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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題本

文
選
自
日
知
錄
，
旨
在
說
明
廉
恥
和
國
運
興
衰
的
關
係
。
廉
恥
是
修
身
立
心
的
重
要
節
操
，
廉
恥
一
旦

淪
喪
，
世
風
衰
敗
，
國
家
將
隨
之
覆
亡
。
顧
炎
武
身
處
明
末
清
初
改
朝
換
代
之
際
，
眼
見
部
分
士
大
夫
不
顧
國

家
存
亡
而
變
節
求
榮
，
內
心
十
分
沉
痛
，
因
而
提
出
﹁
行
己
有
恥
﹂
的
古
訓
，
強
調
一
切
禍
敗
亂
亡
，
皆
由
於

寡
廉
鮮

v
u
30

恥
所
致
。

本
文
雖
是
顧
炎
武
平
日
的
讀
書
心
得
札

5
68

記
，
實
為
評
論
時
政
士
風
的
文
章
。
作
者
援
古
論
今
，
感
慨
時

事
，
譴
責
當
時
士
大
夫
無
恥
的
行
徑
，
充
滿
憂
時
憤
世
的
情
懷
。

◎

顧
炎
武

一
、
認
識
顧
炎
武
的
生
平
及
學
術
成
就
。

二
、
學
習
援
古
論
今
的
寫
作
技
巧
。

三
、
培
養
廉
恥
的
道
德
品
格
。

學
習
重
點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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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作顧

炎
武
，
字
寧
人
，
本
名
絳

r
u
4;

，
明
亡
後
改
名
炎
武
，
世
稱
亭
林
先
生
。
江
蘇 

崑
山
︵
今
江
蘇
省 

昆
山

市
︶
人
。
生
於
明
神
宗 

萬
曆
四
十
一
年
︵
西
元
一
六
一
三
年
︶
，
卒
於
清
聖
祖 

康
熙
二
十
一
年
︵
西
元
一
六

八
二
年
︶
，
年
七
十
。

顧
炎
武
幼
年
在
祖
父
、
母
親
嚴
格
的
教
導
下
，
奠
定
一
生
治
學
的
基
礎
。
十
四
歲
中
秀
才
，
並
加
入
復
社
，

關
懷
國
事
，
抨
擊
時
弊
。
清
兵
南
下
時
，
顧
炎
武
結
合
有
志
之
士
起
兵
抗
清
，
其
母
見
國
家
覆
滅
乃
絕
食
而

死
，
遺
言
子
孫
勿
事
異
姓
。
顧
炎
武
於
兵
敗
後
力
圖
復
興
明
室
，
遍
訪
南
北
諸
省
，
考
察
山
川
形
勢
，
結
交 

各
地
反
清
志
士
，
其
間
曾
遭
奸
小
陷
害
而
被
捕
入
獄
。
清
廷
屢
次
徵
召
，
朝

t
6l

臣
也
推
薦
他
修
明
史
，
顧
炎
武
皆

堅
拒
不
往
，
充
分
表
現
出
忠
貞
不
屈
的
志
節
。

顧
炎
武
治
學
嚴
謹
，
博
古
通
今
，
在
經
學
、
音
韻
、
史
地
、
文
學
等
方
面
都
有
很
深
的
造
詣

4u

。
在
學
術
研

究
上
，
強
調
經
世
致
用
，
開
清
代
樸
學
之
風
。
有
日
知
錄
、
天
下
郡
國
利
病
書
、
亭
林
詩
文
集
等
傳
世
。

清刊本《日知錄》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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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五
代
史1 

馮
道2

傳
論3

曰
：
﹁
﹃
禮
、
義
、

廉
、
恥
，
國
之
四
維
，
四
維
不
張
，
國
乃
滅

亡4

。
﹄
善
乎
管
生5

之
能
言6

也
！
禮
、
義
，
治

人
之
大
法
；
廉
、
恥
，
立
人
之
大
節7

。
蓋
不

廉
則
無
所
不
取
，
不
恥
則
無
所
不
為

j
6o

。
人
而8

如
此
，
則
禍
敗
亂
亡
亦
無
所
不
至
。
況
為
大

1

五
代
史
：
此
指
北
宋 

歐
陽
脩
所
編
撰
新
五
代

史
。
此
書
記
載
後
梁
、
後
唐
、
後
晉
、
後
漢
、

後
周
與
同
時
代
十
國
的
史
事
。

2

馮
道
：
字
可
道
，
五
代
時
人
。
歷
事
後
唐
、

後
晉
、
後
漢
、
後
周
四
朝
十
君
及
契
丹
，
長
任

宰
相
等
要
職
，
自
號
長
樂
老
，
並
撰
文
誇
耀
所

得
官
爵
。

3

論
：
修
史
者
的
評
論
之
辭
。

4

﹁
禮
義
廉
恥
﹂
四
句
：
禮
、
義
、
廉
、
恥
是

維
繫
國
家
的
四
大
綱
紀
，
這
四
大
綱
紀
假
如
不

能
發
揚
，
國
家
就
會
滅
亡
。
維
，
繫
物
的
大

繩
，
引
申
為
﹁
綱
紀
﹂
。
張
，
張
開
，
引
申
為

﹁
發
揚
﹂
。
語
出
管
子 

牧
民
。

5

管
生
：
春
秋 

齊
國
人
管
仲
，
名
夷
吾
，
字

仲
。
輔
佐
齊
桓
公
尊
王
攘

b
6;

夷
，
稱
霸
天
下
。

6

能
言
：
善
於
立
論
說
理
。

7

立
人
之
大
節
：
立
身
處
世
的
重
大
節
操
。

8
而
：
如
果
。

•                                                                                                •                                                    •                                                    •                                                   •

文
‧

注
釋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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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
而
無
所
不
取
，
無
所
不
為
，
則
天
下
其9

有

不
亂
，
國
家
其
有
不
亡
者
乎
？
﹂

w

　

然
而
四
者
之
中
，
恥
尤
為
要
，
故
夫
子

之
論
士
曰
：
﹁
行
己
有
恥0

。
﹂
孟
子
曰
：

﹁
人
不
可
以
無
恥
。
無
恥
之
恥
，
無
恥

矣q

！
﹂
又
曰
：
﹁
恥
之
於
人
大
矣
！
為

j
6o

機
變

之
巧
者
，
無
所
用
恥
焉w

！
﹂
所
以
然
者
， 

9

其
：
通
﹁
豈
﹂
，
難
道
。

0

夫
子
之
論
士
曰
行
己
有
恥
：
孔
子
評
論
士
人

應
具
備
的
條
件
時
，
曾
說
：
﹁
自
己
立
身
行
事

須
有
羞
恥
心
。
﹂
夫
子
，
指
孔
子
。
語
出
論
語 

子
路
。

q

無
恥
之
恥
無
恥
矣
：
如
果
能
把
﹁
無
恥
﹂
視

為
最
可
恥
的
事
，
就
能
遠
離
恥
辱
了
。
﹁
無
恥

之
恥
﹂
即
﹁
恥
無
恥
﹂
的
倒
裝
，
表
示
﹁
以
無

恥
為
恥
﹂
。
語
出
孟
子 

盡
心
上
。

w

﹁
恥
之
於
人
大
矣
﹂
三
句
：
羞
恥
心
對
人
的

影
響
太
大
了
！
玩
弄
心
機
、
變
詐
取
巧
的
人
， 

根
本
都
沒
用
到
羞
恥
心
。
語
出
孟
子 

盡
心
上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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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之
不
廉
而
至
於
悖

1
4o

禮
犯
義e

，
其
原r

皆
生
於

無
恥
也
。
故
士
大
夫
之
無
恥
，
是
謂
國
恥
。

 e

　

吾
觀
三
代
以
下t

，
世
衰
道
微y

，
棄
禮

義
，
捐u

廉
恥
，
非
一
朝
一
夕i

之
故
。
然
而
松

e

悖

1
4o

禮
犯
義
：
違
背
禮
法
，
侵
害
道
義
。
悖
，

違
背
。

r

原
：
通
﹁
源
﹂
，
根
源
。

t

三
代
以
下
：
夏
、
商
、
周
三
個
朝
代
以
後
。

y

世
衰
道
微
：
世
風
衰
頹
，
道
德
敗
壞
。

u

捐
：
拋
棄
。

i

一
朝
一
夕
：
形
容
很
短
暫
的
時
間
。

                                             •                                                  •                                                  •                                                   •

屹立山崖的蒼勁古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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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
後
凋
於
歲
寒
，
雞
鳴
不
已
於
風
雨o

，
彼
眾

昏
之
日
，
固
未
嘗
無
獨
醒
之
人p
也
。

 r

　

頃

f
u
3/

讀

a

顏
氏
家
訓s

，
有
云
：
﹁
齊
朝d
一
士

夫
，
嘗
謂
吾
曰
：
﹃
我
有
一
兒
，
年
已
十
七
，

o

松
柏
後
凋
於
歲
寒
雞
鳴
不
已
於
風
雨
：
歲
末

冬
寒
時
，
松
柏
仍
不
凋
謝
；
風
狂
雨
驟

y
4.

時
，
公

雞
也
不
會
停
止
報
曉
。
比
喻
君
子
處
亂
世
時
仍

堅
守
正
道
，
不
改
其
節
操
。
前
句
語
出
論
語 

子

罕
，
後
句
語
出
詩
經 

鄭
風 

風
雨
。

p

彼
眾
昏
之
日
固
未
嘗
無
獨
醒
之
人
：
在
眾

人
昏
亂
的
時
候
，
一
定
還
是
會
有
獨
自
清
醒
的

人
。
昏
，
昏
亂
、
迷
惑
。
固
，
當
然
。
語
出
屈

原 

漁
父
，
原
文
作
：
﹁
眾
人
皆
醉
我
獨
醒
。
﹂

a

頃

f
u
3/

：
最
近
。

s

顏
氏
家
訓
：
南
北
朝 

顏
之
推
撰
，
敘
述
立
身

處
世
的
方
法
，
辨
正
當
時
荒
謬
的
風
氣
以
教
訓

子
孫
，
故
名
顏
氏
家
訓
。

d
齊
朝
：
指
南
北
朝
的
北
齊
。

    •                                                   •                                                   •                                                  •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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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
曉
書
疏
。

f

教
其
鮮
卑
語g

及
彈
琵
琶
，
稍
欲

通
解h

，
以
此
伏
事
公
卿j

，
無
不
寵
愛
。
﹄
吾

時
俯
而
不
答
。
異
哉
！
此
人
之
教
子
也
！

若
由
此
業k

，
自
致l

卿
相
，
亦
不
願
汝
曹;

為

之
！
﹂
嗟
乎
！
之
推
不
得
已
而
仕
於
亂
世z

，

猶
為
此
言
，
尚
有
小
宛
詩
人
之
意x

；
彼
閹

u
0

然

媚
於
世c

者
，
能
無
愧
哉
？

f

書
疏
：
書
信
奏
章
。
疏
，
上
呈
皇
帝
的
文
書
，

因
分
條
記
事
，
故
稱
疏
。

g

鮮
卑
語
：
鮮
卑
族
的
語
言
。
北
魏 

拓
跋
氏
、

北
齊 

高
氏
、
北
周 

宇
文
氏
都
是
鮮
卑
族
，
因

此
當
時
貴
族
均
以
鮮
卑
語
為
通
用
語
。

h

稍
欲
通
解
：
漸
漸
的
通
達
了
解
。
欲
，
將
要
、

快
要
。

j

伏
事
公
卿
：
服
侍
達
官
貴
人
。
伏
，
通
﹁
服
﹂
。

k

業
：
本
領
，
此
指
說
鮮
卑
語
及
彈
琵
琶
。

l

致
：
獲
得
。

;

汝
曹
：
你
們
，
此
指
子
孫
。
曹
，
輩
。

z

之
推
不
得
已
而
仕
於
亂
世
：
顏
之
推
本
是
南

朝 

梁
人
，
因
身
處
亂
世
而
奔
北
齊
，
數
度
被

朝
廷
徵
召
，
故
當
官
有
其
不
得
已
的
苦
衷
。

x

尚
有
小
宛
詩
人
之
意
：
還
存
有
像
小
宛
作
者

能
警
惕
自
勉
的
深
意
。
小
宛
，
詩
經 

小
雅
篇
名
，

士
大
夫
作
此
詩
譏
刺
政
教
失
當
的
周
幽
王
，
同

時
互
相
誡
勉
應
慎
行
修
德
。
顏
之
推
深
惡

4j

當

時
士
大
夫
媚
外
求
榮
的
行
為
，
因
而
力
誡
子 

孫
，
其
深
切
警
惕
的
心
意
和
小
宛
作
者
相
同
。

c
閹

u
0

然
媚
於
世
：
用
不
光
明
的
行
為
，
曲
意
迎

合
以
取
悅
世
俗
。
閹
然
，
遮
遮
掩
掩
的
樣
子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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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
析

課本
文
首
段
先
提
出
﹁
禮
、
義
、
廉
、
恥
，
國
之
四
維
，
四
維
不
張
，
國
乃
滅
亡
﹂
的
論
點
，
肯
定

四
維
的
重
要
，
隨
即
把
四
維
分
為
﹁
禮
義
﹂
、
﹁
廉
恥
﹂
兩
部
分
說
明
。
接
著
又
捨
去
﹁
廉
﹂
字
，
強
調

﹁
恥
﹂
尤
為
重
要
，
因
為
﹁
人
之
不
廉
而
至
於
悖
禮
犯
義
，
其
原
皆
生
於
無
恥
也
﹂
。
由
此
看
來
，
本
文

雖
題
為
﹁
廉
恥
﹂
，
其
實
論
述
的
焦
點
只
在
﹁
恥
﹂
上
。

五
代
是
史
上
極
紛
亂
的
時
期
，
而
馮
道
仕
四
朝
十
君
皆
居
高
位
，
作
者
將
他
置
於
全
文
之
首
，
以
對

應
明
末
清
初
的
狀
況
，
其
諷
諭
時
局
的
用
心
可
想
而
知
。
因
此
作
者
說
：
﹁
況
為
大
臣
而
無
所
不
取
，
無

所
不
為
，
則
天
下
其
有
不
亂
，
國
家
其
有
不
亡
者
乎
？
﹂
並
以
﹁
士
大
夫
之
無
恥
，
是
謂
國
恥
﹂
，
警
誡

自
己
及
士
大
夫
勿
忘
社
會
責
任
，
語
意
實
為
沉
痛
。

日
知
錄
是
作
者
的
讀
書
札
記
，
所
以
文
中
多
引
述
前
人
之
言
，
藉
此
立
論
抒
懷
，
如
以
化
用
論
語
、

詩
經
的
文
句
：
﹁
松
柏
後
凋
於
歲
寒
，
雞
鳴
不
已
於
風
雨
。
﹂
勉
勵
君
子
應
堅
守
節
操
；
暗
用
屈
原 

漁
父

的
文
句
：
﹁
彼
眾
昏
之
日
，
固
未
嘗
無
獨
醒
之
人
也
。
﹂
將
屈
原
不
同
流
合
汙
的
個
性
隱
含
其
中
，
進
而

期
許
自
己
就
是
那
個
﹁
獨
醒
之
人
﹂
。
文
末
引
用
顏
氏
家
訓
，
稱
許
顏
之
推
雖
不
得
已
仕
於
亂
世
，
卻
能

力
誡
子
孫
勿
媚
外
求
榮
，
寄
託
小
宛
詩
人
深
自
警
惕
之
意
，
並
藉
﹁
彼
閹
然
媚
於
世
者
，
能
無
愧
哉
﹂
的

詰

r
u
6,

問
，
將
古
人
堅
守
節
操
者
與
當
時
趨
炎
附
勢
者
兩
相
比
較
，
高
下
立
判
，
諷
刺
批
評
之
意
自
然
流
露
，

發
人
深
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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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討
論

問
一
、
文
中
言
：
﹁
士
大
夫
之
無
恥
，
是
謂
國
恥
。
﹂
在
現
代
社
會
中
，
你
認
為
這
種
說
法
成
立
嗎
？ 

二
、
北
齊
時
漢
人
學
鮮
卑
語
和
現
代
人
學
習
外
語
，
就
時
空
和
心
態
而
言
，
有
何
異
同
？

用
練
習

應
一
、
單
一
選
擇
題
：

︵　
　

︶1
 

下
列
﹁　

﹂
內
的
讀
音
，
何
組
兩
兩
相
同
？

A

﹁
頃
﹂
讀
顏
氏
家
訓╲

﹁
傾
﹂
國
傾
城　
　
　

B

﹁
閹
﹂
然
媚
於
世╲

﹁
奄
﹂
奄
一
息

C

教
其
﹁
鮮
﹂
卑
語╲

苔
﹁
蘚
﹂
植
物　
　
　
　

D

並
行
不
﹁
悖
﹂╲

﹁
勃
﹂
然
大
怒

︵　
　

︶2
 

下
列
選
項
，
何
者
用
字
完
全
正
確
？

A

天
寒
地
凍
中
百
花
雕
謝
，
只
有
梅
花
綻
放
枝
頭

B

寡
廉
鮮
恥
的
行
徑
，
必
將
招
致
災
禍

C

孔
子
將
教
育
普
及
到
民
間
，
讓
布
衣
可
成
卿
像

D

顧
炎
武
少
時
加
入
復
社
，
關
懷
國
事
，
砰
擊
時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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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下
列
選
項
﹁　

﹂
內
的
字
義
，
何
者
正
確
？

A

天
下
﹁
其
﹂
有
不
亂
，
國
家
其
有
不
亡
者
乎
：
難
道

B

彼
眾
﹁
昏
﹂
之
日
，
固
未
嘗
無
獨
醒
之
人
：
昏
倒

C

教
其
鮮
卑
語
及
彈
琵
琶
，
稍
﹁
欲
﹂
通
解
：
欲
望

D

彼
閹
然
﹁
媚
﹂
於
世
者
，
能
無
愧
哉
：
嫵
媚

︵　
　

︶4
 

下
列
文
句
的
修
辭
說
明
，
何
者
正
確
？

A
世
衰
道
微
：
對
偶　
　
　
　
　
　
　
　
　
　

B

國
家
其
有
不
亡
者
乎
：
懸
問　
　
　
　

C

松
柏
後
凋
於
歲
寒
：
借
代　
　
　
　
　
　
　

D

棄
禮
義
，
捐
廉
恥
：
映
襯

︵　
　

︶5
 

﹁
恬
不
知
恥
﹂
形
容
一
個
人
沒
有
羞
恥
心
，
下
列
成
語
何
者
與
此
相
近
？

A

行
己
有
恥　
　
　
　
B

厚
顏
無
恥　
　
　
　

C

無
恥
之
恥　
　
　
　

D

含
垢
忍
恥

︵　
　

︶6
 

﹁
恥
之
於
人
大
矣
！
為
機
變
之
巧
者
，
無
所
用
恥
焉
！
﹂
有
關
此
句
的
敘
述
，
下
列
何
者
正
確
？

A

玩
弄
心
機
、
變
詐
取
巧
的
人
，
根
本
都
沒
用
到
羞
恥
心

B

懂
得
機
變
巧
言
的
人
，
人
際
關
係
才
會
圓
融
通
達

C

能
夠
權
變
取
巧
的
人
，
才
能
化
危
機
為
轉
機

D

善
於
心
機
巧
詐
的
人
，
才
能
夠
富
貴
利
達

︵　
　

︶7
 

﹁
吾
觀
三
代
以
下
，
世
衰
道
微
，
棄
禮
義
，
捐
廉
恥
，
非
一
朝
一
夕
之
故
。
﹂
此
段
意
謂
：

A

三
代
時
的
社
會
風
氣
衰
頹
不
振

B

社
會
風
氣
的
敗
壞
，
由
來
已
久

C

今
日
風
氣
敗
壞
，
起
因
於
三
代
時
未
教
化
人
民

D

朝
夕
之
間
就
能
令
世
風
衰
頹
、
道
德
敗
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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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下
列
有
關
顧
炎
武
的
敘
述
，
何
者
不
正
確
？

A

本
名
絳
，
明
朝
滅
亡
後
改
名
炎
武

B

世
稱
亭
林
先
生
，
開
清
代
樸
學
之
風

C

受
清
朝
徵
召
而
修
明
史
，
為
明
朝
留
下
重
要
歷
史
紀
錄

D

著
有
日
知
錄
、
天
下
郡
國
利
病
書
、
亭
林
詩
文
集
等

︵　
　

︶9
 

關
於
廉
恥
一
文
中
所
引
用
的
人
物
，
下
列
說
明
何
者
正
確
？

q

管
生
為
春
秋
時
代
輔
佐
齊
桓
公
稱
霸
天
下
的
管
仲

w

孔
子
為
戰
國
時
代
儒
家
的
代
表
人
物

e

馮
道
為
撰
寫
五
代
史
的
作
者
之
一

r

顏
之
推
為
身
處
亂
世
而
出
仕
北
齊
的
文
士

A
q
w

　

　
　
　
　

B
w
e

　
　
　
　
　
　

C
q
r

　
　
　
　
　
　

D
e
r

︵　
　

︶0
 

國
史
館
想
以
﹁
松
柏
後
凋
於
歲
寒
，
雞
鳴
不
已
於
風
雨
﹂
為
主
題
製
作
影
片
。
下
列
人
物
的
品
德

行
事
，
何
者
最
適
宜
被
列
入
？

A

自
號
長
樂
老
的
馮
道　
　
　
　
　
　
　
　
　

B

引
清
兵
入
關
的
吳
三
桂

C

正
氣
凜

x
u
3p

然
的
文
天
祥　
　
　
　
　
　
　
　
　

D

輔
佐
齊
桓
公
的
管
仲

二
、
本
文
強
調
﹁
恥
﹂
的
重
要
而
用
了
許
多
﹁
恥
﹂
字
，
但
其
詞
義
與
用
法
不
盡
相
同
。
請
將
下
列
文
句
依
參

考
選
項
加
以
分
類
。

參
考
選
項
：q

恥
辱
，
名
詞　
　

w

羞
恥
心
，
名
詞　
　

e
以
…
…
為
恥
，
動
詞



1

行
己
有
﹁
恥
﹂

2

人
不
可
以
無
﹁
恥
﹂

3

無
恥
之
﹁
恥
﹂
，
無
恥
矣

4

﹁
恥
﹂
之
於
人
大
矣

5

其
原
皆
生
於
無
﹁
恥
﹂
也

6

士
大
夫
之
無
恥
，
是
謂
國
﹁
恥
﹂

三
、
寫
作
練
習
：

讀
完
本
文
，
你
是
否
也
曾
經
對
某
項
國
家
政
策
、
社
會
事
件
有
過
省
思
？
請
以
﹁
一
則
新
聞
的
省

思
﹂
為
題
，
適
度
援
古
論
今
，
闡
述
你
對
當
今
社
會
現
象
的
評
論
或
建
議
，
表
達
你
對
社
會
的
關
懷
。

作
法
提
示
：1

下
筆
時
宜
先
思
考
自
己
所
熟
悉
的
某
個
議
題
，
針
對
新
聞
事
件
闡
述
己
見
。

2
 

首
段
先
略
述
該
新
聞
的
內
容
，
然
後
再
提
出
看
法
。
評
論
宜
中
肯
，
避
免
偏
激
的
言
論
或

偏
頗
的
價
值
觀
。

3
 

文
章
可
從
正
面
、
反
面
援
例
論
述
，
增
加
說
服
力
，
並
提
出
積
極
的
建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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