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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
非
生
平

韓
非
，
戰
國
末
韓
國
人
。
生
年
不
詳
，
卒
於
秦
王 

政
十
四
年
︵
西
元
前
二
三
三
年
︶
。
韓
非
喜
刑
名
法

術
之
學
，
而
歸
本
於
黃 
老
，
雖
口
吃
不
善
於
辯
說
，
但
長
於
著
述
，
與
李
斯
同
為
荀
子
的
弟
子
，
而
李
斯
自

以
為
不
如
韓
非
。

韓
非
見
韓
國
日
漸
削
弱
，
屢
次
上
書
勸
諫
韓
王
，
但
不
為
韓
王
所
用
。
韓
非
以
為
：
國
不
能
治
、
政
不

能
修
，
都
是
因
為
不
能
實
行
法
治
的
緣
故
。
他
更
抨
擊
：
所
養
之
人
非
所
用
，
所
用
之
人
卻
非
所
養
。
邪
枉

之
臣
得
勢
，
而
廉
直
之
士
不
為
所
容
。
於
是
作
孤
憤
、
五
蠹
等
議
論
十
餘
萬
言
。

秦
王
見
到
韓
非
之
書
後
極
為
欣
喜
，
欲
見
作
者
本
人
，
於
是
發
兵
攻

打
韓
國
。
韓
王
只
得
派
遣
韓
非
出
使
秦
國
，
秦
王
見
到
韓
非
，
雖
然
喜
歡

他
卻
不
予
以
任
用
。
此
時
李
斯
趁
機
詆
毀
韓
非
，
秦
王
於
是
下
令
將
韓
非

關
押
入
獄
。
李
斯
又
派
人
到
獄
中
將
毒
藥
交
給
韓
非
，
韓
非
無
法
為
自
己

辯
駁
，
最
後
於
獄
中
自
殺
。

 

《
韓
非
子
》
簡
介

韓
非
為
法
家
代
表
人
物
，
史
記 

太
史
公
自
序
中
收
錄
的
司
馬
談 
論
六
家
要
旨
提
到
：
﹁
法
家
不
別
親
疏
， 	韓非畫像

◎

韓　

非

韓
非
子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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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殊
貴
賤
，
一
斷
於
法
。
﹂
班
固
在
漢
書 

藝
文
志
中
將
法
家
列
為
﹁
九
流
﹂
之
一
，
認
為
法
家
﹁
出
於
理

官
﹂
︵
即
司
法
官
︶
，
﹁
專
任
刑
法
而
欲
以
致
治
﹂
。
韓
非
之
前
的
法
家
原
有
三
派
：
重
法
派
有
商
鞅
，

主
張
以
嚴
刑
峻
法
治
民
；
重
術
派
有
申
不
害
，
主
張
君
王
用
術
以
制
臣
，
使
臣
子
不
得
擅
權
；
重
勢
派
有
慎

到
，
主
張
君
王
有
其
權
勢
地
位
，
方
能
有
號
令
臣
民
、
用
賞
施
罰
之
力
。

後
出
的
韓
非
之
學
出
於
荀
子
，
源
於
儒
家
，
又
歸
本
於
道
家
。
韓
非
於
先
秦
諸
子
之
中
出
生
最
晚
，
因

得
窺
各
家
之
說
，
而
予
以
吸
收
。
韓
非
以
為
法
、
術
、
勢
三
者
不
可
偏
廢
，
是
法
家
的
集
大
成
者
。

但
韓
非
只
信
用
法
，
而
排
斥
仁
義
，
只
有
消
極
的
限
制
作
惡
，
缺
乏
積
極
的
導
人
向
善
。
其
學
過
於
尊

君
，
雖
然
對
於
君
王
也
有
許
多
要
求
：
要
忠
於
法
、
忠
於
心
，
能
立
道
於
往
古
，
垂
德
於
後
世
，
才
能
成
為

明
主
。
但
其
主
張
中
對
君
王
無
制
裁
措
施
，
一
旦
君
王
恣
意
妄
為
，
容
易
造
成
暴
君
專
政
。

韓
非
死
後
，
後
人
蒐
集
其
遺
著
，
編
成
韓
非
子
一
書
，
共
五
十
五
篇
，
漢
書 

藝
文
志
將
其
列
在
法
家
。

唐
、
宋
後
，
為
與
韓
愈
有
所
區
別
，
改
韓
子
為
韓
非
子
。
其
文
結
構
嚴
密
，
議
論
透
闢
，
辭
鋒
犀
利
，
並
善

於
運
用
寓
言
故
事
以
說
明
事
理
，
對
後
世
議
論
文
的
發
展
啟
迪
尤
深
。

 

課
文
簡
介

本
課
選
自
韓
非
子
，
共
二
則
，
標
題
為
編
者
所
加
。
第
一
則
棘
刺
刻
猴
選
自
外
儲
說 

左
上
。
故
事
中
的

衛
人
自
言
能
在
棘
刺
尖
端
雕
刻
猴
子
，
以
此
向
燕
王
騙
取
財
物
，
最
後
因
拿
不
出
比
棘
刺
尖
端
更
小
的
刻

刀
，
而
被
揭
穿
騙
局
。
故
事
旨
在
說
明
君
王
聽
取
人
臣
言
論
時
，
應
考
慮
政
策
的
可
行
性
，
方
能
避
免
受
到

巧
言
詐
說
的
迷
惑
。

第
二
則
猛
狗
社
鼠
選
自
外
儲
說 

右
上
。
文
中
以
猛
狗
和
社
鼠
比
喻
堵
塞
忠
良
、
欺
瞞
君
王
的
奸
臣
，

強
調
君
王
應
掌
握
權
柄
、
法
令
，
好
惡
不
形
於
色
，
方
能
馭
臣
治
國
。

兩
篇
文
字
皆
刻
劃
生
動
，
人
物
形
象
鮮
活
，
故
事
發
展
出
人
意
表
，
令
人
稱
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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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微
巧
：
指
微
細
小
巧
之
物
。

2

以
棘
刺
之
端
為
母
猴
：
在
荊

棘
芒
刺
的
尖
端
雕
刻
獼
猴
。
母

猴
，
即
獼
猴
。

3

五
乘
之
奉
：
等
值
於
支
應
五
輛

兵
車
及
配
備
費
用
的
俸
祿
，
指

優
厚
的
俸
祿
。
乘
，
音 g

4/

，

量
詞
，
車
輛
單
位
，
在
此
指
支

應
一
輛
戰
車
及
其
配
備
士
卒
的

相
關
費
用
。
奉
，
通
﹁
俸
﹂
。

4

不
入
宮
：
不
進
入
後
宮
與
嬪
妃

相
處
。

5

霽
：
音 r

4u

，
指
雨
停
之
後
，

天
空
放
晴
。

6

晏
陰
之
間
：
此
指
天
氣
由
陰
轉

晴
的
時
候
。
晏
，
音 u

40

，
晴

朗
。

q
 

燕
王
好
微
巧1

。
衛
人
曰
：
﹁
能
以
棘
刺
之
端
為

母
猴2

。
﹂
燕
王
說

m
4,

之
，
養
之
以
五
乘

g
4/

之
奉3

。

w
 

王
曰
：
﹁
吾
試
觀
客
為
棘
刺
之
母
猴
。
﹂
客
曰
：

﹁
人
主
欲
觀
之
，
必
半
歲
不
入
宮4

，
不
飲
酒
食
肉
。

雨
霽

r
4u

日

5

出
，
視
之
晏

u
40

陰
之
間6

，
而
棘
刺
之
母
猴
乃
可

見
也
。
﹂

••••••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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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燕
王
因
養
衛
人
，
不
能
觀
其
母
猴
。
鄭
有
臺
下7

之
冶
者8

謂
燕
王
曰
：
﹁
臣
，
為
削

v
m

4,

者9

也
。
諸
微
物 

必
以
削
削
之0

，
而
所
削
必
大
於
削q

。
今
棘
刺
之
端 

不
容
削
鋒w

，
難
以
治
棘
刺
之
端
。
王
試
觀
客
之
削
，

能
與
不
能
可
知
也
。
﹂
王
曰
：
﹁
善
。
﹂
謂
衛
人
曰
：

﹁
客
為
棘
，
削
之
？
﹂
曰
：
﹁
以
削
。
﹂
王
曰
：
﹁
吾

欲
觀
見
之
。
﹂
客
曰
：
﹁
臣
請
之
舍e

取
之
。
﹂
因
逃
。

7

臺
下
：
疑
為
鄭
國
地
名
。

8

冶
者
：
冶
鐵
工
匠
。

9

為
削
者
：
製
造
刻
刀
的
工
匠
。

0

以
削
削
之
：
用
刻
刀
去
雕
刻

它
。
第
一
個
﹁
削
﹂
字
為
名
詞
，

第
二
個
﹁
削
﹂
字
為
動
詞
。

q

所
削
必
大
於
削
：
指
被
雕
刻
之

物
一
定
比
刻
刀
大
。

w

削
鋒
：
刻
刀
的
刀
鋒
。

e

之
舍
：
到
客
舍
。
之
，
往
。

	削　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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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宋
人
有
酤

e
j

酒

2

者
，
升
概
甚
平3

，
遇
客
甚
謹4

， 
為
酒5

甚
美
，
縣

v
m

60

幟6

甚
高
著

5
4j

，

7

然
不
售
，
酒
酸
。
怪
其

故
，
問
其
所
知8─
閭

x
6m

長

9

者
楊
倩
。
倩
曰
：
﹁
汝
狗

猛
耶
？
﹂
曰
：
﹁
狗
猛
，
則
酒
何
故
而
不
售
？
﹂

曰
：
﹁
人
畏
焉
。
或
令
孺
子
懷
錢
挈

f
u

4,

壺
罋

j
4/

而

0

往
酤
，

而
狗
迓

u
48

而

q

齕

c
6k

之

w

，
此
酒
所
以
酸
而
不
售
也
。
﹂

1

社
：
古
指
土
神
，
民
間
常
築

壇
、
植
樹
來
祭
祀
祂
，
以
祈
求

幸
福
。
此
指
社
壇
。

	社　壇

2

酤
：
音 e

j

，
賣
酒
。
下
文
﹁
挈

壺
罋
而
往
酤
﹂
之
﹁
酤
﹂
字
，

作
﹁
買
酒
﹂
解
。

3

升

甚
平
：
指
賣
酒
時
量
得

準
確
，
買
賣
公
平
。
升
，
量
酒

器
。
概
，
原
指
刮
平
斗
斛
的
木

••••••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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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夫
國
亦
有
狗
。
有
道
之
士
懷
其
術
而
欲
以
明e

萬

乘
之
主
，
大
臣
為
猛
狗
，
迎
而
齕
之
，
此
人
主
之
所

以
蔽
脅r
，
而
有
道
之
士
所
以
不
用
也
。

e
 

故
桓
公
問
管
仲
曰
：
﹁
治
國
最
奚
患
？
﹂
對
曰
：

﹁
最
患
社
鼠
矣
。
﹂
公
曰
：
﹁
何
患
社
鼠
哉
？
﹂
對
曰
：

﹁
君
亦
見
夫
為
社
者
乎
？
樹
木
而
塗
之t

，
鼠
穿
其
間
，

掘
穴
託
其
中
，
燻
之
則
恐
焚
木
，
灌
之
則
恐
塗
阤

45

，

y

棒
。
升
、
概
，
此
作
動
詞
，
指

量
酒
。

4

遇
客
甚
謹
：
招
待
顧
客
很
殷
勤

恭
敬
。
遇
，
招
待
、
接
待
。

5

為
酒
：
釀
酒
。

6

縣
幟
：
懸
掛
酒
旗
。
縣
，
音 

v
m
60

，
同
﹁
懸
﹂
，
掛
。

7

著
：
音 5

4j

，
明
顯
。

8

問
其
所
知
：
請
問
知
道
其
中
緣

故
的
人
。

9

閭
：
音 x

6m

，
民
戶
聚
居
處
，

此
指
鄉
里
。

0

挈
壺
罋
：
提
著
裝
酒
的
壺
甕
。

挈
，
音 f

u
4,

，
提
。
罋
，
音 

j
4/

，
同
﹁
甕
﹂
。

q

迓
：
音 u

48

，
迎
，
此
指
迎
面

而
來
。

w

齕
：
音 c

6k

，
咬
。

e

明
：
使
通
曉
。

r

蔽
脅
：
指
被
蒙
蔽
脅
迫
。

t

樹
木
而
塗
之
：
種
植
樹
木
，
塗

上
顏
色
。

y

塗
阤
：
指
所
塗
的
顏
色
剝
落
。

阤
，
音 45

，
毀
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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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社
鼠
之
所
以
不
得
也
。
今
人
君
之
左
右
，
出
則
為

j
6o

勢
重u

而
收
利
於
民
，
入
則
比

1
4u

周i

而
蔽
惡
於
君o

，
內

p間

r
u

40
主
之
情
以
告
外
，
外
內
為
重a

，
諸
臣
百
吏
以
為
富
。

吏
不
誅
則
亂
法
，
誅
之
則
君
不
安s

，
據
而
有
之d

，
此

亦
國
之
社
鼠
也
。
﹂

r
 

故
人
臣
執
柄
而
擅
禁

r
u

4p

，

f

明g

為
j

4o
己
者
必
利
，
而
不

為
己
者
必
害
，
此
亦
猛
狗
也
。
夫
大
臣
為
猛
狗
， 

u

為
勢
重
：
指
倚
仗
著
位
高
權

重
。

i

比
周
：
結
黨
營
私
。
比
，
音 

1
4u

。

o

蔽
惡
於
君
：
在
君
王
面
前
掩
蓋

自
己
的
罪
惡
。

p

間
：
音 r

u
40

，
刺
探
、
窺
伺
。

a

外
內
為
重
：
內
外
官
員
互
相
倚

重
勾
結
，
擴
大
權
勢
。

s

君
不
安
：
君
王
不
能
安
坐
其

位
。

d

據
而
有
之
：
占
據
重
要
地
位
，

擁
有
權
勢
。

f

執
柄
而
擅
禁
：
掌
握
權
柄
，
操

縱
法
令
。
擅
，
專
斷
。
禁
，
音 

r
u
4p

，
禁
令
。

g

明
：
表
明
、
表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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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討
論

而
齕
有
道
之
士
矣
，
左
右
又
為
社
鼠
而
間
主
之
情
，

人
主
不
覺
。
如
此
，
主
焉
得
無
壅

m
/

，

h

國
焉
得
無
亡
乎
？

h

壅
：
音 m

/

，
堵
塞
，
此
指
被

蒙
蔽
。

••

一
、
衛
國
的
刻
猴
者
要
燕
王
﹁
半
歲
不
入
宮
，
不
飲
酒
食
肉
﹂
，
且
於
﹁
雨
霽
日
出
﹂
時
才
能
見
到
其
所
刻
之

猴
，
其
用
意
何
在
？

二
、
從
棘
刺
刻
猴
的
寓
言
中
，
你
得
到
什
麼
樣
的
啟
示
？

三
、
猛
狗
社
鼠
的
故
事
告
訴
我
們
，
君
王
應
如
何
自
處
才
不
會
被
臣
下
蒙
蔽
？

四
、
請
舉
例
說
明
有
哪
些
歷
史
人
物
的
作
為
，
和
本
課
的
猛
狗
與
社
鼠
相
似
。

五
、
除
了
用
﹁
猛
狗
﹂
與
﹁
社
鼠
﹂
外
，
你
會
將
危
害
到
群
體
的
人
比
喻
成
何
種
動
物
？ 

 

請
說
說
你
的
理
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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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伸
閱
讀

一
、
超
譯
韓
非
子
：
領
導
者
的
經
營
聖
經 

許
成
準
著
，
茉
芙
譯
，
晨
星
出
版
，
二
〇
一
八
年

作
者
試
圖
從
韓
非
子
中
解
讀
出
現
代
的
管
理
技
巧
。
據
作
者
歸
納
，
韓
非
子
的
領
導
者
超

級
祕
笈
有
︰
掌
握
住
自
己
的
權
限
、
善
用
人
類
的
本
性
與
慾
望
、
利
用
賞
罰
手
段
、
建
立
完
善

的
制
度
、
讓
部
下
與
團
隊
的
利
害
關
係
一
致
、
別
讓
小
人
有
乘
虛
而
入
的
機
會
、
建
立
有
效
率

的
團
隊
、
讓
﹁
法
﹂
策
動
他
人
替
自
己
辦
事
、
掌
握
情
報
、
與
同
事
建
立
關
係
。
作
者
在
解
說

中
加
入
許
多
經
濟
、
社
會
事
件
為
例
子
，
帶
領
讀
者
將
古
典
思
想
融
入
現
代
社
會
，
讓
思
慮
更

加
靈
活
、
多
元
。

二
、
超
譯
韓
非
子
：
幫
你
是
為
了
黑
你 

永
井
義
男
著
，
邱
心
柔
譯
，
世
潮
出
版
，
二
〇
一
六
年

作
者
認
為
韓
非
看
透
人
性
本
質
，
其
智
慧
非
常
深
沉
，
手
段
有
時
也
顯
得
陰
險
毒
辣
，
但

這
樣
的
智
慧
與
手
段
也
是
在
現
代
社
會
生
存
所
必
須
。
書
中
主
題
有
︰
陰
險
的
行
為
就
用
陰
險

的
手
段
去
對
付
、
不
要
偏
袒
特
定
對
象
、
任
何
人
都
有
造
反
之
心
、
主
從
關
係
是
建
立
在
計
算

之
上
的
、
對
雙
方
都
有
利
事
情
就
會
進
展
順
利
。
讀
者
可
以
從
書
中
汲
取
許
多
處
事
經
驗
。

三
、
法
家
的
智
慧 

張
易
編
著
，
廣
達
文
化
出
版
，
二
〇
〇
六
年

本
書
選
取
了
韓
非
子
、
商
君
書
和
管
子
三
部
法
家
主
要
代
表
作
的
部
分
內
容
，
採
擷
其
中

最
有
影
響
、
現
今
仍
有
活
力
和
價
值
的
名
言
警
句
，
並
附
譯
文
和
簡
單
的
解
析
；
更
為
了
提
高

可
讀
性
，
在
名
言
警
句
和
譯
文
後
配
上
經
典
故
事
，
使
讀
者
能
夠
輕
鬆
愉
悅
地
理
解
先
賢
名
言

的
智
慧
精
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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