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
道
德
修
養
︵
選
二
十
四
章
︶

引
　
言

道
德
源
於
人
類
向
善
之
心
與
追
求
理
想
的
本
性
，
是
人
之
所
以
為
人
的
根
本
。
它
不
僅
是
我
們
日
常
生
活
的
常
規
，

也
是
社
會
大
眾
行
為
的
軌
範
。
文
明
的
進
步
發
展
、
社
會
的
安
定
和
諧
，
都
與
道
德
心
的
發
達
有
莫
大
的
關
係
。
所
以
古

今
中
外
的
教
育
家
，
無
不
強
調
道
德
的
重
要
。
孔
門
之
教
以
做
人
為
先
，
故
對
於
道
德
修
養
特
別
重
視
。

仁
為
全
德
之
稱
，
孝
乃
行
仁
之
本
，
盡
孝
則
能
循
序
培
養
諸
德
，
以
進
於
仁
的
境
界
，
故
仁
、
孝
皆
屬
道
德
修
養
之

事
，
以
其
特
別
重
要
，
因
此
特
別
提
列
於
前
論
述
。
本
單
元
所
揭
示
者
約
可
分
為
三
項
來
說
明
：
一
、
勉
勵
我
們
要
修
德

進
德—

﹁
同
聲
相
應
，
同
氣
相
求
﹂
，
有
道
德
的
人
是
不
會
孤
立
的
；
而
巧
言
、
鄉
愿
、
浮
躁
不
忍
、
道
聽
而
塗
說
、

見
義
而
不
為
，
都
是
有
礙
道
德
修
養
的
行
為
。
二
、
修
己
方
面—

要
自
我
反
省
、
見
賢
思
齊
、
責
己
嚴
格
；
不
可
重
利

招
怨
；
察
人
善
惡
也
要
審
慎
明
辨
。
三
、
善
群
方
面—

要
待
人
寬
厚
、
忠
告
善
導
、
以
友
輔
仁
、
﹁
己
所
不
欲
，
勿
施

於
人
﹂
。
如
此
盡
其
在
我
，
隨
時
修
養
自
己
，
充
實
自
己
，
黽黽
勉
努
力
，
苟
能
修
德
以
達
道
，
則
此
生
可
以
了
無
憾
恨
。

有
道
德
修
養
的
人
，
自
有
其
高
尚
的
人
格
。
孔
子
說
：
﹁
仁
者
不
憂
，
智
者
不
惑
，
勇
者
不
懼
。
﹂
孟
子
說
：
﹁
富

貴
不
能
淫
，
貧
賤
不
能
移
，
威
武
不
能
屈
；
此
之
謂
大
丈
夫
！
﹂
這
都
是
道
德
修
養
有
成
者
的
寫
照
。
如
此
，
則
人
生
雖

然
短
暫
，
卻
能
顯
現
人
性
的
尊
嚴
，
煥
發
生
命
的
光
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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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子
曰
：
﹁
德
1

不
孤
，
必
有
鄰
2

。
﹂—

 

里
仁
第
四
．
25

章  

旨

孔
子
說
明
德
的
效
應
。

由
此
章
可
見
孔
子
意
在
勉
人
修
德
。

1 

德
　
在
此
指
有
道
德
的
人
。

2 

鄰
　
鄰
居
，
引
申
指
﹁
親
近
的
人
﹂
。

解  

讀
在
孔
子
的
思
想
裡
，
道
德
是
一
種
無
形
的
、
潛
在
的
力
量
，
它
能
在
人
與
人
之
間
，
產
生
極
大
的
感
應
力
。
這
種
感
應
力
，
乃

來
自
﹁
同
聲
相
應
，
同
氣
相
求
﹂
︵
易 

乾
卦 
文
言
︶
的
自
然
現
象
。
就
如
同
秋
夜
長
空
，
一
聲
雁
鳴
，
群
雁
皆
響
應
一
樣
。

因
此
，
一
個
政
治
領
袖
，
具
有
崇
高
的
道
德
，
他
將
對
人
民
產
生
莫
大
的
號
召
力
，
使
人
民
心
悅
誠
服
，
欣
然
歸
附
。
一
個
庶

人
，
具
有
良
好
的
道
德
修
養
，
必
有
志
同
道
合
的
朋
友
，
樂
與
之
親
近
，
與
他
傾
心
交
往
。
如
此
一
個
有
道
德
的
人
，
又
怎
會
孤
單

寂
寞
呢
？

●
 

相
關
名
言

◎
	

桃
李
不
言
，
下
自
成
蹊蹊
。
（
漢	

史
記
。
注
：
比
喻
有
真
實
的
成
就
或
本
領
，
人
們
自
然
歸
向
他
。
蹊
，
道
路
。
）

◎
	

有
德
之
士
，
如
夏
日
之
蔭
，
冬
日
之
爐
，
不
求
親
人
而
人
自
親
之
。
（
明		

莊
元
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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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子
曰
：
﹁
巧
言
亂
德
1

；
小
不
忍
2

則
亂
大
謀
3

。
﹂ 

—
 

衛
靈
公
第
十
五
．
26

章  

旨

孔
子
指
出
巧
言
及
小
不
忍
的
弊
害
。
想
要
進
德
、
成
事
，
當
辨
言
、
忍
性
。

1 

巧
言
亂
德

　
花
言
巧
語
會
敗
壞
德
行
。

2 

小
不
忍

　
小
事
不
能
忍
耐
。

3 

大
謀

　
重
大
的
謀
略
和
計
畫
。

解  

讀
本
章
談
巧
言
與
小
不
忍
之
害
。

﹁
巧
言
﹂
是
指
花
言
巧
語
。
孔
子
對
一
個
人
的
評
論
，
深
以
巧
言
、
令
色
為
恥
，
認
為
這
種
人
很
少
有
仁
心
。
他
說
：
﹁
巧
言
，

令
色
，
鮮
矣
仁
。
﹂
︵
學
而
︶
因
為
一
個
只
善
於
言
語
的
人
，
往
往
利
口
辯
捷
，
搬
弄
是
非
，
混
淆
視
聽
，
擾
亂
人
心
常
存
的
德
性
。

﹁
小
不
忍
﹂
的
事
除
小
忿
、
小
怨
外
，
也
包
括
著
吝
惜
財
物
而
不
忍
捨
棄
、
見
小
利
貪
婪
等
等
。
﹁
忍
﹂
是
情
感
意
志
的
修
為

與
鍛
鍊
，
這
種
修
為
與
鍛
鍊
，
不
僅
是
包
容
忍
受
，
也
是
堅
毅
果
決
的
表
現
。
所
以
小
不
忍
就
會
把
大
事
弄
砸
，
導
致
功
敗
垂
成
，

甚
且
喪
失
生
命
。

●
 

事
例棉

花
糖
實
驗
，
是
教
育
界
著
名
的
心
理
實
驗
。
七○

年
代
，
史
丹
佛
大
學
心
理
學
教
授
沃
爾
特‧

米
歇
爾
（W

alte
r	M
isc
h
e
l

）
進
行
一
項
測
試
：

實
驗
者
給
受
測
兒
童
每
人
一
顆
棉
花
糖
，
告
訴
孩
子
：
「
如
果
馬
上
吃
，
只
能
吃
一
顆
；
如
果
等
十
五
分
鐘
後
再
吃
，
就
能
多
得
一
顆
。
」
大
部
分
的
孩

子
不
到
幾
分
鐘
就
放
棄
了
，
但
有
少
數
的
孩
子
拿
到
兩
顆
棉
花
糖
。
米
歇
爾
長
期
持
續
追
蹤
這
群
受
測
者
，
發
現
當
初
能
忍
住
不
吃
棉
花
糖
的
孩
子
，
無

論
是
成
績
、
事
業
、
健
康
、
甚
至
人
際
關
係
的
成
就
都
比
較
高
，
很
多
人
引
用
這
個
實
驗
，
並
得
出
「
延
遲
滿
足
感
成
功
論
」
。
多
年
後
，
米
歇
爾
又
出

書
補
充
他
的
理
論
，
說
明
當
初
實
驗
的
重
點
不
光
是
忍
耐
，
而
是
著
重
於
過
程
中
，
如
何
運
用
方
法
克
服
困
難
而
堅
持
到
底
。
擅
於
解
決
問
題
的
孩
子
，

更
有
自
信
接
受
挑
戰
，
因
此
才
有
更
高
的
成
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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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
關
名
言

◎
	

高
山
頂
上
捉
鰗
鰍
，
無
影
無
跡
講
到
有
。
（
客
家
諺
語
。
注
：
意
謂
不
可
能
、
子
虛
烏
有
的
事
，
也
能
無
中
生
有
。
鰗
鰍
，
泥
鰍
。
）

◎
	

成
就
偉
大
的
事
功
者
，
不
在
力
量
，
而
在
忍
耐
。
（
英	

詹
遜
）

（
三
）

子
曰
：
﹁
鄉
原怨
1

，
德
之
賊
2

也
。
﹂—
 

陽
貨
第
十
七
．
13

章  

旨

孔
子
痛
責
鄉
愿
之
敗
壞
道
德
。

1 

鄉
原

　
一
鄉
都
以
為
是
善
人
，
其
實
乃
同
流
合
汙
、
取

媚
於
世
的
偽
君
子
。
原
，
通
﹁
愿
﹂
，
音  

願
，
本
義

為
善
良
，
並
無
貶
意
，
但
上
加
﹁
鄉
﹂
字
，
則
具
貶

意
，
指
偽
君
子
。

2 

德
之
賊
　
敗
壞
道
德
的
人
。
賊
，
指
破
壞
。
之
，
語
助

詞
，
無
義
。

解  

讀
鄉
愿
是
指
貌
似
忠
厚
，
而
內
心
不
誠
實
，
卻
往
往
被
鄉
人
所
推
崇
的
偽
君
子
，
也
就
是
所
謂
的
好
好
先
生
。
這
種
人
，
似
是
而

非
，
善
惡
不
明
，
最
能
擾
亂
人
間
的
正
義
，
破
壞
道
德
的
標
準
，
故
孔
子
以
為
他
是
戕
害
道
德
的
蟊
賊
而
深
惡
之
。

在
孟
子 

盡
心
下
，
曾
解
釋
鄉
愿
具
有
四
個
特
點
：
第
一
、
非
之
無
舉
也
，
刺
之
無
刺
也—

找
不
到
明
顯
的
缺
點
。
第
二
、
同

乎
流
俗
，
合
乎
汙
世—

沒
有
立
場
，
與
壞
人
同
流
合
汙
。
第
三
、
居
之
似
忠
信
，
行
之
似
廉
潔—

具
有
忠
信
廉
潔
的
美
名
，
而

無
其
實
。
第
四
、
眾
皆
悅
之
，
自
以
為
是
，
而
不
可
與
入
堯 

舜
之
道—

能
討
人
喜
歡
，
卻
不
是
正
人
君
子
。
像
這
種
圓
滑
巧
偽
的

人
，
還
有
什
麼
善
惡
是
非
的
觀
念
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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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
關
名
言

◎
	

偽
善
正
如
假
幣
，
也
許
可
以
購
取
貨
物
，
但
也
貶
低
了
事
物
的
真
正
價
值
。
（
英	

培
根
）

◎
	

虛
偽
是
一
種
時
髦
的
惡
習
，
而
任
何
時
髦
的
惡
習
，
都
可
以
冒
充
道
德
。
（
法	

莫
里
哀
）

（
四
）

子
曰
：
﹁
道
聽
而
塗
說
1

，
德
之
棄
2

也
。
﹂—

 

陽

貨
第
十
七
．
14

章  

旨

孔
子
批
評
妄
聽
妄
傳
不
實
之
言
的
人
，
是
自
棄
其
德
。

1 

道
聽
而
塗
說

　
在
道
路
上
聽
聞
某
事
，
不
加
思
辨
，

不
問
確
實
與
否
，
就
任
意
傳
述
。
而
，
就
。
塗
，
通

﹁
途
﹂
。

2 

德
之
棄

　
拋
棄
道
德
的
人
。

解  

讀
道
聽
途
說
，
即
聽
了
別
人
的
話
，
不
加
求
證
就
向
別
人
傳
述
。
孔
子
之
所
以
反
對
，
以
為
這
種
人
拋
棄
了
應
守
的
道
德
，
是
因

為
這
種
﹁
路
透
社
﹂
的
﹁
馬
路
新
聞
﹂
，
未
經
自
己
體
會
奉
行
，
或
未
經
求
證
，
捕
風
捉
影
，
往
往
是
無
稽
之
談
。

一
個
人
道
聽
途
說
的
因
素
，
除
別
具
用
心
者
，
利
用
造
謠
以
中
傷
別
人
之
外
，
可
能
尚
有
不
智
、
愛
炫
的
成
分
在
內
。
只
有
一

個
有
智
慧
、
有
判
斷
力
的
人
，
才
不
至
於
以
訛
傳
訛
，
或
者
受
人
利
用
。
今
天
傳
播
事
業
發
達
，
利
用
媒
體
放
話
者
不
少
，
實
在
應

該
慎
思
明
辨
才
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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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
關
名
言

◎
	

一
嘴
，
傳
一
舌
。
（
臺
灣
諺
語
。
注
：
意
謂
口
口
相
傳
，
消
息
傳
得
很
快
，
破
壞
力
也
很
強
。
）

◎
	

話
未
出
脣
前
，
應
先
通
過
三
關
。
第
一
關
要
盤
問
：
是
真
話
嗎
？
第
二
關
要
盤
問
：
一
定
要
說
嗎
？
第
三
關
要
盤
問
：
會
傷
人
嗎
？
（
伊
斯
蘭
諺

語
）

（
五
）

子
曰
：
﹁
非
其
鬼
1

而
祭
之
，
諂諂
2

也
。
見
義
不
為
，

無
勇
也
。
﹂—

 

為
政
第
二
．
24

章  

旨

孔
子
告
誡
人
宜
祭
其
所
當
祭
，
並
且
應
見
義
勇
為
。

上
四
章
列
舉
各
種
有
礙
於
道
德
修
養
之
事
，
有
警
惕
人
勿
犯
勿
蹈
之
意
。

1 

非
其
鬼

　
不
是
應
該
祭
祀
的
鬼
。
鬼
，
人
死
稱
鬼
，
此

指
已
死
的
祖
先
。

2 

諂
　
音   

諂
，
諂
媚
、
討
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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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讀
本
章
分
兩
部
分
說
，
﹁
非
其
鬼
而
祭
之
﹂
是
不
當
祭
而
祭
；
﹁
見
義
不
為
﹂
是
當
為
而
不
為
。
兩
者
皆
不
合
宜
的
事
。

古
代
稱
人
死
為
鬼
，
此
泛
指
已
死
的
祖
先
。
古
人
祭
祀
鬼
神
，
主
要
是
在
於
表
達
對
祖
先
的
敬
畏
、
感
恩
、
懷
念
之
意
，
其
次

在
於
祈
福
、
避
禍
、
禳禳
︵
古
代
除
邪
消
災
的
祭
祀
︶
災
，
為
人
情
所
不
能
免
者
，
這
也
是
正
當
的
禮
數
。
但
是
祭
祀
不
該
祭
祀
的
鬼

神
，
心
存
僥
倖
，
動
機
不
純
正
，
因
此
孔
子
認
為
這
是
一
種
諂
媚
的
行
為
。

事
有
當
為
，
也
有
不
當
為
的
。
合
於
義
的
，
合
乎
正
道
的
，
就
應
該
無
畏
無
懼
地
去
做
。
反
之
，
猶
疑
推
卻
，
袖
手
旁
觀
，
這

是
懦
弱
的
表
現
。
因
此
孔
子
認
為
這
不
是
勇
者
的
行
為
。

●
 

相
關
名
言

◎
	

神
不
歆歆
非
類
，
民
不
祀
非
族
。
（
先
秦	
左
傳
。
注
：
意
謂
神
靈
不
享
受
別
族
的
祭
品
，
百
姓
也
不
祭
祀
別
族
的
祖
先
。
歆
，
神
靈
接
受
祭
享
。
）

◎
	

為
其
所
應
為
，
這
樣
的
人
才
是
勇
敢
的
。
（
俄	

托
爾
斯
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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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97
學

子
曰
：
﹁
已
矣
乎
1

！
吾
未
見
能
見
其
過
而
內
自
訟
2

者
也
。
﹂—

 

公
冶
長
第
五
．
26

章  

旨

孔
子
感
嘆
一
般
人
有
過
失
卻
不
能
自
責
。

1 

已
矣
乎

　
算
了
吧
！
已
，
止
。
矣
、
乎
，
皆
語
助
詞
，

連
用
以
表
示
感
嘆
之
深
。

2 

內
自
訟

　
內
心
自
我
責
備
。
訟
，
責
備
。

解  

讀
人
不
可
能
不
犯
錯
，
犯
了
錯
而
自
己
能
察
覺
的
人
，
已
經
很
少
了
。
尤
其
是
發
現
自
己
犯
錯
，
能
深
切
自
責
而
悔
悟
的
更
少
。

所
以
孔
子
懷
著
無
限
感
慨
的
心
情
，
發
為
浩
嘆
。

由
此
章
可
知
改
過
的
修
養
工
夫
，
首
先
要
能
﹁
見
其
過
﹂
，
其
次
要
能
﹁
內
自
訟
﹂
。
﹁
見
其
過
﹂
要
低
頭
服
輸
，
省
察
自

己
；
﹁
內
自
訟
﹂
當
戰
勝
自
己
，
根
除
己
過
。

人
必
須
要
能
反
求
諸
己
，
有
懺
悔
的
意
念
，
才
能
真
正
地
改
過
。
否
則
，
即
使
皈
依
佛
門
，
或
受
洗
於
基
督
，
也
只
是
逃
避
罪

惡
，
蒙
騙
世
人
而
已
。

●
 

相
關
名
言

◎
	

原
諒
他
人
的
錯
誤
，
不
一
定
全
是
美
德
；
漠
視
自
己
的
錯
誤
，
倒
是
一
種
最
不
負
責
任
的
釋
放
。
（
今
人
三
毛
）

◎
	

對
可
恥
行
為
的
追
悔
是
對
生
命
的
拯
救
。
（
希
臘	

德
謨
克
利
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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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道
德
修
養

（
七
）

子
曰
：
﹁
過
而
不
改
，
是
1

謂
過
矣
。
﹂—

 

衛
靈
公

第
十
五
．
29

章  

旨

孔
子
勉
人
改
過
；
認
為
有
過
不
改
，
才
是
真
正
的
過
失
。

1 

是
　
此
，
指
﹁
過
而
不
改
﹂
。

解  

讀
沒
有
人
從
來
不
跌
跤
，
也
沒
有
人
從
來
不
犯
過
。
因
此
，
古
聖
先
哲
都
不
強
調
無
過
，
只
是
極
力
勸
勉
人
改
過
。
語
云
：
﹁
人

非
聖
賢
，
孰
能
無
過
？
過
而
能
改
，
善
莫
大
焉
。
﹂
就
是
這
個
道
理
。

其
實
，
時
時
反
省
自
己
，
改
正
過
失
，
固
然
非
常
難
得
；
但
更
重
要
的
是
在
改
過
以
後
，
能
不
再
犯
同
樣
的
過
失
，
使
自
己

的
過
失
日
漸
減
少
。
另
方
面
又
能
積
極
地
積
善
成
德
，
抱
著
﹁
聞
一
善
言
，
見
一
善
行
，
行
之
唯
恐
不
及
﹂
的
態
度
，
就
更
為
可
貴

了
。

●
 

相
關
名
言

◎
	

每
個
人
都
會
犯
過
，
但
只
有
過
者
才
執
過
不
改
。
（
羅
馬	

西
塞
羅
）

◎
	

錯
誤
最
多
的
人
，
是
那
些
犯
了
錯
而
卻
不
承
認
錯
誤
的
人
。
（
法	

拉
羅
什
弗
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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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道
德
修
養

（
八
）

子
曰
：
﹁
見
賢
思
齊
1

焉
；
見
不
賢
而
內
自
省
2

也
。
﹂ 

—
 

里
仁
第
四
．
17

章  

旨

孔
子
勉
人
要
效
法
賢
者
，
見
不
賢
者
則
要
自
我
反
省
。

1 

思
齊

　
希
望
自
己
與
賢
者
同
樣
具
有
美
德
善
行
。

2 

內
自
省

　
內
心
自
我
省
察
。

解  

讀
本
章
說
明
人
可
以
取
別
人
的
優
點
作
為
自
己
的
表
率
，
也
可
以
藉
別
人
的
缺
失
從
事
反
省
，
以
為
效
法
或
鑑
戒
。
善
善
惡
惡
，

是
我
們
的
本
性
，
從
同
情
心
的
理
解
、
同
理
心
的
認
知
，
我
們
可
以
感
同
身
受
自
己
經
驗
以
外
的
事
物
。
如
此
一
來
，
別
人
的
善
，

可
以
使
我
們
鼓
舞
奮
起
；
別
人
的
惡
，
也
可
以
使
我
們
反
省
警
惕
。

﹁
見
賢
思
齊
，
見
不
賢
而
內
自
省
﹂
並
不
限
於
眼
前
所
見
的
時
人
，
即
使
書
本
中
所
讀
到
的
、
別
人
口
頭
所
傳
述
的
古
人
或
外

國
人
，
亦
復
如
是
。
這
樣
，
我
們
效
法
或
作
為
鑑
戒
的
範
圍
就
能
十
分
廣
泛
，
而
有
裨
於
進
德
修
業
了
。

●
 

相
關
名
言

◎
	

見
善
如
不
及
，
見
不
善
如
探
湯
（
熱
水
）
。
（
春
秋	

孔
子
）

◎
	

善
人
者
，
不
善
人
之
師
；
不
善
人
者
，
善
人
之
資
。
（
春
秋	

老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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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道
德
修
養

（
九
）

曾
子
曰
：
﹁
吾
日
三
省醒
吾
身
1

：
為胃
人
謀
而
不
忠
乎
2

？

與
朋
友
交
而
不
信
3

乎 

？
傳
不
習
乎
4

？
﹂—

 

學
而
第
一
．
4

章  

旨

曾
子
自
述
其
每
日
以
為
人
謀
、
與
朋
友
交
、
習
所
傳
三
事
來
反
省
自
己
。

上
四
章
言
行
己
之
道
在
能
自
我
省
察
，
知
過
而
改
。

1 

三
省
吾
身

　
以
三
件
事
省
察
自
己
的
言
行
。
省
，
音 

    

醒
，
省
察
、
反
省
。

2 

為
人
謀
而
不
忠
乎

　
替
人
謀
劃
事
情
，
是
否
有
不
盡

心
盡
力
之
處
？
為
，
音   

胃
，
替
、
代
。
忠
，
竭
盡
心

力
。

3 

信
　
誠
信
。

4 

傳
不
習
乎

　
老
師
所
傳
授
的
課
業
，
是
否
熟
習
呢
？

傳
，
指
老
師
所
傳
授
的
課
業
。
習
，
熟
習
、
複
習
。

解  

讀
﹁
忠
﹂
是
盡
己
之
心
，
指
對
人
對
事
盡
心
盡
力
的
表
現
。
﹁
信
﹂
就
是
誠
實
不
欺
，
言
行
一
致
，
是
人
與
人
之
間
相
處
的
重
要

原
則
。
孔
子
教
人
，
以
﹁
忠
信
﹂
為
社
會
生
活
的
重
要
德
目
，
所
以
屢
次
以
﹁
忠
信
﹂
並
舉
。
曾
子
以
﹁
忠
信
﹂
自
勵
，
可
見
他
能

深
體
孔
子
教
學
的
旨
意
。
至
於
﹁
傳
不
習
乎
﹂
的
﹁
習
﹂
，
不
僅
指
詩 

書 

禮
樂
的
研
習
，
更
包
括
做
人
做
事
的
實
踐
在
內
。

孔
門
學
問
的
內
涵
，
以
道
德
的
實
踐
為
基
礎
，
其
過
程
包
含
深
刻
的
體
驗
與
反
省
，
由
本
章
可
知
，
曾
子
對
孔
子
學
說
所
以
領

悟
深
切
，
就
是
由
實
際
的
體
驗
與
反
省
中
得
來
。

●
 

相
關
名
言

◎
	

君
子
以
反
身
（
反
求
諸
己
）
修
德
。
（
先
秦	

易
傳
）

◎
	

人
的
真
正
完
善
在
於
儘
早
達
到
自
覺
的
境
界
。
（
美	

葛
德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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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道
德
修
養

（
十
）

子
曰
：
﹁
古
者
言
之
不
出
1

，
恥
躬
之
不
逮
2

也
。
﹂ 

—
 

里
仁
第
四
．
22

章  

旨

孔
子
教
人
謹
言
力
行
。

1 

言
之
不
出

　
言
語
不
輕
易
出
口
。
之
，
語
助
詞
。

2 

恥
躬
之
不
逮

　
以
自
身
做
不
到
為
可
恥
。
恥
，
意
動
用

法
，
以
…
…
為
可
恥
。
躬
，
自
身
。
之
，
語
助
詞
。

逮
，
及
，
指
做
到
。

解  

讀
透
過
語
言
，
我
們
的
意
願
、
思
想
、
感
情
得
以
傳
達
與
交
流
，
它
是
我
們
靈
魂
的
詮
釋
者
。
但
是
，
要
把
語
言
化
為
行
動
，
遠

比
把
行
動
化
為
語
言
要
困
難
得
多
，
所
以
我
們
心
中
想
到
的
事
情
，
在
尚
未
付
諸
行
動
前
，
千
萬
不
要
放
在
口
中
宣
揚
。

明 

王
廷
相
云
：
﹁
講
得
一
事
，
即
行
一
事
；
行
得
一
事
，
即
知
一
事
；
所
謂
真
知
矣
。
徒
講
而
不
行
，
則
遇
事
終
有
眩
惑
。
﹂

我
們
要
有
所
成
就
，
要
成
為
獨
立
自
主
、
始
終
如
一
的
人
，
就
必
須
謹
言
力
行
，
言
行
一
致
，
因
為
，
行
動
是
最
有
力
的
說
服
，
而

實
踐
則
是
最
好
的
檢
驗
。

●
 

相
關
名
言

◎
	

半
暝
想
到
全
頭
路
，
天
光
做
來
無
半
步
。
（
臺
灣
諺
語
。
注
：
意
謂
知
易
行
難
。
半
暝
，
半
夜
。
頭
路
，
指
工
作
、
計
畫
。
天
光
，
天
亮
。
無
半

步
，
束
手
無
策
。
）

◎
	

說
話
隨
便
的
人
，
便
是
沒
有
責
任
心
的
人
。
（
英	

哈
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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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道
德
修
養

（
十
一
）

子
曰
：
﹁
可
與
言
1

而
不
與
之
言
，
失
人
2

；
不
可

與
言
而
與
之
言
，
失
言
3

。
知
4

者
不
失
人
，
亦
不
失
言
。
﹂ 

—
 

衛
靈
公
第
十
五
．
7

章  

旨

孔
子
教
人
注
重
言
談
的
對
象
，
以
免
失
人
與
失
言
。

上
二
章
言
人
當
慎
其
言
語
。

1 

與
言

　
即
﹁
與
之
言
﹂
，
和
他
交
談
討
論
。

2 

失
人

　
錯
過
值
得
交
往
的
人
。

3 

失
言

　
說
錯
了
話
。

4 

知
　
通
﹁
智
﹂
。

解  

讀
說
話
雖
是
人
的
本
能
，
但
是
，
要
說
得
恰
當
，
卻
不
容
易
，
所
謂
﹁
動
得
恰
到
好
處
的
舌
頭
是
人
間
至
樂
﹂
，
就
是
這
個
意

思
。
面
對
錯
綜
複
雜
的
人
事
時
，
如
果
先
認
清
談
話
的
對
象
及
當
時
的
情
境
，
再
作
適
當
的
應
對
，
自
能
既
不
﹁
失
人
﹂
，
又
不

﹁
失
言
﹂
，
免
除
與
人
失
之
交
臂
或
因
言
賈
禍
的
憾
恨
。
至
於
何
者
可
與
言
，
何
者
不
可
與
言
，
關
鍵
在
於
自
己
的
判
斷
，
必
須
從

平
時
的
閱
歷
和
體
驗
中
，
培
養
此
一
智
慧
。

●
 

相
關
名
言

◎
	

言
而
當
，
知智
也
；
默
而
當
，
亦
知
也
。
（
戰
國	

荀
子
）

◎
	

好
話
加
減
講
，
歹
話
勿
出
嘴
。
（
臺
灣
諺
語
。
注
：
謂
說
話
要
看
時
機
。
歹
，
壞
。
勿
，
不
要
。
）
◎
	

話
不
像
話
最
好
不
說
，
話
不
投
機
最
好
沉
默
。
（
波
斯	

薩
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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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道
德
修
養

（
十
二
）

子
貢
問
友
1

。
子
曰
：
﹁
忠
告
2

而
善
道島
3

之
，
不
可

則
止
，
無
自
辱
焉
！
﹂—

 

顏
淵
第
十
二
．
23

章  

旨

孔
子
告
訴
子
貢
交
友
當
善
盡
規
勸
之
道
，
但
也
應
適
可
而
止
。

1 

問
友

　
請
教
交
友
之
道
。

2 

忠
告

　
盡
心
來
勸
誡
他
。
告
，
勸
誡
。

3 

善
道

　
好
好
地
開
導
他
。
道
，
通
﹁
導
﹂
，
音

導
。

解  

讀
交
友
的
意
義
在
於
成
就
德
行
的
修
養
，
是
以
朋
友
有
過
，
應
善
盡
勸
導
之
道
。
規
過
責
善
，
貴
在
真
心
誠
意
，
通
過
寥
寥
數

語
，
把
諍
言
和
希
望
繫
於
一
身
，
把
感
情
和
寄
託
融
為
一
體
，
以
期
對
方
能
改
過
遷
善
。
此
一
善
意
如
果
不
被
接
受
，
則
宜
適
可
而

止
，
切
忌
強
人
所
難
，
引
起
反
感
，
以
致
自
取
其
辱
。

同
時
，
我
們
應
明
白
，
我
對
朋
友
如
此
，
朋
友
待
我
也
是
如
此
。
一
旦
己
身
有
過
，
朋
友
對
我
之
忠
告
、
善
道
，
理
應
虛
心
接

受
。
此
層
涵
義
，
孔
子
雖
未
明
言
，
卻
自
然
包
含
其
中
。

●
 

相
關
名
言

◎
	

責
善
之
道
，
要
使
誠
有
餘
而
言
不
足
，
則
於
人
有
益
，
而
在
我
者
無
辱
矣
。
（
宋	
程
頤
）

◎
	

忠
告
如
雪
，
下
得
愈
靜
，
愈
長
留
心
田
，
也
愈
深
入
心
田
。
（
瑞
士	

希
爾
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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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道
德
修
養

（
十
三
）

曾
子
曰
：
﹁
君
子
以
文
1

會
友
，
以
友
輔
仁
2

。
﹂—

 

顏
淵
第
十
二
．
24

章  

旨

曾
子
論
交
友
之
正
道
及
其
功
效
。

1 

文
　
指
詩 

書 

禮
樂
而
言
。

2 

輔
仁

　
輔
助
自
己
培
養
仁
德
。
輔
，
助
。

解  

讀
要
建
立
真
摯
的
友
誼
，
絕
不
能
單
憑
感
性
乃
至
純
以
利
害
為
媒
介
，
是
以
曾
子
提
出
以
文
︵
泛
指
所
有
的
文
化
活
動
︶
會
友
的

主
張
，
其
用
意
在
使
朋
友
的
交
往
，
能
收
束
於
﹁
價
值
﹂
之
下
，
而
不
致
流
於
浮
泛
放
蕩
。
文
化
活
動
本
身
就
指
向
價
值
世
界
，
若

以
之
作
為
互
動
的
媒
介
，
自
然
會
對
參
與
者
形
成
一
種
要
求
與
激
勵
：
要
求
他
們
自
我
充
實
，
激
勵
他
們
自
我
提
升
。
如
此
，
才
能

在
與
他
人
的
互
動
中
順
利
溝
通
。

至
於
﹁
以
友
輔
仁
﹂
則
與
﹁
以
文
會
友
﹂
互
為
表
裡
。
正
因
為
有
心
藉
交
友
以
輔
仁
進
德
，
所
以
才
需
要
以
文
化
活
動
為
交
往

的
媒
介
，
也
正
因
為
彼
此
以
文
相
會
，
所
以
才
會
有
以
真
理
、
德
行
相
互
砥
礪
之
效
。

●
 

相
關
名
言

◎
	

不
挾狹
（
倚
仗
、
依
恃
）
長
，
不
挾
貴
，
不
挾
兄
弟
而
友
。
友
也
者
，
友
其
德
也
，
不
可
以
有
挾
也
。
（
戰
國	

孟
子
）

◎
	

對
淵
博
友
，
如
讀
異
書
；
對
風
雅
友
，
如
讀
名
人
詩
文
；
對
謹
飭
友
，
如
讀
聖
賢
經
傳
；
對
滑
稽
友
，
如
閱
傳
奇
小
說
。
（
清	

張
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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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道
德
修
養

（
十
四
）

子
曰
：
﹁
群
居
1

終
日
，
言
不
及
義
，
好號
2

行
小
慧
3

，

難
矣
哉
4

！
﹂—

 

衛
靈
公
第
十
五
．
16

章  

旨

孔
子
論
朋
友
相
處
，
言
應
及
義
，
而
不
可
專
好
賣
弄
小
聰
明
。

1 

群
居

　
群
集
一
處
。

2 

好
　
音    

號
，
喜
好
。

3 

行
小
慧

　
賣
弄
小
聰
明
。

4 

難
矣
哉

　
難
有
成
就
啊
！
矣
哉
，
表
示
感
嘆
的
語
氣

詞
。

解  

讀
對
於
不
甘
隨
俗
浮
沉
的
人
而
言
，
人
生
的
每
一
階
段
都
是
進
德
修
業
的
進
程
，
在
成
德
的
過
程
中
，
存
養
省
察
的
工
夫
不
可
或

缺
。
良
師
益
友
是
存
養
省
察
的
一
股
助
力
，
而
言
不
及
義
、
好
行
小
慧
的
損
友
，
則
只
會
損
害
善
德
。

虛
而
為
盈
，
無
而
為
有
，
諱
己
之
不
能
，
忌
人
之
有
善
，
自
矜
自
是
，
大
言
欺
人
，
虛
矯
浮
誇
，
表
面
上
看
來
是
興
高
采
烈
；

其
實
是
浪
擲
光
陰
，
這
是
言
不
及
義
、
好
行
小
慧
者
的
人
格
特
質
，
吾
人
進
德
修
業
時
，
理
應
引
以
為
戒
。

●
 

相
關
名
言

◎
	

善
人
同
處
，
則
日
聞
嘉
訓
；
惡
人
從
遊
，
則
日
生
邪
情
。
（
南
朝	

宋	

范
曄
）

◎
	

我
們
都
或
多
或
少
樂
於
跟
平
庸
者
打
交
道
，
因
為
那
會
使
我
們
心
安
理
得
，
使
我
們
產
生
一
種
與
自
己
相
同
的
人
交
往
的
舒
適
感
覺
。
（
德	

歌

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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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五
）

孔
子
曰
：
﹁
益
者
三
友
，
損
者
三
友
：
友
直
1

，
友 

諒
2

，
友
多
聞
，
益
矣
；
友
便胼

辟僻
3

，
友
善
柔
4

，
友
便 

佞佞
5

，
損
矣
。
﹂—

 

季
氏
第
十
六
．
4

章  

旨

孔
子
言
友
有
益
友
、
損
友
的
分
別
。
意
在
告
誡
人
應
擇
益
友
而
去
損
友
。

上
四
章
言
交
友
處
群
之
道
。

1 

友
直

　
結
交
正
直
的
朋
友
。
友
，
作
動
詞
用
，
結
交
朋

友
。

2 

諒
　
誠
信
。

3 

便
辟

　
音   

胼

 

僻
，
善
於
擺
威
儀
、
作
姿
態
，
而
不

正
直
的
人
。
便
，
善
於
、
熟
習
。
辟
，
不
正
直
。

4 

善
柔

　
善
於
裝
出
好
臉
色
討
好
人
，
而
缺
乏
誠
信
的

人
。

5 

便
佞

　
善
於
花
言
巧
語
，
而
沒
有
真
才
實
學
的
人
。

佞
，
音    

佞
，
巧
言
善
辯
。

解  

讀
友
誼
的
溫
馨
與
快
樂
，
使
一
顆
顆
孤
獨
的
心
和
人
群
有
了
溝
通
。
人
的
生
活
離
不
開
友
誼
，
但
要
獲
得
真
正
的
友
誼
並
不
容

易
，
它
需
要
用
忠
誠
去
播
種
，
用
熱
情
去
灌
溉
，
用
原
則
去
培
養
，
用
諒
解
去
護
理
。

道
義
相
砥
，
過
失
相
規
，
是
畏
友
；
緩
急
可
共
，
死
生
可
託
，
是
密
友
；
甘
言
如
飴
，
遊
戲
徵
逐
，
是
昵膩
︵
親
密
︶
友
；
利
則

相
爭
，
患
則
相
傾
︵
傾
軋
、
排
斥
︶
，
是
賊
友
。
交
友
的
積
極
作
用
既
然
是
在
輔
仁
進
德
，
那
麼
，
選
擇
朋
友
時
理
應
採
取
較
高
的

標
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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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例王

安
石
與
司
馬
光
是
北
宋
舉
足
輕
重
的
政
治
家
，
也
是
相
互
欣
賞
的
好
友
。
他
們
都
不
好
聲
色
，
酷
愛
讀
書
，
也
都
以
正
直
聞
名
。
兩
人
友
誼
篤

厚
，
有
許
多
互
相
唱
和
的
詩
賦
。
然
而
在
宋
神
宗
「
熙
寧
變
法
」
中
，
王
安
石
力
主
改
革
，
司
馬
光
則
是
守
舊
派
大
將
，
彼
此
政
見
不
合
，
針
鋒
相
對
。

司
馬
光
曾
上
書
彈
劾
王
安
石
，
王
安
石
手
握
重
權
，
大
可
以
打
擊
貶
謫
政
敵
，
但
他
不
曾
藉
機
報
怨
，
而
是
讓
司
馬
光
安
靜
地
在
洛
陽
修
史
。
後
來
新
法

失
敗
，
王
安
石
失
勢
在
野
，
朝
廷
召
司
馬
光
入
京
主
持
國
政
。
不
久
王
安
石
過
世
，
司
馬
光
極
力
肯
定
他
的
文
章
節
操
，
建
議
朝
廷
優
禮
厚
葬
，
追
贈
王

安
石
為
太
傅
。
兩
人
在
朝
堂
之
上
，
是
不
假
情
面
的
政
敵
；
在
個
人
之
間
，
依
舊
是
惺
惺
相
惜
的
朋
友
。
沒
有
以
權
勢
傾
軋
，
不
曾
陷
害
誣
謗
，
如
此
光

明
正
直
的
友
誼
，
被
傳
為
佳
話
。

●
 

相
關
名
言

◎
	

與
善
人
遊
，
如
行
霧
中
，
雖
不
濡
溼
，
潛
自
有
潤
。
（
晉	

葛
洪
）

◎
	

人
交
陪
的
攏
是
關
公
、
劉
備
，
阮
交
陪
的
攏
是
林
投
竹
刺
。
（
臺
灣
諺
語
。
注
：
感
嘆
別
人
交
往
的
都
是
像
關
公
、
劉
備
的
忠
義
良
友
，
自
己
交

往
的
都
是
像
林
投
、
竹
刺
會
刺
人
的
惡
友
。
攏
，
全
部
。
阮
，
我
。
）

（
十
六
）

子
曰
：
﹁
視
其
所
以
1

，
觀
其
所
由
2

，
察
其
所
安
3

，

人
焉
廋廋
哉
4

？
人
焉
廋
哉
？
﹂—

 

為
政
第
二
．
10

章  

旨

孔
子
提
示
察
人
善
惡
的
方
法
。

1 

視
其
所
以
　
先
看
他
行
為
的
表
現
。
視
，
指
初
看
。
所

以
，
所
為
，
指
人
的
行
為
表
現
。

2 

觀
其
所
由
　
細
看
他
做
這
事
的
動
機
。
觀
，
指
細
看
。

所
由
，
指
動
機
。
由
，
從
。

3 

察
其
所
安
　
審
察
他
做
這
事
是
否
安
心
自
在
。
察
，
審

察
。
所
安
，
指
內
心
的
安
適
情
形
。
安
，
樂
。

4 
人
焉
廋
哉
　
這
個
人
的
善
惡
真
偽
，
怎
能
藏
匿
得
住

呢
？
焉
，
何
、
怎
能
。
廋
，
音   

廋
，
藏
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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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讀
人
之
所
以
難
以
了
解
，
在
於
人
是
一
最
複
雜
的
組
合
。
在
現
實
的
世
界
裡
，
面
對
自
己
，
他
有
一
個
內
在
的
我
；
在
群
眾
裡
，

他
又
有
一
個
外
在
的
我
；
他
總
是
有
意
無
意
地
戴
著
各
種
假
面
具
生
活
在
人
群
之
中
。
正
因
為
﹁
我
與
你
﹂
的
世
界
總
被
﹁
我
與
它

︵
指
面
具
︶
﹂
的
世
界
所
阻
擋
，
所
以
當
我
們
與
人
相
處
時
，
必
須
由
﹁
視
﹂
，
而
﹁
觀
﹂
，
而
﹁
察
﹂
，
以
了
解
其
善
惡
真
偽
。

這
種
由
外
而
內
，
由
外
在
行
事
而
動
機
、
而
心
情
反
應
的
評
鑑
人
物
方
法
，
在
現
實
生
活
中
有
其
實
質
上
的
必
要
性
，
使
我
們
可
以

確
實
知
悉
人
之
善
惡
真
偽
而
趨
避
之
。

●
 

相
關
名
言

◎
	

胸
中
正
，
則
眸
子
瞭瞭
焉
；
胸
中
不
正
，
則
眸
子
眊眊
焉
。
聽
其
言
也
，
觀
其
眸
子
，
人
焉
廋
哉
？
（
戰
國	

孟
子
。
注
：
眸
，
眼
珠
。
瞭
，
眼
珠
明

亮
。
眊
，
眼
睛
無
神
。
）

◎
	

河
床
愈
深
，
水
面
愈
平
靜
。
世
界
上
沒
有
一
種
方
法
，
可
以
從
一
個
人
的
臉
上
探
察
他
的
居
心
。
（
英	

莎
士
比
亞
）

（
十
七
）

子
貢
問
曰
：
﹁
鄉
人
皆
好號
1

之
，
何
如
？
﹂
子
曰
： 

﹁
未
可
也
。
﹂﹁
鄉
人
皆
惡霧
2

之
，
何
如
？
﹂
子
曰
：
﹁
未
可

也
。
不
如
鄉
人
之
善
者
好
之
，
其
不
善
者
惡
之
。
﹂—

 

子

路
第
十
三
．
24

1 

好
　
音    

號
，
喜
歡
。

2 

惡
　
音   

霧
，
憎
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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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旨

孔
子
教
子
貢
慎
於
取
人
，
不
可
人
云
亦
云
，
隨
聲
附
和
；
應
以
其
真
實
的
善
惡
為
標
準
。

上
二
章
言
知
人
之
道
。

解  

讀
現
實
世
界
裡
，
幾
乎
沒
有
一
個
人
不
在
背
後
批
評
別
人
，
也
幾
乎
沒
有
一
個
人
不
在
背
後
受
人
批
評
。
而
一
般
人
對
他
人
的
好

惡
，
往
往
以
個
人
利
害
關
係
為
判
斷
標
準
，
並
不
客
觀
。
所
以
，
一
個
人
本
身
的
好
壞
是
一
回
事
，
別
人
對
於
他
的
評
價
是
另
外
一

回
事
。一

個
鄉
里
風
氣
的
厚
薄
雖
然
會
有
差
異
，
但
其
成
員
應
是
有
善
有
惡
，
絕
不
可
能
都
是
好
人
，
或
全
是
壞
人
。
正
因
為
如
此
，

﹁
鄉
人
皆
好
之
﹂
的
人
，
未
必
就
是
好
人
，
有
可
能
是
曲
意
逢
迎
的
﹁
鄉
愿
﹂
。
反
之
，
﹁
鄉
人
皆
惡
之
﹂
的
人
，
未
必
就
是
壞

人
，
有
可
能
是
不
願
隨
俗
浮
沉
的
君
子
。
既
然
論
定
人
品
如
此
困
難
，
孔
子
於
是
提
出
﹁
鄉
人
之
善
者
好
之
，
其
不
善
者
惡
之
﹂
的

基
本
原
則
。
此
原
則
雖
非
絕
對
標
準
，
卻
相
對
較
為
客
觀
。

●
 

相
關
名
言

◎
	

人
多
話
著
多
，
五
色
人
講
五
色
話
。
（
臺
灣
諺
語
。
注
：
喻
人
常
各
說
各
話
，
不
能
盡
信
。
）

◎
	

一
個
勇
敢
而
率
真
的
靈
魂
，
能
用
自
己
的
眼
睛
去
觀
照
，
用
自
己
的
心
去
愛
，
用
自
己
的
理
智
去
判
斷
。
（
法	

羅
曼
羅
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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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八
）

子
曰
：
﹁
放仿
1

於
利
而
行
，
多
怨
2

。
﹂—

 

里
仁
第 

四
．
12

章  

旨

孔
子
戒
人
勿
重
利
招
怨
。

1 

放
　
音   

仿
，
依
據
。

2 

怨
　
招
致
怨
恨
。

解  

讀
孔
子
在
本
章
中
指
出
，
凡
事
依
利
而
行
將
會
遭
到
的
後
果—

多
怨
。

在
位
者
如
果
只
為
自
己
利
益
，
橫
徵
暴
斂
，
搜
刮
民
財
，
一
定
會
讓
百
姓
怨
聲
載
道
；
個
人
待
人
處
事
，
如
果
只
考
慮
對
自
己

是
否
有
利
，
而
不
顧
情
義
，
這
樣
的
人
一
定
會
招
惹
許
多
非
議
。

其
實
追
求
財
富
並
沒
有
錯
，
最
重
要
的
是
要
合
乎
道
義
，
也
就
是
我
們
平
日
常
說
的
：
﹁
君
子
愛
財
，
取
之
有
道
。
﹂
﹁
唯
利

是
圖
﹂
的
人
或
許
會
得
意
於
一
時
，
但
不
斷
累
積
人
家
對
他
的
怨
恨
、
不
滿
，
最
後
也
難
免
落
得
失
敗
的
下
場
。

●
 

相
關
名
言

◎
	

對
金
錢
的
欲
望
必
須
盡
力
摒
除
。
唯
愛
財
富
之
心
使
人
度
量
狹
小
、
精
神
卑
鄙
。
（
羅
馬	

西
塞
羅
）

◎
	

當
金
錢
說
話
時
，
真
理
都
緘
默
了
。
（
墨
西
哥	

薩
爾
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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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九
）

或
曰
：
﹁
以
德
1

報
怨
，
何
如
？
﹂
子
曰
：
﹁
何
以
報

德
？
以
直
2

報
怨
，
以
德
報
德
。
﹂—

 

憲
問
第
十
四
．
36

章  

旨

孔
子
論
報
德
報
怨
之
道
。

1 

德
　
恩
惠
。

2 

直
　
指
公
正
無
私
。

解  

讀
孔
子
雖
然
主
張
﹁
不
念
舊
惡
﹂
︵
公
冶
長
︶
，
對
於
人
家
加
諸
自
己
身
上
的
惡
、
怨
，
可
以
一
筆
勾
銷
，
毋
需
報
復
，
也
就
是

不
要
﹁
以
怨
報
怨
﹂
。
但
當
有
人
問
起
﹁
以
德
報
怨
﹂
的
做
法
時
，
孔
子
先
從
邏
輯
上
作
一
個
論
辨
，
反
問
道
：
﹁
何
以
報
德
？
﹂

然
後
提
出
自
己
的
看
法
：
﹁
以
直
報
怨
，
以
德
報
德
。
﹂

儒
家
思
想
的
基
礎
在
於
人
情
，
所
以
有
親
疏
等
級
之
分
，
因
此
對
於
處
理
怨
、
德
，
也
有
程
度
上
的
差
別
，
人
家
對
我
們
有

﹁
德
﹂
，
我
們
當
然
要
以
﹁
德
﹂
來
報
答
他
；
人
家
對
我
們
有
﹁
怨
﹂
，
我
們
只
要
以
﹁
直
道
﹂
來
回
報
他
即
可
，
這
樣
才
有
公
理

正
義
、
是
非
曲
直
，
不
被
當
作
鄉
愿
。

●
 

相
關
名
言

◎
	

有
量
，
著
有
福
。
（
臺
灣
諺
語
）

◎
	

多
一
次
原
諒
人
，
就
多
造
一
次
福
；
把
量
放
大
，
福
就
大
。
（
今
人
證
嚴
法
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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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十
）

子
曰
：
﹁
躬
自
厚
1

，
而
薄
責
於
人
2

，
則
遠怨
3

怨

矣
！
﹂—

 
衛
靈
公
第
十
五
．
14

章  

旨

孔
子
教
人
立
身
處
世
之
道
，
在
於
責
己
嚴
而
待
人
寬
。

上
三
章
言
待
人
之
道
。

1 

躬
自
厚

　
責
求
自
己
重
一
些
，
即
嚴
以
律
己
。

2 

薄
責
於
人

　
責
求
別
人
輕
一
點
，
即
寬
以
待
人
。
責
，

要
求
。

3 

遠
　
音

怨
，
遠
離
。

解  

讀
孔
子
論
道
德
修
養
，
很
重
視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和
諧
關
係
，
要
避
免
招
惹
別
人
的
怨
恨
，
所
以
本
章
他
提
出
責
己
嚴
、
待
人
寬
的

道
理
。
因
為
對
自
己
要
求
嚴
格
，
不
斷
修
養
提
升
自
己
的
品
格
，
為
人
處
事
不
苟
且
馬
虎
，
這
樣
才
能
贏
得
人
家
的
敬
重
。
而
對
待

別
人
寬
厚
，
能
夠
多
體
諒
人
家
，
不
求
全
責
備
，
也
才
不
至
於
招
惹
怨
恨
。
人
與
人
相
處
只
有
關
懷
、
體
貼
，
沒
有
怨
、
恨
，
一
團

和
氣
，
這
才
是
理
想
的
社
會
。

●
 

相
關
名
言

◎
	

古
之
君
子
，
其
責
己
也
重
以
周
，
其
待
人
也
輕
以
約
。
重
以
周
，
故
不
怠
；
輕
以
約
，
故
人
樂
為
善
。
（
唐	

韓
愈
。
注
：
重
以
周
，
嚴
格
而
全

面
。
輕
以
約
，
寬
緩
而
簡
約
。
）

◎
	

律
己
宜
帶
秋
氣
，
處
世
宜
帶
春
氣
。
（
清	

張
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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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十
一
）

子
曰
：
﹁
不
患
無
位
1

，
患
所
以
立
2

；
不
患
莫
己 

知
3

，
求
為
可
知
4

也
。
﹂—

 

里
仁
第
四
．
14

章  

旨

孔
子
勉
人
充
實
自
己
，
不
必
憂
愁
無
人
知
己
之
才
德
及
謀
不
到
職
位
。

此
章
勉
人
當
盡
其
在
己
，
以
求
己
有
可
知
之
實
。

1 

位
　
職
位
。

2 

所
以
立

　
指
所
用
來
盡
責
稱
職
的
才
德
。

3 

莫
己
知

　
即
﹁
莫
知
己
﹂
，
指
沒
有
人
知
道
自
己
有
才

德
。
莫
，
沒
有
人
。

4 

求
為
可
知

　
追
求
自
己
有
可
讓
人
知
道
的
真
才
實
學
。

解  

讀
本
章
中
孔
子
告
訴
我
們
，
人
所
要
擔
憂
的
是
自
己
的
才
德
是
否
完
備
，
能
否
勝
任
某
種
職
位
，
如
果
不
夠
完
備
，
無
法
勝
任
，

就
應
該
努
力
去
充
實
自
己
，
這
是
自
己
能
掌
握
的
，
只
要
自
己
有
志
氣
，
肯
打
拚
，
日
積
月
累
，
才
德
自
然
不
斷
精
進
。
至
於
是
否

能
得
到
某
種
職
位
，
則
涵
蓋
許
許
多
多
的
外
在
因
素
，
不
妨
順
其
自
然
，
不
必
做
無
謂
的
擔
憂
。

同
樣
地
，
許
多
人
也
常
常
怨
嘆
遇
不
到
伯
樂
，
沒
有
人
賞
識
、
提
拔
，
其
實
要
想
遇
到
伯
樂
之
前
，
先
決
的
條
件
自
己
必
須
是

千
里
馬
。
所
以
平
日
應
該
講
求
的
是
自
己
有
沒
有
被
人
賞
識
的
才
德
，
而
不
是
庸
人
自
擾
，
擔
憂
沒
有
人
了
解
我
。

●
 

相
關
名
言

◎
	

（
君
子
）
恥
不
能
，
不
恥
不
見
用
。
（
戰
國	

荀
子
）

◎
	

你
想
要
有
益
於
社
會
，
最
好
的
法
子
莫
如
把
自
己
這
塊
材
料
鑄
造
成
器
。
（
挪
威	
易
卜
生
）

◎
	

玉
蘭
有
風
香
千
里
，
桂
花
無
風
十
里
香
。
（
客
家
諺
語
。
注
：
意
謂
人
宜
充
實
內
涵
，
厚
積
薄
發
。
不
待
外
力
而
行
益
顯
，
不
待
宣
傳
而
名
益
彰
。
）



127

論
道
德
修
養

（
二
十
二
）

子
曰
：﹁
參
乎
！
吾
道
一
以
貫
之
1

。
﹂
曾
子
曰
：﹁
唯
2

。
﹂

子
出
，
門
人
3

問
曰
：
﹁
何
謂
也
？
﹂
曾
子
曰
：
﹁
夫
子
之

道
，
忠
恕
4

而
已
矣
5

！
﹂—

 

里
仁
第
四
．
15

章  

旨

曾
子
說
明
孔
子
一
貫
之
道
，
在
於
﹁
忠
恕
﹂
二
字
。

1 

一
以
貫
之

　
即
﹁
以
一
貫
之
﹂
，
用
一
個
根
本
的
道
理

將
它
貫
通
起
來
。
貫
，
貫
通
。

2 

唯
　
應
答
之
辭
，
猶
﹁
是
的
﹂
。

3 

門
人

　
指
孔
子
弟
子
。

4 

忠
恕

　
忠
，
竭
盡
心
力
。
恕
，
推
己
及
人
。

5 

而
已
矣

　
罷
了
。

解  

讀
本
章
記
載
孔
門
師
生
的
對
話
，
雖
然
極
為
精
簡
，
但
其
中
所
蘊
涵
的
道
理
卻
非
常
深
廣
，
值
得
仔
細
玩
味
。

首
先
孔
子
告
訴
弟
子
曾
參
，
說
自
己
的
道
可
以
用
一
個
根
本
道
理
貫
通
起
來
。
曾
子
是
孔
門
的
得
意
學
生
，
對
孔
子
之
道
體
會

甚
深
，
因
此
他
被
孔
子
點
名
對
話
，
而
曾
子
也
不
假
思
索
，
直
截
了
當
肯
定
孔
子
的
說
法
。

當
時
在
場
的
其
他
學
生
就
沒
有
這
份
能
力
，
等
孔
子
出
去
之
後
，
馬
上
問
曾
子
。
曾
子
果
然
不
愧
是
孔
門
高
徒
，
很
明
快
地
點

出
孔
子
的
道
就
是
﹁
忠
恕
﹂
二
字
罷
了
。
根
據
朱
熹
的
解
釋
，
﹁
忠
﹂
是
盡
己
，
﹁
恕
﹂
是
推
己
，
換
句
話
說
，
就
是
自
己
做
好
之

後
，
也
要
推
己
及
人
，
多
為
別
人
設
想
。
曾
子
如
此
歸
納
孔
子
的
中
心
思
想
是
否
正
確
，
只
要
再
看
下
一
章
就
可
獲
得
答
案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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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例五

歲
小
孩
能
做
什
麼
？
美
國
的
凱
薩
琳
（K

a
th
e
rin
e
	C
o
m
m
a
le

）
給
了
世
人
重
大
的
啟
示
。
二○

○

六
年
，
當
時
凱
薩
琳
年
僅
五
歲
，
看
到
公
共

電
視
播
的
非
洲
紀
錄
片
，
片
中
說
平
均
每
三
十
秒
，
就
有
一
個
非
洲
小
孩
因
瘧
疾
而
死
亡
。
她
大
為
驚
駭
，
從
媽
媽
口
中
，
得
知
瘧
疾
起
因
於
蚊
蟲
叮

咬
，
凱
薩
琳
動
心
起
念
，
想
幫
非
洲
小
孩
買
蚊
帳
，
她
省
下
幼
稚
園
點
心
費
，
捐
贈
了
第
一
頂
蚊
帳
。
但
她
想
幫
助
更
多
的
小
孩
，
於
是
以
寫
信
和
附
上

自
己
手
繪
的
獎
狀
，
發
起
捐
蚊
帳
到
非
洲
的
募
款
活
動
。
小
女
孩
的
天
真
感
動
了
世
人
，
足
球
明
星
貝
克
漢
（D

avid
	B
e
c
kh
am

）
把
獎
狀
貼
上
自
己
網

站
、
微
軟
總
裁
比
爾
蓋
茲
（B

ill	G
a
te
s

）
捐
贈
了
三
百
萬
美
元
，
並
出
資
拍
攝
一
部
孩
子
救
孩
子
的
公
益
紀
錄
片
。
活
動
迄
今
，
已
幫
助
數
百
萬
名
非

洲
貧
童
，
免
於
瘧
疾
的
死
亡
威
脅
。
凱
薩
琳
「
孩
子
救
孩
子
」
的
善
良
，
正
是
推
己
及
人
的
最
好
表
現
。

●
 

相
關
名
言

◎
	

忠
恕
違
道
（
離
正
道
）
不
遠
，
施
諸
己
而
不
願
，
亦
勿
施
於
人
。
（
禮
記	

中
庸
）

◎
	

聰
明
人
都
明
白
這
樣
一
個
真
理
：
幫
助
自
己
的
唯
一
方
法
就
是
去
幫
助
別
人
。
（
英	

哈
伯
德
）

（
二
十
三
）

子
貢
問
曰
：
﹁
有
一
言
1

而
可
以
終
身
行
之
者
乎
？
﹂

子
曰
：
﹁
其
2

恕
乎
！
己
所
不
欲
，
勿
施
於
人
。
﹂—

 
衛
靈 

公
第
十
五
．
23

1 

一
言
　
一
個
字
。

2 

其
　
表
示
推
測
的
語
氣
詞
，
大
概
、
或
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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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旨

孔
子
告
訴
子
貢
可
終
身
奉
行
者
，
乃
是
恕
道
。

上
二
章
論
忠
恕
之
道
及
其
效
用
，
有
勉
人
努
力
踐
履
之
意
。

解  

讀
本
章
和
上
一
章
剛
好
互
相
呼
應
，
上
一
章
曾
子
歸
納
孔
子
的
中
心
思
想
在
於
﹁
忠
恕
﹂
而
已
，
本
章
則
孔
子
親
口
說
出
﹁
恕
﹂
字

是
可
以
終
身
奉
行
之
道
。
或
許
有
人
會
懷
疑
，
孔
子
只
提
﹁
恕
﹂
字
，
難
道
﹁
忠
﹂
比
較
不
重
要
嗎
？
曾
子
的
歸
納
是
否
有
問
題
？

其
實
﹁
忠
恕
﹂
兩
字
都
非
常
重
要
，
一
個
人
首
先
必
須
要
盡
己
，
就
是
﹁
忠
﹂
；
然
後
才
能
推
己
及
人
，
就
是
﹁
恕
﹂
；
但
一

個
人
如
果
真
的
能
夠
多
為
人
設
想
，
﹁
己
所
不
欲
，
勿
施
於
人
﹂
，
相
信
他
已
經
能
夠
做
到
﹁
忠
﹂
了
。

●
 

相
關
名
言

◎
	

所
惡
於
上
，
毋
以
使
下
；
所
惡
於
下
，
毋
以
事
上
；
所
惡
於
前
，
毋
以
先
後
（
厭
惡
在
前
的
人
以
不
合
理
的
態
度
待
我
，
我
也
不
以
此
態
度
對
待

在
後
的
人
）
；
所
惡
於
後
，
毋
以
從
前
；
所
惡
於
右
，
毋
以
交
於
左
；
所
惡
於
左
，
毋
以
交
於
右
；
此
之
謂
絜絜
矩
之
道
（
以
己
度
人
之
道
，
即
恕

道
。
絜
，
審
度
）
。
（
禮
記	

大
學
）

◎
	

己
惡
飢
寒
焉
，
則
知
天
下
之
欲
衣
食
也
；
己
惡
勞
苦
焉
，
則
知
天
下
之
欲
安
佚
也
；
己
惡
衰
乏
焉
，
則
知
天
下
之
欲
富
足
也
。
（
漢	

韓
詩
外
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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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十
四
）

子
曰
：
﹁
朝招
聞
道
1

，
夕
死
可
矣
。
﹂—

 

里
仁
第
四
．
8

章  

旨

孔
子
勉
人
努
力
求
道
。

此
章
言
苟
能
修
德
以
達
道
，
則
此
生
可
以
了
無
憾
恨
。

1 

朝
聞
道

　
早
晨
聞
知
而
體
悟
了
真
理
。

解  

讀
一
個
知
識
分
子
如
果
沒
有
人
生
理
想
，
以
及
為
理
想
奮
鬥
的
精
神
，
就
沒
有
資
格
當
知
識
分
子
。
孔
子
在
本
章
中
，
用
最
精
鍊

有
力
的
語
言
，
說
出
知
識
分
子
的
生
命
意
義
，
點
明
了
知
識
分
子
應
有
隨
時
為
道
犧
牲
的
大
無
畏
精
神
。
孔
子
這
兩
句
話
，
就
如
暮

鼓
晨
鐘
，
警
醒
那
些
醉
生
夢
死
的
人
，
應
該
要
以
求
道
、
行
道
為
己
任
，
這
樣
的
人
生
才
有
目
標
，
活
著
才
有
意
義
。

●
 

相
關
名
言

◎
	

人
固
有
一
死
，
或
重
於
泰
山
，
或
輕
於
鴻
毛
。
（
漢	

司
馬
遷
）

◎
	

真
理
是
一
切
存
在
的
根
源
，
沒
有
真
理
的
地
方
便
什
麼
都
不
存
在
，
因
此
聖
人
見
到
真
理
的
時
候
便
如
獲
至
寶
。
（
俄	

托
爾
斯
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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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與
討
論

一
、
何
謂
鄉
愿
？
孔
子
為
什
麼
對
這
種
人
深
惡
痛
絕
？
你
是
否
也
見
過
這
種
人
？

二
、
反
省
有
何
意
義
？
曾
子
如
何
自
我
反
省
？

三
、
除
了
孔
子
所
講
的
三
益
友
、
三
損
友
之
外
，
你
認
為
還
有
哪
種
人
算
是
益
友
？
哪
種
人
算
是
損
友
？

四
、
面
對
﹁
大
言
不
慚
﹂
和
﹁
花
言
巧
語
﹂
的
人
，
你
有
什
麼
感
受
？
日
常
生
活
中
，
你
是
否
也
曾
有
這
種
行
為
？

五
、
孔
子
如
何
察
人
之
善
惡
？

六
、
孔
子
認
為
應
該
如
何
責
己
待
人
？
你
是
否
達
到
此
一
要
求
？

七
、
如
果
人
人
都
能
秉
持
恕
道
、
設
身
處
地
，
人
際
關
係
是
否
會
比
較
良
好
？
請
舉
例
說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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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
友
相
會
，
有
各
種
形
式
與
目
的
，
或
放
浪
形
骸
之
外
以
紓
解
身
心
，
或
晤
言
一
室
之
內
以
滋
長
情
誼
；
有
一
群
人
，
卻
以
善

心
相
輔
相
勉
，
成
就
了
不
起
的
仁
德
志
業
。

曾
子
說
：
﹁
君
子
以
文
會
友
，
以
友
輔
仁
。
﹂
這
一
群
人
是
﹁
以
善
會
友
，
以
友
輔
仁
﹂
，
形
式
不
同
，
精
神
理
念
一
致
。
他

們
從
民
國
四
十
三
年
開
啟
慈
善
志
業
，
發
善
心
修
補
道
路
坑
洞
，
蓋
救
濟
院
與
孤
兒
院
，
施
米
濟
助
老
幼
，
更
致
力
興
建
橋
梁
，
至

民
國
九
十
九
年
，
已
興
建
四
百
多
座
橋
梁
，
無
數
偏
遠
鄉
鎮
地
區
受
惠
。
在
跨
逾
半
世
紀
的
綿
長
時
間
裡
，
造
橋
成
員
從
數
十
人
到

二
百
多
人
，
捐
助
者
從
數
十
人
到
十
四
萬
人
，
父
祖
輩
的
成
員
老
去
凋
零
，
年
輕
的
子
孫
輩
就
承
繼
起
先
人
的
慈
心
德
業
，
這
些
行

善
成
員
來
來
去
去
，
走
遍
偏
鄉
修
路
築
橋
，
把
善
心
宏
願
化
為
行
動
的
力
量
，
構
築
窮
苦
人
民
的
希
望
，
這
些
人
有
一
個
共
同
的
名

字—

嘉
義
市
嘉
邑
行
善
團
。

行
善
團
的
發
起
，
來
自
臺
灣
第
一
位
女
博
士
許
世
賢
的
感
召
。
當
時
許
世
賢
與
夫
婿
在
嘉
義
開
設
診
所
，
不
但
免
費
為
貧
苦
人

家
治
病
，
還
自
掏
腰
包
救
濟
窮
人
，
她
視
病
如
親
，
外
出
義
診
的
次
數
不
計
其
數
。
這
些
義
舉
，
讓
很
多
嘉
義
人
都
甘
願
追
隨
她
的

腳
步
默
默
行
善
，
許
女
士
一
生
行
醫
濟
世
、
樂
善
好
施
，
在
團
員
的
心
中
，
她
永
遠
是
偉
大
的
榮
譽
團
長
。

嘉
義
市
嘉
邑
行
善
團
修
橋
建
橋
的
經
費
，
早
期
都
是
由
參
與
的
義
工
平
均
分
擔
，
每
人
五
元
、
十
元
、
二
十
或
三
十
元
不
等
，

工
程
進
行
全
是
靠
手
工
，
每
週
日
成
員
們
就
騎
機
車
相
載
、
搭
車
或
自
行
開
車
到
目
的
地
，
大
家
分
工
合
作
，
有
扒
石
的
、
扛
石

頭
、
翻
砂
石
的
、
做
水
泥
的
、
澆
水
的
、
做
板
模
的
，
各
自
分
工
，
相
互
配
合
，
到
後
來
，
來
自
各
地
的
小
額
捐
款
愈
來
愈
多
，
便

開
始
購
置
機
械
，
成
員
根
據
各
自
專
精
的
領
域
分
工
，
仍
然
出
錢
出
力
，
工
作
時
，
大
夥
有
說
有
笑
，
相
互
體
諒
，
盡
全
力
完
成
當

天
的
目
標
工
作
。
沒
有
人
監
督
，
沒
有
人
拘
束
，
彼
此
間
無
怨
、
無
忌
，
每
件
工
程
都
是
大
家
在
歡
樂
中
完
成
的
。
每
一
個
成
員
的

付
出
與
奉
獻
，
都
是
一
部
感
人
的
故
事
，
曾
有
高
齡
九
十
七
歲
的
義
工
仍
然
堅
持
到
工
地
幫
忙
，
團
員
們
的
熱
忱
毅
力
，
散
播
人
間

溫
情
無
限
，
聽
聞
者
莫
不
感
動
。

︵
資
料
參
考
自
：
維
基
百
科
、
嘉
義
市
嘉
邑
行
善
團
網
站
︶

今
人

今
事
【
以
善
會
友
，
以
友
輔
仁—

嘉
義
市
嘉
邑
行
善
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