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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孟
子
的
教
育
思
想
，
乃
承
續
孔
子
以
德
為
本
的
思
想
而
來
。
他
以
性
善
說
為
基
礎
，
肯
定
﹁
人
皆
可
以
為
堯
、
舜
﹂
。
認
為
人
吃

飽
了
，
穿
暖
了
，
生
活
安
逸
，
如
果
缺
乏
教
養
，
那
麼
跟
禽
獸
又
有
什
麼
分
別
呢
？
因
此
主
張
教
育
的
目
標
在
於
﹁
明
人
倫
﹂
，
亦
即

講
明
人
與
人
相
處
所
應
遵
守
的
倫
理
規
範
。
如
果
人
人
都
能
對
人
倫
之
道
身
體
而
力
行
之
，
親
其
親
，
長
其
長
，
天
下
就
太
平
了
。

教
學
活
動
包
括
教
師
的
﹁
教
﹂
與
學
生
的
﹁
學
﹂
，
兩
者
都
必
須
掌
握
適
當
的
原
則
與
方
法
，
才
能
使
受
教
者
獲
益
，
達
成
教

學
的
目
標
。

就
為
師
之
道
而
言
，
孟
子
認
為
教
學
的
方
法
不
只
一
端
，
甚
至
於
﹁
不
屑
之
教
﹂
也
是
教
誨
，
所
以
應
因
材
而
施
教
。
此
外
，

他
感
受
到
孟
母
三
遷
之
教
對
自
己
的
助
益
，
特
別
強
調
環
境
對
教
育
的
影
響
，
認
為
要
為
學
習
者
選
擇
適
當
的
環
境
，
如
此
才
能
使

先
天
本
有
的
善
，
在
後
天
合
宜
環
境
的
配
合
下
，
得
到
良
好
的
栽
培
而
成
長
。

就
學
習
者
的
態
度
而
言
，
首
先
必
須
掌
握
根
本
，
循
序
漸
進
，
毫
不
間
斷
，
專
心
致
志
地
朝
著
目
標
努
力
以
赴
，
既
不
能
超
越

等
次
，
也
不
可
一
暴
十
寒
，
更
不
應
心
有
旁
騖
。
如
此
再
依
循
正
確
的
治
學
方
法
，
深
入
到
所
研
究
的
學
問
裡
面
，
自
然
能
夠
融
會

貫
通
而
有
心
得
，
以
達
到
取
用
無
窮
的
地
步
。

現
代
的
人
偏
重
於
知
識
教
育
，
而
忽
略
人
倫
道
德
教
育
，
所
得
的
往
往
只
是
零
碎
的
記
誦
之
學
，
未
必
能
掌
握
根
本
，
確
實
深

造
自
得
，
以
致
社
會
風
氣
日
益
澆
薄
，
犯
上
作
亂
、
姦
淫
欺
詐
之
事
層
出
不
窮
。
為
補
偏
救
弊
，
孟
子
的
教
育
理
念
，
正
可
以
作
為

我
們
反
省
、
改
進
之
資
。 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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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因
材
施
教

孟
子
曰
：
﹁
君
子
之
所
以
教
者
五
1

：
有
如
時
雨
化
之
2
 

者
，
有
成
德
3

者
，
有
達
財
4

者
，
有
答
問
5

者
，
有
私
淑
艾義
6
 

者
。
此
五
者
，
君
子
之
所
以
教
也
。
﹂—

 

盡
心
上
．
40

章  

旨

孟
子
論
君
子
施
教
的
方
法
不
一
，
各
因
其
才
性
而
教
導
之
，
甚
且
以
流
風

餘
韻
來
影
響
不
能
親
自
受
教
誨
的
人
。

1 

君
子
之
所
以
教
者
五
　
君
子
用
來
教
導
人
的
方
法
有
五

種
。

2 

如
時
雨
化
之
　
像
及
時
的
雨
水
化
育
草
木
一
般
教
育
學

生
。
化
，
生
成
養
育
。

3 

成
德
　
成
就
學
生
本
有
的
德
性
，
指
根
據
學
生
本
有
的

德
性
來
教
導
他
。

4 

達
財
　
通
達
學
生
的
材
能
，
指
因
材
施
教
，
使
學
生
成

為
有
用
的
人
。
財
，
通
﹁
材
﹂
。

5 

答
問
　
解
答
學
生
的
疑
問
。

6 

私
淑
艾
　 

不
能
親
自
教
導
，
但
以
自
己
美
善
的
言
行

感
化
後
學
，
使
他
能
效
法
而
自
動
修
養
品
德
。
淑
，

善
，
此
指
認
為
美
善
而
效
法
。
艾
，
通
﹁
乂
﹂
，
音

義
，
治
，
指
修
養
自
身
品
德
。

解  

讀
孟
子
以
﹁
得
天
下
英
才
而
教
育
之
﹂
︵
盡
心
上
︶
為
人
生
的
樂
事
之
一
， 

可
見
他
對
教
育
是
頗
有
心
得
的
。
這
裡
所
提
出
的
五

種
教
育
方
法
，
正
是
他
開
啟
學
生
智
慧
、
培
育
人
材
的
鎖
鑰
。

﹁
有
如
時
雨
化
之
者
﹂
，
即
久
旱
之
後
，
有
如
及
時
雨
一
般
，
滋
潤
草
木
，
使
其
化
育
成
長
，
這
是
掌
握
教
育
時
機
和
情
境

的
教
學
原
理
。
﹁
有
成
德
者
﹂
，
謂
依
其
先
天
具
有
的
德
性
，
順
勢
教
導
而
使
其
有
所
成
就
，
這
是
儒
家
助
人
成
就
道
德
的
一
貫
宗

旨
。
﹁
有
達
財
者
﹂
，
這
裡
的
﹁
達
財
﹂
不
是
教
人
發
財
，
而
是
培
養
材
能
、
傳
授
技
能
，
使
其
在
社
會
上
能
夠
謀
生
立
足
。
﹁
有

答
問
者
﹂
，
即
就
其
所
問
，
以
為
解
答
，
使
其
疑
惑
冰
釋
，
這
是
問
答
的
教
學
法
。
﹁
有
私
淑
艾
者
﹂
，
這
是
樹
立
典
範
，
以
己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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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
亦
多
術

孟
子
曰
：
﹁
教
亦
多
術
矣
1

！
予
不
屑屑
之
教
誨
2

也

者
，
是
亦
教
誨
之
而
已
矣
3

。
﹂—

 

告
子
下
．
16

章  

旨

孟
子
言
不
屑
於
教
誨
，
也
是
一
種
教
誨
的
方
式
。

由
上
二
章
可
見
施
教
方
法
甚
多
，
當
因
其
材
而
謹
慎
採
行
。

1 

教
亦
多
術
矣
　
教
導
有
很
多
的
方
法
呀
！
亦
，
句
中
語

助
詞
，
無
義
。
術
，
方
法
。

2 

予
不
屑
之
教
誨
　
我
瞧
不
起
而
不
教
誨
他
。
不
屑
，

不
認
為
對
方
是
高
潔
的
，
有
輕
視
之
意
。
屑
，

音 

屑
，
潔
。

3 

是
亦
教
誨
之
而
已
矣
　
這
也
是
教
誨
的
一
種
方
式
。

亦
，
也
。
而
已
矣
，
句
末
語
氣
詞
。
﹁
而
已
﹂
與

﹁
矣
﹂
相
連
，
表
示
語
氣
更
強
烈
一
些
。

言
行
造
成
流
風
餘
韻
，
讓
後
人
師
法
學
習
。
像
孔
子
對
於
孟
子
，
就
是
一
個
很
好
的
例
子
，
孟
子
說
：
﹁
予
未
得
為
孔
子
徒
也
，
予

私
淑
諸
人
也
。
﹂
︵
離
婁
下
︶

教
育
之
功
在
能
因
材
施
教
，
使
人
盡
其
才
，
讓
每
個
受
教
者
，
都
可
獲
得
充
分
的
發
展
。
早
在
二
千
四
百
多
年
前
，
孟
子
即
能

朝
此
目
標
而
實
踐
之
，
真
是
難
能
可
貴
！
尤
其
是
﹁
樹
立
典
範
，
以
為
百
世
之
師
﹂
的
說
法
，
使
我
們
知
道
不
僅
可
以
今
人
為
師
，

更
可
效
法
古
人
。

●
 

相
關
名
言

◎
	

善
待
問
者
，
如
撞
鐘
，
扣
之
以
小
者
則
小
鳴
，
扣
之
以
大
者
則
大
鳴
。
待
其
從蔥
容
（
不
急
迫
）
，
然
後
盡
其
聲
（
餘
韻
悠
揚
）
。
（
禮
記	

學

記
）

◎
	

人
類
之
所
以
千
差
萬
別
，
便
是
由
於
教
育
之
故
。
（
英	

洛
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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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讀
一
般
人
往
往
以
為
老
師
講
授
，
學
生
學
習
，
這
樣
才
是
教
學
，
殊
不
知
教
學
的
方
法
很
多
，
在
論
語
中
我
們
就
曾
看
到
孔
子

﹁
予
欲
無
言
﹂
的
﹁
不
言
之
教
﹂
，
與
拒
絕
孺
悲
求
見
，
令
其
自
我
省
思
的
教
育
方
式
，
此
章
孟
子
以
為
﹁
不
屑
之
教
﹂
也
是
一
種

教
學
的
方
法
，
來
說
明
教
之
多
術
。

梁
實
秋
在
漫
談
讀
書
中
，
曾
引
用
一
則
﹁
成
連
移
情
﹂
的
故
事
，
謂
伯
牙
學
琴
於
成
連
，
三
年
不
成
，
成
連
乃
將
伯
牙
帶
到

蓬
萊
山
孤
島
上
，
讓
他
孤
獨
一
人
面
對
大
自
然
。
日
日
只
聞
海
濤
之
洶
湧
，
群
鳥
之
悲
鳴
，
終
於
自
我
領
悟
，
學
得
妙
絕
天
下
的
琴

技
。

大
書
法
家
顏
真
卿
，
曾
投
到
草
聖
張
旭
門
下
，
張
旭
除
了
要
他
臨
摹
以
及
領
悟
自
然
萬
象
之
理
外
，
從
未
講
授
書
法
要
訣
。

使
顏
真
卿
很
著
急
，
忍
不
住
對
張
旭
說
：
﹁
這
幾
個
月
來
，
老
師
所
教
的
我
已
學
會
，
可
是
老
師
總
該
把
行
款
落
墨
的
絕
招
，
再
傳

授
給
我
吧
！
﹂
張
旭
說
：
﹁
我
除
了
苦
學
，
師
法
自
然
之
外
，
哪
有
什
麼
絕
招
呢
？
﹂
顏
真
卿
仍
然
不
信
，
以
為
老
師
故
意
隱
藏
工

夫
，
不
肯
相
授
。
最
後
張
旭
非
常
不
悅
，
說
道
：
﹁
凡
是
一
心
只
想
尋
找
什
麼
捷
徑
、
訣
竅
的
人
，
永
遠
也
不
會
有
什
麼
成
就
。
﹂

說
罷
，
拂
袖
而
去
，
再
也
不
理
他
，
這
才
把
顏
真
卿
驚
醒
，
從
此
一
面
深
入
揣
摩
前
輩
筆
法
，
一
面
領
悟
自
然
神
韻
，
終
於
成
為
一

代
書
法
大
家
。

由
以
上
二
例
，
亦
可
見
教
學
是
一
種
藝
術
，
其
道
多
方
，
只
要
能
達
到
教
學
的
目
的
，
讓
學
生
能
退
而
自
省
，
都
是
好
的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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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樂
有
賢
父
兄

孟
子
曰
：
﹁
中
1

也
養
2

不
中
，
才
3

也
養

不
才
，
故
人
樂
有
賢
父
兄
4

也
。
如
中
也
棄
5

不

中
，
才
也
棄
不
才
，
則
賢
不
肖肖
6

之
相
去
7

，
其

間澗
不
能
以
寸
8

。
﹂─

離
婁
下‧

7

1 

中
　
中
道
，
在
此
指
具
有
此
中
正
之
道
的
人
。

2 

養
　
涵
養
教
導
。

3 

才
　
才
能
，
在
此
指
具
有
才
能
的
人
。

4 

樂
有
賢
父
兄
　
高
興
有
賢
能
的
父
兄
教
導
自
己
。

5 
棄
　
指
放
棄
而
不
教
導
。

6 
不
肖
　
不
賢
。

7 

相
去
　
相
距
，
指
兩
者
之
間
的
差
距
。

8 

其
間
不
能
以
寸
　
這
距
離
︵
空
隙
︶
不
及
一
寸
，
意
謂
相
差
無
幾
。

以
，
及
、
到
。
間
，
音

澗
，
空
隙
。

●
 

事
例本

寂
禪
師
是
唐
代
的
高
僧
，
有
位
門
下
的
徒
弟
學
禪
多
年
，
未
能
深
入
禪
的
旨
意
，
便
向
他
請
教
：
「
我
全
身
都
是
病
，
請
師
父
幫
我
醫
治
。
」

禪
師
看
了
弟
子
一
眼
，
說
：
「
不
醫
。
」
徒
弟
大
為
驚
訝
，
心
想
出
家
人
以
慈
悲
為
懷
，
何
以
如
此
，
繼
續
追
問
，
禪
師
說
：
「
我
就
是
要
叫
你
求
生
不

得
，
求
死
也
不
能
。
」
徒
弟
一
聽
，
如
醍
醐
灌
頂
，
若
有
所
悟
。
表
面
上
看
，
禪
師
殘
忍
絕
情
，
毫
無
慈
悲
心
。
其
實
徒
弟
得
的
是
心
病
，
也
就
是
煩

惱
，
煩
惱
來
自
執
著
。
而
在
「
求
生
也
不
得
，
求
死
又
不
能
」
的
絕
處
，
他
人
救
不
得
，
只
能
自
己
放
下
執
著
，
擺
下
生
與
死
，
人
就
沒
病
了
。
禪
門
有

別
一
般
的
傳
道
解
惑
，
往
往
是
不
替
發
問
者
解
決
問
題
，
有
時
還
在
問
題
上
再
加
個
問
題
，
等
他
自
己
領
悟
，
才
是
真
知
，
這
種
教
育
法
與
孟
子
的
「
教

亦
多
術
」
不
謀
而
合
。

●
 

相
關
名
言

◎
	

不
憤
（
心
求
通
而
未
得
）
不
啟
，
不
悱悱
（
口
欲
言
而
未
能
）
不
發
。
舉
一
隅
不
以
三
隅
反
，
則
不
復
（
再
教
）
也
。
（
春
秋	

孔
子
）

◎
	

喚
起
獨
創
性
的
表
現
與
求
知
之
樂
，
是
為
人
師
者
至
高
無
比
的
祕
方
。
（
美	

愛
因
斯
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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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旨

孟
子
言
人
樂
有
賢
父
兄
，
因
其
能
教
養
自
己
，
若
棄
而
不
教
，
則
與
不
肖
之
父
兄
相
去
無
幾
。
勉
勵
為
人
父
兄
者
，
不
可
不
教
導
子

弟
。解  

讀
每
個
家
庭
的
狀
況
不
盡
相
同
，
俄
國
文
豪
托
爾
斯
泰
說
：
﹁
幸
福
的
家
庭
都
有
相
似
之
處
；
不
幸
的
家
庭
卻
毛
病
互
異
，
造
成

各
自
的
不
幸
。
﹂
所
以
當
我
們
擁
有
幸
福
的
家
庭
時
，
要
知
道
珍
惜
，
當
我
們
家
庭
不
美
滿
時
，
要
能
積
極
改
善
，
至
少
要
有
以
後

一
定
要
建
立
一
個
幸
福
家
庭
的
企
盼
。

家
庭
之
所
以
溫
馨
、
可
愛
，
乃
在
於
有
父
母
兄
弟
姊
妹
等
天
倫
之
屬
的
親
密
關
係
，
彼
此
互
相
關
懷
、
照
顧
。
它
是
我
們
一
出

生
就
擁
有
的
學
習
環
境
，
各
種
認
知
或
習
慣
的
養
成
，
都
是
從
家
庭
開
始
。
因
此
孟
子
認
為
除
了
學
校
教
育
以
外
，
更
要
注
重
家
庭

教
育
。
他
主
張
要
有
賢
父
兄
來
教
育
子
弟
，
對
沒
有
德
行
的
子
弟
應
教
之
以
德
，
對
沒
有
才
能
的
子
弟
應
教
之
以
才
，
這
是
父
兄
應

盡
的
責
任
，
故
﹁
人
樂
有
賢
父
兄
﹂
。
如
果
賢
父
兄
不
教
育
子
弟
，
那
麼
賢
與
不
肖
兩
種
人
也
就
沒
有
什
麼
差
別
了
。

孟
子
自
幼
喪
父
，
全
由
母
親
教
養
成
人
。
對
於
家
庭
教
育
，
有
深
刻
的
體
驗
；
對
於
父
兄
的
情
懷
，
也
有
無
比
的
企
盼
。
故
特

別
提
出
此
一
個
問
題
，
希
望
我
們
注
重
家
庭
教
育
。

●
 

相
關
名
言

◎
	

沒
有
了
家
庭
，
在
廣
大
的
宇
宙
間
，
人
會
冷
得
發
抖
。
（
法	

莫
洛
亞
）

◎
	

父
母
是
天
然
的
教
師
。
他
們
對
兒
童
，
特
別
是
幼
兒
的
影
響
最
大
。
（
俄	

克
魯
普
斯
卡
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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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
傅
眾
咻

孟
子
謂
戴
不
勝
1

曰
：
﹁
子
欲
子
之
王
之
善
與
2

？
我

明
告
子
：
有
楚
大
夫
於
此
，
欲
其
子
之
齊
語
3

也
，
則
使
齊

人
傅傅
4

諸
？
使
楚
人
傅
諸
？
﹂

曰
：
﹁
使
齊
人
傅
之
。
﹂

曰
：
﹁
一
齊
人
傅
之
，
眾
楚
人
咻咻
5

之
，
雖
日
撻撻
而

求
其
齊
6

也
，
不
可
得
矣
。
引
而
置
之
莊
、
嶽
7

之
間
數

年
，
雖
日
撻
而
求
其
楚
，
亦
不
可
得
矣
。
子
謂
薛
居
州 

8

善

士
9

也
，
使
之
居
於
王
所
0

；
在
於
王
所
者
，
長
幼
卑
尊
皆

薛
居
州
也
，
王
誰
與
為
不
善
q

？
在
王
所
者
，
長
幼
卑
尊

皆
非
薛
居
州
也
，
王
誰
與
為
善
？
一
薛
居
州
，
獨
如
宋
王 

何
w

？
﹂—

 

滕
文
公
下
．
6

1 

戴
不
勝
　
宋
國
大
夫
。

2 

子
欲
子
之
王
之
善
與
　
您
希
望
您
的
國
君
向
善
學
好

嗎
？
子
，
第
二
人
稱
，
此
指
戴
不
勝
。
王
，
指
宋
王
。

第
二
個
﹁
之
﹂
字
，
助
詞
，
無
義
。
善
，
好
、
向
善
。

與
，
通
﹁
歟
﹂
，
語
末
助
詞
。

3 

齊
語
　
學
習
說
齊
國
話
，
在
此
作
動
詞
用
。

4 

傅
　
音

傅
，
教
導
。

5 

咻
　
音

咻
，
喧
擾
。

6 

日
撻
而
求
其
齊
　
天
天
打
他
，
要
他
說
齊
國
話
。
撻
，

音

撻
，
鞭
打
。
齊
，
指
說
齊
國
話
。

7 

莊
嶽
　
莊
，
街
名
，
嶽
，
里
名
，
為
齊
國
首
都
臨
淄

︵
今
山
東
省 

淄
博
市
︶
最
繁
華
熱
鬧
之
處
。

8 

薛
居
州
　
宋
國
大
夫
。

9 

善
士
　
指
道
德
修
養
好
的
人
。

0 

居
於
王
所
　
處
於
王
的
左
右
。
居
，
處
。
所
，
處
所
，

此
指
左
右
。

q 

王
誰
與
為
不
善
　
意
即
﹁
王
與
誰
為
不
善
﹂
？
王
要
和

誰
一
起
去
做
不
善
的
事
？

w 

獨
如
宋
王
何
　
單
獨
一
人
對
宋
王
又
能
有
怎
樣
的
影

響
？
獨
，
指
單
獨
一
人
。
如
︙
︙
何
，
奈
︙
︙
何
、

對
︙
︙
能
怎
樣
，
表
示
詢
問
或
反
詰
。

96
學
102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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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旨

孟
子
以
學
習
語
言
為
喻
，
說
明
環
境
對
人
的
影
響
甚
大
。

由
上
二
章
可
見
環
境
對
於
教
學
效
果
的
影
響
。

解  

讀
孟
子
非
常
重
視
環
境
的
教
育
。
他
說
：
﹁
富
歲
子
弟
多
賴
︵
懶
︶
，
凶
歲
子
弟
多
暴
，
非
天
之
降
才
爾
殊
也
，
其
所
以
陷
溺
其

心
者
然
也
。
﹂
︵
告
子
上
︶
唯
有
後
天
良
好
環
境
的
配
合
，
才
能
使
本
有
的
善
，
得
到
良
好
的
栽
培
與
成
長
。

本
章
孟
子
以
學
習
語
言
為
喻
，
說
明
小
人
多
、
君
子
少
的
朝
廷
，
國
君
是
無
法
行
善
治
國
的
。

楚
人
之
子
欲
學
齊
語
，
一
齊
人
教
誨
他
，
眾
楚
人
喧
譁
干
擾
他
，
必
不
可
能
學
好
齊
語
，
反
之
，
讓
他
置
身
齊
國
稠
人
廣
眾
的

環
境
中
，
哪
怕
不
想
學
成
也
不
可
能
。
同
理
引
申
之
，
﹁
在
國
君
身
邊
的
都
是
好
人
，
那
麼
國
君
要
和
誰
做
壞
事
呢
？
反
之
，
如
果

國
君
身
邊
都
是
壞
人
，
那
國
君
又
要
和
誰
去
做
好
事
呢
？
﹂
這
也
是
諸
葛
亮
在
出
師
表
涕
泣
對
後
主 

劉
禪
說
：
﹁
親
賢
臣
，
遠
小

人
，
此
先
漢
所
以
興
隆
也
；
親
小
人
，
遠
賢
臣
，
此
後
漢
所
以
傾
頹
也
﹂
的
用
心
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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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
應
務
本

徐
子
1

曰
：
﹁
仲
尼
亟泣
2

稱
於
水
曰
：
﹃
水

哉
！
水
哉
3

！
﹄
何
取
於
水
也
4

？
﹂

孟
子
曰
：
﹁
原
泉
混滾
混滾
5

，
不
舍
6

晝
夜
，

盈
科
7

而
後
進
，
放仿
乎
四
海
8

；
有
本
者
如
是
9

。 

是
之
取
爾
0

！
苟
為
q

無
本
，
七
、 

八
月
之
間 

1 

徐
子
　
名
辟
，
孟
子
弟
子
。

2 

亟
　
音

泣
，
屢
次
。

3 

水
哉
水
哉
　
水
啊
水
啊
！
讚
美
水
之
辭
。

4 

何
取
於
水
也
　
對
於
水
有
什
麼
可
稱
讚
的
呢
？
取
，
認
可
、
稱
讚
。

5 

原
泉
混
混
　
有
源
頭
的
水
是
不
斷
地
湧
出
的
。
原
泉
，
有
源
之
水
。

混
混
，
水
不
斷
湧
出
的
樣
子
。
混
，
通
﹁
滾
﹂
，
音

滾
。

6 

舍
　
通
﹁
捨
﹂
，
止
、
停
。

7 
盈
科
　
注
滿
坑
洞
。
盈
，
滿
。
科
，
坑
洞
。

8 
放
乎
四
海
　
流
到
海
裡
。
放
，
音

仿
，
至
、
到
。

9 

有
本
者
如
是
　
有
本
源
的
水
就
是
這
個
樣
子
。

0 

是
之
取
爾
　
即
﹁
取
是
爾
﹂
之
意
，
指
孔
子
稱
讚
水
就
在
於
水
有
本

源
。
是
，
此
，
指
水
有
本
源
。
之
，
助
詞
，
表
賓
語
提
前
。
爾
，

耳
、
而
已
。

●
 

事
例位

於
北
歐
的
小
國
芬
蘭
，
曾
連
續
數
年
在
經
濟
合
作
暨
發
展
組
織
（O

E
C
D

）
舉
辦
的
學
生
能
力
評
估
測
驗
中
稱
霸
，
包
括
學
生
閱
讀
能
力
、
自
然

科
學
、
數
理
能
力
都
名
列
前
茅
，
因
而
成
為
各
國
教
改
取
經
的
典
範
。
其
教
育
成
功
重
要
原
因
之
一
，
是
遍
布
各
地
的
圖
書
館
。
芬
蘭
是
全
世
界
圖
書
館

分
布
最
密
集
的
國
家
，
全
國
五
百
四
十
萬
人
口
就
有
九
百
九
十
間
圖
書
館
，
還
有
活
動
圖
書
館
專
車
，
方
便
偏
遠
地
區
的
家
庭
借
書
。
政
府
免
費
發
放
童

謠
繪
本
給
孕
婦
，
鼓
勵
準
媽
媽
從
孩
子
出
生
前
就
潛
移
默
化
，
培
養
孩
子
對
文
字
的
敏
感
度
。
根
據
調
查
，
百
分
之
四
十
一
的
芬
蘭
中
學
生
，
最
常
從
事

的
「
休
閒
活
動
」
就
是
閱
讀
。
擁
有
全
世
界
最
愛
看
書
的
國
民
，
這
是
他
國
難
望
其
項
背
的
資
產
，
可
見
用
心
於
形
塑
孩
子
樂
於
閱
讀
的
教
育
環
境
，
是

最
划
算
的
投
資
。

●
 

相
關
名
言

◎
	

與
善
人
居
，
如
入
蘭
芷
之
室
，
久
而
不
聞
其
香
，
則
與
之
化
矣
；
與
惡
人
居
，
如
入
鮑
魚
之
肆
（
市
場
）
，
久
而
不
聞
其
臭
，
亦
與
之
化

矣
。
（
春
秋	

孔
子
，
見
劉
向		

說
苑
）

◎
	

蓬
生
麻
中
，
不
扶
而
直
；
白
沙
在
涅涅
（
黑
泥
）
，
與
之
俱
黑
。
（
戰
國	

荀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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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苟
為
　
如
果
、
假
若
。

w 

集
　
聚
集
。

e 

溝
澮
　
皆
田
間
的
水
道
。
大
曰
溝
，
小
曰
澮
。
澮
，
音

澮
。

r 

涸
　
音

涸
，
水
乾
竭
。

t 

立
　
站
著
，
引
申
為
立
刻
、
一
會
兒
。

y 

聲
聞
過
情
　
名
過
其
實
。
聞
，
名
聲
。
情
，
實
際
、
實
情
。

u 

恥
之
　
以
之
為
恥
，
指
恥
其
有
名
無
實
。

解  

讀
本
章
孟
子
以
水
所
蘊
涵
的
特
性
比
喻
為
學
之
理
。
水
有
本
源
，
晝
夜
不
停
，
盈
科
而
進
，
以
四
海
為
歸
趨
。
人
之
進
德
，
亦
當

先
立
其
本
，
自
強
不
息
，
循
序
以
漸
進
，
不
達
至
善
之
地
，
絕
不
中
止
。
若
學
不
務
本
，
則
如
無
源
之
水
，
一
時
雨
集
而
盈
，
其
涸

可
立
而
待
。
故
君
子
務
先
求
諸
己
，
而
恥
於
名
過
其
實
。

在
這
裡
孟
子
為
弟
子
徐
辟
釋
疑
解
惑
，
詮
釋
孔
子
﹁
水
哉
！
水
哉
！
﹂
妙
不
可
言
的
讚
嘆
。
﹁
原
泉
混
混
﹂
指
明
水
源
充
沛
，

用
以
比
喻
人
當
從
事
有
本
之
學
。
﹁
不
舍
晝
夜
﹂
用
以
比
喻
要
能
自
強
不
息
，
進
德
修
業
，
絕
不
中
途
而
廢
。
﹁
盈
科
而
後
進
﹂
用

以
比
喻
學
習
要
能
循
序
漸
進
，
不
可
超
越
等
次
。
﹁
放
乎
四
海
﹂
用
以
比
喻
學
習
必
定
要
達
到
目
標
，
否
則
絕
不
中
止
。
以
上
四

點
，
就
是
水
值
得
取
法
之
處
。

●
 

相
關
名
言

◎
	

未
先
學
行
先
學
飛
，
未
先
種
籽
想
挽
瓜
。
（
臺
灣
諺
語
）

	

（
注
：
勸
人
要
循
序
漸
進
，
腳
踏
實
地
。
行
，
走
。
挽
瓜
，
摘
瓜
。
）

◎
	

即
使
是
上
帝
，
也
不
能
在
三
個
月
裡
，
造
出
一
株
百
年
橡
樹
。
（
西
諺
）

雨
集
w

，
溝
澮澮
e

皆
盈
；
其
涸涸
r

也
，
可
立
t

而

待
也
。
故
聲
聞
過
情
y

，
君
子
恥
之
u

。
﹂─

離

婁
下‧
18

章  

旨

孟
子
藉
水
﹁
有
本
不
竭
，
無
本
則
涸
﹂
的
現
象
，
比
喻
學
應

務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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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觀
水
有
術

孟
子
曰
：
﹁
孔
子
，
登
東
山
而
小
魯
，
登
太
山
而
小

天
下
1

。
故
觀
於
海
者
難
為
水
2

；
遊
於
聖
人
之
門
者
難
為 

言
3

。
觀
水
有
術
，
必
觀
其
瀾瀾
4

；
日
月
有
明
5

，
容
光
必

照
焉
6

。
流
水
之
為
物
也
7

，
不
盈
科
不
行
；
君
子
之
志
於

道
8

也
，
不
成
章
不
達
9

。
﹂—

 

盡
心
上
．
24

1 

孔
子
登
東
山
而
小
魯
登
太
山
而
小
天
下
　
孔
子
之
道
的

崇
高
偉
大
，
如
同
登
上
東
山
而
覺
得
魯
國
小
了
，
登
上

太
山
又
以
為
天
下
小
了
。
東
山
，
魯
城
東
的
高
山
。

小
，
以
︙
︙
為
小
，
此
為
形
容
詞
的
意
動
用
法
。
太

山
，
即
泰
山
。

2 

觀
於
海
者
難
為
水
　
觀
覽
過
大
海
後
，
覺
得
一
般
的
江

河
已
很
難
稱
之
為
水
了
，
意
謂
百
川
之
水
不
能
與
大
海

相
比
。

3 

遊
於
聖
人
之
門
者
難
為
言
　
遊
學
於
聖
人
門
下
後
，
覺

得
百
家
的
言
論
已
很
難
稱
之
為
言
論
了
，
意
謂
百
家
之

言
不
能
與
聖
人
之
言
相
比
。

4 

必
觀
其
瀾
　
一
定
觀
察
水
的
大
波
浪
︵
以
知
其
本

源
︶
。
瀾
，
音

瀾
，
大
波
浪
。

5 

日
月
有
明
　
日
月
有
光
的
本
體
。

6 

容
光
必
照
焉
　
有
容
納
光
線
的
小
空
隙
，
必
可
照
透
無

遺
。

7 

流
水
之
為
物
也
　
流
水
這
個
東
西
。
物
，
東
西
、
事

物
。

8 

志
於
道
　
有
志
於
學
道
。

9 

不
成
章
不
達
　
不
到
厚
積
學
養
至
文
采
外
現
的
時
候
，

就
不
能
通
達
到
聖
人
的
境
地
。
章
，
文
采
彰
顯
於
外
，

用
來
比
喻
言
行
合
乎
禮
法
而
有
威
儀
。
達
，
通
達
正

道
。

	

泰
山

104
學



論
教
與
學

95

章  

旨

孟
子
言
聖
道
廣
大
而
有
本
源
，
學
之
者
當
從
其
源
頭
入
手
，
逐
步
達
到
目
標
。

上
二
章
言
求
學
當
自
強
不
息
，
循
序
漸
進
。

解  

讀
本
章
以
登
山
、
觀
海
、
日
月
之
朗
照
，
以
及
流
水
之
為
物
，
來
說
明
學
道
之
要
領
。

登
高
可
以
望
遠
，
登
得
愈
高
則
所
見
愈
遠
，
所
以
登
東
山
會
覺
得
魯
國
變
小
，
登
泰
山
會
覺
得
天
下
變
小
。
至
於
觀
海
也
是
，

見
過
大
海
的
廣
闊
，
才
知
百
川
水
流
的
渺
小
。
從
登
山
、
觀
海
中
，
可
知
聖
道
廣
大
，
其
他
學
說
就
如
同
﹁
小
巫
見
大
巫
﹂
一
樣
，

微
不
足
道
了
。

聖
人
之
道
高
明
博
厚
，
仰
之
彌
高
，
鑽
之
彌
堅
，
確
實
難
以
企
及
。
想
要
窺
其
堂
奧
，
只
有
從
其
本
源
、
本
體
入
手
。
就
如
同
觀

水
一
樣
，
從
其
大
波
瀾
，
以
知
其
本
源
；
又
如
從
日
月
的
無
所
不
照
，
乃
知
其
有
光
輝
的
本
體
；
所
以
我
們
為
學
求
道
的
方
法
就
是
效

法
流
水
有
本
有
源
，
循
序
漸
進
，
心
中
懸
下
標
的
，
真
積
力
久
，
蘊
蓄
深
厚
，
工
夫
一
到
，
自
然
能
文
采
煥
發
，
通
達
聖
人
的
境
界
。

●
 

相
關
名
言

◎
	

會
當
凌
雲
頂
，
一
覽
眾
山
小
。
（
杜
甫	

望
嶽
）
（
注
：
嶽
：
指
東
嶽
泰
山
。
會
當
：
應
當
、
定
要
。
凌
：
登
上
）

◎
	

如
果
我
所
見
的
要
比
笛
卡
兒
遠
一
點
，
那
是
因
為
我
站
在
巨
人
的
肩
膀
上
的
緣
故
。
（
英	

牛
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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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一
暴
十
寒

孟
子
曰
：
﹁
無
或
1

乎
王
2

之
不
智
也
！
雖
有
天
下
易
生

之
物
也
，
一
日
暴瀑
3

之
，
十
日
寒
4

之
，
未
有
能
生
者
也
。
吾

見
亦
罕
矣
，
吾
退
而
寒
之
者
至
矣
。
吾
如
有
萌
焉
何
哉
5

！

今
夫
弈
6

之
為
數
7

，
小
數
也
；
不
專
心
致
志
8

，
則

不
得
也
。
弈
秋 

9

，
通
國
0

之
善
弈
者
也
。
使
弈
秋
誨
二
人

弈
，
其
一
人
專
心
致
志
，
惟
弈
秋
之
為
聽
q

。
一
人
雖
聽

之
，
一
心
以
為
有
鴻
鵠鵠
w

將
至
，
思
援
弓
繳琢
而
射
之
e

，
雖

與
之
俱
學
，
弗
若
之
矣
。
為為
是
其
智
弗
若
與
r

？
曰
：
非
然

也
t

。
﹂—

 

告
子
上
．
9

1 

或
　
通
﹁
惑
﹂
，
疑
惑
、
奇
怪
。

2 

王
　
指
齊
宣
王
。

3 

暴
　
音

瀑
，
今
作
﹁
曝
﹂
，
晒
。

4 

寒
　
陰
寒
，
在
此
作
動
詞
用
。

5 

吾
如
有
萌
焉
何
哉
　
我
雖
能
使
他
萌
生
善
心
，
又
能
怎

樣
呢
？
萌
，
植
物
的
芽
，
此
作
動
詞
用
，
比
喻
萌
生
善

心
。
焉
，
助
詞
，
無
義
。
如
︙
︙
何
，
能
怎
樣
。

6 

弈
　
圍
棋
。

7 

數
　
技
術
。

8 

專
心
致
志
　
專
一
心
思
，
堅
定
志
向
。
專
，
專
一
。

致
，
細
密
，
引
申
為
堅
定
。

9 

弈
秋
　
古
代
善
於
下
棋
的
人
，
名
秋
。

0 

通
國
　
全
國
。

q 

惟
弈
秋
之
為
聽
　
即
﹁
惟
聽
弈
秋
﹂
，
只
聽
弈
秋
的
教

導
。
惟
，
只
。
之
為
，
助
詞
，
表
賓
語
提
前
。

w 

鴻
鵠
　
鳥
名
，
俗
稱
天
鵝
。
鵠
，
音

鵠
。

e 

思
援
弓
繳
而
射
之
　
想
要
拉
開
弓
，
用
繫
上
繩
子
的
箭

把
牠
射
下
來
。
援
，
引
、
拉
開
。
繳
，
音

琢
，
生
絲

繩
，
可
繫
在
箭
上
來
射
鳥
。

r 

為
是
其
智
弗
若
與
　
說
是
聰
明
才
智
不
如
人
嗎
？
為
，

音

為
，
通
﹁
謂
﹂
，
說
。
弗
若
，
不
如
。
與
，
通

﹁
歟
﹂
。

t 
非
然
也
　
不
是
這
樣
子
，
指
非
才
智
不
如
人
，
而
是
不

專
心
致
志
的
緣
故
。

	

弋
射
圖

	

圍
棋

（
古
器
物
鑑
賞
）

（
古
器
物
鑑
賞
）

	

鴻
鵠

（
野
生
動
物
的
營
養
與
飼
料
）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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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旨

孟
子
勉
人
為
學
應
專
心
致
志
，
不
可
一
暴
十
寒
。

解  

讀
本
章
所
要
強
調
的
有
兩
個
重
點
：
首
先
孟
子
以
﹁
雖
有
天
下
易
生
之
物
也
，
一
日
暴
之
，
十
日
寒
之
，
未
有
能
生
者
也
﹂
，

比
喻
如
果
缺
乏
恆
心
，
再
怎
麼
容
易
的
事
，
也
不
能
成
功
。
成
語
﹁
一
暴
十
寒
﹂
，
典
出
於
此
。
其
次
孟
子
以
兩
個
智
能
差
不
多
的

人
，
同
時
拜
在
圍
棋
高
手
秋
的
門
下
，
其
中
一
人
專
心
致
志
，
認
真
聽
講
；
另
一
人
則
胡
思
亂
想
，
以
為
天
鵝
會
飛
來
，
準
備
拿
弓

箭
去
射
；
在
學
習
效
果
上
，
兩
人
必
有
很
大
的
不
同
，
以
此
說
明
專
心
的
重
要
。
成
語
﹁
專
心
致
志
﹂
，
典
出
於
此
。

所
謂
專
心
致
志
，
就
是
把
注
意
力
集
中
在
一
個
特
定
目
標
的
修
養
，
也
就
是
把
時
間
、
心
力
和
活
動
都
投
注
在
重
要
的
事
情

上
。
只
有
注
意
力
集
中
，
才
會
使
大
腦
處
於
積
極
的
興
奮
狀
態
，
主
動
、
靈
活
地
吸
收
所
學
的
知
識
，
提
高
學
習
效
率
。

孟
子
所
說
的
這
個
故
事
，
告
訴
我
們
﹁
一
暴
十
寒
﹂
，
缺
乏
恆
心
，
是
我
們
進
德
修
業
的
致
命
傷
；
﹁
專
心
致
志
﹂
則
是
學
習

的
要
領
。

●
 

事
例胡

瑗
是
宋
朝
初
年
的
大
學
者
、
大
教
育
家
，
他
自
幼
聰
穎
，
七
歲
即
能
撰
寫
文
章
，
十
三
歲
通
曉
五
經
，
被
視
為
奇
才
。
但
因
家
境
貧
困
，
並
未

得
名
師
教
授
。
直
到
二
十
多
歲
時
，
才
有
機
會
到
山
東	

泰
山
的
棲
真
觀
求
學
深
造
。
自
此
潛
心
研
習
聖
賢
經
典
，
十
年
不
歸
。
每
當
家
書
寄
來
，
他
拆

封
見
有
「
平
安
」
二
字
，
隨
即
投
入
山
谷
中
不
再
展
讀
，
以
免
被
家
中
瑣
事
所
擾
。
在
求
學
期
間
，
他
過
著
「
食
不
甘
味
，
寢
不
安
枕
」
的
生
活
，
一
心

鑽
研
學
問
，
別
無
旁
騖
，
為
學
養
打
下
堅
實
基
礎
，
回
鄉
後
，
他
成
立
安
定
書
院
，
栽
培
英
才
無
數
，
與
孫
復
、
石
介
被
推
崇
為
「
宋
初
三
先
生
」
，
對

宋	

明
新
儒
學
的
形
成
有
重
要
影
響
。
而
他
的
卓
越
學
術
成
就
，
就
奠
基
在
那
十
年
專
心
致
志
的
學
習
。

●
 

相
關
名
言

◎
	

一
矢
不
能
中
兩
的地
（
箭
靶
的
中
心
）
，
一
車
不
能
赴
兩
途
。
（
明	

莊
元
臣
）

◎
	

追
兩
隻
兔
子
將
會
一
無
所
獲
。
（
俄	

杜
思
妥
也
夫
斯
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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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辟
若
掘
井

孟
子
曰
：
﹁
有
為
者
1

，
辟
若
2

掘
井
；
掘
井
九
軔軔
3

而
不
及
泉
，
猶
為
棄
井
4

也
。
﹂—

 

盡
心
上
．
29

章  

旨

孟
子
勉
人
作
事
為
學
，
不
可
半
途
而
廢
，
以
致
前
功
盡
棄
。

1 

有
為
者
　
指
做
一
件
正
當
的
事
情
，
如
行
仁
義
之
事
。

2 

辟
若
　
譬
如
。
辟
，
通
﹁
譬
﹂
。

3 

軔
　
通
﹁
仞
﹂
，
音

仞
，
古
代
長
度
單
位
。
周
制
七

尺
為
一
仞
。

4 

棄
井
　
廢
棄
無
用
的
井
。

解  

讀
求
學
、
工
作
以
及
完
成
一
樁
事
業
，
都
要
付
出
心
力
，
都
要
有
一
股
不
畏
艱
難
、
百
折
不
撓
的
毅
力
，
都
要
有
一
顆
爭
取
最
後

勝
利
的
決
心
，
否
則
就
會
功
虧
一
簣
，
導
致
前
功
盡
棄
。

孟
子
以
掘
井
貴
在
堅
持
為
例
，
深
入
淺
出
地
說
明
恆
心
與
毅
力
的
重
要
。
孔
子
曾
云
：
﹁
譬
如
為
山
，
未
成
一
簣
；
止
，
吾
止

也
！
譬
如
平
地
，
雖
覆
一
簣
；
進
，
吾
往
也
！
﹂
︵
論
語 
子
罕
︶
其
旨
意
也
是
一
樣
的
。
一
以
掘
井
九
仞
，
仍
有
待
於
及
泉
；
一
以

為
山
九
仞
，
不
可
功
虧
一
簣
，
來
勉
人
為
學
、
做
事
務
求
貫
徹
，
以
達
成
功
的
境
地
。
的
確
，
學
習
就
像
馬
拉
松
競
賽
，
貴
在
堅
持

與
耐
久
。
﹁
鍥
而
不
舍
，
金
石
可
鏤
﹂
、
﹁
精
誠
所
至
，
金
石
為
開
﹂
、
﹁
繩
鋸
木
斷
，
水
滴
石
穿
﹂
，
古
訓
斑
斑
，
天
下
豈
有
半

途
而
廢
卻
能
成
功
的
呢
？



論
教
與
學

99

●
 

相
關
名
言

◎
	

為
山
九
仞
，
功
虧
一
簣
。
（
尚
書	

旅
獒獒
）

◎
	

行
百
里
者
半
於
九
十
。
（
戰
國
策	

秦
策
）
（
注
：
意
謂
百
里
行
程
，
走
完
九
十
里
，
才
算
走
了
一
半
）

◎
	

成
大
事
不
在
力
量
大
小
，
而
在
於
堅
持
多
久
。
（
英	

約
翰
遜
）

九

	

學
貴
有
恆

孟
子
謂
高
子
1

曰
：
﹁
山
徑行
之
蹊
間
2

，
介
然
用
之
而

成
路
3

，
為維
間澗
4

不
用
，
則
茅
塞
5

之
矣
。
今
茅
塞
子
之
心

矣
。
﹂─

盡
心
下‧

21

章  

旨

孟
子
言
為
善
向
學
，
須
有
恆
心
，
不
可
間
斷
。

上
三
章
言
為
學
當
專
心
致
志
，
持
之
以
恆
。

1 

高
子
　
齊
人
，
嘗
學
於
孟
子
。

2 

山
徑
之
蹊
間
　
山
坡
上
剛
走
出
的
小
路
。
山
徑
，
山

坡
。
徑
，
通
﹁
陘
﹂
，
音

陘
，
山
坡
。
蹊
，
小
路
。

3 

介
然
用
之
而
成
路
　
每
隔
很
短
的
時
間
就
去
行
走
，
就

會
變
成
一
條
大
路
。
介
然
，
指
很
短
的
時
間
。
用
，
指

行
走
。

4 
為
間
　
音

維 

澗
，
有
間
、
隔
一
段
時
間
。

5 
茅
塞
　
茅
草
叢
生
而
堵
塞
。
茅
，
多
年
生
草
本
植
物
，

葉
細
長
而
尖
，
花
作
長
穗
狀
。

	

山
徑
之
蹊
間
，
介
然
用
之
而
成
路
，
為
間
不
用
，
則
茅
塞
之
矣

（
篆
文
四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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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讀
其
實
孟
子
這
段
話
只
是
一
個
借
喻
，
他
真
正
的
用
意
是
告
訴
高
子
，
茅
草
已
塞
住
他
的
心
靈
，
應
該
趕
緊
去
除
。

語
云
：
﹁
路
是
人
走
出
來
的
﹂
，
但
路
不
是
一
朝
一
夕
就
可
以
走
出
來
的
。
必
須
披
荊
斬
棘
，
不
斷
地
開
拓
，
才
能
使
之
成
為

一
條
康
莊
大
道
。
任
何
事
情
也
都
必
須
經
由
一
點
一
滴
的
努
力
，
日
積
月
累
，
才
能
形
成
碩
大
的
效
果
，
一
旦
缺
乏
恆
心
，
半
途
而

廢
，
終
究
一
事
無
成
。

尤
其
是
心
靈
修
養
的
工
夫
，
更
需
要
時
常
澄
清
自
己
的
思
想
，
經
得
起
外
界
的
誘
惑
，
否
則
即
容
易
徵
逐
聲
色
，
貪
戀
名
利
，

不
能
慎
思
明
辨
，
心
靈
必
然
會
日
漸
閉
塞
，
這
是
我
們
必
須
警
惕
以
求
避
免
的
事
。

●
 

相
關
名
言

◎
	

撼
大
摧
堅
，
要
徐
徐
下
手
，
久
久
見
功
。
（
明	

呂
坤
）

◎
	

心
靈
的
漆
黑
一
團
，
能
使
人
變
為
野
獸
。
（
英	

狄
更
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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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深
造
自
得

孟
子
曰
：﹁
君
子
深
造
之
以
道
1

，
欲
其
自
得

之
也
2

。
自
得
之
，
則
居
之
安
3

；
居
之
安
，
則

資
之
深
4

；
資
之
深
，
則
取
之
左
右
逢
其
原
5

。

故
君
子
欲
其
自
得
之
也
。
﹂─

離
婁
下‧

14

章  

旨

孟
子
言
為
學
要
深
入
極
境
，
自
得
於
心
，
才
能
左
右
逢
源
。

由
此
章
可
知
為
學
要
能
掌
握
正
確
方
法
，
才
能
自
得
於
心
，

而
施
用
無
窮
。

1 

深
造
之
以
道
　
依
循
正
確
的
治
學
方
法
，
深
入
到
所
研
究
的
學
問

裡
。
造
，
至
。
之
，
指
所
學
；
本
章
﹁
之
﹂
字
，
皆
指
所
學
而
言
。

道
，
在
此
指
正
確
的
治
學
方
法
。

2 

欲
其
自
得
之
也
　
希
望
自
己
能
融
會
貫
通
，
自
然
地
領
悟
於
心
。

其
，
指
自
己
。

3 

居
之
安
　
存
於
心
中
的
理
，
安
定
穩
固
而
不
動
搖
。
居
，
處
、
存
在

心
中
。
安
，
安
定
穩
固
。

4 

資
之
深
　
所
憑
藉
的
很
深
厚
。
資
，
憑
藉
。

5 

左
右
逢
其
原
　
隨
處
可
遇
到
本
源
，
取
之
不
盡
，
用
之
不
竭
。
左

右
，
身
之
兩
旁
，
指
身
邊
各
處
。
原
，
通
﹁
源
﹂
，
水
的
本
源
。

解  

讀
本
章
之
重
點
有
二
：
一
是
君
子
以
道
深
造
，
一
是
學
貴
自
得
。
進
德
修
業
，
百
工
技
藝
，
是
沒
有
偏
門
，
沒
有
捷
徑
的
。
﹁
離

婁
之
明
，
公
輸
子
之
巧
，
不
以
規
矩
，
不
能
成
方
員
。
﹂
︵
離
婁
上
︶
一
切
都
要
按
部
就
班
，
從
基
礎
、
按
正
軌
去
學
習
，
基
本
工

夫
是
不
能
躐
等
的
，
所
以
孟
子
要
﹁
君
子
深
造
之
以
道
﹂
。
只
要
能
依
循
著
正
道
，
使
自
己
的
道
德
學
問
深
入
化
境
，
自
然
就
能
領

悟
其
中
的
道
理
而
有
所
心
得
。
真
正
的
有
了
心
得
，
所
領
悟
到
的
道
理
也
就
能
安
固
，
可
以
作
為
我
們
的
憑
藉
，
取
用
不
盡
了
。
只

有
﹁
自
得
﹂
才
會
有
創
造
力
，
才
能
活
出
自
己
的
智
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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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與
討
論

一
、
孟
子
所
謂
﹁
君
子
之
所
以
教
者
五
﹂
，
是
指
哪
五
種
？

二
、 

﹁
予
不
屑
之
教
誨
也
者
，
是
亦
教
誨
之
而
已
矣
﹂
，
這
種
﹁
不
屑
之
教
﹂
的
適
用
性
是
否
有
其
原
則
？
請
發
表
你
的
看

法
。

三
、
請
略
言
孟
子
所
論
﹁
學
習
者
的
態
度
﹂
的
要
點
，
並
加
以
評
論
。

四
、
從
本
單
元
中
，
你
可
以
歸
納
出
或
聯
想
到
哪
些
與
學
習
有
關
的
成
語
與
嘉
言
警
句
？

●
 

相
關
名
言

◎
	

學
貴
心
悟
，
守
舊
無
功
。
（
宋	

張
載
）

◎
	

能
讀
無
字
之
書
，
方
可
得
驚
人
妙
句
；
能
會
難
通
之
解
，
方
可
參
（
探
究
並
領
會
）
最
上
禪
機
。
（
清	

張
潮
）

◎
	

你
所
不
理
解
的
東
西
是
你
無
法
占
有
的
。
（
德	

歌
德
）



今
人

今
事

孟
子
論
教
學
，
講
了
為
師
之
道
，
也
談
了
學
習
者
的
態
度
。
教
與
學
之
所
以
能
夠
美
好
，
原
就
來
自
於
師
生
之
間
，
彼
此
誠

懇
而
專
注
的
互
相
對
待
。
講
臺
上
汩
汩
流
洩
的
那
些
言
語
，
因
為
真
誠
，
所
以
總
能
動
人
；
也
因
此
，
不
論
課
堂
外
晴
雨
明
晦
，

那
些
講
述
、
分
享
或
提
點
，
都
會
沉
甸
甸
地
在
聽
者
的
生
命
裡
留
下
深
刻
的
印
記
，
就
像
陳
芳
明
記
憶
中
那
永
恆
迴
盪
的
鐘
聲
一

樣
。
而
這
或
許
就
是
所
謂
薪
火
相
傳
，
也
是
教
學
的
意
義
與
價
值
。

陳
芳
明
現
任
教
於
政
大 
臺
灣
文
學
研
究
所
，
他
從
小
成
績
優
異
，
一
路
順
利
唸
到
臺
大 

歷
史
研
究
所
畢
業
，
接
著
出
國
繼
續

攻
讀
博
士
學
位
。
若
一
切
順
利
，
他
拿
到
博
士
後
就
可
以
在
大
學
任
教
；
不
論
留
美
或
回
臺
教
書
，
都
是
穩
定
的
發
展
。
但
就
在

美
國
讀
書
期
間
，
他
因
為
參
加
黨
外
聚
會
，
甚
至
學
位
也
不
顧
了
，
還
被
列
入
黑
名
單
。
一
九
九○

年
冬
天
，
他
以
思
想
犯
的
身

分
回
到
臺
灣
，
參
加
一
次
文
學
座
談
。
那
時
，
他
生
命
中
重
要
的
老
師
齊
邦
媛
送
了
他
一
本
書
，
並
握
著
他
的
手
說
：
﹁
芳
明
，

你
要
回
來
啊
！
﹂
這
樣
的
話
語
讓
他
倍
覺
溫
馨
，
他
說
：
﹁
師
生
之
間
的
無
語
對
話
，
比
起
任
何
召
喚
都
來
得
強
悍
有
力
。
我
不

知
道
自
己
何
時
還
會
被
核
准
回
到
臺
灣
，
但
是
捧
讀
她
的
書
籍
時
，
我
已
知
道
自
己
不
會
再
離
開
臺
灣
。
﹂

陳
芳
明
在
臺
大 

歷
史
研
究
所
唸
書
時
，
曾
修
習
齊
老
師
的
高
級
英
文
。
那
時
齊
老
師
是
臺
大 

外
文
系
的
教
授
，
而
他
才
只

是
甫
入
歷
史
研
究
所
的
學
生
。
他
說
：
﹁
在
齊
老
師
的
英
文
教
室
，
我
初
次
嚐
到
閱
讀
樂
趣
的
滋
味
。
凡
是
修
過
那
門
課
的
學
生

都
會
記
得
，
在
上
下
兩
個
學
期
被
要
求
完
成
兩
冊
英
文
小
說
的
閱
讀
：
一
是
喬
治
．
歐
威
爾
的
一
九
八
四
，
一
是
赫
胥
黎
的
美
麗

新
世
界
。
我
並
不
清
楚
別
人
的
閱
讀
經
驗
，
至
少
，
對
我
個
人
那
是
第
一
次
神
祕
的
啟
示
。
﹂
儘
管
他
說
，
他
坐
在
齊
邦
媛
老
師

的
課
堂
聆
聽
受
教
時
，
從
來
沒
有
想
過
多
少
年
後
自
己
會
跟
隨
她
走
上
臺
灣
文
學
研
究
的
道
路
；
但
是
，
齊
老
師
引
導
他
在
文
學

知
識
殿
堂
裡
看
到
許
多
美
麗
的
風
景
，
那
是
在
彎
曲
的
生
命
旅
程
中
，
令
他
無
法
忘
懷
的
經
驗
。
他
說
：
﹁
那
樣
的
師
承
已
不
是

任
何
情
感
所
能
概
括
，
而
是
蘊
藏
著
精
神
的
昇
華
與
救
贖
。
每
當
想
起
一
九
七○
年
秋
天
，
不
期
然
有
一
排
鐘
聲
傳
送
明
亮
的
陽

光
，
隱
隱
襲
進
垂
晚
的
胸
臆
。
﹂

【
永
恆
迴
盪
的
鐘
聲
】



後
來
，
每
每
回
想
到
這
一
段
持
續
至
今
的
師
生
情
誼
，
他
總
說
：
﹁
多
少
年
前
的
鐘
聲
，
是
詩
，
是
陽
光
，
是
未
名
的
隱

喻
。
最
初
在
英
文
教
室
開
啟
閱
讀
的
喜
悅
時
，
是
不
是
一
種
預
言
已
經
神
祕
降
臨
？
從
歷
史
換
軌
走
到
文
學
，
冥
冥
中
應
該
有
一

股
力
量
在
牽
引
。
齊
邦
媛
老
師
的
手
勢
、
叮
嚀
、
低
語
、
呼
喚
，
可
能
就
是
那
股
力
量
的
來
源
。
但
是
，
那
已
經
超
越
我
的
智
慧

所
能
釐
清
。
我
能
確
定
的
是
，
生
命
中
與
她
相
遇
是
一
種
幸
運
，
心
中
浮
起
的
祝
福
，
三
十
年
前
的
鐘
聲
也
能
聽
見
。
﹂

陳
芳
明
在
生
命
中
，
屢
屢
感
受
到
來
自
齊
邦
媛
老
師
如
時
雨
化
之
的
恩
澤
。
讀
其
文
，
想
到
那
樣
難
得
的
師
生
情
誼
，
總
是

令
人
心
嚮
往
之
。
一
位
好
的
老
師
所
能
帶
給
學
生
的
美
好
感
受
，
大
概
也
就
是
如
此
吧
！ 

︵
節
錄
改
寫
自
陳
芳
明 

多
少
年
前
的
鐘

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