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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子

本
文
選
自
老
子
第
二
章
、
六
十
六
章
和
八
十
一
章
，
各
取
其
首
句
作
為
標
題
。

第
一
則
天
下
皆
知
美
之
為
美
，
以
美
惡
、
有
無
等
對
比
，
說
明
世
間
看
似
對
立
的
事
物
與
概
念
，
實
是
相

互
依
存
的
，
一
切
價
值
判
斷
都
不
是
絕
對
的
、
不
變
的
，
聖
人
明
白
這
種
道
理
，
所
以
採
取
順
應
自
然
，
無
為

的
態
度
來
面
對
，
方
能
﹁
為
而
不
恃
，
功
成
而
弗
居
﹂
。
第
二
則
江
海
所
以
能
為
百
谷
王
，
以
江
海
匯
百
川
為

喻
，
強
調
謙
下
不
爭
的
重
要
，
指
出
聖
人
善
於
處
下
，
能
虛
懷
若
谷
，
故
受
眾
民
推
崇
，
﹁
天
下
莫
能
與
之

爭
﹂
。
第
三
則
信
言
不
美
美
言
不
信
，
說
明
聖
人
能
效
法
﹁
利
而
不
害
﹂
的
天
道
，
真
實
不
炫
、
木
訥
不
辯
、

簡
約
不
博
，
且
能
不
藏
私
地
竭
力
助
人
，
正
因
為
﹁
為
而
不
爭
﹂
，
所
以
﹁
天
下
莫
能
與
之
爭
﹂
。

（
一
）
天
下
皆
知
美
之
為
美

（
二
）
江
海
所
以
能
為
百
谷
王

（
三
）
信
言
不
美
美
言
不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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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子
，
姓
李
，
名
耳
，
字
聃
，
春
秋 

楚
國 

苦
縣
︵
今
河
南
省 

鹿
邑
縣
︶
人
。
生
卒
年
不
詳
，
約
與
孔
子

同
時
或
更
早
。
曾
做
過
周
朝
的
守
藏
史
，
掌
管
圖
書
典
籍
。
後
見
周
朝
日
趨
衰
敗
，
遂
萌
生
歸
隱
之
心
，
著
道

德
經
五
千
餘
言
，
出
函
谷
關
，
不
知
所
終
。

老
子
為
道
家
的
代
表
人
物
。
歷
代
通
行
的
老
子
分
上
、
下
兩
篇
，
共
八
十
一
章
，
其
書
言
﹁
道
﹂
、

﹁
德
﹂
之
意
，
故
名
道
德
經
。
老
子
的
思
想
以
道
為
核
心
，
認
為
道
是
萬
物
的
根
源
。
在
修
身
方
面
主
張
守
柔

不
爭
，
致
虛
守
靜
，
返
璞
歸
真
；
在
政
治
方
面
主
張
為
政
者
要
順
應
自
然
，
清
靜
無
為
。
戰
國
以
後
，
法
家
結

合
老
子
學
說
形
成
﹁
黃 
老
治
術
﹂
。
魏 

晉 

南
北
朝
時
，
老
子
與
莊
子
、
周
易
並
稱
﹁
三
玄
﹂
，
對
當
時
的
社

會
思
潮
與
士
人
生
活
影
響
甚
鉅
。

老
子
一
書
文
筆
簡
練
，
擅
長
以
具
體
的
事
物
、
生
動
的
譬
喻
來
說
明
抽
象
的
哲
理
。
其
句
式
多
為
韻
散
結

合
，
音
調
和
諧
，
善
用
排
比
、
對
偶
、
回
文
等
手
法
，
靈
活
多
變
，
是
一
本
充
滿
智
慧
且
文
采
優
美
的
經
典
。 老子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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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天
下
皆
知
美
之
為
美

天
下
皆
知
美
之
為
美
，
斯
惡

4k

已1

；
皆
知
善

之
為
善
，
斯
不
善
已
。
故
有
無
相
生2

，
難
易
相

成3

，
長
短
相
形4

，
高
下
相
傾5
，
音
聲
相
和6

，
前

後
相
隨7

。
是
以
聖
人8

處
無
為9

之
事
，
行
不
言0

之

教
。
萬
物
作
焉
而
不
辭q

，
生
而
不
有
，
為
而
不

1

「
天
下
皆
知
」
二
句
：
天
下
人
都
知
道
什

麼
是
美
，
那
麼
醜
的
概
念
就
產
生
了
。

斯
，
則
。
惡
，
音 4k

，
指
醜
。
已
，
通

﹁
矣
﹂
，
助
詞
。

2

有
無
相
生
：
有
和
無
相
依
而
產
生
。

3

難
易
相
成
：
難
與
易
相
對
而
形
成
。

4

長
短
相
形
：
長
與
短
相
較
而
顯
現
。

5

高
下
相
傾
：
指
尊
高
與
卑
下
相
對
而
存

在
。
傾
，
傾
斜
，
引
申
為
倚
靠
。

6

音
聲
相
和
：
發
音
和
回
聲
相
互
應
和
。

7

前
後
相
隨
：
前
和
後
是
相
互
伴
隨
的
。

8

聖
人
：
指
道
家
能
體
現
自
然
之
道
的
理
想

人
物
。

9

無
為
：
順
其
自
然
而
不
妄
為
。

0

不
言
：
不
發
號
施
令
。

q

萬
物
作
焉
而
不
辭
：
指
讓
萬
物
自
然
生
長 

而
不
發
號
施
令
。
不
辭
，
即
不
發
表
言
辭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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恃w

，
功
成
而
弗
居
。
夫
唯
弗
居
，
是
以
不
去e

。                    

︵
二
︶
江
海
所
以
能
為
百
谷
王

江
海
所
以
能
為
百
谷
王
者
，
以
其
善
下
之r

，

故
能
為
百
谷
王
。
是
以
聖
人
欲
上
民
，
必
以
言

下
之t

；
欲
先
民y

，
必
以
身
後
之
。
是
以
聖
人
處
上

而
民
不
重u

，
處
前
而
民
不
害i

，
是
以
天
下
樂
推

而
不
厭o

。
以
其
不
爭
，
故
天
下
莫
能
與
之
爭
。         

w

生
而
不
有
為
而
不
恃
：
生
養
萬
物
而
不
占

為
己
有
，
化
育
萬
物
而
不
自
恃
其
能
。

e

夫
唯
弗
居
是
以
不
去
：
因
為
不
居
功
，
所

以
名
聲
功
績
不
會
磨
滅
。

r

「
江
海
所
以
」
二
句
：
所
有
河
流
都
流
往

江
海
，
因
為
它
善
於
處
在
卑
下
的
地
位
。

百
谷
，
猶
言
百
川
。
說
文
解
字
：
﹁
王
，

天
下
所
歸
往
也
。
﹂
此
處
﹁
王
﹂
有
歸
往

之
意
。

t

欲
上
民
必
以
言
下
之
：
想
要
位
居
萬
民
之

上
，
必
須
言
語
謙
虛
，
甘
居
卑
下
。
上

民
，
處
民
之
上
，
指
統
治
人
民
。

y

先
民
：
處
民
之
先
，
指
領
導
人
民
。

u

處
上
而
民
不
重
：
位
居
萬
民
之
上
，
而
人

民
不
感
到
負
擔
。
重
，
累
、
負
擔
。

i

處
前
而
民
不
害
：
身
居
萬
民
之
前
，
而
人

民
不
覺
得
受
到
妨
害
。

o

天
下
樂
推
而
不
厭
：
天
下
人
民
樂
於
推
崇

而
不
厭
棄
。

••••••• 5

111

第
九
課
　
老
子
選



　

︵
三
︶
信
言
不
美
美
言
不
信

信
言
不
美p

，
美
言
不
信
。
善
者
不
辯a

，
辯

者
不
善
。
知
者
不
博s

，
博
者
不
知
。
聖
人
不

積d

，
既
以
為

j
4o

人
，
己
愈
有f

；
既
以
與
人
，
己
愈

多
。
天
之
道
，
利
而
不
害g

。
聖
人
之
道
，
為

j
6o

而

不
爭h

。

p

信
言
不
美
：
真
實
的
話
不
華
麗
。
信
，
真

實
。

a

善
者
不
辯
：
善
良
的
人
不
巧
辯
。

s

知
者
不
博
：
通
曉
大
道
的
人
不
刻
意
追
求

廣
博
的
知
識
。

d

聖
人
不
積
：
聖
人
不
藏
私
、
不
為
己
積

聚
。

f

既
以
為
人
己
愈
有
：
盡
量
幫
助
別
人
，
自

己
擁
有
得
更
多
。
既
，
竭
盡
。
為
，
音 

j
4o

，
幫
助
。

g

天
之
道
利
而
不
害
：
上
天
的
法
則
是
有
利

於
萬
物
而
不
使
其
受
害
。

h

聖
人
之
道
為
而
不
爭
：
聖
人
的
法
則
是
有

所
作
為
而
不
與
人
爭
。
為
，
音 j

6o

，
作

為
，
有
施
予
之
意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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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老
子
認
為
美
惡
是
相
對
的
概
念
，
你
是
否
同
意
？
請
就
自
己
的
生
活
經
驗
，
說
說
你
的
看
法
。

二
、
所
謂
﹁
聖
人
之
道
，
為
而
不
爭
﹂
，
又
謂
﹁
以
其
不
爭
，
故
天
下
莫
能
與
之
爭
﹂
，
你
對
老
子
這
類
主
張

的
看
法
為
何
？

三
、
老
子
說
：
﹁
信
言
不
美
，
美
言
不
信
。
﹂
你
贊
同
這
樣
的
觀
點
嗎
？
請
說
說
你
的
看
法
。

四
、
老
子
認
為
：
﹁
既
以
為
人
，
己
愈
有
；
既
以
與
人
，
己
愈
多
。
﹂
老
子
這
種
精
神
，
對
你
的
生
活
與
學
習

有
何
啟
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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