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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天
命
之
謂
性

天
命
之
謂
性
1

，
率
性
之
謂
道
2

，
修
道
之
謂

教
3

。道
也
者
，
不
可
須
臾臾
4

離
也
；
可
離
，
非
道

也
。
是
故
君
子
戒
慎
乎
其
所
不
睹睹
5

，
恐
懼
乎
其
所

不
聞
6

。
莫
見現
乎
隱
，
莫
顯
乎
微
7

，
故
君
子
慎
其

獨
8

也
。

1 

天
命
之
謂
性
　
上
天
所
賦
予
，
自
然
而
有
的
本
質
，
叫
做

﹁
性
﹂
。
命
，
令
，
指
賦
予
。
性
，
本
質
，
指
人
的
本
性
。

2 

率
性
之
謂
道
　
遵
循
本
性
而
行
，
叫
做
﹁
道
﹂
。
率
，
遵
循
。

3 

修
道
之
謂
教
　
修
明
各
種
措
施
以
合
乎
道
，
叫
做
﹁
教
﹂
。
修
，

修
治
。
教
，
教
化
，
指
禮
、
樂
、
法
律
、
政
令
等
措
施
。

4 

須
臾
　
片
刻
。
臾
，
音

臾
。

5 

戒
慎
乎
其
所
不
睹
　
在
別
人
看
不
到
的
地
方
也
會
警
戒
謹
慎
。

乎
，
於
。

6 

恐
懼
乎
其
所
不
聞
　
在
別
人
聽
不
到
的
地
方
也
會
惶
恐
畏
懼
。
以

上
兩
句
謂
君
子
常
存
敬
畏
之
心
，
時
時
反
省
體
察
，
不
僅
在
外
表

的
行
為
上
嚴
格
要
求
，
而
且
於
內
在
的
意
念
上
也
必
須
下
工
夫
。

7 

莫
見
乎
隱
莫
顯
乎
微
　
沒
有
比
在
暗
處
更
容
易
顯
現
，
沒
有
比
細

微
的
事
物
更
容
易
顯
露
。
此
二
句
是
指
人
在
本
心
自
覺
之
下
，
從

內
心
意
念
去
體
察
，
表
面
上
雖
﹁
隱
﹂
、
﹁
微
﹂
，
其
實
最
為

﹁
見
﹂
、
﹁
顯
﹂
。
見 

，
通
﹁
現
﹂
，
音

現
。
隱
，
暗
處
。

8 

慎
其
獨
　
在
獨
處
時
特
別
戒
慎
。
意
指
獨
處
時
的
所
作
所
為
，
他

人
雖
不
知
，
但
自
己
的
本
心
則
能
明
白
自
覺
。

導言

中
庸 

(

選
四
章)



中  

庸

162

喜
怒
哀
樂
之
未
發
，
謂
之
中
9

；
發
而
皆
中仲

節
，
謂
之
和
0

。
中
也
者
，
天
下
之
大
本
q

也
；
和

也
者
，
天
下
之
達
道
w

也
。
致
中
和
e

，
天
地
位
r

焉
，
萬
物
育
t

焉
。—

 

第
一
章

章  

旨

說
明
道
的
本
源
出
於
天
而
不
可
變
易
，
道
的
實
體
備
於
己
而
不

可
分
離
，
以
及
存
養
省
察
的
要
點
、
致
中
和
的
最
高
境
界
。

此
章
為
中
庸
的
綱
領
，
綜
論
天
人
之
道
，
而
以
人
之
反
求
諸

己
，
充
實
本
然
之
善
，
以
達
中
和
的
境
界
為
最
重
要
。

9 

喜
怒
哀
樂
之
未
發
謂
之
中
　
喜
、
怒
、
哀
、
樂
四
種
情
緒
尚
未
顯

現
時
，
內
心
平
衡
而
不
偏
不
倚
，
這
叫
做
﹁
中
﹂
。
發
，
發
動
、

顯
現
。
中
，
不
偏
不
倚
。

0 

發
而
皆
中
節
謂
之
和
　
情
緒
顯
現
後
，
能
夠
合
於
節
度
，
無
過

與
不
及
，
這
叫
做
﹁
和
﹂
。
中
，
音

仲
，
合
。
和
，
指
情
緒
平

和
，
沒
有
乖
戾
之
氣
。

q 

大
本
　
天
下
道
理
的
最
高
根
源
，
是
道
的
本
體
，
即
天
命
之
性
。

w 

達
道
　
天
下
人
所
共
同
遵
循
的
普
遍
原
則
，
即
率
性
之
道
。

e 

致
中
和
　
達
到
﹁
中
﹂
、
﹁
和
﹂
的
境
界
。
致
，
達
到
，
指
推
廣

到
極
點
，
達
到
最
高
境
界
。

r 

位
　
安
居
正
位
。

t 

育
　
順
遂
生
長
。

解  

讀
本
章
為
中
庸
之
首
章
，
也
是
全
書
義
理
的
總
綱
。

首
先
說
明
道
的
本
源
出
於
天
命
且
不
可
更
易
，
而
其
實
體
又
是
我
們
人
自
身
所
具
備
而
不
可
分
離
的
。
﹁
天
命
之
謂
性
﹂
，
指

出
人
性
不
是
來
自
後
天
的
人
為
，
而
是
上
天
所
賦
予
的
。
這
個
天
是
義
理
之
天
，
它
是
萬
事
萬
物
的
根
源
；
這
個
性
指
的
是
與
其
他

生
物
不
同
而
人
類
所
獨
有
的
德
性
。
﹁
率
性
之
謂
道
﹂
，
指
出
道
是
一
切
存
在
物
所
依
循
而
活
動
的
法
則
，
萬
事
萬
物
的
存
在
與
活

動
，
都
是
道
的
顯
現
。
人
能
循
性
而
行
，
便
是
仁
義
禮
智
的
表
現
，
而
人
類
的
道
德
理
想
，
也
依
此
而
建
立
。
﹁
修
道
之
謂
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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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出
教
化
的
作
用
，
因
為
人
有
私
慾
之
作
祟
，
有
氣
質
的
偏
蔽
，
所
以
必
須
有
禮
樂
刑
政
等
制
度
來
修
治
，
以
實
現
其
本
性
之
善
。

道
是
無
所
不
在
的
，
不
過
道
的
實
體
雖
具
備
於
我
們
的
天
性
之
內
，
但
人
有
情
緒
，
有
欲
望
，
往
往
使
人
泯
滅
了
天
性
良
知
，

喪
失
了
靈
明
自
覺
，
因
此
君
子
要
時
刻
作
涵
養
的
工
夫
。
在
看
不
到
、
聽
不
到
的
地
方
要
戒
慎
恐
懼
，
在
隱
微
之
處
要
檢
點
省
察
，

這
就
是
儒
家
所
強
調
的
修
養
工
夫—

慎
獨
。

最
後
說
明
﹁
致
中
和
﹂
所
達
到
的
最
高
境
界
。
所
謂
中
，
是
天
理
的
本
然
，
不
偏
不
倚
，
一
切
事
物
都
呈
現
穩
定
平
衡
的
狀

態
。
就
人
而
言
，
此
時
尚
未
與
外
物
相
接
觸
，
沒
有
喜
怒
哀
樂
的
情
緒
活
動
，
也
沒
有
物
欲
的
蒙
蔽
。
它
是
萬
物
的
根
源
，
一
切
道

理
皆
由
此
出
，
所
以
說
它
是
﹁
天
下
之
大
本
﹂
。
所
謂
和
，
是
天
地
萬
物
的
協
調
一
致
。
就
人
來
說
，
就
是
與
外
物
相
接
觸
時
，
喜

怒
哀
樂
的
情
緒
發
動
，
都
能
合
乎
節
度
，
無
過
與
不
及
。
它
是
天
下
古
今
之
人
所
共
同
遵
循
的
法
則
，
所
以
說
它
是
﹁
天
下
之
達

道
﹂
。
天
地
的
運
行
，
萬
物
的
化
育
，
無
不
循
著
這
﹁
中
和
﹂
的
原
則
。
所
以
人
如
能
把
中
和
之
道
，
推
而
極
之
，
則
可
與
天
道
同

功
。
這
是
儒
家
天
人
合
一
的
哲
學
。

●
 

相
關
名
言

◎
 

聲
無
小
而
不
聞
，
行
無
隱
而
不
行
。
（
戰
國 

荀
子
）

◎
 

凡
行
為
共
有
三
種
傾
向
：
其
中
兩
種
是
過
惡
，
即
過
度
與
不
及
；
另
一
種
是
德
性
，
即
遵
守
中
道
。
（
希
臘 

亞
里
斯
多
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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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道
不
遠
人

子
曰
：
﹁
道
不
遠
人
，
人
之
為
道
而
遠
人
，

不
可
以
為
道
1

。
詩
云
：
﹃
伐
柯
伐
柯
，
其
則
不

遠
。
2

﹄
執
柯
以
伐
柯
3

，
睨睨
4

而
視
之
，
猶
以
為

遠
。
故
君
子
以
人
治
人
，
改
而
止
5

。

忠
恕
違
道
不
遠
6

，
施
諸
己
而
不
願
，
亦
勿

施
於
人
。

君
子
之
道
四
，
丘
未
能
一
焉
7

：
所
求
乎

子
，
以
事
父
8

，
未
能
也
；
所
求
乎
臣
，
以
事

君
，
未
能
也
；
所
求
乎
弟
，
以
事
兄
，
未
能
也
；

所
求
乎
朋
友
，
先
施
之
9

，
未
能
也
。
庸
德
之 

行
0

，
庸
言
之
謹
q

；
有
所
不
足
，
不
敢
不 

勉
w

；
有
餘
不
敢
盡
e

。
言
顧
行
，
行
顧
言
r

，

君
子
胡
不
慥慥
慥
爾
t

！
﹂—

 

第
十
三
章

1 

人
之
為
道
而
遠
人
不
可
以
為
道
　
指
人
所
行
之
道
如
果
遠
離
人
事
，

那
便
不
是
真
正
的
道
了
。

2 

詩
云
二
句
　
詩
經
上
說
：
﹁
拿
斧
頭
砍
伐
樹
木
做
斧
柄
，
新
斧
柄
的

樣
式
就
在
手
執
的
斧
柄
上
，
相
去
並
不
遠
。
﹂
此
為
豳豳
風 

伐
柯
之

句
。
柯
，
斧
柄
。
則
，
法
則
、
樣
式
。

3 

執
柯
以
伐
柯
　
拿
著
舊
斧
柄
去
砍
取
新
斧
柄
。

4 

睨
　
音

睨
，
斜
視
。

5 

君
子
以
人
治
人
改
而
止
　
君
子
︵
只
是
︶
拿
做
人
的
基
本
道
理
做
法

則
，
去
教
導
人
，
使
他
改
正
即
可
。
前
一
﹁
人
﹂
字
，
是
指
人
的
本

性
、
人
所
應
循
的
道
理
。
止
，
停
止
。

6 

忠
恕
違
道
不
遠
　
能
做
到
忠
恕
便
與
中
庸
之
道
相
離
不
遠
了
。
忠
，

盡
己
之
心
。
恕
，
推
己
及
人
。
違
，
去
、
離
。

7 

未
能
一
焉
　
一
件
也
不
能
辦
到
。
焉
，
語
末
助
詞
。

8 

所
求
乎
子
以
事
父
　
以
要
求
兒
子
的
事
父
態
度
，
來
侍
奉
自
己
的
父

親
。
求
，
要
求
。
乎
，
於
。

9 

所
求
乎
朋
友
先
施
之
　
要
求
朋
友
怎
樣
對
待
自
己
，
自
己
便
先
怎
樣

對
待
朋
友
。

0 

庸
德
之
行
　
雖
然
是
平
常
的
道
德
，
仍
應
努
力
實
踐
。
庸
，
平
常
。

行
，
實
踐
。

q 

庸
言
之
謹
　
雖
然
是
平
常
的
言
論
，
仍
應
謹
慎
講
說
。

w 

有
所
不
足
不
敢
不
勉
　
在
行
為
方
面
，
覺
得
有
欠
缺
，
不
敢
不
盡

力
。
此
就
庸
德
之
行
而
言
，
有
勉
行
之
意
。

e 
有
餘
不
敢
盡
　
言
論
方
面
，
有
多
餘
的
話
，
不
敢
完
全
說
出
。
此
就

庸
言
之
謹
而
言
，
有
慎
言
之
意
。

r 

言
顧
行
行
顧
言
　
所
言
符
合
所
行
，
所
行
符
合
所
言
。
顧
，
照
應
。

t 

君
子
胡
不
慥
慥
爾
　
有
德
的
人
︵
言
行
如
此
︶
，
有
什
麼
不
篤
實
的

呢
？
胡
，
何
、
什
麼
。
慥
慥
爾
，
篤
實
的
樣
子
。
慥
，
音

慥
。

100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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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旨

孔
子
說
明
中
庸
之
道
就
在
日
常
生
活
當
中
，
不
可
遠
離
人
事
，
而
忠
恕
就
是
其
具
體
實
現
。

解  

讀
本
章
旨
在
強
調
道
在
日
常
生
活
之
中
，
是
無
所
不
在
的
，
而
忠
恕
就
是
中
庸
之
道
的
具
體
實
現
。
文
分
三
段
：

首
段
總
說
﹁
道
不
遠
人
﹂
，
並
引
詩
經
為
喻
，
又
兼
言
治
人
的
要
領
。
﹁
率
性
之
謂
道
﹂
，
循
性
而
行
便
是
道
，
而
性
是
人

所
固
有
的
，
所
以
說
道
不
能
離
開
人
而
有
。
如
果
有
人
以
為
日
常
生
活
之
道
不
重
要
，
而
務
於
高
遠
，
脫
離
人
倫
本
分
，
那
就
不
是

正
道
了
。
就
像
拿
舊
斧
柄
砍
伐
木
頭
，
想
要
製
作
新
斧
柄
，
樣
式
就
在
手
中
所
持
的
舊
斧
柄
中
，
不
正
眼
衡
量
，
而
斜
著
看
它
，
就

會
以
為
樣
式
還
遠
。
所
以
，
道
是
不
假
外
求
的
。
至
於
說
到
治
理
人
民
，
只
要
依
著
人
性
去
引
導
他
們
，
使
其
覺
悟
，
能
知
改
正
即

可
。

次
段
論
如
何
才
可
以
做
到
不
遠
人
以
為
道
的
方
法
。
忠
就
是
盡
己
之
心
，
是
公
誠
負
責
，
不
計
成
敗
、
盡
其
在
我
的
道
德
實

踐
；
恕
就
是
推
己
之
心
，
是
將
心
比
心
，
為
別
人
設
身
處
地
去
考
慮
。
當
一
個
人
能
盡
己
之
心
，
又
能
推
己
及
人
的
時
候
，
自
然
就

不
會
把
自
己
所
不
願
意
的
事
情
，
加
在
別
人
的
身
上
了
，
在
積
極
意
義
上
還
會
﹁
己
欲
立
而
立
人
，
己
欲
達
而
達
人
﹂
呢
！

第
三
段
是
孔
子
謙
虛
自
責
和
自
我
勉
勵
的
話
。
首
先
他
反
省
自
己
：
就
子
事
父
、
臣
事
君
、
弟
事
兄
、
朋
友
交
往
四
件
事
，
所

責
望
他
人
要
做
到
的
，
自
己
沒
有
一
件
先
行
做
到
。
其
實
這
四
樣
君
子
之
道
，
都
是
日
常
的
倫
理
，
做
人
的
基
本
要
件
。
這
種
人
倫

道
德
的
責
任
，
是
永
無
止
境
的
，
只
能
盡
心
力
而
為
，
很
難
做
到
完
滿
無
缺
，
因
此
孔
子
說
自
己
一
點
也
未
盡
到
，
是
謙
虛
，
卻
也

是
內
心
真
正
的
感
受
。
最
後
孔
子
勉
勵
自
己
：
雖
然
是
平
常
的
道
德
也
要
努
力
，
雖
然
是
平
時
的
言
語
也
要
謹
慎
，
君
子
不
論
何
時

何
事
，
沒
有
不
篤
實
的
。
意
謂
日
常
生
活
之
中
，
待
人
處
事
，
無
非
是
道
，
只
要
篤
篤
實
實
地
努
力
去
做
就
可
以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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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哀
公
問
政
（
節
選
）

哀
公 

1

問
政
。
子
曰
：
﹁
文
、
武
之
政
，
布
在
方

策
2

。
其
人
存
，
則
其
政
舉
；
其
人
亡
，
則
其
政
息
3

。

人
道
敏
政
，
地
道
敏
樹
4

。
夫
政
也
者
，
蒲
盧
也
5

。
故

為
政
在
人
6

，
取
人
以
身
7

，
修
身
以
道
，
修
道
以
仁
。

仁
者
，
人
也
8

；
親
親
9

為
大
。
義
者
，
宜
也
0

；
尊

賢
為
大
。
親
親
之
殺曬
q

，
尊
賢
之
等
w

，
禮
所
生
也
e

。

故
君
子
不
可
以
不
修
身
；
思
修
身
，
不
可
以
不
事
親
；

1 

哀
公
　
春
秋
時
魯
國
國
君
，
姓
姬
，
名
蔣
，
哀
為
諡
號
。

2 

布
在
方
策
　
分
布
在
各
種
典
籍
上
。
布
，
分
布
。
方
，
木

板
。
策
，
竹
簡
。
古
時
以
木
板
或
竹
簡
為
冊
籍
。

3 

息
　
通
﹁
熄
﹂
，
滅
。

4 

人
道
敏
政
地
道
敏
樹
　
做
人
君
的
原
則
就
是
要
勤
快
於
政

事
，
就
如
同
利
用
土
地
的
道
理
要
勤
快
於
種
植
。
敏
，
勤

勉
。
樹
，
種
植
。

5 

夫
政
也
者
蒲
盧
也
　
賢
人
施
政
就
像
種
植
蒲
葦
一
樣
，
容
易

見
效
。
蒲
盧
，
即
蒲
葦
，
一
種
易
於
栽
培
的
植
物
。

6 

為
政
在
人
　
為
政
之
道
，
在
於
能
得
賢
才
。
人
，
指
賢
臣
。

7 

取
人
以
身
　
取
人
之
道
，
在
於
國
君
能
修
身
。
身
，
指
君
王

自
身
。

8 

仁
者
人
也
　
仁
是
做
人
的
法
則
。
者
，
表
示
停
頓
的
語
氣
助

詞
。

9 
親
親
　
親
愛
自
己
的
親
人
。

0 

義
者
宜
也
　
義
是
合
宜
妥
適
的
行
為
。

●
 

相
關
名
言

◎
 

道
惡巫
（
何
）
乎
往
而
不
存
。
（
戰
國 

莊
子
）

◎
 

偽
山 

靈
祐
禪
師
有
一
次
閒
坐
著
，
弟
子
仰
山 

慧
寂
來
問
：
﹁
師
父
，
您
百
年
後
，
如
果
有
人
問
我
關
於
您
的
道
法
，
我
要
怎
麼
說
呢
？
﹂
偽

山
說
：
﹁
一
粥
一
飯
。
﹂
（
我
的
道
法
只
是
一
粥
一
飯
那
樣
的
平
常
呀
。
）
（
林
清
玄 

隨
喜
菩
提
）

◎
 

盡
日
尋
春
不
見
春
，
芒
鞋
踏
遍
嶺
頭
雲
；
歸
來
笑
拈
梅
花
嗅
，
春
在
枝
頭
已
十
分
。
（
宋
某
比
丘
尼
）

 

（
注
：
此
詩
意
謂
道
不
遠
人
，
道
就
在
自
己
的
身
邊
、
眼
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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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事
親
，
不
可
以
不
知
人
r

；
思
知
人
，
不
可
以
不
知

天
t

。天
下
之
達
道
y

五
，
所
以
行
之
者
三
：
曰
君
臣

也
，
父
子
也
，
夫
婦
也
，
昆
弟
u

也
，
朋
友
之
交
也
，

五
者
天
下
之
達
道
也
。
知
、
仁
、
勇
，
三
者
天
下
之
達

德
i

也
。
所
以
行
之
者
一
o

也
。
或
生
而
知
之
，
或
學

而
知
之
，
或
困
而
知
之
p

，
及
其
知
之
一
也
a

。
或
安

而
行
之
s

，
或
利
而
行
之
d

，
或
勉
強
而
行
之
f

，
及
其

成
功
一
也
。

好
學
近
乎
知
g

，
力
行
近
乎
仁
h

，
知
恥
近
乎 

勇
j

。
知
斯
三
者
，
則
知
所
以
修
身
；
知
所
以
修
身
，

則
知
所
以
治
人
；
知
所
以
治
人
，
則
知
所
以
治
天
下
國

家
矣
。

q 

親
親
之
殺
　
親
愛
親
人
有
親
疏
的
等
差
，
即
先
由
最
親
，
推

之
於
次
親
，
再
推
之
於
遠
親
。
殺
，
音

曬
，
等
差
。

w 

尊
賢
之
等
　
尊
敬
的
賢
人
，
也
因
其
才
德
的
高
低
而
有
官
等

和
級
別
。

e 

禮
所
生
也
　
禮
節
制
度
因
此
而
產
生
。
如
親
親
方
面
，
有
喪

葬
、
祭
祀
等
制
定
；
尊
賢
方
面
，
有
爵
位
、
俸
祿
等
規
定
。

r 

知
人
　
指
了
解
人
的
本
性
。

t 

知
天
　
指
了
解
天
理
。
因
人
性
乃
天
所
賦
予
，
天
為
理
的
根

源
。

y 

達
道
　
天
下
古
今
所
共
同
行
走
之
路
，
即
人
人
應
遵
循
的
法

則
。

u 

昆
弟
　
兄
弟
。
昆
，
兄
。

i 

達
德
　
天
下
古
今
所
共
同
領
悟
之
理
，
即
人
人
應
有
的
德
行
。 

o 

一
　
指
﹁
誠
﹂
而
言
。

p 

困
而
知
之
　
受
過
困
苦
的
磨
練
而
後
知
曉
正
道
。

a 

及
其
知
之
一
也
　
到
了
領
悟
道
理
時
，
其
境
界
是
一
樣
的
。

s 

安
而
行
之
　
安
然
自
在
，
毫
不
勉
強
地
去
做
。

d 

利
而
行
之
　
知
道
有
利
才
去
做
。

f 

勉
強
而
行
之
　
指
受
迫
於
某
些
因
素
才
很
努
力
去
做
。

g 

好
學
近
乎
知
　
好
學
雖
不
是
智
，
但
能
好
學
以
求
知
，
就
能

夠
突
破
愚
昧
，
所
以
說
：
﹁
近
乎
智
﹂
。
知
，
通
﹁
智
﹂
。

h 
力
行
近
乎
仁
　
力
行
雖
不
是
仁
，
但
能
力
行
以
求
仁
，
就
能

夠
忘
卻
私
利
，
所
以
說
：
﹁
近
乎
仁
﹂
。

j 

知
恥
近
乎
勇
　
知
恥
雖
不
是
勇
，
但
能
知
恥
以
有
為
，
就
能

夠
除
去
懦
弱
，
所
以
說
：
﹁
近
乎
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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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凡
事
豫
k

則
立
，
不
豫
則
廢
；
言
前
定
則
不 

跲跲
l

，
事
前
定
則
不
困
，
行
前
定
則
不
疚疚
;

，
道
前
定

則
不
窮
z

。

︙
︙

誠
者
，
天
之
道
也
x

；
誠
之
者
，
人
之
道
也
c

。

誠
者
，
不
勉
而
中仲
v

，
不
思
而
得
，
從蔥
容
中
道
b

，
聖
人

也
。
誠
之
者
，
擇
善
n

而
固
執
m

之
者
也
。
博
學
之
,

，

審
問
之
.

，
慎
思
之
/

，
明
辨
之
!

，
篤
行
之
@

。
有
弗

學
，
學
之
弗
能
，
弗
措
也
#

；
有
弗
問
，
問
之
弗
知
，

弗
措
也
；
有
弗
思
，
思
之
弗
得
，
弗
措
也
；
有
弗
辨
，

辨
之
弗
明
，
弗
措
也
；
有
弗
行
，
行
之
弗
篤
，
弗
措

也
。
人
一
能
之
，
己
百
之
；
人
十
能
之
，
己
千
之
。
果

能
此
道
矣
$

，
雖
愚
必
明
，
雖
柔
必
強
。—

 

第
二
十
章

k 

豫
　
通
﹁
預
﹂
，
事
先
準
備
。

l 

跲
　
音

跲
，
跌
倒
。
指
詞
窮
理
屈
，
站
不
住
腳
。

; 

疚
　
音

疚
，
慚
愧
悔
恨
。

z 

道
前
定
則
不
窮
　
做
人
的
法
則
能
預
先
立
定
，
就
不
會
行
不

通
。
窮
，
窮
困
，
指
行
不
通
。

x 

誠
者
天
之
道
也
　
真
實
無
妄
是
天
理
的
本
然
。
天
道
運
行
，

真
實
無
妄
，
至
公
無
私
，
故
誠
乃
天
理
的
本
然
。

c 

誠
之
者
人
之
道
也
　
實
踐
誠
道
是
人
必
須
要
做
的
。
誠
之
，

即
實
踐
誠
道
。
誠
，
當
動
詞
用
。

v 

不
勉
而
中
　
不
須
勉
強
而
行
，
自
然
合
乎
天
道
。
中
，
音

仲
，
合
。

b 

從
容
中
道
　
一
舉
一
動
，
安
然
自
在
，
都
合
於
道
。
此
即
上

文
所
言—

生
而
知
之
、
安
而
行
之
者
。
從
容
，
安
舒
、
自

在
。
從
，
音

蔥
。

n 

擇
善
　
選
擇
善
道
。

m 

固
執
　
堅
守
不
懈
。

, 

博
學
之
　
廣
博
的
學
習
。

. 

審
問
之
　
詳
細
的
請
問
。

/ 

慎
思
之
　
謹
慎
的
思
考
。

! 

明
辨
之
　
明
晰
的
分
辨
。

@ 

篤
行
之
　
切
實
的
履
行
。

# 

有
弗
學
學
之
弗
能
弗
措
也
　
除
非
不
去
學
習
，
如
果
要
學
習

的
話
，
不
到
學
會
是
不
停
止
的
。
有
，
語
助
詞
，
在
此
有

﹁
除
非
﹂
之
意
。
弗
，
不
。
措
，
置
、
放
棄
。

$ 
果
能
此
道
矣
　
如
果
能
按
這
個
方
法
去
做
。
果
，
若
、
如

果
。
此
道
，
指
上
句
﹁
人
一
己
百
，
人
十
己
千
﹂
的
方
法
。

	

擇
善
固
執

（
羅
德
星
篆
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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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旨

孔
子
告
訴
哀
公
為
政
之
道
在
於
得
人
，
得
人
之
本
在
於
修
身
，
修
身
之
要
在
於
履
行
五
達
道
、
三
達
德
；
並
以
好
學
、
力
行
、
知
恥

勉
人
努
力
；
且
申
說
修
身
與
治
平
的
關
係
；
而
以
﹁
誠
﹂
為
其
樞
紐
。

解  

讀
本
章
為
中
庸
中
最
長
的
一
章
，
所
涉
及
的
範
圍
也
最
廣
泛
。
由
魯
哀
公
問
政
而
言
人
治
、
言
修
身
，
由
修
身
而
言
知
人
、
知

天
。
又
說
修
身
的
要
點
在
三
達
德
、
五
達
道
；
並
以
好
學
、
力
行
、
知
恥
勉
人
努
力
；
且
申
說
修
身
與
治
平
的
關
係
；
最
後
則
歸
本

於
誠
，
以
誠
為
一
切
活
動
的
樞
紐
。
茲
將
其
重
要
觀
點
簡
述
於
後
：

一
、
﹁
為
政
在
人
，
取
人
以
身
，
修
身
以
道
，
修
道
以
仁
﹂
，
為
本
章
之
重
心
，
以
下
所
有
的
闡
發
皆
據
此
而
推
衍
。
這
種
聖

君
賢
相
的
人
治
思
想
，
充
分
顯
現
儒
家
的
基
本
政
治
觀
點
：
個
人
的
道
德
修
養
是
建
構
理
想
政
治
、
社
會
的
基
礎
；
完
全
符
合
儒
家

﹁
內
聖
而
外
王
﹂
思
想
模
式
。

二
、
﹁
天
下
之
達
道
五
﹂
就
是
君
臣
、
父
子
、
夫
婦
、
昆
弟
、
朋
友
五
種
倫
理
關
係
，
而
實
行
和
發
揚
這
五
倫
道
德
的
規
範
，

則
靠
智
、
仁
、
勇
三
達
德
。
﹁
好
學
近
乎
知
、
力
行
近
乎
仁
、
知
恥
近
乎
勇
﹂
，
能
求
知
則
足
以
破
愚
，
能
求
仁
則
足
以
忘
私
，
能

知
恥
則
足
以
去
懦
，
故
智
、
仁
、
勇
的
修
養
，
要
從
好
學
、
力
行
、
知
恥
做
起
。

三
、
知
、
行
合
一
是
道
德
實
踐
的
首
要
原
則
，
然
而
由
於
人
的
天
賦
、
才
性
有
別
，
所
以
在
領
悟
和
實
踐
上
也
有
差
異
。
知
有

﹁
生
而
知
之
﹂
、
﹁
學
而
知
之
﹂
、
﹁
困
而
知
之
﹂
；
行
有
﹁
安
而
行
之
﹂
、
﹁
利
而
行
之
﹂
、
﹁
勉
強
而
行
之
﹂
，
而
其
最
後
的

悟
境
和
實
踐
的
成
功
都
是
一
樣
的
。

四
、
﹁
凡
事
豫
則
立
，
不
豫
則
廢
﹂
，
例
如
說
話
、
做
事
、
舉
動
都
要
事
先
準
備
，
才
不
會
有
失
誤
、
困
難
、
後
悔
的
結
果
。

這
是
修
身
之
道
，
而
修
身
是
王
者
為
治
國
平
天
下
作
準
備
。

五
、
由
修
身
而
齊
家
、
治
國
、
平
天
下
，
一
切
都
以
誠
為
原
動
力
。
誠
，
就
是
真
實
無
妄
。 

天
道
的
運
行
，
真
實
無
妄
，
至
公

無
私
；
人
受
天
命
之
性
以
生
，
自
不
能
違
背
天
道
，
所
以
誠
既
是
天
道
，
也
是
人
道
。
生
而
知
之
、
安
而
行
之
是
屬
於
聖
人
層
次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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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故
不
用
勉
強
，
不
靠
思
索
，
自
然
而
然
就
能
與
天
道
契
合
。
學
而
知
之
、
困
而
知
之
、
利
而
行
之
、
勉
強
而
行
之
的
人
，
就
應

該
擇
善
而
固
執
，
努
力
使
自
己
達
到
誠
的
地
步
。

六
、
擇
善
固
執
的
工
夫
，
在
於
博
學
、
審
問
、
慎
思
、
明
辨
與
篤
行
。
如
有
﹁
人
一
能
之
，
己
百
之
；
人
十
能
之
，
己
千
之
﹂

的
精
神
，
即
使
愚
笨
的
人
也
會
變
成
聰
明
，
柔
弱
的
人
也
會
變
成
剛
強
。

●
 

相
關
名
言

◎
 

人
無
遠
慮
，
必
有
近
憂
。
（
春
秋 

孔
子
）

◎
 

萬
物
皆
備
於
我
矣
。
反
身
而
誠
，
樂
莫
大
焉
。
（
戰
國 

孟
子
）

◎
 

勉
勵
再
加
上
勉
勵
，
一
步
緊
跟
著
一
步
，
愈
走
愈
高
遠
，
向
真
理
的
山
峰
勇
往
直
前
。
這
樣
便
能
在
行
為
中
發
現
至
高
的
樂
趣
，
不
但
能
自

我
滿
足
，
還
能
為
社
會
帶
來
福
祉
。
（
美 

馬
克‧

吐
溫
）

四

	

誠
者
自
成

誠
者
，
自
成
1

也
；
而
道
，
自
道
2

也
。
誠
者
，
物
之

終
始
3

；
不
誠
，
無
物
4

。
是
故
君
子
誠
之
為
貴
。
誠
者
，

非
自
成
己
而
已
也
，
所
以
成
物
也
5

。
成
己
，
仁
也
；
成

物
，
知
6

也
；
性
之
德
也
7

，
合
外
內
之
道
也
8

，
故
時
措措

之
宜
也
9

。—
 

第
二
十
五
章

1 

自
成
　
成
就
自
己
，
指
自
我
實
現
以
至
於
完
善
。

2 

自
道
　
引
導
自
己
走
向
當
行
的
道
路
。
道
，
通
﹁
導
﹂
。

3 

誠
者
物
之
終
始
　
指
誠
是
自
然
的
道
理
，
萬
事
萬
物
的

發
生
與
結
束
，
皆
依
此
道
理
、
原
則
。

4 

不
誠
無
物
　
如
果
不
誠
，
則
一
切
事
物
的
存
在
都
沒
有

意
義
。

5 

非
自
成
己
而
已
也
所
以
成
物
也
　
不
只
是
成
就
自
己
，

且
以
此
成
就
一
切
事
物
。
所
以
，
用
來
。

6 

知
　
通
﹁
智
﹂
。

7 

性
之
德
也
　
指
仁
與
智
都
是
人
性
本
來
具
有
的
德
性
。

8 

合
外
內
之
道
也
　
將
成
物
、
成
己
合
而
為
一
的
法
則
。

外
，
指
成
物
。
內
，
指
成
己
。

9 
故
時
措
之
宜
也
　
所
以
隨
時
施
行
都
是
合
宜
的
。
措
，

音

措
，
施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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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旨

說
明
誠
與
人
的
關
係
，
並
推
擴
能
誠
則
可
成
己
、
成
物
。
而
此
仁
、
智
的
顯
現
，
乃
天
性
之
德
，
隨
時
施
行
都
是
合
宜
的
。

上
三
章
言
誠
為
貫
通
天
人
之
道
，
苟
能
行
之
，
則
可
以
成
己
、
成
物
。

解  

讀
誠
是
真
實
無
妄
的
意
思
，
是
道
德
修
養
的
極
致
境
界
。
在
先
秦
諸
子
中
，
孟
子
、
荀
子
、
莊
子
的
書
裡
，
都
討
論
到
﹁
誠
﹂
，

但
卻
沒
有
把
它
當
成
主
要
的
學
說
。
一
直
到
中
庸
的
出
現
，
才
將
它
發
揮
到
形
上
學
的
層
次
，
以
誠
既
是
由
下
而
上
的
天
人
合
一
之

道
，
又
是
由
內
而
外
的
內
聖
外
王
之
道
。

首
二
句
說
明
誠
是
完
成
自
己
人
格
的
要
件
，
道
是
引
導
自
己
走
向
當
行
的
道
路
。
旨
在
強
調
誠
道
的
自
主
性
和
自
發
性
。
誠
即

是
天
道
，
也
是
人
的
本
性
，
其
本
身
就
具
有
一
種
自
律
、
自
動
的
力
量
，
像
仁
義
禮
智
四
端
，
像
良
知
良
能
，
都
具
備
在
我
的
本
性

之
內
，
所
以
只
要
達
到
誠
的
境
界
，
則
一
切
的
善
與
價
值
，
都
會
自
然
呈
現
。

次
二
句
﹁
誠
者
，
物
之
終
始
，
不
誠
，
無
物
﹂
，
說
明
一
切
事
物
的
存
在
皆
依
賴
於
誠
。
這
裡
所
說
的
物
，
是
指
宇
宙
間
的

事
事
物
物
。
﹁
無
物
﹂
不
是
指
沒
有
東
西
，
而
是
指
﹁
沒
有
存
在
的
真
實
意
義
﹂
。
所
以
當
吾
人
不
誠
時
，
即
失
去
一
切
存
在
的
意

義
。
如
孝
親
敬
長
的
行
為
，
必
有
孝
敬
之
心
，
孝
敬
的
行
為
才
是
真
實
可
貴
的
；
若
心
中
不
誠
，
則
無
孝
敬
之
心
，
即
使
有
看
似
孝

敬
的
行
為
，
也
是
作
偽
而
已
。
因
此
一
切
道
德
的
行
為
，
是
不
能
不
誠
的
。

最
後
說
明
：
誠
不
僅
是
成
己—

成
就
自
己
的
人
格
而
已
，
更
當
以
之
成
物—

成
就
外
在
的
人
、
事
、
物
，
使
其
能
夠
和
諧

發
展
，
使
人
與
萬
物
都
能
夠
各
得
其
所
，
各
遂
其
生
。
這
包
括
了
論
語
說
的
﹁
己
立
立
人
，
己
達
達
人
﹂
，
大
學
說
的
﹁
明
明
德
﹂

而
﹁
親
︵
新
︶
民
﹂
，
中
庸
所
謂
的
﹁
天
地
位
焉
，
萬
物
育
焉
﹂
。
成
己
是
從
道
德
實
踐
中
完
成
自
己
，
是
仁
心
的
呈
現
；
成
物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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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
民
而
愛
物
，
是
睿
智
的
表
現
。
仁
與
智
，
都
是
天
性
中
所
本
有
的
，
所
以
說
是
﹁
性
之
德
也
﹂
。
既
成
己
、
成
物
，
則
天
地
萬
物

與
我
是
同
體
的
存
在
，
成
己
就
在
成
物
之
中
，
沒
有
內
外
的
分
別
，
所
以
說
﹁
合
外
內
之
道
也
﹂
。
成
己
就
是
盡
己
之
性
，
成
物
就

是
盡
人
之
性
與
盡
物
之
性
，
故
能
有
成
己
成
物
之
德
，
則
一
切
措
施
，
都
能
合
宜
。

●
 

事
例北

宋
名
臣
司
馬
光
約
五
、
六
歲
時
，
有
一
次
和
姊
姊
要
吃
青
胡
桃
，
但
是
剝
不
掉
殼
，
姊
姊
剛
好
有
事
離
開
，
有
個
婢
女
教
他
將
胡
桃
泡
過
熱

水
後
即
可
去
殼
，
後
來
姊
姊
問
他
是
誰
把
殼
去
掉
的
，
司
馬
光
就
說
是
自
己
弄
的
。
這
話
正
好
被
他
的
父
親
聽
見
，
就
喝
斥
他
：
﹁
小
子
怎
麼
可
以
說

謊
！
﹂
司
馬
光
受
此
告
誡
，
以
後
就
再
沒
說
過
謊
。
他
曾
經
說
：
﹁
我
沒
有
什
麼
過
人
之
處
，
但
平
生
所
做
的
事
，
從
沒
有
任
何
一
件
事
不
可
以
對
別
人

講
。
﹂
日
後
學
生
劉
安
世
向
他
請
教
﹁
盡
心
行
己
﹂
之
要
旨
，
司
馬
光
教
他
要
﹁
誠
﹂
，
實
實
在
在
的
做
人
，
下
手
處
就
從
﹁
不
妄
語
﹂
開
始
。
劉
安
世

後
來
身
為
諫
官
，
秉
公
直
言
，
每
每
觸
犯
龍
顏
而
毫
不
退
縮
，
被
稱
為
﹁
殿
上
虎
﹂
。
後
雖
遭
貶
流
離
，
年
近
八
十
仍
然
健
壯
，
人
問
：
﹁
您
用
什
麼
鍛

鍊
身
體
？
﹂
他
回
答
一
個
字
：
﹁
誠
﹂
。

●
 

相
關
名
言

◎
 

真
者
精
誠
之
至
也
。
不
精
不
誠
，
不
能
動
人
。
（
戰
國 

莊
子
）

◎
 

虛
偽
和
欺
詐
是
罪
惡
的
溫
床—

它
孳
生
了
謊
言
、
巧
佞
、
諂
媚
和
汙
穢
。
（
英 

艾
迪
生
）

◎
 

一
個
謊
言
，
一
定
要
用
另
外
千
百
個
謊
言
加
以
彌
補
，
否
則
會
漏
洞
百
出
。
（
美 

愛
默
生
）

問
題
與
討
論

一
、
試
說
明
中
庸
書
名
的
涵
義
。

二
、
試
解
釋
﹁
天
命
之
謂
性
，
率
性
之
謂
道
，
修
道
之
謂
教
﹂
的
要
義
。

三
、
為
什
麼
孔
子
說
：
﹁
道
不
遠
人
﹂
？
而
這
﹁
道
﹂
的
內
涵
是
什
麼
？
要
如
何
去
實
踐
呢
？

四
、 

試
從
大
學
經
一
章
︵
即
大
學
之
道
章
︶
、
傳
九
章
︵
即
釋
齊
家
治
國
章
︶
與
中
庸 

哀
公
問
政
章
，
簡
述
儒
家
的
政
治
哲

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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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請
說
明
﹁
擇
善
而
固
執
﹂
的
方
法
與
成
效
。

六
、
請
說
明
﹁
誠
﹂
的
意
義
與
作
用
。



今
人

今
事

只
有
高
中
學
歷
的
嚴
長
壽
很
早
就
認
識
自
己
，
並
找
到
人
生
的
方
向
，
且
因
用
心
學
習
與
無
比
熱
忱
，
從
傳
達
小
弟
當
上

美
國
運
通
公
司
在
亞
洲
第
一
位
被
選
出
的
華
人
總
經
理
。
他
參
加
世
界
經
理
大
會
餐
敘
時
，
起
初
缺
乏
自
信
、
不
瞭
解
美
國
生
活

文
化
，
啞
口
無
言
而
備
受
冷
落
。
直
到
覺
醒
必
須
改
變
自
己
的
態
度
，
積
極
打
入
陌
生
環
境
。
下
一
次
參
加
時
，
不
單
單
準
備
業

務
計
劃
、
財
務
報
表
，
更
努
力
認
識
美
國
社
會
的
生
活
，
瞭
解
當
天
的
球
賽
、
當
地
的
大
小
事
件
、
八
卦
消
息
；
甚
至
準
備
許
多

笑
話
，
一
遇
冷
場
，
就
講
個
笑
話
。
最
後
他
終
於
成
功
融
入
群
體
，
還
當
選
美
國
運
通
全
世
界
十
大
傑
出
經
理
，
展
現
出
以
誠
待

人
，
努
力
自
我
精
進
，
進
而
建
立
人
脈
、
奠
定
自
信
的
成
果
。

嚴
長
壽
後
來
出
任
亞
都
麗
緻
飯
店
總
裁
，
確
認
自
己
一
生
職
志
在
於
﹁
以
觀
光
旅
遊
讓
臺
灣
和
世
界
交
朋
友
﹂
，
時
時
以
新

的
思
維
，
投
注
大
量
心
力
推
動
臺
灣
觀
光
事
業
、
提
升
社
會
文
化
。
從
主
動
組
團
到
國
外
推
廣
臺
灣
觀
光
旅
遊
，
到
擔
任
觀
光
協

會
會
長
，
被
尊
為
﹁
飯
店
教
父
﹂
的
他
對
這
些
管
理
專
職
以
外
、
數
不
完
的
分
外
工
作
總
是
無
怨
無
悔
，
認
為
有
成
就
感
的
往
往

非
分
內
所
做
的
事
，
而
是
來
自
分
外
所
做
的
事
。
他
甚
至
曾
感
動
於
一
群
媽
媽
的
努
力
，
因
著
一
封
邀
請
信
，
便
出
席
參
與
﹁
牧

羊
人
青
年
之
家
﹂
落
成
，
鼓
勵
願
意
繼
續
學
習
、
日
新
又
新
的
中
輟
生
。

嚴
長
壽
所
關
心
的
不
限
於
個
人
的
成
就
或
企
業
的
未
來
，
退
休
後
不
但
以
﹁
整
合
社
會
資
源
、
建
立
公
益
平
台
、
促
進
文
化

發
展
﹂
為
宗
旨
，
成
立
財
團
法
人
公
益
平
台
文
化
基
金
會
，
近
年
更
致
力
於
花 

東
地
區
教
育
的
紮
根
工
作
，
擔
任
臺
東
縣 

私
立
均

一
國
民
中
小
學
董
事
長
，
積
極
從
事
教
育
改
革
的
實
證
工
程
。
嚴
長
壽
說
：
﹁
我
覺
得
真
正
的
人
生
就
是
，
當
你
真
正
感
受
到
你

可
以
為
社
會
付
出
的
時
候
，
可
以
產
生
影
響
的
時
候
，
其
實
當
下
給
你
的
感
動
，
就
是
鼓
勵
自
己
最
重
要
的
泉
源
。
﹂

學
歷
不
是
唯
一
，
嚴
長
壽
懂
得
面
對
問
題
，
積
極
自
我
改
變
，
並
發
揮
影
響
力
，
進
而
成
為
一
位
擁
有
真
誠
善
心
、
社
會
良

知
的
意
見
領
袖
，
鼓
舞
著
無
數
年
輕
人
跟
隨
內
心
熱
情
，
走
向
追
尋
自
我
天
賦
之
路
。
正
如
大
學
所
闡
述
：
個
人
的
道
德
修
養
是

建
構
理
想
社
會
的
基
礎
，
必
須
秉
持
至
誠
精
神
，
致
力
有
益
於
社
會
國
家
進
步
的
事
；
不
僅
成
就
個
人
內
在
的
靈
明
德
性
，
讓
社

會
國
家
日
新
又
新
，
更
要
堅
持
不
懈
，
從
明
德
修
己
、
親
︵
新
︶
民
治
人
，
做
到
止
於
至
善
的
圓
滿
地
步
。

︵
參
考
維
基
百
科
、
嚴
長
壽
一○

○

年
臺
灣
大
學
畢
業
典
禮
致
詞
、
公
益
平
台
基
金
會
網
站
︶

【
從
飯
店
教
父
到
公
益
舵
手—

嚴
長
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