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論
教
育
︵
選
十
章
︶

引
　
言

孔
子
因
為
在
教
育
上
有
傑
出
的
成
就
，
被
大
家
尊
稱
為
﹁
至
聖
先
師
﹂
、
﹁
萬
世
師
表
﹂
。
其
教
育
理
念
和
方
法
，

大
略
如
下
：

一
、
有
教
無
類
：
孔
子
教
導
學
生
，
不
分
貴
賤
貧
富
，
﹁
自
行
束
脩
以
上
﹂
者
，
無
不
施
教
。
這
種
﹁
有
教
無
類
﹂

的
作
法
，
打
破
了
過
去
學
在
官
府
，
教
育
只
是
貴
族
專
利
的
成
規
，
開
啟
了
私
人
講
學
的
風
氣
，
使
得
平
民
都
有
受
教
育

的
機
會
。

二
、
因
材
施
教
：
孔
子
施
教
能
針
對
受
教
者
的
資
質
、
個
性
、
志
趣
的
差
異
而
施
予
適
當
的
指
導
。
他
曾
說
：
﹁
中

人
以
上
，
可
以
語
上
也
；
中
人
以
下
，
不
可
以
語
上
也
。
﹂
又
告
訴
子
路
有
父
兄
在
，
不
可
自
專
；
告
訴
冉
有
要
劍
及
履
及

的
力
行
。
對
弟
子
之
不
能
舉
一
反
三
則
不
再
說
明
，
卻
對
無
知
的
人
詳
盡
的
教
導
。
這
都
是
為
了
要
因
材
施
教
的
緣
故
。

三
、
啟
發
與
類
推
：
孔
子
不
採
強
迫
、
填
鴨
式
的
教
學
，
他
誘
導
學
生
要
主
動
思
考
，
當
弟
子
思
考
不
得
要
領
、
想

說
而
又
說
不
出
來
時
，
他
才
去
開
導
、
啟
發
。
又
要
求
學
生
觸
類
旁
通
，
不
可
死
讀
死
記
。

四
、
不
言
與
不
屑
之
教
：
孔
子
教
導
學
生
要
躬
行
體
認
，
不
可
專
在
言
語
上
尋
求
，
所
以
他
說
：
﹁
予
欲
無
言
﹂
。

既
然
不
言
是
教
，
那
麼
拒
絕
也
是
教
，
所
以
孔
子
故
意
不
見
孺
悲
，
以
行
不
屑
之
教
，
冀
其
自
我
省
悟
。

我
們
所
處
的
時
代
與
環
境
雖
然
與
孔
子
大
不
相
同
，
但
他
所
提
示
的
這
些
原
則
，
仍
具
有
很
大
的
參
考
價
值
，
可
以

作
為
我
們
的
借
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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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教
育

（
一
）

子
曰
：
﹁
自
行
束
脩
以
上
1

，
吾
未
嘗
無
誨
焉
2

！
﹂ 

—
 

述
而
第
七
．
7

章  

旨

孔
子
自
述
對
來
學
者
無
不
加
以
教
誨
。

1 

自
行
束
脩
以
上

　
即
使
是
帶
著
薄
禮
而
來
學
習
的
。

自
，
苟
、
即
使
。
行
，
致
送
、
帶
來
。
束
脩
，
十
條
乾

肉
紮
成
一
束
，
稱
為
束
脩
。
脩
，
乾
肉
。
古
代
弟
子
拜

見
老
師
，
把
束
脩
當
作
見
面
禮
，
為
一
份
薄
禮
。

2 

吾
未
嘗
無
誨
焉

　
我
從
沒
有
不
加
以
教
導
的
。

解  

讀
本
章
歷
來
有
很
多
不
同
的
詮
釋
，
問
題
都
出
在
﹁
自
行
束
脩
以
上
﹂
這
句
話
。
其
實
﹁
束
脩
﹂
在
古
代
只
是
一
種
薄
禮
，
象
徵

著
執
禮
者
的
誠
敬
，
大
可
不
必
與
﹁
利
﹂
的
成
分
混
為
一
談
，
認
為
孔
子
收
受
學
費
，
有
違
其
﹁
有
教
無
類
﹂
的
理
想
。

由
於
仁
心
善
性
乃
人
人
所
固
有
，
非
由
外
鑠鑠
︵
外
來
的
陶
鑄
。
鑠
，
以
火
銷
鎔
金
屬
︶
而
來
，
所
以
天
下
沒
有
不
可
教
導
之

人
，
可
是
也
必
須
求
道
者
具
真
誠
意
願
，
施
教
者
才
有
其
著
力
之
處
，
否
則
言
者
諄諄
諄
︵
誠
懇
、
苦
口
婆
心
的
樣
子
︶
，
聽
者
藐藐
藐

︵
輕
忽
的
樣
子
︶
，
徒
然
而
無
功
。

本
章
可
見
孔
子
具
有
誨
人
不
倦
的
精
神
，
但
他
更
重
視
的
是
學
生
自
動
自
發
的
向
道
之
誠
。

●
 

相
關
名
言

◎
	

凡
學
之
道
，
嚴
（
尊
敬
）
師
為
難
。
師
嚴
然
後
道
尊
，
道
尊
然
後
民
知
敬
學
。
（
禮
記	
學
記
）
◎
	

有
修
之
心
則
來
學
，
而
因
以
教
之
。
若
未
能
有
自
修
之
志
而
強
往
教
之
，
則
強
教
無
益
。
（
清	

王
夫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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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教
育

（
二
）

互
鄉
難
與
言
1

。
童
子
見
，
門
人
惑
。
子
曰
：
﹁
與與
其

進
2

也
，
不
與
其
退
也
。
唯
，
何
甚
3

！
人
潔
己
4

以
進
，

與
其
潔
也
，
不
保
其
往
5

也
。
﹂—

 

述
而
第
七
．
28

章  

旨

記
孔
子
認
為
只
要
存
上
進
之
心
，
就
值
得
嘉
許
。

1 

互
鄉
難
與
言

　
互
鄉
這
地
方
的
人
，
很
難
和
他
們
談
論

道
理
。
互
鄉
，
鄉
名
，
其
鄉
風
氣
不
良
，
難
以
與
其
鄉

人
談
論
善
道
。

2 

與
其
進

　
讚
許
其
有
上
進
之
心
。
與
，
音 

與
，
讚
許
。 

進
，
上
進
。

3 

唯
何
甚

　
唉
，
何
必
拒
人
太
甚
！
唯
，
嘆
詞
。
甚
，
過

分
。

4 

潔
己

　
潔
身
自
好
。

5 

不
保
其
往

　
不
必
追
究
他
過
往
的
行
為
。
保
，
守
，
引

申
為
記
住
、
追
究
。
往
，
過
去
。

解  

讀
﹁
互
鄉
﹂
是
魯
國
的
一
個
地
名
，
當
今
之
何
地
，
已
不
可
考
。
大
概
是
此
地
之
人
不
太
通
情
達
理
，
一
般
人
很
難
與
他
們
溝
通

意
見
。
今
孔
子
接
受
其
童
子
之
求
見
，
使
門
人
困
惑
不
解
。

試
問
孔
子
之
理
由
何
在
？
因
為
孔
子
肯
定
人
人
都
具
有
仁
心
善
性
，
人
人
都
可
以
求
學
上
進
。
只
要
一
個
人
目
前
潔
身
自
愛
，

一
心
向
善
，
就
應
施
予
教
誨
，
不
必
追
究
其
過
去
的
習
染
是
否
不
善
，
否
則
絕
人
太
甚
，
則
阻
斷
其
自
新
求
進
之
門
路
。

由
此
章
可
見
孔
子
與
人
為
善
的
態
度
，
以
及
不
念
舊
惡
、
成
就
後
進
、
有
教
無
類
的
精
神
。

●
 

相
關
名
言

◎
	

一
個
人
剛
剛
從
錯
誤
中
走
出
來
，
就
不
要
再
去
踩
他
的
痛
腳
。
（
瑞
士	

裴
斯
塔
洛
齊
）

◎
	

能
夠
懺
悔
的
人
，
無
論
天
上
人
間
都
可
以
不
咎
既
往
。
（
英	

莎
士
比
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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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教
育

（
三
）

子
曰
：
﹁
不
得
中
行
1

而
與
之
2

，
必
也
狂
狷狷
3

乎
！

狂
者
進
取
，
狷
者
有
所
不
為
也
。
﹂—

 

子
路
第
十
三
．
21

章  

旨

孔
子
言
不
得
中
道
而
教
之
，
乃
想
到
次
於
中
道
之
狂
者
、
狷
者
，
因
為
他
們

都
有
可
取
之
處
。

1 

中
行

　
猶
言
﹁
中
道
﹂
；
在
此
指
能
依
循
中
庸
之
道
待

人
處
事
，
不
會
過
與
不
及
的
人
。

2 

與
之

　
把
道
傳
授
給
他
。
與
，
給
予
。
之
，
指
中
行
之

人
。

3 

狂
狷

　
狂
，
有
大
志
而
好
進
取
的
人
，
但
有
時
好
高
騖

遠
，
會
超
過
中
庸
。
狷
，
音   

狷
，
有
氣
節
而
有
所
不

為
的
人
，
但
有
時
過
於
拘
謹
，
而
不
及
中
庸
。

解  

讀
本
章
之
中
，
孔
子
提
到
三
種
人
：
中
行
者
、
狂
者
與
狷
者
。
所
謂
﹁
中
行
者
﹂
，
是
指
言
行
合
於
中
庸
之
道
的
人
，
其
人
不
偏

不
倚
，
無
過
無
不
及
，
既
能
堅
守
原
則
，
又
能
通
權
達
變
。
狂
者
，
是
指
志
向
遠
大
，
有
進
取
心
，
不
苟
同
於
流
俗
的
人
，
這
種
人

往
往
放
蕩
不
拘
，
肆
意
無
隱
。
狷
者
，
是
指
操
節
耿
介
，
拘
謹
保
守
之
人
，
這
種
人
信
守
原
則
，
有
所
不
為
。

然
而
中
行
者
太
少
了
，
孔
子
感
嘆
﹁
不
得
中
行
而
與
之
﹂
，
於
是
退
而
求
其
次
。
狂
者
雖
過
於
中
庸
，
但
有
理
想
、
有
抱
負
，

積
極
進
取
；
狷
者
雖
不
及
中
庸
，
但
操
守
耿
介
，
廉
潔
自
愛
。
前
者
有
為
，
後
者
有
守
，
雖
各
有
所
偏
，
但
仍
不
失
為
可
造
之
材
，

故
孔
子
有
所
取
之
。

●
 

相
關
名
言

◎
	

人
有
不
為
也
，
而
後
可
以
有
為
。
（
戰
國	

孟
子
）

◎
	

走
得
最
遠
的
人
，
常
是
願
意
去
做
，
並
願
意
去
冒
險
的
人
。
穩
妥
之
船
，
從
未
能
自
岸
邊
走
遠
。
（
美	

卡
內
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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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教
育

（
四
）

子
曰
：
﹁
有
教
無
類
1

。
﹂—

 

衛
靈
公
第
十
五
．
38

章  

旨

孔
子
自
述
教
育
理
念
。

上
四
章
顯
現
孔
子
熱
心
教
育
之
精
神
。

1 

有
教
無
類

　
不
分
貧
富
、
貴
賤
、
智
愚
、
賢
不
肖
等
，

我
都
一
視
同
仁
，
加
以
教
誨
。
類
，
類
別
、
等
級
。

解  

讀
﹁
有
教
無
類
﹂
的
﹁
類
﹂
字
，
朱
熹
以
為
指
氣
習
的
善
惡
，
皇
侃
以
為
指
地
位
的
貴
賤
，
考
查
孔
子
弟
子
的
類
別
，
以
上
兩
種

解
釋
都
合
於
孔
子
的
主
張
。
﹁
類
﹂
進
一
步
還
可
以
包
括
智
商
的
高
低
、
個
性
的
差
異
、
家
境
的
貧
富
等
。
孔
子
認
為
教
育
的
機
會

人
人
平
等
，
就
今
日
而
言
，
這
是
對
基
本
人
權
的
認
定
，
也
是
對
教
育
引
人
向
善
、
變
化
氣
質
功
能
的
肯
定
。

孔
子
之
前
，
學
在
官
府
，
教
育
是
貴
族
的
專
利
；
孔
子
首
開
私
人
講
學
，
讓
學
術
平
民
化
。
此
一
﹁
有
教
無
類
﹂
的
創
舉
，
不

僅
激
發
了
學
術
的
發
展
，
也
開
啟
了
﹁
布
衣
卿
相
﹂
的
政
治
格
局
，
因
此
後
人
稱
孔
子
為
中
國
第
一
位
平
民
教
育
家
。

●
 

相
關
名
言

◎
	

漂
亮
的
孩
子
人
人
都
喜
歡
，
而
愛
難
看
的
孩
子
才
是
真
正
的
愛
。
（
俄	

贊
科
夫
）

◎
	

在
教
育
中
沒
有
主
次
之
分
，
猶
如
在
一
朵
鮮
花
的
眾
多
花
瓣
之
中
無
所
謂
主
要
花
瓣
一
樣
。
（
俄	

蘇
霍
姆
林
斯
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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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教
育

（
五
）

子
曰
：
﹁
中
人
1

以
上
，
可
以
語遇

上
2

也
；
中
人
以

下
，
不
可
以
語
上
也
。
﹂—

 

雍
也
第
六
．
19

章  

旨

孔
子
言
教
導
人
，
當
隨
其
資
質
之
高
下
來
告
知
他
不
同
深
度
的
道
理
。

1 

中
人

　
資
質
中
等
的
人
。
人
之
資
質
，
大
約
可
分
三

等
：
上
智
、
中
人
、
下
愚
。

2 

語
上

　
告
訴
他
較
高
深
的
道
理
。
語
，
音 

遇
，
告
訴
。

解  

讀
教
育
的
任
務
在
於
發
現
各
人
的
特
長
，
並
且
訓
練
他
們
儘
量
發
展
自
己
的
特
長
。
聖
人
之
施
教
，
就
教
育
精
神
言
，
理
應
有
教

無
類
；
但
是
就
施
教
的
方
式
和
內
容
言
，
應
該
依
人
聰
明
才
智
的
差
異
而
有
所
不
同
。
否
則
，
中
人
以
下
者
，
若
強
告
以
高
深
的
道

理
，
不
但
不
能
理
解
，
而
且
容
易
誤
解
，
任
意
躐
等
而
進
，
反
而
不
能
實
踐
。
所
以
孔
子
因
材
施
教
，
教
導
弟
子
們
應
先
在
切
問
近

思
上
下
工
夫
，
然
後
漸
進
於
高
遠
。

本
章
所
謂
﹁
可
以
﹂
、
﹁
不
可
以
﹂
，
並
非
表
示
絕
對
的
肯
定
與
否
定
，
而
是
﹁
可
能
﹂
與
﹁
不
可
能
﹂
的
意
思
，
屬
於
客
觀

的
認
定
，
不
是
主
觀
的
判
斷
。

●
 

相
關
名
言

◎
	

因
人
而
施
之
教
也
，
各
成
其
材
矣
，
而
同
歸
於
善
。
（
明	

王
守
仁
）

◎
	

教
育
以
人
的
資
質
為
依
據
，
才
具
有
真
實
的
和
偉
大
的
意
義
。
（
俄	

別
林
斯
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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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教
育

（
六
）

子
路
問
：
﹁
聞
斯
行
諸
1

？
﹂
子
曰
：
﹁
有
父
兄
在
2

，

如
之
何
其
3

聞
斯
行
之
？
﹂
冉
有
問
：
﹁
聞
斯
行
諸
？
﹂
子

曰
：
﹁
聞
斯
行
之
！
﹂
公
西
華
曰
：
﹁
由
也
問
：
﹃
聞
斯 

行
諸
？
﹄
子
曰
：
﹃
有
父
兄
在
。
﹄
求
也
問
：
﹃
聞
斯
行

諸
？
﹄
子
曰
：
﹃
聞
斯
行
之
！
﹄
赤
也
惑
，
敢
問
4

？
﹂
子

曰
：
﹁
求
也
退
5

，
故
進
之
6

；
由
也
兼
人
7

，
故
退
之
8

。
﹂ 

—
 

先
進
第
十
一
．
21

章  

旨

記
孔
子
施
教
，
依
學
生
的
個
別
差
異
而
有
不
同
。

上
二
章
顯
現
孔
子
能
因
材
施
教
。

1 

聞
斯
行
諸

　
聽
到
一
件
合
於
義
理
的
事
就
去
做
嗎
？

聞
，
聽
聞
，
指
聽
聞
義
理
之
事
。
斯
，
則
、
就
。
諸
，

﹁
之
乎
﹂
二
字
的
合
音
。

2 

有
父
兄
在

　
指
有
父
兄
在
上
，
不
能
自
作
主
張
。

3 

其
　
則
。

4 

敢
問

　
請
問
原
因
何
在
？
敢
，
謙
詞
，
表
示
冒
昧
。

5 

退
　
退
卻
不
前
。
指
冉
求
性
格
謙
遜
，
有
時
遇
事
退

縮
。

6 

進
之

　
鼓
勵
他
積
極
前
進
。

7 

兼
人

　
勝
過
他
人
。
指
子
路
好
勇
過
人
，
有
時
氣
勢
太

盛
。
兼
，
勝
過
。

8 

退
之
　
節
制
他
，
使
知
謙
退
。

解  

讀
對
一
個
具
有
觀
察
力
的
教
師
來
說
，
學
生
的
思
想
、
個
性
及
內
心
活
動
的
細
微
表
現
，
都
逃
不
過
他
的
眼
睛
。
如
果
他
對
這
些

視
若
無
睹
，
就
很
難
成
為
良
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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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門
弟
子
中
，
子
路
的
個
性
，
好
強
爭
勝
，
勇
於
力
行
，
這
固
然
是
種
長
處
，
但
有
時
不
免
輕
率
莽
撞
，
欠
缺
冷
靜
思
考
，
可

能
有
害
於
事
，
屬
於
狂
者
，
所
以
孔
子
抑
制
其
剛
勇
之
氣
，
希
望
他
有
所
節
制
。
冉
求
個
性
謙
退
，
這
原
本
也
是
一
種
優
點
，
但
他

有
時
遇
事
退
縮
，
缺
少
勇
往
邁
進
的
精
神
，
屬
於
狷
者
，
所
以
孔
子
給
予
適
當
的
鼓
舞
，
勉
勵
他
勇
於
實
踐
。

由
此
章
可
知
，
孔
子
施
教
，
注
重
個
體
的
獨
特
性
，
使
各
不
相
同
的
心
靈
能
自
由
創
造
，
保
有
活
潑
的
生
機
。

●
 

相
關
名
言

◎
	

導
人
必
因
其
性
，
治
水
必
因
其
勢
。
（
漢	

徐
幹
）

◎
	

教
思
之
無
窮
也
，
必
知
其
人
德
性
之
長
而
利
導
之
，
尤
必
知
其
人
氣
質
之
偏
而
變
化
之
。
（
清	

王
夫
之
）

（
七
）

子
曰
：
﹁
吾
有
知
乎
哉
？
無
知
1

也
。
有
鄙
夫
2

問
於

我
，
空空
空
如
3

也
，
我
叩
4

其
兩
端
5

而
竭
焉
6

。
﹂—

 

子
罕
第
九
．
7

章  

旨

孔
子
自
謙
無
知
，
但
能
竭
誠
教
人
。

1 

無
知
　
沒
有
知
識
。
此
孔
子
自
謙
之
辭
。

2 

鄙
夫
　
鄙
陋
無
知
的
人
。

3 

空
空
如
　
誠
懇
的
樣
子
。
空
，
通
﹁
悾
﹂
，
音 

    

空
，
忠
厚
誠
懇
。

4 

叩
　
問
。

5 

兩
端
　
兩
頭
，
指
問
題
的
始
終
、
本
末
。

6 

竭
焉
　
詳
盡
地
教
導
他
。
焉
，
之
，
指
鄙
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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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讀
﹁
無
知
﹂
不
只
是
缺
少
知
識
而
已
，
有
時
是
一
種
觀
念
的
偏
執
，
企
圖
以
自
己
所
知
去
涵
蓋
解
釋
一
切
。
孔
子
自
謙
﹁
無

知
﹂
，
是
對
學
問
本
質
的
無
限
性
有
所
理
解
，
因
而
產
生
謙
虛
的
心
理
，
如
此
，
進
德
修
業
才
能
日
進
不
已
。

至
於
孔
子
假
設
有
鄙
夫
來
問
，
則
竭
盡
所
能
的
解
答
其
問
題
，
不
以
灌
輸
的
方
式
教
導
，
而
是
使
用
啟
發
式
的
教
法
，
經
由
討

論
與
分
析
，
使
其
培
養
判
斷
是
非
的
能
力
，
而
後
知
所
抉
擇
。
由
此
可
見
孔
子
循
循
善
誘
的
教
育
方
法
與
誨
人
不
倦
的
精
神
。

●
 

相
關
名
言

◎
	

認
識
吾
人
之
無
知
，
乃
智
慧
之
起
源
。
（
奧
地
利	

海
耶
克
）

◎
	

只
有
當
你
不
斷
地
致
力
於
自
我
教
育
的
時
候
，
你
才
能
教
育
別
人
。
（
德	

第
斯
多
惠
）

（
八
）

子
曰
：
﹁
不
憤
不
啟
1

；
不
悱悱
不
發
2

；
舉
一
隅隅
3

，

不
以
三
隅
反
4

，
則
不
復
5

也
。
﹂—

 

述
而
第
七
．
8

章  

旨

孔
子
自
述
教
學
重
在
啟
發
，
勉
勵
學
者
自
動
求
進
，
觸
類
旁
通
。

1 

不
憤
不
啟
　
不
是
到
了
心
想
理
解
卻
無
法
通
達
時
，
就

不
去
開
導
他
。
憤
，
心
求
通
而
未
得
。
啟
，
開
導
。

2 

不
悱
不
發
　
不
是
到
了
想
說
出
來
而
不
能
清
楚
表
達

時
，
就
不
去
啟
發
他
。
悱
，
音  

悱
，
口
欲
言
而
未

能
。
發
，
啟
發
。

3 
隅
　
音  

隅
，
角
、
角
落
。
方
形
之
物
有
四
隅
。

4 
反

　
類
推
。

5 

復
　
再
告
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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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讀
西
哲
懷
德
海
在
教
育
的
節
奏
一
文
中
說
：
﹁
教
育
如
果
不
以
引
發
創
造
力
開
始
，
並
以
鼓
勵
創
造
力
告
終
的
話
，
必
定
是
錯
誤

的
教
育
。
因
為
教
育
的
全
盤
目
的
，
即
在
產
生
自
動
的
智
慧
。
﹂

事
實
上
，
唯
有
在
受
教
者
﹁
心
想
求
通
而
未
得
﹂
、
﹁
口
欲
言
而
未
能
﹂
時
，
給
予
他
啟
示
，
才
格
外
有
力
量
；
受
教
者
有
需

要
，
才
顯
現
啟
示
的
價
值
。
猶
如
在
森
林
中
迷
了
路
，
惶
急
萬
分
時
，
有
人
指
示
他
沿
著
流
泉
的
水
跡
，
找
到
一
條
出
路
一
樣
。

由
是
可
知
，
教
育
，
與
其
把
學
生
當
作
鴨
子
填
入
一
些
零
碎
知
識
，
不
如
給
他
們
幾
把
鑰
匙
，
使
他
們
可
以
自
動
的
去
開
發
文

化
的
金
庫
和
宇
宙
的
寶
藏
。

●
 

事
例蘇

格
拉
底
是
偉
大
的
思
想
導
師
，
但
他
從
不
直
接
給
學
生
答
案
。
他
說
自
己
是
思
想
的
助
產
士
，
只
是
輔
助
學
生
思
考
。
例
如
有
一
次
學
生
問
他

什
麼
是
善
行
？
他
反
問
：
「
竊
盜
、
欺
騙
，
是
善
行
還
是
惡
行
？
」
學
生
：
「
是
惡
行
。
」
蘇
格
拉
底
：
「
如
果
他
偷
走
敵
人
財
物
，
或
在
作
戰
中
欺
騙

敵
人
呢
？
」
學
生
：
「
這
是
善
行
，
但
我
指
的
是
欺
騙
朋
友
。
」
蘇
格
拉
底
：
「
假
如
軍
隊
已
經
喪
失
士
氣
，
統
帥
欺
騙
戰
士
說
援
軍
將
至
，
讓
他
們
鼓

起
勇
氣
，
是
善
還
是
惡
？
」
學
生
：
「
是
善
行
。
」
蘇
格
拉
底
：
「
假
如
朋
友
要
自
殺
，
你
偷
了
他
自
殺
的
刀
子
呢
？
」
學
生
說
：
「
是
善
行
。
」
蘇
格

拉
底
：
「
你
不
是
說
不
能
欺
騙
朋
友
嗎
？
」
學
生
最
終
說
：
「
請
讓
我
收
回
先
前
的
話
。
」
蘇
格
拉
底
就
是
用
這
種
反
問
的
方
式
，
啟
發
學
生
自
行
推

理
，
獲
致
真
正
的
知
識
。

●
 

相
關
名
言

◎
	

一
個
壞
的
教
師
奉
送
真
理
；
一
個
好
的
教
師
則
教
人
發
現
真
理
。
（
德	

第
斯
多
惠
）

◎
	

講
到
乎
你
識
，
嘴
鬚
好
打
結
。
（
臺
灣
諺
語
。
注
：
謂
講
到
讓
你
懂
，
已
經
很
久
了
。
識
，
懂
。
乎
，
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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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

子
曰
：
﹁
予
欲
無
言
。
﹂
子
貢
曰
：
﹁
子
如
不
言
，
則

小
子
何
述
1

焉
？
﹂
子
曰
：
﹁
天
何
言
哉
！
四
時
行
焉
2

，

百
物
生
焉
3

，
天
何
言
哉
？
﹂—

 

陽
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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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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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

孔
子
行
不
言
之
教
，
指
示
門
人
求
學
要
在
躬
行
處
體
認
，
不
可
專
在
言
語
上

尋
求
。

1 

小
子
何
述

　
弟
子
們
要
遵
循
什
麼
呢
？
小
子
，
弟
子
自

稱
之
詞
。
述
，
遵
循
。

2 

四
時
行
焉

　
四
季
依
序
運
行
。

3 

百
物
生
焉

　
指
萬
物
生
生
不
息
。
百
物
，
萬
物
。

解  

讀
儒
家
之
道
，
修
己
治
人
，
經
世
致
用
，
皆
從
篤
行
實
踐
中
顯
示
其
意
義
和
價
值
。
語
言
文
字
只
是
傳
授
知
識
、
接
受
知
識
的

媒
介
，
若
執
著
於
言
辯
，
而
忽
視
自
我
的
實
踐
與
體
驗
，
則
是
捨
本
逐
末
，
對
於
為
學
做
人
，
毫
無
助
益
。
孔
子
的
教
育
有
言
教
、

身
教
，
也
要
求
學
生
在
力
行
中
去
自
我
體
悟
。
但
學
生
往
往
只
注
意
其
言
語
傳
道
之
功
，
因
此
不
太
了
解
孔
子
﹁
予
欲
無
言
﹂
的
深

意
。
此
處
孔
子
以
天
為
例
，
謂
天
無
言
而
四
時
行
、
百
物
生
，
勉
勵
學
生
行
健
不
息
，
不
要
在
言
語
上
尋
求
。

近
人
錢
鍾
書 

管
錐
編
云
：
﹁
立
言
之
人
句
斟
字
酌
，
慎
擇
精
研
；
而
受
言
之
人
往
往
不
獲
盡
解
，
且
易
曲
解
而
滋
誤
解
。
﹂
以

語
文
溝
通
情
境
如
此
不
易
，
則
吾
人
進
修
德
業
，
豈
能
專
在
言
語
上
尋
求
？



186

論
教
育

●
 

事
例唐

朝
詩
人
白
居
易
曾
與
朋
友
共
遊
廬
山
，
寫
下
一
首
大
林
寺
桃
花
：
「
人
間
四
月
芳
菲
盡
，
山
寺
桃
花
始
盛
開
。
長
恨
春
歸
無
覓
處
，
不
知
轉
入

此
中
來
！
」
到
了
北
宋
，
有
個
文
人
叫
沈
括
，
他
在
小
時
候
讀
到
這
首
詩
，
心
中
疑
惑
：
「
同
是
桃
花
，
為
何
山
下
的
花
都
凋
落
了
，
山
上
的
桃
花
才
盛

開
呢
？
」
他
問
旁
人
，
也
都
不
得
其
解
，
沈
括
把
問
題
擱
於
心
中
。
有
一
次
，
他
隨
大
人
到
深
山
的
寺
廟
，
涼
風
襲
人
，
發
覺
山
下
眾
花
凋
謝
，
山
頂
上

卻
是
桃
花
紅
豔
，
這
才
領
悟
了
地
勢
高
低
影
響
溫
度
，
因
此
花
季
才
來
得
比
山
下
晚
。
沈
括
體
會
到
知
識
不
能
只
靠
老
師
傳
授
，
必
須
親
身
去
考
察
體

驗
，
憑
藉
著
這
種
求
知
精
神
和
實
證
方
法
，
他
後
來
寫
出
夢
溪
筆
談
，
書
中
記
載
許
多
自
然
科
學
知
識
，
發
前
人
所
未
見
，
被
英
國
史
家
李
約
瑟
評
為

「
中
國
科
技
史
上
的
座
標
」
。

●
 

相
關
名
言

◎
	

自
古
聖
賢
之
言
學
也
，
咸
以
躬
行
實
踐
為
先
，
識
見
言
論
次
之
。
（
明	

林
希
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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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明	

王
廷
相
）

◎
	

真
正
的
教
育
不
在
於
口
訓
，
而
在
於
實
行
。
（
法	

盧
梭
）

（
十
）

1 

孺
悲
　
魯
人
，
孔
子
弟
子
。

2	

辭
以
疾
　
推
辭
有
病
，
不
肯
接
見
。

3 

將
命
者
　
傳
話
的
人
。
將
，
傳
達
。
命
，
言
辭
。

4 

出
戶
　
走
出
房
門
。

5 

使
之
聞
之
　
使
孺
悲
聽
聞
歌
聲
，
知
道
孔
子
不
是
真
的

有
病
。
第
一
個
﹁
之
﹂
，
指
孺
悲
。
第
二
個
﹁
之
﹂
，

指
歌
聲
。

孺
悲 

1

欲
見
孔
子
，
孔
子
辭
以
疾
2

。
將
命
者
3

出 

戶
4

，
取
瑟
而
歌
，
使
之
聞
之
5

。—
 

陽
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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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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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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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

記
孔
子
對
孺
悲
施
以
不
屑
之
教
誨
，
促
使
他
能
夠
自
省
。

由
上
四
章
可
見
孔
子
教
導
人
，
或
唯
恐
不
盡
，
或
注
重
啟
發
，
或
行
不
言
之
教
、
不
屑
之
教
，
因
應
個
別
差
異
，
以
達
到
教
育
的
目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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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讀
教
育
是
人
格
的
成
長
，
人
只
有
靠
教
育
才
能
成
人
。
教
育
的
重
要
於
此
可
見
。
對
一
位
誠
摯
的
教

育
園
丁
而
言
，
他
可
以
用
不
同
的
方
法
來
教
導
學
生
，
卻
沒
有
選
擇
教
育
對
象
的
權
利
。
孔
子
說
﹁
有

教
無
類
﹂
，
孟
子
說
﹁
教
亦
多
術
︵
方
法
︶
矣
﹂
，
就
是
這
個
道
理
。

孺
悲
有
過
，
求
見
孔
子
，
孔
子
認
為
他
不
能
自
愛
上
進
，
而
拒
絕
教
誨
他
，
希
望
他
能
因
此
感
悟

而
自
我
省
思
改
過
。
聖
人
施
教
，
不
直
指
他
人
過
惡
，
使
無
日
新
之
途
。
辭
以
疾
，
弦
歌
以
示
意
，
以

委
婉
的
方
法
提
醒
孺
悲
退
而
思
過
，
其
中
即
含
有
惕
勵
之
深
意
在
。
無
論
施
教
的
方
式
為
何
，
總
是
可

見
聖
人
一
片
誨
人
不
倦
的
誠
心
。

●
 

相
關
名
言

◎
	

教
亦
多
術
矣
！
予
不
屑屑
（
不
以
其
人
為
潔
而
拒
絕
之
；
引
申
有
輕
視
、
瞧
不
起
之
意
。
屑
，
潔
）
之
教
誨
也
者
，
是
亦
教
誨
之
而
已
矣
。
（
戰
國	

孟
子
）

◎

教
學
方
法
是
教
師
和
學
生
為
完
成
教
養
任
務
，
而
進
行
理
論
和
實
踐
認
識
的
途
徑
。
（
俄	

巴
拉
諾
夫
）

	琴儆孺悲 （孔子畫傳）

問
題
與
討
論

一
、
何
謂
中
行
者
？
何
謂
狂
者
？
何
謂
狷
者
？
試
檢
視
之
，
你
是
近
於
哪
一
類
的
人
？

二
、 

孔
子
曾
說
他
﹁
誨
人
不
倦
﹂
，
卻
又
說
：
﹁
舉
一
隅
，
不
以
三
隅
反
，
則
不
復
也
。
﹂
是
否
有
矛
盾
之
處
？
請
說
出
其 

理
由
。

三
、
孔
子
對
子
貢
等
的
不
言
之
教
和
對
孺
悲
的
不
屑
之
教
，
各
具
有
什
麼
意
義
？

四
、 

由
於
孔
子
曾
言
﹁
自
行
束
脩
以
上
，
吾
未
嘗
無
誨
焉
！
﹂
因
此
有
人
戲
言
他
是
最
早
收
受
補
習
費
的
人
，
有
違
其
﹁
有
教

無
類
﹂
的
原
則
，
你
的
看
法
如
何
？

五
、
什
麼
叫
啟
發
式
教
學
？
什
麼
叫
填
鴨
式
教
學
？
請
依
你
的
受
教
經
驗
，
提
出
來
與
同
學
共
同
討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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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教
育今

人
今
事

子
曰
：
﹁
予
欲
無
言
。
﹂
又
說
：
﹁
天
何
言
哉
！
四
時
行
焉
，
百
物
生
焉
，
天
何
言
哉
？
﹂
數
千
年
來
，
許
多
老
師
默
默
的
以

身
教
教
經
義
，
青
年
學
子
則
自
溫
潤
中
汲
取
了
千
年
文
化
的
精
髓
，
以
滋
養
心
靈
。

對
臺
灣
學
歷
史
的
人
來
說
，
錢
穆
先
生
是
文
化
中
國
最
權
威
的
詮
釋
者
，
他
的
影
響
力
遍
及
海
峽
兩
岸
。
民
國
十
九
年
，
錢
先

生
在
燕
京
學
報
發
表
的
劉
向
歆
父
子
年
譜
一
文
，
就
已
震
動
當
時
的
北
平
學
術
界
。
抗
戰
時
期
，
他
撰
寫
國
史
大
綱
，
堅
持
國
人
對

國
史
必
須
具
有
溫
情
和
敬
意
，
對
史
界
影
響
深
遠
。

民
國
三
十
八
年
，
錢
穆
先
生
為
了
安
頓
流
亡
香
港
的
學
生
，
在
極
艱
難
窮
困
的
環
境
中
創
辦
新
亞
書
院
，
上
溯
宋 

明
書
院
講
學

精
神
，
旁
採
西
歐
大
學
導
師
制
度
，
以
人
文
主
義
之
教
育
宗
旨
，
溝
通
東
西
文
化
。
因
為
擔
心
學
生
繳
不
出
學
費
，
於
是
除
了
註
冊

生
外
，
還
有
試
讀
生
及
旁
聽
生
。
學
生
有
營
養
不
良
以
致
患
病
的
，
當
時
書
院
也
要
照
顧
。
錢
先
生
學
習
﹁
武
訓
行
乞
辦
學
﹂
之
精

神
，
四
處
張
羅
經
費
，
民
國
三
十
九
年
至
臺
北
募
款
，
面
見
蔣
中
正
總
統
，
總
統
允
諾
自
辦
公
費
中
節
省
，
每
月
支
持
新
亞
新
臺
幣

三
千
元
。
新
亞
的
教
授
不
乏
享
盛
名
的
學
者
，
所
領
的
薪
酬
則
極
為
微
薄
，
還
經
常
領
不
到
薪
水
。
教
授
們
努
力
寫
稿
，
拿
稿
費
補

助
書
院
。
港
英
政
府
為
了
表
示
尊
崇
，
在
民
國
四
十
四
年
贈
予
錢
先
生
香
港
大
學
名
譽
博
士
學
位
。

民
國
五
十
六
年
秋
，
蔣
中
正
總
統
認
為
臺
灣
需
要
一
位
國
際
級
的
史
學
大
師
坐
鎮
，
力
邀
錢
先
生
來
臺
任
教
。
錢
先
生
自
港

來
臺
，
經
由
朋
友
介
紹
，
購
買
了
一
塊
靠
近
東
吳
大
學
的
墳
地
，
委
請
妻
舅
胡
美
璜
設
計
建
築
。
總
統
得
知
此
事
，
透
過
蔣
經
國
表

示
，
建
築
居
所
的
規
劃
理
當
由
政
府
負
責
，
彰
顯
對
學
者
應
有
的
尊
崇
。
新
居
落
成
後
，
錢
穆
以
母
親
故
居
素
書
堂
而
命
名
﹁
素
書

樓
﹂
。
錢
先
生
在
其
間
絃
歌
不
輟
二
十
二
年
，
他
神
采
飛
揚
的
講
學
，
總
能
讓
聽
者
感
受
到
中
國
文
化
之
博
大
精
深
，
並
深
受
感
動
。

錢
先
生
自
師
範
學
校
畢
業
後
，
從
民
國
元
年
歷
任
小
學
、
中
學
、
大
學
教
師
，
直
至
民
國
七
十
五
年
自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退
休

為
止
，
堅
守
教
育
崗
位
七
十
五
年
。
民
國
七
十
五
年
六
月
九
日
是
錢
先
生
告
別
杏
壇
的
﹁
最
後
一
課
﹂
，
逯
耀
東
教
授
、
孔
令
晟
將

軍
、
宋
楚
瑜
先
生
等
都
趕
赴
外
雙
溪 

素
書
樓
上
課
。
先
生
對
前
來
上
課
的
學
生
語
重
心
長
的
說
：
﹁
你
是
中
國
人
，
不
要
忘
記
了
中

國
！
﹂
正
式
宣
布
退
休
。

民
國
七
十
九
年
，
錢
先
生
遷
出
素
書
樓
，
是
年
八
月
卒
於
臺
北
市 

杭
州
南
路
自
宅
，
享
年
九
十
六
歲
。
孔
子
說
：
﹁
默
而
識

之
，
學
而
不
厭
，
誨
人
不
倦
，
何
有
於
我
哉
？
﹂
正
是
錢
先
生
最
好
的
寫
照
。

【
誨
人
不
倦
的
儒
學
大
師—

錢
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