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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
學
之
道

大
學
1

之
道
，
在
明
明
德
2

，
在
親
民
3

，

在
止
於
至
善
4

。
知
止
而
后
有
定
5

，
定
而
后
能 

靜
6

，
靜
而
后
能
安
7

，
安
而
后
能
慮
8

，
慮
而
后

能
得
9

。
物
有
本
末
，
事
有
終
始
，
知
所
先
後
，

則
近
道
矣
0

。

1 

大
學
　
大
人
之
學
，
即
培
養
人
格
完
美
，
能
修
己
治
人
的
學
問
。

2 

明
明
德
　
發
揚
自
己
天
賦
的
靈
明
德
性
。
上
﹁
明
﹂
字
為
動
詞
，
顯

明
、
發
揚
。
下
﹁
明
﹂
字
為
形
容
詞
，
光
明
、
靈
明
。

3 

親
民
　
即
新
民
，
使
民
眾
革
除
壞
習
性
，
德
性
日
新
又
新
。
親
，
通

﹁
新
﹂
，
革
新
。

4 

止
於
至
善
　
達
到
最
完
善
的
境
界
，
並
且
堅
守
不
移
。
止
，
居
住
、

停
留
，
引
申
為
到
達
後
而
不
改
變
之
意
。
所
謂
﹁
至
善
﹂
，
是
指

﹁
明
明
德
﹂
和
﹁
親
民
﹂
的
圓
滿
完
成
。

5 

知
止
而
后
有
定
　
知
道
要
達
到
最
完
善
的
境
界
，
並
且
堅
守
不
移
，

然
後
才
能
堅
定
志
向
。
止
，
指
﹁
止
於
至
善
﹂
。
后
，
通
﹁
後
﹂
。

6 

靜
　
心
不
妄
動
，
保
持
寧
靜
。

7 

安
　
處
於
任
何
環
境
，
皆
能
心
安
理
得
。

8 
慮
　
思
慮
精
當
周
詳
。

9 
得
　
得
其
所
止
，
即
達
到
至
善
並
且
堅
守
不
移
的
境
地
。

0 

物
有
本
末
四
句
　
能
明
瞭
事
物
的
本
末
終
始
，
知
道
先
後
順
序
，
循

序
而
行
，
就
能
達
到
至
善
而
不
移
的
境
地
，
也
就
接
近
大
學
之
道

了
。
本
，
指
明
明
德
。
末
，
指
親
︵
新
︶
民
。
終
，
指
能
得
。
始
，

指
知
止
。

	

止
於
至
善

（
羅
德
星
篆
刻
）

導言

大
學 

(

選
四
章)

93
指
103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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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明
明
德
於
天
下
　
使
天
下
的
人
都
能
發
揚
自
己
的
靈
明
德
性
。

w 

齊
其
家
　
治
理
好
自
己
的
家
族
。

e 

正
其
心
　
端
正
自
己
的
心
。

r 

誠
其
意
　
使
自
己
的
意
念
真
誠
。
誠
，
真
實
。

t 

致
其
知
　
推
展
自
己
的
知
識
到
極
點
。
致
，
推
展
到
極
點
。
知
，
知

識
。

y 

格
物
　
窮
究
事
物
的
道
理
。
格
，
至
，
指
深
入
研
究
其
精
微
之
處
。

u 

知
至
　
指
對
天
下
事
物
的
道
理
，
都
能
達
到
了
解
的
地
步
。

i 

庶
人
　
平
民
、
百
姓
。

o 

壹
是
　
一
切
、
一
律
。

p 

其
本
亂
而
末
治
者
否
矣
　
根
本
錯
亂
，
卻
能
使
末
端
做
好
，
這
是
不

可
能
的
。
本
，
指
修
身
。
末
，
指
齊
家
、
治
國
、
平
天
下
。
否
，

無
。

a 

其
所
厚
者
薄
　
指
對
應
該
重
視
的
修
身
反
而
忽
視
。
所
厚
，
指
修

身
。
薄
，
此
作
動
詞
用
，
忽
視
。

s 

其
所
薄
者
厚
　
指
對
較
為
次
要
的
齊
家
、
治
國
、
平
天
下
反
而
重

視
。
所
薄
，
指
齊
家
、
治
國
、
平
天
下
。
厚
，
此
作
動
詞
用
，
重

視
。

d 

未
之
有
也
　
即
﹁
未
有
之
也
﹂
，
意
謂
沒
有
這
一
回
事
。

古
之
欲
明
明
德
於
天
下
q

者
，
先
治
其
國
；

欲
治
其
國
者
，
先
齊
其
家
w

；
欲
齊
其
家
者
，
先

修
其
身
；
欲
修
其
身
者
，
先
正
其
心
e

；
欲
正
其

心
者
，
先
誠
其
意
r

；
欲
誠
其
意
者
，
先
致
其 

知
t

；
致
知
在
格
物
y

。
物
格
而
后
知
至
u

，
知

至
而
后
意
誠
，
意
誠
而
后
心
正
，
心
正
而
后
身

修
，
身
修
而
后
家
齊
，
家
齊
而
后
國
治
，
國
治
而

后
天
下
平
。

自
天
子
以
至
於
庶
人
i

，
壹
是
o

皆
以
修
身
為

本
。
其
本
亂
而
末
治
者
否
矣
p

；
其
所
厚
者
薄
a

，

而
其
所
薄
者
厚
s

，
未
之
有
也
d

。—
 

經
一
章

章  

旨

論
大
學
之
道
的
三
綱
八
目
，
乃
是
由
內
而
外
，
以
求
達
到
﹁
止
於
至
善
﹂
的
修
己
治
人
之
方
。

此
章
為
大
學
之
綱
目
，
合
內
外
、
綜
人
己
，
規
模
極
為
宏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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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讀
本
章
為
大
學
全
篇
之
總
綱
，
朱
熹
以
為
是
孔
子
之
言
，
故
尊
之
為
經
。
其
用
意
在
闡
明
三
綱
八
目
的
連
貫
性
，
由
個
人
明
明

德—
格
物
、
致
知
、
誠
意
、
正
心
、
修
身
做
起
，
發
揮
到
親
︵
新
︶
民—

齊
家
、
治
國
、
平
天
下
，
以
達
止
於
至
善
的
境
界
。

儒
家
之
人
生
哲
學
和
政
治
哲
學
的
基
本
體
系
，
由
此
可
見
。

首
段
，
先
揭
示
大
學
的
三
綱
領
：
在
明
明
德
，
在
親
︵
新
︶
民
，
在
止
於
至
善
。
三
者
似
是
平
列
而
其
實
有
層
次
的
不
同
，
明

明
德
是
成
己
，
親
︵
新
︶
民
是
成
物
，
止
於
至
善
是
成
己
、
成
物
皆
達
圓
滿
的
境
界
。
次
說
﹁
知
止
﹂
的
五
個
程
序
及
功
效
：
謂
懂

得
止
於
至
善
的
目
標
後
，
則
志
有
定
向
，
然
後
才
能
不
為
外
物
所
動
，
然
後
才
能
隨
處
而
安
，
然
後
才
能
精
思
詳
辨
，
然
後
才
能
真

正
達
到
至
善
不
遷
的
地
步
。
﹁
明
德
﹂
和
﹁
親
︵
新
︶
民
﹂
的
關
係
，
就
像
樹
木
的
根
本
和
末
梢
一
樣
；
從
﹁
知
止
﹂
到
﹁
能
得
﹂

的
過
程
，
﹁
知
止
﹂
是
開
端
，
﹁
能
得
﹂
是
結
果
。
如
果
能
夠
知
曉
本
、
始
是
先
，
末
、
終
是
後
，
循
序
以
進
，
也
就
接
近
大
學
之

道
了
。次

段
，
標
舉
﹁
欲
明
明
德
於
天
下
﹂
的
步
驟
。
運
用
反
覆
式
的
層
遞
法
，
從
外
推
內
，
以
究
其
本
，
又
由
本
達
末
，
以
充
其

用
。
指
出
﹁
格
物
、
致
知
、
誠
意
、
正
心
、
修
身
、
齊
家
、
治
國
、
平
天
下
﹂
之
八
條
目
，
將
儒
家
由
內
聖
而
外
王
的
政
治
理
想
發

揮
無
遺
，
而
其
中
的
核
心
項
目
，
就
是
﹁
修
身
﹂
的
工
夫
。

三
段
，
說
明
從
主
掌
最
高
政
權
的
人
到
一
般
平
民
，
一
律
都
以
修
養
自
身
的
德
性
為
根
本
。
任
何
人
都
應
先
求
內
在
修
養
的
完

美
，
然
後
才
能
求
事
功
的
表
現
，
以
博
施
濟
眾
。

●
 

相
關
名
言

◎
 

天
下
之
本
在
國
，
國
之
本
在
家
，
家
之
本
在
身
。
（
戰
國 

孟
子
）

◎
 

安
天
下
必
須
先
正
其
身
；
未
有
身
正
而
影
曲
，
上
治
而
下
亂
者
。
（
吳
兢 

貞
觀
政
要
）

◎
 

政
治
要
與
倫
理
結
合
，
才
能
使
國
家
社
會
的
眾
人
得
到
幸
福
的
生
活
。
（
希
臘 

亞
里
斯
多
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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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釋
正
心
修
身

所
謂
﹁
修
身
在
正
其
心
﹂
者
，
身
1

有
所
忿忿
懥懥
2

，
則

不
得
其
正
3

；
有
所
恐
懼
，
則
不
得
其
正
；
有
所
好號
樂藥
4

，

則
不
得
其
正
；
有
所
憂
患
，
則
不
得
其
正
。
心
不
在
焉
5

，

視
而
不
見
，
聽
而
不
聞
，
食
而
不
知
其
味
。
此
謂
﹁
修
身
在

正
其
心
﹂
。—

 

傳
之
七
章

章  

旨

解
釋
修
身
必
先
正
其
心
，
使
心
不
受
各
種
不
當
情
緒
之
影
響
而
有
偏
失
，

期
能
心
正
而
身
修
。

解  

讀
本
章
解
釋
正
心
和
修
身
的
關
係
，
大
意
在
闡
述
心
之
於
身
，
應
時
刻
發
揮
主
宰
的
功
能
。
分
上
下
兩
段
：
前
者
說
明
心
不
能
為

情
欲
所
牽
；
後
者
說
明
心
不
在
其
所
，
則
五
官
必
失
其
效
用
。

心
是
什
麼
？
有
何
作
用
？
從
生
理
來
說
，
心
為
傳
導
血
液
循
環
全
身
的
器
官
，
其
動
靜
攸
關
人
的
生
死
，
若
機
能
故
障
，
將
引

發
各
種
疾
病
，
如
心
臟
停
止
跳
動
，
則
生
命
亦
隨
之
消
失
。
從
心
理
來
說
，
心
為
思
想
、
行
為
的
總
樞
紐
，
一
切
思
想
、
言
論
、
行

1 

身
　
當
作
﹁
心
﹂
。

2 

忿
懥
　
音

忿
懥
，
憤
怒
不
平
。
忿
，
憤
怒
、
怨

恨
。
懥
，
發
怒
。

3 

不
得
其
正
　
不
能
公
平
端
正
。

4 

好
樂
　
音

號
藥 

，
愛
好
喜
歡
。

5 

心
不
在
焉
　
心
不
在
這
裡
，
指
不
專
心
。
焉
，
於
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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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
皆
經
過
心
的
思
維
而
決
定
。
所
以
朱
熹
說
：
﹁
心
者
，
人
之
神
明
，
所
以
具
眾
理
，
而
應
萬
事
者
也
。
﹂
心
既
是
神
明
，
具
眾

理
，
又
怎
會
不
得
其
正
呢
？
那
是
受
到
情
緒
的
影
響
。
誠
如
本
章
所
舉
，
有
所
忿
懥
、
有
所
恐
懼
、
有
所
好
樂
、
有
所
憂
患
，
則
不

得
其
正
。

由
此
可
知
，
當
心
被
情
緒
掌
控
時
，
必
會
失
去
公
平
端
正
而
有
所
偏
差
。
因
此
心
必
須
時
刻
檢
點
存
養
，
使
其
居
於
主
宰
的

地
位
。
倘
若
心
失
其
守
，
馳
騁
於
外
，
則
無
法
檢
視
其
身
，
五
官
四
肢
亦
不
聽
命
，
必
至
於
：
眼
睛
所
看
到
的
，
沒
有
收
入
眼
簾
；

耳
朵
所
聽
到
的
，
沒
有
入
耳
應
心
；
食
物
吃
在
嘴
裡
，
也
品
嚐
不
出
味
道
。
所
以
說
，
修
身
在
正
心
，
不
能
正
心
，
身
亦
不
可
得
而

修
。

●
 

相
關
名
言

◎
 

人
者
，
天
地
萬
物
之
心
也
；
心
者
，
天
地
萬
物
之
主
也
。
（
明 

王
守
仁
）

◎
 

世
界
上
最
偉
大
者
莫
如
人
；
人
體
中
最
偉
大
者
莫
如
心
。
（
美 

漢
彌
爾
頓
）

◎
 

許
多
人
的
身
心
健
康
與
一
生
幸
福
，
就
毀
在
不
知
如
何
管
理
自
己
的
情
緒
上
。
（
今
人
王
淑
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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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釋
修
身
齊
家

所
謂
﹁
齊
其
家
在
修
其
身
﹂
者
，
人
之
1

其
所
親
愛
而

辟辟
2

焉
，
之
其
所
賤
惡勿
3

而
辟
焉
，
之
其
所
畏
敬
而
辟
焉
，

之
其
所
哀
矜矜
4

而
辟
焉
，
之
其
所
敖傲
惰
5

而
辟
焉
。
故
好號
而

知
其
惡惡
6

，
惡勿
而
知
其
美
7

者
，
天
下
鮮癬
8

矣
。
故
諺
9

有

之
曰
：
﹁
人
莫
知
其
子
之
惡
，
莫
知
其
苗
之
碩
0

。
﹂
此
謂

身
不
修
，
不
可
以
齊
其
家
。—

 
傳
之
八
章

章  

旨

解
釋
齊
家
必
先
修
其
身
，
修
身
在
於
使
自
己
的
行
為
中
正
而
不
偏
失
。

1 

之
　
於
、
對
於
。

2 

辟
　
音

辟
，
偏
，
指
偏
袒
或
有
偏
見
。

3 

賤
惡
　
指
自
己
看
不
起
或
厭
惡
的
人
。
賤
，
輕
賤
、
瞧

不
起
。
惡
，
音

勿
，
厭
惡
。

4 

哀
矜
　
同
情
憐
憫
。
矜
，
音

矜
，
憐
憫
。

5 

敖
惰
　
傲
慢
不
敬
。
敖
，
通
﹁
傲
﹂
，
音

傲
。
惰
，

輕
慢
、
不
敬
。

6 

好
而
知
其
惡
　
喜
歡
他
卻
能
知
道
他
的
缺
失
。
好
，
音

號
，
喜
歡
。
惡
，
音

惡
，
過
錯
、
缺
失
。

7 

惡
而
知
其
美
　
厭
惡
他
卻
能
知
道
他
的
優
點
。
惡
，
音

勿
，
厭
惡
。

8 

鮮
　
音

癬
，
少
。

9 

諺
　
俗
語
。

0 

人
莫
知
其
子
之
惡
莫
知
其
苗
之
碩
　
一
般
人
因
溺
愛
而

不
知
道
自
己
兒
子
的
缺
失
，
因
貪
得
而
不
覺
得
自
家
禾

苗
的
豐
美
茂
盛
。
碩
，
大
，
引
申
有
繁
茂
之
意
。

解  

讀
本
章
言
修
身
是
齊
家
的
基
礎
。
所
謂
身
，
不
專
指
有
形
的
軀
體
，
它
包
括
內
在
的
精
神
活
動
，
與
外
在
的
行
為
表
現
。
從
文
中

﹁
人
之
其
所
親
愛
而
辟
焉
﹂
等
五
個
排
比
句
的
意
涵
來
看
，
本
章
所
論
修
身
的
重
點
在
於
去
除
情
感
上
的
偏
袒
不
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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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不
能
離
群
而
索
居
，
總
是
要
與
人
相
處
，
因
此
待
人
的
態
度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
但
是
待
人
的
態
度
常
因
與
對
方
的
關
係
、
地

位
，
或
人
格
而
有
不
同
，
如
：
對
至
親
的
關
愛
、
對
人
格
卑
劣
者
的
厭
惡
、
對
君
王
聖
賢
的
畏
敬
、
對
弱
勢
者
的
同
情
憐
憫
、
對
庸

碌
者
的
輕
忽
怠
慢
等
等
。
如
此
說
來
，
﹁
親
愛
﹂
、
﹁
賤
惡
﹂
、
﹁
畏
敬
﹂
、
﹁
哀
矜
﹂
、
﹁
敖
惰
﹂
五
種
態
度
，
都
是
人
情
中
所

常
有
的
。
但
如
果
表
現
不
能
持
平
，
不
能
中
節
，
必
會
陷
於
一
偏
，
而
成
為
修
身
的
障
礙
。
就
像
父
子
之
愛
，
若
為
父
者
只
知
慈
愛

子
女
，
有
過
錯
而
偏
袒
；
子
女
只
知
孝
父
，
有
不
義
而
不
知
盡
幾
諫
之
道
，
則
有
違
為
父
為
子
之
道
。

總
括
以
上
﹁
親
愛
﹂
、
﹁
賤
惡
﹂
、
﹁
畏
敬
﹂
、
﹁
哀
矜
﹂
、
﹁
敖
惰
﹂
等
五
種
態
度
，
不
外
乎
好
與
惡
而
已
。
然
而
，
人
們

往
往
無
法
導
正
自
己
的
情
感
，
只
因
情
感
的
偏
執
，
就
不
能
理
性
地
﹁
好
而
知
其
惡
，
惡
而
知
其
美
﹂
。
諺
語
所
言
﹁
人
莫
知
其
子

之
惡
，
莫
知
其
苗
之
碩
。
﹂
即
充
分
透
露
出
溺
愛
者
不
明
，
貪
得
者
無
厭
的
偏
頗
。

本
章
所
論
﹁
親
愛
﹂
、
﹁
賤
惡
﹂
︙
︙
等
偏
見
，
與
上
章
論
正
心
所
言
﹁
忿
懥
﹂
、
﹁
恐
懼
﹂
︙
︙
等
弊
病
，
重
點
各
有
不

同
，
此
處
著
重
在
人
與
人
之
間
外
在
具
體
行
為
的
表
現
，
比
較
強
調
情
感
的
導
正
；
上
章
著
重
於
個
人
的
內
心
修
養
，
比
較
強
調
情

緒
的
掌
握
。

●
 

事
例韓

非
子
記
載
了
一
則
「
宋
人
疑
鄰
」
的
寓
言
：
宋
國
有
個
富
人
，
家
中
的
牆
被
大
雨
沖
壞
了
。
他
的
兒
子
說
：
「
不
把
牆
修
好
，
一
定
會
有
盜
賊

來
偷
東
西
。
」
鄰
居
的
父
親
也
這
麼
說
。
晚
上
，
富
人
家
果
然
遭
竊
，
丟
失
許
多
財
物
。
結
果
富
人
覺
得
自
己
的
兒
子
很
聰
明
，
卻
懷
疑
鄰
居
偷
了
他
的

東
西
。
故
事
中
的
富
人
以
關
係
親
疏
來
判
斷
事
情
，
就
得
出
偏
袒
不
正
的
結
論
。
列
子
也
有
一
則
「
疑
鄰
竊
斧
」
的
寓
言
：
有
一
個
人
丟
了
斧
頭
，
懷
疑

是
鄰
家
的
兒
子
偷
走
了
。
於
是
就
觀
察
對
方
，
感
覺
他
的
走
路
姿
勢
、
面
部
表
情
、
說
話
態
度
、
行
動
的
模
樣
，
怎
麼
看
都
像
是
偷
斧
頭
的
人
。
後
來
這

個
人
找
到
了
斧
頭
，
再
看
鄰
家
兒
子
的
動
作
態
度
，
就
一
點
也
不
像
小
偷
了
。
兩
則
故
事
都
說
明
了
情
感
的
偏
執
往
往
影
響
人
的
判
斷
，
因
此
修
身
必
導

正
情
感
，
才
能
去
除
偏
見
。

●
 

相
關
名
言

◎
 

偏
見
是
黃
疸
病
，
有
偏
見
的
眼
睛
看
什
麼
都
是
黃
的
。
（
英 

波
普
）

◎
 

對
事
情
會
感
覺
憤
怒
，
是
因
為
沒
有
控
制
自
己
。
以
平
靜
來
抵
制
一
切
惡
行
，
將
可
獲
得
最
大
的
勝
利
。
（
瑞
士 

西
魯
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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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釋
齊
家
治
國

所
謂
﹁
治
國
必
先
齊
其
家
﹂
者
，
其
家
不
可
教
，
而

能
教
人
者
無
之
。
故
君
子
不
出
家
，
而
成
教
於
國
1

。
孝

者
，
所
以
事
君
也
；
弟悌
者
，
所
以
事
長
也
；
慈
者
，
所
以
使

眾
2

也
。
康
誥 

3

曰
：
﹁
如
保
赤
子
4

。
﹂
心
誠
求
之
，
雖

不
中仲
5

，
不
遠
矣
。
未
有
學
養
子
而
后
嫁
者
也
。

一
家
仁
，
一
國
興
仁
；
一
家
讓
，
一
國
興
讓
；
一
人
6

貪
戾戾
7

，
一
國
作
亂
；
其
機
8

如
此
。
此
謂
一
言
僨僨
事
9

，

一
人
定
國
。
堯
、
舜
帥
0

天
下
以
仁
，
而
民
從
之
；
桀
、
紂

帥
天
下
以
暴
，
而
民
從
之
。
其
所
令
，
反
其
所
好
，
而
民
不

從
。
是
故
君
子
有
諸
己
，
而
后
求
諸
人
；
無
諸
己
，
而
后
非

諸
人
q

。
所
藏
乎
身
不
恕
w

，
而
能
喻
e

諸
人
者
，
未
之
有

也
。
故
﹁
治
國
在
齊
其
家
﹂
。

1 

君
子
不
出
家
而
成
教
於
國
　
品
德
完
美
的
人
不
出
家

門
，
就
能
把
教
化
推
廣
到
全
國
。

2 

使
眾
　
使
役
民
眾
。

3 

康
誥
　
書
經 

周
書
篇
名
。

4 

如
保
赤
子
　
保
護
人
民
像
母
親
愛
護
嬰
兒
一
樣
。
赤

子
，
嬰
兒
。

5 

中
　
音

仲
，
符
合
。

6 

一
人
　
此
指
國
君
。

7 

貪
戾
　
貪
婪
暴
虐
。
戾
，
音

戾
，
暴
虐
。

8 

機
　
古
代
弓
弩弩
上
用
來
發
射
箭
的
機
關
，
引
申
指
事
物

發
生
變
化
的
關
鍵
。

9 

僨
事
　
敗
壞
事
情
。
僨
，
音

僨
，
敗
壞
。

0 

帥
　
通
﹁
率
﹂
，
領
導
。

q 

君
子
有
諸
己
四
句
　
言
君

子
自
己
有
善
行
，
然
後
才

可
以
要
求
別
人
行
善
；
自

己
沒
有
過
錯
，
然
後
才
可

以
指
正
別
人
的
過
錯
。

有
，
指
有
善
。
無
，
指
無

惡
。
非
，
責
備
、
指
正
。

w 

所
藏
乎
身
不
恕
　
自
身
不

具
有
恕
道
。
藏
，
懷
藏
，

引
申
為
具
有
。

e 
喻
　
曉
喻
、
教
導
。

	

弩
機
與
箭
鏃

（
中
華
古
文
明
大
圖
集
）

103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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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
云
：
﹁
桃
之
夭夭
夭
，
其
葉
蓁蓁
蓁
。
之
子
于
歸
，
宜
其

家
人
r

。
﹂
宜
其
家
人
，
而
后
可
以
教
國
人
。
詩
云
：
﹁
宜
兄

宜
弟
t

。
﹂
宜
兄
宜
弟
，
而
后
可
以
教
國
人
。
詩
云
：
﹁
其
儀

不
忒忒
，
正
是
四
國
y

。
﹂
其
為
父
子
兄
弟
足
法
u

，
而
后
民
法

之
也
i

。
此
謂
﹁
治
國
在
齊
其
家
﹂
。—

 

傳
之
九
章

章  

旨

解
釋
治
國
必
先
齊
家
，
故
當
注
重
孝
、
悌
、
慈
，
並
以
之
教
化
國
人
。

上
三
章
論
述
由
正
心
而
修
身
、
齊
家
、
治
國
的
要
點
。

r 

詩
云
四
句
　
詩
經
上
說
：
﹁
桃
花
是
那
麼
嬌
嫩
美
好
，

葉
子
是
那
麼
美
麗
茂
盛
。
這
個
女
子
正
要
出
嫁
，
她
一

定
能
使
其
家
人
和
睦
親
善
。
﹂
此
為
周
南 

桃
夭
之
句
。

夭
夭
，
嬌
嫩
美
好
的
樣
子
。
夭
，
音

夭
。
蓁
蓁
，
美

麗
茂
盛
的
樣
子
。
蓁
，
音

蓁
。
之
，
此
。
于
，
往
。

歸
，
古
代
婦
人
以
夫
家
為
家
，
故
謂
嫁
為
歸
。
宜
，
使

之
和
睦
親
善
。

t 

詩
云
宜
兄
宜
弟
　
詩
經
上
說
：
﹁
使
兄
弟
和
睦
。
﹂
此

為
小
雅 

蓼路
蕭
之
句
。

y 

詩
云
二
句
　
詩
經
上
說
：
﹁
自
己
的
態
度
舉
止
沒
有
差

錯
，
然
後
才
能
匡
正
四
方
之
國
。
﹂
此
為
曹
風 

鳲
鳩

之
句
。
儀
，
態
度
舉
止
。
忒
，
音

忒
，
差
錯
。
正
，

匡
正
。
四
國
，
四
方
之
國
。

u 

其
為
父
子
兄
弟
足
法
　
自
己
在
為
人
父
、
為
人
子
、
為

人
兄
、
為
人
弟
上
都
足
以
作
人
的
榜
樣
。
法
，
被
效

法
、
作
為
榜
樣
。

i 

而
后
民
法
之
也
　
然
後
人
民
才
能
以
他
為
模
範
。

解  

讀
本
章
旨
在
討
論
治
國
必
先
齊
家
之
理
，
共
分
三
段
：

首
段
，
說
明
﹁
治
國
﹂
和
齊
家
的
關
係
，
謂
治
國
要
先
從
齊
家
做
起
，
能
齊
家
則
能
成
就
教
化
於
全
國
。
齊
家
要
以
孝
事
親
，

以
悌
事
長
，
以
慈
撫
幼
。
治
國
則
當
推
盡
孝
、
盡
悌
、
慈
愛
的
道
理
於
事
君
、
事
長
、
使
眾
。
三
者
之
中
，
尤
以
使
眾
最
為
重
要
。

使
眾
最
貼
切
的
方
法
就
是
對
百
姓
﹁
如
保
赤
子
﹂
。
只
要
有
德
、
有
誠
意
，
縱
使
沒
有
經
驗
，
也
可
以
將
國
政
治
理
得
很
好
。
由
此

可
知
，
家
族
倫
理
是
政
治
倫
理
的
基
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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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段
，
申
說
治
國
者
的
家
族
，
對
於
國
家
的
影
響
力
。
如
果
一
個
居
統
治
地
位
的
家
族
，
能
夠
有
仁
、
讓
的
美
德
，
則
一
國

之
中
都
會
有
仁
、
讓
的
風
氣
。
治
國
者
不
僅
是
家
人
最
直
接
的
榜
樣
，
同
時
也
是
國
人
的
表
率
。
治
國
者
仁
愛
，
民
亦
隨
之
仁
愛
；

治
國
者
暴
戾
，
民
亦
隨
之
暴
戾
。
堯
、
舜
和
桀
、
紂
的
表
現
，
就
是
最
好
的
實
例
。
國
家
治
亂
的
關
鍵
，
既
繫
於
治
國
者
的
言
行
舉

止
，
因
此
治
國
者
必
先
正
己
而
後
正
人
，
如
此
人
民
才
會
心
悅
誠
服
地
接
受
其
禮
儀
教
化
。
所
以
說
﹁
治
國
在
齊
其
家
﹂
。

末
段
，
三
次
引
用
詩
經
的
句
子
補
充
說
明
治
國
在
齊
家
之
理
。
﹁
桃
之
夭
夭
﹂
句
，
意
謂
女
子
出
嫁
，
能
盡
婦
道
，
方
能
宜
室

宜
家
。
﹁
宜
兄
宜
弟
﹂
句
，
意
謂
同
姓
與
異
姓
的
諸
侯
，
都
要
像
兄
弟
一
般
的
和
好
，
國
祚
方
能
長
遠
。
﹁
其
儀
不
忒
﹂
句
，
意
謂

君
子
的
態
度
舉
止
沒
有
差
錯
，
人
民
就
會
以
他
為
榜
樣
。
所
謂
﹁
溫
柔
敦
厚
，
詩
教
也
﹂
︵
禮
記 

經
解
︶
，
如
此
不
但
可
以
使
人
對

齊
家
、
治
國
的
意
義
有
更
深
入
的
了
解
，
而
且
於
反
覆
吟
詠
之
間
，
有
更
深
刻
的
契
會
體
悟
。

●
 

相
關
名
言

◎
 

有
辦
法
把
家
庭
治
理
好
的
人
，
一
旦
國
家
有
難
，
必
能
成
為
有
作
用
的
人
。
（
希
臘 

索
福
克
勒
斯
）

◎
 

家
庭
將
永
遠
是
人
類
社
會
的
基
礎
。
權
力
和
法
律
的
作
用
是
在
這
兒
開
始
的
。
（
法 

巴
爾
札
克
）

◎
 

一
個
美
好
的
家
庭
，
乃
是
一
切
幸
福
和
力
量
的
根
源
。
（
近
人
冰
心
）

問
題
與
討
論

一
、
試
說
明
大
學
書
名
的
涵
義
。

二
、
何
謂
大
學
三
綱
領
、
八
條
目
？

三
、
心
的
作
用
是
什
麼
？
為
什
麼
會
有
偏
差
呢
？

四
、
大
學
釋
﹁
修
身
齊
家
﹂
時
，
說
到
﹁
好
而
知
其
惡
，
惡
而
知
其
美
者
，
天
下
鮮
矣
﹂
，
其
原
因
何
在
？

五
、 

大
學
釋
﹁
齊
家
治
國
﹂
時
，
說
到
﹁
未
有
學
養
子
而
后
嫁
者
也
﹂
，
其
涵
義
為
何
？
你
是
否
贊
同
這
種
說
法
？
請
說
明
理

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