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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言

 

孔
子
生
平

孔
子
名
丘
，
字
仲
尼
，
春
秋 

魯
國 

陬

y
.

邑
︵
今
山
東
省 

曲
阜
市
︶
人
。
生
於
魯
襄
公
二
十
二
年
︵
西
元
前

五
五
一
年
︶
，
卒
於
魯
哀
公
十
六
年
︵
西
元
前
四
七
九
年
︶
，
享
壽
七
十
三
歲
。
孔
子
的
祖
先
是
宋
國
貴
族
，

後
因
宋
國
發
生
內
亂
逃
至
魯
國
避
禍
，
才
成
為
魯
國
人
。
父
親
叔
梁
紇

c
6k

是
魯
國 

陬
邑
大
夫
，
約
六
十
歲
時
娶

了
年
輕
的
顏
徵
在
，
生
下
孔
子
。
孔
子
三
歲
喪
父
，
靠
母
親
勤
勞
工
作
維
持
家
計
。

魯
國
是
周
公
的
封
地
，
保
留
西
周
許
多
禮
儀
制
度
，
各
國
都
來
此
觀
禮
，
因
此
孔
子
從
小
耳
濡
目
染
，

深
受
周
禮
的
薰
陶
。
幼
年
遊
戲
時
，
常
常
擺
設
俎
豆
等
祭
器
，
模
仿
大
人
的
各
種
禮
儀
動
作
。

孔
子
十
七
歲
時
，
母
親
便
去
世
了
，
由
於
家
境
貧
窮
，
為
了
謀
生
，
先
後
做
過
﹁
委
吏
﹂
︵
為
貴
族
管

理
糧
倉
︶
，
做
過
﹁
乘
田
﹂
︵
主
管
畜
牧
的
小
官
︶
。
成
年
後
，
孔
子
回
憶
過
往
，
曾
感
嘆
地
說
：
﹁
吾
少

也
賤
，
故
多
能
鄙
事
。
﹂
︵
論
語 

子
罕
︶

孔
子
十
五
歲
時
就
立
志
向
學
，
並
虛
心
地
向
他
人
學
習
。
他
學
習
的
內
容
以
詩
、
書
、
禮
、
樂
為
主
：

論
語
選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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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專
程
到
宋
國
考
察
殷
商
禮
儀
，
到
雒

x
j

4i

邑
考
察
宗
廟
制
度
，
到
杞

f
3u

國
考
察
夏
禮
。
他
不
僅
向
郯
子
請
教
官

制
，
向
老
子
問
禮
，
向
萇
弘
問
樂
，
向
師
襄
學
彈
琴
，
向
齊
太
師
學
韶
樂
，
甚
至
對
隱
士
、
狂
人
等
也
誠
心

求
教
，
擷
取
各
種
人
的
智
慧
、
知
識
來
充
實
自
己
。

孔
子
是
中
國
歷
史
上
第
一
位
私
人
興
學
的
教
育
家
，
三
十
歲
左
右
，
已
學
業
有
成
，
便
開
始
了
講
學
生

涯
。
孔
子
辦
學
，
提
出
﹁
有
教
無
類
﹂
的
主
張
，
打
破
了
只
有
貴
族
子
弟
才
能
求
學
的
規
定
，
無
論
什
麼
背

景
，
只
要
備
﹁
束
脩
︵
十
條
乾
肉
︶
﹂
之
禮
，
就
可
以
跟
隨
孔
子
學
習
，
其
中
有
貴
族
子
弟
孟
懿
子
和
南
宮

敬
叔
等
，
也
有
不
少
貧
家
子
弟
，
像
顏
回
、
冉
雍
、
子
路
、
原
憲
、
曾
參
、
公
冶
長
等
。
孔
子
的
弟
子
分
別

來
自
魯
、
衛
、
吳
、
齊
、
陳
、
楚
、
秦
、
晉
等
國
，
不
分
貧
富
、
地
域
，
聚
天
下
之
才
而
教
之
，
是
中
國
古

代
教
育
史
上
輝
煌
的
一
頁
。

孔
子
三
十
五
歲
時
，
魯
卿
季
平
子
專
政
，
屢
屢
僭
越
禮
法
，
孔
子
為
此
極
為
憤
慨
，
因
而
離
開
魯
國
，

前
往
齊
國
。
孔
子
在
齊
國
擔
任
貴
族
高
昭
子
的
家
臣
，
齊
景
公
有
意
進
用
，
但
因
晏
嬰
的
反
對
，
並
沒
有
得

到
施
展
抱
負
的
機
會
。
兩
年
後
，
孔
子
返
回
魯
國
，
繼
續
從
事
教
育
工
作
，
一
直
到
五
十
歲
。

孔
子
五
十
一
歲
時
被
任
命
為
中
都
宰
，
頗
有
建
樹
，
不
久
就
升
為
掌
管
土
木
建
築
工
程
的
司
空
，
接
著

又
升
任
大
司
寇
，
成
為
掌
管
國
家
司
法
、
治
安
和
刑
獄
的
最
高
長
官
，
還
曾
代
理
相
職
三
個
月
。
孔
子
在

魯
國
為
政
期
間
，
內
政
和
外
交
都
政
績
卓
著
，
因
而
引
起
齊
國
的
擔
憂
，
害
怕
魯
國
逐
漸
強
大
，
會
威
脅
到

自
己
霸
主
的
地
位
，
於
是
挑
選
八
十
名
能
歌
善
舞
的
美
女
，
以
及
三
十
輛
配
飾
華
麗
的
馬
車
送
給
魯
國
，

目
的
是
讓
魯
定
公
、
季
桓
子
等
人
沉
溺
聲
色
，
荒
於
政
事
。
魯
國
君
臣
接
受
這
份
厚
禮
，
果
然
終
日
留
連
，

一
連
三
日
不
上
朝
。
孔
子
為
此
極
為
失
望
，
於
是
帶
領
弟
子
離
開
魯
國
，
開
始
周
遊
列
國
。

149

中
華
文
化
基
本
教
材
．
第
一
課
　
論
語
選



從
魯
定
公
十
三
年
︵
西
元
前
四
九
七
年
︶
開
始
，
孔
子
周
遊
列
國

前
後
達
十
四
年
。
他
先
到
衛
國
，
然
後
遊
歷
匡
、
蒲
、
曹
、
宋
、
鄭
、

陳
、
蔡
等
國
，
輾
轉
於
中
原
各
地
，
並
入
晉
、
楚
之
境
。
他
奔
走
各
國
，

遊
說
諸
侯
，
希
望
推
行
以
仁
政
治
國
的
主
張
，
由
於
當
時
各
國
政
治
紛

擾
，
因
此
孔
子
並
未
得
到
任
用
，
但
他
始
終
堅
守
信
念
，
奉
行
不
懈
。

六
十
八
歲
時
，
孔
子
結
束
了
長
達
十
四
年
形
同
流
浪
的
奔
波
生

涯
，
回
到
魯
國
故
里
。
這
時
已
年
近
古
稀
，
本
該
安
度
晚
年
，
但
他
依

舊
把
全
部
精
力
投
入
於
教
育
人
才
和
整
理
文
獻
的
工
作
上
。
孔
子
刪

詩
、
書
，
定
禮
、
樂
，
贊
周
易
，
修
春
秋
，
他
對
﹁
六
經
﹂
的
整
理
，

無
疑
是
對
人
類
文
化
最
大
的
貢
獻
。

《
論
語
》
簡
介

孔
子
死
後
，
門
人
及
再
傳
弟
子
把
他
的
言
論
編
為
論
語
一
書
，
是

了
解
孔
子
思
想
及
人
格
最
可
靠
的
資
料
。
論
語
今
傳
本
共
二
十
篇
，
前
十
篇
為
上
論
，
後
十
篇
為
下
論
。
起

自
學
而
，
終
於
堯
曰
，
每
篇
取
首
章
第
一
句
中
二
或
三
字
為
名
，
成
書
時
間
約
在
春
秋
、
戰
國
之
交
。

在
思
想
上
，
儒
家
是
先
秦
諸
子
中
最
重
要
的
一
個
學
派
。
論
語
中
所
探
討
的
人
生
、
為
學
、
修
養
、
教

育
、
政
治
等
各
方
面
的
哲
理
，
都
給
予
後
人
無
限
的
啟
發
。
在
文
學
上
，
論
語
文
字
簡
潔
明
暢
，
哲
理
切
合

世
用
，
而
後
世
文
質
並
重
、
文
以
載
道
等
文
學
思
想
，
也
都
受
到
論
語
的
啟
發
，
論
語
對
中
國
歷
史
文
化
的

影
響
，
是
極
為
廣
泛
而
深
遠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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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伸
閱
讀

一
、
圖
說
孔
子 

孔
祥
林
編
著
，
好
讀
出
版
，
二
〇
〇
七
年

本
書
作
者
為
孔
子
第
七
十
五
代
孫
輩
。
全
書
收
錄
孔
子
講
學
與
周
遊
列
國
的
明 

清
珍
貴

畫
作
，
考
察
孔
子
與
弟
子
行
跡
的
歷
史
現
場
，
蒐
集
各
地
孔
廟
建
築
與
孔
子
圖
像
，
系
統
性
介

紹
孔
子
生
平
、
思
想
精
華
，
以
及
對
世
界
各
國
的
影
響
，
精
采
地
呈
現
孔
子
曲
折
的
生
平
與
高

妙
的
智
慧
。

二
、
中
文
經
典

100
句―
論
語 

季
旭
昇
策
劃
、
林
宛
蓉
等
編
著
，
商
周
出
版
，
二
〇
〇
五
年

本
書
精
選
論
語
名
句
一
百
則
，
就
該
名
句
的
相
關
語
文
知
識
，
提
供
一
篇
完
整
而
實
用
的

介
紹
。
每
一
篇
包
含
原
文
、
解
釋
、
語
譯
、
背
景
故
事
、
名
句
的
故
事
及
相
關
主
題
或
主
旨
的

古
今
中
外
名
句
等
單
元
，
文
字
活
潑
，
揉
合
現
代
風
格
，
趣
味
性
高
。

二
、
人
能
弘
道
：
傅
佩
榮
談
論
語 

傅
佩
榮
著
，
天
下
文
化
出
版
，
二
〇
〇
八
年

本
書
是
臺
大 
哲
學
系
教
授
傅
佩
榮
﹁
解
讀
經
典
﹂
的
著
作
之
一
，
全
書
分
為
二
十
篇
，
從

原
典
到
白
話
翻
譯
，
並
融
入
現
代
生
活
的
實
例
來
印
證
論
語
每
章
的
旨
意
。
孔
子
說
：
﹁
人
能

弘
道
，
非
道
弘
人
。
﹂
本
書
以
﹁
人
能
弘
道
﹂
為
名
，
正
是
為
了
凸
顯
孔
子
高
雅
的
人
文
主
義
立

場
，
強
調
實
踐
理
想
的
主
動
力
量
在
於
人
，
而
不
在
於
道
；
即
使
沒
有
學
問
或
智
慧
，
只
要
真

誠
，
就
可
以
發
現
內
心
向
善
的
要
求
，
走
上
人
生
正
路
，
進
而
使
天
下
人
都
步
上
善
的
途
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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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與成長

1

學
而
時
習
之
，
不
亦
說
乎
？
有
朋
自
遠
方
來
，
不
亦
樂
乎
？
人
不
知
而
不
慍
，
不
亦
君
子

乎
？─

學
而
1
．
1
︵

P.154
︶

2

知
之
者
不
如
好
之
者
，
好
之
者
不
如
樂
之
者
。─

雍
也
6
．
18
︵

P.155
︶

3

其
為
人
也
，
發
憤
忘
食
，
樂
以
忘
憂
，
不
知
老
之
將
至
云
爾
！─

述
而
7
．
18
︵

P.156
︶

為
學
之
樂

Why─

為
什
麼
要
學
習

4

弟
子
入
則
孝
，
出
則
弟
，
謹
而
信
，
汎
愛
眾
而
親
仁
。
行
有
餘
力
，
則
以
學
文
。 

─

學
而
1
．
6
︵

P.157
︶

5

誦
詩
三
百
，
授
之
以
政
，
不
達
；
使
於
四
方
，
不
能
專
對
。
雖
多
，
亦
奚
以
為
？ 

─

子
路
13
．
5
︵

P.158
︶

學
習
內
容
與
順
序

What─

學
習
什
麼

（
一
）
學
習
與
成
長
（
共
15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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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學
之
道

How─

如
何
學
習

虛
心
求
教

8

由
，
誨
女
知
之
乎
？
知
之
為
知
之
，
不
知
為
不
知
，
是
知
也
。 
─

為
政
2
．
17
︵

P.161
︶

9

三
人
行
，
必
有
我
師
焉
。
擇
其
善
者
而
從
之
，
其
不
善
者
而
改
之
。 
─

述
而
7
．
21
︵

P.162
︶

0

日
知
其
所
亡
，
月
無
忘
其
所
能
，
可
謂
好
學
也
已
矣
！
︵
子
夏
之
言
︶

─

子
張
19
．
5
︵

P.163
︶

q

冉
求
曰
：
﹁
非
不
說
子
之
道
，
力
不
足
也
。
﹂
子
曰
：
﹁
力
不
足
者
，

中
道
而
廢
，
今
女
畫
。
﹂─

雍
也
6
．
10
︵

P.164
︶

w

苗
而
不
秀
者
，
有
矣
夫
！
秀
而
不
實
者
，
有
矣
夫
！ 

─

子
罕
9
．
21
︵

P.165
︶

持
之
以
恆

e

子
曰
：
﹁
賜
也
，
女
以
予
為
多
學
而
識
之
者
與
？
﹂
對
曰
：
﹁
然
，
非

與
？
﹂
曰
：
﹁
非
也
！
予
一
以
貫
之
。
﹂─

衛
靈
公
15
．
2
︵

P.166
︶

r

學
而
不
思
則
罔
；
思
而
不
學
則
殆
。─

為
政
2
．
15
︵

P.167
︶

t

不
憤
不
啟
；
不
悱
不
發
。
舉
一
隅
，
不
以
三
隅
反
，
則
不
復
也
。 

─

述
而
7
．
8
︵

P.168
︶

學
習
方
法

6

古
之
學
者
為
己
，
今
之
學
者
為
人
。─

憲
問
14
．
25
︵

P.159
︶

7

吾
十
有
五
而
志
於
學
，
三
十
而
立
，
四
十
而
不
惑
，
五
十
而
知
天
命
， 

六
十
而
耳
順
，
七
十
而
從
心
所
欲
，
不
踰
矩
。─

為
政
2
．
4
︵

P.160
︶

自
我
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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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
而
時
習
之
：
學
習
之
後
，
又
時
時
加

以
溫
習
。

2
 

不
亦
說
乎
：
不
是
令
人
很
欣
喜
嗎
？

亦
，
表
加
重
語
氣
之
語
助
詞
，
無
義
。

說
，
音 m

4,

，
通
﹁
悅
﹂
，
心
中
欣
喜
。

3

朋
：
指
志
同
道
合
的
朋
友
。

4

慍
：
音 m

4p

，
怨
恨
。

一 

學
而
時
習
之

子
曰
：
﹁
學
而
時
習
之1

，
不
亦
說

m
4,

乎2

？
有
朋3

自
遠
方
來
，
不
亦
樂
乎
？
人
不
知
而
不
慍

m
4p

，

4

不
亦

君
子
乎
？
﹂ 
─

學
而
第
一
．
一

孔
子
敘
述
為
學
的
方
法
、
樂
趣
和
態
度
。

本
章
為
論
語
全
書
的
首
章
，
是
孔
子
自
述
學
習
與
修
養
的
體
會
。
宋
代
著
名
學
者
朱
熹
對
此
章
評
價

極
高
，
說
它
是
﹁
入
道
之
門
，
積
德
之
基
﹂
。

本
章
分
三
節
：
第
一
節
﹁
學
而
時
習
之
﹂
講
的
是
學
習
的
方
法
。
孔
子
提
倡
的
學
習
，
不
只
限
於

書
本
內
，
更
重
視
做
人
處
事
的
道
理
，
因
此
，
他
在
教
學
中
強
調
﹁
實
踐
﹂
的
工
夫
，
能
實
踐
所
學
的

道
理
，
內
心
自
然
充
滿
無
比
的
喜
悅
。
第
二
節
﹁
有
朋
自
遠
方
來
﹂
，
強
調
與
志
同
道
合
的
朋
友
切
磋
學

問
、
砥
礪
德
行
，
乃
人
生
一
大
樂
事
。
第
三
節
﹁
人
不
知
而
不
慍
﹂
，
則
說
明
學
習
的
心
態
。
孔
子
認

為
學
習
不
是
為
了
炫
耀
自
己
，
而
是
為
了
充
實
學
識
、
修
養
品
德
。
如
果
不
為
人
所
知
，
則
反
求
諸
己
，

盡
其
在
我
，
因
此
別
人
不
知
道
自
己
的
德
行
學
問
成
就
，
又
何
必
生
氣
呢
？
全
章
使
用
排
比
發
問
式
的
句

法
，
而
不
是
下
斷
語
，
如
此
可
引
導
學
生
深
入
思
考
，
亦
可
看
出
孔
子
循
循
善
誘
的
教
學
風
格
。

◎

學
不
至
於
樂
，
不
可
謂
之
學
。
︵
清
代
．
黃
宗
羲
︶

◎

人
之
為
學
，
不
日
進
則
日
退
；
獨
學
無
友
，
則
孤
陋
而
難
成
。
︵
清
代
．
顧
炎
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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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知
之
者
：
了
解
學
問
的
人
。

2

好
之
者
：
喜
好
學
問
的
人
。

3

樂
之
者
：
有
所
得
而
樂
此
不
疲
的
人
。

二 

知
之
者
不
如
好
之
者

子
曰
：
﹁
知

5

之
者1

不
如
好

c
4l

之
者2

，
好

c
4l

之
者
不

如
樂

x
4k

之
者3

。
﹂ 

─

雍
也
第
六
．
一
八

孔
子
說
明
學
習
的
用
心
深
淺
不
同
，
所
達
到
的
境
界
自
然
有
所
不
同
。

本
章
孔
子
論
述
在
求
學
明
道
過
程
中
，
三
種
由
淺
入
深
的
境
界
。
﹁
知
之
﹂
是
入
門
，
由
粗
知
而
漸

進
於
深
知
，
自
然
能
產
生
愛
好
的
情
緒
。
比
較
起
來
，
﹁
好
之
﹂
比
﹁
知
之
﹂
工
夫
更
多
、
程
度
更
深
。

﹁
知
之
﹂
只
是
知
曉
而
未
必
喜
好
，
﹁
好
之
﹂
卻
是
既
知
曉
又
喜
好
。
至
於
﹁
樂
之
﹂
，
則
是
達
到
深
造

自
得
的
樂
趣
，
是
為
學
的
最
高
境
界
，
像
顏
淵
簞
食
瓢
飲
而
不
改
其
樂
，
孔
子
發
憤
忘
食
而
樂
以
忘
憂
，

就
是
最
佳
例
證
。

◎

興
趣
是
最
好
的
老
師
。
︵
美
國
．
愛
因
斯
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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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葉
公
：
楚
國 

葉
縣
長
官
，
姓
沈
，
名
諸

梁
，
字
子
高
。
葉
，
音 g

4k

。

2

不
對
：
不
知
如
何
回
答
。

3

女
：
通
﹁
汝
﹂
，
你
。

4

奚
：
何
，
即
﹁
為
什
麼
﹂
。

5

云
爾
：
用
於
語
尾
，
表
示
如
此
而
已
。

三 

發
憤
忘
食
，
樂
以
忘
憂

葉

g
4k

公1

問
孔
子
於
子
路
，
子
路
不
對2

。
子
曰
：

﹁
3女

b
3j

奚4

不
曰
：
﹃
其
為
人
也
，
發
憤
忘
食
，
樂
以

忘
憂
，
不
知
老
之
將
至
云
爾5

！
﹄
﹂ 

 
─

述
而
第
七
．
一
八

孔
子
自
述
研
究
學
問
的
樂
趣
。

本
章
孔
子
自
述
為
學
求
知
的
勤
奮
。
孔
子
一
生
，
以
好
學
自
許
，
他
曾
說
：
﹁
十
室
之
邑
，
必
有
忠

信
如
丘
者
焉
，
不
如
丘
之
好
學
也
。
﹂
︵
公
冶
長
︶
孔
子
一
生
熱
誠
學
習
、
不
斷
探
索
，
他
的
這
一
番
自

述
，
將
其
積
極
好
學
、
樂
觀
進
取
的
精
神
表
露
無
遺
。
學
有
未
得
，
則
發
憤
忘
食
；
學
有
所
得
，
則
自
得

其
樂
而
忘
憂
，
甚
至
到
了
忘
我
的
境
地
，
竟
不
知
老
之
將
至
。
為
學
之
樂
竟
然
能
達
到
三
忘─

忘
食
、

忘
憂
、
忘
老
，
實
為
不
易
。
孔
子
曾
說
：
﹁
知
之
者
不
如
好
之
者
，
好
之
者
不
如
樂
之
者
。
﹂
︵
雍
也
︶
，

他
的
這
番
表
白
正
是
﹁
樂
之
者
﹂
最
佳
的
印
證
。

◎

努
力
學
習
直
到
生
命
最
後
一
刻
，
是
件
美
好
的
事
。
︵
法
國
．
盧
梭
︶

◎

學
至
於
樂
，
則
成
矣
。
︵
北
宋
．
程
頤
︶

◎

我
非
生
而
知
之
者
，
好
古
，
敏
以
求
之
者
也
。
︵
論
語 
述
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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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弟
子
：
猶
言
﹁
子
弟
﹂
，
指
為
人
子
、

為
人
弟
者
，
非
指
門
人
。

2

弟
：
音 w

4u

，
通
﹁
悌
﹂
，
恭
敬
長
上
。

3

謹
而
信
：
行
為
謹
慎
，
言
語
信
實
。

4

汎
愛
眾
：
博
愛
大
眾
。
汎
，
音 z

40

，

廣
博
普
遍
。

5

親
仁
：
親
近
仁
德
之
人
。

6

文
：
泛
指
各
種
的
典
籍
知
識
。

四 

弟
子
入
孝
出
悌

子
曰
：
﹁
弟
子1

入
則
孝
，
出
則
弟

w
4u

，

2

謹
而
信3

，

汎
z

40
愛
眾4

而
親
仁5

。
行
有
餘
力
，
則
以
學
文6

。
﹂ 

 
─

學
而
第
一
．
六

孔
子
教
導
弟
子
先
學
做
人
的
道
理
，
以
德
為
本
，
求
取
知
識
為
次
。

儒
家
評
論
人
物
，
德
行
總
是
擺
在
首
位
，
如
孔
門
四
科
十
哲
的
順
序
是
德
行
、
言
語
、
政
事
、
文
學
。

後
來
南
朝 

宋 

劉
義
慶 

世
說
新
語
分
三
十
六
門
，
前
四
門
也
是
依
此
順
序
編
次
。

德
行
是
做
人
的
基
礎
，
因
此
孔
子
訓
勉
弟
子
為
學
要
先
修
德
再
學
文
。
孔
子
要
求
弟
子
要
從
孝
、

悌
、
謹
、
信
、
博
愛
做
起
，
因
為
這
些
都
是
最
重
要
的
道
德
標
準
，
但
僅
有
這
些
還
是
不
夠
，
還
要
親

近
仁
者
，
虛
心
學
習
，
若
有
餘
力
，
再
學
習
典
籍
知
識
。
全
章
以
德
為
本
，
以
典
籍
學
習
為
輔
的
學
習
順

序
，
正
是
孔
門
教
育
一
貫
的
精
神
所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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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詩
三
百
：
詩
經
現
存
三
百
零
五
篇
，
取

其
整
數
，
所
以
稱
﹁
詩
三
百
﹂
。

2

不
達
：
不
能
有
所
通
達
。

3

不
能
專
對
：
指
不
能
獨
當
一
面
去
應
對

外
交
上
的
談
判
。

4

亦
奚
以
為
：
又
有
什
麼
用
呢
？
奚
，

何
。
以
，
用
。
為
，
疑
問
語
助
詞
，
即

﹁
呢
﹂
。

五 

誦
詩
三
百

子
曰
：
﹁
誦
詩
三
百1

，
授
之
以
政
，
不
達2

；

使
於
四
方
，
不
能
專
對3

。
雖
多
，
亦
奚
以
為4

？
﹂

 
─

子
路
第
十
三
．
五

孔
子
說
明
讀
詩
貴
在
學
以
致
用
。

本
章
主
要
是
從
政
治
事
務
和
外
交
應
對
兩
方
面
，
說
明
學
習
詩
經
要
懂
得
靈
活
運
用
。

孔
子
認
為
研
讀
詩
經
是
從
政
的
基
本
學
養
，
且
要
懂
得
活
學
活
用
，
才
能
在
政
事
上
順
利
達
成
國
君

交
付
的
任
務
。
春
秋
時
代
，
在
社
交
與
外
交
場
合
常
要
﹁
賦
詩
言
志
﹂
，
當
時
人
們
引
用
詩
經
文
句
主
要

是
藉
以
表
達
個
人
的
意
志
或
情
感
，
往
往
不
是
詩
經
的
本
義
。
外
交
方
面
，
詩
的
實
用
性
更
廣
，
是
當
時

外
交
人
才
必
讀
的
典
籍
，
好
的
外
交
官
要
能
隨
機
應
變
引
出
詩
經
中
適
當
的
句
子
，
與
對
方
周
旋
應
對
，

以
期
成
功
地
達
成
外
交
任
務
。
孔
子
一
向
主
張
學
以
致
用
，
既
然
學
了
詩
經
，
就
應
該
在
政
治
、
外
交
上

發
揮
它
的
作
用
，
才
不
致
成
為
一
個
書
呆
子
。

◎

教
育
最
大
的
目
標
不
單
是
求
知
識
，
而
是
起
而
力
行
。
︵
英
國
．
斯
賓
塞
︶

◎

學
不
必
博
，
要
之
有
用
。
︵
南
宋
．
羅
大
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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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
己
：
為
了
增
進
自
己
的
學
問
道
德
。

2

為
人
：
為
了
沽
名
釣
譽
，
表
現
給
別
人

看
。

六 

古
之
學
者
為
己

子
曰
：
﹁
古
之
學
者
為

j
4o

己1

，
今
之
學
者
為

j
4o

人2

。
﹂

 
─

憲
問
第
十
四
．
二
五

孔
子
論
古
人
、
今
人
為
學
的
目
的
不
同
。

﹁
古
之
學
者
為
己
﹂
是
強
調
古
人
為
學
不
是
為
自
己
謀
私
利
，
而
是
為
了
充
實
和
提
升
自
己
，
因
而

能
夠
持
之
以
恆
，
力
學
不
輟
。
﹁
今
之
學
者
為
人
﹂
強
調
今
人
為
學
只
是
為
了
裝
飾
自
己
，
以
便
向
他
人

炫
耀
，
博
得
好
評
，
一
旦
外
在
環
境
改
變
，
學
習
動
機
也
就
消
失
了
。
孔
子
舉
這
兩
種
為
學
的
態
度
，
勉

勵
弟
子
應
效
法
古
人
篤
實
的
求
學
態
度
。

◎

求
知
的
目
的
不
是
為
了
吹
噓
炫
耀
，
而
是
為
了
尋
找
真
理
，
啟
迪
智
慧
。
︵
英
國
．
培
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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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
：
音 u

4.

，
同
﹁
又
﹂
。

2

立
：
指
懂
得
立
身
處
世
之
道
。

3

不
惑
：
能
通
達
事
理
而
沒
有
疑
惑
。

4

天
命
：
指
上
天
所
賦
予
的
使
命
。

5

耳
順
：
耳
聞
其
言
就
能
知
道
說
話
者
的

心
意
。

6
 

從
心
所
欲
不
踰
矩
：
隨
心
意
行
事
，
而

不
會
踰
越
法
度
。

七 

吾
十
有
五
而
志
於
學

子
曰
：
﹁
吾
十
有

u
4.

五

1

而
志
於
學
，
三
十
而
立2

，

四
十
而
不
惑3

，
五
十
而
知
天
命4

，
六
十
而
耳
順5

，

七
十
而
從
心
所
欲
，
不
踰

6m

矩6

。
﹂ 

 
─

為
政
第
二
．
四

孔
子
自
述
一
生
為
學
修
業
的
歷
程
。

此
章
乃
孔
子
晚
年
自
言
為
學
進
德
的
歷
程
與
境
界
。
他
認
為
自
己
並
不
是
生
而
知
之
者
，
而
是
學
而

知
之
者
，
靠
著
不
斷
求
知
來
提
升
自
我
。
十
五
歲
就
﹁
志
於
學
﹂
，
所
學
包
括
求
取
知
識
和
學
習
做
人
的

道
理
。
三
十
歲
時
就
能
卓
然
自
立
，
言
行
都
能
合
乎
禮
法
。
﹁
不
惑
﹂
是
指
遇
到
問
題
時
能
夠
明
確
地
分

析
、
果
決
地
判
斷
，
不
致
於
陷
入
迷
惑
。
﹁
知
天
命
﹂
是
指
明
白
上
天
賦
予
自
己
的
使
命
，
努
力
實
踐
，

至
於
是
否
能
達
成
，
就
無
須
計
較
成
敗
得
失
了
。
﹁
耳
順
﹂
指
聽
到
別
人
的
言
論
，
就
能
知
道
他
的
旨

意
，
不
論
毀
譽
褒
貶
，
都
能
處
之
泰
然
，
展
現
寬
容
的
氣
度
。
﹁
從
心
所
欲
，
不
踰
矩
﹂
是
指
自
己
的
一

舉
一
動
、
一
言
一
行
都
能
從
容
自
在
，
又
不
會
踰
越
禮
法
，
達
到
圓
融
自
得
的
最
高
境
界
。
孔
子
一
生
活

了
七
十
三
歲
，
這
段
話
是
他
在
離
開
人
世
前
對
自
己
生
平
的
回
顧
，
展
現
出
不
斷
學
習
與
力
求
上
進
的
態

度
，
可
說
是
﹁
終
身
學
習
﹂
的
最
佳
典
範
。

◎

人
不
是
靠
他
生
來
就
擁
有
一
切
，
而
是
靠
他
從
學
習
中
來
造
就
自
己
。
︵
德
國
．
歌
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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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誨
女
：
教
導
你
。

2

是
知
也
：
這
樣
才
算
是
真
知
啊
。
是
，

此
。

八 

知
之
為
知
之

子
曰
：
﹁
由
，
誨

c
j

4o

女

b
3j

知

1

之
乎
？
知
之
為
知
之
，

不
知
為
不
知
，
是
知
也2

。
﹂ 

 
─

為
政
第
二
．
一
七

孔
子
告
誡
子
路
不
可
以
強
不
知
以
為
知
。

子
路
好
強
尚
勇
，
常
有
強
不
知
以
為
知
的
毛
病
，
所
以
孔
子
用
這
番
話
來
教
誨
他
。

孔
子
告
誡
子
路
求
知
態
度
應
本
著
實
事
求
是
的
精
神
，
懂
的
就
說
懂
，
不
懂
的
就
說
不
懂
。
孔
子
曾

說
：
﹁
蓋
有
不
知
而
作
之
者
，
我
無
是
也
。
﹂
︵
述
而
︶
所
以
他
遇
到
不
懂
的
事
，
就
隨
時
向
人
虛
心
求

教
，
因
而
成
為
博
學
多
能
的
人
。
人
不
能
盡
知
天
下
事
，
必
須
學
而
知
，
問
而
知
，
富
有
實
事
求
是
的
精

神
，
方
能
提
升
自
己
的
學
養
。

◎

只
有
正
視
自
己
的
無
知
，
才
能
增
進
自
己
的
知
識
。
︵
俄
國
．
烏
申
斯
基
︶

◎

如
果
有
人
不
讀
書
又
想
偽
裝
博
學
，
他
就
必
須
很
狡
猾
，
才
能
掩
飾
自
己
的
無
知
。
︵
英
國
．
培
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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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
之
：
學
習
他
的
優
點
。

九 

三
人
行
必
有
我
師

子
曰
：
﹁
三
人
行

v
u

6/

，
必
有
我
師
焉
。
擇
其
善

者
而
從

h
j

6/

之1

，
其
不
善
者
而
改
之
。
﹂ 

 
─

述
而
第
七
．
二
一

孔
子
強
調
學
無
常
師
，
以
善
者
為
榜
樣
，
藉
不
善
者
以
警
惕
自
己
。

孔
子
說
：
﹁
見
賢
思
齊
焉
；
見
不
賢
而
內
自
省
也
。
﹂
︵
里
仁
︶
他
認
為
賢
與
不
賢
都
可
以
作
為
我

們
的
老
師
，
只
要
有
心
，
到
處
都
可
以
找
到
學
習
的
對
象
或
機
會
。
本
章
中
的
﹁
三
人
行
﹂
只
是
概
舉
日

常
生
活
中
與
人
交
接
的
際
會
，
並
不
一
定
恰
好
三
人
，
有
時
亦
指
多
數
人
，
但
重
點
在
﹁
擇
﹂
字
上
，
要

懂
得
分
辨
、
判
斷
何
者
為
善
、
賢
，
何
者
為
不
善
、
不
賢
，
如
此
方
能
作
為
學
習
或
警
惕
的
對
象
。

◎

賢
者
常
以
愚
人
為
前
車
之
鑑
。
︵
英
國
．
喬
叟
︶

◎

善
學
者
假
人
之
長
以
補
其
短
。
︵
戰
國
．
呂
不
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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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所
亡
：
指
自
己
尚
未
學
得
的
道
理
與
知

識
。
亡
，
音 6j

，
通
﹁
無
﹂
。

十 

日
知
其
所
亡
，
月
無
忘
其
所
能

子
夏
曰
：
﹁
日
知
其
所
亡

6j

，

1

月
無
忘
其
所
能
，

可
謂
好
學
也
已
矣
！
﹂ 

─

子
張
第
十
九
．
五

子
夏
認
為
好
學
之
道
在
溫
故
而
知
新
。

為
學
要
有
成
首
重
有
恆
，
而
﹁
溫
故
知
新
﹂
則
是
具
體
的
方
法
。
﹁
日
知
其
所
亡
﹂
是
知
新
，
﹁
月

無
忘
其
所
能
﹂
則
是
溫
故
。
每
天
知
道
一
點
新
的
知
識
學
問
，
不
斷
地
累
積
，
學
養
自
然
深
厚
。
但
人
的

記
憶
有
限
，
因
此
需
要
經
常
溫
習
，
才
能
避
免
遺
忘
。

子
夏
這
句
話
影
響
頗
大
，
清
初
顧
炎
武
的
名
著
日
知
錄
，
書
名
就
是
出
自
﹁
日
知
其
所
亡
﹂
一
句
。

顧
炎
武
從
三
十
歲
以
後
，
讀
的
書
都
寫
有
筆
記
，
他
說
：
﹁
著
書
不
如
抄
書
。
﹂
他
自
少
抄
書
，
至
老
不

倦
，
累
積
的
材
料
積
箱
盈
篋
。
他
不
僅
抄
錄
，
還
隨
時
溫
習
，
一
旦
發
現
以
前
的
說
法
有
誤
，
就
隨
時
改

定
，
記
在
筆
記
裡
；
或
自
己
認
為
獨
到
的
見
解
，
如
果
後
來
發
現
古
人
已
經
說
過
了
，
就
會
刪
去
。
務
必

使
書
中
每
一
個
觀
點
或
見
解
，
都
是
獨
出
機
杼
，
方
才
罷
手
。
經
過
三
十
年
的
累
積
，
多
次
修
訂
，
最
後

才
寫
成
日
知
錄
。

◎

我
撲
在
書
上
，
就
像
飢
餓
的
人
撲
在
麵
包
上
。
︵
俄
國
．
高
爾
基
︶

◎

溫
故
而
知
新
，
可
以
為
師
矣
。
︵
論
語 

為
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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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說
：
音 m

4,

，
通
﹁
悅
﹂
，
心
中
欣
喜
。

2

中
道
而
廢
：
猶
﹁
半
途
而
廢
﹂
。

3

畫
：
指
畫
地
自
限
，
停
止
不
前
。

十
一 

冉
求
畫
地
自
限

冉

b
30

求
曰
：
﹁
非
不
說

m
4,

子

1

之
道
，
力
不
足
也
。
﹂

子
曰
：
﹁
力
不
足
者
，
中

5
j

/

道
而
廢2

，
今
女

b
3j

畫3

。
﹂

 
─

雍
也
第
六
．
一
〇

孔
子
告
誡
冉
求
不
可
畫
地
自
限
，
半
途
而
廢
。

孔
子
因
材
施
教
，
常
依
弟
子
們
個
性
的
差
異
，
而
給
予
不
同
的
教
導
。
冉
求
在
孔
門
四
科
中
以
政
事

見
長
，
且
多
才
多
藝
，
但
他
自
信
不
足
、
意
志
不
堅
，
就
以
﹁
力
不
足
也
﹂
作
為
不
能
實
踐
正
道
的
藉

口
。
然
而
孔
子
並
沒
有
直
接
責
備
他
，
而
以
畫
地
為
喻
，
鼓
勵
他
勇
往
直
前
，
不
要
自
我
設
限
。

◎
 

後
天
獲
得
的
才
能
才
有
點
威
風
，
因
為
那
是
你
自
己
辛
勞
獲
得
的
成
果
。
︵
美
國
．
馬
克
．
吐
溫
︶

◎

君
子
立
恆
志
，
小
人
恆
立
志
。
︵
中
國
諺
語
︶

譯 

君
子
立
定
志
向
後
，
就
努
力
實
踐
；
小
人
常
常
在
立
志
，
卻
總
是
半
途
而
廢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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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苗
而
不
秀
：
長
出
禾
苗
卻
不
吐
穗
開

花
。
苗
，
此
處
作
動
詞
用
，
指
長
出
禾

苗
。
秀
，
禾
苗
吐
穗
開
花
。

2

實
：
此
處
作
動
詞
用
，
結
成
穀
實
。

十
二 

苗
而
不
秀

子
曰
：
﹁
苗
而
不
秀1

者
，
有
矣
夫

z
6j

！
秀
而
不

實2
者
，
有
矣
夫

z
6j

！
﹂ 

─

子
罕
第
九
．
二
一

孔
子
勉
人
為
學
當
精
進
不
已
，
不
可
始
勤
終
懈
，
以
致
前
功
盡
棄
。

本
章
孔
子
以
莊
稼
﹁
不
秀
﹂
、
﹁
不
實
﹂
為
喻
，
告
誡
弟
子
為
學
要
持
之
以
恆
，
精
進
不
已
。
人
的

學
習
就
像
植
物
的
栽
培
：
植
物
要
結
果
，
大
多
需
要
經
過
開
花
的
階
段
，
花
朵
綻
放
時
也
許
燦
爛
奪
目
，

但
要
等
結
出
果
實
才
能
收
成
。
﹁
苗
而
不
秀
﹂
、
﹁
秀
而
不
實
﹂
除
了
強
調
不
可
半
途
而
廢
，
還
說
明
精

益
求
精
的
重
要
。

孔
子
善
於
從
生
活
周
遭
取
材
來
啟
發
學
生
，
循
循
善
誘
。
他
採
用
許
多
譬
喻
闡
述
為
學
之
道
，
引
導

學
生
深
入
思
考
，
舉
一
反
三
。

◎

不
怕
慢
，
只
怕
站
。
︵
中
國
諺
語
︶

◎

成
大
事
不
在
於
力
量
之
大
小
，
而
在
於
能
堅
持
多
久
。
︵
英
國
．
約
翰
生
︶

◎

三
軍
可
奪
帥
也
，
匹
夫
不
可
奪
志
也
。
︵
論
語 
子
罕
︶

譯 

軍
隊
的
主
帥
可
以
被
更
換
，
但
是
男
子
漢
的
志
向
是
不
能
被
改
變
的
。
︵
勉
人
要
守
志
不
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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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
：
以
為
。

2

識
：
音 45

，
通
﹁
誌
﹂
，
強
記
。

3

與
：
音 6m

，
同
﹁
歟
﹂
，
疑
問
語
助
詞
。

4

一
以
貫
之
：
即
﹁
以
一
貫
之
﹂
，
指
把

握
一
個
基
本
的
原
理
，
以
求
貫
通
萬
事

萬
物
的
道
理
。

十
三 

一
以
貫
之

子
曰
：
﹁
賜
也
，
女

b
3j

以1

予6m

為
多
學
而
識

45

之

2

者

與
6m

？
3

﹂
對
曰
：
﹁
然
，
非
與
？
﹂
曰
：
﹁
非
也
！

予

6m

一
以
貫
之4

。
﹂ 

─

衛
靈
公
第
十
五
．
二

孔
子
告
訴
子
貢
為
學
應
掌
握
大
綱
領
，
以
求
融
會
貫
通
。

孔
子
在
當
時
被
認
為
是
博
學
之
人
，
人
們
都
認
為
這
是
因
為
他
聰
明
強
記
所
致
，
但
孔
子
告
訴
子
貢

自
己
並
非
﹁
多
學
而
識
之
﹂
，
而
是
﹁
一
以
貫
之
﹂
。

﹁
一
以
貫
之
﹂
表
示
孔
子
掌
握
一
個
基
本
的
原
理
或
中
心
思
想
，
以
求
貫
通
萬
事
萬
物
的
道
理
，
這

個
中
心
思
想
就
是
﹁
仁
﹂
，
所
學
的
知
識
或
是
修
養
的
品
德
都
是
以
仁
德
為
依
歸
。
一
個
人
雖
博
學
，
但

若
不
能
掌
握
基
本
原
理
一
以
貫
之
，
只
會
顯
得
駁
雜
，
而
成
為
﹁
兩
腳
書
櫥
﹂
。
孔
子
認
為
能
用
中
心
思

想
來
貫
通
所
學
的
人
，
才
有
辦
法
達
到
仁
德
的
最
高
境
界
。

◎

學
問
博
識
強
記
易
，
會
通
解
悟
難
。
︵
明
代
．
呂
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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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罔
：
音 j

3;

，
通
﹁
惘
﹂
，
迷
惘
、
困

惑
。

2

殆
：
音 2

49

，
危
殆
、
危
疑
不
安
。

十
四 

學
而
不
思
則
罔

子
曰
：
﹁
學
而
不
思
則
罔

j
3;

；

1

思
而
不
學
則
殆

2
49

。

2

﹂

 
─

為
政
第
二
．
一
五

孔
子
論
為
學
必
須
學
與
思
並
重
，
二
者
不
可
偏
廢
。

一
個
學
而
不
思
的
人
，
縱
使
飽
讀
詩
書
，
若
無
法
融
會
貫
通
，
常
常
會
知
其
然
而
不
知
其
所
以
然
，

遇
到
問
題
也
不
知
如
何
處
理
。
至
於
思
而
不
學
的
人
，
往
往
流
於
空
想
，
閉
門
造
車
，
易
陷
於
迷
惑
。

書
本
或
別
人
寶
貴
的
經
驗
，
往
往
都
是
智
慧
的
結
晶
，
如
果
不
去
學
習
，
只
憑
自
己
空
想
，
就
不
易
有
所

得
。
孔
子
曾
說
：
﹁
吾
嘗
終
日
不
食
，
終
夜
不
寢
，
以
思
，
無
益
；
不
如
學
也
。
﹂
︵
衛
靈
公
︶
正
因
為

有
這
種
經
驗
，
使
他
覺
得
空
想
無
益
，
並
體
會
到
學
習
的
重
要
，
因
而
提
出
學
思
並
重
的
觀
念
。

◎

我
並
沒
有
什
麼
方
法
，
只
是
對
於
一
件
事
情
，
很
長
時
間
很
熱
心
地
去
考
慮
罷
了
。
︵
英
國
．
牛
頓
︶

◎
 

讀
書
僅
向
大
腦
提
供
知
識
原
料
，
只
有
思
考
才
能
將
所
學
的
知
識
變
成
自
己
的
東
西
。
︵
英
國
．
洛

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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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
憤
不
啟
：
不
是
到
了
心
中
想
求
通
達

而
未
得
時
，
是
不
會
去
開
導
他
的
。
憤
，

心
中
想
了
解
卻
有
困
難
。

2

不
悱
不
發
：
不
到
想
說
而
說
不
出
的
時

候
，
就
不
去
啟
發
他
。
悱
，
音 z

3o

，

想
要
說
卻
無
法
表
達
。

3

隅
：
音 6m

，
角
、
角
落
。

4

反
：
通
﹁
返
﹂
，
此
指
類
推
。

5

復
：
指
再
告
訴
。

十
五 

舉
一
反
三

子
曰
：
﹁
不
憤
不
啟1

；
不
悱

z
3o

不
發2

。
舉
一
隅

6m

，

3

不
以
三
隅
反4

，
則
不
復5

也
。
﹂ 

 
─

述
而
第
七
．
八

孔
子
教
學
重
在
啟
發
，
勉
勵
學
生
主
動
學
習
、
觸
類
旁
通
。

學
生
如
果
沒
有
強
烈
的
求
知
意
願
，
老
師
的
教
學
往
往
是
事
倍
功
半
。
學
生
想
努
力
求
知
，
卻
不
得

其
門
而
入
，
此
時
老
師
再
加
以
開
導
，
學
生
往
往
就
容
易
理
解
。
學
生
想
表
達
自
己
的
想
法
或
意
見
，
卻

無
法
精
準
表
達
，
此
時
老
師
再
去
引
導
他
發
言
，
學
生
對
道
理
的
了
解
，
往
往
就
能
更
深
入
。

在
整
部
論
語
中
，
我
們
可
以
看
到
孔
子
許
多
循
循
善
誘
、
啟
發
學
生
思
考
的
生
動
實
例
。
他
在
兩
千

多
年
前
的
教
法
，
和
現
代
教
育
家
所
強
調
的
﹁
啟
發
式
教
學
﹂
不
謀
而
合
。

◎

該
教
的
是
思
考
的
方
法
，
並
非
思
考
的
結
果
。
︵
德
國
．
顧
立
德
︶

◎
 

平
庸
的
老
師
敘
述
，
好
的
老
師
講
解
，
優
秀
的
老
師
示
範
，
偉
大
的
老
師
啟
發
。
︵
英
國
．
威
廉
．
亞

瑟
．
瓦
爾
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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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討
論

一
、
為
什
麼
君
子
能
做
到
﹁
人
不
知
而
不
慍
﹂
的
境
界
呢
？
︵
第
一
章
︶

二
、
孔
子
認
為
﹁
樂
之
者
﹂
是
學
習
的
最
高
境
界
，
請
你
舉
出
一
些
在
學
習
中
﹁
樂
之
者
﹂
的
例
子
，
並
加
以

說
明
。
︵
第
二
章
︶

三
、
孔
子
強
調
學
習
以
修
德
為
先
，
其
次
才
是
追
求
知
識
、
學
問
，
你
認
同
這
個
觀
點
嗎
？
請
說
說
你
的
看

法
。
︵
第
四
章
︶

四
、
孔
子
曾
用
哪
些
譬
喻
，
說
明
﹁
為
學
貴
在
有
恆
﹂
的
道
理
？
︵
第
十
一
、
十
二
章
︶

五
、
﹁
學
而
不
思
﹂
與
﹁
思
而
不
學
﹂
各
有
什
麼
缺
點
？
請
說
說
你
的
看
法
。
︵
第
十
四
章
︶

六
、
孔
子
的
學
生
如
果
無
法
舉
一
反
三
，
他
就
不
再
加
以
施
教
，
其
原
因
為
何
？
︵
第
十
五
章
︶

七
、
現
代
人
強
調
﹁
終
身
學
習
﹂
，
從
本
課
中
哪
些
章
句
，
可
以
看
出
孔
子
正
是
﹁
終
身
學
習
﹂
的
最
佳
典

範
？
︵
綜
合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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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與修養

充
實
自
我

1

不
患
無
位
，
患
所
以
立
；
不
患
莫
己
知
，
求
為
可
知
也
。─

里
仁
4
．
14
︵

P.172
︶

2

子
曰
：
﹁
君
子
道
者
三
，
我
無
能
焉
：
仁
者
不
憂
，
知
者
不
惑
，
勇
者
不
懼
。
﹂
子
貢
曰
：
﹁
夫

子
自
道
也
！
﹂─

憲
問
14
．
30
︵

P.173
︶

3

顏
淵
問
仁
。
子
曰
：
﹁
克
己
復
禮
為
仁
。
一
日
克
己
復
禮
，
天
下
歸
仁
焉
。
為
仁
由
己
，
而
由
人

乎
哉
？
﹂
顏
淵
曰
：
﹁
請
問
其
目
？
﹂
子
曰
：
﹁
非
禮
勿
視
，
非
禮
勿
聽
，
非
禮
勿
言
，
非
禮
勿

動
。
﹂
顏
淵
曰
：
﹁
回
雖
不
敏
，
請
事
斯
語
矣
。
﹂─

顏
淵
12
．
1
︵

P.174
︶

言
行
修
養

4

君
子
欲
訥
於
言
，
而
敏
於
行
。─
里
仁
4
．
24
︵

P.175
︶

5

巧
言
亂
德
；
小
不
忍
則
亂
大
謀
。─

衛
靈
公
15
．
26
︵

P.176
︶

（
二
）
品
德
與
修
養
（
共
14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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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省
改
過

6

見
賢
思
齊
焉
；
見
不
賢
而
內
自
省
也
。─

里
仁
4
．
17
︵

P.177
︶

7

君
子
求
諸
己
，
小
人
求
諸
人
。─

衛
靈
公
15
．
20
︵

P.178
︶

8

君
子
之
過
也
，
如
日
月
之
食
焉
。
過
也
，
人
皆
見
之
；
更
也
，
人
皆
仰
之
。
︵
子
貢
之
言
︶ 

─

子
張
19
．
21
︵

P.179
︶

貧
富
義
利

w

君
子
喻
於
義
，
小
人
喻
於
利
。─

里
仁
4
．
16
︵

P.184
︶

e

士
志
於
道
，
而
恥
惡
衣
惡
食
者
，
未
足
與
議
也
。─

里
仁
4
．
9
︵

P.185
︶

r

飯
疏
食
，
飲
水
，
曲
肱
而
枕
之
，
樂
亦
在
其
中
矣
！
不
義
而
富
且
貴
，
於
我
如
浮
雲
。 

─

述
而
7
．
15
︵

P.186
︶

堅
守
節
操

擇
善
而
行

9

衛
靈
公
問
陳
於
孔
子
。
孔
子
對
曰
：
﹁
俎
豆
之
事
，
則
嘗
聞
之
矣
；
軍
旅
之
事
，
未
之
學
也
。
﹂

明
日
遂
行
。
在
陳
絕
糧
，
從
者
病
，
莫
能
興
。
子
路
慍
見
，
曰
：
﹁
君
子
亦
有
窮
乎
？
﹂
子
曰
：

﹁
君
子
固
窮
，
小
人
窮
斯
濫
矣
！
﹂─

衛
靈
公
15
．
1
︵

P.180
︶

0

子
曰
：
﹁
富
與
貴
，
是
人
之
所
欲
也
；
不
以
其
道
得
之
，
不
處
也
。
貧
與
賤
，
是
人
之
所
惡
也
；

不
以
其
道
得
之
，
不
去
也
。
君
子
去
仁
，
惡
乎
成
名
？
君
子
無
終
食
之
間
違
仁
，
造
次
必
於
是
，

顛
沛
必
於
是
。
﹂─

里
仁
4
．
5
︵

P.182
︶

q

子
路
宿
於
石
門
。
晨
門
曰
：
﹁
奚
自
？
﹂
子
路
曰
：
﹁
自
孔
氏
。
﹂
曰
：
﹁
是
知
其
不
可
而
為
之

者
與
？
﹂─

憲
問
14
．
41
︵

P.1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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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位
：
指
職
位
。

2

立
：
指
立
身
於
職
位
的
才
學
品
德
。

3

莫
己
知
：
即
﹁
莫
知
己
﹂
，
指
別
人
不

知
道
自
己
的
才
德
。

一 

不
患
無
位
患
所
以
立

子
曰
：
﹁
不
患
無
位1

，
患
所
以
立2

；
不
患
莫

己
知3

，
求
為

j
6o

可
知
也
。
﹂ ─

里
仁
第
四
．
一
四

孔
子
勉
人
力
求
充
實
自
己
的
才
學
品
德
。

本
章
孔
子
告
訴
我
們
，
一
個
人
要
擔
憂
的
不
是
沒
有
職
位
，
而
是
自
己
是
否
有
才
德
能
夠
勝
任
職

務
。
孔
子
強
調
﹁
君
子
病
無
能
焉
，
不
病
人
之
不
己
知
也
﹂
︵
衛
靈
公
︶
，
他
認
為
君
子
只
擔
憂
自
己
沒

有
才
德
，
而
不
擔
憂
別
人
不
知
道
自
己
，
因
此
只
要
自
我
要
求
，
不
斷
充
實
，
自
然
就
﹁
不
患
無
位
﹂

了
。

孔
子
雖
然
說
﹁
不
患
莫
己
知
﹂
、
﹁
人
不
知
而
不
慍
﹂
，
這
是
君
子
的
修
養
，
但
是
如
果
沒
有
禮
賢

下
士
的
明
君
，
即
使
有
才
德
也
無
從
發
揮
。
諸
葛
亮
自
言
﹁
不
求
聞
達
於
諸
侯
﹂
，
若
沒
有
劉
備
的
三
顧

茅
廬
，
恐
怕
只
會
﹁
躬
耕
南
陽
﹂
而
終
老
一
生
。
孔
子
周
遊
列
國
的
目
的
，
就
是
希
望
能
有
機
會
施
展
才

能
，
以
實
現
自
己
救
世
的
理
想
。
如
果
沒
有
明
君
主
動
禮
聘
，
有
時
適
當
的
自
我
宣
傳
、
毛
遂
自
薦
，
也

是
有
必
要
的
。

◎

每
個
人
都
是
靠
自
己
的
本
事
而
受
人
尊
重
。
︵
古
希
臘
．
伊
索
寓
言
︶

◎

機
會
是
留
給
準
備
好
的
人
。
︵
法
國
．
巴
斯
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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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仁
者
不
憂
：
仁
者
行
事
坦
蕩
，
心
無
愧

疚
，
所
以
不
憂
愁
。

2

知
者
不
惑
：
智
者
能
夠
明
察
事
理
，
所

以
不
疑
惑
。
知
，
音 45

，
同
﹁
智
﹂
。

3

勇
者
不
懼
：
勇
者
堅
毅
果
敢
，
所
以
不

畏
懼
。

4

自
道
：
自
述
。
道
，
言
。

二 

君
子
道
者
三―

仁
、
知
、
勇

子
曰
：
﹁
君
子
道
者
三
，
我
無
能
焉
：
仁
者

不
憂1

，
知

45

者
不
惑2

，
勇
者
不
懼3

。
﹂
子
貢
曰
：

﹁
夫
子
自
道4

也
！
﹂ 

─

憲
問
第
十
四
．
三
〇

孔
子
自
謙
未
能
達
到
君
子
修
德
的
三
種
境
界
：
仁
者
不
憂
、
知
者
不
惑
、
勇
者
不
懼
。

孔
子
認
為
君
子
應
該
具
備
的
品
德
有
許
多
，
但
他
在
此
特
別
強
調
仁
、
智
、
勇
，
古
人
稱
此
三
者
為

君
子
的
﹁
三
達
德
﹂
。
仁
者
樂
天
知
命
，
內
省
不
疚
，
所
以
能
夠
﹁
不
憂
﹂
；
智
者
洞
察
人
情
，
明
達
事

理
，
所
以
能
夠
﹁
不
惑
﹂
；
勇
者
意
志
堅
強
，
沉
著
謀
事
，
所
以
能
夠
﹁
不
懼
﹂
。

孔
子
認
為
君
子
最
重
要
的
這
三
項
品
德
，
自
己
還
不
能
完
全
做
到
，
但
子
貢
認
為
這
三
項
都
是
孔
子

所
具
備
的
。
我
們
從
孔
子
的
這
番
話
，
可
以
感
受
到
他
的
謙
沖
和
自
我
期
許
，
藉
此
勉
勵
弟
子
。

◎

有
德
必
有
勇
，
正
直
的
人
絕
不
膽
怯
。
︵
英
國
．
莎
士
比
亞
︶

◎

在
全
人
類
中
，
凡
是
堅
強
、
正
直
、
勇
敢
、
仁
慈
的
人
都
是
英
雄
。
︵
德
國
．
貝
多
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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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克
己
復
禮
：
克
制
自
己
的
私

欲
，
使
言
行
都
歸
於
禮
。
復
，

返
、
歸
。

2

歸
：
與
，
有
稱
許
之
意
。

3

目
：
細
節
，
指
實
踐
的
條
目
。

4

請
事
斯
語
：
恭
敬
地
依
照
您
的

話
去
做
。
事
，
奉
行
、
實
踐
。

斯
語
，
指
﹁
非
禮
勿
視
﹂
等
四

句
話
。

三 

克
己
復
禮
為
仁

顏
淵
問
仁
。
子
曰
：
﹁
克
己
復
禮1

為
仁
。
一
日
克
己

復
禮
，
天
下
歸2

仁
焉
。
為
仁
由
己
，
而
由
人
乎
哉
？
﹂

顏
淵
曰
：
﹁
請
問
其
目3

？
﹂
子
曰
：
﹁
非
禮
勿
視
，
非
禮

勿
聽
，
非
禮
勿
言
，
非
禮
勿
動
。
﹂
顏
淵
曰
：
﹁
回
雖

不
敏
，
請
事
斯
語4

矣
。
﹂ 
─

顏
淵
第
十
二
．
一

孔
子
教
顏
淵
實
踐
仁
德
要
克
己
復
禮
，
並
以
視
、
聽
、
言
、
動
皆
應
合
乎
禮
為
具
體
條
目
。

顏
淵
問
仁
，
孔
子
以
﹁
克
己
復
禮
﹂
回
覆
，
關
鍵
在
﹁
克
己
﹂
二
字
，
﹁
克
己
﹂
就
是
克
制
、
約
束

自
己
的
欲
望
。
每
個
人
都
有
欲
望
，
但
過
度
追
求
欲
望
，
將
會
使
人
言
行
失
去
準
則
。
如
魯
國
卿
大
夫

季
孫
氏
，
目
無
法
紀
，
僭
用
周
天
子
﹁
八
佾
舞
﹂
的
禮
儀
，
因
而
引
發
孔
子
﹁
是
可
忍
也
，
孰
不
可
忍
﹂

的
痛
斥
。
因
此
，
約
束
自
己
言
行
各
方
面
都
合
乎
禮
，
就
能
達
到
仁
德
的
境
界
。

孔
子
在
﹁
克
己
復
禮
﹂
之
後
，
又
提
出
實
踐
的
條
目
：
非
禮
﹁
勿
視
、
勿
聽
、
勿
言
、
勿
動
﹂
則
是
闡
明

仁
與
禮
的
關
係
，
也
就
是
行
仁
的
內
容
。
仁
與
禮
互
為
表
裡
：
仁
是
內
容
，
禮
是
形
式
；
仁
是
基
本
實
質
，

禮
是
外
在
表
現
。
一
個
人
懂
得
自
我
節
制
，
使
視
、
聽
、
言
、
動
都
合
乎
禮
，
就
能
達
到
仁
德
的
境
界
了
。

◎

人
不
能
克
制
憤
怒
，
則
將
為
憤
怒
所
制
。
︵
古
羅
馬
．
賀
拉
斯
︶

◎

任
你
強
悍
出
眾
，
也
得
征
服
你
自
己
。
︵
拉
丁
諺
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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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訥
於
言
：
言
語
遲
鈍
而
難
於
出
口
，
這

裡
指
說
話
謹
慎
。

2

敏
於
行
：
做
事
勤
快
敏
捷
。

四 

君
子
訥
於
言

子
曰
：
﹁
君
子
欲
訥
於
言1

，
而
敏
於
行2

。
﹂

 
─

里
仁
第
四
．
二
四

孔
子
言
君
子
應
慎
言
敏
行
。

在
一
般
情
況
下
，
人
們
往
往
比
較
喜
歡
口
才
好
的
人
，
而
不
大
注
意
腳
踏
實
地
、
努
力
做
事
的
人
。

能
言
善
道
的
人
較
易
討
人
喜
歡
；
而
口
才
遲
鈍
的
人
通
常
較
不
討
人
喜
歡
。
但
孔
子
認
為
一
個
真
正
的

君
子
，
應
該
說
話
謹
慎
，
行
動
敏
捷
，
不
要
光
說
不
做
。
由
孔
子
的
這
句
話
可
看
出
他
極
重
視
實
踐
的
精

神
。

◎

實
行
勝
於
理
論
。
︵
拉
丁
諺
語
︶

◎

辭
令
的
靈
魂
就
是
行
動
。
︵
希
臘
諺
語
︶

◎

君
子
恥
其
言
而
過
其
行
。
︵
論
語 
憲
問
︶

◎

禦
人
以
口
給
，
屢
憎
於
人
。
︵
論
語 
公
冶
長
︶

譯 

靠
巧
辯
的
口
才
去
應
付
人
，
往
往
會
被
人
厭
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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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巧
言
亂
德
：
搬
弄
是
非
的
花
言
巧
語
，

會
敗
壞
德
行
。

五 

巧
言
亂
德

子
曰
：
﹁
巧
言
亂
德1

；
小
不
忍
則
亂
大
謀
。
﹂

 
─

衛
靈
公
第
十
五
．
二
六

孔
子
教
人
謹
言
、
慎
謀
。

孔
子
對
於
巧
言
令
色
的
人
深
惡
痛
絕
，
因
為
這
種
人
缺
乏
仁
德
之
心
，
往
往
為
了
牟
取
私
利
而
顛
倒

是
非
、
混
淆
視
聽
，
小
則
損
及
他
人
，
大
則
危
害
國
家
，
所
以
孔
子
說
﹁
巧
言
亂
德
﹂
。
﹁
小
不
忍
則
亂

大
謀
﹂
強
調
忍
耐
的
工
夫
。
一
個
人
如
果
在
小
事
、
小
怨
上
，
不
能
自
我
克
制
而
情
緒
衝
動
，
往
往
無
法

冷
靜
判
斷
、
沉
著
應
變
，
如
此
很
可
能
破
壞
所
謀
劃
的
大
事
。
因
此
，
人
應
該
培
養
開
闊
的
胸
襟
，
不
要

在
小
利
、
小
事
上
與
人
斤
斤
計
較
，
方
能
成
就
大
事
。

◎

道
聽
而
塗
說
，
德
之
棄
也
。
︵
論
語 

陽
貨
︶

譯 

路
上
聽
來
的
話
，
不
辨
是
非
，
又
照
樣
傳
說
出
去
，
這
是
拋
棄
應
守
的
道
德
啊
！

◎

流
言
止
於
智
者
。
︵
戰
國
．
荀
子
︶

◎

對
流
言
蜚
語
最
好
的
譴
責
，
就
是
不
加
理
睬
。
︵
西
班
牙
諺
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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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
賢
思
齊
：
看
到
賢
德
的
人
就
想
向
他

看
齊
。

2

內
自
省
：
內
心
自
我
反
省
。

六 

見
賢
思
齊

子
曰
：
﹁
見
賢
思
齊1

焉
；
見
不
賢
而
內
自
省2

也
。
﹂ 

─

里
仁
第
四
．
一
七

孔
子
勉
人
效
法
賢
者
，
並
以
不
賢
者
為
戒
。

孔
子
說
：
﹁
三
人
行
，
必
有
我
師
焉
。
擇
其
善
者
而
從
之
，
其
不
善
者
而
改
之
。
﹂
︵
述
而
︶
旨
意

正
與
本
章
相
同
。
孔
子
不
但
好
學
不
倦
，
更
可
貴
的
是
他
懂
得
學
習
的
方
法
，
不
論
賢
與
不
賢
，
都
能
從

他
們
身
上
得
到
啟
發
，
但
關
鍵
在
於
﹁
知
人
﹂
，
要
能
明
察
賢
者
之
所
長
、
不
賢
者
之
所
短
，
學
其
所
長

而
棄
其
所
短
，
如
此
才
學
修
養
自
能
精
進
不
已
。

◎
 

我
遇
見
的
每
一
個
人
或
多
或
少
是
我
的
老
師
，
因
為
我
從
他
們
身
上
學
到
了
許
多
道
理
。
︵
美
國
．
愛

默
生
︶

◎

察
覺
旁
人
的
錯
誤
並
不
難
，
難
在
察
覺
自
己
的
錯
誤
，
這
需
要
完
全
的
神
志
清
醒
。
︵
德
國
．
歌
德
︶

◎
 

以
銅
為
鏡
，
可
以
正
衣
冠
；
以
古
為
鏡
，
可
以
知
興
替
；
以
人
為
鏡
，
可
以
明
得
失
。
︵
舊
唐
書 

魏
徵

列
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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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求
諸
己
：
凡
事
責
求
自
己
。
求
，
責

求
。

2

求
諸
人
：
凡
事
責
求
他
人
。

七 

君
子
求
諸
己

子
曰
：
﹁
君
子
求
諸
己1

，
小
人
求
諸
人2

。
﹂

 
─

衛
靈
公
第
十
五
．
二
〇

孔
子
說
明
君
子
責
己
，
小
人
責
人
。

本
章
孔
子
以
責
己
、
責
人
論
君
子
與
小
人
的
不
同
。
君
子
對
任
何
事
情
都
反
求
諸
己
，
以
期
改
過
遷

善
，
絕
不
諉
過
於
人
，
更
不
會
遷
怒
於
人
。
小
人
則
恰
恰
相
反
，
對
任
何
事
情
都
嚴
格
要
求
別
人
，
有
功

時
就
攬
在
自
己
身
上
，
有
過
時
卻
推
得
一
乾
二
淨
。
孔
子
一
再
訓
誨
弟
子
要
責
己
嚴
，
待
人
寬
，
處
理
好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關
係
。
不
要
像
小
人
那
樣
，
責
己
寬
，
待
人
嚴
，
造
成
人
際
關
係
緊
張
，
也
失
去
了
自
我

成
長
和
提
升
品
德
的
機
會
。

◎
 

偉
大
的
人
物
也
會
犯
錯
誤
，
但
能
承
認
錯
誤
；
只
有
小
人
物
才
怕
承
認
自
己
犯
了
錯
誤
。
︵
美
國
．
馬

克
斯
威
爾
．
馬
爾
茲
︶

◎

子
貢
方
人
。
子
曰
：
﹁
賜
也
賢
乎
哉
！
夫
我
則
不
暇
。
﹂
︵
論
語 

憲
問
︶

譯 

子
貢
評
論
人
物
的
優
劣
長
短
。
孔
子
說
：
﹁
賜
啊
，
你
自
己
就
夠
好
了
嗎
？
要
是
我
就
沒
這
個
閒
工
夫
︵
去
批
評
別
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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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
月
之
食
：
就
是
日
蝕
、
月
蝕
。
食
，

通
﹁
蝕
﹂
。

2

更
：
音 e

/

，
改
正
、
改
過
。

八 

君
子
之
過
如
日
月
之
蝕

子
貢
曰
：
﹁
君
子
之
過
也
，
如
日
月
之
食1

焉
。

過
也
，
人
皆
見
之
；
更

e
/

也

2

，
人
皆
仰
之
。
﹂ 

 
─

子
張
第
十
九
．
二
一

子
貢
讚
許
君
子
不
掩
飾
過
失
，
且
勇
於
改
過
。

子
貢
在
孔
門
弟
子
中
以
長
於
辭
令
著
稱
，
他
善
用
譬
喻
來
說
明
事
理
，
就
像
本
章
中
以
日
蝕
、
月
蝕

來
比
喻
君
子
的
犯
過
，
可
說
非
常
恰
當
。
日
月
經
天
，
一
旦
有
所
虧
蝕
，
而
失
去
光
明
，
人
人
都
可
看
見
。

但
君
子
勇
於
改
過
，
豈
不
正
如
日
蝕
、
月
蝕
過
後
，
又
恢
復
圓
滿
明
亮
一
樣
嗎
？
小
人
則
不
同
，
犯
了
過

失
只
知
掩
飾
、
推
諉
，
不
求
改
正
。
所
以
君
子
、
小
人
的
不
同
，
不
在
犯
過
與
否
，
而
在
態
度
上
是
否
能

自
省
與
改
過
。

◎

小
人
之
過
也
必
文

j
4p

︵
掩
飾
︶
。
︵
論
語 
子
張
︶

譯 

小
人
有
了
過
失
，
必
定
加
以
掩
飾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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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衛
靈
公
問
陣

衛
靈
公
問
陳

5
4p

於

1

孔
子
。
孔
子
對
曰
：
﹁
俎

y
3j

豆

之
事2

，
則
嘗
聞
之
矣
；
軍
旅
之
事3

，
未
之
學
也
。
﹂

明
日
遂
行
。
在
陳
絕
糧
，
從
者4

病
，
莫
能
興5

。

子
路
慍
見
，
曰
：
﹁
君
子
亦
有
窮
乎
？
﹂
子
曰
：

﹁
君
子
固
窮6

，
小
人
窮
斯
濫
矣7

！
﹂ 

 
─

衛
靈
公
第
十
五
．
一

1

陳
：
音 5

4p

，
同
﹁
陣
﹂
，
指
作
戰
的
陣

勢
。

2

俎
豆
之
事
：
指
祭
祀
之
事
。
俎
、
豆
都

是
祭
祀
用
的
禮
器
。
俎
，
音 y

3j

，
用

以
載
置
牲
禮
的
臺
架
。
豆
，
盛
放
食
物

的
祭
器
。

3

軍
旅
之
事
：
指
軍
隊
作
戰
的
事
情
。
軍

旅
，
古
代
以
一
萬
二
千
五
百
人
為
軍
，

五
百
人
為
旅
。

4

從
者
：
跟
從
的
人
，
指
隨
行
的
弟
子
。

5

興
：
起
身
。

6

君
子
固
窮
：
君
子
困
厄
時
也
能
堅
守
正

道
。
固
，
堅
守
。
窮
，
困
厄
、
窮
困
。

7

窮
斯
濫
矣
：
一
旦
困
厄
就
胡
作
非
為
。

斯
，
則
、
就
。

記
孔
子
去
衛
適
陳
，
困
於
陳
國
之
事
。
由
此
章
可
見
君
子
處
困
頓
仍
能
安
適
自
得
，
無
所
怨
悔
。

衛
國
在
春
秋
以
後
，
首
都
被
狄
人
占
領
，
幾
經
播
遷
，
淪
為
弱
國
。
靈
公
又
無
道
，
寵
南
子
、
逐
太

子
，
國
內
民
不
聊
生
，
百
廢
待
舉
，
此
時
他
不
但
沒
有
勵
精
圖
治
，
反
而
執
迷
於
戰
陣
之
事
，
因
此
孔
子

明
白
靈
公
與
他
理
念
不
同
，
留
下
來
也
無
法
施
展
抱
負
，
於
是
第
二
天
就
離
開
了
衛
國
。
其
實
孔
子
並
非

不
懂
軍
事
，
只
是
不
願
意
幫
助
靈
公
以
戰
爭
壯
大
自
己
的
勢
力
，
所
以
只
願
談
禮
儀
之
事
，
由
此
可
看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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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子
﹁
道
不
同
，
不
相
為
謀
﹂
的
堅
定
態
度
。

﹁
在
陳
絕
糧
﹂
敘
述
孔
子
師
徒
處
於
困
厄
中
，
弟
子
飽
受
煎
熬
，
信
心
動
搖
，
但
孔
子
依
舊
無
憂
無

懼
，
處
之
泰
然
，
固
守
節
操
，
展
現
了
君
子
的
風
範
。

◎

兵
者
，
國
之
大
事
，
死
生
之
地
，
存
亡
之
道
，
不
可
不
察
也
。
︵
春
秋
．
孫
武
︶

◎
患
難
與
困
苦
，
是
磨
鍊
人
格
的
最
高
學
府
。
︵
古
希
臘
．
蘇
格
拉
底
︶

◎
歲
寒
，
然
後
知
松
柏
之
後
凋
也
。
︵
論
語 

子
罕
︶

譯 

天
氣
寒
冷
了
，
才
知
道
松
柏
是
最
後
凋
落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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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處
：
音 t

3j

，
有
接
受
、
享
用
之
意
。

2

不
以
其
道
得
之
不
去
：
不
能
以
正
當
的

方
法
避
免
貧
賤
，
那
麼
就
算
是
遭
遇
貧

賤
也
不
逃
避
。
去
，
離
開
、
逃
避
。

3

惡
乎
成
名
：
如
何
成
就
君
子
的
美
名
？

惡
，
音 j

，
如
何
、
怎
能
。

4

終
食
之
間
：
吃
完
一
頓
飯
的
時
間
，
形

容
很
短
暫
的
時
刻
。

5

造
次
：
倉
促
、
匆
忙
。

6

顛
沛
：
困
頓
流
離
。

十 

君
子
無
終
食
之
間
違
仁

子
曰
：
﹁
富
與
貴
，
是
人
之
所
欲
也
；
不
以

其
道
得
之
，
不
處

t
3j

也

1

。
貧
與
賤
，
是
人
之
所
惡

也
；
不
以
其
道
得
之
，
不
去2

也
。
君
子
去
仁
，
惡

j

乎
成
名3

？
君
子
無
終
食
之
間4

違
仁
，
造
次5

必
於

是
，
顛
沛6

必
於
是
。
﹂ 
─

里
仁
第
四
．
五

孔
子
說
明
君
子
堅
守
仁
德
，
不
因
外
在
環
境
不
同
而
有
所
改
變
。

本
章
強
調
仁
者
面
對
富
貴
與
貧
賤
時
，
應
有
的
心
態
與
作
為
。
喜
歡
富
貴
、
厭
惡
貧
賤
是
人
之
常

情
，
然
而
無
論
是
追
求
富
貴
或
擺
脫
貧
窮
，
都
應
該
經
由
正
道
，
以
﹁
仁
﹂
為
依
歸
。
為
了
享
受
富
貴
而

違
反
仁
德
，
君
子
不
接
受
；
為
了
遠
離
貧
窮
而
違
反
仁
德
，
君
子
也
會
拒
絕
，
這
正
凸
顯
﹁
君
子
喻
於

義
﹂
︵
里
仁
︶
的
節
操
。
不
論
處
於
何
種
環
境
都
能
堅
守
仁
德
，
這
正
是
君
子
與
小
人
的
區
別
。
孔
子
曾

以
﹁
君
子
固
窮
，
小
人
窮
斯
濫
矣
﹂
︵
衛
靈
公
︶
來
回
答
子
路
對
﹁
君
子
亦
有
窮
乎
﹂
的
質
疑
，
可
見
做

一
個
君
子
，
即
使
在
危
急
倉
促
、
顛
沛
流
離
中
，
仍
能
堅
守
仁
德
。

◎

在
命
運
的
顛
沛
中
，
最
可
以
看
出
人
們
的
氣
節
。
︵
英
國
．
莎
士
比
亞
︶

◎

廉
士
非
不
愛
財
，
取
之
以
道
。
︵
中
國
諺
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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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石
門
：
魯
城
外
門
。

2

晨
門
：
早
上
負
責
開
啟
城
門
的
人
。

3

奚
自
：
從
何
處
而
來
。
自
，
從
。

4

知
其
不
可
而
為
之
者
：
明
知
事
情
未
必

能
成
功
，
卻
仍
然
堅
持
去
做
的
人
。

5

與
：
音 6m

，
同
﹁
歟
﹂
，
置
於
句
末
，

表
示
疑
問
、
反
詰
的
語
氣
。

十
一 

知
其
不
可
而
為
之

子
路
宿
於
石
門1

。
晨
門2

曰
：
﹁
奚
自3

？
﹂
子

路
曰
：
﹁
自
孔
氏
。
﹂
曰
：
﹁
是
知
其
不
可
而
為

之
者4

與
6m

？
5

﹂ 
─

憲
問
第
十
四
．
四
一

記
子
路
與
晨
門
應
答
之
言
，
以
彰
顯
孔
子
﹁
知
其
不
可
而
為
之
﹂
的
積
極
精
神
。

本
章
記
子
路
在
石
門
與
守
門
者
的
一
番
對
話
，
文
末
晨
門
認
為
孔
子
是
﹁
知
其
不
可
而
為
之
者
﹂
，

此
語
雖
有
譏
諷
之
意
，
卻
凸
顯
了
孔
子
積
極
入
世
的
用
心
。

世
局
混
亂
、
天
下
動
盪
時
，
許
多
人
選
擇
明
哲
保
身
，
但
孔
子
義
無
反
顧
，
挺
身
而
出
，
雖
不
能
挽

狂
瀾
於
既
倒
，
仍
鍥
而
不
捨
，
執
著
地
追
求
理
想
。
守
門
者
的
話
語
似
乎
帶
有
嘲
諷
意
味
，
但
﹁
知
其
不

可
而
為
之
﹂
一
語
正
凸
顯
了
孔
子
憂
時
憂
民
、
積
極
救
世
的
形
象
。

◎

正
其
誼
︵
通
﹁
義
﹂
︶
不
謀
其
利
，
明
其
道
不
計
其
功
。
︵
西
漢
．
董
仲
舒
︶

◎

為
其
所
應
為
，
這
樣
的
人
才
是
勇
敢
的
。
︵
俄
國
．
托
爾
斯
泰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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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喻
：
通
曉
、
曉
得
。

十
二 

君
子
喻
於
義

子
曰
：
﹁
君
子
喻1

於
義
，
小
人
喻
於
利
。
﹂

 
─

里
仁
第
四
．
一
六

孔
子
以
義
、
利
判
別
君
子
與
小
人
的
不
同
。

孔
子
認
為
君
子
和
小
人
的
分
野
，
就
在
﹁
義
﹂
、
﹁
利
﹂
二
字
：
君
子
能
夠
﹁
見
利
思
義
﹂
，
遇
到

富
貴
時
，
﹁
不
以
其
道
得
之
，
不
處
也
﹂
︵
里
仁
︶
，
可
見
孔
子
並
不
反
對
利
，
反
對
的
只
是
不
義
之

利
。
小
人
則
唯
利
是
圖
，
利
益
當
前
往
往
不
擇
手
段
，
雖
獲
得
不
當
的
利
益
，
但
也
易
招
來
惡
果
，
由
此

可
知
，
孔
子
是
從
一
個
人
面
對
義
與
利
態
度
的
不
同
，
來
區
分
君
子
和
小
人
。

◎

放

z
3;

於
利
而
行
，
多
怨
。
︵
論
語 
里
仁
︶

譯 

做
人
處
事
完
全
依
據
私
利
來
考
量
，
必
定
招
致
許
多
的
怨
恨
。

◎

君
子
思
義
而
不
慮
利
，
小
人
貪
利
而
不
顧
義
。
︵
西
漢
．
淮
南
子
︶

◎
 

熱
衷
名
利
的
人
，
像
旋
轉
輪
上
的
狗
，
或
籠
中
的
松
鼠
，
雖
然
牠
們
一
直
在
焦
慮
中
不
斷
地
用
力
爬
，

但
卻
永
遠
達
不
到
頂
端
。
︵
英
國
．
柏
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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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恥
惡
衣
惡
食
：
以
惡
衣
惡
食
為
恥
。

惡
，
音 4k

，
粗
劣
。

2

未
足
與
議
：
不
值
得
和
他
談
論
道
理
。

十
三 

士
志
於
道

子
曰
：
﹁
士
志
於
道
，
而
恥
惡

4k

衣
惡

4k

食1

者
，

未
足
與
議2

也
。
﹂ 

─

里
仁
第
四
．
九

孔
子
認
為
士
當
立
志
求
道
，
不
應
注
重
物
質
享
受
。

孔
子
論
士
人
當
安
貧
樂
道
，
不
貪
圖
物
質
的
享
受
。
孔
子
生
活
簡
單
卻
能
甘
之
如
飴
，
自
言
：
﹁
飯

疏
食
，
飲
水
，
曲
肱
而
枕
之
，
樂
亦
在
其
中
矣
！
﹂
︵
述
而
︶
弟
子
能
做
到
這
一
點
的
，
孔
子
也
都
大
加
稱

許
，
如
讚
美
顏
回
：
﹁
賢
哉
！
回
也
。
一
簞
食
，
一
瓢
飲
，
在
陋
巷
，
人
不
堪
其
憂
，
回
也
不
改
其
樂
。
﹂

又
讚
美
子
路
：
﹁
衣
敝
縕
袍
，
與
衣
狐
貉
者
立
，
而
不
恥
者
，
其
由
也
與
！
﹂
當
一
個
士
人
，
不
該
為
華

服
美
食
所
役
，
而
應
立
志
求
道
，
努
力
實
踐
仁
德
。
孔
子
曾
說
君
子
﹁
憂
道
不
憂
貧
﹂
︵
衛
靈
公
︶
，
正

是
強
調
理
想
的
追
求
比
物
質
的
追
求
更
為
重
要
。

◎

非
淡
泊
無
以
明
志
，
非
寧
靜
無
以
致
遠
。
︵
三
國
．
諸
葛
亮
︶

◎

士
而
懷
居
，
不
足
以
為
士
矣
！
︵
論
語 
憲
問
︶

譯 

讀
書
人
如
果
貪
戀
生
活
的
安
適
，
便
不
配
做
一
個
讀
書
人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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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富
貴
於
我
如
浮
雲

子
曰
：
﹁
飯
疏
食1

，
飲
水
，
曲
肱

e
j

/

而
枕

5
4p

之2

，

樂
亦
在
其
中
矣
！
不
義
而
富
且
貴
，
於
我
如
浮

雲3

。
﹂ 

─

述
而
第
七
．
一
五

1

飯
疏
食
：
吃
粗
糙
的
飯
。
飯
，
吃
，
作

動
詞
用
。
疏
食
，
粗
飯
。

2

曲
肱
而
枕
之
：
彎
曲
手
臂
當
枕
而
臥
。

肱
，
音 e

j
/

，
從
肘
至
腕
的
部
分
。

枕
，
音 5

4p

，
作
動
詞
用
，
當
枕
而
臥
。

3

不
義
而
富
且
貴
於
我
如
浮
雲
：
不
符

合
道
義
而
得
來
的
富
貴
名
利
，
對
我
來

說
，
就
像
是
天
上
的
浮
雲
一
般
。
用
來

表
明
孔
子
對
不
義
之
財
毫
不
動
心
。

孔
子
表
明
其
安
貧
樂
道
的
精
神
。

孔
子
認
為
有
德
的
君
子
不
會
以
惡
衣
惡
食
為
恥
，
所
以
他
對
一
簞
食
、
一
瓢
飲
仍
不
改
其
樂
的
顏
回

大
為
稱
許
，
而
孔
子
對
﹁
飯
疏
食
，
飲
水
，
曲
肱
而
枕
之
﹂
的
生
活
也
樂
在
其
中
。
然
而
對
富
貴
的
追

求
，
孔
子
並
不
反
對
，
但
必
須
取
之
有
道
，
對
不
義
的
富
貴
榮
華
，
則
視
為
天
上
浮
雲
，
是
堅
決
不
接
受

的
。
由
此
正
可
看
出
孔
子
淡
泊
名
利
、
安
貧
樂
道
的
精
神
。

◎

貧
窮
不
會
磨
滅
一
個
人
高
貴
的
品
質
，
反
而
是
富
貴
常
讓
人
喪
失
了
志
氣
。
︵
義
大
利
．
薄
伽
丘
︶

◎

富
而
可
求
也
，
雖
執
鞭
之
士
，
吾
亦
為
之
。
如
不
可
求
，
從
吾
所
好
。
︵
論
語 

述
而
︶

譯 

︵
孔
子
說
：
︶
﹁
財
富
如
果
合
於
道
可
以
求
取
，
雖
是
手
執
皮
鞭
為
人
駕
車
的
差
事
，
我
也
願
意
去
做
。
如
果
富
貴
不
合
於
道

就
不
去
追
求
，
就
依
照
我
喜
愛
的
去
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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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討
論

一
、
顏
淵
問
行
仁
的
具
體
條
目
，
孔
子
回
答
：
﹁
非
禮
勿
視
，
非
禮
勿
聽
，
非
禮
勿
言
，
非
禮
勿
動
﹂
，
請
從

生
活
中
舉
出
一
些
實
例
來
印
證
。
︵
第
三
章
︶

二
、
﹁
反
省
﹂
對
一
個
人
修
德
有
何
重
要
的
意
義
？
請
就
自
身
的
經
驗
加
以
說
明
。
︵
第
六
、
七
章
︶

三
、
君
子
與
小
人
在
面
對
自
己
過
錯
的
態
度
有
何
不
同
？
請
說
說
你
的
看
法
。
︵
第
七
、
八
章
︶

四
、
衛
靈
公
向
孔
子
請
教
作
戰
的
陣
法
，
孔
子
卻
說
：
﹁
俎
豆
之
事
，
則
嘗
聞
之
矣
；
軍
旅
之
事
，
未
之
學
也
﹂
，

其
原
因
為
何
？
︵
第
九
章
︶

五
、
孔
子
說
：
﹁
君
子
喻
於
義
，
小
人
喻
於
利
。
﹂
求
利
與
求
義
，
是
否
絕
對
不
能
相
容
呢
？
請
說
說
你
的
看

法
。
︵
第
十
二
章
︶

六
、
孔
子
曾
說
富
貴
﹁
於
我
如
浮
雲
﹂
，
你
認
為
孔
子
是
否
鄙
視
富
貴
，
甘
於
貧
賤
？
請
說
說
你
的
看
法
。

︵
第
十
四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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