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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三
字
經
開
頭
第
一
句
話
說
：
﹁
人
之
初
，
性
本
善
。
﹂
其
實
，
這
是
孟
子
所
提
出
的
學
說
。
人
性
全
然
是
善
的
嗎
？
如
果
是
，

為
什
麼
世
上
還
有
那
麼
多
為
非
作
歹
的
人
？
而
孟
子
又
豈
是
視
若
無
睹
？
當
然
他
是
看
到
了
。
只
因
他
認
為
那
些
行
為
不
是
人
性
的

表
現
。
因
為
孟
子
是
從
人
的
主
體
性
、
人
的
自
覺
心
、
道
德
心
來
論
人
性
的
，
他
所
肯
定
的
是
人
天
生
就
具
有
善
性
，
因
此
人
人
都

有
為
善
的
能
力
。

孟
子
肯
定
人
之
性
善
，
其
理
論
依
據
大
致
有
三
：

一
、 

人
與
禽
獸
是
不
同
的
。
他
說
：
﹁
人
之
所
以
異
於
禽
獸
者
幾
希
。
﹂
︵
離
婁
下
︶
人
雖
然
也
是
動
物
的
一
種
，
也
有
動
物
的
本

能
、
嗜
欲
，
但
在
那
﹁
幾
希
﹂
處
的
仁
義
，
卻
與
動
物
有
別
，
這
個
動
物
之
性
所
沒
有
的
﹁
仁
義
﹂
，
才
能
稱
做
人
性
。

二
、 

人
心
為
善
，
由
心
善
而
言
性
善
。
他
認
為
人
皆
有
惻
隱
、
羞
惡
、
恭
敬
、
是
非
之
善
心
，
此
乃
仁
、
義
、
禮
、
智
之
端
，
也
是

人
的
良
知
良
能
，
都
是
天
所
賦
予
我
的
，
是
我
性
分
中
所
固
有
的
，
只
要
思
考
、
省
察
，
操
持
存
養
，
就
能
擴
而
充
之
，
隨
機

而
發
。
這
種
滿
心
的
善
，
也
就
是
性
善
。

三
、 

聖
人
與
我
同
類
，
人
人
皆
有
聖
賢
之
具
。
他
認
為
同
類
者
皆
有
其
相
似
之
點
，
聖
人
之
心
充
滿
著
理
義
，
其
性
為
善
，
我
與
聖

人
同
類
，
故
性
亦
必
善
。
只
因
聖
賢
沒
有
喪
失
其
本
心
，
能
先
得
我
心
所
同
然
的
理
義
而
已
。

至
於
人
性
之
不
善
，
那
是
由
於
心
失
其
養
、
弗
思
、
自
暴
自
棄
，
或
是
受
環
境
的
影
響
。
使
得
其
善
心
善
性
因
而
湮
沒
不
彰
，

心
為
形
役
，
以
致
作
姦
犯
科
，
自
陷
於
邪
僻
之
途
。
所
以
孟
子
極
力
主
張
尋
回
放
失
的
本
心
，
並
加
以
培
養
擴
充
，
以
恢
復
人
所
本

有
的
善
性
。

導言

論
人
性
本
善 

(

選
八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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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
性
本
善

公
都
子
曰
：
﹁
告
子 

1

曰
：
﹃
性
無
善
無

不
善
也
2

。
﹄
或
曰
：
﹃
性
可
以
為
善
，
可
以
為

不
善
3

。
是
故
文
、
武 

4

興
，
則
民
好
善
；
幽
、

厲 

5

興
，
則
民
好
暴
。
﹄
或
曰
：
﹃
有
性
善
，
有

性
不
善
6

。
是
故
以
堯
為
君
，
而
有
象 

7

；
以
瞽瞽

瞍瞍 

8

為
父
，
而
有
舜
；
以
紂
為
兄
之
子
，
且
以

為
君
，
而
有
微
子
啟
9

、
王
子
比
干 
0

。
﹄
今
曰

﹃
性
善
﹄
，
然
則
彼
皆
非
與
？
﹂

孟
子
曰
：
﹁
乃
若
其
情
，
則
可
以
為
善 

矣
q

；
乃
所
謂
善
也
w

。
若
夫
為
不
善
，
非
才
e

之
罪
也
。
惻
隱
r

之
心
，
人
皆
有
之
；
羞
惡勿
t

之

心
，
人
皆
有
之
；
恭
敬
之
心
，
人
皆
有
之
；
是 

1 

告
子
　
姓
告
，
名
不
害
。
兼
治
儒
、
墨
之
學
。
其
論
性
，
認
為
人
性

本
無
善
惡
，
所
謂
善
惡
皆
由
於
後
天
的
習
染
。

2 

性
無
善
無
不
善
也
　
性
是
中
性
的
，
無
所
謂
善
惡
。
告
子
認
為
﹁
食

色
性
也
﹂
。
他
從
生
理
欲
望
方
面
看
人
性
，
主
張
性
無
所
謂
善
惡
的

分
別
。

3 

性
可
以
為
善
可
以
為
不
善
　
性
中
兼
有
善
惡
的
成
分
，
可
以
使
它
善

良
，
也
可
以
使
它
不
善
良
。

4 

文
武
　
指
周
文
王
、
周
武
王
。

5 

幽
厲
　
指
周
幽
王
、
周
厲
王
。

6 

有
性
善
有
性
不
善
　
有
的
人
本
性
善
良
，
有
的
人
本
性
不
善
良
。

7 

象
　
舜
異
母
弟
。
生
性
凶
狠
傲
慢
，
曾
與
父
謀
害
舜
。

8 

瞽
瞍
　
音

瞽
瞍
，
舜
的
父
親
。
生
性
頑
劣
，
愛
其
後
妻
所
生
之

子
象
，
屢
次
想
要
謀
害
舜
。
瞽
、
瞍
兩
字
都
是
眼
瞎
的
意
思
。
舜
父

有
目
而
不
能
分
辨
好
惡
，
故
時
人
稱
他
瞽
瞍
。

9 

微
子
啟
　
微
子
，
名
啟
，
紂
之
庶
兄
，
此
處
公
都
子
引
當
時
人
之

言
，
以
為
微
子
乃
紂
的
叔
父
。
封
於
微
，
子
為
爵
名
，
故
稱
微
子
。

0 

比
干
　
紂
之
叔
父
，
封
於
比
，
故
稱
比
干
。

q 

乃
若
其
情
則
可
以
為
善
矣
　
就
人
的
本
性
而
言
，
是
能
夠
為
善
的
。

乃
若
，
發
語
詞
，
無
義
。
情
，
實
，
指
人
的
本
性
。

w 
乃
所
謂
善
也
　
這
就
是
我
所
說
的
性
善
。
乃
，
即
、
就
是
。

e 

才
　
猶
材
質
，
指
人
的
本
質
而
言
。

r 

惻
隱
　
憐
憫
傷
痛
。

t 

羞
惡
　
羞
，
對
自
己
的
不
善
感
到
可
恥
。
惡
，
音

勿
，
對
他
人
的

不
善
感
到
憎
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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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y

之
心
，
人
皆
有
之
。
惻
隱
之
心
，
仁
也
；
羞

惡
之
心
，
義
也
；
恭
敬
之
心
，
禮
也
；
是
非
之

心
，
智
也
。
仁
、
義
、
禮
、
智
，
非
由
外
鑠鑠
我
u

也
，
我
固
有
之
也
，
弗
思
耳
矣
。
故
曰
：
﹃
求
則

得
之
，
舍
則
失
之
。
﹄
或
相
倍
蓰蓰
而
無
算
i

者
，

不
能
盡
其
才
者
也
。

詩
曰
：
﹃
天
生
蒸
民
，
有
物
有
則
，
民
之
秉

夷
，
好
是
懿
德
。
﹄
o 

孔
子
曰
：
﹃
為
此
詩
者
，

其
知
道
乎
p

！
﹄
故
有
物
必
有
則
，
民
之
秉
夷

也
，
故
好
是
懿
德
。
﹂—

 

告
子
上
．
6

y 

是
非
　
此
指
道
德
心
的
是
非
。
是
，
知
其
善
而
以
為
是
。
非
，
知
其

惡
而
以
為
非
。

u 

非
由
外
鑠
我
　
言
並
非
因
外
來
的
陶
鑄
，
而
使
我
具
有
此
仁
、
義
、

禮
、
智
之
性
。
鑠
，
音

鑠
，
以
火
銷
鎔
金
屬
。

i 

相
倍
蓰
而
無
算
　
相
差
一
倍
、
五
倍
，
乃
至
無
數
倍
。
蓰
，
音

蓰
，
五
倍
。
無
算
，
無
數
倍
。

o 

詩
曰
天
生
蒸
民
四
句
　
詩
經 

大
雅 

烝
民
之
句
。
意
思
是
說
上
天
降
生

眾
民
，
凡
有
事
物
必
有
法
則
；
這
是
民
眾
所
秉
執
的
常
性
，
所
以
人

們
都
愛
好
這
些
美
德
。
蒸
民
，
詩
經
作
﹁
烝
民
﹂
，
眾
民
。
秉
，
持 

。

夷
，
詩
經
作
﹁
彝
﹂
，
常
。
懿
德
，
美
德
。

p 

其
知
道
乎
　
大
概
懂
得
人
性
的
道
理
吧
！
其
，
大
概
、
可
能
。

章  

旨

孟
子
答
公
都
子
問
人
性
諸
說
之
是
非
，
告
以
仁
、
義
、
禮
、
智
善
性
，
自
根
於
心
，
乃
人
所
固
有
，
求
則
得
之
。

	

詩
曰
：
﹁
天
生
蒸
民
，
有
物
有
則
，
民
之
秉
夷
，

	

好
是
懿
德
。
﹂

（
篆
文
四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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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讀
本
章
為
孟
子
性
善
說
的
總
綱
。
全
章
共
分
三
段
：
首
段
言
時
人
對
人
性
的
四
種
看
法
；
次
段
言
善
性
乃
人
所
固
有
；
末
段
引
詩

為
證
，
謂
好
善
為
人
之
本
性
。

從
公
都
子
之
問
，
可
知
當
時
除
孟
子
的
性
善
說
外
，
對
人
性
另
有
三
種
看
法
：

第
一
種
說
法
：
性
無
善
無
不
善
，
從
自
然
生
命
︵
生
物
的
本
能
、
生
理
的
欲
望
、
心
理
的
情
緒
︶
來
看
待
人
性
，
認
為
人
性
無

所
謂
善
或
惡
。
但
其
問
題
是
沒
有
指
出
人
與
動
物
的
不
同
，
以
及
人
之
所
以
為
人
的
可
貴
在
哪
裡
。

第
二
種
說
法
：
性
可
以
為
善
可
以
為
不
善
，
認
為
人
性
兼
有
善
惡
的
成
分
，
為
善
為
惡
，
完
全
是
受
環
境
的
影
響
，
如
同
﹁
近

朱
者
赤
，
近
墨
者
黑
﹂
一
樣
，
本
此
以
論
人
性
，
則
人
性
顯
然
缺
乏
自
主
性
。

第
三
種
說
法
：
有
性
善
有
性
不
善
，
傾
向
於
以
人
後
天
的
表
現
論
人
性
，
所
舉
的
例
子
並
不
恰
當
，
因
為
象
做
了
壞
事
，
見
到

舜
，
仍
會
忸
怩
不
安
，
瞽
瞍
亦
終
於
被
舜
的
孝
心
所
感
動
；
可
見
象
、
瞽
瞍
並
非
天
生
的
性
惡
。

因
此
孟
子
歸
結
出
人
的
本
性
應
該
是
善
的
，
如
果
做
了
不
善
的
事
，
並
非
本
性
︵
才
︶
所
致
。
何
以
見
得
？
因
人
人
都
有
惻

隱
、
羞
惡
、
恭
敬
、
是
非
之
心
，
這
些
都
是
仁
、
義
、
禮
、
智
的
根
苗
，
乃
人
人
心
中
所
固
有
，
不
是
由
外
來
的
陶
鑄
而
使
我
具
此

善
性
。
只
要
能
思
、
能
求
，
自
然
能
使
之
顯
發
出
來
。
而
一
般
人
由
於
不
能
盡
其
才
︵
本
性
︶
，
以
致
使
人
在
道
德
上
有
善
惡
的
區

別
，
相
差
一
倍
、
五
倍
，
乃
至
無
數
倍
。

最
後
孟
子
再
引
詩
為
證
，
並
透
過
孔
子
的
肯
定
，
認
為
人
的
本
性
即
天
賦
的
法
則
，
人
所
秉
執
的
常
性
就
是
愛
好
美
德
。
本
性

既
然
愛
好
美
德
，
所
以
說
人
性
本
善
。
由
此
也
可
知
性
善
論
之
源
遠
流
長
。

●
 

事
例一

九
七
二
年
，
陷
入
越
戰
泥
淖
的
美
軍
，
對
可
能
潛
藏
越
共
的
村
落
狂
轟
濫
炸
。
九
歲
的
女
孩
潘
金
福
被
燃
燒
的
汽
油
彈
擊
中
，
衣
服
著
火
後
一

絲
不
掛
，
在
路
上
狂
奔
哭
號
，
臉
孔
因
極
度
驚
慌
而
扭
曲
。
這
一
幕
，
被
美
聯
社
攝
影
記
者
黃
公
崴
拍
下
，
他
將
這
張
照
片
取
名
為
戰
火
中
的
女
孩
，
刊

登
在
美
國 

紐
約
時
報
的
頭
版
上
，
隨
即
迅
速
被
世
界
各
大
媒
體
轉
登
，
慘
絕
人
寰
的
畫
面
撼
動
了
全
世
界
，
證
實
了
這
場
戰
爭
殺
戮
的
殘
忍
，
也
讓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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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總
統
尼
克
森
不
得
不
面
對
要
求
結
束
戰
爭
的
輿
論
壓
力
，
一
九
七
三
年
，
駐
越 

美
軍
全
部
撤
出
南
越
。
有
人
說
，
是
這
幅
照
片
使
越
戰
得
以
提
前
半

年
結
束
。
一
張
小
女
孩
的
照
片
，
產
生
巨
大
的
威
力
，
是
因
為
它
觸
動
了
人
心—

—

人
們
與
生
俱
來
的
惻
隱
之
心
。

●
 

相
關
名
言

◎
 

善
是
一
種
實
在
的
東
西
，
人
因
為
善
，
才
有
真
正
的
生
命
。
（
美 

愛
默
生
）

◎
 

一
切
的
惡
，
皆
是
教
育
與
政
治
等
各
種
制
度
下
的
錯
誤
，
以
至
於
使
人
性
產
生
無
知
的
謬
誤
。
（
英 

歐
文
）

1 

不
忍
人
之
心
　
不
忍
害
人
，
也
不
忍
見
他
人
受
害
之

心
，
即
仁
心
。

2 

運
之
掌
上
　
轉
動
於
手
掌
之
上
，
形
容
非
常
容
易
。

3 

乍
　
忽
然
。

4 

怵
惕
　
驚
駭
恐
懼
。
怵
，
音

怵
。

5 

內
交
　
結
交
。
內
，
﹁
納
﹂
的
本
字
，
音

納
。

二

	

人
皆
有
不
忍
人
之
心

孟
子
曰
：
﹁
人
皆
有
不
忍
人
之
心
1

。
先
王
有
不
忍
人

之
心
，
斯
有
不
忍
人
之
政
矣
。
以
不
忍
人
之
心
，
行
不
忍
人

之
政
，
治
天
下
可
運
之
掌
上
2

。

所
以
謂
人
皆
有
不
忍
人
之
心
者
：
今
人
乍
3

見
孺
子
將

入
於
井
，
皆
有
怵怵
惕
4

惻
隱
之
心
；
非
所
以
內訥
交
5

於
孺
子

93
指
95
學
99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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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父
母
也
，
非
所
以
要腰
譽
6

於
鄉
黨
7

朋
友
也
，
非
惡勿
其
聲
8

而
然
也
。

由
是
觀
之
：
無
惻
隱
之
心
，
非
人
也
；
無
羞
惡
之
心
，

非
人
也
；
無
辭
讓
之
心
，
非
人
也
；
無
是
非
之
心
，
非
人

也
。

惻
隱
之
心
，
仁
之
端
9

也
；
羞
惡
之
心
，
義
之
端
也
；

辭
讓
之
心
，
禮
之
端
也
；
是
非
之
心
，
智
之
端
也
。
人
之

有
是
四
端
也
，
猶
其
有
四
體
0

也
。
有
是
四
端
而
自
謂
不
能

者
，
自
賊
q

者
也
；
謂
其
君
不
能
者
，
賊
其
君
者
也
。

凡
有
四
端
於
我
者
，
知
皆
擴
而
充
之
w

矣
，
若
火
之
始

然
e

，
泉
之
始
達
r

。
苟
能
充
之
，
足
以
保
四
海
t

；
苟
不

充
之
，
不
足
以
事
父
母
。
﹂─

公
孫
丑
上
．
6

6 

要
譽
　
求
得
名
譽
。
要
，
音

邀
，
求
。

7 

鄉
黨
　
鄉
里
。
周
制
，
一
萬
二
千
五
百
家
為
鄉
，
五
百

家
為
黨
。

8 

惡
其
聲
　
討
厭
有
不
仁
的
壞
名
聲
。
惡
，
音

勿
，
討

厭
、
憎
惡
。
聲
，
指
名
聲
、
聲
譽
。

9
端
　
發
端
、
開
始
。

0 

四
體
　
四
肢
。

q 

自
賊
　
指
殘
害
自
己
的
本
性
。
賊
，
殘
害
。

w 

知
皆
擴
而
充
之
　
懂
得
全
都
加
以
推
廣
且
充
實
它
。

之
，
指
四
端
。

e 

然
　
﹁
燃
﹂
的
本
字
，
燃
燒
。

r 

達
　
通
。

t 

四
海
　
指
天
下
。

	

無
惻
隱
之
心
，
非
人
也
；
無
羞
惡
之
心
，
非
人
也

	

無
辭
讓
之
心
，
非
人
也
；
無
是
非
之
心
，
非
人
也

（
篆
文
四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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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旨

孟
子
言
人
皆
有
惻
隱
、
羞
惡
、
辭
讓
、
是
非
之
心
，
此
乃
仁
、
義
、
禮
、
智
之
端
，
當
懂
得
擴
而
充
之
。

解  

讀
本
章
也
是
孟
子
闡
述
性
善
依
據
很
重
要
的
一
章
。
孟
子
性
善
說
的
直
接
論
證
，
就
在
於
﹁
今
人
乍
見
孺
子
將
入
於
井
，
皆
有
怵

惕
惻
隱
之
心
﹂
一
語
。

研
讀
此
章
有
下
列
幾
點
值
得
思
考
：

一
、 

從
﹁
先
王
有
不
忍
人
之
心
，
斯
有
不
忍
人
之
政
﹂
，
可
知
人
心
是
一
切
政
治
作
為
的
基
礎
。
從
﹁
苟
能
充
之
，
足
以
保
四

海
﹂
，
可
知
德
性
主
體
的
擴
充
或
實
踐
可
以
在
政
治
中
展
現
。

二
、 

惻
隱
、
羞
惡
、
辭
讓
、
是
非
四
種
善
心
與
仁
、
義
、
禮
、
智
四
種
道
德
是
相
應
的
，
但
它
只
是
道
德
的
開
端
、
萌
芽
，
而
不
是

道
德
的
完
成
。
人
雖
然
具
有
善
端
，
但
必
須
不
斷
地
培
養
、
擴
充
。

三
、 

四
心
是
區
別
人
與
非
人
的
標
準
。
沒
有
惻
隱
、
羞
惡
、
辭
讓
、
是
非
之
心
就
不
能
稱
之
為
人
。
四
肢
是
生
而
具
有
的
，
同
樣

的
，
四
心
、
四
端
也
是
生
而
具
有
的
。

●
 

相
關
名
言

◎
 

善
心
和
深
情
將
美
化
人
生
，
可
解
決
所
有
的
衝
突
和
矛
盾
。
（
俄 
托
爾
斯
泰
）

◎
 

一
顆
仁
愛
的
心
比
智
慧
更
好
，
更
有
力
量
。
（
英 

狄
更
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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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旨

孟
子
言
親
親
的
仁
，
敬
長
的
義
，
乃
人
之
良
知
良
能
。

上
三
章
說
明
仁
、
義
、
禮
、
智
等
善
性
，
乃
根
源
於
心
，
為
吾
人
天
生
所
有
的
良
知
良
能
。

解  

讀
良
知
良
能
是
不
慮
而
知
，
不
學
而
能
的
。
不
慮
不
學
，
即
未
經
後
天
的
經
驗
學
習
。
它
是
人
性
中
本
來
就
有
的
，
是
一
種
本
然

的
善
。
這
種
本
然
的
善
落
實
在
人
的
表
現
是
什
麼
呢
？
那
便
是
親
親
的
仁
與
敬
長
的
義
。
有
親
親
而
後
有
仁
之
名
，
有
敬
長
而
後
有

義
之
名
。
親
親
與
敬
長
，
就
是
我
本
身
先
天
所
具
有
的
道
德
，
這
是
普
天
下
之
人
都
具
有
的
善
性
，
所
以
說
：
﹁
無
他
，
達
之
天
下

也
。
﹂

●
 

相
關
名
言

◎
 

只
有
良
知
才
能
表
現
人
的
卓
越
天
性
，
產
生
人
的
道
德
行
為
；
除
了
良
知
沒
有
其
他
任
何
東
西
能
讓
我
們
超
越
動
物
。
（
法 

盧
梭
）

◎
 

良
心
是
我
們
心
頭
的
崗
哨
，
監
視
著
我
們
別
做
出
違
法
的
事
情
來
。
（
英 

毛
姆
）

三

	

良
知
良
能

孟
子
曰
：
﹁
人
之
所
不
學
而
能
者
，
其
良
1

能
也
；
所

不
慮
而
知
者
，
其
良
知
也
。
孩孩
提
之
童
2

，
無
不
知
愛
其
親

者
；
及
其
長
也
，
無
不
知
敬
其
兄
也
。
親
親
3

，
仁
也
；
敬

長
，
義
也
。
無
他
，
達
之
天
下
也
4

。
﹂—
 

盡
心
上
．
15

1 

良
　
在
此
指
本
然
的
、
天
賦
的
。

2 

孩
提
之
童
　
指
已
知
咳
笑
、
可
以
提
抱
的
幼
兒
。
孩
，

﹁
咳
﹂
之
古
字
，
音

孩
，
小
兒
笑
。
提
，
提
攜
懷

抱
。

3 

親
親
　
親
愛
親
人
。
上
一
﹁
親
﹂
字
為
動
詞
；
下
一

﹁
親
﹂
字
為
名
詞
，
指
父
母
。

4 

無
他
達
之
天
下
也
　
沒
有
其
他
原
因
，
因
為
普
天
下
的

人
都
具
有
仁
義
的
善
性
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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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舍
生
取
義

孟
子
曰
：
﹁
魚
，
我
所
欲
也
。
熊
掌
，
亦
我
所
欲
也
。

二
者
不
可
得
兼
，
舍捨
1

魚
而
取
熊
掌
者
也
。
生
，
亦
我
所
欲

也
。
義
，
亦
我
所
欲
也
。
二
者
不
可
得
兼
，
舍
生
而
取
義
者

也
。

生
亦
我
所
欲
，
所
欲
有
甚
於
生
者
2

，
故
不
為
苟
得
3

也
。
死
亦
我
所
惡勿
4

，
所
惡
有
甚
於
死
者
5

，
故
患
有
所
不

辟辟
6

也
。
如
使
人
之
所
欲
莫
甚
於
生
，
則
凡
可
以
得
生
者
，

何
不
用
也
7

？
使
人
之
所
惡
莫
甚
於
死
者
，
則
凡
可
以
辟
患

者
，
何
不
為
也
8

？
由
是
則
生
，
而
有
不
用
也
；
由
是
則
可

以
辟
患
，
而
有
不
為
也
。
是
故
所
欲
有
甚
於
生
者
，
所
惡
有

甚
於
死
者
，
非
獨
賢
者
有
是
心
也
，
人
皆
有
之
，
賢
者
能
勿

喪
耳
。

1 

舍
　
通
﹁
捨
﹂
，
音

捨
，
放
棄
。

2 

所
欲
有
甚
於
生
者
　
所
喜
歡
的
有
比
生
命
還
更
重
要

的
。
所
欲
，
指
義
。

3 

苟
得
　
苟
且
得
生
。

4 

惡
　
音

惡
，
憎
惡
。

5 

所
惡
有
甚
於
死
者
　
所
憎
惡
的
有
比
死
還
嚴
重
的
。
所

惡
，
指
不
義
。

6 

辟
　
通
﹁
避
﹂
，
音

避
，
指
苟
且
免
於
死
。

7 

凡
可
以
得
生
者
何
不
用
也
　
凡
是
可
以
保
全
生
命
的
方

法
，
哪
有
不
使
用
的
呢
？

8 

凡
可
以
辟
患
者
何
不
為
也
　
凡
是
能
逃
避
禍
患
的
事

情
，
哪
有
不
做
的
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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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簞簞
食飼
9

，
一
豆
羹羹
0

，
得
之
則
生
，
弗
得
則
死
。
嘑呼 

爾
q

而
與
之
，
行
道
之
人
w

弗
受
；
蹴蹴
爾
e

而
與
之
，
乞
人

不
屑屑
r

也
。
萬
鍾
t

則
不
辨
禮
義
而
受
之
，
萬
鍾
於
我
何

加
y

焉
？
為
宮
室
之
美
，
妻
妾
之
奉
，
所
識
窮
乏
者
得
我 

與
u

？
鄉向
i

為
身
死
而
不
受
，
今
為
宮
室
之
美
為
之
；
鄉
為

身
死
而
不
受
，
今
為
妻
妾
之
奉
為
之
；
鄉
為
身
死
而
不
受
，

今
為
所
識
窮
乏
者
得
我
而
為
之
；
是
亦
不
可
以
已
乎
o

？
此

之
謂
失
其
本
心
p

。
﹂—

 

告
子
上
．
10

章  

旨

孟
子
論
人
之
所
欲
有
甚
於
生
，
所
惡
有
甚
於
死
者
，
此
羞
惡
之
心
，
人
皆

有
之
。
而
此
羞
惡
之
心
，
足
以
使
人
分
辨
禮
義
，
舍
生
取
義
。

9 

一
簞
食
　
一
小
簍
的
飯
。
簞
，
音

簞
，
盛
飯
的
圓
形

竹
器
。
食
，
音

食
，
飯
。

0 

一
豆
羹
　
一
碗
羹
湯
。
豆
，
食
器
，
用
來
盛
羹
。
羹
，

音

羹
，
用
肉
、
菜
做
的
湯
。

q 

爾
　
大
聲
呵
叱
的
樣
子
。
嘑
，
通
﹁
呼
﹂
，
音

呼
。
爾
，
語
末
助
詞
。

w 

行
道
之
人
　
在
路
上
行
走
的
人
，
指
一
般
人
。

e 

蹴
爾
　
踐
踏
的
樣
子
。
蹴
，
音

蹴
。

r 

不
屑
　
不
以
為
潔
，
有
輕
視
之
意
。
屑
，
音

屑
，
潔
。

t 

萬
鍾
　
指
厚
祿
。
鍾
，
古
代
容
器
。

y 

於
我
何
加
　
對
我
有
什
麼
幫
助
呢
？
加
，
增
益
，
指
幫

助
。

u 

所
識
窮
乏
者
得
我
與
　
為
了
讓
我
認
識
的
窮
困
者
感
激

我
的
接
濟
嗎
？
得
，
通
﹁
德
﹂
，
當
動
詞
用
，
感
恩
。

與
，
通
﹁
歟
﹂
。

i 

鄉
　
通
﹁
曏
﹂
，
音

曏
，
以
前
。

o 

是
亦
不
可
以
已
乎
　
這
些
不
也
是
可
以
停
止
的
嗎
？

是
，
此
、
這
些
，
指
不
辨
禮
義
之
事
。
亦
，
也
。
已
，

停
止
、
罷
休
。

p 

本
心
　
在
此
指
羞
惡
之
心
。

	

鍾

	

豆

（
二
圖
出
自
古
器
物
圖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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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讀
人
生
就
是
一
連
串
的
抉
擇
，
有
大
小
，
有
難
易
。
在
此
孟
子
告
訴
我
們
：
面
臨
價
值
衝
突
的
困
境
時
，
應
衡
量
其
輕
重
，
作
較

高
價
值
的
選
擇
。
而
人
生
的
最
高
價
值
，
就
是
人
格
尊
嚴
與
道
德
情
操
。

孔
子
論
仁
時
，
特
別
強
調
﹁
志
士
仁
人
，
無
求
生
以
害
仁
，
有
殺
身
以
成
仁
﹂
︵
論
語 

衛
靈
公
︶
，
孟
子
加
以
發
揮
，
以
義

為
人
具
體
行
為
的
準
則
，
說
明
人
有
義
無
反
顧
的
道
德
勇
氣
，
有
﹁
舍
生
取
義
﹂
的
高
尚
情
操
。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
這
是
極
端
的
例

子
，
也
是
道
德
實
踐
中
最
嚴
重
的
考
驗
，
它
是
超
越
生
命
之
上
的
價
值
極
則
。
文
天
祥
、
史
可
法
等
節
義
之
士
在
國
家
存
亡
的
時

候
，
都
表
現
了
這
種
偉
大
的
精
神
，
在
歷
史
上
綻
放
了
光
芒
，
在
社
會
上
樹
立
了
典
範
。

●
 

相
關
名
言

◎
 

良
將
不
怯
死
以
苟
免
，
烈
士
不
毀
節
以
求
生
。
（
晉 

陳
壽
）

◎
 

我
們
的
生
命
是
天
賦
的
，
唯
有
獻
出
生
命
，
才
能
得
到
生
命
。
（
印
度 

泰
戈
爾
）

◎
 

獅
子
雖
然
餓
死
在
洞
裡
，
也
不
吃
野
狗
剩
下
的
唾
餘
。
（
伊
朗 

薩
迪
）

五

	

牛
山
之
木

孟
子
曰
：
﹁
牛
山 

1

之
木
嘗
美
矣
。
以
其
郊
2

於
大

國
3

也
，
斧
斤
4

伐
之
，
可
以
為
美
乎
？
是
其
日
夜
之
所 

1 

牛
山
　
山
名
，
在
齊
國
都
城
外
東
南
方
。

2 

郊
　
城
外
。
此
作
動
詞
用
，
作
﹁
鄰
近
﹂
解
。

3 

大
國
　
指
齊
國
都
城
臨
淄
︵
今
山
東
省 

淄
博
市
︶
。

國
，
國
都
、
都
城
。

4 

斧
斤
　
皆
砍
木
頭
的
工
具
；
斧
的
刃
是
直
的
，
斤
的
刃

是
橫
的
。

	

斧

	

斤（
二
圖
出
自
古
器
物
鑑
賞
）

97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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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是
其
日
夜
之
所
息
　
牛
山
日
夜
之
間
所
生
長
的
枝
芽
。

是
，
發
語
詞
，
無
義
。
其
，
代
詞
，
指
牛
山
。
息
，
生

長
。

6 

萌
櫱
　
新
長
出
的
嫩
芽
。
萌
，
嫩
芽
。
櫱
，
音

孽
，

旁
生
的
新
芽
。

7 

濯
濯
　
光
潔
的
樣
子
，
在
此
指
山
無
草
木
。

8 

材
　
在
此
指
草
木
。

9 

放
其
良
心
　
亡
失
他
本
然
的
善
心
︵
即
仁
義
之
心
︶
。

放
，
亡
失
。

0 

旦
旦
　
天
天
。

q 

平
旦
之
氣
　
指
未
與
外
在
事
物
接
觸
時
的
清
明
之
氣
。

平
旦
，
平
明
、
破
曉
之
時
。

w 

其
好
惡
與
人
相
近
也
者
　
指
好
善
惡霧
惡惡
之
心
與
人
的
本

心
相
接
近
之
處
。
好
惡
，
指
喜
好
善
德
，
厭
惡
邪
惡
之

心
。

e 

幾
希
　
微
少
、
不
多
。
幾
，
音

幾
。
希
，
通
﹁
稀
﹂
。

r 

旦
晝
　
白
天
。

t 

有
梏
亡
　
又
被
攪
亂
而
亡
失
。
有
，
通
﹁
又
﹂
。
梏
，

音

梏
，
攪
亂
。

y 

夜
氣
　
即
平
旦
之
氣
，
指
夜
間
所
生
清
新
之
氣
。

u 

違
　
去
、
距
離
。

i 

操
　
保
持 

。

o 

鄉
　
通
﹁
向
﹂
，
音

向
，
去
向
。

p 

惟
心
之
謂
與
　
大
概
說
的
就
是
人
心
吧
！
惟
，
大
概
。

與
，
通
﹁
歟
﹂
。

息
5

，
雨
露
之
所
潤
，
非
無
萌
櫱櫱
6

之
生
焉
，
牛
羊
又
從
而

牧
之
，
是
以
若
彼
濯
濯
7

也
。
人
見
其
濯
濯
也
，
以
為
未
嘗

有
材
8

焉
，
此
豈
山
之
性
也
哉
？

雖
存
乎
人
者
，
豈
無
仁
義
之
心
哉
！
其
所
以
放
其
良 

心
9

者
，
亦
猶
斧
斤
之
於
木
也
。
旦
旦
0

而
伐
之
，
可
以
為

美
乎
？
其
日
夜
之
所
息
，
平
旦
之
氣
q

，
其
好
惡
與
人
相
近

也
者
w

幾跡
希
e

。
則
其
旦
晝
r

之
所
為
，
有
梏梏
亡
t

之
矣
。

梏
之
反
覆
，
則
其
夜
氣
y

不
足
以
存
；
夜
氣
不
足
以
存
，
則

其
違
u

禽
獸
不
遠
矣
。
人
見
其
禽
獸
也
，
而
以
為
未
嘗
有
才

焉
者
，
是
豈
人
之
情
也
哉
？

故
苟
得
其
養
，
無
物
不
長
；
苟
失
其
養
，
無
物
不
消
。

孔
子
曰
：
﹃
操
i

則
存
，
舍
則
亡
；
出
入
無
時
，
莫
知
其 

鄉向
o

。
﹄
惟
心
之
謂
與
p

。
﹂—

 

告
子
上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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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旨

孟
子
以
牛
山
之
木
為
喻
，
言
人
之
所
以
為
不
善
，
乃
由
於
不
知
操
持
存
養
，
而
放
失
攪
亂
其
良
心
所
致
。

上
二
章
言
人
之
所
以
蔽
於
物
欲
而
有
不
善
，
是
放
失
本
心
的
緣
故
；
可
見
良
心
、
善
性
，
貴
得
其
養
。

解  

讀
有
人
質
疑
：
人
性
既
然
是
善
的
，
而
人
的
惡
行
又
從
何
而
來
？
本
章
裡
，
孟
子
的
說
明
正
好
給
我
們
一
個
答
覆
。

首
先
，
他
舉
牛
山
上
的
草
木
為
例
，
以
其
位
於
齊
國
首
都
臨
淄
城
郊
外
，
而
被
砍
盡
啃
光
，
不
能
因
此
就
說
牛
山
本
無
林
木
之

美
，
藉
此
說
明
人
之
為
惡
，
並
非
人
的
本
性
是
惡
的
。

其
次
，
他
以
﹁
平
旦
之
氣
﹂
、
﹁
夜
氣
﹂
來
證
明
良
心
、
仁
義
善
性
的
存
在
。
所
謂
平
旦
之
氣
︵
即
夜
氣
︶
，
就
是
每
一
個

人
都
有
的
，
經
過
一
夜
的
養
息
後
，
在
天
剛
亮
時
，
所
呈
現
的
清
明
之
氣
。
這
種
清
明
之
氣
，
未
與
任
何
事
物
接
觸
，
生
理
欲
望
和

心
理
情
緒
還
未
開
始
活
動
，
所
以
神
智
清
明
，
能
夠
引
發
良
心
的
顯
露
。
可
是
由
於
白
天
的
所
作
所
為
，
一
再
攪
亂
，
終
使
良
心
亡

失
。
良
心
不
能
顯
露
，
自
然
離
禽
獸
不
遠
。
然
而
這
種
禽
獸
的
表
現
，
卻
不
是
人
真
實
的
本
性
，
正
如
牛
山
之
木
遭
斧
斤
砍
伐
、
牛

羊
放
牧
一
樣
。

人
性
本
善
，
並
不
能
保
證
人
就
有
善
的
行
為
。
鑑
於
人
之
善
性
很
容
易
像
牛
山
之
木
被
砍
盡
啃
光
，
最
後
孟
子
提
醒
我
們
：
善

心
善
性
要
操
持
存
養
，
才
能
發
榮
滋
長
。

●
 

相
關
名
言

◎
 

真
理
常
在
，
唯
能
闢
開
心
靈
之
重
障
者
，
始
能
認
識
其
真
意
。
（
美 

愛
默
生
）

◎
 

我
的
良
心
就
是
我
的
上
司
。
他
驅
使
我
工
作
，
可
是
不
讓
我
接
受
誘
惑
性
的
邀
請
。
（
美
國
第
二
十
八
任
總
統
威
爾
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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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養
心
莫
善
於
寡
欲

孟
子
曰
：
﹁
養
心
莫
善
於
寡
欲
1

。
其
為
人

也
寡
欲
，
雖
有
不
存
2

焉
者
寡
矣
；
其
為
人
也
多

欲
，
雖
有
存
焉
者
寡
矣
。
﹂─

盡
心
下
．
35

章  

旨

孟
子
教
人
養
心
存
性
的
方
法
，
在
於
寡
欲
。

1 

寡
欲
　
減
少
欲
望
。
寡
，
少
。

2 

不
存
　
此
指
失
去
善
良
的
本
性
。

解  

讀
人
有
內
在
的
善
性
，
同
樣
也
有
耳
、
目
、
口
、
鼻
、
四
肢
等
的
欲
望
，
都
是
先
天
所
具
有
的
。
善
性
固
然
是
為
善
的
動
力
，
但

欲
望
往
往
是
道
德
實
踐
的
阻
力
。

寡
欲
就
是
減
少
不
當
的
欲
望
，
減
少
外
界
環
境
的
誘
因
，
也
是
道
德
修
養
的
一
種
。
欲
寡
則
天
生
的
仁
心
、
善
性
不
易
被
牽
引

而
能
呈
現
，
欲
多
則
天
生
的
仁
心
、
善
性
容
易
被
牽
引
而
不
彰
，
故
孟
子
認
為
﹁
養
心
莫
善
於
寡
欲
﹂
。

但
是
孟
子
並
非
否
定
合
理
的
人
欲
。
他
曾
說
：
﹁
可
欲
之
謂
善
。
﹂
︵
盡
心
下
︶
又
說
：
﹁
無
欲
其
所
不
欲
。
﹂
︵
盡
心
上
︶

可
見
欲
﹁
可
欲
﹂
是
善
的
，
欲
﹁
不
可
欲
﹂
才
是
惡
的
。

●
 

相
關
名
言

◎
 

禍
莫
大
於
不
知
足
，
咎
莫
大
於
欲
得
。
（
春
秋 

老
子
）

◎
 

能
力
有
限
，
慾
海
無
邊
：
人
是
貶
入
凡
間
的
神
，
卻
沒
有
忘
記
天
國
的
一
切
。
（
法 

拉
馬
丁
）



論
人
性
本
善

33

七

	

大
體
與
小
體

公
都
子
問
曰
：
﹁
鈞
1

是
人
也
，
或
為
大
人
2

，

或
為
小
人
3

。
何
也
？
﹂

孟
子
曰
：
﹁
從
其
大
體
4

為
大
人
，
從
其
小
體
5

為
小
人
。
﹂

曰
：
﹁
鈞
是
人
也
；
或
從
其
大
體
，
或
從
其
小

體
。
何
也
？
﹂

曰
：
﹁
耳
目
之
官
不
思
，
而
蔽
於
物
6

；
物
交

物
，
則
引
之
而
已
矣
7

。
心
之
官
則
思
，
思
則
得
之
8

，

不
思
則
不
得
也
。
此
天
之
所
與
我
者
9

，
先
立
乎
其
大

者
0

，
則
其
小
者
不
能
奪
q

也
，
此
為
大
人
而
已
矣
。
﹂

─

告
子
上
．
15

1 

鈞
　
通
﹁
均
﹂
，
同
樣
。

2 

大
人
　
指
有
品
德
的
人
，
即
君
子
。

3 

小
人
　
指
沒
有
品
德
的
人
。

4 

從
其
大
體
　
跟
隨
本
心
所
具
的
善
性
行
事
。
從
，
跟
隨
。
大

體
，
指
心
。

5 

從
其
小
體
　
跟
隨
耳
、
目
、
口
、
鼻
、
四
肢
的
欲
望
發
展
。

小
體
，
指
耳
、
目
、
口
、
鼻
、
四
肢
之
類
。

6 

耳
目
之
官
不
思
而
蔽
於
物
　
耳
目
這
類
的
感
官
不
會
思
想
，

不
能
自
作
主
宰
，
因
而
易
受
外
界
聲
色
事
物
的
蒙
蔽
。
官
，

感
官
、
器
官
。

7 

物
交
物
則
引
之
而
已
矣
　
耳
目
這
類
的
感
官
與
外
界
的
聲
色

事
物
相
接
觸
，
就
會
受
到
引
誘
而
走
入
迷
途
了
。
物
交
物
，

第
一
個
﹁
物
﹂
，
指
人
的
﹁
耳
目
之
官
﹂
既
不
能
思
且
蔽
於

物
，
所
以
也
是
一
物
而
已
；
第
二
個
﹁
物
﹂
，
指
外
物
。

交
，
接
觸
。
引
，
牽
引
、
引
誘
。
而
已
矣
，
表
語
氣
完
結
的

助
詞
，
相
當
於
﹁
了
﹂
。

8 

心
之
官
則
思
思
則
得
之
　
心
這
種
感
官
就
具
有
道
德
思
考
能

力
，
能
自
作
主
宰
，
故
能
得
其
理
義
。
之
，
指
理
義
。

9 

此
天
之
所
與
我
者
　
耳
目
和
心
，
這
是
上
天
賦
與
人
者
。

0	
先
立
乎
其
大
者
　
先
建
立
大
體
的
本
心
、
善
性
。
大
，
大

體
，
指
心
。

q 

小
者
不
能
奪
　
小
體
的
耳
目
之
欲
就
不
能
奪
取
本
心
、
善

性
。
奪
，
侵
犯
、
強
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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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旨

孟
子
言
心
為
人
之
大
體
，
耳
目
之
官
為
小
體
，
先
立
其
大
，
則
小
者
不
能
奪
，
如
此
則
能
成
為
大
人
︵
君
子
︶
。

解  
讀

研
讀
此
章
，
首
先
要
了
解
大
人
、
小
人
與
大
體
、
小
體
的
意
義
，
以
及
﹁
思
﹂
的
重
要
性
。
所
謂
大
人
、
小
人
，
是
指
以
道

德
、
人
格
區
分
的
君
子
、
小
人
，
與
社
會
地
位
的
貴
賤
無
涉
。
所
謂
大
體
，
是
指
具
有
道
德
思
辨
能
力
的
心
；
所
謂
小
體
，
是
指
沒

有
道
德
思
辨
能
力
的
耳
、
目
、
口
、
鼻
、
四
肢
。
所
謂
思
，
是
指
內
心
所
作
的
道
德
思
考
判
斷
。
懂
得
作
道
德
思
考
判
斷
，
就
不
會

失
去
人
所
本
有
的
善
心
、
善
性
。

孟
子
以
為
思
的
能
力
，
來
自
於
心
。
所
以
，
心
是
一
切
價
值
意
識
的
根
源
。
人
之
為
惡
，
是
因
為
人
的
本
心
不
能
發
揮
道
德
思

考
的
作
用
與
判
斷
的
能
力
。

所
以
如
何
保
持
本
心
，
以
發
揮
其
作
用
與
能
力
，
乃
是
我
們
從
事
道
德
修
養
最
主
要
的
課
題
。

●
 

相
關
名
言

◎
 

人
只
不
過
是
一
根
葦
草
，
是
自
然
界
最
脆
弱
的
東
西
，
但
他
是
一
根
能
思
想
的
葦
草
。
（
法 

帕
斯
卡
爾
）

◎
 

不
是
自
己
在
思
考
的
人
，
行
動
也
不
是
由
自
己
作
主
。
（
法 
雨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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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求
其
放
心

孟
子
曰
：
﹁
仁
，
人
心
1

也
；
義
，
人
路
2

也
。
舍

其
路
而
弗
由
3

，
放
4

其
心
而
不
知
求
，
哀
哉
！
人
有
雞
犬

放
，
則
知
求
之
；
有
放
心
，
而
不
知
求
。
學
問
之
道
無
他
，

求
其
放
心
5

而
已
矣
。
﹂—

 

告
子
上
．
11

章  

旨

孟
子
言
求
回
放
失
之
本
心
，
乃
為
學
之
本
。

上
三
章
言
能
寡
欲
而
思
，
求
其
放
失
之
本
心
，
則
可
以
恢
復
原
有
的
善
性
。

1 

人
心
　
人
的
本
心
，
指
天
賦
的
善
性
。

2 

人
路
　
人
行
事
必
須
遵
循
的
正
道
。

3 

由
　
行
。

4 

放
　
亡
失
。

5 

求
其
放
心
　
求
回
放
失
的
本
心
。

解  

讀
在
孟
子
的
道
德
理
論
中
，
經
常
仁
義
合
論
。
仁
是
道
德
的
本
身
，
是
人
之
所
以
為
人
的
本
質
，
也
是
心
的
本
質
；
義
是
人
行

為
的
準
則
或
規
範
，
是
身
心
活
動
所
應
遵
行
的
道
路
，
待
人
接
物
由
義
而
行
，
便
能
合
理
合
宜
。
因
此
孟
子
說
：
﹁
仁
，
人
心
也
；

義
，
人
路
也
。
﹂

可
是
，
偏
偏
有
人
不
走
正
路
，
放
失
本
心
而
不
知
省
思
反
求
，
失
去
了
為
人
的
本
質
，
真
是
人
生
最
大
的
悲
哀
。
在
此
孟
子
以

飼
養
的
雞
犬
走
失
，
懂
得
把
牠
找
回
來
為
喻
，
說
明
放
失
本
心
不
知
求
，
是
捨
本
逐
末
，
比
喻
淺
顯
易
懂
。
但
﹁
雞
犬
放
，
則
知
求

之
﹂
是
向
外
找
，
﹁
放
其
心
﹂
則
不
可
往
心
外
求
。

最
後
，
孟
子
告
訴
我
們
：
求
學
問
的
要
領
在
於
找
回
放
失
的
心
，
讓
本
心
呈
現
作
主
。
此
處
﹁
學
問
﹂
二
字
，
偏
指
做
人
、
道

德
實
踐
而
言
。

	

學
問
之
道
無
他
，
求
其
放
心
而
已
矣

（
篆
文
四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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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例傳

習
錄
記
載
：
王
陽
明
至
南
鎮
（
在
今
浙
江
省 

紹
興
市 

會
稽
山
）
遊
覽
，
同
行
友
人
指
岩
中
花
樹
問
說
：
「
你
主
張
天
下
無
心
外
之
物
。
但
像
這

些
花
樹
，
在
深
山
中
自
開
自
落
，
於
我
心
有
何
相
關
？
」 

王
陽
明
回
答
說
：
「
你
未
看
此
花
時
，
此
花
與
你
的
心
同
歸
於
寂
；
你
來
看
此
花
時
，
則
此

花
顏
色
一
時
明
白
起
來
，
便
知
此
花
不
在
你
的
心
外
。
」
在
王
陽
明
看
來
，
當
花
沒
有
被
人
觀
察
之
前
，
是
處
於
一
種
「
寂
」
（
潛
隱
）
的
狀
態
，
直
到

有
人
來
看
它
，
它
的
形
狀
和
顏
色
才
會
「
一
時
明
白
起
來
」
。
意
謂
當
人
內
在
的
心
覺
醒
，
外
界
萬
物
的
意
義
才
會
被
彰
顯
。
王
陽
明
以
「
無
心
外
之

物
」
闡
明
：
任
何
事
物
的
規
律
、
法
則
，
都
不
可
能
脫
離
人
心
的
認
識
而
存
在
。
然
而
世
人
習
慣
向
外
追
逐
，
王
陽
明
的
「
心
學
」
，
正
是
孟
子
「
求
其

放
心
」
的
學
問
，
啟
發
我
們
關
注
放
失
已
久
的
心
靈
。

●
 

相
關
名
言

◎
 

頂
不
住
眼
前
的
誘
惑
，
便
失
掉
了
未
來
的
幸
福
。
（
印
度 

泰
戈
爾
）

◎
 

我
心
體
具
備
一
切
，
我
只
要
念
念
不
離
我
之
靈
明
，
我
將
絕
對
完
滿
自
足
，
無
待
於
外
。
（
近
人
唐
君
毅
）

問
題
與
討
論

一
、
孟
子
性
善
說
的
主
要
論
證
是
什
麼
？

二
、
既
然
人
性
本
善
，
那
人
的
惡
行
又
如
何
產
生
？
孟
子
如
何
辯
證
澄
清
？

三
、
孔
子
說
﹁
殺
身
成
仁
﹂
，
孟
子
說
﹁
舍
生
取
義
﹂
，
對
此
你
有
何
看
法
？

四
、
請
說
明
耳
目
之
官
與
心
之
官
的
作
用
有
何
不
同
？

五
、
﹁
欲
望
﹂
是
善
是
惡
？
孟
子
為
什
麼
說
﹁
養
心
莫
善
於
寡
欲
﹂
？
請
討
論
之
。



今
人

今
事

林
建
隆
，
一
九
五
六
年
出
生
於
基
隆 

月
眉
山
一
個
貧
苦
家
庭
，
家
中
有
十
一
個
兄
弟
姐
妹
，
他
排
行
第
六
。
父
親
是
礦
工
，

因
一
次
煤
礦
區
的
爆
炸
而
炸
斷
一
隻
手
。
礦
工
每
天
得
跟
死
神
搏
鬥
，
所
以
，
他
們
常
從
事
賭
博
、
酗
酒
等
刺
激
性
的
活
動
，
以

忘
掉
死
亡
的
陰
影
。
成
長
在
九
坪
大
卻
擠
住
十
多
人
的
屋
子
裡
，
國
中
畢
業
後
，
林
建
隆
就
沒
有
再
升
學
，
只
能
離
家
獨
立
。
在

賭
風
鼎
盛
的
礦
區
裡
，
他
熟
悉
的
就
是
賭
場
，
因
此
進
入
賭
場
討
生
活
。
從
十
七
歲
到
二
十
三
歲
，
整
整
七
年
的
時
間
獨
立
經
營

賭
場
。十

八
歲
時
，
他
在
暗
夜
的
橋
頭
遇
上
拿
著
武
士
刀
無
故
找
碴
的
流
氓
，
在
近
身
搏
鬥
時
，
他
的
後
腦
勺
挨
了
一
刀
，
他
便
以

獵
刀
砍
殺
對
方
。
一
九
七
八
年
春
天
，
林
建
隆
二
十
三
歲
，
被
基
隆
警
方
以
﹁
流
氓
﹂
的
名
義
拘
提
到
警
備
總
部
管
訓
，
半
年
後

移
送
位
於
桃
園 

龜
山
的
臺
北
監
獄
，
執
行
因
﹁
殺
人
未
遂
﹂
被
判
的
五
年
徒
刑
。

在
管
訓
隊
期
間
，
是
不
斷
的
肉
體
勞
動
。
肉
體
在
遭
受
巨
大
折
磨
時
，
心
靈
卻
開
始
昂
揚
，
他
思
考
自
我
的
存
在
，
並
努
力

尋
找
未
來
的
人
生
方
向
。
移
送
到
臺
北
監
獄
後
，
美
國
文
學
家
兼
哲
學
家
梭
羅
的
作
品
，
是
他
體
驗
人
生
哲
學
的
發
端
。
他
閱
讀

的
範
圍
從
老
子
延
伸
到
莊
子
，
從
梭
羅
上
接
到
愛
默
生
。
他
的
心
境
遊
走
於
老 

莊
和
西
洋
文
學
、
哲
學
之
間
，
他
發
現
所
有
的

哲
學
皆
有
個
共
通
點
，
就
是
教
人
如
何
分
辨
﹁
真
我
﹂
與
﹁
假
我
﹂
。
獄
中
的
他
開
始
回
想
國
小
四
年
級
到
國
中
二
年
級
，
在
書

報
攤
偷
讀
報
紙
副
刊
詩
篇
的
美
好
回
憶
，
他
發
現
那
真
是
非
常
純
潔
、
真
誠
而
美
麗
的
時
刻
，
那
時
他
曾
立
志
成
為
詩
人
。
他
明

白
，
那
讀
詩
的
﹁
我
﹂
才
是
生
命
中
的
﹁
真
我
﹂
。
從
此
他
在
獄
中
立
誓
，
要
將
那
顆 

﹁
真
我
﹂
的
心
找
回
來
。
他
在
人
生
最
幽

暗
的
鐵
窗
中
獲
得
清
醒
，
找
到
生
命
的
浮
木
。

坐
監
期
間
，
他
在
獄
中
宏
德
補
校
就
讀
，
並
尋
求
報
考
大
學
的
機
會
。
三
年
後
假
釋
，
被
遣
返
警
備
總
部
繼
續
管
訓
。
他
晚

上
躲
在
管
訓
隊
臭
氣
薰
天
的
廁
所
裡
讀
書
，
後
在
管
訓
隊
考
取
東
吳
大
學 

英
文
系
。
畢
業
後
赴
美
，
獲
密
西
根
州
立
大
學 

英 

美
文

【
從
流
氓
、
囚
犯
到
詩
人
、
教
授
】



學
博
士
。
一
九
九
二
年
返
回
東
吳
大
學
任
英
文
系
副
教
授
，
現
為
教
授
。
他
出
版
多
本
個
人
詩
集
，
曾
獲T

．O
tto N

all

文
學
創
作

獎
、
陳
秀
喜
詩
獎
。
二○

○
○

年
出
版
自
傳
流
氓
教
授
，
榮
登
金
石
堂
暢
銷
書
排
行
榜
第
一
名
，
並
被
臺
灣
電
視
公
司
改
編
為
同

名
連
續
劇
，
獲
臺
灣
收
視
總
冠
軍
，
更
獲
美
國 

休
斯
頓
國
際
影
展
白
金
首
獎
。

林
建
隆
之
所
以
能
從
流
氓
、
囚
犯
脫
胎
換
骨
成
為
詩
人
、
教
授
，
在
於
他
找
到
了
﹁
真
我
﹂
。
直
到
現
在
，
詩
跟
哲
學
都
是

他
擺
脫
﹁
假
我
﹂
，
追
求
﹁
真
我
﹂
安
身
立
命
的
所
在
。
林
建
隆
在
詩
與
哲
學
中
找
回
美
善
的
﹁
真
我
﹂
，
正
如
孟
子
所
說
﹁
學

問
之
道
無
他
，
求
其
放
心
而
已
矣
。
﹂
能
找
回
亡
失
的
本
心
，
讓
本
心
呈
現
做
主
，
那
麼
﹁
先
立
乎
其
大
者
，
則
其
小
者
不
能
奪

也
，
此
為
大
人
而
已
矣
。
﹂
林
建
隆
勇
敢
擺
脫
昔
日
習
氣
，
讓
本
有
的
良
善
人
性
得
以
充
分
發
揮
，
終
於
掙
脫
了
他
生
命
的
鐐

銬
！

︵
資
料
來
源
：
林
建
隆 

流
氓
教
授
、O

h M
y G

od

青
少
年
網
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