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
士
與
君
子
︵
選
二
十
三
章
︶

引
　
言

一
、
論
士

士
為
封
建
制
度
下
社
會
結
構
中
的
一
個
等
級
，
其
上
為
卿
大
夫
，
其
下
為
庶
人
，
是
貴
族
中
的
最
低
一
層
。
他
們
學

道
藝
、
習
武
勇
以
輔
佐
卿
大
夫
處
理
政
事
。
到
了
春
秋
、
戰
國
時
代
，
由
於
封
建
制
度
逐
漸
解
體
，
禮
壞
樂
崩
，
士
乃
流

落
民
間
。
他
們
有
學
問
有
才
識
，
卻
沒
有
固
定
的
職
業
，
於
是
在
社
會
上
形
成
一
種
非
農
非
工
非
商
非
官
僚
的
﹁
士
﹂
的

階
層
。
此
一
階
層
之
中
，
有
不
少
人
眼
見
社
會
的
混
亂
，
舊
有
體
制
的
敗
壞
，
於
是
提
出
自
己
的
理
想
，
以
表
達
對
於
人

世
的
關
懷
。

這
些
有
志
之
士
，
以
道
自
任
，
並
以
仁
為
己
任
，
這
種
抱
負
與
擔
當
，
一
直
為
後
代
的
知
識
分
子
所
承
繼
。
近
代
西

方
社
會
常
稱
知
識
分
子
是
社
會
良
心
，
是
理
性
、
正
義
、
自
由
等
人
類
基
本
價
值
的
維
護
者
、
實
踐
者
。
而
在
中
國
，
孔

子
心
目
中
的
﹁
士
﹂
，
早
已
承
擔
此
一
歷
史
文
化
的
使
命
。
我
輩
青
年
接
受
教
育
，
懷
文
抱
質
，
理
應
自
我
期
許
，
擔
當

社
會
責
任
。

二
、
論
君
子

在
封
建
制
度
下
，
君
子
指
政
治
上
的
在
位
者
，
小
人
指
被
統
治
的
平
民
。
不
過
，
孔
子
卻
有
意
打
破
這
種
區
分
，
以
德

行
修
養
來
判
別
君
子
或
小
人
。
論
語
中
論
及
﹁
君
子
﹂
有
百
餘
次
，
除
極
少
部
分
仍
指
在
位
者
外
，
絕
大
部
分
指
有
德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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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士
與
君
子

	

筲（
新
定
三
禮
圖
）

（
一
）

1 

行
己
有
恥

　
對
自
己
的
行
事
，
能
知
恥
而
有
所
不
為
。

2 

不
辱
君
命

　
奉
命
出
使
，
不
使
君
命
受
屈
辱
；
即
能
順

利
達
成
國
君
所
託
付
的
任
務
。

3 

宗
族

　
同
一
家
族
的
人
。

4 

鄉
黨

　
指
鄉
里
。
古
代
以
一
萬
二
千
五
百
家
為
鄉
，

五
百
家
為
黨
。

5 

行
必
果
　
做
事
果
敢
堅
決
。

6 

硜
硜
然
　
小
石
堅
硬
的
樣
子
；
形
容
能
堅
定
自
守
，
然

尚
未
能
通
權
達
變
。
硜
，
音   

硜
。

7 

小
人
　
指
識
量
淺
狹
的
人
。

8 

抑
亦
可
以
為
次
矣
　
或
許
也
可
說
是
再
次
一
等
的
了
。

抑
，
或
許
。
為
，
是
。

9 

斗
筲
之
人
　
德
薄
量
淺
的
人
。

斗
筲
，
小
容
器
，
此
處
做
形
容

詞
用
。
斗
，
量
器
，
容
十
升
；

筲
，
音

筲
，
竹
器
，
容
一
斗

二
升
。

0 
何
足
算
也
　
怎
麼
能
算
得
上
呢
？

子
貢
問
曰
：
﹁
何
如
斯
可
謂
之
士
矣
？
﹂
子
曰
：

﹁
行
己
有
恥
1

，
使
於
四
方
，
不
辱
君
命
2

，
可
謂
士
矣
。
﹂

曰
：
﹁
敢
問
其
次
？
﹂
曰
：
﹁
宗
族
3

稱
孝
焉
，
鄉
黨
4

稱

弟
焉
。
﹂
曰
：
﹁
敢
問
其
次
？
﹂
曰
：
﹁
言
必
信
，
行
必 

果
5

，
硜硜

硜
然
6

，
小
人
7

哉
！
抑
亦
可
以
為
次
矣
8

。
﹂

曰
：
﹁
今
之
從
政
者
何
如
？
﹂
子
曰
：
﹁
噫
！
斗
筲筲
之
人
9

，

何
足
算
也
0

！
﹂—

 

子
路
第
十
三
．
20

孔
子
心
目
中
最
高
的
修
養
境
界
是
聖
人
，
但
聖
人
不
是
一
蹴
可
幾
的
，
而
修
養
德
行
是
人
人
都
可
以
做
到
的
，
所
以

孔
子
一
再
勉
人
成
為
君
子
，
以
循
序
達
到
聖
人
的
境
界
。
孔
子
認
為
君
子
必
須
以
德
義
為
依
歸
，
有
過
必
改
，
使
自
己
達

到
文
質
彬
彬
的
地
步
；
在
對
人
、
對
事
方
面
，
都
能
權
衡
分
辨
，
處
置
得
宜
，
隨
時
戒
惕
，
處
危
亂
而
能
固
守
其
節
操
。

為
闡
述
君
子
的
內
涵
，
孔
子
經
常
拿
小
人
的
行
徑
來
對
舉
，
君
子
的
表
現
如
此
，
其
相
反
的
就
是
小
人
的
表
現
。
人
既
能

透
過
自
我
的
修
養
，
成
為
自
作
主
宰
而
有
人
格
尊
嚴
的
君
子
，
則
當
然
不
會
淪
為
眾
所
唾
棄
的
卑
劣
小
人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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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士
與
君
子

章  

旨

孔
子
答
子
貢
之
問
而
論
士
之
行
，
並
評
論
當
時
的
從
政
者
器
量
狹
小
。

解  

讀
本
章
從
孔
子
與
子
貢
的
對
話
中
，
可
知
孔
子
心
目
中
的
﹁
士
﹂
有
三
個
等
級
。
最
上
等
的
是
行
事
能
堅
持
原
則
，
知
恥
而
有
所

不
為
，
而
且
能
為
國
君
出
使
四
方
，
完
成
使
命
。
一
個
人
有
守
有
為
，
不
僅
能
修
養
自
己
，
而
且
能
為
國
家
做
事
，
達
到
﹁
治
國
﹂

的
層
次
，
當
然
堪
稱
﹁
上
士
﹂
了
。
次
一
等
的
是
能
孝
順
父
母
，
敬
事
長
上
，
而
獲
得
家
族
、
鄉
里
之
人
的
稱
讚
，
這
是
做
到
﹁
齊

家
﹂
的
層
次
，
可
以
稱
為
﹁
中
士
﹂
。
最
下
等
的
是
器
量
雖
然
小
一
點
，
沒
有
遠
大
的
抱
負
，
但
﹁
言
行
一
致
﹂
，
做
到
﹁
修
身
﹂

的
基
本
道
理
，
這
樣
也
可
以
列
為
﹁
下
士
﹂
了
。

如
果
根
據
孔
子
這
樣
的
分
法
，
子
貢
懷
疑
當
今
那
些
從
政
者
都
在
﹁
治
國
﹂
，
豈
不
是
都
可
稱
為
﹁
上
士
﹂
了
？
其
實
孔
子
所

認
定
的
﹁
士
﹂
雖
有
高
下
之
不
同
，
但
所
重
者
皆
在
於
德
行
，
必
須
要
修
身
、
齊
家
，
才
能
治
國
、
平
天
下
，
但
當
今
那
些
從
政
者

鄙
陋
淺
薄
，
不
懂
得
修
身
的
道
理
，
這
怎
麼
夠
資
格
稱
為
士
呢
？
孔
子
這
幾
句
評
論
當
政
者
的
話
，
可
說
一
針
見
血
！

●
 

相
關
名
言

◎
	

羞
恥
心
是
人
的
第
二
內
衣
。
（
法	

司
湯
達
）

◎
	

我
重
視
祖
國
的
榮
譽
，
甚
於
自
己
的
生
命
和
我
所
珍
愛
的
兒
女
。
（
英	
莎
士
比
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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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士
與
君
子

（
二
）

子
曰
：
﹁
士
志
於
道
，
而
恥
惡惡
衣
惡
食
1

者
，
未
足
與

議
2

也
。
﹂—

 

里
仁
第
四
．
9

章  

旨

孔
子
謂
士
當
安
貧
樂
道
。

1 

恥
惡
衣
惡
食

　
以
粗
劣
之
衣
食
為
恥
辱
。
惡
，
音 

  

惡
，
粗
劣
。

2 

未
足
與
議

　
不
值
得
和
他
談
論
道
理
。
未
足
，
不
值

得
。
議
，
談
論
。

解  

讀
孔
子
欣
賞
﹁
人
窮
志
不
窮
﹂
的
人
，
對
於
那
些
﹁
人
窮
志
短
﹂
的
人
極
為
瞧
不
起
。
在
本
章
中
，
孔
子
認
為
一
個
人
立
志
求

道
，
但
卻
以
穿
不
好
、
吃
不
好
為
羞
恥
，
就
不
值
得
和
他
談
論
正
道
了
。
因
為
一
個
太
在
意
物
質
享
受
的
人
，
往
往
會
受
到
外
界
的

誘
惑
，
像
這
種
人
，
你
和
他
談
論
太
多
的
道
理
又
有
什
麼
用
？
一
個
真
正
的
士
人
，
他
可
貴
的
地
方
就
是
能
擺
脫
物
質
條
件
的
羈

絆
，
把
困
窮
當
作
磨
鍊
自
己
心
志
的
機
會
，
使
精
神
層
次
更
加
提
升
，
志
向
愈
加
高
遠
。

●
 

相
關
名
言

◎
	

人
不
可
為
了
榮
華
與
虛
名
給
自
己
招
來
危
險
。
（
希
臘	

伊
索
）

◎
	

物
質
上
無
止
境
的
追
求
，
其
結
果
是
對
個
人
無
止
境
的
否
定
。
（
今
人
羅
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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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士
與
君
子

（
三
）

曾
子
曰
：
﹁
士
不
可
以
不
弘
毅
1

，
任
2

重
而
道
3

遠
。
仁
以
為
己
任
，
不
亦
重
乎
！
死
而
後
已
4

，
不
亦
遠

乎
！
﹂—

 
泰
伯
第
八
．
7

章  

旨

曾
子
勉
勵
士
人
必
須
弘
毅
，
因
其
任
重
而
道
遠
。

上
三
章
言
士
之
所
重
在
於
德
行
，
而
應
具
有
恢
宏
之
器
度
。

1 

弘
毅

　
指
心
胸
寬
廣
弘
大
，
意
志
剛
強
堅
忍
。

2 

任
　
擔
當
的
責
任
。

3 

道
　
行
走
的
路
程
。

4 

死
而
後
已

　
到
死
以
後
，
這
責
任
才
停
止
。
已
，
停

止
。

解  

讀
本
章
曾
子
這
幾
句
話
，
結
構
極
為
緊
密
。
他
首
先
提
出
﹁
士
不
可
以
不
弘
毅
﹂
的
論
點
，
接
著
說
明
理
由
，
是
因
為
士
﹁
任

重
而
道
遠
﹂
。
接
下
來
曾
子
分
別
再
解
釋
﹁
任
重
﹂
與
﹁
道
遠
﹂
的
內
涵
。
所
謂
﹁
任
重
﹂
，
就
是
﹁
仁
以
為
己
任
﹂
；
所
謂
﹁
道

遠
﹂
，
就
是
﹁
死
而
後
已
﹂
。
從
曾
子
的
話
我
們
可
以
了
解
，
一
個
人
心
胸
寬
大
，
才
能
夠
以
仁
為
己
任
，
不
會
自
私
自
利
；
意
志

剛
毅
，
才
能
夠
堅
持
到
底
，
不
致
半
途
而
廢
。
不
過
近
代
因
受
資
本
主
義
的
影
響
，
眾
人
皆
向
金
錢
和
權
力
看
齊
，
有
理
想
、
擔
當

的
知
識
分
子
已
經
愈
來
愈
少
了
，
由
此
可
見
﹁
弘
毅
﹂
二
字
的
重
要
。

●
 

相
關
名
言

◎
	

將
相
頂
頭
堪
走
馬
，
公
侯
肚
內
好
撐
船
。
（
清	

周
希
陶
）

◎
	

世
界
上
最
寬
闊
的
東
西
是
海
洋
，
比
海
洋
更
寬
闊
的
是
天
空
，
比
天
空
更
寬
闊
的
是
人
的
胸
懷
。
（
法	

雨
果
）



138

論
士
與
君
子

（
四
）

子
曰
：
﹁
君
子
喻
1

於
義
2

，
小
人
喻
於
利
3

。
﹂—

 
里
仁
第
四
．
16

章  

旨

孔
子
以
義
利
判
別
君
子
、
小
人
的
不
同
。

1 

喻
　
曉
得
、
懂
得
。

2 

義
　
義
理
。

3 

利
　
利
益
。

解  

讀
孔
子
認
為
，
一
個
君
子
必
定
能
通
曉
義
，
當
他
面
臨
利
時
，
能
夠
﹁
見
利
思
義
﹂
︵
憲
問
︶
、
遇
到
富
貴
時
，
﹁
不
以
其
道
得

之
，
不
處
也
﹂
︵
里
仁
︶
。
換
言
之
，
如
果
利
與
富
貴
皆
能
合
乎
義
，
則
可
以
得
之
、
處
之
，
因
此
孔
子
並
不
反
對
利
，
所
反
對
的

是
不
該
得
的
利
。
如
果
一
個
人
只
曉
得
利
，
不
曉
得
義
，
則
可
判
定
他
為
小
人
，
因
為
這
種
人
唯
利
是
圖
、
不
擇
手
段
，
孔
子
也
曾

說
過
：
﹁
放
於
利
而
行
，
多
怨
。
﹂
︵
里
仁
︶
這
就
是
喻
於
利
的
後
果
。

由
此
可
知
，
孔
子
這
裡
所
區
分
的
君
子
和
小
人
，
是
從
一
個
人
對
待
義
和
利
的
態
度
來
作
為
標
準
，
君
子
和
小
人
的
態
度
是
相

對
的
，
而
義
和
利
本
身
並
非
截
然
相
對
，
這
一
點
很
值
得
我
們
深
思
。

●
 

相
關
名
言

◎
	

君
子
思
義
而
不
慮
利
，
小
人
貪
利
而
不
顧
義
。
（
漢	

淮
南
子
）

◎
	

道
德
是
永
存
的
，
而
財
富
每
天
在
更
換
主
人
。
（
希
臘	

普
魯
塔
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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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士
與
君
子

（
五
）

子
曰
：
﹁
君
子
疾
1

沒
世
2

而
名
不
稱
3

焉
。
﹂—

 

衛
靈
公
第
十
五
．
19

章  

旨

孔
子
勉
人
及
時
修
德
，
期
身
歿
之
後
，
有
名
聲
可
稱
。

上
二
章
說
明
君
子
志
在
修
德
行
善
，
建
立
美
名
。

1 

疾
　
憂
慮
。

2 

沒
世

　
死
後
。
沒
，
通
﹁
歿
﹂
。

3 

名
不
稱

　
名
聲
不
被
世
人
稱
揚
。
稱
，
稱
道
、
稱
揚
。

解  

讀
孔
子
非
常
重
視
﹁
名
﹂
，
里
仁
篇
說
：
﹁
君
子
去
仁
，
惡
乎
成
名
﹂
，
強
調
以
仁
道
成
就
美
名
的
重
要
。
人
的
一
生
，
不
過
百

年
，
死
則
與
草
木
同
朽
，
唯
有
榮
名
可
以
傳
世
，
所
以
君
子
視
為
珍
寶
。
君
子
一
旦
重
視
名
，
就
會
謹
言
慎
行
，
努
力
為
善
，
因
此

重
視
﹁
名
﹂
為
人
所
稱
頌
，
具
有
積
極
正
面
的
教
育
意
義
，
可
以
鼓
勵
大
家
修
德
行
善
，
為
社
會
提
供
奉
獻
。

●
 

相
關
名
言

◎
	

未
歸
三
尺
土
，
難
保
百
年
身
；
已
歸
三
尺
土
，
難
保
百
年
墳
。
（
臺
灣
諺
語
。
注
：
謂
人
有
七
尺
之
軀
，
死
後
亦
不
過
三
尺
土
而
已
。
未
死
之
前

可
能
晚
節
不
保
，
死
後
也
可
能
被
清
算
。
）

◎
	

少
年
拚
出
名
，
食
老
惜
名
聲
。
（
臺
灣
諺
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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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士
與
君
子

（
六
）

子
曰
：
﹁
君
子
不
重
1

則
不
威
2

，
學
則
不
固
3

。
主

忠
信
4

；
無
友
不
如
己
者
5

；
過
，
則
勿
憚憚
6

改
。
﹂—
 

學
而
第
一
．
8

章  

旨

孔
子
說
明
君
子
進
德
修
業
的
原
則
。

1 

重
　
莊
重
。

2 

威
　
威
嚴
、
威
儀
。

3 

固
　
堅
實
。

4 

主
忠
信

　
待
人
處
世
，
以
忠
誠
信
實
為
主
。

5 

無
友
不
如
己
者

　
不
結
交
不
如
自
己
好
德
的
人
。
無
，

通
﹁
毋
﹂
，
不
要
。

6 

憚
　
音   

憚
，
畏
懼
、
害
怕
。

解  

讀
本
章
孔
子
要
求
君
子
從
﹁
莊
重
、
忠
信
、
慎
擇
友
、
有
過
不
怕
改
﹂
等
四
個
方
面
，
積
極
修
養
自
己
，
並
且
身
體
力
行
，
使
自

己
成
為
人
格
完
美
的
人
。
﹁
不
重
﹂
，
指
舉
止
不
莊
重
，
態
度
輕
浮
，
如
此
則
既
沒
有
威
嚴
，
學
習
所
得
也
會
淺
薄
鄙
陋
。
﹁
主
忠

信
﹂
，
指
做
人
做
事
以
忠
誠
信
實
為
原
則
。
﹁
無
友
不
如
己
者
﹂
，
指
所
結
交
者
都
是
像
自
己
一
樣
好
德
的
人
，
如
此
才
能
﹁
見
賢

思
齊
﹂
、
﹁
擇
善
固
執
﹂
。
﹁
過
則
勿
憚
改
﹂
，
是
指
人
非
聖
賢
，
都
有
犯
錯
的
時
候
，
一
旦
犯
錯
，
應
該
勇
於
改
過
，
如
此
才
能

培
養
完
美
的
品
德
。

●
 

相
關
名
言

◎
	

人
患
不
知
其
過
，
既
知
之
，
不
能
改
，
是
無
勇
也
。
（
唐	

韓
愈
）

◎
	

誰
喜
歡
什
麼
樣
的
朋
友
，
誰
就
是
什
麼
樣
的
人
。
（
希
臘	

伊
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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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士
與
君
子

（
七
）

子
曰
：
﹁
君
子
病
1

無
能
焉
，
不
病
人
之
不
己
知
2

也
。
﹂ 

—
 

衛
靈
公
第
十
五
．
18

章  

旨

孔
子
言
君
子
學
以
為
己
，
不
求
人
知
。

1 

病
　
憂
慮
。

2 

不
己
知

　
即
﹁
不
知
己
﹂
，
指
不
知
道
自
己
的
才
德
。

解  

讀
本
章
與
里
仁
篇
：
﹁
不
患
莫
己
知
，
求
為
可
知
也
。
﹂
憲
問
篇
：
﹁
不
患
人
之
不
己
知
，
患
其
不
能
也
。
﹂
旨
意
相
同
。

﹁
能
﹂
，
是
指
經
過
學
習
、
涵
養
之
後
所
具
備
的
才
能
、
德
行
。
君
子
的
才
能
、
德
行
，
都
是
由
學
習
、
鍛
鍊
而
來
的
。
君
子
應
該

努
力
向
學
，
並
在
實
際
的
事
務
上
磨
鍊
，
以
培
養
真
才
美
德
，
有
了
真
才
美
德
，
自
然
就
有
好
的
名
聲
，
這
才
是
實
至
名
歸
。

●
 

相
關
名
言

◎
	

石
蘊
玉
而
山
輝
，
水
懷
珠
而
川
媚
（
美
）
。
（
晉	

陸
機
）

◎
	

能
力
之
養
成
，
常
有
待
於
實
際
應
付
問
題
與
處
理
事
務
時
之
虛
懷
默
察
，
及
領
悟
訣
竅
。
（
近
人
鄒
韜
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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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士
與
君
子

（
八
）

子
貢
曰
：
﹁
君
子
之
過
也
，
如
日
月
之
食
1

焉
。
過

也
，
人
皆
見
之
；
更
2

也
，
人
皆
仰
之
3

。
﹂—

 

子
張
第
十 

九
．
21

章  

旨

子
貢
讚
許
君
子
不
掩
飾
過
失
，
且
勇
於
改
過
。

1 

食
　
通
﹁
蝕
﹂
，
指
日
蝕
、
月
蝕
。

2 

更
　
改
，
指
改
過
。

3 

人
皆
仰
之

　
人
人
都
仰
望
他
。

解  

讀
道
德
修
養
差
的
人
，
一
旦
犯
錯
，
既
擔
心
丟
失
面
子
，
又
怕
失
去
威
信
，
因
而
躲
躲
閃
閃
，
文
過
飾
非
，
不
肯
勇
敢
地
承
認

錯
誤
，
更
不
願
坦
誠
地
改
正
錯
誤
。
品
德
高
尚
的
人
，
也
不
免
會
有
犯
錯
的
時
候
，
不
過
，
由
於
他
心
地
光
明
磊
落
，
道
德
修
養
高

尚
，
因
此
，
不
但
能
夠
坦
率
地
公
開
承
認
自
己
的
過
錯
，
而
且
更
能
夠
勇
敢
地
改
正
自
己
的
過
錯
。
這
樣
做
，
人
們
不
但
不
會
鄙
視

他
，
反
而
會
更
加
尊
敬
他
。

●
 

相
關
名
言

◎
	

去
了
病
便
是
好
人
，
去
了
雲
便
是
晴
天
。
（
明	

呂
坤
）

◎
	

神
仙
撲
鼓
有
時
錯
，
腳
步
踏
錯
啥啥
人
無
。
（
臺
灣
諺
語
。
注
：
撲
，
打
。
啥
，
誰
、
什
麼
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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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士
與
君
子

（
九
）

子
夏
曰
：
﹁
小
人
之
過
也
，
必
文問
1

。
﹂—

 

子
張
第
十 

九
．
8

章  

旨

子
夏
指
摘
小
人
文
過
飾
非
。

1 

文
　
音   

問
，
掩
飾
。

解  

讀
人
都
不
免
有
過
失
，
有
人
知
過
能
改
，
有
人
卻
知
過
不
改
，
甚
至
文
過
飾
非
，
自
欺
欺
人
，
結
果
更
加
重
自
己
的
罪
過
，
這
就

是
君
子
與
小
人
的
區
別
。
君
子
勇
於
面
對
過
失
，
所
以
也
勇
於
當
下
改
過
；
小
人
畏
懼
困
難
，
有
過
必
文
。
由
於
君
子
、
小
人
的
居

心
、
行
為
不
同
，
造
成
君
子
、
小
人
的
品
德
差
異
日
漸
加
大
。

●
 

相
關
名
言

◎
	

掩
飾
一
個
缺
點
，
結
果
會
暴
露
另
一
個
缺
點
。
（
希
臘	

伊
索
）

◎
	

只
有
缺
乏
智
慧
的
人
才
會
為
自
己
的
錯
誤
尋
找
藉
口
，
強
詞
奪
理
，
他
這
樣
做
，
只
能
使
自
己
處
於
更
加
不
利
的
地
位
。
（
美	

卡
內
基
）



144

論
士
與
君
子

（
十
）

子
曰
：
﹁
質
1

勝
文
2

則
野
3

，
文
勝
質
則
史
4

；
文

質
彬彬
彬
5

，
然
後
君
子
。
﹂—

 

雍
也
第
六
．
16

章  

旨

孔
子
教
人
文
質
並
重
，
以
成
君
子
。

上
五
章
言
君
子
進
德
修
業
，
有
過
必
改
，
成
就
其
為
己
之
學
，
以
達
到
文
質

彬
彬
的
地
步
。

1 

質
　
質
樸
，
指
內
在
純
樸
的
本
質
。

2 

文
　
文
采
，
指
外
在
的
儀
節
、
文
飾
。

3 

野
　
鄉
野
之
人
，
此
指
內
心
樸
實
卻
言
行
粗
俗
的
人
。

4 

史
　
古
代
掌
管
文
書
的
官
員
，
此
指
較
注
重
文
采
的
修

飾
而
忽
略
實
質
的
人
。

5 

文
質
彬
彬

　
文
采
與
本
質
配
合
適
當
。
彬
彬
，
事
物
相

雜
而
均
勻
的
樣
子
。

解  

讀
﹁
質
﹂
指
質
樸
，
﹁
文
﹂
指
文
采
。
一
個
人
的
質
樸
超
過
文
采
，
或
文
采
超
過
質
樸
，
都
不
理
想
。
孔
子
認
為
外
表
儀
態
的

優
雅
與
內
在
素
質
的
樸
實
，
配
合
適
當
，
才
合
乎
中
庸
原
則
。
一
個
具
有
內
在
美
的
君
子
，
他
應
該
也
是
一
個
富
有
教
養
，
講
究
禮

儀
，
兼
具
外
在
美
的
人
。
人
都
有
天
賦
的
本
質
，
表
現
於
外
，
是
純
樸
實
在
的
，
這
原
本
不
是
缺
點
；
但
人
與
人
相
處
，
若
完
全

依
照
本
性
而
為
，
缺
乏
文
化
修
養
，
則
顯
得
粗
俗
不
雅
。
知
識
文
化
的
陶
冶
，
在
於
使
人
們
行
為
舉
止
謙
恭
有
禮
，
恰
到
好
處
，

但
若
過
分
文
飾
，
以
致
喪
失
率
真
的
本
性
，
則
不
免
巧
言
令
色
，
華
而
不
實
。
儒
家
講
求
中
庸
之
道
，
既
肯
定
﹁
質
﹂
，
也
肯
定

﹁
文
﹂
，
更
要
求
﹁
文
質
彬
彬
﹂
，
才
是
理
想
的
君
子
風
範
。

●
 

相
關
名
言

◎
	

文
猶
質
也
，
質
猶
文
也
。
虎
豹
之
鞟闊
，
猶
犬
羊
之
鞟
。
（
春
秋	

子
貢
。
譯
注
：
文
和
質
一
樣
重
要
，
是
不
可
偏
廢
的
。
拔
去
有
文
采
的
毛
，
那
虎

豹
的
皮
和
犬
羊
的
皮
，
就
沒
有
什
麼
區
別
了
。
鞟
，
去
毛
的
皮
。
）

◎
	

文
繁
則
質
衰
，
末
盛
而
本
虧
。
（
漢	

桓
寬
）



145

論
士
與
君
子

（
十
一
）

子
曰
：
﹁
君
子
周
1

而
不
比畢
2

；
小
人
比
而
不
周
。
﹂ 

—
 

為
政
第
二
．
14

章  

旨

孔
子
論
君
子
、
小
人
之
別
，
在
於
公
私
義
利
之
間
。

1 

周
　
普
遍
，
意
指
與
人
相
處
普
遍
親
厚
而
不
偏
私
。

2 

比
　
音   

畢
，
結
黨
營
私
。

解  

讀
周
，
普
遍
；
比
，
偏
黨
。
兩
者
皆
是
與
人
親
厚
的
意
思
，
但
周
公
而
比
私
。
孔
子
認
為
君
子
、
小
人
之
分
，
在
於
公
私
、
義
利

之
辨
。
君
子
對
於
一
般
人
士
，
無
親
疏
厚
薄
之
分
，
完
全
站
在
公
義
的
立
場
。
他
並
不
以
私
交
的
深
淺
，
或
是
派
系
的
異
同
，
而
有

所
好
惡
。
他
純
粹
站
在
為
國
家
社
會
謀
利
益
的
觀
點
上
，
有
裨
益
於
國
家
社
會
者
，
他
無
不
贊
成
。
小
人
恰
恰
相
反
，
結
黨
營
私
，

不
辨
是
非
，
僅
為
私
人
好
處
著
想
。

●
 

相
關
名
言

◎
	

賢
明
的
人
首
先
關
心
的
是
大
家
的
利
益
，
然
後
才
是
個
人
的
利
益
。
因
為
每
一
個
利
益
都
屬
於
整
個
的
人
類
，
而
不
屬
於
其
中
某
一
個
人
。

（
法	

盧
梭
）

◎
	

上
天
生
下
我
們
，
是
要
把
我
們
當
作
火
炬
，
不
是
照
亮
自
己
，
而
是
普
照
世
界
。
（
英	
莎
士
比
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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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士
與
君
子

（
十
二
）

子
曰
：﹁
君
子
無
所
爭
，
必
也
射
1

乎
！
揖揖
讓
而
升
2

，

下
而
飲印
3

，
其
爭
也
君
子
。
﹂—

 

八
佾
第
三
．
7

章  

旨

孔
子
論
君
子
唯
於
比
射
時
有
所
爭
，
然
其
爭
不
失
應
有
的
風
度
。

1 

射
　
古
代
射
箭
飲
酒
的
禮
儀
。

2 

揖
讓
而
升

　
舉
行
射
禮
時
，
二
人
在
堂
下
彼
此
三
揖
表

示
禮
讓
，
然
後
升
堂
比
射
。
揖
，
音 

揖
，
拱
手
行
禮
。

3 

下
而
飲

　
射
畢
揖
讓
下
堂
，
勝
者
向
敗
者
作
揖
，
請
他

升
堂
飲
酒
。
下
，
指
射
完
後
由
堂
上
走
下
臺
階
。
飲
，

音   

印
，
給
對
方
喝
。

解  

讀
本
章
記
孔
子
以
射
箭
為
例
，
教
人
不
作
無
謂
的
爭
奪
，
要
在
比
賽
中
，
培
養
謙
恭
有
禮
的
君
子
風
度
。
﹁
揖
讓
而
升
，
下
而

飲
﹂
是
指
大
射
之
禮
而
言
，
大
射
之
時
，
不
論
賽
前
賽
後
，
參
賽
者
都
必
相
互
揖
讓
，
表
示
敬
意
；
在
揖
讓
周
旋
的
過
程
中
，
培
養

君
子
的
謙
讓
品
德
。
孔
子
雖
然
主
張
﹁
不
爭
﹂
，
但
面
臨
重
大
關
節
之
時
，
卻
要
﹁
當
仁
，
不
讓
於
師
﹂
︵
衛
靈
公
︶
。
孔
子
以

﹁
義
﹂
作
為
斷
定
爭
還
是
不
爭
的
依
據
，
合
於
義
的
，
當
然
要
爭
，
但
在
爭
的
時
候
，
不
可
有
失
君
子
風
度
，
這
是
孔
子
的
用
意
所

在
。

●
 

相
關
名
言

◎
	

事
事
留
個
有
餘
不
盡
的
意
思
，
便
造
物
不
能
忌
我
，
鬼
神
不
能
損
我
。
（
明	
洪
應
明
）

◎
	

天
下
事
不
能
做
到
盡
頭
，
留
幾
分
餘
地
亦
見
度
量
。
（
清	

左
宗
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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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士
與
君
子

（
十
三
）

子
曰
：
﹁
君
子
之
於
天
下
也
，
無
適笛
1

也
，
無
莫
2

也
，
義
之
與
比畢
3

。
﹂—

 

里
仁
第
四
．
10

章  

旨

孔
子
言
君
子
不
固
執
成
見
，
只
求
恰
當
、
合
理
，
一
切
以
義
為
取
捨
標
準
。

1 

適
　
音   

笛
，
專
主
、
獨
斷
，
即
﹁
絕
對
要
如
此
﹂
。

2 

莫
　
不
肯
，
即
﹁
絕
不
如
此
﹂
。

3 

義
之
與
比

　
即
﹁
與
義
比
﹂
，
指
依
從
義
理
。
之
，
語

助
詞
。
比
，
音   

畢
，
依
從
。

解  

讀
孔
子
以
﹁
義
﹂
為
衡
量
天
下
事
情
的
標
準
，
因
為
天
下
一
切
事
情
，
本
身
並
無
可
與
不
可
，
完
全
取
決
於
事
情
是
否
合
宜
，
本

章
的
﹁
義
之
與
比
﹂
，
正
提
示
了
可
與
不
可
的
衡
量
標
準
。
孔
子
不
喜
歡
遇
事
固
執
拘
泥
的
人
，
儒
者
行
事
應
該
通
權
達
變
，
孟
子

推
崇
孔
子
是
﹁
聖
之
時
者
﹂
，
因
為
孔
子
﹁
可
以
速
則
速
，
可
以
久
則
久
，
可
以
處
則
處
，
可
以
仕
則
仕
。
﹂
︵
語
見
孟
子 

萬
章

下
︶
，
而
其
準
則
，
即
在
於
合
﹁
義
﹂
與
否
。

●
 

相
關
名
言

◎
	

大
丈
夫
行
事
，
論
是
非
不
論
利
害
，
論
逆
順
不
論
成
敗
，
論
萬
世
不
論
一
生
。
（
宋	
謝
枋
得
）

◎
	

從
外
貌
看
來
，
人
最
高
貴
，
狗
最
低
賤
。
但
聖
人
認
為
：
重
義
的
狗
勝
於
不
義
的
人
。
（
波
斯	

薩
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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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士
與
君
子

（
十
四
）

子
曰
：
﹁
君
子
不
以
言
舉
人
1

，
不
以
人
廢
言
2

。
﹂ 

—
 

衛
靈
公
第
十
五
．
22

章  

旨

孔
子
說
明
君
子
用
人
納
言
，
必
須
觀
察
周
詳
，
不
可
輕
下
判
斷
。

1 

不
以
言
舉
人

　
不
因
某
人
言
語
得
當
就
貿
然
舉
用
他
。

2 

不
以
人
廢
言

　
不
因
某
人
行
為
不
正
或
身
分
低
微
就
廢

棄
他
的
言
論
。

解  

讀
語
言
是
人
類
表
情
達
意
的
工
具
，
有
的
人
能
說
善
道
，
凡
事
到
他
的
口
中
，
都
能
講
得
天
花
亂
墜
，
但
他
不
一
定
真
有
才
德
，

因
此
，
必
須
聽
其
言
而
觀
其
行
，
不
應
該
﹁
以
言
舉
人
﹂
。
行
為
不
正
或
身
分
微
賤
的
人
，
有
時
也
能
發
表
卓
越
的
言
論
，
提
供
有

價
值
的
意
見
，
因
此
，
必
須
虛
心
接
納
，
不
應
該
﹁
以
人
廢
言
﹂
。

●
 

相
關
名
言

◎
	

智
者
千
慮
，
必
有
一
失
；
愚
者
千
慮
，
必
有
一
得
。
（
漢	

司
馬
遷
）

◎
	

狗
不
以
善
吠
為
良
，
人
不
以
善
言
為
賢
。
（
莊
子	

徐
无無
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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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士
與
君
子

（
十
五
）

子
曰
：
﹁
君
子
易
事
1

而
難
說悅
2

也
：
說
之
不
以
道
3

， 

不
說
也
；
及
其
使
人
4

也
，
器
之
5

。
小
人
難
事
而
易
說

也
：
說
之
雖
不
以
道
，
說
也
；
及
其
使
人
也
，
求
備
6

焉
。
﹂—

 

子
路
第
十
三
．
25

章  

旨

孔
子
論
君
子
、
小
人
存
心
待
人
之
不
同
。
前
者
存
心
公
正
，
待
人
寬
厚
；
後

者
存
心
偏
私
，
待
人
刻
薄
。

1 

易
事

　
容
易
侍
奉
。

2 

難
說

　
難
以
取
悅
。
說
，
通
﹁
悅
﹂
，
音   

悅
。

3 

說
之
不
以
道

　
即
﹁
不
以
道
說
之
﹂
，
不
用
正
當
的
方

法
取
悅
他
。
道
，
正
當
的
方
法
。

4 

使
人

　
用
人
。

5 

器
之

　
指
依
照
各
人
的
才
識
能
力
而
任
用
他
。
好
像
使

用
器
皿
一
樣
，
會
依
據
功
能
不
同
而
各
有
所
用
。
器
，

動
詞
。

6 

求
備

　
苛
刻
求
全
。

解  

讀
本
章
的
﹁
君
子
﹂
和
﹁
小
人
﹂
，
固
然
就
道
德
修
養
而
言
，
同
時
也
就
他
們
居
身
上
位
的
時
候
來
說
，
猶
如
今
日
的
老
闆
或
長
官
。

君
子
居
心
公
正
，
而
且
能
寬
恕
別
人
的
小
過
失
，
所
以
很
容
易
侍
奉
他
，
為
他
辦
事
；
但
是
君
子
不
喜
歡
人
家
逢
迎
諂
媚
，
因

此
難
以
取
悅
他
。
小
人
存
心
偏
私
，
而
且
待
人
苛
刻
，
所
以
下
屬
很
難
侍
奉
他
；
但
是
只
要
迎
合
他
的
私
心
，
說
些
好
聽
的
話
，
就

能
獲
取
他
的
歡
悅
。
所
謂
﹁
器
之
﹂
，
是
說
君
子
用
人
如
用
器
皿
，
大
者
大
用
，
小
者
小
用
，
完
全
依
各
人
的
才
器
，
絕
對
沒
有
私

心
。
所
謂
﹁
求
備
﹂
，
是
說
小
人
用
人
往
往
﹁
求
全
責
備
﹂
，
一
個
人
具
有
某
項
專
長
，
已
堪
任
用
，
但
小
人
卻
要
求
具
備
多
方
面

的
專
長
，
甚
至
可
能
還
處
處
故
意
刁
難
別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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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士
與
君
子

●
 

相
關
名
言

◎
	

論
大
功
者
不
錄
小
過
，
舉
大
善
者
不
疵
細
瑕
。
（
漢	

班
固
）

◎
	

君
子
不
責
人
所
不
及
，
不
強
人
所
不
能
，
不
苦
人
所
不
好
。
（
隋	

王
通
）

（
十
六
）

子
曰
：
﹁
君
子
成
人
之
美
1

，
不
成
人
之
惡
2

；
小
人

反
是
3

。
﹂—

 

顏
淵
第
十
二
．
16

章  

旨

孔
子
言
君
子
、
小
人
之
待
人
，
其
存
心
有
厚
薄
之
不
同
，
所
好
也
有
善
惡
的

差
別
。

1 

成
人
之
美

　
成
全
他
人
的
美
事
、
好
事
。
成
，
成
全
。

美
，
善
。

2 

成
人
之
惡
　
見
人
為
非
作
歹
，
不
加
勸
阻
，
反
而
促
成

其
惡
。

3 

反
是
　
與
此
相
反
。
是
，
此
，
指
﹁
成
人
之
美
，
不
成

人
之
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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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士
與
君
子

解  

讀
君
子
宅
心
仁
厚
，
樂
於
助
人
，
只
要
是
好
事
，
總
願
意
鼓
勵
、
幫
助
別
人
，
促
使
該
件
好
事
能
夠
順
利
成
功
。
如
果
是
一
件
壞

事
，
就
會
設
法
勸
誡
別
人
，
避
免
邪
惡
的
後
果
發
生
。
小
人
則
往
往
嫉
妒
賢
能
，
幸
災
樂
禍
，
甚
至
破
壞
人
家
的
好
事
，
阻
礙
人
家

的
成
功
。
與
君
子
為
伍
，
常
能
得
其
助
益
；
與
小
人
為
伍
，
難
免
深
受
其
害
。

●
 

事
例宋

真
宗
時
期
的
宰
相
王
旦
，
是
一
位
胸
襟
寬
廣
的
名
臣
。
當
時
另
一
位
大
臣
寇
準
不
滿
自
己
屈
居
其
下
，
對
王
旦
多
所
批
評
，
然
而
王
旦
卻
屢
次
向
真

宗
推
許
寇
準
。
真
宗
問
他
說
：
「
你
常
常
誇
獎
寇
準
，
而
他
總
說
你
壞
話
，
你
不
生
氣
嗎
？
」
王
旦
笑
說
：
「
臣
任
相
已
久
，
政
務
過
失
必
多
。
寇
準
能
直

言
無
隱
，
指
陳
我
的
過
失
，
更
加
顯
現
出
他
對
陛
下
的
忠
心
，
這
就
是
臣
看
重
他
的
原
因
啊
！
」
後
來
寇
準
免
官
，
王
旦
仍
私
下
幫
忙
他
當
上
節
度
使
。
寇

準
得
知
此
事
，
深
感
愧
疚
，
自
覺
器
量
遠
不
及
王
旦
。
後
來
王
旦
病
重
，
推
薦
寇
準
為
相
，
寇
準
力
勸
真
宗
親
征
，
與
遼
國
簽
訂
澶
淵
之
盟
，
奠
定
了
數
十

年
的
和
平
。
若
非
王
旦
能
成
人
之
美
，
寇
準
豈
能
有
此
功
業
？

●
 

相
關
名
言

◎
	

對
別
人
表
示
關
心
和
善
意
，
比
任
何
禮
物
都
能
產
生
更
多
的
效
果
，
比
任
何
禮
物
對
別
人
都
有
更
多
的
實
際
利
益
。	

（
法	

盧
梭
）

◎
	

一
句
簡
單
的
鼓
勵
的
話
，
往
往
可
以
使
一
個
委
靡
不
振
的
人
，
突
然
得
到
了
自
信
和
向
上
進
取
的
力
量
。
（
近
人
羅
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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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士
與
君
子

（
十
七
）

1 

宰
我

　
姓
宰
，
名
予
，
字
子
我
，
魯
人
，
孔
子
弟
子
。

長
於
言
辭
，
具
懷
疑
精
神
。

2 

井
有
仁
焉

　
井
裡
有
個
人
。
仁
，
當
作
﹁
人
﹂
字
。

焉
，
句
末
語
助
詞
。

3 

其
從
之
也

　
就
隨
從
︵
入
井
︶
營
救
嗎
？
其
，
則
、
就
。

4 

何
為
其
然
也

　
為
什
麼
是
這
樣
做
呢
？
何
為
，
為
何
。

其
，
是
。
然
，
如
此
。

5 

可
逝

　
可
使
自
己
前
往
救
援
。
逝
，
前
往
。

6 

不
可
陷

　
不
可
使
自
己
貿
然
下
井
救
人
。
陷
，
從
高
處

落
入
低
處
。

7 

可
欺

　
可
用
合
理
之
事
加
以
欺
騙
。

8 

不
可
罔

　
不
可
用
不
合
理
之
事
加
以
蒙
蔽
。
罔
， 

蒙
蔽
。

　
　
宰
我 

1

問
曰
：
﹁
仁
者
，
雖
告
之
曰
：
﹃
井
有
仁
焉
2

。
﹄

其
從
之
也
3

？
﹂
子
曰
：
﹁
何
為
其
然
也
4

？
君
子
可
逝
5

也
，

不
可
陷
6

也
；
可
欺
7

也
，
不
可
罔
8

也
。
﹂—

 

雍
也
第
六
．
24

章  

旨

孔
子
指
示
宰
我
，
言
君
子
行
仁
，
但
不
昧
於
事
理
。

解  

讀
仁
人
君
子
心
存
善
念
，
時
時
刻
刻
都
想
救
助
別
人
，
如
果
有
人
故
意
欺
騙
他
說
：
﹁
井
有
仁
︵
人
︶
焉
﹂
，
在
未
明
白
事
實
真

相
之
前
，
救
人
為
先
，
他
可
能
急
忙
趕
到
井
邊
救
人
，
但
絕
不
會
貿
然
跳
入
井
中
。
因
為
﹁
仁
者
必
有
知
﹂
，
仁
人
君
子
有
清
醒
的

頭
腦
，
可
以
對
任
何
事
物
加
以
思
考
分
析
，
因
此
他
可
能
一
時
會
被
合
乎
情
理
的
謊
言
所
欺
騙
，
卻
不
會
昧
於
事
理
，
做
出
愚
蠢
的

事
。

●
 

相
關
名
言

◎
	

君
子
可
欺
以
其
方
，
難
罔
以
非
其
道
。
（
戰
國	

孟
子
。
譯
：
君
子
可
以
用
合
乎
人
情
的
方
法
欺
騙
他
，
不
能
用
違
反
道
理
的
詭
詐
蒙
騙
他
。
）

◎
	

識
者
不
可
瞞瞞
（
欺
騙
）
，
瞞
者
瞞
不
識
。
（
臺
灣
諺
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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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士
與
君
子

（
十
八
）

司
馬
牛 

1

憂
曰
：
﹁
人
皆
有
兄
弟
，
我
獨
亡無
2

！
﹂
子

夏
曰
：
﹁
商
聞
之
矣
：
﹃
死
生
有
命
，
富
貴
在
天
。
君
子
敬

而
無
失
3

，
與
人
恭
而
有
禮
；
四
海
之
內
4

，
皆
兄
弟
也
。
﹄

君
子
何
患
5

乎
無
兄
弟
也
？
﹂—

 

顏
淵
第
十
二
．
5

章  

旨

子
夏
勸
慰
司
馬
牛
，
君
子
持
己
以
敬
，
待
人
以
恭
，
則
天
下
之
人
，
皆
愛
敬

之
如
兄
弟
。

1 

司
馬
牛

　
姓
司
馬
，
名
耕
，
字
子
牛
，
宋
人
，
孔
子
弟

子
。
性
格
稍
急
，
但
篤
於
兄
弟
之
情
。

2 

我
獨
亡

　
只
有
我
沒
有
︵
兄
弟
︶
。
亡
，
通
﹁
無
﹂
，

音  

無
。
司
馬
牛
之
兄
桓
魋魋
在
宋
為
惡
作
亂
，
司
馬
牛

憂
其
為
亂
將
死
，
才
會
這
樣
說
。

3 

敬
而
無
失

　
莊
敬
謹
慎
，
行
為
沒
有
差
錯
。
失
，
失

誤
、
差
錯
。

4 

四
海
之
內

　
指
天
下
的
人
。

5 

患
　
憂
慮
、
擔
心
。

解  

讀
根
據
左
傳
記
載
，
司
馬
牛
並
非
沒
有
兄
弟
，
而
是
其
兄
弟
因
興
兵
作
亂
而
逃
亡
國
外
。
司
馬
牛
擔
憂
兄
弟
可
能
陷
於
死
境
，
可

見
他
是
一
位
篤
於
兄
弟
之
情
的
人
。
子
夏
面
對
他
的
問
題
，
在
無
可
奈
何
之
中
，
也
只
能
以
﹁
四
海
之
內
皆
兄
弟
也
﹂
，
勸
慰
他
以

更
廣
闊
的
胸
襟
來
接
納
天
下
之
人
，
可
謂
善
盡
益
友
之
責
。
而
﹁
四
海
之
內
皆
兄
弟
也
﹂
一
語
，
乃
因
此
成
為
流
傳
千
古
的
名
言
，

可
以
為
我
們
所
奉
行
不
渝
。

●
 

相
關
名
言

◎
	

善
氣
迎
人
，
親
如
弟
兄
；
惡
氣
迎
人
，
害
於
干
戈
。
（
先
秦	

管
子
）

◎
	

命
裡
有
時
終
須
有
，
命
裡
無
時
莫
強
求
。
（
金
瓶
梅
第
十
四
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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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士
與
君
子

（
十
九
）

子
貢
曰
：
﹁
君
子
亦
有
惡霧
1

乎
？
﹂
子
曰
：
﹁
有
惡
。

惡
稱
人
之
惡惡
2

者
，
惡
居
下
流
3

而
訕訕
4

上
者
，
惡
勇
而
無

禮
者
，
惡
果
敢
而
窒
5

者
。
﹂
曰
：
﹁
賜
也
亦
有
惡
乎
？
﹂

﹁
惡
徼交
以
為
知
6

者
，
惡
不
孫遜
7

以
為
勇
者
，
惡
訐節
8

以
為

直
者
。
﹂—

 

陽
貨
第
十
七
．
24

1 

惡
　
音  

霧
，
厭
惡
。

2 

稱
人
之
惡

　
述
說
他
人
的
過
錯
。
惡
，
音   

惡
，
過 

。

3 

居
下
流

　
指
居
於
下
位
。

4 

訕
　
音   

訕
，
毀
謗
。

5 

窒
　
指
不
通
事
理
。

6 

徼
以
為
知

　
窺
探
他
人
的
缺
失
而
自
認
為
聰
明
。
徼
，
音    

     交
，
伺
察
，
指
窺
探
他
人
的
缺
失
。
知
，
通
﹁
智
﹂
。

7 

孫
　
通
﹁
遜
﹂
，
音    

遜
，
謙
讓
、
恭
順
。

8 

訐
　
音    

訐
，
揭
發
他
人
的
隱
私
。

章  

旨

孔
子
為
子
貢
言
君
子
厭
惡
之
四
種
真
小
人
；
子
貢
亦
言
其
所
惡
之
三
種
偽
君
子
。

上
九
章
皆
在
指
明
君
子
對
人
對
事
之
態
度
。

解  

讀
此
章
分
別
記
君
子
之
所
惡
及
子
貢
之
所
惡
者
。
君
子
所
惡
者
雖
有
四
類
，
但
都
是
真
小
人
；
子
貢
所
惡
者
雖
有
三
類
，
但
都
是

偽
君
子
；
真
小
人
和
偽
君
子
都
是
德
之
賊
，
故
為
君
子
和
子
貢
所
惡
。
研
讀
此
章
，
不
僅
可
供
學
者
作
為
自
我
反
省
的
借
鏡
，
而
且

可
以
作
為
觀
察
人
物
的
依
據
，
使
自
己
免
於
為
他
人
所
惡
，
也
可
培
養
自
己
的
知
人
之
明
。

●
 

相
關
名
言

◎
	

言
語
之
惡
，
莫
大
於
造
誣
；
行
事
之
惡
，
莫
大
於
苛
刻
；
心
術
之
惡
，
莫
大
於
深
險
。
（
明	
呂
坤
）
◎
	

心
歹
無
人
知
，
嘴
歹
上
厲
害
。
（
臺
灣
諺
語
。
注
：
謂
流
言
傷
人
，
十
分
可
怕
。
歹
，
壞
。
上
，
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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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士
與
君
子

（
二
十
）

子
曰
：
﹁
君
子
恥
其
言
而
過
其
行
1

。
﹂—

 

憲
問
第
十 

四
．
29

章  

旨

孔
子
以
言
過
其
行
，
為
君
子
所
恥
。

1 

恥
其
言
而
過
其
行

　
對
其
言
語
超
過
其
行
為
感
到
可

恥
。
而
，
助
詞
。

解  

讀
在
里
仁
篇
孔
子
曾
提
到
：
﹁
古
者
言
之
不
出
，
恥
躬
之
不
逮
也
。
﹂
此
處
再
次
強
調
君
子
以
﹁
言
過
其
行
﹂
為
恥
，
勉
人
要
言

行
一
致
，
表
裡
如
一
。

放
言
高
論
易
，
實
踐
力
行
難
，
所
以
誇
誇
其
談
，
﹁
言
過
其
行
﹂
就
成
為
一
般
人
的
通
病
。
或
志
大
言
誇
，
不
切
實
際
；
或
自

我
標
榜
，
博
取
信
任
；
或
大
言
聳
聽
，
譁
眾
取
寵
；
或
口
是
心
非
，
假
仁
假
義
。
諸
如
此
類
，
不
一
而
足
。
一
旦
揭
去
其
言
語
的
糖

衣
，
則
造
成
人
格
的
破
產
，
信
用
的
危
機
。

誠
於
中
，
形
於
外
。
一
個
人
能
以
﹁
言
過
其
行
﹂
為
恥
，
使
自
己
言
顧
行
，
行
顧
言
，
就
會
增
強
改
過
向
善
、
踐
履
篤
行
的
勇

氣
和
決
心
，
同
時
也
必
將
取
得
別
人
的
信
任
。

●
 

相
關
名
言

◎
	

言
而
不
行
，
是
欺
也
。
（
宋	

程
顥
）

◎
	

要
有
所
成
就
，
要
成
為
特
立
獨
行
、
始
終
如
一
的
人
，
就
必
須
言
行
一
致
。
（
法	

盧
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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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十
一
）

 

99
學

孔
子
曰
：
﹁
君
子
有
三
戒
：
少
之
時
，
血
氣
1

未
定
，

戒
之
在
色
；
及
其
壯
也
，
血
氣
方
剛
，
戒
之
在
鬥
；
及
其
老

也
，
血
氣
既
衰
，
戒
之
在
得
2

。
﹂—

 

季
氏
第
十
六
．
7

章  

旨

孔
子
言
君
子
自
少
而
壯
而
老
三
階
段
，
所
應
戒
除
檢
點
的
事
。

上
二
章
言
君
子
能
謹
言
慎
行
，
隨
時
戒
惕
。

1 

血
氣

　
血
液
及
氣
息
，
在
此
喻
指
精
神
氣
力
。

2 

得
　
貪
得
。

解  

讀
人
生
的
每
個
階
段
都
有
其
可
取
可
愛
的
一
面
，
但
也
因
各
個
階
段
生
理
、
心
理
發
展
的
差
異
，
難
免
容
易
犯
下
一
些
缺
失
。
孔

子
在
此
章
中
，
分
別
指
出
了
君
子
從
少
到
老
，
所
應
戒
除
檢
點
的
事
，
來
提
醒
我
們
注
意
防
範
。

其
實
不
論
是
好
色
、
爭
鬥
或
貪
得
，
都
是
人
的
一
種
情
欲
，
而
且
也
不
限
於
某
個
年
齡
層
的
人
才
會
觸
犯
。
孔
子
只
是
就
某
個
階

段
最
容
易
犯
的
缺
失
提
出
告
誡
而
已
。
其
真
正
的
用
意
乃
是
要
我
們
不
管
是
什
麼
年
齡
，
都
要
隨
時
警
惕
，
用
理
智
來
規
範
情
欲
，
不

使
其
造
成
偏
差
。
了
解
了
這
點
，
我
們
才
能
不
被
血
氣
所
役
，
而
能
在
精
神
的
層
面
上
不
斷
的
自
我
提
升
，
培
養
出
高
尚
的
情
操
。

●
 

相
關
名
言

◎
	

凡
人
之
性
，
少
則
倡
狂
，
壯
則
彊
暴
，
老
則
好
利
。
（
淮
南
子	

詮
言
訓
）

◎
	

人
到
了
四
十
歲
，
就
必
須
自
己
對
自
己
的
形
象
負
責
了
。
（
美	

林
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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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十
二
）

 

103
指

子
曰
：
﹁
歲
寒
1

，
然
後
知
松
柏
之
後
彫
2

也
。
﹂—

 

子
罕
第
九
．
27

章  

旨

孔
子
以
松
柏
後
凋
，
喻
君
子
之
處
危
亂
而
不
改
其
節
操
。

1 

歲
寒

　
指
歲
暮
天
寒
的
時
候
。

2 

彫
　
通
﹁
凋
﹂
，
凋
謝
。

解  

讀
此
章
是
以
隆
冬
之
際
，
各
種
草
木
皆
已
凋
零
枯
萎
，
唯
獨
松
柏
仍
然
茂
盛
常
青
，
來
比
喻
君
子
雖
處
於
危
亂
之
世
，
仍
能
保
持

﹁
眾
人
皆
醉
我
獨
醒
，
眾
人
皆
濁
我
獨
清
﹂
的
態
度
，
不
改
其
堅
貞
的
操
守
。
讀
了
此
章
之
後
，
我
們
應
有
所
體
悟
，
努
力
培
養
道

德
勇
氣
，
在
必
要
之
時
，
表
現
出
異
於
各
種
草
木
的
松
柏
之
姿
。

●
 

相
關
名
言

◎
	

松
柏
後
凋
於
歲
寒
，
雞
鳴
不
已
於
風
雨
。
（
清	

顧
炎
武
）

◎
	

金
剛
石
是
絕
不
至
於
腐
爛
的
。
（
法	

雨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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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
子

（
二
十
三
）

 

100
指

1 

衛
靈
公

　
春
秋
時
衛
君
，
名
元
。

2 

陳
　
通
﹁
陣
﹂
，
謂
軍
隊
的
行
列
，
此
指
布
陣
作
戰
之

法
。

3 

俎
豆
之
事

　
指
祭
祀
禮
儀
之
事
。
俎
、
豆
，
皆
盛
祭
品

的
禮
器
。
俎
，
音    

俎
。

4 

軍
旅
之
事

　
指
用
兵
作
戰
之
事
。
旅
，
古
時
軍
制
，

五
百
人
為
一
旅
。

5 

陳
　
國
名
，
周
武
王
得
天
下
，
求
舜
的
後
裔
媯媯
滿
，
封

於
陳
。

6 

絕
糧

　
斷
絕
了
糧
食
。

7 

從
者
病

　
隨
侍
孔
子
的
弟
子
都
餓
得
病
倒
了
。
從
，
音 

   

縱
。
病
，
指
因
飢
餓
而
病
倒
。

8 

興
　
起
身
。

9 

慍
　
惱
怒
、
生
氣
。

0 

固
窮
　
雖
處
困
窮
之
境
，
仍
能
固
守
節
操
。

q 

濫
　
胡
作
非
為
。

衛
靈
公 

1

問
陳
2

於
孔
子
。
孔
子
對
曰
：
﹁
俎俎
豆
之 

事
3

，
則
嘗
聞
之
矣
；
軍
旅
之
事
4

，
未
之
學
也
。
﹂
明
日

遂
行
。
在
陳 
5

絕
糧
6

。
從縱
者
病
7

，
莫
能
興
8

。
子
路
慍
9

見
曰
：
﹁
君
子
亦
有
窮
乎
？
﹂
子
曰
：
﹁
君
子
固
窮
0

，
小

人
窮
斯
濫
q

矣
。
﹂—

 
衛
靈
公
第
十
五
．
1

章  

旨

記
孔
子
去
衛
困
陳
之
事
，
見
出
孔
子
重
禮
及
君
子
處
困
不
濫
。

上
二
章
言
君
子
能
固
守
節
操
。

解  

讀
此
章
重
點
有
二
：
一
為
孔
子
認
為
治
國
當
以
禮
樂
教
化
為
先
務
，
以

導
民
為
善
，
不
應
汲
汲
於
用
兵
作
戰
之
事
，
而
窮
兵
黷
武
；
二
為
君
子
遭

遇
困
厄
的
處
境
時
，
當
能
固
守
節
操
，
不
受
外
在
境
遇
的
影
響
而
放
肆
為

非
。
其
中
所
述
，
有
治
國
之
道
，
有
修
身
之
方
，
意
涵
十
分
豐
富
，
很
值

得
我
們
善
加
體
會
，
作
為
修
己
治
人
的
準
則
。

	

春
秋
鏤
孔
銅
俎

	

彩
繪
陶
豆

（
二
圖
出
自
古
器
物
圖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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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
子

●
 

事
例原

憲
是
孔
子
學
生
，
曾
請
教
孔
子
什
麼
是
「
恥
」
。
孔
子
說
：
「
邦
國
有
道
，
盡
力
職
守
，
拿
俸
祿
是
合
理

的
；
邦
國
無
道
，
卻
無
所
作
為
，
此
時
還
拿
俸
祿
，
就
是
無
恥
。
」
孔
子
死
後
，
原
憲
隱
居
陋
巷
，
蓬
戶
甕
牖
，
四

周
雜
草
叢
生
。
他
不
以
貧
為
憂
，
經
常
端
坐
屋
中
，
彈
琴
歌
詠
。
同
學
子
貢
在
衛
國
擔
任
高
官
，
有
一
次
乘
著
駿
馬

大
車
，
穿
著
華
服
來
拜
訪
他
。
由
於
巷
子
太
窄
，
大
車
無
法
通
行
，
只
好
下
車
步
行
，
見
到
原
憲
衣
著
破
舊
，
拄
著

木
杖
迎
接
，
有
失
體
面
，
就
驚
訝
的
問
：
「
您
是
不
是
病
了
？
」
原
憲
回
答
：
「
我
聽
說
沒
有
財
富
稱
為
貧
，
學
到

道
理
卻
不
能
付
諸
實
踐
，
那
才
是
病
啊
！
現
在
的
我
，
是
貧
，
不
是
病
。
」
子
貢
聽
了
，
覺
得
自
己
失
言
，
面
有
愧

色
地
離
去
。
原
憲
雖
貧
賤
，
卻
能
固
守
節
操
，
並
以
正
言
提
醒
同
學
，
展
現
了
磊
落
的
品
格
！

●
 

相
關
名
言

◎
	

不
以
窮
變
節
，
不
以
賤
易
志
。
（
漢	
桓
寬
）

◎
	

苦
難
可
以
試
驗
一
個
人
的
品
格
，
非
常
的
遭
遇
可
以
顯
出
非
常
的
氣
節
。
（
英	

莎
士
比
亞
）

（
聖
蹟
圖
）

	

在
陳
絕
糧

問
題
與
討
論

一
、 

曾
子
說
：
﹁
士
不
可
以
不
弘
毅
﹂
，
何
謂
﹁
弘
毅
﹂
？
歷
史
上
有
哪
些
人
可
以
做
為
典
型
？
請
列
舉
二
、
三
例
說
明
之
。

二
、
孔
子
曾
說
：
﹁
不
病
人
之
不
己
知
﹂
，
何
以
又
說
：
﹁
君
子
疾
沒
世
而
名
不
稱
焉
﹂
？

三
、
古
人
說
：
﹁
死
生
有
命
，
富
貴
在
天
﹂
，
對
這
種
說
法
，
你
有
何
意
見
？

四
、
語
文
中
常
有
﹁
借
彼
喻
此
﹂
以
表
達
旨
意
的
譬
喻
方
式
，
請
在
本
單
元
中
舉
出
兩
例
，
並
說
明
其
涵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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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人

今
事

﹁
君
子
﹂
一
詞
，
指
的
是
能
堅
持
道
德
操
守
的
人
？
還
是
掌
握
權
位
的
人
？
一
直
是
解
讀
﹁
論
語
﹂
時
的
一
個
課
題
。
不
過
我

們
也
可
以
將
兩
者
做
這
樣
的
整
合
：
一
個
接
受
人
民
委
託
，
掌
握
國
家
資
源
的
政
府
官
員
，
必
須
在
﹁
道
德
操
守
﹂
上
有
更
高
的
自

我
期
許
，
否
則
將
難
以
承
擔
重
任
，
辜
負
人
民
的
委
託
。

故
宮
博
物
院
是
臺
灣
排
名
第
一
的
觀
光
景
點
，
不
論
是
國
家
貴
賓
或
一
般
遊
客
，
都
必
會
到
此
一
遊
，
學
生
也
不
時
前
來
進
行

文
化
、
藝
術
層
面
的
學
習
。
因
為
它
承
襲
自
宋
、
元
、
明
、
清
四
朝
的
宮
廷
文
物
，
質
量
兼
備
，
可
說
是
曠
世
瑰
寶
。
而
這
些
稀
世

之
珍
品
、
華
夏
文
化
之
遺
產
，
今
日
能
平
安
存
放
於
故
宮
博
物
院
中
，
讓
全
世
界
的
民
眾
自
由
進
出
觀
賞
，
背
後
有
多
少
人
以
自
己

的
一
生
默
默
進
行
守
護
的
故
事
？
曾
任
故
宮
博
物
院
副
院
長
的
莊
嚴
，
就
是
故
宮
國
寶
最
重
要
的
守
護
者
。

民
國
二
十
年
，
九
一
八
事
變
發
生
，
日
本
侵
占
東
北
，
華
北
告
急
。
故
宮
將
院
藏
文
物
中
最
精
華
的
部
分
裝
箱
儲
置
，
準
備
南

遷
避
難
。
民
國
二
十
五
年
十
二
月
，
南
京
分
院
建
成
，
裝
箱
文
物
遂
移
運
南
京
存
放
。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
七
七
事
變
爆
發
，
南
京
分

院
先
後
將
文
物
疏
散
到
四
川
。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八
月
，
日
本
投
降
，
所
有
文
物
又
悉
數
運
回
南
京
。
民
國
三
十
七
年
秋
，
國 

共
戰
爭

形
勢
逆
轉
，
故
宮
文
物
再
度
分
批
運
抵
臺
灣
，
總
計
二
千
九
百
七
十
二
箱
。

這
十
多
年
間
，
莊
嚴
為
了
保
護
國
寶
免
於
戰
火
，
他
將
生
命
和
這
些
古
物
緊
緊
相
連
，
從
北
京
到
西
南
，
由
南
京
到
臺
灣
，

迢
迢
萬
里
，
搭
遍
火
車
、
汽
車
、
輪
船
等
交
通
工
具
，
運
送
薄
如
紙
片
的
宋
磁
、
沉
重
易
碎
的
青
銅
器
、
古
玉
、
珍
玩
、
字
畫
等
等

高
難
度
的
珍
品
。
這
些
國
寶
件
件
價
值
連
城
，
任
何
一
個
閃
失
都
是
中
華
文
物
無
可
彌
補
的
劫
難
。
因
此
即
使
在
戰
鼓
頻
催
的
倉
促

中
，
莊
嚴
仍
堅
持
最
嚴
密
紮
實
的
包
裝
捆
裹
，
讓
古
物
歷
經
十
五
年
的
輾
轉
顛
沛
，
仍
能
毫
髮
無
傷
的
安
抵
臺
灣
，
一
件
件
展
示
在

臺
北
故
宮
燈
火
燦
爛
的
玻
璃
櫃
內
，
無
聲
的
講
述
三
千
年
文
化
的
輝
煌
。

但
是
，
為
了
堅
守
﹁
盡
量
搶
救
古
物
，
減
少
私
人
用
品
﹂
的
原
則
，
莊
嚴
自
己
千
餘
件
的
參
考
書
刊
、
研
究
文
稿
，
卻
都
忍
痛

棄
置
於
南
京
，
成
為
他
個
人
研
究
生
涯
無
可
彌
補
的
遺
憾
。

﹁
君
子
喻
於
義
，
小
人
喻
於
利
﹂
，
在
世
局
危
疑
動
盪
之
際
，
莊
嚴
公
、
私
分
際
的
取
捨
，
決
定
了
國
寶
的
存
亡
，
也
詮
釋
了

孔
子
對
君
子
的
期
待
與
要
求
。

【
典
型
在
夙
昔—

莊
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