
的
河
道
。

92
指
104
學

一

	

予
豈
好
辯
哉
（
節
選
）

公
都
子 

1

曰
：
﹁
外
人
皆
稱
夫
子
好
辯
，
敢

問
何
也
？
﹂
孟
子
曰
：
﹁
予
豈
好
辯
哉
？
予
不
得

已
也
！
天
下
之
生
2

久
矣
，
一
治
一
亂
3

：

當
堯
之
時
，
水
逆
行
4

，
氾
濫
於
中
國
5

。

蛇
龍
居
之
，
民
無
所
定
6

。
下
者
為
巢
7

，
上
者

為
營
窟
8

。
書
曰
：
﹃
洚洚
水
警
余
。
﹄ 

9

洚
水
者
，

洪
水
也
。
使
禹
治
之
。
禹
掘
地
0

而
注
之
海
，
驅

蛇
龍
而
放
之
菹菹
q

，
水
由
地
中
w

行
，
江
、
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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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人
得
平
土
而
居
之
　
人
民
因
此
而
能
在
平
地
上
居
住
。
平
土
，
平

地
。
此
句
以
上
所
述
為
一
治
。

r 

代
作
　
相
繼
出
現
。
作
，
興
起
、
產
生
。

t 

壞
宮
室
以
為
汙
池
　
毀
壞
民
宅
，
改
作
成
園
囿
中
的
大
水
池
。
宮
室
，

人
民
的
居
室
。
汙
池
，
蓄
水
的
大
池
。
汙
，
音

汙
，
不
流
動
的
水
。

y 

園
囿
　
帝
王
遊
樂
和
狩
獵
的
地
方
。

u 

沛
澤
　
指
水
草
盛
多
的
沼
澤
地
。
沛
，
草
木
叢
生
之
處
。
澤
，
水
所

聚
集
之
處
。
此
句
前
後
所
述
又
一
亂
。

i 

奄
　
音

掩
，
即
　
國
，
東
方
無
道
之
國
，
助
紂
為
虐
，
故
址
在
今

山
東
省 

曲
阜
市
。

o 

三
年
討
其
君
　
指
用
了
三
年
討
平
奄
國
。

p 

飛
廉
　
紂
的
寵
臣
，
跑
步
很
快
；
其
子
惡
來
力
氣
很
大
，
能
空
手
與

猛
虎
格
鬥
；
父
子
均
以
勇
力
服
事
紂
。
武
王
克
商
，
誅
惡
來
，
追
捕

飛
廉
於
海
邊
而
殺
之
。

a 

海
隅
　
海
邊
。
隅
，
音

愉
，
邊
遠
的
地
方
。

s 

滅
國
者
五
十
　
滅
掉
五
十
個
與
紂
同
黨
虐
民
的
諸
侯
。
此
句
前
後
所

述
又
一
治
。

d 

世
衰
道
微
邪
說
暴
行
有
作
　
意
謂
周
室
東
遷
以
後
，
世
運
衰
頹
，

正
道
不
明
，
邪
偽
的
學
說
、
暴
虐
的
行
為
又
再
興
起
。
有
，
通

﹁
又
﹂
。
此
句
前
後
所
述
又
另
一
亂
。

f 

春
秋
天
子
之
事
　
指
天
子
掌
管
政
教
，
有
昌
明
仁
義
、
討
伐
亂
臣
賊

子
之
責
。
孔
子
作
春
秋
，
以
寄
託
王
法
，
期
許
能
撥
亂
反
正
，
這
些

皆
是
天
子
之
事
。

g
知
我
者
其
惟
春
秋
乎
四
句
　
了
解
我
的
人
，
大
概
是
因
為
春
秋
這
部

著
作
；
怪
罪
我
的
人
，
大
概
是
因
為
春
秋
這
部
著
作
。
其
，
大
概
、

或
許
。
惟
，
以
、
因
為
。
知
孔
子
者
，
認
為
此
書
可
以
遏遏
阻
人
欲
，

存
續
天
理
。
罪
孔
子
者
，
認
為
孔
子
逾
越
職
權
，
替
天
子
行
褒
貶
賞

河
、
漢
是
也
。
險
阻
既
遠
，
鳥
獸
之
害
人
者
消
，

然
後
人
得
平
土
而
居
之
e

。

堯
、
舜
既
沒
，
聖
人
之
道
衰
。
暴
君
代
作
r

， 

壞
宮
室
以
為
汙汙
池
t

，
民
無
所
安
息
；
棄
田
以
為

園
囿
y

，
使
民
不
得
衣
食
。
邪
說
暴
行
又
作
。
園

囿
汙
池
沛
澤
u

多
，
而
禽
獸
至
。
及
紂
之
身
，
天

下
又
大
亂
。
周
公
相
武
王
，
誅
紂
，
伐
奄奄 

i

，
三

年
討
其
君
o

；
驅
飛
廉
p

於
海
隅隅
a

而
戮
之
；
滅

國
者
五
十
s

。
驅
虎
豹
犀
象
而
遠
之
。
天
下
大
悅
。 

︙
︙

世
衰
道
微
，
邪
說
暴
行
有
作
d

。
臣
弒
其
君
者

有
之
，
子
弒
其
父
者
有
之
。
孔
子
懼
，
作
春
秋
。

春
秋
，
天
子
之
事
f

也
。
是
故
孔
子
曰
：
﹃
知
我

者
，
其
惟
春
秋
乎
！
罪
我
者
，
其
惟
春
秋
乎
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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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
之
事
。
孔
子
作
春
秋
使
亂
臣
賊
子
懼
，
而
不
敢
肆
行
無
忌
，
故
此

句
以
上
所
述
又
屬
另
一
治
。

h 

放
恣
　
放
縱
妄
為
。
恣
，
音

恣
。

j 

處
士
橫
議
　
布
衣
之
士
亂
發
議
論
。
處
士
，
布
衣
之
士
。
橫
議
，
作

違
理
的
議
論
。
橫
，
音

啈
。

k 

楊
朱
　
春
秋 

戰
國
時
人
，
時
代
在
孔
子
以
後
，
孟
子
之
前
。
其
書
不

傳
，
其
人
思
想
，
據
孟
子 

盡
心
上
謂
：
﹁
楊
子
取
為
我
，
拔
一
毛
而

利
天
下
，
不
為
也
。
﹂
及
呂
氏
春
秋 

不
二
篇
云
：
﹁
楊
生
貴
己
。
﹂

淮
南
子 

氾
論
訓
云
：
﹁
全
生
保
真
，
不
以
物
累
形
，
楊
子
之
所
立
也
，

而
孟
子
非
之
。
﹂
是
個
主
張
極
端
利
己
為
我
的
人
。

l 

墨
翟
　
戰
國
時
魯
人
，
嘗
仕
宋
為
大
夫
。
倡
兼
愛
，
尚
節
用
，
其
學
說

盛
行
當
世
，
與
儒
家
並
稱
為
顯
學
。
門
人
記
其
所
述
，
有
墨
子
傳
世
。

; 

無
君
　
楊
朱
主
張
利
己
為
我
，
不
願
犧
牲
個
人
小
利
以
幫
助
國
家
，

君
代
表
國
家
，
故
稱
其
為
無
君
。

z 

無
父
　
墨
子
主
張
愛
無
差
等
，
視
自
己
的
父
母
如
同
他
人
的
父
母
，

故
稱
其
為
無
父
。

x 

是
禽
獸
　
謂
無
父
無
君
，
則
人
道
滅
絕
，
此
與
禽
獸
無
異
。
是
，

此
、
這
個
，
指
稱
詞
，
指
﹁
無
父
無
君
﹂
。

c 

公
明
儀
　
姓
公
明
，
名
儀
。
魯
賢
人
，
曾
子
弟
子
。

v 

庖
　
音

庖
，
廚
房
。

b 
廄
　
音

廄
，
馬
棚
。

n 
莩
　
音

莩
，
通
﹁
殍
﹂
，
餓
死
之
人
。

m 

率
獸
而
食
人
　
謂
對
人
民
橫
征
暴
斂
，
以
畜
養
禽
獸
作
為
寵
物
，
致

使
人
民
因
困
窮
而
餓
死
，
等
於
是
率
領
禽
獸
吃
人
。

, 

充
塞
仁
義
　
因
邪
說
充
斥
，
仁
義
之
道
被
阻
塞
而
不
能
昌
明
。
充

塞
，
阻
塞
。

聖
王
不
作
，
諸
侯
放
恣恣
h

，
處
士
橫啈
議
j

，

楊
朱
k

、
墨
翟
l

之
言
盈
天
下
。
天
下
之
言
，
不

歸
楊
則
歸
墨
。
楊
氏
為
我
，
是
無
君
;

也
；
墨

氏
兼
愛
，
是
無
父
z

也
。
無
父
無
君
，
是
禽
獸
x
 

也
。
公
明
儀 

c

曰
：
﹃
庖庖
v

有
肥
肉
，
廄廄
b

有
肥

馬
，
民
有
飢
色
，
野
有
餓
莩莩
n

，
此
率
獸
而
食 

人
m

也
。
﹄
楊
、
墨
之
道
不
息
，
孔
子
之
道
不

著
，
是
邪
說
誣
民
，
充
塞
仁
義
,

也
。
仁
義
充

	

知
我
者
，
其
惟
春
秋
乎
！
罪
我
者
，
其
惟
春
秋
乎
！

（
篆
文
四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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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將
相
食
　
謂
楊
、
墨
之
道
行
，
則
人
皆
無
父
、
無
君
，
不
知
人
倫

之
道
，
不
能
互
助
合
作
，
反
而
相
互
侵
犯
傷
害
。
此
句
以
上
所
述
又

為
另
一
亂
。

/ 

閑
　
音

閑
，
護
衛
、
捍
衛
。

! 

距
　
通
﹁
拒
﹂
，
抗
拒
、
排
斥
。

@ 

放
淫
辭
　
驅
除
放
蕩
無
禮
的
言
論
。
放
，
驅
逐
。

# 

不
易
　
不
會
改
變
，
指
同
意
。

$ 

抑
　
抑
制
，
在
此
引
申
有
治
理
之
意
。

% 

兼
　
摒
絕
。

^ 

詩
云
戎
狄
是
膺
三
句
　
詩
經
上
說
：
﹁
打
擊
了
凶
暴
的
戎
、
狄
，
也

懲
治
了
野
蠻
的
荊
、
舒
兩
國
，
就
沒
有
人
敢
抵
擋
我
了
。
﹂
語
出
詩

經 

魯
頌 

閟閟
宮
。
荊
，
楚
國
舊
稱
。
舒
，
國
名
，
近
於
楚
國
。
荊
、

舒
皆
南
蠻
之
國
，
與
西
戎
、
北
狄
，
在
當
時
均
為
文
化
落
後
，
不
講

求
仁
義
之
道
的
地
區
。
是
，
語
助
詞
，
無
義
，
表
賓
語
提
前
。
膺
，

打
擊
。
懲
，
懲
治
。
承
，
當
、
抵
擋
。

& 

詖
行
　
偏
邪
不
正
的
行
為
。
詖
，
音

詖
。

* 

三
聖
　
指
禹
、
周
公
、
孔
子
。

( 

徒
　
黨
、
同
一
類
。

	

禹	

（
陳
海
虹　

繪
）

（
中
華
偉
人
畫
像
）

塞
，
則
率
獸
食
人
，
人
將
相
食
.

。
吾
為
此
懼
，

閑閑
/

先
聖
之
道
，
距
!

楊
、
墨
，
放
淫
辭
@

，
邪

說
者
不
得
作
。
作
於
其
心
，
害
於
其
事
；
作
於
其

事
，
害
於
其
政
。
聖
人
復
起
，
不
易
#

吾
言
矣
。

昔
者
禹
抑
$

洪
水
，
而
天
下
平
；
周
公
兼
%
 

夷
、
狄
，
驅
猛
獸
，
而
百
姓
寧
；
孔
子
成
春
秋
，

而
亂
臣
賊
子
懼
。
詩
云
：
﹃
戎
、
狄
是
膺
，
荊
、

舒
是
懲
；
則
莫
我
敢
承
。
﹄ 

^

無
父
無
君
，
是
周

公
所
膺
也
。
我
亦
欲
正
人
心
，
息
邪
說
，
距
詖詖

行
&

，
放
淫
辭
，
以
承
三
聖
*

者
；
豈
好
辯
哉
？

予
不
得
已
也
。
能
言
距
楊
、
墨
者
，
聖
人
之
徒
(

也
。
﹂—

 

滕
文
公
下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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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旨

孟
子
言
時
局
艱
難
，
邪
說
誣
民
，
為
正
人
心
，
息
邪
說
，
距
詖
行
，
放
淫
辭
，
以
繼
承
先
聖
之
道
，
因
而
不
得
不
與
人
爭
論
。

解  

讀
孟
子
生
在
戰
爭
頻
仍
，
民
生
凋
敝
，
功
利
主
義
盛
行
的
時
代
。
他
以
堅
韌
的
生
命
力
、
強
烈
的
使
命
感
、
剛
直
的
氣
概
，
昂
揚

奮
發
，
激
濁
揚
清
，
力
挽
狂
瀾
，
冀
能
達
到
以
道
德
倫
理
安
定
天
下
的
理
想
。
因
此
，
在
奔
走
各
國
，
遊
說
諸
侯
之
時
，
不
得
不
展

其
雄
辯
之
才
，
以
宣
揚
其
理
念
。
故
外
人
對
孟
子
有
﹁
好
辯
﹂
的
批
評
。

由
於
公
都
子
之
問
，
使
孟
子
道
出
其
﹁
不
得
已
﹂
的
苦
衷
。
在
這
段
文
字
裡
，
刻
劃
出
孟
子
對
時
代
的
感
受
，
對
承
繼
歷
史
文

化
的
擔
當
。

首
先
孟
子
對
自
有
生
民
以
來
的
歷
史
進
程
，
做
了
﹁
一
治
一
亂
﹂
的
概
略
評
述
。
在
以
治
平
亂
之
中
，
禹
抑
洪
水
，
是
平
自
然

之
患
；
周
公
兼
夷
、
狄
，
驅
猛
獸
，
是
平
異
類
異
族
殘
害
之
患
；
孔
子
成
春
秋
，
端
正
綱
常
，
是
平
人
類
自
相
殘
賊
之
患
；
而
孟
子

正
人
心
，
息
邪
說
，
距
詖
行
，
放
淫
辭
，
是
治
人
心
學
說
思
想
之
患
，
此
為
孟
子
之
抱
負
，
亦
是
其
使
命
。

然
而
，
孟
子
除
反
對
﹁
諸
侯
放
恣
，
處
士
橫
議
﹂
外
，
何
以
又
特
別
指
責
﹁
楊
、
墨
之
道
不
息
，
孔
子
之
道
不
著
﹂
而
直
斥
楊

氏
、
墨
氏
為
禽
獸
呢
？
其
主
要
關
鍵
乃
基
於
倫
常
的
觀
念
。
因
為
楊
朱
為
我
，
只
知
愛
身
，
不
知
獻
身
報
國
，
無
君
臣
之
義
。
而
墨

翟
兼
愛
，
愛
無
差
等
，
視
人
之
父
若
己
父
，
終
至
無
父
子
之
仁
。
無
君
無
父
，
乖
違
倫
常
，
則
人
道
滅
絕
，
與
禽
獸
何
異
？
孟
子
激

烈
之
言
，
即
為
此
而
發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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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孟
子
去
齊
　
指
孟
子
離
開
齊
國
時
。
去
，
離
開
。
孟
子

遊
齊
，
位
至
客
卿
，
後
不
見
用
而
離
去
。

2 

充
虞
　
孟
子
弟
子
。

3 

路
問
　
在
路
上
提
問
。

4 

不
豫
色
然
　
神
色
不
愉
快
的
樣
子
。
豫
，
愉
悅
。

5 

不
怨
天
不
尤
人
　
不
埋
怨
上
天
，
不
責
怪
他
人
。
尤
，

責
怪
。
此
孟
子
引
用
孔
子
的
話
，
見
論
語 

憲
問
。

6 

彼
一
時
此
一
時
　
指
時
勢
既
有
所
不
同
，
情
況
有
了
變

化
，
事
情
就
不
可
用
同
一
標
準
看
待
。

7 

五
百
年
必
有
王
者
興
　
自
堯
、
舜
至
湯
，
自
湯
至
文
、

武
，
皆
五
百
餘
年
，
而
聖
王
出
。

8 

名
世
者
　
指
德
業
聲
望
有
名
於
當
世
，
能
輔
佐
聖
王
的

人
。

9 
數
　
年
數
，
指
五
百
年
之
期
。

0 
以
其
時
考
之
則
可
矣
　
用
時
勢
來
考
察
，
正
是
人
心
期

待
太
平
盛
世
，
該
有
王
者
出
現
的
時
候
。

97
指

二

	

當
今
之
世
，
舍
我
其
誰

孟
子
去
齊 

1

，
充
虞
2

路
問
3

曰
：
﹁
夫
子
若
有
不
豫

色
然
4

。
前
日
虞
聞
諸
夫
子
曰
：
﹃
君
子
不
怨
天
，
不
尤 

人
5

。
﹄
﹂

曰
：
﹁
彼
一
時
，
此
一
時
6

也
。
五
百
年
必
有
王
者 

興
7

，
其
間
必
有
名
世
者
8

。
由
周
而
來
，
七
百
有
餘
歲

矣
，
以
其
數
9

，
則
過
矣
；
以
其
時
考
之
，
則
可
矣
0

。 

●
 

事
例蘇

格
拉
底
對
西
方
思
想
影
響
深
遠
，
而
他
啟
發
世
人
思
想
的
方
式
主
要
是
和
人
辯
論
。
當
時
雅
典
正
風
行
詭
辯
學
派
的
學
說
，
他
們
為
賺
錢
而
授

課
，
教
人
用
似
是
而
非
的
推
理
手
段
贏
得
辯
論
，
卻
不
相
信
有
絕
對
真
理
與
正
義
。
蘇
格
拉
底
痛
惡
這
些
人
逞
詭
辯
之
能
以
混
淆
是
非
，
於
是
每
天
都
走

到
街
頭
，
和
雅
典
的
青
年
討
論
人
生
問
題
。
蘇
氏
自
比
助
產
婆
，
從
談
話
中
用
抽
絲
剝
繭
的
反
詰
法
，
使
對
方
逐
漸
了
解
自
己
的
無
知
和
錯
誤
，
從
而
發

現
真
理
。
由
於
他
攻
擊
詭
辯
學
派
，
並
且
經
常
批
評
政
治
，
招
致
了
權
貴
和
小
人
的
忌
怨
構
陷
，
被
以
煽
動
青
年
的
罪
名
判
處
死
刑
，
最
終
喝
下
毒
堇
汁

而
死
。
蘇
格
拉
底
雖
然
殉
難
，
但
他
終
生
為
維
護
真
理
而
辯
論
，
以
教
導
青
年
為
己
任
的
熱
誠
，
已
成
為
古
今
教
師
的
典
範
！

●
 

相
關
名
言

◎
	

千
人
之
諾
諾
，
不
如
一
士
之
諤
諤
。
（
漢	

司
馬
遷
）

	

（
注
：
諾
諾
：
連
聲
答
應
，
表
示
順
從
。
諤
諤
：
直
言
爭
辯
的
樣
子
。
）

◎
	

一
種
壞
行
為
只
能
為
其
他
壞
行
為
開
路
，
而
壞
思
想
卻
會
拖
著
人
順
那
條
路
一
直
往
下
滑
。
（
俄	

托
爾
斯
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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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
天
未
欲
平
治
天
下
q

也
；
如
欲
平
治
天
下
，
當
今
之
世
，

舍
我
其
誰
也
w

？
吾
何
為
不
豫
哉
e

？
﹂—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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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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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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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平
治
天
下
　
使
天
下
得
聖
王
治
理
而
太
平
。
平
，
在
此

作
動
詞
用
，
使
太
平
。
治
，
治
理
。

w 

舍
我
其
誰
也
　
除
了
我
，
還
會
有
誰
呢
？
言
下
之
意
，

即
孟
子
以
﹁
名
世
者
﹂
自
居
。
舍
，
通
﹁
捨
﹂
，
捨

棄
、
除
︙
︙
之
外
。
其
，
助
詞
。

e 

吾
何
為
不
豫
哉
　
我
為
什
麼
不
愉
快
呢
？
孟
子
言
此
時

使
我
不
遇
於
齊
，
是
上
天
未
欲
平
治
天
下
，
怎
麼
會
因

為
個
人
懷
才
不
遇
而
不
愉
快
呢
？

章  

旨

孟
子
以
能
施
行
王
道
者
自
居
，
表
達
其
欲
平
治
天
下
的
勇
氣
與
擔
當
。

由
上
二
章
可
見
孟
子
志
在
承
繼
先
聖
之
業
，
期
能
平
治
天
下
，
胸
襟
抱
負
極
為
遠
大
。

解  

讀
這
是
孟
子
離
開
齊
國
時
，
與
學
生
充
虞
在
路
上
的
一
段
對
話
。
話
中
雖
流
露
出
理
想
遭
受
挫
折
的
無
奈
，
但
也
充
滿
了
承
擔
重

責
大
任
的
自
信
。

孟
子
對
歷
史
文
化
的
承
續
有
強
烈
的
使
命
感
，
更
有
平
治
天
下
的
氣
概
與
信
念
。
其
畢
生
所
懷
抱
的
目
標
，
就
是
要
拯
救
生
民

於
水
火
之
中
。
在
戰
國
各
國
之
中
，
當
時
以
齊
、
梁
二
國
最
為
富
強
，
有
王
天
下
的
憑
藉
，
所
以
孟
子
對
此
兩
國
的
期
望
也
最
高
。
可

惜
先
前
的
梁
惠
王
對
孟
子
尊
而
不
親
，
敬
而
不
用
，
而
且
在
孟
子
遊
梁
的
次
年
，
惠
王
即
老
衰
而
死
；
繼
位
的
襄
王
，
又
﹁
望
之
不
似

人
君
﹂
，
不
足
以
有
為
。
如
今
所
寄
望
的
齊
宣
王
，
雖
然
也
對
孟
子
禮
敬
有
加
，
待
以
客
卿
之
位
，
卻
又
不
能
採
納
其
意
見
，
推
行
仁

政
，
尤
其
是
趁
著
燕
國
的
內
亂
，
併
吞
燕
國
而
大
行
暴
政
，
因
而
引
起
諸
侯
軍
隊
的
攻
伐
。
孟
子
大
失
所
望
，
離
開
了
齊
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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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與
討
論

一
、
孟
子
說
：
﹁
天
下
之
生
久
矣
，
一
治
一
亂
。
﹂
請
就
予
豈
好
辯
哉
章
所
述
，
指
出
哪
些
是
治
？
哪
些
是
亂
？

二
、 

楊
朱
為
我
、
墨
翟
兼
愛
，
孟
子
為
什
麼
極
力
排
斥
而
視
為
邪
說
呢
？
孟
子
批
評
他
們
是
禽
獸
，
是
否
為
情
緒
性
的
語
言
？

請
加
以
辨
析
。

三
、
據
孟
子
所
言
，
夏
禹
、
周
公
、
孔
子
各
有
什
麼
貢
獻
？

四
、 

孟
子
說
：
﹁
夫
天
未
欲
平
治
天
下
也
；
如
欲
平
治
天
下
，
當
今
之
世
，
舍
我
其
誰
也
？
﹂
這
樣
的
自
我
期
許
，
你
有
何
看

法
？

孟
子
的
挫
折
感
，
朝
夕
相
處
的
學
生
充
虞
哪
會
看
不
出
來
呢
？
因
此
問
孟
子
說
老
師
好
像
有
不
愉
快
的
樣
子
。
孟
子
回
答
說
，
以

﹁
五
百
年
必
有
王
者
興
﹂
來
看
，
時
機
應
已
成
熟
，
如
果
上
天
想
要
平
治
天
下
的
話
，
那
﹁
當
今
之
世
，
舍
我
其
誰
也
？
吾
何
為
不
豫

哉
？
﹂
對
自
己
的
抱
負
深
具
信
心
，
充
分
顯
現
其
勇
於
擔
當
的
氣
概
。

●
 

事
例南

非
國
父
曼
德
拉
擁
有
大
學
法
律
學
位
，
因
父
親
是
酋
長
而
被
指
定
為
繼
承
人
，
但
當
時
南
非
人
口
以
黑
人
為
主
，
卻
由
少
數
白
人
執
政
，
當
局

長
期
推
行
種
族
歧
視
和
隔
離
政
策
，
黑
人
族
群
被
剝
奪
公
民
權
利
，
甚
至
被
驅
離
家
園
。
於
是
他
說
「
我
決
不
願
以
酋
長
身
分
統
治
一
個
受
壓
迫
的
部

族
」
，
遂
放
棄
安
逸
的
生
活
，
致
力
於
廢
除
南
非
執
政
黨
的
種
族
隔
離
政
策
，
卻
因
抗
爭
活
動
而
被
政
府
監
禁
長
達
二
十
七
年
，
飽
受
迫
害
與
折
磨
，
始

終
拒
絕
妥
協
。
最
後
於
一
九
九○

年
獲
釋
，
本
著
寬
容
與
諒
解
，
他
帶
領
全
民
重
建
黑
白
融
合
的
民
主
國
家
，
成
為
南
非
首
位
黑
人
總
統
。
他
以
舍
我
其

誰
的
強
烈
使
命
感
，
向
世
人
展
現
出
宏
偉
的
氣
魄
與
擔
當
，
也
成
為
二
十
世
紀
備
受
尊
崇
的
人
權
領
袖
。

●
 

相
關
名
言

◎
	

為
天
地
立
心
，
為
生
民
立
命
，
為
往
聖
繼
絕
學
，
為
萬
世
開
太
平
。
（
宋	

張
載
）

◎
	

但
願
眾
生
得
離
苦
，
不
為
自
己
求
安
樂
。
（
華
嚴
經
）



今
人

今
事

從
孟
子
的
言
談
中
，
我
們
可
以
看
到
他
在
理
想
遭
受
挫
折
時
的
無
奈
，
卻
也
感
受
得
到
他
承
擔
重
責
大
任
的
自
信
。
所
以
他

說
：
﹁
予
豈
好
辯
哉
？
﹂
面
對
舉
世
滔
滔
之
言
，
他
必
須
反
覆
申
說
自
己
的
抱
負
；
他
也
說
：
﹁
當
今
之
世
，
舍
我
其
誰
也
？
﹂

在
他
心
中
，
有
一
個
美
好
的
世
界
藍
圖
，
再
怎
麼
艱
辛
也
要
勉
力
完
成
。

馬
丁
．
路
德
．
金
恩
博
士
，
近
代
美
國
重
要
的
黑
人
民
權
運
動
領
袖
，
在
為
黑
人
爭
取
權
利
的
運
動
中
，
展
現
了
類
似
的
風

範
。

一
九
二
九
年
馬
丁
．
路
德
．
金
恩
出
生
於
美
國 

喬
治
亞
州
的
亞
特
蘭
大
，
他
的
父
親
是
一
位
教
會
牧
師
。
一
九
五
四
年
馬

丁
．
路
德
．
金
恩
成
為
阿
拉
巴
馬
州 
蒙
哥
馬
利
的
德
克
斯
特
大
街 

浸
信
會
教
堂
︵D

exter A
venue B

aptist C
hurch

︶
的
一
位
牧

師
。
一
九
五
五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
一
位
名
叫
做
羅
沙
．
帕
克
斯
的
黑
人
婦
女
在
公
共
汽
車
上
拒
絕
讓
座
給
白
人
，
因
而
被
當
地
員

警
逮
捕
。
馬
丁
．
路
德
．
金
恩
立
即
發
起
了
一
場
罷
車
運
動
，
發
動
黑
人
拒
絕
搭
乘
公
共
汽
車
，
從
此
他
成
為
民
權
運
動
的
領
袖

人
物
。在

為
黑
人
爭
取
權
益
的
鬥
爭
中
，
馬
丁
．
路
德
．
金
恩
始
終
推
行
非
暴
力
策
略
。
例
如
，
在
﹁
入
座
運
動
﹂
中
，
黑
人
平
靜

地
進
入
任
何
拒
絕
為
黑
人
服
務
的
地
方
，
禮
貌
地
提
出
要
求
，
得
不
到
就
不
離
開
，
縱
使
遇
到
嘲
弄
、
侮
辱
，
仍
然
打
不
還
手
，

罵
不
還
口
。
他
們
服
裝
整
潔
，
頭
髮
一
絲
不
苟
，
不
卑
不
亢
地
以
最
有
尊
嚴
的
目
光
請
求
服
務
，
得
不
到
服
務
，
就
坐
下
來
讀

書
。
當
時
，
許
多
人
在
﹁
運
動
﹂
中
被
捕
，
但
馬
丁
．
路
德
．
金
恩
﹁
填
滿
監
獄
﹂
的
號
召
還
是
讓
這
場
運
動
沸
沸
揚
揚
地
引
起

注
意
與
反
思
。
不
到
兩
個
月
，
﹁
入
座
運
動
﹂
席
捲
了
美
國
南
部
五
十
多
座
城
市
。

一
九
六
三
年
八
月
二
十
八
日
，
馬
丁
．
路
德
．
金
恩
發
表
了
舉
世
矚
目
的
演
講
：I H

ave a D
ream

。
在
演
講
中
，
他
說
出
了

當
時
黑
人
的
困
境
：
﹁
一
百
年
後
的
今
天
，
在
種
族
隔
離
的
鐐
銬
和
種
族
歧
視
的
枷
鎖
下
，
黑
人
的
生
活
備
受
壓
榨
。
一
百
年
後

【
當
今
之
世
，
舍
我
其
誰—

馬
丁
．
路
德
．
金
恩
】



的
今
天
，
黑
人
仍
生
活
在
物
質
充
裕
的
海
洋
中
一
個
窮
困
的
孤
島
上
。
﹂
也
說
出
大
多
數
黑
人
的
期
待
：
﹁
我
們
要
求
將
支
票
兌

現—

這
張
支
票
將
給
予
我
們
寶
貴
的
自
由
和
正
義
的
保
障
。
﹂

在
其
中
，
他
對
於
憤
怒
黑
人
有
所
撫
慰
和
鼓
勵
：
﹁
我
們
鬥
爭
時
必
須
舉
止
得
體
，
紀
律
嚴
明
。
我
們
不
能
容
許
我
們
的
抗

議
蛻
變
為
暴
力
行
動
。
我
們
要
不
斷
地
昇
華
到
以
精
神
力
量
對
付
物
質
力
量
的
崇
高
境
界
中
去
。
﹂
然
後
態
度
平
和
地
講
出
他
們

的
期
待
：
﹁
我
夢
想
有
一
天
，
在
喬
治
亞
的
紅
山
上
，
昔
日
奴
隸
的
兒
子
將
能
夠
和
昔
日
奴
隸
主
的
兒
子
坐
在
一
起
，
共
敘
兄
弟

情
誼
。
我
夢
想
有
一
天
，
甚
至
連
密
西
西
比
州
這
個
正
義
匿
跡
，
壓
迫
成
風
，
如
同
沙
漠
般
的
地
方
，
也
將
變
成
自
由
和
正
義
的

綠
洲
。
﹂

在
那
個
美
國
黑
人
仍
飽
受
歧
視
的
年
代
，
馬
丁
．
路
德
．
金
恩
博
士
用
溫
和
而
堅
定
、
堅
持
而
不
妥
協
的
語
調
，
不
卑
不
亢

地
傳
達
了
他
的
信
念
。
這
些
鏗
鏘
的
言
語
，
其
實
正
像
是
孟
子
的
﹁
予
豈
好
辯
哉
，
予
不
得
已
也
！
﹂
一
種
堂
堂
挺
立
於
天
地
之

間
的
偉
大
人
格
，
以
及
他
所
展
現
的
遠
大
抱
負
，
都
可
由
此
見
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